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的事业成就再大，其社
会价值也比不过培养人才。”在学
生培养方面，熊晓明有着独特的
人格魅力。他不仅严于治学，更
亲力亲为——经常深入学生宿舍
讨论问题，为学生提供思路、修改
论文，常常忙碌到深夜；他鼓励学
生参与各种比赛和实践项目，亲
自带队参加每年的美国大学生数
学建模竞赛和全国大学生集成电
路设计大赛，为学生拓宽视野、提
升能力创造机会。

他以身作则，守信于人。IC
班特有的学制在初期遇到诸多问
题，涉及多个学院多个专业以及
不同课程的学分转换。为了让学
生安心学习，他曾答应全力协调
解决这些问题。当有学生因修读
学分不够而面临不能及时毕业的

困境时，他奔波于各个学院和部
门，直至问题顺利解决。

熊晓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也
是出了名的，但他从不苛刻。他
深知，只有严格的标准才能培养
出真正的人才。他要求学生完成
的报告必须达到他的标准，达不
到的要反复修改直至达标。IC
班的两个实验室在寒暑假期间也
向学生开放，不少学生利用假期
时间做实验，只为在学业上更进
一步。他常说：“我喜欢这些学
生，他们就是 IC产业未来的希望
所在。”

回国后的第一个春节，熊晓
明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他
用自行车拉了两箱书到临时居住
的公寓，每日对各种教材进行比
较分析，一心扑在制定教学大纲

和培养计划上。几个月后，他设
计出整套课程、教学大纲和培养
规划，为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

学生们私下里亲切地称呼他
为“老大”“熊爷”，既尊敬又爱
戴。他们被熊晓明的敬业精神和
对学生的关爱深深打动，也从他
身上汲取了对学术的热爱、对集
成电路事业的坚定信念。

在他的引领下，一批又一批
怀揣梦想的青年投身集成电路领
域，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崛起
注入强大动力。

行至半山不停步，船到中流
当奋楫。在新时代的征途上，熊
晓明继续向着更高的山峰攀登，
为我国集成电路事业的发展贡献
着自己的全部力量。

1977 年，怀揣着对知识的渴
望与对未来的憧憬，熊晓明考入
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技术专业，
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届大学生。
1983年，他远渡重洋赴美深造，并
在 1988 年获得电子工程与计算
机科学博士学位（电子设计自动
化EDA方向）。

其后，他在美国从事高水平

科研工作，主持并参与多项代表
世界顶尖水平的研究项目，并与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陈中
宽教授合作培养多名博士，被导
师葛守仁教授（EDA 世界泰斗）
赞誉为“开创中国EDA行业的理
想领军人物”。

然而，身处海外，他始终心系
祖国。他深知集成电路作为基础

性、先导性产业，关乎国家信息安
全，我国在此领域的发展相对滞
后，急需大量高层次人才。2013
年，满载着对祖国的眷恋和对集
成电路事业的热情，熊晓明放弃
国外优渥条件毅然归国，决心以
毕生所学为祖国的集成电路产业
发展贡献力量。

在集成电路（简称IC）这片充
满挑战与机遇的科技前沿阵地，
从海外归来的广东工业大学集成
电路学院教授熊晓明，用实际行
动诠释着“爱国、创新、求实、奉
献、协同、育人”的深刻内涵，书写
着属于自己的中国“芯”篇章。

熊晓明，广东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广东工
业大学集成电路学院院长、广州国家集成电路基地首席科
学家、广东省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
专家、广东省芯片设计与制造专项总体组专家等职务；主
要从事集成电路芯片设计、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硬
件协同设计、计算机算法等研究；2016 年获评“科学中国
人”年度人物，2017 年获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个人），
2019年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高
等教育类）一等奖，2020年获广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2022年获广东省特支计划杰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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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物人

海外逐梦，心系故土

回国后，熊晓明将目光聚焦
于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立志为
祖国培养集成电路领域的栋梁之
材。他牵头探索人才培养的横向
与纵向融通，引入国内外先进课
程，打破专业壁垒，以“2+2”“3+
1”学制开展跨学科多专业融合的
新工科人才培养试点；纵向打通
校企合作渠道，设立集成电路 IC
班、匠心班等特色班级，紧密对接

大湾区产业需求。
2021 年，熊晓明担任广东工

业大学集成电路学院首任院长，
肩负起筹备学院建设的重任。他
针对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
测试等细分领域，设置了“EDA、
电路设计、微纳材料、工艺制备、
封装测试、系统应用”6个特色学
科模块，构建起注重产业前沿实
践的“特色”学科体系，形成跨学

科多专业融合的新工科人才培养
模式。在他的带领下，学院已构
建完整的本、硕、博三个层次的专
业人才培养体系，集成电路科学与
工程入选广东省“双一流”重点建
设学科，获批国家级集成电路设计
产业学院，产教融合特色鲜明，在
校本科生900余人、研究生400余
人，为广东地区打造中国集成电路
第三极输送了大量高契合人才。

矢志报国，构筑人才摇篮

在科研领域，熊晓明同样以
创新驱动发展，带领团队攻克一
个个技术难关。他敏锐地察觉到
传统软硬件设计技术已无法满足
多层次、多维度计算芯片与复杂智
能系统的性能与优化需求，于是带
领团队深入研究软硬件协同设计
技术，实现软硬件协同控制与优
化，充分挖掘硬件资源潜力，保证
系统极致性能与极致可靠性。

在他的带领下，团队设计的
信息安全芯片、稀疏卷积神经网

络加速器等芯片广泛应用于车联
网、智能家居、消费类电子等智能
终端产品中。2022年，团队获批
集成电路软硬件一体化教育部工
程研究中心，熊晓明担任中心副
主任。

针对传统信息安全系统加解
密与认证计算能力差、保密性与
可靠性不足等缺点，项目组通过
研究信息安全系统的软硬件协同
设计方法与安全防护机制，研制
出基于自主国密算法的安全芯片

与信息安全系统，显著提升智能
终端产品的抗攻击能力和安全
性,系统执行周期缩短 14%以上、
硬件资源利用率达到99%。

在深度神经网络加速器方
面，团队针对传统加速器计算效
率低、带宽开销高、能耗开销高、
能效低等缺点，研究面向3D卷积
神经网络（CNNs）的存算一体频
域加速器架构与免搜索稀疏感知
CNN加速器架构设计，显著提升
加速器的性能、能效和可扩展性。

创新驱动，攻克技术难关

最 科技人物 风采美

熊晓明十分重视科学普及与
产业智库建设，积极参与国家与
地方相关政策制定。

他担任广东省半导体及集成
电路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
家、广东省芯片设计与制造专项
总体组专家，为政府、协会、企业
提供专业领域的智囊支持，推进
粤港澳大湾区政策制定、省重大
项目布局、科教联盟等系列重大

事项落地，促进广东省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第三极。

面向大学生，他开展集成电
路导论课程，组织国产 EDA 进
校园训练营活动，推动我国国产
工具快速发展；带领学生参加集
成电路系列比赛，让学生深入企
业实际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解决
方案，广东工业大学在集成电路
学科竞赛表现已位居华南地区

前列。
为了启发中小学生对集成电

路的兴趣，熊晓明开展实验互动、
视频科普、走进实验室等系列活
动，并联合广东省电视台在国家
科普日开展大型公益直播活动，
推动集成电路知识进校园、进社
区、进家庭。2024年，学校设立的
集成电路专业认知体验馆获批为

“广东省科普教育基地”。

无私奉献，点亮科普之光

熊晓明与学生合影

熊晓明参加科普活动

情系学生，甘为人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