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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最后一天，是世界无烟日，也是
控烟的话题成为舆论焦点的日子。以往每
年都谈，但喷云吐雾似乎仍未少见。

6月 1日，号称史上最严的控烟条例将
在首都北京开始执行。

在刚刚投放的一个民调中，公众在广泛
支持的同时也表示了疑虑。记者通过多方
采访，告诉你这个条例和一直被认为执行力
不强的控烟该如何落地。

北京控烟条例实施

即将开始实施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
例》确实严，明确规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
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将“禁止吸
烟”。北京老百姓还给了个“京味儿”概括：

“带顶儿”的地儿不能吸；“露天人密”也不可
以……从立法角度讲，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个
评价：北京控烟条例“在无烟环境方面，最符
合《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精神的立法”。

再好的立法，也得落地才能有效。控烟
“雷声大，雨点小”的既往能通过这个条例见
到真章吗？

公共场所和人员密集地，已经有了
措施：

——6月 1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全
部关闭3座航站楼的原有吸烟室，并安装独
立卫生间烟感器、楼梯间摄像头。航站楼外
将设置11处吸烟区。

——全市600多处公交场站将设置露天
吸烟区，以黄色标线施划，面积约1.5平方米，
远离人员密集区域和行人必经的主要通道。

——地铁所辖的所有车站内、地铁车厢
全部禁烟，车站入口、站厅、站台，列车内部
以及设备机房、卫生间等醒目位置设置禁烟
标志。

——在饭店、景区，也将设置控烟巡查
员，对发现的随处吸烟游客进行劝阻和监
督。同时，还将加强对导游领队的培训，督
促导游领队加强对游客在游览住宿过程中
遵守禁烟规定。

大大小小的单位会怎么做，同样是民众
关注的热点。

“北京条例”明确规定，实行“政府管理、
单位负责、个人守法、社会监督”的原则。北
京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德林表
示，提出“单位负责”是一大亮点，强化法人
的主体责任地位，强化经营管理单位的自我
管理责任，控烟不力的单位将被惩戒。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教授
王青斌等法律界专家认为，北京和全国其他
一些城市控烟立法暴露的“执行难”，恰恰在
于法律刚性不足、执法责任主体不明、烟草
危害宣传不够。“宽泛禁烟”才是“执法难”的
诱因。希望“单位负责”成为“北京条例”一
大利器，无烟环境不再光靠“自觉自愿”。

还有专家指出，控烟不能光靠“盯”、
“管”、“跟”，更需借助科技手段。

这在“北京条例”中也有所体现——管理
者可以利用烟雾报警、浓度监测、视频图像采
集等技术手段，加强对禁烟场所的管理。

“这是很好的开端。”控烟机构、新探健康
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说，法律刚性了，
各单位才会开动脑筋。她介绍说，多年前，卫
生部就在办公楼内每层设置空气监测仪器，
实时公布空气质量，工作人员对比自己工作
楼层的空气质量后，自律性提升很快。

控烟要有过硬的举措

今年6月 6日，恰逢星期六，是个办喜
事的好日子，饭店老板马永胜却主动取消了
一场婚宴的预订。

“客人几天前打电话过来问能不能吸
烟？不能吸就不在你这儿办了，我说不可以
在饭店吸烟了，6月 1日起施行的控烟条例
规定任何室内公共场所都不可以。”马永胜
是北京中发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2012年5月30日，国家卫计委《中国吸
烟危害健康报告》指出，餐厅二手烟暴露率
最高，达88.5%，政府办公楼暴露率次之，达
58.4%。

“这事儿就得‘令行禁止’。”马永胜说。
他告诉记者，餐厅、饭店是二手烟的重灾区，
既然立法要保护非吸烟者的健康权利，此类
有“喜烟”的室内婚宴便只好拒绝了。

今后在餐厅酒店，不再仅仅是贴一个“禁
止吸烟”的牌子那么简单，还不得再提供烟具
和附有烟草广告的物品。“场所经营者和管理

史上最严控烟条例今起在首都北京执行

中国控烟，法规该怎么落地？
者没有进行劝阻，最高处以每次1万元罚款”，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中这样明确的规定同
样是“马永胜们”必须考虑的法律因素。

控烟需要重点保护的还有青少年群体。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研究所调查显示，

全国学生始吸平均年龄 10.7岁，北京市为
12-13岁，吸烟行为多在初高中，且有向更低
年龄发展趋势。

北京市烟草专卖局介绍，“北京条例”实
施后，幼儿园、中小学校、少年宫及周边100
米内，不予再发放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国
内烟草工商企业和国外烟草企业驻京机构
在北京须停止各种形式的烟草促销，促销活
动将不再获得备案。

“中国是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
拥有3亿烟民和7.4亿二手烟受害者，作为
首都和国际大都市，此次，北京市的控烟立
法，正在为全国做出表率。”世界卫生组织驻
华官员安吉拉·普拉塔接受采访说。

立法、执法、守法一个不能少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前，记者进
行了随机街采，结果耐人寻味。

——非吸烟者说：
“呦，比雾霾还直接刺激的那种感觉，挺

厉害的。”
“看见就躲。抱着孩子先躲开。反正不

爱闻，但不爱闻也得习惯啊，不然他在你面
前抽怎么办啊，我还能轰他不成？”

“国家把烟的价格提高点儿，把烟盒包
装搞难看点儿，比出个‘条例’更管用。”

——吸烟者说：
“我开出租挺累，现在歇会儿想抽根儿烟，

以后肯定是要注意些，车里不能有烟味儿。”
“饭馆里头，聚聚吧，烟酒离不了，恐怕

一时半会儿还管不住自己。”
“我尽力吧。为了更好的环境，为了其

他群众的健康。”
中国政府签署的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

架公约》于2006年 1月生效，并具备法律效
力。《公约》要求，各缔约方要在5年内采取
立法等多方有效措施，保护非吸烟者在室内
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室内公共场所等
场所免受烟草烟雾危害。

此后，全国超过20个城市通过或即将
通过具备法律效力的地方控烟条例，对建立
无烟环境、防止二手烟危害做出规定，禁止
在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
上吸烟等。

6 年前，2009 年 3 月，《上海市公共场
所控制吸烟条例》正式实施，12类场所全面
禁烟。但是，这个条例存有缺憾，保留了公
共场所吸烟区（室）。于是，不论怎么严格
执法，都执不出无烟环境。6年过去了，上
海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公众“支持全面无
烟环境”。

5月14日起，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在
“上海发布”公众微信号发起“无烟环境立
法”舆情调查。93%的网民支持室内工作场
所全面禁烟（包括办公室、会议室、传达室、
走廊、楼道、电梯、洗手间、食堂等），仅有4%
的网民表示反对。

据了解，“上海条例”有望修订为“全面
无烟”，已列入2015年市人大立法预备项目。

广州市统计局也曾通过“万户居民调查
网”对常住居民进行相关电话抽样调查，结果
显示93.1%的市民支持广州正在实施的“对公
共场所吸烟行为进行限制和处罚”的措施。

烟草大省云南，形势就不乐观了。省会
昆明“无烟餐厅”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很
多餐厅不仅顾客用餐时抽烟，厨师和服务员
在休息时也烟不离手。除了一些洋快餐和
西餐厅等，昆明餐馆和KTV的控烟基本无人
监管，很少有人去制止。

云南省健康教育所控烟项目办主任赵
白帆说，云南省目前并无省级层面的公共场
所控烟立法，但实际上很需要。“没有国家上
位法，省级也无立法，城市的地方立法缺乏
主动性。”

在一个有数亿烟民的国家，控烟难以一
蹴而就，需要能刚性执行的法律，政府相关
部门的监督，各个责任主体的自觉，民众的
参与，一个都不能少。

“抽烟？赶明儿该戒就戒吧，你看这孩
子也不愿意，大人也不愿意的。”希望这位还
不愿说出姓名的北京出租车司机师傅的话
能被越来越多的人赞同。 （据新华社电）

图1：江西南昌，一名男子在
稀土金属矿山工作现场抽烟。

图2：北京，一个民间艺人
在春节庙会表演期间抽烟。

图3：北京面粉批发市场，
一名搬运工在休息期间抽烟。

图 4：一名游客在北京天
安门城楼前抽烟。

图 5：一女子带着她的宠
物狗在上海市中心的步行街上
抽烟。

图6：长治某煤矿，一名矿
工在休息期间抽烟。

我国香烟的价格很“亲民”，
廉价的香烟增加了烟民的购买
力。以去年的调查数据为例，中
国香烟品牌中价格最便宜的每
包约3元，而韩国、日本、新加坡
香烟的最低价格折合人民币分
别为13.6元、33元、60元。

据环球网报道，我国是世界
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
官方数据显示，全国吸烟人数超
过3亿，15岁以上的人群吸烟率
为28.1%。据统计，我国有超过7
亿人暴露在二手烟下，每年有
100 万人死于和烟草有关的疾
病。这是一组中国烟民的照片，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烟民独特
的状态特征和鲜明的地域色彩。

某网站的调查报告显示，中
国烟民比例最高的三个地区依次
为北京、江苏、山东，全国女性烟
民所占比例最高的三个地区依次
为北京、山东、上海。

香烟税率调整在中国是个复
杂的命题，一方面国家提高税收控
烟，想通过减少烟民人口节省医疗
卫生开支；另一方面依赖烟草业税
费的地方政府在鼓励农民进行烟
草种植。这是一笔复杂的账，但各
国经验表明，通过提高烟草税率来
实现控烟是卓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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