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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收電子版《呼聲》 邀約施達分享

註＞施達財政年度為每年7月1日至翌年6月30日。2024至2025年度全年預算支出為
HK$21,943,077，請以禱告及行動支持施達及夥伴的事工。

奴隸制度是結構性的罪
保護下一代不被販賣
打擊人口販賣的國際法規與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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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節省紙張，保護環境，我們希
望你能考慮接收電子版《呼聲》以
取 代 印 刷 版 。 如 果 你 想 改 用 電 子
版，請掃描下方二維碼，讓我們作
出安排。

同工到訪緬甸時訪問了人口販賣受
害者，若大家有興趣進一步了解有
關議題及被迫參與詐騙的受害者之
心路歷程，歡迎掃描二維碼，邀約
我們分享。

奉獻　祝福 

保護下一代不被販賣
撰文：鄧振東（行政幹事）

尼泊爾是人口販賣猖獗的國家之
一。人口販子利用尼泊爾與印度的
開放邊界，將尼泊爾婦女和兒童販
賣到印度。近年，人口販子活躍於
社交媒體欺騙貧窮社羣，例如在網
上發布工作機會，將貧窮婦女欺誘
到成人娛樂場所進行剝削。據美國
國務院《2024年美國販運人口報
告》，在尼泊爾加德滿都谷地，大
約17%的成人娛樂場所從業員為兒
童，而62%的成年女性從業員在童
年時已進入該行業。報告亦提及，
近30%的成人娛樂場所內的童工為
強迫勞動受害者，他們通常以餐廳
員工的身分被剝削，最終甚至淪為
性剝削的對象。

施達一向關注人口販賣問題，我們
在尼泊爾的夥伴Asha Nepal主要事
工包括拯救遭受性剝削的婦女，為
她們及其子女提供安全環境和輔
導，並協助她們重新融入社會。我
們於2016年已開始與Asha Nepal
合作，2022至2024年為項目的最
後階段，夥伴會在印度孟買，幫助
被販運到當地紅燈區的尼泊爾婦女
及其子女返回尼泊爾，居於夥伴加
德滿都的家舍。在家舍中，他們除
了得到安全的環境和生活所需，也
按需要接受身體檢查、創傷後心理
輔導及精神科治療，從人口販賣的
傷害中康復過來。另外，夥伴也為
婦女及其子女提供教育或職業技能
培訓，讓孩子在校園學習知識，成
人有一技之長賺取生計，便能減低
再被販賣的機會。

13歲的Ketaki（化名）是家舍內其
中一位倖存者。幾年前，她父母由
於欠下巨債，便帶着她和三個弟妹

逃到印度，希望覓得工作機會。但
兩個月後，她的父親撇棄家人離開
了。為了孩子，Ketaki母親努力尋
找工作，可惜未能成功。後來她遇
上一位男子，聲稱能介紹工作給
她，及後得知原來是在紅燈區工
作。Ketaki母親萬分不願意，但為
養活子女，別無選擇，只能承受剝
削。當Ketaki 11歲時，妓院老闆以
她的年齡適合在紅燈區工作為由，
強逼Ketaki母親讓Ketaki賣身，她
極力反對，卻因此遭拳打腳踢及精
神虐待。感謝主，Ketaki母親後來
在社區中認識夥伴，她將Ketaki及
其他子女交給夥伴照顧，脫離妓院
老闆的魔掌，而自己卻繼續留在印
度紅燈區。

Ketaki因為心靈受創，害怕與人接
觸，加上因家貧Ketaki的夜盲症未
能獲得治理，視力障礙令她更沒自
信。經過夥伴的心理輔導和治療，
她逐漸回復與人接觸的信心，視力
亦得到改善，目前正就讀小學五年
級。除了幫助孩子，夥伴亦繼續接
觸她的母親，希望可以拯救她離開
紅燈區。

尼泊爾人口販賣問題仍然嚴峻，雖
然我們的項目於2024年底圓滿結
束，但夥伴仍努力服侍人口販賣受
害者，而我們在尼泊爾繼續與其他
夥伴打擊人口販賣，幫助更多倖存
者走向新生。希望大家為以打擊人
口販賣為使命的機構祈禱，讓他們
從上主得力，積極幫助如Ketaki一
樣的受害者，早日脫離困境。

知多　一點 

打擊人口販賣的國際法
規與協議
撰文：黃浚傑（傳訊幹事）

跨國人口販賣問題日益嚴重，是不
可忽視的全球議題。為了促進各國
合作，有效遏制罪行，國際社會逐
步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框架與行動指
南，旨在預防人口販賣活動、懲治
罪犯，並保護高風險被賣社羣。以
下向大家介紹幾項重要國際協議及
其作用。

國際勞工組織《強迫勞動公約》

1930年，國際勞工組織（ILO）制
定《強迫勞動公約》，要求各國禁
止強迫勞動，列為罪行。1998年
ILO補充條約，倡議各國制定政策防
止勞動剝削，並進行檢查與監控。
該公約要求建立有效機制，幫助受
害者脫離困境並避免再次受害。ILO
的努力為國際消除勞動剝削發揮重
要作用。

聯合國《人口販賣議定書》

2000年，為應對日益嚴峻的人口販
賣，聯合國在《打擊跨國有組織犯
罪公約》（《巴勒莫議定書》）中
附帶《人口販運議定書》，要求簽
署國制定法律，列人口販賣為罪行
並進行懲罰，並強調受害者的保護
措施，包括提供庇護、法律援助及
心理輔導等，為各國提供打擊人口
販賣的框架。

美國《人口販運受害者保護法》

美國自2000年起通過多項法案打擊
人口販賣，其中《人口販運受害者
保護法》（TVPA）最具影響力。該
法案不單加強對人口販子的刑事追

責，還設立基金向受害者提供安全
住所、康復及重新安置等。此外，
TVPA要求美國政府定期評估全球各
國在打擊人口販賣方面的工作，並
按表現評級，促使各國提升應對措
施。這種監督機制有效推動了國際
合作。

歐盟《歐盟打擊人口販運指令》

2 0 1 1 年 ， 歐 盟 通 過 《 歐 盟 打 擊
人 口 販 運 指 令 》 （ D i r e c t i v e 
2011/36/EU），要求成員國採
取一致法律措施打擊人口販賣並
保護受害者。該指令規範了從預
防到懲治的反人口販賣措施，並
要求提供受害者庇護、賠償及重
返社會的援助。指令亦要求成員
國定期報告政策實施情況，確保
措施有效。歐盟的行動為區域合
作樹立了典範。

經 過 不 同 國 家 及 組 織 多 年 的 努
力，全球反人口販賣的法律框架
為受害者加強了保護，國際合作
日益加強亦有助打擊跨國的人口
販賣罪行。然而，在日新月異的
犯罪手法下，挑戰仍然嚴峻。根
據 美 國 國 務 院 《 2 0 2 4 年 美 國 販
運人口報告》，人口販賣集團正
利用國際邊界漏洞和數碼科技擴
大規模，運用社交媒體、約會程
式和遊戲平台，以虛假的高薪工
作誘騙並控制貧窮人。他們還利
用加密貨幣交易和隱匿技術掩蓋
行蹤，大幅增加執法難度。報告
指出：「建立共識是科技外交的
第一步。」面對日益猖獗的跨國
人口販賣，資訊共享、聯合調查
和 跨 境 執 法 等 國 際 合 作 愈 顯 重
要。願各國政府、機構及每一位
市民蒙上主帶領，共同幫助受害
者重拾尊嚴與自由，遏制人口販
賣的蔓延。



訪問Nwe後我們一同禱告，求主保護及供應Nwe所需。

編者話：今期《呼聲》聚焦於打
擊人口販賣事工。在「焦點．主
題」，施達同工分享親訪緬甸的
所見所聞，揭示這個深受人口販
賣困擾的國家的現況。「奉獻．
祝福」介紹施達在尼泊爾的項
目，見證夥伴如何保護下一代不
被販賣。「回歸．聖言」以腓利
門書涉及奴隸制度的內容為切入
點，反思社會中的結構性罪惡。
「知多．一點」則簡介近代為打
擊人口販賣而制定的國際法規與
協議。邀請你與我們一起，從不
同角度認識人口販賣問題，關心
承受被賣風險的弱勢社羣。

焦點．主題 回歸　聖言

緬甸，人口販賣的代名詞
撰文：趙嘉欣（推廣拓展部主管）

筆者與同工於本年2月到緬甸仰光出
差，探訪項目夥伴，當時緬甸人口
販賣的新聞全城關注。當親友肢體
聽到我們要前往緬甸，即時反應
是：「你們去KK園！？」大家一聽
到緬甸，就想到「人口販賣」、
「詐騙」。的確，在緬甸，人口販
賣隨處可見。

人口販子詐騙貧民窟父母
抵緬後第一天，我們探訪在仰光貧
民窟服侍的夥伴，他們設立社區中
心（用鐵皮建的小屋），開設男、
女、家庭、青少年等小組，一同查
經、祈禱，每次聚會後組員可獲少
量糧食。與組員相交其間，有位婦
女分享她差點賣了自己的女兒。

Yaya（化名），35歲，有三女一
子，大女兒16歲，最小的孩子則一

歲。她的丈夫在椰子店打散工，每
天 工 資 約 2 0 , 0 0 0 緬 元 （ 約 港 幣
$ 7 4 ） ， 但 每 兩 星 期 才 有 一 天 工
作，即月入只有40,000緬元。Yaya
為了養家，向「大耳窿」及村民借
錢過活，債務已累積至80萬緬元
（約港幣$3,000），利息也非常
高，每天約16,000緬元（約港幣
$60）。參考當地基層工人平均工
資（以建築工人為例），日薪約
7,000至10,000緬元，Yaya每天的
利息原來比工人日薪更高。負債累
累，生活朝不保夕，她有何出路？

有天，有「中介人」致電Yaya，勸
她賣女兒到鄰國結婚，女兒三年後
便可回家。當時女兒也同意安排以
減輕家庭壓力。筆者問Yaya當時知
不知道這是人口販賣，她搖搖頭表
示不知道。夥伴說貧民窟的村民沒
有接受過反人口販賣教育，即使政
府偶爾宣傳，卻只有流於表面的口
號，警察也甚少處理人口販賣問
題。實際上有不少陌生人走入貧民
窟以介紹工作為名，索取女孩資
料，然後付出約10萬緬元（約港幣
$ 3 7 0 ） 予 她 們 的 父 母 作 為 「 訂
金」，便帶走她們，那些女孩卻從
此失去蹤影。

感謝主，因Yaya參與夥伴小組學習
聖經，遇見耶穌，得知販賣女兒並
非上主所喜悅的，並且因內戰關係
難於出國，所以這場交易終止。夥
伴提供小額貸款予Yaya，讓她開展
售賣小吃的小生意，以此維生，並
努力還債。雖然Yaya生活仍然艱
難，但Yaya因深信上主必看顧她，
心中滿有依靠。筆者佩服她的信
心，在艱難的日子，願意順服上
主，心裏為她獻上感恩。

人口販賣隨處可見
同日下午，我們探訪在貧窮村落開

展兒童學習點的另一夥伴。期間一
位老師向我們求助，因他的社區有
50多位年輕人被販賣了，不知所
終。我們便聯絡在泰緬邊境打擊人
口販賣的夥伴，請他們協助。當
時，筆者凝望學習點的學生，心裏
着急。離開之前，筆者問及那些孩
子是否知道甚麼是人口販賣，幸好
他們曾接受反人口販賣教育。可

是，拐賣者防不勝防，很難不替他
們擔心。

行程第二天，我們探訪在仰光營運
兩間日間庇護中心的另一位夥伴。
中心為人口販賣及性剝削的倖存者
提供為期三個月的職業培訓、情緒
及生計支援。受助者以女性為主。
在這中心，我們也遇到一位被轉介
來的男性人口販賣受害者。一位年
約30歲的馬來西亞男士曾墮入人口
販賣陷阱，遭朋友欺騙，輾轉在三
個詐騙園區工作兩年多。就如新聞
報導一樣，他被迫進行電話詐騙，
更遭受鞭打、電擊；他曾因逃走不
成而被打傷；又見到「同事」跳樓
自殺。

筆者也訪問了另一位受助者Nwe
（化名）。Nwe說自己被販賣到果
敢老街，然後逃到仰光，在街上遇
到夥伴的外展隊，因而參加了夥伴
的培訓及支援計劃。她參加了中心
的髮型設計培訓，因着老師及同工
對她友善關懷，又認識到新朋友，

再加上她每次到中心上課，可獲贈
少許糧食（夥伴藉以減低倖存者為
了 生 計 而 重 返 紅 燈 區 工 作 的 機
會），所以她很喜歡到中心上課。
夥伴告訴筆者，Nwe亦接受個別輔
導及不同型式的藝術治療，以治療
被販賣所造成的創傷。

夥伴除了在街上出隊，原來也會直
搗黃龍，到卡拉OK及紅燈區，接觸
在那裏工作的女孩，為她們祈禱，
並向她們派發福音單張及中心聯絡
資料。筆者好奇，為何色情場所的
頭目會容許夥伴進內「搗亂」？夥
伴表示在商業世界，只要願意付錢
租房，他們便不理會客人在內做甚
麼。如夥伴成功勸籲女孩子「離
職」呢？夥伴解釋那些地方的女孩
流動率很高，她們的「僱主」根本
不在乎她們的去留。

相反，夥伴卻非常關心受助者的去
留。她們加入計劃三個月後，便需
要靠自己學到的技能謀生，過獨立

生活，不可長期倚賴中心的支援。
Nwe的學習快將結束，她正努力儲
蓄，又存起中心提供的洗髮用品，
希望畢業後開設自己的髮型屋。年
輕的Nwe已是兩名孩子的母親，大
兒子10歲並患有自閉症，她要獨力
照顧家庭，擔子甚重。按項目經
驗，在這樣的環境下受助者很容易
重返紅燈區工作。不過，筆者感恩
的是她在中心認識了耶穌，從聖經
中知道身體是聖靈的殿，因此她提
醒自己，不可為了金錢而重操故
業。

最 後 ， 分 享 夥 伴 的 一 句 話 ：
「Trafficking often starts with 
vulnerability。」打擊人口販賣，
必須由根源做起，幫助社羣建立對
人口販賣的認識及基本的謀生能
力，加上各國政府合作打撃罪犯；
但人間力量有限，唯願上主的公義
彰顯，天國降臨，才能讓緬甸撇掉
「人口販賣」這同義詞的污名。

奴隸制度是結構性的罪
撰文：葉漢浩博士（施達基金會董
事）

經文選讀：腓利門書10-12

「10就是為我在捆鎖中所生的兒子
阿尼西謀求你。11他從前與你沒有
益處，但如今與你我都有益處。12

我現在打發他親自回你那裏去；他
是我心上的人。」

甚麼是結構性的罪？奴隸制度當然
是一個極好的例子。結構性的罪至
少有兩個特徵，一方面是在制度中
的人難以逃避，人人有分。另一方
面是制度中由價值到實踐環環相
扣，一切都看似很合理。羅馬的奴
隸制度就具備這兩個特性：在第一
世紀，羅馬帝國約有三分一人是奴
隸，規模之大是歷史中少有，滲透
的廣闊也是難以想象。家庭不論大
少都會有奴隸幫忙。所以，差不多
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分參與在制度
之中。

當我們都是制度的參與者或是既得
利益者時，便很容易接納制度的合
理性。為了讓羅馬羣眾接納奴隸制
度，政權提供一個「合理」的理
由——在法律上，他們把奴隸定義

成物品，有關保護奴隸的法律是放
在物品的法律中，而不是有關人的
法律；在價值上，他們承接希臘的
自然奴隸論，把奴隸制度解釋成必
然，因為人有不同的本質，有些人
是必需被管理才能生活。

保羅在腓利門書10至12節，就刻意
把阿尼西謀形容成他的兒子及心上
的人。這兩個描述並非偶然，是保
羅刻意製造的修辭果效，用兩個用
來形容極親密關係的字，來形容一
個被視為物品的奴隸。這種修辭手
法，是為了衝擊腓利門視他的奴隸
為物品的固有思想，保羅用他自己
的價值觀來試圖感染腓利門，希望
腓利門跟隨自己的腳蹤，改變他對
奴隸根深蒂固的看法。

思想問題：

1. 我們現在是否按上主的教導及
耶穌示範的榜樣，與人、世界
及弟兄姊妹建立合適的關係？

2. 我們可以如何重建各種被扭曲
的關係？

實踐行動：

每天尋找一位在世界中被視為「較
低級」的朋友，比如說在工作上或
社會的偏見上較低級；與他傾談，
學習用平等、尊重及愛的態度與他
交流。

Yaya分享要為債務賣掉女兒時感觸落淚。

被朋友出賣的男士接受施達同工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