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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意见

一般说明

1 • 这项报告提议采用一整套考虑和选择因素，作为一种共同的规范，即把

联合检查组过去关于联合国系统的评价努力的历史、性质和状况的报告 (J工 U/

REP/7 7/1) t 内所叙述的各种不同办法结合起来. 对于联合检查组讨论评价

词汇的一项有关报告 (J工 U/REP/々8/5) Z ，已经另行提出意见 (A/34/286/

Add. 1). 关于联合国中期规划的报告 (J 工U/REP/79/5) }也关系到本报告，

因为二者都讨论规定目标和制订成绩指标一类的问题.

2. 行政协调委员会(行政协调会)认为，这些初步准则是发展共同评价办

法的一个有价值的步骤. 这些准则既重视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共同处而同时也保

有必需程度的变通性，应可为这个领域内的进一步进展铺平道路. 在这些准则的

应用上取得经验之后，无疑将它们逐渐发展和改进. 行政协调会深为赏识这项有

帮助的报告，因为它为共同评价办法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健全切实的基础.

z 

} 

3. 如联合检查组报告第 8 段内所说的，这些初步准则有两个主要目标:

(叫 "激励思想";

(b) 提供"可变通和实际地应用于联合国各组织面临的许多不同评价情

况的一种广泛的共同指引规范".

已编为E/6003 号文件分发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员.

已编为 A/34/286 号文件分发给大会成员.

已编为 A/34/84 号文件分发给大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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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项很有意义和用处的报告，无疑会剌激所有目前正在对其活动进行各

种评价的组织的想法. 报告的正文及其载有进行评价时应提出的问题清单的附件

一，将成为用途极广的参考文件.

5. 报告列出的评价工作，目的和应具备的要点，行政协调会大体上都同

意. 报告还强调说，只有在方案设计的程序和实质两方面都有内在的评价安排，

才能够成功地对方案作出评价. 行政协调会完全同意这个看法.

6. 报告选出所谓"稳重方法"以供联合国各组织使用. 同时它认识到合

乎理想的衡量目标和指标的标准是很难达到的，因此它提出六个逐步进行的评价阶

段. 在这方面，行政协调会完全同意报告所说的:因有许多问题和拘束，联合国

系统内不能充分使用更精巧的方法，并且在大多数情形下不大可能在短期内作出

"理想的"或"合乎需要的"评价. 关于如何选择适当方法和如何评估此种方法

的方针，对联合国系统所有的评价单位将是极有价值的.

7. 联合检查组的另外两项活动也有助于促进共同了解和发展更有用的评价

方法:

(a) 联检组安排了评价工作人员的非正式会议. 大家在这种会议上交流

各组织的经验及其对共同困难的解决办法和讨论各种评价概念. 这种会议已

经举行过两次继续定期举行，这种会议将有助于在这个领域内取得进展和促成

关于原则的一致意见.

(b) 联检组还从事于方案的外部评价. 联检组第一次作出的这种评价是

对联合国公共行政和财务方案的评价 (A/33/227 )，这已由方案和协调委员

会第十八届会议讨论过了. 这项报告除其实务研究和结论具有价值外，报告

本身作为一个应用方法的实例和模范也是有用的. 报告中有几个要点，后来

已经在联合国内对跨国公司方案进行内部评价时予以利用 (E/AC.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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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和 COTζ1 和A441 和 2 ) .由此可见，报告里的准则虽是为联合国

各组织的"内部"评价系统制定的，但大多数的想法和原则也可适用于外部评

价.

8. 在上述两项活动中，联合检查组都在促进"最好办法"技术的鉴定和传

播，以及帮助共同标准的确定. 这些办法自然是相辅相成的. 在联合国系统评

价发展的现阶段，共同标准必须是相当一般性的，因此实际评价方面证明有用的任

何技术的传播都是极有价值的.

9. 除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办法外，也应该从其他地方吸取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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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上文第 4 段内已说过的，联合检查组报告里列出的考虑和选择因素

几乎全都适合联合国系统的大多数机构，行政协调会仅有几点意见要提出。

A 范国

1 1. 在讨论评价范围时，报告的第 32 段内列出一个选择评价活动的标准

清单，其中有考虑大加改组的活动、费用效果关系不确定的活动和其他种类活动。

也许应该在清单上增添一类活动:显然成功的活动。 这里的评价目的主县不是

找出问题(不过如果发现就不应忽略)而是要了解(两件)事情:

(a) 成功的理由，以便于可能时努力仿效;

(b) 成功的性质及其限度，以便方案管理员能够知道如何为有欠成功

的领域拟定切合现实和真正合乎斋要的目标。

B 组织范围的计划

12. 报告的第 29 段内说内部评价应当"遵照一种考虑周密的范国计划"。

有几个机构已经拟订出评价工作的中期或长期计划，其范围包括机构在某个时期

内的一切活动。 在有些组织内，这种评价工作是由理事机构经常进行。 在其他

政府间组织内，主管机构并不觉得正式的范围计划是必需的。 例如在联合国内，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一向的办法是在一两年前事先明确定出所要评价的两三个方案，

这种规模虽小但范圆明确的规划已经证明是适当的。

c 目标

13. 第 40 段内说在第 39 段里同标准一起加以分析的"目标的明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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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易取得的"，对于这点行政协调会愿意进一步详细讨论。 第一个标准是

目标"应当明确地说出达成目标的具体情况(基本条件) "。 差不多一切不属

于技术合作国剔项目的联合国组织活动都是目的在使许多国家得到好处，困此必

须在许多不同情形下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达成目标的具体情况"的概念也

许不运用于某些种类的方案。 难以适用的例子是支助多边谈判的活动，和关于

全球性政治、经济及社会问题及/或政策的研究和询查。 第二个标准也是完全

如此。 目的在制定政策的世界性方案或许必须适应各不同区域或国家内的不同

优先次序。 实际上，第五个标准提及这个问题，并指出"使目标的陈述尽量明

晰简单"而同时又要"顾到多种的、可能互相冲突的目标"所会引起的问题。这

的确是个难题。 联合国系统内的方案设计人员都面临这种困难，这是只有在决

策机构的帮助下才能解决的问题.

D "进行期间"评价与"事后"评价

1 4. 报告的第 70 和第 71 段内提到可以在活动进行期作出评价( "进行期

间"评价)和在活动完成后进行评价( "事后"评价)。 联合检查组关于评价

词汇的报告里划出同样的区别 (A/34/286 )。 这问题在行政协调会所提关于

后一报告的意见里有详尽的讨论( A/3 4/286/A问 1 )。

二. 报告的建议

1 5. 报告的第 84 段里建议采用"这些准则作为联合国系统内部评价活动

的初步准则". 鉴于第 8 段里说"没有打算把这些准则作为一套严格的指示"

而是要把它们"变通地和切合实际地应用于许多不同的评价情况"，行政协调会

接受这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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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丘 在同一段内，联合检查组提议开始定期审查这些准则 行政协调会觉

得这种审查的确是十分有用的，但须每次审查后经过一段足够长久的时期再行审

查，以便有时间累积经验。

1 7. 在第 85 段内，联合检查组建议联合国系统每一组织就第 86 段里列举

的十二个有关评价活动的项目"早日向其执行机构或理事机构提出报告"。 尽

管联合国系统有儿个组织已经同意就内部评价活动分别向其政府间主管机构提出

报告，但是这种报告至少在初期或许不会完全包括第 86 段表内列出的所有十二

个程序和方法项目。 同时应注意到: 在其他组织内现在已有评价报告的政府

间审查，其范国包括表内所列评价的许多方面。 有些组织往往也应联合检查组

的有关报告的请求，就规划和方案拟订、目标的改进、指标的使用，以及较不直

接地就表内的许多其他项目，提出报告。 在后一情形中，行政协调会觉得上述

的报告要求充分照顾到第 85 段内的建议。 此外，联合检查组发启的同从事评

价工作的机构人员作非正式协商如继续进行，则会十分有助于进一步改进程序而

减少频繁报告的需要。

1 8. 这些初步准则虽是针对联合国组织内部评价系统提出的，但是也可用

于各国政府自己对受到联合国组织技术合作援助的各种方案和项目所作的评价。

为了保证各国政府充分参与和管制在多数情形下联合国组织捐助有限的技术合作

活动起见，各国似乎有必要积极参加国家一级评价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