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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隊時禁止吸煙排隊時禁止吸煙
擴禁煙區增罰款擴禁煙區增罰款

政府短期推政府短期推1010招加強控煙招加強控煙

大公報記者 鍾佩欣

本港最新吸煙率9.1%，最新控煙策
略公眾諮詢結果顯示，逾九成人

支持進一步降低香港吸煙率。政府宣布
短期內推出十項措施加強控煙，包括禁
售加味煙，排隊禁煙、實施全煙警示包

裝、增加禁區及罰款等，爭取今年底向立法會提交修例建
議。政府強調，明年吸煙率下降至7.8%的目標不變。

至於規管俗稱 「火車頭」 的邊走路邊吸煙，列為中期
探討措施，預計在2026年後考慮實施。有意見認為，控煙
策略保護青年免染上煙癮，措施並不會影響旅遊吸引力。

焦點新聞

政府推出十招加
強控煙，香港報販協

會支持引入完稅煙標籤制度，認為有助報販
及購買者分辨完稅煙，但改為全煙害警示包
裝，擔心售賣時容易出錯引起爭執。有立法
會議員表示，支持新措施控煙，但要在明年
將吸煙率降至7.8%，恐怕仍有一定難度。

自去年二月，政府增加煙草稅三成
後，市面湧現大量低價的 「老鼠煙」 ，即由
海外山寨廠生產，再走私偷運入香港，然後

印製煙害警示，商販及消費者難以分辨，每
包最便宜30至40元。

報販：標籤制有助打擊老鼠煙
香港報販協會主席林長富表示，支持

政府加強控煙，歡迎政府接納協會早前提
議，引入完稅煙標籤制度，但現時 「老鼠
煙」 猖獗，不少煙民在加煙稅後，改為購買
「老鼠煙」 ，認為應該加強執法行動。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林哲玄

指出，多項措施之中，禁止加味煙可有效減
少年輕人成為煙民，其他措施例如禁止排隊
時吸煙，也可減少市民吸入二手煙，保障非
煙民的健康。不過，他認為，要將吸煙率進
一步降至7.8%，存在一定難度，翻查紀
錄，40至60歲煙民由於 「煙齡」 較長，較
難戒煙，60歲或以上或健康等問題，成功
戒煙比率相對較高，建議政府加強戒煙宣傳
和教育。

大公報記者賴振雄

議員：禁加味煙可減年輕人吸食

59萬港人每日吸煙
日均吸食12.1支

業界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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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處昨日發表最新一期主題報告顯
示，去年全港約有62.7萬煙民，當中59.2萬

人習慣每日吸煙，平均每日吸食12.1支（即超過半包煙），較
2021年的12.7支，僅輕微減少 「半支煙」 。

報告顯示，習慣每日吸食傳統煙的人士，佔所有15歲及以上
人士的百分比，過去20年呈下降趨勢，由2003年14.4%，下跌
至2023年9.1%；男女比率方面，男士煙民比率最新跌至
16.4%，女士則2.7%，同時反映女煙民仍只佔極少數，每100名
15歲及以上女士有不足3人。

近1.2萬人每日吸電子煙
近年煙草產品的花款越來越多，包括加熱煙、電子煙及水煙

等。調查顯示，習慣每日吸食電子煙約有11600人，佔全港所有
15歲及以上人士的0.2%，對比2021年的0.3%，數據或反映，政
府由2022年4月30日起禁止進口、推廣、製造或售賣電子煙後，
電子煙民比率已經略為減少。

值得留意是，政府近年持續增加煙草稅，似乎未成為主要戒
煙主要原因， 「減少買煙的花費」 的人，僅從2021年13.3%，升
至2023年的13.5%；以前習慣每日吸食傳統煙人士，決定戒煙的
主要原因，分別 「因為很多地方禁止吸煙」 和 「避免自己的吸煙
習慣或二手煙影響家人」 。 大公報記者賴振雄

有待減少

引入完稅煙標籤制
嚴打走私 違者可囚七年

近年海關全力打擊私煙，政府正計劃引
入完稅煙標籤制度，以及修訂法例，若售價

低於煙草稅的煙草產品須證明已課稅。另外，政府建議提高未完
稅相關罰則，處理、管有、售賣或購買未完稅煙的最高罰則，由
目前循簡易程序定罪可罰款100萬元及監禁兩年，大幅提高至循
公訴程序定罪可罰款200萬元及監禁七年。

海關關長何珮珊表示，海關雖然近年全力打擊私煙，但執法
上仍面對困難和挑戰，尤其是在 「白牌煙」 的問題上，不法分子
將未完稅香煙冒充為已拿到進口證的已完稅香煙出售；另外，商
販遇到海關執法時，商販解釋不知道，稱 「其（香煙）供應商已
完稅。」 但他們又不願意透露其供應商的聯絡方式等資料，坦言
打擊 「白牌煙」 的執法和搜證都存有困難。

買賣「白牌煙」同屬違法
因此，法例建議若商販訂定出售香煙的價格低於稅項的66

元，商販必須提供 「已完稅」 證明，否則海關人員可假定為違
法，採取執法行動。醫衞局局長盧寵茂補充，進口及售賣 「白牌
煙」 屬違法行為，而市民購買未完稅香煙同屬違法， 「市面有30
至40元的香煙出售，大家都可以假定是未完稅的香煙」 。

坊間上有聲音質疑政府增加煙草稅，會導致市面上私煙數目
增加，何珮珊表示並不認同，她引述數據指出，2019年的已完稅
的香煙為33.74億支，去年則下跌至29.72億支，吸煙率同樣由
10.2%下跌至9.1%，因此認為煙稅 「因加得減」 的說法並不成
立。 大公報記者鍾佩欣

提高罰則

中期探討措施

未來進一步探討措施

❶ 規定煙草產品需擺放於顧客無
法看見及觸及的地方

❷ 加強措施以確保零售點遵守各
項煙草產品的銷售限制

❸ 禁止 「火車頭」
❹ 持續擴大禁煙區
❺ 對縱容違例吸煙的場所管理人

施加法律責任

❶ 禁止向某一日期後出生的人士
售賣煙草產品

❷ 引入與世衞建議水平及／或通
脹掛鈎的煙草稅調整機制

❸ 煙草產品規格的限制（尼古丁
含量、煙支標準化外觀）

資料來源：醫務衞生局

▲政府表示，會爭取年底前向立
法會提交修例建議，並在今個立
法年度通過，最快明年內執行。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短 中 長 期 控 煙
措施一覽

短期措施
❶ 引入完稅煙標籤制度
❷ 提高未完稅煙的相關罰則
❸ 全面禁止另類煙產品
❹ 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煙草產品
❺ 持續檢討煙草稅
❻ 禁止加味煙
❼ 實施 「全煙害」 警示包裝
❽ 排隊時禁止吸煙
❾ 增加禁區、增加違例罰款
 加強戒煙服務和宣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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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相關措施生效日期有待政府完成修例 資料來源：政府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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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民有Say

李先生：
近兩年煙稅加
幅好誇張，戒
煙又不容易，
應 該 有 個 平
衡，讓大家慢
慢 適 應 新 措

施。身邊沒有朋友因這些策略
而戒煙，只會找更便宜的煙。

慢慢適應新措施
陳先生：
平時有吸煙習
慣，肯定還是
會去買，如果
控 煙 力 度 太
大，實在沒辦
法 就 只 能 戒

煙，現在可能會慢慢開始吸少
一些。

實在沒辦法就戒

排隊時吸煙

政府建議排隊禁煙範
圍包括排隊輪候公共
交通工具，以及排隊
進入指定公眾處所，
如公營醫療設施、公
眾遊樂場地、主題公
園、公眾娛樂場所
等。若法例生效後，
排隊時吸煙即屬違
法。

現時香港一包香煙稅項為66元，若市面出售低於66元香煙的商販
必須提供已課稅證明。根據現行法例，進口及售賣 「白牌煙」 是
屬於違法行為，若市民購買未完稅香煙同屬違法。

買賣低於煙草稅的煙草產品

政府建議任何人士不得向未成年人士提供煙草產品，提供者須承
擔法律責任。新例生效後，若家中長輩向未滿18歲的兒童提供香
煙，即屬違法。

向18歲以下人士提供煙草產品

政府擬擴大法定禁煙區至指定處所的出入口指定範圍，包括幼兒
中心、學校、安老院和公營醫療設施，並賦權予特定地點訂立大
範圍禁煙區。政府亦計劃將於法定禁煙區作出吸煙行為的定額罰
款提高至3000元。

在指定處所的出入口吸煙

新 控 煙 措 施 下 的 違 例 行 為

▲醫衞局局長盧寵茂（中）表示，諮詢期間
逾九成受訪市民表示支持進一步降低香港吸
煙率，顯示整體社會有廣泛共識。

醫務衞生局昨日舉行記者會，公布控煙策略公眾諮詢結果和下
一步措施。醫衞局局長盧寵茂表示，諮詢期間逾九成受訪市民表示
支持進一步降低香港吸煙率，顯示整體社會對推動無煙香港有廣泛
共識。醫衞局計劃分短、中、長期推動整體控煙策略，以多項措施
進一步減少煙草產品的使用和二手煙對市民的影響。

他表示，各項措施圍繞控煙策略四個方向而制定，包括降低煙
草產品的需求及供應、減少煙草產品的吸引力、保障公眾免受二手
煙侵害，及加強提供戒煙服務，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推動控煙進程。

學校醫院安老院出入口禁煙
特區政府建議在短期內推出10項控煙措施，包括引入完稅煙標

籤制度，區分已完稅和未完稅煙；提高未完稅相關罰則；禁止管有
另類吸煙產品；禁止向18歲以下人士提供煙草產品；持續檢視增加
煙草稅的成效；禁止加味煙；實施全煙害警示包裝；排隊時禁止吸
煙；擴大法定禁煙區至指定處所的出入口指定範圍，包括幼兒中
心、學校、安老院和公營醫療設施；加強戒煙服務和宣傳教育。政
府亦計劃將於法定禁煙區作出吸煙行為的定額罰款提高至3000元。

醫務衞生局副秘書長李力綱表示，坊間市民對於 「二手煙」 表
示反感，現時只有公共運輸交匯處為禁煙區，而其他的士站、小巴
站則無規管， 「排隊的時候是不能走開，（市民）被迫食二手
煙」 ，而其他國家有類似做法。李力綱期望該法例下營造社會氛
圍， 「營造到香港市民是不喜歡排隊吸煙」 ，屆時吸煙人士自然會
避免在隊伍附近吸煙。

規管「火車頭」列中期探討
至於規管俗稱 「火車頭」 的一邊行走一邊吸煙，則列為中期探

討措施。李力綱解釋稱，需全盤考慮操作情況，例如停下來的吸煙
操作如何？他認為，從法例上規管市民行為，需要謹慎考慮，避免
出現誤會及爭拗。

外界關注人手安排，衞生署署長林文健表示，控煙辦執行法例
的控煙督察約有200人，政府設有既定機制，因應執法措施而申請
增撥資源，但他認為控煙措施並非單靠執法人員巡查，更需要營造
社會的禁煙氣氛及市民合作。

盧寵茂表示，會繼續與相關部門草擬立法建議和研究具體執行
細節，爭取於今年年底向立法會提交修例建議，而不同措施的執行
時間將有差異，例如禁止管有另類煙的措施將設有寬限期，但整體
希望法例能夠在明年執行；中期方面，政府會檢討十項短期措施落
實後的成效，預計在2026年後考慮實施中期措施。

身兼兒科醫生的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認為，目前收緊禁止使用
電子煙及加熱煙較為合適，能減低青少年染上煙癮的機會，至於政
府於擴大禁煙區範圍，仍有待市民間互相監督， 「間中有人在室內
吸煙，普羅大眾都會提醒這裏不能吸煙。」 他又認為控煙策略不會
影響香港旅遊吸引力，相信旅客訪港會遵守本地法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