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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欧社会论坛是一场中欧社会间持续对话的进程，并在中国和欧洲轮流举行论

坛双年聚会。

2. 中欧社会论坛由香港霍英东基金会和法国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fph）于 2005年

共同发起。由梅耶基金会主席卡蓝默先生策划论坛的组织形式并负责论坛的总协

调。

3. 论坛章程（参阅附件）确立了论坛的目标与工作伦理。创始人团体保障论坛章程

的执行。同时，内部规章条款确保章程细节的运作。

4. 论坛是一场社会进程的对话，它形成一个与时俱进的团体，聚集所有接受论坛

宗旨、工作伦理和共同工作手段的各界人士。中欧社会论坛本身不是一个机构，

但它的运作依赖于众多机构所组成的整体。

5. 中欧社会论坛是一个民间的创意，独立于中欧公共权力部门、私人企业或政党之

外。论坛是一个包容性很高的对话空间，但不从属于任何哲学、政治、工会或宗教

派系。论坛认同所有中欧社会对话里的组织机构所扮演的角色，但决不希冀取而

代之；相反，论坛希望与之形成互补作用。

6. 中欧社会论坛注重在二十一世纪的背景下，提升双方社会的多样性和社会间对

话的同一性。这个背景特征体现于全球社会的相互依赖关系和必须以负责任、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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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一致的态度去管理资源有限、失衡且脆弱的地球家园。

7. 讨论组是中欧社会论坛的基本架构，也是多样性的象征。每个讨论组会聚中国和

欧洲同属一个社会职业类别并渴望彼此深入了解、共同思考社会责任与角色的个

人或组织机构，即社会职业讨论组，或者关注同一主题的人士，即组成主题讨

论组。

8. 每个讨论组必须由欧洲和中国组织者的共同合作。每个讨论组应认同论坛的宗旨

工作伦理以及工作手段，并以自治的工作方式保障小组的创建、发展及其持续性。

在承诺并遵守论坛共同价值的条件之下，参与者得以享用论坛标志。

9. 原則上，在欧洲及中国成立的每个讨论组均包含四类型合作伙伴：

 地区合作伙伴 -  通常是能够与地区深入合作区域团体；  社会合作伙伴 - 赋予论

 坛具体人性化一面的社会网络；  知识合作伙伴 - 能为论坛带来深入研究的大学

或研究中心；  媒体合作伙伴 - 能简化对话过程以及广泛传播论坛工作成果的语

言学校和媒体。致力于汇聚这四类型合作伙伴但未能如愿的讨论组，依然可以享

用论坛的标志。

10.确保对话同一性的条件如下：

a ）每个讨论组采用共同的工作手段。工作手段的详细内容列于附录，主要有：

一个共同网站，一份共享年鉴，一个资料库，一个网上对话空间。

b ）九个固定的群组划分  ：四个社会职业组和五个主题组。

c ）所有讨论组均参加论坛双年聚会，每次聚会的形式及组织方式顺应论坛的演

变而有所不同。

d）各讨论组就战略主轴提出鉴别并且深化，也就是涉及未来欧中双方社会和

关系的决定性重大议题。

       e）相互借鉴，使各个讨论组受惠彼此的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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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论坛的协调工作由中国和欧洲两支团队负责：即位于欧洲的中欧论坛基金会和

位于中国香港的香港理工大学，后者作为论坛的法人身份有待进一步商榷。两支

团队的主要角色为：发展并激活共同的工作手段；监督并确保论坛的全面对话，

激发在一些对话不足的领域的新创意；赋予不同讨论组以及各项新创意享用论

坛标志的权利；负责协调双年聚会并推进战略主轴的共同工作；更好地传播各

讨论组的创新与经验；向所有参与合作方传达论坛资讯，并竭力向大众传播论

坛的精神以及工作成果。

12.为反映双边社会对话的全面性，论坛参与者必须尽可能来自中欧各地区，来自

各个社会职业领域。确保对话的全面性是所有参会者的责任。

13.论坛战略伙伴集体是由个人、组织以及网络所组成，他们在单次或多次参与论坛

聚会或讨论组之外，且长期并全面支持论坛的持续进行，以资金赞助或其他方

式对论坛声望及其作用贡献力量。组成该集体的理想目标是聚集中欧双方各 10名

战略伙伴，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也就是在每届论坛双年聚会之后的奇数年，旋

即召开战略伙伴会议，以总结当届论坛；偶数年，则用以商讨下届聚会的形式

为主。论坛战略伙伴拥有高度的创意、提议及推荐权力。同时，战略伙伴在中欧社

会论坛网站上享有高度的能见度。

14.论坛的经费来源应尽可能来自广泛的公共或私人机构组织。寻求资金既能确保论

坛的持续发展和各方对论坛章程的遵守，也是所有参与者的责任。中欧两支团队

致力于对外集资，赞助方亦应承诺遵守论坛的章程。每个讨论组必须寻求经费的

独立。在中国的支出尽可能由中方机构负责，欧洲的支出则应由欧方机构承担。

一旦赞助方需要，论坛将在网站上鸣谢该赞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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