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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關於防止、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

童行為的補充議定書 

 

序言 

   本議定書締約國宣佈採取有效行動防止和打擊國際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

兒童，有必要在原住地國、過境國和目的地國採取包括預防販運，懲治販運者

和保護販運活動被害人，包括保護被害人國際公認之人權，之全面性國際做法；  

  考慮到雖有各項載有打擊剝削人，特別是婦女和兒童，行為的規則和實際 

措施的國際文書，但尚無一項處理人口販運問題所有方面的國際文書； 

關注如果沒有這樣一項文書易遭受販運的人將不可能得到充分的保護； 

回顧大會1998年12月9日第53/111 號決議，大會決定設立一個開放的政府間

特設委員會負責擬訂一項打擊跨國組織犯罪的全面性國際公約，並就擬訂一項

處理販運婦女兒童問題的國際文書等進行討論； 

深信以一項防止、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童行為的國際文書，

補充聯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將有助於預防和打擊這種犯罪， 

茲商定如下 

 

                         一.總則 

 第1條 與聯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的關係 

 1.本議定書是對聯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的補充本議定書應連同公約一

併予以解釋。 

 2.除非本議定書中另有規定，公約的規定應經適當變通後適用於本議定書。  

 3.根據本議定書第5 條確立的犯罪應視為根據公約確立的犯罪。  

第2條 宗旨 

  本議定書的宗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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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預防和打擊販運人口特別是販運婦女和兒童  

 (b)在充分尊重其人權的情況下保護和幫助此種販運活動的被害人  

 (c)為實現上述目標而促進締約國之間的合作  

第3條 術語的使用 

  在本議定書中  

 (a)人口販運係指為剝削目的而以暴力威脅或使用暴力手段或其他形式的強

制、誘拐、欺詐、欺騙、濫用權力或濫用脆弱境況或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

對另一人有控制權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運送、轉移、窩藏或接受

人員。剝削應至少包括利用他人賣淫進行剝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剝削、強迫

勞動或服務、奴役或類似奴役的做法、勞役或切除器官。 

 (b)如果已使用本條(a)項所述任何手段，則人口販運活動被害人對(a)項 

所述的預謀進行的剝削所表示的同意並不相干。 

 (c)為剝削目的而招募運送、轉移、窩藏或接收兒童，即使並不涉及本條(a)項

所述任何手段，也應視為人口販運。 

 (d)兒童係指任何18 歲以下者。  

第4條 適用範圍 

  本議定書除非另有規定，應適用於根據本議定書第5 條所確立之跨國性且涉

及組織犯罪集團犯罪之預防、偵查和起訴，並應適用於對此種犯罪的被害人的

保護。  

第5條 刑事定罪 

1.各締約國均應採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將本議定書第3條所列故意行為規

定為刑事犯罪。  

2.各締約國亦應採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將下列定為刑事犯罪： 

 (a)在符合本國法律制度基本概念的情況下，將企圖犯根據本條第1項所確立的

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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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參與根據本條第1款所確立犯罪之共犯；以及  

 (c)組織或指揮他人實施根據本條第1款所確立的犯罪。 

               

                      二.對人口販運活動被害人之協助及保護 

第6條 對人口販運活動被害人之協助及保護 

 1.締約國應在適當情況下，並根據本國法律儘量保護人口販運活動被害人的隱

私和身份，尤其包括販運活動案件的法律程序予以保密。 

 2.締約國應確保本國法律或行政制度中含有在適當情況下提供予人口販運活

動被害人之措施 

 (a)有關法院和行政程序的資訊  

 (b)幫助被害人使其意見和關切在對犯罪的人提起的刑事訴訟的適當階段以不

損害被告方權利的方式得到表達和考慮  

 3.締約國應考慮採取措施，為人口販運活動被害人的身心康復和重返社會，包

括在適當情況下與非政府組織、其他有關組織和民間社會其他方面開展合作

特別是  

 (a)提供適當的住房；  

 (b)以人口販運活動被害人能瞭解的語文提供別是有關其法律權利的諮詢和資

訊； 

 (c)提供醫療心理和物質協助； 

 (d)提供就業教育和培訓機會。  

 4.締約國在適用本條規定時均應考慮到人口販運活動被害人的年齡、性別和特

殊需要，特別是兒童的特殊需要，其中包括適當的住房、教育和照料。  

 5.締約國應努力保護在本國境內的人口販運活動被害人的人身安全。  

 6.締約國應確保本國的法律制度包含使人口販運活動被害人可以就所受損害

獲得賠償之各項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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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 人口販運活動被害人在接受國的地位 

  1.除根據本議定書第6條採取措施外，締約國亦應考慮採取立法或其他適當措

施，允許人口販運活動被害人在適當情況下在本國境內臨時或永久居留。  

 2.締約國在適用本條第1款所載規定時，應適當考慮人道和同情因素。  

第8條 人口販運活動被害人的遣返 

  1.人口販運活動被害人為本國國民，或其在進入接受締約國領土時尚擁有本

國永久居留權的締約國，應在適當顧及其安全的情況下，便利和接受其返

還而不應有不適當或不合理的遲延。  

 2.當一締約國將身為另一締約國國民，或在進入接受締約國領土時尚擁有該另

一締約國永久居留權的人口販運活動被害人返還該締約國時，返還應適當顧

及被害人的安全和與其身為販運活動被害人有關的任何法律程序的狀況，並

應最好出於自願。  

 3.根據接受締約國提出的請求，被請求締約國應核查人口販運活動被害人是否

為本國國民，或其在進入接受締約國領土時是否擁有本國境內的永久居留

權，而不應有不適當或不合理的遲延。  

 4.為便於無適當證件的人口販運活動被害人的返還，締約國應根據接受締約國

提出的請求，同意向身為本國國民，或在進入接受締約國領土時擁有本國永

久居留權的該人，簽發必要的旅行證件或其他許可文件以使其得以前往並重 

新入境。  

 5.本條概不影響接受締約國本國任何賦予人口販運活動被害人的任何權利之

法律。  

 6.本條概不影響任何可適用的全部或部分管轄人口販運活動被害人返還問題

的雙邊或多邊協定或安排。  

  

                        三.防止、合作和其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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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條 防止販運人口 

  1.締約國應制定全面性政策、計畫和其他措施以便  

(a)防止和打擊人口販運並  

 (b)保護人口販運活動被害人，特別是婦女和兒童，免於再度受害。 

 2.締約國應努力採取諸如研究、宣傳和新聞媒體活動等措施，以及社會和經濟

舉措，以防止和打擊人口販運。  

 3.根據本條制定的政策、計畫和其他措施應酌情包括與非政府組織、其他有關

組織和民間社會其他方面的合作。 

 4.締約國應採取或加強措施，包括透過雙邊或多邊合作以減緩使人特別是使婦

女和兒童易遭販運之害的各種因素，例如貧困、不發達和缺乏平等機會等。  

 5.締約國應採取或加強立法或其他措施，例如教育、社會或文化措施，包括透

過雙邊或多邊合作，以抑制助長對人特別是對婦女和兒童的剝削，從而導致

販運的需求。  

第10條 資訊交換和培訓 

  1.締約國執法、移民或其他有關當局應酌情根據本國法律相互合作交換資訊

以便決定  

 (a)持有他人旅行證件或無旅行證件跨越或企圖跨越國際邊界者是人口販運活

動的實施者或被害人；  

 (b)為人口販運目的跨越國際邊界者所使用或企圖使用的證件種類；  

 (c)組織犯罪集團為販運人口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和方法包括對被害人的招募和

運送、從事這類販運活動的個人和集團之間的路線和聯繫、以及為偵破這

些活動而可能採取的措施；  

 2.締約國應向執法人員、移民官員和其他有關官員提供或加強防止販運人口的

培訓。培訓的重點應是用於防止販運、起訴販運者和保護被害人權利，包括

保護被害人免遭販運者迫害的方法。培訓亦應顧及對人權和兒童及性別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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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予以考慮的必要，並應鼓勵與非政府組織、其他有關組織和民間社會其

他方面的合作。  

 3.收到資訊之締約國應遵守發送資訊的締約國所提出有關資訊使用限制的任

何要求。  

第11條 邊界措施 

1.在不影響關於人員自由流動的國際承諾情況下，締約國應儘量加強可能必要

的邊界管制，以防止和調查人口販運活動。 

2.締約國應採取立法或其他適當措施，儘量防止商業承運人經營的運輸工具被

用於實施根據本議定書第5條確立的犯罪。  

3.在適當且不影響適用的國際公約的情況下，這類措施應包括規定商業承運

人，包括任何運輸公司或任何運輸工具的擁有人或經營人，有義務查明所有

旅客都持有進入接受國所需的旅行證件。  

 4.締約國應根據本國法律採取必要的措施，對違反本條第3項所規定義務的情

形予以制裁。  

 5.締約國應考慮採取措施，以便根據本國法律法拒絕與根據本議定書所確立的

犯罪行為有牽連的人員入境或撤銷其簽證。  

 6.在不影響公約第27條的情況下，締約國應考慮透過建立和保持直接聯繫管道

等辦法，加強邊境管制機構間的合作。  

第12條 證件安全與管制 

  各締約國均應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採取必要的措施以便  

 (a)確保由其簽發的旅行或身份證件具有不易濫用和不便偽造或非法變造、複

製或簽發的特點。  

 (b)確保由其或其代表機構簽發的旅行或身份證件的完整和安全，並防止證件

的非法印製簽發和使用。  

第13條 證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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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締約國應根據另一締約國提出的請求，根據本國法律，在合理的時間內對以

或似以本國名義簽發的涉嫌為人口販運活動而使用的旅行或身份證件的合法性

和有效性進行核查。  

 

                          四.最後條款 

第14條 保留條款 

  1.本議定書任何規定概不影響各國和個人根據國際法包括國際人道主義法和

國際人權法，以及特別是在適用的情況下根據關於難民地位的1951年公約

和1967年議定書，以及其中所載不驅回原則而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和 

責任 。 

  2.本議定書規定的各項措施在解釋和適用上不應以該人係人口販運活動被害

人為由而對其加以歧視。對這些措施的解釋和適用應符合國際公認的不歧

視原則。 

第15條 爭端的解決 

 1.締約國應努力透過談判解決與本議定書的解釋或適用有關的爭端。  

 2.兩個或兩個以上締約國對於本議定書的解釋或適用發生的任何爭端，在合理

時間內不能透過談判解決的，應按其中一方的請求交付仲裁。如果自請求交

付仲裁之日起六個月後這些締約國不能就仲裁安排達成協議，則其中任何一

方均可根據國際法院規約請求將爭端提交國際法院。 

 3.各締約國在簽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議定書時，可聲明不受本條第

2項的約束。對於作出此種保留的任何締約國而言，其他締約國應不受本條

第2項的約束。  

 4.根據本條第3項作出保留的任何締約國均可隨時通知聯合國秘書長撤銷該項

保留。  

第16條 簽署批准接受核准和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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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議定書自2000年12月12日至15日在義大利巴勒莫開放供各國簽署，隨後直

至2002年12月12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開放供各國簽署。  

 2.本議定書亦應開放供區域經濟整合組織簽署，惟該組織至少有一個成員國已

按照本條第1項規定簽署本議定書。  

 3.本議定書須經批准、接受或核准。批准書、接受書或核准書應交存聯合國秘

書長。倘某一區域經濟整合組織至少有一個成員國已交存批准書、接受書或

核准書，該組織也可比照辦理。該組織應在該批准書、接受書或核准書中宣

佈其在本議定書管轄事項方面的許可權範圍。該組織亦應將其許可權範圍的

任何有關變動情況通知保存人。  

 4.任何國家或任何至少已有一個成員國加入本議定書的區域經濟整合組織均

可加入本議定書，加入書應交存聯合國秘書長。區域經濟整合組織加入本議

定書時，應宣佈其在本議定書管轄事項方面的許可權範圍。該組織亦應將其 

許可權範圍的任何有關變動情況通知保存人。  

第17條 生效 

 1.本議定書應自第四十份批准書、接受書、核准書或加入書交存聯合國秘書長

之日後第九十天起生效，但不得在公約生效前生效。為本項的目的，區域經

濟整合組織交存的任何文書均不得在該組織成員國所交存文書以外另行計

算。  

 2.對於在第四十份批准書、接受書、核准書或加入書交存後批准、接受、核准

或加入本議定書的國家或區域經濟整合組織，本議定書應自該國或該組織交

存該有關文書之日後第三十天起生效，或自本議定書根據本條第1項生效之

日起生效，以時間較後者為准。   

第18條 修正 

  1.本議定書締約國可在本議定書生效已滿五年後提出修正案並將其送交聯合

國秘書長。秘書長應立即將所提修正案轉發締約國和公約締約方會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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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審議並作出決定。參加締約方會議的本議定書締約國應盡力就每項修

正案達成協商一致。如果已為達成協商一致作出一切努力而仍未達成一致

意見作為最後手段，該修正案須有出席締約方會議並參加表決的本議定書

締約國的三分之二多數票方可通過。 

 2.區域經濟整合組織對屬於其許可權的事項依本條行使表決權時，其票數相當

於其作為本議定書締約國的成員國數目。如果這些組織的成員國行使表決權

則這些組織便不得行使表決權，反之亦然。  

 3.根據本條第1項通過的修正案須經締約國批准接受或核准。  

 4.根據本條第1項通過的修正案應自締約國向聯合國秘書長交存一份批准、接

受或核准該修正案的文書之日起九十天之後對該締約國生效。  

 5.修正案一經生效即對已表示同意受其約束的締約國具有約束力，其他締約國

則仍受本議定書原條款和其以前批准、接受或核准的任何修正案的約束。  

第19條 退約 

 1.締約國可書面通知聯合國秘書長退出本議定書。此項退約應自秘書長收到上 

述通知之日起一年後生效。  

 2.區域經濟整合組織在其所有成員國均已退出本議定書時即不再為本議定書

締約方。  

第20條 保存人和語文 

 1.聯合國秘書長應為本議定書指定保存人  

 2.本議定書原件應交存聯合國秘書長。議定書的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

西班牙文文本同為作準文本。  

  茲由經各自政府正式授權的下列署名全權代表簽署本議定書以昭信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