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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一 " " 

^ ^ 7 7年联合检查组关于联合国系统评价的报告发现评价方面的兴趣刚刚开 

始 。 ^ ^ 8 1年的形势报告表明联合国系统的评价活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广泛。 

评价活动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还需从事汰童工作才讹保证牢固她建立起新的 

有所改进了的内部评价制度，才能真正用于认具地评价效果和改进方案。 

具有评价制度的组织数目比^^ 7 T年调查时要多一倍余。第二章讨论了内 

在自我评价作为基本方法的强劲趋势，因为这种评价包括面广，反馈快，代价。低。 

但是大部分组织的申央评价单位很少(人员只有两名或不及两名)，所以没法在整 

个;系统实行这肃砰价了一"" 

第三章谈到了在全盘管理发展的努力中，把评价工作同组织的决策讨程结合起 

来的重要性。早已证实评价工作对改进项目和方案的设计是有用的，但是，它同 

整个管理工作的其它环节的联系尚不牢固。 

有一种一致意见逐渐形成，即评价方法必须适应具体的组织现况，必须很实际 

地着重于伺单有效的形式。但是，第四章谈到在方法方面还没有得到超出项目一 

级的很好发展，而且仍然往往会错把非正式的审查当作是"评价"。 

大部分制度现已接近第五享申谈到的评价反馈和报告阶段。还需要有系统的 

一 一 一 

内部反馈过程、评价"记忆库"和后续程序。间理事机夫提出的初步报告反应很 

好。看来好的评价报告可以有助于简化全盘啊工作报告。 

第六享审查了对务国政府努刀政通它们自己的评价活动所表现的极大兴趣。联 

杏袖查组将于^^ 8 1年单独进行一项研究。经过一段赘时^印的审查和机构间协 

商过程，开发计划著也准备修改和加强其外勘项目的监测和评价制度。 

第七章谈到了通过迸丁步了解和初步明确使用评价结果，力强了大家射评价的 

支持。但是，全面的支持还是很虚弱的。必须明确建立评价制度，理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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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必须坚决承诺稳步改进评价工作哟素质。一一一一 

第八享总结指出，通过开始采用和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内部评价制度已经取得 

了普遍成绩，现在正进入第三个阶段，即广泛予以实行的关键阶段。目前面临的 

挑战是各组织须加强和有效地使用这些制度之--评价制度酌发屈将继续是个逐步、 

缓慢的过程，今后几年将是在联合国系统内建立起评价价值的非常重要的阶段。检 

查专员建议备组织考虑: 

- 一 

一内在自我评价着手办法的优点; 

-一为应付制度扩大后的实施需要，要有足够的评价人员; 

一 一 一 " " " 一 

" " " @ ^ " " " 

一评价制度的范围和发展计划，综合管理制度关系和发展的指导方针以 

及基本评价标准; 

一具体评价分析、后续和报告方法及程序问题; 

一目前和将来所需采取的邦助发展申国家进行评价活动的行动; 

- ^开发计划署)实行一套经修订的项目评价制度的行动; 

一支持发展评价制度的有效训练方案。 

另一个报告(口^^/qR^P/^^^5)总结了联合国系统2 3个组织的内部评价现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况，并且还包括对有些组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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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价是根据各项活动的目标，尽可能有系统地客观地决定活动的关联、效 
能和影响。内部评价制度是通过向各个秘书处和政府问机构提供关于结呆、影响和 

一 一 

效能的分析资料，以便尽可能扩大各组织活动的效能，从而改进目前和将来方案。 
它们还向各政府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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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且也会有兴趣继续不断把吸取的经验教训用于将来的业务。 

一 " " 

2 。 ^ ^ 7 7年，联合检查组对联合国系统的现况评价提出了报告( J ^ ^ / 
REp/7 7/Tl ) t报告注意到联合国系统每年花费约$ 2, 000, 000, 000，并且相当 

一 -

" " " " 一 

多时资撅真用子规戈汀方谋编制和报告过程，尽管各种产品都不很·f。格地贴上了'评 
价品"的标签，但是对这项工作的成果却很少进行过真正的评价。有些组织正在朝 
着内部评价制度的方向发展，但是它们普遍缺少评价的原则和方法，而所呆取的方 
法和努力又是各种各样的。报告注意到，自^̂  5 0年代以来联合国系统内对评价 
的兴趣一直是时起时伏，现在又一次处于"新起点"的状态，并且对它所抱的期望 
很蔼，也许是太高了。报告结论指出，评价对改进业务有相当大的潜力，并且指出 
需要逐步进展到较为系统地评价的过程 

3。行政协调委员会(行政协调会)认为，这一现况报告及其建议是一个非常 
好的起点，决心不断努力有系统地开始采取或发展评价(v̂ l 978/12)。行政协调 
会的评论申也提到，评价是复杂而困难的，预计改进将是个逐步长期的过程，需要 
大量的工作和投资评论认为，如果结果加预期，进一步付出评价努力就是非常值 

- 一 ¨ -

得的，否则，备组织将不得不考虑是否朝着所提出的方向努力矿 
4 。 ^ ^ 8 0年，联合检查组对联合国系统的评价状况作了一次后续审查。联 

一 - " 一 

，本报告申的全都引用文件见附件1内的目录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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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组同上层管理人员。评价人员和各组织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系列会晤，讨论他们 

评价努力迄今的现况结构、进展、业务和结果。他们审查了各种文休指导方针 

政策声明和报告，审议了最近整个系统的报告，征求了备组织对整个系统评价问题 

的看法，并且获得了它们对由此产生的报告草案的意见。 

5。本报告总结了大部分组织过去几年申在发展或改进它们内部评价制度方面 

所取得的相当的进展。己经产生了许多相当正面性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形 

'戈但同时，评价工作也还仍然面临着一些重大问题，而且到目前为止在建立评价 

制度方面取得的有关成绩已经使它们面临到广泛实行的关键阶段，这也是对它们实 

标价值的一个直接考验。 

一 一 一 一 

" " " " " " " " " 

6。下面各章将在整个系统的基础上，讨论这些形式、问题和潜力。另外一个 

^报告( J ^ ^ ^ / ^ i E P ^ ^ ^ / 5 5 )申有2 3个组织(名单见附件二)内部评价制度现况的 

单页摘要，其申有些还附有一些建初姑本报告还编进了最近整个系统文件的目录， 

以及丁^^^^i^P^88^力5专文件申各个组织评价文件的目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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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着手办法 

一 一 

A，扩大活动 

7。自^ ^ 7 7年以来，联合国系统评价活动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有评价制度 

的组织数目的增加。^^ 7 7年的报告调查了1 3个组织，^ ^ 8 0年的调查扩大 

到2 3个组织，两个报告在下列一般状况方面的比较如下: 

^ 内 部 评 价 制 度 

^ 9 7 7 1 ^ 8 0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 

有 这 种 制 度 的 2 1 2 

正 在 发 展 的 5 5 

没 有 的 6 6· 

^ ^ 2 3 

8。发生的变化不是这些基本数字所能显示出的。^^ 77年就己经有这种制 

一 一 一 - 一 ¨ " -

度的两个组织(粮农组织和开发计划署)现在又有了新的重要层面。^̂  7 7年就 

开始发展它们的制度的五个组织申，有四个组织(卫生组织、教科文组织。劳工组 

织和联合国)现已进到执行这些制度的阶段，但有一个组织却是没有完成原来的计 

划 ( X 发 组 织 ) 。 ^ ^ 77年没有统一评价制度的六个组织(原子能机构、'、民航组 

织、海事组织。电信联盟、万僵邮盟·气象邀织-^申，一个组织(原子能机构)正 

在发展评价制度，其它几个组织的理事机头也讨论了评价的可能怪^̂  8 0年的 

- 一 - - - 一 

一 一 一 

现况报告申增加的十个组织申，有三个(世界银很粮计划署和人口活动基金) 

最近加强了己建成的制度，一个组织(锡业理事会)大大扩大了其制度所电括的范 

围，另外五个组织(环境规划署、农发基金·人类住区申心、-儿童基全会;和难民专 

员办事处)建立或正在发展这种制度，还有一个组织(贸发会议)在考虑评价的可 

能屯萤一这些栅响的话动分别摘要载入丁^^^伍^P^^^/5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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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1 9 7 
7年还没有建立或没有发展胸部评价制度的组终，都是些"规模很 

。 、 ' 规 模 
""技术性强"的专门机构。这些组织看来不需要评价制度，因为它们的 

小 。 、 此 " h 型 " 
也 因 为 这 种 制 度 需 要 付 出 一 定 的 努 力 。 但 1 9 8 0 一 ， 二 

年的调查表明一月 
小 ， - 、 · 金 和 

机构如锡业理事会粮计划署^^^从口活动基金环境规划署、农发基、 
的 ， 构 也 

、 的 小 型 机 
人类住区申心己经制定了相对说来成功或颇有前途的评价制度，其它 

、、、种有用的评价技术 
正在考虑这一问题。除此之处，联合国系统内的名部门在试验备 
和 看 子 办 活 ( 加 以 厂  下 ， ， 迈 乒 ， 

- 、 ¨ ， M " 十 公 斗 、 - - " 此 技 术 和 办 法 并 不 象 有 些 评 价 观 察 员 ^ U 
" 所 曾 担 、 的 花 

、杂或麻烦这种发展，九上了这样一种印象，即仆 
软]的专门机构 

费 那 样 九 硼 样 复 、 。 、 、 、 
^ ^ 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圳- -桌萍不土拍夏舶接受可以适应它们特殊需要的个， 

简单平价技术可以表 
" ^ V " - " " - " 部 评 价 过 

明，组织的 
垒垒规模小并不排除，甚至可以徒进，改进其工作的实际可行的内丁 

租 一 
、 

B、选择着手办注 
一 

， 

e ' l X - l v ' v l ^ t ' ' ^ l t 、 ^ l ^ 

1^在1979年关于内部评价制度最初指导方针的报告( J^u/^^P/79/ 
，点(L自我平价 

天日甲-摈检组讨论了内部评价四个基本工作着手办法的优饮，":"丁， 
鼻 ， 

" 、 、 " 组 织 其 它 部 门 一 
由负责话动的人员进行; (^)、"工作队。或"同僚组的评价，由该，、、· 
队 工 作 人 员 非 全 时 由 。 、 、 

地或临时性地进行;(CL申央评价，由评价专小，"行;。 
家 组 进 " ( b ) 

外 部 评 ， ， 、 、 此 
、、价由外聘顾问进行特别评价。报告注意到，大部分书。足 

" " - - 一 - " 一 " " " " 一 " 一 " 内 部 评 价 制 度 可 能 返 

二 八 节 

此 方 法 的 某 种 组 合 表 现 出 是 集 申 或 是 分 散 范 围 、 评 悼 ' 一 二 一 
价时司和可用资料等的基 

、 

本决定，并且也表现出参加过程的考虑。 
· 

1 1 。 从 ^ ^ 8 0 年 对 下 一 、 
^^二"-，-「-----;平林制表现-抉韵摘巷申得出的最有意义的形式，可能就是 

、 的 基 本 组 部 迈 一 
成 分 ' 形 

大家逐步接受了内在自我评价是氏部资组织内部评价制度，--一-L、 
"每个较大的专门 

式 影 响 到 下 曲 丁 。 - L - - : - - 、 
- - 淡 到 的 备 个 主 题 这 并 不 是 一 个 一 致 的 趋 势 。 - 在 足 ， -

机 构 ( 粮 · " 、 、 
农 组 织 劳 工 组 织 教 科 文 组 织 、 卫 生 组 织 ) 和 行 " " 

世界银，都己强调各科呐 
在 目 我 定 、 - -

·h评价"其两部评价制度的主要或甚至绝对主要的组，、 
成部分其它几个或大或 

- - - " ， 

- - - " 

、 

小的组织也正在朝着这个方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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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这些组织强调内在自我评价着手办法的因原，总的来说是: 

- 一 " … 一 

同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可以设计使之电括该组织的全部活动，而其它三种着 

手办法只能电括有限的抽样部本 

^̂ )它把出现的新经验和结果的快速资料不断反馈给方案和项目主管人员，而 

一 一 一 一 

他们最需要这种反馈，以便很快调整目标和执行战略，改进将来的活动。 

倒它助成把评价变成为管理周期的一个正常部分的结合，助成这一周期的评 

价和其它造红特捌是项目和方案设计的相互加强(见第三章)。 

·例它是一个能够促进工作人员直接承担任务并从事具体业务活动和着重结果 

的 评 瑚 韵 参 与 过 肆 。 一 二 一 一 一 

同由负责主管人员摘出的评价结果比从外面"政策制定"过程或外人强加的结 

果，易于被接受和照办，因为后两者的结果可以被说成是不熟悉工作实际情况的人-

员作出的判断，而轻易地被打发掉。 

旧其评价结果，特别是当与一个方案予算结构联系在一起时，可以集合起来， 

成为关于全盘业务、-成功伪形式和将来可以改进的问题的一个系统化的资料和报道 

方法，并且可以找出一些方面进行随后的深入评价。 

回当正常管理过程申内在钮含评论时，就可以大大减少比较复杂和搀代化制 

度的附加费用，在予算紧缩的时代，这是役重要的。 

13。备组织认识到内在自我评价的障碍一需要使用简单的评价方法的问题以及 

工作人员是否可以客观地评价他们启丑构工作的问题一但是，认为内在自我评价的 

"五述所例好处远大于这些因素。内在曹我评价可以是评价制度娩基本之缸成部分，还 

可以根据该组织的需要和财务资源的能力，尽可能结合其他附加的方法。联合谭奉 

统备组织在不同的时期，使用了下列备种办法:工作队、评价单位工作人灵q̂ ^̂ 同僚 

" 一 - ' 一 " " 一 " " 

小组、顾问、联合机构间考察虱国家机构、捐赠国政府官员、东道国政府和理事---

机关喊损」一或这些小组单位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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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范围涉及更大或需要深入研究时，就要利用这些其它着手办法进行评份。 

" " 一 " 

例如，钮括面广的方案或政策评价、成批项目的评价。对整个组织的行政或管理过 

程的评价，使它们夏多地利用顾问、工作队或评价工作人员。除此之外，因为内在 

自我评价通常是对还在进行或即将要完成的活动作"进行申"的评价，对活动完成 

若干年后的影响估价的"事后"评价，就可能要因其范围、复杂性和人力问题，而 

需要更多地利用其它评价办法。不论是内在自我评价的办法或是其它的办法，尽可 

能包含所有有关小组以扩大参与面，永远是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C、申央评价单位 

" 一 " " " " 

@@而厂镰合国系玄所有建立了内部评价制度的组织，都有某种形式的申央评价单 

位(有几个组织只有同开发计划暑有关的技术合作评价活动)。在基于内在自我评 

价的制度内，这些单位主要是服务和协作作用，它们负责发展和试验评价方法和程" 

序，在评价事务申协助工作人员并给予咨询意见，举办训练班，监督制度的作用， 

分析评价资料，同该组织内外的评价和审查小组保持联系，执行条种报告任务，并 

可能作些直接的评价工̂。没有内在自我评价组成部分的制度内酌单位，也从事上 

述的一些工作，但更多的时间是用来进行评价、支助参加评价的顾问或工作队，以 

及执行报告任务。 

^^. 1^扩9年联检组关于初步指导方针的扳告注息到，评价单位可能是:同 

依附于该组织的上层行政部门; uu^洞规划和方案编制活动结合在一起;同或者是同 

" " - " 一 " 一 一 " " " 一 " 

行政和财务单位结合在一起。这万面的发展趋势尚不清楚，但是目前的情况似乎是 

设在方案编制司的单位比设在执行领导办公室的单位要多;而设在这些办公室的单 

位又比设在行政和财务单位的情况多。应值得过电意的是，同方案编制单位结合的那 

些单位多为最新的单位，而成立较久的单位则多半设在执行领导办公室内或设在行 

一 " " " " " " " 

政和财务办公室。这一情况可能是由于内在自我评价的趋势(人们认为直奏反馈连一一一 

系比独立更加重要)，并且由于最近对方案规划的强调(人门认为同方案编制连系 

一 一 

的直接反馈比同一般管理审查和财务小组的连系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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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申央评价单位也被认为是内部评价制度的"W调中心"，在使用内在自我 
" - " " 一 一 

评价的系统内，被认为是一个中央监督和协调的"平衡轮"，以保证整个系统的特 
性和工作。但是，看来在许多组织申，评价单位同各种分散方案和业务单位外地 
办事处、管理审查小组、甚至其它管理周期过程的联系，还并不清楚或是没有得到 

一 - " 

很好的发展。在相当程度内是这样的，表明了申央评价单位仍然是以一种相当不肯 
定和不稳定的形式筏植到现有的结构上的，而且还没有真正变为该组织管理过程的 
一个组成部分。这一重要问题在第三章将作进一步讨论。 

1巳但是，申央评价单位值得注意的最明显事实是，它们规模小，从相对和绝 
对的观点上看都是这样。不计世界银行，像有约6 0个专业人员在专职从事评价制 

" 一 " 

度玉瓦-这只百五百不组织丁"心9 7 9年的统计数字)约18, 5O叫L专业人员和总 
开支$ 3, 600, 000, O00中不及百分之一的很小-一部分。即使把顾问、出差、支 

助人员和其它工作人员参加评价(-般来说是他们正常管理职务的一部分)的开支 
考虑在内，对系统地决定备组织项目和方案结果来说，仍然是很小的一部分资源。 
它还表明，早期认为内鄙评价制度可能是复杂而且代价高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 

9̂。-尽售备组织对到目前为止的评价制度的发展一直都是采取非常实际的态度 
并且很注意其成本费用，但是现在己经到达成本效益的关键点了。有一半以上的组 
织只有二名人员或一名人员，甚至一名人员部分时间。这种人员极度精简的办法可 
以使内部评价制度得到发展和进行初级实验。但是，很多系统现在已经可以从事以 
下的不断发展中的重要任务了，如评价训练、制度监督、资料分析、一般支助和咨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询性职务、报告评价结呆和(在很多情况下)直接参加个别的评价研究。这些活动 
一 " " " 

的工作量非常繁重，在内在评价制度中尤其如此。看来，-在若干组织申，方案编制、 
予算、管理事务所需工作人员同评价工作一之间，鼠更有更加适宜的平衡。 

一 一 

20·如果要全面实行内部评价制度并使其有效工作，重要的是要屯辑评伞早位，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使其同它们现在和将来在系统内的执行责任相一致，在这方面，最好采取工作人员 
重新调配的办珐。评价可以为备组织改进工作提供相当大的效益，但是如果成本效 
益关系中的成本一方面继续受到如此严重的控制，大部分这些效益将永远无法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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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选择和运用评价着手方法的另一个重要考虑是评价范围的类别和程度。强 

调内在自我评价的组织选择的是电括面广、深度不大和费用较小的办法，而强调中 

央评价的组织所选择的方法与此正好相反，其他姐坎测在此散者之-问寻求一定程度 

的平衡。所也括范围的决定还涉及到另一些相互关联的问鼠 

同是应该强调项目、方案、行政和支助过程的评价或是政策的评价?应是怎 

样的组合? 

_ (b)_在评价外地活动同区域或总部活动相比较时，那种组合较适当?或应该强 

" " 一 " " " " " 一 " 

调什么? 

同思开支的美元价值低于某一点的活动即应被认为是规模太小，不值得予以 

评价，这一点的美元价值是多少? 

例用于评价正在实施活动的"进行申"评价的努力应是多大?用于评价已经 

完成活动的"事后"评价的努力应是多大? 

悼厂尊不作伪活动伪一个标准成分的"内在"程度应该是多大?这种评价应该 

是定期进行还是应该在执行申点的关键时刻或在新阶段开始之前进行? 

向是应该发展一种可以抽样包括某段址间呐各种主要活动典型的周而复始的 

形式?还是应规划进行评价时间使其随时应问题、需要和上层管理或理事机构之需? 

刨评价如何适应其它过程，"如三方面项目审查或要求的最后报告?或者如何 

适 应 管 理 单 位 或 监 察 局 进 行 的 研 碗 T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叨同联合国系统其它组织、东道国政府或揖助国政府进行的联合评价应该得 

" - " " " - " 一 

一 一 - 一 " 

到什么样的优先待遇? 

- ¨ - 一 

^20目前，联合国系统评价范围的程度和组成都不堪清楚例如，有些组织认 

为项目评价是一个系统的主要结构部分，而另外一些组织则强调方案评价;有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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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此 

织非常关心联合评价的努力，而另一些组织则想先发展它们自己的评价制度，有3 
" " 、 " " " " 丑 趣 

组织首先强调发展外地一级的评价，而另一些组织则对总部活动很感"。 
23一个有关的重要问题是各不同组织活动之间的联系以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全 

。 、 、 一 、 ' 法 

面内部评价制度的问题。特别是，外地项目和总部方案返丁杏王要类型，在万:一 
， 的 不 司 一 方 面 

所需工作人员和资源、业务机构、反馈和其它有关因养垄芦有很大)乍。· 
要用不同的方法对待这二类型，另一方面同有击义和连贯的方法把它们连系起来也 
舌 徒 一 - -

巨/重要伪0̂ 直方面到月捕为止，大部分组织在方案编制或评价的意义上都还没有 
取 ， 
就多大进展但这是需要在实践申求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方法和概念问鼠 

、 、 夕 结 构 

24这种多样性是道兰均三因为笋个组织都要使其评价适应其组织于气的年、 
、 u " 有 此 仍 然 处 在 制 

政策需要和资源，并运用逐步实验的着手办法推广其评价常度。二， 
度 构 ， " 的 早 ， 

石期阶段几个已经基本建立的系统则强调需要灵活地运用评价过程以满 
足 现 在 出 ， 

"现的需要而不能采用一种死板的未来工作计划。即使那些已经决定把内 
在自不 

我评价或中央单位评价作为它们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的组织，也还仍然在考虑 
竹可以用什么办法和想在什么程度 L̂(并且有资源)为这一范围增加新的内签 

它 ;̂5但是，目前计划范围和评价战略不大明确的情况，使内部计价制度进构 
" " 展 

估 价 ( 也 就 足 口 、 ， 
。一^日本报左想作的这一工作)变得很困难。如果评价过程想按照其本身固 

有 的 想 法 己 、 扣 ， 
，酉含目标取得结果那么"评价之评价"就需要仟细地制定备个时间阶段 

的目标迈二 
·和"此系统的工作计划，以便能够定姊估价评价制度取得所希望的结果的进 

展。 
2 6 · 很 多 组 织 、 、 

，士现在只有一个一般韵有时甚至是模糊不清的发展评价和划拨资 
源的计划返 
、-、、、、种劫象使垂展放慢了。如果能拟订和议定具体酌计划和资源的划拨， 
系统本身就 
x、二可以得到更快的加强。每个组织都应该向其理事机关提出有关其评价制 
度 的 具 一 -

、体的有时间局限的计划。这些计划，除了别的外，应该明确表示具饵目椒 
要 迈 ^ 己 、 

法互的常围要采取的综本着手方法。同其它管理过程的联系、予期的结果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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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资源。有方案予算的组织应该按照申期计划内正式指导方针趋宜叩的评价范围和 

发展计划同方案予算结合起来。其它组织应该使其编制的评价计划包括一个或更多 

的 予 算 时 期 。 、 

" 一 一 " -

27.然后，应该定期审查这些评价计划及其龚呆Q̂ 」曳苞-』炭据县演变的特点和 

有利地影响该组织全部工作的潜力，理事机关或可在若干年的时间内特别注意评价 

的范围，并把运用评价的结果作为他们方案规划和实施的一般审查的一部分。理事 

机大也要使评价讨喇哟菇-围伺七们本务的急务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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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决策过程相结合 

" " " " ¨ " " 一 - - " " … ¨ -

2坟内部评价系统面临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是人们倾向于把这种系统看作一种 

自成一体的管理技术，仅仅需要把它们纳入一个组织即可迅速提高该组织的业务工 

作。其实，评价仅是基本管理周期申的一个阶段-虽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在对总管理系统的发展和改进作出的继续承诺申，若不把评价作为这种承诺的一部 

分，便不能充分发挥评价应起的作用。联检组1979年关于初步评价准则的扳告 

申有一章砖啊封:沦了这姆关系( J^^卜^Rt^^^77^入2 ) . 

2轧多数组织均强调把其内部评价系统纳入组织决策过程的重要性。然而，那 

些圭妥鱼频且得兰社吮鲍丝丝缉垂主其固有硼性质」另一方面，那些强调采用独立的 

申央评价办法的组织，却由于自行疏离其他进程而多少受到阻碍。为了试图制定 

出一体化原则，各组织普遍采用下列四种战略申的一种: 

同加强设计、监测、方案拟定等各种进程，把它们看作建立评价系统的必要 

前提(劳工组织、联合国和儿童基金会便是呆用这种作法) ; 

^^)着手设计和建立评价系统，同时注意同决策过程的其他部分建立联系;-

同调整和改善各种已经安排恰当的因素之间的关系(粮农组织和锡业理事会 

采取的作法)^ 

(̂ ^最有雄心的一种作法是承认评价仅仅是同时全面管理发展努力的一个组成 

部分并照此进行评价(卫生组织采取的作法)。 

一 " - " -

30·虽然许多组织可能比较愿意得到必需的承诺和支持，以采用卫生组织战略， 

一 " " " " " " " " 一 

如粮农组织和锡业理事会所用的以前确立的调整成分，或由劳工组织、联合国和儿 

童基金会在评价筹备阶段采用的办法，但多数组织为了瞒足制定内部评价系统而采 

取行动的要求时往往采用^^^^^项的评价和联系办法。然而，无论采用何种办法， 

一 一 一 一 -

看来这种相互关系迅速趋于朋朗化。评价工作(由于对所得结某酌量初)、各项 

活动的有条不紊和从以往经验申得出教训，可以加强其他决策进程;若把这些工作 



A/36/L82 

功女a e ^ e 

P a g e l8 

同评价联系起来，它们也可以大大提高评价工作的效率。 

31。由于这些组织的评价情况各不相同，而且仍然处于早嘲执行价段，对评价 

和决策过程其他阶段的之间的联系作出概述，也只能是个大致的情况但是，下 

列酌初步意见看来确实还是符合情况的。 

同规划:若千组织的评价工作将最终雀扩倒冲期规喇过程呻去，并可推广用 

于制定战略和政策，但它在这个级别上尚无多大影响。 

例方案拟定:评价至少从概念上来看与正在进行的方案拟定过程有 

" 一 " " " " 

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个级别上可能得到最大的长期利用。特别是一个有效的方案 

预算编制过程往往提供极为有用的构架，从而能够有秩序地以其"固有"的方式综 

一-奋制商菲侨霉栗亨而节莱玻南衰辩莉藻或者这肃构架不健垂;就会使评价工作和反 

馈工作复杂化。第二章已经说过，还非常需要在外地项目和总部方案之间建立方 

案拟定和评价工作之间的各种联系，但是这个领域的工作进展一直不快。 

同设计和制定方案:大概迄今许多组织进行评价工作的最直接的效果是可以 

反馈关于项目和方案设计弱点的资蒋。为了使项目和方案更为有效和便利对它们 

作出评价，十分需要改进设计、对目标作出较为明确的阐述，制定进度指标，使执 

行顺序更加合乎逻辑和有条不紊。 

(CL)监测和执行:健全的监测系统(对业务进行不断监督，以使其符合工作计 

划)可使评价工作集申于结果和经验模式丁而教差构监测系统可使其后的评价工作 

陷入投入和执行细节的困境。目前在这两种功用之间似乎出现了混乱和重迭，因 

- 一 一 - 一 

而有必要改善监测办法以便文持评价工作。 

- 一 

-(e^管理资料系统，-评价既依靠管理资料系兢获得基本数据，也向该系统提 

供数据。规模较大的组织目前正努力发展这种系统，一般都使用计算机，并努力 

使这种系统比目前更为轻便和及时。 

御审查:所有组织的各所属单位既应利用评价研究的结果，也应为评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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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特别是规模较大的组织一般均有下列机构和人员，-树毋相射的审计员;总 

部的各种管理处;方案拟定和预算股;特别任务工作队和咨询机构;各理事机构的 

预算、财务和行政委员会等。在这些各种机构之间通常似乎并没有明确的责任分 

工和一体化审查结构。 

- 一 

回汇报:内部评价系统十分强调有效反馈评价结果供用户使用，这种系统似 

乎在汇扳过程申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五章将进一步加以讨论)。 

树后续行动「□管理周期结束时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后续行动，它可以确保已经 

采取了适当行动，包括应用评价结果。人们似乎普遍认为目前对后续行动重视和 

强 调 得 非 常 不 够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3之基本决策过程是或者应该是一个统一的系统，这个系统是协作性 

的即由各部分的合作行动构成一个总进程，这个进程比其任何个别成分的作用 

都要强大。由于集申注意整个序列的结果和质量，评价部分有许多工作可做。一 

件令人鼓舞的事是，有越来越多的例子说明评价系统的设计和发展正在提出新的问 

题和各种办法来加强和澄清设计、编制方案预算、监测、汇报和其他组成部分的格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式和过程。 

3色同时，人们似乎对在评价和其他组成部分之间建立牢固有效的联系和反馈 

方面遇到的困难十分沮丧和表示关注。造成这二现象的原因很多。尽管最近几 

年在编制方案预算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是在方案拟定方面仍有严重脱节，联检组 

1978年关于联合国方案拟定和评价的报告( J^可^R丑EP^778/1 )讨论过这个问 

题。许多组织的小型新建评价单J立哨味敢得在管理系统申建立已久的较大单位和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各种进程所产生的影响。许多评价系统还没有时间来发展为加强和与其他组成部 

分相互影响所需要的全套办法和格式(见第五章)0^-"" 

34.行政协调会实质问题协商会(业务活动)和方案问题协商会H旁案事务) 

在1980年曾就评价问题举行了一次联席会巴Xo -份供讨论的文件( A C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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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OOPPG人2 )指出，造成紧要的评价问题的主要因素是:全面管理系统未能 

为评价提供"技术前提"，未充分阐明评价工作的作用和责任，不合实际地把评价 

工作视为组织的万能药，采用"逐个"办法进行评价，而不是把它看作是为了提高 

该组织活动的质量和重要·性酌总管理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35·评价是一个管理工具，但它仅是全套工具申的一件。如果得到正确利用: 

它可提供大量反馈来改进，澄清和加强其他决策因素，并反过来加强其本身·目 

前在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内已出现了这种互利交换的各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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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法 

一 " -

36。在联检组^^ 7 9年关于内部评价系统初步准则的报告( J^吓^qi^^丫 

79/2 )申，有一章颇为广泛地论述了方法方面的问题。报告指出了在联合国系 

统内妨碍利用较为精确的分析万法和技术的因素。报告讨论了恰当阐述目标的特 

殊重要性和实际制定这些目标的困难，并讨论了作为评价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制定 

良好指标的可能性。报告提出了一份在从简单到最复杂的评价级别的初步清单， 

并审查了进一步发展以及评价万法和技术的选择和估价所涉及到的难题。本章 

对^ ^ 7 9年讨论情况的补充，论述一致意见和存在问题在目前的主要模式。 

是 

A，达成一致意见的领域 

37。在方案及协调享务委员会(方案协调会)、行政协调会。联检组和各组 

织的理事机构之间似乎已达成相当一致的意见，认为联合国系统需要制定共同评价 

的原则和准则，但由于各组织的政策、结构、活动领域和业务性质不一样，致使这 

种努力的程度受到限制。几年的讨论表明大家均有兴趣采用灵活万法，承认各组 

织的不同铸妥，继续合作以逐渐制定出此种原则和准则。联检组评价用语汇编 

(丁工叮砸Ep/77^^5 )和初步准则( J^^/^^^^芍9/2 )的目的是是提供一个 

粗放的共同指导准则和鼓励对评价工作有一个共同的了解，迈种了解在将来取得经 

验后还可以作出修订。行政协调会和备组织的理事机构对此进行过审议，耳一般 

一 一 一 一 一 

地核准了迈两个报告。 

一38。拙现一致意见的第二个领域是关于评价万法的级别。行政协调会在其 
^ ^ 7 9年对联检组的初步万针作出评论时完全同意这样的意见，即因有许多问题 

一 一 一 一 

和拘束，致使联合国系统不能充分利用夏先进的万法，并且在多数情形下都不大可 
- 一 " 一 " 

能在短期内作出"理想的"或"合乎需要的"评价( A^^^4/2了^^Addd.^).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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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l ^ 8 0年对各纽织内部评价系统作出的调查表明这种实际办法享有相 

当广泛的支持。没有人对目前万法的质量真正感到满意。"但自箭两重扩已刀捅 

细的评价技术和理论转向内在目我评价的简易而有效的格式，这种格式的基础是明 

确地阐述月标放进项目和万案设计和制定指标。人们普遍关心的是如何设计、检验、 

逐渐适应。改进和推广此种方法，以使其得到广泛利用。 

40。内在目我评价包含着成本意识、参与分享、迅速业务反馈等因素，因此 

人 û]私为评价应尽可能简单和直接有用，而不应承担它力所不及的工作，这些都促 

进人们采用这种实际办法。所用万法的成本应含情合理。它们应提供可靠结果， 

并应为评价使用者所理解。这种实际外法还具有灵活性的优点:人们普遍认为内 

- " " " " - " " " " " 一 " 

在自我评价是评价系统的一个基本威先"更为精良的评价成分可以逐渐纳入这个评 

价系统，直至各组织认为这些成分在成本上是有益的。 

41。然而，"适当的"评价方法具有双重意义。如果评价成本过高，费时 

和扶术复杂，人们便不会接受和利用它来改进业务。如果随便作出质量很差的评 

价，也将会出现同样令人沮丧的结果。人们目前正在继续努力辞奉适当和有效的 

方法标准，这种努力反诀茬吓面论述的两个主要问题领域。 

B·问题领域 

42。首先提出的一个问题是需要把评价系统逐渐推^^u各个组织的更多和更 

广泛的活动类别中去。目前，在制定和执行评价万法方面作出的大多数努力一直 

是集中于外地的技术合作项目。这本身就是一个万法万面的大难题，因为这得试 

-图把目标上的严紧与万法上的稠场结合起床似授得到仁洋挫应用和便呵，而且一般 

是供非专门人员应用和使用。虽然在这个级别上的进展似乎相当令人满意，但是 

" 一 " 一 " 

还 存 在 着 其 他 许 多 重 大 的 难 题 。 一 一 - -

同整个联合国系统在各个方案一级作出的评价努力表朝卉由于活动范 

围广，目标不明确，没有制定按时间阶段完成的指标，而且"万案"往往前后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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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所以难下亨门香散甚嚣紊篡叟甚篡甚力上的差异，备品府左巨真和国家以二 
一级为协助评价工作而制定适当的办法，这一工作显然特别复杂。 

(c)在对行政和支助过堡进行拼啪坊葡田哺淌未作出多少工作。 

闷对政策和战咯的评价或许是由于内容最广泛而且难度也最高。因" 

" r @ " 

而几乎尚未开始。但是，有些括动，例如与第三个发展十年有关的一些活动，可 

能最终将要气芽机鹅蓄丁蕉篡嚣篡了篡五、会议、标准制定等，可能会提出复 

杂确评价搁气f)̂̈ 而点左左织去基豆行的部冉间邱评价工作越来越感兴趣，这也 

产生了制定气嚣的董篡茬嚣嚣蔓嚣基呆、重要性与效果进行评论方面取得了一些成 

筐品羞茬苫算霖严素蔗墓旦宴章篡篡苫墓墓岛茬翟茸墓蓉凭蔓茬篡嘉孟蔓茬董蔫子 
一"43。"去毛厢再工扛人员表示特别夫心酌问题是，他们将"被迫"对实际上 巷专至甚其号兰至至至兰至姜三散至至圣至乏至妄黄乞乏革垂旱至至亏苫丢皇呈妄 
篡豆嚣了石董篡贯篡喜董矗董箕勇甚篡葛篡漾袁重磊慕龚膛董篡蔓纂;但蔓 

" " 一 " 

要 由 每 个 组 织 自 行 决 定 。 一 

44。第二个问题是"评价"标题便用得很不严谨。二驻^^7年联检组的情 

况报告指出，由于缺乏明确的定义，许多组织往往把"评价"标趣用于载有经验审 

查成分的任何类型的审查、报告、讨论或研究。这是制定联检组评价用话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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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p/77^^5)的一个主要原因。按照该文件现在规定的普遍接受的定义 

评价是根据活动酌目标，尽可能系统而客观地确定活动的适切性、功效和影响(如 

一 " 一 " " 

本报告第1段所述)。该词汇还讨论了若干不存在评价的几件工作，并便评价区 

别 于 评 审 。 监 察 、 检 查 和 审 计 。 " " 

一 一 

4 5 。在 ^ ^ 8 0年同备组织的讨论令人鼓午地说明，各级工作人员、高级管 

理部门和条理事机构目前对评价定义和评价方法有了夏清楚的了解。随着内部评 

价系统及其训像话锄开始雏仁租提肩了对评价及其方法的认识，把其它活动误称为 

"评价"啊严重性的确看来有所减少。 

46。但是，发了-使各组织接受并把近价鸯呆作为管理过程的一个正常的组成 

部分加以利用，评价结果就必须合乎逻辑。客观、合理和实际可行。把比较偶然 

的监察、审查或检查称之为"评价"仍具有强大跑诱惑力，虽然这些监察、审查或 

检查可能毫无系统，缺乏事实分祈，只关注投入的执行和各项活动，而不注意结果 

(也就是说，不符合上文所述的定义)。为了努力逐渐但稳步地改进评价工作， 

需要对各组织的具体评价努力作出不断的和严格的估价，以保证评价的质量和效朋。 

- - - 一 

47。实质问题协商会^^ 8 0年关于评价问题的讨论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应 

制足拙金乎需要的共同评价标准，但这些共同标准必须出自每个机构的具体情况和 

经验。虽然联检组关于初步准则的报告( ^^^^刁文丑毛竹功名)谈到这个问题，但 

一 一 一 一 

似乎难以制定一个所有纽织均可接受的更为详细的标准。然而，如果各组织希望 

呆周共同标准，行政协调会可指定一个机构在其他感兴趣的组织的协助下带头这样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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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馈和汇报 

一 一 

48·反馈和汇报是个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将提出内部评价系统的评价结 

呆并付诸使用，以改进该组织的方案。由于这(连同后续行动一起)构成评价过程 

的最后阶段，并鉴于许多组织仅处于广泛执行的初期，所以经验仍然有限。不过， 

由于己经作出各种反馈和汇报努力，从而显示出存在着有效利用评价结果的某些重 

大可能，阻 

一 一 " 

A·内部反馈 

49·第一批主要的评价兰质启^ "L是各个组织的秘书处一-行政首长、管理人员、 

- " " 一 一 一 一 -

规划人员和方案拟定人员，以及总部、区域和外地的工作人员。目前，多数组织对 

于过去取得了哪些成绩和目前的资源是否按照即定目标得到有效利周仍然缺乏一般 

的系统性了解。更多的是注意规划和方案拟定，而不是确定方案在(事实上是否得 

到了执行和取得了什么成呆。评价可提供关于结果、成绩和问题的分析性资料，以 

便普遍改进目前和今后的活动，并可有助于澄清优先项乱估价费周功效，改进规 

划和方案拟定的质量，它也应在整个组织内鼓励人们不断地估价经验和把取得经验 

教训应用到业务中去。但只有当确定了有效的反馈、汇报和后续机制之后，才能获 

得 上 述 益 处 。 ， 

一 

50·许多组织目前仍在建立和发展它们的内部反馈机制，但无论它叮汀现在只是 

设计这些机制，开始实施这些机制，还是正在政进己经建立的机制，它们都普遍一 

致认为这是一个需要予以充分、注意伪去袋领域。正如第三章所论述的，多数组织均 

看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它们在进行评价的同时，把评价工作而已经建立的规划、 

方案拟定、设计、监察、管理资料、审查、汇报和后续行动等职务联系起来但人 

们 对 迄 今 所 建 立 的 联 系 效 用 如 何 表 示 关 注 。 · 一 一 

" 一 " " ¨ 一 一 

51·人们最为关注的反馈机制似乎是关于项目设计和项目制定方面的。澄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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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bl^^^^^砷 

52音的系统采用了内在监察和厂或评价办法，这似乎也促进了反馈联系。备 

粤或玉嗣蜘县典功珐羞些矛兰扶臣乓生组丝孜革之魄力堡纲要，粮农组织依靠它芝 

自动书刊计程序，教科文组织依靠它的工作成绩监察系统，劳工组织依靠它的项目严 

实绩审计 

价报告，联合国依靠它的方案实绩汇报系统，而世界银行则依靠它的项目，。 

尽管具体办法不同，但它们都是为了满足三种不同的反馈目的:同向负责管理人 

员直接反应各项活动的状况和进度; Ĉ >)资料与方案拟定和执行周期的关系;同把 

资料汇总作为关于总方案状况的汇报材料。、· 

--53诛了克晨同丧浜方案拟定、其他管理周期备阶段的联系和发展同每个活， 

动管基人员的联系之外，内在自我书刊计系统和申央评价系统还利用了其他反馈过程。 

许多评价单位的具体职责是负责同工作人员进行非正式抄商，参加各工作组的工作， 

由于各系 

并举办评价训练班或讲习瑰越来越多的情况是，正如第二章论述过的，，" 

统开始实施这些工作和难小型评价单位造成沉重压力，一这一工作占去了很多时间: 

各组织也采用了若干其他反馈技术□者如在工雄人员中间分发已出版的报告，供他 

柄基毛颁布新的方案准则，以及举办与具体评价结果有关的特%U训练班或讲习班。 

54·目前尚未作出多少努力来为有秩存的反馈发展另外一个重要机制·评价 

" ' 报 

储存库，即有秩序的积累评价结果，把它作为对所得教训进行分析和提出简要扎 

的基础。例如，世界银行建立了一个计算机控制系统，存储了关于所有项目评价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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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呆的主要资料，并把每年的评价结呆联系和增加到前几年的评价结呆中去。开 

发计划暑根据它的综合系统资料项目(^S^P)制定了;个预有执右滥察系统，这个· 

系统最终将会证明对许多组织都是有用的。其他组织进展没有这么大:有些组织 

制定了具体计划，要把存储库并入它们的系统中去;对于其他组织来说，制定具体 

计划尚为时过早;其他有些组织已拥有不大的存二储库，目前正在积累初步数据，或 

尚铁乏时间充分发展这种储存库。这最后一点对于许多系统来说可能是很关键的， 

即将建立的储存库通常是由计算机控制的管理资料系统的一部分，但若执行分析此 

种嚼科和捷扭此种赘料酌重要任务，将会对小型中央评价单位追成另一种沉重负担。 

55·此外，在系统的后续部分方面，尚没有作出多少工作。需要制定有条不 

一 - 一 一 

紊韵后续程序扩议农教梢核河韵讨价鸯祷希建议，"定期审查纠正行动的状况。许 

多组织尚未达到这个阶段，但是即便具有较多经验和已建立了后续程序的组织也同 

意这样的意见，即如呆要有效地应用评价结呆，在这个领域砒锰要更加强调，采取---

更多的行动和进一步澄清具体的作用和责任。 

56·虽然目前联合国系统的内部评价系统的反馈情况相当混乱和不完整，但在 

此应提到两个重要伪积极类型。第一，对备组织活动结果作出严格分析的评价重 

点已经正在反馈有用的资料，从而导致改进和澄清现有的管理过程。这非常显著 

地体现在项目设计方面，但也已着手改进方案拟定过程，特别是通过对上述内在评 

价方式和程序进行设计，检验和应用来作出改进。-通过刀赘料的有用与设集申作 

出分析，评价反馈也可有助于在监察、管理资料和汇报等方面实施更为明确、、简单 

一 一 一 

和有效的过程。 

一 - - 一 

^̂  57·第二个积极的类型是，几乎所有组织都坚决强调要建立一个制度，这个制 

度是建设性和共同分享的，而不是进行"监督控制"的活动。无论该组织主要依 

- " - 一 - " 

赖于内在评价办法还是强调设立一个独立评价的工作队备组织都强调在特定办法 

· 一 

下所有有夫组织尽可能都参加，并强调这样的忘见，即评价责落"视地莫呻研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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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通过学习过程未改进各项活动，而不是米周一种仅是啄号求疵、对个在堡曲贵 

条的控制过程。在目前看来这个具有建设性的中心点是在这个系统内实际的工作 

作风，它不是自我坎湿的作风。希望这个作风将继续保持下去。 

58·然而，尽管出现了这些令人鼓舞的迹象^-但各个组织内评价多统的发展普 

遏处于早期阶段，这意味着许多内部反馈难题仍然有待于解决和克服。^̂  8 0年 

实质问题协商会关于评价问题的讨论文件(ACC厂^^^0^^PPG人2)汪忘到铸要审 

议坊若下大肆咽素。如鼻要便窍率价活动有益于决策起程，在进行评价活动时就必 

须看嘛摘的官的和胡碉它的利用范围，而不是仅仅把"进行评价"作为一个例行程 

序，一主反债联系中，-必勿有计划有秩序她使得拙评价盏呆的人和便周评价结果的 

一 " " 一 " " 一 一 一 一 

人袄系起来，以便使用者在需要时获得能够接受的可靠资料，而不是临时性的资料 

或者根本得不到资料。必须明确制定关于评价结呆的收集、分析、提出、审查、 

就之呆取行动、传播和水取后续行动的作用和责任，以使确立一个真正的系统。不 

仅应建立管理系统，而且应稳固客观地利用这个系统未改进业务工作和总的管理过 

街 

59·这些卤素表明，殖着内部评价系统从发展阶段走向执行阶段，内部"质量 

控铜"且威为内部评价系统关心的中心问题。在建茸袒私序井然的有效内部反馈程 

序和行动之后，评价工作在稳步改进各组织的决策过程的质量方面将会起到能动的 

" " " - " " 一 

作周。如果反馈过程微弱和混乱，评价工作便会失去它的作用。既然评价试图对各 

组织的活动的切适性、功效和影啊昨础严格估价，一备组织自然也需要对其内鄙评价 

系统的切适性、功效和影啊作出严格姑纷。今后几年取得的经验将会更为清楚地 

一 " " 一 一 " 

显 示 出 是 否 会 出 现 这 种 合 乎 需 要 的 能 动 关 系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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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向备理事机构的汇扳 
" " " " " - " " " 一 一 

60e第二个使用评价资料的主要用户是各组织的各种政府问机构和各组织的成 
员国政府和代表。这些机构和政府，和各秘书处一样，目前也缺乏关于评价结果 
的充足而有系统的知识和分析性资料来改进和调整它们目前和今后的政策，计划和 
方案。评价可以提供此种类型的资料以及关于资沉利用情况的定期说明，这使向 
政府问机构的汇报较之前节所述的不断的内部反馈程序具有更为正式的性质，向 
理事机构的汇报也可解决本组织以外用户的需要d一即其他组织、各机构问机构、 
本组织活动的对象和受益者。 

^̂尽管此种汇散仍然也是处于它的早期价段，但此种汇报的数量目前却在迅 
" 一 一 " " 一 一 " " 

" " " " 一 " 一 " 一 " 

速增加。下面是最近此种报告的典型和例子，每一种都已列入联合检查组关于每 
个组织评价情况的研究报告(口^U//诅EP刀87芍)目录之申。 

同由联合国、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和卫生组织编制的利用新报告或事 
前即有的报告申有关监察和评价的数据来对本组织的总工作情况和方案进行估价的 
报告; 

一 一 一 - - 一 

^̂ )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其他机构合作)编制的对各项方案或一个专 
门问题进行的评价; 

同由锡业理事会、人口活动基金和世界银行编制的关于项目评价模式的 
简要报告j 

例由联合虱开发计划暑、工发组织和世界银行编制的关于评价系统发 
展 和 活 动 情 况 的 报 告 ; · " 一 一 一 

同由环境规划署、劳工组织和教科文组织结合评价系统情况和简要或抽 
- 一 一 一 " 

样报告而编制的关于评价结果的报告。 
" - 一 一 

- - 一 · - · 。 一 

62·这些报告多数都属作出的初步努力，各组织把这看作是个"起点"。仅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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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报告形成了既定序列或者其序列号早于^̂  7 8年:大多数报告是在^^ 7 9 

年或^^ 80年首次出版的。因此，随着内部评价系统木身逐渐的发展二这些报 

告与其说是评价"成品"，不如说是还需进一步提炼的汇报过程。" 

6气初步的努力确实使某些汇报因素明白清楚地显示出来。首先，在有些组 

织机人们仍然感到十分不安的是，就关于成绩和问题向理事机构作出客观的评价汇 

报将导致在公众面前暴露问题，造成障碍和受到指责，从而破坏工作人员对评价过 

程的信心。这与汇报具有的基本说明职责背道而驰，但无论如何，人们是真正感 

到不安。虽然上述有些报告是新编制的，尚率不可能获得反应，但其他一些报告 

似乎会减轻人们的这种不免因为各理事机构二般对这些报告作出了积极的反应， 

- - - 一 - " 一 一 -

" " " ^ - 一 " " " " " " " " " " 一 

把它们作为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以建设环生:驰利用这些经验来改进目前和今后各项方 

案的成呆。 

6生评价汇报努力所显示的第二个因素是，一般的工作情况汇报渠道己经非常 

拥挤。多年来，许多组织已逐渐称累了大批各种情况报告、年度报告。特别审查 

报告、深入研究报告和进度报告等。这些种类繁多的报告可以把理事机构的代表 

-们埋投茬大量文件之申，讲使秘书处工作人员陷入编制看来是永无休止的汇报工作， 

但却仍未得出多少关于进度和结果的有用的资料。评价的目的主要是集申于提供 

灰时酌和鱼垂时分析性资料和评价结果，以满足用户时需要，通过对目前烦累的报 

告逐渐澄清，结合或减少，并集申它们的焦庶，"评价呵能精简向理事机构的组织汇 

报程序。 

6气第三个有关的因素是评价报告的详细程度。人们关切地认为，对许多具 

一 - - -

体话动作出详尽的汇报，将会把报告集申于人而不是集申于各项话就，"喉理事机构 

把注意力移向对特定方案的细节进行不必要确审查，并且由于在把内部反馈数据向 

公众提出以使必须进行"梳理"，详尽阐述和广泛她审查，也使得评价汇报成为一 

一 一 一 " " " 

个非常烦累的过程。然而，目前大多数评价报告的编制是筒要或有选择注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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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详尽的，有些人对于在汇报方面作出了过多的努力表示关切，对于这些人来说， 
这 种 作 法 显 % 是 可 以 接 受 的 并 且 是 适 当 的 。 - 一 

^̂ 迄今作出的早期汇报努力显示出将来的下列评价汇报类型: 
- -

同可以利用评价结果，并特捌是利用的在垃截评价的综合结果来改进方 
案总情况报告的质量，目前许多组织都定期向它们的理事机构提出此种报告。评 
价也可根据制定的目标对结果加以强调来邦助把这些报告同申期计划、方案预算和 
工作方案英功嗓密她联系起来。 

闷对于不那么全面的评价系统来说，可以按照关于成绩，问题和业务需 
要确评价结鼻韵粪一型来编制麦期摘要报告百--

同可以编制关于内部评价系统的发展和评价范围计划(第二章讨论过) 
的定期报告。 

一 " 

倒在编制研究报告的资沉许可的情况下，也可利用评价来编制关于选定 
题目的报告，或对理事机构要求编制的特别研究报告，报告和深入审查的报告进行 

- 加 撰 和 蹬 靖 。 一 一 一 一 一 -

670评价系统的"质量控制"不仅如前一节所选是秘书处所需要的，而且如 

果掉价报告妥起到它改进组织决策程序的适当作用，各理事机构也需苇这种"质量· 
控制。。理事机构需要了解评价目的和办法厂以及评价在发展和加强号管理系统 
申所起的作用。如果秘书处提供了良好的评价报告但却没有加以利用，或者如果 

一 " - " - " - " 一 " - 一 

提供了低劣的评价报告并且被接受，将会出现同样的结果:评价质量下降，双方将 
- " " 一 一 一 - 一 -

会浪费大量时间和努力，而对该组织的活动却没有带来丝毫改进。但是，如果双 
方互相作出承诺和文持，正如后面第七享将造一步讨毋的那样，就会极大地使有效 

一 一 一 一 一 

的和目标集申的报告办法不断得到发展。 

毙察露氮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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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合 作 活 动 " " " 

6巳虽然备组织所关注的理所当漆也邑发展往加强本身的内部评价制度的工作， 

但是它们也进存各种合作点动。这种合作活动在加强整个联合国系竿的评价工作 

申能起很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同各国政府的含作，以加强它们对发展活动的评价 

工作，开发计划暑对其执行机构的评价制度和活动，和其他合作活动。现在以下 

二 节 冲 扮 判 咖 似 时 论 。 -

A·同各国政府的食作活动 

一 一 一 

一 一 - - 一 

"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69t同各国政府合作以加强它们对发展工作的评价的概念，目前似乎很切合实 

际 。 ^ ^ 7 7年联检组状况报告扼要地指出，许多联合国系统的活动只是各国政 

府软全面的发展活动的一部分，因此应当鼓励各国政府就其方案和联合国系统的活 

动的效益和影响单独地或共同地进行评价。 

70·近两年来，各机构对这方面表示越来越大的兴趣，作出了越来越大的努力。 

卫生组织率先对支助国别保健战略、方案制订、管理发展和评价的工作，给予根本 

一性的重视。-̂ ^儿童基金会采取了类似的分散事权的呵别方案制订和管理发展办法， 

来协助各国政府。农发基伞着重备钾萝甲邱综合监测往汗价部分，尽可能将这类 

工作交由地方或国家机构负责。世界银行借着举办一些在职训练和区域讨论会来 

普遍提高各国政府的评价职能。一--一粮农组织射工丑工名年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世 

界会议的一项成果合作评价工非·产坐了很末吨兴趣j教科文组织和劳工组织 

"为各国营员举赤了初步评价诉练课程。--其他若千组织除了遁席参与现有构项目评 

价工作以外，也对评价和管理发展方洒伺各国政府的舌乍，表示兴趣。此外，有 

一 些 双 边 技 术 援 助 方 案 也 对 这 类 活 动 积 极 起 来 。 一 一 一 一 一 

71·行政协调会也对这种观念表示支持。它在其^^ 7 9年关于联检组初步 

准则歌告的意见i矿3社才2刊之Addt l )申说，各国政府自己在评价各种方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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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时，也可以使用这些准则。·为了保证各国政府充分参与:种管制各种技术合仲-·-

活动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对这种活动通常只给予有限的资助'各国政府似乎有 

必要积极参加国家一级的评价工作。1"9 8 0年实质阿题协商会关于评价问题的 

¨ 一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讨论会( ACc卜1980/8)也注意到，各国政府瑚撅参与囤捌项昆的评价工作，·乖-

二些国家政府正在得到邦助以设立它们自己的项目评价机构的例子。行政协商会 

认为，应当对有关机制提供援助，以促进这种趋势; 

7之联检纽菲衰廷的若干份报告申讨论了这个问题。^^ 7 8年关于专家在·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展合作申的作用的报告( J^^卜REp/78/3)中强调政府管理的概念，认为必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过壤金国系迭垃援勤味加弱国捌;窜查都评价程序，厂-̈ 1"9 7 -9年关于联合国系统 

在斯里兰卡的技术合作活动的报告(口^^/RE砂。79^^1^ )申指出斯里兰卡很关 

心改进监督和评价办法的问题。报告申建议东道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挝塑-

有的审查和评价工作质量件盯批评怪的评价，并建议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加强·外地一-

级同各国政府的持续合作，以提高它们的发展管理能力(包括评价能力)。联合 

国各组织对于这份报告的综合意见( E卜1980力80卜Addt 2 )同意必须重新评价扶' 

术否作办法以及渖喳"和评介办法;"L并且更有系统地应用这些办法(参看下面一节")， 

同意应愈加依靠周家来管理发展活动的能力，各国政府也应努力提高它们的监督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评 价 能 力 。 ^ ^ 8"0年联检组关于儿童基金会在国家丁级的规划和方案编制工作 

- ¨ " " " … " " " " " - - - - - - … " 

的报告(汀^^卜REp厂^^8·0/3)申审查了儿童基金会在协助备国政府进行规划、编 

制方案、搜集资料以及监督和评价工作方面所一遇倒伪困难和具有的潜力0"¨ 

73·各方面对于同各国政府L合传讲价发展·工作越来越感兴趣。最近有两种 

"·趋势;"袁大大她有助于迭神现象的彤成b"，"第·一种趋势"己在土速各项报告和最近许 

多其他文件申加以讨论，即衡量联合国系统时技本合作是否成功的重要准侧皋肇一边 

和适用技术和管理扶巧，以加强自力更生的发展的情况，这种准则着重的是球呆委一 

" " - " - " " - - - " 一 - · 

效力，而不是投入的资源和所依靠的国际援助。这种自力更生的发展伪一个墓 

@本堪素娥是，政府封一其「惠-跑发展方案牡由联合国系统协助的各项邑侦有责任，并由 

国家逐渐担负诸如在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协助下的评价工作等管理职司。 

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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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项很大的挑战，必须逐步地审慎地进行。在许多情况下，必须培霄各冒政 
， 究 和 应 用 新 方 法 这 些 
府对这项工作的兴趣，促使它们致力于这项工作。必须研。"，一 

- 国 家 清 况 娃 构 和 政 策 同 
方面必须具有灵活性和切含实际，以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印、、瓦分 
时还必须注意加强设计、方案编制、监督和报"。 

告程序有关基本情况和进展 
， 、 现 有 的 扶 

析性资料可能很难加以搜集和整理。必须面对管理能力和资源问题。 
术、机构和经括必须加以确定知和幌此处还必须研订一特别是通过适当的训练来研 
订 技 术 知 识 转 让 的 程 序 。 -

制性因素 
76加强各国政府对本国方案的评价的合作活动虽鳞有这许多限'， 

。 " 价 制 度 

但是对这类活动的日益重视和这类活动的增长，是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发展评、 
的工作的合理延伸，也使二般胡技术合作话动希得垂"叮。 

叮孜进的很大希望联检组计 
划 在 ^ ^ ^ 8 口 - - - - - · - - -

、1年开始进行一项研碗丁调-查联合国系统在这个重要领域所进行的活动 
正 在 下 、 

研订申的方法程序和技术，和进二步发展的可能方向。 
一 " " 一 一 " 一 " 

B · 开 发 计 划 号 一 - 一 一 

77开发计划署是向发展申国家提供多边技术援助和投资前援助的世界最大 
的无与伦 

·比的渠道它沼育文助8, 000多个投资前项目和技术合作项目，女 
助的， 
、范蓖几乎遍及每二个经济和社会部门。庙于几乎所产这些项目都有联合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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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其他组织参加，开发计划暑的指导政策、程序和可能的领导作用所产生的影响远一 

" 一 - 一 一 - 一 " 

远 超 越 它 本 身 的 业 务 范 围 。 " 

7 8 。 " ^ ^ 7 0年代申期制订的开发计划暑评价制度方针着重个别9目的评价。 

通常每个"大型"q目(开发计划署资助$ 1 5万以上的项目)都在下列三个场合 

一 一 

之-(或不止一个场合)加以评价:同项目执行的申点; (b)一个阶段结束和 

另一个阶段开始时; (C)项目完成或即将完成，并提议进行一个大型的扩大或后 

续项目时。这类评价工作是独立审查项目的设计、成果和效力的工作。评价工 

作虽然由政府百合作机构和开发计划署三方面共同负责，但是应由与项目的制订、 

执行和监督设有密切关系的人在许多情况下由顾问·执行。通常就评价经 

" 一 - " -

" " " " " 一 

费达成称吭艾并载入项石文件;"大约拨百扩5，000充此用途。 

79·此外还有其他审查工作，作为项目评价工作的补充。其申最重要的一项 

就是三方审查。这种审查工作至少每年进行一次，以监督项目的执行，并安排行-

动，以改进项目的执行和有效利用成果。审查工作由各国政府、合作机构和直接 

参与项目工作的开发计划暑外地负责人员进行。其他审查工作包括项目成果的定 

期 许 衔 和 旧 别 方 案 哟 定 期 审 查 。 - -

80. 1 ^ 7 7年，开发计划署扩大了它的评价系统。从而包括一项联合"专题" 

- 一 - 一 一 

评价方案。这类所究分析特定领域的技术合作经验，以确定导致成败的冉素，并 

改进新项目的计划和执行。截至^^ 8 0年年申为止;己同联合国系统氓他八个 

机构合作，完成或正在进行 -̂田项实质性研究和2项擎严研究，预期将在1 9爷0 

? 8 2年期间进行其他五项研究。虽然有些完成的研究性质似乎相当广泛在取 

- - 一 一 

得所需资料时也遇倒了一些困难。但是这些研碗仍旧获得好评矿---无发计划署并 

已开始我存套合系统信息项乱以期为全盘监督租管理目的改进项目和方案资料。 
- 一 -

81·但是，近年来，一般越来越感关注的是，开发计划署现有的项目婢让产尹 

价制度对于整个系统的评价需要，未能发挥充分的作用。原卤有二:"第一，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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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组织都在计划、试验和执行它们自己的内部评价制邑开发计划署鲍制度和一程 

序仍未改变，以致在某种程度上未能配合较新的办法，并被批评为过于繁复。第 

二，没有进行太多个别9目的评价。一1 9 7出龟-开发计划署报导说，在需要评 

价的项目申只有三分之一得到评价。要求评价所有由开发计划署脊助$ 1 5万以 

上的项目的办法己经变得很不实际，部分由于通货膨胀，意味着这类项目已经算不 

上 是 " 大 型 " 9 目 。 -

82·因此，审查项目的工作主要甘三方面进彷但是令人关注的是，实际上它 

们往往过于着重执行问题的讨论，而没有充分注意进行实质性的审查或是评价出现 

冲韵项泪:掩乳一些损毒弘损认功寸^日巷韵说来尹开拨计划署作为一个资助机构， 

没有十分坚定地采取行动，来保证有效地执行项目的设计、监替、评价程序、培训 

和后续工作。 

83·近几年来，开发计划署秘书处和理事会突出评价工作，将它视为保证高永 

平的技术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理事会责成开发计划署同其他组织合作，将方案 

制贯『-拈-计和评价发展金并成一套综合的评价和反馈系统( DP/3之1、DP/3380和 

理事会第79/10号和第^^/^^号决定)。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它于1979 

年要求署长同各执行机构研究如何将个别q目的评价和有关费用系统化，并就这个 

问 题 于 ^ ^ 8 0 年 提 出 报 告 。 一 一 一 一 一 

8 4 ·在 ^ ^ 7 8 和 ^ ^ 8 0年期间开发计划署同备执行机构进行的讨论以及检 

查专员为编写这份情洗报告而涟行时讨论显示，一搬鞭注意下列问题:进行更多的 

项目评价工作、仟细选择评价伪项目、改进项月葡门没计和报圭、一也斡三方审查、加 

"矗一般性的评价反馈和修订开发计划署的垂电严价牙叶署长于̂^ 8 0年为理 

事会编写了一份有关这些问题的进度报告( DP/448)，并将于^^ 8 1年就过去 

项目评价的分析、三方审查的经验和项目设计和反馈的改进情况提出其详尽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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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气 ^ ^ 8 1年工月，开发计划署负责人员通知联检组说，进行了好几年的审 
一 一 " - " " " " " " " " … " " 

查和机构间的协商工作己经完成。通过改进了的设计、监督和评价来提高技术含 
作的质量的备种新措施，草得到各机构和开发计划署署长的核可，并将就此事于 
^̂ ^̂ 年6月向理事会提出报告。检查专员完全赞成开发计划署执行这些新措施均 

一 一 

行动计划。在这方面，他在有关个别组织的评价工作状况的报告(^^^尹REP^88 1/ 

5 )申建议开发计划署在其方案政策和评价局指定足够人数的专职工作人员(目前 
不是这种情况)促进和监督这项执行工作。这项工作也应当(而且不用说，在若 

" 一 一 一 " " " " 

干重要方面己经)包括下列步骤。 
同三方审查:应加强三方审查的鞋准，以强调显理申的成效。在最初制定工 

一 - - 一 一 " 一 一 一 

" " 一 " " " 

作程序时就作丁达"俘确"规贡圭但是在实际工作过程申往往将注意力过度集申在投入 
和执行问题上。三方审查的方针应要求进行较周密的准备工作，以便能够评价是否 
一直符合最初目标的问题、朝向这些目标进展的情况，预期能在何种种程度上达扩 
这些目标的问题以及对项目的内容、期间和预算决定米取的任何行动等。此外并需 
要进行监督，以保证确实按照这个办法进行三方审查。如此，这种在政府代表领导 
下碑审章耳乍既包括评价因素，又属于一种理性的工作，并且只需要有限的额外费 
用，其数额可随项目的大小、期间和复杂程度而定。三方审查由于为东道国政府官 
员提供机会，获得评价目标和预期成呆的直接经验，因此也有助于加强东道国政府 
自 力 更 生 的 发 展 能 力 。 一 -

锄最后项目报告:虽然加强三万审查进程对于矫正弊病非常重要，但是在项 
一 一 一 

" " " " " " " 一 " 一 " 

目接近完成时对项目成效的评价也很需要，以确定后续活动的方向，并为未来类似 
的项目总结应当吸取的教训。咖蓖现萄的最后项自报告工作，也月以援供一种内部 
评价的新因素。目前，最后报告逼常固联合国的合作机构编写，交由东道国政府核 

- 一 一 

可，并且往往只能在项目完成后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完成。各国政府必须发挥更 
积极的作用，才能保证提议的后续活动能够符含实际的需要。-因此，项自俞卤豪和-
国际工作人员应在项目完成前编写和审核最后报告。最后报告应当按照修订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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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计划署的持续审查下，评价备项目标实现鞠程-度以及成功纂因乔问 

针 ， 并 且 在 两 年 后 审 苦 其 后 

题所在。最后报告并应对政府的产续行动，包括对重要项目完成三"一、口 

续行动的进一步的三方会议，提出建议。 " " " 

(C)个别项目的评价:对一些个别项目的评价，是加强的二力审查和最后项皇 

项目从事深 
生等内部程序的重要补充。由于只能挑选少数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的" 

货品评价，需且费用和配备员额的因素圣得重要，所以必须审慎地选择评理项目。 
其卜豆散发玉乏的项目编写的项目文件应当具体说明何时进行评价、由那些人进行评价、 
对茹豆方面进行评价，以及将使用何种管理决定和后续程序等问题。进行评价时应 

"^ 

特福毒确定顷由畸恰晋性、效率加彰呐百北价迫沏需要开发计划署给予必要的训 
练指导和监督，以保证评价和后续工作能在外地方面切实有效地进行。 

"咐对国别方案执行情况的评价:为了便国别方案的制订成为技术合作活动的 

果 
持续"基在5̂  >--蒜新高切去丢压奄幕评价因素，特别着重前一个编制时期的成， 
问题和成就由于这项工作十分复杂而且具有挑战性(联检组在斯里兰卡的例了申 

--证实毛这其点)初步二非立凝地不能要求过高。但是，由于联合国系统备组织越来 

越 y ， " ， 

^注意评价问题评价工作进行的次数会逐渐增加，质量也会逐渐提高。配合上面 

扩苹中提曲时建说，-这项工作可能时应由政府领导。 

86·开发计划署的新程序，如果能够按照上面建议的方式实施，应能对联合国 

系统内的合作评价活动发挥重大的作用。新程序既可以大大地邦助那些最近正在 

发展釉改进去真的制度的较其的机袖，也可议却助那些目前完全依靠开发计划暑系 
-统进行评价工作的较小的机厢;并可以邦助发展-电国家提高发届管理能力，和邦助 

一 一 一 一 

，开发计划署本身发展全面的评价釉尿堡奉统和堡证高个于的技术合作。 
C · 其 他 合 作 活 动 一 一 一 - - - -

^70此外，还应提到合作评价洱动的其他三个方面。第一，目前各机构之间 

"正在进行各种合作评价活动。真申一项主要活动就是开发计划署同各执行机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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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的专题评价方案。但是还有一些其他事例，即由各机构参加另一个机构的评价 

工作·合办项目釉工作组。借着这种联系，显雄卫邀挫强理协调爸塑呼价活动， 

但是令人担心的是，目前由于各机构各有不同的办法，有时会产生障碍，从而影响 

到 工 作 的 效 率 ， 、 

8坟第二点同第一点有关，即许多负贡人员指出，一部门间评价工作需要予以揩 

加·目前，各机构配合发展的统一处理方法，参与涉及各部门的评价工作，以期 

它们的发展活动能够产生软广泛的综合性成果和影吼这种评价工作不但可能发 

@挥土面授喇伪加搔和协调的作用，也因为苑围软广而讲求应用的方法。根据上面 

A节的讨论，这种评价可能时应由东道国政府领导，在各有关机构积极参与下进行· 

·8冬鼻三 1̂̂ 垂燃发展革墩曲内部评价制度是增进联合国系统内的评价工作的关 

键所在、但也应推广合作活动和加强这方面的责任。 

同开发计划署作用的重要性，已在B节加以讨论。 

例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方案协调会)作为经社理事会和大会负责规划、方案 

编制和协调工作的主要附属机构，按照它的职权有责任审议釉研订评价程序以及在 

改进方案设计的工作申运用这种程序的办法。在过去几年内，委员会多次提出方 

案评价的要求，并且经常讨论评价问题( A/35/38 ) . 

同行政协调会继续注意评价问题。它不但对联检组的评价报告提出联合意 

见，还通过它的实质问题协商委员会(业务活动)和实质问题协商委员会(方案事 

项)的工作对这个问题表示关心。这两个协商委员会于^^ 8 0年3月举行联席 

会议，讨论整个系统所注意的评价恫题(扰^^T^^^^^^PG^酥曲CC丫1980厂 

8 ) . 一 

向 大 会 ^ ^ 7 7年关于改组联合国系统经济釉社会部门的决议( A//RiES/ 

3罗 1̂97)建议采取措施，增进对方案执行情况的内部评价程序的效力，并采用适 

当办法，协助政府问主管机构履行其评价责任。由国际经济釉社全事务部主管下 

巍慈笨镶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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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规划和协调厅助理秘书长负责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合作，协力发展经济釉社会 

部门的监督釉评价职能。 

同联检组也继续协助有关政府问机构履行其外部评价责任，就内部评价办法 

向它们提供意见，定期审查这些办法，并对各种方案釉淹动樊缩专镁评一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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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艾 助 评 价 工 作 一 - 一 - 一 ， ^ · - 一 

900即使是最善忘和计划得最周密的内部评价制度，也必须得到整个组织的坚 

决支持，才能获得成功。过去几年间，评价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重大的进展，但 

一 

是它得到的各种文助，在程度上仍很悬殊。至于联合国系统内总的情况，可以说 

是很差。 

9^·叹得支助期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建立谅解。在备组织逐渐发展、改进和开 

始实施其评价制度的时刻，建立谅解的努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最常使用的办法 

就是举办训练方案和对于评价喇度提供指导。一这项工作似乎便工作人员、高级管 

" " " 一 " 一 - 一 

" 一 ^ ^ " ^ " " " " " - - " " " - - 一 

理人员和理事机构对于评价工作的功能，它对组织管理制度所起的作用和一同样重 

要的一点一它的限度，增加了认识。 

" - 一 

gz.取得支助的第二个办法就是证明评价的效用。在备组织的制度从设计和-

试验阶段进入执行阶段的时刻，有根多例子证明，评价工作可以改进各种活动的执 

行、禾来工作的设计和方案制订，以及有关的监督、审查和报告程序。这项工作 

 ，勺-二个特庶就是卜强调遣挡运用评价制度的办法，列出所需费用和可以得到的效益-

以显示评价是一项注重实效的工作。 

一 一 

9邑取得支助的第三个办法就是促使各机构参与评价的进程。有意义的参与 

一 一 " 

有助于保证评价制度获得成功的实施。尤其是在较大的组织将内部自我评价作为 

内部评价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的趋势下，各组织对于参与实施评价制度来改进各项-

方 案 ， 作 出 了 积 极 的 响 应 。 一 一 - 一 

一 一 - " - " " " 

9生尽管这些令人鼓舞的趋势便联合国系统肉许多部分增加了它们的文助，但 

是全盘的支助仍旧很不确定。有些组织表面上对评价概念给予政策性的支荷，实 

际上却狼少支持，甚至还设法阻止评价制度的实施。有时」一从评价工作只能得到 

很少的经费上可以看出这二点。在其他情况下，有人抱着一神抵制评介概念或是 

一抵就任何褐妻利诵评价结果的要求。有些组织接受评价制度，通常是因为高级管 



A/歹6/^32 
C h i n e s e 

P杜ge计它 

理人员和评价单位精心合作，建立稳固的丈助基础，使评价制度麓侈逐惭将倒推进。 

9邑这种必绒作出持续的奋斗来取得评价支助的情况，有各种潜在的原因。 

- - 一 一 " - 一 一 - 一 - 一 一 

至蚕吞姜妄至釜乓乓革至号圣至蚕至豆崔号至至姜至乓亏乓耳豆呈耳五釜五早虽箕 
- - 哀 互 圭 重 乏 蔓 亨 呈 至 姜 茬 姜 至 革 宾 事 车 蔓 重 妄 圭 五 至 匿 羞 呈 茎 革 蚤 毒 董 至 姜 至 豆 姜 " 

评 价 工 作 。 " - - 一 - 一 

"""-"高评价是(或者应当是)售理工作的组成部分，因此，管理工作的质量对它 

有 很 大 的 影 响 。 第 三 章 申 已 经 讨 论 了 这 个 问 题 。 - -

但是(e) , (cL)盖呈;散蓖嚣了蔓嚣鳖柒墓真蔓篡嚣五嚣迁烹盂戳-黑翼苛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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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由于以实用的方法发展评价制度，对评价工作能够取得的喊撤坊寄予的期望实 

现的可能性大了很多，但是仍旧不宜期望过高，因为如果实际结果不符合这种期望， 

反而可能会影响到原有的支助。 

御最后，整个联合国系统和其他机构长期以来，对于产出加产量比成果和质 

量重视得多。评价工作必须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各组织固然有责任调动资源， 

执行各种计划，但是也不应忽视评价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有些方面甚至吝于拨出 

即使是最少量伪肘伺来进行诚呆分析和反馈的工作，这种态度也影响到对评价的支 

助。 

^^96@一-姻马蛀-多数塑期囊供字丢分的支劫来发碾评价制度。但是，现在"文助" 

问题已经发展成为长期保证评价切实可行的问题。要想取得这种改进，就必须作出 

很大的努力，来明智地进行评价，并且随时利用评价的成果。 

97·要想加强对评价的长期文助，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建立明确的评价制度。 

评价并不是现有程序以外加添的一种工作。备组织必须明确地认识各理事机构、高 

级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对评价所起的作用、内部评价制度的结构及其及同整个管理 

" " 一 一 一 一 - 一 

系统的联系、评价制度的准则和程序以及适用的反馈、报告和后续程序。 

98·第二个重要步骤就是前几章申提到的"质量控制"程序。各组织必须保证 

批评性地审查评价的结果及其恰当性，并将这种经验用来改进评价制度本身的质量。 

否则，内部评价制度将虚有其表，各理事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仍将铁乏 

改进本身工作所需的评价结果资料。理事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越是积极 

参加评%讨利用评价未改进各项活动、努访孜进没有计划的评价和保证将评价作为 

一种建设性的改进程序，那末，内部评价制度就更为有效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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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结论和建议 

^ " " 一 " " " 

A。结论 

一 " 

99，自从^^ 7 7年以来，整个联合国系统的评价活动已有大幅度的扩展。大 

多数组织都已制订内部评价系统或将已有的系统予以加强。不过了还有许多待改 

进之於，以便确保这些新的或改良的系统基础稳定，并确保可以用来达到它们改进 

方案的原定目标。 

一 

¨叨0·过去几年的事态发展当然是混合了许多积极和消极的因素。积极的发展 

包括以下数项: 

("「拟订加制订内部评价系统的垂纯其数目己增加了一倍以上，而现有的系 

统也已制订得较为全面性。· 

(t̂ )数个小型机构已制订了评价系统，这表示规模虽小不见得对评价方面是一 

种障碍。 

(Ĉ 有一种令人注意的趋势是本身设立自我评价系统，把它作为评价系统的基 

本特种生F因此可以获得泡括的苑围软广、迅速获得反馈、广泛参与和成本低廉等好 

处 。 -

圃评价逐渐对管理过程的其他部分，特别是对项目的设计和某些程度的方案 

编制提供有用的反馈。 

叫备组织对评价方法都采用实际的办法，设法寻求简单有用的评价程式和程 

序 。 -

 厂似乎已有较多的人了解什么是评价的组成因素和评价的无法及其限制(不

过还是容易把任何形式的审查或监测活动都称作是评价)。^· 

(9̂多数组织的评价工作是在表明它们有决心采用一种积极参与毁连祥，一而不 

是一种"管辖 "态度。 

例关于向理事机构提拙报告的方式，过去一、二年内已出现数种令人注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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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虽然这些程式现在还只是暂时和试验性，但已能预期将可按秩序报告各项结 
- 一 - " " " " " ¨ " " 一 

果。 

圆，以报告结果为重的评价似能有助于列出和分析整个组织的各项成果报告过 
- 一 -

程。 

" 一 -

协对于协助各国政府发展其各自评价能力的支助已经迅速增加。 
网开发计划署推出了一个同其他机构合作，按主题评价实质性和过程方面论 

题的方案，这个方案己取得令人注意的有效成呆，现在正在仰幻丁程序，以改进项揖 
的 拟 订 、 监 测 和 评 价 。 " 

肛)对评价本身的支助似乎已有增加，一因为较象理事机构和人员了解评价，并 
" " " 一 - " 一 " " 

^ ^ 一 " " " " " 一 " 一 " 

鼓励采用评价方式来改进各种活动和管理工作。 
101·不过，某些消极因素有碍评价的效用。这些因素钮括以下各方面的问题: 
刨许多组织专门拨在中央评价单位的工作人员大少，等到这些系统从拟订和 

· 

试验阶段进入执行阶段时，他们很难达成所负的职责。 
b̂)关于进一步推展、推广和逐步延展评价系统方面，许多组织没有明确的按 

一 一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时间先后制订的目标和计划。 
(̂ )评价还不是管理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联系都是临时性的、不定的或 

草 率 制 订 的 。 - - - ， 

、 、 、 、 

同外地项目和总部方案之间的万案编制和评价连系未经充分制订，并阜不明 
一 - - -

确，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进展。 
----同多数组织没有最低的评价标准，低素质的工作可能贬低了整个评价工作的 

" 一 " 

可 靠 性 。 - 一 - - - - - - -

- - - -

饵多数方法方面的发展只注意项目的评价，其他领域还有许多待改进之处，-一-
一 一 一 一 

徵仍然需要注意建立按次序和有系统的反馈连系的问题，'以便将评价结果嚏--
期地应月在组织韵决策过程缸其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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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尚未着手拟订可供全盘分析评价结果的评价资料存储库，也未制订确保对 
评 价 结 果 采 取 行 动 的 后 继 程 序 。 " - - -

刨·提交管理机构的报告往往钮括不重要的资料，因此有碍明确她和选择式地 
专 注 于 方 案 的 结 果 、 成 效 和 问 题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协对协助各国政府制订它们的评价工作的支助仍然必须配合各种办法和行动， 
这些办法和行动的制订是相当艰巨的。 

树开发计划暑的项目拟订、监测和计价系统的修河工传进展缓慢，因此失去 
了许多普遍加程评价话动"和技术合作伪机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一 一 - " - 一 - · " - " 一 " " - " " - " - … 

;·"圆;·:一"些组织对评价系;统·的全面女助仍然十;介脆弱，原遇是，--惧怕政变，评价 

" " " " " " " ^ " " 一 一 @ @ " " " " ^ " " " " " " " 

训练有限，其他管理过程的不稳固，以及长远以来过分着重投入和产量而未平等重 
视结果和素质。" 

1̈·02··目前，内部评价系统的介绍"和制订伪第二个重要阶段即将过去，一般说来 

是成功的。整个联合国系统现有的评价活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广泛，从评价方 
面得到一些令人鼓午的初步效用，备管理机构、·上层管理部门和工作人员愈来愈注 
意到评价和评价脉潜能。"现己茁己经"奠定进一步发展的契机。·， 

-^·-本^^，、…务数缉织的评价系统现在已走向第二个重要¨阶段··--·，广泛利用评价，这是 

现在还没有的情况。因此，^^ 78年行政协调会所米切蜘却何确定评价结果是 
否达到原来的期望这一问题，还不能得到确实的答复。评价所获支持的程度仍然 

… - - … 一 - - - " - " - - - - … 

不能确定，而个别系统的能力也有极大的差·异丁----^现在存在的一个危险是:新制订 

的评价构架可能只是一些门面点缀五援拙了评价哟幻象，但却缺少实质。 
· 

一 · - - · · - - - - · - · - 一 - 一 - - 一 - 一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一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一 - - 一 - - … - - - … · 

· 

。"i0生¨画此，""普莆"的"急务羞要各组织两理事机构、上层管理部门和工作人员利用 

" " " 一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它们所制订的评价系统，并使这些系统发挥效用。目前各组织用于仔细评价方案 
结果以求改进的管理工作与用于投入和执行过程等̈ 主要任务的售翟工作相此「":"所古 
比 例 实 在 很 小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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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如想成功地利用评价，必需进一步加强评价系统和改进整个决策过程。还 

需要来取建设性的态度，奖赏和鼓励那些仟细地坦诚汾析要防案确认斤农他们的工 

作更为进步。固然评价工作将继续以渐进的方式发展，今后数年在奠定联合国系 

统评价方面的素质和价值方面是极功重要的。 

B ·建议 

@ 卜 

106·本身设立自我评价(第1 0 ? 1 4段)。几乎所有较大的组织都有一种强 

一 " 

力的走向实用的趋势，即是本身设立自我评价系统。将其作为内部评价系统的基本 

组成部分。"本身设立"这方面，可以也括广大的范围，迅速获得管理方面的反 

一 - " 一 - 一 一 

馈成本低廉广还习亏苛次序-地联系似加强臂理部门的其他部分。"自我评价"方面 

可以提供参与机会，增加了解和重视而不是惧怕。此外，还可依照组织的希望加上 

其 他 评 价 办 法 ， 譬 如 中 央 、 工 作 队 或 顾 问 等 。 一 

建议l 

那些现在还没有本身设立的自我评价系统的组织应该仔细估计低廉的成本种使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用这个办法的极大效周。应该特别注意呆用本身设有自我评价办法对加强组织的项 

目制订、执行、反馈、-汇报和整个管理过程的潜能。 

107。评价单位的员额(第1 5 ? 2 0段)。申央评价单位应该很小，·才其是 

如果这些单位向本身设有的自我评价，系统提供文助。一在多数组织内，这类单位只一 

有一、二个员额，或只占用二各评一介于享的部分时间。这样有限的员额也许足以 

应付拟订和试验一个内部评价系统的工亿但是令人怀疑该茸位是否能够达成更多 

的支助、监督、训练。分析。汇报职责，-或是系统在广泛孰拘方面所需要的词介爹 

与职责。如呆费用利益两者关系的费用方面受到极大的牵制，中央单位便不能在 

" " " " 一 " " 

推展整个组织的评价工作方面发挥催化作用，而评价对改进作业阿能提供的极大效一 

- - 崩 地 永 不 ， 全 实 现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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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议 2 一 - - · 

每一组织应明确制订其申央评价单位应负的职责和任务，以便在今后数年进一 

步推展和加强内部评价系统。如果现有员额不足以有效执行这些职责特别是执 

行训练方案;向工作人员提供咨询服务j监督评价系统的进度遮素质;指导或参与 

特定的评价工作;以及分析和报告评价结果便应尽速采取行动，重新调配必要 

的额外资源。 

108·评价的范围和推展计划(第ZT-^^ 7段)。许多组织的未来评价系统 

一 一 " 

的发展工作仍然是一个相当模糊不定的过程。采用渐进的办法是适当的。但是还应 

借冉其他话动经痴钧月拓私工作卦喇挝鞋来指咱评价话动。现在这种对范围的计 

划和未来评价系统的发展战略没有明确制订的情形阻碍了进一步发展以及对这种进 

展的不断评价。 

建议3 

每一组织应将其理事机构的评价计划同方案预算周期相联系，或使没有方案预 

算韵组谬韵评价计喇包括一个或一个以上预算期间。这些计划应说明:评价将钮括 

哪些方案和活动;评价包括的范围和连贯情形;准备进行哪种形式的评价;由谁执 

氰如何在报;以及准备采用哪种反馈和后继程序。这些计划还应讨论准备呆用 

或已呆用何种步骤来进一步推展和加强内部评价系统。 

109。便评价成为决策过程的二部分(男碑; 8 ? 3_^堡2。如果把评价看作是 

一个仅须附加于现有管理系统内的羊独管理技术，耳的影响便很有限。然而，在 

多数组织申，本身设有自我评价办法的一体化及该办法与决策的联系情形都还不甚 

明确。但是，如呆评价已成为组织的管理决策过程申一个固定组成分子，它便合 

大大加强决算过程的其他组成部分，譬如方案的编制、拟订、监测和汇报等。一卞-

" " @ @ " 

时。这些较高素质的过程也可使评价有所改进。因此，加强内部评价系统应该是管 

理工非地全页和持续发掘及政进战略的一部分。 



A/36/^82 
C 址 n e s e 

Page 4 ^ 

凡是其管理决策过程的性质和工作没有参照最新评价系统和其他种种发展制订 

最新指导办法的组织都应拟订和呼口发新的准则。这些准则应该指出决策过程的几 

个关键阶段;涉及哪些单位、职责、文件域墟告主』以及联系不同阶段的原因和办法。-

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仟细分析，以认明问题所在、差距、重叠和重复之处， 

以此为基础不断分析管理系统的成绩和制订一项全面的战裕，以进一步发展管理系 

钵 -

" ， - 、 

^ ̂ n·"评价"一词(第4 4-^^段)。过去几年联合国系统对什么是评价和 

什多五是牙价止义及及立贪方;法似乎旦羞攒繁酌认识。不过，仍然很容易错把一 

些研究称为"评价";这些研究不是答观性和系统化的。不具多少事实，也没有仟 

细分析它们所检查的活动的联系、效能和影啊，换勺话说，这些研究不符合冬组织 

所接受的联检组关于评价词汇( ^^^;月面P^^^^5)给予的定义。把这类研究归 

为"评价"是错误的，严重破坏了对评价的支持。 

建议5 

尚未明定评价的各组织应参照联检组关于这一主题的准则(^^^^^EP^^^^2) 

拟订和印发组织内评价工作。内容和过程的基本标准。每一组织还应经常严密估 

量其评价成果的素质，确保把那些不符合标准的研究列为"估计"或"审查"，并 

尽力不断改进其评价(以及其他审查)X作的素质和标准。 

一 - - 一 - 一 - 一 一 

^ ̂  ^·分析和后继工作(第4 9一5 9段)。现在对确保评价结呆在组织内获 

- ¨ " 一 " -

得充分利用方面净未大力专注，因为多数组织目前才刚刚进入广泛的系统执行阶段。 

不过，为实现评价效果，必须按次序累积评价结果，一认明成功的和问题的类型。提 

- " 一 一 一 一 

供迅速有效的反馈未改进行动，以及制订并使用一种明确的后继过程。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一 - - " 

建议6 

-一每二组织应制订程序。办接和职责，以确保评价结果收集和保持在一个"存储 

库"内，并予以分析，以便迅速适当地显现在工作上，同时执行评阶的给果和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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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后 继 工 作 。 一 一 一 一 @ ^ - 一 · 

112。向理事机构提出报告(第fA n ? A 7段)。在多数组织内，向理事机构 

提出评价报告还属于初创阶段。、迄今为止取得约经验显示，大可善加利用评价汇 

报，简要地摘录获得的教训，并借以改进向理事机构提交的全面执行:肾况报告。 

楚议7 

每一组织应该确保它的评价结果汇报过程·程式、次序和程序符合现有的执行 

一 " 

情况汇报方式，以尽量满足理事机构的需要。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应该是仟 

细检查，以确保整套提交理事机构的执行情况报告编制谨严，以尽量减少重复的情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 ^ ^ ^ ^ ^ ^ ^ ^ ^ 3 ^ ^ 。 析 " " " " " " " " 

113。同各国政府的含作(第fR O ^ A段)。备组织为加强它们本身的评价活 

动会同各国政府米取的活动似乎是在"开始"阶段。需要以渐进的过程禾大力推展 

这种合作活动和寻找适当的办法及途径。这样便可促进自力更生的发展和整个技 

术合作项目的效能。 

建议^ 0 ? 

每一组织应该估量和增强其对加强各国政府评价能力提供的援助活动。达到这 

- 一 

一点可能需要采用如下两个办法:通过评价过程和训练的特别技术合作项目;协助 

一 一 

各国政府加强它们在接受该组织援助的一切项目的评价过程中的作用。为此目的， 

该组织应认明具体的问题所在、选功之处、备选战略、以及训练的可能性，作为进 

一步行动的基础。 

" " " " " 一 " " " " " " -

^ 114·开发计划署项目评价系统(第^^7^ ^^段)。经过长期的审查和咨询，开 

发计划署现在正修订其项目的拟订、监测和B平价系统。目前，-只右约三分之二的"大 

规模"9目实际受到评价，没有一个较小的项目受到评仇开拔计划署应习:大加利-

用其他机构所制订的评价系统。它应发挥其巨大的影响力，确保制订一个有救的计 

划、监瑚u和评价系统，该系统佑括广大的范围、强调成果、注意品质、以及提供资 

料支援开发计划署为改进整个技术合作活动制订的全面分析和反馈目标。 

一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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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议 9 ^ - - - - - - - -

开发计划署应就本报告第8 5段提出的评价结构和评价过程采取行动:加强三 

方审查;改进项目的最后报告";制订;个修订的个别9目评价过程;以及注意国别 

方 案 实 施 情 况 的 评 价 。 - - " 

115，评价支助(第90-98段)。评价系统的开展是一个复杂的管理和组织工 

作。目前，多数组织对评价的支持仍很微弱。增加支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视 

一 " 

"乎评价获得的证明和效用;评价是否已成为组织的系统的一部分·以及理事机构 

一 一 ， 、 

上层管理部门和工作人员对高素质评价灼支持。由于评价的最佳训练是实际进行评 

一 一 一 一 一 

一@价，一到谓嘲功士设有予帅净殊注意韵=个重"要文助活动是评价的训练工作。 

建议1 0 

每个组织应该仟细检查具体课程申的或作为较大范闺管理训练课程一部分的工 

作人员评价训练方案是否适当应该估计这类训练的数目、范围、质量和使用的教 

材，并采取适当行动，以确保评价训练实际有助于对内部评价系统的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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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的参考资料 

行 政 协 调 委 员 会 : " -

"关于联合国系统内的评价壬作的报告:行政协调委损会的评论，"^978年1 

月 3 1 O E / ^ ^ 7 8 / 1 2 0 

"联合国组织内部评价系统的初步准则扳告:行政协调委民会的评论，"^^ 7 9 

年 ^ - ^ ^a^t^-2-^ A / 3 4 / 2 ^ ^ / A ^ ^ . 1 。 -

"关于评价词汇的报告，行政抽调委员会的评论，"^^ 7 9年1 1 月 1 2 日 A / 

- - - -

3 4 / 2 8 6 / A d d ^ l 。 

"评价(使行政、财政和人事程序更为一致的成效，以及加强执行活动和方案评价 

的管理系统)，说明，"实质问题协商会(X作)和实质问题协商会(方案)联合 

会 议 , ^ ^ 8 0 年 2 月 1 2 O A C C / 1 9 8 0 / ^ P P G / 2 6 

" 联 合 会 议 报 告 ， " " 二 ， A · ， 评 价 ， " ^ ^ 8 0 年 3 月 2 O 日 A C C / ^ 9 8 0 / 8 ^ 

一 - 一 - - 一 - 一 - 一 -

"联合国系统在斯里兰卡的技术合作活动的评价:联合国系统的评论汇编，"^^80 

- - - 年 伍 月 乌 日 ^ / ^ ^ 9 ^ 8 8 0 / 8 2 / ^ ^ ^ . 2 。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第二十届会议工作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镐3 R号(A / 

3 5 / 3 8 ) , 1 ^ 8 0年。 

一 - - 一 - - 一 - - 一 - - - - - 一 

大 会 

"改组联合国系统的经济和社会部门，"^^ 7 7年^ 2 月 2 O日A / ^ E S / 3 2 / 

" " " " 一 " 

197，附件，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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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查组: 

一 " " 一 一 一 一 " 一 

"关千联合国系统内的评价工作的报告，"^^ T 7年 3月 ^ ^ U / R E p / 7 7 / ^ o 

"联合国内的方案编制和评价工作噬圭」一"^^ 7 8年3月丁^ U / R E P / 7 8 / ^ q 

"专家在发展合作方面的作用的报告，"4一94 - 8年3胡口^U/R E p / ^ ^ / 3 9 

" 评 价 词 汇 ， " ^ ^ 7 8 年 ^ 1月矿 ^ ^ / R E P / 7 8 / 5 0 

"联合国组织内部评价系统的初步准则;"^^ 7 9年2月丁^^/REp/79/2 e 

"联合国系统在斯里兰卡的技术合作活动的评价，"2卷，^^ 7 9年1 2月丁^^/ 

R E P / 7 9 / ^ 6 0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 一 一 " 一 " " " " 一 " 

· 。 

"儿童基金会·在国家主级为儿童进行规划和编制方案，"^^ 8 0年3月丁^^/ 

R E P / ^ 0 / 3 0 

一 

联合国开发计划暑: 

" 署 长 的 报 告 ， " ^ ^ 7 8 年 4 月 1 g日DP / 3 2 ^ ; 1 ^ 7 9 年 4 月 2 6日D P / 

-^^^^ 1 9 ^ Q ^ 年 4碉 1 7 0 D p / 4 6 0 Q 

"评价和提高技术合作质量的有关措施:署长的报告，"^^ 8 0年3月5日Dp / 

- - " - 一 

4 4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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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J ^ ^ / ^ ^ P / 8 ^ / 5 

^ 9 8-上车B贞·。二月-内·五 

联合国系统备组织内部评价工作的状况 

" " " … … " " " " " 一 " … " " " " 一 " " " … " 

联 合 检 查 组 - - ^ · · · 一 · " : · 

厄尔。索姆编写" 

目录 

导 言 和 建 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一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联 合 国 · · ， ¨ " 

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X童基金会) 

三、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申心·(·生境冲心) 

四、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丫 

五、贸发会议/总协定合设/国际贸易申心(贸易申本心)·· 

六、联合国开拔封喇署H·¨开发计划署) 

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人口活动基金) 

九、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务(难民专员办事务) 

十、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X发组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一 一 - · -

十一、联合国粮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二^^国际屎子能机构乓原子能机构) 

"十三、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航缉织·) 

十四、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 

十 五 、 国 " 际 " 劳 工 组 织 ( 劳 工 组 织 ) ' ， " ; " 

十六、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海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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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国际电信联盟(电信联盟) 

+A、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方 

十九、万国邮政联盟(^p政联盟) 

一 一 

二^、世界粮计划署(粮计划署) 

二十一、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 

二+二。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 

二十三。世界银行 

、卞 

附件一。选用伪最新文件参考赘料 

附件二·摘要:关子联合国系统内的评价工作的第二次报告，^^U/R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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