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欧社会论坛
讨论组四个支柱

 第一支柱: 地域范畴, 讨论组扎根于一个地方，融入当地现实社会，并从那里展开讨论
组的对话和双年聚会。为此，讨论组需要在当地（即城市、地区和省份）共同寻找优先联
盟。这个联盟既要能投入论坛的整体启动，履行共建负责任世界的职责，同时对讨论组主
题应具有特殊的兴趣与关注。可能的话，这个联盟最好基于中欧之间现有的合作或双方已
缔结友好关系的基础之上。

 第二支柱: 知识领域, 有助于激励对讨论主题的最佳思考。这可以是大学或大学网络，
研究中心或研究网络、智囊库。这并不涉及在欧洲的中国问题专家或在中国的欧洲问题专
家。恰恰相反，这正是要联合双边社会最富有经验的知识网络。同时，论坛也是加强各自
社会内部对话与思考的机会。双边联合计划或院校间的研究合作项目都是良好的基点。

 第三支柱: 社会网络, 动员所有关心讨论组主题并致力于投身中欧社会对话的社会各行
业人士。这些社会网络可以是现存的，比如企业网络、各种协会组织、职业和活动人士联
合会等等。此外，随着论坛的推进，也可以逐步建立新的网络。当中欧之间的合作网络已
经存在，该网络便可能有所受益，并得以加强和巩固。 

 第四支柱: 媒介层面, 它具有双重作用，即双重性质机构。一是解决语言障碍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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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性和多样性构成中欧社会论坛的重要特征：同一性意味中欧社会之间的整体对话，多样性则
体现于彼此社会内部不同的现实，包括组成各自社会基础的社会职业和双方面对挑战的多样性。
论坛的双年聚会,尤其全体会议、网站、年鉴、方法论，这都象征论坛的同一性；而社会职业讨
论组和各主题讨论组则代表论坛的多样性。

为使中欧社会对话得以持续进行，论坛讨论组需要扎根于社会，就像建筑房屋一样，它需要依靠
4个牢固的支柱，每个支柱都有各自重要的角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