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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人口販運犯罪問題之研究法律與法制

A Study on Human Trafficking in China and Taiwan

謝立功（Hsieh, Li-Kung）
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教授

摘要

人口販運係嚴重侵害人權之犯罪行為，亦為當前世界各國重視之跨國犯罪類型

的ㄧ種。人口販運原則上應係基於性剝削、勞力剝削、摘取器官等目的，其手法及

方式則複雜多變，過去兩岸政府在相關法令與作為恐有不足，造成此類犯罪惡化，

現雖已各自建立防制人口販運之機制，但由近來美國人口販運、人權報告顯示，兩

岸在防制人口販運作法上仍有諸多可努力空間。本文針對兩岸人口販運定義探討、

案件偵辦、法律適用、困境分析等面向作整體探討，期能為兩岸共同防制人口販運

提出具體可行建議。

關鍵字：人口販運、拐賣婦女兒童、跨國（境）人口販運、剝削

壹、人口販運定義

人口販運係嚴重侵害人權之犯罪行為，亦為當前全世界重視之跨國犯罪類型

之一種。人口販運不限於性剝削行為，畢竟勞力剝削行為也同受國際社會關注，

雖然人口販運之危害既深且廣，
�
但兩岸相關法律似皆未賦予其周延之定義。

� 詳見謝立功，「我國人口販運防制對策」，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十），�00�年 ��月，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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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刑法》雖於民國��年增訂第���條之�買賣質押人口罪，其基本犯

罪態樣為買賣、質押，意圖使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買賣、質押者，以強

暴、脅迫、恐嚇、監控、藥劑、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犯者，及常

業犯、公務員包庇者，皆各有加重刑度規定，且即使是媒介、收受、藏匿被買

賣、質押之人或使之隱避者，亦有刑責。��年��月行政院核定公布「防制人

口販運行動計畫」，��年行政院為保障人口販運被害人人權，防制人口販運

犯罪，設置「行政院防制人口販運協調會報」（以下簡稱為協調會報），作為

跨部會協調之平臺機制，並定期追蹤檢視該計畫相關措施各部會分工之執行成

效，可謂我國人口販運之防制對策，也堪稱防制人口販運之最高指導原則，執

行期程為��至��年度。依據該計畫，人口販運係指：以買賣或質押人口、性

剝削、勞力剝削或摘取器官等為目的，而以強暴、脅迫、恐嚇、監控、藥劑、

催眠術、詐術、不當債務約束或其他強制方法，組織、招募、運送、轉運、藏

匿、媒介、收容國內外人口或使之隱蔽之行為。「人口販運被害人」則為：

一、遭他人以買賣或質押人口、性剝削、勞力剝削或摘取器官等為目的，

而被強暴、脅迫、恐嚇、監控，或被施以藥劑、催眠術、詐術、不當債務約束

或其他強制方法，並被組織、招募、運送、轉運、藏匿、媒介、收容於國內外

或使之隱蔽之人。

二、未滿��歲從事性交易者，無論其是否出於自願，均視為被害人。但該

計畫畢竟尚非法律位階，因此與《刑法》買賣質押人口罪差異處，對基層執法

人員造成若干困擾。直至��年��月��日公布之《入出國及移民法》第�條第��款

才將跨國（境）人口販運定義為：指以買賣或質押人口、性剝削、勞力剝削或

摘取器官等為目的，而以強暴、脅迫、恐嚇、監控、藥劑、催眠術、詐術、不

當債務約束或其他強制方法，組織、招募、運送、轉運、藏匿、媒介、收容外

國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或

使之隱蔽之行為。由於該法尚未施行，何謂「性剝削」、「勞力剝削」、「不

當債務約束」？未來均有待司法實務界，由個案中再確認。

中共����年《刑法》第���條也有拐賣人口
�
處罰規定，����年《關於嚴懲拐

� 大陸地區「拐賣人口」大致相當於我方「人口販運」之意，但並未包括「摘取器官」，而我方也鮮少聽
聞有以此方式進行人口販運，故本文並未就該部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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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增加「拐賣婦女、兒童罪」與使用

暴力、脅迫或者麻醉方法綁架婦女、兒童或者偷盜嬰幼兒的「綁架婦女、兒童

罪」。現行����年《刑法》中直接涉及有關拐賣人口犯罪的犯罪包括：第��0條

拐賣婦女、兒童罪；第���條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第���條以暴力、威

脅方法或聚眾阻礙解救被收買的婦女、兒童罪等�個罪名。�00�年�月開始施行

《未成年人保護法》雖有禁止拐賣未成年人（��歲以下）的規定，但未另設特

別處罰規定。

貳、兩岸偵辦人口販運案件現況

一、大陸地區偵辦人口販運案件現況

由於計畫經濟和戶籍制度等的限制，�0世紀�0年代拐賣人口犯罪在中國

大陸已基本禁絕。�0年代開始，在商品經濟大潮衝擊下，販賣人口死灰復燃，

最初發生在西南、西北、華北等少數省分，而後蔓延到許多省分和地區。�0年

代實行改革開放，農村打破封閉、半封閉狀態，出現大量剩餘勞動力，由於城

市化、戶籍政策鬆動等因素影響，開始出現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熱潮，而這一

時期對流動人口管理措施上的延滯，就給犯罪分子可趁之機，出現拐賣人口的

犯罪集團。為嚴打拐賣人口犯罪，����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嚴懲嚴重

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頒布《關於當前辦理拐賣人口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

����年，全國法院受理拐賣人口犯罪案件�,���件，判處罪犯�,��0人；����、

����年，受理拐賣人口犯罪案件和罪犯都比上�年增加�倍以上。���0年受理

拐賣人口犯罪案件�萬���件，判處罪犯�萬�,���人，分比����年上升��0%和

���%。面對拐賣人口犯罪形勢惡化，����年�月�日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

《關於嚴懲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是對����年《刑法》

的補充和修改，以健全和強化懲治拐賣人口犯罪。���0年全國公安機關立案偵

查拐賣人口案件�萬�,���起；����年�萬�,�0�起，����年�萬�,���起，����年�萬

�,���起，����年�萬�,���起，����年�萬��0起，可見從����年起，大陸拐賣人

口犯罪連續幾年下降。����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通過的《行動綱領》指



92

第6卷　第5期　中華民國97年5月

「2006國家安全報告」與新安全觀

C

M

Y

CM

MY

CY

CMY

K

form04 [轉換].pdf   12/20/2007   3:38:04 PM

出，拐賣婦女、強迫婚姻和強迫賣淫等行為，都是對婦女的暴力，中共更是最

早簽署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公約》的國家之一。
�
 

拐賣婦女兒童的現象在河南，廣東，福建，四川，安徽等省嚴重，以強迫

體力和色情勞動為目的的非傳統類型人口拐騙現象，呈增長態勢。這一現象是

在全球化和地區發展不平衡的趨勢下，由於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人口流動激增

和勞動力流動造成。作為勞動剝削和色情服務為目的的人口拐賣，也是由於大

陸用工制度和法律制度不完善造成，目前《刑法》的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對象包

括婦女和兒童，卻忽略��歲以上的未成年和成年的男性，這一群體往往是包括

在勞動剝削的範疇內。
�
公安部估計每年約有�,000件跨境人口販運案件，但每年

約減少�0％。�00�年至�00�年，偵辦人口販運案件超過�萬�,��0件，逮捕罪犯

逾�萬�,000人，救出被害人超過�萬�,���人。�00�年調查�,���案，省級政府救出

���被害人，逮捕���位人口販子。
�
 

二、我國偵辦人口販運案件現況

我國各司法警察機關偵辦人口販運之情形大致如下：
�
 

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為警政署）依據行政院「防制人口販運行動計

畫」，策頒「加強查處人口販運仲介及集團專案實施計畫」（以下簡稱「反

奴專案」）及「查緝人口販運仲介集團工作執行計畫」（以下簡稱「靖蛇專

案」），以查緝非法仲介、外來人口及成員�人以上之人口販運集團為主，動員

所屬加強查緝，民國��年共計查獲人口販運集團案件���件（其中�0�件屬性剝

削、��件屬勞力剝削）。刑事警察局於��年�月經由美國在臺協會協助，與美國

國務院外交安全局舊金山分處共同偵破將臺籍女子販運至美、澳、日之人口販

運集團案件，藉由彼此情資交換共同偵辦，讓美方瞭解我國檢警人員對於打擊

人口販運案件之重視與努力，奠定雙方合作基礎。��年，工作計畫為有效肅清

潛境內人口販運集團成員，持續執行「反奴專案」及「靖蛇專案」，針對人口

販運集團及非法外來人口可能藏匿、僱用等地點，由該署及各市、縣（市）警

察局規劃實施掃蕩工作，俾擴大查緝成效。並於查獲人口販運案件時，如獲悉

� 參見甄貞，「中國大陸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狀況與對策研究」，�00�年中央警察大學「國土安全與移民、
海巡執法」學術研討會，�00�年 �月 �日，頁 �-�。

� Available: �00�年 �月 ��日，http://www.womenswatch-china.org/article.asp?id=����
� 參見 �00�年美國人權報告有關中國部分。Available: �00�年 �月 ��日，http://www.state.gov/g/drl/rls/

hrrpt/�00�/�00���.htm
� 以下資料參考行政院防制人口販運協調會報第七次會議資料，�00�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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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國人口販運情資，由刑事警察局透過駐外警察聯絡官或國際刑警組織與當地

國警方聯繫，經由相互交換情資，擴大偵辦外國人或本國人在海外之非法販運

行為。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以下簡稱為移民署）��年共計查獲疑似人口販運

案件��件。另研訂「人口販運案件處理流程」，內容包括：發現疑似案件、主動

鑑別被害人、被害人安置保護、被害人深入清詢、被害人安全送返原籍國（地）

等。各查緝、安置機關單位及檢察機關依此流程另訂人口販運案件偵辦（查）

流程、人口販運被害人安置流程，並於��年�月�0日行政院第�次「協調會報」

通過，相關政府部門已將此標準作業流程轉知所屬聯繫窗口，並納入常年教育

訓練課程，據以辦理查緝人口販運案件。在針對大陸配偶以及東南亞國家持短

期簽證者予以嚴格審查方面，��年��至��月，有�,���名進行面談，其中�00人在

第一線面談時發現可疑，進行二次面談；另有大陸配偶��人因雙方說辭重大瑕

疵、�人因假冒他人身分證件來臺，均於機場直接遣返。��年工作計畫為：

（一）嚴密國境線上證照查驗勤務

定期辦理「證照辨識說明講習」增加證照辨識能力。經確認為假照者，將

清查所得資料提供治安機關查處。

（二）查緝人蛇不法

加強可疑過境旅客查察，派員至登機門、過境室及候機室監控，或調閱監

視錄影帶追查其他可疑接應人士，將查察所得資料提供相關單位查處，以期破

獲人蛇集團。

（三）嚴審面談案件

如發現涉及虛偽結婚情事，於清查幕後人口販運集團情資後，拒發入境許

可或強制出境，並將相關資料移交轄區專勤隊查緝幕後人口販運集團。

法務部有鑒於美國於�00�年、�00�年人口販運報告中，多次提及我國對於

人口販運被害人之保護措施仍需改進，為使執法人員於案件查獲之始，可立即

辨識人口販運之被害人，並予以安置保護，進而於刑事訴訟程序中給予保護及

刑事免責，於民國��年�月�日邀集相關部會及各勞政、社政民間團體，研擬

「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並經行政院於�月�日第一次「協調會報」通

過，��日函知所屬及相關部會辦理。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自��年起即指定專責

檢察官統合、指揮移民、警察、海巡機關，並適時結合民間團體、外國使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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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處，以有效查緝人口販運案件。另為督導各檢察署有關人口販運案件之辦

理，提升辦案效能，並加強各相關機關間之聯繫，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亦同時

成立督導小組，檢討人口販運案件業務執行情形。由於各人口販運案件查緝機

關提供之查緝數據，與各地方法院檢察署累計新收案件數差異甚大，引發外界

質疑，遂於��年�0月��日邀集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以下簡稱為海巡署）、勞工

委員會、警政署、移民署、調查局、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及部分地方法院檢

察署代表，召開「研商精進人口販運案件統計數據會議」，了解各查緝機關與

檢察機關統計數據方法，探究統計數據與實務狀況發生落差原因，並提出策進

作為，經��月�0日第�次「協調會報」通過。另為利於各查緝機關於認定人口

販運案件時有一致標準，訂立「人口販運案件檢查表」及「人口販運案件類型

及適用法條表」，供查緝機關參考。��年各檢察機關仍將持續查緝人口販運集

團，並積極蒐證、打擊不法分子，以提升我國際形象。

海巡署��年偵破��件人口販運集團案件，修頒「海岸巡防機關海巡工作績

效考評要點」，提高人口販運案件績效比重，指定專責單位負責統籌規劃查緝

人口販運犯罪相關業務，並建立各縣市海巡單位聯繫窗口，及緊急協調聯繫機

制。��年工作計畫為：

（一）落實追本斷源，澈底瓦解集團。

（二）查察可疑場所，中止剝削行為。

（三）強化清詢工作，廣拓線情來源。

參、兩岸偵辦人口販運案件法律之適用問題

一、大陸地區偵辦人口販運案件法律之適用

中共《憲法》規定，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家庭生活享有同男

子平等的權利，國家保護婦女的權利和利益；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受國家

保護。《婦女權益保障法》規定，國家保護婦女依法享有的特殊權益，逐步完

善對婦女的社會保障機制，禁止歧視、虐待、殘害婦女。《婚姻法》提倡自由戀

愛，自願結婚，反對父母干涉、包辦，禁止索要彩禮。《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

禁止拐賣未成年人。

����年《刑法》第���條規定：拐賣人口，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



95

兩岸人口販運犯罪問題之研究法律與法制

重，處�年以上有期徒刑。其後，針對拐賣人口犯罪日益嚴重的情況及拐賣人口

犯罪集團出現較多，����年�月�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

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規定：「拐賣人口集團的首要分子，或者拐賣人

口情節特別嚴重」，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刑，直至判處死刑。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頒布《關於當前辦理拐賣

人口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對有關的法律規定作具體解釋。

為遏止拐賣婦女、兒童的犯罪活動，保護婦女兒童的人身安全和其他權益，維

護社會治安秩序，全國人大常委會於����年�月�日通過《關於嚴懲拐賣、綁架

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其中第�條「拐賣婦女、兒童罪」：拐賣婦

女、兒童，處�年以上�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處�萬元人民幣（下同）以上罰

金；有下列情形之一，處�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併處�萬元以下罰

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處死刑，併處沒收財產，（一）拐賣婦女、

兒童集團的首要分子；（二）拐賣婦女、兒童�人以上；（三）姦淫被拐賣的

婦女；（四）誘騙、強迫被拐賣的婦女賣淫或者將被拐賣的婦女賣給他人迫使

其賣淫；（五）造成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或者其親屬重傷、死亡或者其他嚴重

後果；（六）將婦女、兒童賣往境外。並將拐賣婦女、兒童罪定義為：拐賣婦

女、兒童是指以出賣為目的，有拐騙、收買、販賣、接送、中轉婦女、兒童的

行為之一。第�條規定：以出賣為目的，使用暴力、脅迫或者麻醉方法綁架婦

女、兒童，處�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併處�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

產；情節特別嚴重，處死刑，併處沒收財產。第�條第�款規定：以出賣或者勒

索財物為目的，偷盜嬰幼兒，依照本條第�款規定處罰。第�條第�款還規定：

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綁架他人，依照本條第�款的規定處罰。第�條規定：收買被

拐賣、綁架的婦女、兒童，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收買被拐賣、

綁架的婦女，強行與其發生性關係，依照《刑法》關於強姦罪的規定處罰。收

買被拐賣、綁架的婦女、兒童又出賣，依照本決定第�條的規定處罰。收買被拐

賣、綁架的婦女、兒童，按照被買婦女的意願，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對被

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
�

中共《刑法》中直接涉及有關拐賣人口犯罪的犯罪包括：第��0條拐賣婦

� 參見甄貞，「中國大陸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狀況與對策研究」，�00�年中央警察大學「國土安全與移
民、海巡執法」學術研討會，�00�年 �月 �日，頁 �、�-�。



96

第6卷　第5期　中華民國97年5月

「2006國家安全報告」與新安全觀

C

M

Y

CM

MY

CY

CMY

K

form04 [轉換].pdf   12/20/2007   3:38:04 PM

女、兒童，處�年以上�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處罰金；有下列情形之一，處�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併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處死

刑，併處沒收財產：

（一）拐賣婦女、兒童集團的首要分子；

（二）拐賣婦女、兒童�人以上；

（三）姦淫被拐賣的婦女；

（四）誘騙、強迫被拐賣的婦女賣淫或者將被拐賣的婦女賣給他人迫使其

賣淫；

（五）以出賣為目的，使用暴力、脅迫或者麻醉方法綁架婦女、兒童；

（六）以出賣為目的，偷盜嬰幼兒；

（七）造成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或者其親屬重傷、死亡或者其他嚴重後

果；

（八）將婦女、兒童賣往境外。

而拐賣婦女、兒童則定義為以出賣為目的，有拐騙、綁架、收買、販賣、

接送、中轉婦女、兒童的行為之一；
�
第���條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處�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強行與其發生性關係，

依照第���條規定定罪處罰。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非法剝奪、限制其人身

自由或者有傷害、侮辱等犯罪行為，依照《刑法》的有關規定定罪處罰。收買

被拐賣的婦女、兒童，並有第�款、第�款規定的犯罪行為，依照數罪併罰的規

定處罰。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又出賣，依照第��0條的規定定罪處罰。收買

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按照被買婦女的意願，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對被買

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第���條聚眾

阻礙解救被收買的婦女、兒童罪，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解

救被收買的婦女、兒童，依照第���條的規定定罪處罰。聚眾阻礙國家機關工作

人員解救被收買婦女、兒童的首要分子，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他參

與者使用暴力、威脅方法，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從上述中共刑事法律關於拐賣人口犯罪的規定中發現，對於拐賣人口犯罪

的法律規定變化很多：首先，在����年《刑法》中只規定「拐賣人口罪」，並

� 有關拐賣婦女、兒童之定義，����年《刑法》較 ����年《關於嚴懲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
的決定》增加「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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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較低的法定刑（一般情況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處�年以上有期徒

刑）；其次，在����年�月�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中提高拐賣人口罪的法定

刑（可以在《刑法》第���條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刑，直至判處死刑）；在����

年�月�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中增設「拐賣婦女、兒童罪」新罪名，並且沒

有取消原來存在的「拐賣人口罪」，形成《刑法》中既有拐賣婦女、兒童罪，

又有拐賣人口罪的情況。另外，還增設「綁架婦女、兒童罪」新罪名，且將以

出賣為目的及以勒索財物為目的之綁架婦女、兒童行為均歸入綁架婦女、兒童

罪之中。從而出現在拐賣人口犯罪中，不是以行為人的犯罪目的作為劃分不同

犯罪標準，而是以行為人的行為方式作為劃分不同犯罪標準。在����年《刑法》

中規定拐賣婦女、兒童罪，並且在《刑法》條文中取消原有的拐賣人口罪，結

束《刑法》條文和司法實踐中拐賣人口罪和拐賣婦女、兒童罪並存的局面。同

時，取消全國人大常委會����年決定中規定的綁架婦女、兒童罪這一罪名，將

以出賣為目的綁架婦女、兒童的行為作為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加重情節，可處

�0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而將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綁架他人的行為，專門規

定一個新罪名「綁架罪」予以處罰。第��0條與全國人大常委會����年決定的規

定相比，還刪除法定刑中罰金最高為�萬元的數額限制。同時新《刑法》還保留

全國人大常委會����年決定中的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和聚眾阻礙解救被

收買的婦女、兒童罪。另為加強打擊拐賣人口犯罪，現行《刑法》在瀆職罪中

還從職務上對負有解救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行為作規範，第���條專門規

定不解救被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罪和阻礙解救被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罪等

罪名。
�
 

二、我國偵辦人口販運案件法律之適用

我國目前雖尚未針對人口販運問題制定專法，但民國��年底修正之《入出

國及移民法》已增列跨國（境）人口販運防制及被害人保護專章，期能在人口

販運專法通過前，先就人口販運被害人在臺停留期間之人權、生命安全給予保

障，進而提升我國防制人口販運之整體作為。
�0
該法第�0條規定有關跨國（境）

人口販運防制及被害人保護適用該章規定，但該章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

� 參見甄貞，「中國大陸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狀況與對策研究」，�00�年中央警察大學「國土安全與移
民、海巡執法」學術研討會，�00�年 �月 �日，頁 �-�0。

�0 Available: �00�年 ��月 ��日，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shownews.as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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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第��條規定依法接受對質及詰問之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經檢察官

或法官認定其作證有助於案件之偵查或審理者，得依證人保護法相關規定進行

保護措施。且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其因被販運而觸犯其他刑罰或行政

罰規定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責任。由於證人保護法本係為保護特定之刑事案件

（該法第�條）及檢肅流氓案件之證人，使其勇於出面作證，以利犯罪偵查、審

判，或流氓之認定、審理，並維護被告或被移送人權益而制定。因此其所保護

之證人有一定範圍，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原不在保護之列，本條為使人

口販運被害人能有助於案件偵查或審理，而以證人身分陳述自己見聞之犯罪事

證，並接受對質及詰問，故加以擴大保護。理論上，人口販運被害人可能因此

較敢於挺身而出指證不法，但實質上若無法獲得渠等信任或仍擔心日後遭受報

復（包含其親人），本規定可能流於形式而難以發揮作用。至於因被販運而觸

犯其他刑罰或行政罰規定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責任，應在避免係被迫或被控制

所為卻遭罰之不合理現象發生，其立法本意甚佳，但該涉及刑罰或行政罰之行

為必須考量是否與被販運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有無故意或過失等，未來落實情

形才是關鍵。此外，若欲鼓勵被害人配合，及時將其送返母國，對某些被害人

才是最佳之誘因，因此能否考量適度放寬證據法則，例如審判外之陳述、聲音

影像視訊得為證據等，亦應是修法選項之一。第��條規定依《證人保護法》給

予保護之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主管機關得視案件偵辦或審理情形，核

發效期�個月以下之臨時停留許可，必要時得延長。而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對前述

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得核發聘僱許可，不受《就業服務法》限制。同

時主管機關應於前述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案件結束後，儘速將其安全送

返其原籍國（地）。此種核發效期�個月以下之臨時停留許可、核發聘僱許可之

規定，將使得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可合法工作，應是爭取渠等合作之重

要配套規範。當案件結束後，儘速將其安全送返其原籍國（地），看係合理作

法，但送回其原籍國（地）後是否安全？可能就難以預料。因此是否可考慮必

要時繼續留下，或許更符合人道精神。
��

 

由於《入出國及移民法》尚未開始施行，期待跨國（境）人口販運防制

及被害人保護專章發揮功效尚言之過早。目前主要與人口販運有關之規定為：

�� 參見謝立功，「我國防制人口販運專法之立法思考」，中央警察大學移民研究中心 「國境安全與人口移
動」學術研討會，�00�年 ��月 ��日，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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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條媒介性交猥褻罪（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

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0萬元新臺幣（下

同）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刑法》第���之�條圖利強制使人為

性交猥褻罪（意圖營利，以強暴、脅迫、恐嚇、監控、藥劑、催眠術或其他違

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者，處�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0萬元以下罰金。媒介、收受、藏匿前項之人或使之隱避者，處�年以

上�年以下有期徒刑。）第���條使人為奴隸罪（使人為奴隸或使人居於類似奴

隸之不自由地位者，處�年以上�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之�買賣人口罪（買

賣、質押人口者，處�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0萬元以下罰金。意圖使人為

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買賣、質押人口者，處�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0萬元

以下罰金。以強暴、脅迫、恐嚇、監控、藥劑、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

方法犯前述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另媒介、收受、藏匿前述被買賣、

質押之人或使之隱避者，處�年以上�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0萬元以下罰

金。）、
��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條（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

以他法，使未滿��歲之人為性交易者，處�年以上�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00

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意圖營利而犯前述之罪者，處�年以上�0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00萬元以下罰金。另媒介、收受、藏匿前述被害人或使

之隱避者，處�年以上�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00萬元以下罰金。）、第��

條（以強暴、脅迫、恐嚇、監控、藥劑、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

使未滿��歲之人為性交易者，處�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0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而犯前述之罪者，處�0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000萬元以下罰金。媒

介、收受、藏匿前述被害人或使之隱避者，處�年以上�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00萬元以下罰金。）第��條（意圖使未滿��歲之人為性交易，而買賣、質押或

以他法，為他人人身之交付或收受者，處�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00萬元以下

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以強暴、脅迫、恐嚇、監控、藥劑、催眠術或其

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犯前述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媒介、收受、

藏匿前二項被害人或使之隱避者，處�年以上�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00萬元

�� 《刑法》第 ���之 �應係處罰人口販運行為最核心之規範，但實務上各級法院以該條審理終結之案件非
常少，判決確定的案件更少。詳見高鳳仙，論我國法院辦理人口販運之實務問題，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
署主辦，天主教善牧基金會承辦 ��年 「防制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實務座談會」，�00�年 ��月 ��日，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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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罰金。）

其他可能涉及之刑事處罰規定如下：《刑法》第���條使未滿��歲之男女為

性交或猥褻罪、第���條普通傷害罪、第���條重傷害罪、第���條圖利以詐術使

人出國罪、第�0�條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第�0�條強制罪；《兒童及少年性交

易防制條例》第��條；《勞動基準法》第�條及第��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第��條及第��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條（新法第��條）；《護照條例》第

��條至第��條等。

肆、兩岸偵辦人口販運案件之困境

綜觀中共近年來相繼制定和修訂《刑法》、《婦女權益保障法》、《勞動

法》、《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婚姻法》、《收養法》等

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制定《關於審理拐賣婦女案件適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

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

行）》，公安部制定《關於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適用法律和政策有關問題的

意見》，為保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提供法制保障。國務院《中國婦女發展綱要

（�00�-�0�0年）》和《中國兒童發展綱要（�00�-�0�0年）》，將預防、打擊

和減少拐賣等侵害婦女兒童權益犯罪行為作為保護婦女兒童的重要目標。各地

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團體和有關單位共同參與的反對拐賣婦女兒童行動（簡稱

反拐）合作機制，開展宣傳教育活動；公安機關開展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專

項行動，破獲許多案件，也解救許多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在重點地區建立被解

救婦女兒童中轉、培訓和康復中心，實施預防犯罪和救助被解救婦女兒童的試

點專案。此外，加強與有關國際組織聯繫，運用警務合作協議和刑事司法協助

條約等開展國際合作。
��

 

中共����年《刑法》原來規定有拐賣人口罪，但重點在對於婦女、兒童的

拐賣，����新《刑法》只規定拐賣婦女、兒童罪，而取消有關拐賣人口罪的規

定和罪名。這一重大立法變化，儘管在當時得到許多學者和實際部門工作者的

贊同和支持，但也導致目前司法上對於拐賣除婦女、兒童以外的其他「人口」

�� Available: �00�年 �月 ��日，http://www.gov.cn/zwgk/�00�-��/�0/content_������.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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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拐賣成年男性）無法進行處罰的狀況出現。由於各地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以

及貧富和城鄉之間差異，司法實踐中已經出現較多的拐賣成年人去做苦力的情

況，並且正在逐年增加。但因無法以拐賣人口罪追究當事人的刑事責任，在沒

有辦法的情況下，只能變通以非法拘禁罪追究當事人的刑事責任。這種定罪處

理方法不僅不符合《刑法》對行為人犯罪目的的要求（因為從《刑法》規定和

理論上講，非法拘禁罪的行為人不能以出賣為目的，如果以出賣為目的非法拘

禁他人，理應構成拐賣人口罪），而且也不符合《刑法》中罪、責、刑相適應

原則的要求（因為非法拘禁罪的法定刑規定較低，而拐賣類犯罪的法定刑一般

規定較高）。這種狀況在客觀上給司法工作造成相當大的困難，並給打擊拐賣

人口的犯罪造成障礙。特別是目前存在的跨國境、跨邊境拐賣人口犯罪，而在

這些拐賣人口犯罪的對象中絕大多數又是成年勞動力，其中不乏成年男性。
��

 

大陸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形勢仍不容樂觀。集團犯罪趨勢明顯，跨國案件增

多，犯罪手段更加隱蔽，犯罪分子更加狡猾並不斷變換作案手法，尋找新的侵

害物件。在工作層面上，相關法律法規需進一步完善，相關部門職責需進一步

明確，執法環節和部門間合作需進一步加強，經費保障機制有待改善。
��

 

我國於�00�年公布「防制人口販運行動計畫」，�00�年起定期召開跨部

會「防制人口販運協調會報」，彰顯重視此一議題。�00�年底《入出國及移民

法》修法中增列「跨國（境）人口販運防制及被害人保護」專章，目的在強化

我國對防制跨國（境）人口販運之相關作為，對國際社會應具相當程度宣示性

作用。但�00�年�月公布之美國人權報告指出，臺灣仍遭批評為沒有完整防範

人口販運的法律。政府雖有跨部會機制協同對抗人口販運，但這仍是臺灣的問

題。指出臺灣仍是東南亞國家及中國大陸人民遭販運從事強迫勞動與性交易的

主要目的國，來自印尼、越南、菲律賓、泰國等國女性，遭勞力或婚姻仲介業

者以假結婚或提供就業機會等理由，卻被迫到臺灣進行性交易，也有報告指

出，臺灣婦女被販運到加拿大、日本、英國、美國等國從事性交易。而家事勞

動者常遭雇主強迫在工廠、建築工地工作，僅能領取較低的家事勞動者薪資。

仲介業者及雇主常向外籍勞工收取高額仲介費或其他費用，該債務常使得外勞

�� 參見甄貞，「中國大陸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狀況與對策研究」，�00�年中央警察大學「國土安全與移
民、海巡執法」學術研討會，�00�年 �月 �日，頁 �0-��。

�� Available: �00�年 �月 ��日，http://www.gov.cn/zwgk/�00�-��/�0/content_������.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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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非自願奴隸的工具，而外勞不敢檢舉遭雇主虐待是因為擔心遭解僱與遣

返，家事勞動者除非在極少數情形下是不准轉換工作或雇主，通常也未被充分

告知遭虐待時應如何處置。
��
顯見我國無論是在處理性剝削或勞力剝削的人口販

運議題，均仍面臨諸多困境亟待解決。

此外，人口販運之行為並不一定為跨國（境），但該章僅規定「跨國

（境）」之人口販運，若單純為發生在我國境內之人口販運將無所依循，且對

於跨國（境）」人口販運定義仍然不明確，能否有效與國際接軌、是否會產生

人口販運之漏洞，均值得深思。

伍、建議

人口販運經常為跨國性之犯罪議題，但近年來似有惡化的趨勢，因此受到

全球更多關注，其可能對人權與國家安全所帶來危害，更是難以估計。國際間

對人口販運係採較廣義定義，即從寬認定被害人，以利對被害人之保護。兩岸

相關法規對於國際社會所謂的人口販運問題尚無法完全將之入罪化，顯示兩岸

法規範不足，在執法面也未能盡如人意，因此無論在美國人口販運報告或人權

報告，均呈現令人不滿意的成績。

基於前述分析，建議如下：

一、儘速配套修正防制人口販運法律，完善對被害者救援保護

將聯合國「預防、壓制及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及兒童）議定書」

等國際公約規定轉化為我國人口販運防制專法內容，俾利有效防制人口販運活

動，並保障婦女及兒童人身自由及安全。《入出國及移民法》跨國（境）人口

販運相關規定與《刑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等法規有關人口販

運之適用範圍，必須加以整合，以免第一線人員無所適從。而刑事處罰規定也

應檢討修正，避免輕重失衡。納入與人口販運有關人員之通報義務，並建立相

關通報機制，同時規範對報告人資料應予保密。

二、從寬認定人口販運被害人，並建立有效通報機制

與查緝人口販運相關司法（警察）機關，在處理人口販運案件時，為達到

�� Available: �00�年 �月 ��日，http://www.ait.org.tw/zh/news/officialtext/viewer.aspx?id=�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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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人權、保護被害人目標，對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宜先從寬認定，
��
若事後

發現不是被害人，仍可由安置處所轉換至收容處所。另經常有機會接觸人口販

運被害人之中央或地方勞政、社政、醫療衛生等相關單位，也應建立與司法警

察機關間及時相互通報標準作業程序，甚至協調相關非政府組織配合通報，以

形成綿密的防制網絡。此外，建立遭受奴隸式虐待的報案管道還不夠，政府必

須採取更主動作法，發現這類罪行和受害者，並提供受害者法律和經濟獎勵措

施，鼓勵挺身而出，跟相關部門合作調查和法辦犯罪分子。政府應進一步展現

解決人口販運問題的政治意願，打擊販運活動，保護販運的受害者。
��

 

三、檢討外籍勞工政策

外籍勞工是否完全依照國民待遇原則或可再商榷，但外勞絕不應該是奴

隸，遭質疑為勞力剝削行為之收取高額仲介費、限制行動自由、巧立名目剋扣

工資、不公平之勞動契約等，均須再檢視其合法性。對潛在之人口販運被害

人，尤其是家事勞動者，必須配套修正相關勞工法規保護其權益。另勞委會應

會同外交部、內政部等相關部會，與外勞來源國儘速協商解決上述問題。

四、深化執法人員教育訓練

目前許多第一線工作人員並不瞭解何謂「性剝削」？「勞力剝削」？各單

位若認知不同，執法標準不一，恐引發諸多後遺症。必須加強相關執法人員教

育訓練，將前述諸多原非我國法律常見之用語定義並舉例說明，否則基層將無

所適從。尤其在專責查緝人口販運案件辦案人員，應對其實施案例研討、查緝

經驗傳承等專業訓練。為提升人權立國形象，強化教育訓練，實乃當務之急。

當然若能提高績效評比配分，將更能提升偵辦成效。若能善用民間資源，結合

非政府組織與其建立夥伴關係，將可達開發新案源與協助案件偵辦效果。

五、落實人口販運協調會報功能

中共由��個部門和單位組成之反對拐賣婦女兒童行動工作部際聯席會議，
��

�� 現行「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已實施 �年，其內容是否妥適，恐有必要再加以檢討修正。由於若鑑
定為被害人將受到相關保護安置，若鑑定結果非被害人則為一般收容，故對其權益影響甚大，亦應在母
法賦予授權子法另行規範。

�� 此係美國國務院人口販運問題資深協調官馬克．泰勒（Mark Taylor）看法。Available: �00�年 ��月 ��
日，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00�-0�/w�00�-0�-0�-voa��.
cfm?CFID=���0�����&CFTOKEN=���0����

�� 依據 �00�年 �月 �日開始施行之《中國反對拐賣婦女兒童行動計畫（�00�-�0��年）》，中共反對拐賣
婦女兒童行動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係由公安部、中央宣傳部、中央綜治辦、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
外交部、發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司法部、財政部、人事部、勞動保障部、鐵道部、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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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甫成立未久，其成效有待觀察。而我國行政院跨部會人口販運協調會報已

設立�年，在防制工作上雖獲致若干成效，但仍有可改進之空間，如部分機關與

會人員層級不高，或對業務不熟悉，或誇大相關成效。

六、強化兩岸司法互助

針對人口販運案件，兩岸應展開對話，強化刑事司法互助，研商共同防制

人口販運之道。例如：建構一套關於偽變造及遺失護造等旅行證件之情資共享機

制，將可於國境線上及時查獲「形式合法實質非法」之人口販運案件；又兩岸應

交換人口販運涉及洗錢之情資，適時查扣洗錢犯罪所得，降低人口販賣誘因。

農業部、商務部、文化部、衛生部、人口計生委、工商總局、民航總局、廣電總局、法制辦、婦兒工委
辦公室、扶貧辦、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等 ��個部委組成。公安部為秘書單位。聯席會
議召集人由公安部負責人擔任，聯席會議成員為有關部門和單位負責人。聯席會議辦公室設在公安部刑
事偵查局，承擔日常工作。辦公室主任由刑偵局局長兼任，各成員單位指定一名聯絡員為成員。各地區
特別是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活動重點地區，要建立相應的反拐工作機制。Available: �00�年 ��月 ��日，
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shownews.asp?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