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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精神对话：当务之急和日常学校 

2008 年风紧云急，从天灾人祸到全球金融危机，从生存困境到自我折合的民族主义潮起，人们焦

虑重重。中欧关系的一度紧张显示了我们两个地区间存在的严重隔阂，暴露了表面良好的外交和商业

利益之下遮蔽着的某些深刻的误区和精神沟通的肤浅。同时，也使人们对人类唇亡齿寒的共同命运开

始有所感悟。 

中欧精神对话是当务之急 

中欧社会论坛回应了社会与社会间精神对话的当务之急。在坛友们的努力下，创造了一个越来越

广大的新的跨界空间，跨国度，跨文化，跨历史，跨领域，在这里个体与个体相逢，敞开胸怀，交谈

相识，渐渐进入各自的心灵世界。真正的精神对话一定始于每个参与者自身的生存体验。我们可喜的

是，中欧社会论坛让我们发现，不只是“中国”与“欧洲”需要对话，精神碰撞也发生在中国人和中

国人之间，欧洲人和欧洲人之间。原有的边界不再成为我们行为和判断的安全底线，对立和认同的尺

度变成灰色地带。合作的伦理微曦初显，似乎要给 21 世纪染上明朗一些的色彩，将它命名为“合作

的世纪”。在危机突发中，世界各国和地区从政府到民间，超越意识形态及各种界限，一起赈灾，一

起救助，体现的正是一种合作意识和人类觉悟：我们唯一的地球家园急需全体人类来维护。论坛的理

想是，在这合作新气象中聚集起一个个“脑力激荡”的智库，中欧智者贤人一起为合作的世界（而非

对立的世界）创造共同知识，以便面对共同挑战携手行动。 

论坛成为日常对话进程的实验学校 

直到 2007 年 10 月 7 日为止，论坛还只是每两年一次的人们司空见惯的那类研讨报告会。一年多

以来，参与者开始以行动主体的身份投入其中，将它由一次性的会议变成了日常性对话的实验学校。

学员既是老师又是学生，涵盖中欧社会的各个领域和阶层。小组参与者针对共同感兴趣的某个课题展

开持续两年的讨论，并在对话中修炼相互倾听的合作伦理。双年聚会（the Biennial）是对这一长期

学习过程的阶段性考核、提升和庆祝。 

社会对话是充满挑战的跨文化探险 

对话是为了发现智慧，如同探险寻找紫金盆，充满着认知方式、思想观念和存在本身的各种挑战，

需要装备、工具，更需要爽朗而宽广的心理素质，真诚地接受我之“他者”、坦率地介绍自己，耐心

地相互倾听并愉悦地分享。论坛对话是行进中的思想探索和实验，从貌似不可理解的特殊现象中体

悟出普世价值和人生教诲，进而反观我们的“未思”区域，摆脱二元对立的认知惰性，进入复杂场

思维，曲径通幽，柳暗花明。 

中欧参与者的主体定位与对称角色 

参与者不再只当“观众”，如果说前两次论坛基本上是由论坛发起者个人主演，那么当下行进中

的第三次论坛对话之旅，则期待每一个中、欧参与者都担当角色，发挥同等重要的作用：主动提出小

组建议和设想，集体推敲主题、方式及日程，推荐多样化的参与者，寻找经费来源，提供中欧对话的

双语条件，汇集已存在的思考成果，阶段性地做出文字总结。同时所有坛友又能够认同、尊重论坛的

宗旨，采用论坛整体性的讨论工具（例如渐进图表法），保持在论坛协奏曲中同步行进……第三届论

坛在中国展开，中国参与者作为东道主，应在论坛的概念提炼、经费投入和组织运作上更主动。有朋

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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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作为过程的论坛对话持续展开，为倡导高尚的开放精神和精致的生活品味，为人类知识大厦

添砖加瓦，为提炼独特的跨文化对话的方法论工具，各小组可以在双年聚会之前和之后开展中欧互访

的田野考察、专题研究、资料整理、博客论道、网络讨论、研讨会议或媒体访谈……广泛分享中欧共

建的知识和思考成果。 

参与这一“发生艺术”的跨文化对话过程，首先发端于每个人的兴趣和热情，得益于参与者关切

世界社会的宏大视野，但的确也需要一些基本的、持续的和扎实的投入和努力才能够指挥自己的团队，

跟上远足的队伍。该手册就是这一崇高事业具体化的运作守则，常备工具。 

理想的实现取决于中、欧洲坛友日常沟通的质量。 

 

中欧社会论坛总监于硕及中欧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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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欧社会论坛：无疆界的社会对话之旅

1.1使命：超越的人类定位与应对四大挑战

» 论坛的使命和雄心

促进人类社会对话，互相理解、互相借鉴

思想与行动并重，共建人类知识的思想社区 

培养唯一人类的共生伦理，携手应对共同挑战 

» 兼顾思想和行动过程的创意

中欧社会论坛是在中国和欧洲社会间展开深层接触的一种尝试，旨在促进两个社会广泛而持续的

对话和理解，以期携手应对人类社会大变迁中面临的共同挑战。同时，它也提供了各自社会内部对话

的机会和实践，积极主张保护各社会的多样性，并将其提升为人类共享的普遍价值。 

来自中欧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的人士聚集起来，从每个人的自身经验和所处社会的历史性出发，

探讨双方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在思想的交锋和集体智慧的启迪中创造共同知识，提出回应性和前瞻

性的行动方案，开展必要而可行的计划，探索真正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论坛拥有自己独特的组织方法，通过面对面的小组会晤和互联网媒介进行日常讨论，并借助在中

国和欧洲轮流举行的双年聚会（Biennial），采用集体思考的过程法，集中研讨、总结和展望。 

作为一个民间的创意，中欧社会论坛第一届和第二届双年聚会得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Mr Jos

é Manuel Barroso)以及欧洲议会议长珀特林(Mr Hans-Gert Pöttering) 的支持。时任中国驻欧盟

使团关呈远大使代表中国政府亲自莅临论坛，中国驻比利时王国大使章启月女士出席并主持大会。 欧

洲各大公共机构，诸如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欧洲经社理事会、欧盟地区委员会都积

极参与论坛的筹备，对论坛推动中欧间的对话努力予以持续的支持。 

第三届论坛同样获得了中欧政府的大力支持，欧洲地区委员会秘书长 Gerard Stahl 直接辅助论

坛在欧洲 220 个大区的动员，教育部将埃拉斯莫高等教育交流计划与中欧社会论坛的小组主题连接起

来，欧盟委员会对外关系总监及中国事务高级顾问骆一德（Mr Etienne Reuter）、欧洲议会中国关系

代表团团长斯德克斯（Mr Dirk Sterckx）都积极从各个方面予以支持。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外事委员

会主任赵启正先生以其政治家的远见和学者的深刻将论坛视为促进全球化时代人类理解的一次跨文

化实践，并对论坛予以肯定的支持，政协经社理事会秘书长王胜洪先生致信中欧社会论坛主席卡蓝默

先生，表示在这一共同事业中进行合作，中国驻欧盟大使及团长宋哲先生写来了激励性的意味深长的

信。中欧社会论坛创始人吴建民大使更是以论坛为己任地推动这一宏大事业的拓展。 

» 四大挑战

经过第二届论坛的小组和大会两个阶段的集体思考，参会者提炼出了中欧社会共同面临的四大挑

战： 

1） 关于和谐社会与可持续发展的张力: 在经济逻辑仍占支配地位的当今世界，如何创新生存和

发展模式，拓展可持续性的道路？  

 

    2）关于价值、开放与身份关系: 在全球化以及多元文化相互冲击的框架下，中欧社会如何维护

和忠实各自价值和身份? 如何在保持自我特征的同时, 敞开胸怀去顺应世界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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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型的参与式和综合治理: 以往的社会管理模式都属于分阶层和封闭式的，它们不再有能力

解决世界面临的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行动者之间的合作；旧的模式不再能激发更多的社会参

与、责任实施和决策。如何创建适应于 21 世纪公民参与的全球治理模式？ 

4）世界新格局中欧洲和中国的角色：中国和欧洲面临的共同挑战其实也是全世界各地区面临的

共同挑战。个人与社会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社会与生物圈之间的互相依赖变得如此重要，中国和

欧洲的任何一方既不可能小国寡民般地单独发展，也不可能在互相竞争的对立逻辑中独自强大。那么，

中国和欧洲如何利用两个社会的传统智慧在世界治理中发挥作用？ 

 

1.2 历程：起源与创新 

» 论坛源起和历史  

中欧社会论坛源于两个雄心的相遇：一是欧洲华人学会致力于加深中欧理解的愿望，另一个是欧

洲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致力于探索世界社会新的治理形式的实践。最初由陈彦、卡蓝默 (P. Calame)

和于硕三人描绘的蓝图，吸引了一批中国和欧洲的杰出人士，其中包括罗卡尔(M.Rocard)、德洛尔(J. 

Delors)、霍英东、贝尔图(G. Berthoin)、赵启正、吴建民、钟秉林、阮曾媛琪、张万亭 (P.T. Van 

Thinh)、陈雨露、何建立、宋新宁、吴志良、陈越光、徐永光…… 

» 第一届中欧社会论坛

论坛最初仅被设计为一次独立的学术会议，而今天它已变成了一个中欧社会间广泛、持续的对话

平台，被视为世界各地区跨文化对话的一种新型模式。 

2005 年 10 月，在广东南沙召开了第一届中欧文化论坛，其主题集中在介绍欧洲和平建设的历程。

有 300 多位中外学者、外交人士和记者出席会议，其中著名的有法国前总理，欧洲议会议员罗卡尔、

中国外交大学校长吴建民大使、法国思想家欧洲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蓝默、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前主

席约尔迪·普约尔（J.Pujol）、斯洛文尼亚前总统米兰·库昌（M.Kucan）、欧洲议会议员让路易·布

朗热（J.L.Bourlanges）、欧洲政策中心主任 John Palmer。 

第一届论坛的成功以及中国、欧洲两个社会彼此间的期待，促使我们在相互对话的道路上迈出了

更远的一步。 

» 第二届中欧社会论坛  

2007 年 10 月 3 日，海南航空公司中欧社会论坛专机从北京出发，将由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

先生带队的 250 名社会各阶层的中国人载往欧洲，参与在 9个国家 23 个城市同时展开的 46 个论坛小

组的对话。两天后 800 余位与会者聚集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举行大会。 

第二届中欧社会论坛本打算依首届论坛的方式筹办，但中欧间的合作事业、双方社会加深相互理

解的必要性以及世界治理的共同使命，使论坛改变了属性和组织框架，将关注点转向双方共同关切的

主题。第二届中欧论坛的创新在于：从形式上确立了论坛的自由基调，分两个阶段展开别开生面的讨

论；从精神上明确了共生伦理的目标。与会的中国朋友感慨到，这次论坛的组织方式使他们真实地进

入了中欧相逢，进入到了问题的实在。在众多主题的讨论中，从中国互联网的普及到欧洲大学角色，

参与者重塑了对方在自己眼中的形象，也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形象。中国人发现，在某些问题上出现了

与欧洲同仁的共鸣，与中国同胞的分歧。这种情景让人开始质疑，纯粹的“欧洲视角”和“中国视角”

究竟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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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方法：社会与社会对话中的集体思考工具 

» 中欧论坛是别具一格的，体现在它运用的方法论上：

用问题激活思想、进入行动的渐进法：问题－经验－方案－行动； 

打破界限的跨界组织法：对话－理解－行动－建议； 

多样性与统一性并重的复杂思维：同一性和多样性在复杂思维中的统一构成了中欧社会论坛的重

要特征，使它避免陷入文化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线性思维。同一性诉求使我们渴求中欧社会间的整体对

话，尊重多样性则使我们充分挖掘与会者的社会职业、地理区域和主题的多样性，承认各社会内部的

特殊现实，包括各自的历史脉络、当下的历史性和人们的社会意向、文化的特殊性、各社会的分类体

系、各自面对的挑战的多样性……。 

民主参与的过程性集体思考：无主讲人，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每个人都有义务

倾听并回答别人的问题。 

用渐进图表进行讨论和总结：讨论组分步骤进行，使中欧双方参会者能够动态地呈现双方社会的

重大变迁，找出彼此的共性与差异，寻求负责任的共同解决方案。 

这一集体思考的工具是我们在跨文化的国际背景中多年总结而成并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将之命

名为“渐进图表法”，，参与者同时在场，进行过程性思考，进而形成共识。 

 

图：渐进图表法的第一步：各人提出若干问题，然后按照四个象限进行分类、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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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分类和组合 

» 两种组合：社会职业组和主题组

中欧社会对话的各讨论组以独立自主的方式进行组织和管理，是整个论坛的动力机制。 

社会职业组：比如农民、商人、宗教人士、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企业管理、军人、干部、

工会人员等等，由相同领域的行动者聚集在同一个讨论组，不必事先设定主题，每个参与者从各自生

存经验出发，进入集体思考，在对话过程中产生双年聚会的主题。 

主题讨论组：由不同领域但关注相同主题的人士聚集在同一个讨论组，经过相互交流，对话探讨，

直到获得建设性的成果。这些主题包括从科学技术到价值观、从经济发展到社会的演进以及城市治理

到可持续发展等彼此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 

我们的期待是，主题组和社会职业组能够在核心问题上交叠。 

» 五大范畴  

小组主题包罗万象，但都可归纳到人类社会中包含的五大范畴: 

1）再创人类价值：哲学、艺术、科学、教育和知识 

2）应对社会变迁：移民、社会公正、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生活方式 

3）创新经济模式：就业、资本和金融、生产、消费  

4）发明治理模式：从地方到全球、和平、安全、公共服务与住房 

5）生态关系再思考：天人和谐、自然资源管理、生物圈  

» 九个综合组

将五大范畴的前四个范畴按社会职业和主题划分为 8个讨论组，再加上人与生物圈的主题组。在

小组聚会之后，形成了 9个综合讨论组，对此前在各地展开的小组对话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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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进中的中欧社会论坛

2.1 欧洲三次预备会议 

2008 年秋天，在欧盟的资助下，中欧社会论坛在欧洲举行了三次筹备会议。第二次在巴塞罗那召

开，恰逢第 11 届欧中峰会宣布取消的当天，这无疑更说明了论坛的必要性，因为双边外交关系似乎

已无力面对彼此社会间正在扩大的误解鸿沟。会议吸引了来自欧盟 20 个国家 180 位各领域代表的参

与，他们由此成为共建中欧社会对话的真正行动者；会议期间也酝酿了广泛和丰富的讨论议题，经过

与中国方面的议题进行对照与综合。 

 

2.2 四大支柱：小组组建原则 

合作的时代,对话需要形成合力：地方政府、知识领域、社会网络、媒介层面,是社会对话得以全

面深入的基础。 

第一支柱: 地域范畴  

讨论组扎根于一个地方，融入当地的真实社会，并因地制宜地展开小组的对话； 

第二支柱: 知识领域 

有助于激励对讨论主题的最佳思考。这可以是大学、研究中心或智囊库； 

第三支柱: 社会网络 

 其中存在着关心小组主题并愿意参与中欧社会对话的各行各业人士；这些社会网络可以是现存

的，比如企业网络、各类组织、行业协会等等；也可能随着论坛的推进，逐步建立起新的网络。这些

新老网络能够相得益彰，相互强化和巩固。 

第四支柱: 媒介层面 

它具有双重作用，一是消除语言障碍，便于各自社会内部（欧洲国家之间本身亦存在语言沟通障

碍）以及彼此社会之间的对话，由此帮助克服跨文化之间对话往往容易产生的误会和误解，这通常由

外语学院或比较研究机构担负责任；二是同参加讨论组的社会各领域人士共同分享思考，这往往由报

刊杂志、电视台、网站和博客发挥角色作用。 

 

2.3 持续展开的小组 

我们会说“第三次论坛的起点是 2007 年 10 月 7 日”，第二届论坛结束的第二天。从那时起，在

论坛中结识的坛友便开始了他们之间的联系。举例： 

T56b农业与生物多样性： 

本小组的组织者是法国维拉索生态中心负责人 Marion Diaz 女士，以及中国云南思力生态替代技

术中心的科学顾问、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况荣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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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第二届论坛小组讨论的总结要点是集中在如何加强中欧之间在该领域的对话、交流与合

作，提出的问题有： 

　 - 如何才能达到保持生物多样性的最低要求水平，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 

　 - 建立多方、多学科的对话，就传统/现代、认识论、科学知识及非科学知识进行讨论。 

　 - 经验交流、信息分享网络：绿色农业的演变、转基因技术的演变（利弊）、欧洲和中国农民

的经验交流、农民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天然/人工林的管理、负责任的林业。欧盟林业产品的共同

管理（意大利）尤其是食品管理。河流盆地的管理采用“分地域管理”方式。 

　 - 实地考察交流。欧洲、中国参与者互访交流，在每次论坛结束后尝试进入具体行动。 

　 - 与其他组 WT15（科技选择的管理）和 WT13（欧中对话的挑战和优势）联手讨论：私有化个

案的研究及其演变（私有化会不会降低创造性） 

　 - 与研讨自然资源、特别是流域的 WT52 携手行动 

第二届论坛之后，T56b小组的成员多次在欧洲和云南进行实地考察和具体项目研讨，围绕上届提

出的结论，形成了此小组的第三届主题设想： 

- 可持续农业的概念与如何构建可持续农业系统？（引申出对于现代农业对环境、社会、文化和

经济等影响的讨论）。 

- 农业生产与生物多样性：1.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功能和价值；2.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对农

业生物多样性的影响；3.化学农药、转基因技术、化肥、单一耕作等现代农业技术对农业生物多样性

的影响；4.传统知识的保护和继承、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措施作为潜在的现代农业生产替代技术的

可行性探索；5.可持续农业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增强的互利关系。6.可持续性农业案

例分析与讨论。 

-小规模农业生态系统。 

在对小规模农业系统和现代工业化农业系统的利弊进行比较，并对小规模农业生态系统有利于保

护环境，对生态友好，具有可持续性等特点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讨论食品安全、农业政策和

小规模农业生产的相互关系。 

 

2.4 小组的构建  

现有小组的地理分布如下：南京、上海、北京、吴起、昆明、贵阳、福州、广州、平武、长春、

昆明、 保定、澳门、香港、武汉、长沙、哈尔滨、杭州、深圳、开平、银川 

A. 小组组长的角色

小组组长可以毛遂自荐，或经中欧双方网络推荐，由论坛组委会讨论后确定。他应当是对该小组

主题具有浓厚兴趣的个人。作为组长候选人，他需要首先撰写一份简短的主题说明，在论坛网站上开

辟一页讨论组的介绍，作为小组在论坛注册的基本条件。 

各小组需要 1名联络员，协助组长进行网络讨论、通信、撰写文件、安排会务、担当翻译、寻找

赞助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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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第三届中欧社会论坛的小组会议在中国举办，中方组长将负责小组的组织工作、参会者的接

待、小组讨论工作的指导等。 

小组组长统筹小组会议的后勤安排。小组组长有义务向论坛中国中心黄晔主任提供小组成员名单

及相关信息，以便论坛组委会统筹安排参会者的行程、签证及赴香港参加双年大会事宜。 

B. 参会者的选择

选择中国和欧洲的参会者需要与论坛协调团队配合，平均来说，每个讨论组欧方参会者 5名、中

方 15 名，不排除小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开放式”的讨论。但参加香港全体大会的每组不超

过 20 人。 

参会者的选择标准分为个人和集体两方面：  

个人标准旨在确保每个参与者的素质，包括：  

·对小组主题有深入了解和思考能力； 

·对中欧之间对话有兴趣； 

·第二届双年聚会之后继续参与小组的对话。 

集体标准旨在体现小组在中欧社会中的多样性，包括：  

·地理来源的多样性； 

·主题讨论组中社会职业的多样性; 

·性别和年龄的平衡。 

这些标准需要在中欧双方组长的协调下共同实施。讨论组参会者的选择是公开透明的。 

 

2.5 资料积累与网站管理  

» 论坛网站小组网页

论坛小组共同工作的第一个平台是小组网页，使用三种文字，内容包括：小组主题说明，“10+10”

资料，共享文献，小组成员网络对话 

由中欧双方组长组织，在小组联络员的协助下，起草小组主题说明，并将该领域最重要的 10 个

研究成果归纳出 10 篇摘要，每篇摘要的篇幅大约为 1页，由联络员负责将上述文件                            

传送到 fce.doc@china-europa-forum.net ，再由论坛合作伙伴，巴黎高等翻译学院和武汉大学外国

语系翻译成中、英、法三种语言，并上传到论坛网站。资料可以来自小组的任何一位成员，由组长负

责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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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论坛小组主题说明举例  

S12 艺术家组主题说明： 

各民族都追求着精湛的文化。民间艺人、作家、画家、雕塑家、戏剧表演者、电影制作人、歌唱

家、音乐家、舞蹈家创造并传承着艺术，增强着人们的想象力。 

不同的权力机制，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无论处于何种时代，都在复杂的关系中对艺术活动

予以支持或施行控制，并将其工具化。 

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艺术家又是某种历史空间、观念形态、民俗习惯或艺术形式的体现。在信

息高速流通的今天，他们身上集中体现着各种冲击，成为传递信息的文化使者。 

全球现代化的共同历史使各文化之间具有了紧密的相关性，随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思考：多元文

化保护、文化主体性身份证明、话语权等等。今天人类面临共同的挑战，需要相互间更深入的对话理

解，我们将不同地区、领域的艺术家聚集在中欧论坛上，一起思考各自关心的问题，思考共同面对的

危机，寻找可能的答案。 

艺术家在中国与欧洲社会中各自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怎样界定在各自社会中的角色与责任？他

们对社会与未来持何种看法？如何将 自己的观点通过艺术加以传递？在中欧两大文明之间的对话中

他们起到或能起到何种作用？艺术如何提升人的精神性？在各自的艺术实践中如何提升人类关

怀？…… 

艺术家分组正要就这些问题去讨论，相互激发，共同探究答案。 

 

第二届论坛10+10资料库举例

WS28 居民组住房领域十项研究成果之一概要说明： 

原文题目: 《2003～2007：拆迁新变局》，陈晓，中国新闻周刊，2007 年 4 月 9日 

概要： 

文章以洪鼎生老人对自己被强行拆迁的祖屋申冤为开始，展开了对 2003 至 2007 年拆迁现象的回

顾，指出，经过十几年的城市再造，拆迁中的强弱对比在渐渐发生变化。“一个市民社会正在形成”。

被拆迁人的抗争方式已经由纯粹的乞求、等待，变为正式向法律寻求自救之道。 

中国的土地买卖是行政推手下的城市再造过程。根据 2001 年修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拆迁可以“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权）。”而实际上，很多

拆迁行为是出于公益还是私利，委实难以界定。而拆迁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如何作价补偿，也是拆迁过

程中矛盾最大的问题。一间房子所附着的土地使用权，对居住者来说，不仅仅是砖瓦构造的栖身之所，

还包含着更多诸如一些个人生活经历、生存凭借等的含义。但中国在制定拆迁政策时，被拆迁居民放

弃原有土地使用权的机会成本并未被考虑，甚至在过去的一些条例中并不承认房主拥有土地使用权。

在这种行政意识下设定的补偿标准，当然只是一些“砖瓦碎片钱”。除此之外，很多权力曾为拆迁的

顺利进行“保驾护航”。 



           China-Europa Forum      共 同 拓 展 中 欧 社 会 之 间 前 所 未 有 的 对 话 进 程 

从被拆迁人角度来看，几乎各个阶层的人都卷入了拆迁的利益之争。他们用不同的方式，为自己

的房子寻找着一个存在下去的理由，或者得到一个他们认为更合理的价格。不管方式，毋论贫富，这

些人被统称为“钉子户”。2004 年，宪法中增加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条文，据此，

持宪维权的声音此起彼伏。虽然这些行为尚不能阻挡私人房产在尚未达成协议时被推倒，但在越来越

多的废墟中，“我们注意到，实施行动的都并非孤胆英雄，而是拥有共同利益的市民联合体，在自身

权利意识苏醒之后，又传染给了更多的市民，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一种市民社会。” 

在这种情形下，民间力量与政府开始了互动。从钉子户的孤守，到联合持宪维权，被拆迁人在博

弈过程中形成的市民社会，让他们在尚不完备，甚至还有偏颇的政策法规构架中，找到自己的维权空

间，同时也推动着国家物权观念和法规的改变。声势浩大的城市再造和拆迁中，被拆迁者渐渐形成市

民社会，从语义甚至实质上都有些悖论的法律构架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而这个过程，又反过来

推动着国家物权观念和法规的渐变。 

 

2.6 博客集：对话中的知识共建  

作为论坛坛友与公众之间的网络推广和沟通平台，博客集将发挥重要作用。在腾讯网的配合下，

中欧社会论坛即将开辟一个新老坛友共享的思想空间，并尝试引入欧洲坛友的博客，以增添视角的多

样性。在充分尊重作者著作权的前提下，博客集将通过腾讯网和中欧社会论坛的多种形式传播。博客

集上线后，作者需要保证一定的更新频率(例如每月 1-2 篇文章)。这样，整个社区每天即可有相当数

量的更新，成为一个以多样性为基础，持续跨界的网络共同体。 

开通博客，具体事务请联系陈亮先生。oldlamp2000@gmail.com; Tel: 135 8154 0099  

 

2.7 对话的多向度媒体网络 

媒体作为四大支柱之一，是因为它把 20 人的小组讨论放大为广泛的公民参与的思考。 

论坛媒体及翻译事务负责人为《比利时商报》主编阎敏女士，将与其他两位资深记者一起协助各

小组与媒体的紧密沟通：我们的媒体伙伴有： 

人民网、腾讯网、奥一网；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中国教育报、中国妇女杂志社；中央电视台、

新华社、天津电视台凤凰卫视…… 

 

mailto:oldlamp200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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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届双年聚会时间表  

 

» 第一阶段 （2008年10月-2009年2月底）小组酝酿

1) 中欧双方分别提出小组方案和主题说明 

2) 论坛团队依据主题说明在中欧之间进行匹配，确定小组 

3) 小组长及联络员南北筹备会议：梳理论坛宗旨、目标、方法、特色、时间表 

4）以论坛坛友个人博客为基础，开通腾讯网中欧社会论坛博客集 

5）开始联络有关上级部门以获得认可和支持 

 

» 第二阶段（2009年3月-5月底）全面展开小组内对话

1）在联络员和志愿者协助下开通论坛小组网页（另见《论坛网站管理员培训手册》） 

2）中欧小组长协商选择组员，4月 30 日前确定名单，寄到china@china-europa-forum.net   

3）组员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互动交流 

5）中方主办单位向组员发出正式邀请（欧洲参与者办会议签证或旅游签证） 

6）资料建设:将以下文献交给小组联络员：a)各组的中欧参与者分别提供 10 篇关于本领域最重

要的研究的摘要（范例见 2.8）; b)小组成员的个人思考成果；c) 有价值的其他研究文献。  

7）每组指定 1人参加论坛组委会安排的图表员培训（时间约为 4月下旬） 

 

» 第三阶段（2009年6月-7月）双年大会筹备

1）筹委会对各地小组进展实地考察 

2）小组、大会双年聚会日程具体安排：地点落实、会议场地、经费、人员 

3）出版书籍、印制小组资料 

4）联络媒体 

 

mailto:china@china-europa-forum.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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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阶段  双年聚会

1）7 月 18 日-20 日：小组双年聚会，研讨、参观（录音、录像记录） 

2）7 月 20 日晚 8点：各小组将讨论记录寄送到论坛办公室 fce.doc@china-europa-forum.net，

以便进行图表分析 

3）7 月 21 日：参观讨论 

4）7 月 22 日 12:00 前各小组代表赴香港理工大学报到，下午 3点 30，双年大会开幕式 

3) 7 月 23 日：各小组按照五大范畴中的社会职业/主题讨论组合并成 9个综合组，对在各地的小

组讨论进行总结、概括和提升； 

4) 7 月 24 日：全体会议，大会总结，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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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形式，合作计划实施 

 

4.1 联络员和图表员、记录员合作，整理会议纪录； 

 

4.2 坛友撰稿，准备编辑出版第三届中欧社会论坛文集或丛书， 

 

4.3 制作纪录片 

 

4.4 在具体计划中开启第四届中欧社会论坛。 

 

 

 



           China-Europa Forum      共 同 拓 展 中 欧 社 会 之 间 前 所 未 有 的 对 话 进 程 

五、中欧社会论坛章程 

首届中欧社会论坛于2005 年在中国南沙成功举办，它使一个即兴活动变成了中欧社会间对

话的长期动力。本文是关于这一对话机制的宪章。

摘要： 

论坛宪章包括3个部分：前一、二部分为论坛目标和伦理，也是论坛不可动摇的基石；第三

部分为工作机制。工作机制具有可变性，但必须基于可持续性的原则之上。

1. 目标

使中欧社会从各自经验与思考中汲取营养，从而适应时代变迁，共同探索真正的可持续发

展模式；

使中欧社会的各种力量动员起来，通过两大区域的社会对话，为建立合理、民主和高效的

世界共同体和世界治理做出贡献，积极促进世界的和谐、和平与团结一致；

激发世界其它地区和国家间的双边或多边对话。

2. 伦理

确保对话在相互尊重中进行。它超越了传统的外交或经贸的交流形式，以透明、率直的对

话促使各社会将自己的亲身经验介绍给对方，并相互借鉴。

使双方社会的对话交流变成推动力， 大限度地调动个人和机构，他们重视经验共享，拥

有未来眼光，正在或曾经在各自社会的转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对过去的分析评判不针对某人或某个文明，而是目的在于共同展望未来。

本论坛无意替代以往存在的各种双边交流合作，因为各自都不乏其存在的理由。本论坛作

为一个对话空间，旨在推进新型的交流合作，找到独特的合作模式，论坛自身无需成为这

些合作的直接参与方。

本论坛无意构建针对第三者、特别是针对美国的中欧联盟。相反，它期望自己所推动的交

流能够有利于其他地区间或全世界范围的社会对话。

论坛与会者以个人名义参与讨论，必要时可对其身份保密。论坛不是任何机构表达立场的

场所，因为此类机构已经拥有足够的交流空间。当言论自由的原则与发言者的行政职责不相

容时，论坛给予那些年长的、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人以优先发言的机会，而且他们本人也不因

当前职务而必须承担保持沉默的义务。

论坛主张多元化，这一点体现在应邀参与对话的人方面，包括他们所代表的哲学、政治或

宗教观点。

论坛注重多元与统一结合的伦理观。人人都应接受对方的独特性。从全局而言，所有与会

者应树立应对人类共同挑战，探讨可持续性和团结一致的世界治理的使命。

3. 工作机制

上述目标与伦理构成论坛不可触犯的章程。如果不严格遵守上述内容，任何人都不得利用

论坛或使用论坛这一“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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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延续首届论坛的原则，八位创始人是该章程执行的保证人。一旦章程在履行过程中出现

分歧时，由八位创始人做出 后裁定。

基于首届论坛，八位创始人是该宪章执行的保证人。一旦宪章履行方面出现意见分歧时，

由八位创始人做出 后决定。他们分别是：

 ·吴建民先生，前大使，原中国外交学院院长

 ·何建立先生，霍英东基金会秘书长

 ·宋新宁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陈彦先生，欧洲华人学会秘书长

 ·米歇尔·罗卡尔先生，法国前总理，第一届论坛（南沙）欧洲代表团主席

 ·乔治·贝尔图先生，让·莫内办公室前主任，欧洲运动组织荣誉主席

 ·皮埃尔·卡蓝默先生，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

 ·保罗·张万亭先生，前欧盟驻世贸大使

当上述创始人中任何一人辞职或谢世时，保证人团体按2/3 多数决定增补新成员。

3.2. 讨论小组的组织工作 

中欧社会论坛是两个社会各个行业面对共同关心的问题所进行的持续性对话。为了保证多

样性和统一性的两个目标，讨论组分为主 题讨论小组和社会职业讨论小组两大类。这些讨

论组的组织工作由中国和欧洲的组织者或机构承担。每个讨论小组都应尽可能地联合双方社

会的四种类型的合作伙伴，即：地区机构（地域范围）、大学或研究中心 (学术合作)、社

会网络 (社会合作) 以及双方社会的中介或媒体 (媒体合作)。讨论小组拥有高度自主权，在

遵守论坛章程（即论坛目标、 伦理和工作机制）的条件下，充分享用中欧社会论坛的标识。

3.3. 两年一度在中国和欧洲轮流举行的论坛双年聚会，旨在总结、提升两个社会间的长期

对话。

两年一度的双年聚会的组织工作由当地的主持人和另一方共同磋商确立。双年聚会旨在提

升两个社会间长期对话的能见度和影响力，听取各讨论小组的工作综述和展望未来的前

景。

双年聚会结束之后的后续工作也同等重要，无论是针对筹备文件的价值和讨论小组的工作

成果，还是面对新的合作远景。

3.4. 论坛的统一性归功于共同的工作平台和方法。

确保论坛协调性与永久性的工具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更新。这些工具包括：一个中

英法三语网站；一个共同信息资料库（参会者个人资料、文献、工作方式等）和组织过的方

法以及小组讨论综述的共享。

3.5. 为论坛集资和寻求机构支持是每个参与者的责任 

论坛小组负责人负有寻找经费来源的职责，不过，这也应该是论坛每个成员的责任。尤其

每个讨论组的组织者更应该担负寻求机构和经费来源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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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中欧社会论坛是一个独立于中国和欧洲政府之外的民间创意，但它同时也寻求公共部

门的认可、尊重与支持。

中欧社会论坛不是任何政府、公共机构或私营企业的产物。它是社会组织独立创意、共同

参与的成果。无论在公共权力或私营企业之间，论坛扮演的是不可或缺的辅助角色，而不是

处于其对立面。论坛提供了一个有结构、汇聚各种创意的自由对话空间。

3.7. 论坛管理：与时俱进、共同治理的运作模式。

自2005年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创立中欧社会论坛和霍英东基金会承办第一届论坛以来，各

方都认为论坛应该朝共同治理的运作模式演进，使长期支持并参与论坛的个人或者机构，都

能为论坛的目标和行动继续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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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官方对中欧社会论坛的支持

6.1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的支持信 

 

6.2 中国驻欧盟使团宋哲大使支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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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全国政协经济社会理事会秘书长王胜洪的支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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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中国驻欧盟使团宋哲大使的支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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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宋哲大使信件的中文译文 

Letter (2058x3209x16M jpeg) 

 

 

 

 

布鲁塞尔，2009年2月25日

 

卡蓝默先生

欧洲梅耶基金会暨中欧社会论坛主席

 

 

 

亲爱的卡蓝默先生，

 

感谢您的创意和努力，中欧社会论坛已经成功地举办了两届双年聚会，为中欧专家和社会各阶

层代表提供了一个非凡的、面对面交流观点的平台。

 

我愉快地得知论坛的第三届双年聚会将于今年夏季在中国举行。在当前经济危机加剧和扩大，

中欧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中欧社会论坛第三届双年聚会的成功具有特殊的意义。

 

我衷心地希望，在各方支持和合作下，中欧社会论坛的第三届双年聚会将完满成功，从而为中

欧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做出崭新的贡献。

 

真诚的敬意，

 

宋哲 （签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欧盟使团大使、团长

 

地址：

Bd de la Woluwe 100 

1200 Brussels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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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三届中欧社会论坛现有小组列表（截至2009年3月4日）

 

 WORKSHOPS FOR THE THIRD BIENNIAL OF THE CHINA - EUROPA FORUM 
启动

状态

S11a 现代性中的宗教性：中欧经验之思考及互动 Religion and Society: the challenge of multiple identities ●

S12a 艺术家的角色与责任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of Artists O 

S13a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Scientist O 

S14a 高教工作者及其地位与责任 Academics,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O 

S15a 新闻工作者与责任 Journalists and responsibility O 

S15b 记者的培训 Training of journalists O 

S15c 面临市场冲击的编辑出版业 Editors and Edition facing the impact of market O 

S21a 妇女的角色和责任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of Women O 

S22a 青少年的地位和责任 Place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Young people O 

S22b 青年责任的培养 The training of young people to responsibility O 

S22c 青少年对本地社区发展与志愿工作倡议的参与度
The involvement of youth people in initiatives of communitary 
development and voluntary work at local level 

O 

S22d 青年与社会参与 Youth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O 

S22e 中欧大学生眼中的对方 Chinese and European university students in each others’ eyes  

S22f 青年与全球气候变化 Youth and Climate Change  

S23a 移民 Place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Migrants O 

S25a 退休人群的地位与老龄化 Place of Retired people and ageing: into society O 

S26a 社会工作者的教育 Social Worker Education O 

S28a 居民 Inhabitants O 

S31a 企业管理者的角色和责任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of Company Chief Executives O 



 

S31b 分销公司的角色和责任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in Distribution companies O 

S31c 业务经理与专业人员责任的培训 Business managers and professionals training to responsibility O 

S31d 经济全球一体化中的管理人员：国际流动性 Managers in globalization -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 

S32a 全球与地方：国内中小型企业 Globalization and local, domestic SME O 

S32b 中小型企业的行政首长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of SME Chief Executives O 

S33a 
金融部门的机构(当今金融危机之下，中欧之间如何

合作？) Today's Financial crisis : what cooperation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 
O 

S35a 农民与渔民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of Farmers and fishermen O 

S36a 可持续消费中消费者的角色和责任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of consumers for a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O 

S36b 消费者行为的改变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
The importance of the change of consuming behavior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37a 社会企业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of Entrepreneurs of Social enterprises O 

S38a 公共与私营部门职员：劳工权益保护 Protecting employees O 

S39a 责任管理 Responsible management O 

S39b 企业社会责任：让中欧更好沟通的方法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way for a better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O 

S39c 企业生态责任：环境友好工业及政策
Company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 Environmental Friendly Industry & 
Policy O 

S42a 职能部门干部 Civil service managers O 

S43a 法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 Jurists’ role in society O 

S44a 军人对人类安全的贡献 Servicemen (military men) contribution to human security O 

S45a 中欧公共服务部门工作人员的作用，目标与价值 Role, mission and values of staff in Public Services in Europe and China O 

S47a 非公募基金会 Non-public funding foundation O 

S47b 公民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NGOs O 

S47c 
非政府组织在乡村、社区和地方层面上的社会与环境

行动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action of Grass-root NGOs 
O 

T11a 中欧个人观与社会观之比较 Chinese and European views of the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O 

T11b 价值观危机与共同的道德基础 Values crisis and ethical common basis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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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1c 身、心、灵：中欧传统智慧的对话
Body, Heart, Soul and Dialogue on Wisdom in the Tradition of China and 
Europe O 

T12a 族群、国家、人类认同
Ethnic, National and Humankind Identities or selfidentities at different 
levels O 

T12b 中欧本原文化与民间艺术 Authentic culture and folk arts O 

T12c 文化遗产的保护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O 

T12d 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保护 Protection of material and immaterial heritage O 

T12e 艺术创作和艺术市场 Artistic creation and Art market O 

T12f 城市创造中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urban creation O 

T12g 艺术教育 Art teaching O 

T12h 中欧文化政策比较 Cultural policie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O 

T13a 科学与技术选择的管理 The manage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hoices O 

T13b 互联网时代的资讯科技 IT systems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O 

T13c 新技术的伦理和社会方面 Ethical and societal aspects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O 

T13d 学者和企业之间的知识转让 Transfer of knowledge between academics and enterprises O 

T13e 国内和国际研究人员的流动性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researchers O 

T13f 新技术启用的理论挑战：生物伦理学 Ethical Challenge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bioethics O 

T14a 高等教育的改革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O 

T14b 基础教育系统的演变 Evolution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O 

T14c 职业教育 Vocational Education O 

T14d 中欧留学生跨文化组
Cross-experience of Chinese students in Europe and European students 
in China O 

T14e 教师的能力和资格 Teachers competences and qualifications O 

T14f 
在中欧发展学校伙伴关系网络；提倡语言学习和语言

多样性
Developing school partnerships network in China and in Europe; 
Promoting language learning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 

O 

T14g 移民子女的教育和社会融合 Education of migrants’ childre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 



 

T15a 欧洲媒体中的中国和中国媒体中的欧洲：角度和变化
China in the European media, Europe in the Chinese media: perception 
and change 

O 

T16a 中欧对话的挑战和最佳条件
The challenges and advantages of Euro-Chinese dialogue and 
intercultural dialogue O 

T16b 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 Nation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 O 

T16c 体育在社会中的作用 The role of sports in the society O 

T17a 中欧社会文化的比较性演变 Comparative evolution of Chinese and European socio-cultures O 

T17b 中欧交往前景 China and Europe Cross prospective/ foresight O 

T21a 人口变化的影响 The impact of demographic change O 

T21b 中欧儿童，青少年和家庭 Childhood, Youth, and Family in China and Europe O 

T21c 中欧的性别和公共政策 Gender and Public Policy in China and Europe O 

T22a 弱势群体的生存需求 Existence needs of disadvantaged groups  O 

T22b 残疾儿童和孤儿的保护 Protection of Handicapped and Orphan Children O 

T22c 财富和贫穷：哪一种社会模式？ The wealth and poverty: which social model? O 

T23a 移民劳工社区 Community of rural migrant-workers O 

T23b 少数族类问题 Minority issues O 

T23c 公共健康政策与医疗品质管理
Health Public policies ; healthcare quality and quality control of medical 
products O 

T24a 精神卫生保健 Mental health care O 

T24b 养老保险制度的资金 Pension system funding O 

T24c 保健和工作政策的介入/移民融合 Access to health & work policies O 

T24d 社会安全和政府责任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O 

T25a 对社会权利的尊重 Respect for social rights O 

T26a 社会房屋政策 Social Housing policy O 

T27a 以最新理论和全球研究为参照评估中欧生活质量
The quality of life in China and Europe with reference to recent theory and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 

O 

T27b 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变迁 Evolution of lifestyles and new modes of consumptio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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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1a 全球可持续与负责任的价值链 Global sustainable and responsible value chains O 

T31b 农业政策：21世纪的农业模式 Which agriculture for the 21srt century? O 

T31c 可持续食品链和食品体系 Sustainable food-production channels and systems O 

T31d 发展都市农业，应对城市粮食危机 Urban and peri-urban agriculture facing urban food crisis O 

T32a 
如何在全球化一体化过成功中面临中欧多元文化的管

理问题
Management problems facing European and Chinese multinational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O 

T32b 如何在中欧建立有效的推广策略以吸引投资者
How to set up effective promotion strategies to attract investor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O 

T32c 如何提高中欧企业之间的科技转让
How to improve technology transfer between China-European 
Enterprises? O 

T32d 跨国公司在所在国推行社会权利的作用
The role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rights 
in hosting countries O 

T32e 汽车产业的未来 The future of automotive industry O 

T33a 经济和金融要素产生长远效应的能力
The capacity of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players to take a long-term 
view O 

T33b 小额信贷和地方发展 Micro-credit and local development O 

T34a 互助经济在中国和欧洲的地方及其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Place of solidarity economy in Europe and China and links with the real 
economy O 

T35a 中欧农村的未来 The future of rural areas in China and Europe O 

T35b 城乡公平贸易 Fair trade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O 

T35c 中欧发展中的两极分化，扩散化以及国土的整治 The polarization of development; regional development O 

T35d 可持续消费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O 

T36a 劳资关系和经济的再思考 Labor relations and rethinking economy O 

T37a 生态旅游业 Ecological tourism O 

T41a 城市设计和城市管理 The design of cities and urban governance O 

T41b 老城保护与更新 Protection of urban heritage or Conservation and renew of old cities O 

T41c 
中欧城市和地区轨迹：管理发展、公平和可持续的关

系
Trajector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 in Europe and China : manag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wth, equity and sustainability 

O 

T41d 可持续城市发展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O 



 

T47c 
在高度负责的社会中发展智能管理、软处理和非等级

式的领导力
Developing smart governance, soft piloting and non hierarchical 
leadership operating in highly complex societies 

O 

T43a 世界事务与世界治理 World affairs and world governance O 

T43b 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非洲-拉丁美洲 Relations with other regions of the world – Africa – Latin America O 

T43c 农业政策：中国和欧洲在全球农业中带来什么贡献
What agricultural policies? What contribution of China and Europe in a 
global agricultural policy? 

O 

T43d 
共同分享经济增长成果：重视社会投资，并使其成为

投资重点
Sharing benefits from growth : putting social investment at the heart of 
development 

O 

T43e 建立一个全球货币、金融和能源框架 Casting a global monetary, financial and energy framework O 

T43f 原材料市场的规范和共享 Regulation and sharing of raw materials O 

T43g 发展援助的概念和实践 The conception and practices on development aid O 

T43h 中国和欧洲在全球生产与贸易系统中的地位
The position of China and Europe in the global system of production and 
trade 

O 

T43i 灾害救助：理念与方式 Conception and mode of disaster relief  

T44a 中欧的司法系统 Juridical systems in China and Europe O 

T44b 和平；中欧的和平文化
Peace ; culture of peace in China and Europe : what can we learn from 
history 

O 

T44c 国际规范在跨国公司的应用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applicable to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O 

T44d  
中欧和平与安全的社会文化因素 

 
The societal and cultural factors in the security and peace in China and in 
Europe  

T44e 国际标准的确立和产业链发展 Cre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supply chains development O 

T44f 国际法上的外层空间和平利用与非武器化 International right and pacific use of extraatmosphéric space O 

T45a 公共服务的概念与管理 The conception and management of public services O 

T46a 公民对生活及社会选择的参与 The participation of citizens in the life and choices of society O 

T46b 互联网与公民参与，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 Internet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the change of social comportement O 

T46c 城市社区治理中居民的角色 Role of inhabitants in the management of urban communities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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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6d 积极市民精神的新理念 New concept of active citizenship O 

T47a 寻找能够适应21世纪的治理模式
The search for a form of governance suited to the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O 

T47b 如何重建公众对政府和专家的信心 How to build a 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 official statistics and experts ? O 

T48a 中国和欧洲公共服务部门的公务员培训 Civil service managers’ training O 

T51a 寻找和谐、可持续发展社会的新型模式
Towards a new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 sustainable and harmonious 
society O 

T51b 技术革新与可持续发展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 

T51c 循环经济与节能减排 Circular economy -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O 

T52a 水资源治理与效能 Water management and water efficiency O 

T52b 汇水盆地的治理 Catchment basin governance O 

T52c 
促进生态水文学，发展可持续的生态系统和水资源治

理模式
Promoting Ecohydrology for th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ecosystems 
and water resources 

O 

T53a 能源管理 Energy management O 

T53b 城市能源的最优效率 Energy in urban areas O 

T54a 土地管理政策和家庭农业 Land management policies and family farming O 

T55a 山区资源的治理 Management of mountain territory O 

T56a 转基因产品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cs O 

T56b 农业与生物多样性 Agriculture and biodiversity O 

T57a 气候变化的管理 Climate change management O 

T57b 全球变暖的发现与低碳经济 Discovery of global warming and low carbon economy 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