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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一）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及控烟政策、实施准则 

 

世界卫生组织于 2003 年通过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公约共有 11部分 38个条款，对

烟草及其制品的成分、包装、广告、促销、赞助、价格、税收、非法贸易、大众教育、戒烟

服务、烟盒包装和监测等问题均做出相应的规定，其主要思路是通过采取综合性的措施减少

烟草的需求和供应，从而保护当代和后代免受烟草消费及接触烟草烟雾对健康、社会、环境

和经济造成的破坏性影响。 

为了协助各缔约国实现对公约的承诺，世界卫生组织于 2008 年从减少烟草需求的角度

提出了 6 项烟草控制政策，即 MPOWER政策。分别是：监测烟草使用和预防政策；保护人们

不受二手烟危害；为希望戒烟者提供帮助；警示所有人烟草的危害；确保禁止烟草广告、促

销和赞助；提高烟税。MPOWER 系列政策在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基础上为

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路线图，指导各国将这一全球共识转变为全球现实。 

2008 年，缔约方第三次政府间工作会议（COP3）在南非德班召开，通过了《烟草控制

框架公约》第 5.3条、第 11 条，第 13条实施准则。其中第 5.3条实施准则指出：(1)烟草

业和公共卫生政策之间存在根本无法和解的冲突；(2)在处理与烟草业的关系时，缔约方应

该负起责任并保持透明；(3)要求烟草业和促进烟草业利益者以负责任和透明的方式运作和

行事；(4)对烟草业不应给予任何有助于其建立或开展业务的措施。第 11条实施准则对烟盒

包装健康警示做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包括：(1)警示应位于烟盒包装上端；(2)应尽可能大，

占主要可见部分 50%及以上；(3)应使用图形方式警示；(4)应为彩色，且文字与背景为对比

色；(5)应轮换使用；(6)应涉及一系列的信息；(7)使用辖区内一种或多种主要语言；(8)

标明信息来源；(9)应列出烟草和释放物成分，但不标明数值。第 13条实施准则对于烟草广

告、促销和赞助进行了更具体的阐述：(1)有效禁止应该是全面的，适用于所有的烟草广告、

促销和赞助；(2)全面禁止适用于所有形式的商业性宣传、推介活动以及所有形式的捐助；

(3)应禁止跨国界广告、促销和赞助；(4)应涉及所有参与此类活动的个人或实体；(5)实施

有力的公众教育并提高社区认识，以促进政策的有效执行；(6)积极加强民间社会的支持；

(7)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8)制定并执行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法律。 

2010年，缔约方第四次政府间会议（COP4）在乌拉圭举行，通过了第 12条、14 条实施

准则、第 9 条和第 10 条实施准则部分案文。其中第 12 条的实施指导：(1)要采取多部门综

合措施；(2)加强国际合作；(3)改变人们对烟草制品的看法；(4)确保获得充足的资源支持；

(5)必须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关于烟草制品的危害，生产、销售过程及戒烟的益处等方面准

确而全面的信息；(6)制定规划时应考虑人群性别、年龄、宗教、文化程度、经济水平等的

差异；(7)要动员民间社会积极参与；(8)实施有效教育、交流和培训规划；(9)确保广泛获

取关于烟草业的信息；(10)监测准则的实施情况并及时进行修订。第 14 条包括：(1)要发

展基础设施，支持戒烟和治疗烟草依赖；(2)帮助烟草使用者戒烟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应包

括：大众交流、简短戒烟建议、戒烟热线、专门的烟草依赖治疗服务、开展戒烟支持—阶梯

式方法；(3)加强监测和评估；(4)要开展国际合作。第 9条和第 10条实施准则通内容包括：

(1)为实施烟草制品管制措施积极筹资；(2)建立用于披露目的的实验室；(3)建立用于监督

遵守情况的实验室；(4)不得接受烟草业提出的信息保密要求；(5)向公众披露烟草内容物方

面的保密性；(6)要发挥民间社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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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无烟”大事记 

 

签署、批准公约。2003年 11月，我国政府签署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5年 8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批准了该公约，10月正式向联合国交存了批准书；2006年 1月 9 日，

公约在我国生效。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2007 年 4月 27日，国务院做出《关于

同意成立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的批复》，成立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

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并发布工作制度。 

 

    国家规划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2011年 3月 14 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

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写明“全面推行

公共场所禁烟”。 

 

烟草控制规划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2012年 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卫生部、外交

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国家烟草专卖局联合发布《中国烟

草控制规划（2012—2015年）》 。“规划”》，持续降低吸烟率，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提

高公众对烟草危害的认识，有效遏制烟草制品非法贸易。 

 

禁止烟草广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于 2015年 9月 1日生效施行。其

中第二十二条规定，禁止在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户外发布烟草广告。 

禁止利用其他商品或者服务的广告、公益广告，宣传烟草制品名称、商标、包装、装潢

以及类似内容。 

烟草制品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发布的迁址、更名、招牌等启事中，不得含有烟草制品名称、

商标、包装、装潢以及类似内容。禁止向未成年人发送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 

自 2016年 9 月 1日起正式施行的《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禁止利用互联网发

布烟草广告。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2016年 10月 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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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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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提高公民对吸烟危害的认识”被写入法律。2017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进行

了审议。 “草案”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采取宣传、教育、管理等措施，提高公民对吸烟、

饮酒危害的认识，减少对国民健康的危害。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制定。烟草制品包装应当印制带有说明烟草使用具体危害的警示。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

烟酒。 

 

控烟履约领导小组组长由工信部改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8年 3月 13日，国务院

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控烟履约领导小组组长由从工信部

划入新组建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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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无烟立法。2014年 11月 24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国家卫生计生委提交的《公

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全国无烟立法正式提上日程。立法工作至今两年有余，草案条款尚

存争议。  

 

城市控烟规则加速。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生效以后，中国先后有上海市、杭

州市、广州市、天津市、克拉玛依市、银川市、哈尔滨市、鞍山市、绍兴市、兰州市、深圳

市、长春市、唐山市、南宁市、西宁市、青岛市、北京市、福州市等城市相继制定或修改了

地方控烟规则，有学者将这些城市称作“无烟城市”。 

 

“史上最严无烟立法”。《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于 2015年 6月 1日起生效施行。该条

例被世界卫生组织和控烟专家称为最接近《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一部立法，是中国“史上

最严无烟立法”。 

 

上海市修订无烟条例。新修订的《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于 2017年 3月 1日

起生效施行。该条例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部禁烟。 

 

西安修订无烟条例。新修订的《西安市控制吸烟管理办法》于 2018年 11月 1日起生效

施行。该条例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禁止吸烟。 

 

广东省修订爱国卫生条例。新修订的《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于 2019年 1月 1日

生效施行。该条例规定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公开征

求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于 2018年 11月

1日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公开征求意见。 

 

（三）健康中国行动 

 

2019 年 7 月 9 日，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印发《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

“控烟行动”被列入“重要行动”。 

行动目标： 

到 2022 年和 2030 年， 15 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分别低于 24.5%和 20%；全面无烟法规保

护的人口比例分别达到 30%及以上和 80%及以上；把各级党政机关建设成无烟机关，逐步在

全国范围内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烟；将违反有关法律法

规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的商家、发布烟草广告的企业和商家，纳入社会诚信体系“黑名单”，

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 

提倡个人戒烟越早越好，什么时候都不晚；创建无烟家庭，保护家人免受二手烟危害；

领导干部、医生和教师发挥引领作用；鼓励企业、单位出台室内全面无烟政策，为员工营造

无烟工作环境，为吸烟员工戒烟提供必要的帮助。 

——个人和家庭： 

1.充分了解吸烟和二手烟暴露的严重危害。不吸烟者不去尝试吸烟。吸烟者尽可能戒烟，

戒烟越早越好，什么时候都不晚，药物治疗和尼古丁替代疗法可以提高长期戒烟率。不在禁

止吸烟场所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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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领导干部、医务人员和教师发挥引领作用。领导干部要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起模范带头作用，公务活

动参加人员不得吸烟、敬烟、劝烟；医务人员不允许在工作时间吸烟，并劝导、帮助患者戒

烟；教师不得当着学生的面吸烟。 

3.创建无烟家庭，劝导家庭成员不吸烟或主动戒烟，教育未成年人不吸烟，让家人免受

二手烟危害。 

4.在禁止吸烟场所劝阻他人吸烟。依法投诉举报在禁止吸烟场所吸烟行为，支持维护无

烟环境。 

——社会： 

1.提倡无烟文化，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积极利用世界无烟日、世界心脏日、国际肺癌日

等卫生健康主题日开展控烟宣传；倡导无烟婚礼、无烟家庭。 

2.关注青少年吸烟问题，为青少年营造远离烟草的环境。将烟草危害和二手烟危害等控

烟相关知识纳入中小学生健康教育课程。不向未成年人售烟。加强无烟学校建设。 

3.鼓励企业、单位出台室内全面无烟规定，为员工营造无烟工作环境，为员工戒烟提供

必要的支持。 

4.充分发挥居（村）委会的作用，协助控烟政策在辖区内得到落实。 

5.鼓励志愿服务组织、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各种形式参与控烟工作或者为控烟工作

提供支持。 

——政府： 

1.逐步提高全面无烟法规覆盖人口比例，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

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烟。积极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强化公共场所控烟监督执法。把各级

党政机关建设成无烟机关。（卫生健康委牵头，中央文明办、烟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2.研究推进采取税收、价格调节等综合手段，提高控烟成效。（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税务总局、烟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3.加大控烟宣传教育力度，进一步加强卷烟包装标识管理，完善烟草危害警示内容和形

式，提高健康危害警示效果，提高公众对烟草危害健康的认知程度。制定完善相关技术标准

并监督执行。限制影视作品中的吸烟镜头。（卫生健康委牵头，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烟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4.逐步建立和完善戒烟服务体系，将询问患者吸烟史纳入到日常的门诊问诊中，推广简

短戒烟干预服务和烟草依赖疾病诊治。加强对戒烟服务的宣传和推广，使更多吸烟者了解到

其在戒烟过程中能获得的帮助。创建无烟医院，推进医院全面禁烟。（卫生健康委负责） 

5.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加大烟草广告监督执法力度，严厉查处在大众

传播媒介、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户外发布烟草广告的违法行为。依法规范烟草促销、

赞助等行为。（市场监管总局、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民航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6.按照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进度要求，加快研究建立完善的烟草制品成分管制和信息

披露制度。强化国家级烟草制品监督监测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完善烟草制品安全性检测评估

体系，确保公正透明，保障公众知情和监督的权利。（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烟草局

按职责分工负责） 

7.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制品。将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的商家、发

布烟草广告的企业和商家，纳入社会诚信体系“黑名单”，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卫生健

康委、市场监管总局、烟草局、教育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8.加强各级专业机构控烟工作，确定专人负责相关工作组织实施，保障经费投入。建立

监测评估系统，定期开展烟草流行调查，了解掌握烟草使用情况。（财政部、卫生健康委按

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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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述 

 

（一）目的 

 

公约及其准则要求缔约国监测控烟实施情况并保持信息透明、动员民间社会参与。 

 

我们希望通过了解“无烟城市”控烟执法情况，促进控烟规则实施，为控烟法的废、改、

立提供借鉴。 

 

2015年，我们选取了 15个“无烟城市”，向他们提出 145份（186项）控烟执法政府信

息公开申请，在所获信息基础上形成了《你有控吗？15 个“无烟城市”控烟工作政府信息

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5）》。相关媒体报道 30多篇，网络转载（百度结果）2，000万

次。活动取得了较好效果、产生了较大影响。 

 

2016年，我们选取了 18个“无烟城市”提出 81份 821项控烟执法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在所获信息基础上形成了《无烟与控烟——18 个无烟城市控烟执法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

行动报告（2016）》。媒体报道 40多篇，网络转载（百度结果）3，000万次。 

 

2017年，我们向 18 个“无烟城市”提出 216项控烟执法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在所获信

息基础上形成了行动报告。媒体报道 200多篇，网络转载（百度结果）六千多万次。 

 

2018年，我们向 24个“无烟城市”提出控烟执法信息公开申请。   

 

（二）被申请城市和该城市无烟规则名称、实施时间 

 

尽管在我国，“无烟城市”这一称谓既不意味着该城市的无烟规则达到了《烟草控制框

架公约》的要求，也不表示该城市的控烟效果已达到了无烟程度。但以下 24个“无烟城市”

相关部门的控烟职责至少“有法可依”，且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为申请人提供了制度便利。 

 

我们向如下城市的控烟工作主管部门提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以主管部门分类、按施

行无烟规则时间排列）。 

 

1. 主管部门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南京 1995 年 9 月 20 日施行《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暂行规定》、2013 年 12 月 1 日

施行《江苏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 

广州 2010年 9月 1日起施行《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 

石家庄 2010 年 10 月 14 日施行《石家庄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2018 年 7 月 1

日施行《石家庄市公共文明行为条例》 

徐州 2010 年 11 月 19 日修订施行《徐州市爱国卫生管理条例》、2011 年《关于进一步

加强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工作的通知》《徐州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管理规定》、2013 年 12

月 1日施行《江苏省爱国卫生条例》 

银川 2012年 5月 31日起施行《银川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青岛 2013年 9月 1日起施《青岛市控制吸烟条例》 

唐山 2014年 5月 1日起施行《唐山市防止二手烟草烟雾危害管理办法》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7 

 

南宁 2014年 7月 1日起施行《南宁市控制吸烟条例》 

西宁 2015年 5月 1日起施行《西宁市控制吸烟条例》 

北京 2015年 6月 1日起施行《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 

海口 2016年 6月 1日施行《海口市爱国卫生管理办法》 

 

2. 主管部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呼和浩特 2009年 1月 1日施行《呼和浩特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 

上海 2010年 3月 1日起施行《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杭州 201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哈尔滨 2012年 5月 31日起施行《哈尔滨市防止二手烟草烟雾危害条例》 

天津 2012年 5月 31日起施行《天津市控制吸烟条例》 

鞍山 2013年 1月 1日起施行《鞍山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规定》 

绍兴 2013年 10月 1日起施行《绍兴市区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 

兰州 2014年 1月 1日起施行《兰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规定》 

深圳 2014年 3月 1日起施行《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 

长春 2014年 3月 1日起施行《长春市防止烟草烟雾危害办法》 

宁波 2017年 7月 1 日施行《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2018 年 2 月 1 日施行《宁

波市禁止吸烟执法工作实施细则（暂行）》 

 

3. 主管部门各级人民政府 

克拉玛依市 2013年 3月 1日起施行《克拉玛依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 

福州市 2015年 8月 1日七施行《福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三）申请事项 

 

我们所申请公开的信息，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属于行政机关应予公开的信

息，且尽量选择各地无烟规则中有明确规定的共同事项；另外，还要考虑什么样的环节能够

反应出控烟工作的特点、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影响并体现控烟执

法工作的开展和效果。 

 

贵单位辖区内 2017年度（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执行无烟规则的相关信息： 

 

一、执法依据：2017 年年度内，为落实控烟政策，制定、颁布的法规、规章和文件（包

括法规、规章和文件的名称、内容和数量）。 

二、贵市的禁烟标识（图文）。 

三、2017年年度内，控烟经费预算和决算。 

说明：贵市若无控烟专项预决算，请列出： 

1，贵市控烟宣传（包括媒体宣传、活动宣传、宣传品等方面）的经费； 

2，贵市控烟执法（包括执法人员服装、执法设备等方面）的经费； 

3，贵市控烟志愿者（包括服装、设备、补助、活动经费等方面）的经费； 

4，贵市其它与控烟工作有关的经费。 

四、2017年年度内，控烟执法宣传信息。 

说明：请公开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方面信息： 

1，发布的文件标题； 

2，媒体宣传的形式和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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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具体执法宣传活动的形式和次数； 

4，投放控烟公益广告的情况。 

五、2017年年度戒烟服务信息。 

说明:请公开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方面信息： 

1，戒烟门诊数量； 

2，戒烟门诊服务人次； 

3.戒烟热线接听数量； 

4，开展其它戒烟活动的形式和数量。 

六、2017年年度控烟执法数据。 

说明：请公开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方面信息： 

1，控烟执法人员数量； 

2，接到公众举报数量与投诉举报的处理率； 

3，出动执法次数； 

4，检查场所户次、对场所进行警告户次、责令改正户次、对场所罚款总金额； 

5，劝阻吸烟次数、处罚个人人次、个人罚款总金额； 

6，其它控烟执法有关数据。 

七、2017年年度控烟执法公众参与和社会动员信息。 

说明：请公开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方面信息： 

1，控烟志愿者组织名称、注册人数； 

2，控烟志愿者工作内容和成绩； 

3，控烟协管员注册人数、控烟协管员工作内容和成绩； 

4，控烟文明引导员注册人数、控烟文明引导员工作内容和成绩； 

5，政府购买社会控烟服务情况。 

八、2017年年度控烟执法工作效果监测和评估报告。 

九、2017年月度或年度控烟执法工作报告（是否主动公开、公开途径等）。 

十、控烟执法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及总结的创新经验。 

 

附加问题： 

十一、贵单位是否支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于 2017年 12月 29日在中国

人大网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第三十三条，暨是否

支持“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禁止吸烟”？有何具体建议？ 

十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二条 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相关

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接到群众举报数量、出动执法次数、检查场所户次；警告、整改、停止

发布、拆除、罚款等）。 

 

（四）周期 

 

本次公益法律行动，自 2018 年 10 月 18 日发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至 2019 年 7 月 18

日，历时近 9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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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8年全国 24个“无烟城市”控烟执法政府信息透明度及排名 

 

（一）2018 年控烟执法政府信息透明城市 

 

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行政机关，一般而言有三种表现：1，不予答复（不作为）；2，

做出答复但拒绝公开任何政府信息（“答复”作为、“公开”不作为）；3，做出答复并至少公

开一项政府信息（作为）。 

 

第三种表现的行政机关算是有控烟执法“信息透明”可言。 

 

本次，我们共发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 96份，提出 300项申请内容。以上工作伴随反

复多次电话与书面沟通、投诉和行政复议，最终获得全部 24 个无烟城市作出的政府信息公

开答复。 

 

也就是说，2018年控烟执法信息透明城市有24个，占全部二十五个“无烟城市”的100%。 

 

而这一比例，在 2015年是 12：15，80%；在 2016年是 16：18，89%；在 2017年时 18：

18，100%。 

 

控烟执法透明度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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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8 年 24个无烟城市控烟执法政府信息透明度排名  

 

1. 信息统计 （注： 表示作出答复并公开了信息，空白处表示未作出任何答复或作

出答复但未公开任何信息） 

 

 

法律 

法规 

禁 烟

标识 

控 烟

经费 

宣 传

倡导 

戒 烟

服务 

执法 

数据 

公众 

参与 

监测 

评估 

工作 

报告 

困难 

经验 

附 加

问一 

附加

问二 

杭州             

            

银川             

         

广州             

            

北京             

           

西宁             

            

唐山             

            

长春             

            

南宁             

            

兰州             

          

哈 尔

滨 

            

            

青岛             

          

深圳             

            

天津             

            

鞍山 

 

            

            

克 拉

玛依 

            

           

绍兴             

  

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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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徐州             

            

石 家

庄 

            

            

呼 和

浩特 

            

            

南京             

 

宁波             

            

海口             

      

 

 

2. 2018年 24个无烟城市控烟执法政府信息透明度排名 

西安市由于无烟规则还未生效，不参与本次评估、打分和排名 

第一名：南宁市、天津市、广州市、杭州市、西宁市、深圳市、徐州市、呼和浩特市、

鞍山市、石家庄市、唐山市、哈尔滨市、长春市、宁波市、上海市 15个城市（得 12 分，满

分）； 

第二名：克拉玛依市、北京市 2个城市（得 11分）； 

第三名：兰州市、青岛市、福州市 3个城市（得 10分）； 

第四名：银川市（得 9分）；  

第五名：海口市（得 6分） 

第六名：绍兴市（得 2分） 

第七名：南京市（得 1分） 

 

注： 

打分标准：作出答复并至少公开了一项政府信息得 1 分，未作出答复或者虽然作出答

复但未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分。 

以上排名不仅说明该市对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重视程度，也反映了其对于公众参与控

烟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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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申请事项的答复、公开及控烟工作实施情况简介 

 

“答复”指行政机关对被申请的事项作出了回复；“公开”指行政机关对被申请事项作

出了答复并提供了相关信息；“实施”指在行政机关公开的政府信息中显示开展了相关工作。 

 

（一）执法依据：2017 年年度内，为落实控烟政策，制定、颁布的法规、规章和文件（包

括法规、规章和文件的名称、内容和数量）。 

 

【实施情况】  

24 个城市均公开了相关信息。 

西宁市（36件）、兰州市（8件）、南宁市（8件）、深圳市（5件）、银川市（5件）、石

家庄（5）、天津市（4件）、呼和浩特（3件）、南京（3件）、杭州市（3件）、长春市（2件）、

广州市（2件）、青岛市（2 件）、海口（2件）、宁波（2 件）、北京市（多件）、上海市（多

件）、徐州（1 件）、绍兴（1 件）等 19 个无烟城市同时制定、颁布多个法规、规章或文件，

保证控烟执法的顺利进行，给人印象深刻。 

2016 年度，同类数据为：北京市（21件）、广州市（16 件）、上海市（11 件）、西宁市

（10 件）、青岛市（9 件）、哈尔滨市（6 件）、兰州市（6 件）、南宁市（6 件）、杭州市（5

件）、银川市（5件）、天津市（2件）、克拉玛依市（2件）、深圳市（1件）、长春市（1件）、

福州市（1件）、鞍山市（1件）。 

 

【分析评价】 

1，唐山市、哈尔滨、鞍山、克拉玛依、福州等 5 个城市答复未制定、颁布法规、规章

或文件。令人遗憾。 

2，西宁市 2017年度还下发了 36份控烟执法督办函，表明了控烟执法的态度，督促相

关部门履行控烟执法的职责，让违法者承担法律责任，保证了无烟法律法规的有效落实。 

西宁市 2017年度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西宁市控烟工作安排的通知，要求各地区、

各单位、各部门每月至少开展 2 次以上监督和执法工作，市直部门每月至少开展 1 次

以上监督和执法工作，并按月上报控烟执法成果和数据。让人期待。 

3、贵市的禁烟标识（图文）。 

 

（二）贵市的禁烟标识（图文）。 

 

【实施情况】  

22 个城市，上海市、杭州市、广州市、天津市、、哈尔滨市、深圳市、长春市、唐山市、

南宁市、西宁市、青岛市、北京市、鞍山市、银川市、兰州市、克拉玛依市、福州市、徐州、

石家庄、呼和浩特、宁波、海口对此项作出了答复，并公开了禁烟标志。 

2个城市，绍兴市和南京市对此项未做答复。 

 

【分析评价】 

    禁烟标志如何更有效，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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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6 年年度内，控烟经费预算和决算。 

 

【实施情况】  

14个城市公开了相关数据。北京市（479.49万元）、广州市（319.08万元）、上海市（296.93

万元）、深圳市（120 万元）、兰州市（20.826 万元）、福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预算

经费 20 万元）、杭州市（18.5 万元）、南宁市（17.246 万元）、宁波市（16 万元）、石家庄

（15 万元）、银川市（9.92 万元）、长春市（8.7056万元）、克拉玛依市（8.6万元）、唐山

市（8万元）。 

6 个城市金额不详。西宁市（金额不详）、徐州（金额不详）、哈尔滨市（金额不详）、

青岛市（金额不详）、天津市（金额不详）、呼和浩特（金额不详）。 

3 个城市没有专项控烟经费。呼和浩特市、徐州市、鞍山市。 

3 个城市未作答复。南京市、绍兴市、海口市 3个无烟城市城市对此项未作明确答复（或

对控烟执法财政经费未单列支）。 

2016年度，同类数据为：北京市（478.20万元）、广州市（464.964万元）、长春市（30

万元）、杭州市（22.5 万元）、福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预算经费 20 万元）、哈尔滨

市（20万元）、克拉玛依市（16万元）、南宁市（139400）、银川市（99200元）、西宁市（金

额不详）、兰州市（金额不详）、深圳市（金额不详）。 

天津市、上海市、绍兴市、青岛市，4个无烟城市城市对此项未作明确答复或对控烟执

法财政经费未单列支。 

 

【分析评价】 

有控烟经费的城市，主要用语制作禁止吸烟标识和 5.31 宣传，且控烟经费差异总体较

大，控烟经费的数额总体过低，无法满足控烟执法工作的需要，比如南宁市现场活动 35960

元、宣传册 17600元、禁烟标识 110000元、控烟志愿者经费 8900元。银川市、长春市、克

拉玛依市、唐山市等城市全年控烟经费只有几万元。  

 

（四）2017 年年度内，控烟执法宣传信息。 

 

【实施情况】  

上海市、杭州市、广州市、天津市、克拉玛依市、哈尔滨市、深圳市、长春市、唐山市、

南宁市、西宁市、青岛市、北京市、福州市、鞍山市、兰州市、银川市、徐州市、石家庄市、

宁波市、海口市等 21个城市答复开展了控烟执法的宣传倡导工作，且形式丰富多彩。 

 

【分析评价】 

绍兴市、呼和浩特市和南京市对此项未做答复。   

 

（五）戒烟服务 

 

【实施情况】  

上海市、杭州市、广州市、天津市、克拉玛依市、哈尔滨市、深圳市、长春市、唐山市、

南宁市、西宁市、青岛市、北京市、福州市、兰州市、银川市、徐州市、石家庄市、呼和浩

特市、宁波市、海口市等 21个城市答复开展了戒烟服务。 

南京市、绍兴市未对此项未作明确答复，鞍山市答复“无”。 

2016 年度，15 个城市答复开展了戒烟服务。这些城市为：广州市、天津市、克拉玛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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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哈尔滨市、深圳市、长春市、唐山市、南宁市、青岛市、北京市、福州市、西宁市、上

海市、银川市、兰州市。 

 

【分析评价】 

 

“无烟城市”戒烟服务比柱状图 

 

 

（六）控烟执法数据。 

 

【实施情况】  

22 个城市提供了执法数据。上海市、杭州市、广州市、天津市、克拉玛依市、哈尔滨

市、深圳市、长春市、唐山市、南宁市、西宁市、青岛市、北京市、福州市、兰州市、银川

市、徐州市、石家庄市、呼和浩特市、宁波市、海口市、鞍山市。 

南京市、绍兴市，2个无烟城市未对此项未作明确答复。 

 

【分析评价】 

银川市、石家庄、唐山市、南宁市、青岛市、鞍山市、南京市、绍兴市、呼和浩特市、

哈尔滨市、克拉玛依市等 11 个无烟城市未开出罚单；呼和浩特、南京、哈尔滨市、克拉玛

依市、绍兴市等 5 个无烟城市未开展控烟执法工作（未提供单位处罚数量、个人处罚数量、

罚款金额、警告和改正数量、执法检查人次、执法检查场所数量等数据）。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2017年度未开出罚单（罚款、警告、整改等）、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管理委员会未开展任何控烟执法工作（数据为 0）。 

青岛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答复：“自 2015年 1月 1日起，青岛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已不再承担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工作职责，也不再承担全市控制吸烟的组织、协调、

指导工作，建议您向青岛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咨询”。  

南京市卫生和健康委员会答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第

二十一条，《江苏省爱国卫生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三十一条的相关规定，现

对你的申请答复如下：“由于本省实行各部门、各行业负责制，你申请的辖区内的相关信息

我委不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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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在经过连续 3 年的无烟城市控烟执法评估后，于 2018 年终于开出了罚单：截止

到 2018年 12月 31日绍兴市全市共责令整改 327家单位、行政处罚 34家单位、行政处罚 5

人、共计罚款 20250元。 

北京市共受理控烟相关服务 14043 件，其中控烟知识咨询 490 件，控烟政策咨询

1891 件，控烟投诉举报 11662 件，投诉处理率为 97%。 

全年市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共监督检查各类控烟场所 121621 户次，发现不合格单

位 6013 户次，总合格率为 95%，比《条例》实施之初的 77%有了较大提升。责令整改

不合格单位 5359 户次，处罚违法单位 653 家，单位罚款 176.67 万元；劝阻个人 3340

人，责令改正 3243人，处罚个人 3292 人，处罚金额 17.16 万元。 

全年市工商局针对各类烟草违法行为，新增立案 312 起，办结 326 起，罚没款合

计 415.26 万元；市交通执法总队累计处罚 1093 起车内吸烟违法事件；全市各级城管

执法系统共出动执法人员 104899 人次，规范乱扔烟头人员 7259 人次，处罚 33 起，

罚款共计 1200 元；清退校园周边 100 米内零售卷烟经营户 1459 家。 

    西宁市 2017 年共开展控烟联合执法 4 次，联合西宁晚报，刊登公共场所控烟随

手拍新闻 14 期，对曝光的 210 余件控烟违法问题全部核实处罚整改。 

西宁市 2017年度发给各区人民政府控烟督办函 25份、发给市及政府部门控烟督办函 9

份、发给省级政府部门控烟督办函 1份、发给西宁市城投公司控烟督办函 1份（涉及西宁火

车站控烟工作）。 

 

15、16、17、18年公开信息中执法数据城市比例柱状图 

 

 

（七）公众参与和社会动员。 

 

【实施情况】 

21 个城市作出答复。上海市、杭州市、广州市、天津市、克拉玛依市、深圳市、长春

市、唐山市、南宁市、西宁市、北京市、福州市、兰州市、哈尔滨市、青岛市、鞍山市、徐

州市、石家庄市、呼和浩特市、宁波市、南京市。 

4 个城市答复无控烟志愿者和协管员。哈尔滨市、青岛市、天津市、鞍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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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南京市、绍兴市、海口市未做答复。 

 

【分析评价】 

哈尔滨市、深圳市、克拉玛依市、北京市等无烟城市有政府购买服务，克拉玛依市答复

称“是全国文明城市，控烟志愿者相关经费统筹列入市文明城市专项经费”。 

银川市、南京市、呼和浩特、宁波市、青岛市、鞍山、海口市未提供志愿者和公众参与

信息。 

哈尔滨市、唐山市、南宁市、青岛市、银川市、克拉玛依市、福州市、徐州、呼和浩特、

南京、海口、绍兴市未接到投诉举报电话（未提供接到举报电话数量）。 

西宁市控烟部门和西宁晚报合作共刊登 20 次控烟违法随手拍活动图片文字，并督办全

部进行了核实处罚整改。通过和媒体合作，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控烟工作，起到了非常好的控

烟执法、控烟宣传、控烟社会动员的效果。 

 

15、16、17、18年公开信息中开展社会动员城市比例柱状图 

 

  

（八）监测评估。 

 

【实施情况】  

21 个城市答复。上海市、杭州市、广州市、天津市、克拉玛依市、深圳市、长春市、

唐山市、南宁市、西宁市、北京市、福州市、兰州市、哈尔滨市、青岛市、鞍山市、徐州市、

石家庄市、呼和浩特市、宁波市、南京市。其中 11 个城市答复称未开展监测工作。克拉玛

依市、鞍山市、青岛市、福州市、兰州市、长春市、唐山市、宁波市、杭州市、石家庄市、

呼和浩特市。 

4个城市未答复。银川市、南京市、绍兴市、海口市。 

 

【分析评价】 

纵向比较。 

15 年，5 个城市提供了监测评估信息；16 年，8 个城市提供了监测评估信息；17 年，

11个城市提供了监测评估信息；18年 10个城市提供了检测评估信息。 

监测评估，是控烟效果的评价，也是工作改进的契机。 

哈尔滨市对 811 家室内公共和工作场所进行监测，发现 89家场所室内空气 PM2.5 超出

国家标准，不合格场所主要集中在餐厅、旅馆、网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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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执行情况调查报告（2016）》结论显示：广州市应适时该条《广州

市控制吸烟条例》，建议室内全面禁烟、部分室外公共场所禁烟、对违反《条例》的违法行

为直接实行行政处罚、对部分《条例》未指明或未涉及监管单位的场所明确规定监管部门。 

 

（九）2017 年月度或年度控烟执法工作报告（是否主动公开、公开途径等）。 

 

【实施情况】  

13 个城市制作了控烟执法月度或年度报告，并主动向社会公开。杭州市、广州市、徐

州市、石家庄市、北京市、西宁市、宁波市、南宁市、兰州市、哈尔滨市、深圳市、福州市、

上海市。 

8 个城市答复未制作月度或年度控烟执法工作报告。银川市、呼和浩特市、唐山市、长

春市、青岛市、天津市、鞍山市、克拉玛依市。 

3 个城市未作明确答复。南京市、绍兴市、海口市。 

广州市制订了《全市控烟巡查执法情况月度报表》，并将结果按月，以《爱国卫生运动

简报》的方式向全市通报。 

北京市月度或年度控烟执法数据和报告通过媒体、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主动向社会

公开。 

 

【评价分析】 

    此项整体不佳。 

 

（十）控烟执法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创新经验。 

 

【实施情况】 

18 个城市答复告知了控烟执法存在困难或创新经验。杭州市、广州市、石家庄市、长

春市、唐山市、西宁市、南宁市、福州市、哈尔滨市、兰州市、深圳市、天津市、克拉玛依

市、上海市、北京市、徐州市、宁波市、银川市。 

3 个城市答复无困难或创新经验。青岛市、鞍山市、呼和浩特市。 

3 个城市对此项未做明确答复。南京市、绍兴市、海口市。 

  

【评价分析】 

深圳市答复：(二)对禁烟场所的执法督查仍需加强。一是部分场所的控烟职责落实不到

位。《条例》中对禁烟场所的控烟职责作了明确的规定，但从督查和暗访结果来看，多数场

所管理者和负责人对控烟工作仍不够重视，控烟职责落实不到位，存在控烟制度不健全，控

烟宣传教育不到位、控烟检查员设置数量少、监管力度不够强，禁烟标识张贴率和合格率不

高、吸烟区设置数量少、吸烟点设置合格率较低、吸烟劝阻率低、劝阻技能水平不高等问题。

需要相关部门加强对场所管理者的宣传教育和督导。二是对禁烟场所采取何种处罚方式较难

把握。一方面， 根据《条例》规定，如果场所未能履行控烟职责，执法人员首次只能对其

进行警告，责令其对限期整改，不能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首次警告的方式，威慑力不

足，难以引起场所经营者的足够重视另一方面，若复查一旦发现场所没有进行整改，应给予

罚款但罚款合额统一为 3万元。 这导致执法人员因场所不同、违法严重程度不同、违法后

果不同，难以作出同样罚款标准的行政处罚决定。集期 5)部分禁烟场所控烟执法工作取青

有待明确。一是部分作人员又无控烟执法权，港口岸之间的边境缓冲区，场厅存在执法真空。

如口岸管理区还港处属于深圳口库与学控烟执法人员无法进入，口岸管理处束。二是部分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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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场所监管职责对在此区域的违法吸烟者缺乏有效约和控烟职责未能同步。部分场所监管职

责划转到其他主管部门后，控烟职责未跟随划转。如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管职责和人员划转

后，由其承担的工厂企业及其管辖范围内的工作场所、公共场所等场所的控烟执法工作未进

行同步划转。 

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了《2016年餐饮服务环节控烟方案》，把控烟执法工作

纳入常态化管理，结合日常检查、专项行动等将控烟执法检查作为监督执法检查常规内容之

一。 

西宁市每年都能让人感受创新和惊喜，禁烟标识结合商业广告。具体要求 1、必须有禁

烟标志，有投诉电话，有处罚额度；2、广告内容符合《广告法》。 

兰州市：“市控烟办将结合全国其他控烟城市的先进做法，对我市控烟条例进行修订完

善”。 

对控烟执法工作中遇到困难的分析  

   认为缺少专项控烟执法经费或执法人员不足的有 8个无烟城市；  

认为宣传、倡导有待加强的有 8个无烟城市；  

认为单位或场所不配合、落实控烟措施、劝阻不到位的有 6个无烟城市； 

认为多部门执法部门职责不清、缺少牵头协调部门的有 3个无烟城市； 

认为执法力度不够、监督检查覆盖面和批次不足、行政处罚少的有 6个城市； 

认为取证难、执法难对无烟城市有 5个无烟城市；  

认为社会动员和公众参与不充分的有 2个无烟城市； 

认为存在立法冲突、立法缺陷和缺少有力的全国性无烟法律法规的有 7个无烟城市； 

认为吸烟区和禁烟区混交、不合理的有 2个无烟城市。 

 

（十一）贵单位是否支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于 2017年 12月 29日在中国人

大网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第三十三条，暨是否支

持“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禁止吸烟”？有何具体建议？ 

 

【实施情况】 

十五个城市表示支持。杭州市、广州市、银川市、徐州市、石家庄市、呼和浩特市、西

宁市、宁波市、唐山市、南宁市、福州市、哈尔滨市、天津市、上海市、长春市。 

9 个城市未做书面答复（但在电话中表示支持）。克拉玛依市、海口市、深圳市、鞍山

市、青岛市、兰州市、北京市、南京市、绍兴市。 

 

【评价分析】 

广州答复：我单位支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2017年 12月 29日在中国人

大网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和健康促进法（草案）第三十三条，暨支持“室

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禁止吸烟”。建议尽快通过、实施国务院法制办于 2014 年 11

月 24 日公布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为地方各级推动控烟立法、修法提供

上位法依据。 

石家庄答复：我委坚决支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于 2017年 12月 29 日在

中国人大网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第三十三条，“室

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禁止吸烟”规定:并且我委在今年出台的《石家庄市公共场所禁

止吸烟的规定》地方法规中规定了在公共禁烟场所吸烟的条款。 

建议:国家层面的法规尽快通过并施行，有利干进一步推动加快地方法规的制定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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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将有力选推动地方控足工作的开展，也将为执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十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二条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相关情

况(包括但不限于接到群众举报数量、出动执法次数、检查场所户次数;警告、整改、停止

发布、拆除、罚款等)。 

  

【实施情况】 

11 个城市答复开展了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相关工作。徐州市、西宁市、南宁

市、深圳市、鞍山市、克拉玛依市、海口市、福州市、兰州市、青岛市、北京市。 

13 个城市对此项未做明确答复。银川市、杭州市、广州市、石家庄市、呼和浩特市、

唐山市、长春市、哈尔滨市、天津市、绍兴市、上海市、南京市、宁波市。 

 

【评价分析】 

鞍山市：“我市已无烟草广告”。克拉玛依市“我市为无烟草广告城市”。西宁市：“我市

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二条，未发现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等情况

及群众举报”。杭州市、天津市：认定在商场（商店、烟店）内发布烟草广告违法。北京市

全年针对各类烟草违法行为，新增立案 312 起，办结 326起，罚没款合计 415.26万元；清

退校园周边 100米内零售卷烟经营户 1459家。 

 

五、2017年度全国 24个“无烟城市”控烟执法工作实施情况及排名 

 

（一）控烟基础工作实施情况及排名。 

“√”表示：作出答复并公开了相关信息、且显示“实施了相关工作或提供了数据”内容，

得分为 1分； 

“空白”表示:不答复或答复拒绝公开或答复显示“没有实施相关工作或没有提供数据”内

容的，不得分。 

 

1. 实施情况。 

事项 

 

城市 

得分 法 律

法规 

 

执 法

主体 

联 系

方式 

负 责

人 

执 法

人 员

数量 

禁 烟

标识 

禁烟 

标识

数量 

宣传

倡导 

公众

参与 

控 烟

经费 

哈尔滨 10 √ √ √ √ √ √ √ √ √ √ 

长春 10 √ √ √ √ √ √ √ √ √ √ 

鞍山 8 √ √ √ √ √ √ √ √   

唐山 10 √ √ √ √ √ √ √ √ √ √ 

北京 10 √ √ √ √ √ √ √ √ √ √ 

天津 8 √ √ √ √ √ √ √ √   

克拉玛依 8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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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 10 √ √ √ √ √ √ √ √ √ √ 

银川 8 √ √ √ √  √ √ √  √ 

兰州 10 √ √ √ √ √ √ √ √ √ √ 

 

青岛 8 √ √ √ √ √ √ √ √   

上海 10 √ √ √ √ √ √ √ √ √ √ 

杭州 10 √ √ √ √ √ √ √ √ √ √ 

绍兴 7 √ √ √ √ √ √  √   

福州 10 √ √ √ √ √ √ √ √ √ √ 

南宁 10 √ √ √ √ √ √ √ √ √ √ 

广州 10 √ √ √ √ √ √ √ √ √ √ 

深圳 

 

10 √ √ √ √ √ √ √ √ √ √ 

宁波市 

 

10 √ √ √ √ √ √ √ √ √ √ 

 

徐州市 

8 √ √ √ √ √ √ √  √  

石家庄市 

 

9 √ √ √ √ √ √ √  √ √ 

呼和浩特 7 √ √ √ √ √ √ √    

海口市 8 √ √ √ √ √ √ √ √   

南京市 1 

 

有          

 

2. 打分排名 

第一名：哈尔滨、唐山市、北京市、长春市、西宁市、上海市、兰州市、杭州市、广州

市、深圳市、南宁市、福州市、宁波市得 10分； 

第二名：石家庄市得 9分； 

第三名：鞍山市、天津、银川市、青岛市、克拉玛依市、徐州市、海口市得 8 分； 

第四名：呼和浩特市、绍兴市得 7分； 

    第五名：南京市得 1分。 

 

注： 

我们将此组信息定义为“无烟静态信息”：为实施控烟做的基础性、准备性工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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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可操作性、禁言标志内容的完整性、禁言的宣传覆盖面等方面。 

我们很难说，当一个城市的无烟立法较为粗放、禁烟标志不够清晰、工作人员不够明确、

工作经费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该城市的无烟工作能够取得良好效果。 

 

（二）控烟执法行动情况及排名。 

 “√”表示：作出答复并公开了相关信息、且显示“实施了相关工作或提供了数据”内容，

得分为 1分； 

“空白”表示：不答复或答复拒绝公开或答复显示“没有实施相关工作或没有提供数据”内

容的，不得分。 

1. 控烟执法行动信息统计表 

事项 

 

城市 

得

分 

举 报

数量 

执 法

人次 

检 查

场所 

数量 

 处 罚

个 人

数量 

个 人

罚 款

金额 

处 罚

单 位

数量 

单 位

罚 款

金额 

劝阻

吸烟

数量 

警告

数量 

责令

整改

数量 

戒烟 

活动 

戒 烟

门诊 

哈 尔

滨 

3         √   √ √ 

长春 12 √ √ √  √ √ √ √ √ √ √ √ √ 

鞍山 8 √ √ √      √ √ √ √ √ 

唐山 7  √ √      √ √ √ √ √ 

北京 12 √ √ √  √ √ √ √ √ √ √ √ √ 

天津 12 √ √ √  √ √ √ √ √ √ √ √ √ 

克 拉

玛依 

3         √   √ √ 

西宁 12 √ √ √  √ √ √ √ √ √ √ √ √ 

银川 7  √ √      √ √ √ √ √ 

兰州 12 √ √ √  √ √ √ √ √ √ √ √ √ 

   

青岛 7  √ √      √ √ √ √ √ 

上海 12 √ √ √  √ √ √ √ √ √ √ √ √ 

杭州 12 √ √ √  √ √ √ √ √ √ √ √ √ 

绍兴 1             √ 

福州 11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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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 7  √ √      √ √ √ √ √ 

广州 12 √ √ √  √ √ √ √ √ √ √ √ √ 

深圳 

 

12 √ √ √  √ √ √ √ √ √ √ √ √ 

宁 波

市 

12 √ √ √  √ √ √ √ √ √ √ √ √ 

徐 州

市 

11  √ √  √ √ √ √ √ √ √ √ √ 

石 家

庄市 

8 √ √ √      √ √ √ √ √ 

呼 和

浩特 

3         √   √ √ 

海 口

市 

11  √ √  √ √ √ √ √ √ √ √ √ 

南 京

市 

0              

 

2. 打分排名 

第一名：北京市、西宁市、广州市、深圳市、宁波市、长春市、上海市、兰州市、杭州

市、天津市得 12分； 

第二名：海口市、徐州市、福州市得 11分； 

第三名：鞍山市、石家庄市得 8分； 

第四名：银川市、南宁市、青岛市、唐山市得 7 分； 

第五名：克拉玛依市、呼和浩特市、哈尔滨市得 3分； 

第六名：绍兴市得 1分； 

第七名：南京市得 0分； 

 

（三）监测、评估、反馈、总结信息及打分排名（空白代表不存在此项或未开展具体工作） 

 

“√”表示：作出答复并公开了相关信息、且显示“实施了相关工作或提供了数据”内容，

得分为 1分； 

“空白”表示：不答复或答复拒绝公开或答复显示“没有实施相关工作或没有提供数据”

内容的，不得分。 

 

1，统计表 

事项 

城市 

得分 监测评估 月度报告 年度报告 困难和经

验 

部 门 协

调机制 

协 调 牵

头部门 

协调会议 

 

哈尔滨 6 √ √ √ √ √ √  

长春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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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 2     √ √  

唐山 3    √ √ √  

北京 7 √ √ √ √ √ √ √ 

天津 5 √ √  √ √ √  

克 拉 玛

依 

3    √ √ √  

西宁 7 √ √ √ √ √ √ √ 

银川 3    √ √ √  

兰州 5  √ √ √ √ √  

  

青岛 2     √ √  

上海 7 √ √ √ √ √ √ √ 

杭州 6  √ √ √ √ √ √ 

绍兴 2     √ √  

福州 5  √ √ √ √ √  

南宁 6 √ √ √ √ √ √  

广州 7 √ √ √ √ √ √ √ 

深圳 

 

7 √ √ √ √ √ √ √ 

宁波市 

 

5  √ √ √ √ √  

徐州市 6 √ √ √ √ √ √  

石 家 庄

市 

 

5  √ √ √ √ √  

呼 和 浩

特市 

2     √ √  

海口市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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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 2     √ √  

 

2. 打分排名 

第一名：北京市、西宁市、上海市、广州市、深圳市得 7分； 

第二名：哈尔滨市、南宁市、杭州市、徐州市得 6分； 

第三名：天津市、兰州市、福州市、宁波市、石家庄市得 5分； 

第四名：银川市、长春市、唐山市、克拉玛依市得 3分； 

第五名：青岛市、南京市、鞍山市、呼和浩特市、海口市、绍兴市得 2分； 

 

（四）2017 年全国 24个“无烟城市”控烟执法数据及排名。 

 

此处，我们选择了以数据为政府信息的事项，进行分析、比较，以期发现影响控烟执法

效果的因素。 

由于各个城市面积大小、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绝对数字”的说服力不高。 

我们在横向比较时，采用了“（万）人均”作为标准：执法数据除以该城市 2017年常住

人口数量。 

 

【打分标准】 

数字不详得 1分，数据最低者得 2分（人均覆盖率）、次低者得 3分„„依次得分。 

 

1、发放、张贴禁烟标识数量 

 

（1）数量 

徐州市 1分（不详）、呼和浩特市 1分（不详）、海口市 1分（不详）、鞍山市 1分（不

详）、石家庄市 1分（不详）、唐山市 2分（0.1张/万人万张）、哈尔滨市 3分（0.6 万张）、

长春市 4分（1.9万张）、银川市 5分（0.664万张）、福州市 6分（1.237万张）、宁波市 7

分（1.7万张）、南宁市 8分（3.8万张）、天津市 9分（3.74万张）、克拉玛依市 10分（0.6

万张）、绍兴市 11分（7万张）、兰州市 12分（兰州市 11万张）、广州市 13分（39.4 万张）、

杭州市 14分（37.788万张）、西宁市 15分（13.77万张）、北京市 16分（162万张）、青岛

市 17分（85万张）、深圳市 18分（140万张）、上海市 19分（325万张）。 

 

（2）万人均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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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控烟志愿者、监督员协管员数量 

 

（1）数量 

徐州市 1分（不详）、克拉玛依市 1分（不详）、天津市 1分（不详）、绍兴市 1分（不

详）、西宁市 1分（不详）、长春市 2分（60人）、哈尔滨市 3分（416人）、唐山市 4 分（1587

人）、广州市 5 分（3000 人）、杭州市 6 分（6055 人）、北京市 7 分（14851 人）、福州市 8

分（6281 人）、深圳市 9 分（10000 人）、兰州市 10 分（4565 人）、石家庄市 11 分（14507

人）、上海市 12分（39000 人）、南宁市 13分（71800 人）。 

 

（2）万人均覆盖率 

1 
1 
1 
1 
1 
1.32 
5.64 
10.42 
16.48 
17.37 
21.35 
27.27 
28.9 

136.36 
140 

303.87 
310.24 

434.35 
623.08 

826.11 
974.77 

1351.35 
1413.04 

石家庄市 

徐州市 

唐山市  

长春市 

福州市 

南宁市 

克拉玛依 

兰州市  

杭州市 

北京市 

深圳市 

发放张贴禁烟标识每万人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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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戒烟服务人次或人数（人次） 

 

    （1）数量 

长春市 1分（不详）、西宁市 1分（不详）、鞍山市 1分（不详）、福州市 1分（不详）、

徐州市 1 分（不详）、海口市 1 分（不详）、绍兴市 1 分（不详）、唐山市 2 分（10 人次）、

兰州市 3分（54人次）、广州市 4分（242人次）、石家庄市 5分（308人次）、天津市 6分

（471人次）、银川市 7分（69人次）、青岛市 8分（400 人次）、深圳市 9分（720 人次）、

宁波市 10 分（553 人次）、南宁市 11 分（663 人次）、呼和浩特市 12 分（480 人次）、杭州

市 13分（5761人次）、哈尔滨市 14分（8000人次）、上海市 15分（23071人次）、北京市

16分（23273人次）、克拉玛依市 17分（1718人次）。 

 

 

 

 

 

0.07 

0.07 

0.07 

0.07 

0.07 

0.08 

0.39 

2.09 

2.17 

6.96 

7.07 

8.82 

9.29 

12.61 

13.33 

16.96 

100.81 

西宁市  

绍兴市 

天津市  

克拉玛依 

徐州市 

长春市 

哈尔滨  

唐山市 

广州市  

杭州市 

北京市 

福州市 

深圳市 

兰州市  

石家庄市 

上海市  

南宁市  

志愿者、监督员协管员每万人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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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人均覆盖率 

 

  

4、举报投诉 

     

    （1）数量 

宁波市 1分（5件）、鞍山市 2分（3件）、长春市 3分（10件）、石家庄 3分（14件）、

天津市 4分（202件）、杭州市 5分（128件）、兰州市 6 分（230件）、广州市 7分（908件）、

西宁市 8分（210件）、深圳市 9分（1279件）、上海市 10分（8327件）、北京市 11分（1404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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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烟服务人次每万人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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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人均覆盖率 

 

  

5、执法行动（人次） 

 

    （1）数量 

徐州市 1分（不详）、青岛市 2分（68人次）、石家庄市 3分（147人次）、唐山市 4分

（560人次）、宁波市 5 分（661人次）、鞍山市 6分（422人次）、长春市 7分（1052人次）、

南宁市 8分（1092人次）、银川市 9分（450人次）、福州市 10分（1642人次）、杭州市 11

分（18914人次）、兰州市 12分（8200人次）、天津市 13 分（60165人次）、西宁市 14分（13305

人次）、广州市 15分（121673 人次）、北京市 16分（237447 人次 7）、上海市 17分（298361

人次）、深圳市 18分（160000 人次）、海口市 19分（117299人次）。 

 

 

 

 

 

0.006 

0.008 

0.013 

0.013 

0.137 

0.147 

0.635 

0.658 

0.95 

1.188 

3.62 

6.687 

宁波市 

鞍山市 

长春市 

石家庄市 

天津市 

杭州市   

兰州市 

广州市 

西宁市  

深圳市 

上海市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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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人均覆盖率 

 

 

  

6、执法检查场所 

 

    （1）数量 

青岛市 1分（68户）、唐山市 2分（98户）、鞍山市 3分（418户）、石家庄市 4分（1320

户）、福州市 5 分（1204 户）、银川市 6 分（450 户）、长春市 7 分（2045 户）、南宁市 8 分

（2467户）、宁波市 9分（3935户）、杭州市 10分（19434户）、徐州市 11分（24824 户）、

天津市 12分（60165户）、海口市 13分（10290户）、兰州市 14分（21200户）、北京市 15

分（123392户）、深圳市 16分（72000户）、广州市 17 分（109921户）、上海市 18分（240000

户）、西宁市 19分（31962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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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人均覆盖率 

 

  

7、发放监督意见书、警告、整改 

 

    （1）数量 

青岛市 1 分（不详）、兰州市 1 分（不详）、海口市 1 分（不详）、南宁市 2 分（6 户）、

唐山市 3分（17户）、鞍山市 4分（15户）、福州市 4 分（27户）、长春市 5分（105户）、

银川市 6分（76户）、上海市 7分（1549户）、石家庄市 8分（810户）、广州市 9分（1126

户）、深圳市 9 分（880 户）、天津 10 分（1353 户）、宁波市 11 分（901 户）、徐州市 11 分

（966户）、杭州市 12分（1685户）、北京市 13分（6818户）、西宁市 14分（1612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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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人均覆盖率 

 

  

8、对个人罚款人数 

 

    （1）数量 

宁波市 1分（处罚 1 人）、西宁市 2分（不详）、长春市 2分（不详）、兰州市 2分（不

详）、杭州市 3 分（6 人）、福州市 4 分（41 人）、广州市 5 分（173 人）、天津市 5 分（193

人）、上海市 6 分（415 人）、北京市 7 分（3292 人）、海口市 8 分（3183 人）、深圳市 9 分

（25000人）。 

 

 

 

 

 

 

 

 

 

0.01 

0.02 

0.04 

0.04 

0.14 

0.38 

0.67 

0.74 

0.82 

0.82 

0.92 

1.13 

1.13 

1.94 

3.25 

7.29 

海口市 

兰州市 

青岛市 

南宁市 

唐山市 

鞍山市 

福州市 

长春市 

银川市 

上海市 

石家„ 

广州市 

深圳市 

天津市 

宁波市 

徐州市 

杭州市 

北京市 

西宁市 

发放监督意见书、警告、整改等每万人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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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人均覆盖率 

  

  

9、对单位罚款户数 

 

    （1）数量 

 天津市 1 分（不详）、海口市 1 分（不详）、兰州市 1 分（不详）、徐州市 2 分（2 户）、

宁波市 3分（4户）、深圳市 4分（7户）、福州市 5分（6户）、广州市 6分（12户）、长春

市 7分（72户）、杭州市 8分（133户）、北京市 9分（979户）、上海市 10分（1133 户）、

西宁市 11分（295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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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人均覆盖率 

 

  

10、罚款总金额（元） 

 

（1）数量 

徐州市 1 分（不详）、宁波市 2 分（0.405 万元）、广州市 3 分（1.665 万元）、福州市 4

分（1.282 万元）、长春市 5 分（3.61 万元）、兰州市 6 分（2 万元）、天津市 7 分（11.665

万元）、杭州市 8分（12.26 万元）、西宁市 9分（16.535 万元）、海口市 10分（25.3551 万

元）、上海市 11分（262.035 万元）、深圳市 12分（150 万元）、北京市 13分（609.2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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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人均覆盖率 

 

   

  

排名  

第一名：上海市（进入图表 10次得 125分）； 

第二名：北京市（进入图表 10次得 123分）； 

第三名：深圳市（进入图表 10次得 113分）； 

第四名: 西宁市（进入图表 10次得 94分）； 

第五名：杭州市（进入图表 10次得 90分）； 

第六名：广州市（进入图表 10次得 84分）； 

第七名：天津市（进入图表 10次得 68分）； 

第八名：兰州市（进入图表 10次得 67分）； 

第九名：海口市（进入图表 8次得 53分）； 

第十名：南宁市（进入图表 6次得 50分）；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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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2.76 

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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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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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罚款总金额每万人覆盖率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35 

 

第十一名：宁波市（进入图表 9次得 49分）； 

第十二名：福州市（进入图表 9次得 47分）； 

第十三名：长春市（进入图表 10次得 43）； 

第十四名：石家庄市（进入图表 7次得 35分）； 

第十五名：银川市（进入图表 5次得 33分）； 

第十六名：徐州市（进入图表 8次得 29分）、青岛市（进入图表 5次得 29分）； 

第十七名：克拉玛依市（进入图表 3次得 28分）； 

第十八名：哈尔滨市（进入图表 3次得 20分）； 

第十九名：唐山市（进入图表 6次得 17分）、鞍山市（进入图表 6次得 17分）； 

第二十名：呼和浩特市（进入图表 2次得 13分）、绍兴市（进入图表 3次得 13 分）； 

第二十一名：南京市（进入图表 0次得 0分）。 

 

（五）2017 年度全国 18个“无烟城市”控烟工作实施情况排名 

 

以上四组得分相加。 

严格来说，仅仅意味着：根据我们所设定的问题、相关城市公开的积极作为的控烟工作

信息打分排名。我们无法核实相关政府信息的真实性、也未考虑相关数据与控烟效果的相关

性。但我们相信，此排名仍然具有一定说服力。 

 

第一名：上海市 154分 

第二名：北京市 152分 

第三名：深圳市 142分   

第四名：西宁市 123分 

第五名：杭州市 118分   

第六名：广州市 113分  

第七名：兰州市 94分 

第八名：津市 93分 

第九名：宁波市 76分 

第十名：海口市 74分 

第十一名：福州市 73 分、南宁市 73分 

第十二名：长春市 68 分 

第十三名：石家庄市 57分 

第十四名：徐州市 54 分  

第十五名：银川市 51 分 

第十六名：青岛市 46 分  

第十七名：克拉玛依市 42分  

第十八名：哈尔滨市 39分 

第十九名：唐山市 37 分 

第二十名：鞍山市 25 分、呼和浩特市 25分 

第二十一名：绍兴市 23分 

第二十二名：南京市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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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分城市控烟执法数据曲线对比图（连续参与评估 3 年、控烟执法数据齐全的无烟城

市）。 

 

总体上 2015至 2017年控烟执法数据齐全的无烟城市整体控烟执法数据趋于变好（或稳

定），部分无烟城市控烟执法数据从无到有或大幅度上升，无烟城市控烟执法情况越来越好。 

 

（一）警告、整改数据变化 

从 2015至 2017年对单位发放监督意见书（警告、整改）的家数折线对比图来看，总体

上无烟城市对单位加大了执法和整改力度，其中西宁市、天津市、兰州市 3个无烟城市进步

明显；北京市、上海市、杭州市、广州市、深圳市、南宁市 6个无烟城市变化不大；长春市、

银川市、福州市、唐山市、鞍山市、青岛市 6个无烟城市有所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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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处罚单位数据变化 

从 2015至 2017年对单位处罚的家数折线对比图来看，总体上无烟城市对单位加大了执

法和处罚力度，其中上海市、北京市、西宁市、深圳市、兰州市、天津市 6个无烟城市对单

位加大了执法和处罚力度；杭州市、广州市 2个无烟城市对单位的执法和处罚力度变化不大；

长春市和福州市对单位的执法和处罚力度相对出现了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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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罚款数据变化 

从 2015至 2017年对个人处罚的人数折线对比图来看，总体上无烟城市对个人加大了执

法和处罚力度，其中深圳市、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西宁市、兰州市 6个无烟城市对个

人加大了执法和处罚力度；杭州市、广州市、福州市、长春市 4个无烟城市对个人的执法和

处罚力度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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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罚款金额变化 

从 2015至 2017年对控烟执法罚款金额折线对比图来看，总体上无烟城市加大了执法和

处罚力度，其中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西宁市、天津市、兰州市 6个无烟城市加大了执

法和处罚力度；杭州市、广州市、福州市执法和处罚力度变化不大；长春市执法和处罚力度

略有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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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全国 24 个“无烟城市”2017 年度控烟执法总得分排名 

 

将全部事项，包括透明度、2017年度全国 24个“无烟城市”控烟工作实施情况，每个

城市各自得分相加，得到排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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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上海市 166分 

第二名：北京市 163分 

第三名：深圳市 156分 

第四名：西宁市 135分 

第五名：杭州市 130分  

第六名：广州市 125分 

第七名：天津市 105分 

第八名：兰州市 104分 

第九名：宁波市 88分 

第十名：南宁市 85分 

第十一名：福州市 83 分  

第十二名：长春市 80 分、海口市 80分 

第十三名：石家庄市 69分 

第十四名：徐州市 66 分 

第十五名：银川市 60 分 

第十六名：青岛市 56 分 

第十七名：克拉玛依市 53分 

第十八名：哈尔滨市 50分 

第十九名：唐山市 49 分 

第二十名：鞍山市 37 分、呼和浩特市 37分 

第二十一名：绍兴市 25分 

第二十二名：南京市 6分 

 

八、几点观察 

 

1，特别感谢 25个“无烟城市”在百忙之中对民间控烟诉求予以回应、对信息公开申请

作出答复。 

其中，西宁市在所有城市中答复的信息最全面、公开的资料最多。 

绍兴市、南京市虽然作出了书面答复，却未公开有效的控烟执法信息。  

 

2、哈尔滨市、唐山市、南宁市、青岛市、银川市、克拉玛依市、福州市、徐州、呼和

浩特、南京、海口、绍兴市未提供接到举报电话数量。  

 

3、银川市、石家庄、唐山市、南宁市、青岛市、鞍山市、南京市、绍兴市、呼和浩特

市、哈尔滨市、克拉玛依市，11个无烟城市未开出罚单。 

呼和浩特、南京、哈尔滨市、克拉玛依市、绍兴市，5个无烟城市未提供单位处罚数量、

个人处罚数量、罚款金额、警告和改正数量、执法检查人次、执法检查场所数量等数据。 

南宁市和银川市连续三年未提供开出罚单信息。 

哈尔滨市与前三个年度相比，控烟执法数据呈明显下降状态。  

海口市在控烟执法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 

 

4、北京市全年针对各类烟草违法行为，新增立案 312 起，办结 326 起，罚没款合

计 415.26 万元；清退校园周边 100 米内零售卷烟经营户 1459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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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宁市、广州市、上海市每月和每年对全市各部门、各级政府开展的控烟情况（包

括数据）进行通报、通过公函的方式通知相关方面，多个城市开展联合执法检查，督促各部

门履行控烟执法职责，发挥了牵头部门的协调作用。 

 

6、宁波市（1 人）、杭州市（6 人）两个无烟城市对违法吸烟处罚个人（罚款）的数量

都是个位数；徐州市（2 家）、宁波市（4家）、福州市（6 家）、深圳市（7家）四个无烟城

市对违反《控烟条例》的单位或场所的处罚（罚款）也都是个位数。 

北京市控烟执法总罚款金额为609.2100万元（其中卫生部门罚款总金额193.83万元）、

上海市 262.035万元、深圳市 150.00万元，其他作出处罚的十个城市控烟执法累计总金额

（相加）74.7771万元。 

 

7、负责执行条例的行政执法人数，哈尔滨市 295人、长春市 8人、克拉玛依市 5人、

青岛市 72人、上海市 7 人、杭州市 75人、绍兴市 35 人、福州市 566人、唐山市 9人、银

川市 68人、鞍山 76人、北京市 1000多人、石家庄市 85人、宁波市 100人。 

 

8、目前只有上海市、广州市、天津市、深圳市、南宁市、西宁市、北京市、哈尔滨市、

徐州市等 9个无烟城市对控烟工作开展了监测和评估工作。 

 

9、北京市、广州市、上海市、深圳市、兰州市、福州市、杭州市、南宁市、宁波市、

石家庄、银川市、长春市、克拉玛依市、唐山市、西宁市、徐州市、哈尔滨市、青岛市、天

津市、呼和浩特等 20个无烟城市答复有控烟经费。 

南宁市控烟志愿者经费 8900 元，银川市、长春市、克拉玛依市、唐山市等城市全年控

烟经费几万元。 

 

10、杭州市、广州市、徐州市、石家庄市、北京市、西宁市、宁波市、南宁市、兰州市、

哈尔滨市、深圳市、福州市、上海市，13 个城市制作了控烟执法月度或年度报告，并主动

向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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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XX市卫生和计划生委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申

请

人

信

息 

 

公民 

姓    名 XXX 工作单位            XXX 

证件名称 居民身份证 证件号码 XXX 

联系电话 XXX 邮政编码 XXX 

电子邮箱 XXX 传    真 XXX 

联系地址 XXX 

法人/

其他组

织 

名    称  机构代码  

法人代表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联系地址  

电子邮箱  

申请时间 2018年 10月 18日 

所

需

信

息

情

况 

内 

容 

描 

述 

 

用

    

途 

生产、生活、科研和参与控烟工作需要等 

备注 生产、生活、科研等 

 
获取信息的方式（可选） 

□邮寄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44 

 

附件 2：沟通函 

 

沟通函 

 

XXX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XXX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申请人于 2018年 10月 18日向贵单位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经查询贵单位于 2018

年 10月 X 日收到申请书。 

申请人于 2018年 X月 X  日收到贵单位回复，回复中称贵单位拒绝对申请人申请的事

项予以公开（或需要补充证明文件）。鉴于贵单位的回复，申请人特再次去函善意沟通，望

贵单位予以重视并对申请人的申请事项作出补充答复。 

 

申请的背景及用途： 

1、申请人是控烟志愿者，同时也是二手烟受害者，因此申请人申请的事项和申请人的

生产、生活、科研等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2、申请人同时向全国 25个无烟城市提出了信息公开申请，在获得答复后，申请人将对

18个无烟城市落实《控制吸烟条例》的效果进行研究、总结、对比和评估，并对各地的落

实情况进行打分和排名。 

在此基础上申请人将会形成调研报告，报告内容将对全国无烟立法提供数据和支持，并

将报告邮寄给 25个无烟城市的控烟部门和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更好的推进各地

落实控烟工作。且报告内容将会向公众和社会公开。 

 

对此本人特提出以下建议： 

1、建议贵单位尽可能的将贵单位在全市开展的落实《控制吸烟条例》的具体工作予以

告知、公开。 

2、建议贵单位可以将贵单位下属的各级部门开展的落实《控制吸烟条例》具体工作予

以告知、公开。 

3、如贵单位不予告知、公开，可能最终的调研报告内容将不能具体体现贵单位开展的

具体工作内容，并影响贵单位的评价和排名。 

4、申请人从始至终都抱着一颗善意的心，愿意与贵单位保持交流和沟通，如有需要请

随时联系申请人。 

5、因申请人的申请事项较多，所以申请人对答复期限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建议最迟

在 3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6、建议贵单位为了更好的落实《控制吸烟条例》，为全国无烟立法提供支持，开展各种

形式的控烟工作。 

通过以上建议，希望能促进贵市的控烟工作，并希望能和贵单位辖区各级行政机关建立

长期有效的沟通和合作关系。 

此致 

XXX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XXX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建议人： 

2018年 X月 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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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致谢函 

 

 

致谢函 

 

 

XXX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XXX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作为关注和支持我国控烟工作的民间机构，在包括贵机构在内的 18 个无烟城市单位的

配合下，我们完成了《全国 25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7

年）》。 

 

此份报告主要展示了包括贵机构在内的“25 个无烟城市”单位对于我们所提出的政府

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情况以及我们的简要分析。 

 

通过此次公益法律行动，希望与贵单位一起扎实、有效的推进《控制吸烟条例》的实施，

同时各个无烟城市可以互相交流与借鉴，并为全国无烟立法积累数据和经验，推动全国无烟

立法尽快通过、实施。 

 

毋庸讳言，从所获政府信息情况来看，我们尚有需要进一步努力的空间。 

 

但从整个沟通情况来看，我们感觉贵机构对民间参与控烟持有欢迎态度，这让我们倍受

鼓舞。 

 

今后我们还将就我国控烟的相关问题与贵单位联络，希望能继续得到支持。 

 

 

附上报告，还望指正。 

 

此致 

 

敬礼 

 

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 

 

 

 

2019年 X月 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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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禁烟标识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47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48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49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50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51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52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53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54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55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56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57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58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59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60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61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62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63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64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65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66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67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68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69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70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71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72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73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74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75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76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77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78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79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80 

 

 

 

 

 



24 个“无烟城市”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2018 年） 

 

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