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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性交易及人口販運防制

99年一般旅館中階經理人教育訓練

指導單位：交通部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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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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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國文化大學法研所教授

． ■前台北市旅館商業同業公會總幹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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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爵旅館有限公司董事長、峇里商旅酒店執行董事

•

 
■台北市旅館公會監事、台東縣旅館公會理事

•

 
■中華民國旅館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顧問

•

 
■台灣精緻商旅飯店聯盟協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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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

中華民國八十四年八月十一日

華總（一）義字第五九五七號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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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兒童進入色情行業或從事援交的背景環境

包括疏忽、虐待、中輟、遭受性侵害、同儕、色
 情媒體等問題影響，所以在進行兒少性交易的問
 題中應從未成年少年與兒童的生存權、健康權與
 人權來進行反省，尊重孩子為一個獨立健全的個
 體，有其獨立的生存權與健康權，因此鼓勵社會
 應提供其健康與完整發展的環境，事前的預防與
 教育，事後的輔導與處遇，以建立提供孩子一個
 健康無色的環境。

很多人責怪這世代青少年拜金、自願投入色情市
 場，但是充滿誘惑的社會環境，才是推他／她們
 成為人口販子俎上肉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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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例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省
 （市）為社會處（局）在縣（市）為縣（市）政

 府。各該主管機關應獨立編列預算並置專職人員
 理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業務。法務、教育、衛
 生、國防、新聞、經濟、交通等相關單位涉及兒
 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業務時，應全力配合之，各
 單位應於本條例施行後六個月內訂定教育宣導等
 防制辦法。主管機關應於本條例施行後六個月內
 會同前項相關單位成立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之
 督導會報，定期公布並檢討教育宣導、救援、加
 害者處罰、安置保護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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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藥師、護理人員、社會工作員、臨床心理
 工作者、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察、司法人員
 及其他執行兒童福利或少年福利業知悉未滿十八
 歲之人從事性交易或有從事之虞者，或知有本條
 例第四章之犯罪嫌疑者，應即向當地主管機關或
 第六條所定之單位報告。

★本條例報告人及告發人之身分資料應予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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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性交易防制立法背景研討

• 據統計，全球每年有上百萬名雛妓，根據聯合國兒童基金會所公布之

 資料，台灣雛妓人口數約有十萬名，而且在台灣商業利用「性」做促

 銷之情形極為嚴重，報紙媒體平均每份有37.25則色情廣告，平均佔各

 報的0.06個版面(王石番、劉少康、須文蔚，1996)。由於私娼數目本就

 屬隱藏性，且許多雛妓案件未被發現或報案，因此，雛妓之實際數字

 不易獲得。過去之研究者僅能以大概之推估加以計算，例如，曾有學

 者以警政署所公布之統計數字作為依據，推算在1986年時，台灣娼妓

 約佔女性人口之2％左右(McCaghy and Hou, 1990)。勵馨基金會於民國

 八十一年在立法院舉行的「雛妓防治公聽研討會」中，所發表之研究

 報告指出，在台灣的特定行業中，未滿十八歲少女從事的人數約有六

 至七萬人(梁惠望，民82年)。
• 民國八十四年七月十三日,為防制、消弭以兒童少年為性交易對象事

 件，立法院通過「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該條例本質上為社

 會立法，以救援、安置、保護等方法，多管齊下，期望能有效防止以

 兒童少年為性交易對象之行為。



8

• 該法規定，法務部與內政部應成立檢警之
 專責任務編組，負責全國性之兒童少年性
 交易犯罪偵查工作，並設立全國性救援專
 線。而醫師、藥師、社工人員、教育人

 員、警察、司法及其他執行兒童福利或少
 年福利業務人員，知悉未滿十八歲之人從
 事性交易或有從事之虞者，應向當地主管
 機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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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安置和保護措施方面，該法規定，主管機關應
 設立關懷中心及中途學校，提供特殊教育(第十二
 條、十四條)。父母、養父母或監護人如引誘、容
 留、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未滿十八歲之人為性

 交易者，除可處徒刑外，並得向法院聲請停止其
 親權或監護權，或終止收養關係，而意圖使未滿
 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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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五年以上有期徒刑
 (第二十五條)，其他拍攝或製造以兒童少年為姦淫

 或猥褻行為之圖畫、錄影帶、影片、光碟等亦均
 加重處罰(第二十七條)。但儘管如此，兒童少年性

 交易事件仍時常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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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一、經濟因素

 （1995）對於39名未成年少女從事色情行業原因之研究指出，18人的

 父親是農民、工人、司機或攤販，15人的父親無業，僅3人的父親屬

 低階層白領人員（監工、公務員）。有一半的女孩自覺家庭貧困，另

 有一半的女孩則自認家庭經濟尚可。（1992：105）從社會學的角度看

 少女從娼成因，認為結構性因素是從娼的主因，包括貧窮。許多被迫

 賣淫的少女，常是家庭經濟不穩定所致（，1993：538）。（1992：

 105）以雲林教養院收容個案為研究對象發現，在被迫從娼的少女之

 中有62.5%的少女是因為家庭經濟原因，而自願從娼者亦有77.8%是為

 了金錢因素。（1992：105）在婦職所的研究中，經濟因素造成少女從

 娼者佔26%。在國外的研究中，學者認為，金錢是女人從事特種行業

 最基本的因素，尤其是對教育程度低且無一技之長的少女而言

 （Marjorie，1979：669；Weisberg，1985）。這種傳統由女性所提供的

 特定職業，似乎也使貧民區的年輕女性更容易生存，因為，對她們而

 言，並沒有太多的社會壓力認為她們從事色情行業是一種偏差行為。
• 資料來源：黃淑玲

 
侯崇文 瞿海源

 
張瓊月

 
陳慧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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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因素
 許多研究指出，從娼少女多來自破碎家庭，如問題家庭、

 單親家庭、管教不當或是嚴重的疏忽家庭等
從事特種行業之未成年女性，在進入之前，有80%之父母

 已離異或過世。而原住民少女的家庭問題以酗酒、意外死
 亡、母姊從娼，以及性暴力最為嚴重。

不良的環境因素常會造成少女為了逃避現實繼而離家出
 走，而一旦她離家，問題馬上接踵而至，或是被騙、或被

 誘，甚或因毒癮所需金錢而間接造成其淪入特種行業。
有人家人從娼，因而從小耳濡目染習以為常，價值觀因而

 改變；或因家庭管教不當、家庭失和等因素而逃家在外，
 遇外力引誘或經濟因素所需而選擇從娼；有些則因家庭遭
 逢重大變故，迫於經濟需求從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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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童年的創傷
 在實際的輔導個案中，發現性傷害與少女從娼及娼妓之間

 有密不可分的關係：許多成妓多年以前是「雛妓」、許多
 「雛妓」有遭強暴、亂倫的經驗。

在婦職所及教養院中的研究對象中，即有從娼前被性虐待
 及亂倫的個案 。

75%的個案除了需忍受貧窮和父母離異或早逝之苦，而且
 還常被父母毆打，而且是「拳打腳踢」、「吊起來打」、
 「用棍子打」、「用鐵鍊綁在床上」、「打到流血」、

 「打到骨頭脫臼」、「拿菜刀追殺」的嚴重暴力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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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人偏差行為

從娼少女在曾經所從事的活動中，比起一般學生，有較高
 的偏差行為出現，如離家、蹺課、吸安、抽煙、喝酒、去
 電動玩具店打電動、去撞球場、結交有前科之人、上舞廳
 跳舞、打架、互毆、參加不良組織、去MTV、KTV店喝

 酒、唱歌等。

值得注意的是，少女之偏差行為尚除了離家、輟學、抽
 煙、喝酒之外，對其從娼行為較具影響力的就是「吸

 毒」。因為一旦沈迷藥癮之後，或是毒品買賣與娼妓或是
 與老鴇有所接觸，或是為了賺錢買毒品，在這兩種因素迫
 使下，她們很難不從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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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人不當休閒觀念與不良的休閒僻好

社會風氣功利化、工作壓力大、競爭激烈，往往應酬消費
 成為工作職場中爭取生意的策略。

各種特種行業所得較高，場所乾淨、高級、寬敞，行業又
 不需太多專業技術，常吸引未成年少女及年輕消費者。

坐檯陪酒類KTV酒店，之所以能吸引年輕的、且學歷、容
 貌、身材姣好的小姐從事其工作，特殊的工作情境最為關
 鍵。工作情境遠離從娼污名形象，適合年輕女孩發揮

 （洩）特質，都是坐檯陪酒優勢所在。



15

特種行業青少年之價值觀有以下特徵

1.低自尊從事色情行業之少女多具有不健全人格、自信低、較自卑與悲觀等,

2.金錢至上同意「大家都比較喜歡有錢的人」，認為有錢就可以「使生活快

樂」、「解決任何問題」、「讓別人看得起」，而沒有錢則是「可恥

的」、「就會生活悽慘」。

3.偏差的孝道觀即使是非被販賣的雛妓，亦有人表示是為了協助家庭經濟或

 為疏解家庭經濟壓力而從娼。由以上的研究可見從事色情行業之少女往往較易有「順

 從」的孝道觀。

4.性觀念開放比較從事色情行業之少女及一般在學少女對「性價值觀」和「婚姻

 價值觀」兩價值觀念之異同，結果發現前者對性的態度比一般學生隨便，可以與人從事

 無感情的性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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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發現有從事性交易或有從事之虞的兒童或少年時，業者應
 如何處理？

• 立即通知主管機關指派專業人員陪同兒童或少年進行加
 害者之指認及必要之訊問(15條，兒福法35，少福法22)。

• 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緊急收容中心(15條)。
• 緊急中心應於安置起七十二小時內提出報告，聲請法院

 裁定(16條)。
• 法院應將兒童或少年交付主管機關安置於收容中心(16

 條)。
• 主管機關應於二週至一個月內，向法院提出觀察輔導報

 告及建議處遇方式，並聲請法院裁定(兒福法37，少福法
 22)。

• 法院依審理結果，認為該兒童或少年有從事性交易者，
 應裁定將其安置於中途學校，施予二年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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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資利用之資源

內政部社會司社會福利科、社會救助科。

各縣市社會局、處
 

。

刑事警察局
 

。

台北市勵馨基金會
 

、現代婦女基金會
 

、台北市婦女救援基
 金會、台北市廣慈博愛院婦女職業輔導所

 
、台灣基督長

 老教會彩虹婦女事工中心、台灣省立雲林教養院、天主教
 台北善牧基金會、基督門諾會(花蓮)善牧中心、台灣世界
 展望會、終止童妓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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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販運背景

一、十四世紀起，非洲人被販賣到歐洲及美洲。

二、十八世紀（1807年前）最強盛的大英帝國正式廢除奴隸
 貿易，結束絕大部分名正言順橫行霸道的奴隸貿易，標誌
 了歐洲列強立憲廢除奴隸貿易的骨牌效應之始，也成就了
 長達四個世紀的大西洋奴隸貿易之終。

三、台灣是主要遭受強迫勞動與性剝削的男性、女性及兒童
 被販運的目的地。來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及東南亞國家的婦
 女被販運至台灣，目的是強迫勞動及性剝削。（2006年被
 美國降為第二級觀察名單

 
）-依據美國國務院「2006年人

 口販運報告」（台灣無法提供任何司法替代方案，僅願將
 中國或東南亞籍被害人移交其母國，任令這些人返國後處
 境維艱、面臨遭遇報復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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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人口販賣  為他人也為自己

※人口販賣是奴隸制度的現代版，受害人被迫賣淫或服勞
 役，毫無人權可言。

※台灣發生過人力仲介公司上網「拍賣外勞」、麵包師傅
 「網拍越南女子」等社會事件。

※台灣是東南亞地區色情和勞動人口的主要輸入與轉出地。

※2004年被列為第一級，2005年降至第二級，2006年更掉到
 第二級觀察名單

 
。

※以性剝削包括婚姻媒合業以約定報酬的方式，仲介異國婚
 姻，以及販賣、強迫外籍女性從事性交易。

※對勞工的剝削：外勞仲介問題叢生，且其人權不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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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台灣對受害者保護不足，往往將被害人視為「罪
 犯」，他們只能被遣送回國或者遭起訴。警政署日前已函

 文各縣市警局，要求若有疑似遭販運情況，必須將其視為
 「被害人」，先送往社政、勞政、移民等單位安置，而非
 不問原因都先送往移民署收容所。

※不是落後國家才有人口販賣問題。無論貧富，任何國家都
 無法對此置身事外，差別只在於是來源國或目的國罷了。
 當無辜的受害者被迫見識到現實社會最殘酷的一面時，我
 們能棄之不顧嗎？容忍人口買賣的存在，不但對受害者造
 成難以磨滅的損傷，助長了組織犯罪的歪風，更加劇貧窮
 及疾病的惡性循環，相信絕非你我所樂見。對被害人伸出
 援手，幫助的除了對方，你也捍衛了身為人類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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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防制人口販運問題所採之措施

一、2005年跨部會會議

二、2006年「防制人口販運行動計畫」

三、2006年「靖蛇專案」、「反奴專案」

四、2007年「行政院防制人口販運協調會報」

五、2007年「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等

六、2007年增修定「跨國（境）人口販運防制及被
 害人保護」專章

七、研擬「人口販運防制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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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販運的基本定義

一、人口販運：
（一）指意圖使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他人器

官，而以強暴、脅迫、恐嚇、拘禁、監控、藥劑、催眠術、詐術、
故意隱瞞重要資訊、不當債務約束、扣留重要文件、利用他人不
能

 

、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從事
招募

 

、買賣、質押、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容
留國內

 

外人口，或以前述方法使之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
相當之工

 

作或摘取其器官。
（二）指意圖使未滿十八歲之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

或摘取其器官，而招募、買賣、質押、運送、交付、收受、藏匿、
隱避、媒介、容留未滿十八歲之人，或使未滿十八歲之人從事性交
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

二、人口販運罪：指從事人口販運，而犯本法、刑法、勞動基準法、兒童

 

及
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或其他相關之罪。

三、不當債務約束：指以內容或清償方式不確定或顯不合理之債務約束他
人，使其從事性交易、提供勞務或摘取其器官，以履行或擔保債務之清
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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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沿革

公布日期：民國
 

98 年
 

01 月
 

23 日中華民

國九十八年一月二十三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019281 號令
 

制定公布布。

本法施行日期：行政院於中華民國九十八

五月二十六日以行政院院臺治字第

0980029315 號令發布定自九十八年六月一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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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金罰緩提高標準條例」

一、民國
 

95 年
 

05 月
 

17 日
 

修正
二、依法律應處罰金、罰鍰者，就其原定數額得提高為二倍

至十倍。但法律已
 

依一定比率規定罰金或罰鍰之數額
或倍數者，依其規定。（目前都是提高十倍

 
）

三、罰金是我國刑法所規定的財產刑，為五種主刑中的一
種。用來處罰一些與財產有關或者情節比較輕微的違反
國家刑罰法律的犯罪行為。

四、罰鍰雖然也是政府用來處罰人民方式的一種，但是在性
質上卻與罰金迥不相同，因為罰鍰屬於行政罰的一種。

五、依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罰金是銀圓必須x3才是台幣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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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販運防制法之內容

本法共計五章45條條文：
第一章總則：（第一條至第五條）
一、確定用詞及定易
二、明定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

三、明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定期召開防制人口販運協
 調聯繫會議，並指定專

 
責機關或單位，整合所屬警政、

 衛政、社政、勞政與其他執行人口販運防
 

制業務之機
 關、單位及人力，並協調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所屬各專

 勤隊
 

或服務站，辦理下列事項，必要時，並得請求司法
 機關協助。

四、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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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預防及鑑別（第六至第十一條）
一、責成各級機關、民間團體、應積極辦理人口販運之宣

 導、偵察、救援、保護、安置及送返原籍國等業務並與國
 際政府或非政府組織通力合作，杜絕人口販運案件發生。

二、規定辦理相關案件之人員應經相關專業訓練。
三、明定辦案人員及被害人，司法警察機關應派員執行安全

 維護。
四、規定司法警察機關、勞工主管機關應設置檢舉通報窗口

 或報案專線。
五、明定相關機關或承辦治安人員於發現疑似人口販運案件

 時，應進行被害人之鑑別，必要時得請求社工人員或相關
 專業人員協助。

六、鑑別人員於實施鑑別前，應告知疑似被害人後續處理流
 程及相關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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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被害人保護（第十二條至第三十條）
1.明定被害人之診療、傳染病之篩檢、安置、保護及收容、臨時停留許

 可之核發、延長或廢止。
2.明定協助安置、遣返之費用應由加害人負擔及執行方式。
3.規定案件承辦人員之保密責任。
4.規定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

 不得報導或記載人口販運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身份之資訊其

 其例外。
5.明定被害人之準用原則，於接受偵察或審理、詰問時；法定代理人、

 配偶、直系血親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醫師、心理師、

 輔導人員或社工人員得陪同在場並陳述意見。
6.偵察或審判中對被害人與加害人即被告應予隔離偵辦之規定與方式。
7.明定採證原則、專案許可被害人永久居留之程序、資格、觸犯其他刑

 罰或行政罰之減、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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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罰則

1.觸犯本法最重可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柒佰萬
 元以下罰金；部份未遂犯亦處罰之。

2.公務人員觸犯本刑章者，依各該條之規定加重二分之一之
 刑期。

3.按次連續處罰。

4.中華民國船舶、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所有人、營運人或
 船長、機長、其他運輸工具駕駛人從事人口販運之運送行
 為者，主管機關得處該運輸工具一定期間停駛，或廢止其
 相關證照，並得停止或廢止該船長、機長或駕駛人之職業
 證照或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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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則

規定本法於軍事法院及軍事檢察官受理之人
 口販運罪案件，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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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買賣涉犯罪

＊針對中共活體摘取器官販賣的部分，涉及台灣已經前往或
 欲前往的民眾是否違法的問題。台灣法務部高檢署檢察官
 周章欽表示，如果這些被移植的器官是強制摘取，就牽涉
 到重傷害罪、殺人罪的共犯行為。

＊如果知道（器官）是來自活體、來自強制摘取，這就牽涉
 到重傷害殺人罪，在境外犯這些罪，如果按照刑法第7條

 應處以3年以上有期徒刑，國內（台灣）的人民算是共犯
 都可以偵辦。

＊若有醫師違反，將會依醫師法第25條，業務上不當行為移
 送懲戒。

＊我要健康您要錢，器官買賣黑市猖獗，請切記「人不能為
 了救自己而害了別人」。



31

器官來源

成功地以器官移植的方法來挽救器官罹患末期病變的事例

始於1950年代

（1）自願捐獻，即一個人生前表示願意死後捐出器

官。

（2）推定同意（presumed consent），即如果生

前沒有表示不願意死後捐出器官，有關當局可

以假設死者是願意捐出器官的。

（3）強迫捐獻，即不承認人對屍體的擁有權，人死

後，有關當局可決定如何處理屍體。

（4）器官買賣，即以金錢利益鼓勵人們將器官變

賣供有需要者作移植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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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聆聽！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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