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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強迫或強制勞動之禁絕已成為具普世價值之基本勞動人權，美

國身為全球最強盛國家及經濟體，自不能置身事外。事實上，在過去 40多

年來，它透過單方之制定國內法及公布相關報告、雙邊之與重要經貿夥伴簽

訂自由貿易協定，以及參與多邊區域經濟整合之契機，都會要求其他國家遵

循國際勞工組織所通過之第 29號強迫勞動公約及第 105號禁止強迫勞動公

約，同時也藉由全球供應鏈之運作，希望更能深化這方面之努力，並與禁止

童工及打擊人口販運等議題相聯結，成為經濟全球化及區域整合過程中不可

忽視之一環。本文即是要檢視該國在過去 40多年來在這方面之努力情形，

並探討臺灣在美國之壓力下，應如何從事進一步相關之改革，而得以尊重勞

動人權「模範生」之身分，在新的世界貿易秩序中，扮演更為積極正面之角

色。 

關鍵詞：強迫或強制勞動之禁絕、國際勞工組織第 29號及第 105號公約、

多邊及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與勞工權利條款、美國 2000年販運被害

人保護法、全球供應鏈、各國人權概況年度報告、美臺 21世紀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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