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 际 劳 工 大 会 

———— 

第 203 号建议书 

关于有效禁止强迫劳动的补充措施建议书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14 年 5 月 28 日举行了其第 103 届会议；

并 

通过了 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 2014 年议定书(以下简称“该议定书”)；

并 

决定通过若干建议，以解决 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第 29 号，以下简称

“该公约”)实施中的差距，并重申，根据本届大会议程的第四项议

题，预防、保护和补救(如赔偿和康复)措施对实现有效和持续地禁

止强迫或强制性劳动是必要的；并  

决定这些建议须采取建议书的形式，对该公约和该议定书进行补充； 

于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一日通过了以下建议书，引用时可称之为 2014 年强迫劳

动(补充措施)建议书。 

1．成员国应当，在必要情况下，经与雇主和工人组织及其他相关群体

磋商后： 

(a) 制定或加强国家政策和行动计划，这些政策和计划包含有时限的措施，

使用对性别和儿童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方法，通过预防、保护和补救方法

(例如对受害者的赔偿和对加害者的惩处)，有效和持续地禁止所有形式

的强迫或强制性劳动； 

(b) 建立或强化主管当局，例如劳动监察机构、司法和国家机构或其他与强

迫或强制性劳动相关的制度性机制，以确保国家政策和行动计划的制定、

协调、实施、监测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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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成员国应定期收集、分析和提供关于强迫或强制性劳动性质和

程度的信息与统计数据，信息和统计数据应可靠、公正、详细，按性别、年

龄和国籍等相关特征分类，据此可对取得的进展进行评估。 

(2) 关于个人数据的隐私权应得到尊重。 

预  防 

3．成员国应采取预防措施，包括： 

(a) 尊重、促进和实现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  

(b) 促进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使面临风险的工人能够加入工人组织； 

(c) 制定规划，消除导致更易遭受强迫或强制性劳动的歧视； 

(d) 提出倡议，解决童工问题，促进儿童(男孩和女孩都在内)教育机会，以

防止儿童沦为强迫或强制性劳动的受害者； 

(e) 采取步骤，实现该议定书和该公约的目标。 

4．考虑到其国情，成员国应采取最有效的预防措施，如： 

(a) 解决导致工人易遭受强迫或强制性劳动的根源性问题； 

(b) 具有目标针对性的认识提高活动，特别是面向那些最容易成为强迫或强

制性劳动受害者的活动，尤其让他们了解如何保护自己免于遭受欺诈性

或虐待性招聘和雇佣做法，了解工作中的权利和责任以及如何在需要时

获得援助； 

(c) 关于对违禁使用强迫或强制性劳动进行惩处的具有目标针对性的认识提

高活动； 

(d) 为面临风险的人员群体制定技能培训计划，提高其就业能力、创收的机会

和能力； 

(e) 采取步骤，保证关于雇佣关系的国家法律和法规覆盖到所有经济部门并

得以有效实施。雇佣条款和条件中的相关内容应以恰当、可核实和易懂

的方式并最好根据国家法规或集体协议以书面合同的形式予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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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2012 年社会保护底线建议书(第 202 号)所规定的、构成国家社会保护底

线一部分的基本社会保障担保，以减少在强迫或强制性劳动方面的易受

害性； 

(g) 移民出行前和抵达后的情况介绍和信息通报，以使他们为在国外工作和

生活做更充分的准备，认识到并更好地了解以强迫劳动为目的而进行人

口贩运； 

(h) 连贯一致的政策，例如就业和劳务移民政策，这些政策考虑到特定移民

群体，包括那些处于非正常情况下的移民所面临的风险，并对可能导致

强迫劳动的状况进行治理； 

(i) 推动相关政府机构与其他国家的相关机构开展促进正常与安全的移民并

预防人口贩运的协调行动，包括共同对劳务招聘和雇佣机构进行监管、

颁发许可证和监督，取消向工人收取招聘费，以防止出现债役和其他经

济强制形式； 

(j) 在履行公约规定的禁止强迫或强制性劳动之义务时，成员国应向雇主和

企业提供指导和支持，使其采取有效措施来确定、预防、减少和负责处

置在他们的经营活动中或在与他们直接相关的产品、服务或经营中使用

强迫或强制性劳动的风险。 

保  护 

5．(1) 应当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甄别和释放强迫或强制性劳动的受害

者。 

(2) 应当向强迫或强制性劳动的受害者提供保护措施。这些措施不应以

受害者愿意在刑事诉讼和其他诉讼中给予合作为前提条件。 

(3) 可以采取措施，鼓励受害者为辨认和惩罚加害者而提供合作。 

6．成员国应承认工人组织和其他相关组织在支持和协助强迫或强制性

劳动受害者中的作用和能力。 

7．成员国应根据其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采取必要措施保证主管当局

有权不起诉或惩处那些被迫参与了违法行为的强迫或强制性劳动受害者，而

违法行为是他们被迫从事强迫或强制性劳动的一个直接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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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成员国应采取措施，消除劳务招聘和安置机构的虐待和欺诈行为，

例如： 

(a) 取消向工人收取招聘费用； 

(b) 要求雇佣合同透明，明确解释雇佣条款和工作条件； 

(c) 建立健全且易于利用的投诉机制； 

(d) 处以适度的惩罚；并 

(e) 对这些服务机构进行监管或颁发许可证。 

9．成员国在考虑到其国情的情况下，应采取最有效的保护措施，满足

所有受害者对即刻援助以及长期恢复与康复的需求，例如： 

(a) 视情况做出合理的努力保护强迫或强制性劳动受害者及其家庭成员和证

人的安全，包括保护他们免于因依照相关的国家法律行使其权利或因参

与法律诉讼合作而遭到恐吓和报复； 

(b) 适度和适当的食宿； 

(c) 医疗保健，包括医疗和心理援助以及为强迫或强制性劳动受害者，包括

那些遭受暴力性侵的受害者提供特殊的康复措施； 

(d) 物质援助； 

(e) 保护隐私和身份；以及 

(f) 社会和经济援助，包括获得教育和培训机会以及体面劳动。 

10．为遭受强迫或强制性劳动的儿童提供的保护措施应考虑儿童的特殊

需求和最佳利益，并且，除 1999 年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182 号)所

规定的保护措施之外，还应包括： 

(a) 为女孩和男孩提供教育机会；  

(b) 凡适宜时，指定一名监护人或其他代表；  

(c) 当某人的年龄不确定、但有理由相信他或她不满 18 岁时，在等待核实年

龄期间假定其未成年人地位；并 

(d) 努力使儿童与其家庭团聚，或者，当对该儿童最有利时，提供居家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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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成员国在考虑到其国情的情况下，应对遭受强迫或强制性劳动的移

民采取最有效的保护措施，无论其在所在国领土上的法律地位，包括： 

(a) 提供一个沉思和恢复期，以便使相关人员能够就保护措施和参与法律诉讼

做出知情的决定。在此期间，在有合理的依据相信某人为强迫或强制性

劳动受害者的情况下，应授权其在相关成员国领土范围内停留； 

(b) 提供临时或长期居住许可及劳动力市场准入；并 

(c) 为安全并最好是自愿的遣返提供便利。 

补救办法，如赔偿和司法援助 

12．成员国应采取措施，保证所有强迫或强制性劳动受害者能够获得司

法援助以及其他适当和有效的补救，例如对人身和物质损害的赔偿，包括通

过： 

(a)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惯例，保证所有受害者亲自或通过代表，有效利

用法院、法庭和其他解决机制来寻求补救，例如赔偿和损害赔偿金； 

(b) 规定受害者可以从加害者处寻求赔偿和损害赔偿金，包括拖欠的工资和法

定的社会保障金； 

(c) 确保能够参与现有的适当赔偿计划； 

(d) 以受害者可以理解的语言，就其法律权利和可利用的服务提供信息和建

议以及法律援助，最好是免费的； 

(e) 规定发生在成员国内的强迫或强制性劳动的所有受害者，包括本国国民

和非本国国民，凡适宜时，可以根据简化的程序，在该成员国寻求相应

的行政、民事和刑事补救，无论其是否身在该国或其法律地位如何。 

执  行 

13．成员国应采取行动加强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措施，包括通过： 

(a) 给予诸如劳动监察机构等相关主管当局必要的权责、资源和培训，使其

能够有效执法，并且为了预防工作和保护强迫或强制性劳动受害者而与

其他相关组织开展合作； 



 

6 

(b) 除刑事处罚外，还规定其他处罚措施，例如根据国家法律和法规没收强

迫或强制性劳动所得利润和其他财产； 

(c) 保证在适用该公约第 25 条和上述(b)条款时可让法人为违反有关禁止使

用强迫或强制性劳动的规定承担责任； 

(d) 加大甄别受害者的力度，包括制定强迫或强制性劳动指标，供劳动监察

员、执法机构、社会工作者、移民官员、公诉人、雇主、雇主组织和工

人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相关方使用。 

国际合作 

14．成员国之间以及与其他相关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国际合作应得到加强，

它们应为实现有效和持续禁止强迫或强制性劳动而相互协助，包括通过： 

(a) 除加强刑法执法机构之间的国际合作外，还要加强劳动法执法机构间

的国际合作； 

(b) 为国家行动计划和国际技术合作及援助调动资源； 

(c) 相互法律援助； 

(d) 开展合作，处理和防止外交人员使用强迫或强制性劳动；以及 

(e) 相互技术援助，包括交流信息、共享在打击强迫或强制性劳动方面的良

好实践和获得的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