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谓伊藤忠商事的CSR

在全球各个地区广泛开展多领域、多样化的企业活动的伊藤忠商事，深刻认识到自身对地球环境、国际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对本公司而言，CSR是指，为构建可持续型社会，企业思考通过事业活动，向社会履行怎样的责任，并展开具体行动。着眼于是否为

社会做出贡献，努力推进工作的开展，履行伊藤忠作为全球企业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公司的使命。

伊藤忠集团的企业理念

伊藤忠商事成立于1858年，已有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创始人伊

藤忠兵卫，最初的业务是麻布类的批发业务，传承了被称为CSR源

流，即近江商人的经营哲学“三方有利（卖方有利、买方有利、社

会有利）”的精神。 1992年，伊藤忠开始思考“作为一家国际性

的综合企业，今后如何为社会做出贡献”。为实践这一目标，伊藤

忠制定了“致力于全球富饶和发展的责任”的企业理念，并于

2009年整理成了概念体系。伊藤忠集团为了使全体员工正确理解

公司应对社会承担的责任，且体现在其每天的行动中，把企业理念

中的核心概念“担负起致力于富饶和发展的责任”作为“ITOCHU

Mission（伊藤忠使命）”，将每位员工为实现这一理念而应重视的5项价值观作为“ITOCHU Values（伊藤忠价值观）”。并且，为

了让员工积极主动地行动起来， 实现“ITOCHU Values”，公司还制定了“5 self-tests（5项自我检测）”，让每个员工用5项价值

观来对照检查自己每天的行为。

2014年6月，伊藤忠商事发表了企业宣言“一人为商，使命无限”。这句话既是包含了“致力于全球富饶和发展”这一企业理念的宣

言，也是向社会更为广泛地传达伊藤忠商事的存在意义，是本公司向社会进行约定的宣言。

有这样一群商人，他们肩负着无限的使命。

伊藤忠商人的足迹遍布地球上的每个角落。跨越国界，与民生息息相连，为创造崭新的生活与文化全心经营。

我们时刻铭记：“经商能否造福未来？”

作为与所有人携手共创美好明天的企业，我们立志践行“致力于全球的富饶和发展”。

我们坚信，开拓商务，富足生活，才是真正的利益所在。

作为商人，谨以此言表达我们的使命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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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有利”和伊藤忠商事的CSR

伊藤线店开店时
（1893年）的景象

伊藤忠商事充分认识到“企业也是社会的一员，只有作为一名优秀企业公民与社会共生、通过事业活动满足

社会的期待， 才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是指，为实现可持续社

会，企业思考通过事业活动，履行怎样的社会责任。我公司的创始人伊藤忠兵卫以近江商人的经营哲学“三

方有利”的精神作为事业的基础，公司的这种认识与“三方有利”的精神也有共同之处。作为真正的世界性

企业去理解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不辜负社会的期望，维护“被社会所需要的企业”的地位是我公司的使命。

第一代 伊藤忠兵卫
（1842～1903）

近江商人
（近江商人博物馆提
供）

伊藤忠商事创业可以追溯到安政5（1858）年，在这一年，第一任经营者伊藤忠兵

卫踏上了从滋贺县丰乡村出发到长崎的麻布批发之旅。

忠兵卫将出生地近江的商人经营哲学“三方有利” 的精神作为发展事业的根

基。“三方有利”除了“对卖方有利” 、“对买方有利”之外，还有起源于幕藩

时代允许近江商人开展为当地经济做贡献的经济活动所带来的“对社会有利”。可

以说这也是“企业应开展能平衡各方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业务经营”，这一现代CSR

的起源。第一代忠兵卫的座右铭“买卖是菩萨之业，买卖之道，贵在对买卖双方都

有利，满足社会需求，合乎佛祖之意”也是该精神的体现。

当时的大福交易帐簿

※

第一代忠兵卫在明治5（1872） 年制定了《店规》，并采用了会议制度。店规按现代的说法，相当于是综合

了经营理念和经营方针、人事制度、就业规则的内部规定，这成为了伊藤忠经营理念的根本。会议由忠兵卫

自己担任主席，重视与店员之间的交流，并且，不断引进利益三分主义 ※ 的书面化、采用西式簿记等在当时

算是划时代的经营方式，同时构筑店主和员工之间相互信赖的基础，从一开始就开展了CSR经营。

利益三分主义：在封建色彩还很浓厚的时代，将店家的净利润按交纳给总店、本店准备金、店员分红三部分进
行分配，在当时与店员分享利润是非常前卫的想法。

近代设备完善后的总店（1915年）

伊藤忠商事CSR的基本思路

第一任经营者忠兵卫和“三方有利”

创业时开始延续的经营理念的基础

150年的发展历史和CSR

2008年伊藤忠商事迎来了创业150周年纪念。为什么伊藤忠能保持持续发展呢？ 那

是因为150年以来贯彻了作为现代CSR源流的近江商人经营哲学“三方有利”的精

神，同时，还因为在外围环境随着时代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伊藤忠构筑起了领先把

握变化，并将变化看作商机的公司风气。

自创业以来， 伊藤忠尽管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形势的剧烈波动等严酷的时代

风暴，但仍然一直顽强地成长壮大起来。以纤维贸易起步的伊藤忠商事， 在根据时

代的要求改变商社事业的同时，经营商品的种类和经营范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影响范围正不断扩大到从上游到下游， 从原料到

零售的各个方面，企业性质逐步发展转换为综合商社、国际综合企业。

我们坚信，伊藤忠商社能在过去的150年里保持持续发展，正是因为完全继承了“三方有利”的精神，同时，满足随时代不断变化的

社会要求，才能一直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企业。

何谓伊藤忠商事的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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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的基本方针和推进体制

伊藤忠商事的CSR推进

伊藤忠商事自1858年创业以来，历经近160年的时间，始终继承着近江商人推崇的经营哲学“三方有利（对卖方有利、对买方有利、

对社会有利）“的理念，基于”致力于全球的富饶和发展”的企业理念，坚定地认为通过本职工作来履行社会责任极为重要。

“一人为商，使命无限”的企业宣言是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表达了包含“致力于全球的富饶和发展”这一企业理念意图的言语。

伊藤忠商事立足于企业理念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推进CSR，将这一方向定为“CSR推进基本方针”，并有组织地、系统地推进CSR工

作。此外，将作为伊藤忠商事在CSR方面应优先解决的重要课题而制定的重要性原则落实到“CSR行动计划”中，通过根据中期经营

计划方针推进贸易活动与事业投资等事业活动，推动解决CSR方面的课题。

CSR推进流程

何谓伊藤忠商事的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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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忠商事在制定经营计划的同时规定了CSR推进基本方针，在全球范围内推进与

经营计划联动的CSR。

2015～2017年度中期经营计划“Brand-new Deal 2017”期间的CSR推进基本方

针的目标如下所述。

CSR推进体制

在伊藤忠商事，全公司的CSR推进政策由广报部CSR∙地球环境室进行策划、立案，在作为CSR主管董事的行政总监决定后，在国内外

的各部门进行推进。另外，关于方针的制定和重要案例，由作为主要的公司内部委员会之一的“CSR委员会”进行讨论和决定。还

有，CSR推进的主要活动情况作为定期报告向董事会进行报告。此外，通过定期与公司内外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对话，来把握社会对本

公司的期待和要求，并将其灵活应用于CSR推进中。

CSR推进体制图

2015年度CSR委员会

成员 委员长：行政总监兼人事∙总务部长、委员：广报部长、常勤监事、各公司内公司经营企划部长

主要议案 环境管理评审、重要性评审

CSR推进基本方针

1. 通过现场主义，加强与利益相关者间的交流

各公司的业务现场中通过与每名员工的进一步交流，努力把握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活用并反映到业务和商务活动中。

2. 推进有助于解决重要性（CSR方面的重要课题）课题的业务

可持续社会是继续业务必不可少的。为了继续自己的业务，企业应致力于气候变化、人权问题等社会性问题的解决，通过业务为社会

做出贡献。本公司通过满足社会需求的业务，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做出贡献。

何谓伊藤忠商事的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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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注环境、人权，与可持续资源的利用相联系的供应链管理的强化

本公司的商务与自然界的一切资源（水、大气、森林、粮食、矿物、化石燃料等）的消费密切相关。在各个现场，要把握交易商品的

供应链上的自然资源的利用状况，落实到长期的事业战略；并且在各条供应链上加以预防，使之不发生人权、劳务、环境等问题，直

接与商务自身的可持续性相结合。基于2009年4月制定的《伊藤忠商事供应链CSR行动指南》，每年对供应链实施有关人权、劳务、

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调查，以求对本公司的想法得以理解和实践。

4. CSR∙环境保护相关的教育和启蒙

“体现CSR是每名员工的责任”，全体员工需要正确理解伊藤忠集团应开展的CSR。因此，应通过各种培训，开展CSR及环境保护相关

的教育，各组织通过CSR行动计划的广泛讨论，实现CSR理念的浸透。

5. 参与到地区、国际社会中，为发展做出贡献

本公司是在当地设立企业的社会一员，同时也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因此，积极地参与地区社会和国际社会的活动，贡献于社会的发

展。本公司在开展业务的地区把握社会性问题，从主业和社会贡献活动两个方面对所在地区的中长期发展做出贡献。

   

   

根据CSR行动计划推进CSR

伊藤忠商事通过横跨多个领域的7个公司开展各项业务。在本职工作中切实推进CSR，各公司内公司分别自主抽取各自业务中重要的

CSR课题，制定“CSR行动计划”，按照PDCA循环体系推进CSR。

另外，总公司职能部门、国内分公司与分店、海外据点等部门分别按照各自的业务与功能制定CSR行动计划，并同样实施。在每一名

员工都对此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分别在各自岗位上切实实施，这就是CSR的推进要点。

重要性（CSR方面的重要课题）选定和评审程序

伊藤忠商事在识别2013年各事业领域的风险与机会的基础上，参考本公司的事业战略、国际局势、公司内外的意见等，经过优先程度

分析，通过CSR委员会确定了“CSR方面的重要课题”（重要性）。将解决上述重要课题的具体措施落实到各部门的“CSR行动计

划”之中，进行持续验证和补充，并定期通过CSR委员会进行评审。此外，CSR委员会的内容由行政总监向董事会进行报告，基于长

期视点，同时结合经营方针，通过事业活动致力于重要课题的解决。

重要性（CSR方面的重要课题）选定和评审程序

何谓伊藤忠商事的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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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性矩阵

伊藤忠商事在2013年通过CSR委员会确定了“CSR方面的重要课题”（重要性）。在认识各事业领域的风险与机会的基础上，参考本

公司的事业战略、国际局势、公司内外的意见，对社会的影响等，经过优先程度分析和选定，将解决上述重要课题的具体措施落实到

各部门的“CSR行动计划”之中，进行持续验证和补充，并定期通过CSR委员会进行评审。此外，CSR委员会的内容由CSO向董事会

进行报告，基于长期视点，同时结合经营方针，通过事业活动致力于重要课题的解决。

1.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作为可能影响所有事业活动的课题，伊藤忠商事从应对因气候变化而产生的自然灾害等风险的适应措施，和因事业活动所排

出的温室效应气体削减等、及由再生能源等的解决方案型业务而生成的缓和措施这两个方面，致力于为课题的解决做出贡献。

2. 可持续的资源的利用

伊藤忠商事所从事的各种事业活动，是利用取自大自然的丰富多样的资源及其流程而形成的。在对自然资源枯竭的关注日益高涨的环

境中，伊藤忠商事将顾及到可持续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定位为应从风险和机会两方面进行的重要课题。

3. 人权的尊重与关注

伴随业务的广泛化和复杂化，伊藤忠商事意识到本公司事业活动所影响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因此将事业活动整体作为价值链，对会

被造成影响的人群予以把握，并非常重视尊重、关注相关人员的人权。

4. 对地区社会的贡献

在世界的各个地区展开事业活动时，针对各地区社会所面对的课题与需求，通过从事业活动和社会贡献活动两方面参与计划，致力于

为地区的发展做贡献，并对能促进伊藤忠商事发展的新兴市场进行开发。

部分具体工作通过事业活动与CSR（P33～53）、Highlight（P22～32）介绍。

风险与机会的识别

伊藤忠商事的经营涉及各个方面，因此，需要定期从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两个方面对各事业领域向面临的行业特有风险进行审视。

具体来说，找出各事业领域所存在的CSR风险，对其发生频率和重要性进行分析，实施风险评估。在考虑评估的同时，制定针对风险

的防患于未然以及减轻影响的应对方法，将其落实到CSR行动计划之中，进行持续评审。

何谓伊藤忠商事的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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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全球契约（参加）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联合国关于商务与人权的指导原则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ｓ）※

关于原住民权利的国际联合宣言

联合国关于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

ISO26000

GRI指针

IIRC（国际综合报告框架）

日本经团联：企业活动宪章

日本贸易会“商社环境行动基准“”供应链CSR行动指针”

CDP（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OECD跨国企业指针

※

目标1：

目标2：

目标3：

目标4：

目标5：

目标6：

目标7：

目标8：

目标9：

目标10：

目标11：

目标12：

目标13：

目标14：

目标15：

目标16：

目标17：

来自公司内部与社会的意见

伊藤忠商事从重要性选定的角度来说，也非常重视与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沟通。除了由相关部门参考网站上受理的来自公司外部的意见

和建议之外，还进行与利益相关者的对话，关于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请参见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P12）、CSR公司内部渗透

（P19）、CSR顾问参事会2015（P13）。

在推进CSR的过程中，参考了如下所示的联合国全球契约的十项原则、2015年9月联合国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等国际

指针和原则等。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MDGs）到期之后，到2030年为止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贫困及饥饿、能

源、气候变化、和平社会等方面，制定了如下17项目标。

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促进可持续农业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确保包容、公平的优质教育，促进全民享有终身学习机会

实现性别平等，为所有妇女、女童赋权

确保所有人享有水和环境卫生，并实现可持续管理

确保所有人可以合理获得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促进持久、包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生产性的完全雇佣，确保人人有体面工作

建设有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包容的可持续性产业，并推动创新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建设包容、安全、有风险抵御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及人类居住地

确保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

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及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森林管理、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现象、遏制生物多样性的

丧失

促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和平和包容社会、为所有人提供诉诸司法的机会，在各层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

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何谓伊藤忠商事的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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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伊藤忠集团的利益相关者

伊藤忠集团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多种事业活动的过程中，始终重视与本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对话。通过实施如下所示的对话方法，提供本

集团的活动信息，认识利益相关者对本公司的期望和担忧。今后将继续把课题应对措施反映到事业活动中，通过推进CSR活动，促进

企业活动的提高。

利益相关者 主要对话方法

顾客、交易伙伴 通过年度报告、官方网站进行的信息提供

CSR行动指针的通知

质量管理与供应商CSR实际情况调查

代表垂询窗口

股东∙投资者∙金融机构 股东大会

IR说明会

通过年度报告、官方网站进行的信息提供

社会责任投资者的调查、分级应对

Debt IR

地区社会 社会贡献活动∙志愿者活动

利益相关者对话

与事业案例周边的当地居民的对话

与NGO∙NPO的定期沟通

员工 通过公司内网∙公司内部刊物进行的信息提供

通过各种研修、峰会进行的沟通

职业指导的实施

24小时应对的员工咨询窗口的设置

面向员工的意识调查的实施

劳资协商会议（经营协商会议、决算协商会议等）的实施

各公司内公司的员工大会的实施

何谓伊藤忠商事的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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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顾问参事会
近藤 哲生 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驻日本代表）

原田 胜广 氏（明治学院大学 教授）

河口 真理子 氏（大和总研株式会社 主席研究员）

伊藤忠商事
小林 文彦（代表取締役 常务执行董事 CAO）

貝塚 寛雪（执行董事 业务部长）

三浦 省司（纺织经营企划部长）

瀬戸 憲治（金属经营企划部长）

田中 正哉（能源•化学品经营企划部长）

小野 博也（广报部CSR•地球环境室长（主持））

近藤 哲生 氏

从MDGs到SDGs，最显著的变化是主题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等课题，转变为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世界

各国共同解决地球的经济、环境、社会课题。使利润结构与增加就业机会进一步紧密结合的措施至关重要，希望

今后能依据以伊藤忠商事的Pre Organic Cotton Program（POC）为代表的“SDGs本身就是事业活动”的指导

思想，继续推进并扩大事业活动的开展。

原田 胜广 氏

致力于解决全球规模问题的SDGs中蕴藏着许多提升企业价值的业务机遇，通过SDGs多角度地把握业务，创造更

多机会，将有助于企业在大竞争时代取胜。今后世人将更加关注构建零碳排放的世界，期待伊藤忠继续积极推进

太阳能发电、地热发电、风力发电、蓄电池事业，以及在非洲开拓新业务等。

河口 真理子 氏

在欧洲，ESG（考虑到环境、社会和治理的投资）在管理资产中所占的份额有6成，正在成为全球主流的观点。而

日本的投资对ESG的关注也在急速增加。如果能持续推进应对气候变动的可再生能源、POC等针对社会课题的举

措，将长期战略和SDGs结合起来向投资者进行说明，对企业而言也是有利的。

CSR顾问参事会2015

实施概要

由伊藤忠商事的经营管理层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就CSR的课题展开对话的CSR顾问参事会会议于2月10日在东京总公司举行。设立CSR顾

问参事会的目的是要在伊藤忠商事的业务形式愈发多样、领域愈发拓宽的背景下，就CSR瞄准的方向与社会的需求是否一致的问题与

外部利益相关者展开对话，运用到推进CSR活动的开展之中。

2015年度，作为继“千年发展目标（MDGs）”之后的下一个目标，联合国大会于2015年9月，通过了截至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SDGs）”。在这样的背景下，参事会以“SDGs对业务的影响”为题，围绕17个目标中的“普及高质量的教育”、“确保可持续

能源”、“发展经济和改善就业”为中心，讨论了伊藤忠商事能够通过事业活动为解决问题做出贡献的各项SDGs目标。

金融、联合国相关人员以及活跃在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们指出：“通过基于伊藤忠商事的‘三方有利’原则的事业活动为SDGs的目标达

成做出贡献， 可以使公司与社会共同实现中长期发展， 为了向外界展示这一点， 在介绍企业战略的同时， 充分说明公司在SDGs方面

的努力也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对投资环境及其他企业的动向也都发表了坦率的意见， 并展开了热烈地讨论。

会上得到的意见将运用到今后的CSR活动之中，同时，也将通过发布伊藤忠商事事业活动的相关信息，促进利益相关者的理解。

日期 2016年2月10日

主题 SDGs给业务带来的影响

参加者

参加人员的主要意见

何谓伊藤忠商事的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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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人权

关于尊重人权的方针

在伊藤忠集团，作为企业理念的ITOCHU Mission（使命）“致力于全球的富饶和发展”中的“富饶”不是单纯物质上的概念，还包

括精神上满足的幸福感的含意。作为一家在世界各地开展着多种多样业务的企业，伊藤忠商事，承担Society（社会）的富饶和

Individual（个人）的富饶，尊重人权和个性。

在企业理念中，为实践“致力于全球的富饶和发展”，把关键的5项价值观定为ITOCHU Values（价值观），其中之一就列举了“多

样性（Diversity）”，把每个人的人权和个性都视为重要事项。

基于这样的思想，伊藤忠商事支持联合国于1948年在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都应遵从的共通基准上达成决议的世界人权宣言，在2009年

加入了基于此宣言等文件的联合国全球契约。

此外，在就业规则中，把“违反维护人权”、“性骚扰”明确列为禁止行为，并对该项行为者予以惩戒。

伊藤忠集团的企业理念与企业行动标准 手册（摘录）

■尊重人权和个性

我们重视每个人的人权和个性。不分性别、人种、宗教、立场等，尊重对方，倾听对方的意见。不把对方的憎恶作为话题，不岐

视也不做骚扰行为。并且尊重劳动基本权，摒弃强制劳动、儿童劳动。

联合国全球契约（摘录）

人权　　企业界应

原则1.　　支持并尊重国际公认的人权；

原则2.　　保证不与践踏人权者同流合污。

相关网页：全球契约的全文（P18）

事业活动中对人权的尊重

在世界各国开展事业活动的本公司，在各地尊重每个人的人权，进行事业活动。

对土著居民权利的尊重

作为尊重人权承诺的一环，在有土著居民居住的地区的事业活动中，要充分认识土著居民所具有的独有文化和历史，对开展事业活动

的国家、地区的法律，以及《关于土著居民权利的国际联合宣言》和《国际劳动机构（ILO）第169号条约》等国际性决议确定的土著

居民的权利予以尊重和关注。此外，在研究新的投资项目时，要厉行事前检查该事业对土著居民权利的影响。

起用保安公司的观点

联合国要求其成员国家贯彻、促进其警察、军队等的执法官员适当地履行职责，支持在履职中应当尊重和保护人们的尊严，为此于

1979年12月通过了《执法官的行动纲领》。伊藤忠商事支持基于前述纲领之下，联合国作为执法官使用武器的原则而确定的《关于执

法官使用武力和枪支的基本原则（Basic Principles on the Use of Force and Firearms by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依据其

内容选定保安公司。

何谓伊藤忠商事的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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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链与事业投资中的人权

对于在世界各个地区展开贸易和事业投资的伊藤忠商事来说，对供应链与事业投资中的人权和劳动方面的关注是作为开展全球业务的

公司来讲是最重要的CSR课题之一。本公司针对供应商和事业投资地的管理是否适宜的情况，均实施了定期性的检查和确认。

相关网页：供应链及事业投资中的CSR管理（P54）

对外国人员工的关怀

在供应链环节，接收外国人劳动人员、实习生、培训生等人员时，由于其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较低等原因，容易成为违法行为的受害

者，因而应从尊重人权及救济的观点出发，遵守该国与劳动相关的法律，并充分注意，避免出现违反接收制度宗旨的行为。

对于争议矿物的对应

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在纠纷发生地区出产的部分矿物，也有可能成功非人道行为的武装势力的资金来源，被认为有助长纠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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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法律中的“争议矿物”，是指钽、锡、金、钨及其它由美国国务卿指定的矿物 。

对现代奴隶及人口贩卖的应对

事业结构及供应链

伊藤忠商事已成为一家在世界63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约120个据点的大型综合商社，在纤维、机械、金属、能源、化工品、粮油食品、

生活资材、住居、信息通信、金融等各领域从事国内贸易、进出口贸易、三方贸易以及国内外贸易投资，业务范围广泛。

对现代奴隶及人口贩卖的方针

伊藤忠商事在供应链及事业活动方面，努力采取措施以防止发生现代奴隶及人口贩卖问题。不仅加入了联合国全球契约，还将联合

国“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的思想落实到事业活动中。本公司现有的原则中已包含防止在全球的事业活动以及供应链中产生现代奴隶

及人口贩卖问题的措施。

相关原则

伊藤忠集团企业理念&企业行动准则（P5）

关于尊重人权的方针（P14）

事业活动中对人权的尊重（P14）

供应链与事业投资中的人权（P15）

联合国全球契约（P18）

伊藤忠商事供应链CSR行动指南（P54）

内部信息提供制度（热线）（P117）

尽职调查

伊藤忠商事与新的供应商进行贸易往来之前，会向所有新供应商发送“伊藤忠商事供应链CSR行动指南”。在确认到存在违反该指南

内容的事例时，则要求该供应商采取纠正措施，同时，尽管不断要求供应商采取纠正措施，但当判断该供应商难以进行纠正时，则重

新考虑是否继续与其进行贸易往来。

此外，在与主要供应商进行新投资时，将实施以ISO26000的7大核心主题为必须调查项目（包括现代奴隶及人口贩卖）的尽职调查。

对于需要专业意见的投资项目，将与外部专业机构一同实施追加的尽职调查。

供应链管理（P54～57）

事业投资管理（P58）

何谓伊藤忠商事的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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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与人权相关的培训实绩

  参加人数

新入职员工培训 131名

新任课长培训 51名

海外赴任前培训 275名

公司内网中的“人事服务指
南”

风险评估

除了对供应商实施尽职调查，还将适时与外部专家一起访问当地，通过集团成员公司实际情况调查，实施包括现代奴隶及人口贩卖问

题在内的人权相关的风险评估。此外，对于给社会及地球环境带来较大影响的商品，将按照商品种类制定采购方针及应对措施，力图

减少供应链中的风险。

供应链管理（P54～57）

按商品区别的CSR采购措施（P59）

预防环境风险（P65）

培训

在组织长培训、海外就任前培训等公司内部的各种培训中，实施关于企业活动与人权关系的宣传教育活动。此外，还制作了关于和供

应商进行交流的手册，并推广相关检查机制，使调查负责人能够更加具体地掌握重要供应商的人权、劳工惯例管理的实际情况，并提

出改善意见，同时应用到对员工的贯彻落实之中。

举办关于“业务与人权”的对话会

2014年度的CSR顾问参事会是以“业务与人权 ～与地区社会的关系～“为主题举办的。

关于尊重人权的公司内教育启发

公司内各种培训中的教育启发

在公司内部的各种培训中，实施关于企业活动与人权关系的宣传教育活动。在新入

职员工的培训中，使其学习作为伊藤忠人应具备的尊重人权的观念，例如根据人权

的基本思路及注意事项，就国籍、年龄、性别（包括LGBT：性少数群体）进行关

怀等的培训；在对组织长的内部培训中，针对性骚扰、权力骚扰等问题进行教育，

努力使其透彻理解人权。此外，在海外赴任前的培训中，就对有关关注供应链上的

人权的内容，尽可能按地区进行有关意识的启发。2015年度，共有457人参加了与

人权相关的培训。

关于“业务与人权”的启发活动

作为在全球开展各种各样的业务，在供应链上承担着重要作用的综合商社，以了解企业活动与人权相关的最新动向而运用到业务为目

的，进行着“业务与人权”的启发活动。

2015年，伊藤忠商事将作为员工最低限度应了解的CSR相关知识，以全世界的员工为对象，实施了关于“业务与人权”的e-learning

教育。本课程的内容以《联合国 商业与人权的指导原则》及企业尊重人权的责任等相关事例为基础，在伊藤忠商事员工与海外集团公

司员工共计6,669名对象者当中，共有6,669名、约占100%的员工参与了回答。

24小时体制下员工咨询窗口的设置

员工咨询窗口、热线

为了员工能够听说烦恼和咨询事宜，设置了员工应对窗口“7830（零烦恼）”，在公司内网中登

载“人事服务指南”，广泛通知员工有关员工工应对窗口的存在，建立起一套员工自由咨询的体制。

还开设了向外部机构的热线电话。

职业指导室

本公司在业内率先开设了“职业指导室”，通过电话、传真、电邮、邮送等方式不但受理关于个人职

务，而且职场文化、人际关系、待遇、性骚扰等的咨询，并安排了专人处理相关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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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各种刊物开展启发活动

通过向全体员工发行的各种刊物，努力进行人权相关的启发活动，预防职场上人权侵害事件的发生。

在向全体员工贯彻伊藤忠集团的企业理念和企业行动准则的手册中，传递尊重人权相关的基本思路。

合规手册中设置了“尊重人权”、“性骚扰”专栏，例举具体的事例，预防职场上人权侵害事件的发生。

便于平时携带的卡片上记载了禁止性骚扰等规则。

实施公正录用

本公司实施人员本位录用制度，不分年龄、性别、国籍，实施公正、公平的录用原则。2015年度由公益财团法人 东京都人权启发中心

的讲师实施了人权教育，并将该内容反映到了面试官教育中。另外，把公正录用人权启发推进人员进行选任和登记，确立公正录用系

统。

何谓伊藤忠商事的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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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全球契约

伊藤忠商事于2009年4月参加了作为国际社会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举措的联合国“全球契约”。

遵照全球契约由“人权”､“劳工标准”､“环境”､“反腐败”组成的十项原则，本公司积极推进自己的

企业理念，“致力于全球的富饶和发展”。

参加联合国全球契约

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

人权 原则1 维护人权的支持与尊重

原则2 不为践踏人权者提供支持

劳工标准 原则3 支持结社自由，承认集体谈判权

原则4 消除强制劳动

原则5 切实废除童工

原则6 消除就业和行业方面的歧视

环境 原则7 采用预防性方法应付环境挑战

原则8 担当起对环境责任的主导权

原则9 鼓励开发和推广环境友好型技术

反腐败 原则10 努力反对一切形式的腐败，包括敲诈和贿赂

关于联合国全球契约日本网络的活动

伊藤忠商事作为联合国全球契约的日本地区域网络“GLOBAL COMPACT JAPAN NETWORK”(GC-JN)的理事会员企业，积极参与

该活动之中。

在GC-JN里，向其它公司实际经验和有学识经验者学习，对CSR的思维和措施按不同课题召开分组会，进行了讨论和信息交流。2015

年度，本公司参加了以下各项分组会。

特别是，在组织扩张委员会中，担任了联合委员长，承担了GC-JN的组织扩张、活动水平的提高等的职责。

人权尽职调查分组会

人権教育分组会

环境経営分组会

供应链分组会

防灾减灾分组会

利益相关者交流分组会

何谓伊藤忠商事的CSR

18



CSR公司内部渗透

CSR员工问卷调查及确认测验

旨在将CSR向公司内部渗透和意识调查的在线“CSR员工问卷调查”和“确认测验”，每年都会以全世界伊藤

忠商事的员工为对象实施进行。具体做法包括，每年在公司内部刊物《ITOCHU Monthly》（日、英、中3语

发行）上发布1次CSR特辑纪事，通过对作为员工最低限度应了解的CSR相关知识和信息进行刊载，并在线进

行确认测验，从而促进全体员工对CSR的理解。

2015年度，刊登了以“与合作伙伴共同推进CSR”为题、内容为奥运会相关CSR动向及事业投资中的风险的

报道，在确认测验中则就内部刊物上曾经介绍过的案例进行了出题。还对总公司员工就“废弃物处理”相关知

识实施了确认测验。

被测试人员为总公司员工和海外员工共计6,669名，全部员工均参加了测验，完成率为100%。

作为意识调查而实施的“CSR员工问卷调查”中，每年都对“伊藤忠商事应解决的CSR课题”进行提问。“对地区社会发展的贡

献”继2014年度之后，在2015年度继续排在首位。此外，“尊重与关注人权”在海外排在首位，为整体的第二位，这表明人权意识较

去年有所提升。

CSR2015员工问卷调查、确认测验的实施情况

  总公司员工 海外员工 合计

对象人数 4,853人 1,816人 6,669人

回答人数 4,853人 1,816人 6,669人

回答率 100.0% 100.0% 100.0%

＜问卷调查结果摘要＞作为伊藤忠商事应致力的CSR课题前3位在过去3年的推移

1 对地区社会发展的贡献 48.5%

2 尊重与关注人权 46.2%

3 确保商品与服务的安全 45.2%

何谓伊藤忠商事的CSR

19



社内CSR研讨会

为了听取外部人士关于各种CSR课题的见解和意见，伊藤忠商事持续举办了面向员工的CSR研讨会。自2013年开始，作为伊藤忠商事

的员工在推进事业活动时的重要课题，“CSR、地球环境研讨会”被选定并举办召开。从2014年度起，以让各领域和地区彻底周知

CSR风险为目的，聘请各领域的专家为讲师，实施了[CSR分领域研讨会]，针对各业界的动向开展了细致的启发活动。

举办CSR∙地球环境研讨会

2月8日，CSR∙地球环境研讨会“向全球变暖‘异次元’对策转变——全球动向与创新”召开，248名伊藤忠集团的员工参加了此次研

讨会。首先，国际环境经济研究所从参与制定国家环境政策的立场出发，解读了全球变暖国际谈判中各国的情况和目标数值的含义；

之后，环保优秀企业丰田汽车株式会社介绍了“丰田环境挑战2050”。在专题讨论的最后，就去年9月份联合国大会通过的17项“可

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提出了“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对全球变暖对策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这一内容进行了说明。与会人员

对伊藤忠集团成员各公司今后的业务提出了各种积极的意见，表示“目标和经营的一体化将关系到业务的发展”等。

2015年度 “全球变暖‘异次元'对策，世界的动向和技术革新”

2014年度 将解决世界性课题的视点应用于业务之中

2013年度 “气候变化”风险与商机

过去的社内CSR研讨会

第8届 现场视线的社会性商务

第7届 商社的业务与人权

第6届 关于项目融资中的环保社会风险评价程序

第5届 生物多样性与企业的措施

第4届 食品流通中的损耗与再利用

第3届 思考IT对日本的社会影响与作用

第2届 全球变暖与综合商社的业务

第1届 关于人权与劳动问题

国际环境经济研究所的竹内纯子女士 丰田汽车株式会社的山户昌子女士
（右起第2位）

何谓伊藤忠商事的CSR

20



伊藤忠商事 仰光事务所召开研讨会的情形 伊藤忠印度尼西亚公司召开研讨会的情形

2015年度各领域的CSR研讨会举办实绩

领域、地区 主题

各内部公司 供应商CSR实际情况调查说明会

伊藤忠印度尼西亚公司 CSR for ITOCHU Corporation

伊藤忠商事 仰光事务所 东盟的人权问题

针对集团公司召开“通过身边事物来看社会问题”SDGs研讨会

自2006年以来，伊藤忠商事实施着以提高集团公司宣传、CSR负责人的实务水平为目的的“集团宣传联络会”。其中的学习会旨在

就报道应对、企划/制作、CSR/社会贡献活动这3项课题轮番进行讨论的同时，还能够在集团全体的层面上有效开展宣传活动和CSR

活动。

在2015年度下半年第20次联络会上，由NPO法人开发教育协会（DEAR）邀请了外部讲师，召开了内容为联合国2015年通过的新

发展目标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学习研讨会。当天有来自51家公司的88名人员出席，此次研讨会以“通过

身边事物来看社会问题”为标题，以棕榈油为主题，使用照片及谜题的形式开展了小组活动和角色扮演活动。通过小组活动，不仅

让大家了解了人权问题（原住民权利）、劳动问题（强制劳动、童工、劳动管理等）以及环境问题（森林砍伐等）等重要社会问题

的相关内容，研讨会中的讨论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可对今后工作进行认真思考的平台。

何谓伊藤忠商事的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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