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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北职业技术学院为2014届毕业生授
予了相当于本科副学士学位的“工士学位”证
书。这个消息迅速成为一个社会热点，并引起了
包括教育部和相关专家在内的广泛关注。“工
士”到底是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的一次重
要的试水？还是一次“名不正，言不顺，行不
远”的徒劳尝试？

“工士学位” 社会聚焦

据新华社报道，在近日举行的湖北职业技术
学院 2014 届毕业生“学位”授予仪式上，身着

“学位服”的 1103 名该校毕业生领到了相当于本
科副学士学位的“工士学位”证书。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方面介绍，今年，湖北职
院在 56 个专业中选取数控技术、临床医学等 14
个专业进行试点。最终，1103人顺利获得“工士
学位”，占试点专业总人数的62.6%。按照学院的
说法，取得“工士学位”需要满足较为严格的

“三证四合格”，“三证”即在校期间获得执业资
格证或技能资格证、英语等级证 （三级） 和计算
机等级证，“四合格”是指思想道德素质合格、
学业成绩平均在70分以上、毕业设计或调查报告
合格、跟岗实习合格。为此，学院成立了包括行
业专家在内的学位委员会，负责审核毕业生的学
业成绩和技术技能。如果这一制度顺利执行，我
国长期实行的三级学位制度将会发生一些变化。

正如有专家指出的，在我国，学位授予是一
个国家行为，学位的设立、授予和管理都有着较
为明确和严格的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
位条例》规定，我国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博士
三级，其中，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
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
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
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还明确规定了学士、硕士
和博士学位授予的规定、流程和相关要求。

对于湖北职业技术学院的做法，教育部新闻
发言人续梅表示，这项试点是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自己的行为，而且其向毕业生颁发的“工士”是
荣誉称号，而非学位，不代表我国学位序列中
已经有了“工士”这一学位。

专家评价 见仁见智

长期以来，在我国现有高等教
育学位体系中，高等职业教育是
没有学位的，因而一直以来，
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
地位比较尴尬，并在招生
生源和学生毕业后的身
份上无法与本科教育
相比。“工士”的
问世很快引起了
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相
关专家对
此也见
仁见

智，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工士”将“吹响职业
教育改革冲锋号”，有人则认为“工士”“成色还
需要检验”。

“工士学位”倡导者、湖北工业大学教授李梦
卿认为，这一试点，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
的探索提供了样本、开创了先例，并可以为将来构
建“工士—学士—硕士—博士”四级学位体系做准
备。他此前还撰文指出，“在职业院校中设立‘工
士’学位，不仅有利于我国职业院校的健康发展，
而且为终身学习者的转学和分段教育提供便利，
有利于完善我国现行的学位等级结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授予“工士”副学士学位，是有价值的
探索。还有相关专家表示，设立“工士”一方面将有
助于高职生接轨学位通道，有助于拓宽技能型人
才的上升通道。另一方面，可以在招生环节进一步
优化生源结构，有助于增强高职生对职业教育的
归属感，是职业教育制度的有益探索。

有些专家对于“工士”的设立表达了审慎的
态度。北京师范大学赵志群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认为，“工士”的设立初衷可能是好的，但在
名称和设立上存在一些不够科学的地方。现代工
业所急需的工匠和技能型人才是学校教育很难培
养出来的。在现有就业难的情况之下，通过校企
合作以及产学结合等方式，加强现有职业资格证
书体系的建设才是治本之策。

他山之石 有例可循

实际上，关于我国学位制度改革的呼声由来
已久。2010 年，全国人大代表、华中科技大学
博士生导师田玉科教授提出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增
设“工士”学位的建议。他认为，设立“工士”
学位可以帮职业教育“正名”，扭转社会对职业
教育的偏见。为此，他还向全国人大提出相关议
案，进一步论证了高等职业教育实行学位制度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

与此同时，据报道，我国上海、山东等地也
在进行类似的探索，而广西等地学者也提出了在
本地实行职业教育学位改革的建议和呼吁。实际
上，对高职学生授予学位在一些国家是通行的。
如英国为了提升职业教育，于近年增设两年制职
业性的新学位——基础学位。而在美国，伴随着
社区学院的发展出现了较为完善的副学士学位制
度。此外，一些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着较为完善
的副学士学位制度。

此外，6月23日至24日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
工作会议也为加快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一个契
机。习近平在会上提出“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
教育模式，努力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要
加大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
生出彩的机会”。

国务院 6月 22日印发的《关于加快发
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也提出：“加强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沟通，积极发展
继续教育，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
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为学生多
样化选择、多路径成才搭建

‘立交桥’。”《决定》尽管提
到“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但没有明
确提到学位制度改
革。

“ 工 士 ”
改革前景如
何？我们
拭目以
待。

“工士”能否搭建
多路径成才“立交桥”？

刘洪强

““工士工士””能否搭建能否搭建
多路径成才多路径成才““立交桥立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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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工士”仪式现场

葡萄糖是生物最基本的能量来源，但其自身无法穿过细胞膜进入
细胞内发挥作用，它需要依靠镶嵌于细胞膜上的葡萄糖转运蛋白来进

入细胞。GLUTs广泛地存在于大脑、神经系统、肌肉、红细胞等组织器
官中，是最重要的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1是最早被发现的一种。人

类对葡萄糖跨膜转运的研究已有约100年的历史。1977年第一次从红
细胞里分离出了转运葡萄糖的蛋白GLUT1，1985年鉴定出GLUT1的基

因序列。在此之后，获取GLUT1的三维结构从而真正认识其转运机理
就成为该领域最前沿、也最困难的研究热点。此次颜宁团队捕获的就

是GLUT1的晶体结构。
“清华大学颜宁实验室最近解析了人源葡萄糖转运蛋白的三维晶体

结构。这是该研究领域的一个备受期待的重大成果。首先，真核膜蛋
白的晶体结构测定具有很大的挑战性，目前转运蛋白的结构信息主要

来源于原核膜蛋白结构。人源葡萄糖转运蛋白的晶体结构测定，在我
国是膜蛋白结构测定方面的一个突破。第二，该晶体结构的发表为理

解葡萄糖转运蛋白相关的功能研究结果以及相关的遗传疾病提供了分
子水平的结构诠释。第三，该晶体结构为设计可用于调控葡萄糖转运

蛋白功能的药物提供了必要的结构基础。”一位结构生物学专家充分肯
定了此次基础科研的意义。

关于葡萄糖跨膜转运研究

清华科研成果报道引争议

近日，清华大学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该校医学院教授颜宁
领衔的研究团队在英国《自然》杂志在线发表的论文，并称颜宁团队

“在世界上首次解析了人源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1的晶体结构，初步
揭示其工作机制以及相关疾病的致病机理，在人类攻克癌症、糖尿病等

重大疾病的探索道路上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对此项科研成果，媒体纷
纷以“饿死”癌细胞为关键词，或者直接以《清华团队找到饿死癌细胞良方》为

标题，进行密集报道，一时间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和热烈讨论。
不过，就在这时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科研团队领衔者、清华教授颜宁在

与他人的交流中流露出令人费解的忐忑不安：
“天知道，我洋洋洒洒说了50分钟，完全与疾病无关；只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说

了因为有氧代谢和无氧代谢的区别，是否可以在提供其他营养物质维持正常细胞代谢
的同时，阻断葡萄糖运输特异，饿死癌细胞。”她说，“饿死癌细胞”这5个字可能是记

者朋友们唯一听懂的，就铺天盖地成了新闻了，吓得我都不太敢看新闻。”
当事人为何对科研成果新闻发布会带来的影响如此担忧？是媒体扭曲了她的本意，还是

如某位专家所言“解个蛋白质晶体结构是技术活，和癌症有个五毛钱关系”才是实情？实际
上，这位专家之前就在微博上发出了质疑与不屑：“该论文共同第一作者是本科生，说明也就本科

水平。”在他看来，该成果不仅名不副实，而且如此虚张声势将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后遗症：“可怜有
好学生要被误导去当测结构的工匠。”

当然，也有不同声音。“答颜宁：‘饿死’癌细胞的想法并不离谱！”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人类肿瘤生物
学博士曾庆平这句话，一方面在安慰心绪不宁的颜宁，另一方面又流露出他看似模棱两可的评价。“不离

谱”是什么意思？是“肯定”还是“否定”？面对追问，曾庆平解释说：“饿死”癌细胞的想法早在40多年前
就有了，哈佛大学佛克曼教授提出了这一设想，但现在离实际应用还很遥远。

本是基础科研的突破，为何引发
有望“饿死癌细胞”一说呢？原来，癌

变时葡萄糖是肿瘤细胞最主要的能量来源。
葡萄糖在缺乏氧气的肿瘤细胞中进行的是无氧

代谢。在肿瘤细胞中，同质量葡萄糖所提供的能
量不到正常细胞的 10%，因此对葡萄糖的需求剧

增 。 目 前 在 很 多 种 类 的 肿 瘤 细 胞 中 ， 都 观 测 到
GLUT1 的超量表达，以摄入大量葡萄糖维持肿瘤细胞

的生长扩增。如此一来，GLUT1 的表达量可能作为检测
癌变的一个指标。清华大学新闻网的稿件中如此表述：“如

能研究清楚 GLUT1 的组成、结构和工作机理，就有可能通过
调控它来实现葡萄糖转运的人工干预，既可以增加正常细胞内葡

萄糖供应，达到治疗相关疾病的目的，又可以通过阻断对癌细胞的
葡萄糖供应从而“饿死癌细胞”。

假使研究清楚了GLUT1的组合、结构和工作机理，真的能如想象中
一样将癌细胞“饿死”吗？就此笔者采访了结构生物学专业人士。

“如何根据这一结构设计出只饿死癌细胞而对正常细胞无毒性的药物，目
前没有明确的理论和实验途径。这部分宣传，我个人认为，有较多的想象成分。
从晶体结构到新药研发是一条漫长的道路，需要晶体结构以外的许多研究工
作。此外，葡萄糖转运蛋白是一个潜在的、但不是唯一的相关药物靶点。”

另外，有中科院专家也表示：“饿死癌细胞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这涉及到
体内复杂的生理和病理过程。即使开发出可以关闭葡萄糖运输通道的药物，
如果施药不精准，也会把健康细胞饿死；扩散的癌细胞更是难以搜寻。此
外，按国外的经验，从研发一个全新药物，通常需要 10 亿美元和 10 年的时
间，而且还有一个成功率的问题。”

研究葡萄糖转运蛋白结构功能的意义是值得肯定的，毕竟该蛋白的功能
异常与许多人类重大疾病有关系。在已知的人类遗传疾病中，导致GLUT1功
能异常的突变会影响葡萄糖的正常吸收，导致大脑萎缩、智力低下、发育迟
缓、癫痫等一系列疾病。曾庆平指出，虽然GLUT1蛋白质的结构已被解析出
来，但基于结构的药物设计、研发、临床前及临床试验等尚未开始，还有大量工
作要做，包括解决上述特异性及诱导性等方面的问题，也需要耗费巨大的财力、
物力和人力。现在就一味憧憬它美好的抗肿瘤临床应用前景，为时过早。

媒体很快从“饿
死癌细胞”的欢呼雀跃

中冷静下来，刊登了一系
列澄清事实的文章。《中国青

年报》 发表了 《饿死癌细胞？
那还只是个传说！》。该报记者采

访了清华大学颜宁团队成员邓东，报
道称，邓东并不认为自己参与的这项研

究重点是治病，重要的是对未知世界的探
索。《生物探索》网站干脆直接发问：《“饿

死”癌细胞：记者错了，还是颜宁错了？》，努
力还原真相。

反思此次科研成果被误读事件，我们不难发现
其基本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科学工作者开展科
普工作的能力有待提高，二是新闻工作者进行科技
新闻报道时没有很好地坚持求真务实的作风。

科普是科研人员履行社会职责的重要方面，但
做好这项工作的必要前提是进行相关训练和学习，
否则就会讲得艰涩难懂、不知所云，而且极易误导
听众。而一旦产生误导、误解，相关科研人员有义
务进行澄清、纠正，不能任由其发展。须知，科普
传播的不但是信息，而且是科学精神。实际上，颜
宁通过此次事件就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她说，自己

“这种不太会科普的人”很可能误导大众的理解。她

已通过个人微博主动澄清事实，力求挽回影响。
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线。媒体遇上科研，如何缔

结一段美好姻缘呢？记者只有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
努力学习相关专业知识，进行多角度深入细致的扎实
采访，决不人云亦云，决不做“传声筒”，才能有效避免
失实性报道的产生。以此次报道为例，一些记者如果
努力学习结构生物学基础知识，在此基础上求证于多
方专家，就能有效避免“饿死癌细胞”这样极具噱头的
字眼和对社会公众的误导。在产生误导性之后，媒体
第一时间修正，也是一种专业素养。

“饿死”癌细胞的热议论逐渐冷却，我们的冷思
考却不能停止。

反思科研成果被误读

饿死癌细胞靠不靠谱？

2008 年 5 月 24 日上午，安徽休宁县德胜
—鲁班 （休宁） 木工学校举行匠士学位证书
颁发仪式，该校 49 位学生获“匠
士”学位。经过2年多学习，他们
已经能够独立制作出合
格的八仙桌和太师椅，
成 为 一 名 合 格 的 “ 匠
士”。

链接

探究科技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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