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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报告列出联合国系统内评价活动所用的二十四个基本用语词汇。应当认识到，

就每一用语的意义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是不可缺的，只能』随着实践经验逐步取得进

一步理解。尽管如此，还是根据以往和目前为下定义而作响努力编出了本词汇，目

的是鼓励各方对联合国系统内评价的性质、意义和用处更进一步取得共同的理解。

第一节简短回顾长期以来为形成共同的评价术语而作的努力和碰到附问题。

第二节说明编写本词汇的目的并就评价用语提出一般性非正式意见。

第三节逐个列出二十四个基本用语的具体定义，并举实例说明其意义和用浊。

过去十年来联合国各组织、各机构问单位、各工作组走展出各项建义拌加以传用;

本报告的附件汇编了一部分这些定义。

第四节内建议采用这个词汇，作为联合国评价用语的一艘构架，并建议将来的

修订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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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1 ，过去曾经试拟过联合国系统内的评价和同评价有关的概念的定义，在说明

本词汇所载评价用语以前，简单回顾一下过去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是有用的。

2 ，早在五十年代初期，一般把评价看成是对于下列事项的有效管理工具和认

识过程:

(a) 改进联合国的现有方案和活动;

(b) 从事已有的计划项目中吸取教训，重加整顿，改善未来项目的选定与执行;

(c) 用明确的或无形的成就来衡量项目的成效;并

(d) 评估各项方案对受援国 1 全面经济及社会进步的影口向。

虽然联合国各组织各自使用不同的评价方法，但日益注意到必须从所依循的各种方

法中发展出一套共同的评价方法。因此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研拟有助于在联合国

系统内进行评价的共同观念、过程、技术和方法。

3. 后来，对评价的关注在五十年代后期一度缩减，但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各

机构和机构间的评价活动又迅速增长，显示有必要协调和澄清评价的概念和活动。

行政协调委员会(行政协调会)和其他机关都强调对评价和各个评价过程必须有共

同的定义，这不是为了建议所有的组织采用同样的过程，而是为了使于交流经验、

交换意见和进行协调。

4 ，秘书长应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的请求，于一九六九年对评价

工作的主要政策问题和实际问扎!1'f 了 --1~:评估，以刻订出一否更有条坦的方去，用来评

1 技术援助委员会， {关于对技术援助扩大方案的评价技术的报告>> ，一九五四

年五月二十九日， TAB/R.255 号文件。

例如经社理事会文件，行政协调会第三十五次报告，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六日，

E/4668/Add.l/ 附件囚，第 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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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1关合巳主'ii 言:内川二l' 术合作项目和方案。这项评估工作的内容包括初步编订用以评

价项目的用语词汇，讨论评01-;;庄序，和分析包含各个评价Et素的主本项目阶民

5. 行政协调会机构问评价研究小组在一九六六一一九七二年期间成为审议联

合国系统内评价活动的中心，它认为每个机构和方案都应该自行拟定据以评估其方

案和项目的评价技术和程序。 但是它也曾在一九六九年据调有必要执行各种各样

的协调工作和机构 r~J工作，包括有必要进一步拟定评价用语的新词汇，并详拟一套

共同的参考系统。 4 但是，到了七寸a年代初期，肤合国系统内的评价活动又再次

迟绞下到己

6. 七十年代甲剔的特征是，一般又计始密切注意评价联合国系统活动的质量、

时效和影响，主要是因为普遍采用了方案预算和中期规划，并且紧缩了资源。除了

联合国系统以外，各会员国也都设法改进管理和评价技术。 顺着这个趋势发展下

去，各理事机构、会员国政府、职司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政府问机构、常务委员

会和专家小组都在审查联合国系统的方案，并对这些方案提出改革建议，其中包括

强调有必要较好地、较有系统地进行评价工作。

经社理事会文件，秘书长的说明和联合国训研所的报告， <<评价的标准和方法;

问起和探讨~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日，卫/4649;

经社理事会文件，秘书长的报告， <<技术合作方案的评价)) ，一九六九年五月

十三日， E/4669o 

行政协调会文件，关于机构问评价研究小组的说明，一九六九年十月四日，

。 o-ordi 丑 atlon/R.765/Add .4 ，夹文本第 6 ← 7 页。

行政协调会文件，机构问评价研究小组第六届会议的报告，一九七二年二月二

十九日， C 0 卢 ordi 口 ation/R.925 。

' 例如，大会文件，联合国方案和预算机构工作组的报告，一九七五年六月于七

日， A/1 011 7 0 

粮农组织文件，"定期方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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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目前，整个联合国系统内正在进行或正在规划的重新评价各个项目和方案

的工作，规模比以前大，所包罗的范围也比以前全面得多。 联合国各组织正在审

查、改组或创立内部评价系统。 而且，各政府间机构、工作队、和联合检查组

(联检组)都已经开始承担起评价的职责。

8 ，尽管联合国各组织再次关注评价工作和评价系统，但如何对评价观念和技

术达成共同接受的理解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这己经在联检组一九七七年《关于

联合国系统内评价工作的报告)) 6 中讨论过。 显然，一般还是倾向于把对项目和

方案的判断或审查叫做"评价"飞，\。 "评审"、"会报"、"监察"、"审计

和"检查"等用语被归成一类'泛指"评价

涵订出一个公认的共同定义或共同原贝则4 。 按照针对评价活动所下的更确切定义来

说，上述活动大半不配称为评价活动，评价活动的定义是有系统而且客观地把一项

活动的结呆和影口向同尿先的目标进行比较，以之作为改进仍在进行或拟于将来进行

的活动的根据。

5 (续上页)

经社理事会文件，秘书长的报告《一九七四→一九七五两年期方案评价~ ，一

九七七年四月十二日， E/AC.51/80 。

教科文组织文件， <<总干事关于调查有关方案活动的评价情况的初步报告)) ,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一日的 l03/EX/IO 号文件和一九七八年七月三日的经社

理事会E/1978/111 号文件，附件三。

卫生组织文件， <<保健方案评价的发展~ ，总干事的报告，一九七八年三月二

十九日， A31/10 。

经社理事会E/6003 号文件， { J 工 U/R :EP/77/1，一九七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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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但是，联检组发表关于评价活动现况的报告以后，联合国许多机构都已大

力改进内部评价系统的设计、并努力溢清和阐释这个系统的性质。 一般说来，这

些工作同过去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拟订共同评价概念的工作是一致的，不过当前

的工作大半专注于拟订同各机构内部组织需要和程序有关的概念。 目前和过去所

进行的这些设计和定义工作的确有用，全系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力求就评价及其关

键要素拟订共同的定义。

10. 联检组在其一九七七年度报告中总结指出，尽管一般对评价工作日益注意，

却迄未就评价一词拟出可供整个联合国系统使用的公认定义。 该报告建议联合国

各组织和联检组试行拟定一套用语词汇，载明可供联合国各机构通用的"评价"定

义。

1 1. 行政协调会于其一九七七年第七十一次会议上赞同联检组关于就几个主要

评价用语拟定一套词汇的构想。 行政协调会认为这样一份文件应该顾及评价方面

各种用语的现有定义，应该编成一份实用的指南，不但载列技术用语和概念，而且

载述具体事例，说明评价的各个阶段和它们对于各种活动类型的适用情况。

1 2. 本报告载述联检组报告和行政协询会报告中所建议拟定的评价用语词汇。

这项拟定工作的根据是在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同联合国各组织进行的协商和讨

论，以及联合国系统过去作过的大量的定义工作(详见附件)。

经社理事会文件，行政协调会的意见，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E/1978/ 

1 2，第 1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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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词汇的目的和总论

13. 过去二十五年来，一直在进行努力，想在联合国系统内就主要评价用语的

意义取得一致意见，这再次说明要想促成"共同了解"是多么不易。 据此，联检

组在一九七七年的报告中提出如下看法:

(a) 评价必须看作是个建设性的参与过程;

(时 由于各组织有不同的需要、规模和资源，所以必须有一套比较灵活的共同

概念和评价过程;

(c) 目前由于在材料、报道系统、明确界定的技术和程序(如目标、指标和准

则的制订和使用)以及合格工作人员方面都受到限制，需要采取绩进办均

在联合国系统内引进和有效使用评价制度。

14. 这个词汇并不是要为评价术语定下严格的新定义。 相反，正如附件所表

明的，其目的是查明现在和过去所使用的在联合国系统各级已经取得某种程度一致

意见的定义，并就整个系统通用的意义取得更进一步的一致意见。 上述附件是联

合国各组织各机构问单位、各研究小组过去十年内编制的评价用语典型定义的不完

全汇编。

15. 不可能对每一个用语都取得彻底的一致意见，大概需要经过相当期间，通

过实际运用才能形成进一步的共同了解，这点是清楚的。 因此本报告试图鼓励在

联合国系统内较好地理解评价的意义和用处，并帮助达到以下目的:

(a) 便利在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之间，在成员国政府和各组织之间，就评价的基

本概念和各种评价办法进行意见交流;

(时 更好地阐明和规定评价工作的范围，以减少联合国系统内存在的混乱、不

统一、重迭和分歧;

(c) 通过增加对这些工作的基本特征的理解，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内改进评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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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审查和评审工性的协调。

16. 鉴于上述目的和考虑，本报告茸余部分将分三步来提出二十四个基本评价

用语的词汇:

第一，以下三段( 17一 19) 是个简短叙述，非正式地总结了词汇用语及其相互

关系.

第二，在第三节内，对叙述文字中下加底线的用语都单独明确地下了定义，并

附以解说其意义的具体实例。

第三，附件是联合国各组织使用的评价用语的定义和解释的不完全的汇编。

注:本报告其余部分所使用的"活动"一词是泛指的，包括各

组织从事的所有工作类型的工作. 这样普遍使用这一用语，

是为在下定义时，可不必要将"项目、过程和方案"一一列出盯

然而，大家也看到，有些组织也使用"活动"一词来指在某一|

项目内，作为将项目投入转变为产出过程的一部分而讲行的具 j

体工作。

17. 评价是一种进行调查，面向行动的管理工具和过程，它根据活动的目标，

尽可能系统而客观地确定活动的适切性、功效和影响，以便改进现有的活动和今后

的规划、方案拟定和决策工作。

尽管一项活动的各个阶段都会有要加以评价的特性，但犬多数评价不外乎

以下两种:

进行中评价，发生在活动执行的阶段;

事后评价，是在活动结束后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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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范国还可以作另一种区分，这种区分是很重要的。

内部评价由进行活动的那一组织的秘书处成员来进行，而

外部评价则由该组织秘书处以外的机构来进行。

·此外，评价还可按照被评价的活动种类予以分类。 在女多数情况下，评价

的对象是

项目，这是一项要在特定的期限内，不超出既定予算而实现某粤目标的活劲。

也可对古主内容拚行评价，虽然这样的情况不多，

过程，这辛由组织来并行的一项持续的辅助性工作。 最后，需要排行更复

杂的工作来评价

方案，这果一套有组织的为达到特定目际而排行的项目或工作.

18. . 评价还是作出决定的过程，不如说是一种投入，就存在的问题、环境

和可能性，向决策者详细提供情况 因此它是萨向决定的。

评价所关心的苍本上不是活动的日常行政或财政方面，也不号业务问

题，不如说是超出这些范围，关系到对目标 设计和成呆的批判性评

估。

评价?它应是为过去活动找理由，或仅仅指出其不足之处，不如说它应

作为一个面向决定，参加调查的过程，以有助于当前和以后活动的积

极改进。

评价工作也不应过于野心勃勃或太煞费苦心，而应在现有的限制条件

下，尽可能作到精确、系统化和客观，符合向决策者提供有用的分

析材料这一基本评价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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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也不同于其他方式的组织审查。 这样的审查有多种多类。它

们可以在分析的宗旨和等级上有很犬差别，也可以有某种程度的重

迭。然而，重要的是把评价同下列几种重要的特定审查种类区别开

来.

-一评审是指在决定主持行一项活动之前，对该活动潜在价值并行批

性评估，而不是在活王先聋行中或完成后加以评价。

-一监察是在执行活动时对该活动在持续不断的监督，以保证业务

工作的正确#行，而不是评价活动的整个目标、设计和成果。

一一检查是对解决特定问题的活动拼行的特别现场调查，而不喜有

系统的全面评价。

一一审计是从财政上或管理上对活动拂行检查或审查，以确定这一

活动符合予先规定的标准和准则的程度。

19. 每一项评价都要求选择一种方法，即适合于评价某一特定活动的一套分析

方法和技术. 在设计和进行评价时，一些基本概念的相互关系是很重要的。



概念从活动的目标开始，既包括

予期活动应可达到的具体、直接

和期望达到的状况，也包括活动

可望有助于达到的更广泛、较高

级的宗旨和目的。

要实现目标还要有某些假设

- 9 -

陈述影响到活动成功与否的一些

予期的外因，但是只能假定这些

外因会发生作用，因为这些外困

在很犬程度上#管理活到者所能

掌握。

投入辛提供给活动的物品、服务

一一"'1 和其他资源，期待它们将导至产

出，并实现活动的目标。

指标是客观具体衡量活动产生产

..1 出和实现目标的程度的尺度。

|执行活动就产生产出，这是活动

L一一一伽|的最后成品，予期可导致目标的!

实现。 I

活动还应有影响，这是由于活动

而出现的积极变化，既包括活动

+目标所要达成的具体或直接状况，

也包括活动可望有助于达到的更

'广泛、较高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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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对影响进行评估外，评价过程集中在评估

活动的适切程度一一活动的目标和理论基础从长远目标和优先需要和考

虑来看，是否现在是或仍然是正确或有意义的一一以及评估活动的

功效，衡量一项活动实现其目标的相对程度的尺度，和它的，

效率，执行活劫时，以一定的费用产生最犬成果或以最低费用达成既定

生产水平的程度。

最后，虽然对活动聋行评价主要是作为规划工具，用以比较几种可

采用的行动途径，但还是应考虑到如何运用下述基本分析概念一

这是个困难的工作:

费用一一功效分析一-评估活动以最低成本提供最犬利益的程度，以及

其他方式的活劲旱否能以较低成本提供类似利益，或是

费用一一利益分析一一这是更为困难而专门性的一种分析，它将一切费

用和利益都换算成用质币单位，然后评估活甜的利益与费用比卒，

同其他可能采用的作法或已确立的费用~一利益绩效标准相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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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词汇和范例

A. 评价

20. 评价是指旨在依照各项活动的目的尽可能系统地、客观地决定这些活动

的适切性、功效影响的过程。

(这是一个改进仍在进行的活动和将来的规划、方案拟订和决策工作的

调查研究和面向行动的管理手段和组织过程。)

实例:

骨 林业管理方案的评价。 这一分析将对方案的设计的各个方面提出

疑义，衡量朝向宣明的目标取得的进展，并对全面的适切程度、功

效和影响作出评估。 分析结果可作为根据，梧以建议修改方案的

执行和设计、今后方案的设计，或向决策人提供其它面向行动的情

报。

21. 进行中评价是在一项活动执行阶f扮棉主个活动是否继续适切，以及现有

和可能有的产出、功效和影口向。

(进行中评价是一种!可敬的或持续的活动，可以协助决策人，就目标、

政策、执行策略或其它活动因素的必要调整，以及今后的规划，向其提

供情报。)

事后评价是活动完成后分析活动的适切程度、功效和竞争口向。

(它可通过评估活动的结果，总结所得经验向决策人提供协助，以利今

后的规划。)

实例:

骨 农村保健临床项目的进行中评价。 这个州斤旨杏夹起笔今的进展情况

是否表明原定目标、标的和竞争响可以实现，主要情况和政策是否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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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改变并需要采取行动，是否有必要和有可能采取可供选择的或另

外的行动来邦助实现这项活动的目标。 这种分析结果将提供决策

人和项目执行者考虑，作为重新规划，重新制订方案或作出其它调

整的基础，以便更好地取得所期望的结果。

骨 对一系列己完成的管理训练课程的事后评价。 这项分析将考虑课

程的适切程度。 影响和功效;所产生的未能预料的变化或结果;

相对于所取得的利益的费用和所实施的课程设计的质量。 这种分

析结果将向决策人和活动制订者报告，作为所取得的教训，以便在

将来制定类似活动计划和方案时引以为鉴。

22. 内部评价是由进行活动的组织的秘书处成员所作的评价。

(因而，这是由熟悉这项活动的人以直接或间接形势作出的自行评价。

如果评价是由对这项活动直接负责的人作出，这种作法便是"自行评价ρ
如果评价是由那个组织的其他人作出，它就比较具有"独立"性。

外部评价是由进行该项活动的组织秘书处以外的机构进行的。

实例:

内部评价进行者是:

骨 执行该项活动的班子(依照该班子事先确定的目标进行自行评价)

骨 该组织负责执行该项活动的一个单位的首长。

骨 规划和方案拟订人员。

铮 该组织其它单位的人员。

一个中央内部评价单位。

骨 该组织畅快与有关国家的代表合作。

外部评价的进行者是:

骨 立法或理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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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 个别政府。

骨 联合检查组。

当然可以结合各类别，包括内部和外部评价者来组成评价班子，也可以

请顾问和专家来协助上述各类别。

23. 一个旦旦是旨合主一定的预算和特定的时期内实现某种具体目标的工作。

(项目通常是次级方案或方案下的一部分。 它们也被称为"方案构成

部分 "0 ) 

实例:

骨 技术训练所的建立。

家禽饲养的技术咨询服务。

骨 举办讨论会。

件 扩充供水系统和下水道系统。

骨 林业资源调查。

编制使用链锯安全手册。

铃 制定一个新的财产目录系统。

24. ii立丑"了:J t二冯 1'存方吁，皂一种持续性和支助性的组织作业。

(一个过程不能真正被视为是一个"项目"或"方案"，因为其目标可

能更为一般化和不太清楚，其完成日期更为不明确或不限定。 但是，

如果这个过程规模很大，就可包括若干具体项目。)

实例:

骨 人事业务。

骨 会议职能。

技术合作项目的行政支助。

分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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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 管理系统职能。

骨 为技术合作项目征聘和安置专家。

铸 图书馆服务。

25. 一个方案是旨在为实现具体目标而组织的一套活动、项目、过程或服务

工作。

(一个方案可能涉及到一个地理区域，一种职能或一个活动领域。 联

合国各组织把方案分成四个等级-一-主要方案、方案、次级方案和方案

构成部分(通常是一个项目) 0 ) 

实例:

骨 世界卫生组织保健服务发展方案

替 国际劳工组织职业安全和保健方案。

骨 联合国海洋经济和技术方案。

骨 粮农组织渔业资源和生产方案。

骨 非洲经济委员会工业发展方案。

B. 有关评价的职务

(评价仅是组织审查的许多种类之一。 这种审查证其目的、性质和对问题分

析的严谨程度方面可能犬不相同，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相互重叠。 但重要的

是要把评价和下列主要特定类型的审查区分开。)

26. 主主是在决定进行一项活动或核准对其提供援助之前对其适切程度。可

行性和潜在功效作出批判性的评估。

(这可导致拟定和执行一个项目、方案或过程。)

实例:

骨 对一个农村供水项目提案，在核准对这个项目提供援助之前的发展

阶段，作出批判性的评估，以决定这个项目是否"值得进行"，以



EJ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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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是否能合理保证取得予定的功效。 评估将考虑下列因素:所对

付的问题的重要性和优先次序，宣明的目标是否明确，项目的潜在

影响，是否提供了充足的投入以使得到期望的产出，项目的全盘设

计和执行策略是否可行和合乎逻辑，与其它活动的关系，在费用和

利益方面与其它可供选择的项目相比较，所作假设是否合理，是否

已经考虑或应该考虑选择别种行动.

27 , 监察是对活动的执行进行不断的监督，旨在确保投入的交付，工作日理

予订的产出和其它必要行动均按计划进行。

实例:

骨 在执行阶段对保全沿海沼泽地的环境素质的方案进行督察，确保投

入的采办‘ 交付和安装均按计划进行，规定的标准和程序都得到

遵守，全盘工作按期执行，在得到产出和利用其成果方面都按计划

取得进展。 如果执行工作未按计划进行，应提议采取适当纠正行

动。

28, 检查是对一项活动按计划进行或突袭进行的特别现场调查，旨在解决原

已查明或未查明的问题。

实例:

就外地办事处对诸如机动车辆等现有装备的使用方式，进行调查。

骨 对联合国系统医疗保险计划的研究。

一九七六年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罢工事件各个方面的研究。

骨 各新闻办事处业务管理功效的研究。

29 , 审计是对一个条件、过程或产出(工作成绩)付合事先决定的标准或准

则的程度进行的检查或审查，并就付合程度提出报告。

(审计可由立法机构任命，独立审计员(外部审计)或由一个组织的秘

书处成员(内部审计)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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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骨 财政审计就各项财务报表按照适用于该组织的普遍接受的会计原则

是否公平地反映出作业结果和财务状况提出报告。

骨 管理审计就管理过程是否付合普遍接受的管理办法提出报告，管理

办法的最低标准是一个有理智的人会期望管理方面在特定情况下遵

循的办法。

C. 评价方面关键用语

30. 方法是用来对一项活动进行评价的一套特别选定的分析方法和技术.

以下列举各种分析方法，大致按由简入繁的):1时序排列，针对某一项或某一

类特定下平价工作，可从中挑选组成一套评价方法:

骨 文件和报告的内容分析

骨 下列各项的比较分析

一 规划的结果{目标)同实际结果问

一 标准或准则同实际结呆向

一 "基线"数据 ( JJf.来情况) I司实际结果问

一 活动同类似活动!同

一 法律指导同实际作业问.

骨 实地检查.

普 开列财产目录.

骨 调查表.

备 访问谈话.

骨 综合研究其他有关的评/阶和报告.

普 费用分析.

骨 生产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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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进度指标的选择柏{或)应用.

普 统计取样和推论.

锋 作业研究技术.

经济或计重经济分析.

带 费用-一功效或费用一→利益分析.

骨 制作模型和模拟.

普 控制组/受试验组的比较.

31. 目标是一种活动的宗旨和目的，是指予期活动会达成一种期望的状况.

{目标通常是从等级的角度来设想的:一项滑动的具体或近期目标的达成

{下文称为第一级)应可有助于在该活动本身所能达成的范围以外的更高

一级上更广泛长远的目标{下文称为第二级) • 明确说明的目标可以大

大有助于评价，而模糊不清或非作业性的目标则难以评价.

实例:

铅 第一级:在新的农业技术方面训练农民.

第二级:扩大农业输出和外汇收入.

铃 第一级:降低一条河流中化学污染的程皮.

第二级: (在同一级上有儿个目标) .扩大并改善j叮流流域

的卫生.渔业为口娱乐及旅游条件和机会.

骨 第一级:提供紧急医疗服务.减少重伤患的死亡.另剑、的并发症

和伤残情事.

第二级:改善城市生活的素质.

骨 第一级:调查各行业的就业情况.

缮二级:增加一个国家中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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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第一级:在一个组织内设计卉执行方案予算构架.

第二级:设计并应用一套综合的规划、方案拟定予某编制和

评价制度使方案决策更有秩序更连贯.

32. 假设指的是一些陈述，说明某些影响到一种活动成功与否的予剔的扑在考

虑、事件取因素，但走这些考虑.主叫牛或因柔的影口[是存在的或是会发生的，因为

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这一活动负责人员所有政控制的.

实例:

骨 对于一个农业项目而言，价格、市场和气候条件将保持相对稳定.

备 一个计划生育方案在其趴行地区将被认为在社会和文化上可以接

品
λ. 

备 就需用不止一种货币，或需要向多国采购的活动而言，外汇汇率

将不会急剧变化而影口向到所最资源总却.

怜 项目或方案的主要工作人员，将不至险女病.意外事故或其1111 原

因不能工作而严重破坏工作日程.

33. 投入是指为一项活动提供的商品. }jiÆ券、工作人员和其他资源，予期可因

此带来产出并达成活动的目标.

实例:

曾 建筑材料.

骨 技术顾问服务.

每 新品种的种子.

传 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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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1苦用贷款.

骨 可行性研究.

骨机器.

普 研究或训练奖学金.

普 原始统计和经济数据.

婚 予算资金.

备 专家咨询服务

一个会议的主题事lJi和暂定议程.

34. 指标是衡量一项活动可能产生的变化或结呆的客观具体的尺度. (指标

的目的是县旋供一个尺度来衡量和显示活动在提供严出及实现目标方面的进展.

一项活动1t:<.可能使用几个慎重选定的柑标，在不能用直接度立时则使用间接的"代

用"指标. 指标也可以说是活动执行期间具体当口上要达成的具体目标，或者分

门别类一一如产出指标或影响指标. ) 

实例:

骨 接受供应食物的对象团体中儿童所占百分比.

蕃 己勘测的公顷数.

收到的{或处理的，或核可的}贷款申请件数.

备 完成一个专门技术训练课程后新业的人数.

是 失业年.

一系列出版物的销售量.

善 电子计算机中心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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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产出是一项活动为达成其目标而由其投入中予期待到的具体产物.

{由于各种活动可能按顺序或阶段或以不同等级出现，所以应该注意

到，一期活动的产出可随成为另一现活动的技入，即作为项目 A 的产

出而编写的训练手册可以成为对现目 β 的投入. 一项l活动也可以有

中间产出和投入D ) 

实例:

骨 支边训练的人力.

备 实验室.

骨 怅目分类.

备 研究工作方案.

骨 生产者销售合作社.

普 灌溉网.

带 图书馆服务.

一份报告.

骨 一次会议.

一个情报系统.

36. 影响是表示进行一项活动以后情况所产生的变化.

(这种影响应可在活动所期望达成的具休或近期目标一级上加以确定

(下文称为第一级) ，并应可在活动予期促进的更广泛长远酌目标一

级上加以确定{下文第二级) D ) 

实例:

骨 第一级:在一次研究豆豆会议后，对于一个关于空气污染的面向行

动的报告表示兴趣和加以利用.

第二级:作为一个广泛的码、境保护万案的一部分，通过齐匾l

满执行一个新法律来消除某些空气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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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 第一级:说收稽征人员开始使用新的收税程序，并利用新的训练

课程知识.

第二级:经由旨在增加税收流动的这种活动和真他活动犬量

增加政府的税收.

蕃 在一个农村供水项目中成功利用风力能源技术.

第二级:在农村发展方案中对容代技术加以同样的应用.

骨 第一级:成功地利用新的办公室文字处理设备增加产量.

第二级:对提供情拙的安求有能力更迅速有效地作出反应.

并减低工作人员的增加率.

怜 第一级:初纹产品和制成品出口的多样化.

第二欲:由于多样化方案以及其他财务.货币和贸易协定方

面努力的结果使输出收入趋于稳定.

骨 反面影响也可能发生，例如在:

第一级:一个成功的伐木万案使就业和收入也1加，但也导致

第二级:严室的土地饺蚀和河床淤积问题.

备 影响的发生也可能出人意外，例如在:

第一级:一个防治水灾项目大量减少了水患，从而有助于

第二级:农村地区农业生产的改善(但也可能产生没有予料

到的积极影响，造成一个新的旅游地区，产生新的旅游业，从而

使小规模的手工艺恢复活力，使前此处于隔绝状态的农村人口有

了新的收入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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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适切桂度是指一项活动的理论基础.目标和予期的影响，对于长远目标或

其他已确定优先需要和关心的事项来说，目前是或仍然是适切、正确和重要的程度.

{一项活动如果既能圆满达成目标又有良好管理{见下面的定义)就可以说有

工工以又有效卒，1到J国月乎不能或完全作控并提长远目标和优先需要而仍不能认为适切.

如呆产生的变化同优先关心事项无关，一项活动甚至可能有颜六影响但还是不

斗守剔适切 D ) 

实例:

善 如果在别处发现了更新的化废为和技术，而且极有功效，那么一

个把废物转化为能源的项目就可能失去其适切性.

善 如果东道国政府修改其发展方面的优先次序，把全力搞农村发展

视为基本优先，那末一个大型工业管理训练方案就可能失去其适

切性.

骨 如果一个项目的结呆非带独特，不能应用或使用如任何其他地方，

那么即使这个项目执行待低成功，它仍然可能失去其适切性"

骨 如果一个组织进入新的予算紧缩时刻，那末通过购买尖端ihl信设

备来改岳如料和报告系统的职目就可能失去其适切性.

骨 如果一个活动的结果和影响对于它要处理的优先问题没有显著作

用，那末这个活动的基本概念就可能被阶为没有适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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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效是衡量一项活动达成目标的程度的尺度。

实例:

譬 如呆两个项目的目标都是为了增加工业就业，则其中一个使百分之九

十毕业生获得职业的训练项目可视为较另一个仅有百分之四十毕业生

就业的同类项目更有功效。

骨 如果两个方案的目标都是为了增加可耕地，以增加农业生产，则其中

一个具有稳定供水能力的灌溉方案可视为较另一个供水情况不稳定的

同类方案更有功效@

骨 如果两个行政处理程序的目标都是为了解决偿付医药费的问题，则其

中一组能够正确处理百分之九十五偿付要求的程序可视为较另一组具

有百分之八十正确处理率的程序更有功效，即使后者所处理的偿付要

求总数较大.

3 龟 效率是一项活动执行过程的生产率→-投入转变为产出的情况。 效率分

析通常是把进行某一活动的几种不同方法加以比较，找出其中一种，可以

用最少的投入达成某一固定目标或用某一固定量的投入获得最大量的产出。

(功效所涉的问题是一项活动是否达成目标，范围较广，而效率则较为狭

窄，仅关涉到经营绩效和生产率等方面. 一项活动可以有功效却没有效

率，也就是说能够达成目标，但没有很好地执行. 反过来，一项活动也

可以有效率却没有功效，也就是说生产率很高但却不能达成目标。)

实例:

一个以每人 1， 000 美元费用训练出 200个工人的项目，要比另一

个以每人 1 ， 800美元费用训练出 1 0 0 个工人的同类项目效率高得多。

一项花费 500万美元的方案要比另一项花费 800万美元的同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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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有效率，如果每一项目的成果都是 3， 000 公顷的新灌溉的土地。

普 每年处理 25， 000 项偿付医药费要求的行政小组较另一个每年处理

16， 000 项偿付医药费要求的同类小组更有效率，如果每一小组的年

度预算都是 100， 000 美元。

40. (另外两个在评价时经常提到的用语是"费用-功效"和"费用一利益"

分析。这两种分析通常用在活动进行之前，以邦助在几种不同的行动途径

之间作出选择。 而且，费用相对于功效，以及费用相对于利益的基本概

念对于评价一项进行中的或已完成的活动也有用处(但是常常很难实施) 0 ) 

41. 费用→功效分析是要决定一项活动的费用和功效，或比较几种类似活动，

以决定其达成所订目标的相对程度。 最好的行动或选择是取得一定水平

功效而所需费用最少，或以一定量的费用取得最犬的功效的办法。

(因此，费用一功效分析结合了效率和功效两方面的考虑，它所评估的不

只是执行活动的质量和开支，而且还评估该活动是否成功地达成了目标。)

实例:

养 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提高阅读能力的项目之间进行选择时，取合的根据

是: (a) 需要最少费用而能在标准阅读测验中达到一定水平的成绩;

或 (b) 以一定的费用在标准阅读测验中取得最高成绩e

普 以某一指定的适当的功效标准来衡量，决定一项方案是"有很高的费

用一功效"，"有费用→功效"，还是"不很有费用一功效'\

42. 费用一利益分析是费用一功效分析的一种较特殊的形式，它用共同的货币

来表示一切费用和利益，这样便可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活动进行比较飞

(理论上来说，这种分析办法的用处要比费用-功效大得多。而实际上这

种分析却很难做得令人满意。)

实例 L

苦 在选择一个为了防洪和灌溉目的建筑水坝的项目和一个减少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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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时s 如果防洪项目预计花费 1 ， 000 万美元，产生的利益为 2， 000 

万美元r 而预防疾病的项目费用预计为 400万美元，产生的利益为

1, 600 万美元，那么预防疾病的项目有较大的"费用-利益 "n 这

是因为它的利益一费用比例为 4 : 1 ，而防洪项目的比例仅为 2 : 1 

普 决定一项方案是否有费用一利益，要看它的利益对费用的比例是否比

一般了解的"可接受的"费用一利益比例高@ 一项教师训练方案如

果预计费用为 200万美元，产生的利益为 300J美元;而过去类

似方案的利益一费用比例为 3: 1， 那么这项方案或许就不应按预定

计划执行。

普 如果一项新的行政程序预计要以 130万美元的费用产生 100万美

元的利益，那就不应加以执行，因为它的费用-利益比例是个负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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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议

4 3, 建议行政协调委员会审查以上词汇，并采用这些词汇，作为供联合国系统

使用的评价方面术语的一般构架.

4 4, 联检组在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合作下，应对这一词汇作定期的审查，以期

根据联合国系统内评价工作的经验作出修改和增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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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联合国系统内所周部:分定义汇编

A. 评价

"评价是指对进行中的或已完成的项目的设计、经验、结果、实际的或可能有

的功效，作批判性的审查。

一- - UNDP/PPM, 3470，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日，第 1 . 0 节。

"评价可大致定义为，对方案、项目或过程的目标、设计、执行和结果，作出

有系统的审查，以求提供根据，用来改进政策以及当前和未来活动的规划和执行.

一一-工友组织，工 D/句/c. 3/48/Ad ò.. 2 , 一九七六年四月

六日，第 6 段。

"评价:面向目标，对项目/方案的结果进行分析，旨在评估目标已经实现或

正在实现的程度，以及解释结果与目标之间所出现的差距。"

一一-劳工组织 t PROG/MAB. 77/M. 1/1.一九七七年三月十

日，附录。

"评价是指有系统地总结经验，惜以改善目前阳活动并边过仔细选择禾来的行

明方式，来更好的规划@ 这项工作毡括对方架的下列各方面进行分析:适切性、

拟订、效率、功效、有关各方对方案的接受程度。

一一-卫生组织， A31/10，附件 3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第 2. 1. 1 节。

"抽象地说，方案评价包括对下列乎项作出有根据的判断:

(a) 所得产出的质量和及时性;

(b) 这些产出的影响，特别是达成指定目标的程度。

一-一联合国秘书长 J A/I0035/Add. 1.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
四日，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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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说明中的评价，是指对进行中的或已完成的技术拔助项目或方案的所有方

面(社会、经济、技术、体制、管理) ，同时进行评估。 经由这种过毡，可以随

时确定项目或方案的直接和间接结呆，卉加以批判性审查，以评估在达成近期项目

目标和项目所拟助成的发展行动方面的近度。

一一→粮农组织， DDDE: 工 NF/7 4./1 ，一九七四年二月，第 6 段。

"评价的目的在于，在可能时从数量上按眼明确界定的准则，衡量某项活动的

主要间接和直接效果，同时顾及其最初所订的目标。

一一-教科文组织，手册，项目 560，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 ， B. 2 节。

‘…·评价的职责包括在一个选定的基础上持续对某些方案和活动进行估量、监

督并炸出报告，以确定为实现既定的目的和目标达到的功效、效率和节省的程度。

这个评价程序，具有"反馈"作用，是规划和拟订万呆下一周期的基础。

←-联合国方案和预算机构问题工作组，人vI 0 117.一九七五年六

月十七日，第 6 7 段。

"评价是指面向项目目标，对项目结果进行分材，旨在估计项目目标正在实现

或已经实现的桂度，以及解释项目结呆与国标之间所回现的差距。 对目标加以发

展和重审，也可以是评价的一部分。

一一一世界银行，关于监圳和评价农村发展项目相万柔的专边讨论会，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行政协词会认为，如呆5巴评价同发展援助活动方面或多或少涉及评价因素的

四个明显的阶段联系起来，就会更清楚地明白评价观念。 这些阶戎是:认明需要，

评审要求，业务控制，评价结呆。 x在结果作出评价，或许是最为重要的，但不过

是这种过程的一个阶段而已。

一一一行政协调会， E/4486/Ad d. 1，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第

4 段。



窍
，

‘〔评价〕…不应用来为过去的行功找握自，也不应只用来我国其不足之处。

不论在业务或决策一级，必须把评价看成走面向决定的工具，也必须把叶价过程 I司

决策行动密切联系起来。 进行评价的过桂与万r得结论一样重要，国为过程本身常

常导致对受评价的活动取得更好的了解，因而产生更有建设性的办法，来执行这项

活功和必要的未来行动。

一←一卫生组织，乌/31/10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九日，附件 3 , 

第 2. 1 . 1 节。

"评价的性质:关于评价的目标和方法，必须避免雄心过大或过于复杂。 因

此，粮农组织采用的方法应当实用而具有灵活性。 在拟订、执行和因有评价的整

个过程中，应合理在可行的范国内尽量强调量化，至少使用可以客观验证的中间指

标，要不然就应比照估计的需要来量皮实际的投入。 方案管理制度应象设想的那

样，加强努力，以期:更明确地、具体地对目标下定义;编制比较具体的工作计划;

监测已列入计划和消费的资源以及已列入计划和完成的活动;尽羊纠正偏差。

一--粮农组织. CL70/29 ，一九七六年九月，第 12 和 17 段。

进行中评价与事后评价

"进行中评价 是在项目实施期间，持续分析项目的产出、效呆、发展影口问。

事后评价是在项目完成后(或其甲一个例显阶技完成后) ，分析其效呆和影口用。"

--一世界银行，关于监测和评价农村发展项目相方案的专题讨论

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弟 2 页。

" ....应当可以进行:

•) 进行中评价， 在项目实施期间，分析其产出、可能发生的效呆和影响，

以使在实施期间经常向管理当局和决策人误供必要的分析性支持，使他们能对政策、

目标、体制安排、影H向活动的爱源作出评估，必要时加以调整。 进行甲评价的研

究结呆也可以供其他领域的项目编制工作借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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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事后评价， 活动完成后分析活动对近期和高级别目标所产生的效呆和可

以皑的影口向，旨在;如未来的视划工作向决策人和规划者提供资料。

一一-劳工组织， PROG/MAB. 77/创.1/1，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

第 2 页。

"事后评价工作，基本上只涉及按计划已达成的结呆。 工作不但应针对方案

本身的价值，也应向方案管理人提供有用的反馈，以期协助他们现定未来的目标、

分析实现目标的各种方法，在各种方法中择其善者、选出量化因素和中间指标、评

估结呆。 真正说来，这种反馈作用是事后评价工作最重要的好处，因为往者已矣，

来者可追。

一一一粮农组织， CL70/29 ，一九七六年九月，第 1 8 段。

项目、方案、过程

项目

"项目:为了实现某些具体目标以特定的资源，在特定期间内，进行的工作，

通常是全盘方案的一部分。

一一- C CAQ/SEC/119 (F B )/.且 e v. 1 ，一九七七年五月，第

1 3 页。

"开发计划暑支助的项目，是在统一管理下一组互相有关的活坊，旨在以一定

预算在一定期间内达到具体的目标。

一一- UNDP/PPM, 3410，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日，第1. 0 节。

"项目:在估计的时期内，以估计的费用，企图达成肘确规定的目标的一项有

计划的工作，也是一个管理单元。

一一一劳工组织， PROG/MAB. 77/M1/1,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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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项目:在一定时限内以事先决定的资源所从事的一组活动，其目的在于

达到明确界定的量化目标。

方案

"方案:

-一-(卫生组织) C CAQ/SEC/372 (FB) ,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

二日，附件。

(一) 旨在达到一个或一个以上规定的目标的一组活动。

日 在方案结构中，主要方采以下的次一级分类，它应有助于达到该主要方案

的目标。

- - - C CA Q/SEC/l 99 ( FB }/Re v. 1 ，一九七七年五月，第 1 2 

页。

" (功 等级 1 .主要方案 包括总部和各区域委员会对某一部门的一切活动。

例如，关于联合国自然资源方面的各种工作。

(b) 等级 2: 方案 包括在一处长或司长主管下某一部门的一切活动。 例

如，夭于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及社会委员会自然资源的工作。

(c) 等级 3: 次级方案 包括旨在完成一项中期目标的一切活动。 例如，

针对亚太经社会区域可供利用水利资源的评审工作。

( d) 等级 4 :方案构成部分 是方案最小的单位，例如一个项目或类似的

单位。 在多数1盲况下，此纹的工作产出是:一个会议、一种出版物或一现实地工

作。 例如，关于亚太经社会区域三角洲地带发展工作的会议。

一-一联合国大会{一九七八---一九八一年中期计划，卷一) ，正

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6 A 亏( A/31/6/Add. 1 ) 

第 1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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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旨在达到具体目标的一套有组织的服务、活动、发展项目。 理想情

况下， -J}~万菜应当包括为执行每一项服劳、活动、发展项目，和执行构成方案的

一整套服务、活动和项目所必要的明确的目标、林的、方法、人力、有形设备、财

政资源、时间及相互关系，也应包括产出指标，以使对效率和功效作出评价。 例

如，妇幼保健、心理卫生、癌症控制等方案。

一-一(卫生组织) CCAQ/8EC/3721 (F时，一九七六年三月

二十二日，附件。

"方某:性反类似的或共有明确的安排并具有相关目标的一组巩固，诸如，同

一沼动领域( 'í旦在不同国家内)的项目、具有时一基本业务{如设立机构)的项目、

在特定地区或国家的项目，等等。"

过程

→←-劳工组织. PROG/MAB. 77/M. 1/1，一九七七年二月十日，

附录。

"过程评价:过程评价是指对某个过程的一个或一个以上方面作出评价。 就

工发组织而言，这可能是技术合作过程，或是与其文助活动或与其组织和管理部!、丁

有关的过程。 过程评价的具体目标是，针对过程中根据初步并科而胡定需加改善

的方面，提供指导，以便改进，或协助克以困难。"

---工发组织，工D/B/C. 3/48/Add. 2 J 一九七六年四月

六日，第 5 页。



- 33 -

B. 有关评价的职务

"评价不应与例行的监察‘审计或检查工作混为一谈. 那些工作主要涉及行

政或财政事项，或一个项目进行的整个过程中可能不时出现的业务问题.

……评价工作正是在审查发展的假设方面，超出监察、审计或检查的范围.，，

…"粮农组织，一九七四年二月， DDDE: INF/ 

74/1. 第 6 和第 15 段.

"评价有别于监察，这一点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 评价与监察是分别执行

的，在性质和范围上也截然不同. 监察是按照项目文件所订的参数来审查珩目的

进度;评价则是从头开始对项目进行审查，审查人必须与项目的拟订和执行{包括

监察)工作没有密切的联系. 评价工作必须对项目的设计、执行.结呆和功效作

全新的.独立的评估，其目的不仅是要确定取得多少进展和查明项目产生的原因.

而且要核实项目起初的构想和设计均属妥善，并且在展开评价时仍然如此.

评价与评审也习、相同，主要差别是在时间上. 评审项目的工作是在开发计划

者批准按助的要求以前执行的，而评价是在批准以后于项目括行期间或项目完戚之

后执行的.

评审

...3f发计划署/PPM ， 3470. 一九七五年十二

月一日，第 1 . 0 节

"越来越多的人妇注tfJ一词用来指提供援助的一方在核可或批准技术拉助的要

求以前评估这种要求的过程.

......粮农组织，一九七四年二月， DDDE: INF/ 

74/1，第 1 部份，附注，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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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评审过程的结果是对援助要求按照既定准则作出决定的根据，这一类

准则有:就要达到的发展目标来说是否适切;是否得合国际发展援助系统的立法和

其他方面的规定;在业务上是否可行;费用-利益是否合算."

........机构问评价研究组，转引自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训1)研所) t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日 t E/4649. 

第 14 页.

"评审:在决定是否批准一个项目以前对该项目进行的审核."

…..劳工组织，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 t PROG/MAB. 

77/也. 1/1 t 附录，

"评审是指开发计划署在指芳的级别按照文件规定及其千队现有资料，对要求开

发计划者援助的项目.就其设计和潜在功效进行的批判性审查........评审的目的是查

明要求开发计划署援助的项目能否合理保证按计划收到功效.

监系

…..开发计划署. PPM , 3441 t 一九七五年十二

月一日，第 1 .0 和 2.0 节.

"监察:是指监督实际的执行过程，以确保行动确实符合所作的决定;投入能

够及时取得并适当利用;行动是在予定的时向内执行.

…·劳工组织，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 t PROU/ 

MAB. 77/M. 1/1 t 附录

"监察是监督一个项目的进度，以保证项目的执行符合项目文件的规定. 监

察的目的是查明并促使采取必要的行动，以利用机会改善项目的执行及有效利用其

结朵，以及纠正与此有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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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开发计划者， 3466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日，

第 1 . 0 和 2.0 节.

"监察是指不出f地收集关于项目的仗入和目标、对'项目的成败起关键作用的条

件和协调活动的资料.

… 世界伎行，监察和评价农村发展项目和方案专

题讨论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第 2 万~ D 

检查

"检查:是指在一个项国的进行过程中从夕i古;)介入的一种非常行动，其目的是

查检正常程序无法察觉或纠正的特别问题. 检查工作还可能涉及对找出的任何问

题提出解决的建议，

劳工组织，一九七七年三月十 d ， PROG/ 

M A B. 77 /Nl. 1/1 ，附录.

"检查是指审查外地活动的执行'情况，以期改善及加强才对书处应会员国的县求

与它们l合作米队的行动，特剧是查核号;目达ju其原定目标、的桂足;对不在总部的工

作人员提供咨询意见和方向;以及找出总部或外勤工作人员在管理一项活动方面所

产生的缺点.，，

, ..，软科文组织，手如，如目 560，一九六六年九

月一日 ， B 节.

计审

"外部审计:是一个审查的过程，其目的走经有关组纭适当当局任命一个独立

的审计员并技予任务，由 'ltLXT该组织的怅目进行核证(国此称为"外部审计" ) ø 

"内部审计:由组织本身的工作人员对该组织的怅目i}行审计，主3号是为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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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管制(因此称为"内部审计" ) G 

·行政协商会/ SEc/119 (FB )/Re γ. 1 ，一

九七七年五月一日，第 4 页，



叮f、气
4

。.评价方面关争苦明语

方法

"方法论可以界定为通过适当的方法和技术的使用来应屑一个概念，关于评价，

基本概念实质上是一样的，但方法和技术则依照每个案例的恃性和需要而有所变化，

因此，显然不能以一个标准方法适用于所有的评价工作."一一工发组织一九七六

年囚月六日第工D/::B/C . 3/48/λdd.2 号文件，第 2 (;)段.

目标

"目标: 通过一项或多项活动而期望达到或维持的一种状况".

一一一一九七七年五月 J cCAQ/"SEC/119(FB)βev.1 英文

本第 1 2 页

"近期的目标: 为图对于解决一个国家或一个部门的问题有所影响而要造成

或实现的发展变化.

发展的目标: 这个用语意指超出近期目标之外的方案水平;它为项目或方案

提供理由并明确表达期望实现的目的，专门机构，筹资机构和受惠国的项目就是朝

此方向进行努力.

一一一劳工组织一九七七年二月十日 J PROG/MAB. 77/M. 1/" 

1 号文件，附录.

"目标: 技合国每一个经济和社会部门的目标是:

(a) 协助会员国

- 制订政策

- 设置或加强机相…

- 训练干部…



(b) 促进区域或国际合作. . 

(c) 提请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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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大会(一九七八-一九八一年中期计划，卷一九正式记

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6 A号 ( A/31/6/ A d d • 1 ) ，第

117 段.

"目标: 期望实现的标的s 例如"增进儿童健康."

"详细的目标: 一个目标细分为若干附属目标:例如，就"增进儿童健康"

的目标来说，一些详细目标可以是降低出生时的死亡率、降 i民婴儿死亡率、增进儿

童成长和发展，防止儿童传染病以及防止儿童发生意外.，，

• (卫生组织)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CCAV'SEC/372 (FB) 号文件，

附件.

"近期的目标: 一个项目的近期目标的定义是这个项目本身予期妥达到的目

的. 一个项目可以有一个以上的近期目标.

发展的目标: 就开发计划署资助的项目而言，发展的目标是指一个项目通过

实现近期目标而予期有助于达到的较广泛的一部门或多部门发展目标. 这远常超

出一个项目本身所要达到的目标范围以外. 一个项目可以有一个以上的发展目标."

- 开发计划署，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日， PPM.3411 ，主; 4 .1 和 4.2

节.

"项目目标: 一个特定项目所明定的宗旨和目的;用以同定义较广泛的发展

目标有所区别.，，

- 经社理事会(训研所)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日 E/4649 号文件，英文本

第 2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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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假次是指如呆要符合(项目)的反定~~s必须满足的那些条件(或联系) • 

这些条件(政策投入、政府或外在机构之间的协调，自然国素，确保后继行动能得

到物资或经费供应等)有许多都对技术援助项目的功效有非常密切的影响，但不直

接在项目范围之内.

→粮农组织s 一九七四年二月， DDD马工NF/7Vl 号文件，到 1 4 段.

"先决条件(假设) : 如果要使一个项目获得成功就必须发生的事件或行动，

或必须存在的条件，但却是执行项目的队伍无从掌握或无法控制的.

投入

"投入:投入是执行项目活动，使该项目产生产出和达成其近期目标所需的资

沉 n 虽然投入可由国家政府或开发计划暑提供.首先应作为一个主主体考虑项目所

需的总资沉，然后再决定个另Jj 投入的供应来、况。

开发计划署， PPM.3411 ，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日，第 4. 5节

"投入是援助国或东道国提供的一切→例如商品、设备、建筑物、人员、服

务、研究金等。

粮农组织， DDDE: 工 NF/7今/1， 一九七四年二月，第 1 4 段。

"投入:援助国或受益方采取的行动或提供的物品和劳务(人员、商品、训练

等等)‘目的在于产生某些可界定的产出。

→一-劳工组织，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 PRO G/MAB. 77/M. 1/1，附录。

指标

"指标:衡量预期结果的一个明确的、可以直接或间接(代理)容观核查的尺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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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组织，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 PROG/MA :B. 77.爪， 1/1. 附录。

"产出指标:用来估计方案或项目活动的成果的变量。 例如，医生、护士、

接生员或助理接生员接生的百分率作为衡量一项改善助产护理方案的成果的指标。

最好在尿定期间开始时已经有或编集出有关的基线资料，以便在结束时量度差额。但

指标本身的量度就需要付出努力，往往还需要高昂的费用;因此必须考虑量度的费

用一一利益问题。 只要费用合理，应尽可能把制定指标的方法列在方案内。

"影响指标:用来估计方案或项目活动所造成的卫生和社会经济状况变化的变

量。 例如，产妇和婴儿死亡率作为改善助产护理计划的功效指标，或缺勤率的下

降作为职业保健方案的成果。

一一卫生组织，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CCA马/句。/372 (FB)，附件。

"在整个评价过程中使用指标和准则作为辅助 指标是邦助量度变化的变量。

准则是据以比较各种行动的标准。

产出

---一卫生组织，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A31/10. 附件 3 ，第 2， 2. 3 

节。

"产出是一项活动的最后产物一一例如研究活动的产出是报告，会议筹备活动

的产出是会议，等等。"

一一-联合国大会(一九七八一一一九八一年中期计划，卷一九 《大会正

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6A 号)) (A/31/6/Ad d. 1) , 

第 124段。

"产出:产出是项目本身为了实现近期目标而应该产生的成果。 它们是项目

活动的产物。 总的来看，各项产出经过适当结合后，反映出达成项目近期目标的

在度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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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开发计划署， PPM, 3411，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日，第 4.3节。

"项目产出:它们是项目活动的成果。 例如一个农村友展项目的产出是:灌

溉面积、受过训练的农民、设立的合作社、提供的信用贷款、建筑的道路公里数、

建筑的保{建设施、建筑的学校等等。"

一-世界银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关于监测和评价农村发展项目和方案

的专题讨论会，第 1 页。

"产出是预期从提供的投入直接取得的结果，这些结果须是原来意图取得的也

是可以客观检验的。

一→-粮农组织， DDDE: INF/7 ~气， 一九七四年二月，第 1 4 段。

影响

"项目影响:这是在项目的作用下受益群体或社区生活水平的变化和自力发展

能力的增长。 这些变化可以从收入和消费的增加、饮食的改善、疾病的同少、识

字率的提高和当地参与规划和决策的培加等方面加以量度。"

---一世界银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关于监测和评价农村发展项目和方案的

专题讨论会，第 1 页。

"预期的影响:预期的影响必须是各会员国或它们之间关系的某些改变.而不

仅是完成规划的活动。

一一联合国大会(一九七八一一一九八一年中期计划，卷一九正式记录:

第三十一届会议s 补编第 6A 号( A/31/6/Ad d. I)J第 125段。

"影响表达一种方案、服务或机构对整个保健发展和有关的社会及经济发展所

起的积极作用。 一个方案也许在达成目标方面很有效，但目标的达成事实上可能

对整个保健和有关的社会一一经济发展没有什么贡献。 因此J 影响的评估旨在确

定保健方案的工作方向的必要改变，以增加它们对整个保健和社会一一经济发展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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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卫生组织， A31/10.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九日，附件 3 ，第 2. 2. 5 

节。

适切性、功效和效率

"适切性关系到设立方案、活动、服务和机构的理由s 适切与否取决于顺应人

的基本需要，社会和保健政策和优先次序等的程度

效率表现一项保健方案或活动取得的结果同付出的努力之间的关系，这些努

力包括人力、财政和其他资沉，保健程序、技术和时间。 效率的评估旨在改善执

行情况，从所获结果的角度来补充对进度的审查

功效表达一种方案、服务或机构在叭少保健问题或改善不良的保健情况方面

所期望产生的效果。 因此，功效可量度方案、服务或机构达成予定目标和指标的

程度。 功效的评估旨在通过分析达成目标的程度来改善方案的拟订或保健服务和

机构的功能和结构· 功效的评价也应包括评估受影响的社区对方案、服务或机构

所表达的满意或不满意见。

一十一卫生组织. A/31/10,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九日，附件 3. 第 2.2.5

节。

"为了取得必要的资料以进行有意义的评价工作，就必须找出三个基本问题的

答案，对一切级别的各种活动都应该问这三个问题。

功效: (a) 目标是否正在实现? (b)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效率:但) 取得结果所需费用是多少?所得的利益是否值得所需费用?要达到

相同目标有无更廉价的办法?例 如果所得利益不再值得所需费用，制订原计划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才导致这种变化?

重要性:目的的达成会不会对经济发展或近期目标以外的其他高级别目标有所

贡献?情况是否有了变化而使活动更重要(适切)或更不重要(适切)? " 

→-劳工组织， PROG/MAB. 77/且 1/1，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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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技术援助的评价主要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功效和效率一二这两个部分必

须一并研究内 援术援助项目的功效取决于该项目的产出用于(或可能用于)开展

后续活动的程度而定。 因而功效涉及项目的目标或产出对开展具体后续活动的适

切性、充分性和及时性的评价，但不考虑取得产出所用的方法。

另一方面，效率关系到项目执行的费用和速度和所完成的工作的质量。 效率

分析不包括评价项目目标或产出的性质或适切性(对发展后续行动而言人 效率

在这个意义上是费用→一功效的同义词，因为它所考虑的是达成即定的或假定值得

达成的产出或目标的其他办法。

功效是对技术援助产出的实用性的价值判断，而效率所关切的是为达成这些产

出而提供的投入的利用。 因此，一个技术援助项目可以有效率而没有功效，反之

亦然。

一一粮农组织， DDDE: 工 NF/7 4./1，一九七四年二月，第 1 至 2 页。

-一个被认为有效的项目 (a) 要达成其近期目标，并且(b)达成的结果可以

适当利用，作为由协调和相互依靠努力构成的更广泛方案的一部分，以便达成更广

泛的发展目标。

一←←开发计划署J PP吨 341 1.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日，第 3. 0节。

费用←一功效分析和费用一一利益分析

"通常，费用一一利益分析用可以比较的条件，一般用货币 d 来景度某一行动

的费用和利益，以便确定利益是否超过费用，或评定几个备选办法中那一个可能产

生最佳的利益一一费用比率。 费用一一功效分析则假定利益够大并试图在两个或

多个取得该利益的办法中确定最合算的办法。"

一-一卫生缸织， EB51月VP/2‘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 6. 5. 4 

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