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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衛生組織(簡稱WHO)為對抗一年奪走全球600萬生命的菸害問題，花了七年的時間制訂國際
「菸草控制框架公約」(簡稱 FCTC)，且將2011年定為「落實FCTC年」，要求締約國維護人民健康
、確實履行公約。此外芬蘭去年宣布-「2040年將達成全國禁菸」；接著，紐西蘭也發表健康政
策白皮書，宣布2025年全國禁菸，更呼籲聯合國將「2040年全球無菸」設為所有會員國的目標。
為「落實菸草控制框架公約年」。四月初，主婦聯盟、消基會、台灣癌症基金會、藥師公會全聯
會、荒野保護協會等團體提出符合FCTC公約規範的「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透過立法委員江玲
君、田秋堇、羅淑蕾、劉建國及丁守中等在立法院提案連署。

無喉者病友們 挺身推動無菸環境
 

   
      5月底的一天下午是立法院審查「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的日子，一早，無喉者復聲協會
名譽會長黃東源與多名病友帶著助聲器，特地到立法院感謝江玲君、田秋堇、丁守中、陳節如等

陳紫郎教授也特地帶著公衛師生二十
多人高舉「台灣加油」
聲援修法。下午，菸草公司工會與吸菸者人權組織等一群人至立法院群賢樓前抗議，應是麥克風
聲音太大，使得立法院不得已將鐵門拉下，縱使法案審查開始，仍可聽到會場外的陣陣抗議聲。
 

好來塢電影將菸草公司真面目公諸於世  

   
      來台聲援的美國杜蘭大學公衛學院師生，看到主張吸菸人權、反對室內無菸環境的一群人
，聲嘶力竭反菸害防制法的場面，直呼不可思議，陳紫郎教授有感而發指出，美國自80年代起，
興起追究菸商的責任、控告菸草公司以來，好萊塢陸續推出「驚爆內幕」、「銘謝吸菸」等"揭發
菸商真面目"的電影，真實的將菸商卑劣的行銷及欺騙的言論公諸於世，讓美國人民知道吸菸是成
癮性的行為，且「菸草是真正的殺手」；但是台灣的民眾顯然不清楚「吸菸都是受害人、菸商才
是加害者」，這也顯示臺灣的政府、公衛組織、媒體及反菸團體，過去對菸商的行徑揭露是嚴重
不足!  

預防青少年吸菸、幫助癮君子戒菸的有效方式  

   
      WHO除指出，實施無菸室內環境及增加菸稅提高菸價，是最有效促成戒菸及降低菸品消
費量的方法，更指稱，禁止菸草產業的廣告促銷及贊助、菸品容器採素面包裝、禁止菸品陳列展
示、禁止加味菸品產銷等，都是預防青少年吸菸、幫助成年人戒菸必要的方式。  

 「菸害防制法」名稱 就是歧視吸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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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吸菸者人權組織在立法院的抗議行動中，菸草公司產業工會也是共同的夥伴，提出
3項主要訴求：1）吸菸者除罪化！86年啟用至今的「菸害防制法」應更名；2）室內公共場所不
應該全面禁菸，且要依照比例原則設置吸菸室；3）菸捐要補助商家設置吸菸室，不可用在戒菸
及反菸。.  

 過去兩個月來，菸商不但促成各種抗議行動，還鼓動國內現有的一千多戶菸農，連理當爭取銀
行員工權益的銀行產業工會理事長都莫名站到第一線，反對符合國際公約、維護國民免於菸害及
預防青少年吸菸的「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因此立法院衛環委員會的召集委員、也是修法提案
委員的江玲君特別邀請，中研院院士陳建仁出席立法院的審查會，請其依流行病學的專業，說明
臺灣的菸害狀況。  

全球五萬份研究論文，證實吸菸與二手菸對健康的危害  

   
      陳建仁指出，菸草使用是全世界迄今所面臨的最大公共衛生威脅之一。全球已有超過五萬
份的研究論文，證實吸菸與二手菸對健康的危害，菸草導致多達半數使用者死亡。根據世界衛生
組織(WHO)估計，全球每年有600萬人死於菸害，即平均每超過五秒鐘就有一人因菸害而死亡，
佔全球成人死亡的十分之一，比愛滋病、肺結核、事故傷害或自殺等死因導致的死亡人數總和還
要高。根據國家衛生研究院溫啟邦客座教授等人的研究，臺灣每年就有28,000人死於菸害！行政
院衛生署資料顯示，菸害更造成台灣一年超過1095億元的醫療及社會成本損失。  

而衛環委員會最專業且資深的立委田秋堇，接著請教陳院士為何WHO要求172個締約國朝「室內
公共及工作場所全面禁菸」推動？室內設置負壓吸菸室阻隔二手菸不行嗎？  

任何獨立空調或吸菸室設置 都無法阻隔二手菸害  

      對於二手菸的問題，陳建仁則進一步指出，美國衛生部發表的最新報告指出，菸煙中有超
過7000種化學物質，其中數百種具有毒性，至少69種成分會導致癌症。WHO的研究報告指出，
長期暴露於二手菸害者之肺癌罹患率顯著增加，其中男性增加約30%，女性增加約20%。美國疾
病管制局於2006年之調查報告也指出，暴露於二手菸害之居住或工作環境，將使非吸菸者發生心
臟疾病之機率提高25-30%，發生肺癌之機率增加20-30%，且沒有任何二手菸害暴露程度可被視
為是無害的。  

    「國際勞工組織」更估計每年至少有20萬勞工在工作環境暴露於二手菸害而致死。世界銀行
也指出，無菸政策有助於戒菸及降低菸草總消費量4％~10％。甚至早在2005年，由業者組成的「
美國冷暖氣暨空調工程師學會」所發表的《環境菸霧》研究中強調，「任何獨立空調或吸菸室都
無法完全阻隔二手菸對人體的危害」。  

助人戒菸最有效-無菸環境加提高菸價     

   
      田秋堇委員更接著問到，這幾年執行的菸害防制法新制，有帶來什麼成效嗎？對於肺癌的
預防有效嗎？陳建仁教授表示，98年1月台灣執行「大部分的室內公共及室內工作場所禁菸」，
同年也增加菸品健康福利捐10元，成人吸菸率就從97年的22%降至98年底的20%，換言之，全國
33萬成年人戒菸（幫助33萬個家庭更幸福圓滿），菸品消費量也從97年的22億包，變成98年的1
9億包，一年足足減少了3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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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建仁教授接著表示，雖然停止吸菸24小時後，引起瓦斯中毒的一氧化碳可自體內幾乎完
全排除，並且肺部開始清除痰液及其他殘渣，而降低罹患心臟病的風險。但肺癌的預防卻需要長
時間，由於肺癌風險和近30年前的吸菸率成正比，因此，現在努力將菸害防制工作做好，是對下
一代的責任與保護。  

助人戒菸最有效-無菸環境加提高菸價     

   
      審查會議中除了針對菸害問題，陳建仁教授提出許多的證據及說明外，江玲君委員也邀請
國際法學專家、董氏基金會執行長姚思遠教授，對於WHO的菸草控制框架公約，及反菸團體所提
出的訴求做簡單說明。  

     姚思遠表示，民間團體四項訴求為：1）室內公共及工作場所百分百禁菸，同時擴大稽查機
制，未依法勸阻吸菸之場所負責人應併入罰則；2）菸品容器印製大幅警示圖文並採素面包裝，
且禁止菸品陳列或展示；3）禁止菸草產業進行任何形式之廣告、促銷及贊助，並加重菸草公司
違法廣告、促銷的罰則，其強調吸菸形象者也應予處罰；4）增加菸稅20元，可減少菸品消費及
預防青少年吸菸，不過是於財政委員會的「菸酒稅法」調整，所以暫先不討論。  

      事實上，立法院在2005年通過簽署FCTC後，台灣民間團體即委由丁守中、田秋堇、黃淑
英等委員提出室內公共及工作場所全面禁菸的修法，至今歷經6年倡議，菸商團體還說室內無菸
環境修法是「呷緊弄破碗」，實在太沉重。  

      台灣現今執行的菸害防制法案為94年提出、96年總統公布，至98年1月施行；但立法過程
利益團體的阻饒及立法院的合議妥協，現行菸害防制法，已無法確保國人免於菸害，且與國菸菸
草框架公約諸多不符。為維護國民免於菸害、預防青少年吸菸及落實FCTC規範，由211個民間組
織聯署成立的「台灣拒菸聯盟」提出四大訴求。  

修法訴求一，室內公共及工作場所百分百禁菸，同時擴大稽查機制，未依法勸阻吸菸之場所負責
人應併入罰則  

   
     
WHO
研究報告指出，二手菸含有400多種有害化學物質及69種致癌物，一年造成全球60萬人死亡；WH
O進一步強調，二手菸沒有安全劑量，只要有曝露就有危險！連世界銀行都公開支持WHO的研究
，強調室內公共及工作場所全面禁菸，是為保障所有人民免於吸菸、二手菸、三手菸危害最基本
且應執行的政策；世界銀行指出，無菸政策有助於戒菸及降低菸品總消費量4％~10％。  

     

      而臺灣的網咖、撞球館、保齡球館或複合式休閒館已是青少年生活中經常出入之場所，但
違法吸菸狀況時有所聞，店家故意不聞不問，也未予處罰；部分餐廳或休閒娛樂場所混淆視聽，
晚間八九點自行開放為吸菸場所等，然而全國僅有約400位的衛生稽查員，若能與歐美國家一樣
授權警察可依法執行，對人民主動守法意願可明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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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鄰近的香港為例，2009年7月1日起，所有「室內公共及工作場所全面禁菸」同時，除
原有的180名控菸督察負責稽查取締外，港府更授權警方、食環署、康文署及房室署等亦可執行
稽查取締工作，該一擴大稽查取締的法律機制，促成癮君子更自重守法，讓執法力道展現大躍進
，促使無菸環境政策得以落實。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台灣當然也可學其表像及強化警力的投入，
讓無菸環境政策得以事半功倍。  

修法訴求二，菸品容器印製大幅警示圖文並採素面包裝，且禁止菸品陳列或展示  

     

      菸品容器是菸草公司與消費者密切接觸的唯一管道。根據WHO報告指出，所有的菸草公
司都費盡巧思在菸盒上作文章，藉以吸引年輕族群。FCTC要求執行菸品素面包裝有三個目的：1).
降低兒童及青少年對品牌認同感及包裝盒吸引力；2).提高菸害忠告的可信度，強化菸品危害的認
知；3).減少包裝潛在的欺騙效果，例如,淡色包裝讓消費者誤以為菸品危害較低。至於菸品容器印
製警示圖文政策，臺灣雖已實施，但印製35％的面積卻是四十多個實施國家中面積最小、最為溫
和，警示效果不彰。  

     
      根據衛生單位及民間團體接獲之民眾檢舉，於98年至99年，指稱菸商違規於菸品容器上利
用包裝吸引青少年之案例就達61種菸品品項，而被檢舉之疑似違規的每一品項多以百萬、千萬包
產量計的菸品在市面流通，顯示現行法律無法制止菸商可能透過菸品容器當做媒介吸引新的吸菸
族群，藉以維持與擴大其商業利益。因此，在菸品容器上印製九成的警示圖文，並採用WHO建議
的採素面包裝，與禁止菸品陳列或展示，才能預防青少年吸菸，改變台灣長期來青少年吸菸率居
高不下的窘境。  

   
      其實不難，因為南美洲的烏拉圭政府，已執行菸盒正反面皆印製80％的警示圖；加拿大政
府也將警圖面積由現行的正反面50％擴大到75％；而澳洲政府為讓下代對菸品不再有辨識度，更
積極推動菸盒素面包裝（菸盒除警示圖文區域外，均以土綠色當底色）及印製警圖一面90％與一
面75％的政策，將於2012年實施，英國及紐西蘭政府已進行修法跟進！  

   
      根據研究顯示，菸品的陳列展示容易增強孩子們嘗試接觸菸品的企圖，同時，會讓成人消
費者因為「衝動性購買」而削弱戒菸嘗試。由於菸品是一個特殊產品，且超過八成的吸菸者都有
固定的品牌吸食習慣，不會因為禁止展示就不知道哪裡買或自己要買什麼菸。其實早在2001年，
冰島已成為全球第一個開始限制零售業者陳列或展示菸品的國家，緊接著愛爾蘭、挪威、芬蘭、
英國、澳洲等，至今21個國家已禁止菸品陳列展示。  

   
      為了不讓我們的孩子去商店買個便當、水果、飲料、零食或等待結帳，必須受到琳瑯滿目
的菸品召喚與刺激，我們應該與先進各國同步禁止菸品展示。  

修法訴求三，禁止菸草產業進行任何形式之廣告、促銷及贊助，並加重菸草公司違法廣告、促銷
的罰則  

    
      台灣目前尚未參照國際公約全面禁止菸草產業的廣告促銷和贊助，事實上，也未依照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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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菸草產業介入行政機關之接觸；加上現行法對於菸草公司違法廣告與促銷的處罰與菸草公司
的獲利不成比例，導致菸草公司疑似違法行為時有所聞。  

   
     98年至今，民眾檢舉近百件疑似菸草公司的違規廣告促銷案件，但因人證及舉證的困難，
只有6件違規被處罰，共罰款新台幣3490萬元，而菸商已達到廣告促銷的目地，更與菸商在台灣
一年營業總額約1400億元之收入有天壤之別，違規菸商可有恃無恐地繼續行銷。  

   
      國內現行的菸害防制法，雖然對菸品廣告、促銷及贊助予以明文限制，但是對於菸草產業
本身進行的廣告、促銷及贊助，則無律法嚴格規範。菸商以贊助進行種樹、環保生態之旅、大型
夜店派對、舉辦免費遊艇菸品促銷派對、藉名模參與公司活動曝光、偶像劇置入、或是同業聯誼
活動置入，甚至是最高學府徵才博覽會等活動，一連串遊走法律邊緣，挑戰公權力與菸害防制法
規，塑造社會好公民的形象，讓大家忽略菸草危害健康及破壞大地的真相，藉以拉攏年輕人接受
菸品等，這些都令人難以置信，因而需要強力的法規與政策執行以消除這些亂象。  

   
      WHO以制訂國際公約方式，強烈要求各國應把菸草產業的廣告、促銷、贊助統一禁止規
範，以避免菸商的各種變形手法。  

修法訴求四，增加菸稅調漲菸價，可減少菸品消費及預防青少年吸菸  

      根據WHO研究結果顯示，高收入國家，菸價每提高10%，菸品消耗量就能減少4%，而青
少年對稅收和價格變化的敏感度是成年人的2~3倍。因此，調漲菸價已證實是降低菸品消耗量及
預防青少年吸菸最為有效的方法之一。  

   
      台灣1包捲菸平均價格約為新臺幣65元，菸品稅(含菸捐)僅占菸品零售價約50％，相較於W
HO所建議菸稅應占菸品零售價67％~80％，必能促進吸菸者戒菸及預防青少年吸菸之目標相距甚
遠，換言之，台灣菸稅至少再加40元，台灣才能符合WHO預防青少年吸菸的最低建議。  

   
      二十多年來，臺灣政府課徵的是指定用途的菸捐，但並未調漲過菸稅，為此，今第一階段
全力促請於「菸酒稅法」每包菸品至少先增加20元，俾以價制量及有效減少青少年吸菸率。  

免於菸品侵害，是政府的責任、人民基本的權利  

   
      WHO說：「TOBACCO IS THE KILLER」，意即菸草就是殺手，且肺癌風險和30年前的吸
菸率成正比，因此，現在努力將菸害防制工作做好，是對下一代的責任與保護。  

  
      2007年我國的可歸因於吸菸之直接與間接成本總和約在1095億元，其中直接成本占健保
支醫療費用核付金額約10％，造成的經濟損失與家庭殘缺，可以靠今日推動修法全力彌補。當田
秋堇、江玲君、丁守中與陳節如等委員，面對業者巨大壓力、仍在立法推動符合FCTC的「菸害防
制法」修正草案之時，芬蘭政府宣布「2040年達成全國禁菸」，緊接著，紐西蘭也發表健康政策
白皮書，不但宣布紐西蘭境內2025全國禁菸，更呼籲聯合國將「2040年全球無菸」設為所有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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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目標。  

      「菸草控制框架公約」是WHO唯一施行的公約，今年是國際落實「菸草控制框架公約」
年，在先進各國政府接連宣布「全國禁菸」的同時，我們民間團體、立法委員、學界代表、衛生
單位一起努力合作，齊力推動符合國際「菸草控制框架公約」規範而修正的台灣「菸害防制法」
修正草案，是責無旁貸的選擇。

作者林清麗為董氏基金會菸害防制組主任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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