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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理事会关于 2013 年和 2014 年社发所

工作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涵盖了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2013 年和 2014 年的活动。报告重点说

明了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取得的方案成就以及目前的机构和财务状况。2013 年社

发所庆祝其成立五十周年，在这五十年中，社发所的研究工作一直走在前沿，以

确保社会发展问题在联合国发展活动中保持其重要性。 

 2013-2014 两年期是社发所 2010-2014 年研究议程(危机和不确定情况下的社

会发展)的后半期。已在三个方案领域开展研究工作：促进包容性发展的社会政策；

性别平等问题；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层面。在这一框架内，社发所的工作针对

与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减少贫穷、不平等、社会保护、妇女赋权和

可持续性的社会驱动因素有关的全系统关切。 

 2013-2014 年报告期的主要研究重点是各国如何实现普遍社会政策，包括医

保和社会保护；调集国内资源用于社会发展筹资；性别平等政策变化如何发生；

社会经济和团结经济作为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途径的潜力和局限。 

 社发所的研究直接促进了社会发展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上述主

题的工作。已经进行的研究还提供了一个知识基础，作为委员会 2015-2016 年优

先主题(反思和加强当代世界的社会发展)的依据。 

 社发所的研究结果也为联合国机构、会员国、民间社会和学术界广泛使用。

研究者定期向上述群体提供咨询意见或进行简报或讲解，与决策者和其他利益攸

关方分享知识，引领辩论，并影响发展问题政策的思考和政策选择。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社发所继续努力加强与沟通和外联、成果管理制以及影

响力有关的机构进程。研究所主要捐助者在此期间开展的一项评价肯定了在这些

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包括更高的可见度、出色的成本效益和社发所不断扩大的

工作影响。 

 社发所的资金完全来自自愿捐款，并依赖于会员国的支持，以确保履行该所

向联合国系统交付核心任务和支助职能。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供资情况仍很困难，

因为在进入 2015-2016 年期间后社发所能否维持财政稳定和可行性方面存在很大

的不确定性。社发所感谢其所有供资者，特别是感谢机构支助提供者，及芬兰、

瑞典、瑞士和(至 2013)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若没有这些支助，就无法

进行社发所的任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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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50 年的促进社会变革的研究 
 

 

1. 本报告涵盖了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2013 年和 2014 年的活动。本报告按照

1963 年 8 月 1 日秘书长公告 ST/SGB/126 规定提交社会发展委员会，该公告规定

社发所理事会，除其他事项外，应定期向委员会提交“社发所工作进度报告”。 

2. 2013 年社发所庆祝了其成立五十周年。五十年来，社发所的研究工作一直走

在前沿，以确保社会发展问题在联合国发展活动中保持其重要性。社发所成立于

1963 年，是联合国系统内的一个自主空间，其任务是开展与发展的社会层面相关

的政策研究。社发所是联合国系统内致力于研究发展政策和实践中被广泛忽视的

社会问题的唯一机构。 

3. 作为一个在联合国系统内运作并具有卓越研究声誉的组织，社发所利用其全

球召集力，调动国际学者、决策者和实践者网络，汇聚丰富多样的知识基础和多

元想法，供联合国系统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参考。 

4. 社发所按照一个为期五年的研究议程开展工作，该议程是通过联合国系统内

众多利益攸关方、会员国、学术界和民间社会参与的一个协商进程确定的，并得

到了社发所理事会核准。每年在考虑联合国系统、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社会发展

委员会的优先关切和主题基础上编写一份工作计划。 

5. 社发所的资金完全来自自愿捐款，其工作由一个独立的理事会领导。这些条

件使其具备了自主权，从而能够产生独立于机构或政治利益外的高质研究结果。

该所还在联合国系统内为对往往是敏感或有争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进行辩

论提供了一个中立空间。 

6. 社发所依赖会员国的财政支持以确保能够履行其在向联合国系统提供支助

方面的核心任务和职能。 

 

 二. 研究方案：在一个不确定世界中的社会发展 
 

 

7. 本报告所述期间涵盖关于在一个不确定世界中的社会发展的 2010-2014 年研

究议程的最后两年。这一议程是在全球经济危机时期制定的，并回应了一个需要，

即需要审视危机的结构性原因及其社会后果；找出可促进积极社会变革和为所有

人提供更好福利成果的政治和体制安排；并产生可持续、公正和包容性的政策选

择。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已在三个方案下开展研究：促进包容性发展的社会政策；

性别平等问题：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层面。 

8. 2013 年和 2014 年期间开展的活动直接针对与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包

括减少贫穷，不平等、社会保护、妇女赋权和可持续性的社会驱动因素有关的全

系统关切。社发所的研究直接为社会发展委员会关于最近的优先主题的工作提供

http://undocs.org/ch/ST/SGB/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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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依据，并提供一个知识基础，作为委员会目前的优先主题(反思和加强当代世

界的社会发展)的依据。 

 A. 促进包容性发展的社会政策 
 

9. 联合国对如何确保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成果的关切，已反映在大会若干关于全

民医保的决议和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关于社会保护最低标准的第 202 号建议

以及拟议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中。在这方面，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社发所研究的是如

何加深对政策和体制安排及筹资机制的分析，以便在不同背景下支持包容性发

展。 

10. 社发所的社会政策研究是定期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以及政策制定者参与的

依据。例如，它为社会政策促进发展规划人员年度培训方案提供了基础，该方案

由非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举办，面向非洲各国政府参与规划、经济和社会事

务及外交事务各部的官员。 

11. 社发所还继续与韩国国际合作署合作，以协助该机构了解社会政策为何某些

社会政策支持或不支持大韩民国发展和包容性增长进程。这一研究为该署外地工

作人员的工作提供了参考，并成为举办首尔第五届官方发展援助国际会议(社发

所是会议组织伙伴之一)以及大韩民国政府筹备釜山第四次援助实效问题高级别

论坛的关键资源之一。研究结果经编辑后分卷于 2014 年以英文和韩文出版。 

 1. 在新兴经济体中实现全民社会保障 
 

12. 社发所在巴西的资助下，于 2012 年开始审查了八个努力提供全民社会保障，

尤其是注重医保覆盖和收入保障的新兴经济体的挑战和创新政策反应。 

13. 该所通过对巴西、中国、厄瓜多尔、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联邦、南非、

泰国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状况进行研究，产生了关于各种可能导致在发

展背景下扩大医保和社保的途径的经验性证据。 

14. 研究结果介绍了在实现全民参加和克服社会转让和服务提供支离破碎化方

面不同政治和体制驱动因素和障碍所起的作用。该项目将为企望在注意本土情况

和机构前提下实现全民社会保障的收入较低国家提供政策经验教训。 

15. 2014 年，该所开展国家一级的研究，并以社发所研究论文的形式，在网上发

表第一批产出。计划于 2015 年出版一卷编辑版和一份政策简报。 

16. 这项研究还为社发所应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和机关以及各国政府请求而开

展的工作提供了依据。这包括为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撰写

的一份关于加强社会保护的报告，其中综合了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泰国和越南在设计和执行社会保护方案方面的创新经验。该报告对在发展中国家

扩大覆盖面的三个主要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非正式工人及其家庭成员享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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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服务的途径；扩大现金转移，作为消除贫穷的应对措施；以及将移徙工人

纳入社会保护计划。 

17.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中国办事处还请社发所参与一项研究(促进中国

统筹、协调和公平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战略)，研究的目的是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

社发所的贡献重点在于介绍东亚一些国家，如日本和大韩民国如何克服社会福利

系统(社会援助、社会服务、医保、教育和基本养恤金)支离破碎化，以及中国如

何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 

 2. 社会政策的新方向：来自全球南方和供全球南方采用的替代办法 
 

18. 为推进上述研究，2014 年启动了一个新的项目，即研究全球南方社会政策最

近出现的创新及其性质和成效。尽管世界很多地区一直存在经济不确定性和社会

危机，但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性质和范围已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一些新兴和发展

中经济体制定的这类政策，其目标是实现更具包容性、更公平的成果。 

19. 这方面的研究力求了解各国如何应对新的风险和挑战，包括经济冲击、环境

危机和人口老化。该项目将评估是否正在出现提供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新办法，能

更好地适应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风险。 

20. 2014 年 4 月举办的初级讲习班聚集了 25 名专家，讨论确定这项研究的关键

主题以及理论和方法。社发所网站上载有为讲习班编写的简短文件。在向全球发

出意向表达书吁请之后，社发所已确定可于 2015 年开展 15 个国家一级研究的研

究人员。 

 3. 为社会发展调动国内资源过程中的政治因素 
 

21. 扩大社会政策需要资源。在财政紧缩的环境中，必须弄清，怎样能确保增加

收入并将其用于发展目的？这是联合国关于发展筹资的讨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面临筹资挑战的情况下更是至关重要。自 2012 年以

来，在瑞典支持下，社发所一直在研究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有哪些政治和体制

因素能够决定如何调动国内资源，以及什么因素决定这些资源是否用于发展目的。 

22. 该项目通过在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尼加拉瓜、乌干达和津巴布韦的研究，考

察了把在调动资源方面的政治因素与社会服务需求联系起来的各个过程和机制。

还考察了资源调动和分配方式给国家与公民之间、捐助方与受援方之间关系带来

的变化，以及有助于持续创收和改善服务的治理改革。发表的若干关于这一课题

的研究论文审视了各种筹资工具和各类资源，如税收、援助和矿租。 

23. 该项目旨在促进关于如何解决下列问题的全球辩论：填补全球主要发展目标

和穷国社会方案的资金缺口；加强国家对发展方案和政策空间的自主掌控；提高

对收入与社会支出问题讨价还价的政治因素；建立有效的公民向政府问责的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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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调动采掘业收入：在资源丰富的情况下保护和促进儿童权利和福祉 
 

24. 基于社发所先前关于矿产丰富国家社会政策筹资的研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儿基会)东亚和太平洋区域办事处邀请社发所就旨在研究拥有大规模采掘业的国

家的儿童权利和福祉的项目进行协作。 

2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围绕下列专题在蒙古、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菲律宾进行了

研究：采掘业与包容儿童的社会发展筹资；矿产资源治理过程中的政治经济与儿

童权利。在儿基会国家办事处协作下，研究项目正在开展下列活动：考察有利于

包容儿童的社会发展的公共筹资机制、经济和社会政策以及政治条件；促进伙伴

组织内部创造知识和进行机构学习；为国家和国际两级关于将采矿收入用于社会

政策和儿童投资的辩论提供参考。2015 年的研究出版物将包括若干国家报告和

一份综合文件。 

 5. 将社会保护与人权相联系 
 

26. 社发所于 2013 年底启动一个项目，旨在提高对注重人权的社会保护办法的

认识并发展执行这种办法的能力。最初与前联合国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玛

格达莱娜·塞普尔韦达合作，目前由芬兰政府提供支助。 

27. 社发所创立了一个资源平台(www.unrisd.org/sp-hr)，为政策制定者、实践者

和和倡导者提供了实际指导，并为主要智囊探讨从人权角度实行社会保护所涉的

复杂挑战提供了一个空间。该平台有四个部分，包括：一个关于注重人权的社会

保护办法的解释框架、一个包含区域和国内法院讨论过的社会保护问题的判例法

资料库、关于主要问题的专家意见、以及便于获取的外部资源。 

 6. 中国的流动人口和健康问题 
 

28. 该项目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已完成关于中国的流动人口和健康问题的项目。该

项目是在中华医学基金会资助下，与中国广州中山大学流动人口卫生政策研究中

心合作进行的，旨在全面评估中国内部人口流动给卫生领域带来的挑战。 

29. 通过该项目，社发所汇集了来自若干数据集的实证分析，以及跨卫生、社会

科学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多学科工作。它涉及一些被忽略的问题，例如关于流动人

口和健康问题的性别分析；关于参与流动人口政策的行为体的政治经济分析；关

于国际移徙和健康状况的比较工作；以及关于回移情况的分析。 

3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社发所和流动人口卫生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九篇中英文

工作文件。 

 7. 将健康问题纳入所有政策 
 

31. 社发所与芬兰社会事务和卫生部建立了长期伙伴关系并得到该部资助，因此

被邀请与该部合作筹备芬兰政府于 2013 年 6 月举办的第八届全球健康促进会议。 



E/CN.5/2015/7  

 

14-65770 (C) 8/23 

 

32. 社发所是《将健康问题纳入所有政策：抓住机会，实行政策》一书的指导委

员会成员和共同编辑，这部文集是与芬兰社会事务和卫生部、芬兰国家健康和福

利研究所以及欧洲保健制度和政策观察站合作编写的，社发所研究人员撰写了

“健康与发展：低收入国家将健康问题纳入所有政策的挑战和途径”一章。2013

年 5 月，在第六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社发所在日内瓦与芬兰代表团共同举

办了这部文集的首发式。 

 B. 性别平等 
 

33. 性别不平等、歧视和暴力问题影响到全世界所有国家，成为包容性和可持续

发展的主要障碍。这方面虽然取得了进展，但各种问题普遍存在，在很多情况下，

先前取得的成果甚至发生逆转。社发所目前研究的问题包括性别暴力、增强妇女

经济权能和妇女的政治代表性、危机和紧缩政策的性别影响以及与照护工作方面

的劳动分工不平等。 

34. 社发所在这一领域的卓著声誉为其带来了很多参与政策的机会。本报告所述

期间，社发所工作人员参加了关于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的性别平等的专题讨论，

并在人权理事会以及其他许多政府间、国家和学术机构介绍了关于性别平等问题

和无酬工作的研究。工作人员就性别平等方面的广泛议题提供了专家意见，包括

向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就性别平等与贸易

和投资问题)以及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通

过二十周年审查进程提供意见。 

 1. 了解性别平等政策的变化 
 

35. 社发所以往对照护工作的社会和政治经济方面进行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改变了关于发展背景下的照护工作的讨论方式。这一问题已成为联合国系统和会

员国当前讨论的突出议题，也是全球范围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组织正在研究和宣传

的主题。 

36. 社发所先前的研究中出现了这样一个主要问题：既然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解

决办法都有大量证据，为何不做出更多努力，促进政策层面的变化。其他关切的

焦点是，为什么决策者只处理某些问题，而不处理其他问题，并探讨哪些因素决

定性别平等政策的变化何时发生，为何发生。 

37. 在福特基金会支助下，社发所于 2013 年开始探讨加强妇女权利的政策变化

是如何发生的。这项研究旨在确定非国家行为体——从地方到跨国各级——在何

种条件下能够有效影响政策变化，以及哪些因素可促进性别关系社会规范的变化

过程。研究还探讨有关问题的性质(如暴力、照护、政治参与或继承权)对这些过

程和结果可能产生何种影响。 

38. 在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进行了比较研究，侧重于最近几年来妇女权利倡

导者呼吁重视的两个问题：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和移徙家政工人的权利。另外还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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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两类问题，其中一类(照护工作)未见突出的宣传和要求，另一类(家庭法和财

产继承)较难处理。 

39. 关于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影响注重性别公正的政策变化方面的作用，社发所在

其网站上发布了一份项目摘要和一份构想文件。该项目的研究结果将于 2015 年

公布，它将提供重要见解，供有关落实 2015 年后发展目标、妇女权利和性别平

等的讨论参考。 

 2. 妇女比例增加、农业转型和农村就业 
 

40. 就业仍是增强经济权能的主要途径，但妇女在就业机会和就业条件两方面都

仍然处于不利地位。许多发展中国家已将其农业出口部门扩大到了传统作物之

外，通常也同时为妇女创造了新的就业形式。不过，对于妇女在何种条件下被纳

入这种农业供应链和她们自己及她们家庭福祉所受影响，现在还知之甚少。 

41. 2014 年，社发所正与伯尔尼大学(瑞士)以及在玻利维亚多民族国、老挝人民

民主共和国、尼泊尔和卢旺达的伙伴合作，就非传统农业中妇女比例增加及其对

妇女的影响开展研究。该项目旨在研究这 4 个国家非传统农产品出口兴起和农业

商业化以促出口的过程在性别平等方面的影响。 

42. 该项目由瑞士全球发展问题研究方案资助，为期 6 年。 

 3. 旱地生计安全的性别平等层面：范围界定研究 
 

43. 在气候变化相互关联的社会及环境层面日益引起关注的背景下，社发所最初

应卡塔尔政府请求制订一个关于旱地粮食和水安全问题的研究提案。社发所认识

到在这些辩论中对性别平等问题的关注有限，因此向福特基金会驻北京办事处建

议对中国旱地进行一次初步研究。 

44. 查找现有文献和证据的工作正在进行中，以开展最初的研究和争取一批在环

境(水、气候)生计和性别平等问题交集领域中从事工作的学者、实践者和非政府

组织参与，构成一个网络。2014 年 12 月将举行一次研讨会，讨论初步调查结果，

并促成一份最后报告和一项关于在中国背景之外进一步开展研究的提案。 

 C.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层面 
 

 1.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45. 国际发展界已认识到，可持续性要求在生产、消费和分配模式方面实行重大转

型，并在投资、技术和治理制度中实行重大转变。但是，在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辩论

中，社会层面常常被忽视，或被简化为特定群体的贫穷、脆弱性及边缘化问题。 

46. 社会发展委员会 2013 年讨论过并反映在可持续发展议程愿望中的向转型议

程的转变，要求对社会发展采取根本不同看法和办法。社发所在这一领域中的研

究旨在提高对不可持续结果驱动因素的认识，并找出有利于社会公平和生态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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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道路的替代办法和政策。它尤其注重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层面之间的

交集、折衷和增效作用。 

4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社发所与旨在制订一个转型办法的联合国有关进程开展

了互动协作。2013 年，它与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社会政策和发展司(社发司)合作，

为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起草了秘书处的说明“新出现的问题：推动可

持续发展的社会因素”(E/CN.5/2014/8)。社发所还为秘书长提交给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 2014 年年度部长级审查的报告“应对当前的挑战和新出现的挑战以在 2015

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并在其后维护发展成果”(E/2014/61)贡献了关于这一新出现

专题的一节内容。 

48. 有关活动包括：作为成员参加关于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处理不平等专题的

全球专题协商咨询小组；就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在训研所情况通报中向代表团成

员和政府官员通报情况；在贸发会议的日内瓦对话系列二中就“2015 年后可持续

发展议程从巴厘出发的道路”通报情况；此外还参加了许多其他公共活动和学术

讲座。社发所就与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社会层面有关的重要、政策相关主题印发

了若干份《2015 年后政策简报》。 

 2. 社会经济和团结经济 
 

49. 社会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求重新思考经济组织方式、社会及可持续性成果之间

的关系。多重全球危机，加上对以市场和企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的社会、环境和

发展后果的高度关切，已重新激发人们去寻找消费、生产和分配的替代组织方式，

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减少不平等和实现环境可持续性。 

50. 社会经济和团结经济是指旨在通过以合作、协作和团结为基础的组织和关系

满足人类需求及增进福祉、建立复原力和促进可持续性的生产及交换形式。 

5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社发所启动了一项研究，以了解这一概念在促进可持续

发展目标方面的潜力和局限。2013 年 5 月同劳工组织以及联合国与非政府组织联

络处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关于社会经济和团结经济潜力和局限的国际会议，300

名与会者中包括联合国政策制定者、政府官员、学者、民间社会代表以及社会经

济和团结经济实践者和活动家。 

52. 会议的主要成果之一是设立了由社发所和劳工组织牵头的社会经济和团结

经济问题机构间工作队。该工作队大幅度提高了整个联合国系统对社会经济和团

结经济的了解及兴趣。2014 年，联合国有 19 个实体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是

工作队的成员，还有 4 个全球民间社会网络为观察员。社发所协调了工作队立场

文件“社会经济和团结经济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挑战”的编写并开发了相关网页

(http://unsse.org/)。 

53. 作为对该会议的后续，社发所印发了其第 5 号《2015 后简报》，题为“社会

经济和团结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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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社会经济和团结经济国际领导小组的创设说明了该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参与

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法国、卢森堡和摩洛哥，魁北克(加

拿大)为观察员。2014 年 9 月，该领导小组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期间利

用会外时间举行了其第一次会议。社发所还参加了许多活动和政策对话，其中包

括：与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欧洲联盟的一个咨询机构)开展的活动和政策对话；

欧洲联盟理事会在意大利任主席期间举办的一次会议；在首尔的全球社会经济论

坛；开发署在巴西举办的第二届地方经济发展问题世界论坛；社会团结经济洲际

推广网络 2013 年在菲律宾举行的第五次国际会议。 

 

 三. 促进社会变革的研究：从构想到影响 
 

 

55. 社发所的任务规定要求其研究必须与政策相关，并要处理联合国系统和会员

国关切的紧迫问题，因此需要社发所与范围广泛的各种利益攸关方开展互动，同

时向多种受众提供研究结果，以供政府间和国家政策进程、民间社会宣传和学术

辩论参考。 

56. 本报告所述期间，有关方面代表社发所主要供资方对社发所的工作进行了一

次评价。评价报告认可了社发所研究的质量以及政策相关性和其确定议程的性

质。报告强调了社发所特殊的召集力、其与多利益攸关方开展互动协作的能力及

其各个网络的价值，尤其是其中有一批全球南方的研究人员。 

57.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评价中确认，随着新战略的执行，社发所在沟通和外联

工作中取得了进步，包括创造性地使用社交媒体、出版格式多样化以及显著提高

了社发所能见度和形象的其他外联及互动协作活动。 

58. 社发所为其主要利益攸关方 2014 年 9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会议印发了一

本摘要手册：“研究促进社会变革：从构想到影响”。其中以便于查阅的形式简述

并着重介绍了社发所所作研究的长期影响。 

 A. 沟通、外联和影响 
 

5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社发所继续确保将其工作成果提供给众多的参与政策进

程及实践并为之提供信息的行为体。通过社发所沟通和外联战略的一次重大更

新，在这方面已取得了实质性成绩。社发所推行了一系列创新以及传统活动，以

使其研究对于主要利益攸关方而言具有可用性、可查性和相关性，从而增加它在

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和能见度并促进与不同利益攸关方的接触和互动。这些活动

包括出版格式多样化、加强利用社交媒体、组办活动和以咨询的身份参与。 

60. 本报告所述期间，社发所： 

 (a) 继续产生高水平的产出，包括 33 份研究论文、12 份政策和其他简报、

5 卷经编辑的文集和书籍、20 篇期刊文章和书籍章节、75 份构想文件/评论(出版

物清单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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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加强了对数字通信工具的使用，于 2013 年推出了一个现代新网站设计，

制作了 42 个视频和 81 个网播制品，并参与了一系列网上对话和讨论论坛； 

 (c) 通过虚拟论坛扩大了与利益攸关方的互动，充分整合“脸书”、LinkedIn

和“推特”的使用，作为互动协作和通过社交媒体定期对超过 30 000 名追随者开

展外联的渠道； 

 (d) 通过组织或与伙伴共同组织超过 35 次大型活动，包括大型国际会议、

政府间进程期间的会边活动、研究讲习班和公开研讨会，在利益攸关方之间促进

了面对面的互动协作，同时提供各种论坛就当代社会发展问题开展重要辩论； 

 (e) 制作了 9 期《电子公告》，以与广大受众分享研究成果和其他信息(可查

阅 www.unrisd.org)。 

61. 社发所组织的大型活动为在联合国系统各实体、政策界和学术界之间就当代

社会发展问题介绍研究成果和开展对话提供了一个空间。社发所经常与联合国系

统其他伙伴、民间社会、学术界代表和会员国共同主办或组织大型活动。 

6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社发所组织的大型活动包括：关于移徙与社会政治权利

区域治理问题的一次研究会议和公共政策对话；关于社会经济和团结经济潜力及

局限问题的一次国际会议；在社会发展委员会届会期间举行的关于社会政策新方

向的一次会边活动；关于众多专题的研讨会，如哥斯达黎加、埃塞俄比亚、南亚

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社会政策；中国养老金改革、移徙者健康和绿色城镇化；以

及基于人权的社会保护办法。 

 B. 参与和影响政策 
 

63. 社发所研究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直接渠道是通过咨询和咨商活动让研究人

员参与联合国和各国政府的决策进程。这包括向政府和联合国官员介绍情况，参

加专家会议、工作组和类似活动，并视需要提供其他口头或书面投入。 

6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社发所工作人员与联合国、会员国、学术界和民间社会

进行了超过 175 次咨询和咨商。 

65. 其中包括参加了下列部门和机构的专家组会议：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

部、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粮农组织)、劳工组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贸发会议、开

发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儿基会和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

女署)。 

66. 社发所研究人员还发挥专长，与比利时、中国、芬兰、法国、利比里亚、马

拉维、大韩民国、瑞士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等国政府讨论了一系列主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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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五十周年纪念活动 
 

67. 2013 年，社发所庆祝成立五十周年，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在日内瓦以及

在虚拟空间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和活动。除本报告所述许多活动外，下文还介绍了

三项额外的举措。 

68. 社发所时间表(可参阅 www.unrisd.org/timeline)。该所的“时间表”为回顾五

十年来的社会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用途径。该时间表涵盖六大主题：社会政策

与发展指标；社会凝聚力、冲突和移徙；粮食保障、农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民

主、民间社会和公民参与；发展的性别平等层面；市场、企业和社会。 

69. 分三卷的《社发所经典》系列。该所的经典分三卷，汇编了从社发所 50 年

所开展的研究中精选出的论文。这些论文突出了社发所最具影响力和开创性的一

些研究，同时表明了社发所与当今发展讨论的相关性。这三卷分别关于社会政策

和包容性发展、发展的性别平等层面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论文，将于 2015 年

出版。 

70. “变化设想”。该举措邀请世界各地有创意的思想者提交艺术作品，阐述社

会发展方面主要的价值观、主题和问题。社发所收到了超过 150 份作品，来自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西班牙和迪拜的 1 个印度籍艺术家的作品胜出。 

71. 2014 年社发所发起了一个《年轻学者构想文件》系列，让硕士生研究社会

发展问题。该系列只在为学生们提供一个在全球平台介绍其研究的机会。公开征

集采掘业和矿产带动发展主题的构想文件，共收到 70 多份文件。冠军和亚军来

自捷克共和国、德国、加纳、印度、荷兰、南非、瑞典和土耳其。所有的构想文

件都已张贴在社发所网站上。 

 

 四. 体制问题 
 

 

 A. 管理和人员配置 
 

72. 截至 2014 年 11 月 30 日，日内瓦社发所共有 10 名工作人员有聘用合同，其

中包括主任、4 名研究协调员、3 名通信和外联人员和 2 名行政和支助人员。 

7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副主任兼可持续发展方案高级研究协调员 Peter Utting

在社发所工作 23 年后退休。性别平等问题方案高级研究协调员 Shahra Razavi 调

到了妇女署。 

74. 2014 年，2 名新研究协调员到社发所工作：Valeria Esquivel(阿根廷)，负责

性别平等方案，Pascal van Griethuysen(瑞士)，负责可持续发展方案。此外，瑞士

向社发所提供了一个性别平等问题专家(Andrea Kaufmann)，德国提供了一个初级

方案干事(Dunja Krause)，负责研究气候变化的社会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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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社发所项目还雇用了一些初级研究人员为顾问。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有 11

个研究分析员以及 7个咨询人为宣传和筹资活动提供了支持。在本报告所述期间，

还有 28 个实习生向社发所提供了支持。 

7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社发所接待了 8 名访问研究员。研究员通常在社发所呆

2 到 6 个月，进行他们自己的研究，同时也为与社发所工作方案相关问题贡献才

智。 

 B. 治理和理事会 
 

77. 社发所理事会于 2013 年 3 月 14 日和 15 日以及 2014 年 4 月 10 日和 11 日在

日内瓦举行会议。 

7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理事会的组成发生了变化。Peter Brandt Evans、Rosalind 

Eyben、Annika Sundén 和 Zenebeworke Tadesse 在担任了 6 年理事后，任期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到期。 

79. Bina Agarwal、Evelina Dagnino 和 Julia Szalai 的第一届任期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到期；他们的再次提名获得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批准，任期两年，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任期也已到期的 Yesim Arat-Pamuk 未寻求再次提名。 

80. 已将 5 名新理事的姓名提交给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审议：Jìmí 

O.Adésínà(尼日利亚)、Asef Bayat(美利坚合众国)、David Hulme(联合王国)、Joakim 

Palme(瑞典)、Onalenna Doo Selolwane(博茨瓦纳)。2013 年 7 月 25 日，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批准了对他们的提名。 

8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变革管理进程是理事会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而该进程

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统一的联合国“知识”实体。拟议的合并将对社发所的治理和

授权任务产生深远影响。尽管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但变革管理小组提出的合并

建议未得到社发所理事会和其他研究机构的支持，现阶段未得到落实。社发所付

出的沉重的时间代价和丧失的筹资机会仍是社发所理事会和社发所领导严重关

切的一个问题。 

 C. 2008-2013 年社发所独立评价 
 

8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社发所的两个主要捐助机构，联合王国国际发展部会同

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委托评价社发所研究和工作的影响力。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众多的联合国、学术界和民间社会利益攸关方证实社发所的研究有价值。该评价

涵盖 2008-2013 年期间，主要侧重社发所研究的影响力和“性价比”。通过竞争

性招标选出的评价小组与社发所多个研究伙伴、用户及其他利益攸关方进行了谘

商。在编写本报告时，联合王国国际发展部正在最后敲定这份评价以便公布。待

其公布后，社发所管理层将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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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财务报告 
 

83. 社发所没有从联合国总预算收到钱，其资金完全来自各国政府、研究基金、

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和组织以及其他机构的自愿捐款。 

8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社发所总收入(不包括杂项收入)估计数为 5 678 018 美元。

支出共计估计数为 6 300 000 美元。 

8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社发所收到的机构供资(非专用资源)共计 4 007 343 美元，

其中 3 107 400 美元来自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400 000 美元来自芬兰，499 943

美元来自瑞士。联合王国国际发展部的一项多年供资协定于 2013 年到期。 

86. 社发所严重依赖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为机构费用及其主要活动提供资金。与

瑞典国际开发署的多年供资协议于 2014 年年底到期，编写本报告时正在审议将

该协议延长两年(2015-2016 年)。 

87. 2014 年，社发所与瑞士发展和合作机构签署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协议，金额

为 750 000 瑞士法郎(约 80 万美元)，以支持社发所 2014-2016 年期间的方案活动。 

88. 已提交延长芬兰(社会事务和卫生部)和瑞士(联邦外交事务部)年度捐款的请

求。继续与其他国家讨论提供多年期协定，以确保社发所今后的稳定性。 

8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共收到 1 670 675 美元的指定用途(项目)资金。除上文

提到的资金外，瑞典为“社会政策新方向”项目提供了 740 831 美元。芬兰(外交

部)为人权和社会保护方面工作提供了额外支持。韩国国际协力团、巴西卫生部、

联合国系统若干机构和组织、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也提供了资金(见下表)。 

9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德国政府为 2014-2016 年期间向社发所提供了一名初级

专业干事(气候变化)。瑞士政府为同一期间借调了一名性别平等问题专家。联合

国日内瓦办事处通过分配办公空间向社发所提供了实物捐助。 

2013-2014 年资金来源 

(美元) 

捐助方 数额 

  
国家  

巴西卫生部/Coração 医院 130 000 

芬兰外交部  106 400 

芬兰社会事务和卫生部 400 000 

大韩民国韩国国际协力团 73 000 

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 3 848 231 

瑞士，联邦外交事务部 216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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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方 数额 

  瑞士，瑞士发展与合作机构 283 126 

联合国系统  

国际劳工组织 33 058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3 650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39 98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65 000 

研究基金会及其他资助方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37 851 

福特基金会 398 660 

海沃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25 543 

罗莎·卢森堡基金会 6 702 

 共计 5 678 018 

 
 

 E. 关于社发所未来的咨商 
 

91. 调集资源并确保社发所未来稳定的条件依然困难。社发所的许多传统捐助者

已减少或不再提供非专用资金。用于研究的资金持续下降，以及机构供资普遍持

续下降，对维持社发所的核心活动构成持续的挑战。 

92. 社发所 2014 年 9 月举行了一次利益攸关方咨商活动，这是为应对这些挑战

而不断做出的努力的一部分。这次会议聚集了大约 30 个主要利益攸关方，包括

国家捐助机构、国家政府、联合国系统机构和组织以及民间社会代表以及社发所

理事会成员。 

93.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就社发所的战略优先事项、社发所下一个研究议程的方向

以及自 2015 年后的潜在资金来源开展磋商，并使实际或潜在捐助者加强对社发

所财政安全的支持。 

94. 为了帮助社发所动员广泛利益攸关方群体提供支持，并加强社发所的力量、

能见度和相关性，与会者提出了建议。这些建议包括更密切地参与社会发展委员

会的工作，特别是在当前优先主题方面的工作，而社发所也已就此开始与委员会

主席团进行讨论；与来自全球南方的会员国，包括与新兴经济体开展更密切的合

作，以加强社发所的研究对其所关切问题的敏感度和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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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3-2014 年出版物 
 

  书籍和编辑文集 
 

 

Hujo，Katja. Reforming Pensions in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Countries。Basingstok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Palgrave Macmillan，2014。 

Leppo，Kimmo，and others，eds.Health in All Policies：Seizing Opportunities，Implementing 

Policies。Helsinki：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Finland，2013。 

Martinez Franzoni，Juliana and Diego Sánchez-Ancochea.Good Jobs and Social Services：

How Costa Rica Achieved the Elusive Double Incorporation。Basingstoke，United 

Kingdom：Palgrave Macmillan，2013。 

Utting，Peter and José Carlos Marques，ed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Classic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Regulatory Governance——Towards Inclusive 

Development? Basingstoke，United Kingdom：Palgrave Macmillan，2013。 

Yi，Ilcheong and Thandika Mkandawire，eds.，Learning from the South Korean 

Developmental Success：Effectiv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Synergistic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Basingstoke，United Kingdom：Palgrave Macmillan，2014。 

  期刊文章和书籍章节 
 

Cook，Sarah。Rescuing social protection from the poverty trap：new programmes and 

historical lessons。In Social Protec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Reforming Systems，

Katja Bender，Markus Kaltenborn and Christian Pfleiderer，eds. London：Routledge，

2013. 

Cook，Sarah。Review of new frontiers in feminist political economy。Gender and 

Development，vol.22，No.3(2014)。 

Cook，Sarah and Esuna Dugarova。Rethinking social development for a post-2015 

world。Development，vol.57，No.1(2014)。 

Cook，Sarah and Jonathan Pincus。Poverty，inequality and social protection in Southeast 

Asia：an introduction。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Economies，vol.31，No. 1(2014)。 

Cook，Sarah and Xiao-yuan Dong。Women’s paid work and unpaid care responsibilities 

in China。In Reducing Inequalities：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allenge，Rémi 

Genevey，Rajendra K.Pachauri and Laurence Tubiana，eds.A Planet for Life。New 

Delhi：TERI Press，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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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quivel，Valeria。What is a transformative approach to care，and why do we need it? 

Gender and Development，vol.22，No.3(2014). 

Heitz Tokpa，Katharina，Andrea Kaufmann and Franzisca Zanker。Der Ebola-Ausbruch 

im Vergleich：Liberia und Côte d’Ivoire。GIGA Focus，No.9，2014。 

Hujo，Katja。Financing social and labour market policies in times of crisis and beyond。

In The Twin Challenge of Reducing Poverty and Creating Employment。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T/ESA/342。 

Matheï，Marie-Adélaïde。Review of The Heretic’s Guide to Global Finance：Hacking 

the Future of Money，by Brett Scot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ty Currency 

Research，vol.18，2014。 

Nadine Van Dijk。Can’t buy me happiness: how voluntary simplicity contributes to 

subjective wellbeing。Bath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Working Paper，No.29。Bath：University of Bath，Centr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2014。 

Razavi，Shahra。Addressing/reforming care，but on whose terms? In New Frontiers in 

Feminist Political Economy，Shirin Rai and Georgina Waylen，eds.London：Routledge， 

2013。 

__________.Households，families，and social reproduction。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ender and Politics，Georgina Waylen，and others，ed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__________.Review of Gender and Agrarian Reforms，by Susie Jacobs。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vol.13，No.3(2013)。 

Sepúlveda Carmona，Magdalena。Alternatives to austerity：a human rights framework 

for economic recovery。In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Aoife Nolan，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Sepúlveda Carmona，Magdalena，and Kate Donald。What does care have to do with 

human rights? Analysing the impact on women’s rights and gender equality。Gender and 

Development，vol.22，No.3(2014)。 

Urban，Frauke，Giles Mohan and Sarah Cook。China as a new shaper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the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Environment，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vol.15，No.2(2013)。 

__________.Linking social policy，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 regional context：

the case of sub-Saharan Africa。Regions and Cohesion，vol.3，No.3(2013)。 

http://undocs.org/ST/ESA/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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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ting，Peter。CSR and equality。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Readings and Cases 

in a Global Context，Andrew Crane，Dirk Matten and Laura Spence，eds.London：

Routledge，2013。 

__________.Multistakeholder engagement in institution building：assessing the pros and 

cons。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Rob van Tulder，Alain 

Verbeke and Roger Strange，eds.Rotterdam: Partnerships Resource Centre，2013。 

__________.Pathways to sustainability in a crisis-ridden world。In Reducing Inequalities：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allenge，Rémi Genevey，Rajendra K.Pachauri and 

Laurence Tubiana，eds.A Planet for Life。New Delhi：TERI Press，2013。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研究、政策和项目简报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一个反发展的模式？克服津巴布韦在调动国内资源方面

遇到的障碍。《政策简报》第 6 号，2013 年 12 月。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消除贫穷和不平等现象。《2015 年后简报》第 1 号，2013

年 2 月)。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争论和社会变革：玻利维亚调动国内资源的政治学。《政

策简报》第 7 号，2013 年 12 月。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精英、思想和双重融入的挑战：哥斯达黎加案例。《研

究和政策简报》第 18 号，2014 年 2 月。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不平等现象和 2015 年后发展议程。《2015 年后简报》第

2 号，2013 年 2 月。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在依赖援助的乌干达调动国内收入。《项目简报》第 8

号，2013 年 12 月。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政策的新方向。《项目简报》第 4 号，2013 年 10

月。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经济和团结经济的潜力和局限性。《活动简报》第 1

号，2013 年 8 月。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政策和就业：重建联系。《2015 年后简报》第 3 号，

2013 年 2 月。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驱动力。《2015 年后简报》第 4 号，

2014 年 2 月。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经济和团结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2015

年后简报》第 5 号，201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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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各国何时和为何应对妇女的诉求？了解亚洲性别平等方

面的政策变化。《项目简报》第 5 号，2013 年 11 月。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的不定期、研究和工作文件 

Amsden，Alice。Securing the Home Market：A New Approach to Korean Development。 

Research Paper，No.2013-1。Geneva：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2013。 

Arellano-Yanguas，Javier，and Andrés Mejía-Acosta。Extractive industries，revenue 

allocation and local politics。Working Paper，No.2014-4。Geneva：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Swiss Agency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and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14。 

Bhushan，Aniket，and Yiagadeesen Samy。Fiscal capacity and aid allocation：domestic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foreign aid in developing countries。Working Paper，

No.2014-7。Geneva：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2014。 

Chamchan，Chalermpol，Win-kit Chan and Sureeporn Punpuing。A longitudinal study 

of migration and health：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ailand and its implications，

Working Paper，No.2014-9。Geneva：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un Yat-sen Center for Migrant Health Policy，2014。 

Chen，Chuanbo，and others。Coming home：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with illness 

or work-related injuries in China’s Hubei and Sichuan provinces。Working Paper，

No.2014-5。Geneva：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un Yat-sen Center for Migrant Health Policy，2014。 

Chiweshe，Manase Kudzai。Understanding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in Emergent 

Communities：Lessons from Post-Fast Track Land Reform Farms in Mazowe，Zimbabwe。 

Occasional Paper，No.1。Geneva：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2014。 

Coraggio，José Luis。La Presencia de la Economía Social y Solidaria y su Institucionalización 

en América Latina。Documento Ocasional，No.7。Geneva：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2014。 

Dash，Anup。Toward an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 for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Occasional Paper，No.3。Geneva：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2014。 

Deux Marzi，María Victoria。La Consolidación de las Iniciativas de Economía Social 

y Solidaria：Alcances y Desafíos——Aproximación a Partir del Análisis de Proces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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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Recuperación de Empresas de Argentina。Documento Ocasional，No.8。Geneva：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2014。 

Dinerstein，Ana Cecilia。The Hidden Side of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Social 

Movements and the“Translation”of SSE into Policy(Latin America)。Occasional 

Paper，No.9。Geneva：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2014。 

Fine，Ben。The continuing enigmas of social policy。Working Paper，No.2014-10。 

Geneva：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2014。 

Goldboom，Tabea。An instrument for social protection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The politics of implementing agricultural microinsurance in Bolivia。Working Paper， 

No.2013-1。Geneva：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2013。 

Gransow，Bettina，and others。Chinese migrant workers and occupational injuries：

a case study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Working Paper，

No.2014-1。Geneva：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un Yat-sen Center for Migrant Health Policy，2014。 

Holdaway，Jennifer。Environment，health and migration：towards a more integrated 

analysis。Working Paper，No.2014-3。Geneva：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un Yat-sen Center for Migrant Health Policy，2014。 

Hujo，Katja，and Mariana Rulli。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ension Re-Reform in 

Chile and Argentina：Toward More Inclusive Protection。Research Paper，No.2014-1。 

Geneva：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2014。 

Kraemer，Alexander，and others。Burden of disease in China：contrasting disease 

burden patterns of the general and the migrant workers populations。Working Paper，

No.2014-11。Geneva：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un Yat-sen Center for Migrant Health Policy，2014。 

Lavers，Tom。Conflicting priorities in the promotion of gender equality in Ethiopia：

uneven implementation of land registration and the impact on women’s land rights。 

Working Paper，No.2014-2。Geneva：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2014。 

Ling，Li，and others。Two decades of research on migrant health in China：a systematic 

review——lessons for future inquiry。Working Paper，No.2014-8。Geneva：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un Yat-sen Center for 

Migrant Health Policy，2014。 

MacGregor，Susanne。Welfare：theoretical and analytical paradigms。Working Paper，

No.2014-13。Geneva：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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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hoo，Yeti Nisha and Shyam Nath 2013。Ethnic Diversity，Development and Social 

Policy in Small States：The Case of Mauritius。Research Paper，No.2013-2。Geneva：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2013。 

Marques，Joana S.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Between Emancipation and Reproduction。

Occasional Paper，No.2。Geneva：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2014。 

Morais，Leandro Pereira。Estrategias de Supervivencia y Elaboración de Políticas Públicas：

El Papel de la Economía Social y Solidaria en Latinoamérica y la Contribución de 

Brasil hacia la Construcción de Políticas Emancipadoras。Documento Ocasional，No.4。

Geneva：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2014。 

Prasad，Naren，Nicola Hypher and Megan Gerecke。Seeing Big：Transformative Social 

Policies in Small States。Research Paper，No.2013-3。Geneva：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2013。 

Prügl，Elisabeth，Shahra Razavi and Fenneke Reysoo。Gender and Agriculture after 

Neoliberalism? Geneva：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2013。 

Ringen，Stein，and Kinglun Ngok。What kind of welfare state is emerging in China? 

Working Paper，No.2013-2。Geneva：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2013。 

Saguier， Marcelo， and Zoe Brent。 Regional Policy Frameworks of Social Solidarity 

Economy in South America。 Occasional Paper，No.6。Geneva：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2014。 

Servet，Jean-Michel。Monnaie complémentaire versus microcrédit solidaire et tontines：

contribution comparée à un développement solidaire local。Document occasionnel，

No.5。Geneva：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2014。 

Tucker，Joseph D.，and others。The influence of migration on the burden of and 

response to infectious disease threats in China：a theoritically informed review。

Working Paper，No.2013-3。Geneva：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un Yat-sen Center for Migrant Health Policy，2013。 

Ulriksen，Marianne S.，and Mesharch W.Katusiimeh。The history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spending in Uganda。Working Paper，No.2014-6。Geneva：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2014。 

Utting，Peter，Nadine van Dijk and Marie-Adélaïde Matheï。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Is There a New Economy in the Making? Occasional Paper，No.10。

Geneva：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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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Zeeland，Angelique J.W.M.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pular Economy，Social 

Movements and Public Policies：A Case Study of the Waste Pickers’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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