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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100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2002年 10月 11 日立陶宛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立陶宛共和国关于贩卖人口问题国家报告（见附件）。请将本函

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 57届会议议程项目 100“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的正式文件

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格季米纳斯·谢尔克斯尼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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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10月 11 日 

立陶宛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立陶宛共和国关于贩卖人口问题国家报告 

 

导言 

 立陶宛共和国政府的一项极为重要的目标是实行防止贩卖人口措施，其中包

括如下：消除这种现象根源的复杂措施，加强执法制度和国家其他机构并使其现

代化，支助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打破从事贩卖人口、组织卖淫、虐待儿童和商业

剥削犯罪结构网络。 

法律文书 

 立陶宛共和国立法规定，贩卖人口和犯有与贩卖人口有关的其他罪行为刑事

犯罪（如买卖人口和经过国家边界非法运输人口）。 

 1998年 7月 2日，制定了《立陶宛刑法修正法》。其中补充了《刑法》第 131

条第三款，规定贩卖人口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剥夺自由 4 年至 8 年），其中包

括买卖人口，以图进行性剥削，迫使他人从事卖淫，或从中谋取私利；以及走私

人口，在立陶宛境内或境外卖淫（该条第一款）。还规定屡次犯下同一罪行，或

对未成年人犯有同一罪行，或一个团伙事先商定犯有该罪行，或是极为危险的屡

教不改者犯有同一罪行（该条第二款）应当负的刑事责任（剥夺自由 6 年至 12

年）。该法还修订立陶宛刑法第 8条第一款和第 35条，其中把贩卖人口列为重罪。

依照《立陶宛共和国刑法》第 131 条第三款“贩卖人口”，1999年处理了 3个刑

事案件，2000年 4个刑事案件，2001 年 14个刑事案件，2002年 8个月期间 18

个案件。 

 2001 年 9月 26日通过的新的《立陶宛共和国刑法》也规定了贩卖人口的刑

事责任。根据《立陶宛共和国刑法》第 239条第三款，购买人口处徒刑至多 5年。

《立陶宛共和国刑法》第 239条第四款规定，这一行为包括使未成年人或物质上

有依附关系、或利用其地位、或其他方式的人从事卖淫，以及通过敲诈、或欺骗

或使用身心暴力使人卖淫，应负刑事责任，可判处剥夺自由 3年至 7年。依照《立

陶宛共和国刑法》第 239条第三款，1995-1997年间没有处理刑事案件，1998年

共有 4个刑事案件，1999年 15个，2000年 9个，2001 年 2个。 

 《立陶宛共和国刑法》中有若干条款将非法跨越国家边界和在国家边界非法

运输人口定为刑事犯罪。第 82 条规定，非法跨越边界者处：至多 3 年徒刑，情

节严重的至多 5 年徒刑。第 81 条第一款将向立陶宛共和国非法运输人口或是在

境内隐藏人口定为刑事犯罪，应受惩罚：至多 10年徒刑，情节严重的至多 15年

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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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 6月 1日颁布了《立陶宛共和国刑法》新的第 82条，这是防止贩卖

人口和阻止有关非法行为扩散的一项措施。该条规定，把立陶宛公民运往外国，

以寻求避难，非法就业或以其他理由或基于骗取合法身份的虚假诺言非法留在该

外国，应负刑事责任，至多判处 6年监禁，情节严重的 4年至 8年监禁。 

国际公约 

 立陶宛共和国政府力求把执法机构和国家其他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努力

结合起来，执行立陶宛共和国有关贩卖人口问题的法律和国际协定的规定。1995

年 7月 3日，立陶宛批准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1995年 9月 10日批准了《联

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根据消除歧视公约第六条，政府应采取所

有必要措施，制止所有贩卖妇女和使妇女卖淫的行为。 

 2000年12月13日，立陶宛共和国签署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根据 2002 年 2 月 8日的总统命令，立陶宛共和国总把该公约提交立陶宛共和国

议会批准。2002年 4月 25日，签署了作为补充该公约的《关于预防、禁止和惩

治贩卖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议定书》。此外，立陶宛还正在执行欧洲

理事会部长委员会的建议以及国际法的其他规定，这些都是制定 2002－2004 年

“管制防止贩卖人口和卖淫行为方案”的主要依据。 

政府方案 

 考虑到贩卖人口问题以及执行“法律概约行动计划”、“立陶宛加入欧洲联盟

方案法规执行行动计划”（全国制定法规方案）的重要性，制定了 2002－2004年

“管制防止贩卖人口和卖淫行为方案”。贩卖人口和卖淫是社会现象，因此计划

建立一套管制贩卖人口和卖淫防止制度，其中包括教育，公共保健和社会经济领

域里的各种措施。 

 一旦方案付诸执行，打击专业犯罪集团等工作将更加有效，还将制定一套社

会援助制度，防止无知妇女从事卖淫；并设法向卖淫和贩卖人口受害者提供社会、

心理和法律援助；加强搜寻失踪者系统；制定防止、研究和揭露贩卖人口现象信

息系统；加强国际合作以及支助非政府组织。还将在学校开办预防教育方案。在

内政部国家边防局建立电脑数据库，储存持伪造证件、涉嫌购买人口、和被外国

和立陶宛共和国驱逐的人的资料。将执行管制贩卖人口问题领域里国际法规和国

际组织的建议。 

 立陶宛十分关注消除贩卖人口根源的工作，制定了“扶贫战略”，并制定了

一套相应方案，其中包括具体措施。立陶宛共和国政府通过了“增加就业方案”，

并正在执行。 

 在立陶宛，政府和非政府机构负责帮助贩卖人口行为受害者调整生活，重返

社会。提供帮助的有以下实体：在社会方面（就业、专业辅导），由社会保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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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部负责；在法律和保护方面，由内政部警察司和内政部本身负责；在保健方

面，有卫生部和立陶宛防治艾滋病中心负责。内政部国家边防局外国人登记中心

在其职责范围内负责重返社会工作。 

政府协调 

 国内的合作（以及信息交流）是在各个机构和组织的各个级别进行。特别警

察部门负责直接打击贩卖人口活动（预防工作由立陶宛刑事警察局有组织犯罪调

查处特别部门负责）。 

 管制和防止贩卖人口活动的合作（以及信息交流）情况如下：在警察制度内

（各警察部门之间）；各执法机构之间（根据检察员办公室、警方、国家安全局，

特别调查局、内政部金融犯罪调查局、内政部国家边防局、海关和其他部门之间

的协定）；在执法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之间；政府各部之间（内政部、司法部、社

会保障和劳工部，卫生部、外交部、教育部、科学部和其他部门）；执法机构和

公共当局之间。 

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 

 立陶宛有若干非政府组织向贩卖人口行为受害者提供社会、医疗、心理和其

他援助：失踪者家属援助中心、维尔纽斯妇女中心、危机中心和其他组织。 

宣传方案 

 在防止贩卖人口措施中，教育占特殊地位。有关防止贩卖人口活动的所有国

际法律文书都突出教育（信息），将其作为防止贩卖人口的极为必要和有效的措

施，例如让人们了解贩卖人口的威胁，了解如何不受其害，尽力不让新人（未成

年人、失业者、受家庭暴力和性虐待的女孩和妇女，以及其他人）落入贩卖人口

和被迫卖淫的圈套中，以及帮助已深陷其中的人逃脱。人们承认，教育（信息）

十分重要，是防止贩卖人口活动的极为重要的有效措施，因此在 2002－2004 年

“管制防止贩卖人口和卖淫行为方案”附件一第二章“教育”中制定了一套措施。 

 非政府组织失踪者家属援助中心为贩卖人口活动可能受害者设立了免费电

话，在立陶宛各个教育机构为帮助风险较大群体的社会工作者举办了 23场讲座，

就“立陶宛也有贩卖人口活动”这一题目印制了 32 种宣传招贴，就贩卖人口活

动受害者问题举办了 4次国际会议和 2次国内会议，印发了 87000份传单，警醒

海外非法就业所涉的危险以及其他问题。 

 2001 年，国际移徙组织在立陶宛举办了一次宣传运动，提醒少女面临的潜在

危险，宣传在海外就业的安全途径，并提供咨询，指导人们如何对付人口贩子。

2002年 1月底，国际移徙组织开办了第二场宣传活动，该组织经常向想到海外工

作但举棋不定的人提供咨询意见。电视上以广告方式对贩卖妇女活动作反面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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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无线电台、报刊和公共交通工具上很快也会作同样的宣传。还计划在学校、

立陶宛劳工交流部门和边防站分发特别编制的传单和手册。 

国际合作 

 立陶宛共和国同 19 个国家签署了犯罪管制和预防方面的国际合作协定。内

政部同 13 个国家的执法机关签署了部际协定。内政部警察司通过国际刑警组织

立陶宛国家局，就有关罪犯和寻找失踪者问题同外国执法机关进行交流。此外，

同立陶宛签署法律援助协定的国家还通过外交部领事司同立陶宛保持联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