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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 月 8 日，宿淮（北）城镇体系规划工作组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

等形式发布宿淮城市组群调研问卷。截至 4 月 15 日，共回收有效问卷 2547 份。 

现根据调研结果，进行相关问题的简单分析。 

1.问卷调查参与者总体分析 

 

年龄结构 

 

学历分布 

 

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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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本次问卷调查的，以 26 到 40 岁的年龄段为主体，占到 55%；同时，参

与者整体学历较高，大专及本科学历的高达 64%；职业分布方面，考虑到问卷的

推广途径及参与方式等因素，参与者主体以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占比最高，达

到 35%。可以说，参与本次问卷调查的绝大部分是推动宿淮区域社会发展以及城

市建设的中坚力量。 

2.外出人口情况分析 

在回答“您在哪里工作（或上学）”这一题时，共有 688 人选择了其它，外

出人口占到 27%，基本符合皖北区域目前外出人口的现状。外出人口流向方面，

主要是两方面：省外主要是流向长三角地区，占比达 25%；省内主要是流向省会

合肥，占比达 24%。另外，外出人口的构成上，主要以 26 到 40 岁人群为主体，

占 64%。整体学历也较高，大专及本科占比为 57%，研究生及以上达 21%。 

  

外出人口回乡意愿方面，整体的回乡意愿不强。在问到“未来是否考虑回淮

北或宿州工作”时，明确表示不考虑回来的，占比达到 46.6% 

 

 

3.高学历人群返乡意愿分析 

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被调查者中，明确表示不考虑回宿淮地区的达 55%，

这一比例高于整体的返乡意愿。可以得出结论，宿淮地区对于高学历人群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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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较低。高学历人群不考虑回来的三个主要原因依次是就业机会缺乏、个人发展

空间不足和工作收入偏低。 

 

高学历人群返乡意愿 

宿州人明确表示不考虑回来的，占到 41%，考虑回宿州市区的仅占 28.5%；

淮北人明确表示不考虑返乡的，占到 45%，考虑回淮北市区的情况稍好，占 37%。

宿州淮北两市市区，对于外出人口的吸引力均有待提高。 

 

    

4.宿淮中心城区居民情况分析 

相互之间的认知。在本次调查中，有 41%的宿州市区居民表示经常去淮北市，

宿州市区市民对于淮北市印象的关键词主要集中在干净整洁、城市小和煤炭资源

这三点上；淮北市区的市民经常去宿州市的也达到了 40%，而淮北市区市民对于

宿州市印象的关键词则主要集中在城市大、发展快、城市面貌乱这三点上。通过

问卷调查可以发现，宿淮两市中心城区的居民之间，互动比较频繁，并且从两市

居民的相互印象中，可以看出两市主城区近年来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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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市区市民去淮北的频率 

 

淮北市区市民去宿州的频率 

 

在城市相互优势比较上，宿州市民认为，宿州市与淮北市相比较，优势点主

要集中在交通便利、文化底蕴深厚、生活成本适中和经济发展好这四点上。而淮

北市民认为，淮北优势点主要集中在城市环境好、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和治安环境

好这三点上。 

 

宿州市相比淮北市的优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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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市相比宿州市的优势点 

两市市区居民的出行意愿方面，宿州市区居民最常去的是北边的徐州市和省

内的省会城市合肥，分别占到 67%和 65%（此题为多选题），排第三的是蚌埠市，

达到 18.5%。淮北市区的居民，也是对徐州与合肥这两个城市情有独钟，不过从

比例来看，徐州市对于淮北市区居民的吸引力更高。有高达 77.5%的淮北市区居

民选择了徐州市，这一比例高于宿州市区居民的 67%。而同时，也有 56.5%的居

民选择了合肥市，有 10.5%的居民选择了蚌埠市。因此可以看出，徐州与合肥是

宿州、淮北两市市区居民出行的首选。 

   

宿州市区居民最常去的周边城市               淮北市区居民最常去的周边城市 

宿州、淮北两市市区居民去徐州和合肥的目的主要是那些呢？他们是怎么去

的？通过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宿州市区居民选择去徐州，最主要的目的是购物消

费和旅游度假。这两项分别占比 49.7%和 44%。这说明徐州市对宿州市区居民的

吸引力主要体现在消费服务业水平较高。出行方式上，宿州市区居民主要选择以

私家车为主（57%），其次是普速铁路（18%）和高铁（16.7%）。以私家车为主，

一是市区居民生活水平相对较好，二是因为宿州高铁站离市区相对较远，而宿州

与徐州距离也相对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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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市区居民去徐州的目的 

 

宿州市区居民去徐州的出行方式 

宿州市区居民选择去合肥的目的，与去徐州有所不同。最主要的目的是工作，

占比为 43%，其次才是购物消费（39.8%）和旅游度假（33.8%）。在这里可以看出，

工作目的作为首位，是因为合肥是省会城市，公务人员及商务人士去合肥办业务

的较多。出行方式上，私家车出行仍是首位（47.7%），高铁的占比有所上升，达

到 28.6%。考虑到宿州与合肥的距离和时间成本，这一比例的增加也较为合理。 

 

宿州市区居民去合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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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市区居民去合肥的出行方式 

淮北市区居民去徐州，主要目的与宿州市区居民基本一致，也是以购物消费

和旅游度假为主，分别占 51%和 39.4%。而出行方式上，淮北市区居民也是以私

家车为首选（45%），其次是长途汽车（20%）和高铁（18%）。 

 

淮北市区居民去徐州主要目的 

 

    淮北市区居民去徐州主要出行方式 

淮北市区居民去合肥，主要目的也是工作，占比为 46%。紧随其后的是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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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目的，占比为 45%。淮北市区居民去合肥出行方式上，首选依然是私家车，

占到 37%。其次是选择高铁和普铁出行，分别占比 23%和 20%。 

 

淮北市区居民去合肥主要目的 

 

淮北市区居民去合肥主要出行方式 

宿州、淮北两市市区居民未来定居意愿方面： 

宿州市区居民未来基本上都愿意留在本市区，占比为 80%。其次是有小部分

的未来有意向迁徙到合肥和徐州，分别占比 6.9%和 3.6%。大多数市区居民选择

留在本地定居，最主要的考虑因素还是离工作地近，受此印象的占比高达 75%。 

 

宿州市区居民未来定居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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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市区居民选择留在本地定居主要因素 

淮北市区居民未来定居，也是以留在本市区作为首选，这一比例高达 71%。

与宿州市情况稍有不同的是，淮北市区居民未来定居的第二选择是徐州市区，占

比为 8.5%，然后才是合肥市区的 7%。徐州市区对于淮北市区居民的吸引力略高

于宿州市区居民。淮北市区居民选择留在本地定居的首要因素与宿州市区一样，

也是考虑到工作因素，这一占比为 67%。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因素的占比也较高，

达到 60.5%，说明淮北市区居民对于本市市区的环境情况较为满意。 

 

淮北市区居民未来定居意愿 

 

淮北市区居民选择留在本地定居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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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宿淮县城居民情况分析 

(1)各县居民对于本县城最希望提升的方面 

濉溪县居民认为，本县城需要改善医疗卫生水平，占比为 64%；砀山县和萧

县居民认为，本县城亟需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占比分别为 68%和 56%；泗县

居民认为，本县城亟需改善的是城区道路交通情况，占比为 81%；灵璧县居民认

为，本县城有待提高的是公共设施水平，占比为 68%。 

(2)出行意愿方面 

濉溪县居民出行的目的地主要是合肥及徐州，分别占 71%及 65%，其次是省

内的蚌埠（12%）。濉溪县居民去合肥主要目的是工作，出行方式以私家车为主。

去徐州的主要目的是旅游度假和购物消费，出行方式也是以私家车为主；砀山县

居民出行目的地主要是徐州，占比高达 88%，其次是合肥及商丘，分别占 27%和

25%。砀山县居民去徐州主要目的是购物消费及看病，出行方式以私家车和普速

铁路为主。去合肥的主要目的是工作，去商丘的主要目的是购物消费。 

 

濉溪县居民出行主要目的地 

 

砀山县居民出行主要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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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县居民出行的主要目的地也是徐州，比例高达 91%，其次是省会合肥，占

比 35%。萧县居民去徐州的主要目的是购物消费，主要出行方式依然是私家车。

去合肥的主要目的也是购物消费和餐饮娱乐。泗县居民出行的主要目的地是合肥，

占比为 66.7%，其次是徐州和蚌埠，分别占比 47.6%和 42.8%。泗县居民去合肥

的主要目的是购物消费，主要出行方式是私家车。去徐州和蚌埠的主要目的是旅

游度假，出行依然是以私家车为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地缘关系，泗县居民去

江苏宿迁（主要是泗洪）的也占到 9.5%。 

 

 

萧县居民出行主要目的地 

 

泗县居民出行主要目的地 

灵璧县居民出行的主要目的地是合肥和徐州，分别占 66%和 59%。去合肥的

主要目的是购物消费与看病，出行方式以高铁为主。去徐州的主要目的也是看病

和购物消费，出行方式以私家车和长途客运汽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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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璧县居民出行主要目的地 

(3)定居意愿方面 

濉溪县居民未来定居意愿最高的是淮北市区，占比为 44.7%，其次是本地县

城的 25.4%。选择未来定居在淮北市区，主要看重的因素是配套因素（学校、医

院、商圈等）。选择未来定居在本地县城，主要看重的是工作因素（距离工作地

近）和社会因素（亲朋好友多）。 

 

濉溪县居民定居意愿 

砀山县居民未来大多希望能够留在本地县城定居，占比为 43%，主要考虑的

因素是工作因素（距离工作地近）和社会因素（亲朋好友多）。其次是选择定居

徐州市区，占比 16%，主要考虑的因素是配套因素（学校、医院、商圈等）；萧县

居民未来定居也是以留在本地县城为主，占比为 38%，主要考虑的是工作因素（距

离工作地近）。其次是选择定居在徐州市区，占比为 24%，主要考虑的是机会因素

（就业&创业的氛围好、机遇多）。 



  14

 

砀山县居民定居意愿 

 

萧县居民定居意愿 

泗县居民未来定居主要还是希望留在本地县城，占比为 38%，主要考虑的是

工作因素（距离工作地近）。其次是选择定居在合肥市区，占比为 28.6%，主要考

虑的是配套因素（学校、医院、商圈等）。 

 

泗县居民定居意愿 

灵璧县居民未来定居，最优先考虑的是宿州市区，占比 36%，主要考虑的是

配套因素（学校、医院、商圈等）。其次是本地县城（占比 20.5%）和合肥市区

（16%），主要考虑的分别是工作因素（距离工作地近）和配套因素（学校、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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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等）。 

 

灵璧县居民定居意愿 

关于未来定居地，砀山县、萧县和泗县的首选，以及灵璧县的第二选择都是

本地县城，他们在做决定时考虑的主要因素是工作因素（距离工作地近）和社会

因素（亲朋好友多）。 

濉溪县居民首选是淮北市区，灵璧县居民首选是宿州市区，砀山县与萧县的

次选是徐州市区，泗县次选是合肥市区。这些居民在选择周边大城市的市区作为

未来定居地时，主要考虑的是配套因素（学校、医院、商圈等）和机会因素（就

业&创业的氛围好、机遇多）。 

 

6.联动发展认知分析 

关于阻碍宿州与淮北联动发展的主要因素方面，宿淮地区有着相当统一的认

知，高达 72%的宿淮居民认为是行政区划的掣肘，阻碍了宿州与淮北的联动发展。 

 

宿淮居民认为阻碍两市联动发展的主要因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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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规划建议汇总 

本次问卷调查，共有 710 人对于本次规划提出了建议。在这些建议中，有近

300 份建议，均不同程度的提出了区划掣肘的问题，建议本次规划对行政区划问

题予以关注。 

词频云图 

 

（1）区域协调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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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划掣肘建议 

 

 

 

 

 

 

 

 

 

 

（3）文化自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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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乡村振兴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