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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年末，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

师学会（IEEE）公布了新入选 2015 年度

会士（IEEE Fellow）名单，全球共有 300

人获此殊荣，12 位清华校友入选。其中，

有这样一位女性校友，她既是清华子弟，

又是清华学生；她在清华得以因材施教，

又在美国潜心科研，在诸多领域做出了世

界领先的成绩。她，就是清华大学 1984

级无线电系校友胡建英。在中秋佳节前夕，

她回到清华园与家人团聚，我们有幸对她

进行了采访。

胡建英出生于“清华之家”，她的祖

父、父亲、兄长皆为清华校友。祖父胡

毅 1924 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赴美学习

教育心理学，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执教英

文，与杨武之、闻一多等教授为邻居。父

亲胡大炘高中毕业后志愿参军，后考入清

华大学无线电系，1963 年毕业后留校执

教。兄长胡仁礼 1981 年考入清华大学电

机系，后留校工作。受他们的影响，胡建

英从小就是个好学上进的孩子，1984 年

她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那时候学习很

辛苦，她和同学们每天晚饭后都要去三教

上自习。而 80 年代的清华园中，古典音

乐曾经一度盛行，位于学生宿舍与自习室

之间的音乐室每日傍晚都会传出悠扬的乐

曲声，使那些匆匆行走在路上的学生们不

由地放慢脚步，享受着这难得的放松时光。

在所学的课程之中，令胡建英记忆尤深的

是郑君里教授的“数字信号处理”。郑教

授讲课条理清晰，深入浅出，特别是那一

手极为漂亮的板书，为他的课堂增添了一

抹亮丽的色彩。胡建英回忆道：“郑老师

画图特别棒！那随手的一横一竖都能做到

横平竖直。”

清华四年，不仅使胡建英打下了

扎实的基础，而且由于成绩优异，她

被选在“因材施教”之列，接触到了

同龄人难以触及的课程与训练。这段

经历不但令她增长了学识、开阔了眼

界，也为她之后赴美留学以及工作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清华“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和“行胜于言”

的校风给予了她自信，使她坚定地认

为，作为清华人，无论做什么都能做

到最好。

胡建英 1988 年赴美留学，1993 年

获得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博士学位。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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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后到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工作，现为 IBM

沃森研究中心医疗分析研究主管。五年的

美国留学经历，培养了她独立学习的能力。

西方的教育更注重创造性，五年的独立探

索，使得胡建英看待问题的视角更加独到，

再加上清华四年打下的坚实基础，她很快

就在电子工程界拥有了自己的天地，而且

许多工作都处于领先地位。

她早年致力于模式识别方面的研究，

实现了手写识别，以及图像与视频识别。

尽管这些识别方式现在已经广泛应用于电

脑、手机以及各种新媒体，可以说是家家

都在用，但是在 90 年代的时候还是个“新

鲜玩意”，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她后来还

做过机器学习方向的研究，即基于网页的

表格提取技术，同样是该领域的先行者。

五年前，胡建英又转向了一个新的研究方

向，她带领团队将数据挖掘应用于医疗数

据分析，旨在分析个人已有的健康状况数

据，预测未来罹患某些疾病的风险，进而

及早给予预防。目前，这项研究工作已颇

具理论成果，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投入到临

床实验中。笔者注意到，她所涉及的模式

识别、机器学习及数据挖掘等领域均与机

器人的制造相关。当被问及为何没有选择

这方面的工作时，她笑称机器人的研发可

能需要更加漫长的时间，而自己更愿意将

科学技术应用于当下的大众生活。

尽管是个女孩子，但是胡建英的父亲

并不认为女儿就不能继承自己的“衣钵”，

这种宽松的家庭环境使她从小就喜欢参加

各种课外活动，上大学时还加入了清华大

学女子垒球队。这个总喜欢挑战自我的姑

娘从来不把学习、工作，或是生活中的困

难当成问题。除了事业有成之外，她还有

着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有与她共同奋斗

的丈夫和三个可爱的孩子。目前，大女儿

即将读大学，其余两个孩子也都很优秀。

胡建英表示，她对孩子没有具体的要求，

只希望她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健康快乐

地成长。

2 月 26 日，福布斯公布“30 岁以下
青年领袖榜单”，旷视科技 CEO 印奇名
列科技企业家榜首位。

印奇，2006 年进入清华大学姚期智
实验班学习，从本科开始在 MSRA（微软
亚洲研究院）实习加全职工作共四年时间，
研发了微软当时核心的人脸识别系统，被
广泛应用在 X-box 和 Bing 等微软产品中。
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 3D 相机方向
博士学位，有多项国际专利和顶级论文发
表。学习两年后回国创业，现任旷视科技

（Face++）联合创始人兼 CEO。2015 年 《财

富》（中文版）公布“中国 40 位 40 岁以
下的商界精英”榜单，印奇排名第 26 位。

据报道，由蚂蚁金服与旷视科技合作
研发的“刷脸”系统，在购物后的支付认
证阶段通过扫脸取代传统密码，识别率高
达 99%。 旷视科技的真正杀手锏，是一
种被印奇描述为“类人脑神经元算法”的
深度学习算法。通过这种技术框架，他们
可以用大规模的数据对算法进行“训练”，
分析的数据对象越多，系统的计算、识别
结果就会越来越精确。                    （北绛）

科技“男神”印奇：28 岁 CEO“刷进”福布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