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鑒於淫業以及因此而起之販人操淫業之罪惡，侮蔑人格尊嚴與價值,危害個人、家庭與社會之幸福， 鑒於禁止販賣婦女兒童，有下列

現行國際文書： 

一、經聯合國大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日所核定議定書修正之一九○四年五月十八日之禁止販賣白奴國際協定; 

二、經同議定書修正之一九一〇年五月四日禁止販賣白奴國際公約; 

三、經聯合國大會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日所核定議定書修正之一九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禁止販賣婦孺國際公約; 

四、經同議定書修正之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一日禁止販賣成年婦女國際公約， 鑒於國際聯盟曾於一九三七年擬訂公約草案一件以擴充

上述各項文書之範圍，又鑒於一九三七年以後之發展，茲可訂立公約一項，並合上述各項文書，兼採一九三七年公約草案內容並加適

當之修正; 各締約國爰議定下列各條款： 

第一條 

本公約締約國同意：對於意圖滿足他人情慾而有下列行為之一者，一應處罰： 

一、凡招雇、引誘或拐帶他人使其賣淫，即使得本人之同意者; 

二、使人賣淫，即使得本人之同意者。 

第二條 

本公約締約國並同意對於有下列行為之一者，一應處罰： 

一、開設或經營妓院，或知情出資或資助者; 

二、知情而以或租賃房舍或其他場所或其一部供人經營淫業者。 

第三條 

第一條及第二條之未遂罪，以及犯有上二項罪之準備行為者，在當地法律所許可之範圍內罰之。 

第四條 

故意共同犯上開第一條及第二條之罪者，亦應就當地法律所許可之範圍內加以懲處。 

為防止罪犯逃脫懲罰，遇有必要，在當地法律所許可之範圍內，參加犯罪之行為，應作單獨犯罪論。 



第五條 

如遇被害人依其本國法律有權為本公約所稱罪行訴訟之當事人時，外國人民亦應有權為訴訟當事人，其條件與本國國民同。 

第六條 

本公約締約各國同意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對於規定賣淫或有賣淫嫌疑者，須經特別登記，或須領取特別證件，或須遵守監督或通知之

特別條件之現行法律、規程或行政規定，一律取消或廢止之。 

第七條 

以前曾在其他國家經判決違犯本公約所列之罪者，應就當地法律所許可之範圍內，合併論斷以決定： 

一、累犯罪是否成立; 

二、應否褫奪公權。 

第八條 

本公約第一條及第二條所列各罪應於本公約締約國間所訂或日後訂定之任何引渡條約中視為得行引渡之犯罪。 

本公約締約國其不以訂有條約為引渡之條件者，此後應以本公約第一條及第二條所列各罪為彼此引渡之案件。 

引渡應依受請國之法律為之。 

第九條 

引渡本國國民為法律所不許之國家，其國民在境外違犯本公約之第一條及第二條各罪，而已回至該國者，應在該國法院予以追訴，並

由該國法院懲處之。 

如遇在本公約締約國間類似之情形下，引渡外國人民不獲允準時，不適用本條之規定。 

第十條 

倘被告已在外國受審，且經定罪並已受刑，或依該外國法律業予免除或減輕其刑罰者，不適用第九條之規定。 

第十一條 



本公約中任何規定不得解釋為限制締約國對國際法下刑事管轄許可權一般問題所採取之態度。 

第十二條 

本公約不影響約文內所稱罪行應由各國依當地法律予以確立、追訴及處罰之原則。 

第十三條 

本公約各締約國對於他國為懲處本公約所載罪行所作之請求書，應有依本國法律及慣例辦理之義務。 

請求書之遞送應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司法當局間直接行文; 或 

二、兩國司法部長間直接行文，或由提請國之其他主管當局直接移文受請國之司法部長; 或 

三、經由在受請國之請求國外交或領館代表送達; 該代表應將請求書直接遞交主管司法當局或受請國政府指定機關當局，並應直接收

受該當局為處理所請事由而作之檔。 

倘採用一、三兩項方式則必須將請求書副本送交受請國之上級當局。 

除另有約定外,請求書應以提請國之語文為之，但受請國得要求以其本國語文作成譯本，並由請求當局證明無誤。 

本公約各締約國應通知本公約其他締約國上述各項方式中何者為其認可之請求方式。 

在任何國家未發是項通知前，其關於請求書之現行程式應繼續有效。 

依請求書所為之執行，不得因而索償專家費用以外之任何性質之費用。 

本條規定不得解釋為本公約各締約國擔允在刑事案件上採用違反其當地法律之任何取證方式或方法。 

第十四條 

本公約各締約國應設立或維持特種機關，負責協調及彙集本公約所稱各罪之審訊結果。 

此等機關應纂輯一切協進防止及懲治本公約所稱各罪之情報，並應與其他國家之類似機關保持密切聯繫。 

第十五條 

第十四條所稱機關應在當地法律所許可之範圍及該機關主管當局認為適當之範圍內，向其他國家之類似機關主管當局提供下列情報： 

一、違犯本公約所列各罪或任何犯罪未遂之詳情; 

二、關於違犯本公約所列各罪罪犯之偵緝、追訴、逮捕、宣判、禁止入境或驅逐出境之詳情，此等罪犯之行蹤以及關於彼等之任何其

他有用情報。 

所提供之此等情報應載明罪犯之特徵、指紋、像片、行為習慣、違警記錄、犯罪記錄。 



第十六條 

本公約各締約國同意經由其公私教育、衛生、社會、經濟及其他有關機關採取或推進各種措施以防止淫業並對淫業及本公約所指罪行

之被害人使之復原並改善其社會地位。 

第十七條 

本公約締約國擔允對移入或移出人口遷動，依照本公約所規定之義務，採取或續施必需辦法，取締販賣男女以賣淫為業。 

各締約國特為擔允： 

一、制定必要之規章，對移入國境或移出國境之人等尤其婦女兒童，在其抵境及離境地點與途中，予以保護; 

二、設法為適當之宣傳，曉喻民眾，告以上述販人賣淫之危險; 

三、採取適當辦法，於火車站、飛機場、海港、沿途以及其他公共場所，嚴為監督，以防止國際販賣人口賣淫為業; 

四、採取適當辦法使顯系從事此種販賣之主犯及從犯或被害人抵境時，主管當局即能獲悉。 

第十八條 

本公約締約國擔允，依本國法律之規定，向賣淫之外國人取得口供，以憑確認其為本人及查明其根底，並查明誰為其離開本國之主使

者。 所獲供詞應送達此等人之原籍國當局，以便將來遣送其回國。 

第十九條 

本公約締約國擔允，依本國法律之規定，並在不妨礙因犯法而須予追訴或採取其他行動之情形下，盡可能： 

一、在國際販賣人口使操淫業之貧困被害者遣送回籍辦法籌劃結束以前，對於此等人暫時妥予照料並維持其生活; 

二、將第十八條所稱之人自願被送回籍者或由聲明負責管理之人認領者，或依法判令驅逐出境者遣送回籍。 遣送回籍應於獲得送往

國知悉被遣送人之形貌、國籍及抵達邊境之地點、日期等事表示同意後始得為之。 本公約各締約國應予此等人以通過其領土之便利。 

前項所稱之人如無力自償回籍費用，又無配偶、親戚或監護人為之代付，則將其送至距向原籍國之最近邊境或登船埠頭或飛機場之回

籍費用，應由其現居國家擔負，至其餘途中費用，則應由原籍國擔負。 

第二十條 

本公約締約國應採取必要辦法，對各種介紹職業之機關加以監察，以防求謀就業之人，尤其婦女兒童，有被誘賣淫之危險。 

第二十一條 



本公約締約國應將其前已頒布及嗣後每年或將頒布與本公約所述事項有關之法律及條例，以及為實施本公約所採取之一切辦法，通知

聯合國秘書長。 秘書長應定期印行所接獲之消息並將其送達聯合國所有會員國及依照第二十三條規定正式向其送致本公約之非會員

國。 

第二十二條 

本公約締約國間倘因本公約之解釋及適用問題發生爭執而不能以其他方法解決時，則經爭執當事國任何一方之請求，應將其交由國際

法院處理。 

第二十三條 

聯合國任何會員國及凡經經濟及社會理事會邀請之其他國家均得簽署本公約。 

本公約應批准之，其批准書應交存聯合國秘書長。 

本條第一項所述之國家尚未簽署本公約者皆得加入本公約。 

加入應以加入書交存聯合國秘書長。 

就本公約之規定而言，"國家"一詞應兼指本公約締約國或加入國之所有殖民地與託管領土，以及此種國家負有國際義務之其他領土。 

第二十四條 

本公約於批准書或加入書二件交存聯合國秘書長後第九十日起生效。 

對於在批准書或加入書二件交存後始行批准或加入本公約之國家，本公約於該國交存其批准書或加入書後第九十日起生效。 

第二十五條 

本公約生效後五年屆滿時，任一締約國均得以通知書送交聯合國秘書長聲明退出。 

此項退出應於聯合國秘書長接獲退出聲明一年後對作退出聲明之國家生效。 

第二十六條 

聯合國秘書長應通知聯合國各會員國及第二十三條所稱之非會員國。 

（甲）秘書長所收到依第二十三條而為之簽署、批准及加入; 

（乙）本公約依第二十四條之規定而生效之日期; 

（丙）依第二十五條而為之退出聲明。 



第二十七條 

本公約締約國擔允依其本國憲法制定為確保本公約之實施所必需之法律或其他辦法。 

第二十八條 

本公約之規定，就締約國間之關係言，應替代前言第二段中第一、二、三、四各分段所稱各項國際文書之規定，倘其中一項文書之所

有締約國均已為本公約之締約國時，則該項文書應視為業已失效。 

最後議定書 

凡任何法令，為執行禁止販賣人口及意圖贏利使人賣淫之各條款，其規定之條件較本公約為嚴者，不得認為與本公約有所抵觸。 

本公約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六條之規定，對本最後議定書應適用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