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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佈 Mr. Winiarski (波蘭）及 Mr. 
Spiropoulos ( 希臘)獲得當選所需之多數贊成 

票。

主席宣讀安全理事會主席Mr. A ustin適 

罄送交大會主席在理事會獲得當選所需多數 

贊成票之候選人名單，計爲 ：BadawiPasha (埃 

及 ) ，徐誤先生 ( 中國），_ Sir Benegal Narsinga 
Rau ( 印度），Mr.Read (加拿大），Mr. Winiarski 
( 波蘭）。

主席宣稱Badawi Pasha (埃及），徐謨先 

生（中國），Mr. Read(加拿大）及 Mr. Winiar
ski (波蘭）於大會及安全理事會中獲得當 

選所需之多數贊成票，當選爲國際法院法 

官。

依法院規約大會及安全理事會應繼續舉 

行選擧會，推舉國際法院第五席法官。故大 

會將於午後八點三十分集會舉行選舉。

午後一時二十分散會。

第一百五十三次全體會議 
一九W八年十月二十二B 星期五千後八時三十分在巴黎夏幽宮舉行 

主席：Mr. H . V .  E v a tt  (澳大利亞）

四十七• 繼續選舉國際法院之五席法 
官 (A/677)

主席請進行選舉國際法院法官。法院規 

約規定第一次選舉後如有一席或一席以上尙 

待補選時，應舉行第二次選舉會，並於必要時 

舉行第三次選舉會。今日/召集第二次選舉會 

之目的在選舉候選人一名，充任法院第五席 

缺額。安全理事會亦同時召開選舉會，1大會 

及安全理事會必須獲得同樣之結果，選舉方 

吿完竣。

M r. Reid.( 紐 西 蘭 ） 及  Emir Adel (級 

利亞）應主席之請充任計票员。

不記名投票之結果如下：

杈票總數；五十二；

棄權者，〇；
麋票，o ;
當選所需票數，三十。
各候選人所得票數：

Mr- ZOTicic (南斯拉夫），二十二；

Mr. Spiropoulos (希臘），十九；

Sir Benegal Narsinga Rau ( 印度），十；

Mr- Hobza (捷克斯拉夫），■~ -0 

主席宣稱候選人中旣無獲得當選所需多 

數贊成票者，應卽舉行第二次投票。

不記名投票結果如下：

找票總數;五十一；

棄權者，〇 ;
廢票，〇；.
當選所需票數，三十。

各候選人所得票數：

Mr. Zoricic (南斯拉夫），二十八；

Mr. Spiropoulos (希臘），十六；

Sir Benegal Narsinga Rau ( 印度），七。 

主席宣稱候選人旣無獲得當選所需之票 

数者，應再舉行第三次投票。

不記名投票結果如下：

投票總數，五十三；

棄權者， ；

廢票， ；

當選所需票數，三十。

各候選人阶得票數：

Mr. Zoricic (南斯拉夫），三十七 ;
Mr. Spiropoulos(希臘），十二 ；
Sir Benegal Narsinga Rau ( 印度），四。 

主席謂 Mr. Zoricic於大會中獲得當選所 

需之多數贊成票。主席並接獲安全理事會 

主席來函，謂理事會與大會同時開會以選舉 

第五席法官，結果 Mr. Zoricic獲得絕對多數 

票。

Mr. Z oricic當選爲國際法院法官以實第 

五個亦卽最後 '一■個缺額。

千後九時四十五分散會。

第一百五十四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八年十一乃三3 星期三千前十時三十分在巴龙夏幽宮舉伃

主席：Mr_ H. V. E v a tt  (澳大利亞）

四十八. 籲請列强再度努力調整爭端 

建立永久和平:第五委員會報吿書 
(A/694)
報 吿 員 Mr. S arper(土耳其）應主席之 

請 ，提出第五委h 會之報吿書。

1 參閱安全理事會疋式紀錄第三年第三七一次會 

議。

Mr. S arp er稱 ：墨西哥代表曾於一九四 

八年九月二十八日（第一四七次全體會議）提 

出一決議案草案 ( A/ 6 62)，籲請列強再度努 

力調磐爭端，建立永久和平。該決議案荜案 

經送交第一委員會（第三五一次全體會議)審 

議，第一委員會一致決定設立一小龃委員會



以審議該問題、小龃委員會參照法蘭西代表 

(A /C ./342)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 

表 (A /C .1 /3 4 3 )分別提出之修疋案，將該決 

議案重新擬草，作爲文件 A/6S>4。最後修芷 

之草案經第一委員會全體一致通過*。此次所 

以得有如此圓滿之結果者，由於若干代表圓 

之慨然撤銪其修正案也。

第一委員會此次全體一致通過該決議案 

草案，含義重大，蓋該委員會內關於其他問 

題之討論類多引起嚴重之銜突，而此次幸能 

意見一致，或爲將來工作調協之先聲。該報 

吿員希望此■ 合作與協議之精神，能影響該 

委員會將來之討論。

故該報吿員欣將該決議案草案提請大會 

核准。 .
泱議案草索一致通過。

主席慶賀大會作此項決讅，並請注赛第 

一委員會所提決議案之重要性及其意義。

Mr. P adilla  N ervo  .(墨西哥）圓憶該決 

議案之初次草案係由渠代表墨西哥提出。渠 

力言適纔通過之決議案之重大歷史意義，並 

稱此項決議之精神力量與政治價値將由世界 

輿論依未來之世事而予以評定。該決議案於 

此嚴宽關頭重申金山所通過之宗旨與原則， 

將來或可稱之爲“巴黎宣言，”因五十八國均 

贊成列強於雅爾他所訂宣言之基本部汾。

大會之通過該決議案，足示其了解舉世 

人民切盼列強間彼此了解共同努力建立公正 

永久和平之願望。該決議案之通過，無異由 

列強再度宣告：唯有於列強及所有愛好和平 

之各國間日益增強其合作，始克完成保證人 

類無憂懼無匱乏之永久和平。

列強已虔誠重申其對大西洋憲章之信 

念，大會亦已表示深信列強必能依照決議案 

內所提及各宣言之精神與文字而行事，且此 

次重申聯合國之基本原則必能使現有各項爭 

端獲得圓滿和平之解決。

四十九• 印度總理Pandit Jawaharlal 
N e h ru之陳述

主席向印度織理Pandit Jawaharlal Nehru 

表示歡迎，並請渠向大會致辭。

Pandit N e h r u  ( 印度 )稱 ：渠得向大會致 

辭之機會，甚爲感激。大會乃係世界社會之 

代表，在此世界瓧會中，所有大小國家，均 

代表同一崇高目標。

—九四八年十一月三日

1 參閱大會第三屆會正式紀錄，第一委員會第一六 

七次會議。

* 同上，第一六八次會議。

大會正處理各種複雜困難之問題，渠此 

刻不擬就各該問題發表意見。但渠固嘗懷 

疑，通常處理此等問題所採用之方法是否確 

當。聯含國憲章以偉大高尙之文字規定此偉 

大紐織之原則與目標。渠認爲文字方面已無 

改進之餘地。聯合國之目標極爲明顯，然而 

其主要目標却常因其他次要問題而爲人失 

察。

印度經過長期而和平之奮鬭，終已完成 

其自由獨立。在此長期奮鬭之中，印度人民 

之偉大領袖訓誡彼等不但不能一刻忘却其目 

標 ，且亦不能忘却爭取此目標之方法。渠常 

着重方法與F1的之同樣重要。故印度總理深 

信，吾人如目含 fe色心懷憤恨，則無論目標 

如何高尙，終無完成之望。吾人之目標固應 

無時或忘，然有時亦須對所用之方法更加宽 

視。成立聯合國之原則與目的，自應時時記 

憶。
此等原則與目的之一再復述，或足表示 

大會之工作時或受到意氣及偏見之影響而脫 

離其重心。大會於兩次大戰之後鈕成，爲戰 

审造成之紐織。歷史給與吾人之教訓，尤要 

者兩度摧毀人類之世界大戰所給與吾人之教 

訓，厥爲惽惡與強暴僅能產生惽惡與強暴。大 

會存在於僧惡與強暴之循環中，如不及時擊 

破此循環，則大會特欲防止之戰爭終必暴發， 

是時非但全世界將受巨禍，且任何強國或強 

國之集團均無從完成其目的。

鏟除人類僧惡與偏見及恐懼心理或非易 

舉。然除非能將此種恐懼消除，渠相信聯合 

國永無成功之望。

世界各國幾均派有代表出席大會處 

世界所面對之緊急嚴重問題，尤其是受盡#  
痛之歐洲所面臨之問題。渠以亞洲一代表之 

資格蘑稱印度素來敬佩歐洲之文化及其所代 

表之人類文明之偉大進展，並聲明印度對於 

歐洲問題之解決，同樣關懷。然而世界之廣不 

以歐洲爲限，世界問題+能根據世界問題以 

歐洲問題爲主之見解而解決之。世界有若干 

遼闊之地域，於過去若干年內雖未曾參加世 

界大事，而今R則已醒悟，其人民正努力奮 

進，不願爲世界所忽視或遺忘。

吾人必須牢記是項簡單事實，蓋聯合國 

必須洞悉全世界之盤個局勢，否則卽間題所 

在亦無法明白。如將世界中任何一個單獨問 

題與其他問題隔絕，則吾人決難明瞭世界問 

題。今 R 之 .亞洲於世界大事中已佔相當地位， 

其未來之地位必將更臻重要。迄最近爲止，亞 

洲备地泰半爲帝國主義及殖民政策之尾閭， 

其極大之一部至今仍未獲得自由。時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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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仍有任何國家，欲用直接或間接治理之方 

式施行殖民政策，誠屬不可想像之事。經過 

世界近代之種杞變化後，對付此蓄情形者將 

不僅爲口頭之反抗，而將爲積極之密鬭以搏 

擊世界任何地方任何形式之殖民政策。此乃 

必須切記之第一點。

亞洲人民身受殖民政策及帝國主義之一 

切禍害，決心以爭取其他殖民國象之自由爲 

己任。印度與其鄰近國家關係深切。對於各該 

國家及其蓊鬭圖生極爲同情。任何大小國家， 

如果阻止此等人民獲取$ 由，卽係危害世界 

和平。其已擺脫殖民階段之偉大國家如印度 

者 ，認爲其他國家不應繼續忍受殖民政策之 

桎梏。

渠繼請注意亞洲人民認爲極端重耍之問 

題，卽顿族平等問題。種族平等之原則已釐 

定於聯合國憲章。此刻亟宜重提此項原則， 

因種族平等問題之提出於聯合國大會已非一 

次。世界許多廣大地區曾遭受種族不平等之 

痛苦，印度認爲將來腠因武力壓迫不得已而 

外，絕不能容忍此嵇情形之存在，蓋猶族不 

平等顯爲戰爭之根源，對世界和平之威脅。 

此種不半等之遺害在亞洲與非洲及世界其他 

地方比在歐洲更爲顯著，此划.現象將來可能 

成爲戰钥之導火線。吾人如不能充分了解該 

問題，必無從求得其解決。

當此世界奇缺糧食及其他必需品之時， 

當此極多地方之人民氘餓待斃之際，大會竟 

集中注意於若干政治問題，是誠咄咄怪事也。 

彼不悉大會能否將緊急之政治問題暫緩討 

論，俾人類之思想可以轉向重要緊急之經濟 

問題及食物不足之地區。

今 H世界充滿憂懼與+ 安，其中一部份 

確有根據。此猶恐懼心理將引起可怖後果。吾 

人尤認爲奇怪者，卽各大強國均有恐懼之感， 

恐權戰审，恐懼其他事物。吾 :A 固承認吾人 

絕不容忍任何侵略，蓋僅僅侵略之意念卽是 

引起銜突。人類必須抵制侵略以自衞，然卽 

使在自衞之時，吾人亦須心無不義之念，方 

能參加大會。

貴難他人固易，但就另一意義而言，世 

界男女固皆可謂其爲有靡者。吾人如於和平 

時討論恐懼心理，或能消轉恐怖之空氣。一 

切侵略態度乏思想，無論係以言論或事實表 

現者，均應予以消除。吾人於討論過豬中固 

極易提出有力論據，而事後往往遺下怨恨情 

緖，使問題更趨複雜。

就軍力而言，印度雖屬無足輕重，但 

Pandit N e h r u心中絲毫不存恐懼之念。渠對 

於列強輻員之廣，陸軍之大，海軍之強，以

及其原子彈等，均無所昆權。此乃渠之精神 

領■ 所予之教訓。印度人民嘗徒手抵抗一勢 

力雄厚之帝國P 在此期間，印度決心不爲惡 

勢力所屈服，此其力量之所自來也。此點對 

彼爲一教訓，對大會亦然。渠不悉是項教訓 

能否適用於今H世界所面籀之各問題。然如 

能消除恐權，建立I t 仰，則殊有一試之價値。

Pandit N e h r u覺由彼就此等事項向大會 

發表意見，或屬不甚適當，因彼與大會之丁 

作並無密切聯繫。但渠認爲僅將虔誠之辭語 

反覆重述，於事無補。渠非常關切此問題，故 

願提出印度人民之意見及願望。吾人必須切 

記印度人口過三莴莴三千萬。彼等已享一年 

之闩由，經歷一•年之困難。彼等已克服許多 

困難，將來必能克服其他困難。彼等願爲世 

界之和平與福利而努力。.任何方面如對印度 

發動侵略，印度必锻起而句衞。

然吾人如僅以侵略爲念，決難解決世界 

之問題，或印度之問題。印度人民不能永久 

躬引領導其國家镀得自由之K 哲之教訓+，但 

先賢之訓戒已深入A 心，Pandit N eh ru深信 

印度人民一日不.忘此項訓成，一日小致誤入 

歧途。渠並稱世人如能切記是項教訓之要義， 

則應付今卩丨問題之方法或將不同。聯合國所 

時時遭遇之銜突，或將感覺其不若如此之嚴 

宽，可能漸漸消失於無形。

渠代表印度人民與政府，向大會保證印 

度絕對遵守憲章之原則與宗旨，並將盡其能 

力所及求其實現。

Pandit N e h r u於結論中就適鐵通過之決 

議案向大會致贺。該決議案中之各項規定如 

得實施 ， 卽爲大會對於和平之建立及其他各 

問題之解決之偉大貢獻 。 是類問題均爲極困 

難之間題，渠特再度鄭重吿戒，大會於處理 

此等問題時 ， 其態度不宜含有憤怒或意氣或 

恐懼因素。

五十.國際法委員會委員之選擧
(A /8 9 7 )

主席食稱大會應選舉國際法委K會之委 

員十五名，任期各三年。選舉將依文件A /6'97 
內規定之稃序進行。

主席提請注意選舉票上所載按英文字母 

排列之候選人名單，並宣稱Mr. Georges Kaec
kenbeeck (比利時），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 巴基斯坦），及 Mr. William Anstey 
Wynes (澳大利亞）已表示不願爲候選人。

依國際法委員會规約之規定，選舉人應 

注意被選人必須各具必要資格 ， 並應注意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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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會全體確能代表世界各大文化及各主要法 

系。
M r- Thorn (紐西蘭）.及 Mr- Lange (波蘭） 

應主席之請充任計票员。

. 不記名找票之結果如下：

投票總數五十八；

廢票， ；

當選所需票數 ,三十。

主席宣稱下列十二名候選人已獲當選所 

需票數，當選爲國際法委h 會委 U 。

各候選人所得票數如下：

徐淑希先生（中國），四十八；

Mr. Gilberto Amado (巴西），四十六；

Sir Benegal N. Rau (印度），四十五.；

Mr. James L. Brierly (英聯王國），四十三； 

Mr. Georges Scelle.(法蘭西），四十；

Mr. Roberto Cordoba (墨西哥）, 三十七； 

Mr. Manley 0 . Hudson (美利堅合國），三 

十七；

Mr_ J. P. A. Francois (荷蘭），三十六；

Mr. Vladimir M. Koretsky (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聯盟 ) ，三十五；

Mr. Jean Spiropoulos (希臘），三十四；

Mr. Ricardo J. Alfaro ( 巴拿馬），三十二； 

Mr. Jesus Maria Yepes (哥侖比亞），三十

   o

主席聲稱應舉行第二次投募，以選舉其 

餘 三 委 依 舉 行 此 種 選 舉 之 慣 例 ，應於獲 

街次多數禀之下列六名候選人中選舉之。 

各候選人所得票數如下：

Prince Wan Waithayakon (遍羅），二十九； 

Mr. Justice A. E. F. Sandstrom (瑞典），二 

十八；

Mr. Cesar Diaz Cisneros (阿根廷），二十七； 

Mr. Faris El-Khouri (敍利亞），二十六；

Mr. JaroslavZourek (捷克斯拉夫），二十
— •
/、，

Mr. Justice E_ Maung (緬甸），十九 ©

舉行不記名投票

主席宣吿選舉結果將於下次會議時公

佈。

午後一時二十分散會。

第一百五十五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3 星期三千後三時三十分在巴黎夏幽宮舉行

- 主席：M r. H . V. E v a t t  (澳大利亞)。

五十一 . 繼續選擧國際法委員會各委
員 （A /磁 7 )

主席向大會報吿推選國際法委M會各委 

U 之第二次投蓴結果。』

所•投票數， 五十七；

棄權耆，三；

廢票，一 ；

有效票，五十三；

必需之多數，二十七。

候遥人所獲數票：

Mr. Faris El-Khouri(敍利.亞）， 三十四 ; 
Mr. Jaroslav Zourek ( 捷克斯拉夫），三 

十二；

Mr. Justice A. E. F. San.dstr6m(瑞典）， 
二十七；

Mr. Cesar Diaz Cisneros(阿根廷），二十三； 

Mr. Justice E. Maung ( 緬甸 ) ， |  •.二 0 
Mr- Faris E l—Khouri(蔽利亞）， M r. Jaroslav 

Zourek (捷克斯拉犬）.<  M r. .Justice . A. E. F. 

Sandstrom (瑞典）均獲必需之多數票，當選為_ 

國際法委員會委員。

i 扁謂荔委M 會之十五委 h 現均已選

出0

五十二. 條約與國際協定之登記與公 
布 ：第六委員會之報吿書（A / 6 9 8 )

Mr. S p iro p o u lo s ( 希臘），報吿員，.提出 

第六委M 會之報吿書。條約與國際協定之登 

記與公布問題經於•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 第一四二次全體會議 )交付第六委員會。第 

六委員會已通過甲與乙兩項決議案草案。草 
案甲係由比利時提出（A /C . 6 / 2 37 ) ，力陳公 

布條約必須迅速，而繙譯條文務必精確；草 

案乙爲突利堅合衆國所提出（A /C  • 6 /2 39 ) ， 

促請各國政府注意其於憲章第一O  二條規定 

所承擔之義務並請其立採辦法切實履行。

說無反對意見，第六委员會於其報告書 

中所提出之泱議案草案甲與乙遂獲通過。 .

五十三 • 關於非自治領土之情報：第 
四委員會之報吿書(A/G95)

Mr. L a n n u n g  ( 丹麥），報吿 1 4，將第四 

委 會 之 報 吿 書 ，連同該委員會提請大會通 

過之五項決議案草案，一倂提呈大會。

決議案壹、貳 、叁及肆等項均係根據審議 

依據憲章第七十三條 (辰)款所遞情報之特別 
委 M 會所作建議而通過者（A / 5 9 3 )。決議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