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锐长期从事无线通信与
资源优化方面的研究。在学术
上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后，王锐
却说，现在回看自己的科研之
路，他发现自己并不是在总结，
而是在“推翻”。

“我在不断推翻自己之前
做学术的方式。”王锐说，在之
前很长的一段学术生涯里，都
不断地积累，并达到了一定的
程度，但现在我觉得单纯的积
累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从外界
去寻找问题。

例如以前业界做通信方向
的论文时，对一些通信基站的
设计，为了求最优解会简化掉
许多实际的问题，最后就当作
是数学问题去研究了。但实际
上，很多重要的要素在这个过
程中被忽略了，比如材质的区
别等，这就会导致工业指标无
法达到这种理想的状态，无法
用论文来指导实际工作。“用这
样的方式我们也可以发很多论
文，但对工业的帮助其实是有
限的。当然，纯粹学理化的研
究也很重要，但我对工科的理
解就是要在现实的工业环境
下、各种不完美的情况下，去找
到解决方法。我的感觉是，现
在在大学里这种更加贴近工业
界的思路还不是特别多。”王锐
说。

王锐观察发现，从无线通
信的历史发展历程角度来看，
其实是先有应用，然后才发展
出了无线通信的理论。正是为
了推动应用的发展，人们才建
立了一套理论去解决。所以无
线通信领域的研究特点很突
出：“以前我们总是说在大学做
了什么研究，然后把这个研究
成果去推广到工业界，指导工
业技术发展。但从现在的形势
来看，反而是工业界的发展推
动了技术的前进。”

王锐介绍，他们与企业的
合作大致有两种类型：与前沿
的龙头企业合作，就是在针对
深层次的工程技术问题给予他
们一些思路，而与一些中小企

业的合作，就更集中在解决他
们的实际问题上。前者可能更
为重要，在牵涉很多原理上问
题时，大学教授经常能够有一
些企业框架以外的想法出来，
比企业会想得更远。

正因此，王锐这几年会更
多地去寻找与企业的合作，通
过找到企业提出的问题，从中
得到一些灵感。“当然，企业抛
给我们的问题都是非常工程化
的，但这些问题背后就意味着
他们有需求，而这种需求并不
是我们现有的论文能够指导他
们解决的，都需要另辟蹊径，这
与我们原来的研究方向和研究
方向上都有所不同。”

王锐说，深圳的特点就是
电子产业非常雄厚，对于电子
与电气工程系来说，深圳是一
个“极客天堂”，是开展产业合
作最好的地方。校企之间的合
作是一个有效的互补过程。工
程师们最了解通信工程的应用
情况，学者从工程师们身上可
以学到很多解决实际问题的方
法。但企业有时候看到问题就
只是看到问题，很难把这个问
题升华一下，从另外一个层次
去解决问题，有些问题则是牵
扯到了很多原理上的问题，遇
到这些情况时，大学就可以去
帮助解决分析。

“ 我 们 做 通 信 的 工 科 研
究，研究如果不能转化为未来
的通信系统、不能转换成为产
品的话，那我们的研究的价值
在哪里呢？”王锐表示，“对我
们这个领域来说，个人觉得论
文应该是科学研究的副产品，
而不是主业。就是我们成果
出来了，系统做出来了，可能
我把整个过程非常顺畅地梳
理一遍，就会有一篇论文出来
了。而且不少工业界的同行
对这样的文章也非常认可，因
为它们更具有实用价值。”他
说，工科的科研，在产业的发展
上能够实现一定的创新，同时
对别人也有所帮助，这是他最
看重的。

在南方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南科大”）任教

13年后，电子与电气工程系副教授王锐最近一

直在重新审视自己的学术道路。他用“推翻”来

形容自己的学术道路的转变：不再盯着出多少论

文和成果，而是更耐心地将时间花在工业界的实

际问题上。“看看我们能不能‘折腾’出一条新的

道路来。”在他看来，永远在求真和创新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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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科技大学电子与电气工程系副教授王锐：

要真正解决工业界的问题要真正解决工业界的问题，，论文是副产品论文是副产品

“论文应该是科学研究的副产品，
而不是主业”

王锐第一次来到南科大是
在 2012 年 6月。“当时我从香港
过来，打车到南科大，出租车司
机完全不知道这个地方，我只好
说在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旁边。”

在南科大之前，王锐在一家
龙头科技企业工作。“企业更能
敏锐地捕捉到市场的变化，但在
企业里做科研，其实个人也是整
个团队里的一颗螺丝钉，自己想
象的空间比较有限。但我这个
人又比较喜欢那种发散性的思
维，所以当时得知有南科大的工
作机会就来了。”王锐说，“我知
道这是一所创新体制的学校。
像我们这种青年教师，如果在传
统高校可能就是跟某个大教授
的团队。但在南科大，每个教授
都有很大的自主性。这一点是

特别吸引我的。”
当时学校还在过渡校区，校

园虽然简易，但学校里的一切都
生机勃勃。两个月后，他办理了
入职手续。

“以前老师人数不多，都在
一栋楼里办公，每天中午我们就
会一起从办公楼里走，一起走到
食堂去吃饭。记得当时要路过
一片杂草丛生的草地，非常‘原
生态’。”王锐回忆起珍贵的“老
南科故事”。

现在的深大总医院旁还留
着当时的老办公楼，每次王锐路
过那里时都会多看几眼。这是
他和许多青年师生们“梦开始的
地方”。

在南科大，王锐第一次走上
讲台，第一堂课就是给当时的教
改实验班上课，整个年级才 40

多人，最少的一门课只有六个人
上课。“因为人少，与每个同学都
有非常深入的交流。那时候的
学生锐气十足，很有主见，也是
非常难忘的教学经历。”

但现在回想起来，王锐对当
时自己的教学并不满意。“以前
上课希望把所有相关的知识都
传递给同学们，但现在想起来，
那种课堂的有效性并不强。现
在我在课堂上，更多地会站在学
生的角度去理解这些知识，可以
不求全，但要让学生们能够更好
地去吸收这些知识。”

他感慨，来南科大以后，他
对教学的理解在不断加深。“把
课真的上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
事情。这是每一位老师终身的
必修课。”

难忘的教改实验班任教经历

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 系列报道

在南科大这 13 年，最骄傲
的事情是什么？王锐的答案很
肯定。“作为学术导师和生活导
师培养出 5名‘十佳毕业生’，学
生评教曾经进入全校前 5%，培
养出优秀的学生是老师最骄傲
的事。”

王锐上的课包括信息论、
无线通信，还有一门自己开发
的课程前沿通信系统设计。“之
所以要开这门课，我认为本科
生的课程不能太过抽象，必须
有一些工业实践，所以这门课
上我们设计了许多具体的实
验，让同学们看到通信系统各
个环节的运作。”

“每个阶段的学习有不同的
层次。高中的层次是简单的重
复，大学的层次是扩展，但还是
以学习为主。但学生怎样去突
破思维的天花板，学会去创新创
造，这些就不是课堂上能培养出
来的东西。”王锐认为，一门门课
程就相当于一片片叶子，但需要
有一个主干把它们串起来。对

于通信工程的学生来说，这个主
干可能就是一项研究，通过一项
研究把所有的课程连接起来。

“课程再怎么难，它难的层次是
有限的，因为书本上都能找到答
案。只要学会了知识，你就可以
找到答案。但做科研是没有答
案的，是要去构思、去创造出一
个东西来。”

在课堂外，王锐对学生的学
习、生活也倾注了许多心血。南
方科技大学电子系 2017届毕业
生周泽华曾获学校的“十佳毕业
生”。说起在南科大的收获，她
很幸福地提到自己的导师。“我
的导师是电子系王锐副教授。
王锐是一位很认真负责的老师，
他很支持我们的想法。有时候
一些公式推导不出来，王锐老师
会亲自指导我们。”

王锐 2013年起参加福建招
生，当时学校知名度低，他们只
能一所所学校去跑，耐心地去给
各个学校做宣传。“虽然我是福
建人，但福建好多地方我都没有

去过。因为招生之缘，跑了福建
省很多地方，让我了解到福建各
地各有特色。”

经历过最初的艰难时期，随
着学校快速发展，知名度不断提
升，招生工作更加水到渠成、事
半功倍。如今，王锐担任了湖南
招生组组长，2023年有3位奥赛
国家金牌或银牌湖南籍考生考
入南科大，家长和学生对学校的
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入校至今，王锐最认可的还
是南科大的创业精神。“哪怕现
在学校底子厚了，我们还是始终
要去尝试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王锐说，“创办南科大的时候，国
内成熟大学已经有自己的发展
思路、有成熟的团队，但是在深
圳办一所新大学，我们肯定不想
要重复那些思路，更多是想开创
一些新的可能性。”对于王锐而
言，始终保持着一种创业的心
态，是他对南科大、对自己的不
变期许。

“保持一种创业的心态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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