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燃放爆竹在中國有兩千年歷史，早已成為慶祝節日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地方政府既然無法做到完全禁放
爆竹，便應在限制燃放的同時，採取更有力的措施來
保障燃放安全。

教育公民 改變觀念
政府有關部門應開展宣傳活動，教育公民遵守法

律，安全燃放煙花爆竹，例如發放傳單，羅列近幾年
一些因燃放煙花爆竹而發生
的案例，讓民眾了解燃放煙
花爆竹的潛在安全威脅等。
另外，也可考慮推廣新的環
保節慶方法，逐漸改變人們
在節慶期間必放煙花的觀
念。

增加罰款 增阻嚇性
依據《煙花爆竹安全管理條例》第四十二條規定，

在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時間、地點燃放煙花爆竹，或
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財產安全的方式燃放煙花爆
竹，會由公安部門責令停止燃放，處100元以上、500
元人民幣以下的罰款；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依
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有人認為，隨㠥內地經濟起

飛，各地應根據地方
的實際情況，提高罰
款；同時依據《煙花
爆竹安全管理條例》，
針對煙花爆竹的燃放
環節，制定更有效的
管理方法：

1. 限制燃放品種
煙花爆竹品種眾多，有的爆炸威力巨大，有的射程

較遠，容易引起火災或傷亡事故。當局應嚴格禁止燃
放國家禁止生產的品種。

2. 限制燃放地點
《煙花爆竹安全管理條例》第三十條規定，禁止燃

放煙花爆竹的6類地點，包括文物保護單位、車站、飛
機場等交通樞紐以及鐵路線路安全保護區等。對大、
中城市而言，隨㠥人們的生活方式改變，可以考慮加
大限放地點的範圍。

3. 限制燃放日期
除國家法定節假日和傳統節日外，平日不得燃放煙

花爆竹。

社會對燃放煙花爆竹的議題，存在支持和反對的聲音，現在分析如下：

支持意見

過年必備 增加喜慶
支持者認為，春節期間燃放煙花爆竹是中國人的風俗習慣，歷史悠久。政

府立法的時候，應充分尊重民間古已有之的習俗。早在西周時期的作品《詩
經．小雅》已有關於古人放爆竹的文字記載。根據後來
史書記載，每逢正月初一，中國人家家戶戶放爆竹，燈
火通明，驅逐「年」這個兇猛的怪獸，去除黴運，祈求
來年風調雨順，闔家安康。因此，放爆竹成為中國人
最隆重的傳統節日─「過年」的活動，已有兩千多
年歷史。每逢春節，齊集震耳欲聾的爆竹聲、五光
十色的煙花及嗆人的硫磺味，才被認為有濃烈的
「年味」。後來，燃放爆竹這種原本驅邪避災的傳統
習俗，逐漸演變成增加喜慶氣氛的必備環節。

增民族文化認同感
文化研究學者認為，在全球化和現代化的浪潮

中，春節燃放煙花爆竹是民族文化認同的內在需求。隨
㠥中國融入全球經濟體系，西式的文化習慣和觀念逐漸浸

透中國人的衣食住行。一些西方節日，例如聖誕節、復活
節、情人節成為年輕一代推崇的節日，而中國人的傳統節日，

例如端午節、中秋節等卻日漸式微。堅持中國人傳統的習俗禮儀、
增加傳統節日的氣氛，有利於加強民族的凝聚力和自我認同感。

監管難 收效微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全國各省市現行的《煙花爆竹安全管理規定》雖然

內容較完備，但實際的監管難度很大。自1988年上海率先頒布「禁放令」
後，從90年代近300個城市實施禁燃，逐漸減少到目前的25個(全面禁燃或限
制燃放)。「解禁」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監管部門資源有限，無法杜絕禁止
售賣和燃放煙花爆竹的違法行為，城市執法和管理部門反而尷尬。而且一旦
全面禁燃，反而會催生黑市，監管難度更大。因此，不少城市的政府部門認
為，與其每年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卻無法禁燃，不如改「禁」為「限」。

反對意見

引發火災 造成傷亡
反對燃放煙花爆竹的最大原因是會引發火災，造成人命傷亡和財物損失。

過年燃放爆竹在古時多見於鄉村，但現在內地的鄉村不斷縮小，城市飛速擴
張，居住環境發生巨變。在人口密集、高樓林立的地方，排查火災隱患非常
困難。一旦發生火警，後果嚴重。根據公安部消防局公布的統計資料顯示，
僅在2011年春節期間，2月3日至8日(即農曆除夕至農曆初六)，內地因燃放煙花
爆竹而引發的火災共有約3,000宗。

空污危害健康 噪音擾民
燃放煙花爆竹造成的大氣和噪音污染，近年也引起環保人士的關注。由於

煙花爆竹點燃後會產生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等有毒、具刺激性氣體和粉塵，
嚴重污染空氣，並且刺激人體呼吸道及眼睛。根據環保部門的監測資料顯
示，今年2月4日(即農曆初二)，內地空氣受監測的86座城市中，有27個城市的
空氣質量屬輕度、輕微污染，僅有兩座城市空氣質量為優。分析認為空氣質
量變差的原因是燃放煙花爆竹。另外，煙花爆炸時所發出的噪音，據測定至
少在130分貝以上，容易驚擾老弱病孺、寵物和鳥類。隨㠥內地城市居民的環
保意識逐步提高，支持禁燃或限制燃放、加強監管的要求更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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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難全禁 力推措施保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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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綜合全文，分析內地為何屢釀有關燃放煙花爆竹的傷亡意外。

2. 外國如何解決燃放煙花爆竹的問題？試舉例說明。

3. 現時香港是禁止或限放煙花爆竹？你認為香港的做法對內地有

沒有借鏡作用？何以見得？

 

   

■北京市公安局民警向外國人講解燃放煙花
爆竹的知識。 資料圖片

■外國駐華使館圍牆外禁止燃放煙花爆竹。 資料圖片

根據內地傳媒報道，在剛過去的農曆新年除夕零時至大年初一上午8

時期間，全國發生5,945宗火災，造成直接財產損失達1,300餘萬元人民

幣。其中燃放煙花爆竹不當是導致火災發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多名全國政

協委員正計劃在下月召開的兩會會議上，提案要求限制燃放煙花爆竹。禁放煙

花爆竹的話題再次在內地社會引起爭議。 ■微瀾、戴慶成　亞太國際關係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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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放令」源於百年前天津
燃放煙花爆竹是中國千年來在喜慶節日的重要娛樂活動，

但常造成危害人身安全、釀成火災的後果。資料顯示，近代
官方在城市範圍內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發軔於1907年的天津。當
時天津巡警總局在報章上刊登聲明，禁止燃放煙花爆竹。

上海先嚴禁 京穗榕跟隨
新中國建立後，政府一度禁止燃放爆竹。到1980年代，隨㠥

生活水平提升，燃放煙花爆竹開始恢復。然而，春節大規模
的燃放煙花對當時上海的大片舊城區造成嚴重的消防隱患。
上海市政府遂在1988年作出規定，嚴禁在中山路環線內燃放煙
花爆竹。
1993年，北京市施行《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規定》，在市區

全面禁止燃放煙花爆竹。隨後許多大、中城市如廣州、福州
等也制定規範煙花爆竹管理的地方性法規，劃定禁放區域，
限制燃放品種、時間和場所。實施禁放高峰期的1998年，全國
禁放城市近300個。在一個時期內，禁放煙花爆竹的規定有效
減少燃放活動造成的各類安全事故。

弊端漸露 弄巧反拙
然而，隨㠥時間推移，禁放煙花爆竹政策的弊端逐漸顯露

出來。主要體現在：

1.禁放規定讓傳統節日的氣氛寡淡。

2.民眾借爆竹慶祝的需要依然強烈，在政府的禁令下唯有私自

燃放，缺乏安全保障，反而釀成多宗事故。

3.每至節慶，政府部門被迫投放大量人力、物力監督私放行

為，造成管制成本上升。

放寬限制 首部相關法規出台
在煙花爆竹燃放禁放效果不夠預期理想的情況下，「禁放

令」一直被挑戰。2005年12月，北京市第十二屆人大常務委員
會通過《北京市煙花爆竹安全管理規定》，將北京市劃分為禁
放點、限放區、准放區進行分類控制，並允許在春節期間有
限制地燃放煙花爆竹。
隨㠥北京實行禁改限制，全國百餘個城市也相繼放寬對禁

放煙花爆竹的限制，由原來的全面禁止調整為指定地點、指
定時間的限制燃放。2006年1月，國務院推出中國第一部有關
煙花爆竹安全管理的法規《煙花爆竹安全管理條例》。其中第
二十八條規定，縣級以上地方政府可以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實
際情況，確定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時間、地點和種
類。同時在第三十條明文規定7種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地點。

近年燃放煙花爆竹造成意外的大事件簿
時間 事件

2011年2月3日 瀋陽地標性建築、五星級酒店皇朝萬鑫酒

店因燃放煙花而引發火災。

2009年2月9日 北京在建的中央電視台新址北配樓因為燃

放煙花，發生特大火災事故，造成巨大經

濟損失達1.6億元人民幣。

2009年1月31日 福建省長樂市拉丁酒吧，因酒客違規燃放

煙花而引燃天花板，發生重大火災，事故

造成15人死亡，多人受傷。

2008年9月20日 深圳舞王歌舞廳因使用自製禮花彈手槍

發射禮花彈，引發特大火災，造成43死

88傷。

環境與能源科技＋現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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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俗歷史悠久 禁放掀爭議

■北京當局規定，市民可於春節指定日期之內，在市區購
買煙花爆竹。 資料圖片

■燃放煙花爆竹是中國千年來在喜
慶節日的重要娛樂活動。 資料圖片

作者簡介

■明代遺存的河北正定古城
的其中一個城門在上年初被
煙花爆竹焚毀。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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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北京
有關部門啟動
為 期 3 天 的 回
收活動，市民
只要上交未燃
放 的 煙 花 爆
竹，就能獲得
一份禮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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