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组织（ ）

基本资料

历史

世界自然基金会于 年开始探索建立可持续棕榈油圆桌会议机制的可能性。

年，世界自然基金会携手英国奥胡斯联合有限公司（ ）、

马来西亚金色希望种植公司（ ）、瑞士米格罗公司（ ）、

马来西亚棕榈油协会、英国桑斯博里公司（ ）和联合利华

（ ）建立了非正式合作机制。

上述机构于 年 月 日在英国伦敦召开筹备会议，并于同年的 月 日在瑞

士格朗再次举行会议。由他们构成的组委会主办了第一届圆桌会议，并为 的

组织和治理结构打下了基础。

的成立

为响应全球对可持续棕榈油的紧迫呼吁，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组织（ ）于

年成立，旨在通过建立可信的全球标准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促进可持续油

棕的种植和使用。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组织坐落于瑞士苏黎世，秘书处设在马来

西亚吉隆坡，并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设有办事处。

创始成员

的创始成员包括英国奥胡斯联合有限公司、卡尔斯港公司（

，瑞典）、马来西亚棕榈油协会（ ）、米格罗合作社联盟（瑞士）、联

合利华（荷兰）和世界自然基金会（ ）。从 创始之初就积极提供支持

的执行理事会成员包括金色希望种植公司（马来西亚）、洛德斯克罗科兰公司



（ ，荷兰）、环太平洋棕榈油有限公司（ ，

新加坡）和美体小铺公司（ ，英国）。



关于

是一个联合棕榈油行业七大产业部门的利益相关者、以制定和实施可持续棕

榈油的全球标准为目标的非营利组织。在这一倡议中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包括

油棕生产商、棕榈油加工商或贸易商、消费品制造商、零售商、银行和投资者、环

境和自然保护非政府组织、社会或发展非政府组织。

的目标

推广有助于减少森林砍伐、保护生物多样性、尊重生产国农村民生的棕榈油

生产方式。确保棕榈油种植园不以牺牲更多的原始森林或其他高保护价值地区为代

价，确保种植园采用被广泛接受的最佳生产方式，以及确保上百万的种植园工人、

小农和本地居民的基本权利和生活条件得到完全的尊重。

有鉴于此， 积极主动的联合油棕种植者、棕榈油加工商、食品公司、零售商、

非政府组织和投资者，共同打造对社会和环境负责的全球棕榈油供应链。

治理结构

的治理结构正反映了其代表多个利益相关方的特性。执行理事会和项目一级

的工作组的席位公平分配到每个产业部门，以确保公平的代表性。



“圆桌会议”的理念，体现在给予每个利益相关者群体平等的权利、为每一个

群体设立相关议程、促进传统对抗性利益相关者和商业竞争对手一起努力实现共同

目标、以协商一致进行决策等方面。这些价值观指导着 的行动和对待利益相

关者的方式。

里程碑

年 月

第一届圆桌会议（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 个国家的

名代表。

年 月 日

依据《瑞士民法典》第 条规定成立。

年 月

个组织签署了意向声明，宣布他们意向加入 倡议。

年 月

家公司参与《 原则和标准》（ ＆ ）首次试点实施，为期两年。

《会员行为守则》的编制和通过； 印尼联络处（ ）在雅加达成立。

愿景

将转变市场，使可持续棕榈油成为规范。

使命

 促进可持续棕榈油产品的生产、采购、融资、使用；

 为整个可持续棕榈油供应链制定、实施、验证、保证和定期评估可信的全球标

准；

 监测和评估市场对可持续棕榈油的吸收情况及其经济、环境和社会影响；

 使整个供应链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和消费者）积极参与并做出承诺；

 供应链包括生态系统、社区、种植者、贸易商、加工商、消费品制造商、零售

商、金融机构、民间社会。 



年 月

标准工作组（ ）对《 原则和标准》（ ＆ ）进行了评估。评估

工作包括征询公众意见、会议讨论、国家阐释建议、小农工作小组审议和试点结果。

年 月

认证体系获得执行理事会批准，在第四届成员大会（ ）上通过，并在

第五届可持续棕榈油圆桌会议（ ）上由当时的马来西亚种植业及商品部名誉

部长陈华贵拿督宣布正式推出。

针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原则和标准的国家阐释》

获得批准。

年 月 日

马来西亚联合种植公司（ ）首个通过 ＆ 认证。 第一

批认证可持续棕榈油（ ） 月运抵鹿特丹。

年 月

供应链认证体系的设计和定案。

年 月

供应链认证体系的评估和通过。

年 月

在全球范围达到 名普通会员。

年

哥伦比亚达朋集团（ ）成为拉丁美洲首个获得 证书的企

业。

年 月

商标推出。



年 月 日

可持续棕榈油认证实行 年以来，全世界认证生产面积达到一百万公顷，此时行业

到达了一个转折点。

年 月 日

亚格罗巴马（ ）成为巴西首个取得可持续棕榈油认证的企业。

年 月 日

全球产量达到 万吨，相当于全球棕榈油产量的 ％。

年 月 日

来自 多个国家的 多名代表出席 ，创下历史最高记录。

原则和标准

《 可持续棕榈油生产原则和标准》（ ＆ ）是针对棕榈油可持续生

产的全球准则。这些标准要求棕榈油种植园公平对待员工、小农和受影响的社区，

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负责任的开发新种植园。

而棕榈油供应链，从热带地区到被用于世界各地零售产品，则十分复杂。 为了保

证可持续性的完整，供应链中使用 棕榈油的从业者，也必须保持透明度和可

追溯性。这可以通过 供应链认证体系来实现。

已设立认证计划来确保加工商和消费者所购买的可持续棕榈油确实用于支持

那些以可持续方式经营的种植园。种植园和油厂的审核由独立可信、经 认可

的认证机构负责执行。审核范围将跨越整个供应链。

八项原则：

 原则一：承诺保持透明度、保持非政府组织性质

 原则二：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原则三：承诺经济和财政上的长期可行性

 原则四：种植者和油厂采用适当的最佳生产方式



 原则五：对环境负责，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

 原则六：对员工和受到种植者和油厂影响的个人和社区负责（案例）

 原则七：负责任的开发新种植园

 原则八：承诺在关键活动领域持续改进

会员

随着 不断获得认可，发展势头良好，我们的会员正在不断增加，世界市场上

的可持续棕榈油数量也有望成倍增长。

截至 年 月， 已有来自世界各地近 个国家的 个会员公司。

的会员分为三类：

 普通会员（ ） 由棕榈油供应链中的主要从业者组成，即油棕种植者、加

工商和贸易商、消费品制造商、零售商、银行和投资者、环保非政府组织和社

会或发展非政府组织。

 附属会员 上述七大生产部门以外的、有兴趣支持 目标和活动的任何个

人或组织。

 供应链准会员 最近推出的第三类会员，活跃于认证可持续棕榈油供应链、但

每年采购棕榈油产品不超过 吨的组织。

在消费国中，英国的普通会员数量最多，占 ；其次，德国占 ，荷兰占

，法国占 。

成为 会员可以为不同生产部门的组织提供如下优势：

声誉：

 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成为会员代表着向可持续发展承诺迈出了第一步。

供应链代表性：

 代表供应链中七大利益相关者群体

 充分代表需求和供应之间的每一环



市场准入：

 国内 国民消费市场

 国际市场

影响政策和决策：

 影响政策和关键决策的战略平台

获取最佳生产方式：

 在农业、环境和社会等方面

提高棕榈油价值：

 最大型的经认证大宗商品和食用油

商标

商标是供会员主动展示其对可持续棕榈油和其他可持续棕榈衍生产品承诺的

商标。

商标可以用于含有棕榈衍生原料的产品的传播。这些原料必须来源于并遵守

三大供应链认证体系中的一个或多个体系，即“ 种植园身份保护体系”、“认证与非

认证分离体系”、 “认证与非认证混合体系”。

年 月， 商标的设计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第八届圆桌会议上正式展示。

商标使用管理规则定稿，申请程序也已经到位。申请过程将有助于新加入的会员了

解他们的角色和责任，确保其对可持续棕榈油的承诺。

商标目前已在全球超过 个国家注册，其中包括主要的棕榈油市场。此商

标将在 已经开始实施的各项倡议中扮演重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