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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垃圾污染是全球十大环境问题之一以及全球共同面临的环境挑战,也是目前中国政府

优先考虑的环境事项。文章基于新经济社会学视角,采用青岛市实地调研所得的微观数据,构建

海洋垃圾公众治理意愿的多维分析框架。实证结果表明:青岛市公众对海洋垃圾污染有基本认知

水平,且有迫切治理需求,70.28%的受访者愿意支持海洋垃圾治理;在参与海洋垃圾治理中,公众

不仅具有“经济人”的特征,而且具有“社会人”的特征;政府治理、污染认知、社会文化、关系网络均

对公众治理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个人的社会、经济、居住特征等自主因素也对公众治理意愿产

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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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rinelitterpollutionisoneofthetoptenglobalenvironmentalproblemsandacom-

monenvironmentalchallengefacedbytheworld,anditiscurrentlyapriorityenvironmentalis-

sueforthegovernmentofChina.Basedontheperspectiveofneweconomicsociology,thispaper

usedthemicrodataobtainedfromfieldresearchinQingdaoCitytobuildamulti-dimensionala-

nalysisframeworkofthepublic'swillingnessofmarinelittermanagement.Theempiricalresults

showedthatthepublicinQingdaoCityhadabasiclevelofcognitionofmarinelitterpollution

andanurgentneedformanagement.70.28% ofrespondentswerewillingtosupportmarine

littermanagement.Inparticipatinginthemanagementofmarinelitter,thepublicnotonlyhad

thecharacteristicsof“economicpeople”,butalsohadthecharacteristicsof“socialpeople”.

Governmentgovernance,pollutionawareness,socialculture,andrelationshipnetworksall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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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onthepublic'swillingnessofmarinelittermanagement,andindi-

vidualsocial,economic,residentialcharacteristicsandotherindependentfactorsalsohadasig-

nificantimpact.

Keywords:Marinelitter,Managementwillingness,Publicparticipation,Neweconomicsociology

0 引言

海洋垃圾污染是全球十大环境问题之一以及

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保护海洋和减少海洋污染

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目标之

一[1],欧盟将海洋垃圾列为欧洲海洋水域状况的评

估内容[2],G7和G20等国际组织发布关于清洁海

洋和减少海洋垃圾的全球倡议,越来越多的国家意

识到海洋垃圾正在以多种方式影响海洋健康。

海洋垃圾是指在海洋或沿海环境中丢弃、处理

或废弃的任何持久性、制造或加工的固体材料[3]。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最新统计数据,每年有超

过1100万t垃圾进入海洋,目前海洋中的塑料制

品总量约有7500万至1.99亿t,对海洋环境和生

态系统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4]。海洋垃圾存在于所

有海洋环境中,大量海洋生物因摄入海洋垃圾或被

其缠绕致死,沉入海底的海洋垃圾对底栖环境和海

洋生态系统造成持续性损害[4-5]。海洋垃圾分解的

有害物质通过食物链在海洋生物和人类体内不断

累积,危害人类身体健康,微塑料等成为病原微生

物和入侵物种的载体。此外,海洋垃圾带来的环境

问题 对 海 洋 产 业 和 社 会 福 利 造 成 严 重 负 面

影响[6-10]。

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

垃圾治理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党的二十大

报告指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

建设海洋强国”。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

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明确指出着

力打好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加强海洋垃圾污

染防治,提升海域生态环境监测基础能力。打造可

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是“十四五”规划重点强调的

内容,“十四五”规划从战略高度对其做出重要部

署。海洋环境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公众是海洋垃圾

的直接受害者,也是海洋垃圾治理的直接受益者,

海洋垃圾治理过程迫切需要公众参与[11-12]。

公众在参与决策的过程中会受到认知、社会环

境、政策等的动态影响,并非完全遵循利益最大化

的经济“理性人”,此时其“社会人”的身份不容忽

视[13]。新经济社会学对个体经济行为进行新的诠

释,将 “经 济 行 动 嵌 入 社 会 结 构”。1944 年

Polanyi[14]在《大转型》中提出“经济的社会嵌入”,并

将其发展为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他指出,人

类的经济行为不具备完全理性,社会关系会对个体

经济行为产生影响,并侧重阐释市场和社会结构的

内在联系。1985年 Granovetter[15]发表《经济行动

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成为新经济社会学兴起

的标志,其中强调社会网络在建立信任、文化等的

基础上维系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并批判新古典经

济学“社会化不足”和社会学“过度社会化”的倾向。

20世纪末期,新经济社会学强烈反对当时主流经济

学的“经济与社会分离”学说,认为完全从社会关系

脱离并呈现以自我为中心行动的原子化个体不可

能在人类社会出现和生存,只是经济学者的假设和

空想[16]。

新经济社会学逐渐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Zukin等[17]将认知观念、群体文化、社会结构以及政

治制度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影响分别归纳为认知嵌入、

文化嵌入、结构嵌入、政治嵌入;Martin[18]从空间嵌

入、地理嵌入的角度对群体经济活动进行进一步阐

释;张郁等[19]运用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理论分析城

市居民垃圾分类的参与行为;谭芬等[20]从政府支持、

农户认知及社会关系等维度探究农户减施化肥意愿

的影响因素。可以说,现实生活中的经济个体既不会

完全受限也不会完全脱离现有社会背景,而是在具体

社会关系下追求自身目标的实现[21]。

通过参与海洋垃圾治理和改善海洋环境质量,

公众能够获得更高水平的生态福利。公众参与海

洋垃圾治理属于经济社会行为,沿海地区蕴含的多

维度社会因素修正公众参与海洋垃圾治理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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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必要将经济个体放到具体社会体系中,从
“经济社会人”的角度出发,结合沿海地区社会实际

构建多维分析框架,探究反映经济学“零嵌入”立场

的个人社会特征、经济特征、居住特征等自主因素

以及反映社会学“强嵌入”立场的政府治理、污染认

知、社会文化、关系网络等社会因素对海洋垃圾公

众治理意愿的影响[22-24]。本研究基于新经济社会

学视角,分析青岛市海洋垃圾公众治理意愿及其影

响因素,可为黄海海域的海洋垃圾治理提供数据支

持和决策参考,推进“美丽海湾”建设以及持续改善

海洋生态环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新经济社会学为个体经济行为提供新的研究

视角,打破之前学者关于“人在经济领域独立”的观

点,认为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产生的经济活动融合在

具体的社会构架、政策环境、文化氛围、制度基础等

元素之中[25-26]。与新古典经济学中“合乎理性的

人”的基本前提不同,新经济社会学则是在个体经

济行为分析中加入社会结构的视角,认为经济个体

实际处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中,并非完全的“经
济人”和完全的“社会人”,其经济行为是在具体、动
态、持续的社会关系制度中追求多重目标实现的

过程。

本研究在分析海洋垃圾公众治理意愿的影响

因素时,在自主因素的基础上加入社会因素,对现

有研究进行创新性补充。海洋垃圾公众治理意愿

应与沿海地区社会结构相结合,在这一过程中,一
方面,公众是理性的“经济人”,其行为决策追求自

身效用的最大化,并受到改善沿海生活环境、提高

个体生态福利水平的理性思维的影响;另一方面,

公众是感性的“社会人”,海洋垃圾公众治理意愿受

其所处的政策制度、海洋环境认知、沿海文化习俗

及人际关系等社会因素的共同影响[27],在不同的社

会条件下存在明显的差异。综上所述,在经济学

“零嵌入”和社会学“强嵌入”的双重制约下,本研究

对海洋垃圾公众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包括社

会因素和自主因素2个方面。

1.1 社会因素

1.1.1 政府治理

政府治理是指影响经济个体行为决策的政策

环境、法律体系、组织结构等因素。孙晴晴等[28]认

为政府的环保政策和公共政策能够推动公众参与

绿色生产;王晓楠等[29]发现政策效能感对居民环保

行为和参与意愿产生影响。本研究主要考虑政府

对环境保护的态度以及公共政策的引导:政府对于

海洋环境保护工作高度重视,有利于营造积极的政

策环境;规范有效的海洋环境保护条例以及建立海

洋垃圾清理工作机制和监测监管机制,有利于促进

海洋垃圾治理的积极成果和目标实现[20];政府开展

海洋保护教育和政策宣传,有利于形成爱护海洋的

社会氛围,提高公众参与海洋垃圾治理的积极性。

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即政府治理对于海洋垃圾

公众治理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1.1.2 污染认知

污染认知是指影响经济个体行为决策的关于

环境污染的认知结构、外部信息、不确定性等因素。

公众对于海洋垃圾治理重要性的认知反映其海洋

保护意识,是公众治理海洋垃圾主动性和能动性的

重要来源[30]。公众对于海洋垃圾治理重要性的认

知程度越高,其参与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识越

强,在现实生活中采取行动的概率越大[31]。此外,

公众对于环境污染负面影响的认知程度越高,如认

为海洋垃圾污染会严重危害生态环境和人类身体

健康,其参与海洋垃圾治理的可能性越大[32]。由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2,即污染认知对于海洋垃圾公众

治理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1.1.3 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是指影响经济个体行为决策的传统

文化价值观、惯例或共同的信念等因素。本研究主

要关注环保观念、治理氛围、责任意识对海洋垃圾

公众治理意愿的影响。在沿海地区社会地理环境

下,千百年来形成的关于海洋环境保护的价值观和

社会规范构成当地的社会文化,形成对海洋垃圾公

众治理意愿产生影响的文化氛围[33-34]。此外,沿海

地区公众的海洋情结也是沿海地区社会文化的重

要组成之一,公众不仅会考虑其行为的经济效益,

而且会考虑其行为的生态效益,进而提高参与海洋

垃圾治理的可能性[35]。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即

社会文化对于海洋垃圾公众治理意愿具有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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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1.1.4 关系网络

关系网络是指影响经济个体行为决策的社会

关系及其结构等因素[36]。本研究主要关注社会关

系质量、网络支持、网络规模、关系强度对海洋垃圾

公众治理意愿的影响。公众会受到周围人想法与

行为的影响,不断接触海洋环境保护者会对其产生

潜在影响[37-39],在参与海洋环境保护工作中的信心

和情感支撑会激励其参与海洋垃圾治理[40]。社会

网络通过信任和依赖程度等关系质量影响海洋垃

圾公众治理意愿。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4,即关系

网络对于海洋垃圾公众治理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1.2 自主因素

海洋垃圾公众治理意愿不仅受到社会因素的

影响,而且受到自主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借鉴已有

研究,将自主因素分解为个人社会特征、经济特征

和居住特征。选取年龄和受教育程度表征个人社

会特征,选取年收入表征个人经济特征,选取居民

属性和居住地沿海距离表征个人居住特征。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青岛市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濒临黄海,是我

国沿海重要中心城市、优秀旅游城市和国际性港口

城市,2022年常住人口达1034.21万人,海域面积

约1.22万km2,兼具陆地与海洋的区域特色和优

势[41]。近年来青岛市海洋产业迅速发展,2021年

海洋生产总值达4684.84亿元,占GDP比重超过

30%[42]。发达的海洋产业为青岛市经济做出巨大

贡献,同 时 带 来 严 重 的 海 洋 垃 圾 污 染。根 据

《2021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胶州湾海洋

垃圾约为167410个/km2,高于全国监测区域平均

水平[43]。海洋垃圾污染制约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减轻环境负荷,我国积极开展

海洋垃圾治理,将海洋垃圾污染的预防和控制列入

“湾长制”试点工作,并进行沿海城市海洋垃圾综合

预防 和 控 制 示 范,创 新 海 洋 垃 圾 治 理 机 制[44]。

2020年青岛市推进落实第二批“蓝色海湾”整治行

动项目、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湾长制”等各项工

作,基于此,本研究选取青岛市作为研究区域,开展

海洋垃圾公众治理意愿研究。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问卷 调 查。问 卷 调 查 于

2022年5-8月在青岛市市南区、市北区、崂山区、

李沧区进行,分为预调查和正式调查2个部分,预调

查的目的主要是对问卷中不合理的部分进行修改

和完善。调查小组由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的

11名研究生组成,在调查之前对调查小组成员进行

培训。问卷调查采取面对面随机访问的方式,根据

人口比例采取分层随机抽样调查的方式。综合考

虑认知能力以及准确的偏好表达能力,受访者主要

为18岁以上人口。此次调查共获得323份有效问

卷,样本容量符合相关研究标准,可开展后续研究。

2.2 样本特征

在有效样本的受访者中,男性占比49.54%,女

性占比50.46%,性别分布较为均匀;以青年和中年

为主,平均年龄为30~39岁;个人年收入主要为6~

12万元,占比42.11%,基本包含不同社会经济特征

群体,符合研究需求;受教育程度较高,主要为本科

及大专,分别占比34.06%和30.03%;青岛市居民

占比68.73%,居住地沿海距离为1~5km的占比

34.67%;对 于 海 洋 垃 圾 非 常 或 比 较 了 解 的 占 比

33.43%,非常同意有必要对海洋垃圾加以治理的占

比63.16%,反映青岛市公众对海洋垃圾污染具有

基本的认知且有迫切的治理需求。

2.3 变量描述

(1)被解释变量。海洋垃圾公众治理意愿为被

解释变量,其具体含义是为减少海洋垃圾污染和提

升海洋环境质量,公众是否愿意从个人收入中拿出

一定的资金来支持青岛市海域的海洋垃圾治理。

调查结果显示,愿意支持海洋垃圾治理的受访者占

比达70.28%,不愿意支持海洋垃圾治理的受访者

占比为29.72%。进一步分析“不愿意支持”的原

因,受访者选择最多的为“治理海洋垃圾是政府或

者垃圾制造者的责任,不应该由普通居民承担费

用”,占比33.44%。综上所述,受访者对于以经济

方式参与海洋垃圾治理具有较高意愿。

(2)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社会因素,包括政

府治理、污染认知、社会文化和关系网络4个维度。

本研究采用防治态度、清理机制、监测监管表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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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治理因素,采用治理必要性、生态环境影响、人体

健康影响表征污染认知因素,采用环保观念、社会

氛围、公民责任表征社会文化因素,采用关系质量、

网络支持、网络规模、关系强度表征关系网络因素。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为自主因素,包括个

人社会特征、经济特征、居住特征3个维度。本研究

采用年龄和受教育程度表征个人社会特征,采用年

收入表征个人经济特征,采用居民属性和居住地沿

海距离表征个人居住特征。

各变量的含义及其赋值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的含义及其赋值

Table1 Themeaningandassignmentofvariables

变量类型 变量含义 变量赋值

自主因素(X1)

年龄/岁(X11)
18~29=1,30~39=2,40~49=3,

50~59=4,≥60=5

受教育程度(X12)
初中及以下=1,高中(中专或技校)=2,

大学专科=3,大学本科=4,研究生及以上=5

年收入/万元(X13)
<2=2,[2,6)=4,[6,12)=9,[12,24)=18,

≥24=24

是否为青岛市居民(X14) 是=1,否=0

居住地沿海距离(X15)
<1km=1,1~5km=2,5~10km=3,

10~20km=4,>20km=5

政府治理(X2)

政府越来越重视海洋垃圾污染防治(X21)

政府已建立海洋垃圾清理工作机制(X22)

政府已开展海洋垃圾监测监管工作(X23)

非常不同意=1,较不同意=2,一般=3,

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5

污染认知(X3)

海洋垃圾是很重要的问题,有必要治理(X31)

海洋垃圾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X32)

海洋垃圾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潜在危害(X33)

非常不同意=1,较不同意=2,一般=3,

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5

社会文化(X4)

参与海洋垃圾治理是被尊敬的(X41)

鼓励公众参与海洋垃圾治理的社会氛围浓厚(X42)

改善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生态健康是公民的责任(X43)

非常不同意=1,较不同意=2,一般=3,

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5

关系网络(X5)

我对家人、朋友很信任(X51)

如果我参与海洋垃圾治理,我的家人和朋友会支持我(X52)

我认识许多支持海洋环境保护的人(X53)

我与支持海洋环境保护的人交流很频繁(X54)

非常不同意=1,较不同意=2,一般=3,

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5

2.4 模型设定

海洋垃圾公众治理意愿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

且公众是否愿意以经济方式参与海洋垃圾治理是

二元决策问题,即“愿意”或“不愿意”,故采用二元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海洋垃圾公众治理意愿的影

响因素。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Y=ln
P

1-P
æ

è
ç

ö

ø
÷=α1S+α2E+α3L+β1I+

β2U+β3C+β4N +γ+ε (1)

式中:Y 为海洋垃圾公众治理意愿,Y=1表示公众

愿意参与海洋垃圾治理,Y=0表示公众不愿意参与

海洋垃圾治理;P 为公众参与海洋垃圾治理的概

率;S 为个人社会特征变量;E 为个人经济特征变

量;L 为个人居住特征变量;I 为政府治理变量;U
为污染认知变量;C 为社会文化变量;N 为关系网

络变量;α和β为变量系数;γ 为常数项;ε为随机误

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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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由于社会因素均通过潜变量的形式测度,为保

障问卷数据质量,在实证分析时对社会因素变量进

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经检验,政府治理、污染认知、

社会文化、关系网络的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均大于0.700,表明各潜变量对于观测变量内部一

致性较高;各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650,

4个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分别为0.726、

0.653、0.685和0.615,抽样适合性检验值(KMO)均

大于0.600,达到有效标准,表明问卷数据同时通过

信度与效度检验,问卷数据整体具有较高的质量

(表2)。

表2 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Table2 Reliabilityandvaliditytestingofvariables

变量 Cronbach'sα KMO AVE

政府治理 0.810 0.709 0.726

污染认知 0.729 0.675 0.653

社会文化 0.756 0.662 0.685

关系网络 0.783 0.623 0.615

本研究分别对海洋垃圾公众治理意愿的影响

因素进行5组有序回归分析。其中,模型1仅包含

自主因素变量,模型2仅包含政府治理、污染认知、

社会文化、关系网络的综合因素变量,模型4仅包含

政府治理、污染认知、社会文化、关系网络的具体因

素变量,模型3是模型1与模型2的综合,模型5是

模型1与模型4的综合。海洋垃圾公众治理意愿的

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模型估计结果

Table3 Resultsofthemodelestimation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X11
-0.527***
(0.000)

-
-0.703***
(0.001)

-
-0.896***
(0.001)

X12
0.487**
(0.002)

-
-0.770**
(0.004)

-
0.876**
(0.003)

X13
0.763***
(0.000)

-
0.777**
(0.012)

-
0.900**
(0.005)

X14
2.824***
(0.001)

-
3.181***
(0.000)

-
3.251**
(0.010)

X15
-0.413**
(0.006)

-
-0.317*
(0.089)

-
-0.200*
(0.094)

续表3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X2 -
0.197**
(0.041)

0.455**
(0.020)

- -

X21 - - -
0.256**
(0.035)

0.502***
(0.001)

X22 - - -
-0.131
(0.677)

0.157**
(0.037)

X23 - - -
0.438*
(0.097)

0.493*
(0.091)

X3 -
0.231*
(0.061)

0.042*
(0.085)

- -

X31 - - -
0.739**
(0.013)

0.552***
(0.001)

X32 - - -
0.225**
(0.038)

0.381*
(0.079)

X33 - - -
0.677**
(0.006)

0.901
(0.236)

X4 -
0.794**
(0.015)

0.989***
(0.000)

- -

X41 - - -
0.449*
(0.059)

0.962**
(0.009)

X42 - - -
0.290
(0.145)

0.718**
(0.014)

X43 - - -
0.956***
(0.001)

0.566
(0.109)

X5 -
0.576***
(0.000)

0.543**
(0.010)

- -

X51 - - -
0.770**
(0.001)

0.889**
(0.006)

X52 - - -
0.887***
(0.000)

0.550*
(0.089)

X53 - - -
-0.127
(0.156)

0.239*
(0.098)

X54 - - -
-0.012
(0.196)

0.013
(0.367)

常数项
-1.373*
(0.093)

1.355**
(0.003)

-1.706
(0.156)

-10.824**
(0.006)

-16.460**
(0.003)

  注:*、** 和*** 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值。

3.1 社会因素对海洋垃圾公众治理意愿的影响

政府治理、污染认知、社会文化、关系网络均通

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表明社会因素整体上对

海洋垃圾公众治理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1
至假设4得到验证。根据模型5,分别对社会因素

的具体因素进行分析。

表征政府治理的防治态度、清理机制、监测监

管均对海洋垃圾公众治理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这可能是由于当前我国政府是海洋垃圾治理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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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力量,地方政府重视海洋垃圾治理并采取相关政

策和工作机制能够营造公众积极参与海洋环境保

护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增强公众参与海洋垃圾

治理的心理认可度;持续完善的海洋垃圾治理及监

测监管机制能够增强公众参与海洋垃圾治理的信

心,保障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的积极成果和目标实

现。因此,在我国环境治理体系以政府为主导的背

景下,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是促进公众参与生态环境

保护的重要途径[45]。

表征污染认知的治理必要性、生态环境影响、

人体健康影响均对海洋垃圾公众治理意愿具有正

向影响,表明当公众越认为海洋垃圾治理十分必

要,以及海洋垃圾造成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和对人

体健康的潜在威胁越大时,其参与海洋垃圾治理的

意愿越强。这可能是由于当公众更认同海洋垃圾

治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其环保意识更强,更具

有参与海洋垃圾治理的动机;当公众对于海洋垃圾

危害的了解程度更高时,为生态环境和自身健康安

全,更具有参与海洋垃圾治理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表征社会文化的环保观念、社会氛围、公民责

任均对海洋垃圾公众治理意愿具有正向影响。传

统文化观念和生活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沿海地区

居民的行为方式和意愿。海洋垃圾污染导致的海

产品产量和质量下降等可能对千百年来形成的沿

海地区饮食和生活习惯等造成潜在风险,海洋景观

质量下降也会降低生活舒适度。此外,沿海地区居

民在长期生活中的交流互动形成独特的文化价值

观,社会鼓励参与海洋环境保护行为可增强公众参

与海洋垃圾治理的信心。

表征关系网络的关系质量、网络支持、网络规

模、关系强度均对海洋垃圾公众治理意愿具有正向

影响。公众对家人和朋友的信任度越高,以及家人

和朋友对其参与海洋垃圾治理的支持度越高,其获

得参与海洋垃圾治理的情感价值越高;认识的海洋

环境保护者的规模越大且交流越频繁,其受到关系

网络的影响越大,产生的带动作用使其具有更强的

海洋垃圾治理意愿。

3.2 自主因素对海洋垃圾公众治理意愿的影响

根据模型1和模型5,年龄对海洋垃圾公众治

理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年轻群体参与海洋

垃圾治理的意愿更强,这可能是由于年轻群体对生

态环境问题比较关心,而年龄较大群体往往面临更

多的生活负担,对于环保消费更加谨慎。受教育程

度对海洋垃圾公众治理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

明公众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对海洋垃圾污染的生态

和社会危害认知越清晰,环境保护意识越强,参与

海洋垃圾治理的意愿越强。年收入对海洋垃圾公

众治理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公众收入越

高,实际支付能力越强,对于生态环境这种特殊商

品的消费水平越高,参与海洋垃圾治理的意愿越

强,这符合经济学基本原理。居民属性(青岛市居

民)对海洋垃圾公众治理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这可能是由于本地居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享受

海洋垃圾治理成果,此外公众倾向于付出一定成本

提高自身居住地的生态环境质量。居住地沿海距

离对海洋垃圾公众治理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

可能是由于公众居住地距海越近,越能够直观接触

海洋垃圾污染,且对清洁海洋环境的需求越大,越

愿意参与海洋垃圾治理以改善海洋环境。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新经济社会学视角,构建海洋垃圾

公众治理意愿影响因素的多维分析框架,根据青岛

市沿海地区实地调查所得的问卷数据,运用二元

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3项主要结论。

①青岛市公众对海洋垃圾污染有基本的认知水平

以及迫切的治理需求。调查结果显示,70.28%的受

访者愿意支持海洋垃圾治理,公众对于以经济方式

参与海洋垃圾治理具有较高意愿。②在海洋垃圾

治理过程中,公众不仅具有“经济人”的特征,也具

有“社会人”的特征。从整体上看,政府治理、污染

认知、社会文化、关系网络均对海洋垃圾公众治理

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政府对海洋垃圾治理

的重视程度以及公众对海洋垃圾治理必要性的认

知程度发挥重要作用。③自主因素对海洋垃圾公

众治理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年龄和居住地沿海

距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受教育程度、年收入和居

民属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基于研究结论,为防治海洋垃圾污染以及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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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改善,本研究提出3项建议。

(1)加强海洋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普及海洋垃

圾污染危害。加强公众对于海洋污染的了解,通过

举办讲座、设置展板、发布公众号文章等形式,使公

众了解更多海洋污染知识,充分认识海洋垃圾给环

境带来的巨大负担,促进公众自觉投身于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减少垃圾丢弃。

(2)完善政府海洋垃圾治理机制。有关部门可

以搭建监督交流反馈平台,引进先进的海上垃圾巡

查和收集装置,合理扩大监管范围,提高监测准确

性。加强对海洋垃圾监管的立法和执法力度,提高

执法人员的岗位匹配度,严格监督和约束企业和个

人违法排放和丢弃垃圾的行为,同时促进海洋垃圾

回收再利用。

(3)营造良好的海洋垃圾治理氛围。鼓励沿海

地区居民参与海洋环保活动,对居住地距海较远的

居民同样给予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激励。促进海洋

垃圾治理队伍与公众形成良好互动关系,积极开展

交流合作活动,营造良好的海洋环境保护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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