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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名稱：Toray株式會社

設立日： 1926年1月

資本額： 1,479億日圓

集團企業數： 253 （日本：98，海外：155）

員工數： 母公司 7,232

合併 45,789  

企業概況
（2015年3月31日資料）

社長：日覺昭廣

“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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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ay的核心技術為創業以來耕耘至今的「有機合成化學」「高分子化學」與「生
物技術」 ，除了持續發展該等技術外，我們也擴大營運，從纖維、膠膜、化學品
到樹脂皆有。我們持續拓展新的事業領域，包括電子資訊材料、碳纖維複合材料、
醫藥與醫療材料以及水處理事業等。近幾年來新加入「奈米技術」做為第4項核心
技術，持續為廣範圍的成長市場開發各種先進材料，進行營運。

Toray的核心技術與事業領域

“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核心技術 固有技術

有機合成化學

高分子化學

生物技術

奈米技術

奈米結構控制

高純度CNT

碳纖維複合材料

膜生物流程

NANOALLOY®

等

纖維

樹脂、化學品

膠膜

複合材料

電子資訊材料

醫藥與醫療

水處理與環境

其他相關領域

革新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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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oray的事業別營收、營業利益

▲207 億日圓

纖維

20,107億日圓 1,235 億日圓Total  

碳纖複合材料

策略性擴大事業

主要核心事業

8,567 億日圓
（43%）

556 億日圓
（45%）

4,964 億日圓
（25%）

239 億日圓
（19%）

2,480 億日圓
（12%）

245 億日圓
（20%）

1,800 億日圓
（9%）

80 億日圓
（6%）

570 億日圓
（3%）

41 億日圓
（3%）

1,584 億日圓
（8%）

262 億日圓
（21%）

重點培育、擴大事業

＜事業別＞ ＜主要產品＞
2014年3月期
合併營收

2014年3月期
合併營業利益

生命科學

塑膠、化學品

資訊通訊材料、機器

環境、工程

調整額

其他 143 億日圓 19 億日圓

“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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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ay 安全保障貿易管理室簡介

Ⅰ沿革
1987年10月

以發生於該年5月的東芝機械違反COCOM出口管制事件為契
機，為徹底遵守貨物管制等安全保障貿易管理相關法規及遵循政
府指導建構內部管理體制，成立社長直轄組織「出口管理室」。
（人員2名）

2006年5月
基於經濟產業省警告措施，為強化體制，成立安全保障貿易

管理部。（人員4名→6名）

2009年6月
編入總務、法務部門，改名為安全保障貿易管理室。
 組織上之單位負責主管為總務、法務部長
 業務上之單位負責主管為身為安全保障貿易管理最高負

責人之公司代表董事

“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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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ay 安全保障貿易管理室簡介

Ⅲ組織
1.  所在地：東京總公司
2.  人員編組：6名（管理職3名、工會人員2名、派遣員工1名）

※另有1名主任研究員正外派至CISTEC（安全保障貿易資訊中
心）。

3.  組織結構：由室長（全事務負責人）、審查統括負責人（管理職）、
教育與稽核統括負責人（管理職）共3名管理職，分工推進安全保障貿
易管理委員會（最高決策機關）決定之執行課題等。

Ⅱ職責
1.  徹底推行審查、稽核、教育這三大安全保障貿易管理系統

核心業務。
2.  推進Toray及Toray Group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風險管理。
3.  發生狀況（違反外匯法）時採取適當危機管理，阻止影響

擴大。

“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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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ay株式會社安全保障貿易管理室

室長 田川卓司

1961年4月生 54歲
1985年 慶應義塾大學畢業 進入Toray株式會社

歷經逆滲透薄膜模組、印刷材料生產計畫、市場行銷部門業務後，外派
至Toray工會（專職9年），歷任日本代表性工會聯合組織領導人等職務
。

2004年 由工會歸建，就任Toray經營研究所人才開發部長。

2006年 隨著安全保障貿易管理部成立，就任教育與稽核室長

2009年 6月安全保障貿易管理部重新編制為安全保障貿易管理室，9月就

任安全保障貿易管理室長。

2007年 CISTEC（安全保障貿易資訊中心）主辦之實務能力檢定試驗

STC Expert合格

自我介紹

“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7Copyright © 2014 Toray Industries, Inc.

■水處理用膜、裝置

用於各種除菌、除濁

用途之超過濾、精密

過濾中空絲膜模組

“TORAYFIL”

Toray Group主要清單管制品項

■半導體相關材料

用於各種半導體與電子零件等保

護膜、層間絕緣膜之聚醯亞胺塗

層劑，包括光敏產品

“PHOTONEECE”以及無光敏

性之“SEMICOFINE”

■碳纖維、複合材料

由本公司身居全球最大製造商的PAN型碳纖維

“TORAYCA” ，從飛機之一次結構材到車用、各種

補強材等一般產業用途、釣竿及高爾夫球桿柄等運動

用途，各種領域用途廣泛。

■電子、電氣零件材料

用於連接器、感測器等電子零件及CD揀選零件、

影印機、FAX零件等OA、影音設備之超級工程塑

膠“SIVERAS”（液態晶體聚酯樹脂）

“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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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內部出口許可之裁決權者

（安全保障貿易管理委員會成員）

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全公司管理
對本部（部門）事務局之指導、協助

各本部（部門）之員工部門負責人
本部（部門）內之管理、指導、協助

該當貨物、技術之負責部長
該非判定、出口許可取得等實務

管制貨物等管理負責人
（銷售）／（生產、技術）

本部（部門）事務局（53名）
（銷售相關） ／（生產、技術相關）

安全貿易管理室（6名）

該當貨物、技術之本部、部門長

安全保障貿易管理委員會委員長
（代表董事兼副社長）

社長

許可 申請

指導、核准

指導、協助

諮詢、確認、申請

諮詢、確認、申請

國內相關企業43家之事務局
海外相關企業45家之事務局

各公司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全公司管理
各公司內部的指導協助

Toray總公司

TorayGroup管理體制

“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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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清單管制貨物及技術之內部審查狀況

 安全貿易管理室直接處理之審查案件全年約近6,500件。

 其中，公司內部出口許可申請全年約1,200件。

 敏感度較低，可適用特一包括許可之案件700～800件
⇒ 本部長核決

敏感度較高之個別許可、特定包括、特一包括（須申報、事後報告者）之案件
400～500件，須委員長核決。

“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安全保障貿易管理委員會委員長之最終核決權限可依下表基準，將核決權限
委任予各本部長、部門長或其他負責主管等。

要

要

要

要

要要

要

要

可委任

委員長
核決

本部長
核決※

安全貿易
管理室長

不適用特別一般包括許可之品項、地區

可適用特別一般包括許可之品項、地區

可適用特別一般包括許可之品項、地區，但須對經濟產業省提出
個別申請、申報或報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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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關於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原則

所謂
安全保障
貿易管理

與看不見的
敵人（風
險）之戰

意識改革相當重要
「以會發生不希望發生之事（風險）的
前提做好準備！」

“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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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ay對風險之措施

2008年度時編組專案小組，調查出全公司風險，實施了100項風險評估。
選定全公司應最優先處理之風險（9項優先處理風險），推動降低各風
險之措施。
本措施作為【全公司風險總檢查作業】，每3年實施1次。

＜推進歷程＞

“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把強化全公司風險管理視為經營之優先課題”

處理年度

Toray
總公司

架構整備

第1次全公司
風險評估

問卷調查
個別訪談

對第1次優先處理風險之處理

簡易問卷調查
第2次全公司
風險評估

對第2次優先處理風險之處理

成立全公司風險管理推進部門（CSR室）、建構全公司風險管理架構（RM部會）

以3年為1周期進行活動
以PDCA循環追踪改善活動

以3年為1周期進行活動
以PDCA循環追踪改善活動

簡易問卷調查
第3次全公司
風險評估

第3次優先處理

<成立對策WG>

2009年度
成立資訊安全對策WG
成立新流感WG
成立CSR調度WG

2010年度
成立生物多樣性WG
2011年度
成立水資源管理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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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次優先處理風險」選定作業時雖獲得風險降低策略有所推進之評價，但由於內
部風險評估較上回大幅上昇（潛在風險度 第12名←上回第 71名），故被新選定出。

提高關於「遵守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風險認知

“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表2：潛在風險度排名前30名之風險（已列為優先處理風險者除外）

潛在風險度（發生機率×影響度）

<事務局評語>

排名越前者，潛在風險越大

排名越前者，已處理程度越高！

排名 排名
（2008年）

排名

已處理程度

（不作為RM部會評估對象）

（不作為RM部會評估對象）

（不作為RM部會評估對象）

（不作為RM部會評估對象）

（不作為RM部會評估對象）

（不作為RM部會評估對象）

（不作為RM部會評估對象）

原材料市況變化

景氣變動、市況變化

事業策略失敗

天候不順、氣候變化

利率、地價、匯率等變動

消費者嗜好變化

技術革新、陳腐化

研發失敗

依賴特定客戶、市場

稅制變動

未遵守貿易規定

加強管控、修法

海嘯

諸外國的壓力

被併購對策

產品回收、客訴處理失敗

污染物質洩露（造成第三方損失）

侵害智慧財產權或被侵害

政策變動

生產、庫存管理失敗

技術等傳承失敗、中斷

董事會之監視、稽核功能降低

電力、瓦斯中斷

人才流出、喪失

（不作為RM部會評估對象）

（不作為RM部會評估對象）

（不作為RM部會評估對象）

作為複數採購的要素之一進行評估

可採取之措施極為有限

可採取之措施極為有限

可採取之措施極為有限

可採取之措施極為有限

風險評估的排名很前面，但已有專責部門推動相關措施

作為地震對策的要素之一進行評估

風險評估的排名很前面，但已有專責部門推動相關措施

風險評估的排名很前面，但已有專責部門推動相關措施

作為地震對策／複數採購的要素之一進行評估

作為地震對策的要素之一進行評估

（不作為RM部會評估對象，於人事勤務策略中評估）

（不作為RM部會評估對象，於人事勤務策略中評估）

作為產品安全、品質保證的要素之一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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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包括外部顧問在內的風險管理評價小組評估風險管理措施的有效性與進度確認等，定
期進行追踪改善。

2012～2014年度 Toray的優先處理風險

“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優先處理風險 負責推動部門 對應之全公司委員會

複數採購、供應者責任風險 採購部門（採購企推室）
生產本部（生產總務室）

產品安全、品質保證風險
(1)產品、服務之安全性相關風險
(2)品質保證相關風險

新流感風險

地震造成之持續事業風險

法令遵循相關風險
(1)違反獨占禁止法
(2)違反內線交易限制

資訊管理（資訊洩露風險）
(1)文書管理
(2)資料管理

關於遵守貿易法規之風險

※編制新流感對策WG
環境部

產品安全、品質保證企劃室 產品安全、品質保證委員會

安全、衛生與環境委員會

法務部
倫理委員會
（法令遵循委員會）

（資訊化推進委員會）

安全、衛生與環境委員會

安全保障貿易管理委員會安全保障貿易管理室

※編制資訊安全對策WG
總務部
GS推進部

全公司統括、工廠類（環境部）、
總公司類（總務部）※編制對策WG
系統類（資訊系統部門）
採購類（採購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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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安全保障貿易管理所預期之風險

本公司時常警戒之風險

1. 違法風險
隨時都有發生違法情事之可能。違法風險不斷
改變場所或形態，覬覦發生的機會。

2. 不正當調度
風險

本公司產品及技術，無論是否為清單管制對象，
均為不正當調度之覬覦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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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發生違法情事時之適當對應方式

如為平常便致力進行出口管理之企業，

即使發生違法情事，

只要迅速並適當地向經濟產業省報告，

不會有老實人反而吃虧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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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預期會受到重罰，視野只聚焦於報告違法情事後的
「損失」，使企業選擇了不該做的不誠實處理方式。

「誠實報告會因此被問罪。」
「對我們不利的事，儘可能什麼都別說。」

即使內容輕微，經濟產業省的指導也會變得嚴厲

發生違法情事時的不適當對應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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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創設事故、近似差錯等之報告制度

2007年制定關於事故（違法及有違法疑慮之事件）及近似差錯（未達違法程
度之內部規則違反等）之內部報告制度。

現在強化運用，除於報告對象中加上疑慮資訊外，關於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上
應採取任何措施之事件，無論輕重，均須於瞭解後以3日內為目標，以『速
報』向安全保障貿易管理委員會委員長報告。

創設目的

危機管理上重要
之事

・迅速向安全保障貿易管理最高負責人報
告

・迅速向經濟產業省報告

風險管理上重要
之事

・徹底查明發生原因，策定並實施有效的
防止再發措施

・共享資訊以扼止類似案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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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目的：創設在雙重檢測等時易於驗證判定是否適當之機制

判定者須留意以下重點進行判定。
①是否具體記載判定對象，使無論何人閱讀均可明確辨識
②是否記載該判定結果之明確理由與根據，其是否允當
③是否附上審查、檢驗判定結果所須之必要且充分資料
④判定之際應確認項目是否有遺漏

審查時只要欠缺上列任一條件，便退回。

關於上述④，判定者被要求須透過儘可能列出關於判定對象的適當關鍵字，毫無遺漏地
抽出可藉由該關鍵字鎖定之「應確認之法令項目」，以一覽表記錄各項目判定結果與判
定理由。以此方式，讓雙重檢測的審查者可透過檢查記錄中的關鍵字與項目，回溯判定
者的判定過程，確認無遺漏且判定結果允當。

外購產品應儘可能取得製造商之該非判定書，如難以取得，也應對判定對象物品做適當
調查，依前述綱領進行判定與審查。

制定Toray Group標準之「該非判定」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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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徹底取得需求者誓約書

法令規定，清單管制對象貨品、技術交易須依據項目、
售達國家或地區，由最終需求者取得用途等之誓約書。
TorayGroup的管理方針則無論法令是否要求，所有清
單管制對象貨品、技術交易均須由需求者等取得誓約
書，徹底確認需求者、用途、保管場所、使用場所，
要求對方承諾絕非用於大規模破壞武器相關用途。

徹底確認最終需求者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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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安全保障貿易管理所預期之風險

本公司時常警戒之風險

1. 違法風險
隨時都有發生違法情事之可能。違法風險不斷
改變場所或形態，覬覦發生的機會。

2. 不正當調度
風險

本公司產品及技術，無論是否為清單管制對象，
均為不正當調度之覬覦目標。

即使未違反出口相關法規，只要判明產品流向不適當用途、不適當買方之
情事，便可能損及Toray Group整體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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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成為不正當調度對象之背景（1）

伊朗、北韓、中國等國家的企業與組織企圖
不正當調度

最先進材料由於受到競相做軍事用途開發的國家意圖影響，未
成為清單管制對象，不可只警戒清單管制對象品。

清單管制對象品或最先進材料，因

開發大規模破壞武器

傳統武器的近代化（提高性能、降低成本）

之目的，成為不正當調度的覬覦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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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清單管制品與先進材料能變成大錢

對「用於何種用途？」
「是否為真正的需求
者？」「對需求者有無
疑慮？」等，慎重確認
後才銷售

產生無法透過正規供
應鏈購買的需求者

不得不假定「有無論如何都欲取得的強烈需求，無論
花多少錢、無論從何種管道都要弄到手的買家存在」。

成為不正當調度對象之背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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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1.  成為不正當調度
對象的案例

清單管制對象品或最先進材料由於其優異性能而被用於大
規模破壞武器（核武、生物、化學兵器、飛彈）開發或軍
備近代化（提高性能、降低成本），可能被覬覦成為不正
當調度的對象。

2.  流向不適當用途
或不適當對象的
案例

即使是非法銷售品、竊盜品、垃圾等清單管制品，由於存
在可高價出售的「黑市」（包含網路上的BtoB網站），可
能由於需求者以非法銷售方式出售或倒閉的需求者為以庫
存換現金而流出至「黑市」。也因為該等「黑市」的存在，
一旦需求者的庫存管理或生產管理不確實，便可能誘發員
工將其帶出或被外部人員偷竊。

3.  沒在國內使用，
私下出口的案例

因海外需求高，日本的仲介可能取得原本以在日本國內使
用為前提而出售的產品，私下以不正當方式出口。

清單管制品或先進材料被覬覦的可能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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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關於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原則

所謂
交易審查

將風險可視化
之措施

徹底執行「“Know Your Customer” 
（KYC）」的基本。

“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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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往中國的出口訂單，應一併確認需求者等的中文版HP，
調查其有無航太相關事業或GJB（國軍標）的取得狀況等。

• 每次確認最新的碳纖維消費能力資訊。
※消費能力可能因使用設備台數的增加或旺季延長工時等

原因而改變。
• 即使為國內交易，如已知將被出口，也應以製造商立場確認

其用途允當性或需求者等疑慮，審查是否進行此筆交易。
• 也須仔細確認交易對象財務狀況。

→假定有交貨後交易對象倒閉，出口的貨物去向不明之
可能性。

交易時應注意事項（以碳纖維為例）

“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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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最終需求者的庫存狀況

• 碳纖維並非只要出口完畢就結束。也須留意最終需求者是
否依計畫使用碳纖維？庫存是否過剩？
→庫存過剩可能招致管理不徹底、私下轉售等風險。

• 接到反覆訂貨的訂單時，應確認最終需求者的庫存狀況及
使用計畫，判斷貨物數量的允當性。

交易時應注意事項（以碳纖維為例）

“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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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顧客能徹底理解的措施（1）（以碳纖維為例）

“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如果顧客正確理解誓約事項、
實施適當的內部管理

就能扼止不正當調度與流出，顧
客的重要業務也能獲得保全。

貴公司

貴公司子公司、
相關企業

預浸料製造商

須取得經濟產業省事前同意！

①外包加工
使用從日本進口的碳纖維，把預浸料的製造外包給其他公司。
使用從日本進口的碳纖維，把產品生產外包給子公司或相關企業。

②改變商流

「A公司」 「B公司」

把收貨人從「A公司」變更成「B公司」。

在從日本進口前須取得經濟產業省事前許可！

貴公司

收購業者等
把碳纖維轉賣。

須取得經濟產業省事前同意！

③轉賣



28Copyright © 2014 Toray Industries, Inc.

讓顧客能徹底理解的措施（2）（以碳纖維為例）

“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貴公司 同國內的貴公司
其他工廠

請事前連絡日本的出口業者。

④同國內的貴公司工廠 要在同國內的其他工廠製造產品。

⑤把仍有剩餘絲線的捲軸丟棄

要把仍有剩餘絲線的捲軸丟棄。

請將其含浸樹脂，或把剩餘絲線剝除後裝袋丟棄等，用使其無法再使用的方
式丟棄。

⑥用於其他用途
其他用途

須取得經濟產業省事前同意！

要使用於非屬“End Use Certificate”的用途。載於“End Use Certificate”
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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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顧客能徹底理解的措施（3）（以碳纖維為例）

“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公司名稱：AAA CO., LTD.

製作！
保管！

要變更公司名稱或地址。

⑦End Use Certificate記載內容發生變更

公司名稱：BBB CO., LTD.

請事前連絡日本的出口業者。

⑧請貴公司思考避免使用完畢的捲軸被第三方惡用的對策。

⑨請仔細製作傳票及生產記錄等文件，並善加保存。

入庫傳票 生產記錄

出庫傳票 庫存表
等



30Copyright © 2014 Toray Industries, Inc.

• 「安全保障貿易管理（出口管理）並非是只進行到
出口就結束的管理，而是包含對需求者等的管理在
內的總體供應鏈管理。」

• 「為進行有效的管理，須要需求者等的適當理解與
協助。」

最後想傳達之事

“Toray 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之想法與措施”

為不斷改善、強化“TorayGroup針對安全保障貿易管理
之想法與措施”，時常意識著的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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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各位的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