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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5/43(Part 工）禾口 A / 3 5 / 4 3 (Part 工工）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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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 部 分

在 1 9 8 0 年 2 月 4 一 8 日期间举行的 

第一届会议



导言

1 .  1 9 7 8 年 1 2 月 .2 0 日，大会通过第 3 3 / 1  48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 

外决定在 1 9 8 1年召开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并于第三十四届会议为 

会议设立一个政府间筹备委员会。

2 .  1 9 7 9 年 1 2 月 -1 8 日，大会通过第3 4 / 1 9 0 号决k , 其中除其他事项 

外决定会议于 1 9 8 1 年 8 月在内罗毕举行。大会又委托自然齋源委员会担任联合 

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的筹备委员会，委员会为此目的而举行的会议应开放给 

所有国家作为正式成员参加。 大会又要求筹备委员会在其报告内提出有关会议的期 

限、具体日期、邀请和会议议程草案的各项建议以及该委员会 1 9 8 1年的工作 

计划。

二 . 组织事项

A . 会 议 开 幕 和 会 期

3 .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筹备委员会第-•届会议于1 9 8 0 年 2 月 

4 日至8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委员会举行了四次会议和若干次非正式会议。

4 .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本届会议由秘书长主持开幕式。

成员和出席情况

5 . 根据大会第 3 4 / 1 9 0 号决议的规定，筹备委员会开放给所有国家作为正式 

成员参加。 下列各国代表出席了委员会第一届会议：阿富汗、 阿尔及利亚、安哥 

拉、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 巴林、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比利时、巴西、無 

甸 、布隆迪、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中非共和国、智利、中国、 

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民主也门、丹麦、 多 

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終尔瓦多、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圭亚那、罗马教廷、却牙 

利、 印度、 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象牙海岸、牙 

买加、 日本、肯尼亚、科威特、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与拉维、马来 

西亚、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墨西哥、莫桑比克、尼泊尔、荷兰、新西兰、 

尼加拉瓜、尼日利亚、挪威、 巴基斯坦、 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荀萄牙、

卡塔尔、大韩民国、罗马尼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西班牙、苏丹、苏里南、瑞 

典、端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落麦 It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委内瑞拉、南斯拉夫，札伊尔、赞比亚。

6 . 下列各联合国机构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非洲经济委员会

欧洲经济委员会 

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 

西亚经济委员会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联合国人类住区（生 境 ）中心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大学

7 . 下列各专门机构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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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世界報行 

国际电信联盟 

世界气象组奴

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

以下各政府间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

下列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第一类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 

国际商会

C.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月 4 日和6 日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上选出了主席闭成员如下 : 

主席 : 谷口良先生（日本） 

gij主席 : 扬 - 戈里察先生（罗马尼亚）

迈 克 尔 . 格林先生（新 西 兰 ）

佩 德 罗 •索伦森一莫斯克拉先生（委内瑞拉 )

报告员 : 理 查 德 . 奥克瓦罗先生（肯尼亚）

文件

l a 筹备委员会有了下列文件：

( a ) 委 员 会 第 一 届 会 议 的 險 时 议 程 100/P C / 1  );

(b) 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临时议程草案（A/GOlO： 1 0 0 / P C / 2 ) ;

( C ) 秘书长提交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关于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 ( A / 3 4 /  

5 8 5 ) ;

( d ) 会议秘书长的说明（A//COEÎ： 1 0 0 / P C /3 ) ;

( e ) 委员会报告草案（A / c o m ： 1 0 0 / p c / l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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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通过议程

13. 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下列载于A /c  OEF. 1 0 0 /^ P C //1号文件的会 

议议程：

1 .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 通过议程。

3 . 委员会的工作安排。

4 . 对筹备工作的审查。

5 . 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临时议程。

6 . 通过委员会的报告。

要员会第二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1 4 . 筹备委员会讨论了第二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会议日历已确定于 1 9  8 0 

年 7 月 1 4 日至.2 5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一次会议。 虽然一些代表团准备接受 

这种安排，但是其他几个代表团认为这种安排不方便，因为会议势将同7 月 2 日至 

-2 5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二届常会相重迭。 有人提议将会议 

改 为 7月 2 1 日至8 月 1 日在日内瓦举行，但是委员会获悉， 日内瓦的设备在那 

个时候已安排其他用途不能供会议利用。 因此委员会决定请主席同联合国第三次 

海洋法会议主席、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和会议事务部嗟商，以期就这个问题达成 

实际可行的决定，并相应地把决定通知各会员国。

三. 对筹备工作的审查（议程项目 4 )

15 .  2 月 6 日至 8 日筹备委员会于第二次至第四次会议审议了这个项目。委员 

会已有秘书长关于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A / 3 4 / 5 8  5 )。

1 6 . 会议秘书长在第二次会议上作了说明，此项说明后来按照委员会的决定以

义 件 （A/COÏÎÎ； 1 0 0 / P C / 3 )形式印出。

一 ， 一



1 7。各国代表团在就这个项目发言时强调1 9 8 1 年 8 月在内罗半举行会议的 

重要性，并在这方面强调需要彻底完善的筹备进程。 好数个代表团对筹备工作的 

现况表示关切。 委员会讨论了筹备进程的若干问题。

1 8 。 有人迫切呼吁各会员国建立国家中心点，以确保协调国家一级的筹备工作 

并同会议秘书处互相联络。

1 9 。对好几个代表团重视的国家文件问题，委员会也进行了审查。

2 0 。 委员会注意到已有八个技术小组业经设立，它们全都要在 1 9 8 0 年 2 

月底之前冗成其第一轮讨论。 有几个代表团表不希望尽早在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 

议之前当这些小组的临时报告正式向委员会提出时，便牧到这些报告。。

2 1 。关于特设专家小组，一些代表团认为这些小组的任务和组成应由委员会来 

加以讨论，但其他代表团则认为这些小组的任务和组成事项属于秘书长职权范围以 

内，只有专家小组的报告可由委员会讨论。 委员会已就这个问题，作了决定，其 

中请秘书长在其提交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进度报告内列入关于特设专家小组的资料 

( 下文第六节，决 定 1(1) )。

2 2 。 讨论了联合国系统内有关会议工作的协调问题。 也审议了各政府间、 

区域和非政府组织参加会议的问题。 委员会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项适当的决定 

( 参看决定 3(1) )。

E . 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临时议程（议程项目 5 )

2 3 。 2 月 ^ /日筹备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临时议程草案（A /  

CONFo I O Q / p c / 2 ) ,内容如下：

1 . 通过议程。

2 。秘书长的进度报告。

3 。各技术小组的临时报告。

4 . 东道国国内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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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的临时议程。

6 。能源会议的议事规则草案。

7 。委员会 1 9 8 1 年的工作计划。

8 。 通过委员会的报告。

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下列第二届会议临时议程：

1 。通过议程。

2 。 审议关于能源会议筹备工作的各项报告：

( a ) 秘书长的进度报告；

( b ) 能源会议秘书长参照委员会第5 (I)号决定提出的全面报告；

( C ) 各技术小组的临时报告。

3 。能源会议的工作安排：

( a ) 能源会议的期限、具体日期和邀请；

( b ) 能源会议的议事规则草案；

( C ) 东道国国内的安 #。

4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的临时议程。

5 。委员会 1 9 8 1 年的工作计划。

6 。通过委员会的报告。

五。通过委员会的报告（议程项目 6 )

2 5 . 同次会议上，筹备委员会审议了其第一届会议的报告草稿（A /COIO'。1 0 0 /  
? c / L o i ) , 委员会未经表决就通过口头修正的报告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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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筹备委员会请秘书长向第二届会议提出关于会 

议筹备情况的进度报告，其中将包括关于下列问题的情报S

(а) ，1 9 7 9.年 1 2 月 1 8 H大会第 3 4 / 1 9 O f决议关于会议筹备过程中向有

关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的重要问题以及有关各国提出的请求和响应这些请求而 

提供的援助的资料的 .第 1 2 段的执行情况；

(13)第 3 4 / 1 9 0 ^ 决议关于为了促进各方注意会议而计划进行的新闻活动方案 

的 第 1 4 段的执行情况；

(0 1 9 7 8 年 1 2 月 2 0 日大会第3 3 / 1 4 8号决议关于为联合国系统各有关 

秘书处协助会议筹备工作提供全面指导方针和协调的第6 段的执行情况；

( d ) 拟议的筹备工作时间表；

( б ) 特设专家小组。

1980 年 2 月 8 H
第 4 次会议

2(1). •国家文件的编制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筹备委员会请能源会议秘书长就构成会议筹备 

过程一部分的各会员国关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国家文件的编写工作，同各会员 

国政府协商，以期委员会能于其第二届会议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包括可能对这些 

文件的指导方针和标准格式提出建议，并向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提出报告，但有一项 

谅解，该报告也应包括关于区城文件的编制、 以及区域和（或)区城间的会议的筹备 

工作的建议，同时考虑到已在进行或计划中的有关活动。

1 9 8 0年 2 月 8 日

第 4 次会议

1(工)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筹备情况的报告

- 9 -



3(1) . 有兴趣组织的参加工作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筹备委员会请秘书长按照1 9 7 9 年 1 2 月 18 

日.大 会 第 3 4 / 1 9 0 f 决议第 1 0 段的规定，向其第二届会议提出一份名单，开列 

各小可能对会议工作感有兴趣的政府间机构、 区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各该机构 

为贡献会议而提出的任何提案。

1 9 8 0年 2月 8 日

第 4 次会议

4(1) . 国家中心点的指定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筹备委员会决定重申大会于其1 9 7 9 年 1 2 

月 1 8 日第3 4 / 1 9 0 ^ 决议中所作的建议；各会员国政府应尽早指定国家中心点， 

并敦促各国在 1 9 8 0 年 3 月 .3 1 日前将关于这种指定的资料递交会议秘书处， 

以便向会议秘书处提供必要的联系，使其能从事进一步的筹备工作。

1 9 8 0 年 2 月 8 日

第 4 次会议

5 (I)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秘书长 

关于各技术小组工作的报告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筹备委员会决定会议秘书长应在委员会第二届 

会议举行以前及时编制一份全面报告，其中除了别的以外，应编入各技术专家小组 

临时报告的结果0 报告应着重下列各点：

( a ) 大 会 1 9 7 8 年 1 2 月 2 0 日第3 3 / 1 4 8号决议列出的每一类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目前的用途；

( b ) 发展这种用途的现有潜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潜力；

( C ) 目前就每一类能源进行研究和发展的情况。

1980 年 2 月 8 H
第 4 次会议



第 二 部 分

在 1 9 8 0 年 7 月 2 1 H至 8 月 1 日期间

举行的第二届会议



- X 组 织 事 项

A . 会议开幕和会期

1 ,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于1 9 8 0 年 7 月 

2 1 日至8 月1 日在日内瓦举行。 委员会举行了1 1 次会议（第五次至第十五次 

会 议 ），以及若干次非正式会议。

2 . 筹备委员会主席主持召开本届会议。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秘 

书长也在委员会发了言（参看下面第 1 3 至 1 8 段 ）。

B. 成员和出席情况

3 . 按照大会第 3 4 / 1 9 0 号决议，筹备委员会开放给所有国家作为正式成员 

参加。下列国家派代表出席了委员会第二届会议：

阿尔及利亚 哥斯达黎加

阿根廷 古巴

澳大利亚 捷克斯洛伐克

奥地利 民主也门

巴G 多斯 丹麦

比利时 埃及

不丹 芬兰

巴酉 法国

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加拿大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智利 加纳

中国 希腊

哥伦比亚 圭亚郑

12



匈牙利 秘鲁

印度 波兰

印度尼西亚 葡荀牙

伊朗 卡塔尔

伊拉克 大韩民国

爱尔兰 罗马尼亚

以色列 塞内加尔

意大利 苏丹

象牙海岸 瑞典

牙买加 端士

曰本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约旦 突尼斯

肯尼亚 土耳其

科威特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卢森堡 阿拉伯联合首长国

马达加斯加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马里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马耳他 美利坚合众国

墨西哥 乌拉圭

莫桑比克 委内瑞拉

荷兰 南斯拉夫

新西兰 

尼日利亚 

挪威

巴基斯坦

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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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下列联合国机构滅代表出， 了会议：

欧洲经济委员会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 

非洲经济委员会 

西亚经济委员会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联合国工业友展组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人类住区（生 境 ）中心 

联合国大学

5 . 下列专门机构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世界報行 

世界气象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6 . 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关税及货易总协定也滅代表出席了会议。

7 . 下列政府间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文化和技术合作机构 

欧洲经济共同体 

欧洲航天局 

国际能源机构 

拉丁美洲经济体系 

石油输出国组织

中美洲经济一体化总条约常设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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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国际商会（一个非政府组织）也游代表出席了会议。

C . 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9 。筹备委员会的主席团成员与第一届会议的相同（见第一部分，第二 ciT) 。

10 ,
议程草案 :

D。通过议程

委员会有了下列载在 A/COIf?，1 0 0 /? C / 2 0号文件中的本届会议临时

1 . 通过议程。

2 . 审议关于能源会议筹备工作的各项报告：

( a ) 秘书长的进度报告；

(功能源会议秘书长参照委员会第5 (工)号决定提出的全面报告；

( c ) 各技术小组的临时报告。

3 . 能源会议的工作安排：

( a ) 能源会议的期限、具体日期和邀请；

0 > ) 能源会议的议事规则草案；

( C )东道国国内的安排。

4 ,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的胳时议程。

5 。委员会1 9 8 1 年的工作计划。

6 , 通过委员会的报告。

11 . 委员会7 月 2 1 日第5 次会议决定增列分项2(d)如下：

" 联合国系统各项能源方案的跨组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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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文 件

1 2 . 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收到本报告第二部分的附件二中所列的各项文件。

开幕发言

l a  筹备委员会主席在介绍性发言中，对于在决定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 

召开地点和日期方面发生延误表示歉意。 主席说，筹备委员会和能源会议的筹备 

工 作 不 令 人 满 意 。 为了满足人们对能源会议H益增加的期望，他认为筹备委员 

会第二届会议应为能源会议提供必要的指导。 他要求大家坦率地进行讨论和交换 

意见，并提出筹备委员会应当正视的两个主要方面：（a)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城， 

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发展来说，有哪些必要的和可行的国际合 

作？ 03)能源会议应当以什么样的成果作为努力目标？

14  最后，主席吁请筹备委员会努力工作，不计既往,以便能够赶上1981年 8 

月这个期限。

1 5 . 接着，能源会议秘书长向委员会发了言。 他在发言中强调，各国政府 

参加筹备过程是狠重要的；因此，他希望这种参加能够体现于一切筹备工作之中。 

他筒要说明了到目前为止按照大会和筹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各项决定M 行的筹备 

工作的情况，其中包括编写文件、 与各国政府接触、 以及区城一级的筹备活动等等。

1 6 . 秘书长在发言中建议了研究资金筹措、资料流通、技术转让、 工业方面 

问题、农村能源和能源储存等问题的各个特设专家组所应处理的领城。

17. 谈到各技术小组的临时报告时，他建议这些小组的最后报告应围绕下 

列三小主要问题来构写：（a)据判断是已镜成熟并具有重要意义的技术；（13)在近期 10 
至 2 0 年内眼制这些技术的应用的主要障碍；（0)克服这些障碍的方法。 他又建乂， 

国家文件也应当采取类似的形式，同时尽可能地结合到能源会议的实质筹备工作中 

去，并最终以区域文件作为补充。

18. 他对秘书处从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和他所联系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组 

织得到的合作表示感激。 他邀请各国政府提供协助。



二。审议关于能源会议筹备工作的各项报告 

( 项目 2 )

19。 筹备委员会于 1 9 8 0 年 7 月 2 1 曰至2 5 H 和 2 8 曰至2 9 曰第5 至 

1 3 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

2 a  筹备委员会对议程项目2 进行了一般性辩论，还详细地讨论了具体的议 

程分坂目。 在发言中，所有代表均对筹备过程进展缓慢表示关切和失望，并强调 

必须加速筹备工作，使能源会议能够按期于 1 9 8 1年 8 月在内罗毕召开。 关于 

这一•点，会上指出，对工作计划作出的任何修订，必须依照这个议定的指标日期。

2 1 . 各个代表团还一■再重申使有关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参加筹备工作 

的重要性。 各代表团进一步强调，必须利用秘书处和整小联合国系统内的专家知 

识，以便按期完成筹备工作。 他们还请各国政府自愿捐献更多的财政和人力资源。 

他们又要求加强秘书处和各个机构以内的协调，使所有有关的资源能够对筹备工作 

作出充分的贡献。 关于这一点，有几位代表特别指出了自然资源、 能源和运输中 

心的作用。

2 Z 在筹备委员会后来通过的决定.(参看下面第七节) :的情况下，有两个代表团表 

示 , 他们的政府愿意考虑对提请协助筹备能源会议的具体请求作出赞同的反应。

2 3 . 有些代表团表示 , 有必要为将来的筹备委员会会议编制筒要记录。

24。 联合国系统的各个机构、机关、组织和计划署的代表和一•些政府间组织的 

代表在一般性■辩论上发了言，表示愿意支持能源会议的筹备工作，并提及他们,已采 

取的某些步骤。

A。秘书长的进度报告 

(项目  2 (9<))

1 . 为能源会议的筹备工作提供技术援助

25。 委员会获悉，秘书处高级官员和区城顾问已访问了许多国家，向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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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会议的目的，通知各国政府能源会议的筹备情况，还就各国为能源会议进行 

筹备时所需的技术援助同他们进行了讨论。秘书处还告知委员会，有些技水援助的请 

求超出了能源会议筹备工作所需的范围。

2 6 . 但是，就这一具体事项发言的代表们认为，秘书长关于能源会议筹备情 

况的报告（4 / 3  5 /3 2 1  ) 附件一中关于这类技术援助访问的目标的 (a)至(â)点是极为 

肤浅和初步的，并不符合推动为能源会议进行深入筹备工作的目标。 这些代表团 

建议，各区城委员会应协助和鼓励组奴国家、 区域和区域间的讨论会，在决策一级 

就各方目前正在为能源会议进行的筹备工作进行详如的讨论。 关于这方面，他们 

说，除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外，各区城委员会为能源会议所进行的筹备工作进展缓 

慢，令人失望；这些区城委员会座当加速其工作，使能对能源会议的筹备工作作出 

贡献。

27。 有一位代表指出，能源会议秘书处用能源会议的ÎI算对发展中国家的筹 

备工作提供技术援助，不应超过一定的限度，否则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来提供这 

种援助将更为合理。

2 . 能源会议的新闻方案

2 8 .关于旨在促进对能源会议注意的新闻活动方案的大会第34/190号决议第14 

段，许多代表团认为新闻方案应加以修订。 他们认为，计划中有些活动在预算将 

，近一半，是不属于优先领城的。

2 9 . 这些代表团认为，把一部分予算用来促进专家和一般民众间的相互交流 

例如在# 界各国和不同地区举办关于利用和应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展览和示范 

将会更有价值。

3 0 . 这座代表团还担心，新闻方案予定九月才开始执行，是大晚了。 他们 

建议对方案作出修订。 另一些代表® 则要求漠清新闻方案的目标和宗旨，并着重 

指出，新闻方案不应只面向决策者，应同样面向一殷民众。



3 1 . 夷一些代表团则对载于秘书长报告（A / 3 5 / 3 2 1 ,附 件 二 ）中的新闻方

案表示满意。

3 2 . 经济和社会新闻司新同部部长在答复一些提出的问题时，解释了所提议 

的为能源会议展开的活动、人员配备和时间安播的理由，并表示现在提议的增加新 

方案将需要额外的资金。 他指出，如果想把拨给新闻方案的经费用到能源会议的 

其他用途，将需要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批准。

3 . 筹备工作的日程表

3 3 . 代表们一致认为有必要加速筹备工作的日程表，以保证使各小组主席和其 

他专家间的会议能比原计划时，间提早举行。 从而使各国政府能及时审议所有文件 , 

以确保按大会第3 4 / 1 90 f 决议的决定于 1 9 8 1年 8 月在内罗毕召开能源会议。 

有几个代表团都提出了修正时间表，各得到男外几位代表的支持。作为答复‘能源会 

议秘书长提出一个修正时间表，将会议的筹备工作加快一个月。 有几个代表团希 

望获得保证，能源会议秘书处将会得到足够的资源以完成修正的筹备工作时间表中 

提议的各项工作。

34. 若干代表团指出，日程表中规定的筹备安书^并没有很好地协调。

V-,

4 . 特设专家组

3 5 . 许多代表团强调特设专家组的重要作用。 一些代表团声称，特设专家 

组应制订具体措施建议，以期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内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并应发展出关于指定给每个专家组的各个领械内国际合作的政策措施的建议。

许多代表团认为，特设专家组的审议应建立在各技术小组报告和其他现有资料的基 

础上，而这些审议的结果本身又应提供给区械性的专家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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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 若干代表团认为，还需要进一步澄清特设专家组和技术小组两者的不同 

作用。 有几位发言人认为，能源会议秘书长为特设专家组提议的职权范围太琐细 

也太广泛，因此不可能在一次为期五天的会议里全都包括进去。 职权范围主要应 

当是提出原则，而让专家们比较自由地安排他们的工作；并应集中在实际问题上。 

另外有人对秘书长所提议的职权范围作了详尽的评论。 有几个代表团还认为，特 

设专家组的数目和某些专家组的专家数目都应减少。 举出工业问题的专家组为例。 

许多代表团认为，光其是能源储存的问题，没有必要另外成立一个专家组，因力它 

属于每种能源的专门问题。 每个技术小组应在其研究范围里包括能源储存的有 

关方面；也許需要就这个问题搞出一份咨询研究报告，，把各个技术小组的结果集中起 

来。 许多代表团建议，下面这些领城应当设立特设专家组：资金筹集；技术的发 

展和转让 ;研究和发展，包括教育和培训；资料流通；农村能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 ，以及工业问题。

3 7 .许多代表团认为，特设专家组的会议开得太晚，以致无法充分审议他们的 

研究结果，因此这些会议的时间安播应尽可能提前，以便各个专家组能更好地交换资料。

5 . 国家文件

3 8 . 筹备委员会审议了制订国家文件的问题。 讨论中包括了各种冬样的论 

点，诸如是否需要制订这些文件；是否需要取得协商一致意见为这些文件定出一个 

可能的大纲；文件要简洁；提交这些文件期限，以及这些文件在能源会议筹备中和 

在会议的使用中 .所起的作用。

3 9 . 国家文件应该制订，这一点几乎一致同意。 许多代表认为，各个国家 

应可自由决定他们是否要编制国家文件。

4 0 . 大多数代表表示，最好有简单、灵成的指导方纯他们当中有些赞同能源会议秘 

书长在筹备委员会会议开幕 .发言中所建议的纲要。 有几位代表认为，国家文件应 

筒短扼要。 许多代表又说，各国政府应可自由提出他们认为适合能源会议的任何 

其他种类反映他们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内经验的资料文件。



41 .  一些国家建议了提交国家文件的可能期暇。 各代表团普遍赞成以 1 9  

8 0 年 1 2 月 3 1 日 为 截 止 期 暇 。 大多数代表团建议座将国家文件纳入能源会 

议的实质筹备工作中。 一些代表a 认为，国家文件及其搞要应作为工作文件提 

交能源会议。 一些代表团认为，各区域委员会和（或 ）秘书处应把国家文件加以 

综合。 一些代表团认为，国家文件既应作为工作文件，也应加以综合，由秘书处 

把来得及牧到的国家文件尽可能结合到筹备过程中去。

42. —个代表团表示，各国的报告恐怕很难在 1 9 8 0 年，1 2 月 3 1 日之 

前提交给秘书处，因而对利用它们编写总报告会造成困难。该代表团还指出，由秘 

书处把各国的报告加以翻译并分发给各成员国，在应用上来说并没有足够理由。因 

此，将国家报告翻译成一种联合国正式语文并由各国自行分发。

B . 能 源 会 议 秘 书 长 参 照 委 员 会  

第 5 (I)号 决 定 提 出 的 全 面 #  #

( 项目 2 03))

综合报告

4 3 . 各代表困认识到，能源会议秘书长的全面报告（A/COEÎ； 100/PG. 17 )  

是在种种败制之下编写的，只是属于临时性质，但也就此问题发表了一些评论。许 

多代表团批评该文件没有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经济生存能力作出评价。他们还 

认为，某些段落，例 如 8e、8 f、12a、12^ l a  17、18, 2 0 等段，有些笼统而错 

误的说法。有一小代表团认为，第 12C、16. 17、2 0 # 段也有错误，因而不能接受。

4 4 许多代表团认为，対 2 0 0 0 年作出有价值的颜测是不可能的，该报告第 

三部分尤其是第4 6 段总结的那种数量倘计最好略去。

4 5 . 有人认为，区城分析尚嫌不足，应当再深入一点，同时表 1 应按通常的区 

城集团划分重新编排。此外，有人认为有些表格列出的数字，其可靠性值得怀疑；



若干代表团建议，应说明用什么方法得出这些数据。若干代表团表示，他们将把对 

该报告的具体意见以书面向秘书处提出。

4 6 . 许多代表还认为，该报告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这两方面的分析不够平 

衡，特别是在研究和发展方面。他们还认为，所有国家都需要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有些代表团认为，第 4 6 段把种种限制列举出来，既没有分清轻重缓急，也 

没有说明各种限制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没有什么用处。

4 7 . 有人建议秘书长根据本届会议期间提出的评论和意见对他的报告进行修订 , 

并在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之前及时提出该文件的修订本。

4 8 . 有些代表团建议，未来的技术小组综合报告的结构应以秘书长在其介绍性 

发 言 （参看上面第 1 7 段 ）中提出的三个主要问题力中心，而且秘书长报告（A /

C OJJF. 10 0 / ^ 0  17 )的附件 1 和附件 2 应由各技术小组予以修订。

4 9 . 若干代表团建议，综合文件的内容应包括：（a) 关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生产成本的比较研究；C b )关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合理利用的研究，其中包括 

关于扩大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取代常规能源的潜力的比较研究；（0) 关于此 

领械内国际合作的具体措施的一节，包括就如何解决问题特别是解决发展中国家的 

问题提出建议； 一个附件，其中包括有关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现有研究报告 

的综合性摘要或书目。此外，若干代表固提议，全面综合文件应由各小组主席和专 

家们组成的小组（" 综合小组 " ）参考各技术小组的综合报告、各特设专家组的报 

告和其他资料来编写，

5 0 . 所有代表团都认为，编写全面综合文件是能源会议筹备过程中最重要的工 

作之一'。他们认为，最后的全面综合文件将成为供各国政府审议和提出未来建议的 

基本文件。

C . 各 技 术 小 组 的 临 时 报 告  

(项 目 2 ( C ) )
5 1 . 大家认为，各技术小组的最后报告很重要，因为它们将为能源会议制订政 

策和作出决定提供技术基础。许多代表闭对临时报告没有一小共同形式表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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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高兴地获悉最后报告将会矫正这一缺点。有几个代表团认为这些小组报告的标准 

是可以接受的， 但男一些代表团的评价则较有保留。大家都同意，还需要做许多的 

工作。

52. 若干代表团表示希望各技术小组的报告能明确指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可 

以在多大程度上帮助解决今后的能源需求。有些代表团认为，各小组的主要责任是 

得出数据和提出行动建谈》许多代表团强调，要改进关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现 

有统计资料。 同时，他们认为，只审议技术数据还不够，还需要审议内在的抑制因 

素 ，如资本费用，业务的开放经济问题和某些资源的地点特异性等。

5 3 . 若干代表团强调，各技术小组的工作成果应同各特设专家组的工作成果结 

合起来；他们回顾，各技术小组的职权范围包括大会 3 3 / 1 4 8 号决议第 4 段中所列 

的所有各点。

5 4 许多代表团认为，各技术小组的报告不应该只谈资源的问题；如果要使技 

术小组发挥长期有益的实际作用，还应该研究能源需求问题。这些代表团认为，报 

告应考虑到以下几点：占有相对优势的技术的每个生产单位的成本；某种新的可再生 

能源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维持能力，包括更替费用；以及影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的可能应用的社会经济因素。

D. 联合国系统内各项能源方案的跨组织分析 

( 项目 2 (d))

5 5 . 应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的一项建议，筹 备 委员 会有了联合  

国系统内各项能源方案的跨组织分析和方案协调会关于这项分析的报告。

5 6 . 参加辩论这一问题的代表一致认为，提交给委员会注意的这份跨组织分析 

是一份有用的文件，因为它提供了联合国系统过去和现在在包括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在内的能源方面的活动的资料。有几位发言人强调，要更好地协调这些活动，以确 

保合理使用联合国系统的有限资源。他们还指出，这份文件还有益地提到各机关、 

组织和专门机构可能提供对能源会议筹备工作的顺利完成所需要的支援。有一小代 

表团特别指出，现在这个文件没有真正对联合国系统的能源筹备工作作出分析；该 

代表团强调，关于这个问题的下一小文件应当载有更多一点分析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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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会 议 的 工 作 安 排  

( 项 目 3 )

A . 能源会议的组织、具体日期和邀请 

( 项目 3 (a))

5 7 . 委员会在7 月 2 8 .曰 和 2 9 日 第 1 2 次和第 1 3 次会议上讨论了这小 

项目。 能源会议秘书长在他的报告（A /c o m ： io o /p c .  i 9 ) 中建议，能源会议 

的会期应为 1 0 个工作日，从 1 9 8 1年 8 月 1 7 H至 2 8 日，在此之前有两小 

工作日（1 9 8 1 年 8 月 1 5 0 和 1 6 日 ）进行会前工作安排协商，让各区城集团 

除其他事项外可以就能源会议主席团各小职位的提名人选达成最后协议。他又提议 , 

所有国家都应被邀请参加能源会议，所有有兴趣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应被 

邀请作为观察员参加会 i l 秘书长建议，能源会议应由全体会议和两小全体委员会 

组成。

5 a 所有代表困都认为，能源会议应按计划于1 9 8 1年 8 月召开。S然所有代表 

团都同意所建议的会期，不过，许多代表团认为会前协商的时间应较长一些。普遍 

的意见是需要一小星期。若干代表团建议，把原提议的具体H期 . 8 月 1 7 B至 2 8 

日 提 前 一 个 星 期 ，改为 8 月 1 0 日至2 1 曰，以免与在大不列類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布赖顿召开的国际太阳能会议相冲突。

5 9 . 筹备委员会同意关于能源会议的邀请对象的建议。

B . 能 源 会 议 的 议 事 规 则 草 案  

( 项目 3 03))

6 0 . 筹备委员会 '有了临时议 事 规则 草案 （A/CCLNÏ: 100/PC 1 4 )„虽有若干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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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团认为，可以立即通过这份临时议事规则草案，因为它类似于联合国其他会议(诸 

如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所已通过的那些议事规则；不过，许多其他代 

表团则主张推迟到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再行审议。

东 道 国 国 内 的 安 排

( 项目 3 ( C ) )

6 1 . 秘书处就其同东道国肯尼亚政府关于1 9  8 1 年 .8月召开能源会议的安排 

所进行的初步讨论，作了口头♦ 绍。 最近有一个特滅团去肯尼亚，了解内罗毕可以 

提供的设施，诸如会议室、办公地方、旅馆设备等。

6 2 . 筹备委员会获悉了这些协商的初步性质。等到委员会就会期和会前协商的 

时间长短作出决定之后，将再对东道国所需支出的经费提出确实的慨算。

6 3 . 东道国的代表团对于肯尼亚政府能有机会讨论这些安徘，并获知会议所需 

的各种设施，表示欢迎该代表团通知筹备委员会，肯尼亚政府仍然决意作为会议 

的东道国，而且从 8 月 1 日至 3 1 日内罗毕都能提供会议设處

6 4 该代表团重申了秘书处的说明，即秘书处同肯尼亚政府之间将继续进行协 

商，以确保一切必要的组织细都完备无缺，并准备好所需的各种设施。

四、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的临时议程 

( 项 目 4 )

6 5 . 筹 备 委 员 会 在 7 月 2 9 H和 3 0 日第 1 3 次和 第 1 4 次会议上讨论了这 

个项目。 委员会有了能源会议的临时议程草案（A/COEÎ； 100 /PC 1 3 )。许多 

代表团建议委员会将对议程的讨论推迟到第三届会议上进行。但有一小代表团对议 

程作了详细的评论，并提议了实质性的修改。该代表团保留其在今后对议程进行更 

详细讨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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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委员会 1 9 8 1 年的工作计划 

(项 目 5 )

6 6 . 筹备委员会在 8 月 1 日第 1 5 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 它 有 了 下 列  

的第三届会议临时议程草案：

1 . 通过议程。

2 . 能源会议的实质筹备工作：

( a ) 综合小组的报告；

( b ) 各技术小组的最后报告，包括关于界戾和挽畜动力的研究报告；

( c ) 各特设专家组的报告。

3 . 区城一级的筹备工作。

4 . 国家一级的筹备工作。

5 .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的临时议程。

6 . 能源会议的议事规则草案。

7 . 委员会第四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8 . 通过委员会的报告。

6 7 . 有一个代表ai提议，把项目 2 之下的分项地1掉，而在对该项目的注释说明 

中把为能源会议进行的各种筹香活动列明出来。 筹备委员会同意了这项提议，并 

次定通过下列的临时议程：

1 . 通过议程。

2 . 能源会议的实质筹备工作。

3 . 区域一级的筹备工作。

4 . 国家一级的筹备工作。



5 .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的临时议程。

6 . 能源会议的议事规则草案。

7 . 委员会第四届会议的1|任时议程。

8 . 通过委员会的报告。

六、通过委员会的报告

6 8 . 筹备委员会在 8 月 1 日第 1 5 次会议上审议了载在A///COE；F. 1 0 0 /P C / /  

丄.2 号和 1 0 0 /P C /L ,  16及  Corr . 1和 A(3d . 1 及  Add.  2 号文件中的

第二届会议报告草稿。 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修改和订正的报告。

6 9 . 筹备委员会的秘书谈到提请委员会审议的各项提案时说，委员会所通过的 

某些决议和决定，可能会给本组织帝来经费问题，秘书处将会及时编好关于所涉经 

费问题的说明 , 以便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本报告时作为参考。

7 0 . 有一个代表团提请注意，委员会并没有牧到关于各项决议和决定所涉经费 

问题的说明，因此保留该代表团对所涉经费问题的立场。

27



附 件 一

委员会第二届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决定

页〉j

A . 决 议

1 ( I I ) . 增加会议筹备工作的技术专才 29

2 ( 工工). 特设专家组 30

决 定

1 ( I I ) .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的日期 31

2 ( 工工). 综合小组 31

3 ( I I ) .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筹备工作计划 32

4 ( I I ) . 国家文件 33

5 ( 工工). 各技术小组的报告 34

6 ( 工工). 新闻方案 35

7 ( 工工).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的筹备工作 36

8 ( 工工）. 检查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的筹备工作 37



A。决议

1 ( 工工) . 增加会议筹备工作的技术专才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筹备委员会，

铭记大会 1 9 7 9 年 1 2 月 1 8 日第3 4 / 1 9 0 号决议决定于 1 9 8 1年 8

月在内罗毕召开联合S 新能源和可冉生能源会议，

确认所有成员国对能源会议的成功予以极大重视，

认识到为达到此一目标 , 需要进行妥善和及时的筹备工作，

m m大 会 1 9 7 8 年 1 2 月 2 0 H第 3 3 / 1  48号决议，其中请联合国系统 

各有关机关、组织和机构通力合作协助能源会议的筹备工作 ,

1 . 对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的筹备工作进展缓慢表示关切 ,并要  

求有关各方，特别是能源会议秘书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机关、组织和机构，加 

紧和加速为能源会议进行筹备工作；

2 .  f 秘书长报据需要，从联合国秘书处袖调更多的人员和技术专才提供 

给能源会议秘书长 , 以确保能够按照筹备委员会议定的工作计划完成筹备工作 ;

3 .  ^秘书长为此目的紧急向联合国系统内其主管范画特别与能源会

议目标有关 .的各组织和机构寻求提助；

4 . 也吁请成员国和其他方面向秘书处提供一切必要的合作，以便利能源 

会议的筹备工作；

5 .  f 秘书长就他在这方面努力的成果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1 9 8 0年 8 月 Ï 日

第 1 5 次会议

后来作为A / 3 5 / 5 3 1 号文件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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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工工) . 特设专家组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筹香委员会，

1 ,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b 附件四中所讨论的特设专家组的职权范围 ;

2 . 考虑到筹备委员会上提出的评论和提案，建议将由秘书长设立的特设 

专家组应处理以下问题：

( a ) 资金筹措；

( b ) 资料流通；

( c ) 技术的研究与发展和转让；

( d ) 教育和培训；

(e ) 农村能源，包括利用农业中的能源；

( f ) 工业方面问题，包括在运输业和有关部门的能源利用；

3 , 请能源会议秘书长在最后确定特设专家组的耿权范围时, 要考虑筹备

委员会在议程项目 2 的审议期间或之前所提出的评论和提案， 包 括印度所提 

出的决定草案e 中的在内。

1 9 8 0年 8 月 1 日

第 1 5 次会议

 ̂ A /3 5 X 3 2 1 ,

C A / C  Oïf：F . 1 0 0 / - P C/L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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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l ( I I ) .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

会议的日期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筹备委员会向大会建议应于1 9 8 1年 8 月 

1 0 日至2 1 日在内罗毕举行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任何必要的会 

前协商则应在其前的一个星期内进行。
1 9 8 0年 8 月 1 日

第 1. 5 次会议

2 ( 工工).练合小组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筹备委员会为了便于把各技术小组和特设 

专家组的结论和建议编成简 '要的综合报告，提出建议如下：

( a ) 应请这些技衣小组和专家组的主席，以及一些能源领域的著名专家， 括 

经济学家、规划人员和科学家，在 1 9 8 1年 2 月举行会议，这一组人员应命 

名为综合小组；

( b ) 为了保证尽最大可能综合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上的'各种方法 

和经验，综合小组应反映公平的地域代表性；

( C ) 综合小组应审议各技术小组的报告、秘书处编写的全体技术小组综合报 

告以及各特设专家组的报告和其他有关资料，并应编写一份报告；

(引能源会议秘书长在编写综合小组文件草稿时，，应考虑到筹备委员会第 

二届会议期间作出的详尽而实质性的评论和意见，特别是关于印度所提出的决 

议 草 案 的意见；

( e ) 秘书处应至迟于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召开前两周把综合小组的报告 

送交各国政府。 1 9 8 0年 8 月 1 日

第 1 5 次会议

d A/COEÎ'. 1 0 0 /P C /L .  17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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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工工工).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

筹备工作计划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筹备委员会考虑到秘书长的报告e , 建议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筹备工作按照下列时间表进行：

1 . 各技术小组会议

各技术小组将根据秘书处编制的草稿，并参照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评 

论和建议，于 1 9 8 0 年 1 1.月底以前把觉们的报告最后定稿。为此，筹 

备委员会建议，对各个临时报告 f 的内容如有未在第二届会议上提出的任 

何意见，至迟应在 1 9 8 0 年 9 月 1 5 日以前提交秘书长；

2 . 各特设专家组的会议， 1 9 8 0年 1 2 月至，1 9 8 1年 1月

专家们将审议：（a ) 秘书处编制的背景文件；（t o )各技术小组的报告；

( C ) 各区城委员会、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报告；

3 . 综合小组的会议， 1 9 8 1年 2 月 1 7 日至 2 7 日

综合小组将参照下列义件编制一个综合文件：（a ) 各 技 术 小 组 的 报 告 ；

( b ) 秘书处从各技术小组的报告编制的综合报告；(0) 各特设专家组的报 

告；（d ) 秘书处编制的综合文件草稿；（e ) 其他有关资料。这个小组编制 

的综合文件应至迟在，1，9 8 1 年 3 月 1 5 日以前向各国政府分发；

4 . 各区城委员会

各区城委员会应至迟在1 9 8 1 年 1 月至 2 月以前把它们向能源会议提出 

的文件最后定稿，并远在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召开之前提出。

e A / 3 5 / 3 2 1 。

f  A/GOUI\ 1 0 0 /：PC/5-12«  17 和 C orr  . 1 、 21 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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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一 - 应 在 1 9 8 1年 3 月 3 0 日至 4 月1 0 日召开 ;

6 . 筹备委员会最后会议—— 应 在 1 9 8  1 年 6 月 8 日至2 6 日召开 ;

这次会议的议程将在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上决定；

7 . 内罗毕会 议 一 应 在 1 9 8 1年 8 月 1 0 E[至 2 1 日召开，并在此之前举 

行为期一周的会前协商；

秘书处应于一九八一年七月初以前分发能源会议的文件。

1 9 8 0 年 8 月 1 日 

第 1 5 次全体会议
4 ( 1 1 ) . 国家文件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筹备委员会考虑到秘书长关于就编写国家 

文件事宜同各成员国政府协商的很告€ , 同时强调国家文件无论是在能源会议 

当中还是在其筹备阶段，都能在提供资料方面发挥有益的作用，所以建议：

( a ) 有兴趣的政府应编制筒明的文件，连同摘要于 1 9 8 0 年 1 2 月 3 1 

日以前提交秘书长。在秘书处可能获得的经费许可的情况下，应尽早把这些 

文件或其摘要分发给各国政府和所有参加筹备工作的机构；

( b ) 各国政府应参考采用下列的大纲：

(一）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满足当前和今后能源需要方面的作用和潜 

力，包括现有的数量资料；

W 使有关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在国家能源需求方面感兴趣的关于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应用的主要技术；

A /ccmF  ' 1 0 0 / P C /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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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限制这些技术的应用的主要因素，视情况包括下列领城中的限制 

因素：

a . 资金筹措；

b . 技术的研究与发展和转让；

C . 教育和培训；

â . 资料流通；

e . 农村能源，包括在农业上的利用；

f . 工业方面问题，包括运输、 工业和其他部门；

g 。 任何其他限制因素；

(四） 在国策区城或国际各级克服这些限制因素的办法；

( 5 ) 国际合作的范围。

( C ) 这一大纲应仅视为指示性借鉴，各国政府还可自由提出它们认为对能 

源会议适合的有关它们本国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经验的其他任何种类的 

资料。

1 9 8 0 年 8 月 1 日

第 1 5 次会议

5 ( 1 ) .各技术小组的报告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筹备委员会注意到各技术小组的胳时报告，h

( a ) 敦促各技术小组按照秘书长的报告 i 附件二中规定的职权迅速完成其 

工作，并特别注意以下各点：

(一） 可以立即或在不久的将来作重要应用的技术；

h A/COHF l O O / P C / 5 - 1 2 ^  17 和 Corr. 1、 21 和 2 2 。 

i  A / 3 4 / 5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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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限制这些技术的应用的主要障碍，尤其是在各特设专家组进行研 

究的领域里的障碍；

曰克服这些障碍的方法和可能的时间范围；

⑩每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单位生产成本；

© 每一个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中的某.种能源技术的技术可行性 

和经济维持能力，在适用情况下包括改用这种技术的更换费用； 

⑤ 影响每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潜力的社会经济因素；

W 每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能源储存问题；

(妨决定各技术小组的报告应尽可能按照多少已标准化的格式；

(0) 请能源会议秘书长以各技术小组和个别顾问的报告为基础编制一份综 

合文件，其 中 应 包 括 下 列 容 ：

H 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成本进行比较研究，要考虑到不同 

的地理因素和应用规模； 

t= ) 对更多地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来代替普通能源的潜力的比较研 

究；

(^)决定该综合文件应载有关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现有研究报告的慨

要或书目。
1 9 8 0 年 8 月 1 日

第 1 5 次会议

6 01) .新闻方案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筹备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d 附件二，建

议

( a ) 新闻方案的目标应是向一般大众和决策者提供资料，介绍利用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可能性和潜力以及联合国通过能源会议可以发挥的作用；
,

D a/3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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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新闻方案应最优先注意：H 国家一级的新闻活动；《 区域一级的 

新闻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应特别注意于能源会议前和会议期间在国家一■级和 

区域一级举办展览和示范；

(0) 应当使联合国系统的各有关专门机构和其他各公银部门的有关组织 

充分参与；

( d ) 秘书长的报告 j 附件二中所讨论的各种拟议活动，应参照筹备委员会 

第二届会议上的讨论予以审查，要考虑到例如会前旅行考察等某些活场可能并 

非必要；

( e )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应收到一'份关于考虑到上述优先次序提议将新闻 

方案资源重行分配的报告。

1 9 8 0年 8 月 1 日

第 1 5 次会议 ~

7 ⑩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的筹备工作 

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筹备委员会，

( a ) 注意到载于 A /C0E；F. 1 0 0 /：P C /1 3号文件中的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会议议程草案，并请大会授权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审议此项议程草案和将其提交给 

能源会议；

( b ) 注意到载于A/COEE. 1 0 0 /；P C / 1 4号文件中的议事规则草案，并请大会 

授权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审议此项议事规则草案和将其提交给能源会议；

( C )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3 附件一-，认 为 访 问 成 员 国 的 应 急 计 划 不 是 推 动  

会议筹备工作的适当方法；

( d ) 重申有必要加速执行大会 1 9 7 9 年 1 2 月 1 8 日第3 4 / 1 9 0 号决议第 12 

段的规定，其中涉及向有兴趣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以便它们为能源会议进行 

筹备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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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决议第 1 2 段的执行情况，以及联合国系统各有关机关、组织和机构及其他有 

关组织在这方面作出贡献的活动； k

( e ) 建议联合国系统内所有有关机关、组织和机构按照大会第3 3 / 1 4 8 号决议， 

及时地为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提交综合性报告，说明它们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领城里所进行的活动，包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技术援助；

( f ) 并建议各区域委员会更多地参与能源会议的筹备过程，其中除其他外，应 

协助和鼓励在国家、区城、区城间等各级举办讨论会进行详尽的讨论，并建议它们 

在主管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的全盘协调下，及 时 地 为 筹 会 第 三 届 会 议 提 交  

区域文件和一份综合报告，说明它们为能源会议进行的筹备工作；

( g ) 建议能源会议审议通过一 -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行动纲领，此项纲 

领应反映大会第 3 3 / 1 4 8号决议的目标，其中除其他外，应包括在这一领城进行分 

区域、区域、区域伺和国际的合作的具体行动措施。 所有协助筹备能源会议的单位， 

包括各技术小组和特设专家组，在最后提出它们的建议时都应考虑到这一点。

1 9 8 0年 8 月 1 日

第 L 5 次会议

8 (I). 检查联合国新能玩和 

可 能 玩 会 议 的 筹 备 工 作

联合国新能玩和可再生能沉会议筹备委员会考虑到有必要加快筹备工作并为此 

目的改进协调，同时考虑到主席所提出的决议草案1

( a ) 欢迎设立秘书长的报告m中所述的协调委员会，并强调该协调委员会对于 

确保筹备工作的协调和及时完成的重要性；

( ^ ) 请筹备委员会的主席同各成员国协商，密切检查能玩会议筹备工作的进展

淸况。 1 9 8 0 年 8 月 1 日

k

1
后来作为A / 3 5 / 5 3 1 。 第 1 5 次会议

A/C ONF. 10 0 /P C /L  .2 4  ,

A / 3 5 / 3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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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提交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文件

文 号  项 目

A/C ONF. 10 O/jPC/5 2 (c) 
A/c OHE. 10 0/P C/6 2 (c)

A/C OEÎ .10 0/ïC/7 2 (c)

A/c ONE. 10 0/ï C/8 2 (c)

A / c  OUI', 10 0/P c/9  2 (c)

A / c  OHP. 10 0/PC/l 0 2 (c)

A/c ON? . 1 00/PC/l 1 2 (c)

A/COHÏ . 1 00/PC/l 2 2 (c)

A/c OUI'. 100/PCXl 3 4

A/c OHE. 10 0/PC/l 4 3

A/COEE . 1 00/PC/l 5 2 (a)

A/c OHE . 10 0/PC/l 6 2 (a)
和 Corr.1

A/C 0 H；F . 10 0/P C/l 7 2 (Td) 
和 C orr - 1

A/C OHE . 1 0 0/P G/l 8 5

标 题

生物质能玩技术小组第一届会议的报告 

薪柴和木炭技术小组第一届会议的报告

地热能技术小组第一届会议的报告

水力技术小组第一届会议的报告

海洋能玩技术小组第一届会议的报告

油页岩和焦油砂技术小组第一届会议的报告

太阳能技术小组第一届会议的报告

风能技术小组第一届会议的报告

能玩会议條时议程草案 

能玩会议议事规则草案

秘书长关于就编写国家文件事宜同各成员国政 

府协商的报告

秘书长关于政府间机构、区域组织和非政府 

组织参写能玩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

能玩会议秘书长题为'‘新能玩和可再生能玩 

技术资料的综合文件的全面报告

秘书长关于委员会1 9 8 1年工作计划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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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号  项 目 标 題

A/co HP . 1 00/PC/l 9 3 能沉会议的会期、具体日期和邀请

A/COHF . 100/P C/20 1 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A/C OHP . 100/ÏC/21 2(c) 秘书长转交关于利用泥炭能玩的报告的说明

A/co BE . lOO/PC/22 2(c) 关于挽亩动力的格时报告

A/35/38 2(d)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工作报告

A/35/321 2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新能玩和可再生能玩会议 

筹备工作的报告

A/co HP . PC/CRP . 1 2» 能玩会议秘书长在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上的发言

A/COUP . 1 00/tC/L . 2 6 报告草稿

A/C OHE. 1 00/P C/L - 3 2 印度: 决定草案

A/CO HE . 1 00/PC/L . 4 2(a) 印度: 决定草案

A/COHI'.100/PC/L.5 2(c), 5 印度: 决定革案

A/C ONE . 1 00/PC/L . 6 2 印度: 决定革案

k /o o m . 1 oo/PC/L. 7 2(b) 印度: 决定草案

A/co HP . 1 GO/ÏC/L . 8 2(c) 印度: 决定草案

A/C OHE. 1 00/PC/L . 9 2(a) 印度: 决定草案

A/CO IP . 100/PC/L. 10 5 印度: 决定草案

A/COHP.l 00/PC/L. 11 2 th利时：决定草案

A/CO El' . 1 00/PC/L . 1 2 2 比利时：决定草案

A/COEI' . 1 0 0/PC/L . 1 3 2 比利时：决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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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号 项 目 标 题

A/C OHE . 1 00/PC/L . 1 4 2
k / C O ^ S '. 1 O O / T C / L  .15 3(a)
A/C OîfP . 100/PC/L . 1 6 6
和 Corr . 1 及 Add . 1 和 

Add .2

A/CONI'. 1 00/PC/L . 1 7 2
和 C orr . 1

A/CONP . 1 00/PC/L. 1 8 2

A/COHI'. 1 00/PC/L .19 2

A/C OlfF. 100/PC/L. 20 2(e)、 5

A/C OHE . 100/^C/L . 21 2(a)

AXCONï . 1 00/PC/L . 22 2 (c)

A/C ONP. 10 0/P C/L .23 2(a)

美利坚合众国：决议草案 

比利时：决定草案 

报告草稿

印度：决定草案

筹备委员会主廣根据非正式协商结果而提出 

的决议草案

主席报据在A /t： o m . l  0 0 /P C /L  . 1 7号文 

件基袖上进行的非正式协商结果而提出的 

决定革案

主席根振在A /C  ON? . 10 0 /P C /L  . 5 号文 

件基袖上进行的非正式协商结果而提出的 

决定草案

主席根振在A /COÏO'. lO O /P C /L . 4 号和 

A /C  0 . 1 0 0 / Ï  C /L  . 1 1 号文件基础上 

进行的非正式协商结果而提出的决定拿案

主席根据在 A/COÎTF . 1 0 0 /P C /L  . 7号、 A /  
c o m  . 1 0 0 /P C /L  . 8 号和 A /C  OÏTF . 1 0 0 /  
P C /L . 1 2 号文件基袖上进行的非正式协商 

结果而提出的决定草案

主席根据在A /C  0 HP . 1 0 0 /P C /L  . 9 号文件 

基础上进行的非正式协商结果而提出的决 

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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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号 项 目 标 题

A/COEE . 100/PC/L .2 4  2 主席根据在  A//C OIIP . 1 0 0 / ? C /L  . 1 4 号 

文件基础上进行的非正式协商结果而提 

出的夹议草案

A/C 0 1 1 . 100/PC/L .2 5  5 主席根据在A /C  0 E 1 . 10 0 / P  C /L  . 1 0 号 

文件基础上进行的非正式协商结果而提 

出的决定草案

AXCOEF . 1 00/'PC/llS：S' .1 2 (a) 各国协调中心点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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