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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浙江大学基础医学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与良渚实验室特聘教

授，美国杜克大学免疫系客座教授。陈教授是国际公认的坏死性凋亡研究领域

的专家，是受体相互作用蛋白激酶 RIPK3 的发现者，陈教授长期从事免疫学、

细胞生物学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目前正致力于研究坏死性凋亡的信号通路，

以及它在组织修复，和各类炎症疾病中的功能。团队共发表高水平论文 80 余篇，

包括 Nature 及子刊 7 篇、Science 及子刊 5 篇、Cell 及子刊 14 篇。陈教授

作为细胞死亡和免疫学领域的世界知名学者，曾以会议主席身份组织高登细胞

死亡会议，并担任国际知名期刊 Cell Death and Differentiation 的编委，获得

美国癌症研究所青年 PI 奖、史密斯家庭基金会青年 PI 奖和美国克罗恩和结肠

炎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等奖项。

Gehan Amaratunga 教授在英国威尔士大学获得电气工程学士学位，并于

1983 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Amaratunga 教授是电气工程师协会会员和

特许工程师。他于 2004 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2007 年，他被授予皇

家工程院银质奖章，以表彰他对英国工程的杰出个人贡献。他是电源管理集成

电路公司 Cambridge Semiconductor Ltd 的创始人、首席技术官和执行董事。

他在期刊和会议论文集上发表了 500 多篇学术论文，被引用 4 万余次，并获得

了 30 多项专利。Gehan 教授在欧洲、美国和亚洲的工业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

并与飞利浦和福特等公司进行了广泛的技术和商业合作。他也是四家初创科技

公司的创始人。

现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经

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浙大城市学院校长、浙江大学副校长，期间兼

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院长、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

罗卫东教授是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倡导者和杰出实践者。代表著作有《情

感、秩序、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经济思想通史》、《经济增长与

反通货膨胀的国际比较》等。

主论坛

坏死性凋亡研究领域知名专家

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

教授，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

陈家明

Gehan Amaratunga

罗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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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1：ZJU-UIUC 论坛（工学 + 方向）

资深自动控制与系统工程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杭州市第二批全球

引才“521”计划人选，浙江省“特聘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现任浙江中控信息技术公司首席科学家、智慧城市智库主任。兼任中国智能

交通协会理事、浙江省人工智能学会常务理事、杭州市计算机学会理事、英

国智能交通协会特邀会员等。长期从事系统建模、智能优化控制、数据挖掘

分析、人工智能、智能交通及智慧城市等应用研究和创新管理工作，主持参

与多项国家和省部级控制和信息科学重点课题，和英国工程和自然科学研究

委员会资助的重大专项基金项目系列，发表 150 余篇科技论文，获 5 项发

明专利、5 项国家新型实用专利。荣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国家教委

科技进步一等奖、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智能交通协会科学技术一等

奖、浙江省第一届青年科技奖、霍英东青年教师奖、国家杰出青年专家、做

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等奖励和荣誉。

教授级高工， 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学会高级会员，浙江省声学学会副理

事长，现任浙江上风高科党支部书记，首席研究员和副总工，兼任浙江大学

一带一路文莱班优秀教师。国防科大信息工程学士，法国巴黎萨克雷自动化

硕士，信息科学博士，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博士后。担任浙江省党代表，省人

大代，省科协代表，入选省级优秀共产党员，杭州亚运火炬手，省鲲鹏计划，

省特聘专家。从事贝叶斯深度学习，多物理场测量与信息融合，用于通风装

备的绿色智能互联网 +，在国际上率先研制成功的通风装备“工业芯肺系统”，

2021 年荣获工信部等国家四部委优秀智能制造场景案例、2022 年浙江省

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名单，于中央二套经济半小时首个专题报道。带领团队

2023 年荣获浙江省西湖友谊奖国际科学合作奖。

教授级高工
浙江中控信息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杨永耀

教授级高工
上风高科副总工

初　宁

王伟烈 ( 副教授、研究员、现任浙江省 - 沙特能源材料实验室主任、

器件及应用材料工程科学部主任 ) 于 2018 年加入浙江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

巴纳香槟校区联合学院 (ZJU-UIUC 联合学院 )。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完成

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在 2015 年获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学位。他的主要研究

领域为工程热物理（实验与模拟）、生物微机电系统、新能源等，发表论文

30 余篇在 Nature Materials、ACS Nano、 Advanced Science、等国际

学术期刊。
副教授

王伟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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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浩博士，ZJUI 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7 年于新加坡科技设计

大学（SUTD）获信息系统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无线通信网络的基础

理论与系统设计，聚焦大维无线网络中空时随机业务的建模与分析、面向信

息时效性的物联网优化以及无线边缘网络的联邦学习系统设计等课题，取得

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在无线通信网络领域权威期刊包括 IEEE JSAC, TWC, TCOM, TSP

等发表论文 48 篇、国际会议论文如 IEEE ISIT, ICASSP, WiOpt 等发表论

文 31 篇，由 Springer 出版英文专著一部。其中 5 篇期刊论文先后被认定

为 ESI 高被引论文，1 篇期刊论文被认定为 ESI 热点论文；依据 Google 

Scholar 的统计 , 总被引次数 3500 余次 (H-index 25)，单篇最高引用

1000 余次。 

曾获 IEEE 通信学会亚太地区杰出青年学者奖、IEEE 信号处理协会

2022 年 度 最 佳 论 文 奖（IEEE Signal Processing Society 2022 Best 

Paper Award）、IEEE WCSP 会议 2019 年十周年纪念优秀论文奖、

IEEE ComComAP 会议 2021 年最佳论文奖以及 IEEE WCSP 会议 2014

年最佳论文奖；入选斯坦福大学公布的全球前 2% 顶尖科学家榜单。现任无

线通信国际顶级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编委，担任国际通信大会 IEEE ICC 2024、世界物联网论坛 IEEE WF-

IoT 2023 等重要国际会议分会场主席；在多个网络通信与信号处理领域

国 际 会 议（ 包 括 IEEE ICASSP 2024、ICASSP 2023、WiOpt 2023、

IEEE SPAWC 2023、IEEE SECON 2022 等）组织过面向无线网络的

分布式机器学习主题研讨会，且在 IEEE ICC、IEEE Globecom、IEEE 

WCNC 等无线通信网络的标志性旗舰国际会议进行过 11 次教程系列

（Tutorial Series）专题讲座报告。

助理教授

杨　浩

孟祥明博士于 2023 年 3 月加入 ZJUI 任长聘教轨助理教授，此前于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3 月担任日本东京大学特任助理教授。他于 2016

年在清华大学获得信息与通信工程博士学位，2011 年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获得通信工程学士学位。2016 年至 2019 年在上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任高

级研究工程师，之后于 2019 年至 2020 年，以及 2020 年至 2022 年先后

在日本理化学研究所 RIKEN 综合智能创新中心（AIP）以及日本东京大学

物理系做博士后研究员。 孟祥明博士的研究兴趣主要是机器学习、信息论、

信号处理以及统计物理的交叉领域，尤其集中于概率图模型，近似贝叶斯推

理以及学习算法。最近他对于扩散模型等深度生成模型及其在各种逆问题（如

压缩感知与图像重构）中的应用特别感兴趣。相关研究工作发表于 IEEE 

JSAC, NeurIPS, ICML, ICLR, AAAI, AISTATS 等国际顶级期刊与顶级

会议。他受邀担任多个国际顶级期刊会议的审稿人，包括 Statistics and 

Computing, IEEE TIT, IEEE TCOM, NeurIPS, ICML, ICLR, CVPR, 

AAAI, AISTATS 等。

助理教授

孟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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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飘博士现任 ZJUI 副教授。在此职位之前，他于 2020 年至 2023 年

间在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担任统计学助理教授。他于 2013 年在上海交通大

学获得工业工程学士学位，并于 2017 年从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得工业与系

统工程管理博士学位。他的研究主要关注质量和可靠性、故障诊断与健康

管理以及统计学。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发表在统计、工程、管理领域的顶

尖 期 刊， 包 括 Technometrics、Journal of Quality Technology、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Theory 和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等。 他 的 工 作 曾 获 得 国 际 系 统 可 靠 性 与 安 全 工 程 会 议

（SRSE2022）、INFORMS 质量统计可靠性会议（ICQSR2023）、统

计理论及其应用国际研讨会（STARF2023）等国际会议的最佳论文奖。
副教授

陈　飘

程雨诗博士，ZJUI 研究员、助理教授，分别于 2016 年、2021 年在浙

江大学获工学学士、工学博士学位，2021-2023 年于清华大学任“水木学

者”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物联网安全、人工智能安全，近期关注智能

系统安全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安全等。相关研究工作发表于 IEEE S&P, 

ACM CCS, USENIX Security, NDSS, IEEE TDSC, IEEE TMC 等国际

顶级期刊与顶级会议，获 ACM AISACCS 2018 最佳论文奖及 IEEE WST 

最佳论文候选奖，受邀担任多个国际顶级期刊会议的审稿人（USENIX 

Security, IEEE TON, IEEE IOTJ 等）。助理教授

程雨诗

俞鑫波博士于 2024 年 1 月加入 ZJUI 成为助理教授。在加入 ZJUI 之

前，他于 2020 年 9 月在香港理工大学计算系获得博士学位，并在计算机

系担任博士后至 2023 年 12 月。俞博士的研究专长包括大数据分析、人工

智能和图像 / 视频处理。他的主要研究课题是基于视觉的多模态人类行为

理解，相关工作发表在 TPAMI、Pattern Recognition、ICCV、AAAI 和

IJCAI 等国际知名期刊和会议。他的研究成果曾获得最佳论文和最佳演说奖

等国际性奖项。俞博士积极活跃在跨学科合作研究，相关工作发表在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和 Tourism 

Management。除了应用性研究，俞博士也致力于解决基础性研究问题，

包括 3D 人体姿态重建、多模态数据 / 传感器融合和高效迁移学习等。

助理教授

俞鑫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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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2：2023 ZIBS 青年学者论坛暨第三届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
排名参考议程安排

陈骁骅博士现任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助理教授，博士毕业于

剑桥大学经济系。主要研究领域是宏观金融，经济周期，战略发展。

ZIBS 助理教授

陈骁骅

李超博士现任 ZIBS 海纳研究员。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竺可桢学

院、获工学学士，博士毕业于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师从孙

优贤院士、陈积明教授，获工学博士。研究领域是数据科学及其在

智慧城市、工业智能等领域的应用，主要与行业头部企业（国网、阿

里、临工、运达风电、每日互动等）合作，基于实际场景的真实数据

进行数据智能研究。研究成果发表在 IEEE TITS，TMC，TCSS，

Communications Physics 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
ZIBS 海纳研究员

李　超

Sheikh Fayaz Ahmad 博士为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助理

教授。他拥有 Jawaharlal Nehru 大学科学政策研究中心的硕士和

博士学位，曾为浙江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他是《Informal Sector 

Innovations: Insights from Global South》 一 书 的 联 合 编 辑

（Routledge，Taylor and Francis，2015）。《牛津发展研究》、

《国际规划与发展评论》、《当代科学》、《农村研究杂志》、《科

学技术与社会》等期刊皆发表了他的相关论文。最近，他为《科学技

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Sage Journal）

合编了一期特刊，题为“Rethinking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ZIBS 助理教授

Sheikh Fayaz 
Ahmad

魏彬如博士毕业于剑桥大学，现任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助理

教授，曾在英国六星商学院兰卡斯特大学商学院担任教职。主要研究

领域为宏观经济，空间经济和碳经济等，具体研究课题包括基础设施

建设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解构与评估，新能源产业与绿色经济研究，以

及碳经济政策的量化分析等。研究方法为机器学习，计量分析与基于

代理的经济学建模等。

ZIBS 助理教授

魏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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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mel Ng 博士现任 ZIBS 管理学助理教授，曾任新加坡国立大

学和新加坡管理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具体研究兴趣聚焦在人力资源和

组织行为领域，包括职业生涯和职业行为、领导力与追随力、组织创

新。研究成果发表在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等国际学术期刊上。

ZIBS 助理教授

Jomel Ng

Discourses in the Light of COVID-19”。本期特刊收录了包括诺

贝尔奖得主在内的创新与发展领域著名学者的相关成就。他于 2022

年 9 月 23 日为联合国大会的科学峰会主持了题为“替代创新和发展

模式：来自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见解”的特别会议。

包洋鸣博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分

别于 2013 年在厦门大学获学士学位，之后分别于 2016 年、2019

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获金融学硕士及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金

融和信贷市场领域，近期关注绿色创新融资、跨国并购与公司治理等。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于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包洋鸣

Godofredo Ramizo Jr. 博士毕业于牛津大学，获得数字技术博

士学位。他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算法系统的学者，同时也是科技

行业的从业者。他曾获得南洋理工大学（NTU）总统研究奖学金，

目前主要领导一项围绕人工智能系统的用户行为和人工智能在组织中

的应用的研究项目（价值 20 万新加坡元 / 人民币 110 万元）。他在

国际期刊上发表过论文，参加有关新媒体和数字技术的国际会议并发

表演讲，曾在牛津的研究团队中从事平台经济、人工智能和智能城市

方面的工作。此外，他还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曾在 Meta（前身为

Facebook）协助开发了多个创新的技术产品，专注于用户研究和战略。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商学院
 (NBS) 总裁博士后，首席研究员

Godofredo 
Ramizo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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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峰博士现任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副教授，曾在北京师

范大学担任讲师、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担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

创新管理、产业集群和竞争战略。研究成果发表在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Technovation、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国际学术期刊上。

ZIBS 助理教授

万　峰

雷李楠博士现任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助理教授、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企业创新与战略管理研究。针对数字化、全球

化情境下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隐形冠军的超越追赶，提出了实

现企业跨越式成长的战略构型。研究成果发表在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管理世界》、

《管理工程学报》等国内外期刊上。
ZIBS 助理教授

雷李楠

罗丹博士现任阿里巴巴商学院数字经济与战略系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金融（金融科技）、数字经济、财务会计等。

2022年6月毕业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专业，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曾于英国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访学；本科就读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会

计学专业，获管理学学士学位。 

在校期间在 SSCI 期刊、核心期刊等发表多篇论文，参与撰写《互

联网金融理论与实务》等教材著作，核心参与 3 项中国人民银行金融

科技委员会重点课题、1 项浙江省重点课题，参与制定国家金融行业

标准 2 项，累计主持或参与和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金融局、北京市

金融局、北京金融科技产业联盟、阿里巴巴、蚂蚁集团、剑桥大学、

亚洲开发银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南非人文社科研究委员会等合作

的政府项目、企业项目、国际项目 30 余项，产出 50 余份报告或论文

等研究成果。此外，其研究成果获得多位省部级领导亲笔批示。

杭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
讲师

罗　丹

Jia Jia Lim 博士现任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助理教授。研究

与教学的领域包括供应链管理，新技术和企业之间协作的可持续性发

展，企业伦理，企业社会责任等。她的研究成果发表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erations & Production Management,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国 际 学 术 期 刊

上。担任 Journal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编委，Industrial 

Management and Data Systems 审稿人。ZIBS 助理教授

Jia Jia 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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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éon Laulusa 是欧洲高等商学院（ESCP）执行总裁兼校长。

此前，他曾担任 ESCP 执行副校长兼学术和国际事务院长。此外，

他还是 ESCP 巴黎校区、华沙校区和迪拜分校的校长。

1999 年，Léon Laulusa 作为财务报告与审计系的教授加入了

ESCP。他主要教学财务会计、审计、公司治理、领导力、管理会计

控制和中国管理实践。

他的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国际财务会计、国家文化对企业管理和领

导力的影响。
欧洲高等商学院（ESCP）

执行总裁兼校长

Léon Laulusa

ZIBS 院长

巴西卡布拉尔皇家基金会
商学院院长

印度管理学院班加罗尔
分校院长

贲圣林

Antonio Batista 
da Silva Junior

Rishikesha 
Krishnan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

创始院长和金融科技研究院创始院长，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

究所创始联席所长，北京前沿金融监管科技研究院创始院长，全国工

商联国际委员会委员，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中央统战部党外知

识分子建言献策专家组成员，浙江省政协常委、副秘书长、经济委副

主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浙江数字金融科技联合会创始会长，广

东金融专家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等。  

贲博士有着丰富的国际金融业经历，主要研究兴趣为国际金融、

金融科技、数字经济、国际商务等。贲博士先后获得清华大学工程学

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和美国普渡大学经济学博士

学位。曾参加中共中央党校、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等有关培训。

Antonio Batista da Silva Junior 曾在巴西米纳斯联邦大学学习

工商管理，并于巴西瓦加斯基金会获得工商管理博士学位。他曾在巴

西卡布拉尔皇家基金会商学院（FDC）担任副院长一职长达 14 年之久，

并在学院的多个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他负责高管教育，包括定制、

公开招生和学位项目。他主导与大公司、家族企业、中小型企业的合

作伙伴关系，旨在进行管理领域的研究、培训和咨询。

Rishikesha Krishnan 教授主要研究战略与创新。自 2013 年

以来，他一直当选为五十大（印度）商业思想家名单，并于 2013 年

获得了五十大（印度）商业思想家创新奖。他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印

度高级研究中心、印度商学院和海德拉巴大学担任访问学者。2007-

2010 年，他担任班加罗尔管理学院企业班 Jamuna Raghavan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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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 LeClair 于 2019 年 2 月被任命为全球商学院网络（GBSN）

的首席执行官。在加入 GBSN 之前，他曾是国际商学院促进协会

（AACSB International）执行副总裁，这是一个为 100 多个国家的

约 1,600 所商学院提供服务的协会和认证组织。他在 AACSB 担任过

首席战略与创新官（两年半）、首席运营官（七年），以及首席知识

官（五年）。

全球商学院网络首席执行官

Dan LeClair

Giuliano Noci 是战略与市场营销的全职教授。自 2011 年起，

他担任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副校长。他目前是管理工程系和米兰理工

大学管理学院的董事会成员。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副校长

Giuliano Noci

Kenneth McPhail 是曼彻斯特商学院院长。他曾担任该院副院

长兼研究主任。此前，他曾担任曼彻斯特大学人文学院社会责任副院

长，负责带领人文学院推进曼大社会责任战略的发展与实施，涉及 5

个学院、36 个学科，18,000 位学生及 1,800 位教职人员。

曼彻斯特商学院院长

Kenneth McPhail

Danica Purg 教授是斯洛文尼亚 IEDC-BLED 管理学院院长、

全球新兴经济体管理发展国际联盟（CEEMAN）主席。她因在国际

商业教育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而获得了多个国家和国际奖项。斯洛文

尼亚共和国总统授予她自由勋章以表彰她对斯洛文尼亚和中东欧管理

发展的贡献。斯洛文尼亚 IEDC-BLED
管理学院院长

全球新兴经济体管理发展
国际联盟（CEEMAN）主席

Danica Purg



 22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商业
与经济学院院长

Steven Roberts

Steven Roberts 教 授 是 澳 大 利 亚 国 立 大 学 商 业 与 经 济 学 院

（CBE）院长。在担任该院院长之前，Steven 曾担任金融、精算与

统计学研究院主任。他教授精算和统计学课程。他硕士和博士毕业于

斯坦福大学，是澳大利亚精算师协会的会员。

格拉斯哥大学亚当·斯密
商学院院长

Eleanor Shaw

Eleanor Shaw 教授是一位以价值为导向、包容的企业家领导者，

拥有超过 25 年与企业家合作的经验。她的工作经验得到了一系列企

业家精神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影响了企业家教育的设计与实施，影

响了企业家政策，并指导了成功增长干预的发展，支持了众多苏格兰

企业的扩张。Eleanor 是高等教育领域的资深领导者，热衷于利用她

的知识、专业技能和网络，释放苏格兰经济中的创业潜力。她在格拉

斯哥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和博士学位，并因其在创业和教育领域的服务

而于 2022 年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

西班牙庞培法布拉大学
巴塞罗那管理学院院长

José Manuel 
Martínez Sierra

José Manuel Martínez Sierra 于 2021 年开始担任西班牙庞培

法布拉大学巴塞罗那管理学院院长。在加入该学院之前，他在哈佛大

学工作近十年，并曾领导国家和国际高等教育。他是一位政治学家、

社会学家、律师和法学博士。2003 年，马德里康普斯顿大学授予他

终身职位，并于 2004 年获得“让·莫内讲席教授”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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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兴趣是高分子合成化学，包括二氧化碳基高分子、含硫高

分子及这些聚合物在结构材料、固体电解质和发光材料中的应用。

在 JACS, Nat. Commun., Acc. Chem. Res., Angew. Chem. Int. 

Ed. 等杂志发表论文 140 多篇，主编出版英文专著 1 部，授权中国 ( 美

国 ) 发明专利 40(5) 项；中国化学会分子聚集发光专业委员会委员、

生物基运输燃料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 学术委员会委员、Chin. 

Chem. Lett 副主编、《高分子通报》编委等。

致力于生物质高值化利用研究和应用近 20 年，具有生物质热化

学和催化转化、化工、农工等多学科交叉背景，在生物质热解、热解

油催化调控、三组分分离及高值利用、生物航油等领域取得多项突破

性成果。发明了第二代秸秆纤维乙醇制备可再生航空燃油和橡胶单体

技术，乙醇转化成本较第一代降低 40%，航油性能优于美国 Jet-A

的标准；与世界 500 强在内的多家公司合作推进了技术产业化，经济

效益显著。主持千万级美国能源部生物能源项目、千万级省级重大项

目等十多项。获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技术产业化奖、技术创新奖等

奖项。成果多次被美国能源部、AAAS、Science Daily 等作为亮点

报道；发明专利成果转让给由美国航空公司和马士基支持的能源公司。

从事酵母遗传和基因组进化机制、海洋微生物资源挖掘利用研

究。团队选育高胁迫耐性和高糖醇转化率酿酒酵母菌株应用于燃料

乙醇工业。研究成果在 PNAS、Nucleic Acids Res、PLoS Genet

和 mBio 等杂志发表论文 50 余篇。主持国家重点研发、基金委优青

和浙江省重大等科研项目。浙江省微生物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遗传

学会理事、浙江省药学会海洋药物青年委员会副主任，担任《BMC 

Genomics》、《Marine Biotechnology》等杂志编委。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
教授，副系主任

张兴宏

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
食品科学学院求是讲席教授

李正龙

浙江大学海洋学院教授
海洋科学系主任

郑道琼

分会场 3：生物基运输燃料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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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兴趣在于工程结构健康监测、数据驱动的结构状态评估、风

险分析等等领域研究，具体研究方向包括贝叶斯系统辨识、结构动力

分析与测试、不确定性量化及极端荷载模拟等；先后发表国内外顶级

期刊论文近 40 篇，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

学术荣誉，担任中国振动工程学会、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多个委员会

委员等学术职务。

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干细胞与再生医学、胚胎干细胞分化调控、

RNA 调控。

致力于生物质高值化利用研究和应用，在生物质组分分离及高值

利用、功能性碳材料、生物基仿生界面构建等领域取得多项突破性成

果。利用纤维素构建高值生物质基仿生界面材料获得盖茨基金会和企

业多项项目资助，并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细胞培养肉技术指南手册收录。

浙江大学 ZJUI 联合学院
特聘研究员

李宾宾

浙江大学爱丁堡大学联合学院
助理教授

陈　迪

浙江大学农业生物环境工程
研究所副所长

张玺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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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4：信息电子学论坛

2017 年于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毕业，并于 2019

年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硕士毕业。2019

年回国，于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获得工学博士学

位。目前于华东师范大学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学院担任专任副研究

员。主要研究方向为：1）人体可集成的柔性前端传感器件。2）基

于柔性材料的感存算一体系统构建。已发在国际高水平期刊 Nature 

Communications, Advanced Materials 等表 SCI / EI 论文共 8 篇。

张新岩博士于 2017 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获得工程学士学

位。2022 年，他获得浙江大学工程博士学位。其现于浙江大学海宁

国际校区从事博士后的相关研究工作，并于 2022 年参加潮涌计划研

究项目。他对无伴随散射表面等离激元传输、多维度超材料和扭曲体

系光子学等研究方向有研究兴趣。

华东师范大学副研究员

刘孟玮

博士后

张新岩

张顺博士于 2021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获固体力学博士学位。

2019-2020 年他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做访问学者。他于 2022

年 8 月加入浙江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柔性电子器

件、先进转印技术等。

博士后

张　顺

Muhammad Naeem Shah 博士于 2017 年获得浙江大学博士

学位，致力于推进纳米技术领域。他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开发用于纳米

发电机的柔性聚合物和钙钛矿材料。Naeem Shah 博士是一位多产

的研究人员，在知名期刊上发表了 20 多篇科学论文。

博士后

Muhammad 
Naeem Sh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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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校菖于 2023 年在西安交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多

功能超材料设计及其多物理场耦合效应，从事深度学习、智能设计

等领域研究，在 Engineer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等国际知名期刊上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 SCI 论文 5

余篇，包括 1 篇编辑部评选的封面论文，公开 / 授权发明专利 5 项。

杨昊晨于 2020 年在浙江大学获得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学士学

位。现于浙江大学攻读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

包含有人工电磁媒质、连续域束缚态、折纸超表面、手性光学。

周里程，男，博士，博士后，长期从事气体传感器及其系统应用

研究工作。2016 年本科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光学与电子信息学院。

2023 年博士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专业，期间

到德国图宾根大学进行 3 个月的交流访问。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Nano 

Research、Sensors and Actuators B: Chemical、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等高影响力期刊发表 SCI 论文。2023 年 8

月至今在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担任博士后研究员，目前主要

从事超材料气体传感器领域相关研究。

博士后

邢校菖

在读博士

杨昊晨

博士后

周里程

张子剑，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2019 年毕

业于西北工业大学电子信息学院，获工学学士学位；2019 年至今，

曾多次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人工拓扑电磁结构

在导波、辐射器件中的应用，拓扑导波模式的色散调控。

在读博士

张子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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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现于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攻读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硕士学位，在《Advanced Materials》、《APL photonics》等期

刊累计发表论文 3 篇。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非互易传热，热功能超材料，

热电效应等。

硕士生

居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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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伟，长聘教授，正高级工程师，现任浙江大学伊利诺伊大学

厄巴纳香槟校区联合学院副院长及学院数据与信息科学研究部主任。

王教授是浙江省特聘专家，担任浙江省海外高层次人才联谊会总

会副秘书长、电子信息分会副会长，同时也是英国高等教育院 Fellow

以及 IEEE、人工智能学会等多个国际国内学术组织资深会员 / 委员。

担任 IET Journal of Collaborative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副 主 编 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rvice Oriented Computing 

and Applications 编 委 以 及 IEEE CSCWD 和 IEEE ICEBE 等

IEEE 高水平会议的分论坛主席。主持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航天重点

实验室基金、英国 EPSRC 等中英大型科研项目 10 余项。围绕智能

设计与制造、基于知识的工程、工业知识图谱等方向发表学术论文

140 余篇，申请发明专利 12 项。

狄大卫，浙江大学光电学院 / 国际联合学院长聘教授，先进光子

学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入选《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全球“35 岁以下

科技创新 35 人”(2019)、中国区“35 岁以下科技创新 35 人”(2018)，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青年科学家 (2020)，浙江省“鲲鹏行动”计划

首批专家 (2020)，国家青年千人计划 (2018) 等。先后在新南威尔

士大学和剑桥大学获得工程学学士、工程学博士和物理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新型电致发光器件及器件物理，发现了有机与钙钛矿发光器

件的新型发光机制，数次创造发光效率纪录。狄大卫团队在国际上率

先实现了超长寿命的钙钛矿 LED，揭示了 LED 超低电压发光的统

一物理机制。近年来，他作为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在 Science、

Nature Photonics (2 篇 )、Nature Nanotechnology、Nature 

Electronics、Nature Communications (3 篇 ) 、Joule、Matter(2 篇 )

等期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相关成果入选中国光学十大进展 (2022)、

中国光学领域十大社会影响力事件 (2022)，被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

MIT 科技评论等广泛报道。

浙江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香槟校区联合学院教授

王宏伟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狄大卫

分会场 5：“潮涌”博士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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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6：医学人工智能创新论坛

夏勇，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空天地海一体化大数据应

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成员。研究方向为医学影像智能计算，近 5 年

在 JAMA Network Open、Radiology、IEEE-TPAMI/TMI/TIP、

MedIA、NeurIPS、CVPR、ECCV、MICCAI、IJCAI 发表论文 70

余篇，被引用一万余次（Google Scholar），先后在 BraTS2020、

KiTS21、KiPA22、SegRap2023 等 10 余项国际学科竞赛中获得

前三名；担任中国体视学学会理事、中国计算机学院数字医学分会常

委、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视觉大数据专委会常委、陕西省计算机学

会人工智能专委会主任，曾担任 IBSI2017、MICCAI 2019/2020、

ICASSP 2023 等学术会议地区主席或分会主席。个人主页：https://

teacher.nwpu.edu.cn/yongxia.html

倪东 , 博士，教授，深圳大学医学部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副院长，

人工智能医疗影像国际顶级会议 MICCAI 理事会成员，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首席科学家，广东省超声医学工程学会副会长，中国生物医学

工程学会人工智能专委会青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学装备协会超声

技术分会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疗行业协会

超声医学创新与发展管理分会副主任委员，深圳大学优秀学者。长期

从事医学超声图像计算的研究、临床应用及产业转化。主持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等科研项目 10 余项，获授权发明专利 20 余项，发表学术

论文 200 余篇，包括在 Nature 子刊、IEEE TMI、Medical Image 

Analysis 及 MICCAI 等本领域顶级期刊和会议发表论文百余篇。智

能超声研究成果实施了大规模的临床应用及产业转化，获得了深圳市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张道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脑机智能技术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主任。入选国家级领军人才、国际模式识别学会会士（IAPR 

Fellow），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青和重点项目等资助。任 IEEE 

TMI、Pattern Recognition、《自动化学报》等期刊编委。主要研

究方向为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医学图像分析，脑机接口等，发表学

术论文 200 余篇，被引 18000 余次。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

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和二等奖各 1 项。2014-2022 连续 9 年入选

Elsevier 中国高被引学者榜。

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
教授

夏　勇

深圳大学医学部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副院长

倪　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副院长

张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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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少华 , 博士 , 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讲席教

授兼执行院长、中科院计算所客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客

座教授，曾在西门子医疗研究院任职首席影像 AI 专家，致力于研发与

图像相关的创新及产品。他已经编撰了五本学术专著，发表了 200+

篇学术期刊及会议论文，并拥有 140+ 项授权专利。他多次因其学术

成就和创新贡献而获奖，包括发明奥斯卡奖、西门子年度发明家、马

里兰大学 ECE 杰出校友、MICCAI 年轻科学家奖提名文章等。他热

心奉献于专业社区，是行业顶级协会 MICCAI 财长兼理事、MONAI

（Medical Open Network for AI） 咨 询 顾 问、 顶 级 期 刊 Medical 

Image Analysis 和 IEEE Trans. Medical Imaging 等编委、顶级会

议 AAAI、CVPR、ICCV、MICCAI 和 NeurIPS 等领域主席、《视

觉求索》公众号联席主编、MICCAI2020 的程序联席主席。Fellow 

of IEEE、AIMBE（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NAI（国家发明家学院）。

梁会营，医学博士，研究员 / 副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国家优青，

广东省青拔。现任广东省人民医院信息管理处处长、广东省医学科学

院医学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Medicine Advances 执行主编

吴健，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浙江大学国际

联合学院副院长，浙大睿医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主任，人工智能医疗器

械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专家组专家，中国卫生信息学会国际合作与交

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医疗数据产业研究会副理事长。研

究兴趣集中在医学人工智能，近年来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6 项，

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子课题 4 项；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EI 论文

100 余篇。获得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三类证 1 项，二类证 3 项；授权专

利 58 项，起草团体标准 1 项、行业规范标准 2 项。2007 年获教育

部科技进步一等奖，2008 年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09 年获中

国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特等奖，2010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014 年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18 年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021 年获中国计算机学会科技进步优秀奖，2022 年获中国电子学会

科学技术二等奖，2023 年获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二等奖。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执行院长

周少华

广东省人民医院信息管理处处长
广东省医学科学院

医学大数据中心主任

梁会营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海宁
国际校区）副院长

吴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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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丰，主任医师，邵逸夫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邵逸夫医院重

症胰腺炎诊治中心副主任，浙江省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委员，浙江省

中西医结合重症医学分会常委，浙江省医学会康复分会重症学组副组

长。浙江省医疗数据产业研究会重症分会主任委员，擅长重症胰腺炎

和复杂腹腔感染、多发伤、ARDS、MODS 和感染性休克的临床救

治和实验研究。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郭　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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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7：青年 PI 论坛：科教产融合，“创”出发展“新”未来

许超教授，浙江大学湖州研究院院长，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

长，研究方向包括人工智能与控制融合、机器人与无人系统、工业大

数据与计算智能，曾获得浙江省 151 人才工程第三层次培养人员等多

个奖项。

浙江大学湖州研究院院长

许　超

贺永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现任浙江大学求是特

聘教授，流体动力基础件与机电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Bio-

Design Manufacturing 期刊副主编、Biofabrication 期刊编委。从

事增材制造及生物制造研究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 项，基金

委创新群体项目“运动系统组织工程与再生研究”核心成员，出版生

物 3D 打印专著 2 本，授权发明专利 50 余件，发表 SCI 论文 100 余

篇，H 因子 58，论文被引一万余次。创建 EFL 品牌（Engineering 

for Life），致力于医工交叉研究及成果转化。

李卓娜，浙江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嘉兴区域总监，浙江鹃湖

启真孵化器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瑞典中国校友会董事中国北欧创新

联合体产业合伙人，上海交通大学荷兰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拥有多

年海外留学与工作经历、10 年持续创新创业经历，包含 3 年海外创

新创业经历。在瑞典期间，创建 Vertachine SwedenAB，“Canvas 

Sharing Tool”协同交互项目核心开发组成员。

教授

贺　勇

浙大科技园嘉兴区域总监

李卓娜

张杰博士，浙江大学爱丁堡大学联合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创新医疗器械研发与骨组织工程研究，博士毕业于中南大

学，专业为骨外科学，擅长通过技术创新发明解决临床骨科痛点难点

问题，在骨科相关疾病治疗方面设计研发了多款微创手术辅助器械，

目前已申报国家专利 40 余项，已授权发明专利 10 项、实用新型专利

15 项，发表 SCI 论文 6 篇。2023 年 5 月带领团队获得“鹃湖梦想·第

一桶金”培育计划的一等奖；2023 年 6 月创立微领医疗科技（海宁）

有限公司。博士后

张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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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家欢博士于 2016 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于 2012 年获

得习交通大学学士学位。他还于 2012 年访问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在加入 ZJUI 研究院之前，他曾在剑桥大学担任由劳斯莱斯和

Innovate UK 赞助的航空发动机项目的研究助理。

长聘副教授

崔佳欢

刁瑞盛，本科（2004）、硕士（2006）毕业于浙江大学电力系

统及其自动化专业 ( 导师：徐政教授，IEEE Fellow)，博士（2009）

毕业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电气工程专业 ( 导师：Vijay Vittal 教授，

美国工程院院士，IEEE Fellow)；长期从事电力系统高精度建模、大

电网稳定性仿真计算与控制（包括暂态稳定、电压稳定、小信号稳定、

频率稳定、解列策略等）、可再生能源接入、高性能计算应用（暂态

稳定并行计算）、优化控制策略、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功率预测、自

主调控）等研究工作。刁教授于 2009.7-2018.5 任职美国能源部西

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PNNL）先进电网分析部门负责人（经费规模：

200-300 万美元 / 年）；2018.5 加入全球能源互联网美国研究院，

担任电力人工智能研发负责人和部门行政副主管。2022 年初任职浙

江大学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新能源电力系统仿真与智能控制研

发中心主任、能源清洁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长聘副教授

刁瑞盛 

邵辉博士现任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助理教授，邵辉，2017

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2015 年至 2017 年任新加坡国立大学量化金

融中心助理研究员，2017 年至 2020 年任新加坡国立大学风险管理

研究研究员，现任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

邵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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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高昂，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研究员，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

槟校区兼聘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分别于复旦大学、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华盛顿大学获得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曾担任旷视科

技北美研究院研究员，Wyze Labs 研究员。研究方向包括计算机视

觉、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2017-2019 三年间，连续三次参加国

际智慧城市挑战赛，在交通流量分析、跨相机识别跟踪、交通异常检

测等 5 个不同赛道中取得冠、亚军名次。在 2022 年度人工智能全球

最具影响力学者榜单（AI 2000）多媒体领域排名第 189 位。其成果

发表在很多国际期刊及会议中，包括 IJCV、TIP、TMM、TCSVT、

TVT、CVPR、ICCV、ECCV、ACM MM、IJCAI 等。

彭博宇，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

要研究方向有高性能、低功耗、可印刷的柔性电子器件，二维分子晶

体的新颖制备方法，输运机理及应用，用于柔性显示、机器人和生物

医用领域中的智能传感器件。

助理教授

王高昂

研究员

彭博宇

钱骏，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兼聘教授，入选浙江大学“高层次人才培育

支持计划”和“基础研究长周期考核计划”。2009 年 9 月在浙江大

学光电系获博士学位，2006 年 -2007 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

分校“激光、光子学、生物光子学研究中心”P. N. Prasad 教授课题组、

2016 年在香港科技大学唐本忠院士课题组学术访问。浙江省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浙江省“新世纪 151 人才工程”第二层次培养人

员。现任浙江大学现代光学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浙江大学

先进光子学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医学光

子学分会青年工作组副组长，中国生物材料学会影像材料与技术分会

委员，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造影技术分会委员，中国化学会分子聚

集发光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药监局生物医学光学重点实验室学术委

员会委员。团队主要从事“大深度、高分辨的光学活体生物成像”研

究，围绕“高阶非线性光学显微成像”和“近红外二区荧光成像”技

术，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Chem、Advanced Materials、

ACS Nano、Angewandte Chemie、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Biomaterials 等期刊发表 SCI 论文 100 多篇，H-index

为 37。获浙江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1 项，入选“2012 中国光学重要成

果”。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作大会报告 2 次、主题报告 1 次、邀请报告

31 次。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973 和 863 子课题。

教授

钱　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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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少雄，浙江大学博士，九色光创始人。主要研究领域 : 基于超

表面的一体式光谱芯片，应用领域包括健康监测、环境检测、食品分

析等。

博士

吴少雄

Oleksiy Penkov 目前是浙江大学 /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 香槟

研究所（ZJU-UIUC）的副教授。他在国立技术大学“KhPI”（乌克兰）

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2007 年，他获得了物理学和数学博士学位，

专攻固体物理学。2011年至2019年期间，他是Yonsei University（韩

国）纳米磨损中心的研究教授。他的研究兴趣涵盖物理学、材料科学

和机械工程的多个领域，如纳米层涂层、摩擦学和表面工程。他在石

墨烯和石墨烯基材料摩擦学领域撰写了数十篇同行评审的期刊文章。
副教授

Oleksiy Penkov

胡欢博士，在中国清华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并于 2014 年

在 ECE 获得博士学位，师从 William P.King 教授。随后，他加入美

国 IBM 沃森研究院，担任博士后研究员近 3 年。他领导了学术界和

工业界的项目，在 Advanced Materials、PNAS、Biomaterials 和

Nanotechnology 等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了 20 篇同行评审的期刊论

文。此外，他具有强烈的以应用为导向的思维方式，并提交了 18 项

美国专利披露（4 项已授予专利）。此外，他还协助并领导了几项成

功的资助提案，包括 200 万美元的 NSF EFRI 奖和 200,000 美元的

工业奖。他对先进纳米制造、仿生传感、微 / 纳米传感器、芯片实验

室感兴趣。他热衷于将技术应用于现实世界。现任 ZJUI 纳米制造与

仿生研究组组长。

长聘副教授

胡　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