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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域
由市区向外扩散

在所有调查对象中，有 !"#$%

的人居住于内环内，有 &&#'%的居
住于内环(中环间，))#'%的人居住
于中环—外环间，!*#)+的人居住
于外环,郊环间，!'#-%的人居住于
郊环以外。与 )*!-年相比，居住于
内环内的居民下降了 -#. 个百分
点，而居住于内环,中环间的居民
则上升了 !"#-个百分点，居住于外
环之外的居民也上升 -#& 百分点。
调查者分析，出于改善居住条件的
目标，本市居民居住区域出现了由
市区向外扩散的趋势。
不过，不同经济状况家庭的居

住区位存在较大差异。各种经济状
况的家庭居住于内环内的比例相差
无几。但是，低收入家庭（年收入在
!"万及以下者）更多居住于郊环以
外（占 #$%&'）。而出于改善居住条
件和生活便利程度的平衡，高收入
家庭（年收入在 &"万以上者）则集
中居住于中环—外环间（占 ((%)'）。

居住模式
!"#$%上海人有房

从居住模式来看，."#)+的居
民“已购商品房”，!.#'+的居民“租
住商品房”，“与亲友同住”者占
$#'+，居住“保障性住房”的占
.#'+，租住单位宿舍的占 &#&+。与
)*!-年相比，已购商品房的市民上
升了 .#$个百分点，与亲友同住者
上升了 )#"个百分点，而居住“保障
性住房”和“租住单位宿舍”者分别
下降了 -#-个百分点和 !#-个百分
点。调查者认为，购买商品房的居民
同比上升，居住条件得到改善。
不同户籍身份人口的居住模式

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本市户籍人口
已购买商品房的占到 $/#"+，居住
保障性住房的占 '+，均远高于外

来人口。在有居住证的外地人口中，
--#"+的人属于“租住商品房”，另
有 !'#!+的人“已购商品房”。相比
之下，无居住证的外地人口则主要
是“租住商品房”和“与亲友同住”，
两者占比分别为 "-#!+和 )*#/+。

居住条件
人均面积明显上升

从居住条件来看，人均居住面
积 !-#!,&-#- 平方米的占 $'+，人
均居住面积超过 &-#- 平方米的占
!!#&+，只有 !*#$+的人均居住面积
在 !-平方米以下。与去年相比，人
均居住面积低于 !-平方米者下降
了 !*#.个百分点，人均居住面积在
!-#!,&-#- 平方米者则上升了 !"#.

个百分点，而人均居住面积超过
&-#-平方米者略有下降。总体而言，
本市常住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较去
年明显增加，居住条件进一步改善。
“为中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和

经济适用房”是住房保障政策的重
要内容。调查显示，分别有 )&#)+和
-$#)+的市民认为上海这方面工作
完成“很好”和“比较好”，回答“不清
楚”者占 !.#"+，而表示“不太好”或
“很不好”的仅占 &#)+。由此可见，
逾八成市民认为上海在“为中低收
入者提供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方
面成效显著。

小区治理
!宠物乱跑"最招人烦

对于小区亟需解决的问题，分
别有 "'#)+和 "'#*+的市民选择了
“宠物乱跑”和“停车难”。这两个项
目的选中率同比分别上升了 !"#-

个百分点和 $#.个百分点，有渐趋

严重的趋势。此外，选择“保安”“保
洁”“群租”“保绿”和“物业服务”的
比例均居于 ))+,)'+之间。与
)*!-年相比，吐槽“保绿”“保洁”
“群租”问题的比例有所下降，而吐
槽“保安”和“物业服务”问题的比例
则有所上升。

房价压力
六成以上!压力很大"

近年来“房价高企”始终是热点
民生议题。对于当前的房价水平，
.)#)+的常住居民表示“有很大压
力”，)'#$+的居民有“较小压力”，
表示毫无压力者只有 /#!+。看来多
数市民体验到较强的房价压力。
数据还显示，房价压力普遍存

在于各种户籍人口之间。对于有居
住证和无居住证的外地人口而言，
表示“有很大压力”的分别占到
.$#'+和 $.#/+。而且，即使是上海
本地户籍人口，表示对当前房价“有
很大压力”的也占到了 -/#/+。这说
明，房价压力已经成为跨户籍群体
共存的社会情绪。
房价压力同样存在于各种经济

条件的家庭之间。虽然高收入家庭
的房价压力体验稍弱，但真正表示
“毫无压力”者也仅占 !-#"+。在其
他三个收入水平的家庭中，表示当
前房价“毫无压力”者均低于 !*+。
由此可见，无论是高收入家庭还是
低收入家庭，都体验到一定程度的
房价压力。

政策支持
多数赞成!继续限购"

为了抑制房价过快上涨问题，
国家新近出台了“)#!/”契税、营业

税新政，上海也宣布将“继续执行房
产限购政策”。

对于“)#!/”契税、营业税新政，
分别有 !"#"+和 "&#-+的市民表示
“非常赞成”和“比较赞成”，仅有
$+的市民表示“不太赞成”或“坚决
反对”，另有 )$#-+的市民持“中立”
态度、$#.+的市民“不了解”相关政
策。调查者认为，这说明“)#!/”契
税、营业税新政得到本市多数市民
的支持。

对于本市宣布将“继续执行
房产限购政策”，有 $"#-+的市民
表示“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持
“中立”态度者占 )*#-+，表示“不了
解”相关政策的占 *#'+，而明确表
示“不太赞成”或“坚决反对”者仅
占 "#!+。调查者分析，市民普遍
支持政府通过“限购”措施来打
击炒房行为，从而抑制房价过快
增长。
但是，与本市户籍居民相比，外

来常住人口对“房产限购政策”的支
持率要稍低一些。数据显示，明确表
示“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上海继
续执行房产限购政策的本市户籍居
民占 $$#.+，而有居住证的外地人
口和无居住的外地人口对这一政策
表示赞成的比例则分别为 .-#&+和
."#/+。

居住环境
逾七成支持禁燃烟花

空气污染是威胁居住环境健康
的重要因素。对于国家“)*!.年地
级及以上城市 01)#- 浓度须下降
&+”这一规定，分别有 ))+和 -!+

的市民明确表示“非常赞成”或“比
较赞成”，分别有 !/#'+和 &#&+的

市民表示“中立”和“不了解”，而表
示“不太赞成”或“坚决反对”者仅占
&#/+。由此可见，“降污染”目标的
出台深得市民拥护。
为了降低空气污染，上海还实

施了“外环内禁燃烟花爆竹政策”。
对于这一政策，表示“非常赞成”或
“比较赞成”的市民共占 $$#&+，表
示“中立”和“不了解”的分别占
!/#"+和 *#&+，而表示“不太赞成”
或“坚决反对”的仅占 &#!+。这说
明，绝大多数市民赞成本市实施“外
环内禁燃烟花爆竹政策”。

上班通勤
通勤时间趋于平均化

从市民每日上班通勤时间来
看，选择“&! 分钟,! 小时”的最多
（占 $$%$'），其次是“!.,&*分钟”
（占 #*%$'），单程途中时间在“!-分
钟以内”的占 !)#-+，另有 -#$+的
人单程花费时间超过 ! 小时。与
)*!-年相比，虽然单程 !-分钟以
内的比例下降了 /#' 个百分点，但
单程超过 !小时者也下降了 &#$个
百分点。调查者认为，这说明尽管居
住于市区的居民有所下降，但得益
于快速发展的公共交通事业（尤其
是地铁线路），市民的通勤时间总体
并未出现明显延长，反而是出现“平
均化”趋势。
对于上下班高峰期的公交等候

时间，回答公交等候时间在“-分钟
以内”和“!!,)*分钟”的分别占
))+和 !&#'.+。而回答“)!,&*分
钟”和“半小时以上”的分别占
!#*)+和 *#-$+。这也说明本市公交
便利程度较高，可以便捷地满足市
民通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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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上海房价水
平，您怎么看？62.2%的常
住居民表示“有很大压
力”，表示毫无压力的只有
9.1%。上海社会科学院哲
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社
情民意调查与公共政策评
估”智库团队今天公布年
度“上海民生民意民情系
列报告”之“居住环境”与
“交通出行”篇。

本次调查采用PPS抽
样法，根据市民政局2012
年统计数据，按1%比例抽
取居委会。经分析确定徐汇
区、长宁区、杨浦区、闵行
区、浦东新区和松江区6个
行政区共计40个居委会为
调查对象，本次调查总样本
数为203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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