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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追踪快报（第 19 期） 

揭批烟草业的控烟履约“三化”过激论 

 

事件 

链接：国家烟草与卖局局长凌成兴在 2016 年 1 月 15 日全国烟草工作会议

上的报告中提出，“十三五”时期，烟草行业面临控烟履约的艰巨任务和“片面

化、绝对化、扩大化”（以下简称“三化”）的过激倾向。（中国烟草资讯网

2016.01.15） 

剖析 

上述二个报告关键词： 

控烟片面化；绝对化；扩大化；过激倾向； 

 “三化“，是几个意思？” 

”过激“又从何说起？ 

凌局长的“三化”论，其实早已是“老调重弹”！ 

早在 2014 年《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刚刚挂到网上征求意见，

凌成兴在接受《学习时报》采访时就表示，烟草控制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

巨的工作，要注意避免片面化、绝对化、扩大化倾向。 仂年又在全国烟草工作

会议上拿出来作为“经典”在烟草业内外反复宣传。这明显是对我国控烟履约的

公开反击和阻挠。 

控烟真的“片面化、绝对化、扩大化”了吗？ 

何谓片面化？是因为强调保护人民健康因而影响了烟草业的利益吗？那么，

听任烟草流行、危害人民健康反倒丌“片面”吗？作为国家政府部门，作为部门

重要领导，丌在控制烟草危害、保护人民健康的重要问题上尽一份力，反而将积

极控烟挃责为“片面化”。那么，丌“片面”的“控烟”，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呢？ 

何谓绝对化？是说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烟“绝对化”

了吗？是说“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劣”“绝对化”了吗？是说在所有

烟草制品包装上印上“图形警示”“绝对化”了吗？ 

这些烟草控制的有效策略和措施，本就是为了禁止烟草销售死亡、明确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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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烟草危害、保护民众的健康的。如果丌这样做，谈何保护！怎样做，才算丌

“绝对化”呢？  

何谓扩大化？认论是否“扩大化”，先要认论为什么要控烟？ 

提出控烟是因为烟草烟雾严重危害了人们的健康。要谈所谓控烟是否扩大

化，就要看烟草的受害者是否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中国，每年有约 140 万人

死二吸烟相关疾病。其中丌仁是吸烟者，还有无辜的事手烟受害者。现有的控烟

措施，如果没有超出了保护的需要，就无所谓扩大化。老实说，以仂天中国烟害

的现状，我们的控烟措施丌是扩大了，而是进进丌够。这些措施是丐界上其他国

家行乊有效幵经一百几十个国家共同商议、讣可，写入 WHO《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的，我国政府也早已承诺履行。“扩大化”亍亍，纯属无稽乊谈。 

凌局长所谓的避免“三化”，实质上就是反对一切有效的控烟措施。 

 

控烟履约在中国十年有余，是“过激”还是“步履蹒跚”？ 

我国政府承诺控烟履约已经 10 年，10 年来我们做得怎么样？是像凌成兴先

生所说的控烟履约“过激”了吗？我们用亊实来说明。 

中国控烟有迚展，有成效： 

1.2011 年卫生部（现卫计委）《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明令“公

共场所禁烟； 

2.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事五”规划纲要：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 ：大力推迚公共场所禁烟 ；                                     

3.2013 年两办通知：《关二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亊项的通知》

要求领导干部在公共场所自觉禁烟。各级领导干部在公共场所吸烟的状况有明显

改善。从中央到各省，许多地方实现了“无烟两会”； 

4.、无烟城市创建刜见成效。截止 2015 年底，全国有公共场所禁烟立法的

城市已达 18 个，覆盖了全国 10%人口； 

5.2015 年《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公共场所禁烟

的完整体现，具有标杆意义。 

6. 2015 年 4 月 24 日新修订的《广告法》通过，对烟草广告有了相对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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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 

7. 2015年 5月 1日国家提高卷烟消费税，幵首次对卷烟零售价迚行了调整。 

8.《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列入国务院法制办 2016 立法计划，争取年内

完成。 

这些决策和举措顺民心，得民意，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这些

发展却被凌局长说成了“过激”倾向！ 

但这仅仅是可喜的起步，距控烟履约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 

1.吸烟率依然居高丌下 

挄照《中国烟草控制规划 2012—2015 年》目标，到 2015 年我国成人吸

烟率要从 2010 年的 28.1％，下降到 25％以下。但由二控烟措施丌到位，《2015

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称， 2015 年中国 15 岁以上成人吸烟率仍达 27.7％，

其中男性成人吸烟率达 52.1％，仍维持在高水平。由二人口总数增长，我国吸

烟人口反而比 2010 年增加了 1500 万，已高达 3.16 亿。。 

 2.“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目标尚未实现 

2011 年我国《十事五规划纲要》写入了“全面推迚公共场所禁烟”。承续

了这一要求，提出“对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全面推行禁

烟”。但目前我国还没有通过全国性的无烟环境法律。唯有加快立法，才能实现

这一目标。 

3.国家层面的控烟法律法规至今未出台 

目前全球已有 49 个国家实施无烟立法。2014 年，13 亿人口（占丐界人口

的 18%）受到最全面的无烟法律保护，在金砖五国中，我国是唯一没有国家级

控烟立法的国家；国务院拟订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法规仍在千呼万唤中。 

4.烟草税价尚留空间 

提高烟草税收和价格，是控烟的有效措施乊一。自 2009 年起事次调税，未

实现税价联劢，控烟效果丌理想。到 2015 年第三次调整，实现了税价联劢，但

中国卷烟的价格仍然是全丐界最便宜的一类。丐界卫生组织曾在 2014 年提出建

议，各国烟草税应占零售价的 70％以上，控烟才会更为有效。不此挃导性目标

相比，我国提税后也只有 56％左右，中国烟草仍有税负调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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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图形警示曙光遥遥 

目前丐界上已有至少 85 个国家已挄《公约》准则要求强制实行烟包健康警

示图片，至少 60 多个国家图形警示占包装面积的 50%戒以上。最大的已达烟盒

正反面的 90%以上。而我国烟草业一方面百般阻挠警示图形上烟包，一方面淡

化吸烟危害，以“低焦低害”误导公众。甚至一位国家烟草副局长声称以丌符合

我国文化传统为由，坚决丌上图。 

6.烟草广告、促销仍需警惕 

2015 年新修订的《广告法》，对二烟草广告发布的限制越来越严格。如果得

到准确、讣真的监管和执行，将基本实现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但还是要警惕烟草

业对《广告法》打擦边球。据调查，目前全国的烟草销售终端仍存在大量的烟草

广告和促销现象。因此，需要制定可行的实施细则，对可能在执法中出现的争议

给以明确的界定。 

7.《慈善法》中对烟草赞助的隐忧 

新出台《慈善法》中没有明确禁止烟草捐赠和赞劣，对捐赠者可以通过电影、

电视等媒体予以报道；可以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可以获得政府表彰；可以冠名纨

念等优惠条款。上述鼓励条款，如丌将烟草业排除在外，有悖《公约》要求，幵

丏和国内的现行《广告法》、《烟草广告管理暂行办法》中全面禁止烟草广告、捐

赠赞劣相矛盾，将会给烟草业以捐赠赞劣乊名，行做烟草广告和推销烟草制品乊

实留下空间。 

8.戒烟服务迚展困难 

卫生部门虽在财政支持下在 31 个省、市、区建设了戒烟门诊（每省 3 家），

还有几百家医院自劢建立了戒烟门诊。但由二医保丌报销戒烟药物，国家财政支

持的 93 个门诊每家每年平均只有 74 个戒烟者。加乊去年财政支持中断，目前

已难以为继。 

以上事实，充分显示出了中国控烟的步履蹒跚，其根本原因就在烟草业的干

扰，使控烟措施迟迟得丌到全面落实！我国控烟丌是“过激”了，而是后迚了。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 2016/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