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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署的评价计划和活动 

一 导 言 

 1.  执行委员会 包括它在 2000 年 11 月举行的非正式磋商 认真地审查了难

民署的评价职能 审查的重点是需要进一步发展这一职能 并将评价活动移交给

本组织的地区局和外地办事处 会议审议了实现这些目标的行动计划 评价和政

策分析股 (EPAU)2001 年将以行动计划为其活动的基础 常设委员会后来在 2001

年 6 月的会议上讨论了这些活动  

 2.  本文件首先概述难民署评价职能管理和方向的某些动态 第二章重点讲述

评价结果的利用 最后一章概述 EPAU 目前和未来的工作计划  

二 难民署评价活动的管理和战略方向 

A   评价政策 程序和行动计划  

 3.  在与范围很广的有关机构广泛协商后 确定了难民署的评价政策 这一政

策将于 2002 年 1 月 1 日实施 它规定了评价在难民署工作中的作用 概述了

EPAU 的具体任务 提出了难民署评价活动的指导原则以及评价难民署方案应采用

的标准 评价政策的副本将在执行委员会 2001 年 10 月的会议上分发  

 4.  评价政策包括三年的发展计划 它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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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民署实行最低水平然后逐步增加的评价活动和支出  

• 赋予难民署地区局和外地办事处新的责任 要求它们自己进行或委托

进行评价  

• 采用新的做法和程序 以确保评价结果和建议切实得到利用  

 5.  作为评价政策的辅助手段 将采用一项分步骤指南 指导评价和自我评价

项目的管理 确保以统一的原则进行评价工作 EPAU 在未来几个月的重要任务是

保证地区局 分区局和外地办事处在承担新的评价职责时 清楚了解和执行这些

程序  

B   加强 EPAU 的能力  

 6.  EPAU 在 2001 年 1 月设立一个 JPO(初级专业人员)职位 2002 年 1 月 将

增加一个 P4(专业人员)职位  

 7.  EPAU 利用专项资金 聘用一名外部评价专家 与其签订了长期咨询合

同 这名顾问将率领全股对本组织其他部门进行培训 使其掌握评价活动所需要

的技能和工具  

 8.  还做出了不解的努力 对 EPAU 工作人员进行专业评价培训 该股的两名

工作人员参加了联合王国约克大学举办的为期三天的评价培训班 股长还参加了

人道主义行动中的责任和业绩问题行动学习网络( 行动学习网络 )组织的为期

一周的资深评价主任培训班  

C   下放评价职能  

 9.  近几个月采取了许多步骤下放难民署内的评价职能 加强 EPAU 与本组织

其他部门的联系 这些工作包括  

• 扩大评价委员会 吸收所有地区局的代表参加  

• 建立评价基金 希望委托评价的地区局 分区局和外地办事处可以利

用这些资金  

• 2001 年 5 月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二次评价讲习班 40 多名难民署工作

人员 一名政府代表和一名非政府组织代表参加了这些讲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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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所有主要的新评价项目设立指导委员会 使难民署内的有关机构可

以参加规划 实施和利用过程  

• 制订简便型自我评价讲习会的组织方法 并在埃塞俄比亚西南部试用

这一方法  

• 与本组织的各地区局和职能单位联合举办难民署主要业务行动和政策

问题经验交流会 最近一次在蒙罗维亚举行 涉及利比里亚遣返和安

置方案  

• 查明本组织其他部门进行或委托进行的所有评价 审查和评估活动

近期的活动包括 对科索沃(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班车项目的评价

难民署的哥伦比亚国内流离失所者方案 难民署的塞尔维亚 (南斯拉

夫联盟共和国 )地方安置方案 难民署的孟加拉国达卡城市难民方

案 肯尼亚达达布的流动法院项目  

D   多种多样的方法  

 10.  难民署对评价工作继续实施多样化方针 采用替代性和具有创新的方

法 一些举措 包括与其他机构联合评价 经验交流讲习会和简便型自我评价

等 在本文件的其他章节已有叙述 此外 EPAU 在几内亚进行 着眼于受益者

的难民署方案评价 即在评价中广泛征求难民的意见 还在安哥拉 厄立特里亚

和苏丹进行难民署方案的 实时 评价  

E   机构间合作  

 11.  已采取各种步骤 加强难民署在评价领域与伙伴机构的合作 一项机构

间评价(人道协调厅 难民署 儿童基金会和粮食规划署 )是审查联合国在阿富汗的

人道主义方案 丹麦外交部国际开发署与难民署联合评价难民署的安哥拉国内流

离失所者方案的活动已经完成 难民署还参加了粮食规划署评价苏丹和乌干达难

民援助方案的工作 EPAU 继续是 行动学习网络 和联合国机构间评价工作组的

积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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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评价成果的传播  

 12.  EPAU 利用专项资金 聘用一位交流问题专家对该股传播评价成果的活

动进行评审 评审之后 EPAU 采用了在本组织内外有目标地分发硬拷贝的新战

略 每份新的评价报告分发时 都配备电子版的评价摘要 简明扼要 生动活泼

地叙述报告的结论和建议 展望未来 EPAU 希望尝试以音象形式编发评价结论  

三 有效利用评价活动 

 13.  难民署与许多其他人道主义组织一样 评价活动历来侧重于编制报告

提出一系列结论和建议 难民署不低估这类报告的价值 现在也致力于采取以项

目为基础 以利用为核心的评价方针 最大限度地将评价行动转化成促进全组织

的分析 学习和改革的动力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所有主要的评价项目都由相关

机构指导委员会指导 同时尽一切努力在设计评价项目时包括讲习会和其他参与

性活动  

 14.  实行要求管理层做出反应的新评价政策 目的也是确保难民署有效利用

评价职能 根据这项新政策 首先由相关的业务主管负责执行评价建议 EPAU 将

鼓励 协助和跟踪后续进程 同时 将加倍努力 将评价成果反馈到难民署的决

策程序 工作人员培训活动和管理手段编制工作中  

 15.  为利用评价成果而采取的行动必然各不相同 例如 EPAU 的城市难民

项目结束时将举行一次相关机构讲习班 并编写经修订的政策声明 近期审查难

民署在利比里亚的活动后 审查结果将纳入塞拉利昂重返社会方案的规划活动

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一揽子安全计划执行中汲取的经验 成为了规划本组织在

几内亚行动的基础  

 16.  难民儿童 难民妇女和无国籍等问题的重点专题审查结论 将向项目指

导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和其他利益相关机构汇报 并与之讨论 以便制订适当的

后续计划  

四 评价工作计划 

 17.  EPAU目前的工作计划 侧重于需要难民署解决的几个关键性政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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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难民儿童  

 18.  EPAU 委托外部人员对难民署在满足难民儿童权利和保护需求问题上的

作用进行独立评价 本项目的工作从 2001 年初开始 预期本年底结束 评价小组

的负责人将在执行委员会 2001 年 10 月的会议上介绍审查结果  

B 难民妇女  

 19.  EPAU 借调一位在性别问题上具有专长的工作人员参加难民妇女问题处

理准则执行情况的审查 这项审查是在执行委员会成员的支持下 由难民妇女和

儿童问题妇女委员会负责进行 审查活动的时间表 参照难民署难民妇女问题高

级协调员提出的意见 与难民儿童评价工作时间表类似  

 20.  此外 EPAU 委托人员对肯尼亚达达布的木柴分配项目进行深入评价

以便解决基于性别的暴力问题 目前还委托人员审查科索沃的妇女计划 在这一

项目结束时 希望能够对波斯尼亚 科索沃和卢旺达的妇女计划的经验有一个较

全面的了解  

C 无国籍问题  

 21.  对难民署处理无国籍问题的活动的审查由一名外部顾问和一名 EPAU 工

作人员联合进行 最近已经完成 并公布了结果  

D 难民教育  

 22.  2000 年 EPAU 与卫生和社区发展服务项目密切合作 委托对难民教育

的关键性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研究成果将编辑成集予以发表 2001 年 3 月在

华盛顿举行的讲习班便以这些研究成果作为讨论的基础 各方面专家 难民署

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人员参加了这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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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长期沦为难民  

 23.  EPAU 利用专项资金 设立了一个项目审查难民署及其伙伴机构管理长

期沦为难民者处境的问题 在若干案例研究和专题审查的基础上 项目试图提出

一个规划项目清单 用于改善难民人口的生计和自力更生能力 直至有可能自愿

遣返为止 本项目与重返社会和当地安置科联合进行 并得到了非洲地区局的密

切配合  

F 保护与评论工作  

 24.  EPAU 与国际保护司合作 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评价人员进行一系列

初步会谈 讨论了在评价人道主义方案时将保护和人权问题纳入进去所面临的挑

战 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就这项议题开展进一步的工作  

G 未来的评价工作  

 25.  EPAU 实行灵活 滚动式工作计划 以使本股能够应付不断变化的需求

和情况 利用具有创新的评价方法 今后 EPAU 将自己进行或委托进行主要政策

和计划问题的评价 同时也对具体行动 计划和项目进行评价 在与利益相关

者 包括执行委员会成员磋商后 将制订工作计划  

 26.  在撰写本文件时 EPAU 正在计划对难民署的社区服务职能进行独立评

价 并对本组织在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的活动进行联合评价 本股还在协助欧洲地

区局审查难民署在中欧的能力建设活动 并支持工程和环境服务科审查在坦桑尼

亚和乌干达的环境项目  

 27.  难民署评价工作计划的详细情况 可查阅难民署网站(www.unhcr.ch)评价

和政策分析网页 近期完成的报告一览表 见附件二  

H 政策制订和研究  

 28.  除了在评价和业务政策分析领域的努力外 EPAU 继续对难民署内总的

政策制订工作做出贡献 在审查所涉期间 本股在以下一些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

用 人道主义行动在预防冲突中的作用 地区组织在建立和平过程中的作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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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主义援助与发展援助之间的联系 非洲难民问题在性质上的变化 迁移与庇护

之间的关系 难民营的安全和民事性质  

 29.  EPAU 在负责出版一套题为 难民研究的新问题 的工作文件丛书 届

时将使难民署有机会传播独立的难民问题研究成果 虽然它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评价 但这些文件为人们了解难民署的工作和它所处的国际环境提供了一个关键

的视角 近期文件清单见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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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报告 2000 年 11 月至 2001 年 7 月 

评价难民署的城市难民政策 审查新德里的案例研究(EPAU/2000/04) 

长期沦为难民境况下的最低标准和必要需求 审查难民署在肯尼亚卡库马的方案

(EPAU/2000/05) 

评价难民署在加强国家非政府组织上的作用(EPAU/2001/01) 

以注重受益者的方法评价难民署在西非几内亚的方案(EPAU/2001/02) 

苏丹 /厄立特里亚紧急状态 2000 年 5 月至 7 月 评价难民署的反应 (EPAU/  
2001/03) 

评价难民署的安哥拉国内流离失所者方案(EPAU/2001/04) 

从坦桑尼亚一揽子安全计划执行中汲取的经验(EPAU/2001/05) 

WHALE 从利比里亚经验中获得的智慧 经验交流会的报告(EPAU/2001/06) 

评价难民署的城市难民政策 审查开罗的案例研究(EPAU/2001/07) 

评价达达布木柴项目(EPAU/2001/08) 

评价难民署在无国籍问题上的作用和活动(EPAU/2001/09) 
 
 
即将分发的报告  

评价难民署的城市难民政策 审查内罗毕的案例研究(EPAU/2001/10) 

从难民署东南亚重返社会方案的经历中汲取的经验(EPAU/2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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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件 难民研究的新问题  
2000 年 11 月至 2001 年 7 月 

No. 33.  UNHCR’s mandate  the politics of being non-political 
David Forsythe 
 
No. 34.  Environmental refugees  myth or reality  
Richard Black 

 
No. 35.  Refugee aid and protection in rural Africa  working in 
parallel or cross-purposes  
Oliver Bakewell 
 
No. 36.  Humanitarian issues in the Biafra conflict 
Nathaniel H. Goetz 
 
No. 37.  Statistically correct asylum data  prospects and limitations 
Bela Hovy 
 
No. 38.  Vital links in social security  Somali refugees in the Dadaab 
camps, Kenya 
Cindy Horst 
 
No. 39.  The trafficking and smuggling of refugees  the end game in 
European asylum policy  
John Morrison and Beth Crosland 
 
No. 40.  The humanitarian hangover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governmental practice in Tanzania’s refugee-populated areas 
Loren B. Landau 
 
No. 41.  Global migration trends and asylum 
Susan F. Martin 
 
No. 42.  Comfortable with chaos  working with UNHCR and the NGOs  
reflections from the 1999 Kosovo refugee crisis 
Tim Cross 

 
No. 43.  Mind the gap  UNHC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Jeff Crisp  
 
No. 44.  The interface between migration and asylum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UNHCR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ssion for Bosnia and 
Herzegovina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