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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立法控烟

英国《健康法》于2007年生效，全国禁止在任何室
内工作场所、公共建筑物内和公共交通工具内吸烟。英
国的长途列车也完全禁烟，不允许设立任何吸烟区。

在处罚方面，在室内工作场所吸烟者最高可被
罚款 200英镑 （1英镑约合 9.4元人民币）。对于雇主
来说，如果他们不阻止员工在工作场所吸烟，最高
可被罚款2500英镑。

●澳大利亚：越来越严

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澳大利亚逐步加大控烟力
度。以该国人口最多的新南威尔士州为例，2007年，该
州规定所有封闭区域全面禁烟，违反这些规定者可被处
以110澳元罚款（1澳元约合4.7元人民币）。自2009年起，
规定有年龄16岁以下的少儿在车内时，吸烟是违法行为，
可对吸烟者当场处以250澳元罚款。

●美国：可判坐牢

美国各州有不同的控烟法规。上世纪 70年代，反
对吸入二手烟运动在美国兴起，导致自动售烟机消
失，烟草税提高。1975 年，明尼苏达州通过《室内清洁
空气法》，成为首个禁止在公共场所里吸烟的州。

目前，在美国所有 50 个州中，共约 700 个城市颁
布了全面禁烟法律，禁令覆盖美国约一半人口。洛杉
矶贝弗利山地区甚至规定，在剧院、商场、出租车等公
共场所吸烟最高可罚款 500美元（1美元约合 6.5元人
民币）或判处1个月监禁。

●日本：也给“出路”

日本通过《健康增进法》授权公共场所拥有者和
管理者制定禁烟措施。

2002 年，东京都千代田区率先禁止在公共道路
上吸烟，并在一些路上设置禁烟标志，违反者当场
罚款 2000 至 2 万日元 （1 元人民币约合 16 日元） 不
等。此后，东京都各区和其他城市都开始实施道路
禁烟，罚款金额各不相同。也有日本地方当局在户
外设立吸烟区，方便“瘾君子”解决燃眉之急。

（据新华社电）

●挪威：烟盒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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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版的话

社会之变，记录着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即日起，本报推
出“社会经纬”版，记录社会变迁，反映中国经济、文化、观念
等方面的新变化、新发展。我们关注社会人、社会事，从丰富
多样的人物故事中把握社会脉动，从热点事件的观察中找寻
社会共识，力图在讲述中国社会故事的过程中，向读者展示
客观、真实、全面的中国。

领导干部带头
18城市立法控烟

北京西客站，是北京人流最密集
的区域之一。

项楠是北京西站的一名客运员，
平时主要工作就是在站内进行巡视。
她说，一年来，明显感觉站内的烟头
变少了。

2015年6月，《北京市控制吸烟条
例》正式实施。这一“史上最严的禁烟
令”规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

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包
括幼儿园、中小学校、文物保护单位、
体育场、儿童医院在内的室外区域也
禁止吸烟。

北京市卫计委委员高小俊说，根
据中国烟草统计年鉴的数据，北京市
2015 年烟草销售量比上一年度下降
2.71%，吸烟强度也有所下降。中国控
制吸烟协会近日发布的调查显示，北
京控烟一年来，94％的公众支持公共
场所全面禁烟。

事实上，中国控烟进程一度步履
维 艰 ， 吸 烟 率 居 高 不 下 ， 承 诺 的
2011年 1月 9日前实现室内公共场所
全面禁烟也未如期实现。

2013 年年末，中共中央办公厅
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领导
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
通知》，两办联合发布控烟通知尚属
首次，成为中国控烟史上的里程碑。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原常务副会长
许桂华认为，从 2003 年到 2013 年，全
球烟草产品销量下降 10％，中国却上
升了41.8％，增速全球最高。中国控烟
难的背后，是一些地方政府公款买烟、

“三公”经费乱支出的在作祟。
两办通知后，中国控烟迎来密集

的修法期，新版 《广告法》《慈善
法》 以及各地的控烟条例纷纷出台。
除北京之外，长春、哈尔滨、深圳、

青岛等 10 余个城市制定了各自的控
烟法规。

据北京市卫生计生委通报，《北
京市控制吸烟条例》 实施近一年来，
共处罚了控烟不合格单位398户，罚
款 104 万余元，另外对违规吸烟的
1514人进行了处罚，罚款近8万元。

许桂华认为，18 个立法城市的
控烟法规实施后，无烟环境均明显改
观，民众的支持度一直较高，执法过
程中没有发现抗法等冲突事件，表明
全国立法已经成熟，应当尽快颁发全
国公共场所控烟条例。

烟盒难脱“画皮”
公共场所控烟不易

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为平
装做好准备”。所谓平装，即限制烟
草包装作为广告和促销的方式，以降
低烟草制品的吸引力，并增加健康警
语、图案的有效性。但目前，中国国
内的烟盒尚未扒下美丽的“画皮”。

截至2015年，全世界有85个国家
和地区实施烟包图形警示，图形警示
面积大于 50%的国家有 60个。连中国
出口国外的卷烟，烟盒上也都印有大
幅警示图片。

国内烟盒“蜕皮”之难，反映
出了控烟与反控烟的胶着纠缠、此
消彼长，构成了中国控烟的复杂景
观。

2015 年，中国完成 《广告法》
修订，写入了禁止烟草广告的条文。
据透露，这个结果是控烟专家与烟草
企业激烈争论之后得来的。在《广告
法》修改讨论过程中，烟草企业曾多
次要求保留烟草销售点的广告宣传权
利。

控烟与反控烟博弈的另一个焦点
是《公共场所控烟条例》的制定。根
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公布的立法工作
计划，《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已

被列入一类立法计划，力争在本年度
内出台。

根据正在讨论的草案征求意见
稿，室内工作场所的禁烟范围改为了

“共用区域”。餐厅、酒吧、酒店、机
场候机楼等多处场所被允许设置吸烟
区域，违背了国际通行做法，而且吸
烟处罚前要先责令改正。新探健康发
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表示，这就
为在单人办公室的吸烟行为开了口
子。

此外，中国各地控烟条例和实
际执行情况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目前已有公共场所禁烟立法的城市
覆盖的人口仅约为 10%，同全面推
行公共场所禁烟目标距离尚远。与
此同时，各地的控烟标准也并不统
一。比如，在控烟区域上，大部分
城 市 没 有 把 禁 烟 范 围 扩 大 到 所 有

“室内工作场所和公众场所”。在处
罚力度上，有的城市一年当中甚至
没有开出一张罚单。

戒烟意愿不高
控烟考验社会管理

已有 10 多年烟龄的记者小鲁最
近正在戒烟。尽管知晓吸烟的害处，
但由于工作压力大，他一直烟不离
口。若不是因为打算“封山育林”，
他仍然下不了决心。

湖南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
医师、戒烟门诊医生李建民认为，中
国吸烟者普遍戒烟意愿不高。此外，
费用较高也是很多烟民不选择或难以
坚持药物辅助戒烟的原因之一。由于
戒烟药物目前需要患者自费，没有纳
入医保报销范围，很多戒烟人士不愿
选择药物辅助戒烟，也不愿持续参加
戒烟治疗。

据统计，在我国3.16亿的吸烟人
群 中 ， 成 年 人 吸 烟 比 例 占 28% 。
13-15 岁人群中，11%的男孩吸烟。
每天约 3000 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

此外，有7亿多人经常暴露于二手烟
中，二手烟每年造成约10万人死亡。

有业内人士表示，为了应对戒烟需
求，应在多方面加强戒烟服务。如提高
戒烟门诊、戒烟热线等人员的专业技
能；扩展社区模式的戒烟服务以及网上
互动戒烟服务；将戒烟药物纳入国家医
疗保障体系，开拓成本更低的戒烟药品
和戒烟疗法。

戒烟难还与吸烟这一行为早已潜
入日常生活之中有关。

在很多人的理念里，烟酒待客是
一种传统和人情。酒吧、饭店等公共
场所一度被认为是允许甚至鼓励吸烟
的娱乐场所，而吞云吐雾和互敬香烟
则被看作正常的社交礼仪。随着控烟
的深入人心，如今正规的社交场合已
经很少看见敬烟的场景，不在不吸烟
者面前吸烟逐渐成为礼貌。从这一角
度而言，控烟的手段促进了社会共识
的形成。

当然，面对控烟，也存在关于

“权利”的观点交锋。有人认为，虽
然控烟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不能以损
害和限制人的自由为代价。而更极端
的观点是：“我自己吸烟，与他人何
干？”

一边是吸烟者对自由权利的主
张，另一边是不吸烟者保障身体健康
的利益诉求。控烟的难点之一，其实
就在于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在
一定程度上重塑群己界线，最终达到
控烟的预期效果。

事实上，控烟的背后，体现出的是
人与社会间的关系。任何一项权利的
获得，都不能以牺牲另一方的权利为
代价。一方面，如何区分公共场所吸烟
与私人场所吸烟，并分门别类地通过
管控或潜移默化的措施来达到效果，
是控烟所要作出的平衡之一。另一方
面，当他人的身体健康受到二手烟威
胁的时候，如何走出个人主义色彩浓
厚的“吸烟自由论”，考验着社会管理
的水平。

十年十年控控烟烟
博弈路博弈路

本报记者 刘 峣

5月31日，“世界无烟日”，北京“鸟巢”体育馆
悬挂起一幅超大的无烟标识。这个由上千张笑脸照
片汇聚而成的标识，寄托了普通中国民众的控烟愿
望。

中国是世界烟草种植大国、烟民大国、烟草受
害大国，全国约 3.16 亿吸烟者，被动吸烟 7.4 亿
人。虽然包括北京在内的 18 个城市已经实施公共
场所禁烟令，中国现有吸烟人数仍然比5年前增加
了1500万。

自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6年
1月在中国正式生效以来，至今已有10年。10年的
控烟历程，中国控烟成果显著，但依然面临着多种
挑战。

■ 港台

6 月 5 日是世界环境日。笔者的朋友前些
天从国外回到北京，参加一所高校组织的环保
主题论坛。然而，就在参会前一天，朋友在这所
高校人行道上散步时，不幸踩上一堆狗粪。他
声嘶力竭地向笔者控诉：国内的人遛狗时为何
不清理狗粪？而且，他还看到草地上狗粪也不
少，但很多人只是掩鼻而过。笔者只得跟他解
释，这只是少数遛狗人的疏忽而已。

“遛狗清狗粪”，这样的牌子在北京的小
区、公园随处可见，但很多遛狗人两手空
空。这些遛狗人中，清理狗粪的比例到底有
多高？实难统计。

不过，于北京而言，曾有这样一个调查
很说明问题。某调查中心对北京6个区共400
名遛狗市民和 400 名不养犬市民进行了拦截
访问，结果显示，认为不及时清理狗粪是市
民最反感的不文明养犬行为的，比例高达
86.1%。

为何一个人口超千万的城市却难以解决

好“一地狗粪”的问题呢？其中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

一方面是相关管理规定执行不到位。早
在 1994 年 11 月、2003 年 10 月，北京市就分
别通过和实施 《北京市严格限制养犬规定》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其中就有“携犬人
对犬在户外排泄粪便不立即清除，破坏市容
环境卫生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组织责令
改正，并可处50元罚款”的规定，不过现实
的情况是少人执法、少人受罚。

另一方面是遛狗人在这方面的文明意识
并未养成。这里要区分一种倾向，即认为遛

狗人是因为本身素质偏低，所以才会让狗随
地大小便。但是，现实很多情况是，遛狗人
本身文明素质很高，但是对是否应该清理狗
便的问题抱有不同看法。例如，有人认为，
狗如果在草坪上大小便，对草的生长没有坏
处。还有人觉得，既然已经交了狗税，那么
狗粪的清理工作就应当由环卫工人完成。像
这样看似合理，实则不顾他人和城市整体感
受的看法，让一部分人做了错事还不自知，
同时，这也显示城市管理者在对市民进行文
明素质教育方面的缺失。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北京这样的情况也

非独有。在英国，北安普敦郡达文特里市最
近对遛狗者不收拾狗粪的行为出了重拳：如
果出门遛狗不带狗粪袋，即便狗没有当街便
便，主人也会被罚款100英镑 （约合975元人
民币）。如果7日内未交罚款，主人可能遭到
指控，罚金最多可增加到1000英镑 （9750元
人民币）。重典治乱的还有西班牙，在首都马
德里，如果不清理干净狗留下的粪便，遛狗
人将会被要求清扫整条大街。在加拿大多伦
多，市民将宠物粪便扔在公园垃圾箱里还不
行，而是要打包回家，自己处理。

当然，罚款并不能保证一个城市根治狗

粪问题。作为城市管理部门，应当思考的是
既要提升市民特别是养狗市民清理狗粪的意
识，更要为他们建造必要的设施。例如，在
柏林，环卫部门在养狗较多的小区、街头，
会设立专供投放狗粪便的粪筐，并安放备有
塑料或纸袋的自动取货机。

说到底，清理狗粪还是一个城市市民文
明素质的问题。养狗表面看是个人的事，但
是从占用公共资源这个角度看，又不完全是
私事。因此，不清理狗粪的行为不仅是对公
共资源的侵犯，更是对公共利益的侵犯，对
现代城市文明的破坏。

中国环保部将今年的环境日主题定为“改
善环境质量、推动绿色发展”，目的在于动员引
导社会各界着力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
色发展理念。从狗粪的治理，能看出一个城市
的文明程度。对于每个公民来说，能否从身
边的像清理狗粪这样的小事做起，可以检验
你是否具有起码的公共道德和公共意识。

“罚”与“抓”

一位内地的白领介绍，他这杆“老烟枪”在外
派赴港工作的3年中戒了烟：“这烟可抽不起啊。”

香港地区可谓是全球控烟最严格的城市之一，
有着严格的控烟法规和高额的罚款措施。香港首部
禁烟法例早在1982年就诞生，1998年及2006年两度
修订，禁烟范围不断扩大。现在香港室内实行全面
禁烟，所有的工作地点、公众地点、饭店、街道以
及公众游乐场所内的大部分范围严禁吸烟，违规者
最高将面临5000港元罚款，有的还被判入狱。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控烟办有上百名专职禁烟督
察，他们身着黑色马甲，每天出勤执法，抓到现行即罚款。

不仅如此，港府还先后5次大幅增加烟税，税率
已经接近70%，一包曾经不足5元的普通香烟如今售
价高达50元，有的更超过60元。

台湾地区禁烟取得明显成效是在2009年“烟害防
制法”修正案之后。公共场所全面禁烟，高中以下学校、
医院、大众运输工具的室内外以及3人以上工作场所室
内全面禁烟；旅馆、餐饮店及商场除了吸烟室，也都不能
吸烟。

最初禁烟处罚由于缺少监管而流于形式，后来
台北市想出一个发动民众的好办法：民众只要拍到
烟民在公共场所吸烟，将吸烟的照片和个人信息提
交到相关部门，即可获得现金奖励。

2014年4月，台湾地区户外休闲场所实行全面禁烟，
其中包括大陆游客喜爱的阿里山、太鲁阁、垦丁等景区。

“宣”与“戒”

港台地区禁烟的成功也与禁烟宣传做得好分不
开，培养强大的“无烟文化”才有可能战胜有害的

“烟文化”。
香港媒体经常在报纸上进行“烟草辩论”，相关

集会往往更成为全城焦点，名嘴主播都轮番上阵，
宣传吸烟有害，禁烟造福香港，香港现行法例还全
面禁止一切形式的直接烟草广告。

台湾街头也有不少禁烟的公益广告和禁烟标
志，诸多明星当起禁烟大使，宣传吸烟有害的观
点。在“烟害防制法”修正案实行后，台湾所有杂
志都不得再刊登任何烟品广告，一旦违反规定，可
被处以 500 到 2500 万元新台币罚款，各种文艺表演
中也不得特别强调吸烟形象。

除了在源头上“堵”，港台地区也对庞大的烟民
群体进行疏导和服务。

香港所有针对烟民的戒烟服务都是免费的，控
烟办公室设有戒烟热线、网上互动戒烟中心，小区
内设有戒烟服务点。戒烟门诊不限制戒烟次数，只
要烟民有戒烟意愿，他们随时帮你克服烟瘾。

台湾则在每包烟上收取 20元新台币烟捐，有了
烟捐，台湾相关部门就有充足的财源帮“瘾君子”
戒烟，每位戒烟者可获补助，进行为期8周的戒烟疗
程。此外，台湾社会还设置了“戒烟专线”及“烟
害申诉热线”等。

（本报记者 汪灵犀）

莫让“一地狗粪”丢了城市的面子
彭训文

莫让“一地狗粪”丢了城市的面子
彭训文

挪威政府日前宣布，将向议会提交有关对烟草制
品采取平装（标准化包装）的议案。如获通过，相关措
施最早将于明年实施。 新华社记者 张淑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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