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內地省份的中年人士和老年人士的吸煙和戒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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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外地，中國內地較缺乏全國性控煙政策，再加上地域大、地方政策和人民生活也存在

較大差異，因此吸煙狀況的地域差異也成了中國內地。監控吸煙情況也是控煙政策重要一

環，以大數據去瞭解整體狀況便顯得很重要，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也越來越嚴重，直接影

響到國家的醫療保障開支，而醫療體系應該從治療為主而開始相容公共衛生體系，所以本

研究也會包括中年人士作考慮。過去相關研究都是以宏觀數據或以地區性數據進行，而本

研究則會使用全國性數據庫—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相對其他研究，本研究所採用的

控制變量範圍也較廣，包括社經背景、長期病患狀況、飲酒習慣、社會救助/社會保險、基

本健康狀況，在引入控制變量後，才進行區域性比較，所獲得的結果應該較之前的研究會

更為可靠，因變量為吸煙行為和戒煙行為，統計分析方法為多元邏輯回歸。60 歲以上人士

吸煙行為的研究結果，男性、肺病、飲烈酒、享有新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和政府津貼都

會提升曾吸煙行為的機會，已婚、有中學或以上學歷程度和自評健康水準較高都會有較低

機會曾吸煙，小數民族身份和心臟病卻會受地區因素的調節效應所影響，新疆較四川為低，

天津、吉林和山西為為最高曾吸煙比例。45 - 59 歲人士吸煙行為的研究結果，男性、小學

教育水準、肺病、飲烈酒和享有新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都會提升曾吸煙行為的機會，小

數民族身份有較低機會曾吸煙，和 60 歲以上人士的結果一樣，天津、吉林和山西為為最高

曾吸煙比例。60 歲以上人士戒煙行為的研究結果，男性、小學程度、飲烈酒、享有新新型

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和有抑鬱症會降低曾戒煙行為的機會，年齡高於 75 歲、長期病患（如高

血壓、血脂異常、癌症、肺病及聽障）和日常生活活動較低都會有較高機會曾戒煙，吉林

較四川為顯著低，河南較四川為顯著高。45 – 59 歲以上人士戒煙行為的研究結果，男性、

共產黨員、農村戶口、有消化系統長期病患便會降低曾戒煙行為的機會，長期病患（如高

血壓、肺病、心臟病和精神障礙）和日常生活活動較低都會有較高機會曾戒煙，青海和重

慶較四川為顯著低，內蒙古較四川為顯著高。從以上結果可見，不同年齡層的吸煙和戒煙

行為都有所不同，而且省份會有著調節效應，所以省份應該針對其特性而推行控煙政策，

現行醫療體系似未能有效處理控煙效果，政府也應考慮改革現在制度來提高控煙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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