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权理事会 

第八届会议 
8/12.  贩卖人口问题、特别是贩卖妇女和儿童问题特别报告员 

  人权理事会， 

 重申以往关于贩卖人口问题、特别是贩卖妇女和儿童问题的所有决

议，特别是大会第 61/144 号和第 61/180 号决议，以及人权委员会 2004 年 4

月 19 日规定特别报告员任务授权的第 2004/110 号决定， 

 铭记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251 号决议第 6 段， 

 回顾理事会2007 年 6 月 18 日关于人权理事会体制建设的第 5/1 号决

议和关于理事会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行为守则的第 5/2 号决议，强调任务负

责人应根据这些决议及其附件履行职责， 

 又回顾《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重申相关人权文书和宣言中所载原则，包括《儿童权利公约》及其

《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消除对

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中所有原则， 

 回顾《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的公约》、《联合国打

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尤其重申该公约《关于预防、禁

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 

 又忆及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联合国千年宣言》中表示决心加强努

力打击所有方面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包括贩卖人口， 

 注意到2008 年 2 月 13 日至 15 日在联合国全球打击贩运人口活动倡议

框架下举行的维也纳打击贩运人口活动论坛以及 2008 年 6 月 3 日大会关于

贩卖人口问题的专题辩论， 

 认识到贩卖活动的受害者尤其面临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

有关不容忍行为的威胁，妇女和女孩往往因其性别、年龄、族裔、文化、宗



教和出身等原因而受到多种形式的歧视和暴力，这些形式的歧视本身又可能

助长贩卖人口活动， 

 又认识到贩卖人口侵犯人权并削弱人权的享有，继续对人类构成严重

挑战，因此需要国际社会作出一致评估和反应，在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

国之间开展真正的多边合作，以根除这种现象， 

 1.  对下列各点表示关切： 

(a) 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的大量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女童

被贩卖到发达国家，也在各区域和国家内部和彼此之间被贩

卖； 

(b) 不顾危险及不人道状况并且公然违反国内法和国际标准、通过

贩卖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而牟利的跨国和国内有组织犯罪及

其他活动日益增加； 

(c) 利用新的信息技术包括互联网，利用他人卖淫营利、从事儿童

色情、恋童癖行为和其他任何形式的儿童性剥削，以及贩卖妇

女充当新娘和从事性旅游； 

(d) 大量贩卖人口者及其同谋逍遥法外，贩卖活动受害者得不到权

利，无法伸张正义； 

 2.  敦促各国政府： 

(a) 采取适当措施解决助长贩卖人口使其从事卖淫和其他形式的色

情交易、强迫婚姻和强迫劳动、奴役及类似行为、强制劳动或

摘取器官的根本原因，包括外部原因，这些措施包括加强现有

立法，或考虑颁布禁止贩卖人口的法律，制订国家行动计划，

以便为贩卖活动受害者提供更好的保护，采取刑事和民事措施

惩治犯罪者； 

(b) 将一切形式的贩卖人口行为按刑事罪论处，将贩卖者、提供便

利者和中间人判罪判刑，包括酌情处罚参与贩卖活动的法律实

体，不以贩卖活动受害者的指控或参与为起诉贩卖活动的先决

条件； 

(c) 确保贩卖活动的受害者得到保护和援助，其人权受到充分尊

重； 



(d) 积极促进贩卖活动受害者的康复，向其提供适当的身心治疗和

各种服务，包括涉及艾滋病毒/艾滋病防治、住房、法律援助

以及帮助热线等服务； 

(e) 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贩卖活动的受害者不因被贩卖而受到

惩罚，并确保他们不会因政府当局采取的行动而再次受害，铭

记他们是剥削活动的受害者； 

(f) 采取或加强立法措施或其他措施，以遏制促成各种人口剥削行

为并导致贩卖人口活动发生的需求； 

(g) 酌情与国际社会合作建立机制，以防止利用互联网为贩卖人口

活动和与性剥削及其他剥削有关的犯罪行为提供便利，并加强

国际合作，对借助互联网进行贩卖活动进行的调查和起诉； 

(h) 对执法、移民、刑事司法和其他有关官员，包括参与维和行动

人员，进行防止和有效应对贩卖人口活动的培训或加强此类培

训，包括辨别受害者，充分尊重他们的人权； 

(i) 开展针对包括儿童在内的公众的宣传活动，提高人们对各种贩

卖人口行为的危害性的认识，鼓励公众包括贩卖活动受害者举

报贩卖人口案件； 

(j) 相互合作并与相关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合作，确保有效打

击贩卖人口活动； 

(k) 加强信息分享和数据收集能力，以此促进合作打击贩卖人口活

动，包括系统收集按性别和年龄分列的数据； 

(l) 考虑加强旨在打击贩卖人口活动的现有区域机制，并在尚缺的

情况下建立此种机制； 

(m) 考虑签署和批准，并敦促缔约国执行联合国相关法律文书，如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尤其是

该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

为的补充议定书》； 

 3.  注意到贩卖人口问题、特别是贩卖妇女和儿童问题特别报告员

开展的工作； 

 4.  决定将贩卖人口问题、特别是贩卖妇女和儿童问题特别报告员

的任务延长三年，以便除其他外： 



(a) 加强预防一切形式人口贩卖活动，采取措施捍卫和保护受害者

的人权； 

(b) 促进切实适用相关国际规范和标准，推动其进一步完善； 

(c) 在特别报告员的全部工作中纳入性别和年龄公平观，办法包括

找出在贩卖人口问题上具体的性别和年龄弱势群体； 

(d) 找出并分享最佳做法及挑战和障碍，以捍卫和保护受害者的人

权，确认这方面的保护空白点； 

(e) 特别强调有关落实这项任务相关权利方面的具体解决办法的建

议，包括找出为解决贩卖人口问题开展国际合作的具体领域和

途径； 

(f) 向各国政府、条约机构、特别程序、专门机构、政府间组织和

非政府组织，并酌情向其他来源询问、获取和交流贩卖人口问

题的信息，按照现有做法，对于可靠的侵犯人权指控信息做出

有效反应，以便保护贩卖活动的实际和潜在受害者的人权； 

(g) 在避免不必要的工作上重叠的前提下，同以下方面密切合作、

理事会的其他特别程序和附属机构、相关的联合国机构和机

制，包括贩卖人口问题机构间协调小组、条约机构和区域人权

机制以及国家人权机构、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 

(h) 从 2009 年开始，根据理事会和大会各自的工作方案，每年向

这两个机构报告本决议执行情况； 

 5.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确保特别报告员获得充分履行其职

责所需的资源；  

 6.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向理事会第九届会议提交报

告，介绍联合国关于打击贩卖人口活动的最新进展以及人权高专办就此问题

开展的活动，包括提交人权高专办制订的《人权与贩卖人口问题拟议原则和

准则》； 

 7.  吁请所有国家政府同特别报告员合作，积极回应特别报告员的

访问请求，并且提供同其任务有关的所有必要信息，以便特别报告员切实完

成任务； 

 8.  决定在同一个议程项下继续审议这一问题。 



2008 年 6 月

18 日 
第 28 次会议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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