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确认造成当地拐卖人口弱势状况的因素 
（摘译） 

 
概述：是什么原因使得个人或社区处于被拐卖的弱势状况1？最通常的假设是：贫穷和缺少教育

是产生拐卖的基本因素，但事实却常常引出其他的原因。在不同的地方，由不同的因素均可增加被

拐卖的危险。以事实为基准的项目要求我们了解产生弱势的各种原因，通过对高危人群和社区的研

究对这些因素加以核实，以便设计有效的预防拐卖和不安全迁移的干预措施，获得可测量的积极影

响。 
 

许多拐卖项目不管当地现状如何，通常都设定造成拐卖人口弱势状况的关键因素是贫穷和缺少

教育。从而，预防拐卖的干预方式往往倾向于开展脱贫和提高认识方面的活动，而不是首先进行调

查，真正了解在所选择的项目地区造成人口拐卖和不安全流动的主要动因是否确实与家庭收入和缺

少反拐知识有关。在亚洲和其他的许多地区所开展的各种各样的调研显示：贫穷、缺少教育和不了

解反拐知识并不是造成弱势状况的起主要作用的必要因素，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自己的假设，否

则无法选择正确的干预措施。 
目前，绝大多数反拐项目的效果欠佳并（或）很难测量。事实上，极少有人尝试测量反拐项目

所取得的切实成效。显而易见的是，许多被认为是处在拐卖风险下的人已经掌握了有关反拐的知识，

但每年仍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拐卖。可见消除拐卖仅仅以贫穷和缺少知识为主要因素，以及针对此因

素而开展的相应干预（如：减贫、助学金、提高认识、提供其他谋生手段等各种举措）是不够的，

各地还存在其他不同的复杂情况。 
UNIAP通过循序渐进的综合性适用方式提高我们对造成

弱势状况的因素的了解，将产生弱势状况的因素融入到有效

预防拐卖的干预措施中。这种方式包括3个阶段，前两个阶段

为研究阶段，第3个阶段是根据研究结果进行适当干预的阶段

（见右图）。 

第一阶段：定性 
确定潜在的被拐卖 
高危人群和社区 

↓ 第一阶段：是计划和选择目标的阶段，以便确定在环境、

社会经济和个人等方面所存在的产生拐卖的高危因素。这项

工作可通过试点调研和对二手数据的分析来完成。  
第二阶段：定性与定量 

现场工作，找出使个人或社区 
第二阶段：将以社区为基础的专题小组讨论和重点地区

的调研相结合，确定造成弱势状态的真正原因和高危人群。

专题小组讨论可以通过社区中各种各样成员的多样化视角收

集对高危因素的不同理解和认识，还可以将小组之间的信息

进行对比。这是一种相对简易和快速的方法。  

处于拐卖弱势境况的因素 

↓ 

专题小组讨论便于在社区中开展对话，进行数据收集，

可避免在社区中直接进行调研而使人感到敏感的问题。专题

小组讨论能够形成一个对话平台，以便大家聚在一起共同思

考和讨论（甚至不使用“拐卖”这个词语）：在流动的过程会出现什么错误，家长或青年人如何会

第三阶段：干预 
根据第二阶段的研究结果， 
制定计划，采取干预措施， 
减少造成弱势境况的原因。 

                                                        
1
 造成拐卖弱势状况的因素包括内部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有：家庭、社会、经济和犯罪分子的存在等因素。内部因素有：

对于为了获得经济和社会回报而使自己或家庭成员面临风险的问题，每个人对此问题的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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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骗，会遇到什么样的吸引人的机遇，什么样的机遇是天花乱坠的虚假允诺，社区应如何分析自己

的状况和如何解决存在的问题。 
通过专题小组调研收集的数据可发现问题及其原因，以便确认定量重点调查的变量。专题小组

讨论通常围绕的是人们的共同感知和文化信仰方面的问题，而定量重点调查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专题

小组讨论中无法发现的在实际行为和决策方面的问题，同时本身也可起到减少弱势状况提高认识的

作用。可见，定量重点调查并不是对人们所说或想象中所认为发生的事情进行测查，而是对现实中

真正存在的现象进行测量。 

定量重点调查包括对重点目标人群中所抽取的样本的深入访谈，这些样本分为两组，一组是曾

被拐卖或遭受剥削的人，另一组为未被拐卖的人。通过对每个样本的深入访谈，便会收集到有关家

庭、住户和社区的各种信息。将两个组的信息加

以对比，从而发现造成拐卖或被剥削的弱势状态

的最主要因素。 

第三阶段：是设计干预措施和矫正的阶段，

即把第一和第二阶段的研究结果直接运用到反拐

项目的设计中。本文后面的表格例举了一些在湄

公河次区域较常见的造成弱势的因素，并例举了

一些能够或多或少减轻弱势状态的干预措施。通

过表格，应注意在许多情况下弱势状态是由多种

因素引起的，因此在设计相应的干预措施时要特

别考虑这一点。 
总之，确定弱势的方法是为了发现和确认重

点社区，鼓励当地的人们思考和谈论对其产生影

响的有关问题，并促使人们参与到分析和设计社区解决方案的行动中。同时，使得社区和有关工作

者能够了解真正的高危因素，从而制定出更加有效的预防拐卖和减少弱势状况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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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更有效地减少湄公河次区域产生拐卖的常见弱势因素？  

弱势数据 干预措施 
年轻人不论其家庭经济条件如何，希望离开

村庄外出找工作和冒险。  
与最贫穷的人相比，“中间阶层”的人更愿

意迁移，因为他们有迁移的能力。  
由于接受过相对较高的教育，使得具备较高

教育水平的年轻人进入城市寻找工作。   

 
– 促进安全的信息畅通的人口流动/迁移； 
– 提供生活技能和就业培训； 
– 加强执法，保障安全的合格的职业中介和

聘用工作。 
 

家庭的意外经济困境，如家长生病，造成家

庭背债。  

 
– 降低医疗利润或向村民提供紧急贷款  
– 开展改善福利规定的政策宣传 
 

某些以渔业为传统产业地区的资源损耗，使

得渔民失去了赖以为生的手段。  

 
– 支持选择其他的谋生方式 
– 根据需要开展农业或环境项目 
– 加强迁移男孩/男人的信息畅通的安全流

动 
 

季节性的自然灾害，使受灾地区人们的生计

陷入极大困境。  

 
– 开展农业或环境项目 
– 支持其他的谋生方式 
– 加强流动人口的信息畅通的安全迁移 
 

 
（UNIAP区域办公室供稿，中国办公室摘译，20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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