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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上下正全力开展

疫情防控工作，上海作为人口密集的超大型城市，疫情防控工作尤为

重要。1月 24日，上海采取最严措施，落实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

级响应机制，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各部门的配合和基层党

政干部的共同努力下，上海有关新冠疫情的排查、宣传、群防群治群

控、集中收治等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疫情防控事关每位市民，如何全力支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切

实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本市市民对疫情的认知对疫情防控

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上海市质协用户评价中心于 2月 3日组

织开展了相关调查。 

2 调查概况 

2.1 调查方式 

本次调查采用在线调查的方式，在全市收集有效问卷共计 2570

份。 

2.2 样本情况 

在线调查：调查对象覆盖全市 16个区，覆盖了本市市民各年

龄层。 



 

4 

 

 
图 1：样本量在各区的分布 

 
图 2：样本量在各年龄层的分布 

3 调查发现 

3.1  95.8%市民对战胜此次疫情有信心 

调查显示，73.1%市民对最终战胜疫情充满信心，22.7%认为较

有信心，仅有 0.8%认为有一定难度，0.5%认为难度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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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对战胜疫情的看法分布情况 

3.2 疫情信息关注度高，电视是疫情信息获取的主要途径 

本市市民对疫情的新闻媒体报道的关注度非常高，为 94.8，而

且随着受访者年龄增大，关注度呈现持续升高的趋势。 

 
图 4：不同人群对疫情信息的关注度对比情况 

 

有关疫情的信息，市民最为关注的渠道前三位分别是电视

（79.2%）、官方微信/微博（68.5%）和个人微信/微博（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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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市民关注的信息发布渠道 

从市民最关注的疫情信息发布主体来看，最关注的国家卫健委

和疾控中心（88.8%）和上海市人民政府（82.5%）。目前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的消息占据了各大媒体。一方面，新闻等媒介为大家

传递着信息；另一方面，一些毫无根据的谣言也通过各种媒介广泛蔓

延，谣言的防治离不开国家的措施和官方的监督，同时也需要我们自

身的改变，从调查的数据来看，本市市民能够甄别消息的真实性与准

确性，不被谣言“牵着鼻子走”，为防疫工作贡献自我的一份力量。 

 
图 6：市民关注信息发布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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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市民“自我防护”知晓率高，防范意识强 

疫情控制并非一朝一夕，学会自我防护更加重要。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与人民卫生出版社联合推出《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其中对于如何防治结合、科学防护做出

了明确的解释。从调查数据来看，广大市民对于口罩和手卫生方面的

意识已基本普及，但是要关注的是“接触动物和动物产品后洗手”和

“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切菜板及刀具要分开”，这两项知晓的比例相对

较低。 

 

图 7：市民各类自我防护措施知晓率 

 

对于本市自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为防止

疫情而出台的与个人有关的防控管理措施中，市民的知晓情况也较为

普及，其中要关注的是“配合好调查、检验、采集样本”知晓率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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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为 55.3%。《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二条规定，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

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疫情期间，中国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

都有义务配合做好传染病防控工作，在检查过程中不配合检查的，严

重者或将承担刑事责任。 

 

图 8：市民对政府为防止疫情而出台的相关的各项防控管理措施的知晓情况 

 

3.4 市民疫情防控配合度高 

调查显示，市民愿意积极地配合政府的疫情防控工作，99.5%的

受访者表示愿意，仅有 0.14%表示不太愿意。99.3%的受访者表示，如

果自己接触到感染人员后，会主动报告并居家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97.7%的受访者愿意积极地配合医务人员对其健康状况的随访或电话

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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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市民对各项工作的配合意愿 

3.5 防控宣传落实有效，回沪人员的认知度更高 

从数据分析来看，曾回沪人员对于政府的各项防控政策及自我

防护方面的知晓率普遍更高。这也说明，一方面上海市政府对于防控

措施的宣传还是比较到位，通过社区、工作单位、新闻媒体等渠道进

行了广泛的宣传；另一方面，在回沪人员排查力度上也是比较充分。 

 

图 10：回沪人员与一直在上海的市民对政府出台的防控措施的知晓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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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回沪人员与一直在上海的市民个人防护知识的知晓对比 

3.6 目前口罩供应的保障是市民的主要顾虑 

随着本市复工的日益临近，口罩供应保障（74.4%）、担心有感

染风险（61.4%）和公共交通的卫生安全（56.6%）是目前受访者对自

己及家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最为顾虑的三个因素。 

 

图 12：受访者对自己及家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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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市民的需求和关注 

针对受访者提出的需求和建议，进行了文本分析，对建议进行

了梳理和归纳后，需求大致可以分为 16 个方面。排名在前 5 位的是

加大防护用品的生产和供应、加大排查力度、加强个人防护，复工后

的疫情防护和感染疫情信息的透明公开。 

 
图 13：受访者对疫情防控和措施的需求 

结合调查中的其他数据，核心需求和关注点主要有几下几点。 

4.1 加大防护用品的生产和供应是核心需求 

疫情发生恰逢春节假期，本地防护用品生产企业春节期间产能

不足，导致市场供不应求。随着防护用品生产企业的复工，供应情况

正在逐渐转好。同时，2日起，上海开通口罩“预约”购买模式，通

过“居村委会预约登记+指定药店购买”缓解购买口罩难的矛盾，并

积极运用线上预约的方式，降低人群聚集带来的交叉感染风险。但是，

部分市民还是担心去药店领取时有交叉感染的风险，同时也对本身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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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的口罩产生了消耗，也希望政府能够进一步优化口罩供应的方式。 

4.2 复工后的疫情防控措施尤为重要 

随着返程高峰的到来和企业复工在即，上海市疫情防控也进入

关键期。对于复工后如何更好地进行个人防护，公共场所、交通工具、

工作场所、工作餐等防疫保障，以及疫情为企业经营生产所带来的影

响也是较多受访者需求关心的方面。 

目前，本市要求复工企业必须积极采取疫情防控应对措施，加

强人员管控、日常监控和管理，在厂区出入口、办公人群集聚区域设

立临时体温检测点，对体温异常者做好登记报告，加强日常监控；经

信、商务、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已制定了针对性防控举措，形成

了各类公共场所和设施疫情防控规范，强化行业主管责任落实的情况；

2月 6日，本市公布了《上海市人民政府致全市各企业书》，为保障企

业正常经营秩序，根据国家政策，上海市将针对当前需求，出台扶持

企业的综合政策，支持企业发展，减轻企业负担，同时也对企业如何

做好防控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企业作为防控工作的主体要落实责任。

因为只有企业认真落实好主体责任，才能做好做到对来自各地的复工

者的甄别防控工作。 

4.3 市民希望有更加充分的疫情信息公开 

调查的数据显示，85.8%的受访者表示对于报道中所披露的疫情

信息的充分性表示认同。结合意见建议来看，目前市民的呼声聚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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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够公开确诊病例的活动轨迹和密切接触史。 

市民要求公开的目是为了更好的规避，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

目前有些城市地方公开了患者的活动轨迹等，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防

控。2 月 7 日，上海市卫健委首次发布了 2 月 6 日确认的 15 例确诊

病例涉及区域和场所轨迹，这是顺应民意的有效举措，随着感染疫情

信息的越来越公开透明，相关部门应关注，尤其是涉及区域和场所的

相关群众的宣传疏导，避免公布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影响社会稳定。 

4.4 落实发挥社区防控体系的作用 

疫情的防控核心还是在于人，这就离不开基层社区的管理。应

加强社区排摸，强化属地责任，加强社区各类人员的排摸，落实防控

措施，全面部署、监督对居住小区、租赁用房、沿街商铺、商业楼宇、

集贸市场、环卫设施等社区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的防疫工作。 

对于市民日常生活所接触到的各个环节，整合小区物业、城管

队伍、市容协管、除害服务等基层资源，全面落实居住区公共环境、

公厕、垃圾收集设施、农贸市场、超市、健身苑点、社区市民服务和

活动场所的预防性消毒工作，应进一步落实联防联控机制，强化跨部

门合作，并且要加强相关防疫知识的宣传，指导家庭做好以环境清洁

和开窗通风为主的卫生措施。 

4.5 加大宣传解读工作，严厉打击虚假信息 

在决战疫情的特殊时刻，重要问题之一就是要及时准确、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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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发布疫情信息，回应境内外关切，防止各种虚假信息泛滥，对各

种谣言司法部门必须严厉打击。 

一方面，加强有关政策措施宣传解读工作，同时对虚假信息，

政府相关部门要及时准确地做出回应，这样虚假信息才会销声匿迹，

增强群众自我防病意识和社会信心；另一方面，对网络等媒体及个人

故意散布谣言，制造混乱的行为，要求各地警方迅速行动，予以严厉

及时打击，粉碎各种谣言，绳之以法，稳定社会秩序。 

4.6 关注老年群体的防疫和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 

上海约有 80万的 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万独居老人，孤老

2万人，此次疫情给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及机构养老带来了巨大的挑

战。一方面通过社区，加强老年人的宣传倡导，使广大老年人充分认

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危害性，切实提高防范意识和自我

保护能力。另一方面，针对居家、社区老年人，要发挥社区防控体系

的作用，发动涉老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组织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帮助高龄、行动不便等有困难的老年人做好个人防护，为老年人提供

心理疏导和健康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