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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科技、时尚……电子烟的商业
广告经常与这些名词联系在一起，成为吸
引年轻人的噱头。而据相关调查显示，中
国电子烟的主要消费人群是15岁至24岁年
轻人。

虽然电子烟主打健康、无烟瘾等口
号，但归根到底，电子烟依然是烟，对于
吸食者来说，同样存在着许多损害。年轻人
成为主要消费人群，着实让人担忧。而且，一
段时间以来大量的资本涌入，电子烟市场体
量正在迅速扩展，甚至可以说是野蛮生长，
对电子烟市场规范亟须加强，对未成年人
购买和吸食电子烟要做限制。

法律法规要完善，行业标准要制定。
电子烟市场之所以能野蛮生长，主要是因
为对电子烟管理的法律法规并不健全，电

子烟从制作到销售没有固定的行业标准。
电子烟如何发展，产生何种变体，都由电
子烟企业自己说了算。现实情况中，一些
由小企业生产的电子烟，成分、危害等许
多重要信息缺失，烟的质量究竟达不达标
存在疑问。即使如此，这样的电子烟依然
能够进入市场销售，从反面也证明电子烟
的行业标准确实缺失。

做到从生产到销售的全流程监管。正

因为行业标准的缺失，造成不少质量存疑
的电子烟进入流通市场，销售给消费者，
这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要从电子烟生
产环节就开始加强监管，对于未达标的生
产厂家要严格禁止其生产。电子烟的广告
经常会夸大其词甚至涉及虚假信息，要加
强对电子烟广告的管理，去掉虚假信息，
真实呈现电子烟的危害等。

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的原则不能动

摇。电子烟也是烟，未成年人禁止吸烟的
规矩和原则不能改变。虽然电子烟标榜健
康、时尚，但相关资料显示，电子烟并不
健康，其对人体产生的损害也并不少于传
统香烟，未成年人吸食无论是对身体还是
心理都会产生不良影响。而在实际销售过
程中，电子烟的线上渠道很容易将电子烟
售卖给未成年人。同时，在许多电子烟的
广告中也并没有明确标明未成年人禁止吸

烟的警示语。因此，要加强对电子烟销售
领域的管控，严格禁止其向未成年人销
售，同时也要制定相应规则，把禁止未成
年人吸烟的警示语等纳入到电子烟广告等
领域。

现在，可以看到，禁止电子烟已经逐
渐成为全球各国共识。一些国家都在出台
相关的法律来对电子烟加以规范，几家大型
零售巨头也宣布电子烟下架停止销售。中国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已
经发布了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的
通告，各地《控烟条例》中也对电子烟做了
明确规范……这都是令人欣喜的地方。未
来，相信随着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的
完善以及市场监管的全覆盖，电子烟发展
也会更规范。

真的是戒烟神器吗？

被商家神化的电子烟

王涛是一名程序员，平时工作压力大，有吸烟的习惯。两年前，他接触
到日本电子烟 IQOS。“买电子烟主要是为了好玩，想尝试味道或弄清楚原
理。”王涛说。

像王涛所使用的的IQOS是电子烟的一种：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这种电
子烟，利用电子装置精确加热而非点燃烟草，释放出烟草中所含的芳香物质
和尼古丁，形成烟气，供吸烟者抽吸，但仍然使用传统的烟草。

而电子烟市场更为常见的是烟油电子烟，即要由电池、加热蒸发装置和
一个装有烟液的烟管组成，通过加热将含有尼古丁、丙二醇、丙三醇和香精
等成分的烟油雾化为蒸汽，模拟吸烟时产生的烟雾，让用户吸食。“烟油电子
烟的大烟雾，是很多人喜欢它的重要原因。”王涛说。

但无论怎样，电子烟依然是烟草。“从两者的成分构成来看，都必然会对
人的身体造成损伤，与传统烟草相比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中国控烟协会副会
长姜垣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那为什么电子烟会迅速流行起来？
国家烟草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副主任侯宏卫指出，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

下，电子烟商家“无害、戒烟”等虚假宣传可谓找准了消费者的“痛点”。记
者随机打开一家电商平台上的某品牌电子烟链接页面发现，除了诱人口味和
多彩外观，商家着重宣传的就是电子烟的“健康”：“与自然的对话，就从清
新的口吻开始”“减少身体负担，不打扰身边人”等宣传语，配以电子烟民和
不吸烟者亲密接触或轻松愉快交谈的场景图片，极易给人造成电子烟不产生
二手烟的错觉。

“电子烟烟液中含有较高浓度的尼古丁，会导致成瘾，丙二醇、丙三醇
（甘油） 等长期大剂量暴露的情况下，存在一定的细胞毒性、炎症效应和氧化
应激反应。电子烟释放物中同样存在甲醛、乙醛等致癌物，烟草特有亚硝
胺、重金属等有害物质，长期使用释放物会对肺部造成不良影响，同时不能
排除对心血管系统的不良影响和致癌作用。”侯宏卫说。

电子烟商家的另一个“噱头”——传统烟民理想的戒烟辅助手段这一说
法，也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2019年 1月发表的论文，通
过实验对比了尼古丁替代疗法和电子烟对戒烟的帮助效果。结果显示，电子
烟组有 18%的人戒掉了传统烟草，而尼古丁替代疗法只帮助到了 9.9%的人。
但是在52个星期的周期内，电子烟组有80%的人仍在使用电子烟，而尼古丁
替代疗法组只有9%的人继续使用这一方法，说明使用电子烟作为戒烟辅助的
人更倾向于长期使用电子烟。中日友好医院烟草病学与戒烟中心主任肖丹表
示：“虽然普遍认为电子烟的危害比卷烟小，但电子烟从出现至今只有不到20
年时间，目前尚缺乏长期使用电子烟对健康影响的相关研究证据，未知风险
尚不清楚。”

复吸率居高不下也在困扰希望通过电子烟达到戒烟目的的烟民。小周在
浙江杭州工作，一直以来都想戒烟。他正是因为戒烟才接触到电子烟。当时
就是相信通过吸电子烟可以戒烟才入的“坑”。据小周介绍，刚开始吸的时
候，确实不再想吸传统烟。但因为电子烟“不够劲”“不能帮助缓解心理压
力”等因素，还是回到了传统烟草的“怀抱”。

姜垣表示，目前国际上对电子烟能否戒烟存在很大争议，绝大多数国家
并不认可电子烟可以戒烟。基于此，今年7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
球烟草流行报告》 明确表示，没有充足证据表明电子烟有助于戒烟，不建议
将电子烟作为戒烟辅助手段。

电子烟为什么能吸引年轻人？

青少年成为最大受害者

电子烟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虚假宣传。
“全球范围内电子烟面临的严格监管甚至全面禁令是传统烟草商的联合绞

杀。”网络上这种说法颇有市场。但实际上这可能只是某些电子烟制造商杜撰
并刻意渲染的悲情故事，抑或不明真相者的臆想。

加热不燃烧类型的新型烟草，在中国的主要研发和制造者正是传统烟草
制造商。烟草专卖法规定，卷烟、雪茄、烟丝、复烤烟叶统称烟草制品。加
热不燃烧新型烟草制品在使用过程中仍是对经过特殊处理的“专用烟叶”进
行加热产生烟雾，这也是其纳入专卖监管的法律依据，在这个范围内并不存
在所谓传统烟草商对电子烟的绞杀。

绞杀说法不仅没有讲述事情的全貌，反而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可能提
高潜在的烟民数量，甚至将“枪口”瞄准了青少年。电子烟出现之初，人们
期待着它能帮助烟民摆脱尼古丁的困扰，达到戒烟的目的。遗憾的是，这个
愿景不仅从来没有实现过，反而成为吸引青少年沾染尼古丁的诱饵。2016年2
月，美国国家滥用药物研究所的调查显示：青少年吸食电子烟之后，30.7%的
人会在6个月内开始吸食可燃烟草制品。在吸过电子烟之后，青少年更有可能
尝试传统烟草。电子烟的流行把控烟成果破坏殆尽。从发展轨迹来看，电子
烟与其设计初衷可谓背道而驰。电子烟发明者韩力声称发明电子烟是为了帮
助人们戒烟，但电子烟作为传统香烟的替代品，不仅没能帮助戒烟，反而让

青少年成为电子烟的最大受害者。
肖丹指出：“尼古丁会对青少年的大脑发育产生伤害，其影响一直持续到

25 岁左右；在青春期使用尼古丁也会降低脑部注意力，容易造成情绪波动，
影响学习。”

一组数据令人忧虑：中国电子烟消费群体 30岁以下的年轻人成为主流，
近60%是“90后”，“95后”占比超过20%。电子烟为什么能吸引年轻人？

好玩，是电子烟在年轻人中流行起来的关键。“电子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
种可玩性很高的电子产品，对于“90后”尤其是“95后”这一代互联网原住
民而言颇具吸引力。我的孩子小时候就喜欢玩MP3之类的数码产品，他们对
电子产品具有天然的好奇。加上电子烟自己包装成潮流时尚文化，更容易吸
引年轻人的目光。诱导青少年是电子烟最大的弊病。”姜垣说。

电子烟俨然形成一种独特的亚文化。目前许多电子烟体验店都带有十
分年轻时尚的元素：店员打扮偏街头风——带有纹身、棒球帽或者穿着宽
松的衣服 （视频网站上那些秀电子烟的人打扮也是这样）。如果店内有电
视，你很有可能会看到玩家吐烟圈的视频，背景音乐可能是嘻哈或者电
音，也会出现一些滑板、改装车或街舞的镜头。这些无疑对青少年具有更
大的吸引力。

“很多年轻人对新鲜事物有浓厚兴趣和好奇心理，电子烟产品设计突出个
性化，更加符合年轻人的消费心理，产品外观时尚轻巧，形态各异，还可以
调配多种口味迎合年轻消费者，在很大程度上貌似一种玩具而非香烟的替代
品。电子烟还有一些新奇好玩的功能，通过蓝牙和智能手机相连接来实现多
种功能。一些人把抽电子烟作为一种时尚和乐趣。”侯宏卫说。

电子烟市场有哪些乱象？

严格监管正当其时

记者发现品质参差不齐的各种品牌加热不燃烧烟草烟管，在电商平台上
可以轻易找到，只不过需要消费者购买传统香烟搭配使用。

此前有媒体援引业内人士说法称，电子烟行业的进入门槛极低，如今电
子烟供应链日臻成熟，只需要一个厂房，刷一点地板漆，买两条生产线，请
一些工人组装，没有检测环节，更遑论生产标准，几万元就可以开个厂，买
点原料回来一装，直接就可以找客户卖了。该业内人士表示，从品牌注册到

工厂定版再到最终产品问世，整个流程不到40天。
“中国市场在售的电子烟产品，原材料选择、添加剂使用、工艺设计和质

量控制上由于缺乏有效监管，企业随意性较强。科技含量不高导致入行的门
槛很低，很多厂商抱着‘只要能用就行’的心态生产，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
齐，烟油泄漏、劣质电池起火甚至爆炸、添加剂中含有的不安全成分，这些
都造成大量安全隐患，不仅让消费者体验不佳，更面临直接的生命安全威
胁。一些可玩性高的电子烟需要消费者自己动手，更是增加了安全风险。”侯
宏卫说。

实际上，一些电子烟的生产商也在呼吁加强行业监管，把电子烟引导到
一条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上来，避免“劣币驱逐良币”。中国电子商会电子烟
行业委员会秘书长敖伟诺此前曾表示，对于国家的监管，整个行业是非常期
待的。

电子烟到底该怎么监管？危害要如何限制？
姜垣表示，目前各国对电子烟的态度差异较大。美国一些州和城市正在

加强对电子烟的约束和管控，印度已经全面禁售电子烟。英国则对电子烟比
较宽容，鼓励电子烟取代香烟，但是监管措施十分严格。我国应该尽快出台
国家标准，制定行业规范，并加强执法检查，让电子烟的生产、销售和使用
场景都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10月14日，《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修订后，首次控烟执法的6名
被罚烟民中，包括1名电子烟烟民，这也是中国内地首例电子烟吸烟者被罚。
在公共场所禁吸电子烟，这一次，“深圳速度”再次领跑中国。

加重税收也可以有效减少对电子烟的需求。欧盟正在考虑增加新型烟草
税率，而美国已经先行一步：10月25日，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批准一项尼古丁
电子烟征税条款，规定每1810毫克尼古丁电子烟液体将会征税50.33美元。以美
国电子烟头部企业Juul为例，其烟弹尼古丁含量为5%，有液体0.7毫升，要交税
1.15美元。

侯宏卫呼吁：“从全球整体趋势来看，对电子烟的监管日益严格。中国应
该尽快出台电子烟产品从严管制措施，制定产品标准，规范产品工艺和质
量，对产品包装、规格、警示语等作出明确规定，限制广告和渠道，着重加
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呵护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未来。网络不是法外之
地，对网络平台的电子烟销售渠道也要加大监管力度，避免网络成为滋生违
法销售电子烟行为的温床。要引导电子烟行业有序发展，使其融入‘健康中
国2030’行动，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健康和消费者利益。”

绝不让电子烟野蛮生长
张一琪

无毒无害？健康戒烟？

揭开电子烟的“天使”面具
本报记者 康 朴 张一琪

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对外发布通告要
求，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不得通过互联网销售电子烟，不得
通过互联网发布电子烟广告。

“要完了？”国内媒体和资本的持续关注，引发对电子烟持续热烈
的讨论，这让一些生产商如坐针毡。

国外的电子烟市场也不太平，多家零售企业下架电子烟。美国疾
病控制中心报告显示，截至10月22日，已从全美统计出超过1000例
与电子烟相关的肺损伤病例，其中有33例已确诊死亡，“电子烟肺

病”引发的恐慌与质疑持续发酵，各种监管审查的信号正在逼近。韩
国发现首例因使用液态电子烟而引发肺部疾病的疑似病例，韩政府官
员表示建议人们停止使用液体电子烟，并加快研究以决定是否全面禁
售此类产品。印度更是在本月前全面禁止销售电子烟。

电子烟虽不产生明火，但是电子烟自诞生以来，关于它的激烈争
论，就如一团活火，愈燃愈旺。2019年10月可谓是电子烟的多事之
秋，一场全球范围的冷雨兜头而下，让这个新型烟草产品陷入前所未
有的质疑和争议的泥沼。

▲ 北京市商场内某电子烟品牌展示台。
杨佳鑫摄

▶ 北京市西单某商场内电子烟的广告。
本报记者 康 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