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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

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各级领导干部不得在禁止吸烟

的公共场所吸烟、各级党政机关公务活动中严禁吸烟、要把各级党

政机关建成无烟机关等五项要求。

对于这一举措，有人欢喜有人忧。首先，河南某位干部就表

示，这需要过程，因为“很多喜欢吸烟的领导已经养成了习惯，很难

一下戒烟，这样身体容易内分泌失调。”另外，某官员说湖南有个

通行“规则”：会场抽不抽烟主要看“最大的领导”。

先说“内分泌失调”。“戒烟太快内分泌失调”，这是很多老烟民

自我解嘲的理由，没想到竟被用来为“领导”辩护，某干部对“领导”

的体贴，真心让人“感动”。

“领导戒烟太快易内分泌失调”，看起来似乎确实有道理。但

是，说这句话的人显然偷换了概念。中办和国办出台的《通知》并

不是禁止领导干部吸烟，而是不得在公共场所吸烟，所以，“领导戒

烟太快易内分泌失调”的论调根本就站不住脚。

其实，领导干部好吸上这一口并非原罪。但前提必须有二：一

是花的是自己的银子，而非纳税人的血汗钱，或由有求于自己者穿

着人情往来的“马甲”行贿所来；二是要注意形象，自觉遵守相关纪

律约束和国家禁烟规定，不别有用心地显摆自己的嗜吸爱好，不随

心所欲地在公共场所“吞云吐雾”……

笔者认为，禁烟令并未强制官员戒烟，只是要求他们在不该抽

烟的场合不要抽烟而已。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做到的最基本的“烟

德”。我们不强求领导干部高风亮节起带头作用，但希望他们跟普

通烟民一样遵守公德和规定，为保护环境和实现控烟目标尽到义

务。烟瘾上来了，可以在家里抽，在不影响工作、不影响他人的地

方抽。当然，能够完全戒烟更好，毕竟这是利人利己的好事情。

再说吸烟“规则”：会场抽不抽烟主要看“最大的领导”。“一把

手”不抽烟，下面的“瘾君子”就都强行憋着；“一把手”抽烟，下面的

干部不管主动还是被动，都要跟着“吞吞吐吐”起来；干部之间都讲

面子，尤其是领导吸烟，你不吸就不太好看。

小小一根烟折射出官场百态。官场是不是烟雾缭绕，原来“领

导”才是关键因素。戒烟太快会“内分泌失调”的“领导”，如果遇到

级别更高的、不抽烟的“领导”，恐怕也就只能憋着。从这个意义来

说，让“领导”带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算是“对症下药”。领导干部

洁身自好，做“禁烟”带头人，既有利于自己和公众的健康，也有利

于公共环境的净化，还能减少腐败发生的几率，提升自己的形象，

可说是“一石多鸟”。这样，公共场所禁烟也就顺利多了，“吸”出来

的腐败也才会少之又少。

不过，这也有风险——如果一个公共场合职位最高的领导，害

怕“内分泌失调”偏要抽烟，那怎么办？

笔者认为，即使禁烟令真的会让部分官员“内分泌失调”，那也

不一定就是坏事。那些嗜烟如命的官员的内分泌，本身或许就“不

太正常”。有了禁烟令，抽烟少了、身体好了，内分泌反倒会恢复正

常，精神状态和工作状态也会好起来。同时，通过禁烟还可以考验

官员的执行力和自制力。如果连烟瘾都控制不住，面对其他诱惑

的时候能管住自己吗？因此，让官员“内分泌失调”一下也无妨，长

期来看有利健康——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思想上的、精神上的。

公共场所禁烟咋就
“内分泌失调”了？

□ 李 颖

科技日报讯 （实习生王千惠 记者罗朝淑）在 1 月 7 日国务院

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司司长、

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目前阻碍我国控烟进程最主要的因素就

是公众对于烟草的危害，特别是对于二手烟、三手烟危害的认知不

到位。

烟草烟雾对人的健康造成危害是全世界的共识。根据科

学研究，已经确认了烟草烟雾含有 69 种致癌物。“很多人没有

认识到烟草危害的严重性，认为主要是危害抽烟的人”，毛群安

指出，“实际上很多不抽烟的人在吸二手烟，这个影响不比雾霾

天小。”

我国的烟草危害问题比较突出，控烟工作经过多年努力取得

了一定进展，但仍然任重道远。对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关于领导干部带头遵守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

毛群安认为这是控烟工作的一个难得的机遇。他表示，现行的《公

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对公共场所吸烟的罚则不是很明确，所以需

要建立新的立法，进一步明确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管理。从去年

开始，关于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条例的起草工作已经启动并列

入了国务院的立法计划。国家卫生计生委将争取在 2014 年出台

禁止室内公共场所吸烟的条例，并争取通过全国人大立法控制烟

草危害。

有记者就推进禁烟的立法和烟草对经济的贡献问题提出

疑问，毛群安表示这在我国目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烟草在一

些地方是主要经济作物，涉及到很多人的就业，但烟草的经济

收益和它给公众带来的健康危害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有

人生产烟，所以戒烟很困难？”毛群安说，“只要我们都不抽烟，

不送烟，不敬烟，烟草的生产自然会减少。”同时他也呼吁新闻

媒体应多宣传烟草对健康的危害，以使人们远离烟草，维护公

众健康。

卫计委：二手烟危害不比雾霾天小

卷烟产量十年增加50％

中国年度控烟观察报告指出，中国签署世界

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十年来，控烟工作

仍然步履维艰。据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王克

安介绍说，2002 年，中国的卷烟产量为 1.7 万亿

支，但到 2012 年，中国的卷烟产量为 2.52 万亿

支，这个十年几乎增加了近 50％，烟叶产量占全

球产量的 43％。（位居第一的中国烟草产量）相

当于全球烟草产量第二名到第十名的国家的总

和，卷烟产量上升明显，这无疑使控烟的难度大

大增加。

中国于 2003 年签署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

制框架公约》，承诺在 2011年采取积极有效政策

在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防止公民接触烟

草烟雾，并广泛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然而中国却未能兑现承诺。

报告称，世界卫生组织相关调查显示，在

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实行全面无烟政策方面，

中国在评估的 16 类公共场所中，仅在医疗和

教育 2 类场所实行全面无烟政策，得分排在末

尾 10％之列；同样位列倒数 10%的还有中国的

烟草制品税率，低于西太区和全球的平均水

平，仅 43.4%；而更不堪的是另一项评分，在禁

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方面，中国得分居然

为 0 分！

吸烟可引发11种癌症

记者在第六届中国肺癌南北高峰论坛获悉，

过去 30年内，我国肺癌死亡率大幅攀升，上升了

465%。预计到 2025年，我国肺癌病人将达到 100

万，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

“肺癌患者中绝大多数都是烟民。”北京控烟

协会副会长支修益教授介绍，肺癌发病病因主要

有吸烟、环境污染、职业接触、肺部慢性病以及遗

传基因易感性等，其中吸烟是肺癌发病的首位高

危因素。

80%以上的肺癌被认为是由于吸烟而引起，

吸烟者患肺癌的几率比不吸烟者高 10 倍以上。

不吸烟女性因丈夫吸烟而患肺癌的危险将增加

30%。开始吸烟年龄越早，吸烟年数越长，吸烟

量越大，患肺癌的危险性也越大。特别是“三个

20”人群，即吸烟 20 年以上的人群、20 岁以下就

开始吸烟的人群、每天吸烟 20支以上的人群，都

是肺癌的高危人群，除了需要尽早戒烟外，还应

该定期给肺部做肿瘤筛查。

研究发现，吸烟是产生自由基最快最多的方

式，每吸一口烟至少会产生 10万个自由基，从而

导致癌症和许多慢性病。最近，英国牛津提德克

里夫医院对 3.5 万名吸烟者进行长达 50 年的研

究得出了结论，结果显示，肺癌、胃癌、胰腺癌、膀

胱癌、肝癌、口腔癌、鼻窦癌等 11 种癌症与吸烟

“显著相关”。

法律缺失导致控烟困难

公共场所是二手烟暴露最为严重的地方，

其中餐厅暴露率最高，达 88.5%；政府办公楼

58.4%；医疗机构 37.9%；学校 36.9%；公共交通

工具 34.1%。一项调查显示，对室内工作场所

禁止吸烟，仅有不足 1/4 的人能正确认识，超

过 1/3 的人则认为“公共场所部分室内区域禁

烟”，尚有 40%的人不知道该禁烟规定。对此，

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副主任姜垣表示，室内无

烟环境需要宣传吸烟的危害，还需要立法和有

效执行。

尽管 2011 年，原卫生部发布实施了《公共场

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第 80号），

《细则》第十八条明确规定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

烟。但《细则》并没有规定相应的处罚措施和相

应监督规范标准，给落实公共场所禁烟带来了难

度。没有处罚措施，对经营业主违规行为起不到

震慑作用，不足以让经营业主把控烟工作摆放在

经济利益之前。

姜垣指出，从 1993 年至今，我国有近半数

的地级以上城市先后制定了公共场所禁止吸

烟的地方性法规，但绝大部分地方的禁烟法

规，并没有严格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地方法规在执法力量和违反法律后处罚方面

含混不清，导致目前绝大部分城市的禁烟立

法都存在执法难的问题。她呼吁，尽快出台

全国性控烟法律或法规，早日实现公共场所

全面禁烟。

另外，就我国履约 7 年，但此次控烟履约排

名倒数第二的原因，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

主任、协和医科大学全球控烟研究所中国分中心

主任杨功焕指出，只有非常有效地实施《公约》中

所有减少烟草需求的措施(即 MPOWER 政策中

的无烟立法，提供戒烟，烟包警示，全面烟草广

告、促销与赞助的禁止，提高烟草税)，并防止烟

草业对控烟政策的影响和削弱，才能有效防止烟

草使用带来的健康风险。

杨功焕明确表示，自我国成为公约国后，控

烟与反控烟的斗争十分激烈，虽然控烟界在一

些关键事件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无烟环境建

设也在有序推进，但是，公约在中国生效以来，

并没有国家一级的法律法规出台，导致控烟缺

乏执行力。另外，杨功焕一针见血地指出，中

国的控烟措施受到烟草业的极大阻碍，烟草控

制的领导权掌握在烟草业手里，这就决定了中

国控烟政策难以落地。

烟草业必须实行政企分开

必 须 指 出 ，中 国 是 世 界 上 唯 一 一 个 实 行

烟 草 业 100% 国 有 专 卖 体 制 的 国 家 。 与 其 他

国家不同，在中国，政企不分的烟草专卖体制

却将监管者和经营者混为一体——烟草专卖

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只不过是一套人马，两

块牌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烟草行业为国家和地方创

造了高额的财政收入，还维持了数以百万计的烟

农的生计，并在卷烟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为社会提

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另一方面，政企合一的

烟草业甚至可以动用公权力来销售烟草。早在

2007 年，媒体就曾揭露湖北地区的一些县市用

“红头文件”摊派“公务用烟”这种政府出面堂而

皇之地营销烟草，世界各国政府均无先例，这也

从一个侧面看出中国烟草利税增长的奥秘所

在。于是，当政府和烟草紧紧被捆绑在一起时，

老百姓对控烟只能连连摇头：“怎么控？政府还

指望着他们的钱呢！”

在公共卫生专家看来，控烟 10 年虽取得

一些进展，但与预期相差甚远。无论是烟草广

告促销，还是图形警示上烟包难等，烟草业政

企合一的现状恰恰是控烟的最大瓶颈。专家

分析认为，各地方烟草专卖局很大程度上成了

烟草业利益的代表，而未把公共健康利益放在

首位。专家称：“各地烟草专卖局与烟草专卖

公司，既是主管烟草生产和销售的一方，同时

也是烟草企业。倘若我们的政府一方面期待

着烟草带来的盈利，一方面又冠冕堂皇地禁

烟，其效果可想而知。”

中国控烟十年 形势不容乐观
□ 本报记者 李 颖

科技日报讯（记者项铮）2013年——美

国癌症协会和世界肺健基金会 12月 11日联

合出版《烟草图册》第四版，其中数据显示超

过 50%的中国男性吸烟，数百万人有患心脏

病、癌症、肺部疾病和其他更多严重疾病的

巨大风险。

《烟草图册》与其在线网站 tobaccoatlas.

org图文并茂地描绘了烟草流行状况、控烟的

进展和烟草公司最新的产品和伎俩——如

使用新媒体、贸易诉讼、积极发展无烟烟草

产品等。同时，它还阐述了政府可以采取的

可以减少烟草归因死亡的方法——如提高

烟草税、警告人们烟草使用的危害、保护人

们免受二手烟危害和禁止烟草广告。

《烟草图册》中称，世界烟草消费的38%在

中国，数量超过其他四个烟草消费最多的国

家总和。中国男性吸烟率为50.4%，这意味着

大约有 3.4亿人处于因使用烟草而患病死亡

的巨大风险之中。中国男性死亡12%归因于

烟草使用，这个数字在未来还可能显著上升。

同时，中国还生产了全世界 41%的卷

烟，43%的烟草相关产品是由中国制造的，

超过其他九个最大烟叶生产国的总和。

在中国，暴露于二手烟草烟雾也是导致

死亡的重要原因。根据《烟草图册》，每年中国

有60万人因为二手烟草烟雾暴露而死亡，其

中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在中国，47%的13—15

年龄段青少年暴露于家庭的二手烟草烟雾之

中，更增加了新一代人患烟草相关疾病、甚至

死亡的风险。

据记者了解，尽管烟草流行形势严峻，

中国控烟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一些大城市比

如哈尔滨、广州、兰州已经出台了无烟法

律。国家也已经开始评估烟草广泛使用的

经济成本。中国中央党校最近就发布了《关

于控烟的法律和经济思考》。最近在《美国

公共卫生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显示：在

云南玉溪三个点的烟草替代作物的项目中，

农 民 种 植 其 他 作 物 比 种 植 烟 草 增 加 了

21%—110%的年收入。

超过 50%中国男性吸烟 健康令人担忧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颖）日前，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领导干部禁烟令”得到

控烟人士的力挺。

中国控烟协会公布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

男性教师吸烟率 50.2%、男性医生吸烟率 47.3%、男

性公务员吸烟率 61.0%。这三类人群中，男性公务

员吸烟率最高。吸烟的公务员中有 52.7%表示从未

戒烟，仅有 37.3%表示近期有戒烟愿望。很多领导

干部长期吸烟，不仅对自己身体有害，而且不利于单

位创建无烟环境，没有起到好的示范作用。

据了解，我国有 3亿吸烟者，但被动吸二手烟的

却达到了 7 亿人。据调查，我国二手烟暴露率最严

重的 3 个场所依次为，公共场所 72%、家庭 67.3%、工

作场所 63%。对此，全国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

任、中国控烟协会会长黄洁夫表示，两办通知是政府

对控烟作出的政治承诺，将会极大地促进公共场所

无烟环境的创建，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在公共

场所不受烟雾侵害。

中国控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则认为，通知

明确了领导干部在控烟上要接受群众的监督，把干

部控烟置于老百姓的监督之下，不但约束自己，对社

会风气也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据悉，我国疾控部门、控烟协会已开始探讨借助

这一契机，推动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另外，北京

市爱卫办主任刘泽军透露，北京控烟条例已经正式

立项，具体条款正在起草当中，预计明年能够通过审

核。到 2015年，北京市有望实现室内公共场所的全

面禁烟。

记者了解，2013年上半年北京市已经启动“无烟

机关”的创建。“目前北京市已经有171家机关单位参

与创建，包括工信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北京市爱

卫会专职副主任张建枢介绍，北京将加快控烟立法，

最快2015年有望实现室内全面禁烟。

无烟机关的具体标准是：机关办公大楼内全面

禁烟，即无吸烟物品（烟缸、烟具、卷烟）、无人吸烟、

无烟味、无烟头烟灰。禁烟区域包括楼内所有场所；

机关所有工作人员自觉不吸烟，不给他人散烟，不接

受他人敬烟；机关大楼外设立室外吸烟区，机关工作

人员和来访者只能在室外吸烟区吸烟。北京市爱卫

会日前刚刚对无烟机关创建单位进行了检查，已有

80%以上的单位基本达到无烟机关标准。

真正实现公共场所无烟，亟待加快控烟立法进

程。张建枢表示，北京市人大已经通过了控烟条例

的立项论证，计划明年提交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并力争于 2014年年底通过审议。最快 2015年，北京

有望全面实现公共场所、工作场所无烟。

2015年北京有望实现室内公共场所禁烟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
烟草生产国、消费国，吸
烟人数高达 3 亿，每天因
烟草相关疾病死亡人数
高达 3800 人。今年是中
国签署世界卫生组织《烟
草 控 制 框 架 公 约》十 周
年。一份由中国民间控
烟机构发布的最新报告
指出，十年来，中国的卷
烟产量不但没有下降，反
而增加了近 50％。中国
的控烟履约工作，仍然任
重道远。

■健康提醒

1月4日，在塞内加尔比基纳国家医疗中心，一位中国医生为当地病人检查眼睛。当日，
中国第十五批援塞医疗队在塞内加尔比基纳国家医疗中心开展新年义诊活动。

新华社记者 邰剑秋摄

■快讯

■图片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