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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 

对于旨在改善小农户生计的农业发展项目，应该充分保证小农户全面参与项目的制定、实施和评估
过程。通过纳入系统的小农户反馈机制，农业发展项目才能更具针对性、更受到小农户欢迎，真正
做到可持续性发展。通过过去几十年的研究和论证，农业发展项目已经从“自上而下”模式（在此类项
目中，小农户只是捐助方主导的被动“受益人”）转变为“参与共管”模式（在此类项目中，小农户成为
改善自身生计的主导者）。在新的模式下，小农户和项目实施机构携起手来，共同学习并对结果共
同承担责任。项目成功与否，各方皆负有责任，实施机构负责向小农户确保项目可以带来切实利
益，而小农户和社区应负责承担并同意其在项目中应起的能动作用。系统化的反馈沟通是保证农业
发展项目成功的关键。虽然在该领域已经有不小进步，但保证小农户真正参与农业发展项目仍然是
一项挑战。如我们盖茨基金会等在内的捐助方，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与非洲和南亚的农村
社会存在隔阂，缺少简便有效的沟通反馈机制让我们难以听到小农户的立场。目前，接受捐助方无
论是政府、企业还是非盈利性机构，仍是在向捐助方负责，而不是向他们所服务的小农户负责。为
了大幅提高当地社区小农户对项目的接受和参与，我们需要有更佳创新的方法获得小农户的反馈并
确保这些反馈可以系统性地纳入项目的设计和完善。 

阻碍： 

要想在农业发展项目所涉及的各方之间建立更好的反馈和问责机制，还需解决若干挑战： 
 

1. 反馈机制 –  

• 覆盖率和成本 – 由于通讯覆盖的成本高，与小农户，尤其是偏远地区农村贫困人群进行及时

交流沟通的规模依然是有限的。无论是对寻求反馈的项目捐赠方、实施机构，还是对于希望

给予反馈的小农户，成本都很高； 

• 代表性 – 小农户数量众多，个体特性强，他们的实际经济、社会、人口、环境和行为情况千

差万别，很难找出准确的代表性。 

2. 评估 – 农业发展项目中的各方责任以及可持续性很难进行精确评估，尤其是很难全面找出并精确

分析影响这些维度的影响因子，目前的结果评估方法主要关注项目影响，以及物质上和技术上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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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对受益成员——小农户的价值观和行为改变缺乏关注（比如询问受益人对项目设计、执行以

及结果的看法和评价）。 

3. 机构应对措施：项目实施机构很难有效地将各种反馈信息及时应用于新的项目方案或完善既有项

目。对于需求独特且不断变化的女性小农户，滞后的应对措施让评估和了解项目对她们的真实影响

变得更加困难； 

4. 经验学习：发展项目常常几经成败，最后才能形成一套最佳模式。大多数执行机构都没有建立在

反馈机制之上的经验学习和分享机制，此外，大部分资助的项目周期都不足支持类似的经验学习与

分享。 

5. 激励机制：大多数机构无法积极回应农民反馈和诉求的原因在于，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应对

有来自捐助方和其他方的压力，这些压力包括 a) 需要项目“按部就班”顺利进行；b) 可以在短期能见

到成效，不注重长期投入；c) 项目实施成本低；以及 d)不要把已经非常复杂的项目变的更复杂。 

挑战： 

本挑战旨在通过征集新颖的方案，以帮助和促进农业发展项目建立有效的反馈和问责机制。我们期
待在项目的各个阶段都能及时听到受益人的反馈。您提交的方案应针对以下一个或几个领域：  

1. 贯穿农业发展项目各个阶段、用以提高受益人——小农户的反馈机制，以及能让社区充分参
与项目的新做法/机制； 

2. 您所在的机构正在使用的对受益人反馈进行评估的方法。您提交的评估方法应证明贵机构如
何通过学习受益人的反馈改进项目，学并积极与其他方分享这些经验； 

3. 改进现有反馈机制的方法，如：定期、透明、快捷地公开受益人反馈的新做法；以及 

4. 应用数字技术有效的降低沟通成本的新方法 

我们期待的方案： 

提案必须紧密切合盖茨基金会的农业发展计划以及： 

• 提出一个明确且可检测的改善农业发展项目反馈和问责机制新设想； 

• 可持续地降低小农户反馈和问责机制的成本； 

• 增加反馈频率（至少每月或每季反馈一次）； 

• 证明反馈机制 可以帮助农业发展项目做出更明智的决策，特别是解决女性小农户不断变化与
独特需求方面切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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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组织机构和社区/农村学习；以及 

• 可以针对于特定规模、特定地区、特定需求的项目和机构 

提案必须 (i) 将小农户的需求和反馈纳入方案设计；(ii) 展示小农户的反馈如何影响项目实施；以及 

(iii) 展示小农户如何对实施机构和项目的成绩进行评估。提案必须包含一个模型，说明如何建立起捐
助方 – 实施机构 – 受益小农户之间的反馈和责任关系，它不仅可以定量评估项目的物质和经济成
绩，还可以定性评估该项目在对社区和受益人观念以及人类福祉方面的提升。提案中应包含一段设
想如果进入第二阶段后大致发展方向的描述和可持续发展计划。 

我们会考虑资助的提案如： 

• 在农业发展项目的各个阶段（设计、实施、评估）都可以提高受益人反馈以及呼声，或者可
以增加受益人对项目实施机构评价力度的创新方法和技术（如：开发能够降低受益人反馈和
沟通成本的手机软件和测试等）； 

• 鼓励多向问责（捐助方– 实施机构– 受益人）的创新方案，包括记录和公开所有反馈的最佳
做法； 

• 能够展示受益人的反馈如何影响实施机构和其他合作方决策的方案； 

• 补充现有系统的举措，以提高受益人的反馈产生的影响，提高实施机构接受受益人评估和考
量的积极性， 

• 适用于非盈利性组织以及盈利性组织，可以增加受益人反馈、促进学习氛围、确保向下负责
的创新应用研究 

以下提案恕不考虑： 

• 与我们所关注地域（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内的农业发展和小农户没有直接关联的提案。 

测试项目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但是解决方案必须能造福盖茨基金会农业发展项目的重
点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或南亚地区）; 

• 目标不明晰却无法检验的假设，以及缺乏评估指标的提案； 

• 传统的市场调研方法； 

• 没有显著降低成本的传统社区动员和反馈方法； 

• 没有展示改善问责机制的提案（必须具备有效的监控评估）； 

• 需要长期资金投入的模型； 

• 理论研究； 

• 相关成功指标不能在探索大挑战第一阶段奖金范围内（18 个月 10，0000 美元）证实的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