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調查資訊

• 調查時間：113年4月16日~4月19日。

• 調查方式：採市話及手機電話雙底冊進行電話訪問。

• 有效樣本：1,078份 (市話538份、手機540份)



2

► 約1成8的民眾知道目前禁菸年齡是20歲，而有56.0%的人仍誤

以為禁菸年齡是18歲。

► 20歲以上民眾中，「自己有使用」新興菸品比例為3.2%，自己

未用「只有親友使用」比例占11.4%。

► 【交叉分析】：20~39歲及男性族群「自己有使用」及「只有親

友使用」合計比例較高，可能易成為潛在使用者。(詳見P.10)

台灣禁菸年齡知悉率 新興菸品使用情形 加熱菸是否減少菸害 加熱菸是否作戒菸工具

► 近2成的民眾認為加熱菸可以減少菸害，而有4成4民

眾認為無法減少菸害。

► 僅約1成的民眾認為加熱菸可作戒菸工具，而有6成1

民眾認為其無法作為戒菸工具。

基礎調查 加熱菸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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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菸品相關法規知悉度【4項】

► 相關法規知悉度：知道「菸害防制法全面禁止電子煙」比例近6成；而「加熱菸已納入法規管理」及「健康風

險評估審查」知悉比例均不到1成，顯示絕大多數民眾對於加熱菸相關管理法規及開放狀況都還不清楚。

► 7成5民眾認為政府開放加熱菸之前應先有完備的配套措施。

► 【交叉分析】：自己有使用新興菸品者認為應先有完備配套的比例更高達94.6%，即使是新興菸品使用族群

也希望政府能夠準備好再開放。(詳見P.19)

開放加熱菸之前應先有完備配套措施

法規認知



4

► 7成民眾會擔心吸菸人口年輕化將加重未來健保負擔。

► 7成5民眾認為新興菸品會更容易使青少年吸菸成癮。

► 7成4民眾認為青少年吸菸的問題是「嚴重」的。

► 6成8民眾認為青少年的菸害防制配套措施「不充足」，尤其20歲以下

青少年家長認為不充足的比例更達7成5以上。(詳見P.23)

► 民眾認為學生菸害防制措施不夠充足的面向以「網路販賣菸品氾濫」

(64.6%)比例最高。 (詳見P.24)

吸菸人口年輕化

加重未來健保負擔

新興菸品

更容易使青少年吸菸成癮

青少年吸菸問題嚴重性

青少年菸害防制措施是否充足

青少年議題

註：因各項比例採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一位的緣故，故合計數值可能稍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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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對象 全國20歲以上民眾。

抽樣方法
市話：自全國住宅部份的電話用戶，以系統抽樣加尾2碼隨機方式抽出電話
手機：參照NCC公布各行動電信業者核配之手機字首，加尾5碼亂數隨機撥號。

調查方式

調查日期

有效樣本
共完成1,078份樣本 (市話完成538份，手機完成540份)。
在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約±2.98%。

加權方式

執行單位

採用「市話」及「手機」電話雙底冊，進行人員電話訪問。

113年4月16日~4月19日。

依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進行地區、性別、年齡層、教育程度加權，以符合母體結構。

榮泰創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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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禁菸年齡知悉率

⚫ 新興菸品使用情形

基礎調查

(P.8 ~ P.10)

⚫ 加熱菸是否可減少菸害？

⚫ 加熱菸是否可作戒菸工具？

加熱菸認知

(P.11 ~ P.12)

⚫ 菸害防制法全面禁止電子煙

⚫ 加熱菸已納入菸害防制法管理

⚫ 加熱菸須通過「健康風險評估審查」

⚫ 尚未有任何一款加熱菸通過審查

⚫ 政府開放加熱菸之前應先有完備配套措施

法規認知

(P.13 ~ P.19)

⚫ 吸菸人口年輕化加重未來健保負擔

⚫ 青少年吸菸問題嚴重性

⚫ 新興菸品更容易使青少年吸菸成癮

⚫ 青少年菸害防制措施

青少年議題

(P.20 ~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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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層居住地區 性別 教育程度 小孩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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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只有約1成8的民眾知道目前禁菸年齡是20歲，且有超過5成6民眾
的年齡認知錯誤。

► 台灣菸害防制法已於112年3月修法將禁菸年齡提高至20歲。

► 調查中「知道」正確禁菸年齡為20歲者的比例為17.8%，而有56.0%的人仍誤以為禁菸年齡是18歲，另有
25.3%的人完全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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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歲以上民眾表示自己有使用新興菸品的比例為3.2%。

► 「自己及親友都有使用」為2.6%，「只有自己使用」的比例為0.6%，「自己有使用」者合計為3.2%。【註】

► 自己未用，「只有親友使用」的比例占11.4%，而自己及親友「都沒有使用」的比例為85.4%。

【註】：「自己有使用」者，包含只有自己使用及自己/親友都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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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男性等族群可能較容易接觸新興菸品，成為潛在使用者。

► 觀察各族群間「自己有使用」的比例都在5個百分點以內，其中30~59歲及男性的比例略高於平均。

► 20~39歲及男性族群中，「自己有使用」及「只有親友使用」合計比例相對較高，顯示年輕族群及男性接觸新
興菸品的機會較多，容易成為潛在使用者。

交叉分析

新興菸品使用率【交叉分析】

年齡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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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成的民眾認為加熱菸可以減少菸害，而有4成4民眾認為無法減少菸害，
對菸品減害持負面看法者較多。

► 認為加熱菸「可以減少菸害」的比例為19.8%，而認為「無法減少菸害」者占44.4%。

► 20~39歲及自己有使用新興菸品者認為「可以減少菸害」的比例較高。

【註】：「無明確意見」者，包含不知道/沒意見及主動表示沒聽過加熱菸者。

【交叉分析】

年齡 新興菸品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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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

【註】：「無明確意見」者，包含不知道/沒意見及主動表示沒聽過加熱菸者。

僅約1成的民眾認為加熱菸可作戒菸工具，而多數民眾(6成1)則認為其無法
作為戒菸工具。

► 認為加熱菸「可以作戒菸工具」的比例只有9.9%，而認為「無法作戒菸工具」者有61.3%。

► 20~29歲及自己有使用新興菸品者認為「可以作戒菸工具」的比例較高。

年齡 新興菸品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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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近6成民眾知道菸害防制法目前仍全面禁止電子煙。

► 調查有59.8%的民眾「知道」菸害防制法目前仍全面禁止電子煙，而「不知道」者為40.2%。【註】

【註】：「不知道」者，包含不知道法規全面禁止電子煙及主動表示沒聽過電子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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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1成的民眾知道加熱菸已納入菸害防制法管理，且有機會上市。

► 有9.5%的民眾「知道」加熱菸已納入菸害防制法管理，且有機會開放上市，而「不知道」者占90.5%。【註】

【註】：「不知道」者，包含不知道加熱菸已納入法規管理及主動表示沒聽過加熱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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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約4%民眾知道加熱菸通過「健康風險評估審查」才能合法上市。

► 有4.1%的民眾「知道」加熱菸通過健康風險評估審查才能合法上市，而「不知道」者占95.9%。【註】

【註】：「不知道」者，包含不知道加熱菸須通過健康風險評估審查及主動表示沒聽過加熱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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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約4%民眾知道目前尚未有任何一款加熱菸通過「健康風險評估審查」。

► 有3.9%的民眾「知道」目前尚未有任何一款加熱菸通過健康風險評估審查，而「不知道」者占96.1%。【註】

【註】：「不知道」者，包含不知道尚未有任一加熱菸通過審查及主動表示沒聽過加熱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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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民眾知道「法規全面禁止電子煙」，但有關「加熱菸相關管理法規
及開放狀況」的知悉率均不到1成。

► 本次調查4項新興菸品相關法規的知悉度，其中知道「菸害防制法全面禁止電子煙」的比例最高(59.8%)。

► 知道「加熱菸已納入法規管理」及「健康風險評估審查」的比例均不到1成，顯示絕大多數民眾對加熱菸相關
的法規及審查制度不熟悉。



18

整體來看，20~39歲年輕族群、新興菸品使用者及知道禁菸年齡為20歲者知悉相
關法規的比例都相對較高。

交叉分析

知道
尚無任何一款加熱菸通過
「健康風險評估審查」

知道
加熱菸已納入法規管理

知道
法規全面禁止電子煙

年
齡

使
用
情
形

新
興
菸
品

知
悉
率

禁
菸
年
齡

知道
加熱菸通過「健康風險評

估審查」才能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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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7成5民眾認為政府開放加熱菸之前應先有完備的配套措施。

► 調查有75.8%的民眾認為「政府開放加熱菸之前，應先有完備的配套措施」，而認為不需要者僅占3.7%。

► 20~49歲、自己有使用新興菸品者等族群認為開放前應先有完備配套措施的比例較高，即使已使用過新興菸
品的族群也願意等待政府制定完整配套措施再開放。

【註】：「無明確意見」者，包含不知道/沒意見及主動表示沒聽過加熱菸者。

【交叉分析】

年齡 新興菸品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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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7成民眾會擔心吸菸人口年輕化將加重未來健保負擔。

► 有70.9%的民眾「會擔心」吸菸人口年輕化造成的健康傷害，將加重未來健保負擔，而「不會擔心」者占
23.5%。

► 50~69歲、女性、都沒有使用新興菸品者「會擔心」的比例較高；而相對的20~39歲、男性、自己有使用及
只有親友使用者「不會擔心」的比例較高。

【交叉分析】

年齡 新興菸品使用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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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7成4民眾認為青少年吸菸的問題是嚴重的。

► 認為青少年吸菸問題「嚴重」的比例合計有74.1%，而認為「不嚴重」的比例合計有14.5%。

► 20~29歲、女性族群認為「嚴重」的比例較高；而男性則認為「不嚴重」的比例較高。

► 觀察有20歲以下子女的家長，認為「嚴重」的比例與整體無明顯差異。

【交叉分析】

年齡 小孩年齡層性別註：因各項比例採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一位的緣故，故合計數值可能稍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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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

有7成5民眾認為新興菸品會更容易使青少年吸菸成癮。

► 有75.8%的民眾認為新興菸品「會讓青少年族群更容易開始吸菸，造成菸品成癮」，而認為不會者占12.1%。

► 20~39歲、女性族群認為「會」的比例較高；而男性、自己有使用新興菸品者則認為「不會」的比例較高。

年齡 新興菸品使用情形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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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6成8民眾認為青少年的菸害防制配套措施不充足，尤其青少年家長認為
不充足的比例更達7成5以上。

► 認為青少年菸害防制配套措施「不充足」的比例合計有68.2%，而認為「充足」的比例合計有12.2% 。

► 20~49歲、女性及20歲以下子女家長，認為配套措施「不充足」的比例較高，均達7成2以上。

【交叉分析】

年齡 小孩年齡層性別註：因各項比例採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一位的緣故，故合計數值可能稍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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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認為學生菸害防制措施不夠充足的面向以「網路販賣菸品氾濫」比例
最高，達6成4。

► 針對認為青少年菸害防制措施「不是非常充足」者進一步列出3個面向，詢問哪些面向的措施還不夠充足：
各項比例依序為「網路販賣菸品氾濫」(64.6%)、「新興菸品防治教育不足」(56.4%)、「查緝菸品人力不足
」(52.7%)。

民眾認為【還不夠充足的面向】(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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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吸菸問題
嚴重性

新興菸品更容易使
青少年吸菸成癮

青少年菸害防制措施
是否充足

全體

12歲以下

13~19歲

20歲以上

沒有小孩

小
孩
年
齡
層

• 20歲以下青少年家長認為「青少年菸害防制措施不充足」的比例明顯高於整體
平均。

• 而「青少年吸菸問題嚴重性」及「新興菸品容易使青少年吸菸成癮」等問題，
則差異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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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多項國外研究指出，加熱菸不能減少傷害，反而會釋放其他新添加的有毒物質，也難以作戒菸工具。

【參考資訊：衛福部112年3月新聞稿 https://www.mohw.gov.tw/cp-6566-73993-1.html】

► 本次調查發現，誤認為加熱菸「可減少菸害」(19.8%)及「可作戒菸工具」(9.9%)的民眾雖占少數，但

20~39歲年輕族群及自己有使用新興菸品者有錯誤認知的比例都相對較高 (尤其20~29歲認為「可減少菸害

」有37.5%、使用新興菸品者是35.5%)。

► 調查也發現20~39歲年輕族群較容易成為潛在使用者，應針對「新興菸品」加強宣導正確的菸害觀念，避免

年輕族群使用更加氾濫。

整體而言，雖然只有少數民眾認為加熱菸「可以減少菸害」及「可作為戒菸工
具」，但發現年輕族群及新興菸品使用者較容易有這類錯誤認知。

相較於電子煙，絕大多數民眾對於加熱菸相關管理法規及開放狀況都還不清楚，
政府在開放加熱菸之前應先加強法規宣導，並制定完備配套措施。

► 有關新興菸品相關法規，民眾僅對「全面禁止電子煙」(59.8%)的知悉度較高，有關加熱菸相關管理法規及

開放狀況的知悉度均不到1成。

► 有75.8%民眾認為「政府開放加熱菸之前，應先有完備的配套措施」，值得注意的是，有使用新興菸品者認

為應先有完備配套的比例更高達94.6%，即使是目前的新菸使用族群也希望政府能夠準備好再開放。

https://www.mohw.gov.tw/cp-6566-7399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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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民眾認為目前青少年吸菸問題是嚴重的，且擔心會因此增加未來健保負擔，
「新興菸品」更容易造成青少年吸菸成癮的問題不容忽視。

► 整體有74.1%民眾認為現在青少年吸菸問題嚴重，且有70.9%會擔心吸菸人口年輕化將加重未來健保負擔。

► 近年「新興菸品」開始在年輕族群間流行，調查有75.8%民眾認為新興菸品會更容易造成青少年吸菸成癮。

► 本次雖未直接對20歲以下青少年進行調查，但從調查結果得知年輕族群容易誤認為新興菸品可降低菸害，推

測青少年在校園也易受身邊同儕影響，進而開始接觸吸食。

針對加熱菸開放除了要制定完備配套措施，更應著重青少年相關菸害防治辦法，
首要需處理「網路販賣菸品氾濫」問題，降低青少年取得菸品的機會。

► 有68.2%民眾認為青少年的菸害防制配套措施不充足，尤其20歲以下青少年家長認為不充足的比例更達7成5

以上，在新興菸品流行的當下，政府應針對青少年菸害防制辦法進行加強。

► 關於青少年菸害防制措施，民眾認為最需加強的是「網路販賣菸品氾濫」(64.6%)，現在網路購物便利，使

青少年也能輕易購買，應從販賣源頭管理降低其取得機會。

► 而「新興菸品防治教育不足」、「查緝菸品人力不足」等問題也相當重要，都有5成以上民眾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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