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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20 1名小学生尝试买烟成功率

及其影响因素

文孝忠 黄建华 陈维清 梁彩花 韩轲 凌文华

·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 了解广州地区未成年人的烟草可及性以及影响因素。方法组织201名六年级

小学生参加尝试买烟模拟试验，以是否买烟成功为因变量，商店、销售商和学生的特征为自变量进行

因素分析。结果 共有165名学生成功买到香烟，买烟失败36人，成功率为82．1％。学生年龄、学生

身高、商店类型、售烟者的性别、售烟者的年龄、是否张贴有烟草广告、是否放置“禁止向未成年人售

烟”警示牌、售烟者有无询问学生具体年龄、售烟者有无询问学生买烟给谁吸等9个变量与尝试买烟

成功有统计学意义的关联。多因素分析筛选3个有意义的变量：学生年龄、商店类型和放置“禁止向

未成年人售烟”警示牌。结论未成年人很容易通过自己购买而获得香烟，杂货店和小超市是重点，

应加强对烟草零售商向未成年人售烟的监督和管制工作。

【关键词】 烟草可及性；未成年人；烟草销售；影响因素

Possibility and predictors of successful cigarette purchase attempts by 201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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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ccess to tobacco and exam the predictors of successful tobacco

purchase attempts among Chinese minors． Methods A simulative trial of purchasing cigarettes was

participated by 20 1 sixth grade students to assess the prevalence of i11egal cigare¨e sales to minors in

Guangzhou． Methods of Chi—square and un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were used to identify the significant

predictors，with the result of tobacco purchase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ores，

retailers and minors as the independent va“ables．ResuIts A total of 165 students succeeded in purchasing

cigarettes but 36 failed，and the percentage of successful purchase attempts was 82．1％． Data from

univariat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9 factor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tudents’success in purchasing

cigarettes．They were age and height of the purchasers，types of stores，seller’s gender and age，posting

cigarette advertisements，showing warning s谵ns of‘no cigarette selling to minors’，asking buyer’s age，and

asking whom you buy the cigarettes for． The results of multivariable analysis showed that only three

va“ables entering the final logistic regression：the age of students，the type of stores，and showing warning

signs of ‘no cigarette selling to minors’． Conclusion Chinese minors have easy access to purchasing

cigarettes，especially in groce“es and small markets．!klling cigarettes by sellers t。 minors should be

monitored and manage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Access to tobacco；Minors；Cigarette sale；Influence factor

青少年可获得香烟被认为是青少年吸烟的重要

始动因素，Arday等⋯发现青少年容易获得香烟是

他们吸烟的重要危险因子。因此，许多国家把限制

青少年获得香烟作为重要的控烟政策之一，如提高

烟草价格、禁止向青少年售烟和禁止使用自动售烟

机旧。5一。国外关于向未成年人售烟的研究较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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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流行状况⋯、影响因素⋯、干预效果评价以及系

统综述等方面㈠8I。但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未见文

献公开报道此方面的情况。我们通过201名小学生

尝试买烟的模拟试验，拟在此方面做一定的补充。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从广州市某区9条街道中随机抽取

3条，每条街道各抽取l所小学，整群抽取六年级3个

班的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组织小学生在周末到相

应街道的商铺尝试购买香烟，时间为200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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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方法：

(1)买烟前培训：向小学生详细介绍本次调查的

目的，充分解释此次行为纯属科学研究性质，反复强

调只是一种模拟试验，绝对不是鼓励他们去吸烟和

买烟，与之相反的是建议他们千万别染上吸烟的坏

习惯。通过简单的测试，在自愿基础上，选择能充分

理解调查目的和方法的学生参与最后的模拟试验，

同时排除未获得家长知情同意的少部分学生。

(2)买烟过程：要求学生在尝试买烟时穿着校服

并佩戴学生胸卡。如果售烟者询问具体年龄，如实

回答；如果售烟者询问买的烟给谁吸，统一回答“我

自己吸”。离开买烟现场后，学生立即填写“买烟模

拟试验登记卡”。买娴成功的学生将香烟上交班主

任再转给研究人员统一销毁。

3．研究变量：参考国外类似研究设计“买烟模拟

试验登记卡”¨’7，⋯，卡上记录学生、售烟者、商店以

及买烟过程中的相关信息，即本次的研究变量，其内

容及分类见表l。

表1 广卅l市2叭名小学生尝试买烟模拟试验的研究变量

编号 内 容 分 类

X1买烟是否成功

x2学生性别

X3学生年龄(岁)

X4学生身高(cm)

X5商店类型“

X6售烟者的性别

X7售烟者的外观年龄(岁)

X8商店是否有酒卖

X9商店是否悬挂烟草专卖证

X10商店是否张贴有烟草广告

X11是否放置“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警示牌

x12售烟者有无询问学生具体年龄

x13售烟者有无询问学生买烟给谁吸

0=失败，l=成功

l=男性，2=女性

l=11．2=12．3=13

1=≤145，2=146～150，
3=151～155．4=≥156

l=杂货店，2=小超市，
3=大超市，4=烟草专卖店

1=男性，2=女性

1=<20．2=20～39．

3=40～59，4=≥60

O=否，1=是

O=否，1=是

0=否，1=是

0=否，1=是

0=无，1=有

0=无，1=有

“商店面积：杂货店<10 m2，小超市10～200 m2，大超市>

200 m2，烟草专卖店不限

4．统计学分析：逐份核查“买烟模拟试验登记

卡”，信息错漏者及时返回修补。Epi Data 3．0软件

中建立数据库双份录入，采用SPss 11．0软件统计

分析。Y2检验用于比较各变量不同分类组间的买

烟成功率的差异，单因素分析中有意义的变量通过

非条件logistic回归法进行多因素分析。显著性水

平a设为0．05。

结 果

1．学生基本情况：共有201名六年级的小学生愿

·25 ·

意参与本次模拟试验，其中男生126名(62．7％)，女生

75名(37．3％)。平均年龄为12．5岁，其中11岁10人

(5．0％)，12岁87人(43．3％)和13岁104人(51．7％)。

平均身高149 cm，最低133 cm，最高167 cm。

2．不同类型烟草销售店的买烟相关情况的比较：

小学生在买烟现场通过仔细观察记录了商店的基本特

征，其中杂货店124个(61．7％)，小超市25个

(12．4％)，大超市30个(14．9％)，烟草专卖店22个

(10．9％)。不同类型烟草销售店是否悬挂烟草专卖证、

放置了“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警示牌、张贴有烟草广

告、询问学生年龄和为谁买烟等存在显著差异(表2)。

表2 不同类型烟草销售店的买烟相关情况的比较

相关情况奄翼髫小超市杂货店 P值

悬挂烟草专卖许可证

是

否

放置禁止向末成年人售烟’1警为÷牌

是

否

张贴有烟草广‘告

是

否

询问学生具体年龄

是

否

询问学生买烟给谁吸

是

否

<【)．【)1

39(75．0)ll(44 0) 62(50．0)

13(25．0)14(56．0) 62(50 O)

<0(X)l

4{j(92．3)ll(44．O) 84(4l 8)

4(7 7) 14(56．0) 1 17(58．2)

<O 01

l(1 9) 7(2{j 0) 18(14．5)

51(98 1)18(72．0)1()6(85 5)

<0．【)【)1

27(51 9) 0(0．0) 4(3 2)

25(48．1)25(I【】【J．0)120(96．8)

<0 00l

32(6I．5) 0(0．0) 5(4 O)

20(3l；5)25(100 O)119(％．O)

注：括号外、内数据分别为人数和构成比(％)

3．尝试买烟与尝试买烟成功的影响因素：201名

小学生中，有165人成功买到香烟，买烟失败36人，

成功率为82．1％。在购买香烟时，31人被询问具体年

龄(15．4％)，37人被询问买烟给谁吸的(18．4％)。

单因素分析结果发现，学生年龄、学生身高、商

店类型、售烟者性别、售烟者年龄、是否张贴有烟草

广告、是否放置“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警示牌、售烟

者有无询问学生具体年龄、售烟者有无询问学生买

烟给谁吸等9个变量与尝试买烟成功存在统计学意

义的关联(表3)。

剔除与卖烟意愿的因果关系存在争议的2个变

量(卖烟时有无询问学生具体年龄与有无询问学生

买烟给谁吸)，再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

(P<0．05)的其他7个变量纳入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学生年龄、商店类型和商店

是否放置“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警示牌与学生尝试

买烟成功显著关联(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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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广州市201名小学生尝试买烟成功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 人数成功成功率(％)P值 变量 人数成功成功率(％)P值

性别 >0．05 售烟者外观年龄(岁) <0．001

1=男 126 99 78．6 1二<20 48 30 62．5

2=女 75 66 88．0 2=20～ 94 80 85．1

年龄(岁) <0 05 3=40～ 55 51 92．7

1=11 10 10 100．0 4=≥60 4 4 100 O

2=12 87 76 87．4 悬挂烟草专卖证 >O．05

3=13 104 79 76．O 1=有 112 87 77．7

身高(cm) <0．叭 0=没有 89 78 87．6

1=≤145 47 33 70．2 张贴有烟草广告 <O．05

2=146～150 60 46 76．7 1=是 26 26 100 0

3=>150 94 86 91．5 O=否 175 139 79．4

商店类型 <0．001 放置“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警示牌 <O．0叭

1=杂货店 124 121 97 6 1=是 84 50 59 5

2=小超市 25 25 100．0 0=否 117 115 98．3

3=大超市／专卖店 52 19 33．3 淘问学生具体年龄 <O．001

商店是否有酒卖 >O．05 l=有 31 2 6 5

1=有 152 122 80 3 0=无 170 163 95 9

0=没有 49 43 87‘8 售烟者有无询问买烟给谁吸 <0．001

售烟者的性别 <O．0l 1=有 37 2 5 4

1=男性 53 50 94．3 0=无 164 163 99 4

2=女性 148 115 77 7

表4 广州市2叭名小学生尝试买烟成功的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研究变量 OR值(95％cJ) P值

学生年龄 0．29(0．11～0．77) <0 05

商店类型 <0．001

大超市／烟草专卖店 1．00

小超市 35 414．87(0～1．08×10”)>0．05

杂货店 34．16(7．35～158．69)<O 001

放差羹讲泉杰I乎篝熊烟” o 08(o．01～o．62)<o 05
警示牌(0=否，1=是) ⋯”⋯1⋯“ ⋯”

讨 论

调查向未成年人售烟情况时，不能单纯采用商

家的自我报告(尤其当对方意识到这种行为是违法

时)，而需要设计客观试验才能获得可靠的数据。本

次研究参考国外类似做法H’7’⋯，委托小学生去模拟

买烟，以买到烟带回上交班主任作为买烟成功的标

准，其调查结果应是真实可信的。虽然这样存在一

定的伦理学问题，但前期的解释工作和知情同意能

减少误解。

模拟试验表明，高达82．1％的小学生能成功地

买到香烟，说明在我国目前的烟草销售环境下，未成

年人通过自己购买而获得香烟是非常容易实现的。

尽管我国《烟草专卖法》提及要“劝阻青少年吸烟，禁

止中小学生吸烟”，但由于《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和

《烟草专卖法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对卖烟给未成年

人者没有实行处罚的条例¨⋯，这势必造成相关执法

部门在监督和管理过程中缺乏理据，另外一方面烟

草人员在向未成年人售烟时也无“罪恶感”。国外的

经验表明法律和行政措施是限制青少年烟草可及性

的重要保障∞’5f，因此建议政府立法，明确规定禁止

向未成年人售烟，对违反规定者要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还应在烟草销售人员中展开相关的法制和健

康教育，提高他们的认识，纠正其不当行为。再者，

可通过立法赋予卫生监督部门和烟草专卖部门监督

和管制烟草销售的权利，以加强对烟草销售人员的

监管。

研究发现女生的买烟成功率高于男生，这与国

外类似研究结果一致¨’11’幢o。原因可能是女生的吸

烟率极低，烟草销售人员常会认为女生是代长辈买

烟而非自己吸，多会将烟卖给她们。国外研究提示

小学生的实际年龄越大成功率越低⋯，本研究也有

类似发现，其原因可能与女生买烟成功相似，即烟草

销售人员认为年龄小的学生是给家长买烟而卖给他

们，年龄大的学生是给自己买烟而拒绝卖给他们。

说明一部分烟草销售人员还是持有未成年人不应吸

烟的观点，不会卖烟给他们。例如本研究提示放置

“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警示标识的烟草销售店受试

对象的买烟成功率较低；我们的另外一项调查揭示，

“询问或判断买烟者年龄”和“认同青少年控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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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烟草销售人员较少向未成年人售烟Ⅲ·。因此，应

当加强向烟草销售人员宣传“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的力度，使他们对青少年吸烟和不向青少年卖烟有

正确的认识，提倡询问或判断买烟学生年龄及给谁

买烟吸的做法，以消除或降低卖烟给青少年的不正

确行为。

目前我国对烟草买卖实行由各级烟草专卖局统

一经营管理的制度，并规定凡销售烟草产品的商店

必须持有“烟草专卖证”，而且必须放置“禁止中小学

生吸烟和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之类的标志。1 0|。本

研究发现烟草专卖店和大超市持有烟草专卖证、放

置了“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警示牌、张贴有烟草广

告、询问学生年龄和为谁买烟等情况明显优于小超

市和杂货店，也就是本研究中小学生在烟草专卖店

和大超市买烟的成功率显著低于杂货店和小超市的

原因。该结果表明烟草专卖店和大超市对烟草的销

售管理比较规范，售烟者可能接受过相关的法规教

育，大多知晓“向未成年人售烟”是不正当行为，所以

会拒绝向未成年人售烟。另一方面也提示今后应加

强在对杂货店和小超市烟草销售的监督和管理工

作，向其宣传“禁止中小学生吸烟和禁止向未成年人

售烟”，力争在销售环节阻止青少年获得香烟，进而

降低他们的吸烟率。

本研究结果表明，放置“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警示牌是阻止小学生成功买烟的重要影响因素之

一。因为放置该警示牌对卖买双方不仅仅是一种提

醒和警示，同时也向他们表明了政府和社会对青少

年吸烟问题的反对态度，因此对双方的行为均有一

定的抑制作用。虽然暂不清楚放置警示牌是否出于

商家的自愿，但它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青少年

烟草可及性‘1 4I，而不完全是种摆设。因此，政府相

关部门可先从放置警示牌这一简单易行的干预措施

人手，来提高烟草销售商“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的

意识，并遏制向未成年人售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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