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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第十一届会议 

2003年 4月 28日至 5月 9日 

临时议程
*
 项目__ 

 

   2003年 2月 7日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向你通报 2002年 11月 27日至 29日在奥地利召开的可持续能源全球论坛

第三届会议情况。该论坛是多方利益有关者就能源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所有问题

进行对话的讲坛。为论坛第三届会议设定的目标是巩固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

会议在能源领域的结果，特别是巩固在约翰内斯堡宣布的许多第二类倡议。随函

附上会议的执行摘要和一些要点（见附件）。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可持续发展

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的文件分发为荷。 

 

           大使 

           格哈德·普范策尔特(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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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 2月 7日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可持续能源全球论坛第三届会议执行摘要 

   2002年 11 月 27日至 29日，奥地利格拉茨 

   “公共和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促进农村能源发展” 

 2002年 11 月 27日至 29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决策者在奥地利格拉茨聚集一

堂，举行了可持续能源全球论坛第三届会议，目的是推动改善全人类的能源前景。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公共和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促进农村能源发展”。约

180位专家参加了会议。 

 在发展中国家，仍有约 20 亿人民得不到现代能源服务，特别是电力。能源

贫穷大大削弱了他们的发展能力。与此同时，人们普遍预计在下一个十年，发展

中国家的能源需求会大幅度增长。国际社会可以通过加强可持续的能源服务来满

足这一增长的需要，并获益于发展和负责的环境管理。 

 可持续能源全球论坛是 1999年由奥地利外交部长贝·费雷罗-瓦尔德纳发起

的，论坛是就能源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所有问题进行对话的中立平台。论坛汇集了

包括政府、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学术界、新闻界在内的所有利益有关者。论

坛最初的 2000和 2001 年两届会议为联合国第一次全球能源谈判（可持续发展委

员会，2001 年）以及在约翰内斯堡进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作出了具

体贡献。伊雷妮·弗罗伊登舒斯-赖克尔(奥地利)担任论坛第一至第三届会议的

召集人。 

 论坛第三次会议的预定目的是巩固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在能源领

域的结果，特别是巩固在约翰内斯堡宣布的许多第二类倡议。 

 奥地利外交部秘书长约翰内斯·基尔勒、埃塞俄比亚能源部长海尔·阿塞基

德以及奥地利农林环境和水管理部秘书长华纳·乌兹彻尔出席了开幕式。 

 在会议发言的知名人士包括巴西几届政府的部长兼《世界能源评估》编委会

主任何塞·戈尔登贝格教授、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主席兼塔塔能源研究所所长

拉金德拉·帕绍瑞、隆德大学托马斯·约翰森教授（以前长期担任开发计划署能

源方案主任）和一些大石油和电力公司（例如英国石油公司、壳牌公司和法国电

力公司）的代表以及世界能源理事会副秘书长让·穆雷。 

 联合国非洲事务特别协调员伊维蒂·史蒂文森女士主持了关于非洲的特别分

组会议。 

 谨此感谢为论坛第三届会议提供赞助的以下有关方面：格拉茨市、奥地利联

邦政府、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工发组织和瑞典国际开发署。关于论坛第三



 

 3 
 

 E/CN.17/2003/3

届会议的更多资料请见 www.gfse.at.。已委托《地球谈判公报》小组编写关于论

坛第三届会议的报告，可在网址 www.iisd.ca/linkages/sd/gfse3/查询。 

 附上论坛第三届会议的详细日程。 

 以下是讨论中最突出的要点。 

   论坛第三届会议： 

   一些要点 

A． 看来有必要就公共部门在能源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达成新的共识（例

如，修改公共政策目标、确定优先事项、向市场行动者介绍情况），同时认识到

仅靠市场力量是不能克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农村地区的能源贫穷问题的。大家

已普遍认识到私营部门的关键作用（可筹集大量必要的投资资金；通过地方中小

企业创收等途径使农业能源项目实现可持续性）。 

B．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同样需要在关注缓解气候变化这一问题的框架内寻求发

展，甚至更需要在这一框架内推动以能源促进发展。 

C． 应重新审查可再生能源的目标；看来推动每个国家、分区域或区域的独立目

标比推动全球目标更有前途。 

D． 能源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大体上最终会在国家一级执行；因此，应将能源

问题纳入减贫战略文件和其他国家一级合作框架。 

E． 有必要加强环境部门和社会经济部门之间关于能源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对话；

在推动“可再生能源”方面，两者之间的做法显然不同。它们各自的工作计划不

同，其经费来源也不同，因此需要发展中国家受惠者作出不同的回应。如果处理

得当，不同的工作计划可以相互补充加强。 

F． 能源界本身参与能源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辩论并不充分；能源界参与的切入点

可以是政治稳定、能源市场的稳定、能源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以及能源在消除贫穷

方面的作用。 

G． 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农村社区的可靠数据、包括其能源状况和需要的数据的重

要性。 

H． 大家认识到项目的可持续性主要取决于是否由地方所有和是否存在商业基

础设施。应更多地注意促进和支持投资人和地方企业家之间的关系。能力建设是

关键。 

I． 看来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必须千方百计促进分区域或区域两级的工作，并促进

国家一级努力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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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在约翰内斯堡提出和讨论的能源领域各种第二类伙伴关系说明有必要对可

能的精简和协调进行中立的分析和协商。 

K． 论坛在这一分析和协商中可发挥作用。可结合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或其他重要

的与能源有关会议在 2003年春季组织召开论坛向利益有关者汇报的会议。 

L． 会议着重指出，必须强调能源方面的跨部门发展联系。因此，重要的是，应

吸收非能源方面的发展专家参加论坛。 

M． 论坛本身可以作出选择，在今后交替举行关于特定区域或分区域和全球性会

议。区域筹备会议可使利益有关者向论坛全球会议连贯一致地陈情。大家强调了

论坛的有益作用，即澄清概念，并作为谈判者和项目专家之间的桥梁。 

N． 今后论坛全球会议可着重讨论 

 (a)  认为有助益和必要的补贴种类； 

 (b)  “重新管制”能源市场的问题； 

 (c)  交流各种伙伴合作的进展情况； 

 (d)  中小型企业和小额信贷问题； 

 (e)  城市能源使用（城市规划、运输、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