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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於地理位置及國家福利的緣故，歐盟國家常常是中亞、中東及非

洲難民想逃離家鄉戰火並前往的第一選擇。因此，人口走私問題可說是長

期困擾著許多歐洲國家。即便自 2011 年起，歐盟對於人口走私問題都有

制定相關的政策，試圖制止這樣的非法交易，但並沒有顯著的抑制這個市

場的發展，相反的，人口走私問題日益嚴重，關於人口走私悲歌的新聞更

是越來越頻繁。本文將藉由導覽文獻中的研究成果及作者給予的建議，來

討論歐洲的問題，以及可以帶給台灣什麼制度上的省思。 

 

貳、文獻內容 

本文獻旨在透過觀察人口走私市場的供給面來分析及探討人口走私

市場架構的特色。文獻主要運用歐盟官方的數據以及其他學者在此議題的

研究成果來探討中地中海及東地中海這兩條主要的走私路徑在 2010 年到

2016 上半年的非法跨越歐盟邊境的活動趨勢，並分析這個市場特徵，以說

明歐洲人口走私市場，能時常的在短時間裡有規模地擴張，主要是因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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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幾個特點：有很多具競爭力的人口走私公司、很低的入門門檻、相對較

低的資源要求以及比人口販賣低很多的監視成本。文章也提及該研究的局

限性，以及在最後針對現行相關法律及情報，給予一些術語的使用及政策

上的建議。 

如果將人口走私比擬成市場上的商品，那很明顯的移民是站在需求

面，而人口走私犯則是在供給面，且是個以人口走私需求為導向的市場。

對於那些要用非法手段路徑進入歐盟的移民來說，他們一定需要人口走私

犯的幫忙。在大多數媒體的渲染下，大眾很常會認為人口走私市場是被幾

個特定的大人物控制著。但在研究人口走私市場的特性時會發現，這並不

是事實。 

根據多份歐洲邊界及海域管理機關 (Frontex) 給出的官方報告顯示，

東地中海路線（意指希臘且包含愛琴海）及中地中海路線（意指義大利包

含伊奧尼海和馬爾他）上的非法國境跨越於 2014到 2015 的這兩年分別經

歷了很可觀的成長。各種相關數據暗示著一個事實：人口走私市場能有如

此快速的高成長，並不是只依賴一條單一的運輸路線而已。當然市場也不

是時時刻刻都能有正成長，而是會在最適合該市場特色的情況下快速擴

張。例如 2016 年歐盟與土耳其協議 (The EU – Turkey Agreement) 的實施就

是個說明人口走私市場如何被負面影響的很好例子。 

作者根據 Frontex 的分析師收集到的資料研討出了以下關於人口走私

市場架構的幾個特點： 

一、 人口走私市場被任何人壟斷這個說法不存在：人口走私其實是

個具有高競爭性的市場，人口走私集團彼此是處於對立且競爭的關

係，沒有任何集團有能力壟斷這樣特性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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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入門門檻低：大量地個體人口走私犯（只有一個人，並非一個

團體）顯示了進入這個市場的門檻其實非常低，一個人就能承擔多

重角色並完成一系列的活動。 

三、 相對的低資源要求：對於一個剛進入人口走私市場的新供給者

來說，想要成功的在這個市場做到一定規模，並沒有特別要求需要

具備一定的技術或多少資金。 

四、 人口販賣 (human trafficking) 的高監視花費：就作者的觀點來

說，在監視方面的成本，人口走私比人口販賣上相對低很多，也是

造成人口走私市場的架構如此的重要因素之一。 

當然也不可忽略這篇文章只針對已成功偷渡的案例做分析，而且也

並沒有將走私服務的品質、安全及價格等條件列入考量。 

文章的最後，作者也給予相關政策上的制定且術語上的運用提出了

三個建議。第一， 以其他學者對於打擊索馬利亞海盜的建議方法為參

考，用陸地作為連結基礎的政策(land- based policy)可能會比以海為偵查基

礎的政策 (sea operation) 來的更有效率的打擊人口走私。第二，因為人口走

私市場是相對需求導向的，政策的制定或許可以朝減少移民者對於人口走

私的依賴這個方向前進。最後，作者提及，政策及情報分析師應該要思考

關於用‘中間人’(broker) 來代替‘招募者’(Recruiter) 一詞的使用，原因

是在一個需求導向的市場中，用‘招募者’來形容那些向移民銷售人口走

私服務資訊的那些獨立業者可能不太恰當，因為他們並沒有直接向移民提

供相關服務。 

 

參、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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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獻著墨在歐洲的人口走私問題，雖然有著區域的局限性，但對

於人口走私市場特性的分析，非常值得拿來檢視台灣的人口走私市場是否

有相似的性質。 

即便在過去的 11 年，台灣在美國國務院出版的「人口販運問題報

告」(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中，都被列在第一級，以肯定台灣政府打

擊人口販運的成果，但並不表示這類問題完全不存在。相比歐洲與難民有

關的人口走私的問題，台灣其實面臨較多的是強迫勞動及性販賣的問題。

很多來自東南亞或中國的人，為了尋求更好的工作機會透過招聘集團及仲

介肩客來到台灣，卻被以強迫的方式從事超時、低技術甚至是性交易相關

的工作。仲介則運用扣留這些外籍移工的重要證件這種手段，來持續逼迫

他們從事這類非法工作，難以脫身。 

台灣的人口販運市場之所以能夠持續地存在，和歐洲的問題相似，

都是因為走私犯無需付出太高的成本，加上來自國外的移工對於台灣的法

律及相關制度的不熟悉，使人蛇集團可以輕易的在這類產業立足。許多受

害的個案都是「被騙到台灣來」，2019 年 10 月印尼警方就公布了台灣人

蛇集團的新型手法，運用獎學金的名義，讓印尼年輕人以為只要付少額的

仲介費用就有來到台灣唸書的機會，殊不知落入了人蛇集團的圈套，成了

他們斂財的工具。 

台灣雖然已經制定了相關的防治制度，政府的作為也深受國際肯

定，但並不表示對於相關的人權問題可以就此鬆懈。政府除了需制定更加

完善的相關條文，更該加強政府及民間的相關合作，讓打擊人口走私的聯

絡網更加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