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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锂 事 會 

第 八 百 十 四 次 會 議 

一 yL五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二午前十一時在鈕約舉行 

主席：Mr. Henry Cabot LODGE 

(美利堅合衆國） 

ilf席者：下列各國代表：加拿大、中國、哥侖比 

亞、法繭西、伊拉克、日本、巴拿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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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S/Agenda/814) 

~ " \ 通 過 議 程 o 

二.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代表致函安全理事會主席所提出之控訴, 

邇爲:"制止美國携有原子彈及氨彈之軍用機向 

蘇聯邊境飛行之緊急措施"(S/3990)。 

通過議程 

纸 程 a 遇 。 

一九五A年四月十八日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致面安全理事會 

主席所提出之控訴，題爲："制止美國 

携有原子彈及氫彈之軍用機向蘇聯 

邊境飛行之緊急措施"(S/3990, S/3991, 

S/3995, S/3997) 

一 . 主席：本席請蘇聯代表就程序問題發言。 

二. Mr. SOBOL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本人亟盼提出一個問題。請問主席擬否引用 

安全理事會議事規則第二十條,該條條文規定如下： 

"安全理事會主席如認爲因其所代表之理 

事國與理事會所審議之某項問題有直接闢係， 

爲主席職務之適當履行起見，於審議該項問題 

期間不便主持理事會會議時，應向理事會表明 

其決定。在審議詨問題時,主席一職應由按照英 

文字母順序排列於次之理事國代表充任.. .o" 

三. 本人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爲理事會上 

次開會時，美國代表的聲明在什麽時候結束和安全 

理事會主席的聲明在什麽時候開始,有時甚難分辨o 

四. Sir Pierson DIXON (聯合王國）：本人 

聽到蘇聯代表所表示主席應在本次會議讓出主席職 

務的意思不禁感到驚異。依照蘇聯代表剛才引述的 

安全理事會暫行議事規則第二十條，這是一件完全 

由理事會主席裁奪的事情。第二十條規定安全理事 

會主席爲適當執行主席職責起見如認爲不便主持理 

事會會議時,得讓出其主席職務。 

五 . 依本人看來，本人要說英國代表圑對於主 

席主持辯論公正無私完全具有信心。本人希望他不 

會感到有引用第二十條的必要。 

六. Mr. ILLUECA (巴拿馬）：本人十分懷疑 

蘇聯代表所提出的問題究竟是否一項程序問題。本 

人這樣說，因爲蘇聯代表所引用的議事規則第二十 

條並未授權安全理事會理事提出此類程序問題，而 

且該條非常明確地規定由主席斟酌決定，如果他認 

爲遒當時停止主持辯論事務。 

七. 同時,我們每一個人都能看到,四月十八日 

蘇聯代表遞送控訴案的時候，蘇聯代表明知Mr. 

Lodge是理事會主席。Mr. Lodge根據蘇聯的要 

求迅速召開會議,他在辯論期間保持公正態度,這都 

是我們所看到的。在這種情況下，]^聯代表提出此 

項程序問題實欠妥當，因爲這是一個完全由主席裁 

奪的問題。 

八. Mr. GEORGES-PICOT (法繭西）：由於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提到上次會議的討 

論情形，以證明他應當提出這個程序問題，因此法 



繭西代表圑也不得不提出它對於該項討論情形的意 

見。 

九.的確，我們的會議從午後三點鐘一直開到 

晚上九點鐘，有的人也許覺得那是强迫勞役。但是 

强迫勞役的問題並不屬於安全理事會的職權範圍； 

它是屬於經濟曁社會理事會的職權範圉。況且沒有 

人提議午後的會議休會於晚餐後再行續會。情形旣 

然如此，假如我們覺得會議時間太長，那是咎由自 

取。事實上,沒有人提議休會。然而,照理應當由我 

們提出來，而不當由主席提出。主席把一切提案均 

交付表決。因此我們3、爲所遵循的程序完全正常,並 

且我們完全相信主席仍將秉承一切必要的公正客觀 

態度繼續主持辯論。 

一 〇 . M r . SOBOL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本人不+分了解本人所提出的問題竟會 

引起討論。本人旣沒有提出任何建議，也沒有提出 

任何要求。本人不過就議事規則第二十條向安全理 

事會主席提出一個問題。本人引述該條完全明白該 

條的是否逼用應由主席自行決定。 

一 一 . 鑒於理事會面前的問題與美國直接有關 

——該條的規定正是爲了這種情形——本人的問邇 

是完全有理由的。這個問題是向理事會主席提出的 

而不是向其他理事提出的。 

一二. 主席：本主席要向剛才發言的各理事 

表示感謝，同時也要說蘇聯代表所提出的問題完全 

正當。那是亳無疑義的。本主席要引用的議事規則 

第二十條有關部分就是： 

"安全理事會主席如認爲.. .不便主持理 

事會會議時，應向理事會表明其決定。" 

換句話說,理事會主席必須考慮此項問題,然後加以 

决定。 

一三. 本主席對於這個問題業已審愼考慮。爲 

求明白該條的精神起見，本主席注意到.在一國政 

府的議會機關中，'議員如認爲議會所處理的問題與 

他個人的利益有關，他就要廻避。如果將這種想法 

推到這樣一個國際機關，他的結論應當是：一國政 

府代表如遇到國際機關所據有的問題與該國政府本 

國利益有關，該代表就應當廻避。但本人認爲今天 

的情形並非如此。我們面前的提案是一個與北極區 

內所有國家均有直接關係的問題，同時由於這個問 

題關係戰爭與和平，因此它與全世界差不多亦有直 

接關係。 

一四. 所以，尙待審議的問題旣不與我們這些 

國家中任何一國——美國也包括在內——的本國利 

益有關,本主席不認爲有讓出主席職務的必要。 

一五. Mr. SOBOL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關於本人所提的問題,本人已知道了主席 

的决定，不過本人對於主席對第二十條所作解釋礙 

難同意。第二十條絲毫沒有提到所謂任何國家的本 

國利益問題。 

一六. 主席：現在我們進行討論議程上的項 

目。理事會面前有美利堅合衆國所提的决議草案 

〔S/3995〕一件。因此，理事會主席現在以美利堅合 

衆國代表的資格發言。 

一七. 本人今天上午首先要向安全理事會提 

及本月二十八日艾森豪總統致P r i m e Minister 

Khrushchev的函件。在該函中他說： 

"美國頃已請安全理事會開會，審議設置 

北極區國際視察制度問題。美國已就此方面提 

出一項具有建設性的提案。本人茲請合端與 

敝國共同支持現在安全理事會上的美國決議草 

案。合端對該項提議的贊助以及嗣後的合作， 

對於採取極關重要的第一歩將有幫助。它不但 

有助於緩和緊張局勢，而且對於增加各國間信 

任,減輕彼此對於突襲的恐懼有所貢献。" 

一八. 美國請安全理事會今天開會，以便採取 

一項歩驟。我們認爲這個歩驟眞能迅速有效，减輕 

世界和平的危機。上星期安全理事會集會〔第八一 

三次會議〕審議蘇聯控訴美國軍用機向蘇聯邊境飛 

行構成對各國安全威脅一案。我們相信理事會的討 

論極爲有益，因爲該項討論確切表明蘇聯的控訴全 

無根據。我們已經證明美國軍用機的活動純屬防禦 

措施。鑒於這些措施必須應付的情勢，我們認爲這 

些措施不但合理,而且必要。 

一九. 美國的飛行爲對付大規模突獎的必要防 

禦措施。因此,如果此項突襲的危險解除,這種防禦 

的需要也可相應减少。美國和許多其他獨立國家對 

於此種可能的突襲，關懷已非一曰。在找到實際可 

行的解決辦法以前，我們勢須繼續關切。雖然上星 

期蘇聯非難美國,但是蘇聯對本問題的重視,使我們 



希望蘇聯也許在本星期準備積極與其他各國携手合 

作。 

二〇.現代武器可怕的破壞力至少在理論上可 

使一國——甚至最大的國家——的軍事力量，只經 

一次攻擊卽蕩然無存。不過，此項攻擊如欲成功,必 

須在事先毫無警吿卞行。如果有方法防止此種大規 

模突襲或解除此項攻擊的恐懼——美國相信有方法 

——我們在此必須竭盡一切努力，以求得到這種方 

法。安全理事會今天舉行會議審議蘇聯所提項目，美 

國希望能幫助覓致此種方法。如能尋得防止突襲的 

方法就會對减輕緊張局勢以及繼續維持國際和平未 

來進展的前途有重要影饗。假如每一個國家確知它 

不可能被突襲的話,它對戰爭的恐懼就會減少,然後 

我們可進而採取重要的裁軍措施。這樣的開端,我們 

已期待多時了。 

二一. 倘若各方一秉至誠願意進行有意義的談 

判，美國相信在極關重要的北極地區同意國際視察 

以解除突襲恐懼的時機業已到臨。假定上星期蘇聯 

所說的懼怕突襲一節可靠，同時深知其他國家眞正 

懼怕此種攻擊，我們非設法消除這種危機不可。我 

們要找一項措施，讓我們能够着手使大規模突襲實 

際上成爲不可能之事,這樣一來,軍事活動就可以減 

少，重要的軍備裁减亦易於進行。我們建議不等待 

全部裁軍問題的協議就進行這個北極視察區的提 

案。這與一九五五年日內瓦四大國政府首長會議時 

艾森豪總統所提原有"天空開放"提案1完全一致。 

美國隨時準備把該項提案作爲一種單獨的措施。 

二二. 我們現有的提案並不減少我們對於一般 

裁軍問題s須重加討論的信心。 

二三. 上星期理事會舉行討論時，有幾位代表 

提到返需處理突襲問題。加拿大代表重申該國政府 

對於加拿大境內的視察管制措施願予合作。他强調 

說蘇聯有責任"在北極地區對管制視察制度袷予合 

作.. .以改善國嚓局勢"〔第八一三次會議,第六十 

二段。〕 

二四. 曰本代表促請有關各國鄭重努力恢復裁 

軍協定的談判，包括"防止突襲的方法"在內。〔同 

上,第一〇三段。〕 

1裁軍委負會I^K^,—;fLEE年四月至十二月份補編，文件 
DC/71,附件十七。 

二五. 蘇聯外交部長的聲明業已依照蘇聯代表 

團的請求分發。Mr. Gromyko在該項聲明中說到 

美國飛機向蘇聯邊境飛行的可能，如果發生此事時， 

Mr. Gromyko說"蘇聯爲保障蘇聯人民安全計，S 

須立卽採取措施，解除此種卽將到臨的威脅"。CS/ 

3991，第二段。〕 

二六. 我們早已明白宣言美國决不會進攻任何 

國家。Mr. Gromyko的聲明不論怎樣毫無根據， 

如果它代表他的眞正關切的話，蘇聯當然會同意設 

置一項可以接受的視察制度乃是最好的辦法。讓我 

們消除蘇聯關切的原因，它的外表姑且不談。上年十 

一月蘇聯總理Mr. Khrushchev說，"我們的意見 

和立場就是現在應當造成情況，使一國對他國突襲 

的可能性完全消滅"，毫無疑義，Mr. Khrushchev 

說這句話的時候他心裏想的就是要消除關切的原 

因。美國認爲現在所需的就是採取積極行動的意志。 

二七. 因爲地理的關係，很明顯的視察北極區 

域至少能爲着手處理突襲問題的初步。我們不信蘇 

聯政府眞正會拒絕一種可以保障人民使突襲實際上 

成爲不可能的辦法。Mr. Sobolev曾說蘇聯希望促 

進國際局勢的改進，樹立各國間必要的信任,他並且 

說理事會應採取歩驟以減少戰爭威脅，所以我們相 

信 M r . Sobolev當已贊成提供此項保障。 

二八. 請讓本人略爲檢討今天我們所提建議的 

一些背景。 

二九.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日內瓦舉行 

高峯會議時，艾森豪總統提出一項提案稱爲美國及 

蘇聯"天空開放"視察制度,並提議兩國互相交換藍 

圈。他當時說： 

"美國準備進行研究及試験一項視察報吿 

的可靠制度。一俟該項制度證明有效，將與一 

切其他國家實行軍備裁減，其程度依此項制度 

听提供之可靠效果而定。"2 

他認爲此種辦法不失爲一項切實步驟，足以減少突 

襲危險,緩和緊張局勢因而造成空氣,俾能達致進一 

步的進展。 

三0.同時,在日內瓦會議中,蘇聯前總理布加 

寧先生重申蘇聯從前關於設置地面管制站制度的提 



案。3美國承認此項制度爲一項健全的措施。一九五 

五年十月十一日艾森豪總統致函布加寧先生稱： 

"本人對於台端關於在貴我兩國樞紐中 

心派駐視察小組的建議並未忘懐，徜合端認 

爲此項辦法對於本人所說之建立彼此较佳精砷 

有黧助時,本國對此亦能接受。" 

三一. 自從艾森豪總统在日內瓦作此建議後美 

國與其他各國繼續强調空中及地面視察的重要。一 

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國務卿杜勒斯先生說,我們 

"正設法從速在某方面開始進行；就美國來說,我們 

可在任何相當不受政治牽涉的區域着手，以便é個 

辦法不致受到阻礙。"關於這一點,美國建議我們當 

在北極地區着手,美蘇兩國在該地區領土吡連,，得 

注意。 

三二. 當時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上星期，É聯 

提出我們議程上所列的項目，因此使從前這個北極 

區域提案很顯明地有了新的重要性。美國經詳細考 

慮後,認爲這個提案對於目前情勢甚爲適用。 

三三. 本人要確切聲明本項美國提案是完全與 

一般裁軍問題分開的。美國現在並非企圖將裁軍項 

目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安全理事會面前有一項威脅 

和平的控訴。我們希望排除對於擾亂和卒的一切可 

能的恐懼,卽使是意外的擾亂和平也是如此。 

三四. 美國絕不認爲防止突襲的視察制度便是 

裁軍。艾森豪總統提出其"天空開放"的提案作爲裁 

軍的先奏以便使裁軍較易進行。但是，那絕不是裁 

軍的一部分。雖然美國確認依照憲章第二十六條規 

定安全理事會對於建立軍備管制制度負有責任，但 

美國現在並不打算用這個提案當作楔子。以便將裁 

軍提案提付安全理事會討論。我們現在並沒有將裁 

軍問題提交理事會。 

三五. 請讓本人談談美國所提出決議草案〔S/ 

3995〕的各項規定。 

三六. 這個草案希望達成一項協定，以便在一 

個重要地區建立互相能够接受的防止突襲的保障。 

三 七 . 該草案建議從速建立防止突蕖的北部視 

察區。 

DC/71,附件十五。 

三八. 該草案請一九五七年對這項問題曾作長 

時談判的五個國家，以及丹麥、挪威兩國——該兩國' 

對於它們的領土亦已同意——指派代表立卽參加討 

論，"俾便對所需技術安排達成協議"。這個提案對 

於任何其他國家在北極圈以北據有土地，並希望將 

該項土地包括在視察區內者亦得通用。 

三九. 視察區域將包括： 

"蘇聯、加拿大、美國(阿拉斯加）、丹麥(格 

陵蘭)及挪威在北極圈以北之所有一切領土;加 

拿大、美國及蘇聯西經一百四十度以西，東經一 

百六十度以東,北緯五十度以北之一切領土 ； 

...堪察加半島其餘各部;以及所有阿留仙群島 

及 千 島 群 島 . . . " 4 

這個擬議的視察區包括任何攻擊主力可能經過的主 

要地區。美國認爲這個重要區域應該置於國際視察 

之 T 。 

四〇.é國對於這種國際視察制度技術方面的 

安排毫無成見。此項安排當由參加各國進行討論予 

以擬訂。那就是美國建議關於這個問題的技術方面 

應儘速開始商討的原因。 

四一. 關於北極區域的視察制度，本人要强調 

重要的幾點。這種制度應該是一項協議的國際制度 

而不只是一個國家的制度；此項制度應包括a先通 

知北極區內的飛行及任何具有軍事意義的其他活動 

的方法；所有一切飛行應由雷達予21監視；同時像 

蘇聯所提議的地面視察站的槪念亦應列入。 

四二. 爲使北極圈內尙未明確列入之若干其他 

領土能够包括在內起見，我們在本項決議草案中已 

有規定，使其他在這個區域內擁有領土並願將此項 

領土列入視察區內之國家亦得參加我們的討論。 

四三. 決議草案明白規定有關國家必須擬具實 

際的視察制度，那就是說最後所得結果所有各方均 

須满意。這種規定對各方均有保障。 

四四. 美國認爲依照此項原則或類似的原則， 

我們當能擬就一種彼此能够接受的辦法；美臧的提 

案是具有誠意的,而且它提供一項合理的討論基礎, 

因而能够達致協議。 

卜二月份«1，文件 * 裁 軍 委 員 會 錄 , • fus七^月至十二月份«a,文件 
DC/113,附件五,§14：節。 （ 



四五. 如果我們能够逐漸進行，開始試験一項 

有限的空中及地面視察辦法，對於將來擴大視察當 

有幫助。一旦這種有限的視察制度經證明具有價値， 

並且開始重建互信，則任何對於空中視察辦法提案 

恐係別具用心的疑懼將完全消釋,而且永遠消釋。 

四六. 我們請理事會各理事國——以及一切有 

關國家——聯合起來着手進行。最低限度讓我們減 

低彼此間對於突襲的顧慮。讓我們今天在本理事會 

中以行動來造成那種對於進向和平如此重要的互 

信。讓我們開始這偭遍尋已久的、長期等待的和渴 

望多曰的一歩，它將導致我們以及世界上其他國家 

走向全人類所馨香糠祝的公正及永久和平。 

四七. 安全理事會今天在紐約舉行的這一次會 

議能够成爲人類久已期待的一個轉捩點。讓我們對 

這個重要的問題達成協議,以便再度袷世界以保證。 

讓我們好自爲之。 

四八. Mr. JARRING (瑞典）：在開始的時 

候，我們認爲當提及近年來人們對於防止突襲措施 

一問題已逐漸加以注意。聯合國關於裁軍問題的辯 

論中,曾提出各種不同的提案,其目的均係盼用某種 

方式獲致保障，免受這種攻擊。依照一九五七年十 

一月十四日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案一一四八(十二)的 

規定,裁軍協定除其他事項外,當規定： 

"逐漸建立陸空公開視察制度，以防可能 

之偸襄。" 

四九. 近來這個問邇更感迫切，因爲據現在所 

獲情報，各大國均保持最高度的準備。瑞典對於此 

項準備究竟是否必要不便有所批評，但瑞典代表團 

願表示一般意見,認爲準備原本爲消除某種危險,但 

準備可能達到一種高的程度，因而對世界和平將引 

起更大的危險。在許多國家中，這種準備已引起厳 

重的關切。 

五0.因此，國際間對於確保防止突襲措施問 

題提出討論，同時安全理事會現正對這個問題加以 

澈底研究,誡令人感到欣慰。 

五一.第一個步驟理當爲：有關各方——特別 

是各原子國家——應協議共同檢討一個管制與保障 

制度的技術方面和軍事方面的可能性。此項研究可 

以推廣到!II個問題或孝僅限於某一特定地理區域。 

主要的就在各方記着這個問邇的嚴重性，同意開始 

研究。我們確信關於這一點上的協議可對緩和國際 

緊張局勢大有貢猷。 

五二. 瑞典政府方面業已表示意見，認爲如希 

望裁軍問題不經若干階段就能解決，那是不切實際 

的。因此，瑞典政府也認爲如果一國堅持締結通盤 

協定,處理裁軍各方面的問題,並過分注重各項裁軍 

措施的相互聯繋,不會使裁軍得到進展。 

五三. 依本人剛才所說，顥然可見瑞典代表圑 

準備投票贊成美國代表所提決議草案〔S/3995〕。不 

過，我國希望對該項案文增列一段。這一新段擬加 

入美國決議草案正文第二段及第三段之間，案文如 

下： 

"認爲此項討論可作爲高峯會議撿討裁軍 

問邇的有益基礎，關於該項會議的召集正進行 

商談中"0 〔S/3998〕 

五四. 瑞典代表画對於蘇聯代表所提決議草案 

CS/3997]以及安全理事會中關於本問題之其他提 

案決定態度時，也將違循本人剛才的聲明中所表示 

的各點。 

五五. 至於瑞典參加擬議中的研究與將瑞典領 

土列入國際視察區的問邇，我國政府以事關重要迄 

未完成必要的研討。本人料想不久卽將接奉關於這 

方面的訓令。 

五六. Mr. SOBOL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安全理事會再度集會討論蘇聯所提關於 

"制止美國携有原子彈及氳彈之軍用飛機向蘇聯邊 

境飛行之緊急措施"一項目。 

五七.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理事會開會時 

〔第八一三次會議〕，蘇聯代表圑提請注意近來美國 

空軍携有原子彈及氯彈飛機一再越過北極區域向蘇 

聯國境飛行的事實。據業已印行的報導稱此項飛行 

係經常及有系統地31行。這些報導稱此項飛機於美 

國雷達站報吿蘇聯彈道飛彈接近美豳國境時，卽奉 

命起飛。當然沒有任何蘇聯飛彈曾經威脅或正在威 

脅美國,因此美國雷達站所發出的是不正確的情報， 

這自在意料之中。 

五八. 蘇聯代表圑提請注意毎一次美國携有氫 

彈的离炸機向蘇聯邊境起飛所引起的對和平的嚴重 

危機。此項飛行對和平所構成危機至爲明額，因爲 

胝 i傳遞信號稍有鐯誤,就可能引起全世界的大禍o 



.五九.美國官方代表，特別是在此地安全理事 

會的代表，最初對於美國軍用機曾作此項飛行一節 

完全加以否認。後來又稱此項飛行係屬訓練性質。但 

是所有'這一切企鬪均歸失敗，美國代表現在被迫承 

認,美國携有原子彈及氫彈的®炸機,不斷向蘇聯邊 

境飛行，如遇鐯誤或意外情事當有增加戰爭爆發的 

危險。 

六〇.値得注意的是：甚至在本國向安全理事 

會呼籲之後，還有報吿公佈出來稱美國戰略空軍司 

令部飛機一再向蘇聯邊境飛行,據該報吿說,此係用 

以加强美國外交云云。 

六一. 蘇聯政府對於美國空軍此種挑资行爲提 

出强硬抗議，並要求美國立卽停止as遣携有原子彈 

及氫彈之轟炸機飛向蘇聯邊境。蘇聯政府復請其他 

國家政府同聲抗議，以免各國人民遭受美國空軍此 

項行動所必然引起的可怕危險。 

六二. 自從安全理事會開始討論這個問題以 

來,情勢一無變更,和平的眞正威脅仍舊存在。這種 

和平的威脅來自一個方向，那就是美國。美國政府 

要使全世界免受原子毁滅戰爭突然爆發的恐懼易如 

反掌。美國只須立卽決定停止美國携有原子彈及氫 

彈飛機向蘇聯邊境飛行就可以辦到。蘇聯政府前來 

安全理事會所希望獲致者正是如此。可惜因爲美國 

代表所採的態度，安全理事會尙未採取任何措施以 

避免此項繼續籠罩世界的和平的威脅。 

六三. 蘇聯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控訴得到全球 

各地的普遍饗應。由於美國戰略空軍司令鄯挑奪行 

動的結果,許多國家人民所感到的焦慮和恐懼,絕沒 

有因爲美國官方代表的緩和聲明和安全理事會的亳 

無行動而絲毫減輕。 

六四. 美國政府非但不採取唯一可能的正確決 

定 — — 就 是 停 止 美 國 驊 炸 機 飛 向 蘇 聯一 却 在 安 全 

理事會另行玩弄一套花樣。美國代表召開安全理事 

會會議娃提出一項決議草案,-其用意當然不在能够 

採取措施，以避免核子戰爭突然爆發的威脅。美國 

政府提出其决議草案係企圖討論北極視察問題以替 

代制止美國携有原子彈及氨彈之軍用機向蘇聯邊境 

作挑g飛行問題。因此美國企圖袷人一種印象，就 

是美國對其行動所造成的緊張局勢並不負貴。換句 

話說，美國政府避免採取可能切實解除緊張局勢的 

措施。 

六五. 美國政府提出對北極圈以北地區視察問 

題的舉動，不但對於解除突襲威脅和緩和各國間緊 

張局勢一無所成，而且相反的再度掲露美國的眞正 

用意何在。該提案的起草人希望分散安全理事會對 

於蘇聯政府所提出的重要問題的注意。同時，他們 

也希望獲得關於一大塊蘇聯領土的情報資料。蘇聯 

旣未遣派靡炸機飛向美國邊境，也未對美國或任何 

其他國家有任何威脅。 

六六. 除非美國政府停止這種挑釁的飛行，美 

國視察北極區域的提案不能解除該國携有原子彈及 

氨彈軍用機飛行所造成的緊張情勢。這才的確是安 

全理事會應向美國政府建議的行動。 

六七. 美國決議草案中企圖使這個問邇看來似 

乎是蘇聯有越過北極突襲美國之勢。這是一個揑造 

的且毫無根據的指控。蘇聯一向實行愛好和平的政 

策，其根本目的就是維持並荤固和平。我國不打算 

攻撃任何國家，而且也沒有事實可以有理由假定我 

們會進攻他國。 

六八. 無論美國外交家用何種伎倆或者美國代 

表在安全理事會耍何種花樣,都不能改變一個事實： 

就是北極區的緊張局勢完全是因爲美國遣派携有原 

子彈及翥彈飛機向蘇聯邊境飛行的行動所造成。我 

們大家都完全明瞭一點：只須美國政府決定立卽停 

止這種飛行,卽可解除這種緊張局勢。 

六九. 美國提議將北極區視察問題從一般裁軍 

問題中分出來，這並不表示它已準備停止玩弄原子 

武器這個危險的把戲，也未表示它希望解決裁軍問 

題。 

七〇.實際上，如果美國軍事當局不制止携有 

核子武器森炸機，向其參謀人員所計劃的蘇聯境内 

目標作挑g飛行,試問美國提議設置北極視察區有 

何用處可言？難道此項視察可使流星或電磁干擾不 

在雷達幕上出現，以作派遣美國轟炸機前往蘇聯目 

標的藉口嗎？ 

七一. 美國在外國領土有無數軍事基地，只要 

美國軍事技術人員認爲他們看到雷達幕上有任何 

"危險"，美國經常就派遣携有核子武器的裹炸機從 

這些基地飛向蘇聯的安靜城市，如封北極^毛之地 

加以視察會不會促使美國撤銷這些基地呢？ 

七二. 這偭提案的目的是否在於促使裁軍問邇 

早曰解決呢？它是否意在幫助實施大會關於禁止核 



武器的使用和製造，關於現在儲存的核武器移作和 

平用途，關於常規軍備和軍隊大量裁减以及關於爲 

這些措施設置有效國際管制制度的指示呢？ 

七三. 祗須提出這些問題就可以完全明白美國 

所提建議旣不與解決裁軍問題有關，也不與解除現 

有和平的威脅有關。 

七四. 然則,在審議"制止美國携有原子彈及氫 

彈之軍用機向蘇聯邊境飛行之緊急措施"問題時，美 

國提出另一個完全新的問題，卽在北極地帶設置視 

察區的問題，其用意何在呢？它的用意只能是分散 

輿論的注意力，使它不要注意美國携有核武器森炸 

機不斷向蘇聯邊境飛行所必然引起的可怕危險，以 

及此項飛行袷千百萬人民帶來的災難的後果。 

七五. Mr. Lodge明白對我們宣稱這種飛行 

仍將繼續。因此，全球各地人民對於他們的命運以 

及世界和平的命運仍將處於深切不安的狀態中；各 

國間關係仍將極度緊張。在北極冰地上的視察飛行 

無法解除人民所有的當然關切，也不能減輕世界上 

現存的緊張局勢。 

七六. 美國政提出北極視察問題的行動只再 

度證明美國並不眞正願意柳合國爲和平及爲解除戰 

爭威脅而處理切實重要的問題。任何頭腦凊醒的人 

審度目前的情勢就會明白那些要番議與裁軍問題完 

全分開的視察問題的國家，顯示它們較裁軍委員會 

的成員甚至具有更深的偏見。 

七七. 美國政府這樣行動是在繼續濫用它在聯 

合國，尤其是在安全理事會的地位；美國和過去一 

樣,又在依靠數學上的多數票,而不在有關國家間覓 

致彼此都能接受的協議。 

七八. 美國決議草案之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僅可 

解釋爲企圖在一個大多數會員國都彼此訂有軍事協 

定的機關中，以表決方式就裁軍問題的一方面强迫 

作成決定。但是這種手段不會成功。聯合國裁軍談 

判的全部過程已表現勉强的決定絕不能導致裁軍問 

題的解決，此項決定仍舊是紙上談兵而已。裁軍問 

題不能以表決方式解决。唯一的切實解决途徑就是 

在平等及互相確認需要保證雙方安全的基礎上舉行 

談判。 

七九. 蘇聯政府認爲在目前惟有政府首長會議 

始能採取有效措施，以避免戰爭威脅，改變國際氣 

使趨於健全，造成所有各國和平合作的適當環 

境。蘇聯政府亟盼迅速解決迫切的國際問題，尤其 

是對和平極關重要的裁軍問題，並建議由首長會議 

討論那些最爲重要的問題並採取行動。對這些問題 

達成協議就可使整個裁軍問題之解決成爲可能之 

事。 

八〇.本人茲列舉蘇聯政府提議列入高峯會議 

議程的各項問題：（一)立卽停止原子武器及a武器 

試驗問題；（二）蘇聯、美國及聯合王國三國宣佈不 

使用核武器問題；（三)在中歐設置禁止原子武器地 

帶問題；（四)禁止爲軍事目的使用外空及撤銷外國 

領土軍事基地問題；（五)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各會員 

國與華沙條約簽字各國間歸訂互不侵犯協定問題； 

(六)裁減德國境內及其他歐洲國家外國駐軍數額問 

題；（七)就有關防止突襲問題擬訂協定問題；（八） 

其他問題。 

八一. 毫無疑問，在政府首長會議中儘速審議 

上述各項問題，並彼此協議採取特別措施,很顯然的 

對於加强各國間和平與信心會有切實貢獻；而美國 

在安全理事會中的策略只能阻礙此項結果之獲致。 

八二. 如果美國眞正願意IS眞審議防止突襲問 

題，美國完全明白唯一方法就是在政府首長會議中 

討論這個問題。 

八三. 安全理事會如建議儘早舉行政府首長會 

議也能對鞏固和平及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提出有益的 

貢獻。這正是蘇聯代表圑提出的新決議草案中所請 

於安全理事會者,該草案案文如下： 

"安全理事會， 

"業已審議蘇聯所提關於'制止美國携有 

原子彈及氳彈之軍用機向蘇聯邊境飛行之緊急 

措 施 ' 一 問 題 ， 

' '鑒於此項飛行增加國際關係之緊張情 

勢,構成對各國安全之威脅，如任其繼續，足以 

破壞世界和平，引起原子毁滅戰爭， 

"請美國勿派遣携有原子彈及氫彈軍用飛 

機飛向其他國家邊境，造成對各該國家安全之 

威脅或舉行軍事示威, 

"鑒於有儘速採取步驟以避免原子戰爭及 

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之必要， 



"備悉有關國家間刻正進行初歩商談，以 

便召開高峯會議,討論若干迫切問題,包括擬訂 

辦法,凊除突襲危險問題在內,至感满意， 

"希望儘可能早曰舉行高峯會議。"〔s/ 

3997〕 

八四.蘇聯代表圑籲請安全理事會採取有效措 

施制止美國携有原子彈及氨彈之森炸機向蘇聯邊境 

飛行6.蘇聯作此要求的動機係爲希望保持並荤固和 

平。 

八五.保持和平與防止新戰爭，不但爲蘇聯人 

民關切的問題，而且也是美國人民及全if界各國人 

民所闢切的問題。 

午後一時十五分It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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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下圖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國提出，表示美利堅合衆國 

代表於理亊會第八一四次含議聲明中所稱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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