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目前，我国 24个省份出台省级

控烟相关法规，254 个城市出台市级控

烟相关法规，这是近日中国控制吸烟协

会医疗机构控烟及健康促进专业委员会

成立大会暨“控烟与健康”学术研讨会上

透露的信息。

但这距离《健康中国行动（2019—

2030 年）》提出的“到 2030 年全面无烟

法规保护的人口比例达到 80%及以上”

的目标还有不小差距。

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我国依然没

有正式出台国家层面关于公共场所控制

吸烟问题的法律法规。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只有无一例

外地立法禁止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吸

烟，才能确保那些生活在较贫穷和欠

发达地区的人与较富裕城市的居民一

样，享有免受二手烟危害的保护。

然而，据无烟草青少年行动基金统

计的数据，我国目前仅有 24个城市的控

烟法规达到了全面无烟的要求。

尚无国家层面控烟立法

烟草流行普遍存在于全球范围内。

为遏制烟草流行，2003年世界卫生大会

批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FCTC），旨在降低烟草对健康和经济

的破坏性影响，号召各国团结起来共同

攻克这一威胁人类健康的难题。截至

2023 年 9 月，FCTC 共有 183 个缔约

方，覆盖了世界 90％以上的人口。中国

于 2005年批准了 FCTC，2006年 FCTC

在中国正式生效。

“目前，我国各地方距 FCTC 的要

求还有较大差距。我们承诺要保护人

们免受烟草烟雾的危害，但并没有达

到 FCTC 所提出的实现各公共场所百

分之百禁烟的要求，相当一部分公众

仍然暴露于烟草烟雾的危害之中。”上

海市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陈德告诉

《医学科学报》。

我国对公共场所控烟立法的工作主

要是随着国家规划纲要的制定而展开

的。记者查询到，2011年，“十二五”规划

纳入了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内容，同年颁

布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首次涉及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的内容。

2014 年，国务院公布了《公共场所

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并公开向社会

征求意见，但是该条例至今未获得审议

通过。

2016年，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要求全面推进控烟履

约，加大控烟力度，运用价格、税收、法律

等手段提高控烟成效；积极推进无烟环

境建设，强化公共场所控烟监督执法；推

进公共场所禁烟工作，逐步实现室内公

共场所全面禁烟。

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

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强调要进

一步提高公众对烟草危害的认识，并拟

将公共场所控烟管理交由各省份自行规

定，但是 2019年 12月 28日正式公布的

该法却删去了原草案中有关公共场所控

烟的内容。

此外，《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在

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室禁止吸烟的规

定》《铁路安全管理条例》《民用航空安全

保卫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也对公共场

所禁烟有所涉及。

“因为没有统一的国家控烟立法作

指导，各地的控烟执法在实践中标尺不

一，效果各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控烟办公室研究员姜垣表示。

地方立法执行力度参差不齐

相比国家统一的控烟立法“步履维

艰”，各地方对于公共场所控烟所采取的

措施要“先行一步”，并稳步推进。

其实，早在 2011 年的《公共场所卫

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

则》）公布实施之前，诸多地区已经就公

共场所吸烟的问题颁布了专门的法律文

件，其中最早的是苏州市 1993年颁布的

《关于在市区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几项

规定》。

自《细则》公布实施以后，各地方的

控烟立法朝着较为规范的趋势发展。

在控烟立法内容上，地方控烟立法呈现

出控烟规定细致化的趋势。

以上海为例，1994年制定了政府规

章《上海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暂行规

定》，2009 年 12 月 10 日市人大常委会

通过《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并于 2010年 3月 1

日生效实施。

2016年 11月 11日

《条例》第一次修订，实

现室内全面禁烟；2022

年 10月 28日《条例》第

二次修订并实施，将电

子烟纳入公共场所禁烟

范围。

上海市爱国卫生运

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王彤在接受《医学科学

报》采访时表示，上海市

成人吸烟率自 2010 年

控烟立法以来，已降至

2022 年的 19.4%，下降

了 7.5个百分点，提前达

到“健康中国 2030”目标。法定禁烟场所

违规吸烟发生率从控烟立法前的 37.5%

下降至 12.4%，室内“无烟具”场所“无烟

蒂”“无吸烟室”场所的比例继续保持良

好，分别为 97.0%、93.2%、99.5%，法定禁

烟场所电子烟使用率为 2.2%。

北京市也在近日举办的《北京市控

制吸烟条例》立法 10周年宣传活动上交

出了“由控烟法规实施前的 23.4%下降

至 19.9%”的成绩单。

相关法律人士指出，一部全面无烟

的立法是法规规章执行的依据和保障，

多个控烟典范城市的经验显示，室内公

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

内全面禁烟是保障控烟法规规章得以切

实落实的立法保障。在完备的立法保障

之下，强有力的执法和持续不断的健康

宣传教育则是实现保护民众健康的立法

目的的有效途径。吸烟率持续下降意味

着相关疾病的大幅减少，这也是实现健

康中国战略的有力支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将视线转至国外，有些国家在控烟

方面成功的经验，或许能为我国控烟提

供借鉴。

新加坡的控烟工作一直保持着较高

的水准，并被其他各国纷纷效仿。1970

年，新加坡公布了第一部控烟令，随后历

经十几次修订，将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

的范围不断扩大；同时，新加坡政府通过

不断公布并更新禁烟令的相关条例指导

实践工作。

另外，新加坡的控烟工作所取得的

成就离不开其严格、高效的执法方式。新

加坡控烟执法是通过国家环境部执法人

员执法结合公众参与的方式进行的。通

过禁烟场所附近的闭路电视的录像搜集

证据、通过相关热线和网站接收投诉。此

外，新加坡不断提高烟草税，并且将合法

购买烟草和吸烟最低年龄调至 21岁，以

防青少年过早接触烟草。

多年持续、有力的禁烟举措，使得新

加坡的吸烟率呈逐步下降趋势，2020年

已降至 10.1%。

爱尔兰于 2001 年制定了全国范围

内的控烟令，于 2002年正式生效，此后

经历了几次修订。保护儿童健康法案

于 2016年正式生效，该法案旨在保护

儿童免受机动车辆中烟草烟雾的危害。

此外，爱尔兰还于 2004年颁布了一部

重要的禁烟法令———工作场所禁烟令。

该禁烟令的颁布实施使爱尔兰成为第

一个实行工作场所禁烟令并取得显著

成效的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爱尔兰的控烟立法

十分庞杂，所涉及的内容非常细致，除室

内全面禁烟的规定外，还对烟草广告及

烟草包装、烟草产品设计以至对烟草零

售商的要求等做出了严格规定。2015

年，爱尔兰又将控烟法中关于烟草包装

的部分内容单独立法，规定采用统一颜

色、字体、字号、图形警示，去掉品牌信息

的烟盒包装，从而成为欧盟第一个使用

卷烟平装烟包装的国家，进一步细化并

适应了新形势的需要。

因本报记者张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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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好全国控烟这盘“棋”须立法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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