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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起控烟大旗，全国各地处于进行时

“无烟上海”迎来 时代

今年是上海自控烟立法以来的第

15个年头。上海市成人吸烟率下降了

7.5个百分点至 2022年的 19.4%，提前

达到“健康中国 2030”目标。

2009年 12月 10日，上海市人大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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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大陆地区首部

省级人大颁布的控烟地方法规，也为上

海打造“无烟世博”奠定了法律基础。参

照世界卫生组织 2009年颁布的《无烟草

烟雾大型活动实施建议》，上海首次提出

了明确的“无烟世博”标准，开启了“无烟

上海”1.0时代。

2016年 11月 11日，上海市人大表决

通过了《关于修改〈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

吸烟条例〉的决定》，于 2017年 3月 1日

起施行并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

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实现室内

全面禁烟。“无烟上海”进入 2.0时代。

2022 年，上海启动《条例》第二次修

订，修订后的《条例》于 2022年 10月 28

日起施行，而上海成为国家层面将电子烟

纳入监管后，首个修订控烟法规将电子烟

纳入公共场所禁烟范围的城市。“无烟上

海”迈入 3.0时代。

针对室内禁烟成效向好，而室外游

烟问题凸显的情况，结合超大城市精细

化管理的要求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思路，上海逐步推进控烟“疏堵结

合”策略，于 2023年世界无烟日在全市

推出“控烟行动三部曲”，即“室内全面禁

烟、室外不吸游烟、吸烟请看标识”。从

室内全面禁烟到室外控烟管理，“无烟上

海”跨入 4.0时代。

上海在全市推出统一规范化的控烟

标识系统，包括禁烟标识、室外吸烟点标

识和引导标识，“疏堵结合”开展室外吸

烟点示范建设，在强化做好室内全面禁

烟的基础上，进一步宣传倡导室外不随处

抽烟和不吸游烟，减少二手烟对非吸烟者

的健康危害。同时，加强全市戒烟门诊、戒

烟热线、社区戒烟、中医戒烟、新媒体戒烟

等戒烟服务网络建设，鼓励和支持烟民

加入戒烟行动，并对其提供专业、科学、

便捷的戒烟支持和指导。

北京：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2014年 11月 28日，北京市十四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于 2015年 6月

1日起施行。

9年来，北京市成人吸烟率持续下

降，由控烟法规实施前的 23.4%下降至

19.9%，尝试戒烟率提高至 41.8%，青少

年吸烟率降至 1.1%。

北京市推动重点场所无烟环境建

设，实现无烟党政机关、无烟学校、无烟

医院全覆盖，建设市级控烟示范单位

2443家；建设打造 26条控烟示范街区，

市、区、街乡、社会组织控烟主体责任意识

持续加强；首都控烟志愿者达到 1.4万余

人，政府管理、单位负责、个人守法、社会

监督的控烟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基本形成。

下一阶段，北京将持续深入落实《北

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积极引导市民养

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首先，继续关

口前移，加强青少年控烟工作宣传，开

展优秀控烟作品校园巡展活动；其次，

在首都各高校建立志愿服务团队，完

善高校控烟工作管理机制，开展大学

生控烟辩论赛，增强学生主动参与营

造无烟环境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加强

控烟监督执法，持续巩固无烟环境建

设；开展多层次的戒烟服务，为市民提

供更多元化的戒烟干预途径。

山东：探索“全、宽、多”路径

山东省通过控烟科普、戒烟服务、推

动立法、试点创新等举措，广泛动员全省

各级各单位和广大市民积极落实控烟履

约，减少二手烟的危害。

依托“世界无烟日”，全方位营造控

烟氛围。传统媒体、新媒体分别覆盖电

视终端和网络空间，同时，利用资源库，

打造专属的新媒体平台；依托教育系统，

在广大青少年心目中树立“无烟健康”的

理念等。

从省级和市级两个层面入手，宽领

域推进控烟立法。按照该省政府 2021年

立法计划，山东省控烟条例纳入了三类

立法计划（抓紧调查研究和起草的地方

性法规），经有关方面研究，拟将控烟有

关条款纳入《山东省爱国卫生条例》修订

版。在市级层面，自 2013年青岛市制定

出台了《青岛市控制吸烟条例》后，潍坊

市和威海市也都于 2023年初出台了控

制吸烟管理办法。《济南市公共场所控

制吸烟条例（草案）》正在“走”立法程序；

淄博、德州、滨州将其纳入了市级人大二

类立法计划，日照将其纳入了市级人大

三类立法计划。

积极多渠道探索控烟新模式。在继

续维护全省无烟党政机关、无烟学校、无

烟医疗卫生机构三个 100%全覆盖建设

成果的同时，出台强化戒烟门诊建设的

规范化管理标准，开展不同模式的戒烟

干预方式试点探索，特别是开展“无烟餐

馆”样板建设试点，并通过强化监测科学

评估控烟工作成效。

目前，山东省 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

率从 2020 年的 22.65%下降到 2023 年

的 21.39%，戒烟率由 2020年的 15.63%

提高到 2023年的 25.61%。

银川：给全国“打样”

《银川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于

2019年 6月开始实施。

2021年底，银川市正式启动国家社

区戒烟综合干预试点项目。两年来，银

川市通过探索实践，蹚出了一条以社区

戒烟小切口撬动健康宁夏大治理的新路

子，也因此成为国内唯一入选世界卫生

组织“社区戒烟综合干预模式的多中心

临床研究项目”的城市。

凡纳入银川市社区戒烟综合干预试

点项目的社区，在项目扶持下设立社区控

烟工作站、戒烟门诊咨询室、心理干预辅

导室，目的是让“烟民”近距离认识烟草成

分，让他们对吸烟造成的身体损害和对他

人健康造成的威胁的认识更加清晰，彻

底戒断烟草的决心更加强烈。同时，为

戒烟对象提供定期随访、简短戒烟咨询

指导、心理干预、健康体检等服务。

同时，银川市倡导妇女做家庭控烟

的“宣传员”“监督员”，对持续戒烟的居

民给予奖励，并通过示范带动等方式持

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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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70%的爱尔兰人支持采

取更严厉的措施遏制吸烟。目前，都柏林

政府宣布将把法定吸烟年龄从 18岁提高

到 21岁。上述措施使得爱尔兰成年吸烟

者的比例长期以来一直保持在 18%。

采访中，专家表示，无论在国际层

面还是国内层面，控制烟草已经成为大

势所趋。而制定全国层面的控烟立法，

将成为地方执行控烟举措的“指挥棒”。

不过，一部法律的制定不是一蹴而就

的，需要考虑诸多因素。同时，一部法律

的制定也不会“一劳永逸”，而需要在实

践中反复调整以应对社会发展过程中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最终，实现公共

卫生环境全面无烟，维护公众健康。

下好全国控烟这盘“棋”须立法先行

（上接第 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