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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产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业之一，人们对通信质量的要求不断上升，研究学者对通信的研究热情也一直热度不减。
AMiner今日发布《通信与人工智能研究报告》，包括概述篇、人才篇、应用篇和趋势篇。
通信产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业之一，人们对通信质量的要求不断上升，研究学者对通信的研究热情也一直热度不减。
AMiner今日发布《通信与人工智能研究报告》，包括概述篇、人才篇、应用篇和趋势篇。


全球通信学者分布&分析

从全球来看，美国在通信方面的研究占领着绝对的优势。
但中国对于通信的研究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研究学者近百人。
除了中美两国以外，加拿大、英国、德国、日本等过也聚集着大量通信领域的研究学者。


[image: ]

从产业化的角度而言，中国在通信方面的产业研究是领先于美国的。
中国是世界上通信需求最大的市场，产业规模是大于美国的。
华为作为世界第二大设备商在通信研究上的投入，也十分令人瞩目。
而随着近些年来留美的研究学者不断归国，预计中国在通信上的发展将远超世界其他国家。
AMiner还基于全球通信领域最具影响力的1000人的迁徙路径绘制了迁徙动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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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信人才流动分析


[image: ]

由上图可以看出，各国通信领域人才的流失和引进是相对比较均衡的。
其中美国是通信人才流动大国，人才输入和输出幅度都大幅度领先。
中国、加拿大、德国和瑞士等国落后于美国，但各国之间人才流动相差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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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图可以看出，中美两国通信人才流动主要集中于本国之间。

其中，美国通信人才除在本国流动外，中国、以色列、英国、加拿大和印度分别是美国通信人才迁入；
中国通信人才除在本国流动外，迁入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和韩国；
其中，美国占1/4左右，其余分散在日本韩国亚洲等国。
而美国人才3/4多都在本国内流动，流入他国的人才较少且分散在不同国家。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人才的吸引力是要大于中国的。


中国通信人才流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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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国内，通信领域的研究学者主要分布在北京、香港、南京等城市。
其中，北京的研究学者数量大于其他城市，这主要是得益于北京市内诸如清华、北大的众多高校以及一些产业研究所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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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中国通信人才在国内各城市的流动图，由图可以看出北京、香港、上海、兰州、台北和哈尔滨等城市是人才流出比较多的城市。
同时，北京、香港、兰州、上海和哈尔滨也是人才流入比较多的城市。
综合看来，北京、香港、上海等发达城市人才流动较为频繁。
兰州由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影响，通信产业也较为发达，人才流动比较频繁。
但合肥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够强，人才流失量较大。

领域学者：王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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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东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1998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系博士学位。

他是IEEE Fellow（2008年）、中组部千人计划学者、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兼任NEC Labs美国首席研究员。
他先后担任多个国际顶级期刊编委，和多个国际学术会议的主席、副主席、程序委员会委员。
王晓东的研究兴趣主要在统计信号处理、基因组信号处理、生物信息学、通信理论、无线通信、光通信等领域。
近年来王晓东在无线通信和信号处理领域里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多用户通信、空时信号处理、蒙特卡洛信号处理、基因组信号处理等方向上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在无线通信、统计信号处理、并行和分布式计算、纳米电子学和量子计算领域发表文章800余篇，主编/合编了10余部学术著作。
专著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s： Advanced Techniquesfor Signal Reception于2003年由Prentice Hall出版公司出版。
王晓东还获得了1999年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CARREER奖，2001年IEEE通信协会和信息论协会联合最佳论文奖，2011年IEEE通信学会杰出论文奖，并被评为ISI高引作者（ISI Highly-citedAuthor）。

领域学者：尤肖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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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肖虎，1988年于东南大学信号、电路与系统专业获博士学位。

现任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东南大学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江苏省科协副主席、IEEE Nanjing Section主席和IEEE Fellow，《中国科学F辑》副主编。

尤肖虎是中国3G、4G掌门人。
1999年至2002年，他担任国家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研究开发重大专项项目总体组组长，所负责的项目被两院院士评选为2002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尤肖虎创新性地提出了多径能量窗结构CDMA接收技术，取得3项美国发明专利和11项国家发明系列专利，获得200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一。
2002-2006年，他主持国家863 Future重大研究计划，在3G移动通信无线组网与传输等关键技术研发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国际影响。
2004年至2008年，尤肖虎作为首席负责人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未来移动通信基础理论与技术研究”，在分布式无线组网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走在世界前列的基础性研究成果。
2013年12月尤肖虎领衔完成的“宽带移动通信容量逼近传输与分布式组网”项目获2014年度陈嘉庚信息技术科学奖。
该成果为分布式多天线技术这一新兴的组网方式提供了相关的基础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我国第4代移动通信的发展和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尤肖虎教授在IEEE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论文被引用超过3000次，第一作者单篇最高引用163次，SCI他引400余次。获国家发明专利71项、国际发明专利10项。


领域学者：梁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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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Victor·C·M·Leung）目前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教授，IEEE院士，加拿大工程学院研究员，加拿大工程院院士，ACM投票委员，IEEE通信协会的杰出讲师，同时也是美国TELUS移动工业研究委员会的创始人。

他的研究方向是计算机和电信网络的建筑和协议设计和性能分析领域，目前的重点是无线网络和移动系统。
从1981年到1987年，梁振英作为微泰太平洋研究有限公司技术人员的资深成员，专门从事卫星通信系统的规划、设计和分析。
他还在1986年和1987年担任西蒙弗雷泽大学的客座助理教授。
他曾在IEEE无线通讯、IEEE计算机、计算机通信等编辑部任职并在众多国际会议的技术计划委员会任职。
他是国际无线通信大会（WC 2010）的主席，多次主持国际会议。

领域学者：钟章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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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章队，北京交通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代通信研究所所长，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通信首席教授。
钟章队是我国较早开展高速铁路无线通信与控制研究的专家，是GSM-R研究第一人，1994年提出在中国建设和发展新一代铁路数字移动通信系统（GSM-R）。
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无线通信及宽带移动通信、数据通信及计算机通信、高速铁路列车运行控制和智能交通系统等。
他是我国轨道交通专用移动通信理论与关键技术方向的首席专家，“面向高速铁路控制的无线移动通信系统研究”教育部创新团队带头人。
钟章队作为铁路通信专家，带领其创新团队，为铁路六次大提速、青藏铁路、大秦重载运输、高速铁路等国家重大工程及创新人才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出版专著7部，发表论文300多篇，高被引论文2篇，授权专利10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茅以升科学技术奖、詹天佑铁道科学技术贡献奖、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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