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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反馈及问责系统  

创新 

 

探索大挑战第十三轮 

2014 年 3 月 

  

机遇：  

小农户应在制定、实施和评估旨在提高其生产力和生活的项目上发挥积极作用。当农业发展
项目纳入系统的农民参与和反馈时，就会目标更明确、更便于在当地拥有，因此可持续性更

强。在过去几十年中，逐步形成了若干方法和研究方法论，将“自上而下”的项目（在此类

项目中，农民只是捐助方主导计划的被动“接受方”）转变为旨在造福农民的共管项目（在

此类项目中，农民是“主导者”或积极的“受益成员”）。虽然做了这么多工作，但农民真

正参与农业发展项目仍然是一项挑战。盖茨基金会之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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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简便的方法收集信息并与小农户沟通。接受捐助

方无论是属于公共机构、私营机构还是非政府机构，最终向提供资助的捐助方负责，而不是
向他们所应服务的农民负责。小农户和实施机构应携起手来，共同学习并共同对成果负责。

问责应是多向的：实施机构应向农民负责确保项目带来效果，而农民和社区应负责承担其同

意在项目中所起的作用。系统化反馈流通渠道是各方建立问责制的关键。为了大幅提高农业

计划在当地的拥有程度和效率，需要有新颖的方法获得反馈并确保其系统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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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还需解决若干挑战： 
 

1. 组织机构回应：  

 

即便收集了农民反馈，组织机构也很难有效地利用这些信息做出项目或组织机构决定。对于

需求独特且不断变化的女性农民，要证明对她们的真实影响更加棘手； 

 

2. 从经验中学习：  

 

发展过程常常几经成败，然后才能形成有助于组织机构设计更好的计划和做法的模式。大多

数组织机构没有现成的学习过程，以在反馈系统中建立和传播最佳做法，大部分资助项目周

期不够长，不足以有这样的学习。  

 

3. 激励系统：  

 

大多数组织机构并不积极回应农民诉求，这是因为他们有来自捐助方和其他方的压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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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 a) 展示项目“按部就班”进展，没有问题；b) 展示短期见效，而不是长期投入；c) 保

持成本低廉；以及 d) 不给本已复杂的发展工作添麻烦。 

 

4. 反馈机制：  

 

 取得联系/成本 – 对实施机构而言，与偏远的农村小农户定期交流的成本非常高昂，

这些小农户往往难以取得联系。无论是对寻求反馈的机构，还是给予反馈的小农户，

成本都很高； 

 代表性 – 小农户包括大量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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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衡量：  

 

很难衡量“问责制”和“可持续性”，且很难找出并分析影响这些问题的因素。衡量方法常

常注重影响评价，侧重物质上和技术上的改进，而不是价值观和行为的改变（即：询问那些

社会变革的受益人群，他们对计划、执行和结果有什么看法）。 

挑战：  

本次征集旨在征求新颖的方案，以对农业发展计划建立有效的反馈和问责系统。我们期待在
项目的各个阶段都能听到农民呼声的工具或方法。您的提交材料应针对以下一个或几个类

别：  

 改进现有组织机构反馈做法的系统，如：定期、透明、方便、公开地提供农民反馈的

新做法；  

 您或您所在组织机构采用的评估现有反馈做法的系统。这种评估应证明机构如何从受

益农民的反馈中学习以及如何与其他方分享这些做法； 

 贯穿项目各个阶段、用以提高受益成员反馈和/或能让社区对计划或利益相关方负责

的新做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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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 

 就所提创新将如何改善反馈和问责，提出一个明确且可检验的设想； 

 可显著降低农民反馈和问责系统的成本； 

 增加反馈频率（至少每月或每个季度一次）； 

 证明反馈在做出更明智决定方面的有效性；特别是解决女性小农户不断变化的独特需

求； 

 促进组织机构和社区学习过程；它不仅要考虑代表项目成功的标准物质/经济衡量指

http://www.gatesfoundation.org/agriculturaldevelopment/Documents/agricultural-development-strategy-overview.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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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还要考虑该项目在人类身心健康贡献方面的定性指标； 

 适用于不同规模的各种项目、组织机构、当地情况、地区和地域； 

 展示农民的需求和看法是方案设计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将影响项目各个阶段的

发展和管理； 

 说明如何收集农民的反馈、谁会使用这些信息/反馈，以及这些信息会被如何使用

（而不仅仅是提及您所设计的技术平台）； 

 包含一段描述第二阶段大致情况和可持续发展所需条件的内容。 

我们会考虑资助的提案例如： 

 补充现有反馈系统的举措，以提高农民呼声所产生的影响，提高机构接受评估并负责

的意愿和准备； 

 鼓励多向问责（捐助方– 实施机构– 受益成员）的创新方案，包括记录和提供所有反

馈的最佳做法； 

 展示受益成员的呼声如何定期影响实施机构和其他合作方的方案； 

 新颖做法或技术，在项目各个阶段（设计、实施、评估）提高农民呼声以及增加受益

成员对实施机构进行评价；  

 适用于非政府机构或盈利机构，可以提高受益农民的呼声、促进学习氛围或确保多向

问责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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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明晰且可检验的假设和衡量指标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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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提高当前反馈频率的提案； 

 没有展示改善问责的提案（必须具备有效的监控评估）； 

 仅在某个地域或仅对某类人群或亚种群有效的提案； 

 提出技术平台但没有概述具体用法、用户或解决什么挑战的提案； 

 没有提供可持续性计划和/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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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美元）证实的

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