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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城防制人口販運實踐

對抗國之影響與啟示
張中勇*

近來，亞太區域仿制人口販運的作為

已成為區域間以及各別國家關注的市企重

點之一 。 今(2006)年 3 月，日本政府透過

其所贊助之聯合國「人類安全信託基金」

(Trust Fund for Human Security) ，捐助200

萬美元，由國際勞工組織(ILO) 負責執

行，協助泰國與菲律賓道販運婦女重返家

固與建立新生活 。 同年4月，聯合國「毒

品與犯罪辦公室J(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ags and Crim巴， UNODC)首次公布有關

「人口販運:全球型態 J(Trafficking in Hu

man Beings: Global Patterns)報告，指出人

口販運問題幾已遍及全球，並呼籲國際社

會合作，共同消除此一「人類恥、辱J 0 5 

月間，渴公河流域采埔察、中國、寮圈、

緬甸、泰國、越南和中國等六圈，於金邊

舉行第四店I r協調防制人口販運鴻公流域

部長倡議」資深官員會議，商討區域合作

防制人口販運問題與對策，並提出行動計

畫 。 6 月間，美國政府公佈 r2oo6年人口

販運報告J(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2006) ，國務卿更指出防制人口販運不僅

是人權保障目標，且是全球安全事務 。

對於我國而言，由於部分中國、越南

等亞太區域婦女或經由偷渡、假結婚、觀

光或探親等多元管道，這販運來台貴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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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剝削，不僅導致台灣社會色情氾遜、治

安惡化和公共衛生等問題，政府亦因人口

販運及對被害者救助不足等因素，而遭到

國際組織和外國政府之批評，

再加上去年夏秋間，泰勞因這剝削及

強迫勞動起而暴動事件，引起圈內外社會

不滿與指責，凡此多被歸類為人口販運案

例，致使台灣形象與國家利益受損-

是以，國際社會對於防制人口販運之

對策與努力，值得我方重視與借錢 。

當前全球暨亞太人口販運之概ÌJt與

走向

聯合國「人口販運:全球型態」報告

指出，全球人口販運計有 127個輸出國、

137個目的國及98個轉運圈，其中以問發

中國家婦女進販運至已開發國家居多;而

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 最新估

算，全球每年約有50萬至400萬名人口販

運受害者，亞太區成約有 20 萬名 。 美國

國務院於 2005 年 6 月所公布之 r2005 年

人口販運報告」之估計， 2004年間全球人

口販運總數仍維持在約 60 至 80 萬人，其

中 80% 為女性， 50% 為未成年，而 70%

之女性均涉入色情產業且受剝削，不法暴



利估計達 10 億美元 。 在未來發展趨勢方

面，聯合國毒品與犯罪辦公室於 2004 年

發佈之最新統計與趨勢研判指出，尼泊

爾、孟加拉、泰國及菲律賓等亞洲地區之

人口偷渡和販運問題仍持續惡化之外，中

歐、朱歐及前蘇聯地區國家之人口偷渡與

走私成長尤其快速 。

東南亞地區之人口販運受害者人數高

於世界其他地區，其中以來自泰國、菲律

賓及東埔察居多數 。 日本係亞洲女子人口

販運之最大市場，受害者主要來自泰國及

菲律賓、俄羅斯及東歐;另一方面，台

灣、馬來西亞、香港亦正逐漸成為新興之

婦女人口販運市場，越南婦女亦遭以假結

婚方式被販運至中國、來埔察、台灣等

地 。 同時，中國、緬甸、泰國、菲律賓、

東;指導E及越南之求南亞女性，亦被走私販

運至西歐、美國、澳洲及中呆地區 。

南亞地區之人口販運受害者人數僅次

於東南亞地區，斯里蘭卡及印度被認為是

世界色情旅遊勝地，遭販運女子貝1J 多來自

尼泊爾及孟加拉 。 尼泊爾及阿富汗婦女進

販運至巴基斯坦和香港等亞太地區，孟加

拉婦孺被販運至中東地區，孟加拉、不

丹、尼泊筒、斯里蘭卡 。 巴基斯坦婦孺Jit

違反運至印度，然印度婦孺亦i重販運至歐

洲和中采地區 。 亞洲之主要色情旅遊地區

包括:泰函、南韓、菲律賓、斯里蘭卡、

香港等地，而來自澳洲之色情觀光客人數

居多。

合且表暨亞太防制人。版運之作為與

發是

月時合國基於保障人權、保護婦女、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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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犯罪、人道救助及人類安全等用意，乃

由聯合國「毒品與犯罪辦公室及聯合國跨

區域犯罪與法務研究中心J(United Nations 

Interregional Crime and Justice Research 

lnstitute, UNICRI)合作，於 1999年共同提

出「全球對抗人口販運計畫J(GPAT) ，旨

在重視組織犯罪團體從事人口販運問題，

蒐集、分析、評估及分送相關資訊與技術

合作，以協助會員國解決人口販運問題，

如當年即在菲律賓實施「聯合對抗菲律賓

人口販運」之研究計盒，並於2003年椎動

「丈助菲律賓人口販運受害者/見詮者」

之後續研究計畫 。 在越南方面， GAPT於

2004年間，協助越南完成為期6遇之「強

化越南法制及執法機關仿制人口販運」訓

練計畫，以加強越南警察、邊境軍隊及司

法人員對於人口販運之因應及處置能力 。

另外，聯合國亦於 2000 年出面協調

大渴公河次區域六個國家，包括來;而寒、

中國、察團、緬甸、泰國及越南，再加上

13 個聯合國組織及 8 個圓際 NGO 組織，

並由聯合國及澳洲提供經費，共同成立

「聯合國大渴公河次區域防制人口販運跨

機制計畫J '目的即在加強區域國家肉之

情勢掌握、行動協調與因應機能，以有效

應對人口販運問題。

在國際法規章E方面， r預防、壓制、

處罰人口 ( 尤其係婦女)販運議定書」和

「防制陸海空人口偷渡議定書」已分別於

2∞3年 12月 2S 日與2∞4年 l 月 28 日生效，

比二項國際法文件，再加上2C即年之「聯

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及2∞5年已

接受各國簽署之「聯合國防制食腐公

約J '乃構成國際社會透過國際法途徑防

制人口販運之重要法制基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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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太區域合作防制人口販運方面，

1997年來協舉行首次「內政部長跨國犯罪

會議」和公布「跨國犯罪宣言J '以宣示

重視跨國犯罪問題之決心，並莫立來協因

應跨國犯罪之機制架縛， 2002 年提出:

「執行來協打擊跨國犯罪行動計畫之工作

方案J '加強對於包括人口販運在內之八

大跨國犯罪防制工作。 2004 年於寮團舉

行第十屆來協高峰會議，通過「對抗人口

(尤其是婦孺)販運采協宣言 J 凡此作

為應可顯示來協對此主義趨之重視。

在國際社會協助亞太國家防制人口販

運方面，如「國際移民組織J(IOM)資助東

南亞國家舉行區域合作會議(即 1996年啟

動之「馬尼拉作法J(Manila Process)) ，目

前計有區域內 13 團及香港參與;美國與

菲律賓於2000年合辦「對抗婦孺販運亞洲

區域倡議」會議，共計有 19 國家、 15 個

國際組織及 5 個 NGO 參加;澳洲與印尼

於2∞2-3年陸續合辦「偷渡暨人口販運與

相關跨國犯罪部長級會議J (即「谷里作

法J(Bali Process)) ，共計 31 國代表與

會; 2004年 6月，計有來自 47 圓、 9個國

際及區域組織之 139名代表參與「資深官

員會議J 此外，南韓與10M於2003-4年

陸續在漢城合作舉行兩次「預防國際人口

販運及促進大眾認知運動」專家小組會

議;泰國則與聯合國跨局處專案(The UN 

Inter-Agency Project ， UNIAP)合作，於

2ω4年在曼谷舉行首次之「泰國政府人口
販運研討會」

台灣人口販運之情勢與影響

由於人口販運(Human Trafficking)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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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人權保障議題乃新興之人類安全事

務，多數國家包括台灣在內，對其未盡熟

悉或重視，再加上其典人員偷渡(People

Smuggling)肉之類同，並不易區隔或鑑

別，致使人口販運足見象常道混淆5克忽視;

事實上，台灣過去即多以偷渡行為看待所

有非法入境者，一律依國安法或入出境暨

移民法和相關法制加以處置(收容與遣

返) ，尤其是大陸地區人民。不過，約自

2002 年始，女性偷渡客取代男性人數，

且多數成為非法入境主流，即係大陸女子

自願或遭脅迫、欺騙、略誘等人口販運問

題浮現之初端;值得注意的是，越南、中

國等少數外國婦女以假結婚等方式來台 賣

淫或遭剝削，再加上合法引進之東南亞勞

工卻遭仲介剝削、生活虐待及強迫勞動等

問題，亦常被納入台灣應面對之跨國人口

販運議題，並承擔國際社會之關注與壓

力。

尤其是，因大陸女子偷渡或被迫來台

賣淫情事日增，加上媒體不時披露少部分

大陸女子進暴力剝削、毒品控制及不人道

待遇，致使我圓形象蒙羞;再加上相關單

位並未有效區隔對待「偷渡犯」及「人口

販運受害者J '並給予適當之人道處理和

協助，以及目前我圓並未完全依據國際法

規範，針對人口販運施以重罰或設立專法

等因素，致使美國國務院於去年6月所公

布之 r2oo5年人口販運報告」中，將台灣

由「第一級J(Tier 1)國家名單，降級為「第

二級J(Tier II)國家;令人遺憾的是，今年

6月美國甫公布之r2oo6年人口販運報告』

中，台灣是因「雖具充沛資源，然未能..l.

Z且更多努力以改善問題(如東南亞勞工進

剝削強迫勞動及婦女為入色情市場 )J



再加上泰勞受虐暴動事件等影響，而進降

級為「第二級觀察名單J(Tier II Watch 

List) ，與東浦察、印尼 、 中國等 32 國同

紋，類似銜擊與影響應值得政府重視並力

圖加以改善 。

國際實踐勢，民國之啟示與借錢

人口販運並非新興問題，因其成因稜

雜且難以有效解決而存續迄今，然近年

來，在確保人類安全及維護人權之信念倡

導下，不僅已被視為當前國際人權重要指

標，甚至被列為全球安全議題，並構成圈

家對外與對內政策之要素;是以，如何因

應日趨惡化之人口販運情勢及其衍生之國

家形象與利益受損等問題，三堇提出下列意

見供相關單位參考:

一、展現出解決人口販運問題之政治意

志，並積極擬定我國人口販運防制之

政策與行動計畫(Action Plan) ，並由

行政院統合與協調各相關單位，共同

合作以因應與處理人口販運問題;

二、蒐研國際社會對於人口叛逆防制作為

之「國際最佳實踐J(International B的t

Practices)經驗與教訓，俾提供政府制

定相關對策之參考;

三、制定人口販運防制專法，車食討與強化

相關法制規範，俾提供有效預防、追

訴、保護(Preventi凹， Prosecution and 

Protection)人口販運問題之依據;

四、參與全球、區滅性之官方與民間人口

島亞運防制會議，爭取發言機會，以吸

引國際瞭解、關注與支持台灣之相關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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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強各級學校內有關人權教育之內容

與比重，並透過社會宣導，從根本改

善成消除人口販運問題;

六、勞工主管機關除排解勞動糾紛外，應

重視非自顧性或強迫勞動問題之處

理，如提供法務諮商及暫時居且善等協

助，避免外籍勞工因 i童剝削而出現

「現代奴工J 以維護台灣形象與利

益;

七、司法與警政單位應重視人口販運問

趟，並成立專責機制，投入必要人力

與資源，改進預防與全緝策略，提高

起訴效率與品質，加重處罰以產生嚇

阻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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