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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欧里 国际合作研究项 目的

管理 体系与理套

郁 莉

I提 要 1 欧盟自 1 984 年起 实施的
“

研究
、

技术开发及示 范框架项 目 (简称框架项

目 )”
,

是欧盟成员国和相关国家共同参与的中期重 大科研项 目
,

迄今已 完成六期
,

第七框

架项 目并已启动
。

以中国一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 目 ( ESC )P 为例
,

可 以将欧盟 国际合作研

究项 目的管理体系与理念总结为项 目构建
、

逻样框架
、

行动预算
、

标杆比较
、

循环管理五

个方法
,

其做法有利于促进国际合作研究项 目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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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是一片重视学术研究和发现新知的大

陆
,

将学术研究看作通往知识的必经之路
,

认

为在全球化时代
,

只有创新知识才能促进欧洲

经济发展
、

提高生活质量
。

欧盟 自 1 984 年开始

实施
“

研究
、

技术开发及示范框架项目
” (简称

框架项目)
,

是欧盟成员国和相关国家共同参与

的中期重大科研项 目
,

迄今已 圆满完成六期

( F P I ~ 6 )
,

第七框架项 目 ( F P 7) 已经启动
。

项目管理的职责不仅限于规划
、

执行
、

评估环

节
,

而且包括对研究成果的保护
、

出版和应用
,

非常注重对项 目研究成果的应用和转换
,

并将

这种管理称之为
“

循环管理
” 。

本文试以中国一

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 目 ( E SC P
,

以下简称
“
欧

盟项目
” ) 为例

,

评析其管理体系和理念
。

一
、

欧盟项 目的实施背景

1
.

欧盟第六框架 ( FP 6) 下的人文社科研

究项目

从 1 9 9 4 年开始
,

欧盟就开始了对人文社科

研究的资助
,

陆续推出数个大型社科研究框架

项目
,

受资助的研究团体遍布欧盟各成员国和

世界各地
。

1 9 9 4 年~ 1998 年
,

欧盟第四框架项

目资助 16 2 项社科研究项 目 (l
.

12 亿欧元 )
,

第

五框架项 目 ( F P )S 资助 185 项社科研究项 目

(1
.

55 亿欧元 )
,

第六框架项 目 ( F P 6) 总金额

提升为 2
.

7 亿欧元
,

其最主要的成果就是探索

出了一条通过国际合作实现
“

一体化项目
”

和
“

精英网络
”
的新途径

。

欧盟项目是欧盟第六框架项目 ( F P 6) 中向

中国推出的人文社科研究项 目
。

2 0 0 4 年 3 月 15

日
,

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在访华行程中
,

与

中国政府正式签署 了中国一欧盟项 目 ( E SC P )

的相关协议文件
,

启动了项目进程
。

该项 目旨在

鼓励中国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对欧洲问题的研究

进展
,

增进中国范围内对欧盟和欧洲问题的关注

和了解
。

项 目得到欧盟委员会
、

欧盟驻华使团
、

中国商务部和教育部的大力支持
,

执行机构设在

中国社科院
,

在北京设项目管理办公室
,

实行中

欧双主任制
。

在为期 4 年的执行期中
,

项目管理

办公室与学术委员会
、

指导委员会共同管理
,

通

过向全国公开竞标的方式
,

择优选拔具有发展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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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欧洲研究中心
,

使这些中心的学者
、

学生
、

相关机构领导人及管理人员获益
,

推动欧洲研究

在中国的开展
。

2
.

欧中共同出资的国际合作项 目

作为申报该国际合作项 目的前提条件
,

欧盟

项目要求中方申报项目的法人机构具备一定的自

筹资金能力
,

须提供项 目总经费 15 % ~ 20 %的

配套经费
,

欧盟委员会则提供项 目预算经费的

80 %~ 85 %
。

在该项目框架下
,

欧盟项目管理办

公室可以独立开展欧洲研究方面的培训
、

调查和

宣传活动
,

组织对各中心财务
、

学术与管理的

评估
。

经过两轮激烈的公开竞标
,

截止到 2 006 年 7

月
,

全国共有 17 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欧洲研究中

心获得立项
,

分布在北京
、

上海
、

天津
、

山东等

n 个省
、

市
、

自治区
。

截止到 2 0 08 年 2 月项 目

全部完成
,

总投资金额为 110 7万欧元
,

其中欧方

出资 103 3 万欧元
,

中方出资 74 万欧元
。

①

二
、

欧盟项 目的管理体系与理念

欧盟的项 目管理体系发展较为完备
,

形成

了一整套管理方法和理念
,

将优秀的项 目管理

总结为具备以下核心要素的项 目
:

第一
,

明确

界定目标群体和受益群体 ; 第二
,

明确安排协

调
、

管理和财务工作 ; 第三
,

建立监督和评估

体系 ; 第四
,

确保投人大于产出
。

② 从欧盟项目

实践看来
,

以下五种管理方法构成的管理体系

较为全面地体现了欧盟项目的管理理念
:

1
.

项目构建法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
,

项 目是一次性的一组

活动
,

它具有确定的启动和截止时间
。

项 目管

理是一种现代计划手段
,

是使项 目活动按时间

进行
、

不突破预算和符合规范的管理活动
。

在

一般意义的项 目中
,

项目工作通常是由项 目团

队实施的
,

团队成员来 自各 自的工作领域
,

对

项 目主任负责
,

项目主任协调各部门参与项 目

活动
。

完成项 目目标之后
,

团队解散
,

团 队成

员转移到其他项 目或返回原工作领域
。

③ 以项 目

为基础的合作 ( P BA )
,

是一种服务于受资助国

家发展战略的合作方式
,

它要求资助方必须尊

重受资助国家的发展战略
,

以受资助国家为主

导
,

通过双方协调
,

完成报表呈递
、

预算调整
、

财务管理和政府采购等一系列项目管理必经的

程序
。

其最重要的特点是主动采用受资助国家

的社会体系
,

包括文化理念和习俗惯例
。

这就

使合作奠定在良好的互谅基础上
,

为互利共燕

奠定了思想和社会基础
,

提高了项 目的可操

作性
。

致力于在 2 0 1 0 年前使欧盟成为
“
以知识

为基础
、

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
”

的
“

里

斯本战略
” ,

是欧盟 15 国领导人 20 0 0 年 3 月

在里斯本特别首脑会议上达成的十年经济发展

规划
,

是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里

程碑
,

被誉为事关欧盟男女老幼的
“

真正的革

命
” 。

为实现
“

里斯本战略
”
的 目标

,

欧盟提

出了由研究
、

教育与创新构成的
“

知识三角
” ,

继而推出了致力于研究与技术进步的第七框架

项目 ( F 7P
,

2 0 0 7 a ~ 2 0 1 3 )
,

资助金额逾 5 0 0

亿欧元
。

根据
“

里斯本战略
”
的倡议

,

欧盟在

关注内部合作的同时
,

也将目光投向全球
。

国

际合作项 目是欧盟研究项 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

旨在加强世界对欧洲的认同和理解
,

是在尊重

不同文化与信仰基础上的合作
。

欧盟项 目便是

基于这一目的展开的合作
,

而合作的方式就是
“

项 目
” ,

因此被称为项 目构建法
,

意即通过项

目的方式推进合作
,

加强 了解
。

项 目以
“

宗

旨
”

为起点
,

针对相应地区或国家进行
“

本土

化
” ,

通过一系列项 目管理运作
,

最大化地实

现思想层面的沟通和交流
。

2
.

逻辑框架法

逻辑框架是在项 目管理中运用的重要分析

工具
,

它概括了项 目计划的各项重要内容
,

如

中国一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 目办公室
: 《中国一欧盟欧洲研

究中心项目介绍》
,

中国一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 目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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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 莉
:

评析欧盟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的管理体系与理念

总体目标和具体 目标
、

预期成果
、

实现条件
、

评估指标等
。

逻辑框架常用于基金会组织
、

非

政府组织 (N G O ) 及政府合作机构的项目管理

中
,

通常被看作为一种
“

思维助手
” ,

使复杂的

项 目信息富有条理
,

实现较好的目标管理
。

“

目标一指标一依据一前提一风险
”
的逻辑

关系
,

包含了预测和脚本两种计划工具
。

图 1

反映了项 目计划的基本过程
:

圈 1 项目计划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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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讲
,

逻辑框架是对项 目团队

预测能力及其有效性的考查
,

是基于已有环境
、

资源和条件做出的一种承诺
,

反映了项 目团队

对课题设想
、

研究方法
、

实践活动
、

宣传力度
、

发展前景等方面的把握程度
,

是组织计划工作

的重要内容
。

要求列出项 目可能遇到的风险
,

这实际上是将脚本计划纳入了预测当中
。

脚本

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采取的应对方案
。

脚本计划的目的不是预测未来
,

而是针对各种

风险行为或潜在状况制定对策
,

从而降低管理

的不确定性
。
① 由于随机事件很难预测

,

因此要

创造各种信息渠道
,

提高项 目团队的应急反应

能力
。

3
.

行动预算法

预算是一种数字性的计划活动
,

是用以对

特定活动进行资源分配的管理工具和技术
,

由

于其强制性地在组织 内推行财务纪律和结构
,

因此是重要的管理活动
。

② 行动预算从资金使用

角度体现项 目的实施步骤和预算安排
。

行动计

划确定之后
,

要投人相应的资金
,

以保证行动

的顺利运行
。

欧盟项 目在 《申请指南 》 中对合

理与不合理费用进行了严格划分
,

对固定员工

薪酬
、

作者稿费
、

汇率贬损等支出做出明确规

定
, ③ 并将行动预算的支出项分为六类

:
人员薪

酬
、

交通费
、

设备供给
、

办公耗材
、

其他服务

和管理费
。

预算是项 目申报能否通过的重要依据以及

项 目评估时的关键内容
。

各研究机构的欧洲研

究中心需要单独记账
,

进行近乎
“

全程监督
”

式的财务管理
。

在项 目执行的过程中
,

如果实

际支出与预算内容不符
,

同一预算线中的相同

支出项目数字偏差不超过 15 写的
,

可以通过口

头方式告知管理办公室
,

如果超过预算线调整

幅度超过 巧%
,

则须通过书面报告的方式向管

理办公室提出申请
,

等待管理办公室报请学术

委员会 ( AB ) 和指导委员会 ( C D ) 审批后的反

馈后执行
。

这一规定提高了欧盟项 目管理的科

学化和严谨性
,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项 目

管理和运作的效率
。

4
.

标杆比较法

标杆比较是寻求具有杰出绩效的竞争对手

或非竞争对手最佳实践的管理途径
。

项 目团队

可以通过分析
、

借鉴优秀团队经验的方式改进

自身
。

标杆比较过程一般包括四个部分
:

建立

标杆比较执行团队
、

收集分析内外部数据
、

识

别绩效差距
、

调整实施行动计划
,

最终实现达

到或超越最佳实践的目标
。

④

欧盟项 目管理办公室在 2 0 0 4 年一 2 0 0 8 年

项 目实施过程中
,

举办圆桌会议八场
,

为 17

个欧洲研究中心提供了交流管理经验
、

查找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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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不足
、

调整项 目进程的机会
,

使
“

主动监

控
”

伴随项目全过程
。

同时
,

欧盟项 目注重学

术与财务双重评估
,

对学术活动的评标注重质

量
、

效果和方式
,

对财务预算执行的评估则通

过对审计报告和财务报告的严格审查实现
。

在

圆桌会议上
,

中心主任和管理人员之间可以就

各自感兴趣的话题和无法解决的难题进行交流

和咨询
,

使最佳实践能够在相互比较和借鉴中

融会贯通
。

5
.

循环管理法

循环管理是指用
“

生命循环 ( L i fe C y e l e ) ”

的思路描述项 目任务
、

人员分工
、

岗位职责
、

决策选择等项目管理过程
。

以循环管理的角度

分析一个研究项目的发展过程
,

可以分为规划
、

论证
、

成文
、

执行
、

评审五个环节
,

可以用图 2

表示
:

三
、

欧盟项 目的管理体系与

理念评析

圈 2 项目循环 I 理示意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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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评审所肯定的内容将成为科研成果向

社会转化的重要内容
,

通过学术宣传
、

出版刊

物
、

门户网站
、

主题研讨
、

建立 网络等形式
,

确立一种长期有效的成果转换机制
,

促使项 目

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螺旋式上升
。

在项 目的

一个生命循环过程结束之后
,

通过主动自查
,

使项目研究 内容由浅人深
、

由简人繁
,

使项 目

成果为下一个项目的新选题或新角度奠定基础
,

有助于实现欧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可持续的合

作关系
。

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于现代西

方社会
,

历经百年的发展
,

已成为政治学
、

法

学
、

心理学
、

生态学
、

运筹学等多种学科相互

交叉
、

渗透的综合性学科
。

从中国古代的 《资

治通鉴》 到美国管理学家罗森布鲁姆提出多元

公共管理理论
,

管理学的发展表现出从生理向

心理
、

从单科向多科
、

从政治权威向经济权威
、

从多元制衡到市场自主
、

从公共利益到私人利

益的转换和过渡
。

①

在我国
,

管理的多元化途径研究起步相对

较晚
,

对于项 目管理缺乏系统性训练和学习
,

这是造成国际合作项 目申报
、

管理和评估进程

不畅的主要原因
。

近年来
,

随着国内对人文社

会科学的重视程度 日增
,

社科研究项 目的重要

性逐渐得到了社会认同
,

其主要原因来自以下

几个方面
:

1
.

软权力的双向提升
:

作用与反作用

应当承认
,

与欧盟进行合作的过程也是中

国逐步加人国际制度的过程
,

是一个不断发现

自身不足
、

弥补自身缺失的过程
。

吸收外来教

育援助的合作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
,

这其中既

有机遇
、

也有挑战
。

据统计
,

在二战结束后的

60 年间
,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受援国之一
。

中

国接受过来 自不同渠道和不同种类的外来援助
,

流人中国的外援从数额上看远远低于外资
,

但

是其影响力却不亚于外资
。

原因在于
,

外援活

动不限于经济领域
,

在援助原则和方式中凝聚

了援助者的国力
、

社会力和文化力
。

②

在欧洲一体化曲折前行的过程中
,

通过对

外援助提高自身软权力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

但我国目前的受援经历不断证明
, “

以我为主
”

的中国发展模式不但没有削弱我国的文化影响

力
,

反而在合作中有利于中国文化元素为欧洲

丁煌
:

《西方行政学说史》
,

武汉大学出版社 2 007 年版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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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弘
、

张浚
、

张敏
: 《外援与发展

:

以中国的受握经骏为

例 》
,

《欧洲研究》 200 7年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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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莉
:

评析欧盟国际合作研究项 目的管理体系与理念

人所知
,

并成为项 目管理人员能否做好协调工

作的重要指标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软权力的提

升是双向的
。

2
.

基于现实问题的研究
:

投人与产出

在欧盟对
“

项 目
”
一词的界定 中

,

有这样

一个要素
:

确保投人大于产出
。

与这一要素相

关的假设应当是
:

社会科学的高投人可以创造

出超值的高产出
。

项 目的投人与产出之间存在

着一定的数量关系
。

科学研究的基本假设是 y 一

f ( x )
,

其中 y 是因变量
,

是结果
, x 是自变

量
,

是原因
。

① 从事一项社会科学研究
,

必须要

有好的理由
,

既不能为研究而研究
,

也不能急

功近利
。

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一步
,

是确定

研究的问题
。

好的研究 问题不是凭空产生的
,

而是茬了解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通过对社会现

象的认真观察和综合分析得出的
。

② 在财力允许

的范围内
,

具有社会意义的现实选题投人越大
,

风险越小
,

产出越高
。

由于社科知识的特殊性
,

项目研究成果还能够带来难以直接量化的社会

影响和思想变革
,

这种精神附加值是对项 目投

人的超值回报
。

正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
,

欧盟不断推出了

七个框架项 目
,

并将科研
、

教育
、

培训看作是

欧洲一体化建设进程不可缺少的维度
。

在欧洲

一体化建设的进程中
,

能够在持续不懈的努力

中促进一体化理念推广开来的
,

正是教育
。

③ 欧

盟是较早发现社会科学研究及转化重要性的地

区之一
。

20 世纪 60 年代初
,

美国管理学教授彼得
·

德鲁克博士首先提出了知识工作者和知识管理

概念
,

指出
,

知识社会中最基本的经济资源不

再是资本
、

自然资源和劳动力
,

而是知识
。

知

识管理的基本精神是通过知识分享
,

使组织和

个人得以进步
。

传统意义上的信息并不代表知

识
,

只有通过有效的管理使知识得以分享
,

才

能使各种形式的知识最终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

④

据美国大学技术管理协会 ( A U T M ) 的资料显

示
,

至 2 0 0 5 年为止
,

美国全国 3 3 7 6所大学的科

研成果创造了高达 335 亿美元的经济效益
。
⑥ 从

这个意义上讲
,

人文社科研究项 目的价值并不

仅限于预算表格中的货币数字
,

而更多体现在

其研究成果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力
,

这种影响力

是观念性的
,

对各项社会事业起到指导作用
。

3
.

管理永续发展
:
方法+ 网络 + 交流

欧盟项目实施的四年中
,

近 4 00 名从事欧

洲研究与教学的中国学者
、

教师
、

研究生前往

欧洲学习和考察
,

17 个欧洲研究中心组织了约

10 0 次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
,

出版专著 50 多部
,

发表论文 100 多篇
,

资助建立了社科院和复旦

大学两个欧洲研究图书馆
,

对中国欧洲学会网

站和数据库建设提供了帮助
,

促进了中国的欧

洲学研究
。

由此
,

我们可以发现三个有利于社

科研究永续发展的内容
。

第一
, “

方法
”
可持续

。 “

项 目构建法
”
强

调尊重被资助国家的发展战略
、 “

逻辑框架法
”

引人预测和脚本技术
、 “

行动预算法
”

中的监督

与评估
、 “

标杆比较
”
中的最佳实践与主动监

控
、 “

循环管理
”
中的生命循环理念

,

都是使合

作项目能够顺利发展和有效执行 的重要保证
,

可以在实践的过程中日臻完善
,

形成项 目管理

的方法系统
。

第二
, “

网络
”
可持续

。

这里的网络一方面

是指由项 目支持所建立的门户网站
,

另一方面

是指通过项 目建立的人脉网络
。

门户网站是重

要的信息平台
,

可 以作为研究问题进展的动态

显示工具
,

不断更新学者最新研究成果和相关

学术活动
。

人脉 网络是一种人力资源数据库
,

对未来进行业务咨询
、

联合研究
、

学术交流都

是重要的人力储备
。

进人该网络的人员会逐渐

培养身份认同
,

形成项目管理的网络系统
。

秦亚青
:

《权力
·

制度
·

文化
:

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

集 》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肠 年版
,

第 2 46 页
。

王利姗
: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情况

考察》
,

《国外社会科学》 2 0 03 年第 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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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浙生
:

《台湾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改革当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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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研

究》 2 0 0 5年第 2 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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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

交流
”
可持续

。

项目的结束意味着

交流的开始
。

组织机构之间的学术交流
、

教师

与学生之间的知识交流
、

学者团队之间的经验

交流
、

项目成员之间的成果交流
、

管理人员之

间的总结交流等
,

都为新的合作进行酝酿
,

为

新的管理
“

途径
”
和新的

“

网络
”
资源开辟新

的路径
,

形成富有生命力的交流系统
。

方法系统
、

网络系统和交流系统是组成项

目循环管理宏观系统的三个子系统
。

在这个系

统中
,

研究者与实践者相互沟通
,

发现者与管

理者密切合作
,

知识的分享与传承才可能实现

从
“

加法
”

到
“

乘法
”
再到

“

乘方
”

的飞跃
。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对人文社会科

学的重视
,

相信在未来的国际合作研究领域中
,

会看到更多中国学者活跃在国际舞台上 ; 在项

目规则的制定过程中
,

会有更多中国管理者的

主张和建议被采纳
。

这不仅是应对知识爆炸时

代的策略
,

而且是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战略性

选择
。

本文作者
:
外交学院科研处助理研 究员

、

法学硕士
,

外交学院中国一欧盟欧洲研

究中心项 目 ( ES C P ) 管理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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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选萃

清末民初报人对新闻自由的认识
余亚莉

毕业于兰州大学新闻学院的硕士余亚莉在 《清末民初报人对新闻自由的认识 》 一文中指出
:

清朝末年
,

中国的

报业进人了近代化时期
,

随着中西交流的加强
,

西方的思想被介绍到中国
,

影响了一代先进的知识分子
,

这其中就

包括新闻自由思想
.

正在寻觅救国出路的知识分子们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振奋和热情
,

一方面他们将新闻自由的思想

广为传播
,

另一方面通过办报身体力行
。

在这个过程中
,

他们具有了报人的身份
.

然而
,

西方的新闻自由思想产生

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

在社会条件迥异的清末
,

新闻自由理念很难在短期内落地生根
。

理想化的将其付诸实践
,

必

定和社会现实发生激烈对抗
.

同时
,

先进的知识分子虽然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教育
,

但他们脱胎于封建士大夫阶层也

是不能回避的事实
。

因此
,

一方面
,

他们有传播新思想的愿望
,

另一方面
,

他们又难以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
。

在实

践新闻自由时难免新旧肠杂
,

使新闻自由在中国的土地上呈现出特殊的表现
。

(马光 摘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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