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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爲維持該地區之和平及安全，－侯大韓民國提出

請求或大會所定持久解決之條件實現時，有關政府準

備將其餘軍賑撤出韓國。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一七五一次全體會謙。

二四六七（二十三）．審議各國現有管轄

範圍以外公海之海洋底林與下層土壤

專供和平用途，及其資源用謀人類福利

之問題

A 

大會，

憶及題爲｀｀審議各國現有管轄範圍以外公海之海

洋底肽與下層土壤專供和平用途，及其資源用謀人類

福利之問題＂之項目，

念及大會關於該項目標題所指地區所發生之間題

之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決議案二三四O（二十二），

重申該決議案所定目標，

欣悉硏究各國管轄範圍以外海洋底肽之和平使用

專設委員會所編報告書28 記取其工作過程中各方表示

之意見，並借重其經驗，

確認探測及開發各國管轄範圍以外海洋底眜與下

層士壤，以供和平用途，實有利於全體人類，

認爲促進國際合作，以從事此種地區資源之探測

與開發，至爲重要，

深信此種開發之目的應爲謀求全人類之福利，不

論各國之地理位置何在，特別顧及發展中國家之利盆

與需要，

認爲必須在聯合國體系內提供一砷經中樞，負責

顧及此種地區可供選擇之實際及可能用途，擬訂國際

合作妥善措施，並負責協調各國際組織在此方面之工

作，

－．設立各國管轄範圍以外海洋底林和平使用委

員會，由四十二國組成之；

二．訓令該委員會：

(a) 研究如何詳細擬訂法律原則及標準，以促進

各國在探測及利用各國管轄範圍以外海洋底肽與下層

28 同上，第二十三屆會，議程項目二十六，文件 A/7230 。

士壤方面之國際合作，確保此種地區資塬之開發，用

謀人類輻利，以及此種制度爲滿足全體人類利盆起見

所應具備之經濟及其他條件；

(b) 硏究促進開發並利用此種地區資源以及爲此

目的進行國際合作之方法，顧及可預測之技術發展及

是項開發工作所涉經濟問題，並注意是項開發工作應

造福全體人類；

Cc) 檢討此種地區探測與研究方面旨在加強國際

合作，鼓勵各方交換及廣爲散佈此一問題之科學知識

之研究工作；

Cd) 審査各方所提合作措施，此項措施係備供國

際肚會採用，以防止探測及開發此種地區資源可能造

成之海水污濁；

三．復請該委員會在本項目標題範圍內，顧及目

前在裁軍方面所作之研究及國際談判，在不妨礙就此

事項可能議定之限度之條件下，進一步研究如何保留

海洋底肽與下層土壤專供和平用途問題；

四．請該委員會：

(a) 與聯合國各專門機關、國際原子能總署及處

理本決議案所述問題之各政府間組織密切合作，以免

工作駢疊或重複；

Cb) 就上文第二段及第三段所述問題，向大會提

出建議；

Cc) 會同秘書長，就其工作情形向大會以後各屆

會提具報告；

五．請各專門機關、國際原子能總署及其他政府

間組織，包括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政府間海洋學

委員會，與該委員會充分合作，以實施本決議案。

一元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活一七五二次全惶會謙。

B 

大會，

確認爲全體國家之共同利盆計，海洋底肽與下層

土壤資源之探測與開發方式，應避免妨礙各國關於利

用海洋之其他利益及既得權利

念及探測及開發此種地區可能產生之污濁及其他
危險與有害影響對於海洋環境所造成之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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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欲促進有效措施，以資防止及控制此種污濁，並

消減對海洋環境，尤其對爲人類最有價值糧食資源之

一之海洋生物資源，可能造成之嚴重損害，

確認保證在環境污濁之廣泛範圍內與防止及控制

海水污濁之較爲特殊範圍內之有效協調係複雜之問

題，

欣悉政府間海事諮商組織正採取防止及控制海洋

污濁之措施，以擬訂新公約草案及其他文書之方法逹

成此目的，

念及關於此事，各政府間組織採取協同行動已有

進展，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

及其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政府間海事諮商組織及世

界氣象組織亦共同設立海水污濁科學問題聯合專家小

組，

復念及其他有關政府間組織之職權及不斷作出之

寶貴貢獻，

三．復認爲此種研究應顧及盡量減少取得海洋財

·富所用許多方法間之互相妨礙之重要，並應進而研究

在何種情況下，各國可在業已發生或卽將發生污濁以

致損害生物及其他資源之地區內採取措施，以保護此

種資灝；

四．請秘書長與目前在控制海洋污濁方面辦理協

調工作之一個或數個適當主管機關合作，舉辦上文第

二及第三兩段所稱之研究，並就此事向大會及各國管

轄範圍以外海洋底肽和平使用委員會提具報告。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第一七 Ji..::...次全惶會謙。

C 

大會，

業已審議題爲｀｀審議各國現有管轄範圍以外公海

之海洋底肽與下層土壤專供和平用途及其資灝用謀人

類福利之問題＂之項目，

重申海洋底肽及下層土壤資涯之探測與開發應諜

全體人類之福利，尤須特別顧及發展中國家之利盎與

需要，

覆按此方面之國際合作，至爲重要，

鑒及上載決議案 A設立各國管轄範圍以外海洋底

林和平使用委員會及賦予該委員會之任務，

－．請秘書長研究於適當時機成立適當國際機禱

以促進此種地區資源之探測與開發，及不問各國之地

理位置何在，利用此等資源以謀人類利盎，特別顧及

發展中國家之利盆與需要，並就此事向各國管轄範圍

以外海洋底肽和平使用委員會提具報告，供該委員會

一九六九年任何一次屆會審議；

二．請該委員會就此問題向大會第二十四屆會提

－．歡迎各國對於探測與開發各國管轄範圍以外 具報告。

海洋底肽及其下層土壤之資源可能發生污濁及其他危

險與有害影囑之威脅，採取適當之防護辦法，尤其是

採取國際合作具體措旌，以逹此目的；

二．認爲關於擬訂原則，以爲將來就上述地區訂

立國際協定之根據一事，應舉辦研究，闡明關於海洋

底肽、上方水域及鄰接海岸之生物及其他資源保護工

作之所有方面，以免各種探測及開發方法引起污濁及

其他危險與有害影竇之後果；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第一七 Ji..::..次全惶會瀛。

D 

大會，

深信世界各國應同心協力，在妥爲尊重國家管轄

權之下，舉辦共同長期方案，探測爲査塬可能來源之

海洋，將來用以滿足全體人類之需要，尤其充分確認發

展中國家之此種需要，且不問各國之地理位置何在，

案査大會在其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決議案二一

七二（二十一）中，曾請秘書長草擬提案，確保以最切

實有效之安排推進國際合作擴大方案，以利籍科學而

對海洋環境獲得更深刻之了解，並創立及加強海洋敎

育與訓練方案，

復査秘書長在其根據決議案二一七二（二十一）提

出之報告書29 中所提之提案以及各方於大會第二十三

屆會審議此問題時所表示之意見，

備悉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所屬政府間海洋學

委員會執行局及諮詢理事會認爲所提議之國際海洋探

29 E/4487 and Corr.1-6, and Add.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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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十年爲擴大及加速海洋調査與加強國際合作之有益

創舉，

認可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決議

案一三八O（四十五）、一三八一（四十五）及一三八二

（四十五）所表示之目標，尤其憶及曾請大會核准海洋

硏究協調長期方案之概念，顧及各種倡議，如關於國

際海洋探測十年之提案及業經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審

議、核准及通過，以便會同各專門機關合作實施之各項

國際方案，

察悉硏究各國管轄範圍以外海洋底林和平使用專

設委員會由於國際海洋探測十年對於海洋底肽之科學

硏究及探討所將有之貢獻，而視該提案爲海洋研究協

調長期國際方案之一重要部分，

亟求鼓勵關於海洋之科學情報自由流傳所有各

國，以充實全體人類之知識，

－．歡迎國際海洋探測十年之概念，此項探測，

應在研究與探測長期方案之範疇內，包括海洋底肽之

科學研究與探測在內，由聯合國主持實行之，惟了解

所有屬於一國管轄範圍之此類活動，應依國際法於事

先獗得該國之同意；

二．邀請各會員國擬訂於國際海洋探測十年內實

施之內國及國際科學方案及協議活動之提案妥爲顧及

各發展中國家之利盆，將此類提案提送聯合國敎育科

學文化組織，俾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及時於一九七O

年開始國際十年，並儘早於可行時從事此類活動；

三．促請各會員國於可行時儘早發表其於國際海

洋探測十年範疇內作爲科學研究與探測長期協調方案

之一部分所作一切活動之結果，同時將此類結果通知

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

四．請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轉請所屬政府間

海洋學委員會：

* 

Ca) 在其任務規定內，與其他有關機關合作加強

科學方面之活動，特別顧及協調以國際海洋探測十年

爲其重要部分之全世界探測海洋及其資灝之長期擴大

方案之科學方面，包括國際機關方案，擴大國際交換

內國方案資料及加強所有關切此事之國家研究能力之

國際努力，此項努力尤須顧及發展中國家之需要；

Cb) 依照大會關於海洋資源問題之一九六八年十

二月十七日決議案二四一四（二十三）第四段之規定，

會同秘書長擬具以國際海洋探測十年爲其重要部分之

海洋學研究長期方案範圍綜合大網，並敍明對於業經

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審議、核准及通過以備實施之若

于國際方案、國際十年與長期方案之間適當關係之意

見；

Cc) 將依照上文第二段及第三段所獲悉之一切提

案、方案及活動，連同任何適當評論，隨時通知秘書長；

Cd) 將實施本決議案所獲進展情形，經由適當途

徑，向大會第二十囚屆會具報。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一 El'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謙。

* 

* * 

依照第一委員會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拓一六

四八次會議所作洪定，依上載洪鎌索 A 第一段敢立

之各國哈轄範圜以外；每洋底林和平使用委員會卣下開

各會員國紐成之：阿根廷、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

笆西、保加利亞、喀麥隆、加拿大、錫蘭、蒂利、捷克斯拉

夫、薩爾瓦多、法蘭西、冰島、印度、義大利、日本、肯亞、

科威特、賴比琽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來西亞、馬

耳他、茅利塔尼亞、墨西哥、奈及利亞、掃威、笆基斯坦、

税念、波蘭、羅馬尼亞、獅子山、葺丹、泰國、千里達及托

貝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阿拉伯聯合共和

國、大不列頲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坦尙尼亞聯合共糸

國、美利堅合衆國及南斯拉夫。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