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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的真實性 

 導演艾德華茲維克偶然發現獅子山共和國內戰的紀錄片，
因為鑽石所帶來的財富，導致非洲超過六百萬人無家可
歸，三百多萬人死於戰亂，更有許多婦孺因無意間發現
秘密挖礦地點而遭叛軍剁掉手腳。為讓世人知道這個殘
酷的真相，茲維克著手拍攝「血鑽石」。拍攝前，導演
與李奧納多實際走訪難民營，婦女與兒童缺手斷腳的情
況令人怵目驚心。李奧納多說，難民營的小朋友看到他
們帶著巧克力出現時，立刻開心地圍上來，臉上露出天
真的笑容，可是一問到他們的殘肢，臉上的喜悅馬上被
恐懼與哭泣取代。 



 獅子山從1991年到2002年，超過10年處在內戰
衝突的動盪之中，目前爭亂已經告一段落，因而
有人質疑「血鑽石」內容兒童兵的問題早已不存
在。  



研究區域-獅子山共和國  

 賽拉利昂共和國 Sierra Leone 

 位於西非大西洋沿岸  



經濟 

 獅子山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由於礦產豐富，獅子山國的經濟主要是依賴礦業，
尤其鑽礦業佔了很大分量。 

 農業生產佔GDP三分之一，主要農作物為稻米、
木薯等。工業占GDP五分之一，以礦產品為主，
輸出金額佔獅國外匯收入一半。 



 主要輸出項目: 

  鑽石、金紅石、可可、咖啡及魚貨 

 

 主要輸入項目:  

 食品、機器及設備、燃料及潤滑油 



獅子山共和國之經濟V.S.南美洲之經濟  

                獅子山共和國 中南美洲 

 戰亂               有               無  (註1) 

 高價值出口物 鑽石、金紅石 金、銀、石油  (註2) 

 殖民式經濟 無               有 

 前殖民母國 英國               多為西班牙、葡萄牙 

 經濟方式 奴役式的勞工 大地主制 

 負債               皆負債累累 

 不對等貿易 進口：多為附加價值高的高科技產品或是民生必需品 

                             出口：多為附加價值較低的的第一級產業 

 註1：中南美跟非洲狀況差不多，大概在1990年代前後逐漸結束內戰，僅哥
倫比亞因為毒品      的關係比較不穩定。 

 註2：南美洲除了礦產之外，還有出口畜牧產品，如:阿根廷以出口牛肉聞名。 



議題簡介-經濟問題 

    獅子山共和國的政府和反叛軍在脫離英國殖民
後爆發長期內戰，叛軍為了購買軍火而開始開採
鑽石礦，並逼迫人民成為游擊軍以及廉價的鑽石
礦工，其中不乏許多年幼的孩子，但由於人們發
現鑽石經濟價值的重要性，在叛軍首領於2000
年被捕後戰爭反而越演越烈，戰爭的目的已不在
是掌握政權，而是一座座價值連城的鑽石礦，以
至於目前的獅子山人民大多以採礦維生並且長期
生活在戰亂的陰影下。 



分析要點陳述 

 因為鑽石所帶來的財富，使非洲戰火蔓延，導致
非洲超過六百萬人無家可歸，三百多萬人死於戰
亂，更有許多婦孺因無意間發現秘密挖礦地點而
遭叛軍(RUF革命聯合陣線)剁掉手腳。 

 RUF在控制區開採鑽石，販賣到世界市場，以換
取價值數以億美元的軍火、交通工具、食物等，
並持續進行內戰。 為讓世人知道這個殘酷的真
相，才著手拍攝「血鑽石」。 



 獅子山內戰的背景既不是意識型態的鬥爭，也不
是族群或地域的衝突，其根源完全是國際珠寶商
之間對鑽石礦藏的競奪。  



 獅子山首都自由城，人口約130萬人。 

 自由城是獅子山主要的出口港口，主要工業包括
魚類加工、碾米、煉油、鑽石切割、捲煙業。除
了生產鑽石和黃金也有出產橡膠。 

 然而這些礦產中鑽石最有價值，即使開採其他礦
業其所得也不會比鑽石高，這就是不開採鑽石當
地居民無法存活的原因。 



金伯利鑽石認證制度 
( Kimberley Process Certification Scheme for Rough Diamonds ) 

 制度的背景和目的 

 介紹「金伯利制度」 

 



 「金伯利制度」的成效: 

    金伯利認證機制啟動至今，已逾4年，但杜絕血
腥鑽石的成效不彰。 

主要原因: 

1.金伯利認證並不具有強制性，只能訴求道德自律 

2.金伯利認證不易徹底執行 

3.制度規定不夠嚴密，容易鑽漏洞 

4.可能造成物價上漲與更多相關的問題 



結論 

 非洲多國除了因殖民造成經濟結構脆弱外，更有著內戰
的問題。雖然獅子山已結束內戰，但情況並沒有好轉，
“鑽石”依舊是各方人馬爭奪的目標，也是當初內戰的
根源，更牽扯出背後各方政治角力及鑽石出口商龐大的
利益，即便鑽石業聲稱情況已大為改善，但事實是：龐
大的商機只是徒增當地的貧富差距，工人（孩童）們用
血汗賺取微薄的工資，而商人們卻坐擁大筆財富。開採
鑽石並沒有錯，問題是如何人道的開採並用鑽石帶來的
利益改善人民的生活，才是最值得思考的問題。「鑽石
恆久遠，一顆永流傳」在我們花大錢購買時，我們是不
是應該了解它的來源和所代表的涵義呢？ 



何謂人道的開採方式 ? 

 給予工人合理的薪資及按時發放 

 不雇用童工(特別是11歲以下) 

 分配乾淨的飲用水、給予足夠的糧食和營養補給 

    不當的例子：安哥拉一座礦場的孩子每週從採礦公司那
裏只得到一袋牛奶補充營養  

 國際相關組織也曾希望改善礦工的工作環境，特別是讓
「童工重返校園」接受教育 

 不應該用武力逼迫的方式來逼他們幫軍方開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