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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及利用能源促进发展委员会

在 1996 年 2 月第二届会议上请秘书长就委员会历届会
议的后续行动提出一个报告,供 1998 年举行的委员会
第三届会议审议 1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6 年实质性
会议核可了经修正的委员会第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

文件(见 A/51/6(Part II)) 本报告是应要求编制的  

二 委员会的主要决定和建议 

2. 1994年 2 月,委员会第一届会议通过了关于能源促
进可持续发展的决议草案,其中突出能源和社会经济发
展与环境之间的联系 它特别强调若干会议就以下四

个主要领域所商定目标与能源之间的联系:发展与社会
经济增长,环境 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市场条件的稳定以

及自然资源 2委员会注意到以下开发新能源渠道的备

选办法:(a) 更有效使用能源和能源丰富的物质;(b) 更
多地使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c) 更有效地生产和使
用矿物燃料 ;(d) 燃料代用品 ,从高碳到低碳或无碳燃
料 它又注意到如能以环境无害和安全 经济可行和

社会可接受的方式进行,这些备选办法可提供很大的改
革潜力  

3. 在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一个决议草案 2

之中,委员会请会员国 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以及私营

部门就上述备选办法采取具体措施 它请秘书长和联

合国系统采取一切必要的办法以促进发展一个与可持

续发展相一致的世界能源系统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具体

地采取主动  

4. 关于联合国系统内的能源活动协调问题,委员会建
议秘书长除其他事项外,协调关于可再生技术的研究
发展和应用的资料和经验的交流;改进联合国系统内若
干能源活动的资料交流,促进在联合国系统内能源方案
执行阶段的联合活动;改进联合国系统内能源方案在方
案预算制定阶段的协调;在这些协调工作中充分利用区
域委员会;促进将能源活动的协调推广至联合国系统以
外  

5.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4/309 号决议核可举行一
届特别会议以便在委员会第三届会议(1995 年 4 月 11
至 28 日)审议 21 世纪议程 第 14 章(促进可持续农
业和农村发展),特别是关于方案 K 时向可持续发展委
员会提供关于能源促进农村发展的咨询意见  

6. 委员会在其特别会议报告中请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邀请各国 联合国系统内实体 其他非政府组织酌情

优先审议若干具体行动 3 

7. 委员会第二届会议(1996 年 2 月 12 至 23 日)在其
决议草案一中请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内的实体考虑在

2001 年举行联合国二十一世纪能源会议,以便发动世界
舆论支持各等级就能源与可持续发展采取行动 它还

请秘书长编制一个报告,审查拟议会议的可行性和范围,
并且向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提交报告供其审议 1 

8. 委员会在决议草案二 1 中请秘书长研究能否由行

政协调委员会加强联合国各组织和机构在能源领域的

协调工作 它还请秘书长同联合国系统各区域委员会

和其他实体协商,研究如何提高联合国系统在能源促进
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能力,包括能否设立机构致力于扩充
现有机构的任务规定以满足此项目标 1 

9. 委员会在决定草案一中建议经社理事会 1996 年实
质性会议采取若干行动  

三 委员会的决定和有关倡议的 
后续行动 

10. 秘书长在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及利用能源促进
发展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提出的关于委员会以前各届会

议的后续行动的报告(E/C.13/1996/2)中,概述经社理事
会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和若干政府对委员会第一届会

议和特别届会的后续行动 本节只限于自那个时候以

来的后续行动  

11.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四届会议(1996 年 4 月 18 至
5 月 3 日)以关于保护大气层及保护大洋和各类海洋的
第 4/15 号决定请秘书长编写一份报告供 1997 年委员
会第五届会议审议,报告要列出联合国系统目前有关能
源的方案和活动,并提出促进联合国系统内能源和可持
续发展之间联系可能需要的适当安排的建议 4 

12. 联合国教育 科学和文化组织与联合国内外的实

体合作,安排 1996 年 9 月在哈拉雷举行世界太阳能首
脑会议 该首脑会议通过了 关于太阳能和可持续发

展的哈拉雷宣言 以及 1996 至 2005 年世界太阳能
方案大纲 现已拟妥 1996 至 2005 年世界太阳能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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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世界银行促进能源部门改革并且提高竞争力以促
进在能源组织和企业的更高效率,与此同时全球环境基
金在有关全球和环境问题,包括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
在内的项目增量成本的供资方面继续发挥重要的作

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能源领域的活动的主旨是使

能源服务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工具,因为能源服务若密
切集中在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将对减少贫穷 环境

保护 创造生计以及性别平等产生影响  

14. 区域委员会大体上将其活动转移到促进能源效
率 发展可再生能源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改进无害环境

的矿物燃料技术  

15. 其他实体,主要是世界气象组织 联合国工业发展

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继续支助关于能源效率和节

约能源方面的能力建设和体制建设 联合国粮食和农

业组织继续支助能源生产效率 能源的转化和使用以

及可再生能源的开发 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

部继续它的下列活动:发展和适用能源强度/效率指标,
促进转让提高能源效率的现代技术,提供能源效率方法
和技术的培训,开发和广泛使用可再生能源以及进行关
于能源效率和节能的研究以及应各国政府的请求,提供
咨询服务  

16. 经社理事会 1996 年实质性会议深入讨论了委员会
的各项建议并且在若干协调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能源

领域的活动的第 1996/44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在编写可
持续发展委员会第 4/15 号决定要求的报告时,参考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及利用能源促进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和

意见 它又请秘书长酌情参考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及

利用能源促进发展委员会的意见,编写一份报告,探讨在
行政协调委员会框架内在能源领域加强联合国系统各

组织和机构的协调的可能性,并通过理事会向大会提交
这份报告,供其第五十二届会议审议 经社会又请秘书

长与各区域委员会和联合国系统内其它实体协商,在同
一报告中讨论增强该系统在能源促进可持续发展领域

的能力的需求,探讨此方面进行高级别讨论的所有可能
选择 ,同时参照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五届会议和订于
1997 年 6 月召开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成果,以及有关的环
境公约及其各自的缔约国会议提供的指导,特别是 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17. 经社理事会第 1996/303 号决定注意到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及利用能源促进发展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建

议,并请各国 联合国系统内各实体 其他国际组织和

非政府组织酌情审议这些建议 经社理事会第

1996/304 号决定注意到委员会的报告并且核可临时议
程以及委员会第三届会议经修正的文件  

18. 回应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上述第 4/15 号决定,秘书长
编制了题为 联合国系统目前有关能源的方案和活动

一览 此等活动的协调以及促进联合国系统内能源和

可持续发展之间联系可能需要的安排的建议 的报告,
提交 1997 年举行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五届会议审
议 秘书长还编制了一个关于在行政协调委员会框架

内在能源领域加强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机构的协调的

可能性的报告(A/52/175-E/1997/75)供经社会和大会依
前述经社会的要求进行审议  

19. 奥地利政府于 1997年 1月 22至 24日在维也纳举
办了一个关于加强国际机构内能源与可持续发展之间

联系的专家讲习班 来自各国政府 政府间组织和非

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了讲习班 会议的成果对可持续

发展委员会第五届会议的讨论是一项宝贵贡献 最近

(1997 年 10 月 29 至 30 日),它就 2001 年可持续发展委
员会第九届会议的准备工作进行了非正式协商,并且在
计划 1998年 6月举行关于可再生能源专家会议  

20. 大会第十九届特别会议深入讨论有关能源 运输

和大气层的保护等问题并且决定有必要迈向能源的可

持续生产 运销和使用模式,并且决定为了在政府间等
级推动这项工作,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将于 2001 年举行
的第九届会议讨论能源问题 委员会第七届会议应当

开始第九届会议的筹备工作,并且可利用一个能源和可
持续发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专家组与委员会第八

届和第九届会议闭会期间的会议一起进行 大会还强

调需要鼓励在联合国系统内就能源问题进行更好的协

调 ,秘书长的一个指南报告深入讨论了协调问题
(E/C.13/1998/7)  

21. 1997 年 3 月 21 日,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
发信给各国政府请提供关于它们回应经社会所通过的

委员会决定而采取的行动的资料 迄今没有接到任何

答复  

22. 经社会 1997 年实质性会议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在行
政协调委员会框架内在能源领域加强联合国系统各组

织和机构的协调的可能性的报告 与会者发言强调大

会第十九届特别会议对能源的重视 各国代表同意可



E/C.13/1998/2  

4 

持续发展委员会关于导致在 2001 年举行委员会第九届
会议的讨论,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及利用能源促进发
展委员会提出的举办一个联合国二十一世纪能源问题

会议的建议,构成适当的回应  

23. 1997 年 11 月 4 日,联合国秘书处可持续发展司司
长给联合国系统内各实体发信,请它们提供下列资料:(a) 
委员会的决定(在第一 二届和特别会议)对个别组织在
能源及有关领域的工作的影响;(b) 委员会上述会议的
报告在何种程度上对个别组织的工作有用以及在何种

程度上各该组织利用了这些报告 迄今没有收到联合

国系统内实体的答复  

24. 一些在能源领域相当活跃的非政府组织举办了若
干关于能源 ,特别是有关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会
议 讲习班和专题讨论会,并且筹备关于能源和可持续
发展的今后会议 这些审议有许多是委员会感兴趣的,
并且对委员会以前各届会议以及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政

府间机构有宝贵贡献 这些组织有许多表示有兴趣同

委员会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密切合作,指认有待 2001
年举行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九届会议审议的主要能

源问题  

四 结论 

25. 委员会的建议对其他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以及会
员国在联合国系统内的能源及有关领域的活动产生直

接和间接影响 许多组织和国家日益注意能源效率

养护和需求管理以及订价政策,而其他组织和国家则协
助促进和传播清洁的能源技术 对可再生能源的进一

步引进和应用的支持已大为增加 在能力建设和体制

发展领域的活动与范围较广的经济社会或环境规划日

益发生关联  

26. 从上文第三节的讨论可看出,联合国系统的其他政
府间机构,即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以

及大会,都深入讨论了委员会所坚持的问题 它们所作

的建议也与委员会向会员国 联合国系统内实体以及

其他组织提出的关于酌情采取行动的建议相一致  

注 

 
1  1996 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补编第 4 号

(E/1996/24)  

                                                                                                
2 同上,1994年,补编第 5号 (E/1994/25和 Corr.1)  
3 同上,1995年,补编第 5号 (E/1995/25/Rev.1)  
4 同上,1996年,补编第 8号 (E/199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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