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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重点 多策并重 

积极推进上海市公共场所依法控烟实践 

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副主任  李忠阳 

 

根据会议主办方的要求，下面，我向大家简要汇报 2011 年以来我市推进《上海市公共场所控

制吸烟条例》贯彻实施工作的进展情况，期待各位专家和同行给予指导，帮助我们改进下一步工作。 

一、持续加强控烟日常管理，全力营造社会支持环境 

2011 年以来，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简称健促委）依托《条例》实施之初已经建立的控烟

工作组织体系，协调 12 个控烟监管执法部门进一步加强公共场所依法控烟的组织领导、技术指导

和日常管理。我们坚持每季度组织召开 1 次以上的控烟工作联络员会议，交流工作、研究方案、提

出问题、商讨对策，深入推进《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简称《控烟条例》）的贯彻和实施。

两年来，市健促委办公室（简称健促办）把统一规范全市公共场所的禁烟标识和监管电话始终纳入

全年控烟推进工作中，利用重点场所控烟专项活动和各类控烟节点活动等，陆续进行了医院、学校、

机关、文化娱乐、餐饮、网吧、港口、车站和各类交通工具等公共场所禁烟标识的查漏补缺，共更

新各类禁烟标识（含监管电话）150 余万张。 

市和区县健促委会同各控烟监管部门，结合控烟日常宣传与重要节点宣传，利用新闻媒体和各

类大众传媒广泛开展控烟普法和烟草与吸烟危害知识的普及。我们连续两年利用 3 月 1 日《条例》

实施周年之际发布上年度《上海市公共场所控烟状况》白皮书，告诸公众本市公共场所依法控烟情

况和各级政府在控烟方面的努力及成效。2011 年 3 月 1 日前，我们会同市人大组织执法部门、专

家学者、人大代表和控烟志愿者等召开依法控烟工作研讨会；2012 年 3 月 1 日前夕，我们又积极

争取市政府新闻办支持，以市政府名义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公布控烟监测状况。 

每年 5 月 31 日世界无烟日期间，我们提前聚焦当年主题，精心做好活动方案的策划和各项准

备工作，陆续开展了各类主题鲜明、发动面广大、形式新颖的宣传活动。2011 年第 24 个世界无烟

日前后举办医学专家咨询、无烟健康教育市民大讲堂、健康公益热线无烟专题在线访谈等系列活

动；我们和市教委、市卫生局等联合主办以“烟草致命如水火无情、控烟履约可挽救生命”为主题世

界无烟日活动，市中小学校校长代表郑重签名、承诺禁烟，市健康单位、社区代表郑重承诺、争创

无烟。2012 年无烟日，我们积极响应国内公共卫生专家呼吁烟草警示图案上烟包的理念，统一设

计制作了每套包含 22 块“烟草警示图案和烟草危害核心知识”展版 20 套，提供给全市所有区县和健

康促进示范系统、市级机关展出。在我们的积极协调下，5 月下旬市政府机管局率先在市政府机关

大院主要通道设置该展板进行持续展出；无烟日活动当天，全市 17 个区县同步设点、启动展板巡

展活动；整个巡展在全市重点公共场所、社区、单位等 600 个点位持续展出半年。为掌握巡展效果，

我们还要求每区在巡展过程中完成 1500 份市民调查，以随机调查问卷的方式了解公众对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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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改变。无烟日活动当天，我们还启动了“被吸烟、我不干”控烟蓝丝带行动，200 名志愿者在

人民公园宣誓倡议、签名承诺，做“控烟蓝丝带”的倡导者、传播者和实践者。我办还委托专业创意

公司精心设计了为 3 类控烟重灾区“量身定做”的控烟公益海报 3 万份，针对全市共 1.3 万家重灾区

实现“全覆盖”发放。 

从 2011 年起，每月 9 月第一周是上海市“健康生活方式活动周”，也成为各级健康促进部门加

强控烟健康科普的重要节点。在首个活动周内，我们精心策划并提供切实保障，组织复旦大学志愿

者在市区大型商圈开展以“禁绝烟害、迈向无烟”为主题的禁烟骑行活动，直接展示印有烟害导致相

关疾病的警示图案，引起公众关注，获得国内控烟专家和相关组织的好评，这项活动已经成为我们

和复旦大学控烟协会合作开展控烟社会宣传的“保留”节目。在今年的活动周内，我们又在全市主要

轮渡站点开展控烟宣传活动，通过设立警示展版、发放实物宣传品和控烟宣传折页、开展志愿者劝

阻活动等，对这一控烟难点领域加大宣传力度。 

我们还针对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特点，注重探索创新控烟健康传播方法。2012 年以来每季度联

手东方网开展 1 次在线控烟舆情专项调查。我们在专家指导下精心设计问卷，巧妙地把重点场所的

控烟状况、阶段性控烟工作要求、需要公众掌握的控烟核心知识点、尚待强化的控烟监管执法措施、

以及完善控烟法规的方向等列入调查内容，引导公众全面掌握烟草烟雾之害、积极参与控烟决策和

社会监督，推进本市公共场所控烟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迄今以来参加历次控烟舆情调查的网民人

数接近 4 万，舆情调查成为一种非常特殊和有效的控烟宣传形式，而通过调查我们也掌握了重要的

数据：半数以上网名知晓低焦油卷烟不会降低健康危害，及二手烟是室内 PM2.5 污染的 主要来

源；六成网民认为国内烟草制品包装应与国际接轨、加入吸烟导致疾病的警示图案；更有八成网民

表示应在餐饮、娱乐及各类工作场所实行全面禁烟政策，这些信息都将帮助我们完善控烟法规，改

进依法控烟工作，努力营造无烟环境。 

据统计，两年来各级健促委等部门共制作发放控烟宣传资料 300 多万份，范围覆盖全市所有村

居委；开展控烟展版巡展 3000 多次、大型主题宣传 800 多场，参与人数超过百万。依托宣传部门

支持，在电视、电台、报纸等大众媒体投放控烟公益广告 5000 余次，市级以上媒体报道 400 余次；

2012 年初开设的“@上海健康促进”官方政务微博，对于多例网民控烟投诉进行了积极回应和跟踪处

理，受到公众认可。 

二、着力构建场所自律、社会监督、行政监管、人大督导与专业监测

相结合的控烟工作机制 

我们还紧紧依托上海市人大于 2010 年下半年启动开展的控烟执法检查活动，以此为契机，每

一季度按要求聚焦推进若干重点场所的依法控烟工作，对上一季度已经开展专项执法的领域抓好以

“回头看”的方式抓好跟踪管理。2011 年至今，市和区县各级健促委先后组织实施医疗卫生机构控烟

“回头看”和学校、机关、娱乐、餐饮及旅馆、网吧、轮渡、公交和交通工具等场所的控烟专项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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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促使相关行业系统进一步完善控烟管理机制，强化内部自查自纠。 

2011 年的学校控烟专项推进活动，在各级健促委的积极协调和教育部门的着力推进下，措施

有力，成效明显，体现了部门联手、条块联合、家校联动的特点。市健促委与市教委联合发文，要

求所有中小学校长亲笔签名承诺带头在校区内禁烟，学校控烟工作动态上网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市健促委还筹集资金，为全市 1680 余所中小学校统一定制人造大理石材质、中英文对照的“校区内

全面禁烟”警示铭牌；这些措施的落实，为本市中小学校全面禁烟创造了条件。机关控烟专项推进

活动，则体现了启动早、重视程度高、发动面广的特点。市健促委与市政府机管局联合制定了进一

步推进各级各类机关控烟的要求，由市政府办公厅正式转发到各区县政府和各委办局。卫生监督部

门持续加强对各级各类政府机关特别是政府公共服务窗口的控烟执法检查，对市政府办公地（人民

大道 200 号和大沽路 100 号）的控烟执法检查也保持每月 1 次的频度。目前，各级各类政府办公场

所都按要求建立和完善了控烟劝阻、督导等内部管理制度；规范张贴了材质坚固、设计美观、与场

所环境相匹配的禁烟标识；切实加强了对机关干部特别是党政领导的控烟教育，提高了广大机关工

作人员遵守《条例》、自觉控烟的法制意识；做到不在共用办公室以及机关会议室、餐厅及其它室

内公共活动区域吸烟，机关控烟状况和重视程度正在逐步好转。 

2011 年下半年的娱乐和餐饮控烟专项推进中，分别由市健促委与市文广局、市文化行政执法

总队及市食药监局联合发文的形式，对娱乐和餐饮场所的控烟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如特别针对娱乐

控烟“重灾区”（歌舞厅、游戏房等）制定了重点推进措施，要求各类娱乐场所进一步明确除指定吸

烟区（室）外，其它区域禁止吸烟的控烟范围；建立并完善控烟管理制度，明确控烟负责人，开展

控烟自查、自律教育，培养由一线工作人员组成的控烟督导队伍；张贴统一禁烟标识、公示监管电

话、撤除烟具烟缸以及替代性用品，有条件的利用场所电子屏幕和开机屏幕下载播放由市健促办设

计制作并发布在官方网站上的“吸烟有害健康”多媒体宣传画，积极营造拒吸二手烟的宣传氛围；进

而逐步建立起娱乐场所依法控烟长效机制。又如，重点规范中型以上餐饮场所的控烟工作，要求其

明确划分无烟区和吸烟区，不做划分的视为场所内全面禁烟；无烟区张贴禁烟标识、统一监管电话

（962727），撤销烟缸、烟具；吸烟区张贴“吸烟有害健康”提示；一线从业人员成立控烟督导员队

伍。12 月上旬，市健促办部署控烟志愿者对前期曾因违反《控烟条例》受到行政处罚的 89 家餐饮

单位进行逐个巡访。年末，与市食药监局、市食药监所组成联合督查组，兵分六路再次针对这些单

位开展专项控烟督查。 

2012 年起，市健促委先后开展了旅馆、网吧以及公交站点、轮渡、交通工具等各类场所的控

烟推进工作。与旅游、食药监和文化执法部门，以 4 部门联合发文的形式要求各类旅馆进一步提高

控烟履责意识、在旅馆内各类业态建立完善控烟制度、执行控烟措施，加强行业自律和内部监管。

将旅馆公共区域的监管电话统一为文化执法的“12318”，制作 2000 份此类禁烟标识，张贴至全市 300

余家星级旅馆。与文广影视、公安治安部门联合开展网吧禁烟专项整治，充分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如

与网吧业主签订禁烟责任书、对吸烟网民采取锁定会员卡功能强制劝离网吧、调取监控视频进行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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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取证等），加大对网吧禁烟的监管力度和宣传教育。特别是在开展轮渡专项执法活动的过程中，

我们探索协调水上公安等部门配合航务部门开展控烟联合执法，对拒绝劝阻、阻挠执法的烟民按照

治安法处以行政拘留，并通过新闻媒体进行跟踪报道，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在推进依法控烟的过程中，市和区县健促委充分社会监督作用，在广泛招募控烟志愿者近 3.9

万人的基础上，着力建设以重点控烟场所一线从业人员和社区热心市民共 1170 人组成的市级控烟

志愿者队伍。2012 年该实名制队伍扩容至 1855 名，并根据依法取证等任务需要对这支队伍开展了

全面系统的控烟技能培训。两年来，志愿者共巡查 26 类公共场所 6.5 万余家。 

而针对控烟重灾区领域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以及各区县之间控烟监管力度不均衡等问题，我们

反复协调文化执法、食药监、公安和卫监等 4 个主要执法部门对网吧、娱乐、餐饮等控烟“重灾区”

场所的日常执法以区县为单位，持续提高检查频度和执法力度、消除监管漏洞，逐步实现量化考核，

使基层执法部门的控烟监管投入更多、发展更均衡。从《条例》实施至今年上半年，控烟执法部门

共立案处罚并罚款 223 家、个人 76 名，罚金共计 41 万余元。此外，市交管局执法总队对违反行业

控烟规范的公共交通工具从业人员（主要是出租车驾驶员）予以立案处罚 207 次，罚金共计 14950

元。 

三、坚持不懈，务实推进大型活动成功营造无烟环境 

近两年来，我们还借鉴无烟世博的成功经验，会同相关部门积极推动本市重大活动期间实施室

内全面无烟政策，使《控烟条例》第 11 条发挥了应有的法律效力。连续两年的市两会召开期间，

我们都积极协调市人大、市政协办公厅与市政府机管局加大两会会场的控烟力度；由市健促办主动

为会场提供“室内场所全面禁止吸烟”宣传立牌，设置在大厅、走道、自动扶梯、电梯等候区等处；

根据需要提供禁烟标识，张贴在会场、餐厅、厕所和休息区等处。在世博中心的人代会会场，相关

部门在江景平台和顶楼露台设置有明显指示牌的室外吸烟区 2 个，并提供桌椅和烟灰缸等，为有吸

烟需求者提供便利环境。特别是我们协调市人大、市政协办公厅把两会所有室内场所的全面禁烟作

为会议纪律，较好地营造了无烟会议环境；会议期间代表委员自觉遵守《控烟条例》的行为，为推

进全市依法控烟工作当好了表率。 

2011 年第 14 届国际泳联世界锦标赛（简称世游赛）在沪举办期间，我们全力做好无烟赛事保

障。保障工作组由我办总牵头，市体育局、旅游局、文化综合执法总队、食药监局、卫生局和浦东、

徐汇、金山、静安、长宁等 5 区健促办共同组成。依据本市《控烟条例》、《WHO 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和国际泳联相关规则的规定，制定了专项控烟保障方案，要求赛事所涉各训练及比赛场馆室内

外观众座席和泳池区域、接待酒店室内公共场所及工作场所、定点医院室内场所全面禁烟，所有禁

烟区域及场馆出入口设置禁烟标识，严禁各类烟草广告和变相烟草广告及促销赞助活动。我们会同

市体育局、市旅游局在赛事举办前 3 个月即对所有场馆、接待宾馆（酒店）负责人开展控烟专题培

训，并部署相关区健促办组织辖区控烟志愿者上门开展控烟宣教、志愿劝阻和巡查暗访活动，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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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宾馆培训控烟督导队伍。当年 6 月，我们统一设计制作了各类禁烟标识 2 万个、控烟督导员

胸牌 1200 个、控烟海报 1000 份、控烟易拉宝 300 个、宣传折页 1 万份，制作赛事控烟宣传片 2 套，

下发到赛事所涉场馆、宾馆及定点医院，并指导设置和张贴到位。从当年 3 月至赛事举办前的近 4

个月时间内，我们多次组织力量对所有场馆、宾馆及医院的控烟宣传氛围营造和控烟措施到位情况

开展调研、督查和复查，就发现问题逐一提出书面整改意见，并跟踪改进情况，从而确保了赛事期

间训练及比赛场馆、接待宾馆和定点医院的各项控烟措施到位，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禁烟以及

禁售烟草并禁绝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及促销活动等要求都得到了落实，圆满完成了世游赛控烟保障

任务。值得一提的是，期间我们积极协调浦东新区相关部门，以打造无烟世游赛为契机，撤除了杨

浦大桥浦东段下匝道的“爱我中华”变相烟草广告。两年来，我们以各类重大活动在沪举办为契机，

会同各控烟监管部门积极推动活动期间无烟环境创建，逐步培育公众的无烟理念。令人欣喜的是，

在今年的上海市首届市民运动会期间，体育部门主动协调各类赛事承办场所落实室内无烟措施，加

大控烟宣传力度，促使法定禁烟区域的控烟管理措施落到实处。 

应该说，两年来上海的控烟工作在社会各方的共同推动下有了持续的进展，但是，公共场所控

烟任重道远，我们将在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卫生部以及中国控烟协会等控烟组织的指导下，本着“正

视现实，循序渐进”的原则，学习借鉴两岸四地各个控烟先行城市的经验做法，深化依法控烟工作，

拓展无烟创建范围，努力提升我市控烟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