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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安全理事會鼓依照憲章第二千® 條第三項及第十五條第一項的規定, 向 

大會提送這個報吿書。1
這個報告書爲綱値提要性質，只略載各次討論梗槪，不能用以替代安全 

理事會的紀錄。安全理事會紀錄才是安全理事會各次會譲唯一詳盡的權威紀 

載。

關於這個期間内安全理事會的鲍成，大會曾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六曰第 

三四九次及十二月二十日第三五六次全體會譲選出智利、希腦、巴基斯坦三國 

爲现事會非常理事國，自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起，遞補厄瓜多、印度、商斯拉 

夫三退任理事國遺缺，任期二年。安全理事會各新任理事國同時也接替原子 

能委員會和常規軍備委員會各退任委員國的遺缺。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一日，大會第三五八次全體會譲通週決譲案五 0 二 

(六 ），決定設立裁軍委員會。裁軍委員會綠於安全理事會之下，執行原子能 

委員會和常规軍備委員會原來承辦的工作，其翻成分子與原子能委員會同。原 

子能養員會係由同一決議案撤銷。常規軍備委員會旋亦由安全理事會一九五 

二年一月三+  H第五七一次會議撤 .館。

這個報吿書，起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訖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五日。理 

事會在這個期閩襄共舉行了會譲四十三次。

報吿書第一編槪述安全理事會如何履行所負維待國摩和平與安全責任的 

經過。

第二編具载安全理事會及其輔明機關所討論的其他事項。

第三編敍逃軍事參謀團的工作。

第四編記載一件會經提夜安全理事會但未經列入識事日雅的事項。

第五編 I I 列若干曾經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但宋經理事會計論的事項。

1這是安全理事會向大會提送的第七次常年報告書。 理事會前此各次報告書係以文 
件 A /9 3，A /366 ,A /620 ,A /945 ,A /13 61  及 A /1873 提出。



第 *編 

安全理事會在其維持國際和平舆安全之責任內所審議之問題

第一章 

巴勒斯坦問題

引言：一九旧九年以色列與埃及 (S /1264/Rev. 
1 ) ,黎巴嫩 (S /1296/Rev. 1)約 但 （S /1302/Rev. 1 )及 

敍利亞 (S/1353,/Rev. 1 )間訂立全面停載 f ô 定業經於 

前三次常年報吿中 (A /945, A /；1365 及 A / ! 873)陳明 

在案。本章所述各項控訳，主要係闕於破壤此等協 

定之行爲者。

A . 以 色 列 對 於 埃 及 限 制 船 舶 通 過 蘇 黯 士 運  

河 之 控 蔣

一.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二日巴勒斯坦沐戰督察 

[«參謀長報告安全理事會(S/2194)稱埃及以色列停 

戰事宜混☆委員會特別委員會於是日重新開會以圖 

結束該年一月十六日所開始計論之問題，卽停戰事 

宜混合委眞會是否有權要求埃及不胆欄經蘇葬士蓮 

河前往以色列之貸蓮。參謀長認爲埃及胆欄經蘇藥 

士蓮河前往以色列之貨蓮，實爲一種浸略與敵對之 

行爲，完全逢反停戰協定精神，愤此項胆爛旣非埃 

及之軍隙所執行， 卽不屬協定第一條第二’項禁丘"任 

何一方以陸海空軍從事侵略"之範圍亦不屬第二條 

第二項"任何一方之陸海空軍或同軍事性部賺之分 

子，包括非正規軍在內，不得作類乎戰爭或敵動之行 

動" 之範圍。故根據停戰協定中此項有關條栽，參 

謀長認爲不得不在特別委員會中贊成下列主張，卽：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無權要求埃及政府不胆欄經蘇

士蓮河前往以色列之货蓮。但他蕭爲這個問題不 

能就讓它這様；或則埃及政府必須根據協定精神解 

除a 欄，或則應提交安全理事會及國原法院一類有 

權過問的高級機關予以計論。

二.以色列代表於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一日來函 

(S/2241 )要求將下列項目列入安全理事會譲积， 儘 

速討論；該項目爲 "埃及對往來蘇藥士'運河船舶所 

加之限制"。該代表稱：埃及違犯國摩法，一八八八 

年蘇*士運河公豹 ， 及埃及以色列停戰協定，繼續

以船上貨物係蓮往以色列爲詞截留臨檢意欲通過蘇 

龜士蓮河之船舶。以色列代表將此問題提出安全理 

事會認爲係妨害停戰協定並危及近東相平與安全之

問題。

三 .上述項目係於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六日第 

五四九次會譲中列入譲程，以色列埃及及伊拉☆代 

表截邀列席討論，唯無表決權。

0 . 以色列代表叙述埃及之限制稱：除其他事 

項外，有許多項目，包括船舶重要貨品尤其是石油 

之 想 ，如經發覺係蓮住以色列者，均被視爲禁蓮物 

品予以扣留。 埃及人此種行爲顧係戰爭行動旦其做 

法 ， 若目前果存國際公認之戰爭狀態，所有國家 

均應加以尊重者然。以色列代表於追溯本案之背景 

時提及，Mr. Ralph J. B unche當稱，埃及在航蓮上 

所加之服制係屬達反停戰m 定 ，蓋停戰協定之條文 

中 i •指該協定爲促使"目前之休戰過渡而爲永久和 

平 " 之一糊辦法。安全理事會根據了  Mr. B und le在 

第旧三三次會議中道次權威的聲明，才於一九四九 

年八月十一日通過決譲案，請簽約政府遵守停戰協 

定並提醒他們在各該協定中"包括雙方不再作任何 

衝突行爲之堅決譬言 "。在提案者看來, 該決譲案表 

示購 售軍火 , 自由航蓮所加限制從此卽告結東。

五 . 以色列代表繼述停戰事宜混合委 a 會於一 

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九 0 對本案所作之決定（S/2CH7) 
及一九五0 年十一月安全理事會開會之情形。 他說 

理事會在一九五0 年十一月十七日的決譲案中又提 

到停戰協定中"包括雙方不再作任何敵對行爲的堅 

決譬 " , 同時又提醒埃及及以色列閲於其"爲聯合國 

會員國在憲章下對解決未了糾紛所應負之實任"。以 

色列代表又同時引據上述參諶長於一九五一年六月 

十二日對本案實體所表〒 ;之意見（S/ 2 !94)。 特別委 

員會固然決定它紙能對簽約H 軍陳或同軍事性部朦 

所犯之侵赂或敵對行爲，採取行動，但 是 极 據 憲 章 ，



安全理事會對於 "制止侵略行動 " ，實無旁貸，初不論 

實行俊赂之手段爲何。何況埃及之俊赂行動係靠武 

力威脅，故屬違反停戰篇定第二條第二項之栽定。

六 ，以色列代表續稱，埃及聲言，從法律觀點 

言埃及仍是與以色列處於作戰狀想，其所作爲，不過 

是行使其在作戰時之權利云云；但是埃及以色別之 

停戰協定，乃是對於一切敵對行動，一 Î®持久不變 

的否定。聯合國中其他代表、安全理事會一九四九 

年八月十一日及一九五 0 年 i ^一月千七日之決譲案 

暨參謀長均曾對一九K 九年七月 M n B u n c h e所謂 

該協定是 "戰爭之確切終了 " 並"兼有所謂互不侵犯 

條約之義 " 之正式解释，反復斯義。以色列並不與 

埃及處於戰爭狀態，故認爲埃及亦毫無與以色列作 

戰之權利。

七 .以色列代表認爲船舶之有權往來公海及國 

隙通道實爲國摩法之一塊基石。他說，理事會固深 

知封鎮對近東及近東以外各地民生經濟之損害，若 

持姑息態度，任令其繼續下去 ,則後果堪虞。最後並 

強調謂，長此以柱將分近東全體人民，對停戰協定 

之文字與精神是否尙能公 :ÎE維持發生重大懷疑。

八 .爲答復所稱埃及政府逢反停戰協定之指摘 

時 ，埃及代表指出當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二日參謀長 

履行其職務之時，特別委員會通過一條決譲，說"停 

戰事宜'混合養員會無權耍求埃及政府不胆欄經蘇堯 

士蓮河前往以色列之貨蓮"。停戰協定第十條第四項 

及第八項规定停戰事宜促合委員會不論對原則問題 

或協定解释方面所作之決定，均爲終局，但得向特 

別委員會提出上訳。以色列代表所引參謀長無關制 

制決的附帶之言，與參謀長之職務無干，並不眞 JE 
可以作爲安全理♦會的紀錄。

九 .埃及代表認爲停戰協定第一條第二項暨第 

二條第二項並非獨劍一格而是根據了先例及一般接 

受的停戰理論而來的。他列舉了奥本海及其他法學 

家所論和平與停戰之區別，並指稱安全理事會在討 

論中也一直把這雨件事情分得極淸，埃及代表列弓I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九日德國宣言中第一條，一九四 

A 年五月十五日、六月六日、七月八日及一九四九 

年十一月四日埃及的軍事公吿，一九五0 年二月九 

日的埃王詔書及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大會決譲案 

五0 0 ( 五 ），指出各該文件中所施跟制最少者莫過 

於適用於蓮柱以色列的戰時禁品的一九五0 年二月 

九日的埃王詔書。該詔書乃是埃及繼續不斷減少限 

制的一個極端。他同時遺指出了許多關於臨檢與卸 

貨的數字紀錄，藉以進一步證明埃及所爲不過是使 

用其在停戰中的一小部分權禾a 而已。

— Ü . 在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第五五0 次會譲 

中，埃及代表否認埃及會經'截留’過經過蘇ÿ 士蓮 

河的船舶。實朦上僅是埃及當局檢査若于而非所有 

通過蘇 # 士蓮河之船舶。他說巴勒斯坦戰爭狀態之 

尙未結束可從各方對以色列地位之種種懷疑中獲得 

證明。埃及與以色列之間尙存戰爭狀態，停戰協定 

中卽已指明。在此戰爭繼續之情形下，埃及除行使 

其自保之權利外，自無他法。

 . 埃及又指出以色列方面的某幾種態度，

認爲是使近東不能趨於和平的原因，且對於埃 

及之所以採取現爲以色列所控訳的措施，應負責任。 

他舉出許多以色列破壤停戰協定而爲聯合國視察員 

所查悉報吿的例子，他謎，在此種情形之下，埃及 

自不能任令戰爭物資經過其本國値土蓮往以色列。

一二 . 埃及代表並於引I述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二 

日蘇葬士蓮河公司經理在股東會譲中之演辭後，認 

明极據此項報告足證該公司在一九五0 年及一九五 

一年前五月中營業非常發達，甚至超出以前同期之 

營業而與埃及政府間之關係亦至融洽。

一-三 . 英國代表謂英國極望此事能及早獲得圓 

満解決，其原因有三：第一，英國及其他航業國家 

最重視航蓮及商業之自由；第二禁.11:油般經蓮河前 

往海發之媒油廠，對英國非常不便，而旦幾乎影響 

到所有的西歐國家。最後，中東政洽情勢之久懸不 

決亦是一件非常値得惋惜的事。

一 ®  . 英國代表不能接受埃及代表所作的法律 

論證。他認爲爲切合實瞭起見埃及的行爲應該根據 

停戰協定。在安全理事會通過協定之前，代理調解 

專員曾經認過，戰時封鎮與停戰協定的條文與精神 

俱屬不合，所以決不容許它S 有絲毫痕跡存在。此 

項聲明無疑的反陕了當時理事會的意思。一九四九 

年八月十一日的決譲案也同樣的表示理事會的意思 

是耍防Jfc限制的。

一五 . 英國代表稱，如果埃及是參加實際戰爭， 

則其採取自衞措施，自屬冗當。但是現在戰事已經 

停了兩年半，我們甚至於不能說，埃及有受以色列 

攻擊的雄切威脅，因之埃及要行使交載國權利以自 

衞之說，便不能成立。參謀長的評離中說得非常明 

白，不論所施限制在按術上是否破‘壞停戰協定，但總 

是直接違反協定精神而是一種‘侵害和敵對的行動。 

它們妨礙了該區的安定和變致最後解決的前途。最 

後，英國代表認爲除非埃及政府能夠自己設法挽救 

局面，理事會是應該行使其分內的職權的。

一六 . 八月一日第五五一次會譲，以色列代表 

驳覆埃及代表所提之法律論點。他說理事會現在所



割論的問題是不能以憲章訂立以前的奮法律來決定 

的。現在問題是：一個會員國能否在簽過憲章及埃 

及以色列停戰憶定業已生效兩年半以後，來要求安 

全H 事會尊董其對交戰國權利的片面行使。

一 七 . 以色列代表雖認爲埃及代表所提之許多 

指摘，均與目前討論之主題無關，但仍逐一加以答 

復 ，其中以關於破壊停戰協定之指摘，亞拉他難民 

間題，約但河水徒問題，及移民入以色列間題等等 

最爲重要。因埃及辯論時，說是自衞權利，以色列 

代表指出現在並沒有人在攻打埃及，也沒有人在干 

涉埃及的貿易或商務。 若埃及仍認爲自己是在戰爭 

狀 態 , 則以色列就要保留權刺向理事會及其他出售 

軍火的國家提出一個間題，埃及是不是也應該奉行 

他分內的一份責任，放棄一切戰爭行動。

一 八 . 以色列代表認爲，如理事會容許埃及所 

謂戰爭狀態之說成立，就無異招致雙方分別行使交 

戰國權利以截留並營制雙方之商業及航蓮。反之，如 

理事會要求立刻停止此等行爲就無異向世界表示： 

在停戰協定之内任何敵對行動均屬非法，而停戰機 

構也就可以順刺工作了。

一 九 . 八月千五日法蘭面、英聯王國及美利堅 

合衆國代表團共提一聯合決譲草案，旋 經 修 正 （S/ 
2298 /Rev. 1 )案文如下：

"安全理事會

" 一 . 闻億在其一九四九年八月千一日關 

於以色列與紙鄰亞拉伯國家訂立停戰協定一事 

決譲案（S /1 376)内理事會請當事各方注意協定 

內；‘各方不再互相採取敵對行爲之誓言'，

" 二 . 復憶在其一九五 0 年十一月千七日 

決議案 ( S / l 90 7 及 C o rr .l)內理事會提醒當事各 

方彼等所訂之停戰協定意在‘恢復巴勒斯坦之 

永 久 和 平 ，故請當事各國及該區域内之其他國 

家採取一切足以導致各該國家間之間題獲得解 

決之梦驟，

" 三 .知悉休戰督察團參謀長於一九四九 

年六月十二日政安全理事會之報吿書 (S /2194),
" m . 並悉休戰督察團參謀長稱，一九四 

九年一月十三日埃及首席代表在羅益島聲明埃 

及代表M ' 激於合作與和解之精神，眞心誠意亟 

願恢復巴勒斯坦之和平'：又悉該參謀長於一九 

五一年六十二日經由埃及代表懇請埃及政府 

停 J t其在目前對通過對蘇藥士蓮河蓮往以色列 

之貨物加以干涉之行爲，及該項請求未爲埃及 

政府接納之事實；

" 五.趣於停戰狀態之存在已將兩年有 

半，自屬永久性質，故任何一力不得自稱仍在 

積極交戰狀態中，或謂基於自衞之合法目的須 

行使臨檢、搜索與截留之權，

" 六.認爲上文第四段所述行爲之繼續不 

合停戰協定所定各方和平解決爭端及建立巴勒 

斯坦永久和平之目的；

" 七 . 並認爲此輝:行爲乃係臨檢、搜索及 

截留權之濫用；

" 八 . 並認爲此糖行爲在現狀之下，不得 

以自衞之所必需爲口實；

" 九.又悉若干與巴勒斯坦衝突始終毫無 

開係之國象，現因此項限制货物經週蘇# 士蓮 

河蓮往以色列港口之措施，致被剝奪經濟建設 

所需之董要物資，並塵於此種限制以及埃及對 

若干會驟往以色列港口船隻所施之制裁，實爲 

無理干涉一切國家—— 包括亞拉伯國家及以色 

列在内一一之航海權及自由貿具權，

" 一0 . 在着埃及對於經過蘇尊士蓮河之 

國際商船及貨物，不論前往何處，撤館其限制 

通行措施，並着埃及對於此鍵航蓮，除爲保障蓮 

河航行安全及遵守現行國際公約所必需者外， 

一律停止干涉。"

二0 . 八月十六日第五五二次會譲中，英聯王 

國代表說，他對於埃及代表所謂在停止衝突與簽定 

和約的一段時間內依理可以行使全部交戰國權利一* 

謎，不能同意。

二一. 英代表續稱，就蘇# 士蓮河而言，其問 

題並不在所施限制之有無法律根據，而在繼續限制 

之是否合理公允。現在並沒有人要埃及放棄其任何 

合法的權利。蓮河的經常管理當然是要繼續的，適 

度的謹愼以保譲蓮河及其通行的船舶，也是必需的。 

英國所希望見到的，是恢復蓮河平時的正常狀態，使 

各國船船均能通行無胆。英代表指出過去對埃及所 

施之限制，已經一九K 九年八月十一日理事會之決 

譲案取清，故埃及毫無理由可以對以色列維待此同 

同樣之限制。而丑埃及已經有過很充分的時間取消 

這些限制。若干海商國家曾經向埃及進行過外交交 

涉而理事會在開會的時候亦* 次延展，以冀可以繼 

續努力，求取圓滿解決而免得理事會有採取行動的 

需要。

二二. 法國代表說，法國政府一向對本案取謹 

愼態度不作匆促的考盧，同時希望給予埃及政府一 

切必要時間譲它考慮解除爭執起因的方法。恒是，現 

在却已是應該由理事會採取決定的時候了。理事會



不論從本案的那一個主要方面來看，都是一定要得 

一解決的。國瞭法的重要原則是應該尊重的;蘇 «士  

蓮河公約是必須施行的，停戰協定是應該切實遵守 

的 ，因限制而給予其他國家的無數困難是必須法除 

的。當埃及以色列雨國軍朦在N egeb作戰的時候， 

曾經有人對於根據國摩法兩國是否確在戰爭狀態中 

一點，發生疑問，現在戰事已經停Jfc, 而且一個永 

久性的停戰協定也已經簽訂了，法國政府認爲其中 

一方要行使臨檢、搜索及截留等傅統的交戰國權利， 

是沒有法律根據的。

二三.然後法國代表就聯合決譲草案中各條詳 

加解释，並向埃及代表保證法國政府之得到這稀結 

論 ，並不是隨隨便便的。該決譲草案要埃及尊重國 

摩原則及各國的合法權益，是有盐於全球和平與繁 

榮的，從而對於埃及的和平與繁榮，也有好處。這件 

事情的利害閩係旣然是如此重大，法國代表認爲各 

會員一定會覺得理事會有要求埃及政府作其必定自 

認爲犧牲的讓的權利和義務，而埃及政府也一定 

會明白了解，這鍵犧牲是値得的。

二四 . 主席以美國代表地位發言，認爲停戰協 

定制度必須予以維持及加強，以待永久和平之眞正 

建立。美 H 認爲埃及之撤消限制，對於緩和近東局勢 

可有積極幫助。美國政府並曾想到停戰協定第一條 

之規定，內有"以期促進a 勒斯坦永久和平之恢復" 
等字樣。前經參謀長表示，埃及、以色列之簽署停戰 

協定，其主要意思卽在終止此Î®限制之類之敵對行 

爲 ，且認爲乃依照理事會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及 

十六日兩決譲案恢復該區永久和平所不可或缺之步 

驟 ；自不能以執行限制之埃及官員在理論上不是軍 

朦或同軍事性部朦而妨礙埃及、以色列停戰協定之 

遵行。如果埃及想此一點理由而行使其不合於協定 

精神及本意之限制則理事會對於此禪行動，所予其 

他停戰協定完盤之影響，不可不加深察。

二五.美國代表同時又請大家注意此種限制對 

於各個航業國家合法權盤之損害。美國政府督•經希 

望它和其他政府所提的友善意見可使埃及醒悟其應 

該自動取消之得計及有利。現在這種意見旣已不生 

效力， 除了通過聯合決議草案外，實無他途。

二六 . 巴西代表說蘇#士間題紙是以色列與亞 

拉伯鄰國閩求取 i京解道個大間題中的一面。他認爲 

在本案討論已得決定之後，應睛巴勒斯坦調解委員 

會勸說有關方面與它充分合作以求各項糾紛間題之 

解決。

二七 . 巴西代表並答復埃及代表稱：理事會不 

應該容許停戰協定的任何一方藉口戰爭狀態繼續存

在而採取敵對行動。他指出雙方在協定第二條第二 

項中均會保證"不得作顔乎戰爭或敵對之行動。"他  

同時遺引了第一條及第十二條第二項說，當事各方 

在停止衝突至和平解決之一段時間中必須不作任何 

可能危及停戰最後目的之行動。巴西代表團認爲這 

糊眼制不能作爲自衞權的行使。現在這件事情，沒 

有一點是合於憲章第五十一條中所說的各鍵情形 

的。

二八. 所以巴西代表M 預備贊成道個聯合提 

案，但却並不是對埃及政府本身有何成見。該代表 

[«認爲如果埃及能夠採取自制的態度，則對於目前 

聯合國重建以色列與亞拉伯各國和平關係的工作， 

將有重要的貢獻。

二九.在八月十六曰第五五三次會厳中荷蘭代 

表說，荷蘭政府完全贊同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二日參 

謀長所表录的意見。他指出在正式和約沒有簽訂以 

前，最直接約束以色列與亞拉伯各國蘭係的文書就 

是停戰協定。我ffg必須要從當事各方在簽訂協定時 

所懷的一種精神來估定的意義。在羅在島的時候， 

埃及代表說，埃及代表團是受了 "一切合作、和解及 

誠意企求巴勒斯坦恢復和平的精神所鼓舞"。根據它 

以往的諾言，對於目前所施的服制是難於自圓其說 

的。荷蘭代表又提到該區中遺沒有解決的亞拉伯難 

民間題。最後，他說雖然根據读定條款嚴格地來說，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並無權力可以要求停止這糊跟 

制，但是對近東安全及有閩各國的合法權利是不能 

置之不顧的。

三0 . 就國際法來說，荷蘭代表認爲埃及決不 

能在簽訂停戰協定雨年有餘之今日再把它自己作爲 

在積極交戦之中。所以埃及無須爲其自衞的合法目 

的而行使臨檢、搜索及截留等交戰國權利。他認爲 

這鍵限制與蘇» 士蓮河公約前言，及第一、第九條 

的規定，亦不格合。爲此稀鍵原因，他預備贊成該 

聯合決譲草案。

三一. 土耳其代表誕,旣然該間題十分複雜，牽 

涉許多不易蕭然決定的問題，土耳其政府曾經希望 

從談判調停與相互餘解中来求取一個使各方都能滿 

意的解決辦法。可是從現在的情形看來f以乎已經不 

可能這樣來解決了。就亞拉國伯國家與以色列之間 

的直接貧易來講，自然可以由亞拉伯國家自由選揮 

其所認爲適當的經濟措施。可是對蓮河航蓮問題,稍 

取妥協態虔也決不政於妨礙埃及對以色列賈易的一 

般政策的。

三二. 土耳其代表》r决定贊成聯合決譲草案， 

因爲它覺得在建Æ 持久和平及正常狀態之前有維持



這個艱難的停戦辦法的必要。該聯合決議草案中，面 

仍有若干地方未能爲土耳其代表《完全同意, 但土 

耳其代表團認爲其措游與安全理事會對巴勒斯坦間 

題之態度，特別是一 九 ®九年八月十一日及一九五 

0 年十一月十七日兩決譲案是一敎的。最後，他指 

出土耳其代表M此項決定純是就事論事，不能視爲 

其對友邦埃及採取反對態度。

三三 . 伊拉克代表認爲埃及代表所提出之法律 

論證，並未爲人 ffiî御 。他指出埃及與以色列之間的 

唯一協譲紙是停戰協定。和平解決旣不存在，別一 

國政府竟何所據而可以行使和平解決之權利與特 

權 ，殊難令人了解。以色列代表指出埃及所施限制， 

已使該區情況，趨於不安；試問使亞拉伯國家不能 

從事經濟社會改革而不得不属兵棘馬者，果屬何人、 

驅一百萬生民，背離鄉土者，又爲何人？

三 K . 伊拉克代表又指出以色列人時常破壊邊 

界 ；同時又提到以色列傲軸明目張瞻的侵略野心， 

然後他列舉伊拉克代表 I«對於該決議草案的反對之 

點 ，他認爲該草案未對亞拉伯人之權利與利養作合 

理之考盧，深感遺域。

三 五 . 中國代表說，中國代表團對聯合決議草 

案放棄表決權。該草案似指埃及所採措施逢反一般 

國摩法、蘇 # 士蓮河公約及停戰協定。中國代表團 

認爲此層尙待證明。停載爲和平之初步，但並不能 

卽指爲交戰狀態之結束。至於蘇# 士蓮河公約，他 

也覺得不能以蓮河之中立而使倾 ±國之權利一擎勾 

無、。至於停戰協定，則大家都承認不論其目的爲何， 

對於目前爭執之問題並無想定，控就中所指措施圓 

然有礙於近東和平之重建，但是某方對於難民所採 

的措施也未始不是如此。

三六 .中國代表認爲對於該擴的政洽問題很可 

以比這個聯合 '决譲草案更好的辦法來解決。也許目 

前正是聯合國重新考盧本案，擬定政治解決辦法的 

適當時機。

三 七 . 埃及代表認爲目前所施的限制僅爲埃及 

權利一® 有節制有勘酌的表現, 這從停戰協定第一 

條第三項的规定來看，尤屬如此。他質問英國代表 

是否國際航蓮與商業之自由，應駕乎一切權利之上， 

連一點自衞的最低要求，也可以不顧。

三八 .埃及代表提到有人指摘埃及使近東局勢 

趨於緊張，於是他指出若干使局勢趨於緊張的英國 

近東政策。他驳復以色列代表稱，停戰事宜調査委 

員會經調查結果認爲以色列達反停戰協定，但這個 

有關停戰的機構却沒有對埃及作過類似的裁定。他

說亞拉伯難民間題與現在所討論的限制問題之互相 

關連是雍所周知的。

三九.埃及代表認爲從安全理事會的權限與停 

戰協定的規定來講 , 以色列的按訳是不能受理的。他 

認爲理事會的職權是有限度的，應該完全根據憲章 

第一章所定基本宗旨及目的來執行。他指出憲章第 

二十四條第二項中規定安全理事會應該"遵照聯合 

國之宗旨及目的" 以履行職務。第一條第一項要求 

調塵或解決國際爭端應依 "正義及國際法之原則"。 

可是現在的聯合決譲草案全在制止或不許埃及行使 

其合於停戰協定及國隙法原則之交戰國權利。

四0 . 埃及代表說，H 事會中如法國、荷蘭、英 

國、美國或甚至於土耳其，原爲糾紛當事國，想來 

是會根據第二十七條第三項棄權的。

四一.尼瓜多代表贊成理事會不對聯合決譲草 

案有所決定而另求圓滿解決。他說，埃及代表已經 

很正確的指出，停戰之後，並不一定就是最後和平； 

可是現在旣然沒有眞正的衝突而停戰的目的，又在 

結束衝突，故此項限制似與停戰協定及其權威的解 

释 ，不能並容，與聯合國批准該協定之初意 ,亦復相 

達，對於其他H 家的利益亦似乎是一鍵沒有理的損 

害。他認爲這件事情不能援用第五十一條，因爲目 

前並無衝突而安全理事會又會對本案討論過並且採 

取過步驟。而且他不懂這Î®眼制怎能爲蘇藥士蓮河 

公約所容許。

H 二 . 最後，厄瓜多代表說，他預備投票贊成 

該聯合決譲草案，唯有一，點了解：卽任何一段均不 

致影響自由通過國際水道之原則。此項原則與設立 

國瞭機構營理並保證國際航蓮自由一事實爲目前國 

際法上之一般趨向。厄瓜多代表表示他的投票與厄 

瓜多與埃及間向來的友Ü[蘭係，並無妨礙。

H 三 . 印度代表稱，印度本希望此事不必由理 

事會來正武處理。他認爲目前所討論的間題，非常 

複雜，牽涉到一H 的權利與其在國際法下所負的義 

務。有人已經說過，這個間題不在埃及有無這鍵權 

利的根據，而在這鍵權利應否實際行使但是如果 

確有權利的根據，則其行使也就不便卽指爲敵衡與 

侵赂，這也似乎是一件很明顯的事情。

四K  . 印度代表圓認爲安全理事會並非裁判這 

鍵複雜法律間題的適當機構。.聯合決議草案想把法 

律間題，避而不談 ,但他認爲當事國的合法權利 , 是 

不能僅指爲理論間題而置之不論的。印度代表《並 

不相信聯合決譲草案可以對於中束和平與安定之早 

日恢復，有何切實的幫助。因之，他預備棄權。



0 五 . 南斯拉夫代表說，該國代表M認爲全部 

近東間題的早日解決，是對所有關係方面都有利的， 

而且與緩和世界局勢的塵個問題，亦不可分開。因 

之他對於一切助成道稀解決使目前的停戰進而爲近 

束安定與持么和平的歩驟，都是贊成的。當然，南 

斯拉夫代表M也同樣的急於要看足以妨礙此種進展 

的 行 會 得 停 止 ，初不論其行動之出於何方。南 

斯拉夫預備投票贊成該聯☆決議草案，因爲其一般 

目的是在怯除這 Ï®障礙。

四六 . 八月二十七日第五五五次會譲，英聯王 

國代表代表法國、荷蘭、土耳其、美國各國代表發言， 

答復埃及所謂該五國爲爭端當事國，根據憲章第二 

十七條第三項，應該棄權之說。他說，這件♦情是由 

以色列政府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其所控對方爲埃 

及政麻。如果確有爭端則其當事方面除以色列與埃 

及之外，應無他國。埃及代表又謂該五國代表M應 

對一般原則亦不表示意見，因其不能兼爲裁制與誘 

方 。可是，安全理事會與法庭並無可以確切比擬之 

處。理事會的主要目的乃在維持國摩和平及安全，當 

然 ，在許多提到理事會的問題中‘，免不了要牽涉到 

很多理事國。五國代表團認爲不得以他們之闕心於 

限制之撤鋪而不讓他們發表正當與合理之意見，所 

以他們認定第二十七條第三項並不胆 i t 他們參加對 

於聯合決譲案的表決。

四七 .法國代表又補充了一點法國所特別重視 

的一般間題。他 說 現 在 的 間 題 中 牽 涉 到 一 個 原 就  

是一切船舶應該隨時都有通過蘇藻士蓮河之自由。 

在要求遵行這種原則的時候，沒有一個國家是僅爲 

t 自己要求的，它也爲其他國家在要求。從法國對 

於建造這條摩大的國際動脈的買獻來說，法國代表 

團不得不想到道件事情是關係全世界的。

K 八 . 埃及代表於答復厄瓜多代表時，會列舉 

各鍵文件 ,證明美國在戰爭期間，會在巴拿馬蓮河充 

分行使交戰國權利。他說，蘇藥士蓮河公約之規定， 

特別是第十條及第十二條，以及訂立此項公約之譲 

判經過，均明白表示，埃及之主權及其他權利必須 

保持完整。他 說 ，美國雖然口稱要柱除近東的一個 

動飢之源，而 1Ë自己却32在積極支持以色列，加深 

近東的不和。埃及代表並答復英國代表稱，埃及爲 

自衞所採行之眼制較諸現在對各大敵國所施之限制 

實屬至微。事實上，埃 及 之 一 再 要 求 得 辦 法 ，使 

對於一切友邦之輸油數量，得以增加，也至合沒有 

答復。埃及代表說，巴西代表的董要陳述中，提出 

一個問題，卽安全理事會所取之途徑究竟是否有助

於問題之解決，抑將對問題之解決，增加不可克服 

之障礙，殊堪分入深思。

四九 . 埃及代表說，第二十七條第三項，紙是 

當事方面不能兼作裁判的一個老原則。英國代表M 
方才所說的一番道理，無異是說這條條敦永遠不會 

適用。於是他提出了下列決譲草案 ( S /2313):
"安全理事會

"塵於安全理事會就埃及眼制若干軍用品 

經蘇 # 士蓮河蓮至以色列一間題之 f莽論 ,
"襄於埃及要求根據憲章第二十七條第三 

項之规定，法蘭西、荷蘭、土耳其、英聯王國、美 

利堅合衆國等五國於表決時必須棄權，

"妻於埃及是項要求已引起上段所述安全 

理事會各理事國之異譲，

"爱決譲請國瞭法院就下開問題發表諮詢

意見：

"根據聯合國憲章，尤其是第二十七條第 

三項之規定，及安全理事會之辦論情形，法蘭 

西、荷蘭、土耳其、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等五 

國對於埃及限制若干軍用品經蘇難士蓮河蓮至 

以色列一問題，應否寨權？"
五0 . 最後，埃及代表說，聯合決譲草案諸提 

案國，雖經中國及印度代表之警吿，仍想使安全理 

事會不顧法律問題之重要。埃及不能參與這種計諶， 

唯有堅守憲章及國際蘭係中的法律規則。

五一 . 八月二十九日第五五六次會議，埃及代 

表提出：美國上譲院，經通過一項法案，意在制止 

軍火及戰略物資，流往蘇聯及其他若干國家。這些 

辦法證明若干國家爲自衞計卽使並無戰爭狀態之存 

在 ，也會得怎樣去微。然後他又引了好幾段英國國 

會中的演詞，指出英A i王國政麻立場之自相矛盾。

五二 .埃及代表對於五國政府對於應否遵照第 

二十七條第三項棄權一點並未董加考盧 , 殊感遺域。 

因 爲 只 要 他 的 態 度 保 持 不 變 ，則已無須由一個安 

全理事會的理事國來提出埃及的決譲草案，因爲它 

決不會得到必要的多數而通過的。因之交付國際法 

院之說，也就無形打館了。

五三 . 中國代表追述安全理 ♦會在南年以来， 

一直接到一件一件關於巴勒斯坦問題的爭端，而都 

是分開來零運處理的。他認爲理事會應該改變辦法， 

以全面和平爲目的，予以通盤處理。在未決問題中， 

除本案而外，應將難民閩題一併包括。 卽使聯合決 

譲草案已經不得不予表決，他仍望理事會把改變處 

理辦法一事，放狂心上。



五四 . 理事會在開會表決聯合決 m 草案之前， 

接獲亞拉伯同盟秘書長八月三十一日來電 一 通 (S / 
2 3 2 1 )遞送亞拉伯同盟政洽委員會就對於来往蘇 .  
士蓮河船舶所施限制問題全體通過之決譲案。該 

決譲案稱：（一 )該問題不但牽涉埃及，且與全體亞 

拉伯國家有顿；（二）埃及採此渉驟，僅爲執行亞拉 

伯同盟理事會早已採取之決定，藉以保譲各亞拉伯 

商盟之會員；（三 ）亞拉伯同盟預備對本案繼續研究 , 
考盧在目前安全理事會之進展情形中，究應如何處 

置。

決 議 ： 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曰第五五八次會議， 

理事會以八票對零，棄權者三（中國、印度、蘇聯 )通 

週該聯合決譲草案 ( S /2298/R e v . l )
五五 .以色列代表表示以色列代表闇對於理事 

會對以色列控詳所取的懇切與積極的態虔 , 甚爲感 

謝。理事會之否定一切單方交戰及片面封鎮等觀念 

實已斷言停戰憶定確是引政永久和平的一®:措施。 

今後，我們可以希望一切假定戰爭狀態存在而採取 

的敵對與類似戰単的行動，都會受到振棄。爲促成 

最後解決起見，以色列政府隨時準備與埃及代表進 

行談判，通盤解決一切未決間題。

五六 . 法國代表說，有些國家因限制而利餘受 

損 ，感到焦燥，固亦理之當然，可是雖然如此，安 

全理事會遺是儘量化時間對本案作詳盡的檢討，同 

時使埃及有重新考盧其決定的充分機會。這様傲法 

不僅在使一個已經是人所周知的情勢，更加明顯，而 

是要使埃及政府有時間可以改 :m t 的行爲使合於-其 

在停戰協定及蘇翁士蓮河國際公約下所負的義務， 

使它將遵守義務與其對本國合法利餘的急切關植， 

同時兼顧。理事會在要求取滑限制的時候，也並不 

預備向埃及下 "最後通牒 "或 " 命令"。等到知道最近 

或當前的一段時期中並無切實， 決的希望的時候， 

聯合國自不得不我一維出路。理事會的用意及其懇 

切的希望是要請埃及遵守目前這個請求，從而使埃 

及與近東其他各國更趨於安定繁榮之境。

五七 . 埃及代表說，方才以色列代表又提到和 

平 ，可是和平是要見諸行動的，不能徒託空言。如 

將百萬人民驅離國土，不給他們最低限度的人權，是 

不能算是和平的。埃及代表答復法國代表稱，理事 

會一直要埃及無條件屈服，現在理事會襄沒有一個 

人可以舉出一件事情，說理事會是向埃及提過建議 

的。埃及代表又說，卽使決議案已經通過，以色列 

控案中所據的假定遺是有待證明。他所向理事會所 

説的一番話遺是理直的。埃及代表在其發言中竭力

表示其政府之立場並充分保留其在理事會辩論中的 

權利。

B . 其 他 蘭 於 破 壞 停 戰 協 定 之 控 訴

( a ) 約但哈希米德王國對於以色列于擾約但河天然 

州流之控詳。

五八 . 一九五一年六月七日約但哈希米德王國 

外交部長政電秘書長 (S/2236,附件一)控告以色列干 

擾約但河天然川波。六月十九日約但駐美公使向秘 

書長遞送約但土地測量局長關於此事之報吿一件， 

並附地圖 ( S /2236 , 附件二及三）。根據各該文件以色 

列之胆遏水量，已使約但河之冗常水位，減低不少， 

同時使河水塵度激劇墙高 , 政 Jisr Sheikh H usein與 

死海間之灌翻工作，無從進行。該報吿續稱此糊行 

動影響約但王國之經濟情形，至爲嚴重。十月二十二 

日約但公使復函秘書長（S /2 3 8 6 )請將此重要問題， 

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

(b ) 合國休戰督察嵐參謀長 第 ®次臨時報吿書

五九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六日巴勒斯坦沐戰督 

察團參謀長  Lieutenant General William A. Riley,於
第 K 次臨時報吿書中向安全理事會報告：巴勒斯坦 

土地開發有限公司預傭擁展其在非武装地權之工 

作。該公司因須在該河橫跨河面，暫設水阐故有在 

約但河東岸非武装地帶内布派測输人員及工人之必 

要。此項工程將使約但河川流每星斯斷雜四五日，此 

種情形並將持續若于時期。參謀長並稱，他律於八 

月七日通知以色列外交部長謂該公司工程之擴厘 . 
將使目前已甚緊急之局勢，更爲惡劣。所以他竭力 

主張要該公司不作此舉。

六 0 . 參謀長並報稱以色列警察或其派駐以色 

列翁利亞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高級代表繼續佔傲亞 

拉 伯 人 所 有 之 K houry農場，限制亞拉伯平民之往 

來 ，並對聯合國察視員在非武装地帶内之往來施以 

跟制。

六 一 .至於以色列敍利亞停戰事 宜浪合委員  

會 ，據該參謀長報吿， 方對於商定共同能接受之 

m m , 以便委員會S 新開會射瑜未決之間題及控案 

一節，態度仍甚堅決。故 自 二 月 二 十 來 提 達 停  

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之控養約有八十餘件，均未加以 

射論。

六二 .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二日以色列駐聯合 

國常任代表因趨於休戰督察《 =#謀長之第四次臨時 

報吿業已刊行特致面安全理事會主席 (S /2309 )購理 

事會注意八月四日及八日該代表與參謀長之往来函



件。以色列代表指出從各該面件中，可以明白看出 

以色列政府及休戰督察M 參謀長均在致力於非武装 

地帶懸案之解決。他同時提到停戰事宜浪合委員會 

之不能行使職務問題。該函在結束時稱，以色列终 

府對於一切屬於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權限以巧 â  
事 ，均擬全力支持參霖長在使委員會可以在最短 

間 ，重新開會討瑜未決間題及控案方面之努力。

( c ) . 關 於 敍 利 亞 在 T e l EL M u t i l l a 侵犯以色列债 

土之指控

六三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以色列外交部 

長致電（S /2312 ) 安全理事會主席，提到他一九五一 

年五月七日關於Tel d  M utilla事件之電報 (S /2 ! 26) , 
並稱敍利亞直接參加該處軍事一點已爲叙利亞政府 

本身正式而肯定的加以證實。七月十九日達馬士革 

出版之殺利亞共和國官報 i m ù i d  Gazette) 笛三一號 

(見S /2334 ) 載有閲於颜絵敍利亞軍赋中參加T e ld  
M utilla, Tel Abi Zaidon, Tal el Muttaliqua 區域作戰

人員動章之公吿兩段。以色列外交部長請理事會將 

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以色列對殺利亞所提之控詳， 

重加討論，以期正式的斷然的、確定殺利亞政府的 

罪行。

六 四 .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休戰督察M 參 

謀長報告此事時（S /2 359) 曾稱，渠於五月十六日 [ej 
至中東以後卽將所得資料予以轉送，並向聯合國觀 

察員査詢其所收集之瞪據。據他當時覺得在停戰事 

宜浪合委員會尙未Sd論德方控詳之前，是無法向理 

事會提出結論的。但敍亞共和國官報之刊行兩道命 

令 （第一 0 二0 及一0 二一號）實 已 使 Tel el M u
tilla 之情形，較趨明朗，而所謂五月初有叙利亞軍 

事人員在該愿參加作戰之説，在他看來，必須認爲 

B 經證實了。

六五 .九月二十五日參謀長將其所得叙利亞國 

防部長九月二十三之來信一通（S /2360)轉送安全理 

事會參考。該面中堅決否認叙利亞軍赋對最近在非 

武装地譜所發生之♦變 ，包 括 Tel el M utilla事件在 

內贫作絲毫參預；並認爲這件事情應以聯合國觀察 

員之報吿作爲唯一可資憑信之正式證據，不得以官 

報或其他敍利亞之文件作爲攻擊敍利亞之證據P
(d ) 參謀長開於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於一九五一年

二月十七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所作決定之報吿書

六六 .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日休戰督察團參謀 

長將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七日至十月三十一日間埃

及、以色列，以色列、約但與以色列、黎巴嫩各停戰事 

宜混合委員會所作之決定，提出報吿（S /2388)。
六七 .五月三十日埃及以色列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曾就非武装地普被遂亞拉伯人之 rty鄉問題及 

埃及以色列全面停戰協定第七條第一款之解释間 

題 ，以多數票作有若干決定。以色列與埃及代表團 

均以各該決定與各該國所持之見解不合而向特別委 

貝 會 提 出 上 。

六 八 . 九月二十三日及十月三日，埃及以色列 

停 戰 事 宜 混 合 委 員 會 ，就沿分界鶴及埃及國界之 

G aza狭長地帶上所生之事變 , 加以計論。

六 九 . 三月八日及千五日，四月十九日及二十 

六日以色列約但停戰事宜促合委員會曾作若干關於 

改進目前以色列與約但間停戰分界線辦法之全體一 

政之決譲。

七 0 . 在本報吿書所述之時期中，以色列黎巴 

嫩停戰事宜混合養員會並未作有任何重要決譲，因 

沿黎巴嫩與以色列的分界線上僅有若干零蟲事件發 

生。

(e)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六日參謀長之報告書

七一 . 參諶長在他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六日的報 

吿 (S /2 3 8 9)中說，自他圓至中東以後， •分赴特拉 

維夫與達馬士革，與兩國政府會商，以期促成懸案 

之解決，並求取關於立刻重開以色列叙利亞停戦事 

宜混合養員會之協議。截至目前爲止，重開會譲，實 

不可能。叙利亞政府認爲董開會議之前，以色列先 

應完全遵行五月十八日安全理事會闕於非武装地帯 

之決議案，卽停止巴勒斯坦土地開發公司之工程，送 

脚亞拉伯平民，撤退以色列之警察及軍朦，賠償亞 

拉伯平民所受之損失。同時以色列政麻則要求敍利 

亞當局下列各事：承 認 敍 利 亞 在 Tel el M utilla事件 

中之實任；承認許勒 (H uleh) 填拓工作不應因有六 

又旧分之一英献亞拉伯人所有之土地而吿中止；撤 

除 通 El H am m a路上之障礙，

(f)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以後所收之來文

七二  .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二日約但哈希米德 

首相兼外交部長来電（S /2486)請秘書長提請安全理 

事會注意以色列軍默最近又侵犯約但領土之♦實 ， 

尤以一月六日一次出犯，致約但平民六人身亡，財 

産損失不貴。

七 三 . 一月二十九日以色列駐 ® &合國常任代表 

致函（S /2502 )安全理事會主席稱：以色列約但停戰



事宜混合委員會於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四日在耶嚴撒 

冷開會時曾決議約但應負五十九次停:战協定破壞之 

責任，而只色列則僅犯 - • 次。足見約但首相致秘書 

長電文中（S /2486)所舉事實歪曲失實。以色列常駐

代表並稱，以色列政府對於叙利亞代表於一九五二 

年一月二十二日大會專設政洽委員會發言時威脅將 

以武力摧毁以色列一事，擬向安全理事會控吿叙利 

亞政府。

章

’坦問運

引言：安全S1事會於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Ü  
過 ’决議案指派聯合國駐印度及巴基斯坦代表一事， 

業於上次常年報吿書 (A /18 73 )中叙述在案聯合國代 

表應與印度及巴基坦雨國政府會商以後，根據一九 

四八年八月十三H 及一九0 九年一月五日聯合國印 

度及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所通過之決譲案解涂査講 

勝什米爾邦之軍備。聯合國代表如不能達成此項目 

標或就解除軍備事獲得協議，則應就當事鎭方與該 

委員會意見歧異之處在其認爲必須免予解決方能圖 

解除軍傭之實現者，陳報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  
月三十日安全理事會派 Mr. Frank P. G ra h a m 爲聯 

合國駐印度及基斯坦代表。

A . 雙 方 之 往 來 文 電

七四 . 一九五一年七月及八月中安全理事會據 

報 ，繼理事會上次常年報吿書中所述之各項文件（S/ 
1873第六章 E )後 ，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國總理間，义 

有不少往來文電（S /2 2 5 2 ,S /22 56 ,S /22 60 ,S /22 69 , 
S/2271 ,S /2278  及 C o ir .1 ,S /2 2 8 1，S /228 5 ,S /2290 , 
S /2293)。此種文電，除其他外，論及印度、巴基斯坦 

及査震膝什米爾邦之軍事調動及目前緊張局勢之責 

任問題。

B . 聯 合 國 代 表 之 第 一 次 報 告 書

七五 . 1 ^合國駐印度及巴基斯坦代表於一九五 

—年十月十五日致面（S /2 3 7 5及 C o r r . l )秘 i ：良附 

送第一次報吿書講其轉交安全理事會。聯合國代表 

瘦於印度大陸諷爭空氣彌漫，特探與兩國政府官員 

分® 作非正.式健商之辦法，並就談話結果，於一九 

五一年九月七日以正式 :公 函 (S/2375 , 附件二）將 

一十二項建議之協定草案分敎雨國總理請其發表意 

見 ，並提出各該國對於根據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 

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 

五曰兩決譲案施行査講勝什米爾邦解除軍備之詳細

計劃。兩國政府於答復中表示對於首® 項建譲，尙、 

屬贊同卽：（一 )董伸不爲査護勝 f t米爾問題雜諸武 

力之決心；（二 )協議避免對該案作合有戰爭意味之 

言論；（三 ）董伸其願意遵守停火辨法及一九四九年 

七月二十七日陈嘲豈協定之意願；（四）確定其對査 

譲嘛什米爾邦之歸屬問題，接受在聯合國主持下之 

自由公JE之全民表決中決定之原則。其他未獲同意 

之建議原文如次：

" 印度及巴基坦政府 . . . .
"五 . 同意除下列第十一項所規定外，聯合 

國印度及巴基坦問題委員會一九H 八年八月十 

H 日及一九H 九年一月五日兩決譲案中所計擬 

之査譜嗽什米爾邦解餘軍備一事應一次連續完 

成 之 ；

"六 . 同意解除軍備應在九十日內完成之， 

但經下列第九項所指印度及巴基斯坦南國政府 

代表譲決另定期限者，不在此限；

" 七 .同意實施解除軍備至上列第六項所 

指期限屆满後，應使其達成如下之情勢：

" ( a ) 在停火線巴基斯坦方面：

" (一 )原非 JE常居住該邦僅爲作戰而進入 

該邦之部族人民與巴基斯坦國民均已撤退；

" (二）Q 基斯坦軍隊已撤離該邦；

" (三）自由勝什米爾軍朦之大规模解散及 

解除武装 , 已告進行。

" (b )  Æ 停魂線印度方面：

" (一 )駐該邦大部分印度軍賦已吿撤退；

" ( 二）於完成上列（b ) 款 （一)所指之撤退 

後 , 餘留印度或該邦軍朦應繼續撤退或裁減者， 

已予撤退或裁減，

故至上列第六項所指之時期屆滿後在停火線之 

巴基斯坦方面應僅留有一支 . . . . 之民兵，在停 

火線之印度方面懂留有一支 . . . . 軍贼；（所留空 

白請貴國政府填寫。）



" 八 .同意實施解除軍備應使不論在上列 

第六項所指時期之中或其後，對於停火協定均 

不發生威脅；

" 九 .同意印度及巴基斯组兩國政府代表 

應由各該國軍事顧間襄助在聯合國主持之下舉 

行會譲，依上文第五、六、七、八、各項規定，擬 

定解除軍備之释序；

" 一0 . 同意印度政府應使全民表決總整 

之任命不遲於上列第六項所指解除軍備期限之 

最後一日；

"一•一. 同意上列第九項所指解除軍備消序 

之完成，並不妨害聯☆國代表及全民表決總盐 

對一九® 九年一月五日決譲案第® 項 ( a ) ( b )雨 

款所載軍朦最後處置辦法所負之職務與責任；

" 一二 .同意如雙方對上列第九項所計擬 

之解除軍備程序意見不同時，應交聯合國代表 

之軍事顧問裁決，如仍不能同意則應交聯合國 

代表，聯合國代表之決定應視爲終局。"
七六 .聯合國代表列舉雨國意見主要紛歧之  

點，不特述及鎭力在釋及執行聯合國印度巴基斯 

坦問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 

一月五日關於解除軍備問題兩決譲案方面之異見且 

亦提及雙方對其所提解除軍備方案之不同見解。對 

於後者 , 雙方意見不同之處，有解除軍備之期限問 

題 ，撤軍間題及留駐停火線雨旁之兵力問題等等。至 

於應否規定日期，由印度政府正武指派全民表決總 

監一點，意見亦未一*政。

七 七 . 由於印度大陸之目前情勢，解除軍備未 

能在所定時間巧予以實施。聯合國代表雖未輕視本 

案之困難，但亦末放棄南國間疲得協譲基礎之可能 

姓。該代表並特別強調監督査譲嘴什米爾邦停火情 

形之聯合國軍事觀察任務之重要。

七八 .聯合國代表建譲安全理事會請印度及巴 

基斯坦雨國政府立劍採取一•切步驟以增進兩國關 

係 ，安全理事會並應考盧能否再行設法使當事方 

對實施査譜嘴什米爾邦解除軍備之 t i •割 ，獲致協譲。 

如安全理事會決定對此事再行設法，則可考盧訓分 

聯合國代表執行此項決定，繼續與印度及巴基斯坦 

兩國政府在安全理事會所在地進行談判。理'事會並 

應♦其於六墓期内提出報吿。

C .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於 第 一 次 報 告 書 之 審 議

七九 . 安全理事會於第五六四次會譲（一九五 

一年十月十八日）開始討論報吿書並由聯合國代表 

提出陳述。 .

八0 . 此項尉論至第五六六次會譲（十一月十 

日）復行繼續，安全理事會並會於該次會中接瘦英美 

甫國代表所提之下列聯合決譲草案（S /2 3 9 0 ) :
"安全理事會

"接獲並閱悉聯合國駐印度及巴基斯坦代 

表 Mr. Frank G raham關於其奉行安全理事會一 ‘ 
九五一年三月三十H 決譲案所定任務之報吿書 

並脸悉Mr. Graham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八日在 

理事會 [第五六四次會譲 ] 所作之陳述，

" 欣悉聯合國代表曾於其一九五一年九月 

七日致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國總理之公面中提出 

可以依照雙方過去措施而實行之_̂ 除軍備之基 

礎 . …
"二 . 訓令聯合國代表繼續努力，求取雙 

方對實施査譲嫁什米爾邦解除軍備計劃之協譲

"四 . 訓♦聯合國代表將努力情形及其對 

所遇問題之見解，於本決議案生效後六厘期內， 

陳報安全理事會。"
八一 .英聯王國代表認爲理事會各理事會贊成 

下列見解：就是，如莱我們能狗因續作相當短斯間 

的談判而使雙方獲得協譲，或就獲得協譲有所進展， 

則我們應該抓住這個機會。毫無疑間，聯合國代表 

認爲道繼續進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英國政府之 

所以提此決譲草案的另一理由是：它覺得理事會應 

該表明它的確贊同聯合國代表處理本案的方式，及 

其向雙方所提的解除軍備計劃的大鋼。

八二 .英國代表提到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三 

月三十日決議案中（S /2017 /R ev . 1,前文笛三段至第 

五段 )所 指 Sheikh A b d d la政府在勝汁米爾邦召開制 

憲大會„ 事時說，據其制謝，該制憲大會本身，並 

未想就歸屬問題發表意見。英聯王國政府對此決譲 

案之有関部分至爲重視，他對於印度總理最近聲明 

加強過去所謂溶什米爾制憲大會無權對歸屬間題作 

何決定之鄭重保證，甚表歡迎。

八三 . 美國代表強調和平解決本案之需要，認 

爲聯合國代表所提關於解除軍備之建譲，實爲雙方 

可以達成協議之雄全基礎。聯合決譲草案係就各該 

建議及向方所提解餘軍備許劃大綱中所合原則予 

以認可。美代表並提及美國政府過去爲嘴什米爾召 

開制憲大會一事所發表之意見，他 餘 ,如不得兩當事 

國之同意而擬對歸屬間題有所決定則將使兩國政府 

間永存隨時可以引起戰火的磨擦，因此，他對於印 

度總理最近所作保證，表示歡迎。

八 0 . 荷蘭代表對英國代表就査震路什米爾邦 

召開制憲大會一事所發表的意見，表示贊同。雖然



他了解贊成由聯合國代表繼續談判，便無異暫時變 

更了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決議案第六項（S /2 0 17 / 
R e v .l) , 但是他聲明只要繼續談判對獲政協議確有 

相當希望荷蘭政府是願意贊成寬限談判的。所以他 

預備贊成這聯合決離草案。

八五 . a 西代表贊成該聯合決譲草案，認爲道 

是聯合國繼續努力設法以和平方法解法印度巴基斯 

坦問題的一 Î1表示，並對聯合國代表之工作 .，加以 

讚揚。

八六 . 法國代表對於膝什米爾間題非常重視， 

他說，勝什米爾問題，雖然牽涉到各方面許多刺害 

問題，可是解決本案困難總遺是最董要的一個間題。 

法國代表M覺得應該鼓勵 Mr. G raham繼續努力，所 

以贊成該聯合決譲草案。

八七 . 厄瓜多代表贊成該聯合決議草案,他希望 

雨當事國之間的了解能有較大的進步，使安全理事 

會的意向易於實現，卽本問題之最後解決應以相平、 

民主、自由公正表現的有關各民族的意見爲根據。

八八 . 土耳其代表說，他預備投襄贊成該聯合 

決議草案，同時他重新提到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千日 

決譲案前文中第五段的聲明。

八九 . 主廣以中國代表地位發言，贊成該決議 

草案。 中國代表M 仍舊認爲嫁什米爾之制憲大會不 

得妨礙査譜勝什来爾邦之歸屬問題。

決 議 ：該決m 草案 ( S /2 3 9 0 )以九票對零通過， 

棄權者二（印度、蘇聯）（S /2 392)。
D . 聯 合 國 代 表 之 第 二 次 報 吿 書

九 0 .  —九五一年十二月 i ‘八日聯合國代表政 

面 (S /2448)秘書長遞送致安全理事會第二次報吿書。 

聯合國代表於該報吿書中稱，他繼續設法求取解除 

軍備計劃協譲之步驟係（一 )試盡一切可能方法，務 

使雙方對其一九五一年九月七日所提之建議，達成 

協議;（二 )如不能成立協議，卽徵取雙方閲於實施聯 

合國印度及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一九 ®八年八月十 

三日及一九0 九年一月五日兩決議案所定解除軍備 

之詳細辦法，以便確定爲實施此項解除軍備，雙方對 

各該決厳案解釋及施行方面，不同意見之必須予以 

解決者究竟如何。根據第一步驟，聯合國代表曾竭 

力設法減除雙方對下列兩大基本問題之異見，卽:解 

餘軍備結束以後留駐停火線兩旁之最少兵額及印度 

政麻應該正式指派全民表決總驚之日期兩問題。聯 

合國代表與雙方厘行會商之後，會於一九五一年十 

二月七日就此事提出聲明及間題單各一紙（S /2 448, 
附件三）並敦面印度政府 ( S /2448 , 附件四）請其就聯

合國印度及巴基斯坦間題委員會兩決譲案實施査譲  

勝什米爾邦，除軍備間題，提出詳細計劃。聯合嵐 

代表之軍事顧問並當屬與驢方代表《分頭作非正式 

之談話 。1
九 一 . 兩國政府對於某本間題之意晃差別，與 

聯合國代表在第一次報吿書中所述者 ,仍屬祖同。在 

討論軍事間題的時候雖可看出在解除軍傭暫行計畫 IJ 
中的某一階段，撤退軍勝之數量將 ;ÎS—九四九年一 

月一日駐留該邦軍隙之極大部分，但 f t 方對解除軍 

備結束以後所應駐留該邦軍嫁之敷額及兵稀問題， 

意見極爲懸殊，直使靈方無法在該階段同意將權個 

計劃以單一與連續之辦法行之。當 時 方 對 指 派 全  

民表決總監間題，亦難達成憶譲。印度政府墜持全 

民表決總監應俟該邦情況已可開始辦理全民表決 

時 ，始予指派，而巴基斯垣政府則竭力認翁應儘量在 

解除軍備的最後一日之前，提早指派。

九二 .聯合國代表旋提到鎭方尙未同意之四項 

建議，卽建譲五、六、七、一 0 , 119項。於提到第五項 

時 ，他董新敍逃他的意見 ， 他說同意該邦之解除軍 

備應以單一與連續之辦法行之，卽指一九H 八年八 

月十三日決厳案第二部應與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 

譲案第151段 ( a ) ( b )雨分段一併辦理。他認爲第六項 

建議應作"同意解除軍備應在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五 

日以前予以完成 ， 但經第九段所指印度及巴基斯坦 

兩國政府代表另定日期者不在此限"。然後在第七項 

建譲之前半段作同樣之改正 ， 並將後半段改成"故 

至上列第六段所指之日期時 ， 應使停火線之雨旁僅 

有根據一九® 九年一•月™ 日雙方在停火線雨旁所駐 

軍險比例而留駐之最少可能數量之軍朦"。

E . 安 全 理 事 會 徵 於 第 二 次 報 吿 書 之 審 議

九三 . 安全理事會於第五七0 次 會 譲 （一九五 

二年一月七日）着手討論聯合國駐印度及巴基斯坦 

代表之第二次報告書 ( S / 2 448 ) , 曾由聯合國代表首 

起政歸。

九®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表示，. 

自安全理事會首次討論勝什米爾間題以來 ， 業已四 

载 ，其間以英美兩國最爲活躍，，經率先主動 Ifi織 

委員會並指派代表以求本案之辦決 P 英美雨國所提 

蘭於解決勝什米爾問題之計劃，均吿失敗，因其存 

有 奪 與 帝 國 主 義 者 之 目 的 ，非在尋求問題之眞正

1軍事顧間曾非Æ式的以徵求意見之方式向雙方提出根 

據聯合國代表所擬十二項建議而定之暫行計劃。計劃原稿 

見一九五二年…月二十~，日分發之文件S /2 4 8 5 ,附件三。



解決。他們所提計割之目的，係在延長印度與巴基 

斯坦間的爭端，用由聯合國予以支待的口實下，把勝 

什米爾變成英美南國的託營値土，藉此可以派兵進 

駐而把該邦偷爲英美的殖民地與軍事戰略根據地。

九五 . 英美兩國自始卽直接達反聯合國憲章， 

尤其是憲章第一條，用盡方法使膝什未爾的人民不 

能脫離英美的干預而自決其前途。一九五一年三月 
三十日的英美決議案 ( S / s o ! 7/ R e v .  1 ) 强迫膝什米爾 

人民舉行全民表決，表面上係由聯合國主待，但實際 

上別全由英美控制。對於此點，蘇聯代表提到英美 

甫國所提草案之原案中藉口爲 "協助解除軍備及舉 

行全民表決 " 所必需，公開要求由外國軍隊進駐嘴 

什米爾。由於印度代表之反對，始將決譲案中英美 

主張由聯合國會員國軍隊進駐嗽什米爾之建譲予以 

删除。但是此項删除，亦僅是姿態而已。現在這個 

問 題 又 由 M r.  G r a h a m 提出 ， 而 M r. G r a h a m 之領 

銜軍事顧問又是一位美國將官。安全理事會決譲案 

所定聯合國代表之權限中，並未述及該代表有權可 

以談到在嘴什米爾派駐外國軍隊之問題，試問聯合 

國代表有何理由可以不通知安全理事會而在一九五 

一年十二月十八日送達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國政府之 

問題單中（S /2448 , 附件三），提出關於此事之間題。 

顯然，聯合國代表是受華盛頓國防部授命才這樣作 

的。解決勝什米爾問題的主要障礙是英美兩國對於 

勝什米爾人民內政的干預。英美政府曾對印度及巴 

某斯坦政府施以直接厘力堅持要它們把嘴什米爾問 

題提交第三方面公斷的建譲。宏們的目的，是要使 

略什米爾人民受其營轄而把唾什米爾改成對付蘇聯 

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基地。

九六 .蘇聯代表續稱，實際上英美兩國的政策 

是要胆止勝什米爾問題的解決，使嘴什米爾人民不 

能根據聯☆國憲章所宣布的民族自決原則來決定他 

們自己的前途。英美兩國竭力要設法使嘴什米爾人 

民順從他們所提公斷的主張或強迫他們"在聯合國 

監督之下 "舉行全民麦決，完全是要嘴什米爾人民， 

受它們管轄，接受它們的意見。在蘇聯政府看來，唯 

有使勝什米爾人民有機會在不受外力于涉的環境之 

下自決其國體才能夠眞正解決這個問題。這一點只 

要由膝什米爾人民以民主方武選出的制憲大會來決 

定該邦的政體，就可以辦到了。

九七 .英聯王國代表認爲蘇聯代表方緩就勝什 

米爾糾紛所作一番異想天開的言論實爲蘇聯對付一 

切國朦問題的一 貫作風，第一步先尋出某一件事， 

怎樣和爲什麼是爲英美統洽集《利 â 着想的反蘇陰 

謀。所 謂 Mr. G raham是美國國肪部特務的指摘，恐

怕就是頭腦最簡單的人，也都要爲之深思莫解。M r. 
G r a h a m 在印度尼西亞的成就 ， 以及他今天擔任聯 

☆國代表的工作都是極具政洽家風度而合乎聯合國 

憲章原則的。如果安全理事會要有所成就，則必須要 

使我們的辯論，起脱一直在胆礙我們工作的懷疑成 

分。嚷什米爾的問題，是可以用客觀的態度來討論 

的 ；如果這樣做總有一天可以使键方憑理來決定一 

個彼此都能満意的解決辦法。

九八 . 美國代表認爲蘇聯的話不値得答復，也 

不需要加以否認。美國政府懇切希望印度及巴《斯 

坦政府早日依聯合國憲章與它們已經成立的協譲解 

決它們閲於勝什米爾的爭端。

九九 . 巴基斯坦代表在第五七一次會譲（一月 

三十日）中說，外面從來沒有要對査講樓 ft•米爾問題 

的 爭 端 方 有 所 勉 強 的 事 。安全理♦會的工作完全 

是爲了使貧方原有協譲得以實施。幾及三年的僵局 

是關於該邦的解除軍傭，全民表決的» 備工作，以 

及指派全民表決總監等問題的。

一 0 O . 巴基斯坦代表於評論聯合國代表所主 

待的談判時說：巴某斯坦政麻在原則上接受聯合國 

代表在第二次政安全理事會報吿書中所擬的停戰建 

譲 ，不過爲淸楚起見，其中有若干董要用語，須加 

定義 , 同時還應該辅充一些必要的細節。

一 0 — . 巴基斯坦代表又提到蘇聯代表在上次 

會譲中所能的話，他說蘇聯代表所稱關於特許美國 

在膝什米爾建 .立軍事■基地的報道，是毫無根據的。巴 

基斯坦旣未接到美國或其他國家要求建立軍事或其 

他基地的要求，也沒有作過道樣的提譲。巴某斯坦 

代表認爲蘇聯代表所謂解決該案的正當基礎與安全 

理事會想在印度及巴基斯坦同意之下設法求取的， 

紙有方法上的不同，並無原则上的差別。在道次糾 

紛中 ，印度、巴某斯坦及安全理事會都認爲査講略 ff 
米爾邦的歸屬間題是應該以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的 

民主方法來決定的。

一 0 二，英聯王國代表稱：英國政府對聯合國 

代表第二次報吿書中所示雙方對雨大某本問題之意 

見距離，仍如以前一樣不能接近，甚爲失望。所謂 

兩大某本間題卽解除軍備結束以後留駐停火線兩旁 

之最小兵額及印度政府應該正式指派全民表決總監 

之日期雨間題。但是終究已經有了顯著的進步，不 

但盤方同意了聯合國代表的八項建譲，而且把雙方 

應行協譲之各項重耍問題，列成十二建譲，也已經 

是一大進虽P 英聯王國政府相信應該請聯合國代表 

再去印度大陸一次以求解決道兩點意見上的差别。 

爲了必須使將來計論本案時略有時間限制起見，他



主張聯合國代表可以在三月底提出報吿。他認爲聯 

合國代表可以仍奮根據安全理事會現有的各項決 

議案， 尤其是一九五0 年三月十四日的決議案（S/ 
1461 ,第二段）囘至印度大陸去。

一 0 三 . 荷蘭代表認爲只婴進行談判對求取進 

一涉的協譲，可有相當希望，我們遺是應該儘先利 

用這鍵方法而不採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決 f譲案第 

六段 ( S /2017/R ev . 1 )所指的公斷辦法。但是在另一 

方面，當事國本身却不能以安全理事會所表現的耐 

心而忽視S 們應該履行承諾在査護膝什米爾邦造成 

良好情況使能舉行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的道德上與 

政治上的實任。聯合H 爲本案和平與合理的解決，已 

經做了不少工作應該由印度與巴基斯坦以最大的力 

量出來切實合作。荷蘭代表在提到蘇聯代表於上次 

會議中所 '說的話時說：理事會 a 經努力了幾年要使 

略什米爾的人民能夠不受外力干涉以自決其國家的 

地位問題。

一 o r a . 巴西代表贊成請聯合國代表再去印度 

大陸，設法擴展 I t 方協議的範圍。他認爲在道個時 

候 ，再重新努力求取和解，可能對解除軍備問題的 

解決有極大幫助。

一0五 . 智利代表指出解決嫁什米爾問題的主 

要資任和關鍵是在印度和巴基斯坦雨國政府。它 們 ‘ 
有貴任造成一稀必耍的環境，使這件事情可以在聯 

合國主持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的基礎上來求得解 

決 , 而聯合國方面則應繼續盡一切力量來協助它的 

完成。聯合H代表應該得到本紐織的完全信任，智 

利代表贊成請聯合國代表再繼續工作一段時期„

— 0 六 .美國代表說聯合國代表的第二次報吿  

書中把問題說得很明白，就是要對三項問題求取彼 

此同;1 的解決辦法，卽(一 )解除軍備的確定期跟 ; (二） 

辦除軍備之範圍及僻除軍備結束以後的留駐兵額；

(三 ）正式指派全民表決總監之日期。Mr. G raham的 

報吿中並未提出或暗示要勉強印度、巴基斯坦或嗽 

什来爾人民作何解決。聯合國代表的工作中,具有兩 

大原則，卽必須在査誘嘴什米爾邦舉行自由與公正 

的全民表決及及不分雙方爭端陷於僵局務使其漸進 

於解決之途。 已經得到的進展不可停頓。目前所未 

解決的問題都不是雙方在獲得和平解決中所不可克 

服的障礙，所以應該 t H I 些問題的解決，格外努力。 

美國代表也認爲安全理事會在這方面B 不必再予聯 

合國代表任何指71̂  了。

— 0 七 . 第 五 七 二 次 會 譲 （一九五二年一月三 

千一日）中國、土耳其及希腦等國代表贊成睛聯合國

代表再赴印度大陸繼續與印度及巴某斯坦兩國政府 

進行談判的建譲。

— 0 八 . 印度代表力言印度政府急於要見勝 ff* 
米爾間題可以早日獲得如平公道的解決。當時未能 

就聯合國印度及巴茶斯坦問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 

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兩決譲案之實施達 

成協議，並不是因爲印度婴拖延時間。紙要解除軍 

傭的範圍及解除軍備結束以後的留駐兵額問題得到 

解決而又能夠照原譲計割圓滿實施的時候 ， 解除軍 

備的確定期限及正式指派全民表決總監日期的問題 

是可以近刃立解的。印度並不反對在聯合國代表主 

持之下 ， 再與巴基斯坦進行談判。印度急於要見森譜 

勝什米爾人民可以立刻有機會自由決定其本身之前 

途，並懇擊地希望與巴某斯坦建立擎固持久的友詣：。

一 0 九 . 主席以法國代表地位發言，參加讚揚 

聯合國代表的功績。旋以主席地位稱：理事會的意 

思 ， 聯 合 國 代 表 根 據 一 九 五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日 （S / 
2017 /Rev. 1 ) 及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H (S /2 3 9 2 )雨 

決譲案卽已有權繼續努力完成任務，並在雨個月之 

內提出理事會希望最後的一個報吿，不必再由理事 

會另作決譲。他指出蘇聯代表並未同意道個辦法。

F . 聯 合 國 代 表 之 第 三 次 報 吿 書

—— 0 . 聯合國代表於一九五二年 0 月二十二 

日画送（S /26! 1 )敎安全理事會之第三次報吿書。他 

狂巴黎與印度及巴某斯坦兩國政府代表會商以後於 

二月二十九H 抵達新德里 , 三月二十五日離印囘紐。 

在此期間，聯合國代表仍照過去辦法與雙方分別進 

行談剩因爲他認爲在沒有得到相當初步铭議足使聯 

合會譲確能有所成就以前 , 與兩國代表同時會譲，是 

不甚適宜的。

 . 自安全理事會一月三十日會譲以後，

他對於完成其所負使命，存有雨個目標：（a ) 在使 

當事方面就所提建譲達成協譲之努力中，協助雙方 

消除未決之困難；（b )在不妨礙上項事宜之情形下 ， 

設法在可能範圍使査諶勝什米爾邦停火線兩旁之軍 

朦 ，續行撤退。 ，

一一二 . 聯合國代表稱，印度政府對於解除軍 

備結束以後，留駐停火線雨旁之最小兵額問題，立 

場不變 ， 卽在印度方面留駐印度正規軍兩萬一千入 

另加邦屬民兵六千人，在巴基斯坦方面由原住自由 

膝什米爾區内者組成之軍隊四千人，其中半數應爲 

自由嗽什米爾黨之從徒，另一半則應非自由勝汁米 

爾黨之從徒，印度政府表示如情形良好，印度政府 

願意在解除軍備結束以後，與全民表決總監及聯合



國代表商譲續撤在印度方面之駐軍。印度政府認爲 

紙要解除軍備的範圍及解除軍備結束以後的留駐兵 

額問題得到解決，，除軍備的確定期限及正式:指派 

全民表決總監日期的問題是不難解決的。

- - 一三 . 巴基斯坦代表接受聯合國代表關於， 

除軍備期限，留駐停火驗兩旁兵額，及正式指派全 

民表決總置日期方面的建譲，唯堅'持解除軍備計割 

應包括在査諧勝什米爾邦之一切軍塚，不設例外。

— 四 . 據聯合國代表稱，印度政府同 I意在不 

影響游腺軍備談判之情形下, 無條件撤退其在査誘 

勝什米爾邦停火線印度方面之軍朦一師及其所屬之 

軍器。E 基斯坦代表別認爲印度駐査講勝什米爾邦 

之軍朦曾於一九五一年夏季大事增援，卽使撤退一 

m , 其兵力亦仍遠起於巴基斯坦在該邦之軍朦。

—— 五 . 聯合國代表並稱，印度及巴基斯坦政 

府已將其一九五一年夏季開至査講勝什米爾邦境界 

附近共同邊界之軍朦撤囘。

—— 六 .聯合國代表旋分析聯合國印度及巴基 

斯坦問題委員會一九 ®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西九 

年 一 月 五 日 雨 決 議 案 稱 ：八月十三日決譲案第一 

部可因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所譲停火及同年七月二 

十七日所訂割定停火線的勝嗽蛋協定而認爲已予實 

施 。據巴基斯坦政府聲稱，所有部族人民及原非査 

講嘴什米爾邦居民僅爲作戰而進入該邦之巴基斯坦 

國民均已撤退，而停火線雨旁之軍朦已僅及一九四 

九年一月一日兵額之一半；則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 

日決議案第二部之極大部分，亦可視爲 EL經 實 施 。 

說到爲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三部詳訂實

施步驟的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聯合國代表 

謂：查譲勝什米爾邦的解除軍備已經到了繼續撤軍 

間題與全民表決之薫備工作直接關連的階段。故他 

認爲將來被派之全民表決總監應與他共同研究討論 

共同問題。他同時說到，他相信除了最後留駐兵額 

的間題之外，尙有其他與解除軍備有關之問題，須 

在此時加以討論。

一一七 . 最後聯合國代表建譲，襄於査請膝什 

米爾邦解除軍備工作之進展，印度及巴某斯垣雨國 

政府不應再作增加兩國在該邦现有兵力之行動；甫 

國政府應繼續履行其對聯合國代表所提建譲首三項 

所作之承諾；並應爲繼續推行聯合國印度及巴基斯 

坦問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 

一月五日兩決議案起見，自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五日 

起 ，繼續撤減其在該邦所控制之軍歐；而聯合國代 

表則應繼續與兩國政府進行談制，以 期 解 決 （a )向 

雙方所提十二項建譲中未決之困難，特别注意解除 

軍備結束以後留駐停火線雨旁之兵額問題；及 （b) 
聯合國印度及巴某斯坦間題委員會一 九 ®八年八月 

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雨決譲案之一般實施 

問題。

G . 與 雙 方 繼 續 談 判

v V . 聯合國代表於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九 

日來函（S /2649) 通知安全理事會主席謂，關於査誤 

隨什米爾邦問題之識刺已在度印及巴某斯斑爾國政 

麻同意之下重新舉行。該代表當於適當時期將談判 

結果報吿安全理事會。

第 二 章  

控訴伊朗政府不遵守國際法院對英伊石油公司案所指示之臨時辦法

A . 該 項 目 之 列 入 議 事 日 程  

—— 九 .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英聯王國 

向國際法院對伊期提起有關履行一九三三年波斯帝 

國政府與英波石油有限公司所 IT協定之訳敦。一九 

五一年七月五日國際法院准英聯王國之請求，頒發 

命令 (S /2239 )依據法院规約第四十一條指示臨時保 

譲辨法。該命分內除其他各節外規定此項辦法之指 

示並非確定該法院，該案之營轄權問題，而係欲在 

該法院未判決前保全兩造當事者之權利。

一二 0 .  —九五一年九月二  f*八日英聯王國常 

任副代表致函 ( S /2357 )安全理事會主席要求將"控 

訳伊朗政麻不遵守國際法院對英伊石池公司案所指 

示之臨時辨法 " 一項目列入臨時譲事日程，並隨附 

下列決譲案草案 ( S /235S):
"襄於國摩法院業已依照法院規約第®  f-  

一條第二項之规定將該法院狗英聯王國政府之 

請於一九五一年七月五日對英伊石油公司案所 

指示之臨時辦法 (原文見附件 )通知安全理事會，



"妻於英聯王國之請求該法院指示臨時辦 

法所根據之理由爲伊助當局蓄意使製油及嫌油 

設備遭受無可辅償之損失，並嚴董危害有關地 

E 之生命財產造成炎禍，而該法院之決定原則 

不 ® 默認此 Î®理由之正當，

"襄於英聯王國政府當卽公開宣佈完全接 

受該法院之決定，並通知伊朗政府，然伊朗政 

府担雜此項決定旦繼續其行動途徑（包括于涉 

該公司之業務在内），使英聯王國政府不得不請 

求國際法院指示臨時辦法，

"復靈於伊朗政府現已下令將該公司在伊 

朗境内所留職員一律驅逐出境，此種行動顯屬 

違反該法院所指示之臨時辦法，

"安全理事會，

"念及此項情勢所産生之危機及其對於和 

平與安全可能構成之威， ，深感關切，

"一 .促蕭伊助政府恪遵法院所指示之臨 

時辦法，尤須准許最近下♦驅逐之職員或同等 

人員在亞巴丹 (A badan)繼續居留；

"二 .請伊朗政府將其實施本決議案所採 

取之步驟通知安全理事會。"
一二一  . 理事會第五五九次會諷（一九五一年 

十月一日）將該項目列入臨時譲程。

一二二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反對 

將該項目列入議程，據稱像石油工業國有，外商實 

業公司之活動和境內外傭這些問題全屬伊朗國内管 

轄。他說討論這一控訳就構成干涉伊朗的内政，而 

旦是俾然侵犯伊朗人民的主權，違反憲章第二條第 

七項。

一二三 . 南斯拉夫代表也說安全理事會無權審 

議這一控詳。他說伊朗對英石油公司所採取或所想 

採取的指施本質上是伊朗國內管轄範圍以内的事 

情 。

一二四 . 其他八位代表表示贊成道一項目列入 

譲程，中國、厄瓜多、印度及土耳其代表對於營轄 

問題和該譲案的是非都保留其立場。

一二五 . 厄瓜多代表認爲凡會員國認爲對於國 

療和平與安全構成戚脅的任何案件理事會殊難担絕 

審譲，士耳其代表也同意道一見解。

一二六 . 関於蘇聯代表所述意見，英聯王國代 

表提到金山會譲四個邀請國政府講過理事會任何理 

事國不能單獨胆止審講依據其後列爲聯合國憲章第 

三 f ‘五條的规定而向理事會所提出的問題。英聯王

國代表引證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六條第六項及憲章 

第九十三條和第九十四條，說明法院所裁定的臨時 

辦法證明至少在表面上是有顯屬國際司法性質的案 

件存在，足見並非純粹國内營轄的事件，因此就國 

際義務而論，安全理事會就有維待道個裁定的權利 

和義務。

一二七 . 荷蘭代表認爲理事會現在處理的問題 

恰恰是國摩法院所遇到的同樣的營轄問題。該法院 

是本問題的最高權威，它旣經在其所指斤的臨時保 

譲辦法之内表承其有營轄之權，依據憲章第九十四 

條，理事會之有權處理此事似乎是沒有疑義的。

一二八 . 法蘭西代表聲稱關於管轄問題的意見 

如是分歧，顯有從長討論的必要。

—二九 .美利堅合银國代表說此案在本質上是 

否屬於伊朗國内管轄的問題，不必在審譲這事項的 

實質後才能決定。他本國政府對於這一問題的是非 

曲直，不加可否，不過對於理事會之有權就其案情 

來審譲英聯王國與伊朗的爭端却沒有疑義。像本案 

這種爭端或情勢其繼續存在可能影響國際和平與安 

全的維持，安全理事會應有審議之實。

一三 0 . 印度與中國代表覺得安全理事會卽使 

要確定其管轄權也應該先有一切事實。中國代表認 

爲此案涉及財產問題，當事國當不致以武力來求其 

解決 ，而旦他不同意美國代表所說道是有關安全理 

事會對和平與安全問題所負的責任案件。

決 議 ：理事會以九票對雨票（蘇聯及南斯拉夫） 

決定將這一項目列入理事會議程。

一三一 . 伊朗代表應主席之購就理事會譲席。

B . 英 聯 王 國 及 伊 期 代 表 之 首 次 陳 述

一三二 . 安全理事會的討論在一九五一年十月 

一日的會譲及十月十五日至十九日所舉行的其他五 

次會譲中進行，先由英聯王國及伊朗代表發言。

一三三 . 英聯王國代表在第五五九次會譲（十 

月一日）說 ，國際法院所受理案件的當事國之一造 

竟抗拒法院的決定，而一意孤行 ,智屬無可容忍。伊 

朗政府於九月二十五日宣佈要在十月四日以前驅逐 

英伊石油公司所留的職員出境，此舉與國際法原則 

根本不合，而且造成了足《威，和平的鼎沸情勢。他 

着重指出必須在驅逐出境命分未生效以前通過英聯 

王國的決譲草案。

一三四 . 英聯王國代表於是檢討英伊石油公司 

自從一九0 —年 W. K. D，A rc y最潮取得特許權以 

來的歷史。此項特許辦法中規定以利潤百分之十六



交給伊朗爲條件。在本世紀三十年代的彻期，由於 

經濟恐儒，該公司營業大不如前，故伊朗的收入自 

亦随同大爲減少。伊朗政府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在 

發動報界對石油公司肆意攻許之後 ， 隨卽宣佈取消

特許權。

一三五 . 英聯王國曾將此案提到國際聯合會。 

在該案審理以前，於一九三三年會與已故國王當面 

談判一個新的協定，照這一協定，伊朗能在公司營 

業旺年分得利潤，而且在淡年也能按照石油顿數收 

取定額款項。該協定第二十二條規定當事國間意見 

不一致時提交公斷。

一三六 . 因爲營業大事擴展，而伊朗所分取的 

利潤爲數欠當，引起各方的責難，該公司遂於一九 

K 九年重開談制 ， 議定了一個石油補充協定，把一 

九三三年協定中的若干財務規定加以修改 ， 使其更 

有利於伊朗政府，並經伊朗財政部長簽宇。英聯王 

國代表說，按照一九 0 九年協定，伊朗在一九四八 

年至一九五0 年的牧入可自三千八百六十七萬镑增 

至七千六百六十六萬镑之多。可是伊朗的議會沒有 

批准，而發動了一個國有蓮動。英聯王國瘦於公司 

地位所受的威脅，曾於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知 

照伊朗政府，依據現行的一九三三年協定第二十一 

條及第二十六條，該特許權在法律上不能因牧歸國 

有這稀:行動而吿終止。同時該公司聲明準備根據利 

潤均分的辦法来談剑一個完全新的協定。可是，三 

月二十日國會石油委員會的全國石油一律牧歸國有 

決議案已經國會兩院通過；五月一日，規定九項實 

施辦法的法律也公佈了。這個法律設立了國營伊朗 

石油公司。

一三七 . 於是英聯王國要求舉行談制，並旦警 

吿伊前這 Ï®片面行動行將造成嚴重後果。五月二十 

日伊助拒絕公司所提依照一九三三年協定舉行公斷 

的要求。英聯王國於是狂五月二十六日把此案作爲 

該國與伊朗的爭端提請國際法院處理。

一三八 ， 七月五日法院命分伊朗政府及英伊石 

油公司切勿採取足以擴大爭端的任何行動 ， 並且允 

許該公司在有中立委員一人參加的英伊委員會置督 

之下，仍像五月一日以前那様照常營業。七月九日 

伊朗宣佈拒絕這個命令。

一三九 . 不 久 以 後 英 伊 雨 國 依 照 Mr. W. A. 
H arrim an的公式重開識判。Mr. H arrim an是美國總 

統派去與伊朗總理商談這一情勢的私人代表 。 他說 

明道一公式是一面由英聯王國爲 Î炎制起見承認國有 

原則，一面由伊朗政府答應以三月二十日的法律爲 

基礎舉行談判，而不堅待》行英聯王國所不接受的 

九項法律。

一 r a o . 英聯王國内閣代表《與伊朗政府舉行 

談判時，曾提出若干提案，這些提案雖然承認國有 

原則及願將英伊石油公司撤出伊朗，其 用 意在於 

(一 )留用英籍按術人員，保持大量產油之必要按術 

效率；（二 )保證有健全的業務粗織，使得技術人員 

不失信心；（三 ）確保現有運餘機構之繼續利用。併 

朗政府却堅稱這些提案與約定公式不合，而且所能 

商談的間題紙有英聯王國自己所需石油採購，付給 

英伊石油公司的補償金和英藉技術人員之轉入國營 

伊朗石油公司工作等項。這糊主張並未顧到這個企 

業所有各和1業務必缀疊個配合 , 不能作爲談制基礎。

— K — . 英聯王國代表續稱，在此期間，伊朗 

對於公司業務的干擾變本加属，堅待油船運載石 iilj 
時 —— 石油，顧然是公司的合法財產—— 要向國營併 

朗石油公司出具收條，油船業務就此停頓。七月三 

十一日媒油廠停工。

一四二 . 伊 朗 總 理 Mr. M ossadegh於九月十二 

日提交M n H arrim an的新提案以及九月十二日間接 

送交英H 大使的建議在業務經營這一重要問題上完 

全不妥，不能作爲談判的基礎。

一 0 三 . 講到這次控蔣的法稱.問題，英聯王國 

代表說明該案係依據憲章第三十K 條及第三十五條 

提交安全理事會。 卽使有了英聯王國所表示的那稲 

善意與慎董態度，伊朗情勢之如火燈原，誰也不會 

有所懷疑，其對和平之威， ,也絕無疑問。他預料到 

有人會說憲章第九十四條第二項 *適用於法院的終 

局判決，，並不確定朗應有遵守臨時辦法裁定的義 

務 ，他說當事國之一造如果先以能使制:决失效的行 

爲來胆撞判決，卽使作具有拘束力的終局制'决也沒 

有意思。伊朗所採取的步驟使 till業陷於停頓，顯然 

與法院命分的明文與精神俱不相符。

一四四 . 講到比較廣泛的問題，英聯王國代表 

指出單單油礦產權稷:一項該公司就曾•付出一萬一 f 
K百萬镑，在一九H九年和一九五0年新投資本的 

總數就不二千六百离镑而且把所嚴利潤用於原處 

的數字也很可觀，對於伊朗人民很有好處。依據一 

九三三年的特許協定，該公司在伊朗的全部資產到 

一九九三年就將成爲伊期的财產。

—K五 . 從社會觀點來看，成千成萬的伊朗具 

工所享受的居住設備，教育設備，衞生和其他社會 

;福利，其規模之大絕非伊助其他地方的工人所能享 

受得到。

一四六 . 英聯王國代表坪撃所謂帝國主義的危 

臉的宣傳說，無論說過去如何如何，自從一九四五 

年以來各國都在自由世界之中努力建立新的世界狭



序使已經發展與發展不足的國家都能爲大家的利益 

相與合作。這鍵政策需要貧富各國互相容思。亞洲 

新與的民族不能專恃民族主義來建立^們的繁榮基 

礎，甚至不能賴此維持其今後的生存。

一四七 . 他的結論說， 要遺有一點滅意，就 

絕無理由不會獲得雙方都满意的辦法。伊朗人直到 

現在爲 Jfc未能大量參與原则上原屬共營的企業。但 

是他們參與的機會確已逐漸增加，而且按照最近的 

提案，他們可有眞正的合，開係，而直接參加公司 

業務的伊朗人也必然大有增加。

一四八 . 在第五六 0 次會議（十月十五日），英 

聯王國代表因爲自從原  '决議草案提出以後情勢已有 

變 遷 ，英伊石油公司所留職員已被逐出境乃提出了 

下列訂Æ 決議草案 (S./2358/Rev.l ) :
"塵於英聯王國政府與伊朗政府間關於伊 

朗境內石油工業設備所發生之爭端，其繼續存 

在足以咸， H 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

"廣於爲調解英聯王國政府與伊朗政府關 

於此項問題之爭議所努力均未奏效 ,
"塵於英聯王H 已睛求國際法院指示臨時

辦法，

"塵於國摩法院業已依據該法院規約第 0  
十一條第二項將其於一九五一年七月五日先行 

頒示之臨時辦法通知安全理事會，以待其就是 

否有權受理英聯王國政府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 

六日控訳伊朗政府案之間題作最後決定，

"又度於英聯王國政府業已接受臨時辦法 

之指示，而伊朗政府則担不接受此項臨時臨時 

辦法，

"安全理事會，

"念及有關伊朗石油工業設備之爭端所產 

生之危機，及其對於國際和平與安全可能構成 

之威脅，深感關切，

"察及國際法院於一九五一年七月五日K  
據該法院規約第西十一條第二項所採取之措施， 

"深知爲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計，維護國 

際法院之權威實屬重：g ,
"促睛：

"一 . 當事國就實際可能儘速恢復 談 判 ， 

除非雙方能遵照聯合國憲章之宗旨與原則訂定 

彼此同意之辦法, 否則應依照國際法院所指示 

之臨時辦法之原則，再度努力解決雙'力間之爭 

譲 ，

"二 .避免採取任何足使情勢更趨厳董或 

妨礙有關當事國權利、要求或地位之行動。"

一四九 . 他聲明英聯王國並# 堅访：要卸捉到五 

月一日以前的原狀，不過一面不放棄主張法洽 , 反對 

強權的鬪爭，一面至少爲權宜之計，尋求一個足以恢 

復石油生產的協定而不妨礙爭端的最& 读譲解決。

一五 0 . 伊朗總理也在第五六 0 次會譲答復了 

英聯王國的第一個決譲草案 ( S/235 8 )。
— 玉一 , 他說伊朗《有一千八百萬八口，生活 

蓉度是全世界最低的。最大的富源就是石油，開發 

這些財富原應改進人民的生活程度。可是石油工業 

對於人民的福利、技術的進涉和H 家的工業發展，實 

際上都毫無貢獻。石油經過外國開採五十年之久，而 

伊朗的按術 A員依然不夠。

— 五二 . 在那五十年之中，伊朗雖然生產石油 

三萬一千五百萬 «之躯 ， 而其全部所得僅僅一离一 

千萬镑而已。在一九四八年，前英伊石油公司淨牧 

六 f ■一百萬錄，而伊朗所得《有 九 百 萬 镑 ，可是 

單就徽入英聯王國國庫的所得税一項而論，其數額 

卽達二千八百萬錄之|£。因此伊朗議會一致表決石 

油工業牧歸國有，這就是理事會當前這個控訴•的主 

題。

一五三 . 伊朗代表續稱，安全理事會無權受理 

此案。伊助的石油資源是伊朗人民的財産。伊助的 

立法機閲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已經一政祀石油 

的開採牧爲國營的原則IT爲法律，在 ®月三十日並 

且制訂了實施法，其中定有公允《償的規定。伊朗 

在這種内政上面行使主權，任何外國或國際《體郎 

不能加以干涉這是國際法的旣定原則。按照憲章第 

一條第二項及第二條第七項 ， 國際法上的這一原則 

就是聯合國的法律。

一五 0 . 無論其爲條約也好，契約或其他文書 

也好，伊朗從未與別的國家簽訂削弱這種權利的任 

何協定。英聯王國竟然利用一九三三年的"殖民剝 

削 "特許權，非 法 奪 這 鍵 權 利 。伊助政府與前公司 

之間的私人協定並未絵與英聯王國政府任何權利 。

一五五 . 伊朗政府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九日給秘 

書長的節略中曾 •經說明國 i祭法院何以無權管轄，其 

所發命分何以沒有效力，而且越出了一九五 0 年十 

月二日伊朗承認該法院強制營轄的聲明書的條件 】 

該節略中並旦能明撤脚這個聲明#。

一五六 . 除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紫安全理事會的 

管轄權定有限制外，理事會不能做英聯王國所要求 

的事情，不能依據憲章第九十 r a條強制執行該法院 

依據規約的第 r a十一條所指示的臨時辦法，因爲法 

院規約規定有拘束力者僅以第五十九條所提到的終 

局判決爲限。



一 五 七 . 至詣因爲國際和平與安全遇有威脅或 

潜在的威脅，所以理事會必須有權管轄之說，伊躬 

代表倒想知 I 道伊朗究竟加何威脅世界和平。伊朗的 

預算約合美金二萬五千萬元，而且沒有作戰的潛力。 

要說和平受到危害的話，那就是英聯王國爲胆止伊 

朗對其天然資源行使主權而誇耀的軍力。如果這些 

策略冗如公開聲明的已經放棄，那末國隙和平及安 

全就不會再有什麼咸脅了。

一 五 八 . 伊朗代表溯述英聯王國對伊朗所採取 

的帝國主義政策，他說英聯王國之非法干涉伊朗内 

政替用鍵鍵方武。挑撥離間，鼓 動 « 惑 罷 工  

並且在伊朗附近陳兵威嚇《 — 九二一‘年由於英國的 

縱容發生武裝政變，結果產生了獨裁政權，在英國 

卵翼之下，維待二十年之久。也正因爲有此獨裁政 

權 ，才會以一九三三年的欺詐協定替代了前時給予 

D，A rc y的原定一九六一年到斯的特許權，把特許權 

展至一九九三年滿期，而旦在財政方面邀有許多顯 

然不利的地方，該公司各項設備之移交伊朗也延至 

一九九三年。

一 五 九 . 他能一九三三年協定基若干可能是有 

利 的 條 敦 ，該公司並未» 行 ，因爲所有分支公司及 

聯營公司的利潤原應纖納油礦使用費百分之二十， 

全部沒有纖納；而旦阻 i t 伊朗政府査帳及核對石油 

的輸出數量；促進伊朗技術發展道一原則遲未實 

行 ，所 *外籍職員的人數反而從一九三三年的一千 

八百人增至一九四八年的四千二百人；各項情報，尤 

其關於按照極低價格賣絵英H 海軍部的石油數量的 

情報，原應隨時負責提供，也從未實行；閲於伊朗 

勞工在衞生及住所方面的福利也沒有如諾辦理，百 

分之八十的勞工竟沒有住處。

一六 0 . 據伊朗代表說，英聯王國的政洽干涉 

與經濟壓迫政策說明了伊朗對於該公司開採石油所 

得 牧 豊 及 伊 朗 人 民 所 霞 利 益 之 f e 日益憶慨的原 

因。一九四K 年的法律禁止今後絵與開採石油的特 

許權。但是羣衆不满的情緒繼續高漲，迭次示威，要 

求收糊伊朗對其資源所有的權利。一九四九年的所 

謂補充協定就在道種情況下進行秘嚴談判，但是在 

譲會襄已被否決，因爲舆論界堅決反對。

一六一 . 伊朗政麻在一九五一年通過石油工業 

收歸國有的法律之後，答應了前公司舉行談判的要 

求。可是該公司的提案不特與石油國營的法律抵觸， 

而且會使前公司改頭換面捲土董來，談判因而破裂。 

英聯王國曾經同意以Mr. H a rr im a n的公式;作爲談 

判的新基礎。依據此項公式，如果英聯王國政府代 

表前英伊石油公司正式承認收歸國有的原則一一就

是凡探測及開採石油的一•切活動槪歸伊朗政府掌握 

—— 伊朗政府願就實施石油國有法的方式中有 11英 

聯王國利盜之處 ,與英聯王國政府代表進行談判 0英 

聯王國代表M 當時提出八點方案，其中除其他事項 

外 , 規定給與前公司補償金;爲前公司成立一個購油 

組織簡直給它採購石油的獨佔權；所得利潤歸伊朗 

國營石池公司與這個購油粗織各半均分；並且爲伊 

朗國營石油公司成立一個營業機構，除英籍職員外， 

置伊朗代表一人。這些提案都被担絕了，因爲都與 

石油 ® 有法® 觸 ，而且3É未遵照核定公武辦理 。

一六二 . 伊朗代表說，在談判過程中，該國政 

府，提出合理的積極提案，主張給與前公司補償金， 

並旦比照英聯王國歷年所購石油數量，按國際市價 

售油絵該國。可是道 Î®和協態度並無成效而反而  

招致了油產中题及伊助經濟困難愈趨惡 :化的惡果。 

因此伊朗政府只得正武通知當時留居亞巴丹而不擬 

接受伊朗H 營石油公司聘任的英籍技術人員在一层 

期內準備離境。不過闇於上述兩點，只要英聯王國 

表示眞願求其解決，伊朗自願隨時重開談判。

一六三 . 伊朗代表在第五六一次 會 譲 （十月十 

六日 ）繼續其初次的陳述，他說英聯王國的訂正決 

譲草案 (S /2 3 5 8 /R e v .l)並無較原草案稍佳之處，安 

全理事會是無權受理這一控訳的。該決譲草案仍舊 

要求理事會對於因爲石油工業設備的爭端而致和平 

感受威脅一事表示關注，其實道® 爭端並不存在，伊 

朗與英聯王國間的唯一爭端在於英聯王國企圖干涉 

伊朗的內政。關於石油工業設備唯一需要解決的問 

題就是給付前公司辅償金的數額問題。該公司與伊 

朗所以尙未解決道一問題是因爲該公司的大股束英 

聯王國政府堅持原來的主張，認爲伊朗無權把石油 

工業牧歸國有。一九五一年七月的談判證明公開承 

認收歸國有的原則紙是一鍵形式。伊朗也正如英聯 

王國政府一樣亟盼在法治的基礎上求其解決，但是 

該國政府繼續依仗使用經濟壓力的辦法。在這個訂 

正決譲草案之內，伊助找不到眞願站在平等立場、遵 

照法律原则來與伊朗m 判的任何跡象 9
一六四 . 英聯王國代表答稱，11於理事會的營 

轄權問題，國際法非特規定了外人財產所能依法徵 

牧的情形，而且遺规定了徵牧時所應有的條件。因 

此 ，若說一個國家有將外人財產牧歸國有的一般權 

利而以此爲藉口，那便是混滑爭點了。道種權刺並 

不是英聯王國所爭譲的。況且英聯王國的控訳 ， 其 

中一部分就是伊朗破壊了兩國之間的若干條約，IP 
此一端已足使這一爭端不屬於國内營轄事件的範 

圍。所謂一國政府在其境内所作涉及私人公司的任



何事項當然都是國内營轄事項之說遺有荒® 之 處 ， 

因爲假使如此國摩法上開於外億待遇的公認原ÆJ都 

將毫無作用了。

一六五 . 英聯王國代表講到伊朗代表對該公司 

所提出的責難，他舉出事實證明其中有些出於桓造 , 
有些言過其實。他着重指出伊朗從該公司所得牧翁 

對該國經濟的董要性，他把伊朗在一九四九年從該 

公司牧到的二千九百六十萬镑與分配絵股東的七百 

一十萬鏡作一比較。他指出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 ra 
八年營業大事擴充的時期中，伊朗員工從一萬四千 

人增加到七萬人而外籍員工僅自一千八百人增至四 

千二百人，而且在該公司支薪的高級職員九千一 

人中，百分之六十是伊朗人。

一六六 . 英聯王國代表說該公司干涉伊朗內政 

這件驚人的指控是無稽的。牧歸國有之能輕易實行 

就足以證明該公司只顧經營其企業，在外界並無任 

何權勢。

一六七 . 他續稱伊朗政府籠籠統統地說波斯人 

民之窮困是由於英伊石油公司的所作所爲。這就明 

明不是事實。伊朗政府自己不能開發的伊朗石油，該 

公司憑其能力、目光及優良的經營，伊朗石油才能開 

發成功。伊朗不能一面要外籍專家及外資的協助，而 

一面又要堅持無可接受的條件，或者耍破壤契約或 

不顧國際法而行動。他說，至於所謂搜刮利潤，該公 

司所提出的條件在中東石油業中向來最爲優惠，並 

且早已表示願意把契約中的條件改得合乎時宜。

C . 一■般討論

一六八 . 印度及南斯拉夫代表在第五六一次會 

議 (十月十六日）對英聯王國的訂正決議草案聯合提 

出修正案 ( S /2379) , 主張删除下列各節：（一)前文 

的最後兩段；（二）正文第一段中 "除非雙方能"及  

"訂定彼此同意之辦法,否則應依照國隙法院所指示 

之臨時辦法之原则 " 及第二段中 "權利、要求或"等 

字句。

一六九 . 印度代表聲明道些修 iE案的目的是想 

提供一個能保障當事國的合法地位，並確能使雙方 

在良好的氛圍中恢復談判的辦法，同時對理事會的 

營轄問題不加® 斷 。

一七0 . 南斯拉夫仍奮以爲像一國資源之收歸 

國有這種♦情本質上全屬各該國國內營轄的事項， 

安全理事會無權處理。不過如果理事會覺得對於憶 

助當事雙方自行解決確能有所貫獻，該代表團認爲 

英聯王國訂正決譲草案的辦法某本上是健全的。

b — . 中國代表另外建議一些修正，他詣:爲 

了避免把這個爭端不正確地指爲威脅國際和平與安 

全之維持起見，他主張把提及H 摩法院各節一律删 

餘並且把安全理事會之 "促請 "重開談判改爲 "勸 睛 ’ 
俾使該決議案對於營轄問題不加膽劇而厥勸請友好 

國家® 開談判。

一七二 . 英聯王國代表認爲中國代表的建譲簡 

直把這個決譲草案削至空無一物。所以該代表M 堅 

決反對。

一七三 . 蘇維埃班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反對 

英聯王國的決譲草案及所有修正案。他說它們的目 

的都是相同的，就是要強追伊助進行譲判而旦把這 

個專屬伊助國內誉轄的問題變成國際討論的題目 

達反了憲章第二條第七項。

一 b 四 . 英聯王國代表在第五六二次會譲（十 

月十七日）聲明該代表M 勉強接受印度及南斯&夫 

南 國 代 表 合 提 出 的 修 正 案 。因此他就提出第二 

次訂正決譲草案 (S /2358 /R ev .2)。
一七五 . 厄瓜多代表說，安全理事會此次處理 

一國政府與外商公司之間的問題還是破題兒第一 

遭 ,所以理事會的最後決定就會構成一個重要先例。 

美洲各國間的協定有若干规定形成了國際法中的一 

條準則，他的意見就是以此爲根據。爭端之是否屬 

於國內或國際營轄問題要由國際法院來確定。終局 

判決宣吿以後，遇情形有必要時，就得適用憲章第 

九十四條第二項。這項规定對於不遵行臨時辦法的 

案件是否適用大有爭執，但是理事會儘可就這一問 

題與該法院諮商。

一七六 . 如果該法院確定該案屬於 H 內營轄， 

無權受理，安全理事會就不應達背聯合國司法機關 

的意見而干涉這稀法律問題。所以理事會現在來確 

定其本身的管轄是不足取的。

一七七 . 伊朗把石油工業牧歸國有是 t 國內的 

事情，如果受其影響的合法将利都絵與公允的辅  

償 ，在法律上就無 « 可擊，而且不足據爲向安全理 

事會提出聲訳的理由。況且兩國都不像會以武力攻 

黎對方，所以這個爭端對於維持和平並無威脅。

一七八 . 就一般而論，原吿在訳宽之前，必須 

儘量利用國內管轄事件所能適用的糖種補救辦法。 

從討論中所提起的积 i:稀事實看來 ,情形並非如此,原 

吿所稱損害都是伊助一般性的☆法措施所造成。況 

且伊朗之並未担付辅償金似乎也很明顯。

一七九 . 該代表 [«在 Î力論之中並未聽到伊朗政 

麻有違反它與英聯王國所訂條約的舉動。僅僅行使



所謂外交保譲權能否把一個國家與一個外商公司的 

爭端變成憲章第六章所稱的國隙爭端是有問題的。

一八0 , 如果對於和平並無危臉，理事會就無 

權依據第三十六條提出建譲。況且一國之沒有遵守 

國瞭法院所指 1̂̂ 的臨時辦法是否就能使安全理事會 

有權依據第九十四條提出建譲也是大有爭論之餘地 

的。

一八一 . 英聯王國的決譲草案縱然已經修正， 

厄瓜多代表團遺是不能投襄贊成。因爲如果理事會 

對於其有無權力處现此事的問題不作表示, 而僅僅 

蓮用其道義力量的話，此事似乎就更能由當事雙:方 

自行解決，所以他提出下列決譲草案 ( S /2380 ) :
"盡於英聯國政府關於伊助境内石油工業

設備所提出之耍求，該政府及伊朗政麻所作之

陳通，爭端之背景及其有關之事實，

"襄於國際法院對於此項爭端是否完全屬

於伊朗國內管轄之問題行將發表意見，

"安全理事會

"對其本身是否有權處理此事之問題不作

決定，

"芬勸請當事雙方儘速重開談判，本聯合

國憲章之宗旨與原則，重行努力解決其爭譲。"
一八二  .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在第五六三次會譲 

(十月十七日）聲稱理事會之有權受理此案絕無疑 

問，因爲英聯王H 與併朗之間顯有爭端，其繼績存 

在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

一八三 . 他廣引伊朗代表所作陳述，指稱紙看 

伊朗經理自已承認這個爭端的危臉性，理事會就無 

須再耍別的證據。理事會顧然負有儘其所能去促成 

和平解決的責任。他本國政府贊成已經修 JE的決譲 

草案 (S /2358 /R ev.2)。
一八四 . 法蘭西代表也贊助這個已經修 JE的決 

譲草案，露爲該草案顯示出英聯王國方面的和協態 

度。他希望談判會達成紘譲，非特增進伊朗的福利 

而旦能使這一  IE大企業的英方合夥人感覺満意。

一八 S . 伊前代表在最後陳述中聲明一九三三 

年的協定出於武力，迫與欺詐，自始就沒有效力。該 

公司一向繼續使用從前用來驅取所謂契約的方法， 

在該公司鼎盛期內，連伊助政府也得向其偷敦總公 

司請示。

一八六 . 在繼續剝削了幾達五十年以後，英聯 

王國代表方才承認這一事業應該合營。當初可能接 

受的條件現在已無可能，因爲伊朗所付出的代價，已 

起出現擬分給伊朗的股汾的許多倍了。

一八七 . 他在批評英聯王國代表所引證的事實 

時 ，提出下列資料證明：（一 ）公司之所得及英聯王 

國政府之牧益與伊朗政府之牧入相差懸殊，該公司 

一九五 0 年度之利潤，除去交與伊朗之一千六百萬 

镑外，所餘數額尙多於週去五十年來所纖油礦使用 

費之總數，據說此數總爲一億一千四百萬镑；（二） 

石油業工人待遇菲薄；（三 ）該公司盡力把一切專門 

知識與技巧祐而不宣，以獨享其利；（四）與產油的 

挪國比較起來，伊朗的牧入殊爲傲薄，在石油生產 

上所居地位亦屈居人下；（五 ）該公司干涉伊朗的政 

洽、商業及社會事務。

一八八 . 他續稱，伊朗之渴望談判決不亞於其 

聯王國，不過該公司却不能再在伊朗營業。無論 H  
委託方式也罷，契約也罷，伊朗決不把開採油藏的 

權利交給外國人。

一八九 . 最後伊朗代表說徵牧外人的財產紙有 

一個條件，就是補償金，除非担絕給付補償，就無 

宽屈可言。伊朗國有法中對於補償已有明確的規 

定。伊朗會提出數個淸算方案，但是都沒有得到答 

復。

一九0 . 荷蘭代表認爲因爲伊朗不遵照國際 

法院所指示的臨時辦法而形成的情勢，毫無疑義是 

理事會有權處理的。荷蘭代表團贊成第二訂正決譲 

草 案 （S /2358/R ev.2 ) 不過更贊成第一訂正決議 I草案 

(S /2 3 5 8 /R ev .l) , 因爲其中提到該法院指示臨時辦 

法一事的文句未被删削。

一九一 . 中H 代表宣稱，該代表《不能投襄贊 

成已經修正的決譲草案，不過厄瓜多的決譲案與中 

國代表《的意見最爲相近，故他將投票贊成。

一九二  . 關於誉轄權問題，他遺有若干疑問。他 

—面覺得牧歸國有一事完全屬於伊朗國巧營轄，一 

面對於所謂出於收歸國有的行爲的任何糾紛理事會 

都無權過問的極端之說，他却不能贊同。這鍵說法 

將使公認的外交保議權變成毫無用處。

一九三 . 巴西代表認爲安全理事會的任務，如 

果以勸解方式出之，要比以國際公斷機閩的地位來 

裁判複雜的法律問題更能圓満完成。該代表團歡迎 

英聯王國提出第二訂正決譲草案這一求全步驟。可 

是該代表團之贊成該草案，並非對於英伊石油公司 

一案的是非曲直有所臆斷，對於伊朗政府所採取的 

立場也沒有指摘的意思。

D. 討論展期

一九四 . 南斯拉夫代表在第五六五次會譲（十 

月十九日）指出大家幾乎一致認爲最直接有關的



兩個國家應該董蘭識判設法解決爭議，不過在理事 

會的管轄權問題上意見頗不一致。他本國政府對於 

重開談判的願望以及對於營轄權問題的懷疑都抱有 

同感。如果其他代表對於營轄權問題能夠提出十分 

肯定的答復，該國政府可以贊同由理事會向當事國 

發出呼鶴。

一九五，法蘭西代表動議展期辯論該決譲草案 

以待國際法院就其本身對本案的營轄權問題有所決 

定。

一九六. 英聯王國代表盡於理事會少數代表對 

於理事會之營轄權問題抱有懷疑，足以妨礙到訂正 

決議草案的通過, 所以同意法蘭西代表的建譲。

一九七.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聲明 

該代表W不能同意這一提譲，而且再度指陳安全理 

事會無權射論議程上的這一項目。

一九八. 中國代表指出國際法院對其本身的誉 

轄權問題的決定，不能視爲也就確定了理事會之是 

否有權受理這個問題。中國代表團贊成法蘭西的提 

案，其意思是說：第一，爲求獲得解決起見，展期 

是需要的；第二，國際法院的裁定在理事會的營轄 

權問題上足資借鍾。

一九九. 英聯王國代表宣稱，該國政府一向小 

心遵照憲章上所定解決國際爭端的荐序。可是由於

伊朗政府之完全採取消極態度，該公司之要求公斷 

以及英聯王國政府之力求以識判方法解決，都毫無 

結果。有冤無可伸蔣。安全理♦會如果不作有效措 

施 ，行將造成今後最嚴董的惡例。

二0 0 . 講到今後如何，英聯王國只耍伊朗政 

府不再堅持僅僅討論補償金及售油絵英聯王國這雨 

個問題，決不担雜談 '刺。伊朗代表所待任何不同的 

見解，在任何政府或公司在同様情況之下也都不會 

接受。他請問伊期政府旣不能有效經營其石油工 

業，旣無收入又無石油可磐，怎麼能夠付出辅償金 

及談到售油問題。他更說英國政府所提種鍵辦法沒 

有什麼地方可以認爲與完全牧歸國營這個原則，卽 

伊■朗石油工業的所有權屬於伊朗政府一原則有所®  
觸 。

決 議 ：在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九B 第五六五次會 

m , 法蘭西代表的動譲以八票對一襄 (蘇聯 )通過，棄 

權者二（英聯王國及南斯拉夫）。

二0 — . 南斯拉夫代表說明其所以棄權是因爲 

這一動議的合義 f以謂至少在某種蔣度以内，安全理 

事會的營轄權問題要看聯合國另一機關如何裁定來 

取決，這是該代表團所不能贊同的。

U - - 英伊石油有限公司一案，國際法院已於一 

九五二年六月九日在海牙開始公審。

第四章 

i 請各國加入並批淮蘭於禁用細菌武器之 

一九二五年日內瓦議定書問題

A .通過議事日程

二G 二 . 安全理事會第五七七次會譲（一九五 

二年六月十八日）臨時議事日特中列有理事會主席 

蘇聯代表所提之下列項目髓請各國加义並批准關 

於禁用細菌武器之一九二五年日內冗譲定書"。後經 

美國代表之提譲，將該項之英文案文改爲 " I I請各 

國加入並批准關於禁用細菌武器之一九二五年日内 

Æ譲定書問題"。該項目經將其英文案文單獨作此修 

正後， a 予列入戰程。

B. 討論蘇聯決議草案

二0 三 . 主席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 

表資格發言, 謂一九二五年日内冗識定書對過去二 

十五年來歷史影響之重大，應無疑問。各國根據此 

項國際協約而承擔之義務實爲約束侵略國家之一種

有效力量。此輝侵略國家曾在此時期中厘次從事侵 

略並曾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但是沒有一國敢於忽 

視日内Æ譲定書之重要。

二0 四 .蘇聯代表於追敍聯合國取歸細菌武器 

之經過時稱，大會雖會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決議案四一 (一 ）中提到一切可用於大规模毁減之武 

器均應予以禁絶一點，但此間題則因裁軍及取歸原 

子武器問題之討論而未受人注意。

二0 五 , 蘇聯代表於力陳日内Æ 譲定書對此類 

武器所作之謎責後，謂該議定書簽字各國均已盡其 

責任 ，揭力設法使其他國家參加該約。現在簽署或加 

入該議定書者，連所有大國在内，計有 III十八國,其 

中僅美國、日本、巴西、尼加拉瓜、薩爾Æ 多及鳥拉圭 

等六國尙未批准。卽從極大多數國家包括除美利堅 

合银國以外之安全理事會各常任理事國在巧，均已 

加入及批淮一點來看，可見此項協定之重要,且在國



際、政洽、法律、道德等義務方面，具有極大意義。批 

准者旣有四十二《之多，卽表示其中禁业毒氣及細 

茵戰爭之條款，已如其訂立時初意成爲H 摩法上之 

规定。

二0 六 . 日内Æ議定書禁止使用細菌武器，已 

爲人所共知，但各國政洽家及重要人物對於可否容 

許此種武器之使用一點，尙有異見。

二0 七 . 因有此種情形，復因化學及細菌武器 

之擴展生產業已危及國際和平及安全，聯合國及以 

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及採取必要措施輩固和平爲基 

本職責之主要機關安全理事會，必須採取適當措施 

以社絕此類武器之使用。目前 S 有若干 0 家 ，正在 

作細菌戰之準備，安全理事會如能促請未加入或已 

加入而未批准日内冗譲定書之各國加入或批准該 

約 ，實足以強調該約之國際意義以及由是而生之國 

際義務之® 要。

蘇聯代表隨節提出下列決譲草案（S /2663):
"安全理事會

"一 .塵於各國政治家及名徒對於細菌武 

器之是否容許使用問題，意見紛転，

"二 . 備悉世界舆論對於細菌武器之使用， 

經 B 公允地加以麓責，此見於一九二五年六月 

十七日四十二國簽署於禁 J t使用細菌武器之日 

內Æ 議定書，

"三 . '决定

"顯請所有聯合國會員國或非聯合國會員 

國國家中之尙未批准或加入禁止使用細菌武器 

之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譲定書者加入並批准 

該議定書。"
二0 八 . 美利堅合缴國代表稱，理事會對於目 

前所遇之情勢，必須審慎考慮。美國在裁軍委員會 

之代表已經認過，蘇聯代表聲言批准日內冗譲定書 

爲和平世界與裁軍計劃中一項必要之條件及因素， 

但是謎控別人使用細菌武器者同棟可以很輕易地， 

作不用細菌武器的虛偽諾言。

二0 九.美國上譲院所以未曾批准一九二五年 

譲定書之原因，不論其對歷史學者所具之意義如何， 

與目前所討論之間題則絕無開係。今日之是否批准 

自必以今日之事實爲決定。美國總統因充分明瞭愛 

好自由各國所面臨之問題，故會於一九K 七年將日 

内冗譲定書及其他十八件與日內Æ譲定書同樣陳舊 

之條約撤出上譲院譲程。

二一  0 . 從蘇聯對日巧 Æ 譲定書所提保留來  

看 ，可見蘇聯政府認爲在某鍵情形之下，使用毒氣

及細茵武器並非不可容許，而蘇聯決譲草案所稱使 

用此11武器不可容許一節 ,亦足見其爲不盡確實。根 

據各該保留，蘇聯政府露爲對於任何國家，紙須其 

指爲敵人並宣布其曾用毒氣或細菌武器後，卽能以 

此類武器予以對付。美國代表並非說上述保留之本 

身有何不妥，其他加入此譲定書之國家亦曾■作同樣 

之保留。但是蘇聯代表之指責聯合國統帥部使用細 

菌武器，卽係預佈局面，以便將來宣布現在朝鮮抵 

抗浸赂各國爲其敵人之後，自行使用此《武器。

二一一 . 眞正問® 不在交換諾言，不論其所作 

之諾言，有無保留。今日世界所闕注者，乃各國之 

能力間題 , 並欲確知彼 .有無此鍵武器及使用此稀 

武器之能力及辦法。關於此點，美代表指出蘇聯替 

承認其從事細菌戰之砰究。

二一二 . 美代表繼謂，美國對於細菌戰之態度， 

自有其旣往事實爲其最佳證據。美國從未在第二次 

世界大戰或任何其他時間用過細菌武器。美代表並 

爲聯合國統她部聲明，美國決不在朝鮮作任何膨武 

之細菌戰淨。美國人民一想到使用大規毁模減性武 

器卽有厳惡之感，對於浸略威脅，亦復如此。美國 

隨時願意依照在裁軍委員會所作提譲，根據切實保 

障辦法建立有效制度辦除大规模毁減性武器使其無 

從使用，但不願共作欺世之舉單憑紙上諾言，而任 

分各國聚積無數細菌戰武器及其他種類之武器，因 

爲彼等倘欲使用此種武器，實易如反掌，何況從事 

此種準備時又至難偵悉。

二一三 . 蘇聯代表已承認此一間題與管制軍備 

及取歸大規模毁減性武器之間題有關。可見裁軍委 

員會應爲討論本案唯一適當之機觸，故美國代表建 

議將蘇聯決譲草案發交裁軍委員會審譲。

二一四 . 主席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 

表地位發言，謂蘇聯代表K 早已正式聲明此項提案 

與朝鮮事件並無關係。蘇聯所關心者，僅爲關於加 

入及批准日内冗譲定書之厳 JE問題，與美國浸略者 

在朝鮮之作爲無關。但是美國代表企■以與本議程 

毫無關係之♦件分散理事會之注意力，並欲以不能 

自圓其說之理由，掩條其政府未贫加入H 内Æ 譲定 

書之過失，對於其政府所以經二十二年之久而猶未 

加入一點，則又隻字不提。美國代表舉出蘇聯律對 

該譲定書提有保留一事，實在不 fÊ一騒，蓋任何國 

家，均有作此保留之權利，批准該譲定書而同時提 

此保留者，原不僅蘇聯一國，四十二國中約有二十 

國均是如此，卽英國亦在其列。該譲定書雖受美國 

政府之反對，現已成爲一意義董大的國摩規律，美



定書各國之一種侮辱。

二一五 . 美國政府並未如其代表所說，提出取 

歸細菌武器之實際建議。美國代表所提之建議旨在 

胆撞細菌武器之取縮，俾細菌戰爭之準備工作得以 

順利進行。

二一六 . 至於美國代表所舉第三點關於保證之 

理 由 ，蘇聯代表認爲國際聯合會特別委員會經多年 

之工作斷定置視細菌戰準備，必有疏漏之處，故亦 

決無實效。最近美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細約分會特別 

強調細菌武器無法管制監視，故其取縮及對使用者 

之集體制裁乃爲亜要之圖。由此可見美國代表團及 

其政府提出所謂保證一說，，欲藉封論保證問題爲 

名 ，以掩飾其不肯批准日內冗議定書之事實。安全 

理事會決不應置日内Æ 譲定書於不顧。通過蘇聯決 

議淳案實爲擎固國瞭和平與安全之一項，際步驟無 

疑。主張將本案發交裁軍委員會計論之建譲，亦無 

理由，因美國在該委員會之代表曾經反對討論確定 

取歸細菌武器及制裁使用者辦法等問題。現在蘇聯 

代表提請理♦會颜請各國加入並批准日內Æ 譲定書 

時 ，美國代表竟又主張將本案發交該國代表團早已 

在該處加以反對之裁軍委員會審譲。

二一七 . 第五七八次會議 (六月二十日），希腦 

代表稱，蘇聯提案應據其歴史背景來看，方能窺得 

眞相。該代表身爲無保留批准譲定書國家之代表，本 

可建議以厳定書提倡人自任者，率先將其使該約意 

義大爲減損之保留予以取清。可是提案人在提出此 

項呼 i l 以前之宣傅以及其用心之顯然，適足以證實 

該譲定書確已成爲不適於後來情況之過時條約。

二一八 . 該代表提及蘇聯代表曾在裁軍委員會 

對細菌戰爭一再指摘。蘇《H t表雖經過去在裁軍委 

員會聲明該委 i 會爲唯一有權解決細菌戰爭問題之 

機關，而在其目前之提議中，却又要一純粹的政治 

機關來審森一完全爲技術上的問題，豈非其決意不 

要由適當的機關處理其應行處理之事項。

二一九 . 荷蘭代表謂，裁軍委員會乃計論細菌 

戦問題之適當機關，因大會管責成該委員會擬具建 

譲，廢除能用於大規模毀減之重要武器，而且大會對 

於大規模毁減性之武器，尙不僅如蘇聯代表之但欲 

予以禁止而已。

二二0 . 巴西代表對於蘇聯提案之提出安全理 

事會殊爲不解，因憲章中並無一處可令該案交由安 

全 Ï3Î事會處理。理事會旣無其他理由，何以又領審 

譲似乎並不妨礙國際和平及安全之維持之問題而S  
購各國批淮一個二十五年前簽訂的國際公約。在第

二次世界大戰中，侵略者僅因恐懼報後而未敢使用 

毒氣及細菌武器。日內Æ Ü 定書並未不許此種武器 

之聚積，各國旣可保有，則自亦隨時有爲浸略者使 

用之可能。故吾人現在之所當努力者應求一更爲周 

到之辦法消餘一切大规模毁減之工具。目前國際道 

德 ，日見低落，譲定書所能提供之保障，業已成爲 

虛文，蘇聯代表所提之辦法 ,僅足清亂聽聞而已。

二二一 . 土耳其代表稱，士耳其爲無條件批准 

日內Æ 譲定書之國家， 自始至終信守 IT立該議定書 

時之精神，對於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一日大會決譲案 

五0 二 (六 ）完全擁譲，過去會經一再強調H 際間必 

須互相合作對一切軍備作有計劃與有效率之裁減。 

專門注意僅及裁軍委員會所營各鍵間題中一項問題 

之譲定書，並無好處而旦理事會不應忽略蘇聯提案 

係於該國對聯合國在朝鮮的軍赋從事有計割的造謠 

中傷時提出的。

二二二 . 英聯王國代表認爲蘇聯提案僅爲蘇聯 

憑空指責細菌戰的盤個計劃中的一項舉動。蘇聯代 

表過分誇張該譲定書對二十五年來情況之影響。英 

聯王 H 代表於此舉一九®  二年三月 JiB吉爾先生與斯 

大林總理之柱來函件爲證。當時邱吉爾先生骨向斯 

大林總理保霞，英國對於敵國對蘇使用毒氣，將視 

同英國身受。當時斯大林總理雖明知英國之握有大 

量毒氣炸彈，乃戰前曆年研究之結果，但亦並未表 

示此爲一 ffi罪惡 。毫無疑間，該譲定》以及其他類 

似之宣言，如無任何切實之營制辦法予以支持，其 

價値之如何，胥視參加各國政府之是否信守。侵略 

者旣已達犯憲章中不作浸略之主要義務，如其認•爲 

有利自亦不會不違犯其所承諾之其他義務。

二二三 . 至於蘇聯代表所稱國際聯合會特別委 

員會認爲監視細菌戰準備，乃一不能完全做到之工 

作一點，英國代表稱，蘇聯曾於一九二八年提出補 

充議定書一件，主張摧毁一切化學戰與細菌戰之方 

法及器械，並經由工會纽織，確立永久管制。今日 

蘇聯政府所取之失收主義者態度與其當日看法，殊 

不傳合。

二 二 英 國 政 府 本已簽署並批准日內Æ 譲定 

書，不特願予嚴格遵守，旦欲盡其所能予以改進■—  
例 如 ，在裁軍委員會中擬 IT營制細菌戰之計劃。

二二五 . 英聯王國與該譲定書所提之保留，與 

蘇聯所提者相似。如果取歸毒氣及細菌武器僅須各 

國政府提供保證，則此項保留，顯屬合理。但其結 

果 ，任何政府只須指摘敵入業已使用此項武器，卽 

能解脫該譲定書所加之限制。從指摘聯合國軍隊在 

朝鮮從事細菌戰爭一事來看，卽知此事是如何可以



輕而易舉，不負實任。故菩人所眞 JE需要者，乃一 

和?可以肪止侵略的通盤裁軍許劃，而蘇聯之應該以 

求取結果之誠意來遂加裁軍委員會工作，尤爲當務 

之 急 。

一  — _!■>

— ，‘ — » / 、 ， 舉世察察，自不致爲蘇聯之計謀所欺 

蒙。一國政府如能教蘇聯近月之所爲，毫無事實根 

據 ，對別國横加謎實,亦必能對其過去所訂之紙上條 

約 ，一槪廢棄。蘇聯政府應該以行動來表示誠意:不 

偏譲侵略,停止仇恨宣傅，同意作合理的政洽解決， 

容許世界安定 ,使能在納粹淮却之後，休養生息。

二二七 . 旋主席又以蘇聯代表地位發言，謂英 

國過去曾在國摩聯合會反對蘇聯改進日内Æ 譲定書 

之提譲。但就方鍵英國代表對於各該提譲之注意来 

看 ，貝IJ似乎英國對於各該提議之態度已經改變。

二二八 . 第五七九次會譲 (六月二十日），申國 

代表重电中國代表M贊成缝止細菌戰爭之立場。他 

願見一切足以引成細菌戰爭之可能，完全杜絕。唯 

以此事明明屬於裁軍委員會的任務之內，而蘇聯代 

表却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殊屬不解。過去各國在裁 

軍委員會中，並未反對討論此案。該項問題並不簡 

單 ，決不是一九二五年日內Æ 譲定書所能解決，故 

中國代表M曾睛裁軍委員會另謀更爲有力之新辦 

法。 日內冗議定書全靠訂約各國誠意遵守，但不幸 

此糊誠意，在目前世界並不存在。該項條約本身原 

有缺陷，而訂約國家又各提保留以自維議，致使其 

效力更爲薄弱。細察各國對譲定書所提之保留，理 

事會決不會不明白此稀保留對故意慎造事證，指摘 

聯合國統帥部在朝鮮從事細菌戰爭一事之實際意 

義。當今之世，戰爭乃一國家集團對另一國家集圓 

間之銜突。如一方面有一個國家爲對方之一個國家 

懷疑其從 ♦細菌戰爭，則塵個一九二五年譲定書便 

成廢紙。

二二九 . 美利堅合康國代表稱，蘇聯颜請各國 

批准一個二十七年前簽訂之譲定書，若就其所持理 

由之表面言之，僅表示菩人亜須在裁軍委員會譲定 

計劃對一切大量毁減性之武器，包括細菌武器在内 

作有效之管制。蘇聯代表尙未放棄或取消其誠毁美 

國之誦言蓮動，而目前則又欲將關於日内冗譲定書 

之提案與此蓮動別爲二事。豈非以提出此鍵控吿之 

後 ，必將招政調査，故有此舉？

二三0 . 美國代表繼稱，美國政府認爲有效營 

制並非不可策劃，在裁軍委員會現有提案所建譲之 

比 較 公 開 的 世 界 中 ，各國準備細菌戰爭，亦非不 

可偵悉。美國政府一向主張廢除細菌武器須與槪括

協調之裁軍方案同時壽劃。蘇聯代表所謂取線細菌 

武器問題已在裁軍委員會中道受反對之認，並無根 

據 ，因委員會反對蘇聯所提工作計劃中關於此項間 

題之一段，而贊成一更爲妥善之辦法，事實上該項 

辦法並亦包括細菌戰之禁 i t 在内。. 蘇聯代表聲言裁 

軍及禁用原子武器之討論分散各國對禁用細菌武器 

注意，並引述秘書長政大會第三屆會之報吿書，但 

在一九四八年蘇聯報紙贫對此同一報告書加以攻擊 

謂其分散各國對原子能問題之注意。

二三一 . 美國代表說明美國對於對日内冗議定 

書表示保留之 '國家，並無責備。彼所欲言者 ,卽 此  

鍵保留，就一個慣施諧驢的國家來説，便成一糊欺 

詐。中國及北朝鮮之共產黨，在蘇聯策劃之下，指 

摘美國在朝鮮發動細菌戦爭，以完全担造的誰言，欺 

驅世界，由是卽使其本身爲日內 Æ 譲定書之簽約 

國，也可以公然宣稱有權與聯合國在朝鮮的軍朦從 

事細菌戰爭。此點蘇聯代表避而不言，實爲日内Æ 
議定書無濟於事之一 Î®表現。該項公約與目前蘇聯 

Æ 在大事宣傅之醜惡現實，不可或分。美國代表認 

爲理事會必領注意蘇聯之指控，以肪其繼續中傷各 

國邦交而埋沒聯合國在朝鮮抗拒侵略之重大意義。

二三二 . 主席以蘇聯代表之地位發言，不承認 

蘇聯代表團目的在求取宣傳效果之說。他聲明其所 

以提出該一項目之目的，乃爲增進國際和平及安全， 

使日內瓦譲定書之條款，推廣各國，使尙未加入或 

批准該譲定書之嵐家加A 或批准該譲定書並接受其 

所规定的政治、法律及道德上之義務。

二三三 . 又批准該約各國之代表，均無發言反 

對之事，亦卽各該國對美國代表嵐立場 , 均不支待， 

彼等均謂將繼續尊董該 約 ，但未能作進一步之行  

動，宣稱該譲定書使其有盡力勸靖各國加入之責任。 

美國政府指該項公豹爲過時，實爲對灌個國際法之 

一鍵懷疑。美國想以今昔異時一點來解释其所以不 

批准譲定書的企圖是經不起分析的。一九二六年美 

國上譲院所以不能批准該約之三項基本理由，至今 

仍然未變。第一，化學武器生產成本較低，用以進 

行戰爭，較爲有效。第二，美國不信任其他國家及 

民族，所以不肯批准，此亦卽美國所以準備用大規 

模毀減性武器對付各國之原因。第三項原因，则因 

受美國退伍軍人會及其他軍人《體以及化學工業各 

大公司之反對，蓋各該公司深恐該約之一經批准足 

以影響其營業及戰時利潤。此卽美國所以前未批准 

該約，不願意現在批准，不肯支待請安全理事會顯 

請各國加入或批准該約建譲之三項原因。



二三四 . 蘇聯代表敍稱：蘇聯不特立剑批准該 

約 ，且嘗立剑採取步驟予以改進。國際聯合會曾通 

過一項蘇聯提案，邀請各國政府加入並批准該議定 

書 ，唯該項 '决定，竟未爲美國所理會。至一九三二 

年 ，蘇聯建議再度發出鎌請，後因受英國所鎮導之 

集 I« 反對，而朱獲通過。

二三五 . 美國代表想證明其政府曾向聯合國提 

出若于關於禁用細菌武器之提譲，但渠從朱指出一 

項文件，亦末作具體之說明，蓋事實上並未有過此 

類提購。

二三六 . 出席裁軍委員會的美國代表所發表關 

於希望在久遠之將來禁絕原子武器及其他大规模賤 

減性武器之言論，不能視爲關於禁用細菌武器之具 

體建譲。毫無疑問，最重要的，當仍爲一全面的裁 

軍計劃，禁用細菌武器問題原不過其中之一部分而 

已。蘇聯自聯合國成立以來，業已極盡努力，以擬 

訂此項計劃，但爲舉世所共知之原因，未能瘦得協 

譲。至此，蘇聯代表質問理事會何以對此一普遍認 

爲有效有用之現行國際墙定，置之不顧，而不在訂 

立更爲有效的協定之前，先予支持。安全理事 l i 請 

各國加入日內Æ 譲定書，非推毫不妨礙裁軍委員會 

之繼續工作，而且反可到該委員會之工作，有所懸 

助。唯有準備作新侵赂行動及使用細菌武器及其他 

大规模毁減性武器之國家方能作日内Æ l i定書業已 

過時之宣傅。此項宣傅不特與全體人類爲敵，旦與 

國際法之某本標準，亦復衝突。.
二三七 . 對於英國代表所舉邱吉爾先生與蘇聯 

政府間來往文電一事，蘇聯代表稱，邱吉爾警吿希 

特勒及其納粹黨徒，如對蘇聯人民使用化學武器，則 

英國亦將派遣飛機去德國投擲手邊現成的大量毒氣 

弾云云 ， 乃係根據英聯王國與蘇聯政府簽 t r 日內Æ 
譲定書時所提之保留而發者。 但此決非謂英國及蘇 

聯政府已無須遵守該議定書所生之義務。英國政府 

旣已批准該譲定書，則邱吉爾先生因英國政府之  

受譲定書條款拘束，卽不可能投擲此類炸彈。如無 

此約，蘇聯代表不敢肯定邱吉爾先生在科芬德里 

(C o v en try )被炸之後，不決定對德投擲毒氣彈。但 

因日内Æ 譲定書所生之義務，使英國政府不得不加 

以遵守而改援簽約時所提之合法保留，警吿希特勒 

勿用化學武餘。

二三八 . 此卽日內冗諷定書之功效。英國代表 

所舉事例，適足證明由纖定書所生義務在政洽、法 

律及道 f e 方面之偉大力量。 邱吉爾先生所以未在戰 

爭激烈之際，甚至在科芬德里被炸之後，使用其手

邊現成之大量毒氣彈，卽足證明日内Æ 議定書確有 

防患未然之功，胆 i t 當時發生細菌戰爭，使敷百离 

生命得以保全。美國權要之所以懼於該議定書规定 

各國所負義務之鹿大力量，不得不計免批准者，亦 

卽爲此。現在反對蘇聯提案者，似乎共存點契 ,要在 

f f iih該案之通過，一如美國银紙所發表者然。若果 

如此，則其中業已批准日内冗譲定書之各W , 實已 

公然破壊該約，因各該國有鼓勵其他國家參加該約 

之神聖職責。

二三九 . 過去許多以具正禁Jh原子武器及其他 

大規模毀減性武器、裁減軍備軍赚爲目的之蘇聯提 

案，均被埋沒於裁軍委員會及其前身各委員會内,蘇 

聯代表《對於美國此次又欲將蘇聯決議草案埋沒在 

該委員會之提譲，激烈抗譲反對。

二四0 . 安全理事會對於直接危害全體人類之 

細譜武器，有必須採取措施、肪止使用之實任。使 

用細菌武器乃爲國際法上之一f®罪行，故任何國家 

反對蘇聯提案卽屬逢反全體人類之利益。

二四一 . 智利代表認爲遍聯代表M業已表明其 

所提提案，並非根據憲章第三十四或三十五條而提 

出者。故此問題必須根據憲章第二十六條而提出 

者。憲章第二十六條責成安全理事會負責擬具建立 

軍備營制制度之方案。蘇聯提案顯屬此糊一般性質， 

故最合理之處置，莫過於將其發交JE在壽劃擬訂裁 

減軍備及禁 i t 若于武器通盤計割之裁軍委員會。蘇 

聯代表前替在栽軍委員會內主張討論中之計劃應對 

該問題之各方面都有規定，而今H則又要求作個別 

之研究及通過一項辦法專禁某種武器，前後主張殊 

矢一致。

二H 二.智利在原則上並不反對此時董申其對 

日內Æ纖定書之擁議，蓋就智利而言，此約是有效 

的。智利並希望有儘多國家簽訂並批准該識定書。但 

是若使世界相信批准議定書郎能避免細菌戰爭，别 

實爲一鍵極端危臉之錯誤。

二四三 . 智利代表繼謂，卽使其存心忠摩，仍 

不能相信蘇聯代表所言，卽本案與蘇聯爲首堪惠全 

世界人民祖信聯合H 在朝鮮保衞集體安全軍陳此用 

細菌武器之欺世運動，毫無關係。該提案想使理事 

會中已經簽訂此項譲定書之國家陷於雨難，理事會 

絕不可中此能計。智利代表M對於蘇聯题控使用細 

菌武器蓮動的規模之大，深表驚異，堅信該案乃此 

項運動的一部分。

二四® . 第五八一次會譲（六月二十五日）法H 
代表稱，法國政府業已簽署並批准該議定》而曾作 

與其他各國類似之保留。但此種保留毫不影響法國



政府恪遵議定書條敦之特度及誠意。法國並未將譲 

定書視爲過時旦認爲其仍有完全之法律價値與道德 

力量。此項議定書，雖應併入一營制並取消大规模 

毁械性武器之廣泛制度中, 但在求得此項圓滿結果 

以前，似仍不失爲一項主要的國際條約，若予尊重， 

卽能除去戰爭的較爲S?蠻部分。其條款對於簽約各 

國所具之約束，一如柱昔，據法國代表所知，卽未簽 

署或末批准之國家亦未嘗反對該約之原則或懷疑其 

道& 價値。由此觀之，理事會應無不衷誠贊助蘇聯 

決議草案之理。

二® 五 . 法國代表繼謂，但安全理事會在採取 

行動之際，對於本案之背景，不能不問， ip蘇聯提 

案亦不能與其附帶情況分開論列。所謂附帶情況云 

者 ，卽被邀加入或批准該約之國家；* 劍便會在無從 

自辯及解釋其行動之情形下受到毀約的無 .禮指摘。 

對聯合國統帥部作此惡意指實者 « 棄 最爲世界所尊 

重之公認法律程序，担絕由一公正委員會進行調査， 

而反揚言僅能服從其自派裁制所作之決定。此卽蘇 

聯代表聲稱其所提提案與其政府所策動之宣傅蓮

耍而有待一部分簽約國家予以批准者，爲數猶多。此 

項計謀用心明顧，理事會當不致受其欺惑。

二四六 . 現在唯一有權討論蘇聯決譲草案之機 

構應爲裁軍委員會。法國代表業在裁軍委員會中明 

白表示，法國政府主張將細菌武器置於應行禁止之 

戰爭方式之列。

二四七 . 第 五 八 二 次 會 譲 月 二 十 五 日 ）巴某 

斯坦代表發言謂，巴基斯坦代表M 與於蘇聯代表團 

何以必揮此時將本案提出討論，殊不了解。巴基斯

代表雖能毫不猶疑，相信蘇聯代表M 之提出本案 

乃出於至仁至善之目的，但終不易將本案與世界大 

局完全分開。巴基斯坦代表雖不了解美國不批准該 

約之確實理由，但亦絕不相信其有何惡意。蘇聯提 

案之提出實屬非時。

二四八 . 巴某斯坦代表於分析該譲定書之 

下一結論，認爲其並非禁絕 Iff菌或毒氣戰爭之一項 

協定，而僅爲營制報復行爲之一稀規定。該代表對 

於譲定書對今日世界之作用表示懷疑，並謂義大利 

及阿比西尼亞均爲毫無保留加入該約之國家，但此 

譲定書並未制止義國對阿比西尼亞人民施以殘酷手 

段。卽舉世各國皆簽該約，吾人亦豈能保證世界情 

勢必能勝於過去之義阿關係？ 就世界大部分人而言 

是無濟於事的。

二四九 . 世界上較小之國家，既無力發動戰爭 

亦無力制 i t i ? 爭 ，自渴望能得更大之保證。彼等堅

持聯合國須傲到能夠提供足以消除憂盧緩和局勢的 

保證。現世界人民均對裁重委員會存有期望，故 EL 
基斯坦代表認爲應將蘇聯提案發交裁舉委員會審 

譲 ，該委員會實爲財論此提案之適當機關。

二五0 . 主席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 

表地位發言稱，任何指日內Æ 譲定書毫無功效之說， 

均不足以按殺其過去抑制各國使用細菌及化學武器 

之成效。不特如方縫所說，英聯王國未以此禪武器 

對付德國，卽德 a 在一九三九年開戰之初，侵略進 

攻 ，雖已有種種計劃，亦嘗於答復英國詢間時宣稱， 

預備在相互條件下，遵守該譲定書中禁用化學及細 

菌武器之规定。由此可見美國代表之企圖証毀該約， 

實是一派胡言。英德兩國闇於紙要不遭禁用武器之 

攻 擊 ，當必遵守此項規定之聲明，當然絕未減1損各 

該國根據賺定書所負之義務。蘇聯代表並叙述羅斯 

福總統爲美國提出雨項正式聲明警告軸心國家不得 

使用毒氣之事。各該聲明不特與於H 内A 譲定書無 

所動搖折損，K 使其中禁用化學及細菌武器義務之 

意義，益見強調。凡此事實均足表示該議定書在第 

二次世界大戰最激烈時期之功用。再就杜魯門先生 

亦未敢使用日內Æ 譲定書所禁武器之一♦來 看 ，更 

足證明該譲定書條款所具之力量 , 能牧約束之效。但 

是另一方面，杜魯門先生曾以原子炸彈對付日本不 

設防之和平城市，則又爲盡人所知之事實。

二五一 . 蘇聯代表旋又請理事會注意自朝鮮民 

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於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 

二日發表抗譲之後，繼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 

於三月中發表美國對中國人民使用細菌武器之聲 

明 ，世界舆論均密切注意此事，但是人所共知，在 

過去數月中，美國政府曾未有一言，反對細菌武器 

之使用。美國政界要員及軍事首長對於此國際重要 

問題之碱激，卽搬開朝鮮事件不論，亦堪令人深思。 

理事會決不能忽視此事，應爲摩固國際和平及安全， 

而通過蘇聯提案。

二五二 . 唯有担絕批淮H 内Æ 譲定書，預備使 

用細菌及化學武器之國家方能對如此重要之國際文 

書歪曲載穀。美國代表團在安全理事會中卽在蓮用 

此錦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之伎傭。

二五三 . 美國代表企圖散怖侵略主義的理論， 

謂各鍵國際協定，尤其是日內冗譲定書，業 已 "失  

效 " 及 "週時 " ，以毒化掘際關係及國際空氣。美代 

表並稱對日內 Æ 議定 # 所附保留爲一 Ü  "欺詐手 

段 " ，而譲定畫之本身則又爲一鍵 "紙上諾言"，企圖 

藉此毒化國際空氣，使各國對於國摩協定必須尊重



一原別，尤其對於業已成爲國際法與國際關係中一 

項重要規律、"約束國家行爲良心"之重要國際協定 

如日內Æ Ü 定書者之尊董，表示懷疑。

二五四 . 美國當局不特爲其本身之侵略政策， 

担雜批准日內Æ 纖定書，並竭力欲使其他政府對於 

該項公約不加信任。凡此鍵鍵，均證明美國 iE在玩 

弄人所憎惡之權術，危臉實甚。美國此鍵富有侵略 

意味之惡意宣傅，根本違 ^^聯合國憲章。依照憲章 

规定，會員H 所負重要義務之一，厥爲創造適當環 

境 ,俾克尊重由條約與國際法其他淵源而起之義務， 

久而弗解。

二五五 . 美國對日内Æ 議定書所持之立場，顯 

出該國已採取公然背棄憲章所载義務之政策。美國 

不但不協助創造環境使因日內 Æ 譲定書而起之義 

務 ,得以繼續受人尊董，反在背道而馳，爆動各國彼 

壊此項國際協定及其所起之義務，並造成使各國破 

壊而非遵守此項墙定之環境。美國對於日內Æ Ü 定 

書所取之態度，自必爲全世界人民所共棄而無疑。在 

此次理事會之討論中，卽已表現，雖美國之軍事盟 

國亦不願就此問題與其採一致態度，多數國家旦嘗 

Æ 式確認其願忠誠遵守日內Æ 譲定書義務之意。此 

一事實，僅能有一種結論，卽一切國摩協定之價値 

須視其對於置固和平安全有無補益以爲斷；任何協 

定不論其爲新爲舊但須其對於準備並發動新戰爭或 

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加細菌武器者，略有胆遏之 

功 ，卽應予以尊重遵守。美國統治階層意欲破壤各 

國對議定書之尊重之企圖，乃係國際和平及安全之 

直接威脅，可能造成嚴重後果。美國帝國主義者此 

鍵不顧國隙協定之政策，意在證明其嚴壞此類協定 

行爲之正當。彼等不欲受任何協定之束縛，使其不 

能從事於侵略、備戰、發動另一次世界大戰以及只 

講實力不求和平之政策。由此可知聯合國憲章在美 

國統治者之心目中早已成爲 "過時 " " 失效 " 與 "難  

以忍受 "之文書。彼等久已在使其更爲有效之藉口下 

從事於波壊憲章之工作。此鍵工作行將造成國際間 

之浪亂狀魅在此種狀態之下，唯侵略者之意志，爲 

邀定 "莫理 "之唯一標準。

二五六 . 蘇®?}代表團曾經歴舉事實證明美國代 

表企 H 解释美國政府担絶批准日內 Æ 譲定書之無 

用 ，美國政府則對此默而不提。此等事實，表示美 

國過去與當時担絕批准日內 Æ Ü 定書之主要原因， 

並無改變，其原因爲：不信任其他國家及民族，美國 

本身有使用化學及細菌武器之意，及美國製造此類 

武器之化學工業公司之反對。

二五七 . 關於此點，蘇聯代表又舉一九二六年

Senator Tyson 之言以爲證。 Senator Tyson 云：如 

不許美國使用毒氣 ,則所有毒氣彈均將歸於無用，而 

其他彈藥，又較毒氣彈價高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不等。 

美 國 陸 軍 化 學 部 嫁 歐 長 Major General B u lle n e亦 

於一九五二年五月中謂化學武器乃一 ï«對付人的武 

器 ，旣不損及物質，又屬慣廉有效。從各該言論中 

證明美國對於 H 内Æ 議定書之德度，並無變更。美 

國代表仍用該國過去在裁軍委員會中所作難以令人 

信服之論辯，似乎認爲只須作 "必須營制 " 之論調， 

卽足以證明並表示其立場之正確。至此，蘇聯代表 

追述華盛頓軍縮會議中曾有某小粗委員會報告稱： 

足以營制新戰爭方法之眞正限制唯有藥絕毒氣之使 

用 。故一九二二年華 :盛頓條約中，列有關於此項暴 

例之條款。一九二三年美洲各.國第五屆國際會譲中 

十七個美洲國家通過協譲，禁用化學武器，然後至 

一九二五年，乃有日內Æ 譲定書之通過。管制間題 

雖未解決，仍不妨害此等國際協定之訂立。

二五八 . 雖然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及中華 

人民共和國均已提出文件證明美國軍嫁曾以細菌武 

器對付中韓人民，美國代表仍復歪冊事實，有意越 

m , 謂此項指摘乃出於蘇聯；i 策動。朝鮮民主主義 

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對於使用細菌武器之第一次正 

武抗議，係於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發出。蘇聯 

代表團则至三月十九日止始在裁軍委員會中提出要 

求討論禁用細菌武器之提譲。但爲該委員會中美國 

集團之代表，投度反對，不予討論。美國代表之所 

以又在此主張粥蘇聯決譲草案提交該委員會者，卽 

係此故。美國此項提議乃係一實體問題，因其如理 

事會決定不討論某項問題而將其發交一非經理事會 

設立之機構。

二五九 . 最後，蘇聯代表跡：理事會通過蘇聯 

提案一方面可以加速裁軍委員會之工作，一方面能 

使日内Æ Ü 定書在更爲詳備之國摩條約尙未另行擬 

定之前，不失爲，固和平與安全的一 ffi有用而重要 

的國際文書。

決 i義：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安全理事會 

第五八三次會譲以一暴贊成（蘇聯），棄權者十，否 

決蘇聯決譲草案（S../2663)。
二六0  . 主席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 

表地位發言謂棄權各國之代表明知棄權卽等於投反 

對票，彼等一方面雖正式聲明其忠於日內冗議定 

義務之誠意，唯因受美國統洽階層之厘力，意在實 

隙上投襄反對此以輩固和平與安全爲目的之決議草 

案之通過。理事會此項舉動不過是美 ®胆擾及反對 

輩固和平與® 際安全之又一事例而已。



二 六 一 . 美利墜合衆國代表謂此次表決表示各 

理事會對於蘇聯桓造事件之態度 P 渠認爲理事會此 

項行動決不能任由蘇聯代表一筆拔殺指爲由其中任 ' 
何一個理事國所專斷之行動。

二六二 . 美國所以未批准該譲定書，係因其一 

心一意欲求眞正之裁軍及與大規模之破壤性之武器 

貴施眞正之營制俾使其終可絕跡。美國及自由世界 

其他《家之民意，對於需要使用此種武器之意念，無 

不深惡痛絕。目前聯合國已有消除大规模毁減性武 

器之能力。一九五0年，聯合國曾以絕大多數通過題 

爲"以行動求取和平"之決譲案三八0 (五）以表示其 

意向。該決議中，鄭重聲明任何侵略，不論使用何種 

武器，均係危害全世界和平與安全之最嚴重罪行，並 

確認各國必須同意：(一 )接受原子能之有效國際管 

制 , 俾切實禁_ü；原子武器；(二）在聯合國主待下，力 

謀營制及廢除所有用於大規模破壤之其他武器。美 

國代表前已言之，廢除細菌武器問題乃裁軍委員會 

工作計劃之一部，現正由該委員會與廢除大规模威 

壊性武器之一般問題，一併射論。

二 六 三 . 美國代表聲言，安全關鍵端在實力與 

保障之具備，無廢除大規模毁滅性武器之有效機構 

之條約不足爲恃。大戰以遺，蘇聯之所作所爲，曾 

未有一處可令人對其言論動機表示信任。蘇聯政府 

不肯在戰後各國爭先裁軍之際裁減軍備，與夫其侵 

略政策及以恐怖、破壊、煽動侵略等方法擴張勢力 

之事實，原不週其中之數例而已。理事，現正目擊 

一 îffi說識與仇恨之蓮動 , 除希特勒以外，殆無其匹。 

蘇聯代表自稱關於批准日内Æ I義定書之問題與其政 

府現在不斷進行中的關於使用細菌武器之謎吿，並 

無關係，但莫斯科與北京之廣播則又將此二事，

在一起。

二六四 . 塵於理事會所作之決譲，美國代表撤 

rEj其主張將蘇聯提案發交裁軍委員會處理之動譲， 

認爲反正該問題已在裁軍養員會討論之中。

二六五 . 巴基斯垣代表解釋其所以棄權之原因 

謂巴基斯 ffi代表團認爲討論本案之正當場合應在裁 

軍委員會。對於美國撤罔再交裁軍委員會之建譲一 

節 ，甚表遺域。該代表認爲此一問題旣經提出安全 

理事會，似應鄭重其事地再發交裁軍委員會處理。現 

因此項提案旣已撤囘，該代表要求裁軍養員會加倍 

努力，並於處理細菌戰問題時，參酌理事會爲此事 

所作辩論辦理。

一‘六 六 . 巴基斯坦代表團於投票表块此項問題 

時 ，用心不爲不苦。關於使用大規模毁減性武器之 

威， ，業使世界各國備憶不安，而亞非兩洲國家對

於此類武器之使用毫無防遏或報復之憑藉者，尤以 

爲甚。巴基斯组代表M所取之立場，乃一個獨立而 

自尊國家之立場。

二六七 . 荷蘭代表謂荷蘭政府旣無理由後悔其 

對 H 内Æ 譲定書之批推一一荷蘭之批准，就細菌戰 

爭一點而言，乃是無條件的一一對於該議定 *之能 

否再予加強或擴展範圍以及能否擬定辦法徹底廢除 

細菌武器一點，則頗藥於研討。大會旣已就此事對 

裁軍委員會提出明確指示，故渠主張將蘇聯決議草 

案發交該委員會討論。荷蘭代表團並未輕視該譲定 

書之意義，其所以棄權，乃因不欲助長爲惡，利用 

該議定書以離間若干愛好和平之自由國與另一愛好 

和平之自由國家之駒係。

二六八 .希腦代表謂渠本人最初所擔心之問  

題 ，業經蘇聯代表完全證實，殊堪惋惜。希腦雖爲 

一無條件批准議定 # 之國家，仍不得不在表決時棄 

權。對於蘇聯揚言美國破壤聯合國憲章一節，希腿 

代表認爲蘇聯代表於討論之時業已竭盡所能使憲章 

顧得並無效力。

二六九 . 英國代表認爲在當前情形下，美國之 

撤 |Èj提案，亦是情理中事，因蘇聯代表業已明白表 

示 ，如付表決，必予否決；而在事實上則此一問題 

已在裁軍委員會討論之中，如裁界養員會願意，自 

可按照蘇聯決議草案在盤個廢除大規模毀減性武器 

問題中所處地位，予以審査。

二七 0 . 與，於蘇聯代表指出如無日內Æ 譲定書 

之拘束邱吉爾先生必然會使用毒氣以對付大郁分並 

無抵抗力量之平民一點，英國代表認爲卽蘇聯政府 

本身亦不見得眞作如是想法。無論如何，在一九四 

0 年時採取此項行動，對英國本身之人民未必有利， 

因其結果可能使 f e 國空軍至英國投擲毒氣彈。蘇聯 

代表又提出一項新的理論，認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之所以未用毒氣，主要係由於希特勒之顧全聲名。縱 

有斯大林之所信非人，但希特勒一生行事，均不守 

信，其所以未用毒氣，僅係因其深恐德國自位惡果， 

決非緣於日内Æ 決定書之拘束。侵略者但須其認爲 

値得，無不毀棄國際義務。故如阿比西尼亞人果能有 

報復之能力，意 i&J戰爭中必不政K 用毒氣無疑。日 

内无譲定書固自有其重要之處，英國政府《志恪守。 

該譲定書訂列全體文明國家辨別情理襄定善惡所媒 

遵之守则，故盛重要。

二七一 . 巴西代表謂巴西代表雖然贊成徹底廢 

除細菌武器之國際行動，但不信批准日内Æ 譲定書 

在實摩上卽已缝有 .不得使用此鍵武器之眞正保障。



其所以如此投專之又一原因，係因爲在此時此刻提 

出本案，至易使人認定此項呼鎌僅爲蘇聯而作，並 

非在求促進世界和平。

二七二 . 智刹代表驳斥蘇聯代表對智利投票立 

場所作不公正之解释。

二七三 . 主席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 

表地位發言謂美H 代表在討論本案時所取之態度令 

人憤慨。最初美H 代表提議將蘇聯決譲草案轉送裁 

第委員會，其他理事國均表贊成，但是結果受其欺 

願 ，入其« ê中。從討論時各國代表之言論中，可見 

日內Æ Ü 定書至今仍爲一項m 際重要協定，在 fÉ理 

及道德方面成爲約束各國民族之準則，與國隙慣例 

融會一體。美國代表» 處於孤立地位。美國代表雖 

然單獨在理事會中試笑日內无譲定書，但仍然決定 

不投專反對蘇聯提案。此點卽是蘇聯提案確以驚固 

和平爲其目的，而日內无譲定書又在過去現在及將 

来均能 a 止現代侵略國家使用被禁之原子及細菌武 

器之最好明證。

二七四 . 蘇聯代表並未提譲討論希特勒何以不 

用被禁武器之原因。但議定書之存在，確能使希特 

勒有所忌懂，則爲任何人所不能否認之事實。希特 

勒向無名譽觀念，其所以不用被禁武器，原不在顧 

全聲名，但對於全世界民族之憤恨鄙視，不能無懼。 

美 國 代 表 引 據 "以行動求取力1平"一決譲案中之規 

定，實屬與事無干，蓋該決議案之目的在分散各會 

員國對於國隙問題蓮同朝鮮間題在内之注意，俾美 

國得以在朝鮮設立一專橫之政府而爲所欲 I I 。美國 

之破壤條約及國際協定實爲一非常危臉之政策。其 

代表嘗謂美國政府现採取一以實力爲基礎之和平政 

策 。希特勒當年亦嘗採取此同一政策，此實爲世界 

各民族所不願採取之危臉途徑。

二七五 . 美國代表曾竭力諧毁蘇聯及其和平政 

策 。渠嘗聲言蘇聯已重新恢復其和平運動。事實上 

蘇聯之和平迷動，從未中盤，何用重新恢捉？自蘇 

維埃聯盟及其政府承沙皇政權之敝，成立以來，此 

少年共和國及其人民所首先倡求者厥爲 "和平"，延 

至今日, 蘇聯之政府及其人民仍繼續爲和平作光榮 

而勇毅之奢闕，久而弗解。

第五章 

請求調查所謂細菌戦之問題

二七六 .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在安全理事會第五 

七九次會譲時（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睛 求 把 "請  

求調查所謂細菌戰之問題"一項目列入下次會譲的 

臨時譲积，並購把後開決厳草案 (S/2671  )分送理.事 

會各理事國：

"安全理事會

"塵於若干政府及當局聯合一致，對指控聯 

合國軍隊採用細菌戰之嚴重隨責 , 廣事傅播， 

"塵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麻 #  
在聯合W機關內，述此項控訳，

"億及駐朝鮮聯合統帥部於初次股悉此項 

控訴時當立卽加以否能 , 並睛求舉行公正調査， 

"一 . 請紅十宇會國隙委員會，並由該委員 

會遺派具有H 際霉譽之科學家及其他專家予以 

協助，調査此項控謝，儘速以調査結果報吿安 

全理事會；

"二 .請所有關係各國政府及當局與紅十  

字會國際養員會充分合作，包括該委員會認爲 

爲行使職務必須進入某地區及在該地愿內自由 

行動之權利；

"三 .請 秘 長 以 應 需 之 各 视 協 助 及 便 利  

供絵該委員會。"
二七七 .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在第五八 0 次會譲 

(六月二十三日）開始時動譲睛理事會通週臨時議 

程。

二七八 . 主席以蘇維埃 fil;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 

表資格發言，提出T 列決譲草案 ( S / 2674):
"安全理事會 

"譲決

"在美國代表《所提項目列入安全理事會 

譲程時，同時

"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及朝鮮民主主義 

人民共和國代表參加安全理事會討論本問題 

時之會譲。"
'' 二七九 . 蘇聯代表認爲討論這個項目而不講在 

其倾土內發生美國決譲草案所提起的事故的各國代 

表參加是不合理、不公平的。自從美國發動侵略朝 

鮮人民以來，美國及大西洋集M襄面贊助它的各國 

已在安全理事會襄面造成一糊 :風氣，要理事會依據 

片面主張審議各問題。最近的例子便是關於十三個



亞洲及亞拉伯國家提譲請把突尼西亞問題列入議殺 

的割論。結果爲理事會'襄面的一方得有機會就這個 

間題發表其意見和立場，而另一方則沒有得到這 Î® 
機會。美國主張評論美國軍赋在朝鮮和中國使用細 

菌武器問題的提案是影響爭執雙方的一個董要國摩 

間題。理事會若要能夠站在客觀的立場討論這件事 

情達成決議，它 必 須 股 取 方 的 意 見 。否則理事會 

便紙是審譲美國對該問題的主張。他説這輝辦法是 

片面的、不公正的，違反憲章的。

二八0 . 美利堅合雍國代表聲稱理事會從未討 

論過是否應睛外人參加理事會商討關於通過譲事日 

程的事情。理事會在尙未通過譲程及熟悉一切之前 

勢難採取聰養決定。該項目若被通過，美國代表HI 
卽可陳述其提出該項目的理由，爲什麼它覺得應當 

舉行調査 , 及蘇聯代表若堅持提出請中華人民共和 

國代表及朝鮮民主主義A 民共和國代表間題，爲汁 

麼這種辦法是不適當和不必要的。

二八一 . 主席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 

表資格發言，認爲美國代表所說的話等於說一俟美 

國代表團陳述後，理事會就可以明瞭這個問題，並 

紙有到那個時候理事會方可採取決譲。但這鍵決譲 

jàk非雙方平等所漠決議或一件國摩決議。安全理事 

會不是美國可以在運面專擅一切的北大西洋公約粗 

織 ，而是各獨立國家以平等地位參加的一個國際機 

關。在發生朝鮮事故之前，安全理事會的習慣是遇 

有審靈國隙爭端時，須聽取键方意見。美利堅合衆 

國和英美集團自一九五0 年六月間起違反憲章第三 

十二條的事實決不能認爲這種辨法已成定例。蘇聯 

和力出席安全理事會的代表 « 非常堅決地反對，並 

粥繼續反對這鍵獨裁和專斷的荐序。紙須雙方均能 

發表意見，蘇聯同意願把該項目列入譲程，並願加 

以討論。紙有把兩個問題同時解決方能保證理事會 

將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的代表參加。若沒有這 Î®保證 , 蘇聯代表《對討'論美 

利堅合银國所提項目，便不能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人民政府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及中 

國和朝鮮的雨國當局已就美國軍朦使用細菌武器一 

事以正式聲明送交聯合國。但美國代表W在其決譲 

草案邁面不提起這些政府 , 想把"若干國家之政府及 

當局 " 這鍵空洞辭句作爲掩蔽。狂另一方面，美國 

決議草案指稱蘇聯"曾在聯合國機閩内董述此項控 

詳 "。蘇聯代表M並未重述上面提起的正式陳述 *面 

所列舉的事實，而是請聯合國注意此等事實。這就 

是這件事情的要點。

二八二 .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認爲主席不把美國 

的動厳交付表決，而堅持對於通過譲程要附加一個 

條件，是不肯遵守理事會暫行議事规則第九條。依 

照該條，每次會譲時臨時譲特上的第一個項目就是 

通過日程。

二八三 . 美國代表續稱這件事情的要點是蘇聯 

的控訳宣傅。應行調査的事實是蘇聯政府本身所供 

給的。現在情形非常淸楚，蘇聯政府紙想在理事會 

襄面舉行辯論而不要在可以査明事實的地方舉行調 

査 。不論與蘇聯同縣浸略的國家是否出席，在理事 

會議席上是無從査明眞柜的。蘇聯政府代表一*方力 

謀避免在理事會內舉行以達成公正調査爲宗旨的討 

論 ，同時在無數方面發動識言攻勢及仇恨宣傅。請 

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舉行調査是一件很簡單的提 

案。蘇聯代表並未否認指控已經提出。相反地，他 

曾在聯合國機關内一一尤其是在裁軍委員會連面 

—— 重述這種指控。這 Î®指控之業經提出和指控之 

失實是毫無疑問的。但不論是否失實，紅十宇會國 

隙委員會是主持調査的適當機構。

二八四 . 英聯王國代表認爲主席現在想利用他 

的地位，不把答覆蘇聯在裁軍委員會内及其他地方 

所作控訳的民主權利絵予美國代表[«。理事會的第 

一件公事顯然就是依照議事栽則通過譲事日特。理 

事會是討論這鍵控詳的正當場所，JE如裁軍委員會 

是應當討論營制細菌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毀減性武器 

等一般問題的正當場所一樣。他猜想在實際討論美 

國代表團所提項目時，蘇聯將在理事會襄面重行提 

出這ffî控訳。這Î®控訳與蘇聯平常歪曲® 方國家情 

形的方式之間有一個重要差別。他們所說的詰大部 

分都屬普通性質。動機或用意顯然是不易用事實加 

以證明的。他對人類全體的良善本性具有深切信心。 

但就目前這件事情而論， 蘇聯的控訳顯然是可由就 

地作公JE調査的人直接證明其確實可靠或不確的。 

蘇聯旣提出這種控謝， 卽應負證明的義務。現在應 

在世界舆論之前受審凯的是蘇聯而不是美國。

二八五 . 主席否認他在利用他的地位胆 Jh祀該 

項目列入議程。他說，不論蘇聯代表是否擔任主席， 

蘇聯代表《也將提出它的提案及辯譲 1̂̂ 的立場，那 

是毫無疑問的。

二八六 . 希腿代表請主席把通過議程一事交付 

表決， 並主張由理事會就列入美利堅合衆國代表所 

提項目及蘇聯決載.草 案 （S/2674) 雨點分別舉行表 

決。



二八七 . 在第五八一次會議 (六月二十五日）開 

始時，主席一一亦卽蘇聯代表一一提譲理事會應依 

照希腦代表在上次會議時所作請求舉行表決。

二八八 . 英聯王國代表動譲通過會譲的臨時譲  

荐 ；在臨時載荐上把睛求調査所謂細菌戰之間題列 

爲項目 0 。他認爲在該項目未破列入譲程之前，理 

事會不應就蘇聯決譲草案舉行表決。

二八九 . 主席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 

表資格發言，就英聯王國的動議提出下列修正案： 

"並同時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及朝鮮民主主義 

人民共和國代表參加討論譲莉上之本項目"。他要求 

在把英聯王國的動纖交付表決之前，先就這件修正 

案舉行表決。

二九 0 . 英聯王國代表認爲主席實際上是在反 

對無條件通過美利堅合衆國代表所提議的項目。因 

此英聯王國代表建議，理事會本次會譲議程應以臨 

時議程的項目二爲限，卽"顯請各國參加及批准禁 

J t 使用細菌武器之一九二五年日內Æ 譲定書間題 " 
( 參閱第四章）

二九一 . 主席否認英聯王國代表認爲蘇聯的提 

案是通過臨時譲殺項目四的一項條件之說。他辯稱 

該提案是與英聯王國動譲的一件修正案，並係遵照 

譲事规則提出。

二九二 . 英聯王國代表撤陶其動譲，並把他最 

後所作陳通連面的建譲另行提出，作爲正式提案，以 

資替代。

二九三 . 主席認爲在這種情形之下，理事會有 

兩件提案：（一 )主席建譲通過臨時譲程的提案，連 

同蘇聯代表對該提案所提修正案；（二 )英‘聯王國代 

表的提案。他裁定應先把對主席提案的修正案交付 

表決。

二九四 . 英聯王國代表不服這項裁定。

決 議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舉行第五八一 

次會議時，主席裁定蘇聯對主席建譲通過臨時譲程 

之提案所提修正案應交付表決一節所引起之異譲， 

經理事會以十票對一襄（蘇聯 )予以維持。

二九五 . 主席嗣卽裁定，理事會旣已在上次會 

議時把其他項目列入譲程，現在紙須把臨時譲程上 

的項目 ra交付表決。

決 議 ：以 "請求調査所謂細菌戰之問題"列入 

理事會譲程之提案經以十票對一暴（蘇聯 )通過。

二九六 .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保留權利，在開於 

日內Æ 譲定書的項目審譲完畢後，請求卽行射論項 

目四。

二九七 . 主鹿以^^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 

表資格發言，力稱他投票反對把該項目列入譲莉是 

因爲理事會不同意把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及朝 

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代表問題與把該項目列入譲  

荐問題同時解決之故。

二九八 . 中國代表說明其投暴理由，認爲把項 

目 ® 列入談程的提案及蘇聯代表所提修正案互相矛 

盾。美國代表圓的目的是耍求作公正調查，使關於細 

菌戰的控訳眞柜可以在科學力面切實負責地加以證 

明，而通過蘇聯的修K 案則紙能增加兩個共產黨官 

傅員 ，到安全理事會運面複述蘇聯及其各衞運國的 

無綴電及報紙在過去四個月德面所說的話。以控訳 

細菌戰爲根據的宣傅是仇恨及集體仇恨的宣傅；在 

共産黨的思想中，這種宣傅是具有E 大的軍事潛力 

的。中國代表W不願見安全理事會如此爲人利用。

二九九，主席以蘇維埃励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 

表資格發言，謂美國所提項目旣已列入譲鸦，他要 

提出他在第五八 0 次會譲時所提決譲草案的 IT正 草 ’ 
案 (S /2 6 7 4 /R e v .l) :

"安全理事會

"譲決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若干人及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代表一人參加 I t 論美

利堅合衆國代表 a 所提問題時之安全理事會

會譲。"
三 0 0 . 主席以訂正決議草案交付表決。

三 0 — . 美利堅合银國代表對主席決定這 Î®辦 

法的權利，表示不服。他認爲在理事會尙未-討論該 

項目之前，不能把這件提案交付表法：，並且在道個 

之前，理事會必須先討論議程上面的第一個項目，卽 

關於日内冗譲定書的項目。

三 0 二 .主席認爲理事會會有幾次在實摩開始 

討論某些項目之前，通過決議請某些國家的代表參 

加討論。因爲距離遙遠之故，目前這件事情更需要 

如此辦理。美國認爲邀請有関各國代表就是絵予他 

們作共産主義宣傅的機會，殊》荒露。

三 0 三 . 智利代表動議，睛理事會卽行審議關 

於 R 内冗譲定書的項目。

三 0 四 . 智利的動議經其他代表附議後，主席 

宣稱他暫時不堅持把蘇聯的決譲草案交付表決。

三 0 五 .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枉第五A 四次會譲 

時 （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動議理事會應先審譲講求 

調査所謂細菌戰之問題。依該次會議的臨時譲箱這 

項個目是徘在申廣國入會間題一項目之後的。

三 0 六 . 經討論後，主席（英聯王國代表）把美 

國的動譲交付表決。



決 議 ：美國建議理事會應先審議請求調查所謂 

細菌戰之問題的動議以九票對一票通過 (蘇聯），棄 

權者一（巴某斯坦）。

三 0 七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睛求 

在美利堅☆衆國代表提出陳述之前，先把蘇聯決譲 

草案 (S /2 6 7 4 /R e v .l  )交付表決。

三 0 八 .主席認爲最好的辦法是先聽取美國的 

陳述，然孩立卽討論蘇聯的決議草案。

三 0 九 .蘇維埃社會生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認爲  

现事會的向例是遇到發生邀請對方的問題時，總是 

讓提出該頂目的一方作開頭陳述之前先決定那個間 

嬉。

三一 0 . 智利代表雖對主鹿表示同意，覺得蘇 

聯代表有權睛求在美H 代表發言之前先行評論他的 

決譲草案並把它交付表決。

三  .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覺得他對這件事情

的陳述或可對蘇聯所提出的問題有所發揚。但蘇聯 

代表若覺得美國的陳述將損害他的論據，他並不反 

對先把蘇聯提案交付表決。

三一二  . 在第五八五次會譲時（七月一日），主 

席於經過進一步討論後，宣稱他將在美利堅合银國 

代表提出開廣陳述之前先把蘇聯的決譲草案交付表 

決。

三一三 . 法蘭西代表頗感遺域，蘇聯代表整待 

要在理事會胎悉美國的陳述之前把他的決譲草案交 

付表決，因此使法國代表M 因原則上的理由不得不 

投暴反對它。這並不是指法蘭西代表團認爲理事會 

毋需胎取 « 方意見就可以作完備的調査。理事會所 

將做的不是舉行調査，而是要決定要不要舉行這種 

調査及由誰去調査。化京政府及平壤政麻所提出的 

文件，以及美國的決議草案案文本身已足爲理事會 

採取此項決定的根據。所以聽取雙方意見的間題在 

現在的討論階段中似乎尙嫌大早且無關係。

三一四 . 巴某斯 ffi代表表示與法蘭两代表意見 

相同。

三一五 . 中國代表聲稱，因爲下列理由，他將 

投票反對蘇聯的決譲草案：（一)通過該草案將推翻 

把指控細菌戰間題從宣傅範圍轉移至調査事實範圍 

的目的；（二)建議邀請該二國政府代表將增加該二 

國政府的聲勢，因此使中國及朝鮮人民在其爲自由 

的 « 個 中更感困難。

三一六 . 智利、荷蘭、士耳其各國代表及主席 

以英聯王國代表資格發言，均稱他俩將投襄反對蘇 

聯的決譲草案 , 理由與法蘭西代表所提出的相彷彿。

決 議 ：蘇聯決譲草案 (S /2674/R ev . 1 )於一九五 

二年七月一日第五八五次會議時以十襄對一票（蘇 

聯 ）否決。

三一七 . 蘇維埃 f é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覺得 

美利堅合衆國已向全世界表示它懼怕世人知悉美國 

狂朝鮮及對中國浸略的事實。美國恐怕中華人民共 

和國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正式代表將在理 

事會提出關於美國軍朦對朝鮮及中闘人民使用細菌 

武器的確切事實。美國的提案顯然以欺驅舆論爲宗 

旨，它的同意就是想使人們不注意這種事實。它也 

在想掩蓋美國政府担絕批准禁止使用:細菌武器的一 

九二五年日内冗譲定書一事。美利堅合衆國想藏躲 

狂開於所謂調查的提案後面。這是美國統洽階級方 

面一種進攻的方式，其用意在浸犯另一國的主權及 

値士完m , 向 t ":作浸略行動，及同時提譲作所謂"就 

地 " 的公正調査，目的在派遺情報人員進入外國領 

土。所謂聯合國的各委員會》面都有美國代表在内 

是人所共知的。那些代表若不是委員會委員便是以 

"服務職員 "或 "聯合國官員"資格做美利堅合衆國國 

際部呼他們徹的事情。

三一八 . 美國軍隊使用細菌武器的事實業經許 

多國隙組織及外國記者有權威地加以證實，世人均 

所深悉。國隙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世界和平理事 

會等國際組織所編有關文件業經安全理事會刊佈， 

作爲正式 :文 件 （S /2 6 8 4 及 A d d . l)。美國利用理事 

會違面受它指揮的過半數，想強使他人接受它自己 

對關於朝鮮事故的間題的一面之辭，並阻止對方接 

近理事會及其他聯合國機構，使 *Ë 們不能就這些間 

題陳述它們的意見。

三一九 . 因爲這些事實，蘇聯代表M要宣稱，中 

華人民共和國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若沒有代 

表出席，它不能參加這個審談項目，並將投票反對 

美國的決識草案。

三二 0 . 美刺堅合衆國代表覺得蘇聯代表用否 

決權作爲威，是蘇聯政府的一貫作風。決譲草案提 

起各共產主義國家政府及當局聯合一政散播嚴重控 

訳 , 包括蘇聯派駐聯合國代表所作的控訳在内。

三二一 . 全世界許多月來都遭受虛 f爲及惡意的 

宣傳 ,其目標實爲聯合國本身;但用以製造證據及散 

播控訳的方法已揭露其說識的本柜。但我們不可僅 

付諸一笑，說這種宣傅赋是國際共産主義臉惡性質 

的的另一例子。灌輸到人們牆筋襄面去的毒素是想 

使人們感覺混惑麻醉及使他們分化。這是蘇聯代表 

把使用否決權作爲威，的理由。蘇聯政府的另一目 

的便是用單獨提出姜國來加以特別謎責的方法來離



間美國與自由世界。細菌戰爭的控謝不過是蘇聯及 

在其勢力下的各地區襄目前正在進行中更爲廣泛的 

仇恨宣傅的一部分。這種宣傅是在表示蘇聯再三公 

怖的老奢, 就是它紙對世界和平及改善國際關係感

覺興趣。

三二二 . 一九五一年贫有過關於在朝鮮採用細 

菌戰爭的虛億控訳的小规模宣傅，但直到一九五二 

年蘇聯方開始大舉宣傅。普斯科政府機關報於二月 

二十三日複述北京控訳聯合國飛機會在北朝鮮掘擲 

細菌的無線電廣播。嗣後北朝鮮和中國共産黨政府 

的外交部長卽提出抗譲，蘇聯報紙及無線電的批評 

也突然加烈, 蘇聯控制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提出指 

斥並在蘇聯舉行集體抗譲大會。美國國務部長、聯 

合國 IT書長、聯合國軍隊統帥、美國國防部長及聯 

合國其他會員國的許多負責官吏都替宣佈絕對否認 

那些控訳。

三二三 . 美國代表續稱美國國務部長當要求共 

產黨許可把他們的控訳交付公正調査，以資證明。美 

國國務部長會於三月十一日請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 

以起然的國際機構資格去調査事實。’他曾切實睛紅 

十字會調查員赴聯合國戰線後方去調査。紅十字會 

國際委員會答應紙須鎭方都願意和它合作，它將設 

立一個調査委員會。紅十宇會宣佈該委員會將由在 

道 德 及 科 學 方 面 都 能 保 證 其 有 獨 主 張 的 人 士 紐  

成 ，內中並將包括參加戰爭的遠東各國所推荐的科 

學員專家。這項建譲就是蘇聯代表指爲想把情報人 

送入朝鮮的陰謀。1
三二 0 . 美國國務部長立卽接受該項辦法。共 

達黨則迄今未有正式的明白的答覆。但全世界由蘇 

聯控制的宣傅機構立卽開始破壞紅十字會國際委員 

會的名譽。實際上，國際共產主義蓮動以前曾數次向 

該委員會提出审詳，例如中國共產黨政府治下的紅 

十字會就曾一度於一九五一年向該委員會提出中 Î斥。

三二五 . 國際共産主義蓮動對紅十字會的態度 

的轉變卽可揭露細菌戰宣傅的虛偽；蘇聯的宣傅機 

構遇到可以眞正進行調査時卽忽忽地完全反轉來 

了，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一轉服便成爲華爾街的"工 

具 " 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蘇聯報紙和共産黨報紙 

加緊作細菌戰的控謝。t 們成立了所謂調査委員會。 

從中國共產黨員中間仔細挑選出来，保證其能偏钮 

一方的一個委員會宣佈它的目的是要"鬼集美國帝 

國主義者作細菌戰爭的各 î i 犯 罪 事 » "。另外一個委 

員會是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所設立的。該協會 

係由忠實於共産黨的信徒所組成。會昆及其中會員 

之一爲以前的納粹份子。該協會所奉到的命分是"調

査及確定干涉主義者逢反一切國際條約在朝鮮所犯 

之菲惡"。每一國基面的所謂"和平主義者"都探取同 

樣策略。他們這II策略，連同世界各地共逢黨報紙轉 

載發自莫斯科的謠言及宣傅資料，可使人曉然於草 

斯科在這次宣傅中所做到的高度協調及設計。美國 

代表續稱，蘇聯代表因爲這îi®!事實所以在理事會 

基面實行怠工，想胆止理事會变明眞柜。

三二六. 所有獨立自由的科學家，連同至少十 

位得諸貝爾獎金者在內，對這鍵播訳都公開表示懷 

疑，正像我們所可想像得到的一樣。他們覺得在朝 

鮮泳凍天氣用病亂及跳蛋去散揺斑參傷寒及痛疫的 

那糊故事殊爲荒誕不經。他們指出世界上那一®地 

方有那種流行病是同定典型；除非當局盡力控制那 

些疾病的天然媒介,那些疾病是會成爲漆行病的。聯 

合國駐朝鮮的公共衞生事務主任提起聯合》在大韓 

民國對撲減疾病所作的好力已把患這雨種疾病的人 

數從每月一五，000人至三0,000人減至四0 
人至七0人。聯合國對流行病和疾病的態度向來願 

意读助加以撲減，所以一經f[方初次提出細菌戰爭 

的控訳後，世界衞生組織就自吿奮勇，願提供技術 

協助，以控制據稱已在北朝鮮發生的漆行病。蘇聯 

政府若眞想知道眞相、它隨時都可以講理事會去調 

査。但蘇聯代表卻向依照職務规定無權討論這輒問 

題的裁軍委員會去提出控訳。

三二七. 美國睛求調査，相信此事關係之大，耍 

比確定那些控訳的虛慎更爲重要得多。這和!以說識 

進行浸赂的手段證明一個擁有現代大規模通該[設備 

的極權H家想對愛好自由人民造成仇恨時可以發生 

什麼情形。這鍵控訳是克姆林宫倾袖們自一九五0 
年六月二十五日共產黨無故進攻之日起所作識言宣 

傅的一部分；那輒宣傅的要點就是指美國及聯合國 

爲浸略朝鮮者的大謎話。宣傅冒稱蘇聯是主張恢復 

朝鮮和平者，但事實則爲在每一階段中主張和平的 

都是聯合國，而蘇聯的傾袖們則在幫助浸略,不肯說 

一句卽可停止浸略的蕭。這一點若非事實則蘇聯政 

府必須讓理事會進行調査；若是實在情形，理事會 

就可以看出t 胸有成算地想胆止全世界查明這些毫 

無根據的控訳的眞實性質及目的。

三二八. 我們不知道蘇聯政府的仇恨政策將發 

展到什麼地步；但我們知道聯合國及全世界必須警 

醒及注意這稀政策的影響。因爲這種政策是違反憲 

章某本宗旨的；憲章的基本宗旨爲發展各國問的友 

好關係。公正的調《將推翻細菌戰爭的宣傅。但蘇 

聯若担絶舉行調査，這種宣傅也一楼的會失敗，因



爲那就等於向全世界供認它知道那些控訳是受不了 

査 的 。

三二九 . 巴西代表在第五六八次會厳時（七月 

二 曰 ）說蘇聯代表原先向裁軍委員會提出控訳,但該 

委員會無權審譲関於細菌戰爭的控蔣。他覺得担絕 

接受請紅十字會國隙委員會舉行調査的提案而不能 

提出任何合理的替代方案來，就使人相信蘇聯深恐 

這種調査會證實它的控訳的虛偽。蘇聯現在的宣傅 

辦法顯然直接違反憲章的宗旨及原則。

三三0 . 荷蘭代表覺得共達黨的識誇及仇恨宣 

傅的政治目的爲引起混亂，離間自由世界，及在亞洲 

促起反對西方的情事，以便將來加以利用，輔助其 

侵略目標。這鍵宣傅的另一目的就是遮蓋亞洲共産 

國家政府在衞生方面的缺點。控吿的一方已提出控 

訳 ，我們應當加以公正調査。它們有充分機會向調 

査委員會親 :明它們的意見；在 該 委 員 會 向 事 會 提  

出報吿書時，它們再可以提出北朝鮮政府及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代表的出席理事會間題。

三三一 . 希腦代表覺得蘇聯代表在得到一個機 

會陳述他的理由時，偏以怠工的方武保譲自己，一 

方面卻宣佈對於可能引起對其控訳主張作公 ;ÎE調査 

的理事會任何決譲，都要加以否決。這些控新是與 

朝鮮的軍事行動有關的。但在朝鮮舉行体戰商談期 

間，控訳者並未提起這些事情。這個是不難說明的， 

因爲他們的控蕭加有遭就地調査的危臉時，共產黨 

便斷然決然地不肯提出這種控訳了。

三三二 . 土耳其代表覺得以清飢視聽爲目標的 

控謝聯合國在朝鮮的軍朦使用細菌武器的宣傅顯然 

是無益於憲章所稱發展各國間友好闕係的共同宗旨 

的。反之，這種宣傅所造成的仇恨已使全世界一切 

愛好和平的人民及各國政府都感覺憂慮。

三三三 . 法蘭西代表覺得蘇聯所稱聯合國委派 

舉行調查的任何委員會都不週是一個傷裝的間謙機 

構一節是很荒霞而無根據的，因爲任何人如果遺沒 

有開始工作就先被斥爲情報人員顯然很難證明他不 

是情報人員。蘇聯政府及由蘇聯瘦得感召的各國政 

府道樣俾然不顧一切地表示它們想同時做法官及當 

事人之意是前所未有的。蘇聯代表及其夥伴有權利 

不贊成國際紅十字會，及建譲請另一機開舉行調査。 

法蘭西代表 M 不會反對討論及考盧請另一機關辦 

理。但它們連這種可能辦法都不許理事會考盧。控 m  
人自己保證宏們的控訳是事實，並担絕把它們的控 

訳交由不是它們自己所委派的任何人加以制斷。所 

以理事會紙能塵悉這種情勢，予以痛斥，並把這鍵事 

情提請全世界頭腦淸醒及具有自由精神的一切人士

予以制斷。他們的意見是代表人類良心的最高法庭， 

是蘇聯代表的一切陳述及一切辯證所不能推翻的。

三 三 中 國 代 表 對 以 前 幾 位 代 表 討 論 這 件 事  

情所作陳述，表示同意。除了他們所說的之外，他 

要請理事會注意他所牧到的一件私人秘廣文件。據 

那文件稱，在日本估據東北時期曾從事於試驗細菌 

戰爭的日本科學家最近在與蘇聯及中國科學家合 

作 ，俄進一步的試驗。他們把中國東北的若干地區 

加以管制，作試驗之用，但他們的一部分營制失敗 

了，因此發生了人爲的施行病。

三三五 . 智利代表認爲蘇聯所進行的仇恨宣傅 

已造成自金山會譲以來世界上最嚴重最危臉的情 

勢 。 異正有關係的倒不是用這稱宣傅可以在冷戰中 

多次交鋒得到一次勝利，而是它所造成的不可挽旧 

的分裂。這稱分裂會影響到幾百萬人，並危及自從 

對納粹主義作戰以來在國際合作及世界和平與安全 

方面所得到的一切進度。

三三六 . 主席在第五八七次會譲時 (七月三日） 

以英聯王國代表資格發言稱，M r. M a lik在聲明蘇 

聯立場時曾提出三種譲論。雖然美國當局自始卽宣 

稱它紙要求就那些控訳作一公正調査 , M r .  M alik卻 

說美國怕人家知道眞相。他說聯合國主持下的任何 

調査都是一種 :誰計，無非想使美國間讓能進入外國 

倾士去藍集情報而已。我們若遵循蘇聯的理論，它 

的結論一定是，依照蘇聯對於公正兩字的看法，除 

非由蘇聯指定的人舉行調査，任何調査都是不公正 

的。最後 ，M r. M alik辯稱紙有由中國及北朝鮮代表 

出席安全理事會所舉行的辯論方能確定事 '實。理事 

會業已否決這種主張，並認定應當就地舉行公正調 

査 。自由世界面臨着蘇聯所顯示的這糧可怕的心理 . 
應當聯合起來，公開表示要求舉行公正調査。他最 

後希望蘇聯代表不要否決美國的決譲草案，而紙在 

投襄時棄權。

決 議 ：美國決譲草案 (S /2 6 7 1)於一九五二年七 

月三日第五八七次會譲時交付表決。計贊成者十襄 , 

反對者一襄（蘇聯）。因投否決票者係理事會常任理 

事 國之 "~ ■ > 該決譲草案宋 bê通過。

三三七 .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覺得蘇聯的行使否 

決權業已揭露其識話及仇恨宣傅的眞正目的。從各 

鍵事實所可得到的唯一結論就是我們必須齋定關於 

細菌戰爭的控訳純屬虛構。因此他特行提出下列決 

譲草案（S /2 6 8 8 ) :
"安全理事會

"塵悉若干國家之政府及當局聯合一政嚴

重控蕭聯合國軍赚採用細菌戰爭，



"億及駐朝鮮聯合統帥部於此項控訳初次 

提出時會立卽予以否認，並睛求對此項控訳舉 

行公正調査，

"襄及中國共產黨及北朝鮮當局不接受紅 

十字會國際委員會願作此項調査之表示，並繼 

續散播此等控訳，

"備悉世界衞生飽織表示願協助撲減北朝 

鮮及中國之任何徒行病，旦駐朝鮮聯合統帥部 

同意與其合作，

"備悉中H 共產黨及北朝鮮當局業已加以 

担艇 ，且不許世界衞生組織工作M進入各該當 

局營轄下之領土，至感遺減，

. "盡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曾 

在聯合國重複控詳聯合國軍隊從事細菌戰爭，

"塵及美國政府建譲睛紅十字會國際委員 

會就此等控訳作公正調査之決譲草案爲蘇維埃 

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所否決，且因蘇維埃 f t 會 

主義共和國聯盟投專否決之故，安全理事會無 

從進行此項公正調査，

"一 . 因提出此項控謝之各國政庶及廣 I局 

担絕舉行公正調査，理事會爱達成結論，斷定此 

等控訳絕無根據，均屬虛構；

"二 .對於增加國際緊張並以破壊聯合國 

抵抗在朝鮮之侵略所作努力及以破壊世界人民 

對此蹄努力之支持爲目的而製造、散播此等虛 

偽控詳之行爲，特加謎責 。"
三三八 . 蘇維埃 i t 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稱， 

蘇聯代表W的立場過去、現在和將来永遠爲：若沒 

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正 

式代表參加，安全理事會就不應討論關於美國軍朦 

在朝鮮及中國使用細菌武器問題。這是 *È 的合法及 

正當的立場。這稱立場有憲章第三十二條爲其穩固 

基 礎 ，並可以理事會暫行譲事規則第三十八條爲其 

佐證。該條規定當事雙方得參加關於理事會審譲中 

的爭端的討論。

三三九 . 蘇聯代表續稱，美國代表團及美國政 

府想強使理事會採用美國自己審譲問題的方式，而 

不採用國際間審議的間題方武 ; 它們不理會參加計 

論的其他國家的權利。這點證明美國代表在處理蘇 

聯代表 I«所提日內Æ 譲定書間題時意存欺驅及假冒 

爲善;在討論美國代表團自己所提出的問題時，他也 

一様的意存欺驅及假冒爲善；最後，美國代表博!想強

使理事•#採用美國審譲問題的方法通過一件不合法 

的決譲案的嘗試失敗後，他仍意存欺驅及假圓爲善。

三®0 .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在第五八八次會議 

時 （七月八日）聲稱，蘇聯政府及其代表雖否決及拒 

絕舉行公正調查，它們仍狂繼續製造及散播虛f爲控 

詳的行爲。理事會負有維譲憲章的責任，決不能忽 

視這鍵攻 *。聯合國大多數會員國已在大會襄衷示 

它們對蘇聯代表及蘇聯政府所謂販賣戰爭的態度。 

細菌戰爭的虛偉控訳顯然是屬於贩賣戰爭之類的。 

美國代表於提起雨件識責危害和平的宣傅的一九0 
七年十一月三日大會決譲案一一0( 二）一一這件決 

譲案原來係由蘇聯代表團提出及支待的一一及一九

五 0 年十一月七日大會決纖案三八一 ( 五 ）之 後 ，復 

從蘇聯無鶴電及報紙所發表的陳述中以及別闇的資 

料中引述若干撮要，證明蘇聯政府繼續在作遍及全 

球的仇恨宣傳反對美國及聯合H 。

三四一 . 美國代表謂蘇聯代表在裁軍委員會基 

面並不反對討論關於細菌戰爭的控訳，但也沒有建 

譲應行邀睛北朝鮮及中國共產黨當局參加討論。蘇 

聯代表在裁軍委員會内所作陳述及他在安全理事會 

襄面不承認他的實任的陳述，雨者態度相反之故是 

因爲蘇聯政府無論如何不願有一個公正的調査M去 

就地調査那種控訴。

三四二 . 卽使本紐織本身遭受攻擊，且有極少 

數國家不斷在想破壊本組織的工作，美國政府仍願 

見聯合國繼續保持它的主要目標,那就是使人類不 

再遭戰禍。理事會各理事國若能贊 ©美國的決譲草 

案 卽 可 向 蘇 聯 政 府 表 示 應 行 停 止 它 的 仇 恨 宣 傅 ， 

IÜJ到裁軍委員會的工作，研究裁減各大《軍備及廢 

止大規模毁減性武器的計割。

三四三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稱， 

理事會 EL收到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朝鮮民主 

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許多件正武陳述，證明美國 

軍默在朝鮮及中國使用細菌武器。美國代表虛 f爲地 

指稱爲蘇聯報紙及蘇聯無線電廣播發表的陳述紙是 

引述這些正武陳述 !裏面所舉的事實而已。蘇聯代表 

堅決抗議那件決譲草案及草案中建議的挑撥性質。 

那件草案的目的是想轉移人民對美國政府向朝鮮及 

中國人民使用細菌武器的責任問題的注意力。美H  
在理事會 襄 ®堅決担絕在中國及朝鮮雨國代表出席 

時審査使用細菌武器問題郎可證明那件決議草案襄 

面提起的美國軍隊統帥部及美國政府所作否認不能 

令人置信旦毫無根據。

三四四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朝鮮民主主義 

人民共和m 政府担絕請紅十字會 "國際"姜員會舉行



調査的提案是不錯的，因爲那個委員會決不是一個 

國際M體 ，而紙是作美國政策的工具的…羣人而已。 

它雖然借稱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它是喘士國內 

的一個翻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該委員會沒有 

說過一個字保障受希特勒暴行摧殘的人。實際上，該 

委員會曾替希特勒遮蓋他的戰罪，正像該委員會戰 

不發言就是遮蓋互濟島上美國侵略者所犯的浩大罪 

惡一樣。這鍵委員會不能像一個國際組織所應當公 

正處理事務一樣作公正處理，那是沒有疑問的。睛 

這鍵委員會調查美國軍朦對朝鮮及中國人民使用細 

菌武器問題的提案無非是想胆止中國及朝鮮代表參 

加理事會來審査這個問題。

三四五 . 想把這件事情交絵世界衞生組織辦理 

更可證明美國決譲草案的É 無價値。安全理事會內 

現有一個電報，是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朝鮮民 

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發給秘書長的 (S/2684)。 
電報內稱朝鮮政府業已能胆止流行病擴大，它能夠 

打敗敵人的好計，並旦不需要像國際衞生組織那®  
組織的幫助，因爲那個粗織並無應有的國際權力,並 

且多年來都沒有能夠在胆止及消減疾病方面盡它的 

職務。所以美國決議草案襄面提起所謂世界衞生粗 

織是毫無意義的，紙是用來遮蓋美國政府担絕禁业 

使用細菌武器一事而已。

三四六 . 蘇聯代表覺得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及許多國際民 

主主義粗織送交聯合國的正式文件内所舉事實，他 

不得不在理事 # ;襄面特別力陳一項事實，卽美國軍 

厥在朝鮮及中國使用細菌武器一點業經許多有權威 

的調査團予以證實，並 E 爲舉世所周知。美國代表 

想在裁軍委員會襄面使人們對這鍵情勢得到一 ®錯 

誤的印象，指出蘇聯代表並末在該委員會裏面提出 

邀請中國及朝鲜代表的任何提案。恒他沒有提出這

提案是因爲他無法提出，因爲美國代表及其侵略 

Ê 的大西洋集團:裏面的同事們曾一政担絕蘇聯所提 

關於審譲這個問題的提案。

三四七 . 安全理事會多年來的慣例是在遇有審 

譲任何爭執問題時，邀請有閩各方一律參加。美國 

代表有什麼理由可以把裁軍委員會襄面的厳事程序 

與安全理事會裏面的譲事程序相提並論？提起這個 

問題就可以揭露美國代表所發譲論的荒誕不經了。

三四八 . 美國代表在想睦使理事會通過顯然違 

反憲章的決譲遭遇失敗之後，又想強使理事會採取 

類似的不合法及單方面的程序，審譲公然挑激及誰 

膀的另一件提案，明目張胆地達反憲章。所以蘇聯 

代表團不能參加討論美國的第二件決議草案，並將

投票否決。當理事會偏*  一方地審譲美國代表M所 

提出的問題時，美國繼續担絕謎責細菌戰爭，正如 

它在討論細菌武器時一向所抱的態度'一樣。ÎE—點 

紙能有一鍵說明， 卽美國渴欲在將來可以自由使用 

這鍵卑鄙的武器。

三四九 . 希腦代表在第五八九次會 (七月八 

日）中認爲共產黨宣傅蓮動的目標是人們對在朝鮮 

在聯合國旗輸之下作戰軍隊的信心，及聯合國的集 

體安全制度。他希望理事會襄面非共達主義各理事 

國能贊助美國的決議草案，俾使此糊蓮動的主持人 

覺悟他iR的方法是沒有好處的。

三五0 , 荷蘭代表認爲蘇聯代表雖指稱理事會 

怕知曉莫相，實則極大多數的理事國都願有一個公 

正的機構去査明眞相。蘇聯的否決不但使我們不能 

作公正調查，甚且使十個理事國所提請中華人民共 

和國及北朝鮮政府董行考慮它們是否願意接受調查 

的辦法也不可能了。蘇聯代表對於誰繊能算一個公 

正的調査®體問題未作絲毫表示，投了否決票以後 

他已經用不着再談這個問題了。

三五一 . 細菌戰爭的控訳用意大部分在想激動 

仇恨，而仇恨則可以挑激或鼓勵對和平的威脅、對 

和平的破壊或侵略行爲。這鍵行爲足以危害各國間 

的和平及積極合作；卽使蘇聯方面以投否決爲威脅， 

理事會也應加以識貴， 如同大會過去曾以較爲籠統 

的方式譲責類似的行爲一樣。

三五二 . 中國代表覺得蘇聯代表陳述中的最後 

部分合有威脅性質，因爲他在實際上吿訳理事會，蘇 

聯及其衞屋國一方面担絕作公正的國際調査，同時 

它們將繼續作虛億的控新。以否決爲威脅不應使理 

事會纖瘦：一次確切的表決可使它i的否決失去意 

義。

三五三 . 法蘭西代表稱，用未經證實的控訳在 

世人中間挑起仇恨應受理事會的正武隨責。法蘭西 

代表«雖不願參加謎責理事會的一個常任理事國之 

舉，但t 可問心無愧地加以謎責，因爲這個理事國的 

代表已因胆止就其控訳作公正調査之舉而使法蘭西 

代表團無從採取其他辦法了。他已詳細研究民主法 

律工作者協會的文件， 看不出這些文件襄面有絲毫 

實據。這個整個宣傳蓮動是想利用斜誤的科學思想 

的笨拙手段。指稱在飛機飛過之後， 認其爲擲下害 

虫，因此引起流行病， 這鍵論據是屬於"一事發生在 

他事之後就說後者爲前者所造成" 一類的。但在有 

飛機之前，中國已有泥行病。有一件事情是很可以 

注意的， 在初次提出這種控蔣時，北京日報會報稱 

北京及東北附近一省内有狠多人患流行病， 認爲冬



春兩季雨雪★少是引起流行病的原因，並指控某激 

個中國衞生服務機關沒有充分盡職。過了幾天之後 

才有想到把徒行病歸罪於所謂細菌戰爭。這鍵控蔣 

及中國國內對教士，及尤其是女修士的同類仇恨宣 

傅情形相同是很明顯的。

三五 0 . 巴西代表覺得遇到與維持國際和平及 

安全有這棟跋切關係的一件事情，理事會不能推卸 

其對憲章的實任。它務敏從所提控訳及從蘇騎所投 

否決暴一事下一斷論。

三五五 . 巴基斯坦代表稱，巴基斯坦代表M將 

在表決時棄權。巴基斯坦政府覺得對於把我們所要 

調査的事情看做似乎業已調査過，且似乎罪狀業已 

證實的這種事情，若要加以處理，殊屬困難。但他 

要力述一S , 卽舉行公正調査的提案若變通過，圓 

於該項目之討論就不會卽行結束。到了較爲成，《的 

階段，理事會仍將提出討論的。所以通過該提案並 

非便不能再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北朝鮮當局參 

加 。

三五六 . 智利代表覺得不論人們對於美國的決 

議草案爲胆丘世界在主義及精神方面日漸分裂的有 

效工具的力量有什麼懷疑之處，安全理事會在遇到 

集體安全制度遭受一般不公平及嚴重的進攻時，對 

於爲集體安全作戰的軍隊加以支持是安全理事會的 

道義責任。

三五七 . 在第五九 0 次會議時（七月九日），主 

席以英聯王國代表資格發言，否認蘇聯代表對於紅 

十字會H 際委員會及世界衞生組織所說的話。他力

述蘇聯担躯參加促進改善世界經濟、社會或文化狀 

況的任何聯合國專門機關。

三五八 . 這件事情的困難之處是蘇聯堅決反對 

舉行任何方式的公正調査。這樣就沒有人可以確切 

證明這和?控訳的虛愼了，因爲道些證據《有就地調 

査方能得到；這正是蘇聯絕對不答應舉行這稱調查 

的原因。但我們有充分把握可以認定這秘sr诉是毫 

無根據的而且是虛偉的。

三五九 . 蘇聯現在道一糊特別的宣傅方式紙是 

蘇聯政府所用策略的一îffi, 我們必贫i把宏與蘇聯鎮 

個制度相比較之後再加以判新。細菌戦爭的宣傅倒 

不如仇恨戰爭的宣傳董要。蘇聯政體的基本缺點郎 

其欲達目的不擇手段的臉惡理論。因爲該國 ®袖柜 

信某一輝fd：會好，照他們的意見，他們便認爲可以達 

成這糊社會的任何辦法都是好的，妨礙達成這鍵肚 

會的任何東西都是不好的。我們的結論已很明顯:不 

營這些咒及仇恨會有什麼結果，我們須堅決抵抗 

任何浸略；但我們必須大聲截明，蘇聯若停it反對 

聯合國的宗旨及荐序，它本身絕對用不着憂懼。

三六0 . 土耳其代表覺得北朝鮮及中國共產黨 

當局旣已担絕舉行調査，旦舉行這錦調査的希望旣 

E因遭蘇聯否決而毁減， 士耳其代表M不得不採取 

美國決譲草案所包合的結論。

決 議 ：美國決議案（S /2688)於一九五二年七月 

九日第五九 0 次會時交付表決。計贊成者九票，反 

對者一票（蘇聯），棄權者一（巴基斯垣）。因投否決 

暴者爲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該決譲草案求瘦通 

過 。

第-

經安全理事會及其輔助機Ü 審譲之其他間題 

第六章 

串請國入會問題

A. 通過議事日程

三六一 . I T 書長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日致面 

( S / 2 4 3 5 ) ,安全理事會主席檢送大會一九五一年十 

二月七日關於義大利充分參加託管理事會工作問題 

的決譲案五五0  (六 ）全文。大會建議理事會儘速對 

該項決譲案加以考慮，從而推薦義大利立卽成爲聯 

合國會員國。

三六二  . 安全理事會第五六八次會譲（一九五 

-年十二月十八日）的臨時議事日程如下：

"一 . 通過譲事日巷。

"二 .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日秘貪長致安 

全理事會主席函，檢送大會第三五二次全體會 

譲所通過関於義大利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事之 

決譲案案文 ( S /2 435)。



"三 . 一九五o 年千二月六日秘書長政安

全理事會主席 ®,檢送大會第三一八次全體會

議所'遥過闕於准許請國入會問題之決議案四

九五（五）案文 (S /1 9 3 6 )。"
三 六 三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提議 

互具臨時議事日殺二、三兩個項目的次序，俾得首 

先處理第三個項目，因其 *所述雨項大會決錢案中 

通過在先的決譲案有閲。再则 , 在處理第三項時，理 

事會並將討論列入第二項內的問題，卽義大利加入 

聯合國爲會員國間題。

三 六 四 . 主席說明各項目之以此 f®順序列入臨 

時議事日殺，係因大會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七日所通 

過的決譲案屬於緊急性賓，而一九五0 年十二月四 

日的決議案則未提到情況緊急一層。

三六五 . 英聯王國代表贊同 :£席的意見，並指 

出一九五 0 年十二月0 日決譲案厥是請理事會繼續 

考盧各項入會申請。在蘇聯代表團對此項問題的m  
度未有變更的表示前，理事會要想有關該決議案的 

工作有所進展，似無多大希望。

三六六 . 法蘭西代表指出並無新的事實發生可 

使 Ni請國入會的一殷問題的討論迅速 '邊得結果。閲 

於義大利入會的特殊問題是一項緊急問題 , 應在討 

論中睛國入會的一般問題之前優先處理。

三六七 . 美利S ☆衆國代表認爲每當安全理事 

會要處理一項 1|3請入會案時總要提出入會的一般問 

題 ；是沒有理由的。義大利申請入會事本身就是一 

個問題，應該作爲大會與理事會提出的問題而予以 

緊急及鄭重的處理。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七日決譲案 

並未提及一九五 0 年十二月四日的決譲案。他並指 

出在安全理事會審議印度尼西亞的入會中請時 , 並 

沒有人提出意見 , 認爲入會的一般問題應作爲該項 

中請問題的一部分或與其有11而予以討論。

三六八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H 聯盟代表指出 

問題是否緊急是一個相對的說法。假使理事會首先 

審譲第三項，並推薦准許十三個申購國义會，那麼 

義大利入會問題就迅速纖得解決，同時急其所急與 

一視同仁這雨原則也都兼願到了。至於提及印度尼 

西亞的情形，那是完全不相干的，因爲那是一個特 

別情形。但是，將義大利的入會申請當作特別問題 

來處理是沒有理由的。 對義和約的簽字國家雖負有 

贊助該國加入聯合國的義路，但根據對保加利亞、甸 

牙利及羅馬尼亞的和約，這些國家也承擔了同様的 

義務。美國能爲不宜普遍審査申睛國加入本組織的

問題一項事實，指出美國政策的目的在停止討論此 

項問題，並除義大利一國外，要胆操其他申購國义 

會。

三六九 . 荷蘭代表同意印度尼西亞一案是個特 

殊情形，但他認爲義大利一案也是特殊情形，因爲 

聯合國責成該國負有爲索馬利蘭託誉領土營理當局 

的特殊責任。假使義大利沒有聯合國會員國的一切 

權 利 ，它就不能完全及充分地執行它的職责。荷蘭 

一向認爲安全理事會對於入會中睛應就其個別情形 

來審譲，此種見解已經國際法院一九四八年五月二 

十八日的諮詢意見予以確認了。

三七 0 . 南斯拉夫代表雖然同意義大利確係最 

重要的申請入會國家，侄認爲中請國入會的一般問 

題同様重要。他建議理事會在譲事日殺内紙列入一 

個項目，卽中請國入會問題。

三七一 . 印度代表贊同南斯拉夫代表所提出的

三七二 .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在答覆蘇聯代表的 

聲明時宣稱，美國赏經熱誠地支持且將繼續極力贊 

助凡合於憲章第® 條规定的中請國入會。蘇聯代表 

所提和約規定下之條約義務一層，顯然紙是爲適應 

時機而提出的一 Î®論據。例如蒙古民 共 和 國 也 是  

蘇聯贊成准其入會的一 ‘個申請國，但對於該國根本 

談不上此項條約義務。美國代表並指出一九五0 年 

十二月四日決議案提到的不是十三個而是九個入會 

申請。對於南斯拉夫代表的建譲，美國代表認爲根 

據大會對理事會明白提出的理由，義大利入會問題 

是應該優先處理的。漠視大會要求特別審議該項問 

題的理由，是公然扶煞大會的明白願望。

三七三 . 土耳其代表認爲其他若干國家廣義大 

利一樣都應准許入會，但認爲安全理事會應首先遵 

照大會的建議，與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七日的決譲 

案予以聚急考慮。

三七 r a . 中國代表認爲理事會應秉該項決譲案 

辦理 ，因該決譲案具有一® 特殊與優先的權利。縱令 

聯合國接受會籍普及的原則, 而此項原則的實施也 

不應當是機械的。

三七五 . 巴西代表指出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七H 
決譲案淸楚表明大會根據特殊與重大理由，打算對 

義大利的中睛作個別考盧，予以聚急處理。安全理 

事會必須接受大會對盤個入會問題所重新採取的立 

場。因此，他不能贊同蘇聯代表M所待的態度，或 

南斯拉夫與印度所提出的建譲。

決 議 ：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八H第玉六八次 

會議中，南斯拉夫及印度所提將大會雨個決議案列



於 " 申請國入會間題 "標題下合併討論的提案，以六 

票對三襄（印度、蘇聯、南斯拉夫）遭否決，棄權者二 

( 中國、厄瓜多）。

蘇聯所提臨時譲事日蔣二、三兩項互易次序的 

修正案，以七襄對一恶（蘇 聯 ）遭否決，棄權者三(厄 

瓜多、印度、南斯拉夫）。

議事日荐以八票對一票 (蘇聯 )通 過 ，棄權者二 

( 印度、南斯拉夫）。

B . — 般 討 論 及 一*九 五 二 年 二 月 六 日 之 】決 議

三七六 . 法國代表於第五六九次會議中（一九 

- f i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提出下列決議草案 ( S / 2443 ) :
"安全理事會

"襄於審譲大會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七日之

決譲案，

"備悉該決譲案所列舉之種稀理由；

"感於義大利爲愛好和平之國家，具備憲

章第四條所規定之條件；

"爱推薦義大利爲聯合國會貴國。"
三七七 . 法國代表在解释他的決議草案時，着 

f i 指出義大利對文明發展的貢鎭。搬開該國入會資 

格固有的優點不論，尙有其他更具直接影響的理由， 

使義大利的入會成爲必要。聯合國委託義大利代聯 

合國全體會員國執行若干職責，卽管理當局的職實； 

顯然 , 聯合國在指派此項任務時已暗示承認義大利 

符合憲章所载的入會條件。一個被認爲有資格行使 

聯合國所授少數委託營理權之一的國家，尤其應有 

資格加入本粗織。

三七八 . 巴西代表支持法國決議草案。他不解 

那些否認義大利的入會權利的國家的態度，如何能 

符合憲章第四條的规定。本紐織五十四個會員國已 

承認義★利符合聯合國憲章第四條第一項规定的條 

件。任意使用否決權以拒絕義大利的入會 I#睛 ，就 

法律來說，是 憲 章 的 精 神 及 文 字 征 觸 的 。第二十 

七條第三項中所承認的全體一致原則，始意並不是 

給予安全理事會各常任理事國以直接違反憲章的宗 

旨及原則而行動的無限權力。義大利之受委營理一 

個託營領土及其因此而有充分參加託營理事會的必 

要 ，已說明安全理事會的行動何以迫不容緩；雖然 

不能說主張准許義大利加入聯合國的建譲是單憑這 

一點爲理由的。

三七九 . 主席以厄瓜多代表的資格發言譲：，紙 

是一專開係就使得本組織百分之九十的會員國所一 

再表泰的准許義大利加入聯合國的願望，不能齋生 

作用。理事會應盡力達成一個全體一政贊成的建議。

假使理事# 不如此做，那麼對於憲章有關條款的解 

釋就令人置疑 , 因爲若干會員國好像尙不知道如何 

M 释憲章的有閩條 ;款。他繼稱國際法院一九五C 年 

三月三日的警詢意見對於某本間題未予置論，因爲 

假使有八就一一用該法院意见書原文—— "安全理 

事會對入會問題應如何適用有圓表決荐序的規則， 

或特就一常任理事國的否決襄是否能使已得七個以 

上同意票的推薦被否決 " 一事諮詢該法院，沒有人 

知道法院將如何答覆。厄瓜多代表團準備投票贊成 

法國決譲草案。他力主應讓理事會各理事有時間来 

透傲考盧各鍵可能辦法，以避免否決義大利及其他 

國家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的間題。

三八 0 . 荷蘭代表追述該國代表M 向來支持義 

大利加入爲會員國的提案。他很重視國際法院一九 

四八年五月所發表的諮詢意見，卽聯合國會員國在 

法理上無權將憲章第四條第一項並無明文规定的標 

準 ，作爲同意一國入會的條件。再者，安全理事會 

現有一項新的重要事實，卽大會已表示應使義大利 

武成爲託管理事會理事國的意見。根據憲章，要 

使一個非會員國充分參加本却織一主要機關的工 

作 ，准其取待完全的會貴國資格爲唯一合理的辦法。 

假使不准許義大利加入聯合國，而仍期望它負起一 

託管國家®  土負責的董擔，這將是怎樣的一種情形。

三八一 . 印度代表說，據印度政府的意見，有 

許多國家，例如錫蘭及尼泊爾，依據憲章第 ®條第 

一項規定都有入會資格。在不妨礙上述一般的立場

I' , 他贊成大會主張准許義大利入會的十二月七日 

特別決議案。

三八二 . 中國代表認爲在道義上義大利有加入 

本組織爲會員國的充分權利。該國在世界上所居的 

重要地位是不能否認的，而且它符合憲章所載關於 

入會的一切规定。再者，聯合國已委託義大利爲紫 

馬利蘭的營理當局。因此，他支持法國的決譲草案。

三八三 . 英聯王國代表說單獨提出義大利入會 

間題不得認爲看輕其他若干國家的要求，各該國與 

義大利同樣有資格成爲會員國。大會促請理事會注 

意 早 H 准許義大利入會的特殊理由至爲簡單 ;顯然， 

如要義大利最有效地執行爲索馬利蘭營理當局的責 

任 ，該隨就得是託管理事會的理事，而爲着此項目 

的 ，憲章规定該國應爲聯合國會員H 。

三八四 . 士耳其代表認爲義大利符合憲章所规 

定的各項入會條件，完全應該廣得允許入會。再者， 

義大利已替聯合國負擔重大職責。大會一九五一年 

十二月七日決譲案反映聯合國絕大多敷會員國的意 

願。他支持法國決議草案。



三八玉. 蘇維埃社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大 

會十二月七H決議案證明一項事實，卽有人仍在試 

圖達反憲章及議事规則關於審譲申睛國入會問題所 

IT定的正常程序，因爲該決譲案的目在胆礙根據 

公正不偏原則來審議此項問題。該決譲案的草案係 

在第四委員會提出，但中請國入會問題並不屬該委 

員會的職權，該委貴會無權審査或提出關於該項問 

題的決譲草案或建譲。此項問題屬於第一委員會職 

權範圍，應該提送該委員會審議。

三八六. 主 張 因 義 大 利 負 有 營 理 託 管 ®七 責  

任 ，紙有該國的入會申請應予審査的理由，顯然是無 

根據而且牽強的。申請國入會問題不當決定於下述 

考盧:某一國家如係託管領土的管理當局，就必須准 

許該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一個國家可以管理託 

營値土而不必爲聯合國會員國。

三八七. 蘇聯代表在聲明大會不能強迫安全理 

事會接受命令時說，其他十二個申請H與義大利一 

棟地有資格入會，其中數國一 一 如保加利亞、甸牙 

利、羅馬尼亞及芬蘭一一在載時及自從雜結對各該 

國之和約以後，情形均與義大利恰好相同。在各個要 

求入會國家的申請都被擺置的時候，沒有理由例外 

地優先處理義大利的tfi請。因此，不依順序來審査義 

大利入會問題的動機不是爲了憲章，或是爲了擴大 

及增強聯合國以謀和平及提高其威信的願望，而是 

美國、英聯王國及法國的軍事與政治考盧，這些考 

盧與聯合國的原則及宗旨毫無共通之處。理事會應 

該立卽透徹地審議申請國入會間題, 並決定如何以 

積極方式，無歧視或偏好地審譲* 個問題。

三八八 . 英美集團反對同時准許所有十三個中 

請國加入聯合國，這不外是該集團對若干國内制度 

不爲美英統治階層所喜的國家實施歧視政策之一種 

方便的偽裝而已。蘇聯代表繼續觀:，這不能成爲反 

對的有效根據，因爲憲章並未規定凡要加入聯合國 

爲會員國的國家都要有與美國相同的 fd會及政治體 

系。美、英 、法三國爲繼續此種策略，事實上每次 

都投票反對包括義大利在内的所有十三H 加入聯合 

國爲會員國的提案。是以，假使美、英 、法三國依 

照憲章規定在理事會中採取了公正不偏，無所歧視 

的態度，而不是以自私動機行事，對服從它們的國 

家採用一鍵辦法，而對其他不願服從它們的國家採 

用完全不同的辦法 , 則義大利與其他國家早已加入 

聯合H  了。

三八九 . 蘇聯從來不反對而在此時也不反對義 

大利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義大利與其他有合法權

利並且曾•經申請入會的國家一樣地可以迅卽獲准加 

入聯合國。蘇聯代表根據所聲明的立場，提出下列

決譲草案 (S/2449 ):
"安全理事會

"業經審査阿爾巴尼亞、蒙古人民共和國、

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甸牙利、芬蘭、義大利、菊

萄牙、愛爾蘭、約但哈希米德王國、奥地利、錫蘭

及尼泊爾睛求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之 1#請書， 

"兹向大會推薦上述各國爲聯合國會員

國。"
三九0 . 蘇聯代表說 II國要求某些國家變更國 

內制度及内政政策以符合美嵐願望，與聯合國憲章 

第二條第七項大有征觸。

三九一 . 蘇聯代表團向安全理事會理事颜請停 

止歧視及偏私政策，此種政策達反聯合國憲章的宗 

旨與目的，且使間題陷於僵局。該代表《並 I I 請通 

過蘇聯決譲草案。

三九二 . 美利堅合衆H 追述大會已曆次表示， 

認爲義大利符合憲章第四條規定，並聲稱安全理事 

會對大會意見應該極端尊重。將大會的意見視爲"對 

安全理事會的命令"，等於說大多數國家明白表示的 

願望不傲得尊重。再者，他不認爲指出義大利代表 

聯合國負》特殊責任一節與本題無干或不能決定問 

題。安全理事會任何理事如漠視或拒納大會大多數 

會員對該問題一再表示過的意見，乃是一項極不負 

責的行爲。

三九三 . 美國政府贊成分別審査各國的入會电 

請 ；加果依據其他理論來處理此事，就是不肯鄭重 

考盧每個申請國的資格。蘇聯代表担絕承能憲章第 

四條的存在，因此誤解美國代表M 關於若干中請國 

必須改變其政策綴有資格入會的聲明。蘇聯聲明除 

非其他中睛書同時獲得審査 , 便要投票反對義大利 

入會 ，這是明白自認實行一項與一九四八年五月二 

十八日國際法院諮詢意見完全® 觸的政策。

三四九 . 美國代表並指出蘇聯代表紙提到十三 

個申睛國，而實際是十四個。全數 1(5請國在大會一 

九五0 年決譲案中均已提及，而大會認爲九國有入 

會資格。義大利的卞請是一特殊情形，他因此贊成 

法國決譲草案。

三九五 . 在第五七三次會譲中（一九五二年二 

月六日），主席以希腿代表資格發言說，義大利是一 

個愛好和平的國家，符合憲章的規定，而該國不得加 

入本紐織是不公平與使人感覺遺诚的。義大利之不 

參加聯合國，因而不參加託營理事會，是與付託該



國領導紫馬利蘭達成獨立的使命不相符的。本組織 

十分之九的會員國明白表示的意志，竟因安全理事 

會中的一專反對，就不能發生作用。

三九六 . 希腦代表繼續說蘇聯代表M爲耍辯議 

它的否定態度，提出一項爲其決譲草案 iTr根據的新 

原則。該項提案將損及憲章的基礎，並開今後不厳 

濫用的門徑，這是對於普及原則的錯誤解釋，因爲 

它包合一個違反憲章第 0 條規定的純粹自動與機構 

式的入會制度。而且蘇聯決議草案並未包括所有申 

請國在内，這也構成歧視。再者，如其一•九K 九年 

及一九五C 年對於以色列及印度尼西亞入會問題的 

贊成態度所顧示，蘇聯代表《對於自己提出的原則 

所作解釋是頗武斷的。接受自動的盤批入會辦法，將 

是違反憲章第六條的一鍵貪圖方便的方法，因爲本 

組織爲什麼要對會員國比動中請入會國遺要嚴格， 

這是分人很難理解的。

三九七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認爲 

最近在第一委員會及大會全體會譲中所作的關於 î|î 
請國入會問題的辩論，證明聯合國多數會員國贊成 

蘇聯提案，而美國担絶允許F r有十四個國家入會的 

立場已弓!起日愈增長的不満情緒。假使將所有六千 

個會員國全體人民作爲百分之百計算，可以着出百 

分八十三的會員國人民在第一委員會中已贊成蘇聯 

提案或者棄權不參加表決一一卽是說不反割該提 

案。 蘇聯從不反對義大利以與其他有資格入會的國 

家平等的地位入會。義大利之不得入會是由於英美 

法三國政府使然， 各該國的態度是與各國平等原則 

相遂的。他提出蘇聯決譲草案修正案案文 ( S /2449/ 
Rev. 1 )如下：

"安全理事會

"業經審查阿爾巴尼亞  > 蒙古人民共和國、 

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甸牙利、芬蘭>義大利、菊 

荀牙、愛爾蘭、約但、奥地利、錫蘭、尼泊爾、利 

比亞等十四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之中睛，

"建譲大會同時准許上述各國加入聯合國 

爲，員國。"
三九八 . 智利代表認爲今日的民主義大利符合 

憲章第四條所想定的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的一切要 

求。他贊同其他代表的意見，卽蘇聯代表所舉反對 

單獨決定養大利中請案的理由，與國隙法院所解释 

的憲章精祂及文字俱柜逕庭。誠然大會多數會員均 

贊成安全理事會重新審議已後到的各個申講，但是 

多數的意見已經明白表示，卽各個申請應按其是否 

合格分別予以審査。雖然在今後某一時機中他願意

參加討論各個未決定的中請，包括蘇聯決議草案所 

列各H 的申睛在內，但他不能投翼贊成蘇聯決譲草 

案。

三九九 . 英聯王國代表聲明該國政府對於擴大 

聯合國茶礎一事，至爲重視。像錫蘭這個國家，它 

是英邦協的成員，並旦無可爭辯地有資格入會，不 

應該再不讓其加入聯合國。他選想到歐洲的許多! 
請國家，例如愛爾蘭共和國及æ荀牙，當然也應該 

得爲聯合國會員國。本翻織應包羅各鍵主義不同政 

制互異的國家，因爲聯合國最大的價値就是它構成 

交換各糊意見及平息各國間爭端的一個會譲場所； 

可是，他不能贊同極端的會籍普及主張，卽一個ifî 
請國紙須是一個國家就大致可以自然而然地灌准加 

入聯合H爲會員國。依據憲章第四條及國療法院的 

意見，理事會必須確知每個中購國都符合第四條所 

规定的條件。但是，關於道個間，題的僵局應當打開 , 
聯合國的基礎應該儘量擴大，這是重要而旦迫切的。 

他不投暴反對蘇聯決談草案，但將於表決時棄權。

四 0 0 . 巴西代表聲明他將投襄反對蘇聯決譲 

草 案 ，因爲該草案曲 i辉了普及原則的眞歸，沒有顧 

及憲章第 ®條中所载的條件，並旦將入會問題全憑 

權力政治去解決。

決 議 ：法國決譲草案 ( S /2443 )經於一九五二年 

二月六日第五七三次會譲提付表決。贊成者十票，反 

對者一襄（蘇聯）。因否決票係常任理事國所投，該 

決I « 草素未獲通過。

四0 — . 法國代表宣稱蘇聯代表此舉又表示了 

他硬欲將義大利入會問題與不符憲章文字及精神的 

件條聯合一起。蘇聯似犯了眞正 '濫用權力的過失。拒 

絕義大利入會一事之所以尤其使人憤慨，就是受徘 

斥者是一個資請毫無問題的國家。蘇聯決譲，案會 

創下一‘個危臉的先例，將來可被人援引來不加愿別 

地准許純粹以人爲、武斷方式強合一起的中請國 I I  
批入會。

K O 二 . 英聯王國代表宣稱像義大刺這樣一個 

偉大的文明國家竟不瘦對本組織的工作盡其有價値  

的貫獻，這的確是可惋惜的。歷次使義大利不得進 

入聯合國的唯一障礙，都是蘇聯所投的否決票。據 

他的意見，義大利人民不會不懂得這件事的意義。

四0 三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聲 

稱 ，法國要義大利加入聯合國，與其說要它作會員 

國 ，倒不如說要它作準備一個新 l a 爭的合作者，及 

正在從事疲在軍備読賽與準備此項戰爭計割的大西 

洋侵略集團的一員。法國代表與美國代表一樣在堅



持對義大禾Wfl入聯合國問題採取特殊及例外的程序 

時 ，他月)̂ 持的理由是根據軍事與戰略的考盧，而不 

是根據 - - 搬的政治與和平的考盧。但是此鍵態度是 

與憲章不相容的，並無補於和平及國際安全的大業。 

有人說義大利在二次世界戰爭將吿結束之際，是與 

盟國並肩作戰，但是義大利並非唯一的參加國一 

邊作戰的國家；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甸牙利與芬 

蘭 是 如 此 。在動保加利亞、甸牙利、羅馬尼亞及 

義大利的和約中，盟國及其與國已允諾贊助各該國 

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對這四個國家都作了同樣的 

諾言，蘇聯反對在道一點上有所歧視。

四 0 四 .雖然義大利與菊萄牙之參加大西洋集 

M是與願爲聯合 ®會員國的國家所應具備的要件完 

全背道而馳，雖然蘇聯極力反對其他若干國家的加 

入 ，而蘇聯却遵守所有十四國都獲得同等待遇的原 

則 。關於英聯王國代表所說義大利人民將注意到蘇 

聯否決權的意義一節 ,蘇聯代表宣稱 ,義大利人民無 

疑地會注意到一項事實，卽英、法、美三國一九五 

二年二月六日在安全理事會會譲中故意使蘇聯又投 

否決襄，該三國因此胆 i t 了義大利與其他十三《加 

入聯合國。而這些國家之加入都是蘇聯代表圓所堅 

決主張的。

四0 五 . 蘇聯代表在結論中時宣稱，因美國正 

在執行一種歧視歐洲國家的政策 , 多數的歐洲國家 

都遺未成爲聯合國會員國。美國深恐聯合國內歐侧 

國家的數目增加，美國所依恃的拉丁美洲集《的特 

殊勢力就將減小，而美國就更難於將其意志強加於 

聯合國。美國不能厳定所有加入聯合國的歐洲國家 

會如大多數的拉丁美洲國家一樣唯命是聽。

0 O 六 . 此項久延不'决的問題的情形就是如 

此 。安全理事會負有尋出一個粥決辦法的責任。蘇 

聯決議草案提出一個辦法，以一種最可接受，最公 

平 ，與憲章最爲符合及基於各國平等原則的方式解 

決此項問題。假使安全理事會通過該決議草案，此 

項問題就可解決，而十四國都可被推薦爲聯合國會 

員國。

決 議 ：在一九五二年二月六日第五七三次會議 

中，修訂後的蘇聯決譲章案（S /2449/R e v .：l ) 以六 

票對二票（巴基斯坦、蘇聯）遭否決，棄 權 者 三 （智 

利、法蘭西、英聯王國）。

C. 安全理事會繼續審議此間題經過

四0 七 . 安全理事會於第五七七次會譲（一九 

五二年六月十八日）處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盟代表作爲臨時議事日程第三項提出的下述項目：

"通過請大會同時准許業已中請入會之十 

r a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之建譲案。"
理事會並處理下述的蘇聯決譲草案 ( S /2664 ) : 

"安全理事會

"建譲大會同時准許已提出入會申請之下 

述各國爲聯合國會員國：阿爾巴用亜、藥古人 

民共和國、保 加 利 ®、羅馬尼 35、 甸牙利、芬 

蘭、義大刺、菊荀牙、愛爾蘭、約但哈希米德 

王國、奥地利，錫蘭、用泊爾及利比亞。"
E O 八 .蘇聯所提將此項問題作爲第三項列入 

譲事日程的提案，略經討論之後以七恶對一票（蘇 

聯 )遭否決，棄權者三（中國、巴某斯坦、英聯王國）。 

理事會全體一致通過智利及荷蘭的聯合提案，該提 

案在 " 申睛國入會問題"標題下將蘇聯所提項目列爲 

( a )分段，能 增 列 "研究大會決譲案五0 六 （六 ）" 
一項爲（b )分段。

r a o 九 . 理事會在第五九 0 次會譲 (七月九日） 

中繼續討論此項間題 , 當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盟代表說，蘇聯決譲草案內所列舉的許多國家早 

在五年以前就已提出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的申靖， 

但各該國的入會間題遺是未得解決。該國代表團， 

一再指出准許已經提出串請的十四國同時入會，是 

對於道個問題的一糊公正客觀的決定，不政歧視某 

些國家而偏愛其他國家，大會第六屆會關於這個間 

題的討論證明此項意見已得聯合國多數會員國的支 

持 。蘇聯提案在第一委員，中經以多數票瘦得通過， 

並得舉世報界的廣大歡迎。美國紙是利用卷序技輔 

及對依靠它的國家施以壓力，才能夠胆止大會通過 

該項決譲草案。該項草案也是符合建議理事會重行 

審議各個人會申睛懸案的大會決議案五 0 六 （六 ） 

的。

四一0 . 希職代表指出除蘇聯決譲草案所列舉 

的十四國外，尙有其他的电請國。因此，他認爲理 

事會不應接受蘇聯提案，尤其因大會旣已請理事會 

就各個申睛懸案的情形向第七眉會提出報告。他提 

議理事會延至一九五二年九月二日，再討論申睛國 

入會問題，俾得嚴密審查理事會現有的各組申睛懸 

案。申請入會國資格審査委員會應卽審譲各項入會 

申睛，並於暫行議事规則第五十九條規定的時限以 

前呈復理事會。

四一一 . 智利代表指出大會決譲案五 0 六 (六 ） 

第三段要求理事會各常任理事國彼此會商，以協明 

理事會達成圓於入會申睛懸案的積極的建譲。他詢 

問該項會商已否舉行或已有所計割， 以及擬訂了何 

項會商辦法。



四一二 . 主席以英聯王國代表資格發言說，此 

項會商尙未舉行 , 這大槪是因爲沒有一個常任理事 

國認爲在現階段舉行會商可能獲得有益的結果。不 

過 ，他相信在大會下次屆會前此項會商將必舉行。

四一三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指  

出，其餘的中請國未必能與蘇聯決譲草案內所列舉 

的十四國處於同様的地位。若干申請是最近才牧到 

的 ，而其他申睛則不見得能獲致協譲。就這些事實 

看來，謂蘇聯決譲草案未將能獲決定的各個申蕭盡 

行列入云云，是毫無根據的。

四一K . 但是，若干方面似欲延遲審譲此項間 

題 。在反與拖延審譲此問題時，蘇聯代表指出，實 

際上聯合國及其各機構將本身工作密切配合聯合國 

所在國的國內政洽發展，已做得大過分而旦次數大 

多了。蘇聯代表繼續說具有此種作用的提案是不合 

理的，因爲理事會在九月時很可能有新的問題要待 

處理。這様就沒有保證申請 ®入會問題會在彼時由 

理事會審議。理事會譲事日程上旣無其他項目待理， 

實在沒有理由拖延審議此問題。再者 ,在最近將来召 

開大會特別屆會不無可能。假使理事會決譲向大會 

推薦該十 r a個申請國入會，何事可胆止特別届會審 

議申請國入會問題？此鍵發展對於增‘強國際合作及 

提高本組織聲望將爲一大進步。美國政府在其一項 

官方文件中，承聽聯合國各會員國日益切望得有辦 

法打開中請闘入會問題的僵局。這件事實的承認與 

該政府胆止審議這一問題的企圖，是互相® 觸的。

四一五 . 就各常任理事國舉行會商一事而言， 

蘇聯代表認爲隨時都可以舉行此會商。大會決譲 

案中並未规定會商一定耍在理事會討論申請國入會 

問題以前舉行。假使安全理事會決議准許十四國同 

時入會，理事會各常任理事國便沒有就這些中睛案 

舉行會商的必要。對於其他的中請或有舉行會商的 

必要，但並無何事可胆止舉行會商。蘇聯代表圓方 

面隨時都願意參加 此 種 會 商 ，而旦認爲隨時都相 

宜。根據上述理由，蘇聯代表M認爲將中請國入會 

問題拖延到距大會第七屆會爲期甚近時鎭審議，是 

不公正、非法，而且構成與安全理事會11例相'抵觸 

的先例的。

四一六 . 智利代表在第五九一次會譲（七月九 

日）中說，智利代表《認爲安全理事會各常任理事 

應該互相諮商，認眞努力，以求該項問題之審譲有 

所進展。蘇聯提案不能視爲一種打開僵局的新辦法， 

因爲該案 a 提出過若于次，均經理事會多數否決。 

值任何一國如認爲應該討输某一項目，他不願加以 

胆止；因此，他不能贊助主張緩譲此事的希腦提案。

0 —七 . 希腿代表說如照他的提譲延緩討論， 

旦随後能實踐大會決議案五 0 六 （六 ）第三段的規 

定，終當能関開一新局面，而可就各中請國個別情 

彫來作決定。它方面，理事會將能就一切申請懸案 

向大會第七屆會提出報吿。圓於特別屆會間題，他 

認爲特別屆會果要召開時，蘇聯並非不能請理事會 

及時開會審査各項中請懸案。

四一八 . 蘇維埃 fd;會 主 義 共 和 國 盟 代 表 謎 ， 

蘇聯提案雖不是新提案，却是正確、公平、合法及 

理由充分的提案。解決此項問題有一種比理事會各 

常任理事進行會商更爲直接的辦法。腹使理事會常 

任理事國中沒有誰反對蘇聯決講草案所列千 r a 國全 

體入會，就沒有舉行會商的必要。所有十四個國家 

同時入會是打開僵局的最好、最公正而又最能爲人 

接受的辦法。

四一九 . 巴基斯坦代表読：，他雖然贊同延緩討 

論的提案，該國代表M希望在此段延緩期中理事會 

各常任理事能互祖健商以解決這個間題。巴基斯坦 

代表《與智利代表 M 因 此 提 出 下 述 決 譲 草 案 （S / -  
2694):

"安全理事會

"億及大會決議案五0 六 （六 ）第三段曾睛 

安全理事會各常任理事國就申睛加入聯合國未 

決各案進行會商，

"一 .認爲此項請求之履行對於安全理事會 

提供閲於此項問題之積極建譲，當大有助益；

"二 .促請安全理♦會五常任理事國認莫注 

意上述大會之請求。"
izg二0 .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說，該國政府向來 

願意進行像大會決譲案五0六(六 )所要求的那fii會 

商。該決議案並非唯一提出會商睛农的決議案，因 

大會在數次屆會中已通過若干決議案購安全理事會 

各常任理事國進行此腐會商。他認爲理事會中所發 

生的困難就是蘇聯代表於大會決議案五0六(六)通 

過四個半月之後，事前並無任何暗示，且未建譲舉 

行會商，就突將此項間題列Aü程。他指出聯合決 

厳草案是沒有必要的；理事會無須再通過任何決譲 

案，卽可達成大會決譲案的目的。

四二一 . 中國代表贊助希腿代表的提案。他追 

述中國代表《已投襄反對一個實質上與蘇聯提案相 

同的提案；他說他並沒有發見任何變更立場的理由。 

卽時的計論似乎不會有結果；展期討論或有助於解 

決此間題。



四二二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 

會議旣已演成如此局面，他堅持理事會應依照償例 

及暫行譲事规則審譲與表決蘇聯決講草案。希騰提 

案不能予以接受，因爲該提案無理由地拖延該項問 

題的審議及決定，他將投襄反對。聯合決議草案也 

是毫無根據的，因爲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並無反 

對之表斤。他認爲聯合草案不是一項程序提案，而 

理事會沒有理由創立先例。視此等提案爲程序提  

案。開於美國代表的意見，他指出大會決譲案五 0  
六 (六)未規定申請國入會問題必須先經理事會常任 

理事國討論。大會《表示一項願望：大會首先建厳 

安全理事會重行審譲各項中請懸案，其次請理事會 

各常任理事國彼此健商。如此，就正武規定言，美 

國代表沒有理由指責蘇聯達反該決譲案。

r a二三 . 在討論繼續進行中，主席表示一項意 

見 ，卽希腿提案應先予表決，而聯合決譲草案不得 

視爲該項提案的修正案。

快 議 ：在一九五二年七月九日第五九一次會譲 

中，希職所提延至一九五二年九月二日始行續譲 

購國入會問題的提案，以八襄對一票 (蘇聯）通過， 

棄 權 者 二 （智利、巴基斯坦）。

D . 入 會 申 講 書

K 二 0 . 在本報吿所論述的期間內收到的中請 

書有下述各件，其中若干件係重行提出的申睛。

( i )越 南 的 請

越南政府主席及外交部長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 

七日致面秘書長（S/2446) 以該國名義申請加入聯 

合國爲會員國。

( Ü )利比亞的申睛

利比亞聯合王國外交部長…九五一年十二月二 

十四日政面秘書長（S /2467) , 提出該國政府的入會 

♦請書。

巴基斯坦代表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七白致 ®安全 

理 事 會 主 席 （S /2483),請將利比亞加入聯合國問題 

列入理事會卽將舉行的會譲的議事日程。来面附有 

下列決譲草案：

"安全理事會

"業經審譲利比亞聯合王國加入聯合國爲  

會員國之中睛，

"計及利比亞聯合王國已於一九五一年十 

二月二十 [29日正式成爲獨立之主權國，悉符一 

九 ®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大會決譲案二八九

( 四）及一九五0 年 i ^一月十七日大會決譲案三 

八七（五 ）之规定；

"難決：依據理事會之制斷，利比亞聯合王 

國符合憲章第四條第一項所规定關於加入聯合 

國爲會員國之條件；

"建譲大會准許利比,亞聯合王國加入聯合

國爲會員國。"
(ü i)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中請

越南民主共和國外交部長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 

十九日致函秘書長（S / 2 4 6 6 ) ,追述該國政府一九0  
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所提加入聯合國的申請，並請 

及早予以審譲。

( i v )大韓民國的 tfî請
大韓民國總理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致函 

秘書良（S /2452 ) , 依據憲章第 ®條之栽定重行揚出 

該國政府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的入會电睛（S /-  
1238)。
( V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审請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H 外交部長一九五二年 

一月二日來電（S /2 46 8) , 追述該國政府一九四九年 

二月九日所提加入聯合國之申請（S/1247) , 並聲明 

該政府第二次提出中講。

(v i)東糖寨的中請

東辅寨部長會譲主席兼外交部長一九五二年六 

月十五日以該國政府名義来画 ( S /2672)申請准許柬 

哺寨王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11)日本的申睛

日本外務各大臣,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六日來函 

(S /2673) 提出該政府關於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的申 

靖。

(viii)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的申睛

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載主席一九五二年 

六月二十五日政安全理事會主席電 (S /26 85) , 指出 

羅馬尼亞已於一九K 八年十月十二日提出加入聯合 

國爲會員國的申睛，並擁譲蘇聯蘭於同時准許十四 

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的提案。

Ux)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的申睛

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兼外交部 

長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二日來電（S /2701) , 重行提出 

該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的中請。



四二五 . 國際法院栽約第十三條第一項规定法 

院法官的任期爲九年，並得連選，但除其他事項外並 

规定第一次選舉選出的十五名法官中五人的任期 

"爲六年"。因第一次選舉舉行於一九四六年二月六 

日，該五名法官任期將於一 九五二年二月五日届満， 

故大會第六屆會時觸舉行例常選舉以補遺缺。

-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安全理事

會得悉因在職法官  José Philadelpho de Barros e Aze- 
vedo ( 巴西）於五月七日逝世，國際法院法官出缺一 

席 ，遂根據法院规約第十四 '條規定， 識決關於補選 

法官接充已故法官所遺任期（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 

满任）的選舉，應在大會第六屆會中並於同次屆會舉 

行例常選舉之前舉行。

E 二七 . 因此，安全理事會於第五六七次會譲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六日）從秘書長分發之被提名人 

名 單 （S/2338  and Corr J  and A d d .1) 中一致選出 

M r. Levi Fernandez Carneiro ( 巴西），以辅已故法官 

的遺缺。大會於十二月六日第三五0 次全體會譲中 

亦單獨投票選出 Mr. Carneiro。大會主 席 憲 於 M r. 
Carneiro磨安全理事會及大會之選，宣佈他當選法官。

四二八 . 在選舉 Mr. Carneiro之後，安全理事會 

於同次會載自秘書長分 發 的 被提名人名單 （S /2339 
and Add. 1 - 5 )中選出五個候選人。在第一次票選中， 

下述六個候選人變得絕對的多數：美利堅合衆《約 

M r. Green Haywood Hackworth 得十一 票 ；蘇維埃 

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 M r. Sergei Alexandrovitch 
Golunsky 得九票'；那威的  M r . Helge Klaestad 得八 

票 ；印 度 的 Sir Senegal Narsing R a u 得七票；鳥拉 

圭的  M r. Enrique G . Armand Ugon 得七襄；及比 

利時的  M r. Charles De Visscher 得七票。

四二九 . 由於安全理事會譲事規則及法院規約 

中均無關於紙須選舉五名法官而有六個候選人獲得 

法定多數票情形時的规定，理事會遂舉行關於所應 

遵照的程序的討論。

® 三 0 . 主席根據國際法院规約第八條及第十

第七章 

國際法院法官之選舉
三條之規定，決定不能將獲得絕對多數票的六個候 

選人名單提交大會。

四三一 . 其他可能的解決辦法包括（a )就所有 

被提名人，或已缀絕對多數襄之六人，再行投票， 

務期厥選出五個候選人；（b )已缝最多數選襄之 

三名候選人卽認爲已經選定，並就各得七票的三人 

或所有其餘的被提名人再行投票，限於選出二人。

K 三二 .印度代表提議理事會待接瘦大會選舉 

結果後再就此事項重行投襄。

決 議 ：安全理事會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六日第 

五六七次會識中否決印度代表的提議，投襄結果爲 

雨 票 贊 成 （印度、南斯拉夫），ra票 反 對 （中國、法 

蘭西、土耳其、英聯王國），棄權者五（巴西、厄瓜多、 

荷蘭、蘇聯，美國）。

0 三 三 .蘭 維埃服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堅持 

已獲最多選票的三個候選人已無疑義地當選，其餘 

二名應自已獲七票的三人中選定。

ra三四 .美利堅合乘國代表提議理事會就所有 

被提名人再行投票選舉所需的五個候選人。

四三:五 .若干代表雖確認安全理事會獨立選出 

五個候選人的實任，仍欲瘦悉大會選舉的結果，並 

認爲此項結果應予計及。主席說在理事會對此問題 

已自作決定之後，會得知該項結果。

決 議 ：安全理事會以九票對一票（蘇聯 )通過美 

國提案，棄權者一 ( 印度）。

K 三六 . 在第二次投票時，紙有五個候選人變 

得絕對多數票。其 中 二 人 M r. H ackw orth及 M r. 
K laestad原係法院卽將任滿的法官。同時，大會於第 

三五 0 次會議亦選出該五名候選人。如是，下述各 

法官經正式選爲國際法院法官，任期九年：

M r. Sergei Alexandrovitch Golunsky (蘇維埃 f t  
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Mr. Green Haywood Hackworth(美利堅合衆國）； 

M r. Helge Klaestad ('那威）；

Sir Be ne gal Narsing Rau ( 印度）；

M r. Enrique G . Armand Ugon ( 鳥拉圭）。

第八章 

常規軍傭委員會

四三七 . 在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五日終了的年度  （S/^2478)將大會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一日通過的決譲

中，常規軍備委員會未舉行會譲。 案玉 0 二 (六 )全文 ，遞送安全理事會，該項決譲案

K 三八 .秘書長以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二日公函  內有提睛理事會裁撤常规軍傭委員會的建譲。依據



該項建譲，安全理事會於第五七一次會議（一九五 

二年一月三十曰）通 過 主 席 （法國代表）所提出的 

'决議草案 (S/251Ô and C o rr. l)如下：

"安全理事會

" 根據大會一九五二年一月 i ^一日通過之 

決譲案第二段内所載之建議，

" 裁撤常规軍備委員會 。"

第三編

軍事參謀團 

第九章 

軍事參謀團之工作

四三九 . 在本報吿書起訖期間內，軍事參謀團 

雄 續 依 照 譲 事 规 則 草 案 的 规 定 ，執行職務；計共

舉行會譲二十六 :次 ，但就實體問題而論，未有進 

展。

第四編

曾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但未經列入議事日程之事項

第十章 

突尼西亞問題

A . 突 尼 西 亜 政 府 及 阿 富 汗 、觸 旬 、埃 及 、印 

度 、印 度 尼 西 亜 、 伊 期 、 伊 拉 克 、巴 基 斯  

坦 、菲 律 賓 、廣 地 亜 拉 伯 ， 葉 門 等 國 代 表  

之 來 文

四K O .  —九五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安全理事 

會狗巴基斯坦代表之請，曾將突尼西亞政府来文數 

件 ，作爲理事會文件分發"(S/SS7：!)。突尼西亞總理 

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二日第一次來文中諧， 同王國 

内主權曾經一八八一年的條約保持完盤，同時法國 

政府也曾由那個條約授權暫時估領突尼西亞境內建 

立一輒直接管理的制度，所以引起了不斷的紛 »。爲 

了改善這種事態， 法國政府同意放棄盧接營理，並 

准許突用西亞政洽翻織發展到内部自洽的程度。一 

九五0 年八月，脚王根據那個諾言，授權總理翻成 

一 "部，負實談判突尼西亞內部自洽間題"。經過長期 

的 t a 難談制以後，法國政府仍然堅持非讓突尼西亞

境內法國公民 ----------羣外國殖民一一參加突尼西亜

政洽紐織不可，其立場顯然是與一八八一年條約相 

抵觸的。因爲法國意圖阻繞突尼西亞建立眞正民主 

政治，所以突尼西亞政麻認爲這個情勢已經形成了 

一個非直接談制所能解決的爭端。法國政府的態度 

足以妨害"國瞭閩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 

爲根據之友好關係 " （憲章第一條第二項）的發展。 

因此，突尼西亞政府根據第三十五條第二項的规定， 

特提出道個爭端，睛安全理事會解決。

四四一 . 在以後來文中，突尼西亜代表陳速其 

他意見外，並說法國當局壓迫突尼西亞國王否認突 

尼西Æ 政府向理事會的購求；突尼西亜境內發生了 

嚴重慘案，人民有死傷；法國當局任意逮捕政治価 

袖 ，藉以抑制突尼西亞人民的願望。

四129二 . 阿富汗、》 甸、埃及、印度、印度尼 

西亜、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菲律賓、蘇地亜 

拉伯和葉Pg等國代表，在一九五二年 0 月二日來®  
中 （S /2 S 7 4 至 S / 2584),根據憲章第三十五條第一 

項的規定，促請安全理事會注意突尼西亜的情勢。他 

們誰，自從一月十二日突用西亜提出請求以來，突 

尼西亞政府總理及其他各部大臣會遭唐捕，以致情 

勢日趨惡劣，大大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所以這個 

情勢應當® 於憲章第三十四條的範圍。因此，他們請 

求理事會立卽较盧這個間題，以期採取憲章所規定 

的必要措施，終止當前這種情勢。阿富汗、埃及、印 

度、印度尼西亞、伊胡、伊拉克、菲律賓、蘇地亞 

拉伯和葉門等國代表要求理事會根據暫行譲事规則 

第三十七條的规定，邀購他們參加道個計論。那些 

來函附有說明 # , 檢討突尼西亞與法國的闕係，並 

稱法國政府違反一八八一年條約，剝奪了突尼西亞 

人民自洽與自決的權利。亞洲和非洲國家深感殖民 

國家統治弱小國家，沒有道義上的理由，也違反時 

代的精肿。



B. 通過議事日程

r a 四三 .突尼西亞問題經列入安全理事會第五 

七 r a次 會 議 （一 九 五 二 年 r a 月 四 日 ）臨 時 談 事 H 
程 。

四 r a四 . 法國代表認，突尼西亞前任政府閣員 

送交聯合國的申請書，沒有旧王印信，是無效的，而 

且根據憲章規定，也是不可接受的。 如展突尼西亞 

使節所曾接觸的各國政府代表曾 •說 ，各該國政府不 

能過問一個旣不威脅各該國本身安全也不威脅世界 

和平的問題，那末法國與突尼西亞當局也許很快就 

已找到一個合法與必要協議的共同基點了。但因各 

國政府贊助道些使節的過分要求，而造成了一種不 

安與危急的实氣，以政暴亂行爲，日有增加。

四四五 . 法國代表說，總督所以決定那樣處置 

前任政府大臣，主要因在總督與圓王商談之魔，必 

須確保一雜不受東縛的空氣，然後總督才能自由表 

示意見，间王才能自由聽取這些意見。再者，幾個 

月以來> 這些人辦事不力，麻醇了塵個行政機構，旦 

曾鼓勵各種破壊和平的行爲，因此總督也就不能聽 

任他們繼續當權。法國政府所採取的決定，乃係法國 

政府根據攝政權限所應盡的實任，不必對任何人負 

實。法國政府向圓王所提出的改革計割，起過了突 

尼面亞民族主義的合法願望，而又無損於囘王的主 

權與王國的內部自治。改革計劃規定設Æ 代表全國 

各界人民利益的各級厳會，並用自由談判方武，— 
面使法國繼續合作，一面則使突尼西亞人民儘量參 

與並負責本身事務，把兩者調和起來。實行階段業 

經劃定，開始談制日期亦已確定。 ra!王同意這個計 

割，並曾授命一位獨立可敬的人士，翻織新政府。從 

突尼西亞安認的情勢來看，可知當地人民已經注意 

间王的號召，遵行這個和平而又尊重公共秩序的新 

開途徑。

四 13六 . 法國代表製：，十一國立意不顧當前的 

情勢，其所描述的過去情形，簡略、錯課而且卵有 

用心。從那些宣傅和歷史識言中，是難得找出道般 

控訳人所欲得到的實際結果的。如果理事會想要打 

開一條增進突尼西亞與法國人民餘解的道路，那末 

總督與® 王之間的協定就是柜互 f京解已經達到的最 

好證據。旣然那個協定已把可以視爲情勢或爭端的 

事態一槪消 51 了，理事會就無須在議事日程上面列 

入一個不復存在的間題。

r a 四七 .智利代表贊成在譲事日程上面列入镇 

個項目，但是智利政府對於實體方面以及對於管轄 

問題的立場，並不因此面受影響。襄於安全理事會係

代表全體會員國行使職權，所以他特別指出這次贊 

成把道個項目的國家，爲數如何衆多，地位如何董 

要 。拒絕十一國的要求，就會大大達反正義，而旦遺 

會授人以有力的論據，謂當弱國利益與強國利盐銜 

突之時，聯合國不能保障 弱 國 益 0拒絕十一國的 

要求，就會加深各國在 ïili族差別上和經濟及社會發 

展程度上的分野。亞洲、非洲和大洋洲爭取政治經濟 

解於的蓮動, 理事會應以最小心最重視的態度去砰 

究 ，因爲世界其他各國的態虔，可以決定那個蓮動 

到底走上國際合作的方向，抑或採取孤立和侵略的 

行動。

r a r a 八 . 主席以巴基斯坦代表資格發言。他髓， 

當法國代表發表演說時，似乎假定譲事日程已經通 

過了，但在那麓演說之後，法國代表却又反對通過 

譲事曰程，這就表明法國代表有意否認其他十個會 

員國充分討論這個問題的同等權刺。十個會員國會 

經要求參加道個討論，同時也和巴基斯坦一樣曾被 

那篇演說加以緋誇法國政府的罪名。記得大會第六 

屆會譲程上面沒有列入摩恪哥問題，他說這次決定 

把這個問題提到安全理事會来，是經過愼審政盧的。 

他詳逮自從控謝提到安全理事會以來局势B 趨惡劣 

的情形，並且特別指出總督售 '在一月十五日耍求 1Ë] 
王撤 K 那個控訳。總理奉囘王命咎稱，他向聯合國 

提出那個控訳，是秉承圓王命令而行的。三月二十 

四日，總督通知囘王餘，法國政麻願意董開談判，但 

以解散内閣與撤 1BI控詳爲條件。當經卸王担絕。旋 

由總督出示法國外交部長簽署的公文一件。那個文 

件授總督以恢復法律秩序與保護法國利益的全權。 

囘王因請法蘭西共和國德統注意總督施行壓力的事 

實，並要求撤換總督。那天晚上，總督逮捕突尼西 

亞内m 一一那是兩國政府協譲粗成來談判改革 s f劃 

的一個內閣一一閣員。接 着 ，好幾百人被捕了，所 

有民族主義派報館都遭查封了，戒嚴法實施了， 

王宫® 也由軍贼包圍起来了。第二天上午，總督私 

人會見旧王，事後宣稱 1È]王已經同意，並將署名發 

佈一道命分。但據大家所知，那道命令上面，囘王 

並未簽名。雖有愧儘總理一人奉命粗織内閣，但截 

至現在爲止，遺未能羅致一名閣員。聽說法國當局 

擬有改革方案和自洽許劃；但是大家必須間明法國 

當局，是否只願與其愧 fâî炎判。巴基斯坦代表更問， 

如果一個被艇迫民族不能靖由十一個盤乎代表藥個 

亞洲的負責國家 , 在安全理事會裏發出它的呼聲，那 

末又怎能教人了解安全理事會的職權呢？道i ^一個 

國家並未提出任何過分的要求；S 們只是要求理事 

會討論道個問題而已。



四四九 . 巴西代表說，爲了符合安全理事會對 

於英伊石油公司一案所採用的程序起見，他願意投 

票贊成把這個項目列入譲事日程，但不因此而預斷 

道個案情的是非或理事會營轄權的有無。旣然十一 

個會員國認爲這個情勢威脅和平，那個事實本身就 

很霉要，傲得理事會廣切注意。不過此剑憲章第三 

十三條所規定的和平解決方法遺未盡量利用, 若果 

從事冗長討論，似乎不能得到什麼益處。懷疑法國 

政府所提保證的誠意，是沒有理由的。因此，G 西 

代表《願意贊成一個提議：先把這個項目列入譲事 

日程，但延期討論。

四五0 . 在第五七五次會議時（E 月十日），主 

席向安全理♦會騎，他收到了阿富汗、麵甸、埃及、 

印虔、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菲律賓、蘇地 

亞拉伯和葉門等國代表的来函，認爲法國代表指摘 

他們提出突尼西亞案件的用意和動機之處，是不對 

的。餘一人外，這幾國代表一政希望理事會准許他 

iR答覆這些責難。

W五一 . 英聯王國代表認爲，這個問題的圓満 

解決 ，大槪只能從法國與突尼西亞和平談判得来， 

不能由安全理事會強迫加上。他不承認談判之途已 

窮 。新任總理是突尼西亞境内最受推崇的人物。同 

王願意談判，法國政府也已提出一個改革計割的具 

體建譲，加果實行這個許割，突尼西亞使可做到内 

部自治。卽使理事會只以辯論爲限，英聯王國代表 

也懷疑那個辦法能否有補於和平解決，而不助長雙 

方的情激。基於這些實際理由，他將投襄反對通過 

議事日程。遺有一點，根據有關約章來看，這個間 

題似在法國國內管轄範圍以內，也是憲章第二條第 

七項断不許理事會干涉的。

四五二 . 美利堅合银國代表說，美國政府一向 

認爲聯合國各機蘭應該隨時負責研究任何足以引起 

國摩關係上嚴重摩擦的間題。同時，根據憲章規定， 

爭端當事國顯然也有先以談判求解決的義務。美國 

政府相信，此剑如果着重促進談判一事，當較在理 

事會會譲中進行辯論爲有益。美國不願制斷突尼西 

亞局勢的最近發展；但是美國也不能宽容任何一方 

使用武力的行爲'。法國方案似乎可爲重開談判來建 

立突用西亞自治的根據，美國政府熱烈希望法國能 

夠促成有遠見的眞正改革。因此，暫時他不涉及理 

事會有無營轄權的問題，而擬在理事會表決道個項 

目應否列入譲♦ 日程一問題時棄權。將來如有會員 

國再祀這個間題提到理事會，屈時美國政府自將重 

行孜 J : 那個情势。

0 五 三 . 中國代表保留他對於理事會誉轄問題 

和突用西亞事件是非問題的立場，但他指出在是非 

不明時，安全理事會的慣例，總是假定那個提出新 

議事日程項目的一方是有相當理由的。而且中國代 

表 M也不能反對十一個友好娜國的提議。那些國 

家 ，或在地理上、或在歷史上、或在宗教上》都是 

與突尼西亞有關係的。其中沒有一個企圖煽動突尼 

两亞的舆論，或鼓勵過分的期望，卽令有之，亦是 

少數。同樣，理事會大多數理事國都和法國很友好， 

願意採取建設和客觀的態度。中國代表指出，粗絕十 

一國的提譲，也許對於突尼西亞和 ®個亞洲和非洲 

的情勢，會有不利的影響。如果大家覺得不能通過 

這個議事日程，那末，退而求其次，似當對於通過 

譲事日程一事，暫時不作 '决定。

0 五® . 希腿代表覺得，安全理事會如在譲事 

日程上面刻入一個項目，而不事先政盧道樣做是否 

適合時宜，安全理事會就是未能盡責。因爲有A 會 

引英伊油礦公司案件爲例，所以他特指出當時理事 

會匆卒受理那個事件，到底替否提高理事會的威信 

或有助於爭端的解決，實在大可懷疑。希腿政麻甚 

願突尼西亞案件得到公正解決，因此希望當事各方 

仍然能狗直接得到一個公正的解決。某於這個理由， 

希騰政麻覺得，把突尼西5 5問題列义厳事日程，並 

沒有什麼好處。但因希膜政府遵守門戶開放原則 ,所 

以他不擬投反對襄，但將棄權。

四五五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親：， 

突尼西亞乃是一個非自治領土，根據憲章第七十三 

條 ，法國負有儘量墙進該地居民福利，發展該地自 

治並協助該地自由政治制度遂漸發展的義務。但從 

十一國的呼蕭看來，法國政府已因在突尼西亞境內 

推行反民主政策和 ®迫該地民族解放蓮動，而造成 

了一個危及國際和平和安全的情勢。安全理事會應 

該調査那個情勢，聽取覚方意見，並採取必要行動。 

可是法國和英國代表已經宣佈他 ff!反對把突尼西亞 

問題列入理事會譲事日程。美國代表聲明在表決那 

個提譲時棄權，實係等於投票反對列入那個項目，因 

爲他的棄權就使理事會不易湊足必要的七票了。從 

此可見美國、英國和法國代表不但反對公平解決突 

用西亞問題，甚且不顧十一國的請求和若干理事國 

的贊助，反對安全理事會討論道個問題。這是殖民 

國家採用帝國主義政策來對付殖民地和屬地的一稲  

表現。美國、英國和法國政府，業已結成侵略軍事 

同盟，現在它們這種行動又再度揭穿了那個大西洋 

侵略集《的莫正性質，而且它們正在利用那個集W



来維持它們在殖民地内的特權。這樣一來，可見那 

個同盟的性質是反民主的、反動的、侵略的。

K 五六 . 蘇聯代表說，在大會第六屆會時，蘇 

聯提譲在人權盟約連加入一條，予各地人民以自決 

權利，包括非自治及託營領土人民在內，當時只有 

美國、英國和法國三國投襄反對那個提譲。這次英 

美集《在理事會裏担絕計論突尼西亞問題，又再度 

向全世界人民， 尤其是亞洲和非洲人民，表明美國、 

英國和法國的統洽階層剝奪聯合國會員國的合法權 

利 ，想把本組織及其機關變爲侵略政策的工具， 並 

利用它們來應抑殖民地和屬地的民族解於蓮動。蘇 

聯代表團贊助十一國促請安全理事會討論突尼西亞 

情勢的呼颜 , 並且認爲所有提出這個翻請的國家，都 

應得到一個向安全理事會發表演說的機會。

四五七 . 荷蘭代表說，一般而論，荷蘭政府覺 

得 ，任何爭端或情勢，凡經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那個 

問題的國家認爲可能引起國際磨擦或爭端者 , 安全 

理事會都有討論的義務。但當一個爭端是否確實存 

在 ，這鍵射論是否可以得到息事寧人的積極結果，大 

家尙表鎭疑的時候，理事會就當問一問，到底在譲 

事曰程上面列入那個項目，是否得計了。荷蘭政府 

摄於法國已有新提譲，因此認爲應給當事國一個公 

正機會 ， 以便它們重新努力，觉致共同墓點。雙方 

現有閲係係以法律條約爲根據 , 第三者對於這個關 

係的發展旣然沒有直接責任， 所以也就不必干涉那 

î t 努力。荷蘭代表保留他對營轄問題的立場， 並說 

臨時譲事日程提付表決時，他將棄權。

03五八 . 土耳其代表製：，如果憲章第三十三條 

所列的和平解決方法都已經採用過了， 那末大家就 

便於投票贊成列入那個項目。他鄭重說明最近法國 

與突尼西亞境内，都已成立新政府了。如用積極明智 

的態度，進行直接談判，也許可以滿足突尼西亞人 

民的期望，可是懷慨激昂的辯論， 紙能使這個艱難 

的工作更趨複雜。但若安全理事會多數認爲把這個 

間題列入譲事日特較易解決這個問題 , 土耳其代表 

M也不反對，但以管轄問題留待日後解決爲條件。因 

此 ，在表決時，他將棄權。

K 五九 . 主席以巴基斯Ü 代表資格發言。他謎 ， 

不把這個項目列入譲事日程，已經立下了愿制聯合 

國自由射論的基礎。他引述法國、英國和美國代表 

以前的聲明，證明他們這次決定不贊成把突尼西亞 

間題列入譲事日我，達背了各該國以前的政策。提 

及美國違背自由計論政策一點，他說那個態度使全 

世界自由舆論都感到失望。但是美國聲明裏面，也 

有若干分人興奮之處。那個聲明曾經謎責使用武力，

並說棄權只以目前爲限。巴基斯坦代表說，法國當 

局的行動，不是爲了具有自由主義偉大傅絲的法國 

之利益，而是爲了在突尼西亞境內擁有靡大旣得利 

盤的一五 0 ,  0 O O 法® 殖民者打算。爲法國利益 

計 ，它應當與眞正的突尼西亞人民而不應當與愧 f i  
們建立和平餘解。

四六0 . 法國代表答覆主席以巴基斯坦代表資 

格發言時所提出的若干論據。他 說 ，論及這個問題 

« 體的，到底是法國代表，抑或是把這個問題提到 

理事會來的各國，應請安全理事會決定。他認爲法 

國榮譽已受攻黎，而他在代表法國批評十一會員國 

來文時所用的辭句，並沒有起越國際體貌所許可的 

限度。

四六一 . 在第五七六次會譲時（K 月十四日）， 

巴基斯坦代表團提出下列決譲草案 ( S / 2 59S):
"安全理事會，

"盡於阿富汗、《甸 、埃及、 印度、印度尼 

西亞、伊朗、伊拉克、菲律賓、蘇地亞拉伯及 

葉門等國代表一九五二年H 月二日遞交安全理 

事會主席之公文 (S /2579 , S/2581 ,  S /25 75 ,S / 
2 5 8 0 ,S /2 5 7 4 ,S /2 5 8 2 ,S /2 5 7 6 ,S /2 5 8 3 ,S /2 5 7 8 , 
S /2 5 8 4 ),

"備悉上述各國代表其後遞交安全理事會 

主席並經主席於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理事會舉 

行第五七五次會譲時向理事會宣讀之公文 ,

"決定淮照上述各國代表所希望，邀購彼等 

參加理事會會譲，俾予彼等以適當機會，就法 

國代表於一九五二年四月四日理事會舉行第五 

七 0 次會議時所發表有關彼等之若干言論，提 

出答辯。"
III六 二 . 智利代表說，他深望這個項目列入譲 

事日與，以保障兩個最與聯合國本身生存有閩的基 

本原則：自由討論的原則和全體會員國不論大小一 

律享有平等權利的原則。他說，理♦會不准某一項 

目列入厳事日程的權力，應該極端小心行使，而旦只 

能在提靖列入這個項目的國家確有惡意或顯明錯誤 

等情事時行使。他認爲現在理事會的權力，因受一 

政原則的限制，已經很小了，如再服制辯論,則理事 

會在道義上的權力也就很小，將來甚至只憑少數表 

決的結果，也可強行這種限制，所以很表示關切。不 

幸聯合國裹面 , 蔑視小型和中型國家提案的情事,近 

來已很明顯。如果聯合國會員國有按種族差別或經 

濟及社會發展情況而劃分界限的現象， 那末聯合國 

就吿完結了。遺有一點，如果那些擁有某鍵權力的 

國家，絲毫不肯遷就其他會員國的立場，那末聯合



鬪的前途如何，也是値得大家關心的。智利代表覺 

得 ，理事會必須注意住在非洲境內少數歐洲後裔人 

民的情形 ,一面满足亞洲和非洲國家的合理要求，一 

面也幫助那些少數人民檢討任何足以肪 i t 他 們 »爲  

種族悲劇下面犧牲者的解決方案。因此，他提出下 

列決議草案 (S /2 6 0 0 ) :
"安全理事會

"決定將阿富汗、《甸 、埃及、印度、印度

尼西亞、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菲律賓、藤

地亞拉伯及葉R 所遞有關突尼西亞情勢之公

文 ，列入譲事日程，但此一行動並無決定理事

會有權討論該項間題實體部分之意；

"決定暫將上述公文延期討論。

四六三 . 智利代表相信，經過相當時期以後，如 

果當地情勢確有改進，或似有改進跡象，那末控訳 

人便不會堅請理事會討論這個問題了。只有遇到某 

鍵厳重發展，非由聯合國緊意干涉不可，控就人才 

會要求立卽討論。

K 六 四 . 英聯王國代表說，智利代表的聲明，並 

非批評五國或六國 ffiJh討染這個問題的態度，而是 

批評安全理事會的結構和各國當年所以同意加入聯 

合國的原則。他將投襄反對智利提案，因爲那個提 

案要把這個問題列入譲事日殺。他也反對巴基斯坦 

決議草案，因爲邀請非理事會理事國參加討論通過 

譲事日程問題，違反理事會的慣例。遺有一點，理 

事會全體現在都覺得辯論這個問題 ,弊多而利少，所 

以認爲不當把這個問題列入譲事日程，如果通過某 

Î®辦法，再把這稱辯論繼續下去 .，那便錯了。關於 

道義上的答辩權利一點，英聯王國代表指出首先採 

取行動的是十一國，如果任何人有答辯權利的話，便 

該是法國。至於法國代表聲明各點，如其有須答辯之 

處 ，也已由主席本人代表十一國儘量答辩過了。

四六五 . 巴西代表保留他對巴基斯決譲草案 

的立場，並旦指出控訳國參加討論問題，一俟議事 

曰程通過以後，就可依據第三十七條，自動解決 

了。

四六六 . 荷蘭代表認爲，通過巴基斯坦提案不 

會促進雙方的直接談制。他也反對智利提案，因爲 

他覺得通過那個提案，會 在 «方 宣接談判所不可或 

缺的善意空氣襄，發生一種擾飢的影響。

四六七 . 智利代表說，旣然無人提出法律上的 

異譲，那末他甚願維持自由討論的原則，投票贊成 

巴基斯坦決譲草案。

旧六八 . 主席以巴基斯坦代表資格，發言答覆 

各方反對智利和巴基斯 iS 決譲草，案的論據。他說他

擬贊助智利提案，因爲那個提案保持了聯合國顆以 

奠立的光榮、尊嚴和正義感。

K 六九 . 蘇 維 埃 f i 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 

法國代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 德度很不民主，同時 

又對要求把突用西亞問題列入譲事日程的十一個國 

家 ，作了一連串的攻擊。在那個冗長的論及問題實 

體的聲明裹，法國代表已經說明了法國對於這個問 

題的觀點 , 但他同時却說他將投票反對把這個問題 

列入議事日程。從此可見，法國代表利用其本身爲常 

任理事國的權利，企圖剝奪千個非安全理事會理事 

國政府代表對於突尼西亞問題發表意見的機會。蘇 

聯代表指出，理事會議事規則'裏面並沒有不准十國 

現在陳述意见的規定。恰好糊反，依據第三十七條， 

中靖國的利益，已經"特別受影響 "了，因此，各該 

國代表應有向理事會發表演說的權利。

四七 0 . 中國代表保留他對第三十七條適用間 

題的立場，但他贊助巴基斯担和智利所提的決譲草 

案。他不懂得通過後一草案怎樣可以妨礙談判。

決 議 ：巴某斯坦決譲草案 ( S /2598 )經一九五二 

年四月十四日第五七六次會譲否決。計贊成襄五，反 

對票二（法蘭西、英聯王國），棄權者 0  (希腦、荷 

蘭、士耳其、美國）。

四七一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認爲 

智利決譲草案全文不能満足十一國的要求，所以他 

要求把那個提案分部表決。智利代表根據第三十二 

條 ，反對部分表決那個提案，蘇聯代表說案中關於 

准許這個項目列入議事規程的规定，他擬投票贊成； 

關於理事會管轄權的但書，他擬棄權；關於延期討 

論的规定，他擬投襄反對。

決 議 ：智利決譲草案經 r a 月十 IB曰第五七六次 

會譲否決。計贊成票五，反 對 萬 二 （法蘭西、英聯 

王國）,棄權者四（希腦、荷蘭、土耳其、美國）。旋 

臨時譲事日程亦被否決。許贊成臨時議事日程票五， 

反對票二（法蘭西、英聯王國），棄權者四（希職、荷 

蘭、土耳其、美國）。

四七二 . 主席以巴基斯坦代表資格解释他表決 

的理由。他檢討自一八八一年訂約以来法國和突尼 

西亞的關係，並旦指出該約第二條规定，一俟法國 

和突尼西亞當局共同認定地方政府力足維持秩序之 

時 ，法國便當停 Jfc軍事佔領。但是保護國遂漸剝奪 

了自由國的自治。因爲法國採用向突尼西亞殖民的 

政 策 ，於是上等的土地都落到殖民的手裏了。自從 

二十世紀以来，突尼西亞民族主義蓮動日趨侧湧膨 

海 ，但同時那個蓮動也遇到了外國旣得利益的反抗， 

有時殖民國家短視，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對付道個



運動。他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東以來的發展，並 

旦認爲一九五 0 年改革所産生的希望，已被突尼西 

亞境内法國旣得利益階級完全毁減了。突尼西亜內 

閣的粗成，原欲與法國政府進行談判，以便恢復突 

尼西亞自洽，但因法國殖民的陰謀，以政突尼西亞 

內閣閣員每日經常的工作都受到干涉，而使内閣本 

身變得無能了。根據近来報導，法國政府又在壓制 

民族自決的願望，企圖造成一糧空幻的安譜空氣，以 

便推行殖民國家的短視政策。法國撤退，.勢在必行， 

現在遺有時閩準備一個合作的結構，代替那個統治 

的結構。所有愛好和平國家一政誠懇希望，這個撤

退能夠做到弁弁有條，把道德的或物質的損壊減至 

最低限虔，給雙方留下愉快的同億。巴某斯坦代表 

團所以投襄贊成把這個項目列入議事日程，旨在抑 

制非洲和亞洲冗在膨满中的情緒，希望理事會出面 

辣旋來減免突尼西亞人民的齋苦，並打開那個破壞 

法國和突尼西亜友好關係的僵局。

四七三 . 法國代表製:，在理事會表決停止計論 

那個有關議事日程的程序間題以後，主席發表了一 

篇 演 說 ，涉及許多毫不與那個討論相厕的問題。主 

席批評法國在突尼西亞境内施政成績之處，不公、不 

當、而且不確。

第五編 

曾經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但未經理事會討論之事項 

第十一**章 

關於朝鮮問題之來文

U - . 據理事會上次常年報吿書（A /1 873 )所 载 ， 

"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訳 "一案 ，經於一九五一年 

一月三十一日自理事會議事日程中撤出。所有自該 

日起至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五日业理事會所收關於朝 

鮮問題的公文，已在那個報吿書中叙述了。

ra七 四 . 在本報吿書起訖日期內，美利堅合衆 

國代表會向理事會轉遞聯合國統帥部戰现報吿書多 

份 ，其中附載鎭方朝鮮軍事統帥代表一九五一年七 

月十日開始而截至本報吿書終了時丘尙在朝鮮板P i 
店進行的休戰談制情形。此外，美國代表遺轉遞了 

聯合國統帥部發出的公報多份，兹將理事會所收其 

他涉及朝鮮間題的公文，撮述内容於下。

四七五 . 希職代表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四日來電 

(S/2231  )稱 ，希腦政府決將該國在朝鮮作戰部賦的 

實力增加一倍。

K 七六 . 美利堅合雍國代表七月五日來旧 (S / 
2232 ) ,否 認 "國際婦女桑員會：美國及李承晚軍默 

朝鮮暴行調査報吿 " 一文 (S /2 203, S /2212)襄面的 

控訳。他説，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才是調査道類控 

訳的適當機構。

K 七七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一 

九五一年八月十一日來電 (S /2 2 96)稱 ，美國飛機在 

人民共和國境內投下了毒氣彈。

四七八 . 蘇聯代表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二日來 

函 （S /2 317) , 轉遞國際婦女民主同盟七月二十五日 

函一件，睛將上述國際婦女委員會報吿轉送大會財 

論 ， 並睛於討論該項問題時，准許同盟代表《列席 

大會。

K 七 九 .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九五一年十一月 

二十四日來函 (S /241 8 )稱 ，十一月六日，聯合國載炸 

機一架，在日本海上空飛行，觀測氣候，未返 ,係遭蘇 

聯戰鬧機欄擊 ,事先無警吿 ,其地係在公海上空。

四八0  . 蘇聯代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四日來函 

( S /2 4 3 0 ) ,否認上述一段所载的控訴，並稱該 «炸機  

浸越蘇聯國界，蘇聯戰闕機雨架替圖迫分該《炸機 

降落蘇聯機場，該《炸機當向雨戰鬧機開火,雨戰蘭 

機亦遺» 。其後該« 炸機遂向海面飛去，旋卽不見。

四八一 . 美利堅合衆國代理代表一九五二年四 

月二十八日照會（S /2 6 1 7 )理事會稱，美國政府已 

任 命 General Mark W . C la r k 爲朝鮮境內聯合國軍 

隙統帥，遞補  General Matthew B. Ridgway 遺缺。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三 H 又来函 

(S /2 633)稱 ，統帥更迭 - r 事 ，自五月十二日（東京 

時間）起生效。



第十二章 

關於太平洋島嗅託管領土之報吿書

K 八二 .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九日，fiJ?書長將 

美利堅合衆國駐聯合國代表所送臓於一九五 0 年七 

月一曰至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太平洋島喷託營領 

土情形報吿書一件 ( S /2 501 ) , 轉送安全理事會。

® A 三 .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六日，秘書長將託 

營理事會所送開於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七日至一九五 

二年 ® 月一日上述託營領土情形報吿書一件（S/ 
2599) ，轉送理事會。

第十三章 

美洲國際組織之來文

四八K . 美洲國際組織代理秘書長一九五一*年 

九月 i ^一日函 (S /2344 )秘書長稱，根據憲章第五十 

E 條 ，特將外交部長第四次協商會議最後議定書原 

文 ，送交安全理♦會 。

r a 八五 .古巴共和國國務部長一九五一年十一 

月二十八日電 (S /2 325)安全理事會稱，根據憲章第 

五十 ® 條 ，古巴政府提交沉美和平委員會已將其與 

多明尼加共和國政府之一項爭端。該爭端係因瓜地 

馬拉輪船一艘由古巴港口開往瓜地馬拉港口時船上 

古巴籍水手五人道受逮播制刑而起。在未提請況美

和耳委員會注意以前，古 EL政府曾經竭盡一切雙邊 

談判的可能途徑。

四八六 . 沉美和平委員會代理主席一九五二年 

一月七日政函 ( S /2494 )秘書長請安全理事會注意該 

委員會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特別會譲的紀 

錄。紀錄中附有古巴共和國及多明尼加共和國政府 

簽署的宣言原文，表明兩國政府的爭端業已圓满和 

平解決。

四八七 . 理事會遺牧到了古巴•#和國和多明尼 

加共和國闕於和平委員會處理上述事件的其他幾件 

來文 (S ,/2460 ,S /2480 ,S /2495 ,S /2511)。

第十® 章 

關於安全理事會主席接待世界和平會議代表團之來文

Ü ：以前關於這個問題的公文，已在理事會上 

次常年報告書 (A /1873)第二十一章中敍述。

四八八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一九 

五一年七月十九日來函 (S /2 2 5 5 ), 否認美利:堅合衆 

國代表七月十日節略 (S /22 42 )襄面的聲明。那個聲 

明大意說，根據會所協定條款，美國政府對於世界 

和平會議代表團人員睛求簽證一事，並無必須淮照 

的義務 。

四八九 . 蘇聯代表一九五一年八月八日節略  

(S /2 2 84) , 轉遞世界和平會譲祐書長一九五一年七 

月三十一日函送世界和平會議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七 

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希爾新基會議通過抗議美國政 

府拒絕簽證一案原文一件。

四九0 .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八月二十三日節略 

(S /2 30 7), 檢送其於八月二十二日政蘇聯代表函的 

原文 ，以備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參较。函中特別說 

明，按照會所協定规定，只有因公務而受聯合國邀 

請的人士，美國政府才應淮予簽證。蘇聯代表以六

月份安全理事會主席身份向世界和平會議代表發出 

的邀睛，不是聯合國的邀睛，也不是安全理事食的 

邀睛。擔任安全理事會主席職務的人，不能用聯合 

國名義邀請，無此權利，5^無此權力。主席不是雙 

個的理事會。要代表理事會，非經理事會授權不 

可。

四九一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一九 

五一年九月四日請聯合國秘書處將其於同日覆美利 

堅合衆國代表面 (S /2 3 2 7 /R e v .l)的原文，分送各國 

常駐聯合國代表W。蘇聯代表在覆® 襄說：（一)美 

國國務部無權決定或解释安全理事會主席職權的範 

圍；（二 ）世界和平會譲代表圓睛求接待的公文，不 

是寄交盤個安全理事會，而係直接寄交理事會主席 

一 一 M r. M alik。理事會主席根據職權行事，允許了 

接待那個代表團。画中又詣：，爲了切實覆行責任起 

見 ，凡爲和平及安全問題而向理事會主席接洽的代 

表團或私人，不論是否住在美國境內，主席一槪完 

全有權予以接待，這一點是不待言的。



第十五章 

集體辦法委員會報吿書

四九二 . 集體辦法委員會，係由大會一九五 0  吿工作情形。引言第一段說明那個報吿書是提交安

年十一月三日決譲案三七七A ( 五 )所設立。一九五  全理事會和大會的。

一年十月，該委員會提出報吿書一汾（A /1 8 9 1),報

第 十 八 早

巴勒斯坦問題和解委員會報吿書

® 九三，一九五年一 P— 月二十九日，巴勒斯  書長提出工作進度報吿書一汾，報吿一九五一年一

ff i問題和解委員會根據大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的工作情形 

日所通過 '决譲案一九四（三 ）第十三段的規定，向秘 （S /2642)。

第十七章 

依據憲章宗旨原則以維持並擎固國際和平與安全之方法 

(大會決議案五0 三(六)）

0 九 四 .秘書長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二日面  

( S /2496)達安全理事會主席，附送"依據憲章宗旨 

原則以維持並輩固國際和平與安全之方法 "決譲  

案雨件。該案係由大會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二日通

過。

四九五 . 第二件決議案 (五0 三 B (六 ））建譲理 

事會依據憲章第二十八條之规定，遇召開國際會譲  

足以消除當前國際累張局勢時, 應卽按期召開此桃 

會譲，研究達到此现目標之方法，以求憲章宗旨與 

原則之實現。

第十八章 

裁軍委員會報告書

K 九六 . 裁 軍 委 員 會 主 席 一 九 五 二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第七段的规定，特將該委員會第一次工作報吿  

九日函 (S,/2650)秘書長稱，根據大會決譲案五0 二 書 ，送交安全理事會。

第十九章

蘇聯代表團 «於 特里亞斯特自由區問題之來文

四九七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圓一利堅合衆國及英聯王國政府的節赂原文，分送聯合 

九五二年七月三日來文 ( S /2692 ) , -睛將蘇聯一九五 國會貫國。

二年六月二十 ®日爲特利亞斯特自由僵問題送交美



附 錄

- , 正式出席安全理事會之代表、副代表和代理代表

本報吿所述期間奉派出席安全理事會的代表、 

副代表和代理代表如下：

巴西

M . Joâo Carlos Muniz 
M . Alvaro Teixeira Soares 

智利 1
Sr. Hernân Santa Cruz 
Senora Ana Figueroa

中國

蒋廷厳博士 

夏晉麟博士 

徐淑希博士 

厄瓜多2
D r. Antonio Quevedo 
Dr. Miguel Albornoz 
D r. Teodoro Bustamente

法蘭西 

M . 
M . 
M. 
M . 

希服1 
Mr

Jean Chauvel (至二月一日止） 

Henri Hoppenot (自二 月一日開始） 

Francis Lacoste 
Pierre Ordonneau

Alexis Kyrou
M r. George B. Kapsambelis
M r. Stavros G . Roussos 
2

Sir Benegal N . Rau 
M r. Rajeshwar Dayal

M r. Gopala Menon

M r. A . S. Mehta

荷蘭

M . D . J. von Balluseck

Dr, J. M .  A . H . Luns

Baron S . van Heemstra

巴基斯坦 i

Prof,. Ahmed S . Bokhari

M r, M . Asad

土耳其

M r. Selim Sarper

M r. Adnan Kirai

M r. Ilhan Savut

M r. Hdil Derinsu

蘇維埃 f i 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M r. Yakov A . Malik

M r. Semen K . Tsarapkin

M r. A . A . Soldatov

大不列類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Sir Gladwyn Jebb 
M r. J .  E . Coulson

美利堅合衆國

M r. Warren R . Austin 
M r, Ernest A . Gross 
M r. John G. Ross 

南斯拉夫2
D r. Ales Bebler 
M r. Vlado Popovic 
M r. Djuro Nincic

二 . 安全理事會主席

下列各代表售•在本報吿所述期間擔任安全理事 

會主席：

大不列颠及北愛雨蘭聯合王國

Sir Gladwyn Jeb b (—九五一年七月一日至三十 

一 日 ）

»任 期 自 九 五 二 年 月一日開始。

2 任期至一九五一年+ 二月三十一日終ih(

美利堅合衆國

M r. Warren R . Austin (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

至三十一日）

南斯拉夫

D r. A . Bebler ( —九五一年九月一日至三十日）

巴西

M r. J .  C . Muniz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至三 

十一日）



中國

蔣廷 ffi博士（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三十日） 

厄瓜多

D r .  A n t o n i o Q u e v e d o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

至三十一日）

法蘭西

M .  J e a n  C h a u v e l  (—九五二年一月一日至三十 

一日）

希聰

荷蘭

M r .  Alexis K y r o u (—九五二年二月一日至二十 

九曰）

M .  D . J. v o n  Balluseck (— 九五二年三月•一日

至三十一日）

巴基斯坦

M r .  A .  Bokhari (一九五二年K 月一日至三十 

曰）

土耳其

M r .  Selim S a r p e r(—九五二年五月一日至三十 

一  H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M r .  Y a k o v  A .  M a l i k  (■一九五二年六月一日至

三十日）

大不列顯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Sir G l a d w y n  J e b b (—九五二年七月一日至三十 

一日）

一九五~ 年七月十六日至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五日期間之安全理事會會議

會議 議題 日期 會議 議題 曰期

—-九五一年七月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
第五四九次 巴勒斯坦問題 二十六日 第五六六次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十日

—‘九五一年八月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第五五0 次 巴勒斯坦間題 一日 第五六七次 國際法院法官之選摩 六日
第五五一次 巴勒斯坦問題 第五六八次 申請闇入會問題 十八日
第五五二次 巴勒斯Ü 問題 十六曰 第五六九次 中購國入會問題 十九日
第五五三次 巴勒斯坦問題 ‘ - f t  ^  . 曰

第五五四次 安全理事 é 提交大 二十三日
7 i i - x L — 牛  月

(不公開） 會的報告書
第五七 0 次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十七日

第五五五次 巴勒斯坦問題 二十七日
第五七一次 常規軍傭及軍隊之調

'IX 44̂  îfcfe BEI as
三十日

第五五六次 巴勒斯坦問題 二 十九日
fn及裁減問趙

第五五七次 安全理事會提交大 三十一日
印度 - B 基斯坦間題

(不公開） 會的報告書
第五七二次 印度- 巴基斯 ffi問題 三十一日

— -九五一年九月
’ - 九五二年二月

第五五八次 巴勒斯坦問題 一  ET 第五七三次 中蕭國入會問題 六日

' — -九五一年十月
一 九五二年四月

第五五九次 控謝伊朗政府不遵 • 日 第五七旧次 突尼西亞問題 r a 日
守國際法院 f i 英 第五七五次 突尼西亞問題 十日

伊石油公司案所 第五七六次 突尼西亞問題 十四日

指示之臨時辦法 一 九五二年六月

第五六0 次 同第五五九次會譲 十五日 第五七七次 癒請各國加入並批准 十八日

第五六一次 同第五五九次會譲 十六日 關於禁止使用細菌

第五六二次 同第五五九次會譲 十七日 武德之一九二五年

第五六三次 同第五五九次會譲 日内冗譲定書問題

第五六四次 印度-巴某斯坦間題 十八日 第五七八次 同第五七七次會譲 二十曰

第五六五次 控®!：'伊朗政府不遵 十九日 第五七九次 同第五七七次會譲

守國際法院對英 第五八 0 次 通 過 譲 事 日 殺 （猜求 二十三日

伊石油公司案所 調査所謂細菌戰爭

指示之臨時辦法 之問題）



會議 議題 日期 會議 議題 H期

第五八一次 翻請各國加入並批准 二十五日 第五八五次 同第五八四次會譲

闕於禁止使用細菌 第五八六次 同第五八K 次會譲 二日

武器之一九二五年 第五八七次 同第五八 ®次會譲 三日

日内Æ 譲定書問題 第五八八次 同第五 八 ®次會譲 八日

第五八二次 同第五八'一次會譲 第五八九次 同第五 八 ®次會譲

第五八三次 同第五八一次會譲 二十六日 第五九 0 次 同第五八H 次會譲 九日

九五二年七月 N3請國入會問題

第五八四次 請求調査所謂細菌戰 一日 第五九一次 中靖國入會問題 九日

之問題

四. 軍事參諶ffl代表、主席及主任秘書 

( 自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至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五日） 

海陸空軍代表

中國代表團

毛邦初中將，中國空軍

高如峯代將，中國海軍 

法蘭西代表MGénéral de brigade M . Penette,
法國睦軍 

Capitaine de frégate Pierre Mazoyer,
法國海軍 

Commandant Louis Le Gelard,
法國空軍

蘇維填社會主義共 III國聯盟代表M
Major General Ivan A. Skliarov,

蘇聯陸軍 L f. General A. R . Sharapov,
蘇聯空軍

大不列類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代表團 

Air Vice-Marshal G . E . Gibbs,
皇家空軍 

Group Captain A . M .  M ontagu-
Sm ith ,皇家空軍 

Captain R . G . M ackay,皇家海軍

Commander R . H . Graham,
皇家海軍 

Colonel J .  G . E . R e i d ,英國陸軍

任職期問

自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至一九 

五一年十二月七日 

自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至一九

五一年十月三日

自一九五一年十月 r a 日現在至 

自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至一九 
五二年六月三十日

自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年七月十六日至一九 

五一年十月三曰 
自一九五一年十月四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至現在

Major-General W . A. Dimoline,
英國陸軍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團
L t. General Willis D . Crittenberger,

美國陸軍
Vice Admiral O . C. Badger,美國海軍自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至•九

五二年五月十三日 
Vice Admiral A. D . S truble,美國海軍自一九五二年五月十四日至現在 
Lt. General H. R . Harmon,美國空軍自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現在



會議 日期

一九五一年七月 

第一六0 次 二 十 六 日

主席 主任秘,

第一六一次 

第一六二次

第一六三次 
第一六四次

第一六五次 
第一六六次

第…六七次 
第一六八次 
第一六九次

第一七0 次 
第一七一次

第一  b  二次 
第一七三次

第一七 ®次 
蜜一七五次

第一七六次 
第一  h:七次

第一 -
▲一 '

-七八次 
Ï一  b 九次 

第一八0 次

第一八  >一次 

第一八二次

-九五一年八月

九 H |
二十三H J 

九

六曰]_ 
二十 H j

十月

四曰 \  
十八日 I  
十一月 

二曰） 
十五日 y 

二十九日 j
十二月

十三日 \  
二十七曰 J

九五二年一月

十曰1 
二十0 日/

二月

七曰 \  
二十一曰 /

三月

六曰 \
二十日 J

匹I月
三曰 ] 

十七日 
三十日 j

五月

十五日 \  
二十九日 f

第一八三次 
第一八 r a 次

第一八五次

N-
>-
/

月
曰
曰
月
曰

 

六
二
六
七
十

Colonel J .  G . E . Reid, 
英國陸軍

Lt. General Willis D. 
Crittenberger,

美國陸堪

高如案代將，中國海軍

Général de brigade M. 
Penette，法國陸軍

Major General Ivan A, 
Skliarov，蘇聯睦軍

Major- General W. A. 
Dimoline，英國陸軍

Lt. General Willis D. 
Crittenberger，美國陸軍

高如某代將，中國海軍

Général de brigade M. 
Penette,法國陸軍

Major General Ivan A. 
Skliarov,蘇聯陸軍

Captain R. G. Mack ay,
. 皇家海軍 Major- General W. A.

Dimoline，英國陸軍

Lt. General Willis D. 
Crittenberger，美國陸軍

高如茶代將，中國海軍

Colonel N . F . Heneage 
英國陸軍 1

Captain R. W. Allen 
美國海軍

蕭鳴享少校，中國陸軍

Commandant G. Brochen 
法國陸軍

Colonel P. T. Gituijar, 
蘇聯陸軍

Colonel N. F. Heneage, 
蒋國陸軍

Captain R. W. Allen
美國海軍

蕭鳴寒少役，中國陸軍

Commandant G. Brochen 
法國陸軍

Colonel P. T. Gituljar, 
蘇聯陸軍

Captain R. W. Allen,
美國海軍

蕭鳴暮少校，中國陸軍

代表闇 

英聯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中國

法蘭西

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盟

英聯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中國

法蘭西

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盟

英聯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中國

未列席；代理秘書（英聯王國）及主任秘書爲：Group Captain A. M. M ontagu -Sm ith皇家空軍，

秘書（英聯王國)職位空缺 ;代理秘書（英聯王國）及主任秘書S :  Group Captain A. M. M ontagu-Sm ith, 皇家



合 國 出 版 物 經 售 處

何根P ,

Editoriaî Sudamericana S.A., A lsina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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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
H. A , G oddard . 255a G eo rge  St., Sydney. 

比刺時
A gence  ef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W . H. Smith & Son. 7 1-75, boulev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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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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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Salva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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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 nce  Ethiopienne de Publicité. Box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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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teem inen jfClriâkauppa, 2, Keslcuskafu. 
Helsinki.

法旧
Editions A . Pedone, 13, rüe Soufflot, 
Paris V.

希L1
"Éleftheroudakis,'* Place d© la Constitu 
tion, Athènes.

瓜地馬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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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tab -Khaneh Danesh. 293 Saad i Ava -  
flue, Tehran.

抛克
Mackenzie 's Bookshop. Baghdad.

以色列
Blumstein 's Bookstores Ltd., 35 Allen by 
Road , Tel Aviv.

義大利
C o lib r i S.A., V ia  M ercalli 36. M ilano, 

黎巴嫩
Librairie  Universelle, Beyrouth.

料比里亜
J. M om oiu  Kamara, M onrovia.

Librairie  J. Schummer, Luxembourg,.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 es S.A.. Ignacio  Mariscftl 
41. México, D.F.

荷蘭
N.V. Mar+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西Î®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 e a 
land, C .P.O. 101 I. W ellington.

那威
Johan G ru n d t Tanum Forlag, Kr. Au * 
gustsgt. 7A, O slo.

巴基斯坦 _
Thomas & Thomas, Fort WansîoOi Frere 
Road, Karachi, 3.
Publishers United Lfd., 176 Anarkaü , 
Lahore.

e 拿馬 ，
José  Menéndez, Plaza de A rango ,  Panama.

巴找圭 .

fvloreno Hermanos, Asuncîôn.

銘營
Librerfa Intern acionai del Peru, S-A** 
Lima and Arequ ipa.

菲傅賓
Alem ar 's Book Store. 749 Rfzal Ayenua ,
Manila.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186 Rua Aurea. Lisbod.

新嘉坡
The C ity  Book Store. Ltd.. W inchestar 
House, Collyer Quay.

瑞典
C. E. Fritze 's Kungl. Hovbothandel A-B , 
Fredsgalan 2. Stoclcholm.

瑞士.
Librairie Payof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 irchgasse i 7. Zurich  I.

敍綱
Librairie Universelle, Damas.

，國
Pramuan M i l  Ltd., 55 C liakrdwat Road« 
W a t  Tuk. Bangkok.

土耳其
Librairîe Hachette, 469  Isfikial Cadddsî* 
Beyoglu. Istanbul.

南非聯都
Van Schaik 's Boobtore  (Ply.). Ltd., Box 
724, Pretoria."'

英國
H .M . Stationery Office, P. O. Box 569, 
London, S.Ë. I (and at H .M .S .O . Shops)

美 _
Int 'l Documents Service. C o lum bia  Unîv  
Press, 2960 Broadway. Nev^ York 27. N. Y

烏4'lS圭
Representaclô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 'ÉUô. Av. 18 d'è Julio  1333. M onfevîdoo.

委內瑞掩
Dishribuidora Escolar S.A.. Ferrenqufn A  
Cruz de Candelarlô  I 78 Caracas.

南斯拉夫
Drzavno Preduzece. Jugoslovensta Knjiga, 
M arsala  Tifa 23 -11. Beograd.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can also 
obtained from Ih© foHowing firm*;

奥地利
6. Wullersforff, W aagplatz, 4, Salzburg. 
G ero ld  & Co., I . S ra b e n  31. W ien. 

德國 . .
Élwert & Meurer. Hauptsfrasse 101. Berlin
一 Schoneberg.
W . E. Saarbach. Frankenstrasse 14. Koln 
一 Junkersdorf.
Alex. Horn. Sp lege lgasse  9. W iesbaden. 

日本 '
Maruzen Com pany. Ltd., 6 Torî.N îchom a
Nihonbashi. Tokyo.

西班牙
Librerî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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