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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论坛第三届聚会的组织形式，首先需要阐明中欧社会论坛的精神和2007年 10

月在欧洲举行的第二届论坛形式。

中欧社会论坛的精神在于不断扩大与深化中欧社会间多元及持续性的对话。因此，每届

论坛聚会都应取得较上一届聚会更好的成果。

论坛第二届双年聚会的形式同时展现了论坛的多样性与同一性。讨论组的结构本身就象

征论坛的多样性：拥有来自社会各领域的19个社会职业组和涵盖中欧社会面对众多挑

战的27个主题讨论组。这一多样性同时也体现在来自中欧社会各地区代表的参与，他

们既表达了各自不同的分析与思考，也使双方都认识到彼此存在不同的观点。

论坛的同一性，一方面体现在参会者共同遵守论坛的组织原则，另一方面则在于每个

讨论组在每次聚会所做出的总结报告。充分利用所有讨论组的工作成果能强化同一性，

我们从工作成果中总结出了四项共同挑战： 必須共同思考如何超越现有的发展模式，

以期向可持续性社会迈进；如何把各自身份特征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和全球化相结合；

如何以地球村行动者的身份建构合法、民主和高效的系列治理模式；从多层面再思考社

会治理模式和激发所有不同领域阶层人士参与的必要性。基于这些原则，第三届论坛聚

会将继续深化对话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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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讨论组工作

第二届论坛聚会是由组织方 - 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论坛总协调）事先确定讨论组名

单、并协同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以及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共同寻找讨论组主持人的形

式展开。第三届论坛则与上届论坛有所不同，讨论组将由中欧双方根据彼此对话意愿自

发地组织和构建。

两种类型的讨论组：一是第二届论坛讨论组的延续；二是全新构建的讨论组。

全新构建的讨论组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第二届论坛尚未涉及的主题，例如：公共健康

及相关财政问题；第二种是由第二届论坛讨论组演变衍生出的主题，例如：地区住房

政策或者地区交通政策。

然而，论坛将保持原有的九个类型群组，即四个社会职业讨论组和五个主题讨论组

（参见第二届论坛讨论组名单）。

2．讨论组是第三届论坛持续性对话的步骤之一

自2008年夏天起，我们推出了一个焕然一新的中欧社会论坛网站：www.china-

europa-forum.net。

全新的网站使现有或有待构建的讨论组享有自主的工作空间，由此促进彼此交流讨论

和交换观点，从而丰富信息与思考，扩大对话的参与者。

3．讨论组的共同作用

第三届论坛讨论组在形式上可以是丰富多变的，但它必须符合如下共同条件：

- 基于在中国和欧洲的具体经验；

- 能够深化双方进一步的相互了解；

- 基于具体解决方法的多样化下，寻求整体的同一性；

- 深入思考第二届论坛总结出的四大项共同挑战；

− 尽可能与最广泛的民众分享讨论组所做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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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个讨论组应设计成为一个对话的旅程

讨论组本身就是持续对话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然而，为了履行论坛所赋予的职责，

每个讨论组必须采用一种能使小组成为拥有不同阶段的组织形式。

讨论组的中欧方组织者需要就举行的地点、期限以及活动细则达成一致意见。为了便于

组织，我们可以将讨论组期限设计为 3 – 7天，同时包含以下步骤：

- 访问与会晤，深入思考讨论组的具体情况；

- 参会者进行知识层面的彼此交流：比如对第二届论坛延续下来的讨论组工作内

容或对预先在互联网探讨的新构建讨论组进行讨论。二者均对丰富这场对话至

关重要；

- 另一个步骤是参会者以丰富彼此了解为基点，就同一个具体问题进行共同讨

论，并提出解决方案；

- 为论坛全体会议做出思考价值的提升报告；

- 最后的步骤是通过不同媒体，尤其通过互联网论坛，广泛传播和交流讨论组的

工作成果。

5. 论坛聚会

第二届论坛全体大会于10月 6 - 7日在布鲁塞尔召开。此次聚会云集了所有讨论组的

参会者。全体大会的目的在于：提升整体对话进程的能见度；体现中欧政府机构对对话

的支持；从所有讨论组的工作成果中提炼第二届论坛的综合元素；为未来远景作出定

义。

前两届论坛的斐然成果使中欧社会论坛已转变为一个持续性的对话进程。从此，第三届

论坛聚会应有实质上的不同，而且应该以讨论组的综合成果作为优先的工作基点。

第三届论坛全体大会将在香港举行，参会者将共同总结论坛成果，展望论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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