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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合 國 

安 全 種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三年 卜 0 三 號 

第三百四十七M議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星期四午後二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 席 M r J MAUK ( 蘇 維 埃 贿 主 義 

共和國聯邦)。 

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 比 利 

時、加拿大、中國、哥侖比亜、法蘭西、敍 

利亜、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 

埃吡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英聯干國、美利堅 

一九六正式公報 

依锥安全理事會暫行議事規則第五十五 

條， 

將其分發各代表，W代速記耙錄C 

〖，並 

審 

議理事會提交大會獮於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六 

日至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期間之報吿睿。 

理事會議决請各代表團將更正各無提交秘書 

處，並定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星期四午 

後二時三-

會議' 

I 

往歐洲集會一事之各項篛備事宜，亦於本A 

第三百四十人次會議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星期五 

午前十一時在紐約成功湖舉打 

主 席 M r J M A L I K (蘇維埃社會主義 

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 比 利 

時、加拿大、中國、哥侖比亞、法蘭西、敍 

、蘇維埃 

、英聯王國、美利堅合 

一九七臨時議事日程 
(S/Agenda 348) 

通過議事曰程。 

特里亞斯特自由區周題 

(甲）南斯位夫代表一九四八年七月 

二十八日致秘書長函，內附南 

斯it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庥繭 

於特里亞斯特自由展之照會一 

件[S/927l。 

巴勒斯坦問題。 

—九八通過議車日程 

一九九 

) 

(經主席之邀請， ft斯拉夫代表Mr Vil 

fan就安全理事會議席o) 

Mr MANUILSKY (烏克蘭蘇維埃瓧會主 

義共和國）安全理事會目前51論之B>3題—— 

即美國與英國軍事當局â反盟國與義大利間 

關於特里亞渐特之條約一事——乃一涉及根 

本 之 重 大 簡 題 。 吾 人 深 知 國 間 之 相 互 信 任 

及聯合國憲章下和平及安全之維持，惟有信 

守国！^約章及遵行約章下之義務始能予W根 

本 之 保 證 凡 有 一 方 爲 條 約 不 遏 廢 紙 ， 締 

約 之 一 方 可 " 隨 意 撕 毀 , 隨 意 違 犯 時 , 則 穩 



定之國際秩序必將不存，正常之國睽賙係必 

g專橫手段所取代，而其結果隨時可引起厳 

重之紛爭 

歷史綞驗及輓》£事實之敎311，足證此親 

不 3 1 法 西 斯 德 國 對 於 條 約 如 何 輕 視 ， 諸 法 

西斯锒釉雎參加協約並允諾不犯萊因區，而 

如何終將其佔領，W後又如何吞併奧地利，強 

奪捷克斯拉夫之蘇德台及耍求佔領但澤，此 

種藐視約章之態度對 t f r界後S«*D何慘？ 

諸此人當皆能道之。當時服膺慕尼黑政策者 

W "維持和卒與安全"及"建立穩定秩序，，爲 

iSi對德國所作之讓步，其結果祇使法西斯統 

治 者 益 â 貪 得 厭 ， 使 其 深 信 世 界 公 共 行 爲 

镖準及管理國際賙係之約章，彼等可任 f加 

" 漠 覦 而 不 受 镲 罰 , " g 彼 等 固 可 爲 所 欲 爲 

不受限制。 

各 國 之 得 到 此 一 敎 311 所 付 代 價 巳 廛 ^ 

高 茲 當 第 二 » 界 大 戰 之 後 ， 條 約 不 可 侵 

犯性之問題又發生時，各國a不能再取消極 

之餡度矣 

對義和約中翮於特里ffi斯特之條並不能 

便斯拉夫國家満，。蘇維埃胜會主義共和國 

聯 邦 外 交 部 長 M r Molotov —九四六年九月 

十四日&巴黎和會之演詞中 ; r食英聯干國所 

擬 之 特 里 特 自 由 展 規 約 草 案 , 其 所 作 批 

^ 公 正 且 有 根 據 ， 諸 君 當 能 億 及 渠 對 S 項 

草案中反民主之趨勢，即特，35斯特人民議 

會 及 政 府 會 ^ 二 機 構 權 限 之 狨 削 曾 予 批 評 。 

當時即有人企圖將特里亞斯特視同艟民地， 

地 M r Molotov鼽此事向世界提出警吿， 

力主該 iPi之中立及非軍事化須維持， jyi及 

對 義 和 約 生 效 後 外 國 軍 隊 應 即 撖 谷 事 。 

聯代表围提îî^之公正允妥之提議未盡 

爲英美方面所接受，英國所提之特里亞斯特 

自由展規約中若干斯拉夫國家認爲不宜之條 

欵 , 該 規 約 最 後 定 稿 中 且 予 保 顇 雖 然 如 此 ， 

蘇聯代表豳本讓步之精神，對諸此各竭未予 

堅持，對若干其他有鑭對義和約之問題亦表 

讓 步 ^ 項 和 約 乃 由 蘇 聯 、 法 國 、 美 國 、 英 

表中一， 

美 待 里 3 5 斯 特 政 策 之 馴 服 工 具 有 些 微 懐 ^ 

處時，英美當局凿^一被提名人即表示反對0 

巴黎和會而今巳兩年矣，但闕於特里亞 

斯 特 之 各 項 决 定 未 見 其 施 行 。 

對義和約附件陸第十一條第一項授權安 

全 理 事 會 於 與 南 斯 泣 夫 及 義 大 利 政 府 磋 商 

後，任命特里55斯特自由區之總督。依據同 

附件第三條——即規定特里亜斯待自由區中 

立之條欵——3iB督應由能保證特里35斯特 

之實際上而非徒然名義上之中立者充任之。 

然而自始祇須英國或美國出席安全理事會代 

有名之政治家，或爲各國國會議員，或爲DU 

練 有 素 積 有 具 正 綞 驗 之 外 交 官 ， 皆 如 此 教 

拒。 

英 美 方 面 非 伊 不 急 任 命 特 里 f f i 斯 特 總 

督 ， 甚 且 儘 可 能 加 以 阻 礙 英 美 軍 隊 佔 據 特 

里亞期特自由區之一部份，面精頗廣，而英 

美聯軍之總司令，即美軍之General Airey，竟 

僭行特里35斯特總督之職權,且違反對義和 

約，不假政府會議或趣自由選舉而產生之人 

民議會而統治特里斯特。因總督延未任命， 

英美方面在特里亞斯特乃可爲所欲食，使其 

IÉ成類似委任統治領土之地，Jti充英王聯國 

及美國艦隊之海軍根據地或軍事极據地—— 

而 斯 即Mr Molotov前W警吿之口吻提出反 

對者也 

特 里 斯 特 不 自 然 之 局 勢 使 美 國 、 英 阈 

可 掠 於 此 而 貽 於 彼 ， 國 間 之 特 里 M S 斯 特 規 

約及有II條約皆可完全置之不顧。因此種專 

横之態度而受損失者不僅南斯拉夫而已，束 

歐若干國家因國土並無海岸,18發展貿易之 

故有利用特里35斯特自由港之權者，亦因而 

蒙受犋失。 

一九四八年三月特里ffi斯特美英軍隊總 

部 首 採 若 干 等 取 消 蘇 維 埃 i t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邦、法蘭西、美利堅合彔國及英聯王國與 

義大利所訂有獮特里亜斯特自由區條約之步 

驟。本人係指美英軍隊總部闢於貨幣、貿易、 

郵政等問題與義大利綠結之協定而言。 

此等協定之具正 f義，蘇聯代表於八月 

十日[第三四六次會議1之镔辭中已予詳馥之 

敍 述 渠 所 言 理 由 甚 食 充 足 , 余 茲 不 必 再 予 

赘述 

美國代表欲爲美英軍隊一九四八年三B 

九日與意大利錄結之協定作事後之辯讒,援 

引特里5&斯特自由展臨時政府規約(附件柒） 

第十一條[第三四五次會議】，此實不値一辯0 

第 十 一 條 稱 " 在 自 由 區 未 成 立 獨 立 之 « F 镧 

j y i 前 ， 懕 耱 續 w 義 幣 爲 自 由 區 之 法 ， 但 承 

認義帑爲法幣並許其於特里亜斯特E內流矗 

並非即爲jyi義幣爲結箅帳目之唯一貨幣。然 

特里ffi斯待美英軍隊佔領區內義舒已成食結 

算 帳 目 之 唯 一 貨 幣 。 

美國代表所待理由之二 [第三四五次會 

m 



時期內適用，是說亦不値一辯。此項過渡時 

期，對義和約W件柒中曾加"定義，其中並 

無任何條欵，足爲此類辦法之根據，至於容 

許 義 大 利 恢 復 對 特 里 s 斯 特 自 由 港 之 主 權 

自更無論矣。美英軍隊實巳違反特里亞渐特 

自由暫行規約。八月卞日理事會會義〖第三 

四五A會議]中，美国代表明白宣稱美政府認 

爲 對 義 和 約 中 蘭 於 特 里 亞 期 特 自 由 之 规 定 

應 再 加 W 檢 3 , ^ 區 實 麼 歸 義 大 利 , 於 斯 可 

見 美 國 罩 隊 之 違 行 : g 並 非 出 諸 偁 然 ， 而 實 

爲美利堅合衆國政府及英聯王國政疳計割中 

之 一 重 耍 部 分 也 一 九 四 A 年 三 月 二 十 日 美 

國代表於對安全理事會發表之聲明 [S / 7 0 7 ] 

中，復提出同一主張代表美利堅合衆國、英 

聯 干 國 及 法 蘭 西 提 義 將 特 里 亞 斯 特 自 由 區 

歸 還 義 大 利 ， 竟 不 顧 一 九 四 六 年 卞 二 月 卞 

二 H 外 長 會 議 之 决 袭 , 違 反 B y r n e s Bevin 

及Bidault諸先生代表美利堅合衆國英聯子 

國及法顔西所簽èr之對義和約 

烏克覷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圑認 

爲 美 代 表 三 月 二 卞 日 之 聲 明 乃 一 選 舉 前 之 

策略，其目的&於義大利選舉前夕，增強所 

基蒈敎民主黨之地位，損害其他各镔之地 

位。此實等於干涉義大利內政，違反聯合國 

憲章第二條第七項 

美S及英國W法國之支助採取之行動， 

其 違 反 約 章 之 處 ， 故 有 三 竭 第 一 ， 此 舉 違 

反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卞二H外長會議所訂谰 

於 特 里 S 期 特 之 協 定 第 二 ， 此 舉 違 反 對 意 

和約，最後，此舉違反聯合國憲章 

此 種 對 於 國 ^ 約 萆 及 義 務 之 態 度 克 

蘭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圃對之不能不 

提 出 抗 ^ 史 太 林 元 帥 曾 曉 J ; 本 代 表 圑 所 代 

表之入fe;遵守此等約章W及一切經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簽署之條約及協定 

烏克蘭^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團秉 

承此等;？則，茲支助南^ f i夫聯邦人民共和 

國代表所提議【S/968]廢止與對意和約不符之 

美英革隊總部與義大利所ÏÏT協定之主張同 

時，本代表團促謂安全理事會15!^最短期間之 

內 推 出 特 里 亞 斯 特 總 督 之 候 選 人 ^ 後 ， % 

克 蹈 f 維 埃 瓧 會 主 義 ^ 和 S 堅 拧 美 利 " ^ 合 衆 

國及^聯子國JS!|"rf>ife和約下HlS^pi立特15 

特自由1^之義務 

主 席 秘 書 處 已 開 始 移 調 人 員 前 柱 巴 , 

故不幸吾人不能用即時傳霹之辦法。所有演 

說一p3因此皆由連&傅潷辦îÉi《專譯。 

Mr VILFAN ( 南 斯 f i 夫 ） 美 利 堅 合 汆 國 

及 英 聯 之 代 表 於 第 三 四 五 A 及 第 三 四 六 

衣 會 髑 於 本 項 問 題 之 演 W 中 ， 意 指 安 全 理 

事會目前考盧之問題綞爲對義和約之解釋周 

題，允其對義和約中繭於特里IE渐特自由區 

之 規 定 之 解 釋 問 題 事 實 上 ， 苘 題 之 困 難 處 

絕不在此，且絕非因對義和約內翮於特里亜 

^特規定解釋之困難而引起。吾人對和約倘 

持誠懇態度，具正希望其能依其；rt見諸實 

施,則困難自不至於存在。美利堅合衆國及 

英聯王国所缺乏者正此種態度與意向也。 

蘇維埃龀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上次發 

表 之 演 ^ [第三四六次會議]及島克蘭蘇維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代 表 本H之 演 ^ ， 對 於 各 國 

延阻總督任命之策略，及其企圔造成一種局 

勢，俾其三月二卞日之建議[S/707]能言之成 

理 ， 曾 加 暢 論 该 二 國 自 欲 掩 飾 此 種 策 略 與 

企圔，故乃製造特別理論，俾得對分明矛盾 

之處加W僞装。此矛盾之處即如何不履行和 

約而肽似履行條約 是也。 

與丄諸國家從事此項工作，其所持之法 

律理論自與和約不合。美國及英國代表之理 

論爲盟軍總都與義大利共和國所訂敏國政府 

認爲公然破壊特里ffi耶特自由區獨立與完整 

之各項協定，乃W和約附件柒第十一條爲根 

據 。 彼 等 稱 此 等 協 定 確 表 亍 成 立 經 濟 同 盟 

——即輛第三者參加之特里亞:^特自由區與 

義大利間之同盟，但此固爲附件柒第卞一條 

所 許 可 ^ 條 規 定 於 某 期 間 內 ， 義 幣 得 ^ 特 

里 f f i ,特自由區之法很，並規定由義大利政 

府伊拾義幣及外幣。 

特 里 f f i 期 特 自 由 區 爲 和 約 中 規 定 劁 立 

者。和約旣規定創立自由Ië[，自不能同時立即 

便其享財政與經濟上之完全獨立,蓋甚顯然。 

中間自有一A渡時期，吾人且知在此期中，尤 

其"義幣繼鑌爲法帑之故，自由區財政與綞 

濟上之完全獨立乃受若干限制。此竭可自特 

里55斯特蠲査國之報吿書及敝S政府對该報 

吿書之谇論中見之。但美國及英國代表解釋 

和rj時則忽視一翔，即吾人不應利用此種局 

勢，致使特里亜 3 &f特自由區陷完全倚賴某 

一國家之状態,一如盟軍總^令使特里55斯 

特自由IS陷於完全倚賴義大利之狀態者然0 

余《fift指出美國及英國代表對附件朵第十 

一條之解釋乃武斷之解釋。 

吾人細讀附件朵第卞一條，知其規定一 

義 務 ， 即 義 : ^ 利 應 " 供拾自由區外匯及 

外幣卜之需耍，，——茲強調需耍二字。此 

中 含 有 義 "K 利 對 特 里 亞 , 特 自 由 ! ^ 之 財 政 及 

經 濟 政 策 受 限 制 之 意 0 此 中 明 言 ^ 入 利 應 

依 自 由 展 之 需 耍 而 非 依 義 大 利 之 估 向 其 供 

拾義帑及外匯,供拾義幣及外匯且不能1»1限 

制,不能如盟軍總部及義大利共和國所訂協 



定中之規定，在一•! 

礎上爲之。此外,依自由展之需要伊給義1g= 

及外腫橱於盟軍當局)r爲一限镧,不應逾越。 

此外同條中*規定特里35斯特及義大利有義 

務訂立協定，俾義大利履行其向特里55斯特 

伊 耠 義 带 及 外 匯 之 義 務 0 諸 此 定 各 翔 ， 其 

預项中之目的何在？ 

美國&英聯干國代表稱特里55斯特及義 

大利間從未有貨幣、外臛或蘭税等障礙之存 

在，S此若謂與義大利共和國所訂各tô定結 

果 使 此 等 礙 因 而 消 除 ， 且 使 特 斯 特 自 

由展與義大利結爲排除第三者参加之同盟， 

殊不正確。根據美國及英聯千國代表所稱此 

等協定僅將自由區創立前後HI已存在之局面 

形諸明文而已0 

此若屬實，則吾人即不能不問下列問題 

第一，附件柒第十一條何故必須规定有訂立 

協 定 之 義 務 ？ 此 項 規 定 之 目 的 是 僅 在 將 實 

際之局面——此局面爲弒因義幣在特里55斯 

特繼續通行，故特里集斯特與gy:利間有徘 

除第三者參與之結合狀鰺之存在——予W書 

面 上 之 承 認 而 此 種 理 論 自 與 特 里 3 5 期 特 

臨時政府之 " t作完全不符，臨時政府之目的 

在於爲自由展之獨立從事準備也。 

吾人倘根據和約中他項規定，特里3&斯 

待調査圃報吿書&外長會議所作决議之精神 

解釋W件柒第十一條，則^條之意義大致如 

下 ^ 條 規 定 於 自 由 區 頒 行 與 義 悟 ( l i r a ) 及 南 

期拉夫帑(dinar)俱不同之獨立帑制之前，義 

幣»績;â行0&此種情形下，特里亚斯特自由 

區 財 政 及 錘 濟 上 完 全 之 獨 立 殊 無 法 立 即 實 

現，蓋IS當然之假定也0 

但 和 約 之 目 的 乃 於 利 用Dfcpâ 渡 時 期 " 

«特里亜斯特自由展完全獨立̶̶財政及綞 

濟上之獨立在內——之準備0因此和r i中獮 

於成立協定之規定僅有一g的——此目的即 

便 義 大 利 , 向 自 由 區 伊 給 義 幣 及 外 匯 之 義 

務，並使義大利絕無法因義幣在自由區繼續 

5 & 行 乃 欲 使 其 在 財 政 上 與 經 濟 上 長 爲 附 

庸 。 外 長 會 議 之 决 及 特 里 S 斯 特 調 查 圃 之 

報吿書足以證明附件柒第卞一條之唯一靂義 

即此0 

盟軍總部赋有權訂立此種協定0但盟軍 

總部不此之圖反藉口違守附件朵第十一條， 

並藉口特里5&斯特及義大利間已有排除第三 

者 參 加 之 結 合 狀 篚 之 存 在 ， 而 訂 立 若 干 不 , 

區將來之完全獨立食目的。附件柒第十一條 

所規定之協定祇限於規定義大利方面應有之 

義務。此甭I*證諸和約中其他規定，外長會 

議 之 决 議 ， 特 里 期 特 調 査 圑 之 報 隹 書 ， 

是否亦甚分明？ 

此苘題已由特里35斯特調査圑之報吿書 

予 以 答 覆 外 長 會 議 特 里 亜 期 特 調 査 圑 所 彌 

心之周題主耍者計有四端預筧、國際收支、 

貨幣銀行、外腫铳镧。 

調査圑認爲臨時政府有求預筧平衡之貴 

任，必耍時且應於對各項需耍及僙S之可能 

性 加 " 計 筧 之 後 ， 舉 行 借 欵 調 査 圃 所 擬 之 

預算中預:^能從各國進口之货物中，徵收蘭 

税，對於義:^利及南斯拉夫則將依外長會議 

之 决 定 ， 予 " 相 當 特 殊 待 遇 , 兩 國 相 同 調 

査圃認爲臨時政府對所有國家，包括義:^利 

在內，皆廬建立國]i¥收支上之蘭係。至於貨 

帑銀tr問題，調査圑預，在一時，內義大利 

仍 有 義 務 耱 績 伊 給 a 貨 如 前 依 調 査 圑 報 吿 

睿,此一期間當於特里55：^特自由區之中央 

銀 行 立 時 截 止 根 據 附 件 } ^ 第 十 一 條 訂 立 

之協定應於中央银行p£立之後始得綠訂。即 

在義幣仍爲特g35斯特自由展之法幣時，臨 

時政府必須統制所有外匯 iii須在自由展內 

積存外匯 ai缜另行規定自由ISi內義幣與美 

元之匯率，與義大利熳内義幣與美元之甅率 

不同與義大利間《2須立一外匯專眼，此外 

並須採用進îi* 口給證制度 

余茲擬對諸此規定S«D檢5t。調査圑锒 

吿書第五章規定貨幣之流通應予厳格管制。 

並立多項限制。余處僅有報吿書之法文本。例 

如，其中第五段云 

(Mr Vi l fanW法語誦饋下列引句） 

"自由展之出口貨或自由區因對外國人 

服務而狻之國際支付，包括各項補償辦法，應 

外匯或其等值慎付之。是項外匯！；售予自 

由lâ政府本項辦法！"於自由IS頒《7新帑之 

前，適用於義大利JW外所有國家就割義大 

利之蘭係而苫，茲建議與義大利f]立協定，凡 

自 由 展 對 義 : ^ 利 主 耍 口 貨 之 義 幣 收 入 及 售 

予義:N利之服務所得付欵中之主耍項目，均 

li存於義大利银行(Bank of Italy)中ZI特別義 

幣 中 央 存 戶 椎 有 爲 在 義 大 利 購 買 貨 品 或 外 

匯之用並經自由展政府之批准後，始得自該 

戶中提用If"項。' 

(Mr Vilfan W 英 語 鼸 續 發 言 ) 

根據上述，k :時政府對所有各國——義 

大 利 當 然 a : 內 — — 在 外 K 上 實 有 專 利 之 權 。 

伊一九四入年三月九日之第一泉嘴定則反乎 

此，竟規定貨帑無限制之流通，故與K:時政 

府之任務相悖。 

四 



附件柒第十一條規定凿特里亜斯特自由 

展各種不同之特殊需耍予"考慮。報吿書中 

並言明自由區應實行獨立之貨幣政策。報吿 

睿之第五章第三段明言臨時政府膺規定義幣 

在自由區之特殊匯率。英聯王國代表欲指出 

南 斯 拉 夫 之 理 論 中 " 荒 謬 之 處 " ， 於 其 演 ^ 

[第三四六次會議j中云 

"盟軍政府倘建立貨帑及繭稅上之障礙， 

將其轄展中之義!8^與義大利之義幣分離，其 

將隨而不同，蓋不難預見也。" 

此外桌並曾云"吾人不能在轄區中用義 

带 而 同 時 " 與 在 義 大 利 行 者 完 全 不 同 之 貨 

帑視之 "0然根據調査團之報吿書，^圑四國 

代表一致之實見與决議正如此 

一 九 四 八 年 三 月 九 日 之 第 一 次 協 定 [S / 

781]則與此相反，規定義幣自動向特里亞斯 

特 機 械 式 输 送 故 此 實 與 臨 時 政 府 之 任 務 相 

悖。 

調査圃報吿書第五章第六段稱 

(Mr VilfanW法語，讀下列引句） 

' 義 大利政府及自由展政府就自由區固 

定貨幣頒行以前之義幣使用問題而訂立之協 

定應包括蘭於加強自由區外匯管制之各項適 

當 規 定 。 " 

(Mr V i l f a n 繼 " 英 語 發 言 ） 

上述之一九四八年三月九日第一次協定 

則反是，其第五條第一項明白規定意大利髑 

於貨IF流通之條例在特里亞斯特均可適用， 

特 £ 亞 ％ 特 不 得 有 獨 立 之 管 理 辦 法 故 此 與 

臨時玫府之任務亦相悖 

調 査 國 報 吿 書 第 二 章 規 定 施 使 預 算 平 

衡之政策，尤注重W事先妥爲篛計之借欵補 

足 嗨g之 政 策 。 

一 九 四 八 年 三 月 九 日 訂 立 第 二 次 協 定 

[S /781]則反是其中規定美國英國管理當局 

之全部费用均以公開信用借欵籌付，信用借 

欵之最高限額則爲吾人所不知，其籌惯辦法 

亦 未 有 明 確 規 定 此 與 臨 時 政 肝 之 任 務 故 方 

相違 

調査阁報吿書第五章所有各段規定外匯 

之 管 制 ， 允 A i 外 匯 專 利 及 特 里 3 5 % 特 政 府 

積存外匯之義務。 

一 九 四 A 年 S 月 九 日 之 第 三 次 協 定 [ S / 

781]則反是，其中規定"在現行外匯條例之 

下特里S斯特展聯軍總部所得之外腫收入， 

應歸於義大利政府"。故此與臨時政府之任務 

復相悖 

讕查圜報吿書第二章明白規定特里3&斯 

特 區 應 與 外 國 訂 立 獨 立 之 貿 易 及 付 欵 定 。 

—九四八年四月十六日所訂蘭於一九四 

八 年 三 月 九 日 各 項 協 定 之 實 施 之 協 定 則 反 

是，其中規定義大利與各國所訂之貿易及付 

欵協ri在美國英國轄區內適用。故此與K時 

It府之任務方相悖。 

調査團報吿書第二章第三段及第五章第 

七段規定實施獨立繭税政策，尤其注重獨立 

之進出口許可證政策。調査圑對於閼我及鬮 

税制度之問題意見並非完全一致，此固事實0 

但各圑員皆同者有建立繭稅制度之必耍。外 

長會議嗣於其决議書第二段中議决唯有義大 

利及南渐拉夫之進口貨品始得免稅，同時特 

里S&窄特貨品運往;^兩國者亦享同樣待遇。 

上述之協定則反是，其中規定美國英國 

大 利 進 出 口 限 額 之 限 制 敌 此 與 臨 時 政 府 之 

任務又相悖。 

上文所引臨時政府規約及特里55斯特調 

査圃報吿書中之規定，與永久規ÎÎO第二十四 

條第四項之規定完全符合，此賴殊爲顯明。永 

A規約第二卞四條第四項規定與任何國家訂 

結徘除第三者參加之經濟同盟與組織皆非自 

由IS之地位所容許。故吾人可證明不但將附 

件朵第卞一條及永久規約第二卞四條第四項 

之規定合併乃屬可能，臨時政府期間，特里 

亞斯特各管理當局實有將此兩項規定合併施 

行之義務——此與美國英國代表之理論適屬 

相反。 

余 分 析 美 國 英 國 代 表 之 法 律 理 論 , 茲 有 

進而略論其方法之必耍。美國代表言及外長 

會 讓 之 决 議 [ S / 5 7 7 ] 及 决 議 中 獮 於 蘭 我 問 題 

之 部 份 時 [ 第 三 四 五 次 會 議 ] , 審 慎 引 舉 ;5 文 

如 下 " 於 特 里 S 期 特 當 局 规 定 施 行 新 

闞税辦法之前，現行辦法廬繼續有效 " 。 

但 ^ 國 代 表 未 顧 及 原 文 其 ê S J 各 句 " 義 

大 利 及 南 斯 夫 之 货 物 運 入 特 里 亚 斯 特 自 由 

區可免納蹒稅，但W該兩國予特里亞斯特自 

由 K 之 貨 物 W 相 同 " 待 遇 食 限 " 。 參 ^ 此 句 

後;？文之耆義即完全不同 

復次，美國代表引述調査圑報吿書第五 

章時，述及^章闢於現行外腫管制暫予繼績 

間 題 之 第 一 段 jy i及 翻 於 現 tr進S* 口許可證 

制度暫予繼續問題之第七段。但報吿書同頁 

尙 有 數 嬅 ， 規 定 於 根 據 附 件 第 十 一 條 訂 立 

铋 定 時 應 有 外 匯 管 制 存 並 規 定 於 根 據 附 

件柒第十一條訂立協定時，對於特荦亚渐特 

自由區之獨立轄制權等等，義大利方面嚯予 

考盧。凡此各報美國代表並未提及。 

4i如此精巧之方法解釋國際約章，K時 

政府自被解釋成與原來性質相反之政;IÏ^̃ 

五 



酶時政府原係爲獨立作準備，綞如此解釋，其 

附羼地性質較前益濃——此固至爲明顯也0 

以此種方法解釋ri章,其結果之iti属如此，甚 

爲 顯 明 但 吾 人 所 欲 知 者 爲 美 國 代 表 何 故 

用 此 種 方 法 ？ 其 故 無 他 ， " 余 所 知 类 利 ^ 代 

表 係 欲 對 吾 人 當 前 之 問 題 ， 加 W 掩 钸 此 問 

題 即 吾 人 是 否 准 許 盟 軍 管 理 當 局 繼 績 違 犯 

和約也。 

吾人現正考盧之問題即在此。美國英國 

代表雖说法欲使吾人5t論之問題，移於另一 

方向，余希望吾人仍將51論此一周題0 

美國英國代表？£法；^轉移at論問題方向 

之手段余茲不擬詳言0但余欲對美國代表所 

言 一 羯 ， 加 論 0 

美國代表於爲特里35斯特歸還義大利之 

說作辯逮時，言及[第三四五A會議】特里亚 

斯特與義大利之賸史闢係。美國代表心目中 

所 謂 歷 史 究 竟 何 指 M : 指 特 里 亞 渐 特 與 多 瑙 

河 流 域 諸 國 相 聯 繋 , 從 而 獲 得 其 經 濟 上 重 耍 

性之六百年來之鹰史乎?iÇ I：國代表心目中 

乃指義大利統冶特里亜斯特之二卞五年一一 

而此二卞五年之特色爲民族受壓A，經濟上 

受剝削，即在法西斯主義未登臺前特里亜斯 

特之民主分子即受各種方法之迫害。^國代 

表心目中自未S及南斯t ï夫及特里 f f i期特義 

大利人民共同奮鬥之藶史。特里亞渐特義大 

利入民於一九四Hi年即藺始羣起叛變，與南 

斯泣夫軍隊並肩作戰，爲共同之自由犧牲。 

事實上，荬國及英國所持並由法國予W 

協 助 之 政 策 ， 就 待 里 特 而 言 ， 等 於 對 特 

里I&斯特腠史最黑腊之時代加4i贊可，等於 

支助法西斯主義之殘餘及新法西渐分子，遂 

使特里35斯特成爲歐洲和平破壤危險性最大 

之 ^ 。 吾 人 茲 所 3 論 之 問 題 ， 其 一 般 之 意 義 

實在此。 

如蒙主席允許，余此時擬提交安全理事 

會賙於此問題之决議案草案[S/968】一件 

" 鑒 於 對 義 和 r i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稱 

*盟國及義大利承認特里ffi斯特自由展，並同 

實自由區之完氇與獨立應由聯合國安全理事 

會 予 " 保 障 ， 

鑒 於 對 義 和 約 第 二 卞 一 條 第 三 項 稱 

'義大利主權終止之後，特里亞渐特自由展應 

依外長會籙所擬經安全理事會批准之臨時政 

府規ri管理之，， 

"安全理事會 

業 已 考 盧 南 斯 拉 夫 聯 邦 人 民 共 和 國 

關於聯軍緞部及義大利共和國繭於一九四八 

年三月九日及一九四A年四月十六日間所訂 

各 項 協 定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之 控 , 

决 定 上 述 諸 項 協 定 與 盟 國 及 義 大 利 

依據對義和約第二卞一條及爲和約一部之附 

件 中 之 規 章 而 承 擔 之 義 務 ， 完 全 牴 觸 愛 

宣 吿 盟 軍 總 部 及 義 大 利 共 和 國 一 九 

四八年三月九日訂立之諸項協定、一九四八 

年四月卞六日翻於實施三月九日所訂諸項協 

定之協定、及郵政協定與特里亞期特自由展 

之地位不镀相容故此等協定因而作廢無效， 

請英聯干國及美利堅合衆國政疳Î*意 

本 决 議 案 , 將 來 避 g 採 取 任 何 與 和 約 規 定 不 

符 之 行 l b " 

Sir Alexander CADOGAN (英聯王國）如蒙 

*席許可，余於此項一般5t論未結束前，擬 

有 所 聲 述 但 時 間 a 甚 晚 ， 余 不 知 主 席 欲 余 

此刻即發言，抑欲休會俾各代表進午膳後再 

許余於下午向理事會發言。 

主 席 余 建 籙 採 取 下 列 工 作 稃 序 特 里 

亞^特自由展問題可訂於八月卞六日星期一 

牛前卞一時召開之會it中5t論巴勒斯坦p«g 

題在訂於本日午後二時召蘭之會 it中繼續St 

論。 

茲 旣 , 反 對 者 ， 吾 人 即 採 用 此 項 程 序0 

(午後一時二卞分散會。） 

第 三 百 四 十 九 次 會 議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五 

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 席 M r J M A L I K (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邦） 

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 比 利 

時、加拿大、中國、哥侖比亜法蘭西、敍利 

亜、烏克蘭蘇維fi"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 

國 

議事日程與第三四八头會議議事日稃同 

f S/Agenda 348) 

二OO繼續針論巴勒斯JL日問題 

(經主席之邀請，埃及代表Mahmoud Bey 

F a w z i 及 W 色 列 代 表 M r Eban分別就安全 

理事會議席。） 

主 席 茲 請 助 理 秘 書 長 M r Sobolev向 

吾人簡單報吿秘書長及安全理事會主席最近 

收到之文伴 

Mr SOBOLEV (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秘書長）S前次安全理事會開會51論巴勒^ 

坦 苘 題 [ 第 三 四 三 次 會 議 】 W 來 秘 書 處 , 收 

到若干與今日安全理事會會議議事H稃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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