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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２００年来，研究者一直在努力收集系统性的信息以影响公共

政策。例如，早在 １８３３年，盖瑞 （Ｇｕｅｒｒｙ）就作了一项研究，试

图说明教育并不能减少犯罪 （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７５：１３９）。而其他一些统

计学家则通过不同的方法，分析了不同的数据来反驳这一观点。另

一项早期的尝试是在 １８４４年的法国，研究者计算了人们愿意支付

的过路费的最大额度，进而推算出运河项目的价值 （Ｔｏｕｌｅｍｏｎｄｅ＆

Ｒｏｃｈａｉｘ，１９９４）。好的资料应该能影响政策———这一观点由来已

久。社会科学家一直认为：一旦精密的研究工具和数据资料尽在掌

握，那么政策制定者必定会关注它们，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要是没

有这些信息的辅助，他们的决策又会是另一番景象了。

在过去，这样的研究常常被称为 “应用研究”，如今则通称

“政策研究”。近年来，无论在美国还是其他地方，政策研究都成

了一项宏大的事业。政府开始资助这些研究，以期从中了解现实状

况和政策的干预效果。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领域的研究者继续探索

科技创新，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而社会科学家则开启了对经济

和社会进程的研究，尤其是对政策干预的评估。

!



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很快人们就发现，自然和生物学的研究能够创造利润，于是可

以被快速地付诸应用。譬如，新研制出来的日用品和药物经常被投

入生产。此外，其他一些研究也有了相应的价值，政府可以将其应

用于国防或其他广受认可的公共领域。例如，政府经常运用经济研

究来监测人们的生活成本、失业现象以及货币供应等状况，并预测

未来的经济走向。但是，那些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 （包括项目评

估在内）往往很难对公共政策产生直接的、即刻的影响。同样处

于不景气状态的，还有那些针对农业、生物和技术变革的研究，因

为在社会上这些主题本来就存在一定争议。

尽管如此，在很长的时间内，人们还是认为知识就是力量，好

的研究将会导向好的政策。因为有效的知识能补偏救弊，从而对公

共政策产生影响。在政策领域中，没有人愿意与科学背道而驰。然

而，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人们却渐渐发现，研究成果并非总能得

到认可；事实上，许多行动者都对其置之不理。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是宣传不到位，政策制定者不知道那些

研究发现？是表达不当，政策制定者不能理解这些研究？是传统的

政治恐惧作祟，执政者出于对党派纷争和个人抱负的考虑而将知识

放在一旁？还是价值观的问题，因为这些研究发现与政策制定者的

信仰和意识形态相左，所以才遭冷遇？或许，这只是简单的时间问

题。研究对政策产生影响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许多研究者却操之

过急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导致研究的效果好坏不一。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社会科学家开始实施经验研究，分析政

策制定者和政府官员在何种程度上 “使用”了研究成果。他们发

现，“使用” （ｕｓｅ）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对于亟待解决的问

题，政策制定者很少会坐等研究者把解决方案呈递过来。在更多情

况下，他们会运用大量的个人经验来解决这些问题，或是通过其他

渠道来获取信息和建议。他们需要权衡各方利益，既要考虑选民的

想法，还要顾及竞选资助者的意志。而这些方面却是研究的一大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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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总之，政策制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研究只是其中小小

的一部分。

再者，研究也并不能产生主导性的影响。政策决策者所处的机

构有着传统的工作模式和游戏规则。在一个机构中，有很多因素都

会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譬如政治利益、意识形态、信仰、来自其

他渠道的相左信息、工作人员的执行力、对成本的考虑、预算的可

行性、官场斗争以及传统的条条框框等。期望研究成果左右政策在

很多情况下是不现实的。

一些新的研究着眼于现状分析。他们发现，现状并非如某些人

认为的那样绝望。研究结果并非总是被随意地束之高阁。某些发展

研究或许不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对决

策的影响却慢慢显现出来。政策制定者表示，他们很重视这些研

究，也愿意听取那些好的研究建议。这样看来，研究就是一个信息

来源，它能提供新的概念、观点和新的视角来看待既有问题。研究

报告的发布可以激发众人的讨论和反思。它给了决策者一个机会，

让其能够重新审视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总之，对于那些位高权

重的决策者来说，研究的确具有多种价值。

在国际发展这个重要领域中，上述内容同样适用。针对国际发

展，人们作了相当多的研究 （Ｙｉ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８；Ｒｅｉｍｅｒｓ＆ＭｃＧｉｎｎ，

１９８８；Ｃｏｕｒ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Ｓｔｏｎｅ＆ Ｍａｘｗｅｌｌ，２００５；Ｌｉｖｎｙ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结果发现，国际发展与采用研究影响实证研究的其他领域

相比有两个不同之处。首先，这些地区往往缺乏完善的制度来整理

和吸收研究成果，无法批判性地思考或思考研究成果对于本地问题

的影响。政府结构里没有相应的部门来承担这些功能，而且，有些

决策者又不具备足够的个人经验用以处理政策问题。其次，这些地

区获得的大部分发展知识都来源于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机构，而世

界银行通常有自己的考虑。尽管它们愿意帮助发展中国家，但其做

法并非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当然，世界银行给发展中国家提供

#



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的不只是研究，还有重要的资助。所以，这些国家的决策者在最初

往往会对其颇为抵触，但最后却都纷纷屈从于这些不大中肯的研究

建议了。

在对一些研究的影响作出分析之后，人们提出了新的观点。他

们发现，影响政策制定者对待研究的态度，不仅包括其自身的能

力、兴趣，工作机构的游戏规则，同时还包括某些更大的环境因

素。比如，如果研究成果的传播渠道能够多一些，整个大环境对新

观点能够包容一些，决策制定的过程能够民主一些，那么，政策研

究也就更容易受到认真对待了。如今，有些国别对比研究也注意到

了这些特点。

本书正是其中之一。这个研究受到国际发 展 研 究中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ｒｅ，简称 ＩＤＲＣ）的支持，

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库。在本书中，弗雷德· 卡登 （Ｆｒｅｄ

Ｃａｒｄｅｎ）讨论了一系列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决定着研究能够对发展

中国家的官僚机构、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产生多大影响。本研究的

最大亮点在于：它基于已有的研究素材，深入分析了那些研究的成

败之处，而不是想当然地推定研究一定能够影响决策。本书着眼细

微而又不失长远，留意到很多研究都是以令人意外的方式逐步渗透

到公共领域之中。它同时还意识到，人本身———人们从一个地方到

另一个地方的流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播渠道。研究者成为政府

部门的领导，便能将他的研究知识引入其中；而政府官员在研究中

担任顾问，也有利于他们直接吸收研究结果，将其应用于相关的政

策实践。

这样的探索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如果利用本研究的方

法来进行其他探索，相信更多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每个案例都有其特殊性，要对它们进行概括是非常不易的。

但是基于研究中心和其他机构在世界各地收集到的丰富信息，我们

依然可以从中获得一些重要的经验。例如，我们能够对不同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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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为进行比较。另外，由于国际发展研究囊括了技术、生物以

及社会研究在内的诸多方面，因此，我们还能针对不同经验研究的

影响力展开对比，看看它们在什么样的前提下、在多大程度上完成

了自己的使命，最后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例如，相对于教育和

卫生医疗而言，农业领域的研究是否更容易付诸应用？针对有些问

题，如果一同参与研究的利益相关者存在不平等的关系 （例如普

通员工和管理人员），那么研究是否更难影响到政策？在通信、社

会服务或是其他政府活动领域，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或制约了他们

对研究成果的吸收？尽管这些问题相当复杂且变幻莫测，但吾辈求

索之路依然是光明的。

如今的研究应用性越来越强，许多研究都致力于探索什么样的

社会环境、制度结构、领导策略和实践活动才能更好地推动发展，

政策制定者真该好好利用这些知识！如果没有引起政策层面的重

视，那么再好的研究也没有意义。为了不让这些成果付诸东流，人

们发起了一项运动，以鼓励各个层次的决策者重视研究发现。而首

批的运动倡导者就是那些奋斗在第一线的研究者，且一些政府官员

也已经加入进来。在所有的领域中，医疗卫生领域表现得尤为活

跃，生物学和临床专家进行了好的研究，得到了健康专家的采纳，

最后还成功地影响了卫生服务政策。英国布莱尔政府倡导的 “循

证政策”（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Ｐｏｌｉｃｙ）为把研究置于政策的核心地位提

供了强有力的推动。

“循证政策”的含义是：各个层面的决策者应该关注研究的发

现，包括数据、评估及分析等。在事实依据的照射之下，某些误导

我们的陈词滥调就会现形，对此，决策者应该毫不犹豫地摒弃之，

并根据研究成果去做一些取向积极的活动，从而完善政策。然而，

这些都是想当然的设想。

这样的设想过于乐观了。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按照它们的传

统，根本就不会根据研究成果来制定政策。即便不能让政策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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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严格意义上的循证政策，但至少可以使其多多考虑眼下的事

实。在残酷的现实下，最初参与运动的支持者们不得不降格以求，

他们原本呼吁执政者制定 “以事实依据、为基础的政策”，结果的

不理想使得他们退而求其次，力图让事实依据部分地影响政策制

定。可如今，他们却只能期望政策制定者 “知晓事实依据”。对很

多人而言，研究似乎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活动。它将现实的新鲜气

息带给政策部门，能够揭示社会运转中的新关系和新概念。但是，

我们应该对此保持合理的预期。

和近期的众多研究一样，针对一些国际发展方面的研究，本书

对它们的影响展开了仔细的考察。作者弗雷德·卡登评估了 ２３项

ＩＤＲＣ资助的研究项目。这些项目由相应的发展中国家自己实施，

涵盖了信息技术、医疗卫生、国际贸易和农业等领域。最初，弗雷

德选择了２５项研究作为调查对象，在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看来，

这２５项研究都成功地对政策产生了影响。弗雷德和他的同事开发

了一套信息收集工具，借此探索了每个研究所涉及的事件；并且还

举办了一些培训，统一了大家的认识。由于使用了统一的调查框

架，这些千差万别的案例也就具有了可比性。在紧张的实地工作之

后，他们共完成了２３个案例的调查。这实在是一项伟大的工作。

“研究是如何渗透到政策制定中的？”在本书开篇，作者首先

展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精到理解。调查者们并不期许那些研究项目

能够对相应国家的政策迅速产生直接的影响。相反，他们更关注研

究项目是通过哪些微妙而又多样的途径，来逐渐影响政策制定者的

观念的。例如，研究者通过什么样的沟通渠道和哪些沟通者，让研

究成果有意或无意地进入了决策领域。对于相互对立的研究证据，

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结果，作者一直有所留心。不得不承认，在看

待此次研究以及这本书时，我不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尽管没有参

与最初调研计划的制订和工具开发，但后面的工作我却深入其中。

我参加了一个培训会，与实地研究者们讨论，在实地工作中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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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与研究中心员工和委员们一起参加会议，并且负责了一部分

数据的分析。我的两个高年级博士生———斯维特拉娜 （Ｓｖｅｔｌａｎａ

ＫａｒｕｓｋｉｎａＤｒｉｖｄａｌｅ）、沙赫拉姆 （ＳｈａｈｒａｍＰａｋｓｉｍａ）和我一起，花

费数月时间分析案例报告、撰写案例摘要、将过程和事件分类、确

定主题，并撰写报告。弗雷德·卡登对案例及研究中心知识的把握

能力，我们难以望其项背。在此项事业中，斯维特拉娜、沙赫拉姆

以及本人仅仅是贡献了绵薄之力。

这是一项可敬的研究。我也曾参加过其他一些类似的研究工

作，但它们都没有像这个研究一样具有如此大的号召力，能够把这

么多领域的专家汇集到一起，使他们深入而严谨地分析研究和政策

的互动过程。弗雷德·卡登可谓作出了一项卓越的贡献。他将研究

领域和国际发展领域结合起来作了精到的解释。因此，本书非常值

得细细品读。

当然，本书也有美中不足之处，那就是作者把研究看得有些理

想化了。他似乎相信研究永远是好的、正确的，如果决策者采纳了

研究结论，就一定会制定出更好的政策。我们也期望如此。然而，

研究者也难免会犯错。尽管研究、证据、学习这些词被赋予了太多

的光环，但如果决策者对于研究不闻不问，我们往往无法知道研究

结果到底怎样。

但不管怎样，我们依然能从本书中学到很多东西。它给我们展

示了许多具体的案例，让我们了解到研究在不同的政策领域能产生

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还指出了在什么样的前提

下，研究才能在政策领域里被加以重视。为此，以斯维特拉娜为主

的研究人员专门创立了一个研究框架。该研究在方法论方面作出了

难以磨灭的贡献。希望其他研究此类问题的同道中人能多多检验这

一方法，并充分利用本研究的一些创新之处。

令人欣慰的是，本书作者所作的研究正在被 “应用”。国际发

展研究中心对其研究结论给予了密切的关注。总之，本书希望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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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的是：好的研究才能够产生影响。所谓 “好的研究”，就得依

托严谨的设计和方法，与机构利益和关注点紧密相连，通过频繁的

沟通，抓住从读者那里获得反馈的宝贵机会，并讲述重要的内容。

对于研究工作而言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启示。

卡罗尔·韦斯 （ＣａｒｏｌＨＷｅｉｓｓ）

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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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水平是影响一个国家发展道路的关键因素。在一个有活力

的经济体系中，治理越是开放、可靠和有效，公共政策越会推进创

新与公平，发展也就越能为人民服务。而要实现善治，我们的研究

者就得去发现和整合知识，并将这些知识传播开来，推动发展的可

持续和民主化。

为了改善人民尤其是穷人的生活，发展研究总得通过影响政策

来推动发展。但是这些影响是怎么发生的？围绕这一问题，本书给

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答案。本书所作的研究，特别是在视野与方

法论方面的探索，揭示了发展研究与政策制定互动过程中的关键要

素。不仅如此，它还展现了一种以事实依据为基础的策略。据此，

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可以相互配合，用最新的知识来影响公共政策

和行动。

在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内部，这个评估的作用已经有所显

现了。在它的影响下，我们机构坚信：在发展研究领域里，重要的

不只是研究本身，同时还应包括研究的应用。所以，如今我们支持

的研究项目比以前更加强调发展中国家各个群体的参与。他们中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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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者、普通公民，也有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在他们的合力

下，我们的投入也更有成效了。但是，这次评估所带给我们的不只

这么一点，它还揭示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道理：用合适的方式来开

展研究，我们可以增强一个国家的研究能力，以及分享和使用这些

研究的能力，使政府变得更加透明、回应性更强也更加成功，进而

推动治理的民主化———而这正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

书中很多案例都显示，研究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促进善治。第

一，研究鼓励开放的质询和讨论。第二，研究将知识赋予人民，迫

使政府提高责任感。第三，研究扩大了政策的选择面，让决策者有

了更大的空间。

首先，开放的质询和讨论能让人拥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表达自

由，这是民主治理的基础。在这种宽容的氛围下，人们可以各抒己

见，没有被报复之虞；而政府也从谏如流，愿意对现有状况作出改

变。这样的社会容易激发创新，研究也有了用武之地———它可以收

集大量的事实依据，让人们在分析问题时不偏不倚，有助于和平地

解决争端并容纳差异。

其次，从实践的角度来说，一个开放的政府能够很好地化解社

会问题；而从原则的角度来说，人民有权参与一些决策过程从而决

定自己的命运。但是，如果他们不具备相应的知识，那么无论怎样

参与也只是一个形式而已。通过发展研究，尤其是相关利益群体直

接参与研究以后，人民就有了知识作武装，能够更好地参与政策磋

商、评判政府的表现了。因此，研究加强了民主的问责制度。

再次，研究扩大了政策的选择面，能够借助新的解决办法或折

中方案来重新审视旧有的问题和社会分化。因为，研究能提供可靠

的资料，帮助人们摒除党派偏见、驱散怀疑；同时，它还能刺激技

术、社会及商业领域的创新，为发展进程创造更多的选择。这些重

要的结论凝结了众多人的辛勤努力和付出，但本书在内容和结构安

排方面对此不再赘述，务求简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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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篇，我们列出了研究的主要发现，希望对研究者、政策制

定者以及支持发展研究的机构有所帮助。这部分的核心观点就是：

要影响政策决定和行动，研究者就得根据相应国家的政治、社会和

经济背景来开展自己的工作。

中篇概述了每一个研究案例。所有的文字都是围绕同一个问题

展开的，那就是研究者如何才能让研究对政策的影响最大化。我们

按照清晰的结构，揭示了各个案例的特别之处，并得出一个基本的

结论：研究必须顺时应势，对政策问题展开细致的研究并将此明确

地表述出来，吸引政策群体的注意和参与，这样才能发挥研究的最

大影响力。

在下篇，我们讲述了这项评估的缘起、挑战、方法论以及产

出。对于这些故事，从事政策和项目评估的专家一定会特别感兴

趣。但除他们之外，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人会被这些内容深深吸引。

毕竟，这五年来的评估工作涉及了相当多的具体问题，跟发展中国

家的政策制定者、研究者以及某些资助机构的日常工作紧密相关。

本书可以为他们提供崭新的视角。

总之，这部著作极具开创性，其论据和观点非常有价值和说服

力，结论和建议也很有实用性。参照本书的建议，相信众多同人可

以作出更多富有效率和成果的发展研究。本书让我们愈加坚信：只

要很好地设计和执行研究，我们终将推进治理的民主化，而这正是

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

莫林·奥尼尔 （ＭａｕｒｅｅｎＯＮｅｉｌ）

加拿大卫生服务研究基金会　会长兼首席执行官

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前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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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这项研究是一项真正的参与式事业。从研究起步到终稿付梓，

我们始终与许多人保持着互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际发展研究中

心的合作伙伴和员工们。出于对这项评估的兴趣和需要，他们在整

个研究中无偿奉献了自己的时间和心力。我想特别感谢那些参与了

约翰内斯堡、曼谷、蒙得维的亚、蒙特贝洛以及渥太华研讨会上的

所有人，他们对案例进行了初步分析。即使是粗算下来，他们也不

下百人。其中，渥太华的顾问小组给予了非常多的建议以及关照，

其成员有：ＲｏｈｉｎｔｏｎＭｅｄｈｏｒａ、ＪｏｈｎＨａｒｄｉｅ（由 ＬａｕｃｈｌａｎＭｕｎｒｏ代

表）、ＴｅｒｒｙＳｍｕｔｙｌｏ、ＲｏｎｎｉｅＶｅｒｎｏｏｙ、ＬｉｎｄａＷａｖｅｒｌｅｙ，还有黛安娜·

斯通 （ＤｉａｎｅＳｔｏｎｅ）和卡洛斯·弗加拉 （ＣａｒｌｏｓＶｅｒｇａｒａ）这两大

“外援”。另外，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前主任莫林·奥尼尔给了我们

持续的支持，极大地鼓舞了我们。

卡罗尔·韦斯在本研究设计阶段的参与非常宝贵，其丰富的政

策评估经验让我们受益良多。在分析阶段，她的研究团队成员———

斯维特拉娜和沙赫拉姆帮助我们搭建了研究结论的主体框架，发挥

了核心的作用。在韦斯教授的指导下，这两位研究者始终保持着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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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和仔细的工作作风，梳理了数千页的定性资料。她们这个团队的

洞察力是极其宝贵的。

如果没有实际开展案例研究的评估者，我们就不可能拥有如此

丰富的数据来开展研究。为了确保案例的可比性，他们析微察异、

下了很大的工夫。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他们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工作

方式，最后给我们呈现了全面的数据和精彩的案例故事。这些评估

者 有：Ｂｉｅｎｖｅｎｉｄｏ Ａｒｇｕｅｔａ、 ＣｈｒｉｓＡｃｋｅｌｌｏＯｇｕｔｕ、 Ｄａｖｉｄ Ｂｒｏｏｋｓ、

ＬｅａｎｎｅＢｕｒｔｏｎ、ＳａｒａｈＥａｒｌ、Ｂｒｙｏｎ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ＦｅｒｎａｎｄｏＬｏａｙｚａ、Ｌｕｉｓ

Ｍａｃａｄａｒ、ＺｅｎｄａＯｆｉｒ、ＫｉｒｉｔＰａｒｉｋｈ、ＭａｒíａＰíａＲｉｇｇｉｒｏｚｚｉ、 Ａｎｄｒé

Ｓａｕｍｉｅｒ、ＴｅｒｒｙＳｍｕｔｙｌｏ、ＥｍａｎＳｕｒａｎｉ、ＩｒｙｎａＬｙｚｏｇｕｂ、ＢｏｂＰｏｍｅｒｏｙ、

ＫｈａｍａｔｅＳｅｎｅ、ＲａｍａｔａＴｈｉｏｕｎｅ、ＴｒａｃｙＴｕｐｌｉｎ及 ＤｉａｎａＴｕｓｓｉｅ。

在本研究的设计、实施和早期的整合工作中，ＥｖｅｒｔＬｉｎｄｑｕｉｓｔ

提供了大量知识，他与 ＩＤＲＣ共同开发出来的研究框架催生出很多

有用的方法，促进了我们的思考和讨论，极大地充实了案例研究。

除了我们以外，其他机构也开展了相似的工作。例如，海外发

展研究所 （ＯＤＩ）的 “发展研究和政策项目”便是其中之一。有幸

的是，我们和这个项目团队一起合作，从约翰·扬 （ＪｏｈｎＹｏｕｎｇ）

以及其他团队成员那里学到了很多，让我们对政策影响这个问题有

了更深入的思考。此外，全球发展网络 （Ｇｌｏｂ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开展了一个 “连接研究与政策项目”。黛安娜·斯通让我

们与这个项目团队建立了联系，此后她还对我们自己的讨论给予了

大量的帮助。

斯蒂芬妮·尼尔森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Ｎｉｅｌｓｏｎ）全职参与此项研究两

年之久，是我的主要搭档。她精心准备文献综述，与案例撰写者保

持着积极的沟通，一直关注着案例研究的一致性，待人耐心而又宽

容。要是没有她，我们很难对这些案例进行整体的分析。正是她的

协作和热情，我们才得以在各个阶段与这么多人共事。

约翰·海 （ＪｏｈｎＨａ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同事，他始终如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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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用简洁明了的风格帮我清楚地梳理观点，并用通俗易懂的方式

表达出来。在他的努力之下，本研究才能应用于实践。若书中有任

何错误，均由本人负责。

书稿得以完成，还得益于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可持续科学奖

金、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ＩＤＲＣ）以及哈佛大学可持续科学

项目的慷慨资助。我们十分感激他们的支持。

最后还要感谢那些评估部门的同事，他们慷慨地给了我时间和

空间来开展这项研究，并在很多方面给了我帮助。没有他们的支

持，这项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

弗雷德·卡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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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让研究发挥价值

第一章

让研究发挥价值

从非洲的教室到东南亚的渔村，从拉丁美洲的贸易谈判到中东

的水资源管理，铁的事实证明，正确地开展发展研究，能够改善公

共政策并加快发展进程。经由良好设计、执行及技巧性沟通的研究

能够使政策更有效果、更有效率也更加公正。但与此同时，另一些

事实也摆在眼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执政者苦于制定好的政策，

而发展研究却没能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频频失败。那么，我们应

该如何解释这些成功与失败呢？更直接的问题是，在发展中国家，

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提供及时、相关和可靠的

新知识，从而对政策决策产生影响？

这一问题的紧迫性显而易见。对于研究者以及资助研究的机构来

说，发展研究最为核心的目标就是改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而大

部分情况下，公共政策就是实现这一目标所必不可少的工具。这种紧

迫性对于决策者来说也是如此。毕竟，决策者系统全面地掌握以充足的

事实依据为基础而提出的相关建议，能够极大地促进政策目标的实现，

并获得公众长久的支持。尽管研究者和决策者并非总能契合一致，但就

发展政策而言，他们还是拥有一个共同目标的，那就是公平与可持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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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如此，研究者和决策者也很难在这样一个共同目标上

达成共识。对于差的政府而言，其首先考虑的要素并不是公平和可持

续的治理。而好的政府每天又在尽力平衡各种看似相互冲突的政策目

标；研究顶多是影响政策过程的众多因素之一。就研究者来看，他们

的研究并不总是与政策相关；一些人更是认为，如果不受政策目标的

制约、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那么他们将会产生更多的成

果。但出于眼下的考虑，我们依然假定政策制定者至少有潜在的意愿

来听取一些可能有帮助的研究建议，而研究者也愿意提供这样的建议。

要使研究有价值，就必须正确地看待和推进发展研究。我们需要明

白，好的发展研究可以改善政策，推动公民参与，增强政府问责，能释

放一国经济的能量，激励创新，能够培育穷国里的边缘人群的能力，让

他们看到增长与变化的新的希望。这样的研究将会改进国家治理。

发展中国家的治理：形态各异，且愈加艰难

要让发展研究尽可能地影响公共政策和行政举措，我们首先需

要了解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对此，很多关注公共管理的学者都进行

过相应的研究，只是大多数研究关心的都是工业化民主国家的政策

制定，而非发展中国家。这些研究的基本主题和意识形态偏好各有

不同，但核心假设却相当一致，即： （１）除了政府之外，公民和

社会团体也能影响政策决策，因此，研究者也会跟其他利益群体一

样，尽力去博取政府的注意。 （２）每个国家都设立了相当稳定而

又可预知的制度安排，包括立法机关、内阁、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

等，来达成和实施政府决策。 （３）社会上存在一系列活跃的、批

判性的学术团体、新闻团体和智囊团，他们殚精竭虑地致力于影响

政府决策。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传统政策过程模式 （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各种利益团体交相渗透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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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部分研究者根本不了解发展中国家的治理特征，因此，

他们只能分析发达国家的制度体系。上文提到的这些研究便是如

此———尽管说起富国政府来头头是道，但针对穷国的政策制定状况，

它们却很难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描述。其实，在政策制定方面，发

展中国家拥有一系列明显区别于发达国家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

发展研究能否影响政策以及如何影响政策。简而言之，无论在哪里，

通过好的研究来影响政策都颇具挑战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有关治理的各类特征中，以下这些较为普遍。

民主的制度和传统往往不够稳固

大多数研究者在分析发达国家的政策形成模式时，都假定国家实施

的是民主制度，会捍卫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人民拥有言论自由，尤

其有着直接向政府表达的自由。然而，倘若一国没有民主的政府，或者

这个政府孱弱、不可依赖，那么这些假设就不再适用了。暴力、腐败以

及政府机构能力的缺失，所有这些事实都与之前的假设背道而驰，因此，

在这样的国家里，要想让研究有序地影响政策，恐怕非常困难。

政策制定者自主权不足

在发展中国家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国际金融机构和主要的援助方

经常会施以相当大的影响。在酝酿及采纳公共政策之前，这些国家的

政客和官员们通常需要考虑这些外部机构的反应。由于政策制定者的

自主权不足，他们很可能会选择策略性地逃避责任，例如，将政府的

某项作为或不作为归咎于外部机构。无论有无责任感，若是政治领袖

放不开手脚的话，即便条件再允许，他们也会对研究建议置若罔闻。

研究机构及政府部门的人员频繁调动，削弱了研究和政

策的影响力

在任何地方，人事调整都会给机构的正常运行带来挑战，在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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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尤甚。要是现有的工作难以满足人们的经济诉求和职业诉

求，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会选择跳槽。在研究机构中，这就会促使员

工向更有前景的、更好的工作岗位流动。在政府部门中，这也会让

官员们难以充分领会研究对政策制定的作用。

缺少中间部门将研究付诸政策实践

富裕国家有着大量的研究机构、智囊团、大学院系及独立媒

体，所有这些组织都积极投身于有关民主治理的各种探讨和争论。

这些 “知识经纪人”能将研究发现同政策问题、政治争论联系起

来，而这在发展中国家通常是缺失的。另外，发展中国家经济部门

的研究能力也很弱，跨国公司又很少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研

究，因此，政策影响的机制是缺失的。

执行面临更大的挑战

在任何一个国家，政策既定目标与其产出之间都是有差距的，因

为政策的设计和执行充满了各种变数。但是，由于以下三点原因，发

展中国家的政策目标更难实现。第一，政策设计能力较差，国际机构

设计的政策又无法反映当地的状况和政府考虑的重点。第二，即使设

计出了好的政策，但行政能力、法律执行能力或管理能力不足，使得

政府在推行政策时同样会失败。第三，由于监督和问责机制不够完善，

发展中国家官员的贪污和无能都会使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私人关系”导致恶政

无论在哪里，任人唯亲都会侵蚀善治。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制度

不够完善，行政部门缺乏专业性，再加上服从的传统，使得任人唯

亲的现象极为普遍，对国家治理构成了威胁。尽管在研究团体和政

策团体之间培育私人关系对政府来说是有利的 （这一观点将在后

文提到），但是，依靠关系户和以权谋私者来实施统治，在任何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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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都是一种恶行，使得研究更难影响政策。因为不同的研究者

原本能够在政策观点上相互竞争，但当这个过程由幕后操纵者和关

系户垄断时，竞争就不再可能了。

政策制定者对本国研究者缺乏信心

有些时候，政策制定者会认为研究者十分幼稚，不谙世事。尤

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大部分政策制定者不熟悉当前的学术研究

方法，有些人还认为大学总是与政府作对，给政府添麻烦，这种误

解就会被进一步放大。当政策制定者需要研究时，他们通常会寻求

海外侨胞的帮助，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外国人更加可靠，又或许是

因为招徕外国人能够吸引国外援助。但是仅仅依靠外国研究者，并

不能提升本国的研究能力。

发展研究者缺少完备的统计资料

曾有人呼吁———为了改善政策质量，发展中国家应该尽可能地

多作一些研究。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研究者能够获取统计资料，

而有了这个作基础，他们就能对政策制定提出好的建议了。但实际

上，发展中国家通常缺乏基础性的统计信息或其他资料。实实在在

的证据是研究者的金刚钻，没有了它，研究者就无法对政策产生影

响。因为，没有公认的事实作基础，研究者难以得出可靠的结论，

对政策的争论也就会沦为权力和偏见的角斗场。

发展中国家之间缺少研究信息共享

研究结论和研究方法通常是从发达国家传播到发展中国家的。

因此，人们往往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经验，这些国家的研究者

之间也少有交流，甚是可惜。同样，发达国家也有所损失，例如，

它们本可以借鉴发展中国家有关发展规划的经验，进而应用于北美

土著社区的发展，但是，不恰当的认识让它们错失了这样一个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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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总之，发展中国家之间有着研究合作的潜力，实在是应该

好好把握。

缺少对研究的需求

针对研究如何影响政策这个主题，很多人分析了发达国家的情

况，他们假定：政策制定者对研究所能够提供的知识有着主动的需

求。而实际上，在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里，处境艰难的决策者们通常

对研究的作用知之甚少，因而眼光短浅，不注重培养本国的研究能

力。相应地，即便该国对研究有着强烈而日益增长的客观需求，其

开展的研究活动也难获好评。

研究者缺乏适宜的途径将研究转化为行动

现有的许多研究还假设：国家存在着一种政策网络或决策管理

机制，使得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能够进行制度化的互动。鉴于

此，研究团体可以知晓政策制定者的兴趣，其研究发现也能反馈给

政策团体。但现实远远要比想象的复杂。首先，发展中国家基本不

存在这些必要的网络或管理机制。其次，在穷国中，研究活动跟政

府当权者的联系往往甚少，而跟当地农民、矿工或者城市市场中的

妇女倒是联系颇多。这样的研究通常是自下而上、以改变现实为目

的，所以对于它们而言，政策不但不是可以借助的工具，反倒成了

行动的障碍。在很多情况下，这类研究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同

时，研究者也背负了沉重的负担。为了让研究成果付诸实践，他们

必须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积极构建和动员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

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搭建研究与

政策制定之间的桥梁

尽管存在上述这么多障碍，但值得庆幸的是，并不是每个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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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都兼具所有的不利条件。各个国家情况都有所不同，而且困

扰它们的障碍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

更令人欣慰的是，即便是在最无望的情况下，也会出现一些条

件，突然创造新的机会使研究者能够影响政策并取得实质性的进

展。历史证明，在以下三种情况下，研究会变得异常有影响力。

第一，经济危机、政策失败或剧烈的政治变迁。在社会安稳之时，

执政者或许对研究不屑一顾，但在危机关头，他们却不得不求助于研

究建议。俗话说，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如果研究者针对这些问

题早已提出了具体的可行方案，那么此时他们就能大有作为了。

第二，社会和政治体制的转型，也为研究者影响新政制定创造

了新的机会。例如，南非和越南尽管有着不同的背景，但两国都是

在动荡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向研究者敞开了大门，欢迎具有事实根据

的研究成果。

第三，新技术的出现和普及可以促使政策制定者发现新的问

题，并尝试新的答案。从手机到电子贸易和网络教育，信息通信技

术的革命激发了政策制定者对研究的需求。因为，在遇到史无前例

的问题时，政策制定者唯有承认自己的无知，并寻求相关研究的帮

助才能渡过难关，所以，如果人们已经进行过这类研究，手头也有

了很好的建议，那么此时就能帮助政策制定者化解燃眉之急了。

换句话说，有所准备的研究者能够抓住恰当的时机，对政策产

生影响。如果发展研究经过很好的设计和执行，并通过与政策制定

者的沟通，及时形成实用的决策，那么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障碍和缺

陷就是可以克服的。

不仅如此，有效的研究还能起到 “纠偏”的作用，清除那些

可能的障碍，促使新知识转化为政策。在坦桑尼亚，以社区为基础

的农村公共卫生研究就帮助该国改进了医疗卫生服务的设计和资源

分配。在菲律宾和孟加拉国，对家庭贫困的系统分析也改进了经济

政策的决策过程。在约旦，有关废水再利用的研究还转变了政府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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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水资源问题的方式。总之，研究能够促进善治，而善治又能鼓励

更多的研究，两者相辅相成。

专栏１１　风险与回报———莫桑比克的案例

在莫桑比克，信息与通信领域的投资具有极高的风险性。然

而，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支持的项目却勇于开创，推动了相应政策的

制定。这表明，即使在最艰难的条件下，研究也能够成功。

莫桑比克长期饱受战乱之苦。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其贫

困状况和研究能力的缺失程度依然堪忧。

但即使这样，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也发现了一些有利因素。例如，

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争，国家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政府非常重视国家

发展，而且在全球通信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也

意识到了技术发展的潜力；另外，一些拥护这类技术的小团体极力推

动相应的研究，希望让更多的人 （特别是穷人）用得上、用得起通信

技术。所以，尽管在非洲南部发展信息通信技术充满了未知数，但国

际发展研究中心还是决意 “赌一把”，为此项研究提供了资助。

这个项目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组建国家的通信技术咨询委员

会和秘书处；二是帮助政府制定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政策；三是开

展一些试点项目，例如在农村地区建立电信中心，或是将信息通信

技术用于中学教育和师资培训。这三个部分相辅相成。其中，咨询

委员会和秘书处积极引导和协调各类工作，还与政府高层官员进行

了接洽；而政策制定工作则为研究树立了中心目标；实地研究摸清

了大众的需求和支付能力，同时也明确了阻碍项目开展的一些困难

（网络连接及设备成本较高）；另外，通过试点项目获得的监测数

据还对政策制定者产生了有力的影响。

为什么莫桑比克的研究能够成功？我们的评估给出了答案。

其一，莫桑比克的政策团体数量有限，圈子比较小，所以研究

项目的管理者十分清楚应该去影响谁。其二，在咨询委员会和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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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里，有一些成员社会地位较高，与政府领导关系密切。其三，政

府积极推进有关通信技术的发展政策，就连总理和总统本人也参与

其中。其四，该国一些支持通信技术发展的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此

外，由于莫桑比克的这项研究隶属于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阿卡西亚项

目，而该项目又同时在塞内加尔、南非及乌干达这几个国家实施，因

此，随着研究的推进，各个国家相互借鉴了彼此的项目经验。

基于此，研究最终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２０００年，莫桑比

克成为非洲首个出台通信技术发展政策的国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

作出了表率，名扬四方。

本书中的２３个案例研究涉及２０多个国家的６０多个项目 （见表

１—１），通过对它们的分析，作者总结了改善研究和政策的一些实践

策略，分析了发展研究与公共政策之间的互动。因此，本书既面向研

究团体和政策团体，同时也面向投资于发展研究的国家和国际组织。

但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谈及研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我们并不

能提供 “最佳示范”。因为 “影响”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过程，而不

是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活动和关系不停地相互作用，没有终

点。换言之，影响政策只是达成目标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

的。发展研究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形成书册，或在内阁部长的演讲

中被引用，而在于改善穷国贫困人口的生活。为了实现发展研究的

最终目的，我们需要时间，同时也需要研究团体和政策团体双方的

努力和互相助益，从而在它们之间建立信任的关系。

本书设定的前提是，如果发展研究经过精心设计和认真执行，

并通过与政策制定者的良好沟通，那么它一定能够改善公共政策，

进而推进可持续的民主发展。后面的章节将以具体的证据和案例来

展示这种影响是如何实现的。

本研究以一个简单而又必要的问题开始，那就是什么是影响。

这也是下一章论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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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１—
１　
案
例
概
览

案
例
名
称
（
起
止
日
期
）

目
　
　
标

研
究
产
出

①
“
宏
观
经
济
调
整
政
策

的
微
观
影
响
”
项
目

（
Ｍ
ＩＭ
Ａ
Ｐ
）
，
菲
律
宾

（
１９
９０
－
２０
０２
年
）

开
发
贫
困
模
型
、
提
升
发
展
监
测
能
力
以
影
响
减
贫
策
略
。

设
计
了
不
同
的
经
济
模
型
，
如
ＣＧ
Ｅ
（
可
计
算
一
般
均
衡
模
型
）
；
完
成

了
以
社
区
为
基
础
的
监
测
体
系
（
ＣＢ
Ｍ
Ｓ）
、
贫
困
监
测
体
系
的
设
计
；
绘

制
了
巴
拉
旺
省
的
省
级
数
据
库
及
贫
困
监
测
地
图
；
完
成
了
研
究
报
告

及
重
点
专
题
研
究
。

②
“
宏
观
经
济
调
整
政
策

的
微
观
影
响
”
项
目

（
Ｍ
ＩＭ
Ａ
Ｐ
）
，
孟
加
拉
国

（
１９
９２
～
２０
０１
年
）

１
增
进
对
贫
困
的
认
识
，
推
动
研
究
者
、
政
治
家
、
政
府
官
员

和
非
政
府
组
织
在
制
定
公
平
有
效
减
贫
政
策
方
面
的
对
话
。

２
建
立
分
析
框
架
，
分
析
关
键
的
宏
观
经
济
和
结
构
调
整
政

策
对
穷
人
的
影
响
。

先
建
立
了
国
家
层
面
的
贫
困
监
测
系
统
，
后
来
又
建
立
了
地
方
层
面
的
监

测
系
统
；
为
更
好
地
管
理
数
据
，
建
立
了
计
算
机
化
的
信
息
系
统
；
开
发
出

可
计
算
一
般
均
衡
模
型
，
并
开
展
了
应
用
该
模
型
的
培
训
；
对
与
贫
困
相

关
的
主
题
展
开
了
重
点
研
究
，
例
如
公
共
支
出
的
作
用
、
农
业
和
农
村
贫

困
的
关
系
、
农
村
市
场
的
效
率
、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
以
及
与
穷
人
有
关
的
方

方
面
面
。

③
越
南
项
目
（
１９
９３
～
２０
０１

年
）

启
动
３
个
不
同
的
项
目
。

１
越
南
可
持
续
经
济
发
展
项
目
（
Ｖ
ＩＳ
ＥＤ
）
：
支
持
有
关
环

境
、
经
济
、
法
律
和
小
额
资
助
的
国
家
研
究
项
目
，
努
力
增
强

其
研
究
能
力
。

２
越
南
经
济
和
环
境
管
理
项
目
（
Ｖ
ＥＥ
Ｍ
）
：
在
越
南
进
行
经

济
改
革
和
自
然
资
源
管
理
的
过
程
中
，
帮
助
决
策
者
增
强
自

身
能
力
，
根
据
相
关
知
识
来
制
定
相
应
的
政
策
。

３
宏
观
经
济
调
整
政
策
的
微
观
影
响
（
Ｍ
ＩＭ
Ａ
Ｐ）
：
开
发
并
运

用
一
套
贫
困
监
测
体
系
；
建
立
计
量
经
济
学
模
型
（
即
可
计

算
一
般
均
衡
模
型
）
来
辅
助
国
家
层
面
的
分
析
。

Ｖ
ＩＳ
ＥＤ
包
含
四
个
主
题
研
究
：
“
区
域
发
展
的
基
础
”
、
“
出
口
加
工
区
的

组
织
和
管
理
”
、
“
股
份
制
企
业
的
形
成
和
组
织
”
、
“
信
贷
基
金
运
营
体

系
的
建
立
”
；
撰
写
了
主
题
各
异
的
小
额
资
助
研
究
报
告
。

Ｖ
ＥＥ
Ｍ
：
撰
写
了
５
份
有
关
贸
易
自
由
化
、
纺
织
品
工
业
和
服
装
工
业
竞

争
力
的
报
告
，
这
些
报
告
于
２０
０１
年
面
世
；
建
立
了
计
算
机
化
的
贸
易

数
据
库
。

Ｍ
ＩＭ
Ａ
Ｐ：
开
发
了
一
套
以
社
区
为
基
础
的
贫
困
监
测
体
系
，
以
及
可
计

算
一
般
均
衡
模
型
；
运
用
这
些
模
型
来
分
析
经
济
分
配
、
财
政
政
策
的

公
平
效
应
以
及
贸
易
改
革
政
策
的
影
响
。

(*



第一章　让研究发挥价值

书书书

续
表

案
例
名
称
（
起
止
日
期
）

目
标

研
究
产
出

④
拉
丁
美
洲
贸
易
网
络
项

目
（
ＬＡ
ＴＮ
）
（
１９
９８
～
２０
０２

年
）

１
就
国
际
贸
易
关
系
中
出
现
的
新
问
题
进
行
政
策
为
导
向

的
研
究
。

２
针
对
国
际
体
系
中
的
新
趋
势
，
支
持
拉
丁
美
洲
和
加
勒
比

海
地
区
的
国
家
构
建
相
应
的
议
程
，
并
制
定
应
对
政
策
。

３
对
于
在
拉
丁
美
洲
和
加
勒
比
海
地
区
开
展
的
已
有
研
究
，

提
高
其
能
力
，
使
之
介
入
到
国
际
贸
易
谈
判
中
去
。

４
加
强
各
个
参
与
机
构
的
合
作
关
系
，
保
证
网
络
的
长
期
可

持
续
性
。

完
成
了
涉
及
以
下
主
题
的
工
作
报
告
和
政
策
简
报
：
如
贸
易
联
合

的
先
决
条
件
，
包
括
如
何
组
建
贸
易
联
盟
和
准
备
贸
易
谈
判
，
如
何

处
理
多
边
主
义
和
区
域
一
体
化
的
关
系
；
在
拉
丁
美
洲
和
加
勒
比

海
地
区
的
国
家
看
来
值
得
研
究
的
新
兴
问
题
，
包
括
国
际
投
资
、
竞

争
政
策
、
金
融
服
务
、
电
信
产
业
、
知
识
产
权
、
争
端
解
决
等
；
国
别

案
例
研
究
（
根
据
国
际
贸
易
关
系
，
为
发
展
中
国
家
制
定
最
适
合
也

最
可
行
的
应
变
战
略
）
；
网
站
、
通
信
和
学
术
会
议
；
培
训
课
程
；
有

官
员
参
与
的
会
议
；
咨
询
服
务
。
此
外
，
该
项
目
还
计
划
出
版
一
本

书
。

⑤
２４
国
集
团
的
技
术
支

持
服
务
项
目
（
Ｇ
２
４
ＴＳ
Ｓ）

（
１９
８８
～
２０
０３
年
）

１
协
助
发
展
中
国
家
建
立
国
际
货
币
谈
判
的
能
力
。

２
帮
助
它
们
做
好
技
术
准
备
，
增
强
它
们
的
能
力
，
使
其
能

够
在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和
世
界
银
行
的
议
题
框
架
内
，
全

程
参
与
相
关
的
讨
论
和
谈
判
，
并
作
出
自
己
的
贡
献
。

通
过
网
络
和
传
统
方
式
来
发
布
以
下
两
个
领
域
的
研
究
报
告
，
一
是

技
术
经
济
研
究
；
二
是
有
关
国
际
金
融
机
构
作
用
与
表
现
的
规
范
性

研
究
。

第
一
阶
段
： ３
２
项
研
究
；

第
二
阶
段
：３
６
项
研
究
；

第
三
阶
段
： ２
７
项
研
究
；

第
四
阶
段
：１
５
项
研
究
。

还
完
成
了
１１
卷
《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
代
国
际
货
币
和
金
融
问
题
》
以
及

《
２４
国
集
团
讨
论
文
件
系
列
》
中
的
２４
篇
论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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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书书书

续
表

案
例
名
称
（
起
止
日
期
）

目
标

研
究
产
出

⑥
Ａ
ｒｓ
ａａ
ｌ
项
目
，
黎
巴
嫩

（
１９
９５
～
２０
０４
年
）

第
一
阶
段
：
评
估
主
要
农
作
系
统
的
可
持
续
性
，
考
察
创
立

“
资
源
使
用
者
网
络
”
的
可
能
性
，
通
过
当
地
受
益
群
体
直
接

参
与
制
定
、
实
施
资
源
管
理
策
略
来
促
进
社
区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

第
二
阶
段
：
对
第
一
阶
段
的
成
果
进
行
评
估
。
将
性
别
问
题

看
做
资
源
可
持
续
管
理
的
关
键
要
素
，
增
加
性
别
分
析
的
分

量
。

２０
０１
年
，
Ａ
ｒｓ
ａａ
ｌ项
目
支
持
贝
鲁
特
美
国
大
学
组
建
了
由
多
学
科

组
成
的
“
环
境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小
组
”
。
绘
制
了
Ａ
ｒｓ
ａａ
ｌ
地
区
有

关
土
地
使
用
、
土
壤
退
化
和
土
地
生
产
力
的
地
图
；
完
成
了
一
篇

专
业
文
章
，
１４
篇
硕
士
论
文
；
编
辑
了
几
本
小
册
子
、
视
频
；
在
报

纸
上
发
表
了
文
章
；
研
发
了
一
个
针
对
干
旱
地
区
农
村
发
展
的
研

究
工
具
；
出
版
了
一
本
图
书
：
Ｒｅ
ｓｅ
ａｒ
ｃｈ
ｆｏ
ｒ
Ｄ
ｅｖ
ｅｌ
ｏｐ
ｍ
ｅｎ
ｔ
ｉｎ
ｔｈ
ｅ
Ｄ
ｒｙ

Ａｒ
ａｂ
Ｒｅ
ｇｉ
ｏｎ
：
Ｔｈ
ｅ
Ｃａ
ｃｔ
ｕｓ
Ｆｌ
ｏｗ
ｅｒ
，
Ｓｈ
ａｄ
ｉ
Ｈ
ａｍ
ａｄ
ｅｈ
，
Ｍ
ｏｎ
ａ
Ｈ
ａｉ
ｄ

ｅｒ
，
ａｎ
ｄ
Ｒ
ａｍ
ｉ
Ｚｕ
ｒａ
ｙｋ
，
ｐｕ
ｂｌ
ｉｓ
ｈｅ
ｄ
ｂｙ

Ｓｏ
ｕｔ
ｈｂ
ｏｕ
ｎｄ
／Ｉ
Ｄ
Ｒ
Ｃ

（
２０
０６
）
。

⑦
铜
矿
产
业
，
秘
鲁

（
１９
９１
～
１９
９３
年
）

评
估
采
矿
活
动
对
秘
鲁
南
部
水
资
源
的
影
响
，
并
于
１９
９２

年
２
月
将
结
果
递
交
给
第
二
国
际
水
法
庭
。

第
一
阶
段
：
从
社
会
、
法
律
、
生
态
方
面
探
讨
矿
业
废
弃
物
排

放
的
污
染
。

第
二
阶
段
：
探
讨
该
区
域
中
水
资
源
定
量
分
配
的
影

响
。
　

给
第
二
国
际
水
法
庭
呈
交
了
一
份
报
告
，
帮
助
陪
审
团
获
得
了
对
南

秘
鲁
铜
业
公
司
不
利
的
证
据
。

从
严
格
意
义
上
来
说
，
这
应
该
不
算
是
研
究
成
果
，
但
矿
业
公
司
确
实

改
变
了
其
经
营
制
度
和
实
践
，
开
始
实
施
一
些
环
保
项
目
，
以
缓
解
环

境
退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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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让研究发挥价值

书书书

续
表

案
例
名
称
（
起
止
日
期
）

目
标

研
究
产
出

⑧
中
东
非
的
农
业
政
策
分

析
项
目
（
ＥＣ
Ａ
ＰＡ
ＰＡ
）
，
东

非
（
１９
９７
～
２０
０２
年
）

为
农
业
技
术
创
新
、
减
贫
和
缓
解
环
境
退
化
创
造
更
好
的
政

策
环
境
。
共
实
施
了
两
套
共
六
个
项
目
：

１
在
不
同
农
业
生
态
系
统
下
，
为
农
民
推
荐
合
适
的
作
物
品

种
，
并
帮
助
他
们
测
算
不
同
品
种
可
能
带
来
的
收
益
；
就
社

会
经
济
问
题
，
组
织
多
学
科
的
研
究
团
队
一
起
工
作
，
并
查

看
这
种
工
作
方
式
在
多
大
程
度
上
会
影
响
国
家
农
业
研
究

机
构
。

２．
针
对
中
东
非
地
区
因
自
然
资
源
使
用
而
引
起
的
冲
突
，
改

进
冲
突
管
理
机
制
，
在
实
践
中
顾
及
多
个
利
益
群
体
；
给
现

有
的
工
作
提
供
指
导
和
外
部
支
持
。

只
有
３
个
项
目
全
部
完
成
，
所
以
研
究
产
出
有
限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这
几
个
项
目
都
没
有
制
作
宣
传
材
料
。
此
外
，
还
完
成
了
３
个
项
目

的
结
项
报
告
，
以
及
另
３
个
项
目
的
中
期
报
告
。

⑨
灰
水
再
利
用
，
约
旦

（
１９
９８
～
２０
０５
年
）

涉
及
五
个
项
目
：

１
促
进
政
策
发
展
，
支
持
地
区
和
国
家
层
面
的
城
市
农
业
，

保
证
城
市
的
粮
食
安
全
。

２
加
强
能
力
建
设
并
开
展
应
用
性
研
究
，
改
进
灰
水
处
理
的

小
型
的
滴
滤
器
，
将
回
收
的
灰
水
用
于
城
郊
地
区
的
家
庭
花

园
中
。

３
分
析
在
塔
菲
拉
地
区
扩
大
永
续
性
农
业
实
验
的
潜
力
，
评

估
内
容
还
包
括
技
术
的
可
靠
性
、
安
全
性
和
可
持
续
性
。

４
改
进
家
庭
花
园
里
的
灰
水
再
利
用
系
统
。

５
增
加
灰
水
回
收
，
并
加
强
对
灰
水
的
安
全
处
理
力
度
（
最

后
的
这
个
项
目
在
本
研
究
中
未
予
考
查
）
。

１
有
关
灰
水
再
利
用
的
政
策
研
究
和
技
术
研
究
。

２
在
拉
马
拉
建
立
了
污
水
净
化
厂
。

３
进
行
了
一
项
评
估
研
究
。

４
家
庭
对
于
灰
水
处
理
设
备
的
需
求
增
加
；
举
行
了
有
关
灌
溉
需
求

的
研
讨
会
；
开
办
了
有
关
系
统
管
理
的
水
电
工
培
训
班
；
拟
定
了
建
筑

法
规
的
修
订
提
案
；
鼓
励
研
究
所
针
对
灰
水
再
利
用
的
问
题
进
行
学

位
研
究
。

５
修
订
了
国
家
住
房
法
规
；
成
立
了
专
门
制
定
《
灰
水
再
利
用
指
南
》

的
全
国
委
员
会
；
在
中
东
和
北
非
推
广
灰
水
处
理
装
置
；
通
过
了
《
海

得
拉
巴
宣
言
》
；
建
立
了
政
策
制
定
者
、
研
究
者
、
私
人
部
门
和
受
益
者

之
间
的
网
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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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书书书

续
表

案
例
名
称
（
起
止
日
期
）

目
标

研
究
产
出

瑏瑠
乌
克
兰
环
境
管
理
发
展

项
目
（
ＥＭ
Ｄ
Ｕ
年
）
，
乌
克

兰
（
１９
９４
～
２０
０２
年
）

第
一
阶
段
：
协
助
乌
克
兰
相
关
机
构
，
增
强
它
们
管
理
第
聂

伯
河
水
系
以
及
水
资
源
利
用
的
能
力
；
减
少
第
聂
伯
河
南
部

水
域
的
污
染
；
推
动
加
拿
大
和
乌
克
兰
两
方
公
共
机
构
及
私

人
机
构
的
长
期
合
作
关
系
。

第
二
阶
段
：
深
化
乌
克
兰
机
构
和
工
业
的
环
境
改
革
，
提
高

科
学
家
、
决
策
者
以
及
广
大
民
众
的
环
保
意
识
；
拓
展
有
关

环
境
问
题
的
网
络
，
让
更
多
的
公
、
私
机
构
及
第
三
部
门
组

织
加
入
进
来
；
使
项
目
符
合
标
准
。

１
建
立
了
国
家
环
境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
该
系
统
与
沿
第
聂
伯
河
的
１９

个
州
级
办
事
处
联
网
。

２
建
立
了
区
域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

３
收
集
和
出
版
了
一
大
批
有
关
乌
克
兰
环
境
立
法
的
文
字
材
料
，
向

非
政
府
组
织
、
公
众
以
及
教
育
机
构
公
开
。

４
完
成
了
基
线
水
质
调
查
。

５
进
行
了
饮
用
水
水
质
的
卫
生
风
险
评
估
。

６
针
对
水
质
和
其
他
与
水
资
源
相
关
的
问
题
，
进
行
了
多
次
调
查
和

审
计
。

７
培
训
了
９０
个
人
。

８
改
变
了
沿
第
聂
伯
河
流
域
的
工
厂
排
放
系
统
。

９
出
版
了
一
本
书
：
Ｐｒ
ｅｓ
ｅｒ
ｖｉ
ｎｇ
ｔｈ
ｅ
Ｄ
ｎｉ
ｐｒ
ｏ
Ｒｉ
ｖｅ
ｒ：
Ｈ
ａｒ
ｍ
ｏｎ
ｙ，
Ｈ
ｉｓｔ
ｏ

ｒｙ
，
ａｎ
ｄ
Ｒｅ
ｈａ
ｂｉ
ｌｉｔ
ａｔ
ｉｏ
ｎ，
Ｖ
Ｙ

Ｓｈ
ｅｖ
ｃｈ
ｕｋ
，
Ｇ
Ｏ

Ｂｉ
ｌｙ
ａｖ
ｓｋ
ｙ，

Ｖ
Ｍ

Ｎ
ａｖ
ｒｏ
ｔｓ
ｌｙ
，
ａｎ
ｄ
Ｏ
Ｏ

Ｍ
ａｚ
ｕｒ
ｋｅ
ｖｉ
ｃｈ
．
Ｍ
ｏｓ
ａｉ
ｃ
Ｐｒ
ｅｓ
ｓ／
ＩＤ
Ｒ
Ｃ

（
２０
０５
）
。

瑏瑡
高
海
拔
地
区
的
采
矿

业
，
秘
鲁
（
１９
９０
～
１９
９３

年
）

加
深
对
慢
性
高
山
病
发
病
规
律
的
认
识
，
影
响
国
家
政
策
。

已
出
版
书
籍
，
该
主
题
的
两
项
研
究
均
得
到
认
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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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让研究发挥价值

书书书

续
表

案
例
名
称
（
起
止
日
期
）

目
标

研
究
产
出

瑏瑢
渔
业
研
究
网
络
，
东
南

亚
（
１９
８３
～
１９
９６
年
）

１
提
高
渔
业
事
务
的
管
理
能
力
，
间
接
影
响
政
策
和
管
理
机

制
。

２
培
养
更
多
关
注
渔
业
的
社
会
研
究
者
，
提
升
相
关
机
构
的

研
究
水
平
。

在
项
目
整
个
过
程
中
，
共
完
成
５０
余
篇
报
告
，
同
时
专
门
发
行
了
一

套
系
列
出
版
物
。

瑏瑣
ＳＲ
ＩＳ
ＴＩ
，
印
度
（
１９
９３
年

至
今
）

可
持
续
技
术
和
制
度
研
究

与
创
新
学
会

通
过
以
下
三
种
方
式
保
护
自
然
资
源
：
记
录
起
源
于
乡
土
知

识
的
基
层
创
新
，
保
护
知
识
产
权
，
认
可
并
传
播
这
些
创
新

成
果
。

１
建
立
资
料
库
，
记
录
了
超
过
１３
００
０
条
基
层
创
新
案
例
，
并
使
用
六

种
当
地
语
言
进
行
传
播
。

２
建
立
了
一
个
网
络
，
其
成
员
包
括
１０
００
多
个
基
层
组
织
，
通
过
简

报
和
其
他
传
播
方
式
来
相
互
支
持
。

３
研
究
会
与
私
人
企
业
签
署
了
三
种
兽
药
的
专
利
共
享
协
议
。

４
对
几
种
草
本
药
物
配
方
进
行
了
验
证
。

瑏瑤
坦
桑
尼
亚
基
础
医
疗
卫

生
干
预
项
目
（
ＴＥ
Ｈ
ＩＰ
）
，

坦
桑
尼
亚
（
１９
９６
～
２０
０４

年
）

在
坦
桑
尼
亚
两
个
地
区
的
地
方
规
划
中
试
用
“
循
证
规
划
”

的
方
法
，
查
看
其
可
行
性
并
评
估
其
影
响
。

１．
开
发
出
了
１０
种
工
具
，
可
以
对
死
亡
率
和
疾
病
信
息
进
行
收
集
、

组
织
和
数
据
展
示
。

２．
分
析
了
相
应
的
数
据
，
以
支
持
政
策
制
定
。

３．
针
对
卫
生
体
系
的
治
理
和
组
织
设
计
，
开
展
了
相
关
研
究
。

瑏瑥
阿
卡
西
亚
项
目
，
莫
桑

比
克
（
１９
９７
年
１２
月
～

２０
０３
年
１２
月
）

１
支
持
莫
桑
比
克
加
强
与
全
球
经
济
的
联
系
。

２
在
农
村
地
区
普
及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

３
在
相
应
的
区
域
内
共
同
学
习
与
通
信
技
术
有
关
的
政
策
。

将
试
点
项
目
作
为
行
动
研
究
的
一
种
方
式
，
开
展
短
期
研
究
，
并
为
国

家
政
策
文
件
的
草
拟
提
供
参
考
。
该
项
目
并
不
是
严
格
意
义
上
的
学

术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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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续
表

案
例
名
称
（
起
止
日
期
）

目
标

研
究
产
出

瑏瑦
阿
卡
西
亚
项
目
，
乌
干

达
（
１９
９９
～
２０
０２
年
）

向
人
们
展
示
通
信
技
术
如
何
帮
助
社
区
居
民
解
决
他
们
的

难
题
；
建
立
一
个
知
识
体
系
来
帮
助
农
村
居
民
、
贫
困
人
口

和
落
后
的
社
区
更
好
地
享
受
通
信
服
务
；
加
强
农
村
地
区
的

通
信
技
术
获
取
能
力
。

１
在
项
目
开
始
之
前
，
对
乌
干
达
阿
卡
西
亚
行
动
研
究
的
意
义
进
行

了
预
研
究
。

２
针
对
人
力
资
源
、
政
策
、
基
础
设
施
和
技
术
开
展
了
几
项
研
究
；
推

动
阿
卡
西
亚
秘
书
处
代
表
国
家
科
技
委
员
会
制
定
了
整
个
国
家
的
通

信
发
展
政
策
草
案
。

３
针
对
电
信
中
心
以
及
电
信
服
务
农
村
普
及
情
况
等
问
题
进

行
了
调
研
，
完
成
了
相
关
内
容
开
发
情
况
研
究
。
　

４
针
对
某
些
具
体
政
策
问
题
，
为
政
府
提
供
了
相
应
的
背
景
知
识

和
解
决
方
案
。
例
如
，
帮
助
政
府
制
定
了
农
村
通
信
发
展
政
策
，

开
展
了
有
关
电
信
中
心
的
基
线
调
查
，
１９
９８
年
还
对
乌
干
达
的

通
信
技
术
应
用
状
况
作
了
四
项
研
究
。

瑏瑧
阿
卡
西
亚
项
目
，
南
非

（
１９
９５
～
２０
０２
年
）

支
持
社
区
运
用
通
信
技
术
来
解
决
问
题
，
促
进
社
区
参
与
；

在
农
村
和
一
些
地
理
条
件
不
好
的
社
区
普
及
通
信
技
术
。

由
于
南
非
的
阿
卡
西
亚
项
目
是
一
项
行
动
研
究
，
所
以
项
目
的
一
些

产
出
本
身
就
包
含
在
了
项
目
过
程
里
，
具
体
包
括
一
些
政
策
创
新
，
比

如
设
立
政
府
通
信
信
息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
以
及
关
注
电
子
商
务
政
策

过
程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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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续
表

案
例
名
称
（
起
止
日
期
）

目
标

研
究
产
出

瑏瑨
阿
卡
西
亚
项
目
，
塞
内

加
尔
（
１９
９７
～
２０
０２
年
）

通
过
实
施
一
系
列
示
范
性
项
目
、
管
理
和
研
究
项
目
，
来
帮

助
塞
内
加
尔
政
府
制
定
有
关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的
国
家
策
略

和
协
同
框
架
。

为
塞
内
加
尔
政
府
开
展
了
一
项
电
信
服
务
研
究
。
代
表
制
定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的
发
展
政
策
和
战
略
的
地
方
和
国
家
相
关
部
门
，
并
举

办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政
策
与
实
施
论
坛
，
使
政
府
、
私
人
部
门
和
公
众

都
参
与
到
项
目
中
来
（
之
所
以
将
这
个
作
为
产
出
，
是
因
为
阿
卡

西
亚
项
目
有
着
强
烈
的
行
动
导
向
；
而
且
，
这
个
项
目
有
一
个
非
常

独
特
的
部
分
—
—
—
“
评
估
和
学
习
系
统
”
，
负
责
开
展
项
目
中
最
主

要
的
研
究
）
。

瑏瑩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政
策
，

尼
泊
尔
（
１９
９９
年
）

信
息
与
通
信
技
术
政
策

通
过
参
与
式
的
过
程
，
帮
助
政
府
制
定
通
信
技
术
的
政
策
和

发
展
战
略
。

做
了
以
下
六
个
方
面
的
背
景
研
究
：

１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的
普
及
情
况
；

２
通
信
基
础
设
施
；

３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

４
软
件
生
产
与
应
用
；

５
电
子
商
务
；

６
电
子
治
理
（
ｅ
ｇｏ
ｖｅ
ｒｎ
ａｎ
ｃｅ
）
。

瑐瑠
水
资
源
需
求
管
理
，
叙

利
亚
（
１９
９７
～
２０
０１
年
）

制
定
长
期
的
管
理
策
略
，
支
持
在
叙
利
亚
干
旱
地
区
合
理
使

用
苦
咸
水
对
大
田
作
物
进
行
补
充
灌
溉
。

六
篇
硕
士
论
文
，
一
篇
博
士
论
文
，
一
篇
同
行
评
议
的
文
章
（
Ｈ
ａｇ
ｉ－

Ｂｉ
ｓｈ
ｏｗ
＆
Ｂｏ
ｎｎ
ｅｌ
ｌ ，
２０
０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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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续
表

案
例
名
称
（
起
止
日
期
）

目
标

研
究
产
出

瑐瑡
水
资
源
需
求
管
理
，
突

尼
斯
（
１９
９２
～
２０
００
年
）

设
计
一
个
综
合
的
水
资
源
需
求
管
理
战
略
，
避
免
由
于
可
能

缺
水
而
实
施
定
量
配
给
，
延
迟
实
施
规
划
中
的
大
型
供
水
项

目
。

１
五
篇
关
于
资
源
分
配
和
权
力
下
放
的
论
文
。

２
四
篇
关
于
生
活
用
水
需
求
量
测
算
的
论
文
。

３
建
立
了
一
个
数
学
模
型
，
可
以
帮
助
人
们
确
定
干
旱
地
区
最
佳
的

种
植
方
式
。

４
建
立
了
一
个
综
合
的
水
环
境
管
理
模
型
，
撰
写
了
一
篇
与
之
相
关

的
论
文
。

瑐瑢
Ｍ
ＩＭ
Ａ
Ｐ，
塞
内
加
尔

（
２０
００
～
２０
０２
年
）

宏
观
经
济
调
整
政
策
的
微

观
影
响

１
掌
握
塞
内
加
尔
的
贫
困
状
况
，
建
立
一
个
贫
困
监
测
系

统
。

２
开
发
一
些
分
析
工
具
来
查
看
宏
观
经
济
政
策
对
收
入
分

配
的
影
响
。

３
针
对
“
穷
人
获
取
金
融
服
务
的
途
径
”
，
“
贫
困
的
性
别
维

度
”
，
“
教
育
和
贫
困
的
关
系
”
这
三
个
主
题
进
行
研
究
。

４
鼓
励
在
减
贫
领
域
工
作
的
各
类
行
动
者
（
包
括
研
究
人

员
、
决
策
者
、
非
政
府
组
织
和
金
融
机
构
）
相
互
对
话
。

该
研
究
的
成
果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与
应
用
经
济
研
究
中
心
的
成
果
混
合

在
了
一
起
。
如
果
硬
要
作
一
个
区
分
，
项
目
团
队
所
公
认
的
成
果
也

不
在
其
研
究
本
身
，
而
在
于
它
引
导
了
塞
内
加
尔
《
减
贫
战
略
文
件
》

（
世
界
银
行
需
要
的
项
目
材
料
）
的
制
定
。
考
虑
到
这
项
工
作
庞
大
的

工
作
量
以
及
对
国
家
议
程
的
重
要
性
，
项
目
团
队
转
移
了
原
本
的
研

究
议
程
。

瑐瑣
教
育
改
革
，
危
地
马
拉

（
２０
００
～
２０
０２
年
）

在
该
国
实
施
教
育
体
制
改
革
和
“
国
家
教
育
规
划
（
２０
００
～

２０
２０
年
）
”
的
背
景
下
，
从
本
土
视
角
出
发
，
撰
写
一
份
有
关

教
育
预
算
如
何
规
划
和
实
施
的
建
议
书
，
从
而
影
响
危
地
马

拉
的
教
育
政
策
。

进
行
背
景
研
究
，
形
成
一
份
为
危
地
马
拉
教
育
提
供
资
助
的
研
究
报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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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策至关重要

只有实现研究和政策之间的互动，新知识的影响力才能发挥出

来。一方面，特定的政治环境或政策环境会给研究者的工作带来一

些限制和机遇。另一方面，研究者的活动和成果又能提出新的政策

问题或新的解决方案，反过来又会改变政策环境。最终，研究就影

响了政府的决策方式。无论是对研究者还是决策者来说，这样的互

动都是双赢的。因为如此一来，前者开展的研究就有了实际意义，

能够对公共政策和行政举措产生真正的影响；而后者有了研究作支

撑，他们的选择面就更宽了，可以及时作出更有效的决定。

然而，影响政策的并非只有研究这么简单。在每一个重大的政

策决定背后，都有着相当复杂的因素和不同力量的交织。即使是作

一个常规性的决策，大多数政府也得顾及不同人的信念和诉求，承

受他们的曲解和成见，经历不断的妥协和讨价还价，更不用说是制

定一项政策了。所以，有些人想当然地以为政策制定就是理性而有

序的，是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一元线性过程———这显然不对。

他们要是仔细地看看公共政策是如何制定和实施的，就会变得现实

起来。如上所述，政策制定非常复杂，受人们的个性、不透彻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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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解、某些偶然因素以及协商互动等因素的影响。假如在某一个具体

的案例中，研究确实产生了影响，那它充其量也不过是万千影响因

素中的一个。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过程中，影响政策决策的各种

因果要素盘根错节、纷繁复杂，它们或是一致、或是冲突，难以厘

清，这在民主国家里表现得非常明显；在实施独裁和寡头统治的国

家里，尽管信息并不完全透明，但情况也大体如此。

此外，研究本身也不是整齐划一、目的单纯。相反，各个地方

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带有许多不同的意图、动机和预期。正是

基于这些差异，有些研究者能很快地转移自己的研究方向；在更多

的情况下，研究者们还会形成不一致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政策结论和

政策建议，使决策者无从采纳。说到此处，读者或许已经明白了为

什么我们难以追踪和测量研究对政策的影响。

但何为影响？在全球风格迥异的政治环境中，国际发展研究中

心评估了许多发展研究项目，最后将研究对政策的影响归结为三个

方面。

第一，研究可以扩展政策能力。在研究的作用下，政策团体能

更好地去评估和交流一些新观点，也有更多的机会去分析和应用新

的研究成果，因而改善了政策制定所必需的制度性框架。

第二，研究可以拓宽政策视野。发展中国家在制定政策时，总

是苦于可选择的太少。而研究活动能够把新的观点引入政策议程，

尽量以最适宜的方式呈递给政策制定者，让他们能够快速地理解并

应用，而且还重视研究者和决策者之间的沟通———这些特点使得研

究最终能够改善政策制定所必需的知识体系。在具体的实践中，

“零和困境”以及非此即彼的政策选择常常限制了人们对政策的讨

论，也让决策者伤透了脑筋。研究者所能提供的洞见恰恰帮助决策

者化解了这些困境，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与感激。

第三，研究可以影响决策体系。决定政策质量好坏的，不仅仅

在于其具体内容，同时也在于政策制定的过程。而研究成果恰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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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政策的立法、管理和评估过程变得更加公开和理性，进而改善

政策过程的制度性框架。要达到这种效果，研究者必须具备一定的

能力、良好的态度、对问题的好奇心以及实事求是的精神。

专栏２１　越南研究项目对政策产生的三种影响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以来，越南对经济体制进行了雄心勃勃的

“革新”（在越南，这被称为 “ＤｏｉＭｏｉ”），期望通过引入竞争性市

场和自由贸易来实现经济的现代化。然而，在这一改革实施之初，

越南国内却几乎没有和市场经济相关的知识储备，难以制定合理的

政策。在他们的请求下，国际发展中心支持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研

究，主题涉及环境与资源管理、贸易、减贫等方面，试图通过这些

研究来影响政策。

值得说明的是，研究对政策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某一项具体

的决策上。要实现最大的影响，研究就必须帮助政策团体提高自身

的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评价证据和分析备选方案；同时，研究还

应该致力于改善政策制定流程，拓宽决策者的选择面。

扩展政策能力。在 “革新”之初，越南的政策机构十分孱弱；

国内的经济学家长期接受的都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基本不了解西方

经济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积极推动机构间合作网络的组建，以便

更好地传播知识和技能。实践证明，这种新颖的方式富有成效。例

如，在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下，越南建立起了一个大型的、计

算机化的贸易数据库。多年来，越南的政策和研究机构都得益于这

一实践，并从合作中得到了回报。

拓宽政策视野。如果说政策能力的扩展意味着政策制定的制度

性框架得以改善，那么，政策视野的拓宽也就意味着知识框架得到

了重构。在越南，人们对贸易政策和贸易竞争力进行研究以后，发

现既有的关税和出口促进政策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这个新颖的

观点颠覆了人们对政策的看法，也补充了决策者对该问题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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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要拓宽政策视野，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把

新知识传递到决策的最高层。越南的案例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在他

们的实践中，一些所谓的 “中间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人与

研究者和政策团体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从而促进了知识的传播。

影响决策体系。由于政策过程非常复杂，我们很难说清研究到

底是如何影响到决策体系的。在越南，这就更加困难了。但可以肯

定的是，对于研究项目提供的那些材料，决策者还是挺上心的；他

们后来制定的一些政策也反映了研究给出的建议。在某种程度上，

越南的政策制定机制也发生了一些改变，较之以前，决策者们更看

重基于事实的政策分析和决策实践了。

这三类影响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它们所追求的都不

仅仅是改变某一具体的政策。因为最有意义和最持久的影响不在于

具体政策的改变，而是增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能力，让他们能

够更好地创造和应用知识。这种影响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发挥

作用，并让人们普遍接受。但是其重要性是无以复加的。

我们怎样才能知道一项政策或决策是否受到研究的影响呢？回

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上文已经提到过，除了研究以外，还有很多

其他的因素影响着政策的制定。一个特定领域的研究往往不会对某

项政策产生直观的正面影响，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对

此进行推测。即使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在有关政策的争论

中看到研究的影子，例如，有些政策团体自己会承认受到了某些研

究的影响，因而打开了思路，能够作出更好的决策。

决策机制及其对政策研究的接纳性

为了描述政府决策是如何作出、如何实施的，很多关注公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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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政策过程的学者都对此作了清晰的分类。由于本书关心的是研

究对政策的影响，因此作者将决策机制分成了以下三类。这种分类

方式也得到了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认可，为他们提供了不少帮

助。

按照常规的决策机制 （ｒｏｕｔｉｎ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ｒｅｇｉｍｅｓ），一旦出现了

新的需求，决策者往往会在现有的规划和政策里去寻求解决方案。

人们很少从整体的角度来争辩政策应该如何制定；即使有，也不会

涉及那些有关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或目标。

与此不同，渐进式决策机制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ｒｅｇｉｍｅｓ）则

允许某些特定的问题进入政策议程，让人们讨论各种解决办法及其

意义。但是，人们一般很少对各类选择进行深入的探讨，而是能避

免就避免。对于那些跨越整个政策领域的大问题，只要可能，他们

会避免对此进行综合的重新审视。在这种小心翼翼的机制下，社会

发展只能碎步前行。

和上述两种机制比起来，根本性的决策机制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ｒｅｇｉｍｅｓ）就显得开放多了。该机制能够接受各种政策和策

略，在当权者希望进行革命性的政治变革时，他们甚至会考虑一些

激进的政策和战略。例如，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结束以后，首届经

过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便采用了这种决策机制。通常情况下，这种

机制并不多见，对于那些胸有成竹的研究者来说，这实在是一个不

可多得的好机会。

除了上述这种分类方式以外，我们还可以根据政府总体的行事

风格，将政府分为三种：事务型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ａｌ）政府、过渡型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政府和转型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政府。尽管理论上可

以如此划分，但事实上，几乎没有哪个政府是纯粹地属于某一类

的；即使有，也不会长期处于那种状态。久而久之，由于需求的起

落、领导人的更换以及工作重心的转移，多数政府都会呈现不止一

种风格。例如，在进入更为平稳的发展阶段之后，政府往往会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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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先前的根本性的决策机制，而用渐进式决策机制。不同的风格有时

候会以惊人的速度结合并产生突变。

要进行政策研究，人们就必须考虑政府的主导风格，因为这决

定了研究和政策相结合的方式。而政府的风格又是由决策机制决定

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将看看几种决策机制对研究的影响。

在常规决策机制下，政府只希望研究者的数据、分析和文稿能

够支持或轻微地调整现有的政策。对于那些挑战他们基本假设和信

念的研究，政府通常会抵制。

在渐进式决策机制下，政府将一些新的问题纳入政策议程，它

们欢迎研究者就这些问题提供建议和解决方案，但并不希望人们对

现有政策或传统智慧进行大规模的反思。换言之，研究者只能

“戴着镣铐跳舞”，在有限的主题里施展才华。

在根本性的决策机制下，政府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来接纳研究

者的工作和讨论，尤其是在决意推翻现有的政策重新来过时，政府

非常愿意看到研究者对现有政治逻辑和价值假设提出挑战。它们更

情愿反思整个政策议程，而不仅仅是修复其中的某些部分。

如果上述总结都是现实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就会得出

一个让人沮丧的结论：既然多数国家采用的是常规式、渐进式而非

根本性的决策机制，那么，大部分政府肯定都藏有一种偏见，拒绝

采纳创新性的研究结论。常规主义者想的是借着研究来巩固现状；

渐进主义者只想知道什么能够让他们挨一天算一天，尽可能避免争

辩。由于大部分政策制定者根本就不会去思考或回答一些 “大的

问题”，因此，即使政策制定者坦承那些有关 “大问题”的研究并

未给他们的常规工作带来多少益处，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

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研究者首先得摆正心态，要随时准备吃

闭门羹，毕竟，研究成果对决策者长期坚持的价值观构成了威胁。

其次，研究者仍然需要组织和传播新的知识，哪怕是仅仅影响了那

些常规的和渐进式的决策也好，因为这些决策通常都是政策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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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作出的。最后，研究者还应该投身于更有长远意义的工作中，

包括提升政策能力、拓宽政策视野、改进决策机制等方面。这是一

项非常需要耐心的工作，但它会让政策团体慢慢接受更好的政策制

定方式，最终会解放决策者的思想，改变他们的态度。

环境至关重要

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者希望影响政策，但总会遭到来自政策

制定者的一些制度阻力。除非政府领导人正在经历政治转型或管理

危机 （尤其是经济危机），他们一般不会主动请求研究团体来给他

们提供有创新性的建议。总的来说，他们并不渴望发现新的问题，

也不愿意接受那些令人不安的解决措施。为了实现影响力，研究者

以及认同他们的政策制定者需要因地制宜，根据自己所处的政治环

境来制定与之适应的策略。

首先，他们需要了解政府对研究的包容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开展了２３个案例研究，以查看每个研究是如何影响政策的。借助

于这些案例研究，我们抽离出了五种不同的政策／政治环境。在每

种环境下，研究者都总结了一套具体的策略来开展研究和政策的互

动。总的来说，政府和政策团体也认可这种分类方式。

政府有着明确的需求

这是一种非常友好的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需

要知识，并愿意遵照这些知识去行动。同时，他们还有着接受和

理解政策建议的能力，愿意运用这些建议解决实际问题。政策的

大门向研究者敞开。为了能够最有效地作出贡献，研究者需要与

决策者建立信任关系，让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及时提供可靠的知

识。

*%



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只要有着良好的沟通习惯和模式、足够的政策能力，政策制定

者对研究信息和建议有着健康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工作

就很有可能对政策制定实施影响。

政府对研究保持兴趣，但领导缺位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对政策影响比较有限。尽管政府官员很清

楚那些突出的政策问题，也认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但是政府缺乏

必要的执行机构去实施研究者提供的建议。政策制定者不能承担起

领导的责任，去决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且也没有清晰的决

策制定过程。

此种情况提醒我们，政府对研究的兴趣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政策

决定或者行动。为了让研究产生影响力，人们需要针对研究的实施

制订一个周密的计划，在政策制定者中寻求一个拥护者来推动研究

的应用；或者由研究团体和政策团体进行细致的沟通，最后在研究

者中产生领导者。以往的经验显示，研究者积极地引导政策制定

者，同样能够将研究整合到政策话语中去。

政府对研究保持兴趣，但能力欠缺

和上一种情况相似，在这种环境下，研究对政策的影响也很有

限。尽管政策团体中的领导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研究的潜在价

值，可能此前也已经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但或许是因为缺少资

源，或许是因为其他政策更加重要，他们并未投入必要的资源来增

强研究建议的采纳能力和执行能力。这样一来，研究和决策过程之

间的关联通常就比较弱。因此，研究者面临着双重的挑战。他们一

方面得协助政策团体进行能力建设，使得研究知识能够转化为政策

和行动；另一方面还得让相应的问题得到决策者的足够重视。在后

面的章节，我们将通过案例研究向读者展示什么样的策略可以帮助

研究者有效应对这两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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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现的问题激发了研究，但政策制定者不感兴趣

这一情况常常让研究者伤透脑筋。新出现的问题往往能够激发

研究者的动力，促使他们去思考如何解决发展问题。但政策制定者

并非如此，他们要么表现冷淡，将其抛之脑后；要么就煽动反对的

声音，竭力抵制研究活动及其取得的成果，唯恐对既得利益者构成

威胁。糟糕的是，如果该研究的潜在受益者从来都不知道研究的存

在，那么研究也就缺乏政治支持了。

这样的政策环境让研究工作和研究者自身都处于高风险中，全

世界都是如此。在我们的 ２３个案例里，相当一部分案例涉及的国

家都是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在研究项目实施的早期阶段。为了改变

这种不利的条件，研究者们进行了诸多尝试。有些人设法引起了决

策者的注意，打开了他们的心结；另一些尝试则遭到了失败，决策

者重重关上了面向研究者的这扇窗。当研究者及他们的支持者在政

策团体内外都采取灵活的倡导策略、沟通策略及教育策略时，成功

的几率就提高了。

政府没有兴趣或敌视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几乎就没有影响政策的可能。政策制定者

全神贯注于其他问题，甚至对研究者提出的问题以及所有利于研究

的事物都持敌视态度。① 需要说明的是，有些政策制定者不能接纳

任何研究，或许是因为研究本身过于超前了。所以，有些时候，一

些创新的 （或幸运的）研究偶尔产生一个成果，刚好出现在政策

制定者需要的关头，我们也完全不必惊讶。在任何情况下，有志于

发展研究的人都应该用耐心、决心、敏锐的认知来武装自己，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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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系统的说服来吸引政策制定者的目光。值得注意的是，正如

科学领域一样，政策领域中的事物也在改变。政策制定者的态度会

改进，他们的兴趣会变化，对研究的需求会增加，工作重点会调

整，政府领导也会更换。有了这些变化，通往政策的门也就打开

了。

总之，研究和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动态性的。无论是对于研

究者还是政策制定者来说，这既给他们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

限制。影响力本身的含义就是非常丰富的，需根据具体情境而定。

除了影响具体的政策，研究还能够提升政策能力，拓宽政策视野，

甚至改变政策制定体系的本质。事实上，研究的影响通常得在数年

后才会显现；其最持久的作用并不在于改变某项政策观点或者政府

决策，而是提高治理的质量。

要使研究产生影响，研究本身必须具备严整的逻辑和有力的结

论，但对此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决策系统的特征。因为任何一个

研究都必须在特定的决策系统里实施和传播，在常规式和渐进式的

决策体系里，政策制定相对谨慎，对待研究的态度也较为保守；而

在根本性的决策体系中，政策制定则相对激进，政策制定者也更愿

意接纳新的观点。

这就涉及接纳性 （ｒｅｃｅｐｔｉｖｉｔｙ）的问题———政策团体在政策讨

论中是积极地邀请研究者的政策建议，还是淡漠处之或弃之如敝

屣，抑或是对那些基于研究的政策行动完全不屑一顾？

然而，无论是在哪种情境下，不管政策团体对研究的接纳程度

有多少，研究者和那些倡导研究的人都可以找到一种最好的方式来

影响公共政策和发展行动。毫无疑问，政策影响是一个复杂的现

象。无论如何，研究者仍然可以通过设计、实施和汇报其研究成

果，从而对政策和行动施以最佳的影响。下一章节我们将根据 ２０

多个发展中国家的２０多个案例，来介绍在这个过程中哪些努力是

有效的，而哪些努力又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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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哪些有效，哪些无效

长时间以来，发展研究与政策／政治环境相互作用、彼此影响。

研究者及其支持者的工作深深嵌入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即便他们

雄心勃勃，志在改变公共政策的决策和施行方式，但在具体的行动

中也必须收起锋芒，对参与政策过程的其他力量作出适当的权衡。

经济和社会的性质、政府领导者的个性、政治连续性、政治变迁的

压力与张力———所有这些因素都对政策的实施和成效有着强有力的

影响。

换言之，为了使研究尽可能影响到政策，发展研究者会根据所

处的政策／政治环境，认真地设计和实施研究，并将研究结果传递

给政策团体。但这并不是简单的策略就可以完成的，政策环境既复

杂又多变，好比每一个政策环境都是一扇门，而研究者没有万能钥

匙。

随着研究的展开，政策团体对研究的态度可能会频繁地改变。

某些政策制定者原本对研究不屑一顾，但后来他们也许会认同于

此，也许还会离职而去。有时候，一些变化会对研究不利，使得一

些本该产生的影响就此消失。还有的时候，由于研究为决策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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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用的答案，打消了他们的疑虑，反过来也增加了政策环境对研

究的接纳性。

对于研究和政策的相互作用，上一章节共划分了五个类别。在

本章，我们依然沿用这种分类方法，但下文的讨论中，我们将引入

具体的案例，并分析一些加强研究影响力的策略。

政府有着明确的需求

如果政策制定者对研究表示出了真实而具体的兴趣，那么研究

者的地位就非常有利了。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制定者通常对研究建

议有着特别的需求，也有能力去采纳它，还会安排组织实施研究建

议的落实。无论是对政策摘要还是详细的数据，决策者都会主动提

出要求。而研究者所要做的仅仅是详细地阐述或者展示具体内容，

不用多费口舌，政策制定者自己也知道什么问题是重要的，什么样

的决策时机是合适的，什么样的研究建议是可信赖的。

专栏３１　与政策制定者共同工作 （塞内加尔）

当一个政府迫切需要研究为他们提供建议时，研究对政策产生

影响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研究团队若是对此早有准备，并且反

应快速，便能很好地抓住这一时机，从而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如

塞内加尔一个经济学家小组发现的一样。

尽管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由于早些年的政策，塞内

加尔的经济还是取得了较大发展。ＧＤＰ年均增速达到了 ５％，通货

膨胀率也有了显著下降。但是穷人数量仍持续增长：２００１年的一

项调查显示，该国农村地区的贫困率甚至高达８０％。

为了缓解这种令人震惊的贫困局面，国际发展中心于 ２０００年

支持塞内加尔应用经济学研究中心 （ＣＲＥＡ）开展了一项研究。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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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哪些有效，哪些无效

研究项目名为 “宏观经济调整政策的微观影响” （ＭＩＭＡＰ）①，集

中讨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影响穷人的家庭

和社区？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索，使得研究者触及了长期贫困最深

处的复杂性。

该项目实施刚满三个月之时，塞内加尔政府请求应用经济学研

究中心帮其完成一份 《减贫战略文件》，用以说明该国政府将如何

利用可能的资金来减少贫困。完成这个报告，塞内加尔就有可能满

足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从而获得减少债务的资

格。鉴于应用经济研究中心的双重角色，这个文件的撰写和

ＭＩＭＡＰ的项目工作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当大的重叠。

面对这样的挑战，应用经济学研究中心枕戈待旦，早就有所准

备。其中一些经济学家声名远扬，在政策团体中拥有很高的可信

度；有几人还具备公共管理方面的研究经验。机缘巧合使得他们要

同时进行 ＭＩＭＡＰ的研究以及减贫战略文件的编写，极大的灵活性

也给了研究者影响政策的机会。

最后，这次合作的结果令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很满意。政府

成功地制定了减贫战略文件，而且这个战略体现的是塞内加尔学术

机构、非政府组织、商业和政策团体的共识，而不是外国人的一隅

之见；这样一来，塞内加尔人对这个战略产生了一种认同感，后面

的实施工作也就好开展了。同时，有着政府的大力支持作后盾，研

究者的工作也赢得了政策制定者更多的尊重。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研究者若能及时向政策制定者伸出援手，

为他们缓解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压力，那么研究一定会产生最大的影

响。另外，在政策制定者面临所有的压力中，对经济方面的忧虑最

能驱使他们去向研究者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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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际发展研究中心选取了 １２个非洲和亚洲国家开展这个项目，塞内加尔只是
其中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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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环境下，研究者要影响政策，最好是首先取得政策制

定者的信任。通常情况下，为高层决策者提供意见的研究者都是久

负盛名之人，决策者心里清楚，这些研究者能以一种易于理解的方

式，及时为政策制定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所以，与政策制定者建立

信任关系就像是一种策略性的投资，最终会增加他们对研究的需

求，进而影响政策。

有意思的是，政策制定者对研究的需求常常出现于两种相反的

情况下：一是研究问题陈旧且广为人知，二是研究问题新颖且尚未

被理解。

对于那些老生常谈的问题，政府往往委任了特定的部门机构，

制定了清晰的解决方案，也实施了相应举措来将其制度化了。此

时，研究所要考虑的问题并非是否要行动，而是如何行动。

例如，在塞内加尔，贫困问题由来已久。为了获得多边发展银

行的债务减免，政府急需制定一个综合的减贫战略文件。此时，

塞内加尔一个经济研究机构临危受命。而这个机构恰巧又接受了

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资助，已经着手对塞内加尔的贫困状况进行

了大量分析，可以将研究成果整合到减贫战略文件中去。更有利

的是，该研究团队本来就因高质量的研究而闻名，再加上团队领

导与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便更能获得政府信任了。在撰写减贫

战略文件的过程中，研究团队既提高了自己的声誉，也巩固了和

政府的关系。信任的加深，使研究对政策产生影响成为了水到渠

成的事。

另一方面，一些突如其来甚至令人担忧的问题给政府带来了挑

战，同样也能激发政府对研究建议产生强烈的需求。譬如，信息与

通信技术的出现曾让许多政府一筹莫展，不知这些新的系统能带来

什么益处，也不知该如何规范并推广这些技术，只得四处寻求研究

者的建议。在尼泊尔和莫桑比克，政府官员就承认它们对于这些技

术知之甚少，而研究者刚好能弥补其所需，告诉他们应该怎样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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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来促进发展。在尼泊尔以及整个非洲地区，信息和通信技术这

一新奇的事物使得研究者和政府之间产生了密切持久的合作。

政府对研究抱有兴趣，但领导缺位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大家经常遇到的一种情况，尤其是决策

者，往往对这种情况非常熟悉。在他们看来，政府原本应该负责公

共政策的实施，但有些时候，由于没有清晰的决策过程，政府无法

承担应有的领导责任去决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此时，研究项

目的成员就应适时应务，担当起领导角色，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

个机会。一般来说，面临这种情形，研究团队应该采取两方面的策

略来促进研究建议的实施：一是与决策者沟通，影响和激发他们作决

定并采取行动；二是加强制度结构，保证研究可以付诸行动。沟通可

以为决策和行动提供更多的参考，也能鼓励决策的形成和行动的落实。

但如果缺少实施建议的体制，研究成果可能永远也无法付诸实践。

坦桑尼亚基本卫生干预项目 （ＴＥＨＩＰ）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个项目的研究者与当地卫生工作者和农村村民紧密合作，对当地

居民真实的卫生服务需求进行了评估。如今，该项目面临的最大挑

战就是：如何推动中央卫生部将 ＴＥＨＩＰ的项目方式制度化，来设

计和执行一个计划。在试点阶段结束之后，由于在卫生部门各方面

的参与者之间缺乏协调，项目进度放缓。直到数月后，由研究者、

国际捐赠方及政府官员共同参与的准备工作都完成了，项目才出现

实质性的进展。

另外，菲律宾在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开展了 ＭＩＭＡＰ项

目，成为了参与这个项目的多个国家之一。在项目实施早期，研究

者在该国进行了一项大范围的贫困调查，并明确指出：应该扩大贫

困监测的范围并使其制度化，以此来应对贫富差距。他们的工作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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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产生了共鸣。但同时，与坦桑尼亚的项目一样，这个项

目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那就是推进超越当地层次的行动，并在全

国层面建立一套贫困监测体系。政府的领导力和实施努力必须符合

菲律宾在行政分权方面的现实情况，这一点后来变得越来越明显

（这将在第四章详细讨论）。

再来看看同样实施了 ＭＩＭＡＰ项目的孟加拉国，这个研究项目

成功地在国家政府体制内实现了研究活动的制度化。项目人员从一

开始就培训统计局官员和国家规划委员会的官员使用 ＭＩＭＡＰ分析

工具，这样便将项目和官员的工作结合了起来。巧合的是，孟加拉

国政府的某些职员同时参与到了国家减贫战略文件和国家经济发展

计划的制订工作中，ＭＩＭＡＰ研究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从而

协助他们制定了这些文件。在这个案例中，研究之所以能对政策产

生影响，主要是因为研究者与政府官员进行了细致的沟通，将研究

植入政策过程中。

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可以发现：政府对研究有兴趣，并不能保

证研究就会对政策产生影响。如果实施层面的领导缺位，研究团队

就得想办法跟相关决策者合作，以此来培育领导层。具体的方法包

括提供及时的、相关的政策信息，进行培训，等等。

政府对研究抱有兴趣，但能力欠缺

有时候，研究主题会与某个重要的政策问题相契合。对此，政

府官员原则上可能愿意尽快接受研究者的建议并付诸实施。但实际上，

由于缺乏能力，或者必须优先考虑其他政策，这方面的行动便不得不

搁置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开展研究项目的工作人员首先应该帮助政

府提升研究能力，同时还得让相应的问题得到决策者的足够重视。如

果政策环境不佳，政府本来就极度欠缺能力，或者政策团体并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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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某个问题的严重性，研究者最好就不要贸然开展研究。

然而，通过实施一些策略，这些困难还是能被克服的。乌克兰

环境管理发展项目 （ＥＭＤＵ）便是一个典型。在乌克兰，第聂伯河

对全国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人甚至称它为乌克兰的生

命线。但是，日益严重的污染却让乌克兰国民人人自危。在国际发

展研究中心支持这个项目前，一些本土研究者已经就该河的水质进

行了数年的研究。即便如此，由于长期缺乏经费，技术也早已严重

过时，这些研究其实开展得并不顺利。为了弥补这些缺陷，乌克兰

环境管理发展项目正式启动，大力倡导使用先进而又低成本的水质

检测技术，并制订了专门的计划，尝试将研究获取的数据和其他证

据引入水资源管理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此外，为了利用事实证据来

更好地制定政策，项目团队还与政府官员进行了合作，在推进管理

技术提升的同时，也促成了他们态度的转变。

除了致力于提高政府能力之外，研究者还设法让广大公众对项

目予以支持。很显然，民众支持能够吸引并保持政策制定者对研究

的注意。这两种策略形成一股合力，使研究项目颇有成效。低成本

技术的引进，以及更具效率的决策制定过程使得政策制定者更愿意

采纳和实施研究者的建议；而公共倡导和教育活动则增加了这个问

题的政治分量，让政府更愿意对第聂伯河的污染进行监测。这个案

例给我们的启示便是：研究者能够提升某一问题的政治重要性，驱

使政府有所作为；同时还能弥补政府的能力不足，使其能够更容易

地去解决问题。

新出现的问题激发了研究，但政策

制定者缺少兴趣

　　有时，研究者能够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或是意识到某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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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重要，但决策者却对此漠不关心。尽管政府里的个别人知

晓这一议题，并部分地了解它的重要性，然而，由于这个主题本

身具有争议性，或是缺少来自某个重要政治群体的支持，结果不

仅难以吸引官员的关注和政治兴趣，而且几乎无法获得公众的

注意。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研究者若要影响政策，则必须遵循以下策

略。第一，基于事实证据，提出一些值得人们注意的政策建议，形

成一个有分量的研究议程。第二，要实施一个贯穿始终的宣传计

划，将研究成果及其价值传递给政策团体，让决策者知晓。第三，

要激起大众对这一议题的兴趣，同时让他们关注相应的政策建议。

这三点策略只有 “三剑合璧”之时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战略而共

同发挥作用。因为，要引起政策制定者的注意，研究者首先必须迈

出关键的一步———及时提供与政策相关的研究建议，以对方能够接

受的方式展示出来。只有借助有效的宣传，这些信息才能更快捷地

传递到决策层。若是在公众传播方面做得出色，政府就更容易转变

那种冷漠的态度；尤其是那些本来就直接关注这一问题的公众，还

有某些能够向政策制定者施加影响的个人，他们将使政府在这个问

题上投入更多的思考乃至行动。

在这三点中，最后一点非常关键。因为政府官员和政治精英对

研究关注的问题毫无兴趣，并不表示公众也不感兴趣。总有一些人

会跟这个议题休戚相关，政策的改变或许能让他们从中分得一杯

羹。所以，研究者往往会把自己的发现和政策建议告诉他们。在理

想的情况下，有些社区几乎从一开始就参与到研究中来，这让社区

成员深知研究的意义，并致力于促成政府的行动。

和其他情况类似，要在这种环境下让研究影响政策，研究者也

需要直接培养政策制定者的分析能力和执行能力。然而，此处最关

键的问题并不在于体制方面的，而是在于如何才能把相应的议题摆

上台面，让决策者有所关注。当然，鉴于决策者的冷漠，这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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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很可能无果而终。但只要研究者依然坚持下去，还是有一线成

功的希望的。

我们先来看看危地马拉的案例。在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和一个玛

雅人组织的支持下，危地马拉开展了一个研究项目。出于对当地居

民尤其是女孩的尊重，该项目非常希望推动教育财政方面的改革。

然而在当时，危地马拉刚刚才平息了长期的国内冲突，经济和政治

局势依然动荡不安，因此，领导人更加注重国家的统一，而不是了

解各个人群有什么特殊的需求，也不会考虑教育支出上是否存在种

族和性别方面的不平等。这是研究团队需要承认恰恰又忽略的基本

事实。由于没有顾及危地马拉的核心政治特征，这个研究项目从开

始就注定了失败。无论研究者多么努力地倡导，多么仔细地安排时

间，或是多么一丝不苟地去找合适的政策人员，始终都无济于事。

在这个案例中，政府的态度非常强硬，即使面对很有建设性的建议

也不会为之所动。但同时应该值得反思的是，研究者误读了政治环

境，导致他们在制定和实施政策研究之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

需要从这个失败中汲取教训。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在印度的农业部门，

“可持续技术和制度研究与创新学会” （ＳＲＩＳＴＩ）已经记载并传播

了超过一万例草根创新和传统实践了。除此之外，该协会还成功地

提高了政策制定者的认知，通过政府机构使协会的活动实现了制度

化。在具体的实践中，协会积累了有说服力的证据，侧重于不同决

策者的偏好展开了有针对性的宣传，还主动地构建关系网络，将政

府官员和项目工作人员联系起来。这样一来，曾经表现冷淡的公众

权威也就成为了协会的同盟和宣传员。

与之相似，秘鲁沿海地区的一个研究项目同样取得了成功。

在这个案例中，一个铜矿企业肆意排放矿渣和废液，给当地环境

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研究者在一家当地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和国际

发展研究中心的资助下，向政府官员和私人企业施压，期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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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进行大规模的环境修复。这个非政府组织就此问题进行了研

究，与官员和社区成员建立了联系，并广泛获得了公众的关注。

最后，他们还引起了国际法庭对此问题的兴趣，形成了一个书面

报告，认为铜矿公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政府在环境法律

方面的执法也过于松散。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发现：面对政

府的漠视，研究者不仅得作出过硬的研究，而且还得在政策团体

中进行集中的倡导，以及灵活地在当地和国家层面激发公众积极

参与。

政府缺乏兴趣或敌视研究

在这种情形下，政策制定者极力抵制研究建议，并且可能对这

个议题本身怀有敌意。要么是他们还远没有准备好去倾听研究的意

见，要么就是当时的政治体制拒绝研究所提供的任何东西。面对这

种情况，研究团队必须从一开始就认清现实：项目很难影响到政

策；但同时还得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目标。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研

究者的坚持不懈，或许终有一天，决策者能放弃先前的偏见，向研

究者张开双臂。

在这方面，秘鲁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这个案例中的

研究项目主要探索了高海拔地区采矿工作对健康的影响。一般来

说，人们总是认为高海拔地区生活对身体的要求更苛刻，但久而久

之适应之后，任何职业的负面影响就和低海拔地区差不多了。这个

信念令人宽心，却和研究者的结论相冲突———我们的研究者发现，

在安第斯山脉高海拔地区，小规模的人工采矿活动损害了矿工及其

家人的身体健康，这种损害远远大于低海拔地区的矿工所受到的影

响。无论是卫生部的官员还是来自采矿业的代表，都对项目结果

表示质疑。此外，采矿社区中的很多人依然持有传统观点，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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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海拔地区生活的人应该能很好地适应高山环境。因此，至少

在短期之内，项目无法发动公众来推动相应的政策变革，进而保

护矿工健康。在项目执行之初，秘鲁的矿工工会原本表现得非常

积极，然而，后来秘鲁跟其他一些南美国家一样，实施了重大的

经济改革，包括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等。这导致

矿工工会的地位遭到削弱，该研究项目也丧失了先机，难以再影

响政策了。

总　　结

发展研究项目是否能够作用于公共政策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但这主要取决于其时空背景———从理论上来说，如果政策制定者愿

意接纳研究，而且有足够的能力将之付诸应用，那么研究就很容易

产生影响；相反，如果决策者不愿意接纳研究成果，其适应能力又

轻差，则研究很难产生影响。

通过案例回顾我们就会发现，现实情况其实要比这复杂得多，

但同时，即使是在逆境中，研究者的希望并非如此渺茫。这些案例

告诉我们：首先，研究的确能在政策过程中有所作为，即便在最开

始，相应的政策环境对研究的接纳程度很低。只要研究者审时度势

地开展相应的工作，将研究成果传递给决策者和公众，那么任何情

况下，他们的研究影响都能实现最大化。其次，无论是在研究还是

政策制定领域，任何事物都会发生变化。在研究进行的过程中，政

策背景时常会发生变化；同时，研究项目能够也应该适应环境的变

化。在一些情况下，研究本身似乎改变了政策制定者的观念，因而

让政策团体开始认可研究的价值，建立起对研究者的信任，政策环

境对研究的接纳性也相应提高。根据本章对政策环境的分类，作者

梳理了各个案例，并将它们划分到了相应的类型中 （详见表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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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第二列表示项目实施之初的政策环境，第三列则表示项目实施之后

的政策环境。在有些案例中，政策环境的变化是由研究项目引起

的，另一些案例则是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表 ３—１　对 ２３项案例研究的背景及随时间变化的分析

背景 项目之初 项目终结

１政府对研究
有着明确的需求

ＭＩＭＡＰ１－塞内加尔
通信技术项目 －尼泊尔
经济改革 －越南
阿卡西亚项目２－南非
阿卡西亚项目 －莫桑比克
阿卡西亚项目 －乌干达
阿卡西亚项目 －塞内加尔

ＭＩＭＡＰ－塞内加尔
通信技术项目 －尼泊尔
经济改革 －越南
阿卡西亚项目 －南非
阿卡西亚项目 －莫桑比克
阿卡西亚项目 －乌干达
阿卡西亚项目 －塞内加尔
亚洲渔业研究网络３
ＳＲＩＳＴＩ４

２政府对研究
抱有兴趣，但领

导缺位

ＴＥＨＩＰ５，坦桑尼亚
ＭＩＭＡＰ－孟加拉国
ＭＩＭＡＰ－菲律宾
拉丁美洲贸易网络

２４国集团６

ＴＥＨＩＰ，坦桑尼亚
ＭＩＭＡＰ－孟加拉国
ＭＩＭＡＰ－菲律宾
拉丁美洲贸易网络

２４国集团（２４个国家）
铜矿产业，秘鲁

灰水再利用，约旦

３政府对研究
抱有兴趣，但能

力不足

环境管理，乌克兰
环境管理，乌克兰

阿萨尔项目，黎巴嫩７（本地）

４新出现的问
题刺激了研究，

但政策制定者缺

少兴趣

高海拔地区采矿，秘鲁

铜矿产业，秘鲁

ＥＣＡＰＡＰＡ８
阿萨尔项目，黎巴嫩

亚洲渔业研究网络

ＳＲＩＳＴＩ
灰水再利用，约旦

教育预算改革

水源需求管理，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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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背景 项目之初 项目终结

５政府缺乏兴
趣或敌视研究

咸水灌溉，叙利亚

咸水灌溉，叙利亚

阿萨尔项目，黎巴嫩（国家）

教育预算改革

水源需求管理，突尼斯

ＥＣＡＰＡＰＡ
高海拔地区采矿，秘鲁

　　备注：
１ＭＩＭＡＰ：宏观经济政策和调整政策的微观影响；
２阿卡西亚项目 （Ａｃａｃｉａ）：一系列用于发展项目的信息与通信技术；
３亚洲渔业研究网络 （ＡＦＳＳＲＮ）：全称 “亚洲渔业社会科学研究网络”；

４ＳＲＩＳＴＩ：可持续技术和制度研究与创新学会；
５ＴＥＨＩＰ：坦桑尼亚基础医疗卫生干预项目；
６Ｇ－２４：即２４国集团，是７７国集团派生出来的由 ２４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组织，

在国际金融改革的议题中为其成员代言；

７阿萨尔项目：黎巴嫩阿萨尔地区贫瘠土地的可持续改进项目；
８ＥＣＡＰＡＰＡ：中东非的农业政策分析项目。

通过该表我们看出，就本书讨论的研究项目来说，很少有研究

在实施前后一直处在封闭的政策环境中。大多数研究在实施以后，

都能与政策团体进行一定对话，政策环境对研究的接纳性也会相应

提高，印度的 ＳＲＩＳＴＩ项目和秘鲁的铜矿污染研究项目就是如此。

只有像秘鲁高海拔地区采矿研究这样的少数几个项目才无甚改变。

考虑到这些变化，如果我们仅仅借用政策环境的接纳性，似乎

还不足以解释研究最终能对政策施加什么程度的影响；接纳性和影

响之间并不存在完美的线性关系。在政策环境，以及研究实施和传

播的过程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关键性因素在发挥作用。为了更完

全、更有效地理解研究影响政策的动态过程，我们还需对此进行深

入的探索。这正是第四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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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管理研究，随机应变

既然人们决定要通过研究来改善落后地区 （尤其是发展中国

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那他们就应该知道，发展研究通

常是在艰苦、资源稀缺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环

境这么严酷，但只要研究的设计、实施和沟通能够完全符合政策及

政治环境的需求，那么它就有可能影响相关的政策与行动，在促进

可持续和民主发展的同时，真正改善民生。

在第三章里，我们已经讨论了发展研究与政策／政治环境的互

动，并提出了多种策略性的研究途径。接下来本章将介绍一些具体

的实践经验，回顾那些成功影响了政策的研究，为读者呈现一系列

行之有效的建议。

在此之前，笔者需要重申一个看似简单的现象：在发展中国

家，从事研究管理通常是非常艰辛的。研究团队得在资源短缺的情

况下筹集所需设备，克服资金的不确定性，招募、培训和留住人

才———各种困难将无可避免地摆在发展研究管理者的面前。

且不说其他，要留住积极而有能力的员工就是许多研究管理者

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在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资助的多个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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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职位需要自信、有志向和具备一定营销技能的员工，这些要求

也使得人员流动非常频繁。对此，管理者并没有什么神奇的解决之

道。要避免过高的人员流动率，他们通常只能谨慎地招募，建立标

准的激励制度来留住劳苦功高之人。除此之外，有几个项目的实践

还让我们有了新的发现。例如，在可持续技术和制度研究与创新学

会 （ＳＲＩＳＴＩ）和约旦的灰水项目中，人员流动率都比较高，但最后

这两个研究都实现了对政策的影响。其成功的秘诀就在于，项目的

领导层比较固定。所以，即便其他层面的员工变动很大，研究团队

的管理依然稳如泰山。

这些案例告诉我们，不仅要对研究团队内部勤加管理，此外还

得注意三个重要的方面。第一，明确项目意图，即影响政策和行

动。第二，建立和维护牢固的关系网络，以方便研究合作和政策倡

导。第三，制订并实施一套连贯的沟通和宣传计划，系统地把研究

引入决策过程。接下来笔者将对此依次进行介绍。

专栏４１　节约水资源，改善相关政策 （约旦）

和许多其他地区一样，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淡水稀缺威胁着城

乡地区的贫困人群。其中约旦尤为严重，当地快速的城市化使数百

万人面临水资源短缺和食物供给不稳定的问题。为了应对这个情

况，约旦落实了许多补救措施，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回收利用

灰水、发展更高效的城市农业。围绕着这个目标，约旦涌现了相当

多的研究项目。

灰水主要由洗浴用水和水槽中的废水构成，是一种未被充分利

用，但具有潜在价值的水资源。它可以用于灌溉城市花园，有助于

城市居民增加食物来源和提高收入，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家庭来说独

具价值。在约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支持了一系列前后承接的项

目，首先证明了灰水的价值，后来又推动了政策的变革，拓宽了灰

水的利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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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第一个研究主要是在安曼收集相关数据。该研究发现，安曼

１／６的家庭都从事着都市农业，其中４０％的家庭使用未经处理的灰

水。此外，约旦还没有关于都市农业的具体政策或法规。

第二个项目是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聚居区开展的。这个

项目测试了一种小型的灰水过滤器，该器具非常廉价，主要是由回

收塑料瓶制成。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还考虑到了文化与宗教界

人士对再生水的关注，利用了当地酋长向其部族介绍灰水的优势。

第三个研究则评估了澳大利亚援外合作署开展的项目，这一项

目致力于探索新的方法，用来保护约旦南部的土地和水资源。在国

际发展研究中心的资助下，评估者阐释了该项目是如何增加家庭收

入，并促进社区合作和资源保护的。

最后，在塔菲拉地区实施的第四个项目提高了灰水处理的简易

性、安全性和高效性。它促进了环保型肥皂的生产；优化了灌溉系

统，培育了能够更加适应灰水灌溉的新作物。此外，它还推动了政

策变革，促进更多公众认可灰水的再利用。

这些项目之所以能够对政策施加影响，是与政府当局的态度分不

开的。因为当局认识到了约旦的水资源危机，乐于接受研究给出的建

议。同时，这些项目还显示出了一些其他的重要特征，即研究者、决

策者、捐助者、非政府组织及住户之间建立起了牢固的关系网络，有

着充分的沟通；参与项目实施的个人和组织有着较好的信誉；项目的

领导者有着战略性的眼光，能够把以前的经验应用到后续的项目中。

正是由于这些特征，研究才得以对当地行动和国家政策产生影响。

确定影响政策的目标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研究在开展之初就明确了 “影响政策和

相关行动”这个目标，那么，到最后它也就更容易施加自己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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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众所周知，设立一个共同的目标能够给冗长的项目带来活力和

方向，但此处的 “目标”还不单指一种心理状态，而更是指一种

方法。它可以影响初期的研究问题，有助于人们决定调查或试验的

进度与其他安排。而且很关键的是，它能促使研究者在向政策团体

和公众汇报研究成果前，仔细斟酌要汇报的内容和词句。另外，它

还能让研究团队更加注重培育他们与决策者的持久关系。

有人可能认为，上述大部分观点都是不证自明的，不必太费笔

墨。因为发展研究作为应用研究的其中一支，骨子里就有着影响公

共政策、发动政府或其他主体开展行动的意图。这样的说法或许有

一定道理，然而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因为研究者对政策和研究的思

考往往是两码事，他们通常是到了研究项目后期，才着手考虑如何

去影响政策。所以，要实现最好的效果，研究者应该在最开始就把

这个目标融入研究设计之中。

以拉丁美洲贸易网络 （ＬＡＴＨ）为例，该网络创立于 １９９８年，

是一个区域性的研究机构，专门帮助拉美国家应对全球经济问题，

并参与相关的贸易谈判。它从一开始就明确了 “影响政策”这一

目标，多年来以此指导工作，一直务实地致力于开展与政策相关的

研究，以满足拉美决策者的需求。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拉丁美洲贸易网络的成功还佐证了其他项

目收获的经验。它的作用远远不只影响一个具体的政策或规划那么

简单，而是更加长远地扩展了政府决策能力，以新问题和新思路拓

宽了政策视野，通过加强审议、决策和政策执行程序而改善了政策

体系。总之，只要在研究策略里明确提出了 “影响政策”这一目

标，研究者就会注重与政策团体的长期互动。

明确影响政策的目标这件事，迟做总比不做好。在东南亚，国

际发展研究中心对亚洲渔业社会科学研究网络 （ＡＦＳＳＲＮ）进行了

长期支持。面对渔捞过度和环境退化的重重威胁，该网络最初设立

的目标仅仅在于提升东南亚的研究水平，特别是探索沿海渔业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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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济和社会问题。经过几年时间，该网络才转移了重心，开始注重为

政府提供明确的政策建议。在这些年间，网络的研究者也没闲着，

他们提高了整体的技能水平，也树立了研究团体的声望。由于自身

研究能力有了增长，在工作重心转向之后，他们能够自如运用已有

的能力去实现新的目标，相应地也就改善了公共政策和地方实践。

建立关系网络，推动研究者和政策团体沟通

亚洲渔业社会科学研究网络、拉美贸易网络以及其他很多案例

都已证明，在一个有着共同目标的网络中开展研究，能带来多种甚

至惊人的回报。因为，在全球各个发展中国家，研究者都会面临诸

如资金匮乏和设备短缺之类的苦恼；特别是一些贫穷国家的研究者

在独自工作时，还常常会感到孤独和疏离。而关系网络在资源、经验

和研究成果的整合方面具有很好的乘数效应，恰恰能为研究者减少这

类苦恼。此外，当今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来主导的，因此，

相关知识和影响的传播也主要是单向的。而关系网络建立起来之后，

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者和决策者之间能够密切合作，有助于他们独立创

造和分享知识，进而也能对发达国家的研究领域产生影响。

那么，要怎样做才能使网络发挥出最大的效用呢？笔者认为，

在网络建立之初，人们就必须针对 “影响政策”这个目标制定出

详细的策略。他们得明确地将 “影响政策”纳入自己的计划；让

所有利益相关者都积极地参与到网络活动中去；他们得密切关注政

策制定者的需求变化；还得跟政策制定者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广泛

磋商，随时调整研究议程；为了携起手来追求共同的目标，他们必

须投入到长期的工作中去。

以拉丁美洲贸易网络为例，这个网络的政策研究者在很早就明

确了研究的政策导向，而且大范围地招募其他研究者，耐心地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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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管理研究，随机应变

各种关系，从而成功地把研究引入了政策。意料之外的是，拉丁美

洲贸易网络与亚洲渔业社会科学研究网络类似，都总结出了一个关

键的成功秘诀，那就是研究团体与政策团体之间的人员流动。在拉

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大量研究型人才成为政策制定团体中的一

员，另一方面，经验丰富的政府官员也乐于临时性地加入研究队

伍。许多人甚至还同时扮演了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两种角色。这种

职业身份的交叉自然而然地加强了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工作

联系。正是依靠关系网络构建起来的合作，才为这些跨国互动增加

了很多机会。

注重与政策制定者以及公众的沟通

事实上，大多数研究者在跟政策团体中的官员和政客打交道

时，往往都不太自在。在他们看来，不发达地区的政局动荡混乱而

又阴晴不定。要跟这里的政府机构建立进一步的关系，他们大多只

能望而却步。况且，这些决策者百事缠身，研究者要吸引他们的注

意力，只得把复杂的研究用简明扼要的方式表达出来，对此，研究

者们也没有足够信心。

这种担忧是正常的，但也是不合时宜的。在今天，人们对发展

研究给予了越来越多的期望，除了为问题寻求新的答案以外，人们

还希望发展研究者能够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将其中包含的

意义和政策内涵规整出来，清晰地向政策团体和公众阐释。正如一

个愤怒的研究者在某次会议所抱怨的那样，研究者现在都应该

“像艾琳·布劳克维奇 （或者像茱莉亚·罗伯茨在电影 《永不妥

协》里饰演的那样）……你必须有自己的能力、自己的风格……

你必须作研究……进行传播，设计策略，出版成果……拜托，我只

是一个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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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单凭一己之力是行不通的，还需要策略。笔者反复强调的

是———沟通是影响政策的前提。这里所说的 “沟通”是指一个长

期的共建互信的过程，研究者需要适时地向政策制定者建言献策，

帮助决策者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而所有这些，都需要持久的耐心

和周密的行动。

例如，若想开展一个为期五年的发展研究项目，人们在第一年

就得启动相应的沟通策略。首先，项目工作者可能得跟中层政府官

员进行非正式的对话，或者半小时的概要介绍 （在官僚系统中，

中层官员往往要比高层官员稳定，所以，开始就跟他们接触，可以

尽可能地保证未来五年内项目和政府间的稳定关系）。另外，根据

研究主题，不管是省级立法机关还是城市议会，其他层次和机构的

政策人员也应参与进来。除了政府部门，那些对研究问题感兴趣的

支持者也应成为项目工作者的沟通对象，包括商业协会、农业和劳

工组织、专业机构以及其他类似的组织。

有时候，即使是在住户和社区里跟一些最普通的老百姓交流，

也会产生非常有影响的结果。例如，要调查健康、教育或互联网连

接等问题，就最好去问那些正为这些问题苦恼的家庭。对于日后出

台的政策，他们或支持或抵制的态度很有可能会决定政策的效果；

研究者和社区之间的相互教育能够增进人们对今后政策的理解，进

而支持政策的实施。

随着研究的推进，其成果将会越来越多，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

之间的沟通就应该越来越及时和具体。此时，如何选择措辞和合适

的表达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一般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对那种专

业性较强的研究问题、理论和方法都不太感兴趣，他们所关心的是

实际工作中饱受困扰的问题，需要的也是简明清晰的解决方案。

另外，研究的时间安排也至关重要。有些时候，政策制定者会

连续好几个月都对研究者不理不睬，但突然间又会要求对方立马给

出他们想要的答案。研究者若想影响政策，就得充分利用这几个月

#)



第四章　管理研究，随机应变

时间开展他们的研究，随时准备抓住机会，把成果递交给政策制定

者，正如路易·巴斯德 （ＬｏｕｉｓＰａｓｔｅｕｒ）的那句至理名言——— “机

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可以理解的是，政策制定者需要处理各种各样的难题。如果研

究者呈现给他们的不是清晰明了的信息，而是更多的矛盾和未解之

谜，那只会给他们添乱，无益于决策的形成。当然，这并不是说研

究者就可以夸大其词地力捧某项政策建议，相反，他们应直截了当

地说明他们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在呈递给决策者的建议中，研

究者可以写出自己的洞见，但必须说明哪些是事实，哪些又仅仅是

他们的推测。在当今，单个研究者很难就某个问题给出完备的解决

方案。有时，研究者在某个方面的无知甚至还能给予决策者些许宽

慰，让后者明白——— “原来我不懂的地方别人也不一定就懂”。这

种及时、简明、坦率的沟通有助于树立决策者对研究者的信任，也

利于使研究的影响力发挥出来。

随机应变

上文已经提到，为了发挥研究的作用，我们需要对项目进行精

心管理，明确研究的目标，建立关系网络，还要注重沟通。但所有

的这些都是在研究团队的能力之内的，在此之外，还有一些跟政策

环境 相 关 的 不 可 控 因 素，我 们 将 其 称 作 系 统 变 数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ｉｅｓ）。在下文我们将介绍五种系统变数，无论是什么样的

机构调整和政治变动，研究者都应该调节自己的策略，尽力把研究

引入政策。

决策机构的稳定性

要实现政策影响，发展研究者们通常得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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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政策制定者建立私交，二是让研究本身得到整个政策团体的认

可，形成 “集体记忆”。然而，若是政策制定者的去留迅速无常，

或者集体记忆也不管用时，政策的影响力也就削弱了。这种情况在

发展中国家相当普遍。

以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资助的危地马拉教育研究为例，在这个项

目开展过程中，危地马拉政府实施了意义重大的结构性调整，使得

决策权从行政部门转移到了立法机构。由于缺少相应的准备，研究

者无法有效地对立法者开展游说，因而研究的影响力也就大打折扣

了。与之类似，在秘鲁高海拔地区的采矿研究项目中，秘鲁政府削

减了财政预算，撤销了专门处理职业健康问题的政府机构，让研究

团队少了一个潜在的同盟。简而言之，尽管研究可以产出一些有意

义的结论，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愿意接受它的政府机构，或者政府

的政策重心出现偏差，那么即使研究成果再好，也难以落实到新的

政策或者行动中去。

无独有偶，乌克兰的河流治污项目也有着类似的遭遇，同样面

临政府机构不稳的问题。但最终这一案例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

功，其原因就在于：研究者利用电视节目和其他方式把研究成果传

递给了公众；此外，他们还选取了一个特别稳定的决策者作为研究

和政策的桥梁，那就是总统。公众与总统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消解

了机构变动给项目带来的冲击，工作开展起来也就更有保障了。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另一种策略。前文已经提到：研究者应该

建立与政府中层官员的合作关系。因为他们是政府机构的中坚力

量，对研究的 “集体记忆”最为深刻；而且这一层级的人员调整

给项目带来的破坏性也相对较小。例如，拉美贸易网络的成员就很

好地利用了这点。作为该项策略的延伸，研究者还可以在低一级的

国家治理结构中去寻求更稳定的决策部门。诸如村委会、州政府或

地方教育委员会之类的机构，有时可以成为研究团队的最佳拍档，

帮助它们把研究成果推向政策。这一点将在下文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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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管理研究，随机应变

政策制定者应用研究的能力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国家发展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政府能力欠缺

的问题。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推动经济和社会变迁，那么国

家发展也就无望了。在它们缺乏的各种能力里，吸收和应用研究建

议便是其中之一。这也是大多数研究者长期面临的一个变数。

对此，研究者们自有应对之道。在拉美贸易网络的案例中，政

府官员最初连一些基本的贸易谈判概念都搞不懂，这实出项目意料

之外。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研究者只好在原计划的基础上增加

了培训官员的时间。同样，为了参与对全球重大经济问题的探讨，

２４国集团启动了 “技术支持服务项目”，通过适时的研究来为成员

国提供决策参考。但即使是这样，各国的政府官员也不一定会依照

建议来行事。研究者们发现，各国部长起初对他们构建的计量经济

模型疑虑重重，而且在采纳研究建议方面也表现得非常谨慎，生怕

招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不悦。面对这种意外情况，研

究者不可对官员期望太高，毕竟，终日公务缠身，让他们很难顷刻

就理解研究中的假设、数据或是表达方式。相反，研究团队应该合

理地计划并投入必要的时间，通过培训和倡导来提升决策者的能

力。很多时候，当细心的研究者成为决策者的老师时，研究影响政

策的时机才真正到来。

分权抑或中央集权

从表面上来看，一个国家是否有着分权的决策制度，似乎与研

究能不能影响政策没有太大关系。不管在什么样的决策结构中，只

要研究项目的计划符合现实，那么它就有可能影响政策。要做到这

点，研究者首先得摸准相应国家的体制。若要实施一个医疗卫生研

究项目，而且该国的医疗政策又是由省级或地区官员来制定的，那

么研究就应该针对他们展开攻势。值得注意的是，分权体制中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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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规则都不是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存在的。为了使研究的影响力最大

化，研究者需要理解那些非正式的和不成文的政策制定实践，并弄

清楚决策者到底想实施怎样的权力分配。

以菲律宾的 ＭＩＭＡＰ项目为例，由于该国的贫困监测和扶贫体

系采用了分权制，因此，要将研究成果推广到全国各个角落，那就

需要相当大的精力和时间投入。事实上，研究者也正是这么做的。

为了让菲律宾全国都使用他们开发出来的贫困监测体系，研究者们

采取了步步为营的策略，首先在巴拉旺省成功地实施了计划，随后

又将项目扩展到了第二个省，即布拉干。

在坦桑尼亚的 ＴＥＨＩＰ项目中，中央政府有志于推动医疗体系

的分权，希望区域和当地层面的医疗工作者能够拥有一定的决策

权。了解到这点之后，研究者实施了与之相适应的试点项目。他们

通过住户访谈，评估了普通老百姓的健康需求，从而为政府开展各

地的分权工作提供了一些指引。

与之类似，在国际发展中心支持的多个 “信息与通信技术项

目”中，研究者也注意到了：中央政府希望实施某些方面的分权，

让地方承担更多的责任来管理和推动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在城

市市场和乡村学校，在田间地头和渔船上，适当的分权化管理着实

让技术创新变得民主起来，另外也改变了老百姓的生计。而研究者

需要明白的是———哪些方面在实施分权，其目的又是怎样。

另一方面，在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治体制会对研究的应用产生

积极还是消极影响，到最后其实还是取决于研究本身。当它顺应中

央的意志时，当权者便会以国家利益之名推动研究的应用，集权体

制也就能够促进研究对国家层面的政策产生影响。在越南，随着市

场经济改革的推进，政府非常需要经济方面的研究。国际发展研究

中心就应其所需，开展了与之相关的研究项目。对于研究成果，中

央政策团体也相当感兴趣。而在同样实行中央集权的叙利亚，结局

就没那么好了。由于灌溉问题并非政府的优先考虑点，因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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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开展的该主题研究从未得到利用。

总而言之，尽管发展研究必须以影响政策为己任，但研究者的

期望必须跟实际情况相结合；只有在与国家决策结构相符的前提

下，研究才更有可能影响到政策。在有的国家里，某些领域的决策

权已分至地方层次。在这样的前提下，若是哪个研究项目非得硬

上，不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就不罢休，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那

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符合实际呢？笔者建议，在设计一个发展

研究项目时，人们最好先去了解相关领域的政策制定结构和过程，

判断其集权或是分权的程度，再据此调整项目的执行和汇报。

转型国家的特殊机遇

如前章所示，在那些经历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国家里，研

究者往往能找到难得的机会，让他们的工作影响到公共政策和行

动。因为，这种情况下的决策者对非传统的思想和创新非常敏感，

正在逐步成形的年轻机构也有着很强的可塑性，而且公众也乐于接

受反传统的主张。在转型社会里，人们不仅会对政策内容革旧维

新，甚至连治理的方式也会有所改变。所以，研究既可影响政策本

身，同时也能影响政策讨论和决定的规则。

从乌克兰到南非再到越南，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资助的研究者们

利用这些转型，恰到好处地影响了政策。在乌克兰，研究者引入了

一种新的规程，加强了环境管理的透明度和可问责性，从而帮助政

府深化了体制改革。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结束以后，国家实施了

社会和经济变革，而研究者早早为此做好了准备，对该国首个经由

选举产生的政府给予了支持。在越南，研究者积极为政府出谋划

策，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该国的经济改革。总之，对研究而言，转型

并不是什么安稳的环境，巨变和挫折有如家常便饭一般。但不管怎

样，有耐性的、善于抓住机会的研究者依然爆发出自己的影响力，

并发挥持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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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与政府压力

当一个政府面临经济危机或者其他沉重的经济压力时，形势反

倒利于研究者去影响政策。因为大部分情况下，迫于经济方面的压

力，政府领导往往会向研究敞开怀抱。例如，塞内加尔的 ＭＩＭＡＰ

项目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有赖于国际机构给该国政府

施加压力，让其不得不撰写 《减贫战略报告》。在越南，官员和政

客们都希望通过可靠的贸易政策改革来吸引国外援助，并取悦潜在

的合作伙伴；还有其他一些政府为了规范和促进信息通信技术的发

展，也向研究者伸出了橄榄枝。这些事实都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

理，那就是研究者要知政府之所思、察政府之所虑，只要他们回答

了困扰政府官员的经济难题，那么研究就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即

使研究主题不与经济直接相关，这个道理也依然适用。例如，有关

卫生服务的研究也可以引起政府的注意，因为这样的研究能够让稀

缺的卫生预算都花在刀刃上。退一万步讲，即使经济发展并不是政

府最优先考虑的事项，研究者也可精心布局，通过培训和倡导来吸

引决策者和公众的关注，最终影响政策。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五种系统变数是对第二章和第三章提到

的五种政策环境的补充。事实表明，无论在什么样的政策环境中，

特殊的政策和政治变数都会影响研究的效用，研究者想要影响政

策，只能对症下药，采取与之最适应的策略。

然而，研究发现及其积极宣传也会促使环境对研究的接纳程度

和系统变数发生变化。对研究团体而言，需要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和

韧性，才能充分利用这些转变。这是下一章所要阐述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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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与政策的政治性

通过案例回顾我们可以发现，政策过程鲜有一帆风顺的。政治

决策和政府行动中的各种结构、规程以及人们的个性都构成了研究

的环境；想要影响政策，研究者就得嵌入这个变幻莫测的环境中

去。所以，在制定研究策略时他们需要注意两点：第一，要把握住

那些最适合采纳和应用研究成果的人；第二，要根据环境变化作出

灵活的反应。例如，在孟加拉国，那些关注贫困问题的研究者发

现，高层官员有权实施政策，所以他们就直接和这些官员进行了接

触，而没有在低层政府机构中投入太多精力。与之相反，在拉丁美

洲，每次政府变革都会影响高级官员的任命，中层官员的地位反倒

更稳定一些。于是，那些关注贸易问题的研究者就更注重培育和中

层行政人员的关系。总之，环境决定了研究者应该试图去影响哪些

人，以及如何去实现这些影响。

日常的政策制定过程非常复杂，它遵从的绝不是一种线性的逻

辑；相反，随着时间发展，它会在决策、实施、再思考和再调整这

样的环路中迂回前行。每当出现一个议题之时，政府就会作出相应

的决策，并在实践中对此进行检验；之后，或许先前的决策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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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效果，政府又会转而关心其他议题。

这表明，想要影响政策，研究者就得持续地跟决策者沟通，要

树立对他们的期望，再培训他们，影响他们。例如，在塞内加尔，

减贫研究者针对一些还未纳入政治议程的经济问题举行了研讨会，

并邀请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政治领袖都来参加讨论。这样，在做某些

决策之前，领导们就已经受到了研究者的启发，掌握了一些新的方

法；同时，他们也会更加信任研究者，在需要制定政策的时候自然

就会去寻求研究者的建议了。

就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评估的项目而言，只有跟通信技术相关的

项目是提供的一次性支持，并最终影响到了政策。例如，在尼泊

尔，一个花费还不足１０万加元的小型项目迅速得到了政府的重视，

帮助其设计了国家电信政策。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要被表象所蒙

蔽。因为，政府的重视往往源自官员和研究者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任

关系。在尼泊尔案例中，决策者确实寻求了研究者的建议，但他们

绝不是随随便便找的研究者，他们所信任的，是那些有着良好信誉

和知名度的研究团队。这样的逻辑倒也在情理之中，毕竟熟人办事

风险小。而且，越是新颖的问题，就越会促进决策者去找专家咨询

建议。

除了以上这些因素之外，我们的案例还显示，如果研究团队与

其他组织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或是联系网络，有着畅达的沟通渠

道，并注重研究的及时性，那么它影响政策的可能性也会大一些。

下文将对此一一说明。

伙伴关系与联系网络

伙伴关系和联系网络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如果非得找出一

点不同的话，那可能就在于：关系网络是一种有组织的形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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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则是在操作或策略上体现为一种合作计划或意图。众所

周知，要想让研究取得理想的效果，就得培植一定的伙伴关系和

联系网络。直到今天，这个道理依然毋庸置疑。因为无论在什么

地方，伙伴关系和联系网络总能产生规模效益，会聚各种各样的

知识和洞见，激发公众意见和活力，并与决策者一道影响社会的

发展。从本质上来说，研究是一项协作型的工作。而伙伴关系和

联系网络恰恰能将各种力量组织到一起，使其能够共同探索和改

变我们的世界。

在研究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要建立并维持良好的伙伴关系和

联系网络并非易事。项目团队必须投入足够的资源和时间，而且

还得有一套缜密的计划———要结合可用的资源以及政治经济环境，

来确定自己的目标、选定理想的成员并开展相应的行动。只有在

具备所有的这些条件以后，伙伴关系和联系网络的效力才会发挥

出来。

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评估发现，以下四个至关重要的操作性

因素决定了伙伴关系和联系网络是否能够对政策产生真正的影

响。

（１）资源调动能力。这里的资源指的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

括能将研究付诸实践的所有因素，例如公众的意见以及政府的配

合。如果研究者能够同时赢得公众和政府的支持，那么他们的工作

通常都会更有效地影响到政策。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在印度的

ＳＲＩＳＴＩ项目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在这个项目中，网络的成员广

泛参与了村庄层面的咨询和政府游说，从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秘

鲁的铜矿案例也是如此，一个名为 “ＬＡＢＯＲ” （ＡｓｏｓｉａｃｉóｎＣｉｖｉｌ

Ｌａｂｏｒ，详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ａｂｏｒｏｒｇｐｅ／ｉｎｆｏｐｈｐ？ｉｄ＿ｓｅｃｃｉｏｎ＝１）

的组织调查了污染事件的真相，并将其发布到国际社会中，引起了

国内外公众的广泛关注，并促使政府进行了政策改革。

（２）项目参与方与决策者沟通的便捷程度。无论是越南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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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研究，还是莫桑比克的通信政策制定，各地的研究者都意识到

了，联系网络能够让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带着共同的目标围桌而

谈，进而推动项目进展。事实上，这些伙伴关系通常都是由政策团

体首先发起的，他们的这一举动无疑向优秀的研究者敞开了大门，

有助于研究影响政策。

专栏５１　增强拉丁美洲的谈判实力

在与工业化国家进行贸易谈判和磋商时，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

不利地位。富裕国家的政府往往拥有见多识广的政策部门和独立的

智囊团，而贫困国家却什么都没有。因此，面对那些有可能影响国

家未来的复杂谈判，他们也只能退至一边，无法充分参与协议的制

定。近些年来，贸易谈判所涉及的范围愈加广泛和深入 （就业、

环境规范、税法和竞争政策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由

于缺乏政策分析能力，变得越来越弱势。

１９９４年国际贸易谈判 “乌拉圭回合”结束，在漫长的磋商过

程中，拉美国家在谈判、磋商方面的能力缺陷暴露无遗。也正是因

为如此，拉美贸易网络应运而生。

得益于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拉美贸易网络于 １９９８年正

式成立。其目标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１）针对国际贸易体系中的

新问题，支持拉美国家制定相应的应对政策； （２）提升拉美国家

的能力，使之介入国际贸易谈判； （３）加强各参与机构的合作关

系，使之为了更长远的目标而共同奋斗。

该网络从３０多个学术机构中吸收了３５名研究者，以及来自国

际非政府组织、研究所和政府间组织的官员及同事。他们的研究主

要分为三类： （１）针对多方谈判组建贸易联盟，制定谈判策略；

（２）针对新兴议题的实质性研究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３）根据

各国情况，为其制定合适的国别战略。

从总体上来看，拉美贸易网络旨在为政府以及私人部门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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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送去及时的政策研究。由于议题的更迭，其研究侧重点也会随之

发生转变。通常来说，中层政府官员是这个机构最好的受众，因为

他们比高层官员更具连续性和稳定性。

评估显示，拉美贸易网络已经实现了对政策的影响。在它的作

用下，政府机构加强了决策和谈判的能力，政策团体得到了培训，

而决策制度也变得更加透明和开放了。在后来的谈判中，各国政府

根据自己国家发展的特点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因而也就更好地维护

了拉美国家的利益。

（３）在适当的时机寻找适当的伙伴。研究团队应该和什么样

的人建立伙伴关系或者联系网络呢？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充满

玄机。从长时间来看，所有跟特定主题有利害关系的人都应参与到

研究和政策的设计及实施中来，甚至包括一些可能会阻挠项目推进

的人。此外，在一个以研究为中心的伙伴关系或网络中，项目团队

应该尽可能地吸纳决策者，尽管一些位高权重之人很少全程参与项

目的活动，但这依然能够带来很大好处。那么，我们应该在什么时

候、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各类行动者带入网络呢？这个问题更加棘

手。在有些情况下，不同行动者加入网络的先后顺序非常重要，譬

如烟草控制项目和一些争端解决项目就是这样。经过多年来的积

累，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发现，研究本身能够促进争端的调停。因

为，研究搜集到的新信息能够化解旧的偏见，建立相互信任，并打

破零和僵局。这就是为什么那些 “志不同道不合”的人也应加入

网络的原因了。但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并不主张所有的利益相关者

同时加入网络；相反，研究团队应该有步骤地分别和他们建立

联系。

（４）求同存异。要让风格迥异的合作伙伴齐心协力，朝着共

同的目标进发，这着实有些困难。但是，一旦做好了，项目就会获

得巨大的乘数效应———这可是任何机构都没法独自实现的。一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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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研究者的鼓动能力比较弱，很难激励各方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去持久地奋斗。所以，研究团队最好多找一些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

合作伙伴，来弥补自身的不足。

沟　　通

对于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来说，他们只有在和研究者进行了

充分的沟通，了解到研究以后才有可能采纳相应的研究建议。在最

理想的情况下，研究团队最好在项目初期就开始与决策者沟通，并

把这样的活动列入研究计划，贯穿项目活动始终。有时候，决策者

会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亲自参与到研究的规划和实施中。例如，

在坦桑尼亚有关医疗卫生服务的研究项目中，政府官员从一开始就

参与了进来。但更普遍的情况下，决策者或其他人想要知道研究结

果，多半得靠研究者的汇报才行。

研究结果的传播渠道有两条：其一是直接的信息交流，项目团

队可以将研究结果用政策简述的方式呈递给各位部长，也可以用广

播和电视节目传播到全国；其二是研究团队和政策部门之间进行工

作人员的互换。通过这样的交叉体验，研究者和决策者能够更加理

解对方的工作风格，从而促使研究对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接下

来，我们会针对这两种传播渠道展开详细的论述。

信息交流有着多种多样的载体，包括研讨会、大型会议、政策

文件、大众传媒或其他一些专门的媒体，以及研究者和决策者之间

的私人联系。这些载体看似简单，但并非每个研究团队都能很好地

利用它们。要做到这一点，则需注意以下几方面。

首先，信息需要双向流动。除了向决策者阐述自己的成果，研

究者还得重视倾听对方的反馈。在这样的对话中，有心之人往往能

从决策者的话语中听出他们的疑惑，并察觉到他们是否采纳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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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基于此，研究者才能学会换位思考，用对方能理解的语言

向其阐释研究结论，进而促进沟通和政策影响的实现。

其次，沟通需要持续性。短短的一篇政策简述和一场研讨

会，往往不能对政策产生持续的影响，尤其是在政府人员频繁

流动时更是如此。所以，项目团队在制定策略时必须考虑到沟

通的问题，而且要将这项工作贯穿项目始终。只有通过持久的

沟通，研究网络的价值才能凸显出来，特别是那些有决策者参

与的网络。

再次，沟通需要简单明了。和那些冗长的学术文章比起来，单

刀直入的短文往往更具可读性，也更容易被读者记住。已有经验表

明，这绝对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是研究者在实践中往往难以

做到。繁忙的决策者尤其是那些位高权重的人根本就没有多少精力

去理解那些讲究的抽象概念，也没有足够时间去品味那些丰富的历

史细节。要提高沟通的质量，研究者可以通过一些常规的研讨会、

工作进程报告以及临时会议来跟决策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样，

研究才能更多地影响到政策。

作为沟通的第二条渠道，研究和政策团体之间的人员互换也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大量案例中，研究项目的成员直接进入政府部

门，与同事分享研究知识，促进了研究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应

用。例如，亚洲渔业研究网络的一名成员最终成为了菲律宾一个大

型农业研究局的领导，叙利亚的一个项目领导也在项目结束后被委

任为农业部长。类似的案例举不胜举。

当那些拥有重要社会地位的人参与到研究中时，也会推动人际

传播。例如，在印度的 ＳＲＩＳＴＩ案例中，项目的首席研究员拥有极

高的声誉，引发了高级政府官员对项目的兴趣，从而支持了项目对

本土知识的探索。另外，莫桑比克一个享誉全国的信息学学者同样

打动了政府官员，让其正视起通信技术的发展前景来。这些卓越的

人物能够使研究更容易影响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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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与政府机构或者其中一些有影响力的官员结成联盟也是

一种人际传播方式。在约旦，灰水再利用项目的研究者与统计局官

员建立起了联系。在意识到二者有着共同的目标之后，统计局官员

将项目活动发布到官方网站上，从而让政府的其他部门也知晓了这

个项目，巩固了研究本身的地位。在越南，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同时

也是好几个决策机关的成员，这种特殊的身份也方便了项目的宣传

与实施。

这些案例向我们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研究者和决策者并非

超然独处、各自为政；相反，他们互为表里，在不同的阶段还会

交换角色。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就更是如此了。因为后者

拥有的高水平专家并不多，很多研究机构和政策机构都聘请了同

样的专家来指导他们开展工作。不可否认，研究与政策制定毕竟

是两个领域，有时难免会有观念和目标上的分歧。但只要将这些

分歧搁置一旁，研究者和决策者的合作依然能够挖掘出巨大的潜

力。

谁在倾听？

政策制定者并不是研究者的唯一听众。除了他们，非政府组

织、研究机构、大学学者、商业组织、劳工组织、农业组织、地方

官员以及社区领导等，都应成为研究者传播的对象。因为越来越多

的案例发现，激发公众舆论能够吸引并保持政客和高级政府官员对

相应议题的兴趣。（需要再三强调的是：有时，一项研究最好的结

果就在于改变人们在各自社区中的工作生活，而不是赢得政府的正

式回应。）

总之，如果项目在实施之初就制定了沟通策略，确定了具体的

受众，并在整个项目过程中一如既往地坚持与他们沟通，那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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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的传播效用就能达到最大化。现实的确是残酷的，有时哪怕做

了再好的沟通，一些特殊的事件和环境也会阻挠研究产生政策影

响。但不管怎样，只要有一线成功的希望，经过周密设计、精心实

施的沟通策略就能从根本上提升研究的政策影响力。

审时度势，把握时机

要是政府本身对研究项目感兴趣，那么研究肯定就更容易对政

策产生影响，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此前，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在

尼泊尔和一些非洲国家支持了通信政策方面的研究，当政府遇到相

应的难题时，研究团队刚好就能够及时给出解决方案。在其他案例

中，有些研究已经开展了许多年，决策者对它们给出的建议逐渐产

生了兴趣。值得一提的是，决策者很可能会突然求援，研究者必须

对此做好充分的准备。

一般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者影响政策的能力也会有所

增强。这是因为在坚持求索的过程中，他们能够逐渐加深对政策问

题的理解，在相关的领域里树立其自信和信誉。拉美贸易网络和亚

洲渔业研究网络的专家便是如此，多年的知识积累让他们更能够向

决策者提出很好的建议，从而提高自己的声望。

如果说研究者和决策者分别代表知识的供给方和需求方，那

么，从供给的角度出发，研究者一般会按照更为传统的套路来开展

发展研究，即设计项目、实施研究、分析资料、出版并传播研究结

论。而从需求的角度入手，研究者则会根据决策者面临的实际问

题，快速进行分析并及时为对方提供答案；在此之后，又会继续

转入对下一个问题的探索。这两种研究方式各有利弊。从供给出

发，研究者就会着眼于长期的产出和能力建设，但也可能会错失

直接影响政策的机会；如果更多地偏向于需求方，研究者或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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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获得短期的产出，但长此以往，研究者只能不断地去迎合对方

的需求，无法从根本上提高自己的能力。所以，研究者和决策者

双方都得投入必要的时间和耐心，在这供给和需求之间取得一个

平衡，从而相互支持，在满足后者短期需求的同时，也长期培养

前者的研究能力。

援助机构的表现：持之以恒，

触机即发及其他优势

按照上文的说法，研究者既要懂得及时地开展研究，还要做好

“打持久战”的准备。这无疑是对他们的一种挑战，但与此同时，

经受考验的还包括援助机构本身。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对亚洲渔业研

究网络支持了 １４年，对 ２４国集团政策研究的项目支持了 １５年。

很多项目从一开始就确定了持久能力建设的目标。

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实践经验表明，长期支持一个好的研究项

目可以带来丰厚的回报。它可以培育研究团队的合法性、可信度和

自信，促使决策者接纳研究成果。但这样的长期策略也给援助机构

本身施加了不少压力。

首先，援助机构在提供支持和指导时，一定要秉持一种谦逊的

态度。而且，它对研究项目的支持力度越大，在发表对政策研究方

向的看法时就该越谨慎。作为局外人，援助机构不可干涉他国的政

策议程。想要让发展和研究变得可持续，那么就必须由发展中国家

的人民自己做主。

其次是财务方面的压力。援助机构的工作要有弹性，既要安排

一些长期的项目，也要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但机构的常规预算却

不会有这么多的变动。通常情况下，议会和国会每年都会对国家与

国际机构的运作经费进行一次审批。为了对纳税人负责，它们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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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严格把关，让相应的机构制订合理的计划和预算。然而，计划

毕竟跟不上变化。有时面对突如其来的机会，捐助机构只有在不

同账户间迅速调集资金；而另一些时候，援助机构如果承诺了要

对某个项目进行长期资助，这也会给今后的立法机关与政府带来

压力。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援助机构一定要对这些问题有

充分的准备，适当安排自己的时间计划。总之，要将研究成果带

入政策领域，援助机构就必须得学会运用策略、开发创新和不屈

不挠。

作为研究的资助者和倡导者，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支持了一系列

短期的特殊项目和长期的能力建设。其经验显示，不管采取哪一种

支持方式，困难和收获都会同在。只要制定了恰当的策略与时间安

排，最后总能对政策产生一定影响。

事实证明，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管理水平是决定项目成败

的关键因素。而人员的稳定性、专业素养以及机构本身的耐心又会

左右机构的管理水平。首先，在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人员流动率较

高时，它与项目管理者之间的沟通就会屡屡中断，对项目的贡献也

会降低，所以研究项目影响政策的几率也会变小。其次，如果研究

中心的员工具备较强的专业素养，对相应的研究主题和方法比较熟

悉，那么他们的工作开展起来也就更顺畅一些，而且其成果也会更

容易进入政策领域。再次，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为有些项目提供了长

期而又稳定的支持———研究者有了充足的资源、时间和能力，得以

更好地把握机遇，对政策产生持久的影响。简而言之，高水平的管

理有利于研究开展和发挥政策影响力；相反，管理不善的项目会妨

碍研究，难以产生影响。

通常情况下，在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支持的项目中，那种隶属于

某个长期战略规划中的项目以及与其他资助方合作的项目，往往比

一次性的小项目更容易影响政策。但有些时候，如果机会合适、准

备充分，那么一些预期之外的项目依然值得一试。发展研究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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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一定要兼顾自己的信誉度与灵活性，一方面要持之以恒，另一

方面也要触机即发。

只有这样，长期支持的效果才会彰显。例如，在约旦的灰水

利用项目中，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一名项目官员熟练地指导合作

伙伴依次完成了一系列项目，共同积累了有关水资源管理的大量

经验，从而引起了决策者的关注。同样，乌干达和莫桑比克在通

信政策研究项目上齐心协力，共同增强了研究对两国政策的影响

力。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援助机构的官僚作风以及

资金延期都会对项目结果产生负面的影响。在我们评估的众多案例

中，有两三个项目本来都有着不错的发展潜力，后来都是因为资金

短缺从而降低了对政策的影响程度。例如，在东中非农业政策分析

的项目中，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推迟了拨款日期，致使整个项目的宣

传工作受阻。尤其是在危地马拉，因为资金不到位，项目组成员大

批流失。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者往往因稀而贵，因此当面临多个项目

招聘时，他们往往会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可马上带来稳定收入的项

目中。

然而，援助机构所能提供的不仅仅是资金，它还能给项目带来

专业的知识、良好的声望和不可或缺的人脉关系。所有这些要素都

能加强研究的效力。其一，在研究的过程中，援助者若能对研究机

构提供机智灵活的支持，并能帮助其抓住时机作出决断，那么这种

支持就会从仅仅为其提供某一专业领域的知识拓展至促进其与整个

政策团体的互动。在以往的工作中，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经常牵线搭

桥，让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互学习发展经验。其二，援助机

构的声望也非常重要。它有助于推动政策的制定、获得其他援助机

构的支持，并吸引学者的目光和参与。其三，许多人或许会对

“人脉关系”不齿，但在实际的工作中，援助机构确实能为项目引

介一些重要的人物，让他们直接给项目出谋划策，或是通过他们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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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询一些其他人的意见。这些意见对于研究工作来说有着非常重要

的价值。因为只有对于权威信息与观点的私下熟稔才能产生这些意

见，而这些意见通常会在评审委员会中出现。

总而言之，我们的经验就是：援助机构必须学会持之以恒和触

机即发，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推动研究进程，提高研究者的能

力，最终对政策产生显著而持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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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上篇结论

如果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也都做了，那么影响公共政策就只

是一个达到目的的方法而已。发展研究的真正使命远比这深刻———

它希望推进国家的发展进程，以此来改善人民尤其是穷人的生活。

而影响政策和政府行动，就是这个征途上的必经之路。

实践证明，研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来影响政策，并没有

普适天下的 “最佳方式”。因为在不同的环境下，研究者和政策制

定者的需求、偏好、风险和优势都各有不同。对于研究者来说，要

想影响政策，他们就得首先学会理解环境的复杂性，并摸清其中的

规律。

更具体地说，发展研究者必须将自己的工作视为政策过程的一

部分。因为通常情况下，只有捕捉到了各种影响政府决策和产出的

要素，研究才能影响政策。为了做到这一点，研究者必须细细体会

各种事件，包括不同角色的互动、政治上的讨价还价、官僚政治的

平衡、危机和转型的政治经济学，等等。即使有些政府的结构和行

政程序相当稳定而又透明，但要弄清其政策制定的机制，也绝非

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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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里，我们展示了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所做的 ２３个案例评

估，让读者也能与我们一同探索政策制定的微妙之处。老实说，并

非所有案例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有一些案例仅对政策产生了

微弱的影响，有的甚至完全没有。不管怎样，这些案例依然能让我

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使在最无望的情况下，研究也有可能对

政策产生影响；但研究的影响力并非总能发挥出来，更别说完全实

现预期效果了。要影响政策，研究者必须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还

需要耕耘不辍，小心维护同其他机构和个人的伙伴关系，当然，还

得有一点老天给的运气。

除此之外，这２３个案例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实践经验，让研

究者可以比照调整自己的工作，以便更好地影响政策。值得一提的

是，此处所说的 “影响”并不单单针对某一具体的政策。如果我

们的研究能够扩展某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能力，给予其更多的选择让

其拓宽政策视野，或是改变政府的决策体系，那么，这样的影响力

定会更加持久。因为扩展了政策能力之后，政策团体便能更好地独

立分析和进行沟通了；拓宽了政策视野，意味着该国可以借助新的

知识和方法，来思考、解决紧迫的政治难题了；而改善政策决策流

程，可以使政府变得更加开放、更加明智、更有责任也更有效率。

这类研究推动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和民主的，因而产生的影响也更为

持久。

那么，我们应怎么设计和实施研究呢？根据案例评估结果，笔

者梳理出了一些经验。最根本的一点是，研究者必须把握相应的政

策制定背景，根据这个环境的特征来制定和实施研究战略。

要做到这点，研究者首先要对决策机制的性质有个基本判断：

它是常规的、渐进的，还是根本性的？这个步骤非常重要，因为根

据不同类型的决策机制，研究者就必须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影响政

策。通常情况下，大多数国家的政策制定都是常规式或者渐进式

的，决策者最容易接受对那些熟悉的逻辑和价值观作出微小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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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不愿对已有政策进行大的改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根本

性的决策机制则开放得多，在这样的环境中，决策者欢迎人们挑战

传统、提出一些大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如果把握住了决策机制的特

征，研究者就可以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进而影响政策了。例如，在

前一种政治环境下，研究者通常只能进行一些无伤大雅的研究；而

后一种政治环境 （国家可能处于治理转型或是经济危机之中）却

容许研究者提出更激进的政策改革建议。

接下来，研究者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 “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如

何与政策展开互动”。回顾第二章的讨论，我们将 “政府采纳研究的

意愿和能力”分为五个类别，并依递减顺序排列 （详见表 ６—１）。

在每种情况下，研究者都应采取特定的方式来设计和实施研究。

表 ６—１　应对政策环境

政策环境 内　涵 研究者需要考虑的方面

１政府有明确
的需求

这是一种非常友好的环境。在这

样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需要知

识，并愿意遵照这些知识去行动，

他们信任研究者，所以研究很容

易影响政策。

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相互信任

非常关键。研究者需要提前对一

些问题展开思考，这样，等到决策

者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向研究者

求助时，他们就能提供完备的意见

和建议了。此外，研究者还得有清

晰的表达能力和良好的声望。

２政府对研究
感兴趣，但领导

缺位

政府官员很清楚那些突出的政策

问题，但是缺乏必要的执行机构

和机制去实施研究者提供的建

议。研究者必须担当起领导角

色。此时，沟通策略很关键。研

究者必须想办法在该国培育相应

的执行机构和制度。在这样的政

策环境下，研究对政策的影响潜

力很大。

为了扮演领导角色，研究者必须

超越研究本身，思考一些有关制

度和机构方面的问题。例如，假

如这些资料被采用了，那么采用

的方式可能是什么样的？哪些方

面需要作出决策？哪些政策和规

章可能会调整？调整以后它们又

会对其他方面的政策、制度形成

什么样的影响？研究者必须专注

于跟决策者的沟通。同时，他们

还得策略性地吸引相关公众的兴

趣，让他们充分参与进来，对决策

者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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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政策环境 内　涵 研究者需要考虑的方面

３政府对研究
感兴趣，但能力

不足

政策团体认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

但没有足够的资源来采纳研究建

议。研究者需要适当承担起领导

的责任，找到那些主要的支持者，让

他们改善政府对研究的看法；另外

还得尽力吸引一些资源用来推行

研究建议。在这样的环境中，研究

者一定要务实地考虑成本因素。

一旦搜集到了足够的资料，建立起

了相应的组织机制并制定出了低

成本的解决方案，那么研究对政策

的影响就大有可能了。但研究者

需要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因为项

目在短期内可能会失败。

政策分析和执行过程中的能力不

足，意味着研究者在思考和实践

中必须保持创造性的和务实的作

风。他们可以设计一些不会占用

太多资源的制度结构，也可以提

出一项务实的措施以满足政府的

优先需求，或者寻求其他的资金

来源用于研究建议的实施。另

外，他们需要用一些特别的沟通

技巧，来让政府更加重视相应的

政策问题，例如动员公众意见来

给政府施压。

４新出现的问
题刺激了研究，

但政策制定者不

感兴趣

这是大多数发展研究的起点。对

于有些议题，研究者通常会比公

众和决策者更早意识到它们的重

要性以及通过研究建议来解决相

应政策难题的前景。使问题进入

政策领域需要投入极大的努力，

研究者最好能够获得政治支持。

总的来说，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往

往很难影响政策。

研究者需要积极推动研究议程，

并确保研究议程与政策有着很强

的关联性。为此，他们得随时关

注政府的需求和考虑，及时把握

政策动向。另外，还应在其他一

些相关群体身上花点心思。诸如

游说集团、媒体、受相关问题影响

的人群、私人部门以及教育机构

等，都应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因为它们能够帮助研究者搜集更

多的资料，并吸引决策者的注意。

毫无疑问，研究建议实施以后肯

定能带来一些社会和经济效益，

研究者大可将此摆上台面，告诉

那些潜在的受益人，这样也会得

到他们的更多支持。在这种背景

下，为了加深人们对研究资料的

理解，研究者一定要重视倡导和

沟通工作。此外，研究者还得考

虑到一些实践层面的问题，例如

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条件来实施研

究建议。待到政府开始重视这个

研究问题以后，研究者必须得有

合适的建议去推动政府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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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续表

政策环境 内　涵 研究者需要考虑的方面

５政府没有兴
趣或敌视研究

在这种环境下，政策制定者拒绝

听取研究建议，甚至对这个研究

主题本身就怀有敌意。至于原

因，可能在于研究内容与当前的

政治体系相抵触，也可能在于研

究主题过于超前了。对此，研究

者必须保持耐心，最好等到政府

关心此类问题的时候再出马，切

勿冒进。在这种环境下，研究往

往很难影响到政策。

面对政策制定者的抵触乃至敌

视，研究者需要保持一种强烈的

使命感和奉献精神，藏器待时。

他们得结合当下的制度背景来好

好思考自己的研究结论。如果操

之过切，势必带来相反的效果。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伺机而动，

等到政府的态度转变以后，再将

研究成果呈递给决策者。

　　

显然，在这五个类别中，有一些情况非常适合研究者开展工

作。但即使是遇到最不利的环境，研究者也不应太过气馁，因为某

些系统变数有可能会帮助他们实现对政策的影响。研究者以及他们

的资助者和拥护者应该随时关注政策环境，看看出现了哪些系统变

数，它们又带来了什么样的机遇。为了做到这点，他们需要常常思

考下述五个问题。

决策体系有多稳定？

如果政府的决策结构和过程飘忽不定，或经历着政府改组、预算削

减之类的重大变迁，那么研究就很难对政策产生影响。此时，研究者可

以将目标转移到中低层官员身上。因为这些官员无论是在人事还是行动

方面，都较少受到政治风暴的影响，在决策体系中处于相对稳定的位置。

高层决策者的能力如何？

如果政策制定者对某个问题不熟悉，缺乏必要的分析技能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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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上篇结论

践经验，或者忙于处理其他问题，那么逻辑繁杂、以事实为依据的

政策建议就很难引起他们的重视。在这种情形下，研究者需要好好

反思自己的表达方式，并多多照顾对方的时间与接受能力，采用合

适的措辞和方式来提供建议。

决策体系是集权式的吗？

评估结果显示，即使决策权下放至省级或更低层的政府，研究

也能影响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一定要清楚与自己研究主题

相关的政策是由哪一层级政府作出的。为此，他们必须捋顺该国的

体制结构，并仔细体会它的日常政治。

有特殊的环境在发生作用吗？

（转型中的国家）

　　对于研究者来说，国家转型往往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这样的

形势下，他们更容易影响政策内容甚至决策体系。特别是研究者已

经有了良好的信誉和相应的准备时，这种效果还会更加明显。与之

类似，如果决策者面临着新的政策挑战 （例如，如何管理和推广

通信技术，从而促进国家发展），那么他们的思路将大大放宽，并

考虑研究提供的建议。

政策制定者面临经济危机吗？

我们的案例显示，在经济危机或者其他沉重的经济压力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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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非常愿意求助于那些早有准备的研究者。所有的研究者都应

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你的论据或者结论具有经济价值吗？它们能

缓解政府的经济压力吗？在你的国家里，如果你的研究实施以后会

给一些人带来经济上的利益，那么你能让这些人参与跟政策制定者

的对话吗？如果你的研究没有直接的经济价值，那它对国家发展或

地区发展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吗？作为一个发展研究者，如果你的研

究不能为发展作出任何贡献，那么再多的反思也无济于事。

总之，我们的案例研究发现，无论在什么样的政策环境下、出

现什么样的变数，研究者的反应能力都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只

要做到以下三点，不管处境有多艰难，研究者总能应对自如：明确

影响政策的目标，建立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系以及注重与政策

制定者以及公众的沟通。这三方面的内容都具有共同之处：无论政

治和政策制定的过程多么琐碎繁杂，这三个方面都完全在研究者的

掌控范围之内。

确定影响政策的目标

要让研究产生政策影响，研究者不能仅仅是心有所念，而且还

得在设计研究、实施研究以及宣传研究成果时就明确提出这个目

标，从而把思想转化为行动。为此，研究者首先得扪心自问：我们

的项目是否真的与社会变迁和发展相关？我们瞄准了哪些需要改变

的具体政策？所有项目活动是否都是围绕着 “影响政策”这个目

标来开展的？在此，笔者需要重复一下第四章的观点：研究者一定

要确立影响政策的目标。这里所谓的目标指的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状

态。因为，在设计和实施研究的过程中，一旦清晰地提出了某些意

图，那么研究者就会据此列出一些将要探索的问题，确定项目的操

作方式，并选择合适的语言来向政策制定者呈现研究结果。一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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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上篇结论

况下，如果项目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影响政策的目标，那么其收

效必然会最大化。然而在实践中，并不是每个研究项目都能做到这

样。即使政治—经济环境并不理想，也要坚持这条原则。在最坏的

情形下，最初期望的政策影响可能会被泼冷水。但正是在这些不利

的环境下，研究者更需坚定目标不动摇。

建立关系网络，推动研究者和

政策制定者沟通

　　通过许多案例我们都能发现：取得政策界相关人士的信任非常

重要，为此，研究者必须有意识地去和对方建立联系。而具体的形

式倒是不拘一格。例如，研究者可以与政策人员建立私交，与当地

非政府组织、商会、工会及其他利益团体建立联盟，参与或是建立

一些研究网络与伙伴关系，以便获取资源、分享经验，并在海内外

扩展自己的影响力。有些研究者在独自工作时，常常会感到孤立无

援。而伙伴关系和联系网络恰恰能够克服距离的障碍，让研究者团

结起来，同时还能对一些好研究予以权威的肯定。在整个项目过程

中，研究者需要问自己：我们想要影响哪些决策过程？谁是这些过

程中的关键行动者？如何才能接近并吸纳这些行动者？他们最容易

和谁结盟？如何让项目的资助方、其他研究者及其他潜在的合作伙

伴参与进来，以便更好地影响政策和政府行动？

注重与政策制定者以及公众的沟通

在我们的案例中，每一个成功项目的背后都有着良好的沟通。

此处所谓的 “沟通”不应仅限于研究成果的传播阶段，它贯穿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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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目始终，是一种有组织的活动。通过这样的沟通，研究者可以随时

注意到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关切的问题，并让他们了解研究进展、研

究可能取得的效果，以及研究与他们利益的相关性。为此，研究者

必须问自己：我们在设计研究时是否制定了一个实用的沟通策略以

及具体的操作计划？我们是否找到了一些关键的沟通渠道，其中的

正式渠道有哪些，非正式渠道又有哪些？有一些同盟或者潜在的支

持者可以帮助我们把研究的重要性呈现给政策制定者，我们是否和

这类人群建立了联系？我们的研究建议得以采纳之后，有些社区居

民和村民可能会受益，我们是否跟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总之，

沟通之所以能提升研究的政策影响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它调动了人们的兴趣，发起了一些行动。这是发展研究的核心

之一。

话到最后，笔者想说的是：如果发展研究成功地改善了政策和

政府行动，那么其他一些好的变化很可能会随之发生。例如，当政

府怀着海纳百川之心，立足事实来制定公共政策时，那么这个决策

过程或许就会变得更加公平和有效率。在政策制定方面，政府的视

野放宽，能力增强，政策执行也会变得更为高效。另外，公众或许

会自己去寻求一些新的知识，加深对各种公共政策的理解，也会对

政府的表现作出更明智的判断。借助于这些变化，老百姓的生活也

会得以改善。这正是发展研究的要义所在———给人民更多的知识，

让他们理解并决定自己的未来，通过这样来赋权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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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篇简介

第七章

本篇简介

本书的发现主要是基于 ２３个丰富的案例研究。由于案例的书

写是按照本书作者、案例研究者及其他使用者的角度来完成的，读

者不一定能很快地把握案例内容，因此，我们在本篇对所有的案例

进行一下小小的总结。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反思，读者可以发现更多

有意思的问题。

按照不同主题，本篇案例用七章来展示，并将它们各自所涉及

的地区标示出来，以便读者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安排阅读顺序 （详

见表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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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尽管我们已经尽可能地展示了各个案例的精彩之处，然而，

因为篇幅有限，案例撰写者们对一些细节不得不进行必要的删减。

所以，如果读者希望更深入地了解案例内容，可以访问 ＩＤＲＣ的

网 站： ｗｗｗｉｄｒｃｃａ／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ｅｖ２６６０６２０１１ＤＯ＿ＴＯＰＩＣ

ｈｔｍｌ。

本书的 ２３个案例向我们展示了研究是如何能够 （或者不能

够）对政策产生影响的。

表 ７—１　案例总结 （按地区分类）

研究主题

地区

撒哈拉以南

非洲
中东和北非 亚洲 拉丁美洲 其他

贫困监测

反贫困政
策互动过

程 （塞 内

加尔）

减贫战场
上的新动

向 （孟 加

拉国）

将社区纳
入反贫困

阵 营 （菲

律宾）

并行不悖
的研究和

政策过程

（越南）

贸易和金融

在谈判中
形成新的国

际贸易秩序

影响全球
的经济议程

（全球）

资源管理
防止人才
外流（东非）

共享土地，
打 造 未 来

（黎巴嫩）

改变秘鲁
的采矿业面

貌

水资源管理

最大限度
地利用稀缺

资源（约旦）

大河奔流
（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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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研究主题

地区

撒哈拉以南

非洲
中东和北非 亚洲 拉丁美洲 其他

寻找一个
临时的灌溉

解 决 办 法

（叙利亚）

逐渐改变
水资源政策

（突尼斯）

健康和教育

改革

基础医疗
卫生干预项

目“照亮”了

健 康 之 路

（坦桑尼亚）

影响教育
政 策 （危 地

马拉）

网络与创新

耐心带来
收 益 （东 南

亚）

发扬传统
知识（印度）

用于发展的

信息与通信

技术

将信息技
术传递给塞

内加尔人民

莫桑比克
进入信息化

时代

信息技术
来到彩虹之

国（南非）

弥合数字
鸿 沟 （乌 干

达）

尼泊尔努
力迈入信息

化时代

　　注：带标志的案例研究包含了表１—１所示的案例⑦和案例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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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贫困监测

减贫战场上的新动向：孟加拉国的研究者

帮助决策者制定减贫战略

下面这段材料主要基于玛利亚·瑞格瓦兹 （ＭａｒíａＰíａ

Ｒｉｇｇｉｒｏｚｚｉ）撰写的案例和凯瑞特·帕瑞克 （ＫｉｒｉｔＰａｒｉｋｈ）的研究。

自建国以后，孟加拉国就一直没有摆脱贫困的烦扰，尽管

近些年来其经济增长率都保持在 ５％以上，但依然无济于事。

为了诊治这个经济顽疾，研究者和决策者们走到了一起，联手

对贫困展开深入的分析，并制定可行的扶贫战略。

孟加拉国有着１４２亿人口，人口总数在５０个所谓的 “最不发

达国家”中位居首位。尽管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国内外各界人士

都为推动孟加拉国的经济发展做了不懈努力，但它依然是世界上最

贫穷的国家之一。

可以说，老天对孟加拉国不公。灾难性的飓风时常造访这个国

家；每年雨季，１／３的国土都会遭受洪水肆虐。频繁的自然灾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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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构成极大威胁，严重影响了农业部门就业者的生计，而这

些人的数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２／３。

然而，客观地说，贫困的成因是深层而复杂的，我们决不能简

单地将贫困完全归咎于自然。即使是贫困的定义，至今也是众说纷

纭，很难有个公认的说法。其中有本词典将贫困定义为 “一种生

活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的人们缺乏普通的或社会认为所必需的资金

或物质财富”。过去的经济学家们或许正是因为读了这部词典，所

以往往都是根据收入和消费来测量贫困。不幸的是，他们的研究并

未向我们揭示贫困的成因，也没有指出一条减贫的光明大道。

宏观经济调整政策的微观影响项目 （ＭＩＭＡＰ）

ＩＤＲＣ创建了宏观经济调整政策的微观影响项目 （英文缩写为

ＭＩＭＡＰ，下文均用缩写简称），倡导运用经济建模来分析和监测贫

困 （见专栏８１）。为了清晰地认识贫困的成因、更好地缓解贫困，

孟加拉国于１９９２年加入这个项目中，成为其第二个参与国。

专栏８１　ＭＩＭＡＰ网络———推动创新，促进理解

ＭＩＭＡＰ项目之所以能开展，主要是基于这样的信念：要制定

有成效的减贫战略和项目，就必须及时掌握可靠的贫困指标，还得

全面了解宏观政策可能会对穷人产生的影响。

通过研究、培训和对话，ＭＩＭＡＰ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政策和

设计项目，让它们在减贫、降低脆弱性的同时，也维持了经济稳

定，实现了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１９８９年，ＩＤＲＣ创建了 ＭＩＭＡＰ

网络，如今，这个网络连接着 １２个非洲和亚洲国家的研究者、决

策者、非政府组织和国际专家。具体来说，ＭＩＭＡＰ旨在：

（１）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能力，让它们能够分析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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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对国民的影响。

（２）开发严谨的分析工具和贫困监测系统，为人们制定政策

和设计项目提供技术支持。

（３）协助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监测和地方发展机制。

（４）针对那些可能会跟银行、双边和多边组织进行谈判的决

策者，增强他们的谈判能力。

（５）将研究者、政治家、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联系起来，

促进他们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政策对话。

（６）促进在知识、研究工具和成果方面的交流，推动国家、

机构和捐助者之间的政策对话。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ｗｗｗｉｄｒｃｃａ／ｍｉｍａｐ。

ＭＩＭＡＰ提供的资源让孟加拉国的研究者和决策者走到了一起

来共同制定减贫政策。他们的合作产生了一些新颖的研究成果，例

如一套新开发出来的贫困监测系统，其监测内容不仅包括收入和消

费，同时还涵盖了卫生、饮用水、土地、住房等一系列综合因素。

基于帕瑞克的案例调查，瑞格瓦兹对孟加拉国的ＭＩＭＡＰ项目作了

一项评估，在报告中作者提到：在减贫领域，根据政策制定需要而开

展的研究已经成为决策者获取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孟加拉国，影

响减贫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缺乏足够的与贫困有关的信息”。

要想制定有效的和可持续的经济政策，对穷人产生积极的

影响，我们首先需要获取有关贫困的信息———这实在是一个严

峻的挑战。充分获取与贫困有关的信息并加深对贫困动态性的

了解，始终是政府扶贫议程中的首要任务。

孟加拉国已经实施了许多扶贫项目。然而，由于当局只能依靠

孟加拉国统计局 （ＢＢＳ）的住户消费调查 （ＨＥＳ）来进行传统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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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贫困监测

据收集，其掌握的信息不仅时效性差，而且还极不可靠。ＭＩＭＡＰ

项目孟加拉国发展研究所 （ＢＩＤＳ）小组组长穆斯塔法·穆杰里

（ＭｕｓｔａｆａＭｕｊｅｒｉ）博士评论道：

这项调查的周期没有什么规律，一般是 ５年或 １０年才开

展一次；数据发布也往往会滞后 ３～４年，等到人们看到报告

的时候，这些数据也早已过时了；另外，住户消费调查把视野

局限在了收入和消费方面，能收集到的信息太有限了。所以，

调查结果对于决策者来说没多大用处。

新的研究工具

贫困监测系统 （ＰＭＳ）是研究人员开发出来的一种新的研究工

具，它监测的内容包括收入、就业、健康、教育、住房、社区服务

和土地等一系列指标。研究者运用该系统，对同一批家庭进行了数

次调查，以此来查看他们的生活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经过

几次调查以后，研究者又添加了一些新的指标，对系统进行了改

善。如今，该系统包括１２个维度的核心指标，通过持续的调查来

收集２１个地区住户信息。

这些调查已经成为人们掌握贫困发展趋势的一个主要来

源，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正如 Ｒｉｇｇｉｒｏｚｚｉ所言，贫困监测系

统能够在调查后一年内就公布相应的数据，为政策制定提供可

靠而及时的信息，进而增强了扶贫政策的有效性。在此背景

下，政策选择的空间拓宽了，政府还能根据监测的政策效果随

时对此作出调整，所以，其决策水平得到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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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此后，地方层面也开始运用贫困监测系统。孟加拉国总共有

６４个地区和 ６万个村庄，可想而知，在全国铺开贫困监测是相当

困难的。所以，人们首先是在地区层面推广这套系统，将调查数

据提供给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至于村级调查，现

今只是在少数村庄实施，而孟加拉农村发展学院 （ＢＡＲＤ）坚信，

在当地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下，贫困监测体系还可在更大的范围

推广。

在处理纷繁的调查数据时，计算机为人们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ＭＩＭＡＰ项目总共研发了两个计算机数据处理工具，其中之一就是

计算机化的信息系统 （ＣＩＳ）。借助于此，人们建立了一套综合的

数据库，可对贫困信息进行数据处理、归档和发布。瑞格瓦兹在报

告中写道：培养信息系统的应用能力非常重要，因为这样才能使它

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ＭＩＭＡＰ小组研制出的另一个分析工具是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专门用来监测和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对贫困的影响。在孟加拉国进行

宏观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的背景下，这个模型的作用尤其明显。瑞

格瓦兹提到：“政府在进行必要的经济改革之时，也会实施一些减

贫政策，（在这个模型的帮助下）我们可以观察这些政策的宏观和

微观影响，比如宏观政策是如何影响到家庭福利和收入分配的。”

除了上文提到的贫困监测和研发工具以外，ＭＩＭＡＰ项目还作了一

系列的专题研究，形成了许多工作论文、技术论文、政策论文和新闻

稿，并广为传播这些研究成果，让决策者们能够了解最新的研究进展。

政策影响

无论是搜集信息还是分析信息，所有工作的焦点无疑还是影响

政策。瑞格瓦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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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贫困监测

ＩＤＲＣ所支持的这个项目其实一直隐含着 “影响政策”这

样一个目标。它期望告知世人：研究可以直接影响政策制定

者，为他们提供可靠的政策选择。

孟加拉国发展研究所的 ＭＩＭＡＰ项目前任主管穆杰里博士说得

更加直接：“到了最后，我们关注的问题已不是 ‘谁的研究送到了

决策者那里’，而是 ‘政策是否 （根据这些研究）制定出来了’或

者 ‘这些政策是否合适’。”

在瑞格瓦兹看来，无论是数据调查、模型建构、能力培养、专

题研究，还是信息传播，所有的这些活动都对我们深入了解贫困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她说：“ＭＩＭＡＰ项目不仅填补了研究者和决

策者在知识储备上的差距，而且还在政策研究中开辟了一块新的领

域，将这些议题纳入了决策者的工作范畴。”

例如，她指出，孟加拉国财政部正是基于贫困监测系统的信息

才作出预算的，规划委员会也不例外。 “规划委员会大大借助了

ＭＩＭＡＰ的建模工作……并通过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加强了政府官

员的工具应用能力，让他们能够分析宏观政策的微观影响。”

此外，规划委员会在准备时效五年的孟加拉国 《减贫战略文

件》时也直接应用了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调查数据。穆杰里博

士曾经参与过该战略的制定过程，他对 ＭＩＭＡＰ项目的研究成果作

出了较高评价：“ＭＩＭＡＰ项目一直很强调社会方面的发展，它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制定减贫战略的思路。在我们准备制定这个战

略之初，孟加拉国只将总预算的 １５％ ～１７％投入到社会部门，如

今，这个比例增加到了２６％ ～２７％。”

同时，ＭＩＭＡＰ的研究成果还有益于能力建设。瑞格瓦兹总结

了帕瑞克博士对多人所作的访谈结果后指出：ＭＩＭＡＰ项目强化了

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的专业能力，让他们能够从事与政策相关的高

质量研究；增强了决策者应用研究成果、切实推行扶贫项目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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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力；由于政府机构和 ＭＩＭＡＰ项目成员一道参与贫困监测活动，政

府官员的技能也得以大大提升。

影响政策体系

在孟加拉国开展的 ＭＩＭＡＰ项目之所以能成功地影响政策，主

要是因为它在研究者和研究成果的应用者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联

系。在穆杰里博士看来，这样的合作非常有新意，因为 “ＭＩＭＡＰ

项目成立之初，孟加拉国几乎就没有那种专门服务于政策制定的研

究，当地缺乏咨询研究的传统，我们必须说服决策者让他们相信自

己需要研究的帮助”， “要缩小研究与政策制定之间的鸿沟，诀窍

之一就在于让研究者和决策者保持密切的关系”。

穆杰里博士相信，政府官员参与到 ＭＩＭＡＰ的项目活动里，有

助于让他们形成一种主人翁意识。以贫困监测系统的调查为例，他

说：“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自己开展这个调查，并写一份报告。但若

是这样，项目的连续性就要大打折扣了。”他认为，决策机关和研

究团体之间的对话能够直接影响决策过程。

瑞格瓦兹的报告同样支持了这样一种信念，她指出： “在孟

加拉国，ＭＩＭＡＰ项目有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为决策者应用研究

成果提供了许多灵活的渠道和机制。”项目的确推动了政策的

改变。

实际上，ＭＩＭＡＰ项目自实施之初， “就是基于一种协调机制

的，它衔接了决策者的需求和专家的知识，让他们得以共同寻找认

识贫困、缓解贫困的新方法”。

因此，研究者和决策者在政策的制定、监测和评估过程中建立

了紧密的联系，同时，一种有关研究应用的文化和主人翁意识也得

到了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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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和教训

１采取合作的方式缩小研究与政策制定之间的距离，可以营造出一种研究应用的文化
和人们对项目的拥有感。

２不要把贫困信息收集和数据分析的任务全推给专家，而要注重合作，这是一条务实
的原则。

３获取可靠、及时的数据，可以培养政府机构的主人翁意识，并帮助决策者更好地与多
边援助机构对话。

４“在实践中学习”对研究者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增强他们参与制定和实施减贫
战略的能力。

５地方一级的贫困研究有助于提高公众的认识，赋权给地方层级的行动者，鼓励他们
积极寻求有效的缓贫措施。

　　

基本数据

时间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

目标

１增进对贫困的认识，推动研究者、政治家、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通过对话
探索公平有效的减贫政策。

２建立一个分析框架，以便分析关键的宏观经济和结构调整政策对穷人的影
响。

研究产出

１先建立国家层面的贫困监测系统，再建立地方层面的监测系统。
２为更好地管理数据，建立计算机化的信息系统。
３开发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并开展了应用该模型的培训。
４对与贫困相关的主题展开重点研究，例如公共支出的作用、农业和农村贫困
的关系、农村市场的效率、人力资源开发，以及与穷人有关的方方面面。

　　

将社区纳入反贫困阵营：收集和分析

菲律宾的贫困信息

下面这段材料摘自玛利亚·瑞格瓦兹 （ＭａｒíａＰíａＲｉｇｇｉｒｏｚｚｉ）

和特蕾西·涂普林 （ＴｒａｃｙＴｕｐｌｉｎ）撰写的案例研究，其原始材

料来源于凯瑞特·帕瑞克 （ＫｉｒｉｔＰａｒｉｋｈ）的研究。

有效地减少贫困需要及时、准确的信息。１９８６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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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就成为菲律宾政府的主要目标，然而，对于菲律宾人来

说，收集与贫困相关的数据，并据此来制定扶贫战略依然是件

难事。ＩＤＲＣ开 展 的 “宏 观 经 济 调 整 政 策 的 微 观 影 响”

（ＭＩＭＡＰ）项目从 １９９０年开始就在帮助政府搜集相关信息。

正如近期一份评估报告所指出的那样：ＭＩＭＡＰ支持的研究正

是菲律宾所需要的。

巴拉望省有７５万人口。如果你去巴拉望，几乎所有的导游都

会告诉你巴拉望是整个菲律宾 “纯朴得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其

实， “淳朴”也是 “穷”的委婉说法。在巴拉望，贫困人口接近

５０％。许多居民都没有饮用水、适当的卫生设施或电力。很多人都

是文盲，长期营养不良。

从１９９９年制定年度预算开始，巴拉望的省级官员决定改变这

一现实。但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障碍似乎是不可逾越的。巴拉望

由绵延近６５０多公里的 １８００个岛屿组成。基础设施不足是发展的

巨大障碍；教育和卫生服务急需资金投入；而 ３８％的人口增长速

度 （居菲律宾第一）更是助长了贫困的发生。

有效地减少贫困需要及时、准确的信息。１９８６年以来，扶

贫就成为菲律宾政府的主要目标，然而，对于菲律宾人来说，

收集与贫困相关的数据并据此来制定扶贫战略依然是件难事。

他们所掌握的贫困数据不仅极少而且不规律，不同调查所获得

的数据也难以匹配。所以，人们根本无法对菲律宾的贫困进行

全面而综合的了解。另一方面，政府的定期调查又着眼于通货

膨胀率、汇率和贸易平衡这类宏观经济变量，即使有对收入、

住房，以及营养不良率的调查，也并不是每年都开展，因而也

就降低了这些数据与贫困之间的关联性，并削弱了这些数据对

于减贫的影响。

“通常要等到三四年之后，我们才知道政策和项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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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萨大学安吉洛国王经济与商业研究院 （ＡＫＩ）的执行董事帕诺

西亚诺·印托 （ＰｏｎｃｉａｎｏＩｎｔａｌ）博士如是说。比较典型的例子是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厄尔尼诺现象对菲律宾的影响。

这两个事件使得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缩减了 ０５％，引发了经济的

繁荣—萧条周期，损失了大批境外投资，让多年的扶贫成效付诸东

流。经济学博士西莉亚·雷耶斯 （ＣｅｌｉａＲｅｙｅｓ）指出：“１９９７年我

们有一次全国调查，但下一次全国调查就得等到三年后的 ２０００年

了，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告诉决策者或其他人，这些

事件究竟产生了什么不良的社会影响。”

一个三管齐下的项目

除了缺乏数据以外，菲律宾还缺少一个可以定期收集有关

“人的方方面面”信息的系统。 “尽管我们已经在规划了，但目前

还没有一个很好的途径来衡量家庭的生活水平。”约瑟芬·伊斯卡

诺 （ＪｏｓｅｐｈｉｎｅＥｓｃａｎｏ）解释道。伊斯卡诺供职于巴拉望省规划和

发展办公室的研究和评估处，担任处长一职，他说：“我们需要一

种方法来对人们的生活进行长久的测量，这样我们才能制定更有效

的规划。”

在这样的背景下，ＭＩＭＡＰ项目的菲律宾团队为他们定制了一

套以社区为基础的贫困监测系统 （ＣＢＭＳ）。ＭＩＭＡＰ项目于 １９９０

年开始在菲律宾实施，期望通过持续的努力，来监测和分析贫困，

并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最大限度地减少政策对穷人的不利影

响 （更多详情请参见 ｈｔｔｐ：／／ｗｅｂｉｄｒｃｃａ／ｅｎ／ｅｖ６６４９２０１１ＤＯ＿

ＴＯＰＩＣｈｔｍｌ）。

贫困监测系统网络的主管雷耶斯博士说：“面对贫困问题，我

们有许多可能的应对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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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最为重要的，就是设立一个贫困监测系统，因为它

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关贫困的多维信息。此外，高质量的监测数

据还能让我们更好地评估政策和项目影响，并明确各个项目的

受益人群。

菲律宾的 ＭＩＭＡＰ项目共有三个目标，上文提到的贫困监测只

是其中之一。第二个目标，则是基于估算的菲律宾经济数据来建构

经济学模型，包括宏观经济模型、家庭模型以及专门衡量宏观经济

对家庭影响的矩阵。在实践中，人们已经采用这些模型分析了税收

改革、贸易自由化、外汇自由化和解除管制等政策的影响。

最后，ＭＩＭＡＰ项目的第三个目标主要是政策宣传和信息传播。

正如雷耶斯所说：“只有通过有效的沟通，我们才能把项目成果传

递给相应的受众，进而影响政策制定。”其传播工具包括季报、研

究论文、出版物和网站等。此外，ＭＩＭＡＰ项目还组织了政策研讨

会和机构对话，将研究组织和决策机关的技术专家与实践者召集到

一起；同时积极参与有关贫困和社会福利监测以及政策影响评估的

工作小组。

将研究引入政策

根据帕瑞克提供的原始材料以及瑞格瓦兹和涂普林撰写的报

告，我们可以发现，ＭＩＭＡＰ项目在菲律宾开展得正是时候。菲律

宾发展研究所 （ＰＩＤＳ）的所长马里奥·兰伯特 （ＭａｒíｏＬａｍｂｅｒｔｅ）

博士称，１９９０年，“菲律宾已经历了许多经济危机，政府正急得焦

头烂额”，ＭＩＭＡＰ项目刚好给菲律宾带来了当时它最需要的项目。

在项目早期，ＭＩＭＡＰ的建模工作就引起了决策者和政府官员

的兴趣，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效。每一次论坛都会吸引更多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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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贫困监测

与者前往。来自菲律宾发展研究所同时也是 ＭＩＭＡＰ项目助管的凯

撒·科罗拉顿 （ＣａｅｓａｒＣｏｒｏｒａｔｏｎ）博士解释说：关键是，这个研究

的中立性得到了大家的公认。

拓宽政策视野，扩展政策能力

评估发现，受访者普遍认为 ＭＩＭＡＰ在菲项目有两大贡献，一

是拓宽了政策视野，二是扩展了政策能力。

首先，该项目开发了一些分析工具，让人们认识到各种经济改

革的后果，并为决策者提供有效的信息，帮助他们了解政策可能产

生的影响。瑞格瓦兹和涂普林提到：“ＭＩＭＡＰ在菲项目丰富了当地

人们的知识，帮助受援国决策者增强了制定政策的能力。”简而言

之，项目研发的数据采集和信息收集工具，使当地的决策者能够分

析贫困原因、跟踪贫困变化趋势，并评估人口福利。在 ＭＩＭＡＰ项

目实施以前，菲律宾的政策制定几乎不仰赖研究。正如兰伯特直言

批评的那样，政策分析师和决策者们根本就不关心宏观经济对微观

层面产生的影响，因为政府根本就没有约束他们的方法，他们干脆

就省去了这个分析环节。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菲律宾成立了减贫委员会，在工作中直接采

用了 ＭＩＭＡＰ研发的这些工具。此外，ＭＩＭＡＰ项目团队还帮助政府

机构实施了贫困监测。然而，评估报告却指出：到目前为止，菲律

宾的决策机构尚未将这些工具的使用制度化。

其次，ＭＩＭＡＰ项目开发和测试了一系列可用于政策分析和政

策模拟的定量方法，包括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宏观经济模型、收

入分配模型和家庭模型。这些模型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计划体制、

预算编制以及战略制定都产生了影响。评估报告称，ＭＩＭＡＰ的建

模和指标改进工作锁定了一些重大的政策问题，促进了国家层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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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这些问题的探讨，使得有关发展的新知识和新见解进入了人们的视

野。

瑞格瓦兹和涂普林说：“在帮助菲律宾分析和预测宏观经济政

策的影响方面，ＭＩＭＡ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带来了有

关扶贫的新思想，创造了贫困监测的新工具，而且其分析工具本身

还提高了政策分析的质量和可靠性。

影响政策体系

贫困监测系统是 ＭＩＭＡＰ项目的核心所在。最初这套系统只

在两个村庄测试，如今，它已覆盖了包括巴拉望省和布拉干省

在内的整个菲律宾。２００３年 ４月，菲律宾内政与地方政府部要

求各巴朗加 （“巴郎加”是菲律宾最小的行政单位）、市和省级

政府采用该系统的 １３个核心指标来测量贫困。在 ＩＤＲＣ的支持

下，以社区为基础的贫困监测系统已经从菲律宾扩展到了 １２个

国家。

照理说，从根本上修改战略和政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评

估报告却称，在巴拉望推行的以社区为基础的贫困监测系统却

“铸就了辉煌”，其促成因素包括：

（１）省、市以及巴朗加等各层决策者和地方长官的参与，使

得研究成果能够在政策过程中得到有效利用。

（２）有 ＭＩＭＡＰ项目的研究以及统计活动做支撑，为巴拉望开

拓了研究贫困问题的新道路。其核心就在于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指

标，从而使数据的收集和解释工作更加轻松易行，并重点突出。巴

拉望省长乔尔·雷耶斯 （ＪｏｅｌＲｅｙｅｓ）如今成了贫困监测体系的坚

定支持者，他说：“以社区为基础的贫困监测体系为我们提供了可

靠、相关和全面的数据，让我们能够了解人民的福利水平乃至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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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贫困监测

的发展状况；通过它，我们就可以知道你现在在哪儿、你该去哪儿

以及怎么去了。”

（３）研究成果交给了当地人，这使他们对贫困监测体系有了

一种主人翁意识。

总的来看，最后一个因素是最为关键的。社区成员参与了数据

的收集、验证、处理和使用过程。另外，项目方还为当地提供了调

研获取到的信息，让他们加入对自己社区的规划中，雷耶斯博士认

为，正是借助这样的过程，项目方给当地社区充分赋权，让巴朗加

居民对自己需求的优先序更为敏感，能比其他地区的人更好地向规

划人员表达自己的需求。另外，由于有数据信息做支撑，他们更容

易在预算资源的分配中直接发挥作用，还可对政府官员的职责和透

明度提出要求。

瑞格瓦兹和涂普林说：“在研究的基础上，ＭＩＭＡＰ项目确定了

一套可管理的和相关性较强的指标，增强了政策的可信度，从而最

终改变了政策制定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它使我们能够测试不同

的想法并调整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又不断地改进政策。”同样重

要的是，贫困监测体系在巴拉望的成功运行促进了它在菲律宾其他

省份推广。

成功之道

ＭＩＭＡＰ项目在菲律宾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瑞格瓦兹和涂普

林注意到，该项目原本的设想就是 “通过开发解决实际问题的知

识，来直接影响决策者”。

另外，其他因素的作用也不容小觑。研究团队与政府机构的紧

密联系就非常重要，例如，菲律宾的反贫困总统委员会 （现为国

家减贫委员会）、内政和地方政府部、社会福利和发展部以及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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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经济和发展管理局这些政府机构都与项目方关系密切。事实上，从

一开始，政府高级官员就加入了该项目的咨询委员会。此外，国家

扶贫委员会还邀请雷耶斯博士去商议贫困的瞄准机制，在他们的共

同作用下，形成了一个跨机构的地方贫困监测系统工作委员会。与

政府机构的合作给进一步的网络构建提供了空间，以便不同层次的

政府和非政府人员可以相互交流。

同时，地方政府以及当地社区对项目的主人翁意识也促成了

ＭＩＭＡＰ项目的成功。西莉亚·雷耶斯 （ＣｅｌｉａＲｅｙｅｓ）评价道：“从

一开始就与地方政府合作是很关键的步骤，因为最终还是得由他们

来承担项目的成本并享受收益的。”

在实践中建设能力

通过研讨会和网络的联系，决策者和研究者的能力得到了培

养，进而巩固了 ＭＩＭＡＰ项目的成果。例如，项目方会为政府官员

培训通信写作和其他技能，促进贫困监测结果更广泛地传播。评估

报告写道：这样的方法扩大了政策的讨论范围。

兰伯特认识到，除了决策者，研究人员自身的能力也有所提

高，变得日益成熟起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他们加深了对相关主

题的理解，还学会了如何提出更可靠的政策建议。

接下来，ＭＩＭＡＰ项目面临的挑战就是扩大项目规模，并确保

国家的各个统计机构协调工作、生成相应的数据。西莉亚·雷耶斯

认为，这将使社区为基础的贫困监测体系覆盖全国。所以，项目要

进行下去，还必须依靠地方政府的技术支持，并成立一个中央层面

的数据库。菲律宾统计局的管理员卡梅丽塔·艾瑞克塔 （Ｃａｒｍｅｌｉｔａ

Ｅｒｉｃｔａ）指出，所有的政府单位都必须认识到，信息收集虽然有一

定的花销，但它更是一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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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贫困监测

基本数据

时间 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

目标 增强贫困监测能力和建模能力，帮助制定减贫战略。

研究

产出

１建构了类似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不同经济模型。
２推出了一套以社区为基础的贫困监测系统。
３建立起了巴拉望省级贫困数据库，绘制了该省的贫困监测图；开展了一些主
题研究，撰写了研究报告。

　　

反贫困的政策互动过程：塞内加尔的研究者和

决策者共同构建本土减贫战略

下面这段材料摘自特雷西·涂普林 （ＴｒａｃｙＴｕｐｌｉｎ）撰写

的案例研究，其案例来源于弗雷德·卡登 （ＦｒｅｄＣａｒｄｅｎ）的

研究。

如同撒哈拉以南的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塞内加尔一直在

为改善本国民生而努力，但收效甚微。现在，随着一种深入探

究贫困实质的新方法的出现，塞内加尔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通过这种方法，政府或许会制定合适的政策，并取得减贫

实效。

塞内加尔总人口有１０００万，现在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在过去的十年中，该国的贫困率已由原来的约 １／３增加到 １／２以

上。据２００１年的一项调查估计，２／３的塞内加尔人都是 “穷人”；

在农村地区，贫困率甚至高达８０％。１９６２年脱离法国的统治之后，

人们原本对塞内加尔的减贫寄予厚望，然而，这些严峻的统计数字

难以让人乐观起来。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塞内加尔的经济问题浮出水面———低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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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经济增长、强劲的国内需求、不稳定的公共财政以及长期的国际收

支逆差，所有的这些问题加在一块儿，严重冲击了许多人的生活。

１９８２年，塞内加尔与邻国冈比亚合并成立邦联，但这个联盟还未

完全投入运作，便于１９８９年解散。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塞内加尔政府启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经济改

革计划，试图通过货币贬值、解除价格管制和取消补贴等强硬的措

施来扭转局面。这项改革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从 １９９５年至 ２００１

年，ＧＤＰ年增长率为５％，通货膨胀率也有所下降。

然而，另一方面，塞内加尔的贫困人口数量却在持续上升，

７０％的就业人口集中在农业生产部门。即便国际社会有所支持，但

该国的农业发展依然停滞不前，工业和私营部门的发展也未能如

愿。

宏观经济调整政策的微观影响项目 （ＭＩＭＡＰ）

正如其他那些不发达国家一样，塞内加尔的贫困也是一个复杂

和持续的问题，难以消除。ＧＤＰ的增长并不会自发改善穷人的生

计。要制定缓解乃至消除贫困的战略，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则首先得

了解贫困的根源，以及经济政策对穷人的影响路径。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ＩＤＲＣ于 １９８９年创立了 ＭＩＭＡＰ项目，如

今，这一项目已经吸收了来自亚洲和非洲的 １２个国家，并组建成

网络 （详见专栏８２）。塞内加尔便是 ＭＩＭＡＰ网络的最新成员。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ＩＤＲＣ便在塞内加尔活跃起来，它选

择支持了该国的应用经济学研究中心 （ＣＲＥＡ），让这个机构来承

担 ＭＩＭＡＰ项目在塞内加尔开展的研究工作。项目效果非常明显。

作为 ＣＲＥＡ的主任以及 ＭＩＭＡＰ在塞内加尔的项目协调员，阿卜杜

拉·迪亚涅 （ＡｂｄｏｕｌａｙｅＤｉａｇｎｅ）博士称：“此前，许多关于贫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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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都是由外国专家来开展的，而塞内加尔本国学者却未涉及。正

是在 ＭＩＭＡＰ项目的支持下，我们中心能够开展贫困研究了。”

专栏８２　ＭＩＭＡＰ网络———推动创新和了解

ＭＩＭＡＰ项目之所以能开展，主要是基于这样的信念：要制定

有成效的减贫战略和项目，就必须及时掌握可靠的贫困指标，还得

全面了解宏观政策可能会对穷人产生的影响。

通过研究、培训和对话，ＭＩＭＡＰ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政策和

设计项目，让它们在减贫、降低脆弱性的同时，也维持了经济稳

定，实现了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１９８９年，ＩＤＲＣ创建了 ＭＩＭＡＰ

的网络，如今，这个网络连接着非洲和亚洲 １２个国家的研究者、

决策者、非政府组织和国际专家。

ＩＤＲＣ的评估小组在全球选取了数个项目作为对象，以查看它

们的政策影响力。塞内加尔的 ＭＩＭＡＰ项目便是其中之一。这篇评

估报告由涂普林撰写，其资料来源主要是弗雷德·卡登的研究。报

告指出，塞内加尔的 ＭＩＭＡＰ项目启动之初曾有一段小插曲对项目

的设计产生了较大影响。

该项目刚刚起步时，迪亚涅博士就发现，塞内加尔急于完成一

个综合的 《减贫战略文件》，这份文件意在说明该国的各类行动者

将如何利用可能的新资源来减少贫困。写成这个报告，塞内加尔就

有可能以 “重债穷国” （ＨｉｇｈｌｙＩｎｄｅｂｔｅｄＰｏｏ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的身份进

入世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视野，从而减少债务并获得新的

贷款。

仅仅加入 ＭＩＭＡＰ项目３个月，应用经济研究中心就被塞内加

尔的经济和财政部选为技术合作伙伴，一起撰写 《减贫战略文

件》。其目标是将政府机关、当地专家、发展伙伴以及民间社会团

体的减贫共识反映在报告里。鉴于应用经济研究中心的双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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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ＭＡＰ的项目工作和 《减贫战略文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当大

的重叠。

在迪亚涅博士看来，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他说：“我们出了

一份文件，启动了 《减贫战略文件》起草的咨询工作。障碍很快

就被消除，如今，我们的联合团队里既有自己的研究者，也有政府

官员。大家都是自己人，已经无所谓什么参与不参与的了，也没有

所谓的 ‘顾问’了。”

转折点

塞内加尔的 ＭＩＭＡＰ项目始于２０００年６月，其总体目标是提高

应用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能力，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宏观经济政策

对微观经济的作用和对贫困的影响。应用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

共有１０人，包括该机构的教授、博士生，以及来自统计局的代表。

他们的目标主要有如下四个：

①掌握塞内加尔的贫困状况，建立一个贫困监测系统。

②开发一些分析工具来查看宏观经济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③针对 “穷人获取金融服务的途径”， “贫困的性别维度”，

“教育和贫困的关系”这三个主题进行研究。

④鼓励在减贫领域工作的各类行动者 （包括研究人员、决策

者、非政府组织和金融机构）展开对话。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７名应用经济学研究中心的研究成员参加了一

个有关贫困的分析研讨会。在涂普林看来，这就是一个转折点：

在很大程度上，原本计划要开展的 ＭＩＭＡＰ活动被放在了

次要位置。不过这没关系，因为重要的是：应用经济研究中心

的数据和研究成果充分体现在了 《减贫战略文件》中———这

()*



第八章　贫困监测

一贡献赢得了不少赞誉。《减贫战略文件》所提的建议也几乎

都是建立在应用经济研究中心的发现之上，这一事实表明，研

究工作确实可以影响政策制定 （特别是塞内加尔的减贫战略

制定）。

该报告还说，应用研究中心的帮助使得塞内加尔人自己完成了

《减贫战略文件》的撰写，增强了他们的主人翁意识，从而有利于

战略的进一步实施。事实上，应用研究中心与政府各部委的合作还

给政策团体带来了重大变化。正如卡登所说：“在写 《减贫战略文

件》以前，决策者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本国的研究人员，经济政

策研究大多是由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人员来主导

的……所以，合作撰写 《减贫战略文件》一事成为了塞内加尔政

策团体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

另外，应用研究中心的几个团队成员同时也在行政单位任职，

这使得政策过程更具互动性———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团队里，

一方面行政人员把自己的需求呈现出来，另一方面研究人员还会告

诉他们该如何去做。政策制定出来以后，研究人员还可跟进，参与

到政策的监测和评估中。涂普林写道：

这个案例最为特殊的一点，就在于它是 “无心插柳柳成

荫”。尽管最终的结果可能超出了项目最初的预期，但是

ＭＩＭＡＰ团队依然颇感内疚，因为他们没有按照原本设计的那

样去行事。

政策影响的类型

涂普林并没有纠结于 ＭＩＭＡＰ团队的内疚情绪，不管怎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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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个项目或多或少也实现了最初的大部分目标。在原来的设计中，扩

展政策能力是一个重要的目标。通过大量的培训活动，以及可计算

一般均衡 （ＣＧＥ）模型的建立，这个目标可以说已经实现了。基

于有关贫困的信息，ＣＧＥ模型能帮助决策者监测和分析宏观经济

政策对贫困的影响，并生成与贫困关联性更强、更新的国家层面的

数据。

部分政府官员发表了他们对项目影响的看法，来自教育部综合

经济管理办公室的达欧达·古耶 （ＤａｏｕｄａＧｕｅｙｅ）便是其中之一。

他指出，应用经济研究中心不断对信息提出新的需求，促使一些政

府部门改善了信息收集方法。此外，经济和财政部减贫工作组的协

调员希尔莫·尼阿涅 （ＴｈｉｅｒｎｏＮｉａｎｅ）也称，该项目 “撬动了塞内

加尔的许多 ‘杠杆’，查看了这些杠杆的运行情况，以便更好地确

定经济增长和减贫之间的关系”。

涂普林补充道，随着项目的开展，这个研究团队的知名度和可

信度也大大提高了。“该团队将应用经济研究中心打造成了一个服

务于政府的可信机构，因其出色的能力而远近闻名；由 ＭＩＭＡＰ项

目培训出来的研究人员也成为本地区最具资质的研究性人才”。

评估报告指出，ＭＩＭＡＰ项目还拓宽了政策视野，从学生、研

究者，到经济规划师、行政管理人员以及捐助者，都加入到了政策

制定和评估的大流中。有些研究者和官员即使不再从事与 ＭＩＭＡＰ

项目相关的工作，在各自的反贫困阵地中，他们依然会运用早前积

累的经验来解决问题，并与原先的团队成员保持联系。

谈及该项目对塞内加尔政策体系的影响，涂普林认为，它重新

界定了研究与政策领域之间的联系，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该项目开展之前，塞内加尔政府除了偶尔咨询一下研究

者，平时基本上不会把研究整合到政策制定中来。经历过

ＭＩＭＡＰ的项目合作以后，决策者发现，研究者可以提高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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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贫困监测

的工作质量，加快工作速度。这本身又为构建新的合作框架打

下了基础。

影响 “政策影响”的因素

一些关键人物在政策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最终

能影响政策，与他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涂普林给予应用研究中心

的迪亚涅博士以高度赞赏，认为他作为项目领导，在 ＭＩＭＡＰ项目

与 《减贫战略文件》的撰写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还有一些其

他的关键人物也不例外。然而，报告也指出，“在非洲，由于本国

专家数量太少，根本无法满足需求，因此这些仅有的 ‘能者’往

往处于 ‘过劳’状态……这不仅影响了工作质量，同时也成为制

度建设的一大问题”。

和 ＩＤＲＣ的其他同类项目比起来，塞内加尔的 ＭＩＭＡＰ项目在

传播研究成果方面并没那么突出。然而，该项目依然下了不少工夫

来促进研究成果的传播，并推动沟通的有效性。例如，应用研究中

心组织了一次 “塞内加尔经济反思日”活动，颇受决策者的好评。

涂普林写道，因为项目开展过程是互动的，所以研究成果能直

接进入决策圈。

从概念本质上来探讨，“传播”其实暗含着某种被动的内

涵，事实却刚好相反，由于 ＭＩＭＡＰ项目融入 《减贫战略文

件》的撰写过程中，决策者自然就成了 ＭＩＭＡＰ的坚定支持

者，使得该项目成为了主流。这与其他严重依赖传播手段来影

响决策的研究项目形成鲜明对比。

虽然机构建设不是 ＩＤＲＣ的一项政策目标，但它确实也能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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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策体系形成影响。在塞内加尔的案例中，人们发现，对应用经济研

究中心的支持，最终可能会对该地区产生重大影响。涂普林在报告

中写道，这是一项投资，总会得到回报的。同时，涂普林也提到，

迄今为止，应用经济研究中心主要是通过参与项目的政府研究员来

与政府保持非正式和个人的联系。对此，有些人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认为它应该与政府建立更多的正式联系。

经验和教训

１灵活性非常重要。在这个案例中，ＭＩＭＡＰ项目团队弃用了原本设计的活动方案，而
选择了参与撰写《减贫战略文件》。

２将项目与特定的政策制定过程联系起来，能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便于把研究
成果转化成具体政策。

３有些时候，必要的机构支持能够提高项目团队的知名度，从而增强研究的信誉，促进
与决策者的互动。

４由本国专家收集和编制数据往往比国外咨询机构来做要好，因为这样可以增强政府
对数据信息的拥有感，从而推进相关政策的实施。

　　

基本数据

时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

目标

１掌握塞内加尔的贫困状况，建立一个贫困监测系统。
２开发一些分析工具来查看宏观经济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３针对“穷人获取金融服务的途径”，“贫困的性别维度”，“教育和贫困的关
系”这三个主题进行研究。

４鼓励在减贫领域工作的各类行动者（包括研究人员、决策者、非政府组织和
金融机构）相互对话。

研究

产出

该研究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与应用经济研究中心的总体科研成果混合在了一

起。如果硬要作一个区分，ＭＩＭＡＰ团队所公认的成果也不在其研究本身，而
在于它引导了塞内加尔《减贫战略文件》（世界银行需要的项目材料）的制定。

考虑到这项工作庞大的工作量以及对国家议程的重要性，ＭＩＭＡＰ团队转移了
原本的研究日程。

　　

应用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迪亚涅博士试图做一些制度安排，来

维持与某些机构的伙伴关系。例如，他与教育部签署了一份为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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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贫困监测

年的合同，准备合作进行多项研究，并撰写一份报告。另外，应用

经济研究中还可继续与 ＭＩＭＡＰ项目合作，推进与 《非洲发展新伙

伴关系计划》（ＮＥＰＡＤ）相关的研究。

涂普林总结道：“该项目最引人注目的是，参与撰写 《减贫战

略文件》并不符合项目的原本设计。许多内、外部因素共同为项

目打开了一扇窗户，在各方的努力下，项目最终取得了成功。”

并行不悖的研究和政策：测量现有研究

对越南经济政策的影响

下面这段材料主要基于安德烈·萨米尔 （ＡｎｄｒéＳａｕｍｉｅｒ）

的案例研究。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以来，越南对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

的改革，期望在不影响其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情况下，开放本

国经济，引入市场的力量。在同一时期，ＩＤＲＣ在越南开展了

三个大型研究项目。这些项目对越南的政策会有什么影响呢？

尽管当前仍然存在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然而不可否认的

是，越南的改革已经取得了重要成就。在不到 １２年的时间里，它

已从世界银行认定的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变成了 “普通的发展中

国家”。

越南共有８０００万人口，约８０％的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其经济

发展主要集中在南部的胡志明市，其次就是北部的河内市。发展

的不平衡加剧了机会、就业和收入的差距，因而，越来越多的农

民非法涌入城市。尽管如此，越南的进步依然令人印象深刻。

１９９０年，越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 １１４美元，到 ２００２年，

其总人口增长了 １４万，但人均 ＧＤＰ仍升到 ４２３美元。在同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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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期，该国的海产品出口从 ２３９亿美元增至 ２０亿美元，大米出口

增长了一倍。如今，越南已是大米、咖啡、鞋类和其他产品的主

要出口国。

所有的这些成就均非偶然。自 １９９１年以来，越南便一直奉行

名为 “ＤｏｉＭｏｉ” （革新）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战略，试图往社会

主义制度注入一些市场经济元素，形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

番改革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不动

摇，同时又决意改变其经济结构。除了中国，还没有哪个国家进行

过这种改革，因而对越南来说，这样的改革没有路线图，没有现成

的方案可循。

安德烈·萨米尔代表 ＩＤＲＣ针对越南研究的政策影响力进行了

评估，他提到：

……许多领导人对相关政策的理论、实践、测量、制定及

部署等知之甚少。由于这些知识和能力不可能内生，至少在短

期内如此，所以，他们不得不借助于外部力量。

ＩＤＲＣ在越南开展的项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ＩＤＲＣ于１９９１年开始支持越南从事相关

研究。２００２年，ＩＤＲＣ的评估部门实施了一个评估，以查看此前的

工作通过什么方法、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政策。正如萨米尔在其报

告中所说的： “我们在这里分析的 ‘政策影响’既不琐碎也不边

缘。事实上，我们看到整个经济体系实现了重新建构；而这种重新

建构是在一个集权主义政府掌权、各方面受到极端限制的背景下不

断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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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米尔重点评估了 ＩＤＲＣ的三个项目，梳理了大量的文献，并

访问了越南本土的研究者和政府官员 （尤其是咨询和研究机构的

领导），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了一个评估报告。

越南可持续经济开发项目 （ＶＩＳＥＤ）

１９９３年，ＩＤＲＣ和加拿大国际开发署 （ＣＩＤＡ）通过越南可持

续经济开发项目，对越南有关环境经济的研究给予了大力支持。至

１９９７年项目结束，它已经支持 ２５个机构对经济特区、股份公司、

信贷资金和国有企业等不同主题开展了５０个规模相对较小的调查。

在越南，ＩＤＲＣ的对口联系单位是新组建的科技和环境部。尽

管该部与经济领域关联较小，但它有一个强大的、人脉资源丰富的

咨询小组。

越南经济与环境管理项目 （ＶＥＥＭ）

１９９７年，ＩＤＲＣ和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在 ＶＩＳＥＤ项目的基础上，

又启动了一个为期五年的新项目———越南经济与环境管理项目。与

ＶＩＳＥＤ比起来，后者的结构化程度更强，它旨在增强政府制定政策

的能力，帮助政府更好地实施经济整合与自然资源管理，并进行相

关的政策性研究。萨米尔说： “ＶＥＥＭ自一开始就有志于改善政

策。”

在经济领域，ＶＥＥＭ项目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两个相互关联的

领域：一是贸易自由化，二是出口产业的竞争力。借助一个综合的

计算机贸易数据库，ＶＥＥＭ于 ２００１年发布了五大报告。该数据库

是越南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贸易数据库。

宏观经济调整政策的微观影响项目 （ＭＩＭＡＰ）

ＭＩＭＡＰ项目 （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有着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一

是贫困监测，二是建模。多年以来，缓解贫困和消除饥饿都是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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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政策目标。

首先，就贫困监测部分而言，ＭＩＭＡＰ项目试图开发一个以社

区为基础的监测系统，以此提供比传统大型研究 “更丰富”和更

及时的贫困数据信息。该项目一直倡导一种自下而上的贫困监测方

法，并对此进行了尝试。它针对当地居民实施了一些简单的问卷调

查，由此获得的信息有助于人们根据社区需求有针对性地设计和实

施社会发展项目。

其次，就模型建构而言，ＭＩＭＡＰ项目支持建构了几组计量经

济学模型，帮助人们分析各种政策所带来的广泛影响。其关注点主

要是财政政策 （增值税税率）和贸易改革 （关税税率）对分配和

公平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分析在越南尚属首次。

评估政策影响

研究活动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影响公共政策，例如，扩展政策

能力、拓宽政策视野以及影响政策体系。

扩展了政策能力

研究活动可以激发新的思想，提高人们的交流技能，培养新的

人才，让他们针对特定主题来进行研究和分析。换言之，研究可以

改善政策制定的制度性框架。

ＩＤＲＣ在越南实施项目之前，该国不少机构和学者的政策影响

力都比较弱。作为重要的政策顾问，一些越南的经济学者曾远赴苏

联学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深谙中央计划经济。然而，由于不

熟悉西方经济学概念，他们在面对市场经济时往往束手无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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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要满足越南市场经济改革的需要，这些经济学者就必须学习资

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模型。但是，由谁来给他们做培训，又怎么培

训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ＩＤＲＣ的三个项目……通过新颖的方式

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萨米尔写道。所谓新颖，就在于这几个项

目给予越南本国的研究者以空间，将研究任务委托给越南的机构和

研究者，让他们自己挑选主题，并让一些高级学术顾问定期前往河

内交流研究进展情况，并提出建议。此外，ＩＤＲＣ还积极推动机构

间合作网络的组建，以便加强不同机构的相互合作。实践证明，这

种新颖的方式富有成效，在项目开展过程中，一批具有竞争力的骨

干研究人员逐步形成。

从 ＶＩＳＥＤ项目一开始，这一方法的效果就体现出来了；在

ＶＥＥＭ项目的开展过程中，其作用更加明显。ＶＥＥＭ项目的主要任

务就是在贸易数据库的基础上，收集和分析大量的数据。对于越南

研究人员来说，这项复杂的工作简直闻所未闻。

ＭＩＭＡＰ项目的情况也与之类似。越南研究人员同样是在国外

学者的协助下，开展了复杂的建模工作。在应用模型分析政策时，

具体的主题由越南财政部来选择。

ＩＤＲＣ在越南开创的另一项创新，则主要是在 ＶＥＥＭ和 ＭＩＭＡＰ

两个项目 （成功经验）的鼓励下完成的。在此项目中，一个由众

多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构成的合作小组形成了，这在越南极为罕

见。总之，ＩＤＲＣ的项目表明，人们可以联合起来，去共同完成一

些所需技能跨度较大的复杂工作。

拓宽了政策视野

研究活动可以为政策议程引入新的思路，为决策者提供可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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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用的知识，并推动研究者和决策者之间的对话。换言之，研究可以

改善政策制定的知识框架。

如萨米尔所说，越南的经济改革启动之时，共产主义经济理论

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因此，“决策者最初所面临的挑战，不是拓

展既有的政策视野，而是探索经济政策的一个 ‘未知领域’，闯出

一条路来”。在改革初期，越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由于经济的快

速增长，该国甚至还被称为亚洲的 “新小虎”。萨米尔写道： “改

革得以广泛而充分地实施，眼看胜券基本在握，越南甚至出现了一

定自满情绪。”然而，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为越南经

济无情地敲响了警钟。于是，如何恢复经济发展的势头成为一个亟

待解决的新问题。

由于这些问题出现时，ＶＩＳＥＤ项目已经结束，因此，该项目在

拓宽政策视野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诚然，ＶＩＳＥＤ开展的大多数小

项目都有所创新，为区域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另一方面，关于

该项目对越南高层顾问的影响，相关资料仍然有限。

相比之下，ＶＥＥＭ项目则要出色一些。它帮助越南经济研究所

解决了两个紧迫的政策调整问题，一是贸易政策，二是竞争政策。

该研究所的研究表明，越南政府大肆夸耀的出口导向政策实际上是

一种替代进口政策，同时也是中央计划经济的产物；关税政策对农

村地区非常不利。此外，其研究还显示，越南政府为了保持关键出

口产业 （主要是服装和纺织品工业）的竞争力，采取的措施实际

上是建立在有缺陷的分析基础之上的。毫无疑问，这两个研究成果

都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

这些成果随即传播到了几个重要的决策智囊团那里，萨米尔说

这就像是 “无线传播”一样。尽管很形象，但研究成果扩散到高

级决策层的机制却并非这么简单。就 ＶＥＥＭ项目而言，其中有关

经济的项目部分主要是由三名高级政府顾问来主管，他们可以将研

究成果呈交到较高层的政府手中。另外，评估小组访问到的其他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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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人士也认为，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功不可没，因为他既是执政党中

央委员会的成员，还是国会经济事务常委会的委员，自然方便了研

究成果的传播。

ＭＩＭＡＰ项目对贫困作出了新的定义，并开创了一种新的方法

来收集贫困信息，它所做的这些工作都是为了拓宽政策视野。“很

明显，”萨米尔写道，“不管是有关贫困的思考还是具体的实践方

法，ＭＩＭＡＰ项目都对越南的 ‘消除饥饿和减贫战略’ （ＰＨＥＲＰ）

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除此之外，ＭＩＭＡＰ项目开发的模型还拓宽了财政部税收政

策。长期以来，财政部都缺乏计量经济模型这样的工具来准确

地分析政策，在 ＩＤＲＣ专家的协助下，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应运而生，为财政部解了燃眉之急。如今，该部已经能够自如

地运用这个模型来解决许多问题了，它所能发挥的作用仍在继

续。

影响了政策体系

除了上述两点以外，研究活动有时还会直接影响公共政策，例

如，决策者会根据研究发现，来调整有关发展的项目、法律法规乃

至社会经济结构。事实上，这样一个过程并不多见，即使有，也是

百般迂回的。只有在少数情况下，研究才能对政策体系产生明显和

直接的影响。

例如，在萨米尔看来，革新项目要求对各种计划和政策进行重

新建构，同时制定新的政策，

……越南政府迫切地希望改革，但又缺乏与之相关的政策

知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ＶＩＳＥＤ和 ＶＥＥＭ两个项目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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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政府的政策能力，拓宽了其政策视野，由此断言 ＶＩＳＥＤ和

ＶＥＥＭ两个项目影响了越南的政策体系并不为过。

我们无法清楚地考证这两个项目对政策的影响路径。但以

ＶＩＳＥＤ项目为例，人们至少能够观察到：许多重要的决策其实是符

合我们研究所给出的建议的。

ＶＥＥＭ项目得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结论，但未能对政策体制产

生直接可见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该项目形成的报告学术

性较强，但在政策操作性上却稍逊一筹；而且这些研究报告直到

２００１年底才面世，可能已经错失了显示影响的时机。

ＭＩＭＡＰ项目无意取代当前的贫困指标，但将来政府或许愿意

采用 ＭＩＭＡＰ的方法来衡量贫困，所以，该项目将会产生长期的政

策影响力。而它的建模工作已经得出了一些有意思的理论发现，例

如，贸易自由化政策的 “滴漏效应”是失败的。

经验和教训

１ＩＤＲＣ的上述三个项目都对政策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在扩展政策能力和拓宽政策视
野方面。

２把握恰当的时机很重要，ＩＤＲＣ的项目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越南
刚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需要相应的研究来指导改革实践。

３一个强大的、人脉众多的项目咨询团队功不可没。对大多数国家而言，要让研究影
响政策，并对政策的效果进行准确的评价，就必须与众多机构和个人保持较好的联系，

在越南尤为如此。

４ＩＤＲＣ通过能力建设、机构发展和网络组建这些方式，推动了越南本土内源式和自发
式的研究，强化了研究者的政策影响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恒心和毅力是关键。

　　
基本数据

时间 １９９３～２００１年

目标

１ＶＩＳＥＤ：支持有关环境、经济、法律和小额资助的国家研究项目，努力增强其
研究能力。

２ＶＥＥＭ：在越南进行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帮助决策者增强自身能力，根据相
关知识来制定相应的政策。

３ＭＩＭＡＰ：开发并运用一套贫困监测体系；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辅助国家
层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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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基本数据

时间 １９９３～２００１年

研究

产出

１ＶＩＳＥＤ：（１）四个主题研究：“区域发展的基础”、“出口加工区的组织和管
理”、“股份制企业的形成和组织”、“信贷基金运营体系的建立”。（２）主题各
异、小额资助的研究报告。

２ＶＥＥＭ：（１）有关贸易自由化、纺织品工业和服装工业竞争力的 ５份报告，这
些报告于２００１年面世。（２）计算机化的贸易数据库（这在越南绝无仅有）。
３ＭＩＭＡＰ：开发了一套以社区为基础的贫困监测体系，以及可计算一般均衡
模型；运用这些模型来分析财政政策和贸易改革对分配和公平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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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贸易和金融

影响全球经济议程：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日益受到重视

下面这段材料主要基于戴安娜·图西 （ＤｉａｎａＴｕｓｓｉｅ）的

案例研究。

世界银行预计：到 ２０１０年，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消费和资

本形成的贡献将超过 ５０％。然而，在国际经济和货币政策这

个高深莫测的世界里，发展中国家必须努力抗争，才能让发达

国家听到自己的声音。

在制订全球经济议程的讨论会上，２４国集团便是替发展中国

家表达意见的组织。２４国集团成立于１９７２年，其初衷在于确保 ２４

个成员国的议题能够进入 ７７国集团的视野。显然，这是一个非常

艰巨的任务，因为７７国集团这个庞大的组织主要是由富裕的北方

工业国家、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主导。其实，２４国

集团和７７国集团都是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即 ＵＮＣＴＡＤ，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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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贸易和金融

称联合国贸发会议）之下成立的，如今依然隶属于联合国贸发会

议。它们的使命在于辅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形成一些国

际金融政策。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能力来研究和有效解决复杂的

问题，２４国集团一直处在国际谈判桌的边缘地位。

最初，联合国系统对 ２４国集团的项目提供了一些技术支持。

这些支持由联合国培训与研究所提供，并由联合国贸发会议管理；

资金则主要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但是，由于开发计划署规定，

对于没有平行融资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ｆｕｎｄｉｎｇ）的项目最多提供 １０年的资

助，因此，它对２４国集团的支持于１９８６年就中断了。为了使项目

持续下去，２４国集团转而向 ＩＤＲＣ求助。１９８８年，该机构开始对

２４国集团一个为期三年的项目提供支持，其目标是：“帮助发展中

国家构建在国际货币磋商中的谈判能力，帮助它们做好技术准备，

使其能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议题框架内，全程参与

相关的讨论和谈判，并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个领域宽泛的项目

下文将要介绍的是技术支持服务项目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简写为 ＴＳＳ），在 ２４国集团内部，人们往往将其简称为

“研究项目”（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它的主要目标是：

（１）不断增强２４国集团的能力，为国际金融机构的讨论作出

贡献。

（２）推进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有关国际金融架构改革的各种

论坛。

（３）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设计能力，帮助其建立稳定的金

融环境来吸引投资，降低面临外部冲击———尤其是全球市场波动带

来的冲击———时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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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促使发展中国家决策者加深对某些复杂问题的理解，如

国际市场是如何运作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

系，等等。

（５）提高非发展中国家对 “发展维度”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的重视，并将这一议题引入对国际金融和体制改革的讨论中。

ＩＤＲＣ原本承诺只参与该项目三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经

伴随着该项目走过了四个阶段，前后长达１５年。大部分利益相关者

认为：在此期间，这个项目成为了 “将２４国连接在一起的黏合剂”。

如今，联合国贸发会议、丹麦和荷兰政府以及２４国集团成员国自己

的政府也以财政或实物的方式，向该项目提供各种支持。

在过去的 １５年里，技术支持服务项目开展了 １００多项研究，

推出了一套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国际货币和金融问题》丛书，共计

１１册，还在 《２４国集团讨论文件系列》里刊登了数十篇论文。这

些研究通过可靠的技术性分析，旨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

行的对话中表达发展中国家的观点，从而改变相关研究全由国际金

融机构主导的局面。此外，这些出版物还有意于提醒 ２４国集团的

成员国注意眼下出现的新问题。

除了从事与发展相关的研究，该项目还为国际公共政策的制定

和实施机构、学者以及研究所提供了许多新鲜的观点，从而在发展

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里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让许多高层决策者和

机构都对此有所了解。

主动联系决策者

著名经济学家、多伦多大学的经济学名誉教授杰拉尔德·海莱

纳 （ＧｅｒａｌｄＫａｒｌＨｅｌｌｅｉｎｅｒ）从 １９９１年开始就参与到了技术支持服

务项目中，担任了８年的研究协调员。ＩＤＲＣ的 ＴＳＳ项目主任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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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图西博士评价道：海莱纳教授积极参加了２４国集团的代表会议、

部长会议以及理事会会议，是 “一个非常活跃的项目主任”；他还

坚定不移地倡导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海莱纳指出，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

发展中国家的产出占世界总产出的４４％。“在未来十年里，要是把

发展中国家当作一个整体，那么其经济增速大概会高出工业国家的

一倍，”他说，“发展中国家 （和其他非七国集团国家）不仅拥有

庞大的人口规模，其经济水平也让人不可小觑，它们在全球经济中

的重要性正在迅速提高。”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点，海莱纳举了一个例子：“在１９９１年工业

国家的经济普遍发生衰退时，世界出口总额增加值的３／４却是来自

发展中国家，正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缓冲了这些国家的问题。”

虽然海莱纳一直在为 ２４国集团的成员国奔走呼喊，但另一方

面，在日常的项目运作尤其是跟 ２４国相关人员的联系工作中，他

也会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例如，海莱纳在发送研究成果时所用的

通信录往往都不是最新的，这就导致很多人都无法收到研究材料。

图西博士还指出，我们通常都有 “这样一个错误的假设，认为只

要把材料发送给各个国家的项目执行官，那么各国其他的机构也将

获知这些研究结果”。

上述问题在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 （即项目的第二阶段）得到了很大

的解决。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采取了一些关键的措施，用以增加

成员国对２４国集团这一项目的 “拥有感”。例如，让成员国出资，

以及建立有关研究引导和测量政策需求的新机制。谈到这方面，图

西博士说，技术小组的成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

技术小组提供了一个正式的平台，让研究者和 ２４国的代

表走到一起；在研究项目和 ２４国集团之间，它充当着一个媒

介的作用，通过这种对话机制消除了研究和政策领域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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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式的变化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的项目第三阶段可谓至关重要，在这一时期，

项目方尝试了多种方法来拉近研究者和决策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包

括：设立专门的 “联络处” （ＬｉａｉｓｏｎＯｆｆｉｃｅ）来强化与各国项目执

行官的交流；邀请研究者和决策者参加各类非正式会议，从而激励

了针对研究项目的直接性政策投入。

同是这一时期，海莱纳退休，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国际

政治经济学教授罗德里克 （ＤａｎｉＲｏｄｒｉｋ）担任新的研究协调员。

走马上任之后，罗德里克立即利用互联网着手宣传和推广研究项目

的成果，使得项目信息和相关论文全球可及。罗德里克还为一些研

究论文补充了简短的战略主题意见书，让人们更便捷地了解项目信

息；此外，不再分册出版研究论文，改为以独立的讨论文件形式，

与联合国贸发会议和哈佛大学联合出版，这样便解决了时间滞后的

问题。

项目方通过在方法上的改进，希望吸引更多的受众，影响全球

层面的公共政策，同时推动国际货币和金融领域里的学术争辩。到

了项目第四阶段，更多的研究将 “从发展的角度出发，在政治、

政府间、学术乃至全社会的范围内拓宽金融和货币问题的国际讨

论”。

这与整个项目前九年的工作比起来，存在一个明显的不同。图

西博士说道：在此之前，研究项目是以 ２４国集团各成员国的项目

执行官为受众的。进入第四阶段以后，随着项目重心的变化，研究

协调员与联络处之间的关系变得有些紧张。因为前者主张视野长远

的研究，而后者却更倾向于由需求驱动的研究。

更为根本的变化是：以前，在海莱纳看来，２４国集团应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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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贸易和金融

该项目享有所有权，因而并未明确界定研究协调员和其他人的职

责。而罗德里克上任以后，他们的职责范围是否应该确定下来却成

了一个争论的焦点。因为罗德里克认为，该项目首先应该对联合国

贸发会议负责，所以，他把该项目看成了联合国对 ２４国集团提供

的技术援助，与其他的技术援助别无二致。

图西博士坚信，这些差异源于他们对政策过程的不同看法，她

说：“在传统的观念里，政策制定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各种分析报

告和可采取的立场都事先准备好了，直接呈现在决策者面前，由他

们在谈判和做决定时使用。”这样的观念在今天已经不太适用了。

在早期，２４国集团中的许多利益相关者都对线性方法坚信不疑，

认为研究报告可以直接影响政策。即使在今天，依然有些人 “对

代表和部长们抱有一些希望，期盼着他们能够阅读自己的报告，并

将报告的观点贯彻到政策中去”。

与这种 “线性的”方式相对，我们还有另一种影响政策的方

式，即 “启迪式”（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按照海莱纳的比喻，这就像是

水滴石穿一样，研究者通过长时间的努力，对观念的传播和渗透施

加作用，最终影响政策走向。另一方面，罗德里克却评论道，尽管

线性方法能够立竿见影，但是 “启迪式”的研究更多的是通过改

变认知进而影响政策。

从结果来看，对于项目的产出究竟有多大的利用价值，这似乎

很难下定论。因为不同的参与者对于谁去使用它以及如何使用它都

有不同的意见。阿齐兹·阿里·穆罕默德 （ＡｚｉｚＡｌｉ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与联络处的同事都认为，该项目产出的研究报告最有可能是给决策

机关里的低层工作者阅读了。与之相反，罗德里克却相信执行官和

他们的助理才是主要的读者。一名来自尼日利亚的前执行官帕特里

克·阿卡图 （ＰａｔｒｉｃｋＡｋａｔｕ）称，报告的质量虽然很高，但并未渗

入到诸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层面的决策机构中。他

说，这些研究 “有助于我们理解政策制定的背景，但在具体的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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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中却起不到什么作用”。不管怎样，图西博士总结道：２４国集团

凭借着这个官方的研究项目，赢得了在发展中国家问题上的发言

权；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和世界银行行长能出席 ２４国集

团的会议，这件事实本身就让２４国集团提出的议题显得更有分量；

此外，跨国捐赠机构为研究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也更进一步肯定

了２４国集团的地位。

评估政策影响

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在评估了研究项目对政策的影响后，将其归

纳为以下三种。

（１）扩展了政策能力。包括知识的扩充，支持的增加，发展

思路的创新，沟通能力的提升以及研究人才的发掘和培养。在实际

工作中，有人对研究项目的工作人员提出要求，希望获得更具体的

政策简述，这本身也说明了人们对某些议题的知识渴求正在增加。

（２）拓宽了政策视野。研究项目通过类似于 “启迪式”的方

法来影响政策，往往会引入一些新的概念和思路；基于对问题理解

的深化，研究者和其他人员也可能会选择新的立场。这便是研究项

目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

（３）影响了政策体系。对项目或者政策进行根本性的调整。

从目前情况来看，研究项目在这方面已经有所作为了，但在今后，

这依然是该项目的一个长期目标。

基本数据

时间段 １９８８～２００３年

目标

１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在国际货币秩序谈判中的磋商能力。
２帮助它们做好技术准备，增强它们的能力，使其能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世界银行的议题框架内，全程参与相关的讨论和谈判，并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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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基本数据

时间段 １９８８～２００３年

研究

产出

１通过网络和传统方式来发布以下两个领域的研究报告：
（１）技术经济研究
（２）规范性研究（针对国际金融机构角色和表现的研究）
第一阶段：３２个研究
第二阶段：３６个研究
第三阶段：２７个研究
第四阶段：１５个研究

２１１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国际货币和金融问题》。
３《２４国集团讨论文件系列》中的２４篇论文。

　　

在谈判中形成新的国际贸易秩序：开展相应

研究，帮助拉美应对不断扩张的贸易对话

下面这段材料主要基于路易斯·马卡达尔 （ＬｕｉｓＭａｃａｄａｒ）

的案例研究。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著名的国际贸易谈判 “乌拉圭回合”

结束，在一堆繁复的谈判主题中，拉美国家发现自己集体失语

了，在一场关涉它们自身存亡的游戏中，拉美国家却如旁观者

般唯有坐视不语。正是在这一时期，ＩＤＲＣ支持了一些研究者，

期望通过他们的努力将拉美地区的各个部门和国家联合起来，

为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史书写新的篇章。即便尚未完成，这

也是一个光辉有趣的篇章。

１９９４年，漫长的 “乌拉圭回合”终于落下帷幕， 《服务总协

定》的签署似乎为这场谈判画上了完满的句号。然而，即使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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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后，在时任 ＩＤＲＣ“贸易、就业和竞争力项目”主管的罗亨

顿·麦铎拉 （ＲｏｈｉｎｔｏｎＭｅｄｈｏｒａ）这类思考者看来，为此下定论似

乎还早了点，事情远非这么简单。

这场贸易谈判于 １９８６年 ９月在乌拉圭开始，故以此命名。

在谈判过程中，拉美国家在谈判、磋商方面的能力缺陷暴露无

遗。这似乎验证了经济学家、教育家赫希曼 （Ａｌｂｅｒｔ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在 ２５年前的一篇论文中所写的那样：某些国家，尤其是拉美国

家根本就无法独立地制定自己的政策议程，它们已经失去了主权

国家应该享有的自由，成为了 “应对国家” （ｃｏｐ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ｓ），因

为它们所花的主要精力不是在采取主动的行动上，而是在被动地

应对上。

七年半的谈判让拉美地区的不足更为凸显。 “乌拉圭回合”

之后，贸易谈判所涉及的内容已不再只是食糖、汽车和纺织品了，

而是如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的网站所说，涵盖 “从牙刷到游

艇，从银行业到电信业，从野生水稻基因到艾滋病治疗的方方面

面”。

据麦铎拉回忆，这些谈判 “首次将贸易议程扩充到了我们现

在所熟知的 ‘境内议题’（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ｂｏｒｄ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ｓ），包括国际投

资、竞争政策、贸易服务、电信产业、金融服务、出口激励、知识

产权、特殊和差别待遇、劳工政策和环境保护，等等”。在这一扩

充的语系中，发展中国家往往无所适从，它们不能充分地参与到谈

判中，进而只能退居边缘地位。麦铎拉说：此时，国内政策和国际

政策之间的区别已非常模糊，发展中国家急需具备 “非常专业和

纯熟的分析能力，来应对贸易谈判”。

１９９１年，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建立了一个区域性

的贸易组织，即南方共同市场。世界银行对这个组织的表现和有效

性发出了诘难，并刊登在了 《金融时报》上。对此，拉美国家并

未作出什么言之成理的回应，反倒是在华盛顿工作的一名美洲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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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官员进行了严缜的批驳。这个事实被呈现在 １９９７年阿根廷布

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场集体讨论会上，让麦铎拉和其他与会者颇受震

撼，他们再次认识到：在日新月异的国际贸易政策对话中，拉美国

家依然准备不足。

资深外贸专家路易斯·阿布噶塔斯 （ＬｕｉｓＡｂｕｇａｔｔａｓ）说：

“在工业化国家，数以百计的智囊团可以为决策者撰写大量的政

策报告，帮助他们在谈判中做出正确的决断。但是在我的祖国秘

鲁，还没有一个大学或者智囊团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他认为，

当前的拉美局势有如一场 “在谈判桌上以国家的未来押注的赌

博”。

除此之外，拉美国家还存在一些其他问题，例如缺乏专业技术

知识 （特别是在小国家中），决策和研究 “脱节”，同一个政府内

的不同机构协调性差。对此，拉美国家必须着手做一些改变。布宜

诺斯艾利斯会议正是这样一个行动，它在学界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

的动员，发动研究者们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和崭新的方式来搜集信

息，影响拉丁美洲的贸易政策制定和国际贸易话语格局。

研究者来到了谈判桌

在这样的背景下，拉丁美洲贸易网络（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ｒａｄ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以下简称贸易网络）诞生了。１９９７年 １２月，相关项目

建议书起草完毕。翌年 ３月，ＩＤＲＣ拨付了 １３２万加元给拉丁美洲

社会科学学院 （英文缩写为 ＦＬＡＣＳＯ）成立了拉丁美洲贸易网络。

以前只有发达国家智囊团出入的谈判会议厅，终于有了拉美研究者

的身影，他们也能用自己的真知灼见来影响政策制定了。

在贸易网络最近的一个案例研究中，研究人员探索了项目对公

共政策的影响效果和方式，其经济咨询师马卡达尔提到，贸易网络

(*#



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的目标是：

①针对国际贸易体系中的新趋势，支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

区的国家构建相应的议程，并制定应对政策。

②运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已有研究能力，使之介入国

际贸易谈判，并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③加强各个参与机构的合作关系，以保持网络的可持续性。

在马卡达尔的访谈过程中，许多受访者都认为，“以区域的方

式来进行贸易谈判”可作为贸易网络所追求的目标之一。除了研

究本身，他们认为贸易网络所扮演的协调角色也非常重要。因为贸

易网络运用各个国家和地区组织的专业知识来穿针引线，弥合了政

府、学界和私人部门之间的鸿沟，让人们求同存异。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贸易网络开展了三种类型的研究，包括：

①针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包括组建贸易联盟的前提条件，

如何与千变万化的各种联盟展开交涉。

②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角度出发，探索一些新兴

问题，包括乌拉圭回合中新增的各种议题。

③按照 Ｍａｃａｄａｒ的说法，第三种研究则属于 “国别案例研究，

其主要目标是根据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

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这些国家的国际贸易关系，为它们制定最适

合也最可行的应变战略”。

为了完成这些使命，１９９８年春，由 １２个研究人员组建的网络

正式成立。如今，加入这个网络的研究人员已经多达 ３５名，他们

分别来自超过３０个的学术机构。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是经验丰富的

专业学者，享有一定的国际声誉，贸易网络的主管戴安娜·图西便

是其中一员。此外，也不乏一些年轻的研究者，他们大多是毕业于

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学院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除了他们，一些拉美

国家的政府官员以及大批国际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

的工作人员也在网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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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拉丁美洲贸易网络的品牌

贸易网络的目标是简单而务实的，它旨在为政府和私人部门的

决策者提供相关的政策研究，例如图西与贸易网络副主任米高·凌

耶尔 （ＭｉｇｕｅｌＬｅｎｇｙｅｌ）针对出口补贴政策开展的一项研究，考虑

到出口补贴长期以来对于拉美国家主要产业的重要意义以及其他国

家因为补贴引发不公平竞争而提起的抗诉，这项研究很有价值。

“乌拉圭回合”谈判对补贴进行了清晰的定义，并明确列出了

国际允许的出口鼓励措施，“因此，各个国家在制定出口鼓励政策

时变得束手束脚的了”，凌耶尔在报告中这样写道。这两名经验丰

富的研究员查阅了大量资料，终于找到了既能符合 “乌拉圭回合”

各类协定又能满足其他双边和多边协议义务的政策回旋空间。他们

发现，政府可以通过对能源成本进行间接税退税，支持研究、发展

和培训项目来激励本国的出口。这些措施都在国际合约的规定以内。

贸易网络的工作方式还有一个特色，即重视从他人的研究中吸

取经验，跟进国际贸易领域里的其他研究，而不急于求新。马卡达

尔曾用 “贸易网络品牌”来形容这种特色。他说，贸易网络有一

种独特的看待问题的方式，“我们会梳理既有文献，从中挑选出好

的研究方法，并根据一定规则将之排序，最后再将其应用到我们对

贸易谈判的研究中”。研究的要素既包括技术的、法律的，同时还

包括司法和经济方面的。这种独特的工作方式将 “各种专业知识

运用到了具体的领域中”。

此外，贸易网络还将创新性灵活地融入了自己的内核。一方

面，项目建议书里最初由 ＩＤＲＣ制定的目标依旧不变；另一方面，

人们也对其重点进行了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多边议程。农

业作为重要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后面是竞争政策、多边贸易规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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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保障问题、反倾销和服务问题。

另外，贸易网络原本非常重视为个别政府的谈判需求提供相应

的政策建议。但正如马卡达尔所发现的那样，“当局者对情况的了

解程度远远低于项目建议书中的假定水平”。由于既有研究很少用

西班牙语书写，而且忽视了拉美国家的实际情况，因此贸易网络项

目转而重视起教育来，希望借此来加强对新形势的适应，帮助决策

者在多个谈判场上表现得更好。

贸易网络的灵活性同时还体现在了受众的选择上。在以前，其

研究成果主要是呈交给部级和副部级官员，如今项目关注的群体开

始转向中层官员。贸易网络认识到，中层官员掌控信息，能够用微

妙的方式影响政策制定，也是保障政策连续性的中坚力量。

梦想已经实现？

在梦想的激励下，现任 ＩＤＲＣ“项目和伙伴关系部”的副主任

麦铎拉以及许多拉美同事都会聚到了贸易网络。当被问及梦想是否

能够实现时，麦铎拉答道：“能力建设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们不

奢望一夜之间就做到；但是，如果要客观评价贸易网络今天的成

果，我还是非常欣慰的。”麦铎拉举例说，在 ＩＤＲＣ的资助下，贸

易网络已经帮助拉美、南亚和南部非洲等地成立了类似的网络。

另外，ＩＤＲＣ的评估小组对贸易网络的绩效作了全面的研究，

也给出了正面的评价。麦铎拉的案例研究便是其中一例，它重在评

估项目的政策影响力，结果发现，该项目从以下三个方面 （尤其

是在前两个方面）对政策体系形成了影响。

（１）扩展了政策能力。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贸易网

络都已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为了满足国际贸易谈判和政策制定的

特殊需求，贸易网络采用了创新的方式，开展了有针对性的研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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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并注重对谈判代表的教育和信息传播，最终强化了他们的能

力。除此之外，贸易网络吸引了一大批学者加入社会科学研究的领

域，而且他们其中的很多人日后或许还会成为决策者，这从另外一

个角度也证明了贸易网络的政策影响力。

（２）拓宽了政策视野。贸易网络运用 “启迪式”的研究、信

息传播和培训，协助决策者、谈判代表、中层官员和私营部门代表

进行有效的国际贸易政策分析和决策判断。诸如阿根廷、巴拉圭和

秘鲁这些拉美国家的政府都从贸易网络寻得了帮助。譬如，巴西的

鞋类出口对阿根廷本国的制鞋行业形成了一定竞争，面对国内的抱

怨，阿根廷的贸易部长接受了贸易网络副主任的建议，并邀请他直

接参与讨论，最终平息了这起争端。

为了应对贸易谈判，安第斯共同体、泛美农业合作研究所和巴

西全国工业联合会这类区域组织也对贸易网络的帮助表达了需求。

在联合国贸发会议 “贸易外交项目”的支持下，贸易网络还曾为

世界银行学院出力，帮它定制区域的贸易政策课程。通过贸易网

络，联合国贸发会议与世界贸易组织加强了双方的区域性合作；同

样，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委员会 （ＥＣＬＡＣ）也与贸

易网络保持着工作上的往来。贸易网络所组织的研讨会把来自各个

国家各种政府机构和私人部门的谈判代表会聚到了一起。在这种非

竞争的氛围下相逢，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或许还是首次。

（３）影响了政策体系。在当前这个阶段，要说贸易网络对项

目或政策进行了 “根本性的调整”或许还为时尚早，然而，有些

例子已经可以印证这个事实了。例如，在确定放开服务的谈判口径

时，贸易网络拓宽了决策者的政策空间，使得各国政府逐渐转变了

对谈判的态度，意识到了政策选择多样化的重要性，而不再像以前

那样僵化地坚持一个立场了。此外，在阿根廷政府着手制定反倾

销、反补贴政策之际，贸易网络的研究为立法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背

景分析，从而赢得了较高的赞许。为了让拉美国家在即将举行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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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问题国际谈判会上打一场胜仗，贸易网络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农业

研讨会来 “武装”决策者的头脑，阿根廷农业部作了一系列的研

究并印制成了小册子，分发到了每个决策者的手中。

经验和教训

１要使研究对政策产生影响，则必须注意研究问题的时效性。
２必须综合地考虑政治和制度因素（例如，贸易网络的案例研究中，有些人既是研究
者，同时也是谈判代表、决策者）。

３网络的联系架构和研究成果的传播方式可能会影响项目的效果。
４项目目标必须清晰，但同时也得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调整。例如，贸易网络以前的研
究成果都是以书本的形式印发的，但后来，为了保证受众迅速获得实时信息，就改用简

报的形式来传播研究成果了。

５从贸易网络的经验来看，政策研究必须满足实际的政策制定需求，这是让研究获得
成功的决定性要素。

６运用大众传媒来宣传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提高政策影响力，而且还能增强政策的透
明度。

７最好不要尝试去构建一个普适的政策模式，因为即使是在同一个地区，不同国家也
会有各种解决问题的路径。

　　

基本数据

时间 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

目标

针对国际贸易中新出现的问题，进行以政策为导向的研究，包括：

１针对国际体系中的新趋势，支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构建相应
的议程，并制定应对政策。

２运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已有研究能力，使之介入国际贸易谈判。
３加强各个参与机构的合作关系，保证网络的长期可持续性。

研究

产出

涉及以下主题的工作报告和政策简报都将作为研究产出：

１一些重大问题，包括组建贸易联盟的前提条件，如何处理多边主义和区域一
体化的关系，等等。

２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看来值得研究的新兴问题，包括国际投
资、竞争政策、金融服务、电信产业、知识产权、争端解决等。

３国别案例研究（根据国际贸易关系，为发展中国家制定最适合也最可行的
应变战略）。

４网站，通信和学术会议。
５培训课程。
６有官员参与的会议。
７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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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资源管理

共享土地，打造未来：黎巴嫩的社会共识和

机构复兴对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战略的

制定起了关键作用

下面这段材料源于戴维·布鲁克斯 （ＤａｖｉｄＢｒｏｏｋｓ）的案

例研究。

在贫困的黎巴嫩阿萨尔 （Ａｒｓａａｌ）地区， “黎巴嫩贫瘠土

地的可持续改进”项目成功地帮助当地社区克服了社会冲突

的问题；对于那些遭到过度使用的资源，项目勾画了一个新的

进程，以推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个

过程中，项目还使瘫痪的当地政府恢复了活力，让黎巴嫩的研

究人员和国际援助机构接受了一种研究环境的新方法。

阿萨尔处于半干旱的高原地区，面积共计３６万公顷，位居黎

巴嫩东北部，紧邻叙利亚。其人口稀少，历史久远。

早在３５０年前，历史上就有关于阿萨尔市 （周围农村也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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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名）的记录了。位于阿萨尔城墓地内的遗迹也已伫立百年。近

年来，尽管城里修了不少石头房子，但大多数情况下阿萨尔依然会

留给人们一个 “帐篷城”的印象。该地区的许多居民仍然把放牧

当做主要生计来源，山羊和绵羊的数量几乎是人口的两倍。１９５２

年，一个被当地人称作 “樱桃先生”的人给当地引入了第一棵樱

桃树苗。最开始，人们对此并不看好，认为在炎热的阿萨尔，樱桃

种植很难成气候。但没想到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果园却取得了

蓬勃的发展。黎巴嫩其他地方滥伐成癖之时，阿萨尔作为全国最为

干旱的地区之一，其绿化面积却日益增多。阿萨尔市如今有２万棵

果树，以樱桃和杏树居多，是当地６０％人口的主要收入来源。

果园发展给当地人民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

响：加剧了社会冲突，增强了环境的不确定性。例如，果农将一些

最好的土地 “围封”起来，破坏和限制了牧民的游牧生活方式；

在以前最干旱的时期，牧民还可以通过种植来渡过难关，如今，这

部分用于种植的土地也被果农占据。对于果农和牧民之间的矛盾，

当地机构也无力调和。因为这两个群体来自不同的家庭和社会阶

层，情况复杂；此外，这么多年来，种植果树让农民在投入较少的

情况下获得了大量收益，而牧民辛苦劳作一年收成依然不如农民，

收入差距的拉大无疑加深了二者的社会分化。

不断逼近的生态问题

果业的发展还引起了人们对土壤退化的关注。一个阿萨尔的教

师感叹道：“人们不知道如何正确地看管他们的土地，以前大家都

是牧民。现在，土壤肥力越来越弱，给牧民使用的公地大大减少

了。”（Ｈａｍａｄｅ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而新冲突的出现让问题再次升级。在黎巴嫩内战期间，阿萨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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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就没有了正常运作的市政府，一些外地人乘机前来开采岩石，

既不用办理政府许可材料，也无须担心社区的监督。他们通常只是

将土地强抢而去，不再让当地人使用。如今，这些采石场的灰尘厚

厚地覆积在周边的果树上让果树无法呼吸，来来往往的卡车也成了

交通事故的主要肇事者。

需要周全的解决方案

就阿萨尔的情况来看，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环环相扣，要解

决这个复杂的大问题，就必须和当地社区建立长久的紧密联系，开

展涉面广泛的多学科研究。“黎巴嫩贫瘠土地的可持续改进”项目就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该项目由 ＩＤＲＣ资助，分前后两个阶段，

有着复杂的使命。其目标之一，就是帮助社区寻找和实践更加可持续

的土地使用和管理方式。但是，在此之前，它必须扶植起一些机构，

让当地社区可以借此厘清彼此的分歧，并设立一些共同的目标。

《仙人掌花》的几位作者也以研究者的身份参与到了项目中

来，他们提到：阿萨尔同时面临多个挑战，这就需要我们利用多种

工具来解决。“我们的工具，”他们写道，“包括参与式地理信息系

统 （由本地社区的参与和先进的卫星影像共同组成）、不同形式的

机构联系媒介 （如当地资源使用者参与组建的联系网络、合作社

和交流平台）以及发展研究的新范式 （例如可持续生计的研究和

嵌入式研究）。”

ＩＤＲＣ支持的研究人员主要来自贝鲁特美国大学 （ＡＵＢ），他

们中的许多人在当地社区生活了较长时间，与阿萨尔农村发展协会

（ＡＲＤＡ，一个当地的非政府组织）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在政府机

构空缺的这段时间里，阿萨尔农村发展协会就如同代理市政府一

样。后来，通过创建公民参与决策过程的方式，该协会还帮助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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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重新恢复运作。

譬如，阿萨尔农村发展协会和贝鲁特美国大学的研究者参考

“阿拉伯议会”（Ａｒａｂｍａｊｌｉｓ）的模式，设计了一个由当地资源使用

者组成的网络，希望借助这种面对面的对话机制来解决争端。研究

者在传统模式的基础上，还加入了一些现代的手法，例如摄像机的

使用。研究人员认为，录制视频可以使信息交流更加公正和充分：

较之在正式的会议厅里说话，人们在视频中可以更加直接地表达他

们的不满；而观看视频的人，则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别人的观点。

除此之外，现代技术和参与式方法的双剑合璧还应用到了项目

的其他工作中。例如，地理信息系统模型与卫星照片绘制的土壤类

型和径流模式，帮助社区成员制订了水库兴建计划。社区的资源管

理方式之所以能向可持续性转变，这个计划的功劳可不小。

社区获得的实际利益

水利专家布鲁克斯对 ＩＤＲＣ的阿萨尔项目进行了评估。在提到

项目在社区层面的影响时，布鲁克斯坚定地说：“不管从哪条标准

来看，阿萨尔项目两个阶段的工作都是成功的。”社区成员深度参

与到研究项目中，常常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例如，阿萨尔农村

发展协会和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工作人员帮助创立了几个专业合作

社，一个妇女食品加工厂和地毯编织厂至今仍在运营。农民和牧民

有了新的信息来源，减少了病虫害、水资源稀缺以及路况不佳带给

他们的高额损失。总的来说，社区成员利用了一些可用的资源。例

如，５００多名农民参与了与项目相关的农业研讨会。

除了上述这些立竿见影的效果以外，该项目还在其他方面取得

了成功。在黎巴嫩的其他地区，阿萨尔经验已成为了一个讨论的焦

点，有些地方甚至还推广了阿萨尔项目模式。例如，在阿萨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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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人们创建了四个牧民合作社。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甚至还将阿萨尔项目作为 “可持续发展的最佳实践”

案例之一；同时，德国技术合作公司 （ＧＴＺ，德国的一个援助组

织）的一名官员也在防治沙漠化的工作中应用了阿萨尔方法，他

称赞这个项目为阿萨尔带来了 “巨大的智力投资”。

意料之外的政策影响效果

在项目执行之初，项目工作者并未把 “影响决策者和政策制

定过程”当成一个明确的目标。不过，布鲁克斯认为，这个项目

其实运用很多方式，也在很多层面达到了影响公共政策的效果。他

将这种影响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 “向上”影响国家机构；二是

“横向”影响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三是 “向下”影响地方机构和

居民。如果要比较三者的影响程度，那么排在首位的就是横向的影

响，其次是向下的影响，最后才是向上的影响。

之所以对国家机构的影响相对较小，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阿

萨尔地区人烟稀少，历史上的当权者几乎都没把这个地区放在眼

里。再加上人们生活贫困、通往该地区的交通不便，阿萨尔更是遭

到了长期的边缘化。

布鲁克斯评论道：“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人们用 ‘孤立’这样的

词来形容阿萨尔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仅需一个上午的车程就

能到达首都贝鲁特，但那种孤立的感觉是真实存在的。”

自２００４年项目结束以来，这种情况就没有太大改变。布鲁克

斯写道：“不管是阿萨尔项目的研究过程还是研究结果，农业部似

乎都油盐不进。”例如，阿萨尔地区的一些重大问题始终都被搁在

农业部工作优先序的末端，尤其是畜牧业和土地管理问题。但我们

也应看到一些积极的现象： “项目工作者在阿萨尔组织的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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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已经有了推广人员的身影；从该地区走出来的国会议员也将这

些议题逐个带到高层以促进行动。”

虽然说项目对整个国家政策的影响不大，但在环境政策的制定

中，它还是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市政府已经充分肯定了阿萨尔

项目，并接受了它的项目目标。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市级政府机

构可以制定和颁布有关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只是受限于资源缺乏

而难以完成自己的使命。实际上，目前在任的一些市政官员曾经还

供职于一些非政府组织，当时便与阿萨尔项目有所接触。布鲁克斯

还指出：脱胎于阿萨尔项目的地方社区组织已经与政治过程建立起

了联系，特别是跟市级政府机构的联系。

改变研究议程

阿萨尔项目最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研究者和决策者的互动方

面。如今，阿萨尔项目似乎已经让黎巴嫩的研究者和援助机构采用

新的方式来研究与资源利用相关的问题。

例如，阿萨尔项目对贝鲁特美国大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让这

个在阿拉伯世界雄踞前列的研究机构恢复了对实地工作的重视。在

此之前，该校的大部分工作主要是在实验室或大学农场里进行的。

现在，贝鲁特美国大学的研究者更倾向于和社区保持密切联系，不

让理论和发展实践脱节。此外，阿萨尔经验还促使该大学于２００１年

成立了由多学科组成的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小组”（ＥＳＤＵ）。该部门

目前在黎巴嫩的两个地区实施研究、教育和培训以及推广项目。“环

境与可持续发展组”有志于成为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地区中心。

黎巴嫩农业研究所 （ＬＡＲＩ）是一个官方机构，布鲁克斯说，

其中的某些官员也表示 “阿萨尔项目对于他们自己如何看待自己

的角色以及如何组织研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其中最突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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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农业研究所在自己开展的研究项目中，采用了更具参与性的

方式。国际机构也不例外，包括 “干旱地区国际农业研究中心”

和德国技术公司在内的国际机构均借鉴了阿萨尔模式的主要经验。

在机构层面产生的这些变化显得似乎有点迅速和激动人心，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萨尔本地的变化则要来得缓慢得多。一

些新的地方组织发现，社区层面的能力得到了提升，而且这在某种

程度上还引起了国家层面的注意。

“尽管被许多人视作偏远和不重要的地区，但地图上阿萨尔是

真实存在的，”布鲁克斯总结道， “对阿萨尔的边缘化不会很快结

束，但至少，项目让它变得不那么边缘了，这是衡量项目政策影响

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经验和教训

１在冲突存在的局势下，项目工作者一定要与当地社区、地方非政府组织和议会保持
紧密的合作。

２要解决复杂的问题，关键是要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式。
３并用现代方法和传统方法，可以为项目带来很多益处。
４政治稳定和具体的经济收益往往是相辅相成的目标。

　　

基本数据

时间 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

目标

第一阶段：评估当地主要农作系统的可持续性；研究建立资源使用者网络促进

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

第二阶段：对第一阶段的成果进行评估。将性别问题看做资源可持续管理的

关键要素，增加性别分析的分量。

研究

产出

１２００１年，阿萨尔项目支持贝鲁特美国大学组建了由多学科组成的“环境和
可持续发展组”。

２绘制了阿萨尔地区有关土地使用、土壤退化和土地生产力的地图；完成了一
篇专业文章，１４篇硕士论文；编辑了几本小册子、视频；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
研发了一个针对干旱地区农村发展的研究工具；出版了一本图书：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ＤｒｙＡｒａｂ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ＣａｃｔｕｓＦｌｏｗｅｒ，ＳｈａｄｉＨａｍａｄｅｈ，Ｍｏｎａ
Ｈａｉｄｅｒ，ａｎｄＲａｍｉＺｕｒａｙｋ，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Ｓｏｕｔｈｂｏｕｎｄ／ＩＤＲＣ（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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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改变秘鲁采矿业的面貌：矿工

和社区的喜忧参半

　　 下面这段材料源于费尔南多 · 卡里加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Ｌｏａｙｚａ

Ｃａｒｅａｇａ）的两个案例研究。

自古以来，采矿就是一个肮脏而危险的产业，跨国矿业公

司在发展中国家开设分部以后，情况尤甚。由于这些发展中国

家迫切需要采矿业带来的外币，它们往往不会严格要求矿业公

司执行相关的环境和卫生条例。秘鲁便是如此，该国以采矿

作为主要产业。秘鲁的两个研究项目揭示了这些困难。其中

一个项目表明，有效运用研究成果是可以影响商业和政府政

策的。

秘鲁南部的伊洛位于太平洋沿岸，紧邻奎霍内 （Ｃｕａｊｏｎｅ）和

托克帕拉 （Ｔｏｑｕｅｐａｌａ）这两个南美最大的矿场。如今，这两个矿

场由美国控制的南秘鲁铜业公司 （ＳＰＣＣ）经营，在过去的 ５０年里

对周边地区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该公司污染了整个地区的空气、淡水和沿海地区，却无视附近

市政官员和农民的抗议，依然逍遥法外。未经处理的尾矿直接排入

海洋，危及附近伊特湾里的生物，海洋污染绵延至海岸线的 １１公

里之外，深达６０米。

成千上万吨炉渣倾倒在沙滩上，每年都以 ４０～６０米的速度延

伸入海。冶炼厂排出的二氧化硫气体引发了当地居民的健康问题，

殃及内陆农民的庄稼，并破坏了周围 ２０多平方公里的沿海天然草

场，致使该地区变成一片沙漠。

更糟糕的是，矿场还在上游大量抽取安第斯山脉的高品质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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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影响了下游家庭用水和农业用水的水量与水质。地质研究表明，

该公司的这一举动与当地河流流量减少、盐分增加有直接的关系。

动员起来，促进改变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一个名为 “ＬＡＢＯＲ”的当地非政府组织决定

引入国际社会的压力，来平衡社区与矿业公司之间的权力关系，从

而为整个事情带来转机。身为一名律师和 ＬＡＢＯＲ的组织者，多莉丝

·迪亚兹 （ＤｏｒｉｓＢａｌｖíｎＤíａｚ）说：“在秘鲁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公

平现象总是存在的，所以社会和环境冲突时有发生。由于能给国家带

来经济效益，投资者往往会获得政府的支持，凌驾于当地社区之上。”

通过第二国际水法庭 （ＩＷＴⅡ），ＬＡＢＯＲ找到了施展拳脚的

机会。第二国际水法庭有１００多个欧洲环保组织做后盾，尽管没有

法律权威，但它仍能借助成功的国际宣传为人调解纠纷。在地方当

局的支持下，ＬＡＢＯＲ向该法庭呈交了诉状，继而又求助于 ＩＤＲＣ，

希望通过更细致的研究来支撑其诉求。

实际上，ＩＤＲＣ对这个研究项目的预期是相当低的，它并不指

望研究结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策。卡里加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Ｌｏａｙｚａ

Ｃａｒｅａｇａ）对这个项目进行评估之后，说道：“总体感觉是，ＩＤＲＣ

期望通过好的研究来协助 ＬＡＢＯＲ更充分地向水源法庭表达利益诉

求，然后制造舆论压力，迫使铜矿公司改善对环境的行为方式。”

然而，ＬＡＢＯＲ和其支持者的雄心却不止这么一点儿。迪亚兹认为，

研究带来的一些有意义的发现，或许会让国家政府注意到地方民众

的不满，从而改变对矿业公司的放任态度。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ＬＡＢＯＲ就与伊洛市政府保持着密切

合作。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它已成为地方政府在环境方面的主要顾

问。前后两任市长都对 ＬＡＢＯＲ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此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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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环境工作常委会” （ＭＰＣＥ）也为 ＬＡＢＯＲ的诉讼提供了不少帮

助。这个常委会由国家政府部门、市政府以及工会和民间社会团体

的代表组成，恰好由伊洛市市长埃内斯托·贝塞拉 （ＥｒｎｅｓｔｏＨｅｒｒｅｒａ

Ｂｅｃｅｒｒａ）主持工作大局。在水源法庭作出裁决后，也正是由这个常

委会来监督矿业公司，让其遵照相关的环境建议来进行整改的。委

员会希望看到矿业公司的具体行动，但最后没能如愿。

一场胜利

伊洛灌溉委员会的埃德蒙多·托雷里奥 （ＥｄｍｕｎｄｏＴｏｒｒｅｌｉｏ）

表示，山谷里的农民也应该参与到稀缺水资源的管理中。这些农民

持久的抗议最终得到了秘鲁总监察办公室的重视，并作出了一个重

大的决定———监察长同意在法庭上为农民作证。

这一举动立马引起了国家媒体对项目的关注。距第二国际水法

庭的听证会还有三天，一份名为 《昂达》 （Ｏｎｄａ）的报纸报道：

“总监察长鲁兹·萨恩兹 （ＬｕｚＡｕｒｅａＳáｅｎｚ）博士昨日表示，在过

去的３０年中，我国一些不良因素对南秘鲁铜业公司大开方便之门。

宽松的法律和不称职的公务员让这个公司恣意妄为，滥用了水资

源，无意于解决任何问题。”此外， 《共和国报》也援引了萨恩兹

博士的话，指出：对于秘鲁人民来说，第二国际水法庭的裁决仅仅

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胜利，当年晚些时候将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发

展与环境会议上，这个胜利将被告知全球。

在国际发展中心资助的研究支持之下，ＬＡＢＯＲ于开庭前就将

本地和区域势力组合成强大的联盟，准备好了对铜矿公司的指

控。１９９２年 ２月举行的听证会上，ＬＡＢＯＲ又提交了一些新的证

据作补充，其中就包括萨恩兹博士和贝塞拉市长的视频与现场证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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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迪亚兹和她的同事们发现，仅仅有当地的支持并取得法庭上

的胜利还是不够的。为了推动具体行动的实施，他们还需要争取国

家一级的政治支持。事实也正遂人愿，在法庭宣判决议后不久，５０

个国会议员站了出来表示支持这一决议。这一结果与康斯坦丁尼德

兹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ｉｄｅｚ）和胡里奥 （Ｊｕｌｉｏ）二人历时数月的大力游说是

分不开的。他们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都曾担任过伊洛的市长，如今也

都是国会议员。

陪审团的调查结果显示，南秘鲁铜业公司滥用优质淡水资源，

在有毒矿渣的处置和大量二氧化硫气体的排放上存在明显的疏忽。

陪审团指控该公司利用环保法律法规的执法漏洞，以当地社区为代

价获得了利润的增长。

具体成果

尽管陪审团的调查结果与 ＬＡＢＯＲ及其联盟的期望相符，但有

点虎头蛇尾。在法庭召开听证会前仅仅两个月，南秘鲁铜业公司为

了尽可能减轻法庭的处罚，与秘鲁国家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承诺

投资２亿美元用于支持环保项目，并追加了１亿美元的新技术和新

设备投入。

自那时开始，铜矿公司修建了抗震设防的尾矿坝，使尾矿不再

排入伊特湾。于是，海湾恢复了生机，火烈鸟、鱼和虾返回家园

了。靠近伊洛市岸边的堆渣场也被清除干净。

对于早前农作物遭到损坏的农民，该公司发放了补偿金，并

专门建立了一个用于农业贷款和技术援助的基金。在水资源方

面，铜矿公司提高了水的循环利用程度，不再从伊洛谷打井钻眼

了。同时还启动了一个总共三个阶段的项目，原定于 ２００４年底

实现减少 ９２％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但后来政府批准将该项目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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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再验收。

除此之外，政府的公共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最为突出的

是，秘鲁政府针对采矿活动制定了新的环境监管方案。至于这一变

化有多少是由 ＬＡＢＯＲ的运动带来的，答案因人而异。至少在

ＬＡＢＯＲ的员工以及伊洛市的现任和前任市长看来，ＬＡＢＯＲ在新方

案的成形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路易斯·桑切斯 （ＬｕｉｓＡｌｂｅｒｔｏＳａｎｃｈｅｚ）等能源

和矿业部的官员眼里，私有化改革以及来自多边金融机构的压力才

是这次改革的主因。不过桑切斯依然承认，采矿业对生态环境的破

坏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专栏１０１　高海拔采矿———一种危险的职业？

塞罗—帕斯科高于海平面 ４３００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高的

矿城。在１９９０年，塞罗—帕斯科共有 ７１万人口，其中的 １／３都

是矿工或者矿工家属。圣费利佩医疗中心的阿尔贝托·阿雷圭

（ＡｌｂｅｒｔｏＡｒｒｅｇｕｉ）医生称，这些居民的寿命要比低海拔的人短得

多。

其罪魁祸首就是慢性高山病 （ＣＭＳ），得了这种病症的人会渐

渐不适宜高海拔地区的环境。应矿工工会的要求，卡耶塔诺—埃雷

迪亚大学 （ＰｅｒｕａｎａＣａｙｅｔａｎｏＨｅｒｅｄｉａ）的研究者对此作了仔细探

查。其初步研究表明，多种因素共同导致了慢性高山病在塞罗—帕

斯科矿工中的高发率。例如，许多矿工有着抽烟、酗酒和咀嚼古柯

叶的坏习惯。但相比起来，更为重要的致病原因是：轮班工作制度

以及高海拔矿区恶劣的工作条件。

当时，秘鲁政府与国际劳工组织都未将慢性高山病看做一种职

业病。为了增加对该病症的了解，１９８９年，加拿大 ＩＤＲＣ资助了一

个研究项目，以对此前的研究结果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可惜的是，

这个项目并没有针对决策者和其他社会机构制定正式的研究成果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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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战略。

经过１８个月的探索，研究人员发现，矿工的确是慢性高山病

的高发人群，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 “以采矿钻井为主的高耗体

力活动，特别是矿工”。研究成果得到了矿工工会的认可，被印制

在了这个组织的一个小册子里，广泛散发到了秘鲁的其他高海拔矿

区。另外，一本颇受赞许的书——— 《高海拔生活之痛》也引用了

这个研究成果。尽管有些成就令人欣喜，但在阿雷圭博士和研究员

马塞尔·瓦卡赛尔 （ＭａｒｃｅｌＶａｌｃａｒｃｅｌ，１９９０）看来，这远远低于项

目的预期。因为项目没有让政府、采矿业与社区组织协作起来，为

共同的目标努力。

这主要是以下三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一，活动在塞罗—帕斯科

地区的 “光辉道路游击队”对项目工作者构成了威胁，迫使科研

团队尽可能保持低调。其二，无论是卫生部的官员还是来自采矿业

的代表，都对项目结果表示出了质疑，认为它违背了 “传统的假

设”———在高海拔地区出生的人应该 “很好地适应高山环境条

件”。其三，还有人觉得最初的研究结果就是有偏颇的，因为矿工

“被诱导了，所以才觉得自己身体不适”。

因此，卡里加在对项目进行评估之后认为：尽管这个研究项目

有一些积极的成果，但它并未推进秘鲁在职业健康和采矿安全方面

的政策进程。２００２年，卡里加在国家职业卫生研究所、能源和矿

业部以及部分行业协会中找了一些访谈对象来问询研究项目的影

响，结果却发现没人知道这个项目。尽管矿工工会的个别官员对此

略知一二，但他们都有其他的关注重点。

这项研究进行之时，秘鲁已如其他一些拉美国家一样，实施了

重大的经济改革，包括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等。这

导致在采矿业工作的合同工人数迅速增加，矿工工会的地位进一步

下降。研究员瓦卡赛尔总结道：工会的式微，使其几乎丧失了影响

政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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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政策影响评估

结束了对两个项目的调查之后，卡里加从以下几个问题入手，

对项目作出了总结： （１）每个项目对政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２）什么样的因素促进或阻碍了项目对政策产生影响？（３）在项

目影响政策的过程中，ＩＤＲＣ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具体结论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① ＬＡＢＯＲ起诉矿业公司的首要目的是影响与环境相关的企业

经营政策，改变秘鲁政府的放任态度。ＬＡＢＯＲ正确地将法庭听证

会与国内外媒体报道看做一种工具，给整个事件带来了转机。而在

有关高海拔采矿的研究案例中，政府官员坚信慢性高山病不是一种

职业病，对此，没有任何组织站出来，运用研究结果来跟政府据理

力争，所以项目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②对 ＬＡＢＯＲ的支持之所以能成功地影响政策，需要归因于两

个因素：一是从一开始，项目方就设定了一项宣传战略，要把研

究成果传播到各个主要的国家和国际利益相关法手中；二是项目

工作者拥有较好的能力，来获取社区对这个问题的支持。另一方

面，虽然高海拔采矿的研究项目出版了其研究结果，但后续行动

不足；社区和矿工工会都未积极地参与到对话中来探讨高山病的

成因。

③从这两个案例的结果来看，如果 ＩＤＲＣ事先有一个评估项

目的框架，可能会让项目取得更大的政策影响力。譬如，我们可

以将 ＬＡＢＯＲ的研究成果传播到 ＩＤＲＣ支持的其他研究机构那里，

这样一来，研究项目就会对秘鲁的环境管理制度产生更深远的影

响，其影响力甚至还能扩展至同一地区的其他以采矿为主导产业

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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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和教训

１好的研究不能自发产生政策影响的效果，如果将其嵌入到一个旨在影响政策的大战
略中，项目的有效性会显著提高。

２为当地社区提供技术和专门的信息，可以为之赋权，打破它们与世隔绝的状态，使其
能更好地影响政策。

３从项目的设计、实施，再到项目结果的宣传，所有的这些步骤都必须认真规划和分
析，要尽量拉近决策者和研究者的距离。

４有些细微之处的改变可以带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例如，项目方给 ＬＡＢＯＲ
赞助了一台传真机，使他们与国内外的积极组织都取得了联系。

　　

基本数据

１铜矿项目

时间 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

目标
评估秘鲁南部的采矿活动，查看它对水资源的影响，并在 １９９２年 ２月之前将
结果呈交给第二国际水法庭。

研究

产出

１一份呈交给第二国际水法庭的报告，帮助陪审团获得了对矿业公司不利的
证据。

２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应该不算是研究成果，但矿业公司确实改变了其经营
制度和实践，开始实施一些环保项目，以缓解环境退化。

２高海拔采矿项目

时间 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

目标 加深对高海拔地区采矿业慢性高山病发病规律的认识，影响国家政策。

研究

产出
根据以上两个项目，撰写并出版了一本书，得到了公众的认可。

　　

防治人才外流：中东非国家需要更为持续和

相关的研究来实现农业的发展

下面这段材料 源 于 克 里 斯 · 阿 克 罗 奥 古 图 （Ｃｈｒｉｓ

Ａｃｋｅｌｌｏ－Ｏｇｕｔｕ）的案例研究。

在东非和中非国家，如何制定好的农业政策以刺激经济增

("#



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长，是决策者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毫无疑问，为了完成这个任

务，他们需要高质量的研究来做保障。然而，由于沟通不畅、

研究者频繁离职，有些时候，即便有了好的研究结果，也不一

定能送抵官员的手中以解其燃眉之急。

在中东非，许多国家都将发展的期望寄托在了农业主产区，它

们加强了农业生产，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来减少国内贫困，并且创

造更多的外汇来满足国家需要。在近些年来，尽管这一地区的几个

国家都制订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然而，对于该地区的大多

数经济体来说，农业依然是最为主导的部门”。肯尼亚资源管理和

政策研究所 （ＲＥＭＰＡＩ）的研究员阿克罗奥古图解释道：农业能够

确保粮食安全、减贫和社会稳定，而这恰恰是经济增长所仰赖的条

件，所以农业发挥着非常核心的作用。

他还警告说： “如果在制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时忽视了农业，

或是没有把农业纳入连贯的政策导向中，那么，这不仅会削弱农业

体系，而且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研究的重要作用

这一情况给中东非的研究团体压上了重担。它们拥有一些工

具和潜在的知识来影响决策者 （尤其是农业部门的决策者），帮

助他们拨开重重迷雾，最终制定出旨在改善农民生计的可行政策。

考虑到中东非地区农业领域面临的多重挑战，这项任务可谓尤为

艰巨。

（１）在市场方面，由于近期的贸易改革并未加强农民与外部

市场的连接，因此，农民所面临的风险实际上是增加了。在中东非

地区，农作物往往种类稀少且价格低廉，收成几乎与雨水挂钩，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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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历史上一直受到价格波动和雨水不足的影响。如今，国内市场

的自由化使得他们又更加依赖中间商，常常被对方占便宜。同时，

意在为当地打开通往东部和南部非洲市场之门的贸易新制度在实施

上屡屡受阻，但发达国家的深深庭院依然紧锁。

（２）农业生产率仍然很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创新水平较低。

农民迫切地需要新的技术 （种子、化肥等）以及新的方法来突破

一些制约性因素 （如水资源的短缺）。此外，农民还需要新的制度

模式 （合作社，市场营销和推广服务等）和农业金融模式来改进

当前的实践，突破商业银行和公共贷款机构的限制。

（３）改善铁路、公路、仓储设施、电力以及电信等基础设施，

并加强这些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将有助于生产力的提高。有些

地方，资源退化极其严重，令人无法维持生计。例如，在肯尼亚，

传统的土地分割方式使得许多家庭获得的土地数量非常少，几乎

不可能进行农业生产了，这时候就需要新的资源分配机制来进行

干涉。

（４）内乱和政府失灵导致了生产力下降与贸易机会流失，使

得难民四散逃生，而大笔的援助资金只能权且用作救灾，无助国家

的长远发展。

研究资源的浪费

基于上述这些压力，中、东非各级政策制定者都急切需要好的

研究，来带领他们走出技术、经济、生态和社会的迷宫，应对农业

部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然而，研究者、决策者和农民之间的纽带

却并不牢固。

阿克罗奥古图写道： “令人惋惜的是，大量的技术被束之高

阁，农民根本就没有用上；而农业政策分析师给出的许多的建议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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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也被置之一边，没法指导实践。”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改变这一

格局呢？对此，阿克罗奥古图实施了一个涉及多方面的评估。

其中，他针对 ＩＤＲＣ在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资助的 ６个

小项目展开了研究。这些项目均属于中东非农业政策分析项目

（ＥＣＡＰＡＰＡ）。阿克罗奥古图首先将项目的政策成果与各国政府和

社区的要求进行比对；接着，他又访谈了 “关键人物”，请他们分

析项目经验以及这项研究的总体发展趋势，从中剥离出一些影响研

究和政策之间关系的重要主题。

阿克罗奥古图将所有的项目分为两类，第一类项目主要是跟特

定的农业技术相关，他的评估也正是围绕着技术的可行性来进行的

（详见下文）。

科技扶贫的作用：对肯尼亚豆农经济收益的测定

针对产量低下和市场瓶颈问题，项目研究人员指出了许多改进

方法，包括为农民提供种子和化肥信息，帮助农民彼此之间达成种

子共享的协议，并改善了营销手段。在项目的宣传阶段所有团队成

员都已离开项目，因此，该项目的最终报告没有送达政府机构，也

没有发挥太大作用。

乌干达家庭农场种植白马铃薯的收益

该项目研究了改良品种的高成本问题。对此，研究者给出了一

系列建议，认为政府机构和私营部门之间应该加强合作，生产更

多、更好的种子。这些结论公布在了一个由立法者、非政府组织代

表、农民、种子生产者协会的成员和研究人员出席的研讨会上，从

几个层次对政策形成了影响。例如，一些私人企业同意了加入新的

合作项目；基于这个研究成果，政府还选择了马铃薯作为战略出口

作物。

玉米—大豆间作技术给农民带来的收益：来自坦桑尼亚北部的

一个案例

这个项目的目标之一，是要告诉决策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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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间作方式可能会带来某些收益。项目方组织了两个研讨会，

向农民、非政府组织代表和其他人 （不包括决策者）传递了这个

信息。阿克罗奥古图发现，包括项目团队的领队在内，没有任何一

个研究人员愿意对项目报告负责，因此项目结果的讨论难以开展。

尽管合作者表示建议的农业技术得到了采纳，但是农民对这一说法

不以为然。

应对冲突

另外的三个项目则是跟自然资源管理相关，详见下文。

在自然资源管理和使用中最大限度地减少冲突：社会资本和地

方政策中的作用———以乌干达卡巴莱为例

在乌干达的卡巴莱地区，地方政府进行了新的分权式管理。对

此，人们采取了一些行动来支持地方政府，并希望培育其他形式的

社会资本以缓解资源使用方面的冲突。该处所说的项目正是上述行

动的延伸。项目在接受评估之时其实还未结束，项目的研究人员

称：随着项目的开展，一些研究发现已经应用到了实践当中。然

而，由于缺乏阶段性的进展报告，评估人员很难对此证实。可以肯

定的是，通过分组讨论、访谈、研讨会和会议等形式，项目运用了

以社区为基础的参与式方法，为社区成员提供了信息。此外，项

目还利用电子邮件、出版物和调研报告进一步传播了研究成果。

评估人员指出，与其他项目一样，这个项目也存在一个弱点———

尽管其目标是参与政策制定，但它缺乏对政策参与水平和类型的

清晰定位。

卡拉莫贾 （乌干达）与邻近地区在牧场和水资源使用方面的

冲突：使影响和潜在冲突最小化的战略

在阿克罗奥古图的描述中，卡拉莫贾地区 “旱灾与饥荒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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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畜流行病泛滥，不安全是常态，老百姓困苦不堪”。本地人习惯

于养牛，导致过度放牧现象严重；现代化武器的进驻更是加剧了本

地冲突。借助于参与式方法，该项目希望制定出使冲突最小化的战

略，并提出自然资源管理的最优方案。经过研究发现：中央政府的

裁军措施只会加剧冲突，要解决矛盾，必须从地方一级入手，由非

政府组织之类的第三方来斡旋；另外，还应设立共同财产制度来进

行资源分配。项目工作者原本想组织一些研讨会来传播研究成果。

但由于安全局势的恶化，最终都没能如愿。

水资源取用的冲突：以肯尼亚的塔纳河流域为例

在肯尼亚的塔纳河流域，水资源竞争 （用于园艺、食品生产

和水力发电）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为了促使政府形成新的政策，

该项目制作了一些政策摘要，概述了这些冲突的性质，询问了使

用者对 “可交易水权”的看法，并对多元水权制度建立的可能性

作了评估。项目尚未完成，一些关键的合作者就已经离开，或在

肯尼亚境内接手了其他工作。尽管如此，项目的研究人员称，他

们已经制订了计划，准备今后在内罗毕组织研讨会来传播研究成

果。

趋势和机遇

回顾了这几个案例之后，一些 “关键人物”根据中东非地区

的发展趋势，审视了研究和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最后确定了一些

影响研究与政策之间关系的重要主题。

首先，他们认为，有些援助组织希望在该地区支持研究项目，

如果这些组织直接干预太多，反而会事与愿违。地方政府撤回给研

究机构资金的同时，国际组织填补了这个空缺。尽管这拉近了援助

组织和当地研究机构的距离，但决策者无疑被排挤了出去，最终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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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研究者和决策者之间的脱节。另外，当地政府原本疲于应对减

贫、防治艾滋病以及新的全球贸易这些问题，但援助组织的过多插

手，可能会左右主要的研究问题，使之偏离了政府的兴趣。

在项目设计阶段就考虑这个情况，尽量拉近研究者和决策者的

距离，不仅可以确保研究有政策针对性，而且还有助于消除学界与

政府彼此的不信任感。

评估者注意到，尽管性别问题是农业政策领域的一个重要主

题，然而在所有的这些已开展项目中，几乎没有一例考虑到了性别

因素。这或许跟大环境有关。一般情况下，农业研究项目大多由经

济学家来主导，因为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这些经济学家往往对性

别问题不敏感；此外，这可能还跟非洲的实际情况有关，由于面对

的问题太多，决策者往往无暇顾及性别问题，因而 “将其放在了

次要位置上”。同样，上述项目还普遍存在 “人才流失”的情况，

对项目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很多研究者跳槽之后，研究项目的稳

定性大受其害。尤其是在项目后期，快要进行项目成果传播之时，

大部分的工作者可能都已另谋他职了。

捉襟见肘的研究经费也是影响研究团队稳定性的一个要素。很

多项目都只有较少资助，因此，当其他的工作机会出现时，研究者

可能会立即辞职。总体而言，评估者感觉到，资金被切割得太细

碎，支持了太多的小项目，但这些项目的研究范围都很有限，只能

处理特定地域的一些小问题，难以吸引决策者的目光。阿克罗奥古

图写道：“所以，这些项目无法从事概括性的研究，捕捉一些 ‘大

的动向’，而这恰恰是决策者需要的。”

要影响政府决策，研究结果还必须及时地呈递给决策者。在这

方面，受 访 者 指 出，整 个 “中 东 非 农 业 政 策 分 析 项 目”

（ＥＣＡＰＡＰＡ）的团队能力还不足，亟待提高；可以实施一些具体的

措施，来规定项目开展的标准，并加速完成一些时间敏感性较高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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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和教训

１人才外流往往会阻碍研究成果的传播，所以，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防止这一现象
发生。

２与其零敲碎打地四处支持小项目，不如化零为整地支持一些大型研究项目。因为大
项目能更好地把握宏观局势，而这又恰恰是政府所需要的。

３必须加强机构能力，这样有助于更快地研究产出。
４让决策者参与到研究项目设计阶段，可以使研究的政策相关性更强。

　　

基本数据

时间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

目标 为农业技术创新、减贫和缓解环境退化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

研究

产出

１只有３个项目完成，所以研究产出有限。这几个项目都没有制作有影响的
宣传材料。

２完成了３个项目的结题报告以及另３个项目的中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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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水资源管理

第十一章

水资源管理

大河奔流：乌克兰第聂伯河流域的治理

下面这段材料基于艾瑞娜·立泽古 （ＩｒｙｎａＬｙｚｏｇｕｂ）的一

个案例研究。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一度成为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环境

退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乌克兰采取了一些行动以缓解这种情

况，但官员和决策者历来不愿共享信息或采取措施，因此大大

削弱了行动的效果。在乌克兰开展的第聂伯河流域治理项目

时，ＩＤＲＣ的研究者遇到的最大阻碍就是转变这种态度。耐心

和毅力，以及乌克兰一些关键人物对于新思路的接纳，共同为

这条历史航道的复兴带来了新的希望。

第聂伯河长约２３００公里，是欧洲最长的河流之一，一半以上

的流域在乌克兰境内。２０００年前，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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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Ｈｅｒｏｄｏｔｕｓ）曾这样描述第聂伯河： “……这是迄今为止最大和最

富饶的河流……除了埃及的尼罗河……第聂伯河的河水清澈、甘

甜，是迄今为止最美丽的河流。” 但根据 《保 护第聂 伯河》

（Ｓｈｅｖｃｈｕ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５）一书作者的描述，现今的第聂伯河已不再

是新鲜、纯净的天然水源了。他们写道：“现在，工业、农业以及

居民向第聂伯河大量排放废水，每年有大约５５０万立方米的废水倾

入乌克兰境内的第聂伯河干流，其中包括４２０万立方米的污水，这

些污水中又有２８０万立方米是未经处理的。”

算上邻国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第聂伯河哺育了 ５０座城市的

３３００万人。他们共享着第聂伯的河水，以满足工业、农业、水电

和核电等方面的用水需求。这使得如今的第聂伯河已很难呈现出希

罗多德笔下宁静的田园风光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ＩＤＲＣ新成立的中欧和东欧倡议国组织

办公室 （ＯＣＥＥＩ）于１９９４年的夏天启动了乌克兰环境管理发展项

目 （ＥＭＤＵ）。该项目是 ＩＤＲＣ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ＵＮＤＰ）以及

全球环境基金 （ＧＥＦ）共同合作开展的，并由加拿大国际发展署

（ＣＩＤＡ）提供资金支持。

一项艰巨的任务

乌克兰环境管理发展项目涉及大范围的环境教育活动、项目培

训以及跨境污染问题的环境管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都是一

个艰巨的任务。

该项目总共包括以下六个部分，顺延后的第二阶段于 ２００１年

结束。

（１）水污染控制：与乌克兰三个机构联合开展水质基线研究。

项目活动包括由加拿大专家指导的短期培训以及提供一些关键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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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设备。

（２）水源毒理学分析：运用六种价廉但有效的检测方法，说

明水被毒素污染。

（３）信息系统建设：包括全国的和区域的系统建设，再绘制

一个乌克兰国家地图集。

（４）实施一系列示范项目：这些项目的主题包括饮用水处理

技术，地下水保护以及海岸线恢复。

（５）推行环境审计以及企业家精神：针对大型和小型企业开

展项目。

（６）开展公共宣传：运用不同形式的媒体手段 （例如视频和

电视节目）来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

这是一个有着宏大愿景的能力建设项目，要使它成功实施，

ＩＤＲＣ团队首先需要解决另一类 “环境”问题———即人们的态度。

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内，乌克兰曾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而政府

却不愿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在前环境及核安全部的部长瓦希

尔·舍夫查克 （ＶａｓｙｌＳｈｅｖｃｈｕｋ）看来，这就是个 “精神危机的时

代”。后来，舍夫查克也担任了该项目的乌克兰管理委员会主席。

扩展政策能力

在苏联时期，人人都知道——— “严惩首创精神”，这是难以遗

忘的教训，尤其是在政策环境动荡不稳的情况下。“人们慵懒、消

极、害怕，常常生活在恐惧之中，很难去改变我们这一代”，乌克

兰科学研究院水文化学部主任克斯坦丁·切波克 （Ｋｏｓｔａｎｔｙｎ

Ｃｈｅｂｏｔｋ）解释道。他还满怀期望的补充道：“也许下一代就大不一

样了。”

前苏联的各种规定让人民行事颇为谨慎，除了上述表现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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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方面阻碍了项目的开展。１９３７年颁布的一项法令中指出，

城市的供水系统属于保密信息。按照这个法令，向外国人提供此类

信息的项目参与者都有可能面临法律诉讼。于是，一些乌克兰研究

机构不愿意分享信息，或者坚持有偿提供。由于当地银行系统不健

全，项目工作者若想购买这些信息，就必须通过现金支付或是实物

交换的形式来进行交易。

当时，乌克兰初获独立，但国内有关政治体制和政治进程的改

革才刚刚拉开序幕。毫无疑问，生态和自然资源部自下而上都在进

行频繁的调整，部长也数易其人。每一步变化都会出现新的人事变

动，相应地也会产生新的是非观。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有着重重阻隔，这个项目最终还是实现了

所有的目标，而且在这过程之中，乌克兰和加拿大科学家之间建立

起了长期的联系。它对乌克兰环境政策和立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乌克兰管理委员会 （ＵＭＣ）为该项目的成功提供了关键的支

持，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引入了来自政府以及研究领域的高层决策

者。格莱格瑞·森楚克 （ＧｒｙｇｏｒｙＳｅｍｃｈｕｋ）认为这样做很重要。

他是乌克兰管理委员会的成员，而且曾经担任国家建设建筑及住房

政策委员会第一助理 （相当于副部长）。

“委员会的工作不会托付给那些没有权利以及没有影响力的

人。这带来了正面效应，同时也有一个心理方面的因素。当讨论一

个项目时，我们能毫无顾忌的各抒己见”，森楚克说道，同时他还

补充说：严格的纪律和系统的方法也十分重要。

委员会规范化的运作带来了积极的局面。每个人必须参加每月

最后一个星期五在舍夫查克办公室召开的例会。如果有谁没能出席

就会被辞退，这就是纪律。

许多项目参与者都认为，舍夫查克作为乌克兰管理委员会的主

席，对项目的成功贡献很大。

整个乌克兰环境管理发展项目以及其下的几乎所有子项目，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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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之初就把影响政策当成了自己的目标之一。项目实施进程中，

决策者的积极投入十分重要，他们的参与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相关政

策的形成。而且正是因为政府在项目中的参与，才使得政策影响成

为可能；而高级研究人员的加入则使得研究者和决策者之间的联系

变得容易起来。

影响政策体系

乌克兰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已经严重影响了该国科学家的工

作，他们的工资没法照常支付，需要的设备也无法采购。在冬季，

乌克兰的多数科学家在只有零上几度的办公室里工作。由于缺乏政

府的拨款，这些机构的运作非常惨淡。后来，乌克兰环境管理发展

项目的实施给它们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影

响。“国际项目特别是 ＩＤＲＣ的项目，给了我们希望。这些项目让

我们不用陷入绝望之中”，切波克说道。

另一位项目的参与者、来自空间研究所的科罗迪亚兹尼

（Ｏ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Ｋｏｌｏｄｉａｚｈｎｙ）补充说：“这一计划可以使我们的专业水

平达到更高的层次。我们必须更加细致地研究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和

互联网，还学习了遥感技术。”

“该项目还将从未有过合作经历的研究机构汇集到一起”，乌

克兰管理委员会成员亚茨克 （ＡｎａｔｏｌｙＹａｔｓｙｋ）说道，他同时也是

水资源和生态问题科学研究所所长。“每个机构都独立运作，我的

工作单位研究的是水资源问题，其他研究机构则专注于别的问

题……在 ＩＤＲＣ的项目中，所有的这些研究机构联合起来，为解决

第聂伯河流域问题探索一个综合的方法”，亚茨克说。

乌克兰科研机构的复苏同时也激发了教学和科研。在此期间，

研究机构培养了大批研究生，并出版了一系列基于该项目工作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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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书。根据舍夫查克所说，在这个领域里的大学教育、培训和专业

人员的再培训一直还在使用着这些教科书。例如，有本关于水文生

态的教科书，如今仍然广泛用于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大

学课程中，而这正是乌克兰环境管理发展项目的成果之一。

对于更多的普通人，该项目制作了一系列影片来介绍第聂伯河

流域面临的问题以及人们为治理该河所从事的工作。其中一些影片

已在全国电视台上播出。同时，在舍夫查克博士的倡议下，数以百

计的影片拷贝也已分发到乌克兰全国各地的学校和生态中心的青少

年手中。

拓宽政策视野

该计划还为一些创新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例如，将饮用水处

理产生的沉积物作为原料生产有机矿物肥。管理试点项目的切波克

说：“许多国家把这些沉积物焚烧掉，或倒入海洋，但乌克兰将沉

积物转换成肥料，这种技术应用在全世界都是首例”，他还补充

道，“如果没有 ＩＤＲＣ的资金支持，以及乌克兰环境管理发展项目

对于专业的高标准要求，这个项目不可能取得成功”。

最初，由于乌克兰研究机构并没有使用国际公认的标准，这些

项目成果很难引起国际科学界的关注。与 ＩＤＲＣ合作开展项目以

后，乌克兰的研究机构认识到了引进国际标准的必要性。了解国际

标准，也使得乌克兰研究人员融入了国际科学界。活跃在乌克兰环

境管理发展项目中的一些研究人员已经在一些国际科学期刊上发表

了他们与工作相关的论文，并在国际会议上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成

果。

最让人欣慰的是，在研究者的努力下，国家以该项目的成果为

基础，制定了两部国家法案：一是 《第聂伯河流域生态修复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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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二是 《饮用水改善法案》。这两项法案近期都获得了乌克

兰最高议会的通过。亚茨克说：“这是我们最大的政治成就。”

此外，乌克兰政府为了支持 “国家计划”，还制定了大量细

则，这其中也有乌克兰环境管理发展项目的功劳。例如，地表水质

的估算标准就是由项目制定的。“国家计划”以增强环保意识为目

标开展了一些工作，也增进了乌克兰科研机构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密

切合作。

在总结中，该项目的基辅区域主任迈伦·拉霍拉 （Ｍｙｒｏｎ

Ｌａｈｏｌａ）评论说：

我确切了解到的是，ＩＤＲＣ给我们留下了遗产：让我们知

道加拿大人不仅友好，善于外交，而且也很容易一起工作……

他们办事总要经历达成共识的过程。我听到的这些不仅是来自

乌克兰，也来自其他援助组织。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可以发展

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国家之间的信任和友谊。

专栏１１１　加拿大人来了！加拿大人来了！

缺乏沟通可能会给项目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在乌克兰环境管理

发展项目的早期阶段，人们就吃了这方面的亏。由于缺乏了解，当

地人通常把加拿大人想成寡廉鲜耻的侵略者。在一个河堤加固项目

的实施过程中，冲突爆发了。要知道，真正的苏联行事风格根本就

没有公众参与这个概念，那个项目的经理只是带来了笨重的机器，然

后安排他的团队成员在绵延５公里的河滨工作，他甚至都没将此事告

知地方当局。不知怎的，谣言蜂起，民间到处传言：“加拿大人购买了

我们的土地……他们很快就要修建筑物，而我们再也不能去河边了。”

愤怒的当地人拿起干草叉来捍卫自己的土地，内阁也收到了官方的投

诉，由此产生的混乱延误了该项目近一年时间。这个案例给我们提供

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公众宣传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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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数据

时间 １９９４～２００２年

目标

第一阶段：协助乌克兰相关机构，增强它们管理第聂伯河水系以及水资源利用

的能力。

第二阶段：深化乌克兰机构和工业的环境改革，提高科学家、决策者以及广大

民众的环保意识。

研究

产出

１建立了国家环境管理信息系统，该系统与沿第聂伯河的１９个省级办事处联
网。

２建立了区域管理信息系统。
３收集和出版了一大批有关乌克兰环境立法的文字材料，向非政府组织、公众
以及教育机构公开。

４完成了基线水质调查。
５进行了饮用水水质的卫生风险评估。
６针对水质和其他与水资源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审计。
７培训了９０人。
８改变了沿第聂伯河流域的工厂排放系统。
９出 版 了 一 本 书：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Ｄｎｉｐｒｏ Ｒｉｖｅｒ：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ＶＹＳｈｅｖｃｈｕｋ，ＧＯＢｉｌｙａｖｓｋｙ，ＶＭＮａｖｒｏｔｓｌｙ，ａｎｄＯＯ
Ｍａｚｕｒｋｅｖｉｃｈ．ＭｏｓａｉｃＰｒｅｓｓ／ＩＤＲＣ（２００５）

　　

最大程度利用稀缺资源：

废水回收和中东的都市农业

下面这段材料主要基于埃曼·苏兰尼 （ＥｍａｎＳｕｒａｎｉ）进

行的案例研究。

人口增长、快速的城市化以及水资源的短缺加剧了中东和

北非的粮食危机。为了解决这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当地政府鼓

励发展城市农业和使用再生水来进行灌溉。在约旦和其他一些

国家，都市农场利用淋浴、盥洗和厨房用过的 “灰水”来灌溉。

这项由 ＩＤＲＣ支持的创新已对公共政策产生了广泛影响。

虽然 “都市农业”伴随着城市的出现就已存在，但直到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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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水资源管理

几年，都市农业对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才得以凸显。

事实上，都市农业正在蓬勃发展。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

全球约有８亿城市农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穷人或中产阶级，通

过种植和养殖来养家糊口并赚取一些额外的收入。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把废物循环再造，使用再生水 （ｒｅｕｓｅｗａｔｅｒ），并在闲置的土

地上耕作。

中东和北非是地球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该区域能供每个人使

用的水量正在逐步下降，其主要原因就是人口的急速增长。预计水

资源库存量将下降到年人均７２５立方米，远远低于严重缺水的基准

指标———年人均１０００立方米。

在这种可怕的状况下，快速的城市化无疑是火上浇油。随着越

来越多的人转移到城市，饮用和生活用水的需求增加，而农业灌溉

用水只能一再受到压制。因此，该地区的粮食危机和缺水问题频频

发作，约旦饱受其害。

约旦是一个大约有５２０万人口的小国。该国的经济多年来持续

下降，约有７％的人口收入低于每天 １美元的国际贫困线。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的报告称：“约旦的高人口增长和前所未有的城市化率

威胁到了近期的经济增长。目前，该国的人口增长率是 ２７％，而

人口居住在市区的比例已经占７３％，预计到２０１５年将达到８０％。”

经济落后和人口激增威胁到了约旦贫困人口的生活，在城镇

中，面临粮食和用水安全问题的贫困人群大批涌现。据世界银行，

过去的２０年人口的高速增长已使约旦的人均水供应量低于年人均

１９８立方米。毫无疑问，如此严重的缺水情况势必危害人体健康，

阻碍约旦的发展。

在这样的压力下，约旦从根本上扭转了对水资源管理的态度。

在过去，人们把水看做免费的公共财产；但现在，所有人都意识到

了它的经济价值。水资源保护、废水处理以及废水再利用已成为约

旦的当务之急，相关主题的研究同样也得到了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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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ＩＤＲＣ的都市农业项目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在支持相关的研究

和发展实践，以确保粮食安全、增加穷人收入、维护公众健康，营

造一个干净的城市环境。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

ＩＤＲＣ发起了一系列研究项目，专门针对都市农业中灰水的使用情

况开展了调查。这些研究对约旦和中东其他地区的水资源管理政策

产生了重要影响。

做了什么：都市农业和灰水项目

项目最初的研究，主要是数据收集工作。围绕着都市农业的性

质和范围，研究人员整理出了首份有关该主题的可靠信息。研究人

员集中在首都安曼，梳理了一系列问题，以便为政策调整建言献策。

在所有的调查结果中，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安曼

六分之一的家庭都从事着都市农业，在分工中性别平等体现得非常

充分，两性的工作量基本上都是等分的 （但是，不像男性，大多

数女性是没有报酬的）。另外，４０％的家庭已在使用未经处理的灰

水。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发现，约旦没有关于都市农业的具体政策

或法规。事实上，政府还没有意识到都市农业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

的作用。

在约旦河西岸 （巴勒斯坦）进行的第二个项目主要是技术性

的。它试图开发一种小型的滴滤器，以处理灰水供给家庭花园使

用。研究人员利用回收的塑料洗发剂容器、塑料饮料瓶，以山谷碎

石作过滤介质，做了一个 “生活污水处理器”。它不仅原料价廉、

容易获取，而且效果也毫不逊色。测试结果显示，其灰水平均再生

率高达５６％，实在令人震惊。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还考虑到了文化与宗教界人士

对再生水的关注，请当地酋长向其部族介绍灰水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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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水资源管理

在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澳大利亚援外合作署在约旦南部推行了一

个非常成功的试点项目，以测试 “永续性农业”或 “朴门农艺”。

一项由 ＩＤＲＣ资助的评估证实了该项目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产生的广

泛影响：它增加了家庭收入，推动了合作，改善了人们对家政学

（ｈｏｍ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和市场营销方面的看法，并使人们形成了对水

资源保护和再利用的意识。值得注意的是，参与项目的女性因为赚

取了收入，获得了技能，增强了养家糊口的能力而感到更加独立和

自豪。

根据前三个项目产生的灵感和经验，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国际发

展中心在约旦塔菲拉实施了雄心勃勃的灰水再利用项目。

其直接目标是改进约旦家庭花园里的灰水再利用系统，更进一

步的目标就是协助城郊贫民保护干净水源，在实现粮食安全和创造

收入的同时保护环境。

该项目所取得的成就影响深远。它增加了灰水回收，并使灰水

处理变得更加简单、安全；它鼓励人们生产和销售更便宜的有机肥

皂，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它通过优化灌溉系统、培育

能够更加适应灰水灌溉的新作物来推进永续性栽培实践。特别是，

它推动了政策的改变，促使约旦鼓励民众更广泛地使用灰水。

学到了些什么：研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为了了解上述研究项目对政策的影响，２００１年，ＩＤＲＣ启动了对

这些研究的战略评估。中心聘请了苏兰尼来评价灰水项目的影响，

主要调查了它所做的工作，并概述了六个 “影响政策”的实例。

修订住房法规，推动全国委员会制定灰水再利用指南

在最初的项目工作中，研究人员惊奇地发现：约旦还没有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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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都市农业的法律法规，这一发现推动了新政策的制定。与之类似，

其他一些收集到的信息也对公共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

灰水再利用项目对填补这方面的政策空白作出了长足的努力。

举例来说，它催生了一个民用建筑法规的修订提案。根据这项提

案，在今后，人们可能无须修改管道就能使用灰水了。此外，它还

提议成立一个新的全国委员会来制定 《灰水再利用指南》。

决策者成为传播者

作为一种间接的政策影响，一些政府官员虽然没有参与实施研

究项目，却成了热心的传播者。例如，约旦统计部负责网站编辑的

人员将第一个项目的成果放到了网站首页，加大了对援助机构和研

究团队的宣传。

模式的复制

约旦和巴勒斯坦的项目是逐步进行的，一个接着一个，轮到一

方，就会带动周边地区做类似的努力。伊斯兰水资源开发与管理网

络 （ＩＮＷＲＤＡＭ）的穆拉德·比诺 （ＭｕｒａｄＪａｂａｙＢｉｎｏ）博士指出：

“巴勒斯坦和约旦的项目如今扩展到了黎巴嫩，而且叙利亚也已表

现出兴趣。”复制努力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项目构架根据每个国

家的文化背景不断作出调整。

在约旦，项目模式之所以得到推广，主要是因为伊斯兰水资源

开发与管理网络、公认的技术专家以及其他机构之间有着重要的合

作伙伴关系：

（１）澳大利亚援外合作署约旦代表处在所有项目中都安装了

灰水系统。在一个欧盟资助的计划中，伊斯兰水资源开发与管理网

络代表援外合作署，在５个社区安装了５３套灰水系统。

（２）伊斯兰水资源开发与管理网络同近东土地改革和农村发

展区域中心签署了一项针对灰水应用者开展培训的合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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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水资源管理

（３）借助伊斯兰水资源开发与管理网络的专业技术，约旦水

务局成立了 “水需求管理小组”，以帮助协调该国的水问题。

（４）同样是借助伊斯兰水资源开发与管理网络的专业技术，

政府开始调整相应的法规，使灰水可以用于旅游景点的美化。

海得拉巴宣言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由 ＩＤＲＣ和其他组织共同主办的重要国际会议

在印度海得拉巴市举行。该会以 “废水在农业中的使用”为中心

议题，取得了两项重要的突破性进展。

一是 ＩＤＲＣ灰水项目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该组织承

诺，将结合该项目的报告以及其他材料，来重新审查农业利用废水

的指导方针。

二是发布了关于废水在农业中利用的 《海得拉巴宣言》。该文

件由来自２７个国际组织和 １８个国家相关机构的研究者共同起草，

表达了全世界对于废水安全利用的关注，提出建立一个废水 “实

践社区”的全球议程。

网络形成

这些项目首次将各国政府、私营部门以及研究界人士聚集在一

起。ＩＤＲＣ的纳赛尔·法卢奎 （ＮａｓｅｒＦａｒｕｑｕｉ）指出：约旦是一个

小国，所以 “所有在约旦做研究、工程的人和决策团体之间彼此

了解，于是会互相邀请参加研讨会”。

让政府官员与农民开诚布公的会面并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这

的确不同寻常。但在地方层面，决策者、研究者以及受益者之间的

网络已经形成。

培育决策者的能力

ＩＤＲＣ资助的项目针对决策者开展了关于灰水再利用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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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而且提高了他们对于灰水再利用的认知程度。

例如，约旦社会发展部从项目中吸取经验，教会了穷人许多新

的生计手段，包括农业技术、水管铺设技术、财务和行政管理、沟

通以及网络方面的专业知识。

此外，研究人员还广泛地传播项目知识，向政府官员，非政府

组织 （ＮＧＯ）和其他学者和研究人员做了相应简述。

为什么有效：影响项目效果的因素

苏兰尼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分析这些项目为什么会成功地对政

策产生影响，同时还指出了项目依然面临的挑战。

事实上，整个项目还有更大的改进空间。在苏兰尼看来，以下

几个因素阻碍了项目的政策影响力： （１）项目工作者未将 “性别

平等”明确写进研究主题，因而没能将此作为影响政策的一个目

标；（２）项目评估缺乏资金；（３）约旦政府的某些部门 “缺乏良

好的学习环境”；（４）没能充分发挥大众媒体的作用；（５）巴勒斯

坦当局行政能力欠佳； （６）宗教信仰对于废水再利用的构想无动

于衷，至少在项目最初是这样。

尽管存在以上障碍，这些项目仍然产生了显著的政策影响。究

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战略性地运用有限的资源，

在一个项目中吸取的经验会立马应用到后续的项目中；（２）ＩＤＲＣ

和约旦的合作伙伴之间保持着融洽的个人联系； （３）让研究人员

走出 “象牙塔”，直面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并提供即时的解答；

（４）约旦对水资源危机的担心由来已久，这使他们更愿意配合项

目工作，采用科学方法来缓解危机； （５）参与项目实施的个人和

组织有着较好的声誉和信誉； （６）项目工作者根据不同受众，采

用了不同手段来对研究成果进行广泛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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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兰尼强调了导致成功的两个突出因素。首先，许多研究表明

环境的可持续性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关联，也就是说废水回收利用

同扶贫存在联系，这种联系十分具有政治吸引力。其次，ＩＤＲＣ比

较青睐长期的战略计划，还注重项目工作的前后连续性。据伊斯兰

水资源开发与管理网络的比诺博士介绍，这个项目 “有着明确的

目标定位……ＩＤＲＣ很擅长鉴往知来，总会把以前的经验应用到后

续的项目中”。

基本数据

时间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

目标
为了保证城市的粮食安全，实施一系列项目来帮助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相应

的政策，支持都市农业发展。具体的项目内容包括技术研究和能力建设等。

研究

产出

１有关灰水再利用的政策研究和技术研究。
２在拉马拉建立了污水净化厂。
３通过评估研究达成以下目标：
———家庭对于灰水装置的需求日益增长；

———召开有关灌溉蓄水量的研讨会；

———召开有关系统管理的水电工培训班；

———建筑法规的修订提案，有关灰水再利用的学位研究；

———修订国家住房法规；

———建立全国委员会，制定《灰水再利用指南》；

———在中东和北非推广灰水处理装置；

———通过《海得拉巴宣言》；

———创建由决策者、研究人员、私营部门和受益者共同构成的网络。

　　

寻找一个临时的灌溉解决办法：关注

“苦咸水是否在某些情况下可用于灌溉

而又不会破坏土壤”（叙利亚）

下面这段材料主要基于布里因 · 吉勒斯皮 （Ｂｒｙｏｎ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进行的案例研究。

叙利亚的农业主导着经济。面对日益严重的水资源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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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需要想办法让有限的水资源得到更长远的使用。目前，

已经有些农民在使用咸水灌溉了，ＩＤＲＣ所支持的研究人员建

议，如果能够建立相应的指导方针，这些农民或许可以继续采

用这种灌溉方式。可是，谁最有可能关注研究人员的成果的

呢：政府官员、农民、还是地区机构？

在叙利亚以及邻近的中东国家，获取水资源是一个严峻的问

题。

世界银行将中东和北非地区归为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按

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年人均可用水低于 １０００立方米的情况则为严

重缺水，目前，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可用水资源为年人均 １２００立方

米，仅仅比缺水基准线高了一点。而叙利亚作为中东和北非地区最

为干燥的国家之一，其可用水资源估计只有年人均 ４３２立方米，这

远远低于世界银行划定的水资源短缺分界点。然而，高度依赖农业

的叙利亚，依然难以减少水资源的使用；而且，其人口结构以青年

人为主，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这又会进一步恶化水资源危机。预计

到２０２５年，这个国家的人均可用水资源或许仅剩１６０立方米。

如今，叙利亚的农民已经体会到了水资源缺乏带来的压力，他

们实施了多项应对措施，却不料，从长远来看这项措施反而会使情

况变得更糟。例如，开挖新井 （其中绝大多数是非法开挖）会导

致地下水位的下降，而水泵抽水的速度也快于水源恢复的速度。此

外，农民还越来越多地使用苦咸水来灌溉作物，这种做法可能会增

加土壤的盐碱化并导致农业生产率下降。

农民的生存策略

在叙利亚沙漠和草原典型的干旱气候之下，其土壤含盐本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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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事。土壤中的水分蒸发到大气中，使盐结晶，并留在与空气

接触的土壤表面。在过去，这并未造成严重的问题：因为在叙利亚

传统的轮作方法中，人们会进行长时间的休耕，于是表层土中的含

盐量可以保持在相对较低水平。

然而，近年来农作方式发生的变化扭转了这种情况。集约农业

带来了更为频繁的轮作，这增加了土壤水分的蒸发量，从而提高了

土壤的含盐度。另外，由于农民越来越多地实施 “漫灌”，往田地

里注入大量的水，形成小水坑，让水通过土壤渗透下去。这样一

来，土壤里和地下水的盐含量便增加了，地下水窖和水井中的盐分

越来越多。反过来，如果将这些地下水用于灌溉，又会周而复始地

形成恶性循环，成为土壤含盐量升高的罪魁祸首。

对于叙利亚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来说，土壤的盐化趋

势着实让人坐立不安。农业部门不仅保证了粮食安全，还是叙利亚

未来经济增长计划的核心。然而，土壤含盐量的持续增长必然会导

致生产力下降，国家的经济计划也将成为泡影。

而此时，让农民停止使用苦咸水来灌溉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对

于其中一些人来说，这是他们仅有的水资源了。据估计，超过

７０％的叙利亚农民都采用大水漫灌，而且即使是自家的井水被盐化

以后，他们依然会继续采用这种灌溉方式。

由于这些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了，因此，ＩＤＲＣ支持的 “苦咸水

项目”并不打算对其大做文章，而是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如何安全

使用盐水灌溉的研究上。该团队希望建立一套参数，来指导农民和

政府正确使用苦咸水，避免对环境产生恶劣影响或是大大降低土地

的生产力。更进一步说，这还是为了农民的生计做长远考虑。按照

这样的构想，他们将制定一个 “桥梁”战略，对当前的农作方式

稍作改良，但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以前，依然任其继续下去。这个战

略关注的不仅是叙利亚，而是整个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利益，最终希

望可以探索出解决水资源危机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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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水、公共政策与 ＩＤＲＣ

对于 ＩＤＲＣ来说，支持 “苦咸水项目”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情了。因为 ＩＤＲＣ至少有两个兴趣点与该项目的目标契合。首先，

该机构有支持水资源研究的历史，这些研究以小规模、分散的、地

方一级的解决方案为重点。ＩＤＲＣ、国际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中心

（ＩＣＡＲＤＡ）、叙利亚的阿勒颇大学以及加拿大麦吉尔大学都主张小

规模的研究，这让它们走到了一起，共同承担了这项研究。此外，

叙利亚政府也对高效喷灌和滴灌技术这类小规模的、以需求为导向

的用水方式表示出了兴趣。

其次，ＩＤＲＣ还有一个长期的兴趣，即 “研究如何影响政策”。

在这方面，叙利亚的政体似乎越发束缚了项目的潜力。其政策制定

过程非常不透明，而且难以理解，参与项目的许多外国研究者都对

此深有感触。

在最好的情况下，以政策为导向的研究可以引发激烈的公开讨

论，让不同的政策方案得以公之于众，这样一来，左右国家议程的

官员和政客们就会注意到那些脱颖而出的好方案。

但在叙利亚这样的政治制度下，上述情况则不太可能发生。叙

利亚案例的评估者吉勒斯皮说：“颁布什么样的政策完全由高层拍

板决定，公众无权过问。”只有执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才能影响

高层官员的决策；由该国六大政党，２５０名成员选举产生的立法机

关不过是 “橡皮图章”而已，只负责表决通过决议；公民社会组

织就更难参与政策制定了。

自１９７０年现任政府掌权开始，叙利亚的农业政策就带有明显

的苏联式计划经济色彩。２０００年，巴沙尔·阿萨德接任总统以后

实行了有限的经济改革，给这种状况带来了转机。官僚机构不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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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行使简单的按需分配，它们还向农民提供了技术咨询和财政激

励，例如，让营销机构以优惠价格采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作物。

研究的作用何在？

尽管叙利亚正朝着自由化的方向谨慎前行，其政策的形成在很

大程度上仍然与外部建议绝缘。这对项目的影响范围构成了限制。

比如，吉勒斯皮注意到，“我没有看到社会研究或是任何其他研究

分析了农业政策”。

更广泛地说，在叙利亚，研究的作用与价值何在仍然是一个悬

而未决的问题。吉勒斯皮就曾提到，他访问过的几位专家说，“在

叙利亚，技术报告常常被束之高阁，即使是由政府研究机构完成的

报告，高层官员也不见得会阅读”。而其他一些人也表示，要是跟

官员当前思考的问题相关的话，这些研究还是会有效果的。虽然政

府官员一般不会邀请研究人员来制定政策，但有些时候，研究人员

也可以为政府官员提供技术咨询，告诉他们哪些方法可能最有效，

这也是参与政策制定的一种积极表现。

“在决策者想要制定政策，而你恰好找到了能满足他们需求的

技术或是建议的时候，研究就会对政策产生影响”，国际干旱地区

农业研究中心 （ＩＣＡＲＤＡ）的资深水资源专家欧维斯 （Ｔｈｅｉｂ

Ｏｗｅｉｓ）博士说道。

欧维斯还暗示，捐助者有时过分地强调研究对政策制定产生直

接影响。他说：“尽管我们知道，政策是产生变化的工具……但也

不是什么都需要改的。”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人员必须确保术语使用也要与政府

大的政治目标保持一致。例如，ＩＤＲＣ资助的研究者通常使用的那

句 “需水量管理”（ｗａｔｅｒｄｅｍ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在叙利亚就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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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该国政府认为，这种说法太过强调国内消费的责任，而忽视了国际

层面水资源取用的问题，因此会损害叙利亚主张水源获取的权力，

让叙利亚在跟土耳其、伊拉克及周边其他邻国的水源之争中占下

风。

对灌溉实践和政治产生的影响

尽管从表面上看来，叙利亚的政策制定过程相当封闭，但

“苦咸水项目”的研究却着实对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这个项

目支持之下，研究者围绕盐碱水对土壤产生影响的因子做了检测。

结果发现，高黏性土壤中盐分累积量是最严重的。在灌溉部官员出

席的一次会议上，这些研究结果得以公布。会议之后，政府随即颁

布了一项禁止农民使用废水灌溉高黏土田地的法令。

除此之外，该项目的影响力总是游走在正式的决策领域之外。

例如，研究人员在报告中指出，在项目资助下完成的一篇硕士论文

中提到，跟其他品种的小麦比起来，“ｓｈａｍ６号”小麦的耐盐性最

佳。在此之后，人们发现，开展试验所在地的黑市上，买家对

“ｓｈａｍ６号”小麦的需求有所增长。这表明，该研究有助于改变农

民的看法，并对他们的实践产生影响。

但是，吉勒斯皮认为，项目最重要的影响还是在于 “扩展了

政策能力”和 “拓宽了政策视野”。例如，一些叙利亚的青年学者

在项目支持下完成了研究课题和学业，现在就职于该国农业及灌溉

部。他们将所学的知识以及经验带到现在的工作中，必然会有效扩

展所在机构的研究能力。此外，项目还给叙利亚的研究界引入了新

的视角。在以前，研究人员往往都待在各自的研究所里孤军奋战，

“苦咸水项目”让研究者走出书斋，在农民的田地中开展试验，这

在叙利亚可以说是破天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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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的迹象？

另外，在政策能力扩展方面，项目还有更多的影响。但这些影

响并非项目工作的直接结果，而是纯属巧合。要说缘起，主要是因

为一位高层的项目参与者成了农业和土地改革部部长。莫纳

（ＮｏｕｒｅｄｄｉｎＭｏｎａ）博士在他担任部长这个新角色期间，发起了一

系列改革，旨在提升研究工作在部委内部的重要性。虽然在职时间

很短，但莫纳的努力使得研究者有了机会成为决策者，也让科研工

作有可能为政策制定作出更大的贡献。

吉勒斯皮认为 “苦咸水项目”产生的最重要影响发生在地区

层面。在项目开展以前，人们从来不相信苦咸水的安全使用标准是

可以制定的，也不认为这能解决中东地区的水资源危机。如今，人

们不仅普遍接受了这个观点，而且还在迪拜设立了国际生物盐化农

业中心 （ＩＣＢＡ）总部，这个组织的建立最能说明上述问题了。

经验和教训

１政治背景可能会限制研究的范围和类型。
２即使不改变政策，研究也可以对事实产生影响。比如，农民采用了研究成果。
３提高国内的科研能力并改变国际层面的理解，能对政策产生更长远的影响。

　　

基本数据

时间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

目标
制定长期的管理策略，在叙利亚干旱地区合理使用苦咸水对大田作物进行补

充灌溉。

研究

产出

１六篇硕士论文。
２一篇博士论文。
３一篇同行评议的文章（Ｈａｇｉ－Ｂｉｓｈｏｗ＆Ｂｏｎｎｅｌｌ，２０００）。

　　
!$)



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逐渐改变水资源政策：原先被政府忽视的

项目成了范式转型的一部分

以下内容主要基于特蕾西·涂普林 （ＴｒａｃｙＴｕｐｌｉｎ）的案

例研究。

突尼斯政府着眼于避免临近的水危机时，其全力关注的是

增加水源的供给。与之相反，ＩＤＲＣ所支持的项目则更关注需

求。尽管项目最后仍未对政策产生多少改变，但它似乎可以对

突尼斯未来的水资源政策产生更长远的影响。如今，这个项目

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在于：要以决策者能够理解的方式来传播

技术性的研究成果。

突尼斯有着经济发展的成功史。但是，该国对于有限的水资源

过度需求可能会让经济增速大打折扣。

在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９７年间，突尼斯的人均收入增长了 ５倍多，年

均增长率达到５％。从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９５年，国家贫困率从 ２２％降至

６２％。

这样的进步使突尼斯迅速走出了不发达国家之列。由于全国

３／４的人口都是中产阶级，如今的突尼斯已经成了一个不折不扣

的 “新兴经济体”。积极的经济景象和普遍公平的财富分配让突

尼斯免遭政治动荡，而这却是一直困扰着中东和北非地区其他许

多国家的重大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该国人民是在水资源短缺的

情况下取得经济成功的。突尼斯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 ４３０立方

米，这远低于世界银行规定的水资源稀缺标准———人均 １０００立方

米。

现在，形势危急、不容乐观，因为推动该国经济增长的农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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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部门在发展中很少考虑到水的利用效率，水资源存量的消耗加

重了危机出现的可能性。１９９０年，政府专门针对这个问题颁布了

一项政策，但其解决办法主要在于开发新的水资源供给，耗资庞

大；而对于节约用水，政策却表述得不清不楚，并未将它与政府更

大的战略联系起来。

拓宽视域，找到新途径

在突尼斯，ＩＤＲＣ发现了扩大政策讨论的机会。几乎在突尼斯

颁布上述政策的同时，该中心启动了 “用水需求管理”研究项目。

和政策不一样的是，这个项目主要关注水资源的需求而不是供给。

研究人员相信，这种方法必然会使突尼斯受益。因为该国大部

分新的水资源供给渠道都已经被开发了，潜能有限，恐怕很难满足

以后的需求。由学术界的新星———突尼斯大学穆罕默德·马托斯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ＳａｌａｈＭａｔｏｕｓｓｉ）教授开辟的新道路或许还能让人们看

到更多希望。他研究了经济制度 （例如水费）在促进节约用水方

面的作用。

ＩＤＲＣ在支持马托斯教授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突尼斯或许能

在环境和经济方面取得双赢。ＩＤＲＣ在对该项目进行分析之后

（基于 ＩＤＲＣ的厄尔和吉勒斯皮进行的一项研究，涂普林写了分

析报告）写道： “这个项目的主要目标是结合突尼斯的现实情

况，形成一个综合的水资源需求管理战略，使有限的水资源得到

更有效地利用，延缓突尼斯在开发水资源供给方面的大量基础设

施投入，以免到了水资源极度短缺的时候，只能实施定量配

给。”

ＩＤＲＣ还希望，水资源需求管理战略项目在突尼斯的成功能够

对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其他国家起到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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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影响政策

从一开始，该项目就把 “直接影响决策者”当做目标之一。

涂普林写道，在首次确定项目的特性时，“人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来

反复考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影响这个地区的水资源政策”，

大家都认为 “这个项目不是要创造出个什么经济发展模式，而是

应该有政策意义”。

曾经有一段时间，该项目在突尼斯的政策制定舞台上崭露头

角。项目周期才过一半，ＩＤＲＣ的工作人员就欣喜地发现：政府报

告引用了该项目的研究成果，有些官员还对项目关注的收费制度产

生了兴趣。一份报告总结道：“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项目，它让人

们注意到了水资源管理中的需求管理。”然而，项目即将收尾之

时，之前的乐观情绪却又褪去了一大半。因为决策者似乎不太关注

项目的出版物和学术文章，而这，恰恰又是最主要的项目成果。是

什么导致了这戏剧性的转变？项目结束多年后，厄尔和吉勒斯皮对

当年的项目研究者以及突尼斯官员进行了访谈，他们的发现或许能

为我们提供一些答案。

访谈内容显示，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互不买账，前者对后者持

有批评的态度，而后者又看不上前者的研究方法。这种互不信任的

状态应验了理论家内森·卡普兰 （ＮａｔｈａｎＣａｐｌａｎ）的 “两个社群”

假说 （ｔｗｏ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这个假设认为，研究机构和官

僚组织在行为、期望以及观念上存在巨大差异，因而相互隔阂。

一位农业部的官员承认，在突尼斯，这种文化鸿沟确实存在。

要弥合这种差异，双方都得从自身做起，改进自己的沟通方法，在

宣传研究成果方面多加联系。他认为，研究人员需要更精练地呈现

他们的研究成果，让忙碌的官员也能阅读；同时还应进行更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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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另一方面，决策者应该将他们需要解答的问题更清楚地表达

出来。

对政策的间接影响

研究人员没能成功地同决策者建立起直接联系，这就意味着项

目是失败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项目结束之后还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无

法立即盖棺论定。在突尼斯，政府采用了三种相互关联的方法来管

理水资源，而项目所倡导的 “用水需求管理”正是其中之一。另

外，用水需求管理论坛 （ＷＤＭＦ）的成功举办，更是将这个议题带

到了舞台中心，来自该地区 １１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经

济分析和经济手段可以促进水资源的节约，这正是 “用水需求管

理”的基石。虽然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突尼斯，马托斯教授最初提

出这种观点时，它还鲜为人知，但到了今天，这种方法已被广泛接

受。

这一切均表明，从长远来看，突尼斯研究人员的思想还是进入

了决策领域。

艾弗特·林奎斯特 （ＥｖｅｒｔＬｉｎｄｑｕｉｓｔ）评估了项目在直接和间

接影响政策方面的效果，并发现项目的确扩展了政策能力，即推动

个人和组织产生新知识，使之可以应用到今后的工作中。

马托斯教授首创性地将经济理论引入水资源管理领域。突尼斯

的 “用水需求管理”项目协助他对原有方法进行了改进，从而实

现了对政策能力的扩展。该项目还支持了一些研究生对该主题进行

研究。渐渐地，马托斯教授的思想开始在突尼斯甚至是北非地区变

得知名起来。涂普林写道： “ＩＤＲＣ对这个项目的支持，使得突尼

斯有了第一个能够从计量经济学角度来分析水资源问题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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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林奎斯特也指出，研究拓宽了政策视野，从而可以对政策产生较为

长期的影响。换句话说，研究人员传播了一些新的概念，促使决策

者以不同方式去设计议题，或者参与到不同类型的讨论中。事实

上， “用水需求管理”项目确实做到了这点。正如 ＩＤＲＣ官员戴

维·布鲁克斯在项目后期所注意到的那样，项目对于用水需求的关

注使得决策者转变了态度，开始采用那些他们原本认为激进的做

法。

项目工作者积极地与关心水资源的一些组织和活动保持了联

系。从地区层面来看，马托斯教授在用水需求管理论坛上有着活跃

的表现；从国家层面来看，项目研究团队的其他成员还跟突尼斯的

“全国水资源开发与分配协会” （ＳＯＮＥＤＥ）有了互动。通过这些

联系活动，项目参与者对用水需求量又有了新的认识，他们最初将

其假设成一个固定的要素，实际上，随着经济压力的变化，用水需

求也会有所变动。

寻求直接的联系

项目对政策产生的这些间接影响是否符合研究者的期望呢？在

项目周期内，难道这个项目注定了无法直接对决策者产生影响吗？

项目结束后，厄尔和吉勒斯皮开展的评估工作让我们看到，研

究者和决策者之间可以建立起有意义的联系。他们的研究结果表

明，这个项目在短期内未能引起决策者重视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任务

有多艰巨，而是因为研究者没有遵循有效的策略。

比如，项目并未在研究成果的推广方面制订明确的计划。文字

材料技术性太强，对数学要求太高，工作人员又没有用通俗的文字

来表述项目成果，使得普通人难以理解。虽然项目方组织了一些研

讨会，但这主要针对的是学者。同样，尽管研究人员的论文发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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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水资源管理

了学术刊物上，但其中一些刊物又没有在突尼斯发行。更为不顺的

是，由于互联网接入遭到限制，因而，建立项目网站这个计划也不

得不搁浅。

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其实在项目设计之初的一些机制设置就

决定了项目的宣传计划必定会失败。整个项目团队以专家为主，缺

少专门负责与决策者打交道的工作人员。此外，项目给研究人员的

报酬过低，在没有其他激励的情况下，发表学术论文便成为他们的

头等大事，哪还顾得上把论文用通俗的语言 “翻译”出来给决策

者看？

涂普林写道，自从 “用水需求管理”项目在突尼斯启动以来，

项目标准就发生了变化。现在，ＩＤＲＣ和其合作伙伴更加注重项目

的宣传工作以及政策影响力。她建议： “今天，ＩＤＲＣ应该寻找

‘政策企业家’（ｐｏｌｉｃｙ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或是能够倡导变革并熟悉政

府内外环境的人。”

总之，项目不会自行地发挥政策影响力，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也

不会主动找上门来。这只能靠研究项目的设计者在最开始就要想

好，作出相应的计划和预算。涂普林写道： “不管研究做得多好，

如果仅仅把研究成果摆在那里，是难以吸引决策者去关注相应问题

的。”

经验和教训

１影响政策有长期和短期之分。有些研究项目没能对决策者产生直接和即时的影响，
但并不代表它们就不会产生较为长远的影响。例如，研究可以扩展决策者的能力，让

他们更好地运用新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还可以拓宽研究者的视野，以使他们能够运

用新的知识来研究问题。

２研究团队应该专门安排一些工作人员，让他们把研究成果用决策者能够理解的方式
转述出来。

３研究成果的传播不会自行发生，要实现传播的效果，就应当对此早有计划，并留足预
算。

４项目应该给予研究人员足够的激励，让他们把工作重心放在影响政策之上。要让研
究者对自己有准确的定位，知道自己有责任辅助决策者制定健全的公共政策，这对项

目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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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基本数据

时间 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

目标

设计一个综合的水资源需求管理战略，让突尼斯不必为了开发水资源供给而

大量建设基础设施，以免该国在水资源极度短缺之时，只能实施水资源定量配

给。

研究

产出

１五篇关于资源分配和权力下放的论文。
２四篇关于生活用水需求量估计的论文。
３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帮助人们确定干旱地区最佳的种植方式。
４建立了一个综合的水环境管理模型，（并结合支付意愿）撰写了一篇与之相
关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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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医疗卫生和教育改革

第十二章

医疗卫生和教育改革

影响危地马拉的教育政策：群策群力，

增加土著居民和女性的教育机会

本节内容基于比范尼多·阿古艾塔 （ＢｉｅｎｖｅｎｉｄｏＡｒｇｕｅｔａ）

所进行的案例调查。

危地马拉之所以能够重新崛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

政府的教育投入不断增加。然而，这些增加的投入并未平等地

分布到每个人身上。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障土著居民和妇女

的权益，是一些社会组织非常关心的问题。在 ＩＤＲＣ的支持

下，这些组织针对 “体制性歧视”开展了研究，形成了建议

书并予以出版，呼吁更加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

１９９６年，为了换取长久的和平，危地马拉政府和游击队签署

了 《危地马拉和平协定》，结束了长达 ３６年的国内武装冲突。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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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据该协定的条款，游击队同意解散武装部队，同时政府承诺修改宪

法和选举制度，重新安置被夺走土地的人民，承认土著居民的权利

及其他相关事宜。此外，政府还承诺增加公共教育领域的预算。

对于危地马拉来说，教育的意义非比寻常。该国 ４０％的人口

都是１５岁以下的儿童，且人口总数以每年 ２％的速度持续增加；

一直以来，土著地区严重缺乏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致使这些社区

的文盲率和辍学率连年高居全国榜首。在危地马拉历史上，人民的

文化差 异 首 次 反 映 在 教 育 制 度 之 中。和 平 委 员 会 （Ｐｅａｃ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和公平委员会 （Ｐａｒｉｔｙ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均认为：对国家

教育体系的转型来说，增加教育经费十分必要。

１９９９年危地马拉进行了大选，而教育问题成了党派竞争的一

个重要交锋点。在当时，各类公民社会组织联合发起了 “全国教

育大运动”（Ｇｒ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ｆｏ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并且在全国范

围内发布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政府增加教育预算。该请愿书共收集

到约１５万个签名。在多方努力下，政府增加了教育预算，但增加

的额度却仅为要求的一半。从结果来看，请愿书对于全国预算的影

响比较微弱，但在群众中的影响较大，让教育政策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关注。凭着在教育方面的独特政见，危地马拉共和阵线 （ＦＲＧ）

获得了大部分选民的支持，击败了此前的执政党———全国先锋党

（ＰＡＮ）。

二十年规划

新一届政府在制定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教育规划》时，考虑到了

人民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在规划中甚至明确提出要将教育部的预算

增加到 ＧＤＰ的３％。这项政策被教育改革协商委员会 （ＣＣＲＥ，以

下简称教改委，其成员包括政府官员、大学教师、中小学教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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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医疗卫生和教育改革

会人员、土著居民代表、私人部门代表等）采纳，同时教改委还

负责起草了危地马拉未来２０年的教育规划。

教改委的成员包括来自政府、院校、教堂、土著社区以及私人

部门的代表。其中，有两个组织在全国教育大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一个是危地马拉玛雅组织协调办公室 （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Ｍａｙａ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ｕａｔｅｍａｌａ，ＣＯＰＭＡＧＵＡ，下文简称协调

办），另一个是国家教育改革常务委员会 （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ＣＮＰＲＥ，下文简称教改常委会）。

这两个组织也都隶属于教改委执行委员会。它们一致认为，教育资

金的分配应该考虑土著居民的需求。于是，这两个组织联手组建了

一个 “协调办—教改常委会”团队，向 ＩＤＲＣ寻求支持，期望从土

著居民的视角入手，“体察危地马拉的玛雅人历来遭受排斥、贫困

和歧视的问题”，最终形成一份建议书，让政府的教育经费分配更

加公平。

该项目包含三个主要目标：

（１）从土著居民的角度分析教育预算的计划和执行。为此，

项目需要出具一份报告，列出现有教育预算结构中的缺陷，并指出

教育经费应该重点投入的人群和区域。

（２）基于土著居民的视角形成一份建议书，结合教育改革和

国家教育规划的背景，影响教育预算的规划和执行。

（３）通过两个途径来影响政策：第一，针对协调办和教改常

委会的相关代表，让他们能够写出质量更高的政策建议书；第二，

推动土著居民参与有关教育改革的讨论。

更宽泛的视野

起初，项目的主要目标在于消除教育体制中的种族歧视现

!%)



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象。但随着项目的执行，性别公平也成了关注点之一，从而拓宽

了项目视野。人们随后又对项目的概念和设计都进行了重新修

订。

危地马拉学校体系中的种族歧视非常明显，在各种不同的教育

指标中都能体现出来。例如，危地马拉总人口的文盲率是 ３１３％，

但在其中，非土著人口的文盲率仅为 ２１４％，而土著人口的文盲

率高达４２５％，几乎是前者的两倍。从学业失败的统计数字上看，

学业失败率最高的地区恰恰是土著人口比重最高的地区。这个问题

在农村更为突出。

通过这些教育统计数据，研究者还发现了另一个不公平的现

象。１９９３～１９９８年，男孩的总入学率是 ９３％，但是女孩仅为

８２％。同一阶段的学生中，男女比例为２７∶２３。这一现象引起了研

究者对性别平等的重视，促使他们把性别视角纳入自己的研究。然

而，有些人却对此持有异议，尤其是土著居民。在他们看来，种族

歧视要比性别问题严重得多，所以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与前者有

关的政策和行动中。

另一方面，政府和一些私人部门的研究机构则认为，这两个问

题都是次要的，人们首先应该审查一下危地马拉传统的预算分类，

并探索出一个更具全局性的减贫策略。他们指出，若是刻意向某个

群体倾斜，肯定就会牺牲其他人口的利益。

障碍重重

针对 这 个 由 ＩＤＲＣ支 持 的 项 目，比 范 尼 多 · 阿 古 艾 塔

（ＢｉｅｎｖｅｎｉｄｏＡｒｇｕｅｔａ）博士做了政策影响评估。他指出，项目一开

始启动，研究者就面临着一系列障碍。首先，他们难以获得可靠的

信息来源。如他所说：“数据库、教育统计资料和预算数字中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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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考虑种族和性别问题。”其次，研究者开展研究的时间还非常有

限。建立同盟、动员重要的群体、恰当地向展示政策建议都需要花

费一定的时间。再次，在教育财政体系里，要找到一个真正的决策

者也是一件难事。阿古艾塔博士提到，“这些年来危地马拉的政府

高层人员不断变动，而且权力从行政部门转移到了立法机关”，使

得国家政策多有变化。比如，在 １８个月内教育部规划司就调换了

四位司长；教育部的预算草案不但受到财政部的详细审查和削减，

而且又被国会财政委员会全面审核了一番。

尽管存在诸多困难，项目组最终还是完成并出版了一份 《危

地马拉教育财政报告》。报告对教育预算的规划和执行进行了分

析，并从性别和种族两个角度深入剖析了教育投资。与此同时，项

目组还编撰了一份 《关注种族和性别平等的危地马拉教育财政建

议书》。在一个有教育部和教改委相关人员出席的公开活动上，项

目组发放了这份报告和建议书。

宣传策略不佳

阿古艾塔博士提到：“协调办—教改常委会”团队自己也意识

到了，在出版物推广方面，他们采取的策略不太好；而且他们也没

有制订完备的计划来跟危地马拉各种本土组织展开广泛的合作。相

对而言，教改委和全国教育运动中的联盟组织就成功多了，教师协

会与危地马拉圣卡洛斯大学经常就建议书进行商讨。之所以会出现

这种差别，主要是因为项目团队一方面缺乏经验，另一方面还受到

了财力和技术的限制。同时，研究小组也没有宣传和推广研究成果

的责任意识。

在阿古艾塔博士看来，项目团队并没有针对妇女团体采取特定

的宣传策略，也没有去寻找一些关心性别和种族问题的志同道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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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更加凸显了其推广和宣传策略的不

足。他说：“宣传策略中并未对女性团体致以特别的关注，倒是对

男性团体关爱有加。”更严重的是， “该项目没有探索出一条合适

的路来让国会、总统规划设计办公室以及财政部的官员获知研究结

果”。

项目团队所做的，主要是通过教育部的技术人员来影响政策。

同时，另一些人受到项目的影响，也更加意识到种族歧视和性别

问题的重要性，认为修改教育预算刻不容缓，他们通过社会组织

向政府施压，推动政策变革，其中不乏协调办和教改常委会的成

员。

阿古艾塔博士经过评估后认为，项目执行期间最主要的变化发

生在技术层面，尤其是协调办和教改常委会这两个机构的组织建设

有所加强。“研究和相关的建议工作仅仅开展了一年，所以，对政

策、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很难在短期内明显见效……尽管如此，社会

中的弱势群体也开始积极参与公共政策的讨论，这是危地马拉民主

的一大进步。”

经验和教训

以下分析主要基于艾弗特·林奎斯特的 “政策影响类型学”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请参见他的论文 《识别政策影响：

用战略性评估框架审视 ＩＤＲＣ支持的项目》。

扩展政策能力

为了让政府接受反歧视的政策，在报告和建议书的筹备过程

中，协调办、教改常委会以及由这两者组成的研究团队能力都有了

非常显著的提高和强化。如今，他们已能生成新的信息、创造新的

!%#



第十二章　医疗卫生和教育改革

知识了。他们还会往议程里引入一些新的概念和问题，激发相关群

体展开讨论。阿古艾塔博士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已经具备

了一定的研究能力，足以对其他研究机构产生影响；同时还能针对

相关的公共政策，为政府提供行动建议。参与项目的 ＩＤＲＣ官员也

提到，他们学到了一些基本经验，尤其是在与本土的草根组织合作

方面。

拓宽政策视野

研究者指出，人们已经逐渐理解了教育部门财政项目和定性

规划的逻辑。只有确立了目标，进行有效的财政规划，教育部门

的定性分析才能很好地进行。反过来，要进行目标设定和有效的

财政规划，新的概念和新的方法又必不可少。除此之外，在教育

资金分配方面，还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氛围，让公民社会中不同行

动者进行充分的沟通和谈判。研究小组同时还提到，尽管引入性

别的视角来分析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很难，但这依然是很有意义

的。

影响政策体系

以往的经验表明，要让一项政策获得合法性，那么它必须符

合全民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迎合某一个部门或者党派的需求。研

究者需要多种技能，才能使政策真正产生影响力。反过来，他们

在这个过程中也能收获很多，譬如，面对复杂的定性材料和定量

数据，他们学会了用简洁的方式将其表述出来；除此之外，为了

确定预算制定和执行过程中 “谁来做、做什么、怎么做”的问

题，他们还学会了对各种议题进行优先排序；为了最终影响政

策，他们还加强了绘制 “权力图”的能力，尽管这些技能仍需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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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基本数据

时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

目标

在危地马拉实施教育体制改革和国家教育规划（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的背景下，围
绕着教育部门如何计划和执行预算这个问题，从本土视角出发形成一份建议

书，从而影响危地马拉的教育政策。

研究

产出
进行背景研究，完成了一份有关危地马拉教育投入的研究报告。

　　

基础医疗卫生干预项目 “照亮”了坦桑尼亚的

健康之路：研究和发展相结合是关键

本节内容基于特里·斯穆泰罗 （ＴｅｒｒｙＳｍｕｔｙｌｏ）和斯蒂芬

妮·尼尔逊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Ｎｅｉｌｓｏｎ）所进行的一项案例研究。

坦桑尼亚基础医疗卫生干预项目 （ＴＥＨＩＰ）是一个研究和

发展相结合的项目，坦桑尼亚卫生部门和 ＩＤＲＣ都参与其中。

该项目设立的初衷是在地方层面试用一些新的方法来实施规

划、政策优先设置以及资源分配。该项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结果表明，将研究结果运用到政策制定中，能够让医疗卫生

支出更加符合现状、有的放矢，最终大大改善当地的健康状

况。

坦桑尼亚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其国民的人均年收入

仅有 ３７０加元。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其他国家一样，坦桑尼亚的

卫生状况不容乐观，一系列指标显示，该国人民的健康状况仍在

恶化。疟疾、肺结核、营养不良、贫血和艾滋病等疾病肆虐全国，

到处笼罩着死亡的阴霾，人民苦不堪言，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也

!%%



第十二章　医疗卫生和教育改革

几近瘫痪。和其他国家类似，在坦桑尼亚，健康危机与贫困问题

相生相成。资源的匮乏进一步加深了该国的脆弱性，削弱了政府

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能力。在疾病的拖累下，国民获得收入的能

力也随之降低。这种双重负担在非洲大陆并不鲜见，但正因如此，

在坦桑尼亚实施医疗卫生示范项目才显得更有意义。世界银行发

布的 《１９９３年世界发展报告》提到，针对那些诱发死亡和残疾的

主要病因，如果我们实施一些效用较高的医疗卫生干预活动，那

么即使投入较少的资金也会取得良好的效果。报告还估计：如果

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增加到 １７加元 （大约 １２美

元）①，且资金运用得当，那么疾病发生率将会减少 ２５％。受此启

发，“基础医疗卫生干预项目” （ＥＨＩＰ）诞生了。该项目试图寻找

更好的方式来分配医疗资源，拯救患者生命，同时也振兴几近崩溃

的医疗卫生事业。

此时的坦桑尼亚正在进行一场卫生系统的分权改革，准备将

医疗卫生的规划职能从中央下放到地区。为了验证 《１９９３年世界

发展报告》的假设，坦桑尼亚提出申请并最终如愿以偿。于是，

该项目更名为 “坦桑尼亚基础医疗卫生干预项目”（ＴＥＨＩＰ，以下

简称 “卫生干预项目”），由坦桑尼亚共和国和 ＩＤＲＣ共同主管，

坦桑尼亚卫生部负责，并联合了当地研究者、国际顾问、地区医

疗卫生规划者、临床医生以及整个社区居民等多个相关主体的力

量。

社区行动

卫生干预项目主要分布在两个地区：鲁菲吉地区 （Ｒｕｆｉｊ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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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罗戈罗地区 （Ｍｏｒｏｇｏｒｏ）。最初，卫生干预项目主要是协助开展

研究工作，开发一系列的工具和策略来帮助 “地区医疗卫生管理

小组”（ＤＨＭＴ）分配资金和设计一揽子医疗卫生干预计划，进而

直接减少当地的 “疾病负担” （ｂｕｒｄｅ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为了获得数据

支持，卫生干预项目支持当地建立了 “地区定点监测系统”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ＤＳＳ），由人口调查员定期收集该地

住户的信息，以提供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

卫生干预项目还开发了一系列计算机化的规划工具，用来帮助

地区医疗卫生管理小组更好地理解地区定点监测系统收集的数据，

并将其应用到医疗卫生规划中去。比如，通过 “疾病负担图表工

具”，人们可以将复杂的数据转化为较容易看懂的图形、表格或图

表，清晰地表达当地疾病负担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工具所强

调的并不是某类疾病带来的负担，而是各种基础卫生干预措施解决

的相应负担。

“地区医疗卫生账目工具”用图表的方式展示了总体规划包

括哪些单项花费，这些花费是否遵守部门规定，资助来源于哪里，

支出比例如何等信息。有了这些工具，人们就不必像以前那样，

盲目地把项目资金投入到那些不太严重的疾病上了。相反，地区

医疗卫生管理小组可以调整自己的预算，以确保资金支出的比例

和疾病的严重程度相匹配。因此，政府可以在疟疾防治方面投入

新的资金，因为疟疾和其他一些儿童疾病是当地人口死亡率偏高

的主要原因。

除了开发这些规划工具，项目还追加了小额的资金援助给地

区医疗卫生管理小组，让其改善相应地区医疗卫生体系最薄弱的

环节。这种支持策略带来了地方医疗卫生体制的革新，比如，人

们创造了综合管理梯队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ａｓｃａｄｅ），将医疗

卫生体系分为不同层级和地方群组。这种 “分层的”组织框架更

便于对医疗卫生系统进行监督，也让人们能够便捷地获得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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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验、急诊以及其他更好的服务。此外，项目团队还运用这些资

金，让社区配套投入人力和一些原材料，改建了部分地区的卫生

设施。

研究的角色

这些行动表明，卫生干预项目有机地把研究和发展整合了起

来，根据研究获取的信息，人们可以对医疗系统进行精准而及时的

改进。从这一点来看，卫生干预项目和 ＩＤＲＣ支持的其他项目比起

来，就颇有独到之处。毕竟，少有项目能够像它这样既不缺资金，

又有政府的支持，能够将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发展。卫生干预项目

把研究和发展清晰地连接起来，使它从其他典型的研究项目中脱颖

而出，获得了医务工作者很大的认可。一般情况下，这些医务工作

者可不会买研究者的账。因为他们工作极其繁忙，在他们看来，那

些远道而来的研究者或许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浪费他们宝贵的时

间。

为了让几近瘫痪的医疗系统早日恢复运转，项目成员进行着

不懈的努力。他们都知道，自己工作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为了在

《柳叶刀》上发表几篇文章。项目经理格雷厄姆·里德 （Ｇｒａｈａｍ

Ｒｅｉｄ）说道：“项目是在一个动态的系统中运作的，我们必须跟

不同的人一起工作，试图去影响一个正处在改革阶段的医疗体

系。”

ＩＤＲＣ评估部门的斯蒂芬妮·尼尔逊曾对坦桑尼亚医疗卫生系

统的各类工作者进行了访谈。她认为，正是因为研究的实践导向，

才使得人们在制定项目目标和具体实施时，非常看重参与者的

“归属感”。这些参与者既有来自政府部门和区域的规划者，还包

括村庄的卫生工作者以及社区内的个人。尼尔逊谈道：“项目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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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抽象的理论研究和人们连接起来的，项目工作者不是到当地

去求证了什么东西，旋即转身就走。相反，他们脚踏实地，试图做

出一些对当地人真正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事情。”

她提到：“伴随着卫生干预项目的实施，坦桑尼亚卫生部门的

工作人员也学会了运用一些规划工具———特别是那些能帮助他们识

别疾病负担，进行资源分配的工具。”

这些工具提升了人们的技能，让他们能更好地完成自己

的工作。在社区里，人们切实感受到了卫生干预项目带来的

好处，医疗卫生设施得以改善。整个项目给了人们资源、技

能和工具来维护他们的医疗设施。而且，项目方一直在社区

宣传，让大家知道项目的目标在于真正地改善医疗卫生系

统。

实际上，在这个项目过程中，由于研究与发展结合得非常紧

密，以至于我们很难清晰地辨别出究竟是哪个部分完成了，另一

部分又是何时开始的。另外，项目团队的组织架构也极具综合

性，研究者和发展专家能够充分了解对方的工作，彼此相互依

赖。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连续的 “反馈环”———研究者能够为

发展工作源源不断地提供信息，帮助后者确定当前使用的工具和

策略是否发挥了作用，该如何改进，以及在下一步的工作中需要

实施什么样的新措施。而发展工作的现实需求则为研究指明了方

向，让研究者努力去开发新的工具，制定新的策略，并将其付诸

实践。在卫生干预项目中，研究主要是针对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的：

（１）医疗系统———规划是如何实施的，医疗卫生系统是如何

运作的。

（２）医疗服务需求行为———社区成员是如何、什么时候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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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寻求医疗卫生服务，他们有哪些经历，等等。

（３）医疗效果———医疗卫生水平和存在的疾病负担。

同样，项目活动也会围绕着这三个方面展开。随着工作的推

进，研究者们必须进行持续地评估，不断思考：新的发展是否改变

了规划者的工作方式？他们是否提高了医疗卫生系统的服务水平？

他们是否改善了医疗效果，降低了死亡率？未来我们又该何去何

从？

多层次的影响

为了查看卫生干预项目是否影响了坦桑尼亚的公共政策，斯穆

泰罗和尼尔逊查阅了很多有关政策影响类型的文献。他们的评估主

要是从以下三个问题入手：卫生干预项目是否有助于拓展坦桑尼亚

的政策能力 （比如，卫生部门的官员是否提高了运用研究成果的

能力），是否拓宽了研究和政策问题的讨论范围，是否对政府颁布

的政策产生了影响。

尼尔逊认为，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实际上卫生干预项目

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它拓宽了讨论范围，扭转了人们对

研究的看法，让他们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能够正视研究的价值。

尼尔逊提到：“很多人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下告诉我们，基于数据

和事实来规划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影响到了卫生部门的运作。

不仅如此，这个理念还传播到了诸如教育部门之类的其他领

域。”

加百利·犹潘达 （ＧａｂｒｉｅｌＵｐｕｎｄａ）博士是坦桑尼亚的首席医

务官员，他也承认，在整个决策结构中，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以及实

践方式都出现了一些转变。他说：“我们已经学会了运用数据和资

料来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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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如今我们的国家医疗研究所也认同了这一观

点。这就意味着，不论我们做什么决策，都必须有数据和事实

作依据。我可以走到政治家面前告诉他们：“你需要我们这些

科学的信息来做决策。”

决策者之所以愿意使用研究成果来制定政策，原因之一就在于

项目示范区此前实施了 “循证规划”，而该地区的医疗卫生情况恰

恰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这种工作方式引入４年之后，项目方给当

地追加的资金投入仅为每年人均１美元，但是莫罗戈罗地区的儿童

死亡率却降低了４３％，鲁菲吉地区的儿童死亡率更是下降了 ４６％。

在同一时期，鲁菲吉地区的 ２０～５０岁的成人死亡率下降了 １８％。

这些结果强有力地说明了研究的作用，因为，正是研究提供的信

息，才让医疗卫生支出更加有的放矢，最终大大提高了当地医疗水

平。这一显著的示范效应使整个坦桑尼亚的医疗卫生体系形成了新

的 “规划文化”。

政策能力与研究成果

评估小组同时还发现，卫生干预项目显著地增强了工作人员的

能力，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运用研究和政策成果／内容来完成工作。

例如，得益于项目提供的规划工具，卫生系统的许多规划者现在也

能自如地运用研究来制定政策了。这些工具能够将复杂的数据以一

种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如此一来，地区医疗卫生管理小组就可以

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使用这些信息了 （比如，通过图表将死亡率

数字转化为 “可由干预解决的疾病负担比例”）。这些工具发挥了

关键的作用，将研究和规划实践联系了起来。地方管理小组的一名

成员曾说：“在卫生干预项目启动之前，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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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监测系统提供的）信息。”另一位受访者告诉评估人员： “尽管

在此之前政府部门也会提起这些信息，但是他们既不会用，也不会

展示，现在他们都学会了。”

除此之外，卫生干预项目还促使坦桑尼亚于近期开展了医疗卫

生政策改革。例如，该项目的研究结果显示，疟疾是该国致死率较

高的一种疾病。这让地方和国家卫生部门都将疟疾防治工作提上了

日程，发起了全国性的疟疾防治运动，鼓励民众使用特殊处理过的

蚊帐，以及更加有效的抗疟疾药物。另外，项目产生的持久影响还

体现在了卫生部门制定的一些战略中。例如，卫生部门保留了综合

管理梯队，并仿照卫生干预项目，启动了一个 “一揽子”资助计

划。如今，卫生部从国际援助的资金中拨了一部分用于这个计划，

并投入到其他地区的卫生事业中去。

拓展未来的影响

尽管有着上述积极影响，但有人依然对项目忧心忡忡。评估结

果显示，人们最为忧虑的就是———害怕这个项目也会跟其他项目一

样陷入 “项目困境”，即项目一结束，其影响也就停止了。他们还

担心卫生部没有足够的动力去促进那些工具和策略在全国范围内广

泛使用。不过，项目工作人员已经针对这个问题制定了一套新的策

略，通过卫生部具体运作的区域培训中心，他们可以培训更多的人

去掌握这些工具。随后，这些人将会被派遣到其他区域，以拓宽工

具的应用范围。

很明显，卫生干预项目开创了许多方式，成功地将研究和政策

信息结合了起来。但是，要评价这个项目真正产生了多大影响，还

是得看项目开展的方式和它的创新 （例如，那些可能适用于其他

国家的规划工具）到底改善了多少地方的卫生状况，看它能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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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越示范地区，为坦桑尼亚的其他地区甚至面临类似问题的其他国家

带来福音。

基本数据

时间 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年

目标 在坦桑尼亚的两个地区试用“循证规划”的方法，查看其可行性并评估其影响。

研究

产出

１开发出了１０种工具，可以对死亡率和疾病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和数据展示。
２分析了相应的数据，以支持政策制定。
３针对卫生体系的治理和组织设计，开展了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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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网络与创新

第十三章

网络与创新

耐心带来收益：亚洲渔业社会

科学研究网络的经验

本节内容来自罗伯特·珀麦瑞 （ＲｏｂｅｒｔＰｏｍｅｒｏｙ）的案例

研究。

有时候，一项研究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取得好的

效果。在东南亚，ＩＤＲＣ很有耐心地与渔业部门进行了长期合

作，帮助其提高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能力。这项策略的成功之

处在于：它培训了一代能够对政策制定产生持久影响的科学

家。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东南亚的渔业部门就存在许多严重的

问题。在这一地区，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历史悠久，为人们提供了既

廉价又非常受欢迎的动物蛋白产品。然而，虽然政府提供了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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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补贴或是其他一些支持，渔民自己也有了机动化的船只、优质的引

擎设备和更先进的水产养殖技术，但是大部分小规模生产者仍然处

于绝对贫困状态。

即使是在渔业丰收的年份，渔民的收入依然很低。其原因就

在于： （１）渔业资源的公共属性意味着个人捕鱼没有任何限制

（如果我不捕鱼，别人也会去捕鱼），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过度捕

捞问题。（２）高速捕鱼船的面世也打破了传统的渔场管理方式。

（３）燃料和其他投入成本在急剧增加。 （４）农村地区的就业渠道

较为狭窄，而人口却增长迅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跻身于渔业这个

本就已经竞争激烈的行业。 （５）小规模经营者缺乏足够的市场基

础设施，而国家对这方面的支持又比较少。

在水产养殖方面，投入的技术越先进、资金越多，其生产率可

能就越高，因此，仅凭少数几个渔场，一些大型水产养殖企业就能

赚得盆满钵满，跟那些数量众多但赢利微薄的小企业形成强大的竞

争。大型企业更具专业技术优势，因此水产养殖业的增长主要都是

来自为数不多的大型渔场。

如上所述，渔业生产部门内部本身就存在不少问题，但更严峻

的是，渔民和水产养殖者还得相互竞争有限的空间资源 （比如红

树林泽地和浅海泻湖）、食品消费预算以及来自政府和私人部门的

投资。

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需求

过度捕捞和沿海资源退化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地方政府的注意。

无论是从粮食安全、农村发展和外汇收入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就

业、旅游和环境方面来看，渔业和沿海资源管理都成了一个无法逃

避的问题。因而，政府将这一重要问题纳入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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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网络与创新

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早期，人们已开始意识到：要真正解决渔

业部门的问题，就必须从社会、经济、政治和制度等方面展开综

合的思考。但遗憾的是，该地区的社会科学家绝少参与渔业方面

的研究，尤其是经济学家，几乎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因此，无

论是政府渔业部门、研究中心或是大学，都没有设立与之相关的

经济研究和政策研究项目，当时所进行的研究依然以生物学视角

为主。

同时，政策制定者对社会科学信息的需求却日趋见长。由于缺

乏本土的社会科学研究，他们只能向海外的教育、咨询和研究机构

求助。由此可见，东南亚地区亟待培育自己的社科研究能力，来应

对渔业方面的问题。

１９８３年，受益于 ＩＤＲＣ和其他机构的资助，在菲律宾国际水生

资源管理中心 （ＩＣＬＡＲＭ）的精心协调下，亚洲渔业社会科学研究

网络 （ＡＦＳＳＲＮ，下文简称渔业研究网络）正式成立。该网络通过

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培训、奖学金计划、研究活动、信息交流

会、研讨会和工作人员交流等活动，帮助东南亚地区开展了社会科

学研究能力建设。

ＩＤＲＣ提供的资金支持一直持续到１９９６年，在这期间，网络建

设共经历了四个阶段。随着成员的不断增加，其工作重心也由最初

的研究能力建设，转为影响政策。同时，其所有的活动都由菲律宾

国际水生资源管理中心来周密协调。

２００１年，ＩＤＲＣ针对其所支持项目的政策影响力启动了长期评

估，希望改善某些项目和规划的设计，让它们更好地影响公共政

策，从而贴合 ＩＤＲＣ的整个战略计划。

这项评估工作的一部分内容是开展一系列内容丰富的案例研

究。ＩＤＲＣ邀请罗伯特·珀麦瑞博士评估了渔业研究网络的政策

影响力。珀麦瑞采用的工作方法主要是对网络成员和合作者进行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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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网络发展的历史

珀麦瑞概述了渔业研究网络的发展，及其使命的逐步转变过

程。

最初的能力建设阶段：１９８３～１９８６年

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大学是渔业研究网络的创办方。最

初，网络比较偏重于经济学，旨在帮助东南亚的渔业和水产养殖机

构加强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其具体目标包括以下三点：

（１）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培训研究者，设计大型的研究项

目，帮助机构提高研究能力。

（２）让网络的附属机构在相关领域开设一些研究生和本科生

课程，比如渔业管理和水产养殖经济学等，通过这些渔业经济领域

的培训，让受培训者具备更持久的研究能力。

（３）鼓励这些组织跟政策制定机构建立更加紧密的专业性联

系和稳定的工作联系。

扩展和巩固阶段：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

在这一时期，来自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六个新机构加

入了进来。尽管研究网络上一阶段的部分活动依然在继续 （资助

研究项目、开办研讨会和课程、促进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联

系），但是，由于很多网络成员国的渔业资源均处于过度消耗的状

态，各国都急于了解渔政管理给村庄和农户带来的经济影响与社会

影响，进而寻找可行的政策解决办法。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科学

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这一阶段渔业研究网络的工作重心

已经逐渐转移到了政策问题上，其研究项目大多涉及的是水产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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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网络与创新

经济、市场营销和小规模渔业管理领域，以期用足够的信息来支撑

渔业政策的制定。

然而结果并不乐观，由于网络成员在应用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

方面的水平有限，还无法纯熟地进行政策分析，因此，实际上只有

很少人做了类似的分析。

反思阶段：１９８８～１９９４年

到这一时期，渔业研究网络已经囊括了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１４支队伍，共有８０名研究者参与其中。其

总体目标是：在水生生态系统管理领域，将社会科学的科研能力提

升到与 “硬科学”并驾齐驱的水平。

另外，这一阶段还启动了一项全国性的网络构建项目，将渔业

研究网络的成员和其他全国性的渔业组织联系起来。为了切实影响

国家的发展政策和管理战略，研究网络更加强调研究成果的可用

性，同时也更加注重发表自己的成果。鉴于该地区非常缺乏和渔业

相关的研究，１９９０年，在渔业研究网络与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

的共同努力下，ＩＤＲＣ资助成立了一个新的研究和培训项目。

回顾渔业研究网络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

论：该网络已经成功地联合了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共同推

动了渔业和水产养殖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和培训工作。

同时，研究网络还提高了成员的研究技能，支持了他们的研究

工作，帮助他们与该地区的其他研究者建立了联系，为该地区培养

了更多训练有素的研究者。总之，它对渔业政策和渔政管理的实际

影响并非立竿见影，但随着其成员能力的提高，这些问题终会得以

解决。

强调政策影响的阶段：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

在这个时期，渔业研究网络将其成员范围拓展到了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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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研究网络的大部分工作都与之前类似，但是与政策相关的社会

科学研究成了这个阶段的重点。网络成员已经掌握了必备的基本研

究技能，因此可以更多地关注政策制定了。

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网络成员逐渐意识到，只有学习更多的

其他技能，他们才能驾驭对发展政策和项目管理的研究。因此，建

立网络、教育和培训工作被放在了更优先的位置。

在原先的目标之外，渔业研究网络还取得了一些额外成果。自

１９８３年以来，其出版的研究报告就超过 ５０篇。之后，研究网络又

将这些报告整理成系列出版物，在东南亚地区广泛发行，并呈递给

了政策制定者。

１９９７年以后

在 ＩＤＲＣ的资助结束之后，网络成员们普遍担心渔业研究网络

的活动也要停止。然而，在菲律宾国际水生资源管理中心的支持

下，渔业研究网络正式成为亚洲渔业学会 （Ａｓｉａｎ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

的一员。

直到今天，这个网络还在持续运作。在定期举办的区域会议

上，其成员依然可以相互碰面。而且，菲律宾国际水生资源管理中

心在自己的季刊 《ＮＡＧＡ》上，还专门为渔业研究网络开辟了一块

新闻专栏。

影响公共政策

渔业研究网络成立之初，其目标仅仅在于提升东南亚的研究水

平，以探索该地区渔业资源管理中的社会科学问题。然而，到项目

的最后阶段，该网络明确提出了影响公共政策这一目标。从结果来

看，无论是网络的构建、培训和教育，还是支持研究和信息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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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活动最终都对政策产生了影响。

在渔业研究网络的作用下，该地区的人才队伍得以壮大，研究

者学会了以问题为导向来开展相应的分析，使当地的政策能力得到

了明显的扩展。换言之，研究网络改善了政策制定的制度性框架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此外，这个项目还为政策议程引入了新的理念，促成了研究者

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对话，从而拓宽了政策视野。换句话说，研究

网络改善了政策制定的知识框架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而这些影响是在以下各个阶段实现的。

（１）在网络建立之前，该地区社会科学家的能力较为薄弱，

基本无法开展有关渔业管理的政策分析。研究网络首先为他们提

供了一些培训和教育机会，为其补充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知识，

使其成员接触到了新的概念和方法，并帮助他们提升了专业技

能。

（２）研究网络支持了一些研究项目，让成员获得了更多的实

践机会去应用那些新的概念和方法。同时，该网络为研究项目提供

的小额资金也产生了重要的政策影响效果。

（３）随着网络成员越来越自信，其研究水平也有所提升，他

们提出的许多政策建议得到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采纳。

（４）一些网络成员因为这段工作经历改善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很多早期加入网络的人如今已是大学和政府机构的高级官员了，他

们现在能更直接地影响政策。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晋升在一定程度上

要归功于参与项目。

（５）在构建网络的过程中，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建立了很好

的合作关系。这对相应国家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６）网络成员的很多研究成果都发表在了相关领域的重要期

刊上，为该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渔业管理都作出了贡献，可能会引导

一些新政策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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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网络成员通过这个项目掌握了必备的研究技能，提高了

科学认知水平，事业取得了进步，自信心获得了增长，并与政策决

策者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令他们能够进行更好的政策分析，进而影

响政策。

（８）随着知名度的提高，渔业研究网络的成果已经应用到了

其他地区；网络成员登上了亚洲甚至世界的舞台，开始以咨询专家

的身份为相关项目和政策提供建议。

珀麦瑞博士的评估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第一，以渔业研究网

络为典型，ＩＤＲＣ在亚洲地区的能力建设网络已经产生了广泛而又

持久的影响，很多人的生活因为这些项目得到了改善。第二，这些

网络之所以会成功，原因之一就在于 ＩＤＲＣ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了耐

心的指导，直至实现所有项目目标，虽然这有时候会花费相当长的

时间。

在渔业研究网络成立之前，泰国很少有对渔业问题进

行研究的经济学家，在渔政经济方面的信息也相当匮乏。

尽管我们拥有生物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但这还不足以帮助

我们制定出好的政策。而现在，有了渔业研究网络，我们

就能制定出更为明智的政策了 （ＰｒａｙｏｔＳｕｐａｖｉｖａｔ，泰国渔业

部门）。

起先，我仅仅是为了研究而研究，政策制定者并不是我

的受众。而现在，由于我自己成了政策制定者，我也就知道

研究对我们工作的重要性了，同时，我也明白了渔业研究网

络为什么要培训我们，鼓励大家去接受那些与政策相关的研

究了。无论是在政府机关工作还是在学术界工作，希望我们

的研究者能多做一些有实践意义的研究，帮助我们更好地取

舍政策备选方案 （ＶｉｃｔｏｒＮｉｋｉｊｕｌｕｗ，印度尼西亚海洋事务与渔

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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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数据

时间 １９８３～１９９６年

目标
提高渔业事务的管理能力，间接影响政策和管理机制。培养更多关注渔业的

社会研究者，提升相关机构的研究水平。

研究

产出
在项目整个过程中，共完成５０余篇报告，同时专门出版了一系列出版物。

　　

发扬传统知识：非政府组织在邦、

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政策影响 （印度）

本节内容主要基于琳恩·波顿 （ＬｅａｎｎｅＢｕｒｔｏｎ）的案例研

究。

在印度，可持续技术和制度研究与创新学会 （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ｆｏｒ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ＳＲＩＳＴＩ，在本章中简称 “研究会”）记载并传播了

一万多个有关农业的草根创新和传统实践案例。通过让农民分

享彼此的知识，研究会增进了农民对省力技术和其他创新活动

的认识。同时，该组织向政客和官员引介了新的理念，鼓励了

网络建设，并为研究者提供了培训，进而在邦政府、国家政府

以及国际层面实现了政策影响。

面对人口快速增长、粮食短缺和贫困肆虐的现实，很多发展中

国家在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都走上了 “绿色革命”之路，通过引进高

产作物品种，增加灌溉次数、大量使用化肥和杀虫剂等方式进行农

业生产。在印度，“绿色革命”导致了农田扩张，双季种植制度的

出现、集约灌溉和杂交种子的普遍推广。这种农业生产方式摒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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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原有的传统作物品种、草本杀虫配方和有机耕作方式。

这些变化一方面帮助印度生产出了充足的粮食来解决人民的温

饱问题，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其他问题。新的农业政策主要是对那些

大型的商业生产者有利，因为这些生产者有足够的资金去购买化

肥，更容易获得信贷补助和良好的灌溉条件，也有能力 “捂仓惜

售”———等到最合适的价位才出售农产品。但这些新政策完全忽

视了那些依然采用传统农作方式的小农。

１９８９年，一个名为 “小蜜蜂网络” （ＨｏｎｅｙＢｅｅ）的非正式组

织诞生，这个网络由学者、农民、科学家和一些知名人士组成。他

们穿梭于基层的创新者之间，用当地的语言记录和传播本土知识，

以确保这些技术创新者都能获益。他们就像忙碌的小蜜蜂一样，在

花丛中采集和传播花粉，有百益而无一害。

在印度农村，很多农民都有着丰富的传统知识，但没有足够的资

源来发展自身。小蜜蜂网络则希望借助本土的知识来改善农村居民的

社会经济状况。在这个组织看来，正式和非正式的科学可以相互补充

———传统知识能拓展科学的前沿，反过来，前沿科学也能提高或者加

强基层的创造力。因此，对于农民的知识技术创新，人们不仅应该给

予充分的肯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应给予他们一定回报。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小蜜蜂网络一直在巩固和规范自己的

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１９９３年，可持续技术和制度研究与创新

学会 （ＳＲＩＳＴＩ）应运而生。

ＩＤＲＣ与研究会的伙伴关系

强化草根阶层的能力和创新

在印 度 管 理 学 院 阿 默 达 巴 德 分 校 （Ｉｎｄ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

('#



第十三章　网络与创新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ｈｍｅｄａｂａｄ）的资助下，ＩＤＲＣ为研究会第一阶段

（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的工作提供了核心支持，使得这个新的非政府组

织从一个仅有某些志愿性质的网络机构，发展成为一个更加结构化

且组织成员较为固定的常设机构。在第一阶段，研究会的工作主要

在于加强草根创新者的能力，其目标包括以下四点： （１）保护知

识产权；（２）进行一些实验，让农民的创新知识增值；（３）培育

农民的创业能力，让他们从这些知识中获利； （４）丰富应对自然

的文化和制度基础。

在第一阶段末期，由于有着创新性的领导风格，研究会已经被

大众所熟知。超过１０００个团体加入了这个组织，其中还包含很多

农民成员。届时，研究会已经用六种不同的印度当地语言记录了超

过５０００种创新实践，并且通过 《小蜜蜂通信》 （ＴｈｅＨｏｎｅｙＢｅｅ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等媒体工具将其传播开来。

拓展到全国层次

到了第二阶段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研究会以前期工作为基础，强

调创新的增值，以及对创新者的物质和非物质激励。整个组织的关怀

已经超越了 “为农民服务”，进而拓展到自然资源管理、农村生产和家

庭手工业等领域。同时，研究会还对妇女的知识给予了更多关注。

“在第二阶段末期，研究会又新增了８０００多个基层创新的案例

记录，并且对其中的植物驱虫配方、草药和其他一些创新进行了验

证和改良”，琳恩·波顿在对其公共政策影响力进行评估后如是说

道，“研究会试行了几种新的奖励补偿制度。有个公司对它的三种

草本兽药非常感兴趣，如今已跟它签署了专利共享协议。”

在第二阶段，研究会与古吉拉特邦政府一起成立了 “古吉拉

特创新增值网络”（ＧＩＡＮ），借以推进草根阶层的创新。同时，它

还跟国家政府联合成立了国家创新基金会 （ＮＩＦ），使得活动的层

次从地方水平提高到了国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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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关注妇女的知识和福祉

到第二阶段末期，ＩＤＲＣ的一名高级顾问对该项目进行了评估，

让我们了解到了项目的局限性和差距。为了弥补此前的不足，研究

会调整了自己的工作重心，将当前阶段 （２０００年至今）的首要议

题设为 “妇女、知识和福祉：关注印度妇女的本土知识，让生物

多样性资源增值”。

为了减轻妇女的劳动负担，研究会集思广益，发动其成员做了

各种创新。结果收效颇丰，为此，研究会继而与自雇妇女协会

（ＳＥＷＡ）合作，共同推广了多项省力技术，包括一位当地农民发

明的水泵滑轮改进技术。除此之外，在项目的第二阶段，研究会还

与其他一些妇女非政府组织合作，共同发起了一项全国性的活动，

在古吉拉特地区搜寻女发明家。

在２００２年提交给 ＩＤＲＣ的中期报告中，研究会称，他们已经

记录了印度古吉拉特地区的上百种传统实践和创新案例；在保健、

牲畜养殖、蔬菜种植、药用植物应用以及一些不知名的非农耕食物

方面，工作人员还着重记录了妇女的知识；支持人们对妇女掌握的

知识进行深入研究；并且组织了村里的妇女大会和其他活动。

评估政策影响

评估工作发现，研究会的活动扩展了政策能力、拓宽了政策视

野，影响了政策体系。最终影响到了印度的公共政策。

扩展政策能力

通过研究会的努力，一些关键人物获得了更多的知识，有了更

好的创意和更纯熟的思想交流能力，毫无疑问，研究会为社会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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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型研究人才。

它记录了一万多个基层创新和传统实践案例，经由媒体把这些

知识传播给了农民、创新者、学生、儿童以及国内外的其他各色人

群。在这个过程中，研究会同时还邀请了政治家、学者、非政府组

织等各类行动者参与了进来。

“很难说这些人究竟掌握了多少知识，”波顿评价道，“但事实

表明，他们多多少少还是了解到了一些信息。研究会已经提出了一

项议程，并且还附有支持这项议程的相关信息，正是这种信息化架

构保证了这些信息对于政策制定者的有用性和有效性”。

对于记录在册的知识和技术创新，研究会仍然坚持着试验和推

广工作。例如，就如何研究生物多样性方面，研究会制定了一个道

德指导准则，同时还建议创新者签署 《知情同意书》，以此来保护

他们的知识产权。

在研究会的工作策略中，创新性的传播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

色。利用 《小蜜蜂通信》，该组织将个人经历、幽默小笑话和技

术、文化信息合为一体，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把知识传播开来。

除此之外，研究会还建立了光盘数据库，并运用当地语言制作了视

频资料和宣传海报。针对不识字的村民，研究会还专门开发了一种

用图片显示的信息互动电脑平台。“研究会深知讲故事的作用，所

以，工作人员经常会亲身奔赴偏远地区，向当地人讲述研究会的工

作，从而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波顿说。

研究会还与 ＳＡＤＨＢＡＶ 基金会合作建 立了 ＳａｄｈｂａｖＳｒｉｓｔｉ

Ｓａｎｓｈｏｄｈａｎ试验室，在培养研究型人才的同时，也增加了当地知识

和环保技术的价值。除此之外，研究会内部还成立了草药试验室，

进行草药驱虫配方的试验。

由于有着丰富的相关研究和实证资料，研究会成功地扩展了政

策能力。印度管理学院阿默达巴德分校的雪莉·钱德 （ＶＳｈｅｒｒｙ

Ｃｈａｎｄ）教授总结道： “研究会记录了草根发明家的创新，又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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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方法验证了这些知识。这些基础性的工作是影响政策制定者的

关键。”

拓宽政策视野

苏德尔善·艾杨格 （ＳｕｄｅｒｓｈａｎＩｙｅｎｇａｒ）博士是古吉拉特发展

研究所的所长和教授，同时也是研究会的理事会成员，他说：

研究会同时在各级政府层面开展工作。它知道哪些问题是

中央政府需要关注的，哪些问题又是地方政府就可以解决的，

对于这两方面的工作，研究会同时推进。它在印度全国的活动

向我们证明了———既然一项工作可以在一个邦实施，那么它就

有可能推广到全国。

在地方政府层面，研究会与古吉拉特邦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

关系。１９９７年，研究会举办了一个有关草根创新的国际会议，政

府代表受邀参加。随后研究会又与政府官员召开了几次会议，最终

注册成立了 “古吉拉特创新增值网络”。在它的 １２个理事会成员

中，就有数名古吉拉特邦的政府官员。

这个网络在创新者、政府以及商业机构之间穿针引线，帮助

当地的企业家筹集资金，取得了不少成果。例如，它与几个全国

性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与一些教育机构、研究机构、培训机构

和非政府组织达成了合作意向；动员各种资源 （资金、技术和行

政资源），推进了十余种创新的开发和市场营销。另外，该网络

还准备建立至少三个分支组织，以便在全国其他地区推进草根创

新。

在国家层面，印度的科技部与研究会和古吉拉特创新增值网络

保持着密切联系，为它们的工作提供了不少便利。在研究会的呼吁

下，科技部成立了国家创新基金会，将草根创新和传统知识登记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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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帮助改进这些创新、将其推向市场，并且让创新者和一些正式

的科技机构建立了联系。研究会极力倡导保护有关生物资源的知识

产权，在海内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参与并举办了各种不同的

研讨会，积极促成各界人士就 《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主题展开讨

论；它还与印度的相关利益者一起合作，协助国家环境和森林部颁

布了一项新的政策，来更好地获取和保护生物资源。在 １９９８年，

为了推进落实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研究会还跟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 （Ｗｏｒｌ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以及一些农民一起主

办了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会议。

２０００年以后，研究会调整了自己的工作重心，在后来开展的

项目中非常强调性别的视角。这一转变对其合作者也产生了重要影

响，自雇妇女协会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与农村妇女一起

工作了很长时间，但我到现在才意识到妇女处事的不同之处，以及

其原因，”来自于自雇妇女协会的娜娜瓦提 （ＲｅｅｍａＮａｎａｖａｔｙ）说，

“以前，我们组织仅仅关注妇女能不能获得资源，现在我们也开始

考虑妇女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去利用这些资源以及背后的原因。这才

是更加重要的分析”。

除此之外，研究会还牵线搭桥，在正式和非正式科技团体之间

建立了联系网络，从而拓宽了政策视野。如今，国家创新基金会已

经与印度农业研究委员会 （Ｉｎｄｉ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印度科技研究委员会 （Ｉｎｄｉ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签订了

谅解备忘录。而一些草根的创新者也已加入了印度科学大会

（Ｉｎｄｉ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影响政策体系

研究会、古吉拉特创新增值网络以及国家创新基金会均对印度

的政策产生了影响。但是，它们的成功最主要还是来源于研究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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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阿尼尔·古普塔 （ＡｎｉｌＧｕｐｔａ）的影响力，而不是某些游说。古

普塔教授同时参与了研究会和国家创新基金会的工作，让它们两者

始终保持着紧密联系。例如，受国家创新基金会邀请，古普塔教授

曾经参与了一个预算准备会议，在会上就如何支持创新者发表了自

己的看法；到了２００２年，科技部长就采用古普塔为其准备的发言

稿做了有关预算的讲话，其中便提到要为草根创新者建立一个创业

基金。

雪莉·钱德认为，研究会的政策影响还体现在思想层面。国家

和邦政府的一些重要官员都承认自己受到了研究会的影响，并表示

愿意支持它的工作。在邦级层次上，古吉拉特邦农业局采纳了研究

会提出的创新者奖励办法。在国家层次上，除了上文提到的对预算

产生的影响，古普塔教授还协助起草了印度的生物多样性法案。在

全球 层 次 上，研 究 会 还 协 助 国 际 半 干 旱 热 带 作 物 研 究 所

（ＩＣＲＩＳＡＴ）进行了一些有关草本杀虫剂的研究。

结　　论

波顿说：“研究会的经历向我们表明了，政策影响能够帮助一

个组织实现自己的目的。在最初，该组织的目标是保护本土知识并

赋予其价值回报，但是随着工作的推进，它逐渐意识到，唯有在政

策支持下，人们才能在这方面获得广泛而又持久的效果。”

在波顿看来，研究会已经在两个重要的方面对政策产生了影

响。其一，通过独立与合作的实践活动，研究会已经提高了自身的

研究水平、分析能力以及与其他行动者交流的能力。其二，研究会

引入了新的理念、促进了网络建设，还培训了研究者，让他们能够

更好地胜任当前工作；通过这些途径，政策领域得以拓宽。

“邦政府和国家政府都为研究会的政策研究工作提供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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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网络与创新

这在印度并不寻常”，波顿说， “由此可见，即使研究会没有在政

策层面产生广泛的影响，它也已转变了政府官员的部分思想。而这

或许仅仅是一个开始，在今后，政府可能还会更积极地回应研究会

的工作”。

基本数据

时间 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

目标
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保护自然资源：记录起源于乡土知识的基层创新，保护知识

产权，认可并传播这些创新成果。

研究

产出

１建立资料库，记录了超过１３０００条基层创新案例，并使用六种当地语言进行
传播。

２建立了一个网络，其成员包括１０００多个基层组织，通过简报和其他传播方
式来相互支持。

３针对三种草本兽药配方，研究会与私人企业签署了专利共享协议。
４对几种草本药物配方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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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第十四章

促进发展的信息通信技术

带给塞内加尔人民的礼物：参与式方法

推动研究产生公共政策影响

本节内容基于卡马森·西恩 （ＫｈａｍａｔｈｅＳｅｎｅ）和拉马

塔·斯欧尼 （ＲａｍａｔａＴｈｉｏｕｎｅ）的案例研究。

塞内加尔有个小镇名叫寇塞尔巴 （Ｋｏｕｔｈｉａｂａ），每逢周日

赶集，牧民们就会早早地赶着羊儿成群结队地来到集市，一边

向买主推销，一边忙于和他人交换有关放牧、牲畜疾病和其他

方面的重要信息。而现在，一些牧羊人已经会使用新的通信技

术来各取所需了。在广袤的非洲大陆上，这样的场面可谓破天

荒。而 ＩＤＲＣ之所以会支持这样的项目，主要是为了向人们

（尤其是政策制定者）展示———这些现代化的工具确实能够改

善牧民的生活状况和工作条件。

ＩＤＲＣ自发成立了一个 “阿卡西亚”项目 （Ａｃａｃｉａ），致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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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促进发展的信息通信技术

推动非洲的社区发展和信息社会建设。其中的一个试点项目就是在

塞内加尔的牧区开展的。

如今，在项目的影响下，有的牧民已经开始使用手机和全球定

位系统来追踪他们的牲畜了。在三个项目试验区，牧民还学会了使

用与卫星相连的 ＧＰＳ设备来查看和导出地形图。

一些牧民有了手机，在加快彼此信息交流的同时，也构筑了一

个 “预警系统”来帮助其应对迫近的灾难。另外，通过相关培训，

有些人还学会了如何在互联网上获取信息。２００３年 ７月，人们建

立了一个名为 “网络牧羊人”的网站。它以地图的形式，清晰地

显示出了哪些牧场已经被占用了，哪些牧场还有绿草；同时还能根

据具体的环境和资源保有量，为牧民建议可放牧的牲畜数量，帮助

他们规避风险。此外，网站还为牧民提供了其他信息，教他们如何

治疗动物疾病。

阿卡西亚项目让非洲人民首次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来追踪牲畜的

迁移，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向人们 （尤其是政策制定者）展示———

这些现代化的工具确实能够改善牧民的生活状况和工作条件。

风险与影响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ＩＤＲＣ是唯一一个资助非洲国家推广信息

与通信技术的国际机构。多年以来，经由阿卡西亚项目，ＩＤＲＣ已

经倾注了４０００余万加元，用于研究、示范和评估一些核心的相关

技术。具体则包括如何将信息通信技术用于减贫，如何制定政策来

弥合数字鸿沟以及如何发展当地的文化和知识，等等 （详见

ｗｗｗｉｄｒｃｃａ／ａｃａｃｉａ）。

ＩＤＲＣ在支持很多项目时，往往都期望项目中的研究工作能够

对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公共政策产生影响。２００１年，ＩＤＲＣ评估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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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实施了一项战略性的评估，以观察这些研究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

公共政策和决策制定。阿卡西亚项目作为重点项目被选中，评估人

员对其在塞内加尔、莫桑比克、南非和乌干达的实践进行了案例研

究。其中，塞内加尔的案例研究是由卡马森·西恩和拉马塔·斯欧

尼二人完成的。

塞内加尔的经验

阿卡西亚项目于１９９７年在塞内加尔起步。但早在 １９８５年，该

国就已经成立了国家电信公司，充分表明了政府对通信部门的重视

和支持。

然而，直到１９９６年，政府才出台首个有关通信事业发展的政

策。在１９９７年公布的第九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政府陈述了

一项战略，表示要增强信息获取途径，推动整个社会发展通信事

业。计划宣称 “信息和通信技术不应只是精英阶层的奢侈品，它

是实现发展的必要条件”。

但是，政府提出的这个战略仅仅是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西恩和

斯欧尼在研究中指出，当时官方并未制定出一个实实在在的国家策

略来引进和运用信息通信技术，以解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

研究表明，自１９９７年起，由于塞内加尔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

了巨大改变，人们渐渐意识到了信息通信技术在发展中的重要性，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试图把它引入主要的发展部门。当时的通信部部

长便是其中之一。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电脑专家，１９９９年他在阿

卡西亚项目的帮助下，运用信息通信技术创建了国会网络。此外，

塞内加尔总统也曾建议降低电话服务的成本，之后，总统的信息通

信技术顾问就宣称，移动电话市场将会向独立的运营商开放。２０００

年，该国总理宣布，政府将使用信息通信技术与公民进行更密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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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同时政府还将加快行政信息和通信系统的构建。

同年，政府又出台了一项新的国家政策，旨在普及信息通信技

术。２００２年，电信监管署成立，它是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主要

负责维护公平和健康的竞争环境，造福消费者、电信运营商以及塞

内加尔的经济发展，加快通信事业的发展。该国的一些电信基础设

施现在已位居非洲前列了。

如今，塞内加尔已经建立了一个中央网络，通过数字传输通路

将全国３０个省都连接了起来，所有的农村行政中心也都通了电话。

这个数字传输网络于 １９９８年开始运行，企业有权访问数据库，也

能连接到外国的网络上。现在全国共有 １４个网络服务供应商，其

中的１２个位于达喀尔 （塞内加尔首都）。

西恩和斯欧尼的研究指出，信息通信技术在 “非洲发展新伙

伴关系计划”（ＮＥＰＡＤ）中被提上重要议程，而这正反映出在 “计

划”中负责推动通信技术发展的塞国政府的发展愿景。但是，两

位研究者提醒：

对于信息通信技术在发展中的作用，尽管政府已经有了较

为一致的看法，也给予了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例如，教育部

门已经开始把这些技术整合到教育体系中来，而且在 “教育

和培训十年规划”中，给通信技术赋予了很高的地位。但是，

该国还没有一个综合而又清晰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政策，政府

侧重的仍然是 “走部门路线”，让各个部门分别制定自己的技

术发展政策。再者，这些部门政策的执行也都大多陷入停滞。

阿卡西亚项目在塞内加尔的作用

爱罗恩·卡马拉 （ＡｌｉｏｕｎｅＣａｍａｒａ）是 ＩＤＲＣ驻达喀尔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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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在他的积极倡议之下，１９９６年，ＩＤＲＣ开始筹备 “塞内加尔

阿卡西亚战略” （ＳＡＳ）的制定。当时，各类全国性和地区性机构

都参与了进来，它们代表着政府、公民社会、研究者和发展行动者

等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１９９７年，ＩＤＲＣ批准了这一倡议。 “塞内

加尔阿卡西亚战略”就此成立，其目标是倡导建立一个独立框架，

在信息通信领域实现协同行动，为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坚实的

基础。

研究指出：“在塞内加尔，阿卡西亚项目致力于帮助政府制定

一个全国性的战略，来采用和整合信息通信技术，从而推动发展进

程。”由于塞内加尔的决策体制是分权式的，对于如何引进这类技

术，该国并没有统一的规划，因此，阿卡西亚项目必须结合这样的

背景来开展相应的活动。

从一开始，整个项目就围绕着政策来做文章，人们讨论了塞内

加尔的规章制度、激励机制、可及性问题以及私人部门的作用。

从整个项目的性质来看，阿卡西亚项目采用的是一种参与

式的、双管齐下的策略。首先，阿卡西亚致力于通过支持引入

规范性机制和一个独立性框架，来协调信息通信领域的活动进

而影响政策。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研究项目，阿卡西亚还提出

了科学的建议，让政策制定者把信息通信技术更充分地整合进

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当中。

研究还指出，阿卡西亚 “旗下”有着一系列试验性的子项

目，有的子项目甚至是在某些非常关键的领域里展开的，例如教

育、医疗卫生、治理、国家资源管理、就业以及创业等。它们为

阿卡西亚项目打造了牢固的基石。下面，我们将重点介绍两个子

项目：一是 “青年网络空间实验”，二是支持性别平等和地方分

权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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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网络空间实验

塞内加尔的教育体系对环境问题和生殖健康问题关注较少，在

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一个国内的非政府组织 “ＧＥＥＰ”就在一些

学校里创立了 “家庭生活教育俱乐部”。这些俱乐部分散在全国各

地，而主要的障碍就是通信不便。

西恩和斯欧尼在报告中称，从一开始，阿卡西亚项目就希望给

学校引入信息通信技术，转变教育体系对创新的态度，并最终影响

教育政策。项目负责人说： “如今，参与项目的教师们都意识到

了———信息通信技术足以掀起一场信息革命，而知识也不再局限于

课本。”

评估结果显示，国家教育部的官员在接触项目以后，开始越发

关注 “技术入校”的问题。教育部承认，这一项目开辟了一种新

的方式，将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到了教师的日常工作中。越来越多的

证据表明，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引进，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成

绩都得到了提高。

对此，西恩和斯欧尼是这样解释的：“项目之所以能取得这些

成果，并对国家教育政策产生极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以下三点：

（１）项目团队本身就根植于学校系统，对此非常熟悉； （２）项目

团队乐于接纳创新； （３）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积极构建了多元的伙

伴关系。”

支持性别平等和地方分权

这个项目同样运用了信息通信技术，给妇女提供了一些便捷的

(!&



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途径给政府当局施压，迫使其修改 《家庭法》，用 “父母共同责

任”（ｊｏｉｎｔ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这一提法取代了原有的 “父母权

威”（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概念，进而推动了性别平等。评估报告提

到，这一项目还在塞内加尔全国激发了一场有关性别问题的大讨

论。最后，一项新的法律草案出炉，如果得到政府的采用，这将扭

转国内性别不平等的局面。

另外，在塞内加尔行政体制走向分权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承

担了越来越多的责任。教育、医疗卫生和治理等领域的决策权都已

经转移到了地方政府。在这样的背景下，项目运用了信息通信技术

来影响地方官员，让他们时刻注意到此类技术所能发挥的作用。

例如，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存在很多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就

是语言不通。该国正式的法律和规章制度都是以官方语言 （法语）

记载的，然而大多数地方官员根本就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甚至连自

己的母语都不认识。针对这一情况，项目团队制定了相应的目标，

总结了有关分权的主要法律法规，将其翻译为本土语言，并且将其

放到网络上。

研究发现

研究显示，由于运用了参与式方法，阿卡西亚项目已经对塞内

加尔的公共政策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各种影响。就直接影响来看，

项目团队帮助该国制定了一套新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政策。和先前

的状况相比，新的政策更具综合性和组织性。在项目实施期间，国

家电信监管署的成立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通过这类影响，阿卡西

亚项目积极促进了塞内加尔的社会公平，让信息通信技术变得更加

普及。

另一方面，就间接影响来看，阿卡西亚项目加强了决策者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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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关人群的能力；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促进了不同人群以及机构之

间的合作，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又真实的经验；此外，它还促进了

人们的相互交流和学习。

阿卡西亚的某些子项目也取得了一定成功，推动政府出台了一

些部门政策和相关规划。例如，“青年网络空间”项目就帮助教育

部制定了一项规划，将信息通信技术引入学校。另外，有些项目运

用信息通信技术提升了公众意识，最终让塞内加尔政府修改了

《家庭法》，进而推动了性别平等。还有些项目通过信息通信技术

传播了有关分权的政策信息，从而巩固了分权化进程，强化了地方

政府的效力。在医疗卫生领域，同样是受到阿卡西亚项目的启发，

塞内加尔政府如今已经开始支持一些远程医疗项目了。

评估报告指出，阿卡西亚项目深化了人们对信息通信技术

的认识，让他们意识到了这类技术对发展的促进作用。“很多参

与者都将这些技术应用于人类发展服务上，并通过合作加强了

彼此的能力，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 （人们可以

参与城市和农村选举了）”，报告补充道，信息通信技术让这些

组织能够便捷地交流国际经验，从而拓宽了组织成员的视野；

另外，在国外机构和个人的支持下，国内的一些项目也更容易

获得成功。

通过让塞内加尔的研究者参与研究，阿卡西亚项目还强化了他

们的研究能力，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分析相关问题。在当前，尽管性

别平等并不是这个项目最关切的内容，但是 “塞内加尔阿卡西亚

战略”支持了一些专门针对妇女的项目和研究，试图把性别视角

融入到阿卡西亚项目中去。

然而，评估报告也表明，如果围绕着 “塞内加尔阿卡西亚战

略”来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机构，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捐赠者，同

时也会对政策形成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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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数据

时间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

目标
通过实施一系列示范性项目、管理和研究项目，来帮助塞内加尔政府制定有关

信息通信技术的国家策略和协调框架。

研究

产出

１开展了一项电信业务研究，并将研究成果提交塞内加尔政府。
２代表地方和国家的相关部门制定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政策和战略；并举办
相应的论坛。

３使政府、私人部门和公众都参与到项目中来（之所以将这个作为产出，是因
为阿卡西亚项目有着强烈的行动导向；而且，这个项目有一个非常独特的部

分———“评估和学习系统”，负责开展项目中最主要的研究）。

　　

莫桑比克进入信息化时代：

新技术成为社区发展的工具

本节案例来自曾达·奥福尔 （ＺｅｎｄａＯｆｉｒ）。

１０年前，莫桑比克还处在全球信息社会的边缘。但是到

了今天，如果你向曼合卡镇 （Ｍａｎｈｉａ）的任何一人询问电信

中心在哪里，他们都能清晰地告诉你：沿着主干道前行，经过

杂货店，沿着小巷子继续前行，福音教堂的隔壁就是电信中心

了。

莫桑比克的电信中心数量一直在增加。在电信中心，人们

可以打电话、用电脑、复印资料或是接受培训。甚至是市场的

商贩也知道了何为 “在线”。利用获取到的信息，妇女能够更

好地就业，以及保持家人的健康。最近，一个项目社区还用本

地话和葡萄牙语来给一个介绍疟疾知识的光盘配音。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ＩＤＲＣ是首批资助非洲国家推广信息与通

信技术的国际机构之一。它在莫桑比克开展了各种高风险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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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通过一些试点项目，它支持了某些关键的人物和事件，进而

影响重要的决策者，增加他们对信息通信技术的认识；此外，它还

出资推动莫桑比克制定有关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政策。

莫桑比克之所以会关注信息通信技术，主要是与以下这五个

因素有关： （１）经过几十年的战争之后，国家处于稳定状态；

（２）政府非常重视国家发展； （３）无论是在非洲地区还是全球，

信息通信技术的革新都非常有影响力，而莫桑比克就置身于这样

的环境当中；（４）政府深刻认识到，需要搭建一个整体的国家发

展框架，来避免不均衡的发展；（５）一些拥护者孜孜不倦地推动

公众加深对信息通信技术的认识。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共同为莫

桑比克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打开了 “政策之窗”。

莫桑比克对信息通信技术的关注始于 １９９５年。当时，一些援

助机构对这类技术产生了兴趣，准备以此为突破点来推动非洲的发

展。同年，在 ＩＤＲＣ的协助下，第一届非洲地区研讨会在埃塞俄比

亚召开，会议的主题就是 “以远程信息技术谋发展”。来自非洲 ３９

个国家的专家齐聚一堂，其中还包括一些莫桑比克的知名专家。温

那西欧·马辛格 （ＶｅｎàｎｃｉｏＭａｓｓｉｎｇｕｅ）博士就是其一。他时任科

学技术委员会的主席和爱德·华多蒙德拉纳大学 （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ｄｕａｒｄｏＭｏｎｄｌａｎｅ）信息技术中心的主任，现在担任大学副校长。

他在莫桑比克大力倡导了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 （见专栏１４１）。

勇越雷池

１９９６年，在南非举办的 “信息社会与发展大会”一年之后，

ＩＤＲＣ的阿卡西亚项目渐具雏形，其目的是帮助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社区应用信息通信技术。受益于 ＩＤＲＣ的支持，马辛格博士看到了

项目的潜力，继而在莫桑比克组织了一场有关信息技术与发展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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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研讨会。曾达·奥福尔在评估了莫桑比克阿卡西亚项目后这样

说： “ＩＤＲＣ的一些官员其实已经对莫桑比克产生了兴趣，希望把

这个国家也纳入阿卡西亚项目的版图，而马辛格一手举办的会议则

开启了他们与莫桑比克主要领导人的磋商进程。这场讨论让莫桑比

克成为了阿卡西亚项目实施的重点国家之一。”

在当时，要想在莫桑比克开展类似的项目具有极高的风险，通

信技术领域犹如雷池，几乎无人敢涉足。而阿卡西亚项目却迈出了

勇敢的步子，成为这个领域的先行者。“阿卡西亚项目选择了恰当

的时机，”奥福尔博士说，“它及时地参与进来，让 ＩＤＲＣ对莫桑比

克的这一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当年的讨论会上，马辛格博士邀请了莫桑比克内阁的大多数

成员，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 “如何制定一个国家层面的信息发

展政策”。会后，总理就要求他参与拟定一项政策。 “我当时建议

政府成立一个由总理或总统领导的特别小组，”马辛格回忆说，

“总理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开始负责这项工作。”

开辟新天地

１９９７年，ＩＤＲＣ批准成立了阿卡西亚项目。在当时的非洲，这

类由援助者支持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项目并不多，而阿卡西亚项目

便是其中之一。它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加深了人们对信息通信技

术的理解，让他们知道了这类技术对社区 （特别是贫困社区和地

理条件不好的社区）发展的作用。奥福尔博士在评估报告中提到，

在那个时期，项目并无先例可循，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从自己的实

践中不断汲取经验教训。

参与阿卡西亚项目的国家主要有莫桑比克、塞内加尔、南非和

乌干达。为了便于项目更好地开展，研究团队首先要分析人们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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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通信技术的负担能力、技术本身的可持续性以及易用性。与之相

关地，他们还得考虑相应国家的政策环境是否健康，它们出台的信

息通信技术政策是否妥当。奥福尔说：“在那时的非洲，很多人都

不看好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潜力，援助机构和政府不愿意在这一领

域倾注太多心血，就连私人部门的投资也是寥寥无几……在这样的

环境下，ＩＤＲＣ是唯一一个甘冒风险来实施示范项目和政策项目的

国际机构。”

在莫桑比克，由于缺乏必要的协调合作，政府很难在整个国家

层面上推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人民也无法从中受益。昂贵的进口设

备和网络接入、农村地区落后的电信基础设施，都让政府无从下

手。在政府看来，要解决这些问题恐怕又会导致发展的不均衡。所

以，莫桑比克此时非常需要一个完整的政策框架。在阿卡西亚项目

实施的先期阶段，有四个主要的子项目：一是组建莫桑比克的阿卡

西亚咨询委员会和秘书处；二是制定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政策；三

是建立两个电信中心试点；四是将信息通信技术引入中学教育和师

资培训机构。

在莫桑比克借助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发展的过程中，爱德华多·

蒙德拉纳大学发挥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它组织了一些研讨会，坚持

不懈地说服政府单位、学术机构以及私人部门等各个相关利益群体

参与到项目中来。

推动项目进程

阿卡西亚项目在莫桑比克的第一项计划就是筹建项目咨询委员

会和秘书处。马辛格回忆道： “我们需要一个参考点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ｏｉｎｔ）来推进整个项目过程。”

为了向众人展示信息通信技术的价值，阿卡西亚项目在莫桑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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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启动了两个试点项目，而其中之一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电信中

心。“我们想让某些人亲眼看到技术的妙处”，马辛格说，“比如，

让他们去一个偏远的地方，看看当地人是如何使用技术的。这样他

们才会明白，眼前的一切绝不是政治家和学者的幻想！”他补充

道：“莫桑比克的农村社区确实通信不便，人们要获取想要的信息

非常不容易。我们在当地建设电信中心，恰恰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而且，电信中心还能给当地人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没人知道电信中心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一些研究者在 ＩＤＲＣ的

支持下，开展了一个可行性研究，并确定了两个项目试点。评估者

发现，到目前为止，最受当地人欢迎的就是影印服务和公共电话服务

了，而电子邮件和互联网服务却很少有人使用。因为在当地，上一次

网的价格跟打一通长途电话差不多，人们觉得不划算。但是，计算机

培训却是最受欢迎的服务，人们甚至愿意为此支付一定的费用。

奥福尔在评估报告中写道：“电信中心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且

其他一些类似的服务也开始在各个社区蔓延开来……有了这些基

础，一个新的机会也就出现了。阿卡西亚项目可以支持网络构建，

让这些机构相互学习，以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服务。”

由于莫桑比克４２％的人口都是１５岁以下的年轻人，因此，结合

这样的人口结构，阿卡西亚项目针对年轻人开展了第二个试点项目，

搭建了莫桑比克的学校网络，旨在把信息通信技术引入学校和其他

教育机构。教育部的代表也加入了这个项目团队。奥福尔说，这个项

目的效果刚刚有所显现之时，许多社区的居民就强烈呼吁推广项目了。

２０００年，莫桑比克颁布了一项全国性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政

策，这在非洲尚属首次。２００２年，政府又制定了该政策的实施战

略，从而为发展合作伙伴提供了概念框架和机会。随后，莫桑比克

和另外两个国家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马克尔基金会 （Ｍａｒｋｌ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选为第一批参与 “全球数字机会行动”（ＧｌｏｂａｌＤｉｇｉｔ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的国家。至此，马辛格的工作形成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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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循环：研究指导政策，政策又塑造发展。奥福尔评价道：

……马辛格曾被公认为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内的一个具有远

见卓识的人，他对莫桑比克该领域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他的积极倡导引发了政府最高层面的兴趣。政府之所以

愿意把通信技术视作国家发展的重点，马辛格和政府之间的紧

密联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研究发现

为了查看项目的政策影响力，ＩＤＲＣ的评估部门对莫桑比克、

塞内加尔、南非和乌干达各自的阿卡西亚项目进行了评估。结果显

示，政策影响最显著的国家就是莫桑比克。至于其原因，总报告的

解释是，莫桑比克和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其一，莫

桑比克的政策团体数量有限，圈子比较小，所以研究项目的管理者

十分清楚应该去影响谁；其二，该国的阿卡西亚咨询委员会和秘书

处非常有影响力；其三，信息通信技术支持者的圈子也很狭小；其

四，有政府的大力支持。

其中一些因素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例如，在项目启动之

初，莫桑比克政府运用中央规划的方法，以发展为重点，并对利于

发展的新观念持开放的态度。另外，莫桑比克一些支持信息通信技

术的小型团体与主要的决策者保持着良好的联系，方便了思想和信

息的传递。再者，在技术的推广过程中，莫桑比克总统和总理都表

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１）很多支持信息通信技

术发展的人积极而又富有远见，他们在阿卡西亚项目中贡献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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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尤其是在项目的初始阶段给予项目极大的帮助； （２）一

些早期的示范项目取得了成功，让政府和农村社区看到了信息通信

技术的前景，从而激发了他们对这些技术的渴望；（３）政策制定者

和研究者配合良好，前者希望有一些研究建议来指导实践，而后者

恰恰进行了一些及时的研究，期望影响政策进程；（４）非洲国家普

遍缺乏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管理信息通信知识，并将其应用于发展；

（５）政府愿意接受公众的咨询，并对其保持承诺。评估报告指出：

在非洲，一些富有远见的机构意识到了通信技术对发展的

重要性，进而在实践中推动了通信技术的普及。ＩＤＲＣ正是它

们其中之一。在当时的非洲和其他欠发达地区，人们并不了解

信息通信技术。而 ＩＤＲＣ却迎难而上，推动了这些技术在社区

层次的应用。作为出资方，这一举动无疑大大增加了风险性。

没有确定的产出，也没有前路可循，项目团队只能摸索前行。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项目初期开展的可行性研究、国别背景研

究以及试点项目都为阿卡西亚项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它能

够依据各国的情况制定出综合而又多管齐下的战略。依照这样

的方法，各国的阿卡西亚项目齐头并进，极具政策影响之潜力。

专栏１４１　通信技术支持者的主要经验 （莫桑比克）

温那西欧·马辛格博士将学术界和政治界联系了起来。运用这

两个领域的相关知识，他帮助莫桑比克迈入了 “信息化时代”。

马辛格生于莫桑比克偏远农村的 “小圆屋”内。从小到大，

他总会抓住每一个机会来学习和改善生活。在积攒了足够的钱以

后，马辛格走进了技校开始学习电力。后来，他又在爱德华多·蒙

德拉纳大学的工程系继续深造。在荷兰的代尔夫特大学 （Ｄｅｌｆ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学习期间，马辛格接触到了计算机，自此，他的兴趣

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并开始思索如何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来形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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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发展。

１９９２年，马辛格做了一项尝试，把因特网引入了莫桑比克，

并在爱德华多·蒙德拉纳大学成立了计算机维护中心，后来这个机

构演变成了该大学的信息中心。为了把莫桑比克带入信息化时代，

马辛格依然在躬体力行。１９９７年，马辛格被擢升为爱德华多·蒙

德拉纳大学的副校长，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减少在通信技术领域

的活动，仍然积极地活跃于这个舞台之上。

谈到莫桑比克的发展经历，马辛格归纳出了几条重要经验。

其中最主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对做事方式保持批判性。其二，

必须识别、创造各个层次的支持者，并为其作出自己的贡献。其

三，多听听别人对相关主题的讨论和评价。“有些时候捐助者有他

们优先考虑的事情和他们做事的方式，”他指出， “新的理念往往

会对我们自身形成干扰，但重要的是，我们得学会去适应这些它

们，因为有时候一些极小的想法也会变成很大的理念。”

其四，需要创造出大量批判性的知识。他说：“我们必须要有

能够做研究、完成技术工作以及懂得正确运用技术的人才。”

其五，项目实施一定要有研究的辅佐才行。“因为研究可以给

我们带来知识，而知识则能够影响政策，”他补充道， “如果这些

政策得到很好的落实，那么我们期望的发展也就不远了。因此，我

们所有的项目里都会包括一个研究性的子项目。”

基本数据

时间 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

目标

１支持莫桑比克加强与全球经济的联系。
２在农村地区普及信息通信技术。
３在相应的区域内共同学习与信息通信技术有关的政策。

研究

产出

将试点项目作为一种行动研究；为了草拟相应的国家政策文件，进行了短期研

究并投入了一定资金。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研究都是围绕着项目展开的，并不

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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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评估报告指出，透过示范项目提供的监测数据，我们可以通过

系统性的分析来得出一些经验教训。此外，研究项目还对信息通信

政策的制定产生了直接影响。例如，评估报告提到：“虽然这些研

究提出的问题不是最新的，但是，它们反映了现实中一些可能会影

响政策的因素 （如设备接入的高成本等），因此，这些研究依然具

有强大的影响力。”对于研究项目和示范项目的成败，工作小组进

行了详细的记录。他们发现，这些经验教训可以作为一个起点，便

于以后在农村地区和教育领域推广通信技术。“另外，阿卡西亚项

目对政策进程还产生了影响。在制定信息通信政策的过程中，项目

团队安排了一些咨询活动，这引起了高等教育和科技部部长的注

意。部长相信，使用这样的方法一定能够加快电信部门的改革进

程。”

信息技术来到彩虹之国：为南非发展助力

本节内容基于曾达·奥福尔的案例调查。

思威·尼克伯 （ＳｉｚｗｅＮｇｃｏｂｏ）是一个 １６岁的南非男孩，

说祖鲁语，当他第一次接触电脑时，他还是一个在智障学校就

读的、需要特殊照顾的学生。然而，仅仅在一年之后，他就与

其他学生一道设计了一个网站，其艺术贡献甚至得到了国际上

的认可。此外，在 ＩＤＲＣ和南非教学网举办的一个年度网络竞

赛中，尼克伯还获得了银奖。

南非教学网隶属于非洲教学网。后者开展的项目已经延伸

到了２０多个国家。通过其阿卡西亚项目，ＩＤＲＣ给这个组织提

供了主要的资金支持。

２００１年，ＩＤＲＣ的评估部门开展了一项广泛的调研工作，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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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促进发展的信息通信技术

回顾该机构支持过的一些研究项目，看看它们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

响了公共政策。曾达·奥福尔博士则承担了对南非阿卡西亚项目的

评估。由于有着各种各样的民族和地貌，南非常常被人们称之为

“彩虹之国”。奥福尔说：“‘彩虹’原本代表着一种希望，然而，

历史上的一些冲突仍旧影响着南非的现在以及未来。要实现种族和

谐，依然难如登天。对于刚刚获得的自由，很多人需要不断学习才

能适应新的生活。转型带来的剧痛，让这个国家疲于应对失业、贫

困、犯罪、艾滋病等各种顽疾，因此，人权保护仍然是这个社会的

主要关切点。”

南非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其 １３％的国民生活

在 “第一世界”，而５３％的人们却生活在 “第三世界”。在 “第三

世界”，仅有２５％的人能用上电和自来水，５０％的人接受了小学教

育，超过１／３的儿童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另外，南非还有

２０％以上的人口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尽管如此，南非的经济仍然位居非洲各国前列。无论是从规模

还是质量来看，其基础设施都大大优于非洲其他国家。而且，南非

有着高度发达的电信、公路、铁路、航空和电网系统，为现代金融

和工业部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主化转型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南非刚好处于鼎新革故的过渡阶段，其

原有的种族隔离式独裁统治正逐渐瓦解，而民主制度则颇具雏形。

在这个过程中，南非搭建起了新的管理制度和政策框架。奥福尔认

为，新的政策环境必须体现出一套新的价值观，即决策过程透明、

开放，对于那些饱受旧社会欺凌和忽视的大多数南非人民，新政府

必须重视他们的发展。她还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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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则更应如此。因为新政府非常重

视公共部门决策环境的改善，为了更好地推行 《重建和发展

规划》，它必须借助有效的通信系统，来协助规划的筹备、执

行、监测和评估……新政府既得顾及广大穷人的迫切需求，同

时还得屹立于国际舞台之上，与那些现代化的经济体奋力竞

争。要在这二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何其难也。

而恰恰是这个特殊的转型时期，给信息通信技术的政策革新带

来了契机。

ＩＤＲＣ在南非的历史

其实早在这个过渡期以前，ＩＤＲＣ就资助了一些流落邻国的南

非籍社会活动家，并与很多崭露头角的领袖共事，从而建立起了一

种相互信任关系。在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４年间，种族隔离制度即将寿终

正寝之时，ＩＤＲＣ转变了策略，开始出资支持了一些项目。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它积极地推进了南非的民主化转型。

奥福尔博士指出，在转型时期，作为第一批 （１９９２年）在南

非设立办公室的国际机构之一，同时也是首批关注信息通信技术应

在发展中作用的机构之一，ＩＤＲＣ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与

新政府合作，来进行信息部门的改革和加强政策研究能力的建设以

及关注先前那些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民。

非洲人国民大会 （Ａｆｒｉｃ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ｇｒｅｓｓ，下文简称 “非国

大”）是当今南非的执政党。早在这个政党的流放时期，它非常重

视信息通信技术，希望运用这些技术来推动南非的国家发展。１９９４

年，在南非的首届民主选举中，非国大在选举宣言中陈述了它的这

一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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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促进发展的信息通信技术

当年大选之后，ＩＤＲＣ就转变了在南非的投资策略。其新战略

主要聚焦于四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普及信息和通信技术。项目效

果十分明显：ＩＤＲＣ推进了数个政策的改革，最后，政府都出台了

相应的绿皮书或白皮书来宣布这些政策，而且其中的一些还通过了

南非国会的审核，成了新的法律。

在南非完成两项任务之后，ＩＤＲＣ决定在该国实施一个 “国家

信 息 和 通 信 项 目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ＮＩＣＰ，下文简称 “通信项目”），帮助新政府 “构建通

信事业体系，开发新概念、设计与实施有关通信发展的项目和政

策，借此推动该国的发展”。它支持了一系列不同的创新和活动，

这些创新和活动共同推动了国家信息和通信计划的构建。

根据奥福尔博士的论述，ＩＤＲＣ的初衷主要支持政策进程，而

不是影响具体的政策内容。所以，成立通信项目就是为了帮助政府

打造一个有利的政策环境。奥福尔还说：“该项目在南非的信息通

信政策领域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 ＩＤＲＣ最为成功的项目之一。”

项目之所以能影响到政策，主要是跟以下这些活动有关：

（１）项目团队根据地方所需，在 ＩＤＲＣ里找了一些博学而又受

人尊敬的重要专家和工作人员来实施项目； （２）支持了一些

研究，从而提出了政策问题，影响了政策过程； （３）支持、

协助并参与了政策的形成过程； （４）支持并协助举办了一些

会议及论坛，让政策制定者以及各个利益群体面对面地共商政

治议题。

南非的阿卡西亚项目

成立阿卡西亚项目的想法最初源于南非举办的 “信息社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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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发展大会”。这个项目在南非的主要活动是向社区赋权，以便加强

社区的政治对话能力和解决社区问题的能力，缓解社区的紧张状

态，普及一些基础性的服务 （如教育和医疗卫生），并帮助人们增

加收入。

１９９７年以后，ＩＤＲＣ大多数与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活动都是通

过阿卡西亚项目而展开的。其中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建立多功能的

电信中心来培育社区市场；通过拓展电信中心的服务范围，来解决

具体的发展问题。另外，ＩＤＲＣ在政策、教育和性别领域也开展了

一些活动。

１９９９年，项目成立了南非阿卡西亚咨询委员会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ｃａｃｉａ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ＡＡＡＣ）及其秘书处，用以确

定南非阿卡西亚项目的发展方向，并及时对此作出调整。在具体的

工作中，咨询委员会传播了阿卡西亚的经验教训，并在全国范围内

协调有关通信技术的发展活动。然而，它所关注的并不是一种总揽

全局的构建信息社会的政策；相反，它将重点着力于审视政策及与

之相关的政策实施活动。

奥福尔认为，南非的通信技术发展过程嵌在一个复杂的环境

中。她观察到：“这个国家有着强势的私人部门、劳工组织和公民

社会，政府要再三斟酌、在这些主体中寻求一个平衡，才能提出一

些议程来。”她说：

所以，就这个领域而言，如果哪一方力量想主导政策的制

定，那可比以前难多了。在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部门，越来

越多的平台和联盟组织纷纷出现，对政策过程施加了很多压

力。一般来说，相关政府部门才是这个过程的驱动者，但它们

（现在）并没有借助外部机构的力量……

她还提到，成立阿卡西亚咨询委员会，就是为了让其代表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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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门，更多地关注社区利益，为群众提供通信方面的普遍服务。

要想影响政策，咨询委员会就必须加强领导，清晰认识自己的角

色，并围绕自己的目标去制定一套详细的策略。而且，其成员也必

须各尽其能，用丰富的政策知识和良好的表达能力来赢取政策制定

者的尊重。然而，“一些重要的知情人士却认为，阿卡西亚咨询委

员会恰恰没有做到这些要求”。所以，在与通信技术相关的政策领

域，这个机构并未得到人们的重视。

另外，ＩＤＲＣ为了对阿卡西亚项目以及区域办公室进行评估，

不得不缩减了一些项目活动，这同样影响到了咨询委员会的工作。

奥福尔发现，咨询委员会自身也有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其本身

定位比较高端，希望影响高层的政府官员，并协助其进行规划；但

另一方面，委员会的成员却更关注草根层面。 “在委员会设立之

初，项目团队原本是想借这个机构来代表相关的社会部门；但实际

上，委员会里的一些成员并非通信技术 （政策）领域的专家。这

样一来，人们就会认为———阿卡西亚咨询委员是 ‘只是一个与援

助行动有关联的组织’，而不是能够帮助政府解决问题的智囊团。”

研究发现

奥福尔提到，对于 ＩＤＲＣ来说，南非的政治转型以及其后的政

策变革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之下，该机

构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早期应该可以政策产生显著的影响，而在 ９０

年代后半程，影响效果就要小得多。“一些知情人士认为，除了少

数项目以外，ＩＤＲＣ对南非信息通信领域的贡献大多都是在阿卡西

亚项目成立之前作出的。”奥福尔博士如此说道。

在民主政府成立后最为关键的第一年里，ＩＤＲＣ侧重于一些开

创性的项目活动，为政策制定过程奠定了基调。在那一时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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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意义重大，非常令人兴奋。南非的政策制定过程以及政策内容

本身都有了较大的改善。ＩＤＲＣ之所以能有如此好的表现，主要在

于它跟南非的民主运动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Ｍｏｖｅｍｅｎｔ）长期保有联系，而

且它的主要官员也与南非的政府决策者有着亲密的关系。

在随后的１０年中，ＩＤＲＣ积极开展活动，在性别问题以及如何

利用通信技术来促进非洲发展这个问题上，几乎主导了相关的讨

论。在它的大力倡导之下，部分非洲国家在制定和实施一些政策、

项目之时，也具备了性别敏感性。另外，通过阿卡西亚项目，

ＩＤＲＣ还支持了许多妇女项目。在这一时期，该机构设立在南非的

区域办公室里，至少有三位女性担任了重要职务。在这个由男性主

导的通信技术领域中，她们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受到了极大的尊

重。

即使是这样，奥福尔依然认为，ＩＤＲＣ本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让人们认识和理解发展政策与发展项目中的性别视角。然而，阿卡

西亚咨询委员会缺乏对性别问题的足够重视，在项目开展过程中也

欠缺性别敏感性。

奥福尔还建议，ＩＤＲＣ应该在南非设立一个研究中心，给予持

久的资金支持，让其 “长期开展一些比较性的跟踪研究，来评估

政策的成败与否，并探索背后的原因”。这样，南非就能拥有一个

可持续的政策研究知识库了。

她还指出，ＩＤＲＣ更看重政策过程而不是具体的政策内容，所

以，在具体的工作中，它更倾向于影响人们的看法，让他们对某种

政策过程达成共识；而不是通过一个专门的研究来影响特定的政

策。但是，在那个关键的政策制定时期，ＩＤＲＣ以多种方式推广了

“共享服务”这一理念，其做法颇受赞誉。“在这些活动的影响下，

政府于１９９６年出台了 《通信白皮书》，对共享服务于以高度的关

注。此后，政府还成立了共享服务署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ｇｅｎｃｙ）、

全国性的电信中心以及多功能的社区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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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１４２　ＩＤＲＣ对通信政策的影响

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的非洲，一些富有远见的机构意识到了通

信技术对发展的重要性，进而出资推动了通信技术在非洲国家中

的普及。ＩＤＲＣ正是它们其中之一。１９９７年，ＩＤＲＣ批准阿卡西亚

项目成立。在其实施后的五年里，项目促进了通信技术的普及，

从而推动了社区发展 （尤其贫穷和地理条件不好的社区）。如今，

多国政府都意识到了研究对于政策的重要性，也看到了示范项目

的好处，准备采用示范项目的开展模式来推进相应的公共政策。

多年以来，经由阿卡西亚项目，ＩＤＲＣ已经倾注了 ４０００余万加元，

用于研究、示范和评估一些核心的相关技术 （详见 ｗｗｗｉｄｒｃｃａ／

ａｃａｃｉａ）。

２００１年，ＩＤＲＣ对其支持的一些研究项目进行了评估，查看其

是否影响了公共政策，以及影响的具体方式。阿卡西亚项目作为重

点项目被选中，评估人员对其在塞内加尔、莫桑比克、南非和乌干

达的实践进行了案例研究。阿卡西亚之所以能够影响这四个国家的

政策，主要是因为它们的政局比较稳定，政府一心致力于现代化，

努力探索新的发展方法。

这些国家都有着动荡不安的历史，现任政府掌权时间都不算太

长。也正是因为如此，各国政府才会积极采用各种方法，甚至借助

外国的援助来满足人民对发展的需求。无论是主动的觉醒还是受外

界的影响，包括部长在内的一些重要官员都意识到了通信技术所呈

现出的发展机遇。

在这几个国家中，项目初期都开展了一些可行性研究、国别背

景研究以及试点项目，从而为阿卡西亚项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

它能够依据各国的情况制定出综合而又多管齐下的战略。依照这样

的方法，各国的阿卡西亚项目比肩而事，开创了巨大的政策影响潜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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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基本数据

时间： 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年

目标
支持社区运用通信技术来解决问题，促进社区参与；在农村和一些地理条件不

好的社区普及通信技术。

研究

产出

由于南非的阿卡西亚项目是一项行动研究，所以项目的一些产出本身就包含

在了项目过程里，具体包括一些政策创新，比如设立政府通信信息服务工作小

组，以及关注电子商务政策过程等。

　　

在南非，政府非常关注种族平等问题，但奥福尔建议：除此之

外，政府还应注重性别平等问题，应该在所有政策的商议、制定和

落实过程中都保持着性别敏感性。

很多人都参与了通信项目的商议过程。其中包括劳工组

织、残疾人组织、妇女组织以及政府和各类委员会的代表。

所有的参与者几乎都是男性。由于整个国家的政策重心在于

推进种族平等，因此，新的 《通信领域白皮书》通篇强调的

都是这一主题。不管怎样，虽然它没有明确提出要追求性别

平等，但至少它的主题是跟平等相关的，尤其是共享服务署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ｇｅｎｃｙ）的建立，最能体现这个政策的诉

求。

弥合数字鸿沟：信息通信技术扎根乌干达

本节内容基于曾达·奥福尔所进行的案例研究。

在过去的 １０年里，乌干达努力弥合着国内的数字鸿沟，

但是在它前进的道路上依然存在各种问题。例如，其中一个

问题就是：如何让妇女对电脑使用产生兴趣，尤其是那些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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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能力不足的妇女。在乌干达的纳卡塞凯，ＩＤＲＣ成立的电

信中心收集了附近一些妇女的信息。据此，国际妇女论坛中

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ｍｅｎｓＴｒｉｂｕｎｅＣｅｎｔｒｅ，ＩＷＴＣ）设计了一

个简单的小程序来应对这个问题。借助该程序，妇女们就可

以摆脱键盘的束缚，完全用当地语言与计算机交流了。另

外，ＩＤＲＣ发起的阿卡西亚项目还支持国际妇女论坛中心开

发了一个图形语音界面的光盘，称作 “农村妇女创收金点

子”。借助于这个软件，人们只需移动鼠标在电脑屏幕上点

击图片和文字，就可以听到卢干达语 （当地语言）播放的信

息了。

１９９７年，ＩＤＲＣ批准阿卡西亚项目成立。在其实施后的五年

里，项目促进了通信技术的普及，从而推动了社区发展 （尤其贫

穷和地理条件不好的社区）。如今，多国政府都意识到了研究对于

政策的重要性，也看到了示范项目的好处，准备采用示范项目的开

展模式来推进相应的公共政策。多年以来，经由阿卡西亚项目，

ＩＤＲＣ已经倾注了４０００余万加元，用于研究、示范和评估一些核心

的相关技术 （详见 ｗｗｗｉｄｒｃｃａ／ａｃａｃｉａ）。

２００１年，ＩＤＲＣ对其支持的一些研究项目进行了评估，查看

其是否影响了公共政策以及影响的具体方式。阿卡西亚项目作为

重点项目被选中，评估人员对其在塞内加尔、莫桑比克、南非和

乌干达的实践进行了案例研究。而曾达·奥福尔博士则承担了对

乌干达阿卡西亚项目的评估。在她看来，这四个国家的政策之所

以会受到阿卡西亚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它们的政局比较稳定，政

府一心致力于现代化，努力探索着新的发展方法。与其他三个国

家相比，由于 “乌干达拥有大量的政策利益相关者”，因此 ＩＤＲＣ

在乌干达的努力更像是 “一场更持久、更缓慢也更曲折的接力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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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干达的背景

乌干达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全国有 ２２００万人口，绝

大多数生活在农村；而且 ５５％的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１９８６

年，乌干达结束了 ２０多年的动乱，建立了统一的政治体制。自

此，政府和人民才开始致力于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在这期

间，很多政府要员都接触到了信息社会的概念，同时，从海外归

国的专家也带回来了一些有关信息通信技术的知识，加深了官员

们的认知。

为了发展通信事业，政府对实施了自由化改革，鼓励援助机构

参与这一领域。而国内的私人部门也跃跃欲试，希望借助通信技术

来发展商业。在一些政府单位、学术机构、私人部门和非政府领域

中，涌现出了相当多的机构与个人，为通信技术的发展摇旗呐喊，

从某种程度上增进了人们对它的认识。另外，媒体宣传也在其中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１９９４年，越来越多的群体开始呼吁政府出台一项全国性的政

策，从而为通信事业的发展开创一个有利的环境。１９９６年，乌干

达政府针对电信部门实施了大规模的改革。在改革过程中，政府重

组了原有的国有垄断企业，创建了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还推行了

私有化，允许多个运营商参与竞争。一年之后，《通信法案》得以

通过，其目标就在于增加电话的普及程度，改善电信基础设施并开

放电信市场，让一些新的服务商能够进驻这个领域。此外，《通信

法案》还设立了 “农村电信发展基金”，用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电

信服务。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乌干达政府派代表出席了有关通信领

域的各类会议。１９９７年，在多伦多举办的首届 “全球知识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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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 （ＹｏｗｅｒｉＭｕｓｅｖｅｎｉ）针对通信技术作出了

一项政治承诺。为了更好地应用通信技术和传统知识体系来促进国

家发展，总统还向国际社会发出了邀请。一年后，乌干达派出了最

大的代表团参与了 “连通非洲会议”。

到１９９８年，多国政府和国际机构都响应了穆塞韦尼总统的邀

请，宣布将支持乌干达通信技术的发展。它们对该国一些项目和研

究提供了资金，与当地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同时也很受政府的待

见，能够接触到最高层的政策制定者。因此，它们有着巨大的潜能

来影响乌干达的政策制定体系。

手机革命

手机彻底改变了乌干达的通信业。第一个移动网络于 １９９５年

初开始运行，在随后的６年中，移动用户的数量从 ３５００人增加到

了２７６万人。 “在这个国家，移动通信填补了通信服务的真空，”

奥福尔博士说，“这样一来，无论在何时何地，人们都能以合适的

价格来进行通话了。这对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提高了生产效

率，方便了商人、农民、公务员以及其他人群。通过这件事，人们

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了通信技术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国内，电脑销售商家和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的数量也增长迅

速。到２０００年，乌干达已经有了 ９家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但大多

数只在首都坎帕拉开展业务。其他地区的人们依然很难获得相关的

技术服务；若要上网，他们就只能去网吧、私人家中以及阿卡西亚

项目管理的电信中心。

同时，为了推进通信技术的发展，尽快将其应用于商业领域，

乌干达的私人部门还向政府施加了很大压力。例如，在乌干达投资

局 （Ｕｇａｎｄａ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看来，国家经济要起步，就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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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发展通信技术。它向政府提议，国家应该制定全国性的通信发

展政策，并创建一个专门的执行机构。

在乌干达，很多领域的机构与个人都积极拥护通信技术的发

展。奥福尔提到，总统先生就是第一个拥护者。此外，通信部部长

约翰·纳萨西拉 （ＪｏｈｎＮａｓａｓｉｒａ）也是一个富有远见的领导人，他

很早就开始活动于这个领域。在 ＩＤＲＣ的评估过程中，好几名受访

者都提到了纳萨西拉，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除了这些个人以外，

还有一些机构也作出了不少贡献，特别是近些年来，乌干达国家科

技委员会以及马凯雷雷大学 （Ｍａｋｅｒｅｒ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计算机科学

院都积极地活跃于这个舞台。

奥福尔称：“就通信事业的发展来说，尽管乌干达国内的学术

机构和私人部门起了最主要的推动作用。但某些国内外的发展机构

也同样功不可没———它们刺激了公众对信息社会的认识，让他们更

加深入地意识到了新技术的潜力。”例如，ＩＤＲＣ很早就支持了一

些研究，也召集相关利益群体开办了一些研讨会，建立了电信中

心。这些行动的确吸引了乌干达政府的兴趣，也因此得到了众人的

肯定。

乌干达的阿卡西亚项目

乌干达的阿卡西亚项目启动于 １９９７年。当时制订的行动计划

覆盖了四个领域，即政策、基础设施与技术、人力资源以及地方知

识，“旨在增强决策者、政策设计者和意见领袖的敏感性，让他们

支持通信技术的应用从而推进农村发展”。在这个计划的指导下，

项目团队成立了一个督导委员会 （后改名为 “国家阿卡西亚咨询

委员会”）和国家秘书处，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还开展了很多子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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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福尔指出，要影响政策制定者，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让

他们参观试点项目。在乌干达，ＩＤＲＣ开展的一些试点项目都颇具

示范效应。例如，它在纳卡塞凯 （Ｎａｋａｓｅｋｅ）成立了第一个电信中

心，如今，这个电信中心已经完全融入了社区，受到老百姓的极大

欢迎。最近，在阿卡西亚项目的支持下，电信中心还依托当地知识

和语言扩展了业务范围，推动了女性的发展，也促进了农业、教

育、卫生和小企业的发展。例如，项目团队在纳卡塞凯发起了

“农村妇女创收金点子”项目，让妇女能够更好地利用电信中心

了。

就技术援助而言，ＩＤＲＣ的主要援助方式是：招募通信技术领

域的国际专家来开展相应的政策研究。在乌干达，其研究方向大致

可分为两支，一是专门搜集信息的背景研究和政策主题研究，例

如，项目团队针对电信中心做了基线调研，还做了一些研究来把握

乌干达的通信发展状况，影响 《农村通信发展政策》的政策过程。

二是以监测和评估的方式，在已有的电信项目里做行动研究。通过

知情人访谈和项目报告回顾，奥福尔发现，电信中心之所以能影响

乌干达的政策过程，主要是因为它提出了关键的政策问题，引起了

决策者的重视，让他们明白了多功能电信中心对农村发展的作用。

研究发现

奥福尔指出，ＩＤＲＣ选择了绝佳的时机，刚好在 “政策窗口”

敞开的时候进入了乌干达的通信发展领域。为了影响政策，该机构

实施了一些试点项目，还参与到了一些相关的事件和过程中来。这

些实践帮它树立起了信誉，在乌干达人眼里成为了一个受拥戴的、

真诚的组织。在项目早期，ＩＤＲＣ成立了电信中心，为人们提供了

丰富的信息，使之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有关发展的想法和经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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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了解了外部世界以后，他们或许会在管理、所有权以及可持续

的发展机制方面提出更多的需求。同时，ＩＤＲＣ还让政府和公众注

意到了通信技术普及性的问题，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技术可及性。

奥福尔总结道，在通信发展领域，阿卡西亚项目分别支持了两

个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得 ＩＤＲＣ在 “这一领域直接产生了显著的

政策影响”。此外，由于项目团队既支持了社区层面的子项目，又

支持了与政策实施有关的项目，这种综合性使得阿卡西亚有了更多

的机会来影响政策。

观念扎根

奥福尔博士解释说，随着政府、私人部门以及发展机构对通信

技术的认识逐渐深化、支持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其他组织也进入

到了与之相关的政策领域。至于应该怎样来改善政策，政府也有了

明确的关注点。

通过对两个重要政策的资助，阿卡西亚项目继续在乌干达发挥

着显著的支持作用。它帮助妇女理解了通信技术对其自身发展的意

义；也让人们意识到了地方知识和语言在通信部门中扮演的角色；

此外，它还推动了通信技术在农业、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应用。

奥福尔补充道：“如果有人能够详细记录下这些经验，并对此做系

统的研究，那么在将来的政策发展活动中，这些经验还能发挥重要

的作用。”

这意味着，尽管 ＩＤＲＣ在乌干达的这一领域不是一个先行者，

它所作出的贡献仅仅是通信发展浪潮中的一部分。然而，人们依然

对它的重要性给予了肯定，而且在未来的发展历程中，它的作用仍

将持续下去。

美中不足的是，阿卡西亚项目没有清楚地把握合作伙伴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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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如果阿卡西亚咨询委员会清晰地界定它和国家科技委员会、阿

卡西亚秘书处以及 ＩＤＲＣ的关系，那么，项目的影响力或许会更加

突出，“阿卡西亚早期评估和学习系统”对研究的贡献或许也会更

大。此外，奥福尔还认为，既有的项目活动并没有多少性别敏感

性，这也是项目的一大软肋。

奥福尔总结道：“评估结果显示，这四个国家的阿卡西亚项目

最终都实现甚至超出了预期的
獉獉獉

政策影响效果，为今后的工作影响政

策提供了更好的机会和机制。”但是，和其他三个国家不同的是，

乌干达的通信政策领域里有着很多利益相关者，而且每个利益相关

者都具备一定的能力来施加政策影响。因此，我们仍然很难说清

ＩＤＲＣ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众所周知，影响政策的因素多如

牛毛、交错如织，没人敢说 “某个政策的制定完全是因为某种活

动影响的”。在我们的很多案例中，政策决定的背后都有着 “许多

信息和思想的渗透”。

她补充道：“ＩＤＲＣ通过各种研究活动……已经作出了巨大的

贡献。但在今后的工作中，它应该更多地支持一些系统性的、长期

的政策研究，并帮助相应的国家开展这方面的能力建设。”

基本数据

时间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

目标

１向人们展示通信技术如何帮助社区居民解决他们的难题。
２建立一个知识体系来帮助农村居民、贫困人口和落后的社区更好地享受通
信服务。

３加强农村地区的通信技术获取能力。

研究

产出

１在项目开始之前，对乌干达阿卡西亚项目研究的意义进行了预研究。
２对电信中心的开展情况以及农村可及性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调研；研究了相
关内容的开发。

３针对人力资源、政策、基础设施和技术等方面开展了几项研究；促使阿卡西
亚秘书处代表国家科技委员会制定了整个国家的通信发展政策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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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努力迈入信息化时代：联合政府与

私人部门，制定国家信息技术政策

本节内容基于琳恩·伯顿 （ＬｅａｎｎｅＢｕｒｔｏｎ）的案例调查。

为了推动国家向 “知识型社会”转型，尼泊尔政府着手

制定了一项信息技术政策，并于２０００年正式颁布，广受认可。

这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的，但由于环境和地理条件限制，政

策的执行过程十分缓慢。

尼泊尔位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经济强国之间，这个小小的内陆

国家因位于珠穆朗玛峰脚下而著名，世界最高峰排行榜中，有七座

位于该国。该国总人口不到 ３０００万。对于中国和印度这两大邻国

而言，尼泊尔从来就不构成任何威胁。而印度早在 １９９８年就已宣

布要在１０年内成为 “一个信息技术强国”的目标。

与世界信息技术的一个领航者毗邻，尼泊尔的确倍感压力，开

始向 “知识型社会”转型。但它并不是要跟印度决一高下，而是

仅仅将信息作为一种工具来促进社会发展。政府希望计算机能够为

医疗卫生、教育和农业部门提供更加有效地服务，尤其是在与世隔

绝的山区。

考虑到尼泊尔的现实情况，这个目标可谓非常远大。该国是

世界上最贫困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一半以上的人都没有读写

能力；人均寿命仅为 ６０岁，４０％的年龄都在 １５岁以下。旅游业

历来是尼泊尔重要的外汇来源，农业是该国的经济命脉。但是，

在尼泊尔的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仅够维持人民的基本生存。１／３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大多数的农村地区不通电，也没有电

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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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政策能力

１９９６年，国家科技部成立。直到这时，尼泊尔才真正有了负

责科学技术的政府部门。与其他国家相比其速度虽然慢了很多，但

这标志着尼泊尔已经步入了科技时代。科技部的一份文件上写道：

“本部门的目标是为科学技术的充分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并

作出一些必要的安排，以便我国有效地利用技术来推动国家发

展。”

在尼泊尔的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五年计划》里，政府制定了一项

更为远大的目标———它要实施一项信息技术政策，“在五年之内使

尼泊尔在全球信息技术领域中获得一席之地”。１９９７年，政府开始

允许网络供应商在本国开展业务，至此，该国终于有了互联网。

１９９９年，尼泊尔新选举出来的政府成立了 “国家信息技术发

展 工 作 委 员 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下设一个分支委员会专门负责制定该国第一

个信息技术政策。维迪雅 （ＲａｍｅｓｈＡｎａｎｄａＶａｉｄｙａ）博士既是这个

分支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国家计划委员会 （ＮＰＣ）的成员。为

了更好地制定政策和相应的实施战略，维迪雅向 ＩＤＲＣ发出了求助

信号。作为回应，该机构通过 “泛亚洲网络项目”（ＰＡＮ）为其提

供了必要的研究和发展经费。

信息技术政策是相对较新的政策领域。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由于财力不足，它们总是难以赶上技术发展的步伐。ＩＤＲＣ为尼泊

尔的这项工作拨付了６万加元，涵盖了研究费用、咨询开支、举办

研讨会和出版研究成果的花销。ＩＤＲＣ的前项目官员沙赫德·阿赫

塔尔 （ＳｈａｈｉｄＡｋｈｔａｒ）负责监督项目实施，当时他正与 “国际山地

综 合 发 展 中 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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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ＣＩＭＯＤ）有着合作，该中心的总部就设在尼泊尔首

都加德满都。

拓宽政策视野

“为了保证政策的顺利实施，我们采取了参与式的方法，让政

府部门、私人部门和公民社会都参与到政策设计的讨论中来。”维

迪雅如是说。在尼泊尔，让这么多人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简直就

是闻所未闻。但是维迪雅坚持这种做法，他说：“我们相信，通过

这样一个过程，这些信息技术领域的利益相关者就会达成共识、目

标一致，以后信息技术部门的发展也就会更加成功。”从结果来

看，这一策略确实收效明显。最终出台的信息技术政策几乎完全是

由尼泊尔本国的专业人士来制定的，而外国专家仅仅在先期的研究

里起到了同行评议的作用。这个研究为后来政策的制定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其本身就是尼泊尔本国人民努力的结果。

政策设计历时一年整。其间，项目团队与尼泊尔的 ＩＴ界人士

进行了磋商，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之下成立了 “信息技术战略筹划

指导委员会”（其中既有政府、私人部门和学术机构的代表，还有

两位来自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成员），并与尼泊尔的学者、ＩＴ

专家和政府官员组成工作小组完成了六个战略性的文件。

影响政策体系

“商业办公系统” （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ｅＯｆｆｉ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ｓ）是尼泊尔规模最

大、历史最悠久的软件公司，其首席执行官班达里 （ＳａｎｊｉｂＲａｊ

Ｂｈａｎｄａｒｉ）加入了国家信息技术发展工作委员会，是其中代表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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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的三个成员之一。在制定 《软件的生产和应用》这一战略文

件的过程中，班达里发挥了积极作用。他回忆道：“政府高层非常

鼓励私人部门参与信息技术政策的制定。”班达里认为，现有的某

些官员并不了解这个行业，所以私人企业在跟他们打交道时困难重

重；然而，有了这个政策以后，情况必定会有所改观。

作为信息技术战略筹划指导委员会的成员，阿赫塔尔表现非常

活跃，他认为，在这项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各行各业、成百上千的

重要个人和团体都参与了进来，其中就包括尼泊尔互联网用户集团

（Ｎｅｐ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ＵｓｅｒｓＧｒｏｕｐ）和尼泊尔计算机协会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ｐａｌ）；通过这样的过程，它们对最终颁布的政策逐

渐有了 “所有感”。“这种 ‘所有感’反过来又会确保后续的行动

和政策的实施。例如，后来我们又决定成立了国家信息技术委员

会，调配了一些财政资源用于 ＩＴ人力资源开发，还建立了 ＩＴ风险

资本基金和 ＩＴ科技园区。”

在制定电信政策的过程中，尼泊尔电信局局长布普·Ｒ潘迪

（ＢｈｏｏｐＲＰａｎｄｅｙ）大力倡导开放 “小口径卫星传输” （ｖｅｒｙｓｍａｌｌ

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简称ＶＳＡＴ）业务①，使得该国涌现出

了很多网络服务供应商。除此之外，潘迪还负责监管信息技术新政

策的方方面面。在他看来，只要严格遵照新政策的规定，那么管理

信息技术部门就不是一件难事：“如果是你自己设计的这项政策，你

就知道自己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因此就很容易实施”，他补充道，

“我们的文化非常复杂，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套自己的制度体系。”

２０００年，尼泊尔的信息技术政策正式颁布，其中包括 １５项总

战略，例如 “必须应用信息技术来发展农村”。同时还包含了 １７

项指导战略实施的具体政策以及一套行动计划，涵盖了从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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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人力资源培养，到电子商务推广的方方面面。

为了更好地落实政策，尼泊尔还组建了多个监督机构，包括：

（１）国家信息技术发展委员会，由总理主持工作；

（２）国家信息技术委员会，负责审阅和修订政策、追踪政策

进程并解决相应的问题；

（３）国家信息技术协调委员会，专门促进相关领域的研发和

能力建设；

（４）国家信息技术中心，负责落实和监督政策，规范私人部

门的活动，为政府提供计算机服务；

（５）ＩＴ科技园开发委员会，负责规划一个中心工业区，鼓励

ＩＴ企业的发展。

除此之外，该政策还规定，每隔两年就要对政策进行一次审阅

和修订，如有必要，甚至还可以缩短修订期。

政府工作重心转移

２０００年，上述政策的出台成了 “尼泊尔信息技术发展的一个

重要里程碑”。然而，同样也是在那一年，尼泊尔出现了巨大的政

治和社会动乱。结果，政府不得不将大部分的资源转移到修改法律

和恢复社会秩序上。受其影响，该国的出口和旅游业一落千丈，政

府财政进一步恶化。同时，科技部的工作班子发生了较大变动，流

失了一批具备一定信息技术管理能力的领导和职员，使得私人部门

之前的许多努力纷纷落空。

在财政资源本来就稀缺的情况下，政府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用

于维护国家安全。如是一来，政府也就无暇顾及信息技术的发展

了。在信息技术政策出台两年以后，国家信息技术委员会成立。但

由于资源实在有限，它根本就无法维持有效运作、监督政策执行情

("'



第十四章　促进发展的信息通信技术

况。更糟糕的是，按照原来的行动计划，诸如教育部、电信局之类

的政府部门本应相互合作，共同促进信息技术发展的。但实际上，

这些机构很难考虑到其他部门的政策，有时甚至还彼此唱对台戏。

另外，很多地区缺乏足够的通信设施，反政府武装还对某些既有的

基础设施实施了破坏，导致这些地区在信息技术的发展方面 “先

天不足”。

上述各种不利因素叠加在一起，阻碍了信息技术政策的全面贯

彻落实。而与此同时，由于科技部对自身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责任划

分不清，无意中也放慢了政策的实施。

继续推进

尽管有着这么多的障碍，但尼泊尔依然没有放弃对信息技术的

追寻。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政府充分表达了继续推进信息技

术发展的决心。

（１）基于此前的信息技术政策，政府起草了一份新的法案，

如今正在等待议会的审批。

（２）科技部启动了一个项目，为全国 ５００００名未就业的大学

生提供培训，目前已经有 １００００名大学生注册了这一项目。但是，

由于政府冻结了部分支出，这个项目最终的规模可能会遭到缩减。

（３）尼泊尔共有四所大学，如今其中的三所大学均在本科阶

段开设了计算机科学或者计算机工程专业。科技部粗略估计，几年

后，会有５０００名左右这类专业的毕业生。同时，为了加强生物技

术和信息技术的研究，科技部还计划在加德满都成立一个信息技术

研究所，在尼泊尔西部成立一个科技研究所。

（４）为了开创一种可持续的电信服务模式，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在尼泊尔实施了一个项目，计划在全国设立 １５个农村电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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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普及电信服务。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科技部准备再成立 １０个

中心，并把自己打造成信息传播的集散地。

（５）政府规划了一个 ＩＴ科技园，目前已经购买了土地，其中

的两栋大楼也已开工建设。等信息技术研究所成立以后，也会入驻

科技园。

虽然项目开始之后就波折不断，但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大多数

利益相关者还是对此保持乐观态度的。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人们

培养起了利益共享意识。事实上，要从长远来看的话，这个过程比

政策本身更为重要。尼泊尔电信局局长潘迪认为：“政策不是一成

不变的，我们需要不时地检视它、修正它。”对此，阿赫塔尔也深

表赞同，他认为：“ＩＴ政策是很好，但它并不是好到无以复加……

环境一变，人们的需求也就变了，这时政策就得跟上形势。更为重

要的问题是，国家如何才能落实这些政策。”

经验和教训

１让各类相关利益群体参与政策的制定，有助于培养他们对政策的拥有感，进而利于
政策的顺利实施。

２一定要确保新政策与其他领域既有的相关政策不存在冲突。
３政府与私人部门共同制定的每一项政策都应明确界定双方各自的责任。
４即使是设计得最好的政策，到了实施阶段，也可能受到社会不安、政治动荡或其他意
外之事的干扰，从而影响政策效果。

　　

基本数据

时间 １９９９年

目标
通过参与式进程，在信息通信技术方面形成了一个国家层面的政策和实施战

略。

研究

产出
围绕着信息技术管理方面的关键问题，完成了六个背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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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多案例分析：方法论概述


引　　言

上文已经提到，ＩＤＲＣ支持这些研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就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政策。通过案例回顾，我们可以探究这

些案例是否影响了政策，怎么影响政策的，以便改进日后的工作。

可以说，最开始 ＩＤＲＣ决定评估这些案例完全是出于对自身的考

虑。然而，我们的评估却很快引起了其他援助机构以及研究者的广

泛关注。为了回应这种关注，同时也给我们的读者一个交代，笔者

在本章以及下一章对案例评估的过程和方法做了一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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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内容主要参考了 《案例为中心的方法手册》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Ｃａｅｓｃｅｎｔｅｒ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中的一个章节。该书由 ＤａｖｉｄＢｙｒｎｅ和 ＣｈａｒｌｅｓＲａｇｉｎ编著，２００８年由
Ｓａｇｅ出版社出版。在我们的研究初期，我们还发表了一篇有关方法论的基础性文
章，参见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的 “影响追踪”专刊，２００４年第 １７９卷，第
１３５～１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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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评估源于一个极其简单的初衷：更好地理解 ＩＤＲＣ资助

下的研究项目是如何影响公共政策的。通过这项工作，我们希望总

结出一些重要的实践经验，让 ＩＤＲＣ和研究者们能够在自己的工作

中多加注意。评估主要采用的是多案例研究方法，原本打算调查

２５个案例。其中的 ２２个案例评估在 １２个月内如期完成，另外一

个案例在随后的一年内完成，还有两个案例暂时不进行评估。这些

案例涉面广泛，分别来自乌干达、坦桑尼亚、越南和危地马拉等各

个国家。随着评估工作的展开，我们渐渐发现，案例的多元化恰恰

有助于我们得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结论。但值得注意的是，若是事

先没有认真地制订评估计划，我们恐怕也无法从纷繁各异的案例中

抽离出那些共性来。

在接下来的两章中，读者将看到，这项评估研究对 ＩＤＲＣ的工

作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用 ＩＤＲＣ主任的话来说，该研究 “已经改变

了我们资助项目的方式”（ＯＮｅｉｌ，２００６）。评估中引入的新概念以

及从案例中得到的结论都影响了机构在研究项目设计和评估方面的

工作方式。此外，我们的评估方法还将影响了其他研究实践。卡罗

尔·韦斯是我们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她曾经提到：

“就目前来看，很多跨案例研究都没有考虑到理论、方法和数据的

可比性。而这项工作却注意到了这一点，能告诉研究者应该采用什

么样的方法、避免走什么样的弯路，以及怎样去变通，对研究者来

说大有裨益。”（Ｗｅｉｓｓ，２００３：７）。

在展示具体的研究方法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介绍的是评估中使

用的定义、局限性以及方法选择等问题。

定　　义

金登 （Ｋｉｎｇｄｏｎ）认为公共政策制定是 “由一系列过程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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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至少包括：（１）议程的设置； （２）决策备选方案的具体化；

（３）在这些特定的备选方案中，作出一项权威性的决策； （４）决

策的执行”（１９８４：３）。简要地说，政策制定是最终能够得出一项

决定的一系列过程和活动。ＩＤＲＣ认为： “决策可以发生在各个层

次———小到一家之主，大到援助机构的规划部主任和政府官员，都

能成为决策者。”（详见ＣｌｏｓｉｎｇｔｈｅＬｏｏｐ：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ｈａｎｇｅ，

ＩＤＲＣ，２００１：１）无论是 “政策”还是 “政策制定者／决策者”，

其定义都很宽泛。出于研究的考虑，我们在一开始就将 “政策”

定义为 “公共政策”。所以，尽管社区和住户的决策者也在一定

程度上融入了政策制定过程，但他们并不是我们主要考察的对象。

本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在地方、区域乃至国家政府面临的政策问题

上。

需要指出的是，ＩＤＲＣ并没有要求每个项目都得对政策产生影

响，但近些年来，它对这一方面的活动确实是越来越重视了。无论

从区域层次，还是项目层次上来看都是如此。所以，我们的评估也

对其给予了特别关注。

局限性

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评估仅仅实施了一次，也就是说，有些经验教训或许会随

着时间推移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我们却无从得知，除非将来再做

一些这样的评估。第二，由于我们的评估计划是在各个项目实施

之后才制订出来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本研究非常依赖

于项目参与者的记忆。我们必须寻找各类参与者和项目文件，尽

可能地通过多种渠道来对信息进行交叉印证。然而，有些资料的

确很难获取，而且人们呈现出来的或许只是一种 “选择性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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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不一定是事实的全部。第三，我们不会把每个研究项目的成功之

处都一一罗列出来。相反，我们只专注于那些 “积极的个案”，

即明显影响了政策的研究。通过这种单刀直入的方式，我们就不

必过分纠结于项目失败的教训，而是更有效率地去学习其成功经

验。

方法论的选取

要对发展研究进行评估，人们总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困难，而

大部分困难归结到一点，其实就在于如何评判研究是否推动了发

展。在很多情况下，评估者依据的都是研究项目的最终结果。他

们看重项目是否成功，而对项目成功的原因却关注甚少。有些时

候，评估者还得弄清楚研究项目的直接影响，即寻求项目活动和

最终影响之间的因果联系。另外，困扰评估者的还有时间问题。

一般来说，我们看到的发展项目都是短期的，持续时间仅为三至

五年，但是它们对发展尤其是政策过程的影响却不是三五年就说

得清的。因此，选在什么时候评估项目也就成了一个问题。在实

践中，有些项目改变了组织的决策过程，如果我们在项目期间或

是项目结束后不久就开始评估其影响力，那么我们看到的也许仅

仅是短期的项目效果，而非持久的影响———这也就是所谓的 “项

目陷阱”（Ｌｕｓｔｈａｕ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２）。最后，还有一个广泛地存在于

社会科学中的难题，那就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究竟是普遍化的还是

情境化的问题：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就可以建构出一种普适的

模型用来分析社会；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就得把握每个案例所

嵌入的具体情境。实际上，许多社会科学家都介于这两股压力之

中，艰难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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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影响与阶段性影响？

人们通常认为，发展①是由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下所产生的变

化。因而，对于发展项目、发展研究项目及其资助机构来说，要

展示其项目有效地、显著地推动了发展，着实很难。我们都知道，

只有当地人对行动产生拥有感，并且把项目当成自己的事情时，

发展的效果才有所显现。但人们照常希望项目团队和援助机构

（包括多边、双边援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能够带头示范什么才

是 “良好的表现”。因此，项目方和捐赠方往往都会拔高自己的

作用，主动寻找项目中出现发展性变化的地方。在这样的导向下，

人们仅仅关注最终的结果而漠视了过程，忽略了项目过程中出现

的新关系和新模式，难以总结出关键的成功之道。如此一来，它

们的经验也就难以应用到其他环境中了。 《结果绘图》 （Ｅａｒｌ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一书提到：发展研究的成果能够与其他因素共同发挥

作用，在相应的情境下产生影响力 （ｉｍｐａｃｔ）。所以，我们的目标

就在于———查看研究在哪个层面上产生了 实实 在 在 的影响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并对此进行评价。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要评估的并

不是发展活动的最终影响 （ｉｍｐａｃｔ），因为这样的影响主要是由当

地的合作伙伴来完成的。

归因

归因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与影响 （ｉｍｐａｃｔ）这一概念密切相关。在

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常常需要将某种特定的变化和某个援助项目联

系起来，这就是归因。例如，政府在国内外投入了一些资金用于开

展发展项目，它们需要借助评估，来了解这些资源是如何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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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导致了哪些变化。艾弗森 （Ｉｖｅｒｓｏｎ）指出：“整个世界充满了

太多未知数，各种因素纠缠不清地混在一起，构成了现实的常态。

因此，要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里给发展活动归因，实在是太难太

难” （Ｉｖ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３：３６）。一般来说，要是没有其他条件的支持

与配合，单凭一个研究项目是很难推动发展进程的。所以，研究者

切勿好大喜功，把所有的功劳都算在自己头上，而忽略甚至抹杀了

其他因素的贡献。

如弗林夫伯格 （Ｆｌｙｖｂｅｒｇ）所言， “社会科学本来就缺乏 ‘硬

的’理论，很难用铁的事实依据来证明某件事的发生就是由某个

活动造成的” （Ｆｌｙｖｂｅｒｇ，２００１：７３）。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从案

例里学到一点东西。本研究通过回顾 ＩＤＲＣ支持的项目，希望从中

汲取一些好的经验，以供将来的发展项目借鉴。

时间

时间选择是困扰大多数评估者的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才算是

“最终的”评估？我们的评估结论会不会随着时间变化？为什么

有些好事后来变成了坏事，而坏事又变成了好事？我们该如何来

看待这些变化，又该怎么调整自己的评估结论呢？要评估发展活

动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这就更麻烦了，因为公共政策的影响过程

是需要长时间来完成的。许多人都认为，如果当地的合作伙伴掌

握了新的概念和知识，并学会应用它们来服务于发展，那么发展

项目的一大目标也就实现了。照这样来说，如果项目是成功的，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影响越大，外部援助机构的作用就会

越小，它们在研究中的身影也将逐渐淡出。令人纠结的是，如果

项目进展非常顺利，那么援助机构和项目团队按照要求准备回头

对评价项目的时候，恰恰是他们对于项目产生的变化影响最少的

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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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研究方法之争影响到了本研究的设计。其

争论的焦点倒不在于我们应该采用定量还是定性研究方法，毕竟

这两种方法都非常有用。关键的问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普遍

性的知识是否比具体的实践知识更有价值。弗林夫伯格提到，在

社会科学领域，“环境决定了很多东西” （Ｆｌｙｖｂｅｒｇ，２００１：３８）。

因为社会科学的使命就在于理解人和社会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而

人们的行为及其对世界解读的方式都跟一定的情境有关，这就意

味着社会世界是具有情境性的。规则并不是游戏，就如同地图并

不是领土。我们的社会既复杂又微妙，仅靠一些规章制度和外在

的陈述，是很难捕捉个中玄机的。所以，我们的评估研究试图探

寻各个事件背后的逻辑，分析它们的走向及其原因，以完善日后

的研究活动。

弗林夫伯格和之前的另一位学者罗伯特·殷 （Ｙｉｎ，１９９４）认

为，想要理解具体的情境和社会关系，最适合的方法就是案例研究

了。但案例研究却在社会科学领域广受批评，鉴于此，殷在一篇关

于案例研究的设计与方法的论文开篇就作出了回应。在他看来，案

例研究广泛应用于教学，常常用来回答解释性的问题。这种情况

下，这些案例就有可能带有明显的、有意的偏见，目的是就某个事

件的解释进行讨论。然而，当案例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时，情况

就大不一样了。此类案例研究必须有过硬的数据并对这些数据作出

不偏不倚的陈述。一般来说，要回答 “是什么”这种比较静态的

问题时，我们可以采用问卷调查或是其他方法；但要回答 “怎么

样”和 “为什么”时，案例研究的优势就不言而喻了。因为它关

注的是过程、关系以及各种各样的变化。就本研究而言，我们想要

了解的是 “研究项目怎样影响政策”和 “为什么影响了政策”，案

例研究自然就是最合适的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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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案例研究法

早在评估计划设定之前，ＩＤＲＣ就针对 “谁会使用评估结果来

干什么”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进而对评估设计和实施起

了很大的作用。在当今，很多援助机构和研究项目的管理人员都没

想通这个问题，对于如何使用评估结果，他们往往只有一点模糊的

想法。至少 ＩＤＲＣ就部分地存在这种情况。帕顿 （Ｐａｔｔｏｎ，１９９７）

在 《聚焦于效用的评估》一书中提到，对于一个正在开展的评估

研究来说，如果它的使用者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兴趣，那

么它的价值也会大大增加。研究者、项目规划人员以及 ＩＤＲＣ管理

团队的积极参与，是此次评估研究的一个亮点。

本研究的设计工作始于 ２００１年 １月。在 １月份，我们访谈了

许多工作人员，进行了初步的文献综述。随后又制作了几份背景性

的文件。在那一时期，我们就明确这样的思路：一定要将一些旧有

的项目囊括进来，同时还要评估一些支持时间相对较长的项目。

早在项目的设计阶段，ＩＤＲＣ就邀请了卡罗尔·韦斯博士加入

进来。她在这一领域拥有过硬的专业知识，能在研究方法上帮我们

把关。同时，ＩＤＲＣ内部的执行小组也认真努力，确保了评估内容

与机构工作紧密相关。在 ＩＤＲＣ，评估研究的一大特色就是专家参

与。这些专家不一定伴随研究全程，大多数人只是参与研究的设计

和分析。所以，整个评估项目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 ＩＤＲＣ工作

人员的管理和协调。

在 ＩＤＲＣ支持的众多项目中，由于涉面太广，工作区域也不尽

相同 （分布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中东和北美），因此我们选

取了许多子研究作为评估对象，希望借此可以反映出这些项目的大

致特征。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运用各种方法收集、讨论并分析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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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资料，而且尽可能地让研究者、项目工作人员以及 ＩＤＲＣ的执行

官参与进来。毕竟，对于他们日后的工作来说，评估结果可能会有

所助益。在２００１年末，我们的评估就已初见成效了；２００７年最终

的评估报告完成。

评估的预期使用者

在我们最初的设想中，评估主要面向两类使用者，即 ＩＤＲＣ的

项目人员和管理者。但随着工作的不断推进，人们对评估的需求日

益增加，使用者的范围也得到了相当大的扩展。上文已经提到过，

我们非常希望 ＩＤＲＣ能够有效地利用评估成果。要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就得了解使用者的所思所想，并根据他们的需求来设计和实施

评估。下面我们将对评估的两类使用者进行简要介绍。

（１）ＩＤＲＣ的项目人员。他们负责开展研究活动和发展项目，

通过实施研究、传播和采用研究成果，来改善相应地区的政策和技

术，进而提高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通过我们的评估，他们

可以了解其他项目的先进经验，并将其融入自己的工作中。

（２）ＩＤＲＣ的管理者。他们决定了机构的发展方向；正是他们

组织协调，整个 ＩＤＲＣ的工作才能合为一体。对于他们而言，评估

可以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帮助其回顾以前的工作，二是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 ＩＤＲＣ战略性规划框架》的起草提供依据。

评估的设计和实施都离不开这些使用者的持续参与。我们的研

究将这一重要原则贯彻始终。无论是研究问题的甄别还是案例的选

择，他们都参与了进来，直至研究圆满结束。正是在这样基础之

上，我们的评估才具备了强烈的实用导向，与 ＩＤＲＣ的工作密切相

关。

评估的主要问题

在正式评估实施之前，我们邀请 ＩＤＲＣ的各类工作人员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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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看法①，同时也查阅了一些文献和文件资料。结果发现，有

三个问题非常值得一探究竟：

（１）ＩＤＲＣ支持的研究项目对公共政策产生了哪些类型的影响？

（２）这些影响的程度如何？是通过什么方式影响到政策的？

（３）哪些背景要素能够促进或抑制研究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

研究内容

为了满足各种各样的需求，也为了弄清研究和政策之间的复杂

关系，我们的评估选用了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在实施探索性的案

例研究时，人们还需进行演绎式的理论构建，两者不断调整，相得

益彰 （Ｂｕｒｎｓ，１９８１）。由于可供评估的案例数量有限，因此我们的

工作更像是在 “生成假设”（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而不是 “验证

假设”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ｔｅｓｔｉｎ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让评估的潜在使

用者也参与进来，聆听他们对各个案例的看法；这样的合作超越了

单个案例本身。此外，ＩＤＲＣ的合作者也一度参与了讨论。从源头

来看，这种工作风格反映了一种系统性的思考方式———强调相互关

系 （Ｍａｒｕｙａｍａ，１９７６），认为条条大路通罗马 （ＫａｔｚａｎｄＫａｈｎ，

１９６９）。

为了让评估的使用者能够尽可能参与进来，我们设立了三个关

键的机制。第一，成立咨询小组，这个小组由 ＩＤＲＣ一些关键的使

用者构成，从始至终和评估小组一起工作，并对评估的设计、实施

和应用等方面提出建议 （ＩＤＲＣ２００３ｅ）。第二，与总部、区域办公

室展开磋商，推动区域性的项目活动。这些磋商会议的主要产出都

记录在了研讨报告中 （ＩＤＲＣ２００３ａ，ＩＤＲＣ２００３ｂ，ＩＤＲＣ２００３ｃ，

ＩＤＲＣ２００３ｄ，ＩＤＲＣ２００３ｆ）。第三，评估设计小组在 ＩＤＲＣ评估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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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部网络上建立了专门的网络空间，用于公布评估项目的文件和

其他信息。我们将这一消息发布在了 ＩＤＲＣ的内部通讯 《回声之

网》上。只要文件材料准备好以后，就可以迅速上传到网络空间

里。目前大多数的项目材料都已经上传到公共网络上 （详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ｄｒｃｃａ／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尽管我们评估的初衷是为了方便

ＩＤＲＣ总结经验、继往开来，但研究项目的实施及其产生的政策影

响都要通过我们的合作伙伴，而非 ＩＤＲＣ本身来实现。所以，我们

非常注重整合这些合作机构的看法，一方面在评估的过程中对工作

人员进行了访谈，另一方面还邀请他们参加了渥太华总部和一些区

域办公室的磋商。

我们的评估研究总共包含三个主要的部分：背景研究、案例研

究和结论分析，以下将逐一介绍。

背景研究

通过初步的访谈和文献综述，我们发现研究与政策之间的联系

有几种思考模式。根据 ＩＤＲＣ的项目经验，实践中的 “政策影响”

可归纳如下：

（１）以合适的方式把研究成果告诉政策制定者；

（２）在研究设计、实施和传播过程中，实现研究者与政策制

定者之间的互动；

（３）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建立良好的关系，并将其延续到研

究项目以外；

（４）将研究成果传播给公众，并引发公众的讨论；

（５）让社会团体应用研究成果去倡导社会变迁；

（６）加强某些组织开展政策研究的能力；

（７）发掘人才，在众多研究者中找出一些日后可能会促进政

策变迁的关键人物，增强他们的能力。

有些文献将以上内容看做促进研究成果应用于政策制定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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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或是机制。实际上，ＩＤＲＣ支持的项目也建立了很多机制，用

来鼓励开展这些实践活动。例如，邀请政策制定者加盟，让他们也

成为研究者或顾问；要求研究者必须与政策制定者建立一定的关

系，并将此作为项目审批的一个重要指标。

另外，为了对 ＩＤＲＣ的工作方式和之前的经验有一个大致的了

解，我们共开展了六项研究。

文献回顾 （Ｎｅｉｌｓｏｎ，２００１）。主要回顾了一些有关研究影响的

文献，以帮助我们确定主要的研究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选择相应的

资料收集方法和分析方法。

构建分析框架 （Ｌｉｎｄｑｕｉｓｔ，２００１）。基于多年的专家工作经

验，林奎斯特对 ＩＤＲＣ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系列访谈，最终整理出

了一份背景报告，构建起一个检视政策影响的框架。他的报告很好

地补充了此前的文献综述，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框架。它从广义的

角度给 “政策影响”下了定义，包括：（１）扩展政策能力 （即加

强研究者分析政策问题的能力）；（２）拓宽政策视野 （提高人们的

认知水平，让他们理解政策进程中的各类因素和行动者）；（３）通

过政策变革来改良政策体系。我们根据后续的文献回顾、案例研究

和咨询，又对这个框架进行了测试和改良。

结项报告 （ＰＣＲ）回顾 （Ｅｄｗａｒｄｓ，２００１）。ＩＤＲＣ的项目结

项报告主要是由各个项目官员完成的，其价值超过 １５万加元。这

些材料对项目管理和项目成果的分析鞭辟入里。我们先请作者挑选

出了与政策影响相关的部分，再对此进行了细致地梳理。

项目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回顾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２００３ａ）。为了更清楚地

了解政策影响在项目中的定位，我们对项目文件进行了一次全面回

顾，检视了 ＩＤＲＣ所有项目的目标，并对每个项目中与政策相关的

目标进行了分析。

评估回顾 （Ａｄａｍｏ，２００２）。在 ＩＤＲＣ，所有的评估工作基本

上都是由评估部门来操作的。我们在这个部门的资料库里，翻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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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７月至２００１年３月提交的８０余份评估报告，从中抽出了一

些以政策影响为使命的项目资料作重点分析。

指导思想回顾 （ＧｏｎｓａｌｖｅｓａｎｄＢａｒａｎｙｉ，２００３）。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ＩＤＲＣ强调要做 “好的研究”，而将研究获取的

经验付诸实践不在考虑范围之内。通过文件查阅 （董事会会议记

录、年度报告以及其他材料）以及针对高级官员的访谈，我们回

顾了 ＩＤＲＣ的思想发展史，梳理了这个机构在政策影响方面的理念

变迁。在研究中，我们既注意到了管理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同时也

注意到了普通员工的利益和需求。研究结果显示，尽管 ＩＤＲＣ早期

的工作方向是 “支持好的研究”，但不管在什么时期，始终有些项

目都在朝 “政策影响”的方向靠拢。

这些背景研究在 ＩＤＲＣ内部广为传阅。在此基础上，我们跟工

作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了探讨，从而推动了研究进展，有助于我们

深入理解 ＩＤＲＣ的工作方式。

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是本评估的核心。以下三个问题是尤其需要注意

的：

（１）选择一组合适的案例；

（２）从案例所在国选择评估专家对案例进行研究；

（３）邀请项目官员与合作伙伴共同参与分析过程。由于研究

有着很强的应用取向，合作伙伴的参与对于确保评估的成功开展尤

其关键。

案例选择

前面提到，本研究一共完成了 ２３个案例的评估。在确定这些

案例之前，我们首先咨询了 ＩＤＲＣ的工作人员和前任高级主管的意

见，制定出了一套能够反映机构特色的选取标准。具体包括：主题

的范围、独特性、可比较性、影响的类型、承担研究的组织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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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受到影响的组织的类型、ＩＤＲＣ在项目中的参与时间、意料之

中的影响与意料之外的影响、项目机制的多样性，等等。在文献回

顾时我们发现，研究对政策的影响需要经历较长时间才能表现出

来。所以，本研究特意挑了一些持续时间较长的项目以及一些在

１０多年前就启动的项目。

由于我们的目的不在于衡量这些项目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

政策，而是看它们如何影响了政策。所以，我们选取的案例都是一

些明显产生了政策影响的项目。但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的案例

都是在研究开始之前就全部选好了。事实上，我们此前只选定了

１６个案例。后来随着本研究的知名度逐渐扩大，ＩＤＲＣ的另一些项

目官员也主动前来，向我们推荐其他几个也是很有影响力的项目。

最后，依据案例的价值、地理分布以及涉及的主题等因素，我们综

合考虑了一番，又增加了９个案例。这个过程无异于查漏补缺。

评估专家的选择

为了更好地实施研究，我们在每个案例开展的地区都选定了相

应的评估专家。选择标准如下：（１）有使用定性研究方法的经验；

（２）有过与政策领域相关的研究经验； （３）熟悉参与式的评估方

法；（４）具备社会分析／性别分析的能力；（５）具备跨部门工作的

能力；（６）对案例所在地区非常了解；（７）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

来承担相应的评估工作。从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更倾向于在案例

所在国家内部选择评估专家。但有些地方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遇

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会邀请 ＩＤＲＣ的职员 （尤其是评估部门的）来

完成相应的工作。最终，有２１位评估专家参与到２５个案例研究中

来。其中，１２位 （６位女性，６位男性）来自发展中国家；９位

（５位男性，４位女性）来自发达国家，在这 ９人中，有 ６位是

ＩＤＲＣ的专家，另外３人是外部聘请的专家。

预调查和案例研究准备

在案例研究全面实施之前，我们首先进行了两个预调查。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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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调查获得的经验，我们召集 ＩＤＲＣ的项目官员、管理人员、评估

小组以及第一批案例评估的专家，召开了一个情况通报会。卡罗

尔·韦斯作为本研究的指导专家，在会上做了简要的咨询。尽管有

些评估专家没有出席此次会议，但对于我们整个评估工作来说，这

次会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确立了一个基本的评估框架，让

专家们达成了一致认识，使得千差万别的案例之间具备了可比性。

案例内容

我们的研究并不是想列出一个简单的 “清单”，告诉其他研究

者该怎么做才能影响政策。相反，我们非常强调每个案例的详细过

程；不仅关注研究做了什么，同时还对研究嵌入的环境进行了还

原，描述了研究影响政策的全部过程。基于这样的工作，我们才能

把握研究项目与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从而给项目官员和机构的管

理者提供借鉴，让他们调整自己的工作，并从战略层面上去考虑研

究的布局。为了使所有的案例具有可比性，我们根据背景研究和预

调查的经验，设计了统一的半结构式访谈提纲。其内容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１）决策者的视角

对决策者的访谈是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它能让我们了解

决策者的行为逻辑，从而更好地理解他们对研究的态度。但有些时

候，决策者的行为并不一定反映他个人的意志。韦斯进一步指出：

决策者的行为不能脱离其所在的环境。因为，他们能够调

配的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的；他们必须权衡各种利益；还得斡旋

于自己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①

在大多数案例中，仅凭单个决策者的力量是很难将研究成果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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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政策实践的。

更值得深究的问题是：决策者在确实需要了解一些信息时，他

们会找哪些人？他们对研究提出的建议有多少信心？他们具备多大

的能力来使用研究、帮助自己做决策？

（２）项目活动与情境的相关性

ＩＤＲＣ的研究项目通常都会以影响政策为目标，而这项活动又

必须结合相应的情境来开展。所以，从研究项目议程的敲定，到政

策影响的时间安排，我们都对此逐一进行了梳理，还从以下三个方

面衡量了项目活动和情境的相关性：研究是否影响了决策者；是否

影响了研究的倡导者；是否及时地对一些危机作出了回应，如果

是，那么具体的方式是什么。

（３）研究者与相关团体的关系

除了跟政策制定者打交道以外，研究者还必须把自己的成果告

诉其他的一些相关团体，包括可能会受到研究影响的人群、公共利

益组织、相应领域的发展倡导者、非政府组织等。如果研究者有着

良好的沟通技巧，善于处理与这些团体的关系，那么他们就可能获

得对方的信任，其研究成果也就能更好地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对于

研究者在这方面的能力，我们的评估进行了调查。

（４）案例的质量

如上文所述，在选取案例之前，我们特地咨询了那些非常熟悉

相应案例的项目官员，根据他们的意见挑选了质量很高的案例。尽

管我们没有对此开展独立的调研，但从大量的访谈记录来看，这些

案例的质量确实经得起考验。

（５）影响的性质

我们的评估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对政策影响进行归类的：

① 政策内容发生变化，或者决定不作出改变；

② 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政策能力得以增强；

③ 让研究者和决策者走出自己的圈子，加深对政策进程中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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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因素的理解，从而拓宽政策视野。

对于这个框架，有人可能觉得漏掉了 “改变政策机制”这种

政策影响类型。不过我们在实施的案例研究中没有这样的个案。

（６）政策团体的演化

研究团体与政策团体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两

者还存在部分重叠 （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情况）。因此要理解政

策影响，我们就得了解政策团体在相应背景下的演化历程。例如，

在研究东南亚的渔业经济政策时，评估专家关注到了首批接受项目

培训的渔业经济学家。对他们的职业历程进行梳理之后，我们发

现，其中的不少人都成了重要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有些人甚至还成

了政府部门的领导；他们常常通过一个联系网络来交流研究和政策

问题，至今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７）案例材料的使用

在获得案例材料之后，我们一方面邀请了那些预期的评估使用

者，让他们对此进行了分析；另一方面还让评估小组负责了材料的

传播。

目前，ＩＤＲＣ已经采纳了我们主要的成果，用来审批一些以影

响政策为目标的研究项目了。此外，ＩＤＲＣ的很多评估项目也借鉴

了我们的方法和研究框架。我们所强调的一些核心概念也得到了同

事们的认可，如今，项目小组在有关年度工作计划和项目评估的讨

论中，都将这些概念放在了中心位置。

结论分析

为了分析案例材料，我们采用了 “三步走”的策略。首先，

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区域研讨会，对案例进行回顾，并从 ＩＤＲＣ的

工作人员和研究合作者那里获取反馈。之后，我们又根据这些研讨

会写成详细的会议报告，确定并分析了重要的问题。最后，针对某

些特定问题，我们再次对这些案例进行了分析。

($!



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Ａ　地区分析研讨会

会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１）对案例进行回顾；

（２）分析 ＩＤＲＣ的角色，看它在研究和政策影响的过程中发挥

了什么作用；

（３）讨论政策影响的类型，并将各个案例划分到相应的类别

中去；

（４）基于研究项目的背景、动机和能力，对其绩效展开讨

论；

（５）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确定了那些促进和抑制研究产生

政策影响的因素。

这些研讨会形成了大量的基础性分析材料，为评估小组后来进

行的跨案例分析提供了真知灼见。

我们的跨案例分析正是基于这些单个的案例研究和地区案例分

析才得以完成的。

Ｂ　跨案例分析

哈佛大学与 ＩＤＲＣ的合作小组首先细致分析了研讨会报告，从

各个讨论中抽离出了一些关键的共性问题，进而形成了跨案例分析

的基本框架，为最终的分析打下了基础 （Ｗｅｉｓ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４）。随

着评估工作的不断推进，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讨论会，邀请了

ＩＤＲＣ地区办公室、合作伙伴以及其他参与过类似工作的机构 （尤

其是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来讨论我们的评估成果。这种反复的

分析强化了评估与 ＩＤＲＣ的关联性，同时也增加了研究资料的使用

程度。

对研究设计实施的一些看法

要对２５个不同的案例进行研究，其难度可想而知。而最大的

困难不是别的，正是研究成果的应用。为了让研究的价值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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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多案例分析：方法论概述

挥，我们尽可能地让预期的评估使用者全程参与研究①。根据自己

的经历，笔者总共归纳了六个核心问题。

案例选择

要使该评估对 ＩＤＲＣ的大部分职员都有意义，我们就得选一些

他们所关切的项目。也就是说，这些职员必须积极地参与案例选择

工作；而且选出来的案例必须具备一定的代表性，既能反映我们机

构所关注的一些发展问题，同时还能覆盖大部分项目地区。这就要

求一种反复性的筛选工作和一个弹性的操作制度，让我们在实施案

例调查的同时，还能继续筛选部分案例。上文已提到，研究最初选

出了１６个案例。随着本研究在 ＩＤＲＣ内部的讨论全面升级，许多

职员都对此产生了兴趣。同时，在第一轮咨询过程中并没有给出建

议的职员，这时也向我们推荐了一些案例。在筛选案例时，我们一

方面要保证案例必须有一定的政策影响②，另一方面还得保证案例

的覆盖面。在这种权衡之下，有些看上去不错的案例也不得不出

局。在启动案例研究以后，我们在 ＩＤＲＣ召开了一些咨询会和研讨

会，讨论了研究的设计，提出了分析框架，还做了文献回顾。这些

工作都促进了案例的进一步筛选。因为 ＩＤＲＣ的职员积极参与到了

每个环节中，从而更清楚地知道了评估团队想要做什么；同时，我

们也更加了解了他们的需求，能够在以后的评估中更好地站在他们

的角度上，来支持他们开展项目并影响政策。

($)

①

②

这 里 我 所 说 的 “参 与 ”， 在 英 文 中 是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一 词， 而 不 是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现在，人们常常会滥用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一词，用来表示 “核心

小组之外的其他人受邀表达自己的意见”。根据埃里克·特瑞斯特 （ＥｒｉｃＴｒｉｓｔ）
在社会科学三部曲的序言中所解释的 （Ｔｒｉｓｔ编著，１９９０），选择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一词 （这是法国存在主义者的用法）的原因是，它最能表达社会科学家积极主

动地通过某种更加相关或者更加有意义的方式与社会联系起来。因此，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暗含了这样一种行为，即在既定的社会背景下，采取积极主动的
态度去收集信息材料，并对此进行分析。

由于数据资料有限，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别人的叙述来初步了解项目是

怎么实施的、取得了什么效果，并在此基础之上筛选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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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专家的确定

我们始终认为，评估者必须和相应的环境融为一体，才能更深

刻地理解案例。所以，我们总是在案例所在地区寻找本土的专家。

从结果来看，本研究的专家有一半以上都来自发展中国家，基本达

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除了关注他们的 “出身”以外，我们还要

求评估者拥有一套特殊的技能，例如定性分析的经验、评估经验、

较完备的地方知识体系、跨部门工作的能力，以及有效的访谈技巧

等。

时间安排

考虑到各案例之间的可比性，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同时开展案例

调查。因此，评估专家就得服从整个研究的时间安排。有了充裕的

时间，我们才能更从容地实施评估计划。

另外，由于采用了 “应急式的”研究设计方式，本研究的各

个环节之间有相当大的重叠。如图１５—１所示，研究的设计工作一

图 １５—１　各研究阶段的时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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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多案例分析：方法论概述

直持续到案例研究基本完成，并刚好与研究的分析阶段衔接起来；

案例分析过程还没结束，对研究成果的应用就已经开始了；而传播

活动在项目设计阶段就已经展开了，直到案例分析完成。在一个以

应用为导向的研究中，研究阶段的交叉不可避免。而且，要是没有

这样的安排，我们的研究也就很难成功了。所以我们必须对此高度

重视，要在研究活动和反馈活动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连贯性

为了确保千差万别的案例具有可比性，我们做了如下努力：

（１）让所有评估专家都使用一份通用的半结构式访谈提纲；

（２）事先就将评估专家集中到一起，让他们理解本研究的目

的和操作方式；

（３）在研究开展过程中，创造各种机会让评估专家讨论自己

的案例；

（４）要求评估专家及时把所有的调查资料发送给评估小组，

让我们能够查看其中的问题，确保案例之间具有可比性；

（５）与案例的作者保持沟通。

所有的这些努力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分析

本研究的路线并非在最开始就已一锤定音。相反，研究的每个

阶段都会回顾前一阶段的发现，在此基础之上再来决定这一阶段的

工作。由于参与研究的群体众多，这种 “应急式设计”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非常有效。在我们的整个分析过程中，ＩＤＲＣ的项目官员、

管理人员以及合作伙伴都积极地加入了进来。２３个案例汇集的材

料将近３０００页，包含了海量的信息。为了从中梳理出对 ＩＤＲＣ最

有价值的信息，我们根据不同的案例主题先后举办了四期研讨会。

其中有三场是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举办的，在会上，相应地区

的项目官员、管理人员与研究者一起，共同探讨了案例研究的成

果。而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的第四期研讨会，所有的评估专家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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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来，对案例进行了充分的展示和讨论。对于这些会议，我们从

头到尾都做了详细的记录 （ＩＤＲＣ，评估部门，２００３ａ；ＩＤＲＣ，评估

部门，２００３ｂ；ＩＤＲＣ，评估部门，２００３ｃ；ＩＤＲＣ，评估部门，２００３ｄ；

ＩＤＲＣ，评估部门，２００３ｅ），并重新检视了那些初步分析报告，从

中确定了跨案例研究的核心问题，使得各地区研讨会提出的问题保

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为研究团队的最终分析奠定了基调。

积极参与

上文提到，合作伙伴的参与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至关重要。为

了确保他们的持续参与，我们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始终关注他们的利

益，并尽量把研究发现和他们的工作联系 起 来。正 如帕顿

（Ｐａｔｔｏｎ，１９９７）在 《聚焦于效用的评估》里所言，“评估者自始至

终都要积极推动评估过程，在做任何一个决定的时候都得考虑评估

结果的应用问题” （Ｐａｔｔｏｎ，２００２ａ，帕顿还特别强调了 “自始至

终”）。

使用

虽然这２３个案例的数量相对较少，但是每个案例信息搜集的

深度、研究领域的宽度以及覆盖地域的广度，都极大地丰富了研究

内容，使其能够很好地服务于 ＩＤＲＣ。一方面为它提供一些经验，

用来评估那些以影响政策为目标的研究项目；另一方面，本研究的

发现还能直接应用于其他研究项目，让它们的工作框架更为完善。

结　　论

如卡罗尔·韦斯所述，这些案例研究关切的不仅仅是那些针对

政策制定者个人的影响。相反，“它们把整个政策制定体系
獉獉

当成了

画布”（２００３：５）。也就是说，它更看重情境的重要性，并将注意

力从个人的变化转移到了系统的变化上，这个启示意义非凡。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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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多案例分析：方法论概述

此前我们在 “方法论的选取”一节所说的：要评估研究项目对政

策的影响，实在是太难太难了，其中牵涉到如何看待影响的过程、

如何归因、选在什么时间评估等各种问题。若是将情境考虑在内，

我们就得承认各种要素的作用，不能简简单单地说某个特定的研究

影响了某个事件的发生；这样一来，要衡量研究的影响也就难上加

难了；此外，评估者还得顾及评估时间的维度，要从更长的时间里

去探寻研究的作用。我们在实际操作中，采用了一种 “以使用者

为导向”的评估方法，让那些可能应用评估结果的人始终参与我

们的研究，并发表他们的意见，增加评估成果的实用价值。不可否

认，这样的工作方式非常耗时，而且也增加了我们的评估难度。毕

竟，在吸收这么多意见的同时还要保证方法论的统一性，我们就得

投入更多的心力。但是，这些付出也为我们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对

于做评估工作的人来说，我们绝不能为了做评估而做评估。任何一

个评估都必须确保它和委托机构的相关性，并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而我们从一开始就让使用者参与了进来，恰恰保证了这两个目标的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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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变革中的实践：

运用评估促进机构发展

引　　言

对于一个机构来说，评估往往具有两重意义：一是评估结果可

以直接应用于项目中，即 “结果应用”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ｕｓｅｓ）；二是通过

参与评估过程，机构自身的某些行为和态度会发生转变，即 “过

程应用”（ｐｒｏｃｅｓｓｕｓｅｓ）。在帕顿 （Ｐａｔｔｏｎ，１９９７）看来，“过程应

用”引起了机构文化和绩效的变化，其影响比 “结果应用”更为

明显和持久。在不同的机构中，“过程应用”的效果或许会表现得

非常不一样，帕顿总结出了 ６种可能出现的效果： （１）加强对项

目的理解；（２）加强项目干预；（３）承担更多的责任，大力促进

学习；（４）项目得以改善，机构得以发展；（５）将评估的思维方

式注入机构文化中；（６）测量影响 （完成那些需要测量的内容）。

通过我们的评估，ＩＤＲＣ已经实现了其中的一些效果，而且实践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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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这些应用是成功的，对他人来说或许也是有用的。

“过程应用”可简单定义为： “通过参与一个评估过程，所获

得的态度、思想和行为方面的变化。” （Ｐａｔｔｏｎ，２００７）这意味着机

构发展与评估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

的机构，它们开展和应用评估的方式都会发生改变。我们必须意识

到，评估不仅是一项实施问责的工具，它同时还是机构学习的一种

方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运用评估来促进机构发展。众所

周知，评估最基本的使命就是评价机构工作的价值高低与效果好

坏。如果在其中加入学习的维度，那么评估人员需要做的，就不仅

仅是展示机构的工作动态了，他们还得想方设法影响工作进程、确

定机构的发展方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评估实践必然的成熟

过程，有着以下几方面的重要意义。

（１）评估者需要让相关利益群体更多地参与进来，收集各种

不同的声音。

（２）评估者需要更多地去思考如何进行评估。

（３）它转换了评估的角色：在许多人看来，评估结果很可能

会导致项目资金的削减甚至中止项目活动，所以心中总是对评估活

动充满了畏惧。然而，评估角色转换之后，在适当的条件下，他们

也能参与评估的设计和实施，而且最终的评估结果还能为他们所

用。

（４）只有让其他参与者充分理解评估目的，评估才能更好地

实现问责与学习这一双重目标。所以，评估者必须使评估目的更加

公开化、透明化。

无论是在机构中还是在评估者内部，这种过程应用式的评估方

法都存在争议。的确，这种新的评估方法模糊了传统的界限，将评

估的任务从提供数据、信息和知识，扩展到了直接参与知识的应

用。这样一来，评估也就具备了管理的功能。在评价某些工作的价

值时，人们必然还会对组织的规范和价值观进行激烈的争辩。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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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传统人士看来，评估就应该循规蹈矩，其主要任务是对项目目

标和方法进行系统性的评价，而不是推动人们作出改变。所以，即

使这种评估方式遭到部分抵制，那也是情有可原的。

“过程应用”的实践

我们的评估研究一开始就有着 ＩＤＲＣ的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的

积极参与。无论是在设计还是在实施方面，本研究都有着强烈的

“过程应用”导向，其目的在于阐述发展研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机

理，从而改善 ＩＤＲＣ的机构规划、项目设计和组织绩效。这一评估

项目于２００１年才粗具雏形，到了今天，评估工作所实现的效果已

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当年的预期。

它改变了 ＩＤＲＣ的一些工作程序。虽然早期的一些研究已经为

我们奠定了基础，但是这次的评估无论是在方法还是机构影响方

面，都开拓了一片新的领域。为了让读者能够更清晰地了解其创

新，我们首先来看看传统的评估有些什么特色：

①快速完成；

②目标集中、有针对性；

③容易理解；

④形成一个简要的评估报告。

这些传统意义上的评估准则几乎都被我们打破了，有些是有心

的，有些是无意的。本研究总共实施了 ６年，其间走了不少弯路。

由于关注点较为广泛，研究的产出也非常惊人：到最后，我们一共

汇集了４０００多页的材料，其中包括背景研究、案例研究、摘要分

析、展示材料、文章、书籍以及研讨会报告。本评估以 “研究对

政策的影响”为主题，但这个主题本身就包含着极大的不确定

性———我们没法轻易地说研究到底对政策产生了多大影响，也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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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给出一些简单的建议。我们摒弃了简单、迅速和主题针对性强

这些传统评估的特点，但评估小组与机构的项目官员、管理者及合

作伙伴戮力同心，以众人的耐力和不断地完善保证了整个评估的严

密性。

本研究中，唯一保留下来的传统准则就是可应用性。应用是

ＩＤＲＣ秉持的核心价值，我们要不断加深对于研究和政策影响的理

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支持旨在影响政策的项目，推动更大的发展。

非常幸运的是，ＩＤＲＣ懂得政策影响的复杂性，同时也意识到了自

身在实践知识方面的匮乏。所以，这个机构有着强烈的学习动机，

进而为我们的工作创造了条件。

事实上，此项评估实施以前，整个机构内部一直都在讨论研究

和政策影响的问题。早在 １９７０年颁布的 《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法

令》 （ＩＤＲＣＡｃｔ）中，有一段文字便提到：ＩＤＲＣ的首要目标是

“发起、鼓励、支持和实施研究，以解决全世界发展中地区所面临

的问题，通过应用和采纳科技及其他知识，促进地区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加拿大政府，１９７０）。此外，ＩＤＲＣ《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度

战略计划》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 “开展、推广和应用那些可以

影响政策与技术的研究，以提升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

（ＩＤＲＣ，２０００）。

现有的研究很少对政策展开系统的分析，而我们则非常希望能

够在这一前沿领域有所作为。首先，我们选择了各式各样的案例，

与相应的项目官员深入探讨了他们的政策影响工作。这些项目涉及

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信息通信技术、社会和经济研究以及科技政

策研究等众多领域，管理和运作方式各有不同。它们有着各自的议

程和研究领域，有些项目团队主要是跟农民一起合作，另一些则是

与全球金融方面的专家打交道。因此，针对 “政策影响”应该在

研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ＩＤＲＣ内部有着完全不同的声音：一部

分人坚持认为 “我们不应该涉足政策领域”，而另一些人则已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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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这当成了自己的工作重点。与此同时，对于 “怎样才能让研究影

响政策”这个问题，很多受访者都有自己的想法，有些人甚至还

整理出了一套 “实践宝典”。我们很快就认识到，ＩＤＲＣ内部对于

政策影响的内涵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些理解和

建议都把实际问题简单化了。如果要评估政策影响，ＩＤＲＣ的工作

人员和管理者至少需要弄清楚三个问题：我们所谓的政策影响指的

是什么？ＩＤＲＣ支持的研究项目是如何影响公共政策的？什么因素

促进或抑制了政策影响？

这些核心问题一直引导着我们的研究，这在第十五章里已经有

所提及。在研究过程中，实地工作人员、项目管理者以及高级执行

官都积极参与了进来，通过定期举办的研讨会与我们持续进行着沟

通———这就是我们方法论的灵魂所在。正是这种参与，才体现出了

我们的评估是一个 “过程应用式”的实践。尤其是在研讨会上①，

这样的实践为 ＩＤＲＣ带来了三方面的变化。第一，一些工作人员提

到，从讨论中得到的观点能够直接帮助他们处理日常工作。例如，

一位项目官员在蒙得维的亚的研讨会上提到，她那一周刚好在评

估一份项目建议书，而会议上的这些案例和讨论让她对政策影响

有了更新和更清晰的认识，能够帮她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第

二，根据大家的讨论，我们整理出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观点，提炼

出了一条清晰的思路。第三，ＩＤＲＣ的职员彼此敞开心扉，介绍了

各自的工作和经验，让不同项目的工作人员互相增进了理解。在

ＩＤＲＣ的历史上，这种场景实属罕见。有些项目官员对此印象深

刻，认为这是研讨会所带来的早期效益。由此可见，我们的工作

发挥了一项重要的作用，让 ＩＤＲＣ内部统一了对 “政策导向型”

研究的认识。

项目小组邀请政策领域内的专家———卡罗尔·韦斯加入我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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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变革中的实践：运用评估促进机构发展

队伍。她带着自己的两个哈佛研究生，与我们一起对研讨会报告进

行了分析，并根据 ＩＤＲＣ及其合作伙伴的需求，从中抽取出了三个

重要的问题，即：

（１）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如何分配预算；作为研究的支持者，

我们是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的）？

（２）我们在哪些方面做了工作 （从那些已经实施的研究中总

结和归纳出政策背景的类型）？

（３）我们如何工作 （构建联系网络和伙伴关系来与他人合作；

交流与沟通；做好时间安排；对政策进程进行性别分析）？

韦斯和她的学生对上述问题做了初步分析 （Ｗｅｉｓ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她在本书的前言提到，其采用的是一种形成性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ｖｅ）分析

方法。基于这个分析报告，我们针对不同的受众制作了一系列展示

材料。在一个内部的研讨会上，我们面对加拿大及全球公众发表了

演说。这些前期工作让我们更好地提炼和表述出了核心问题，更重

要的是，ＩＤＲＣ也接受了这样的分析方法，影响了其看待政策影响

的方式。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维护一个项目信息发布网站，并将

所有的材料整理成一张 ＣＤ。

总结起来，自２００１年以来，我们的 “过程应用式”评估推动

ＩＤＲＣ在以下５个方面发生了变化。

１共同语言

（１）ＩＤＲＣ的项目官员和管理者认识到了案例研究的优点，并

将案例研究中提炼出的观点应用于自己的项目设计中。

（２）在 ＩＤＲＣ内部形成一套共通的语言。

２政策影响成了 ＩＤＲＣ的一个主题

（１）在各种讨论中，政策影响这一议题得到了更多关注 （比

如，ＩＤＲＣ内部的年度学术论坛上）。

（２）政策影响成了各种报告的一大主题 （见规划部门负责人

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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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３）讨论的方向发生了变化———从 “我们不求政策影响”到

“我们如何实现政策影响”。

３在项目审批中使用了评估成果

ＩＤＲＣ现在开始运用评估成果来进行项目审批了。同时，在有

关项目的讨论中，评估成果也为他们搭建了项目讨论的基本框架。

４项目参与者和整个中心都在使用评估材料

（１）将政策影响作为衡量 ＩＤＲＣ成功的标准之一。

（２）在相关项目中使用评估材料。

（３）在和 ＩＤＲＣ相关的沟通过程中，持续地使用评估材料。

（４）在与其他机构交流的过程中使用评估材料，与对方分享

这一领域的相关知识。

５其他个人和机构使用了评估材料

除了 ＩＤＲＣ自身的员工以外，有些外部的个人和机构也使用了

我们的资料。例如，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一位教授将其应用于自己的

教学；非洲一些研究者在探究粮食安全和食品政策问题时，也阅读

了这些材料。通过他们的实践，ＩＤＲＣ强化了自己与国际伙伴的关

系，并扩大了对发展研究的支持范围。

准备应用

如前所述，基于我们的评估工作，ＩＤＲＣ改变了它对政策影响

的认识、对影响政策型研究的内部讨论以及资助研究的方式。

然而，为什么这个评估会产生如此明显的 “过程应用”效果

呢？为什么它能持续推动机构的变革呢？笔者认为，该研究具备的

八个突出特征可以对此作出解释。

１我们有着实现 “过程应用”的意图

并不是所有评估都像我们这样。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只追求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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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变革中的实践：运用评估促进机构发展

单的产出。因此，我们需要再次强调：意图可以影响工作的效果。

２我们征询了使用者的意见

有关政策研究的问题既重要又复杂。在我们的实践中，我们不

断地向预期的评估使用者咨询，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都跟他们保持紧

密的联系。这是一个双向的交流，我们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给予

对方帮助。如果使用者认为他们的参与不会得到回报，那么他们也

就不会一直付出。而这种意义上的 “回馈”从第一次研讨会就开

始出现了。整个评估研究的价值就集中体现在了相互交流的过程

中。

３我们的评估吸引了所有机构成员

有关政策研究的问题横跨整个 ＩＤＲＣ，这是任何项目、任何决

策都必须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评估工作牵动了每个职员的神

经。很多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都参与了评估过程，并常常将评估成

果运用到了自己的工作中。

４我们尊重现实，不过分简化事实

对于自己的定位，我们清晰地知道自己绝不是去发明什么万能

药，让所有的研究者都能拿来影响政策。从一开始我们就意识到，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如埃里克·詹奇

（ＥｒｉｃｈＪａｎｔｓｃｈ）所说，“现实是复杂的……或者是更加复杂的 （这

并不是同种程度的复杂性，而是更深层次的复杂），因此，我们需

要有一个更加现实的态度来面对它……” （Ｊａｎｔｓｃｈ，１９８０：２６７）。

这意味着我们在做评估工作时，一定要承认现实的复杂性，不发表

任何虚言妄语。

除了以上四个方面以外，我们的评估研究还具备以下几个特

征，尽管不是最重要的，但它们确实也发挥了一定作用，让本研究

能够发挥出 “过程应用”的效果。

５我们做了适当的时间安排

要给研究做适当的时间安排，这既需要耐心，又得随时保持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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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醒。在很多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的一些项目成果总会带

来新的变化，使得整个局势对我们的工作越来越有利。但即便如

此，有些项目的时间安排还是乱了步调，偏离了研究主题和机构本

身的目标。我们在评估过程中仔细把握住这些节奏，尽可能地抓住

所有机会来赢得理想的评估效果。

６我们的研究成果与使用者紧密相关

随着评估的不断开展，我们对 “相关性”的提及也越来越多。

对于某些项目，我们的管理者可能并不要求对政策产生什么影响，

但这些项目官员仍然从评估结果里获取了一些经验，并对这些经验

表示认可。而对于那些本来就志在影响政策的研究项目，其需求就

更加迫切了。运用我们的评估成果，研究者们可以分析自己面临的

障碍，尽量走出困局。

７我们与其他研究同声相应，相互借鉴

在研究领域，同行的意见往往会赋予研究者更大的动力去促成

改变。在本研究中，我们没有故步自封，把自己的工作与其他人的

研究隔离开来。相反，我们引进了别人的成果，并肯定了他们的价

值。

８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乐趣

评估小组将大家聚集在一起分析各种材料，在一个办公室里共

同交流、享受探索的乐趣。这样一来，项目工作自然就成了一次快

乐的旅行。在很多参与者看来，正是这种愉悦的氛围促进了他们更

好地学习。

其他人也会关注我们的研究吗？

我们都知道，研究获得的知识不一定对所有人都受用。就我们

自己的工作而言，笔者认为，评估本身及其取得的效果应当属于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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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 （２００２ａ）所提倡的 “高质量经验”。也就是说，这些经验是其

他人有可能关注的。

那么，谁会关注这个研究呢？或许我们应该把本章开篇就说到

的 “结果应用”和 “过程应用”再重提一下。首先，从 “结果应

用”的维度看，我们的成果已经远远超出了这 ２３个案例，乃至

ＩＤＲＣ的领域了。这些经验的 “高质量”在于其具有如下特点：

（１）关注众多研究者对相应问题的思考；

（２）提供一些典型的例子，说明政策影响如何发生，或什么

情况下不会发生；

（３）无论是在案例研究还是结论分析中，都清晰地呈现了事

实依据；

（４）分析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多类研究；

（５）打下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６）保证了不同地域和领域的各种案例具有可比性。

另外，从 “过程应用”的维度来看，即评估活动还对机构变

化的影响，这些标准亦然适用。只要切合机构的关注点、制度规范

与组织策略，及时地提出和处理了问题，那么过程应用的潜力就会

大大提升。总的来说，“结果应用”与 “过程应用”之间有着十分

重要的关系。在应用评估研究时，我们不可偏废其一。只有当它们

协同并行之时，两者的作用才会倍增。如果评估主题与机构需求密

切相关，而评估的方式又广受认可，那么越来越多的机构成员就会

参与其中，过程应用的效果也就会随之凸显。

在本章，笔者始终把重点放在这种特殊的评估经验上，仅对文

献做了少许的归纳，较少涉及理论。和其他研究不同的是，我们的

理论不是从某个单独的案例提炼而来的，而是源自多个交叉案例所

呈现出来的共性。本评估对机构变化的推动，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

裴士基和帕顿等人的看法。这表明，随着评估在该领域中的声望越

来越高，其价值和地位也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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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论是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而不是通过理论推究

得来的。尽管如此，我们的实践依然具有理论方面的意义———将这

些结论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理论，或许会对将来的实践

有所帮助。正如库尔特·勒温 （ＫｕｒｔＬｅｗｉｎ）经常提到的： “没有

什么比一个好的理论更具有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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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词

缩写词

ＡＦＳＳＲＮ　　　Ａｓｉａｎ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ｅｔｗｏｒｋ

亚洲渔业社会科学研究网络

ＡＫＩ ＡｎｇｅｌｏＫ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ｔｕｄｉｅｓ

安吉洛国王经济与商业研究院

ＡＮＣ Ａｆｒｉｃ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非洲人国民大会

ＡＲＤＡ ＡｒｓａａｌＲ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阿塞尔农村发展协会

ＡＵＢ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Ｂｅｉｒｕｔ

贝鲁特美国大学

ＢＡＲＤ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Ｒ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孟加拉农村发展学院

ＢＢＳ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孟加拉国统计局

ＢＩＤＳ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ｓ

孟加拉发展研究所

ＣＢＭ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Ｐｏｖｅｒｔ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以社区为基础的 （贫困）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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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ＲＥ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ｆｏｒｍ

教育改革协商委员会

ＣＧ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ｌ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Ｍｏｄｅｌ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ＣＩＤＡ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ｇｅｎｃｙ

加拿大国际发展署

ＣＩ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ｚｅ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计算机化的信息系统

ＣＩＵＥＭ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ａｔ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ｄｕａｒｄｏ

Ｍｏｎｄｌａｎｅ

爱德华多·蒙德拉纳大学的大学信息中心

ＣＭ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ｉｃｋｎｅｓｓ

慢性高山病

ＣＮＰＲＥ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ｆｏｒｍ

国家教育改革常务委员会

ＣＯＰＭＡＧＵＡ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Ｍａｙａ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ｕａｔｅｍａｌａ

危地马拉玛雅组织协调办公室

ＣＲＥＡ Ｃｅｎｔｒｅｄｅ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ｅｎ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Ａｐｐｌｉｑｕéｅ

应用经济学研究中心

ＤＨＭ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ｅａｍｓ

地区医疗卫生管理小组

Ｄ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地区定点监测系统

ＥＣＡ Ｅａｓｔ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ｆｒｉｃａ

东非和中非

ＥＣＡＰＡＰＡ 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ｆｒｉｃａ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中东非农业政策分析项目

(&'



缩写词

ＥＣＬＡ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委员会

ＥＨＩＰ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

基础医疗卫生干预项目

ＥＬＳＡ Ｅａｒｌ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Ａｃａｃｉａ

阿卡西亚项目的早期评估和学习系统

ＥＭＤＵ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Ｕｋｒａｉｎｅ

乌克兰环境管理发展项目

ＥＳＤＵ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Ｕｎｉｔ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小组

ＦＬＡＳＣＯ 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学院

ＦＲＧ Ｇｕａｔｅｍａｌａｎ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Ｆｒｏｎｔ

危地马拉共和阵线

Ｇ－２４ Ｇｒｏｕｐｏｆ２４

２４国集团

Ｇ－２４ＴＳＳ Ｇｒｏｕｐｏｆ２４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４国集团的技术支持服务项目

ＧＤＰ Ｇｒｏｓ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

国内生产总值

ＧＥＦ Ｇｌｏｂ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全球环境基金

ＧＩＡＮ Ｇｕｊａｒａ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古吉拉特创新增值网络

ＧＩ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地理信息系统

ＧＰＳ 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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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定位系统

ＧＴＺ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ｆｕｅｒＴｅｃｈｎｉｓｃｈｅ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ａｒｂｅｉｔ

（Ｇ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ｎｃｙｆｏｒ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

ＨＥＳ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ｕｒｖｅｙ

住户消费调查

ＨＩＰＣ ＨｉｇｈｌｙＩｎｄｅｂｔｅｄＰｏｏ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重债穷国

ＨＩＶ／ＡＩＤＳ 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ｍｍｕｎ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人类免疫缺陷综合征／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ＩＣＡＲＤ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Ｄｒｙ

Ａｒｅａｓ

国际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中心

ＩＣＢ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Ｂｉｏｓａｌｉｎ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国际生物盐化农业中心

ＩＣＩＭＯ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

ＩＣＬＡＲ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国际水生资源管理中心

ＩＣＲＩＳ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ｏｐ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Ｓｅｍｉ－Ａｒｉｄ

Ｔｒｏｐｉｃｓ

国际半干旱热带作物研究所

ＩＣ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信息通信技术

ＩＤＢ 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ｎｋ

(&(



缩写词

美洲开发银行

ＩＤＲ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ｒｅ

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ＩＩＭＡ Ｉｎｄｉ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ｈｍｅｄａｂａｄ

印度管理学院阿默达巴德分校

ＩＭ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Ｆｕｎ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ＮＷＲＤＡＭ Ｉｎｔｅｒ－Ｉｓｌａｍｉ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ｎ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伊斯兰水资源开发和管理网络

ＩＰＲ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

知识产权

ＩＳＰ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互联网服务供应商

Ｉ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信息技术

ＩＷＴⅡ Ｓｅｃｏ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ａｔｅｒ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第二国际水法庭

ＩＷＴ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ｍｅｎｓＴｒｉｂｕｎｅＣｅｎｔｒｅ

国际妇女论坛中心

ＬＡＣ 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ＬＡＲＩ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黎巴嫩农业研究所

ＬＡＴＮ 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ＴｒａｄｅＮｅｔｗｏｒｋ

拉丁美洲贸易网络

ＭＥＮＡ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Ａｆｒｉｃａ

中东和北非

(&)



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ＭＩＭＡＰ Ｍｉｃｒｏ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宏观经济调整政策的微观影响

ＭｏＨ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

卫生部

ＭＰＣＥ Ｍｕｌｔｉｓｅｃｔｏｒ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多部门环境工作常委会

ＮＥＰＡＤ Ｎｅｗ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ｆｏｒＡｆｒｉｃ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计划

ＮＧＯ 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非政府组织

ＮＩ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国家创新基金

ＮＩＴ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ｕｎｃｉｌ

国家信息技术委员会

ＮＰ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国家计划委员会

ＯＣＥＥＩ Ｏｆｆｉｃｅｆｏ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中欧和东欧倡议国组织办公室

ＯＤＩ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海外发展研究所

Ｐ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Ｐａｒｔｙ

全国先锋党

ＰＣ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

项目结项报告

ＰＩＤ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ｓ

菲律宾发展研究所

ＰＭＳ Ｐｏｖｅｒｔ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贫困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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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词

ＰＲＳＰ Ｐｏｖｅｒｔｙ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ａｐｅｒ

减贫战略文件

ＲＡＰＩ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ｏｆ

ＯＤＩ）

发展研究与发展政策 （ＯＤＩ的一个项目）

ＲＥＭＰＡＩ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资源管理和政策研究所

ＳＡＳ ＳｅｎｅｇａｌＡｃａｃｉ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塞内加尔阿卡西亚战略

ＳＥＧＥＰＬＡ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Ｇｕａｔｅｍａｌａ）

总统规划设计办公室 （危地马拉）

ＳＥＷＡ Ｓｅｌｆ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Ｗｏ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自雇妇女协会

ＳＯＮＡＴＥ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ｐａｎｙｏｆＳｅｎｅｇａｌ

塞内加尔国家电信公司

ＳＯＮＥＤ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Ｗａｔｅｒ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全国水资源开发与分配协会

ＳＰＣＣ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ＰｅｒｕＣｏｐｐｅｒ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南秘鲁铜业公司

ＳＲＩＳＴＩ 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ｆｏｒ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可持续技术和制度研究与创新学会

ＴＥＨＩＰ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ｊｅｃｔ

坦桑尼亚基础医疗卫生干预项目

Ｔ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Ｇｒｏｕｐ

技术小组

ＴＲＩＰＳ 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

(&"



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ＴＳＳ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ｅｒｖｉｃｅ

技术支持服务

ＵＥ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ｄｕａｒｄｏＭｏｎｄｌａｎｅ

爱德华多·蒙德拉纳大学

ＵＭＣ Ｕｋｒａｉｎ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乌克兰管理委员会

ＵＮＣＴＡＤ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ＵＮＤＰ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ＶＥＥＭ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越南经济与环境管理项目

ＶＩＳＥＤ Ｖｉｅｔｎａｍ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越南可持续经济开发项目

ＶＳＡＴ ＶｅｒｙＳｍａｌｌ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小口径卫星传输

ＷＤＭ ＷａｔｅｒＤｅｍ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用水需求管理

ＷＤＭＦ ＷａｔｅｒＤｅｍ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ｕｍ

用水需求管理论坛

ＷＤＲ９３ 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１９９３

１９９３年世界发展报告

ＷＴＯ 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世界贸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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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ｋｓｉｍａ．２００４．ＩＤＲ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ａＣｒｏｓｓｃａ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ｔｔａｗａ：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ＩＤＲＣ．

Ｙｉｎ，ＲＫ１９９４．‘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Ｓｅｒｉ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ｕｍｅ５．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Ｏａｋｓ：Ｓ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Ｙｉｎ，ＲＫ，ＣＨＷｅｉｓｓ，ＯＭＣｈｅｕｎｇ，ａｎｄＪＣａｐｐｅｒ．

１９８８．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ＩＤ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Ｃｏｓｍｏ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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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说明

附注说明

让研究影响公共政策本来是一件很难的事，但这些困难没能阻

挡人们的兴趣。相反，越来越多的研究中心、倡导机构和智囊团开

始投身于这个领域，开展了各种研究。相应的，各种研究成果也如

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在人们眼前。因此我们很难列出一个完整的参

考书目。但不得不提的是，卡罗尔·韦斯就一如我们这个领域的泰

斗，她的著作揭示了研究和政策之间的关系，引领着这个领域的

思想与行动。在 １９６７年首度发表了与该问题相关的报告之后，她

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探索。１９７７年，韦斯的第一本专著问世。如今

她在这一领域至少已发表了 ７０篇文章，同时还出版了一些相关书

籍。

如上文所说，这个领域的研究增长太迅速了。要是我们着意

列一个书目清单，那么估计还没等本书付梓，新的著作就会纷纷

涌现，这个清单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容版面有限，我们在这

一部分仅能展示一些对我们工作有重大意义的参考文献和网络链

接，共分三个部分。一是既有研究，它们指引了本研究的设计和

实施；二是本研究发表和出版的一些文章与著作；三是部分网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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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既有研究

为了指导研究的设计，我们事先做了两篇文献综述 （Ｎｅｉｌｓｏｎ，

２００１；Ｌｉｎｄｑｕｉｓｔ，２００１）。另外，我们还参见了海外发展研究所

（ＯＤＩ）在相同领域里做的综述 （Ｖｉｂ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Ｎｅｉｌｓｏｎ，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２００１．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ｔｔａｗａ：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ＩＤＲＣ．这篇文

章的网址是：ｗｗｗｉｄｒｃｃａ／ｅｎ／ｅｖ－１２１８６－２０１－１－ＤＯ＿ＴＯＰＩＣｈｔｍｌ。

这篇综述写于研究的设计阶段。作者搜集了海量的信息，在

“研究对政策的影响”这个方面参考了许多重要的文献资料；同时

还特别关注了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结果发现相关资料

很不足。

Ｌｉｎｄｑｕｉｓｔ，ＥｖｅｒｔＡ２００１．Ｄｉｓｃｅｒｎ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ＩＤＲ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ｔｔａｗａ：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ＩＤＲＣ这篇文章的网址是：ｗｗｗｉｄｒｃｃａ／ｅｎ／ｅｖ－

１２１７７－２０１－１－ＤＯ＿ＴＯＰＩＣｈｔｍｌ。

这篇综述同样写于研究的设计阶段。基于对已有文献的考察，

以及 ＩＤＲＣ众多工作人员给予的建议，作者列出了研究框架的重要

内容，指导我们对２５个案例进行了分析。

Ｖｉｂｅ，Ｍａｊａｄｅ，ＩｎｇｉｅＨｏｖｌａｎｄ，ａｎｄＪｏｈｎ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２．‘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ＤＩ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

１７４，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Ｌｏｎｄｏｎ．这篇文章的网址是：

ｗｗｗｏｄｉｏｒｇｕｋ／ｒａｐｉ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ＡＰＩＤ＿ＷＰ＿１７４ｈｔｍ。

除了跟以上两篇综述相近的内容外，这篇文章还回顾了沟通、

社会心理学以及传媒研究等领域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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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ＲＣ的研究资料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着重介绍与本研究非常相关的一些出版

物。

在研究期间产生的所有文章、报告和展示材料都可以在 ＩＤＲＣ

的网 站 上 找 到：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ｄｒｃｃａ／ｅｎ／ｅｖ－２６６０６－１－ＤＯ＿

ＴＯＰＩＣｈｔｍｌ。读者可以在这个网站上看到这个研究的设计文件、跟

ＩＤＲＣ相关的背景材料、各种各样的展示材料、研讨会报告以及我

们在研究中用到的分析材料。此外，我们还将所有案例研究的完整

版与精缩版资料放在了网站上。

除了项目资料之外，我们还出版了其他一些文章，例如：

Ｃａｒｄｅｎ，Ｆｒｅｄ．２００４．‘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７９：１３５－５１．

这篇文章回顾了本研究的方法论，讨论了本研究在执行过程中

遇到的一些困难。

Ｃａｒｄｅｎ，Ｆｒｅｄａｎｄ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Ｎｅｉｌｓｏｎ．２００５．‘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ｙ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ｎＤｉａｎｅ

ＳｔｏｎｅａｎｄＳｉｍｏｎＭａｘｗｅｌｌ（ｅｄｓ），Ｇｌｏｂ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ｐ１３９－５５．Ａｂｉｎｇｔｏｎ，ＯＸ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这一章分析了三个跟联系网络有关的案例。整部书完整地阐释

了国际发展领域里，研究为什么能影响政策、如何影响了政策以及

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政策。通过智库机构、学术机构和发展机构的

经历，作者从历史的视角切入，展示了研究如何影响当地、国家以

及全球政策。他们调查了许多发展机构，查看了这些机构如何推动

研究去影响政策，同时还列出了许多相关的方法和技巧。对于研究

和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本书梳理了相关概念和理论，提供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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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较为权威的视角。另外，还借用全球各地的案例研究，揭示了研究

在影响政策过程中的复杂性。

Ｃａｒｄｅｎ，Ｆｒｅｄ．２００７．‘ＣｏｎｔｅｘｔＭａｔｔｅｒｓ：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ＩＤＲ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ＥｌｉａｓＴ Ａｙｕｋａｎｄ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ＡｌｉＭａｒｏｕａｎｉ（ｅｄｓ）， 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Ｌｉｎｋ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ｐｐ

９３－１１６．Ｔｒｅｎｔｏｎ，ＮＪａｎｄＯｔｔａｗａ：ＡｆｒｉｃａＷｏｒｌｄＰｒｅｓｓａｎｄＩＤＲＣ．

这篇文章是由作者在达喀尔的一个会议展示材料发展而来的，

主旨在于加强非洲的经济研究能力。该文通过对案例的观察，得出

了一些主要结论，核心观点就是：研究开展的背景将会影响其最终

的效果。

此外，这篇文章中还收录了在非洲各个国家积极参与政策进程

的其他研究者的反思观点以及看待政策过程和政策影响的认识框

架。有关这些内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ｄｒｃｃａ／ｓｉｓｅｒａ／。

Ｃａｒｄｅｎ，Ｆｒｅｄ．２００９． ‘Ｕｓ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Ｄａｔａ：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ａ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ｉｎＤａｖｉｄＢｙｒｎｅａｎｄＣｈａｒｌｅｓＲａｇｉｎ

（ｅｄｓ），ＴｈｅＳａｇ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ＣａｓｅＢａ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这本书主要探索了 “以案例为中心”的方法，介绍了多个领

域和地域的例子。作者在最后一部分还探索了一些便于展开测量和

分析的案例分类法。而弗雷德写的这章内容则讨论了本研究所采用

的多案例研究法。如果读者有意实施案例研究，那么最好能深入了

解一下这本书。

网　　站

在这一部分，我们列了一些网址，并将相应网站的介绍附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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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下方。如果读者想了解这个领域的热点话题和前沿研究，都可

以去浏览一下。

如上所述，针对如何影响政策这个主题，很多机构和研究者都

作了不少研究，并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张贴到了网站上。在此我们无

意于囊括所有的研究，只想把目光集中在发展领域里。内尔森

（Ｎｅｉｌｓｏｎ）在文献综述里提到，现有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关于欧美发

达国家的，很少有人注意到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研究是怎么影

响政策的。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关注这些地区。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ｄｒｃｃａ／

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简称 ＩＤＲＣ）是加拿大的公共机

构，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密切合作，致力于建设更加健康、公

平和繁荣的社会。读者若想了解本研究的详细资料，可以登录

ｗｗｗｉｄｒｃｃａ／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ＤＲＣ的工作重心之一就是鼓励研究影响

政策，因此，网站上展示的很多研究项目都是与之相关的，读者可

以找到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ｄｉｏｒｇｕｋ／

海外发展研究所 （ＯＤＩ）是英国领先的独立智囊团。它关注国

际发展和人道主义问题，希望通过启发和影响政策，用实际行动来

减少贫困和人民的痛苦，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实现可持续生计。

该机构的官网称：“我们努力开展高质量的应用研究，提出切实可

行的政策建议，传播研究成果以引起相关的政策讨论。我们乐于与

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建立伙伴关系。我

们以研究项目和政策倡导项目为工作重心。”

在这个机构中，大多数项目都跟 “政策影响”这个主题沾边。但

其中有一个与之最相关的，那就是 “发展研究和政策”项目 （简称

ＲＡＰＩＤ）。该项目意在探索 “怎样才能让研究应用到政策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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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ｄｉｏｒｇｕｋ／ＲＡＰＩＤ／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如果更好地采用了研究建议，那么发展政策和行动就能更有效

地挽救生命、消除贫困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例如，研究者曾在

坦桑尼亚农村进行了住户疾病调查，基于这个调查的结果，政府推

动了当地医疗卫生服务的改革，使得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两个试点区

的婴儿死亡率下降了 ４０％。另外，在艾滋病发病状况严重的某些

国家，尽管研究者已经给了决策者相应的建议，但政府依然不予以

采纳。援助组织每年在发展研究上的投资近 ３０亿美元。但是针对

研究出于什么原因、何时对政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仍缺乏系

统的研究。为了更好地认识研究对扶贫政策的影响，我们尤其需要

了解以下内容。

（１）政策制定者怎样才能最好地利用研究，基于事实依据来

制定政策。

（２）研究者应该怎样运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才能最大限度地

影响政策。

（３）如何推进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互动。

例如，下面这篇文章就是跟政策研究的监测评估相关的：

ＩｎｇｉｅＨｏｖｌａｎｄ．２００７．‘Ｍａｋｉｎｇ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ＤＩ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２８１，ＯＤＩ，

Ｌｏｎｄｏｎ．

这篇文章主要面向研究机构和项目，而不是单个的研究者。它

根据各种实例，总结了研究机构、智囊团和援助机构的经验，向读

者介绍了一系列方法，教大家对政策研究项目实施监测和评估。这

些方法主要适用于研究项目的五个方面： （１）策略和方向；

（２）管理；（３）产出；（４）研究的摄取；（５）结果和影响。大部

分研究机构和项目或许只想侧重其中某一个方面，但同时也可以跨

领域地制订一个更为全面的监测与评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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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说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ｄｎｅｔｏｒｇ／

全球发展网络 （ＧＤＮ）链接了全球的研究和政策机构，为当

下的发展问题提供全新的视角。全球发展网络坚信：如果实施得

当，那么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必能加速全球发展的步伐。与众不同的

是，全球发展网络认为，本土知识能够创造不一样的路径来推动变

革。因此，其目标在于鼓励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实施本土的研

究。这个组织的网络内容非常丰富，且更新较快。每年一度的会议

是全球发展网络的中枢。不管在什么时候，这个组织都有几个重要

的研究项目。很多项目都跟我们关注的主题一致，尤其是它发起的

“连接研究与政策项目”。该项目专注于研究和政策之间的联系，

与我们的研究更是相关。其研究报告 （Ｌｉｖｎ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６）详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ｄｎｅｔｏｒｇ／ｍｉｄｄｌｅｐｈｐ？ｏｉｄ＝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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