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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 7 7年联检组报告说，人们对于利用评价来改进联合国系统组织的业绩继 

续感兴趣，^^ 8 1年联检组报告了为发展评价系统以及开始加以利用而采取的行 

动的情况。 ^ ^ 8 2年，行政协调会指出，评价工作应是"整个管理发展努力"的 

必要和完整的部分，联合国大会表明继续文持每一机构的评价工作。本扳告回顾了 

目前在结合与利用评价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第一章)。 

几乎所有的组织目前正积极且更有系统地利用评价，特别是通过内在自我评价 

和深入方案评价。申央评价单位规模仍然很小(每个单位平均只有2·5个专职人员)， 

尽管工作量己经增加"这些单位一般来说工作开展得不错，但平均有一半的时间用 

于进行深入研究和汇报，因而用于监测和支助评价系统以及用于现仍需大幅扩大的 

系统范围的时间就非常有限了(第二章)" 

各组织越来越注意将评价纳入其决策过程申。但对方案投入的重视仍多过对结 

果的关注，设计改进的责任和行动仍不明确，通过培训，以加强整个组织的工作人 

员的理解并提高能力的工作仍然较为薄弱。较为有利的情况是，电子计算机化的资 

料系统为改进关于业绩的资料提供了新机会，管理审查程序越来越注重效率和管理 

休制(第三章)。 

内在自我评价系统促使评价方法更为明确和协调，现正作出努力光各种类型的 

深入评价制订适当的方法"各组织需要订有明确的标准来确保评价的质量(第四章)。 

许多组织已开始简化其内部反馈程序并使其现代化，而且现在己普遍规定了将 

评价工作南理事机构汇报的做法。为了保证及时提供关于执行情况的有关资料以满 

足整个组织方案决策需要，人们有必要作出长期的努力(第五章)。 

各组织越来越积极地支持由各国进行评价，但与紧迫的行政能力需要相比。资 

源仍十分有队现正采取行动，进一步调和机构间的评价活动，国际评价系统的轮 

廓正开始逐步形成(第六章)。 

日益增多的评价经验表明了各种各类的为改进业务活动而对评价的大量利用， 

"评价的评价"，以及秘书处和理事机构的使用者的需求稳步增长。但仍需作大量 

工作进一步发展评价，坚定地将其与决策工作相结合并充分实现评价的价值，以便 

为夏好地满足成员国的需要而改进组织叹业务工作(第七章)。 



评价正显示出其价值，而且与比以前更广泛地受到联合国系统的利用，与此同 

时各组织的任务也比以前K引可时候更加艰巨"各组织应稳步开展工作，改善有关成 

绩的资料，其办法是:通过扩大评价的范围和加强设计。监测及培训工作，控制评 

价工作的质量，进行适当的合作努力，为申央评价单位提供足够的工作人员(第八 

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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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吉 

1·评价是根据各项活动的目标，尽可能有系统地、客观她决定活动的适切性¨ 

效率、功效和影响的过程。评价系统是通过向各个秘书处和政府问机构提供关于 

结果、影响和功能的分析资料，以便尽可能扩大各组织活动的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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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继续不断把吸取的经验教训用于将来业务的兴趣。 

2 ， ^ ^ 7 7年联合检查组(联检组)关于评价工作的首次报告发现，联合国 

系统内对于评价工作的兴趣正处于"起飞"点上"'行政协调委员会(行政协调 

会)认为，联检组的报告为较长期有决心并且有计划的采用或发展评价工作的不懈 

努力提供了一个极其良好的起点。' 1 ^ 8 1年联检组第二个报告发现。大多数 

组织制定评价系统的工作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注意到它们正进入普遍执行的 

第二个关键阶段。' 

3。行政协调会"9 8 T年指出，行政协调会"强力支持联检纽损告所表明的 

论点，即应把评价看作政策制定真方案规划、预算编制釉执行管理过程的一个必要 

的和完整的部分，而不是只当作这些过程的一个应有的附加部分。"行政协调会 

认竞，有必要加强评价技能和"构能力以便有效地支持评价』诈。并需要"将评价 

与全面管理发展努·力方面的组织决策过程结会起来"。。"金逼大会也确认"继 

续支持各机构发展·语:价系统和评价单位"，并鼓励所有机构"确像其各自评价能力" 

便评价工作成乃各该机构的方案制定和发展过程的一个组戎。$劣-"。。 

4，这篇报告对于联合国系"各机构正在进行的评价"关键阶段"提出了一般 

的看法。报告的副标题指明，掘告特别论述将评价与各机构的决策和工作过程结 

合起，的问题以及现在正如何对"价加以利原" 

5 ^且^84年年底、^985年年初，联检组从联金国"统各组织(包括国际农 

业发展基金和世界银刁旅袁两个未参加联检组工作的组织;收集了关于评价系统活动 

和取得的进展的资料，"查员访问了几乎所有这些组织，就评价状况和问题开展了 

进一步的讨论。清有关大作、准则、政策的说明和报告进行了审查，征求了各个 

组织对于整个联合国系统内评价问题的看法，并听取了它们对于由此而产生的损告 



草稿的意见"另一份叔告( J^砂农丑平它砂^0 ^扼要说明了24个组织的评价 

工作的进展和现状(见附件二目录)。检查员希望劝所有为这些拥告作出了努力、 

提供了着法和意见的人表示感谢。 

二，着手方法 

6。大多数组织已经从孕育和设计阶段进入了采取行动执行评价系"的阶段" 

因此，它们评价活动和关切的性质当然也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本章叙述了正在 

出现的基本格局。这些变化的格局对于较小的中央评价单位的责任和业务也会产 

生重大影响，而这些单位对于每一组织内进一步发展评价能力、质量和用途将继续 

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A，变化申豹评价活动格局 

7。行政协调会对于^^ 8 1年联检组报告的意见指出，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 

报告应钮括一个表格，说明申央评价单位的地点、其工作人员的实力、参与评价的 

程度、以及评价钮搪的各个领域。联检组在其^^ 8 1年研究报告申考虑了这种 

可能性，但认为大多数组织内的评价活动仍处于试验阶段，因此一张表格的价值将 

会非常有限。 

8·但在^^ 8 5年，大多数组织已经开始更为强有力地执行活动并取得了经 

验，因此可提出关于联合国系统内评价系统活动资料的表格。附件一摈供了关于 

2 4个组织的资料，包括联合国及其8个较大的实体以及1 5个联合国系统专门机 

构。表格申提供了关于每一组织的全部专职工作人员和资金方面的资料;其申央 

评价单位的名称、地点和资源;已确定或正在确定的主要评价类型;以及其他主要 

评价系统职能的状况。 

9·耍在一个简单的表格申纳入并比较各个组织的复杂情况当然需要相当小心。 

可注意到的限制情况很多，其申一些如下(另外一些见附表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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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人们只须研究一下联检组第85/10号报告申列出的2 4个组织的评价L^ 

活动摘要就不难认识到，评价系统的需要和活动因各有关组织的规模、 

结构、任务、综合方案和政策的不同而差别甚大。 

Q̂))申央评价单位是有效运用评价系统的关键。但在诸如世界卫生组织 

和儿童基金会等组织内，由于其业务活动极其分箭，并且已经广泛开 

展工作确定整个组织范圃内管理过程i，拙评叫介责任，因此其申央评价 

单位的责任和工作处然与其他组织大不相同。 

(c^在一些组织申，例如难民署、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国际贸易申心，其 

主要方案重点在于援助(外地)活动。其他组织、如联合国和贸发 

会议。总部的方案和活动则更为重要。因此，表格中表明某一特定 

领域内没有评价活动对一个组织来说，可能是有待克朋的重大缺陷。 

但姑另一个组织莱说。可能重要性很小" 

树表申就是表明了某一组织已开展某种活动(例如总部方案和活动的内 

在自我鉴定或评价准则)，也不容易表明这一活动到底是极有限的" 

适度的、广泛的或全部的钮括了这一领域，也不容易对这一活动的质 

量作出判断"同样。如表明"正在设立"其神评价活动，也扔待证 

实。(由于这些原因，联检组第8矽/^^号扣争串关于每一组织的 

摘要对于澄清『表申历列的简要数搪是必要的)。 

10。牢记上述各保留点，则可以尝试提出关于重要评价格局的一些意觅。作尤 

后面各章讨论的墓础。第一一-非常简单一--评价现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 

申正得到积极利用。 

斟 1 9 7 7年联检组关于评价问题的报告发现花所调查的1 3个组织牢， 

只有两个建立了某种类型的评价系统。另件6个组织正在建立这种系 

统。 

(b) ^ ^ 8 ^年联检组报告发现，在23个组织牢有1 3个己经建立了莫种 

类型的系统，而另外5个正在建立这种系统。 

(c) ^ ^ 8 5年在24个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己经成为参加联检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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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组织。并且被包括茬调查范围之申冲，有2 1个已经建立了某种 

类型的评价系统(不过联金国和教科文组织在系统实施方面已经远落 

于其他大的机构之后)。 

:̂ )三个仍未建立自己的评价系统的组织均属较小的高度技术性的专门机 

构，检查员认为它们目前并不需要完整的评价系统。然而，世界气 

象组织已为某些万案的制定刊抑讶呈序，现只剩下圆际电讯联盟和万国 

邮政联盟，除了它们所执行的开发计划署丈助的项目放定它们制定某 

些评价程序外，并没有具体的评价程序。 

同这些评价系统下的万案和项目范围亦已扩大，因为大多数组织己经从 

最初的评价试行工作进展到花整个组织肉进行评价。 

^ 1，第二。现在正以多样化和更系统的万式采利用评价。^^ 8 1年， 

大多数组织集牢评价单项技术合作项目，作为其内部评价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但 

现在的评价工作所包括的万面都要广泛的多。 

衙四分之三的组织己经建立了深入项目评价程序和更广泛评价技术合作 

(什地)活动的程序。几乎同样多的组织已经或正在建立项目的内 

在自我评价程序(一些过去依靠深入项目评价的组织现增设了内在自 

我评价过程)。 

b̂j评价亦正较缓慢但却扎实地扩展至半数组织的总部方案、次级方案和 

文助活动。 

(c)虽然仍不很经常，但三分之一的组织花过去数年里已经进行并公布了 

某些外部评价。 

(^j在设立某些基本评价系统功能方面也已取得进展，^^8 1年袄检经 

报告将此列为令人十分关切的问题。在2 1个具有某种评价系统的 

组织申: 

叫三分之二已经制订了评价工作计划; 

□几乎所有这些组织都已经或正在铜定自己的评介准，; 

□除去联合国人类住区申心外，所有组织(也包耘世界气秉坦 



织)均己经或正在制定某种定期向理事机构汇报评价情况的 

办法; 

倒然而不幸的是，只有不足半数的组织铜定了评价方面的职工 

培训计划。 

12。免三，评价工作已经超出对单个技术合作项目评价的范围而扩展至对更为 

广泛的方案进行评价。情况似乎是，各个组织的理事机构和上层管理机构打算更 

加注息对技术合作方案、项目组和总部方案及活动进行评价。 

网目前在全部2 0个组织内，便用最广泛的业已铜定或制定申的评价形 

式是对单个项目范围之外的技术合作活动进行更为广泛的评价:项目 

组、国别方集。地区项目、"主题"项目或鄙门项目。或技术种援助 

过程。 

网有三分之一的组织"主要是较大的组织"业己或正在为其一般麦花次 

级万案一级的全部或部分总部万案和活动制定内茬自我评价程序"作 

为广泛万案评价的重要"建筑快料"。 

(c)半数以上的组织己经或正在为总部活动制定菜种形式的方案评价程序。 

御大约三分之一的组织进行的介郡评价几乎均采敢广泛万案评价的形式。 

且3。当然上述看法只涉及正在进行的评价的质量"僵上述三种彩式勾画出了本报 

告其余部分所讨论问题的轮廓。日益增加的评价工作量费这些小型鳃牢夹评价差 

位带来了相当穴魄免捏^下一节)。须将评价过程充分祷系统的与组织决策结合 

起来。以便不断加强对结果和实绩的强调(兔三享)。评价种类的日益多样他、 

特别是方案评价的增加"对方法带来了新的问题(第四享j。如要进行结合，娥 

频不断地使评价反馈。后续工作以及汇报资料流动(兔五章。。日益增多鞠评价 

活动不但允许而且要求更加强方案参加者、委托人和组织之间的合作联系(第六荤j 

最后，备组织在所有这些领域申不断积累的经验为研冤这样一些关键问题提供了基 

础:评价正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利角?评价的价值姊侗? (兔七茸)。 

B。变化申的申央评价单位的贡任 

14. 1 ^ 8 1年，行政协调会引述职检组的调查结果指出，炭展评价系统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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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题是，用于配备申央评价单位工作人员的资源数量狠少。行政协调会认为， 

为了提高有效的支持组织决策过程所必须的体制评价能力，获得充足的资源是必不 

不少的。行政协调会一方面注意到不增长预算政策历带来酌压力，但属时认为， 

只要稍为增加用于评价的资源，即可取得较大的累进利益·不论在节约方面还是 

在提高效益方面·这种利益可能会远远大于所耗费的成不。与此同时夕通过查 

明哪些领域和方案效益较大或效益较小，并促进谨慎的使用已有资源，评价就可帮 

助各个组织更好的解决整个预算资金严重不足问题。 

15。联检组^^ 8 1年报告说，除世界银行外，在2 3个组织的申央评价单位 

只有大约5 0个的专职工作人员的职位。联检组指出，这种最低限度的工作人员 

配备在半数以上的组织中只分配二个或一个或不足一个霄员的时间尚习钢 

足内鄙评价系统并进行最初的试验。然而，系统一旦实施则会帝夫很大的工作量， 

工作人员的数量如很少。是难以有效地选行这种工作的。 

16。从附表可以看出，在以往四年申，工作人员配备情况变化很小。除世界 

银行外(世界银行为了满足广泛的新方案评价的斋要而大幅度塘加了工作人员，其 

人数占整个系统中央评价工作人员的半数以 L̂)。申央评价单位专职工作人员职位 

员额只增加至5 8个，增加了1 6%。然而，与此同时，组织评价系统的数目却 

从1 2个增至2 1个，增加了7 5 96。另外，进行这种比较时并未考虑到圈评价 

系统范围、复杂性及活动的扩大而引起的工作量的增加。 

^70实际情况不象看来那样糟糕。有几个组织已经增加了一些顾问资源(不 

过数目仍然很小)。另外一些组织在短期基础上利用了免费的专家和实习生，还 

有一些组织己经增加了一些高级总务工作人员。一些组织已在其组织内的其他部 

门设立了一些特别评价职位，其功能不仅仅是挂名的"评价申心点"，它们只要帮 

助文持申央单位的评价工作。另外，包括在^^ 8 1年联检组工作人员总数申的 

一些职位除负责评价工作外，还负有其他一些职责，在这种情况下，评价工作往往 

被其他紧急的短期任务挤掉。因此，一些组织对其工作人员配备进行了明确安排， 

至少设置了一个专职评价官员的职位，本报告的附表试图更为谨慎地表明在哪些组 

织中存在着评价职位不满一个的情况以及承担混合任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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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81年联检组报告指出评价单位设在组织申的哪个部门的趋势也并不明 

确，设在方案编制部门的情况比设在行政负责人办公室的情况稍多一些，设在行政 

办公室和财务办公室的则数目最少。1985年，这种格局似乎趋于稳定在20 

个申央评价单位屯有9个是设在方案编制部门(主要在较大型的组织内，可能是 

为了增加劝业务活动的反馈)。七个由行政负责人或其代表管理(大多在较小的 

组织内)，两个是设在技术合作单位申(难民署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一个由理 

事机构管理(世界银行)，另外唯一的一个(具有评价协调功能)是设在行政单位 

之内(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员并未从这一格局申得到任何特定的结论:评价 

必须与几个关键组织过程联系起来，并不存在一个可普遍适用的万能的组织安排方 

法。 

19，虽然申央单位人员啊配备和设置部门并未发生很大变化。但评价责任却变化 

很大。1981年是任务艰巨的一年，主要工作是系统设计和试验，工作现已转到 

种类更为繁多的系统执行方面。由于每一申央评价单位翟粪结构责任、优先次序、 

程序和资源方面鞠差别很大。目前申央评价单位活动鞠"一搬"格局大致如下。按 

任务所花费时阔狗多少依次列出: 

同实际进行评价(38 % ) ; 

网系统发展{ 1且96) ; 

叫监督评价系统鞠运蹋情况(互^% ^ ; 

吗陶理事税构鞠外部汇扳( 9 % ) ; 

同内部公撤^ z Q % ) ̂  

(f^项目私方案规划惦); 

徵非正式咨询梅% ) ; 

陶工作人员培训门% ) ^ 

同情况介绍和汇扳( 4 % ) ^ 

蝴与其他组织联系( 3 ̂  ) ; 

吗其化职责( 5 ̂  ) . 

20·这一系列责任可分为三个主要类丛第一，申央单位平均必须将几乎一 

半的时间用于进行直接评价。申央评价单位花在进行实际评价的时间不仅最多。 



而且在外部向理事机构汇报豹很大一部分工作涉及安排这些评价报告，供出版和理 

事机构进行讨论史周。一些评价单位不得不就过去的评价报告进行大量后续工作， 

以满足理事机构开展进一步讨论的要求另於，越来越多地要求这些单位进行的 

评价，不论是总部或外地的方案守利机由于其范嗣很广而且需要深入进行，囤而是 

较为复杂和要求较高的讲究工偶 

21。第二，申央单位应将约四分之一的工作用于系统发展。虽已取得进展， 

僵仍需作大量工作以便钮括所有组织活动，而评价系统现正主要在评价各种总部方 

案、支助活动、广泛的技术合作方案要求方面开展工倪同样。这项工作远远超 

出了技术性陶"系统发展"工作本身:项目和方案设计、非正式咨询、工作人员培 

训，是一般需要申央洱价单位在很大程度上不断参加的其他重要系统发展任务。 

22:第三，这些单位必须设法便评价系统不间断地工作，以确保它们有效她发 

挥作用。这不仅涉及系统监测和内部汇报及反馈，而且涉及情况介绍私汇扳(特 

别是顾问)，与其他组织酌联系。以及必不可夕的其他各神工伦内在评价现正 

用于大多数组织的技术合作项目并日益用于总部方案，它她要求申央单位同时履行 

必不可少而费时的指导、支持、协调和分析功能。^983年联检组关于开发计划 

署评价系统的报告，此一系统肯定是联合国系统申最为广泛和钮括地域范围最多的 

一个系统。该报告较为详细地表明了统一的评价系统管理过程申必须结合进行的种 

种活动。。 

23、在申央单位责任的这三个广泛领域申，每^^题域的关键因素一一和问题· 

是评价系统的质量问题深入评价须有系统的进行，认真注意评价规划、数据收 

集、分析、报告编写和反馈及后续工作并提供充分的时M。必须认真准备和开展 

旨在电括新领域在内的系统发展工作，以便制订有效的新的评价程序并扩大整个评 

价系统系统管理要求申央单位不断地进行密切支持和监测，以便保证整个组织 

内的评价工作的质量尽可能高，并使评价系统有效率且有效地进行工作。 

24。要以有限的现有资源来完成这三项主要任务，就出现了一个直接的成本效 

益问题。申央单位专职人员职位增至58个(仍不包括世界银行)一事表明，近 

年来任务虽不断增加，但取得的进展却甚做58个职位散布于23个组织，平 

均每个组织只有两个半职位。这只占23个组织两万个专职工作人员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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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这些组织的两年期文出费用申每1·9亿美元才有一个专职评价工作 

人员职位。应当承认一些组织在某些特别部门申设有评价工作人员，其他另外一 

些组织正在开展工作建立评价"网"，以协助申央单位开展工偶更为重要的是， 

评价正作为方案管理人员责任的一个正常而必要的组成部分，逐步而适当地"结合 

进"业务工作申去。但在多数组织屯这些小型的申央单位仍是其唯一的具体评 

价工作人员，而且在所有组织屯它必须继续是发展和使用有效的评价系统的基本 

管理者或"申心点"和推动力。目前，每350个专职工作人员申只有一个系统地 

评价组织开展活动的功效。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 

25 ^将申央单位的规模保持很小当然是可取的，因为所有文助性工作人员单位 

都应尽可能缩减编制。另外。到目前为止评价单位的实力在于其稳定怪^^些 

工作人员现已具有15年以上的评价经验。越来越多的人己从事^4一6年的评 

价工作，甚至在较新豹单位申，许多人现在也已经有7 a - 3年的经验由于今 

后评价系统发展将日逐复杂。而且要求更多的深入评喻，这些积累的经验和较稳定 

的状况是冬组织应保留的一项重要资源，其本身也是保障评价质量鞠一种形式 

26。检查员认为，申央评价单位虽然工作人员增加很少"僵在扩大其系统并承 

担越来越多的业务。溃量控制种管理任务方面。迄今乃止数二佯还是不错甄僵 

戚巷效益关系申蝴戚吞^̂ 穷只有苍不致必然导致碱少效益"清"下才能考虑减少。 

联金国1983年豹掇告衬加强评价单位鞠程序送行了特别蔼益鞠分析;这些单位可 

进行最低限度鳃评价介绍私维持工作;至少一位专业工惟人员;，苏霄进行持续性 

陶、积极酌、有系统豹、高质量的一系列评价活动( S至A。专业工佯人员;。， 

27·检察员在检联组第8豺/，0号掇告申几乎没有具体建议增加申央评佛单位 

的工作人员。但坚决文昏-些组织正考虑申瞄加强联检组翻工烷然而"他认为" 

所有组织应当认真而且不断地审查其申夹评价单位难专业工俘人员需要酌情况(特 

别是当它们需要进行日益直接而复杂的方案评价工作睛)，以保证工作人员数量与 

责任和任务相称，不至于妨害评价系统工作的质量大多数组织的申央评价资源 

仍然十分微薄，但迄今为止对评价工作人员的增加历实行的严格控制至少应留有一 

些余地，以便在将来评价工作扩展时能够加强这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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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与决策过程相结合 

28 0 ^ ^ 8 1车，行政协调会指出。它"强力支持"联检组的下一观点，即应 

把评价看作政策制订、方案编制、预箕编制和执行管理过程的一个必要的和完整的 

过程。而不是只当作这些过程的^^个应有的附加部分。在过去四年申，各组织已 

经相当多地注意到这一结合过程，但建立较合理并以结果於重点抽决策过程需要不 

断她进行评价、改进，并根据情况和需要的变化进行适应性改变"评介的根本性 

重点在于思考和效率，现正在缓慢地与决策过程结合起来，但仍有很多工作娶做。 

敖目前来说，评价至少正在帮助提出一些关于决策结构、重点和过稽的新的有益的 

概念"问题。 

A。方案编制周期 

29·评价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向决策人提供所得到的关于项目和方案的实绩和结 

果的分析性资料，帮助改善一个组织目前和以后的效能。过去十年申，大多数组 

织已经建立了六年期中期计划和两年期方案预算程序，因此就有了一个基本的方案 

编制结构。为了完成方案编制周期，还必须将监测和评价这两个因素有系统地通 

过来自业务活动的不断的反馈纳入这一结构。 

30·过去几年申，这一领域申出现了一些十分积极的进展，对技术合作与活动 

日益广泛地使用内在自我评价一直是一个关键的因素。箕"内在"性质便其成为 

方案编制过程申的正常的成份，其简化的结构叉使其得以普遍利用。定期性时间 

安排可得到稳定的持续性的反馈，而且由于这种工作是由进行业务工作的方案管理 

人员进行的，这兢使这种反馈(和利用)能够迅速而直接进行。这种标准化的方 

法也有利于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以便向最高管理机构和理事机构进行内部和外部 

汇报，并为方案评价提供了一套有益的"建筑块料"。 

31·目前正不断以更广泛方案的评价以及行政和支助程序来补充内在自我评价。 

有时甚至补充以某些政策评价。这些傲法对申央工作人员。顾问。和理事机构代 

表所取得的结果和实绩进行了深入和独立的评价，以支持与方案有关的决策和制订 

将来政策。 

- 1 2 9 



32·更为基本的是，强调对结果和实绩进行评价似乎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和改善 

整个组织的决策程序。世界卫生组织在此领域取得的进展最大，制定了"卫生组 

织方案发展管理程序"。根据^^ 7 8车世界卫生大会的建议，卫生组织就政策 

的制定、一般工作计划制定、申期规划、预算方案编制、监测、评价及资料汇扳等 

工作制订了一套统一的办法。^^7 0车代后期，该组织建立了墓木结构，并对 

这种管理程序进行试验，以保证这种程序切合实际、经济并具有综合性质。在过 

去数年申，各种方法已获改进，内部机制业已加强，奠目的在于保证包括评价在内 

的所有组成部分纳入并有计划地用于国家、区域和世界各级的持续性业务周期。世 

界卫生组织的这种管理程序类似于其墓太目的在于支持¨根据人人得享健康 

的世界战略制订有效的国家保健制度的^^个永久性。有系统的管理程序。 

33。联合国系统其它组织也在过去数年申采取重大步骤。加强奠整个决统体制， 

它们这样做经常是由于认识到有必要将评价纳入墓木方案编制阔期，而且它们也的 

确这样做了。;在相关联检组关于各个组织情况报告豹书目串万下列活动进行了更 

免详细的讨论*" 

同联合国已经制订了关于方案规划。预算方案。执猜掏监测及评价方法 

的条钢和规则"关于评价部分目葡『获得部分执行"侄19 8"鼻 

联合国大会通过"条例的序言强调指出，方案编制舅期的目的巷子好 

联合国组织翰捞有方案进行定期而彻底均审查:井使成员医釉秘书处 

有机会在作出选择之前对此进行考虑。 

网粮农组织已采取了^^和奄括鼻度工作计划、执行逢展请沈掘告和调查 

情况进行申央评价和窜查的系统，以好其自动评价程序进行於克。粮 

农组织还执行了一和分地项目管理资料系统和按术会作项目车度评价 

计划""农组织另对其评价准则进行了修订。以加强和簿化评价系 

统并使反馈更有系统和更为有效。以便以较为统一的方法改善整个粳 

农组织内的设计和执行情况。 

同开发计划署与一个机构问工作组合作好奠现有项目的监测和评介汇燕 

程序进行全面修订和试验，并以此作了改进和统一奠评价系统结构的 

一个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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锄儿童基金会。人口活动基金和粮食计划暑最近编制了报告，以分别提 

交给负责审查和分析方案编制系统内监测和评价活动的理事机构，并 

建议了可进行进一步统一"简化和改进的新倡议和领域提出了建议。 

网另外几个组织业已对其规划过程和评价作用进行了内部审查和重新评 

价，同时特别注意加强对业务活动决策的评价反馈。 

这些活动表明，人们已更加注意决策过程的质量。但耍提高这些过程的 

项要求很高的长期工作，大多数组织需要解决一些无法避免的结构方面的 

(a)范围:在大多数组织申，按理均应对所有活动进行监测和评价。但 

实际上，目前方案编制周期在常规活动和预算外活动之间、总部方案 

与外地方案之间。行政活动与文助活动之间以及在谈判、制订标准、 

管制以及其它特别功能之间的使用并不平衡。方案结构如不牢固， 

要进行监测和评价就更加困难，虽然并非不可能。另什"评价尽管 

己较为广泛地用于扶术合作项乱但出于资源有限。因而限制为对其 

它的方案和活动进行评价，而作出的日益增多的努力。此类评价仍 

只是探讨性的，而且同许多可进行评价的领域相比，这类评价主要是 

挑选进行的。 

^)责任:如要有系统而统一地使用方案编制周期。则必须在整个组织内 

明确规定、协调、理解并执行有关阶段的责任。规划和编制预算方 

案的责任在大多数组织内已成为较为一般性的日常工作，但具体的监 

测和评价作周、功能以及联系仍待澄清。许多组织在简化和协调资 

料流动方面也似乎具有很大潜力，因为方案周期文件。过去的审查程 

序。行政控制以及法定汇报规定，均要求编制特殊的"活动"报告， 

而较新的监测和评价程序则在^̂ 个很不清楚而且庞杂的审查和控制机 

构申交织在一起。另外一个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因素是，需要努力 

将组织的方案编制程序与许多其他伙伴组织的方案编制程序协调起夹， 

这些伙伴在范癣。要求和质量方面可差别很大:提供信托基金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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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一双边活动的援助国政府、技术合作方案和项目的东道国政府、 

以及参与具体项目和作为专门执行机构为组织服务的合作机构、非政 

府组织和国家机构。 

同时间配合一致:根据方案编制周期的含义，各阶段应有秩序地重复交 

替，但在实际上不仅需要在周期内又划出周期(例如，在方案编制过 

程申广泛参与反馈和谈判)，而且许多流动并不协调。最明显的是， 

两年期申方案经常变化，往往只在考虑下一个周期时才反映出来，现 

况和资金支付汇报要落后执行几个月，评价结果往往只在有关方案的 

决定作出很久之后才能到手。如要保证这几个阶段有效地结合在^^ 

起，仟细规划是必要的。 

锄有秩序的分析性资料流动:申期计划、方案预算和评价报告只不过是 

整个组织决策过程申较为显而易见的部分而已。联检组关于联合国 

方案制订的^^ 7 8车报告'和^^ 8 2鼻掘告'说明只能将这些文 

件看作是方案制订系统的结构形式和分壳"为了促进资源的适当的 

分配和有效控制。这一系统应也括有时限的目标和明确规定的产出， 

可产生这些产出的内部工作计划、不断地向决策人提供关于执行情况 

和预算情况的资料以及内在成就指数"但不应将所有这些成份机械 

地使用，而应将它们屈于满足管理和理摹机构的决策需要。 

DO。然而，目葡规划周期方面的主要问题仍是重点撅黄不乎衡。方案管理人 

员。上层管理人员和理事机构仍将奠大部分决策时阔和努力朋于规划的投入方;特 

别是方案预算的编制、调整和核准)，而只用于产出方(利用从方案执行申获得的 

监测和评价资料兼评价、调整和改进正在得到的方案结果)的畸问和努力很少。 

36，这和过分注意投入的做法并不足免奇。官方组织的决策^^向倾向于过多 

的注意收集和安排投入，而不是处理确定己经可以进行何釉不完善的行动这一必定 

是复杂而且经常是令人失望的过程。人们在十年以前敖己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顽 

固性，例如，开发计划署"新范围"政策说明申即强调指出。"不应从投入角度而 

应从可以得到的产出或结果的角度看待扶术合作"。另外。中期计划和方案预算一 

般比评价程序早订，这样，很大一部分努力敖己经用于"完善"这些方案制订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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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用于充分发展监测和飞利介阶段的努力戚少得多了。(另介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早在目前的预算无增长和资金极其据结的时期夹到之前。规划和方案预算程序均己 

大体制订了，因此现在正在力争便评价体制化)。 

37，过分强调方案预算编制具有很大的风险。方案预算文件可能会包括过分 

详细的一般性资料，从而使管理部门编制起来要花费大量时间"而且理事机构有时 

也很难于消化这些文件。方案预算的时间安排可以将方案决定限制在^^个非常死 

板的每两年^^次的程序之内。方案执行情况的数据和资金方面的数据迄今尚朵有 

效地结合起来，因为，过去按支出用途(X作人员费用。旅费。家俱等)来确定投 

入决策的方法可能仍会占主导地位。 

38。最重要的是，大量强调方案预算编制而又不进行有系统的后续工作可能会 

使参加者对整个方案编制周期产生不信任。方案预算可被视为一种几乎没有多少 

实际作用但又必不可少程序，因为方案预算之后，并未订有任何程序莱确定活动是 

否按计划执行。如果一个组织提出一系列详细计划和指标而又在此，期间不对所获 

得的结果进行认真审查以调整和改进以后的行动，郡么这种不平衡情况也会导致使 

其信誉严重丧失的危险。 

39·问题不在于降低方案预算(和申期计划)的重要性。它们提供了唯一合 

理而广泛的结构。便秘书处和成员国可在此范围内决定冬组织应当作哪些事情以及 

如何作，而且好只应进一步加强的方案目标和预期结果，它们也进行了十分必要的 

强调。也不是要通过评价产生同样数量的方案预算所需要的文件。现在所需要 

的是一种坚实可靠而切实可行的平衡，从而不断地改进业务工作和方案编制。 

40·因此，应将方案预算编制和评价坚实地联结起来，以便向决策人员不断她 

提供关于资源情况和业务情况的分析性资料。数据提供的时间和方式应最适合子 

有效地分配宝贵的资源和作出其他基本政策判断。要这样做，上层管理领导人员 

须确保预算官员。方案编制和政策工作人员、评价单位以及方案管理人员密切合作。 

而不能让预算前景·其僵硬的财务模式、对细节的十分注视、短期前景、行政和 

财务方向以及安排紧凑的时间表成为向决策人提供的资料的主要内容。反之 

倒是应将监测和评价资料结合起来，以便为作出全面而明断的决定提供符合情况的 

可靠的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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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方案预算并不是评价必须密切结合的唯一阶段"上述各组织的主动行动是 

值得赞扬的，但联合国系统内所有组织均须定期重新审查其决策过程的质量和适切 

，洼。第五章和第七章将进一步探讨评价反馈和汇报网。以及实际评价在组织决策过 

程申的用途和价值。下面四节申扼要叙述了其它一些关键成分。 

B。项目和方案设计 

42·联合国系统的项目和方案活动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因为这些活动 

试图帮助解决国际经济、社会^技术及合作方面的问题。其申钮含的问题往往十分 

复杂，而且人们不能对其完全了解。这些活动的目的，特别是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 

和重要性增加，肯定会经常是政治谈判妥协的结果。与急需解决的问题相比所提供 

资源又十分有限。要获得成功往往需要取决于不可控制的外部因素。这些活动经常 

是试验性的或只起某种促进作用。寻求创新的突破。由于土述种种原因，死板的 

"最佳"预先规划是不可能而且不可取的，为了根据执行过程申不可避兔的出现的 

困难和变化申的情况及需要作出迅速调整，监测和不断进行的评价则是必不可少的 

机制。 

43，尽管如此，为了便于进行良好的监测和评价以及增加成功的可能性。良好 

的项目和方案设计却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一个方案不知道自己的目标以及实现这^^ 

目标的方法，那么它将永远无法确定它是否能实现其目标。尽管将会出现各种各样 

复杂情况，事先考虑周到并进行了详细安排的方案或项目可以避兔许多圈难，并帮 

助建立实现预期的结果所必需的基本管理成分。囤此。一个设计良好地方案或项目 

应尽可能明确地说明所研究的问题、关键的分部因素、目标(预期的行动或变化)、 

所需资源投入"工年计划申的活动顺序、衡量进展和执行情况的方法以及产出(预 

期的产品)。 

44，许多组织的方案预算的体制化以及日益增多地将内在评价用于扶术合作项 

目和总部方案。这将为更好的设计提供了重大动力和基础。这种情况比十年前已有 

重大改进，当时很可能会发现这样一种说法，即某一单位计划花费相当多的资源 

"协助"某一职务不明的小组未明确说明的将来某一时间内模摸糊糊地"改善"某 

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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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然而不幸的是，目前的评价结果仍暴露出许多严重障碍有效实施的设计方 

面的问题。目标不明确、不切合实际或不能够衡量。耍解决的问题不明确。并未搞 

清楚方案或项目的受益者(或与之进行磋商)。重要外部因素也忽略了。目标、活 

动和产出混淆在一起"设入尸活动厂产出操作顺序设想不周，以导致重大延误和间 

断"职责不明确。以致于不能采取重要行动。执行"无限期"。而不是有时限的。 

几乎所有组织目前仍很少使用进行情况和执行情况的指标。令人十分沮丧的是，有 

经验的评价工作人员报告说，这些问题一再出现。 

46。不断出现这些设计方面的问题的主要原因似乎有二:涉及领导责任不明确 

和纯工作量问题。只有少数几个组织的评价单位才具有领导设计改进努力的明确责 

任。在大多数组织申，设计职责似乎纳入方案编制司的业务活动之申或分散由整个 

组织的方案管理人员承担。这是一种非常泛指的意义上的"结合"，并未指定一个 

具体的人来领导和监督执行一套明确而稳定的行动，以改善整个组织的设计"在一 

些组织申，评价工作人员是钮括在项目(如果不是方案的话)核准程序申，但其作 

用似乎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在大多数其他组织申，他们则不得不依靠通过一般准则 

和具体的评价结果的反馈，以便与项目和方案设计人员联系" 

47。这种评价工作人员参与有限的情况，至少在部分似乎是因项目管理人员唯 

恐评价人员会插足实质性决策工作并实际上反对这些项目。然而，设计作用实际上 

是咨询性的和支助性的。设计提供专家性意见，使项目和方案尽可能清楚圆满地考 

虑制作出来，从而以最好的方式实现预期的结果。 

48，第二个问题是所需设计的工作量。许多组织不仅有成百个或甚至数千个技 

术合作项目，而且还有成百个总部方案和次级方案以及行政和支助活动，这些正日 

益属于方案制订范围。最近才成文工作人员不多的申央评价单位一般还要考虑评 

价系统的执行:目前它们花在项目和方案设计的时间平均仅为5%。然而较差的设 

计对整个评价工作量造成直接的不利影响。这便评价工作耗时更多而且效率更低， 

因为评价工作人员必须首先费很大力气，查明并重订方案目标和内在逻辑。然后才 

能开始评价进展情况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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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特别注意改进设计程序的组织申有儿童基金会、工发组织、粮农组织、开 

发计划署、人类住区申心和世界卫生组织，但在此领域申，国际劳工组织首先采取 

了一些程序，许多其他评价单位随后将这些程序修订，用于它们本身的系统"国际 

劳工组织的序统自^^ 7 7年开始运用以来，强调将设计和评价作为其指导方针和 

程序以及工作人员培训方案的基木方法，并将不断进行的设计改进过程，作为一个 

磋商"服务单位"。其申涉及大量工作:评价单位举办了5 0多次设计和评价讨论 

会，国际劳工组织内外一千多人参加了讨论会;制定了一个电子计算机化的钮括大 

约1000个进展情况或执行情况指数的清单，并就其用途与工作人员进行了磋商; 

每年对大约20叫史项目的建议和文件进行审查和非正式磋商。 

50·随着各个组织逐渐将其对设计和评价的注意力从技术合作项目转移至系统 

的设计和审查各种类型的方案。次级方案、以及行政、支助和特别活动，"可评价 

性估计"就变得十分必要。这种方法一向被评价人员用于事先估计一个方案是否设 

计完好，从而可进行成功的评价。然而，这种方法木身正日益变为一种管理手段， 

用于对一个方案进行分析，以便查明那些使方案更为有效、更容易评价、和更容易 

管理从而实现预期的实绩和结果的各种变化和评价性资料" 

51·因此，可评价性估计是一种重要的不断进行的管理支助责任和服务，申央 

评价单位或其他评价官员从技术上讲是有资格进行这种估计的(如果不是目前人员 

编制不足的话)。在与方案管理人员保持密切联系的情况下，可利用日益增长的实 

践和技术对任何方案或次级方案进行分析，以便协助保证奠定"管理基础"促进方 

案的成功实施。可评价性估计的主要成份是: 

同审查资源、立法指针、目标、管理人员和决策人的观点、工作计划、 

以及方案的逻辑以便说明方案预期实现的目标; 

(13)商定将要利用的措施和资料来源，并为此编制文件，以便表明方案正 

顺利进行，查明衡量方法和数据方面的缺陷，并尽可能弥补这些缺陷; 

同探讨方案在实施时，特别是在遥远的外地实施时，是否确实符合上面 

同段申关于方案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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锄初步判断方案是否有可能实现箕禹标，或是否有必要重新设计以及制 

汀更为实际约目标; 

同考虑方案和执行情况瓷料厌馈是否的确适乱直接有益予方案管莲"，" 

员; 

白确定郊一部公活动可对其沿商定目标地进展作出"价。并确定其它领 

域串可佯盅何种资源"工律诗划或目标方面的凳动"制订更设有效枕 

方案" 

^^·锺着各个组织扩大其方案编制结构和监测与评份工佯，它们对各种活动进 

行周密设计并健其有效地发挥催周的需要将污益明显。灰上面捷要叙述故不断进行 

的设计袁助过程的工作童需要也将会变得越来越大。每^̂ 个组织构须确定具休"责 

任"程序和行动@@最好是在申央评价肆俭肉·一以便保证设到设诗揭密，"分是 

拘了作为良好的监测和评价的必不可少的墓础，但更重要的是促进有效的管理，以 

便更好地实现项目和方案的目标。 

C。资料系统 

53、监测和评价的墓木前体是"如要进行有效的决策，测须不断地提供关于组 

织工作进展情况和所取得结果的资料"这就须要及时并以明确规定的方式向管理·人 

员提供合乎逻辑而又一致属意的关于各种状况和衡量手段的资料。以将这些资料扁 

于改进业务活动" 

5坞·在上文讨论过的，监测和评价由于是方案编制周期"落后的"组成部分， 

即最后才实施，而实施时遇上资源严重紧张的时刻，因此这^̂ 工作就受到某种程度 

的影响"但在资料系统领域申，这种落后的情况反而使评价工作受益非浅。最近关 

于评价的文件指出，最近关于方法的概念并未出现任何突破，但计算机化资料系统 

为改进评价工作提供了极其良好的可能性"各组织现正越来越多地重新考虑它们对 

管理资料的需要，这种"新的观点"可能而且应当将监测私评价资料更牢固弛与决 

策过程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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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行政协调会^^ 8 1丰和^^ 8 2年的讨论强调了在系统范围内可以进行 

的各种协调性行动，以便发展利用计算机化的通讯系统，因为这种系统对彻底改革 

办公室的工作方法是很重要的，而且对在全世界开展活动的组织也是很有价值的。 

联检组^^ 8 2年关于联合国系统内通讯问题的一份报告'。指出，各组织每年花 

在通讯的费用约达1亿美元，因此吁请各方更加注意规划共同的通讯需要并有效地 

利用新的技术。资料系统协调问题咨询委员会的一个技术小组在^^ 8 4至1985 

年期^̂ 高度优先考虑了审查目前电信的利用问题，并考虑在今后采取成木效益更 

高的行动。 

56. 1 ^ 8 5年联检组关于计算机使用情况变化的扳告发现，计算机(特别是 

个人计算机或"微型"计算机)的使用正在日内瓦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申迅速增加，" 

但管理资料系统目前仍未得到很好的发展，而是在许多情况下只限用于分批处理日 

常行政工作。行政协调会和经社理事会^^ 7 0年年申以来就已谈到有必要提供更 

好的资料，以满足各个组织慎密制定的决策的需要。然而只在过去数年申，新的技 

术、方案制订方法和软件才似乎使各个组织真正开始简化数据档案、决策资料以及 

整个资料系统结构并使其标准化。 

57·世界卫生组织可能进展最大，它制定了一个计算机化方案管理资料系统， 

标准的方案和项目"轮廓"，以及一个统一的行政和财政系统，以促进整个管理过 

程内的规划、预测和监测。但世界卫生组织发现，为了使方案制订和评价的质量更 

高，姿料库仍需作出重大改进。同样，^^ 8 4年儿童基金会对其评价活动的分析 

申，，较为详细地讨论了为与各国政府在国家一级进行情况分析和编制方案收集所 

必需的资料和统计数字方面的主要问题，以及为监测、评价、反馈和汇报目的而制 

订和利用高效率的资料系统方面的困难。 

58·其他机构在审查其方案制订周期和管理系统时也发现有必要简化其资料系 

统，并不断提供关于方案执行的资料。然而迄今为止，对电子计算机的利用趋向于 

加剧上述方案制订方面的不平衡情况:一些机构完全使用计算机处理关于其计划的 

方案预算数据，但在用计算机监测和评价关于取得预期结果进展情况的资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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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取得拘进展甚"，最近·拇在自裁评价的厂泛使用，古于救搪要求戚了预算编制 

形式的--个部分。最后应能克服这一问题"然而，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便更容易 

而且迅遂地得到这种共于执行情况的资料，将莫用于各类方案申并改进其质量， 

53。茬将金葱爷料系统特执行情况姿料系统结合起汞的工作。也存在实际问题" 

这电话不阉的知限。汇报过迟，及关键变数的定义不时变动损及了执行情况比较的 

连续""茄讥舍。篷抉资金的数据"往不""城本为牢心"或着根芬不以执行情况尤 

墓瞄逢"公椅。例如。巷--些组织正在方其总翻方案制订内在评价方法，但发现很 

难等到"，方案。铲朗分或次级方案戒太的基本情况资料:这馒得要对话动进行即 

赁甚鱼。式本效益拎"，是不可能就是很累难的。 

6已。"纯电子，算机"统和敏傍渡能逐步趣帮助宽撒这方面的诛多问题"在资 

"系统方茁，胃新被注意翻，决定袁拷系统，以便支持组织备级专业人员愈管理人 

贯诈出决策"与清统的选择性的管理姿料系统不同的是，决定支持体制提供了更多 

的灵活的"评确软件"，这债嗣卢能亲自选择并安排有关资料"利用许多不同跑按 

木私方法对其加以解释或许价。并将其结果与其它方面进行联系。陵着计算机设备 

和技术茬整个组织申更广泛地应周"同时数据库系统不断扩大。这应会在很大程度 

上加强执行情况份柄和反馈工件" 

6且。，」较长远的角度夹着，评价单位通过强调极需不断地向各级管理人员提供 

德化的现状和执行情况资料，可有助于改进电子计算机资料休制的发展"这种反馈 

私进展情况汇报网对于一个组织的成功和有效地使用评价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在 

第五章将进一步讨论。 

巩其他审查功能 

62，根据^^ 7 8车联检组评价术语词汇的定义"评价只是许多种组织审查申 

的一种，与其他种类的审查不同之处在于，它主要关心的是，根据方案和项目的目 

标有系统她确定方案私项目的结果。但在过去数年申，评价和其他主要的审查功能 

的特点是更多地注意到管理功效和成绩。 

" 羽 



63·评价总是也括一种暗含的对功效和管理系统的关注。评价过程申发乳的问 

题往往是出于行政体制缺陷所引起的，而现在管理过程本身又是一些评价研究报告 

所关注的课题。但这种关注在最近已经变得更为明确(在认识到这种趋势的情况下， 

"功效"已经加入本报告第1段关于评价的定义之申)。联大^^ 8 2年核准的联 

合国方案规划条例指出，评价的目的不仅在于确定组织活动的适切性。有效性和影 

响，而且要确定其功效，同样，儿童基金会及其执行局也已强调指出有必要在评价 

申钮括成本效益分析。它们认为这通常是在缺少有力措施的情况下评价整个方案的 

最好方法，并且认为在经济和预算紧缩时期，强调合理地使用方案资源的最好方法 

就是成木效益。 

64。其他墓木审查功能也朝着此一方向发展"在一些组织申，外部审计员是最 

支持更广泛的评价系统者之一"^^ 8 5年期间，六个较大的机构申的审计员的工 

作计划钮括审查项目和方案监测及评价程序的适用情况。另外，这些组织的外部审 

计员小组在过去1 5年申一直在考虑使用更为广泛的"以价值代替货币"的方法。 

这些方法将会超出传统的审计工作范围，传统审计工作审查一项财务或管理活动在 

多大程度上与预定的标准符合，以考查资金的效益，并审查管理系统是否足以保证 

有效的使用资源" 

65·内部审计员也在扩大其工作范围。在联合国系统内，例如开发计划署和儿 

童基金会，其内部审计工作己从单纯的核数审计工作扩展到也括通过提高工作人员 

技术和扩大审查范围观察效率和管理过程。内部审计员的检查并确保已制定的监测 

和评价程序实际用于全球各地的许多办事处，从而文持这些组织内的评价工作。在 

这些组织和其他几个组织申，评价工作人员和内部审计工作人员之间也越来越多地 

交换工乍计划、关于报告的意见以及关于有关业务活动调查结果的资料。 

66·许多组织也设立了小型的管理服务单位。联检组^^ 8 1年关于这一问题 

的一份报告指出，各组织需要有一种管理服务功能，以便不断地审查其业务情况以 

及如何使其更为有效。但联检组发现，由于强调临时性的解决问题而且工作义泛泛 

地涉及许多领域，管理服务的资源十分有限，成绩不佳。联检组希望花最少的费用 

进一步确定和加强这些职能方面作出更多的承诺。各组织普遍表示同意，但指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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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有限。难以取得进^^步的进展。尽管知兑。这些单位与评价拳伍之间姑令作私资 

料交换似乎五逐步变得更加正常化" 

lU 6，备组织窜查和评汾功能一个较新的方面是计算机系统盅位绅作茂不断扩大， 

转镶是茬铲算执系绽既嫦私发展万面-联检组J^ ĉ  ̂  ^^^v年关于计箕机使严情况贾他 

故拥专。指出，知并毛"，算机汝使漓进行认真规刘、分柞和发展，"可堤共品分 

召利，新"手段·砍进组绍撮务，帮助工传。昆进行工催。并键离总她办薯。，生 

产葵;矾资源投入蜜定。哩硅产出更多的"货物"和攒务。"采赘童更高。』娶发 

展键全妨利摄电子，算祝沈系统。有必要来联分祈方法砷程亭，以筷查朗葡景美免 

"许算礼角途"估计莫战本和效益，根据捞取得搀结呆采取后续行动"圈此。锺着 

叶算胡在各组纠、申纯"局三兹誓遍，计算极系统单泣将越兼越务地尼莱评价业务活 

动种提畜生产率。 

88。对这些评价办组亲说。每一小组均有箕责任承专"邦识领域，这种情况必 

须保持下去，以便缝持均衡地窜查系统:例如，由评价，，员"。芍资金掏控制是否 

充务或由内部审诗员进行深入的项目或方案评价蛰是不适当的。狸瑰在绝一种主要 

趋臻是。涝有这些小组正在逐步越来越多地注意功效。生产率和车警理系统改透有 

关的薯项。每^^小组人数不氛但其共阉的努力可有助于备个鳃织在很大程度上茁 

注意投入和遵守程序到主雾强调业务活动的功效、所取得掩续暴承提高方案和项冒 

旗量" 

， 。 培 训 

69。将评价纳入组织决策这一过程申的最后一个主要部分是捞取得进展最令人 

关望的^^个部分"，9 8 ̂ 务联检组情况撮告发现，所进行的墙训非常有限，并指 

出即健评价系统业已完全建立，仍须继续进行培训工作。报告得出结论说，评价方 

面的培训和材料越是适切和粥确，工作人员。管理人员和理事极构越能迅逐地理解。 

袁持和利周评价工作。 

70。遗去数卑申。劳工组织。工发组织和难民署在总部和於地办享处均进行了 

不少评确塘训方案，培训了其工作人贯申泼及评价工作的大部分人员并经常钮括备 

24 



国的工作人员"世界卫生组织不仅把对所有工作人员的评价培训作为世界卫生组织 

管理过程入门培训的一个部门，而且对总部所有专职人员和地区办事处的一些工作 

人员也早已通过关于"组织政策和战略"的较高级别的情况介绍讨论会进行重新培 

训"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环境规划署也作了一些培训1作，儿童基金会和粮食计划署 

也已开始进行评价培训方案，作为其项目厂方案管理周期培训的一个部分。 

71·但在其他组织申，评价方面的培训不是刚开始规划阶段就是根本未真正开 

始。除较小的组织外，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在此领域申迄 

今也未作多少工作。联合国秘书处也尚未对必须在总部或其他办事处执行内在自我 

评价的许许多多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开发计划署正在加紧工作，但耍培训其散布 

全世界各地的外地工作网的工作人员及在执行其修订后的监测。评价和汇报系统申 

起关键作用的第三方合伙人，开发计划署的培训任务将是相当繁重的。 

72。大多数组织的培训资金数量有限，而其业务活动又遍及世界各地，因而要 

培训所有工作人员和其他与评价活动有关的官员，是很困难的。但评价对于改进方 

案和提高效率的重要性要求在评价方面作出重大努力"随着各个组织将其内在评价 

系统范围从外地项目扩大至总部方案和行政及资助程序，培训的需要只会变得愈加 

强烈。 

73·评价工作的培训可通过单独举办的训练班或讲习班，或设计和评价科目的 

一个部分或组织基木方案或项目管理周期的一个科目进行。申央评价单位工作人员 

可以为总部工作人员提供费用很低的评价培训"一揽子安排"，这样做另有一项好 

处，即他们因此可与必须实行评价方法的方案管理人员直接接触，更好地理解用户 

的问题，并可以调整关于评价的培训以符合具体的需要或变化申的情况。如果得不 

到训练外地工作人员的资金，可采用其他策略，例如在评价过程中"培训培训人员"， 

确保将培训工作纳入工作人员入门训练，对访问总部的人员进行培训或利用执行任 

务的间隙进行培训，将培训工作纳入区域会议议程，或将培训工作与到外地执行评 

价的任务相结合起来" 

74。在评价和管理周期其他基本方面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超出了只使人们熟悉 

日常组织程序的范围。行政协调会^^ 8 1年指出，如使评价工作有效地支持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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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逗过程，捷高谆，t^r兹术承钵韵能力是"关键的前提条件""圈史，评价方面的培 
"将使工作人贯理解良好设诗。掩测和评价绅原则并认识到奠佯光合法管理手段的 
伶值"和诲讯"窃裙椒亿有能力讨兰本身捡方案和喷浸进行评价或进行改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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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歹靠执敢行错试光瘫藤。樟嗣评铃瓷料。而不是筏赖毫无铲握的介来专门知识立 
。 、 · " - ^ O ， - - ， 、 ， L ， 。 。 。 。 土 ， ， ， 。 " 、 ， ， 。 一 』 · 。 。 ， 刁 、 

完喊这"。迁;务"最童萎豹是，上屋管襄稠，构应朗确承诺在整"纽线内支持并加强对 
" 。 " 咋 " / ， ^ 垢 ， " 。 " 。 、 禹 ^ ^ ^ ^ ^ t ^ t b A 。 ， - 。 。 " ， 。 · 

于执仁百"和缮笨胸浅""评价走改迂整个辽爹，一作的重要子铰。笆穿果工传人贯 
千 " ， ' ^ ^ 凑 R ， 曲 ^ 寸 仁 ^ 千 尤 卜 ， 臼 " ^ ^ 一 " " 一 " 。 一 ' 」 " 、 。 " " 

4 h，解，』筷厌·种·。茹竞"费掇 A " "·」贝积饮"价。郡么 " " "·，不魏蔑到辽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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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方 法 

75·方法指用来评价活动的一整套分析方法和技术。在联检组^^ 7 9年关 

于评价初步准则的报告( J^^厂^H^^^^^^^^申，有一享颇为广泛地论述了方法方 

面的问题。"它讨论了在职金国系统内采用较为精确的分析方法所面对的局W，性 

和问题;明确述明目标的重要性和实际制订这些目标的困难;制定良好指标的习能 

性;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评价可能级别。 

76·联检组^^ 8 1年的状况报告认为，各组织已普遍同意，认为尽管各组织 

的情况不一样，但仍有必要制定共同的评价原则和准则。它们还同意，评价方法 

应以一种实用的方式加以改善，以求一方面便评价工作稳固可靠，另一方面尽可能 

使方法保持简便]直接有用。但目前出现的最主要的问题是，要对技术合作项目 

至广泛的方案及各式各样的组织活动进行评价所面临的问题。 

77·过去几年在方法方面取得的主要进展是遮过内在自我评价的稳步扩展取得 

的。如第二章所指出的，目前有四分之三的组织的技术合作项目，其中另有三分 

之一的总部方案不是己采用就是正在逐步米用此种办法。 

78·内在自我评价采周一种简易的方法，但其简易做法可使要求标准化，便整 

个组织广泛地参与评价。各组织一般设计、试用、散发详细的准则或手册，其申 

载有明确而具体的评价格式，此种格式制定了一个资料详尽、井井有条的基才评价 

程序。此外，在技术合作项目方面，大多数组织均考虑到了其他组织在设计其本 

身的程序时所制订的程序。目前正作出进一步的努力，以试图更紧密地统一系统 

内的这些基本评价方法和准则，兔六、B享对此进行了讨论。 

79·如在第三、B享中所讨论的，设计方面的改善是一项缓慢但十分重要的工 

作，涉及各个组织申成百、上干的个别项目和次级万案。但由于自我评价正逐步 

纳入业务申作为一种正常的管理过程来运用，因此如能在整个组织范固肉更严紧而 

有系统地考虑设计的各个方面和问题，这将会有助益的。此外，它可做为评价系 

统其余鄙分的基础，拇为它有助于分析评价结果的格局，并习做为评价较广泛形式 

的直接投入。 

80·各组织内、各组织问和全世界的评价界仍难以对监测和肉郡评价进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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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音之区荆仍十分混乱(见下一奠)。淬两。显而易见，弊呆所涉沽动设计得不 

结。灵奸的监测程序耽执行进展情允堤饵瓦暴卸现扳货和。门苍"喻丑已辨明或至 

少"注了一些叁才结呆旅功效冲良。娥决入译价可大力夕到弘动，子有驴多的机会 

丸莲冬种主娶的问赵。 

8"。最逆出现的算二种趋势是，深入评价工作增多了」浊鱼商损期将遇到魄 

认行返私复杂洱价魄挞缺目燕已兼临。几乎所有魄组织都进彷矿有运挥豹沫八芦 

轰。介以及在对个执巩日乙介的技本金作活动这年备种毋式盯本度评价"几乎有 

-"翌以土时组纺或己鼓订或正茬钢订某种评价总部活动汛彤尹，这砷诡动往行不逼 

包括经撼方案萨且还龟搪衍政"支助加专门沽动， 

^^。这些工作王产生白益增多屹沫入评价扳舌，妖检纪^ 8扩^0亏撅告曾爵 

迭吱一些倒子。乏们亦产生了新的方法的专虑郝准嫩，比市祝，劳工组织叙扩 

了夫于设计和评价研冤项目的准娥""联合癣评价入贯劣"灰会议酌一个工作组 

绷乓了一汾文件，又阵探讨了可采取时政策郝技术资料及分;，砰冤结呆的次绒评价 

系统，以及砷政腐虎谈鞠迂行实质性文蹦习呆取纺次级评阶卒钦"其后，-出立恢 

曳为贸友会议编写绚研冤报告钻研了评价试验，尽管十分苍瓜『可周于贸友会议方 

案卸算各式产过蹄各种歹法。"上又确述鞠儿童基金会弱。冤报告讨论了花转绞 

的"严紧"评价办法和莫他较迢应社区参与及方案制订不复已蓄细方案制订和评价 

酥法之间取得均衡的必娶性。"驮含痪人口活动基金为便涕乒独立决入研冤谤 

价过程的工作人员、各国政厢、咨询顾问发行了准娥押程厚。" 

83。联合国系统申目前驹活动和评价又献均强调万粟评个是一本式样撅多筑逆 

程。万法方式可被严铬解裤为斋娶进行基本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万沃，玖灵活地解 

释为任何有系统的调童彤式。评价万式驹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墩于方案的情况加 

特点。"万案"实际只网能会走几项万案，是次缀方条玖某地域膊子了案。评 

价刁能是"形式酶"(评价万案进展情况，以求立即摊以改菩，，可能是"总结式 

鞠"(鞠定方案戚呆知何，然询才就方案到底是应继续或扩展玖缩办锌出重大袄足) 

评价可检窜方案过程。产扰或结呆，玖在几年后才对豪啊进行追溯性鳃事后评介。 

^^。有三个根本的局椒性限铜了刘深入的方案评价未取严紧的纹一办法。兔 

一，狼掘足义，方案所指是，一套咱组织的为达到特定目标羽活动。然而。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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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方案在组织、逻辑和战唉目标特征方面均有极大的差异:它们往往习能只 

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松散地集在一起的活动。 

85·第二，可供方案评价啊时间和资源均有限，尤其是砍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来 

说，因其评价资源不多、中央评价单位小，凶此必须及审慎地选择万案评价，并尽 

可能有救而实际她进行。第三个因素与第二个因素密切相关:即方案评价不可能 

包括方案的所有方面，特别是就某些国际组织来说，在这些组织中，评价往往须与 

金融机构的秘书处和理事机构、歌行机构、或许合作机构以及受援国政府和捐赠国 

政府的决策考虑和需要相结含。 

86·由于这些复杂因素和局限性，进行方案评价，并无所谓的"最佳办法"。 

但是，各个机构必须制其本身关于下列工作的标准评价设计和程序;资料的收集、 

准备、分析和解释;报告的通知、公布和使用。这些标准应可增强粮食方案评价 

的根本特征:即独立、有系统和不偏倚的立场;有效、可靠、可信的客观丈助资料; 

深入而不是肤浅地评价结呆、功效和有夫问题;作出有助于决策和改善方案的调查 

结果、结论和建议。 

87·各组织进行的所有各类型的评价的方法标准应逐步纳入其评价系统准则申 

(蔚如同在内在自我评价的情况一样)，并就个别的评价研究制订具体的研究范围。 

评价报告还应尽可能扼要明确说明所未取的办法，以便读者能够了解和评估评价进 

行的方法。譬如，电讯联盟最近出版的一份方案评价报告的导言扼要介绍了研究 

报告的总目标和范围，尤其是:议足审查的各方面;评价阶段、收集了的资料、执 

行过程;报告还将咨询顾问的职权范围作为附件载列。" 

88。人们对评价方法和标准的关注不应超过对估价本质的关汪，而应尽可能在 

尽高的水平上明确制订它们，以进行严格的"质量控铜"来维持标准。联合国系 

统一搬将范围小·肤浅、组织松散]面向投入和描述式的审查称作评价的情况已有 

所减少。但是，如要将评价同其他审查和报告区分开来，铜订健全坷评价方法和 

易于了解的标准是绝对必要的。它们也是避免分析出现严重错误，促使评价成为、 

并保持为对客观决策的支助的健全来源之所必需的。 

89·在过去四年申，各组织在澄清和制订其技术合作工作的评价方法万面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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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极大幻进展，达神经验促使它们待以迈肖禾驳袄为共民坤万法稗标准。在深 

"评价方菠。如上蓖引文"指出的，日商亦出现同样的灰展。随着各机构取待哭 

多的经验在这一蓉唯领墩串亦会拟出冬种有角的扶术"办法种标准。貉而，运 

一这程无疑将会是敬为缓馒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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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成绩反馈和汇报 

90。评价如不加以利用则是毫无价值的。各组织为了利用评价。必须制订效 

率高、有效力的反馈和汇报办法。下面二节讨论了在精简现有决策办法、并便其 

更面向成绩和结果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及所涉的问题， 

A。内部反馈 

91。如第三A章所指出的，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存在着某些根本的结构问题。使 

得其决策过程复杂化。方案制定周期在经常预算活动与预算外活动。外地方案与 

总部方案"行政业务与专门业务之间实行得还均匀。作出决策时还须考虑到政府 

伙伴和机构伙伴的决策需要和能力参差不芥"各组织已制定了基本的方案周期要 

素，但分析方面的联系尚未充分发展，而且仍偏向投入而非产出。 

92。此外，各组织几年来已积垒了许多资料、管制和汇报程序及惯例。但如 

第三章所引述的方案制定周期评价所证明的，这些程序尚不完善，理事机构仍对业 

绩汇报太小"犬件太多表示关切。在任何公共组织中，方案制定、汇报和管制活 

动均有可能演变成繁重、官做费用巨大的工作。这种系统会损及它们想寻求的 

控制和负责，因为其机械式的刻板性会打击取得合乎需要的成绩釉进行革新，并逐 

渐传这一系统与变动申的实际决策需要脱节。 

93。在过去数年中，许多组织已开始促使其管理程序现代化，并加以精简"第 

一步是，承认在三个基本决策水平所需的脊料不同。 

同在项目和次级方案一级，个别管理人员需要的业务咨料须相当详细而 

直接，同时需要最新的状况和评·价资料，以便于在执行和重新设计申 

采取纠正行动; 

旧在方案一级(部"司-组)"需要具体总的状况和评价资料(钮括内 

在和深入评价的资料)，以监督整个方案的管理及其组成要素，为今 

后活动的策略规划提供资料; 

叫在最高管理和理事机构一级，需要另一种审慎挑选的状况和评价资料 

(从调查结果的分析和总结至深入的评价)，以制订总的方案战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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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尧"序"袁助政援的拟震，审查"鼓誊方案"绳织结构。 

$鸟。这三今决策永乎的地域相当分赣"崔联合国系"的大多数鲤织申"这些决 

策叙兔分款于世界冬地"总部和某些专门"点约业务项图"当地办亭处和区域当享 

处之申。决策袄分歇状况添加了反馈的嚣难，圈费涤料"燕源私清况如不司会僚 

得远离资料流入点的分祈员和管理人贯难"对资料奉捞了解，并"舆俘出解锋"菠 

"「宅』"鞠资"系统不可能是封潮式的"这种"统"须获碍"其键蔑""受兹 

^ . ^ A 」 l a ^ L ^ • ¦ ^ . P l ^ ^^^ .. l : ^ ^ ^ P T t f - : 「 ^ V ^ : ~ t ^ l 1 ^ l ^ ^ ^ ^ t h ^ ^ . T ^ ^ ^ ^ ^ ^ h ^ k L^^^^^ 

" " 壮 " 知 " 卜 祝 ' 。 语 法 接 ' w 百 生 放 、 出 ; 

僵 " 乍 - · ^ 卜 理 绸 碑 瓜 碉 。 倪 砂 · ^ L 。 3 延 流 潍 羽 「 罪 夏 个 ; 、 。 

9嚣"监溯和评价的霹的是制讶扩个综。篷的童婆免绩登料结构，以袁勘私"" 

"些"策水平" 

网"测爱"执行状况瓷料的裙当捧续睫流"""镊傈投""交""又，i锌 

囤程""襄的行动均鞍"划途希。圈标援"划宴""并指赘是否援必 

娶采驭纠"舒动; 

网肉在"价娥定期提供关于项舀和次级方案绅持缓透"程糜和可链结舞 

的资粹，以傍采取较重要搀纠正搂施和童新"圈"; 

网深入评价较嚏选择性，它提侯关于某些项目或方案的适切拴。结果" 

功效和敷率约资鹅，以傲兔采取较广泛魄酸策和方案"定，"及透一 

步规划酌基础" 

^̂ 。在这三个广泛相互祷关的领域申，必须澄请基永贵链。继续改善行动"以 

便牢围地建甘起这*̂ 监测和评价结构"使其得以提供可袁勤冬缀决策的业绩资料" 

第一"当内在自裁评价窟益建立起夹之时"相关的监测系统往往十分薄""在进 

行内在评价期间(或不进行内在评价期间)的戚本和业绩资料的流动仍然只是些迟 

来的不全的数搪"非正式厌馈"偶而编写的进度报告(通常是描述性的。而不是面 

向结果的)的混合物。这一系统使得较高层管理人员和理事机构赊了茬较长期的阔 

隔羚"难以评价具钵总的进度和方案业绩"此伶。组织内到底由谁实际负责协调 

一致地改善监测系统叉不够哦确。 

97。第二，改进和篮化管理厌馈和汇报系统的工作需要整个组织参与确定冬级 

管理大员实际需要鞠业绩瓷料"其彤式。何时需要。以健反馈系统尽可能箔单"适 

2 -



切，不会杂乱无章。尤其是，有必要就整个组织所有各形式的方案制订业绩指标。 

它们可只涉及工作(完成的工作量)或功效(将投入转成产出的经济效应)或效率 

(衡量取得的目的和目标的数量或质量)，如关于设计和"评价性的评估"的第三、 

B节所讨论的，这项工作涉及长期的、大型有组织的改善工作，申央评价单位的工 

作人员有足够的知识来参与这项工作，然而，有必要再次指出，进行这项任务的 

责任、过程和行动目前往往不够明确· 

98。第三，加逐步发展计算机化的资料系统和通讯网可以提供好机会，以较为 

全面的方式评估资料需要，使它们更紧密地与方案结构联系在一起。计算机化资 

料记录的不是定期就独立事件作出的摘要和汇报，它使得最新的相互影响的资料得 

以较持续地流动。这种资料可以加以一体化供决策之用。并在各组织一级之间加 

以控制，以及更符合各级的决策需要。虽然目前己有许多组织设立了资料系统发 

展单位和管理监察委员会，然而这种重新评估的工作一般仍处于初步阶段。" 

99。完整的面向业绩的资料系统最终可适用于整个组织和整个方案拟定周期， 

以客观的资料反馈为申心，供就组织、方案"项目或次级方案和个别业绩作出决策 

之用。这种系统应电括: 

同业绩规划一-定出成果的目标。确定资源。定下优先次序和制定标准; 

(13)业绩监测^一追查方案。提供业绩反馈，进行调整; 

同业绩评价·-业绩同目标进行比较、确定达到的业绩水平、提供业绩 

反馈; 

(^)业绩加强一^确定和给与奖励，以确认、报偿和鼓励取得重大的结果; 

同业绩发展分析和改善业绩，进一步发展组织的业绩能力和潜力。 

100。这种系统通过乎衡地将衡量各个预算。编制。会计、汇报和业绩的资料纳 

入方案制定和决策周期申而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其目的是以可靠及时的客观数据来 

取代目前这种混杂不完整的资料过程，以至少对最重要的方案决策需要进行文助。 

这一过程需要由最高的管理组领导作出较长期的共同努力;负责预算。财政。评价 

方案和政策的人员的直接参与;方案管理人员的持续参与。 

101。许多组织已开始在这一领域采取行动。卫生组织管理其方案发展的过程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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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监测和评心协妥真茁菏效。则所需的反馈、其对象和时间均须明确，同时评 

价与项目和方案的拟定执行和审查之间的联系须紧密而具体。评价单位可使用 

各种技术，以达到部分要求，但是一项精良的全面业绩资料系统需要由最高管理当局 

领导，须有将资料纳入方案制订系统的设计过程，审慎的分析和订明职责，以及不 

断改进方案系统。 

106。许多这些设计。监测、评价和反馈过程的性质，目前含糊不清意味着它们 

仍象行政协调委员会在19 8 1年所称的只是方案拟定周期的一个"合乎需要的补 

充物"而已而不是必要的"必须和完整的"组成要素。要重组根深蒂固的汇报 

和管制例行程序或迅速她从强调投入改为强调结果，这并不是件易事。此外，内 

在评价虽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但并未运用于很多组织的活动，何况深入评价的使 

用范围更小。 

107。然而，目前正在进行的改组资料系统的工作必须尽量设法澄清监测、设计、 

评价和反馈的职责和行动，使两者更密切联系在一起，以充分地制订以业绩和结果 

为基础的资料系统，供作出决策。有效的业绩反馈系统如作为积极指引和改善业 

务的工具而不只是作为推动遵行的工具，则是可推动符合组织发展及改善业务和结 

果的重要因素" 

B、向各理事机构汇报 

108。向理事机构汇报带来的关于业绩的问题与内部反馈带来的业绩问题是相同 

的，但前者较明确，因为过程较集中，取得的直接经验较多。评价汇报虽往往对 

仗方有用，例如各国政府的技术合作项目，但其对象主要仍是各组织的理事机构和 

附属机构。评价结果摘录后，供作定期决策之用，它与内部系统不一样，不设法 

不断地报导组织的各级和各部门的情况结果。此外，^̂  8 1年的联检组的情况报 

告亦指出，向理事机构的评价汇报数额从^^ 7 9-^^^^年以来不断娥增加。 

这种汇报目前几乎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木报告附件一表格显示，除一个组织之外， 

所有订有评价系统的组织目前均有某种向其理事机构经常汇报评价的具体形式。 

109。可以通过前一节所用同一业绩资料类型，如现有过程"监测、内部评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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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评价汇报的格局。但是根据理享祝构舀箭使嗣它们的情况，其顺序必须倒谴来。 

大多数组织现在对当地和;或)总部方案进行一些深入评价。其中有很-多日益作贷 

经常项目定期地汇报或提交给理事机构。理事饥构的筏要记录和组织经验表明， 

好这些研究报告的反应良好，其后举行的会议对其进行了大量讨说知舌续讨论。并 

要求作出更多的评价" 

H工O。许多组织提供"和定期评介报告作兔变通办法或传豹钞於补宽。这种报吾 

提出了一般的评价结采和格局"提供进行的评价热抽样确萎和:"，讨论评价系统 

的发展和扩展所取得的总的进展状况"这种汇报形式往往是，组织的内在评价系 

统费基础的。虽然"这种汇报不象具体深入评价一棒适于进行扩大的讨论。但仍 

受到砍迎，可演理事机构提供有崩的资料，稳步地肉评伶拜统坡进一步扩展和加强 

提供支助。 

卫̂ ̂、然而业绩监测和情况汇报以及在内部反馈的情况驳沟复杂。模糊不清，但 

已采取了着干重大的倡议。粮农组织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以就其经常方案和外地 

方案的两年度审查制订评价酌深入评价的内容。卫生组织的统弘管理过程淘其总 

部和区域管理委员会作出经常的状况、摘要和主题报告，并通过上两个机构向理事 

机构汇报。联合国有一种两年期方案业绩报告，此种报告简要地提供了有关其许 

许多多的方案的执行状况的数量方面的数据。教科文组织从^̂  7 6年以来即就 

其方案的影响、成乳难题和缺点编制广泛的两年期报告。此外，诸如劳工组织。 

电讯联盟。卫生组织的各组织亦编写了年度或两年期报告"提供有关其整一系列活 

动总的审查状况的资料。 

112。联检组^^ 8 1年的状况报告指出，多年来，许多组织己逐渐积累了大批 

各种活动报告。情况报告。进度报告和特别报告。审查研突捎告和后续行动研究报 

告。这些报告可能会把理事机构代表们"埋没"在大量文件之申，便秘书处工作人 

人员陷入看来是无止无休的汇报工作之申"但却仍无法得出多少关于方案业绩和结 

果酌有用资料"上述评价汇报和改善的广泛方案审查的目绚即在于协助补救此一 

铁嘿。然而。人们的印象是:业绩汇报仍然有用的"片断"而乙:它们无法聚威 

综合简要的汇报系统，最显著的弱点似乎仍是，具体的费嗣和业绩情况扣数量。 

旗量掏妓，贾且不及"。瑰在伤彝不清"邑魏稳的餐释应如"巷砍"纳入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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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申期计划和方案预算以及进行申的政策和方案制订申。 

113理事机构关心此一问题并不是新事。比方说，^^ 7 3年教科文组织强调 

备组织有必要拥有精良的资料系统，以文助方案发展。方案制订周期以及成员国政 

府的资料需要，以助其在理事机构申作出决策。最近，教科文理事会第19^^^ 

63号决议重申有必要提供关于组织活动、资源的使用状况、结果和调查结果的及 

时和精确的资料，以促使各国政府得以更有效地参与方案规划和评价过程。 

114。联检组^^ 84年关于政策报告、跨组织分析和提交给经社理事会的方案 

制订报告的报告以及其后由联合国秘书长作出的评论均十杉沦了这些问题，和各组织 

应考虑进一步改进的一些方针。秘书长察觉有一种趋势，即文件有说明多过分析 

的倾向，铁少政策建议，对复杂问题依赖既有的观点，一再要求编制更多的文件， 

尽管没有什么新的发展。他认为，如要改进现况有赖作出共同努力。秘书处应 

重订编制报告的方法的方针，会员国应设法节制对文件的要求，改善理事机构的决 

策程序，钮括更有效地应用主要的方案制定周期文件，供方案审查和修订。 

^̂ 5·截至目前为止的经验表明，若干一般的格局有助于加强向理事机构汇报的 

方法。第一，各组织一般认为，评价报告如先提交附属方案机构、执行理事会或 

方案委员会或负责深入评价特别主题领域的专门机构，它们将可得到更积极的讨论 

和利用。附属机构然后可将其评价辩论汇报给最高理事机构，理事机构一般开会 

较少，且其议程己经相当繁重。(检查专员在联检组^^8 5/^0号报告的个别 

摘要申扼要介绍了各组织的理事机构的结构，以设法强调评价这一方面的重要性。) 

^̂ 6。第二，如果有关的附属机构理事机构积极地参与制订评价主题和职权范围， 

则评价汇报一般较有成效。如果上述机构定期不断地审查评价报告，则耍这样做 

的可能性很大。理事机构和秘书处不应只要求"评价""，而应事先共同定下要 

探讨的具体领域和问题;研究怎样利用调查结果;要进行的评价的形式，并慎审地 

估计其成本和新资料潜在价值j以及具体的职责和程序。此外，当评价报告提出 

之后，理事机构则须履行其本身的"质量控制"的基本职责。它应确定哪些评价 

工作是好的，理由何在;对不合格的工作进行有建设性的批评;审查对评价办法和 

方法及管理程序可能进行的修改。 

^ 研 ^ 



^^7。第三:小型的申典评价单位凄蕊平均约花^碎半以上的时阔来进行评价。腐 

理事机构汉报"，及建议其后的后续行动"所涉评价通常须先进行复杂的深"磅 

霓"后来如要加以编制供正式发表和理事机构讨论"则须额补畸闽。囤此，裔关 

的理事机构必须承认"要求进行更深入的评价终必使这些询数不多的工作人贯遭受 

实际的"问和资源限·制"这种限制因素限制了他们所能进行的深入工凭如第二 

章研讨论酌"灵童萎的是"花在具体深入舞价的时阔无疑地会耗卖评价单位履:辞乎 

价系统发"和管理职责鳃时润，丽履行曳一职责却是妥扩展评价"便其它系统她钮 

锗整个组织和提供高掇量魄工作。涝不可或铁的。 

1 ̂  ̂ 。最后最重要魄是，理事机构必搽与其秘书处一起确定它们僻出决策所需缔 

业绩资料。各秘摺处一姨佯出很大约努尤"应厢其可得的少量资源来建立精良的 

评价系统，开始评估内在决策系统和分部汇报系统，并使其现代化。然而。理事 

机构不应男鼓励最高管理当局促便预算编铜。会计和业绩管理资料汇成^片个综合的 

方案制订肩期。它们亦应傲光最后周卢，辩碉价值有限酌现有资料和撤告，加以 

剥除，合编或修菠j确定它们愿以什么代价获得其所需的具体业绩资料，确定可采 

取什么槽施。来建立更猜镐窄效绝内部厌馈系统和补部汇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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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22，行政吓调会在其^3 ^nl乙j牟对太报告的叶论，申犬生。它强烈女播合硅 

发展备画政摘魏评价活动"它认竞，许多组织在这方蓖己十分活跃。它们将继纹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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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作活动 

Ê ^̂ 。过去几牟。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支持各固政府发展评价能力。协调评价办 

法和过程(特别是技术合作项目)以及在联合国系统内外的评价单位之间建立联系 

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进展受到了有限的评价资源釉许多内部评价系统尚存的 

发展管理任务的限制，但是国际评价网的轮廓己逐渐成形。 

A。阔各国政府的合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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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儿童基金会在其墓太"国别方案制定"办法的范围内，正与各国加强 

协作资料的发展、监测和评价的过程，弗届̂ 童̂基金会各地区。各种不同 

经社背景的当地一级、固家次一级、国家一级的备选合作方案办法向 

其执行理事会汇报 

125·开发计划署在推动和加强各国政府的评价方面具有极大的领导潜力。因免 

它所资助的项目搐几千个。它制订了国别方案的过程、设有1且5个外地办事处为 

全世界^ 50个国家眼条在^^ 8 3车年底设立的中央评价办公室酞具体欺权之 

一是，协助开发计划署各业务股这方面的工作。开发访划署发行了^^份全世界申夹 

评佣当局的名录。"并通过申央评价办公室及其区域局审查开口发展适当绝技尤援助 

项目尊满足了几项要求，目前正设法制定机构间办法 

128。尽管各国具有适当她行政能力的重要哇在途云，左天已受到承认「往金于 

资源极黄有眼认及过妻儿豆发吴有圈难使捍人们转可较肯直接汪专霉散巨万更兰屯 

永国管理能力。勺括谆份「句绰含门径浮。氓裤这些方今编南，二多最近，又c，罗。 

徵19 8 3每戈辽咋人支援最不发达国家，拜，兵尹兰。耳亏，羽广"「、 

领呼^二坞"姜堪爸发展管理领域"僵缸，^^^^i^专黍茂务尸茬又-。纬， 

; ^ ^璃 2车巷多 " ^ ^ 沃政芦闽舌绥行亏会 "近 ^ ^ 步气幸帚万反二重 

家有公萎在其冬主要部乱细织中设立牙目，产荚庐莆，孔逸丸3五价丝 

Z 、 " 。 

一 " " 

， 一 ， " 

吗世界银行3彭钱3豆油世界发展扳昔"兰苛碍-个关;友乓管理门 

氮的特翘章节，该节认碉了发展申国家茬欠碘和苏难条件下，增进公 

共部门管理演量捞涉的共同问题私可采取坎行动，冀由有几章特别强 

调业绩评价和资源的可靠来源、改进砚吏-一预算一-评价之间的联 

系、建主管理扶能。指导各国孜府设法进行行政变革的重要性" 

同世界银行^^ 8 4车项目业绩审计结果的回顿报告"探讨了2 5个 

农业项目在项目完战后几车是否能"持续保持"戒功地污氮报告人 

光，项目体制组织的能力和灵活性是决定项目是否能持续下去的主要 

因素，内在监测和评价对项目在执行申进行诏整旱极羌重要脸;它亦 

认曲，几乎每一无法持续下去的项目。其失败原嚣均因兔朱充分注意 

到有必要建立执行后卸的体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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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月其他组织的合作活动 

129·协助各国政府加强评价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更佳地统一与协调联合国系统 

内外的评价办法和过程。这对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其他组织的评价工作最有直接 

的密切关系的技术合作活动来说。尤其如此。在这方面。过去几年来亦取得了进展。 

130。联检组^^ 8 2卑关于支勒各国政府评价地报告认豹。农村发展是协助各 

国政府进行评价最活跃和繁忙的领域，一般也是最优先的技术合作领坟1984 

车车底，行政协调会农村发展工作队的监测和评价小组发行了茬农村发展活动申设 

计和使用监测局评价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的目的是。协助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发 

展官员，在项目、部门或国家一级建立简易但有效的评价系统 

3̂1。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作为小组的召集者同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合作编制了指 

导原则。并受到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和系统外的各组织的支援。行政协调会工作队于 

^ ^ 8 4车核准这些原则可应用于联合国系统支助的项乱这些原则补充了各机构 

 身的部门准则，并代表它们的共同谅解和共同努力。以提供一个概念和实际的体ࡴ

制。在这一体制申各国的监测和评价系统可获得发展及灵活地应周。农发基金还准 

备印发一份关于概念和名调的词汇，以及各组织在这一领域的原则釉做法的汇编， 

132。此外，行政协调会工作队于^^ 8 3鼻请粮农组织收集和散发关于监测和 

评价农村发展项目领域的训练活动的训练材料釉资乳其目的是通过定期交换资料 

夫协助发展申国家的培训机构以及免责这一领域工作的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的组织。 

粮农组织的发展政策研究和培训服务处开始建立一个关于培训材料的计算机化资料 

和追查系统，箕基础是由且9个组织提供的初步投入;该处同时收录了在全世界各 

地举行的关于监测和评价的研讨会、讲习班和会议的资料。 

i ̂ J^。组织间的协调问题亦在着于较广泛的各级获得处乳方案与协调委员会自 

^ ^ 7 8车以来即开始对某一具体部门的系统活动进行跨组织方案分析。难各组织 

的中期计划选定的部门的跨组织审查亦已开始，同时也开始审查若干关键领域的联 

合规划活动。"联合国己建立了一个计算机化的数据库。其申包括了系统公布的工 

作方案和预算的所有实质性方案活动。^^ 8 4车，联合国秘书长汇报了今后可进 

行跨组织方案分析的领域，以及如何使其最佳她纳入有关的评价报告和规划回顾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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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过程申，以及在联检组报告和秘书长对向经社理事会提出报告的办法的意见' 

申，均考虑到了这些研究报告的费用功效问题，以及改善其使用的各种办汰 

134。负责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事务的总于事关于业务活动的损告过去几年莱一 

再强调可提高联合国系统方案和项目总的功效和效率的措施。钮括稳步加强评价和 

实际措施，以提高国家一级的协调。"这些报告强调援助机构有必要进行紧密的援 

助协调，以一致地将其个别的援助方案纳入总的发展工作，以及尽可能简化和统一 

各种程序。来减少各国政府的行政贯捏。 

135。由工发组织。开发计划署、粮农组织和原子能机构组成的一个机构间特别 

工作队正在审查项目大件申的共同设计要素。特别是其后进行监测釉评价所需的资 

料。各机构还承认，项目汇报今后如要获得改进，应考虑各国政府更多地参与管理 

以及再度强凋评价要素;它们还认识到，系统的主要供姿机相、开发计划署"联合 

国人口活动基金"农发基金"粮食计划署和儿童基金会必须探讨进^^步简化其具体 

援助程序和资料需要的各种可能，t 

136。开发计划署则更直接地同其执行机构一起进行修订和刷新其项目监测"评 

价和汇报的程序。一个机构间评价工作组举行过三次会议。以审议新的程序章案。 

这些程序现已在业务一级试用于开发计划署全世界各地的活动"这一试验将继续进 

行至且9 8 6车5月"机构阔工作组将在^^ 8 6车车申审查和分析所取得的经验， 

并审议是有必要加以修改"然后才将此一程序最后定下，时间可能是^^ 8 6车卓 

底。 

137。目前这一试验期间，是可进一步改善"协调和精简联合国系统的项目监测 

和评价过程釉办法的一个极佳机会。在试验申，开发计划署强调有必要对工作人员 

提供更多的关于设计釉评价的培训;采纳了开发计划署外地工作人员、执行机构和 

各国政府官员的意见;以及他们对于修订过的监测。评价釉汇报系统是否具有下列 

作用的评价意见:树提供处地和总部执行伙伴所需的资料;闷有助于进行必要 

的决策; (c)是否能以合理的人力。时间和费用进行工作。 

138。此一批评式的评价是保证修订过的开发计划署的程序是最佳的以及将其同 

改良的方案和项目管理紧密结合在一起所必须魄希望它亦将审议项目的设计和9 

目大作的格式。关键阶段将是:机构间小组以及其后行政协调会对试验期间所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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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以及机构太身的经验所进行的审慎和周密的评价。如能为开发计划署支助的 

项目制定共同议定的健全程序。则各机构可考虑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这些程序可 

共同地应用于它们由其他资源供姿的项目加方氛 

139，个别机构的合作性评价活动目前虽然少，僵亦己扩展申。除去开发计划署 

业已制定的主题评价方案之外，有些机构有时还阔冀他机构。发达国家和发展申国 

家的政府评价单位、世界各地私立研究所、大学和粪他国际机构知非政府组织共同 

椅某些部门进行书栅。同世界各地的区域发展管理和培训机构、最近几年表不断扩 

展评价业务的区域发展银行以及诸如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它们拥有一组审查过去 

评价工作的评价人员)进行合作的潜力撅太。沈外，若于行政协调会的工作队、开 

发计划署机构间工作组以及联检组非正式机构间评价会议不断地提供场所，供评价 

接触和交流意见。 

140，但合作和统一的工作是有些难题的，尤其是由于各组织的申央评价单位极 

小。但面对进一步改善和扩充冀永身评价系统的迫切工作郡很多。联合国系统内的 

共同努力好某些组织来说是极光有用的，但是这些工作一成不变相当耗费时间，因 

为所涉的要求。例行和核准程序有很大的不乱与联合国系统外各组织的合作可能 

十分累赘，因为可进行合作的组织为数极多，而且大部分最乐于合作的组织可能拥 

有十来个可供评价工作的人员。因此合作v . -r作可能远超过对口的联合国系统组织 

只拥的一、二个评价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此价。进行协调和统一的工作不能是只 

纯粹为了协调和统一而已而应作为是适当选定"实嗣、面向行动和互利的活动束 

进行。 

141，总而言之"还是出现了若于积极的局概第一。各组织既已建立和扩充了 

其太身的评价系统"因而取得了一个经验基础。对实际资料的交流与合作大有帮助。 

第二，如上述合作工作所指出的，评价、特别是在技术合作领域申的评价至少己实 

质地朝向较为统一和简化的办法和程序的方向迈进，尽管尚待做出很多工作。第三， 

这种趋势逐渐彤成为一种评价经验、活动和人的国际网，这对在今后扩展和加强评 

价以及改进方案的工作是极兔有阑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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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评价的利用和价售 

^42。第二章简介了各组织在应用评价万面取得日益增多的经验的请况，第三、 

四章则扼要介绍了乓评价结含"万法业绩反馈和汇报、合作活动有关的各种问氮 

本章将探讨关于评价应受到何种妥善的利阑及其价值的这一关键问氮 

^43^ ^ ^ 77年当联检组在编写其初步状况报告时"评价还是一个组织松散的 

构想和活动的混合物。联合国系统在过去二十年汞对其的兴趣时大时小。^98^ 

年。在编写第二个报告时。大多数组织已进入了发展评价系统的阶段。但仍未进入 

广泛执行的"关键阶段"。然而在^^ 8 5年。检查专员认为。只要评价系统积 

极地受到应周。它们窥能显示出其对改善组织业务所具有的实际价值。 

^44。冬组织引述了许多实际应用内在评价和深入评价的格屁日益增多她诬 

周方案预算评价承内在评价过程大旋有助于澄清和簧优育案与项目目椒战略和工 

作方案"这反过来又福助于缩短长时间的设计和核准过程。提高项目文件和项目预 

算的质量。推动重订或废除无法以一致和金乎现实方式制订的拟议的活动"评价 

有助于说期了执行育面的瓶甄问氮混乱和不当并可立刻建议纠正行动。更 

重要的是。评价可协助重订项目和万案的穷臂，以便实现其既定目标;辨明须重新 

调整战略的变动申约情况;提供所需的关于取得的结果的资料"以利就关键问题作 

出决定;认明获得成功约因素和办法。以供更广泛的应周;指出重复以及需要进行 

的协调;推动对在管理过程"确定结果万法和执行格局万面所需改善的政策性审查。 

145。由于国际经济局氟供国际发展的资金抬抿许多组织采取不增长预算政 

策等因素。使得评价的价值不断增高。这种趋势要求人们尽可能汪意结果，以便 

从所有现有资源申取得最大的利氛行政协调会^^ 8 2年关于评价的评论指出。 

评价的资源水平虽不高。但可带来远较其费周为高的万案利益。其办法是:直接费 

用节约。提高效率"在效率较高或效率较低的各领域申合理地分配应用现有资源。 

备组织引述了若千通过评价而大幅度节约费用的例子。特别是在较大型的商品或项 

目万案。或支助和行政过程领域轧这种认明无功菠浪费或重复的工作己日益 

成为评价工作的重要组成要素。但它只是较大的评价"成本一效益"工作的一部分 

而已。评价"成本一效益"的工作的目的是，协助有效执行以及政策和万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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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保证继续维持适切性和朝向目标进展。 

146·现亦已开始进行"评价的评价"。若干组织聘请顾问或内部工作组来评 

估其内部评价系统的业绩。这些研究认可了所采取的总方针，鼓励进一步加强和 

(或)建议具体步骤，以更稳固她将评价与方案制订周期相结合。改进其用途尽 

管后续行动系统尚未极佳地受到发展，但若千组织亦进行了审查。以确定评价结果 

在管理人员与合作机构的业务中继续受到利用，而且绝大多数的建议也业经执行。 

此外。介部审计员审查了若千机构的评价过程的运用情况，或对其使用表示赞扬。 

或建议应该加强的各方面，并鼓励扩展评价活动。 

4̂7·评价的价值可直接从使用者对其需求的稳步日益增加看到。根据到目前为 

止的工作来看。许多附属机构和理事机构鼓励继续扩展评价系统，呼吁具有利譬关 

系的领域进行更深入的特别研究。要求继续就系统的发展和调查结果的格局的状况 

进行汇散目前兄乎所有的组织都拥有某种向其理事机构定期江扳评价的形式" 

现已开始同万案或技术合作委员会进行积极而持续的评价对话，而且评价亦日益作 

为一个经常项目列入其议程。在未制订系统的组织申·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要 

求进行较严格的评价行动，以及改进业绩汇报。 

148。备组织的上层管理当局也比以前活跃。它们建议各种供深入评价研究的主 

题，重新考虑基本的管理和决定过程。以及要求关于评价结果和格局的内部情况汇 

甘缸深入评价和内在评价工作在外地万案和总部万案申稳定增长，评价工作计划、 

汇报和准则也大多已体制化"除了刚开始进行评价活动的组织之外。大多数在 

^ ^ 8 ^年制订了初步系统的组织继续积极将这种系统扩大应用于新领域·而拥有 

"最老"的评价系统的组织、如开发计划署、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早在 

^ ^ 6 0年代即已制订了其系统。这些组织在进一步修订、扩展和结合其评价工作 

万面最为活跃。 

^^9，深入评价虽是最为明显的活动，内在评价系统则对整个组织的影响最深。 

深入评价相对来说较复杂，成本较大，因此在挑选它们能够处理的少数万案或领域 

时·必须极为谨慎。内在自我评价的"内在"特点强调它可在整个组织申有系统 

地受到应用。在此办法申的有结构的标准化评价格式和定期的汇报要求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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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进展和结果(不论是否成功)进行定期、有文件佐证的评价因此。内在自我 

评价制订了一种机制·衡量整个组织的业绩的可靠性·以及制订一种汇报业务结果 

的有条不紊的程序。以供较高一级进行审查和分析。 

^50·内在自我评价的"自我"组成要素亦极为重氨有人怀疑管理人员是否 

可客观地评价其自已的活动的戚败或有问题。但评价的格式如能标准化"符合要求、 

有文件佐证，必能促成其客观性。但其基本的理由是。有必要在整个组织的参与 

过程申建立评价能力和结果万针。 

^^^^，到目前为止内在自我评价与广泛的工作人员培训3案棍含在一起的少数组 

织认为·这项工作稳固地奠定了进一步发展评价系统的基础。这些组织的意识形 

态正逐步改变。工作人员越来越熟悉好的设计原则·了解评价的意义以及其作为 

合理重要的管理工具可发挥的作周。他们对内在自我评价的要求回应往往极为肯 

定和坦诚。圈为他们承认上层管理当局有必要(甚至鼓励》立即提供文助和关切。 

以处理出现的各神问题。而不是让某一万案或项目偏离目标。了对其负责。由于 

他们的这种态度和理解。评价终能比过去更加成为例行工作、更经常抽进行。 

^52。凡己取得评价经验的组织均认为。它们在评价万面取得的成果虽不小。但 

决不能沾沾自喜首先。尚待进行的工作仍很氛第二。评价只不过是^^个管 

理的工具:其成败与组织内的上层管理领导、理事机构]万案制订系练决策资料 

和其他管理和审查过程的质量和文持程度息息相关。上述观点表明有必要作出两 

项重大的长期努力。以提高今后评价的价值。 

^53。大多数组织的评价目前至少按理可应用于所有的活动。附件表格显示， 

人们已取得了很多进展，但总来说，仍有许多工作要傀有些组织才刚开始应用 

评仇其他一些组织只对部分领域进行评仇某些极为重要的万案和活动极少 

受到评价。 

154，备组织现已越来越有系统地对其外地万案和大部分项目迸行内在自我评价 

和挑选进行深入评仇但就总部万案和活动来说·内在自我评价尚未跟上万案预 

算的范围·而深入评价一般极具选择性。备组织必须在其极为有限的资源范围内， 

逐步但稳步地扩展其评价范围和适当的办法，以制订某种对其所有活动的进展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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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进行有系统的评估的形支粮农组织和卫生组织在扩大全组织范围的评价万面· 

所取得的进展最大。但是·它们承认·仍须作出很大的努力，以有效缝氮巩固、 

修订和改善既定活动的评价的质量。 

^55。第二·本报告开头所提到的行政协调会和联大有关政策的说明将评价视为 

是组织决策过程的"必要和完整的"部分。并指出有必要在"整个管理发展努力" 

申建立评价能力。第三章和第四章讨论了许多组织现在进行的结合与评价所涉及 

的要素、联连和问题。以制订出较均衡、合乎需要和笛化的决策系统卫生组织 

的官员从其"统一的管理过程的前景"来看。指出。卫生组织现已难以将评价视为 

与万案制订和预算编制体制、管理资料流酞对管理过程的支持和各戚员国的有效 

卫生方案毫无相干的一个主氮 

丑56·因此，评价不视为是对成败的一种个别的评估或只是一项受到关切的事项 

而已·而应视作是正在运用的组织学习系统的一个基本要氯评价的目标是为了 

使万案更顺利地执行，改迸其结果。以及确认和鼓励更佳的业绩。即刻纠正问题， 

对变化申的环境和用户的需要警觉地作出庆应。 

157，一个健全的组织应订有明确的宗旨和目标。适当的资源布署和结构，以实 

现目标·双向的业绩通讯和反馈。同时具有积极分析并解决问氮评价及制订万案 

的能力。协调良好的过程应可用来确定谁霹娶资料。组织申什么部「"]需要。何时 

需要·然后才提供资枕由于管理人员和政策制订大越来越熟悉利用现有资料。 

因此这一业绩管理系统应能导致管理能力"万案质量的提高以及更金乎需氨联 

合国系统备组织现既已投入了这一管理发展的道路，应继续积极地朝这一万向前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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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结论摘要和建议 

158。在过去数年申，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已进入了执行评价系统的"关键阶段"。 

联合国和教科文组织尽管较落后。而且一些较小型的机构几乎夫进行什么评价活动" 

但评价仍比以前受到较竞广和有系统的利用" 

159。肉在评价和深入评价瑰己应用于技术合作活动的大多数项目或较广泛的方 

案"它们亦已逐渐应用于总部方案和活动。申央评价单位和基木评价系统的职能 

现已较光明确地确立"但最主要的是，评价已在应用，而且它通过提供分析性资 

料。可协助改善业务。实现既定目标，以及根据取得的经验教训制定改良的政策和 

方案，从而证明了真价值。 

160、行政协调会在莫i9 8 3年回顾报告"申，审议了在拨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申的经社危机"以及多边主义结构正逐渐崩溃。它的结论是"联合国系统曾有过 

具有功效和效率的记录。但对系统业绩的期传和所提供的资源稀少之间的差毋醚:莱 

越犬。造成了"严重的信誉黏功效问题"，行政林调会的结论是，有必要提出明 

确的证据来反驳这些批评、丽有系统的评价程序更可协助解决这一问题。检查专 

员认钧"评价便用三年后正显示出其价值，而且如继续扩展和加强评价。则可稳固 

地支持进一步改善系统业务的业绩和质量的长期工佯"他提出了下列的一搬性结 

论和建议，以供各组织连同第d ±山峦^^/88^^^^专文件所列的对个别组织评价活 

动和进展的评估一并审议。 

161。业绩资料:大多数组织目前所取得的评价经验证明对方案和项目的改善是 

有用的。同时也为继续扩展评价系统定下了基础"此外，评价主要关切效率，这 

反映于许多组织己采取了倡议来改善其决策过程。然而"戴整个系统来说，目前 

比较强调的仍是方案投入的日常工作而不是实际的产出和结果;由谁采取行动莱改 

善其他决策成份的职责仍不够明确;方案状况和业绩资料的流动量仍不够;第二。 

A 。三。五和六荤》。 

建议且各个组织应采取行动。坚定地将评价和其他基木过程结合成 

一个合乎需要。面向业绩的精简的资料系统，并通过一个较长期的管理发 

展过程来加以重新评估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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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各个组织应逐渐稳步地扩展粪评价系统，以 

至少对其所有活动进行莫种形式的定期评价，特别是通过制订"内在"评 

价要求，在其方案预算或工作方案申述明目标、目的和指标(第99-107 

段 、 第 ^ 5 2 - ^ 5 7 段 ) 。 

此外，为了确保^̂ 个巩固的综合系统，各个组织应在其申央评价单位 

或其他部门中订明具体协调^^致的职责和行动，以便: 

树协助改善和监督项目相方案设计的质量，目标的述明，进展和业 

绩指标(第4 6 - 5 2段 ) 5 

闸提供一个简化但相当持续的关于业务费用和业绩状况的资料，并 

在可能时同计算机化资料系统的发展相结合，以满足业务和方案 

管理人员的监测需要，并方便上层管理当局和理事机构制订政策 

( 第 5 7 一 6 1 段 ^ 9 5 - 9 8 段 ^ 1 1 1 - 1 1 6 段 ) ; 

(e)为工作人员提供管理方面的培训、包括设计、监测和评价的要素 

在内。以便组织对全组织这些领域的了解，并建立起管理能力 

( 第 7 1 - 7 4 段 ) 。 

162·评价的标准和质量:内在自我评价的日益使用大可促成各组织基本评价过 

程的标准化、特别是对技术合作项目莱说，同时也可协助统一评价办法的工作。日 

益增多的深入评价工作亦慢慢地创造经验，以进行对各式各样的方案和项目进行深 

入评价的艰巨工作，这终将有助于采取较共同的方法和办法。评价一词虽不象以 

前一样被滥加应用，但维持评价质量仍是大家须分担的一个重要责任(第四、第五， 

B 章 ) 。 

建议Z各个组织应就其经常使用的各种评价形式制订明确的标准和 

职权范筒。以建立起评价的信誉，将其作为是对决策进行文助的一个健全、 

客观的来源。评价单位应监督评价工作的质量，而管理当局和理享机构 

应戚评价汇掘不断提供反馈，以便稳步地改善ࡵ质量以及合乎它们作出决 

策 的 需 要 ( 第 8 4 一 8 9 , 4 1 6 - 1 1 8 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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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合作活动:支持各国政府开展其木身的评价能力的工作在过去儿车已取得 

了进展。但从迫切的开展需要和大家日益认识到有必要加强木国行政能力一事来 

看，为此提供的资金仍然极少。各组织亦设法在某些领域制定共同的评价办法， 

尤其是现正在机构间作出巨大努力，以修订开发计划署的程序"就其文助的成百上 

千个项目进行监测、评价和汇报。各国政府和世界各地的其他组织进行越来越多 

的评价活动。这兢提供了交流评价经验和知识的新机会。一个圆际评价网的轮廓正 

开始成形(第六章)。 

建议j各个组织如有可能应继续积极地寻求具体的合作与协调活动， 

以协助加强各国政府总的管理能力，分享评价经验，为统一并简化评价办 

法 ( 第 1 2 8 , ^ 3 7 - 1 ^ ^ 段 ) 。 

164。申央评价单位的工作量:申央评价单位取得足够的资金是协助发展、文助。 

管理"扩充各组织总的评价能力和评价系统所必需的，也是充分获得评价的好处所 

必需的。然而，这些单位的规模仍然十分小"而且过去几年莱尽管其工作量不断 

增加，这些单位几乎没有增长。许多系统发展工作和监督职责仍待进行，但申央 

评价单位的大部分工作现仍用于进行深入评价。如果"戒永一效益"关系申的成 

本方被压制大久。评价质量和评价系统的进一步开展均会受损(第二。B章)。 

建议4各个组织均应不断地密切审查其申央评价单位的专业人员的 

配备需要、尤其是根据其工作量来进行审查。以保证资源与职责相称，以 

及不损及基本评价系统的质量和扩展(第2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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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表中"秘书处"包括联合国总部冬部门、各区域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所有的办 

事处、中心、基金会和其他机构，但不包括联检组以前的评价现状报告分开摘 

述的八个联合国实体。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申央评价股在整个纽织中发 

挥着主要的评价作用，并承担评价包括联合国申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在内的所有 

活动的职责。 

^ 1 ^ 8 4 ? 8 5年的开支总额估计数包括经常预算和预算外开支，数字摘自行 

政协调会关于联合国系统截至^^ 8 4年7月6日的开支的报告( E/^^8 4/ 

70)表1，但下列纽织除介。行政协调会表格并未将住区中心、贸戈会议、 

环境规划署、难民署、工发组织的数字分列:这几个组织的数字取自联合国 

1 9 8 4 ? 8 5年方案概算^ A/38/6)所列的直接费周数字总额，囤此业已 

从行政协调会为联金国计算的数字总额( 38. 368亿美元)申扣除。国际贸 

易中心的数字采自行政协调会表格的脚注，亦从行政协调会关于联合国的总数 

申扣紧而在该表申分列的近东工程处的数字则加入联含国的总额。关于开 

发计划署真农发基金和世界银行的情况，见脚注C。 

c开发计划署的开支数额采自行政协调会的表^^它只包括由该署负责管理的 

方案的数字，由该署供资、但由其他组织执行的方案的数额不包括在行政协调 

会的表格屯其他由开发计划署供资的活动列在行政协调会表格申执行这活动 

的联金国系统机构的项目下^农发基金^^ 8 4 ? 8 5卑行政开支约为50 00 

万美元:农发基金承诺总额为^ 8 4 Z ^美元世界银行^ 9 8 4 ? 8 6年会计 

茸度^ 6月3 0日截止)的行政开支估计额为]乳7^亿美元:中央评价股的 

开支估计数(业务评价职员)茬两个会计年度期间是一样的。世界银行^984—一 

8 5会计年度的承诺总额、包括国际开发协会的数字在内为1 3 8亿美元。 

d专业人员总数的数字采自行政协调会关于联合国共同制度截至^^ 8 3茸^ 2 

月 3 1日的人事统计数字的扔昔( ^ ^ 8 4 年 8 月 1 3日 A ^ ^ / ^ ^ 8 4 / P ^ R / 

37)表一，但不包括下列备组织。人类住区申心"贸拔会议、环境规划署。 

工发组织的数字在行政协调会表格申并夫分列:它们采自联合国^984-^85茸 

方案概算( A/^8/6)所列的专业人员职位总额(即稍高、于实际的人员数额)， 

出此亦从行政协调会为联合国计算的总数申扣除( 63 1^^)。不遗，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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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处的人员数额在该表中是分列的，圈此加入了联合凹的总数中。在行政 

协调会表格中列在开发计划署项下的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的人员在本表申分列， 

并从行政协调会计算的工，^ 4 0名开拨计划署人灵申扣除。卫生纽织的数 

字包括泛美卫生纽织的员额。劳工组织的数额则包括国际高级技术和职业培训 

申心的人员。世界银行的数字是截至^^ 8 4 年 6 月 3 0日的数字。 

。原子能机构的内部审计和管理服务办事处具有"协调评价"的功能。在技术合 

作部设有评份股。以及有一个保护评价司^设有2 T个专业人员职位)。本 

表所列申央评价股的数字只包括前二个单位，不包括保护股，因为保护股的工 

作极为专业化"技术性极高，同联合国系统其他中央评价单位的工作有很大的 

不同。 

五有些组织的数字列在括号申。这表示甲央评价单位曾经过重大改组。 

芭申央单位开支或专业人员职位估计数列如在括号申，这表示这些单位还有其伪 

职责"数字指它亿花在评价的资源在资源总额串所占的百分比，次方说"某一 

单位且9 8 4 ? 3 5年的费周如施6 0万美元，专业人员职位郝有三个，花在 

评价的时间如仅占其工作时间的一半。则表申列出数字将拘"(。3 ) "和 

" ( 使 " ^ / 2 ) " 。 

h顾问年经过调整，便其与列出的专业人员职位数字相当"沈方说，^984-名5 

年期间评价工作如利掏^48个月的胳询服务"衰申示出的数字则加"2"， 

表示一年申聘角了二个诏询顾问。 

主备栏申符号表示:岭一已为组织所有的或部分的活动制订 

O - 制 订 中 

一 未 进 行 

j " 较 广 泛 的 评 价 " 指 对 一 组 项 目 。 一 个 区 域 或 一 国 的 项 目 、 一 个 。 主 题 " 或 一 

个部门下的项目、一国的万案或技术合作过程进行评价。 

k本表所称"外部评价"具有双重总义。它指由外部胳询顾问。成员国官员或 

理事机构代表所进行或有他们积极参与的正式评价研究，这些研究亦编戚报告， 

一 

供理事机构审查。出此，外部评价主要针对较广泛的方案和政策评价，而不 

是指一般较常便用的聘请诏询顾问或东道国政府和(或)捐赠国政府参与的肉 

- 56 



部、个别的项目评价。 

1"评价准则"指备组织木身关于其全部或部分方案和项目的准则。"开发计 

划署准则"指^^个组织如作为由开拔计划署供资抽技术合作项目的执行机构， 

所必须遵循的准则。纽织木身的评价准则在某些情况下可用来补充开拨计划 

署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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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相关的报告丁^^/^ E p ^ ^ ^ ^ ^ ^的目录 

联合国系统各绍织内部评价工作的状况 

联合检查纽 

厄尔。索姆编写 

目 录 

段 次 页 

一 

导 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 " 4 

一 、 联 合 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3 0 

二 、 联 金 国 儿 童 基 金 会 ( 儿 童 基 金 会 ) · 。 · 。 。 。 。 。 · 。 。 。 。 。 ¨ 丸 " 男 

三、联金国人类住区 (生境 )申心 (生境申 ^心 )。¨ "。。姆 " 4 5 

四 。 联 合 国 贸 易 和 发 展 会 议 ( 贸 宏 会 议 ) " " ¨ " " 。 ¨ ^ ^ q 52 

五、贸发会议/总协定台设的国际贸易中心 

( 贸 易 申 ^ v ^ J p O * • • ^ • O e O O O e p O 4 O p e Q O o 9 ^ 0 O O O ^ O ^ ^ 0 # ? ^ ^ ̂ ^ ^ 的 

六 、 联 合 国 开 发 计 划 署 ( 开 发 计 划 署 1 " 。 " " " ¨ " 。 6 ^ - 70 

七 、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 环 境 规 划 署 ) 。 ¨ 。 · 。 。 。 · 。 · 。 · 。 。 稚 " 月 

八 、 联 合 国 人 口 活 动 基 金 ( 人 口 活 动 基 金 ) " 。 ¨ " " · 。 7 8 - 85 

九。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专员公署)。·。86 - 92 

十 、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粮 农 组 织 ) " " " ¨ 。 ¨ 。 · ^ ^ p ^oo 

十 一 、 国 际 原 子 能 机 构 ( 原 子 能 机 构 ) " 。 。 ^ 0 ^ - ^08 

十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航组织^ 109 - ^^5 

十三、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 1̂ 6 - 122 

十圈、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 123一^29 

十五。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海享组织^ 130 -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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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次 页 次 

十八国际电信联盟(电信联盟) 

十廿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竹挫甜 

^A、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发 

十九万锤邮政联盟(邮政联盟讣 

二^、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 

二+一、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纽织 

二+二、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绍织 

二 十 三 、 世 界 银 行 ¨ · 。 ¨ " " ¨ 。 

附件一、选用的最新文件参考资料 

附件二、相关的^ ^ U / ^ E P / 8 5 / ^ 

工了贯 

141 

卫·SO 

157 

162 

170 

185 

191 

- 1 4 0 

- 149 

- 156 

- 1 6 1 

- 1 6 9 

- 1 7 8 

- 190 

- 1 9 8 

1号损告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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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书 目 

"关于联合国系统内的·评价工作的报告"，^ ^ 7 7 年 S 月 口 ^ U/^REP/ 7 7 / 

1 。联合国 ^ ^ 7 8 年 9 月 1日第 A / 3 3 / 2 2 5专文件。 

"联检组的报告…:行政协调委员会的评论"，联合国^^ 7 8年9月工日第 

A / 3 3 / 2 2 5 / A ^ ^ . 1 号 文 件 。 

"联合国系统冬组织内部评价工作的现况"和"关于联合国系统评价的第二个 

报 告 " , J ^ u / R E P / ^ ^ / 5 和 ^ ^ U / R E P / 8 ^ / 6 , ^ ^ 8 ^ 年 2 月 和 S 月 ， 

联 合 国 ^ ^ 8 1 年 4 月 1 5日第A / 3 6 / ^ 8 ^号和第A / 3 6 / ^ 8 2号文件。 

"联检绍的攒告":行政协调委员会的评论"，联合国^^ 8 1 卑 ^ 0 月 6 日 

第A/ 3 6 / 4 7 9专文件。 

"方案规划 "，联大 ^ ^ 8 1 卑 ^ 2 月 ^ 8 日 第 3 6 / 2 ^ ^ 号 决 议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评价系统"，联合检查组，^^ 8 3 年 3 月 ^ ^ ^ / ^ E p / 

8 3 / 5 " 开 发 计 划 署 ^ ^ 8 3 年 5 月 1 0日第Dp / ^ 9 8 3 / 6 8专文件。 

"方案规划:加强联金国评价股和系统的能力…:秘书长的抽告"，联大^^8 3 

年 4 力 2 2日第A/ 3 8 / ^ ^ 3号文件" 

"关于联合凶的力案制订和评价的报告"， ^ ^ 7 8 年 3 月 ^ ^ U / R E p / 7 8 / 1 ^ 

"关于制订联合国规划。方案制订和评价周期的条例的报告"，^^ 8 2年 9 

月厅 ^ ^ / R丑 P / 8 2 ^ ^ 0，联合国 ^ ^ 8 2 年 9 月第 A / 3 7 / 4 6 0 专文件。 

" 联 合 国 系 统 闪 的 通 讯 " " ^ ^ 8 2 年 4 肩 J ^ I ^ / ^ E P / 8 刀 " 6 。联合国 ^ 9 8 2 

年 8 月 1 ^日第A/ ^ 7 / 3 ^ 7 2号文件。 

"日内瓦联金困系统各组织便用计算机的演变状况:管理问题"，^^ 8 5年 

3 月 ^ ^ U / R E p / 8 5 / 2 ， 联 金 国 ^ ^ 8 5 年 7 月 9 日 第 A / 4 0 / 4 1 0专文件。 

"儿童基金会评价工作概况"，扔行理事会，经社理事会^^ 8 4 年 2 嘱 2 2 

日第 E / ^ ^ E ^ / ^ ^ 8 夕 L 0 3专文件。 

" 评 价 词 汇 " ， ^ ^ 7 8 年 1 1 月 丁 ^ U / ^ E P / ^ 8 / 5 ， 联 合 国 ^ ^ 7 9 年 6 月 

6日第A / 3 4 / 2 8 6专文件。 

" 联 合 国 系 统 内 的 管 理 服 务 " ， ^ ^ 8 1年且月口^ ^ / R E p / ^ ^ / 3。联金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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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A / 3 6 / 2 9 6 9 ^ ^ 8 1 卑 6 月 5 日 及 ^ ^ ^ . T , ^ ^ 8 1 年 1 1 月 ^ 2 

日Ĉ  

"联金国组织内部评价系统的初步准则"，^ ^ 7 9 年 2月 ^ ^ ^ / ^ E P / 7 9 / 

2 ， 联 合 国 ^ ^ 7 9 年 5 月 3 1日第A / 3 4 / 2 7 1专文件。 

"设计和评价劳工纽织项目的程序"，第三卷"研究"，劳工组织，方案制订 

和 管 理 局 。 ^ ^ 8 2 年 2月。 

"方案评价-:贸拨会议秘书处的W·明"，申期计划和方案预算工作纽，贸发 

会 议 ^ ^ 8 2 牟 6 月 2 4日第T D / ^ / W P / 2 3专文件。 

"赞发会议秘书长关于评价的访·明"，贸易和发展理事会，贸发会议^^ 8 4 

年8月8日第T^ / ^ / ^ ^ ^ ^专文件及附件。 

儿童基金会，同前，见脚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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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国际贸易申心关于人力发展、供贸易促进和国际销售的方案的报告。， 

联合谐询组，国际贸易申心^^ 8 4 年 ^ 0 月 3 1日第 ^ T c / A G ( X V ^ ^ ^ ) / 

9 4号文件。 

联检组，同前，见脚注11。 

"设计和评价业务活动:网评价资料系统"，理事机构，业务方案委员会，劳 

工 组 织 ^ ^ 8 3 年 ^ 1月第 G乱 2 2 4 / 0 P / 2 / 1号文件。 

"向经济及社会理辜会提出报告的办法"，^ ^ 8 4 年 4月 ^ ^ ^ / R E p / 8 4/ 

7 ， 联 合 国 ^ ^ 8 4 年 5 月 3 ^日第 3 9 / 2 8 1专文件及A^dt t 和 2 ; 以 

及"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捎昔的方法:秘书长进一步的评论"，联合国 

^ ^ 8 5 年 5 月 ^ 0日第A / 4 0 / 2 8 9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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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促进发展的业务活动进行全盘政策审查"，联大^^ 8 3年1 2 月 ^ 9日 

第 3 8 / ^ ^ ^ 号 决 议 。 

"开发计划署参加国和领土申央评价当局名录"，开拨计划署，纽约, 1984 

年 5 月 。 

"多边和双边金融和扶术援助机构同最不拔达国家代表第二次会议的损告"， 

贸拔会议文件, T D / ^ / 9 3 3 ^ T D / ^ / A ^ 2 1 / 1 2 , I ^ 8 2 年 1 1 月 ^ 9 

乱 

" ^ ^ 8 3年世界发展报告"，第二部分，"发展的管理"，世皋银行，牛津 

大 学 出 版 社 ， 纽 约 ， ^ ^ 8 3年。 

"9目成绩审计结果的第十次年度审查，^^ 8 4"，世界银行，华盛顿哥伦 

比 亚 特 区 ， ^ ^ 8 5年。 

"公共行政和盗金事项:秘书长的报告"，联金国^^ 8 5 车 3 月 2 1日第 

E / ^ 9 8 5 / 3 9 号 文 件 和 A d 轧 l 。 

"在执行非洲粮食计划和战略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执行主任的报告"，世界糠 

食理享会^ ^ 8 5 年 Z 月 2 5 日 第 W ^ C / ^ 9 8 5 / 2 号 文 件 ， ^ ^ 8 5 年 3 月 

2 5日 A ^ ^ ， 1 号文件。 

"援助支助粮食战略的效力:执行主任的报告"，世界粮食理事会^^ 8 5年 

2 月 2 5日第^ E C / ^ ^ 8 5 / 3专文件。 

"设计和使周运用于农村发展项目和方案的监测和评价的指导原则"，联金国 

行政协调会农村发展工作队，监测和评价组，罗马，^^ 8 4年 ^ 2月。 

"联合蛰系统闪的国际合作与协调:行政协调会^983/^984的年度审 

查报告 "，联合国 ^ ^ 8 4 年 5 月 1 0日第E / ^ ^ 8 4 / 6 6专文件。 

"今后跨组织万案分析的领域:秘书长的报告"，联合国^^ 8 4年 3月 8日 

第 E / A ^ 5 ^ / ^ 9 8 杉 3号文仟。 

联检组和联合国，同前，见脚注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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