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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表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八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

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十一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

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应当予

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

本制度由国家统计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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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一）调查目的

通过对 31 个省（区、市）城乡居民开展抽样调查，客观了解公众对生态环境各方面的主观满意程

度，反映人民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获得感，并测算地区生态环境满意度，为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

考核和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提供基础数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制定本制度。

（二）调查对象、方式和内容

1.调查对象

全国 31 个省（区、市）年满 18 周岁的城乡常住居民。

2.调查方式

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 （CATI）和入户调查方式。

3.调查内容

调查综合反映公众对本地区生态环境各方面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情况的评价，重点了解居民对本地区

自然环境、人居环境以及污染防治情况的判断，全面把握公众对本地区生态环境总体状况以及改善情况

的满意程度。调查内容详见“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调查问卷”。

（三）抽样方法

电话调查采取分层二阶段随机尾号抽样方法，即以省为子总体，以地级单位局号为抽样框，按照简

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一定数量的局号；在抽中局号后，再按照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一定数量的

尾号。按省级总体控制抽样精度，在 95%的置信度下，抽样误差控制在 3%以内，同时考虑各地区人口

规模、设计方差、设计效应等因素，兼顾地域分布和主要特征代表性，确定省级目标样本量为 1900—2300

人，全国合计目标样本量为 65700 人。各省（区、市）下辖的各地市级样本量按人口比例分配。全国平

均的城乡样本量比例为 65︰35 左右。抽样方法详见“电话调查抽样方案”。

入户调查采取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将 31 个省（区、市）分为直辖市子总体和省（区）子总体两

类，在直辖市子总体内采用四阶段抽样方法，分阶段抽取一定数量的区（县）、村（居）、住户、常住

居民；在省（区）子总体内采用五阶段抽样方法，分阶段抽取一定数量的地级单位、区（县、市）、村

（居）、住户、常住居民；按全国总体控制抽样精度，在 95%的置信度下，抽样误差控制在 2%以内，

同时考虑设计方差、设计效应等因素，确定全国目标样本量为 10000 人。各省级样本量参照各地区人口

规模分配。全国平均的城乡样本量比例为 65︰35 左右。抽样方法详见“入户调查抽样方案”。

（四）组织实施

国家统计局信息民调中心负责调查方案问卷设计、调查培训、调查组织、调查质量控制、入户调查

数据处理平台程序开发、数据整理汇总、测算分析、调查报告撰写等。

各省（区、市）统计局负责电话调查的调查实施、人员培训、调查阶段的数据质量控制。

各省（区、市）调查总队负责入户调查的调查实施、人员培训、调查阶段的数据质量控制。要求各

调查总队配备符合调查要求的设备，在调查实施过程中使用手持电子移动终端（PAD，系统版本不低于

安卓 8.0）进行样本管理、任务分配和数据采集，并由调查员利用 PAD 将调查数据直接报送到国家统计

局信息民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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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信息民调中心与各省（区、市）调查总队共同负责入户调查样本抽取。

（五）调查频率和时间

本调查制度为年度调查，2025 年调查时间为 6 月—8 月。

（六）调查质量控制

国家统计局信息民调中心负责全面质量管控，各省（区、市）统计局和调查总队要高度重视调查工

作，严密组织实施，科学规范开展调查。

1.全过程控制调查质量

一是信息民调中心组织全国调查培训，对各地区一定数量的调查数据和调查录音进行审核。二是各

省（区、市）统计局和调查总队按要求组织省级调查培训，严格按照调查方案要求开展调查。三是各省

（区、市）统计局和调查总队加强调查访问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和抽查，做好调查数据和调查录音的复核。

2.全过程严格数据保密

信息民调中心负责汇总审核调查数据，各省（区、市）统计局和调查总队负责所调查区域的数据审

核及报送，调查执行、质量控制和数据报送全过程须严格执行《统计法》相关条款的规定，对调查获取

的原始数据、调查结论和调查资料等严格保密。

（七）数据使用和共享

调查数据和分析报告供国家统计局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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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表目录

表 号 表 名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W101 表
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
电话调查问卷

全国 31 个省（区、市）年满 18 周
岁的城乡常住居民

各省（区、市）
统计局

2025 年 8 月 31 日前

W101-1 表
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
入户调查问卷

全国 31 个省（区、市）年满 18 周
岁的城乡常住居民

各省（区、市）
调查总队

2025 年 8 月 31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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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 查 表 式

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电话调查问卷

您好！我是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访问员，正在全国进行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调查，占用

您几分钟时间，感谢您的配合！

受访者居住地【计算机系统自动识别+人工核对】 省/区/市 地级市 县/市/区

第一部分 甄别信息

S1 请问您是否在当地居住半年以上？ ⑴是 ⑵否<终止访问>

S2 您的年龄是？ ⑴18 岁以下<终止访问> ⑵18—40 岁 ⑶41—60 岁 ⑷61 岁及以上

S3 您住在城镇、还是农村（居住地类型）？ ⑴城镇 ⑵农村

S4 您的性别（访问员填写，无需询问受访者）： ⑴男 ⑵女

第二部分 主体问卷

Q1-a.您对所在地区空气质量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1-b.与去年相比，您认为所在地区的空气质量有什么变化？

⑴好很多 ⑵好一些 ⑶没变化 ⑷差一些 ⑸差很多 ⑹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2.您对所在地区饮用水水质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3.您对所在地区河流、湖泊或附近海域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所在地区没有河流湖泊、也不靠海（不读出） ⑹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4.<仅提问农村居民>您对所在地区土壤环境质量的满意程度是：（如是否存在工矿企业废水、废气、废渣排放污染耕地

的情况，假冒伪劣农药、化肥是否严重等）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5-a.<仅提问城镇居民>您对所在地区居住、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5-b.<仅提问农村居民>您对所居住村庄环境（包括村容村貌等）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6.您对所在地区污水处理情况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表 号：W １ ０ １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国统字〔2024〕77 号
有效期至：2 0 2 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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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您对所在地区生活垃圾处理情况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8-a.<仅提问城镇居民>您对所在地区公共厕所卫生条件（不包括商场、写字楼和餐厅等）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没有公共厕所（不读出） ⑹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8-b.<仅提问农村居民>您对所在地区家用卫生厕所的建设和改造情况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没有建设/改造卫生厕所（不读出） ⑹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9.您对所在地区 噪音影响情况（声环境质量）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10.总体来看，您对所在地区生态环境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11.与去年相比，您认为所在地区的生态环境有什么变化？

⑴好很多 ⑵好一些 ⑶没变化 ⑷差一些 ⑸差很多 ⑹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12.总体来看，您认为所在地区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是：

⑴非常重视 ⑵比较重视 ⑶不太重视 ⑷很不重视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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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入户调查问卷

您好！我是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员，正在全国进行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调查。您的回答没有对错之分，

只需根据自己的实际想法和了解的实际情况回答。调查涉及的个人信息将依据《统计法》严格保密。感

谢您的配合！

访问员确定调查对象：在抽中家庭户成员中，随机抽取1名常住家庭成员为调查对象。

访问员填写：受访者居住地 省/区/市 地级市 县/市/区

街道/乡镇 居委会/村委会

详细地址（门牌号码） （先生/女士）

第一部分 甄别信息

S1.请问您是否在当地居住半年以上？ ⑴是 ⑵否<终止访问>

S2.您的年龄是？ ⑴18 岁以下<终止访问> ⑵18—40 岁 ⑶41—60 岁 ⑷61 岁及以上

S3.您住在城镇、还是农村（居住地类型）？（访问员填写，无需询问受访者） ⑴城镇 ⑵农村

S4.您的性别（访问员填写，无需询问受访者）： ⑴男 ⑵女

第二部分 主体问卷

Q1-a.您对所在地区空气质量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1-b.与去年相比，您认为所在地区的空气质量有什么变化？

⑴好很多 ⑵好一些 ⑶没变化 ⑷差一些 ⑸差很多 ⑹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2.您对所在地区饮用水水质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3.您对所在地区河流、湖泊或附近海域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所在地区没有河流湖泊、也不靠海（不读出） ⑹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4.<仅提问农村居民>您对所在地区土壤环境质量的满意程度是：（如是否存在工矿企业废水、废气、废渣排放污染耕地

的情况，假冒伪劣农药、化肥是否严重等）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5-a.<仅提问城镇居民>您对所在地区居住、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5-b.<仅提问农村居民>您对所居住村庄环境（包括村容村貌等）的满意程度是：

表 号：W 1 0 1 - 1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国统字〔2024〕77 号
有效期至：2 0 2 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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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6.您对所在地区污水处理情况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7.您对所在地区生活垃圾处理情况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8-a.<仅提问城镇居民>您对所在地区公共厕所卫生条件（不包括商场、写字楼和餐厅等）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没有公共厕所（不读出） ⑹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8-b.<仅提问农村居民>您对所在地区家用卫生厕所的建设和改造情况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没有建设/改造卫生厕所（不读出） ⑹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9.您对所在地区噪音影响情况（声环境质量）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10.总体来看，您对所在地区生态环境的满意程度是：

⑴非常满意 ⑵比较满意 ⑶不太满意 ⑷很不满意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11.与去年相比，您认为所在地区的生态环境有什么变化？

⑴好很多 ⑵好一些 ⑶没变化 ⑷差一些 ⑸差很多 ⑹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Q12.总体来看，您认为所在地区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是：

⑴非常重视 ⑵比较重视 ⑶不太重视 ⑷很不重视 ⑸不清楚或不了解（不读出）

R1-a.【针对 Q1-a 选择 ⑶ 或 ⑷】您刚才表示对所在地区的空气质量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多选）

⑴雾霾、沙尘暴等重污染天气多 ⑵工业企业废气污染严重

⑶工地或裸露地面扬尘污染严重 ⑷养殖场排放恶臭气体

⑸餐饮企业的油烟、异味、废气污染严重 ⑹采暖季烧煤污染严重

⑺机动车尾气污染排放严重 ⑻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

⑼周边地区空气污染输入 ⑽空气中经常有异味

⑾空气质量达到优良的总天数少 ⑿其他（请注明： ）

⒀拒答（不读出）<与选项 ⑴ 至 ⑿ 互斥>

R2.【针对 Q2 选择 ⑶ 或 ⑷】您刚才表示对所在地区的饮用水水质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多选）

⑴水碱多 ⑵水质浑浊、有杂质、不清澈等

⑶水有异味 ⑷高层水箱清洗不及时

⑸附近的饮用水水源存在污染 ⑹其他（请注明： ）

⑺拒答（不读出）<与选项 ⑴ 至 ⑹ 互斥>

R3.【针对 Q3 选择 ⑶ 或 ⑷】您刚才表示对所在地区的河流、湖泊或附近海域环境状况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

（多选）

⑴水质浑浊 ⑵水体有腥臭等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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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水量减少、水位下降、湖面萎缩 ⑷水域内藻类等过度生长

⑸水域内鱼类等生物大量死亡 ⑹水面有垃圾或污染物漂浮

⑺有生活、工业废水违规排入水体 ⑻有垃圾违规倾倒入水体

⑼河湖海域附近有垃圾堆放存储填埋 ⑽河湖淤泥缺乏疏通

⑾其他（请注明： ） ⑿拒答（不读出）<与选项 ⑴ 至 ⑾ 互斥>

R4.【针对 Q4 选择 ⑶ 或 ⑷】您刚才表示对所在地区的土壤环境质量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多选）

⑴超标超量使用化肥农药 ⑵生活垃圾倾倒、堆放、填埋

⑶生活污水直排乱排 ⑷工业废渣、建筑垃圾等倾倒、堆放、填埋

⑸医疗废物、有毒化学品等乱丢乱弃 ⑹其他（请注明： ）

⑺拒答（不读出）<与选项 ⑴ 至 ⑹ 互斥>

R5-a.【针对 Q5-a 选择 ⑶ 或 ⑷】您刚才表示对所在地区的居住、生活环境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多选）

⑴居住小区环境卫生脏乱 ⑵居住小区绿化面积小或管护不当

⑶居住小区路面不平整 ⑷常有人在电梯、楼道等公共场所吸烟

⑸楼道等公共场所堆放杂物 ⑹违规群租房多，经常扰民

⑺蚊蝇蟑螂等家庭害虫多 ⑻房屋老旧，管道“跑冒滴漏堵”等故障多

⑼居民环境卫生意识差 ⑽居住小区内有污染环境的经营活动

⑾其他（请注明： ） ⑿拒答（不读出）<与选项 ⑴ 至 ⑾ 互斥>

【访问提示：管道“跑冒滴漏堵”指管道跑气、冒水、滴水、漏水、堵塞。】

R5-b.【针对 Q5-b 选择 ⑶ 或 ⑷】您刚才表示对所在地区的村庄环境（包括村容村貌等）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

（多选）

⑴村内垃圾随意堆放、乱丢乱弃，清理不及时 ⑵村内生活污水直排乱排

⑶村内路面未硬化，刮风扬尘下雨泥泞 ⑷蚊蝇蟑螂老鼠等害虫多

⑸村庄附近土地、池塘、河流污染 ⑹村庄附近有污染企业

⑺村民环境卫生意识差 ⑻其他（请注明： ）

⑼拒答（不读出）<与选项 ⑴ 至 ⑻ 互斥>

R6.【针对 Q6 选择 ⑶ 或 ⑷】您刚才表示对所在地区的污水处理情况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多选）

⑴生活污水乱倒乱排 ⑵工业污水乱倒乱排

⑶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管不到位 ⑷其他（请注明： ）

⑸拒答（不读出）<与选项 ⑴ 至 ⑷ 互斥>

R7.【针对 Q7 选择 ⑶ 或 ⑷】您刚才表示对所在地区的生活垃圾处理情况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多选）

⑴垃圾随意倾倒、抛洒、堆放 ⑵没有实行垃圾分类投放

⑶缺少分类垃圾桶等分类投放设施 ⑷垃圾分类规则复杂，分类回收负担重

⑸垃圾清运不及时 ⑹垃圾清运过程中混装混运

⑺垃圾敞开式收运，臭味大 ⑻垃圾清运过程中有散漏

⑼其他（请注明： ） ⑽拒答（不读出）<与选项 ⑴ 至 ⑼ 互斥>



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调查制度- 10 -

R8-a.【针对 Q8-a 选择 ⑶ 或 ⑷】您刚才表示对所在地区的公共厕所卫生条件（不包括商场、写字楼和餐厅等）不满意，

请问原因是什么？（多选）

⑴臭味大 ⑵蚊虫多

⑶地面不干净，如有积水、垃圾等 ⑷大小便池常有污垢

⑸墙壁、顶棚、门窗、灯具、洗手池等不干净 ⑹厕所无法冲水

⑺其他（请注明： ） ⑻拒答（不读出）<与选项 ⑴ 至 ⑺ 互斥>

R8-b.【针对 Q8-b 选择 ⑶ 或 ⑷】您刚才表示对所在地区的家用卫生厕所的建设和改造情况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

（多选）

⑴经常堵塞或冲不净 ⑵便器、水箱、水管等建材质量差

⑶便器、水箱、水管等建材维修不便 ⑷化粪池渗漏

⑸村内排污管道等配套设施没建好 ⑹厕所没有屋顶或门窗

⑺地面和内墙没有防水处理，地面没有地漏 ⑻冬季结冰无法正常使用

⑼厕所建设未能“入院入室” ⑽粪污清掏不方便，价格贵

⑾粪便未能资源化利用 ⑿仍在使用老式旱厕

⒀其他（请注明： ） ⒁拒答（不读出）<与选项 ⑴ 至 ⒀ 互斥>

R9.【针对 Q9 选择 ⑶ 或 ⑷】您刚才表示对所在地区的噪音影响情况（声环境质量）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

（多选）

⑴工业生产噪音大 ⑵建筑施工噪声大

⑶夜间有建筑施工作业 ⑷交通工具行驶/轰鸣噪音大

⑸交通工具喇叭噪音大 ⑹车站/港口/机场等人群噪音大

⑺广场舞噪音扰民 ⑻公共场所空调/风机/变压器/油烟净化器等设备噪音大

⑼文化、娱乐、体育、经营等场所噪音大 ⑽邻居休闲娱乐噪音大

⑾公交、地铁等乘客噪音大 ⑿室内装修噪音大

⒀其他（请注明： ） ⒁拒答（不读出）<与选项 ⑴ 至 ⒀ 互斥>

R12.【针对 Q12 选择 ⑶ 或 ⑷】您刚才表示所在地区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不重视，请问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多选）

⑴缺乏顶层设计和长期规划 ⑵生态环境保护规章制度不健全

⑶生态环境执法不严格 ⑷改善生态环境的政策落实不到位

⑸长效机制不健全，环境问题易反弹 ⑹长期存在的环境问题没有明显改善

⑺生态文明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够 ⑻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引导不足

⑼其他（请注明： ） ⑽拒答（不读出）<与选项 ⑴ 至 ⑼ 互斥>

R13.您认为所在地区的生态环境工作，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善？（最多选 3 项）

⑴进一步加大对空气、水、土壤等自然环境的污染防治力度

⑵进一步提高对污水、生活垃圾处理，公共厕所卫生，噪音防治等治理效果

⑶进一步优化城市/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使城市/农村环境更加美丽宜居

⑷进一步加强对生态环境（空气、水质、声环境、污染源等）的监测，及时做好应对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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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加强对重点排污单位等监管，进一步提高生态环境执法效能

⑹推动经济绿色转型，鼓励引导企业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⑺大力弘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导居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⑻其他（请注明： ）

⑼无（不读出）

后续我们可能会邀请您进行电话回访，如方便，请您留下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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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指标解释
Q2.饮用水水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2022）中有关定义和规定：

生活饮用水指供人生活的饮水和用水。

生活饮用水水质要求。生活饮用水水质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保证用户饮用安全：生活饮用水中不

应含有病原微生物，生活饮用水中化学物质不应危害人体健康，生活饮用水中放射性物质不应危害人体

健康，生活饮用水的感官性状良好，生活饮用水应经消毒处理。

Q3.河流、湖泊或附近海域环境状况

指是否存在向河流、湖泊或附近海域排入污染物导致水质恶化的现象。

河流污染是指直接或间接排入河流的污染物造成河水水质恶化的现象，进而影响河流环境。

湖泊污染是由于污水流入使湖泊受到污染的现象。当汇入湖泊的污水过多而超过湖水的自净能力

时，湖水发生水质的变化，使湖泊环境严重恶化，出现了富营养化、有机污染、湖面萎缩、水量剧减、

沼泽化等环境问题，严重地影响湖泊水资源的有效利用，进而破坏了湖泊生态环境。

Q4.土壤环境质量

如是否存在工矿企业废水、废气、废渣排放污染耕地的情况，假冒伪劣农药、化肥是否严重等。

土壤环境质量，是指在一个具体的环境内，土壤环境对人群和其他生物的生存和繁衍以及社会经济

发展的适宜程度。对土壤环境质量的理解：①“环境污染”问题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后，常用土壤环

境质量的好坏来表示土壤环境遭受污染的程度。②把土壤环境质量问题理解为土壤环境退化问题，不仅

包括污染退化，还包括土壤侵蚀、土壤沙化、土壤盐碱化、土壤酸化等退化问题。

土壤污染物是能使土壤遭受污染的物质。土壤污染物的种类：①有机污染物。农药是主要有机污染

物，有些有机污染物能在土壤中长期残留，并在生物体内富集，其危害是严重的。②无机污染物。主要

来自进入土壤中的工业废水和固体废物。③重金属污染物。汞、镉、铅、砷、铬、锌等重金属会引起土

壤污染。④固体废物。主要指城市垃圾和矿渣、煤渣、煤矸石和粉煤灰等工业废渣，城市垃圾中的废塑

料包装物已成为严重的“白色污染”物。⑤病源微生物。生活和医院污水、生物制品、制革与屠宰的工

业废水、人畜的粪便等是土壤中病原微生物的主要来源。⑥放射性污染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核试

验，二是原子能工业中所排出的“三废”。

Q6.污水处理

污水处理情况：指对工业、生活污水的收集、净化处理后，日常生活中不受污水困扰的情况。

污水处理是指为使污水达到排入某一水体或再次使用的水质要求对其进行净化的过程。按污水来源

分类，污水处理一般分为生产污水处理和生活污水处理。生产污水包括工业污水、农业污水以及医疗污

水等。污染物主要有：①未经处理而排放的工业废水；②未经处理而排放的生活污水；③大量使用化肥、

农药、除草剂的农田污水；④堆放在河边的工业废弃物和生活垃圾；⑤水土流失；⑥矿山污水。

污水集中处理是指城市/农村通过排水管网收集生产、生活产生的污水（有时也包括雨水）并输送到

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系统比较完善，农村缺乏相应的污水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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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生活垃圾处理

生活垃圾处理情况：指对生活中垃圾的集中收集、运输、处理后，日常生活中不受生活垃圾困扰的

情况。

国务院批转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

〔2011〕9 号】有关规定：

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一体化建设和网络化发展，基本实现县县建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各城

市要编制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规划，统筹安排城市生活垃圾收集、处置设施的布局、用地和规模，并纳入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近期建设规划。

完善收运网络。建立与垃圾分类、资源化利用以及无害化处理相衔接的生活垃圾收运网络，加大生

活垃圾收集力度，扩大收集覆盖面。推广密闭、环保、高效的生活垃圾收集、中转和运输系统，逐步淘

汰敞开式收运方式。要对现有生活垃圾收运设施实施升级改造，推广压缩式收运设备，解决垃圾收集、

中转和运输过程中的脏、臭、噪声和遗洒等问题。研究运用物联网技术，探索线路优化、成本合理、高

效环保的收运新模式。

城市/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包括生活垃圾集中收运网络建设和完善程度，集中处理设施建设和完善

程度，垃圾集中处理管理和处理方式。

Q8.家用卫生厕所的建设和改造

家用卫生厕所的建设和改造：指对居民家中厕所进行无害化改造，对粪污进行处理或资源化利用。

Q9.噪音影响情况（声环境质量）

指是否存在交通、建筑施工、娱乐场所噪音等造成不良影响的情况。

噪声是指发声体做无规则振动时发出的声音。通常所说的噪声污染是指人为造成的。凡是干扰人们

休息、学习和工作以及对人们所要听的声音产生干扰的声音，即不需要的声音，统称为噪声。当噪声对

人及周围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时，就形成噪声污染。

噪声来源：①交通噪声包括机动车辆、船舶、地铁、火车、飞机等的噪声。②工业噪声，即工厂的

各种设备产生的噪声。③建筑噪声主要来源于建筑机械发出的噪声。④社会噪声包括人们的社会活动和

家用电器、音响设备发出的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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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抽样方案

电话调查抽样方案

（一）抽样目标

电话调查主要调查数据指标对全国、分省有代表性。具体抽样目标：在 95%的置信度下，各省份二

分类满意度评价指标比例估值抽样误差控制在 3%以内。

（二）抽样总体

本方案抽样总体为全国 31 个省（区、市）年满 18 周岁的城乡常住居民（电话用户）。

（三）抽样框

以城乡居民电话号码为抽样框。电话局号可由移动、联通和电信三大运营商或电信局提供。

（四）抽样原则

1.等概原则

电话号码样本框内部存在多个号码对应同一个体的问题。但实际调查过程中，同一个体因不同号码

被抽中多次的概率非常低，因此本抽样方案假设抽样框中每个单元入选样本的概率相等，即遵循等概原

则。

2.样本结构与总体结构匹配原则

本方案假定样本量各配额比例与实际情况相匹配，样本结构可以反映总体结构。

（五）抽样方法

本方案以省为子总体进行设计，采用分层二阶段随机尾号抽样，各子总体抽样方法相同。为保证样

本在各地级单位内分布，由地市级局号构造一阶段抽样框。按照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根据每个地级单

位所分配到的样本量，抽取一定数量的局号。抽取局号后，再由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系统根据

抽中局号段，按照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一定数量的尾号，随机生成号码库，简单随机抽取电话号码，

拨通后将符合条件的接听者确定为受访者。各地级单位的具体样本量分配结果可参考样本量分配表。抽

样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抽样流程图

（六）样本量的确定与分配

1.省级样本量的确定与分配

考虑设计效应，按比例估值最大总体方差进行计算，省级最低样本量应不少于 1300 人。

我国各省人口规模相差较大，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将全国 31 个省（区、市）划分为

三类地区：人口规模在 5000 万以上为第一类地区，3000 万—5000 万为第二类地区，小于 3000 万为第

三类地区。考虑到北京、天津和上海三大直辖市虽然人口规模不足 3000 万，但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

地级电话 局号 随机尾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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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个体之间差异相对较大；同时作为大都市的代表，在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上具有典型意义，与

同人口规模地区相比，客观上要求有更多的样本量，因此将其纳为第二类省份。

对不同类别省份的样本量分配，本方案分别取三类省份的人口规模均值，约为 8000 万、4000 万和

1600 万，测定标准取自然对数，经计算三个类别的结果之比约为 1.2︰1.1︰1，以此作为各类别省份样

本量调整系数。综合省级最低样本量要求、地域分布和主要特征代表性，确定三类省份样本量分别为 2300

人、2100 人和 1900 人。分类结果及相应样本量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省（区、市）电话调查分类及样本量

类别 省 份 样本量

第一类
11个省（区），包括：河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

四川
2300

第二类
12 个省（市），包括：北京、天津、山西、辽宁、黑龙江、上海、福建、江西、重庆、贵

州、云南、陕西
2100

第三类 8 个省（区），包括：内蒙古、吉林、海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1900

全 国 65700

2.省内样本量的确定与分配

（1）各地级单位样本量的确定与分配

省级样本量在各地级单位内的分配遵循如下原则：

①省内所有地级单位全覆盖（直辖市覆盖全部区县）；

②采用人口比例分配法，人口规模大的地级单位多分，人口规模小的地级单位少分。

（2）省直辖县级单位样本量的确定与分配

在 31 个省份中，河南、湖北、海南、新疆设置省直辖县级建制，将其纳入省级样本量的分解，具

体分配方法为：河南 1 个直辖县级单位（济源市）直接纳入地级层分解省级样本量；湖北 4 个直辖县级

单位先合并为一层，后纳入地级层分解省级样本量；海南 15 个直辖县级单位先合并为三层1，后纳入地

级层分解省级样本量；新疆 12 个直辖县级市先合并为一层，后纳入地级层分解省级样本量。

（3）最终抽样单元数量的确定与分配

考虑随机尾号法实施效率和局号数目，为增加样本在各地级单位的散布度，避免随机集中于城市某

个区域，调查要求：每个电话局号有效访问样本不超过 20 个。

（4）按城乡结构配额

由于城乡环境差异较大，城乡居民对生态环境的满意程度可能存在较大不同，因此将各地区样本量

按城乡结构进行配额。根据当前我国城镇化水平，考虑方案设计合理性及后续年份实施效果，结合各省

份城镇化率，将 31 个省（区、市）分为三类，设定各类省份城乡配额比（西藏自治区因城镇化率较低，

确定城乡样本量配额比为 50︰50）。经测算，各省份按该比例进行城乡配额可以保证全国样本量城乡比

1 根据地理位置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将海南 15 个直辖县级单位分为三层，分别为 A：澄迈县、临高县、东方市、昌江

县；B：文昌市、琼海市、万宁市、陵水县；C：五指山市、定安县、屯昌县、乐东县、琼中县、保亭县、白沙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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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 65︰35。分类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各省（区、市）电话调查城乡样本量配额比

类别（城镇化率） 省 份
城乡

配额比

第一类（＞80%） 3 个直辖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 80︰20

第二类（60%—80%）

18 个省（区、市），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

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湖北、广东、海南、

重庆、陕西、青海、宁夏
65︰35

第三类（＜60%）

9 个省（区），包括：安徽、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

云南、甘肃、新疆 60︰40

1 个区：西藏 50︰50

全 国 65︰35

（5）按年龄段配额

为保证样本有足够的代表性，调查对全国、各省份的样本量按年龄段进行配额，在抽样实施阶段进

行控制。参照全国人口的年龄总体分布情况，综合调查执行等情况，设置 18—40 岁、41—60 岁和 61

岁及以上三个年龄段，三个年龄段人群的配额比例为 45︰45︰102。

上述配额若在实际操作中未能满足，可有一定比例的上下浮动。最终各省份省内样本量的分配结果

见国家统计局下发电子文档。

2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3》“表 2-8 按年龄和性别分人口数（2022 年）”计算，全国 18—40 岁、41—60 岁、61 岁及

以上三个年龄段占比约为 35︰40︰25。但考虑调查延续性以及高龄（70 岁及以上）老年人访问难度较大，将三个年龄段

配额比例定为 45︰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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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户调查抽样方案

（一）抽样目标

入户调查主要调查数据指标对全国有代表性。具体抽样目标：在 95%的置信度下，全国二分类满意

度评价指标比例估值抽样误差控制在 2%以内。

（二）抽样总体

本方案抽样总体为全国 31 个省（区、市）年满 18 周岁的城乡常住居民，抽样子总体为各省（区、

市）年满 18 周岁的城乡常住居民。

（三）抽样方法

将 31 个省（区、市）分为直辖市子总体和省（区）子总体两类，其中直辖市子总体包括北京、天

津、上海、重庆 4 个直辖市，省（区）子总体包括其余 27 个省（区）。在各子总体内采用多阶段随机

抽样方法。

1.直辖市子总体抽样

在直辖市子总体内采用四阶段随机抽样方法：

第一阶段将直辖市子总体下辖各区（县）作为初级抽样单元，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一定数量

的区（县）。

第二阶段将样本区（县）内下辖居（村）委会作为二级抽样单元，简单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居（村）

委会，在居委会内完成城镇居民调查，在村委会内完成农村居民调查。每个区（县）内最多抽取 4 个居

（村）委会，抽取的居（村）委会不得属于同一街道（乡镇）。直辖市内城镇、农村样本应覆盖全部样

本区（县）（无村委会的可不调查农村样本）。

第三阶段将每个样本居（村）委会内住户作为三级抽样单元，采用随机起点等距抽样方法抽取 10

个调查居民户。

第四阶段将每个调查居民户中年满 18 周岁的常住居民作为四级抽样单元，由访问员在调查户内随

机抽取 1 名常住居民作为调查对象。每个调查居民户抽取 1 人。

2.省（区）子总体抽样

在省（区）子总体内采用五阶段随机抽样方法：

第一阶段将省（区）子总体内下辖各地级单位作为初级抽样单元，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一定

数量的地级单位。

在 31 个省份中，河南、湖北、海南、新疆设置省直辖县级建制，综合考虑上述省直辖县级地区人

口数量和调查实施等情况，将湖北 4 个直辖县级单位合并为一个初级抽样单元，纳入湖北第一阶段抽样；

将海南 15 个直辖县级单位合并为三个初级抽样单元3，纳入海南第一阶段抽样。

3 根据地理位置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将海南 15 个直辖县级单位合并为三个初级抽样单元，分别为 A：澄迈县、临高县、

东方市、昌江县；B：文昌市、琼海市、万宁市、陵水县；C：五指山市、定安县、屯昌县、乐东县、琼中县、保亭县、

白沙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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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将样本地级单位内全部区（县、市）作为二级抽样单元，简单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样本区

（县、市）；每个地级单位最多抽取 3 个区（县、市）。

第三阶段将样本区（县、市）内全部居（村）委会作为三级抽样单元，简单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居

（村）委会，在居委会内完成城镇居民调查，在村委会内完成农村居民调查。每个区（县、市）内最多

抽取 4 个居（村）委会，抽取的居（村）委会不得属于同一街道（乡镇）。省（区）内城镇、农村样本

应覆盖全部样本区（县、市）（无村委会的可不调查农村样本）。

第四阶段将每个样本居（村）委会内住户作为四级抽样单元，采用随机起点等距抽样方法抽取 10

个调查居民户。

第五阶段将每个调查居民户中年满 18 周岁的常住居民作为第五级抽样单元，由访问员在调查户内

随机抽取 1 名常住居民作为调查对象。每个调查居民户抽取 1 人。

（四）样本量的确定与分配

1.全国样本量的确定

为满足全国总体抽样误差控制在 2%以内的目标，若取总体比例的方差估计最大值为 0.25，并考虑

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的设计效应，在 95%的置信水平下，全国最低样本量应不少于 7200 人。综合调查

执行的可操作性等因素，确定全国调查目标样本量为 10000 人。

2.省级样本量的确定与分配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将全国 31 个省（区、市）划分为三类地区：人口规模在 5000 万

以上为第一类地区，3000 万—5000 万为第二类地区，小于 3000 万为第三类地区。考虑到北京、天津和

上海三大直辖市虽然人口规模不足 3000 万，但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其个体之间差异相对较大；同时

作为大都市的代表，在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上具有典型意义，与同人口规模地区相比，可分配更

多的样本量，因此将其纳为第二类地区。

对不同类别地区的样本量分配，本方案分别取三类地区的人口规模均值，约为 8000 万、4000 万和

1600 万，测定标准取自然对数，经计算三个类别的结果之比约为 1.2︰1.1︰1，以此作为各类别省份样

本量调整系数。综合全国最低样本量要求、调查执行的可操作性等因素，确定三类地区样本量分别为 360

人、320 人和 280 人（西藏自治区因人口规模较小，同时考虑调查力量配置因素，确定样本量为 240 人）。

分类结果及相应样本量如表 3 所示:

表 3 各省（区、市）入户调查分类及样本量

类别 省 份 样本量

第一类
11个省（区），包括：河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

四川
360

第二类
12 个省（市），包括：北京、天津、山西、辽宁、黑龙江、上海、福建、江西、重庆、贵

州、云南、陕西
320

第三类
7 个省（区），包括：内蒙古、吉林、海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280

1 个区：西藏 240

全 国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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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省内样本量的确定与分配

（1）按城乡结构配额

由于城乡环境差异较大，城乡居民对生态环境的满意程度可能存在较大不同，因此将各地区样本量

按城乡结构进行配额。根据当前我国城镇化水平，考虑方案设计合理性及后续年份实施效果，结合各省

份城镇化率，将 31 个省（区、市）分为三类，设定各类省份城乡配额比（西藏自治区因城镇化率较低，

确定城乡样本量配额比为 50︰50）。经测算，各省份按该比例进行城乡配额可以保证全国样本量城乡比

约为 65︰35。分类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各省（区、市）入户调查城乡样本量配额比

类别（城镇化率） 省 份
城乡

配额比

第一类（＞80%） 3 个直辖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 80︰20

第二类（60%—80%）

18 个省（区、市），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

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湖北、广东、海南、

重庆、陕西、青海、宁夏
65︰35

第三类（＜60%）

9 个省（区），包括：安徽、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

云南、甘肃、新疆 60︰40

1 个区：西藏 50︰50

全 国 65︰35

上述配额在实际操作中，可结合抽样设计有一定比例的上下浮动。

（2）各级抽样单元的样本量根据抽样设计，综合考虑城乡结构配额、调查力量配置、经费保障等

情况确定和分配。各省（区、市）调查居（村）委会个数和调查居民数如表 5 所示：

表 5 各省（区、市）入户调查城乡样本量

地区
调查居（村）委会个数 调查居民数

合计 居委会 村委会 合计 城镇 农村

北京 32 26 6 320 260 60

天津 32 26 6 320 260 60

河北 36 24 12 360 240 120

山西 32 21 11 320 210 110

内蒙古 28 18 10 280 180 100

辽宁 32 21 11 320 210 110

吉林 28 18 10 280 180 100

黑龙江 32 21 11 320 210 110

上海 32 26 6 320 260 60

江苏 36 24 12 360 240 120

浙江 36 24 12 360 24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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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调查居（村）委会个数 调查居民数

合计 居委会 村委会 合计 城镇 农村

安徽 36 22 14 360 220 140

福建 32 21 11 320 210 110

江西 32 21 11 320 210 110

山东 36 24 12 360 240 120

河南 36 22 14 360 220 140

湖北 36 24 12 360 240 120

湖南 36 22 14 360 220 140

广东 36 24 12 360 240 120

广西 36 22 14 360 220 140

海南 28 18 10 280 180 100

重庆 32 21 11 320 210 110

四川 36 22 14 360 220 140

贵州 32 19 13 320 190 130

云南 32 19 13 320 190 130

西藏 24 12 12 240 120 120

陕西 32 21 11 320 210 110

甘肃 28 17 11 280 170 110

青海 28 18 10 280 180 100

宁夏 28 18 10 280 180 100

新疆 28 17 11 280 170 110

全国 1000 653 347 10000 6530 3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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