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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实质性会议 

2005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27 日，纽约 

临时议程* 项目 2 

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 

宣言》内载的各项目标，以及执行联合 

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成果：取 

得的进展，挑战和机会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 

孟买教育信托基金提出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0 和

31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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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一. 导言 

 孟买教育信托基金学院联盟成立于 1989 年，以重建教育系统为职志，为一

专业管理、多学科和多面性向孟买专业人员提供优质学习经验与技能发展机会的

公共信托基金。 

 2003 年 7 月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届会准许孟买教育信托基金成为具有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专门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此后，孟买教育信托基金开展了若干活

动推动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宣言》所载各项目标。孟买教育信托基金开展这些

活动是为了支助《千年发展目标》和联合国的工作，特别是着重于透过合作项目，

即关于执行现已成为常态运作的使非政府组织委员会变成无纸张委员会的项目，

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 

 现摘述合作项目的一些重点如下： 

年/月 活动 

2003 年 3 月 建立伙伴关系实现印度的发展目标讲习班 

2003 年 4 月/5 月/6

月 

- 孟买教育信托基金的9名学生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三个月从事无纸张委员会项目——第 1 次派送 

2003 年 12 月-2004

年 1 月 

- 孟买教育信托基金的2名学生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两个月从事无纸张委员会项目——第 2 次派送 

2004 年 4 月/5 月/6

月 

- 孟买教育信托基金的2名学生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三个月从事无纸张委员会项目——第 3 次派送 

2003年11月/12月-2004

年1月 

- 孟买教育信托基金的4名学生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三个月从事无纸张委员会项目——第 4 次派送 

2005 年 4 月/5 月/6

月 

- 孟买教育信托基金的4名学生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三个月从事无纸张委员会项目——第 5 次派送 

 

 二. 总体改变农村面貌项目和取得的经验教训 
 
 

 总体改变农村面貌项目的重点为 

 (a) 项目宗旨：与联合国、民间组织和捐助者结成伙伴，推展农村综合发展

方案，以在印度最不发达的部落地区（马哈拉施特拉邦瓦立夫）有效促进《千年

发展目标》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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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期限——三年 

 (c) 执行机构——孟买教育信托基金 

 (d) 合作机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社部） 

 (e) 简述——作为《千年宣言》和 2003 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经社理事会高级

别部分会议的建议的后续行动，本项目旨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民间组织和

捐助者结成伙伴，推展农村综合发展方案，以在印度最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即马哈

拉施特拉邦的 Thane 县有效促进《千年发展目标》的执行。它将加强亚洲/印度

的民间组织和建立它们的能力，以增进它们在参与性治理的范畴内实现减贫和可

持续发展的作用和成绩。该项目透过在职训练讲习班、信息交流、创新经验、良

好做法和合适的综合发展战略，将促进区域合作、发展与一体化，以造福人民。

该项目作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政府组织、地方当局和印度捐助者之间着重

成果的多利益相关者与多部门试验性合作项目，可作为也可在其他感兴趣的区域

执行的一个范例。 

 孟买教育信托基金一直在努力追求学术优异和推动公共参与实现农村地区

的《千年发展目标》。除了向学生提供学术投入外，它也与印度农村地区的土著

人民合作。我们与活跃在这一地区的若干非政府组织分享我们的投入，以便能透

过伙伴关系与网络形成协同作用。 

 在审查孟买教育信托基金参与同土著人民的直接接触时，我们获得了对农村

发展方案运作层面的宝贵了解，尤其是《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其中一些了解可

能不仅仅是区域或国家范畴的，而是或可被视为与全球相关的，具有《千年发展

目标》的全球视野。我们想与高级别部分分享这些了解。 

 第一个了解是方案的制订、概念化和执行。在与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非

政府组织科的专家协商制订了方案大纲后，当我们实际将大纲带给土著人民时，

我们发现了项目内容被全部接受的初步证据。但是，当讨论到个别领域时，受益

人似乎形成了一种想法，即方案是政府出资的平行倡议的延伸，这些倡议只不过

是负责出资而已。对成果以及给予受益人的相应利益没有作出承诺。大众对政府

倡议的参与微不足道，最后会对成果产生影响。但我们澄清，《千年发展目标》

倡议是完全由大众参与所带动，只有大众完全作出才能执行。 

 由于了解了这点，我们已着重设立自我指导工作组，由构成方案执行者核心

小组的各住区土著人民受益人组成。其后训练这些小组了解《千年发展目标》方

案和网络的有关方面。它们再将信息带给区域土著人民受益人，设法让这些人完

全承诺与参与。必要时方案格式作出合适修改，重定优先次序，以确保大众参与

和完全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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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指导工作组成员其后参与设立试验项目，成为提议在《千年发展目标》

之下为减贫而执行的自雇项目的核心。这种做法证明是成功的，因为我们因此得

以在方案领域设立成功的试验项目，由土著人民参与山羊/绵羊畜养、养鱼、奶

品场、水耕等。以自我指导工作组成员作为核心，可以让土著人民围绕着他们，

确保大众的参与。 

 我们想与别人分享的第二个最重要的了解是小工商企业从侧面参与减贫方

案，以调动土著人民大众参与。在组织土著人民参与市场带动的手工艺品生产时，

我们发现当购买包括竹篓在内的大量竹制品的当地交易商直接要求土著人民供

货时，他们的参与会大大增加。这种做法使土著人民表示对正由地方国家机构设

立的竹制品训练中心感兴趣。只有当交易商要求供应竹篮时才能激发地方的兴

趣，因为这样能使土著人民相信他们的产品有市场。因此地方上的小企业界参与

减贫方案对成功执行项目有很大的影响。 

 对土著人民参与方案的第三个最重要了解是，初期妇女可能不会直截了当参

与减贫努力。但是一旦扫除了开头的怀疑后，这些妇女就会把方案推向成功。她

们完全超越了男性的参与，透过奉献、努力工作和完全的承诺，在人数与表现上

胜过男人。自我指导工作组开展的试验倡议开头时有很多男子参与，但最后是由

妇女参与者一直运作这些倡议和使倡议成功。 

 

 三. 结论： 
 
 

 可以看出，孟买教育信托基金积极直接提供了人力和知识支援，以及间接促

进了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事业并帮助执行千年发展方案。在这项工作中，

孟买教育信托基金一直设法取得在这一项目领域中努力的其他非政府组织以及

区域内若干自愿和民间行动团体的协力支援、参与和合作。这种伙伴关系因诸如

帮助提供全球联系的联合国经社部的支助而进一步扩大。目前正在改进孟买教育

信托基金设想和制定的总体改变农村面貌项目，并正在制订实际工作计划，以确

保瓦立夫部落地区受益人的大量参与。因此，虽然计划是上面构想出来的，但已

经过微调，以在受益人的充分参与下，透过侧向和多层面的伙伴关系，回应地方

期望的挑战。 

 透过了解，我们着重于设立自我指导工作组和使妇女参与，以期获得成功。

因此，项目的最后目标是透过两性平等设法减贫（千年发展目标 1）和增强妇女

力量（千年发展目标 3）。土著人民正在回应方案，但步伐显然是缓慢的，因为急

躁推动将无助于大众的参与。因此，我们将设法在社会最弱群体和土著人民的充

分参与下，并由政府、民间、公司、基金会等多边利益相关者以及地方当局结成

伙伴关系，以执行《千年发展目标》，设法减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