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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进步，城市社区空间将容纳更多的人口，新的

社区有待于确立秩序，旧的社区有待于进一步改造。上海市长宁区华阳街道是我

国社区建设中的先进集体，下属二十六个居民委员会，总人口 82500多人，拥有

不同年代建造的居住社区，在上海市有一定的代表性。 

此次问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社区成员对社区环境的评价与意愿，寻找社区

空间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社区建设提供客观依据。该问卷的内容较全面地

反映了社区成员的生活环境现状和意向，实际参与问卷人员的年龄结构基本符合

调查要求，并与街道的人口结构相一致，因此问卷的答案汇总具有比较可靠的真

实性，汇总表与统计报告的内容将会对社区管理、社区规划、科研有实际的借鉴

作用。 

第一部分：统计报告 

一、 问卷设计的理论依据 

1、 社区发展规划的操作层次 

社区发展规划的操作层次可根据其内涵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硬件的层次，

另一个是软件的层次。问卷设计中基本兼顾了这两类内容。 

硬件层次的操作主要涉及：社区规模的控制（包括社区人口规模和用地规

模），社区居住环境规划（其中包括：社区道路交通系统、社区功能结构、绿地

系统和景观系统规划）社区居住建筑与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其中包括：住宅规划

设计、行政办公、科研单位、中校学校、商业服务、文化体育设施、医疗卫生设

施、社区养老设施、市政功用设施规划），其中，社区规模、社区居住环境规划

与社区所在的城市区位有关系，与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关系比较密切，而社

区居住建筑与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则与城市详细规划相衔接，是城市详细规划的有

益补充。硬件层次的操作主要以规划图纸和规划文本为依据，对社区发展规模进

行有效的控制。硬件层次中与居民生活直接相关的内容是社区居住环境规划、社

区居住建筑与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软件层次的操作主要涉及：社区产业结构布局与规划（包括社区工业、商业、

服务、旅游业等行业的规划），社区文化建设与规划（包括社团组织、文娱场所、

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等），社区组织与管理制度（包括社区福利制度、社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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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社区卫生健康保障制度、社区工作章程、社区居民代表决策制度）；其中，

社区产业结构布局与规划是社区发展的动力源，它可以有效地启动潜在的社区经

济力量，使社区加速发展；社区文化是社区的凝聚核心，没有社区文化就没有社

区居民的归属感；社区组织与管理制度是在国家法律框架下，建立起来的社区“安

全网”，可以使社区居民，有安全感，是打造团结稳定的城市社区的有力保障。

软件层次的操作主要以法规、条例、章程的形式出现，它为社区健康发展提供法

律、政策上的依据。 

2、价值排序原则： 

这是一个“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的问题，它是制订社区发展规划的出

发点，是整个规划理念的基础。在问卷中始终贯穿这个原则，最后，统计汇总表

的形式也按答案中各选项人数（人次）的多少来排序，使结果有利于科研、管理

人员找出现状中存在问题的轻重程度。 

 我国“城市社区发展规划”刚刚起步，有许多问题需要逐步解决，规划中

既有硬件层次的内容，又有软件层次的内容，这些内容的核心是“维护城市社区

的稳定与健康发展”，稳定是第一位的。 

 因此，必须首先建立有效的社区组织与管理制度，也就是先要有一个相对

完备的“制度”来管理、约束社区发展中的各类行为，否则，城市社区会由于市

场的作用而失去平衡。 

同时，在组织与管理制度中要明确地体现社区居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价值排

序问题在社区发展规划中的正面回答。只有先解决“制度”层面的问题，然后才

可以着手社区产业、社区文化的规划，硬件层次的内容与社区产业、社区文化相

关联，硬件层次的操作属于工程技术手段，较少引起歧义。 

3、 “社区资源” 分配原则 

    由于社区发展规划是一个“社区资源”有效分配的长期过程，“谁占有哪些

资源，谁分配得多或少”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这个问题所涉及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社区资源”：它包括社区内的用地、

设施、绿地、河湖水面以及空气等物质，这些物质是相对有限的，“如何公平地

使用和分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必然途径，在计划经济时代，按照千人指标来配

置设施与用地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市场行为，这里必然要区分公益性的社区

资源和有偿性的社区资源，其中的分配比例由社区的人口构成、产业构成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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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的社区资源包括公园、绿地、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而有偿性的设施包括

各类商业服务设施，这样，社区居民的利益就可以得到保障，同时也应制定相应

的条例来规定这些“社区资源”的分配与使用。 

由于某些“社区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比如社区内的名胜古迹，有代表

性的历史风貌，一经破坏，便很难恢复原貌，因此，社区发展规划中有必要强调

这类资源的分配与管理。 

 

二、 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与社区发展要求 

通过问卷中 110题，结果表明居民最不满意的三个问题是绿化环境（21.3%）、

文化活动场所（16.2%）、物业管理（15.1%），然后依次是卫生（9.9%）、体育锻

炼场所（8.8%）、治安（8.7%）、就业（6.8%）、购物环境（5.7%）、宣传通报最新

消息（4.4%）、托儿、托老机构（2%）、其他（1.1%）。（见图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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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1   居民急待改善的问题 

居民急待改善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绿化环境、公共活动设施、物业管理三个方

面。以下就统计汇总的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公共设施与绿化环境的问题主要有赖

于社区经济能力的提升，公益性的设施建设与维护是社区发展中的一个较大的问

题。 

(一)、硬件层次 

1、 居住环境与绿化 

  从问题 401 中可见，居民对环境绿化要求的档次在提高，有 62.6%的居民认

为现状一般，有 25.2%的居民不满意现状，只有 12.2%的居民比较满意。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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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403 中同样反映出居民希望改善居住环境的愿望。虽然大家都比较爱护绿

化，但草坪面积不够大，（403 题 30.2%），可以歇脚的小亭、游廊等设施严重不

足（403题 19.3%），许多居民反映，由于住房附近没有绿地、小广场，只能到小

区外马路散步、休闲（22.1%），有 55%的居民到小区外公园去散步、休闲，另有

26.9%的居民在小区内散步、休闲。（见图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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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2  邻里交往场所的现状 

从问题 406 中反映出居民参与环境绿化建设的积极性，因为有 43.6%的居民

表示要主动参加义务劳动，但也有 21.5%的居民认为应由物业公司出资修建环境

绿化工程，因为物业管理费用已经包含了这些费用，还有 20.5%的居民反映“他

们完全处于不知情的状态”，既没有被通知过，物业公司也不征求意见。 

2、 公共活动设施（文化活动与锻炼娱乐设施） 

因为现代社会是终身学习的社会，这些设施有较大的社会意义，从问卷中反

映出公共图书馆、文化活动中心的配置的总量能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但仍有约

20%的人没有享受到这些设施，或不知道这些设施在哪里，因此需要进行积极的

宣传与引导。通过 805 题，社区居民对室内活动场所的需求依次为老年活动室

（19.1%）、健身房（17.9%）、棋牌室（10.9%）、书画室（9.6%）、多功能厅（9.4%）、

乒乓球室（9.4%）、放映室（7.1%）、亲子（儿童）活动室（6.1%）、舞厅（5.1%）、

琴艺室 (3.1%)、 KTV房（1.9%）。（见图 03） 

社区室外活动场所的配置相对比较理想，大部分（57.3%）人到晨练小广场

活动，25.2%的人到附近学校里活动，基本能满足社区居民的使用要求。 



 

 5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人     次

健身房

KTV房

棋牌室

放映室

舞厅

多功能厅

琴艺室

书画室

老年活动室

亲子（儿童）活动室

乒乓球室

其它

图 03 社区居民对室内活动场所的需求 

(二)、软件层次 

1、社区组织管理 

从 1002 题中反映出，居民对社区组织管理的了解程度的排序前五位为：社

区居委会（30%）、街道办事处（28%）、社区居民代表大会（13.8%）、社区青年志

愿者协会（6.8%）、社区居民议事会（园）（6.2%）、社区青年志愿者协会、议事

会需要在社区进行积极宣传。（见图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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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4  社区组织、部门的知名度 

从 1004 题中反映出大部分居民对社区管理者抱认同态度的有 54.3%，有

42.6%的居民对社区管理者的任职现状不知情，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了解，这

对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是个障碍，需要加大宣传力度。 

从问卷看到大部分社区居民了解社区管理章程（或条例），仅有 10%的居民

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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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业管理 

  由于问卷中较少直接涉及物业管理的问题，有一些隐含在各类问题中，如

“环境绿化” 406题。 

社区物业管理应依靠市场行为，对物业管理公司进行规范、选择，社区管理

者有责任帮助当地居民选择服务质量优良的物业管理公司，以减少居民生活上的

不便。 

小区内部的环境由物业管理公司负责，按照“谁使用、谁出钱”的原则分摊

到个居民户，但小区外的环境和一些公房集中的小区，它们的环境改造有赖于社

区统一规划，分期实施，许多小地块的规划设计、施工应由社区与房管单位统一

协调完成。 

3、公共卫生健康与社会福利 

从 301 题可以看到，有 20%的居民对公共卫生比较满意，有 73.6%的居民认

为做得一般，另有 6.4%的居民不满意。因此社区公共卫生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质量。具体地，居民认为公共卫生不足之处的前四位排序依次为：随地吐痰

（29.1%）、乱倒垃圾（25.8%）、夏天蚊蝇较多（17.9%）、垃圾没有分类（15.2%）。

做得比较好的前四位排序依次为：有专人清扫处理垃圾（33.3%）、面对非典，社

区应对有力（24%）、无人焚烧垃圾（15%）、没有人随地大小便（12.5%）。（见图

05）  

从问卷中发现被调查者认为，公共卫生受个人卫生习惯（39.8%）、受教育程

度（29.4%）、家庭教育（22.8%）影响比较大，认为用经济惩罚手段来制约不文

明行为的居民仅占 7.3%，可见居民的观点是实事求是的，因此有 66%的居民认为

公共卫生应由大家一起努力，并有 11%的居民愿意尽自己所能捐助一些资金，来

改善现状。但还有 13.9%的居民处于不知情的状态，他们希望改善公共卫生环境，

但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来解决这个问题。 

从问卷 901 题反映出社区健康医疗网络已经基本覆盖了社区（90.1%），而且

社区对“孤、老、残和特困家庭”的生活补助也基本覆盖了社区（96.6%）。但由

于经济条件与传统卫生习惯的制约，仅有 7.6%的居民自费一年或两年一次进行

全面体检，而且有 16.8%的居民从来没有做过全面体检，51.2%的居民只有得病

时，才去医院检查身体。公共卫生需要进行宣传，并应为困难人群提供帮助，许



 

 7 

多居民的就医观念应该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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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5    小区公共卫生条件令人满意的具体内容 

4、沟通渠道 

  现代社会是信息交流频繁的社会，如果居民不知情，将会影响社区管理工作

的深度，从问卷大量问题中反映出居民对社区现状的操作程序和相关机构并不熟

悉，这一方面需要加大宣传的力度，多渠道进行宣传、教育，报纸、电视和社区

公告栏的作用是最大的。社区网络与电脑的普及率并不高，从 201题可见，21.6%

的人认为某些家庭拥有网络，58.9%的人认为少数家庭拥有网络，206 题，社区

普及科技知识主要通过黑板报（35.8%）、报刊宣传栏（33.8%）和图书阅览室

（10.5%），利用社区网站的人占 8.8%，社区学校（6.6%），专家学者讲座（4.3%），

这些沟通渠道需要进一步扩大口径，尤其是社区学校，在未来的发展中，它的作

用潜力最大。（见图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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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6  社区科技、文化知识的普及方式 

5、 社区规划的知识普及 

社区规划是指导社区建设的重要技术手段，在问卷中对该项内容进行了一些

问题设计，从 1106 题看，有 21.4%的居民根本不了解城市规划、社区规划是什

么，有 20.4%的居民偶尔参加过几次规划的展览公示，有 50.5%的人认为展览公

示社区规划应被事先通知，但他们没有获得这样的信息，仅有 2.9%的人经常参

与，还填写个人意见。从中可以发现许多居民对“社区规划是干什么的”还不清

楚，需要普及这方面的常识，应该让他们知道，社区规划就是规划自己的家园，

与个人关系密切，而且社区规划涵盖的各个方面的内容都会对个人发展造成一定

的影响。（见图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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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7“城市规划”、“社区规划”展览与公示的知名度现状调查 

6、社区文化层次 

    从调查问卷中，社区中除离退休人员（占 34.3%）以外，被调查者的职业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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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依次为普通员工（15.4%）、协保人员（12.9%）、其他人员（11%）、学生（8.2%）、

自由职业者（6.5%）、失业者（3%）、教师、工程师（均为 1.9%）、医生、高级白

领（均为 1.4%）、国家公务员（1.2%）、私企老板（0.9%）。（见图 08） 

可见社区可调动的人力资源主要集中在前六类人员上，有较高文化素质的教

师、工程师、医生、高级白领、国家公务员生活在社区“边缘”，社区经济发展

靠企业，但社会文化事业发展需要高素质的社区成员，他们的社会关系、知识技

能都能为社区提供进步的动力。如何积极调动这部分人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多参

与社区组织的文化活动、宣传教育活动，将是社区管理者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另外，从 207 题反映社区内具有本科学历的成员约 3.9%，具有专科学历的

约 17.7%，有 75.7%的人具有高中学历，因此，社区教育有潜力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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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8  社区可调动人力资源的职业排序 

三、下一步调研的方向与要求 

1、 寻找不同职业的社区人群的需求和发展趋向。 

2、 对居委会级的社区进行分类，（旧有社区，新建社区，边缘社区…）通过

实地考察，了解有代表性的社区的特征，并对以上存在的问题进行筛选，

突出重点，寻找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