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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向青少年的海洋宣传教育对于我国建设海洋强国具有深远意义。全国大中学生海洋知识

竞赛至2019年已举办11届,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文章提出全新的研究方法,在历届全国大中

学生海洋知识竞赛获奖数据的基础上,构建竞赛参与度、竞赛有效性、海洋意识指数等指标,系统

和全面地对我国大学生海洋意识及其区位差异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大学生海洋意识水

平总体表现为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较高,而西北内陆和中部地区较低;目前我国大学生海洋意识

总体处于较低水平,但有逐渐上升的趋势;全国大中学生海洋知识竞赛的发展向好,高校参与积极

性逐渐提高,对提升我国大学生海洋意识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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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ewmethodwasproposedtoassessthemarineconsciousnessofcollegestudentsin

Chinabasedonthedataof11nationalmarineknowledgecompetitions.Relevantevaluationindica-
torssuchastheMAI,annualparticipation,annualcompetitionvalidityanddifferencesinlocation
distributionwereconstructed.Resultsshowedthatthegeographic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of

marineconsciousnessamongcollegestudentswasgenerallyhigherinthesoutheasternandthe
southwesternprovinces,butrelativelylowerinthenorthwesternandcentralpartofthecountry.

Forthetimebeing,themarineconsciousnessofcollegestudentsinChinawasstillatalow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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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showingagraduallyupwardgrowingtendency.Theoverallperformanceofthenationalmarine

knowledgecompetitionispositive,andtheenthusiasmofcollegesandstudentsaregraduallyin-

creasing,whichhasplayedanimportantroleinimprovingthemarineawarenessofcollege

students.

Keywords:Marineknowledgecompetition,Collegestudents,Marineawareness,Marineaware-

nessindex,Marinepublicityandeducation

0 引言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在我国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走向海洋、经略

海洋和维护海权是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方向[1-3],

提高全体国民的海洋意识是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

思想基础和必由之路[3-4]。

国内学者和机构对我国国民的海洋意识进行研

究:郑坚铭[5]对海南大学的学生开展海洋意识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其海洋意识总体较薄弱;王新刚等[6]对

河北3所高校的学生开展海洋意识问卷调查,结果同

样不容乐观;2016—2017年原国家海洋局与北京大

学海洋研究院针对我国国民开展系统性的海洋意识

调查[7],并先后发布《国民海洋意识发展指数报告》,

结果显示我国国民海洋意识发展指数普遍较低,且在

空间上基本呈现由沿海向内陆递减的趋势[8]。然而

目前我国的海洋意识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

很难开展大范围和多角度的实证调查和耦合分析,相

关数据的可信度存疑[5-6,9-12]。

为使更多的青少年了解海洋、认识海洋、热爱

海洋以及投身海洋事业,同时吸引全社会更加关注

海洋、合理开发利用海洋和保护海洋,原国家海洋

局、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和海军政治部于2008年共

同举办首届“全国大中学生海洋知识竞赛”(以下简

称“知识竞赛”),至2019年已举办11届,成为我国

开展海洋宣教工作和提高国民海洋意识的重要平

台。大学生是未来的国家建设者,其海洋意识的发

展程度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未来我国国民海洋意

识的发展程度,并将影响国家海洋政策的宏观走

向。本研究基于历届知识竞赛的获奖情况,在时间

和空间尺度上综合参与度、影响力和地域性等信

息,结合百度指数和问卷调查,对我国大学生海洋

意识及其区位差异进行系统评价,以期为我国的海

洋宣传教育工作提供科学支撑和引导,进而助力我

国建设海洋强国。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3个方面:①知识

竞赛获奖数据,包括获奖人、获奖等级和获奖人所

在学校等,以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

2015年、2017年和2019年的数据为主,其他年份因

数据质量问题仅作参考;②与知识竞赛相关的百度

指数,即我国网民在百度搜索引擎及其相关网页的

搜索和点击记录;③2019年7—8月开展的问卷调

查数据,调查对象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

大学、山东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在校大学生。

1.2 研究方法

1.2.1 竞赛参与度和竞赛有效性

引入某高校在某年份的知识竞赛获奖得分

(marinecompetitionscore,MCS),计算公式为:

MCS=NS×5+N1×3+N2×2+N3×1
(1)

式中:NS、N1、N2和 N3分别表示某高校在某年份

的知识竞赛中所获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

奖的数量(已计入特等奖的不再计入一等奖重复计

算)。

为进一步量化各地区和各高校的参与和获奖

情况,定义2个衡量指数即竞赛参与度和竞赛有

效性。

(1)竞赛参与度用于定量评价各地区和各高校

在某年份知识竞赛的总参与度。竞赛参与度仅反

映参与情况,而参与来自外部要求、学校要求还是

学生自我要求则难以确定。计算公式为:

A=AP ×2+AS (2)

式中:AP和AS分别表示某年份知识竞赛参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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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参与高校的总数。

(2)竞赛有效性将各地区和各高校的知识竞赛

获奖得分纳入考量,可更准确地反映其对知识竞赛

的参与积极性和知识竞赛的组织有效性,计算公

式为:

CV=1-
n

i=1
MCSi×

(MCSi-1)
MCS×(MCS-1)[ ]{ }

(3)

式中:MCSi表示高校i在某年份的知识竞赛获奖得

分;MCS表示所有高校在该年份的知识竞赛获奖得

分之和。

1.2.2 重心模型

“重心”本为物理学的概念,指的是某物体的各

部分所受重力合力的受力点,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

常借用该概念表征地理重心转移模式[13-14]。本研

究引入重心模型,以表征知识竞赛参与的空间分布

及其转移模式。

定义知识竞赛参与重心(X,Y):

X =
n

i=1

(MCSi×Xi)


n

i=1
MCSi

(4)

Y=
n

i=1

(MCSi×Yi)


n

i=1
MCSi

(5)

式中:X 和Y 分别表示某年份知识竞赛参与重心的

经度和纬度;Xi 和Yi 分别表示高校i 的经度和

纬度。

当知识竞赛参与重心发生变化时,表明知识竞

赛参与的空间分布发生变化。参与重心的移动方

向可在一定程度上表征海洋宣传教育的重心转移

过程。

1.2.3 海洋意识指数

计算各高校的知识竞赛获奖总得分:

MCSS =MCS+NY ×2 (6)

式中:NY表示各高校的参与年数。

对某地区各高校的获奖总得分进行求和,计算

公式为:

MCSP =
k

i=1
MCSSi +Ni×2 (7)

式中:Ni为某地区参与高校的数量。
考虑到我国各地区大学生规模和教育水平的

差异,引入高等教育综合发展水平得分(higheredu-

cationcomprehensivedevelopmentscore,HDS),并

构建新的海洋意识指数(marineawarenessindex,

MAI),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地区高等教育水平发展

不均衡的影响,可作为评价不同地区大学生海洋意

识的标准[15]。

MAIP =
MCSP

HDSP
(8)

式中:HDSP 为某地区高等教育综合发展水平得分。

本研究汇总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

2015年、2017年和2019年共7届知识竞赛获奖数

据,采用 ArcGIS10.2平台处理数据并进行相关

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知识竞赛的参与情况

历届知识竞赛参与高校和地区的数量如图1
所示。

图1 参与高校和地区数量的年际变化

根据图1以及参与高校的地区来源数据,知识

竞赛前期(第三届和第四届)和后期(第十届和第十

一届)参与高校的数量较多且范围较广,而中期(第

五届、第六届和第八届)参与高校的数量较少且集

中在沿海地区。

不同年份知识竞赛的竞赛参与度和竞赛有效

性如图2所示。

图2 竞赛参与度和竞赛有效性的年际变化

由图2(a)可以看出,竞赛参与度从第三届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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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先减少再增加。事实上,知识竞赛从第三届

(2010年)才开始正规化和流程化,反映在量化指标

上便是较高的参与度。此后竞赛参与度逐渐下降,

直到第六届(2013年)后才逆转回升,表明知识竞赛

在大学生中的影响力有所提升,对于提高大学生海

洋意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根据相关报道,知识

竞赛的组织形式在第六届后整体优化,参与的地区

和高校越来越多,西北和西南等内陆地区的关注度

也有所提升。由图2(b)可以看出,竞赛有效性的变

化趋势与竞赛参与度较为一致。

2.2 知识竞赛的重心转移

以各高校为基本单元,对第三届以来共7届知

识竞赛进行重心分析(图3)。

图3 知识竞赛参与重心

由图3可以看出,知识竞赛参与重心最初在河

南,前期向东北方向移动,后期又向南方回移。这

样的移动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可用竞赛参与度和竞

赛有效性解释。我国东部地区大多沿海,海洋意识

整体较高。在知识竞赛组织初期,由于政策倾斜等

因素,重心整体偏西。随后,在竞赛参与度和竞赛

有效性较低的年份,由于地方宣传等因素,竞赛名

额和奖项分配出现地方差异,即华东和华北等地区

的高校获奖占比较大,因此参与重心向东北方向移

动。后期华南和西南等地区包括华东偏南部地区

的高校在知识竞赛中表现突出,因此重心南移。

2.3 大学生海洋意识的区位差异

根据海洋意识指数,大学生海洋意识水平的分

布表现出较明显的区位差异,即东南沿海和西南地

区大学生的海洋意识指数较高,而西北内陆和中部

地区大学生的海洋意识指数较低。仅就中部地区

而言也有差异,其中偏北部的山西、河南和安徽大

致处于中值,而偏南部的湖南、江西和广西则较低。

这样的结果与经验认知和《国民海洋意识发展指数

报告(2017)》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别,主要表现在海

洋意识指数在陕西、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区出现

低值以及在西南地区出现反常高值。根据算法可

合理推测:海洋意识指数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区的低

值可能归因于其过高的高等教育综合发展水平得

分;而在其他地区的差异可能与调查样本的不同有

关,即海洋意识指数的研究对象为大学生,而国民

海洋意识发展指数的研究对象为随机人群。

2.4 百度指数的时空分布

知识竞赛的百度指数可作为竞赛参与度和竞

赛有效性的间接衡量指标。根据2011年1月至

2020年1月的数据资料,知识竞赛的百度指数呈现

周期性的波动变化,即在每年12月至次年3月存在

峰值。然而自2011年开始该指数总体表现下降的

趋势,这与此前得到的竞赛参与度和竞赛有效性数

据存在较大差异:百度指数反映的知识竞赛受关注

程度接近逐年递减,而竞赛参与度和竞赛有效性均

表现为先下降再上升。这可能是由于百度指数具

有滞后性。

为进一步了解大学生海洋意识的整体分布情

况,本研究通过百度指数工具分析与知识竞赛相关

的词条数据,其中东南沿海地区在百度指数排名中

均居前列。作为西南内陆地区,四川在百度指数排

名中高居第五位,其海洋意识指数也为高值;这可

能与四川大学的学生在第三届知识竞赛中获得特

等奖而引起“榜样效应”密切相关,该学生获得赴北

极考察的机会,此后四川大学对知识竞赛表现出极

大的热情,且多年来成果累累。

2.5 问卷调查

本研究在调查问卷中设计3项内容,分别为基

本信息、海洋意识水平评价和高校海洋宣传情况。

其中,基本信息包括受访者所在学校、专业和籍贯

等,高校海洋宣传情况包括高校在海洋宣传方面开

展的具体工作以及高校学生对知识竞赛的了解

情况。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仅有约25%的大学生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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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知识竞赛,由于选取的样本均为参加过知识竞赛

且表现较好的高校,可以合理推测大多数从未参与

知识竞赛的高校在了解率方面可能更低;与海洋科

普展览、海洋知识讲座、海洋馆参观和海洋机构走

访等其他海洋宣传活动相比,大学生对知识竞赛的

接受程度较低;大多数高校很少或从不举办类似的

海洋宣传活动,也令人担忧。

3 结语

本研究采用全新的研究方法,从全新的角度解

析和评价我国大学生海洋意识,主要得到3项结论。

①我国大学生海洋意识总体处于较低水平,但综合

看来正处于持续上升阶段,多数人已意识到海洋的

重要性,并对海洋宣传教育活动表现出较高的参与

热情。②知识竞赛自举办以来,经历初始创办-自我

完善-逐渐改进-成熟运转的发展阶段,对提升大学

生海洋意识发挥很大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知识

竞赛仍存在局限性,难以最大限度地吸引大学生的

积极参与,亟须进一步完善。③海洋意识指数可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大学生海洋意识分布的区位差异,

其中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较高,主要原因分别为地

理优势和竞赛获奖的带动作用;百度指数的空间分

布也进一步佐证该结论。

根据《国民海洋意识发展指数报告(2017)》,我

国各地区的国民海洋意识发展指数均值为63.71,

与2016年的60.02有明显提升,且近80%的地区

达到“及格线”[8]。虽然我国大学生海洋意识整体较

薄弱,但大多数大学生对“21世纪将是海洋的世纪”

这一论断表示认可,且愿意接受与海洋相关的课程

和活动等,即表现出提升海洋意识的主观意愿。从

知识竞赛的组织形式上看,参与者主要为网络参

与,而其鼓励效应却更多在于现场参与。因此,各

地区海洋主管部门可各自开展海洋知识竞赛,吸纳

更多的高校参与其中,并通过与之互补的宣传教育

工作等,助力大学生海洋意识的提升。此外,根据

问卷调查结果,大学生更倾向于趣味性较高的海洋

宣传教育活动,因此有关部门可将海洋知识竞赛与

海洋馆参观、出海游览和海洋科普讲座等有机结

合,进一步调动大学生的参与积极性。综上所述,

从长远来看,我国大学生海洋意识的提升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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