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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法》修订因果梳理
文/于秀艳

摘要：本文先对《铁路法》修订因果进行了梳理，并阐述了与禁烟相关的规定。最后建议禁

止在列车上及其等候室内吸烟或者持有点燃的烟草制品，并且在禁止吸烟的场所禁止使用电

子烟。而且，还需要增加企业设置禁烟标识和劝阻吸烟的义务。希望得到立法机关的采纳，

从而能够达到普速列车的全面禁烟、保证铁路安全、为乘客和铁路员工提供安全健康环境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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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法》进入到公众视野，是因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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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路法》是第一类项目，即条件比较成熟，在其任期五年内拟提请审议的

项目。

我们知道前些天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2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已经获委员长会议

原则通过了，下一步常委会审议通过后就会正式出台。这个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就

包括《铁路法》的修订。因此，修改《铁路法》，基本上会成为 2022 年全国人大

常委会立法工作的一部分。

《铁路法》于 1990 年制定，分别于 2009 年和 2015 年进行了两次修改，但

是细看内容，并没有实质性修改，只是因为其他法律进行了修改，而顺势修改《铁

路法》的相关条款。

在实施内容上，2019 年国家铁路局起草并公开征求征求意见的《铁路法（修

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简称征求意见稿）才是实质性的修改工作的开始。这也

是因为修改《铁路法》列入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五年立法规划里，这项工

作才得以启动。

2019 征求意见稿包括七章，第一章总则，第二章铁路运输，第三章铁路规

划与建设，第四章铁路装备，第五章铁路安全，第六章监督管理，第七章法律责

任，有着非常全面的立法结构，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通过。其中既有对铁路运

输的规范，也有规划和建设铁路以及怎样保护铁路运输以及铁路设备的安全的规

范。还有相应的监督管理规范，如何对企业监督，管理企业如何运行，如何监督，

以及如果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与控烟相关的条款规定在第五章铁路安全部分。第五章第五十八条规定了禁

止实施的行为，其中就有一条就是关于禁止吸烟的规定。在铁路安全当中，考虑

到铁路安全运营、以及有限空间内空气质量、环境安全问题，，禁止吸烟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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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必要和应该的，而且是可行的。

铁路是高危作业，在高危作业的企业当中，对于吸烟防火是一直有严厉规定，

现行《铁路法》缺乏这样的规定。但即使是在以前，从 1990 年代开始，在相关

的铁路运输的规章里，就有关于特定类型的列车上或者列车上特定部位上禁止吸

烟的规定。

征求意见稿当中做出这样的规定，把禁烟放到铁路安全的规定当中是非常好

的开始。

第五十八条第（五）项规定“在禁止吸烟的列车上，其他列车以及铁路车站

的禁烟区域内吸烟，或者使用能够产生烟雾的香烟替代品及其他、物品”。

征求意见稿也规定了相应法律责任。第八十六条中规定违反本法第五十八条

有关禁止性规定的，由公安机关处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

以并处 5 日以上 15 日以下拘留。

但是，根据第五十八条第（五）项的规定，禁止吸烟的范围并不明确。“在

禁止吸烟的列车上，其他列车以及铁路车站的禁烟区吸烟”具体含义是什么呢？

在由谁规定的禁止吸烟的列车上？由谁规定的其他列车以及铁路车站的禁烟

区？以什么形式，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一般规范性文件？企业规范？运

输合同？

我们知道，国务院《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禁止在动车组列车上吸烟或

者在其他列车的禁烟区域吸烟，并且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是由公安机关责令

改正，对单位处 1 万以上 5 万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500 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

在 1990 年代出台，全国爱卫会、卫生部、铁道部、交通部、建设部、民航

总局联合颁布了《关于在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室禁止吸烟的规定》，规定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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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及其等候室禁止吸烟，包括各类旅客列车的软卧、硬卧、软座、

硬座旅客、餐车内禁止吸烟。当时的铁道部随后发布了《关于在公共交通工具及

其等候室禁止吸烟的规定》铁路实施细则，对列车及候车室禁止吸烟做了非常细

致、甚至复杂的规定：一）客运车站在旅客候车及经过的区域内，除指定设立的

吸烟处外，所有候车室、售票处以及车站为旅客候车服务的范围内附设的售卖部

及娱乐场所均为禁止吸烟场所。 （二）全程运行时间在４小时以内的空调旅客

列车，全列车内为禁止吸烟场所；运行时间超过４个小时的旅客列车，两节车厢

之间的连接处为旅客吸烟场所；运行时间超过２４小时的旅客列车，除指定两节

车厢之间的连接处为旅客吸烟场所外，经铁路分局（总公司）或铁路局爱卫会批

准，餐车可暂定为吸烟场所，并张贴或悬挂标志明示。

也就是说动车和高铁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完全禁止吸烟，但是，运行

时间超过 4 个小时的普速列车，车厢连接处是吸烟区。

回看征求意见稿第五十八条的规定，相当于维持了现行规章即二十多年前的

规定。

中国绿发会刚才也介绍了“无烟列车”诉讼及其判决执行效果，我们也知道

有些铁路企业已经已经做得非常好，自行要求承运的列车全列禁烟，但这是企业

自己的要求。如果有人违反这一规定吸烟，吸烟人违反的是民事合同，可追究其

承担的是民事违约责任。公安机关并不能根据第八十六条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而且，即使提起诉讼，司法判决在法律上的约束力有限，只对跟诉讼相关的

个案当事人起约束作用，并不象立法那样对全社会有普遍约束力。

因此，要实现普速列车的全面禁烟，只能通过立法来解决。我们不可能把所

有的铁路公司都诉讼一遍，然后让他们对自己运行的普速列车都通过司法判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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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禁烟。这不现实而且成本极高。立法是一个更好的解决之道。

征求意见稿当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吸烟或者使用能够产生烟雾的香烟

替代品、及其他物品”这个规定也不是非常的明确，可能会引起歧义。手里拿着

烟但没吸，算不算吸烟？什么是能够产生烟雾的香烟替代品、及其他物品？是指

我们通常所说的电子烟吗？ 是指世界卫生组织所定义的含尼古丁的电子传输系

统和不含尼古丁的电子传输系统吗？这也需要我们下面来讨论，怎么来界定吸烟

行为才能够更好的来保证列车上或者是跟铁路相关的场所禁止吸烟，提供的是一

个真正无烟环境。

总而言之，我们已经注意到前面所讲的 2022 年这一修改铁路法的立法窗口，

此前相关的起草部门也在征求意见稿中的铁路安全章节里面提出了相关的禁止

吸烟条款，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我们国家应该利用这个机遇，禁止在列车上

及其等候室内吸烟或者持有点燃的烟草制品，并且在禁止吸烟的场所禁止使用电

子烟。而且，还需要增加企业设置禁烟标识和劝阻吸烟的义务。这两方面的建议

希望得到立法机关的采纳，从而能够达到保证铁路安全、为乘客和铁路员工提供

安全健康环境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