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陋织的作肺能力发 ＩＴ

——

以东南非社科组织 为例

【埃塞俄比亚 】 阿比亚 ？ 丹尼 尔 ？ 安姆巴特乔

【 内容提要 】 本文 介 绍 了 东 部 与 南 部 非 洲 社 会 科 学 组 织 的

历 史及其在 非 洲 实 施 的 研 究 项 目 , 并 对这 些 研 究 项 目 的 效 果

进 行 评 价 与 分析 , 认 为 这 些 项 目 改善 了 所 在 地 区 的 生 存 状况

与 生 活 水 平 , 并 对 东 南 非 社会 科 学 的 发 展 起 到 积 极 的 促 进

作 用 。

【 关键词 】 东南 非社科 组 织 ； 资助项 目
；
影 响

【
作 者 简介 】 阿 比 亚 ？ 丹尼 尔

？

安 姆 巴 特乔 (
Ａｂｉ

ｙ
ｅＤａｎｉｅ ｌ

Ａｍｂａ ｔｃｈｅｗ ) , 东南 非社会科 学研 究 组 织 发行 与 推 介部 主任 。

－

东部与南部非洲社会科学组织简史

非洲社会科学研究组织 (
ＯＳＳＲＡＳ ) 于 1 9 8 0 年成立于埃塞俄 比亚拿

撒勒
,
是非洲最大的研究和宣传网络之一 ,

因其逐步扩大到南部非洲 , 其

名称亦改变为
“

东部和南部非洲的社会科学组织
”

(
ＯＳＳＲＥＡ

, 简称
“

东

南非社科组织
”

) 。 多年来 , 它已取得大量具有 突破性 的研究成果 ,
并对

＊ 此文为阿 比亚 ？ 丹尼尔 ＿ 安姆巴特乔 ( Ａｂｉ
ｙｅＤａｎ ｉｅｌＡｍｂａｔｃｈ ｅｗ ) 在第 一届 中非 智库论坛 上

提交的发言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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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政策和发展举措产生了积极影响 。 其针对非洲之角 国家进行的干旱畜

牧项 目 是其标志性项 目 之一
, 内容涉及技术转让 、 参与式行动研究 、 为当

地社区在牲畜保健和本土知识的传播方面进行能力建设 。 该项 目 已经改变

了 东非之角 的生活水平 、 生存状况和畜牧业质量 。 正在乌干达积极投身于

实践活动的一位科学家最近被乌干达总统授予创新奖 。 同样 , 在 冲突研

究 、 贫困问题研究和艾滋病研究 中 , 该组织也取得了类似的成就 。 东南非

社科组织最大的优势是 它在东部和南部非洲 的 2 4 个 国家设立 了联络处 ,

并在这些国家展开了业务 。 这 2 4 个国家包括安哥拉 、 博茨瓦纳 、 布隆迪 、

吉布提 、 科摩罗群岛 、 厄立特里亚 、 埃塞俄比亚 、 肯尼亚 、 莱索托 、 马达

加斯加 、 马拉维 、 毛里求斯 、 莫桑 比克 、 纳米 比亚 、 卢旺达 、 塞舌尔 、 索

马里 、 南非 、 苏丹 、 斯威士兰 、 坦桑尼亚 、 乌干达 、 赞 比亚和津 巴布韦 。

总之
, 其业务范围已经覆盖整个东部和南部非洲 。

东南非社科组织在其 2 0 1 1 

— 2 0 1 5 年战略计划 中提出 了 以下 的愿景 、

使命和 目 标 。

愿景 ： 不但成为
一

个创造和传播社会科学知识的优秀研究 中心 ,
而且

成为将社会科学研究与东部 、 南部非洲 的公共政策和实践结合起来的优秀

社会科学中心 。

使命 ： 通过提高东部 和南部非洲社会科学家 的能力并询 他们提供机

会 , 丰富非洲研究传统 , 以应对国家和地区方面的挑战与机遇 。

目标 ： 加强非洲学者的能力 , 为非洲学者提供机会 , 从而引导社会科

学研究和促进非洲 的研究传统 ； 为非洲 的研究人员 、 学者和决策者之间的

对话 、 合作和协调提供便利 , 以加强政府政策和社会 科学研究之 间 的衔

接 ； 提高东南非社科组织的知名 度 。

二 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关系的历史回顾

1 9 6 4 年周恩来访问埃塞俄 比亚
；

1 9 7 0 年中 国与埃塞俄 比亚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

1 9 7 1 年海尔 ？ 塞拉西皇帝对 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

1 9 7 3 年中 国在埃塞俄 比亚建设主干公路
；

2 0 0 0 年埃塞俄 比亚和 中 国共同主持中非合作论坛 。





民 间组织 的作用 和能力发展 2 2 9

三 中国在与东南非社科组织交往中的作用

透过东南非社科组织的战略计划
,
我们可 以看到 , 东南非社科组织和

中国智库在东部和南部非洲社会科学 问题研究方面的 合作方式 主要有研

究 、 培训和 出版三种 。

(

一

) 研究资助项 目

东南非社科组织主要通过青年学者研究资助 、 高级学者研究资助 、 休

假研究资助和博士后奖学金科研资助四种方式促进研究和提高研究能力 。

1
． 青年 学者研究资助

青年学者研究资助既涵盖社会科学研究 ,
也鼓励青年学者从性别角度

进行这些领域 的研究 , 从而提高不同大学中青年学者的研究能力 。 此项资

助的设立基于以下认识 ：

社会科学研究资助的 目 的在于使本地区的青年学者通过独立研究 , 丰

富其研究经验 , 加强其学术机构的研究能力 , 并创建出能够应用于政策制

定 以及教学科研方面的知识 。

性别问题研究资助的 目 的在于鼓励青年学者进行有助于解释和理解发

展中的性别问题的研究 , 并为决策 、 教学 、 科研方面在主流性别问题方面

积累资料 。

2 0 0 4
—

2 0 1 0 年 , 共有 1 3 3 位来 自 东部和南部非洲 的年轻学者得到资

助 , 进行社会科学和性别问题研究 ( 参见表 1 和表 2
) 。 在这期间 ,

4 4 ％

的受资助者是女性 , 其余 5 6 ％ 为男性 ( 参见表 3 ) 。

表 1
一

般社会问题研究资助的专鼸分布

序号主要专题领域研究项 目数量

1艺术和语言


1



2冲突和战争 1

3信仰 、 价值观、 本 土知识和实践


6



4民主 、 良政 、 人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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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主要专题领域研究项 目数量

经济政策 、 经济活动 、 发展模式 、 企业管理 、
社会转型 、 经 8

济
一

体化 、 撖小型企业 、 减贫

6教育和培训


6



7环埦 、 自 然资源 、 气候变化


2 1



8民族 、 种族和宗教 问题
1

9两性关系 、 妇 女角色 、 妇女权利 、 性别暴力


5



1 0健康 问翅 、 艾滋病毒 ／艾滋病 、 生殖健康 等


1 1



1 1人 口 增长 、 移民 、 国内流离失所者 、 舨卖人 口 等


2



总计 6 6

表 2



性别问埋研究资助的专闻分布
序号主要专题领域研究项 目数量

1信仰 、 价值观 、 本土知识和实践 2

2民主 、 良政 、 人权 3

经济政策 、 经济活动 、 发展模式 、 企业管理 、 社会转型 、 经

济
一

体化 、 微小型企业 、 减贫

4教育和培训 3

5环境和 自然资源 2

6民族 、 种族和宗教 1

7財政和市场 问题 1

8两性关系 、 妇女角色 、 妇女权利 、 家庭暴力 、 性别暴 力 2 7

9健康问题 、 艾滋病毒 ／艾滋病 、 生殖健康 1 9

1 0信息和通信技术 、 网络 电子通信 、 大众传媒 1

1 1人 口 增长 、 移民 、 国内流离失所者 4

1 2城市化
、
城市土地管理 、 住房问题等 1

总计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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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受资助年份和性别统计 ( 2 0 0 4
—

2 0 0 9 年 )

2 0 0 4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9

分类
 



1

  

男 女 总计 男 女 总计 男 女 总计 男 女 总计 男 女 总计

性别问题 81 2 2 0 6 9 1 5 8 7 1 5 5 7 1 2 1 4 5

社会科学 1 5 5 2 0 1 1 4 1 5 9 6 1 5 9 3 1 2 3 1 4

总计 2 31 74 0 1 71 3 3 0 1 7 1 3 3 0 1 4 1 0 2 4 4 5 9

2
． 高级 学者研 究资助

2 0 0 1 年开始了第二类项 目
——高 级学者研究资助项 目 , 中 国智库可

以参与此类项 目 , 高级学者研究资助项 目 的 目 的是 ： (

1
) 保持本地区非

洲社会科学家的能力和防止人才外流 ； (

2
) 对 高级学者从事的 咨询工作

和高质量研究活动的贡献从政策相关性和学术重要性方面重新定位 ； (
3

)

开展与 国际标准相
一致 的研究 。

高级学者研究资助项 目共资助了 2 6 位成功的 申请人 。

在评估此类项 目受资助者的性别时发现 , 自 2 0 0 4 年以来 , 自 2 0 0 4 年

以来 , 在每年度的 申 报中 , 除了
2 0 0 7 年女性 占受资助者 的 4 0％ 以外 , 女

性受资助者所 占 比例始终在 1 0 ％

—

1 5 ％ 之间 。

高级学者研究资助项 目 的中心议题集中于艾滋病问题 , 其次是经济发

展 、 减贫 、 移 民和难 民问题 。

3 ． 休假研究资助

休假研究资助始于 2 0 0 4 年 。 其 目 的是 ： (
1

) 为本地区 的科研机构和

大学 的进行休假学者们提供资助 , 从而提髙他们在该地区的教学和科研能

力 ；
( 2 ) 为非洲学者在非洲进行研究提供机会 ,

也鼓励他们进行南南合

作 ；
( 3 ) 促进本地区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文化合作和学术交流 。

在 2 0 0 4 年组织的休假研究资助共有 1 9 名 申请者获得资助 。

自 2 0 0 4 年以来 , 获得休假研究资助 的女性在获得资助总人数中 的 比

例超过了
2 6 ％ 。 3 2 ％ 的受资助者来 自 埃塞俄 比亚 , 其 次是肯尼亚 、 南非

和津 巴布韦 。

休假研究资助项 目 的领域涉及一般研究以及教育问题 、 历史问题 、 移

民 问题 、 难 民问题等方面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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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博士后 奖 学金科研资助

博士后奖学金科研资助亦始于 2 0 0 4 年 , 其 目 的是 ： (
1

) 保持本地区

内外 的教学和科研能力 ： (
2

) 为非洲 的年轻博士提供机会 , 促使其深化

自 己 的研究 , 并进一步深化其专业领域的 知识 ； (
3

) 促进本地区 的学术

交流 , 加强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学和研究能力 。

迄今为止 ,
已经有 2 0 个符合条件 的 申请者获得 了博士后奖学金科研

资助 。

获得这项资助的女性 占 4 0％
, 大多数获得 资助者 (

5 5 ％
) 在 申请资

助时都是讲师职称 。 当我们统计本地区受资助者的地域分布时 , 发现受资

助者来 自 6 个国家 , 其中肯尼亚的 占 4 0 ％
, 其次是南非 的 , 占 2 0 ％ 。

博士后奖学金科研资助项 目 获得资助者的研究课题的涵盖范 围很大 ,

其 中约 3 0％集 中在教 育问题 , 其次是性别问题 、 卫生问题 、 自 然资源管

理 问题 。

回顾上述资助制度 , 笔者认为在继续支持高层次的研究机构时可以尝

试新方法 , 或者设计不 同的资助形式 , 使用不 同的资助方法 。 这种方法的

最大益处是 ,
项 目 的最终成果有助于为整个非洲大陆的学术研究提供研究

资料 。 当然 , 从东南非社科组织的 战略计划来看 , 东南非社科组织正在形

成对研究群体的类别加 以确定的趋势 , 并且正在涉入
一

些感兴趣的专题研

究领域 , 来 自 中国 的合作伙伴也可以参与其 中 ,
这些领域包括 ： 就业和移

民 ； 社会政策和社会发展 ； 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性别 问题 ； 自然资源和农

村发展 ； 治理和冲突管理 ( 参见表 4
) 。

表 4专埋研究领坺的髙级学者 , 休假学者和博士后研究的受资助者

资助项 目

序号研究主题


 总计
高级研究 者 休假学者博士后

1冲突与人类安全一

 2 1 3

经济 发 展 、 减 贫 、 贸 易与 区
2 4 1

 6 1 1

域一体化

3教育 1 5 2 8

4食品安全 1一＿ 1

5性别 2— 3 5

6卫生 6 1 3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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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Ｉ资助项 目

序号研 究主题
＾ ＾

总计



高级研究者 休假学者博 士后

7历史 3 3 2 8

8语言 3 2
—

5

9移 民和难民 4 3
－

7

1 0自 然资源管理 和环境问题 2 1 3 6

其 他
,

包 括 公共 设 施 服 务 、

1 1 1 2
—

3

文化 、 法律

总计 2 7 2 0 2 0 6 7

东南非社科组织通过青年学者研究资助 、 髙级学者研究资助 、 休假研

究资助和博士后奖学金科研资助四 种方式促进研究 的深人和提高研究能

力 。 到 2 0 0 9 年为止 , 共资助 6 7 5 名 研究者 ( 参见表 5
) 。

表 Ｓ研究资助种类及受资助者总数

受 资助人数
受资助研究者的种类




青年学者研究资助


性别 问题的研究资助 ( 1 9 8 9
—

2 0 0 9 ) 1 5 0 1 1 52 5 2 9 0

社会科学研究资助 ( 1 9 8 8
—

2 0 0 9 ) 5 32 3 38 2 9 4

靑年学者的总数 2 0 3 3 4 83 3 5 8 4

博士后奖学金科研资助 ( 2 0 0 4
—

2 0 0 9 ) 8 1 2 2 0

休假式研究 资助 ( 2 0 0 4
—

2 0 0 9 ) 61 4 2 0

高级学 者的研究资助 ( 2 0 0 1 

—

2 0 0 9 ) 1 0 4 1 5 1

总数 ( 所有类别 )



6 7 5

( 二 ) 培训

中 国的智库和东南非社科组织合作 的第二个领域是培训工作 , 东南

非社科 组 织 进行 了 研 究 方法 、 性 别 问 题研 究 和 博 士三 个 区 域 的 培

训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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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研究方 法培训

自 2 0 0 0 年 1 0 月 以来
,
东南非社科组织每年都举办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的培训课程 。 课程涵盖主题有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思想 、 社会科学研究的道

德 问题 、 主流性别与环境问题 、 社会科学研究议题的开发 、 研究方法和构

想 的选择 、 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与管理 、 研究报告的写作 。 为此 目 的 ,
已经

出版的三本著作提出 了培训的各种模式 。

由 于对培训项 目 的需求很髙 , 东南非社科组织实施了一次区域级别的

培训 , 并在会员 国 中实施了许多次 国家级的培训 。 大多数参与这些培训课

程的学者在科研 中作用 明显提高 ,
证明 了这些培训项 目是成功的 。 事实上

一些 申报者成功地获得 了青年学者科研资助之类的资助 。

2
． 性别 问題研究培训

性别问题研究培训一直是东南非社科组织进行的一个重要培训领域 ,

此项培训开始于 2 0 0 5 年 , 其 目 标如下 ： (
1

) 在性别 问题的背景下增加对

性别观点主流化的认识
；

(
2

) 把这个培训项 目 作为处理性别权力 失衡和

全面关注性别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 。

性别问题研究培训主要针对大学的员 工 、 研究人员 、 教辅人员 、 高级

管理人员 以及性别问题专 家 , 专注于传授知识 , 以便更好地理解性别概

念 、 性别分析框架 、 性别观点主流化工具 , 进行性别财政预算 。

在 2 0 0 5 年和 2 0 0 7 年之间 , 东南非社科组织共举办 3 次区域级培训 。

大部分参与者为女性 , 占 7 0 ．
4 ％ 。

2 0 0 9 年 , 在卢旺达和坦桑尼亚组织了

第一次 国家级培训 , 每个国家有 2 5 个参与者 。

东南非社科组织 自 2 0 0 0— 2 0 0 6 年组织 的研究方法训练项 目 , 获准参

加者为 2 4 2 人
； 该组织 自 2 0 0 5— 2 0 0 8 年组织 的性别 问题培训项 目 , 获准

参加者为 5 4 人 ( 参见表 6 ) 。

表 6区域级培训课程的 申请人与参加者的数量



研究方法训练项 目


性别 问题培训项 目


年份串请者获批 准者和受益者

＿

年份中请者获批 准者 和受益者

2 0 0 0 1 5 62 8 2 0 0 5 3 9 9

2 0 0 1 1 8 4 3 1 2 0 0 6 1 0 4 1 3

2 0 0 2 1 2 4 3 4 2 0 0 7 4 3 1 5





民间组织的作 用和能力发展 2 3 5

续表

研究方法训 练项 目性别问题培训项 目

年份申请者获批准者和受益者年份申请者获批准者和受益者

2 0 0 3 2 2 0 3 4 2 0 0 8 5 1 1 7

2 0 0 4 2 4 5 3 5

2 0 0 5 1 8 6 3 9

2 0 0 6 1 7 8 4 1

总计 1 2 9 3 2 4 2总计 2 3 7 5 4．

3 ． 东 部和 南部非 洲 的 社会科学研究 学校项 目
(
ＲＥＳＳＥＳＡ

)

此项 目的出 台是为 了使研究方法培训更集中针对被选出来的
一些大学的

博士生 。 东部和南部非洲 的社会科学研究学校项 目 的 目 的 , 是让大量来 自 东

部和南部非洲的博士生探讨那些有障碍的问题 , 从而为本地区培养出 数量众

多的高品质博士毕业生 。 它可以形成研究方法方面的专家库和合格的导师库 ,

这些专家和导师可 以与其学校的其他老师合作开设课程 。 此项 目 也资助学生

进行田野调査 。 还将建立一个非洲社会科学论文与课题数据库 , 以便于研究

人员査阅 。 它也组织研讨会使学生共同讨论 自 己 的研究成果 、 相互检视各 自

的工作 , 并得到导师和决策者对他们工作的评议 。 还支持将研究成果与论文

以简报 、 期刊文章和书籍的形式出版 。 在与东非共同体的尼雷尔和平研究中

心的合作中 , 此项 目 资助了
“

和平条件创造
”

和
“

战时经济稳定
”

的研究 。

表 7东南非社科组织在专鼸领域的出版物 ( 1 9 8 5
—

2 0 1 0 年 )

专题领域出版 的数量

艾滋病和性别问题


3 3



自 然资源的管理 ( ＮＲＭ ) 、 农业和环境 3 3

非洲 冲突 、 移民 、 和平


1
0



良政 、 民主 、 人权 9

干旱 、 畜牧项 目 (
ＤＨＰ

) 和畜牧业 1 2

减贫战略 ( ＰＲＳＰ ) 1 2

贸易 、 投资 、 经济发展 1
2

其他
 3 4

总计 1 5 5



2 3 6 非洲研究


( 三 ) 出版和宣传

中国智库和东南非社科组织合作的最后一个途径是出版领域 ,
双方既

可以共同 出版研究成果 , 也可以各 自 出版研究成果 。 东南非社科组织拥有

很多 出版物 ( 参见表 7
) 。

东南非社科组织除了资助 出 版外 , 还有声誉 良好的杂 志 《 东非社会

科学研究评论》 ( ＥＡＳＳＲＲ ) , 这本杂志
一

年出 版两期 ； 另 外 , 《东南非社

科组织公报 》
一

年 出 版三期 。 中 国智库和东南非社科组织 可 以在有关非

洲和中 国问题的高质量著作出版方面通过机构之间 的联合出版 、 出版鼓励

更多对话的政策简报 、 网络联结和宣传等方式进行合作 。

( 刘 云 、 郑雯译 〉

( 责任编辑 ： 赵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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