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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漿紙APP如何將蘇門答臘虎推向滅絕



綠色和平東南亞辦公室的森林保護專案主任Zulfahmi說：「綠色和平今天的行動是為了揭露亞洲漿紙APP

宣稱只在受損林地和荒地開墾漿紙人工林的謊言。這片珍貴的熱帶雨林含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和碳存量，也是

Orang Rimba和Talang Mama部落原住民的家園。它不應該因為要生產影印紙和雜誌而消失。」

 

蘇門答臘島本土非政府組織KKI Warsi的工作人員Robert Tambunan說：「我們最新的調查顯示，目前有大約

500個Orang Rimba部落的原住民生活在Bukit Tigapuluh的森林中。但現在他們的家園被毀了，他們的生計也面

臨嚴重威脅。為了保護生物多樣性和原住民的利益，毀林的行為必須立即停止。」

  www.greenpeace.org.tw

2010年8月5日，綠色和平的行動人員在位於印尼Buk i t 
Tigapuluh南部一塊剛剛被亞洲漿紙APP的子公司PT Tebo 
Multi Agro清空的林地上，展開巨大的標語「APP，請停止破
壞老虎的森林家園」，以揭露紙業巨頭亞洲漿紙APP正在進
行的毀林行為。 © L Andreas Sarwono/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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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門答臘虎 ©  Gary Wilson

「 我們一再地證明金光集團言不符實。
他們破壞泥炭地，卻說成是水資源管

理；他們清整雨林，卻說是開發受損

的林地。他們不去改正綠色和平提出

的毀林狀況，反而是極力漂綠品牌形

象。」

    
   —綠色和平東南亞辦公室森林保護專案 
    主任Bustar Maitar

© Ardiles Rante/Greenpeace 



前 言

綠色和平於2010年8月在台北發佈了《紙漿星球：亞洲漿紙APP森林破壞紀實》報告，揭露了金光集團的亞洲漿紙APP

（Asia Pulp & Paper Co. Ltd.，簡稱APP）在印尼持續破壞雨林的行為，也公佈了最新的紙張纖維檢測分析，發現亞洲漿紙

APP在台灣零售商通路所銷售的8個紙張樣本裡，有3個樣本顯示含有熱帶雨林木材（混合熱帶硬木漿，MTH）的成份。綠色和

平呼籲大潤發、愛買、全聯福利中心等正在銷售亞洲漿紙APP紙品的零售商立即停售亞洲漿紙APP旗下的品牌產品，包括倍舒

柔（PASEO）、唯潔雅（VIRJOY）、優活（LiVi）等家用紙以及PAPERON、Paperline、Sinar Spectra、IK Plus等影印紙品牌。

最新的這份報告書《紙猛於虎》更深入印尼蘇門答臘雨林現場，蒐羅老虎棲息地遭到亞洲漿紙APP為了擴張漿紙林場

所侵入的證據。Bukit Tigapuluh森林—原本完好且具有高度保護價值的原始雨林，同時也是全球20個重要老虎保育區域之

一，正被大量砍伐作為亞洲漿紙APP的製漿原料。另外，Kerumutan泥炭地森林中九成的區域也已經被規劃成林場，亞洲

漿紙APP在此擁有10.4萬公頃的漿紙林場，嚴重威脅此地的生物多樣性。

我們再次呼籲企業立即終止與亞洲漿紙APP的貿易往來，直到他們同意不再砍伐天然森林，並且保護其林場中的泥炭

地。 

老虎是地球珍貴的物種，是美麗威猛的森林之王。1977年，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WWF）的調查顯

示蘇門答臘島上仍有約1,000頭的老虎1，而現今最低的估計僅有400~500頭2，三十年來減少了超過50%的數量，為極度瀕

危的動物5。保護老虎實為刻不容緩的責任。綠色和平邀請您在虎年展開您的愛虎行動，和我們一起保護老虎的家園。

1紙猛於虎

亞洲漿紙APP如何將蘇門答臘虎推向滅絕



  

命懸一線的蘇門答臘虎

「我們每個人都能說出老虎的模樣—擁有強而有力、威風凜凜的外表，並且始終保持高貴的心。」

   一負責「世界上最令人喜愛的動物」調查的動物專家如是說。《動物星球》節目於2004年在73個國家向五萬人 

    進行調查，結果老虎打敗狗與海豚，成為世界上最受喜愛的動物4 。

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虎年在2010年的2月13日到來。這個強而有力的動物成為十二生肖之一，守護著其中一

年。人們因為許多理由而喜愛這個物種，牠是英勇、優雅、權威的象徵，因此被尊崇為百獸之王、山林的主人，

以及財富和健康的守護者。這樣的信仰流傳於中國、印度、蒙古、孟加拉、馬來西亞等許多亞洲國家。然而，令

人敬畏的身型與驚人的美並沒有為這個物種帶來好運。在老虎的九個亞種中，人類在上個世紀見證了其中三個亞

種的滅絕，包括峇里虎、爪哇虎及裏海虎5。即使在中國，這個被廣泛認為是現代老虎物種的起源地6,7，印支虎、

東北虎、華南虎這三種老虎已經很難在野外見到8-10。在過去的150年間，全球老虎的棲息地消失了93%11。對老虎

的數量做一個精確的統計是十分困難的。綜合各國的數據之後，全球成年老虎的數量大約是3,402-5,140頭5。國

際自然保育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因此將老虎列為「瀕危」物種，而一些

亞種如蘇門答臘虎則屬於「極度瀕危」的物種5。

世界上只有不到500頭蘇門答臘虎仍存活，攝於印尼廖內省 © WWF 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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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一個月就有六人被老虎襲擊死亡的驚人消息，是占碑省事態嚴重的悲 

慘說明。這是一個信號，告訴我們要認真地保護原始森林，給予老虎生存

空間。」

    一Didy Wurjanto，蘇門答臘占碑省自然保育局局長，2009年3月13

在印尼的蘇門答臘島，世界上身型最小的老虎正在奮力求生。六千到一萬兩千年前它們來到島上，後來的海平

面上升使它們與其他種群隔絕14。經過幾千年的演化，蘇門答臘虎非常適應熱帶雨林的環境。相比於其他亞種，較小

的體型讓它更容易地在叢林裡快速移動。雄性老虎的面部有更多鬍鬚，長在口鼻部分、臉頰和眼睛上方，可以更好地

偵測細微的空氣振動。腳趾之間的蹼使蘇門答臘虎成為極快速的泳者。若有機會，它們會將驚慌失措的獵物追趕到水

中。老虎在入夜之後開始狩獵，一個晚上能行走超過30公里。老虎在成年以後，需要離開母親的地盤，獨自生存。

一般而言，一頭成年老虎需要一萬公頃的棲息地來存活15,16。

令人難過的是，儘管這一流的獵手有這麼多厲害的本領，蘇門答臘虎群正在急遽消失。1977年，世界自然基

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WWF）的調查顯示蘇門答臘島上仍有約1,000頭的老虎1，而現今最低的估計僅有約

400~500頭2。原本有最多老虎棲息的廖內省，數量從1982年的640頭下降到2007年的192頭3。相比人們熟知的大貓

熊，蘇門答臘虎的族群數量僅是前者的六分之一17。

國際自然保育聯盟明確指出「相思樹人工林的擴張」是蘇門答臘虎減少的主因之一2。在蘇門答臘，幾乎所有的

相思樹人工林擴張都與漿紙業有關。據國際自然保育聯盟估計，蘇門答臘虎的棲息地消失率為每年3.2~5.9%2。現

在，蘇門答臘虎生存在總面積583萬公頃的12個分散的棲息地中，只有370萬公頃以國家公園的形式被保護著2。

森林的消失和破碎化不但讓老虎更難捕獲獵物，也增加了人類與老虎接觸的頻率。人虎衝突和盜獵事件頻頻發

生。1998到2002年間，每年至少有51頭老虎被殺，其中76%因為貿易，15%是因為人虎衝突18。根據「森林守護

者」（Eyes on the Forest，EOF）環境組織的研究報告，從1997至2009年3月在廖內省共發生245起人虎衝突事件，

共導致55人和15頭老虎死亡。其中，有147起發生在廖內省的Senepis森林，占衝突總數的60%。而正是向亞洲漿紙

APP提供製漿原料的公司從1999年開始在Senepis開發了五個漿紙林場，進行森林清整19。

公里

全球最高等級保育區域

地區性質中級保育區域

仍存在問題的長期保育

性質區域

歷史上老虎活動範圍

國際地界線
具爭議性國際地界線

被保育區域

剩存棲息地

慘死於
獵虎圈

套的蘇
門答臘

虎。廖
內省 © WWF Indonesia

3紙猛於虎

亞洲漿紙APP如何將蘇門答臘虎推向滅絕



表1.國際自然保育聯盟估計的蘇門答臘虎數量和分佈區2

被焚燒中的森林 ©  Greenpeace 

 地區名稱
萬公頃（2007年 
印尼政府的統計） 

成年老虎密度 
（隻/萬公頃）

估計數量 

Bukit Barisan Selatan 國家公園 3,650 1.6 40-43 

Batang Gadis 國家公園 1,080 1.1 14-22 

Berbak 國家公園 1,627 n/a 50 

Kerinci Seblat 國家公園 19,653 0.3-3.3 145 

Gunung Leuser 國家公園 10,947 不確定 110-180 

Way Kambas 國家公園 1,256 1.6-4.3 36 

Bukit Tigapuluh 老虎保育區域 5,417 0.35-1.53 46-203 

Kerumutan 老虎保育區域 4,895 1.27-5.5 不確定 

Rimbang Baling 老虎保育區域 2,298 0.92-4.03 不確定 

Tesso Nilo 老虎保育區域 1,121 0.64-1.4 不確定 

總數 51,944 不確定 441-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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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漿紙APP自許成為製漿和製紙業的世界龍頭，我們將以負 

 責任且永續的方式達到此目標，且邁向永續的決心不會被任何

威脅阻撓。」

   一Aida Greenbury，亞洲漿紙APP永續力和股東服務總監20

「  亞洲漿紙APP，正是這樣一貫地參與印尼熱帶雨林的破壞， 

並且一直沒有兌現他們的公開承諾去停止這樣的行為。所以，

可以得出結論：任何FSC與亞洲漿紙APP及其子公司、分支機

構的合作都是不可接受的，而且還可能給FSC系統下數千家負

責任的公司帶來負面影響。FSC的理事會決定，除非亞洲漿紙

APP立即全面停止破壞天然森林，並提出足夠的證據顯示證

明，FSC不應該再允許自身和亞洲漿紙APP及其有股份的公司

再有任何關連。」    

   一森林管理委員會（FSC）21

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的分析，亞洲漿紙APP在蘇門答臘的兩

個紙漿廠是當地熱帶雨林消失的最大推手。亞洲漿紙APP從80年

代開始運行以來，光是在蘇門答臘的廖內省及占碑省，就已經砍

伐超過100萬公頃的熱帶雨林來獲取造漿所用的木材19。

轟隆隆的毀林機器

港口的天然林木材，即將被亞洲漿紙APP加工成紙漿。2010年2月25日24 © 森林守護者

亞洲漿紙APP在Bukit Tigapuluh將天然雨林開發為紙漿人工林 ©  Greenpeace 5紙猛於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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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年來，靠著將印尼低地雨林和泥炭森林加工成紙漿，亞洲漿紙 APP建立起了自己的紙業帝國 22。亞洲漿紙 APP

是印尼最大的漿紙製造商，1992年進入中國 23後成為世界第四大的漿紙公司 24。雄心勃勃的亞洲漿紙 APP正在美國建

立起新的銷售網絡 25，並在澳大利亞 26、加拿大 27和美國 28組建了新的加工廠。2008年，亞洲漿紙 APP總裁黃志源被

產業內最有影響力的雜誌《國際漿紙雜誌》（Pulp & Paper International）列為全球漿紙業最富影響力人物 29。

2010年，亞洲漿紙 APP 在中國海南島上的金海漿紙廠設立了全世界最大的製紙機，預計每年可量產 150萬噸的銅

版紙 30提供給下游產品，製成雜誌或目錄等產品。亞洲漿紙 APP 目前自稱為中國最大的漿、紙、面紙產品生產商 31。

金光集團林業部門（Sinarmas Forestry），也就是亞洲漿紙 APP 在印尼的專有供應商 32，在 2007 年底前掌握了至少

240 萬公頃將要改種製紙用林的林場。印尼林業局的地圖顯示 33，其中超過四分之一在 2006 年時都還是天然森林，超過

半數製紙用林地區是建在泥炭地之上。更有超過 5 萬公頃的人工種植林是在超過三公尺深的泥炭地上，而這在印尼是非

法的行為 34。

據亞洲漿紙 APP自己披露的數據，在蘇門答臘島上，金光林業公司擁有 187萬公頃的林場，其中 34.3%已成為相

思樹和桉樹人工林，30%的林地正受到侵蝕，另外 35.6%被列為「生態保護區、社區用地和基礎設施用地」35。亞洲漿

紙 APP得意地宣稱它支持保護老虎，視自己為「增加蘇門答臘虎數量，並為其提供永續棲息地」的好夥伴 36，但事實完

全不是這樣。

印尼卡帕半島上被亞洲漿紙APP砍伐後的森林 ©  Will Rose/Greenpeace

金光林業
在天然雨

林中作業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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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噬老虎的棲息地

2006年，一群世界上頂尖的動物保育專家與機構定位出全球 76個「老虎保育區域」（Tiger Conservation Landscapes，

TCL），標準是這些地方能作為至少五頭老虎的棲息地，而且在過去十年間有老虎出沒於此 11。區域保育是整個老虎保護計劃

的核心，其目標是確保極度瀕危的老虎族群能保有足夠的棲息地，以滿足其覓食、繁殖、擴散和自我延續的需要，而不是再

以人類的發展需求為優先 37。針對蘇門答臘虎，有 12個「老虎保育區域」分佈在蘇門答臘島上（詳見表 1）11。令人非常遺憾

的是，12個「老虎保育區域」中，有 3個正被亞洲漿紙 APP蠶食和轉變為漿紙人工林 38。截至 2006年底，31萬公頃有老

虎棲息的森林被金光集團囊括在自家的林場中 39。然而，亞洲漿紙 APP這樣做可不是為了保護老虎。

事實上，金光集團正尋求實施更具野心的《支持製漿廠產量執照的地區發展計畫》，獲取更多的林場證照，來支持紙漿

產能的擴充計劃。該計劃的一部份是提高亞洲漿紙 APP現存的紙漿產能，由每年 260萬噸增加到每年 1,750萬噸，相當於

將印尼的年產量擴增七倍 40。為此，亞洲漿紙 APP計劃在 2007和 2009年間再獲取 90萬公頃的林場證照 41。這些林場中，

共計 47萬公頃屬於老虎的棲息地 45，有 13萬公頃位於深度超過三公尺的泥炭地森林 45。亞洲漿紙 APP預計爭取的 90萬公

頃林場中，7.5萬公頃已經被其收入囊中；有 38.5萬公頃也已經進入採購階段 42。

金光集團需要投入至少 190億美元去支持紙漿產能的擴張計劃 40。但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亞洲漿紙 APP仍舉債超過

50億美元，大部份的債務需要在 2015~2025年之間償還 43,44。因此可以推論，儘管金光集團提出了每年 1,750萬噸的紙漿

產能擴張計劃，它向印尼政府會報此發展計劃時或許另有打算。很可能的情況是，亞洲漿紙 APP根本沒有具體的計劃去增加

額外的 1,500萬噸產能，只是為了獲得新的林場證照以維持對熱帶雨林木材（即混合熱帶硬木，MTH）的依賴。

一旦這些擴張計劃開始執行，蘇門答臘虎族群將進一步被區隔在分散的森林區塊中，被漿紙人工林重重包圍，成為終生

監禁的囚徒，無法逃離絕種的命運。

金光集 APP如何   答腊虎推向  

 亞洲漿紙APP在印尼蘇門答臘侵佔老虎棲地 

 老虎的森林棲息地
 老虎的泥炭地森林棲息地
 老虎保育重點區域
 金光集團漿紙林場計畫擴廠
 金光集團現有的漿紙林場

 金光集團製漿廠

這張地圖綜合了多項數據資料：金光集團漿紙林場界限區域，由印尼

林業局最近所提供的林場區域地圖；由綠色和平所掌握的金光集團

機密文件資料；以及綠色和平所進行的林場文件記錄分析。天然森

林腹地區域是採用印尼林業局最近所提供的2006年地圖。泥炭地的
分佈是根據國際濕地（Wetlands International）所出版的地圖資料。
蘇門答臘虎棲息地分佈依據世界自然基金會（WWF）所彙整的地圖
資料。重要老虎保育地區則是根據拯救老虎基金會（Save the Tiger 
Fund）所出版的地圖。

100mi
200km

INDAH KIAT 漿紙林場
廖內省sinar mas

LONTAR PAPYRUS 漿紙林場  
占碑省sinar mas

       Bukit Tigapuluh 森林地區 

       Kerumutan 泥碳沼澤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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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漿紙APP承諾建立「緩衝區」：

亞洲漿紙APP於2009年6月表示：「目前為止，亞洲漿紙APP沒有向Bukit Tigapuluh地區索取過任何製漿用

的木材⋯我們集團及製漿原料供應商將
盡全力支持國家公園的保護，建立緩衝

區和動物廊道，並保護該區域內

包括蘇門答臘虎、象和紅毛猩猩在內的
瀕危物種」

46。

老虎失去了家園园

位於印尼蘇門答臘島中心的Bukit Tigapuluh地區有著超過50萬公頃的森林
47。這裡是蘇門答臘虎最重要的棲

息地之一，最樂觀的估計有近三分之一
的蘇門答臘虎在這裡生存

11。該區域54萬公頃的面積已經被視為全球20

個最重要的老虎保育區域之一
11，但其中只有14.4萬公頃被劃為國家級保護區，即Bukit Tigapuluh國家公園

48。

作為蘇門答臘島上最大的低地雨林地帶
49，Bukit Tigapuluh森林還孕育著非常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包括

至少

660種植物、200種鳥類和60種哺乳動物。其中，紅毛猩猩、雲豹、馬來
貘和亞洲象都是高度瀕危的物種

50。

同時，這個地區也是Orang Rimba原住民的家園，他們喜歡稱自己是「森林的
人們」。雨林砍伐正不斷威脅

著這些部落的生存環境。Orang Rimba的一名首領曾說過：「森林就是我們的一切
，我們世世代代依靠著狩獵、

採摘植物和果實為生。造紙公司肆無忌
憚的清整我們的森林，用來種植大片的

相思樹人工林，這讓我們無法在

此生存」
51。

儘管這個地區的森林有著非常重要的生
態和社會價值，世界自然基金會的調查

發現，亞洲漿紙APP及其授

權的木材供應商已經在該地區獲取了10個林場的採伐權。這些林場的總面積為36萬公頃，其中19萬公頃分佈著

完好的熱帶雨林
47。

PT Artelindo Wiratama（AW）是亞洲漿紙APP在印尼的木材供應商之一。該公司的林場就
在Bukit Tigapuluh

地區
47，正好位於Bukit Tigapuluh國家公園和Rimbang Baling自然保護區之間。這個區域是老虎在兩個保

護區之

間來往重要的「天然通道」
47。因此，這片天然林面積應被規劃為具

高保育價值的森林，而不是被用來獲取
紙漿

造紙的原料
47。

據亞洲漿紙APP向印尼林業局所申報的數據顯示，在2009年AW公司為金光旗下最大的紙漿廠永吉紙業

（PT Indah Kiat），供應了36萬立方公尺的熱帶雨林木材和僅5,000立方公尺的人工相思樹木材
52。但是，根據

印尼林業局的林業地圖
33,53，以及綠色和平於2010年3至4月份的調查和空拍圖片，該公司並沒有任何

足以砍伐

的相思樹人工林
54。AW公司選擇了欺瞞林業局，將天然林木材謊報

為人工林木材，並繼續砍伐該地區的熱
帶雨

林
55。這些做法都與亞洲漿紙APP做出的聲明和承諾背道而馳。

綠色和平在2009年3月的調查還證實了，在Bukit Tigapuluh地區裡被砍伐的雨林木材被運輸到亞洲漿紙
APP

的子公司—永吉紙業—在廖內省的製漿
廠

55。

見證1：竊取
老虎的

棲地—

Bukit Tigapuluh森林地
區

8 紙猛於虎

亞洲漿紙APP如何將蘇門答臘虎推向滅絕



 座標: S 0°45.06’E 101° 51.55’ 
 日期: 2010年4月26日 11:19  

7.45mi
12km

 有森林覆蓋的老虎棲息地
 金光集團漿紙林場計畫擴廠
 金光集團現有的漿紙林場
 老虎保育重點區域 

  1

  3
  4

  2

  2

 座標:  S 0°45.59’E 101°51.17’ 
 日期:  2010年4月26日 11:19  

PT ARTELINDO  
WIRATAMA，廖內省

sinar mas

  1

 座標: S 0°48.35’E 101°52.14’ 
  日期: 2010年4月26日 11:19  

 座標: S 0°48.35’E 101°52.14’ 
  日期: 2010年4月26日 11:26 

  3

  4

© Greenpeace 



占地130萬公頃，Kerumutan泥炭地沼澤森林是廖內省內前
景堪憂的生態景觀之一。這

片森林也是蘇門答臘

虎的十二個保育區域之一
11。最近一項保育行動提出要

將該地區近10%的面積納入正式保護，這包含
了9萬3千公

頃的核心區—Kerumutan野生動物保留區，以及5萬2千公頃的泥炭沼澤森林保護區
56。

可惜這一切都還沒來得及發
生。Kerumutan泥炭地沼澤森林中九成的區域

已被規劃用來發展林場
56，金光集

團現在掌控了此區域10萬4千公頃的漿紙林場證照
41。

於2006年被併購的BDL公司（PT Bina Duta Laksana）管理著金光集團在此地的一
部分漿紙林場，面積超

過3萬公頃
57,58。根據國際濕地（Wetlands International）的地圖，BDL的林場大部分都位於深度超過

三公尺的泥

炭地上
59，但印尼的法律並不允許破

壞深度超過三公尺的泥炭地
34。與BDL林場接壤的是MSK公司（PT Mutiara 

Sabuk Khatulistiwa）的林場，面積為4.1萬公頃，金光集團從2006年開始著手併購這裡
43。

在給林業局的供應商列表中
，亞洲漿紙APP旗下的永吉紙漿廠將BDL公司2009年的木材供給量標示為超過8

萬立方公尺，將MSK公司的木材供給量標示為將近
9萬9千立方公尺

52。但是，根據林業局2003、2006年的地圖

33,53，兩家公司的林場都還沒有
種植人工林，更不可能於2009年在這裡採伐人工林—可以確

認，那些木材供應全

部來自於天然林的砍伐。

綠色和平2009年9月的調查顯示，金光集團在BDL公司的林場砍伐，然後用貨船把
木材運送到亞洲漿紙APP子

公司永吉紙業在廖內省的製
漿廠

60。2010年4月，綠色和平紀錄了正在BDL林場進行的砍伐
55。

 破壞泥炭地

泥炭地也許是全世界最重要
的碳儲藏地，僅占地球陸地

面積的3%61，卻儲藏了包含土壤和植被
等陸面生物

圈裡約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的碳儲藏量

62。

印尼大約有2,250萬公頃的泥炭地
61，包括了一些世界上最深的

泥炭庫—深達十五公尺
62，其中絕大部份位於

蘇門答臘島
61。

蘇門答臘的泥炭沼澤林不僅
為老虎提供棲息地，也為減

緩氣候變遷作出重要貢獻。
清理和排乾泥炭地使印

尼成為全球第三大溫室氣體
排放國

63,64。當泥炭地被排乾，土地便
開始氧化、分解，並排放出

溫室氣體達150年

之久
65。

在2006年，金光集團單在蘇門答臘島
廖內省，所控有位於泥炭地

上的棕櫚油和相思樹林場就
已經超過40萬

公頃。預估這個地區在未來
150年間所釋放的溫室氣體將約有

23億噸，比德國的年排放量還高
出兩倍

66。

見證2：侵占
老虎的

棲地—

Kerumutan泥炭沼
澤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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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45mi
12km

 座標: S 0°13.45’E 102° 52.73’
 日期: 2010年4月28日 17:42  

 座標: S 0°14.36’E 102°53.20’
 日期: 2010年4月28日 17:41  

 座標: S 0°13.68’E 102°52.50’ 
  日期: 2010年4月28日 17:41  

 座標: S 0°13.88’E 102°52.74’ 
  日期: 2010年4月28日 17:41  

  5

  6

  8

  7

PT BINA DUTA  
LAKSANA，廖內省

sinar mas

 有森林覆蓋的老虎棲息地
 金光集團漿紙林場計畫擴廠
 金光集團現有的漿紙林場
 老虎保育重點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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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老虎」—漂綠好工具

亞洲漿紙APP聲明其供應商所開發的土地由「荒地和低價值或受損的森林組成。這些地區都將經過

生態社會（Eco-Socio）和高保育價值森林（HCVF）評估，以確保高保育價值的地區能夠受到保護，而

低價值的土地則用於進行人工林發展」。亞洲漿紙APP也認為它所種植的人工林有益於生物多樣性和氣

候，「作為高保育價值森林的緩衝區或安全區，環繞在天然林周圍，確保高保育價值天然林的完整性。

在開發荒地和低價值或受損的森林過程中產生的混合殘留木材，被政府分配到造紙行業加以利用。相對

於燃燒或讓這些材料留在原地，應用混合殘留木材是一個更為環保的選擇，有助於避免森林火災和甲烷

釋放入大氣層，以及森林病蟲害的爆發」67。

如《紙猛於虎》中所列舉的兩個案例，分析亞洲漿紙APP供應商的林場地圖和擴張計劃之後顯示，

亞洲漿紙APP用於紙漿廠的「混合殘留木材」並非所暗示的，被採伐後棄之不用的木材。亞洲漿紙APP

開發的，不是所謂「低價值林地或貧瘠地」，而是蓄意鎖定林木豐茂的森林，包括珍貴的老虎棲息地和

泥炭地森林。而這些森林都應被視為「高保育價值森林」，加以嚴格的保護。

鑿鑿有
據

幕後真相

亞洲漿紙APP在廖內省砍伐蘇門答臘虎的天然林棲地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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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而不實的承諾：

另一個亞洲漿紙 APP常誇耀為「成功」的自然保育計劃，是撥出

9,687公頃的林場地去建立 Taman Raja自然保護區 70，事實上這個保

護區只包括了「6,000公頃具生物多樣性與社會價值的天然林」70。與

亞洲漿紙 APP破壞的熱帶雨林相比，這實在算不上什麼豐功偉績。    

在2010年1月給綠色和平的信中，亞洲漿紙APP的Aida Greenbury

強調了APP在廖內省推動建立Senepis蘇門答臘虎保護區，「將10.6萬

公頃的林地規劃成老虎保護區的核心區域，亞洲漿紙APP的漿紙供應

商和其他林場擁有者對老虎保育作出了重大貢獻」68。

然而，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的調查，「10.6萬公頃的林地」中有

86%屬於另一家擁有森林管理委員會（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FSC）認證的公司，也就是說，亞洲漿紙APP只提供了1萬6千公頃的林地

（位於前述FSC認證林地南面的兩個林場）。亞洲漿紙APP隱藏不說的

是，正是它的供應商在接壤的老虎棲息地，劃出了兩個林場，共計4萬9

千公頃。其中3萬2千公頃從2004年開始，就被申報用來建立保護蘇門

答臘虎的Senepis國家公園；其中2萬2千公頃的老虎棲息地在現行的廖

內土地使用計劃（RTRWP 1994）中明確被規劃為 Kawasan Lindung

保護區。遺憾的是，這些擬建或者已經規定作為保護區使用的林地，都

被亞洲漿紙APP巧取豪奪，變成了漿紙林場69。

鑿鑿有
據

幕後真相

小蘇門答臘虎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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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漿紙APP與台灣

亞洲漿紙APP與台灣的關係由來已久。金光旗下最大的紙漿

廠永吉紙業（PT Indah Kiat）是早在1976年由台灣本土的兩家造

紙企業—永豐餘造紙股份有限公司和中華紙漿股份有限公司—聯

手投資創立的。1997年左右，亞洲漿紙APP在台灣成立台灣亞細

亞國際紙業股份有限公司，開始銷售旗下的辦公用紙品牌，包括

永吉漿紙（IKPP）生產的PAPERON、Paperline以及Sinar Spectra

等影印紙品。2010年1月，亞洲漿紙APP在台灣設立金盛世紙業

公司（Golden Century Paper Co. Ltd.）正式宣佈進入台灣家用

紙品的巿場。金盛世推出三個家用及商用紙品品牌，包括倍舒柔

（PASEO）、唯潔雅（VIRJOY）及優活（LiVi）。

面對毀林，誰在保持沉默

 在台灣販售的亞洲漿紙APP彩色影印紙 © Greenpeace

紙品部份

許多大型跨國公司已經在亞洲漿紙 APP無法回應他們所關心的環境議題後，紛紛與之斷絕商業關係。

辦公室用品供應零售商史泰博（Staples）在 2008年與亞洲漿紙 APP中止商業合約，並宣稱繼續作為亞洲

漿紙 APP的客戶將是「品牌的大污點」71。同樣先後決定停止從亞洲漿紙 APP採購紙製品的知名品牌包括：

Office Depot72、Woolworths（澳洲）73、FranklinCovey、富士全錄（Fuji Xerox）、理光（Ricoh）、Target、

Unisource、H&M、Gucci等 74。此外，許多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機構也不再與亞洲漿紙 APP合作，包括

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美國的雨林聯盟（Rainforest Alliance SmartWood）和森林管理委員會（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FSC）21。

然而，綠色和平最近的市場調查顯示還是有許多公司依舊沒有停止向亞洲漿紙 APP採購，包括：

美國的連鎖超級市場沃爾瑪（Wal-Mart，中國大陸）74

法國連鎖超市歐尚（Auchan，中國大陸）74

英國連鎖超市樂購（Tesco，中國大陸）74

英國零售業集團WHSmith（英國）75

美國跨國資訊科技公司惠普（HP，巴西）76

美國速食業者肯德基（KFC，中國大陸）74

荷蘭辦公室用品供應商 Corporate Express 77

澳洲全球紙品商 PaperlinX（澳洲以及英國）78

台灣超市品牌大潤發、愛買、全聯福利中心等（台灣）

其他公司像是金百利克拉克（Kimberly-Clark）、聯合利華（Unilever）、 雀巢（Nestlé）、卡夫（Kraft）

等都在建立其全球漿紙用品的永續性政策，不再向亞洲漿紙 APP進行採購 79。

亞洲漿紙 APP在中國設立的金東紙廠為其在廖內省的永吉紙業紙漿廠的最大輸出地 80。而金東紙品的

客戶包含了許多國際性知名的雜誌和書籍，像是《中國國家地理（Chinese National Geography）》、《CNN 

旅人雜誌（CNN Traveller）》、《COSMOS》（由國家地理學會出版）、《嬌點（CosmoGirl）》（由《柯夢波丹》

Cosmopolitan 出版）、《她（ELLE）》、《君子（Esquire）》和《美麗佳人（Marie Claire）》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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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漿紙APP台灣零售商（部分）

*康是美已減量，家樂福、頂好、屈臣氏已表示不在販售亞洲漿紙APP產品。

商店名稱 商店類型 APP產品種類 銷售品牌

大潤發 量販店 影印紙 Sinar Spectra

衛生紙 倍舒柔（PASEO） 
唯潔雅（VIRJOY）

愛買 量販店 影印紙 Paperline

衛生紙 倍舒柔（PASEO） 
唯潔雅（VIRJOY）

全聯福利中心 超巿 衛生紙 倍舒柔（PASEO）

松青 超巿 衛生紙 倍舒柔（PASEO）

康是美* 藥妝店 衛生紙 倍舒柔（PASEO）

量販店販售的倍舒柔系列商品，倍舒柔是亞洲漿紙APP旗下的家用紙品牌
© 陳文榮/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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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10月，綠色和平同樣委託 IPS對亞洲漿紙 APP在中國大陸銷售的 5個紙張樣本進行了纖維分析。結果顯示，

在清風（Breeze）、紅鋼炮（Red Topgun）、旗艦（Flagship）等 3個品牌的紙張中，也含有相當比例的混合熱帶硬木漿成

分（MTH）。

這兩次纖維檢測都明確地指出，亞洲漿紙 APP生產的紙張使用了來自印尼天然林，及之後種植的漿紙人工林所採伐

的原料，直接促成印尼的森林破壞 82。

棕櫚油部份
 

幾個國際公司像是聯合利華（Unilever）、 雀巢（Nestlé）、卡夫（Kraft）也停止向金光集團購買棕櫚油。不過還是有許

多公司沒有做出停止購買的承諾，例如 83：

金寶湯 （Campbell’s Soup，美國）

Dunkin’ Donuts（美國）

必勝客（Pizza Hut，美國）

資生堂（Shiseido，日本）

而兩個全球最大的棕櫚油貿易商—嘉吉（Cargill，美國）和豐益（Wilmar，新加坡）都還繼續向金光集團採購棕櫚油，

賣往世界各地的各類顧客 84。法商家樂福（Carrefour）甚至還繼續在印尼銷售金光集團旗下直屬品牌的棕櫚油 85。

台灣銷售的亞洲漿紙APP紙品纖維檢測

APP產品

品牌
紙張類型

混合熱帶硬木漿 
（MTH） 
重量百分比％

桉樹 
（Eucalyptus） 
重量百分比％

相思木 
（Acacia） 
重量百分比％

PAPERON 辦公用紙 28%，至少8個樹種 2% 52%

Paperline 辦公用紙 17%，至少8個樹種 5% 62%

Sinar Spectra 辦公用紙 15%，至少9個樹種 7% 55%

IK Plus 辦公用紙 0% 7% 90%

PASEO 生活用紙 0% 4% 61%

PASEO 生活用紙 0% 51% 16%

VIRJOY 生活用紙 0% 13% 61%

VIRJOY 生活用紙 0% 12% 44%

紙張檢測：毀林的證據

2010年7月綠色和平委託獨立檢測機構Integrated Paper Services, Inc.（IPS）對亞洲漿紙APP在台灣供給商家的8個紙

張樣本進行了纖維分析。通過纖維染色、顯微技術、和纖維比對，可以檢測紙張中所含植物纖維的物種種類和相應的含量百

分比。如果在紙張中檢測到印尼熱帶森林的典型樹種，就可以斷定這些成分來自於採伐天然森林，而不是漿紙人工林。在檢

測報告中，這些明顯來自印尼天然森林的成分被命名為「混合熱帶硬木漿」（MTH）。這次檢測的結果發現，8個紙張樣本中就

有3個檢測出含有來自於天然林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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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呼籲所有的公司都立即中斷與金光集

團的合約，直到金光集團採取必要的程序來擔

保不再繼續破壞天然森林和泥炭地。

綠色和平的訴求

解決方案

    倡導對森林零破壞的發展方針，包括規定供應商產品（含漿紙及棕櫚油）必須與破壞森林和泥炭地無涉，杜絕破壞

森林的產品進入企業供應鏈。

 

   對供應商的要求包括： 

    1.僅採購合乎當地法律與國家規範，合法經營的人工林及農場所生產的產品； 

    2.將天然森林及高碳存量的地區規劃為保育層級的土地，並以符合保育規範的方式管理； 

    3.使用林地時，應優先取得當地原住民的理解與認同，並確保原住民及當地社區參與開發決策的過程； 

    4.為產業供應鏈建立完整的第三方認證及監管系統，嚴格控管原料來源； 

    5. 「保育優先」的商業投資方針，將資金轉投注到對環境有益的計畫中，例如提高現有林場的產值，並且保障小農

有更多進入市場機會； 

    提倡再生紙利用最大化的紙品採購政策，並且採購經森林管理委員會（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FSC）認證的

產品。 

   公開支持印尼政府對清整森林及開發泥炭地的禁令。 

●   停止與金光集團旗下公司進行貿易，包括亞洲漿紙APP、金光農

業資源（Golden Agri-Resources）及其子公司，和金光林業公司

（Sinarmas Forestry）。
●   訂定時間表，停止與金光集團間接貿易的行為，逐步替換與金光

集團產品有關的第三方供應商。

停止破壞
：立即停

止與

金光集團
的業務往

來

 

© Rose/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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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凡本文中註明來自其他機構或媒體的資料和陳述，

均從公開發佈的管道獲取。在使用這些資料時，綠色和

平堅持全面和客觀的原則，但綠色和平不對這些資料中

任何由於原創方的緣故而導致的錯誤負責。

23紙猛於虎

亞洲漿紙APP如何將蘇門答臘虎推向滅絕



2010年9月/September 2010
綠色和平出版/Published by Greenpeace 

Greenpeace International
Ottho Heldringstraat 5
1066 AZ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enquiries@int.greenpeace.org
www.greenpeace.org/forests

綠色和平

10646 台灣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2段93號10樓之3
10F.-3, No.93, Sec. 2, Roosevelt Rd.,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46, Taiwan
電話 T：+886 (2) 2365-2106
傳真 F：+886 (2) 2365-2150
www.greenpeace.org.tw

  綠色和平是一個獨立的全球性環保組織，致力於以實際

行動推動積極的改變，保護地球環境與世界和平。

  綠色和平森林專案的工作是竭力守護地球上僅存的原始

森林，以及依賴森林資源生存的動植物。我們支持森林住

民的權利，與他們並肩捍衛家園。我們詳實調查並揭露毀

林的貿易行為，並盡一切努力阻止任何非法破壞原始森林

的舉動。我們結合公眾力量，呼籲政府和企業承擔保護森

林的責任；提倡消費者選擇對環境友好的產品，共同保護

大自然。

  保護地球最重要的關鍵，不在於綠色和平，而是在每個

人身上，我們需要您的加入，共同為地球發聲。

100％再生紙 大豆油墨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