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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顶尖专家识别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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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旨在通过对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顶尖专家进行识别与评价，以期为加强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提供

参考。[方法 / 过程]以人工智能领域 H 指数大于 40 的专家确定为顶尖专家进行研究，依托 Aminer 科技大数据平台，对中国

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顶尖专家进行识别，并利用 Topsis 法对专家的综合学术水平进行评价。[结果 / 结论]针对与中国有国际

合作的顶尖专家识别结果，发现： 渊1冤 中、美两国的专家合作数远高于其余国家之和； 渊2冤 专家以男性为主导，女性比例

极低； 渊3冤 专家所属机构分布在全球 22 个国家 渊地区冤，机构分布与各地区的科技、经济实力情况大体一致； 渊4冤 部分专

家拥有学校研究人员及企业科学家双重身份； 渊5冤 中、美专家在论文学术领域的国际合作占据主导地位。国际迁移合作以中

国学者到国外学习深造或工作为主，同时对国外专家引进的迁移合作，仍以美国专家作为优先对象。同时，Topsis 评价结果

显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虽然已经全面铺开，但是与部分顶尖专家仍然未建立有效的直接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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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关键核心技术之

一袁 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袁
在该领域的竞争意味着一个国家未来综合国力的较量[1]遥
虽然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起步较晚袁 但无论是学术界还

是产业界袁 中国人工智能在国际同行中均有不错的表

现袁 在世界人工智能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袁 极可能形

成中美两国竞争的格局[2-4]遥 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

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袁 而综合国力的

较量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袁 人才是科技创新最关键

的因素[5,6]遥 在人工智能第三次发展热度席卷全球的背

景下袁 大数据尧 云计算尧 深度学习等技术的普及离不

开顶尖专家在学术领域提供的重大理论贡献袁 而在产

业应用方面袁 部分顶尖专家还与企业合作袁 推动人工

智能技术落地[7-9]遥 因此袁 本研究依托 Aminer 科技大数

据平台[10]对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顶级专家进行识

86



2022年第 34卷第 1期

别与评价袁 聚焦顶尖专家与中国的合作情况袁 以期从

学者人才的角度来反映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现状袁
并对中国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国际合作进行探索遥

2 研究数据来源及主要方法

2.1 人工智能研究领域数据采集与处理

AMiner 是由清华大学唐杰教授建立的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情报分析与挖掘平台袁 自 2006 年上

线以来袁 服务于全球科研人员袁 覆盖了 220 个国家和

地区近千万独立 IP 用户遥 平台拥有 1.3 亿专家数据尧 3

亿论文索引数据尧 8 000 万知识概念尧 11 亿的引用关

系袁 长期聚焦跟踪计算机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遥 基于

该平台数据对 野人工智能冶 领域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

权威性及可信度遥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袁 现阶段的人

工智能研究的范畴已远超出传统人工智能的研究领域遥
因此需对人工智能学术研究所涉及的领域进行确认遥
通过文献分析法尧 德尔菲法等传统方法结合自然语言

处理技术及知识图谱构建技术袁 自底向上的重构了本

研究中 野人工智能冶 所涉及的子领域范畴袁 其过程包括院
①基于 ACM 渊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袁 国

际计算机学会冤 计算分类系统 CCS2012 的人工智能相

关领域论文获取曰 ②利用 TF-IDF 值去除区分度低的

词袁 并引进人工 / 正则法筛选去除一些概念性关键词袁
对获取的论文进行关键词抽取和过滤曰 ③使用深度学

习工具 word2vec 对关键词与领域的映射关系处理[11,12]遥
基于关键词领域的映射归类结果袁 归并相似领域袁

最终确定 21 个人工智能研究子领域 渊L0 层冤院 经典人工

智能渊Artificial Intelligence冤尧 数据挖掘 渊Data Mining冤尧
机器学习 渊Machine Learning冤尧 社交网络 渊Social Net-

work冤尧 可视化 渊Visualization冤尧 计算机图形学 渊Com-

puter Graphics冤尧 计算机视觉 渊Computer Vision冤尧 虚拟

现实 渊Virtual Reality冤尧 多媒体技术 渊Multimedia冤尧 人

机 交 互 渊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冤 尧 知 识 工 程

渊Knowledge Engineering冤尧 语音识别 渊Speech Recogni-

tion冤尧 物联网 渊Internet of Things冤尧 信息系统 渊Infor-

mation System冤尧 计算机安全与隐私 渊Security and Pri-

vacy冤 尧 信息检索 渊 Information Retrieval冤 尧 数据库

渊Database冤尧 自然语言处理 渊Natural Language Process-

ing冤尧 机器人学 渊Robotics冤尧 操作系统 渊Operating Sys-

tem冤尧 推荐系统 渊Recommender System冤遥 利用人工智

能研究子领域词 渊L0 层冤 与其下位词 渊L1 层袁 映射关

键词共 2 391 个冤 组成关键词知识图谱袁 采集相关的人工

智能专家数据袁 数据来源包括 PubMed尧 IEEE尧 Scopus尧
国家专利局等数据库及一些高校 / 企业的门户网站袁 对

采集的数据进行预处理袁 主要包括院 专家信息页面去

重尧 多源异构数据融合尧 关联关系语义发现尧 专家命

名消歧等[13-15]遥
2.2 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顶尖专家识别算法

进一步明确本研究识别专家的标准袁 基于学者发

表的学术论文成果袁 并综合考虑专家的研究领域尧 职

称尧 研究机构等因素袁 结合数据预处理筛选的体量袁
最终选择 h index逸40 的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专家袁 将

这部分专家定义本研究中的 野顶尖专家冶遥 同时袁 建立

中国国际合作专家识别算法院 抽取每位专家论文合作

者数据与专家机构地理数据袁 对每位专家论文合作者

国家与专家迁移国家进行分析袁 最后识别出符合要求

的专家名单遥 本研究对 野中国国际合作冶 的定义包含 4

种专家类型院 ①论文合作者国籍中有外国的中国专家曰
②论文合作者国籍中有中国的外国专家曰 ③无论文国

际合作袁 但有国外学习或工作经历的中国专家曰 ④无

论文国际合作袁 但有中国学习或工作经历的外国专家遥
算法流程详见图 1遥 特别说明袁 在确定专家出国经历或

来华经历是否属于国际合作时袁 主要基于分析除论文

外的数据 渊如专家项目合作尧 学术活动尧 专利成果

等冤袁 有且满足至少一类合作类型才会纳入顶尖专家数

据库遥

3 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顶尖专家画像

通过上述研究方法袁 识别出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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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顶尖专家国籍画像

Fig.2 Nationality of top experts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hina

响力且与中国有国际合作的顶尖专家共 621 人遥 现从

专家基本画像尧 专家所属研究机构尧 国际合作类型等 3

个方向进行统计分析遥
3.1 专家基本画像

渊1冤 从专家国籍来看袁 621 个与中国有合作的顶尖

专家的国籍涵盖了 28 个国家袁 美国国籍专家有 273

人袁 占总人数的 44%袁 中国籍专家有 204 人袁 占总人

数的 33%遥 中尧 美两国合作的顶尖专家数都远高于其

余国家之和袁 表明在美国籍专家是中国人工智能国际

合作的主要对象遥
渊2冤 从专家性别来看袁 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

顶尖专家中以男性为主导袁 女性比例极低遥 男性专家

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领域占比远超女性专家袁 男性专

家 578 人袁 女性专家仅有 43 人袁 比例约为 13:1遥 虽然

女性在中国国际合作中的占比较少袁 但女性顶尖专家

所取得的成就却巾帼不让须眉袁 较为知名的有 Daphne

Koller 渊达芙妮窑科勒冤尧 Fei-Fei Li 渊李飞飞冤尧 Dawn

Song 渊宋晓冬冤 等遥
渊3冤 从专家职称 / 职务来看袁 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合

作的顶尖专家中以高级职称 / 职务的专家为核心袁 但新

兴力量逐渐壮大遥 从统计数据来看袁 拥有高级职称 / 职

务的顶尖专家有 572 人袁 占总人数的 92.1%袁 其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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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专家识别流程图

Fig.1 Flow chart of expert identif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hina

88



2022年第 34卷第 1期

多数为正高级别的专家袁 但一部分助理教授尧 副教授

在人工智能各子领域的研究上也取得了较有影响力的

成果遥
3.2 专家所属研究机构

渊1冤 各大洲区域分布院 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

顶尖专家所属机构主要分布于北美洲 渊331 人袁 占

53%袁 以美国机构为主冤袁 其次是亚洲 渊175 人袁 占

28%袁 以中国机构为主冤袁 欧洲 渊97 人袁 占 16%袁 以英

国尧 德国机构为主冤袁 最后是以澳大利亚机构为主的大

洋洲 渊18 人袁 仅占 3%冤遥
渊2冤 各国家 渊地区冤 分布院 从图 3 来看袁 中国人

工智能国际合作顶尖专家所属机构分布在全球 21 个国

家 渊地区冤遥 总体上袁 与中国国际合作的顶级专家大部

分都来自美国袁 这些专家的任职机构星罗棋布袁 在旧

金山湾区尧 纽约尧 波士顿尧 西雅图尧 芝加哥地区都汇

聚着众多的顶尖专家所属机构遥 在高校 / 科研院所方

面袁 卡耐基梅隆大学尧 斯坦福大学尧 约翰窑霍普金斯大

学尧 马里兰大学等学校顶级专家较多袁 说明这些高校

在培养人才和吸引人才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遥 中国与

加拿大顶尖专家的合作也较多袁 其中与多伦多大学合

作最多袁 阿尔伯塔大学尧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

合作紧随其后遥
除了美国机构外袁 中国国内机构也十分重视与国

际顶尖专家的合作遥 而国内顶尖专家主要集聚在北京尧
哈尔滨尧 长三角尧 香港等地区遥 中科院系统尧 清华大

学尧 北京大学尧 上海交通大学尧 哈尔滨工业大学尧 浙

江大学尧 香港科技大学尧 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 / 科研院

所都有一批顶尖专家坐镇袁 引领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合

作研究的方向遥 国内顶尖专家依托地域资源优势袁 呈

聚集态势遥
英国尧 德国则是欧洲人工智能的研究中心遥 中国

与英国的牛津大学尧 剑桥大学尧 帝国理工学院尧 伦敦

大学学院尧 爱丁堡大学等机构以及德国的不莱梅大学尧
慕尼黑大学尧 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高校 / 科研院所

都保持着长期的国际合作关系遥
此外袁 在亚洲袁 日本的东京大学袁 新加坡的新加

坡国立大学尧 南洋理工大学袁 韩国的韩国科学技术院袁
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尧 特拉维夫大学也汇集着一批与

中国进行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的顶尖专家遥 在大洋

洲的袁 澳大利亚也是中国国际合作的主要对象之一袁 主

要有悉尼大学尧 悉尼科技大学尧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遥
渊3冤 机构类型分布院 人工智能的研究最终目的是

为了落地应用袁 因此袁 越来越多的顶尖专家拥有双重

身份院 一方面在学校进行研究曰 另一方面也在企业中

任职袁 为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应用做贡献袁 大约有

13%的顶尖专家在企业任职袁 这些专家或是在科技龙

头企业中担当首席科学家尧 技术总监等职位袁 或是专

家自己带领团队在细分专业领域进行创业遥 美国企业

方面袁 微软 渊Microsoft冤 的顶尖专家相对较多袁 谷歌

渊Google冤尧 脸书 渊Facebook冤 其次袁 其他的一些专业领

域的公司 渊如 ClopiNet ChaLearn尧 Citadel冤 的首席技

图 3 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顶尖专家所属研究机构各国家 渊地区冤 分布画像

Fig.3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of top experts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hina by country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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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专家或创始人也出现在中国国际合作的顶尖专家名

单中遥 中国企业方面袁 BAT 渊百度尧 阿里巴巴尧 腾讯冤
也招揽了一批顶尖专家作为企业发展的技术指导袁 后

起之秀如今日头条尧 滴滴出行也十分重视人工智能国

际合作袁 在引进国外专家方面也不惜重金遥
3.3 国际合作类型

本研究将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类型分为学术论

文合作和学习工作迁移合作两种遥 在识别出的顶尖

专家中袁 有论文合作的专家为 551 人袁 有迁移合作的

专家为 314 人袁 既有论文合作又有迁移合作的专家为

244 人遥
渊1冤 学术论文合作遥 以学术论文形式进行国际合

作的顶尖专家中袁 中国籍专家有 176 人袁 美国籍专家

有 255 人曰 其他国籍的专家有 120 个遥 顶尖专家库中

的所有专家除了与中国有论文合作外袁 还与其他 55 个

国家有过合作袁 其中美国是第二大合作国家袁 仅有 12

位专家未与美国进行论文合作袁 即 97.8%的顶尖专家

在与中国专家或机构合作的同时袁 也与美国的机构或

专家进行论文合作遥 由此表明袁 中尧 美两国的专家在

人工智能学术研究上引领全球的人工智能的发展遥 中

美之外袁 与中国国际合作较多的国家分别有欧洲的德

国尧 英国尧 法国袁 北美洲的加拿大袁 亚洲的日本尧 韩

国尧 新加坡袁 大洋洲的澳大利亚遥
进一步分析中国籍专家论文合作的国家分布遥 中

国籍顶尖专家论文国际合作的国家有 40 个 渊除中国

外冤袁 最多仍是美国袁 有 93.8%的中国籍专家与美国有

论文合作袁 其次是新加坡袁 有 27.8%的中国籍专家有

合作袁 与法国尧 德国尧 希腊尧 印度尧 日本尧 英国等国

合作的专家比例大概都在 14%~22%之间遥
渊2冤 学习工作迁移合作遥 除了学术论文合作外袁

这些顶尖专家还以技术输入或对企业技术赋能等 野智
力冶 引进的模式与中国进行国际合作袁 或是中国学者

到国外学习或者工作袁 在学习国外先进的理论和技术

后进行国际项目合作遥
以迁移合作的形式进行国际合作的专家中袁 中国

籍专家有 203 人袁 美国籍专家有 62 人曰 其他国籍专家

有 49 个遥 由此可见袁 迁移合作主要是以中国学者到国

外学习深造或工作交流为主袁 而对于国外顶尖专家引

进的迁移合作袁 美国专家仍是优先选择的对象遥
深入分析中国籍专家的迁移国家袁 中国顶尖专家

迁移合作的国家有 58 个袁 其中有美国迁移合作经历的

专家数最多 渊196 人袁 占 96.6%冤袁 其次是新加坡 渊76

人袁 占 37.4%冤尧 加拿大 渊62 人袁 占 30.5%冤尧 英国

渊61 人袁 占 30.0%冤曰 第三梯队国家为印度 渊47 人袁 占

23.1%冤尧 日本 渊43 人袁 占 21.2%冤尧 澳大利亚 渊38 人袁
占 18.7%冤尧 德国 渊29 人袁 占 14.3%冤遥 这些国家是中

国专家学习深造或工作交流的主要选择袁 反映出这些

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都各具特色遥 不难发现袁
几乎所有的中国籍顶尖专家的国际迁移合作 渊学习深

造或工作交流冤 都有美国袁 侧面反映出美国在人工智

能领域的绝对领先遥

4 基于 Topsis 的顶尖专家学术水平综

合评价

为研究中国的国际合作袁 剔除任职中国 渊大陆冤
机构中的中国籍顶尖专家后袁 选取非中国籍或任职于

非中国大陆研究机构的与中国有国际合作 渊论文或迁

移冤 的顶尖专家 渊509 人冤袁 加上与中国无国际合作的

顶尖专家 渊295 人冤 组成专家学术水平综合评价的基础

对象遥 通过 Topsis 综合评价结果进一步识别与中国国

际合作的顶尖专家袁 并探讨那些暂未与中国有 渊直接冤
国际合作的顶尖专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的影响力袁
以期为中国下一步的国际合作确定可行性目标遥
4.1 专家学术水平评价指标

深入挖掘专家学术水平袁 构建专家学术水平的定

量评价指标体系遥 依托 Aminer 平台袁 选取了专家的论

文数尧 论文引用数尧 h 指数尧 g指数尧 学术活跃性指

数尧 研究多样性指数尧 学术社交性指数尧 领域新星指

数等 8 个评价指标来反映专家的学术水平遥 所有专家

数据的采集及处理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遥 8 个指标

的定义及公式如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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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冤 论文数 渊papers冤院 表示学者的论文数量遥
渊2冤 论文引用数 渊citation冤院 以学者群体论文被引

用数为基础的反映学者研究成果被关注程度的量化指标遥
渊3冤 h 指数 渊h index冤院 学者发表的所有 N 篇论文

中至少有 h 篇论文分别被引用了至少 h 次袁 其他

渊N-h冤 论文每篇小于或等于 h 次遥
渊4冤 g指数 渊g index冤院 论文按被引次数排序后相

对排前的累积被引至少的平方次的最大论文序次 g袁 即

第 渊g+1冤 序次论文对应的累积引文数将小于 渊g+1冤
的平方次遥

渊5冤 学术活跃性指数 渊activity冤院 综合学者近年发

表论文的频率和数量袁 以及每篇论文的重要性袁 得出

每个学者的学术活跃度指数遥
activity 渊A冤 = 移 IS(Gn )伊weight(n)

其中袁 在 n 年 渊n 属于近 N 年冤 中袁 Gn 是学者在

n 年发表的一组论文袁 Weight(n) = 琢this year-n袁 对于 n 和 琢
的值采用以下原则院 如果当前月份在上半年 渊月份 <7

月冤袁 则设置 N=4 和 琢=0.75曰 如果当前月份在下半年袁
则设置 N=3 和 琢=0.85遥

渊6冤 研究多样性指数 渊diversity冤院 按照学者兴趣

领域广度得出每个专家的研究多样性指数遥 使用会议

主题模型获取每个专家的研究领域袁 然后自动将作者

论文分配给每个主题遥 根据分配结果计算主题分布遥
PA(t)主题分布公式为院

PA(t)= #papers of A belong to topic t
#all paper of A

则多样性指数被定义为该分布的熵值袁 公式为院
diversity 渊A冤 = - 移 PA(t)logPA(t)

渊7冤 学术社交性指数 渊sociability冤院 综合考虑学者

合作者数量及合作论文数量得出每个学者的学术社交

性指数袁 公式为院
sociability(A)=1 + 移 ln(#copaperc)

其中 #copaperc 表示为是专家和合著者 c 之间合著

的论文数量遥

渊8冤 领域新星指数 渊new star冤院 考虑近 5 年新发

表论文学者的活跃度而得出的量化指标袁 该指标基于

学者学术活跃性指数计算得到遥
4.2 评价方法及过程

Topsis 法 渊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

larity to Ideal Solution冤 是系统工程有限方案多目标决

策分析的一种常见方法袁 基本思想是院 基于归一化后

的原始数据矩阵袁 找出有限方案中的最优方案和最劣

方案 渊分别用最优向量和最劣向量表示冤袁 然后分别计

算各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的距离袁 获得各

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的相对接近程度袁 以此作为评价

优劣的依据遥 具体过程如下遥
设有 n 个评价对象尧 m 个评价指标袁 原始数据可

写为矩阵 X= 渊X ij冤n伊m遥 对高优 渊越大越好冤尧 低优 渊越
小越好冤 指标分别进行归一化变化袁 即

归一化得到矩阵 Z=(Zij)n伊m袁 其中各列最大尧 最小值

构成的最优尧 最劣向量分别记为院
Z + = (Zmax1袁 Zmax2袁 ...袁 Zmaxm )

Z - = (Zmin1袁 Zmin2袁 ...袁 Zminm )

第 i 个评价对象与最优尧 最劣方案的距离分别为

Di
+ =

m

j = 1
移渊Zmaxj-Zij冤2姨

Di
- =

m

j = 1
移渊Zminj-Zij冤2姨

第 i 个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的接近程度 Ci 渊值越大

综合效益越好冤 为 Ci = (Di
-) /渊Di

++Di
-冤遥

利用德尔菲法与领域专家沟通袁 鉴于 h index尧
g index尧 引用量尧 论文数等指标公开度及认可度较高袁
故指标权重确定为 1曰 社交性尧 多样性尧 活跃度尧 领域

新星是 Aminer 平台根据搜集的数据自主确定的评价指

标袁 因此除领域新星指数外袁 其他 3 个指标权重确定

为 0.5曰 由于领域新星指数是基于活跃度指数计算袁 且

在定义上主要是为了挖掘领域新人袁 指标更倾向于青

each year(n) in recent N years

t沂all topic of A

each coauthor(c)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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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学者袁 为了避免对资深专家评价结果的影响袁 领域

新星指数权重确定为 0.2遥
4.3 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Topsis 建立的所有指标都是高优指标袁 通过计算

得到综合评价结果袁 由于篇幅限制袁 表 1 仅列出排名

前 10 位的顶尖专家的各项评价指标值袁 并对顶尖专家

进行简单介绍遥
4.3.1 Top10 的国际人工智能顶尖专家情况简介

Geoffrey Hinton 渊杰弗里窑辛顿冤袁 综合排名第 1

位袁 被称为 野神经网络之父冶 野深度学习鼻祖冶袁 多伦

多大学的特聘教授袁 2018 年图灵奖的得主遥 与中国无

国际合作遥
Jiawei Han 渊韩家炜冤袁 综合排名第 2 位袁 数据挖

掘领头人袁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计算机系教授袁
IEEE 和 ACM 院士袁 美国信息网络学术研究中心主任遥
与中国有论文合作袁 及迁移合作遥

Andrew Zisserman 渊安德鲁窑基泽曼冤袁 综合排名第

3 位袁 牛津大学教授袁 曾在国际计算机视觉大会上 3 次

拿到马尔奖 渊Marr Prize冤遥 与中国无国际合作遥
Jue Wang 渊王珏冤袁 综合排名第 4 位袁 前 Adobe 首

席科学家袁 在计算机视觉尧 计算机图形学尧 人机交互

三大领颇有成果遥 2017 年袁 加入旷视科技 渊Face++冤遥
与中国有迁移合作遥

Michael I. Jordan 渊迈克尔窑乔丹冤袁 综合排名第 5

位袁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袁 著名机器学习

实验室 AMP Lab 的联席主任袁 美国科学院尧 美国工程

院尧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三院院士遥 与中国有论文合作遥
Martin Vetterli 渊马丁窑韦特利冤袁 综合排名第 6 位袁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现任校长袁 数字信号处理科学家袁
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遥 与中国有迁移合作遥

Anil K. Jain 渊阿尼尔窑杰恩冤袁 综合排名第 7 位袁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尧 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遥 与中国

有论文合作遥
Yoshua Bengio 渊约书亚窑本吉奥冤袁 综合排名第 8

位袁 蒙特利尔大学教授兼人工智能公司 Element AI 的

联合创始人遥 野深度学习三驾马车冶 之一遥 与中国无

国际合作遥
Philip S. Yu 渊俞士纶冤袁 综合排名第 9 位袁 美国伊

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教授袁 2013 年获得 IEEE 技术

成就奖 渊IEEE Computer Society Technical Achievement

Award冤袁 2017 年获得数据挖掘领域最高奖 SIGKDD

Innovation Award遥 与中国有论文合作袁 及迁移合作遥
H. Vincent Poor 渊文森特窑珀尔冤袁 综合排名第 10

位袁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袁 2001 年当选为美国国家

工程院院士袁 2005 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袁
2009 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袁 2011 年当选

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袁 2013 年当选为欧洲科学院外

综合 

排名 
姓名 

是否 

论文合作 

是否 

迁移合作 
h index g index 

引用 

量/次 

论文 

数/篇 
社交性 多样性 活跃度 领域新星 综合 Ci 

1 Geoffrey E. Hinton 否 否 159 479 410 044 479 6.049 7 3.563 2 18.912 2 8.777 8 0.590 5 

2 Jiawei Han 是 是 176 422 187 446 1 264 8.941 1 4.407 4 490.972 7 270.823 9 0.438 4 

3 Andrew Zisserman 否 否 149 470 221 782 586 6.445 7 3.376 0 138.075 1 59.842 7 0.427 3 

4 Jue Wang 否 是  70 120 29 599 4 041 9.507 6 6.906 5 314.410 9 187.995 4 0.417 6 

5 Michael I. Jordan 是 否 153 432 187 941 793 7.057 8 3.566 1 252.974 2 139.398 1 0.396 2 

6 Martin Vetterli 否 是 145 407 169 281 1 379 10.387 9 3.517 1 53.571 2 8.767 2 0.393 3 

7 Anil K. Jain 是 否 162 382 151 904 1 401 7.729 2 4.219 7 273.549 7 150.261 7 0.381 4 

8 Yoshua Bengio 否 否 141 419 176 578 752 6.929 5 3.026 4 198.302 5 96.330 3 0.372 4 

9 Philip S.Yu 是 是 150 287 101 180 1 417 7.120 4 4.126 3 862.624 1 630.368 4 0.345 6 

10 H.Vincent Poor 是 否 115 226 67 456 1 930 7.313 8 4.595 5 841.489 2 277.443 1 0.327 0 

 

表 1 排名前 15 位的顶尖专家的 Topsis 评价指标结果

Table 1 Topsis evaluation results of top 15 exp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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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院士袁 2017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遥 与中国

有论文合作遥
4.3.2 核心顶尖专家统计分析

从评价指标的构成袁 以及 Top10 顶尖专家简介综

合来看袁 Topsis 评价结果较为合理袁 可进一步分析顶尖

专家组成遥 结果显示袁 Topsis 指标 Ci 值范围为 0.015 6~

0.590 5袁 其中Ci 值 0.1 以上的顶尖专家共有 215 人袁 因

此袁 在一定程度袁 将这 215 人是认为是国际上人工智

能领域的核心顶尖专家遥 从合作关系上来看袁 有 61 人

跟中国无 渊直接冤 国际合作袁 约占 28.4%遥 与中国有

渊直接冤 国际合作的专家 154 人袁 其中有论文合作的专

家有 135 人袁 有迁移合作的专家有 90 人袁 两者皆有的

71 人遥 由此可见袁 中国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虽然已经

全面铺开袁 但是与部分顶尖仍然未建立有效的 渊直接冤
交流合作袁 且其中不乏人工智能领域中的绝对权威遥

从专家基本画像分析与中国有合作的 154 位核心

顶尖专家袁 发现院 ①从国籍来看袁 核心顶尖专家中袁
美国籍专家最多有 73 人袁 其次是中国籍 43 人遥 这 43

个中国籍的专家就职于非中国 渊大陆冤 机构袁 其中任

职于美国机构的最多袁 有 34 人尧 澳大利亚 4 人尧 新加

坡 3 人尧 英国 1 人尧 中国 渊台湾冤 1 人遥 由此可见袁 在

核心顶尖专家的国际合作中仍是由中尧 美两国主导袁
但中国与美国仍存在较大差距遥 ②从性别上来看袁 154

人中仅有 6 人为女性袁 占比仅为 4%遥 ③从核心顶尖专

家所属机构袁 进行国际合作的核心顶尖专家有 70%

渊108 人冤 都在美国高校 / 科研院所或企业任职遥 其次

是澳大利亚尧 英国尧 中国袁 其中在中国机构工作的专

家中袁 美国籍的 6 人袁 新加坡籍 1 人遥 不难看出袁 中

国人工智能领域核心技术的 渊直接冤 交流合作袁 其首

选仍然是美国袁 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的霸主地位

仍然无法动摇遥

5 结 论

本研究以人工智能研究领域顶尖人才作为研究对

象袁 对人工智能研究各子领域进行分类树重构遥 在此

基础上袁 依托 Aminer 科技大数据平台识别与中国有

渊直接冤 国际合作的人工智能领域顶尖专家袁 并对顶尖

专家综合学术水平进行评价袁 以期从专家人才的角度

来反映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情况遥 针对与中国有

国际合作的顶尖专家识别结果袁 发现院 ①中尧 美两国

的专家合作数远高于其余国家之和曰 ②专家以男性为

主导袁 女性比例极低曰 ③专家所属机构分布在全球 22

个国家 渊地区冤袁 机构分布与各地区的科技尧 经济实力

情况大体一致曰 ④部分专家拥有学校研究人员及企业

科学家双重身份曰 ⑤中尧 美专家在论文学术领域的国

际合作占据主导地位遥 国际迁移合作以中国学者到国外

学习深造或工作为主袁 同时对国外专家引进的迁移合

作袁 仍以美国专家作为优先对象遥 同时袁 利用 Topsis 进

行顶尖专家学术综合评价结果较为合理袁 从合作关系

上来看袁 有 61 人属于跟中国无 渊直接冤 国际合作袁 约

占 28.4%袁 表明中国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虽然已经全

面铺开袁 但是与部分顶尖专家仍然未建立有效的 渊直
接冤 合作遥

在研究过程中袁 由于使用的方法及数据都是基于

人工智能领域专家的论文文献以及部分多源公开的事

实性数据袁 在数据收集时袁 不可避免的会遇到部分数

据的缺失以及未核准的情况遥 因此袁 谨希望通过定性

和定量的研究袁 对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提供一定

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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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The paper aims to identify and evaluate the top expert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n China,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rth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AI in China. [Method/Process] The top AI

experts whose H index is greater than 40 a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Aminer platform, this paper identifies top AI

expert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China, and uses Topsis method to evaluate academic level of these experts.

[Results/Conclus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ooperation of top exper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more frequently

than that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combined. (2) Top experts are mainly male, and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is extremely low.

(3) The institutions of top experts are distributed in 22 countries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stitutions is

gener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situation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strength of each region. (4) Some of top experts have the

dual identities of university researchers and enterprise scientists. (5) Chinese and American top experts play a leading role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academic paper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AI scientists reflects in Chinese scholars studying or

working abroad, while the main international expert recruits in China are American experts. Meanwhile袁 although international AI

cooperation has been fully carried out in China, it still has not established effective interflow and direct cooperation with some top

experts, which include some leading AI exp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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