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报告发表时除在报刊上表可用笔
名(精选5篇)

在现在社会，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要注意报告在写作时具
有一定的格式。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报
告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报告范文，仅供参考，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调查报告发表时除在报刊上表可用笔名篇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京发布《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称，我国人群吸烟率与5年前
相比没有显著变化，为27.7%。由于人口总数增长，根据当前
吸烟率推算，中国现在的吸烟人数比5年前增长1500万，已高
达3.16亿。吸烟者每天平均吸烟15.2支，与5年前相比，增加
了1支。

2015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是针对15岁及以上中国城乡常住居民
开展的一项入户调查，旨在准确了解中国烟草流行状况、估
测烟草使用对公共卫生及经济的影响、评估控烟政策的有效
性。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烟草使用、戒烟、
二手烟暴露、烟草经济、媒体传播及人们对烟草使用的知识
与态度等。前次调查发生在。

报告称，与5年前相比，公众对吸烟危害的认识没有提高。同
时，烟草广告和促销仍广泛存在，烟草零售点成为重灾区。
另外，卷烟平均价格有所上升，但相对于居民的购买力，烟
草反而变得更加便宜。

不过，也有一些可喜的变化。报告称，二手烟暴露情况有所
改善，特别是学校、卫生计生机构和政府大楼。与20相比，
在室内工作场所、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居民家中的二
手烟暴露率均有所下降。



调查报告发表时除在报刊上表可用笔名篇二

报告显示，我国人群吸烟率与五年前相比没有显著变化，
为27.7%。其中男性吸烟率为52.1%，女性为2.7%.由于人口总
数增长，根据当前吸烟率推算，中国现在的吸烟人数比五年
前增长了1500万，已达3.16亿。吸烟者每天平均吸烟15.2支，
与五年前相比，增加了1支。

与20相比，在室内工作场所、公共场所的二手烟暴露率均有
所下降。调查表明，五年间，公众对各类公共场所和工作场
所室内全面禁烟有很高的支持度。然而，公众对吸烟危害的
认识没有提高，知晓吸烟导致肺癌的`比例接近80%，但知晓
吸烟导致其他疾病(中风、心肌梗塞和勃起障碍)的比例分别
只有31.0%、42.6%和19.7%。此外，烟草广告和促销仍广泛存
在。

报告指出，虽然卷烟平均价格有所上升，但没有跟上居民购
买力的增长速度，烟草反而变得相对来说更加便宜。

调查显示，人群购买20支卷烟花费的中位数为9.9元。在去除
物价指数和居民收入变化的影响后，5年间，城乡居民购买卷
烟制品能力都有所提高。

报告建议，尽快通过国家级全面无烟法规;进一步提高卷烟税
率，降低烟草消费;强化控烟宣传，力推图形警示上烟包;落
实新广告法、完善慈善法，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加强戒烟服务网络建设，提高戒烟能力。

《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的目标人群为15岁以上的中国城
乡常住人口，全国共15095名调查对象参与，内容包括烟草使
用、戒烟、二手烟暴露、烟草经济、媒体传播、公众对烟草
使用的认知与态度等，调查整体应答率为92.2%。



调查报告发表时除在报刊上表可用笔名篇三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8日发布《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我国烟草流行依然严峻，但二手烟暴露情况有所
改善，公众对于二手烟危害的认知有所提高。

报告显示，我国人群吸烟率与五年前相比没有显著变化，
为27.7%。其中男性吸烟率为52.1%，女性为2.7%.由于人口总
数增长，根据当前吸烟率推算，中国现在的吸烟人数比五年
前增长了1500万，已达3.16亿。吸烟者每天平均吸烟15.2支，
与五年前相比，增加了1支。

与年相比，在室内工作场所、公共场所的.二手烟暴露率均有
所下降。调查表明，五年间，公众对各类公共场所和工作场
所室内全面禁烟有很高的支持度。然而，公众对吸烟危害的
认识没有提高，知晓吸烟导致肺癌的比例接近80%，但知晓吸
烟导致其他疾病(中风、心肌梗塞和勃起障碍)的比例分别只
有31.0%、42.6%和19.7%。此外，烟草广告和促销仍广泛存在。

报告指出，虽然卷烟平均价格有所上升，但没有跟上居民购
买力的增长速度，烟草反而变得相对来说更加便宜。

调查显示，人群购买20支卷烟花费的中位数为9.9元。在去除
物价指数和居民收入变化的影响后，5年间，城乡居民购买卷
烟制品能力都有所提高。

报告建议，尽快通过国家级全面无烟法规;进一步提高卷烟税
率，降低烟草消费;强化控烟宣传，力推图形警示上烟包;落
实新广告法、完善慈善法，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加强戒烟服务网络建设，提高戒烟能力。

《20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的目标人群为15岁以上的中国
城乡常住人口，全国共15095名调查对象参与，内容包括烟草
使用、戒烟、二手烟暴露、烟草经济、媒体传播、公众对烟



草使用的认知与态度等，调查整体应答率为92.2%。

调查报告发表时除在报刊上表可用笔名篇四

每年，中国有超过100万人死于烟草导致的相关疾病。昨天，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显示，
我国人群吸烟率为27.7%，其中男性吸烟率为52.1%，与5年前
相比没有显著变化。因人口总数增长，据当前吸烟率推算，
我国吸烟人数较5年前增长了1500万，高达3.16亿。

《报告》指出，由于人口总数增长，根据当前吸烟率推算，
中国现在的吸烟人数比五年前还增长了1500万，高达3.16亿。
我国吸烟者每天平均吸烟15.2支，与5年前相比，增加了1支。

不过，与20相比，在室内工作场所、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
具和居民家中的二手烟暴露率均有所下降，特别是学校、卫
生计生机构和政府大楼。同时，公众对“二手烟危害”的认
知水平也较5年前有显著提高，但对“吸烟危害”的认知并没
有提高。另外，调查显示，知晓吸烟导致肺癌的比例接近80%，
但知晓吸烟导致其他疾病包括中风、心肌梗塞、勃起障碍的
比例较低，分别只有31.0%、42.6%、19.7%。

此外，《报告》指出，吸烟者戒烟行为无明显变化，烟草广
告和促销仍广泛存在，卷烟平均价格有所上升，但相对于居
民的购买力，烟草反而变得更加便宜。人群购买20支卷烟花
费的中位数为9.9元。在去除物价指数和居民收入变化的影响
后，5年间城乡居民购买卷烟制品能力都有所提高。

《报告》建议，尽快通过国家级全面无烟法规，进一步提高
卷烟税率、降低烟草消费，强化控烟宣传，力推图形警示上
烟包，落实新《广告法》、完善《慈善法》，全面禁止烟草
广告、促销和赞助，加强戒烟服务网络建设，提高戒烟能力，
尽快制定十三五控烟规划。



我国烟民达3.16亿，每人平均每天吸15.2支烟。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发布的《2015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显示，根
据当前吸烟率推算，中国现在的吸烟人数比五年前增长
了1500万，已达3.16亿。吸烟者每天平均吸烟15.2支，与五
年前相比，增加了1支。

我国人群吸烟率与五年前相比没有显著变化，为27.7%。其中
男性吸烟率为52.1%，女性为2.7%。与年相比，在室内工作场
所、公共场所的二手烟暴露率均有所下降。工作场所的.二手
烟暴露率由60.6%降至54.3%;政府大楼从54.9%下降至38.1%;
医疗机构从36.8%下降至26.9%;中小学(室内和室外)从34.6%
下降到17.2%;餐馆从87.6%下降至76.3%。

调查表明，五年间，公众对各类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室内全
面禁烟有很高的支持度。然而，公众对吸烟危害的认识没有
提高，知晓吸烟导致肺癌的比例接近80%，但知晓吸烟导致其
他疾病(中风、心肌梗塞和勃起障碍)的比例分别只
有31.0%、42.6%和19.7%。此外，烟草广告和促销仍广泛存在。
卷烟平均价格有所上升，但没有跟上居民购买力的增长速度。

报告建议，尽快通过国家级全面无烟法规;进一步提高卷烟税
率，降低烟草消费;强化控烟宣传，力推图形警示上烟包;落
实新广告法、完善慈善法，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加强戒烟服务网络建设，提高戒烟能力。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介绍，2015中国成人烟草调
查于至期间开展，调查目标人群为15岁及以上中国城乡常住
人口，全国共15095名调查对象参与。调查旨在准确了解中国
烟草流行状况、估测烟草使用对公共卫生及经济的影响、评
估控烟政策的有效性。

调查报告发表时除在报刊上表可用笔名篇五

4月26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开放日活动上，中国知识产权报



社发布《20xx年中国知识产权文化素养调查报告》(下称《报
告》)。调查结果显示，20xx年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综合素养
指数为52.3，与相比提高了10.2，增长24.2%，表明我国社会
公众知识产权文化素养在逐步提升。值得一提的是，20xx年青
少年的综合素养指数与20相比提升了6.7，显示出我国青少年
对知识产权的认知度稳步提高。

社会公众综合素养提高

据了解，此次调查的对象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未含港澳台)，
调查的群体主要为公务员、青少年，以及媒体、科研机构、
企业的从业人员等，调查的方式采取入户、电话、网络等。
此次调查总共回收有效问卷3.5077万份，分别从公众知识产
权素养状况、认知情况、态度观念、行为选择等4个维度开展
调查。

从此次调查的统计数据来看，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社会
公众知识产权文化素养大幅提升。78.7%的公众赞同“尊重知
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是知识产权文化的核心理念，这
与年相比有了显著提升。83.9%的企业认为“知识产权是提升
国家经济、科技实力、维护本国经济安全的战略资源”。

其次，社会公众对知识产权的'认知度稳步提高。64.5%的公
众明确表示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有助于创业创新。57.9%的
公众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财产权，比2008年提高了9.7个百分
点;65.5%的公众认为可以通过专利权质押实现价值;70.4%的
公众坚决反对盗版行为，与2008年相比提高了9个百分
点;86.9%的公众对我国老字号商标在国外被抢注事件表示关
注，相比2008年提高了6.8个百分点。

再次，社会公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在权利受到侵
犯时，64.9%的公众会选择行政保护，50.5%的公众选择“双
方协商”来解决，40.2%的公众选择司法保护，仅有3.4%的公
众选择放弃维权。采用不同途径保护知识产权的比例较2008



年有显著提高。

青少年更关注知识产权

《报告》显示，20xx年青少年的综合素养指数比2008年提高
了6.7。在被调查的对象中，有54.5%的被访者认为知识产权
与工作(学习)生活之间“非常密切”，28.0%认为“比较密
切”。

张少桐是来自北京市昌平区南邵中学初二四班的一名学生，
在平时的政治和思想品德课上，老师都会向他们讲授一些关
于知识产权的知识。20xx年，南邵中学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教
育部确定为首批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校。

“从我们学习用的教材教辅书到穿的衣服鞋子，都和知识产
权息息相关。”张少桐在接受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自己平时非常乐意参加学校组织的科技创意比赛，课余
期间，也爱收看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播出的《我爱发明》节
目，从节目中既能了解有些发明构造的基本原理，更能体会
到发明人不断创新、攻坚克难后的喜悦和成就感，这个不断
发现的过程很有意义。

不难看出，青少年作为祖国未来的接班人，是否具有创新素
质，创新精神和知识产权意识决定着未来我们的接班人是否
具备创新能力。因此，加强青少年知识产权意识，提高青少
年知识产权教育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