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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的多边协定》，以便使这一已于 2009 年 7 月 27 日在乌兰巴托设立的

智囊团得以全面投入运作； 

6. 邀请  各发展合作伙伴协助内陆发展中国家推进与过境国家

之间的合作； 

7. 请  执行秘书： 

(a) 与其他各相关国际实体合作，协助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内陆

发展中国家执行《乌兰巴托宣言》中所列各项建议； 

(b) 与其他各相关国际实体合作，继续协助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

内陆发展中国家努力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 

(c) 与各相关国际组织协作，在对预定于 2013 年间对《阿拉木图

行动纲领》44  执行情况进行最终审评过程中向亚太区域各内陆发展中

国家提供必要协助； 

(d) 向经社会第六十九届会议汇报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2011 年 5 月 25 日 
第五次全体会议 

决议 67/2 
为在亚洲及太平洋加强能源安全和以可持续方式

使用能源促进开展区域合作 49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
50
  特别是其

中与能源有关的章节，并回顾大会在其的第 65/151 号决议中决定宣布

2012 年为“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国际年” 

还回顾  其关于“开展国家间能源合作，加强能源安全以实现可持

续发展，以期拓宽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获得能源服务的渠道”的 63/6 号决议、以及其关于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

的能源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促进可再生能源问题的第 64/3 号决议, 

考虑到  第六届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于2010 年 10

月 2 日通过的 《2010 年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宣言》
51
， 

 
49  见以上第 129 至 145 段。 
50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报告，南非约翰内斯堡，2002 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4 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3.II.A.1 和更正），第一章，决
议 2，附件)。 

51 E/ESCAP/67/8，第一章，A部分。 



E/2011/39 
E/ESCAP/67/23 

 

 
63 

认识到  能源安全是亚太区域所有国家的主要发展问题，特别是对

于那些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而言， 

还认识到  亚太区域目前尚有近十亿人口无法享有可负担得起的

现代能源服务， 

强调  需要增进获得可靠的、可负担得起的和对环境友好的能源资

源，以期实现各项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 

认识到  亚太区域对能源的需求量增长幅度大于其他区域，而且预

计到 2030 年时此方面的需求量将会几乎增加一倍，而满足此种需求的主

要能源来源仍将是化石燃料， 

表示关注 剧烈动荡的能源价格会危及从全球经济危机中取得的初

步复苏，而且也会威胁到至 2015 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前景， 

还认识到 面对无法满足的能源需求而带来的挑战，将会激发各方

研制各种新的和可再生的能源技术的潜能， 

对 亚太经社会秘书处为促进各方在加强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方

面开展次区域能源领域的合作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 

欢迎 各国政府目前为促进本区域内和各区域间加强能源安全和可

持续利用能源资源所做的努力， 

1. 呼吁  所有成员和准成员进一步促进应对能源安全挑战的区

域合作，制定并实行综合评价其环境和社会影响的协调一致的能源政策； 

2. 促请  各成员和酌情促请准成员适当地注重供应方的拮据状

态、对能源需求的管理、价格波动和对能源供应的潜在干扰所产生的后

果； 

3. 呼吁  各成员和准成员精诚合作，开发和使用高成本-效益

的、新的和可再生的能源技术，特别是依托南南合作框架，加强在提高

能效领域内的合作； 

4. 鼓励  各成员和准成员制定和加强国家和次国家层次上有效

的政策法规体系，鼓励私营部门投资能源产品； 

5. 还鼓励  各成员和准成员积极利用私营部门来扩大投资，进

行技术改造，在创建可持续能源美好未来过程中作为一个合作伙伴发挥

先导作用； 

6. 邀请 各国政府、捐助国、相关的联合国组织和机构、国际和

次区域组织、国际和区域金融机构、以及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积极考

虑为执行本决议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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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请  执行秘书： 

(a) 加强亚太经济社会秘书处在能源安全领域内的作用和能力； 

(b) 确保与其他联合国组织和机构，特别是联合国能源机制、以

及多边机构和次区域组织开展有效协调，以期努力提高亚太经济社会各

成员国的能力； 

(c) 与各发展合作伙伴开展有效协作，调集财政和技术支持力量，

以促进在本区域加强能源安全领域内的合作； 

(d) 协助各成员和准成员通过以下方式应对其面临的能源安全挑

战：(i) 携手制订能源安全方案；(ii) 组织和落实旨在促进相互交流经验

和信息的会议和区域联网安排； 

(e) 于 2013 年举办亚洲及太平洋部长级能源论坛，讨论亚洲及太

平洋各国在区域、国家和居户各级应对能源安全挑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以便利在各成员国之间就加强能源安全和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问题开展

持续对话； 

(f) 向经社会第七十届会议汇报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2011 年 5 月 25 日 
第五次全体会议 

决议 67/3 
第六届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 52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认识到  所有千年发展目标都是彼此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为此

着重强调需要采取一种着眼于全局的和全面的办法，而且亦需要经社会

各成员继续保持迅速的经济增长，以使千百万民众得以摆脱贫困并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 1，同时应按照千年发展目标 7 所提议的那样把环境可持

续性列为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而且亦应保持增长步伐和环境警觉， 

满意地注意到  于 2010 年 9月 27 日-10 月 2 日在阿斯塔纳成功举

行的第六届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作为其成果，通过了

《2010 年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宣言》和《2011-2015 年亚洲

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区域执行计划》，并对《阿斯塔纳“绿色桥梁”倡

议：旨在推进“绿色增长”的欧亚太伙伴关系》
53
  表示欢迎和赞同， 

还注意到  《阿斯塔纳“绿色桥梁”倡议》旨在为欧洲、亚洲和太

平洋各国彼此之间开展对话提供一个平台，为此可将之作为对定于 2011

 
52  见以上第 129 至 145 段。 
53 见 E/ESCAP/6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