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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公共参与模式创新概述

1. 明确公共参与的目标，参与评估以目标的实现程度为导向。

2. 公共参与模式的创新应以目标导向为准绳，使之更加有效地服务于公共事务的决

策和管理。

3. 公共参与的评估应当根据公共参与目标，关注参与的实质性影响，重点评估公共

参与对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的影响，强调公共参与对政策实施的影响，尤其关注公

众参与是否促进了公共利益的实现。

§ 多元渠道，

1. 创新公共参与渠道，充分利用数字信息技术，提供在线参与、移动参与等多种参

与途径，降低参与门槛，扩大参与范围。

2. 整合公共参与渠道，建立统筹协调、多元互补的公共参与体系，实现线上线下融

合、部门联动、协同发力，提升参与效率和效果。

3. 公共参与的方式和手段不能局限于书面形式, 传统的提案、信访、听证会等公共

参与方式往往受到参与主体、参与能力、参与成本等因素的限制，因而网络、论坛、

公众咨询等方式也被应用于公共参与实践中，拓宽了参与渠道，提高了公共参与的

效率。

§ 目标导向，



 青年公共参与模式创新概述

价值导向，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将促进公众利益最大化作为公共参与模式创新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

2.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价值导向，保障公众平等参与的权利，确保参与过程的透明度和公

平性，确保参与结果的公正性。

3. 坚持“共建共享”的价值导向，倡导协商共治，重视公众的建议和意见，让公众参与成果惠及全

体成员。

融合发展，

1. 推动公共参与与社会治理融合发展，实现公共参与与社会治理的有机衔接，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

化水平。

2. 推动公共参与与经济发展融合发展，充分发挥公共参与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促进经济发展的包

容性、可持续性和韧性。

3. 推动公共参与与文化发展融合发展，增强公共参与的文化内涵，促进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



 青年公共参与模式创新概述

数字赋能，

1. 加快数字技术与公共参与的融合，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提升公共参与的智能

化、互动性和便捷性。

2. 建设统一、标准的公共参与数字平台，提供高效、便捷、安全的公共参与服务，实现公共参与的

数字化转型。

3. 加强数字技术人才培养，提高公共参与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的数字素养，为公共参与的数字化转

型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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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公共参与模式创新的必要性

1. 时代背景驱动：新时代背景下，青年人的社会参与意识增强，他们渴望在公共事

务中发挥作用，对公共参与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2. 社会需求导向：公共事务的复杂性与多元化，需要多元主体参与共同协作、治理。

青年人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能够带来新的视角、知识与创新思维，有助于提升公

共参与的质量和成效。

3. 青年自身发展：公共参与可以为青年人提供难得的机会，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自

己的能力、积累经验，同时也有助于他们增长见识、拓宽视野，提升社会责任感和

使命感。
§ 青年公共参与模式创新的必要性：

1. 回应青年诉求：青年的诉求和需求不断变化，传统公共参与模式可能无法很好地

满足他们的需要。创新公共参与模式，才能更好地回应青年对公共事务的关切，并

为他们提供参与渠道。

2. 提升参与效率：传统的公共参与模式效率较低，往往难以实现真正的参与和协商。

创新公共参与模式，可以利用信息化、网络化等手段，提高参与效率，让青年人能

够更便捷、更有效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

§ 青年公共参与模式创新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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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公共参与模式创新面临的挑战

青年公共参与意愿与动力的不足

1. 青年对于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较低，缺乏参与热情。

2. 青年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知识和技能，对参与方式和途径了

解不多。

3. 青年面临升学、就业等现实压力，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时间

和精力。

公共参与平台和渠道的有限与局限

1. 线上公共参与平台发展不均衡，一些地区和领域尚未建立完

善的线上公共参与平台。

2. 线下公共参与渠道存在覆盖面窄、参与度低的问题，难以满

足广大青年的参与需求。

3. 现有的公共参与平台和渠道缺乏对青年群体的针对性设计，

难以吸引青年参与。



 青年公共参与模式创新面临的挑战

§ 青年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狭窄

1. 我国公共决策体系较为完善，但青年参与公共决策的空间依

然有限。

2. 青年缺乏影响公共决策的渠道和方式，难以将自己的诉求和

意见传达给决策者。

3. 青年参与公共事务缺乏制度保障和法律支持，难以保证青年

的参与权利。

§ 公共参与理念和文化的不完善

1. 我国公共参与理念还处于发展初期，尚未形成广泛的社会共

识。

2. 公共参与文化尚未形成，缺乏对青年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视和

支持。

3. 公共参与的理念和文化需要与时俱进，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

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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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公共参与评价体系的不健全

1.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青年公共参与评价体系。

2. 缺乏对青年公共参与效果的科学评价，难以衡量青年参与的实际成效。

3. 缺乏对青年公共参与的奖惩机制，难以激励青年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青年公共参与能力的不足

1. 青年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知识和技能，难以有效表达自己的诉求。

2. 青年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经验，难以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

3. 青年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自信，难以克服参与中的困难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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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公共参与模式创新的原则

包容性原则

1. 确保青年参与机会均等：无论青年背景、身份、能力或资源如何，都要确保他们都有平等的机会

参与公共事务。

2. 打造包容性参与环境：创造一个欢迎、尊重和支持青年表达意见的环境，确保青年感到被倾听和

重视。

3. 考虑并尊重青年多样性：承认并尊重青年的多样性，包括他们的背景、经历、观点和需求，使公

共参与模式适应不同青年的需求。

灵活性原则

1. 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公共参与模式应具有灵活性，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和不断变化的青年

需求。

2. 针对不同议题和情境进行调整：根据不同议题和情境调整公共参与模式，以确保最有效地满足青

年的需求和偏好。

3. 提供多种参与方式：提供多种参与方式，包括在线、离线、正式和非正式的参与机会，以确保青

年能够以他们最舒适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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