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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和兒童色情問題之兒童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 
 

本議定書締約國， 

 

考慮到為了進一步實現兒童權利公約之宗旨並執行其各項規定，特別是第 1 條、

第 11 條、第 21 條、第 32 條、第 33 條、第 34 條、第 35 條及第 36 條，應擴大

締約國為確實保護兒童免遭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及兒童色情之害而採取之各項措

施； 

 

又考慮到兒童權利公約體認兒童有權受到保護，不受經濟剝削，不從事可能有危

害性、妨礙其教育、或有害兒童健康、身體、心理、精神、道德或社會發展之任

何工作； 

 

嚴重關切以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及兒童色情為目的而進行之國際兒童販運猖獗且

日益嚴重； 

 

深切關注特別容易侵害兒童之性旅遊仍然持續存在與擴散，直接助長了買賣兒童、

兒童賣淫及兒童色情；  

   

體認到包括女童在內一些特別脆弱之群體較易遭受性剝削，又性剝削之受害人以

女童居多；  

   

關注到網路與其他持續發展之技術所提供之兒童色情愈來愈多，並回顧一九九九

年於維也納召開打擊網路兒童色情國際會議，特別是其結論要求世界各地將兒童

色情之製作、散布、出口、傳送、進口、意圖持有及廣告依刑事法規論處，並強

調各國政府與網路業界建立更密切合作及夥伴關係之重要性；  

 

認為應採行整體性之方法來消除造成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及兒童色情之因素，包

括發展不足、貧困、經濟失衡、社會經濟結構不公平、家庭功能不彰、缺乏教育、

城鄉遷徙、性別歧視、不負責任之成人性行為、有害之傳統習俗、武裝衝突及販

運兒童；  

 

又認為需要努力提高公眾意識，以減少消費者對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及兒童色情

之需求，此外必須加強各行動者之全球合作以及在國家層級改善執法行動之重要

性； 

 

注意到海牙公約關於保護兒童之國際法律文書各項規定，其中包括保護兒童及國

境間收養方面合作、海牙公約關於國際兒童誘拐民事問題、海牙公約關於父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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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兒童責任與措施在管轄權、準據法、裁判承認、執行及合作，以及國際勞工組

織關於最惡劣形式兒童勞動公約； 

 

在兒童權利公約獲得極大支持之鼓舞下，足見各方決心致力於促進及保護兒童權

利；  

 

認識到執行防止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及兒童色情行動方案與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

七日至三十一日在斯德哥爾摩舉行之反兒童商業性剝削世界大會宣言與行動綱

領之規定，以及有關國際組織之其他有關決定及建議之重要性；  

 

適當考慮到每一民族之傳統與文化價值對兒童保護及和諧發展之重要性； 

 

茲協議如下： 

 

第 1 條   

締約國應根據本議定書之規定，禁止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及兒童色情。 

 

第 2條  就本議定書之目的而言：  

(a)買賣兒童係指任何人或群體將兒童轉交予另一人或群體以換取報酬或其他

對價之行為或交易； 

(b)兒童賣淫係指在性活動中利用兒童以換取報酬或其他對價； 

(c)兒童色情係指以任何方式呈現兒童進行真實或技術合成之露骨性活動或主

要為性目的而裸露與兒童性相關之部位。 

 

第 3條  

1.各締約國至少應確保本國刑事法規對下列行為及活動作出充分規定，不論該等

罪行是在國內或跨國所實行，也不論是以個人或組織之方式實行：  

(a)就第 2條所定義之買賣兒童係指： 

(i)為下述目的以任何手段期約、交付、或收受兒童： 

a.對兒童進行性剝削；  

b.為圖利而移轉兒童器官；  

c.使兒童從事強迫勞動； 

(ii)仲介以違反現行國際收養之法律文書方式不當誘使取得同意收養兒童； 

(b)為進行第 2條所定之兒童賣淫活動，期約、取得、媒介或提供兒童； 

(c)為上述目的製作、經銷、散布、進口、出口、期約、出售或持有第 2 條所

定之兒童色情。 

2.在不違反締約國本國法律規定之情況下，前開行為之未遂犯、共謀或共犯亦適

用相同之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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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締約國應考量罪行嚴重程度，科處適當刑罰。  

4.在不違反本國法律規定之情況下，各締約國應於適當情形下採取措施確立法人

對本條第 1項所定罪行之責任。在不違反締約國法律原則下，得將法人之責任

定為刑事、民事或行政責任。  

5.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之法律及行政措施，以確保所有涉入兒童收養行為之人

應符合現行國際法律文書。 

 

第 4條  

1.各締約國應採取必要之措施，就在其領域內或在其為註冊國之船艦或航空器上

犯第 3條第 1項之罪行建立管轄權。 

2.各締約國於下列情況下得採取必要措施，就第 3條第 1項所定罪行建立管轄

權：  

(a)犯罪嫌疑人為該國國民或在該國領域內有慣常居所之人； 

(b)被害人為該國國民。  

3.締約國基於罪行係其本國人民所為而不予引渡之理由，拒絕引渡於其境內之犯

罪嫌疑人時，各締約國應採取必要措施就前開罪行建立管轄權。 

4.本議定書不排除根據內國法所得行使之任何刑事管轄權。 

 

第 5條  

1.第3條第1項所定罪行應視為包含於締約國間現存及嗣後所締結之所有引渡條

約中，依據該等條約之規定，作為可引渡之罪行。 

2.以訂有條約為引渡條件之締約國，於收到未與其締結引渡條約之另一締約國提

出之引渡請求時，得考慮將本議定書視為就該等罪行進行引渡之法律依據。惟

引渡應符合被請求國法律所規定之條件。  

3.不以訂有條約作為引渡條件之締約國應將該等罪行視為該國間可進行引渡之

罪行，但須符合被請求國法律所規定之條件。  

4.為了在締約國間進行引渡之目的，該等罪行不僅應被視為在罪行發生地所實施

之罪行，亦應被視為根據第 4條確立其管轄權之國家境內所實施的罪行。  

5.就第 3條第 1項所定罪行提出引渡請求時，如被請求之締約國基於犯罪人之國

籍而不予引渡或不願引渡時，則該國應採取適當措施將案件送交其主管當局進

行起訴。 

    

第 6條 

1.就第 3條第 1項之罪行進行調查、提起刑事訴訟或引渡時，締約國應相互給予

最大程度之協助，包括協助取得其所掌握之必要證據。  

2.締約國應根據彼此間現存之任何司法互助條約或其他協議，履行本條第 1項之

義務。在無此類條約或協議之情況下，締約國應根據其國內法提供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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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條  締約國應在本國法律規定下：  

(a)於適當情況下，採取扣押與沒收措施： 

(i)用以實施或便利進行本議定書所定罪行之物品、資產與其他工具;  

(ii)犯罪所得； 

(b)執行另一締約國扣押或沒收第(a)款物品或犯罪所得之請求；  

(c)採取暫時或確定的措施關閉實施該等罪行的場所。 

 

第 8條 

1.締約國在刑事司法程序之各階段，應採取適當措施保護受本議定書禁止行為所

迫害兒童之權益，特別是以下事項：  

(a)承認被害兒童之脆弱處境，並調整程序以照顧其特殊需求，包括作為證人

之特殊需求；  

(b)告知被害兒童其程序中之權利、角色與範圍、時程、進度以及對其案件之

處理；  

(c)於符合本國法律之程序規定下，允許被害兒童就對其個人利益有影響者於

程序中表達意見、需求及關切並予以考量；  

(d)於整個法律程序提供被害兒童適當之支持服務；  

(e)適當保護被害兒童之隱私及身分，並根據本國法律採取措施，避免不當散

布可能導致揭露被害兒童身分之資訊； 

(f)在適當情況下提供被害兒童、家人與兒童方證人之安全，使其不受恐嚇及

報復； 

(g)在處理案件與執行對被害兒童提供賠償之命令或判決時，應避免不必要之

延誤。  

2.締約國應確保刑事調查之開啟不應因被害人實際年齡不明而受阻礙，包括以查

明被害人年齡為目的之調查。  

3.締約國應確保本議定書所列犯罪被害兒童所受之刑事司法系統之待遇，應以兒

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  

4.締約國應採取措施，對於與本議定書禁止罪行之被害人工作者，確保適當之培

訓，特別是法律及心理培訓。  

5.締約國在適當情況下應採取措施，以保護涉入該等罪行被害人之防制與(或)

保護重建之個人及(或)組織之安全與健全。 

6.本條規定不應解釋為妨礙或違反被告享有公平與公正審判之權利。 

 

第 9條 

1.締約國為防止本議定書所定罪行，應採取或強化、執行與宣導法律、行政措施、

社會政策及方案；就特別容易遭受該等罪行傷害兒童之保護，尤應重視。  

2.締約國對於包括兒童在內之大眾，應透過各種適當之方法，提供資訊、教育與

培訓，以提升其對本議定書所定罪行之預防措施及有害後果之認識。在履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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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義務時，締約國應就該等資訊與教育及培訓方案，包括國際層面，鼓勵社區

參與，特別是兒童及被害兒童。  

3.締約國應採取一切可行之措施，其目標為確保提供該等罪行之被害人一切適當

之協助，包括使其全面重返社會以及身心完全康復。  

4.締約國應確保本議定書所定罪行之所有被害兒童，於不受歧視之情況下，均有

足夠之程序管道對應負法律責任者尋求損害賠償。  

5.締約國應採取適當之措施，以有效禁止製作與散布本議定書所定罪行之廣告

物。 

 

第 10條 

1.締約國應採取一切必要之措施，加強國際合作，作出多邊、區域及雙邊協議，

以防制、偵測、調查、起訴與懲治涉及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兒童色情及兒童

性旅遊之應負責任者。締約國亦應促進本國政府機關間、本國與國際非政府組

織及國際組織之國際合作與協調。  

2.締約國應促進國際合作，協助被害兒童身心康復、重返社會及返鄉。  

3.締約國應促進國際合作之強化，以提出貧困與發展不足等造成兒童易受買賣兒

童、兒童賣淫、兒童色情及兒童性旅遊所害之成因。  

4.具備採取行動地位之締約國，應透過現有之多邊、區域、雙邊或其他方案提供

財政、技術或其他協助。 

 

第 11條   

本議定書之任何規定，不應影響下列規定中，更有利於實現兒童權利之任何規

定：  

(a)締約國之法律；或  

(b)對締約國有效之國際法。 

 

第 12條 

1.各締約國應於本議定書對該締約國生效後之二年內，向兒童權利委員會提交一

份報告，提供其為執行本議定書規定而採取之各項措施的詳盡資料。  

2.在提交前項報告後，各締約國應於其根據公約第 44條向兒童權利委員會遞交

之報告中，提供與執行本議定書有關之任何資料。僅簽訂本議定書之其他締約

國應每五年遞交一份報告。  

3.兒童權利委員會得要求締約國進一步提供與執行本議定書有關之資料。 

 

第 13條 

1.本議定書開放供公約任何締約國或已簽署公約之任何國家簽署。  

2.本議定書須經批准並開放供任何國家加入。批准書或加入書應存放於聯合國秘

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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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條 

1.本議定書於第十份批准書或加入書存放後三個月生效。  

2.對於在本議定書生效後批准或加入之國家，議定書在其存放批准書或加入書之

次日起一個月後生效。 

 

第 15條 

1.各締約國得隨時以書面通知聯合國秘書長，以退出本議定書，秘書長應立即通

知公約其他締約國及所有已簽署公約之國家。退約應於秘書長收到通知之次日

起一年後生效。  

2.前項退約並不解除締約國依本議定書對退約生效日期前發生之任何行為所承

擔之義務。退約並無礙於委員會繼續審議在退約生效日期前業已開始審議之任

何事項。 

 

第 16條 

1.各締約國均得提出修正案，提交給聯合國秘書長。秘書長應立即將提案通知締

約國，並請其表明是否贊成召開締約國會議進行審議及表決。如果在此類通知

發出之後四個月內，至少有三分之一締約國贊成召開前開會議，秘書長應在聯

合國主辦下召開會議。經出席會議並參加表決之締約國過半數通過之任何修正

案應提交聯合國大會同意。  

2.根據本條第 1項通過之修正案如獲大會同意並為締約國三分之二多數接受，即

行生效。  

3.修正案生效後，即對接受該項修正案之締約國具有約束力，其他締約國仍受本

議定書各項條款及其已接受之任何原修正案之約束。 

 

第 17條 

1.本議定書之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及西班牙文文本，同一作準，

應存放聯合國檔案庫。 

2.聯合國秘書長應將本議定書經證明無誤之副本分送公約所有締約國及已簽署

公約之所有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