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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因應現今全球化，各國對於婦女權益、福利措施、法規政策以及婦女福利都

值得分析探討。探討女性在急遽變遷社會中所面臨的課題、檢視女性於社會變遷

中所扮演之角色，是我們這次的主要動機。而選擇孟加拉進行報告，一方面孟加

拉與台灣四海一家，同樣為亞洲的一份子；再者，孟加拉是全世界少數幾個賣淫

合法化的穆斯林國家之一。我們將透過這份報告，實際了解孟加拉所遭遇的婦女

問題：她們如何在險惡的環境中殘喘、她們用何種態度看待她們所身陷的危機？ 

 

孟加拉的文化背景 

（一） 貧窮： 

  孟加拉國窮人的教育程度很低，士地很少，大部分人從事低薪、重體力、沒

有社會吸引力的職業，例如臨時工。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窮人享受不到現代社

會的設施與服務，他們居住在質量極差的破舊房屋中。一般來說，每個國家應當

保持食品自給自足，其他商品可以出口，賺取外匯。遺憾的是，孟加拉國沒有任

何商品可以出口到國際市場上。 

  教育與貧窮之間是惡性循環的關係，也就是說，人們受到的教育越少，生產

技能也越少，因此只能從事低生產率的工作，其結果就是越來越貧窮。另一方面，

貧窮又導致人們無力在教育方面投資，於是形成了惡性循環。 

（二） 父權社會、婦女社會低落： 

  孟加拉是一個父權為主的社會，女性是很沒有地位的，甚至因為嫁女兒要附

嫁妝，女性更被視為是賠錢貨。女性都只能待 在家中從事一些低生產性的工作，

她們甚至不能到外面拋頭露面。 

（三） 為少數合法賣淫的國家： 

  在一些國家，賣淫、開妓院和拉皮條都是被允許的，比如孟加拉、德國、希

臘。在性交易合法化的國家，合法往往是和相應管制對應的。在這些國家，性工

作者要領取執照，需要在限制地點和限定時間交易。 

 

孟加拉的雛妓故事──紀錄片《孟加拉：性工作者的正義》 

  她們的眼神空洞但仍見稚嫩，臉上抹著過熟世故的濃妝；她們穿著短衫配上

長袍走在陰幽的暗巷；她們面帶微笑並和路過的買春者使眼色；她們的年齡多半

不大於 18 歲，而多數都有五年以上的工作經驗。她們是孟加拉的性工作者，對

她們而言，夜晚才是一整天的工作開始，而她們的夜如此漫長。 

  在孟加拉東北部坦蓋爾縣的貧民窟，夜幕低垂的時候，便能見到這般叫人迷

亂的景象，錯亂的巷弄宛若迷宮，性工作者為了討生活不停奔波施媚，畢竟這樣

的夜晚裡，要找人陪伴的男人從不少。幾小時車程外的孟加拉首都也能見到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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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象。 

 

「我開始從事性工作至今已經七年，我從那時開始服用類固醇，所以現在的樣貌

和當年早已相去甚遠。」一名今年 17 歲的性工作者，在七年前被商人誘騙賣進

妓院。在老鴇的逼迫下開始定期服用類固醇，讓自己看起來更成熟豐潤，更吸引

買春客的注意。她並不是個案，最初是用來催熟牲畜的藥品，價格便宜也不需要

醫生處方，因此成了孟加拉妓院裡頭老鴇誘騙年輕娼妓的「健康藥品」。年幼即

進入妓院的女孩們幾乎人手一罐。 

  望去，13 歲和 15 歲的娼妓塗抹著唇膏，用妝容掩蓋自己的年紀。這些雛妓

的豐滿、成熟以及世故，是靠著類固醇以及成長中不舒服的經驗換來的。 

  「我已經比從前強壯，一天可以接許多客人。有時候一天 15 個也不是問題。」

一名性工作者一邊說一邊將人工痣貼上額前，模樣看起來很嬌媚卻又透著幾許無

奈。 

  夜晚很長，但一次性交易能換來的只有 50 塔卡（相當於 18 元台幣），許多

女孩只好用次數換取更多的金錢。政府對既定立法的漠視、被警方睜一眼閉一眼

的妓女戶安全問題，讓這群娼妓越來越像城市裡頭的無名氏，她們只能隱身在巷

弄之間，她們是誰不再重要，她們的身體是一種不得不的交換，她們被偽善的社

會排拒，她們難以再回到家庭，只能在暗夜裡從事反覆的交易，難見天日。 

 

「許多人相信一旦他們看到了我們的臉，就會沾染罪惡， 

他們的禱詞將不再被阿拉接受。」 

「如果離開了妓院，我們就失去了家，我們會活不下去。」 

 

新聞補充 

  據《華盛頓郵報》報導。 

  孟加拉妓女，生於妓院，長於妓院，甚至抗議拆除妓院只為留住自己的家。 

  德國攝影師霍恩深入當中一個最古

老妓院，拍攝妓女的悲慘生活。孟加拉

坦蓋爾內有一座超過 200 年歷史、全國

最古老的妓院。大部分妓女來自貧窮家

庭，年齡只介於 12 至 14 歲，有的更是

經人口販賣被賣入妓寨。這批妓女自小

被賣給「主人」，過著沒有自由的生活。 

 

  一間妓院在 2014 年曾被勒令關門，但隨後卻在當地志願團體的幫助下重新

開業──原因只有一個：常年浸淫其中的女人們已經無法適應外界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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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末，孟加拉國家女性律師聯盟說

服了最高法庭：對性工作者的驅逐是非法的。

很多女人在那裡出生、長大，她們不知道妓

院消失後自己還能去哪兒。 

因而，這些工作於妓院裡的女人們又回歸了

過去的居所。 

 

  修建妓院的支持者認為，性工作同樣是正常工作的一種，而且這些女人並不

想做其他工作。性工作者們更是示威抗議，為自己爭取作為正常工作者的權利。 

因此，在 2014 年底，孟加拉全國女律師協會說服了最高法院，將驅逐性工作者

視為非法行為。 

  如今，當地的「紅燈區」已經被圍牆圍了起

來。在狹窄的街道上有大排檔、茶館還有路邊攤。

妓院則有其自己的規則和權力 

分層，這種規則和主流社會大相徑庭。 

  矛盾的是，妓院賦予了女人脆弱與強大兩種

屬性。最無助的群體是那些最年輕的工作者——

通常只有12到14歲。她們被稱為“契約女孩”，

因為她們是完全從屬於“夫人”的。她們通常來

自窮苦家庭，抑或是人口販賣的受害者，沒有自由與權利，不能隨意外出。這些

來自貧窮家庭的女孩兒大多是被賣到妓院來抵債的。她們屬於妓院老鴇，沒有一

點自由。這些姑娘以 0.5 至 2.5 美元的價格出賣肉體，所得的錢要上交。只有當

她們還清了債務，她們才能成為獨立的性工作者，而這個過程一般需要一到五年。

到那時，她們就可以升格為“夫人”，也就是獨立性工作者。可以自由選擇客人，

所有收入自理。這時的女人們已經可以離開妓院了，然而身無長技的她們卻通常

選擇繼續留在這裡，以這種方式掙錢養家。 

  甚至有的人是自願到來的：為了躲

避家暴的丈夫。一旦還清了債務，她們

就可以拒絕接客並攢點錢，還可以選擇

離開妓院。然而，由於她們離開妓院後

往往受別人歧視，因而很多時候她們寧

願選擇留下，在妓院中掙錢養家。 

  無論如何，妓院如坎達帕拉為這個

國家的男男女女提供了一個扭曲的發

洩口。 

  在孟加拉，一名年輕人是禁止在婚前與女朋友在公眾場合牽手抑或發生婚前

性行為的。 

  然而在妓院，一切都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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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律師訴求 

  在貧窮的南亞國家孟加拉，不少十歲出頭的女孩因為家庭赤貧，以及受到性

別歧視觀念的影響，被迫出嫁成為兒童新娘，也因此衍生許多問題。在這裡，賣

淫、開妓院和拉皮條都是被允許的。 

  那究竟我們需要推動什麼權利，才能讓孟加拉的女孩看見自己的力量、聆聽

自己內心的聲音？ 

  恐怕只有推動受教權和財產權了。 

（一） 受教權 

  目前聯合國已經伸出援手，為婦女找回受教權跟工作權，讓她們擺脫惡夢。

倘若孟加拉少女受了教育，她們能清楚自己所追求的無論生理或心理上的自由，

更重要的是能為自己發聲。 

  受教育權規定在《世界人權宣言》中的第 26 條以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

利國際公約》中的第 14 條中，並且在 1981 年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中

得到重申。 

  受教育是一種有意義的權利，應當是可用的、可參與的、可接受的、可適應

的，我們稱之為 A4 框架。 

  其中 A4 框架最為重要的一點－－ 可參與性，它是指，所有兒童都應當平等

的享有進入學校的權利，無論其性別、種族、來自的地區或社會經濟地位。應作

出相關努力以確保被邊緣化的群體同樣享有受教育權。所以即使是身在重男輕女

氛圍下的孟加拉孩童，無論你是男是女，是富是賤，你都擁有受教權，政府應當

給你教育權利更應該營造教育環境。 

  而 A4 框架中另一個重點是可接受性，意指所提供的教育過程當中不應當存

在歧視，應當適於所有學生，包括文化上。孟加拉女孩不該成為父權社會下的犧

牲者，她們有權利追求自己的尊嚴。社會不該充斥著歧視，更不應該剝奪這些女

孩的年華青春。 

  但願孟加拉女孩能順利獲得受教權，她們有基本人權，她們不是僅能受社會

壓迫的傀儡。受了教育的她們，能重視自己所處於的困頓，能蜂擁改變國家風貌

的趨勢。 

（二） 財產權 

  性交易與尊重他人或尊重異性的觀念並不衝突，性交易為雙方同意、自主平

等的商業活動，而強迫他人買賣或人口販運，或介入剝削是一種侵犯財產權，違

反自由的行為，兩者為不同層次的事情，沒有人應該在違背其自由意志（被脅迫、

欺瞞或急迫、輕率、無經驗、難以求助，或別無選擇而屈就）的狀況下從事性工

作。 

  《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第六條提到：「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

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販賣婦女和強迫婦女賣淫對她們進行性剝削的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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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個人要生存下去、要有能力選擇他喜歡的方式生存下去，一定要有物

質作為支持。那麽，對自我勞動的所得進行排他性的占有，就是生命權與自由權

必不可少的保障。在孟加拉，賣淫合法的年齡在十八歲，卻仍有為數不少的女孩

在十一、二歲就被賣出以償還債務、或是被人口販子誘拐而誤入歧途。這些妓院

裡的女孩們，失去了人身自由，性交易過後拿到的錢也都被老鴇拿去還債，無法

自己保留，這使她們難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方式生存下去。性交易應該是雙方你情

我願的買賣，婦女們以勞力掙得的錢也應屬於她們，而不是還債的工具。人民有

選擇適當工作及職業以維持生計之自由，這些少女並不是自己選擇成為妓女的，

而她們有權利選擇，卻因為政府的漠視及經濟壓力不得不走上賣淫這條路。這絕

非她們應得的。 

 

補充 

在這些國家性交易是合法並受到管制的。 

亞洲：孟加拉國。 

歐洲：奧地利、德國、希臘、匈牙利、拉脫維亞、荷蘭、瑞士、土耳其。 

北美地區：墨西哥、巴拿馬、美國（只在內華達州）。 

大洋洲：澳大利亞（多數東部各州）、紐西蘭。 

南美洲：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厄瓜多、巴拉圭、秘魯、烏拉圭、委內瑞拉。 

 

身為高中生，我們能為她們做什麼？ 

  作為學生，我們的力量或許很有限，但改革的風潮絕對得由我們做起。 

  現階段的我們無法訴求更好的法律制度，但我們能了解全球時事並關注每個

國家所面臨的議題；我們無法實際踏上孟加拉的國土為受害婦女發聲，但我們能

堅守自己的信念並期許自己有朝一日追隨正義。 

  了解全球時事，我們能多閱讀報刊雜誌，放眼世界的舞台，聆聽人權議題演

講。改變社會風氣、聆聽人民心聲的觀念，從我們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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