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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7 年联'检组报告说，人们对于利用评价来改进联合国系统组织的业绩趣 

续感兴趣， 1 9 8  1年联检组报告了为发展评价系统以及开始加以利用而采取的行 

助的情况， 1 9 8 2 年，行政协调会指出，评价工作应是 " 整小管理发展努力"的 

必要和完整的部分 , 联合国大会表明继续支持每一机构的评价工作，本报告回顾了 

目前在结合与利用评价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第一章）„

几乎所有的组织目前正积极且更有系统地利用评价，特别是通过内在自我评价 

和深入方案评价，中央评价单位规模仍然很小（每小单位平均只有2 . 5个专职人员 ), 

尽管工作量已经增加 . 这些单位一般来说工作开展得不错，但平均有一半的时间用 

于进行深入研究和汇报，因而用于监测和支助评价系统以及用于现仍需大幅ÿ■大的 

系统范围的时间就非常有暇了（第二章）》

各组织越来越注意将评价纳入其决策过程中。但对方案投入的重视仍多过对结 

果的关注，设计改进的责任和行动仍不明确，通过培训，以加强整小组织的工作人 

员的理，并提高能力的工作仍然较※薄弱。较为有利的情况是，电子计算机化的资 

料系统为改进关于业绩的资料提供了新机会，管理审查程序越来越注重效率和管理 

体制（第三章）„

内在自我评价系统促使评价方法更为明确和协调，现正作出努力为各种类型的 

深入评价制订适当的方法。各组织需要订有明确的标准来确保评价的质量（第因章)。

许多组织已开始筒化其内部反馈程序并使其现代化，而且现在已普遍规定了将 

评价工作向理事机构汇报的做法。为了保证及时提供关于执行情况的有关资料以满 

足整个组级方案决策需要，人们有必要作出长期的努力( 第五章）。

各组织越来越积极地支持由各国进行评价，但与紧迫的行政能力需要相比,资 

源仍十分有暇。现正采取行动，进一步调和机构间的评价活动，国际评价系统的轮 

扉正开始遂步形成（第六章）。

日益增多的评价经验表明了各种各类的为改进业务活动而对评价的大量利用 , 

" 评价的评价" ，以及秘书处和理事机构的使用者的需求稳步增长但仍需作大量 

工作进一步发展评价，坚定地将其与决策工作相结合并充分实现评价的价值，以便 

为更好地满足成员国的需要而改进组织的业务工作( 第七章）。

搞 要 .



评价正显示出其价值，而且与比以前更广泛地受到联合国系统的利用，与此同 

时各组织的任务也比以前任何时侯更加艰巨，各组织应德步开展工作，改善有关成 

镜的资料，其办法是：通过扩大评价的范围和加强设计、监溯及培训工作，控制评 

价工作的质量，进行适当的合作努力，力中央评价单位提供足够的工作人员（第八 

章 ）-



一.导言

1 . 评价是根振各项活动的目标，尽可能有系统地、客观地决定活动的适切性、 

效率、功效和影响的过程* 评价系统是通过向各个秘书处和政府间机构提供关于 

结果、影响和功能的分析资料，以便尽可能r 大各组织活助的功效，从而改进目前 

和将来方案， 它们还向各政府间机构说明如何有效使用资料，增进各组织对评价 

经验的兴趣，以及继续不断把吸取的经验教训用于将来业务的兴趣，

2 .  1 9 7 7 年联合检查组（联检组）关于评价工作的首次报告发现，联合国 

系统内对于评价工作的兴趣正处于" 起飞 " 点 上 ' 行政协调委员会（行政协调 

会 ）认为，联检组的报告为较长期有决心并且有计划•的采用或发展评价工作的不辦 

努力提供了一小极其良好的起点， ： 1 9  8 1 年联检组第二个报告发现，大多数 

组织制定评价系统的工作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注意到它们正进入普遍执行的 

第二小关鍵阶段， '

3 . 行政协调会1 9  8 1年指出，行政协调会" 强力竞持联检组报告所表明的 

论点，即应把评价看作政策制定、方案规划、預算编制和执行管理过程的一小必要 

的和完鉴的部分，而不是只当作这些过程的一小应有的附加部分。 ，’ 行政协调会 

认为，有必要加强评价技能和机构能力以便有效地支持评价工作，并需要"将评价 

与全面管理发展努力方面的组织决策过程结合起来 " A， 联合11大会也确认"继 

续支持各机构发展评价系统和评价单位" ， 并放励所有机构"确保其各自评价能力1 

使评价工作成为各该机构的方案制定和发展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 《 ’

4 . 这篇报告对于联合国系统各机构正在进行的评价 " 关鍵阶段"提出了一般 

的看法。 报告的副标题指明，报告特别论述将评价与各机构的决策和工作过程结 

合起来的问题以及现在正如何对评价加以利用~
5 ; 1984年年底、 19S5年年权，联检组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包括国际农 

此发展基金和世界報行这两个未参加廣檢组工作的组织) 收集了关于评价系统活动 

和取得的进展的资料，检查员访问了几乎所有这些组奴，就评价状况和问题开展了 

进一步的讨论„ 对有关文件、准则、政策的说明和报告进行了审查，征求了各小 

组织对于整小联合国系统内评价问题的看法，并听取了它们对于由此而产生的振告



草稿的意见， 另一份报告（J IU /R E P /B 5 /1 0  ) 扼要说明了 2 4 小组织的评价 

工作的进展和现状（见附件二目录）。 检查员希望对所有为这些振告作出了努力、 

提供了看法和意见的À 表示感谢。

二 .着手方法

6 . 大多数组织已经从享育和设计阶段进入了采取行动执行评价系统的阶段。 

因此：它f l fP阶活动和关切的性质当然也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本章叙述了正在 

出现的基本格局， 这些变化的格局对于较小的中央评价单位的责任和业务也会产 

生重大影响，而这些单位对于每一姐织内进一步发展评价能力、质量和用途将继续 

是一小关鍵的因素•

A . 变化中的评价活动格局

7 . 行政协调会对于1 9  8 1年联检组报告的意见指出，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 

报告应包括一小表格，说明中决:评价单位的地点、其工作人员的实力、参与评价的 

程度以及评价包括的各小领域 * 联檢组在其1 9  8 1 年研究报告中考虑了这种 

可能性，但认为大多数组织内的评价活动仍处于试验阶段，因此一张表格的价值将 

会非常有限，

8 . 但 在 1 9 8 5 年，大多数组织已经开始更为强有力地执行活动并取得了经 

騎，因此可提出关于联合国系统内评价系统活动资料的表格附件一提供了关于 

2 4 小组织的资料，包括联合国及其8 个较大的实体以及1 5 小联合国系统专门机 

构， 表格中提供了关于每一组织的全部专职工作人员和资金方面的资料；其中央 

评价单位的名称、地点和资源；已确定或正在确定的主要评价类型；以及其他主要 

评价系统职能的状况，

9 . 要在一个简单的表格中纳入并比较各小组织的复杂情况垂然需要相当小心， 

可注意到的暇制情况很■多，其中一些如下（另外一些见附表说明）：



( a ) 人们只须研究一卞联检组第85/10号报告中列出.的 2 4 个组织的评价  V 

活动捕要就不难认识到，评价系统的需要和活动因各有关组级的规模、 

结构、任务、综合方案和政策的不同而差别甚大。

( b ) 中央评价单位是有效运用评价系统的关键* 但在诸如世界卫生组织 

和儿童基金会等组织内，由于其此务活动极其分散，并且已经广泛开 

展工作确定整小組织范0 内管理过程1:卞Ï评价责任，因此其中央评价 

单位的责任和工作必然与其他组织大不相同，

( C ) 在一些组织中，例如难民署、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国际贸易冲心，其 

主要方案重点在于援助（外地）活动。 其他组织、如联合国和贸发 

会议，总部的方案和活动则更为重要， 因此，表格中表明某一特定 

领域内没有评价活动对一个组织来说，可能是有待克服的重大缺陷， 

但对月一个组织来说，可能重要性很小，

( â ) 表中就是表明了某一姐织已开展某种活动（例如总部方案和活动的内 

在自我鉴定或评价准则 ) , 也不容易表明这一活动到底是极有限的、

适度的、广泛的或全部的包括了这一领域，也不容易对这一活动的质 

量作出判断， 同样，如表明 “ 正在设立 " 某种评价活动，也仍待证 

实， （由于这些原因，联检组第8 5 / 1 0 号报告中关于每一组织的 

捕要对于澄清附表中所列的简要数据是必要的）。

1 0 . 牢记上述各保留点，则可以尝试提出关于重要评价格局的一些意见，作为 

后面各章讨论的基細， 第—— 非常儒单一- 评价现在整小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 

中正得到积极利用>

(a) 1 9 7 7年联检组关于评价问题的报告友现在所调查的1 3 小组织中，

只有两个建立了某种类型的评价系統，另外6 小组织正在建立这种系 

统。

(b) 1 9 8  1 年联检组报告友现，在2 3 小组织中有1 2 小已经建立了某种

类型的系统，而另外5 个正在建立这种系统。

(C) 1 9 8 5 年 在 2 4 小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已经成为参加联检组的



- 小组织，并且被包括在调查范围之中 )中，有 2 1 小已经建立了某种 

类型的评价系统（不过联合国和教科文组织在系统实施方面已经远落 

于其他大的机构之后）。

(d) 三小仍未建立自已的评价系统的组织均属较小的高度技术性的专门机 

构，检查员认为它们目前并不需要完整的评价系统。 然而，世界气 

象组织已为某些方案的制定了评价程序，现只剩下国际电讯联盟和万国 

邮政联盟，除了它们所执行的开发计划署支助的项目规定它们制定某 

些评价程序外 , 并没有具体的评价程序。

( e ) 这些评价系统下的方案和项目范围亦已扩大，因为大多数组织已经从 

最初的评价试行工作进展到在签个组织内进行评价。

1 1 . 第二 , 现在正以多样化和更系统的方式 . 来 利 用 评 价 。 1 9 8 1 年， 

大多数组织集中评价单项技术合作项目，作为其内部评价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但 

现在的评价工作所包括的方面却要广泛的多。

( a ) 四分之三的组织已经建立了深入项目评价程序和更广泛评价技术合作 

( 外地）活动的程序。 几乎同样多的组织已经或正在建立项目的内 

在自我评价程序( 一些过去依靠深入项目评价的组织现增设了内在自 

我评价过程) 。

( b ) 评价亦正较缓慢但却札实地扩展至半数组织的总部方案、次级方案和 

支助活动。

( C ) 虽然仍不很经常，但三分之一的組织在过去数年里已经进斤并公布了 

某些外部评价。

( d ) 在设立某些基本评价系统功能方面也已取得进展， 1 9 8 1 年联检廷 

报告将此列为令人十分关切的问题。 在 2 1 个具有某种评价系统的 

组织中 :

H 三分之二已经制订了评价工作计划； 

a 几乎所有这些组织都已经或正在制定自己的评价准英j;

B 除去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外，所有组织（也包括世界气象组



织 ）均已经或正在制定某种定期向理事机构汇报评价情况的 

办法；

m 然而不幸的是，只有不足半数的组织制定了评价方面的职工 

培训计划。

12 .  评价工作已经超出对单个技术合作项目评价的范围而^展至对更为

广泛的方案进行评价。 情况似乎是，各个组织的理事机构和上层管理机构打算更 

加注意对技术合作方案、项目组和总部方案及活动进行评价，

( a ) 目前在全部2 0 个组织内，使用最广泛的业已制定或制定中的评价形 

式是冗单小项目范围之外的技术仓作活动进行更为广泛的评价：项目 

组、国别方案、地区项目、 " 主题 " 项目或部门项目、或技术和援助 

过程。

( b ) 有三分之一的组织，主要是较大的組织，业已或正在为其一般是在次 

级方案一级的全部或部分总部方案和活动制定内在自我评价程序，作 

为广泛方案评价的重要 " 建筑快料" 。

( C ) 半数以上的组织已经或正在为总部活动制定某种形式的方案评价程序。

(d) 大约三分之一的组织进行的外部评价几乎均采取广泛方案评价的形式。 

1 3 . 当然上述看法只涉及正在进行的评价的质量，但上述三种形式勾画出了本报 

告其余部分所讨论问题的轮靡。 日益增加的评价工作量为这些小型的中央评价单

位带来了相当大的负担（下一节）。 须将评价过程充分有系统的与組织决策结合 

起来，以便不断加强对结果和实绩的强调（第三章）。 评价种类的日益多样化、 

特别是方案评价的增加，对方法带来了新的问题（第四韋 ) 。 如要进行结合，则 

须不断地使评价反馈、后续工作以及汇报资料流动（第五章）。 日益增多的评价 

活动不但允许而且要求更加强方案参加者、委托人和组织之间的合作联系（，六 章 ) 。 

最后，各组织在所有这些领城中不断积累的经验为研究这样一些关键问题提供了基 

础：评价正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利用？评价的价值如何？ （第七章）。

B. 变化中的中央评价单位的责任 

14 ,  1 9 8 1年，行跋协调会引述联检组的调查结果指出，友展评价系统的主



要问题是，用于配备中央评价单位工作人员的资源数量很少， 行政协调会认为， 

为了提高有效的支持组织决策过程所必须的体制评价能力，获得充足的资源是必不 

不少的。 行政协调会一方面注意到不增长激算政策所带来的压力，但同时认为， 

只要稍力增加用于评价的资源，即可取得较大的累进利益—— 不论在节约方面还是 

在提高效益方面—— 这种利益可能会远远大于所耗费的成本， 与此同时，通过査 

明哪些领城和方案效益较大或效益较小，并促进谨慎的便用已有资源，评价就可帮 

助各个组织更好的解决ÿ 个预算资金严重不足问题。

1 5 . 联 检组 1 9 8 1年报告说，除世界報行外，在 2 3个组织的中央评价单位 

只有大约5 0 个的专职工作人员的职位。 联检组指出，这种最低限度的工^^人员 

配备—— 在半数以上的组织中只分配二个或一^ 或不足一个官员的时间—— 尚可制 

定内部评价系统并进行最初的试验。 然而，系统一旦实施厕会带来很大的工作量， 

工作人员的数量如很少，是难以有效地进行这种工作的，

1 6 . 从附表可以看出，在以往四年中，工作人员配备情况变化报小。 除世界 

银行外（世界報行为了满足广泛的新方案评价的寄要而大幅度增加了工作人员，其 

人数占^ 系统中央评价工作人员的半数以上），中央评价单位专职工作人员职位 

员额只增加至5 § 个，增加了 1 6 % 。 然而，与此同时，组织评价系统的数目部 

从 1 2 个增至 2 1个 ，增加了7 5 % 。 另外，进行这种比较时弁未考虑到因评价 

系统范围、复杂性及活动的护•大而引起的工作童的增加，

1 7 . 实际情况不象看来部样精糕， 有几小组织已经增加了一些顾问资源（不 

过数目仍然报小）。 另外一些组织在短期基础上利用了免费的专家和实习生，迁 

有一些组织已经增加了一接高敦总务工作人员， 一些级织已在其组织肉的其他部 

门设立了一些特别评价取位 , 其功能不仅仅是挂名的 " 评价中心点，’，它们只要帮 

助支持中央单位的评价工作。 另外，包括在 1 9  8 1 年联检组工作人员总数中的 

一些职位除负责评价工作外，还负有其他一些职责，在这种情况下，评价工作往往 

被其他紧急的短期任务挤掉， 因此，一些组织对其工作人员配备进行了明确安排 , 

至少设置了一个专职评价官员的职位，本报告的附表试图更为谨慎地表明在哪些组 

织中存在着评价取位不满一个的情况以及承担混合任务的情况，



18 . 1 9 8 1年联检组报告指出评价单位设在组织中的哪个部门的趋势也并不明 

确，设在方案编制部门的情况比设在行政负责人办公室的情况稍多一些，设在行政 

办公室和财务办公室的则数目最少。 1 9 8 5 # , 这 种 格 局 似 乎 趋 于 稳 定 在 20  

小中央评价单位中，有 9 个是设在方案编制部门（主要在较大型的组织内，可能是 

为了增加对巫务活动的反馈）。 七个由行政负责人或其代表管理（大多在较小的 

想织内），两个曼设在技术合作单位中（难民署和国际民用航空姐织），一个由理 

事机构管理（世界钱行 ) , 另外唯一的一个（具有评价协调功能）是设在行政单位 

之 内 ( 国际原子能机构 ) 。 检查员并未从这一格局中得到任何特定的结论：评价 

必须与几个关键组织过程联系起来，并不存在一个可普遍适用的万能的组织安排方 

法。

1 9 . 虽然中失单位人员的配备和设置部门并未发生很大变化，但 i f价责任部变化 

报大。 1 9 8 1年是任务艰巨的一年，主要工作是系统设计和读發，工作现已接到 

种类更为繁多的系统执行方面。 由于每一中央评价单位在其结构责任、优先次序、 

程序和资源方面的差别很大，目前中央评价单位活劾的 " 一殷 " 格局大致如下，按 

任务所花赛时同的多少依次列出：

( a ) 实际进行评价（ 38 % ) ; 

m 系统发展（1 1 % ) ;

( C )监督评价系统的运用情况（1 0 %  ) ;

( d ) 向理事机构的外部汇报 ( 9 9 6  ) I

( e ) 内部公报（6 % ) ;

( f ) 项目和方案规激（5 ) ; 

i s ) 非正式咨询（5 % ) ;

0 1 ) 工作人员培训（4 %  ) ;

( i ) 情况介绍和汇报（4 %  ) ;

( j ) 与其他组织联系（3 % ) ;

( k ) 其他职责（ 5 % ) 。
2 0 . 这一系列责任可分为三小主要类型》 第一，中央单位平均必须将几乎一

半的时间用于进行直接评价。 中央评价单位花在进行实际评价的时间不仅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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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外部向理事机构 'ü报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涉及安排这些评价报告，供出版和理 

事机构进行讨论之用。 一些评价单位不得不就过去的评价报告进行大量后续工作 , 

以满足理事机构开展进一步讨论的要乘另外，越来越多地要求这些单位进行的 

评价，不论是总部或外地的方案评价，由于其范围很广而且需要深入进行，因而是 

较为复杂和要求较高的研究工作，

21  . 第二，中央单位应将约四分之一的工作用于系统发展。 虽已取得进展， 

但仍需作大量工作以便包括所有组织活动，而评价系统现正主要在评价各种总部方 

案、支助活动、广泛的技术合作方案要求方面开展工作。 同样，这项工作远远超 

出了技术性的 " 系统发展 " 工作本身：项目和方案设计、非正式咨询、工作人员培 

训，是一般需要中央评价单位在很大程度上不断参加的其他重要系统发展任务。

2 2 : 第三，这些单位必须设法使评价系统不间断地工作，以确保它们有效地发 

挥作用。 这不仅涉及系统监测和内部汇报及反馈，而且涉及情况介绍和汇报（特 

别是顾问），与其他组织的联系，以及必不可少的其他各种工作。 内在评价现正 

用于大多数组织的技术合作项目并日益用于总部方案，它也要求中央单位同时履行 

必不可少而賽时的指导、支持、协调和分折功能。 1 9 8 3 年联检组关于开发计划 

署评价系统的报告，此一系统肯定是联合国系统中最为广泛和包括地城范围最多的 

一个系统，该报告较为，细地表明了统一的评价系统管理过程中必须结合进行的种 

种活动。6

2 3 . 在中央单位责任的这三个广泛领域中，每一题域的关鍵因素一-•和问题一  

是评价系统的质量问题。 深入评价须有系统的进行，认真注意评价规划、数振收 

集、分析、报告编写和反馈及后续工作并提供充分的时间。 必须认真准备和开展 

旨在包括新领域在内的系统发展工作，以便制订有效的新的评价程序并r 大鉴个评 

价系统》 系统管理要求中央单位不断地进行密切支持和监测，以便保证整个组织 

内的评价工作的质量尽可能高，并使评价系统有效率且有敎地进行工作。

2 4 . 要以有限的现t 资源来完成这三项主要任务，就出现了一个直接的成本效 

益问瑕中央单位专职人贾职位增至 5 8 个 （仍不包括世界報行）一事表明，近 

年来任务虽不断增加，但取得的进展部甚做  5 8 个职位散布于2 3 个姐织，平 

均每个組织只有两个半职位。 这只占 2 3个组织两万个专职工作人员总数的



0 . 2 5 % 。 这盛组织的而年期支出费用中每1 . 9 亿美元才有一个专职评价工作 

人員职仏应当承认一疊组织在某些特别部门中设有评价工作人员，其他另外一 

些想织正在开展工作建立评价 " 网 " ，以协助中央单位开展工作。 更为重要的是 , 

评价正作为方案管理人员责任的一个正常而必要的組成部分，遂步而适当地 " 结合 

进 " 业务工作中去。 但在多数组织内，这些小型的中央单位仍是其唯一的具体评 

价工作人员，而且在所有组织内，它必须继续是发展和使用有效的评价系统的基本 

管理者或 " 中心点 " 和推动力。 目前，每 3 5 0 个专职工作人员中只有一个系统地 

评价组织开展活动的功效。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

25 . 将中央单位的规模保持报小当然是可取的，因为所有支助性工作人员单位 

都应尽可能缩减编制。 另外，到目前为止评价单位的实力在于其赛定性。 —些 

工作人员现已具有1 5年以上的评价经發。 越来越多的人已从事了 4 一 6 年的评 

价工作，甚至在较新的单位中，许多人现在也已经有了 1 一 3 年的经验。 由于今 

后评价系统发展将曰還复杂，而且要求更多的深入评价，这些积累的经教和较稳定 

的状况是各组织应保留的一项重要资源，其本身也是保障评价质量的一种形武》

2 6 . 拾查员认为，中央评价单位虽然工作人员增加很少，但在f 大其系统并承 

担越来越多的业务、质量控制和管理任务方面，道今为止的工作还是不错的。 但 

成本效益关系中的成本一方只有在不致必然导致减少效盡的情况下才能考虑减少。 

联合国 1 9 8 3年的报告对加張评价单位的程序进行了特别有益的分析，这些单位可 

进行最低限度的评价介绍和维持工作（至少一位专业工作人员）， 亦可进行持续性 

的、积极的、有系统的、高质量的一系列评价活动（3 至 4 小专业工作人员）。 7

2 7 . 检察员在检联组第8 5 / 1 0 号报告中几乎没有具体建议增加中央评价单位 

的工作人员，但坚决支掩一些组织正考虑中的加强联检组的工作。 然而，他认为， 

所有组织应当认真而且不断地审查其中央评价单位对专业工作人员需要的情况（特 

别是当它们需要进行日益直接而复杂的方案评价工作时），以保证工作人员数量与 

责任和任务相称，不至于访，评价系统工作的质量。 大多数组织的中央评价资源 

仍然十分微薄， 但迄今力止对评价工作人员的增加所实行的严格控制至少应留有一 

些余地, 以便在将来评价工作扩展时能够加疆这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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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决策过程相结合

2 8 .  1 9 8 1 年，行政协调会指出，它 " 强力支持 " 联检组的下一观点，即应 

把评价看作政策制订、方案编制、频算编制和执行管理过程的一小必要的和完整的 

过程，而不是只当作这些过程的一个应有的附加部分。 在过去四年中，各组织已 

经相当多地注意到这一结合过程，但建立较合理并以结果为重点的决策过程需要不 

断地进行评价、改进，并根据情况和需要的变化进行适应性改变。 评价的根本性 

重点在于思考和效率，现正在缓慢地与决策过程结合起来，但仍有报多工作要做。 

就目前来说，评价至少正在帮助提出一些关于决策结构、重点和过程的新的有益的 

慨念和问题。

A . 方案编制周期

2 9 . 评价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向决策人提供所得到的关于项目和方案的实绩和结 

系的分析性资料，帮助改善一个姐织目前和以后的效能。 过去+ 年中，大多数组 

织已经建立了六年期中期计戈1和两年期方案预算程序，因此就有了一个基本的方案 

编制结构。 为了完成方案编制周期，还必须将监测和评价这两'个因素有系统地通 

过来自业务活动的不断的反馈纳入这一结构。

3 0 . 过去几年中，这一领域中出现了一些十分积极的进展，对技术合作与活动 

日益广泛地使用内在自我评价一直是一小关鍵的因素。 其 " 内在"性质使其成为 

方案编制过程中的正常的成份，其简化的结构又使其得以普遍利用。 定期性时间 

安排可得到稳定的持续性的反馈，而且由于这种工作是由进行业务工作的方案管理 

人员进行的，这就使这种反馈 ( 和利用.）能够迅速而直接进行。 这种标准化的方 

法也有利于对评价结某进行分析，以便向最高管理机构和理事机构进行内部和外部 

汇报，并为方案评价提供了一套有益的 " 建筑块料" 。

3 1 . 目前正不断以更广泛方案的评价以及行政和支助程序来补充内在自我评价 , 

有时甚至补充以某些政策评价。 这些做法对中夹工作人员，顾问、和理事机构代 

表所取得的结果和实绩进行了深入和独立的评价，以支持与方案有关的决策和制订 

将来政策，



3 2 . 更力基本的是，强调对结果和实绩进行评价似乎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和改善 

整个組织的决策程序， 世界工生组织在此领域取得的进展最大，制定了 "  生姐 

织方案发展管理程序 " 。 根振 1 9 7 8 年世界卫生大会的建议，卫生组织就政策 

的制定、一般工作计划制定、中期规划、预算方案编制、监侧、评价及资料汇报等 

工作制订了一襄统一的办法。 1 9 7 0 年代后期，该组织建立了基本结构，并对 

这种管理程序进行斌验，以保证这种程序切合实际、经济并具有综合性质。 在过 

去数年中，各种方法已获改进，内部机制业已加强，其目的在于保证包括评价在内 

的所有组成部分纳入并有计划地用于国家、区域和世界各级的持续性业务周期，世 

界卫生组织的这种管理程序类似于—— 其基本目的在于支持—— 根据人人得享健康 

的世界战略制订有效的国家保健制度的一个永久性、有系统的管理程序，

3 3 . 联合国系统其它姐织也在过去数年中采取重大步骤，加强其整个决统体制， 

它们这样做经常是由于认识到有必要将评价纳入基本方案编制周期，而且它们也的 

确这样做了， （在相关联检组关于各小组织情况报告的书目中对下列活动进行了更 

为详•细的讨论) 。

( a ) 联合国已经制订了关于方案规划、预算方案、执行的监侧及评价方法 

的条例和规则。 关于评价部分目前只获得郁分执行，但 1 9 8 2 年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条例的序言强调指出，方案编制周期的目的在于对 

联合国姐织的所有方案进行定期而彻底的审查，并使成员国和秘书处 

有机会在作出选择之前对此进行考虑。

(13)粮农组织已采取了一种包括年度工作计划、执行进展情况报告和调查 

情况进行中央评价和审查的系统，以对其自动评价程序进行补充。粮 

农组织还执行了一种外地项目管理资料系统和技术合作项目年度评价 

计划。 粮农組织另对其评价准则进行了修订，以加强和筒化评价系 

统并使反馈更有系统和更为有效，以便以较为统一的方法改善整小料 

农组织内的设计和执行情况。

(C) 开发计划署与机构间工作组合作对其现有项目的监测和评价汇报 

程序进行全面修订和试验，并以此作了改进和统一其评价系统结构的 

一 >1-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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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儿童基金会、人口活动基金和精食计划署最近编制了报告，以分别提 

交给负责审查和分析方案编制系统内监测和评价活动的理事机构，并 

建议了可进行进一步统一、筒化和改进的新倡议和领域提出了建议》

(e) 男外几小组织业已对其规划过程和评价作用进行了内部审查和重新评 

价，同时特别注意加强对业务活动决策的评价反馈。

3 4 . 这些活动表明，人们已更加注意决策过程的质量。 但要提高这些过程的 

质量是一•项要求狠高的长期工作，大多数组织需要解决一些无法避免的结构方面的 

问题。

( a ) 范围：在大多数姐织中，按理均应对所有活动进行盟测和评价。 但 

实陆上，目前方案编制周期在常规活动和预算外活动之间、总部方案 

与外地方案之间，行政活动与支助活动之间以及在谈判、制订标准、 

管制以及其它特别功能之间的使用并不平衡。 方案结构如不牢固， 

要进行监侧和评价就更加困难，虽然并非不可能。 另外，评价尽管 

已较为广泛地用于技术合作项目，但由于资源有限，因而限制为对其 

它的方案和活动进行评价，而作出的日益增多的努力， 此类评价仍 

只是探讨性的，而且同许多可进行评价的领城相比，这类评价主要是 

挑选进行的，

V o ) 责任：如要有系统而统一地使用方案编制周期，则必须在整小组织内 

明确规定、协调、理解并执行有关阶段的责任。 规划和编制颈算方 

案的责任在大多数组织内已成为较为一般性的日常工作，但具体的监 

测和评价作用、功能以及联系仍待澄清， 许多姐织在儒化和协调资 

料流动方面也似乎具有狠大潜力，因为方案周期文件、过去的审查程 

序、行政控制以及法定汇报规定，均要求编制特殊的 " 活动 " 报告， 

而较新的监侧和评价程序则在一♦很不清楚而且庞杂的审查和控制机 

构中交织在一起。 另外一小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因素是，需要努力 

将组织的方案编制程序与许多其他伙伴组织的方案编制程序协调起来 , 

这些伙件在范围、要求和质量方面可差别很大：提供信托基金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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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这一双进活动的援助国政府、技术合作方案和须目的东道国政府、

以及参与具体项目和作为专门执行机拘为组织服务的合作机构、非政 

府组织、和国家机构。

( C ) 时间配合一致：根据方案编制周期的含义，各阶段应有秩序地重复交 

替，但在实陆上不仅需要在周期内又划出周期（例如，在方案编制过 

程中广泛参与反馈和谈到 ) , 而且许多流动并不协调。 最明显的是， 

两年期中方案经常变化，往往只在考虑下-•个周期时才反映出来，现  

〉兄和资金支付汇报要落后执行几小月，评价结果往往只在有关方案的 

决定作出报久之后才能到手。 如要保证这几小阶段有效地结合在一 

起，仔细规划是必要的。

( d ) 有秩序的分析性资料流动：中期计戈j，方案颜算和评价报告只不过是 

整♦ 组织决策过程中较为显而易见的部分而已。 联检组关于联合国 

方案制订的1 9 7 8 年报告 8和 1 9 8 2 年报告 9说明只能将这些文 

件看作是方案制订系统的结构形式和外壳。 为了促进资源的适当的 

分配和有效控制，这一系统应包括有时限的目标和明确规定的产出、 

可产生这些产出的内部工作计划、不断地向决策人提供关于执行情况 

和预算情况的资料以及内在成就指数。 但不应将所有这些成份机械 

地使用，而应将它们用于满足管理和理事机构的决策需要。

3 5 . 然而，目前规划周期方面的主要间题仍是重点极为不平街。 方案管理人 

员、上层管理人员和理事机构仍将其大部分决策时间和努力用于规划的投入方( 特 

别是方案预算的编制、调整和核准），而只用于产出方（利用从方案执行中获得的 

监侧和评价资料来评价、调整和改进正在得到的方案结果）的时间和努力很少。

3 6 . 这种过分注意投入的做法并不足为奇。 官方组织的决策一向倾向于过多

的注意收集和安排投入，而不是处理确定已经可以进行何种不完善的行动这一必定

是复杂而且经常是令人失望的过程。 人们在十年以前就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顽

固性，例如，开发计戈>]署 " 新范围 " 政策说明中即强调指出， "不应从投入角度而

应从可以得到的产出或结某的角度看待技术合作 " 。男外，中期计划和方案派算一

般比评价程序早订，这样，很大一郁分努力就已经用于 " 完善 " 这些方案制订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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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用于充分发展监侧和评价阶段的努力就少得多了。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 

早在目前的预算无增长和资金极其据结的时期来到之前，规划和方案预算程序均已 

大体制订了，因此现在正在力争使评价体制化）。

37 . 过分强调方案预算编制具有很大的风险。 方案预算文件可能会包括过分 

，细的一般性资料，从而使管理部门编制起来要花赛大量时间，而且理事机构有时 

也报难于消化这些文件。 方案预算的时间安排可以将方案决定限制在一小非常死 

板的每两年一次的程序之内。 方案执行情况的数据和资金方面的数据选今尚未有 

效地结合起来 , 因为，过去按支出用途（工作人员赛用、旅费、家俱等）来确定投 

入决策的方法可能仍会占主导地位。

3 8 . 最重要的是，大量强调方案预算编制而又不进行有系统的后续工作可能会 

使参加者对整小方案编制周期产生不信任。 方案预算可被视为-•种几乎没有多少 

实际作用但又必不可少程序，因为方案预算之后，并来订有任何程序来确定活动是 

否按计划执行。 如果一♦组织提出一系列详细计划和指标而又在此期间不对所获 

得的结果进行认真审查以调整和改进以后的行动，那么这种不平衡情况也会导致使 

其信誉严重丧失的危险。

39  . 问题不在于降低方案頸算（和中期计划）的重要性。 它们提供了唯一合 

理而广泛的结构，使秘书处和成员国可在此范围内块定各组织应当作哪些事情以及 

如何作，而且对只应进一步加强的方案目标和预期结果，它们也进行了十分必要的 

强调， 也不是要通过评价产生同样数量的方案颗算所需要的文件， 现在所需要 

的是一种坚实可靠而切实可行的平街，从而不断地改进业务工作和方案编制。

4 0 . 因此，应将方案预算编制和评价坚实地联结起来，以便向决策人员不断地 

提供关于资源情况和业务情况的分析性资料， 数据提供的时间和方式应最适合于 

有效地分配宝责的资源和作出其他基本政策判断。 要这样做，上居管理领导人员 

须确保预算官员、方案编制和政策工作人员、评价单位以及方案管理人员密切合作， 

而不能让预算前景一 其僵硬的财务模式、对细节的十分注视、短期前景、行政和 

财务方向以及安排紧凑的时间表—— 成为向决策人提供的资料的主要内容， 反之 

倒是应将监测和评价资料结合起来，以便为作出全面而明断的决定提供特合情况的 

可靠的新的资料，



4 1 . 方案预算并不是评价必须密切结合的唯一阶段。上述各组织的主动行动是 

值得赞扬的，但联合国系统内所有组织均须定期重新审查其决策过程的质量和适切 

性。第五章和第七章将进一步探讨评价反馈和汇报网，以及实际评价在组织决策过 

卷中的用途和价值，下面四节中扼要叙述了其它一些关键成分，

B . 项目和方案设计

4 2 . 联合国系统的项目和方案活动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因为这些活动 

试图帮助解决国际经济、社会、技术及合作方面的问题。其中包含的问题往往十分 

复杂，而且人们不能对其完全了解. 这些活动的目的，特别是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 

和重要性增加，肯定会经常是政治谈判妥协的结果。与急需解决的问题相比所提供 

资源又十分有限。要获得成功往往需要取决于不可控制的外部因素，这些活动经常 

是试验性的或只起某种便进作用，寻求创新的突破。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死板的 

" 最佳 " 预先规划是不可能而且不可取的，为了报据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的 

困难和变化中的情况及需要作出迅速调整，监测和不断进行的评价则是必不可少的 

机制

4 3 . 尽管如此，为了便于进行良好的监测和评价以及增加成功的可能性， 良好 

的项目和方案设计却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一小方案不知道自己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一 

目标的方法，那么它将永远无法确定它是否能实现其目标。尽管将会出现各种各样 

复杂情况，事先考虑周到并进行了详细安排的方案或项目可以避免许多困难，并韻 

助建立实现预期的结果所必需的基本管理成分。因此，一小设计良好的方案或项目 

应尽可能明确地说明所研究的问题、关键的外部因素、 目标（预期的行动或变化）、 

所需资源投入、工作计划中的活动顺序、街量进展和执行情况的方法以及产出（预 

期的产品）。

4 4 . 奔多组织的方案预算的体制化以及日益增多地将内在评价用于技术合作项 

目和总部方案，这将为更好的设计提供了重大动力和基础。这种情况比十年前已有 

重大改进，当时很可能会发现这样一种说法，即某一单位计划花费相当多的资源

" 协助 " 某一职务不明的小组未明确说明的将来某一时间内模模糊糊地" 改善"某  

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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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 然而不幸的是，目前的评价结果仍暴露出许多严重障碍有效实施的设计方 

面的问题。目标不明确、不切合实际或不能够街量。要解决的问题不明确。并未搞 

清楚方案或项目的受益者（或与之进行遂商），重要外部因素也忽略了》目标、活 

动和产出混清在一起* 投入/ 活动/ 产出操作顺序设想不周，以导致重大延误和间 

新》职责不明确，以致于不能采取重要行动。执行 " 无跟期 " ，而不是有时限的。 

几乎所有组织目前仍很少使用进行情况和执行情况的指标。令人十分沮丧的是，有 

经验的评价工作人员报告说，这些间题一再出现。

4 6 . 不断出现这些设计方面的间题的主要原因似乎有二：涉及领导责任不明确 

和纯工作量问题，只有少数几小组织的评价单位才具有领导设计改进努力的明确责 

任，在大多数组织中，设计职责似乎纳入方案编制司的业务活动之中或分散由整小 

组织的方案營理人员承担。这是一种非常泛指的意义上的 " 结合" ，并未指定一小 

具体的人来领导和监，执行一參明确而稳定的行动，以改善鉴小组织的设计。在一 

些组织中，评价工作人员是包括在项目（如果不是方案的话）核准程序中，但其作 

用似乎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在大多数其他组织中，他们则不得不依靠通过一般准则 

和具体的评价结果的反馈，以便与项目和方案设计人员联系，

4 7 . 这种评价工作人员参与有暇的情况，至少在部分似乎是因项目管理人员唯 

恐评价人员会插足实质性决策工作并实际上反对这些项目。然而，设计作用实际上 

是咨询性的和支助性的。设计提供专家性意见，使项目和方案尽可能清楚画满地考 

虑制作出来，从而以最好的方式实现预期的结果„

4 8 . 第二个问题是所需设计的工作量《许多组织不仅有成百个或甚至数千个技 

术合作项目，而且还有成百个总部方案和次级方案以及行政和支助活动，这些正日 

益厲于方案制订范围，最近才成立^工作人员不多的中央评价单位一般还要考虑评 

价系统的执行：目前它们花在项目和方案设计的时间平均仅为5 % . 然而较差的设 

计对整小评价工作量造成直接的不利影响，这使评价工作耗时更多而且效率更低， 

因为评价工作人员必须首先赛很大力气 , 查明并重订方案目标和内在還辑，然后才 

能开始评价进展情况和结果，



4 9 . 特别注意改进设计程序的组织中有儿童基金会、工发组织、粮农组织、开 

发计划署、人类住区中心和世界里生组织，但在此领域中，国际劳工组织首先采取 

了一些程序， 许多其他评价单位維后将这些程序修订，用于它们本身的系统，国际 

劳工组织的序统自1 9 7 7 年开始运用以来，强调将设计和评价作为其指导方针和 

程序以及工作人员培训方案的基本方法，并将不断进行的设计改进过程，作为一小 

達商 " 服务单位 " 。其中涉及大量工作：评价单位举办了 5 0 多次设计和评价讨论 

会，国除劳工组织内外一千多人参加了讨论会；制定了一个电子计算机化的包括大 

约 1 0 0 0个进展情况或执行情况指数的清单，并就其用途与工作人员进行了嗟商； 

每年对大约20(yh项目的建议和文件进行审查和非正式搂商，

5 0 . 魄着各♦组织遂渐将其对设计和评价的注意力从技术合作项貝转移至系统 

的设计和审查各种类型的方案、次级方案、以及行政、支助和特别活动， "可评价 

性佑计 " 就变得十分必要。这种方法一向被评价人员用于事先他计一个方案是否设 

计完好，从而可进行成功的评价- 然而，这种方法本身正曰益变力一种管理手段， 

用于对一小方案进行分析，以便查明那些使方案更为有效、更容易评价、和更容身 

管理从而实现预期的实绩和结果的各种变化和评价性资料。

5 1 . 因此，可评价性佑计是一种重要的不断进行的管理支助责任和服务，中央 

评价单位或其他评价官员从技术上讲是有资格进行这种佑计的（如果不是目前人员 

编制不足的话），在与方案管理人员保持密切联系的情况下，可利用日益增长的实 

践和技术对任何方案或次级方案进行分析，以便协助保证莫定 " 管理基础" 便进方 

案的成功实旅，可评价性倍计的主要成份是：

( a ) 审查资源、立法指针、目标、管理人员和决策人的观点、工作计划、 

以及方案的還辑以便说明方案预期实现的目标；

( b ) 商定将要利用的措难和资料来源，并为此编制文件，以便表明方案正 

顺利进行，查明街量方法和数振方面的缺陷，并尽可能弥补这些缺陷 ;

( C )探讨方案在实施时，特别是在遥远的外地实施时，是否确实得合上面 

(a)段中关于方案的描述；

- 19 -



( d ) 初步判断方案是否有可能实现其目标，或是否有必要重新设计以及制 

订更为实际的目标；

( e ) 考虑方案和执行情况资料反馈是否的确适当，直接有益于方案管理人 

员；

( f ) 确定哪一部分活动可对其沿商定目标的进展作出评价，并确定其它领 

域中可作出何种资源、工作计划或目标方面的变动以制订更为有效的 

方案。

5 2 . 随着各个组织扩大其方案编制结构和监测与评价工作，电们对各种活动进 

行周密设计并使其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需要将日益明显。对上面扼要叙述的不断进行 

的设计支助过程的工作量需要也将会变得越来越大。每♦组织均须确定具体的责 

任、程序和行动—— 最好是在中央评价单位内一以便保证做到设计周密，部分是 

力了作为良好的监测和评价的必不可少的基础，但更重要的是促进有效的管理，以 

便更好地实现项目和方案的目标。

C . 资料系统

5 3 . 监测和评价飽基本前体是，如要进行有效的决策，则须不断地提供关于组 

织工作进展情况和所取得结果的资料》这就须要及时并以明确规定的方式向管理人 

员提供合乎還赛而又一致同意的关于各种狀况和衡量手段的资料，以将这些资料用 

于改进业务活动。

5 4 . 在上文讨论过的，监测和评价由于是方案编制周期 " 落后的 " 组成部分， 

即最后才实施，而实施时遇上资源严重，张的时刻，因此这一工作就受到某种程度 

的影响„ 但在资料系统领城中，这种落后的情况反而使评价工作受益非浅。最近关 

于评价的文件指出，最近关于方法的慨念并未出现任何突破，但计算机化资料系统 

为改进评价工作提供了极其良好的可能性。各组织现正越来越多地重新考虑它们对 

管理资料的需要，这种 " 新的观点" 可能而且应当将监测和评价资料更牢固地与决 

策过程结合起来。



5 5 . 行政协调会1 9 8 1 年 和 1 9 8 2 年的讨论强调了在系统范围内可以进行 

的各种协调性行动以便发展利用计算机化的通讯系统，因为这种系统对彻底改革 

办公室的工作方法是很重要的，而且对在全世界开展活动的组织也是很有价值的， 

联检组 1 9 8 2 年关于联合国系统内通讯问题的一份报告指出，各组织每年花 

在通讯的费用约达1亿美元，因此吁请各方更加注意规划共同的通讯需要并有效地 

利用新的技术，资料系统协调•问题咨询委员会的一个技术小组在1 9 8 4 至 19 8 5  

年期间，高度优先考虑了审查目前电信的利用问题，并考虑在今后采取成本效益更 

高的行动，

56. 1 9 8 5 年联检组关于计算机使用情况变化的报告发现，计算机（特别是 

个人计算机或 " 微型 " 计算机）的使用正在日内瓦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中迅速增加，"  

但管理资料系统目前仍未得到很好的发展，而是在许多情况下只暇用于分批处理日 

常行政工作，行政协调会和经社理♦ 会 1 9 7 0 年年中以来就已谈到有必要提供更 

好的资料，以满足各个组织慎密制定的决策的需要，然而只在过去数年中，新的技 

术、方案制订方法和敦件才似乎使各小组织真正开始筒化数振挡案、决策资料以及 

整小资料系统结构并使其标准化*

5 7 . 世界卫生组织可能进展最大 , 它制定了一个计算机化方案管理资料系统， 

标准的方案和项目 " 轮靡 " ，以及个统一的行政和财政系统，以促进整个管理过 

程内的规划、预测和监测，但世界卫生姐织友现，为了使方案制订和评价的质量更 

高，资料库仍需作出重大改进，同样， 1 9 8 4 年儿童基金会对其评价活动的分析 

中 '2 .较为详细地讨论了为与各国政府在国家一级进行情况分析和编制方案收集所 

必需的资料和统计数字方面的主要问题，以及为监测、评价、反馈和汇报目的而制 

订和利用高效率的资料系统方面的困难，

58. 其他机构在审查其方案制订周期和管理系统时也友现有必要筒化其资料系 

统，并不断提供关于方案执行的资料，然而迄今为止，对电子计算机的利用趋向于 

加剧上述方案制订方面的不平街情况：一些机构完全使用计算机处理关于其计划的 

方案预算数据，但在用计算机监测和评价关于取得预期结果进展情况的资料方面，



所取得的进展甚微。最近，内在自我评价的广泛使用，由于数据要求成了预算编飼 

形式的一小部分，最后应能克服这一问题然而，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便更容易 

而且迅速地得到这种关于执行情况的资料，将其用于各类方案中并改进其质量„

59， 在将金融资料系统与执行情况资料系统结合起来的工作，也存在实际问题„ 

这包括不同的期暇、 'I：报过迟以及关鍵变数的定义不时变动损及了执行情况比较的 

连续性和机会。提供资金的数据往往不以 " 成本力中心" 或者根本不以执行情况为 

基袖进行分析》例如，有一些组织正在为其总部方案制订内在评价方法，但发现很 

难得到关于方案构成部分或次级方案成本的基本情况资料：这使得要对活动进行郎 

使筒单的成本效益分析，不是不可能就是报® 难的„

6 0 . 新的电子计算机系统和敦件应能遂步地帮助克服这方面的许多间题。在资 

料系统方面，目前极注意制订决定支持系统，以便支持组织各级专业人员和管理人 

员作出决策。与传统的选择性的管理资科统不同的是，决定支持体制提供了更多 

的灵活的 " 评价故件 " ，这使用户能亲自选择并安排有关资料、利用许多不同的技 

术和方法对其加以解释或评价，并将其结果与其它方面进行联系。赠着计算机设备 

和技术在整小组织中更广泛地应用，同时数据库系统不断扩大，这皮会在报大程度 

上加强执行情况分析和反馈工作。

6 1 . 从较长远的角度来看，评价单位通过强调极需不断地向各级管理人员提俱 

简化的现状和执行情况资料，可有助于改进电子计算机资料体制的发a L 这种反馈 

和进展情况汇报网对于一小组织的成功和有效地使用评价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在 

第五章将进一步讨论。

D. 其他审查功能

6 2 . 根据 1 9 7 8 年联检组评价术语词汇的定义，评价只是许多种组织审查中 

的一种，与其他种类的审查不同之处在于，它主要关心的是，根据方案和项目的目 

标有系统地确定方案和项目的结果。但在过去数年中，评价和其他主要的审查功能 

的特点是更多地注意到管理功效和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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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 评价总是包括一种暗含的对功效和管理系统的关注。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往往是由于行政体制缺陷所弓I起的，而现在管理过程本身又是一些评价研究报告 

所关注的课题。但这种关注在最近已经变得更为明确（在认识到这种趋势的情况下， 

" 功效，，已经加入本报告第1 段关于评价的定义之中）。联 大 1 9 8 2 年核准的联 

合国方案规划条例指出，评价的目的不仅在于确定组织活动的适切性、有效性和影 

响，而且要确定其功效„ 同样，儿童基金会及其执行局也已强调指出有必要在评价 

中包括成本效益分析。它们认为这通常是在缺少有力措施的情况下评价整个方案的 

最好方法，并且认为在经济和预算紧缩时期，强调合理地使用方案资源的最好方法 

就是成本效益。

6 4 . 其他基本审查功能也朝着此一方向发展。在一些组织中，外部审计员是最 

支持更广泛的评价系统者之一。 1 9 8 5 年期间，六小较大的机构中的审计员的工 

作计划包括审查项目和方案监测及评价程序的适用情况》另外，这些组织的外部审 

计员小组在过去1 5 年中一直在考虑使用更为广泛的 " 以价值代替货市 " 的方法。 

这些方法将会超出传统的审计工作范围，传统审计工作审查一现财务或管理活动在 

多大程度上与预定的标准符合，以考查资金的效益，并审查管理系统是否足以保证 

有效的使用资源。

6 5 . 内部审计员也在扩大其工作范围„ 在联合® 系统内，例如开友计划署和儿 

童基金会，其内部审计工作已从单纯的核数审计工作扩展到包括通过提高工作人员 

技术和扩大审查范围观察效率和管理过程。内部审计员的检查并确保已制定的监测 

和评价程序实际用于全球各地的许多办事处，从而支持这些组织内的评价工作„ 在 

这些级织和其他几小組织中，评价工作人员和内部审计工作人员之间也越来越多地 

交换工作计划、关于报告的意见以及关于有关业务活动调查结果的资料。

6 6 . 许多组织也设立了小型的管理服务单位。联检组 1 9 8 1 年关于这一问题 

的一份报告指出，各组织需要有一种管理服务功能，以便不断地审查其业务情况以 

及如何使其更为有效。但联檢组发现，由于强调临时性的解决问题而且工作又泛泛 

地涉及许多领城，管理服务的资源十分有服，成绩不佳„联检组希望花最少的费用 

进一步确定和加强这些职能方面作出更多的承诺。各组织普遍表示同意，但指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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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有暇，难以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尽管如此，这些单位与评价单位之间的合作和资 

料交换似乎正遂步变得更i 正常化。

6 7 . 各组织审查和评价功能一个较新的方面是计算机系统单位的作用不断扩大 , 

特别是在计算机系统规划和发展方面，联检组 1 9 8 5 年关于计算机使用情况变化 

的报告中指出，如对电子计算机的使用进行认真规划、分析和发展，即可提供十分 

有利的新的手段，改进组织服务，帮助工作人员进行工作，并提高总的办事处的生 

产率（即资源投入固定，但生产出更多的 " 货物 " 和服务，结果质量更高），要发 

展健全的利用电子计算机的系统，有必要采取分析方法和程序，以便查明前景美好 

的计算机用途、佳计其成本和效益，根播所取得的结果采取后续行动》因此，随着 

计算机在各组织中的使用H益普遍，计算机系统单位将越来越多地用来评价业务活 

动和提高生产率》

6 8 . 对这些评价小组来说，每一小组均有其责任和专门知识领域，这种情况必 

须保持下去，以便维持均衡地审查系统：例如，由评价人员佑计对资金的控制是否 

充分或由内部审计员进行深入的项目或方案评价均是不适当的*但现在的一种主要 

趣势是，所有这些小组正在運步越来越多地注意功效、生产率和与管理系统改进有 

关的事项，每一小组人数不多，但其共同的努力可有助于各小组织在很大程度上由 

注意投入和遵守程序到主要强调业务活动的功效，所取得的结果和提高方案和项目 

质量 .

培 训

69. 将评价纳入组织决策这一过程中的最后一个主要部分是所取得进展最令人 

失望的一个部分/  1 9 8  1 年联检组情况报告发现，所进行的培训非常有暇，并指 

出即使评价系统业已完全建立，仍须继续进行培训工作，报告得出结论说，评价方 

面的培训和材料越是适切和明确，工作人员、管理人员和理事机构越能迅速地理解、 

支持和利用i f价工作，

7 0 . 过去数年中，劳工组织、工发组织和难民署在总部和外地办♦处均进行了 

不少评价培训方案，培训了其工作人员中废及评价工作的大部分人员并经常包括各



国的工作人员。世界卫生组织不仅把对所有工作人员的评价培训作为世界卫生组织 

營理过程入门培训的一小部门，而且对总部所有专职人员和地区办事处的一些工作 

人员也早已通过关于 " 组织政策和战略" 的较高级别的情况介绍讨论会进行重新培 

训。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环境规划署也作了一些培训工作，儿童基金会和粮食计划署 

也已开始进行评价培训方案，作为其项目 / 方案管理周期培训的一•个部分。

7 1 . 但在其他组织中，评价方面的培训不是刚开始规划阶段就是根本未真正开 

始。除较小的组织外，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在此领城中迄 

今也未作多少工作。联合国秘书处也尚未对必须在总部或其他办事处执行内在自我 

评价的许许多多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开发计划署正在加紧工作，但要培训其散布 

全世界各地的外地工作网的工作人员及在执行其修订后的监测、评价和汇报系统中 

起关鍵作用的第三方合伙人，开发计划署的培训任务将是相当繁重的》

7 2 . 大多数组织的培训资金数量有暇，而其业务活动又遍及世界各地，因而要 

培训所有工作人员和其他与评价活动有关的官员，是很困难的。但评价对于改进方 

案和提高效率的重要性要求在评价方面作出重大努力。随着各小组织将其内在评价 

系统范围从外地项目扩大至总部方案和行政及资助程序，培训的需要只会变得愈加 

强烈„

7 3 . 评价工作的培训可通过单独举办的训练班或讲习班，或设计和评价科目的 

一小部分或组织基本方案或项目管理周期的一■个科目进行。中央评价单位工作人员 

可以为总部工作人员提供费用很低的评价培训“ 一揽子安徘" , 这样做另有一项好 

处，即他们因此可与必须实行评价方法的方案管理人员直接接触，更好地理解用户 

的问题，并可以调整关于评价的培训以符合具体的需要或变化中的情况。如果得不 

到训练外地工作人员的资金，可采用其他策略，例如在评价过程中 " 培训培训人员" ,  

确保将培训工作纳入工作人员入门训练，对访问总部的人员进行培训或利用执行任 

务的间隙进行培训，将培训工作纳入区域会议议程，或将培训工作与到外地执行评 

价的任务相结合起来。

7 4 . 在评价和管理周期其他基本方面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超出了只使人们熟悉 

H常组织程序的范围》行政协调会1 9 8 1 年指出，如使评价工作有效地支持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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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过程，提高评价技术和体制能力是 " 关键的前提条件 " 。因此，评价方面的培 

训将使工作人员理解良好设计、监测和评价的原则并认识到其作为合法管理手段的 

价值》这种培训还应使他们有能力对其本身的方案和项目进行评价或进行改进，设 

计可靠的执行措施并理解和使用评价资料，而不是依赖毫无把握的外来专门知识来 

完成这些任务。最重要的是，上展管理机构应明确承诺在整个组织内支持并加强对 

于执行情况和结果的强调》评价是改进整个业务工作的重要手段，但如果工作人员 

不了解如何使用评价，如果不敎励工作人员积极评价，那么评价就不能起到这种作 

用。



7 5 . 方法指用来评价活动的一整套分析方法和技术。 在联检组 1 9 7 9 年关 

于评价初步准则的报告（J i ü / R E i y i 7 / 2 ) 中，有一章颇为广泛地论述了方法方 

面的问题。 它讨论了在联合国系统内采用较为精确的分析方法所面对的局限性 

和问题；明确述明目标的重要性和实际制订这些目标的困难；制定良好指标的■^能 

性；从最儒单到最复杂的评价可能级别。

7 6 . 联检组 1 9 8 1 年的状况报告认为，各组织已普遍同，，认为尽管各组织 

的情况不一样，但仍有必要制定共同的评价原则和准则。 它们还同露，评价方法 

应以一种实用的方式加以改善，以求一方面使评价工作稳固可靠，另方面尽可能  

使方法保持倚便、直接有用。 但目前出现的最主要的问题是，要对技术合作项目 

至广泛的方案及各式各样的组织活动进行评价所面临的问题。

7 7 . 过去几年在方法方面取得的主要进展是避过内在自我评价的稳步#"展取得 

的。 如第二章所指出的，目前有四分之三的组织的技术合作项目，其中另有三分 

之一的总部方案不是已采用就是正在逐步采用此种办法。

7 8 . 内在自我评价采用一种简易的方法，但其儒易做法可使要求标准化，便整 

个组织广泛地参与评价。 各组织一般设计、试用、散发详细的准则或手册，其中 

载有明确而具体的评价格式，此种格式制定了一个资料详尽、井弁有条的基本评价 

程序。 此外，在技术合作项目方面，大多数组织均考虑到了其他组织在设计其本 

身的程序时所制订的程序。 目前正作出进一步的努力，以试圏更紧密地统一系统 

内的这些基本评价方法和准则，，六、 B韋对此进行了讨论。

7 9 . 如在第三、 B章中所讨论的，设计方面的改善是一项缓慢但十分重要的工 

作，涉及各个组织中成百、上千的个别项目和次级方，。 但由于自我评价正逐步 

纳入业务中作为一种正常的管理过程来运用，因此如能在整个组织范画内更严紧而 

有系统地考虑设计的各个方面和问题，这将会有助益的。 此外，它可做为评价系 

统其余部分的基础，因为它有助于分析评价结果的格局，并傲为评价较广泛形式 

的直接投入。

8 0 . 各组织内、各组织间和全世界的评价界仍难以对监测和内部评价进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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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之区别仍十分混乱（见下一章）。 然而，显而易见，如果所涉活动设计得不 

错，良好的监测程序就执行进展情况提供可靠的现状资料，内在评价业已辨明或至 

少处理了一些基本结果和功效问趣，则深入评价可大为受到推动，弁有较多的机会 

处理各种主要的问题。

8 1 . 最近出现的第二种趋势是，深入评价工作增多了。 四年前预期将遇到的 

执行这种复杂评价的挑战目前已来临。 几乎所有的组织都进行了有选择的深入方 

案评价以及在对个别项目之外的技术合作活动进行各种形式的广泛评价。 几乎有 

•-半以上的组织或已制订或正在制订某种评价总部活幼的形势，这种活动往往不但 

包括经常方案而且还包括行政、支助和专门活动。

8 2 . 这些工作正产生日益增多的深入评价报告，联检组， 8 5 / 1 0 号报告曾引 

述过一些例子。 它们亦产生了新的方法的考虑和准则。 比方说，劳工组织制订 

了关于设计和评价研究项目的准则。16 联合国评价人员为贸友会议的一个工作组 

编写了一•份文件，文件探讨了可采取的政策和技术资料及分析研究结果的次级评价 

系统，以及对政府间谈判进行实质性支助可采取的次级评价系统。 其后， 位顾 

问为货友会议编写的研究振告钻研了评价试验，尽管十分有限，可用于贸友会议方 

案预算各式产出的各种方法。'8 上文引述的儿童基金会的研究报告讨论了在传统 

的 " 严 紧 " 评价办法和其他较适应社区参与及方案制订不定因素的方案制订和评价 

办法之间取得均衡的必要性。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为使用其独立、深入研究评 

价过程的工作人员、各国政府、咨询顾问发行了准则和程序。2°

8 3 . 联合国系统中目前的活动和评价文献均强调方案评价是一小式样极多的过 

程。 方法方式可被严格解释为W要进行基本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或灵活地M- 

释为任何有系统的调査形式。 评价方式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方案的情况和 

特点。 " 方案 " 实际只可能会是几项方案，是次级方案或某地城的子方案。 评 

价 能 是 " 形式的 " （评价方案进展情况，以求立即加以改善），可能是" 总结式 

的 " （确定方案成果如何，然而才就方案到底是应继续或扩展或缩小作出重大决定). 

评价可检审方案过程、产出或结果，瑰在几年后才对，响进行追溯性的事后评价。

84 . 有三个根本的局限性暇制了对深入的方案i平价采取严紧的统一办法。 %  

- , 报据足义，方案所指是，一襄有姐织的为达到特定目标的活动。 然而，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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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方案在组织、還辑和战略、 目标特征方面均有极大的差异：它们往往巧能只 

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松散地集在一起的活动。

8 5 . ，二，可供方案评价的时间和资源均有限，光其是就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来 

说，因其评价资源不多、 中央评价单位小，因此必须及审慎地选择方案评价，并尽 

可能有效而实际地进行。 ，三个因素-与第二个因素密切相关：即方案评价不可能 

包括方案的所有方面，特别是就某些国际組织来说，在这些组织中，评价往往须与 

金融机构的秘书处和理事机构、执行机构、或许合作机构以及受援国败府和捐赠国 

政府的决策考虑和需要相结合。

8 6 . 由于这些复杂因素和局限性，进行方案评价，并无所请的 " 最佳办法"。 

但是，各小机构必须制其本身关于下列工作的标准评价设计和程序；资料的收集、 

准备、分析和解•释；报告的通知、公布和使用。 这些标准应可增强粮食方案评价 

的根本特征：即独立、有系统和不偏倍的立场；有效、可靠、可信的客观支助资料； 

深入而不是肤浅地评价结果、功效和有关问题；作出有助于决策和改善方案的调查 

结果、结论和建议。

87 . 各组织进行的所有各类型的评价的方法标准应遂步纳入其评价系统准则中 

( 就如同在内在自我评价的情况一样），并就个别的评价研究制订具体的研究范围。 

评价报告还应尽可能扼要明确说明所采取的办法，以便读者能.够了，和评供评价进 

行的方法。 譬如，电讯联盟最近出版的一份方案评价报告的导言扼要介招了研究 

报告的总目标和范围，尤其是：议定，查的各方面；评价阶段、收集了的资料、执 

行过程 .;，报告还将咨询顾问的职权范围作为附件载列。2'

8 8 . 人们对评价方法和林准的关注不应超过对使价本质的关注，而 应 尽 能 在  

尽高的水平上明确制订它们，以进行严格的 " 质量找制 " 来维持标准。 联舍国系 

统一般将范围小、肤浅、组织松散、面向投入和描述式的审査称作评价的It况已有 

所减少》 但是，如要将评价同其他审査和概告区分开来，制订健全的评价方法和 

易于了解的标准是绝对必要的。 它们也是避免分析出现严重错误，促便评价成为、 

弁保持为对客观决策的支助的健全来源之所必需的。

8 9 . 在过去四年中，各组织在澄清积制订其技术合作工作的评价方法方面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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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极大的进展，这种经验促使它们得以迈向采取较为共同的方法和称准„ 在深 

入评价方面，如上面引文所指出的，目前亦出现同样的发展。 随看各机构取得更 

多的经验，在这一困难领域中亦会拟出各种有用的技术、办法和标准。 然而，这 

一过程无疑将会是极为缓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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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绩反馈和汇报

9 0 。评价如不加以利用则是毫无价值的。 各组织为了利用许价，必须制订效 

率高、有效力的反馈和汇报办法。 下面二 论了在精健现有决策办法、并使其 

更面向成绩和结果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及所涉的问题。

内部反馈

9 1 。如第三A章所指出的，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存在着某些根本的结构问题，使 

得其决策过程复杂化。 方案制定周期在经常预算活动与预算外活动、外地方案与 

总部方案，行政ik务与专门业务之间实行得还均作出决策时还须考虑到政府 

伙伴和机构伙件的决策需要和能力秦差不齐。 各組织已1 制定了基本的方案周期要 

素但分析方面的联系尚未充分发展，而且仍偏向投入而非产出。

9 2 。此外，各组织几年来已积鱼了许多资料、管制和汇报程序及惯例。 但如 

第三章所弓1述的方案制定周期课价所证明的，这些程序商不完善，理事机构仍对业 

绩汇报太々、文件太多表示关切。 在任何公共组织中，方案制定、汇报和管制活 

动均有可能演变成繁重、官僚、赛用巨大的工作。 这种系统会损及它们想寻求的 

控制和负责，因为其机振式的刻板性会打击取得合乎需要的成绩和进行革新P 并遂 

渐使这一系统与变动中的实际决策需要服

9 3 。 在过去数年中，许多组织已开始促使其管理程序现代化，并加以精倚》第 

一步是，承认在三基本决策水平所需的资料不同。

( a ) 在项目和次级方案一级，个别管理人员需要的业务资料须相当详细而 

直接，同时需要最新的状况和评价资料，以使于在执行和重新设计中 

采取纠正行动；

0 3 ) 在方案一级（部、司*_姐 需 要 具 体 总 的 状 况 和 评 价 资 料 （包括内 

在和深入评价的资料），以监替整个方案的管理及其组成要素，为今 

后活动的策略规划提供资料； -

( C ) 在最高管理和理事机构一级，需要另一种审慎挑选的状况和评价资料 

( 从调查结果的分析和总结至深入的i f价 ），以制订总的方案战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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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次序，支助政策的拟定，审查和改善方案和组织结构《

9 4 . 这三个决策水平的地域相当分散。在联合国系统的大多数组织中S 这些决 

策权为分散于世界各地，总部和某些专门地点的业务项目、当地办事处和区域当事 

处之中。 决策权分散状况添加了反馈的困难，因为资料的来源和情况如不同会使 

得适离资料流入点的分析员和管理人员难以对资料有所了解，并对其作出解释。此 

外，有组织的资料系统不可能是封闭式的。 这种系统必须敦得从其使用人、受益 

者、合作组织和一般环境流进流出的可靠资料《

9 5 。监测和评价的目的是制iTr*个综合性的重要业绩资料结拘，以支助和联系 

这些决策水平。

( a ) 监侧是指执行状况资料的相当持续的流动，以确保投入的交付、工作 

日程、必要的行动均按计划进行，目标按计划实现，并指明是否有必 

’ 要采取纠正行动；

m 内在评价则定期提供关于项目和次级方案的持续适切程度和可能结系 

的资料* 以供采取较重要的纠正措施和重新订目标；

( C ) 深入评价较有选择性，它提供关于某些项目或方案的适切性、结果、 

功效和效率的资料，以做为采取较广泛的政策和方案决定，以及进一 

步规划的基础。

9 6 . 在这三个广泛相互有关的领域中，必须澄清基本责任，趣续改善行动，以 

便牢固地建立起这一监测和评价结构，使其得以提供可支助各级决策的业绩资料。 

第一，当内在自我评价日益建立起来之时，相关的监测系统往往十分薄弱。 在进 

行内在评价期间（或不进行内在评价期间）的成本和业绮资料的流动仍然只是些迟 

来的不全的数振、非正式反馈、偶而编写的进度报告（通常是描述性的，而不是面 

向结果的）的混合物。这一系统使得较高层管理人员和理事机构除了在较长期的间 

隔外，难以评价具体总的进度和方案业绮。 此外，组织内到底由谁实际负责协调

致地改善监侧系统又不够明确。

9 7 。第二，改进和筒化管理反馈和汇报系统的工作需要整个组织参与确定各级 

管理人员实际需要的业绩资料，其形式，何时需要，以使反馈系统尽可能倚单、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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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不会杂乱无章a 尤其是，有必要就養个组织所有各形式的方案制订业绩指标( 

它们可只涉及工作( 完成的工作量）或功效（将投入转成产出的经济效应）或效率 

( 衡量取得的目的和目标的数量或质量），如关于设计和 " 评价性的评佑 " 的第三、 

B节所讨论的，这项工作，及长期的、大型有组织的改善工作，中央评价单位的工 

作人员有足够的知识来参与这项工作， 然而，有必要再次指出，进行这项任务的 

责任、过程和行动目前往往不够明确，

9 8 . 第三，如逐步发展计算机化的资料系统和通讯网可以提供好机会，以较为 

全面的方式评佳资料需要，使它们更紫密地与方案结构联系在一起。 计算机化资 

料记录的不是定期就独立事件作出的摘要和汇报，它使得最新的相互影响的资料得 

以较持续地流动。 这种资料可以加以•-体化供决策之用，并在各组织级之间加 

以控制，以及更符合各级的决策需要， 虽然目前已有许多组织设立了资料系统发 

展单位和管理监察委员会，然而这种重新评佑的工作一般仍处于初步阶段。

9 9 . 完整的面向业翁的资料系统最终可适用于整个姐织和養个方案拟定周期， 

以客观的资料反馈为中心，供就组织、方案-项目或次级方案和个别业绩作出决策 

之用。 这种系统应包括：

( a ) 业绩规划—— 定出成果的目标、确定资源、定下优先次序和制定标准 ; 

(切 业 绩 盟 侧 —— 追查方案、提供业绩反馈、进行调整；

( C )业绮评价—— 业绩同目标进行比较、确定达到的业绩水平、提供业绩 

反馈；

( < ! )业绩加强—— 确定和给与奖励，以确认、报楼和鼓励取得重大的结果 ;

( e ) 业绩发展—— 分析和改善业绩，进一步发展组织的业绩能力和潜力„

1 0 0 . 这种系统通过平衡地将街量各个预算、编制、会计、汇报和业绩的资料纳 

入方案制定和决策周期中而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其目的是以可靠及时的客观数据来 

取代目前这种混杂不完整的资料过程，以至少对最重要的方案决策需要进行支助。 

这一过程需要由最高的管理组领导作出较长期的共同努力；负责预算、财政、评价 

方案和政策的人员的直接秦与；方案管理人员的持续参与》

1 0 1 . 许多组织已开始在这一*领域采取行动• 卫生组织管理其方案发展的过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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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一个方案管理资料系统以及一个在组织各级间傲发状况资料和评价资料的" 慨况 

汇报系统，但主要强调的还是统一的卫生组织管理过程和成员国卫生业务的资料的 

" 養体作用 " ， 如第三、 A章所指出的， 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发计划署、儿 

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均强调有必要改善业绩资料范围 

和反馈。 工友组织自我评价系统对有结构的后续行动及向外地反馈进行强调。其 

他组织、如艘科文组织、民航组织和环境规划署最近亦采取行动，以改善和精筒其 

资料、文件和汇报的过程。 有些组织亦已着手进行重大的资料系统的改组：譬如 

知识产权组织采用标准化的系统分析方法，并与各使用部门密切协作确定整个知识 

产权组织的资料流动和需要，进行设计和执行一个预算管制、会计和支付的综合行 

政系统。

1 0 2 . 中央评价单位在这一重定方针的过程中的作用仍在遂步发挥中。 大多数 

评价单位负有相当明确的职责，以全面发展、管理、支助内在评价系统及控制其质 

量：以及协调（往往进行 ) 各种选定的深入评价形式的工作计划。 许多评价单位 

负责分折评价结果，并将其总结供理事机拘使用。 若干评价单位已建立了或正在 

发展评价调查结果的计算机4b的 " 存储体 " , 以协助进行这项工作。

1 0 3 。大多数评价单位制订一些评价反馈的具体技术，例如编写特别的或定期的 

调查结果状况报告，.以提交最高管理当局或方案委员会；拟订供工作人员使用的方 

案准则，或举办工作人员研讨会和讲巧班，以 审 查 评 价 结 果 比 方 说 ，劳工组织 

强调发展一■个涉及一名资料员、一♦ 计算机化资料库、各类技术和各式各样的正式， 

非正式散发渠道的评价资料系以更有效地协助各级决策水平作出决定的规划。 

根推评价的建议采取的纠正行动的后续行动亦极为重要，但是有些组织虽然已为此 

制定了相当有秩序的程序，其他一些组织则尚未有正式的程序。 ■

1 0 4 , 在发展和反馈整个组织的业绩资料这一较广泛的领城中，遗憾的是，中夹 

评价单位、其他职责和作用仍然不够明确。 人们已注意到，监侧系统，项目和方 

案设计的改善、分析决策需要等的职责不明确„ 而且有效地将从评价中" 取得的 

教训 " 运用于组织业务中的工作尽管相当重要,但中央评价单位的规模总的来说较 

小， 目前约只t 用十分之一的时间来进行内部汇振、反馈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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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5 . 监测和评# ? 要真：E t 效.g则所需的反馈、其对象和时间均须明确,同时评 

价与项目和方案的拟定、执行和审查之间的联系须紧密而具体， 评价单位可使用 

各种技术，以达到部♦ 要求，但是一项精良的全面业绩资料系统需要由最高管理当局 

领导，须有将资料纳入方案制订系统的设计过程，审慎的分析和订明职责，以及不 

断改进方案系统。

1 0 6 . 许多这些设计、监测、评价和反馈过程的性质，目前含糊不清意味着它们 

仍象行政协调委员会在1 9  8 1年所称的只是方案拟^ 期的一个"合乎需要的补 

充物，’ 而已 , 而不是必要的 " 必须和完鉴的 " 组成要素， 要重组根深蒂圓的汇报 

和管制例行程序或迅速地从骚调投入改为强调结系，这并不是件易事。 此外，内 

在评价虽是向前迈进的大步，但并未运用于很多组织的活动，何况深入评价的使 

用范圃更小。

1 0 7 . 然而，目前正在进行的改组资料系统的工作必须尽量设法灌清监测、设计、 

评价和反馈的职责和行动，使两者更密切联系在一起，以充分地制订以业绩和结果 

为墓础的资料系统，供作出决策。 有效的业绩反馈系统如作为积极指弓I和改善业 

务的工具而不只是作为推动遵行的工具，则是可推动得合组织发展及改善业务和结 

果的重要因素„

B 、向各理事机构汇报

1 0 8 . 向理事机构汇报带来的关于业绩的问题与内部反馈带来的业绩问题是相同 

的，但前者较明确，因为过程较集中，取得的直接经验较多。 评价汇报虽往往对 

他方有用，例如各国政府的技术合作项目，但其对象主要仍是各组织的理事机构和 

附属机构， 评价结果搞录后9 供作定期决策之用，它与内部系统不一样，不设法 

不断地报导组织的各级和各部门的情况结果。此外， 1 9 8  1 年的联检组的情况报 

告亦指出，向理事机构的评价汇报数额从1 9 7 9 — 1 9 8 0 年以来不断她增加。 

这种汇报目前几乎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 本报告附件一表格显示，除一小组织之外, 

所有订有评价系统的组织目前均有某种向其理事机构经常汇报评价的具体形武。

1 0 9 . 可以通过前一 1T所用同一化翁资料类型，如现有过程-、监侧、内部评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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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评价汇报的格局，但是根振理事机构目前使用它们的情况，其顺序必须例过来。 

大多数组织现在对当地和（或 ）总部方案进行一些深入评价，其中有报多日益作为 

经常项目定期地汇报或提交给理事机构》 理事机构的简要记录和姐织经验表明， 

对这些研究报告的反应良好，其后举行的会议对其进行了大量讨论和后续讨论，并 

要求作出更多的评价，

1 1 0 . 许多组织提供一种定期评价报告作为变通办法或作为额外补充，这种报告 

提出了般的评价结果和格局，提供进行的评价的抽样搞要和（或 ）讨论评价系统 

的发展和扩展所取得的总的进展状况。 这种汇报形武柱往是以组织的在评价系 

统为基袖的， 虽然，这种汇报不象具体深入评价一样适于进行扩大的讨论，但仍 

受到欢迎，可向理事机构提供有用的资料，稳步地向评价系统的进一步扩展和加强 

提供支助。

1 1 0 , 然而业绩监测和情况汇报以及在内部反馈的情况较为复杂、模糊不清，但 

已采取了若干重大的倡议. 粮农组织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以就其经常方案和外地 

方案的两年度审查制订评价的深入评价的内容。 ：ü生组织的统一管理过程向其总 

部和区城管理委员会作出经常的状况、搞要和主题报告，并通过上两个机构向理事 

机构汇报。 联合国有一种两年期方案业绩报告，此种报告筒要地提供了有关其许 

许多多的方案的执行状况的数量方面的数据。 教科文组织从1 9 7 6 年以来即就 

其方案的影响、成 I t 难题和缺点编制广泛的两年期报告。 此外，诸如劳工组织、 

电讯联盟、卫生组热的各姐织亦编写了年度或两年期报告，提供有关其整一系列活 

动总的审查状况的资料。

1 1 2 . 联检组 1 9 8 1 年 的 状 况 报 告 指 多 年 来 ，许多组织已遂渐积累了大批 

各种活动报告、情現报告、进度报告和特别报告、审查研究报告和后续行动研究报 

告。 这些报告可能会把理事机构代表们 " 埋 没 " 在大量文件之中，使秘书处工作人 

人员陷入看来是无止无休的汇振工作之中，但却仍无法得出多少关于方案业绩和结 

果的有用资料。 上述评价汇报和改善的广泛方案审查的目的即在于协助补救此一 

缺点。 然而，人们的印象是：业绩汇报仍然有用的 " 片断 " 而已，它们无法聚成 

综合简要的汇报系统。 最显著的弱点似乎仍是S 具体的费用和业绩情况的数量、 

质量有限，而且不及时。 现在仍弄不清的是，现有的资料应如何有效地纳入理事



机构的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以及进行中的政策和方案制订中。

1 1 3 理事机构关心此问题并不是新事。 比方说， 1 9 7 3 年教科文组织强调 

各组织有必要拥有精良的资料系统，以支助方案发展、方案制订周期以及成员国政 

府的资料需要，以助其在理事机构中作出决策。 最近，教科文理事会第1 9 8 1 /

6 3 号决议重申有必要提供关于组织活镑、资源的使用状况、结果和调查结系的及 

时和精确的资料，以促使各国政府得以更有效地参与方案规划和评价过程。

1 1 4 . 联检组 1 9 8 4 年关于政笨报告、跨组织分析和提交给经社理事会的方案 

制订报告的报告以及其后由联合国秘书长作出的评论均讨论了这些问题，和各组织 

应考虑进一步改进的一藥方针。 秘书长察觉有一种趋势，即文件有说明多过分析 

的倾向，敏少政策建议，对复杂问题依赖既有的观点，一再要求编制更多的文件， 

尽管没有什么新的发展， 他认为，如要改进现况有赖作出共同努力。 秘书处应 

重订编制报告的方法的方针，会员国应设法制对文件的要求，改善理事机构的决 

策程序，包括更有效地应用主要的方案制定周期文件，供方案审查和修订。

1 1 5 . 截至目前为止的经验表明，若干一般的格局有助于加强向理事机构汇报的 

方法。 第一，各组织一•般认为，评价报告如先提交附属方案机构、执行理事会或 

方案委员会或负责深入评价特别主题领域的专门机构，它们将可得到更积极的讨论 

和利用。 附属机拘然后可将其评价辩论汇报给最高理事机构，理事机构一般开会 

较少，且其议程已经相当繁重。 （检查专员在联檢组1 9 8 5 /  1 0 号报告的个别 

捕要中扼要合绍了各组织的理事机构的结构，以设法强调评价这一方面的重要性， )

1 1 6 . 第二，如果有关的附属机构理事机构积极地参与制订评价主题和职权范围， 

则评价汇报一般较有成效• 如果上述机构定期不断地审查评价报告，则要这样做 

的可能性报大。 理事机构和秘书处不应只要求 '‘ 评价… " ，而应事先共同定下要 

探讨的具体领域和问题；研究怎样利用调查结果；要进行的评价的形式，并慎审地 

佑计其成本和新资料潜在价值；以及具体的职责和程序。 此外，当评价报告提出 

之后，理事机构则须履行其本身的 " 质量控制 " 的基本职责。 它应确定哪些评价 

工作是好的，理由何在；对不合格的工作进行有建设性的批评；审查对评价办法和 

方法及管理程序可能进行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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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7 . 第三，小型的中央评价单位目前平均约花一半以上的时间来进行评价，向 

理事机构汇报，以及建议其后的后续行动》 所涉评价通常须先进行复杂的深入研 

究，后来如要加以编制供正式发表和理事机构讨论，则须额外时间。 因此，有关 

的理事机构必须承认，要求进行更深入的评价终必使这些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遭受 

实际的时间和资源限制 , 这种限制因素暇制了他们所能进行的深入工作。 如第二 .. 

章所讨论的，更重要的是，花在具体深入评价的时间无疑地会耗去评价单位履行评 

价系统发展和管理职责的时间，而履行此一职责却是要IT展评价，使其有系统地包 

括整个组织和提供高质量的工作，所不可或缺的，

1 1 8 . 最后最重要的是，理事机构必须与其秘书处一起确定它们作出决策所需的 

业绩资料， 各秘书处般作出很大的努力，应用其可得的少量资源来建立精良的 

评价系统，开始评佑内在决策系统和外部汇振系统，并使其现代优。 然而，理事 

机构不应只敦励最高管理当局使使预算编制、会计和业绩管理资料汇成一个综合的 

方案制订周期。 它们亦应做为最后用户，辩明价值有限的现有资料和报告，加以 

刷除，合编或修改；确定它们愿以什么代价获得其所需的具体业绩资料，确定可采 

取什么措施，来建立更精简有效的内部反馈系统和外部汇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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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作活动

1 1 9 . 过去几年，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支持各国政府发展评价能力，协调评价办 

法和过程（特别是技术合作项目）以及在联合国系统内外的评价单位之间建立联系 

等方面取得了 一些进展》但进展受到了有限的评价资源加许多内部评价系统尚存的 

发展管理任务的眼制，但是国际评价网的艳廣已逐渐成形，

A . 同各国政府的合作活动

120. 1 9 8 2 年，联检组散发了一份关于联合国系统在各国政府开展评价工作

的合作的报告，" 报告法意到，评价工作作为发展管理业务的组成部分一向开展 

得相当缓慢但过去几年来，各方对评价工作在改进发展万案和项目的价值，有了 

较多的了解；同时有了新的政府间政策性倡议，日益着重方案结某、各国自力更生 

的管理业务能力、评价可起的重要作用a 报告初步提供了这一 " 新"发展领域的行 

动如构想、包括过去風碍评价进展的因素和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报告扼要介绍了 

十六个联合国系统的组织和其他组级的活动，扼要说明七大类合作评价的活动，载 

列了一份选列的与各国政府评价工作有关的最近文件附加说明的参考书目。

1 2 1. 联检组的结论是，该报告只是进行一项长期的，渐进的嚴巨共同工作的起 

点。它建议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发展其术身的评价系统的工作中，考虑采取一系列 

行动, 不断地协助各国政府开展评价；而各国政府和其他双边、非政府和国际组织 

亦应考虑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工作。 由于发展各国政府的评价能力的合作工作

直未受到很大的重视，联检组另建议行政协调会、各组织的理事机构和联合国 

( 因其总的承担发展研究、规划和行政责任）考虑可提供什么支助斤后续行动*
1 2 2 . 行政协调会在其1 9 8 3 年对水报告的评论2 6 中指出，它强烈支持合作 

发展各国政府的评价活动。它认为许多组织在这方面已十分活跃，它们将继续进 

行这项工作，尽管进一步行动的主要障碍是，难以取得所需的资源、工作人员如培 

练材料，来护■展评价支助。行政协调会说，它将继续审查这一主题；各机构应准备 

随时应要求协助加强评价Î 改善国家一级的监测和评价的活动现已开始，其办法是 : 

通过受援国政府的充分参与监侧和评价由联合国系统支助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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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 各理事机构在审查此一报告时亦支持作出进一步的工作，联大 1 9 8 3 年 

1 2 月重申有必要配合受援国的国家发展过程和方案，提高系统的巫务活动的影响

和迫切性，并重申评价是达到合理和适当利用可动用资的一个重要部分• 它还强调 

了联合国系统f 应发展中国家之请、. 协助它们发展评价能力的重要作用，并请联合 

国秘书长为此同系统的其他组织嗟商，以拟定各项提议，27

1 2 4 , 其后，许多组织除了各国政府基末上参与其评价的活动以及联检组1982  

年报告讨论的活动之外，另加上了一些合作活动.

( a ) 精农组织在1 4 个国象进行项目或国家一级的蓝测和评价活动、在 10 

多个国家举办讲巧班 , 以及在5 0 多个国家进行试点研究，以拟订监 

测和评价农村发展的社经指标.

( b ) 世界卫生组织制订了共同纲领和计划，帮助各国监测和评价其末国的 

保健策略，并为此在该组织所有区城举办了各种课程、讨论会和其他

( 0 ) 劳工组织为受援国和捐贈国举办关于设计和评价的研讨会，为各国官 

员举办当地问题研讨会；工发组织、举办的外地培训研讨会中有2 5 0 

名政府官员参加Î 世界報行举办了区城研讨会，在其经济发展研究所 

的课程中编入监测和评价的课目i 教科文组织也就其职权范围内的領 

域举办关于方案带i定和评价的课程.

m 世界梭食方案目前正在协助1 5 小国家设计和建立项目监测与评价能 

力，作为其发展内在並测和评价系统工作的一部分，这项工作由各该 

国家机构和政府机构的积极参与.

( e ) 联合国技术合作供发展部举办了四次区域间规戈Î]讲巧班，讲习班特别 

注意计划执行进展的蓝测和评价问题，该部还正在进行有关公共部门 

方案的业■绩评价和执行情况的其他活动•

(f)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最近编写的一份关于联合国业务活动的年 

度报告扼要介绍了关于采取的行动的后续行动 . .

(g)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艘农组织在农村发展频城进行了大量的联合行幼 

( 见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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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 儿童基金会在其基；̂ " 国别方案制定 " 办法的范围内，正与各国加强 

协作资料的戾展、监侧和评价的过程，并就儿童基金会各地区、各种不同 

经社背素的当地一级、国家次一级、国家一级的备选合作方案办法向 

其执行理事会汇报》

1 2 5 . 开发计划署在推动和加强各国政府的评价方面具有极大的领导潜力，因为 

它所资助的项目有几千个、它制订了国别方案的过程、设 有 1 1 5 个外地办♦处方 

全世界 1 5 0 个国家服务。在 1 9 8 3 年年鹿设立的中央评价办公室的具体职权之 

一是，协助开发计划署各业务股这方面的工作。开发计划署发行了一份全世界中央 

评价当局的名录，2® 并通过中央评价办公室及其区域局审查如发展适当的技术援助 

项目并满足了几项要求，目前正设法制定机构间办法 ， '

1 2 6 . 尽管各国具有适当的行政能力的重要性在过去几年来已受到承认，但由于 

资源极为有限以及过去几年发展有困难使得人们转而较为直接注意建立自力更生的 

末国管理能力、包括评价的综合作用《根据这些方针编制的许多最近的文件有：

(a) 1 9  8 1 年通过了《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的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纲

领呼吁增加提供在发展管理领城、包括评价的专家服务和在职训练*

1 9 8 2 年举行的一次政府间后续行动会议进一步同意，最不发达国 

家有必要在其各主要郁和组织中设立项目 / 方案编制、挑选和评价单

(1D)世界報行 1 9 8 S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载有一个关于发展管理问 

题的特别章节，该节认明了发展中国家在义缺和困难条件下，增进公 

共部门管理质量所涉的共同问题和可采取的行动，其中有几章特别强 

调巫绩评价和资源的可靠来源、改进规划—— 预算—— 评价之间的联 

系、建立管理技能、指导各国政府设法进行行政变革的重要性》

( C ) 世界報行1 9 8 4 年项目业绩审计结系的回顾报告探讨了  2 5 个

农业项目在项目完成后几年是否能" 持续保持 " 成功的问题= 报告i l

为，项目体制组织的能力和灵活性是决定项目是否能持续下去的主要

因素，内在监测和评价对项目在执行中进行调整是极为重要的；它亦

认为，几乎每一无法持续下去的项目，其失败原因均因为未充分注意

到 ★ 必要建立执行后期的体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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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 9 8 4 年联合M—个关于公共行政和资金问题的专家会议审查了在

国家和国际一级的局暇性、需要和适当行动，专家们的结论是，公共 

行政系统应做为改善公共部门的业绩、生产率和责任，并应优先改善 

现有机构 , 而不应设立新机构或扩展现有系统。

( e ) 世界粮食理♦会1 9 8 5 年的而份报告分析了非洲粮食计划和战略的 

执行状况《第一份报告" 强调有必要" 坚持有系统地" 除去在训练 

有素人力方面的弱点，并强调供政策分析和制订、项目管理、监测和 

评价的现有资料的重要性《第 二 份 报 告 突 出 ，非洲各国政府和援 

助机构有必要审查关键性问题和各种不同的见解，以及更佳地协调其 

行动，提高援助效力，以解决非洲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

1 2 7, 联合国系统为支持各国政府的评价和加强总的发展管理而做出的努力当然 

遭遇到许多障碍， 1 9 8 2 年联检组的报告认明了很长的一系列妻获得成功的重要 

因素，它首先提到的是坚定的政治承诺和支助，有些发展中国家已应用一些精密的 

评价系统，但其他一些国家的评价活动仍极为薄騎，另一些则报术未进行评价活 

动，全世界各国就评价工作发表的现况或分析资料仍然不多》评价的发展必頻符合 

许多不同的社经和文化背景，并在政府各级部门运用。联合国系统的各评价单位为 

了# "展àv改善其;^身的内部系统，工作已十分艰巨，而其供同各国政府进行评价0̂  

具体资源又极少》此外，如 1 9 8 3 年行政协调会的评论所指出的，4关合国系统评 

价单位如要发挥作用且有效力，各组织必须建立起其术身的体制能力,以提供有见 

地的适当意见、体制建立和训练，避免提供杂乱无章不一致和不利生产的援助活动 , 

这种活动可能会进一步胆碍许多发展中国象业已有限的管理能力 .

1 2 8 . 尽管存在着这些问题，发展行政当局最近增加注意加强行政能力湘自力更

生地解决问题强调说明了在此领域进一步工作的重要性，世界各国政府正设法克

服许多胆碍进一步获得经济加社会发展的严重暇制.为支持评价而作出的努力对联

合国系统各组织水身亦有助益，因为它使得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技术合作活动中变成

更强有力的伙俘，然而，最重要的是，对各国政府的评价提供支助是实现联合国系

统所有的业务活动的较长期目标所不可缺少的：这一目标是协助各国政府更佳地制

订、管理、分析加改善其术身的方案的业绩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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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同其他组织的合作活动

1 2 9 . 协助各国政府加强评价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更佳地统一与协调联合菌系统 

内外的评价办法和过程这对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其他组织的评价工作最有直接 

的密切关系的技术合作活动来说，尤其如此。在这方面，过去几年来亦取得了进展 .

1 3 0 . 联检组 1 9 8 2 年关于支助各国政府评价的报告认为，农村发展是协助各 

国政府进行评价最活跃和繁忙的领域般也是最优先的技术合作领波 1 9  8 4 

年年底，行政协调会农村发展工作队的监测和评价小组发行了在农村发展活动中设 

计和使用监测与评价的指导原则. " 这些原则的目的是，协助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发 

展宫员，在项目、郁门或国家一•级建立情易但有效的评价系先

131.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作为小组的召集者同粮农组织和世界锻行合作编制了指 

导原则，并受到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加系统外的各组织的支援》行政协调会工作队于 

1 9 8 4 年核准这些原则可应用于联合国系统支助的项目. 这些原则补充了各机拘 

太身的都门准则，并代表它们的共同谅解和共同努力，以提供一♦慨念和实际的体 

制，在这一体制中各国的盟测和评价系统可获得发展及灵活地应用。农发基金还准 

备印发一份关于慨念和名词的词汇，以及各组织在这一领域的原则和做法的汇编a

1 3 2 . 此外，行政协调会工作队于1 9 8 3 年请粮农组织收集和散发关于监测和 

评价农村发展项目领域的训练活动的训练材料和资料，其目的是通过定期交换资料 

来协助发展中国家的培训机构以及资责这一领域工作的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的组织„ 

梭农组织的发展政策研究和培训服务处开始建立一♦关于培训材料的计算机化资料 

和追查系统，其基础是由1 9 个组织提供的初步投入；该处同时收录了在全世界各 

地举行的关于览测和评价的研讨会、讲习班和会议的资料，

1 3 3 . 组织间的协调问题亦在若于较广泛的各级获得处理^方案与协调委员会自 

1 9 7 8 年以来即开始对某一具体部门的系统活动进行跨组织方案分析，对各组织 

的中期计划选定的郁门的跨组织审查亦已开始，同时也开始审查若干关鍵领城的联 

合规划活动联合国已建立了一个计算机化的数据库，其中包括了系统公布的工 

作方案和预算的所有实质性方案活动， 1 9 8 4 年，联合国秘书长汇报了今后可进 

行跨组织方案分析的领域，以及如何使其毫佳地纳入有■关的评价报告和规划回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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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过程中，以及在联检组报告和秘书长对向经社理事会提出报告的办法的意见 

中，均考虑到了这些研究报告的费用功效问题，以及改善其使用的各种办教

134. 负责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事务的总干事关于业务活动的报告过去几年来一 

再强调可提高联合国系统方案和项目总的功效和效率的措施，包括稳步加强评价和 

实际措施，以提高国家一级的协调。"这些报告强调援助机构有必要进行紧密的援 

助协调，以一致地将其小别的援助方案纳入总的发展工作，以及尽可能简化和统一 

各种程序，来减少各国政府的行政负担.

1 3 5 . 由工发组织、开发计划署、粮农组织和原子能机构组成的一小机构间特别 

工作队正在审查项目文件中的共同设计要素，特别是其后进行监测加评价所需的资 

料，各机构还承认，项目汇报今后如要获得改进，应考虑各国政府更多地参与管理 

以及再度强调评价要素；它们还认识到，系统的主要供资机构、开发计划署、联合 

国人口活动基金、农发基金、粮食计划署加儿童基金会必须探讨进一步简化其具体 

援助程序和资料需要的各种可能性，

1 3 6 . 开发计划署则更直接地同其执行机构一起进行修订和刷新其项目监测，评 

价和汇报的程序，一个机构间评价工作组举行过三次会议，以审议新的程序草案. 

这些程序现已在业务一級试用于开发计划署全世界各地的活动，这一试验将继续进 

行 至 1 9 8 6 年 5 月，机构间工作组将在1 9 8 6 年年中审查加分析所取得的经验 , 

并审议是有必要加以修改，然后才将此一程序最后定下，时间可能是1 9 8  6 年年

1 3 7 . 目前这- •试验期间，是可进一步改善、协调和精筒联合国系统的项目监测 

和评价过程和办法的一个极佳机会，在试艘中，开发计划署强调有必要对工作人员 

提供更多的关于设计和评价的培训；采纳了开发计划署外地工作人员、执行机构和 

各国政府官员的意见；以及他们对于修订过的监测、评价和汇报系统是否具有下列 

作用的评价意见：（a ) 提供外地和总郁执行伙俘所需的资料；（b) 有助于进行必要 

的决策；（C ) 是否能以合理的人力、时间舶费用进行工作，

138. 此一批评式的评价是保证修订过的开发计划署的程序是最佳的以及将其同 

改良的方案和项目管理紧密结合在一起所必须的.希望它亦将审议项目的设计和项

目文件的格式，关键阶段将是: 机构间小组以及其后行政协调会对试验期间所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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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以及机构; 身的经验所进行的审慎和周密的评价，如能为开发计划署支助的 

项目制定共同议定的健全程序，则各机构可考虑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这些程序可 

共同地应用于它们由其他资源供资的项目和方览

1 3 9 . 个别机构曲合作性评价活动目前虽然少，但亦已扩展中《除去开发计划署 

业已制定的主题评价方案之外，有些机构有时还同其他机构，发达国家如发展中国 

家的政府评价单位、世界各地私立研究所、大学和其他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共同 

对某些部门进行评价， 同世界各地的区域发展管理和培训机构、最近几年来不断扩 

展评价业务的区域发展報行以及诸如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它们拥有一组审查过去 

评价工作的评价人员）进行合作的潜力极大此外，若干行政协调会的工作队、开 

发计划署机构间工作组以及联检组非正式机构间评价会议不断地提供场所，供评价 

接触和交流意见》

1 4 0 . 但合作和统一的工作是有些难题的，尤其是由于各组织的中央评价单位极 

小，但面对进一步改善和护■充其本身评价系统的迫切工作却很多• 联合国系统内的 

共同努力对某些组织来说是极为有用的，但是这些工作一成不变相当耗赛时间，因 

为所涉的要求、例行和核准程序有很大的不同， 与联合国系统外各組织的合作可能 

十分累赛，因为可进行合作的组织为数极多，而且大部分最乐于合作的组织可能拥 

有十来个可供评价工作的人员，因此合作一工作可能远超过对口的联合国系统组织 

只拥的一、二♦ 评价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此外，进行协调和统一的工作不能是只 

纯粹为了协调和统一而已，而应作为是适当选定、实用，面向行动和互利的活动来 

进行.

1 4 1 . 总而言之，还是出现了若干积极的局格，第一，各组织既已建立和扩充了 

其太身的评价系统，因而取得了小经验基础，对实际资料的交流与合作大有都助》 

第二，如上述合作工作所指出的.，评价、特别是在技术合作领械中的评价至少已实 

质地朝向较力统一和简化的办法和程序的方向迈进，尽管尚待做出报多工作，第三 , 

这种趋势遂渐形成为一种评价经務、活动和人的国际网，这对在今后扩展和加强评 

价以及改进方案的工作是极为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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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评价的利用和价值

1 4 2 .第二章倚介了各组织在应用评价方面取得日益增多的经验的情况，第三、 

四章则扼要介绍了与评价结合、方法、业績反馈和汇报、合作活动有关的各种间氣 

本章将探讨关于评价应受到何种妥善的利用及其价值的这一关鍵问题》

143 . 1 9 7 7 年当联检组在编写其初步状况报告时，评价还是一小翅织松散的

构想和活动的混合物• 联合国系统在过去二十年来对其的兴趣时大时小。 1981 

年 . 在编写第二个报告时• 大多数组织已进入了发展评价系统的阶段•但仍未进入 

广泛执行的 " 关 键 阶 段 然 而 在 1 9 8 5 年 * 检查专员认为• 只要评价系统积 

极地受到应用• 它们就能嚴示出其对改善纽织业务所具有的实际价值.

144. 各组织弓I述了许多实际应用内在评价和深入评价的格局.日益增多地应 

用方案预算评价和内在评价过程大为有助于澄清和倚化方案与项目目标^战略和工 

作方案• 这反过来又有助于缩短长时间的设计和核准过程• 提高项目文件和项目预 

算的质量，推动重订或废除无法以一致和合乎现实方式制订的拟议的活动* 评价 

有助于认明了执行方面的瓶硕、 问题、混乱和不当，并可立刻建议纠正行动， 更 

重要的是，评价可协助重订项目和方案的方针g 以便实现其既定目标；辣明须重新 

调甚战略的变动中的情况；提供所需的关于取得的结果的资料• 以利就关鍵问题作 

出决定；认明获得成功的因素和办法• 以供更广泛的应用；指出重复以及需要进行 

的协调；推动对在管理过程、确定结果方法和执行格局方面所需改善的政策性审査，

1 4 5 . 由于国际经济局势、供国际发展的资金推振、许多组织采取不增长预算政 

策等因素 . 使得评价的价值不断增高。 这种趋势要求人们尽可能注意结果, 以便 

从所有现有资源中取得最大的利益， 行政协调会1 9 8 2 年关于评价的评论指出 . 

评价的资源水平虽不高• 但可带来远较其费用为高的万案利益，其办法是：直接费 

用节约，提高效率，在效率较高或效率较低的各领域中合理地分配应用现有资源。

各组织弓I述了若干通过评价而大幅度节约费用的例子* 特别是在较大型的商品或项 

目方案* 或支助和行政过程领域中， 这种认明无功效、浪费或重复的工作已日益 

成为评价工作的重要组成要素，但它只是较大的评价 " 成本一效益" 工作的一部分 

而已. 评 价 " 成本一效益 " 的工作的目的是 . 协助有效执行以及政策和方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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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保证趣续维持适切性和朝向目标进展，

14 6 . 现亦已开始进行 " 评价的评价" . 若干组织聘请顾问或内部工作组来评 

供其内部评价系统的业紙  这些研究认可了所采取的总方钟，鼓励进一步加强和 

( 或 ）建议具体# 骤，以更稳固地将评价与方案制订周期相结合 . 改进其用途》尽 

管后续行动系统尚未极佳地受到发展，但若干组织本进行了审查.以确定评价结果 

在管理人员与合作机构的业务中继续受到利用，而且绝大多数的建议也业经执行， 

此外，外部审计员审查了若干机构的评价过程的运用情况，或对其使用表示赞扬， 

或建议应该加强的各方面，并鼓励f ■展评价活动，

■ 1 4 7 . 评价的价值可直接从使用者对其需求的稳步日益增加看到*根据到目前为 

止的工作来看• 资多附属机构和理事机构鼓励继续扩展评价系统• 呼吁具有利，关 

系的领城进行更深入的特别研究，要求继续就系统的发展和调査结果的格局的状况 

进行汇礼  目前几乎所有的组织都拥有某种向其理事机构定期汇报评价的形式.

现已开始同方案或技术合作委员会进行积极而持续的评价对话.而且评价亦日益作 

为一小经常项目列入其议程* 在未制订系统的组织中.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要

求进行较严格的评价行动，以及改进业绩汇乱

1 4 8 . 各组织的上层管理当局也比以前活跃，它们建议各种供深入评价研究的主 

题 . 重新考虑基本的管理和决定过程，以及要求关于评价结果和格局的内部情况汇 

报< 深入评价和内在评价工作在外地方案和总部方案中稳定增长，评价工作计划、 

汇报和准则也大多已体制化• 除了刚开始进行评价活动的组织之外.大多数在

1 9 8  1 年制订了初步系统的组织继续积极将这种系统扩大应用于新领城.而拥有 

" 最老 " 的评价系统的组织、如开发计划署、粮农組织和世界報食计划署等早在 

1 9 6 0 年代即已制订了其系统，这些组织在进一步修订、 f ■展和结合其评价工作 

方面最为活跃•

1 4 9 . 深入评价虽是最为明显的活动，内在评价系统则对整个组织的影响最深《 

深入评价相对来说较复杂，成本较大.因此在挑选它们能够处理的少数方案或领城 

时.必须极为谨慎* 内在自我评价的 " 内在"特点强调它可在整个组织中有系统 

地受到应用， 在此办法中的有结构的标准化评价格式和定期的汇报要求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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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进展和结果（不论是否成功）进行定期、有 文 件 佐 证 的 评 化 因 此 ,内 在 自 我  

评价制订了一种机制• 衡量整个组织的业绩的可靠性，以及制订一种汇报业务结果 

的有条不棄的程序 . 以供较高一级进行审查和分析，

1 5 0 . 内在自我评价的 " 自我 " 组成要素亦极为重要， 有人怀疑管理人员是否 

可客观地评价其自己的活动的成败或有问题 . 但评价的格式如能标准化、符合要求、 

有文件住证，必能促成其客观性， 但其基本的理由是.有必要在整个组织的参与 

过程中建立评价能力和结果方针•

151. 到目前为止内在自我评价与广泛的工作人员培训方案混合在一起的少数组 

织认为• 这项工作稳固地莫定了进一步发展评价系统的基础-这些组织的意识形 

态正逐步改变* 工作人员越来越熟悉好的设计原则• 了解评价的意义以及其作为 

合理重要的管理工具可发挥的作用， 他们对内在自我评价的要求回应往往极为肯 

定和坦诚 . 因为他们承认上层管理当局有必要（甚至鼓励）立即提供支助和关切• 
以处理出现的各种问题 . 而不是让某一方案或项目偏离自标• 才对其负责* 由于 

他们的这种态度和理解，评价终能比过去更加成为例行工作、更经常地进行，

1 5 2 .凡已取得评价经驗的组织均认为，它们在评价方面取得的成果虽不小• 但 

决 不 能 沾 沾 自 基 首 先 ，尚待进行的工作仍很多， 第二 •评价只不过是一个管 

理的工具：其成败与每织内的上展管理领导、理事机构、方案制订系统、决策资料 

和其他管理和审査过程的质量和支持程度患患相关， 上述观点表明有必要作出两 

项重大的长期努力 . 以褒高今后评价的价值《

1 5 3 . 大多数组织的评价目前至少按理可应用于所有的活动， 附件表格显示• 

人们已取得了很多进展，但总来说，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有些组织才剛开始应用 

评价， 其他一些组织只对鄧分领域进行评价， 某些极为重要的万案和活动极少 

受到评价，

154. 各組织现已越来越有系统地对其外地方案和大部分项目进行内在自我评价 

和挑选进行深入评价》 但就总部方案和活动来说.内在自我评价尚未銀上方案预 

其的范围，而深入评价一般极具选择性， 各组织必须在其极为有眠的资源范围内 . 

逐步但稳步地扩展其评价范围和适当的办法.以制订某种对其所有活动的进展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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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进行有系统的评佳的形式* 粮农组织和卫生組织在#"大全组织范围的评价方面， 

所取得的进展最大， 但是 . 它们承认. 仍须作出报大的努力• 以有效维持、巩固、 

修订和改善既定活动的评价的质量。

1 5 5 . 第二.本报告开头所提到的行政协调会和联大有关政策的说明将评价视为 

是组织决策过程的 " 必要和完整的 " 部分• 并指出有必要在 " 整个管理发展努力 "  

中建立评价能力， 第三章和第四章讨论了许多组织现在进行的结合与评价所涉及 

的要素、联连和问题，以制订出较均衡、合乎需要和倚化的决策系统。 卫生組织 

的官员从其 " 统一的管理过程的前景 " 来看 . 指出，卫生组织现已难以将评价视为 

与方案制订和预算编制体制、管理资料流动、对管理过程的支持和各成员国的有效 

卫生方案毫无相干的一小主题》

1 5 6 . 因此.评价不视为是对成败的一种个别的评倘或只是一项受到关切的事项 

而已 . 而应视作是正在运用的组织学习系统的一个基本要素， 评价的目标是为了 

使方案更顺利地执行• 改进其结果 . 以及确认和鼓嚴更佳的业绩• 即刻糾正间题，

变化中的环境和用户的需要警觉地作出反应.

157. —个健全的组织应订有明确的宗旨和目标• 适当的资源布署和结狗，以实 

现目标• 双向的业绩通讯和反馈，同时具有积极分析并解决问题、评价及制订方案 

的能力. 协调良好的过程应可用来确定谁需要资料. 组织中什么部门需要. 何时 

需要 . 然后才提供资料* 由于管理人员和政策制订人越来越熟悉利用现有资料*

因此这一业绩管理系统应能导致管理能力、方案质量的提高以及更合乎需要， 联 

合国系统各组织现既已投入了这一管理发展的道路，座继续积极地朝这一•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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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结论搞要和建议

1 5 8 . 在过去数年中，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已进入了执行评价系统的 " 关键阶段 "。 

联合国和教科文组织尽管较落后 , 而且一些较小型的机构几乎未进行什么评价活动， 

但评价仍比以前受到较为广和有系统的利用》

159 . 内在评价和深入评价现已应用干技术合作活动的大多数项目或较广泛的方 

案，它们亦已遂渐应用于总部方案和活动。 中央评价单位和基本评价系统的职能 

现已较为明确地确立。 但最主要的是，评价已在应用，而且它通过提供分析性资 

料，可协助改善业务、实现既定目标，以及根据取得的经验教训制定改良的政策和 

方案，从而证明了其价值。

160 . 行政协调会在其1 9 8 2 年 回 顾 报 告 中 ，审议了在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中的经社危机，.以及多适主义结构正遂渐崩清。 它的结论是，联合国系统曾有过 

具有功效和效率的记录，但对系统业■绩的期待和所提供的资源稀少之间的差 «来 

越大，造成了 " 严重的信誉和功效问题 " 。 行政协调会的结论是，有必要提出明 

确的证据来反联这些批评，而有系统的评价程序正可协助解决这一问题检查专  

员认为，评价使用三年后正显示出其价值，而且如继续扩展和加强评价，则可稳固 

地支持进一步改善系统此务的业绩和质量的长期工作， 他提出了下列的一•般性结 

论和建议，以供各组织连同第JI u /R E P /s5 /1 0 号文件所列的对小别组织评价活 

动和进展的评佳一并审议。

161 . 业绩资料：大多数组织目前所取得的评价经验证明对方案和项目的改善是 

有用的，同时也为继续扩展评价系统定下了基础， 此外，评价主要关切效率，这 

反映于许多组织已采取了倡议来改善其决策过程g 然而，就整小系统来说，目前 

比较强调的仍是方案投入的日常工作而不是实际的产出和结果；由谁采取行动来改 

善其他决策成份的职责仍不够明确；方案状况和业绩资料的流动量仍不够（第二，

A、三，五和六章）•

建 议 1 各个组织应采取行动，坚定地将评价和其他基本过程结合成 

一个合乎需要、面向业绩的精筒的资料系统， 并通过一小较长期的管理发 

展过程来加以重新评佑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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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 各个组织应遂渐稳步地扩展其评价系统， 以 

至少对其所有活动进行某种形式的定期评价，特别是通过制订 " 内在"评 

价要求，在其方案预算或工作方案中述明目标、 目的和指标（第 9 9一 107  

段、第 152—157 段 ）。

此外，为了确保一小巩固的综合系统，各小组织应在其中央评价单位 

或其他部门中订明具体协调一致的职责和行动，以便：

( a ) 协助改善和监督项目和方案设计的质量，目标的述明，进居和业 

绩指标（第 4 6 - 5 2 段 ）；

0 > )提供一♦ 倚化但相当持续的关于业务费用和业绮状况的资料，并 

在可能时同计算机化资料系统的发展相结合，以满足业务和方案 

管理人员的监侧需要，并方便上层管理当局和理事机构制订政策 

(第  57  — 61  段、 95 — 98  段、 111  一 116 段 ）；

( C )为工作人员提供管理方面的培训、包括设计、监测和评价的要素 

在内，以使组织对全组织这些领城的了解，并建立起管理能力 

( 第 7 1 - 7 4 段 ），

1 6 2 . 评价的标准和质量:内在自我评价的日益使用大可便成各组织基本评价过 

程的标准化、特别是对技术合作项目来说，词时也可协助统一评价办法的工作， 日 

益增多的深入评价工作亦慢慢地创造经验，以进行对各式各样的方案和须目进行深 

入评价的艰巨工作，这终将有助干采取较共同的方法和办法， 评价一词虽不象以 

前一样被邀加应用，但维持评价质量仍是大家须分担的个重要责任（第四、第五， 

B章 ）•

建议 2 各个组织应就其经常使用的各种评价形式制订明确的标准和 

职权范围，以建立起评价的信，，将其作为是对决策进行支助的一小健全、 

客观的来源， 评价单位应监督评价工作的质量，而管理当局和理事机构 

应就评价汇报不新提供反馈，以便稳步地改善其质量以及合乎它们作出决 

策的需要（第 84 — 8 9 、 1 1 6 — U 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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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3 . 合作活动:支持各国政府开展其本身的评价能力的工作在过去几年已取得 

了进展， 但从迫切的开展需要和大家0 益认识到有必要加强本国行政能力一事来 

看，为此提供的资金仍然极少， 各组织亦设法在某些领城制定共同的评价办法， 

尤其是现正在机构间作出巨大努力，以修订开发计划署的程序，就其支助的成百上 

千小项目进行监侧、评价和汇报， 各国政府和世界各地的其他组织进行越来越多 

的评价活动，这就提供了交流评价经验和知识的新机会，一小国际评价网的艳廣正 

开始成形（第六章），

建议 3 各小组织如有可能应趣续积极地寻求具体的合作与协调活动 , 

以协助加强各国政府总的管理能力，分享评价经验，为统一•并简化评价办 

法 （第 1 2 8、 1 3 7 — 141  段 ） .

1 6 4 . 中央评价单位的工作量 : 中央评价单位取得足够的资金是协助发展 ’ 支助、 

管理、扩充各姐织总的评价能力和评价系统所必需的，也是充分获得评价的好处所 

必需的， 然而，这些单位的规模仍然十分小，而且过去几年来尽管其工作量不断 

增加，这些单位几乎没有增长许多系统发展工作和监督职责仍待进行，但中央 

评价单位的大郁分工作现仍用于进行深入评价， 如果 " 成本一效益" 关系中的成 

本方被压制太久，评价质量和评价系统的进一步开展均会受损（第二• B章 ） •

建议 4 各个组织均应不断地密切审查其中央评价单位的专业人员的 

配备需要、光其是根据其工作量来进行审查，以保证资源与职责相称，以 

及不揭及基本评价系统的质量和r 展 （第 2 7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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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表中 " 秘书处 " 包括联合国总部各郁门、各区城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所有的办 

事处、 中心、-基金会和其他机构，但不包括联检组以前的评价现状报告分开捕 

述的八♦ 联合国实体C 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中央评价股在整小组织中发

挥着主要的评价作用，并承担评价息括联合国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在内的所有 

活动的职责。

1 9 8 4 - 8  5 年的开支总额他计数包括经常预算和预算外开支，数字摘自行 

政协调会关于联合国系统截至1 g 8 4 年 7 月 6 日的开支的报告（S / 1 9 8 4 /  

7 0 V表 1 , 但下列组织除外。 行政协调会表格并未将住区中心，贸发会议、 

环境规划署、难民署、工发组织的数字分列：这几个组织的数字取自联合国 

1 9 8 4 - 8  5 年方案慨算（A / 3 8 / 6 ) 所列的直接赛用数字总额，因此业已 

从行政协调会为联舍国计算的数字总额（38 .  3 6 8 亿美元）中扣除C 国际贸 

易中心的数字采自行政协调会表格的胸注，亦从行政协调会关于联合国的总数 

中扣除，而在该表中分列的近东工程处的数字则加入联合国的怠额。 关于开 

发计划署、农发基金和世界報行的情况，见脚注C。

开发计划署的开支数额采自行政协调会的表格。 它只包括由该署资责管理的

方案的数字，由该署供资、但由其他组织执行的方案的数额不包括在行政协调

会的表格中：其他由开发计划署供资的活动列在行政协调会表格中执行这活动

的联合国系统机构的项自下。 农发基金1 9 8 4 — 8 5 年行政开支约为50 00

万美元：农发基金承诺总额力1 8 化美元0 世界級行 1 9 8 4 — 8 6 年会计

年 度 （6 月 3 0 H截止）的行政开支佑计额为13. 7 5 亿美元：中央评价股的

开支佳计数（业务评价职员）在两小会计年度期间是一样的。 世界報行1 9 8 4 -

8 5 会计年度的承诺总额、包括国际开发协会的数字在内力1 3 8 亿美元。

专业人员总数的数字采 i 行政协调会关于联合国共同制度截至1 9 8 3 年 1 2

月 3 1 0 的人事统计数字的报告（1 9 8 4 年 8 月 1 3 日A C C /1 98 4 /P E R /

3 7 ) 表一，但不包括下列各组织。 人类住区中心、贸发会议、环境规划署、

工发组织的数字在行政协调会表格中并来分列：它们采自联合国1 9 8 4 - 8 5 年

方案慨算 ( A / 3 8 / 6 ) 所列的专业人员职位总额（即稍高于实际的人员数额），

因此亦从行政协调会为联合国计算的总数中扣除（6, 1 4 1 )。 不过，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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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处的人员数额在该表中是分列的，因此加入了联合国的总教，中。 在行政 

协调会表格中列在开发计划署项下的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的人员在本表中分列， 

并从行政协调会计算的1 , 1 4 0 名斤发计划署人员中扣除， ：£ 生绍织的数 

字包括泛美卫生组织的员额，劳工组织的数额则愈括国际高级技术和职业培训 

中心的人员。 世界銀行的数字是截至1 9 8 4 年 6 月 3 0 日的数字。 

e 原子能机构的内郁审计和管理服务办事处具有 " 协调评价 " 的功能，在技术合 

作郁设有评价股，以及有一♦ 保护评价司 f 设有 2 1 ♦ 专业人员职位）。 本 

表所列中央评价股的数字只包括前二个单位，不包括保护股，因为保护股的工 

作极为专业化、技术性极高，同联合国系统其他中央评价单位的工作有很大的 

不同。

f  有些组织的数字列在括号中，这表示中央评价单位曾经过重大改组。 

g 中央单位开支或专业人员职位佑计数列如在括号中，这表示这些单位述有其他 

取责，数字指它们花在评价的资源在资源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比方说，某一 

单位 1 g 8 4 - 8  5 年的赛用如为6 . 0 万美元，专业人员职位如有三小，花在 

评价的时间如仅在其工作时间的一半，则表中列出数字将为 " （• 3 ) " 和 

" {  I • 1 /  2 ) " 。
H 顾间年经过调整，使其与列出的专业人员职位数字相当，比方说， 1 9 8 4 - 8 5  

年期间评价工作如利用了4 8 个月的巡询服务，表中示出的数字则为 " 2  " ,  

表示一年中聘用了二个谈询顾问。 

i  各;栏中符号表示：參一已为组织所有的或部分的活动制订

0  — 制订中 

 未进行

3 " 较广泛的评价 " 指对一组项目、 个区械或一国的项目、一个 " 主题"或一

个部门下的项目、一国的方案或技术合作过程进行评价。

k 本表所称 " 外郁评价 " 具有双重意义。 , 它指由外郁谈询顾间、成员国官员或

理事机构代表所进行或有他们积极參与的正式评价研究，这些研究亦编成报告， - - . 1..

供理事机构审査。 因此，外郁评价主要针对较广泛的方案和政策评价，而不

是指一般较常使用的聘请路询顾问或东道国政府和（或 ）捐赠国政府參与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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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个别的项目评价。

" 评价准则 " 指各组织、本身关于其全郁或郁♦ 方案和项目的准则。 "开发计 

划署准则，’ 指一小组奴如作为由开发计划署供资的技术合作项目的执行机构 , 

所必须遵循的准则。 绍奴本身的评价准则在某些情况下可用来补充开发计划 

署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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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导 言

四

五

七

八

相 关 的 报 告 I U/REP/8  5 / 1 0 的目录 

联合国系统各绍织内郁评价工作的状况 

联合检査组 

厄 尔 . 索姆编写 

目 录

4 0 - 4 5  

46 -  52

联合！S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    51 -  39

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生境中心）............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 )  ...................

贸发会议/ 总协定合设的国际货易中心

( 贸易中心）  .........     •，，•，

联舍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 ) ....................... .

联合国环境现划署（环境规划署）...........................

段 次  页 次  

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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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书 目

" 关于联合国系统内的评价工作的振告" ， 1 g 7 7 年 3 月 J I U /R E P /7 7 /

1 , 联合国 1 g 7 8 年 9 月 1 日第义/ 3 3 / 2  2 5 号文件。

" 联检组的报告...，：行政协调委员会的评论 " ，联合国 1 9 7 8 年 9 月 1 0 第 

A /3  3 / 2  25/Add. 1 号文件 0

" 联舍国系统各组织内部评价工作的现况 " 和 " 关于联舍国系统评价的第二小 

报告 " ， 《J Iü /R：E；P / 8 l / 5  和 J IU /R E P /8 1 /6  , 1 9 8 1  年 2 月和 3 月， 

联合国 1 9 8 1年 4 月 1 5 B第 A / 3 6 / 1 8 1 号和第A / 3 6 / 1 8 2 号文件。

" 联检组的报告….：行政协调委员会的评论 " ，联合国 1 9 8 1年 1 0 月 6 H 

第A / 3 6 / 4 7 9 号文件。

“ 方案规划 " ， 联大 1 g 8 1 年 1 2 月 1 8 日第3 6 /  2 2  8 号决议。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评价系统" ，联合检査组， 1 9 8 3 年 3 月 JIU /R E P/  

8 3 / 5  , 开发计划署1 9 8 3 年 5 月 1 0 日第DP/I 9 8 3 / 6 8 号文件。

"方案规划：加强联合国评价股和系统的能力，…：秘书长的振告 " ，联大 1983  

年 4 月 2 2 日第A / 3 8 / 1  3 3 号文件。

" 关于联合国的方案制订和评价的报告" ， 1 9 7 8 年 3 月 J I U / R E P / 7 8 / l o  

" 关于制订联合国观划、方案制订和评价周期的条例的报告" ， 1 9  8 2 年 g 

月 0■工U / R E P / 8 2 / 1 0 , 联合国 1 9 8 2 年 9 月第 A / 3 7 / 4 6 0 号文件。

"联 合国系统内的通讯 " ， 1 9 8 2 年 4 月 J工Ü /R E P /8 2 /6  , 联合国 1982  

年 8 月 I 1 日第A / 3 7 V 3 Î 2 号文件。

" H内瓦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便用计算机的演变状况：管理间题 " ， 1 9 8 5年 

3 月 J—IU /R E P /S S /S  , 联合国 1 9 8 5 年 7 月 9 日第A /4 0 / 4 1  0 号文件。

" 儿童基金会评价工作慨况 " ， 执行理事会，经社理事会1 9 8 4 年 2 月 2 2  

日第 E / I C E r / l  gg 4 /Iv  3 号文件。

" 评价词汇，，， 1 9 7 8 年 1 1 月 J•工Ü /R E P /78 /5  , 联合国 1 g 7 9 年 6 月 

6 日第义/ 3 4 / 2 8 6 号文件。

" 联合国系统内的管理服务 " ， 1 9 8 1年 1 月 JIU/R；E P /8 1 /3  , 联合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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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Z6

件 a / 3 6 / 2 9 6 ,  1 9 8 1  年 6 月 5 日及 A d d *  】 ， 1 9  8 1  年 1 1  月 1 2  

曰。

" 联合国组织内部评价系统的初步准则 " , 1 9 7 9 年 2 月 J；EU/R；B P / 7 9 /

2 , 联合国 1 9 7 9 年 5 月 3 1 B第 A / 3 4 / 2 7 1 号文件。

" 设计和评价劳工组织项目的程序 " ，第三卷 " 研究 " ，劳工组级，方案制订 

和管理肩， 1 9 8 2 年 2 月。

" 方案评价•…：货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 " ，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组，货发 

会 议 1 9 8 2 年 6 月 2 4 曰第T D /B /W P /2 3号文件0 

" 货发会议秘书长关于评价的说明 " ,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货发会议1 9 8 4 

年 8 月 8 0第 T D / B / 1 0 1 5号文件及咐件。

儿童基金会，同前，见脚注 1 2 。

" 人口活动基金关于进行独立深入评价的准则和程序 " ，人口活动基金，纽约 = 

1 9 8 4 年 3 月0

" 评价国际货易中心关于人力发展、供贸易促进和国际销售的方案的报告"， 

联合儀询组，国际货易中心1 9 8  4 年 1 0 月 3 1 日第工TC/ AG(XV工工工）/

9 4 号文件。

联检组，同前，见脚注 1 1。

" 设计和评价业务活动：（a)评价资料系统 " ，理事机构，业务方案委良会，劳 

工组织1 9 8 3年 1 1 月 第 2 2 4 / 0 P / 2 / 1 号文件。

" 向经济及社会理亭会提出报告的办法" ， 1 9  8 4 年 4 月 JIU /R E P/8  4 /  

7 , 联合国1 9 8 4 年 5 月 3 1 日第3 9 /  2 8  1 号文件及Add, 1 和 2 ; 以 

及 " 向经济及社会理亭会提出报告的方法：秘书长进一步的评论" ，联合国 

1 9 8 5 年 5 月 1 0 E第A / 4 0 / 2 8 9 号文件。

" 联舍国系统在各国政府开展评价工作上的合作 " ， 1 9 8 2 年 1 2 月 J I Ü /  

R E P / 8 2 / 1 2 ,联合国 1 9 8 3 年 8 月 1 2 日第A / 3 8 / 3 3 3 号文件。

" 联合检査组•…：行政协调委员会的评论 " ，联合国 1 9 8 3 年 1 1 月 7 ,日 

第 A /3 8 /3 3 3 / A d d ,  1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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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33

56

39

" 对促进发展的业务活动进行全盘政策审查" ，联大 1 9 8 3 年 1 2 月 1 9 日 

第 3 8 /  1 7 1 号决议。

" 开发计划署参加国和领土中央评价当局名录" ，开发计划署，纽约， 】984  

年 5 月。

“ 多这和双迫金融和技术援助机狗同最不发达国家代表第二次会议的振告"， 

贸发会议文件，TD/B/933» ■ TD/B/AC. 2 1 / 1 2  , 1 Î Î 8  2 年 1 1 月 1 9  

Bo

"  1 9 8 3 年世界发展报告 " ，第二部分， " 发展的管理 " ，世界報行，牛津 

大学出版社，纽约， 1 9 8  3 年。

" 项目成绩审计结果的第十次年度审査， 1 9 8 4 " , 世界報行，华盛顿齋伦 

比亚特区， 】 9 8 5 年。

" 公共行政和齋金事项：秘书长的报告 " , 联合国 1 9 8 5 年 2 月 2 1 日第 

E / 1 9 8 5 / 3 9  号文件和 Add. 1 。

" 在执行非洲粮食计划和战略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执行主任的报告" ，世界精 

食理事会1 9 8 5 年 2 月 2 5 日第W l 'C / i g 8 5 / 2 号文件， 1 9 8 5 年 3 月 

2 5 日Add, 1 号文件。

" 援助支助梭食战略的效力：执行主任的报告 " ，世界艘食理，会 1 9 8 5 年 

2 月 2 5 日第WFC/1 9 8 5 / 3 号文件。

" 设计和便用运用于农村发展项目和方案的监测和评价的指导原则" ，联合国 

行政协调会农村发展工作队，监测和评价组，罗马， 1 9 8 4 年 1 2 月。 

" 联舍国系统内的国际合作与协调：行政协调会1 9 8 3 /  1 9 8 4 的年度审 

査报告 " ，联合国1 9 8 4 年 5 月 1 0 H第E /1  9 8 4 / 6 6 号文件。

" 今后跨组织方案分析的领域：秘书长的报告 " ，联合国1 9 8 4 年 3 月 8 B 

第 :E/AC. 5 1 / 1 9 8 4 / 3  号文件0 

联检组和联合国，同前，见胸注2 4 。

" 联合国系统供发展的业务活动" ，联合国 1 9 8 1 年 9 月 3 0  H第 A / 3 6 /  

4 7 8 号、 1 9 8 2 年 9 月 2 8 日第A / 3 7 / 4 4 5 号、 】 9 8 4 年 9 月 1 8 日第 

A / 3 9 / 4 1 7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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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系统内的国际合作与协调：行政协调会1 9 8 1 / 8  2 年的年度审査 

报告，联合国 1 g 8 2 年 5 月 1 8 日第冗/ 1 9 8 2 / 4 号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