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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衛生局 

112 年度補助地方推動綜合保健工作計畫 

子計畫1：菸害防制工作 

年度成果摘要 

 

目標項目一：落實菸害防制法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1. (第 8 條第 1 款)自
動販賣、郵購、電

子購物或其他無法

辨識消費者年齡之

方式，達 80 家數、

160 項次。 

1. 於每月前往依菸害防制法各法條規

範之場所及配合縣內各項聯合稽查

時執行菸害防制法稽查工作，成果

如下： 

(1) 新法施行前-(第 5 條第 1 項)自動販

賣、郵購、電子購物或其他無法辨

識消費者年齡之方式，達 92 家數、

111 項次。 

(2) 新法施行後-(第 8 條第 1 款)自動販

賣、郵購、電子購物或其他無法辨

識消費者年齡之方式，達 94 家數、

240 項次。 

(3) 家數目標達成率為 117.5%、項次目

標達成率為 150%，皆已達年度計畫

目標。 

2. 本法條無查獲違規案件，另亦於每

次稽查時，加強向販賣菸品業者宣

導：菸品不得以自動販賣、郵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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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電子購物或其他無法辨識消費者年

齡之方式為之，請務必遵守規定以

免受罰。 

2. (第 8 條第 2 款)開
放式貨架或其他可

由消費者直接取得

之方式，達 80 家

數、160 項次。 

(第 8 條第 3 款)每
一販賣單位，以少

於 20 支及其內容

物淨重低於 15 公

克之包裝方式，達

80 家數、160 項次。 

(第 13 條第 1 項)販
賣菸品場所標示，

達 80 家數、160 項

次。 

1. 於每月前往依菸害防制法各法條規

範之場所及配合縣內各項聯合稽查

時執行菸害防制法稽查工作，成果

如下： 

(1) 新法施行前-(第 5 條第 2 項)開放式

貨架等可由消費者直接取得且無法

辨識年齡之方式，達 92 家數、111
項次。 

(2) 新法施行後- (第 8 條第 2 款)開放式

貨架或其他可由消費者直接取得之

方式，達 94 家數、240 項次。 

(3) 家數目標達成率為 117.5%、項次目

標達成率為 150%，皆已達年度計畫

目標。 

(4) 新法施行前-(第 5 條第 3 項)每一販

賣單位以少於 20 支及其內容物淨

重低於 15 公克之包裝方式，達 92
家數、111 項次。 

(5) 新法施行後-(第 8 條第 3 款)每一販

賣單位，以少於 20 支及其內容物淨

重低於 15 公克之包裝方式，達 94
家數、240 項次。 

(6) 家數目標達成率為 117.5%、項次目

標達成率為 150%，皆已達年度計畫

目標。 

(7) 新法施行前-(第 10條第 1項)販賣菸

品場所標示，達 92 家數、111 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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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8) 新法施行後- (第 13 條第 1 項)販賣

菸品場所標示，達 94 家數、240 項

次。 

(9) 家數目標達成率為 117.5%、項次目

標達成率為 150%，皆已達年度計畫

目標。 

1. 該 3 項法條皆無查獲違規案件，另

亦於每次稽查時，加強向販賣菸品

業者宣導菸害防制法第 8 條第 2
款、第 3 款、第 13 條第 1 項，等規

定，請業者務必遵守，以免受罰。 

3. (第 9 條第 1 項)菸
品容器加註之文字

及標示，達 80 家

數、160 項次。 

(第 9 條第 2 項)菸
品容器最大正面及

反面明顯位置處，

應以中文標示健康

警示圖文及戒菸相

關資訊，且其標示

面積不得低於該面

積 50%，達 80 家

數、160 項次。 

(第 10 條第 2 項)尼
古丁及焦油含量標

示，達 80 家數、160
項次。 

1. 於每月前往依菸害防制法各法條規

範之場所及配合縣內各項聯合稽查

時執行菸害防制法稽查工作，成果

如下： 

(1) 新法施行前- (第 6 條第 1 項)菸品容

器加註之文字及標示，達 92 家數、

111 項次。 

(2) 新法施行後-(第 9 條第 1 項)菸品容

器加註之文字及標示，達 94 家數、

240 項次。 

(3) 家數目標達成率為 117.5%、項次目

標達成率為 150%，皆已達年度計畫

目標。 

(4) 新法施行前-(第 6 條第 2 項)菸品容

器最大外表正反面應以中文標示健

康警示圖文與戒菸相關資訊，且其

標示面機不得小於該面積 35%，達

92 家數、111 項次。 

(5) 新法施行後-(第 9 條第 2 項)菸品容

器最大正面及反面明顯位置處，應

 



4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以中文標示健康警示圖文及戒菸相

關資訊，且其標示面積不得低於該

面積 50%，達 94 家數、240 項次。 

(6) 家數目標達成率為 117.5%、項次目

標達成率為 150%，皆已達年度計畫

目標。 

(7) 新法施行前-(第 7 條第 1 項)尼古丁

及焦油含量標示，達 92 家數、111
項次。 

(8) 新法施行後-(第 10條第 2項)尼古丁

及焦油含量標示，達 94 家數、240
項次。 

(9) 家數目標達成率為 117.5%、項次目

標達成率為 150%，皆已達年度計畫

目標。 

2. 因應菸害防制法新規定施行，加強

向業者宣導菸害防制法 (第9條第2
項)菸品容器最大正面及反面明顯

位置處，應以中文標示健康警示圖

文及戒菸相關資訊，且其標示面積

不得低於該面積 50%之規定。 

4. (第 12 條)菸品、指

定菸品必要之組合

元件之促銷或廣

告，達 80 家數、160
項次。 

1. 於每月前往依菸害防制法各法條規

範之場所及配合縣內各項聯合稽查

時執行菸害防制法稽查工作(實體

店家稽查)成果如下：  

(1) 新法施行前-(第 9 條)促銷菸品或為

菸品廣告，達 92 家數、111 項次。 

(2) 新法施行後-(第 12 條)菸品、指定菸

品必要之組合元件之促銷或廣告，

達 96 家數、242 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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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3) 家數目標達成率為 120%、項次目標

達成率為 151.25%，皆已達年度計

畫目標。 

2. 另有關網路違規案件：由新北市政

府衛生局移送查獲有關本轄花店工

作室於 Instagram 社群網站刊登販

賣「菸品花束」，涉違反菸害防制法

第 12 條規定，依菸害防制法查處。 

3. 於執行菸害防制法稽查時，加強向

業者宣導違規案例，提醒業者請勿

違規以免觸法受罰。 

5. (第 14條)營業場所

不得免費供應菸

品、指定菸品必要

之組合元件，達 80
家數、160 項次。 

1. 於每月前往依菸害防制法各法條規

範之場所及配合縣內各項聯合稽查

時執行菸害防制法稽查工作，成果

如下： 

(1) 新法施行前-(第11條)營業場所不得

免費供應菸品，達 92 家數、111 項

次。 

(2) 新法施行後-(第 14 條)營業場所不

得免費供應菸品、指定菸品必要之

組合元件，達 94 家數、240 項次。 

(3) 家數目標達成率為 117.5%、項次目

標達成率為 150%，皆已達年度計畫

目標。 

2. 經前往本縣各場所執行菸害防制法

稽查，目前無該項違規情事發生。 

 

6. (第 16 條第 1 項)未
滿 20 歲者不得吸

菸，達 80 家數、160
項次。 

1. 於每月前往依菸害防制法各法條規

範之場所及配合縣內各項聯合稽查

時執行菸害防制法稽查工作，成果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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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1) 新法施行前- (第 12 條第 1 項)未滿

18 歲者不得吸菸，達 556 家數、617
項次。 

(2) 新法施行後-(第 16 條第 1 項)未滿

20 歲者不得吸菸，達 732 家數、978
項次。 

(3) 家數目標達成率為 915%、項次目標

達成率為 611.25%，皆已達年度計

畫目標。 

2. 另分別由本縣國立金門大學、國立

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金湖國中

等校檢舉通報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16
條第 1 項(未滿 20 歲者不得吸菸者)
計 21 案，依菸害防制法查處。 

3. 針對違規吸菸者除處以罰鍰外，結

合學校辦理戒菸教育、戒菸班，並

於通知家長違規者陳述意見、催繳

罰鍰時，請家長共同輔導青少年力

行戒菸行動並注意青少年交友及零

用錢使用情形，避免購買菸品等。 

4. (第 17 條第 1 項)不
得供應菸品、指定

菸品必要之組合元

件予未滿 20 歲

者，達 80 家數、160
項次。 

1. 於每月前往依菸害防制法各法條規

範之場所及配合縣內各項聯合稽查

時執行菸害防制法稽查工作，成果

如下： 

(1) 新法施行前-(第 13條第 1項)不得供

應菸品予未滿 18 歲者，達 92 家數、

111 項次。 

(2) 新法施行後-(第 17條第 1項)不得供

應菸品、指定菸品必要之組合元件

予未滿 20 歲者，達 94 家數、240
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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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3) 家數目標達成率為 117.5%、項次目

標達成率為 150%，皆已達年度計畫

目標。 

2. 另由本縣縣警局金城分局移送有關

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17條第 1項不得

供應菸品予未滿 20 歲者計 1 案，依

菸害防制法查處。 

3. 本局於每月辦理本縣販賣菸品場所

喬裝測試，平均每月喬裝合格率為

96.06%，與國民健康署 111 年度辦

理本縣喬裝合格率 76.7%相較，已

提升 19.36%，針對不合格場所由菸

害小組同仁向店家加強宣導不得供

應菸品予未滿 20 歲者，有難以辨識

消費者之年齡者，務必請其提出證

明文件，以免觸法受罰。另函請不

合格業者加強員工教育訓練，並列

為加強稽查對象(如附件 1)。 

5. (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 任何人不得

製造、輸入、販賣、

供應、展示或廣告

與菸品或菸品容器

形狀近似物品，達

80 家數、160 項次。 

1. 於每月前往依菸害防制法各法條規

範之場所及配合縣內各項聯合稽查

時執行菸害防制法稽查工作，成果

如下： 

(1) (第 15條第 1項第 1款) 任何人不得

製造、輸入、販賣、供應、展示或

廣告與菸品或菸品容器形狀近似物

品，達 94 家數、240 項次。 

(2) 家數目標達成率為 117.5%、項次目

標達成率為 150%，皆已達年度計畫

目標。 

2. 於稽查時適時向業者宣導菸害防制

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任何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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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得製造、輸入、販賣、供應、展示

或廣告與菸品或菸品容器形狀近似

物品之規定，提醒業者勿觸法以免

受罰。 

6. (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 任何人不得

製造、輸入、販賣、

供應、展示或廣告

類菸品或其組合元

件，達 80 家數、160
項次。 

(本縣無電子煙實

體店面) 

1. 電子煙是吸菸、毒品的入門磚，正

值發育的兒童青少年一旦吸食，對

健康傷害甚大，近年來電子煙產品

及新興菸品於市場上及各大網路平

台中如雨後春筍洶湧來襲，業者更

以各種新奇造型及各式各樣口味等

手段吸引年輕族群購買使用，本縣

雖無電子煙實體店面，惟因地緣與

中國大陸相鄰，民眾、業者往返金

廈頻繁，爰此加強於各場域及店家

宣導本法條之規定，並印製計程車

宣導單張收據向旅客及乘客發送宣

導(附件 2)。 

2. 於每月前往依菸害防制法各法條規

範之場所及配合縣內各項聯合稽查

時執行菸害防制法稽查工作，成果

如下： 

3. (第 15條第 1項第 2款) 任何人不得

製造、輸入、販賣、供應、展示或

廣告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達 570
家數、1,446 項次。 

4. 家數目標達成率為 712.5%、項次目

標達成率為 903.75%，皆已達年度

計畫目標。 

5. 另因應今(112)年3月 22日起菸害防

制法修正施行，本局自 112 年 3 月

29 日起配合鈞署進行 Dcard 平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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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路監測專案，共監測 Dcard 平台網

路疑涉違規案計 180 件，茲因行為

人於 Dcard 平台所註冊的個人資料

無身分證字號及資料不實之情形，

需再逐案以其他線索查調個資後，

再由戶役政系統查調行為人戶籍

後，再移送其設籍所在縣市依菸害

防制法查處，且有貼文時間疑慮、

違規證據不明確等因，極耗費本局

大量的人力及時間，影響業務推動。 

6. 由其他縣市監測蝦皮、露天及 7-11
賣貨便平台查獲網路違規案移送本

局查處計 15 案，依菸害防制法查

處。 

7. 由鈞署監測臉書、IG、蝦皮及露天

平台查獲網路違規案移送本局查處

計 175 案，依菸害防制法查處。 

7. (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 任何人不得

製造、輸入、販賣、

供應、展示或廣告

未經核定通過健康

風險評估審查之指

定菸品或其必要之

組合元件，達 80
家數、160 項次。 

1. 於每月前往依菸害防制法各法條規

範之場所及配合縣內各項聯合稽查

時執行菸害防制法稽查工作，成果

如下： 

(1) (第 15條第 1項第 3款) 任何人不得

製造、輸入、販賣、供應、展示或

廣告未經核定通過健康風險評估審

查之指定菸品或其必要之組合元

件，達 570 家數、1,446 項次。 

(2) 家數目標達成率為 712.5%、項次目

標達成率為 903.75%。 

2. 另由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查獲設籍

本轄之民眾違規攜帶未經核定通過

健康風險評估審查之指定菸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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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熱菸)產品入境計 6 案，後依菸害防

制法查處。 

8. (第 15 條第 2 項)不
得使用類菸品及未

經核定通過健康風

險評估審查之指定

菸品，達 80 家數、

160 項次。 

1. 於每月前往依菸害防制法各法條規

範之場所及配合縣內各項聯合稽查

時執行菸害防制法稽查工作，成果

如下： 

(1) (第 15 條第 2 項)不得使用類菸品及

未經核定通過健康風險評估審查之

指定菸品，達 95 家數、241 項次。 

(2) 家數目標達成率為 118.75%、項次

目標達成率為 150.63%。 

2. 加強於各社區、職場、學校及軍隊

等場域向民眾宣導不得使用類菸品

及未經核定通過健康風險評估審查

之指定菸品之規定，呼籲民眾善用

本縣二代戒菸服務、戒菸班及撥打

免費戒菸專線等力行戒菸行動，以

維護自身健康。 

 

9. 各級學校、幼兒

園、托嬰中心、居

家式托育服務場所

及其他供兒童及少

年教育或活動為主

要目的之場所，達

26 家數、52 家次。 

1. 於每月前往依菸害防制法各法條規

範之場所及配合縣內各項聯合稽查

時執行菸害防制法稽查工作，成果

如下： 

(1) 各級學校、幼兒園、托嬰中心、居

家式托育服務場所及其他供兒童及

少年教育或活動為主要目的之場

所，達 67 家數、122 家次。 

(2) 家數目標達成率為 257.69%、家次

目標達成率為 234.62%。 

2. 經本縣國立金門大學檢舉通報於大

專校院室外場所違規吸菸行為人計

2 案(皆未滿 20 歲)。另經國立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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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及金湖國中檢舉

通報於高級中等學校違規吸菸行為

人計 18 案，依菸害防制法裁處，有

嚇阻違規吸菸情形，降低各學校校

園二手菸暴露率。 

3. 藉由與國立金門大學、國立金門高

級農工職業學校及金湖國中等校合

作，由學校教官及教職人員於課間

校園及吸菸熱點巡查，查獲違規吸

菸者除依校規處辦外，另亦同步移

送本局依菸害防制法裁處，增加本

局執法人力及有效嚇阻違規吸菸情

形，降低校園場域二手菸暴露危害。 

4. 每月結合本縣學生校外會校外聯

巡，前往青少年聚集熱點進行菸害

防制法稽查，計 43 場次，無查獲違

規案件。 

10. 圖書館、博物館、

美術館及其他文化

或社會教育機構所

在之室內及室外場

所，達 10 家數、20
家次。 

1. 於每月前往依菸害防制法各法條規

範之場所執行菸害防制法稽查工

作，成果如下： 

(1) 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及其他文

化或社會教育機構所在之室內及室

外場所，達 31 家數、33 家次。 

(2) 家數目標達成率為 310%、家次目標

達成率為 165%。 

2. 目前於該場所無查獲違規案件。 

 

11. 醫療機構、護理機

構、其他醫事機構

及社會福利機構所

在場所，達 54 家

數、108 家次。 

1. 多數民眾對於醫院戶外禁菸規定尚

認知不足，故常常於步出醫院就急

著點菸，或是在院區等待就醫時，

至醫院門口吸菸，爰此加強醫院場

域的稽查及宣導為本局之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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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之一。 

2. 於每月前往依菸害防制法各法條規

範之場所執行菸害防制法稽查工

作，成果如下： 

(1) 醫療機構、護理機構、其他醫事機

構及社會福利機構所在場所，達 80
家數、112 家次。 

(2) 家數目標達成率為 148.15%、家次

目標達成率為 103.7%。 

3. 經檢舉及查獲於衛生福利部金門醫

院場所違規吸菸行為人計 5 案，依

菸害防制法裁處，有嚇阻違規吸菸

情形，降低醫院場域二手菸暴露率。 

4. 另為加強使民眾遵守禁菸規定，本

局加強派員前往金門醫院稽查取

締，並向有吸菸習慣的病人進行勸

戒菸、轉介戒菸專線等，共勸戒 75
人；另由醫院保全人員於執勤時如

有發現民眾違規吸菸向本局檢舉通

報違規個案計 4 案，依菸害防制法

裁處。 

5. 另印製「禁菸規定宣導年曆卡」向

就診病人發送宣導，加強民眾對醫

院院區禁菸規定之認知，及宣導醫

院提供之二代戒菸服務及可善用二

代戒菸服務等，維護自身健康，避

免疾病發生(附件 3)。 

6. 由院方於門診時段加強院區禁菸宣

導廣播，提醒癮君子請勿隨意違規

吸菸，降低二手菸暴露危害。 

7. 加強於醫院院區所有入口處及吸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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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熱點等處，印製設置「禁菸檢舉海

報」及「禁菸範圍標示牌」、播放禁

菸宣導廣播，提醒吸菸者請勿違規

吸菸，以免受罰，提升民眾對醫院

戶外禁菸規定的認知(附件 4)。 

8. 於本縣各社區、職場等場域辦理衛

教宣導時，加強播放宣導影音簡

報，及於本縣廣播電台及有線電視

台等多煤體強力放送宣導禁菸規

定。 

12. 老人福利機構(室
內、室外場所)，達

2 家數、4 家次。 

1. 於每月前往依菸害防制法各法條規

範之場所執行菸害防制法稽查工

作，成果如下： 

(1) 老人福利機構(室內、室外場所)，達

4 家數、6 家次。 

(2) 家數目標達成率為 200%、家次目標

達成率為 150%。 

2. 目前於該場所無查獲違規案件。 

 

13. 政府機關及公營事

業機構所在之室內

場所；金融機構、

郵局及電信事業之

營業場所；三人以

上共用之室內工作

場所，達 130 家

數、130 家次。 

1. 於每月前往依菸害防制法各法條規

範之場所執行菸害防制法稽查工

作，成果如下： 

(1) 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所在之室

內場所；金融機構、郵局及電信事

業之營業場所；三人以上共用之室

內工作場所，達 133 家數、135 家

次。 

(2) 家數目標達成率為 102.31%、家次

目標達成率為 103.85%。 

2. 目前於該場所無查獲違規案件。 

 

14. 大眾運輸工具、車 1. 於每月前往依菸害防制法各法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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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站(含月台)、旅客

等候室、遊覽車、

計程車，達 6 家

數、12 家次。 

範之場所執行菸害防制法稽查工

作，成果如下： 

(1) 大眾運輸工具、車站(含月台)、旅客

等候室、遊覽車、計程車，達 10 家

數、15 家次。 

(2) 家數目標達成率為 166.67%、家次

目標達成率為 125 %。 

2. 目前於該場所無查獲違規案件。 

15. 製作、儲存或販賣

易燃易爆物品之場

所，達 11 家數、11
家次。 

1. 於每月前往依菸害防制法各法條規

範之場所執行菸害防制法稽查工

作，成果如下： 

(1) 製作、儲存或販賣易燃易爆物品之

場所，達 11 家數、13 家次。 

(2) 家數目標達成率為 100%、家次目標

達成率為 118.18%。 

2. 目前於該場所無查獲違規案件。 

 

16. 供室內體育、運動

或健身之場所；室

外體育場及游泳池

或其他供公眾休閒

娛樂之室外場所，

達 16 家數、32 家

次。 

1. 於每月前往依菸害防制法各法條規

範之場所執行菸害防制法稽查工

作，成果如下： 

(1) 供室內體育、運動或健身之場所；

室外體育場及游泳池或其他供公眾

休閒娛樂之室外場所，達 43 家數、

67 家次。 

(2) 家數目標達成率為 268.75%、家次

目標達成率為 209.38%。 

2. 目前於該場所無查獲違規案件。 

3. 惟本縣有關供公眾休閒娛樂之室外

場所如公園綠地等，常有發現癮君

子將菸蒂亂丟之情形，爰持續於各

宣導場域及多元化媒體進行禁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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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定宣導，並加強派員穿著稽查背心

前往該場所勸戒菸及稽查取締違規

者，以降低二手菸暴露情形。 

17. 歌劇院、電影院、

視聽歌唱業、資訊

休閒業及其他供公

眾娛樂之室內場

所，達 15 家數、30
家次。 

1. 於每月前往依菸害防制法各法條規

範之場所及配合縣內各項聯合稽查

時執行菸害防制法稽查工作，成果

如下： 

(1) 歌劇院、電影院、視聽歌唱業、資

訊休閒業及其他供公眾娛樂之室內

場所，達 27 家數、64 家次。 

(2) 家數目標達成率為 180%、家次目標

達成率為 213.33%。 

2. 於聯合稽查時查獲電子遊戲場、視

聽歌唱業禁菸場所違規供應與吸菸

有關之器物或未於場所所有入口處

設置明顯禁菸標示計 3 家，依菸害

防制法裁處。 

3. 目前本縣資訊休閒業網咖場所僅有

2 家有營業。 

4. 目前本縣電子遊戲場業場所僅剩 4
家有營業。 

5. 本局結合縣警察局擴大臨檢勤務及

縣府建設處特定目的事業場所之聯

合稽查，加強前往視聽歌唱業、資

訊休閒業及其他供公眾娛樂之室內

場所稽查，配合警局勤務時，有警

力協助，增加本局稽查人員執法安

全性，並達有效嚇阻違規吸菸者，

增強本縣菸害防制法執法成效，另

透過結合跨局處聯合稽查機制，加

強各單位橫向溝通、合作，改善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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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查人力不足之問題。 

6. 配合金門縣文化局執行電影片映演

業進行菸害防制法稽查，共 2 家

次，無發現違規情事。(場所稽查涵

概率為 100%)，目標達成率 100%。 

21. 旅館、商場、餐飲

店、酒吧、夜店或

其他供公眾消費之

室內場所(含百貨

公司、超市、大賣

場、雜貨店、便利

商店、檳榔攤等)，
達 200 家數、200
家次。 

1. 於每月前往依菸害防制法各法條規

範之場所及配合縣內各項聯合稽查

時執行菸害防制法稽查工作，成果

如下： 

(1) 旅館、商場、餐飲店、酒吧、夜店

或其他供公眾消費之室內場所(含
百貨公司、超市、大賣場、雜貨店、

便利商店、檳榔攤等)，達 551 家數、

826 家次。 

(2) 家數目標達成率為 275.55%、家次

目標達成率為 413%。 

2. 酒吧、夜店場所為本年度菸害防制

法新規定納入禁菸之場所，惟本縣

之酒吧、夜店場所皆為原登記視聽

歌唱業場所，故原就已依菸害防制

法規定辦理。 

3. 目前於該場所無查獲違規案件。 

 

22. 各縣市自行公告指

定之場所及交通工

具，達 50 家數、100
家次。 

1. 於每月前往本縣自行公告指定之場

所(如超商騎樓、校園周邊人行道、

太武山登山步道、金門航空站等)執
行菸害防制法稽查工作，成果如下： 

(1) 各縣市自行公告指定之場所及交通

工具，達 90 家數、210 家次。 

(2) 家數目標達成率為 180%、家次目標

達成率為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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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2. 目前於該場所無查獲違規案件。 

23. 辦理菸害防制人民

陳情案件處理達成

率達 100%。 

1. 針對國民健康署通報之檢舉案件實

際前往場所稽查，若查有違規事實

依菸害防制法處辦，再回復辦理情

形並結案。 

2. 本年度無接獲國民健康署通報之檢

舉案件，達成率達 100%，已達年度

計畫目標。 

 

目標項目二：提供及運用地方資源辦理戒菸服務網絡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1. 轉介使用戒菸專線

之服務人數至少

200 人。 

達成率：181% 

1. 現況與問題分析： 

(1) 戒菸者常因為時間限制而不願

意前往二代戒菸醫事機構參加

戒菸，導致戒菸失敗，然為增加

戒菸者之戒菸動機，本局鼓勵吸

菸者可善用免費戒菸專線服

務，由專人協助其達到成功戒菸

之效果。 

(2) 免費戒菸專線服務提供戒菸者

具只要撥電話的便利性、即時性

與隱密性，結合專業諮商及心理

支持，能幫助吸菸者成功戒除菸

癮。 

2. 擬定策略並執行： 

(1) 藉由辦理抽獎方式，提升吸菸者

利用及接受轉介免費戒菸專線

之使用率，經由本縣各醫療院所

及本局轉介之個案，皆可參加摸

彩活動，以獎勵方案激勵戒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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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力行戒菸的動機及行動力。 

(2) 另透過本局及二代戒菸服務合

約之醫事人員主動積極協助轉

介及鼓勵吸菸者善用免費戒菸

專線服務。 

(3) 於學校、軍隊及職場等宣導活動

場次中，加強針對吸菸者進行轉

介專線服務，鼓勵參加活動有吸

菸者主動撥打免費戒菸專線，除

幫助自身戒菸外，亦可增加本縣

戒菸人數，降低吸菸率。 

(4) 透過各宣傳媒體積極推廣免費

戒菸專線服務，讓更多吸菸者能

將戒菸的心動化為行動，接受轉

介或主動撥打，達成戒菸之目

的。 

1. 成效評估： 

(1) 經本局、各鄉鎮衛生所及各二代

戒菸服務院所於每月積極鼓勵

吸菸者利用免費戒菸專線服務

力行戒菸行動，轉介使用衛生福

利部國民健康署免費戒菸專線

服務人數，計 362 人。 

(2) 辦理本縣接受轉介免費戒菸專

線或主動撥打戒菸專線參加者

之抽獎活動，符合抽獎資格計

362 人，共計抽出 60 名戒菸者

予以獎勵，鼓勵持續力行戒菸行

動，提升戒菸動機及成效。 

2. 辦理戒菸班之參與

人數至少達 20 人。 
達成率：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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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1. 現況與問題分析： 

(1) 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於

108 年進行青少年吸菸行為調

查結果顯示，本縣 108 年國中

生、高中職生紙菸吸菸率分別為

2.1%、15.2%，均較前一年 1.2
％、13.3％上升，顯現本縣青少

年吸菸日益嚴重，爰此亟需專業

介入及輔導。 

(2) 根據調查指出，國軍的吸菸率為

43.5%，其中有一成五是在從軍

後開始吸菸，顯見軍中反菸成效

不彰，爰此本年度結合本縣軍隊

開辦戒菸班，幫助國軍弟兄落實

健康生活。 

2. 擬定策略並執行： 

(1) 辦理戒菸輔導班，幫助染上菸癮

惡習的吸菸者戒除菸癮，並於每

節課前簽到時進行肺部一氧化

碳濃度 CO 值檢測，並透過正向

的鼓勵方案介入及戒菸團體活

動的進行讓學員了解吸菸的危

害，促進宣教成果，提升學員同

儕們之拒菸信念，輔導其力行健

康行為。 

(2) 訂定戒菸班獎勵方案，分別為追

蹤 1 個月、3 個月及 6 個月之點

戒菸成功率，並予以頒發獎勵禮

品，增加戒菸成功率。 

3. 成效評估： 

(1) 本年度於 4 月 11 日結合國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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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辦「成人戒菸班」計 1 班，共招

募 23 位吸菸官兵，透過 4 週計

12 小時之戒菸班團體課程介

入，使戒菸成員了解吸菸對身體

危害，協助學員力行戒菸行動，

課程結束共有 4 位學員 (佔
17.39%)為不吸菸且 CO 值在 5
以下。 

(2) 本年度於 4 月 11 日及 10 月 25
日分別結合本縣國立金門高級

農工職業學校開辦「青少年戒菸

班」2 班，共招募 58 位 (佔
18.97%)吸菸學生，幫助染上惡

習的吸菸青少年戒除菸癮，展開

為期 4 週共計 12 小時之戒菸團

體課程介入，輔導戒菸行動，課

程結束共有 11 位學員為不吸菸

且 CO 值在 5 以下，另有 30 位

學員 CO 值及吸菸量有下降。 

(3) 本年度分別開辦青少年戒菸班

2 班及成人戒菸班 1 班，共計 3
班，參加成員共計 79 人。 

3. 追蹤戒菸班成員 3
個月點戒菸率至少

20%。 

達成率：145% 

1. 現況與問題分析： 

本縣青少年及軍人吸菸率一直居高

不下，該族群常因受同儕的影響而

吸菸、戒菸不易，故針對前列年輕

族群開辦戒菸班課程，希望利用同

儕間之團體拒菸信念，輔導其力行

健康行動。 

2. 擬定策略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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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訂定戒菸班獎勵方案進行 3 個月點

戒菸成功率追蹤及輔導，以增加戒

菸成功率。 

3. 成效評估： 

本年度分別開辦青少年戒菸班 2 班

及成人戒菸班 1 班，共計 3 班，參

加成員共計 81 人，其中符合 3 個月

點戒菸率追蹤計 45 名，經追蹤及關

心戒菸者戒菸情形，3 個月點戒菸

成功者計 13 人，3 個月點戒菸成功

率達 29%。 

4. 辦理其他戒菸諮詢

服務至少 10 場次。 
達成率：300% 

1. 現況與問題分析： 

(1) 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93 年

~111 年「國人吸菸行為調查」

結果顯示，本縣 18 歲以上成人

吸菸率已有逐年下降趨勢；其中

本縣 18 歲以上成人吸菸率由

107 年 15.1%（男性 25.4%、女

性 3.8%），與 111 年 10.1%（男

性 17%、女性 3.2%）相較，已

下降 5% ；其中 111 年本縣 18
歲以上成人吸菸率與全國平均

值(14%)相較也略低 3.9%。 

(2) 111 年有 4 成以上的吸菸者過去

一年內曾嘗試過戒菸。 

(3) 本縣持續針對不同族群(如軍隊

同儕、職場員工、大專院校師

生、社區人士及工地工人等)宣
導吸菸及二、三手菸對自己與周

遭親友、人士的危害，提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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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能，也對吸菸者提供多元戒菸

服務，包括由本縣轄內 17 家合

約醫事機構提供戒菸輔助用藥

治療及戒菸衛教，與免費戒菸專

線服務，由專業人員為吸菸者擬

定專屬戒菸計畫，協助戒菸。 

2. 擬定策略並執行： 

(1) 於各場域(職場、社區、學校、

工地、軍隊等)辦理其他戒菸諮

詢服務及衛教，提供吸菸者戒菸

方法及管道。 

(2) 針對參加者訂定獎勵方案並追

蹤戒菸情形。 

3. 成效評估： 

透過結合各場域(職場、社區、學

校、工地、軍隊等)辦理其他戒菸諮

詢服務及衛教計 30 場次，增加「戒

菸方法及管道」提供予本縣各場域

之吸菸者，協助轉介免費戒菸專線

服務共計 116 人，並給予獎勵鼓勵

力行戒菸行動，增加戒菸率、降低

吸菸率。 

目標項目三：辦理青少年菸害防制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1. 結合各級學校辦理

青少年菸害防制

(含電子煙及加熱

菸)教育及多元化

倡議活動至少達

20 場次。 

達成率：255% 

1. 現況與問題分析： 

(1) 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於

108 年進行青少年吸菸行為調

查結果顯示，本縣 108 年國中

生、高中職生紙菸吸菸率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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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為 2.1%、15.2%，均較前一年

1.2％、13.3％上升，且有近 3
成初次吸菸年齡小於 10 歲，高

中職學生吸菸率高，需加強國

中小階段之菸害預防教育。 

(2) 另 108 年本縣青少年電子煙產

品使用率為 6.2%，較 107 年的

3.4%、增加 2.8%，增幅超過 8
成，因應電子煙產品與新興菸

品日益普及、且口味造型多

樣，易吸引青少年購買使用，

違害健康。 

2. 擬定策略並執行： 

(1) 透過與本縣各國小、國中及高

中職等校共同合作加強辦理青

少年菸害防制(含電子煙及加

熱菸)教育、多元化倡議活動及

無菸小天使、教師菸害防制訓

練、不定期與本縣兒少代表討

論推動策略，強化青少年對菸

害防制(含電子煙及加熱菸)的
健康識能，降低吸菸率，共同

推動無菸校園及無菸家庭環

境，本年度共辦理計 51 場次。 

(2) 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校園菸

檳危害防制教育計畫」團隊合

作蒞金巡迴本縣各校辦理拒菸

教育 3D VR體驗教學活動~拒
菸少年闖關趣~計 3 場次，藉

由「虛擬實境」VR 體驗，引

導青少年從遊戲中學習拒菸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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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能。 

(3) 由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校園菸

檳危害防制教育計畫」團隊協

助本縣推動青少年菸檳防制策

略，降低本縣高中職吸菸率。 

3. 成效評估： 

(1) 於本縣 27 所學校辦理青少年

菸害防制教育及多元化倡議等

活動共計 51 場次，計 4,180 名

青少年參加，課後平均正確認

知率亦達 90.46%，成效頗佳。 

(2) 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校園菸

檳危害防制教育計畫」團隊合

作辦理拒菸教育 3D VR 體驗

教學活動~拒菸少年闖關趣~
計 3 場次，計 242 名青少年參

加，經回收回饋問卷 210 份，

統計簡略如下(詳如附件 1~附
件 4)： 

A、 參加者男生 110 人 ( 佔
52.4%)、女生 100 人(佔
47.6%)。 

B、 同住家人有吸菸習慣，佔

41.9%。 

C、 要好朋友有吸菸者，佔

12.9%。 

D、 最近 30 天內有使用過紙

菸，佔 1.4%。 

E、 最近30天內有使用過電子

煙，佔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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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F、 最近30天內有使用過加熱

菸，佔 0.5%。 

G、 最近 30 天內曾嚼過檳榔，

佔 1.4%。 

H、 有類似的活動會想再參

加，佔 82.4%。 

I、 學生對於本活動之科技導

入設計接受程度，滿意度

(1 至 5 分)平均值介於 4.25
分~4.34 分，整體來說，學

生對於科技導入設計接受

程度高 

J、 參與學生對活動後之拒菸

自我效能，自信度(1 至 5
分 )平均值介於 4.17 分

~4.40 分，完成本活動後對

於拒菸(含電子煙)自我效

能佳。其中自我效能最高

分表現為第 12 題「如果有

機會接觸菸品 ( 含電子

煙)，我不會想去使用。」。 

K、 參與學生對於「能做到打

擊誘惑，正面思考，拒絕

菸品」的自信程度(1 至 10
分)，平均值 8.93 分。 

L、 回饋文字，內容全部都是

正向表達令人感動，內容

表述舉例：「肯定自己未來

不會吸菸及食用檳榔。」；

「能堅定拒菸」；還有會向

家人好友倡議：「提醒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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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親朋好友不要嘗試。」，

學生對本次教學活動滿意

度及拒菸效能均優良，達

成本次教學活動預期，使

學生到拒菸的知識與技能

之目的。 

2. 結合各級學校辦理

青少年菸害防制

(含電子煙及加熱

菸)教育及多元化

倡議活動參與人次

至少達1,000人次。 

達成率：418% 

1. 經前往本縣各國中、國小等學校班

級辦理青少年菸害防制教育及多

元化倡議等活動 51 場次，計 4,180
人次參加，深入各級校班級宣導，

實際增進青少年們對菸害的認

知、教導拒菸技能策略、電子煙危

害及菸害防制法新規定，降低青少

年吸菸情形，進而影響同儕，共同

遠離菸害。 

2. 於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金

湖國中及金城國中等校辦理「3D 
VR 體驗教學活動」計 3 場次，共

計 242 名國高中青少年參加，參加

後對拒菸(含電子煙)自我效能頗

佳。 

 

3. 結合各級學校辦理

青少年菸害防制

(含電子煙及加熱

菸)教育及多元化

倡議活動之正確認

知率達 70%。 

達成率：129.23% 

經課前及課後測驗，本年度前往各級

學校班級及於暑期針對高風險青少年

辦理菸害防制教育及多元化倡議等活

動計 4,180 人次參加，前測平均正確認

知率為 80.46%，課後平均正確認知率

為 90.46%，前後測相較已提升 10%，

明顯增加青少年對菸害的認知及拒菸

技能，降低本縣青少年吸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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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合各學校針對吸

菸學生轉介使用戒

菸專線力行戒菸行

動並辦理青少年戒

菸教育至少達 2 場

次。 

達成率：100% 

1. 現況與問題分析： 

因青少年違規吸菸需接受戒菸教

育及高風險(吸菸)學生易接觸菸品

而嚐試吸菸，爰此亟需專業介入及

輔導。 

2. 擬定策略並執行： 

分別結合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

學校及金寧中小學等校針對吸菸

學生辦理青少年戒菸教育計 2 場

次，計 48 人參加，並轉介使用戒

菸專線力行戒菸行動，對於吸菸學

生的戒菸輔導教育亟需有人長期

的陪伴及帶領，爰此，本局在戒菸

教育課程結束後，賡續開辦戒菸班

團體課程，鼓勵吸菸學生參加，讓

戒菸行動力延升至日常生活中，以

維持不吸菸之青春生活。 

1. 成效評估： 

針對吸菸學生辦理青少年戒菸教

育計 2 場次，計 48 人參加，以多

管齊下的各項措施及鼓勵方案介

入，更能增加青少年成功戒菸的成

效。 

 

5. 辦理拒菸、戒菸夏

令營等多元創意活

動至少 1 場次，並

輔導吸菸學生參

加。 

達成率：500% 

1. 現況與問題分析： 

為因應暑期青少年無課業壓力、空

閒時間增多，易因同儕影響及誘惑

嘗試吸菸而危害健康及染上菸

癮，爰此，本局於暑期青春專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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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鼓勵青少年及輔導吸菸學生多

參與健康活動。 

2. 擬定策略並執行： 

(1) 本年度分別結合國立金門高級

中學拒菸健康夏令營辦理暑期

保護青少年菸害防制(含電子

煙危害)宣導活動計 4 場次，計

198 人參加，加強宣導禁菸政

策、拒菸技能及電子煙危害等

健康識能。 

(2) 另本局委託金門縣救國團辦理

金門縣 112 年度暑期青少年

「山海學習 培力造夢-拒菸夏

令營」，並輔導吸菸學生參加，

增進青少年拒菸技能，學習勇

於向菸說〝不〞，計 1 場次，計

37 人參加。 

(3) 加強向青少年宣導新型態菸

品，抗衡菸商的話術，提升青

少年網路媒體識讀能力，由批

判性思考作出合理之判斷，亦

斷除「朋友都使用此產品」之

同儕壓力。另教導青少年拒絕

「菸品」的能力，使青少年遇

到相關情境有能力說不。 

3. 成效評估： 

(1) 於暑期辦理相關夏令營活動辦

理暑期保護青少年菸害防制

(含電子煙危害)宣導活動計 5
場次，計有 235 名青少年參

加，增進青少年學習拒菸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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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學習勇於向菸說

〝不〞，並營造同儕間拒菸、反

菸的團隊氛圍，並將學習到的

知識落實於生活中。 

(2) 能加強宣導禁菸政策、拒菸技

能及電子煙危害等健康識能，

推廣拒菸行動及內化健康識能

於日常生活中，呼籲青少年不

嘗試、不購買、不推薦菸品及

電子煙，以建立健康無菸校園

及無菸環境。 

6. 輔導各級學校周圍

商家拒售菸品予未

滿 20 歲者及拒售

酒、檳榔予未滿 18
歲者之宣導家數至

少達 25 家。 

達成率：368% 

1. 現況與問題分析： 

暑期青春專案期間，青少年不用到

校上課，家長也易因忙於工作無暇

注意青少年生活習慣及零用金流

向，致青少年易購買及取得菸品，

爰需加強提醒業者遵守規定，以免

觸法受罰。 

2. 擬定策略並執行： 

(1) 輔導各級學校周圍商家拒售菸

品予未滿 20 歲者及拒售酒、檳

榔予未滿 18 歲者之宣導家數

共計 92 家，已達本計畫目標家

數。 

(2) 於前往進行輔導商家拒售菸品

予未滿 20 歲者及拒售酒、檳榔

予未滿 18 歲者之宣導時，透過

宣導圖板加強向業者解說，更

淺顯及易懂。 

(3) 另亦透過印製海報及文宣品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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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張貼宣導，主動式向購菸

者表明遵守規定的立場，強化

業者遵守「拒售菸品予未滿 20
歲者及拒售酒、檳榔予未滿 18
歲者之宣導」之規定。 

(4) 本局於每月辦理本縣販賣菸品

場所喬裝測試針對不合格場所

由菸害小組同仁向店家加強宣

導不得供應菸品予未滿 20 歲

者，有難以辨識消費者之年齡

者，務必請其提出證明文件，

以免觸法受罰。 

(5) 函請不合格業者加強員工教育

訓練，並列為加強稽查對象。 

3. 成效評估： 

(1) 經前往本縣販賣菸品店家及場

所計 92 家，加強向業者宣導

「不得供應菸品予未滿 20 歲

者、不得供應酒及檳榔予未滿

18 歲者」之規定，與業者們共

同一起保護青少年健康，防制

青少年菸酒檳來源，降低青少

年菸酒檳使用率。 

(2) 本局於每月辦理本縣販賣菸品

場所喬裝測試，平均每月喬裝

合格率為 96.06%，與國民健康

署 111 年度辦理本縣喬裝合格

率 76.7% 相 較 ， 已 提 升

19.36%，另本局亦針對不合格

場所由菸害小組同仁向店家加

強宣導不得供應菸品予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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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20 歲者，有難以辨識消費者之

年齡者，務必請其提出證明文

件，以免觸法受罰。另函請不

合格業者加強員工教育訓練，

並列為加強稽查對象。 

7. 配合青春專案期

間，加強辦理青少

年反菸宣導活動及

製作相關宣導品及

宣導素材 

達成率：100% 

1. 現況與問題分析： 

為配合暑期青春專案，青少年無課

業壓力，易受同儕呼朋引伴及好奇

心、無聊等因，而嚐試購買菸品及

吸菸，爰此，亟需擴大宣導反菸，

透過各場域及多元化媒體強力宣

導及加強防制作為。 

2. 擬定策略並執行： 

(1) 製作主題明確、淺顯易懂及吸

睛之宣導圖文、圖板、海報、

影音、廣播及簡報等素材計 28
款，張貼於本局官網、粉絲專

頁、本縣各學校 Line 群組、局

所同仁 Line 群組、各鄉鎮社區

發展協會 Line 群組、本縣青少

年(含兒少代表)菸害防制 Line
群組、各鄉鎮社區健康營造中

心 Line 群組等網路平台行銷

及宣導，貼文觸及人數達 3,500
人，共同維護青少年健康，防

制青少年吸菸及使用電子煙產

品(附件 5)。 

(2) 印製「菸害防制法新規定」、「電

子煙危害」、「拒菸」及「戒菸

賺健康、戒菸賺自信、戒菸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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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荷包、戒菸賺幸福、戒菸賺好

康、免費戒菸專線」等宣導手

拿牌，於菸害防制實體宣導活

動中宣導使用計 28 場次，並號

召與會者進行「拒絕菸害及電

子煙」及「戒菸」宣誓，教導

青少年拒菸技能、電子煙危害

健康識能及向其吸菸家人進行

勸戒菸，宣導人數計 1,184 人。 

(3) 印製「保護青少年健康」宣導

圖板前往本縣大賣場、連鎖超

商、雜貨店、檳榔攤及特產店

等販賣菸品店家向業者及從業

人員宣導「請勿販賣菸品予未

滿 20 歲者」、「請勿販賣酒、檳

榔予未滿 18 歲者」，防制青少

年接觸菸、酒、檳等不良物質，

危害其健康，計 92 家。 

(4) 印製「禁菸宣導海報」計 100
張，張貼於本縣各場域吸菸熱

點，加強向吸菸者宣導禁菸規

定，降低違規吸菸情形。 

(5) 運用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製

作之「菸害防制法新規定」宣

導影音素材於各場次衛教宣導

活動中播放，增加與會者即時

對新修正之菸害防制法認知，

降低違規情形，宣導人數計

1,184 人。 

3. 成效評估： 

透過配合青春專案製作禁止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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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菸品予未滿 20 歲者宣導及拒菸(電
子煙)之文宣品、教材、教具、海

報、布條、宣導素材計 28 款等於

各場域進行宣導使用計 28 場次，

宣導人數計 1,184 人，達成藉由多

元化的行銷方式擴大宣導之效，以

防制青少年吸菸及使用電子煙情

形，降低青少年吸菸率。 

目標項目四：營造無菸支持環境，透過地方通路進行菸害防制宣

導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1.推動本縣無菸家庭

場域，增加私領域無菸

環境至少 100 家。 

達成率：545% 

1. 現況與問題分析： 

(1) 本縣家庭二手菸暴露情形，由衛

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成人吸菸

行為調查」發現，109 年尚有

21.8%的家庭環境有二手菸暴

露問題，但與全國相較已略低

5.3%，雖顯見無菸家庭政策奏

效，但仍需持續努力推動。 

(2) 本縣家庭父母若是吸菸者，其家

中小孩接觸菸品的機會比一般

無菸家庭的小孩高，而且染上吸

菸行為相對高，爰此持續推動無

菸家庭的工作勢在必行。 
2. 擬定策略並執行： 
(1) 結合本縣各社區、學校持續推廣無

菸家庭活動，增加私領域無菸環

境，以降低家庭二手菸暴露率(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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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2) 透過辦理無菸家庭檢核及抽獎活

動，以鼓勵民眾持續維護私領域無

菸環境，維護家人健康。 
2. 成效評估： 

本年度推動增加本縣無菸家庭之私

領域無菸環境計 545 家，已達年度

計畫目標家數。 

2.培訓菸害防制推動

人力，辦理志工教育訓

練至少 2 場次。 

達成率：200% 

1. 現況與問題分析： 

每年約 800 多萬人因吸菸而失去生

命，其中 700 多萬人為直接使用菸

品，另有大約 120 萬人屬於遭受二

手菸暴露的非吸菸者，整體而，平

均不到 4 秒就有 1 人因菸害死亡，

而吸菸不只造成個人健康問題，所

產生的二、三手菸更危害及嚴重影

響他人健康權益，爰此為了民眾健

康，需整合轄內社區資源及人力，

培訓菸害防制志工，共同推動防制

工作。 
2. 擬定策略並執行： 

針對志工辦理菸害防制及推動無菸

環境相關教育訓練，增加本縣菸害

防制推動人力及觸角，以共同推動

無菸環境。 
3. 成效評估： 

本年度辦理本縣菸害防制志工教育

訓練計 4 場次，已達年度計畫目標

場次，並經前後測問卷評價，認知

率提升 14.19%。 

 

3.培訓菸害防制推動

人力，辦理志工教育訓

練參與人數至少 100

達成率：155% 

1. 擬定策略並執行： 

結合各場域資源及人力辦理菸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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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人。 制志工訓練及推動無菸環境相關宣

導教育活動，增加民眾健康識能及

形成社區共識，共同積極推動無菸

環境，讓民眾能免於二手菸危害。 
2. 成效評估： 

培訓辦理本縣菸害防制志工教育訓

練計 155 人參加，並協助本局於各

場域向民眾宣導，已達年度計畫目

標訓練人數，並經前後測問卷評

價，認知率提升 14.19%。 
4.辦理菸害防制及推

動無菸環境相關宣導

教育活動 至少 10 場

次。 

達成率：240%。 

成效評估： 

經辦理菸害防制及推動無菸環境相關

宣導教育活動，計 24 場次，已達年度

計畫目標場次。 

 

5.辦理菸害防制及推

動無菸環境相關宣導

教育活動參加人數 至

少 300 人。 

達成率：792.33%。 

1. 擬定策略並執行： 

結合各場域資源、人力及社區力

量，推動菸害防制及無菸環境相關

宣導及倡議活動，增加民眾健康識

能及形成社區共識，共同積極推動

無菸環境，讓民眾能免於二手菸危

害。 

2. 成效評估： 

辦理菸害防制及推動無菸環境相關

宣導教育活動計 2,377 人參加。 

 

6.參與菸害防制及推

動無菸環境相關宣導

教育活動民眾之認知

率前後測提升 10%以

上。 

達成率：150%。 

成效評估： 

參與菸害防制及推動無菸環境相關宣

導教育活動之民眾，經前後測問卷統計

認知率，提升 15%，已達年度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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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7.委託辦理世界無菸

日擴大宣導活動至少 1
場次。 

達成率：100%。 

1. 現況與問題分析： 

本縣青少年吸菸比率日益增多，為

響應 531 世界無菸日，委託擴大辦

理世界無菸日活動，降低本縣青少

年吸菸率，提升青少年對菸檳防制

的支持與認知、提高拒菸檳意識，

使師生持續遵守菸害防制法之規

定，共同營造無菸檳校園環境，防

制地區青少年吸菸情形。 

2. 擬定策略並執行： 

(1) 配合年度世界衛生組織宣導主

軸，委託辦理世界無菸日擴大宣

導活動，以新法上路宣導為主

軸，並搭配 2021 年世界無菸日

「103 個戒菸的理由並號召民

眾力行戒菸行動，推動無菸健康

生活。 

(2) 響應 531 世界無菸日，結合金門

農工舉辦｢青春無菸檳、健康動

起來｣宣導活動，活動以「無

菸」、「拒檳」為主題，提升學生

對菸檳防制的支持與認知、提高

拒菸檳意識，使師生持續遵守菸

害防制法之規定，共同營造無菸

檳校園環境，防制地區青少年吸

菸，降低本縣吸菸率，減少二手

菸暴露率。 

3. 成效評估： 

委託辦理世界無菸日擴大宣導活動

計 1 場次，已達年度計畫目標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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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8.參加世界無菸日擴

大宣導活動人數達 200
人。 

達成率：350%。 

成效評估： 

辦理世界無菸日擴大宣導活動，參加人

數計 700 人，已達年度計畫目標人數。 

 

9.利用各種媒體通路

宣導菸害防制及行銷

無菸環境，觸及人數至

少 1,000 人次。 

達成率：140%。 

1. 現況與問題分析： 

現今網路科技發達，民眾接收政策

宣導不再受限於參加實體活動，然

為全方位將菸害防制議題內容及相

關宣導圖文、影音等傳達給本縣各

場域民眾，本局亟需善用各種多元

化媒體通路傳播宣導菸害防制及無

菸環境。 

2. 擬定策略並執行： 

透過地方宣導通路(如跑馬燈、有線

電視頻道、廣播電台、公車廣告、

宣傳車、社群平台、網站及志工組

織、結合航空站水頭碼頭、各連鎖

超商之無菸環境宣導廣播等)，持續

宣導菸害防制及行銷無菸環境，提

高民眾菸害識能及對無菸環境的支

持。 

3. 成效評估： 

利用各類媒體通路宣導菸害防制及

行銷無菸環境，觸及人數達 1,400
人。 

 

10.公告無菸環境 1 處 達成率：100%。 

成效評估： 

本年度推動「金門縣林務所」為除吸菸

區外全面禁菸場所(附件 2)，本縣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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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均積極配合本項政策協助向民眾、職場

及相關單位宣導禁菸規定，並由本縣林

務所善盡管理維護之責，加強禁菸標示

之設立與維護；計畫自 113 年 1 月 1 日

起為除吸菸區外全面禁菸場所，宣導期

2 個月，自 113 年 3 月 1 日起本局將不

定期加強派員前往稽查及取締。 

目標項目五：辦理菸酒檳榔危害整合倡議及宣導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1. 辦理「戒菸、節酒、

戒檳」社區志工教

育訓練計 5 場次。 

達成率：100% 

1. 現況與問題分析： 

菸、酒、檳皆是導致易成癮及致癌

的物質，而同時吸菸、飲酒、嚼檳

等更使導致口腔癌機率激增 123
倍，爰此為了民眾健康，需整合轄

內菸酒檳防制議題、社區資源及人

力，共同推動防制工作。其中建立

培訓志工人力即為推動防制工作的

第 1 步。 

2. 擬定策略並執行： 

本年度分別針對本縣 5 鄉鎮衛生保

健志工、家庭教育志工及社區志工

等辦理「戒菸、節酒、戒檳及菸害

防制法新規定」教育訓練課程，計

5 場次，提升各場域志工們對菸酒

檳危害及菸害防制法新規定之認

知，讓志工們成為健康種子，散播

於社區、職場及家庭中，協助本局

向民眾整合行銷倡議「戒菸、節酒、

戒檳」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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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3. 成效評估： 

(1) 針對各場域協助推動健康的好幫手

(衛生保健志工及家庭教育志工)辦
理「戒菸、節酒、戒檳及菸害防制

法新規定」教育訓練課程，能透過

他們將菸酒檳榔危害整合倡議與宣

傳，及加強向菸酒檳行為人進行勸

戒，提供相關戒治管道之轉介。 

(2) 辦理 5 場次教育訓練課程除已達年

度計畫目標所訂場次外，更增加本

局推動人力及將推動觸角延伸至 5
鄉鎮社區、職場、學校、家庭及社

團等場域，達成計畫極大效益。 

2. 參加「戒菸、節酒、

戒檳」教育訓練之

志工至少 100 人。 

達成率：248% 

1. 擬定策略並執行： 

參加「戒菸、節酒、戒檳」教育訓

練之志工計 248 人，協助本局於社

區、職場、學校、家庭及社團等場

域進行倡議及宣導拒絕「菸、酒、

檳榔」等不良物質、行銷戒除管道

方法及轉介相關資源提供服務給菸

酒檳使用者，倡議建立民眾對菸酒

檳危害之健康識能。 

2. 成效評估： 

參訓志工達 248 人且分佈於本縣 5
鄉鎮中之衛生保健及家庭教育等領

域，除已達年度計畫目標所訂參加

訓練志工人數外，並可透過志工們

在日常社區及家庭服務中，同時協

助推動「戒菸、節酒、戒檳」議題。 

 



40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檢討與分析 

3. 辦理社區、學校、

職場及各機關團體

菸酒檳議題講座或

多元化倡議活動宣

導計 15 場次。 

達成率：280% 

1. 現況與問題分析： 

(1) 由於許多社區民眾及從事勞動

職業之建築工人、原住民與職場

員工(含軍人)等，生活習慣通常

是長年菸、酒、檳榔相伴不離，

且將吸菸、飲酒及嚼檳等行為視

為自身每日必做的重要課題，而

忽視對健康的危害，直至疾病發

生就為時已晚。 

(2) 因受限於本縣醫事人力不足，原

具口腔黏膜篩檢服務資格之醫

師都因有門診，而無法配合前往

各場域提供口腔黏膜篩檢服務。 

2. 擬定策略並執行： 

(1) 本年度分別前往本縣各社區(14
場)、學校(6 場)、職場(18 場)、
軍隊(2 場)及社團(2 場)等場域

辦理菸酒檳危害宣導講座或倡

議活動，活動型式亦安排有宣導

講座、設攤闖關、競賽、有獎徵

答、多元媒介方式宣傳等共計

42 場次，除增加各社區領袖及

職場主管等人之支持，及提升與

會者之菸酒檳危害健康識能、行

銷院所提供戒治服務管道，並鼓

勵倡議菸酒檳使用者力行「戒

菸、節酒、戒檳」行動及前往院

所參加二代戒菸服務、口腔黏膜

篩檢及善用免費戒菸專線等，以

維護健康，遠離疾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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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本年度本局已辦理口腔黏膜

篩檢服務醫事人員訓練 1 場

次，並鼓勵 11 位醫師參加訓練

課程及加入篩檢行列，後續將可

配合前往各場域提供口腔黏膜

篩檢服務及衛教宣導。 

3. 成效評估： 

透過與社區、學校、職場及各機關

團體合作推動「戒菸、節酒、戒檳」

宣導計 42 場次(社區 14 場、學校 6
場、職場 18 場、軍隊 2 場、社團 2
場)，讓「戒菸、節酒、戒檳」議題

深化及觸及各場域，增加各社區領

袖及職場主管等人之支持及共同幫

助菸酒檳使用者戒除不良物質，營

造無菸檳及節酒之健康生活型態。 

4. 參加社區、學校、

職場及各機關團體

菸酒檳議題講座或

多元化倡議活動宣

導至少 500 人。 

達成率：643% 

1. 擬定策略並執行： 

(1) 前往社區、學校、職場及各機關團

體辦理菸酒檳危害宣導講座或倡議

活動，參加人數計 3,215 人，提升

與會者對菸酒檳所造成健康危害、

戒治服務管道之認知，並增加健康

識能，鼓勵各場域之菸酒檳使用者

前往參加二代戒菸服務、戒菸班、

撥打免費戒菸專線、口腔黏膜篩檢

等，力行「戒菸、節酒、戒檳」行

動，維護健康。 

(2) 與本縣大型職場台電及塔山電廠廠

護、金酒公司新舊廠之廠護、各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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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清潔隊勞安等人員，藉由提供及

交流本局宣導主題文宣，共同推動

菸酒檳防制活動及宣導作為，對計

畫助益良多，將賡續密切合作。 

2. 成效評估： 

辦理菸酒檳危害宣導講座或倡議活

動之參加人數計 3,215 人，除已達

年度計畫目標所訂參加人數外，亦

增加參與者健康識能及踏出健康的

第 1 步，力行「戒菸、節酒、戒檳」

之行動。 

5. 參加菸酒檳議題講

座或多元化倡議活

動者之認知率達

70%以上。 

達成率：136.21% 

1. 擬定策略並執行： 

於各場次菸酒檳議題講座活動中，

藉由有獎徵答、前後測問卷評價參

與者對菸酒檳危害的正確認知情

形，以收活動成效；各場次活動後

參與者之平均認知率達 95.35%，已

達成計畫原訂目標正確認知率。 

2. 成效評估： 

參加各場次菸酒檳議題講座或多元

化倡議活動者，經前後測問卷評

價，前測平均認知率為 79.95%，後

測平均認知率為 95.35%，前後測已

提升 15.4%。 

 

6. 利用 5 種以上多元

媒體通路宣導「戒

菸、節酒、戒檳」

議題。 

達成率：200% 

1. 現況與問題分析： 

囿於考量菸酒檳使用者通常不會主

動參與有關「戒菸、節酒、戒檳」

議題之活動，除強力透過第三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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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邀請其參加外，運用多元化的煤

體通路亦是行銷推廣的一大利器。 

2. 擬定策略並執行： 

本年度運用各社群平台、官方網

站、公車廣告、大型看板、公布欄、

跑馬燈、海報、布條、手拿牌等多

元媒體通路行銷宣導「戒菸、節酒、

戒檳」議題，計 10 種，並將宣導圖

文傳播於本縣各學校菸害防制 Line
群組、社區志工 Line 群組及各鄉鎮

衛生所 Line 群組等傳播宣導，擴大

宣導成效及觸角，加深民眾對於菸

酒檳防制教育的概念及重要性。 
3. 成效評估： 

透過 10 種多元化媒體傳播行銷宣

導「戒菸、節酒、戒檳」議題宣導

圖文，增進計畫效果及使更多民眾

接收到宣導訊息，增加認知，進而

力行健康行動。 

7. 辦理原住民「戒

菸、節酒、戒檳」

宣導活動或競賽計

1 場次。 

達成率：200% 

1. 現況與問題分析： 

茲因設籍於本縣的原住民族人口已

約有 2,000 多人，而多數原住民皆

有吸菸、飲酒、嚼檳等習慣，爰此，

該族群為本計畫推動宣導的重點對

象。 

2. 擬定策略並執行： 

結合本縣民政處及原住民社團等針

對高風險之原住民族群辦理「戒

菸、節酒、戒檳」宣導活動或競賽，

透過結合本縣民政處及原民公私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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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之力量，共同合作辦理宣導工

作，另也號召原住民家庭成員們不

請菸、不敬菸、不送菸及請勿購買

菸品，教導有同儕邀請吸菸嚼檳

時，如何應對及拒絕之技巧，並培

養能主動力行拒絕之行動，以遠離

菸酒檳等不良物質，及鼓勵已成癮

之族人儘早戒除或減量，並參加二

代戒菸服務及口腔黏膜篩檢。 

3. 成效評估： 

辦理「戒菸、節酒、戒檳」宣導活

動計 2 場次，藉由活動介入關心原

住民族人之健康，並能適時轉介相

關戒治服務，達成降低該族群菸酒

檳使用率。 

8. 辦理原住民「戒

菸、節酒、戒檳」

宣導活動或競賽參

加人數至少 20 人。 

達成率：1,000% 

1. 擬定策略並執行： 

為提升原住民對菸檳酒危害認知，

以降低該等物質使用率，結合本縣

民政處及原住民社團等資源共同辦

理原住民「戒菸、節酒、戒檳」宣

導活動計 2 場次，計 200 人參加，

已達成年度計畫預定參加人數，號

召原住民家庭成員一起來拒絕菸酒

檳等不良物質，為維護自身及家人

健康而赴諸行動。 
2. 成效評估： 

辦理原住民「戒菸、節酒、戒檳」

宣導活動計 2 場次，計 200 人參加，

透過活動介入，讓菸酒檳議題深入

原住民家庭，讓原住民了解檳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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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