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应链及事业投资中的可持续发展管理

伊藤忠商事通过开展与各种事业活动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管理，密切关注着供应链及事业投资项目中的人权、劳动以及环境等问题。

由此构筑可持续的价值链，从而提高伊藤忠集团的竞争力和企业价值。

在事业领域扩大的背景下，伊藤忠商事的供应链范围也逐渐扩大，变得更加复杂，除了本公司企业可以直接管理的工序之外，对于采

购原料过程中以及产地、中间流通环节和销售地的人权、劳动及环境等问题，也需要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特别是对于自家购买比例

较高的供应商的现场管理，因为其行为及责任程度也非常重大，因此需要作为优先解决的事项对待。 

伊藤忠商事制定了“伊藤忠商事供应链CSR行动指南”，通过开展如下所述的调查与评审活动，努力防止问题的发生，并在发现问题

时通过与供应商进行对话，力求进行改善。

伊藤忠商事供应链CSR行动指南

供应链管理

尊重职员的人权，杜绝包括体罚在内的虐待等非人道行为。1.

不对职员强制劳动，不雇佣童工。2.

不做雇佣歧视。3.

防止不正当的低工资劳动。4.

为确保劳资双方顺利地协商，尊重员工的团结权及集体交涉权。5.

不超过法定限度、恰当地管理职员的劳动时间/休息日/休假。6.

努力为职员提供安全、卫生和健康的工作环境。7.

在事业活动中，注重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区域环境及全球环境，努力预防环境污染。8.

遵守相关法令及国际规则，贯彻公平交易，杜绝腐败。9.

及时，准确披露上述各项内容相关的信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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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忠商事意识到让供应商理解并配合本公司的采购方针极为重要，因此，2013年度，针对有持续性业务往来的大约4,000家供应
商，再次就“伊藤忠商事供应链CSR行动指南”发出了通知。并且规定自2015年1月起，在与新供应商展开业务往来之前必须进行事
先通知，针对本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相关方针加深沟通交流。

发给供应商的供应链CSR行动指南通知

在确认有违反本方针的宗旨之时，在要求对象供应商采取纠正措施的同时，根据需要应实施指导和帮助。尽管连续地要求对方进行纠
正，但认为没法纠正时，都要重新研究与该供应商的交易。

对违背遵守的对应

为把握各供应商的实际状态，将ISO26000的7大核心主题作为必须调查项目，在此基础上，自2008年起，各公司及相应的集团成员
公司依据高风险国家、经营商品、交易金额等一定的指导原则，选出重要供应商，由各公司的销售负责人员和海外当地法人及事业公
司的负责人员对供应商实施走访调查，或者开展问卷形式（CSR检查表）的CSR调查。

CSR调查

供应链交流手册

CSR检查表以ISO26000的7大核心主题（组织管理、人权、劳动标准、环境、公正的事业惯例、消费
者课题、参与地区社会的策划与发展）为基础，除了核心主题以外，还根据不同领域实施了相应的调
查，例如生活资材部门（纸、木片/木材）追加了与森林保护相关的检查项目，粮油食品公司追加了
与食品安全相关的项目，纺织公司则追加了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项目等。此外，在设问中，还参考
外部专家的意见，以应对和对策不充分的情况下，可持续性风险较高的人权、劳动标准、环境等为中
心，设定了19个重要问题。重点敦促供应商改善应对。 
此外，还制作了关于与供应商交流的手册，推广相关检查制度，使负责人能够更加具体地掌握重要供
应商在环境、人权、劳动标准、反腐败等方面的实际管理情况，提出改善意见，同时，应用到对员工
的宣传落实之中。今后将继续通过开展调查和交流工作，提高员工的意识，并寻求供应商的理解和落
实。

CSR检查表

供应链及事业投资中的可持续发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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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内容示例

所谓的强制劳动，是指违反本人的意愿，强制令其进行的所有劳动。例如，为了返还借款而限制其离职的自由，或者在合
同中限制其离开工作场所的自由等等情形，都属于强制劳动。对于出勤班次如何轮换、是否有休息时间、是否有吃饭的时
间等等问题，有时可以通过向员工询问、或者仔细注意观察其表情便可以进行确认。在恶劣的事例中，有时会存在职员宿
舍位于工厂占地范围内、限制其向占地范围以外的地方外出等等约束其生活的情况。通过对是否有从地方或者其他国家来
工作的员工进行确认也非常有效。雇用方将员工的护照、身份证明资料以及劳动许可书等原件进行保管的行为，作为招致
强制劳动的行为必须禁止。

参考

不仅是针对新兴国家，还需要对日本的工厂是否存在强制劳动进行确认。近年来，因为日本的《外国人技能实习制
度》受到了来自海外一部分的批判，所以即便是在国内，也请是否有从外国来的员工、劳动时间和工资方面是否存
在问题等进行确认。

2016年度，对包括海外店的5家供应商，集团成员5家公司的46家供应商在内的271家公司开展了调查。在其结果中，没有发现需要立
即对应的严重问题。 
对于调查时作为未决事项而发现的问题点，根据业务合作伙伴确认是否迅速采取了改善措施或解决对策等，并且，今后仍将加深该供
应商对本公司思想的理解，持续地进行沟通和交流。

2016年度实绩 对象国家
CSR检查表 

实施公司数
调查项目

纺织 42 ・所有公司通用的主要提问内容

・不同领域的提问内容

机械 9

金属 18

能源・化学品 40

粮油食品 89

生活资材・住居 70

信息・金融 3

合计 271

针对重要供应商，根据需要，由可持续发展推进室和外部专家一起进行访问调查。 
2016年度，对位于印度尼西亚的从事电热毯制造业的关联公司PT. SANKYO INDONESIA，依据ILO宪章、全球主要服装品牌标准、
印度尼西亚国内法律和条例，从劳动安全、劳务管理、人权、环境方面进行了访问调查。

2016年度CSR调查

高风险国家

一定金额以上

一定商品群经营

组织管理：完善CSR责任体制和内部举报制度（1）

人权：业务上涉嫌侵犯人权的风险评估、杜绝雇用童工/强制

劳动/骚扰/歧视、合理支付工资

（2）

劳动标准：劳动时间管理、安全卫生管理、员工健康（3）

环境：废弃物/污水处理、危险物的操作、关于气候变化/生

物多样性的环保举措

（4）

公正的事业惯例：反腐败、信息管理、防止侵犯知识产权、

可持续的采购方针

（5）

消费者课题：质量管理、可追溯性（6）

参与地区社会的策划与发展：与消费者及附近居民的交流（7）

纺织公司：化学物质管理、知识产权保护

粮油食品公司：食品安全、产地管理

生活资材部门（纸、木片/木材）：保护森林、有无第三方认证

供应链及事业投资中的可持续发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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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调查报告�印度尼西亚电热毯制造工厂的实际情况调查

2016年11月14日，本公司和公司外部专家一起，对关联公司PT. SANKYO INDONESIA
电热毯制造工厂进行了访问调查。该工厂位于距离雅加达市市中心1小时车程的工业区
内，旺季时，包括临时工在内共有500名员工，采用两班制生产。上午，与总经理、人事
总务部长进行会谈，检查了与人权和劳务管理相关的文件；下午，在厂长的陪同下，对工
厂内的生产线、逃生路线、药品管理等进行了确认。工厂在录用员工时通过官方身份证件
确认了年龄，通过系统化对劳动时间和工资进行了恰当管理，并妥善管理文件，对此，外
部专家给予了好评。此外，专家还在劳动安全卫生方面给予了几点建议，例如定期实施防
灾训练和体检等，当地接受了这些建议并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今后为了继续提高质量管
理水平和生产效率，当地还将努力加强管理体制以关注劳动安全及环境方面的问题。

粮油食品公司在食品安全与合规管理室的主导下，从2011年度开始，针对进口食品实施了海外供应商食品加工工厂的定期访问调查。
2016年度，对153家海外供应商进行访问，为确保粮油食品交易中的安全而采取了防患于未然的措施。2015年1月，在北京开设了中
国食品安全管理组，进一步完善了可对中国供应商的生产情况进行详细监控的体制。2016年度对53家（累计100家）公司实施了定期
监查、跟进监查。

食品加工工厂的定期访问调查

为了防止集团成员公司中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发生，可持续发展推进室站在第三方的立场，同时启用外部专家，持续开展着现场访问调
查。

2016年度实绩 对象地区
访问调查 

实施公司数
调查项目

食品公司的食品卫生监查 ※ 
(直接进口供货商)

海外 153 食品卫生、食品防御

集团成员公司实际情况调查（兼） 
供应商实际情况调查

海外 2
土壤污染、废水&废气管理、废弃物处理、
劳动安全、劳务管理、人权

国内 9
土壤污染、废水&废气管理、废弃物处理、
劳动安全、质量管理

集团成员公司实际情况调查

在海外供应商中，有2家公司与CSR调查对象重复。※

供应链及事业投资中的可持续发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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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就投资对象的事业活动会对环境或社会造成的影响进行认识并采取措施，伊藤忠商事一直致力于CSR风险的控制和预防活动。通

过制定检查表或进行访问调查，对CSR整体进行风险评估，策划并制定必要的措施。并且，将这些措施在环境管理系统的框架中不断

进行修订和改善。

事业投资管理

对于新事业投资案件，申请部门需要使用“与投资等相关的CSR/环境检查表”，对投资案件从CSR与环境的观点来衡量方针及体制是
否完备、是否对环境有显著的恶劣影响或违法行为、是否存在被利益相关者投诉的风险等，进行事先评估（尽职调查）。这个检查
表，包括CSR国际指导方针ISO26000的7项核心主题※要素在内，共由33个检查项目组成。（※组织统治、人权、劳工惯例、环境、
公正经营惯例、消费者课题、社区参与及开发）申请部门参考相关职能部门（管理部门）依据风险分析得出的审查意见，在万一发现
问题点时，将需要专业意见的案例委托给外部专业机构追加进行尽职调查，并在确认调查结果为无问题的基础上，方才着手进行。

新事业投资案件中的CSR风险评估

为了防止集团成员公司发生环境汚染等的问题，自2001年起，伊藤忠商事一直坚持进行实地访问调查。2016年度，在考虑到各家企
业环境风险的基础上，起用外部专家，针对9家企业实施了实况调查。截至2017年3月末，共计对279家事业所完成了调查。 
本调查将对经营管理层的答辩、工厂和仓库等设施及向河川的排水状况调查、环境法规与制度的遵守状况等进行检查，提出问题点，
或者提出预防措施，并确认纠正状况。

访问调查报告DOLE�THAILAND实际情况调查

2016年12月7日－8日，在泰国对生产菠萝等水果罐头、袋装产品的DOLE THAILAND公
司Hua Hin工厂进行了访问调查。根据熟悉当地法规的外部专家的意见，对土壤污染、废
弃物、化学物质管理、安全对策等与环境和劳动安全相关的风险管理、法律法规遵守情况
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确认其是否进行了适当的管理，同时了解到该公司在CSR方面也采取
了重要举措，如成立公司内部的劳动卫生委员会，设定环境目标并切实予以贯彻落实，保
证向签约农户采购，定期与当地政府开展对话等。对于就化学物质的保管方法、食品加工
机械操作事故预防措施等问题所提出的建议，进行了妥善的应对，并努力进一步提高管理
水平。

集团成员公司的环境实况调查

供应链及事业投资中的可持续发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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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范围内经营各种商品的伊藤忠商事，深刻认识到各种商品对周边社会及地球环境所产生的影响，针对影响巨大的商品，分别

制定各自的采购方针及对策，展开日常的事业活动。

按商品区别的可持续发展采购措施

木材、木材制品、造纸用原材料及纸制品的采购方针

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伊藤忠商事”），为了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制定了供应链CSR行动指南，以实现可持续性社会为
目标展开事业活动。然而，世界上的天然森林现在仍然在持续减少，每年都会失去广袤的天然森林资源。其原因之一，便是由于大规
模的采伐等给环境造成过度负荷的木材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因此，伊藤忠商事为确保持续开展应遵从的天然林保护及森林资源的可持
续性利用，制定了如下的采购方针。在制定方针时参考了WWF日本的建议。

目的与背景

以伊藤忠商事及其子公司在国内外采购的木材及其相关产品为适用范围。具体以包括原木、木材制品、木片与纸浆等的造纸用原材料
及纸制品在内为适用对象。（以下简称为“采购物品”）。

适用范围

伊藤忠商事及其子公司，致力于确保采购物品的可追溯性，依据以下的方针进行采购。

基本方针

支持可信赖的森林认证体系的扩展活动，优先使用已取得认证的采购物品。1.

采购物品的生产与制造，不对保护价值高的森林造成过度的环境负荷。2.

遵守采购物品或其原材料生产（或采伐）时的原木产地法律规定，确保其为已办理妥善手续后进行生产(或采伐)的物品。3.

不从破坏保护价值高的森林等、与严重环境和社会问题有关的供应商处进行采购。4.

对于上述基本方针，在虑及各个国家及地区特性的基础上，分阶段地努力展开实施。并且，在运用中，与业务合作伙伴及专家、NGO
等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在帮助原材料产地向提高可持续性的生产体制过渡的同时，定期对方针进行修订。

关于实施与运行

为了确保活动进展状况的透明性，通过可持续发展报告等，与业务合作伙伴之间展开妥善的沟通与交流，促进社会针对可持续性森林
资源利用的理解。

信息公开与外部沟通交流

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在纠纷发生地区出产的部分矿物，也有可能成为实行非人道行为的武装势力的资金来源，因而有助长纠纷，或引发
侵害人权的可能性。2010年7月在美国通过的《金融规制改革法（多德-弗兰克法案）》中，规定美国的上市公司对于刚果民主共和国
及其邻国出产的“争议矿物※”的产品使用状况，负有予以公开的义务。 
伊藤忠商事虽然没有对基于美国证券交易法的报告义务，但为了履行采购活动中的社会责任，鉴于该项法律的宗旨，与商务伙伴合
作，推进不采购有利于侵害人权的武装集团的矿物的措施。

对于争议矿物的对应

该法律中的“争议矿物”，是指钽、锡、金、钨，以及由美国国务卿指定的其它矿物。※

伊藤忠商事为了在关注人权和环境保护的前提下进行稳定、可持续的采购，已将“伊藤忠商事供应链CSR行动指南”通知给供应商，
并通过实际情况调查等方式，定期与供应商进行CSR采购的交流。其中，关于棕榈油方面，我们认识到需要特别关注与环境、劳动安
全、人权以及地区社会的关系，因此，在2006年加入了“棕榈油可持续发展圆桌会议（RSPO）”。定期出席会议，推进供应链的透
明化，与提高了可追溯性的原料供应商进行交易，强化可持续的棕榈油采购体制。

棕榈油的可持续采购的应对措施

供应链及事业投资中的可持续发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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