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犯犯罪罪受害受害者者
的的移民移民选选项项

请访问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网站 
uscis.gov/humanitarian
上的““HHuummaannititaarriiaann””网页 

若向联邦执法部门报告涉嫌人口贩运
活动，请拨打国土安全调查局 (HSI) 举

报电话： 
866-347-2423 

(866-DHS-2-ICE)

反对人口贩运全美热线电话：
888-373-7888

为为执执法法部部门门、、医医疗疗保保健健提提供供者者和和其他其他
一一线线工作工作人人员提员提供供的的信信息息

《反对暴力侵害妇女法》
T 非移民身份
U 非移民身份

一一线线工作工作者者的的重重要要性性
美国法律为那些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合法和无证非公
民提供多项保护，包括家庭暴力或贩卖人口等。许多人
害怕报告自己是犯罪受害者，部分原因是他们担心自己
可能会被美国遣返（驱逐出境）。

警察、医护人员、社会服务提供者、法官和检察官等专
业人士往往会最先看到受害迹象，因此他们在向受害
者提供信息和帮助方面处于一种独特的地位。本手册
旨在为那些在这一领域中工作的专业人士提供支持。

法律禁止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下属的所有机构包
括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在内 (USCIS) 披露有关受害
者申请本手册所讨论的移民保护类型的信息，但某些
例外情况除外。

《《反反对对暴力暴力侵侵害害妇妇女女法法》》
许多人身陷虐待关系不能自拔，是因为他们害怕向警方
报告家庭暴力行为或害怕寻求其他形式的援助。

《反对暴力侵害妇女法》(VAWA) 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
供了一种获得合法移民身份的特殊途径，否则他们将不
得不依靠施虐者为其提交移民身份申请。《反对暴力侵
害妇女法》允许那些身为美国公民和合法永久居民近亲
的虐待受害者自行申请移民身份（自我申请），而无需施
暴者的知情、同意或参与。这一途径适用于那些有虐待
行为之美国公民和合法永久居民（绿卡持有者）的配偶
和子女，以及那些有虐待行为且年满 21 岁或以上的美
国公民的父母。这些个体可能有资格获得合法永久居民
身份（绿卡）、就业授权和公共福利。若需申请，申请人
须首先提交 I-360 表格。

无论其性别如何，《反对暴力侵害妇女法》条款对任
何人均一视同仁。若需更多信息，请访问该网页：uscis.
gov/humanitarian/abused-spouses-children-and-parents.

非非公公民民受受害害者者必必须须证证明明，他，他们们：：

• 与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之施虐者有符合条件
的关系；

• 与施虐者同住或曾经同住过；
• 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及
• 曾遭受殴打或是极端虐待的受害者。

http://uscis.gov/humanitarian
https://www.uscis.gov/humanitarian/abused-spouses-children-and-parents
https://www.uscis.gov/humanitarian/abused-spouses-children-and-parents


若需申请 U 非移民身份，受害者必须提交 I-918 表
格。受害者还必须与申请书一起提交一份由认证机构
官员签署的证明（表格 I-918，补充表格 B），以确认
受害者为有关案件的侦查、调查或起诉曾经提供过帮
助、正在提供帮助或可能在未来提供帮助，并且他们
也符合其他的资格要求。认证官员应注意，签署证明
并不授予移民保护，只有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有权
批准或拒绝 U 签证的申请。

若需更多信息，请访问该网站： uscis.gov/
humanitarian/victims-of-criminal-activity-u-
nonimmigrant-status.

非非公公民民受受害害者者必必须：须：
• 是在美国发生或违反美国法律的合格犯罪活动的受

害者；
• 由于符合资格的犯罪活动而遭受了严重的身体或精

神虐待；
• 拥有有关合格犯罪活动的可信且可靠的信息；
• 能够在执法、起诉、法官或其他认证官员对此类合

格犯罪活动的侦查、调查和起诉提供帮助，或曾经
提供过帮助，或有可能提供帮助；及

• 可以入境美国或有资格获得豁免。

为为认认证证官官员员提提供供的的《《T 和 U 签T 和 U 签证证执执法法资资料料
指指南南》》可可在以在以下网下网址址获获取取：：
uscis.gov/tools/information-for-certifying-officials-
law-enforcement-judges-and-other-agencies

如需联系认证官方热线，请拨打： 240-721-3333. 
该电话号码仅供认证官员使用。认证官员是指：执法人员、
检察官、法官，或来自负责对符合条件的犯罪活动或贩运进
行侦察、调查、起诉、或对罪犯进行定罪或判决的办公室或
机构的代表。

U 非U 非移移民民身身份份
U 非移民身份（也称为 U 签证）为美国境内某些合
格犯罪活动的受害者提供临时移民保护，这些受害
者曾经、正在或可能为认证机构对合格犯罪活动进
行的侦查、调查、或起诉提供帮助，并应满足其他要
求。U 非移民身份的有效期为四年，在有限情况下可
以延期；持有者还有资格获得就业授权。若符合资
格，U 非移民可以调整身份并成为合法永久居民（获
得绿卡）。某些家庭成员也可能有资格获得 U 非移
民身份。

以以下下符合符合条条件件的的犯罪犯罪活活动动**的的受受害害者者可可能能
有有资资格格获获得 U 非得 U 非移移民民身身份份：：

• 诱拐 • 妨碍司法
• 虐待性性接触 • 劳役偿债
• 被扣为人质 • 伪证罪
• 讹诈 • 卖淫
• 家庭暴力 • 强奸
• 勒索 • 性侵犯
• 非法拘禁 • 性剥削
• 重罪攻击 • 奴隶买卖
• 女性生殖器切割 • 跟踪骚扰
• 外劳契约诈欺 • 酷刑
• 乱伦 • 人口贩卖
• 非自愿劳役 • 非法刑事拘禁
• 绑架 • 操纵证人
• 过失杀人 • 其他相关罪行†
• 谋杀

* 还包括企图、共谋或教唆实施任何上述及其他相关罪行。

†  包括犯罪要素基本相似的任何类似活动。

若需更多信息，请访问该网站： uscis.gov/
humanitarian/victims-of-human-trafficking-t-
nonimmigrant-status

劳劳工工贩贩运运（（强强迫劳迫劳动动））是指通过使用强迫、欺诈或胁迫
手段来剥削他人以获得劳工或服务。

性性贩运贩运是指通过使用强迫、欺诈或胁迫手段以商业性
行为为目的对他人进行剥削。根据美国法律，无论是否
使用强迫、欺诈或胁迫手段，任何未满 18 岁被引诱从
事商业性行为的人都是性贩运的受害者。

持持续续居留居留 (Continued Presence) 是一种临时的移民
身份指定 (temporary immigration designation)，适用
于那些被执法部门确定为是严重人口贩运受害者并可
能成为潜在证人的个体。

若需适用于执法机构和民事律师的《持续居留资料指南》，
请访问该网站： ice.gov/ContinuedPresenceResourceGuide.

T 非T 非移移民民身身份份
T 非移民身份（也称为 T 签证）为那些协助执法机构对
人口贩运罪行进行侦查、调查或起诉的严重人口贩运活
动（也称为人口贩运）受害者提供临时的移民保护。人
口贩运涉及使用强迫、欺诈或胁迫手段以获得某种类型
的劳工或商业性行为。人口贩运在任何社区都有可能发
生，受害者可以是任何年龄、种族、性别或国籍。

要申请 T 非移民身份，申请人必须提交 I-914 表格，并
且必须是因人口贩运而身在美国。T 非移民身份的有效
期为四年，在有限的情况下可以延长；该签证持有者还有
资格获得就业授权。

若符合条件，T 非移民可以调整身份并成为合法永久居
民（获得绿卡）。某些家庭成员也可能有资格获得 T 非
移民身份。

非非公公民民受受害害者者必必须：须：
• 若被驱逐出美国，将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包括异常

• 是严重人口贩运活动的受害者；
严重的伤害；及

• 因人口贩运而身在美国；
• 符合入境美国的条件或有资格获得豁免。

• 遵守执法机构或其他认证官员在对犯罪行为进行侦

查、调查或起诉时提出的任何合理协助请求（或因年

龄或因遭受创伤而符合豁免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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