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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安全理事會获依照憲章第二十四條第三項及第十五條第一項的規定向大會 

提具本報吿書 1。

本報吿 ♦ 主耍是論述安全理事會中辯論大槪趨向的一種簡耍指南，並無用 

以替代a 事會紀錄之意。惟有安全理事會紀錄糧是理事會所作討論的詳盡正式

紀載 。

關於在本報吿書起訖期內，安全理事會理事國的 f t 成，大會曾在一九五二 

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三八九次全體會讓，選舉哥命比亞、丹 麥 和 巴 嫩 爲 理 事 會  

非常任理事國，任期兩年，自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起，遞捕巴西、荷蘭和土耳 

其三任滿理事國的遗缺。安全理事會新任理事國同時接替大會依照一九五二年 

一日十一日決譲案五 0 二（六），爲執行原子能委員會及常规軍備委員會原有任 

務 ，在安全理事會之下所設立的裁軍委員會各任滿委員國。

本報吿書的起訖時日是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日起至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五日 

止。在這一時期內，理事會共舉行會議二十六次。

本報吿書第一篇槪述安全理事會如何履行所負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職責 

的經過。

第二篇叙述安全 Ï I 事會所審議的其他問題。

第三篇專叙軍事參謀團的工作。

第四篇記述會輕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而理事會未加討論的問題。

這是安全理事會提交大會的第八次常年報吿書。以前所提報吿書的 

編號是  A /9 3 , A /3 66 , A /620, A /9 45 , A /1361, A /1873, A /2167。



第一篤

安全理事會依據其雑持國際和平 

與安全之職權所審議的間題

第一章 

印度-巴基'斩坦問题

引 言 ：一九五一年四月三十日安全理事會任 

命 Mr. Frank P. G rah am 爲派駐印度與巴基斯坦 

的聯合國代表。該代表與印度及巴基斯 ffi政府諮 

商後應設法使査鶴略什米爾邦根據聯合國印度一 

巴基斯 JS問題委員會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 

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所通過的決議案 2解除軍備。 

如果不能達成這個目標或不能就解除軍備獲致協 

議，該代表就得把他認爲爲了實行解除軍備而必 

須予以消除的雙方對於該委員會決議案所抱的歧 

異見解，報告安全理事會C 他的最彻三次報吿書 

的摘要以及安全理事會的審譲情形都已裁入安全 

理事會前一次的常年報吿書3。

A .聯合國駐印度及巴基斯 

坦代表的第四次報告書

一 . 駐印度及巴基斯坦聯合國代表在一九五 

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提具其第三次報告書（S/2611 
and C o rr.l)4之後，曾經在一九五二年五月二九  

曰通知安全理事會說已奥當事國董開淡判。七月 

三十一日他又面吿理事會說（S /2727) , 印度及巴 

基斯坦政府已經同意由兩國政府部長階級的代表 

在聯合國代表主持之下自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五 

日起於日內冗聯合國歐洲辦事處舉行會議。

二 . 九月十六日，聯合國代表向安全理事會 

提具第四次報吿書 (S/2783 and C orr.l)。5 該報吿 

書論述自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千九日起至七月千六

2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年庚，一九四 
八年十一月捕編，文 件 S / 1 1 0 0 ,第七 t 五段，及 

同上，第四年度，一九四九年一月捕編，文 件 S/ 
1195, 第十五段。

3 i 閱大會正^ 紀錄，第七眉會，捕編第二號。

4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七年戾，特別捕 

觸第二翻。
5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七年度，特別補 

編第二號。

曰Jfc經兩國政府同意在細約所擧行的談判以及自 

一 九五二年八月二十六 0 起自九月十日 Jfc由部長 

階級的代表在 0 內冗舉行會議的經過。聯合國代 

表說，他與當事國舉行會議及談話之後，在一九 

五二年九月二  0 提出修訂協定草案，其中包括他 

在一九五一年九月七 0 所提出的千二項提案（A /  
2 1 6 7 ,第七十五段）, 在第七項（a) ( i i i )及（b) (ii)  

裹 ，他建議停火線雙方留駐極少數軍厥，巴基斯 

坦方面定爲六千人，印庚方而一萬八千人。他雙 

明巴基斯坦方面的G ilg k與北方斥候厥和印'度方 

面的該邦民團都不包括在這些數字之內。除了建 

譲確定的最低限度人數外，此次修訂方案也顧到 

談話時所表示的顧盧，所以暫定一钦，主張該協 

定在解除軍備方案未靜兩國政府核推以前，不生 

效力。該方案草案應由印度與巴基斯圳雙方代表， 

在聯合國主持下開會擬訂，並由雙方軍事顧間協 

助。首次會議在協定簽字雨届期後擧行。

三 . 至九月三日聯合國代表看到雙方對於一 

九五二年七月十六日向當事國所提出的敷字，卽 

巴基斯坦方面三千至六千人，印度方面一萬二千 

人至一萬八千人似乎不能成立協譲。停火線雨面 

留駐軍贼的最低兵額旣然不克成立協譲，聯合國 

代表就想到雨國政府也許可能商定若于原則，作 

爲確定最低兵額的標準。於是在一九五二年九月 

四曰，他又提出一個草案，主張在解除軍備期間 

屆滿時，在停火線雙方均得留駐爲維持法律秩序 

與停火協定所需的最低兵力，但 應 適 當 顧 及 （印 

度方面）該邦安全以及（兩方面）舉行全民表決的 

自由。

四，據他報吿，印度政府對於這個草案認爲 

其中所列原則係本正當精神提出，並顧及聯合國 

印庚一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的兩個決議案。如果 

把它作爲適當解釋停火線雙方駐軍任務的根據，



其中也含有可能促成解決的因素。但印度政府不 

能同意印庚的職責奥停火線的巴基斯坦方面的地 

方當局相提並論，或者承認那些地方當局在那個 

地域內維持公共秩序不僅屬於地方性質。該邦全 

部防務乃印度政府之職責，紙有印度政府續有權 

爲該邦防務而維持軍厥。

五 .巴基斯坦政府準備接受九月四日的方案 

草案，不過 E忍爲其中所稱‘‘但應適當顧及舉行全民 

表決的自由 " 以及 " 該邦安全 "字樣應該删除，以 

免管在主耍會議中成爲進展障礙的政治爭執在軍 

事小組委員會裹再度發生。

六 .總之聯合國代表認爲要達成解除軍備方 

案的協議必須（a) 確定解除軍備期間眉滿時停火 

線雙方留駐軍厥的性質與數量，或 （b) 宣佑解除 

軍備期間盾滿時，停火線雙方留駐軍隊應依照各 

該地區之需要而規定，所以應該確定原則或標準 

以便印度及巴基斯坦政府軍政代表出席修訂方案 

臨時條钦中所稱之會譲時有所遵循。

B.安全理事會審議第三次 

及第四次報吿.
七 .安 全理事會在一九五二年月十日至十  

二月二十三日所舉行的七次會議審譲聯合國代表 

的第三次及第四次報吿書。

八 . 在第六 0 五次會議（十月十日）聯合國代 

表提出陳述，槪括說明報吿書的要點，其中提及 

他所看到的解除軍備問題前途的障礙以及他所建 

議的克服這些障礙的十二項提案。雙方爭執之縮 

小爲停火線雙方駐軍的數量與性質問題更■顯得 

在這一點上雙方意見分歧之深。他提到爲了對這 

一個僅餘的単點達成協議起見他所建議的其他若 

干辦法，强調指出嘴什米爾問題之和平解決非特 

對於該邦與整個半島的人民，而且對於全世界都 

具有極大的重要性

九 .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五日，英聯王國和美 

利堅合棄國代表提出聯合決譲草案（S/2839 and 
Con*.1 )如 下 ：

■■安全理事會，

‘‘ 覆按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一九五 

一年四月三十日及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日之 

理事會決蕭案；

••復査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 

會一九旧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 

五曰決議案之條欺均經印度及巴基斯坦雨國 

政府同意，其中規定査® 與嚷什米蕭一邦究

竟歸誰，印度抑或巴基斯坦問題應由在聯合 

國主持下公平自由擧行全民表決之民主辦法 

決定之；

‘‘業已收到聯合國駐印度及巴基斯坦代 

表一九五二年 r a月二十二日之第三次報告書 

及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六日之第四次報吿書；

" 贊同聯合國代表爲使印度及巴基斯坦 

兩國政府達成協議所根據之一般原則；

" 欣悉據聯合國代表報吿，印度及巴基 

斯 坦政府對其所提十二項提案除其中兩項外 

均已接受；

■■察及査譲與略什米爾邦解除軍傭方案 _ 
所以未能達成協義，實因印度及巴基斯坦政 

府未能全部接受十二項提案中之第七項；

" 促請印庚及巴基斯坦政府立卽在聯合 

國會所進行談剣，以便對解除軍備期間屆滿 

時停火線雙方之駐軍定額達成協議，此項定 

額依照聯合國代表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日所 

提方案（S /2 7 8 3 ,附件三）之建議，停火線巴基 

斯 i0方面應爲三千名至六千名，在印庚方面 

爲一萬二千名至一萬八千名，又確定此項兵 

額時應注意一九五二年九月 0 日聯合國代表 

提案第七項（S / 2 7 8 3 ,附件八）所截原則或標 

準 ；

" 嘉許聯合國駐印度及巴基斯坦代表爲 

達成解決所作之重大努力，並請該代表爲此 

目的，繼續爲印度及E 基斯 ffi政府，隨時効 

力 ；

‘‘請印度及巴基斯坦政府自本決議案通 

過日期起在三十日內向安全理事會報吿，並 

請聯合國駐印度及巴基斯《代表將進展情形 

通知安全理事會 ;"

一 0 . 英 聯 王國代表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 

六曰）第六 0 六次會議，提出聯合提案時，説明 

該國政府向來深知査漠略什米爾邦今後歸屬何國 

一事所牽涉的問題非常複雜。不過塵於兩國政府 

在達成解決所應遵守的原則上旣已定有成議，所 

以依然希望對於這些原則之如何實行也能鎭致協 

議。他 向 Mr. G ra h a m 表示敬意，並且說明此 

次提議由理事會採取的措施也是根據聯合國代表 

的若干詳細建議該代表團所以提出這個聯合決 

議草案是因爲該代表團謎爲此項領端不能聽其自 

行解決，而且聯合國爲了解決此事所作的努力無 

論如何不容稍傷。該國政府對於在理事會所審議



的途徑以外另採其他途徑以求解決的可能性決無 

不瓶考盧之意，而且向來深信祖有關係國政府彼 

此協議綴能獲得解決。不過現有協議旣然僅在聯 

合國印度一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兩個決議案所截 

各節，所以該代表團向來主張把它作爲解決的基 

礎。除非兩國政府都表示嵐意用其他方式來求其 

解決，該代表團的主張依然不變。

所以聯合決譲草案專重解決商訂該邦 

解除軍備協定和舉行全民表決兩事所有的主要困 

難。英聯王國代表認爲當事國接受聯合國代表的 

提案主張解除軍備不應在限期內或期滿以後威脅 

停火協定，確有重大意義。這個原則如果作爲決 

定停火線雙方分期減少軍力的標準至少是解決主 

要爭執之一法。該 代 表 團 深 信 Mr. Graham 

議雙方最後軍力之數量應有限虔一節也是根據此 

項原則。-雨國政如果能在此項限度以內決定最 

後數量，就能議定舉行自由公平的全民表決的辦 

法，而且足以保證減少軍力不政威脅雙方領土之 

完養和安全。據該代表說，聯合決議草案提案國 

認爲略什米爾的民團和 G i l g i t斥候隊都有特殊 

地位，無須列入所應確定的兵額以內。

-一二 . 該代表提及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 
日英美兩國所提方 ft: (S/2017)主張調用中立國軍 

默以利該邦解除軍備之進行，他認爲解除® 備一 

事，目前如果仍有使略什米爾重開戰端的顧盧，則 

可請有此顧盧之一方，重新考慮主張調用此項軍 

隊的提案。解除軍備如能按照聯合國代表之建議 

及聯合決譲草案所指示的方斜見諸實現，那未此 

項辦法自無必耍。

一三‘至於停火綠雙方留駐軍隊的性質如  

何 ，希望根據解除軍備在任何階段不得威脅停火 

協定的原則迅速達成協議。這就是說，停火線雙 

方駐軍的種類應該約暴相同。

一 p y .美利堅合棄國代表在（i*二月五日）第 

六 0 七次會議說理事會所要據以協助當事國履行 

憲章義務的原則是：（一）永久性的政沿解決必須 

出於雙方協議；（二)理事會隨時歡迎當事國依據 

合乎憲章的任何原則成立足以解決爭端的協議；

(三）理事會的責任在於協助當事國達成協譲；

( 四）協議往往必須經由 i炎判，遂步達成而且必須 

彼步讓步；（五 )理事會必須慎重考盧聯合國代表 

的意見和建議，並且向該代表及當事國表明對其 

所取立填的意見。

一五 . 美國代表參照此項原則，檢討聯合決 

議草案，蕭 爲 Mr. G raham建譲停火線雙方留駐 

軍朦的數量應該规定限額，-節出於慎重考盧，而 

且顧及聯合國印庚一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兩項決 

議案中所截的當事國間的基本協議。他 指 出 M r. 
G ra h a m 是根據這些跟額而報吿當事國願意在曰 

内Æi炎 判 的 美 國 代 表 引 述 Mr. G r a h a m 在一 

九五二年九月 r a 日所建議的原則或標準認爲該代 

表 確 定 具 敷 字 向 當 事 國 提 出 也 是 依 據 此 項 考  

盧，所以聯合決■ 草案促請當事國於，進行談制時 

' ‘應注意 " 此項原則或標举。就解除軍備限期屆時 

所留自由略什米爾軍隊之職務而論，誠如--九五 

二年七月十六日 Mr. G arham的提案所說 , 此項 

軍厥在行政上及軍事行動上勢必脱離巴基斯坦最 

高指扼部的管轄。聯合國代表且曾表示留駐停火 

線印度方而的軍隙將是印庚的陸軍和該邦的軍  

隊，就其任務而論，僅需足以維持法律秩序和停 

火協定而且適當顧及該邦安全的最低軍力。這兩 

點意見都與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W九年 

一月五日聯合國印度一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的決 

議案完全相符。該代表表示提案國希望印廣及巴 

基斯坦兩國政府對於依據聯合國印度一巴基斯坦 

問題委員會的決議案，已有協議的問題切勿W 有 

重開嫌刹之傾向，而且着重說明他本國政府對於 

當事國之解決此項問題以及牽延不決的危臉都很 

關心。

一六 . 印度代表在（十二月八日）第六0八次 

會議指陳侵犯査護與略什米爾邦乃侵暮印度的行 

爲 ，自從印庚政府要求安全理事會促請巴基斯坦 

政府立卽停业協助及參與對査護與略什米爾邦的 

侵犯行爲以来已經五年於芬。所控各節雖經巴基 

斯坦政府矢口否認，但是此項控訴後来已經證實， 

而且顯得更加厳重。巴基斯坦當局自認巴基斯坦 

軍陳管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八日進犯査誤輕什米爾 

邦。理事會雖然已經受理這一問題並且從事力求 

和平解決，而巴基斯坦依然實行進犯 t 衝突的根 

源繼續存在，這就是巴基斯坦非法估頗該邦顏土 

並且在其境內建立叛軍與機關，所以此事至今無 

法解決。除非理事會準備認淸這個中心問題，決 

不會有公允而持久的解決辦法C
一七 . 印度代表說無論理事會，聯合國印度 

一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或者理事會所設立的其 

他任何機關，對於査漠與略什米爾邦歸屬印度的 

合法性 , 從未有過而且也決不會有什麼疑問。巴基



斯 ffi在踏什米爾所處的地位，却正相反，而是以 

侵署爲基礎的C 所以聯合國印度一巴基斯坦問題 

委員會的兩個決議案爲實行停戰協定所訂的雙方 

義務，其間也有區別。按照這些決議案，査誤略 

什米爾政府在該邦全境所有主權以及印庚政府保 

譲該邦對抗外來侵雾的憲法上K 任，都已經正式 

承認。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日 Mr. G r a h a m 的 

提案也同樣承謝這一點，依照該提案规定，留駐 

停火線巴基斯坦方面的軍厥在行政上及軍事行動 

上不受巴基斯坦最高指揮部的節制而且要由中立 

的當地人員擔任軍官，並受聯合國監督，而在印 

度方面却是由印度軍隙駐防。一九五二年九月四 

曰 Mr. G r a h a m 的第七項提案规定在考盧印度 

方面的最後軍力時必須適當顧及該邦的安全，也 

就是承認該邦已經雨度被巴基斯坦進犯，印度對 

於該邦的安全在道義上及憲法上都負有保護責 

任。這禅責任，印庚政府不欲放棄或者與別人分 

擔 ，尤 其 不 與 侵 蓉 衷 分 擔 。

一八 . 印虔代表對於 Mr. G r a h a m 所作的 

努力表斤敬意，他强調指出聯合國印度一巴基斯 

坦問題委員會一九 ra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 

年一月五日的決議案訂明在估計停火線的印度方 

面 留 駐 軍 的 需 要 時 ，必須颜到維持法律與秩序 

以及全邦安全，包括適當防衞在內的稀粒需要。此 

外遺須注意，巴基斯坦政府在其本國邊界以內可 

以自由擇地駐兵，而界線的很長一段與停火線和 

該邦主要地 f ê相距密通。印虔政府參照這些因素， 

經過慎重研究之後，所得的結論是耍履行責任至 

少需耍軍隊兩萬八千人。可是 " 自由嗔什米爾軍 " 
如果全部織械遣散，爲了進一步協助促成解決此 

事起見，印庚政府準備再減少七千人，改爲兩萬一 

千人，這是絕對無可再減的最低限額。這個數字包 

括該邦原有的軍嫩，僅佔停火時印度軍力六分之 

一 。這支軍賺沒有裝甲或重礙配備，而除其他責 

任之外，遺須負責警戎侵襄者就在對面的停火線。

一九 .印度政府同意聯合國應監督巴基斯坦 

軍隊撤退的地區當局，直到全民表決擧行以後爲 

J t 。那些機關不能負擔停火協定所規定的任何責 

任 ，因爲停火協定是印虔與巴基斯坦兩國政府之 

間的協定，而地方當局却不能有國際地位。所以 

它們至多® 能保有武裝民軍。就侵署以前這一地 

區的警衞力而論，武裝民軍定爲m 千人已是從寬。 

這些民軍旣受聯合國代表監督，如果他確能證明 

兵力不敷應用，印虔政府可以同意蓉予加增。英

聯王國代表所說印庚這一方而駐紫軍隊而對方紙 

有武裝民軍駐防，與眞正自由的全民表決容有不 

符… 節，非特忽恶了聯合國印虔一巴基斯坦問題 

委員會決議案的規定而且沒有想到巴基斯坦的邊 

境和它的軍厥都近在吸尺。如果遂背聯合國印庚 

一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的兩個決議案所承認的立 

填 ，而在印度與巴基斯坦或地方當局雙方的兵種 

或兵額上求其對等，印度政府決不同意。所以印 

庚代表看到聯合決議草案沒有提到留駐部隊的兵 

辅 ，認爲關係重耍。提案國或於無意中或不顧是 

非把聯合國代表所設想的各不相同兩者擇一的辦 

法凑合在一起。Mr. G rah am 想到兩糖具有彈性 

的程序，而該決議草案僅僅提議一稿，却預先決 

定了未來的結果。依 照 Mr. G r a h a m 七月十六 

曰的提案，停火線 « 方部隊的性質根本不同，而 

這一點正是巴基斯坦所拒絕的。所以印库政府不 

得不再度聲述當事國所處地位基本上各不相同， 

而該決譲草案却把這一點完全忽暴了C
二 0 . 至於所謂 " 中立國"軍隙… 節，這個提 

案原來是巴基斯坦代表提出的，英聯王國代表應 

該知道印度政府早就反對外國軍隊進入印庚國 

境，這是有損獨立國尊嚴與領土完整的。

二一 .英聯王國代表所說有關解除軍備之實 

施必須不威脅停火協定的原則一節足以令人誤 

解，因 爲 Mr. G ra h a m 提案中的有關一項卽第 

八項與決定部隊之兵種及兵額的原則毫無關係。

二二 . 七月十六日提案中所建議的數字，卽 

在印度方面駐軍一萬二千至一萬八千人，完全出 

於武斷，聯合國代表從未解釋淸楚，這個數字究 

竟從何而來。這些數字與確定安全上所需要的最 

低軍力的通常因素格格不入。印度代表於是指出 

外界任何意見，決不能替代負責保衞該邦安全者 

的意見。如果在印度所認爲絕對不能再少的數字 

以外，提出別禪數字，就必須按照安全問題的實 

摩因素證明合理，決不能爲了政治上討價遺價或 

者爲了但求姑息而資然提出C
二三 . 所 謂 Mr. G ra h a m 建議之限度乃聯 

合國代表深思熟慮判斷一說，也不正確，因爲按 

照 Mr. G r a h a m 所負職責的定義—— 這種定義 

是當事國雙方同意的—— 他處於和解人地位，他 

的責任是尋求兩國政府都能同意的辦法。

二四 .英聯王國代表的結論主張停火線雙方 

部隊的兵種應該彼此相同，超出了聯合國印庚一 

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決議案的規定，徒然把侵暴



者與被害者同等看待，這是絕不能接受的。該代 

表所說關於停火線雙方安全上需要的話，無論在 

聯合國印度一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的決蕭案裏或 . 
者 在 Mr. G r a h a m 的提案的任何一項裏都毫無 

根據，因爲這些決議案和提案都承認該邦安全乃 

印库政府專有之責任。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委員會的兩個決議案已經當事顾接受，違反這兩 

個決譲案的任何決定，印度政府都不能同意。不 

過印度政府隨時願意尋求足以和平解決這個問題 

的一切途徑，但須不忽視或違反正確瞭解所應有 

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已是聯合國印度一巴基斯 

ffi問題委員會及當事國本身所同意的。

二五 .印度代表强調印度尋求和平解決的努 

力，他指出該國政府已經厘次聲明決不發動軍事 

行動。但是巴基斯坦政府却柜絕發表這種聲明C雖 

然印度政府擔允阻 Jfc戰爭的宣傳，可à 在邊境對 

方却不斷向印庚發出神靈戰爭的威脅。

二六 .安全理事會並未注意印度遭受侵襄的 

中心基本問題。聯合決議草案顯然越出了聯合國 

印庚一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的決叢案，或者可說 

忽雾了其中所載原則的基本要素，印度政府不得 

不拒絕其中所截提案。

二七 . 巴基斯坦代表在（十二月十六 0 )第六 

0 九次會譲，宣稱巴基斯坦兩庚被控侵暴印庚，這 

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這種控訳顯然是根據一個 

假定，就是略什米爾是印度領士的一部分，事實 

則完全不然。

二八 .關於這個問題的背景，他强調指陳該 

邦人民遠在歸併及部落人民進據之前，早就起而 

反抗大君暴政，其根本原因在於人民懷疑或者也 

可以說恐懼大君意欲歸附印度。路什米爾現任總 

理 ，於一八四七年十月二十一 H在部落人民進據 

略什米爾領土之前早就承認該邦軍陳因爲人民羣 

起反抗，被迫撤出若干地展。該邦大君被迫從京 

城出走，請印废出兵援救。印度表示除非他自猜 

歸附，決不出兵，所以他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 

六日備面表示歸屬印庚。十月二十七日印度總督 

表示同意，可是就在那天早晨印庚軍陳已經佔領 

瞎什米爾。巴基斯 S 代表詢問究竟是巴基斯坦懷 

暴該邦遺是印虔支持大君暴政而侵雾略什米爾人 

民昵。

二九 . 這種擺怖，決不能希望巴基斯坦政府 

同意。印度接受所謂歸屬的請求，巴墓斯坦政府祖 

能認爲就是侵犯巴基斯坦的主權與領土，與兩國

之間應有的友好關係絕不相容。印度政府這種舉 

動 ，巴基斯坦政府認爲顯然是廣張印废的勢力和 

版圆而想破壞巴基斯坦的完整，根本達反當年實 

行分治的原則。巴基斯坦代表指出來拿加（Juna- 
gadh)|邦所處地位與略什米爾相同，他所說的話 

與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印废總理關於來拿加 

邦歸屬巴基斯 tf) 一事給巴基斯坦總理的電文所說 

各節完全一樣。印度認爲各邦歸屬任何一國，主 

權全在人民，表達 a 稿決定的文書雖然出於國君， 

但是君民主張如不一致，就必須確定人民的意願， 

國君必須提供人民恥意歸屬何國的決定。這種標 

準如果適用於略什米爾，則照印度總理自己所說 

的話来看，顯然就可知道，實施侵雾者是印度而 

不是已基斯坦。

三 0 . [敷於第二次所謂侵雾，巴基斯坦代表 

指出自從此案提到理事會時起，印度政府就想使 

部落人民撤退俾印度軍隊得以軍事行動來撲減這 

個爭取自由的運動。當時安全理事會主席正設法 

促使雙方以敦制謀求解決，而 Sheikh Abdulla 

說過這樣的話。安全理事會雖堅決不肯贊同這一 

主張，而出事地點却不顧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仍 

在積極準備發動攻勢，企圆以武力解決。

三 巴 基 斯 坦 陸 軍 總 司 令 塵 於 印 軍 在 嗔 什  

米爾發動總攻，聲言估領全境，所以在一九四八 

年四月向政府É 議爲了與巴基斯坦奥亡有關的種 

種理由不能譲印軍越過一定的陣線，而且倘再有 

大批難民踊入國境勢必造成紛亂，：1 也是理由之 

一。印軍進攻的目的之一就是估領供應旁遮普屬 

於巴基斯坦的部汾所有灌槪制度而建於瞎什米爾 

境內的水閩。在這一點上，巴基斯坦代表强調指 

出該國依賴略什米爾的水源供應，而印度竟於一 

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把發源於印庚而入注巴基斯坦 

的河流一庚阻斷。在這種情勢之下，巴基斯坦政 

府決定出兵，制 Jh印軍長驅直入。巴基斯 ffl關於 

這片土地對印庚絕對不負任何國際責任。該國政 

府如果不採取這《措施，就是有負入民託付之重。 

巴 基 斯 的 舉 動 ，目的 ®在避免總司令所說的種 

種危臉，決非侵累。那一片土地旣然從来未受印 

度的營轄或軍事估領，卽使有所謂歸附情事，情 

形依然如此，所以談不上有浸暴。

三 二 .巴 基斯坦代表再度申述以略什米爾之 

係合法歸屬印度的假定完全錯誤而且毫無根據， 

他提到蒙巴頓爵士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絵 

大君的復文裏指出該邦的歸屬問題應由人民解



決。這就是所應決定的間題。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八曰印度總理的電報主張兩國政府聯名請求聯合 

國儘速在略什米爾舉行全民表決，這一點也就不 

言而喻了。安全理事會向來一貫認爲當事國早已 

同意該邦歸屬印度抑或歸屬巴某斯圾的問題應該 

以舉行自由公平的全民表決的民主方法來決定。 

可是後來這個問題遂漸解釋成爲確定該邦人民是 

否厥意繼續歸屬印庚了  j 巴基斯 tH代表誕爲這種 

舉動與設法爲印度政府推卸因爲接受決議案或協 

議或者見於正式公文而負擔的義務所作其他行 

爲 ，如出一織 。他着重指出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 

聯合國印度一巴基斯巧問題委員會的決講案第一 

段 規 定 ‘‘該邦歸屬印度或巴基斯坦之問題應以舉 

行 [^由公平之全民表決之民主方法決定之 "。

三三，巴基斯坦代表續稱兩國政府旣已接受 

聯合國印度一巴基斯》委員會的決議案，這個問 

題無論而何祖是空淡而已。正如印度政府管經講 

過，此事的關鍵在於協議之货行。所謂任何決定 

如果達反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的決 

譲案都不能接受之說，他深表贊同，不過差別之 

處就是巴基斯坦向來撒,意赏行旣有協譲而對方却 

在一味推霞。 B 基斯 ffi對於所定各項義務都已全 

部接受而且Ml意履行。但是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九曰聯合國委員會的報吿書稱（S/1430) "印庚 

非特與巴基斯坦就大規模解散自由嘻什米爾部厥 

並解除其武裝問題成立協議以後，不举傭撒退其 

在離什米爾邦無論在質量或數量上可稱爲’大部 

分 ’ 的軍厥 "。但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的決議案 

明明沒有這種條件，而印庚遺說不能同意違反聯 

合國印虔一巴基斯 ffl問題委員會的決議案。那些 

決議案裏關於 a — 問題絕對沒有什喪地方足以引 

起印度政府的誤解。聯 合 國 印 度一巴基斯問題  

委員會向來一貫認爲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的決 

譲案従來沒有想把自由略什米爾軍隊解除武裝或 

遣散。印度政府明知道這件事而且他們也顯然正 

確瞭解這雨個決議案。委員會在一九四九年三月 

十四日管經通知印度政府，該委員會已於一九四 

八年八月向巴基斯坦政府說明八月十三日的決譲 

案規定在停戰期內在軍事上保持均勢，這就是說 

嘴什米爾軍隙無須解除武裝或遣散，而且該養員 

會知道此項軍厥大約共有三十五個營。

三四 .雙方早已依據 Mr. G raham提案的第 

八項約定解除軍備之實行必須不威脅停火協定。 

ïg•是照印度所說，在停火線的印戾方面應駐有大

批軍隊而對方却不許有任何軍隊。巴基斯组詢問 

果然如此的話，停火線豈不受有嚴重威脅。在 6  
由瞎什米爾方面，爲了維持法律秩序以及維譲這 

條停火線顯然必須留駐若干軍隊。

三五，所提解決辦法管經印度柜絕者， e 基 

斯 ffl都均予接受。雖然印庚公開表示贊成把爭端 

提交國際公斷而該國憲法亦規定印度政府負有此 

種義務，但是提請國際公斷聯合國印度一巴基斯 

坦問題委員會'雨個決議案所敕義務作何解釋的幾 

度提議却都被印度柜絕了。不列願國協的各首相 

主張調派國協軍隊以利全民表決的提議也被印庚 

担絕。解決這，一問題的提案先後不下十四起之多 

巴基斯坦都曾接受，而印度却—— 柜絕了。

三六 . 如果說爭端的過程證明了什喪的話， 

那就是巴基斯 ffi急欲舉行全民表決而印度却不  

然 。所以若說印度大部分軍隙撒出嘻什米爾以後， 

巴基斯 ft)就會抛棄舉行全民表決的一切可能性， 

贸然進兵，而促使印庚襲® 其後方的話，全長不切 

實際的容談。巴基欺 ill的軍駐盤'瞎什米爾邊界 

營地由來已久，這是分治以前地域分配的結果，大 

量印度軍隊集中於旁遮普西部與巴基斯坦接壤地 

帶而且已在該區建立永久營地。

三七 .印度代表所提及的另一問題就是兩國 

總理曾聲明一切未決的爭議應一律和平解決。巴 

基斯坦代表引述一九五 0 年兩國總理的往來公  

文。巴基斯坦線理聲明該國政府準備與印庚政府 

重申在聯合國憲章之下所承擔的義務。他當時， 

經說過，如果雙方同意凡可以司法解決的問題槪 

由司法解決，其他間題聽候公斷的話，一切卽能 

迎刃而解，他並且聲明該國政府對於一切問題都 

恥意如此辦理。可是瘾結所在却是印度據有嘻什 

米爾的大半土地，而不肯舉行全民表決。印虔有力 

量 ，而且管經一虔使用，能够把巴基斯坦的水源 

阻斷，使巴基斯坦全部镑成漆漠。印庚爲了要保 

全這稀勢力，續建講兩國之間切勿因任何問題訳 

諸戰爭C 巴基斯坦的答覆是提講兩國政府商定程 

序以便所有爭端能被據以解決，然後昭吿人民它 

們是在如何力求和平解決。

三八 . ■ 於聯合決議草案，他説按照現有的 

協譲以及雙方的雷要，所提兵額對於停火線的巴 

基斯 ffl 一面，殊不公允。他認爲這個提案所定兵力 

« 方大相懸殊，停火線之一方勢必憂盧停火線未 

可久恃。巴基斯坦雖然有這許多顧盧，依然準備 

根據這個決譲案繼續進行。但是這個提案對於兩



件事似乎不想有所進展：第一，要當事國披此相 

約舉行會商；第二，要當事國把所得結果向理事 

會具報。理事會本來應該向聯合國代表，爭端當 

事國和略什米爾人民保證聯合國代表對於此事定 

能保持主動，在他的指導之下進行商 i t , 並且由 

他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報吿。

三九，巴基斯代表看到印庚代表旣輕表示 

印度認爲履行責任至少需要軍塚兩萬八千人；故 

在結論中提簾卽速赞行一九八年八月十三日的 

決議案，印庚儘巧■在停火線的一面留駐如許軍隊， 

包括該邦軍隙在內，而不配備裝甲車與職兵C 在 

巴 基 斯 方 商 ，該國自當依據該決議案履行全部 

義務。全民表決總監於是便町進而行使一九四九 

年一月五日決議案所规定的職務 -,
四0 . 印度代表在（十二月二十三日）第六一 

0 次會議指出部落人民和巴基斯 tH人民之進犯略 

什米爾始於十月二十二日，而大君之發他歸屬印 

庚文書是在一 ;fira七年 +‘ 月二十七日。把巴基斯 

ffl所影響而領導的 ’1 » 運動稱做反對大君統治的 

"民變 ' '確是願倒是非曲解事赞。落计米爾的民来 

運動遠在二十年前早已開始，不過從來未用暴力C
四一 .歸屬文書經由大君簽署及總督批准之 

後 ，法定條件卽已完備。總督在批准歸附之時管 

經片面表示希望這個問題等到該邦肅淸入侵分子 

恢復法律秩序之後再由人民解決。不幸入侵者迄 

未撒退，叛維汾子與軍隙在其佔領區內依然活躍。 

所以遲遲未能交由民衆表決者，其原因在此。

四二 .有人說進犯該邦旣在其歸屬印度之前 

就不能認爲浸暮。不過當時巴基斯《與略什米爾 

訂有維持原狀的協定。侵犯鄰邦乃浸暮行爲，對 

於和平的小國，顯然更是侵暴。在該邦歸屬印庚 

之後，這《舉動也就是侵暴印度。舉来拿加爲例 

是文不對題的，因爲土地接壤這個原則是過去印 

庚各邦在兩國之中擇一歸屬的一個主要條件，但 

是這一條件並未適用於來拿加。

三 .印度代表提到巴基斯场代表想爲該國 

第二次侵暴行爲辯護的企圖，他說印庚政府曾經 

指出憲章第五十一條對於自衞權定有兩稿限制： 

行使自衞權的會員國必須遇有武力攻撃而且行使 

此項權利所採取的辦法必須立卽向安全理事會報 

吿 。祝且巴基斯坦辯稱它僅僅把守一線，可是聯 

合國印 .度- - -巴基斯 ffi問題委員會多數與少數雙方 

的報吿書都明明說，巴基斯坦在一九四八年.八月 

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之間管以軍力進據北方地 ]

巴某斯 f f i憑其軍力所及繼續佔據該地， 而印度却 

從 未 企 圖 佔 倾 巴 基 斯 的 寸 士 尺 地 。

pq m . 印庚向來信顔和平方法解決爭端，從 

来未以戰爭爲威脅，而且也從未訴諸戰爭行爲。巴 

基斯 tH管經担絕聯名發表 "決不戰带 ’’ 的宣言， 

其藉口是除非解決現有問題的方法與程序先有成 

謎，這稱宣言毫無意義。印庚代表追詢一時不克 

成立協議能否作爲拒絕發表視戰银爲非-法的宣言 

的理由。正如印度總理在其給與巴基斯總理的 

答覆所指出 ， 這神宣言足以轉爆空氣而程序上的 

細節徒然削弱所有效果。

M五 .巴基斯與代表管想標榜其接受各項提 

案的情形，同時毁膀印度未能照辦，這是请嘗Lff見 
聽。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理事會（tiî二八六 

次會蕭） 的決緩案（S / 7 2 6 ) ,巴 基 斯 確 會 同 意 ， 

而且印度確曾拒絕。 但是巴基斯 tH繼而進攻該邦 

而印度方面雖受巴基斯 tH的厳 ® 桃覺 ， 却仍與聯 

合國印度一巴基斯W間題委員會合作 î t判。再激， 

巴基斯岀雖曾接受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 0 Mr. 
G ra h a m 的提案， 但是其所提條件已使這種接受 

失其效力。巴基斯埋接受了一九五二年九月四曰 

Mr. G ra h a m 的撮案， 可是也以同樣的方法使之 

失效，這件事情，巴基斯W代表却沒有提到。印 

虔却認爲這些提案含有可能促成解決的因素。

四六 . 至於旁遮普運河的 I I I流問題 ， 印度代 

表說明在一九四八年庚因爲巴基斯《的不行動確 

管一度阻斷，恒是由於印度總理採取主動，此禾 

情形旋吿中止。靈盧這一間題 ， 尤其是無稽的憂 

盧決不能作爲侵犯鄰國領土的理由。他聲明印虔 

在旁遽普的軍隊在時局緩和之後已鍵從邊界向後 

撤退。印度依然遵守明確的，港言，儘營巴某斯 

挑覺，印度仍 i 與其和好相處。

f巧七，關於 12基斯织的提案， 她說照此提案 

看来實力雄厚的自由略什米爾軍與巴基斯 tli的正 

规軍無從分別，顯然就耍當做正☆ 的軍塚，甚至 

在裝甲車或職兵配備方面適用於印庚及該邦軍隙 

的限制也都不必遵守。這禪提案誠然很巧妙，但 

與 Mr. G raham的辦法背道而馳，與聯合國印庚 

一 巴 基 斯 問 題 类 員 會 的 兩 個 決 講 案 根 本 不 符 。 

印度立填與這些决議案完全一致，：認爲一切方案 

必須以承認査漠略什米爾之主權完整和印度負有 

保衞該邦之職貴爲基礎。按照聯合國印度一巴基 

斯坦問題委眞會一九四八年八 f 月三日的決議 

案，巴基斯坦的軍險必須一律撤離，一切武裝粗



織，包括巴基斯坦所指揮的自由略什米爾軍和 

G ü g i t斥猴隊在內，都應全部解除武裝遺散。印 

度代表續稱，按照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全 

民表決總監僅能負責決定印軍的安徘問題，亦卽 

其留駐地點問題，而不能擅自減少其兵額。印軍 

兵額決不能減低到維持法律秩序所需耍的最低限 

度以下。

四八 . 巴基斯S 代表已經指出印虔政府對於 

歸屬問題所處的立墙是各邦獲得獨立時，其主權 

全在人民。而且他已着重指出遠在所謂歸屬以前， 

大君奥其人民之間早有離癖，而且已經達到足以 

引起變亂的程度。

四九 .印度代表會經提及該國政府已經答應 

把這一問題提交全民表決而且說明其所以未克實 

現是因爲侵入者仍留居略什米爾境內。可是部落 

人民已輕撤退，巴基斯 ffl的正規軍也向來準備遵 

照聯合國印庚一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 

八月的決譲案隨時撒退。但在一九四七年八月該 

邦起而反抗的人民却不能指爲入侵者而必須撤 

退。全民表決之壽備與實行所以遲遲沒有進展，其 

原因在於印虔政府拒絕遵照其所接受的聯合國印 

度一巴基斯堪問題委員會決議案把印軍撤退。在 

這些決議案裏絕對沒有什喪地方规定以該邦之安 

全爲印度專有的職責。所謂"適當顧及該邦安全與 

全民表決之自由 "是指接替聯合國印度一巴基斯 

Ifl問題委員會的聯合國代表和全民表決總監在印 

軍大部分撤退以後，該代表認爲和平已經恢復時， 

他們與印度政府會商印度及該邦軍厥的最後處置 

(d isposal)並非安徘（disposition) 時的職務而言

的。

五 0 , 困難之處向來就在如何決定究竟何謂 

印軍的 " 大部分 " U 印度代表旣然提到該國政府履 

行貴任養要軍塚兩萬八千人，他準備同意這個數 

字，而且不堅持由委員會依據一九四八年八月的 

決議案去確定。自由略什米爾軍之解除武裝問題 

尙多爭執，所以這個問題與印軍二萬一千人的數 

字都暫未解決。雨萬八千人的数字原來很大，可 

是該國政府依然準備接受，以利進行。自由略什 

米爾軍之解除武裝與遣散問題，到全民表決總監 

接事時自會提出。聯合國印庚一巴基斯坦問題委 

員會決議案的措詞，在這一點上，與提到印度及 

該邦軍嫁時所用的措詞完全一樣，都是 "最後處 

置 " 。兩者的意義也定應相同。

五一 .巴基斯坦代表同意裝甲車與砲兵一事 

確有關係。一方的裝甲與砲兵如果撒退。至於巴 

基斯坦指揮自由瞎什米爾軍一節，他指出巴基斯 

坦軍撤退時對於那些軍敝的軍事行動就不再加以 

指揮。

五二 .該國政府贊同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坊問 

題委員會的雨個決議案不容有所背違。印虔主張 

此說，可是要它遵行決議案時却開始提出許多其 

他要求，而所要求者，在這些決議案裹全未规定或 

者在印度提出要求之際，尙未加以规定。

五三，他又提到其他幾點，他再庚聲明卽使 

在北方地區內，已基斯坦軍隊從未進據印軍所， 

估領或管轄過的任何地方。關於來拿加問題，巴 

基斯坦代表說這件事並不如有人所說與討論中的 

問題無關，因爲這是有待安全理事會決定的事件 

之一。來拿加與巴基斯坦雖不接壞，但是決不能 

因此而認爲並非獨立之邦，其統洽者思於…個社 

區而其人民則大多敷屬於另一社區。他擧來拿加 

爲例，祖是爲了要指明印度如何對不同的情形適 

用不同的標準，態度全不一政。至於雨國間關於運 

河 /1|流的爭執，他宣稱由於印度的指施，旁遮普 

之西部已經成爲糧荒之區而東部却已成爲食糧過 

剩展了。印度代表曾說國際銀行人員已在調査可 

否增進現有河水的利用，但印度仍不顧一再提出 

的講求與不妨阻河水流入旁遮普的協譲，而繼續 

建造水鬧，使該國得以阻斷所有注入旁遮普西部 

的河水。

五四 . 荷 蘭 代 表 在 （十二月二十三日）第六 

一一次會議說這個問題遲遲未能解決確是一大遺 

« , 當事國雙方在基本要點上早有成議，同意査 

譲與略什米爾邦之歸屬印庚抑或歸屬巴基斯坦的 

問題應該在聯合國主持下以舉行自由公平的全民 

表決的民主辦法來決定，由此看來，尤可遺爐。他 

想各方面都同意在該邦留駐一方或雙方的大批軍 

隊，決不會造成自由公平'的全民表決所需要的條 

件或可利其進行。因此這個領土必須儘量解除軍 

備 ，以便確保挟擇取捨 '的絕對自由。在停火線的 

雨邊留駐軍力也必須有一個適當的比例。

五五 .他指出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和一九 

四九年一月五日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 

的決議案所截協議，當事國並未廢棄，他認爲如 

果想把原有的爭執奮事重提便是倒退一步。理事 

會在過去兩年中，設法促成停戰協定。聯合國代表 

已把這一間題縮小爲停火線 «方駐軍的數額與性



質之爭，而聯合決議草案所想解決的也就是這一 

點。聯&決議草案估計到當事國雙方所處基本地 

位之不同，而且承認停火線雙方留駐軍隊所負貴 

任的區別，其 中提到一九五二年九月四日聯合國 

代表提案中所載的原則與標準。

五六 .荷蘭代表覺得所提議的谈判應該與以 

若干伸縮餘地，聯合國代表所處的地位也應該®  
明。所以他對聯合決議草案提出一個修正案（S / 
2 8 8 1 )在其第四段裏规定當事國雙方 "應在聯合 

國代表主持下舉行康判 ’’而把該段所赦談判應‘‘在 

聯合國會所擧行 ’’ 的規定删除。英聯王國和美國 

的代表都同意這一修正案。

五七 . 英聯王國代表認爲聯合'決蕭草案與聯 

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的兩個決議案之間 

並無不符之處。他從這個觀點，分析聯合決議草 

案 ，覺得當事國雙方已經同意聯合國印度巴基斯 

坦問題委員會的兩個決講案的條欧應該合併起來 

成爲一個廣續性的解除軍備的程序。九月四曰 

Mr. G ra h a m 的方案裏所增加的唯一因素，也就 

是聯合決蕭草案中因而槽加的一個因素，就是軍 

隙數量之铁 :定要適當顧及停火協定之維持。不過 

這® 是 反 映 出 在 Mr. G ra h a m 提案第八項中已 

經得有成議，就是解除軍備之教施不得威脅停火 

協定。他說此項规定是要自由嘴什米爾軍按照聯 

合國印度 Û 基斯坦問題委員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五 

日決議案第四段 (b )加以處置。Mr. G ra h a m 對 

於這個問題已在其九月四日提案第七項中規定自 

由路f i 米爾軍應大规模解除武裝遣散。所以到了 

解除軍備的期間屆滿時，在停火線自由踏什米爾 

的一面將紙留維持法律秩序，停火協定以及適當 

顧及全民表決之自由所需最低限度的 ê 由略什米 

爾軍部败而已。至於印度方面，Mr. G raham的 

提案规定留駐維持法律秩序與停火協定以及適當 

顧及全民表決之自由所需要的最低限度軍隊。實 

施解除軍備不得威脅停火協定的條件已經兩國政 

府同意，所 以 Mr. G r a h a m 在其提案第七項裏 

规定在決定停火線雙方駐軍之最後數量時必須注 

意維持停火協定一事爲條件之一是完全合理的。 

英聯王國代表知道巴斯基垣政府已輕同意在自由 

嗔什米爾方而的駐兵在行政上及軍事行動上將不 

受巴基斯坦統帥部的節制。

五八 . Mr.  G ra h a m 所說雨稿辦法幾經深思 

熟慮之後，方維在聯合決譲草案裏合而爲一。英 

聯王國代表認爲這是一個妥適辦法，免得當事國

之 一 方 要 照 其 中 個 辦 法 誤 刹 ，而另一方却耍援 

用另一辦法。聯合決譲草案的提案國相信這兩極 

辦法並無衝突而且是相得益彰的。至於聯合國代 

表在解除軍備手續結束時是否有權決定留駐該邦 

的軍赎數量的問題，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決議 

案早已明 f i規定該代表乃委員會的後身，他與全 

民表決監應與印庚政府協商負責決定軍陳之最 

後 ‘處置 , 而且這粗處置要 "適當顧及該邦安全和 

全民表決之自由全民表決之自由與該邦之安全 

這雨個問題必須加以重視，而且必須無所偏廢。聯 

合國代表和全民表決趣監與印度政府協商時顯然 

會十分重視印度政府的意見。至於停火線的另一 

方面，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決案已輕规定聯 

合國代表和全民趣監 " 商同地方當局 ’ ’負責軍陳之 

最後處置。

五九 .聯合決議草案關於留駐軍赚的性質間 

題 ，採取了  Mr. Graham 一九五二年九月四 3  

提案第七項的规定。英聯王國代表認爲停火線驢 

方的駐軍應該大體相同的主張與聯合國印度巴基 

斯组問題委員會的兩個決議案是完全相符。

六 0 . 英聯王國代表提到巴基斯坦代表所提 

出的解除軍備提案，他認爲這是與聯合國印庚巴 

基斯织間題委員會的，一個決 IÉ案完全 相 符 的 。 

巴基斯坦承允凡聯合國代表與全民表決瘾監依據 

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對於舉行全民表決時 

停火線雙方最後駐軍的軍力，包括自由略什米爾 

軍在內，所作共同決定，它一定接受 , 這個提案如 

果與這緯承諾一併加以考慮，該代表團認爲這個 

提案無論如何是値得慎重同情研究的。

六一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說聯合決議草案中 

沒有什喪地方足以阻礙當事國之一造或兩造提出 

自己的建議。聯合提案完全以聯合國印庚巴基斯 

ffl問題委員會的雨個決議案裹所載協講爲基礎。 

他說在這一點上，這些決議案的基礎無須再加研 

究。所以他並未提議討論指控侵襄一事。理事會 

必須注意聯合國代表的見解，他認爲對於解除軍 

備一事如果早日得有成議，其立卽可見的實摩效 

果就是全民表決總監卽可就職，並能對整個全民 

表決問題作必耍的研究。

六二 . 巴两代表贊成聯合決譲草案。他覺得 

這兩個關係如此密切的國家不能和平解決它們的 

単端，賞在難於置信。解除軍備問題必須一如聯 

合提案所計擬，重新努力求其協譲。



六 三 . 中國代表說理事會中各代表，除當事 

國的代表之外，從未討論到侵暴的控訴。理事會 

已經同意當事國的基本協議，就是該邦的歸屬問 

題應由在聯合國主持上擧行的公正全民表決來決 

定。他希望這個聯合提案能够成爲重開順利談判 

的基礎。

六四 .蘇 維唉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盟 代 表 說  

Mr. G r a h a m 的第四次報吿書，正如他以前所提 

出的文件一樣，說明要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國在査 

誤略什米爾邦之解除軍備及在聯合國主持下舉行 

全民表決的問題上達成協議的鍵稀企圖都無成 

效。在英聯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的堅決主張之下 

先後所通過的一切辦法，絲毫沒有使當事國雙方 

走近解決這個問題的途徑。

六五 .他說美國和英聯王國斜於査談略什米 

爾的政策，顯然是帝國主義性的。這些國家在聯 

合國的掩譲之下，任意干涉曙什米爾的內政。美 

國和英聯王國在這五年內嚴然以 ‘‘和事老 ’’ 自居， 

盡其一切能事，使這問題遲遲不克解決，整個半 

島的局勢愈益嚴重，俾可造成藉口，把 所 謂 ‘‘中 

立國軍’’亦就是外國的軍隊開入該邦，並將這個 

地區變成它們的戰專基地。

六六，蘇聯代表圈已促猜注意 Mf. Gi*aham 

未得安全理事會的核推，明知印庚早已担絕一九 

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英聯王國及美利整合衆國所 

提決議草案 (S/2017)裏的同樣提案，竟然詢問印 

度與巴基斯坦兩國政府是否準備同意由聯合國調 

派軍隊。M r. G r a h a m 不顧印度一再聲明立傷， 

在其第四次報吿書裏，舊事重提，改換方式提譲 

一部汾自由瞎什米爾軍隊的行動與行政受聯合國 

節制，而由 "中立國"或當地人員主持使其脱離巴 

基斯坦最高統帥部的管轄。聯合決議草案的提案 

國把聯合國軍隙開入嘴什米爾的提案作爲一種威 

脅的武器，迫使當事國接受這個聯合草案，其本身 

形同最後通牒，耍當事國同意其中所裁軍朦人數。

六七 . 這個聯合決譲草案，也正如這個問題 

以前所有的決譲案一樣，根據干涉略什米爾内政 

這個不可容許的原則，徘除了不受外界壓力或英 

美干涉而由該邦人民解決瞎什米爾問題的一切可 

能，而且社絕了略什米爾人民行使其民族自決合 

法權利的可能。

六八，安全理事會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正確 

辦法，只有力避縱容干涉瞎什米爾的內政，而使 

嚷什米爾人民能够根據聯合國憲章所載民族自決

權的原則，自由決定其肖己命運。他說嘻什米爾 

的地位儘可由其人民在民主基礎上所選出的制憲 

會議來決定。

六九，蘇聯代表團爲了這些理由不能贊成聯 

合決議草案。

七 0 . 英聯王國代表說英聯王國與美利堅合 

衆國如果眞在踏什米爾積極進行建立侵暴基地的 

話，它們簡直是一事無成。若說與當事國雙方的 

明定政策完全相左的這稀方案，它們居然會同意 

的話，這顯然是侮辱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國政府。 

理事會如果確管考盧到建議在踏什米爾成立一支 

中立軍的話 , 蘇聯代表儘可隨時反對這種決議案。 

不過當事國雙方如果接 ‘受成立中立軍的提案，他 

却不知道蘇聯又將怎樣辦。

七一 .印度代表指出該國政府已經聲明不能 

贊同這個聯合決議草案。該國政府不願參加以該 

案第七段建議爲基礎的任何讓刹。可是印庚政府 

雖然明白提出這些保留，仍願尋求和平解決的一 

切途徑，繼續參與這一爭端的任何淡判。理事會 

如某依然認爲進行討論這個決議草案能有稗益或 

者有所必耍的話，該國政府對於這種決定祖能徒 

威無窮遺爐罷了

決 議 ：經修正後之聯合決議草案 (S/2883)於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第六—— 次會議以九 

裹對零通過，寨權者一 (蘇聯）。巴基斯坦未參加 

表決。

C.聯合國駐印度及巴基斯坦 

代表之第五次報告書

七二 .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三 日 ，聯合國駐 

印度及巴基斯坦代表報吿安全理事會 (S/2910)稱 

印度及巴基斯坦政府已經同意各派部長階級的代 

表自一九五三年二月四日起在聯合國代表主持下 

於曰內冗舉行會譲。談判之進行將以聯合國印庚 

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 

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決議案爲基礎，同時參照該 

委員會給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國政府的種種保證、 

説明與解釋。這個基礎決不妨礙於必要時再行考 

慮聯合國代表的十二項提案。

七三 .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聯合國代 

表向安全理事會画送第五次報吿書 (S/2967)<>。他 

在該報吿書裏列擧當事國對於實施聯合國印度B

6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八年庚,特別補

編第一'號。



基斯坦問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 

第二部甲（一 ) 與 （二）和 乙 （一）與 （二）的稿稀意 

見。據聯合國代表報吿，這個問題開會商誤的結果 

使他所得到的結論是兩國政府之間此時遺不能完 

全依據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的第二部對 

停戰協定達成協譲，而且他認爲遠在一九四九年 

間卽已存在的稿種困難依然是實行第二部所載:港 

言的主耍胆礙。他覺得不能繼續照此進行，因篇 

各方所提的數字，對方都無從接受。該代表的十 

二項提案已經按照兩國政府所商定的這個會議的 

任務规定，接着提出討論。

七四 .聯合國代表於二月十四日與兩國政府 

的代表分別晤淡，向他們提出修訂提案以備討論， 

第七項的案文中除其他事項外，規定在解除軍傭 

期間屆滿時，停火線的巴基斯坦一面，留駐軍隊 

六千人，在行政上及行動上不受巴基斯坦最高統 

帥部的節制，而且沒有裝甲車或砲兵的配傭。在 

印庚一而，届時留駐印度軍隊二萬一千人，包括 

該邦的軍隙在內，也沒有裝甲車或砲兵的配備。

七五，當事國對修訂提案第七項的意見如  

次。印度政府不能同意在所謂自由瞎什米爾的地 

廣以內保留任何軍隊。該國政府認爲在自由嘻什 

米爾一面，只要有武裝民軍四千人携械者與徒手 

者各半就能履行警戒停火線的職責。武裝民軍的 

人數，印度政府可同意其暴增若干。

七六 .巴基斯坦政府認爲第七項與一九五二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S/2883) 
歡觸。印庚方而數字武斷堆爲二萬一千人，而自

由略计米爾軍僅准留駐六千人，自由略什米爾一 

區的安全將有嚴重的危臉，解除軍傭之》施在解 

除軍備期内或期滿之後都不得威脅停火協定的保 

證也將毁壤無錄。巴基斯坦政府認爲所提數字不 

菅對印度政府示意說由於它採取頑强態庚的結 

果 ，終究能够依照它的條件訂立停戰協定。

七七 .聯合國代表和當事國徹底討論並進一 

步商淡之後，覺得在這個階段已無繼續會譲的簾 

地 ，所以他與雙方代表商定結束會議。

七八 . 聯合 W代表■於他的提案第七項所列 

間題，就是停火線雙方留駐軍厥的數量與性質， 

聲明無論三千對一萬二千人或者六千對二萬一千 

人，他對於這些大小數字都沒有成見。他身爲和 

解人，責任就在力求解決，他希望能够找到可據 

以淡刹協定的一個基礎。依據聯合國印庚巴基斯 

坦委員會的兩個決議案，印度政府在停火線自己 

一而所負的責任比較對方地方當局在軍陳撒退地 

區所負的責任顯然更加重大。旣不承認自由赂什 

米爾政府，又不妨礙該邦的主權，在軍隊撒退地 

區也顯然應該有其有效的地方當局和部賦。在自 

由嗔什米爾地區之內，這禪部歐可以由自由略什 

米爾軍的餘留部赎編粗起來，而不附裝甲車或砲 

兵的配備。將來就在聯合國的監督之下，由地方當 

局的當地官員指揮。聯合國代表認爲雙方對於人 

數的爭執雖然重耍，但是決沒有雙方對於全民表 

決繊監應否就職所有爭執之重要。總監就職以後 

形勢之轉變對於該邦人民民族自決的偉大目標是 

最爲重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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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安全理事會i 議之其他事項

第二章 

申請國入會問题

引 言 ：理事會上年報吿書已經載明（A /2167, 第 

r a o 七段以下），安全理事會第五七七次會議（一 

九五二年六月十八日）曾將申請國入會問題列爲 

議程項目，包括下面兩分項：

‘'通過請大會同時推許業已申請入會之十 

四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之建議案 "；

(》) " 研究大會決議案五 0 六 （六）。"
安 全 理 事 會 並 收 到 下 述 蘇 聯 決 議 草 案 （S / 

2 6 6 4 ) :

‘‘安全理事會

‘‘建議大會准許已提出入會申請之下列 

各國同時成爲聯合國會員國：阿爾巴尼亞、 

蒙古人民共和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 

利、芬蘭、義大利、葡荀牙、愛爾蘭，約但哈希 

米德王國、奧地利、錫蘭、尼泊爾及利比亞。" 
理事會第五一九次會議（一九五二年七月九 

日）決定延期至一九五二年九月二日再行審議這 

個問題。

A. 通過議事日程

七九 . 理事會第五九四次會議（…九五二年 

九月二日）繼 續 討 論 這 個 問 題 ，當時美國代表 

(輸値八月说主席）稱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曾於一 

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一日集會，俾使各理事有機會 

檢討久懸不決的申請各案。那次會議雖曾努力搜 

求可以獲致協議的基礎，但協議終無冗能，而各 

常任理事的立填亦迄未改變。

八 0 . 理事會第五九四次會議臨時議群所截 

" 申請國入會問題"項目內除了上而提到的雨分項 

外 ，遺 增 加 一 （0 分 項 ："新申請案（S/2446, S/ 
2466, S/2467, S/2672, S/2673, 及 S /2 7 0 6 ) /

主席（巴西代表）解釋說，他覺得這個新分項允宜 

增列，這樣理事會就可以審譲尙未向大會提送報 

告的以及尙未輕過個別審議的入會申請。

八一 . 那時，安全理事會已有下列各項決議 

草 案 ：

( i )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七日巴基斯 ffl所提潜 

許利比亞聯合王國入會之決議草案（S /2 4 8 3 ) :
" 安全理事會，

‘‘業已審講關於利比亞聯合王國加入聯 

合國之申請，

'‘備悉利比亞聯合王國根據一九四九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大會決議案二八九（四）及一 

九五 0 年十一月十七日大會決議案三八七

(五），已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成爲 

獨立與主權之國家；

" 決定按理事會之判斷，利比亞聯合王 

國具備憲章第四條第一項所規定聯合國會員 

國應有之條件；

■■建議大會淮許利比亞聯合王國爲聯合 

國會員國。"

(Ü) 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美利堅合衆國 

所提關於淮許日本入會之決議草案（S /2 7 5 4 ) :
■■安全理事會，

'‘業已接獲並審議日本所提加入聯合國 

之 申 請 書 （S/2673, — 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三 

曰），

*■決定按理事會之判斷， 日本爲愛好和 

平之國家，確能並& 意履行憲章所規定之義 

務 ；因此

" 建議大會准許日本加入聯合國爲會員

國。"

(iii)一九五二年九月二日法蘭西所提關於准 

許越南入會之決議草案（S /2 7 5 8 ) :

" 安全理事會，

■■業已接獲並審議越南所提加入聯合國 

之 申 請 書 （一 九 五 年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文 件  

S/2446及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文件 S/ 
2 7 5 6 ) ,

■*聲明按照理事會之意見，越南爲愛好 

和平之國家，確能並願意履行憲章所規定之 

義務；因此



'■建議大會准許越南加入聯合國爲會員

(iv) — 九五二年九月二日法蘭西所提關於淮 

許察國入會之決議草案（S / 2 7 5 9 ) :
" 安全理事會，

" 業已接獲並審譲察國所提加入聯合國 

之 申 請 書 （一 九 五 二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文 件 S/ 
2 7 6 0 ) ,

" 聲明按照理事會之意見，察國爲愛好 

和平之國家，確能並 Ik意履行憲章所规定之 

義務；因此

'‘建議大會准許察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

國

( V )  一 九五二年九月二日法蘭西所提關於准 

許高棉入會之決議草案（S /2 7 6 0 ) :

" 安全理事會，

‘‘業已接獲並審議高棉所提加入聯合國 

之 申 請 書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文件S/ 
2672 及 S /2 6 7 5 ) ,

‘‘ 聲明按照理事會之意見，高棉爲愛好 

和平之國家，確能並愿、意履行憲章所规定之 

義務；因此

" 建議大會淮許高棉加入聯合國爲會員

國

八二 . 蘇維埃 I t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稱， 

此時不是審議新分項所赦各項入會申請的時候， 

尤其不應審講■ 於日本、察國、高棉、及保大越南 

的入會申請。蘇聯決議草案列舉的各申請案都是 

可以獲得決議的。蘇聯代表又稱，利比亞入會申 

請不必列入新分項，因爲該申請案早經理事會及 

大會審議，而且，至少已輕赦在蘇聯決議草案內。 

不僅如此，根 據 （A )分項的含意，利比亞的入會 

申請可說包括在該分項內，因爲大會決議案五 0  
六 （六）是適用於利比亞的申請案的。

八三 . 安全理事會經過若干討 i r 後 ，以十票 

對零棄權者一 (蘇聯），決定將（0 分項列入議糖。

B .審議蘇聯決議草案(S/2664)

八四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批評 

那次常任理事會議說，美國代表的作風始終不改， 

要想把造成申請國入會問題僵持局面的責任推在 

蘇聯身上，指稱蘇聯從中阻镜，不接受 ‘'多數’’的 

意見。因此，蘇聯代表必須指出，蘇聯對於此問

題所抱的態虔並非造成僵局的眞正原因，美國遇 

到申猜國政體不合美國統治階層的口味時就不勘 :: 
碟該申請國入會，追才是此事的瘾結所在，蘇聯 

的主張是所有十叫國申請國不論它們的政體如 

何 ，一律推予入會。關於這點，蘇聯代表說，在 

表決阿爾巴尼亞、蒙古人民共和國、甸牙利、羅馬 

尼亞及保加利亞等國的申請案時，美國常行使否 

決權六次之多。該代表又說，安全理事會 f t任理 

事所投的反對票實際上就等於是否決，因爲不論 

理事會其他理事是否也投反對票，結果鞭是 -樣  

的。此外，美國遺行使過九次 "f#相否決 "，那就 

是放棄投票，使得申請國無法獲得必要的票數。 

當理事會討論突尼© 亞 問題時，美國奥理事會其 

他理事就會放棄投票，其實此権 "政棄投票"也就 

是 投 " 反對襄 " ， 阻 Jfc或是不讓理事會通過決議。 

美國及其夥伴—— 英國與法國—— 無意對 "P四個 

申請國加入聯合國間題作成協議又多獲一次證 

明。

八五 .蘇聯代表在叔述人民民主卞義國家的 

輕濟發展及各種民主的情形時，列舉種 t i 事货奥 

統計數字，並謂這不僅足以顯示這些國家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後所採取的和平政策及所獲眞正的民 

主發展，遺可以全部穀到美W , 英 國 代 表 指 人  

民民主主義國家不是愛好和平的國家，不具備憲 

章第四條所載條件，因此不能加入聯合國爲會員 

國的舞種識言。此糖無聊指 f i 無非是英美帝國主 

義者存心訓膀，要想借此掩飾他們對甸牙利、羅 

馬足亞、保加利亞及河爾巴尼亞等國人民所採取 

的歐對政策與仇恨心理。號將這些國家奥美國統 

治階層認爲 " 愛好和平’’的國家一加比較，就可知 

道美國的眞正用意究竟何在，美國統治階層反對 

人民民主主義國家加入聯合國，企圖運使這些國 

家改戀它們的政治制度，因爲英美 ®斷事業所最 

痛恨的就是眞正自由、獨立、自主、永遠不受外國 

資本支配而且不讓外國霞斷事業掠斷本國資源的 

國家。關於這點，蘇聯代表提到美國政府，於一 

九五一年指撥一萬萬美元，旧以對人民民主主義 

國家及蘇聯進行煽励叛亂，怠工及其他反對人民 

之行励。

八六 . 蘇聯代表說，美國這稿態虔不僅厳重 

地違反了美國在德黑蘭及波茨坦雨次會議中承擔 

的及和約规定的國際義務，並且直接與聯合國憲 

章歡觸。憲章規定：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 

權利及自決原則爲根據之友好關係，增進並激勵



對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 â 由之尊重。人民民 

主主義國家的政策及政治制度完全符合這些原 

則；這些國家的人民充分享有民主權利，決無種 

族歧親或因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敎不同而有所區 

別，這都不能是美國和英國所能比擬的。

八七 . 美國與英國代表提議，所有 "h四個申 

請案都耍重新 '‘個別 " 審議，這無非是一賴推託， 

旨在掩飾他們反對人民民主主義國家入會的本 

意 ，並引起一串新的所謂蘇聯 " 否決" ，以便宣傳C 
蘇聯代表親 :，食了主持公道，保護美國英國不讓 

加入聯合國的那些申請國的合法權利起見，蘇聯 

有行使杏決權之必要時，蘇聯決不畏縮。蘇聯每 

次行使否―決權都是合法正當的舉動，其目的有二  ： 
第一 •是嚴格遵照聯合國憲章條钦及憲章主要原則 

—— 理事會常任理事必須一政—— 保護蘇聯本身 

的合法權養；第二是在保護英美帝國主義者妄想 

揉顿的那些國家的合法權益。

八八 . 申請國入會問題已甚嚴重，只有依照 

蘇聯提議的辦法，淮許 t 四個申請國同時入會， 

才能解決。憲章內並無不許以一個、决議案准許數 

個國家入會的规定。美國本身就開過此種先例， 

該國曾於一九四六年八月二 t 八日安全理事會第 

五十四次會議中提譲准許那時已輕提出申請的八 

個國家同 0^入會。美國那項提議會經秘書長及巴 

西 、中國、墨西哥與埃及等國代表贊同C 蘇聯此時 

主張適用的辦法也就是美國在一九四六年提議的 

辦法；這糖辦法對於憲章並無不利之處。

八九 .荷蘭代表在理事會第五九五次會譲  

( 九月三日）中説，促使聯合國會籍儘量普及的趨 

勢 ，顯在遂漸加强一一當然仍須受到憲章第四條 

所載條件的限制C 同時，國際法院於一九四八年 

五月二十八日發表的諮詢意見 7 也不容忽視，根 

據該項意見，淮許一國入會不能以同時准許另一 

國入會爲條件。大會第六屆會旣已表示要在第七 

屆會再度徹底審査藤個申請國入會問題，而安全 

理事會對這個問題的意見依然參商如故，理事會 

此時繼續討論，恐不會有何進展。所以，荷蘭政 

府贊成待至大會第七屆會獲悉本組織全體會員國 

更明確的意見後，再行繼續審譲此事。假使理事 

會決定要處決現有各項提案，那末荷蘭代表團就 

要重申其以前採取的立墙，卽以憲章第四條第一

參閱 - 九四八年國際法院報吿書■ 於 "國 家  

加入聯合國之條件 " （憲章第四條）之諮詢意 
見 ；英文本第五十七賈。

項及國際法院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發表的諮

詢意見爲依歸。

九0 .  土耳其代表指稱，蘇聯決議草案不合 

憲章第四條第一項的規定，因爲該草案要使完全 

具備憲章所截條件的國家與蘇聯支持的其他國家 

同時入會。士耳其代表囘億蘇聯代表提到的理事 

會一九四六年討論此間題的情形時說，那時蘇聯 

代 表 Mf. G rom yk o曾主張理事會必須遂一討論 

各項申請案，不同意理事會以一個決議案淮許八 

個申請國 "盤批 " 入會的提案。理事會此時應該本 

諸憲章规定，分別審議各項申請案，以申請國本 

身具備的條件作爲判斷的標準。

九一 . 希職代表說，蘇聯代表提到的那項一 

九 ra六年美國提案是要推許當時已具有合格條件 

的所有申請國入會。蘇聯代表一九四六年對憲章 

第四條採取堅決立場，時間是在申請入會國資格 

審查委員會徹底審査八個有關國家的申蕭案以 

後。蘇聯此時提出的決議草案係以對憲章所載會 

籍普及原則所作的錯誤解釋爲根據。如果不談憲 

章第四條規定的條件，准許全體申請國同時入會， 

而申睛國中有幾個至少是不合格的，那就是嚴重 

地違反憲章原則，違反會籍普及原則。希職代表 

認爲，依照憲章第四條规定，這幾個 "人民民主 

主義國家 " 沒有入會資格。所謂反對阿爾巴尼亞、 

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及蒙古人民共和國入 

會是爲了各該國政體的關係也與事實不符。南斯 

拉夫亦是共産國家之一，但這並不妨礙希職與其 

他非共産國家的會員國對其保持和平友好的關 

係。希腿代表團雖然很願意投票讓蘇聯草案中其 

他申請國入會，並對這些國家因蘇聯杏決而無法 

加入聯合國的情形表示扼腕，但仍將投票反對蘇 

聯決譲草案。

九二 . 中國代表反對蘇聯提案。蘇聯提案不 

包括大韓民國在內，這是中國政府所不能答應的。 

不僅如此，憲章規定申請國必須個別加入聯合國。 

關於憲章第四條究應如何解釋簡題，國際法院已 

有權威解答：准許一國入會不能以其他國家同時 

入會爲條件。所以，中國代表請求將蘇聯提案所 

載 t 四個國家的申請案個別提付表決。假使蘇聯 

代表反對個別表決，那未蘇聯此項決議草案就與 

憲章不合，應該被裁定爲不合糖序。倘若理事會 

被迫將蘇聯決譲草案盤個提付表決，而不事先分 

開表決，那末，他就要投票反對該草案。他又指 

稱 ，中國代表團認爲蘇聯決議草案所截的某些國



家並無入會資格。他不承認蘇聯代表爲了支持所 

謂人民民主主義國家的入會申請而舉出的各種事 

實。他提到東歐境內的種稿情形說，每一個組織 

都有某種不成文的规章。加入聯合國的國家必須 

具傭未經憲章規定的若干起碼條件，憲章起草人 

認爲這些條件是當然應該有的，無須明文 规 定。 

蘇聯支持的五 '個申請國不合這些起碼標準。事實 

上，此時遺應該考盧不具備這些起碼條件的會員 

國應杏遂出本組織的問題。

九三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也反對蘇聯決議草 

案 。每一個申請案都應該經過個別審議，美國政 

府認爲蘇聯草案中某些國家沒有入會資格。此外 

尙有其他申請國未經列入蘇聯草案，大韓民國就 

是其中之一，該國奥聯合國的關係異常密切，所 

提入會申猜正當合理，美國不會輕易遺忘。就蘇 

聯草案提出的申請國而論，美國代表團認爲與地 

利、錫蘭、芬蘭 1愛爾蘭、義大利 1約但、利比亞、尼 

泊爾及葡荀牙等國完全合格，應准入會。

九四 . 美國代表接着又說，關於申蕭國入會 

問題或是其他問題的決議草案從未因爲美國投反 

對票就無法在理事會內通過。美國代表團過去對 

其認爲不合憲章規定的若干入會申請確管投過反 

對襄，但是，理事會從來沒有爲了美國…國投票 

反對就無法提出建譲，因爲那些入會申請都未獲 

得七個可決塞。一個反對票只有在單獨推翻多數 

意見時才有杏決效力。蘇聯一再投的反對票就有 

這種效力。

九五 . 英聯王國代表强調說，所謂美英兩國 

在波茨坦協定及和約規定下負有的 " 義務"截在和 

約前文內，措辭如下： ‘‘……俾使協約國與參戰 

國能支持 … …所提加入聯合國之申請……"。 這 

只是 "俾能條钦 "，叙述歸約國俾能由是贊助入會 

申請一項事實而已。

九六，英聯王國政府重視聯合國基礎之擴 

大，並且贊同所謂會籍普及的原則。聯合國應容 

納主義與政體各不相同的國家，英聯王國決不因 

爲一國的主義或政體不爲英國政府所喜就存心拒 

絕該國入會。但是，英聯王國仍然深信各申請案 

應照憲章第四條規定個別提付審議；英聯王國並 

贊同國際法院的意見，認爲在同意一國入會時附 

以准許另一國同時入會的條件，實 非 正 當 辦 法 。 

卽使儘量從寬解釋憲章第四條的規定，蘇聯決議 

草案列舉的國家中仍有少數不能說是具備該條所

裁條件，其錄如義大利、錫蘭等多數申請國則完 

全具備入會資格。

九七 . 法蘭西代表在第五九六次會議（九月 

五曰） 中稱，法國代表團仍保持該團前於一九五 

二年二月（第五七三次會議）對類似的蘇聯提案所 

表示的態度。法國代表團此種態度迄今尙無改變 

的理由。 該代表接着說， 蘇聯的觀點自相矛盾， 

蘇聯一方面自稱沒有一，個國家像蘇聯那樣恪遵憲 

章第四條的精神與文字—— 該條正式載明只有愛 

好和平的國家方能申請加入聯合國—— 另一方面 

又說，除非說識驅人，決不能將義大利，約但、愛 

爾蘭及葡萄牙等國稱作愛好和平的國家。 但是 ， 

蘇聯提出一項條件，卽理事會如果推薦受蘇聯保 

護的申請國同時入會，蘇聯就同意理事會其他理 

事國推薦的申請國入會，這就是說，蘇聯願意違 

反憲章原則，忽視憲章第四條所載標準。法國代 

表團無法接受這種交易。法國代表又說，他不相 

信蘇聯提案的眞意是耍使 ■p四個申請國同時入 

會 ，蘇聯建議的是申請國集體入會，其方式是： 

其中任何一國之入會，必須以其他國家一併入會 

爲條件。

九八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强調 

說 ，一九 m六年美國提議不加區別一致淮予入會 

的申請國中沒有一個當時管經安全理事會審議資 

格 。正與有些代表所說的相反，蘇聯代表團那時 

管表示，正當手續應是首先個別審議各申請案， 

然後解決所有申請國的入會問題。蘇聯從未反對 

個別審議入會申請，此時也決不反對這種審議辦 

法。雖然，蘇聯代表指出，匈牙利，羅馬尼亞、保 

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及蒙古人民共和國等五國申 

請案都曾經安全理事會審議不 Jh—次而是三次之 

多。他又提到蘇聯決議草案所載其他國家的申請 

案也都曾經 "分別 " 與 " 單獨 " 審譲二次至五次。所 

以，此時倫再重新逐一審議這些申請案，實是毫 

無意義的。

九九 . 蘇聯放不在討價遺價；蘇聯是在建譲 

以廣泛的政治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蘇聯雖然根 

擔憲章有權反對英美偏愛的某些申請國入會，但 

蘇聯仍願意不堅持反對。在另一方面，蘇聯敦促 

英美集團，特別要敦促美國，對於政體不合美國 

統治階層口味的那些申請國勿再實行歧視與專橫 

政策。蘇聯此項提案可作達成協議的基礎 ,爲現有 

僵持情形找出路。蘇聯代表在說明蘇聯採取此種 

立場的理由時稱，事實已經明顯，美國統治階層



主要目的是耍使聯合國變作一種盲從的，聽由 

他們支使的機構，以便實施他們的侵暮政策，準 

備發動侵露性的世界戰带，使得本組織不能繼續 

成爲自由國家的世界組織。遺有一點也很是明顯， 

卽事實上聯合國已不很像是世界性的組織，可說 

是一種美國機構，專門依照美國統治階層的利盤 

與需要來採取行動。因此，美國在審議每一個申 

請案時都是以其侵暮政策及其對發動新世界大戰 

的，備採取決的標準，只有在例如北大西洋公約 

組織，澳大利亞紐西蘭美國大平洋聯防及地中海 

防禦組織等會員國或至少可以成爲這些組織會員 

國的國家申請入會時，美國才有意贊助。

一 0 0 . 美英雨國甚至不惜遂反它們在德，墨 

蘭，波茨坦會譲中及在和約規定下所負支持保加 

利亞，甸牙利、羅馬尼亞、芬蘭及義大利加入聯合 

國的確定與直接的義務。

一 0 — .關於所謂美國並未行使杏決權的  

話 ，蘇聯代表說，美國對人民民主主義國家的入 

會申請至少管投過六次反對襄。美國並於一九五 

二年二月六日（第五七三次會譲）投票反對建議淮 

許十四個國家入會的蘇聯提案。指稱這些申請案 

未獲七個可決惠的話也是不成立的，因爲美國管 

想盡方法，阻 Jh其他理事國投足七國可決蔑。最 

後 ，蘇聯代表說，蘇聯的主張是：聯合國應爲自 

由與自主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各會員國採取的 

政治斜庚、主義以及生活方式雖然各不相同，但 

是大家聯合一起，實現一個崇高的理想與願望  

—— 大家和平相處，合力爲擎固建於 g 由與平等 

關係上的國際和平與安全而，鬪。蘇聯依據這些 

公正與完全符合憲章的原則，促講安全理事會向 

大會建議，准許十四個申請國同時加入聯合國。

一 0 二 . 主席於第五九七次會議（九月八日） 

以巴西代表身份，反對蘇聯決議草案，因該草案 

並未建議淮予所有申請國一致入會，而且巴西代 

表團已輕一再表示，理事會應以憲章第四條第一 

項规定作爲審議入會申請的唯一標準。他認爲任 

意行使否決權不合憲章的文字與精 '神。蘇聯決議 

草案與憲章第四條及國瞭法院於一九四八年五月 

二十八日齋表的諮詢意見都不相符，因爲該草案 

顯然耍將各個不同的申請案併在一起處理。

一 0 三 .他以主席的身份問蘇聯代表是否同 

意中國代表的請求，依照暫行議事规則第三十二 

條 ， 將蘇聯決譲草案載列的申請國分別提付表 

決。

一 0 四 .蘇維挨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  

說 ，蘇聯代表團不接受此項請求，並指出依照該 

條规定，倘決議草案提案人不表同意，分別表決 

辦法就不能實行。

一 0 五 . 主席說蘇聯代表旣表示反對，他無 

法接受中國代表所提請求。

決 議 ：蘇聯決議草案（S/2664)經於一九五二 

年九月八日第五九七次會譲以五票對二票（巴基 

斯坦、蘇聯）遭否決，棄權者四（智利、法蘭西、 

土耳其及英聯王國）C

C . 審議大會決議案五0 六(六） 

及新申請案

一 0 六 .安全理事會於是討論大會請理事會 

重行審議所有申請入會未決各案的建議（決譲案 

五 0 六 （六））。當時討論到理事會理事們已經採取 

的行動可否實際上算是已照大會建議重行審議過 

這個問題。

一 0 七 .智利代表說這個問題似乎不很有解 

決希望，因爲現有情形已經預示大會請求理事會 

進行的復議工作不會有何結果。他認爲此時可採 

取的唯一辨法是强調智利代表團以前提出的幾項 

意見，以使產生有利條件，使得現有情形日後可 

有改變，而這種改變，也許會在大會內發生重大 

作用，理事會常任理事們或能因此表示信服。有 

關國際安全的事項適旧大國必須一致的原則，雖 

然在政洽上不無理由，但這種原則決無理由適用 

於申購國入會問題。此外，他遺認爲憲章第四條 

所规定的條件應以現實方式来加以解釋，一個公 

然大膽破壞重大原則的國家，例如從事侵暴的國 

家，聯合國顯然不能准其入會 e 但是，對申請國 

通常適用的標準不能够比用以判斷已入會國家是 

'否合格的標準更爲厳峻。此時不幸已有許多會員 

國其尊重基本人權的程度不合世界人權宣言的規 

定。被人指爲受別國控制的申請國一  0.加入聯合 

國後，只會促使它們更快地獲得獨立，因爲聯合 

國所努力的就是要促成個人自由，尊重人權並爭 

取國家獨立與自主。

一 0 八 . 理事會於第五九八次會議（九月十 

曰）繼續討論後，決定開始審查（0 分項所載各 

項新申請案，暫 不 處 理 （A) 分項所栽研究大會決 

譲案五 0 六 （六）的問題。



一 O 九 . 主席說（0 分項所載各項申請案都 

未經發交申請國入會資格審査委員會審議，這就 

發生理事會應適用何稍 :程序的問題。

—— 0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認 

爲按照暫行譲事规則第五十九條的規定，理事會 

應依正常程序，於收到入會申睛書後立卽交由審 

査委員會審譲。

 . 這個問題連同譲事规則第五十九條

的意義以及安全理事會的例行程序會經理事會第 

五九八次及五九九次會議（九月十日及十二  0 )詳 

加討論•，後來巴基斯坦代表提議理事會逕行審議 

利比亞申蕭案，不必發交申請國入會資格審査委 

員會處理。

決 議 : 巴基斯坦提案以八票對一票（智利）通 

過，棄權者二（法蘭西，蘇聯）。

一 - 二 .智利代表解釋投票反對這項提案的 

理由說，他覺得利比亞申購案如由審査委員會審 

講而不逕由理事會處理，則利比亞加入聯合國的 

希望較大。基於同一理由，凡是主張理事會直接 

審譲其他各項新申請案的提譲，他都不表贊同。

—— 三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提議安全理事會 

自行審譲日本提出的申請案，不必發交申請國入 

會資格審査委員會處理。

決 議 ：美國所提逕行審議日本申請案不必發 

交審査委員會處理的提案以八票對一票（蘇聯）通 

過，棄權者二  (智利，法蘭西）。

—— W。法蘭西代表說，理事會旣已通過上 

述各項決譲，法國代表團只得正式提議越南、高 

棉及赛國三國申請案應由安全理事會直接審查。

決 議 ：法國所提安全理事會直接審查越南、 

高棉及寒國三國申請案的提案以八票對一（蘇聯） 

通過，棄權者二（智利、巴基斯坦）。

—— 五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 

說 ，對於越南民主共和國提出的入會申請迄未作 

成決譲。該代表極力主張依照理事會暫行譲事規 

則第五十九條處理該申請養，將其發交申箫國入 

會資格審査委員會審議。

—— 六 .中國代表提議理事會不必審査該申 

請案。

—— 七 .蘇維挨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認 

爲這種提議是不合法的，因爲揚議人並不代表任 

何人。無偷如何，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是越南人 

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八 . 法蘭西代表贊成中國代表的提議， 

理由是越盟當局不能謎作一個政府或是代表一個

闕家。

—— 九 .蘇維挨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 

在這問題未經充分討論前，理事會不能動該申請 

案的實體部汾有所決定。

一二 0 . 中國代表在理事會第六 0 0 次會議 

( 九月 "P六日）中說，中國代表團對文件S/2466所 

裁申請案的主張雖迄未改變，但撤囘上次會譲中 

所作提議，以免在程序方而引起冗長討論。

一二一 . 法蘭西代表說，法國代表團仍然認 

爲所謂越南民主共和國不能認作一個國家，它的 

入會申請實是不値計論的。

一二二 . 蘇維挨 •社會主義*和國聯盟代表對 

法國代表這段話提出答復說，一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二  二日越南民主共和國提出的申請書 8 會載有 

一項宣言，聲明該民主共和國會鍵法國政府在一 

九四六年三月六日簽訂的協定內承認是一個獨立 

主權國家。

利比亞申請案

一二三 . 已 基 斯 代 表 於 第 六 0 0 次會議 

(九月十六日）中說，巴基斯坦代表團管贊成淮許 

十四個申請國同時入會的蘇聯決議草案，因爲以 

此種辦法來挽救理事會現有申猜國入會問題的僵 

持局面似乎最爲迅速簡易，同時該代表團認爲准 

許草案所載的國家入會將能大量增加本組織的力 

量 ，而且聯合國如欲發揮功用並符合現實情現， 

必須儘量忠實反映全世界的政治狀態。巴基斯坦 

代表團前在利比亞申請入會時曾希望利比亞申請 

案不致列入蘇聯 '決譲草案內。此時該代表希望將 

利比亞申請案剧出蘇聯草案，不致有何困難。利 

比亞申請案確有單獨處理的必耍，因爲該案情形 

不同，利比亞獲得獨立可說是聯合國最大成就之 

- 。他說利比亞加入本組織問題曾經大會第四眉 

會 ，第五眉會及第六眉會通過決議案（決議案二 

八九（四），三八七（五）及五一五（六））明白规定。 

大會對利比亞入會問題所通過的最後一項決議案 

曾經五十國代表圓投票贊成。凡是管對該項決議 

案投可決票的代表團在道義上都負有投票准許利 

比亞入會的義務。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六日經蘇聯代表請求，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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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四 . 希職代表餘，根據大會決議案五一 

五 (六）的內容，本組織已經判決利比亞是一個愛 

好和平的國家，確能並廣意履行憲章规定的義務。 

他又說，在表決該項決議案時，誰也沒有投票反 

對關於利比亞入會問題的那段規定。大會旣已對 

這個問題明白表示意見，代表本組織全體會員國 

行事的理事會所負的義務也就® 是明顯。誰反動 

提出准許利比亞入會的建議，誰就是違反憲章第 

二十四條的文字與精神，辜負全體會員國對安全 

理事會所存的信心。

一二五 . 英聯王國代表說，英國管在第二次 

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舞利比亞的一部份地展負起 

短期管理的責任。 利比亞今已獲得親立與主權， 

這是英國深爲快慰的事，所以英國堅決贊成利比 

亞對本艇織提出的入會申請。

一二六 . 荷蘭代表說，安全理事會審査申請 

案的用意是使理事會能够確定申請國是否具備憲 

章第四條第一項规定的條件。聯合國會員國包括 

理事會各理事國在內，都知道利比亞具備該條规 

定的條件，因爲該國所以存在以及獲得主權與獨 

立都是本組織的助力所促成的。 有了此種事實， 

加上有些代表剛才提到的那項大會決譲案，理事 

會已有充分理由，立卽提出贊成利比亞入會的建 

議。

一二七 . 智利代表强調聯合國對利比亞所負 

的責任説，本組織對其扶持成立的國家自有協助 

該國保持獨立的義務。聯合國使利比亞獲得獨立 

的時候，利比亞境巧的紙會與鍵濟情況都很惡劣。 

關於這點，他舉出許多事實來說，利比亞人民必 

先獲有在聯合國內發言與表決的權利，然後才能 

要求聯合國負起其對利比亞人民所有的責任。

一二八 . 關於有人在大會第六屆會內指責利 

比亞政府俯首聽命於其他政府以及准許他國在其 

境內設立軍事基地的話，智利代表說，他不相信 

利比亞政府會接受其他國家的命令。假使利比亞 

果有向强國低首的情形，那末不讓它加入聯合國 

適足加强它此種依賴性。倫使利比亞此時並不依 

賴他人，那末拒其入會後就不免會促其失去自主 

力量 C
一二九 . 中國代表說，利比亞具有入會資格， 

毫無疑問，並譲:淮許利比亞入會也就是完成聯合 

國對利比亞所採取的政策。

一三 0 . 七耳其代表力言利比亞確有入會資 

格 。他警吿理事會理事國說，理事會倘若不能負

起此種明顯的義務，那就要使千萬人以及整個世 

界舆論失望，其影響之大將非意料所及。

一三一 . 蘇維挨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重 

申蘇聯代表團的意見說，利比亞提出的申請案早 

經大會及安全理事會討論過，所以不能當作新申 

請案看待C 他說蘇聯過去旣未反對，此時也不反 

對利比亞與其他同樣合格的申請國基於同等標準 

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蘇聯贊成包括利比亞在內 

的十四個國家同時入會，因爲它們提出的入會申 

請早經聯合國多番審議，但蘇聯絕不贊成挑選幾 

國入會而拒絕其他國家加入的辦法。他又說，事 

實十分淸楚，利比亞迄未入會完全是由於美國政 

府及追隨美國的其他國家對申請國入會問題所採 

的態庚在作崇。假使美國及其隨從國對這問題採 

取客觀的與公正的態度，不岐視也不树護某些國 

家，利比亞早就可有安全理事會所提准予入會的 

建譲。

一三二 . 他說蘇聯代表團已使美國獲有兩次 

機會履行其所提一有機會卽投票贊成利比亞入會 

的保證。但是，美國並沒有利用那兩次機會准許 

利比亞成爲會員國，而且不僅如此，美國管兩次 

投票反對利比國與其他十三個申請國一併入會的 

提案。祖有參加美國侵暮集團的國家或是美國認 

爲戰時可能成爲同盟國的國家，美國才願意它們 

加入聯合國，這已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了。美國在 

利比亞領土內設有軍事基地以及利比亞在美國軍 

事計劃中所處的地位也不再是秘密了。智利代表 

提到利比亞境内極端困苦的情形，但這是應由帝 

國主義的殖民國家負責的。

一三三 .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說，對利比亞申 

請案一再提出的不切實際的條件才皇該國不能入 

會的唯一障礙。■於大會就利比亞入會問題所通 

過的各項决議案，他說准許利比亞加入本組織實 

是理所當然，因爲利比亞的所以能够逢生與聯合 

國有密切關係。

一三四 . 法蘭西代表說，憲章規定的一切條 

件利比亞全部具備，這是不容置疑的。他提到法 

國管管理利比亞的一部份地區達數年之久，並指 

出法國對利比亞的發展所作的買獻。法國與利比 

亞保有的友好與善鄰關係使得法國代表團愈加希 

望理事會一政建議利比亞加入本組織。

一三五 . 主席以巴西代表資格發言說，聯合 

國前管發起並促成利比亞成爲一個獨立國家，他 

要求理事會不耍以一襄或一個否決票來推翻聯合



國此種成就。他箫求蘇聯代表團重行考盧該團對 

利比亞申請案所採取的立填，並說他不明瞭在現 

有環境下，蘇聯何以不能傲照表決印度尼西亞申 

請案的前例放棄其所謂否決權。

一三六 . 智利代表重申其信心，認爲利比亞 

正與所謂發展落後的國家一樣，必須聯合國積極 

加以協助並使其確實參與本組織的種稿活動，才 

能脫離貧® 狀態，不再依鎮別國。

一三七 . 蘇維挨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  

說 ，和約內提到的不是印度尼西亞而是利比亞、 

義大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與芬蘭等國。 

蘇聯、美國與英聯王國曾在和約內擔承支持這許 

多國家加入聯合國。但是，蘇聯雖尊重這項條約， 

美國却在進行破壊，此種破壞一  0 不停，理事會 

就一日無法對申請國入會問題作成決譲，利比亞 

申請案也不能作爲例外。主席應該要求美國履行 

其在和約規定下的義務，不干涉別國的內政，並

根據。

決 議 ：建議准許利比亞入會的巴基斯坦決議 

草 案 （S /2 4 8 3 )經於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六日第六 0  
0 次會議中提付表決。表決結莱贊成者十，反對 

者一 (蘇聯）。 因理事會一常任理事國投反對票， 

該決議草案未經通過。

曰本申請案

一三八 .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在第六 0 —次會 

議 （九月十七日）稱 ：日本人民重建新日本的大業 

已吿成功，他們已經建立一種新的政治制庚，並 

擁戴那些了解自由和平之道的人出任他們的領 

袖。恢復日本主粮獨立國地位的對日和約業於一 

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開始生效， 日本的申請入 

會乃是簽 訂 斷 日和約的當然結果。在和約的前文 

中， 日本聲明账意申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並在 

任何情況下都遵守憲章的原則，這是它已經承認 

了擔任國際社會一員的職責。 日本已經以行動来 

證明它對該項諾言遵守勿漁，並在有組織的國際 

I t會中獲得相當地位。他指出日本管在許多方面 

與聯合國合作。它會遵照大會和安全理事會的決 

譲案協同制 Jh侵襄。它是聯合國大多數專門機關 

中的一個克盡厥責的會員國。美國政府認爲曰本 

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確能並願意履行憲章所 

規定的義務。 日本是一個軍備不足以自衞的國家

它雷耍憲章中所規定的集體安全。聯合國也雷要 

這個有八千五百萬人民的國家。

… 三九 . 英聯王國代表宣稱日本之應爲聯合 

國會員國是太明顯了，他紙須說英聯王國代表團 

誕 爲 0 本確是具有爲聯合國會員國的資格，因篇 

它享有完全的主權、愛好和平、能够並願意履行 

聯合國憲章所规定的義務。

一四 0 , 荷蘭代表說雖然 B 本在第二次世界 

大戰中所擔當的角色不能輕易令人遺忘，但荷蘭 

代表團希望並相信日本在恢復主權國家地位以 

後 ，會在其國際關係上採用一種可以使它成爲聯 

合國忠實會員國並始終繼續爲聯合國忠實會員國 

的方法和標準。關於這一點，他指出荷蘭政府已 

經簽署並批准對日和約，該和約稱日本在其尙未 

成爲聯合國會員國以前，卽已接受憲章第二條所 

列各項義務。他贊助美國決議草案。

一四一 . 巴基斯坦代表提到巴基斯坦是對曰 

和約的四十八個簽字國之一，並且是對日和約的 

二十五個批淮國之一，巴基斯坦外交部長管稱此 

項和約爲一種重行修好並合乎公道原則的條約。 

最近這幾年來，偉大的 0 本人民爲着一種新理想 

而努力，他們曾竭誠爲實現此項理想而努力。他 

指出以糾正亞洲若干國家尙未參加聯合國一事篇 

目標而採取的任何步驟，祖要它符合聯合國憲章， 

巴基斯坦都 '異常歡迎。他說巴基斯坦代表團對於 

曰本之符合憲章第四條所列條件，毫無疑義。

一四二，土耳其代表說日本是一個符合憲章 

所定條件的偉大而又愛好和平的國家。他贊助美 

國決議草案。

一四三 . 智利代表相信日本符合第四條所列 

條件， 日本之入會將不僅嘉惠於日本人民，而且 

將有利於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尤其是智利，因爲 

想利也是位於太平洋的邊岸。某於此項理由，又 

因爲智利是批淮和約的國家，和約中曾明白规定 

日本應申請加入聯合國，所以他將投票贊成美國 

決議草案。

一四四 .蘇維挨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再 

度誰明他 f e爲現在審譲日本申請案尙非其時。請 

到曰本現時的國家地位他說關於與日本交戰各國 

政府動該國關係上所應遵循的原則，會經載明在 

一九四三年開羅宣言、一九四五年波茨但宣言及 

一 九四五年雅爾他協定等國摩協定。此項原則中 

的第一項是杜絕日本軍國主義再生，第二項是必 

須消除此項軍國主義斯於日本人民趨向民主運動



所逢生的一切障礙。可是在日本投降以後，美國 

竟遂反這些公認原則，諷日本爲征服地。蘇聯遵 

循這些原則，一再催促迅速根據民主原則箱結對 

曰和約，以人民的利益爲依歸，而不以帝國主義 

者的利益爲前提。他說應使日本成爲一個愛好和 

平的民主國家， 與其他國家， 尤其是紙鄰國家， 

在平等基礎上和平相處。美國强日本接受一個單 

獨的和平條約，許劃把日本辯爲它在遠東執行侵 

襄政策的一個聊服工具。這個條約無論就其內容 

抑就爲實行條約而採取的行動來說，都不是一種 

和平條約，而是一種準備新戰爭的條約。這個條 

約對於防 Jfc日本再庚成爲侵暴國並未設有任何保 

障，對於日本軍隊的數額並未設有任何限制，反 

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與其他國家所訂結的和 

約，尤其是與義大利所訂結的和約，都沒有關於 

限制其軍隊數額的明確规定。把日本置於這種特 

殊有利地位，全無理由。

一四五 . 蘇聯代表-講到美國在 0 本所設立的 

陸、海、空軍根據地和美國在聯合國旗織的掩謹下 

非法進行的朝鮮戰爭中利用日本資源和人力的糖 

虔 ，他說美國政府完全達反它和其他國家共同擔 

負的國際義務，它正在竭其全力，儘量使日本軍 

國主義復活，使日本和日本的軍事工業分別變爲 

美國的根據地和兵工搬，因而必然地造成了對於 

遠東和平及安全的威脅。 日本現在仍在外國軍事 

估領之下， 日本人民深受外國軍事佔領的痛苦。 

進步的領袖現正備受迫害，民主組織的活動正遭 

受抑制。 自從朝鮮的侵暴戰爭發生以来， 日本被 

佔領的程度較前變本加厲。 它已變成了附庸國， 

事實上簡直就是殖民地。 日本很顯然已不能再視 

爲一個獨立自主俯仰不隨人的主權國家，因爲它 

的對內和對外政策已輕完全失去了獨立性。在這 

種情形之下， 日本不復能獨立履行依照聯合國憲 

章會員國所必須擔負的義務。

一四六 . 其次，美國統治階級强日本接受一 

個單獨和約的行動，使日本喪失與其最近的鄰邦 

蘇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訂結正常和約的機會。美 

國正在阻 J t 日本與蘇聯及中國建立正常關保，以 

期使日本永遠成爲執行其侵襄中國、朝鮮1蘇聯以 

及亞洲及遠東人民政策的順從劇服的工具。 曰本 

與磨任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兩個國家仍然處 

於交載狀態。

一四七 . 蘇聯代表說美國統洽階級不僅在利 

用 B 本軍事工業浸恶朝鮮人民，而且遺在利用曰

本的人力侵暴朝鮮人民。在這稿情勢之下， 曰本 

自不能視爲平和而又愛好和平的國家。他在結論 

中韻: 日本的申請入會至少是不合時宜，這一點線 

是千分顯然的。 0 本的入會可以掩蓋美國的對日 

政策，並可以作爲刮用日本人力對朝鮮人民作戰 

的煙幕。美國統帥部事實上已經在利用B本人從 

事侵暮，但究寛® 能秘密行事。聯合國如准許曰 

本入會，將使美國可以藉 " 日本予聯合國以援助 " 
爲詞，公然承認日本爲侵襄朝鮮戰爭的共同作戰 

國。一個喪失了獨立和主權並已被美國侵署者拖 

入戰舉滅满的國家，如集准其加入聯合國，不僅 

是有害，而且危險。此舉並且是明目張膽毫不掩 

飾地違反憲章的規定。等到日本人民和國家獲得 

了自由、獨立和主權，等到日本和蘇聯及中華人民 

共和國訂結了正常的和約，那續可以在通常情形 

之下依照通常程序審議其申請入會問題，並以自 

由平等關係爲基礎，接受其加入聯合國。

一四八 . 中國代表宣稱中國政府曾在抵抗日 

本侵襄的期間宣稱戰後應竭盡全力，使遠東國家 

善鄰友好，和睦共處，爲世界倡。 0 本人民苟欲 

努力和平，豈可無坦途可循。基於此項理由，復 

因中國與日本在血統和文化上關係密切，中國代 

表團堅決贊助日本申請入會一擧。他說日本雖然 

不免爲着雅爾他協定使蘇聯的力量伸張到 0 本的 

大門而暗中擔憂，但並無發動戰爭的意向。他認 

爲曰本的個人自由和生活程度並不低於世界水 

準，較之 "鐵幕 " 後國家，實有過而無不及。

一四九 . 希職代表說希服於簽署對 0 和約國 

家之一，因而擔負了促使曰本加入聯合國的道德 

上義務，它|忍爲日本具有爲聯合國會員國的充分 

資格。從厳格的形式觀點來說， 日本現仍與蘇聯 

處於交戰狀態 , 這是値得令人遺憾的事 ,但這種 

事態的存在，其咎當然並不在日本。關於這一點， 

他引述某項報告書稱，據 0 本外務省表示， 0 本 

隨時準備與蘇聯訂結和約。

一五 0 . 法蘭酉代轰說法國政府是簽署和批 

准金山和約的，自從該項和約發生效力以後， 日 

本無疑已完全恢復其有主權的,獨立國的地位和資 

格 。他認爲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日本政府所作關 

於擺脫過去的一切並重申日本決心使其國療生活 

上的一切行爲與聯合國憲章所列的和平及合作原 

則相協調的保體。一個民主和平的日本智於聯合 

國的工作將有有價値的重大的貢獻。



一五一 . 主席以巴两代表的資格發言，他說 

巴西已簽署對日和約，巴西代表團完全確信在簽 

訂該項和約以後， 日本已經恢復了它的獨立主權 

國的地位。現在是竭盡全力以消除戰後妨礙健全 

穩固的國摩合作的殘餘因素的時候。 0 本的入會 

將確實使亞洲國家更充分地參加聯合國的工作。 

他對蘇聯自認爲仍與日本處於交戰狀態，因而似 

乎決心反對以任何方式解決遠東情勢一節，表示 

遺爐。

一五二 . 蘇維挨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答 

稱 ，如果巴西代表 -«I以勸美國改變勒衷，撤囘其 

駐激在日本的軍厥，給予日本及日本人民以完全 

的自由和獨立，則日本與他國處於自由平等的地 

位 ，必能早日獲推加入聯合國。但 以 0 本現有地 

位而論，則決不能成爲聯合國會員國。

一五三 .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在理事會第六 0  
二次會議（九月十八曰）中 稱 ：蘇聯代表竟把四十 

八國一一它們都是聯合國會員國或申請入會國 

一一所簽訂的和約稱爲 "單獨的和約如果說蘇  

聯現仍與日本處於交戰，狀態，這县出於蘇聯的自 

願 C 他提到蘇聯曾担絕爲與H本所達成解決辦法 

的當事國，雖然它派遣代表團至金山表面上是爲 

了簽訂和約。講到關於日本現仍處於外國軍事佔 

領之下的指責，他指出和約簽字國塵於日本缺乏 

自衞力量，認定面臨世界上俊暮的危機， 日本決 

不能在實力空虛的環境中生存。爲此和約承認外 

國軍隊得依照一個或若干個同盟W與日本所訂結 

的協定駐製在日本。 日本人民明白見到了侵襄的 

危機 ，便與美國訂結了一種安全保障條約，依照 

該項條約的规定，美國軍隙將暫時留在日本，直 

至侵暴危機消逝或國際和平與安全能在聯合國主 

持下或在集體安全辦法已吿確立之時爲 Jh。講到 

關於美國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再起的指控，他 說 B 
本僅置有全國警察後備赎約七萬五千人以維持國 

內秩序與洽安，此項部隊將遂漸擴充至十一萬人。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後，日本軍險已全部復員。 

聯合國在朝鮮的行動並無日本人參加。至於蘇聯 

所說日本有失民主、 0 本受着美國暴政的壓制、

H本的主權受着美國的控制，所以沒有爲會員國 

的資格一節，業經安全理事會中贊助 !3本入會的 

理事國予以穀斥。

一五四 . 他說蘇聯反對 0 本的申請及威脅使 

用否決種一舉，應可增强那些久已想改進執行憲 

章第六章 " 國際爭端之和平解決"下政策及原則的

方法和申請國入會准許糖序的人的奥趣。關於這 

一點，他提到了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七 0 美國國務 

部長在大會所作聲明，美國國務部長管在該項聲 

明中說，美國政府對於憲章第六章下所發生的事 

件及申請入會等事件，願接受取消全體同意一耍 

件 。 g
一五五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答 

稱 ：所 謂 0 本缺乏防衞力量之說，乃美國所杜撰， 

用以作爲美國軍隊繼續佔領日本的藉口。美國正 

利用蘇聯侵暮的無稽之淡之恐嚇欺驅許多國家， 

特別是日本，圖使這些國家求陷於征服的境地， 

强使它們接受一》有利於美國獨佔齋本的條件， 

壓迫它們加入軍事同盟，使它們遭受重重軍事和 

經濟協定的束縛。 蘇聯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 

它並不準備攻《任何國家。但當蘇聯正在爲和平 

而奮鬥的時候，美國却使 0 本的軍國主義復活和 

加强。" 關於這一點，他引述日本設立航空學校， 

由美國敎練人員訓練日本軍事駕驗人員的清息以 

及■於日本後備警察部隊人數總額增至三十萬人 

並擁有大炮飛機的新聞報道爲證。他並引述美國 

軍厥向日本購賈的軍用物資敷字。 曰本以被列爲 

太平洋上美國侵暴集團的主耍連傲之一。

一五六 . 蘇聯反對對 H和約之說，並無事實 

根據。蘇聯代表曾在金 !M會譲中提出六項修正案， 

分別要求禁 Jfc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撤退外國佔 

領軍隊並禁 Jfc在日本境內設立外國軍事根據地； 

規定日本不得加入任何聯合或軍事同盟，以對付 

參加對 B 戰爭的任何國家；値土問題應恪遵關於 

該項問題的現行國摩協定解決；確保日本人民的 

民主權利及自由； 日本的和平工業應許其無限制 

的發展，發展日本與他國間的贸易並應准許曰本 

獲得原料的来源。雖然各該項修正案與憲章及與 

歐洲國家所訂結的其他和約的原則完全相符，但 

遭受美國反對。蘇聯代表引述足以表明美國控制 

和剝削日本工業和資易程庚的數字，以說明美國 

反對蘇聯所提第六項修正案的理由。蘇聯説曰本 

已變成了美國的附庸，便是有塵於此稿控制和剝 

削而言。 日本人民對於誰威脅他們是不會受欺驅 

的。

一五七 . 美國代表關於效寬安全理事會表決 

糖序問題而論的用意，是餘他希望可以用操縱俯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 第二眉會， 全體會議， 
第一卷，第八十二次會譲。



首帖耳的多數國的方法来强使安全理事會接受有 

利於美國的任何提案。 聯合國憲章中所以設有 

" 否決權 " 的规定，便是爲了防 Jh安全理事會中任 

何一個常任理事國將聯合國變爲其盲從聽命的工 

具，因爲這種情藝對於國際和卞與安全充滿着厳 

重的後果。美國代表發表這稿言論的目的是在促 

使聯合國覆亡。聯合國所受'的致命傷並非由否決 

權而起，它是由於美國不分鬼白，濫用其所擁有 

的機« 式的多數而起。假使讓這稀情形繼續下去， 

申請國入會問題便無法解決。

決 定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八日第六 0 二次會 

議對建議淮許日本入會的美國決議草案（S/2754) 
舉行表決。贊成者十票，反對者一票（蘇聯）。因 

篇有一常任理事國投否決票，該決議草案遂未獲 

通過。

越南、高棉、，國及越南民主其和國申請案

一五八 . 除開法蘭西所提主張准許越南、察 

國及高棉入會的三個決議草案外，安全弹事會並 

據有蘇聯代表在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五日所提下列 

決議草案 (S /2 7 7 3 ) :
" 安全理事會，

‘‘業已收到越南民主共和國加入聯合國 

之申請（文件S /2466 ) ,

■■決定按理事會之意見，越南民主共和 

國爲一愛好和平之國家，確能並願意履行憲 

章所載之義務，

" 建議大會應准越南民主共和國加入聯 

合國爲會員國。’’
一五九 . 法蘭西代表稱越南、高棉及察國業 

經參加安全理事會大多數國家政府承認爲與法蘭 

西具有協商 i l 係的主權獨立國。古代安南帝國的 

繼承者越南國是今日紐成印度支那國之三個國家 

之一。越南國原係依照一八八四年條約受法國的 

保護，在訂結一九四九年三月八日協定以後，已 

重行獲得完全獨立。講到蘇聯代表所提及（第六 

0 0 次會議）的所謂 "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協定 ’’ 
他說該項有■ 約文是 一 禅 初步協約’’，法國政府 

在該項約文中承認越南主權獨立的原則；法國政 

府從未撒囘此項承認，它以後所做的工作無非是 

詳細說明此項約文的條钦和鄭重確定其範圍。假 

如說一九四六年法蘭西和它進行誤判，以後並和 

它簽訂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四日臨時辦法的政府事 

後破壊了該項約章的條钦，以後遂漸冗解，不復

爲該國的合格代表，而變成少數集團的發言人， 

最後逃入草赛，自該處指揮其黨徒從事跪秘活動， 

這並不是法蘭西之過。法蘭西交涉的對象是越南 

國 ，而不是越盟黨。法蘭两所承認的是越南國的 

獨立和主權，法蘭西訂結輕法蘭西國會批准的約 

章的對方是一九四六年政府失敗消減以後受命執 

政的越南新政府，該項約章德可法蘭西關於廢棄 

保護11係的聲明，訂明越南在法蘭西聯盟中的地 

位 ，因而使越南得以在平等的基礎上在國際社會 

中享有 f i 由和有主權的獨立國的地位。越南具有 

爲該國元首所自由任命的政府，國民代議制庚、獨 

立的行政機構及軍隙。越南之爲一國際獨立個體 

業 經 獲 得 三 多 國 的 承 認 。它會參加金 III對曰和 

約會講，並且是很多國際機構的會員國。越南符 

合憲章第四條所規定的條件，它並在努力建立該 

國的民主某礎，不斷證明其履行憲章義務的能力， 

雖然圖謀顏覆政府份子受外國援助仍然在竭力阻 

镜。

■~•六 0 ，察國的民主憲法是一'九四七年五月 

十 一 0 公佈的，規定該國正式加入法蘭西聯盟爲 

自由獨立的主權國家的條約是一九四九年七月十 

九日簽訂的。該國業已獲得三十多國承認，又是 

大多數專門機■ 的會員國，無疑符合憲章第四條 

所规定的條件。

一六一 . 高棉政府自從一九四七年三月六 0 
起就設立了一個立憲民主政府。高棉人民在一九 

四一年用自由和正當的選舉方法選出了該國的立 

法大會，全境政府機構都在正常執行職務。法蘭 

西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的條約中承 IS高棉完 

全獨立並有完整的主權，並爲法蘭西聯盟中的一 

個協商國。厥後會有三十三國仿行此項先例，高 

棉和其中好幾個1並已建立外交關係。高棉無疑充 

分具有入會的資格。

一六二 . 法蘭西政府首先承認這三國的自 

由、主權和獨立，它這》擧動所根據的精神和憲章 

中於發展非自洽領土固有制度的規定所根據的 

精神是相同的。法蘭西政府請求准許這三國加入 

聯合國粗織，這是它的誠意冉好沒有的證明，因 

爲在聯合國組織內，這三國和所有會員國及法蘭 

西本身的關係續能够純粹以尊重主權平等的原則 

爲基礎；事實上它們和法蘭两聯盟的各份子國以 

及所有承認它們的國家的關係是早就以此項原則 

爲基礎的。



一六三 . 希職代表認爲越南、察國和高棉充 

分具有加入聯合國的資格。它們是確能並願意履 

行憲章義務的愛好和平的國家，尤其因爲亞洲國 

家無疑尙未能充分參加本組織，所以更宜准其加 

入。

一六四 . 荷蘭代表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南 

亞若干民族的迅速解敕加以檢討，他読印度支那 

的人民和管理國遭遇到了  一稀極庚困難和複雜的 

情勢，值法蘭西管理當局却仍能在 a 种困難和複 

雜的情勢下不斷努力，提倡地方自主，促進各該 

國向獨立建國的途徑邁進。此項工作結果是成功 

了。荷蘭政府確信越南、察國和高棉已經獲得了 

充分的主 « 和獨立。 它確信各該國都愛好和平， 

它們加入了本粗織可能會有禅於世界上它們所在 

地區公道和 ¥ 的，現。此舉並且可以把它 ffi納入 

E 在擴大中的集體安全制虔系統C
一六五 . 英聯王國代表說英聯王國政府認爲 

越南、高棉及察國充分具有爲聯合國會員國的資 

格 。那些國家顏其爲亞洲國家代表的資格，謝於 

聯合國，應該可以有特別有價値的貢獻。

一六六 . 第六 0 三 次 會 議 （九 月 九 日 ）時 ，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引述 fe南、察國和高棉對聯合 

國及憲章原則所已有的積極買獻，他說這三個申 

請國已經表明它們希望參加國際合作的發展並有 

所貢獻。美國對於這三個國家的申請均表贊助。

一六七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  

說 ：早在一九四 0 年時，法蘭西統治階級卽替與 

曰本帝國主義者訂結® 定，准其完全控制印度支 

那 ，並給予稿稿機會利用印度支那領土奥中國人 

民作戰。法蘭西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恨久就 

:1 樣拋棄了印度支那的。印度支那人民便以英勇 

的鬥爭來答覆一個殖民主義者對另一個殖民主義 

者所辦的此項，交。一九四一年便有越南獨立愛 

國軍及民主陣線的成立。 此項運励實力之 I I 大 ， 

使日本帝國主義者不得不建立一個受其控制的 

" 愧偶 ’’民國，由先前在法蘭西殖民主義者手下服 

役的封建和反動设子充任首領 „民主陣線所解政 

的領七輕正式合併爲一個單獨的解政區域。一.九 

四五年八月十九日，河內方面的權力已轉入全國 

解效委員會之手，至八月二；P五日，歷充法蘭西 

殖民主義者和日本人愧 fü的保大不得不退位而承 

認共和國臨時政府。一九四五年九月二 0 越南民 

主共和國宣吿成立，並通過一件獨立宣言。 日本 

帝國主義者的失敗和屈降使共和國政府得以在法

蘭西和其他外國軍赎未到達以前在越南全境確立 

其權力。一九四六年一月六日舉行大選，共和國 

選舉人有百分之九十二參加選舉。一九四六年十 

一月八日，一部其體載列越南人民學取解政的成 

就的民主憲法付諸實施。越南人民開始進行其和 

平建設的工作。惟英國及國民黨軍險藉口解除曰 

本武裝，侵入越南，厥後則法蘭西殖民主義者又 

捲土重來，他奶在英國殖民軍败的協助下開始其 

掠奪性的殖民戰爭，以期恢復其對印鹿支那的宗 

主權。法蘭西當局因無充分的軍隊可資利用，又 

遇到了堅强的抵抗，不得不開始運用一連串的陰 

謀跪計。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法蘭西政府與越 

南共和國政府簽訂正式協定，依照該項協定的規 

定 ，法蘭西承認該共和國爲擁有獨立政府、議會、 

軍敝及財政的自由邦。 法蘭西並承擔下列義務， 

卽其駐越南境內之軍厥數額不得超過一萬五千 

人，並確保所有法蘭西軍隙均於一九五一年四月 

徹離越南領土。此項條約不久卽遭法蘭西毫無顧 

忌的破壞，他們進行攻撃以發動廣泛性的殖民戰 

爭，該項攻 ® 使他們奪得了幾個濱海城市，包括 

河內在內。但因全國抵抗站某，一九五二年彻越 

南領七已有百分之九十在該民主共和國政府控制 

之下。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輕已與許多國家建立 

正常外交關係。

一六八 . 儘管在美國統治階級的支持下，法 

蘭西政府作了稿稿努力，法蘭西所建立的愧偶政 

權並不能獲得人民的擁戴。關於這一點，蘇聯代 

表引法美兩國各報班關於印度支那情勢無可挽救 

的記載爲證。保大所領導的越南果然在其加入聯 

合國爲會員國的申請書 (S /2 7 5 6 )中承認由於 "非 

該國所能控制 '的情勢 " ，致未能設立代表大會。因 

此正在採取非常掠施，例<如准許它們加入聯合國 

爲會贯國等等，以期增高那些愧偶政權的聲威 C 
美國國務部長管促法國統帥部在印度支那建立一 

枝愧® 軍朦，以便運用那厘試厘驗的使越南人互 

相對抗的殖民手段。如能細想這些事實，就不難 

了解何以要企團使印度支那的那些法美兩國的共 

同愧偶加入聯合國了。美國統治階級意圖利用它 

們作爲掩護，俾克明目張胆地派遣美國軍厥前往 

參加對付越南人民的侵暴戰爭，重演對付朝鮮人 

民的故按。淮許這些他偶入會對於印廣支那的人 

民簡直是一稀侮辱。唯一可以考盧淮其入會的國 

家是自由獨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國，該國政海管在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申請書（S/2466) 中



聲明它是越南的唯一合法政府。法蘭西管在一，九 

四六年條約中承認它是越南的唯一合法政府，但 

現在法蘭西政府竟否認前言。

一六九 . 中國代表對法蘭西採取步驟恢復印 

度支那的獨立表示讚揚，中國政府及人民能爲此 

項步驟是美國恢復菲律賓獨立，英聯王國恢復印 

度、巴基斯坦、錫蘭、麵甸獨立，荷蘭恢復印度尼 

西亞獨立所遵循的政策之一部，越南、察國及高 

棉三個新國不幸遭遇困難。越南發生了一種受國 

際共査主義鼓勵和支持的叛亂，該項叛亂的宗旨 

是在滿足國際共産主義的目的和利盐。等到這些 

困難消除以後，這三個新國的情力當更能集中於 

和平發展，屆時它們需要法蘭西 ‘的友 i t 援助當不 

如今日之甚。祖要這些困難與當前的辯論有關涉， 

它們便構成了應淮許該三國加入的理由，因爲推 

許這三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便是給予它們以爭  - 
取自由的國家或人民所應得的精神鼓勵和安慰。

一七 0 . 主席以巴西代表的資格發言，他說 

巴西代表團認爲沒有理由延緩越南、察國和高棉 

的入會。聯合國如准許三國入會便是對這些亞洲 

民族在平等基礎上更充分參加國際社會正常和平 

關係的圓滿努力表示欣獄，並致其贊同之意。

決 定 ：分別建議准許越南，察國及高棉入會 

的法蘭西決議草案三項（S/2758, S /2 7 5 9及 S/ 
2 7 6 0 )經於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九日第六 0 三次會 

議中付表決。各該决議草案表决結果均爲贊成者 

十襄，反對者一票（蘇聯）。因每次表決理事會一 

常任理事國投否決票，故各該決議草案均未獲通 

過 0
—•七 ~ ■.法蘭西代表感爲一個政府和一個單 

純的事實上力量的分別是在其資格和特徵，理事 

會對於建議淮許一個全然缺乏所有這種資格和特 

徵的政治黨派入會的蘇聯決議草案，無須加以審 

譲。那個所謂政府'的議會是一九四五年在當時被 

所有中立觀察人員指責的情g j下成立的，以後對 

於公共事務從未行使過最低限废的控制。所有那 

些在一九四六年以前膽敢反抗那個所謂議會的人 

都遭逮捕，並吿失雕。議會中所留下的祖能代表 

越盟黨，也就是肅淸了一切反對黨的愧偶國家境 

內的唯一政黨。其次他認爲安全理事會如果就淮

許越南國入會事舉行表決，等於在道義上認可該 

國的存在 S 其在國瞭事件方面代表越南全民的權 

利。理事會的表決應徘除審議一個在無理耍求的 

掩護下，要求理事會再废表決越南的申請入會資 

格的可能。

- 七二 . 英聯王國代表贊助法蘭西代表所採 

取的立填。

…七三 . 蘇維挨 i t 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指 

出樓報法蘭西統帥部在印庚支那有軍隙一八八 , 
0 0 0 人。又據越南軍統帥部稱：在對外國干涉 

主義者的解放戰単中已撃雜敵軍二十萬人以上。 

他請問何以爲了一個不存在的國家、軍厥、政府、 

人民而雷要，維持這樣寵大的軍隊，他們又怎能斬 

獲如是其多。法蘭西統洽階級在美利堅合染國協 

助之下對越南民主共和國及其人民積極進行武裝 

鬥爭，已逾五年，這是擁護該民主共和國入會申 . 
請的最令人折服的理由。這是越南民主共和國及 

其政府、議會、尤其是該國人民存在的一種證據。

一七四 . 中國代表說他將投票反對蘇聯決譲 

草案，因爲提出文件S/2446所载申猜的人根本無 

權提出此項申請。

決 定 ：建議淮許越南民主共和國入會的蘇聯 

決譲草案（S / 2 7 7 3 ) ,經於九月十九日第六 0 三次 

會譲中以十票對一票 (蘇聯 )'否決。

一七五，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說明他所以投票 

反對該決議草案是因爲所謂民主共 fn國並不是一 

個國家，而祖是越盟給予他們武裝反叛政府當局 

的一個名詞。

一七六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稱 

美利堅合衆國現在擔負對越南人民戰爭的主要責 

任英美集團所以投票反對越南民主共和國入會， 

理由在此。

一 b七 . 理事會在第六 0 四 次 會 議 （九月千 

九日） 中決定遵照大會決議案五 0 六 （六）就審譲 

申請國入會問題情形向大會提出一特別報吿書 

(A /2208 )io。理事會議定該報吿書應說明理事會 

未管審譲大韓民國（S/2452)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 

共和國（S /2468 )的申請案。

1»參閱大會正式紀鋒，第七眉會，附件，議程 

項目十九。



第三章 

任命秘書長

七八，Mr. Trygve L ie於一九五二年十 一 ‘ 

月十日函安全理事會主席（S/2846) , 附送其同日 

政大會主席函一件 (A /2253)。在其政大會主席函 

中，他提到他曾在九月十一日與主席秘密譲 '% , 
決定辭去聯合國秘書長一職。他原擬在大會第七 

届會開會時採取此項步驟。但他在安全理事會各 

常任理事國外交部長未到達以前一直延未照辦， 

因爲他希望屆時較易就任命其繼任人選事宜達成 

協難。他請大會主席提議於大會第七屆會議程中 

堆列下列新項目：" 任 命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11

一七九 . 法蘭西及英聯王國兩國代表在其一 

九五三年三月六、七 兩 日 的 来 函 （S /2 9 4 8及 S/ 
2 9 4 7 )中請求安全理事會召集會議，以考盧理事 

會應如何就此間題向大會提出建議。

一八 0 . 安全理事會於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一 

日至三十一日舉行六次非公開會議，審譲此項問 

題 。

一八一 . 第六一二次會議（三月十一日）時美 

利堅合衆國代表提議 '理 事 會 推 薦 Brigadier Gen- 
eral Carlos P. R om ulo爲，秘書長。蘇維埃 th會會 

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提議理事會推薦 Mr. Stan- 
iskw  Skfizeszewski。 丹麥代表提蕭理事會推德 

Mr. Lester B. Pearson。

決 定 ：此三項提案經於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三 

日第六一三次會議以無記名投票法表決，俱未獲 

通過。美國提案得贊成者五票，反對者二票，棄 

權者四票蘇聯提 案 得 贊 成 者 一 票 ，反對者三襄，

棄權者七愿。丹麥提案得贊成者九真，反對者一 

蔑（否決慕係一常任理事國所投），棄權者一。

一八二 . 理事會旋請各常任理事國就推薦秘 

書長人選事宜擧行會商，並於三月十九日展期 ra 
午後三時向理事會提出報吿。

一八三 . 第六一四次會議（三月十九日）蘇維 

埃艇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提譲理事會推薦M rs. 
Vijaya Lakshmi Pandit 爲秘書長

決 定 ：蘇聯提案經於第六一四次會議以無記 

名投票法表決，結果爲贊成者兩票，反對者一惠， 

棄權者八。

一 八四，理事會請各常任理事國繼續會商， 

並於三月二十四日午後三時向理事會提出報吿。

一八五 . 理事會在第六一五次及第六一六次 

會議（三月二十四日及二十七日）繼續審譲此項間 

題。在各該次會議中並無任何人提名。

一八六 . 經各常任 ‘缠事國再度會商後，當卽 

在第六一七次會議（三月三十一日）繼續討論此項 

問題。 法 蘭 西 代 表 提 議 理 事 會 推 薦 Mr. Dag 
Hammarskjold 爲秘書長。

決 定 ：理事會於第六 --七次會議以無記名投 

票法表決結果，以票動零通過法蘭西代表的提  

案 ，棄權者一。

一八七 . 安全理事會主席於三:月三十一日函 

(S /2 9 7 5 )中通知大會主席理事會決定建議大會任 

命 Mr. Dag Hammarskjold 爲秘書長。12

一 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大會舉行第三九六 

次全體會議，決定於第七屆會議程中增列這 

一項目。

大會於四月七日第四二三次全體會譲通過安 
全理事會關於 任 命 Mr. Dag Hammarskjold 
爲 秘 書 長 建 議 。 Mr. Dag Hammarskjold 
經於四月十日第四二六次全體會議中就秘書 

長職。



第三篇

軍事參謀團

第四章 

軍事參謀團之工作

A . 軍事參謀團工作情形

一八八 . 軍事參謀團繼續依照其議事规則草 

案的規定，執行職務；計共舉行會議二十六次， 

但就實體問題而論，未有進展。

B . - 九五三件六月三十日軍事參諶團 

主席致主管政治及安全理事會事務 

處主任函

鼓謹附上蘇聯代表團關於軍事參謀團常年工 

作報吿書起草間題之来文，此項問題亦卽一九五 

三年六月三千日本人所附面件之主題。

軍事參謀團 

主席

法國陸軍准將 

(簽名）M . P e n e t t e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蘇聯駐聯合國軍事參誰 

團之代表首席軍事代表致軍事參謀團主席函

一 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軍事參謀團舉行會 

譲，蘇聯代表團管於討論軍事參謀圓工作報吿書 

(M S /7 0 4 )時，提出軍事參謀團中國代表權問題。 

本代表團當時並就此項問題作一聲明。

卞人塵於此項問題之重要，爱請閣下發出訓 

令將隨函附上之上述蘇聯代表W 聲明全文付印分 

發 ，並附裁於上述軍事參謀團報吿書。

蘇聯駐聯合國軍事參謀團 

之代理首席軍事代表 

蘇聯陸軍上校 

( 簽名）M . M a r t i n o v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千五日蘇聯代表團在聯合國軍 

事參謀團會議中就委員會內中國代表權問題所 

作之聲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以前管聲明不 

承露國民黨集圍有權代表中國並以中國人民的名 

義發言。中國中夹人民政府並稱國民黨集團代表 

出席聯合國各機構是不合法的，因此，要求各該 

機構把這些代表驅遂出去。

蘇聯出席軍事參謀團之代表團對於中國中央 

人民政府此稿正當要求，表示贊可。

同時，蘇聯代表團並宣稱：不承認國民黨將 

軍爲中國派駐軍事參謀團之代表；並認爲該將軍 

出席參謀團是不合法的。

蘇聯代表團兹特聲明：紙有由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央人民政府委派之人員才能代表中國出席軍 

事參謀圓和聯合國其他各機構。



第四篇

曾經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但未經理事會討論之事項

第五章 

關於巴勒斯坦問題之來文

A. ■-九五二年九月二 0 以色列常任代 

表政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一八九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日以色列代表函 

(S /2 7 6 2 )安全理事會主席，請理事會對於一九五 

二年八月十五日及十六日叙利亞腾軍泰謀長兼內 

閣副總理 Colonel Shishakly所作威脅以色列値土 

完盤與獨立之聲言，加以注意。

B . 休戰督察團參謀長.於停戰事宜混 

合 委 員 會 於 九五一年i — 月一日 

起訖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日止期中 

所作決議之報告書

一九 0 . 休戰督察團參謀長於其一九五二年 

十月三十日面（S/2833 and Add. 1) 中提出關於停 

戰事宜混合委員會自一■九五 '~■年十— 月'~■ 0 至 -■• 
九五二年十月三十日期中所作決議之報吿書。該 

報告書中並對 0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一一挨及、 

以色列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 , 約但哈希米德王國、 

以色列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以色列、黎巴嫩停 

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及以色列，叙利亞停戰事宜混 

合委員會 一 一 所討論之各項控訳，詳加檢討。

C. 九五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叙利亜外 

交部長關於休戰督察團參諶長報告 

書之來函

一九一 . 叙利亞外交部長於其一九五三年二 

月二十八日函中（S/2956) , 向秘書長提出叙利亞 

政府就參謀長報告書關於於色列、叙利亞停戰事 

宜混合委員會一節所作之批評。

D. 關於破壞耶路撒冷停戰協定之報告

一九二 . 休戰督察團參謀長於其一九五三年 

五月八日来電（S/3007andCoi:i:. 1 )中，報吿耶路 

撒冷停戰協定於四月二十二日及二十三日備受破

壞的情報，並述及休戰督察團就此項問題所採取 

的行動。

E. ■於視察Mount Scopus解除武装地 

匿所得結果之報告

一九三 . 一 九 五 三 年 五 月 十 四 0 參謀長面 

(S /3015 )秘書長，內附關於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 

八日至三十日觸察 Mount Scopus解除武裝地區 

所得結果之報吿，請秘書長轉呈安全理事會主席。

F. —九五三年六月八日參謀長爲遞送 

關於以色列與約但所蹄當地將領協 

定之報告書致秘書長電

一九四，一九五三年六月八日參課長來電  

(S /3 0 3 0 ) , 通知安全理事會稱以色列，約但兩國 

出席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之代表談判結果，已於 

是 0 歸訂以色列、約但當地將領協定，以期禁 Jh 
非法逾越界線。

G . -九五三年六月千九日休戰督察圃 

參諶長致聽書長電

一九五 .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九日休戰督察圓 

參謀長電（S/3040 )秘書長，遞送以色列外交部代 

理總務次長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六日關於 Mouns 
S c o p u s解除武裝地區之來面，供安全理事會參

考。

H. 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曰体戰督察團 

參謀長爲向安全理事會遞送報告書 

事致秘書長電

一九六 . 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 0 休戰督察團 

參謀長  Major-General Vagn Bcnnike 來 電 （S / 

3047 ) , 通知安全理事會：以色列及約但之高級 

軍事將領於六月二十九日會議中議定雙方採取若 

干指施，以防业參生浸入境界情事。



註 ：據理事會一九五 o 年七月十六日至一九五一 

年七月十五 0 Jfc勘中常年報告書（A /1 8 7 3 )所載， 

" 大韓民國遭受侵襄之控訳"一案經於一九五一年 

一月三十日自理事會議事 0 程中撒除C 所有自

該曰起至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五日 Jh理事會所收關 

於朝鮮問題的來文，已在該期的報吿書（A/1873  
及A /2 1 6 7 )中述及。

一九七 . 在本報吿 ♦ 起訖日期內，美利堅合 

衆國代表繼續向理事會遞送聯合國統帥部戰 5ÏÏ報

第六章 

關於朝鮮問题之來文

吿書多份，其中附截雙方軍事統帥代表自一九五 

一年七月十 0 開始在朝鮮進行停戰談判的輕過情 

形 ，此稍谈判實促使一九五三年六月八日所訂交 

換戰俘協定實現。美利堅合衆國代表並於所檢討 

的期間內繼續轉遞聯合國統帥部發出的公報多 

汾。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六屆會 , 補編第二號， 
第四章，E 節。

一九八 . 蘇維挨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駐聯合 

國代表團一九五三年四月一日來文（S/2979) , 內 

附朝鮮人民聯合民主陣線中央委員會控吿美國及 

大韓民國軍賺在朝鮮大肆屠殺之第五報告書。

第七章 

控就伊朗政府不違守國際法院對英伊石油公司案所指示之臨時辦法

一九九 . 安全理事會上年度常年報告書（A / 
2167) 截有安全理事會於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九日 

第五六五次會議 決 譲 ：延緩討論譲事日糖中 "控 

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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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項，以待國際法院決定其本 

身對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大不列顔及北愛爾 

蘭聯合王國所提關於一九三三年波斯帝國政府與 

英波石油有限公司所歸協定適用問題一案有無管 

轄權 。"

二 0 0 ,  —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國際法院 

以九票對五襄刹決，法院對於此案（S/2746)並無 

管轄權。 秘書長於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九 0 將上 

述判決書分發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參考。査自此項 

斜決宣怖後，國原法院一九五一年七月五日對英 

伊石池公司一案 (S/2239)指示臨時保護辦法之命 

令卽停 Jfc生效，而各該臨時辦法亦於同時作廢。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七眉會，捕編第二號， 
第三章，D節。

參閱英伊石油公司案（管轄權），一九五二年 
七月二十二日判決書；國際法院一九五二年 

報吿書，第四十三頁（英文本）。

第八章 

關於太平洋島嗅託管領土之報告書

二 0 — .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日美利堅合衆國 

代表函（S /2978 )秘書長，轉知安全理事會，自一 

九五三年四月二日起，依託管協定之規定 ,封閉 

大平洋島魄託營領土中之Bikini小島，俾美國政 

府得在該地進行必要之原子試驗。凡進入該禁僵 

者均須遵照美國政府所頒怖之規章。

二 0 二 .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七日，秘書長將 

美利堅合染國代表所送關於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曰 

至一九五二年六月三十日太平洋島喷託管領土情 

形報吿書一件（S /2989 )轉送安全理事會。

第九章 

蘭於特里亞斯特自由領土中英美共管區情形之報告書

二 0 三 . 一九五二年九月三十日，大不列颠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 

堅合衆國代表面（S /2 7 94 )安全理事會主席，內附關於特里亞斯特自由領土內 

英美共管區管理情形之報吿書，該報吿書所包括期間爲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 

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J t 。



第十章 

促請各國加入並批准關於禁Jh使用細茵武I I 的一*九二五年日內冗議定書間题

二 0 四 . 一九五二年十月一日，蘇聯代表送政一面（S/2802) , 請秘書處 

將蘇聯代表團從世界和平理事會秘書處收到之 "國摩科學委員會調査朝鮮及 

中國境內細菌戰爭事實之報吿書 " 印成安全理事會文件，分發聯合國各會員 

國代表團。

第十一章 

裁軍委員會報告書

二 0 五 . 裁軍委員會主席依據大會決議案五 0 二 (六）第七段規定，於一九 

五二年 h 月十三 0 送政秘書長一函（S/2812) , 向安全理事會遞送該委員會第二 

工作報告書。

第十二章 

集體辦法委員會報告書

二 0 六 . 首經大會一九五 0 年十一月三 B 決譲案三七七（五）a ( d 钦）規 

定設立，復經大會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二日決譲案五 0 三 A (六）親定繼續設置 

之集體辦法委員會於一九五二年十月向安全理事會及大會提出第二報吿書 

(A /2215 )i®。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七眉會，捕編第十七號。

第十三章 

指派和平觀察委員會委員國

二 0 七 . 十一月二十 0 秘書長來面（S/2858)遞送大會一九五二年十一月 

六曰再派和平觀察委員會現任十四委員國爲曆年一九五三年及一九五四年養 

員國之決議案六九六（七）案文，供安全理事會參考。該委員會係依據大會一 

九五 0 年十一月三日決議案三七七A (五）（B 欲）之規定設立，其任務規定迄 

無更改。

第十四章 

瓜地馬拉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来文
二 0 八 . 一九五三年四月一日，瓜地馬拉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送秘書長 

一面，叙述一九四四年瓜地馬拉革命後的一連串發展。«稱這些發展實構成 

公開敵對行爲，干涉瓜地馬拉共和國內政的威脅。該函已由秘書長遞送全體 

會員國及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

二 0 九 . 四月十五日，瓜地馬拉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復致送一南（S /2988 ) , 
請於安全理事會下次會議時提出上述函件，列爲一項，俾高親當局得注意及 

該函所述之各種發展。



附 錄

奉派出席安全理事會之代表、副代表、代理代表

本報吿書所述期間奉派出席安全理事會之代表、副代表、代理代表如下：

荷蘭2»
Mr. D, J. von Balluseck 
Dr. J. M. A. H. Luns 
Baron D. W. van Lynden

巴西17 
M. Joao Carlos Muniz 
M. Alvaro Teixeira Soares

智利

Sr. Hernân Santa Cruz
Sr. Rudecindo Ortega Masson
Scnora Ana Figueroa
Sr. Alfredo Lea Plaza
Sr. Horacio Suarez
Sr. Gonzalo Montt

中國

蔣廷敝博士 

夏晉麟傅士 

徐淑希博士 

江季平先生 

哥命比亞1S 
Dr. Evaristo Sourdis 
Dr. Carlos Echeverri-Cortcs 
Sr. Eduardo Carrizosa 

丹襄 IS 

Mr. William Borberg 
Mr. Birger Dons Moller

法蘭西 

M. Henri Hoppenot
M. Francis Lacoste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以前）

M. Charles Lucet( 自一九五三年四月廿二曰起 )  
M. Pierre Ordonneau

希牆 

M. Alexis Kyrou 
M. Stavros G. Roussos 

'臂巴嫩 19 

Dr, Charles Malik 
Dr. Karim Azkoul 
M. Edward Rizk

巴基斯坦 

Prof. Ahmed S. Bokhari
Mr. M. Asad(— 九五二年十月三十一日以前） 

Mr. Syed Itaat Husain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

日以前）

Mr. A. H. B. Tyabji(— 九五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以前）

Dr. V. A. Hamdani

士耳其2«
M. Selim Sarper 
M. Adil Derinsu

蘇維挨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Mr. Yakov A. Malik 
Mr. Valery an A. Zorin 
Mr. Andrei Y . Vyshinsky 
Mr. Semen K. Tsarapkin

大不列颠Â 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Sir Gladwyn Jebb 
Mr, J .  E. Coulson 
Mr. P. M. Crosthwaite

美利堅合衆國 

Mr. Warren R. Austin 
Mr. Henry Cabot Lodge ,Jr.
M r. Ernest A. Gross 
Mr. John C. Ross 
Mr. James J. Wadsworth

17任期至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1S任期自一九五三年一月一  0 起。
19任期自， 

任期至 -
1九五三年一月一日起。 
i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Jfco



二.安全理事會主席
下列各代表，在本報吿所述期簡擔任安全理事會主席

大不列願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Sir Gladwyn Jebb (—■九五二年七月十六日至 

三十一日）

美利堅合素國 

Mr. Warren R. Austin (一九五二年八月  一■日至

三十一曰）

巴西

M r.J . C. Muniz (一九五二年九月一日至三十 

0 )
智利

Mr. H. Santa Cruz(一 九五二年十月一日至三十 

一目）

中國

蔣廷厳博士（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日至三十日） 

法蘭西

M. H. Hoppenot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日至三 

十一日）

希腿

M. A. Kyrou (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至三十一

黎巴嫩

Dr. Charles Malik (一九五三年二月一日至二 

十八曰）

巴基斯坦

Prof. Ahmed S. Bokhari (一九五三年三月一日

至 三十一日）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Mr. A. Y . Vyshinsky ( 一 九五三年四月 一 日至 

三十曰）

大不列願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Sir Gkdwyn  Jebb(— 九五三年五月一日至三十 

一曰）

美利堅合衆國 

Mr. Henry Cabot Lodge, J r. (一九五三年六月

一曰至三十日）

普利

Mr. R. Ortega Masson (一 九五三年七月一日 

至十五日）

曰）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五日斯簡內安全理事會會議

會 議 議 題 曰 期 會 議 議 題 曰 期

第五九二次 安全理事會政大會 一九五二年 第六 0 七次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九五—■年

( 不公開） 報吿書 八月十九日 十二月五日

第五九三次 安全理事會致大會 第六 0 八次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八日

(不公開） 報吿書 二十六日 第六 0 九次 印庚巴基斯坦問題 十六曰

第五九四次 申請國入會問題 一九五二年 第六一  0 次 印庚巴基斯坦問題 二十三日

九月二日 第六一■—•次 印庚巴基斯坦問題 二十三曰

第五九五次 申請國入會問題 三日 第六一二次 推薦聯合闘秘書長 一九五三年

第五九六次 申請國入會問題 五日 (不公開） 人選 三月十一日
第五九七次 申請國入會問題 八日 第六一三次 推薦聯合國秘書長
第五九八次 申請國入會問題 十日 (不公開） 人選 十三日
第五九九次 申請國入會問題 十二日 第六一四次 推薦聯合國秘書長
第五六 0 次 申請國入會問題 十 六 0 (不公開） 人選 十九曰
第六 0 —次 申請國入會問題 十七曰 第六一五次 推薦聯合國秘書長
第六 0  二次 申請國入會問題 十八日 (不公開） 人選 二十四日
第六 0 三次 申請國入會問題 十九曰 第六一六次 推薦聯合國秘書長
第六 0 四次 申請國入會問題 十九日 (不公開） 人選 二十七曰
第六 0 五次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九五__•年 第六一七次 推薦聯合國秘書長

第六 0 六次 印庚巴基斯坦問題

十月十曰 

—'九五二年 

十一月六日

(不公開） 人選 三十一日



四. 軍事參諶閣代表、主席及主任秘書
( 自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五H )

海陸空軍代表

任職期間 

自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九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 0 至現在

中國代表團 

何世禮中將，中國陸軍 

高如峯代將，中國海軍

法蘭西代表團 

Général de brigade M. Penette,法國陸軍 

Commandant L.Le  Gelafd,法國空軍

g  — 九五二年七月十六 0 至現在

自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一九 

五三年四月二十七曰

自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一九

五二年九月十曰

自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日至現在

Capitaine de frégate P. Mazoyer,

法國海軍

Capitaine de frégate M. Sanoner,法 國海軍自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一 日至現在

蘇維挨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

Major-General Ivan A. Skliarov,蘇聯陸軍自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日至現在 

Lt.-General A. R. Sharapov,蘇聯空軍

大不列顔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代表團 

Major General W. A. Dimoline,英國陸軍 

Group Captain A. M. Montagu-Smith,

皇家空軍

Air Vice Marshal J . D. Breakey,皇家空軍 

Commander R. H. Graham,皇家海軍

自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一九 

五三年六月十七曰 

自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八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日至現在

美利堅合素國

Lt.-General Willis D. Crittenberger,

美國障軍 

Lt.-General W. A. Burress,美國陸軍 

Vice-Admiral A. D. Stfuble,美國海軍 

Lt.-General H. R. Harmon,美國空軍

Lt.-General L. W. Johnson,美國空軍

自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一九 

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自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一九 

五三年六月三十曰 

自一九五三年七月一日至現在



會 議 曰 期 主 席 主任秘書 代表團

—■九五二年 

七月

第一八六次 二十 r a 日 

八月

高如峯代將 

中國海軍

蕭鳴梟少校 

中國陸軍

中國

第—八七次 七曰 1 Général de brigade M, Commandant Georges 法蘭西

第一八八次 二十一曰 /  
九月

Penette ,法國陸軍 Brochen, 法國陸軍

第一八九次 ra 0 Colonel M. G. Martinov Colonel P. T. Gituljar 蘇維埃 ®會主義

第一九 0 次 

第一九一■次

十八日 J  
十月

二曰 -̂  
十 六 0 ^

蘇聯陸軍 蘇聯腾軍 共和國聯盟

第一九二次 Major General W. A. Group Captain A. M. 英聯王國

第一九三次 三 十 0 J  
十一月

Dimoline, 英國陸軍 Montagu-Smith, 皇家空軍

第一九四次 十三日 '1̂ Lt.-General Willis D. Colonel C.E. Ley decker 美利堅合衆國

第一九五次 二十六 0 J  
十二月

Crittenberger, 美國陵軍 美國睡軍

第一九六次 十一曰 \ 高如峯代將 蕭如梟少校 中國

第一九七次  二十三日 J  
一九五三年一月

中國海軍 中國陸軍

第一九八次 A  S 1 Général de brigade M. Commandant Georges 法蘭西

第一九九次 二 [二日  J  
二月

Penette ,法國陸軍 Brochen ,法國陸軍

第二二  0 次 五曰 '̂ Colonel M .G.M artinov Colonel P.T. Gituljar 蘇維挨社會主義

第一- 0 — 次 十九曰 J  , 
三月

五 0 ^

i 蘇 聯 陸 軍 ， 蘇聯陸軍 共和國聯盟

第二  0  二次 Major General W. A. Group Captain A . M . 英聯王國

第二  0 三次

>
十九日 J  

四月

Dimoline,英國陸軍  M ontagu-Smith ,皇家空軍 

Group Captain A . M .
M ontagu-Smith ,皇家空軍

第二  0 四次
二曰 "I

Lt.-General H. R. Colonel C.E.Leydecker, 美利堅合衆國

第二  0 五次 

第二  0 六次

十六曰卜 

三十曰 J

五月

Harmon, 美國空軍 

Vice Admiral A. D. 
Struble,美國海軍

美國陸軍

第二  0 七次 十四曰 '1̂ 高如峯代將 蕭如条少校 中國

第二  0 八次 二十八曰 J  
六月

中國海軍 中國陸軍

第二  0 九次 ■ 千一曰\ Général de Brigade M. Commandant Georges 法蘭西

第二一  0 次 二十五日 I  
七月

Penette， 法國陵軍 Brochen，法國陵軍

第一一一次 九日 Colonel M .G. Martinov 

蘇聯陸軍

Lt.-Colonel D. F. 
Poliakov, 蘇聯陸軍

蘇維埃》會主義 

共和國聯盟



聯 合 國 出 版 物 經 售 處

何根廷 .
Editoria l Sudamencana S.A.. Alsîna 500, 
Buenos Aires.

澳义利亜
H. A. Goddard, 255a George St.. Sydney.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W . H. Smith & Son, 71-75, boulevard 

Adolphe-Max, Bruxelles.

玻利維亜
L ib re ria  Selecdones, Casüla 972, La Par. 

巴西 .
Livraria Ag ir, Rua Mexico 98.B. Rio de 

Janeiro; Sao Paulo, 6elo Horizonte. 

加拿大
Ryerson Press. 299 Queen St. West, 

Toronto.
Periodica. 4234 dô la Roche, Montreal.

錫蘭 .
The Assocîated Newspapers o f Ceylon 

Ltd.. Lake House. Colombo.

智利
L ib re ria  (vens, Moneda 822, Santiago. 

Editoria l dei Pacî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中國
mm>裏北，
第慶路， 段，九十丸號
世界書局

河南路二一號
商務印書館 
哥命比亜.
L ib rerîa LaHno. Carrera 6a., 13-05,

Bogota.
L ib re ria  Américô. MedelKn.

L ib re ria  Nacionai Ltda., Barranquilla.

萍斯大黎加
Trejos Herman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古e
La Casa Belgd, O 'Re illy  455, La Habana.

捷克斯贼
Cestosfovensly Spi'sovatef, Naroc/nf Trfda 

9. Praha I.

丹麥
Ei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obenhavn. K.

多明m加共和國
Lib rerîa Dominîcana. Mercedes 49. Cîu- 

dâd Trujillo.

厄瓜多
Lib re ria  CîenHftca. Guayaquil and Quito.

填及
L ib ra irie  "La  Renaissance d 'Egypte." 9 

Sh. A d ly  Pasha. Cairo.

薩删冗多 ，

Manuel Navas y Cfa.. la. Avenîda sur 37, 

San Salvador.

阿比西尼亜
Agence Ethiopienne de Publicité, Box 128. 

Add îs  Abeb»,

芬蘭 .
Akafeem inen Kiriakauppd. 2« Keskuskâiu.

Helsinki.

法國
Editions A . Pedone, 13. rüe Souffio*.

Paris V.

希職
"Eleftheroudakls," Place de fa Constîtu* 

tion, Athènes.

贝地馬粒
Goubaud & Cfa. ltda.> Sa. Avenîda i\jr 
28. Guatemala.

海地
Lib ra irie  " A  la Caravelle." Botte postale 
111-6, Port-au-Prince.

洪都拉斯
Lib rerîa Panamericana. Calte de ia Fuente, 

Tegucigalpa.

印度 .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Scîndia 
House, New Delhi, and 17 Park Street.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8 Lînghî Che tty 

St., Madras I.

t'lJ虔尼西亜
Jdjasan Pembangunan, Gunung Sahart 84. 
DIakarta.

#朗
Ketab-Khaneh Oanesh. 293 Saadi Av®. 

nue, Tehran.

# 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Ltd.. 35 A llenby 
Road, Tel Aviv.

義大利
C o lib ri S.A., V ia M erca llî 36, M ilano.

黎e嫩
L ib ra irie  Universelle. Beyrouth.

利比里亜
J. Momolu Kamara, Monrovia.

盧棘
L ib ra irie  J. Schummer. Luxembourg.

墨西哥
Editoria l Hermes S.A.. Ignacio Marîscâl 

41, México, D.F.

荷蘭
N.V. Martinus Ni}hoff, Lange Voorhouf 9, 

's-Gravenhage.

勒西蘭 .
United Nattons Association o f New 2ea- 

land. C.P.O. io n .  W ellington.

那威
Johan G rund t Tanum Forlag. Kr. Au- 

gustsgt. 7A, Oslo.

巴基斯粗
■ Thomas & Thomas, Fort Mansion, Frero 
Road, Karachi. 3.

Publishers United Ltd., 176 Anarkaii, 

Lahore.

José Menéndez, Plaza de Arango, Panamâ.

巴4娃  .
Moreno Hermanos, Asuncîân.

継
L ib rerîa Internacjonal del Perô, S.A., 

Lima and A requipa.

菲律賓
A lem ar s 6ook Store, 749 Rizat Aydnua. 

Manila.

葡葡牙
Livraria Rodrigues, 186 Rua Aurea, Usboa

新嘉坡
The C ity  Book Store. Ltd.. W inchester 
House. C o llyer Quay. .

瑞典 -
C. E. Frîtze's Kunql. Hovbokhandei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m±
Lib ra îrie Payof S.A.. Lausanne, ©enêve. 

Hans Rôunhardt, Kirchgasse 17, Zurich I.

敍綱
Lib ra irie  Universelle, Damas.

赛國
Pramuan M it  Ltd.. 55 Chakrawaf Road, 
W a t Tuk, Bangkok.

土耳其
Lib ra irie  Hachette, 469 tstlklal Caddesî, 

Beyogiu, isfanbul.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lsfore (P+y.}, Ltd., Box 

724. Pretoria.'*

英國
H .M . Stationery Office. P. O . Box 5W , 

London. S.E. I (and af H .M .S.O . Shops).

美̂  . .
tnt'l Documents Service. Columbia Univ. 

Press, 2960 Broadway, New York 27. N . Y.

烏4立圭
Represenfacion de Editoriales, Prof. H . 

D'Élîa, A v. 18 d /  Ju lio  i 333, Montevideo.

委界瑜待.
Distribuidora Escobr S.A.. Ferrenquîn a 

Cruz de Candelaria 178 Caracas.

南斯拉夫 .
Orzavno Preduzece. Jugosfovens(;a Knfîga. 

Mdrsala Tita 23-11. Beograd.

United Nations pubfieations can o/so b o  
obtained  from the M hw ing fîrmst

奥地利
B. Wullerstorff, Waagpla+z, 4. Salzburg. 

Gero ld  & Co., I . S raben  3 1, W îen.

德國 .
Elwert &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 

_ Schoneberg.

W . E. Saârbach, Frankensfrasse 14, Koîn 
— Junkersdorf.

A lex. Horn. Spiegelgasse 9. W iesbaden. 

曰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î-Nichome 

Nihonbashî. Tokyo*

raï牙
Lîbrarfa 6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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