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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啓者，茲奉敝國政府訓令，凇關於上 

年十月二 t二日英艦二艘在科府海峽被水雷 

擊慯举英聯王國政府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九日. 

致阿爾巴尼亞政府之照會，阿爾巴尼亞政府 

十二月二十一日覆文，及頃英國驻貝爾格拉 

特大使奉命送致阿爾巴尼亞政府之另一照會 

'之副本各乙伢，附函送達貴祕書長。 

英、聯王國於其照會中已列舉其所以深信 

此項事件當由阿爾Ê尼亞政府負責之種種理 

由，並要求道歉賠償。英聯王國在此照會中 

並附具聲明，倘阿爾巴尼亞政府於收到此照 

會後十四日内不提出满意之答覆，英聯王國 

政府將不得不以此事提交安全理事會。 

茲英聯王國政府認爲阿爾巴尼亞政府十 

二月二十一日之覆文絕不満意，因之訓令本 

人依照憲章第三十五條將此項爭端提請安全 

理事會及早注意。此致 

祕書長 

Alexander CADOGAN(簽署)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 

英聯王國政府致阿爾巴尼亞政府 

照會原文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九日 

一. 關於最近之若干科府海峽事件，以 

及最後於十月二十二日英艦二艘被水雷所重 

傷以致死亡甚衆之嚴重事件，英聯王國政府 

近曾加以研討。 

二. 阿爾巴尼亞政府當知在一九三九年 

至一九四五年戰1?期間曾有水雷藪十萬枚佈 

,放於地中海及西北歐海水中。 

阿爾巴尼亞政府當憶及一九四四及一九. 

四五兩年中下述之阿坷巴尼亞領水曾由英國 

掃雷艇加以搜索及淸掃：Valona海灣（一九 

•四四年十二月)；Durazzo海口(一九四四年 

十二月，一九四五年三北科府海峽（一 

九四四年十月）。阿爾巴尼亞或其他國家對此 

種工作俱未加以反對。 

三. 在戰鬭甫結束時，地中海及西北歐 

海之水雷已被掃除者僅約二萬枚。爲諜以協 

調方式完成淸，餘殘餘水雷之顴鉅工作起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美利堅合衆國， 

英聯王國及法蘭西四國政府會成立協議，於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間成立一國際組織，該組 

織之目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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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量利用現有掃雷部隊從事： 

(甲）廓淸各漁區； 

(乙）加寬所有各海峽之航道； 

(丙）澄淸水道以備修繕重要海底電 

線之船隻通行； 

(丁）廓淸谷區之佈有危及水面航行 

之水雷者； 

(戊)掃除防止潛艇之深水水雷。 

(二）向航業界公布關於水雷及掃除水 

雷之情報。 

四. 國際中央掃雷局係上述四國之代表 

所組成。經中央掃雷局之建譏後，其他國家 

乃被邀爲區分局之委員。例如地中海區分局 

係由法蘭西，希臘，蘇維埃 f f i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及南斯拉夫 

之代表所組^。尙有若干其他國家被邀派觀 

察員參加，但阿爾巴尼亞因無掃雷部隊故未 

镀邀請。 

五. 誠如阿爾巴尼亞政府所知,上述所 

稱之二大目標之第二項係由國際搜索報吿局 

製發Medri海圖及小册加以完成。'由英國掃 

雷隊擔任掃除水雷之阿國馎水區亦載於此類 

出版品中。阿爾巴尼亞連同所有其他地中海 

國家，不論其是否爲地中海區分局之一員， 

均接到此類文件三十份及其後所有每月出版. 

品三十伢。 

六. 故北科府海峽之國際水道重行開放 

通航一事，曾經公吿;該海峽及其他已掃雷 

之海峽，不論其爲全部或局部在阿爾巴尼亞 

領水以內，，曾爲持有此類文件之英國及其 

他船隻所使用。事實上在本年五月以前，各 

類船隻均曾依照國，際法之常規，卽無論戰時 

平時，軍艦或商船俱有權善意通過構成國際 

航路要道之各海峽一節，使用該海峽，並未 

遭遇有關國家希臘或阿爾巴尼亞之阻礙。 

七. 然於五月十五日英國巡洋艦On'wz 

及^卸"二號於向南行M巳掃雷之海峽，執 

行其通常職務時，竟遭阿國，台 i l擊，所幸 

尙無損失。 

八. 英國立郎向阿爾巴尼亞政府嚴葷抗 

議此項令人憤慨之故意破壤國際法及航海慣 

例之舉，並要求立刻公開道歉，並保證懋罰 

負責人員。阿爾巴尼亞五月二十一日之覆文 

毫不能令吾人満意。該覆文謂泡臺司令曾發 

出信號令該二艦駛至離海岸較遠之處，又謂 

該二艦並未懸旗，圭1臺開炮時始行懸旗等 

語。其所稱之一切理由，經調査結果，證明 

均屢毫^根據。阿爾巴尼亞覆文僞稱國際海 

峽有一部分在本國領水內時，外國戰艦卽無 

通過該海峽之權，並謂倘該二艦早被認出爲 

英艦時，則當不致被擎。 

九.英聯王國政府於五月三十一日重提 

抗議，指陳阿爾巴尼亞覆文之抹殺國際法所 

承認之善意通過之權，關於此點上文第六節 

中業已促請加以^意。卽使阿爾巴尼5 5政府 

誤以爲有阻止牝種通行之權，其爲'行使此權 

所採用之方法亦與所有文明國家當有理由要 

求外國船隻停止時所慣用之方法相背。在此 

次事件中，開火前曾未發出警吿，卽逕開-

炮十二^"，且炮彈並未橫越該二艦之艦首， 

而意在擊中其艦身，惟結果彈落艦後耳。英 

國政府重申其懲處負責官長，由阿爾巴尼亜 

政府道歉及保證對科府海峽之通過權,木苒 

有干涉情事等要求。 

十.阿爾巴尼亞政府六月二十一日之覆 

文稱：倘船隻在'未獲許可以前不進入阿爾巴 

尼亞領水，或不表示侵略意向時，阿爾巴尼 

亞政府對公海或科府海峡上之航行並無干渉 

之意。該覆文重申阿爾巴尼亞前一照會.内所 

稱之理由，並謂無襲擊或損慯英艦之意。 

十一.八月二日英國政府通知阿爾巴尼 

亞玟府謂已閱悉覆文，惟礙難承認領水國家 

有權於准許船隻進入公認之國際海峡前,' 

耍求其履行種種條件，且礙難同意於事先給 

予通過海峽之通知，並聲明此後英船艦倘在 

海峽被齑擊時，將加還锒。 

十二.十月二十二日英艦一分隊，駛經 

上!8：第二節所述曾於一九四西年十月間掃除 

水雷之北科府海峽時，英驅逐艦 &賺 a w 

及 R Z a g 《
二號撞中佈於航道中之水雷。爆 

炸之結果，該二艦受傷甚重，死亡亦衆。此 

次阿爾巴龙亞並未開炮，但有懸掛阿爾巴尼 



亞國旗及白旗之阿爾巴尼亞海軍船一艘出 

現。 

十三.十月二十七日英國政府通知阿爾 

巴尼亞政府稱：因鑒於英艦所遭之嚴重意外, 

該海峽婦雷工作當卽進行。十月三十日阿政 

府，聯合國秘書長就所謂英艦"侵犯其領水" 

及"挑鱟性質之入侵"提出抗議。又據稱有 

英機飛越阿爾巴尼亞頜空,但無事實之根據。 

同時英國政府於十一月一日換准阿爾巴尼亞 

政府爲答覆示意掃雷工作當卽進行之照會， 

對於十月二十二日英軍艦進;^阿爾巴尼亞領 

水一事提出抗議；又聲稱倘掃雷工作不進入 

海峽內外之阿爾巴尼亞頜水，則阿爾巴尼亞 

政府並+反對。海峽之有關部分旣全在領水 

以内，則此項聲明鞣能解釋爲阿爾巴尼亞政 

府對於應使海峽航行安全一節拒絕同意而 

已。該照會3k顰稱倘掃雷工作見諸實行，阿 

爾巴尼亞政府對一切結果當不負任何責任； 

並當認爲此項工作侵犯阿爾巴尼亞之主權。 

十四.阿爾巴尼亞政府蓄意阻止此種淸 

除國際航行所受嚴重威脅之、工作。因之，英 

國政府於十一月十日覆稱科府海峽掃雷工作 

將於十一月十二日開始。該覆文通知阿爾巴 

尼亞政府謂科府海峽掃雷工作爲中央掃雷局 

於十'一月一日所一致建議者，並明確劃定掃 

雷區域，宣稱絕無英艦擬停泊阿爾巴尼亞頜 

水內，並謂此項工作將悉依阿爾巴尼亞政府 

未加反對之一九四四年及一九四五年所舉行 

之首次掃雷工作，同樣辦理。 

十五.阿爾巴尼亞政府於接到此項覆文 

後，於掃雷工作開始前夕，又照會英國政府 

謂阿爾巴尼亞政庥雖在原則上不反對英海軍 

從事海峽掃雷工作，但同時建議應成立一浪 

合委員會以決定掃雷所包括之區域。該海峽， 

之掃雷地，，事實 t二年前卽巳確定，所有 

已發表之^"關情報俱爲阿W巴尼亞政府所持 

有。因此，阿爾巴尼亞政府最後提出是項建 

議，其意惟有斷定爲在延緩掃雷工作之進行， 

而經事後調査結果，更確悉阿爾巴尼亞政府 

明知水雷均佈於航道中也。 

十六.阿爾巴尼亞政府同時以第二次抗 

讖送交聯合國祕書長，嚴詞反對英政府以旣 

成事賓相臨之行爲。阿爾巴尼亞政庥不顧南 

斯拉夫政府曾要求應邀請阿爾巴尼亞派員參 

加中央掃雷局，而此事又必爲阿爾巴尼亞政 

府所知一事寳，反否,g知有中央掙雷局之存 

在。最後阿爾巴iS亞政府宣稱海峽之範園僅 

能由一聯合國所設立而包括河爾巴尼亞在內 

之泯合委員會加以決定。 

十七.掃雷工作於十一月十二H及十三 

日完成。水雷二十二枚被切斷，内中二枚送 

往馬爾他島備專家檢驗。據檢驗之結果，此 

種水雷係德國所造，海水植物不能生長其上、 

其桩繋纜上仍有滑油。凡此種種均證明此等' 

水雷佈放之日期較英艦 S a 麵 e z l Volage 二 

號遭受損攀以致死亡多人之日期相距極近。 

各水雷之情形業經參加掃雷工作之某中立觀 

察家加以證實。而自英艦Volage上檢得之水 

雷碎片，亦可斷走十月二十二日爆炸之水雷 

來自何處，aé證實以上所得結論。 

十八.轲爾巴尼亞當局自對英艦OrionR 

Superb 二號_J行攻轚後，卽對所有駛經北科府 

海谀—船隻嚴加監視。因,之，本年六月間有 

駛經^峽之商輪遭受轟擊，而當十月二十二 

日英艦經過時，海岸礮臺礮手各立崗位之狀， 

歷歷可覩。故如無阿爾巴尼亞當局之默許或 

^少知情，斷無在阿爾巴尼亞礮臺數百碼內 

之海峽中設置水雷區之可能。 

十九.是故英國政府乃不得不侔如下锆 

論：阿爾巴尼亞政府或確佈放上述水雷區， 

或知悉其已被佈放。因之，阿爾巴尼亞政府 

已爲一公然破壌國際公法之行爲。依照一九 

〇七年第八次海牙公約第三.四兩條之規定， 

任何政府在戰時而尤在平時佈放水雷者，俱 

有將危險區域通知各國政府之義務。（事實_h 

此項義務並適用於危險區域並非通常航行所 

用者之場合）。但阿爾巴尼亞政府非但從未將 

此水雷區公開通知他國，且對於有關之Me-

d r i航海地圖及各小册之繼績出版亦並未有 

所評論。是故阿爾巴尼亞政府不啻曾對國際 

公,忍之機構向航業界宣稱該海峽並無航行危 

險之明晰聲明，表示同意。其結果有英艦二. 

艘遭受嚴重損壤，而四十四人爲之無辜喪命。 



苒者，阿爾巴尼亞政府此種行爲對於任何船 

隻之使用爲國際航行通常及公認航線之任一 

海峽者，不啻脅以毀滅也。 

二十.英國政府要求阿爾巴尼亞政府爲 

五月十五日及十月二十z i日英海軍無故被擊 

之事道歉，並保證以後不得再有 i t種非法行 

爲發生。英國政府並要求阿爾巴尼亞政府賠 

慣十月二十二日英鑑二艘所遭受之損失，並 

以充分卹金償與因阿爾巴尼亞政府之行爲以 

致喪失生命之英海軍官兵四十四員之親屬。 

阿爾巴尼亞上述行爲無疑違背國際法，而爲 

國際通航之威脅；又鎏於其明知英海軍曾經 

常使用該海峽，及根據國際法聲明有加以便 

用之權利等事實，故必須視之爲一對於英國 

政府有意敵對之行爲。 

二十一.英國政府鑒於此項事件由海上 

生命安綺及所牽渉之各種問題觀之，其重要 

如此，故 I須要求阿爾巴尼亞立刻予以答覆。 

倘於本照會發出後十四日內，尙未接锼満意 

之答覆；則英國政府除將此事提送聯合國安 

全理事會作爲一種嚴重威脅及破壊國際安全 

與和平之行爲，並指陳阿爾巴尼亞對於合法 

使用國際航道之任何國家無辜海員；安全， 

非法横加蔑視之外，殊無,他途可循也。 

阿爾巴尼亞政府致英 

聯王國政府之照會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十二月十四日本人第2221 /1 '8號照會想 

荷詧照。茲奉敝國政府之訓令，將下列答覆 

屑下奉貴圃外交部訓令送交本人之一九四六 

年十二月九日第4 0 8 / 5 9 / 4 6照會之文件，專 

函奉達。 

阿爾巴尼亞政府對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 

二日英驅逐艦二艘所遭遇之事件，.表示深切 

之遺慽。但同時阿爾巴尼亞政府對於便其爲 

此項不幸事件負責之上述照會內所列控諸點 

—律力加駁斥。谷該點悉與阿爾巴尼亞人民 

所時常表示之相平期望與目的或阿爾巴尼亞 

政府'對英國及其他和平民族之外凌政策相 

悖，且亦與十月二十二日事件之異正事實及 

倚％不符。 

阿爾巴亞尼政府茲不得不指出英國政府， 

對爾巴尼亞之行爲，並非恆以同樣之和平 

動機爲準則，殊爲遺搣。希臘帝國主義者對 

於一部分阿爾巴尼亞領土所抱之無理由而非 

分之野心，惟有英國予以支持。英國堅決反 

對阿爾巴尼'亞加入è合國，卽令吾國爲義大 

利法西斯主桊所首先侵略，而鑒於菩人對盟 

國共同宗旨所爲之貢獻，實有加入聯合國之 

充分權利，亦在所不顧。英國政府對於阿爾巴 

尼亞極端不友好之態度及其對於阿爾巴尼亞 

之別有用心，於草擬和約之際犮毫無理由堅 

拒建立正常外交關係一舉中，表現更屬顯明。 

英國此種不友好之嚀度，巳出現於其侵 

犯阿爾巴尼亞人民共相國主權之行爲中。一 

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有事後阿爾巴尼亞政府 

始知隸屢於 :秀海軍之軍艦二艘，未經許可， 

自行鴃入Saranda港附近之頜水.，儼如示 

威。十月二十二日有類似之情事發生：英艦 

隊軍艦四艘駛進阿爾巴尼亞領水，二艘駛入 

Saranda潸至離該港一公里半之地，另二艘 

在Kakomo及BorShi外之阿爾巴尼亞領水 

内游弋示威；再本年十月二十三日復有英機 

飛越阿爾巴尼亞之領空。英國此種對阿爾巴 

尼亞不友好之態度同樣可見於英國政府片面 

決定進行在阿爾巴尼亞領水內掃雷，十一月 

十二日英戰P全副武装排成戰陣沿Butrinto 

至Karaburun之阿爾巴尼亞南部海岸對弋，示 

威以及十一月十三日之實際掃雷行動諸事。 

當時有每小時自十一艘至二十三艘不等之英 

國軍艦及掃雷艇在Saranda港附近侵入我竭 

水,於離岸半公里至一公里半之海面游弋並 

向上空及水中放射機關槍。 

阿爾巴尼亞政府恪守其對外政策之和平 

原則，對於英海軍以上種種非法行爲，槪以 

向英國政府及聯合國提出正當抗議爲答復。 

該項抗議請求對於我人民在對法西斯侵略者 

之鬥爭中以重大代谭獲得之自由，獨立與主 

權，予以尊重。在上述所有事件中，阿爾巴 

尼亞敢府雖均有從事正當防衞之一切權利， 



但仍探取和平方法以保讓其法權，此種事實 

亦足爲阿爾巴尼亞府所抱和平意1^〗，'期望 

及目的之最有力證明矣。 

至於十月二十二日及以後所陸耩發生之 

事件，阿爾巴尼亞國政府茲願聲明本政府尊 

重國際法中關於通航之各項原則。按諸英國 

大便來照第六節中所载之英方意見，船隻有 

善意逋過成爲國際交通要道之海峽之權。但 

此項善意通過之原則，就其可適用於本案者 

M t ,已被英艦於通過北科府海峽時所公然 

破壊。當英艦逼近阿爾巴尼亞海岸航行，儼 

同示威，有如上文所述情事時，以及十月二 

十三日英機飛越阿爾巴尼亞領签時，自不復 

有所謂善意通過之權可言，其理至明。十一 

月十二日英艦所爲之示威舉動，由其進行方 

式觀么其旨實在施行威嚇及懕迫，故同樣 

不得謂爲善意之通^。據英國駐地中海艦隊 

司令聲稱，該艦等在通過海峽時均"排列爲 

戰 f隊形，準備隨時作戰，抵抗任何事變"， 

此事顯巳證實上述之點爲不誤。再者，倘英 

國真正希望應用善意通過原則及保證商船航 

行安全，則早應預將就航行觀點而言最爲安 

全之北科府海峽中部之水雷掃淸，俾通過海 

峽之航行可與英國來照中所述之善意通過原 

M'J,較相吻去。 

關於英政府所控阿爾巴尼亞政府自佈水' 

雷，或知悉他方曾佈放水雷，或對科府海峽 

中有水雷存在知情各節，則事實上毫無根據， 

並對阿爾巴尼亞人民及其政府愛好和平之願 

望及意識爲重大之打擊。關於阿爾巴尼亞政 

府佈放水雷一節其不正確可自英國來照第四 

節所述之事實證之。該節有謂阿爾B尼亞所 

以未被邀請參加地中海區分局之工作，乃由 

於其並無任何掃雷工具。故對於並無掃雷或 

佈雷必需工具之阿爾巴尼亞，今乃指稱其能 

實施此種大規模之工作，賁®荒謬;且鑒於此 

種行動與阿爾巴尼亞政府政箄所依循之原則 

大相逕庭一事實，更可見其荒謬絕倫。 

' 根據同樣理由，阿爾巴尼亞政府對於誣 

控其知悉他方曾佈放水雷，或對於科府海峽 

有水雷存在原屢知情兩點，亦須力加駁斥。阿 

爾^尼亞政府認爲：倘有任何惡意存在，朋 

此種不人m之皋動，當係出於企阖破壊兩國 

人民間之關係及不欲英阿兩國間建友好閼 

係者之手。阿爾巴尼亞政府此項假定可以希 

臘及他p船隻屡屢未經許可駛入阿甯巴尼亞 

領水並逕入阿爾巴尼亞南部諸港之事實爲其 

佐證。本年中释阿爾巴尼亞政府抗議者已有 

案件八起，每次俱將抗議副本送交駐阿爾巴 

尼亞之外交使節。 

另一方面，阿爾巴尼亞政府茲鄭重申明 

Hodgson將軍送致!^爾巴尼亞政府之照會中 

固附有水雷地帯及阿爾巴尼亞領水內巳掃雷 

而可安全航行之海峽地園一件，但同時謂此 

等海峽並不安全，英國並不擔保該區域內航 

行之安全。 

苒者，阿爾巴尼亞政府擬鄭重申明卽在 

十一月十三日第二次掃雷工作以後，依照十 

二月十日在羅馬舉行之地中海區^局會議宣 

言，尙有水雷十四枚藓割離原位"漂至阿爾 

巴尼亞海岸。 

十月二十二日爭件發生後，英政府片面 

決定應將水雷掃除。阿爾巴尼亞政府於其十 

月二十九6照會中向英國政府抗議其十月二 

十二日侵犯阿國領水之行動，並同時通知英 

國政府謂阿爾巴尼亜政府對英方片面决定在 

阿國領水內掃雷一節表示反對。但英國政府 

置此不顧，於其十一月十日之照會中通知阿 

爾巴尼亞政府謂科府海峽北部之水雷將於十 

—月十二日舉行婦餘。 

對於英方此種片面之行爲，阿爾巴尼亞' 

政府曾向聯合國提出最有力之抗議。阿爾巴 

尼亞政府並於其十一月十一日照會中向英國 

政府提出抗議，並爲達成協議起見，曾提議 

組織混合委員會。英國政府依照其前此所爲 

之片面決定，同時並不希望兩國政府間用協 

議或合作方式解決爷該事件，乃於十一月十 

二日及十三日派遣軍艦進入阿爾巴尼亞領 

水，覃獨實行掃雷工作，爲所欲爲。此次， 

英國政府爲辯護其片面行動計，乃於其十二 

月九日之照會'中提^S'中央掃雷局十二月一日 

所作應將科府海峽北部水雷掃淸之一致决 

議。然就阿爾巴尼亜政府所知，地中海區分 

二五 



局於其十月:^十八日之特別會議中及中央撖 

雷局於其十一月一日會議雖在原朋上均 

決定進行掃雷事耷（阿爾巴尼亞政府衝此決 

定並不反對），但俱鄭重申明此項工作應以阿 

爾巴尼亞政府之同意爲之。是故阿爾巴尼亞 

政府所提議組織混合委員會一節，實與中央 

局掃雷決定之精神完全相符；B是項提議之 

用意決在求各關係國家以合作協議之精祌解 

決問題也。當吾人顧及以上種種事實時，划 

英國大使照會第十五節中所稱英國政府認爲 

阿爾巴尼亞之建議意在拖延癍雷工作一節， 

至少亦爲一種怪誕之論。阿爾巴尼亞政府之 

建議適足證明其一貫之合作願望也。 

鑒於以上種種，阿爾巴尼亞政府茲宣稱 

本政府對於英國照會中所稱曾由英專家及中 

立人士加以證實之各項事簧，未能加以重視， 

故認爲根據此種所謂已證明事實而爲之控 

吿，爲不正確而無根據，加以駁斥。 

'因此，阿爾巴尼亞政府對於撫卹與賠償 

英艦遭遇意外時英方死亡員兵家羼之要求， 

未能予以考盧。闢於英國政府要求阿爾巴尼 

亞iîç府爲十月二十二日不幸事件及五月十五 

日事件提出道歉一節，阿爾巴尼亞政府礙難 

加以接受，蓋十月二十二日之事件，阿爾巴 

尼亞政府原不負任何責任，而五月十五日事 

件爲英艦侵犯阿爾巴尼-亞主權之行動，其違 

反英阿兩國友好關係之利益及違反聯合國憲 

章精祌之處，原無二致也。 

英政府交由駐貝格拉特大使 

轉致阿爾巴尼亞政府之照 

—九四七年一月九日 

'―.阿爾巴尼亜政府關於科府海峽事件 

之十=月二十一日來照，英國政府業巳收悉。 

二.英國政府歉難接受上項文件爲一對 

於十二月九日英國照會之満意答覆。英國政 

府現悉其-卜二月九日去照中第二節所提之 

各項耍求，阿爾巴尼亞政府俱未予以辦到。 

據此，英國政府茲依照十二月九日去照中第 

二十一節所述各節，採取各項步驟將該事件 

提交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附件九 

阿爾巴尼亞政府關於科府海嶼 

事件來電(文件S/250) 

[原文：法文] 

秘書長已接獲阿爾巴尼亞政府關於科府 

海峽事件之電文四件，其日期爲―九四六年 

十月二十九日，十一月十二日，十三曰及t十 

七日。十月二十九日來電已於十一月一日轉 

發大會各會員國，十一月十二日來電亦已作 

爲文件A / 1 8 6分發。 i月十三日及二十七 

日兩電已提請安全理事會'事務司注意。自英 

聯王國政府將科庥海峽事件提請安全理事會 

注意後（文件S /2 4 7) ,所有阿國政府來電卽 

經 祺 製 以 備 理 事 會 參 考 。 ' 

―.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國務總理 

致祕書長電 

—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本人謹將下列文件送達閣.下並希轉致聯 

合國大會爲荷： • 

一丸四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牛後一時有英 

軍艦四艘，備有大礮機闢槍並載有兵士，未 

經阿爾巴尼亞政府許可，擅自進入Sanàran-

da, Kakœnes及BorsM附近之吾風領水。内 

—艙之號碼獰R62,-其後緊隨另.一艘（號碼 

NR41),駛入Sanaranda海澳之吾國颌水以 

'內，至離港一公里半之海面。當另二艘軍艦 

在 Saranda港迤北.之Kakomes及Borshi '兩 

地海面領水内航行時，我國海岸巡邏艇一艘 

乃,句上述軍艦駛去俾詾明其侵犯我頜水之動 

機何在，並予以必耍之援助，蓋該艇當時瞥 

見^軍艦屮一艘有烟焰發出也。惟該艦船員 

不屑將其侵犯我主權之行動，對我船員有所 

解釋。次日淸晨竽時英軍艦四艘駛入科府港。 

吾人謹指陳下列事實：在短時期內英軍 

艦此]1挑紫性質之侵犯我領7}C之事已發生兩 

次之多，每次俱有造成事件之企圖，而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