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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制定，已

13年。

自全国人大批准《公约》，《公约》在中国正式生效，已经整

整11年。

《公约》的制定，以及《公约》为包括中国在内的180个国家

与地区所接受并施行。中国的签约，表明中国政府承诺努力保护当

代和子孙后代避免由于烟草消费和接触烟草烟雾而遭受毁灭性的健

康、社会、环境和经济后果。然而，这些烟草控制努力受到烟草业

的全面抵制。为颠覆或削弱强有力的烟草控制政策，烟草业的干扰

采取了多种形式,标志着控烟之路的艰难和漫长！

斗争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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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的控烟在《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指引

下继续推进——目标很清晰，道路仍曲折，行进依旧艰难；

这一年，控烟列入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标；

这一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宣示健康是国家战略；

这一年，北京，最严控烟法规实施一年半，政府导向，民众支持，监督有

力，维护和坚守着无烟北京是众望所归； 
这一年，深圳为室内场所100%禁烟已做好准备；

这一年，上海市修订了《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明确规定：室内

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

这一年，新修订的《广告法》实施一周年，《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施

行，倘若完全达到法规的要求，烟草广告将不复存在；

这一年，亚太控烟大会在北京召开!
这一年，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控烟得到世卫组织点赞；

这一年，第七次缔约方会议在印度召开，为了排除烟草业干扰，会前、会中

均要求各缔约方排除来自烟草业的代表！

这一年，中国制定环境无烟法规的城市数量增长缓慢，更多的是期盼!
这一年，全国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呼之未出！人们在“有望今年实

施”的承诺中继续等待！

2016年，是继续向着无烟中国迈进的一年！

但烟草流行态势依旧严峻，控烟道路依旧漫长！

岁末年初，室外大气中雾霾的红色预警频频响起，政府采取了多种紧急措

施。

室内的烟霾（二手烟草烟雾）呢？室内烟霾与雾霾的叠加呢？警报虽已拉

响，但行动还须大步赶上！ 

霾的预警
2016年12月16日，国家气象台准确预报了大气污染的等级，（北京以及河

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 40 多座城市已同步启动红色雾霾预警），坚持以

人为本，应对雾霾带动了深层次的污染防治。雾霾红色预警，不仅是警告，更重

《2016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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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治理和预防！面对雾霾，全国人大和地方政府立法给予应对，努力采取了

相应的措施，以面对来势汹汹的雾霾“袭击”，唤回百姓头上的一片蓝天！ 
然而，烟霾（二手烟草烟雾）的影响范围是全中国，每天 3 亿中国人吸烟，

7.2 亿人生活在二手烟的环境中。从老人到妇女、儿童无不受到烟霾的影响，其

实烟霾的红色预警十年前就已经在中国响起，而我们的应对却没有那么地积极。

《公约》的诞生启动了防治烟霾的全球红色预警。2006年《公约》在中国生

效，烟害在中国的严重流行趋势，拉响了烟霾的红色预警：中国每年因烟草疾病

死亡者超过100多万，二手烟导致的死亡人数达10万！如果不加以控制，到2050
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人数将超过300万。男性如果中国维持目前的吸烟率，现

在生活在中国的20岁以下的青少年男性中，有三分之一将会死于烟草相关疾病！

这一系列冰冷的数字告诉我们烟霾可怕！室内雾霾与烟霾的叠加更可怕！

我们对雾霾谈虎色变，我们不能对烟霾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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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待

一、“健康”成为国家2016年一个“关键词”，国家已经明示控烟决心！
2016年，“健康”这个词语反复出现：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制定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举办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宣传《健康素养66条（修订版）》等等。

确实，如果没有国民的健康，那么，我们所有的奋斗和努力又有什么意义？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健康大会上所说：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

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将健

康融入所有政策。就是说，所有的政策，

都要向健康方面靠拢！

在一个有着3.16 亿吸烟者、7.4亿二手烟受害者的国家，向健康靠拢就不能绕过“控

烟”。“健康中国2030”中提出了这样的控烟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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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开展控烟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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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干部要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把党政机关建成无烟机关。

★强化戒烟服务。成人吸烟率降低到20%

这是国家宣示的控烟方略，这是中国政府的政治承诺。但实施这个方略，实现这个承

诺，需要具体的行动细则。否则，仍将流于空谈。

二、但不该有的变化显示：国家控烟法规有可能的大倒退！
两稿《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变化，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实例。

2014年底国务院法制办在网上曾公开征求对国家卫计委起草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

例(送审稿)》的意见，得到了网上舆论的热烈支持。

不料今年国务院法制办又公布了《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却

掀起国内外控烟界的一场震惊和倒退的呼声！

比较两稿，人们不难发现其中一些明显的变化：

一是室内是否允许设吸烟区；

二是非室内工作场所共用区域是否允许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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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的《送审稿》明确规定的“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而2016年的《草案征

求意见稿》却允许室内公共场所设置吸烟区，并出人意料地提出了“室内工作场所的共用

区域不允许设吸烟区”这样一个新概念。显然，如单人办公室允许吸烟，领导干部的“单

人办公室”是否禁烟，再次成为消除“二手烟”的新尴尬。例外对待领导的“单人办公

室”，将形成一种特权文化。这无疑同积极推进无烟环境建设，把党政机关建成无烟机关

的国家方略相背而行，是一种倒退。  

2016年10月12日国务院法制办网站还发布了一条消息称：对《送审稿》规定的控烟场

所范围做出初步调整是“与卫生计生委反复进行研究”过的。

而在两年

前发布《送审

稿》时的起草

说明中提到：

根据国务院立

法工作计划，

2 0 1 3 年 卫 生

计生委启动了

《公共场所控

制吸烟条例》

起草工作。按照立法程序的有关要求，在总结地方控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深入调研，广

泛征求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烟草局等25个部门，各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部分行业协会

及有关专家的意见，经不断修改完善，形成了《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说

明中还特别提到：“关于禁止吸烟场所范围的问题。《公约》第8条及其《防止接触烟草烟

雾准则》明确要求，缔约方应当在《公约》生效5年内，依据普遍保护原则、100%室内无

烟原则，确保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其它可能的（室外或

准室外）公共场所免于接触二手烟草烟雾。科学合理地确定禁止吸烟场所的范围，对条例

的制定和实施十分重要。参考《公约》要求和国际和国内立法经验，《条例》第二条明确

界定公共场所的定义，是指公众可以进出或者使用的场所、工作期间使用的场所、公共交

通工具。”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谁在要求对《送审稿》中规定的控烟场所范围进行调整？

这种所谓“调整”，分明是违背《公约》的一种倒退。如果是卫计委，那么就需要卫计委

对这种倒退作出解释。如果不是卫计委，那么又是什么部门、出于什么目的，对曾经广泛

征求各方面意见后拟定的《送审稿》作出这样违背《公约》，也违背政府承诺的原则性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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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说：这是令国家控烟立法开 “倒车”！

我们要问：阻力来自何方？是立法者自身吗？是怕做不到吗？还是向来自烟草利益的

干扰退让？

中国的控烟法规没有理由不做到室内无烟100%！

对于全面立法禁烟来说，一旦在某些公共场所，合法吸烟成为可能，那么禁烟执法工

作就会无的放矢，控烟令便会沦为一纸空文。正所谓，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出台有漏洞的全国无烟立法完全不符合中国作为《公约》的缔结方所应履行的国际

法律责任，也无法保护中国人民免受二手烟伤害，对个人和经济都会是巨大的损失。我们

呼吁立法者抵制企图削弱国家无烟立法的行径。必须权衡挽救千万人生命和为少数人的方

便，也必须权衡从烟草中得到的利益与因烟草使用丧失的生命，孰轻孰重。

我们希望一切爱护人民健康的朋友，都来关注全国性控烟立法前后两个草案中这一原

则性改变——因为它可能导致出现不可原谅的倒退！ 

三、无烟环境，室内禁烟无例外，我们可以做到！
（一）无烟北京的优秀实践

有人企图以“难于做到”为名，把全国性控烟立法拉向倒退。北京立法执法的实践证

明：只要认真去做，就能做到做好。

1.北京，选择了制定“史上最严控烟令”： 一部好用的法规，是做好执法工作的前

提。 北京的控烟效果，应该首先归功于法规立得好：最符合《烟草控制框架条约》；控烟

范围公共场所全覆盖；法规能够落地。这三点缺一不可。

2.北京，顶住了压力: 北京法立行随,在执法方面突破了种种艰难，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法规实施齐步走：宣传在先、监督跟进、执法保障。这三步既是相互独立的，也是

相互融合的。

★北京执法拳头硬：控烟不只是政府的职责。北京控烟执法立足国情，发挥体制、

敢啃硬骨头的王本进：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副所长，负责北京控烟的执法时，不惧强势，敢打敢

拚，亲自上阵！遭烟草总公司下属单位阻挠执法，四进金叶园，严厉整改通知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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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阶段、有重点专项执法：针对冬季室内吸烟“高发期”，北京市相关卫生监督部

门将开展专项执法督查，对KTV、网吧、写字楼等控烟难点重点场所加大执法力度，并探

索使用烟感器、摄像头等技防手段。既达到工作目标，又有利于媒体宣传。

机制的优势，坚持政府管理、单位负责、个人守法、社会监督这一原则，采取政府与社会

共同治理、管理与自律相互结合，杜绝了九龙治水，为其他城市控烟立法和执法提供了借

鉴。自2015年6月北京市控烟法规实施至2016年11月30日，违法吸烟罚款近200万元；其

中，处罚单位663户，罚款183.6万元；责改个人数2480人，处罚2719人，罚款14.25万元。

违法单位集中约谈：2016年11月1日，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就控烟问题约

谈了包括大鸭梨、金手勺、眉州东坡、海底捞、金鼎轩等知名餐饮企业

在内的全市13家餐饮单位。

★北京12320在聆听：作为全市唯一受理违法吸烟的投诉举报热线，北京12320热线充

分准备，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做好《条例》实施的违法吸烟投诉举报工作。截至2016年11

月30日，共受理控烟相关服务36329件，其中控烟知识咨询1193件，控烟政策咨询9974件，

控烟投诉举报2516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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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社会共治的作用:

北京市开展“无烟享美味，健康我做主——无烟示范餐

厅创建”活动，共有等822家餐厅申报无烟示范餐厅

★“我要上鸟巢”笑脸照片征

集活动鸟巢上悬挂的巨大旗帜就是

由包括成千上万个北京控烟条例受

益者在内的笑脸拼成的。笑脸代表

北京老百姓在过去12个月中受益于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的欢欣鼓

舞，也代表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们希

望实现无烟中国的美好愿望。

★北京吸烟率下降，2年减少

20万烟民：2016年，北京市成人吸

烟率为22.3%，与2014年23.4%相比下降1.1个百分点。

志愿者对无烟发挥执行的监督 

对场所人员进行劝阻违法吸烟36计技巧培训  北京“控烟一张图” 助力全民微信举报违法吸烟，图中显示

的被举报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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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条例》实施一年半以来，用

事实告诉我们：“室内禁烟无例外”是完

全可行的。立法者从中可以懂得：只要民

众懂得了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是为了民众自

身的利益，那么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自觉

地依从和维护法规的实施。一切以民众习

惯为名反对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言论都是

不符合实际的。

在北京，问及室内公共场所禁烟

的效果，得到的回答都是：“现在好多

了！”“就得这样抓！”

（二）深圳控烟条例的全面升级，室内场所禁烟100%的有力证明

从2017年1月1日起，深圳限制吸烟场所（酒吧、歌舞厅等歌舞娱乐场所和茶艺馆、按

摩、洗浴等休闲服务场所将实施全面禁烟）将全面禁烟。这一全面升级表明，经过   年的

观察，这些原来以为很难全面禁烟的公共场所，完全可以实施全面禁烟。

得知深圳控烟条例这一升级，世卫组织的第一反应是祝贺——这是深圳人民跨入2017

年的最好方式！”

2016年12月11日，深圳市控烟办、市区公安部门、市控烟协会控烟志愿者监督大队联合举办“2016年深圳市限制

吸烟场所10区联动大型控烟督查活动”。

2016健康北京戒烟大赛总结会暨成人烟草调查新闻发布会

（三）上海修法，室内全面禁烟，尘埃落定 

上海的控烟条例修改，历经近一年。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全面禁烟，一度成为社会聚

焦和争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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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法规，有其明显的先进性，但是仍然留有遗憾。

譬如，“因特殊情况设置的室内吸烟室的具体要求，由市人民政府作出规定”。 这里

的“特殊情况”概念模糊，具有过大的弹性，给最广泛地保护公众不受烟草危害留下了一

个可大可小的口子。站在保护公众健康的立场，任何“特殊情况”和“特殊理由”都是不

应允许的。希望上海在执行中，尽早取消这个所谓的“特殊情况”，就像深圳取消“限制

吸烟场所”一样。此外，所谓“室内吸烟室”，就现有技术而言，几乎没有可能隔绝烟草

烟雾。因此，即便设立也不过是自欺欺人、自害害人的样子工程。

（四）专家的呼吁，城市的期待

第七届慢病健康管理大会1500余名参会者以及全国3000多名公共卫生专家、心血管病

专家、呼吸疾病专家、慢病管理专家、法律界人士、文艺体育界明星以及烟草受害者等发

起了联合签名的倡议书”,开展了“我为控烟代言——全国控烟立法倡议行动”，要求《条

例》将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及公共交通工具列入全面禁烟的范围，无一例外，不

留死角。 立法城市也纷纷呼吁和支持出台符合《公约》要求的全面无烟环境立法。

上海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三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

条例》的决定，明年3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

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人群聚集的公共交通工具等候区域等室外公共场所也

纳入控烟范围，旅馆室内区域将实现全面禁烟，餐饮场所、娱乐场所将不能划定吸烟区

域，国家机关的会议室、餐厅以及共用的工作场所等将禁止吸烟；机场、铁路客运站、

港口客运站等将取消吸烟室。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博士称赞说，一部全

面禁烟的控烟条例，无疑将帮助上海作为控烟领袖城市

在全球舞台绽放光彩。

上海市疾病预防中心主任吴凡说，新条例规定的不

是告诫公民能不能吸烟的问题，而是吸烟是否会危害他

人健康，我们要尽最大可能做到不危害他人健康，这是

整个立法的核心。95%的市民支持上海控烟条例修订； 

93%支持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面无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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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以来，中国先后有18个城市制订了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法律或法规，许多城

市在2016年6月国务院法制办《草案修改意见稿》反馈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国家立法应在现

有地方无烟立法的基础上，坚持室内全面禁止吸烟。

因此，我们期待一部符合《公约》的严格的国家法规出台，能做到绝无例外！

四、提高烟草税空间不小
（一） 继续提高烟草税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各国烟草税应占零售价的70％以上，控烟才会更为有效。中国到

2015年第三次调整，实现了税价联动，但中国卷烟的价格仍然是全世界最便宜的一类。与

世卫组织指导性目标相比，我国提税后也只有56％左右，仍有税负调整空间，未来卷烟税

和烟价应继续提高。

（二）应当取消烟叶税

2016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就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叶税法(征求意见稿)》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其实，烟叶税是保障烟草发展的一项措施。在现行烟草专卖体制下，烟草公司作为

垄断买方和烟叶价格的决定方，造成烟叶税的纳税人实质上成为烟叶税计税依据的决定方

（也就是烟草公司）的事实！综观世界各国税法，哪一国的哪一个税种，其计税依据是可

以由纳税人来决定的? 

烟叶种植、烟叶收购、烟草制品生产、烟草制品的终端销售，这一整个流程，因为烟

草制品有害于人类健康，而都与公众健康与控烟相关，也因此需要政策制定者予以考量。

从有利于实施控烟国策，从有利于落实《公约》的角度，从有利于国民健康的角度，而不

是有利于发展烟草业的角度。因此，建议取消烟叶税。

第七届慢病管理大会：我为控烟代言——全国控烟立法倡议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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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戒烟服务，前景可待
（一） 戒烟大赛红红火火

全国各地如北京、深圳、西安等多个城

市，，表明吸烟者的戒烟意愿日见增强，需求逐

步加大。

戒烟不是没有可能：2016年北京举办了健康

北京戒烟大赛，共有8857人报名参加。656人申

报戒烟成功。

（二） 戒烟门诊服务加强

1.戒烟门诊建设和培训力度加大

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作为中央补助地方戒烟门诊项目的组织和实施单位，自2014年

来，已经连续3年支持全国256家戒烟门诊的建设，并建立了多个教学基地，自筹经费举办

了11期的戒烟门诊培训，培训超过800人次，为全国戒烟门诊培养了大批专业人员。

2.依托网络微传播，点对点指导戒烟

控烟办建立并持续维护着3个戒烟门诊工作交流的qq、微信群163人，包括各省级戒

烟门诊负责人以及各医院戒烟门诊负责医生等，通过网络平台微传播，增进互相之间的交

流，促进工作的开展，并不定期发布在线戒烟干预培训信息。

3.戒烟就诊增多，戒烟难度很大

我国31个省区市的医院，特别是三甲医院和大型综合医院，均开设了专门的戒烟门

诊。以北京为例，全市戒烟门诊已经发展到68家，其中提供包括药物治疗在内的完整戒烟

服务的有27家。根据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市29家开展戒烟门诊的医疗机构开展

简短戒烟干预292万人次。

戒烟人数虽有增多，但难度还是很大，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的评估显示，这些戒烟门

诊年均戒烟人数仅73例，全国只有6家达到了每年200例戒烟的项目要求。因此，呼吁戒烟

应尽快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将戒烟干预服务切实落实到基层，帮助吸烟者戒烟。

（三）世界卫生组织戒烟与呼吸疾病预防合作中心在华成立

2016年3月2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批准在中日医院设立WHO戒烟与呼吸疾病

预防合作中心（以下简称“合作中心”）。成为我国唯一一家致力于戒烟与呼吸系统疾病

预防的WHO合作中心，将积极推动我国控烟工作，并将在世界范围，特别是亚太地区推动

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14条，即与烟草依赖和戒烟有关的降低烟草需求措施的实

施；以医务人员为重点，组织培训和教育活动，促进烟草控制；推动中国呼吸系统疾病的

预防、控制和管理；作为信息中心宣传WHO控烟和呼吸疾病预防信息。该中心也是WHO

首次在中国设立呼吸疾病预防合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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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 弈

随着烟草危害的日益彰显，控烟的呼声日益高涨。卖烟与控烟，成为一场利益与健康

的博弈。《公约》制定后，烟草销售虽然受到一定限制，但烟草业的干扰继续存在：许多

有效的控烟措施因为烟草业的干扰，迟迟不能采用。烟草广告虽然得到有效禁止，但烟草

业另辟蹊径顶风作案，终端营销更为猖狂；警示图形上烟包还遥遥无期；低焦低害骗局依

旧还在上演！

一、疯狂的终端营销
新修订的《广告法》禁止发布烟草广告，《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对烟草广告又

加了的一道锁 。但是坐拥500多万零售终端的中国烟草业，使用了更加隐蔽的方式发布烟

草广告，给监管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一） 烟草广告“藏身有术

烟草广告几乎无孔不钻。

 高速公路ETC收费卡上的“红塔山”

烟草广告

印在打火机上的“黄

山”、“兰州”烟草广告

印上充电宝的“黄山”烟草广告

（二）零售终端的违法烟草广告

零售终端是烟草业庞大的营销阵地。2016年6月中国控烟协会发布对11座城市的烟草广

告调查结果显示，46.8%的烟草销售点有烟草广告。国家烟草专卖局（即中国烟草总公司）

还以 “优化卷烟消费环境”为名，引导零售商在

门店附近开辟吸烟区，在室内公共场所设立吸烟

室，在室外公共场所设立吸烟点，以及发布所谓吸

烟点引导地图。

（三）新《广告法》实施以来监管情况如

何？

2016年12月27日，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和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在京联合发布了《新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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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实施一周年禁止烟草广告执法观察报告》。《报

告》根据18个“无烟城市”的政府信息公开梳理发

现：

1.在没有相关法律解释和部门规章的情况下，已

实施的禁止烟草广告执法工作，执法实施率偏低。

2.烟草销售点的烟草广告应该予以取缔：

2016年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收集了新《广告

法》实施一周年中所有被投诉的11个销售终端室内

张贴、摆放的烟草广告的案例，广告均被拆除。 其

中，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区分局、杭州市萧

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南昌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局、武汉市洪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

在执法文书中，明确将在销售终端发布烟草广告

行为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发布烟草广告”的违法行

为。南昌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将室内橱窗烟草

广告界定为“户外烟草广告”并加以禁止，这些案

例，可为禁止公共场所烟草广告的法律解释提供借

鉴。

3.互联网违法发布烟草广告问题较突出 

新媒体上烟草广告的泛滥值得关注。一些知名

互联网公司也存在发布烟草广告的违法行为，不少

自媒体也在推送烟草广告。互联网属于大众传播媒

介，不应成为烟草广告监管的法外天地。

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带有烟草企业名称、烟草

制品名称、包装等内容的广告。

4.监管部门“民不诉，官不究””的执法态应该

改变。只有变被动监管为主动监管，才能真正有效

禁止烟草广告。

我们呼吁：广告监管的执法机关，应依据新

《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强化烟草广告的监管和执法

力度，从被动监管到主动出击。我们更希望立法机

关能够公布相应的法律解释，职能部门为执行法律

而制定相应规章。

南昌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将室内橱窗江

西金圣“三好:好看、好抽、好卖”违法烟

草广告界定为“户外烟草广告”

深圳腾讯微信平台““陕西好猫””发布的

违法烟草广告。

被投诉的大兴糖酒公

司双喜、中华违法烟

草广告

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大兴区分局予以

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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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烟草业的”盯人战术”

更有甚者，2016年中国烟草总公司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消费者在哪里，我

们就到哪里”卷烟主题营销。其中不乏婚庆、喜典、开业、新品上市等活动。

上海烟草集团举办凤凰创牌60周年庆

典活动，免费品吸

烟草业瞄准婚礼等喜庆市场，寻找消费

者、拉拢消费者

开展所谓的主题营销活动，活动中的品牌展示、宣传广告、品吸、促销，都是剑走偏

锋，与《公约》及《广告法》等国际法、国内法抗衡。

控烟与卖烟是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中国的国有烟草业也不例外。管不好、不好管国

有烟草业，正是中国控烟难点所在。

二、烟盒上的“战争”
（一）烟包警示图形：中国成为国际后进生

国际排名倒数：最新国际报告中对205个国家或地区的烟包图形警示情况进行了排名，

在153个名次（有并列）当中，中国排名第115位！

（二）2016年新烟包规定，警示图仍未见！

烟包警示的新规： 2015年12月，国家烟草专卖局和国家质检总局在2007版基础上，第

二次联合发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卷烟包装标识的规定》，仍然没有上图！

文字警语增加了一组，共三组轮换：

第一组：吸烟有害健康 请勿在禁烟场所吸烟。

第二组：尽早戒烟有益健康 戒烟可减少对健康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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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劝阻青少年吸烟 禁止中小学生吸烟。。

警语字号稍微加大，警语区背景色差的色差值略有提高。

烟草业对烟包警示一直是采取迂回、敷衍、拖延的手段：

“文化”的原因，老调重弹：2016年一位国家烟草专卖局副

局长说:在烟盒上印"重口味"图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叫“重

口味”？应当说是有效的警示图形。

不用有效的警示图形，那些不痛不痒的文字能起警示作用

吗？

向后看齐比后进：国家烟草专卖局这样回复人大代表提案：

大多数国家没上图，我们也不上。向前看还是向后看，这是对人

民健康是否负责的检验。

美其名曰“分步实施”，实质就是原地推磨：烟草业对待图

形警示上烟包，如同作坊里的石磨 ，推一推，动一动！不推，

不动！ 推了半天， 还在原地绕圈！

烟草业之所以如此拒绝、拖延，说穿了就是害怕损伤他们的

利益。

警示图形上烟包的决定权，应当由主管人民健康的部门来决定。

（三）呼吁倡导烟包警示，公共卫生界一直在努力和坚持

1. “我要告诉你，因为我爱你——警示图还原真相，烟之害无处隐藏”

为响应2016年世界无烟日“为平装做好准备”的主题，提高公众对烟草危害的认识，

推动我国尽快在烟盒包装上采用图形警示，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制作了以“我要告诉

你，因为我爱你”为主题的“警示图还原真相，烟之害无处隐藏”的系列展板工具包，并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巡展。

山东省莱芜市“我要告诉你，因为我爱你——警示图还

原真相，烟之害无处隐藏”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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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公众对烟草包装图形警示的认知情况调查

2016年4月份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与北京朝阳区疾控中心联合发布了“公众对烟草包

装图形警示的认知情况调查”。 

对成人的调查发现，公众对烟包图

形警示知晓率很低，68%的被调查者没

见过带有图形警示的烟包，仅不足32%

的成人知道烟包图形警示。

对于青少年的调查，仅有  6%的被

调查者知晓烟草的具体危害，而有92.3%

男生、95.3%女生知道烟的品牌。这充分

说明漂亮的卷烟包装使青少年容易被诱

惑！

3.小手拉大手，开展“爸爸我爱你，我要告诉你”烟盒警示

套设计大赛

为响应2016年世界无烟日 “为平装烟包做好准备”，及国

家卫生计生委“拒绝烟草的危害”的主题，中国控制吸烟协会

青少年控烟专业委员会、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北京大学儿童

青少年研究所和中国学校卫生杂志社联合举办 “爸爸我爱你，

我要告诉你”烟盒警示套设计大赛。

三、新陷阱与新骗局
烟草业一直在以“低焦油低危害"来欺骗消费者。尽管科学界多次揭示低焦并非低害，

但烟草业依旧老调重弹，并不断制造新的陷阱与骗局。

（一）细支——“美丽陷阱”

近几年，细支烟的销售目标消，已从女士推及追赶潮流的消费者。细支也不再是单纯

的“粗”变“细”， 而是把卷烟做得更具诱惑力，更具成瘾性。“美丽陷阱”，必须警

惕。

四川中烟与五粮液集团合作 “爆珠”细支“宽窄（五粮浓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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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爆珠”——新的引诱和误导

爆珠，是烟草业一个新的花招——过滤嘴内带有一颗液体小胶珠的卷烟。这颗小胶珠

内有包了不同类型香料的液体，吸烟者在卷烟吸吮过程中捏破后，液体流出，强化某香气

或特性是烟草业设置的诱惑，但它除了诱人多吸烟，丝毫也改变不了烟草使用的危害。

（三）实验数据揭示：烟盒上的欺诈和诡计

2016年，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北京汇智泰康医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疾控中心

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对一

直鼓吹“科技降焦减害”的“中

南海”品牌标注不同含量焦油的

卷烟，作了“不同吸烟模式下，

卷烟危害物吸入量的相关性研

究”。

研究结果表明，在模拟真

人吸烟的情况下（使用加拿大深

度抽吸法）测出的所有危害物含

量，均显著高于我国烟草业目前

使用的已淘汰的ISO滤片法（也就

是烟盒上标注的含量）。通过近

6000个实验数据有力地揭示烟盒

上“低焦油的骗局”。 

多位专家指出，烟草业使用

已淘汰的ISO滤片抽吸模式所得到

的测试值会误导消费者，使用烟

盒上不应出现具体的焦油量。

注：之所以选择“中南海”

品牌卷烟来做实验，是因为这个

品牌多年来一直高呼“科技降焦

减害”，通过低焦油策略进行营

销，其销量在市场上遥遥领先，所以实验特意选取该品牌以加强实验的说服力。

按照《公约》准则，各缔约方用于监督烟草制品成分披露的实验室，性质应当是政府

机构或不由烟草业拥有或控制的独立实验室。但中国烟草业是自测自宣。这样公布的卷烟

中有害物质数据，你能相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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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碍

政企合一的体制决定了各级烟草专卖局和烟草厂商最大的任务就是发展烟草业，它们

所关注的中心只能是烟草销售量和利润，而不会支持控烟。

一、烟草行业推动中国控烟？？？
2016年05月05日东方烟草报刊登了烟草行业的《2015年中国控烟履约进展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称：中国控烟履约的进展，主要是政府主导，民间组织参与，烟草行业推

动。 

中国的控烟履约进展报告，理应由国务院控烟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撰写。烟草

行业自撰《报告》，吹嘘中国控烟履约的进展离不开烟草行业的推动。

政府主导控烟不假，烟草业的推动却只是笑话一桩。中国从签署《公约》到《公约》

生效十一年来，一路艰辛，哪一项措施没有烟草业的阻挠？

阻挠也是一种“推动”吗？！

二、缔约方会议中国烟草业换装
WHO第七届FTCT缔约方会议（COP7）在印度

召开，本次大会讨论了实施公约第5.3条，即在制定和

实施烟草控制方面的公共卫生政策时，各缔约方应根

据国家法律采取行动，防止这些政策受烟草业的商业

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响。陈冯富珍指出，希望各国政

府认识到公众健康利益与烟草行业之间的固有冲突，

政府代表团应当完全排除烟草业代表的加入。

但是，据悉，大会一百多个国家中，会前、会

中、会后仅有中国参会的代表团中仍然有烟草业的代

表。从下面两张图中可以证实，在参会人员名单上，

第六届缔约方会议（COP6）上有4名国家烟草专卖局

（中国烟草总公司）代表中的二位，在参加第七届缔

约方（COP7）会议时，变成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

约部际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和成员的身份！

烟草业要控烟，谁会信？换一件“马甲”，骗不

了人。

烟草业的利益跟《公约》的精神是根本对立的，

烟草业本就不应该掺和到代表团里来！这就是政企不

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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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烟草业反控烟新论
控烟过激论：2014年《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时，烟草专

卖局长凌成兴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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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评】：中国所有的控烟举措 ，有哪一项不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明文规定的？

有哪一项是超出了《公约》要求的？现状是，许多该做的还没有做；许多应达到的还没有

达到。何来“片面”、“绝对”、“扩大”？

履约压力说：国家烟草专卖局办公室副主任赵百东说：“2015年全国销售卷烟，减少

2.36％。原因一方面是国际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是控烟履约给行业带

来的压力。”

【点评】：减少销售量是控烟题中应有之义。控了11年，卷烟销售才降了百分之

2.36，利润税收都不曾影响，“控烟压力”何在？如果控烟11年，卷烟销售不降反升，吸

烟带来的祸患越来越大，对国家、对百姓，那才是真正的压力呢！

三化”变“七化”：烟草在线2016年12月30日专稿中说：

回望2016，继续为国家财政贡献了超万亿的利税，依然在央企贡献排名首位。还说，

满足烟民的嗜好需求也是堂堂正正的产业。降低烟草危害的同时，维护烟民权利，有序推

进控烟的社会舆论责任，警惕和避免对烟草的妖魔化，对烟民的霸凌化，对控烟的绝对

化，对行业的敌对化，对专卖的排斥化等非理性现象的蔓延。

【点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烟草业给控烟加的“罪名”越来越多，帽子从三顶

追加到7顶，不过证明了控烟的必要。既然控烟，就必须告知吸烟的危害，也必须告知二手

烟对不吸烟者的危害！民众觉悟，减少吸烟乃至戒烟，是值得高兴的好事。真不知烟草业

何以如此反感，凭空飞来那么多帽子。大概因为动了他的奶酪——也算是真情毕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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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议

一、国家尽快出台室内百分百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二、国家烟草专卖局应立即退出国家履约部际协调小组;

三、中国的烟盒印上图形警示；

四、出台《广告法》实施细则，加强烟草广告的监管；

五、取消烟叶税，继续提高烟草税价，从烟草税收中提取一定比例，用

于医保和控烟活动；

六、戒烟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健康是国家的财富!如果我们能够提早预防疾病，减少疾病，其实就是创造了财富，而

这是真正的财富，最绿色的、最有获得感的财富。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健康的改善，但

健康的改善一定会带来经济的增长，这就是健康和经济增长的理论。从这个角度上看，13

亿人的健康是中国最具竞争力的财富。

治理雾霾，没有一招制胜的办法，需要较长期和多方面的努力！

而控制烟霾相对容易多了，出台室内100%无烟法规！

我们坚持履行《公约》的决心，不会改变！

烟草业的干扰，不会改变！

为了全民健康，政府责无旁贷！

13亿个全面禁烟的理由——行动起来，向烟霾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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