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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百城无障碍设施调查体验报告 

中国消费者协会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一、调查背景 

（一）无障碍环境建设背景情况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以人民为中心‛‚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必

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

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发展残疾人事业，加强残疾康复服务‛。根据第

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推算，我国现有 8500多万残疾人；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 60岁以上人口达到约 2.31亿人1。还有大量的伤病人、

儿童、孕妇等等。如何让对无障碍设施存在特殊需求的消费群体同等享受便利

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更好地融入社会，已经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不容忽视的

问题。 

无障碍设施，是指为保障残疾人、老年人、伤病人、儿童等人群和其他社

会成员的通行安全和使用便利，在道路、公共建筑、居住建筑和居住区等建设

工程中配套建设的服务设施。建设无障碍环境，既是保障残疾人、老年人等群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7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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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独立自主、安全出行的基础，也是消费者放心消费、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重

要条件，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2014年 3月 15日实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消费者享有安全

权、监督权等权利，经营者应当履行相应的义务。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无

障碍环境建设，近些年来，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律法规、规划政策、标准体

系逐步健全，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全面推进，公共服务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显

著提升。但由于历史和经济等诸多原因，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还存在许多亟待

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与城乡现代化建设水平和广大残疾人、老年人、伤病人、

儿童等人群及全社会成员的需求还有较大差距。无障碍环境建设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了解我国各类消费场所无障碍环境建设和无障碍设施普及情况，

反映特殊出行消费者的呼声意愿，推动和改善消费场所无障碍设施建设工作，

倡导社会大众更好的关怀有需求人士特别是关注弱势消费者群体，中国消费者

协会联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于 2017年 5-10月在全国 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

区范围内选取 102个主要城市，组织残疾人志愿者、消费维权志愿者和专业调

查人员开展了无障碍设施调查体验活动。 

本次调查体验活动分为实地体验式调查和大众感知调查两种方式。实地体

验中，调查模拟残疾人士出行方式，重点关注无障碍出入口、无障碍扶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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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电梯(含盲文、语音、低位按纽等)、无障碍洗手间、无障碍低位柜台、无

障碍标志标示建设以及工作人员掌握简单手语等情况，亲身感受消费场所无障

碍设施服务使用情况，结合自身感知对无障碍设施进行评价；大众感知调查则

是选定受访对象，让其从整体上对调查场所无障碍设施进行评价。本次调查体

验活动涵盖华东、华北、华中、华南、西南、西北和东北七大区域共计 102

个各级别主要城市1，涉及商业中心、餐饮住宿、交通运输、金融服务、旅游

景区、邮政电信营业厅、水电气暖、电商自提网点、政府服务消费者窗口和医

疗卫生单位等 10类消费服务场所，共完成有效样本 10,029个，其中实地体验

有效样本 824个，大众感知有效样本 9,205个。主要调查体验结果如下： 

二、总体情况 

从本次调查体验结果来看，无障碍出入口、无障碍扶手普及率已超过 50%

以上，但整体普及率仍然不高，无障碍设施整体满意度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 

（一）无障碍设施整体普及率仍相对较低 

                                                      
1
 本次调查涉及的 102 个城市明细参加附件四：2017 年百城无障碍设施调查项目执行城市明细表。 



- 4 - 
 

从本次调查体验数据来看，目前，我国无障碍设施整体普及率仍相对较低，

实地体验调查普及率为 40.6%，大众感知调查普及率为 37.0%。从各类型无障

碍设施普及率来看，无障碍出入口、无障碍扶手普及率较高，无障碍出入口普

及率达到了 84.7%，无障碍扶手普及率为 63.5%；从大众感知调查数据显示，

无障碍出入口普及率达到了 68.2%，无障碍扶手普及率为 57.9%。无障碍电梯

和无障碍卫生间普及率相对较低，无论实地体验调查数据还是大众感知调查，

普及率均在 20%以下，值得引起重视。 

从本次实地体验调查十大类场所具体数据来看，医疗卫生单位、交通运输

和政府服务消费者窗口三类场所无障碍设施普及率相对较高，分别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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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49.8%和 44.5%；电商自提网点、餐饮住宿、商业中心普及率分别为

33.3%,31.7%和 31.2%。 

从本次大众感知调查十大类场所具体数据来看，金融服务、电信营业厅、

交通运输和医疗卫生单位无障碍设施普及率较高，均达到了 40%以上；水电气

暖、餐饮住宿、电商自提点无障碍设施普及率相对较低，均未到 30%。 

 

从七大区域数据对比来看，各区域无障碍设施普及有一定差异，但是除个

别地区外，整体差距并不是非常明显。具体而言，从实地体验数据来看，华北、

华南和华中三大类区域无障碍设施普及率较高，分别达到了 46.3%、45.3%和

41.8%；华东、西北和东北普及率相对较低，尤其是西北和东北地区，普及率

未达到 40%。从大众感知数据来看，华北、华南和华中仍为排名靠前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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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率分别为 42.4%、42.1%和 40.2%；华东、西南和东北排名靠后，普及率分

别为 38.9%、36.2%和 31.3%。 

（二）无障碍设施整体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 

本次调查数据表明，目前国内无障碍设施整体满意度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

实地体验调查满意度为 70.8分1，大众感知调查满意度为 70.4分，均处于中

等偏下的水平。从各类型无障碍设施满意度来看，无障碍出入口、无障碍扶手

满意度较高，无障碍出入口满意度为 82.9分，无障碍扶手满意度为 83.1 分，

均超过了 80分，达到了良好的水平；无障碍卫生间满意度得分最低，为 66.7

分；总体感知满意度得分为 63.8分，刚过及格水平。 

                                                      
1
 本调查体验报告对数据的分析采用百分制评价：90-100 为优，80-90 为良，70-80 为中，60-70 为及格，60 以下为不及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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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次实地体验调查情况来看，交通运输和医疗卫生单位两类场所无障碍

设施满意度较高，分别达到了 79.5分和 77.9分，相对其他类型场所的满意度

得分优势比较明显；旅游景点、商业中心和电信营业厅满意度得分相对较低。 

从本次大众感知调查数据来看，医疗卫生单位、交通运输、旅游景点和金

融服务无障碍设施满意度均达到了 75分以上；电信营业厅、水电气暖、电商

自提点无障碍设施满意度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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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体验 大众感知 

从全国七大类区域具体数据来看，各区域无障碍设施满意度有一定差异，

这与各区域人民群众的期望值也有一定关系，整体差距并不是非常明显。 

从实地体验数据来看，西北、西南区域无障碍设施满意度较高，得分分别

为 73.3分、72.0分和 71.9分；华南和东北满意度得分较低，尤其是东北地

区，得分仅为 66.9分，值得重点关注。从大众感知数据来看，华中、西北排

名靠前，满意度得分分别为 72.1分和 71.0分；华东和东北排名靠后，满意度

得分分别为 69.9分和 67.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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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障碍出入口、无障碍扶手普及率相对较高 

体验结果显示，无障碍出入口、无障碍扶手在无障碍设施中普及率相对较

高。从本次实地体验调查数据显示，无障碍出入口普及率达到了 84.7%，无障

碍扶手普及率为 63.5%；从大众感知调查数据显示，无障碍出入口普及率达到

了 68.2%，无障碍扶手普及率为 57.9%。无障碍出入口、无障碍扶手普及率均

超过 50%以上。 

三、主要结果 

（一）医疗卫生和交通单位无障碍设施普及率及满意度较高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医疗卫生单位、交通两大类型场所无障碍设施普及率

及满意度上均表现较好。 

1. 无障碍设施普及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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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及率方面，医疗卫生单位在实地体验调查中表现较好，普及率达到

了 67.4%，在大众感知调查中普及率达到了 42.3%；交通运输在实地调查中普

及率为 49.8%，接近 50%，在大众感知调查中普及率达到了 42.5%。 

 

 

 

 

 

 

 

2. 无障碍设施满意度方面 

在满意度方面，医疗卫生单位在大众感知验调查中表现较好，满意度为

80.5分，达到了良好的水平。在实地体验调查中满意度也达到了 77.9分；交

通运输在实地调查中满意度为 79.5分，在大众感知调查中满意度为 79.3 分，

均接近良好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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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分规模性企业（单位）大众感知满意度差异大 

本次大众感知样本量超过 30个以上的的规模企业（单位）共有 27家，覆

盖公共服务、交通运输、电信营业厅、金融服务、商业中心、电商自提网点共

6 大类别。通过对各单位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得分差异呈现一定的行业特点，

情况较好的是交通运输类和金融服务类。相对而言，标准化建设程度较高的行

业领域无障碍建设的大众满意度相对更高；新建类型的大型公共服务的无障碍

设施建设相对完善，因此大众感知满意度相对更高一些；一些公共服务领域如

水务、电力、燃气和广电等的营业网点无障碍建设满意度得分较低。 

部分规模企业大众感知调查执行样本明细 

序号 场所类型 名称 样本量 大众感知满意度 

1 交通运输 地铁 108 81.1 

2 交通运输 汽车站（含公交站） 465 79.1 

3 交通运输 火车站 196 76.5 

4 公共服务 人民公园（市民公园） 32 76.5 

5 公共服务 派出所 72 70.1 

6 公共服务 水务 121 64.8 

7 公共服务 国家电网 221 64.8 

8 公共服务 燃气 152 64.1 

9 公共服务 南方电网 43 59.8 

10 公共服务 广电网络 48 56.5 

11 电信营业厅 中国联通 190 65.2 

12 电信营业厅 中国电信 248 64.0 

13 电信营业厅 中国移动 297 63.6 

14 金融服务 交通银行 31 79.7 

15 金融服务 建设银行 127 77.8 

16 金融服务 中国银行 87 77.0 

17 金融服务 邮政储蓄银行 107 76.3 

18 金融服务 农村商业银行 77 74.6 

19 金融服务 工商银行 119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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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金融服务 农业银行 137 71.3 

21 商业中心 万达 42 74.8 

22 商业中心 大润发 36 72.7 

23 商业中心 沃尔玛 31 64.1 

24 电商自提网点 顺丰 51 62.4 

25 电商自提网点 韵达 70 60.6 

26 电商自提网点 邮政 EMS 69 58.3 

27 电商自提网点 中通 63 56.2 

（执行样本均超过 30 家） 

（三）部分规模性企业存在无障碍设施未普及或使用不规范等问题 

从本次体验情况来看，部分全国性质规模较大行业，如交通运输、邮政

电信、金融服务等类型的企业服务网点，也存在无障碍设施未普及、设施维护

不及时等问题。 

1. 金融领域各企业无障碍设施满意度情况 

本次实地体验共执行 81家金融类型服务网点，其中中国建设银行、中国

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分别体验了 19家、17家和 14家，占据执行样本量

前三位，具体如下： 

2017 年百城无障碍设施调查实地体验金融网点执行明细 

  网点企业名称 样本量 

中国建设银行 19 

中国工商银行 17 

中国农业银行 14 

中国银行 9 

中国邮政 3 

交通银行 2 

农村信用社 2 

其他 15 

总计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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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结果显示，中国建设银行无障碍设施整体满意度得分为 79.3分，得

分最高，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无障碍设施整体满意度得分为分别为

66.7分和 67.7分，差异不大。具体而言，场所总体感受得分相对较低，主要

与网点缺少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卫生间等部分无障碍设施有关。无障碍设施各

细项满意度得分如下：  

2017年百城无障碍设施调查实地体验部分金融网点满意度明细表 

网点企

业名称 

整体 

满意度 

无障碍 

出入口 

无障碍 

扶手 

无障碍 

电梯 

无障碍 

卫生间 
盲道 

总体

感受 

中国建

设银行 
79.3 87.2 87.5 80 80 80 71.8 

中国工

商银行 
66.7 78.8 70 —— 60 60.9 

中国农

业银行 
67.7 77.7 70 —— 80 61 

（注：仅包含本次实地体验执行样本 10次以上企业） 

2. 交通领域各类型无障碍设施满意度情况 

本次实地体验共执行 84个交通体验点，主要包括公交站（含客运站）、

火车站、地铁和机场（含代售点），各分别体验了 43家、19家、17家和 5

家，具体如下： 

2017 年百城无障碍设施调查实地体验交通领域执行明细 

  交通类型 样本量 

客运站（含公交站） 43 

火车站 19 

地铁 17 

机场（含代售点） 5 

总计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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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结果显示，客运站（含公交站）无障碍设施整体满意度得分为 80.2

分，火车站无障碍设施整体满意度得分为 75.2分，地铁无障碍设施整体满意

度得分为 82.0分，机场（含代售点）无障碍设施整体满意度得分 81.0。相对

而言，火车站满意度得分偏低。从本次调查来看，交通行业整体满意度较高，

这与交通领域无障碍相对设备普及率高、设备齐全等有一定关系。 

3. 公共服务领域无障碍设施满意度情况 

公共服务领域的实体体验对象主要包括通信行业营业厅和水电气暖营业

厅服务网点。其中，共计 81家通信行业营业厅和 27家国家电网服务网点。样

本分布明细见下表： 

2017年百城无障碍设施调查实地体验部分公共服务领域执行明细 

  网点企业名称 样本量 

中国移动 35 

中国电信 29 

中国联通 17 

国家电网 27 

总计 108 

（注：中国移动营业厅包含中国铁通营业厅） 

2017年百城无障碍设施调查实地体验交通运输领域各类别满意度明细 

交通类型 
整体 

满意度 

无障碍 

出入口 

无障碍 

扶手 

无障碍

电梯 

无障碍 

卫生间 
盲道 

总体

感受 

客运站（含

公交站） 
80.2 91.2 81.3 72 70.9 79.2 74 

火车站 75.2 77.9 80 85 62 86.7 74.6 

地铁 82.0 91.3 91.7 85 65 74.3 74.3 

机场（含代

售点） 
81.0 84 80 70 80 75 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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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验结果来看，中国移动无障碍设施整体满意度得分为 62.6分，中国

电信无障碍设施整体满意度得分为 61.5分，中国联通无障碍设施整体满意度

得分为 67.5分，国家电网无障碍设施整体满意度得分 65.3。总体来看，公共

服务领域满意度得分相对偏低。从细项上看，主要是对场所总体感受得分相对

较低，主要与体验场所缺少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卫生间等部分无障碍设施有关，

与金融行业有一定相似性。 

（注：仅包含本次实地体验执行样本 10次以上企业） 

 

  

2017年百城无障碍设施调查实地体验部分公共服务领域执行明细 

网点企业

名称 

整体 

满意度 

无障碍 

出入口 

无障碍 

扶手 

无障碍 

电梯 

无障碍 

卫生间 
盲道 

总体

感受 

中国移动 62.6 67.9 67.5 50 60 66.7 57.6 

中国电信 61.5 80 84 50 60 73.8 50 

中国联通 67.5 69.3 80 —— 70 58.7 

国家电网 65.3 68.3 75 —— 73.3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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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典型问题 

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维护是一个长期性工程，但在实际调查中我们发现存

在未开放、被占用、维护不到位、设计不合理等典型问题，影响无障碍设施实

际功能的发挥。 

（一）无障碍设施未正常开放 

体验发现，各大城市均配套有无障碍设施建设，但一些城市的无障碍设施

未正常开放使用。如云南昆明商业中心南亚风情第一城无障碍出入口未开放、

山东青岛旅游景区中山公园无障碍出入口未开放。一方面既无法发挥无障碍设

施的实际效用，另一方面也是对公共服务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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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障碍设施被占用 

无障碍设施设备做为特殊群体自主出行、安全出行的专用工具，意义重大，

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往往被占为他用，给特殊群体的出行带来一定的不便。

本次调查发现，无障碍设施被占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其中以无障碍卫生间和盲

道被占用情况最为普遍。如吉林长春商业中心无障碍卫生间被大量杂物占用无

法使用、河北保定旅游景区竞秀公园盲道被挪作他用、河北石家庄餐饮住宿金

圆大厦出入口成为车位导致无障碍出入口完全被堵住、山西太原商业中心万达

广场盲道被大面积占用、浙江宁波商业中心宁波第二百货商店无障碍卫生间被

其他东西占用、福建厦门水电气暖国家电网湖滨南供电营业厅盲道被共享单车

大面积侵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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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障碍设施维护不到位 

《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第十七条明确规定：无障碍设施的所有权人和管

理人，应当对无障碍设施进行保护，有损毁或者故障及时进行维修，确保无障

碍设施正常使用。但从本次调查情况来看，部分无障碍设施的维护仍然存在不

到位的情况。如本次调查中上海商业中心浦东商场无障碍卫生间设施严重损坏，

已无法使用、安徽马鞍山交通运输马鞍山火车站无障碍卫生间设施损坏严重，

未及时进行修理，且没有相应的提示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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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障碍设施设计不合理 

无障碍设施的根据目的是保障残疾人等群体方便、安全出行，享受平等参

与社会生活的权利。但是，从本次调查来看，部分场所无障碍设施设计存在明

显不足，无障碍设施的功能未能有效发挥，甚至部分场所无障碍设施流于形式

化和表面化，无法起到保障特殊群体出行的目的。如本次调查中甘肃兰州水电

气暖国家电网金昌路营业部无障碍出入口设计不合理，轮椅等无法使用、广西

钦州旅游景区园博园障碍坡道较陡，残疾人独立使用困难、甘肃定西水电气暖

国家电网友谊路供电营业厅无障碍出入口设计不合理，宽度太窄，轮椅等根本

无法使用等。 

 

  



- 21 - 
 

五、原因分析 

无障碍环境是残疾人等消费者自主出行、自主消费、参与社会生活的基础

前提,其规划建设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城市消费环境和服务水平的发展状况。

随着残疾人及有出行需要的消费人群的不断增长,人们对消费便利性、生活品

质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社会对无障碍环境的要求日益迫切。但是目前各类消

费场所的无障碍设施建设和使用情况仍然不容乐观，其中既有规划和设计等客

观原因，也有意识理念和执行等主观因素。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讨论： 

（一）部分消费场所受产权、物业、设计等因素影响，改造难度较大  

从本次体验式调查情况来看，部分消费服务场所在设计时配套有完善的无

障碍出行解决方案，但也有部分消费场所无障碍设施改造客观难度较大，尤其

是一些建造年代相对久远的场所。受限于消费场所自身空间、原始设计、运营、

周边配套等软硬件因素，无障碍设施改造存在一定的难处。同时，场所内无障

碍设施的改造又受到产权、物业、城市设计等多种因素影响，从无障碍设施的

规划、设计、改造和后期运维等各个环节均需要投入较多的配套资源，存在一

定的执行难度。 

（二）经营者服务残疾人等消费群体意识有待加强，运维、改造动力不足  

从本次调查来看，各类消费场所中无障碍设施被闲置、被占用、未有效维

护和损坏未维修的情况时有发生。可从两个方面探究经营者原因：一方面，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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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残障人士出入各类消费服务场所的情况不多，无障碍设施的使用率相对较低，

部分经营者对服务残疾人等群体意识不够，必要性认识不足；另一方面，为了

最大化利用经营空间和节省成本，部分经营者对于现有的无障碍设施运维动力

不足，特别是老旧建筑中的无障碍设施改造工作动力相对不足。 

（三）无障碍设施建设涉及部门较多，业务协调上存在一定难度 

《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第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无障

碍环境建设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编制无障碍环境建设发展规划，应当征求残

疾人组织等社会组织的意见。无障碍环境建设发展规划应当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以及城乡规划。第五条规定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

国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无障碍

设施工程建设标准，并对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国务院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

同时，无障碍设施实际改造过程中还涉及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及城市管理等相

关部门，各部门间工作协调和推进方式不统一，对企业的监督监管工作难统一，

也使得部分场所无障碍设建设和改造难度较大。 

（四）关爱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的消费环境和社会氛围有待加强 

近年来，社会关注关爱残疾人等群体氛围明显改善，宣扬宣传关爱残疾人

等群体的各类活动也日渐频繁，残疾人群体也应全面和平等地享有各种便利和

权利的理念越来越被认可。但关注关爱特殊群体氛围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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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大众仍有特殊群体就应该好好呆在家里的传统错误思维。同时，在实际生

活中尊重特殊群体、鼓励特殊群体主动融入社会的意识和观念仍未养成，甚至

仍有特殊人群消费不被认可、出行受到歧视的情况发生。 

六、结论与建议 

从本次调查体验结果来看，各行业无障碍设施普及率仅有 40%，满意度为

70分，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卫生间等设施缺失较为严重，且地区间、行业间

发展不平衡情况较为突出，这与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必然形成的大量消费

者对无障碍设施的巨大需求很不相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在致 2013-2022年亚太残疾人十年中期审查高级别政府

间会议的贺信中指出：‚残疾人是人类大家庭的平等成员，实现‘一个都不能

少’的目标，对残疾人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中国将进一步发展残疾人事

业，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全社会应当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完善

无障碍设施建设，营造便利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保障残疾人、老年人以及其

他无障碍设施需求人群走得出家门、方便去消费、融得进社会，进一步提升消

费体验，同等享受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为此，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残疾人

联合会建议： 

（一）统筹协调推进，实现无障碍设施规划、建设、运维和监督全方位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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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障碍设施涉及管理部门较多，建议各部门通过固定交流渠道、联席

会议制度等方式，实现无障碍设施事前规划、事中管控、事后监督全环节管理，

形成各部门协同共治的良好态势。一是要加强无障碍设施的科学规划，《无障

碍环境建设条例》第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无障碍环境建设

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各地编制无障碍环境建设发展规划要结合实际情况，主

动征求残疾人联合会等社会组织的意见。二是要分步骤、有重点地推进无障碍

设施建设工作。根据《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要求，重点推进特殊教育、康复、

社会福利等机构，国家机关的公共服务场所，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等单位的

公共服务场所，交通运输、金融、邮政、商业、旅游等公共服务场所的无障碍

设施改造。三是要加强事后监管，建设和改造无障碍设施有助于解决‚从无到

有‛的问题，加强对无障碍设施改造的使用、运维和监管工作才能促进解决‚从

有到好‛的问题，才能真正发挥无障碍设施保障特殊人群便捷出行的作用。 

（二）坚持问题导向，在完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一是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继续推进促进无障碍

设施建设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普适性，推动无障碍设施管理体系的现代化、精

细化和大众化；二是不断优化法律法规内容，当前的法律规章条款多以倡议性

和鼓励性为主，在必要情况下应当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增加部分警示性、惩处性

措施条款，增加无障碍环境的保护力度；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将下一步重点工

作放到规章制度的落实上，确保建设有方向、服务有落实、问题有抓手、做好

相关工作的落实、督查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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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动观念转变，营造关注残疾人、关注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良好氛

围 

目前，我国关注关爱残疾人等群体氛围明显改善，但需要进一步营造社会

大众关注特殊人群、关注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氛围。一是要转变惯性思维和传统

观念。当前提起无障碍设施，人们就下意识地想到残疾人士，但事实上无障碍

设施既可以为残疾人使用，也可以为老年人、伤病人、儿童等特殊人群以及其

他社会成员的通行安全和使用带来便利。一要不断宣传无障碍设施事关人人、

惠及大众的观念，转变大众对无障碍设施的传统意识。二是要继续营造关注关

爱特殊群体的氛围，宣传特殊群体也能够全面和平等地享有所有人权观念，形

成尊重和关爱特殊群体、特殊群体主动融入社会、全社会共治共享的意识。三

是积极落实经营者主体责任，加强无障碍设施改造和维护，鼓励社会资本和社

会力量参与无障碍环境建设，为残疾人士、有需求人士的出行和同等享受消费

便利创造安全放心的有利条件。 

（四）建立长效机制，促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健康有序发展 

为了更好的反映各类消费场所无障碍设施建设的新情况和新动态，建议建

立常态化的无障碍设施调查体系，确保无障碍环境健康有序发展。一是继续推

进无障碍设施特别是无障碍环境标准化建设，一方面做好新建设施的规划和配

套服务落实，另一方面做好老旧建筑、老旧小区、老旧街道等的无障碍设施和

通道改造更新工作，让有需求的消费者无论是居家生活或是外出消费都能自如

自助。二是构建无障碍环境评价体系，广泛听取专家学者、特殊群体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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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经营者等多方面意见，以评促建，优化和完善各类消费场所无障碍设施布

局与环境建设。三是探索推进无障碍设施普查工作，通过周期性、覆盖面广、

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调查方式，通过各消费场所类型、各地区区域对比分析，掌

握各地无障碍设施 和无障碍环境建设的一手情况，为无障碍设施建设提供数

据支持和决策参考。 

 

 

 

 

 

 

 

 

 

 

 

 

 

 

 



- 27 - 
 

相关附件 

附表一  2017年百城无障碍设施调查样本量明细 

 

2017 百城无障碍设施调查样本量明细表 

调查类型 计划完成量 实际完成量 

实地体察 800 824 

大众感知 9200 9205 

总计 10000 10029 

 

附表二  2017年百城无障碍设施调查各区域样本量明细 

 

2017 百城无障碍设施调查各区域样本量明细表 

调查区域 计划完成量 实际完成量 

华北 1200 1204 

东北 1000 994 

华东 2700 2704 

华中 1200 1203 

华南 1100 1113 

西南 1300 1309 

西北 1500 1502 

总计 10000 1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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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2017年百城无障碍设施调查各类型场所样本量明细 

 

2017 百城无障碍设施调查各区域样本量明细表 

场所类型 计划完成量 实际完成量 

商业中心 1000 1003 

餐饮住宿 1000 1002 

交通运输 1000 1009 

金融服务 1000 1000 

旅游景区 1000 1003 

电信营业厅 1000 1005 

水电气暖 1000 1001 

电商自提网点 1000 997 

政府服务消费者窗口 1000 1002 

医疗卫生单位 1000 1007 

总计 10000 1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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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2017年百城无障碍设施调查城市明细 

 

2017 年百城无障碍设施调查执行城市明细表 

区域名称 序号 省级 城市代码 城市 

华北 

1 北京 1 北京 

2 天津 1 天津 

3 河北 

1 石家庄 

2 保定市 

3 廊坊市 

4 秦皇岛 

4 山西 

1 太原市 

2 运城市 

3 临汾市 

5 内蒙古 

1 呼和浩特 

2 包头 

3 呼伦贝尔 

东北 

6 辽宁 

1 沈阳市 

2 大连市 

3 盘锦市 

7 吉林 

1 长春市 

2 白山市 

3 长白山管委会 

8 黑龙江 

1 哈尔滨 

2 牡丹江市 

3 绥化市 

4 齐齐哈尔 

华东 
9 上海 1 上海 

10 江苏 1 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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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苏州市 

3 镇江市 

4 徐州市 

5 扬州市 

11 浙江 

1 杭州市 

2 宁波市 

3 温州市 

4 台州市 

5 绍兴市 

12 安徽 

1 合肥市 

2 宣城市 

3 马鞍山 

4 黄山市 

13 福建 

1 福州 

2 厦门 

3 漳州 

4 建瓯 

14 江西 

1 南昌市 

2 新余市 

3 上饶市 

15 山东 

1 济南市 

2 青岛市 

3 枣庄市 

4 潍坊市 

5 威海市 

华中 

16 河南 

1 郑州市 

2 周口市 

3 洛阳市 

4 驻马店 

17 湖北 
1 武汉市 

2 宜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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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石市 

4 襄阳市 

18 湖南 

1 长沙市 

2 张家界市 

3 怀化市 

4 湘潭市 

华南 

19 广东 

1 广州市 

2 深圳市 

3 珠海市 

4 佛山市 

5 中山市 

20 广西 

1 南宁市 

2 钦州市 

3 桂林市 

21 海南 

1 东方市 

2 儋州市 

3 保亭县 

西南 

22 四川 

1 成都市 

2 雅安市 

3 泸州市 

4 眉山市 

5 宜宾市 

23 贵州 

1 安顺市 

2 毕节市 

3 黔西南州 

24 云南 

1 昆明市 

2 普洱市 

3 保山市 

25 重庆 1 重庆 

26 西藏 1 拉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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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 

27 陕西 

1 西安市 

2 宝鸡市 

3 咸阳市 

28 甘肃 
1 兰州市 

2 定西市 

28 甘肃 3 嘉峪关市 

29 青海 

1 西宁市 

2 海西州格尔木市 

3 海东市 

30 宁夏 

1 银川市 

2 吴忠市 

3 石嘴山市 

31 新疆 

1 乌鲁木齐 

2 哈密市 

3 石河子市 

(注：后期增加了海南海口及贵州贵阳两个城市，实际执行共计 102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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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部分规模企业大众感知调查各无障碍设施普及率明细 

部分规模企业大众感知调查各无障碍设施普及率明细 

序

号 
场所类型 名称 

无障碍出

入口普及

率 

无障碍

扶手普

及率 

无障碍

电梯普

及率 

无障碍

卫生间

普及率 

盲道

普及

率 

1 交通运输 地铁 78.5% 48.1% 37.8% 26.9% 49.1% 

2 交通运输 
汽车站（含公交

站） 71.7% 36.6% 7.7% 18.2% 41.7% 

3 交通运输 火车站 71.2% 39.9% 26.9% 23.0% 36.0% 

4 公共服务 
人民公园（市民

公园） 68.6% 65.7% 5.7% 5.7% 42.9% 

5 公共服务 派出所 74.7% 72.2% 2.5% 4.2% 40.0% 

6 公共服务 水务 65.3% 65.3% 7.4% 19.0% 39.7% 

7 公共服务 国家电网 64.6% 67.5% 10.2% 18.9% 43.7% 

8 公共服务 燃气 60.5% 63.8% 8.6% 25.7% 44.1% 

9 公共服务 南方电网 62.8% 65.1% 9.3% 11.6% 25.6% 

10 公共服务 广电网络 58.3% 58.3% 8.3% 12.5% 31.3% 

11 电信营业厅 中国联通 60.0% 42.1% 11.6% 15.3% 20.0% 

12 电信营业厅 中国电信 65.3% 48.4% 6.0% 16.1% 28.6% 

13 电信营业厅 中国移动 62.3% 42.4% 11.8% 15.2% 18.9% 

14 金融服务 交通银行 83.3% 83.3% 8.3% 25.0% 41.7% 

15 金融服务 建设银行 69.3% 62.2% 7.1% 11.8% 46.5% 

16 金融服务 中国银行 74.7% 72.4% 5.7% 17.2% 35.6% 

17 金融服务 邮政储蓄银行 70.1% 59.8% 2.8% 7.5% 37.4% 

18 金融服务 农村商业银行 67.5% 59.7% 6.5% 5.2% 36.4% 

19 金融服务 工商银行 71.4% 63.0% 10.1% 11.8% 42.0% 

20 金融服务 农业银行 59.9% 54.7% 5.1% 11.7% 40.1% 

21 商业中心 万达 78.8% 70.8% 6.3% 18.8% 37.5% 

22 商业中心 大润发 61.1% 61.1% 11.1% 19.4% 38.9% 

23 商业中心 沃尔玛 58.8% 58.8% 5.9% 11.8% 29.4% 

24 电商自提网点 顺丰 72.5% 41.2% 9.8% 19.6% 27.5% 

25 电商自提网点 韵达 74.3% 50.0% 12.9% 31.4% 24.3% 

26 电商自提网点 邮政 EMS 59.4% 44.9% 1.4% 9.0% 23.2% 

27 电商自提网点 中通 59.4% 35.5% 8.1% 9.4% 2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