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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发会法工委对《铁路法》的几点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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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28 日，交通运输部发布《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修订征求意见

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规程》从颁布实施至今，对于维护铁路旅客运

输秩序，保护旅客合法权益，建立公平公正的铁路旅客运输市场环境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意见稿”中关于公共卫生健康保障的条款，尤其是控烟条款的规定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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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增加。绿会法工委希望借此修订契机，将相关控烟议题明确补充进来，防止车

内吸烟带来的二手烟雾对旅客和乘务人员的健康危害，更有效地保障铁路运输安

全和公众健康。

《铁路运输规程》制定的目的是为了规范旅客和铁路运输企业的行为，保护

旅客和铁路运输企业的合法权益，建立公平公正的旅客运输市场环境。吸烟不仅

严重损害吸烟者自己健康，也严重损害旁边不吸烟者的健康，而且接触二手烟没

有安全剂量（水平）。吸烟所释放的二手烟草烟雾本身就是一种致癌物，即使吸

入少量也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 2020》明确了吸烟对呼吸疾

病、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使用电子烟的健康危害。报告显示，

我国吸烟人数超过 3亿，15 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为 26.6%，其中男性吸烟率高达

50.5%。烟草每年使我国 100 多万人失去生命，如不采取有效行动，预计到 2030

年将增至每年 200 万人，到 2050 年增至每年 300 万人。

《民法典》1004 条规定，自然人享有健康权。自然人的身心健康受法律保

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权。室内完全禁止吸烟是公认的避免

二手烟草烟雾危害的唯一有效方法。

《“健康中国 2030”行动纲要》提出：到 2022 年和 2030 年，15 岁以上人群

吸烟率分别低于 24.5%和 20%；全面无烟法规保护的人口比例分别达到 30%及以

上和 80%及以上；把各级党政机关建设成无烟机关，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室内

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烟。铁路列车是重要的公共交通

工具。国务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规制包括公共交通工具在内的公共场所

的卫生管理事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包括公共交通工

具在内的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不可以“划定或设置吸烟区”。修订《铁路运

输规程》应落实国务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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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媒体报道的旅客投诉普速列车设吸烟区，允许吸烟的案例和诉讼

日益增多。2021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中国铁路北京局

集团有限公司、铁路兰州局、国家铁路公司设置列车吸烟区和吸烟装置，污染损

害公共利益的控烟公益诉讼，在北京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调解结案。被诉铁路公司

取消了涉案列车内设置的吸烟区，并且开始进行控烟宣传。社会公众以及相关部

门对于列车全面禁烟的持积极态度。

对于列车禁烟，动车方面，国务院《铁路安全管理条例》（2014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明确禁止在动车组列车上吸烟。至今为止，动车禁烟从法律保障到宣

传落实都做得非常好。然而同为客运列车的普速列车，因为没有政府相关管理方

面的要求，自愿禁烟的数量不及现有运营普速列车的百分之一，即百分之九十九

的普速列车仍未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旅客和乘务人员免予遭受二手烟草烟雾的危

害。从平等保护旅客和乘务人员在铁路运输过程中健康权益的角度，铁路运输规

程应当统一规定列车全面禁烟，不应该差别对待，在动车和普速列车之间制造乘

务人员工作环境健康安全的不平等，旅客出行环境健康安全的不平等。

为了推动“无烟列车”目标落地，中国绿发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在交通运输部

征求意见稿内容基础上，提出了五方面建议：

一、总则第一条建议增加《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简称《实施

细则》）作为法律依据，以进一步细化《实施细则》关于“铁路部门所属的卫生

主管部门负责对管辖范围内的车站、等候室、铁路客车以及主要为本系统职工服

务的公共场所的卫生监督管理工作。”的规定，且《实施细则》中“室内公共场

所禁止吸烟”是本《规程》关于控烟的直接法律依据。

二、建议将第五条中“良好的旅行环境”改为“良好的乘车环境”，更为具

体，要求铁路运输企业对包括室内空气质量及通风设施、饮用水、采光照明、噪

声等方面的规范管理，为乘客提供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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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议第二章一般规定部分新增关于控烟的规定，即“第九条：铁路运输

企业应当采取措施，通过广播、标语标识等开展控制吸烟宣传，劝导乘客不吸烟。”

通过广泛持续的宣传，使“乘车不吸烟”的成为公众普遍接受的基本常识和行为

要求。

四、建议第十八条新增第二款“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车站、旅客列车等公

共场所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志，旅客列车不得设置吸烟区和吸烟装置。”。

取消普速列车吸烟区及吸烟装置，从源头上推进无烟列车。

五、建议在第二十九条 “对下列旅客，铁路运输企业可以拒绝运输”增加

“不听劝阻，在列车内吸烟的”。这将为列车工作人员执行“劝导乘客不吸烟”

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修订征求意见稿）》是部门章程，但通过借此契机希

望能够得到推进普速列车的禁烟。

2019 年 7 月 30 日，国家铁路局公开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修订草

案）》意见，今年，《铁路法》已纳入全国人大立法工作中，绿会法工委希望能够

将今天会议上的各位专家讨论内容整理之后递交至全国人大，推进“无烟铁路”

目标落地。

绿会法工委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修订草案）》提出两条具体建议：

一、建议第二章铁路运输第十四条改成“铁路运输企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做

好旅客运输服务工作，做到文明礼貌、热情周到，保持车站和车厢内的清洁卫生、

在车内张贴禁烟标识、保障所提供食品和饮用水的安全。铁路沿线地方人民政府

和铁路运输企业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对铁路沿线环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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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议第五章铁路安全第五十八条禁止实施下列危害铁路运营安全和秩序

的行为（五）改成“在所有列车上、铁路车站的禁烟区域吸烟、或者使用能够产

生烟雾的香烟替代品及其他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