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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煙研加辣 火車頭罰五千
「無煙香港」4策略諮詢公眾 倡指定年齡層禁買煙草

註：諮詢期由即日起至9月30日，市民可贊成
或反對有關措施，並提出其他有助控煙的意見

◆資料來源：醫務及衞生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管供應、降需求
●提高煙草稅率至世衞建議水平，即煙草
售價的75%或以上為稅收

●限制對指定年齡層人士出售及提供煙草產品
（例如要求對某一日期後出生的人士終生禁售煙草）

●加強打擊私煙

●禁止管有另類吸煙產品
（如電子煙、加熱煙等）

擴禁區、免煙害
●擴大法定禁煙區範圍

（例如行人天橋、巴士候車區等）

●禁止俗稱「火車頭」的邊走邊吸煙
行為

●加強對無煙場所的管理

●提升違法吸煙的罰金

重教育、助戒煙
●透過基層醫療系統加強戒煙服務

●加強基層醫療人員戒煙培訓

●以流動應用程式協助戒煙
（例如透過App推廣個人化的戒煙服務及信息）

●加強針對學生的煙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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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宣傳、減引誘
●規管煙草產品所含的添加劑
成分

（例如不准售賣帶有薄荷、水
果等口味的煙草）

●煙草產品採用全煙害警示
包裝

●減低煙草產品在零售點的曝
光率
（如要求煙草產品必須

存放在顧客無法看見
及觸及的地方）

策略一

策略二

策略三

策略四

控煙要到什麼程度？

香港自1982年起訂立《吸
煙（公眾衞生）條例》，並
於2001年起設立衞生署控煙
酒辦公室，特區政府使用立

法、宣傳、教育、推廣戒煙等方式，不斷推動控煙
工作。香港市民的每日吸煙率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
的23.3%，逐步下降至2019年的約10.2%，並於
2021年進一步降至9.5%，是全球吸煙率最低的地
區之一。不過，醫務衞生局副秘書長李力綱12日
表示，若按吸煙人數分析，過去十年增長達7.2%，
其中女性的吸煙人數不跌反升。吸煙引致多種慢性
疾病，包括肺癌、冠心病、中風等，加上人口老化
為醫療系統帶來雙重夾擊。

醫務衞生局數據顯示，香港目前仍有近60萬
人每日吸煙。根據政府統計處的主題性住戶統計
調查（吸煙情況），截至2019年，中青年的吸
煙率有隨年齡上升趨勢，20歲至29歲群組的吸
煙率為5.7%，30歲、40歲及50歲組（每10年為
一個年齡組）的吸煙率依次為11.6%、13.4%及
13.5%，60 歲或以上人群的吸煙比例則下跌至
9.1%。從以往統計亦發現，2015年和2017年，

青少年的吸煙率分別為1.1%和1%，較其他年齡
層明顯為低。

面對人口老化和慢性疾病患者數量上升等問題，
醫療系統目前正面對巨大挑戰。醫管局預料，未來
20年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口會增至50%，到2039年
達至300萬人，年長煙民因吸煙引致的額外健康風
險，對整體醫療系統造成的負擔只會越來越大，問
題不容忽視。如果控煙工作停下腳步，吸煙率或有
機會再反彈，影響市民健康。

近12年來，香港煙民每日吸煙的支數有輕微
下跌，從2007年的每人每日平均13.9支，降至
2019年的12.7支，20歲至29歲人士每日吸煙數
量較其他年齡段為少，但每日平均仍有11.7支之
多（2019年數據）。

依照香港現行法例，任何人如違例在禁煙區或公
共交通工具內吸煙，將處定額罰款1,500元（港
元，下同）。去年4月起，《2021年吸煙（公眾衞
生）（修訂）條例》生效，禁止在港售賣電子煙、
加熱煙等另類吸煙產品，入境旅客亦不可攜帶有關
產品入境，違例者最高可判罰款5萬元，及監禁六
個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港人吸煙率續降 女煙民不減反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對《控煙策略諮詢
文件》就某年代後出生的人士終生禁售香煙的建
議諮詢公眾，有家庭醫生指出，香煙會影響未成
年人的成長，還會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癌症
的風險，未成年人甚至會放縱至吸食大麻等毒
品，故支持向新一代禁售香煙。就措施推出後
會否激發逆反心理，及導致私煙的情況更加嚴
重，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認為，控煙措施需多管齊下，包括
加強學校教育，以及執法部門加強打擊力度，令
私煙沒有生存空間。
湯修齊表示，香港大學最新調查顯示，2020/
2021 學年，小學四至六年級學生的吸煙率為
0.2%，中學生的吸煙率為1.2%，湯修齊指出
有關比率非常低，相信香港有條件讓下一
代終生遠離煙草產品。
他強調，學生吸煙一個都嫌多，控煙
政策需要多管齊下，「吸煙與健康委員
會一直與教育局有聯絡，將最新控煙資
訊融入中小學相關教育中，讓學生清楚
了解吸煙帶來的危害。」
在打擊私煙方面，他建議控煙酒辦、海

關、警方加強打擊、提升執法力度，又表示
委員會倡議煙草商製作煙草產品時，印上特定的
標誌，以分辨已完稅的貨品，相信可以令執法人員
更有效執法。

防下一代「身心多病痛」
家庭醫生關嘉美表示，煙草產品對未發育
完全的青年而言，危害非常多及嚴重。煙
草產品中有幾千種有害物，全部都會影
響未成年人的生長與發展，「吸煙會對
身高、智力發展等造成影響，除了增加
患上癌症的風險，他們可能會更早發
生心血管疾病，未成年就食煙，可能
二三十歲就患上心血管疾病。」關嘉
美續指，吸煙非常影響情緒，增加出
現焦慮、暴躁等情緒問題。
她支持向某世代人士終生禁售香

煙，認為是出於關心與愛護下一代而
推出，「如果我們的下一代沒有前
途，香港社會亦沒有前途。」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張

弦）特區政府12
日就控煙措施展開

公眾諮詢，包括研究進
一步增加煙草稅，達至世衞

建議煙稅佔售價75%的目標。香
港報販協會主席林長富12日向香港文

匯報表示，增加煙草稅會令販賣私煙的情況
更加猖狂，不法分子將獲得更多利益，而售賣合
法煙的報販生存空間將進一步被侵蝕。他建議從
其他方面入手降低吸煙人數，及設立懸紅制度，
鼓勵市民舉報買賣私煙，和讓海關以外的其他部
門參與行動打擊私煙，遏止私煙市場擴張。
林長富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政府擬推出一系列
控煙措施，報販們肯定會擔心影響到自己的生
意，而他擔憂的是，若繼續增加煙草稅，只會令
售賣私煙的情況更加猖狂，「自從政府逐漸增加
煙草稅後，海關檢獲的私煙由2019年全年檢獲
的5,500萬支，大幅上升到上年的逾7億支，為

有史以來單年計檢獲量最高，相信有大量私煙已
流入巿面。」
他強調，增加煙草稅亦不會讓煙齡長的煙民戒

煙，「他們只會轉頭購買價錢更低的私煙繼續吸
食，增加煙草稅只會令私煙集團更開心，因為他
們可以獲得的利益更大。」
林長富指出，售賣香煙是報販其中一個主要收

入來源，但無法與不法私煙集團相爭，「佢哋透
過網上、點心紙等各種形式賣煙，早前政府已加
過一次煙稅，不少報販的收入即時減少三四成，
再這樣下去，報販將沒有生存空間。」
他認為，政府想降低吸煙人數可以從其他方向

入手，包括今次《控煙策略諮詢文件》推出的其
他政策，他並不反對，而政府需要繼續加強打擊
私煙，包括讓海關以外的其他部門參與打擊私煙
行動，以及設立懸紅制度，鼓勵市民舉報買賣私
煙行為，加重私煙的買賣成本，讓不法分子知難
而退，「暑假即將來臨，不法分子會找學生及家
庭婦女分銷私煙，政府應該安排人手落區宣傳，
讓市民明白這是違法行為，進一步打擊私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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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12日就有關控煙策略的公
眾諮詢舉行記者會，醫務衞生局局長盧

寵茂會上表示，目前香港仍有近60萬人每日
吸煙，每兩名煙民就有一人是50歲或以上。
在人口老化和慢性疾病患者人數不斷上升夾
擊下，吸煙會加重醫療系統負擔，二手煙亦
會傷害吸煙者的家人和公眾。此外有調查發
現，超過7%的中學生曾嘗試吸煙，顯示煙草在
青少年中仍有一定吸引力。

盼2025年吸煙率降至7.8%
他表示，政府早前在《邁向2025：香港非傳染病

防控策略及行動計劃》中，按世界衞生組織建議訂立
目標，於2025年令全港吸煙率降至7.8%，長遠希望
將吸煙率降至更低水平，甚至做到無煙香港。今次諮
詢文件列出14項措施選項，亦有開放式問題，希望
集思廣益，希望全體市民為自己、為家人、為下一
代，積極參與填寫問卷。政府會保持開放態度，並考
慮報販、煙民等群體的意見。

「劃線」終生禁買 新西蘭有成例
諮詢文件分為4部分，包括管制供應，將現時每包
煙約50元煙草稅提升，令稅額佔零售價的比率達世
衞建議的75%。另一項「辣招」是仿效外地，禁止向
某個日期後出生的人士售賣，甚至提供煙草產品。文
件舉例新西蘭的做法，「劃線」為2009年1月1日或
以後出生的人士，終生禁買香煙。
政府又會研究規管煙草味道，以免加入水果

味、薄荷味等吸引年輕人及女性吸煙，又建議包
裝標準化，加大健康忠告面積，以及參考外地禁
止零售點展示煙草產品，並研究擴大禁煙區，探
討擴大公共地方的禁煙區，例如擴展至醫院、學
校附近範圍。
目前有不少煙民邊行邊吸煙，對非吸煙者帶來滋

擾，文件提出研究立法禁止有關行為，並考慮提高現
時1,500元的吸煙罪行定額罰款，其中兩個建議是加
至3,000元或5,000元。

盧寵茂：遏止吸煙二手煙害人
被問及連串措施會否影響煙民的自由和權利，尤其

是基層煙民，最受加煙稅影響，盧寵茂說：「對基層
市民來說，煙對他們的禍害，可能會較整體市民更加
深，因為他們無論居住環境或經濟能力上，煙對他們
的傷害是更加大。」
他又憶述自己早年在醫院工作期間，親眼所見的慢

阻肺病患者慘狀，力證吸煙對健康造成的危害。「他
們都是因為不能『唞氣』、喘氣，而要由家人陪伴
着，不斷地重複入住醫院，非常辛苦、痛苦。」作為
一位醫生，他表示不希望下一代繼續面對吸煙和二手
煙而帶來的痛苦。
衞生署署長林文健表示，該署在剛過去的6月展開
戒煙月活動，效果較預期好。在打擊私煙方面，署方
一直與海關等部門合作堵截售賣未完稅私煙，過去兩
年，共有11名違反分發私煙廣告違例者被檢控。去年
4月禁止另類煙草產品進口後，政府亦積極執法，控煙
酒辦接獲海關轉介逾千宗個案，執法機構已發出148
張傳票，其中6宗個案已判處罰款1,000至6,000元。
署方專責團隊亦針對網上銷售另類吸煙產品巡查社
交媒體，已要求相關平台移除逾810個相關非法廣
告。

香港社會老齡化程度不斷加劇，醫療系統承

受極大壓力，心臟病、癌症、糖尿病、肺部疾

病等慢性疾病均與吸煙有關。為減低吸煙引

致的額外風險，促進市民健康，香港特區政

府醫務衞生局12日起開展「活力健康 無煙

香港」控煙策略公眾諮詢。諮詢文件以4項策

略為主線，除了加強煙害宣傳、打擊私煙等措

施，更有不少「辣招」徵詢公眾意見，例如立

法禁止俗稱「火車頭」的邊行邊吸煙行為，違者

最高罰款5,000元（港元，下同）；亦研究要求

某一日期後出生的人士終生禁止購買煙草產品，以

及今年2月已上調一次的煙草稅進一步「加碼」（見

表）。各界對此的反應不一，有人支持香港加快邁入無煙

世代，亦有人認為控煙初衷良好，惟矯枉過正會傷害經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憂再加稅私煙更猖狂
報販恐失生存空間

健康最重要
陳先生：我覺得推行控煙政策極好。雖
然我不是煙民，但是太太吸煙，也令我
飽受二手煙困擾。若是增加香煙的價格
不失為一個好對策，可以構建一個更有
活力、健康的香港。但是，香港現在吸
電子煙的人數特別多，我反而覺得電子
煙更不健康。香煙畢竟還是煙草製品，
電子煙是由化學物質堆砌而成，雜質更
多，應該多加限制。

Claire：我今年12歲，家人和同學都沒有
人吸煙，我也不喜歡別人吸煙，很難聞。
我相信自己以後不會主動吸煙，如果政府
立法禁止我們這一代人終生不可以買香
煙，對我也沒有任何影響，我是支持的。

經濟有顧慮
馬太：我已經擺攤十幾年了，2月時已經
加過一次煙草稅，香煙的利潤低至兩元一
包，已經跌到谷底。現在，合法銷售的香
煙價格不斷升高，導致許多客戶都去買私
煙，生意很難做，再加稅就無肉食。我的
客戶都是以成年人為主，不建議僅針對新
一代禁售香煙。

柯同學：我今年12歲，不覺得政策對我
會有影響，身邊的家人和同學也沒有吸
煙。控煙政策是好的，但是香煙作為經濟
產物的一種，若是完全禁售是否會打擊經
濟，我覺得還要關注店舖的利益，可以限
制出售數量，但不應完全禁止某世代的人
終生不得買煙。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祝佳慧

◆吸煙人數過去
十年增長達7.2%，
其中女性煙民數不跌
反升。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興偉 攝

◆ 政府發表《控煙策
略諮詢文件》收集市
民意見。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涂穴攝

的5,500萬支，大幅上升到上年的逾7億支，為 讓市民明白這是違法行為，進一步打擊私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