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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锂 事 會 

第 七 百 七 十 八 次 會 議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3星期一午後三時在紅约^ft 

主席：Mr. H. C. LODGE (美利堅合家國） 

*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中國、哥侖 

比亞、古巴、法繭西、伊拉克、菲律賓、瑞典、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顚及北愛爾繭聯合王國、 

美利堅合荥國。 

臨時議程（S/Agenda/778/Rev.l) 

~ ' . 通 過 議 程 0 

二.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法繭西代表關於蘇伊士 

運河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安全理事會所據 

有事項表中之第二十八項目）(S/3829)。 

向返任主席致謝 

―.主席：在我們通過議程之前,我願向安全 

理事會前任主席聯合王國代表Sir Pierson Dixon 

表示謝意。我覺得他主持理事會會務的情形十分値 

得欽佩。他任主席，處事爽快有方，堪稱模範,本人 

相信向他祝賀申謝,係代表全體同仁而言o 

二. Sir Pierson DIXON (聯合王國）：多承主 

席過獎,本人十分感謝。 

通過議程 

三. 主席：理事會要研究的第一項事是通過 

議程,蘇聯代表要求就這一點發言。 

四. Mr. SOBOL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蘇聯代表圑礙難贊成法國代表的再在安全理 

事會討論蘇伊士運河問題的要求。下面便是我們的 

理由，我準備簡短地說一說。 

五. 大家知道,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曰埃及 

政府發表了關於蘇伊士運河及其管理安排的宣言 

ÇS/3818〕。該宣言符合一八八八年公約1及聯合國 

1 ̶八八A年十月二十九B在君:ta丁堡听謂fâSftt通海 

憲章，反映了安全理事會於-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曰 

理事會决議案〔S/3675〕內核定的著名的六項原則。 

六. 宣言內所載使用運河的條件旣充分顧及了 

一切運河使用國的合法É益，又不損害埃及的主權 

權利。該宣言已由埃及政府向聯合國登記，因已具 

有國際文書的地位o 

七. 從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安全理事會 

〔第七七六次及第七七七次會議〕討論埃及政府宣言 

的情形看來,可見若干國家對該宣言雖然不無評論， 

但該宣言實構成解決蘇伊士運河問題的公平合理基 

礎。 

八. 後來的事實果然證明,埃及政府宣言內所 

載運河使用條件大體上是世界各國所能接受的。現 

在蘇伊士運河已經暢通船隻,毫無阻礙,爲世界各國 

謀福利o 

九. 在這種情形下，蘇聯代表團覺得所有愛好 

和平的國家皆應盡力避免挑逗圍繞蘇伊士問題的國 

際情勢，而應當遵照聯合國憲章的規定表現必要的 

合作精胂。 

一〇.因此蘇聯代表團認爲殊無再行辯論蘇伊 

士問題的理由，尤不宜以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曰法 

國代表來函〔S/3829〕中提議的方式出之。重新在 

安全理事會討論蘇伊士問題,顯然不但不必要,而且 

觝會在近東及中東引起爲和平計應當極力避免的糾 

紛。 

一一. 爲了這些理由,表决通過議程時,蘇聯代 

表圑準備棄權。 

一二. Mr. PINEAU (法蘭西）：在論到問邇 

的實體以前,換句話說,在列舉法國政府函中所提出 

的理由以前,我想吿訴蘇聯代表,我認爲他未免有發 

言過早之嫌,因爲他並不知道我所要說的理由。要 

是他等一等的話,他就不致於說我有偏見,不致於加 



我以毒化空氣，加重國際緊張局面的罪名了。將來 

均辯論自會證明那决不是法國的打算。 

一 三 .Si r Pierson DIXON (聯合王國）：在 

四月二十六日那次會議末尾，本人曾經聲明,對於一 

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的埃及宣言，本人可能還有 

意見發表，故要保留本人在理事會下次會議再詳細 

申論的權利 c由此顯見,我們決不認爲埃及宣言,像 

蘇聯代表所說的，已經結束了蘇伊士運河問題。因 

此本人準備投票贊成通過議程。 

— 四 . 主 席 ： 現 在 表 決 通 過 議 程 。 

舉手表決。 

赞成者：澳大利亞、中國、哥侖比亞、古巴、法繭 

西、伊拉克、菲律賓、瑞典、大不列顚及北愛爾繭聯合 

王國、美利堅合家國0 

反對者*‧無。 

棄權者：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舐《 "十票對零通遢,棄權者一。 

—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法蘭西代表關 

於蘇伊士運河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 

函（安全理事會所據有事項表中之第 

二十八項目）（S/3829) 

一五. 主席：大家當還記得，一九五六年十 

月及本年四月間理事會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埃及 

代表均曾被邀列席。倘如理事會同意，別無異議,本 

席準備邀請埃及代表參加理事會關於這個問邇的討 

iSSo 

經主席邀請,埃及代表Mr. Omat Lautfi就 

理事會舐席。 

一六. Mr. PINEAU (法蘭西）：自從法國政 

府決定再向安全理事會提出蘇伊士運河問題以後， 

有人便對這一行動加以種種曲解。我準備略予闢駁， 

然後再申論我們此舉的崇高的眞正動機。 

一 七 . 我要首先表明，我們此舉原則上决沒有 

重提我們同埃及政府的長'久爭執的意思。我也不準 

備再提開羅對北非,尤其是封阿爾及利亞的態度。讓 

我們暫時不管因運送武器給叛黨，開羅無線電攻擊 

法國及埃及屢次干涉純粹是我們的內政事務所引起 

的問邇。那是另外一個問題而且安全理事會已在審 

議中。 

—八.大家將來會明白，我們今日提出的問題 

決不祗是兩國之間的爭執。雖然單是法國決定把這 

個問題提交理事會，可是法國此舉無論現在或是將 

來都關涉許多國家，尤其是那些對公道與正義仍具 

信心的國家。 

一九.再者，法國此舉也決不是爲它自己製造 

口實，以便規避聯合國將來關於阿爾及利亞可能採 

取的決議或建議。 

二〇.假如阿爾及利亞問題再提到理事會來， 

我一點也不懐疑各位會有怎樣的決議，我相信對那 

個決議我國一定沒有援用否決權的必要，雖然我國 

從來便沒有像別國那樣濫用那項權利。 

二一. 假如那個問題提出於聯合國下屆大會， 

我們只須堅持我們的一貫立場就够了,換句話說,憲 

章本身便定有不得干涉我們的內政的保障。 

二二. 現在的蘇伊士運河問題與那種態度絕不 

相干。 

二三. 有人說法國政府之訴諸安全理事會係爲 

其內部政策的動機所促使。我們的內部政策沒有對 

外說明的必要，若不是爲了便我們的行動的意義沒 

有被曲解或眨低的餘地，我就不屑提及那種論調而 

加以駁斥了。 

二 四 . 其實，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對於各位理 

事和對於我們的重要性均遠非我們一時的內政問邇 

可比，所以誰都不該誤解我們的用意。至多不過可 

以說，法國全國輿論——除了早晚都與家不同的共 

産黨人外一對於聯合國的多少搖動了的信心有持 

恢復而已。 

二五. 讓我們談一談此次辯論的眞正目的,這 

在我們心中是十分顯明的。我們必須決定聯合國是 

否又要對兩種國家適用兩種規則：一種國家基於傳 

統及信條尊重聯合國的决議甚至建議，另一種國家 

大胆無視聯合國的決議,但從未遭受任何制裁o 

二六. 我以前已在大會說過，我們遅早總要作 

一不可避免的抉擇：或則憲章所定的規則對世界各 

國一律有效,一律適用,毫無例外——那樣聯合國便 

是一個具有眞實而且不可爭辯的權力的組綞；否則 



我們就必須承認有兩個標準，視此方或彼方有無善 

意而異其適用。那樣我們便不能希望聯合國保持它 

的權威,我們就應當修改憲章饞是。 

二七. 徜如我們意圃規避,不作此一抉揮,我們 

可以斷言那些尊重國際法的國家的權利——除另有 

其他方法伸張其權利者外——便永遠不能對抗那些 

不肯遵守共同規則的國家的片面決定。 

二八. 那種局面對於和平的危險還需要我們强 

識嗎？ 

二九. 法國在遒當的時機自將提出它關於改革 

本組織的具體提案,把聯合國的任務作一明確的規 

定。 

三〇.但是,我不想多討論一般問題,因爲我們 

須要辯論埂時情勢所引起的闢於蘇伊士運河通航的 

具體問題。不過，各理事自然可以看出這個問題同 

我剛才急於吐露的思慮顯然有關。 

三一.我不準備再談埃及把蘇伊士運河收歸國 

有,從國際観點來看,是否合法的爭論。瞒於這個問 

題講的話已經够多了，法國並沒有要改變它一再申 

明的意見的理由。我只準備提一提一九五六年八月 

運河使用國絕大多數通過的那些旨在規勸埃及接受 

國際管制的决議案，以免大家忘記t»那個解决辦法 

一定可以解決一切困難，適合大家公認的埃及人民 

的利益，一定可以恢復對於運河的安全的信心並且 

助成蘇伊士運河的發展計劃,使它眞正成爲所有國 

家皆得使用的水道。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第七四三次會 

議〕,安全理事會十一倜理事國中便有九國贊成那個 

辦法,但是蘇聯的否決票不幸把它葬送了o 

三三.因爲我不願辰費時間於咎責旣往，所以 

我準備以該決議案內被一致通過的那一部分爲我的 

議論的出發點。那一鄧分訂定了蘇伊士運河問題的 

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須遒守的六項原則。我準備把那 

六項原則唸一遍,雖然我相信各位自必仍然記得： 

" ( - ) .運河應自由通航，不得有公開或 

暗地歧視,此點包括政治及技術方面在內； 

"(二).埃及之主權應予尊重； 

"(三：)運河之經營管理應不受任何菌家政 

治之支配； 

"(四：).規定通航費及其他費用之方式, 

應由埃及與使用國以協議決定之； 

"(五)收入之通當部分應撥供發展之用； 

"(六)遇有爭端時，蘇伊士運河公司與埃 

及政府未能解決之事項,應由公斷解決J須有 

逋當之任務規定及淸償應付費用之適當辦法。" 

CS/36753 

三四.討論及通過那個决議案的時候，埃及代 

表也在場,我不記得他提出了任何重大異議。 

H E . 有 人 也 許 要 對 我 說 ， 一 九 五 六 年 十 月 十 

三日之後,發生了新的事故。那是不容否認的,我也 

不打算装作不知道以色列和埃及的衝突，聯合王國 

和法國如何捲入那次衝突是各位都淸楚的。從那次 

衝突,我得了兩項結論。第一,關於這一點各位之中 

容或有人未必同意，卽我們在那時候斷送了一個以 

所有有關方面看來均稱公平満意的辦法解决蘇伊士 

運河問題的機會。第二,這一點是無可爭辯的,法國 

和聯合王國那時候立下了一個它們今天有權可以援 

引的榜樣，那就是它們在停火之是否合宜尙有可議 

的時候，尊重聯合國，立卽接受停火的建議,並且隨 

後無補償地放棄它們旣得的優勢。 

三六. 我看不出如何能以那次事件爲口實，說 

十月十三日的决議案今曰已經作廢，何況那個決議 

案對所有運河使用國都有效力，不僅封法國和聯合 

王國有效而已。 

三 七 . 按理蘇伊士運河淸掃後，埃及就應當以 

六項原則爲基礎與使用國展開談利以便决定實施這 

些原則的方法。我們固然不存幻想,以爲這樣一來在 

世界的那一鄯分便可以達到一種符合我們的公道觀 

念及和平利益的解决方案，但是我們至少以爲安全 

理事會全體理事一致通過的決議總該受重視才是。 

S A . 可 是 我 們 今 天 所 面 對 的 事 實 如 何 呢 ？ 埃 

及政府的宣言，由實際證據看來，不管怎樣說,同一 

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決議案殊不符合。 

三九.同時美國政府在開羅的行動對於宣言的 

案文也沒有能够得到多大改進。 

四〇.法國常任代表Mr. Georges-Picot已於 

四月二十六日〔第七七六次會議〕向理事會確實地指 

出了埃及宣言的缺點和宣言同决讒案中所載六項原 

則«觸的地方。 



四一*徜如我們從宣言中摘出幾偭要點,加以 

客観研究，我ffî便可H看出它同十月十三日理事會 

的决議相去多遠了。 

四二. 決議案的第一項原則是無保留的通航自 

由。埃及說它,'在一八八八年君士但丁堡公約的範 

圍內並依照其規定"維護此項自由。這個表面上看來 

無害的保留,除了表示埃及有意曲解一八八八年公 

約、說它准許埃及得以不讓任何一國的船隻通過蘇 

伊士運河外，還能有別的涵義嗎？不要忘記安全理 

事會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的决議〔S/2322〕已經正 

式規定不得有這種事實上讓埃及隨意歧視任何一個 

使用國的解释。 

四三. 無論如何,第三項原則重申了一九五一 

年的決議,因爲那項原則說運河之經營管理應不受 

任何國家政治之支配。我相信我們在制定那項通則 

的時候决沒有把埃及作爲例外的意思。在這種情形 

T,我們倒要知道埃及宣言第二段所說一切有闢國 

家均須遒守憲章及聯合國之原則與宗旨，究係指何 

種情勢而言e 

四 四 . 大家應該明瞭，假如安全理事會有對此 

種事項表示意見之植，任何一國就不能妄稱這是它 

自己的權利 0 這一點是要請埃及閣明»。 

四五. 第四項原則涉及通航費。埃及宣言胝規 

定除經談判另有決定外，通航費數額之增加不得超 

過現額百分之一,談判如不獲協議,當事國得訴諸公 

断》此項規定的空洞可謂無以復加。它沒有指出如 

何進行談钊及何國可以參加，也沒有指出公斷廬有 

的程序及制裁辦法。假如明天埃及决定把通航費提 

iSTS分之二十,三十或五十,我簡直看不出有誰可以 

反抗,也看不出這種反抗可以採取何種具體方式。 

四六. 第五項原則蘭涉將收入之一部分撩供發 

展之用的問厘o在這方面,埃及宣言沒有袷使用國 

—點保證 

四七. 第六項原顯然是指瞎償前蘇伊士運河 

公司而言，但是闢於此事埃及宣言只袷純粹理論性 

的保證,它說這個問邇"除非有闢方面另有協議,m 

依照國嚓慣例交付公斷～關於安全理事會所定的公 

断法庭的權力與任務，這一段以至其後各g:都沒有 

一言道及。至於"淸償應付費用之遒當辦法"，我們 

也看不出那裏有這種規定》 

四八. 最後，闢於埃及宣言第六段所說遇有爭 

執時訴諸國際法院一事，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埃及是 

否準備簽署根據法院規約必須有的接受聲明。關於 

這一點的明確說明似乎決不可少。 

四九. 我不打算再多分析埃及的宣言，因爲以 

前在理事會上早已有人分析過了,任何人都可以查 

閱法國常任代表的"述。 

五〇.這篇宣言之所以嚴重倒不在它的內容, 

而在於它的性質。片面的解決蘇伊士運河問題的辦 

法是不可想像的；無論把宣言向聯合國秘書處登記 

與否，埃及都可以隨時將其收囘。擺在我們面前的 

是一項沒有廢除的國際條約和一項必須執行的聯合 

國決議。沒有適當的多邊談判就可以修改或解釋那 

個條約，研究如何實施那個決議嗎？顯然是不可以 

的。 

五 一 . 講到這裏,有人也許就要說,埃及宣言只 

是暫時性質，與談，議定的蘇伊士運河問題解决方 

案的確定性不同。換句話說,就是要我們耐心等候, 

料想使用國終必得到較好的保障，在此之前只好信 

賴埃及的誠心與善意。 

五二. 法國有一句格言：暫時者最能持久。使 

我們最覺可盧的正是這一點。各使用國不顧法國的 

反對現已決定讓它們的船隻使用蘇伊士運河,有"保 

留"地向埃及當局繳納通航費。但是耱續聲明保留到 

何時爲止呢？直到年深日久，案卷紀錄被塵土埋起 

來的時候。 

五 三 . 使埃及覺得它可以建立一個可疑的暫行 

制度是沒有甚麽好處的，因爲那就要鼓勵它故意拖 

延,不去追求國際協議,而唯有國際協議饞是恢復中 

東安全空氣的辦法》 

五 四 . 至於使用國催促趕早進行談判一點，除 

了通過聯合國施用這種鹰力外還有别的途徑嗎？今 

天法國把這個問癍提交安全理事會，請理事會儘早 

發動談判,便是在施用這種壓力,等到從事談判的時 

候,我們自將共同研究,以期依照六項原則來解决蘇 

伊士運河問題 

五五. 由此可見，法國不過是要求理事會遒守 

理事會已經通過的决讒。担筢這個要求就是推翻理 

事會的決議。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的投票常常不兔 

以一時的政治考盧爲轉移。但是我們如果一貫地不 



靡法律正義或者朝三暮四不講信守，我們就要有毁 

壞聯合國聲譽的危險。 

五六. 聯合國現在受世界輿論批評甚烈0本人 

於此次發言之初曾經强調恢復世人對於聯合國的信 

心的必要。今天便是恢復這種信心的一個機會，希 

望理事會愼勿鐯過。 

五七. 主席：倘蒙希望在此次會議發言的理 

事同意,本席現在擬請埃及代表發言,以便理事會知 

道他的,意見。 

五八. Mr. LOUTFI (埃及）：在討論問題的 

實體之前，我必須承認我國代表團對於安全理事會 

此時再度開會繼纘討論蘇伊士運河問邇，很感驚異。 

在大約兩個星期以前,理事會已經討論了這個問題； 

當時毎個代表圑都有機會採取立場，發表聲明來解 

釋它的觀點與意見。法國代表圑，正如其他代表圑 

一樣，利用了那個機會。因此現在理事會又開會來 

重新討論，我們不能不覺得驚奇。試問這兩星期究 

竟發生了甚麽嚴重事情不能不再來開會討論？我看 

自從上次會議以來最重要的事情似乎就是我已經報 

吿了理事會的消息一蘇伊士運河已經完全恢復通 

航，若干最重要海運國家的許多船舶都在使用那條 

運河o 

五九. 事實上,我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曰 

理事會會議〔第七七六次會議〕說過,我國政府已以 

十分欣慰的心情奉吿國際社會，蘇伊士運河現已恢 

復正常航運,往來無阻,一如往昔,成爲溝通各國的 

É路以利於和平及繁榮o我國政府對於那些幫助運 

河恢復正常情形的國家與人民並曾表示感謝之意, 

對於聯合國之努力使運河a速掃淸障礙尤爲感激。 

六〇.自那時起,船舶往來便已恢復正常,埃及 

運河當局確能保證運河暢通無阻，一如該當局自一 

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起直至埃及被侵期間雖曾遭 

受現在無須再講的百般阻撓，仍然能够保證運河暢 

通~"1樣。 

六一.事實上，自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至 

四月底,共有船舶三一三艘使用蘇伊士運河；自五月 

一曰至十七日共有三〇九艘使用運河，其中計有英 

國船九艘,挪威船五十艘,賴比瑞亞船五十艘，義大 

利船一一二艘，荷繭船十五艘，巴拿馬船三十七艘， 

德國船六十六艘，美國船八艘，瑞典船十七艘,蘇聯 

船四十六艘,丹麥船十三艘，希瞰船四十一艘，埃及 

船十六艘,曰本船十五艘,哥斯大黎加船二十四艘, 

西班牙船十一艘，印度船二十二艘，洪都拉斯船兩 

艘,比利時船十三艘，波繭船八艘,南斯拉夫船七二 

艘，芬繭船七艘，黎巴嫩船十艘,阿比西尼亞船四艘, 

土耳其船三艘,捷克斯拉夫船兩艘，保加利亞船四 

艘，匈牙利船及叙利亞船各一艘。 

六二. 五月十八日星期六共有船舶三十七艘使 

用運河，計義大利船十一艘，瑞典船一艘,荷繭船三 

艘，日本船兩艘,英國船三艘,德國船五艘,芬繭船及 

埃及船各一艘，希腿船三艘，美國船一艘,賴比瑞亞 

船兩艘,阿比西尼亞船一艘,巴拿馬船一艘,丹麥船 

~"艘,挪威船~"*艘o 

六三. 請理事會恕我舉出這些數字，但是我相 

信理事會知道了運河通航的情形,不爲無益。 

六四. 從以上所說,顯見蘇伊士運河已經完全 

恢復正常,世界上各大海運國的船舶都在使用它。這 

便是»會上次會議後最重要的一件事。運河當局 

盡力便利船舶的通過,以維便利國際貿易,促進國際 

社會的繁榮。 

六五. 誰也不能否認運河當局管理運河十分妥 

善。代表聯合國主持淸掃運河事宜的General 

Raymond A. Wheeler最近卽曾本着他和運河當局 

人員共事的經験,對國際報界盛讚運河當局。 

六六. 甚至那些不完全同意我們的主張並認爲 

埃及宣言未能完全满足安全理事會所定六項原則的 

代表圑,也相信埃及所提議的制度,應有時間加以考 

験，然後才可以對之作最後判斷。例如美國代表圑 

便是如此,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Mr. Lodge在 

我們上次會議〔第七七六次會議〕上,便提出這種意 

見。 

六七. 自那時起直到現在，，從沒有人對於管理 

運河的埃及當局提出任何控訴。因此我國代表画對 

於法國政府之致函理事會主席要求開會重新討論這 

個問題,深感驚異《 

六八. 聽說法國政府所以再度提起蘇伊士運河 

問題，所以不得不採取這種態度，是爲了內政上的 

理由。這是一般報界,尤其是法國報界的解釋。例如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星期五世界報（Le Monde) 

說 ‧ 



"Mr. Pineau...擬請安全理事會要求埃 

及以六項原則爲基礙與蓮河使用國展開談判； 

DÉ府〕希望藉此至少迫使其他國家採取明確立 

場。 

"於是在過激黨事件及徵稅問題之外，現 

在又添上了對蘇伊士問邇的一項新動作，不過 

這次與其說是對外的，勿寧說是對內的來得正 

確。此舉會不會增加內閣危機呢？" 

六九.由上面所說，其必然結論便是安全理事 

會現被用來解決法國內政上的困難，把視線集中在 

蘇伊士運河問題上的目的不過如此。試問這種態度 

對於解決國際爭端有沒有用處，會不會增加安全理 

亊會的威望？我把這個問題留給各位理事判斷。 

七〇.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那次會議， 

我已經說明了我國代表画對於這個重要問題的立 

場。我仔細讀了法國代表來函所附的公報〔S/3829〕， 

也聽了法國外交部長的陳述。 

七 一 . 公報內說運河問題的解決辦法與安全理 

事會在其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決議案內一致通過 

的六項原則大相徑庭。今天Mr. Pineau對我們說 

埃及宣言與那六項原則不合。我想Mr. Georges-

Picot 說的是它違反了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的決 

議案。 

七二. 我在理事會四月二十六日會議中曾經說 

過一恕我重馥一由埃及外交部長爲請求登記那 

個宣言致秘書長函可以顯見，那個宣言是埃及爲了 

履行其依一八八八年公約所負義務而提出的，該函 

並稱據埃及政府的了解，安全理事會於一九五六年 

十月十三曰通過的決議案正符合埃及代表對理事會 

的陳述c 

七 三 . 我們因此認爲這個宣言符合那件決議 

案，符合那六項原則，甚且符合其中最困難的一項， 

卽關於運河業務管理應不受任何國家政治影響的第 

三項要求。宣言同那項原則完全一致。這從蘇伊士 

運河公司收歸國有後，埃及決定將其交袷一個預算 

獨立的自主機關，卽蘇伊士運河當局管理一事卽可 

看出。 

七 四 . 並且依照宣言第七段的規定，埃及政府 

承認過有關於通航費,運河法規的修改,歧視或違反 

運河法規的控訴,應依公斷原則解決,埃及政府復於 

宣言第九段內同意因一八八八年公約或宣言而起的 

爭端或異議,應依照聯合國憲章解決之。 

七五. 再者,第九段(b)規定該公約各當事國關 

於公約條款的解釋或其適用，如有歧見,未能以其他 

辦法解決者，應提請國際法院處理。埃及政府準備 

採取必要歩驟以便依照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六條之 

規定,接受國際法院的强制管轄。 

七六. 最後，埃及已明確地重申了一八八八年 

公約，而此舉正如埃及外交鄯長對安全理事會所說 

的，卽所以實施第三項原則。讓我把他當時說的話 

重念~""遍： 

"第一段（c)分段旨在使所謂運河的經營 

與任何國家的政治絕緣。本國代表圑第一認爲 

這種說法頗爲不幸,且復易滋誤會,使人得以作 

種種矛盾的解釋。我們相信使運河與政洽》緣 

的最好保障是來一個鄭重的具有國際拘束力的 

諾約,其方式或者是重申一八八八年公約，或者 

是將該公約加以改訂；我ffî已經聲明過了,埃及 

政府對於兩種方式中的任何一種都可以接受。" 

〔第七四二次會議,第四十四段〕 

七 七 . 埃及作了抉擇。它重申了一八八八年公 

約。我認爲宣言內所載的保障，尤其是其中的法律 

保證，都是前蘇伊士運河公司管理運河時所未曾有 

的。 

七八. 我從£1上種種所得的結論是一八八八年 

公約的重申，宣言第七段所說的公斷程序以及關於 

國際法院的第九段(a)與（b),表明埃及已經遒從了 

第三項原則。 

七九. 再者，宣言第四段說"爲此目的,埃及政 

府歡迎並鼓勵蘇伊士運河當局與航運及貿易業代表 

間的合作",此言也充分證實了我剛才所說的話。 

八〇.至於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決議案內所 

載的其他原則，我認爲這些原則之已爲宣言執行是 

難於爭辯的。 

八一.事實上,在宣言第一段,埃及政府重审其 

尊重一八八八年公約條文及意旨的決心，故已满足 

了六項原則中的第一項的要求，卽闢於蘇伊士運河 

自由通航原則的要求。 



八二. 宣言的第三段(b),我認爲，充分满足了 

有關通航費的第四項原則的要求 a那一段全文是： 

"通航費仍照埃及政府與蘇伊士通海運河 

公司於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所締結的最近 

一次協定徵收,如在任何十二個月內須提高現 

行通航費額時，其增加額以現額之百分之一爲 

限,如須超過此項限額,應由談判決定,如談判 

不能獲得結果,應依照第七段(b)項所規定的程 

序,交付公斷"。 

八三. 第五項原則規定收入之適當部分應接供 

發展運河之用,宣言的第五段（c)執行了這項原則c 

第五段(c)規定： 

"蘇伊士運河當局將設立蘇伊士運河建設 

發展基金，以全鄯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繳入 

該基金。該基金將保證蘇伊士運河當局能有充 

分資源,以應發展及建設支出之需,履行其所承 

擔的並有充分決心行使的責任。" 

八 四 . 宣言的第八段顧及了第六項原則。 

八五. 因此，我們認爲法國代表圃所說埃及宣 

言中規定的安排與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理事會決 

議案內通過的原則大相逕庭一點,毫無根據可言。 

八六. 再者，在上次會議時理亊會中對於六項 

原則的適用問題的意見和我們的意見未盡相合的理 

事，亦皆支持美國代表當時發表的言論，卽該宣言 

"未，完全満足那六項要求",但"必俟埃及提議的制 

度經過實際考験後，方可予以最後判斷"〔第七七六 

次會議,第十及第十一段。〕 

八 七 . 我相信Mr. Harold Macmillan也在聯 

合王國下院發表了相同的聲明。 

八八. 在安全理事會第七七七次會讒,我曾經 

指出，第三項原則在其含義的解釋與將來實施的方 

法上都引起了困難。當時理事會對於六項原則固然 

意見一致，但對於實施這些原則的方法未能全部達 

成協議。再者，一九五六年十月間理事會辯論此事 

時,許多代表圑都指出此點。 

八九. 法國代表圑要是不說埃及違反了安全理 

事會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決議案還要好些。要說 

有人違反了那决議案,違反者不是別個,就是法國政 

府。甚至從法國報紙及最近出版的一些書籍都可以 

分明看出,就在法國任安全理亊會主席、在聯合國商 

談一個解決蘇伊士蓮河問邇的辦法的時候,法國政 

府便在採取準備於去年十月進攻埃及的必要步驟。 

九〇.這樣法國政府自己便違反了一九五六年 

十月十三日旨在設法於六項原則的基礙上解決蘇伊 

士運河問題的那件決議案。 

九 一 . 法國政府不從事交涉,反訴諸武力。因 

此,正如聯合國多次決議案所說的,它也違反了一八 

八八年公約和聯合國憲章。 

九二. 法國代表尙未忘記在一九五六年十月那 

次安全理事會會議與今日這次會議之間發生了侵略 

埃及之役。獨可惜他依然堅持不該抛棄那個以武力 

解決蘇伊士運河問邇的機會。因此,他一面說可借 

這個問題未能用談判解決,一面又表示他寧願違反 

聯合國憲章以解決這個問題。法國政府是安全理事 

會常任理事,它的這種態度實在是可驚的。 

九三. 然而,埃及不顧去年十月發生的一切,不 

顧它的無故横受侵襲及可怕的損失，仍然公布了一 

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的宣言。該宣言是爲了執行 

埃及政府依一八八八年公約所負義務而提出的。它 

說明了埃及政府對於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安全理 

事會決議案的了解，且與埃及外交部長在安全理事 

會對此問題所作的陳述相一致。 

九 四 . 此外,我國政府並且認爲該宣言及其中 

所載義務,形成國際文書,以此已在聯合國登記。 

九五. 最後,爲了實行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B 

決議案及其中所載的原則，埃及決心《I續實施一八 

八八年公約,埃及已在宣言內重申該公約,並將實施 

宣言本身,此一宣言已在聯合國登IE,埃及視之爲國 

際文書c埃及決心如是來維護國際繁榮、貿易、和平 

及國際社會的利益。 

九六. Mr. NU5IEZ PORTUONDO (古巴：) 

古巴代表圑已經仔钿聽了要求召開理事會此次會讒 

的會員國,卽法繭西的代表的重要陳述。 

九七. 本人於四月二十六日曾在安全理事會. 

〔第七七六次會議〕說過,我們欣悉埃及政府一九五 

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宣言內的提案，主張因運河自由 

通航,管理方式或與使用國的爭執而起的任何問邇， 

均應請國際法院或公斷法庭決定，各造皆於事前承 

諾接受國際法院或公斷法庭的決定。 



九八-我們現在評II的埃及政府宣言Mfi聲明 

此項宣言形成國擦文書,將交存聯合國秘書處,予以 

登鈀。爲了這個緣故，秘書長已將宣言作爲要案辦 

理,25速將其登鈀。 

九九.我們必須聲明,古巴代表團認爲埃及政 

府方面應當迅卽採取像秘書長的那種速a行動,表 

示遒從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六條關於接受法院管轄 

的規定。這祗要把一紙簡單聲明交存聯合國秘書長 

並由秘書長將副本分送各當事國及法院書記官長就 

够了。可是不少時日已過,我們還沒有聽說埃及政 

府满足了那項要求,而這却是實施宣言中最重要的 

那一部分之前必不可少的行動。這種情勢增加了我 

們的g盧，也使我們更其相信單靠一紙簡單宣言恐 

不足以使全體闢係國家覺得它們的合法權利與利益 

有了保障。 

一〇〇.對於蘇伊士運河問題，古巴代表團的 

立場始終不變。我們堅守我國在國際問題上所持的 

傳統態度,卽嚴格逢守條約,聯合國大會與理事會的 

決議案，以及國際法院的判決。爲了這個緣故所以 

我們堅持並將繼續堅持,保證所有各國船舶在蘇伊 

士運河皆享自由通行權，毫無公開或暗地歧視的一 

八八八年公約，應予切實遒守。旣然有人說埃及打 

算違背一八八八年公約及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不承 

認某某國家船舶通過運河之權，我們便不能不表示 

我們的關懷。因此我們一向堅持並於今日再度申明 

聯合國全體會員國都必須切實履行其國際義務，我 

們之中不容許分爲兩種國家：一種國家尊重理事會 

诀議窠；一種國家不尊重理事會決議案,只有要他國 

履行時饞援引理事會的決議案。 

一〇一.安全理事會全體一致並經埃及同意, 

制定了管理蘇伊士運河的六項基本原則。此項協議 

理事會旣未修改,亦未撤消。我們認爲若不嚴格逢 

守此項協議,這個問題就要變得更其嚴重。其實只要 

我們誠心尊重我們的決議案,這個問題是不難解決 

的。另一方面，決議案如未撤銷或修改，依然有效, 

對各國都有拘束力,我們認爲或許理事會沒有加以 

重申的必要。 

—o二.在審議埃及被侵案的時候，古巴代表 

面無論在安全理事會或大會,都曾經投票贊成所有 

旨在撤退埃及境內外國軍隊的決議草案。雖然我國 

同法國,聯合王國及以色列國交十分親善,但我們仍 

然如此作了。我們把國際正義原則和我們作爲聯合 

國會員國所負的義務放在我們的傳統對外闢係與經 

濟利益之上。我們的立場迄未改變。旣然關於蘇伊 

士運河管理的六項原則是大家議定，一致通過並經 

埃及同意了的，我們認爲無論誰都有權要求此項協 

議的嚴格遒守實施。如有一國要求執行安全理事會 

闢於蘇伊士運河自由通航的决議，要求違行一八八 

八年公約的條文,古巴亦將同樣支持,以便我們的行 

動可爲國際輿論證明我們在聯合國無論在權利的行 

使或義務的履行上都是一律平等的。只有這樣縧可 

以證明那些批評聯合國,說它只是一個"旣成事實組 

織"的人,是在無的放矢。 

—〇三.Sir Pierson DIXON (聯合王國）：聯 

合王國政府支持法國政府提出的要求理事會再度審 

議蘇伊士運河問題的提議。 

一〇四.我們上一次的辯論〔第七七七次會議:} 

是在四月二十六日舉行的，那時在埃及政府發表關 

於運河管理的宣言後只有兩天,所以有幾位理事說 

等到它們的政府比較詳細地研究了宣言之後，它們 

或將另有意見提出。當時我提出了我國政府對於該 

宣言的初歩意見，說明何以我們認爲宣言的形式不 

能令人満意，其內容亦有需要闡明之處。本人深幸 

由於法國政府的提議，得有槻會更詳細地說明我們 

的意見。 

一〇五.就埃及宣言的內容而言,我國政府大 

體同意法國外交鄯長本日午後所作的批評。現在我 

想提出幾項具體問連，其中有幾點我在上次會議已 

曾論及。 

一〇六.首先，埃及宣言第五段規定設立蘇伊 

士運河建設發展基金。然而關於宜如何讒究基金的 

組織方式以保證其獨立地位及如何厳定其管理規 

則,埃及政府尙無表示。必須有厳密的規則81可以 

保證繳入基金的款項能够安善地用於今後數年若干 

勢在必辦的重要計劃之上，庶幾蘇伊士運河能够擔 

當國際水道的任務。 

一〇七.其次,在宣言的第八段,埃及政府聲明 

闢於蘇伊士運河公司收歸國有的賠償及要求問蘧， 

除有關方面另有協議者外,應依照國際慣例交付公 

斷。但埃及政府尙未满足安全理事會的第六項要求, 

卽制定淸償應付費用的適當辦法。我國政府是該公 

司的主要股東,對於此事自然特别注意,同時我認爲 



這也是國際It會全體成員都不能不密切注意的一個 

問題；提供賠償與否是國際社會判斷埃及政府一般 

誠意的一個標準。 

一o八.第三，本人擬請大家注意埃及宣言雖 

已發表將近一月，據我所知,埃及政府尙未履行宣言 

第九段的諾言,依照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六條的規 

定，採取接受法院强制管轄的必要歩驟。本人欣悉 

埃及代表本日下午已重申該項諾言。但是我覺得我 

們有權請他吿訴我們,埃及政府準備何時履行諾言。 

一〇九.第四,宣言的第四段說埃及政府"確信 

可望與世界各國權賴合作，增加運河的效用"。但 

是埃及政府還沒有向我們明白表示如何確立此種合 

作。 

一一〇.宣言的第三段(b)亦有含糊不明之處, 

它沒有明言如遇通航費增加數額超過現額百分之一 

時，埃及政府擬與何方锬钊決定。這又是需要闡明 

的一點。 

.最後，本人擬請大家注意宣言第七段 

(d)的一句話:"埃及政府將權續研究其他適當安排， 

以便就有關運河法規的控訴進行調査事實，磋商及 

公斷可否請埃及代表吿訴我們這種研究有何進 

展，已經擬定了何種安排？念及埃及政府旣然表示 

希望與世界各國合作來增進運河的效用,我們以爲 

這種安排應該與運河使用國一同制定緣是。 

一一二. 以上便是我在現在願就埃及宣言的內 

容提出的幾項比較重要的問題。 

一一三. 由以上所說及我在四月二十六日會議 

所作的批評，顯見埃&宣言在內容上決不能满足安 

全理事會一致通過的六項要求。埃及政府應當補救 

此項缺點。埃及代表本曰午後的陳述絲毫沒有消É 

二月二十四日宣言在這方面的缺點,也沒有消除我 

所說的疑盧。 

一一四. 但是，大家都知道使我們主要關切的 

倒是宣言的形式。我們認爲這祗是埃及政府可以隨 

意修改或撤銷的一紙片面宣言，無論理事會內外的 

言論都還沒有可使我們改變此項看法的地方。我們 

認爲這種片面宣言不得視爲解決蘇伊士運河問題的 

辦法。 

一一五. 埃及政府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頒 

佈的牧歸國有法，我們認爲是不合法的。在這個法 

案頒佈之前,蘇伊士運河有一個平衡的管理制度,其 

中共分一八八八年公約及授予蘇伊士運河公司的特 

讓權兩鄧分。那個平衡制度保護了埃及及使用國兩 

者的利益。 

一一六. 一八八八年公約的種種條款,外加運 

河位於埃及境內，屬於埃及主權之下的事實,保障了 

埃及的地位。另一方面,一則因爲一八八八年公約， 

二則因爲管理運河的公司在其組織方式上卽足以維 

護使用國利益的關係,所以那個制度也保障了使用 

國的地位。 

一一七. 埃及政府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的 

行動,因爲拆掉了那個制度內由蘇伊士運河公司經 

營管理運河的辦法,於是便破壞了那個制度的平衡0 

它於是取消了那個制度下維護使用國利益的保證之 

：。大家都承認應當商定一個解決辦法,實行一九 

五六年十月十三日理事會決議案〔S/3675〕所載的 

六項要求，藉以恢復失去的平衡。 

一一八. 我們認爲埃及的片面宣言並未恢復上 

面所說那種必要的平衡,因爲就我們眼前所知而言, 

埃及政府還可以隨時把該宣言撤銷或修正。同時使 

用國亦不能從該宣言得到各國共同議定的解决辦法 

所固有的那種保證。 

一一九. 將來管理運河的安排若要得到國際社 

會的充分信任，我們認爲國際協議本身固有的那種 

保證是不可少的。我希望埃及政府能够明瞭，爲了 

埃及的利益,運河使用國對於這個重要問題的信心 

實有恢復之必要。除非辦到這一點，便不能說安全 

理事會六項要求的第三項，卽運河之經營管理應不 

受任何國家政治之支酡的規定,已經充分满足了 0 

一二〇.我們定將繼續努力,希望奥埃及政府 

得到談判的解決辦法。同時我們聲明，現在英國船 

舶之使用蘇伊士蓮河,不影響我們的現有法律權利, 

亦不減少我們尋求對埃及和使用國都公平的最後解 

決辦法的決心。 

一二一.我國政府認爲聯合國在這方面負有責 

任,而此項責任聯合國尙未了却。安全理事會定下了 

蘇伊士運河問題解決辦法必須符合的六項要求。在 

理事會上次辯論時，一般理事都認爲埃及決沒有完 

全違從安全理事會的六項要求。一般海運國家也認 

爲埃及沒有完全遵從那六項要求。 



一二二. 這個問題，對於埃及和世界其他各國 

而言,都有賴於國際信心,故埃及理應履行它在這方 

面的國際義務，藉以自白於聯合國及國際社會。 

一二三. 同時聯合國仍須兢兢業業，權續設法 

完成其所承擔的任務。 

— 二 四 . Mr . WALKER (澳大利亞）：理事會 

上次於四月二十四日審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曾經 

聲明澳大利亞政府認爲四月二十四日的埃及宣言並 

不是爲使世人對蘇伊士運河的前途建立信心所必需 

的那種國際協定。不僅該宣言的法律含義令人至少 

覺得可疑，卽其內容亦未充分符合安全理事會一致 

通過的六項原則。我們認爲圓^的運河制度至少必 

須符合那六項原則。當時我並曾表示澳大利亞代表 

圑願與理事會各理事對這個問邇作進一歩的研究。 

一二五. 因此理事會此次S法國提議，再來討 

論這個問邇,本人深表歡迎。不用說,澳大利亞大體 

贊同Mr. Pineau本日代表法國發表的言論以及聯 

合王國和古巴代表的言論。但在詳論理事會在蘇伊 

士運河問題上所面臨的情勢以前,我國政府想要先 

仔細研究一下我們聽到的那些重要聲明和埃及代表 

本曰發表的意見。本人因此準備把我的另外的意見 

留到一二日內理事會舉行一般討論時再發表。 

一二六. Mr. ROMULO (菲律賓）：自從我國 

代表團上次參加這個問題的討論〔第七七六次會議〕 

以來，還沒有發生任何事情證明我們以前宣佈的立 

場有改變的必要,雖然我們的立場,當時我們已經强 

調，只是暫時性的。其後我國政府經我國代表團請 

示,已經確認了那個立場。 

一二七. 由我們上次會議大家提出的初步意見 

看來，可見幾乎所有的理事都願意袷一九五七年四 

月二十四日埃及宣言內所公佈的蘇伊士運河管理^ 

法一個公正的考驗。有一個理事固曾表示異議,但其 

餘的理事都接受了現時關於管理運河的初歩安排, 

有的理事提出了保留,有的沒有提出保留。自然，多 

數理事說它們之承認現有安排是暫時的，而非永久 

的,是事實上的承認,而非法律上的承認。這便是菲 

律賓當時的立場。這也是我們現在的立場。 

一二八. 因爲法國政府的請求，我們今天又開 

會重新審議這個問題。法國代表來函〔S/3829〕內附 

有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法國部長會議公報一件， 

其中法國政府重申它的立場,說它認爲一個與一九 

五六年十月理事會一致核定的六項原則大相背謬的 

辦法不能算是可H接受的解決蘇伊士運河問邇的辦 

法，更不能算是最後解決辦法。法國政府因此决定 

要求理事會請埃及違從那六項原則。 

—二九.在第七七七次會議,有一位理事說— 

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的埃及宣言事實上已經解決 

了蘇伊士運河問齄。但據當時其餘各理事的意見,這 

個問題還沒有得到最後解決。 

—三O.法國公報提出的問題,簡單說來,就是 

理事會多數認爲是一種過渡措施的埃及宣言是否應 

當完全符合理事會十月間決議案所定的六項原項。 

據我國代表團的意見,依據十月間決議案的規定,過 

渡措施不必一定要違守全部六項原則，因爲那六項-

原則的目的是作爲最後解決辦法的標準或基礎。過 

渡措施如能盡量符合那六項原則,自然更好。但如 

過渡措施完全満足六項原則,不用說,那項措施就成 

爲問題的最後解決辦法了。 

一三一. 埃及政府聲稱埃及宣言依照埃及外交 

部長在理事會對於一九五六年十月理事會決議案所 

作的解釋，計及了那個決議案。埃及代表在其本曰 

午後的陳述內,口朥更爲肯定,他宣稱埃及宣言與六 

項原則相合。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有兩個代表 

m——伊拉克代表圑及蘇聯代表圑——宣稱埃及現 

在所定的關於管理運河的安排充分満足或反映了十 

月決議案的六項原則。 

一三二. 準此而言，理事會便不能在現階段要 

求埃及作埃及說它正在作的事情——而這不只是一 

位理亊的看法。理事會沒有理由向埃及提出此種要 

求,除非有顯明證據,證明埃及政府沒有信守它的鄭 

重諾言，或是證明,管理運河的現行安排實際上沒有 

資施那六項原則。 

一三三. 至於宜如何實施那六項原則,大家意 

見尙有分歧，本不足奇。稍一翻閲理事會的辯論紀 

錄便可看出，卽在通過那六項原則的時候,這種意見 

紛歧已經存在。辯論紀錄顯示理事會理事用了兩種 

方法來消除現有的意見紛歧。 

一三四. 一種方法是經験批判法，卽實地試験 

以某種程序實施某一原則或某些原則的成效如何e 

這便是理事會多數理事國,包括菲律賓在內,對埃及 

宣言採取的態度。誰也不能否認埃及政府應該有時 



間和機會來證明它的諾言確係出於誠意，證明它自 

動提供的確保蘇伊士運河國際通航自由的保障確實 

有效。 

—三五.我國代表圑說過，埃及政府承擔的義 

務,若能誠意實施,應能對運河原來所有人及使用國 

提供充分的初歩保障。此外，關於理事會十月決議 

案所定的第三項要求——有人說這項要求乃是問題 

的關鍵——我們曾經表示深信將有關一八八八年公 

約之實施或解釋的爭端提請國際法院處理的規定， 

連同埃及政府接受國際法院對此種爭端的强制管轄 

的承諾.，應能使運河不受任何國家政治的影響。 

—三六.我國代表圑因此認爲現時已有有效的 

司法補救辦法，聯合國任何會員國徜因現行運河管 

理安排遭受實際損害，皆可利用此法以謀補救。我 

們認爲在現時情形下,不須進一步闞述我們的立場。 

只有將來可以吿訴我們該不該把信心寄托在這種安 

排上。我們覺得至今在理事會所聽到的陳訴都不足 

以作爲跨越我們所定界限的依據，否則我們便有墜 

入假想討論的危險。 

—三七.另一種消除意見分歧的辦法，十月決 

議案已有晴示，聯合國憲章對此亦有指示。那就是 

當事國進行直接談判，這種方法乃是我們聯合國基 

本方法之一。徜如一國想使埃及宣言更能切合其對 

於六項原則應該如何實施的看法，它便應當採取這 

個辦法。其實，六項原則本身便是用這個方法議定 

的。我國代表團上次發言卽已指出，埃及宣言係暫 

時性質，其本身卽預示將有進一步的談判。除非國 

際法院對本案實體有所裁定，否則我國代表圃認爲 

如果關於六項原則之應當如何實施沒有協議在先， 

理事會便不應冒然要求埃及實施那些原則。實施六 

項威則的方法顯然不在少數。一九五六年十月理事 

會開會時,蘇伊士運河使用國協會便提出了若干建 

議。當時大家並且公認也應當請埃及提具它自己的 

建議。若願把四月二十四日埃及宣言當作商定最後 

解決辦法的一種提案,當事國彼此老老實實地進行 

眞正談判的道路便打開了。我們秘書長的寶貴合作 

過去已有巨大成績，現在各當事國仍，以隨時請他 

鼎力協助,利用他那無盡的開創才能。 

一三八.凡是旨在鼓勵當事國進行談判，以期 

、獲得符合十月決議案所定六項原則的確定性解決方 

案的行動，我國代表圑無不樂於贊成。我們深信只 

要各方秉承善意,努力採用談判與和解的方法,最後 

諒必可以達成多邊協定。同時我國代表團希望大家 

力避可能觸傷本來已覺不快的情褚的行動，以免談 

判更難舉行。傷害當事國間友好關係的事情發生的 

已經太多了。要想解决各種懸案,不用說,所有關係 

國家都必須表現高度的容讓和卓越的政治家作風。 

一三九.聯合國必須繼續探求最後解決辦法, 

同時使此項過渡安排能有實施的機會，而不要損害 

任何有關國家的利益。 

一四〇.本人保留菲律賓於以後理事會會議再 

來討論镱個問邇的權利。 

一四一.Mr. SOBOL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安全理事會由於西方國家代表所支持的 

法國代表圑的請求,再度被迫來研究蘇伊士運河問 

題。我想大家當還記得理事會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 

十六日舉行的那次會議。在那次會議，不管某些國 

家的代表是否願意，埃及代表極其動聽地說明了埃 

及政府以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埃及宣言爲基礎 

解決蘇伊士運河問邇的立場。埃及宣言完全符合一 

八八八年公約及聯合國憲章，它代表全世界愛好和 

平國家都能接受的一個解决辦法，因爲它顧及了全 

體運河使用國的合法權益，同時也沒有侵犯埃及的 

主權及埃及人民的權利。該宣言反映了安全理事會 

於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核定的六項著名原則。埃 

及宣言已在聯合國秘書處登記,故已具有國際文書 

的效力。 

—四二.這就是埃及政府的立場；這便是客觀 

的事實。這些事實證明殖民國家爲使埃及屈膝降伏 

而故意製造的蘇伊士問題，已於埃及人民因聯合王 

國，法蘭西及以色列之無故侵略慘遭踩躏之後,歸於 

和平解決。 

一四三.一九五七年月二十六日,換句話說, 

距今不到一個月，安全理事會多數理事都對埃及宣 

言有良好的反應。許多理事當時卽已看到，蘇伊士 

問題只有在兼顧埃及主權與使用國利益的公正合理 

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埃及政府的宣言符合安全理事 

會的六項原則,提供了這樣一個基礎。 

，四四.但願其他重要國際水道,例如&拿馬 

運河,也能以這些原則爲基礎,或遵守類似的原則就 

好了。 



—四五.安全理事會上次會議之後，究竟發生 

了甚麽事情？蘇伊士運河管理經營的眞相如何？ 

一四六. 大家知道蘇伊士運河現已完全暢通, 

大批船舶往來無阻,秩序井然,講求技術改進及擴 

展運河的步皲亦已開始。關於這一點，我們很可以 

參考指揮運河淸掃工作的General Raymond A. 

Wheeler的權威意見。General Wheeler於一九 

五七年五月七日發表聲明，說所有改善運河航運的 

必要工作,埃及政府都有能力舉辦。據他說,埃及有 

技術人員，能够執行改建運河的方案。料想誰也難 

於不贊同他的這項意見。 

一四七. 通過這個極其重要的國際水道的船 

舶,數目日有增加。現在,蘇聯、美國、聯合王國、印 

度及其他許多國家的船舶,都在使用這條運河,毫無 

阻礙。法國的船舶也可以自由通過。甚至所謂運河 

使用國協會,於長久討論運河使用條件之後,也在事 

實上完全接受了四月二十四日埃及宣言內所定的條 

件。因此事實不容爭辯，絕大多數的國家及願意使 

用運河的人都在自由使用這條運河。 

一四八. 在這種情形下，何以法國代表偏認爲 

必須要求安全理事會再來審議蘇伊士問題？我們已 

經讀了應當對於法國此種要求有所說明的五月十五 

曰法國部長會議公報,也聽了法國代表本日的陳述, 

但是我們仍然沒有找到任何可信的理由或證據，證 

明埃及怎樣阻撓了蘇伊士運河的自由通航。法國代 

表的陳述不過是反映法國政府在强迫埃及接受與聯 

合國憲章原則不相容的蘇伊士運河問題解決辦法全 

盤失敗之後的羞惱憤懣和妄想保全面子的企圖而 

已。說也奇怪，法a部長會議公報埋怨的倒不是埃 

及,而是蘇伊士運河的某些使用國，因後者不顧法 

國的抗議,停止抵制運河,接受了四月二十四日埃及 

宣言所載的運河使用條件。 

一四九. 法國代表妄想證明埃及宣言不符合安 

全理事會在一九五六年十月通過的那件宣佈著名的 

六項原則的決議案。蘇聯代表圃，正如安全理事會 

許多其他理事一樣，堅信埃及宣言充分反映了那六 

項原則。運河通航恢復正常,便是證據 0 

一 五 〇 .Mr. Pineau今曰發言,少不得提一提 

蘇聯代表圑在安全理事會討論蘇伊士問題時所投的 

否决票。可是我倒要請Mr. Pineau不要忘了誰都 

知道的一椿事實一"a止同埃及根據安全理事會一 

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宣佈六項原則的那件決議案進 

行談判的不是蘇聯的否決票,而是那年十月間法國 

悍然担絕談判,纖之以法國、聯合王國、以色列聯合 

向埃及發動的侵略。 

—五一 .這種行爲如何能同本曰Mr. Pineau 

侈談尊重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言論相一致？事實是 

無法掩羞的。 

一五二. 蘇聯代表圃認爲必須請安全理事會各 

理事注意，理事會今天被迫來討論蘇伊士問題是因 

爲法國又企圖對埃及施用壓力，强迫它接受與埃及 

的主權與合法權利牴觸的蘇伊士問題解決辦法。 

一五三. 在安全理事會提出這個問題，另外還 

有一個含有危險的用意,我覺得不能不喚起大家的 

注意，那就是侵略階曆正在鼓動以色列對埃及採取 

新的挑g行動，例如現在各方正在談論的一偭計劃 

卽派以色列船一隻,强過蘇伊士運河,用以測験埃及 

立場是否堅決。 

一五四. 甚至有人公然說法國想恿以色列對埃 

及採取新的挑衅行動，答應於中東再度發生衝突時 

全力支持以色列。不幸美國某些負責人也在慫恿以 

色列從事不負責的行動。 

一五五. 這種政策的目的決不是要造成恢復近 

東及中東和平與安寧的條件，而是要使那個地區常 

久動盪不安，爲千涉阿拉伯國家內政製造必要的條 

件。 

一五六. 蘇聯代表圃認爲安全理事會不應容許 

任何國家以任何藉口來干涉阿拉伯主權國的內政 0 

這樣理事會卽可對和平有重大賁献，阻止準備在阿 

拉伯以色列邊境，甚至在阿拉伯國家領水內發動的 

那種挑衅行動。 

一五七. 至於蘇伊士運河問題，蘇聯代表團已 

經有言在先,茲再重申前言,卽蘇聯代表團堅信一九 

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曰埃及政府宣言發表後，蘇伊士 

問題事實上已吿解決，沒有再在聯合國緻耩討論的 

理由了。 

一五八. Mr. PINEAU (法繭西）：對於今日 

發言的代表,我準備以後再來囘答,現在只擬提出幾 

項簡單的意見。 



一£九.首先我要向埃及代表指出，我已經盡 

力避免無謂的論戰，我覺得我們大家在討論蘇伊士 

運河問題的時候最好還是不要牽涉中東的其他任何 

懸案。否則，我們就會有破壊討論的筌氣或脫離本 

邇的危險。不過埃及代表如欲對此次辯論有積極貢 

獻，我認爲他不坊囘答我所提出的幾項問題。旣然 

他事前不知道我的陳述的內容,如果可能的話,我要 

請他在明天袷我們一些解释或說明，以便減除我們 

的疑盧。 

一六〇.至於蘇聯代表,他說他認爲埃及及運 

河使用國間的國際談判全無用處,闢於這一點我以 

後或將有所評論。縦然他不願參加，他至少也應當 

讓那些意見不同的人想法進行眞正的談判。我不能 

不承認毎次聽到蘇聯代表指撟他國不遒守聯合國的 

決議,我總覺得很好笑。我也知道他這樣說與其說 

是出諸本心,不如說是爲了他的政治信仰,但是我覺 

得他的這種口才在他本國還要更有用場。 

一六一. 最後，我想提一提菲律賓代表說的一 

句很有意味的話，因爲我相信那句話切中了問題的 

髑鍵。他說一個過渡措施一意卽一九五七年四月 

二十四日的埃及宣言——不必一定符合全鄯六項原 

則,但是最後解決辦法非作到這一點不可。 

一六二.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必須作一抉揮，我 

們所尋求的究竟是一個臨時解決辦法呢,還是問題 

的最後解決辦法呢？如果是一個臨時解決辦法，則 

其中的缺點不妨留待以後再予補救；如果是最後解 

決辦法，我們就應該有權指出這所謂最後解決辦法 

與安全理事會的六項原則殊不符合。假如埃及代表 

說，"在現階段這W是一個暫行辦法，但是我們承諾 

最後解決辦法一定完全遒守那六項原則～如此我相 

信我們在和解途中便得到了一大進步，因此我要請 

他對問邇的這一方面考盧一下。 

今槺六時十分It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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