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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販運特刊
 

 

2015/6/26 vol.73
編輯手記  

 

 （電子報如無法正常顯示，請點此連結進入閱覽。）

      本期電子報之主題為「人口販運特刊」，這次人權電子報邀請到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的柯雨瑞教授替我們
撰寫專文，帶領本報讀者一同來關注並瞭解在台灣人口販運相關之議題。

 為持續深耕校園以及貼近社會現況，人權電子報也常設「四方觀點」專欄，長期連載校園議題或社會關懷等相關文
章，提供給教學工作者、關心社會的人士做為參考。

      此外，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暨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亦為各級學校教師或從事人權法治相關教育工作者，
提供人權教育問題之諮詢服務，相關辦法請參閱本中心網站：http://hre.pro.edu.tw/（首頁 → 諮詢服務辦法）。

      人權教育電子報將持續提供訂閱戶更好的服務，誠摯邀請大家閱畢電子報後，撥空填寫「人權教育電子報顧客滿
意度調查表」。您的寶貴意見，是我們進步的最大動力；對於電子報內容有任何想法，都歡迎您回饋給我們。

 

封面故事  

 

臺灣的新奴隸制度-談人口販運的防制
 文／柯雨瑞（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教授）

      本文主要的內容，係討論與介紹臺灣的新奴隸制度-談人口販運的防制。人口販運防制的問題，它是一個極為重
要的普世化，與全球化的人權議題，廣泛地受到全球各國的極高度重視。...（繼續閱讀）

 

時 事 活動預告

 Currents 人權大小事
 國內新聞 Local News

  1. 被害人協會促立院修法 「隨機殺無辜」就判死
 2015/05/30自由時報

 

2. 【團結真有力】罷工爭得權利 華潔勞資爭議落幕
 2015/06/02公視新聞

 

3. 環團送經部污染大餐 要求刪除石化擴張計畫
 2015/06/05蘋果日報

 

  
 1. 安寧療護專題研習

 主辦單位：高雄醫學大學附
設中和紀念醫院、張啓華文
化藝術基金會

 活動時間：104年7月1、8、
15、22、29日(三)

 活動地點：高雄醫學大學附
設中和紀念醫院(高雄市三民
區十全路100號)

2. 國民中學節電戲戲競賽
 主辦單位：台灣電力公司

 活動時間：全國各公、私立
國民中學學生

 活動地點：至民國104年7月
22日(三)止

 

http://hre.pro.edu.tw/8-2-1.php?id=91
http://hre.pro.edu.tw/
http://hre.pro.edu.tw/8-3.php?newsid=45
http://hre.pro.edu.tw/article/3879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333966
http://pnn.pts.org.tw/main/2015/06/02/%E7%BD%B7%E5%B7%A5%E7%88%AD%E5%BE%97%E6%AC%8A%E5%88%A9-%E8%8F%AF%E6%BD%94%E5%8B%9E%E8%B3%87%E7%88%AD%E8%AD%B0%E8%90%BD%E5%B9%95/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ife/20150605/623204/%E7%92%B0%E5%9C%98%E9%80%81%E7%B6%93%E9%83%A8%E6%B1%A1%E6%9F%93%E5%A4%A7%E9%A4%90%E3%80%80%E8%A6%81%E6%B1%82%E5%88%AA%E9%99%A4%E7%9F%B3%E5%8C%96%E6%93%B4%E5%BC%B5%E8%A8%88%E7%95%AB
http://www.zhangqihua.com.tw/news_in.php?id=218
http://www.save-power.com.tw/index0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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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台串連反空污 成效待觀察
 2015/06/07苦勞網

 

5. 飄渺台灣的民主人權鬥士 梅心怡：能當台灣人我很驕傲
 2015/06/09 三立新聞

 

6. 林務局不同意 台中雪谷纜車不蓋了
 2015/6/12 聯合新聞

 

7. 立院三讀 企業超額排碳罰3倍
 2015/6/16 蘋果日報

 

8. 支付命令 不再具判決效力
 2015/6/16 蘋果日報

 

 國際新聞 World News

  

1. 自己的家園自己救 全球70國環境民主指數出爐
 2015/5/29環境資源中心

2. 限制國安局任意監控 美參院通過美國自由法案
 2015/6/3自由時報

3. 英國盼調整救援方針 減少地中海難民流量
 2015/6/08蘋果日報

4. 醫療危機！德國醫護人員宣布無限期罷工 上千病患受影響
 2015/6/15 三立新聞

5. 「銀石」攻佔義海岸 絕食嗆法拒收難民
 2015/6/16 蘋果日報

3. 衛生福利部中區兒童之家
「關懷成長園」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雲水蘭
若文教協會

 活動時間：104年7月29日
(三)至8月2日(日)

 活動地點：大專院校、研究
所或專四以上學生

四方觀點 知 識
 View

 

校園觀察Campus Obersevation
 以「維權實作」來進行人權教育|

 文：林柏儀（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世新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兼任講師）
 

      我們越來越常看到「人權」的相關概念，出現在學校教育之中。
不論是我國《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公民教育中常談到的
「權利與責任」，或是《世界人權宣言》、《政治公民與政治權利公
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兒童權利公約》等國際人
權公約，都漸漸是我國大學、中學、小學等各教育階段中，課程與教
學裡出現的一部分。這除了反映民主人權浪潮的演進外，教育部自
2002年起開始有計畫地推動「人權教育」，也是關鍵的力量之一。...
（繼續閱讀）

 
 
 
 

 

 Knowledge 人權小常識
  

 人權字典 Dictionary

  人口販運

 人權小故事
  歷史上的6月

1972/06/05
 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

第一次《聯合國人類環境
會議》，並於同年10月，
經第27屆聯合國大會通過
確定每年6月5日為世界環
境日。

1991/06/05 
 香港立法局三讀通過人權

法。

1991/06/17
 南非白人國會通過結束種

族隔離政策。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82684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79389
http://udn.com/news/story/7325/973888-%E6%9E%97%E5%8B%99%E5%B1%80%E4%B8%8D%E5%90%8C%E6%84%8F-%E5%8F%B0%E4%B8%AD%E9%9B%AA%E8%B0%B7%E7%BA%9C%E8%BB%8A%E4%B8%8D%E8%93%8B%E4%BA%86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616/36610772/%E7%AB%8B%E9%99%A2%E4%B8%89%E8%AE%80%E4%BC%81%E6%A5%AD%E8%B6%85%E9%A1%8D%E6%8E%92%E7%A2%B3%E7%BD%B03%E5%80%8D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616/36610726/%E6%94%AF%E4%BB%98%E5%91%BD%E4%BB%A4%E4%B8%8D%E5%86%8D%E5%85%B7%E5%88%A4%E6%B1%BA%E6%95%88%E5%8A%9B
http://e-info.org.tw/node/107815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337058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0608/624685/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80419&pagegroupid=5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150616/36611089/%E3%80%8C%E9%8A%80%E7%9F%B3%E3%80%8D%E6%94%BB%E4%BD%94%E7%BE%A9%E6%B5%B7%E5%B2%B8%E7%B5%95%E9%A3%9F%E5%97%86%E6%B3%95%E6%8B%92%E6%94%B6%E9%9B%A3%E6%B0%91
http://www.wish-aranya.org.tw/Page_Show.asp?Page_ID=264#.VTnxiyGqqko
http://hre.pro.edu.tw/campus/4911
http://hre.pro.edu.tw/zh.php?m=8&c=1266996424&highlight=%E4%BA%BA%E5%8F%A3%E8%B2%A9%E9%81%8B
http://hre.pro.edu.tw/zh.php?m=9&c=1277779571
http://hre.pro.edu.tw/zh.php?m=9&c=1277779691
http://hre.pro.edu.tw/zh.php?m=9&c=1277779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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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06/19
 美國總統林肯簽署禁止奴

隸制法律。

評 論  

 
Comment 人權藝文

人權書房 Book Review
 

  

《人體交易》：身體可以自由買賣嗎？ | 
 

文／王乾任（文字工作者）
 

 

《書籍簡介》

      這是一本作者闡述自己走訪最黑暗的全球人體市場

的旅程，揭露市場上每樁血淋淋交易的殘忍真相。在這

裡，你可以兜售自己身體的每個器官，也可以買到任何

一個你需要的身體部位。穿梭在此市集的往來者，不是

器官掮客、人骨竊盜者、血牛、販賣孩子的人口販子，

就是身體有殘缺或是年邁老者的賣家。他們在吵雜市集

上叫賣一顆腎臟的價錢，甚至也租賃一個女人的子宮。
 

      調查記者史考特．卡尼耗時五年，現場追蹤獲利高

且祕而不宣的人體以及人體部位貿易，此一龐大又隱密

的經濟體稱為「人體市場」。他揭露出各種人體交易，

有駭人聽聞的，也有荒謬至極的，例如：人稱「腎臟

村」的印度村莊，之所以有此一稱號，是因為多數村民

都為了錢賣掉自己的腎臟；肆無忌憚的盜墓人從墓園、

太平間、火葬用的木柴堆裡偷竊人骨，製成西方醫學院

與實驗室的解剖示範用骨骸；某座古老的寺廟將虔誠信

徒的頭髮賣給美國的假髮製造商，年收入高達六百萬美

元。
 

      《人體交易》揭露了此一產值高達數十億美元的地

下貿易在歷史上的興衰和復興，並描繪早期的醫療研究

和現代大學，赤貧的歐亞村落和高科技的西方實驗室，盜屍人和代理孕母，人骨販子和賣身體部位維生的窮人。

雖然地方上和國際上的執法人員均嚴格取締人體交易，但是科學的進步卻造成市場上對人體組織–韌帶、腎臟，

甚至是租賃子宮–的需求日益增長，讓人少有餘裕去思量血肉貿易固有的道德難題。
 

      《人體交易》使讀者得以窺見種種不忍卒睹卻發人深省的景況，令人大開眼界的離奇怪誕現象，並了解此一

鮮為人知的全球人體產業，及其對人們的生活所造成的影響。

- 書籍簡介和作者介紹請參考博客來網路書店 -

 

《書評》
 

      在台灣，人體器官買賣是一件很難想像的事情。相對強大且厚實的捐血網路，龐大的骨髓資料庫，

卵子與精子捐贈管道也相對健全，還有戮力推動中的器官捐贈，都讓人在生病受傷需要開刀或更換器官

時，相對容易且有保障。
 

      這當然不是說，絕對沒問題。器官捐贈的需求遠大於供給的狀況還是存在，不過，至少國家法規嚴

格禁止器官或血液買賣，且多數人都願意遵守。……（繼續閱讀）

 

 人權電影院 Film Review  

http://hre.pro.edu.tw/zh.php?m=9&c=1277781353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36291
http://hre.pro.edu.tw/bedu/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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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你在哪裡？ | 
 

文／朱浩一（文字工作者）

 

 

 

 

 

 

 

《影片資料》

 

 

 

 

 

 

 

片名：《親愛的》
 

影片年份：2014
 

導演：陳可辛
 

片長：129分鐘
 

類型：劇情片
 

出品國：中國

《劇情介紹》

      住在深圳的田文軍，多年前與妻子魯曉娟離

異，兩人間育有一子田鵬，由父親撫養。一日，孩

子遭不明男子抱走。兩人費盡心力去找，卻苦無下

落。三年後，透過一個快遞人員提供的情報，兩人到安徽省的農村找回了自己的兒子，但兒子卻不認得他們，只

認自己現在的媽李紅琴。

 

          DNA檢查結果吻合，但李紅琴並不放棄。她堅持告訴警方自己不孕，兒子是已逝的丈夫在深圳跟別的女人

生的，另一名女兒則是丈夫在工地撿回來的。證據、警察、輿論全部都站在田文軍跟魯曉娟這邊。但頓失一雙兒

女的李紅琴是個母親，怎可能放棄？至少，至少她想把女兒從福利院帶回家。只是就連這一點，似乎都難如登

天。

 

《影評》
 

      現實世界裡的李紅琴叫做「高永俠」，住在一個叫八義集鎮的地方。小村裡奉行「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

傳統觀念。高永俠曾生下一個女兒，但後來卻因為輸卵管在一次手術中意外被割除，導致失去了生育能力。她的

丈夫背負了極大的延續香火壓力，兩人間多次鬧離婚，直到她的丈夫先後抱回了小女兒「粵粵」跟兒子「樂

樂」，人生似乎才有了希望。只是，這偷來的希望最後卻將她推向失去的痛苦，也給她已逝的丈夫留下了「人販

子」的惡名。...（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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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re.pro.edu.tw/vedu/4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