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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狸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四年 第八號 

第四百零四次會議 

'亢四九年一月二十七B星期E>千前十一時在紐约成功;舉行 

主席 General MCNAUGHTON (加拿大)。 

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 加 拿 

大、中國、古巴、埃及、法蘭西、那威、鳥克蘭蘇 

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英聯王國、4L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事日程(S/Agenda 404) 

―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 

二 印 度 尼 西 亞 問 題 。 

三 祕 書 長 爲 遞 送 大 會 一 丸 四 八 年 十 一 月 十 

九曰第一六三次會議所通過有鬮取稀原 

子武器及、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各裁狨 

其三分一軍備及軍隊的决議案於一九四 

九 年 ： 月 f 四 日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S/1216)。 

二.通過議事日程 

主 席 各 位 理 事 都 知 道 趨 時 議 事 日 程 所 

列îî>悃項目就是上次會議（第四〇四次會議） 

所通過議事日稃屮的库個項目。我提議首先 

耱输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Mr MALIK (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相 國 聯 

邦）我在上次會議中講將第二項問題的審議 

延 期 數 日 。 我 的 _ 4 求 是 在 一 二 十 五 日 卽 前 

天晚上提出的，我們又在今晨開會，所以我 

們的討論祇延期了一天。 

因此，我願意請求延期到星期一或星期 

二苒討論第二問題。 

主 席 若 無 反 對 ， 蘇 聯 代 表 的 請 求 應 予 

接 受 ， 卽 謠 事 日 稃 三 項 的 祕 省 良 在 下 屋 

期一二以Sîî>f，予討論。 

Mahmoud FAWZI Bey ( 埃 及 ） 我 願 ; t 請 

安全理事暂注；t—項事實，卽屋期一臨時委 

員會將耍舉行會議。安全理事會與臨時委員 

會在同日同時召集頗爲困難。 

主 席 謝 謝 埃 及 代 表 的 發 言 ， 我 可 以 保 

證本人或耱任的主席會考盧到這種愔形。 

旣無其他意見提出，本席宣佈議事日程 

卽照修正通通。 

議事a裡照IS"正通遏。 

^ 主 席 邀 鲭 澳 大 利 J Ê 代 表 M r Hood, rt. 

利時代表M r van Langenhove,紐甸代表U So 

Nyun,印度代表Sir Senegal Rama Rau,倚翁代 

表 M r van Roijen, j&侓齐代表Mr Ingles,及印 

度尼®亞共和國代表 M r Palar均就理事會 

席 fà , 

主 席 依 慣 例 ， 凡 安 全 璦 事 會 理 事 的 發 

言用次第傳譯,其他發言人朋槪用節時傅譁。 

我 們 現 在 耱 樓 討 論 印 度 尼 西 亞 問 題 特 

別注意中國、古巴、那威及美國於一月二十一 

曰聯提出的決議案草案 [5/1219]。 

Mr PALAR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我現 

在引述紐約時報一月十八日所載一段海牙發 

出的新閎 , 

"荷翳官方發f人宣稱，在印度尼西55的 

費用並非完全由荷蘭負镥，而主耍係由前荷 

印政府的繼任者$1負。故一月十二B在巴達 

維亞§1^表的一丸四八年度印度尼西亞軍事行 

動费用四三六，二九七，八七四元數宇中，蛾 

有四四，0〇〇，〇0〇元係由荷蘭國防預算 

屮開支。本年度荷爾在該區域内的同樣綞費 

約爲二九，〇〇o，〇oo元。" 

這個官方聲明把荷蘭對印尼政策中重耍 

原勐力之一暴露無遺。此項聲明無異說出： 

我們印度尼西亞人民應該償付势我們發動的 



戰爭的费用，這個戰爭之目的在全盤摧毁印 

度尼西亞共和國，並重建荷蘭對印尼人民的 

統治。這項聲明顯示印度尼西亞問題的核心， 

卽對我國人民的經濟統治。這項聲明使荷蘭 

提出的片面政策聲明以及給與印尼人民以''3 

由與主權之堂皇諾言顯露其僞善無誠的異面 

Be 

瘦於其所薆動的兩次軍事攻擊，以及類 

似上述的種種事實，我國人民與有j蘭當局會 

議時，不能不深懷疑臞。我想毎個人都很明 

白，假如我們印度尼西亞人民知逍爲着對我 

們所發動的侵略戰爭，除 f t了鲜血與破壊之 

代價外，最後必須支付十萬离的經费，則於 

党取與荷蘭談判的塞礎時，絕锥克服這種不 

信任與猜疑的心理。 

這 件 事 在 解 決 我 們 的 對 荷 爭 端 異 常 重 

要，我們在相當時間一定將它提出於安全理 

在 審 議 安 全 理 事 會 當 前 决 議 案 草 案 時 

[S/1219],我覺得必須對這個决議案草案的 

發起人表示敝代表圑感激之意，這些代表圑 

曾爲党取安全理事會所可接受的解決印度尼 

西S問題辦法之基礎而作種種努力，從事諮 

詢磋商，表現忠誠與公平正義的桡神。我們 

問題所遭遇的困雉謀求出路所作的努力。不 

問 荷 蘭 政 府 冠 虽 堂 皇 的 片 面 計 劃 與 諾 言 如 

何 ， 這 些 代 表 圃 始 終 牢 記 着 問 題 的 重 心 所 

在。 

這個決議案草案的ÎTÀ神堅決地担絕了想 

在安全理事會職權範園以外，並且不要印度 

尼西亞共和國及其所代表的人民參加而"解 

决"印度尼西亜問題的荷蘭政策。這個决議 

案^案承認荷爾與印度尼西55共和國係安全 

理事會職權範圍以內的爭端當事國，一直到 

印度尼西亞間題全部解決時爲止，那就是主 

雖然，敝代表豳注意到照目前措詞的决 

議案草案不g涫除疑廑，甚至若干原提案人 

心 中 的 疑 盧 也 不 能 打 消 ， 我 們 懐 疑 一 茲 

引 古 巴 代 表 的 聲 明 [ 第 四 〇 二 次 會 議 ] — — 

" 如此 措詞的決議案是否可爲解决印 

度尼西亞問題的有力有效工具。" 

本決議案草案提案人所懷的疑廬在我國 

人民的心中更爲深刻。他們從苦痛的綞驗中 

得知與荷蘭進行善意談判的時候，必 f i s 要 

有 明 定 的 保 障 方 能 希 望 得 到 公 平 正 直 的 待 

遇。 

事實上，甚至在審議决議案草案的各項 

規定之前，他們心中已有一個先决的間題-荷 

蘭有無誠意謀求協商的解決辦法，以代替彼 

等強加於人的辦法？我們與莉蘭辦理交涉的 

通去歷史中，沒有一件事實足以證明它沒有 

以片面辦法強加於人的葸思。因此，理事會 

的 第 一 偭 問 題 應 該 是 怎 钛 可 便 荷 蘭 協 商 此 

項解決？爲着同樣理由，敝國人民及敝代表 

團赞成中國代表之聲明[第四〇二次會議]: 

"假如我們耍協商解决辦法，我們就必須 

恢復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負責高极宫員的行動 

自由，惟有這樣他們才能履行職責。荷蘭當 

局是否想把他們 3 a 的解决訐劃強加於印度 

尼西亞人民？他們是否想一筆抹殺印度尼西 

亞的政治地位？假如我從荷蘭皇苣最近發表 

的 聲 明 及 其 他 荷 蘭 政 治 家 的 公 開 聲 明 來 推 

測，就可得到否定的签覆。如果僅以印度尼 

西亞荷蘭當局的行勐爲根據.則答覆;©肯定 

的 。 現 在 荷 蘭 方 面 如 果 眞 想 得 到 協 商 的 解 

决，我們應盡力協助。我們當然不應採取任 

阿行動或發表任何言論，ja坩加他們的困難， 

因爲他們巳有極多困锥。但是，假如他們打 

算不顧印度尼西亞人民的願望，而將自己的 

訐劃強加在他們身上，邪末我們不如停Jt審 

議這個'决議案，而去考廬爲應付此項嚴重局 

面更適宜的其他辦法。" 

本決議案草案的提案人曾坦白指出，這 

個決議案是一種妥協，貧經得到提案人的，並 

且也要求當事雙方的"重大妥協與容讓"。敝 

代表圑充分明瞭爲耍镀得必耍的票數， j a求 

决議案在理事會中通過，â"提案人不得不作 

這種妥協。我們祇^惜，經過這種妥協以後， 

採取措施以解决印度尼西亞問題，將有賴於 

與本問題的重心所7f及迨切性毫無繭係的種 

種考廬。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深怕各種迫切問題 

已被葸於無人注意的地方，而其他與印度尼 

西亞人民利益不相干的政治與經濟考廬，因 

此反得支配整個局勢。這種祇爲镀得安全理 

事會通過.不間事件*實狀^的權變辦法，無 

論其怎樣的不可避免，一定要引起極大的困 

雜。印度尼西亞問題橙擾安全理事會已有十 

八個月之久。不幸得很，理事會仍未能完成 

此種情勢之眞正理由阿在？我們認爲就 

是 安 全 理 事 會 從 來 不 能 採 取 我 們 所 耍 及 不 

斷要求的具有長久影響及決定性的措施。此 

項措施包括兩項行動：第一，耍求荷蘭將其 

軍隊撤至第一次軍事行動JH前昀原，位；第 

二，將爭端提付公斷。這些辮法都未辦到， 



我 們 乃 耍 求 授 予 ^ & 委 s 會 以 最 後 權 力 ， 俾 

可 由 其 党 取 解 决 辦 法 並 付 諸 實 施 。 我 們 屦 

次提出這些請求時.我們曾晋吿安全理事會 

說沒有决定性行動的措施不能實現和平:， 

事實上反可給荷蘭機會，遲不履行移轉主權 

的協定，耱獠企圖強施其片面辦法。 

因此，我們相信理事含現在要惯重考廬 

我們對於本提案的顧廬。任何辦法縱其用意 

極 爲 善 良 ， 性 質 較 從 前 的 試 阖 如 何 廣 泛 . 若 

於 實 際 上 不 能 提 供 最 低 限 度 的 解 決 某 礎 對 

於理事會的威信以及爭端的解決，都沒有好 

'處。所以，我們雖承認各提案國於實現党取 

解決之誠祭願望的努力中所面嗨的困難，我 

應向理事1^各理事指出我國人民因本决議案 

草案所將遭遇的特殊困難。但是我 s想另外 

提 出 一 事 ， 婧 理 事 注 意 。 

美國代表曾謂本决議案草案係某於"當 

事雙方的充分赞助及合作"。屮國代表則謂 

[ 第 四 。 二 次 會 議 ] 這 個 決 逯 案 " 如 經 安 全 

理事會通遒，並由荷蘭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雙 方 忠 誠 接 受 ， 不 僅 可 以 解 ' 决 s 個 , 要 複 雜 

的間題，而且由於是項解决可增珐安全理事 

&的威信及功用"。我們於此涉及此項情勢之 

—個某本間題。 

該決議案係根據荷蘭願窓遵守其規定的 

—項假定。事實上，截至目前就連該國立可 

執 行 的 理 事 會 決 定 ， 荷 蘭 亦 拒 不 行 。 我 指 

的是释放共和國官吏及停止攻襲的耍求 [S / 

1150,S/1164，S/U65]。這兩件指令構成決議 

案內所包&蘑個計|«之成功所必耍的某本條 

件 。 脔 蘭 政 府 縱 然 口 頭 上 接 受 決 譏 案 的 規 

定，經験明白昭示，該國無論如何絕不會履 

行規定的。 

因此之故，荷蘭縱默認此項決,案，共 

和國須放棄若干具體利益，（此事容後細述） 

並返出其目前的強闳地位，以換取一種未來 

政治辦法的諾言，假如荷蘭再度稍微失信， 

是項諾言就不能實現而終歸幻滅。荷蘭已確 

切證明，其整個目的在避免協定，規避被ÎÛ 

從事此項協議解決，這是明顯的事實。這是 

荷蘭對於安全理事會反抗行動的根據。雖幹 

旋 委 員 會 報 吿 書 [ S / "
9 9

] a提出重大證據， 

荷 蘭 的 5 : 抗 行 爲 莧 未 遭 受 譴 責 。 事 實 旣 如 

此，我們怎能期望荷蘭 ig守决議案內所規定 

的義務？ 

的主要困锥根源。因此，我赍得除非這個决 

議案在內容與時間進度方面均作有最明顳淸 

楚的規定與保障決不能打消13種根1^蒂pjl ô'j 
^ 廑 的 某 礎 。 

我現 s耍論及我在前面述及的一點—— 

卽我國人民對於安全理事會通過的任何決^ 

案所持之某本態度與主耍考廬。 

我國人民對於安全理事會所通過任何'决 

讒案之態度，首先要;#我們的軍事與政治瞻 

望的估惯，因而也是荷闥笫略無可避免的軍 

事與政治失敗，面後始能决定。且照我們的 

意見，任何决議案均應以承認荷蘭的侵略行 

爲爲出發點。因此關係，荷蘭無須立卽撤退 

軍隊一事，將係我國人民於確定對此解决辦 

法的態度時所顧到的一項重耍考廬。决議案 

如不規定立卽撤軍，或於短期内迅速撤軍，種 

種困難恐將?|於_克服。 

此 外 另 有 一 個 我 國 人 民 所 極 茧 親 的 囚 

素，那就是我們又將再度舉行談判的對方， 

向無誠意可言。我國人民所 l a耍堅持保障自 

己免得再受荷蘭的欺驅，邯是極易了解的事。 

有 於 此 ， 對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通 過 的 任 何 決 議 

案，我們將以再度造成僵局的可能性，以及 

因而引起的荷闞方面所發動的經^、政治及 

軍事新攻勢的可能性，來作_衡最。 

我們應當記得.依照我們當前决穀案 

案的規定，成爲戰禍隶開原因的同一問題又 

將再度提出，所以我國人民不得不估訐到萬 

—再度發生僵局時的地位。此種情"《如果發 

生，聯合國^^印度尼西亞的機構，依據目前 

決議案的规定，將請求理事會給予更大更有 

決 定 性 的 權 力 。 理 事 會 對 此 種 求 是 否 允 諾 

暫K不論，我國人民彼時將處於受 î!5蘭膘=Ê 

的境地，卽交通封銪、經濟封銪、甚:？軍事 

進攻。 

_H ft i l個決議案草案規定之下，荷闞軍 

隊可能耱耱留駐於共>m國颌士內，則我國人 

民 彼 時 的 ^ 境 將 更 爲 不 利 。 事 實 上 . 依 據 y 

前的規定，奄無任何保障足便敝國政府得 

經濟上、財政上及政治上保持其領：h的地位。 

所以如果再度發生僵局，我們祇能完全聽命 

於荷鼯，無法對抗它的耍求。 

我們應當記得，我國政府曆盡困難，纔 

得到對於Renvi l le協定 [S /6
4 9 ,附錄拾赘]的 

充分贊助。在目前我方軍隊並非處於不利地 

位，B鑒於荷蘭政治策略的失敗，耍想得到 

我 國 大 多 數 人 民 赞 助 一 ï i 某 本 上 並 未 變 更 

Renville協定所引起的可能性及危險的計剷， 

那就更加困難了。 

所以鬮於我國人民的實際地位必須规定 

充分保障，以防現在决議案草案的規定所可 

能發生的危險。我們要着重一點，卽任何'决 



議案草案不 lg以其所引起的未來可能與希望 

來^斷，而應以其對我們目前地位立時產生 

的影響來估價。關於此點，我國人民非常重 

親荷覼軍隊以種種方式的耱續佔頜，以及隨 

時可以攻襲的可能。對於這種情勢，我國人 

民耍求最有力的保障。 

足 " 引 起 困 難 的 另 一 事 項 是 由 於 目 § 5 ! 

决議案々-案規定之結果，聯0"國在印度尼西 

亞的機構缺乏决定性的榷力。因此，該機構 

極锥阻止軍事與經濟情^的惡化。假若三月 

十五日以前不能^到協定，該機溝訴於安全 

理事會的可能性也許已屬太遲，小能避免此 

種局勢之惡化。而且卽使遇着此種情形，安 

全 理 事 會 願 否 將 此 項 决 定 性 權 力 畀 予 該 機 

構，仍屬疑P。《I。依照目SÎJ決議案的規定，勢 

將 發 生 困 锥 的 經 濟 及 财 政 情 形 。 對 於 i t 和 

國的W政狀<«，諸如幣制、賦稅及預算等項， 

亦將引起問題。決議案對於這些問題如不充 

分 廑 及 ， 會 使 任 何 決 議 案 案 都 小 受 歡 迎 。 

我們自始就不應把我國人民所小能接受 

的安全理事&决議案強加於敝國政府，以削 

弱其地位。我們因爲决定;â守RcnviUe原則 

[S /6
4 9 ，附拾筌及附錄捌]，已經引起了厳 

重困锥。 

我現在已經對理事會Sft明我國人民對於 

安全理事會所通過的任何決¦«案將耍採取的 

展本態度與考虜。我也希望已經把理事會應 

該 鄭 重 考 廬 這 些 赌 形 的 必 要 淸 楚 了 ， 因 爲 

惟 有 如 此 方 奠 定 和 平 解 决 印 度 尼 西 亞 問 題 

的某礎。 

還有若干其他考虜，是安全理事會在討 

論目前決議案草案時所應注; t的，因爲這些 

因素對於理事會所通過决議案的有效實施均 

有重耍影眢。 

目前的决議案#案，尤其桉照其現在的 

措詞，在許多方面顳然假定 f蘭已於軍事方 

面征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撤軍稃序的確立 

就是依據這個假定，其他數項辦法的規定也 

是以此爲根據。但是這個假定證明與事實根 

本不符。斡旋委員會軍事觀察人員第一次報 

吿書[S/1212]在述及自—九四七年七月—日 

以來卽由荷蘭統治的Surabaya區域之情形 

已經指出荷蘭軍事地位的弱點。一九四 

九年一 J3 二十四日軍事觀察人員的第二次報 

吿書[S/1223〗再度證實-種情形。該報吿書 

稱 

"因爲荷軍佔颌以及相隨而生的;&擊活 

動，一般說來前共和國統治颌土內之法律及 

秩序未能確立。事實上，至目前爲Jfc ,厳重 

的紊亂情形EL經發生。" 

事資上，據我從敝國政府接到的報吿， 

以莂現狀線上荷軍後方的廣大地區目前已在 

共和國軍隊統治之下。此所以荷方不讓锌旋 

委員會軍事觀察人員報吿荷蘭佔領區!^的情 

形。就是荷方的政治及軍事檢赉員亦無法苒 

掩蔽這種事實。莉印軍隊目前不得不凝明 

"西爪哇的情勢，惡化甚於進步。" 

荷 蘭 ^ 報 刊 載 束 爪 哇 內 嚴 重 騷 亂 的 新 

閡。實際上荷方未來的軍事與財政枯竭，以 

及政治失敗，乃係必然結果，蘭 f r : 爪哇與 

蘇門答臘的地位1E在R趨困難中。 

我希望鑒於這些報吿與事實，安全理事 

會 赞 同 ? 的 : S 見 ， 認 識 使 原 決 議 案 草 案 [ S / 

1219]若干部"變得5?弱的一項基本假定，衆 

經證明其鐯31。實際上，根據荷蘭軍隊之立 

時撤退勢將造成足致騷a的]fi^窣地帶之假定 

來考廬立時撤軍一事，乃係誤斷眞實情勢。 

上述的軍事觀察人員報吿^暴露了這個問題 

的異相。這些報吿確定了一個事實，卽荷軍 

佔據這些地區乃是引起騷SI的原闪。荷軍不 

是安定因素，而是致亂之源。 

因 此 我 們 主 張 迅 速 撤 退 軍 隊 。 再 者 絕 

人多數的印度尼西亞公務人員ffi絕與荷蘭0> 

作，故荷蘭軍隊如行撤退，印度尼西亞的行 

政組械依然團結堅強，立可嫲補荷蘭軍隊與 

行 政 當 局 撤 退 後 所 留 下 的 隙 。 荷 蘭 軍 隊 如 

能迅速撒退，前共和國官員^缺的補充極易 

辦理。，'iï;̶拖延下去，印度尼西亞行政組耩 

就不如從前的圑結，並且使荷蘭瘘f^s"種機 

會 ， 去 留 下 若 干 政 治 性 的 延 炸 ； ， 以 種 下 

未來動亂的禍根。因此，軍隊的撤退務須迅 

速實行。 

安全理事贫若對其所採取的决案想確獲 

最大可能的精祌與物皙赞助，則在討論本决 

議案草案{1^必須厳,考廬另一因素。十九國 

集會新德里所舉行的印度尼西亞問題會議， 

足證各參與國政府對於荷蘭在印度尼西亞所 

取行動發生的強烈情緒。此事說明*各該國 

家熱切願望是項足以危及柬南亞洲及世界和 

平的荷印爭端，應該依照憲章原則從速解决。 

這些國家對於印度尼西亞所深具之同倩 

暫 置 不 談 ， 他 們 與 印 度 尼 西 亞 問 題 » 有 ^ 切 

閼係。印度尼西亞問題的結果如何，對於他 

們的利益將有重大影齄，因爲印度尼西亞之 

和 戰 問 題 必 然 會 對 四 隣 各 國 發 生 S 想 作 用 。 

因此同一理由，如果耍採取任何辦法，提出 

任何建議務必顧及世界這一廣大地區內的正 

義感及維譴和平的願望。 

各該國已明白指出處理亞洲相戰問題及 

獲致亞洲和平的最好辦法。彼等所通過的决 



議 案 ， 载 有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的 建 謠 [ S / 

1222]。該決議案的措詞充分承認安全理事 

會的權威，其起P的用; t是在拭助理事會解 

決印度尼西亞問題。這個建議案包含迫切關 

慷印度尼西亞問題镀得公正迅速解決的十九 

個國家熟經考虜的Jt見，列舉如何解決這個 

問 題 的 辦 法 ， 以 ^ 有 闕 方 的 利 益 。 

安全理事會一定注意到新德里決議案的 

温和性質。我相信理事會會承認，這個決議 

案 起 的 時 候 必 曾 充 分 明 瞭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能 

探 取 的 種 可 能 辦 法 。 該 决 議 案 指 明 新 德 里 

會議所認爲可使敝國政府保證實施安全理事 

會决議案時得到敝國人民充分合作的最低條 

件。新德里會議的是項決議案顯然給予安全 

理事會充分之贊助，爲獲致實施安全理事會 

決 議 案 的 最 大 效 率 起 見 ， 應 該 考 廑 到 這 一 

點。理事會可以^到，此新德里決議案所提 

出之意見，與荷蘭方面的觀點，尤其是荷外 

長 M r Sukker —月二十二日所發表的意見， 

並 不 完 全 符 合 。 荷 外 長 在 那 一 天 警 吿 全 世 

界,說目前的決議案如得通過，將在印度尼 

西亞及荷蘭引起混亂。彼故葸装着沒有^見 

荷覼軍隊在印度尼西亞造成的混亂，但是幹 

旋委員會的報吿書已經證明這種事實。 

此種混亂惟有在荷軍全部撤退後始能涫 

滅 。 荷 外 長 這 一 次 S 怨 訴 " 對 於 我 們 所 昭 吿 

的意願及鄧重的諾言表示根本不信。" 

此項不信豈是毫無根據的麼？對於荷蘭 

的侰心，業經斡旋委員會的報吿書，以及安 

全 理 事 會 最 近 一 苒 接 得 荷 蘭 政 府 锗 情 報 的 

經験而大爲動搖。在同一聲明中，荷外長又 

施其謊報伎倆，僞稱三分之二的印度尼西亞 

人民已表示擁謹荷蘭。他這檨謊報，是想造 

成 一 種 印 像 ， 印 度 尼 西 亞 共 和 國 頓 士 以 外 

的人民都左袒荷蘭。我敢說這種話是故意撖 

謊。在荷蘭佔頜區域内的多數人民並未抛棄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所代表的理想，這是盡人 

皆知的事實。 

甚至旨在分裂印度尼西亞人民的荷蘭軍 

事與經濟政策,也已證明無效。荷蘭當局雖貧 

採取種種嚴厲的預防辦法，但是荷軍佔頜區 

域舉行的選舉，仍然選出了同情共和國的候 

選人。此種情形又經荷蘭支配下的兩偭重耍 

州政府於荷蘭發動軍事行動時辭職一事，以 

及該兩州議會對此軍奉行動的譴責而證明。 

最近在荷蘭管轄領土內發生若干反荷行 

動，一月二十四日荷蘭通訊社Aneta自巴達 

維亞發出新閡一則，内稱 

"在Pasundan有四名印度尼西亞人因從 

事破壤性活動而被逮捕，此事由領土軍司分 

食Major-General E Engles在此宣佈。被捕 

四八係發表同情共和國宣言的二十個簽名入 

之一的 Godokusono, 及 Suratman, Sujoso, 

Mohammed Enoch 諸人，都是Pasundan議 

會的議員。 

«General Engles於記者會議席上力言執 

行逮捕的唯一目的爲保謹Pasundan的人民。 

彼謂荷軍正在設法造成自由人民能夠發展繁 

榮的環境，此種繁榮目前受到个可理喩的外 

來勢力的威脅。 

我 現 在 要 討 論 本 決 議 案 的 幾 點 具 體 事 

項。 

在目前決議案、案規定之下，我們不能 

計算將有多少颌士及何項颌"h屬於我們當局 

的管粽，此項颌士的經濟可能性及财政地位 

如何，以及由此而生的椎持軍事與外交闕係 

的可能性如何。關於此點，戰爭及我們雋士 

政 策 的 後 果 亦 應 予 顧 及 。 假 使 三 月 一 日 

前不能獲致協議，無人能預料其後所將發生 

的淸勢。根據歷史的教訓，這種情形頗有發 

生的可能。是以在三月一日以前，共和國至 

少耍能管轄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Renville 

協定 [S /6
4

9，附拾賫]所確定的颌士，並應 

獲得適宜的經濟、財政與行政基礎，這是非 

常重要的事。在此期間共和國須有自由進口 

及出口的機會，並應有機會獲得借款，以便 

在其管轄下的破壊地區內開始復舆工作。 

假如在與荷蘭談商結東之前共和國得不 

到 這 些 機 會 ， 那 就 對 於 些 區 域 的 經 濟 與 政 

治發展都極端有害。依我們的意見，決議案 

案應該載明鬭於這些問題的處理辦法。 

遼有一件値得我們注意的事項。游髮隊 

活勋不僅在Renville協定以來歸共和國管轄 

的領士，且亦在依Linggadjati ' 協 定 認 爲 係 

共和國的頜七內繼櫝進行。 

此 項 軍 隊 的 主 體 並 非 我 們 的 正 規 軍 分 

子，而是揭竿而起S對荷蘭的當地居民所組 

成。在這次戰爭屮，我們不得不認這批人民 

是共和國對抗荷蘭戰爭的一部价。任何停止 

攻襲的命分，或永久解决的辦法，都應該顧 

到這批人的命運，保障池們不被荷蘭當局現 

ï r或將來把他們當傲"恐怖分子"或"土匪"予 

以消滅。將這批入捨棄不顧，在我們是小可 

思議的事，應該尋找一種辦法，或是永久的 

普遍大赦，或是其他辦法，來保護他們。 

最後解決辦法能否一勞永逸，主耍地將 

印度尼西亞全境所將舉行的自由選舉爲轉 

1參看,荷蘭情報局出版，Political Events in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第:E十四頁。 



移c 

事，印度尼西亞人民認爲是不可思議的，因 

而也是不能接受的，因爲經験已吿誶我們， 

荷蘭能夠如何控制選舉耪果。復次，我國人 

民^"依據Renville協定，放桌其在東西爪哇 

之堅強軍事地位，以便舉行公民表決，經此 

經驗 i i l後，除非镀得充分的保障，絕不願考 

因此，安全理事會所將採取的决畿案必 

須規定選舉之早日舉行。如此可使此項決讒 

案镀祷有利的考虜。選舉如果長久拖延，可 

能使我國人民不願接受此項决議案。再者， 

小應遗有任何漏洞，使荷蘭拖延選舉至規定 

時限以外。 

11於舉行選舉時的壓迫情形一肼，决^ 

案應截明選舉舉行時小得有荷蘭軍隊在場， 

並應規定凡在戰爭爆發前原屬印度尼西亞共 

>B1國管轄之地區內不得有荷蘭當局，此項規 

定極爲必要。 

所可麈幸者，參加新德里會議的各國已 

將其意見列入决議案，提交安全理事會，其 

中 截 有 若 干 有 價 倣 的 因 素 ， 可 增 強 目 前 的 

决議案草案。新德里决議案顯然是依照目前 

討論的决議案草案之一段原則所擬訂的，目 

前草案雖然用意甚善，且在若干方面具有不 

可否認的優點，伹仍不能認其圆满妥當。同 

樣明顯的，此十九個國家認爲必須循着目前 

決 議 案 草 案 的 中 心 S 想 謀 * 解 决 ， 至 其 会 理 

的結局爲止，庶可避免印度尼西亞問題可能 

永爲該一部份世界和平之耱耮威脅。 

根據這些理由，我懇切地促請理事會儘 

量利用新德里決議案內所包^"的意見，並以 

修正案方式將它們列入目前決議案草案內， 

以求完成下列讅項 

― 撒 退 荷 蘭 軍 隊 至 一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十 

七日之休戰線，並恢複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 

八日具和國管轄下之颌十.，該兩事必須於一 

九 四 九 年 三 月 十 五 日 嗨 時 政 府 成 立 以 前 完 

成。 

二荷蘭軍隊應立時自日惹（Jogjakarta) 

區域撤退——此區包括日惹城及鄰接地區， 

爲界限分明的行政單位——並陸耩自其他f t 

和國頜七内撤退，依照聯合國印度尼西S委 

員會規定的條件辦理。 

三 印 度 尼 西 亞 和 國 到 適 宜 的 經 濟 

某礎。 

四 國 民 纔 會 選 舉 之 完 成 不 得 遲 於 一 九 

四九年十月一日，印度尼西S全部主權之完 

全 移 轉 小 得 遲 於 一 九 £ 0 年 一 月 一 日 。 

了。我已餒試將决議案&案lié其目前形式所 

將對我國人民發生的困難簡單列舉，並且還 

試園提出如何解決這些困難的建蘧。我仍願 

保留此後重行討論這些問題以及其他問題的 

權利。 

Mr HOOD (澳大利亞）安全理事會依主 

席指示目前進行的討論特別注重以理事會四 

位理事名義提出之决議案草案 [S/1
2

1
9

]。方 

纔發言的印度尼西亞代表已將决議案草案的 

含意從印度尼西亞 f t和國的立場作詳盡的檢 

討。他已完全公允正確地指出在考廬'决議案 

的可行與否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是否能予接 

受《=，該國人民的情感與；t見至少與本案其 

他當事國之咸情及意見同樣重要。這是一個 

最主耍的考盧,安全理事會當然不能不顧到。 

Mr Palar從上項觀點出發而得到一項結 

論——我以爲也是對的——赞成理事會採取 

最終可爲共和國及當事他方接受的行動所依 

钹的同樣理由，勢將浞便理事會對於最近在 

新德g舉行的亞洲會讒所通過之决議案作最 

懇 切 與 最 鄭 重 的 考 廬 。 現 在 從 M r Palar的 

分析看來，似乎新德里會議所^到的結論大 

都符合他從共和國立場所列舉的某本條件。 

這些條件自然不是完全單方面的。假如共和 

國有若干條件必須満足，然後共相國人民錄 

能接受解决辦法，划反過來說，這些條件必 

須同樣有利於爭端當事的雙方。 

上 次 理 事 會 會 謠 [ 第 四 〇 三 次 會 中 ， 

埃及、印度及菲律賓三代表也曾對亞洲, iJS 

的决議案特別注意。我認爲理事會應該重視 

所收到印度貔理M送新德里決議案的來文。 

從理事會的立場看來，新德里决議案有 

何意義？這個决議案不伟代表該區域内因爲 

印尼爭端而感覺爱廉的各國最深刻之意見表 

示，而也是集會新德里的各國注視該地情勢， 

並本着聯合國原刖建議解决辦法的一種極負 

責的企阖。 

新德里決議案不僅是以各參與政府的立 

場而發表的政治聲明。這是各該政府依據其 

所充分承認的對聯合國憲章所負義務而發生 

的一種意見表示與聲明。據我所知，新德S 

會議所作的聲明，；il及決議案本身，絕無反 

對荷蘭在印度尼西亞利益的意思。這不是52 

洲會議的出螢點，亞洲會議不是一個反荷蘭 

會議。新德里會議的唯一目的一一看了會議 

開 始 進 行 的 情 形 這 點 就 很 明 顯 — — 依 據 聯 

合 國 憲 章 助 成 在 印 度 尼 西 亞 由 璲 致 一 項 解 

决辦法，使對當事墼方最後都有利益。 

因此，理事會不但應當充分考廬新德里 

各提議，而且應該使其自己的繪諭儘量接近 

上 
八 



新德里會議深思熟廬後所得的結論。事實上 

理 事 會 理 應 如 此 做 法 因 爲 新 德 里 會 議 與 憲 

章所擬議的區域協商及區域行動的原則完全 

相符。 

我 從 這 個 立 場 ， 此 時 願 述 及 幾 方 面 ， s 

是 將 目 f j 理 事 會 決 案 本 文 與 業 經 交 由 理 事 

會透徹評譏的新德里決讒案[S/1222]比铰一 

下就可以明白的。 

^ ― , 我 認 爲 這 個 决 議 案 草 案 的 提 案 

人，尤其是—)：=‧利堅合衆國，探取主動，對目前 

理事會所遇困難指出一項可行辦法，他們的 

功櫝甚大。在草擬此項决議案草案時，曾雜 

盡 了 最 誠 懇 與 實 際 的 力 ， 但 是 應 予 注 意 的 

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决議案^案是否能爲理事 

會 多 數 事 所 接 受 ， 俾 能 獲 得 通 過 — — 此 固 

係首要考麽，無須多加解說——但在此方面 

應予注意的事項，乃係保證像本决璣案草案 

所包括的各提 i i的確是行得通的，並且是切 

合實際的。 

根 據 個 考 廬 , 並 與 新 德 里 决 議 相 比 铰 ， 

四強決讒案草案的情形如何？聯合'决議案之 

主 耍 假 定 是 估 量 可 能 搽 復 印 度 尼 西 亞 的 談 

判。當事雙方被命恢復談判，斡旋委員會的 

權力擗大若干，將協助雙方從事談判。這種希 

望可能證明是合理的。但是今晨Mr Palar所 

提出的若干論據，事赏上也許適得其5， m 

事 會 希 望 餒 其 請 並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與 斡 旋 

委 員 會 加 以 協 助 ， 就 可 以 恢 談 判 ， 這 一 點 

恐怕過於樂觀。 

ftS方面，新德里的决逯铰之遠爲槪 

括 ， 而 且 容 易 把 握 住 。 新 德 里 提 案 主 要 地 

並不依賴談判的恢復。對於將存印度尼西& 

工作的委員會，規定了明白的職務，明白的 

權柄，但 I這種職權並不以雙方實際談判倚 

形爲轉移，摺之委員會的工作也是獨立進行 

的。ft聯合决議案中，我們發現對委員會的 

指示很祓雑，遇到某階段及：!^時期的談判發 

生困難時，卽應向安全理事會^報卩嘴命。委 

員 會 在 種 時 候 必 須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報 吿 ， 並 

提具解决'^ '前困難的建^。 
我一酋還耍aft及此事，但爲淸楚起見，我 

耍請理事會注意新德里決議案[S,/】222]中所 

包含的fr:這方面是最簡單建議，而S我認爲 

是 最 切 實 際 的 建 ^ 。 
新德¥.決議案第八分段簡單明瞭地 i ft 

"斡旋委員會或安全理事會指定的其他 

機構應當狻得權力，使上述各建議fr-安全理 

事 會 監 督 之 下 實 施 該 委 員 會 應 按 f ï ; 耍 隨 時 

向理事會提具報吿。" 

我建璣理事會應卽考慮，能不能&聯0" 

决議案草案變得簡單些，使其多包含我所引 

新德里提案的現實用葸。 

於此我要論到聯合'决議案草案[S/1219] 

第三段。我必須說明，我把該段的規定仔細 

誦 a 了 好 幾 次 ， 還 不 ^ 得 t : 完 全 明 白 和 可 以 

資施。首先我們有恢復談判的建議案，我a 

經說及了。但是，假定談钊已在進行，將是 

怎樣的談f l j?第一將是依據Lmggadjati及 

Renville協定的原刖,也許還有去年九月所提 

出的所謂Cochran協定。我們又談到" 

尤其須依據（甲）臨時聯邦政府之建立不《〗* 

遲於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 

其中包括一旬限制句子，說嗨時聯邦政 

府"應有印度尼西亞的内政權。"這項規定假 

定在臨時政府的成立日期獲得協議的時候， 

應同時瘘得關於嗨時政府權力的協議。m有 

閽於嗨時攻府成立日期的協議，而無閼於該 

政府之權力的協議，那就垒無君義。我遼耍 

職賴討論。 

第三（内)分段規定選舉完成日期，第三 

段（丙）分段規定主權移轉的日期，或者說預 

期的日期。這一段使我感到極大困難"IStè 

在上述（甲）（乙）（丙)各分段所指各項日期之 

前一月猶未港致協議，委員會 應立時向 

安 全 理 事 會 報 吿 ， 並 提 出 建 。 " 

這 種 序 我 認 爲 一 點 也 不 淸 楚 。 我 很 希 

望孩决議案草案的提案人能有機會把S項規 

定的用意aft明，下。 

新德里決議案sft得很明白，成立臨時聯 

邦政府時引致最後解決的全部起點和某礎。 

在某種意義上，一切都以嗨時聯邦政府的職 

權 爲 依 歸 。 根 據 此 種 觀 點 ， 選 舉 日 期 與 移 , 

-丄權的日期，對於我所認爲問la的核心祇是 

次要而已，邪就是臨時聯邦政府内權力之分 

配，以及通渡期間荷蘭主權之限度。 

依據聯合決譏案草案的規定，斡旋委員 

會的任務是否傅爲向安全理事會報吿5<獲1" 

或未璲得成立嗨時聯邦政府日期的協,n ？關 

於成立臨時政府日期問超行將舉行談判的事 

實何以不能同梂表示——事實上，我想這是 

不可 s辯的——鬮於嗨時政府的權力問題至 

少已綞獲致某種協議，或預期某種協^？換 

句話說，依三個階段劐分委員會向安全理& 

報 吿 及 提 具 建 的 任 務 之 辦 法 ， 我 認 爲 是 旣 

不II然，亦難於實施。 

我想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心裏都明白，早 

先a經分螢過一項提案，並已經通充分的討 

論,根據該決議案，如果不能镀致協 i l，委ti 

會應於三月一日左右向理事會呈報。但是， 

究 寬 是 甚 麼 協 ^ ？ 根 據 此 項 先 前 提 出 的 提 



案，係指成立臨時政府及其一切連辖事項的 

協議，那就是說，該政府的職務與權力，以 

及相因而生的選舉與移傅主權的日期，或大 

約曰期。我認爲那是比較容易理解的建議， 

較之目前决議案草案所包含的提議更與實際 

情相符。無論如何，我已經建議通，或者應 

該給一個機會來閬明第三段的意思及用意， 

尤其是該段的後一部份。 

我現在想略談其他兩項重要規定，這兩 

項 規 定 在 新 里 決 議 案 中 極 爲 明 白 妥 善 ， 不 

幸在聯合決議案草案中旣不淸楚，又欠妥备。 

第一項是關於今後在共和國地區内勢將發生 

的經濟情"，第二項是關於荷蘭軍隊及荷蘭 

當局從其目前所佔ffi依一九四八年一月協定 

劃歸共和國的區域撒退。 

sa於經濟方面，我知遒對於聯合決遴案 

草案第四（己）段已有一項修正案分螢各理事 

[S/1230]。 

若是我的了解正確，這個修正案與原案 

[S/1219]的唯一區別就是增加下述規定"委 

員會的建議可以包括爲行政工作之順利進行 

及該區域內人民經濟輻利所必耍的經濟措施 

規定 " 

我承認铰之原提案這是一大改進，也許 

這是理事會關於此事的共同意見。可是，我 

覺得這項規定的措詞節就鬆懈，恐怕印度尼 

西亞共和國代表或恢復其正當機能的共和國 

當局都不能認其爲满；t。印度尼西亞之荷蘭 

當局處理共和國區域與印度尼西亞其餘《"地 

及國外間經濟蹦係之锆果非常厳—茧，所理 

事會在目前務必對荷方的行動作一非常明確 

的規定é假若荷蘭再度锒得機會來躯逭共和 

國，使它處於極端經濟困難的地位，削弱其 

權力，使它不能以同等的當事國地位進行談 

判，想來荷蘭是不會放棄這樣的機會的。 

因此，我建議安全理事會應當再？T一若 

新德里決議在這方面的规定。新德里决議案 

笫二(了）分段中提出槠短的建讒，卽-"荷蘭 

當局加諸於共相國貿易的一切限制應該立ffï 

撒除"。此項限制̶̶亦許沒有這種用心，但 

其效力則等於禁止通商的限制̶̶乃是去年 

共*J國陷入經濟困難的原因，這是安全理事 

會目前應該注親及蹦切的問題。在我看來， 

理事會假如願意把目前聯合決議案草案第四 

(己）分段所建議的一語包括進去，似乎可a 

考廬一下，能否再進一步完全確定地建議取 

涫一切無理限制一一或可以其他名稱呼之 

"絕對限制"或"禁止通商"——這些都是荷蘭 

當局毫不講理地加諸於共和國賈易上的。 

我耍談的箩三點是撒軍問題。我們用不 

着多 i«這件事是如何踅要。這是一件衆所週 

知 的 明 顳 事 實 。 我 們 在 擬 定 聯 決 議 案 的 案 

文，並設法求最大限度之協議時，撤軍問題 

至少巳被擱在不重要的地位，這是頗令人失 

望的。事實上，在整個決議案单案的最後《 

分段"I之一纔找到略爲提及撒軍的地方—— 

就在這兒也不能發現毎個人都知道其意義的 

"撒返"宇樣，那就是無理地進佔共和國地 S 

之荷蘭軍睐的撤退。 

聯合決議案草案的案文顳然是很小心地 

草就的，也是極端謹惯地草就的。它自然未包 

含完成撒軍的時限一旣無早日撤完的時限， 

甚=？久遠一點的時限亦沒有。這一點我們不 

難了解，或許是爲使安全理事會通過決議案 

— - 此 點 顳 然 是 理 事 會 目 前 想 完 成 的 任 務 一 

日期的載入，卽使是大約的日期，或者是一 

個晚ÎS的日期，是辦不到的。不過我們亦應 

當 從 共 和 國 被 佔 區 人 民 的 立 場 來 看 這 個 問 

題，有如Mr Palar今晨很恰當地指出的。這 

褢擺着一個决議案，從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發 

出來的，目的是fr:處理一個對於那些人民及 

當局比较在JÉ的任何人更爲實際及切身的一 

個問題。 

對於這樣一個'决議案，他們主要地耍找 

尋什麼？他們期望於安全理事會的是甚麼？ 

我想主要地——我相信這是不可否IS的—— 

他們要尋求並且希望找到一個顯明的指示， 

究:è安全理事會對於恢復他們自己區域內的 

權威，及荷蘭當局與其權威之象徵的荷軍撤 

退問題的意見如何。決謠案草案屮包括了一 

項依據當地委員會之建議將政權逐步轉移與 

Jgft國的規定，這是一個極好的意思。這是 

—項最有惯値的建議，提案人可以成覺满意， 

因爲據我所知，很多方面都已表示接受這個 

意見。 

但如安全理事會在這方面莧不能完成铰 

目前決議案屮所載的更爲確切的規定，那麼 

究克用意何在，至少在安全理事會內以及& 

當事國間應該有個諒解一一縱便這種用意不 

能載於决譏案內。反過來aê,安全理事會旣 

顧到决議案草案最早列截的其餘方案，就不 

會願望在荷軍佔領下完成選舉，除非爲維持 

法律與秩序起見，雙方達成協議在若干地點 

保留此項軍隊，但是這種可能性極少。以我 

本人而論，我接受 M r Palar今晨所發表的 

聲明，那《^是如不遷延貽誤事機,共和國本 

身能夠適當地履行維持法律與秩序的任務。 

無論如何，安全理事會覔預期本决議案 

所載極普泛方案之第二階段，卽於一定日期 

完成選舉一事，能在目前軍事佔颌的共和國 



區域內進行完fife,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所 

« 闌 於 這 一 點 ， 我 的 結 論 是 決 議 案 中 如 果 

不能載入更確定的辦法，安全理事會s"理事 

方面如果覺得可以，而El願意聲明他們的了 

解，卽第四（己）分段的用意是一切有鬭地 

區的荷蘭軍隊(不僅荷蘭當局)應於選舉完成 

之日撤退。這至少是一個有用的舉動。 

上 述 點 我 認 爲 是 安 全 理 事 會 把 自 己 的 

'决議案草案與新德里通過的決議案作比較時 

所應注意的主要事項。我認爲理事會應重親 

下 述 事 實 通 過 新 德 里 決 謠 案 的 會 議 係 根 據 

聯合國原則而進行的，這個會議深覺如對於 

印度尼西亞情勢不;1照聯合國憲章原則加以 

適 當 調 蔡 則 對 該 代 表 的 本 國 內 將 來 可 能 發 

生的任何情事，都負有重大責任。 

最後，我要論到與'决議案本身無繭的一 

點，但因理事會其他理事無疑地已注意到， 

我想得到一些關於這件事的情報。在安全理 

事會上次會議所分發的文件屮，我注意到锌 

旋委員會遞送理事會一項通訊，其屮有關與 

現在被拘禁於共和國若干地方的共和國領袖 

之來往文件J i t及理事會在上星期某次會議 

[第四。一次]中亳無疑問地通過的關於促成 

共和國代表訪問成功湖的建議。假若可能， 

我想請問荷蘭代表，除了委員會目前所僅有 

的資料之外，有無可以補充的情報。依據這 

些文件，委員會已經知道閬於促成共相國代 

表前來成功湖之便利，荷蘭方面尙未作有任 

何决定。這大約是一月二十五日的愔報。 

荷蘭當局現在也許巳能發表其決定。縱 

係如此，這種遷延已是相當嚴重的事件，因 

爲共和國代表所需要的便利等於是安全理事 

會的耍求。我相信珲事會一定願;1齄到荷闞 

代表的解释。 

我目前耍iS:的話吿一段îS。閟於理事會 

目前之聯合決議案草案如有其他修正提出， 

我保留苒度發言的權利。 

主 席 理 事 會 現 將 散 會 ， 將 於 午 後 三 時 

艇攛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午傻一時歆會。 

第四百零五次會議 

一九W九年一月二十七a星期 

千後三時在*i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General MCNAUGHTON (加拿大)。 

出 席 者 下 列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 加 拿 

大、屮國、古巴、埃及、法蘭西、那威、鳥克蘭蘇 

維埃社會主義共相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議 亊 3 程 輿 第 r a 〇 T O 次 會 議 同 [ S / 

Agenda 404]。 

四.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經主席進精，漢大利亞代表Mr Hood, It 

利 時 代 表 M r van Langenkove,细勻代表U So 

Nyun，印度代表‧SV BenegalRama Rau,^§i代表 

Mr van Roijen, ^ 侓 賓 代 表 M r 2̂《/«，印度尼 

S 亞 共 和 圃 代 表 M r Palar均就安全理亊會 

眸。 

主 席 依 照 向 例 ， 安 全 理 事 會 理 事 發 言 

採用次第傅譯，其他發言人則均用卽時傅譯。 

U So NYUN (緬甸）鑒於中國、古巴、《j5 

威及美利堅合衆國四國代表提出於安全理事 

會之決議案所造成的局面，本人茲代表緬甸 

聯邦政府再作一項聲明。 

我耍提出的聲明是以一個重大事件爲背 

景，那就是最近在新德里舉行的印度尼西亞 

會議。我們對於此次的會謠，由於下列事實 

而 益 增 繭 切 敝 國 璁 理 一 月 多 前 — — 確 切 地 

就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致面印度總 

理尼赫鲁，其屮除對荷蘭的侵赂行爲及印度 

尼西亞領袖的被捕事件表示震恐與憤慨，並 

對尼赫'"S對於這些事件所發表的公開聲明表 

示擁謹外，還建議印度應該發動立時召開反 

對荷闥'侵略各國的會議，尤其是亞洲S"國， 

討論援助印度尼西亞人民英勇抗鬭帝國主義 

的侵略所應採取之步驟。敝國總理並表示， 

緬甸對於所決定的任何辦法均願充分盡其職 

責。因此，敝國政府得出席參加最近舉行之 

新德里會議，並參預通過一月二十二日的決 

議案，深感快慰。此項决議案的副本，安全 

理 事 會 現 巳 接 到 [ S / !
2 2 2

] ,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並 

曾慷慨地說及這是傲得尊重的一個文件[第 

四〇三次會議〗。 

今B散會前最後發言的澳大利亞代表， 

對新德里决鵰案作了一個很資明的分析。他 

進一步將新德里決議案及目前的決議案草案 

作了一個極有益的比较研究。我願步彼後廑， 

促請安全理事會在目前討論的聯合決議案草 

案之最後形式中採入新德里'决議案草案内極 

多旣富建設性而又極温和的提議。 

在這件任務中，安全理事會幾位理事發 

言的態度與內容，給我很多鼓勵。英聯王國 

代表的意見令人十分快慰，他說聯合決議案 

草案提案人及參加新德里會議各國處理這個 

問題的態度原極相同，所循的途徑也很一致， 

事實上兩者之間在最初並無基本之不同，原 

则上都認爲荷軍必須撒退，並認爲在外國軍 

隊佔倾之下舉行選舉是不對的。；S見分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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