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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包装是烟草业的一个重要沟通工具

烟草公司依靠包装设计，以建立品牌知名度，提高销量，尤其是因
为烟草广告在很多市场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	 包装能够建立品牌形象，而这种品牌形象经常与事实截然相
反，与使用烟草制品相关的危害截然相反2。烟草公司营造品牌
形象，并通过品牌形象宣传地位、财富、性感、魅力、苗条、
男子气概、体育活动、健康等等理想形象。

•	 对于吸烟者而言，尤其是青少年吸烟者，烟草制品包装代表着
一种象征，表明他或她希望其他人如何看待自己3。

图片警告标签行之有效！

2004年新加坡采用图片警告标签之后，健康促进委员会的一项调查
发现，28%的吸烟者称由于这些警告，他们的吸烟量减少；14%吸烟
者表示他们避免在儿童面前吸烟；12%的吸烟者称他们避免在孕妇
面前吸烟；8%的吸烟者表示他们在家的吸烟量减少了。4

图片警告标签能够有效传达使用烟草的危害

控制卷烟包装是至关重要的烟草控制措施。卷烟烟盒是有效的媒
介，能够传播关于使用烟草的有害影响的信息。研究表明，有效的
警告标签能够增进人们对吸烟相关危害的了解，并影响人们未来的
吸烟决定5, 6。大型图片警告标签能够激励吸烟者戒烟，劝阻不吸烟
者不要开始吸烟7，并且防止已经戒烟者复吸8。

•	 加拿大要求图片警告，84%生活在加拿大的吸烟者将健康警告
标签视为健康信息的来源之一，相比之下，美国只要求文字标
签，只有47%生活在美国的吸烟者将健康警告标签视为健康信
息的来源5, 9。

•	 2002年巴西采用新的图片警告之后，73%吸烟者称对此表示赞
成，54%吸烟者称他们改变了对吸烟健康后果的看法，67%吸烟
者称新警告让他们产生了戒烟意愿10。

•	 澳大利亚采用图片健康警告标签之后，青少年尝试吸烟者和长
期吸烟者更有可能考虑戒烟，而且，对这种新警告标签进行讨
论的学生中，吸烟意愿较低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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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警告标签

我们与吸烟者之间的最
终沟通工具就是烟盒本
身。在没有其他任何营
销广告的情况下，我们
的包装……成为我们品
牌精髓的唯一传达者。
换句话来说：别的什么
都没有的时候，包装就
是我们的营销。"

跨国烟草公司菲利普·莫里
斯公司行政主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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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警告标签的组成部分*

组成部分 描述 影响

位置 将标签放在主要可见部分

（正面和背面——包装上最大的两面）

信息处于显著位置被注意到的可能性更大。

大小 至少占包装主要可见面积的50% 大型信息更有可能被注意到。

标签的效力和大小成正比。

大型标签能够激发情绪反应，提高戒烟积极
性。

图片 通过图片和/或象形图说明使用烟草的有害
后果。

相比纯文字，照片和有说服力的图片能够更好
地帮助吸烟者形象化地认识烟草所致疾病的性
质。

当某个人决定是否吸烟或者减少吸烟时，图片
更有可能吸引注意力，更有可能被回想起来。

在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或者调查表明吸烟者
无视纯文字警告标签的地区，图片尤其重要。

图片警告有可能影响到儿童和青少年，尤其是
吸烟者的子女，他们都特别容易受到伤害。

颜色、
背景和 
字体

使用全色。

颜色和背景以及文字形成对比。

最大限度地提高可见度和通俗易懂性。

轮换 在所有烟草制品上同时或者周期性轮换使
用多个健康警告和信息。 

防止过度曝光以及受众对单一图像的敏感度降
低。

文字 通过突出强调接触烟草的有害后果和影
响，列举危险因素。

包括特定危害的严重性。

提供戒烟建议以及当地戒烟热线信息。

指出烟草的成瘾性。

引起与烟草使用有关的不良情感联想。

文字信息突出强调烟草的有害影响，向公众提
供重要的公共卫生信息，这些可能是其他渠道
无法获得的。

能够引起与烟草使用有关的不良情感联想的信
息更加可信、更有说服力。

语言 以本国的主要语言印制。 以所有主要语言印制的信息能够确保影响范围
更广。

资料来源 标签应该指明资料来源，比如推荐健康信
息的某个国家卫生权威机构（如卫生部
长）。

根据不同的文化，说明资料来源能够增加信息
的可信度。

*本表中的各组成部分系由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11条实施准则以及烟草标签资源中心制作的烟草标签和包装工具包而来的最佳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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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有效的健康警告标签12

《公约》（世界第一部全球公共卫生条约）建立了一个政策框架，
旨在减少烟草的毁灭性健康和经济影响。《公约》第11条要求各缔
约方在批准《公约》后三年内实行有效措施，在所有烟草制品包装
上警告烟草使用的有害影响。实施图片警告标签政策不会给各国政
府造成经济负担；费用由烟草公司承担。

全球警告标签政策的实施进展13

通过实施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概述的各种措施，各
国政府已经在改善烟草警告标签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

截至2010年12月，已有30多个国家/辖区在烟草包装上实施了至少
占整个包装面积30%的图片健康标签。如需这些国家以及有关详情
的最新更新清单，请访问以下链接：http://tobaccofreecenter.org/
files/pdfs/en/WL_examples_en.pdf。

关键信息

•	 烟草包装是烟草业的一个重要沟通工具；烟草公司依靠烟草包
装设计，以建立品牌知名度并提高销量2, 3。

•	 图片健康警告标签能够传达使用烟草的危害。有效的警告标签
能够增进人们对吸烟相关危害的了解，降低青少年的吸烟意愿
11，劝说吸烟者戒烟6, 14，并且防止已经戒烟者复吸。

•	 图片警告标签比纯文字标签的影响力更大，而且低文化水平受
众和儿童这两类弱势群体也能看懂5, 9。

•	 有效的警告标签应该较大、清晰、轮换使用、至少占烟草总包
装面积的50%，而且由文字和图片两部分组成12。 

•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各缔约方在批准《公约》后三年内
实行有效措施，在所有烟草制品包装上警告烟草使用的有害影
响12。

比利时的警告标签

泰国的警告标签

新西兰的警告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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