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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1. 引言 

 

特區政府於 2005 年 4 月 29 日將《2005 年吸煙（公眾衛生）（修訂）條例草案》（下

簡稱「條例草案」）刊憲，擬修訂在工作地方或公眾地方內的室內區域為禁止吸煙區（包

括食肆處所、酒吧、卡拉 OK 場所、麻將天九耍樂處、浴室等），並於 5 月 11 日提交立

法會首讀及二讀。衛生褔利及食物局預計的條例草案於 2006 年中獲通過，並於刊憲當

日之後第 90 日起實施。 

 

 為確保有關修訂能充分考慮業界的憂慮與訴求，平衡公眾健康與業界權益。「飲食

娛樂禁煙條例關注組」（下簡稱「關注組」）就條例草案提出一系列的意見和建議。 

 

建議目的 

 

 使條例修訂能夠真正符合政府推行控煙政策，提升公眾健康的目的。 

 確保修訂後的條例實施時不會增加業界的經營壓力和困難，影響香港的整體經濟發

展。 

 使修訂後的條例符合香港的實況，並能在業界的積極配合下有效地執行。 

 

 

背景 

 

  《吸煙（公眾衛生）條例》在 1997 年的修訂中，規定『超過 200 個室內座位的食

肆，除用作私人活動的地方以外，需要將最少三分一的面積設定為禁煙區』。隨後，當

局為擴大法定禁煙區於 2001 年發出諮詢文件，擬在食肆、包括酒吧及卡拉 OK 不論其

面積及座位數目，均禁止吸煙。 

 

業界於諮詢期間曾多次向政府表達意見，認為修訂建議對行業帶來很大影響，特

別是飲食及娛樂業，界內多個行業的經營將會受到不同程度的傷害，香港經濟亦因而面

臨沉重的打擊。而且，政府在未有完善的配套措施配合條例的建議修訂下，將會產生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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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僱主、僱員及顧客三方之間的矛盾。業界反對一刀切、一步到位地實施全面禁煙，重

申政府需要與業界攜手合作推行公民教育，完善有關的配套措施，使有關修訂能循序漸

進地推行，達致既落實政府的控煙政策，又保障業界的生存空間的雙贏局面。 

 

2. 現況分析 

 

法例執行 

 

2.1 目前，數個政府部門協助條例的執行。它們分別是警方、香港海關、食物環

境衛生署及海事處。  

      

2.2 《吸煙（公眾健康）條例》第 II 部第 3 條，授權禁煙區管理人執法。然而，

業界從業員多為低學歷、低收入人士，服務的客人來自不同的背景，品流複

雜，承擔執法的責任給員工帶來無形的壓力，容易引起管理人與顧客（包括

吸煙者與非吸煙者）之間的衝突，甚至威脅人身安全，亦與行業的性質相違

背，而且令經營者招至生意上的損失。 

 

2.3 為更有效地執行條例，政府於 2001 年 2 月成立了控煙辦公室（控煙辦），目的

是全面監察條例的執行及協調各關部門的工作。惟現時控煙辦只有 30 人，雖

然政府稱計劃增加至 60 人，以及授予執法權，仍然遠低於現時超過 10,000 多

個飲食娛樂業場所（未計其他室內工作間）執法人員的需求。 

 

處所牌照 

 

2.4 現時的食肆處所主要持有食肆牌照或部份持有會所牌照，但當中有不同的經

營模式，因此，受實施禁煙的影響程度也不同。要避免修例影響食肆處所經

營牌照，政府應同時檢討修訂有關的牌照法例。 

 

整體經濟 

 

2.5 目前飲食業及娛樂事業從業員人數超過 25 萬人，條例修訂除對業界從業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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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帶來重大影響外，相關行業（如：廣告業、物料供應、物業地產、物流

業等）亦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威脅，政府不能忽視失業人數對整體經濟發展帶

來的衝擊。 

 

2.6 受經濟轉營及 2003 年爆發「沙士」的影響，香港持續進入通縮期，飲食場所

曾大幅減至剩下 9,000 餘間。至 2004 年底經濟復甦回升至約 12,000 間，約有

30%增長。但 2003 年飲食業全年總收益為約 480 億港元，至 2004 年全年增至

約 530 億港元，升幅只有約 10.1％。
1 以店舖增長相對收益增長作比較，顯示

由於僧多粥少的競爭，飲食場所普遍還未受惠於輕微的經濟復甦。 

 

2.7 自落馬州口岸實施 24 小時通關以及澳門逐步開放賭權之後，飲食及娛樂業的

發展已呈現呆滯。雖然前年起國內逐步開放居民以個人身份來港旅遊（即自

由行），仍然無法彌補港人北上消費、娛樂對經濟造成的損失。自由行的消費

主要集中在零售方面，且國內旅遊人士來港的人均消費有逐年遞減的現象。 

 

2.8 雖然去年本地生產總值增長達 8.1%，但也同時帶來各項營運成本飛漲，如租

金、工資、食品來價、能源（包括電、煤）、水費、排污費等均有上升壓力，

令至仍未受惠於經濟復甦的飲食娛樂業，面臨的經營困難大幅增加。 

 

政府對業界的規管 

 

2.9 監管機構不斷收緊對持牌場所的規管及要求，例如： 

 食物環境衛生署大幅加強對食肆巡查及監管 

 實施衛生經理／衛生督導員制度 

 監管魚缸水水質 

 實施《卡拉 OK 場所條例》 

 推行職業安全守則 

 業界薪金保證金（建議） 

業界面對政府的種種規管及發牌批註要求，經營成本百上加斤。 

                                                 
1 資料來源：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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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總結 

 

總括而言，現時飲食及娛樂各行業仍處於經營的困難時期，政府在推行各項新措

施前應要審慎考慮，聽取業界的意見，平衡各方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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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3 行業的憂慮 

 

    如前所述，政府不考慮香港的經濟環境、社會文化、市民的生活習慣而一意孤行、

倉卒修例，擬一刀切、一步到位地實施全面禁煙，除對香港經濟的短期和長期有深遠的

影響外，對各類社會問題也帶來難以估計的衝擊，令業界十分憂慮和困惑： 

 

3.1 不利經濟，損害就業 

 雖然香港經濟略有好轉，但成本不斷上漲，加上 24 小時通關令飲食、娛

樂客源流失，經營者的壓力不減反增；而鄰近的澳門、深圳等地區並沒有

計劃實施工作間禁煙，若香港率先作出管制，將大大削弱香港的競爭力，

導致更多市民離港消費，亦降低香港對國內旅客的吸引力。 

 食肆每年總收益約 500 億港元，僱用超過 25 萬員工；當中部份飲食、娛

樂業場所的員工及顧客大多數為吸煙人士，全面禁煙會直接威脅食肆、娛

樂服務的收益；客人平均消費額及受僱人數勢將下跌，這不僅無助行業復

甦，甚至會帶來倒閉潮，危及員工的生計和前途，令失業率回升。某些顧

客大部份為吸煙人士的場所（如：中式火鍋、酒吧、茶餐廳、工廠食堂、

卡拉 OK、夜總會、的士高、桌球∕麻雀會所、浴室∕按摩及麻雀館等）

所受的影響更為嚴重，部份經營者估計生意額將跌近一半。而顧客全部為

吸煙人士的的場所（如：雪茄吧）則要即時倒閉。 

 供應商、廣告商、物業租賃及夜更的士等相關行業將受連鎖效應影響，相

繼受到衝擊。 

 

3.2 打擊投資意慾 

 飲食及娛樂行業的經營涉及長期租約、投資巨額和計劃長遠。然而，政府

近年的政策朝令夕改，對業界的投資經營不斷增加規限，打擊投資意慾。

現在又擬嚴苛立法全面禁煙，既扼殺了部份行業的生存空間，亦令經營者

對特區政府失去信心。 

 

3.3 執法困難及威脅員工安全 

 2001 年諮詢建議擴大食肆禁煙區時，政府承諾在食肆加強反吸煙的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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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但幾年來未見有積極派員「落區」進行宣傳教育，反之社會上吸煙

人口有增無減。因此，業界對顧客是否準備好在食肆及娛樂場所不吸煙成

疑。 

 強行要員工履行執法權相當困難，亦與行業的服務性質相違背，且員工對

執法全無經驗，從未接受過有關的培訓，特別是深夜經營的場所，人客品

流複雜，將威脅員工的人身安全。最近便有員工在勸喻客人停止吸時被

狂毆，場所同時被大肆搗亂。
2  

 

3.4 衍生複雜的僱傭問題 

 一刀切全面禁煙將衍生複雜的僱傭問題，產生更多的勞資糾紛和仲裁： 

 員工若拒絕執法或向有關部門舉報吸煙人士，是否構成僱主合理

解僱員工的理由？ 

 僱主能否拒絕員工在工作時間外出吸煙？ 

 僱主同意員工在工作時間內離開場所吸煙時發生意外，是否仍受

到勞工保險保障？ 

 

3.5 有效執法及法律責任 

 以控煙辦的人手，能否有效地執法令人質疑。業界憂慮全面禁煙後，令守

法的經營者（特別是有品牌的場所）受到嚴苛規管，非法的經營者（私竇、

無牌私房菜等）卻可以藉機會從中取利，勢將嚴重影響行業正常經營及將

引發倒閉潮。 

 舉證複雜。因吸煙過程短暫，場所管理人如何舉證客人不聽勸喻？如何證

實曾作出勸喻方能避免承擔法律責任？ 

 

3.6 酒牌、噪音、治安問題 

 深夜光顧食肆（茶餐廳、酒吧等）及娛樂場所的顧客較其他時間多，若客

人在場所外吸煙，附近受到滋擾的居民向警方投訴有關場所，對該場所極

不公平！而且有可能影響場所其他牌照（如酒牌）。當局至今未能回覆業

界，是否影響批准申請或延續牌照。 

                                                 
2 《東方日報》2005 年 3 月 3 日「六惡客毆禁煙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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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客（特別是飲酒後的客人）深夜在店外閒談所產生的噪音，現行的環保

法例又是否涵蓋？倘若在這情況下產生的噪音同樣應受監管的話，法律責

任應由顧客還是勸他們到店外吸煙的經營者承擔？ 

 酒後的客人聚集在地處民居的店外吸煙、閒談，對夜歸女士的人身安全構

成威脅。 

 

3.7 增加執法部門濫權風險 

 現時各執法部門巡查飲食及娛樂場的次數已經十分頻密，對經營有一定影

響。業界很憂慮，如修例賦予執法部門（督察）更大權力在工作間及公眾

地方禁止吸煙，有機會引致執法部門濫用權力而影響場所的正常經營運

作。    

  

3.8 業界困惑 

 政府修例的原意是「保障市民在室內工作間∕公眾場所免受二手煙影

響」。然而，香港街道狹窄，人口密集，現時旺區的人行道、巴士站、商

店門前等已聚集不少的吸煙人士，若將室內吸煙的人全部推出街上，無疑

迫使街上更多的路人吸食二手煙，有違立法原意。業界認為， 既然煙草

非毒品，政府又無意全面禁售，要根治二手煙，須與業界攜手合作，從普

及公民教育開始，才有成效。政府應檢討： 

 一直以來的控煙工作政策； 

 對青少年控煙的成效； 

 控煙辦的工作職能；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成立至今將近 18 年，政府平均每年

資助 400 多萬，然而香港吸煙人口有增無減，公帑是否付諸東

流？ 

 

 業界認同吸煙危害健康，且一直願意積極配合政府推行禁煙工作。惟政府

須從實際出發，按不同行業的特性，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逐步實施全面禁

煙，而非將責任推由飲食娛樂業界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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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別行業面對的困難  

 

飲食娛樂業經營均領取食肆牌照，但經營的形式不同、場所地區不同，服務的客

人及營業的時間也不同；因此，全面禁煙帶來的衝擊程度亦不同。為此，現將業界個別

行業實施禁煙所面對的困難闡述如下
3： 

4.1 桌球∕麻雀會所 

 場所多設於樓上，占地多為數萬呎；24 小時營業，按時租收費。設有多

間獨立套房（內設獨立洗手間、冷氣、抽風、電視…等），及附設餐廳供

客人用膳。 

 全港約 200-300 間麻雀會所及 1,200-1,500 張桌球檯，僱用近 10,000 員工。 

 九成員工都是中下層吸煙人士，現時顧主設有休息時間給員工在埸所適當

的位置吸煙。 

 九成客人是吸煙人士，若實行全面禁煙，估計客人平均消費時間減為一

半，甚至不消費，故生意會減少一半以上，場所很可能無辦法維持經營而

要結業，員工亦因而面臨失業。 

 消遣帶有賭博成份，當客人賭輸或心情差時，若要員工執法，將會令員工

與客人發生難以估計的衝突。 

 客人在房間內消遣，員工約一小時進入房內服務一次（加添熱茶、更換煙

灰盅），過程極短暫。 

 

4.2 夜總會及舞廳 

 成年人的消遣場所，占地多為數萬呎；主要收入來自夜後營業，以獨立房

間（獨立冷氣、抽風）為主。 

 全港大、中、小夜總會及舞廳共約 300 間，僱用近 30,000 人。 

 

 顧客及員工有九成是吸煙人士。要客人離開場所落樓到街上吸煙，不但會

「趕客」，且容易引發衝突。 

 顧客品流、背景複雜，由員工執法會危及員工的人身安全。 

 若僱主禁止員工外出吸煙或要他們急急返回崗位，將影響僱主和員工之間

關係。 

                                                 
3 介紹次序與困難程度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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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若實行全面禁煙，估計生意會下跌 60-70%。 

 

4.3 卡拉 OK  

 場所多數在鬧市的大廈高層內經營。大部份經營場所全部為獨立空調、抽

風的獨立房間，占地多為數萬呎，主要收入來自夜後營業。 

 全港約 120 間，僱用超過 4,000 人。 

 03 年實施《卡拉 OK 場所條例》，行業剛投資巨額金錢改裝場所。尚未喘

息過來，又要面臨全面禁煙的措施，一而再的嚴重打擊只會窒礙復甦，令

經營者不敢在港再投資拓充。 

 吸煙人士是主要客源，倘若實行全面禁煙，估計生意會下跌超過 30%。位

處旺區的場所，如彌敦道一帶，行人路窄、人流密集、巴士站多。要吸煙

人士混合在行人路上與等人、候車、往來的人群一起，勢必造成混亂，制

造社會矛盾。 

 要客人離開場所輪候電梯從十幾二十樓到街外吸煙，既影響顧客的興致，

亦容易產生員工與顧客之間的衝突；遇上酒後的顧客，情況更難以控制，

隨時危及員工的人身安全。 

 客人在房間內消遣，員工一小時進入房內服務 1-2 次（傳送食物、飲品、

更換煙灰盅等），過程不超過半分鐘。 

 

4.4 酒吧∕特色餐廳 

 多數位處密集式的民居，面積多為幾百呎至二千餘呎的小店，並以集結在

同一條街的獨特模式經營，既互相競爭、又互相依存。 

 全港 2,000 多間，僱用近 20,000 人。 

 顧客和員工大部份為吸煙人士。倘若實行全面禁煙，估計生意會下跌超過

30% 

 若要顧客深夜時分都走出門外吸煙、閒談，會滋擾到鄰近或樓上的居民。 

 對酒後吸煙的顧客，員工執法會遇上極大困難，人身安全會受到威脅。 

 

4.5 中式食肆（句括酒樓、火鍋） 

 場所占地數以萬呎，設有獨立冷氣、抽風的貴賓房。 

 全港約有 2,000 多間，估計僱用超過 100,000 人。全面禁煙對深夜營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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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肆及較多低下階層市民光顧的屋邨酒樓影響甚大。 

 通常僱用數十至數百僱員，工資成本極高。若要定時讓員工外出吸煙，投

資者擔心員工生產力降低可達百分之十二，及引至的勞工保險問題等將會

大大增加經營成本。 

 中式酒樓業不反對在酒樓大廳禁煙。但有獨立抽氣系統的貴賓房間，應容

許客人吸煙，讓願意多付金錢而擁有私人空間用膳和耍樂的客人有選擇。 

 中式酒樓業吸納不少低下階層勞工，他們許多是新移民，學歷不高，經驗

不多，且有吸煙習慣。他們極憂慮因全面禁煙影響經營令飯碗不保。 

 主要的生意來源之一是辦酒席，酒席通常提供麻雀耍樂服務。若全面禁

煙，這類顧客也可能減少消費，影響酒樓生意。 

 

4.6 茶餐廳∕小型食肆 

 大眾化飲食場所，經營模式多樣化，旺區 24 小時營業的場所為數不少。 

 全港約 4,000 多間，僱用員工近 60,000 人。 

 倘若實行全面禁煙，估計生意會下跌約 15%。 

 草根階層經常光顧茶餐廳。這些人因為工作時間內不能吸煙，故習慣利用

在茶餐廳進餐的短暫時間吸煙，以便休息及減壓。 

 若員工要向街坊及熟客執法，會造成十分尷尬的場面。 

 何為開放式經營場所？若將門口移後並改為開放式，政府有甚麼標準？ 

 

4.7 工廠食堂 

 工廠食堂的經營模式與日間的茶餐廳十分相似，位於工廠區內，經營時段

以午飯及下午茶為主，屬於大眾化的飲食場所。 

 全港近 500 間，僱用約 10,000 人。 

 倘若實行全面禁煙，估計生意會下跌約 20%。 

 客源主要是戶外工作的職業司機、建築工人、推銷員等及廠廈內工作的職

員。 

 大部份工廠食堂的食物製造工場設於廠廈樓上，若員工離開工作間吸煙，

除容易引起相關的勞工保險及僱傭條例爭抝外，亦將嚴重影響僱傭之間的

關係和互信。 

 客人光顧工廠食堂是可以利用午飯或下午茶時段吸煙。若全面禁煙，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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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顧的誘因便會大大降低。 

 

4.8 麻雀館 

 鄰近地區的賭業發展迅速，加上賭波合法化，已令麻雀館的經營百上加

斤，逐步走向式微。 

 全港約有 60 間麻雀館，僱用近 3,000 人。 

 顧客 90%為吸煙人士，若全面禁煙將流失 80%的顧客，可見將引發麻雀館

的結業潮。 

 大部份員工為吸煙人士，入行超過十年，是家庭的經濟之柱。由於年紀大，

學歷低，如果場所結業，相信難以另覓他職。 

 打麻雀帶有賭博成份，加上客人品流複雜，若要員工執法，將會令員工與

人客發生難以估計的衝突，危及員工的人生安全。 

 

4.9 浴室∕按摩 

 提供舒緩身心的服務及場所予客人享受。 

 全港 70 多間，僱用 2,000 多人。 

 倘若實行全面禁煙，估計生意將會再下跌 50%，甚至會結業。 

 顧客超過 50%為吸煙人士。由於客人身穿浴袍，不可能外出吸煙。 

 員工平均年齡 35 歲以上，40%為吸煙人士，且低學歷、新移民多。 

 

4.10  雪茄吧 

 向客人提供享受吸食香煙及雪茄的專門服務。光顧的客人全部是吸煙人

士。 

 全港約 10-20 間，僱用近 200 多人。
4 

 倘若實行全面禁煙，估計生意會下跌 99%。 

 實施全面禁煙等於迫使雪茄吧結業。 

 

4.11 的士高 

 全港約 30 間，僱用超過 1,000 人 

                                                 
4以上 4.1 至 4.9 段各類店鋪及僱員的人數，為業界人士估計的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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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若實行全面禁煙，估計生意會下跌超過 50% 

 顧客及員工有九成是吸煙人士，客人來自全港各區，背景複雜，由員工執

法會危及他們的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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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現行條例及條例草案的意見 

 

5.1 條例草案中“室內＂定義含糊 

        業界約定俗成的「開放式」場所是否屬“室內＂的定義？ 

 

5.2 條例草案中關於督察的條文 

 條文第 15F、15G 條矯枉過正，將嚴重地干擾業界的日常經營，後患無

窮。委任的範圍過於廣泛，難以保證執法人員的質素，容易做成濫權

及執法偏差，引起衝突。督察權力過大將對在飲食娛樂場所的客人造

成不必要的滋擾，打擊消遣、娛樂的意慾，更可能誘發社會的不和諧。 

 條文第 15H 條督察有權無責。政府不能為方便執法而忽視了執法人員

可能濫權對業界造成的不公平。 

 

5.3 現行條例中執法條文 

     事實上現行條例第 3 條有關由禁煙區管理人執法的條文在飲食娛樂業的場所

難以執行，形同虛設，應予廢除。 

 

6 外國經驗 

 

政府引用的外國例子 

 衛生福利及食物局向立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介紹海外五個地方的禁煙法例，以佐

證特區政府實施全面禁煙的理據。然而，事實上世界各地的禁煙立法和實施情況差異甚

大，加上香港的地理環境獨特，緊貼著的是經濟突飛猛進的中國大陸，一海之隔的是娛

樂業百花齊放的澳門特區，我們要從多方面不同的背景因素，選擇一些與香港環境較接

近的地方作參考比較。 

 

香港特色 

 香港地少人多，人口密集，住宅及商業大廈林立，「樓上住宅樓下商舖」的樓宇到

處可見。商舖與道路(無論行人或行車道路)非常接近，飲食或娛樂場所難以像外國般設

置露天處所。香港居住環境普遍狹窄，生活習慣亦因而形成比較喜歡放工後外出娛樂消

遣，找一個舒適地方以舒緩工作壓力及鬆弛神經，此乃香港的夜生活盛名及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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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香港地方發展程度、市民守法意識、文化背景也有其獨特之處。因此，引用外國

例子作參考的同時，也需考慮其背景、環境、文化及場所經營模式是否相近。 

 

非一刀切、一步到位 

關注組已參考大部份有控煙法例的地區，大多數地方亦非一刀切、一步到位地實

施全面禁煙，相反，這些地區也有不同程度的豁免，如以最嚴苛的愛爾蘭為例，獲豁免

的地方包括監獄、沒上蓋地方、酒店房間、護理房間、旅客招待所及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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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7 飲食、娛樂行業的建議  

我們強烈要求政府通過的《2005 年吸煙（公眾衛生）（修訂）條例草案》切實可行，

在推行時與業界有良好的溝通，攜手合作以分階段的方式循序漸進實施全面禁煙，並建

議： 

 

第 1 階段 

7.1 要有合適的適應期： 

    法例通過後，應設有 2-3 年適應期，有足夠的時間讓政府做好配套的工作，及

令業界選擇解決租約問題或改變經營模式，使通過的法例行之有效。 

在適應期內：  

7.1.1. 業界與控煙辦公室成立常設工作小組配合推行控煙政策。 

 工作小組以舉辦講座、法例推廣日、問答比賽、無煙食肆嘉

年華及其他具創意的活動5等形式，在業界的經營場所推廣公

民教育，介紹新法例的內容，宣傳吸煙和二手煙的禍害，推

動業界全面禁煙早日實施。 

 協助業界提供尃業意見，解決因受禁煙影響的相關問題，如

長租約、改變經營模式、入則改裝場所等。 

 

7.1.2. 發出禁煙場所及吸煙場所兩種飲食、娛樂業牌照（於適應期內），讓經

營者、顧客及僱員自行選擇。 

 

7.1.3. 政府以資鼓勵在適應期內率先實施全面禁煙的場所，如豁免牌費或減

免排污費等，吸引更多的場所提早成為無煙食肆。 

 

7.1.4. 讓早已簽定長期租約、但受修例影響而要更改裝修設計及改則的場所

提供低息貸款。 

                                                 
5 《大公報》2004 年 5 月 31 日「台灣兩煙民戒癮獲大獎」一文報道，台灣煙民參與世界性戒煙比賽獲大

獎，而以報名人數佔總人口計，台灣的比例世界最高。《經濟生活報》2004 年 4 月 16 日「有個戒煙賽最

高獎一萬美元」一文報道，中國杭州市煙民有年輕化趨勢，市控煙中心除選拔市民參加國際戒煙比賽外，

亦設杭州市獎項，吸引市民戒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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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政府做好各項相應的配套工作： 

 培訓、配備足夠的執法人員。 

 檢討、修訂相關的僱傭條例、勞工保險、場所牌照、執法及

法律責任等法例或規則，使之與全面禁煙條例草案的條文和

精神，保持一致。 

 

第 2 階段 

 

7.2 分時段禁煙： 

適應期後，有一年時間給予仍有實施禁煙困難的行業分時段實行禁煙： 

 上午 6 時至晚上 10 時為禁煙時段的行業：深夜營業的酒吧（提

供熱、熟食）、茶餐廳、中式火鍋、特色餐廳、卡拉 OK。 

 開放下午 3 時至 6 時為可吸煙時段的行業：工廠食堂。 

 

第 3 階段 

 

7.3 全面禁煙 

    除豁免場所外，所有場所實施全面禁煙。 

 

其他 

 

7.4 豁免（有關豁免於 5 年後再作檢討） 

7.3.1. 豁免顧客全部為成年人，消遣時的習慣與吸煙有直接關係的行業：如

雪茄吧，夜總會，的士高，浴室∕按摩，麻雀館，麻雀∕桌球會所。 

 

7.3.2. 豁免不供應熱（熟）食的酒吧。 

 

7.3.3. 豁免場所內有獨立空調、獨立抽風的房間，員工進入該等房間提供服

務每小時不多於 4 次，每次停留不多於 2 分鐘。 

 

7.3.4. 參照香港國際機場吸煙室的模式，讓有需要的行業在其經營場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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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出設有獨立抽風的房間，供有吸煙習慣的員工使用。 

 

7.3.5. 豁免處所門口移後的區域，讓部份行業處所經改裝後設有吸煙區供客

人選擇。 

      

7.5 補償 

        如上述建議豁免不獲接受，政府應參考近年對改用石油氣的士資助及自願退回

活家禽檔牌照商戶補償的形式，向因一刀切全面禁煙而倒閉或自動放棄經營的

場所作出合理的資助補償。 

 

7.6 執法 

        執法的權力和責任由政府承擔；惟當局鼓勵場所管理人提供協助，  包括張貼

傳達禁煙訊息的海報、場所不提供煙灰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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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室、麻雀館、麻雀會所、夜總會、的士高、酒吧應

獲豁免。另設有獨立空調抽煙間及容許門口移後設開

放式座位之地方，亦應獲豁免。 

 建議時間表 
 

通過《2005 吸煙（公眾

衛生）（修訂）條例草案》

政府與業界攜手合作，按季度進行公民教育推廣活動（如：展覽

會、講座、問答糶比賽、歌唱比賽、無煙舍食肆開放日等） 

適應期內，部份場所可分時段

實施禁煙（如：開放晚上 10:00
後為吸煙時段給深夜營業場

所，下午 3:00 至 6:00 給工廠食

堂） 

鼓勵及表揚業界率先推廣無煙食肆 

正式實施 

2007 年 12 月

政府修訂各方面的配套法例（如：勞工法例、僱傭條例、牌照法例等） 

2009 年 12 月

籌備成立工作小組 

實施全面禁煙

政府展開招聘及培訓執法人員 

2008 年 6 月 2008 年 12 月 2009 年 6 月2006 年 6 月 2006 年 12 月 2007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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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總結 

 

雖然近期的多項經濟數據顯示本港經濟正在復甦，但從宏觀角度看，仍然面臨嚴

峻的考驗。隨著澳門開放賭權，新加坡又決定開賭，深圳及珠江三角洲的優惠政策更吸

引國際財團轉移內地投資；且這些地區仍未實施全面禁煙。就本地而言，目前香港仍處

於結構調整期，加上經營成本飛漲，可謂前有圍堵、後有追兵。若政府一意孤行推行一

刀切、一步到位全面禁煙，必然大大削弱香港的競爭能力。 

 

另一方面，既然政府強調吸煙危害公眾健康，人命關天，就應放棄每年數十億元

的煙草稅收入，實施【禁賣禁吸】，不能僅針對飲食及娛樂場所禁煙，將責任推由業界

承擔。事實上業界在關注員工健康的同時，亦十分關注倉卒推行控煙政策將衍生的勞資

雙方問題：如執法與責任、就業機會、勞工條例及保險等，政府應從多方面檢討，取其

平衡，減低影響。 

 

吸煙危害健康，眾所周知。業界一直願意與政府合作為保障公眾健康出一分力。

然而，推行無煙文化是一項長期和重要的工作，要達至最後將香港變成一個無煙城市的

目標，須要政府、業界及市民三方共同努力，從實際出發，循序漸進方可達到預期目標。 

 

最後，關注組希望政府及議員深思熟慮，倉卒推行控煙政策是一條不歸之路，極

可能危及 10 萬員工的生計。如矯枉過正，只會事與願違。 

 

推行控煙政策，有業界的積極參與將事半功倍；否則，則難以違至全面禁煙及社

會和諧的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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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組工作在是跟進工作間 / 公眾地方全面禁煙立法的過程中，擔當行

業與政府當局、立法機關及公眾之間的溝通橋樑，讓各界明白行業的憂慮及

訴求，使該等意見能夠在修訂條文中充份反映。 

 

  

附錄 

 

『飲食娛樂場所禁煙條例關注組』簡介 

關注組來自不同食肆、娛樂行業，包括商會、地區代表組成(排名不分先後)： 

 

 

 

 

 

 

 

 

 香港飲食業聯合總會 

 現代管理（飲食）專業協會 

 香港餐飲聯業協會 

 港九舞廳夜總會聯合商總會 

 港九桌球同業總商會 

 

 

 

 

 

 

 

 

 

 

 香港飲食業聯合總會 

 現代管理（飲食）專業協會 

 香港餐飲聯業協會 

 港九舞廳夜總會聯合商總會 

 港九桌球同業總商會 

 潮僑食品業商會 

 港九粉麵製造業總商會 

 香港酒店業協會 

 港九新界屋邨酒樓業商會 

 香港餐務管理協會 

 西貢飲食業協會 

 香港酒吧的士高從業員總會 

 香港洗衣商會 

 卡拉 OK 條例關注組 

 諾士佛台協會 

 山林道商會 

 九龍城商會聯會 

 

 鯉景灣地區代表 

 耀華街地區代表 

 流浮山地區代表 

 工廠食堂代表 

 中式酒樓（火鍋）代表 

 茶餐廳代表 

 西餐廳代表 

 酒吧代表 

 桌球/麻雀會所代表 

 的士高代表 

 卡拉 OK 代表 

 麻雀館代表 

 桑拿浴室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