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冠肺炎疫情下社区防控与疫情认知的调查报告（一） 

 

上海交通大学住房与城乡建设研究中心 

2020年 3月 4日 

 社区是传染病疫情防控的基础。为加强疫情防控的科学有效性，更好服务政府有关部

门的防疫布控，上海交通大学住房与城乡建设研究中心（CHURD）于 2020年 2月 10日起进

行了“社区防控措施”为主题的网络调查，调查也收集了“疫情中的居民生活状况”、“疫情

中的心理状况”、“疫情信息来源”、“响应与自我防控措施”、“疫情后计划”等方面的信息。 

截止 2 月 25 日累计收到有效调查问卷 1049 份，覆盖全国所有省份和直辖市，现将调

查 汇 总 结 果 这 里 做 初 步 报 告 ， 后 续 深 度 研 究 将 陆 续 通 过 中 心 网 站

(https://churd.sjtu.edu.cn)和“城市与房地产研究”公众号发布。 

 本调查还在继续中：https://www.wjx.cn/m/56582234.aspx 诚邀各位还没有填写过

的读者给予支持，如实填写真实情况，并帮助进行尽可能的扩散转发，以利于我们对疫情不

同阶段的差异性做出分析。十分感谢！ 

一、 基本情况 

调研问卷答题者区域分布情况 

 

https://churd.sjtu.edu.cn/
https://www.wjx.cn/m/56582234.aspx


2 
 

 

调研数据范围涵盖全国 33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共收到完整问卷

1055 份，有效问卷 1049 份。其中来自疫情重点地区湖北的问卷占比 9.06%，辽宁、甘肃、

内蒙、宁夏、香港、台湾等问卷数不足 1%的省市、行政区数据总和占比 3.89%。 

 

Q:您现在居住的区域 

 

根据现在居住的区域情况显示，答题者城乡分布较为均衡。居住在城市中心城区的占

49.29%，约有一半的答题者居住在农村、县城镇区和城市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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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您的性别？ 

 

Q:您的年龄段？ 

 

Q:您的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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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请问您及您家庭成员在 1月 20日之后是否有去外地的经历？ 

 

在 1月 20 日钟南山院士肯定新冠肺炎出现“人传人”现象之后，78.74%的答题者均未

到过外地，出行大为减少，说明民众对疫情的警觉性很高。 

Q:您现在的居所和居住状态？ 

 

答题者中在常住居所/家乡并处于可自由活动或自愿隔离状态的占 84.46%，在常住居所

/家乡因疫情被强制隔离的占 11.16%，总体上，答题者对所在社区与疫情的认知处于稳定连

续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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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据您估计，现在所在小区/村庄目前入住率与平时比起来如何？ 

 

Q：您现在住所的权属情况？ 

 

Q：据您了解，您现在居住的社区在平常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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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据您了解，您所在的小区/村庄，如果住满，大约有多大规模？ 

 

Q: 据您了解，您现在居住的社区类型情况？ 

 

住所权属和社区管理、规模、类型的统计显示，答题者的住所权属类型覆盖较为广泛，

社区多元。其中在权属方面以自购商品房（51.29%）、自建房（22.02%）和租房（14.3%）三

种形式为主。总体上社区类型多样，居住环境差异较大。 

 

Q：您对新肺疫情的信息是否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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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对于当前疫情的关注度和对疫情认知需求非常高，96.57%的答题者对疫情表

示比较关注或非常关注。 

 

二、对现住所及社区的总体评价 

Q:您对现住所及社区居住环境平时的卫生状况评价如何？ 

 

90.47%答题者认为住所平时的卫生状况比较干净和很干净，对小区（村庄）和街道（镇

区）的卫生状况相近，认为比较干净和很干净的分别占比 76.08%、75.02%，总体上对平时居

住环境卫生状况评价较好。 

 

Q:您现所住社区在平时的生活便利性如何？ 

 

对现所住社区平时的生活便利性评价中，娱乐设施的便利程度最低，仅 39.95%的人认

为比较方便或很方便，其次健身设施/场所的便利性（42.04%）也不高。相比购物、买药、

看病和交通，娱乐、健身设施的便利性成为短板，社区的游憩功能还需要提升。 

 

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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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您对现所在社区的物业/居委会（村委会）/业委会平时的评价分别如何？ 

 

 

Q:您对现所在社区各组织和单位所做的防疫管控措施评价如何？ 

 

在平时，对社区各组织和单位的评价中，居委会（村委会）评价较好和很好的占比 57.1%，

物业为 56.92%，业主委员会为 49.1%。在疫情期间，对防疫管控措施评价中，对于居委会（村

委会）的满意度最高（65.68%），其次为物业（64.06%），对业主委员会的评价最低为（53.57%）。 

可以发现，在平时和疫情管控期间，居委会（村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评价满意度均最

高，业主委员会相对较低。同时，在疫情防控期间居委会（村委会）、物业、业主委员会等

组织和单位的满意度较平时普遍有所提高。 

 

三、疫情期间的居民生活 

（1）日常生活 

Q:您在当前住所内，除您之外的同住人员包括以下哪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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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截至目前，防疫期间，您进出所在小区/村庄的频率是？ 

 

Q:据您所知，本社区附近的药店、医院、商超等当前是否能购买到基本防疫物品（如口罩、

酒精消毒液、非处方药品等）？ 

 

在本次调研采样期间（2 月 10日-2月 25日），在受访者社区附近，58.34%的人不能购

买到基本防疫物品，社区防疫物品的供需矛盾比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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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除了出门和购物不方便外，您目前生活有困难么？ 

 

63.11%的答题者认为当前疫情期间没有困难、生活物资有保障，但反馈生活物资有较多

短缺及为失业风险或收入减少发愁的受访者分别占比 21.16%、16.11%；此外，疫情期间既

有看病难问题，又同时受到生活物资匮乏、失业和收入减少困扰的社会群体也有一部分，值

得特别给予关注。 

 

Q:所在社区干部或社区工作者有没有给您及您家庭一些生活上的支持和帮助？ 

 

在社区扶助方面，差别较大。42.71的答题者及其家庭在疫情期间得到了社区工作者在

生活上的有效帮助，同时，有 49.1%的人并未得到有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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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区防控 

Q:据您所知，针对此次疫情，所在社区主要防控措施是什么? 

 

此次疫情，社区较为普遍的采取了进出要求佩戴口罩、出入口管制和登记、进出测量体

温、禁止非本社区人员进入等严格的防控措施。采取线下和线上网络相结合的方式，提高防

控宣传的效率。包括在社区中悬挂相关横幅、发放手册宣传页，提供建小区群即时发布疫情

防控信息等，拓展社区疫情治理的新方式和新手段。 

 

Q:（仅限于租客）作为租客，您认为您所在的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对租客是否有差别性做法？ 

 

     在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81%的受访租客反馈未遇到差别性做法，但也有近 20%的租客

反馈表示遇到过进出小区难、领取防疫物品难、社区工作者关心帮助更少等对租客的差别性

对待问题。疫情期间，更需要给予租客平等的关怀，这不仅是现代文明的要求，也是落实“租

购并举”、“租购同权”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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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您对防疫管控措施给您带来的不便能理解和支持配合么？ 

 

Q:针对此次疫情，您认为您所在社区的防控工作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强？ 

 

针对社区疫情防控 97.04%的答题者表示理解和支持。与此同时，对社区的防控工作认

为仍然需要提升和加强，主要表现在： 

1．防疫物资的配置。居民在防控工作的提升建议方面排在首位的是防疫物资的配置，

在严格的社区防控措施下，应急资源的配置与分发能够快速、有效的提高居民的防护能力。 

2. 弱势人群、重点人群的关注和管理。在此次疫情中，社区已成为防控疫情的基本单

元，发挥社区精细化治理的优势，有针对性的为高龄独居老人、留守儿童、低保低收入家庭、

重大疾病家庭等弱势群体、重点人群在特殊时期形成托底性帮助和防护。 

3．疫情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居民心理安全感提升。社区作为防疫抗疫的一线，在社区

疫情信息发布、辟谣澄清等方面具有优势，通过及时、准确的信息发布，能够对不利于疫情

防控的行为进行劝导，减缓居民的恐慌、焦虑情绪，提升居民疫情下的心理安全感。 

4.社区空间管制。应重视社区公共空间的管理，减少人员聚集的风险。加强社区卫生环

境治理，改善和提升垃圾分类设施配置和管理。形成疫情期间健康、有序的社区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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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肺疫情认知与响应 

（1）新肺疫情认知 

Q:您对新肺疫情的信息主要接收渠道？ 

     

    从信息的主要来源来看，门户新闻网站、政府网络媒体、微信等社交媒体、官方媒体等

受到大多数人的信任。微信群、朋友圈、公众号已成为此次新肺疫情信息接收最常用的渠道，

其次，门户网站，中央及省市政府的网络平台，中央、省市媒体及其网络平台也是常用的信

息接收渠道。 

Q:您对新肺疫情信息的评价如何？

 

     尽管绝大多数（99%）的受访者认为疫情信息供给比较充分，有近一半人认为信息质

量不高，有 30%的人认为信息真假难辨，十分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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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有些人说，新冠疫情就是一场大流感，湖北以外的地方都过度紧张了，可以比照普通流

感稍高一些级别来对待，对这种看法，您认同么？ 

 

     自疫情爆发进入全面严控阶段后，社会上一直有声音认为防控过度，采取应对流感方

法稍高一些级别的策略即可。在这次调研的受访者中，83%的受访者对此看法不认同。 

 

Q:就目前得到的信息而言，您认为新肺疫情的危险性如何？ 

 

 

新肺疫情的危险程度从传染性、致命性、总体危险性和社会破坏力四方面比较来看，

总体上，受访者认为传染性（98.76%）＞社会破坏力（97.24%）＞总体危险性（91.61%）

＞致命性（60.82%）。几乎受访者们都认为，新冠病毒具有很高的传染性，对社会破坏力很

大，总体危险性很高，但也有不少根据媒体报道的信息，认为其致命性并不是很高。 

 

  

28.31% 

12.11% 

32.22% 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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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疫情自我防控与预期 

 

Q: 针对此次疫情，您及您家的主要防疫措施是什么？ 

 

调研显示，宅在家、佩戴口罩、勤洗手、高度关注疫情成为此次疫情最为普遍和主要的

防疫措施。只要在家不随便外出对个人就是安全的，“在家把病毒闷死”就能为疫情做贡献，

成为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共识。戴口罩的普及率也非常高，90%的受访者表示出门时候一定要

戴口罩。尽管国际上对非病患是否要戴口罩有不小争议，但在中国，戴口罩的意识深入人心，

尤其这次疫情有大量无症状病人的特殊背景。此外，82.5%受访者反馈会勤洗手。 

 

Q；您身边是否有亲人朋友或同事确诊或疑似新冠肺炎？ 

 

     调研受访者绝大多数自己是安全的，但反馈亲人、亲友或同事中有确诊或疑似案例的

比例达到了 5.82%，显示新冠疫情在人群中的感染率还是比较高的。但这个数据可能也与我

们这次调研在湖北回收样本的比例较高（达到 9.06%，超过其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 4.2%的一

倍多）有一定关系，仅做参考。后续研究中将继续深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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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您现在对这次疫情感觉紧张焦虑和压力大么？ 

   

尽管 94.18%的答题者周边并未有亲人朋友或同事确诊或疑似新冠肺炎，但 90.75%的答

题者在此次疫情中出现过紧张焦虑和压力大的心理状态，仅有 9.25%的答题者一点也没有出

现过焦虑和压力大等感觉，说明疫情还是给几乎所有人都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 

 

Q:您个人认为这次疫情的警报会在什么时候基本消除？ 

 

    本次报告分析的样本是 2月 10日-2月 25日之间，当时已有 9.4%受访者乐观地认为疫

情警报能在 2月底前基本消除，48.72%的受访者认为能在 3月底基本消除，72.93%认为 4月

前能基本消除，87.61%认为要到 5月前才能基本消除。但也有 5%认为 6月之后都不能消除。

还有 7%受访者表示无法做出判断。疫情的高度复杂性和变幻莫测，让人们对疫情究竟什么

时候能基本结束的判断分化很大。近期国际上疫情的大爆发，情况天天都在变化，可能还会

进一步加剧人们对疫情警报结束判断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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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您对战胜这次疫情有信心么？ 

 

 

94.47%的受访者对战胜这次疫情具有信心，但很有信心的占 55.39%，从一个侧面显示

人们对这次疫情复杂程度和难度的看法。 

 

五、疫情警报解除后续计划 

 

Q: 解除疫情警报后，您或您家庭最想做的事情有哪些？ 

 

1.放飞自我：这个春节对很多人来说是一次最特殊的春节假期，在受疫情影响下取消

了走访亲友、家庭聚餐和外出等活动，宅在家久了，在疫情警报结束后，位居榜首的计划

就是好好大吃一顿，还有 38.51%的受访者希望通过外出旅行，放飞自我。 

2.提升进阶：疫情带来了挑战，同时也让人警醒。通过疫情期间的反思，很多人期望

疫情后提升自我。比如：43.47%的受访者计划开启健身计划，强健体魄，增强自身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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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免疫力；为预防下一次危机来临时的焦虑，疫后将增加心理建设和心理咨询，内外兼

修；此外，针对此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增加卫生防疫知识和防护物资的投入和储备等。  

3.房屋装修升级：有部分答题者针对疫情期间的居家体验，提出了房屋装修升级的计

划。例如：为了改善现状，对居所做重新装修，提高卫生条件和享受度；对住所家具、电

器和上网条件等进行升级改造，通过软装提高居住的幸福指数。 

4.换房置业：通过疫情很多人在重新审视自己的居住环境。期望换个住宅小区，获得

更优质的居住环境；作为租客，希望在常住地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更加安定；还有的计

划多买一套房，以增加避险能力。 

5.回报社会：疫情中，政府、社会以及无数的英雄站了出来。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

何曾是两乡。可歌可泣，令人感恩。疫情过后，许多人计划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社

会。如：更加积极的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更多的参与社区建设，提升社区环境；对政府建

言献策，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添砖加瓦。 

 

疫情终会退，春天迟早来。 

 

报告主撰稿人：王祯，上海交通大学住房与城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2019 级博士生 

调研设计人和调研报告审核人：陈杰，上海交通大学住房与城乡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与公

共事务学院/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 

 

本报告在清楚完整注明出处及作者情况下可以转载。 

如需基于调研报告数据的利用合作，请联系王祯：378715259@qq.com 

 

 

上海交通大学住房与城乡建设研究中心于 2019年 10月 30日挂牌成立，研究中心以服务

国家发展战略和增进人民幸福感为宗旨，以提高中国人居环境的科研水平、促进人居环境

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推动人居环境专业人才素质提升为使命。 

研究中心网站：https://churd.s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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