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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子烟的法律属性确定

电子烟是一种可以代替普通香烟的吸烟设备，是由中国

的一个烟民发明的。作为近些年来的兴起的产品，当前国内

在法律上并未明确规定电子烟的属性。烟草在中国已经存在

许多年，有着专门的法律例如《烟草专卖法》等有明确的规

定。相较烟草行业，电子烟这个近些年才发展的产业并未受

到国家的集中关注，许多商家抓住法律和政策的空子制作电

子烟，为扩大其获利，有些无良商家将其制作和销售成本尽

量缩水，这就导致了产品的不达标。目前，电子烟市场鱼龙

混杂，许多假冒伪劣商品层出不穷，存在虚标和劣质原材料

问题，产品质量有高有低，且大部分缺少售后服务。每当有

些相关部门想进行有效监管时，却因缺乏相关政策和标准往

往效果不佳。这些现象的产生和存在，主要是由于国家还未

在该行业发布明确的监管法律，缺失行业标准和政策监管。

确定电子烟的法律性质并将其纳入法律进行国家监管才是对

于当代中国最有效的途径。

2  世界各国对电子烟的立法态度

世界各国对电子烟的危害认识程度不同，有极少部分国

家，例如泰国，将禁止使用电子烟已纳入了法律。然而，中

国早已成为电子烟生产大国，远超其他国家，电子烟的生产

对于我国税收收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且中国拥有电子

烟的使用人数上百万，做到完全禁止生产和使用是几乎不可

能的。

许多发达国家将将十分重视电子烟产业监控，将电子烟

定性为烟草产品或药品进行国家监管。在美国，所有的电子

烟产品推向市场，必须申请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

以获得在美国市场的销售权。而欧洲国家已经将电子烟纳入

医保行列，英国将电子烟作为戒烟工具，电子烟可以作为药

物或消费类产品进入市场。电子烟产品作为药品销售必须经

过严格的审查，当该公司获得批准，他们的产品才可作为消

费品来销售。还有许多国家没有对电子烟，烟油进行监管，这

意味着未经任何筛选和测试的电子烟在当地的销售对消费者

来说具有相当大的潜在风险。中国电子烟生产大国，在电子

烟监管中却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当务之急应将电子烟进行

法律属性的确定，确立相关法律进行监管。

3  电子烟监管立法的困难性

从国家来看，电子烟产品的生产与出口为中国带来了巨

大的税收和经济收入，在保障国家利益的同时应该更注重保

护公民的人权及健康权等问题。但将两者进行平衡是一件十

分困难的事情，其中包含许多复杂的利害关系，在立法上稍

有不慎便会产生反效果，这也导致立法者考虑需要具有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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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现实性，立法进度相对缓慢。

据研究表明，正规电子烟的使用虽并不能真正的戒烟，但

相较普通香烟的危害性大大减小。其中的原理是普通香烟通

过燃烧产生大量有害物质物质，其中最主要的是尼古丁和烟

焦油。尼古丁的存在会让人产生依赖性，但是对身体造成伤

害的却是烟焦油成分。合格正规的电子烟产品不会含有烟焦

油成分，且相对于传统卷烟而言是减少了近 95% 伤害。

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于已经吸烟数十年并且很难戒烟的

人用电子烟来替卷烟是好处的，但是对于心智不成熟的未成

年人，其危害是很大的。第一，未成年人对电子烟产品的了

解不够，他们并不了解电子烟中的致瘾性和有害性。第二，未

成年人往往都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他们会选择购买廉价的

电子烟产品，而这些电子烟产品往往是非正规、无良商家出

售的，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具有很大的危害。

因此，注重“电子烟比香烟危害低 95%”，还是“电子烟

有危害”成为国家立法的难题。监管立法的大方向难以确立，

使得相关法律的出现存在极大的困难性。

4  电子烟监管立法的必要性

2019 年 11 月，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不受电子烟危害的通

知》，明确规定电子烟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不得通过

互联网销售，不得通过互联网发布电子烟广告。《通告》的发

布加大了社会各界人士对电子烟的关注度。

两部门在《通告》中的“敦促”并非禁止性、命令性术

语，缺少法律中的强制性。法律的滞后会导致各个监管部门

操作发生冲突或者产生各个部门推卸责任的局面，这也使得

《通告》的发布失去其真正的意义。我们不难发现在《通告》

发布之后，许多小店铺的柜台上还继续销售着那些电子烟产

品，有些商家认为惩罚力度远没有利润多而继续铤而走险，

偷偷销售着这类产品，对社会的危害性极其严重，尤其是那

些涉世未深的未成年人。虽然未成年人是但我们不仅仅要关

注的是电子烟对未成年人的危害，那些不达标的电子烟对成

年人的危害也是极其严重的，长期使用反而会比正规的烟草

危害性更大，但是从长远和根本看来，为电子烟设立专门的

法律是不切合实际的。我认为，面对日趋壮大和复杂的电子

烟行业，修订烟草专卖法，以确定电子烟烟草产品的法律属

性并纳入监管，严格控制电子烟的生产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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