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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烟成功故事：聚焦无烟国家 
 

 苏格兰苏格兰苏格兰苏格兰 

 苏格兰于 2006年春决定实施 100%无烟，在英国首开先河。  
 

 

 

 无烟状况 100%无烟 禁烟开始日期 2006年 3月（苏格兰） 
2007年 4月（威尔士和北爱尔兰） 
2007年 7月（英格兰） 受保护人数 6080万 

 

 

2006年 3月 26日，《苏格兰 2005年吸烟、健康和社会关怀法案》开始实施，在接近全封闭的公共场所实施禁烟，目的是保护非吸烟者不受二手烟雾的危害1。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苏格兰的吸烟率曾是英国最高的，28%的成年人都吸烟2。 在禁烟法案通过之前，在苏格兰很多社区都很难避免二手烟雾对健康的危害。有人估计，二手烟雾接触每年在苏格兰导致 1500到 2000名非吸烟者死亡3。 
 面临二手烟雾危害的大量医学证据，考虑到苏格兰吸烟文化的现状，苏格兰议员们开始采取行动，酝酿通过
100%无烟法案。禁烟宣传组织、卫生慈善机构、专业协会以及工会都加入了支持立法的行列。 
 最后，苏格兰政府部长们宣布开展实施禁烟的公开咨询活动。人们的意见潮涌而至。部长们收到了近 54,000份答复，代表超过 1%的成年人口的观点。每 10份答复中就有 8份赞成禁烟法案。 
 部长们到都柏林考察了爱尔兰的禁烟历程，之后他们宣布要在苏格兰颁布类似禁烟法律。苏格兰并无先例可循。大多数其它欧洲国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对公共场所吸烟的法律限制，而当时苏格兰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法规。 
 随着媒体对烟草危害的证据和烟草业立场的讨论和报道不断升温，公众对这项新法案的支持率也不断提高。一项民意调查发现，禁烟法律通过时，79%的苏格兰人都表示支持。与此同时，媒体也放弃了最初对禁烟法案所持的怀疑态度，称赞新法律使苏格兰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苏格兰的禁烟法首先是一个健康法。人们在公共场所或工作场所已经不再接触二手烟雾。苏格兰所有的封闭公共场所，从酒馆、酒吧到火车站，现在都实施禁烟了。禁烟法案甚至涵盖私人会员俱乐部。所有一半以上面积被封闭的公共场所也要禁烟。有几类场所被禁烟法律豁免，如监狱、收容所以及收治长期患者的精神病院等。但是总的说来，苏格兰烟雾缭绕的房间现在已成为历史。 
 新法律是公众激烈辩论和讨论的主题。在苏格兰随处可见醒目的“禁止吸烟”标志。所有公共场所现在必须设置“禁止吸烟”标志，而且标志上必须提供联系人信息，以受理人们对不守法行为的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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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实施后的一些研究得出初步结论，苏格兰的禁烟法律非常成功： 
 

• 从 2006年 3月到 5月，执法机构发现，在苏格兰全境进行的 3900多次检查中，99.4%的场所都禁烟，这表明社会各界对该法令的遵守率都很高4。 在苏格兰全境，只有三个公司和三个吸烟者因为违反法律而被罚款。 
 

• 英国癌症研究所在法律推行六个月后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绝大多数（即 92%）的酒吧工作人员说，他们的工作场所自从禁烟法生效后更为卫生健康5。 在癌症研究所的同一个调查中，75%的调查对象相信该法律从长远来说会有益于他们的健康。 
 

• 2006年 3月 14日，即禁烟法案刚开始生效时，对 18-24岁的年轻人所作的民意调查发现，84%的调查对象觉得“无烟的苏格兰让人感到自豪”，而有同样感觉的成年人占调查对象的 79%6。  
 禁烟法律对公共卫生的正面影响在通过后的前几个月内已经开始显现： 
 

• 法律实施后的研究表明，苏格兰九大医院中，因心脏病发作而住院的人数下降了 17%，而在禁烟前十年中因心脏病发作而住院的病人人数平均每年下降 3%7。  
 

• 有一项研究对法律实施前后的空气质量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酒吧空气质量改善了 86%，不吸烟的成人和儿童的二手烟雾接触水平下降了 39%8。 
 

• 禁烟法似乎也有助于吸烟者戒烟。苏格兰一个地区的戒烟服务机构发现，法律实施之前三个月内对戒烟服务的需求量增加了三倍9。 
 种种迹象表明，苏格兰的禁烟法律很成功。一项大规模的研究对禁烟法实施前后的空气质量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二手烟雾接触水平下降了 86%10。 另外，酒吧工作人员的呼吸系统病症减少11， 苏格兰每 10个酒吧工作人员中有 9个认为工作场所因为禁烟法律变得更健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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