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居民，感谢各位平日里对区政工作的理解和协助。 

为了更准确地掌握各位中区居民的生活情况以及对区政的评价和要求等，并在今后的区政运营中加以活用，中区

役所正在每 2～3年实施一次居民民意调查。 

在本次的调查中,由于近年来外籍居民人数的增加,形成居民的国籍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针对中区目前正在推进的

“多文化共生的城市”想听听您的意见和看法。另外还有关于“防灾”、“地区福利”等与大家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内

容也想广泛地询问您的意见和建议,用来提升区政行政服务的水平。 

这次问卷调查，以居住于区内的 18 岁以上的居民为对象，随机抽取了 4000 名居民，希望能得到您的配合。您所

回答的内容，仅用于进行统计性处理，不会特定个人信息。此外，您的回答不会被用于本问卷调查以外的目的。 

由于调查项目繁多，给您添麻烦了，如能听到您的宝贵意见将是我们的荣幸。 

感谢您在百忙中抽空配合我们的工作。 

 

2019年 7月 

中区长 竹前 大 
 

 

 

１．请由信封上的收信人本人回答问卷。如果本人填写有困难，请家人等在询问了本人的想法后，代为填写。 

 

２．信封中有日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版的 3种调查问卷，全部都是相同的内容。请任意选择一种填写即可。 

 

３．请用黑色圆珠笔或铅笔等清晰填写。 

 

４．请用○选择相符的编号。如果选择了“其他”，烦请在〔  〕内尽可能详细地填写相关内容。 

 

５．有些问题指定了回答方法（例：用○选择其一），或指定回答人员，请注意不要弄错。 

 

 

 

 

 

 

●如果您对本问卷调查有疑问 

请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横滨市中区役所 区政推进科、福祉保健科  

TEL：０４５－２２４－８１２７  

FAX：０４５－２２４－８２１４  

【填写时的注意事项】 

烦请只将您填好的问卷装入附带的回信用信封（无需邮票），并在 

２０１９年８月 9日（周五）之前 寄出。 

（回信用信封上不需要贴邮票，也不用填写寄信人的信息。另外，未填写的问卷无需返还。） 

2019年度 中区居民民意调查 感谢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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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有关“您自己”（截至 2019年 7月 1日） 

 

问题1 请问您的性别。（用○选择其一）*任意回答 

１ 男       ２ 女 

 

问题2 请问您的年龄。（用○选择其一） 

１ 10-19岁  ２ 20-29岁  ３ 30-39岁  ４ 40-49岁  ５ 50-59岁  ６ 60-69岁  ７ 70岁以上 

 

问题3 与您一起生活的人员有哪些？（用○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１ 祖父 

２ 祖母 

３ 父亲（公公、丈人） 

４ 母亲（婆婆、丈母娘） 

５ 配偶 

６ 兄弟姐妹 

７ 孩子（未满15岁） 

８ 孩子（15岁以上） 

９ 孙辈（未满15岁） 

10 孙辈（15岁以上） 

11 无（独居） 

12 其他〔                      〕 

 

 

 

 

 

问题4 请问您居住的町名。（用○选择其一） 

a行 １ 相生町 ２ 赤门町 ３ 曙町 ４ 池袋 ５ 石川町 

 ６ 伊势佐木町 ７ 上野町 ８ 打越 ９ 内田町 10 扇町 

 11 大芝台 12 太田町 13 大平町 14 翁町 15 尾上町 

ka行 16 海岸通 17 柏叶 18 鸥町 19 北方町 20 北仲通 

 21 黄金町 22 寿町 23 小港町   

sa行 24 鹭山 25 樱木町 26 新港 27 新山下 28 末广町 

 29 末吉町 30 住吉町 31 诹访町   

ta行 32 滝之上 33 竹之丸 34 立野 35 千岁町 36 千鸟町 

 37 长者町 38 千代崎町 39 冢越 40 寺久保 41 常盘町 

 42 丰浦町     

na行 43 仲尾台 44 锦町 45 西竹之丸 46 西之谷町 47 日本大通 

 48 根岸旭台 49 根岸加曾台 50 根岸台 51 根岸町 52 野毛町 

ha行 53 羽衣町 54 初音町 55 花咲町 56 英町 57 万代町 

 58 日之出町 59 福富町仲通 60 福富町西通 61 福富町东通 62 富士见町 

 63 不老町 64 弁天通 65 蓬莱町 66 本乡町 67 本町 

 68 本牧荒井 69 本牧大里町 70 本牧三之谷 71 本牧十二天 72 本牧町 

 73 本牧原 74 本牧头 75 本牧间门 76 本牧满坂 77 本牧绿丘 

 78 本牧宫原 79 本牧元町 80 本牧和田   

ma行 81 真砂町 82 松影町 83 豆口台 84 港町 85 南仲通 

 86 南本牧 87 簑沢 88 宫川町 89 妙香寺台 90 三吉町 

 91 麦田町 92 元浜町 93 元町   

ya行 94 矢口台 95 山下町 96 山田町 97 山手町 98 大和町 

 99 山吹町 100 山元町 101 弥生町 102 横滨公园 103 吉田町 

 104 吉浜町     

wa行 105 若叶町 106 和田山    

 

问题5 您在中区居住多久了？（用○选择其一） 

１  不满1年 ３  3～5年 ５ 11～20年 ７  30年以上 

２  1～2年 ４  6～10年 ６ 21～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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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6 您现在的住房情况如何？（用○选择其一） 

１ 自己买的房子（独幢楼房） ４ 租房（公寓等共同住宅） 

２ 自己买的房子（公寓等共同住宅） ５ 其他〔              〕 

３ 租房（独幢楼房） 

 

问题7 请问您选择居住中区的理由。（用○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１ 从父辈起就住在这里，现在和父母同住 

２ 父母、兄弟姐妹、亲戚等住在附近 

３ 上班、上学方便 

４ 觉得这里的居住环境好 

５ 其他〔                                                 〕 

 

问题8 您今后也想继续住在中区吗? （用○选择其一） 

１ 想一直住下去 

２ 如果选的话，想要继续住下去 

３ 如果选的话，想要搬走 

４ 想要尽快搬走 

５ 不清楚 

 

 

问题9 请问您的就业/就学状况。（用○选择其一） 

１ 就职（正式员工、8小时工作） 

２ 就职（非正式员工、小时工、打工） 

３ 学生 

４ 无工作，也不是学生 

５ 其他 

 〔       〕 

 

问题10 您在哪里上班/上学？（用○选择其一） 

１ 中区内 

２ 横滨市的其他区 

３ 神奈川县横滨市以外的其他市町村 

４ 东京都内 

５ 其他 

 〔           〕 

 ６ 不上班/上学 

 

 

 

【问题 10选择了“１～５”的人员请回答问题 11。】 
问题11 您上班/上学需要花多少时间？（用○选择其一） 

１ 不满15分钟 

２ 15～30分钟不到 

３ 30～45分钟不到 

４ 45分钟～1个小时不到 

５ 1个小时～1小时30分钟不到 

６ 1小时30分钟～2小时不到 

 ７ 2小时以上 

 

 

 

【请所有人员回答】 

问题12 除了家务、工作/学校、上班/上学、睡眠等时间外，您一天的自由时间有多少？ 

*上班/上学人员，请您回答上班/上学的日子（休息天除外）的自由时间。（用○选择其一） 

１  不满1小时    ２  1～3小时不到   ３  3～5小时不到    ４  5个小时以上 

 

问题13 您觉得值得您向友人夸耀的中区的魅力是什么?（用○选择，最多选3项） 

１ 能体现开港历史和感受异国风情的街道 

２ “三溪园”“红砖仓库”“马车道”“元町”“中华街”等能代表横滨的观光地 

３ 交通的便利性 

４ 大规模的公园绿地(“山下公园”、“根岸森林公园”等) 

５ 数量众多的博物馆、资料馆等文化设施(“横滨人偶之家”“大佛次郎纪念馆”“横滨热闹座”等) 

６ 众多国籍的居民构成了国际色彩丰富的城市 

７ 能感受到故乡气息的地区活动 

８ 有很多热爱中区的居民 

９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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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有关“中区的行政服务” 

 
问题14  有关以下的中区的行政服务，请问您“现在的满意度”和您认为的“将来的重要度”。 

 （在各项中，用○分别选择一个满意度和一个重要度） 

 

填写示例 

项  目 

现在的满意度 将来的重要度 

①
满
意 

②
还
算
满
意 

③
说
不
好 

④
不
太
满
意 

⑤
不
满
意 

①
非
常
重
要 

②
比
较
重
要 

③
说
不
好 

④
不
太
重
要 

⑤
不
重
要 

a 主要干线道路的整备、安全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请回答以下各项】 

项  目 

现在的满意度 将来的重要度 

①
满
意 

②
还
算
满
意 

③
说
不
好 

④
不
太
满
意 

⑤
不
满
意 

①
非
常
重
要 

②
比
较
重
要 

③
说
不
好 

④
不
太
重
要 

⑤
不
重
要 

a 主要干线道路的建设、安全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b 自己住宅周围的生活道路建设、安全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c 方便自行车行驶的道路建设、安全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d 方便行走的道路、人行道的整修、安全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e 巴士、电车出行的方便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f 中心市街区的建设、景观、街道的美化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g 生活区域的建设、景观、街道的美化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h 公园、广场的整修、游戏器具的安全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i 绿地的保护、绿化工作的推进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j 能接触河川或港湾的环境建设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用○从每个项目中分别选出一个相

符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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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现在的满意度 将来的重要度 

①
满
意 

②
还
算
满
意 

③
说
不
好 

④
不
太
满
意 

⑤
不
满
意 

①
非
常
重
要 

②
比
较
重
要 

③
说
不
好 

④
不
太
重
要 

⑤
不
重
要 

k 能享受市民菜园等务农之乐的设施建设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l 日常购物的便利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m 
推进生活文明行为的工作（扔垃圾、遛狗、随便

停车、边走边抽烟、随手乱扔等）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n 
地区活动设施（地区中心、社区活动中心、地区

护理广场等）的建设和便利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o 体育设施、室外娱乐设施的整备、便利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p 
面向市民活动·生涯学习的援助、设施的整备和

便利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q 令老年人安心生活的援助、设施的整备和便利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r 令残疾人安心生活的援助、设施的整备和便利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s 令人安心育儿的援助、设施的整备和便利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t 儿童教育、青少年的健全培育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u 对生活困难人员的生活援助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v 医院、诊所、急救医疗的完善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w 地震、火灾等的灾害对策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x 防止犯罪对策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y 
区役所服务（窗口的接待、等待时间、政府机构

的便利性等）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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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有关“多文化共生” 

在中区居住着大约有17,000名外国人，平均每 10名居民中就有 1名外籍人士。现在区里正在推进不同国籍、民族等的

居民之间互相认同、理解文化的差异，并共同生活的“多文化共生的城市建设”。 

 

问题15 您来到日本的目的是什么？请只选择一个最大的目的。（用○选择其一） 

１ 为了学习 

２ 为了掌握职业技能 

３ 为了拥有更好的生活 

４ 因为与日本人结婚了 

５ 为了政治自由 

６ 向往日本 

７ 因为自己或家人的工作调动 

８ 出生在日本 

９ 其他〔                    〕 

 

 

问题16 您听说过“多文化共生”这个词吗？（用○选择其一） 

１ 听说过，并理解其意思 

２ 听说过，但不太明白其意思 

３ 没听说过 

 

问题17  您现在与日本人有什么样的交流？（用○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１ 有家人、亲戚是日本人 

２ 有朋友、熟人是日本人 

３ 一起参与自治会町内会等的活动 

 

４ 与邻居有交往 

５ 在兴趣爱好的活动中有交流 

６ 打招呼 

７ 其他〔         〕 

８ 没有交往 

 

 

 

 

【问题 17选择了“8”的人员请回答问题 18。】 

问题18 为什么不和日本人交流呢？请只选择一个最大的理由。（用○选择其一） 

１ 因为不会说日语 

２ 因为不擅长和日本人交往 

３ 没有说话的契机 

４ 因为没有交流接触的地方/机会 

５ 认为没必要 

６ 因为身边没有日本人 

７ 其他〔                                          〕 

 

【请所有人员回答】 
问题19 至今为止，您和邻近的日本人在生活当中，有过感到困惑的经历吗？内容是怎样的？（用○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１ 垃圾的废弃方法 

２ 从房间传出的声音、声响（噪音问题） 

３ 与宠物有关 

４ 与食物有关 

５ 汽车或自行车的停放 

６ 商店、住宿设施的营业 

７ 房间的使用方面 

８ 语言的差异·误会 

９ 其他〔          〕 

10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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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0 为了以后在日本，和日本人共同有着更好的生活，关于“日本的规则、习惯”和“日本社会的制度、信息”，您

分别想知道的是什么？（用○选择，分别不要超过3项） 

“日本的规则、习惯”（用○选择，最多选3项） “日本社会的制度、信息”（用○选择，最多选3项） 

１ 垃圾的废弃方法 

２ 汽车、自行车的停车方法 

３ 交通规则(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等) 

４ 声音大小的顾虑(近邻、公共场所) 

５ 地区活动的参加方法 

６ 日本的风俗、传统文化 

７ 其他〔                〕 

８ 没有，不清楚 

 

１ 医疗 

２ 养老金、税金等 

３ 育儿 

４ 防灾 

５ 工作 

６ 居住 

７ 教育 

８ 其他〔                 〕 

９ 没有，不清楚 

 

问题21 您认为日本人和外国人要想在同一个地区生活得更好，哪些是必要的呢？（用○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１ 相互认同原本就存在的不同 

２ 对对方感兴趣 

３ 积极地打招呼等 

４ 了解彼此国家的文化和生活习惯 

５ 确认地区的规则，互相进行教习 

６ 没有歧视意识 

７ 学习对方国家的语言 

８ 在道路的标牌、街道的招牌等处增加外语标识 

９ 邀请对方参与地区的活动 

10 其他〔                                         〕 

11 不清楚 

 

问题22 在发生地震等灾害的时候，需要包括日本人、外国人在内的所有地区居民共同努力面对。您希望区政府采取什么样

的对策？（用○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１ 在避难场所的告示等处同时标记外语标识 

２ 配发外国语的紧急对应手册 

３ 紧急时进行外语广播和指引 

４ 用SNS等迅速发布多种语言的信息 

５ 举办可以用外国语的咨询 

６ 使地区的防灾训练便于外国人参加 

７ 推进建立包括外国人在内的地区居民能够联系并合作的体系 

８ 推进建立外国人之间能够联系并合作的体系 

９ 其他〔                                         〕 

10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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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3 为了推进“多文化共生的城市建设”，您认为中区应该致力于什么样的事情呢？（用○选择，最多选3项） 

１ 举办日本人与外国人的交流会和活动 

２ 对外国人，用外语介绍日本的文化和生活信息 

３ 对日本人，介绍外国的文化和生活信息 

４ 举办更多用外语交流的生活咨询 

５ 举办更多日语教室 

６ 设立日本人和外国人交换意见的场合 

７ 增加日本人和外国人合力协作的机会 

８ 其他〔                                         〕 

９ 没有 

 

问题24 为了推进“多文化共生的城市建设”，您能协助的事情有哪些呢？（用○选择，最多选 3项） 

１ 主动与对方打招呼等 

２ 为了能和日本人交流沟通，学习日语及日本文化等 

３ 向日本人咨询生活习惯和规则 

４ 与地区的日本人进行对话和交流 

５ 参加地区的交流和活动 

６ 参加地区的避难训练、清扫等的地区活动 

７ 帮助举办介绍本国文化、语言、料理等讲座 

８ 参加翻译、口译、日语教室等志愿者活动 

９ 参加和协助那些不习惯日本生活的外国人的支援活动（包括NGO/NPO） 

10 其他〔                                         〕 

11 没有 

 

“中区地区福利保健计划”（又名“中なかいいネ！”），以在地区的人们互相支持，谁都能健康安心地生活的城市建设作为

目标，是中区的居民、社区工作的人、所有人共同协作进行的计划。基于这个中区地区福利保健计划，现在正推进“与地

区的联系”、“在地区的互相帮助”和“促进健康”的地区活动。 

 

问题25 您感觉您这一个月的健康状况怎样？（用○选择其一） 

１ 很健康 

２ 还算健康 

３ 不算健康 

４ 不健康 

 

问题26 您平时与周围邻居的交往情况如何呢？（用○选择其一） 

１ 不怎么碰面，连长相都不知道 

２ 如果碰见了会打招呼的关系 

３ 有时候聊聊天 

４ 一起买东西等，和谈得来的人比较亲近 

５ 有困难时能够商量，互相帮助 

４ 有关“地区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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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7 您在与周围邻居的交往中，感觉怎么样？（用○选择其一） 

１ 互不干涉，清清爽爽，日常生活感觉很好 

２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淡，各过各的生活，有些寂寞 

３ 关系比较亲密，日常生活感觉很好 

４ 关系太过亲密，有点烦 

 

问题28 关于下列A～J的地区活动，您有参加过吗？ 

    在A～J的项目中，用○从１～３中分别选出相符的数字。（用○选择分别其一） 

 ① 参加过 

 

 

② 虽然没参加

过、但是感

兴趣 

③ 既没参加

过、也不感

兴趣 

A 有关促进健康的活动 １ ２ ３ 

B 兴趣、修养、运动等活动组织/小组 １ ２ ３ 

C 庙会、运动会等活动 １ ２ ３ 

D 防犯、防灾、交通安全等活动 １ ２ ３ 

E 利用兴趣和特长等帮忙 １ ２ ３ 

F 捡垃圾、维护花草等清扫和美化活动 １ ２ ３ 

G 对老年人的援助活动（志愿者组织等） １ ２ ３ 

H 对残疾儿童的援助活动（自主训练会，闲暇支援等） １ ２ ３ 

I 育儿援助活动（育儿沙龙等） １ ２ ３ 

J 其他志愿者活动 １ ２ ３ 

 

问题29 关于今后的地区活动，请选择与您的想法最相近的选项。（用○选择其一） 

１ 想要成为活动的运营中心 

２ 想协助活动的运营 

３ 不想参与活动的运营，但想参加活动 

４ 想参与活动，但现在无法参加 

５ 不想参与 

 

问题30 您认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您能比较容易参加地区活动呢？请从下列内容中最多选出 3项。 

（用○选择，最多选3项） 

１ 可以和家人、朋友等认识的人一起参加 

２ 有可以轻松参加的活动 

３ 活动地点在附近 

４ 活动的日期和时间合适，自己能参加的时间 

５ 活动内容、举办日期、地点等能够预先在告示板等处了解到 

６ 孩子和老年人等需要照顾的情况下，也可以被接受一起参加 

７ 无需费用 

８ 有意义、有成就感 

９ 关于活动有能咨询的地方 

10 其他〔                                         〕 

11 无论什么条件都不想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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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31 请选出下面您认为必须在居民的生活中进行的地区活动。（用○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１ 防灾活动（储备防灾用品、实施防灾训练等） 

２ 防犯活动（防犯巡逻、上下学时间对孩子的照看、设置路灯等） 

３ 美化街区（地区清扫活动、管理垃圾场等） 

４ 宣传活动（传阅板、告示板上的信息提供等） 

５ 福利活动（举办健康沙龙、育儿沙龙、照顾独居老人等） 

６ 地区交流（举办运动会、捣年糕大会等） 

７ 这些选项里面没有 

 

问题32 关于在问题31中列出的活动资讯，您觉得从什么地方得到比较好呢？（用○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１ 告示板 

２ 传阅板 

３ 网页 

４ SNS 

５ 传单（每户配发） 

６ 来自熟人 

７ 其他〔          〕 

８ 不清楚 

 

问题33 对于邻里有困难的人，您觉得您能给予怎样的帮助？（用○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１ 成为对方能说说话、可以商量的人 

２ 聊天了解情况后，能与其分居的家人联系 

３ 聊天了解情况后，能与民生委员和行政部门联系 

４ 帮忙倒垃圾、买东西、除草等屋外帮助 

５ 帮忙打扫，洗衣，做饭，换灯泡等屋内帮助 

６ 护送小学生上下学 

７ 临时帮忙照看孩子 

８ 帮助残疾儿童外出 

９ 老年人就医和购物时的接送和陪伴 

10 帮助孩子学习 

11 通过“饮食”在地区集会、交流的场所（儿童食堂、饭会等） 

12 老年人和残疾儿童的人身安全确认（是否平安无事）的问询 

13 灾害时的安全确认和避难帮助 

14 其他〔                                         〕 

15 没有 

 

问题34 为了让居住的地区能更容易生活，您认为特别需要采取的措施有哪些？（用○选择，最多选3项） 

１ 增加参加地区活动的居民 

２ 增加负责地区活动的居民 

３ 建立起进行地区活动的人们之间的联系 

４ 为了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增加交流的机会 

５ 创建一个不论年龄和健康状况都可以参加的场所 

６ 举办为了延长健康寿命的活动 

７ 建立能够早点觉察到需要支援的人的体制 

８ 创建可以在附近/近处进行咨询的环境 

９ 为应对灾害建立近邻能互相帮助的机制 

10 其他〔                                         〕 

11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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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35 关于下面列举的①～⑭的项目， (A)您自己感到不安的事情 (B)您为家人而感到不安的事情 (C)您为邻居而感到

不安的事情，请问您是怎样认为的？请选择相对应的选项。（用○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A) （B） （C) 
 自

己
感
到
不
安
的

事
情 

为
家
人
而
感
到
不

安
的
事
情 

为
邻
居
而
感
到
不

安
的
事
情 

① 家务（做饭、打扫卫生） １ １ １ 

② 购物或就医等外出 ２ ２ ２ 

③ 不健康的生活 ３ ３ ３ 

④ 独自吃饭（一个人吃饭） ４ ４ ４ 

⑤ 运动不足 ５ ５ ５ 

⑥ 身体的健康（疾病或残疾等） ６ ６ ６ 

⑦ 经济状况 ７ ７ ７ 

⑧ 护理 ８ ８ ８ 

⑨ 育儿 ９ ９ ９ 

⑩ 痴呆症 10 10 10 

⑪ 老年人的独居生活 11 11 11 

⑫ 孤独 12 12 12 

⑬ 劳动时间 13 13 13 

⑭ 其他〔                〕 14 14 14 

⑮ 这些选项里面没有 15 15 15 

 

５ 有关“自治体町内会”“垃圾、资源回收” 

 

自治会町内会由地区居民组织，除了进行街道的清扫活动、防范、防火活动，举行节日庆典、运动会等活动外，还进行

町内留言板的管理、协助传达行政信息等，自治会、町内会是地区联系的基础。 

 

问题36 您是否加入了自治会町内会？此外，您是否参加过自治会町内会的活动或地区举行的活动等？（用○选择其一） 
 

１ 已加入，曾担任负责人 

２ 已加入，曾经参加过活动 

３ 已加入，但是没有参加过活动 

４ 没有加入，但是曾经参加过活动 

５ 没有加入，也没有参加过活动 

 

【问题 36选择了“4或 5”的人员请回答问题 37。】 

问题37 请问您不加入自治会町内会的理由是什么？请选出最多 3项符合您想法的选项。（用○选择，最多选3项） 

１ 没有加入的契机 

２ 没有时间 

３ 因为必须支付会费等 

４ 因为有管理组合所以不需要加入 

５ 不清楚活动内容 

６ 没有加入的好处 

７ 家人、朋友、熟人没有加入 

８ 因为不能参加自治会町内会的活动 

９ 同辈加入者少 

10 其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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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38 关于您日常使用的垃圾回收所，困扰您的问题有什么？（用○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１ 垃圾回收所太脏了 

２ 有人不把垃圾和可回收资源分开处理 

３ 有些人不遵守扔垃圾的日期和时间 

４ 有从其他地区带来的垃圾 

５ 粗大垃圾被扔进回收所 

６ 被乌鸦和老鼠破坏糟蹋 

７ 其他〔                                          〕 

８ 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近年来，各地发生了大规模地震和水灾，中区也积极推进日常防备型的“自助”和地区相互协助型的“互助”。另外，

为了应对灾害发生，也与居民们一起进行各种防灾训练和防灾培训等工作。 

 

问题39 为了将灾害的伤害控制在最小限度，请问您有在准备着什么?（用○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１ 确定了发生灾害时家人的集合地点 

２ 备有灭火器 

３ 确认灭火器的使用期限 

４ 准备了紧急时刻需携带的物品 

５ 确保家中有3天的饮用水和食物 

６ 室内的家具用防倒金属件固定起来 

７ 全家人有在一起讨论防灾 

８ 掌握避难场所等信息 

９ 其他〔                                          〕 

10 什么也没做 

 

问题40 您对灾害的发生感到不安的事情是什么？请选出最多3项符合您想法的选项。（用○选择，最多选3项） 

１ 自己或家人因为年事已高，担心能否迅速避难 

２ 因为有孩子，担心能否迅速避难 

３ 自己或家人有残疾障碍，担心能否迅速避难 

４ 灾害时是否能确认家人的安危令人不安 

５ 灾害时是否能得到准确的信息令人不安 

６ 灾害时不知道留在家里好还是应该去避难所 

７ 在避难所的生活令人不安 

８ 避难后，担心能否恢复原来的生活 

９ 其他〔                                          〕 

10 没有 

 

问题41 您在灾害的时候能为地区做些什么？（用○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１ 安全确认 

２ 初期灭火 

３ 帮助救援 

４ 分发救援物资 

５ 做饭并分发 

６ 帮助据点运营 

７ 应急治疗 

８ 陪伴、看护 

９ 照顾幼儿 

10 照顾宠物 

11 其他〔           〕 

12 没有 

 

 

６ 有关“防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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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42 您知道您居住地区的避难场所吗？请从下述中选出您知道的所有场所。（用○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１ 暂时避难场所 
※１ 

２ 地区防灾据点 
※２
 

３ 广域避难场所 
※３
 

４ 海啸避难设施 

５ 不知道 

  

 

※１ 暂时避难场所 

 地震发生后，为了观察周围的情况或前往下一个避难所（地区防灾据点、广域避难场所），当地居民会暂时聚集在

一起的场所。由自治会町内会选定地点。 

 

※２ 地区防灾据点 

 地震使房子倒塌或者有倒塌的危险时,临时避难生活的场所。担负着粮食、水、救援物资等的发放及生活信息的提

供、家人安危确认等功能。在中区各地区共指定了 15所中小学校等地点。 

 

※３ 广域避难场所 

大地震引起的火灾多发，延烧范围扩大的情况下，为了保护自身免受烟雾和燃烧侵害而避难的场所。中区有5个地

方被指定为广域避难场所。 

 

问题43 中区举行过由自治会町内会及地区防灾据点进行的防灾训练，市政府、区政府也实施过防灾减灾说明会及训练等

各种各样的活动，请问您参加过吗？（用○选择其一） 

１ 参加过 

２ 没参加过 

 

【问题 43选择了“2”的人员请回答问题 44。】 

问题44 没参加过的理由是什么呢？请选择一个最贴近的理由。（用○选择其一） 

１ 没时间 

２ 没兴趣 

３ 一个人参加比较困难 

４ 没觉得有必要 

５ 不知道有该活动 

６ 其他〔                                          〕 

 

【请所有人员回答】 
问题45 您觉得为了增加参加训练和培训等人员的数量需要怎样的措施呢？（用○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１ 增加面向育儿一代等年轻人的内容训练 

２ 用多种媒体来介绍宣传训练和意识启发的活动 

３ 制作贴近地区新后备力量的小学生、中学生们年龄层的训练内容 

４ 以剧本形式边进行灾害模拟，同时学习防灾知识 

５ 和节日庆典等其他活动一起举办 

６ 具有游戏性和比赛性的内容 

７ 其他〔                                          〕 

８ 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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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有关“行政信息” 

 

横滨市为了正确、方便地传达行政通知、生活信息，通过电视、网络、书面广告等各种形式发布相关信息。除“宣传报横

滨中区版”和主页外，中区役所还以外国人为对象，发布“Naka Ward Town News（英文版中区城市报）”和“春夏秋冬（中

文版中区城市报）”。 

 

问题46 您现在以何种方式获取横滨市、中区的行政信息、地区信息？（用○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１ 宣传报横滨中区版 11  市提供的广播节目 

２ Naka Ward Town News（英文版中区城市报） 12 电视 

３ 春夏秋冬（中文版中区城市报） 13 收音机 

４ 中区的主页 14 网络（市、区的网页除外） 

５ 横滨市的主页 15 报纸 

６ 传阅板、自治会、町内会的告示板、海报 16 市、区发行的其他印刷品 

７ 市、区的SNS 17 城市信息报 

８ 市、区的电子杂志 18  从朋友、熟人等处听来的消息 

９ 季刊杂志「横滨」 19  其他〔                 〕 

10 市提供的电视节目 20  没有获得信息 

 

问题 47 有关中区役所发行的“宣传报横滨中区版”“Naka Ward Town News（英文版中区城市报）”、“春夏秋冬（中文版

中区城市报）”和中区的主页，您希望今后能充实哪些内容？（用○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１ 区内的活动信息 

２ 文明行为的启发教育 

３ 地区活动信息 

４ 防犯罪 、防灾信息 

５ 驱除害虫的相关信息 

６ 志愿者信息 

７ 老年人、残疾人福利信息 

８ 强身健体的相关信息 

９ 育儿信息 

10 居民公用设施的信息 

11 流感对策等季节性健康信息 

12 街道的推荐信息等地区信息 

13 其他〔                  〕 

 

 

 

 

 

８ 自由意见栏 

 

问题48 今后如何使中区成为更有魅力、更适合居住的区域，请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可自由填写。 
 

 

 

 

 

 

 

调查问卷到此结束。谢谢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