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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定 

FCTC/COP10(11) 巴拿马宣言 

缔约方会议， 

忆及在 FCTC/COP4(5)、 FCTC/COP5(5)、 FCTC/COP6(26)、 FCTC/COP7(29)和

FCTC/COP9(10)号决定中通过的各项宣言； 

铭记《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在序言部分宣称，享受最高而能获致之健康标准，为

人人基本权利之一； 

承认《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是一项以证据为基

础的条约，重申了所有人民享有最高健康水平的权利（这可以通过落实人权来实现），是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加速器； 

忆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序言部分认识到科学证据明确确定了烟草消费和接触

烟草烟雾会造成死亡、疾病和残疾； 

还忆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2.1 条鼓励各缔约方实施本公约及其议定书要求之

外的其他措施； 

意识到烟草使用是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风险因素以及烟草种植、生产、分销、消费

和包括卷烟过滤嘴在内的废弃物对环境构成严重威胁； 

忆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19 条，并注意到各缔约方在其管辖范围内明确与责

任相关的事项是烟草综合控制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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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其对烟草业及致力于促进烟草业利益者的持续干预的关切，包括对在青年中越

来越流行的新型和新兴尼古丁和烟草制品的关切，这是有效实施烟草控制的最大障碍之

一； 

深为关切娱乐媒体中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问题，特别是通过使用数字营销渠道，

它们增加了青年和青少年对烟草威胁的暴露和脆弱性； 

回顾联合国大会关于联合国房舍禁烟的第 63/8 号决议和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关于整个联合国系统在烟草管制方面的一致性的 E/2012/L.18号决议； 

对跨国烟草公司收购制药公司的行为感到震惊，正如 FCTC/COP9(10)号决定所指出

的那样，这可能使烟草控制工作的实施复杂化并受到阻碍； 

强调烟草业的利益与公共卫生政策利益之间存在根本不可调和的冲突，政府内部的

政策一致性对于实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5.3 条至关重要； 

承认与烟草业无隶属关系的民间社会对国家和国际烟草控制工作的重要贡献； 

重申缔约方决心优先考虑保护公众健康的权利， 

1. 重申决心防止今世后代受到烟草消费和接触烟草烟雾对健康、社会、环境和经济造

成的破坏性影响； 

2. 重申致力于通过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采取全面的多部门措施和协调一致的应对

措施，加强旨在加速实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行动； 

3. 重申决心防止烟草业的干扰破坏烟草控制措施的制定和实施； 

4. 敦促缔约方： 

(a) 采取措施，加快实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特别是第 6、8、9、10、12、13、

16 和 19 条并与《加速烟草控制全球战略：通过实施<公约>促进可持续发展，2019-

2025》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 

(b) 根据《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5.3 条及其实施准则，加强实施措施并进一步加

强政府内部的政策一致性，以防止烟草业对公共卫生政策的干扰，同时继续监测新

型和新兴尼古丁和烟草制品方面的技术发展； 

(c) 加强在提高公众认识方面的努力，提供准确的信息，让公众了解尼古丁成瘾以

及使用新型和新兴尼古丁和烟草制品的健康风险和后果，特别是提高儿童和青少年

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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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保持警惕，对所有烟草制品，包括新型和新兴烟草制品以及新型和新兴尼古丁

制品的市场渗透情况和所用营销策略，以及娱乐媒体特别是数字通信平台中对新型

和新兴尼古丁和烟草制品的广告、促销和赞助情况进行监测； 

(e) 探讨并加强措施以预防和解决烟草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包括与卷烟和其他

烟草制品的塑料过滤嘴、森林砍伐和一次性制品有关的负面影响； 

(f) 考虑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实施工作纳入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和机构的合作； 

(g) 在其加入的国际和区域组织中，包括在整个联合国系统的总部、区域和国家办

事处中，推动在室内和室外场所禁止使用能释放烟雾和气溶胶的烟草及相关制品； 

5. 请公约秘书处向各缔约方宣传本宣言并在包括人权论坛在内的相关国际论坛寻求

合作与协调，同时支持各缔约方采取行动以实现本宣言的各项目标。 

（2024 年 2 月 10 日，第七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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