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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吸烟导致1亿人死亡，预计21世纪吸烟导致的死亡数将激增至10亿。

在此形势下，迫切地需要推广有助于制定和实施有效控烟政策的研究结果。

国际烟草控制政策评估调查（简称ITC项目）发起于2002年，目的是评估世界

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控烟政策的有效性。目

前，ITC项目由来自全球23个国家的100多位控烟研究人员参与，项目涵盖了全球

70%以上的烟草使用者。在每个国家都抽取有代表性的烟草使用者样本（在很多 

国家也抽取非烟草使用者样本），开展纵向队列研究，重点测量政策效果的关键 

指标。

本报告初步揭示了19个ITC项目国家之间价格和税收政策效果的差异。ITC项目

和本报告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把烟草税收政策效果的研究发现传达给政策制定者和其

他公共卫生利益相关方，以便在制定价格和税收政策时以循证为导向，落实《公

约》第6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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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本报告及ITC项目介绍

《公约》关于价格和税
收的措施

《公约》第6条规定各缔约方应通过实施价

格和税收措施来减少烟草消费。

《公约》第四次缔约方会议成立了一个工作

组，专门制订《公约》第6条实施准则，准则草

案将提交第五次缔约方会议审议。 

《公约》第6条指出：
n  价格和税收措施是减少各阶层人群烟草消费的

有效和重要手段。

缔约方应采取以下措施：

n  对烟草制品实施税收政策并在适宜时实施价格

政策，以促进旨在减少烟草消费的卫生目标；

n  禁止或限制向国际旅行者销售免税烟草制 

品，禁止或限制国际旅行者携带免税烟草 

制品入境。

烟草税：最有效的烟草控
制方法

提高烟草税和价格被公认为最具成本效益的烟草

控制措施，也是实施全面控烟策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提高消费税和价格可有效减少烟草消费总量和烟草使

用率，尤其是对青少年人群更为有效。1、2 

然而，税收政策对吸烟者行为的影响只有在税价

联动时才能发挥作用。

发达国家中，卷烟零售价上涨10%，会引起卷烟

消费量下降4%，在多数中低收入国家中，10%的卷

烟零售价上涨导致的消费量下降幅度至少与发达国家

相同，多数情况下更高。卷烟零售价上涨同样会引起

吸烟率下降，其下降幅度约为消费量下降幅度的一

半。1、3 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大幅提高烟草税可以

预防因烟草使用导致的数以百万计过早死亡。例如，

卷烟消费税如能提高两倍，卷烟零售价格可增加约一

倍，而卷烟消费将至少降低30%，同时还会增加国家

税收。实施这一干预措施可在2050年前挽救一亿一千

五百万人的生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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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税种类

消费税
对本国销售的国产或进口的特定

货物征收的税费。

从量税

按数量或重量征收的消费税（例如，

对数量为20支的每包卷烟征收等额税费，

或对每克烟叶征收等额税费）。

从价税

按产品的价格征收的消费税（例如，

按出厂价或零售价的一个特定百分比 

征税）。

 
增值税(VAT)

针对很多产品在其生产各环节 
按其增值额的一定比例征收的消 
费税。

 
烟草税最佳实践的总结5

n  烟草消费税结构应相对简单，以从量 

税为主从而对所有烟草制品征收同等的

税费。

n  各国政府应以烟草税收入资助烟草控制

项目以及其他健康促进行动。

n  为降低卷烟可支付性，烟草税须定期上

调，增幅应超过消费者物价和收入上涨

的水平。

n  应加强烟草税管理力度，以减少避税和

逃税行为，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烟草税

对公共卫生和政府收入的影响。

烟草价格和税收研究证据总结

国际癌症研究所肯定税收和价格政策的有效性

n  国际癌症研究所对烟草价格和税收政策的有效性证据进行了文

献回顾，最终得出结论：有足够证据表明提高烟草税收和价格能

够：(1)减少烟草消费总量和烟草使用率；(2)防止青少年开始吸

烟；以及(3)促使现在吸烟者戒烟。2

从量税比从价税更有效

n  相对基于价格征收（例如按照价格百分比）的从价税，基于消费单

位征收（例如，每支、每包或烟叶的重量）的从量税在减少消费和

鼓励戒烟方面更有成效。

n  有研究表明在一些亚洲地区的国家（例如，孟加拉国、泰国），对

烟草制品征收从价税会鼓励吸烟者转吸低价烟草制品，而不会促使

他们戒烟。6 

统一税率可减少替代

n  对不同烟草制品的税费实行统一税率也是有效税收政策的重要组成

部分。

n  如果对不同烟草产品和不同价格区间的卷烟实行差别税率，可 

能会鼓励吸烟者转而选择低价烟草制品，以应对税收或价格的 

增加。

提高卷烟税可增加政府收入

n  反对提高烟草税的人认为提税会导致政府收入的严重损失；然而，

事实证明提高烟草税可以使政府收入增加。1、7

n ITC孟加拉国调查发现提高烟草价格导致的政府收入增加超过烟草

消费下降导致的损失，因此提税后政府税收收入增加。6

n  提高烟草税后政府收入增加，这部分政府收入可用于其他控烟干预

活动，这可提高公众对提税的支持度。8

低收入人群从提税和提价中受益最多

n  有人认为提高烟草税会给低收入人群施加不公平的负担；但是，有

证据表明低收入吸烟者实际上会从增税和涨价中得到更大的益处。

n  研究表明低收入吸烟者对价格更为敏感。与高收入吸烟者相比，提

税后低收入吸烟者卷烟消费下降更多，这将使低收入吸烟者获得更

大健康收益。6 



避税及逃税行为
提高烟草税可显著降低烟草使用，而吸烟者及烟草业则会想方设法避税或逃税。

烟草使用者的避税行为是指少交或不交税款的合法购买行为。例如，跨境购买（出国或去其他行政区）、 

免税店购买和网上购买。烟草制造商也会通过改变产品的方式以减少其纳税义务，从而实施避税。

与合法的避税行为不同，逃税行为涉及各种避免支付烟草税的违法行为。违法活动包括非法贸易或生产假烟。

烟草税的避税和逃税行为给控烟工作带来了很多挑战，其中包括：13、14 

卷烟的可支付性
虽然烟草税是一项重要的控烟策略，但是如果仅仅考虑卷烟价格的绝对值而不考虑其可支付性，烟草税收政策就

不会起到应有的效果。5 

卷烟的可支付性是指购买一盒卷烟所需的资源量，受个人收入和产品价格的影响。15

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即便卷烟价格比中低收入国家更高，由于收入上的差异，卷烟的可支付性在高收入国家可

能也更高（更容易支付）。16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果收入增加而卷烟价格却不相应上涨，卷烟也会变得越来越容

易支付。

Blecher和Van Walbeek15、16 发现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卷烟可支付性在高收入国家呈下降趋势（更难支付），而在

低收入及中低收入国家则呈上升趋势（更容易支付），主要因为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中卷烟价格和税收增加幅

度不够，没有高过其收入增加的幅度。

因此，各国政府必须精心设计烟草制品消费税的实施和调整，以防止卷烟变得更容易支付（要考虑通货膨胀率和

居民收入的增加）。
5

ITC项目烟草价格和税收研究
n  Hyland等（2006）使用ITC四国调查(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数据研究了卷烟购买模式和戒烟的关系。结果

发现，第一轮调查时购买低税或无税卷烟的吸烟者在第二轮调查时尝试戒烟的比例更低，这表明低税或无税卷烟可

能影响提税的公共卫生效果。9 

n  Licht等（2011a）在ITC四国调查(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发现，购买低价烟或避税卷烟（包括购买低税

或无税卷烟、按条买烟或购买低价烟）的吸烟者在随后一年的随访调查中戒烟的可能性比其他吸烟者低28%。10在

另一项研究中，Licht等（2011b）发现购买低价烟或避税的行为在低收入吸烟者中更为常见。11

n  Ross等（2010）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吸烟者中开展了一项研究，询问吸烟者假设卷烟价格上涨

50%后他们的反应，并研究其预测变量。结果发现，在价格上涨50%的情况下，成年吸烟者减少卷烟消费和增加戒

烟意愿的可能性都会增加。相比卷烟平均价格，价格上涨的幅度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12

n  Nargis等（2010）使用ITC孟加拉国数据估计了不同幅度的提税对卷烟和比迪烟消费的影响。结果发现，大幅增加

烟草税可导致烟草消费和使用率都显著下降，而税收收入将明显上升。6 

n  旨在降低卷烟可支付性的控烟政策会受到低价卷烟的影响

n   逃税卷烟的包装上可能没有按要求印制健康警示和有毒释

放物信息

n  避税及逃税行为会减少政府税收中可用于卫生和

社会项目的资金，也可导致刑事司法的开支增加

n  避税及逃税行为会导致青少年不受监控地买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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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100项研究证实，烟

草消费税不仅可以有效降

低烟草使用，同时也为政

府税收提供了一个可靠的

来源，这其中包括越来越

多的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

研究。” 

Frank J. Chaloupka,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

Ayda Yurekli, 世界卫生组织

Geoffrey T. Fong, 滑铁卢大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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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C调查方法和指标 

ITC调查有关价格和税收的问题

所有ITC调查都采用统一的概念框架和方法，调查问题设计为完全一致或功能对等，以便进行跨国比较。不同国

家，烟草税类型和实施方式差异很大，因此，ITC调查使用标准化的方法和指标，确保价格和税收政策以及其他政策

的效果可进行跨国比较，以为烟草控制提供最佳实践指南。

ITC的调查采用一系列问题对价格和税收的效果进行评估，包括卷烟品牌选择和购买行为、烟草可支付性指标及

其机会成本、价格对戒烟的促进作用以及避税行为等。这些问题旨在测量税收和价格上涨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例

如促使吸烟者减少消费、考虑戒烟以及为降低成本和避税而采取的补偿行为等。

在几乎所有ITC调查中都询问了下列问题以测量价格和税收政策的效果，本报告以图表的形式报告了这些数据：

问题 答复选项

你吸工厂生产的香烟，还是手工制作的？或两者都有？ 只吸工厂生产的；只吸手卷烟；两

者都有

你上次为自己买烟的时候，是按条、盒还是支？ 按条；按盒；按支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你是否考虑吸烟的花费，频率是多少？ 范围为1到5(由“从不”到“总是”)

在过去6个月中，你是否把应该购买家庭必需品（如食物）的钱用来买烟？ 是或否

7

有关避税和逃税的指标

由ITC数据可估计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的避税和逃税的主要方式及程度。在许多国家，关于吸烟者最近一次或最

常购买卷烟渠道的信息可以为该国避税和逃税情况提供重要信息。自报卷烟包装信息或面对面调查中调查员收集的

类似信息也可作为深入了解其避税/逃税行为的重要资料。例如，健康警示、烟盒税票印花不标准或缺失。 

本报告使用的具体指标：

避税：

你自己最近一次是在哪里买的卷烟？

 答复选项根据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了针对性设计（最多达15个选项），包括避税渠道（例如，原住民保留

地、免税商店、国外或其他州购买、通过互联网或电话购买、从街头小贩处购买）

逃税：

在部分国家的调查中，我们请调查对象出示一包他们所吸品牌的卷烟。调查员记录烟盒上是否有消费税印花和健

康警示。如果调查对象没有带烟，则通过调查对象自报获取相关信息。

烟草价格和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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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烟可支付性的指标

可支付性指数根据卷烟价格（每日所吸卷烟总价格）与每日收入的比值

(CPDIR)计算。CPDIR也即吸烟者每日收入中花费在卷烟上的平均百分比。

CPDIR = 每日所吸卷烟总价格/每日收入

CPDIR值越低意味着吸烟者每日购买卷烟的开支占其每日收入百分比越

低，则卷烟可支付性就越高。这一指标已被很多研究人员用于卷烟可支付性

的评估。

我们以CPDIR的倒数作为可支付性指数（AffInd）。

可支付性指数 = 每日收入/每日所吸卷烟总价格

可支付性指数越高就意味着卷烟更容易支付。

每日收入：所有ITC调查均要求调查对象提供其每月或年度家庭收入，除

马来西亚和泰国外，其他国家所收集数据均为分类变量。我们将收入转化为

连续变量，将月收入除以30.4或年收入除以365.24从而得到每日收入。

每日所吸卷烟总价格：以最近一次购买卷烟（按条、按包或支卷烟）的

支付价格为基准计算卷烟价格。所有价格都根据吸烟者每日所吸卷烟量换算

为每支卷烟的价格。在计算中仅计算工厂生产的卷烟的价格。

跨国比较的方法

以下描述了在19个国家开展的ITC调查跨国比较的初步结果。跨国比较的

数据使用的是描述性统计。如使用跨国比较的数据撰写科学论文、做会议报

告、或撰写报告，则将进行更严格的统计学检验。

图中的百分比根据回归模型估算而得，在回归模型中控制了年龄、吸烟

状态、调查次数等变量。避税/逃税的估计采用了横断面权重进行加权。这

些百分率也考虑了各国抽样设计的差异。卷烟可支付性数据描述了从第一轮

到最近一轮调查中各国卷烟可支付性的变化。

本报告的结果源自最近一轮在19个国家开展的ITC吸烟者调查获得的数

据，在每个国家名字后面的数字则是调查开展的年份。

其他注意事项:

n   在19个国家中，女性吸烟率差异显著。在亚洲以外的国家，女性吸烟率常与男性接近。在亚洲国家，女性吸烟率大

大低于男性，尽管在多个亚洲国家女性吸烟者被过度抽样，在亚洲国家有意义的女性样本大小仍明显低于男性，小

到不能做有意义的推测。因此，图中只显示亚洲国家男性吸烟者的数据，在亚洲以外国家展示的则是男性吸烟者数

据以及男性和女性吸烟者整合的数据。

n   在每个图中，各国根据人均GDP由高到低依次排序。国家也根据世界银行收入指标分为高、中、低收入三类，用不

同颜色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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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区

最畅销品牌卷烟每盒 

（20支）价格

（各国货币）

最畅销品

牌卷烟的

价格 

（美元）

最畅销品牌卷烟税收占卷烟零售价格的比例

税收总额
消费税总额（从

量税及从价税）
增值税

其他 

税种

税收占卷烟零售价格的比例≤50%

中国（大陆） 5.00 （人民币元） 0.74 41% 26% 15% —

美国 5.72 （美元）* 5.72 45% 40% 5% —

税收占卷烟零售价格的比例在51%到75%之间

马来西亚 10.00 （马来西亚林吉特） 3.14 52% 48% 5% —

巴西 3.25 （巴西雷亚尔） 1.84 60% 26% 25% 9%

韩国 2500.00 （韩元） 2.11 62% 53% 9% —

墨西哥 30.00 （墨西哥比索） 2.37 63% 49% 14% —

澳大利亚 11.98 （澳大利亚元） 10.77 64% 55% 9% —

加拿大 8.07 （加拿大元）* 7.84 67% 58% 9% —

孟加拉国 33.00 （孟加拉塔卡） 0.48 68% 53% 15% —

泰国 58.00 （泰国铢） 1.80 69% 62% 7% —

毛里求斯 75.00 （毛里求斯卢比） 2.48 72% 59% 13% —

新西兰 11.30 （新西兰元） 8.19 72% 61% 11% —

乌拉圭 70.00 （乌拉圭比索） 3.32 72% 54% 18% —

荷兰 5.05 （欧元） 6.58 73% 57% 16% —

德国 4.96 （欧元） 6.45 74% 58% 16% —

税收占卷烟零售价格的比例>75%

英国 6.29 （英镑） 9.80 77% 62% 15% —

爱尔兰 8.55 （欧元） 11.14 79% 61% 17% —

法国 5.60 （欧元） 7.30 80% 64% 16% —

ITC项目国家卷烟的价格和税收

下表列出了18个ITC国家最畅销品牌卷烟的价格和税收信息。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世界卫生

组织2011年全球烟草流行报告：警示烟草危害》，数据收集截止到2010年12月。

9

注意:   *最畅销品牌卷烟价格按各省（地区）销量进行加权平均。

  没有苏格兰的数据。

  因为采取四舍五入计算，个别税种可能未被计入税费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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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烟可支付性（男性吸烟者）

图1.卷烟可支付性及其每年发生的变化

跨国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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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不同时

期卷烟可支付性的一般

模式与既往研究结果一

致（例如Blecher和Van 
Walbeek的调查）:15, 16

在收入增长持续缓慢/
停滞的高收入国家中，

政府往往更为积极地提

高卷烟税以抑制烟草使

用，这些国家里卷烟的

可支付性一般会下降。

在收入持续快速增长

的中低收入国家中，多

数政府尚未大幅提高卷

烟税以抑制烟草使用，

这些国家里卷烟可支付

性一般会上升。

中低国家卷烟的可支

付性一直在上升，收入

增长也相对较快。因此

应确保卷烟税收和价格

增长幅度高于收入增长

幅度，这对降低各国 

（尤其是中低收入国

家）卷烟的可支付性以

及降低烟草使用及其危

害至关重要。

11

*  年均可支付性指数变化 = (最近一次的AffInd - 第一次调查的Affind)/[(第一次调查进行到1/3时
的日期与最近一次调查进行到1/3时的日期之间的天数)/365]。选择调查进行到1/3时的时间点

是因为一般到此时间点时各国已完成50%的调查。

图1 显示了16个ITC国家：(a)首轮调查和最新一轮调查的年

份；(b)最新的CPDIR数值：最近一轮调查的CPDIR（每日所吸卷

烟总价格/每天收入）；(c) 最新的AffInd数值：最近一轮调查的

AffInd指数（CPDIR的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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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者自报过去6
个月中把应该购买家

庭必需品的钱用来买

烟的百分比在泰国和

巴西最高，在中国和

德国最低。

在被调查的6个中

等收入国家中，有3个
国家的大多数吸烟者

自报把应该购买家庭

必需品（如食物）的

钱用来买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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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应该购买家庭必需品 
（如食物）的钱用来买烟

图 2.各国吸烟者过去6个月中把应该购买家庭

必需品（如食物）的钱用来买烟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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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者经常考虑吸

烟花费的比例在加拿

大、美国、巴西和澳

大利亚最高，在中国

最低。

调查的11个高收入

国家中，荷兰吸烟者

经常考虑吸烟花费的

比例最低

调查的8个中低收

入国家中，只有巴西

有超过一半的吸烟者

会经常考虑吸烟的 

花费。

13

考虑吸烟的花费

图 3. 不同国家吸烟者最近一个月“经常”或“总

是”考虑吸烟花费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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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手卷烟的比

例可用来评估吸烟者

在多大程度上会使用

较便宜的烟草制品以

减少开支。值得注意

的是手卷烟市场在各

国的发展程度有一定

差异。

各国中的多数吸

烟者都只吸工厂生产

的卷烟。新西兰只吸

手卷烟的吸烟者比例

最高，其次是荷兰和

泰国。

韩国几乎没有人

吸手卷烟。巴西、墨

西哥和中国吸手卷烟

的吸烟者比例也很低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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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生产的卷烟与手卷烟

图 4. 不同国家吸烟者只吸工厂生产的卷烟、只吸手卷

烟或二者都吸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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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和加拿大，

主要的低税/无税卷 

烟渠道是来自于印第

安人保留地/原住民保

留地。

在国外买烟的比例

最高的为法国，18%
的法国吸烟者自报上

次在国外买烟。

从街头小贩处或免

税店买烟的比例最高

的为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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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轮调查中买烟的避税渠道

图 5. ITC最近一轮调查中吸烟者上次买烟时各种避税渠

道所占比例

注意： 对法国数据的详细分析显示其与邻国接壤地区的吸烟者更加容易去国

外买烟。 烟草价格和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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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ITC国家

中，调查员要求吸

烟者出示他们的卷

烟（没带卷烟的信

息来自自报）。从

中我们发现一些证

据可表明有避税或

逃税行为的存在。

烟盒健康警示

不标准或缺失的情

况在乌拉圭和马来

西亚最为严重。

泰国的烟盒上

避税/逃税的迹象

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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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轮调查中可能存在的避税/
逃税行为（包括可能的非法贸易）

图 6. 最近一轮ITC调查中，中低收入国家吸烟者提供的

烟盒显示可能存在避税/逃税行为（包括非法贸易）的

百分比

注意： 在马来西亚，在检查包装时可以通过不标准的健康警示、缺失健康警示以及粘贴

的免税标记来识别其存在避税/逃税行为。然而，无法通过缺乏税务印花或防伪

油墨对卷烟是否为非法进行识别。在马来西亚，所有外国品牌和很多国内品牌卷

烟包装上的税务印花只能在紫外线照射下才能看见。因为调查员没有携带紫外线

照射灯具，在马来西亚的调查中印花的缺失并不意味着其为非法卷烟，因此并未

显示在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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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受访者自报

上次买烟的情况得出

的避税/逃税行为估

计在不同国家呈现出

极大差异，在同一国

家不同时间段也有很

大变化。

逃税和避税行为

在英国和法国最高，

而在澳大利亚最低。

加拿大吸烟者自

报从避税渠道购买卷

烟的百分比在2002至
2009年间增加了四

倍。这些增长几乎完

全发生于原住民保留

地，其中很大一部分

发生于安大略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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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份通过避税/逃税渠道购
买卷烟的情况

图 7. 2002-2011年间ITC调查中吸烟者自报上次购

买的卷烟来源于避税/逃税渠道的比例

注意： 所有国家的数据均为以下各渠道合并的总和：国外（其他州）购买、免税

店、直接购买（邮购、电话或网上购买）、街头小贩以及拒绝回答/不知道/

其他等。

  在加拿大和美国还包括印第安人保留地/原住民保留地和军用品商店。  

  法国几乎所有逃税行为都是边境附近吸烟者由国外买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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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n  增加烟草税收和价格（使烟草制品更难以支付）是最有效的烟草控制

手段。

n  与以前在全球开展的卷烟可支付性研究结果一致，中低收入国家从第

一轮到最后一轮调查中出现了卷烟可支付性升高的情况（墨西哥和毛

里求斯除外），而在高收入国家则出现了卷烟可支付性下降（加拿大

和韩国除外）。这些趋势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卷烟税收和价格在

中低收入国家提高的幅度还没有超过其人民收入增加的幅度。

n  在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特别是在荷兰和泰国）都有很多吸烟

者吸手卷烟。手卷烟税率一般较低，这可能会影响旨在降低卷烟可支

付性的控烟政策。

n  避税和逃税行为在英国最为常见。英国吸烟者会从街头摊贩、免税

店、境外等渠道购买卷烟，而在澳大利亚最少见（因为澳大利亚是一

个岛国，各州的价格差异也很小）。避税和逃税行为不仅会削弱烟草

税收政策的影响，而且还会减少政府的税收收入。

n  在一些国家，烟盒可显示出避税/逃税行为的存在，这表现在不标准或

缺失的健康警示、税务印花的缺失、和/或烟盒上的免税标记。

今后的方向

ITC项目正在开展若干价格和税收对烟草使用影响的研究，其中一些

研究侧重于中国的卷烟价格和税收现状，有调查正在研究购买行为对

卷烟价格和卷烟消费的影响，卷烟价格对品牌转换的影响，以及与购

买低价卷烟相关的因素。另一项研究正在研究价格变化对孟加拉国卷

烟和比迪烟消费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将在19个ITC国家中开展一项研

究，以测量吸烟者对未来卷烟价格水平和吸烟量的“理性”预期程度。



参考文献
 
1.  IARC. IARC Handbooks of Cancer Prevention: Tobacco Control. Volume 14. 

Effectiveness of price and tax policies for control of tobacco. Lyon, France: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2011.

2.  Chaloupka FJ, Strait K, Leon, ME. Effectiveness of tax and price policies in tobacco 
control. Tob Control. 2011;20:235-238.

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POWER: a policy package to reverse the tobacco 
epidemic.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8.

4.  Jha P. Avoidable global cancer deaths and total deaths from smoking. Nat Rev 
Cancer. 2009;9:655-664.

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technical manual on tobacco tax administration.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0.

6.  Nargis N, Ruthbah UH, Fong GT. ITC Project working paper. Taxation of tobacco 
products in Bangladesh: findings from the 2009 ITC Bangladesh Survey. Waterloo, 
ON: University of Waterloo; 2010 April.

7.  Chaloupka FJ, Yurekli A, Fong GT. Tobacco taxes as a tobacco control strategy. Tob 
Control. 2012;21:172-180.

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report on the global tobacco epidemic, 2009: 
implementing smoke-free environment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9.

9.  Hyland A, Laux FL, Higbee C, Hastings G, Ross H, Chaloupka FJ. Cigarette 
purchase patterns in four countries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cessation: finding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Tobacco Control (ITC) Four Country Survey. Tob Control. 
2006;15(Suppl 3):iii59–iii64.

10.  Licht AS, Hyland AJ, O’Connor RJ, Chaloupka FJ, Borland R, Fong GT, Nargis N, 
Cummings KM. How do price minimizing behaviors impact smoking cessation? 
Finding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Tobacco Control (ITC) Four Country Survey. Int J 
Envir Res Public Health. 2011a; 8(5):1671-1691.

11.  Licht AS, Hyland AJ, O’Connor, RJ, Chaloupka FJ, Borland R, Fong GT, Nargis N, 
Cummings KM. Socioeconomic variation in price minimizing behaviors: finding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Tobacco Control (ITC) Four Country Survey. Int J Envir Res 
Public Health. 2011b;8(1):234-252.

12.  Ross H, Blecher E, Yan L, Cummings KM. Predictors of what smokers say they will 
do in response to future price increases: finding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Tobacco 
Control (ITC) Four Country Survey. Nicotine Tob Res. 2011;13(6):419-425.

13.  Health Canada. Contraband cigarettes: tobacco smoke analysis. Ottawa: Health 
Canada; 2010.

14.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 Contraband tobacco enforcement strategy. 
Ottawa: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 2008.

15.  Blecher EH, van Walbeek CP. Cigarette affordability trends: an update and some 
methodological comments. Tob Control. 2009;18:167-175.

16.  Blecher EH, van Walbeek CP. 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cigarette affordability. 
Tob Control. 2004;13(4):339-46.

19烟草价格和税收 

ITC 跨国比较报告



其他资金和支持来源：
Ontario 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anadian Tobacco Control Research Initiative, Canadian Cancer Society Research 
Institute, Propel Centre for Population Health Impact, Health Canada, Scottish Executive, Malaysia 
Ministry of Health, Korean National Cancer Center, GlaxoSmithKline, Pfizer, Australia Commonwealth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eing, Health Research Council of New Zealand, ThaiHealth Promotion 
Foundation, Flight Attendant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FAMRI), Institut national de prévention et 
d’éducation pour le santé (INPES) and Institut national du cancer (INCa), German Cancer Research 
Center, Germa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the Dieter Mennekes–Umweltstiftung, ZonMw (the Netherlands 
Organisation for Healt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Tobacco Control Office,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of Brazil (INCA), National Secretariat for 
Drug Policy/Institutional Security Cabinet/ Presidency of the Federative Republic of Brazil (SENAD), 
Alliance for the Control of Tobacco Use (ACTbr), Bloomberg Global Initiative – International Union 
Against Tuberculosis and Lung Disease, Consejo Nacional de Ciencia y Tecnología (CONACyT)/Mexican 
National Council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
Geoffrey T. Fong, Ph.D.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Waterloo 
200 University Avenue West,  
Waterloo, Ontario N2L 3G1 Canada

Email: itc@uwaterloo.ca 
Tel: +1 519-888-4567 ext. 33597 
www.itcproject.org

澳大利亚

孟加拉国

不丹

巴西

加拿大

中国（大陆）

法国

德国

印度

爱尔兰

肯尼亚

马来西亚

毛里求斯

墨西哥

荷兰

新西兰

尼日利亚

韩国

泰国

英国

乌拉圭

美国

赞比亚

ITC项目：评估《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政策的效果

23个国家  •  全球人口的50%  •  全球吸烟者的60%  •  全球烟草使用者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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