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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居民禁烟处罚态度及影响因素的

多元多水平logistic模型研究

周舒冬郜艳晖叶小华杨翌

【摘要】 目的 了解广州市居民对公共场所禁烟处罚态度，探讨不同特征人群对禁烟处罚

措施(处罚公共场所吸烟者和管理者)的支持程度和偏向。方法采用多元多水平logistic模型分

析广卅I市居民禁烟处罚措施态度的影响因素及各因素的效应差别，以及受访居民两种处罚态度

问的关联性。结果分别有74．6％(3647,'4892)和61．2％(2994／4892)的广州市居民赞同处罚该公

共场所吸烟者和管理者，两种处罚态度有关联(z2=1253．45，P<O 0001)。女性、30～59岁、高中／

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吸烟危害知识得分较高、现无吸烟行为的居民更赞成处蹦吸烟者，也同样赞

成处罚管理者；而每口“二手烟”暴露者更赞同处罚吸娴者。结论广州市具备公共场所实施控

烟处罚措施的群众基础，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吸烟危害知识、现吸烟和“二手烟”暴露是处罚措

施态度的影响因素，非现吸娴者和“二手烟”每日暴露者对处罚措施的态度倾向性不同。

【关键词】烟草控制；处罚态度；多元多水半logistic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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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etive To explore the attitudes towards the Smoking Ban policy and the bias

in different levels of related society sanctions SO as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implementing

anti—smoking measures in the public places．Methotis A multi—univariate—multilevel 109istic model

was developed to find the relation between penalty attitudes and the covafiates’eriects．Results

74 6％(3647／4892)and 61．2％(2994／4892)ofthe residents agreed to punish either the managers of

public places ortothe smokers Thetwo kinds ofattitudewere associated(72=1253．45，P<0．0001)．
Residents being female，aged between thirty and fifty—nine years old，having had higher than college

cducation，being non—current smokers，with high scores on knowledge of tobacco contr01，tended to

have the attitude of punishing the public place managers and smokers．However．those persons

exposed to everyday secondhand smoke or being non—current smokers，tended to punish the smokers

in the generalized Wald test．Conclusion There was sWong evidence noticed that most of the

residents in Guangzhou had supported the‘tobacco control penalty’．Factors as age．sex．1evel of

education received，knowledge on hazards of smoking，being current smokers and under secondhand

smoke exposure were the
influencing faetors．Non．current smokers and those who exposed to

secondhand smoke everyday，would prefer to take different penalties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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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仍居高不下，“二手烟”暴露问题严重，实际控烟效果

甚微“，⋯。我国既往的控烟措施主要是宣传教育，但

干预效果不明显。而禁烟成效显著的欧洲诸国[31，

主要通过国家立法和公共政策等方式，例如在室内

公共场所禁烟及对吸烟者和场所经营者实施处罚

等。自2008年始，我国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公共场所

禁烟，北京、上海等城市相继出台或修订了公共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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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吸烟的地方性法规，广州市也于2010年颁布实

施《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为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

烟提供了法律保障。为了解广州市居民对公共场所

吸烟处罚措施的态度(包括对吸烟者和对公共场所

管理者处罚的态度)和影响因素，以及公共场所吸烟

处罚措施的民意，进行J，本项研究。

对象与方法

1．样本及来源：广州市15岁以上户籍人口，排除

精神障碍和听力障碍者。综合考虑市区经济、人口和

公共场所等发展情况，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

抽到4个行政区(荔湾、越秀、番禺、黄埔)所辖22个街

道。在抽中的街道区域内，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对

遇到的该居委会户籍人口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

2．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现吸烟情况(是／否)、“二手烟”暴露(没有或每周不

到1 d／每周平均1～6 d／每天)、对吸烟及“二手烟”危

害的知识得分(低／中／高)、对公共场所违规吸烟的处

罚措施(包括处罚吸烟者和处罚公共场所管理者)的

态度(赞成／不赞成)等。其中现吸烟定义为每天吸

烟持续6个月以上，且调查前30 d有吸烟行为；“二

手烟”暴露定义为不吸烟者每周至少有l d吸入吸烟

者呼出的烟雾(“二手烟”)超过15 min；对吸烟及“二

手炯”危害的知识得分范围为0～17分，按照四分位

数划分为低(得分<9分)、中(9分≤得分≤15分)、

高(得分≥16分)三类。

3。统计学分析：广州市公共场所禁烟立法基线

调查采用多阶段(区一街道一个体)抽样方法，由于

“区”的个数较少，故本研究忽略反应变量在“区”水

平卜的聚集。每个个体包括两个二分类结局变量：

处罚吸烟者的态度Y。(1=赞成，0=不赞成)和处罚

管理者的态度y：(1=赞成，0=不赞成)。设Y。～

Bin(1两)，y2～Bin(1，兀：)，将两个结局变量定义为虚
拟的水平1，令『币n尼分别表示水平2的个体单位和水

平3的街道单位，故采用二元三水平logistic模型H’5

研究禁烟处罚态度的影响因素及处罚态度间的关

联，同时调整多阶段抽样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二元i水平logistic回归模型表示为

logit(g,，e)=／3·e+2j卢·。≈。，卢，。2卢一+们* (1)

logit(nⅢ)=IB：。+∑卢：。墨。班：。=屈+口：。
E一1

式(1)中，兀聃=P(蛳=16，，和，⋯，‰)，勘t=P(y27k----

l锄，，却，⋯，锄)；孙为第，个个体的第i个解释变量

·379·

(涪l，2，⋯，糯)，阮和p：；为相应的回归系数，反映解
释变量对两个结局变量的影响i两个模型中的截距

项犀。。和卢：。具有水平3层次上的随机效应‰和魄，假

定来自二元正态分布总体，即

一‰] r“ ] ，、

f～N(0，1"2：，)：n。一l 。【 (2)
一"e— LJ％ 吒J

式(2)中．一：和莎：。分别表示两结局变量在水平3(街

道水平)内的聚集(或两结局变量在不同街道间是否

有差异)，协方差“，：表示高水平层次单位内两种处

罚态度间的关联性。在给定解释变量妨．，却，⋯，孙

的条件下，两结局变量Y。和托的协方差阵可表示为

c。V(；：：：：：：)一p[gOr。g，(，Trgv‘。)。。，，，。。g。。：，+，)cs，
式(3)中，譬(冗)=7c(1-7【)／n，为结局变量的方差；协

方差估计值口可用于反映居民两种处罚态度的关联

程度％I。

结 果

1．人口学特征、禁烟处罚态度及相关因素分布：

4900(男2129、女2771)名广州市居民完成凋查。研

究对象的现吸烟率为18．6％，“二手烟”暴露率为

45．5％(1815／3989)，有22．1％的不吸烟者每周7 d都

暴露于“二手烟”(表1)。调查人群中，61．2％的人赞

同处罚该公共场所管理者，74．6％的人赞成处罚吸烟

者，56％的居民同时赞成处罚管理者和吸烟者，两种

处罚态度有关联(f=1253，45，P<0．0001，r=O．506)。

2．处罚措施态度的二元三水平logistic模型：表

2列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对吸烟及“二手烟”危

害的知识得分、现吸烟状况和两种处罚态度关联的

二元i水平logistic模型参数估计结果。街道水平

的随机参数检验结果反映居民对公共场所吸烟者和

管理者的处罚态度在街道层次上具有明显聚集性，

故须将街道层次的随机效应分离出来，使回归系数

估计的结果更为准确。在个体水平上，两结局变量

的协方差为o．971，因此对居民而言，其所持的两种

处罚态度密切相关。

调整了处罚态度在街道层次上的聚集性以及两

种处罚态度间的关联后，与男性、<30岁、小学及以

下文化程度、吸烟危害知识得分低、现吸娴者相比，

女性、30～59岁、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吸烟危害

知识得分中和高、现不吸烟的居民更赞成对管理者

和吸烟者进行处罚；相对而言，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吸烟危害知识得分高、现不吸烟的居民更支持处罚

吸烟者(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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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入u学特征、禁烟处罚态度及相关因素分布
“二手烟”暴露

注：表中数据有缺失

进一步分析不吸烟人群中调整了年龄、性别、文

化程度、知识得分后“二手烟”暴露情况对两种处罚

态度的效应，结果表明在非吸烟人群中，每天都吸

“二手烟”的居民更倾向于处罚吸烟者，而那些吸“二

于烟”频率较低的人，两种处罚态度无差别(表3)。

讨 论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纲要》明确提出“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其核心是

通过在公共场所禁烟进而实现WHO{烟草控制框架

公约》提出的“建立100％无烟环境”的要求。许多禁

烟先行有效的国家或地区(如英国哺和新加坡n1)，已

对公共场所违规吸炯者或所在场所经营／管理者进

行处罚。不同国家或地区依据不同的国情和民意，

对管理者和吸烟者的处罚力度不同。香港地区政府

将烟草税上调50％，限制烟草入境，且立法规定在法

定禁烟区的吸烟者可面临1500港元的罚款喁1，但尚

未对场所管理者实施处罚。本次调查是在《广州市

控制吸烟条例》出台前征求民意，结果显示广州市大

多数居民(74．6％和61．2％)赞同对公共场所吸烟者

和管理者进行处罚，且女性、中年人、较高文化程度

和高吸烟危害知识得分者相对于男性、年轻人、低文

化程度和低吸烟危害知识得分者赞同同时对公共场

所吸烟行为和场所管理者进行处罚；其中，高文化程

度、高吸烟危害知识得分、不吸烟者、特别是每日暴

露于“二手烟”者更倾向于处罚吸烟者。这反映了公

表2现吸烟情况与处罚态度关联的二元三水平logistic模型(n=4900)

变量
处罚管理者 处罚吸烟者 回归系数比较

poi)P值 卢0；) P值 #值 P值

截距

性别

女嘎

年龄f岁1

30～59／<30

≥60／<30

文化程度

初中／d,学及以下

高中纠、学及以下

大专以上孙学及以下

吸烟危害知识得分

中／低

高／低

现吸烟者

是，否

0．387(0，0311<O．0001 1．082(o．036)<O．0001 395，935<O．0001

0 268(0 072)O．0002 0．316(0．085)O．0002 O．641 O．4234

O．231(o 0761 O．0022 O．262(0．088)O．0027 O．25 O 6t71

O．008(0．105、O．9203 0．173(o．1211 0．1502 3．43 O．0642

O．484(0 0811<O．0001 0．511(0．0891<0 0001 0．1 56 O．6873

0．927(0 0981<0 0001 1 057(0 1161<0．0001 3．985 O．0459

0．354(0．101)0．0003 0．623(0．109)<0．0001 5．852 O．0176

街道单位随机参数

o，2 0．987(0．105)<O 0001 O．956(0 1351<0．0001

协变异 2 120(o．0901 554 268<00001

个体单位协方差0．971(0．0021 194 660<0．0001

众对维护公共场所无烟环境从源头

控制的愿望，说明广州市具备r对

公共场所违规吸烟者或所在场所管

理者处罚的群众基础。

《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规定对

在禁止吸烟场所或区域内的违规吸

烟者和所在场所管理者进行处罚，

南市卫生局等15个相关行政部f J

负责各自分管场所联合执法。同

时，该条例也赋予公民劝阻、投诉、

举报吸烟行为的权利。法律的强制

作用使吸烟者受到法律的约束，只

有当遵守强制性约束成为自觉行为

规范时，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才能真

正实现。目前控烟执法主要存在两

方面困难：首先是无专职执法队伍，

且执法人员数量不足；其次吸烟是

个短暂的行为，举报投诉吸烟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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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二手烟”暴露与处罚态度关联的二元三水平logistic模：／Y魁(n=3989)

变量
处罚管理者 处罚吸烟者

p0；)P值 卢Oi)P值

回归系数比较

#值 P值

截距

陛别

女嘎

年龄(岁)

30～59／<30

≥60／<30

文化程度

初中／／J、学及以下

高中／小学及以下

大专以U小学及以下

吸烟危害知识得分

中／低

高／低

每周“二手烟”暴露(d1

1～6／无或<1

每天／无或<1

街道单位随机参数

瓯2

协变异

个体单位协方差

一O．72l(0．1891 G0 000l-1．089(0．212)<O 0001 238．318<O．0001

0 331(0．0741 GO 0001 O．348(0．085)Go．000l O．132 O．7164

O．276(0．0821 O．0007 0．239(0．095)0．0119 O．475 0．4907

0 191(0．115、O．0966 0．169(0 1331 0．2031 O．075 O．7842

381

多水平模型能估计高水平层次参数的

随机效应，提供高水平单位所代表的

潜在总体特征，从而将结论推广到相

应层次水平的人群。如本研究显示居

民的两种处罚态度在“街道”水平上具

有聚集性，因此控烟工作者在不同社

区街道开展禁烟宣传时，还应针对不

同社区街道人群的特点，制订相应的

。．．048(0．．110：。．61604。．．053(0．．12299；。．．6819：．．004：．．9490 170(0 ili 0 239 0 129(0 1 0 3178 357 55026控烟宣传教育策略。1 I ．29) 0． 0． 一“’’’

o·230(0-122)o·0594 0．289(0．183)o·0582 0,541 o·4620
参考文献

O．445(0．0961<O．0001 0．432(0．106)G0．0001 0．052 0．8196

O．692(0．0921 G0．0001 O．714(0．103)GO．0001 0 155 0．6938

O．028(0．091)0．7604 O．037(0 106)O、7247 0 500 0．4795

0 079(0 094)0．4004 0．129(0 016)0．0325 5．135 0．0234

1．054(0．1 18)G0．0001 1．896(0 150)G0．0001

2．092(0．1001 435 17l G0．0001

O．981(0．001) 145883 G0．0001

场执法可操作性不强。因此，公共场所经营者和管

理者以及场所的广大公众是维持和促进公共场所禁

烟的主要力量，应将公众对处罚公共场所吸烟行为

的意愿转化为对吸烟者的主动劝阻、举报，营造反对

公共场所吸烟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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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资料通过多阶段抽样收集，同一街道的居民在文

化、收入及所受的健康教育背景方面可能具有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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