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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SWG 官方周报

《欧盟森林砍伐条例》（EUDR）对许多人来说似乎难以理解，

但其影响深远。遵守《欧盟森林砍伐条例》的关键挑战在于小农户，

他们是种植业供应链的支柱。

森林已在召唤我们，
市场必须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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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已在召唤我们，市场必须作出反应 

 

如果森林里有一棵树倒下，却无人听见，它会发出声音吗？在《欧盟森林砍伐条例》（EUDR）

的时代，它确实会发出声音——而这声音正在马来西亚的资本市场回荡。 

 

《欧盟森林砍伐条例》将于 2025 年 12 月 30日生效，它并非布鲁塞尔又一项凭空捏造的贸易

要求，更贴切的说，是对全球供应链的一次警告。在一个生态濒临崩溃、洪水、干旱和野火频

发的世界里，欧盟正在采取果断措施，消除其进口产品中的森林砍伐行为。根据该条例，任何

进入欧盟市场的商品，包括棕榈油、木材、橡胶、咖啡、可可、大豆和牛肉，都必须证明其不

涉及森林砍伐。这不仅要符合环境可持续性，更要明确地表明其与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后发

生的森林砍伐无关。  

 

让我们说清楚一点。这不是纸上谈兵。这关乎气候问责。森林是吸收碳和稳定地球环境的最重

要工具之一。但每年都有数百万公顷的森林被砍伐用于农业和工业。欧盟实际上是在说：“如

果你想与我们进行贸易，就向我们展示你的森林足迹。” 

 

听来简单？再想深一层 

 

想象一下，您正在为一位眼光敏锐的顾客准备一份水果沙拉。有些水果来自您的花园，有些来

自邻居的果园，还有一些来自您素未谋面的供应商。在食用沙拉之前，顾客坚持要知道每种水

果的确实来源——包括 GPS 坐标。他们希望您提供证据，证明没有砍伐森林来种植果树，每

位农民都遵守当地法律，并且您至少保存了五年的详细记录。哪怕只有一种水果缺乏相关证明

或来源可疑，沙拉都有可能被拒收。 

 

这基本上就是马来西亚公司在 EUDR下所面临的困境。从表面上看来，这些规则很简单，公司

必须证明三件事。首先，他们的产品并非源自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后被砍伐的土地。例如，

如果你出口棕榈油，你必须证明油棕不是种植在被砍伐的森林上。其次，产品是合法生产的，

这意味着它们符合当地关于土地所有权、劳动条件和环境保护的法律。如果土地没有产权或工

人没有合法准证，那就值得注意了。第三，使用 GPS 数据或详细地图，每件产品都必须能够

追溯到其种植或收获的确切地段。 

 

理论上，这似乎是可以做到的。但在实践中，这是一个物流挑战，尤其是当你的供应链包含数

百家供应商和许多农村地区的小园主时。马来西亚的大多数农业供应链从未建立过这种程度的

可追溯性。因此，EUDR不仅仅是一份合规清单；更是对供应链准备和监管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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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园主的挑战 

 

这让我们直接挑战的核心——小园主。在马来西亚，小园主贡献了国内超过 30%的棕榈油总

产量。这些农民在农村生计和国家生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他们也是 EUDR合规链中

最脆弱的环节。许多在无产权土地上劳作的人们世代相传。大多数人不使用 GPS 设备，保留

记录也很少。许多人从未听说过 EUDR，更不用说知道如何遵守了。这给依赖小园主供新鲜果

串的上市公司带来了风险。无论规模多小，一个不合规的供应商都可能使整批货物面临风险。 

 

这也使事情变得特别复杂。在马来西亚，小园主通常嵌入上市公司更广泛的供应链中，要么直

接通过采购协议，要么间接通过经销商和中介机构。虽然他们的规模可能不大，但其重要性却

不容小觑。如果采购链中存在其他薄弱环节，即使是经营最好的种植园和工厂，也可能受到影

响。根据 EUDR，企业需要对其生产和采购的产品承担责任。合规不再止步于种植园大门——

现在它延伸到最小、最偏远的农场地段。 

 

领导潮流——但只是少数 

 

值得庆幸的是，一些马来西亚上市公司已采取积极措施，力争在 EUDR的框架下采取领先的一

步。SD Guthrie（前身为 森那美种植，Sime Darby Plantation）是先行者之一，它于 2024 

年初向欧洲和英国交付了 40,250 公吨符合 EUDR的棕榈油。该公司已对其自身及第三方供应

商的 60 多万公顷种植园进行了多边形测绘。此外，该公司还利用卫星图像和第三方森林基线

验证工具，在全球数据集中检测和评估森林砍伐风险，展现出高度的可追溯性和对零砍伐森林

采购的承诺。 

 

同样，FGV控股于 2024 年 8 月宣布已生产出首批符合 EUDR 标准的棕榈仁油 (CPKO)。该公

司在一份新闻稿中解释说，CPKO 的原料来自其种植园、FELDA 定居者以及获得 MSPO、

RSPO 认证或符合其内部精密审查标准的独立小园主。同时，FGV 推出了以五大战略支柱为基

础的强化可持续发展框架：经济增长、监管、社会、环境和创新。此举使集团与不断变化的全

球 ESG 期望保持一致，尤其是在与森林砍伐相关的信息披露和可追溯性方面。 

 

联合种植有限公司 (UP) 也是引领这一变革的公司之一。该公司披露，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其 90.84% 的棕榈油 (CPKO) 供应可追溯至种植园层面，并计划到 2024 年底将这一比例

提高到 98%。自 2010 年以来，该公司一直严格执行零砍伐森林政策。该公司使用 Palmoil.io 

和 Global Forest Watch 等平台，通过卫星实时监测其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营运业务和

第三方供应商的森林活动。 

 

这些仍然只是额外的努力，而非常规性活动。许多上市公司仍然处于被动，尤其是那些国际市

场曝光度较低或资源较少的公司。人们倾向于等待并希望监管灵活性或截止日期延长，但单靠

希望并非可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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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DR最初定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生效。然而，由于对准备工作的担忧，尤其是全球合作伙

伴的担忧，欧盟议会和理事会同意将其实施推迟一年。 

 

据种植和原产品部长拿督斯里·佐哈里·加尼称，马来西亚约 80%的棕榈油行业有望达到 EUDR

的要求。然而，他指出，其余 20%的行业（主要由小园主组成）将需要进一步的支持才能赶

上。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有信心，80%的棕榈油行业能够达到 EUDR 的要求。挑

战在于小园主。 

 

现实情况是，即使有少数上市公司的强有力领导，整个行业的准备程度也取决于所有参与者能

力的提高，包括小园主，他们构成了许多上市种植园公司供应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什么这对少数股东很重要 

对于投资者，尤其是少数股东而言， EUDR 已不再仅仅是 ESG 圈子里讨论的环境议程。它已

成为一项切实存在的商业风险，并可能带来财务后果。未达到 EUDR 要求的公司可能会面临订

单取消、丧失市场入场准证、罚款、声誉受损，以及因最后一刻的调整而导致合规成本增加的

风险。这直接威胁到未来的收入来源，挤压利润，并带来波动性，任何关注公司长期业绩的人

都应该对此感到担忧。 

 

此外，欧盟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仅仅是个开始。英国、美国和亚洲已经在考虑类似的法规。欧盟

正在为未来可能成为与土地使用和森林风险相关的商品贸易新全球基准的政策定下基调。拖延

适应的企业可能会失去进入欧洲市场的机会，并发现自己被多个司法管辖区拒之门外，不得不

在竞争对手抢占先机的同时奋力追赶。 

 

EUDR 也为愿意引领潮流的企业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机遇。早期采用可追溯性、与供应商（包括

小园主）合作并展现可靠 ESG 监管的公司，可以成为欧洲买家眼中的首选供应商。这些公司

也更有可能吸引长期机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越来越多地将气候和森林砍伐风险纳入其投资决

策。在一个可持续性和透明度正成为先决条件而非可有可无的附加条件的世界里，早期合规不

再仅仅是为了避免处罚，而是为了确保市场相关性和竞争优势。 

 

对于少数股东来说，现在不是处于被动的时候，而是应该提出正确问题的时候。公司如何规划

其供应链，包括第三方供应商和小园主？有哪些系统可以确保可追溯性和合规性？公司是否向

小园主（通常是供应链中最薄弱但至关重要的环节）提供技术和财务支持？这被视为战略重点

还是事后才考虑的合规问题？  

 

EUDR 不仅仅是一个监管障碍，更是对公司监管、远见和营运诚信的试金石。它还反映了马来

西亚公司是否准备好在全球舞台上竞争，不仅在成本和产量方面，而且在价值观、透明度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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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Landscape

Commonly adopted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frame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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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losure of Sustainability-related 
          Financial Information
        - IFRS S2 – Climate-related 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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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limate Risks: Physical and Transition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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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teriality 
       - Reporting 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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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 of Guidance (SASB, GRI, ES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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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of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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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efs – Proportionality and scalability mechanisms
       - Without undue cost or effort
       - Consideration of skills, capabilities and resources

What would an ISSB Report look like versus the current
sustainability report formats
Assurance of Sustainability Reports

Mei Kim is a sustainability trainer. Prior to this, she was the former Sustainability Lead,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ility with the
Regulation function at Bursa Malaysia. She co-led the development of key sustainability-related initiatives for the Malaysian capital market. This
includes putting in place enhancements to Bursa Malaysia’s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Framework (consisting of the listing requirements,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guides and related toolkits) as well as capacity building initiatives for public listed companies. 

She is a GRI Certified Sustainability Professional and holds a Master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nagement from the Jeffrey Sachs Centre
(Sunway University). She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 (ACCA), 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Fraud Examiners
(ACFE) and the Malaysian Institute of Accountants (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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