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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mechanisms
 

in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Primarily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it
 

deep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proposes
 

an
 

innovative
 

mechanism
 

model.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public
 

awareness
 

of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a
 

promoting
 

effect 
 

but
 

overall
 

remains
 

at
 

a
 

relatively
 

low
 

level.
 

Problems
 

such
 

as
 

blocked
 

participation
 

channels 
 

insufficient
 

capabilities 
 

imperfect
 

mechanisms 
 

low
 

actual
 

participation
 

degree 
 

and
 

low
 

participation
 

rate
 

still
 

exist.
 

Therefore 
 

this
 

paper
 

creatively
 

proposes
 

a
 

Internet
 

+
 

Offline 
 

dual-track
 

collaboration
 

model
 

and
 

a
 

Four-Driven
 

Collaboration 
 

model.
 

These
 

aim
 

to
 

stimulate
 

public
 

participation
 

enthusiasm
 

through
 

innovative
 

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multi - channel
 

interactions 
 

forming
 

a
 

complete
 

logical
 

chain
 

from
 

cognition
 

to
 

ac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field 
 

and
 

the
 

innovative
 

mechanism
 

models
 

have
 

practical
 

promotion
 

value 
 

contributing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marin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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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治理視域下海洋生態文明共建機制創新研究

童菲菲　 吳聰慧　 栗一楠　 朱夢婷

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

摘　 要:
 

本文聚焦于公眾參與海洋生態文明建設機制的構建與優化,主要運用問卷調查法,深入剖析了當前公眾

參與現狀、存在問題,並提出創新性機制模型。 調研發現,公眾對海洋生態文明的認知水準有促進作用,但總體上

還處於較低層次。 參與管道不暢、能力不足、機制不健全,實際參與程度低、參與度低等問題仍然存在。 為此,本文

創造性地提出了「互聯網+線下」雙軌協同模式與「四驅協同」模型,旨在通過創新傳播方式和多管道互動,激發公

眾的參與積極性,形成從認知到行動的完整邏輯鏈,為該領域提供了新視角與理論支援,創新性機制模型具有實踐

推廣價值,助力海洋治理現代化。

關鍵詞:
 

公眾參與;海洋生態文明建設;機制構建;優化策略

基金項目:
 

本文系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 2024 年國家級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畫項目資助「地球的藍色血液,人類

的詩性守望-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的公眾參與機制研究」的研究成果。 項目編號:202412792014。

一、
 

引言

海洋作為地球的重要組成部分,承擔著調節氣候、碳匯固存、保護生物多樣性等關鍵功能,對維護地球

生態平衡、維護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聯合國將海洋保護在

世界各國發展中的重要地位進一步突顯出來。 然而目前世界海洋正面臨著嚴重的危機,2021 年日本核廢水

排海決策及其
 

2023 年的實質性實施,引起了世界各國對這一問題的高度重視,而海洋生態文明建設顯然已

成為全世界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一項重要課題,海洋生態文明的建設也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熱點。 不

少學者呼籲,在海洋生態文明建設中,各國應將公眾參與列為主要途徑,將公眾稱為責任人,但這方面的研

究還很欠缺。 在這樣的背景下,海洋治理現代化的必然選擇就是構建科學有效的公眾參與機制。
本研究旨在探索切實可行的公眾參與機制,從而幫助公眾增強海洋保護意識、提高參與海洋保護活動

的積極性,進而推進海洋生態文明建設。 具體而言,研究目的包含:一是深入分析海洋生態文明建設進程中

公眾參與機制所發揮的作用;二是針對當前公眾參與機制存在的不足,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優化策略和方案;
三是借助構建高效科學的公眾參與機制,推動海洋治理現代化進程,達成海洋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願景。

二、
 

文獻綜述

(一)
 

相關領域研究綜述

海洋生態文明建設作為全球可持續發展與環境保護領域的關鍵議題,近年來在國內外均受到了廣泛重

視。 2019 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海洋命運共同體」這一重要理念,為海洋生態環境保護增添了新的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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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 特別是在當前海洋生態環境問題日益嚴峻、日本核廢水排放等事件背景下,公眾參與在解決此類問

題中扮演著愈發重要的角色。
關於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的研究,目前國內學者主要集中在生態文明的理論框架和實施路徑兩個方面。

1996 年,國家海洋局出版的《中國海洋 21 世紀議程》中明確指出,海洋生態文明建設除了政府的推動,還需

全社會的廣泛參與。 在此指引下,積極引導和支援社會各界參與海洋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成了當前生態保護

的重要課題。 2017 年,趙玲在《基於公眾參與的海洋生態文化建設初探》 ①中指出推動公眾積極參與的重要

措施和公眾參與的重要性。 主要措施有法律保障、制度建設及加強文化傳承。 2021 年,劉儉在《社會主義生

態文明建設中的公眾參與問題研究》 ②對從社區自治組織和民間社會組織兩方面入手加強公眾參與組織建

設的可能性進行了探討。 另外,還有研究者提出,激勵機制的建立對於提升公眾參與意識和持續性至關重

要,強調了公眾參與應具備長期有效的激勵與保障機制。
國際各國也採取了積極措施,旨在推動公眾參與海洋生態文明建設。 美國推進基於生態系統的海洋綜

合管理,對國民實施海洋保護的教育和宣傳,積極宣導海洋治理的科學性和民主性,將海洋生態保護交由民

眾。 美國的《聯邦環境政策條例》規定評價單位擬定環境影響報告書草案後,應寄送有關的政府機關、社會

團體並在地區報紙上公佈以徵求意見。 在墨西哥灣漏油事件中,該機制得到了有效利用③。 韓國則加強對

民眾的宣傳和教育工作,提高民眾的海洋保護意識,如開展放映環保宣傳片、實行「全國海洋
 

大清掃 2001」
等具體措施;除此之外,韓國政府還成立了專門的以民眾與政府合作為基礎的環保部門,旨在宣導市民切身

參與到宣傳和管理中來④。 澳大利亞在設立海洋保護區的過程中一直將公眾參與作為一項關鍵性任務,如
大堡礁海洋公園在 1999-2004 年進行分區規劃時,把公眾參與列在整個項目計畫之內⑤。

(二)
 

現有公眾參與機制的優缺點

目前,許多國家已出臺了一系列措施,積極推動海洋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如法律保障、制度建設和意

識提升等措施。 法律保障方面,出臺相關保護法,如我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 ⑥、美國的《海

洋保護法》等相關法律中都明確了公眾參與海洋環境保護的權利、義務和監督責任;地方立法機關也有權根

據地方實際情況制定相應法規。 在實際操作中,國內外注重立法透明度和科學性,通過草案公示、聽證會等

資訊公開形式,加強公眾的監督作用。 以上各種協調機制的建立加強了政府、社會組織和公眾之間的聯繫

合作,形成了積極良好的互動模式。 此外,通過開展海洋通識教育、環保設施開放等教育和宣傳活動,不僅

提高了公眾的海洋保護意識,還促進了公眾對海洋環境保護的廣泛關注與參與。 儘管國內外出臺了眾多措

施,旨在推動公眾參與海洋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但仍存在提升空間。 結合國內外研究和實踐經驗,可以總

結出以下三個共性問題:第一,研究視角相對單一,主要聚焦於政策和法律框架,缺乏對公眾參與行為的深

入探討;第二,忽視地域、國情等關鍵影響因素,導致部分政策適應性和推廣價值低下;第三,部分研究結果

滯後於實踐需求。
儘管國內外在推動公眾參與海洋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方面已採取多種措施,但仍存在提升空間。 綜合

國內外研究和實踐經驗,可以總結出以下幾個共性問題:(1)研究視角相對單一,主要聚焦於政策和法律框

架,缺乏對公眾參與行為的深入探討;(2)忽視地域、國情等關鍵影響因素,導致部分政策適應性和推廣價值

低下;(3)部分研究結果滯後於實踐需求。
 

通過進一步歸納可以發現當前公眾參與機制存在兩大突出問題。 第一,仍以政府主導為主,缺乏多元

廣泛的公眾參與;其次,儘管公眾在海洋生態文明保護意識上有所提升,但參與機制的不完善,限制了公眾

參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為此,在現有的法律和制度下,如何進一步完善公眾參與機制,激發公眾的廣泛關

注與有效行動,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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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進一步歸納可以發現當前公眾參與機制存在兩大突出問題。 第一,仍以政府主導為主,缺乏多元

廣泛的公眾參與;其次,儘管公眾在海洋生態文明保護意識上有所提升,但參與機制的不完善,限制了公眾

參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為此,在現有的法律和制度下,如何進一步完善公眾參與機制,激發公眾的廣泛關

注與有效行動,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總而言之,公眾參與的「組織化」能提升社會信任與協作能力,能更加有效地推進海洋生態文明建設。

那麼,就如何構建有效的公眾參與海洋文明建設的機制,國內學者有諸多探討,國外對公民參與海洋生態文

明建設同樣給予了充分的重視和關注,綜合國內外有關海洋生態文明建設公眾參與機制的研究成果和實踐

經驗,可以發現一些共性,大部分研究方向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三、
 

基於海洋生態文明共建機制的多維實踐調研

(一)
 

研究方法

在前期準備階段,主要運用了文獻研究法與因素分析法來進行探究海洋文明,首先通過查閱和分析大

量政策檔和文獻資料,之後研讀相關文獻、國家政策和報告,篩選並提煉相關有效資訊,最後系統梳理並探

討了海洋生態文明建設和公眾參與的相關背景。 在機制的多維度研究時盡可能地採用多種研究方法,目的

是為整個研究提供更全面、科學、客觀的資料支援,把問題研究清楚。 除此之外,在已有的成果之上開闢新

徑也是可用的方法,因此在經驗借鑒上參考了國內外成功的海洋環保案例,從中總結出可實施的經驗,為研

究提供可靠的理論參考。 在問題認識清晰的基礎上,研究設計了一份針對公眾對海洋生態環境保護的認知

與參與的問卷並採用分層抽樣和方便抽樣相結合的方法,線上和線下相結合的方式,來覆蓋更廣泛的群體,
同時方便進行資料的有效比較。 該問卷在調查設計上考慮了公眾對海洋生態文明參與機制的瞭解、態度以

及參與意願等方面,以全面反映公眾參與機制的現狀和障礙。 在樣本選擇上,始終堅持遵循代表性、多樣性

和可行性原則,研究物件主要包括教師、學生及在職人員等群體,確保機制在實際操作的可行性下能夠反映

不同社會群體的觀點,收穫更全面的資訊,為後期研究提供了基礎資料。
在資料收集階段,通過線上平臺的問卷星調查與線下實地發放紙質問卷,去除了無效問卷後,共收集到

1008 份有效問卷。 之後對線上與線下問卷總的調查結果進行整合,並實行進一步資料分析,總結得出各變

數的均值、百分比等有效資料,為後期論文撰寫服務。 接著,針對不同群體之間的差異及其影響因素,我們

運用推斷性統計法進行研究分析,採用比較調查法與案例分析法,積極借助國內外已有的相關結論,努力探

索更有效的海洋公眾參與機制。 同時,團隊還積極組織開展了實地考察活動,選擇走訪台州部分沿海地區,
通過對當地的直接觀察與群眾交流,更直觀地瞭解當地海洋生態狀況和當地居民、漁民、志願者、學生等群

體在海洋環境保護中的參與情況及當地居民實際需求,以便更好改進機制,有效服務於社會。
完成資料分析和實地調研工作之後,綜合整理了從專案開始所收集的所有資料資料,並用歸納總結法

進一步分析,力求專案的科學性和實踐性,足以有力支撐後期的論文撰寫,同時繼續推動研究的深入開展。
該專案總的研究過程經歷了四個階段。 首先是對海洋目前生態文明現狀進行背景調研,這個階段主要

採用文獻研究法和因素分析法收集海洋生態文明建設已有的相關資料並探討其與公眾參與機制結合的可

能性。 第二階段是收集第一資料,採用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問卷調查收集實際資料,瞭解周邊群體對海洋生

態環境的認知度情況和海洋環境保護的參與情況及對參與機制的看法。 在行為研究階段,主要通過比較調

查法和案例分析法,主要借鑒國內外相關案例經驗和已有結論進行總結分析,同時積極結合生活中的實際

案例努力建立更有效更全面的公眾參與機制。 最後階段是對收集到的資料進行最終的整理和分析,選用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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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總結法來提取精煉的研究成果並撰寫研究報告。 除此之外,借助互聯網等媒介平臺進行實驗性探究是很

有必要的研究行為,可以用來分析新型公眾參與機制的可操作性,為論文撰寫開闢新的亮點。

(二)
 

調研過程

2024 年 6 月至 12 月,研究團隊對近年來我國海洋生態文明建設公眾參與機制相關文獻、國家政策及報

告進行了深入研究,認識到當前海洋生態文明建設與公眾參與機制存在問題的重要性。 同時,為了進一步

瞭解公眾對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的參與意願,我們選擇對普通民眾進行問卷調查。 調查結果顯示,公眾對海

洋生態文明保護的關注度和參與意願較高,但實際參與管道和機制建設仍存在明顯不足。

表 1　 海洋生態文明公眾認知情況調查分析

問題 調查結果

1
認為海洋生態文明的

重要性如何?

一般 比較重要 非常重要

4. 62% 17. 27% 78. 11%

2 目前職業是?
學生 教師 在職 自由 其他

38. 49% 18. 85% 13. 89% 16. 87% 11. 9%

2024 年 8 月至 9 月,為全面瞭解不同社會群體對海洋生態文明保護的認知及參與情況,本研究選取浙

江台州作為核心調研區域,重點考察" 藍色迴圈" 海洋廢棄物治理模式的實踐成效。 調研團隊採用分層抽樣

方法,對沿海漁村居民、城鎮社區居民、漁業從業人員、環保組織成員以及旅遊從業者等不同職業群體進行

深度訪談,覆蓋 18-65 歲各年齡段人群(其中青年群體占比 35%,中年群體 45%,老年群體 20%),同時兼顧

教育水準、收入層次等社會特徵的多樣性。 通過對比分析漁民、企業員工、基層公務員等不同社會角色對政

府主導型生態保護模式的評價,收集到多維度的公眾參與資料,為構建具有廣泛適用性的海洋生態文明共

建機制提供了扎實的實證基礎。 特別注重採集女性群體(占樣本量的 48%)和外來務工人員等易被忽視群

體的意見,確保研究樣本的社會代表性。

圖 1　 公眾對於參與海洋生態保護意願調查分析
　

(三)
 

調研結果

經前段時間研究發現,公眾對海洋生態文明的認知水準有所提升,但整體仍處於較低水準,多數人對海

洋生態文明的瞭解局限于海洋污染、過度捕撈等表面現象,對其更深層的內涵、重要性及與自身生活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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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認識不足,尚未深刻認識到海洋文明的破壞對人類社會和諧的危害。 在研究過程中瞭解到公眾參與海洋

生態文明建設的意願普遍較強,但轉化為實際行動的比例較低。 雖然多數人表示願意參與海洋保護活動,
但受限於時間、精力、知識儲備等因素,實際參與度不高,大多僅局限于口頭意願。 在為數不多的公眾參與

中,行為較為單一,主要集中在減少使用塑膠製品、參與沙灘保潔等日常生活中的環保行為,而在更深層次

的參與方面,如政策制定、監督執法等,公眾參與度較低。
存在以下問題:
1.

 

公眾參與意識淡薄:部分公眾對海洋生態文明的認知不足,尤其缺乏保護海洋的緊迫感和責任感,其
認為海洋保護與自身生活關系不大,於是很少參與相關活動。

2.
 

公眾參與管道不暢:海洋生態文明建設公眾參與途徑有限,目前已有的參與平臺和機制不便捷有效,
導致群眾意願轉化為實際行動的難度較大。

3.
 

公眾參與能力不足:部分公眾缺乏參與海洋生態文明建設所需的知識和技能,例如不知道該如何參

與,更受限於時間與精力,尤其是上班族與學生党,以至於大部分公眾難以有效參與相關活動。
4.

 

已有的參與機制不完善:社會目前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難以調動公眾參與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的積

極性和主動性。 目前很多機制不考慮地域和國情,缺乏因地制宜的有效策略,同時也沒有結合新時代新特

點,很少結合社會進步和科技發展的已有成果。
經過研究分析之後發現,在海洋生態文明的建設中,公眾參與是主要力量,要加以重視。 只有不斷提高

公眾的認知水準、拓寬參與管道、提升參與能力以及健全激勵機制,才能有效調動公眾參與的積極性和主動

性,形成全社會共同參與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的良好氛圍。 同時,也在總結中發現了一些問題:1. 公眾普遍缺

乏有關海洋生態保護的知識和技能,導致參與過程中難以提出有價值的建議和意見。 2. 公眾獲取海洋生態

環境資訊的管道非常有限,且具有資訊存在不完整、不準確的情況,因此會嚴重影響公眾參與的有效性。
3. 公眾參與海洋生態保護的管道有限,且參與過程缺乏規範組織和引導,同時對於公眾的監督回饋機制也

不完善。
因此得出以下結論:首先,應加大宣傳教育力度,提高公眾對海洋生態文明的認知水準,通過多種形式

的宣傳教育,提升公眾的海洋保護意識。 同時拓寬參與管道,為公眾提供更多參與機會,建立和完善海洋生

態文明建設公眾參與機制和平臺。 其次,要提升公眾參與能力,加強對公眾的培訓,促使公眾更有效地參與

海洋生態文明建設。 最後,為鼓勵廣大公眾積極參加海洋生態文明建設,完善激勵機制,建立較為完善的激

勵機制。

(四)
 

實踐探索

針對已有的公眾參與機制,通過問卷調查瞭解公眾對現有海洋文明公眾參與機制的看法,識別其中的

局限性,再根據調查結果,制定改進措施,設計更完善的海洋文明公眾參與機制,以提高公眾參與度和機制

的有效性,以下是對實踐案例的調查回饋調查:

表 2　 公眾對於現行參與機制回饋

問題 調查結果

1
您認為我們的海洋文明公

眾參與機制存在哪些局限

性? (可多選)

受眾精准度

不夠

容易被公眾

忽視

受平臺規則限

制,流量較差

競爭激烈,
效果難突出

資料監測

困難

37. 2% 79. 3% 82. 6% 48. 7% 3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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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問題 調查結果

2
您覺得海洋文明參與機制

在實施過程中可能會遇到

哪些問題(可多選)?

公眾關注

不足

內容創意

不足

推廣管道

不穩定

缺乏專業

人才
預算不足

68. 2% 36. 1% 49. 8% 72. 4% 69. 6%

圖 2　 公眾對於現行參與機制回饋
　

調研結果顯示,當前海洋生態文明公眾參與機制雖然整體可行性較高且公眾評價積極,但仍面臨一系

列現實挑戰。 資料顯示,82. 6%的受訪者反映受平臺演算法限制導致宣傳內容流量不足,79. 3%的民眾表示

該機制容易被忽視,其中老年群體和低收入人群的認知度尤為不足。 專業人才匱乏問題突出,72. 4%的基層

管理人員指出缺乏海洋生態和環境政策方面的專業人員,同時 69. 6%的社區組織和環保機構面臨預算短缺

的困境。 此外,近半數受訪者提到推廣管道不穩定(49. 8%) 和同類公益專案競爭激烈(48. 7%) 的問題,
30. 1%的偏遠地區還存在資料監測困難。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人群呈現出明顯的參與特徵差異。 18-30 歲的青年群體更傾向通過短視頻等社交

媒體參與,31-50 歲的中年群體更關注社區活動,而 51 歲以上人群則偏好傳統媒體宣傳。 沿海居民的參與

積極性顯著高於內陸地區,女性參與度也略高於男性。 儘管存在諸多挑戰,85%以上的受訪者仍對機制持肯

定態度,這種廣泛的社會認同為機制優化提供了重要動力。
經過多輪的調查和多維度分析以及不斷地改進之後,該機制已經比較完善,但仍有些許不足,例如公眾

忽視、平臺規則限制等問題。 為了打造更有效的公共參與機制,決定優化機制推廣管道、招聘海洋相關專業

人才、增加專案預算等進一步措施來提高公眾對於機制的參與度。 同時將調查結果同步回饋給相關生態部

門,以幫助其在官方機制優化、政策制定和資源配置等方面做出更明智且高效的決策。 各方面修改後重新

推廣該機制,以達到提高公眾對海洋文明公眾參與機制關注和參與的效果。

四、
 

公眾參與機制的實踐探索

(一)
 

海洋生態文明建設公眾參與機制的模型構建———「互聯網+線下」雙軌協同模式

根據問卷調查以及實地考察的結果,在已有的公眾參與機制建設的基礎上,項目組嘗試提出了 3 種機

制,「互聯網+線下」雙軌協同,三方聯動機制,獎勵激勵機制。 以下將會詳細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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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線下」雙軌協同模式,基於「四驅協同」模型,通過創新參與機制來推動更廣泛、持續的公眾參

與。 該模式作為專案創新傳播方式,運用傳播學「媒介環境理論」,構建線上線下的立體傳播網路,激發更多

公眾群體參與海洋生態保護。 線上平臺以小紅書、抖音、微信等多平臺為載體,形成多級傳播網路,其中小

紅書發佈海洋科普內容,提升公眾認知;微博通過熱點話題互動激發情感共鳴,增強情感連接;微信公眾號

進行價值認同的內容交流,使公眾更深層次地認同海洋生態保護。 通過線上平臺的協同作用,對海洋生態

文明的關注、參與、支持能夠被全面立體地激發出來。
基於此,線下活動則通過「行為示範———具身體驗———社區動員」三階段的過程,將線上傳播所帶來對

海洋環境的認知、情感轉化為實際的行動,通過組織海灘清潔活動、設置問答環節、發放紀念品等互動活動,
不僅能增強公眾對海洋環境保護的理解,還能通過集體行動帶動社區層面的動員,進而提高公眾的責任感

和參與熱情。
最後,線上線下結合,形成一個完整的傳播鏈「認知喚醒、情感共鳴、價值認同、行為轉化」。 即我們設想

的「四驅協同」公眾參與模型,通過不同管道、不同層次的互動傳播,讓公眾從淺層認知到深層情感共鳴,從
價值認同到行為轉化,形成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的強大動力。 借助這一模式,海洋生態文明的宣傳可以覆蓋

更多的群體,並在公眾心中產生影響,真正讓海洋生態保護認知轉化為行動。

(二)
 

海洋生態文明建設公眾參與機制的模型構建———三方聯動機制

三方聯動機制,與政府、企業和公眾三方不同,計畫通過聯合企業、聯動民間組織以及校園,進行資源整

合,形成合力共建模式。 教育部《關於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2017) ⑦中曾提到,要推進產教協同育人。
校企育人「雙重主體」,學生學徒「雙重身份」,學校、企業和學生三方權利義務關係明晰。

在企業環保行動倡議方面,計畫聯合沿海地區的相關企業,共同設計具有辨識度和影響力的「海洋友好

企業」標識。 通過校園海報展示、社交媒體推廣等多種管道,提升企業的環保形象與社會責任感。 同時,邀
請相關企業參與校園「海洋保護周」活動,設立「環保先鋒證書」,表彰並獎勵在海洋環境保護中表現突出的

同學,以此激勵更多學生積極參與環保行動。
在聯動民間組織方面,希望與當地民間環保組織建立緊密合作關係,組織公眾參加海灘清理、紅樹林種

植等環保志願活動,為參與志願者頒發「海洋志願者實踐證明」以增強公眾的環保責任感和社會實踐能力,
在沿海社區設立「環保服務站」,定期開展「海洋知識小課堂」向社區居民普及海洋保護知識,提高居民的環

保意識。
此外,將設立「海洋保護小隊」,整合校內資源,讓學生與社會環保力量共同協作,激發學生主體性,積極

參與海洋保護,提高保護海洋的能力,促進海洋保護事業發展。

(三)
 

海洋生態文明建設公眾參與機制的模型構建———獎勵激勵機制

獎勵激勵機制,也稱為「三步遞進式激勵體系」,是基於福格行為模型,以接觸、參與、深耕為三步,促進

公眾參與海洋文明保護。 是在複雜社會語境中激發思維與感受,進而豐富對人類經驗的理解⑧,通過精神獎

勵滿足公眾的心理需求,激發公眾的參與熱情;通過物質獎勵,如發放「海洋保護小衛士」獎狀,形成良性迴

圈,推動海洋保護活動的可持續發展。
然而,此機制仍有不足,需要長期的獎勵資源。 同時,未獲得獎勵的參與者也會感到不公平。 甚至有可

能因為過度依賴獎勵,而喪失原本的內在動力。 但,獎勵激勵機制依然能調動公眾的參與熱情,引導公眾積

極參與到海洋生態保護之中。 例如,菜鳥集團自 2016 年發起的綠色行動———「菜鳥回箱」計畫通過獎勵激

勵機制,具體表現為「回收換蛋」、回收金,以及捐箱掃碼互動後向用戶發放個人螞蟻森林綠色能量等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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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勵公眾持續參與活動⑨。 截至 2024 年末,該計畫已形成紙箱回收的良性迴圈機制,當年菜鳥驛站回收快

遞紙箱及使用舊紙箱寄件減少的碳排放超 2. 1 萬噸,已形成了環保行動的激勵閉環⑩。 這類經驗為海洋生

態文明建設公眾參與機制模型的構建提供了可借鑒的模式。 只要通過合理的設計,就可將原本對海洋保護

缺乏興趣的人吸引來,引導其參加保護活動,為海洋生態文明的保護注入更多活力。
此外,還可以將海洋生態文明與文化結合起來,進一步深化獎勵激勵機制的建設。 鼓勵漁民運用傳統

捕撈技術進行海洋生態保護,增強他們的獲得感,形成文化—生態雙維價值認同。 同時,加大宣傳,提升該

方式的曝光度,讓更多的公眾瞭解到此機制,並參與到海洋生態文明公共參與機制之中。

五、
 

結論
 

通過以上問卷調查、人物訪談和調研公眾參與海洋生態保護的案例分析,更全面地瞭解當前海洋生態

文明建設面臨的形勢和面臨的挑戰,為我們未來的海洋生態保護推廣提供有價值的參考和指導。 在分析實

踐效果之後,我們團隊也對於成功經驗與可改進之處進行反思總結,在之後的機制實踐中要注重線上線下

相結合,擴大宣傳覆蓋面;設計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活動,吸引更多公眾有興趣參與;加強與政府部門合

作,與環保組織合作,與媒體合作,形成共建合力;關注公眾回饋意見,對活動內容、活動形式進行持續改進。
同時,吸收以前錯誤的經驗,加強對公眾參與效果的評價,建立科學的評價體系;探索更加多元的公眾參與

機制,滿足不同人群需要;加強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交流與合作,借鑒先進經驗,取長補短。 為實現海洋可

持續發展目標貢獻力量,公眾參與機制的實踐探索需要不斷創新和完善,只有把公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充分

調動起來,才能在全社會形成共同參與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的良好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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