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吸煙 (公眾衞生)(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就法案委員會於 2019 年 12 月 2 日會議席上 
所提出的關注事項的跟進工作 

 
政府就委員提出的關注事項的回應載於下列各段。 

 
日本青少年吸食傳統捲煙比率 
 
2. 根據已發表數據，在 2015 年和 2017 年日本成年人(20 歲或以上)的現時吸煙

率分別為 18.2%1和 17.7%2。在 2014 年和 2017 年，日本初中生的現時吸煙率分別

為 0.9% 3和 0.6%4。15-19 歲人士吸煙率則沒有已發表數據。 
 
3. 全球吸煙率正一直下降，這情況得力於各種控煙措施的實施，尤其是世界衞

生組織(“世衞”)《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訂立。沒有證據顯示加熱非燃燒煙草(“加
熱煙”)產品的使用有助於降低吸煙率。反之，15 至 19 歲 5日本青少年使用加熱煙

的比例不斷增加，對未成年人實施銷售限制並未有效遏制青少年開始使用這些被

煙草業積極推廣的煙草產品，這與傳統捲煙的情況類似。 
 

2019 年 8 月公佈韓國人口數據的分項 

 

4. 在立法會 CB（2）283 / 19-20（02）號文件第 10 段引述的韓國研究顯示， 
12 至 18 歲的韓國青少年中有 2.8%曾經使用加熱煙 6。在這些加熱煙使用者當中，

分別有 75.5%及 90.7%現時正或曾經吸食捲煙。換而言之，絕大多數的加熱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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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同時吸食捲煙。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相當數量（9.3％）的加熱煙使用者從

未吸食捲煙，反映有非吸煙者開始使用加熱煙的風險。 

 

5. 「轉換」通常代表從使用傳統捲煙完全轉換為使用加熱煙。韓國最近發表的

另一項研究顯示，韓國大多數（超過 96%）的加熱煙使用者都是加熱煙和捲煙的

併用者 7。目前，所有有關加熱煙使用的人口數據皆顯示大部份加熱煙使用者併用

加熱煙和捲煙，而非轉換。  

 

韓國吸煙率趨勢 

 

6. 與全球吸煙率下降趨勢一致，韓國的吸煙率自 1990 年代以來已大幅下降，

男性吸煙率從 1992 年的 71.7%下降至 2016 年的 39.7%.8 

 

7.  根據世衞公布的數據，2013 年、2015 年和 2017 年韓國成年人（19 歲及以

上）的現時吸煙率分別為 24.1%9、 22.6%10 和 21.1%11。就電子煙而言，已發表的

研究顯示，從 2013 年至 2016 年，韓國成年男性的現時電子煙使用比率從 2.2%增

加到 4.3%，而成年女性則從 0.3%增加到 0.4%12。  另一項最新研究指出，於 2018
年韓國約有 12.3%的男初中和高中生，以及 3.1%的女初中和高中學生曾經使用電

子煙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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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加熱煙自 2017 年引入韓國市場。根據一項 2018 年進行的研究，約 2.1%的

成年人口是現時加熱煙使用者。當中，超過 96%是加熱煙和捲煙併用者 14。另一

項關於青少年使用的研究顯示，2018 年有 2.8%的 12 至 18 歲青少年曾經使用過加

熱煙，其中 75.5%是現時吸煙者 15。 

 

9. 值得注意的是，在加熱煙引入市場後，這些產品被積極推廣為新型吸煙產品， 
使用人口迅速增加 16。使用這些新產品的人口迅速增加，以及產品與傳統捲煙的

併用模式引起嚴重的公共健康憂慮。鑑於韓國這些令人警惕的數據，我們仍然維

持全面禁止另類吸煙產品，而非單靠規管的立場，這是有效阻止市民接觸這 些有

害產品的必要措施。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發起的簽名行動 

 

10. 2018 年 7 月，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委員會）聯同多個醫學團體、控煙

組織、學術界及非政府組織發起支持「全面禁止電子煙及其他新煙草產品」簽名

行動，以收集公眾支持全面禁止這些吸煙產品。根據委員會向《2019 年吸煙 (公
眾衞生)(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提交的文件（立法會 CB（2）1175 / 18-19（43）
號文件），截至 2019 年 4 月，簽名行動共收集超過 75,000 個來自市民，公司和團

體的簽名。另一方面，簽名行動的網站顯示已收到約 53,000 個網上簽名。這

75,000 個簽名涵蓋通過委員會和醫學團體舉辦的各種活動，以及在中小學進行的

教育活動所收集的書面簽名，但簽名行動網站上的網上簽名數字並不包括這些書

面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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