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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美國電影「血鑽石」是一部根據事實拍攝的影片，它帶給全球千萬觀眾心靈上的

震撼遠遠超過預期。片中主角出席國際會議，指證非洲國家及叛亂團體如何與跨

國鑽石集團合作，挖掘及銷售鑽石，以謀取戰爭資源。該項國際會議，即是指由

金伯利流程的參與者所組成的會議。究竟國際社會在 2000年後逐漸成型的鑽石

規範。其源起、發展過程、實踐及成效為何，值得關注。本計畫嘗試從法律社會

學的角度，提供宏觀的檢視。結論亦超脫傳統法學的論述範圍。 

 

貳、研究目的 

本計畫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二: 

1. 整理及分析有關因衝突鑽石所形成的鑽石規範，包括金伯利認證機制、

聯合國的相關決議，及美國、加拿大等國的立法；及 

2. 從法律社會學的觀點回顧及檢視整套國際血鑽石規範的成效。 

 

參、研究方法 

本計畫除了採用傳統法學註釋及演繹法外，尚輔以法律社會學中的法律的政

治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w)的研究方法，從宏觀的角度檢視整個金

伯利認證機制的源起，運作及成效。簡單而言，所謂法律的政治經濟法，係

指利用不同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將法律置於經濟(economy)、階級(class)、政

治(politics)，國家(State)及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架構下予以分

析。這其中，影響社會學深遠的左派歷史唯物觀(historical materialism)，尤

其重要。歷史唯物觀認為人類社會演變及發展的成因源自於人類為求生存所

進行的集體生產方式。而法律這個上層結構，亦為人類經濟活動的產物。在

當代全球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下，金伯利認證機制及其後部分國家的立法，

亦可視為其產物。在這個宏觀的架構下，本研究歸納出金伯利認證機制所扮

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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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文獻探討 

國外有關衝突鑽石的研究相當多，尤其集中在美國的學界。有學者嘗試從國

際貿易的規範著手，分析金伯利認證機制，例如 Daniel Feldman(2003)、Joost 
Pauwelyn(2003)、Karen Woody(2007)及 Tracey Michelle Price(2003)等等。亦

有從國際人權的觀點分析衝突鑽石者，例如 Ann Wallis(2005)、Arthur 
Levy(2003)及 Julie Fishman(2005)。另外，有部分學者直接針對金伯利認證

機制予以檢討及批判，例如 Mathew Dorsett(2005) 及 Seth Malamut(2005)等
等，不同的立論基礎衍生出不同的結論，使吾人對整個鑽石規範能夠有較多

元的理解。國內方面，已有部分品質不錯的碩士論文出現，例如:方伶，衝

突鑽石貿易與 WTO-以金伯利認證機制之實踐為中心，東華大學財法所碩士

論文(2009)。這篇論文涵蓋甚廣，主要係從現行的國際貿易規範著手，研究

方法與結論皆有值得肯定之處，至於從法律社會學的角度分析鑽石規範，則

未有所聞，本研究應屬國內首見。 

 

伍、結果與討論 

 

歐美國家在 1990 年代隨著非洲部分地區(安哥拉、剛果民主共和國、獅子山

共和國、賴比瑞亞及象牙海岸等)的武裝衝突加劇，發現鑽石原石的非法貿

易係助長戰爭的重要原因。國際社會(以加拿大為首)乃於 2000 年 5 月起，

集結鑽石生產國及貿易國之政府，鑽石業者，民間團體，希望透過建立-簡

易可行的鑽石原石國際論證機制，杜絕衝突鑽石進入合法鑽石貿易管道。

2001年初，鑽石業者發起成立世界鑽石議會(World Diamond Council)研擬制

定鑽石原石的認證機制。2002 年 3 月 13 日，聯合國通過了金柏利過程認證

機制(Kimberley Process Certification Scheme;簡稱 KPCS)，透過來源的查證機

制，過濾不法之衝突鑽石。 

 

2005 年 5 月，全球鑽石生產國在南非金柏利市(Kimberley)召開會議，商討

如何遏止衝突鑽石之交易行為。同年同月，世界鑽石會議(World Diamond 
Congress)於比利時安得衛普召開，通過決議強化阻止衝突鑽石的全球買賣。

身為全球最大的鑽石消費國，美國於 2003 年 4 月亦制定了所謂的乾淨鑽石

貿易法(Clean Diamond Trade Act; Public Law 108-19)，配合落實 KPCS 的運

作。論者認為，這是促使 KPCS「成功」運作的關鍵。 

 

依照 KPCS，任何成員國皆應保證其所出口的鑽石並非用於叛亂，內戰或推

翻聯合國所承認的政府，且所有鑽石應獲得 KPCS 的認證，始得出口。此項

機制於 2006 年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所認可，而不

適用一般貿易規範原則。全球貿易鑽石，至此乃出現一嶄新的國際規範。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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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金柏利過程常會(Kimberley Process Plenary of 2007)於布魯塞爾召

開，47 國，73 個代表，包括聯合國及世界鑽石議會等共同參與。會中研擬

如何進一步強化 KPCS。 

 

根據 KPCS 工作小組(KDCS Worlding Group)所作下的審查報告，KPCS 的運

作獲得良好的成效。這可由原衝突鑽石來源的國家合法鑽石出口總值得大幅

增加為證。例如，依據剛果民主共和國所提交的統計數據，2002 年關方鑽

石出口總值為 39 億 5000 萬美元，2004 年增為 77 億 1000 萬美元，2005 年

前半年又躍增為 89億 6000萬美元。這表示非洲鑽石原石的交易已受到管控。 

 

   然而，另一方面也有實務界及學界提出質疑，認為 KPCS 整個規範流程

不構精確，且許多基本問題並未釐清。例如 KPCS 第一章所列的各種名詞，

包括「進口」 、「出口」、「轉運」及「原產地」等，沒有詳細定義，致生各

方解釋不一的情形。舉例而言，所謂「轉運」，KPCS 定義為貨物從出口人

運送至進口人時，通過其他參與者境內之實際運送行為。如是，在進口人在

海關結關前拒絕接受運送而至的貨物，而應由海關將該批貨物退回寄件人

時，是否屬於「轉運」或「出口」，即生疑義。另外，KPCS運作成敗最關鍵

的參與者內部管控(internal control)，亦遭人詬病。似乎沒有任何人可以保證

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參與者已建立一套嚴密的內部管控機制。至於參與者數

量太少，制裁力有限，規範機制僅限於鑽石原石，及缺乏獨立及定期之監控

機制等批評，則早在 KPCS 開始運作時，即有所聞。 

 

從法律的政治經濟學觀察，KPCS 係由少數工業國家及鑽石工業所發起的自

律規範，係在媒體全球化，衝突鑽石新聞對富裕的北方國家中產階級致產生

心理上的衝擊後所做出的「良心」回應。其目的一方面固然希望能藉此減少

非洲的武裝衝突，另一方面則在繼續維持原來龐大的鑽石市場。的確，西方

的中產階級如果發現戴在身上代表愛情恆久遠的鑽石，其來源充滿血腥及暴

力，對鑽石市場的打擊將無與倫比。基此，KPCS 設計上的粗糙及漏洞百出

是可以預期的。因為各方(參與者)本來就不認為非洲地區的武裝衝突是可以

透過金伯利機制而消弭。誠然，美國及加拿大等國固然以制定國內法的方式

為 KPCS 背書，但畢竟參與者過少，成效仍難彰顯。更深一個層面的分析可

以發現，所謂減少衝突鑽石，其實是一種偽善(hypocritical)的想法。世界上

充滿衝突助長戰爭的物品何其多，是否皆應本著衝突鑽石的理念，全部加以

流程上的管制?例如，比鑽石更具衝突意義的石油，是否應比照辦理?當然不

行，也不可能，因為石油是維繫當代工業文明最重要的物質。鑽石沒有像石

油般重要，所以可以談良心問題！這是雙重標準，也是偽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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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成果自評 

本研究嘗試從法律社會學的觀點評析衝突鑽石的規範機制，在國內係屬首見，且

結論亦超越傳統法學的論述，是一個新的嘗試。就學術觀點而言，法律社會學的

研究方法豐富了法學研究的內涵，值得鼓勵。研究人在過程中更深一層學習到如

何運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來分析法律。故對個人而言，是一件收穫豐碩的研究。

也期待 貴會未來能更加鼓勵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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