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 國

經 濟 暨 社 會 哩 事 會

報 吿

.九五三年八月六日至一九五四年八月六日

大 會

第九屆會 :正式組錄

補編第三號(A/2686)

紐 約  

一九五四年



註

聯 合 國 文 件 均 以 英 文 字 母 及 數 字 編 號 o 凡 提 及 此 種 編 號 ， 卽 指 聯 合 國 之 某 種 文 件 而 言 。



目 次

T[次

編輯凡例............................-.......................................................................  xi
m m  ..........................................................................................................................................................................................

m w ......................... ................................................................... ................................ ...........................................  乂V

第"章

組織法及實際組纖間題

理事會的理 事國 .........................................................................    1
理 事 會 約 職 員 .........................................   、...................  1
理事會的輔助機閩 ....................................................................................    1
A . 理事會各分粗委員 會 ..........................................................................：. . . . . ........................... 1
B . 專門間題委眞會及分設委員 會 ...................................  2
G . 匿域經濟委員會 ........................................................................................................................................ 5
D . 聯 合 國兒量甚金會    6
中 夹 常 設 聰 片 委 員 會 及 麻 酔 品 監 察 機 関 .................................................................................  7
理事會及其輔助機開的届會和會譲 ................................................ 7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   7
理事會各分組委員會 ...........................................................................................................................  7
專門間題委員會 ............................................................................................    8
其 他 機 閩 ............................................................................................................................................................. 8
匿域經濟委員會 ................  8

0 
0 
0 
2 

2
3
4
5 
5 
5 
5 
5 
5

聯 合 國 兒 量 基 金 會 ......................................................................................
一 九 五 r a 年 基 本 會 議 日 程 ...................................... ................ ...........

七 . 理 事 會 及 其 委 員 會 的 組 織 與 職  司 .......................................... ……
八 . 理 事 會 及 其 輔 助 機 閩 約 議 事 規  别 ....................................................

九 . 由 誰 代 表 中 國 出 席 理 事 會 及 其 輔 助 機 關 的 間  題 ........................
十 . 非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之 國 家 加 入 經 域 經 濟 委 員 會 爲 委 B 國 間 題 . . .

十 一 . 取 得 諮 商 地 位 的 非 政 府 組 織 所 派 代 表 前 來 聯 合 國 會 所 的 簡 題

十 二 . 會 議 時 間 地 點 間 題 ........................................................... .....................
一 九 百 四 年 會 議 時 間 地 點 的 安 婢 ....................................................
一 九 五 玉 年 會 議 時 間 地 點 的 安 徘 ....................................................

附 件 一 .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及 決 定 ........................................................................
附 梓 二 . 理 事 會 及 其 所 恩 各 分 組 委 員 會 之 簡 要 紀 錄 .............................
附 件 三 . 非 政 府 組 織 之 陳 述 ............................................................................

m



第二章 

一 般經濟 間 题

節次 T 次

一 .世界經濟情勢   17
引"i*.................................................................................................................................................................  17
理事會第十八眉會關於世界經濟情勢之文件  ....................................................................................... 17
理事會的討論 ...................................................................................................................................................19

二 - 充分就H   22
各國政府對充分就翁問題單之答覆；重盤軍備時期渡過後之復員 ...........................................  22
高度經濟活動時期可能發生的通貨膨膜之肪止辦法 ..............................................................  24
理事會的建議 ................................................. ............................................................................................25

三.國際賈易障礙的消除和促進國際經濟關係的方法  ..........................................................   25
理事會的建議 .................................................................................................................................................. 26

四 .國瞭商品賈 易 ..................................................................................................................................................27
國摩價格開係問題專家圓報吿書 ................................................................................................................ 27
理事會第十七眉會中的計論 .........................................................................................................................28
各政府及專門機關的意見  ................................................................................................................ 30
理事會第十八眉會中的討論 .........................................................................................................................30

五.印報紙及印書紙之生達及分 配 ...........................................................................................................  32
六 . 鎭鐵砰究小組間題：國朦商品問題過渡®調分組委員會報吿書  ......................................................32
七.國際公斷裁決執行公約間 題 ......................................................................................................................... 32
八.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報吿 書 .........................................................................................................................33
九 國際貨幣基金會常年報吿書 ......................................................................................................................... 34
十 .蓮輸及通訊間題 ..............................................................................................................................................35

公路標誌及號誌 .........................................................................................................................................  35
旅行税蘭手續間題 .....................................................................................................................................   35
批准政府間海事諮詢組織(海事組織 )公約的情形 ...........................................................................  36
海水汚獨間題 ................................................... ......................................................................................... 36

十 統 計 間 題  ...............................................................................................................................................36
對外貿烏統計 ...................................................................................................................................................36
蔓售物值指數 ........................................................................................... : ..................................................... 37
：E業統针 ........................................................................................................................................................... 37
社會統計 ........................................................................................................................................................... 37
測量生活水平 .................................................................................................................................................. 38
人口與生命統計 .......................................................................................................; .....................................38
國民收支帳、資本形成及所得之分配 ......................................................................................  39
分配統計 .........................................................................................................................    39
職 m 分類 .................................................................................................................................................  39
國摩收支差額統計 ...............................................................................................................   39
統計教育及訓練 ....................................................................................................................  39
檢討國際統計 ..............................................................................................................................    39
統許委員會工作優先次第方案 .....................................................................................        39

. IV



節次

十二.歐洲經濟委員會.................................................
與專門機關、其他政府間粗織及非政府組織的關係

與盟國駐德管制當局的關係................................
主要工作............................. .............................
理事會第十八屆會所採行動................................

十三，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
與專門機關、其他政府間組織及非政府組織的関係

主要工作.........................................................
理事會第十七屆會所採行動................................

十四.拉丁美洲經濟養員會..........................................
與專門機關、其他政府間組織及非政府組織的関係.
主要工作......... ................................................
理事會第十七屆會所採行動.................................

附 件 一 . f i 事會決 譲 案 ...............................................................
附 件 二 . 理事會及其所屬各分組委員會之簡耍紀錄 .............
附件三. 非政府組織之陳述..........................................

次
 0

0

0

0

4

5

5

5

8

9

9

9

2

3

3

4

 

W*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5

5

5

5

第三章

發展落後國家的輕濟發展 *

A

一 . 經濟發展所需資金約養 供 .................................................................................................................  56
聯合國經濟發展特別基金 * * ....................................................................................................................  56
設立國際銀公司提案 * * ......................................................................................    59
國際復興建設銀行常年報吿書 * * ............................................................     60
國際私人資本流動，以利發展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 * * ...................................................................... 61
國際慣格關係 ...........................................................................................................................  63

二 . 土地改革 * * ................................................................................................................................................. 64
H . 工 業 化 的 程 序 與 問 題 及 提 高 產 力 的 方 法 ................................................................................................ 66
m . 非 襲業資源的養譲及利用 ..............................................................  66
五 .水 刹 建 設 及 水 利 利  用 ................................................................................................................................  67
六 .聯合國區域經濟委員會有關發展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工  作 ...................................................................68

B

七 . 聯合國按衛協助方案 * ............................................................................................................................  69
八 . 技術僖助擴大方案 * ............................................................................................   70

0
技術僖助擴大方案* ..........................................
理事會第十七届會   ......................................
理事會第十八盾會 ...............................................

附件一. 理事會決議案 ..................................................
附件二 . 理事會及其所屬各分組委員會之簡耍紀錄 . 
附件三. 非政府組織之陳述 ..........................................

* 大會第九届會臨時議S 列有專項0
大會第九届會臨時議程列有專目0



節次 A
第四章

社會間題

一.社會工作方面之協調行 動 .............................................................................................77
二 .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兒童基金會 ）....................................................................................77

協助範圍...................................................................... ..............................................77
協助種類...................................................................................................................................................... 79
各區域之發展情形...........................................................................................................................................82
基金會之資源..............................................................................................................................................84
與聯合國其他機關及非政府組織之合作................... ......................................................84

三. f i會福利及人 口.............................................................    .. 85
扶養義務在國外的承認及執行...................................................................................  85

  86

A n ..............................................................................................................................................................  86
m . 厳醉品的國條營制...................................................................................................... 86

國條條約的實施與國際管制....................................................................................................................86
中央常設腾片委員會報吿書.................................................................................................................... 87
麻群品監察機開所編一九五四年虔全世界麻醇品需要數量估計書.................................................87
擬譲的麻醉品單一公約.............................................................................................................................87
闇於鸦片的間題...............................................................................................................................................88
科學研究計劃及聯合國麻醉品實驗室*** ........................................................................................... 89
古加葉問題.......................................................................................................................................................90
印度大麻問題....................................................................... ..................................... 90
二乙驢嗎蛛（卽海洛因）的禁Jfc...............................................................................................................  91
合成麻醉品問題.....................................................................................................  91
Æ縮 瘾 癖 .......................................................................................................................................................92
軸 販 蓮 ...............................................................................................  …… .............. 93
工作方案及優先次序.............................................................................................93

五 . 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報吿書* .......................................................................................................  93
附件一. 理事會決議案及決定................................................................................  95
附件二 . 理事會及其所屬各斤組委貴會之簡要紀錄...................................................................................... 95
附件三. 非ifcit組織之陳述.....................     95

第五章 

人 樓

A

— (©彪 A 爐 BSîfeCiTgr宏* 97， 13̂ 9 y VTlfe nn, /J» J 5*Tv •， * ♦ ，， ，.  ........... .. '  •

二 .關於國條尊重民族及國族自決權的建議................  .....................................98

大會第九腐會須就此事採取行動。 
大會第九润會臨時議S 列每專項。

vi



次

m .

五 .

七

八 

九 . 
十 .

十 一 .

資次

盤訂聯合國促進世界普遍遵守並尊重人權及基本自由的工作方案..........................................98
開於人權間題的來文........................................................................................  99
防止歧視及保議少數民族.......................................................  99
肪Jh歧觸暨保譲少數民族分設委員會之委員及將來會期間題.................................................99
分設委員會第六屆會報吿書.............................................................................................. 99
宜否召集注意消除偏見及歧視問題之各非政府組織舉行會譲.............V..................   101
新聞自由* ..................................................................................................................  102
新聞自由問題報吿員報吿書........................................    102
鼓勵及發展獨立的國內新聞事業...................................................................................... 104
侵害工會權利的控謝................................................................................... 104
強追勞役* .........................................................................     105
奴綠制度.......................................................................................................................106
無國籍 ......................................................................................    106

B

婦女地位 ..........................................................................................................  107
婦女的政治權利.............................................................................................................107
B婚婦★的画籍...............................................................................      108
同工同酬.......................................................................................................................108
婦女在經濟方面的機會.........................................................................................   109
婦女在取法上的地位*** ...........................................................    109
歸女受教育的機會.................................................................
與婦女地位有蘭的按術協助方案..........................................
婦女參與聯合國及專門機關的工作................ ..........................
研究秘♦ 長替社會委員會編製的闇於保護毋性及兒童間題的文件.
未來工作許劃  .................................................................

mn- . 理事會決議案及決定...........................................................
附併二. 理事會及其所思各分組委鼻會之簡要紀錄.............................
附件三. 非政府組織之陳述..............................................................

第六章 

特別間題

— . 朝鮮善後救濟****....................................................      115
二.聯合國亜洲建東區域製圖會譲   115
三 -世界曆法改革     115
u y . 有關經濟及社會問題各建譲之實施 ...........................................................................................................115

附件一. 理事會決議案 .............................................................................................................................................118
附件二 . 理事會簡要紀錄 ...................... …… ...........................................................................   . 118
附件三. 非政府組織之陳孤 .................................................................................................................................... 118

* 大會第光届會臨時議淫列專項 0
本分節所論影》婦女人格尊厳之k 俗、陳舊法律及慣例的間題在大會第九届會臨時議程列有《項。

聯合國朝鮮復與事務處主任報告書在大會第九屆會臨時議程內列有專目。

V I I



節次 ’f 次

第 t 章

與專門機蘭之餘調問題及蘭係間題

協調事宜行政分組委員會報吿書................................................................................................................... 119
二 . 聯合國及專Pg機關一九五五年工作方案檢 討 ......................................................................... 120
三.專旧機關向聯合國提具報吿書的格 式 ...................................................................................120
四.專門機關的常年報吿 書 ...................................................................................................... 120

國際勞工粗織.....................................................................................................................................................120
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 121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 121
世界衞生組織................................................................................................................... 121
國際民用航空紐織.............................................................................................................123
國際電飢同盟................................................................................................................... 124
萬國郵政聯盟....................................................................................................................124
世界氣a 紐織 ..........................................................................................................................................................................................................................................................................................................124

國際復舆建設銀行及國瞭货幣基金會.........................................................................  125
五.申睛加入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 案 ...................................................................................125
附件一. 理事會決譲案及決定.....................................................................................................125
附件二.理事會及其所屬各分組委員會之簡要紀錄........................................................................125
附件三. 非政府粗織之陳述.......................................................................................................126

第八章

非政府組織

一 . 取得諮商地位之非政府粗織-*覽 表 ..........................................................................................  127
二.覆核非政府組 織 ................................................................................................................ 130
三.諮商辦法之施 行 ..................................................................  130

非政府組織之♦面陳述....................................................................................................................................130
非政府艇織之口頭陳述...................................................................................................... 130
非政府組織所提譲程項目................................................................................................... 131

附件一. 理事會決議案.....................................  132
附件二. 理事會及其所屬各分組委員會之簡要紀錄..........................................................................................132
附件三. 非政府組織之陳述..............................................................................................................................  132

第丸章

理事會所採行動涉及之經費間題

—. 審議所渉經費問題之程序...................................................................................  ，133
二理事會第十七屆會所採行動涉及之經費問題........................................................    133
三 .理事會第十八屑會所採行動渉及之經費間題  …… . . . ……   ...................  133
附件. 理事會簡要紀i t ................         133

viii



# 次 M次

附  錄

附錄一. 理事會第十六廣會第二期會議、第十七屆會及第十八屆會議程....................   * , . 。 。 》 134
附錄二 . 理事會各委員會委員國之分配情形....................................................................  138

附錄三. 一九五五年會議H程 .................................................................................................140

ÎX





編 輯 凡 例

決譲案

引據之決議案。本報告書全文及附內所述大會 

及經濟暨社會瑪事會各項決議案均經編ib ia資識別0 編 

號中數字係指決議案號數，括弧內數字則指届會次數0

簡要紀錄

引據之會議紀錄。本報告書正文於引述理事會全 

體會議及理事會所屬各分組委員會的辯論時7均在附內 

表明其來源。兹用下列標號指明上述各種不同會議的文 

件，以資識別：

E/SR. 埋事會全體會議的簡要紀錄
E/AC. 6 經濟分組委員會的文件
E/AC.7 社會分組委員會的文件

E/AC. 24 協調分組委員會的文件
E/C. 2 理事會非攻府組織事宜分組委員會的文

件
E/C. 4 會議時簡地點問題臨時分組委員會的文

件
E/TAC 按術協助分組委員會的义件

全體會議簡要紀錄定稿係用單行本刊印,以便a 後

合訂成卷。埋♦會所屬各分組委員會會議簡要紀錄則僅用 

油印本印發兩次，初次爲暫定本,繼爲訂正本。

補充文件

本報告書臉§ I據上述各項決議案及簡要紀錄外，並引 

據經濟S 社會理事會各届會議ÎF式紀錄，言如下述：

( ~ ) 正式紀錄之編號補編，大部分係埋事會所屬各 

委員會的報告書。例如亜洲遠東經湾委員會常年報告書之 

理事會X件符髓爲E/2553;兹經印成輕濟暨社會理事會 

第十七届會正式紀錄補編第三號。爲簡便起見，紙有第~ 
次提到時繞用此等補編的文件全名,以後提到時均厥用符 

號 E/以代替之。

(二）正式紀錄的附件係依照議程項目編印0例如技 

術協助分組委員會就埋事會第十七屆會議程項目+~所 

提之報告書，編爲5：件 E/2558 and C orr.l提出；兹 

霞選定印成經滴暨社會埋事會第+ 七腐會正式紀錄議程 

項目第十一項下的附件之~。

凡經本報告書提及並經選定印成單行本之理事會第 

十六届會第二期會議、第+七居會及第十八届會文件均用 

符髓E/表示，並在附註中èt明載列各該交件的埋事會正 

式紀錄議程項目附件。倫無上述附註，此卽表示該項件 

僅印成油印本。

(三）此外，各届理事會均印有文件棄編Ï內容如下： 

(i)簡要紀錄fô印本未及編入之刊誤；（ii) 各次全體會議 

簡要紀錄印本之目錄；（iii)各代表M人員的全部名單； 

(iv) K届會議通過的議程；（V)該届會議全部义件之索 

引， 其中凡以單行本印爲附件及印爲聯合國出版物之文 

件，以粗體鋭字表示之；對於各項決議草案或修:F案業已 

編入各次全體會議簡要紀錄印定本者，亦予分別註明0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第十六屆會 (第 二 期 會 議 ）第十七 

屆會及第十八盾會冗式紀錄各號補編錯印本一覽

表

補编號数 第十六在會

第二期♦議

第~髓甲 決議案

第千七在會

第一牆 決議案

第二號 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常

年報告•書九五三年 

三月十九日至一九五四 

年三》! 二十五日）

第三髓 亜洲達東經湾委員會

年報告書（一力•五三年 

二月十五日至一九五四 

年二月十八日）

第千八属會

第一號 決議案

第二髓 職合國國際兒童繁急救

结基金會執行委員會報 

告書（一九五三年九月 

A 日至十六日）

文件跋數

E/2508/
Add.l

E/2596

E/2536 and 
Corr. 1

E/2553

E/2654

E /2 5 18



補编跋數 第十八會

第二號聯合國兒童基余會執行 
委員會報告書（~九五 
四年三月一日至九日） 

第三號 廳洲經濟委員會常年報
告書（一九五三年三月 
十九日S —九五四年三 
月二十五曰）

第四髓 按術協助烏提交技術協
助分組委員會之第六次 
報告書

第五號 統計委員會（第八居會）
報告書（一九五四年四 
月五日至二+二日）

文件跋數

E/2572

E/2556

E/2566and 
Corr. 1 and 
Add.l

E/2569 and 
Corr. 1

補编跋數  第千八在會  文件就援

第 號  婦女地位委員會（第八

届會）報告書（一九五因 

年三月二十二日至W月

九曰） E/2571

第七號 人權委員會（第+届會）

報告■書 （-*九五四年二 

月二十三日至ra月十六

日） E/2573

第八號 廣醉品委員會（第九届

會）報告書（一九五四年 

四月十九日至五月十四
曰） E/2606

XU



簡

協类會 協調事宜行政分組養賛會

防擦 J à淸 卡介苗防療血淸

國際衆行 國際復興建設銀行

理事會 經濟寶社會理事會

亞經會 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

歐經會 歐洲經濟委員會

拉經會 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

支付同盟 歐洲支付同盟

擴大方案 發展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之.按術協助擴大方案

(關税貿易)總協定 蘭税暨賈易總读定

糧農組織 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

基金會 國摩貨幣基金會

民航組織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國際商會 國際商會

國摩商品協調會 國際商品間題過渡读調分組委員會

歐洲移委會 政府間歐洲移民事務委員會

自由工聯 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

貿易組織委員會 國療貿易組織過渡委員會

基督教工聯 國瞭基督教工會聯合會

勞工組織 國摩勞工粗織

海事，钮織 政府間海事諮詢組織

電訊同盟 國際電凯同盟

非政府組織 非政府組織

美洲組織 美洲國際組織

I I片委員會 中央常設I I片委員會

分類法 國際賈易標準分類法

特別基金 聯合國經濟發展工作特別基金

按協處 聯合國按術協助營理處

按協局 按術協助局

按協會 技術協助分粗委員會

文教組織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粗織

兒量基金會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朝鮮 )復舆事務處 聯合國朝鮮復與事務處

(萬國）郵盟 离國郵政聯盟

(世界)工聯會 世界工會聯合會

衞生組織 世界衞生粗織

氣象組織 世界氣象組織

xiii



導 言

豐

經濟g 社會理事會的這次報吿書所述期聞爲自 

一九五三年八月至一九五K 年八月；我深信這個期 

間是自理事會成立以來一個收巷最大的時期。理事 

會所完成的工作在許多方面都是具有建設性的0 而 

且在舉行第十八眉會議期間，理事會因越南談制成 

功戰爭結束，得於已澄淸的氣氛中進行工作。在我們' 
的全部討論期間所明顯表現的心平氣和、互相寬容、 

互相體餘的態度，證明了全世界致願望和平，而 

且這似乎使我們有理由堅信fi事會將能在完成聯合 

國的下列主要宗旨的工作中盡重大責任：建立國際 

間的和睦關係及善良人類間的和平。

除已完成的工作及上述前途頗有希望的氣氛而 

外，尙有其他若于因素也使第十八届會議特別値得 

注意。

秘書長出席會議及積極參加工作，增加了理事 

會的射論的重要性，並表現了理事會與秘書處之間 

所有的而且必須有的堅圓聯擊。理事會於其決議案 

內邀靖秘♦ 長於每年討論世界經濟情※、世界社會 

情況以及聯合國及其所屬各專門機閩的全部許劃與 

工作時出席傲先討論，這表明理事會對於秘書長的 

協助之重視。

承蒙法國國'務會議主席 M. Pierre Mendès - 
France參加我們的一次會蕭，這也是欣幸的事。M. 
Mendès France曾任法國代表團出席理事會的代表， 

所以熟悉我們的問題。他抽出時簡與我們請了若干 

關於理事會的已辦及將辦工作的♦人振奮的明智之
•S-B 0

雖然理事會的工作在本報吿書內敍逃甚詳，但 

我要把我認篇有特殊意義的幾點提晴注意一下。

世界經濟情巧的辩論，所論及的範圍甚廣。辯 

論中不僅審譲關於世界情巧及各經濟直域狀巧的報 

吿而且也審議關於充分就業與去除國際賈易障礙 

兩個密切關聯的問題的報吿。秘書录在辦論関始時 

便說一九五四年的情形特徵爲不穩定的平衡。雖然 

—九五三年内在生產與消費方面已有重要的進歩， 

國際牧支情況好轉且國內物慣結構亦有改進，而此 

種不穩定的情形仍然存在。事實上經濟情形的改進 

在工業發達的國家襄比在發展落後的國家襄較爲迅

速 ； 所 以 工 業 發 達 國 家 與 發 展 落 後 國 家 之 圓 在 生 達  

與 消 費 水 準 及 一 般 生 活 释 度 上 日 益 懸 殊 。 同 時 發 展  

落 後 的 國 家 因 別 國 對 t 們 所 輸 出 的 初 級 産 品 的 需 求  

降 低 ， 因 它 們 的 貿 易 比 率 每 況 愈 下 並 因 它 們 長 期 缺  

乏 經 濟 發 展 所 需 資 金 ， 所 以 它 們 求 增 加 發 展 速 度 及  

提 高 .生 活 程 度 的 努 力 受 到 了 胆 礙 。

辯 論 進 行 中 e r 明 白 看 出 大 家 一 致 承 認 世 界 經 濟  

息 息 相 閩 ， 所 有 各 國 政 庶 亟 需 密 切 合 作 以 求 經 濟 間  

題 的 解 決 。 出 産 原 料 的 發 展 落 後 國 家 的 利 益 是 與 工  

業 發 達 的 國 家 裏 的 繁 榮 狀 巧 、 牧 入 及 就 業 高 度 水 準  

的 維 持 密 切 關 蓮 的 。 反 之 ， 發 展 落 後 國 家 襄 的 經 濟  

發 展 與 生 活 程 度 的 提 高 對 於 工 業 醫 達 的 國 家 也 是 極  

爲 重 要 的 ， 因 爲 工 業 國 家 可 由 其 出 産 品 市 場 擴 大 而  

獲 益 。

由 於 此 種 世 界 經 濟 情 況 ， 理 事 會 討 論 中 的 一 大  

特 色 便 是 特 別 注 意 國 隙 實 易 。 曾 予 特 別 研 究 的 間 題  

共 有 雨 個 方 面 : 一 爲 擴 張 一 般 世 界 貿 易 量 約 辦 法 ； 二  

爲 必 須 採 取 國 摩 行 動 以 消 餘 國 際 貿 易 中 初 級 商 品 慣  

格 及 數 量 兩 者 劇 烈 波 動 的 問 題 。 理 事 會 於 舉 行 第 十  

七 屆 會 譲 時 曾 審 譲 專 家 團 所 提 関 於 初 叙 逢 品 與 製 造  

品 的 價 格 ■ 係 之 報 吿 書 。 理 事 會 又 於 上 屆 會 議 期 間  

請 秘 書 長 在 其 下 次 世 界 經 濟 報 吿 書 內 列 入 一 節 ， 分  

析 足 以 限 制 國 際 貿 易 的 擴 張 的 各 種 因 素 ， 並 請 他 研  

究 與 促 進 所 有 各 地 理 及 貴 幣 厘 域 內 及 匿 域 間 的 實 易  

有 關 的 間 題 。 此 種 問 題 内 容 複 雜 ， 故 各 專 家 於 今 年  

提 出 報 吿 時 建 議 男 行 創 設 一 國 摩 機 闕 處 理 此 事 。 經  

理 事 會 兩 屆 會 譲 中 射 論 後 ， 實 際 結 果 爲 創 設 一 新 的  

國 際 商 品 貿 易 問 題 諮 詢 委 員 會 。 這 個 機 關 的 實 效 ， 紙  

有 等 它 做 出 若 干 成 績 後 才 可 評 定 ， 但 是 無 論 如 何 ， 

這 一 類 對 於 倚 靠 輸 出 初 級 商 品 的 發 展 落 後 國 家 以 及  

爲 此 稿 商 品 的 大 量 清 費 者 的 工 業 發 達 國 家 有 影 響 的  

重 要 問 題 ， 一 定 將 由 聯 合 國 内 一 個 政 府 間 機 關 不 斷  

予 以 檢 討 。

在 理 事 會 的 工 作 中 ， 到 處 都 牽 渉 到 發 展 落 後 國  

家 的 經 濟 發 展 間 題 及 此 稿 國 家 的 需 要 問 題 ， 這 已 是  

顧 然 的 事 。 理 事 會 於 討 論 商 品 貿 易 間 題 以 及 許 多 其  

他 間 題 時 ， 曾 竭 力 尋 求 可 對 此 類 國 家 的 需 要 及 利 益  

有 最 大 買 獻 的 Æ 決 辦 法 。 這 些 國 家 一 向 感 受 缺 乏 資  

金 之 苦 ， * 供 經 濟 發 ■ 展 所 需 的 經 費 間 題 在 理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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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辯論襄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理事會B經揉計 

過若干種養指必需經費的不同辦法。在過去一年閩， 

理事會會竭力催促於環境許可時*設聯合國經濟爱 

展特別基金；它並曾檢討睛創設一國際銀公司的建 

議；它曾特別注意研究是否可能使私人資本大量投 

入經濟發展方面。

理事會會趁討論聯合國特別基金間題的機會向 
我們的前任主席Mr. Raymond Scheyven致歡迎之 

意；大會任命他來審査各國政府衡此間題的意見，並 

進一步樣討是否可能設立此種基金。Mr. Scheyven 
的陳詞詳述各國政府對此問題時在改變的意見，從 

陳詞中可以誇明大會選他擔任這種困難而棘手的任 

務之任人得當。

现事會通過若干可使技術協助擴大方案在進行 

上更爲有效而且更有申縮餘地的辦法，這又進步 

I t明理事會之關懷醫展落後的國家。

Mr. Mendès-France於重申他對於此種方案的 

目的之信念時吿蕭我們說：這不是餘善間題，也不 

是富;I幫助窮人的間題。而是由各主權國家共同努 

力，使那些常因幸蓮關係而有較廣的技術經驗或較 

宏富的天然資源的國家能利用它們的知識及利益惠 

及那些不幸而處於不利地位的國家。我想我大家 

都同具這種信念。

理事會及其所屬各委員會的紐織與工作爲理事 

會最密切柱意的間題之一，由此可見理事會繼續® 
不謝增進效率一事表示閩心。理事會B通過各種重 

耍辦法，以求集中其努力於基本的間題，調盤其全 

年各屈會議及工作方案在時間上的分配，及保證其 

所»各機關的工作能瘦最密切的協調及最大的可能 

有的效率。雖然財政方面及統計取樣方面的工作繼 

續由秘書處辦理，而理事會B撤館了財政委員會及 

統許取樣分設委員會，因認爲它們的工作B不再有 

必要。

各專門機關繼續予理事會以充分合作，這從各 

機關在理事會的工作及計論方面始終與理事會保持 

接觸一點卽可看出。不過，我必須特別指出：各專 

Pg機關有執行它們的特定的任務，才能對我奶的 

共同目的之達成有它們的最有慣値的貢獻。技術協 

助擴大方案及聯合國兒董基金會便是此種共同:r作 

的具體的例證。

人權委員會經數年耐心工作，現B完成兩種國 

際人權盟約草案種爲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盟約 

草案，另一種爲公民及政治權利盟約草案。理事會 

之將此甫轉盟約呈送大會，是使世界人權宣言發生

法 律 的 效 果 的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步 驟 。 因 此 這 兩 件 草 案  

的 詳 細 檢 討 工 作 B 呈 請 上 級 機 闇 辦 理 ； 此 南 盟 約 因  

性 質 重 要 及 所 引 起 的 間 題 之 困 難 ， 甚 盼 上 叙 機 關 予  

以 鎭 密 注 意 。

同 樣 的 ， 婦 女 地 位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及 今 年 七 月 七  

日 生 效 的 婦 女 參 政 權 公 約 必 須 請 予 注 意 。 已 婚 婦 女  

國 籍 公 約 草 案 亦 須 特 別 提 及 ； 此 項 草 案 乃 以 婚 姻 不  

影 響 婦 女 國 籍 之 明 智 原 則 爲 根 據 。 此 種 辦 法 如 同 養  

R 會 所 建 議 的 其 他 辦 法 一 樣 ， 表 現 出 對 於 歸 女 的 尊  

嚴 應 有 的 敬 董 ， 所 以 將 有 助 於 保 障 構 成 f ± 會 粗 織 之  

基 礎 的 家 庭 單 位 。

理 事 會 對 於 有 關 聯 合 國 兒 童 基 金 會 的 各 項 報 吿  

均 麦 示 满 廣 ， 並 再 势 該 機 關 之 能 努 力 工 作 成 績 卓 著  

表 示 欣 截 。

因 此 理 事 會 在 今 年 也 同 過 去 每 年 一 樣 ， 已 處 理  

了 許 多 經 濟 及 f f i 會 方 面 的 間 題 。 理 事 會 的 努 力 極 屬  

重 要 ， 這 已 經 秘 書 長 於 討 論 理 事 會 及 其 所 屬 类 員 會  

的 粗 織 間 題 時 予 以 指 明 。 他 說 ： 它 們 的 職 務 不 僅 直  

接 與 憲 章 所 斤 的 國 際 經 濟 及 社 會 的 合 作 有 關 ， 而 且  

根 本 上 最 後 也 與 全 部 和 平 工 作 有 關 。 此 言 將 理 事 會  

置 於 聯 合 國 工 作 的 中 心 地 位 。

經 濟 及 社 會 的 進 展 ， 倘 與 所 涉 問 題 的 重 大 情 形  

相 較 ， 仍 屬 遲 緩 ， 這 是 必 須 承 認 的 。 理 事 會 的 單 獨  

努 力 顯 然 不 能 産 生 所 需 的 結 果 ； 各 國 政 府 的 全 力 合  

作 及 世 界 舆 論 的 無 保 留 的 支 持 也 是 極 重 要 的 。

本 報 吿 ♦ 爲 經 濟 暨 社 會 理 事 會 向 大 會 提 出 的 第  

九 次 報 吿 書 ， 其 所 述 期 間 爲 自 一 九 五 三 年 八 月 六 日  

起 至 一 九 五 四 年 八 月 六 日 理 事 會 第 十 八 屆 會 停 會 時  

止 。 本 報 吿 書 計 分 兩 部 ： （ <2 ) 本 卷 ， （ é ) 業 已 刊 印  

的 第 十 六 眉 會 第 二 期 會 譲 決 譲 案 、 第 十 七 眉 會 決 議  

案 及 第 十 八 屈 會 的 決 議 案 共 三 卷 1。

理 事 會 及 其 所 屬 各 分 組 築 真 會 簡 要 紀 錄 ， 照 例  

分 送 聯 合 國 全 體 會 員 國 參 考 。 本 報 告 書 涉 及 各 該 紀  

錄 之 處 ， 均 經 詳 細 註 明 。 每 章 末 附 有 下 列 各 件 ： 附  

件 一 開 列 有 關 決 譲 案 或 決 定 ， 附 件 二 開 列 理 事 會 及  

其 所 屬 各 分 組 委 員 會 的 有 關 簡 要 紀 錄 ， 附 件 三 開 列  

非 政 府 組 織 的 有 諷 口 頭 及 書 面 聲 明 。 此 外 ， 正 文 中  

所 撮 及 的 若 干 報 吿 書 ， 則 已 男 行 分 別 印 出 。

1參閱經濟暨社會埋事會:E式紀錄。第十六屆會第二期, 
會議，補編第~號甲；第+七屆會，補編第~髓；及第 
+八届會，補編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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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報 吿 書 的 一 般 形 式 和 性 質 ， 與 前 次 常 年 報  

吿 書 同 2。 本 報 吿 書 首 卷 ， 卽 本 卷 ， 分 爲 下 列 九 章 ：

第一章. 組織法及實際組織問題

第二，. 一般經濟間題

第三章. 發展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

第四章- 社會間題

第五章. 人權

第 章 . 特別間題
第七章. 與專門機關之協調問題及關係問題

第八章. 非政府航織

第九章. 理事會之猎施所涉經費間題

按照原定計劃，如果大會總務委員會也這樣建 

譲的諾，每章都應全部交由大會某一*主要委員會或 

大會所決定的任何其他聯席會議審査。第二章及第 

三章涉及第二-參員會主管範圍以内約事項，第 章  

及第五章涉及第三委員會主管範圍以内的事項，第 

九章渉及第五委員會主管範圍以內的事項， 至於第 

一章、第六章、第七章及第八章則以交由大會全體 

會纖審査爲宜。益將其中幾章特點，簡略說明如下， 

請予注，良。

第二章，"一般經濟間題"，論列各種不與發展 

落後國家經濟發展問題直接有閩的間題。

第三章專章討論發展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因 

爲大會決議案三0 （四）建議理事會繼續加聚 

注意經濟發展間題，W 督促其所屬委員會及各專 

門機關對此問題同樣加聚注意， W 於其提交大會 

之常年報吿書中特設專章，論列爲促進經濟發展而 

採行之措施。這一章分爲雨部:A 部分論經濟發展的 

一般間題，例如經濟發展所需資金的壽供，墙加世 

界生産能力的方法,及非農業資源的養譲和利用；B 
部分論經濟發展的按術協助， 包括聯合國方案及擴 

大力案在内。

參閱te件 E/L.605 及 E/SR.830,

第七章"與各專門機閲的協調間題及圓係間 

題"，敍述理事會槪括計論各專門機關報吿書有關協 

調部分的經過以及理事會所採的行載。但各專門機 

閲實體工作之與理事會所議間題有閩者，則在其他 

各章有關各節中贷別敍述。

第 九 章 "理 事 會 措 施 所 牽 涉 的 經 費 間 題 " ， 旨 在  

說 明 理 事 會 於 審 議 本 身 措 施 所 牽 涉 的 經 費 問 題 時 依  

照 譲 事 规 則 第 三 十 四 條 採 用 的 原 則 與 程 序 ， 並 提 供  

有 關 本 報 吿 ♦ 其 餘 部 分 的 有 用 資 料 ， 務 使 第 五 委 員  

會 及 行 政 暨 預 算 問 題 諮 詢 委 員 會 深 知 理 事 會 所 定 各  

項 方 案 的 迫 切 和 重 要 。 提 交 大 會 第 五 委 員 會 的 理 事  

會 工 作 經 費 槪 算 ， 與 第 九 章 所 載 的 槪 算 不 盡 相 符 。 後  

者 係 按 科 目 分 別 編 造 ， 須 在 理 事 會 各 項 決 譲 所 生 結  

果 全 盤 估 計 以 後 再 加 修 正 ， 因 此 一 經 合 併 ， 就 略 有  

差 異 了 。 大 會 處 理 這 一 章 ， 通 常 當 以 秘 書 長 提 交 第  

五 委 員 會 的 槪 算 爲 準 。

本 報 吿 書 所 述 若 干 間 題 業 經 分 別 列 爲 大 會 臨 時  

議 程 項 目 。 這 些 項 目 B 用 目 次 表 中 的 運 標 及 用 附 註  

表 明 。 其 他 提 請 大 會 注 意 或 辦 理 的 事 項 ， 則 在 ：ÎE文  

及 附 註 中 載 明 。

理事會各屈會議議程，理事會所屬各委員會委 

員分配一覽表，以及理事會通過的理事會及其輔助 

機關一九五五年度會議日程，均經列爲本報吿書附 

錄。

我除對理事會同仁之盡力幫忙減輕我擔任主席 

的工作，表承感謝而外，並擬對理事會的聲望卓-著 

的諧位副主席及秘書處同仁之於理事會各屈會議中 

及本報吿書編製時，不容賜教，多所国助，表示深 

切的謝意。

經 濟 壁 社 會 理 事 會 主 岸

(簽名)Juan I. Cooke

~ 九 五 四 年 八 月 於 ^ 日 內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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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組織法及實際組織間題

節，理事會的理事國

一 .大會第八屈會 1 選出了六個理事國來接替 

經濟® 社會理事會下列任期眉满的理事國:菲律賓、 

波蘭、喘典、蘇維埃sa詹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不列 

颠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鳥拉圭。當選的國家是：捷 

克斯洛伐克、厄瓜多、那威、巴基斯坦、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不列颠及北愛爾蘭聯合王 

0 。

二 . 所以一九 五 ®年度的理事會是由下列各國 

組成的：

任期屆滿年

*賊 根 廷 ...........................................................  1954
澳 大 利 亜 .......................................................  1955

*比 利 時 ............................................................  1954
*中國 ................................................................  1954
*古 巴 ................................................................  1954
捷克斯洛伐克 ................................................. 1956
厄 瓜 多 ............................................................ 1956

*埃 及 ...............................................................  1954
*法 蘭 西 ...........................................................  1954
.印度 ............................................................   1955
那 咸 ...............................................................  1956
巴基斯坦 ........................................................  1956
士 耳 其 ............................................................ 1955
蘇維填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 1956
大不列顔及北愛爾蘭 ®合王國 ...................... 1956
美利堅合衆國 .................................................  1955
委 內 端 拉 .......................................................  1955
南 斯 拉 夫   .................................................... 1955

第二節 . 理事會的載員

三.一九玉四年三月三十日理事會第十七眉會

第一次會議*選 出 Mr. Juan I . Cooke (阿根廷)爲一 

九五四年度主席， Sir Douglas Copland (澳大利亞）

爲該年度第一副主席，Mr. JiH Nosek (捷克斯洛伐 

克）爲該年虔第二副主席。

第 三節 . 理事會的輔助機歸 

四，理事會的輔助機關分爲四類：

A .理事會各分組委員會3，
B .專門問題委員會及分設委員會，

C . 愿域經濟委員會，

D .聯合國兒董基金會(兒董基金會）。

A. 理事會各分紐委員會

五 . 本章冬節所列各分钮委員會大抵由政府代 

表粗成。秘書處的各委員會和機構、協調事宜行政 

分組委員會及其輔助機關、技術協助局以及各專家 

分報委員會都宋列入。

(一 )經濟分紐養員會；

(二)社會分組委員會；

(三)读調分組委員會；

(四）技術協勒分組委員會；

(五)技術读助分組委員會工作團（赌大方案）； 

( 理事會非政府組織事宜分組委員會；

(七)會議時閩地點問題臨時分粗委員會；

(八)聯合國高級專員難民事宜諮詢分組委員 

會。

六.由全體理事出席的經濟分翻委員會會在理 

事會第十七及第十八屈會期間開會，由第一副主席
Sir Douglas Copland 擔任主席。

七.由全體理事出席的社會分組委員會曾在理 

事會第十七及第十八眉會期間間題，由第二副主席
Mr.  JiK Nosek擔任主席。

八.由全體理事出席的協調分翻委員會曾在理 

事會第十七及第十八履會期'閩開會。在一九五ra年

1大會正式紀錄，第八g會，全體會議，第四五0 次及 
第四五次會議。
*任期稱満的理事國。

'E/SR. 7 5 5。
;本章所列各分組委員會僅以本報告書所檢謝工作明 
間內曾舉行會議的分組委員會爲限。埋事會所採取蘭 
於擬設各新分組委員會的行動，悉在本報告書各節論 
述與各該分組委員會有圓之實體事項時分別殺墙。



七月六日第-----四次會議上S Mr. Hans Engen (那
威）當選爲主席。

九.由全體理事出席的技術協明分翻委員會會 

在第十七屆會開幕前和第十八届會期間開會。在一 

九五圓年三月十五日第五十八次會議上5, Dr. El 
Sayed Abdel Moneim El~Tanamli (埃及）當選爲一九 

五四年度主席。

一0 . 按術協助分軸委員會工作團狂一九五三 

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日期間開會，並在一九五四 

年二月八、九、十、十一、十八及十九日重行開會。該 

m由下列各國涙代表粗成：澳大利亞、古巴、埃及、法 

蘭西、印虔、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 

合衆國、委內瑞拉及南斯拉夫。主席: Mr. Philippe 
de Seynes (法蘭西）。

—— . 理事會非政府粗織事宜分粗委員會由理 

事會主席及理事會每年於首次經常屆會選出的七理 

事國粗成。理事會主席爲該分粗委員會的當然主 

席，但無表決權。

一二.該分粗委員會一九五三年度的委員國名 

單如下：

比利時 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

中國 國

法蘭西 美利堅合衆國

蘇緒填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委內瑞拉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三日Mr. Robert Fenaux 
(比利時）當選爲代理主席

一三* 第十七眉會時，理事會依照議事規則第 

八十九條決定傳止適用第八十二條中蘭於選舉非 

政府粗織事宜分報委員會委員國的時間那一部汾規 

定，並請理事會第十八屆會對該條作必要的修正，以 

規定該分組委員會的委員國應於每年第二眉會第二 

期會議斯間選出。理事會第十八眉會遂依照此項請 

求修ÎE第八十二條7,規定該分組委員會委員國現應 

於當選後之暦年內服務，並應自理事會該年度理事 

國中邊選。

—r a .會議時îid地點間題臨時分組委員會由下 

列委員國粗成：

中國 大不列顔及北愛爾蘭聯合王

法蘭西 國

蘇雄填社會主義共和國職盟美利堅合衆國

一五 .聯合國高級專員難民事宜諮詢分組委員

會。理事會決議案三九三B(十三)規定："設立一諮詢 

分粗委員會，定名爲'聯合國高級專員難民事宜諮詢 

分組委員會'，傭供高級專員於執行職務時之霞詢"。

一六 .該 分組委員會由聯合國會員國及非會員  

國共十五國翻 織 ，名單如下：

澳大利亞

奥地利

比利時

巴西

丹麥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法蘭西

梵蒂岡

以色列

義大利

瑞士

士耳其

大不刹顔及北愛爾蘭聯合王

國

美利堅合衆國 

委內瑞拉

B.專門問題委員會及分設委員會

一七. 經濟暨f i會理事會設有下列八個專門問 

題委員會及一個分設委員會：

(一 )蓮輸通訊委員會；

( 二 )財政委員會

(三)統許委員會；

(四）人口委員會；

(五）f i會委員會；

(六)人權委員會；肪业歧視Ê保護少數民族分 

設委員會；

(七)婦女地位委員會；

(八)麻醉品委員會。

一八. 七個專PgPnl題委真會（蓮输通訊、財政， 

統計、人口、i t會、人權、歸女地位等委員會）係 

由理事會選出的聯合國會員國的代表組成。爲求委 

員會所掌各部R事務均有適當人員擔任起見，秘書 

長於代表人選最後由當選國政府提名並由理事會核 

定以前，應先與各該國政府進行疆商9。麻鮮品委員 

會係由聯合國會員國政府直接提名的代表組成1°。
一九.防止歧視暨保護少數民族分設委員會是 

由人權委員會與秘書長會商後選派的人員組成的。 

這些人員須經其本國政府同意。

二0 . 下列各麦第欄的國名是理事會選出的 

國家，由各該國推薦一九玉四年度各專門問題委員 

會(麻醉品委員會除外)的委員。

^E/AG.24/SR. 114, 
Ê/TAC/SR. 58。 

®E/C.2/SR.：133。
7參閱第八節。

S瑪事會決議案五五七C威（十八）決定撤銷財政委晨 
會。

®參閱理事會決議案及2/12及二（三）。
1»參閱理事會決議案1/9。



二一 . 理事會第十八屆會 n 依照委員會輪能改 二四 . 紋計要員會

選 制 度 ，舉 行 選 舉 ，改選每一專門問題委員會全體
任期於千二力 

九五五年  三-f'一•日屆滿
委員三分之一。兹將各委員會一九五四及~■九五玉

丸 五 年
年度的委員國徘列於下，並予製表列爲本報告書附

錄 二 。 *澳大利亜 

加拿大

澳大利亞（連選） 

加拿大

1957
1955

二 二 . 運輪通就委員會 *中國 中國（連選） 1957
古E 古巴 1955

f i 期於千二月 丹麥 丹麥 1956
九五 er年 — 九五五年 三 千 日 属 滿 法蘭西 法蘭西 1956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 印度 印度 1955

主義共和國 主義共和國 1956 伊期 伊《3 1955

中國 智利（新當選） 1957 称購 荷蘭 (連選） 1957

哥命比亞 中國 1955 巴拿馬 巴拿馬 1956

埃及 哥命比亞 1955 烏克蘭蘇播填社會 烏克蘭蘇雄场社會

法蘭西 场及 1956 主義共和國 主義共和國 1955

*印度 法蘭西 1955 *蘇雄埃社會主義共 蘇雄填社會主義共

=*=荷蘭 印度(連選） 1957 和國 ®盟 和國聯盟(連選） 1957

那威 荷蘭 (連選） 1957 大不列顔及北愛爾 大不列顔及北愛爾

巴基斯坦 那威 1955 蘭 ®合王國 蘭聯合王國 1956

*E拉圭 E 基斯坦 1955 *美利堅合衆國 美利堅合衆國(連選） 1957

*波蘭 波蘭 (連選） 1957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 1956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蘇維场社會主義共
二 五 . 人 P 委員會

和國聯盟 

#大不列顔及北愛爾 

蘭 ®合王國 

美刺堅合衆國 

委內瑞拉

—丸 五 E3年

比刺時 

加拿大 

智利 

中國

哥命比亞 

古S
捷克斯洛伐克 

法蘭西 

印度

*住润期満的推薦國。 

11E/SR.827 及 828,

和國聯盟 1956

大不列顏及北愛爾 

蘭聯合王國（連選） 1957 
美利堅合衆國 1956
委內瑞技 1956

財 政 委 f t脅'

一丸五四年  委員會經撒銷

( 綠 ） （， 閒第六千八段）

E 基斯坦

瑞典

土耳其

蘇雄场社會主義共 

和國騰盟 

大不列颜及北愛爾 

蘭聯合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丸五口年
ISÏ根廷

比利時

巴西

加拿大

中國

法蘭®
*印度尼西®
伊朗 

*墨西哥 

壤典 

較利亜

烏克蘭蘇雄埃社會 

主義共和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盟 

*大不列颠及北愛爾 

蘭聯合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义五五年

賊根廷

比利時

巴西

加拿大

中國

哥斯大黎加（新當選) 
法蘭西

.印度（新當選）

伊勘 

瑞典 

較'利亞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 

主義共和國 

蘇趣场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盟(蓮選） 

大不列顧及北愛爾 

蘭聴合王國(連選) 
美利堅合衆國(連選)

任期於千二月 

三千一 • 0 屆滿

1956
1956
1956
1956 
1955
1957 
1955 
1957 
1955
1955
1956

1955

1957

1957
1957

>任明润満的推薦國。



二 六 . 样會要具會 任期於千二

任期於十二 ;̂ — 允五四年 '-丸五五年  三千一  0 在译

•—九五口年 

p»了根廷

一丸五五序  三十一日在滿
*大不列廣及北愛W 蘇雄埃社會*義共

IV3D
蘭聯合王國 和國聯盟 1955

澳大利亜 澳大刺亜 1956
大不列顔及北愛爾

比利時 比利時 1956
美利堅合衆國 蘭聯合王國(連選） 1957

B 西 巴® 1955
*烏拉圭 美利堅合衆國 1956

白俄羅斯蘇雜埃社 白俄羅斯蘇雄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 會主義共和國 1956 二八 . 婦★地位委責會

中國 中國 1956 期於千二月

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 1955 一力i五四年 一九五五年  三 千 日 属 渴

*法蘭西 法蘭西(連選） 1957 *麵甸 PÏ板廷(新當選） 1957
*希腿 希腺 (蓮選） 1957 *白俄羅斯蘇雄续社 澳大利亜(新當選） 1957
*印度 印度(連選） 1957 會 *義共和國

伊拉克 伊拉克 1955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

以色列 以色列 1956 *智利 會主義共和國(蓮選）1957
那咸 那成 1955 *中國 中國(蓮選） 1957

*菲律賓 菲律賓(連還） 1957 古巴 古E 1956
*蘇維填社會主義共 蘇雄场社會主義共 多明尼加共和國 多明尼加共和國 1956

和國聯盟 和國聯盟 (連選） 1957 法蘭西 法蘭西 1956
大不列廣及北愛爾 大不列題及北愛爾 海地 海地 1955

蘭賺合王國 蘭聯合王國 1955 *伊勘 印度尼西亜(新當選） 1957
*美刺堅合衆國 美利整合衆國 (連選） 1957

黎巴嫩 黎巴嫩 1955
烏拉圭 烏拉圭 1956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連選） 1957
二 七 . 人權委責會 波萄 彼腐 1956

任期於千二月 瑞典 瑞與 1956
一'九五四年 一义五五年  三 千 一 g 在滿 蘇雜埃社會主義共 蘇雄场社會主義共
澳大利亞 澳大利亜 1956 和國盟聯 和國聯匪 1955

*比利時 智利 1956
大不列廣及北愛爾 大不列顔及北愛爾

智利 中國(連還） 1957 蘭聯合王國 蘭聯合王國 1955
*中國 埃及 1955 美利堅合衆國 美利堅合衆國 1955
填及 法蘭西 1955 委內瑞拉 委內瑞拉 1955
法蘭西 希腦 1956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 1956
希服 印度 1955 二九.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七日理事會核准了
印度 黎巴嫩(連選） 1957

各國政府於第十六屈會一九玉三年八月五日延會至
*黎巴嫩 墨西哥(新當選） 1957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復會期間所推薦各專門問
巴基斯坦 那咸(新當選） 1957 題委員會新任委員 人 選 （E/2521  and Add.l  and 2 )。
菲律賓 E 基斯坦 1956 E G .  一九五ra年四月三十日1®,理事會核准了

*波蘭 菲律賓  ‘ 1955 各國政府於理事會第十六眉會閉會時起至第+七履
土耳其 波蘭(連選） 1957 會閉會時Jh所推薦各專Pg問題委員會新任委員人
烏克蘭蘇維场社 土耳其 1956 選 14。
會主義共和國

蘇雜境社主義共 烏克蘭蘇雜填社會 *任期腐滝的推薦國。

和國聯盟 主義共和國 1955 12 E /SR .75 4。

k任期腐滿的推薦團c
13 E/SR. 7 9 1。
14 參閱 E/2576 and Corr. 1 and Add .



三一. 一九五四年八月六日，理事會核淮了蓮 

输通訳委員會新任委員一人，此人係其本國政府於 

理事會第千七眉會閉會時起至第十八屆會閉會時止 

之期間所推薦者1S。

三二. 麻辟品委爲會

理事會第九屆會選出下列十五國爲任期無一 

定期限的委員國：

加拿大 蘇雄接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中國 大不列颜及北愛爾蘭®合王國

法蘭® 美利堅合衆國

印度 南斯拉夫

秘魯 

±耳其

理事會第十六屆會I7選出下列五委員國,任期三
年 :

填及 

希服 

伊S0

墨西哥

波蘭

三三. 防止波视暨保護;數代族分跋委員會

出席該分設委員會的代表和副代表如下：

Mr. Charles D. Ammoun(黎巴嫩）

Mr. Mohamed Awad (埃及）

Mr. Nikolai Petrovich Emelyanov(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聯盟）

Mr. Philip Halpern(副代表)（美利堅合衆國） 

Mr. G. Richard Hiscocks (大不列颠及北愛爾 

蘭聯合王國）

Mr. José D. Inglés(副代表）（菲律賓）

Mr. Eugeniusz Kulaga(副代表）（波蘭）

Mr . Hérard Roy(海地)
Mr. Hernân Santa Cruz(智利）

Mr. Max S orensen (丹麥）

G .區域經濟築員會

三四. 歐洲經濟委員會由下列委員國粗成： 

比利時 捷克斯洛伐克

白俄羅斯蘇雄填社丹麥 

會主義共和國 法廣西

* 任期润満的推薦國。
15E/SR.830。

E/SR.323。
17 E/SR. 749 ;並誇參閱決議案一九九（A ) o

希腿 烏克蘭蘇雄场社會

冰島 主義共和國

盧森堡 蘇維填社會主義共

荷蘭 和國聯盟

那咸 大不列顔及北愛解

波蘭 蘭聯合王國

瑞典 美利堅合衆國

土耳其 南斯拉夫

三五. 下列非聯合國會員國的歐洲國家，以諮 

詢資格參加委員會的工作：

阿爾E尼亞 

奥地刺 

保加利亜 

芬蘭 

匈牙利

愛爾蘭 

義大利 

葡萄牙 

羅馬尼亞 

瑞士

三六.理事會紫十七屆會就准許非聯合國會貢 

國加入區域經濟委員會爲委員國問題通過了決譲案 

五一七B (十七），內中規定修正歐洲經濟委員會任 

務規定第七項，將奥地利、芬蘭、愛爾蘭、義大利和菊 

萄牙列爲該委員會委員國，"惟各該國應申請加入爲 

委員國並承諾每年纖納公允會費，其數額由大會依 

照在同樣情形下所定程序隨時派定"。

三七.亞溯遠束經濟委員會的委員國及協商委 

員如下：

紐西歸 

巴基斯坦 

菲律賓 

泰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大不列顔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阿富汗

澳大利亜

麵甸

中國

法蘭西

印度

印度尼西亜 

荷購

協商委爲

養國

馬來亞及英屬婆廣洲

尼泊爾

越南

高棉 

錫蘭 

香港 

曰本 

大韓民國

三八，理事會第十七屈會就准許非職合國會員 

國加入僵域經濟委員會爲委員國問題通過了決議案 

五一七A(十七），内中規定修疋55湘遠東經濟委員 

會任務规定第三項，將高棉、錫蘭、大韓民國、日 

本、察國、尼泊爾及越南列爲該委員會委員國，"惟 

各該國應申請加入爲委員國並承諾每年鐵納公允會



費，其數額由大會依照在同樣情形下所定程序隨時 

派定"；該決譲案並規定修正任務規定第四項，一俟

主岸：Mr. A. R. Lindt(瑞士）

四二. 理事會第十八屆會IS以多明尼加共和國

上她各國成爲該委員會冗式委員國後，卽將該國國 和日本代替任满的秘籍和泰國兩委員國。任期三

名由第ra項內删去。 年

三九. 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的委員國如下： 四三.理事會改選社會委員會委員國三分之一

阿根廷 洪都拉斯 時，蓮選法蘭西、希騰、印度、菲律賓、蘇維埃社

玻利雄亞 愚西哥 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及美利堅合衆國爲該委員會委員

巴西 荷蘭 國，因此當選的國家當然亦爲兒童基金會執行委員

智利 尼加垃瓜 會的委員國。

哥食比亞 E拿馬 E9四. 道樣一來，—‘九五玉年度兒董基金會執

哥斯大黎加 巴拉圭 行委員會將由下列各國粗成：

古巴 秘魯 阿根廷 以色列

多明尼加共和國 大不列顔及化愛爾 澳大利亜 義大利

厄瓜多 蘭聯合王國 比利時 日本

薩爾;E多 美利堅合衆國 巴西 那威

法蘭西 烏拉圭 白俄鍵斯蘇維填社會 巴基斯坦

瓜地馬拉 委內瑞拉 主義共和國 菲維賓

海地 加拿大 瑞士

m o - 理事會第十七届會通過了決議案五一五 中國 蘇維场社會主義共

(十七），講秘書長‘授權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主任 捷克斯洛伐克 和國聯盟

秘書仿照該委員會任務規定第六項所规定邀請非該 多明尼加共和國 大不列顔及北愛爾

委員會季員國之聯合國會員國之辦法，邀請義大利 厄瓜多 蘭聯合王國

參加該委員會屆會"。 法蘭商 美利堅合衆國

D .聯合國兒量基金#~ 毒腦 烏拉圭

印度 南斯拉夫
四一. 大會決議案四一七（五)規定兒量基金會 伊拉克

的執行委員會由社會委員會十八委員國政府及其他

八國政府紐成，該八個國家不必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四五.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執行委員會

rt OBB 111 trsh «=» —i—rr.t Jt* r\ .̂r« .-fi 口
由理事會指定並规定適當任期。兒量基金會執行委 

員會一九五四年度委員國如下：

第 八 議 選 出 職 貝 並 立 下 各 分 雜委貝 

會 , 以辦理一九五ra年的工作：

阿根廷 義大刹 設計分紐委員會，由下列十二委員國組成：

澳大利亞 那威 网根廷 以色列

比利時 巴基斯坦 澳大利亞 罪律賓

巴西 秘魯 巴西 蘇雄场社會主義共

白俄鍵斯蘇雜接社會 罪律賓 加拿大 和國聯盟

主義共和國 墙士 中國 大不列顔及北愛爾

加拿大 泰國 . 法蘭西 蘭聯合王國

中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印度 美利堅合衆國

捷克斯洛伐克  ‘ 和國聯盟 行政費預算分組委員會，由下列七委員國紐成：

厄瓜多 大不列®及北愛爾 比利時 大不列顔及北愛爾
法蘭西 蘭聯合王國 法蘭西 蘭聯合王國
希腹 美利堅合衆國 伊拉克 美利堅合衆國
印度 烏拉圭 巴印斯坦 南斯拉夫
伊拉克 南斯技夫

以色列 E/SR.828,



第四節 . 中央常設鶴片委員會及麻醉品

監察機蘭

中央常|定德片要責會 

四六.中央常設II片委員會是依據一九二五年 

二月■h九日麻醉品國錄公約所劍設。該委員會的主 

要職司Æ經常監視麻醉品自生産以至一切用途的依 

法移動，以期防止其轉入非法販賣之途。依據該公 

約經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譲定書修正後的規 

定，這個委員會的八個委員是由經濟暨i t會理事會 

任命的，任期五年。理♦會最近一次改選委真會委 

貢是於一九五二年舉行的，自一九五三年三月起生 

效。現任委員是

Mr. Roman Sanche：2(智利）

Professor Paul Reuter(法蘭西）

Mr. M. E. Rehman(印度）

Mr. Fouad Abon Zahar(黎巴嫩）

Professor Hans Fischer (糖士）

Sir Harry Greenfield (英聯王國）

Mr. Herbert L. May(美利堅合衆國）

四七，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委員會選出 
Sir Harry Greenfield 爲主席，Mr. Paul Reuter 爲副

主席，任期各一年。

嚴粹品里察機闕 

W八.麻醉品監察機圓係依據一九三一年七月 

十三日所訂限制麻醇品製造及管制麻醉品蓮鋳的公 

約而設立的。該機蘭的任務爲審查各國政府必須按 

年提交的蘭於&醉品需耍的估計。監察機蘭由委真 

叫人粗成，其中二人由世界衞生粗織委派，餘由&  
醉品委員會及中央常設鸦片委員，各派—人。該機 

關現任委員如下：
Professor Sedat Tavat (土耳其）,世界衞生組織

委派。
Mr. Herbert L. May(美利堅合泰國），中央常

設鸦片委員會委派。
Colonel C. H. L. Sharman(加拿大),麻醉品委 

員會委派，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一曰當選爲主席，任 

期一年。
Professor Hans Fischer(瑞士），世界衞生|旦織委 

派，一九五Py年六月二十一日當選爲副主席。

第五節 . 理事會及其輔助機蘭的届會和

會議

四九. 理事會及其輔明機關在~九五三年八月

'Mr. Emilio D. Espinosa於一九五四年六月度辭職c

五日至一九五K年八月六日斯間舉行了下列各盾 

會 ：

五0 .  經濟暨f i會理事會

第十六屆會（續）：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三十日至 

十二月七日，紐約（全體會譲三次）。

第十七届會：一九五四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三 

十曰，紐約（全體會議三十七次）。

經濟分.纽委S 會（開會二十次）

社會分組要员食（開會二十次）

第十七屆會共開食七十七次。

第十八届會：一九玉四年,々月二十九日至八月 

六H ,日巧Æ(全體會譲三十九次）。

經游分.紐委貫會（開會十次 

社會分紐姿A會（歸會十六次 

協鎭分組要員會（開會二十次）

技#f協助分紐委責會（開會十三次）

非改府紐.觸事：g分組要責會（開會四次）

會議時間地點間題臨時分.纽要員會（開會一次）

第十八屆會共開會一0 三次

五一. 理事會各分紐委員會

非政府组.織事宜分担委負會 

—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

五H at約 （開會五次）

一九五P3年三月二十一 fi ffi約 （開會二次）

- 九五四年四月二日、十二日、

十四日 a 約 （開會三次）

一九五四年六月三十日至八月三

日 日內;E (関會四次）

會議時間地點間遊臨時分.纽要責會 

八月五日 日內JC (聞會一次）

技術協助分纽委員會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五日至十八日 S 約 （開會八次）

工作團

—丸五四年二月八日至十九日 II約 （開會九次）

國断商品間題遇渡協鎮分.組委i 會 

~九五三年十二月九日至十二日日內s  (開會六次)

聯合國高奴專責難爲事J：辩詢分.組委â 會 

第®届 會 一九五M年三月二H至四日 日內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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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 専門問題委員會 

人懷委员會

第+屏會一九冗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至四月

+ 六n 細約

工作博•！ 開會一次

防止政規陸係毁;数式族分說要貴會 

第六屆會一九五四年一月PJ日至二十九y  a t約

紋計姿员會

第八腐會一九E 四年四月五日至二十二日 日内;E

稀★地位要更會

第八润會一九冗W年三月二十二日至四月

九日 a 約

Æ 醉品委責會

第九腐會一九五四年四月+九日至五月十

pq日 翻:約

五三 . 其他機關

聯合國有關公路行驶乱人汽車暫時進n 及旅斤之税■手 

續會議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日至六月四日 級約'

全體會議九次 

各委員會及起草小組 開會四十九次 

共計開會冗十.八次

中夹常設德片委晨會

慕六+三届會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九日至

+三日 日內J£
第六十四届會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至

十八日，六月二十二日 日內K

麻S卒品監眷機關

第四十屏會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h六H
至三十日，十一月六日 日內;K

第四十一润會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日

及二十五日 日內:E

中央常設腾片委賞會及麻品i ：察機關

第+屏會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H至

六日 日内;E
第十一局會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至二十五日 日內K

五四. 區域經濟委員會

歐洲經濟委貝會2。

馆九届會 一九五四年三月九日至二

十五a

農業問題分組委員會

第三润會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一曰

至二十六日

煤炭分組委員會

第二十九 屆 會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至二十六日 

第三十屈會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H至

三日
第三十一润會一九五四年三二H至三 

曰

H内瓦

日內JC

日 PMJL 

日内；K 

H內瓦

除經麗列的歐洲經濟委員會所《各分組委員會外,T 
列各輔助機關曾於本報告書所檢討的期間內舉行會議：

農業間避分.組委責會：易腐食物標準問題工作團。
煤炭分纽要員會：煤炭賀易小組委員會利用問題 

工作湖、分類事宜工作M、煤炭統計事宜工作闇。
t 力分钮委負會：電氣公司所有電藏折舊問題專家 

團、電力消費越勢齋定方法專家研究團、鄉村電氣化技術 
研究工作M、雕絡組、水電總潜量專家軒究M、法律間題 
專家團；自南斯拉夫輸出電力之可能性間題專家研究團： 
協調分組委員會、經濟分組委員會、技術分組委員會、財 
務分組委員會、法律分組委員會。

工業暨物資分.纽委責會：工程契約慣例《設工作 
團；住宅間題小組委員會、住宅及建築統許工作團、建築 
費用工作團。

力地運輪分 .組 委 â 會 ：公路連輸小組委晨會、防止 

公路交通意外事件工作闇、國際公路客連業務間題工作 

M .危臉物品公路連輸間題工作團、（公路）車輔建造間題 

工作闇、g 展與改良公路實客連輸問題工作《與法律間題 

工作團® 席會議、水平面交叉點安全間題聯合工作團、遂 

費間題工作W、鐵路遂輸工作小組、公路運輸工作小組、内 

地水連工作小組，* 輸成本及會計問題工作小組、鐵路連 

輸工作小組、公路連輸工作小組、內地水運工作小組、統計 

資料問題專家工作團、易腐食物連輸問題工作闇、遂輸協 

調工作M、關我專家小組、連輸協調工作團與連輸成本及 

會許間題工作團聯席會議.法律問題工作團奥發展及改良 

公路連輸間題工作團聯唐會議。

木村分.纽委爲會：木材分組委員會與糧食農業組織 
賺洲林業委員會®席會議、歐洲木村趨勢與前途間題專家 
聯合W究團（ECE/FAO )、鎭木按術與林業工人訓練間題 
指導委R會（ECE/：PA0)。

货易發展分纽要A會：S 易專家詢商擴展東西資 
易的可能性間題。

歐洲疑計人S 會議：（一丸五脚年六月十四日至十 
九日），固定資本形成統計間題工作劇。



第三+ 二 屆 會 一 九 K W年九月二+ - * 日 

至二十二日

電力分組委員會

第十一润會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R 日

至二 f•七日 

*
内地遲轉分組委員會

第 +—润會 一九a r a 年一月十一日至

十五日

鎭鐵分組委員會

第十一届會 一九五三年丸月二十八日

至二十九日 

第十二稱會 ~九五西年三月二十九日

至 三 日

木材分組委員會

m - i 詞 會 一 九 K 四年+•月五日至+  
二日

目内;K

日内瓦

日內冗

日灼冗 

日內冗

羅馬

委賛會

届會

亞洲遠乘經濟委員會

-*九五四年二月八日至十 

八日

工商業分組委員會

第六届會  九五四年一月二+六日

至二月四日

堪的

堪的

21臉經開列的亜洲遠東經濟委員會所屬各分組委員會 
外I下列各輔助機圓會於所檢討期間內舉行會議t
小型工業及手工業產品運鋪間題工作國 

第三次會議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至二十六H 曼谷

i5經會勞工紐.觸文教纽觸秘書處間 
經濟發展人員剑綠間題工作團 

第三次會議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至+
四日 曼谷

經濟發嚴# 實間題專家工作國 

第一次會議 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至+
二日 曼谷

5 經會與技衝協助管理處位完與 
钱廣改進間避巧究班

—九五ra年一月二十一日 

至二月十七日 新德里

鎭鐵小組委貴會

第五届會  ~ 九五三年八月三+―日 

至九月三日

電力小組委員會

第三届會  一九五三年+月五日至九

H

内地連輸分維委員會

第三届會  九五四年一月二+日至

二十五日

公路小組委員會

第二屈會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四日至

十九日

鐵路小組委員會

第二届會 一九五三年+ 月a 日至十

H

内地水連小組委員會

第二屑會 —九五因年五月三日至八

EJ

曼符

曼谷

堪的

曼谷

巴黎

西貢

[精上欄 S ]
船舶丈量 :i î約草案工作圓

-*丸五四年—*月十一日至 

十五日 達加

秘書處間位宅及建華村料間避工作國 

( 亞經會 、聯合國社會事務部、 勞工紐織、文教紐觸、 

糧食晨業纽觸、世界衝生組 .觸 ）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八日至 

二十三日 新德里

. 統計人責第三次區域會議

—九五四年三月一日至十 

一日 新德里

■X業 方 ® 共 企 業 管 理 間 殺 會 議

九五四年三月十五日至 

三十日 仰光

家a 手工業及小型工業督專人員及專家提察研究国 

~ 九五四年四月二+五日 

至五月三+— 日 日本

水利發展間避區战技術會誤

- 九五ra年五月十七日至 

二+二日  東京

收 ：！間避工作園

- 九五四年七月+ 九日至 

二+ 八日 曼任



拉丁美洲經濟要貴會

全體養員會  ~ 九五四年二月A H 至+
曰 ，

中美運輸問題研究班

九五三年六月九日至二 

十.日

預其管理工作

一九五三年九月三H至+  
—日

中美洲經濟合作間題分組委員會 

第二屆會  一九五三年+月十三日至

十六日

五五. 聯合國兒量基金會

執行委賃會

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至十 

六 H
一九五四年三月— 日至丸 

0

設計分組委員會

一九五三年九月 i *—•、十 

二及十W 日 

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至九 '
H

行政費頂算分組委* 會

一九五三年☆月十日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七日至 

+八日

智利桑提 

亜哥

哥斯大黎 

加聖約瑟

墨西寄 

墨西哥城

哥新大黎

加聖約瑟

a 約 

紐約

ffi約 

統約 

統約 

紐約

第六節. 一九五四年基本會議日程

五六，理 事 會 依 據 決 議 案 (十三）及議 

事規则第二條的规定，於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續開第十六屈會，由秘書長協助整訂一九玉四年基 

本會議日雅0理事會接到秘書長節赂，其中有他所草 

擬的一九五0 年兩屈常會臨時議程稿雨汾（E/2513 
and Add. 1)24。

五七. 理事會在續開第十六眉會時審譲25第十 

七及第十八爾屈會的議程項目單，並通過許多關於 

將項目自一屈會移歸另一届會審議以及延緩審譲或

增列項目的決譲。嗣後，理事會並核定修：E後的一九
五四年基本會蕭日程（E/L.571/Rev.l  and A d d . l , E/ 
L-572) \ 第十七届會的項目單遂成爲該屑會的臨時 

議程(E/2 525)。理事會請秘書長商同各國代表團訂定 

第十七屆會議程巧各組重耍項目的開始討論日期。

五八. 理事會第十七眉會寶韓26第十八届會的 

議程項目單並作若于處更動，k 臨時議程(E/2600) 
就看得出來。理事會決議猜秘書長與各理事國建商 

後訂定闇始討論笛十八届會各組重要項目的日期。

第七節. 理事會及其姿員會的組織 

舆職司

五九.理事會第十三眉會會着服本身及各委員 

會的工作而對其組織與職司作一詳盡檢‘討。理事會 

決議案回一西（十三）中若于項规定的有效期間計爲 

三年，直至一九五ra年內終止，因此，理事律將"理 

事會及其委員會的雜織與職司"一項目列入第十七 

眉會議程，但嗣後復於該屈會中決譲展緩至第十八 

屈會再行審議此二項目

六0 . 理事會第十八屆會於第七九六次會譲中 

首次審譲此項間題，當時秘書長就藥個問題發表意 

見協調分組委員會於是詳細砰究：

( i )越書長對於秘♦處在經濟社會方面的組織 

及工作的檢討中與聯合國經濟i t會方案有直接關係 

之各節（E/2598广；

(Ü)理事會的組織與職司；

( i i i )各委貴會的粗織與職司，包括國凝商品貧 

易委員會一問題在內

六一. 閩於秘書處所進行之經濟及f i會方面工 

作，委員會的討論集中於下列各點：謀求發展落後 

國家的發■展一事之重要；制減文件篇幅及編製次數 

並提高其品質之方法；宜否委託私立機關進行某種 

研究工作；會所lÉf書處(技術協助營理處在内)及各 

直域經濟委員會秘書處間之合作；與各委員會諮商 

研:究及出版許割的更改問題的可能性。

六二.該分組委員會就上述各點交換廣泛意見 
後決定向理事會提出若干項建議(E/2649, 附件 

* ) h ,這些建議嗣後槪經理事會於決議案五五七A 
(十八）内稱予通過。該決議案規定請秘書長採取適

22與按術協助管瑪處聯合舉行。

" 與術術協助管瑪處及聴合國經濟事務部© 合舉行。

24經濟S 社會埋事會ÎF武紀錄 , 第十六届會第二期會 

議，議程項目 
25'E/SR.752,753 及 754。

2«E/SR.791。
2» Ë/SR.756。
" E/SR. 796。
• 經濟暨社會埋事會：iF武紀錄，第+ 八届會，附件，議 

S 項目二十九。

*0 E/AC.24/SR.115—120o
10



當措施以實施其建譲;向各委員會提出關於出版物及 

研究報吿之計割；就秘書處經齋及社會部門內之實 

體工作方案從事檢討，並向理事會提出進一步報吿。

六三.■於理事會的粗織與職司，读調分組委 

員會所提出的建議（E/2649,附件S U 29槪經理事會 

予以通過，這些建議主要涉及下列各點。

六la.理事會決議案五五七B ，(十八）中訂有 

辦法，以減少議程項目，俾使理事會得能集中力量， 

因爲理事會的講荐項目一向都過於繁多。爲求達到 

這個目的起見，該決議案規定：除遇特殊情形理事會 

另有決定外，對譲特上任何項目在一年内紙得審査 

一次；訓合各委員會及其附屬機構集中力量於重大 

間題，且舉凡需要額外預算經費或動工作方案須作 

重大變更之研究或其他計劃，均應於事前提請理事 

會核准0同様地，理事會並決定：各委員會如擬請專 

門機關從事新研究工作或製訂新計劃，則凡遇到這 

些新研究工作或計劃需要大大更改各該專門機關工 

作方案或需要額外預算經費時，均應於事前請理事 

會核准。理事會並同樣靖各會員國於提議增列譲程 

項目時注重提出旣可採取建設性行動而又有足夠文 

件可供利用之項目。

六五 . 理事會決議案五五七 B I U 十 八 謀 求 平  

均分配全年工作，並妥善安徘會議日程，俾便各會 

員國高級代表及專家出席。爲求達到此目的計，理 

事會決議每年舉行甫眉常會：第一眉會應於三月最 

後一屋期開始，會期不得超過三運期，該眉會應於 

五月之第三屋期復會，會期約爲三星期；第二屈會 

應於七月之第二屋期開始 ,會期不得超過四墓期，該 

屆會應於大會開會期間或閉會後不久情開短期會議 

若 干 次 。

,̂<六.理事會更指出各眉會或續開屆會所將審 

議之主要間題如下：

"(Û)三月間屆會之譲程應包括經濟、社會 

及人權各部Pg内少數重大間題—— 包括經濟發 

展之特殊方面問題一一但下文( b )段所指宜由 

高級人員討論並作決定之事項不尔其內：

"(Ô)七月間屆會之購程主要應限於討論世 

界經濟情勢)於適當時亦可討論世界社會情勢， 

並對聯合國與各專門機闇Æ經濟、社會、人權 

方案與活動方面之發展與協調等藥個問題，加 

■ty：—般檢討；

"(()七月閩屈會後之譲程應包括：

"(i ) 根據秘書長所提計劃草案，將項目 

分配交由理事會次一年度各眉會審議；

"(ii)交由三月間屆會討論,之譲程項目開 

始辯論日期之訂定；

"(iii) 經理事會決定彼時當能妥予理之 

任何其他，項目，包括大會所引起之間題在内 

"(力其他一切項目應儘可能交由三月間届 

會復會後之會議審譲

六七.該決議案並规定各區域經濟委員會主任 

秘書照例均應參加理事會射論有闇世界經濟情勢的 

問題。世界經濟情勢及社會情勢問題應由秘書長在 

秘書處主營入員及各區域經濟委員會主任秘書協助 

下提出討論。秘書長並應提出射論聯合國與專門機 

閩全盤方案與活動。該決議案最後睛各專門機閩之 

行政首長積極參加關於聯合國全盤方案與活動之討 

論，並於適當時參與討論世界經濟及社會情勢等問

六八. 關於各專pg問題委員會、理事會決議案 

五五七C (十八）fx有下述辦法：

( a ) 理事會於決讚案五五七C爱(十八）中決宇 

俟接瘦秘書長向理事會第十八届會第二期會纖提送 

之報吿書後再就重設經濟就業發展委員會間題採取 

行動。理事會並請憾書長參照理事會第十八屈會對 

於理事會及其委員會之組織及職司所作決定，並參 

照自通過決議案四（十三）後理事會處理該委員 

會任務規定範M內問題時所循之辦法，砰究該委員 

會之任務規定間題。

(b )決議案五五七C威（十八)規定：理事會停 

止財政委員會之活勤。

( 0 決識案五五七C卷(十八）规定：理事會不 

董設統計取樣分設委員會。

(d )決議案五五七G肆（十八)規定：下列七個 

專門問題委員會及一個分設委員會應遵照理事會前 

所通過而現仍有效的各項決議進行工作：

( i ) 人權委員會、婦女地位委員會、麻醉品委 

員會及肪止歧視暨保譲少數民族分設委員會每年召 

開常會一次；

(Ü ) 人口委員會、統計委員會、f i會委員會及 

蓮輸通訊委員會每雨年各召開會議一次，但遇特殊 

情形經秘書長另作提議並經理事會核淮者則不任此 

限。

六九.理事會第十七眉會決議案五一二 A (十 

七）規定設立國際商品資易常設諮詢委員會理事

E/SR. 762, 764-769 及 791; E/AG. 6/142- 
145/149-15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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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於其第十八眉會中着手姐織及設立該委員會32。

七n . 理事會決纖案五五七F (十八)规定，國 

際商品貿易委員會應由理事會從聯合國會員國中選 

舉之十八國各派代表一人組織之，惟務須保證所有 

地域與發展积度不同而在國凝商品賈易中估有重要 

地位及（或）主要仰賴國際商品貿易之國家均派有適 

當代表出席。理事會並決定凡未有代表出席該委員 

會之會員國均得請委員會注意一切有岡間題；委員 

會如事前變得理事會之准許亦得邀請非聯合國會員 

國之國家參加討論。理̂事會決定除創始時期外，委 

貴國任期爲三年，如委員會委員國代表不克任满三 

年全部期間，遺缺由同一會員國指渡另一代表充任 

之任満之會員國有被連選之資格；委員會最彻應 

由理事會第十八屑會第二期會議儘早選出十八國粗 

成之；委員國中三分一之任期於一九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屆满, 三分一於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嵐満，三分一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眉滿， 

嗣後選舉應按理事會選舉專pg問題委員會之通常程

行之。

七 最 後 ，理事會決审該委員會應就其有關 

國際商品貿易之特殊活動向理事會第二十眉會提送 

第一次報吿書，其中應述及委員會對於其任務規定、 

紐織、議事幾則及工作許劃之意見，並應參醉理事 

會討論此項間題之紀錄 >̂

第八節 . 理事會及其輔助機蘭的 

議事規則

七二. 理事會依據決譲案五五七E(十八）的規 

审決議：爲求理事會議事栽则與理事會所通過蘭於 

理事會粗織及職司之決議案中各項规定相符合起 

見，秘♦ 長應擬具所需之議事規則修正草案，提送 

理事會第十九屆會。

議事规則第八十二條之修正

七三. 有人在理事會第十七屆會中提議，譲事 

规則第八十二條雖规定於每年第一届會中選定理事 

會所屬非政府組織事宜分組委賣會，但此種選舉實 

應於理事會每年第二屆會第二期會議中確知下年度 

理事會理事國爲何國U#舉行之34。理事會依據譲事規

則第八十九條規定，決定停止施行議事規則第八十 

二條中關於選舉時間之部汾

七r a . 理事會第十八屆會決定將修正議事規則 

問題列入譲程並發交非政府紐織事宜分組委員會\  
該委員會決譲37向理事會建譲(E/264 6 ) : 此等選舉 

應於毎年第二眉會第二期會講中舉行之，而且委眞 

會約職員應由委員會自行選定（前議事规則中規定 

由理事會主席充任該委員會主席）。這 ®建議槪經理 

事會於其第八二九次會議中予以接受。

第九節 . 由誰代表中國出席理事會及其輔助 

機蘭的間题

七五 . 蘇維埃 f i 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和捷克斯洛 

伐克約代表Æ理事會第十七及第十八雨届會中38謎： 

聯合國襄，尤其是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襄不當沒有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出席，惟有由該政府指派 

的代表鍾是中國人民的合法代表。中國和美國的代 

表表泰反對上述意見。

' 七六 . 第十七及第十八雨屆，中，當主席和第 

一副主席報吿理事會各理事國所遞的全權證書業經 

査明均屬妥善時，第二副主席對中國代表團所提全 

權證書是否有效，表 懷 疑

七七.第十八屆曾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盟代表猜於揚出上述報吿時將下述聲明分發各代 

表： 蘇聯代表圓認爲必須指出：惟有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央人民政府指派的代表繞是理事會中舍法的中 

國人民代表"4»。這一點業在理事會本屆會首次會議 

中聲明在案。

七八.中國出席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的代表睛將 

下述聲明分發各代表："關於一九五四^¥八月四日文 

件 E/2647,中國代表團不以第二副主席所採取的立 

場爲然。中國代表的全權證♦是由中華民國政府頒 

發的，而中華民國政府乃是聯合國憲章的簽訂者，且 

爲本組織中具有正當合法地位的唯一中國政府"。

七九.關於理事會各專門間題委員會委員之核 

定問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惟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指派的代表鐘是中國

E/AC.24/SR.125 and 127,132 ；E/SR.796, 797, 
829。

" 埋事會設立該委員會並規定款委員會之工及檢討 

其地位等舉之* 要理由見第二章第四節。
"E/SR.756。

56 E/SR.757, 
3S E/SR.798c
87 E/C.2/SR 146。
38 E/SR.755 及 792。
39 E/2579 及 E/2647<̂  
4。E/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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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廣財政委員會的合法代表，因此，他不認爲目前委 
員會中約中國代表是合法的代表《。

八0 . 技術協助分組要責會。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盟代表於一九五E3年三月十四日第五十八 

次t ■議中&發表意見,說惟有由中華人民共和國選派 

的人縫有權代，該國出處本委R會。捷克斯洛伐克 

代表贊成此項意見的聲明和中國代表反對此項意見 

的盤明槪經載入紀錄。

八一 . 下列各專pg簡題委員會也有委員提出同 

一簡題>
八二. 競 委 責 會 (第八屆會）一九五四年旧月 

五日（E,/2569)。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提 

出下述決議草案統計委員會決議邀請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指派之代表出席本委員會第八届 

曾，取得中國所應有的地位"。主席裁定，此項提議不 

合程序，因統計委員會是經濟蟹社會理事會的附屬 

機關，凡有■委員會中代表權更動的問題均應由經 

濟暨f±會理事會處理。鳥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代表支持蘇聯代表的意見，表承不服主席的裁定。 

主席的裁宇經付表決結果:委員會維持主席的裁定。

八三. 人權委責會（第十眉會）一九五回年二月 

二十三日（E,/2573,E/CN.4/SR.411 )。蘇雄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聯盟、波蘭和中國的代表都就委員會中的 

中画代表權間題發表聲明。

八四. & 醉品要员會(第九屆會)一九五因年四 

月十九日（E/CN.7/SR.224)。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盟、波蘭、美利堅合衆國及中國的代表都就委 

員會塞中國代表權間題發表聲明。

八五. 亞洲遠東經濟委员會（第十屆會）一九五 

圓年二月八EL( E/2553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盟代表提出由誰來代表中國的間題。菲律賓代表動 

議暫不討論這個間題。印度代表反對這個動議。暫 

不討論的動議經付表決後，通過。

八六. 聯合國光童基金會執斤要責會（EA" 
2518 )。蘇維埃f i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表在一九五四

年九月八日第------- 次會譲襄動譲：不准"國民黨

集M的代表"出席本執行委員會工作。邀請"中華人 

民共和國代表" 參加委買會工作。美國代表根據議 

事規則第二十五條規定，動議延緩討論蘇聯的提案。 

該動譲通過。

第 十 節 . 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加入區域輕 

濟委員會爲委員國間题

八七.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加入愿域經濟委 

員會爲委員國一間題首經提出於理事會第十五眉

會，理事會當時決議延至第十六届會再斤討論這個 

間題；而理事會第十六屆會復將此項間題延至笛十 

七屆會審議43。

八 /、. 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復於第十眉會封論 

此項間題並通過決議案一二(十），促請埋事會"達 

成決議，以實現委員會之願望，准許自負國際關係 

實任之協商委員國爲亞經會之正式委員國"。

八九.理事會第十七屆會審議亞經會報吿書 
(E/2553)及秘書長備忘錄(E/2458)«。亞經會報吿書 

中载有'决議案一二(十）；秘書長備忘錄中_1!1载有理 

事會第十五屆會請就理事會在憲章規定下有無權力 

淮許非聯合國會員國爲理事會所屬各委員會 ;E 式妻 

員國並有權參與表決一間題纂具之法律砰究報吿。

九0 . 若干代表在討論這間題時45說道是亜經 

會第二次向理事會提出睛求，理事會如不允所請,則 

殊有久允當。他們認爲理事會的職權B 經 I lf書長備 

忘錄（E/2 4 5 8 ) 說明，理事會現時實有責任准許所 

云之七個國家爲亞經會正i t 委員國。他們並指出，這 

些國家業經大會認爲有資格成爲聯合國會員國，因 

此，他們認爲這些國家具備了必備的資格。有些代 

表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之不爲亞經會委員一事 

表斤遺域，因爲該國在該地愿的經濟復與事宜上可 

以>起決定性的作用。他們認爲上述決譲氧案中沒有 

顧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是不安善的。他們不反 

對准許錫蘭、日本、尼泊爾等國爲亞經曾委員國，但 

誉于於其他四國，则仍懷疑其是否a 完全自負國i祭關 

係的責任。印度代表提出一個決議華'案（E/L.5 9 8 )46 

認爲察國、高棉、越南及大韓民國的國際地位都需 

要闇明，因此該決譲草案決定暫緩准允這r a個國家 

爲亞經會委員國。

九一 . 理事會否決印度所提的決譲，案 ，通過 

法蘭西、巴基斯坦和美利堅合衆國三代表M 所提的 

聯合決議草案( E/L. 591 ) « , 列爲決譲案五一七A (十

七）。該決議案中察悉亞經會之建議，並悉大會業£1 
審定下列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協商委員：高棉、錫 

蘭、大韓民國、日本、察國、尼泊爾及越南具備加

« E/SR.791 及 E,/C.2/SR.133。
42 E/TAC/SH.58。
« 參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裁告書，自一九五二年八Æ 二 

« 起至一九五三年八月五日止，第八四段至八九段。

44經灣暨社會理事會 jP武紀錄 , 第十七届會7 附件，議

淫項目八。

« E/SR.779,780 及 781。
經濟®社會埋事會 :F式紀錄 , 第十七届會 Î 附件 , 議 

程項目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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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之資格；決譲修正亞經會任務規 

定第三項及第四項，將這七個國家列爲該築員會委 

員國，"惟各該國應串請加入爲委員國並承諾每年纖 

納公允會費，其數額由大員依照同樣情形下所定程 

序隨時派定"。

九二. 理事會第十七眉會47並牧到一個開於奥 

地利、芬蘭、愛爾蘭、義大利及菊荀牙加入歐洲經 
濟委員會爲委眞國之頻似決議草案(E/L.592)«。那 

威代表M提議(E/L.596)«fM事會此時實不應考慮非 

聯合國會員國加入歐洲經濟委員會爲委員國的問 

題，因爲歐經會並沒有請求變動它的委員國，而且 

理事會也不應該自動提晴變動歐經會委員國，以政 

有礙該會工作上的和協關係。捷克斯洛伐克代表 

經若干代表之支持，認爲凡以諮商地位參加歐經會 

工作的非聯合國會員國都應享有同等的待遇，他並 

且提出一個決議草案（E/L.597)4« , 內稱理事會亜求 

發展並加強歐洲各國間之經濟關係，並認爲目前參 

加歐經會工作之所有國家均應享有同等權利，所以 

決議准許非聯合國會員國之歐洲國家中凡目前以諮 

商地位參加委員會工作並已請求取得表決權者，均 

得在歐經會中享有表決權。捷克代表並指出，他所 

提決鶴草案係以普及原则爲根據，其目的在於加強 

國際間的經濟合作。

九三.若干代表雖不反對這五國加入歐經會爲 

冗式委員國，但認爲必須遵行普及原則，使目前以 

I麥商地位參加歐經會工作的所有其他歐洲國家均享 

有平等待遇。印度代表說印度代表®對於秘書長備 
忘 錄 （E/2458)中所作解释，不盡満意；他並稱印 

度代表WI反i f採用任何標準而不許信仰共産主義或 

其他主義之國家加入爲委員國。他說，聯合國是世 

界的論壇，實應依據普及原則，淮許所有國家，無 

論其政治信仰如何，均得加入爲會真國。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認爲比利時和美利堅合银國 

所提聯合決講草案(E/L.594)«"實乃奉行美國政策， 

將冷戰擴展到歐洲貧易方面的表現"。

九四.理事會否決那威和提克所提的決蕭拳 

案 ; 通過比利時和美利堅合衆國所提的聯合決譲草 
案，列爲理事會決議案五一 bB (十七）。該決議案 

塵悉大會業B審定奥地利、芬蘭、愛爾蘭、義大利 

及葡荀牙具備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之資格，決議修 

正歐洲經濟委員會任務规定第七項，將該五國列爲 

該委員會委員國，"惟各該國應申請加入爲委員國，

並承諾每年鐵納公允會費，其數額由大會依照在同 

樣情形下所定殺序隨時派定"。

九五 . 理事會在第十八眉會襄決議48:依據譲事 

規則第五十條规定,展緩討論蘇聯代表所提鬪於准 

許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甸牙利及羅馬尼亞加入 

歐洲經濟委員會爲委員國一問題之決議草案（E/L. 
634

第十一節 .取得諮詢地位的非政府組纖所派  

代表前來聯合國會所的間題

九六.美利堅合衆國代表於第十七眉會関幕時 

通知理事會說美國政府除因保障本國安全而拒絕 

世界工會聯合會某代表所請求的領事簽證外，對於 

非政府組織所派代表出席理事會會議者， 律照准 

所請齋給領事簽證，他說 t ■所協定中並沒有规定准 

許像上述某代表這様的人進入美國國境。世界工會 

聯合會的另一個代表已於今爲取得簽證了。

九七.世界工會聯合會的代表嗣後於該眉會中 

向理事會非政府組織事宜委員會爱表聲明巧請該 

委員會對於美國遲延發給工聯會代表所請簽證，担 

趣發給某代表所申請的簽證，並在發給他本人的簽 

證上附加種種限制等事加以注意。該委員會將聽取 

陳述經過報吿52理事會 ,並檢送該次會議簡要紀錄。

九八 .理事會第七屆會最後一次會譲期有代 

表二人醫表意見，認爲遲延發給簽證，及在簽證上 

附加種種限制二事實屬有違會所協定的规定。美利 

堅合衆國代表宣稱美國雖遲延發給簽證，但並未妨 

礙世界工會聯合會參加理事會的工作，且會所協定 

只說到前來會所的問題，而美國已經准許該聯合會 

的代表前來會所了。秘書長說會所協定中並沒有規 

定美國不得對於一個代表居住於美利堅合衆國的權 

利 ，加以限制，不過美國却不得于涉該代表在聯合 

國中的工作，也不得于涉該代表在聯合國以外享受 

合理生活的權利。秘書長並提到美國曾於理事會第 

十六眉會中表示將儘可能力求迅速作成關於簽證的 

決定，他相信美國必將履行這個諾言。他本人，爲 

聯合國之利益計，將竭力促成此種決定之迅速達成， 

並強調及時行動之董要。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七屑會，附件，議程 

項目八0
E /SR.779 ,780  及 7 8 1。

« E/SR.826。
49經濟暨社會理事會:F 式紀錄， 第十A 屑會，附件，議 

程項目五。
50 E/SR.755。
81 E/C.2/SR.141 及 E/G.2/386。
«2 E/2568。
«3 E/SR.79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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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二 節 . 會議時間地點間題一*九五四年會 

議時間地點的安排

九九. 阿根廷代表«於理事會續開第十六眉會 

時，表承不得不撤其邀請理事會於一九五圓年內 

在倍諾斯愛勒舉行屆會一次之讓》。

一九五五年會譲時間地點的安徘

一0 0 . 理事會第十八眉會核定53驗書長商同 

會議時間地點間題臨時分組委員會所提出的九五 
五年會譲日程(E/2651 and Corr.l)。

—O—. 理事會決譲人權委員會的下一眉會應 

於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日起在日內Æ舉行。

- 0 二.經理事會核定的一九五四年會譲日程 
载本報吿書附錄三。

附件一

理事會決議案及決定 

第千六在會第二期會議

決定：

一九五四年埋事會基本會議日程：全體會議：第七五二 

次、第七五三次及第七五ra次。

核准埋事會所屬各專門間題委員會委員：全體會議：第 

七五四次

第千七在■t'
決議案：

五-*五（+ 七），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常年報告書。 

五一七（十七）' . 准許非聯合國會員國加入1$ 域經濟委員 

會爲委員國問題

決定：

還舉一九五四年度理事會職員：全體會議：第七冗五 

次。

核准理事會所屬各專門問題委晨會：全體會議：第七九

理事會第十八届會臨時議程：全體會議：第七九-*次。 

第千八属會

決議案：

五K 七（十八）. 理事會及其所屬各委員會之組織及工作 

問題。

決定：

選舉事宜：全體會議：第八二七次及第八二八次0 
核准理事會所屬各專門間題委賞會委員：全體會議：第 

八三0 次0

M E/SR.752c
55 E/SR.830。

准許阿爾尼亜、保加利亜»匈牙利及羅馬尼亜加入歐洲 

經濟委員會爲委員國間題：全體會議：第八二六次。 

一九五五年會議日程：全體會議：第八三0 次。

附件二 

理事會及其所屬各分組委員會之簡要紀錄

埋事會及其所屬各分組委員會在第十六届會第二期 

會議、第十七届會及第十八居會期間會議簡要紀錄與本 

章各節有關者如下二

第二節. 理事會的職資 

全體會議：第七E S 次。

第三節. 理事會的辅助揚關 

全體會議：第七五四、七九一、八二七、八二八、八三 

0 次。

協調事宜分組委員會會議：第 四 次 。

技術路助分組委員會會議：第五十八次。

非敬府組織事宜分組委員會會議：第~ 三三次。

第六節 . 一九五四年基本會議 0 裡 

全體會議：第七五二、七五三、七五四、七九一次。

第 節 . 理事會及其委責會的.紐觸舆職司 

全體會議:第八二九次。

第九節. 由雄代表中國出席理事會及其輔助橡闕 

的間題

全體會議：第七五五、七九一、七九二次。

技術協助分組委員會會議：第五十八次。

第千節 . 非聯合國會 f t 國之國家知入區场經濟要責 

會為委員0 問題

全體會議：第七七九、七八0 、七八一、八二六次。

第千一節 .取得结商他位的非改府組维所滚代表前 

来聯合國會所的間題

全體會議：第七五五及第七九一次。

第千二節.會議時間化點間避 

全體會議: 第七五二次及第八三0 次。

附件三 

非政府組織之陳述

非政府組織农據議事規則第八十六條向理事會或其 

所屬分組委員會所作口頭陳述

第千七在會

國際商會

通過屆會議程0全體會議：第七五六次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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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紐織依據購事规則第八十四條及第八十玉條 非政府粗織向理事會所作書面陳述

向理事會非政府組織事宜分組委員會所作口頭陳 世界工會聯合會

述 ^  ̂ E/C.2/386取得請商地位的非政府組織所派代表前來
第 千 在 會

聯合國會所問題
世界工會聯合會

取得諮商地位的非政府組織所 派代表 前來聯 合國會 所美利 衆國商 會

問題。 E/C.2/397埋事會及其所屬各委R 會之組織與工作：

非政府組織事宜分組委員會會議：第一四- •次0 國魔貿易間題常設委員會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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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般經濟間題

第一節 . 世界經濟情勢 

引 言

~ o 三.理事會過去通常的辦法是在春季眉會 

審議世界經濟情勢，在夏季屈會審議各國政府就與 

充分就業間題有闕的三項査詢所提供的資料，但是 

狂一九五四年理事會改變了過這個去的辦法，將 

這些題目列在一個議程項目中，並且增加第三個題 

目："國際賈易障礙的消餘和促進國際經濟關係的方 

法"0結果理事會Æ第十八屆會的時候廣泛地綜合地 

討論了上面這三個題目。這給予大家一個參i於養個 

經濟事務部門普遍交換意見的機會。此外，許多代表 

團認爲在辯論世界經濟情勢的期間也須討論有■發 

展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問題，因爲照他們的制斷， 

這些間題在當前世界情勢中極屬重要。

—0 四.這個議程項目所包括的各分項以及理 

事會所處理的主要的文件如下：

(«)世界經濟情勢之審議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世界經濟報吿 

(E/2560)"i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中東最近經濟發 

展情況摘要(E/2581)"»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非洲最运經濟發 

展情況摘要(E/2582)"8 
"熱帶非渊交易經濟範圍之擴大（E/2557)"4 
"一九五三年國際商品間題的檢討 

(E/2578)"®
{b) 充分就業

各國政府對於一九五三年與一九五E9年充

分就業，經濟發展，收支差額及經濟趨勢、 

目標與政策的間題軍所提的覆文（E/2。48/ 
Add. 13, E/2565 and Add. 1-10)

各國政府對於充分就業間題罩所提的覆文 
的分析（E/2620 and Add. 1)

重墨軍備時期後的復員一一各國政府對秘 

書長的節略的覆文（E/2564 and Add.1-3)
各國政府對秘書長關於維持充分就業與 

避免通貨膨賜的節略的覆文（E/2563及 

Add.1-4)
各國政府對®書長關於維待充分就業與 

避免通貨膨服的節略約覆文摘要(E/2597). 
( 0 國際貿易障礙的消除及促進國際經濟關係 

的方法(E/2549)
一0 五.理事會的計論先對於三個分項全部作 

一般的辯論。冬國代表多半射當前世界經濟情勢 

的一般的問題，雖然若干代表團亦特別撮及若干有 

鬪充分就業的間題。然後理事會依次審講每^ 分段。

理事會第十八屈會圓於世界 

經濟，勢之文件 

一理事會依照大會決譲案 — 八 （二)對 

世界經濟情勢所作的常年檢評 是̂以"一九五二年至 
一九五三年世界經濟報吿(E,/2560)"7爲其主要根據0 

一0 七.該報吿書稱一九五三年度在若干方面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經濟最可令人满意的年 

度之一。生産與消費的總量都達到了最高峯，而且 

Æ多教的國家襄面，失業的人數是比較低。通貸膨 

張壓力在本年度中若未完全消減，卽已趨於緩和。 

跟着朝鮮戰事而來的物價、生產與國際收支的動摄 

不定現象現任業已緩和，國際交易的失衡情形業已 

減輕，國際賈易與收支上的限制正Æ放寬。

八 . 但是報吿書指出，關於一九五三年所 

獲得的進#大部分或許是暫時的；主要的簡題仍然 

有待解決。通貨膨膜與通貨緊縮力量之簡的平衡殊 

义穩定，主要工業國家內充分就業是否能繼續維待 

也絶衡無把握。發展落後國家的情形，大都沒有像 

經濟先進國家這樣的順利; 許多發展落後的國家在 

經濟活動與投資方面已經遭遇了許多挫折。初殺商

1聯合國出版物，出兽品編髓1954.II.C.1. 
2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1954.II.C. 2. 
8聰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1954. II.G. 3. 
4聯合國出版物，出信品編髓1954. II.C. 4. 
5聯合國出版物，出信品編號1954.11. D. 3

«E/AC.6/SR, 160 及 163-165; E/SR. 799-805 及 
827.

7圓於歐洲經濟委員會、亜洲達東經濟委賞會、拉丁美 
洲經濟委員會各秘書處所擬駭的經濟調査報告，參 
閱下而第二、第十三、第十四各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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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慣格常有劇烈的波動，但至今遺沒有提出任何國 

際計劃來防止這種現象的重演。

一0 九 . 在經濟先進的乾人企業經濟國家，國 

民實質生產的增加率從一九五一年平均爲百分之 

七，一九五二年降低到百分之二點五，到一九五三 

年又陶漲到百分之四。這些變動主要由於三個原因： 

直至一九五三年政府支出劇增，存货投資的巨潮到 

一九五一年達到了高黎之後，到一九五二年以及一 

九五三年降落到相當低的水準；消費數量有上觸趨 

向，但這種趨向Æ比例上小於…九五一年國民生產 

的增加，而在後来雨個年度中則大抵與國民生產的 

增加率相等。

—— 0 .  Æ採行集中許割經濟的國家，經濟與 

軍事潛在力量的擴張使得一九五0 年至一九五三年 

期間國民生產額大量增加。工業生産能力也大有增 

進。但是人民生活却因此種鎭張受到嚴重影響，因 

爲從事於消費生産的資源遭受了嚴格限制。主要 

間題是由於農業生，產額不足。

------- . 自一九五0 年至P 九五三年，發展落

後國家國民生產的變動趨勢各國不一。除了原料慣 

格暴澳暴跌對於個別國家發生不一致的影響而外， 

若于國家的國民生産也受到了農作物收成劇烈波動 

的影響。但是大體上九五0 年至一九五一年原料 

價格的暴觸首先擴張了可以輸出的原料的生產額， 

並且增加了公私方面的投資。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 

五二年原料價格疲弱的時候，國際收支情形也有惡 

化的狀態，但是生產建設投資大體上遺是維待原狀， 

或者反而有所增加，這可以部分反映前一個時期所 

键得的輸出品利潤之互大。直至一九五二年至一九 

五三年，發展落後國家的全面的經濟括動才呈現全 

盤潘疲現象。

—— 二. 國際貿易量在一九五三年達到高峯； 

世界輸出量（東歐以及中國大陸的輸出量除外）起 

過了前一次在一九五一年所達到的高累，在一九五 

三年最初九個月之內輸出量平均較一九五0 高百分 

之十五。同時世界各匿域的輸出貿易平衡狀態也大 

有進步。

—— 三. 從一九五0 年年中至一九五二年年中 

的期間，画際貿易呈現波動劇烈的狀態，輸出收入 

於急崎上升一年之後，又猛然脚跌一年。但是自從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以來，國摩賈易遂漸趨向於穩 

定。

一—四 . 一九五0 年至一九玉三年期間國際贸 

易上美元間題的改維是因爲美國輸入需求上升，以 

及非美元愿域可以輸出的商品的產量與可以與從美

元愿域敏入物品競爭的貨物的產量，例如農.產物與 

燃料俱吿境加。但是各項特殊及暫時的因素須予計 

及，這些因素如美國海外軍事支出的增加以及促成 

美國輸入需要上升的若于項目的暫時短缺。最後， 

世界上仍然有大部分的國家，尤其是在要減少從美 

國方面輸入的貨物時候，繼績仰賴於採行應免與貿 

易限制辨法。

一一五. 在一九五三年，許多國家遇到了調盤 

的間題。在若干先進的私人企業經濟國家，這個問 

題是投資與消費是否可以抵館軍事支出的下降以及 

需時多久方可抵鋳的間題。大家必須進一谈的努力， 

使世界經濟具有更大的朝性，俾可以緩和個別國家 

經濟活動暫時受挫的影響，因爲在此等國家內可能 

產生國瞭經濟關係重大的脱節狀態0 在採行集中許 

劃經濟的國家，正如上面所說，前期B經發生了嚴 

重的經濟失調現象，現在已經進斤劇烈的變更，特 

別注重生產計劃，使較多的物資從事於消費品工業 

與農業的生產。

*六 . "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中東最近 

經濟發展情況摘要"稱,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的 

斯間中東的經濟進步頗參差不齊，但是這個區域内 

幾手所有國家的經濟活動在種或一種以上重要部 

門方面都有相當進步，而土耳其竟成爲在一般經濟 

方面能有最顧著發展的一國。這個區域的生產的最 

大擴張是表現在石油方面，但是主要的石油生產者 

紙限於極少數的中東國家。這個區域的原池的生產 

總量在一九五二年達到X—O/t，OC )0, 0 0 0 公 

喷；在一九五三年起過了一二0 , 0 0 0 , 0 0 0 公 

嘲，估敦年世界總產量的百分之十八點四。農業生 

産的增加雖然較爲普遍，但是境加不多：一九五二 

年至一九五三年的產量大槪較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 

二年的產量增加百分之七，而每人平均產量則高於 

戰前水準。工業的進步大體上都很緩慢，但是也有 

若干例外，土耳其就是個顯著的例子。國瞭牧支 

的動向顯然參差不一。主要產油國家的牧益在一九 

五三年達到了五c o , o o o ，o o o 美兀，一九玉 

二年紙有四四o , c c c , c c c 美元。但是若干其 

他國家的情形並不如此有利，因爲這個區域所輸出 

的原料慣格的下降使得賈易比率逆轉。伊朗、以色 

列，約但以及土耳其都得到相當的外國的援助。

一 七 .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非洲最近 

經濟發展摘要"聽爲一九五二年與一九五三年上半 

年是盤個非洲經濟活動遂漸趨於平穩的期間。在幾 

乎所有國家襄面，货幣收入的總數仍然相當高，最 

明顧的例外卽是蘇丹。但是礦產輸出的價格旣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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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上比較許多農崖物的價格維待較好的情※，所 

以許多農業生産國家的收盤或將稍稍降落0 但在大 

多數不獨立傾土中，若干農業團體輸出牧養的下降 

引起的影攀, 有爲國內生產建設支出墙加所抵錫'的 

趨勢。

}*八 . " 熱帶非洲交易經濟範圍之廣大"射 

論土地與勞動之與貨幣經濟發生關聯至何程度以及 

交易經濟成長的情形。現在在塵個的熱帶弗溯，大 

槪有可耕地面積百分之三十及勞動資源百分之四十 

是爲了货幣交易經濟而生産的0固然在所有領土中， 

商業化之形成部分是由於農産的出售，另一部分 

是由於把物物交换經濟中解放出来的勞動爲捧取工 

資而工作，但是在上面兩種交換方武之中，往柱有 

一種方式顯然是估優勢的0 爲市場而生產在黃金海 

岸、奈基利阿、法屬非洲以及鳥于達的農業經濟 

制度現金收入中所估的地位極爲重要；而在肯亞以 

及化羅歸面亞與南羅歸西亞，工資就業是收入的主 

要的來源。在商業化採取第一種方式的時候，土著 

的農業經渡使用了領土的大部分的資源，而它的發 

展與塵個經濟的發展有密切關聯。但是在商業化採 

取第二種方式的時候，農業生産下降以及因此所造 

成的糧食供應的缺乏可能危及經濟發展。經濟發展 

的問題很受這些情形的影響，因爲經濟發展必引起 

交易活動範圍的擴大，從而在經濟fftt會結構之中引 

起影響深達的變動。

理事會的討論

— 九. 秘書長在開始討論的時候說，理事會 

旣然站在最高地位並且從全世界觀點來討論穩定與 

經濟發展問題，根據其所接療完備而充分的文件， 

應能有値導其他政府間M體以及各國政府本身的偉 

大機會。內部穩定的實現是所有國家的共同問題， 

不論是先進與齋凰落後國家都是一•樣；而國內措施 

的成功與否，將隨國際狀況是否有利爲轉移。許多 

區域生活程度很低，生産的潜加並沒有像比較先進 

的區域如此之®速，因此先進區域與發展落後域 

之間在經濟上的懸殊現象日益擴大；而且國際関係 

制虔也處於不穩的平衡狀態之下。所有政府與國摩 

組織務須彼此合作，對於基本的經濟間題提出妥當 

的長期解決辦法。

一二0 . 在討論世界經濟情勢的期間，大多數 

代表提到"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世I界經濟報吿" 
道個文件的價値。若于國家代表《雖然資於報告 

書中的若干結論並不表示同意，但是街於道個報吿

書中開於最近的措施與將来的展望的分析，都普遍 

.表承滿意。闇於非洲與中東這兩個未設置愿域委員 

會的ü 域的補充報吿書，得到了大家的歡迎，因爲 

過去所有資料，殊爲缺乏，所以势於這甫個愿域的 

經濟的發展不能有充分的分析，現在這雨份報吿書 

彌補了這個嚴重的缺陷。

一二一. 各國代表參照聯合國® 書處所提出的 

文件以及他們本國發展情形來計論世界經濟情勢0 
大家再三重述一項普遍的信念，就是發展落後國家 

的經濟與已發■庭國家的經濟是彼此密切倚賴的。前 

一類國家需有市場以輸出初級商品，並需有外資以 

供給經濟發展所需資金；而後一類國家則仰顆~個 

時在擴大的國際市場去充分利用它們的0：業的潜在 

力量。冗如一個主要的工業國家代表所#旨出者，西 

歐與北美的B 發展國家對於世界經濟活動的維持不 

能避免的負了主要的責任。他說在各方面都需要格 

調的行動。

一二二. 雖然在過去四年內經濟上發生了粉 

擾，但是最近這個期間是大多數的已發展國家生産 

水準達到了最高寒，並旦在提高它們人民的真實消' 
費方面以及在擴張它們對外貿易方面有了重大進步 

的一個時期；而且，美國與世界其餘各國之間的國 

摩收支結構性的失衡狀態至少i ï 暫時B 有所改善 

了。沒有人否認大规模的軍備支出對於維持生産水 

準的作用, 但是國防支出在各別M家經濟情況t 所 

營生的影響究係何種性賓，關於這個問題，各國代 

表約意見出入頗大。理事會襄已發展的國家的代表 

提到政府國肪支出對於他們各國經濟所引，起的眞實 

負擔，並a 也提到政府國肪支出有引起嚴货膨服壓 

力的趨勢。在另一方面，若于嵐家代表團表示它們 

充分感到有下列一種危機存在，就是國防支出一旦 

穩定了或減低了，也許可以引起需求不足現象，以 

敦造成失業，但是它們繼稱，它們的政府知道有種 

種補救辦法，並擬在必要時候予以使但是一位 

代表稱，這些辅救辦法是否有效大部分須視在處理 

國際貿易與國際牧支不穩定的主要問題時能否圓満 

建成目的而定。

一二三. 美國代表講到一個主要工業國家的經 

濟情勢的時候說，在一九五四年第一季的期間美國 

曾•經發生輕微的紫縮現象；這個現象可以說是因爲 

政府減少購買工業品以及商業存货投資的顯然下降 

所造成的一種經濟上的調盤現象存，而商業貨投資 

下降是因爲商人對於他所要保持的貨物的存量改變

19



了方針。在這個調盤的全部期間，商人與投資家的 

信心絲毫未動搖，而經濟情形的前途是可樂觀的： 

任短期內，這是®爲在現在的美國經濟之中存在了 

許多穩定的因棄，同時美國政府於重新調盤的步驟 

离一發-生任何的不妥現象時，便決心採取一切必要 

的步驟的緣故；在長期內，這是因爲美國經濟中舍 

有種種動態因素，所以經濟上繼續成長的假定是絕 

對站得住的。

一二四 . 但是，發展落後國家的發言人驟爲盤 

個看來，世界經濟情勢很難分人毫無保留的樂觀， 

而且一般說來，這些國家的經濟都沒有達到最爲發 

展國家一九五三年生產量所達到空前上漲的荐虔。 

這些發展落後國家的若于代表也指出，美國經濟活 

動的最近的疲滞現象如果繼續下去或散佈到其他區 

域 ，世界經濟的穩定，尤其是發展落後國家的穩 

定，要受到嚴重的威脅0

一二五. 採行集中計劃經濟的國家的代表藥稱 

大量的軍備支出是資本主義國家戰後特有的現象， 

而這些支出對於它們的經濟以及國際賈易都發生有 

害的影響。美國對歐洲援助的性質促進了顯:洲資源 

用途的轉變，他們聲稱現在可以看出美國對歐援助 

絲毫沒有促進歐湘的經濟復與，但是反而瘦載了歐 

浙經濟的機構使它們趨向於軍用品的生產。結果， 

這些國家現在面對了一*種危機，它們只需要賈易， 

而不需要援助。但是，在資本主義各國目前所面對 

道個危機中所受犧牲最大者是發展落後國家，它們 

的經濟現在受到了扔級商品慣格最近疲弱現象的威 

脅。它們現在的困苦的境巧與採行集中許劃經濟國 

家所瘦得的成就冗是明顧的對照；他們說這些採行 

集中計劃經濟國家現在正從事於增加眞實消費，提 

高人民生活程度，繼續它們的高膽遠囑的和平發展 

方案。有一個國家的代表M 說,這些國家在經濟上 

的成就是® 爲它們減低了軍備支出的結果。

一二六. 若干國家代表認爲美國與世界其餘各 

國間國際牧支結構性的失衡顯有改進現象一事是暫 

時的有利的情形所促成，這並不表示現在已經不再 

需要特別的措施去解決美元問題了。美國對外援助 

仍然構成了世界上大部分的美元供應的來源；造成 

失衡的各種力量,固然因爲用了輸入限制以及其他 

的統制方法已經普遍的受到抑制，但是仍然存在， 

世界各國美元差額的情況改善，縱然是暫時的，但 

是就其足以境加美國以外各地所保有的黄金與美元

準備而言，這種改善是有永久的慣値的，因爲準傭 

境加可以幫助緩和國際賈具方而的激烈變動，也 ST 
以幫助各國避免採用過早與過度的輸入限制。

一二七. 秘書長在他的開會詞中說，雖然全世 

界的牧入是在增加，但是分配不均現象遂漸加劇， 

而且B發展國家與發展落後國家之間的生活程度與 

經濟進步速度的懸殊也是不斷的加大，大多數國家 

的代表都同意秘書長所表示的此種憂盧,秘書長指 

出在生活程度低落的許多愿域內生産的播加並不如 

比較先進的匿域内生座的境加之速，而且人口的增 

加亦快過於生產的增加。結果，在許多發展落後H 
域內平均每人的清費量是在'下降。此種情勢表示必 

須辣取姿善的措施。發展落後各國的代表一再提 

到他們各個國家的發展速度很不充分；雖然這些 

發展落後國家已經得到援助，雖然各該國自己也在 

努力在惡劣的環境之中去維持一*種發展的速度，而 

且往柱不惜緊縮國內原來B非常低的消費量来從事 

努力，但是他們各個國家發展的速度仍然不充分。

一二八. 根據最近的許多事情，發展落後國家 

要抵館輸出收入下降可以採用的方法實在大少，而 

輸出收入是舞供它們經濟發展所需資金的一項重要 

因素。初殺商品價格的疲弱以及它們輸出市場的縮 

小大大地削減了它們在海外約購買力，從而限制了 

可供經濟發展之用的財源。發展落後國家的代表列 

舉事實表明各該國的準備因爲賈易比率變動所發生 

的嚴重波動情形。發展落後國家的代表認爲參照這 

些事實，國際方面必須採取合作的行動去穩定商品 

慣格, 這件事情的重要是無以復加的；大多數國家 

的代表国認爲此種行動可以大大地幫助促進世界經 

濟的穩定。

一二九 . 雖然某一*個國家的代表會經說"理事 

會各國代表對於世界的展望不免言人人殊",但是各 

國代表資於必須擴張世界的賈易量這一  ü f都是普遍 

贊同的0這種廣張將有益於全世界》但此種廣張必須 

經過國際的合作行動始可實現。但是各國代表團對 

於實現這個目的究應採取何種方法的意見頗不一 

敎。採行集中許劃經濟的國家提到必須擴張各該國 

家與世界其餘各國之閩的貿易；照它們的意見，現 

在實施的貿易歧視辦法在事實上反而對於主張歧視 

的國家有害；因爲担絕貿易事實上並不能胆 i t 採行 

集中計割經濟國家的發展Ï而只是縮小了世界市場， 

因此徒然傷害了發動貿县歧視的這些國家。在後来

2 0



討論到如何*消除國際貿息障礙以及促進國際經濟 

開係約方法的時候，若干國家代表M 特別提及動國 

際賈易的流動所實施的若干種的限制是'因爲在國家 

安全約考慮上有此必要8。也有若干國家代表 ®聲 

稱將來東西貧易是否可以進一涉的廣展大半要看東 

歐各國是否採収某種經濟措施去鼓勵爲西歐方面隨 

時需要的某種货物的生產。

三0 . 若干國家代表®在講到使世界貧易較 

爲自由的一般的間題的時候，認爲旣然國家經濟活 

動水準與國際貿易以及國療牧支彼此密切倚顆，所 

以各個國家的國內政策在某種程度上的調盤是,進一* 
歩促進廢除國際貿易限制並促進各國通賃較自由兌 

換的先決條件。大家公認世界情勢旣然這樣複雜，照 

此種情形來看，沒有一種藥是可以醫洽百病的离應 

藥。在若干情形下只有重新分配資源方才可以擴張 

國際貿易，而此種重新分配的過程甚至於比較先進 

的國家內也需要相當時簡與努力。各國代表在講到 

最近訂立的商品協定的貢獻的時候，他們提請國際 

貿易方面注意只有極小部敛受:到此種铭定的影響， 

並認爲必須採取範圍較廣的行動。他們也譲到聯合 

國在調邀各國國内經濟政策之中應當發生的重要作 

用，但是他們認爲投資政策大部分仍然是各國政府 

個別的事情。

— . 國瞭資金旅動的問題不但與國內平衡 

及國，際牧支平衡間題密切相關，而且與對經濟發 

展的進步特別重要的間題亦密切相關。發展落後國 

家的代表力言他們的經濟必須向着多方面發展，並 

且力言他們各個國家國內的資本形成不足，因此不 

能使經濟發展的進涉加速由此縮小已發展國家與發 

展落後國家之間在生活程度上的差異。發展落後國 

家認爲，補助他們本國財源不足的國瞭私人資本的 

施動同時也是不康所需，所以現在需要採取一種國 

際性質的公共養資的重大的措施去解決這個追切的 

簡題。關於這力面發展落後國家以及若干工業化國 

家的代表M 都希望理事會也許可以對於設置補助長 

金與低利期貸款的特種基金的建議加以有潮的考 

慮，以便加速發展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

一三二. 國際勞工組織的代表說現在大家都恐 

懼失業現象也許要蔓延到各地，並旦希望及時採取 

防止指施。照他的意見，在制訂充分就業政策的時 

候務須對於各糧不同的失業加以廣別。發展落後國

參閱下文第三節。

家就業不足及結構性失業的威脅紙有採収長期發展 

的措施始可予以消除。

一三三. 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代表稱，雖然發 

展落後國家的生產量上升，消費量也有相當增加， 

但是發展落後國家與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發展的迷度 

仍然有參差不齊的現象。在發展落後國家之中扔級 

商品餘有不能館兽的剩餘，而飢寒的狀態又:非常普 

遍，這都表示初級商品館售機構具有内在的缺陷。 

若干登展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的進度的滞緩是因爲 

封建份子仍然沒有消減，獨裁制度仍然存在，或者 

因爲數有力的M體始終佔據優勢，而此種M體《9! 
若干國家內也胆止了自由Æ會蓮動的發展。如果採 

取不折不携的聯合的行動，那末縱然外界的協助很 

有限，也可以得到很大的成就。他再三陳述國際自由 

工會聯合會的意見，卽現在應當利用軍事支出減少 

的機會來境加資於發展落後國家的協助，而且應當 

訂定有伸縮性的國際商品協定，以便對於初級產物 

規定一種公允的慣格，使得生産者尤其是±人可以 

保證得到公允的報酬。國隱自由工會聯合會始終一 

貫的要求充分就業應當重於其他經濟目標，現在正 

促請各國政府去規定他們的充分就業標準，並且將 

t 們促進充分就業的的諾言變爲明確的義務。

一三四. 世界0：會聯合會代表稱，工人以及他 

們的工會團體深知現任世界上大部分地直的經濟情 

形都很危臉，尤其是因爲他是這種不能預期其自 

動改善的世界情形的首先的犧牲者。工聯會要贊助 

聯合國秘書長所提出闇於國際間儘量充分合作的請 

求。最近數年來軍備支出的增加以及清費品價格■的 

上升不幸使得實質0：資降落0 而且在工業中若干民 

生工業方面的失蒙數人業已墙加。他所認爲在美國 

冗在出現的危機使得美國的以及其他各處的工人都 

幾•生嚴重的焦慮。對於當前的經濟間題的妥善的解 

決辦法便是增加大衆的購賈力以擴張國內市場，並 

且廢除貿易限制並恢復各國之間的正常貿易關係以 

擴大國外市場。現在這種減低成本甚至不惜減低工 

資以增加輸出的趨勢，如果經許多國家採用，勢將 

縮小市場，並且進一步減低就業的人數。他要求理 

事會在這方面採取切實的行動以便掃除這些障礙， 

工聯會因此建議在理事會秘書處的全權主持之下召 

集一種諮商會議，由一切有闇的經濟與f i會團體參 

加，其中包括工會團體在內，去竟取提高經濟活動 

貿易與就業的水準的方法。

一三五. 國際基督教工會聯合會代表痛斥世界 

財富分配遂漸加劇的不均現象，要求理事會審議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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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聯會的揚案，就是成立全國的、專門職業的及企業 

的勞資雙方聯合組成的圓體，這些圓體不但是去擔 

任請詢的工作，而且》任執行的任務。基督教工聯會 

至誠的要求大量減低軍備支出，同時也要以傅統的 

政策而尤其是以住宅的建築去實現充分就業。要除 

去世界上不穩定現象的主要的根源，便必須各國誠 

懇的願意合作去達到上面的目標。

一三六. 聯合國同志會世界聯合會代表指出， 

聯合國秘書處的工作提供了取得公正經濟分析的唯 

一的機會。他讚美秘書處所提出關於非洲大陸經濟 

發度報吿書，尤其讚美秘書處對於這些領土因過渡 

到交易經濟以致土著農業衰落而發生的許多間題所 

作工作。該會代表也提到充分就業的維待，國際賈 

易方面有採取大規模合作的必要以及協助發展落後 

國家等事，都是理事會仍須加以注意的間題。聯合 

國同志會世界聯合會正在想法經由在非溯大陸各處 

活動的十個聯合國同志會並經由一九五三年在西非 

與東非舉行的聯合國研究班取得非湘人民對於聯合 

國的支待。健全的貧易關係對於發展落後國家以及 

工業化國家都是有利益的，而且對於文物制度不同 

的各個國家之閩的和平共存與眞實合作的實現可以 

有切實的貢獻。

一三七. 全國製造商協會（美利堅合衆國）依 

照經濟暨fit會理事會決議案二八八B (十)第二十二 

段及第二十三段，散發一項文件（E/C.2/40(3),其 

中建議，美國與拉丁美洲各個共和國爲了建立它們 

共同肪務以及不斷在提高的生活程度的經濟基礎起 

見，應當考慮探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去鼓勵本國的和 

外國的私人資东的投資，以*供經濟發展所需的資 

金，並且去建立一般有利於私人貿易、自由企業與 

各國之間不存歧視約商業條件。

一三八. 理事會在辯論結東時g通過決議案五 

三一A (十八），表示閱悉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 

世界經濟報吿，並且聲明：深知國際經濟及fd:會問 

題之解決可以促進建立爲保證國際和平友好閥係所 

必要之安定與福利條件；認爲緩和國際政治情勢大 

可幫助維持經濟及ffd會安定並實現較大的經濟及社 

會進涉；获斷言：（1)國際政治情勢之改進應可促

^並請參閱決議草案E/AC .6/L.102  and R ev .1 ， 
E/AC.6/L. 108 及 E/AC.6/L-109 .  ’

10 E/AC. 6/SR. 1 6 0 - 1 6 3； E/SR . 79 9 -8 05 .  
u E/2408/Add. 1 3 , E/2565及E/2565/Add.1 - 1 0 .

進軍傭之裁減與平民生產之擴張；（2 )在生產力與 

生 活水準上升情形同時實現並維持充分就業， 

此仍然應爲各國國內與國際經濟及社會政策之主 

要目標；（3 ) 加速發■展落後國家之經濟發展，尤其 

在工業、農業、商業方面之發展，實與更繁榮更安 

定之世界經濟之實現鬪係至爲重大。

第二節. 充分就業

一三九• 理事會於其第十八屆會。討論世界經 

濟情勢時亦速同討論與實現及維持充分就業有關的 

各項問題，視爲盤個間題的一部汾0 理事會議程的 

分項有下列各目：

( i ) 討論各國政府對充分就業間題單之答覆； 
( Ü ) 重ffi軍備特期後的復員；

(iii) 防止高度經濟活動可能發生通货膨膜之措 

施。

一四0 . 下文首先說明理事會對分項（i)及(ii) 
合併計論的經過，£0*項（iii)於另，一節說明。理事會 

將對所有各點的決定納入決譲案五三一 B (十八）。 

該決譲案於本節之末" 理事會之建議"下討論。

各國政府對充分就業間題單之答覆；

重塵軍備時期渡過後之復員

一四一 . 理事會曾接獲各國政府對於一九五三 

年與一九五四年充分就業、經濟發展、收支差額及 

經濟趨勢目標與政策間題單的答覆 11。該間題單係 

經秘書長遵照大會決譲案五二0  B (六)及理事會決 

議案二二一 E ( 九）、二九0  (十— )及三七一B(十三） 

擬具並分送各國政府。秘書處亦曾就各國政府對充 

ïS*就業問題單的答覆加以分析向理事會提出報吿。 

該分析報吿分爲雨部汾。笛一編 (E/2620)檢討國內 

充分就業政策（間題單甲部）,第二編（E/2620/Add. 
1 )則處理收支額與有關政策（問題單乙部)。

一四二. 該問題單亦包括與發虽落後國家經濟 

發展有關間題。各項間題係特別針對按聯合國習用 

意義自認爲"發展落後"各國而發。因爲該間題單這 

一部汾間題所得答覆大少未能作有意義的分祈，故 

無從依照理事會決議案三七一 B (十三)及大會決議 

案五二0  B (六)的規定聲齋展落後國家的間題加以 

研究。因此，秘書處激各國政府答覆間題單中関於充 

分就業部汾間題的分析報吿中所預期對於經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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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顧著各點及趨勢之砰究草案將暫緩完成。將浓當 

重新致力於簡題單的修正I2。
一四三. 各國政府對間題單甲部的答覆係與三 

類間題有關：充分就業之標準，一九五三年的經濟 

趨勢，一九五回年的目標與預測，包括採行之政策。 

關於充分就業之標準，各國政府不是不提供數量方 

面的資料，便是徵引以往答案中所表示的意見。在 

各國答案中所見的經濟趨勢與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 

三年世界經濟報吿所载大致相同1®。關於一九五®年 

的預測，並非所有答案中均載有數量方面的資料， 

故爲分析利便起見剝在剰用有關國家目前發表的補 

充資料。在七個主要工業國家所代表的高度榮展私 

人企經濟制度中，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一期內 

的達量增加率恐難望於一九五ra年繼續維持。如同 

時顧及生産力及勞動力方面的增加，則一九五三年 

與一九五izg年期內加拿大與美國全國生產淨額旣難 

望提高，故其失業人數恐有上揚趨勢,在西歐及日本 

等國因望全國生達淨額增加百分之三故預料其就業 

情形紙略有f t動。從兩個屬於中夹設計經濟制度的 

國家送建的答覆中得知雨國均計劃在一九五三年至 

一九五三年至一五四年間增加國民所得、.就業，人數 

及消費，其重點在擴充消費品之生產。這從清費工 

業及農業産量之高度許劃增加率和許劃投資重新分 

配以利這甫種工業之發展看得出來0
一四四. 關於各國政府牧支差額、趨勢與展 

望（問題單乙郁)答覆中所供給的資料，Bf以看出一 

九五三年的趨向是國際收支漸趨平衡而若干不能轉 

換的货幣的"硬化"似表示若于政府所強調的货幣 

轉換的目標JE趨於實現0大體而言，貿易頻因生產增 

加，入口限制放寬，預料將有增加；在另一方面， 

美國約生産最近下降® 於其他國家的賈易及收支差 

額之不良影響截至目前爲Jh雜未如一般所料之甚， 

但對此項影德之恐懼仍未完全消各國政府亦往 

柱假定國際實易商品價格將較一九五三年略低。關 

於國際資本的琉動，就各國政府供給的情報可見各

秘書長檢討秘書處之組織及工作（E /2598 ,第十段） 

報告書中謂充分就業間題單的格式剑由秘書處*新 

作祥細軒究 ,其目的在刹便各國政府之答廣。埋事會 

於決議案五五七A (十八）中W考慮到埋事會的討論 

故《秘書長採取通當行動實行秘書長對秘書處在經 

濟及社會方面組織及工作的建議（參閱第~章第七 

節 )。

參閱第一節，第一0 七段至—~ 五段。
該節略係接埋事會決議素吗八三（十六）B部規定發 

■ B 0

主要資本輸出國家及許多資本輸入國家繼續設法擴 

充私人資本國際流動以應長期投資之需。

一四五. 關於第二分項，理事會B接到各國政 

府對赫書長所致節略（E/2564 and Add. 1-3) 的 

答覆，該節略邀請各國政府說明它們認爲必須採取 

何種措施以肪止因裁減國肪支出而對其本國經濟或 
他國經濟發生不良影響

〜四六. 從各國的答覆中可見各國政府認爲在 

國內可用糾正方法來抵消因在目前情>：«下可能發生 

的國肪支出裁減的不良影響並且可以隨時應用以維 

持充分就業的程度。但若干答覆表示戒懼， 深恐主 

要工業國家國防支出裁減以後，倘不及時採取糾正 

措施，充分清5ir不良影響，可能使出口市場發生緊 

縮現象，又因收支差額受不良影響的打擊須對國際 

貿易之流動施以限制，故情勢可能益爲加重。

…四七. 在一般討論過程中，各方對於目前的 

世界局勢激充分就業威脅的程度有各種意見。若干 

發展落後國家的代表感覺北美洲經濟活動及就業人 

數目前漸趨下降的情形倘任其繼續相當時期恐使世 

界經濟發生嚴重打擊。又有若干代表認爲美國的嚴 

重失業情形，是對資本主義國家《« 的威脅，因後者 

生產業已減低，失業人數增加，消費下降且工作羣衆 

之間發生恐慌心理。 美國代表說國防生産計劃緊縮 

以後，該國經濟雖富有伸縮性仍甚難立卽適應政府 

支出的大量裁減；此次不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積有 

大量的平時需求，可以防止經濟衰退並利便軍事生 

產時期轉入平時生産時期。美國目前的失業程度較 

高不能完全歸因於磨擦性及暫時性的失業， 故引起 

相當憂盧。但美國代表強調，工業生逢的衰落並未 

呈現加速現象， 又從住宅建築之進度及商業投資之 

數量剩斷，社會與商界的信心未受搖動。

一四八 . 若干發展程度較高國家的代表說政府 

方面對於這個間題的本質有充分認識並表示遇有必 

要時隨時隨地使用糾正指施。一般討論世界經濟情 

勢之時 ， 某一主要工業國代，承認面歐及北美的工 

業國家凿於維持與擴充全世界經濟活動的高度醫展 

負有"最重大的責任"0 —般相信國防支出穩定以後 

自可迅速採取必要措施鼓勵平時清費與投資的適度 

增加以防全部需求嚴重低落。但有人認爲在多數國 

家中國巧所採糾冗措施，其生效與否大致須視國際 

經濟情形而定 ， 故政府爲求穩定其國內經濟而採取 

指施時必須注意不危及其他國家之經濟穩定。一位 

代表提議遵照理事會決議案四八三B (十八）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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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一專家委員會就經濟援元所涉及的間題從詳加 

以研究，因爲這些間題曾於各國政府答稷中提出。

一K 九.若干代夷會強調充分就業間題與經濟 

發展間題彼此之間的密切關係。發展落後國家的失 

業問題基本上是因爲在這些國家中就業問題主要是 

有無充分資本來源的問題而非是效需求的有無間 

題。季節性的失業亦非關鍵問題，因爲工作人數順季 

節生産變化而適應。在發展落後各匿的就業問題是 

一種機構上的間題;變相的失業是有地方性的，且因 

人口自然培加，並於若于情形下因移民而加劇。因此 

促進經濟發展利用新舆工業的發展是解決失業的方 

法，藉此同時可以維待各工業國家生逢的增加。反 

過來，發展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需要初級商品出口 

的穩定市場，換而言之卽須維持及擴充國際貿易的 

流動。關於此項問題的這一方面是與"國際貿易障礙 

的消除和促進國際經濟關係的方法"一議程項目併 

同討論的16。
一五0 . 理事會®分項(i)及(ii)最後達到的決 

定於末節未" 理事會之建議"6標題之下列载。

高度經濟活動時期可能發Æ的 

通貨膨膜之肪i t辦法

一五一. 理事會於第十六届會議時認爲如何實 

現並維持工業化國家充分就業促進發展落後國家經 

濟發展而同時避免通貨膨膜惡劣影響一項間題値得 
進一步計論。理事會因此用決議案ra八三A (十;
向有應付通货膨膜壓力經驗的各國政府建議請將其 

經驗通知秘書長以備理事會之參考。1
一五二. 理事會於第十八屆會議時有冬國政府 

駕秘書長節略（E/2563 and Add. 1-3) 的答覆及 

秘書長遵照理事會決議案八三A(十六）（E,/2597) 
就各項答覆所編的摘要。該摘要的第一部處理"工 

業化" 的國家，第二部處理"經濟比較落後"的各 

國。

—*五三.工業化各國政府提送的答覆大致叙述 

最近通貨膨胰的情形。通貨膨服的起因若非有效需 

求的一般過剩卽係當地供應义缺，有時亦S 上述互 

相連得的兩因素同時發生作用所政。

一五但各項答覆並未指出充分就業係最近 

發生通貨膨膜情形的獨立起因；在若干情形下，物 

慣高漲的重要因素爲主要與進口物價高漲有開的成

參閱下列第三節 
參閱第~六二段

本膜膨現象。關於自一九五0 年中開始的最近一期 

內因朝鮮戰事爆發通貨膨賜®力大增所採的糾正措 

施，冬國政府提及信用的限制，增加徵税以挫減消 

費增加及不必要之投資等等射政措施以及限制非軍 

事性的政府支出等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內一般 

採用的直接營制因立法方面與政治方面的支持遂漸 

Æ解關係，此次重復採用B 萬分困難，又各項直接 

營制措施重復採用後其執行a 不如在戰時之嚴格。 

在此類國家中，端典吿理事會謂該國政府目前正在 

主辦關於充分就業及物慣穩定間題的研究計割；英 

聯邦王國別說明近年來努力設法解決成本膨賜問題 

的經驗。

一五五. 經濟發展比較落後的某國說明與經濟 

發展過程有關的"典型"通貨膜膨是因一方面工業 

化猛進，另一方面農業停潘兼有物«與工資上揚所 

致。此類國家中亦有將其通貨膨張的經驗歸因於輸 

入品價格上漲或因輸出品需求減少及出口收入降跌 

致入口量數低減所政。此類國家所採取的反通貨膨 

膜措施大都爲貨幣與財政指施如跟制銀行信用及減 

低政府胞細等等，其效力程虔各有不同。有些國家 

採取鼓勵國內糧食生産及入口藉以境加供應。

一五六. 理事會討論過程中，在朝鮮戰事爆發 

不久以後的一個時期內，使多數政府蘭心的通賃膨 

腸問題》似不再被認爲係對其經濟穩定的主要威脅。 

從各國向理事會提出的文件來看，多數國家在以往 

四年內所須解決之間題至多,如本國資源竭取過多， 

國肪需要日亜及物價速銀危機潜伏等是。但很多國 

家資有效使用糾JE措施，且在以往十八個月內歐洲 

方面需求與-生逢之擴培對國內物價並無上觸的影響 

亦未使收支差額發生新的騒亂。各工業化國家代衷 

提及最近一期內物價的比較穩定並指出軍傭支出a  
然不謝境加，通貨膨腸的力 a經消餅或已加制 

.止。

一五七. 但理事會代表大致同意一九五二年 

至一九五三年世界經濟報吿對經濟情況的一般估 

評，卽謂通貨膨膜與通資緊縮雨大勢力的均衡仍然 

不堪穩定。如某一代表團所說，目前尙未能說所有 

國家或多數國家已無需求膨膜i或成本膨賜的危臉， 

後一現象係因在高度經濟活勸時期，對勞工之需求 

殷切薪資之提高往往較每人之實Æ達量爲速而進口 

货價亦有墳加之趨勢。因此各國政府必須繼續注意 

隨時準備採収近年来從經驗習収的糾ÎE指施。在遏 

制需求過大方面固易收成效， 但可資採用糾正措施 

的範圍頗受入口貨債漲跌所逢生成本膨腸因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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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物價高激之情形所限制。在此方面凡是能夠決 

定國際貧易市場卞流通的主要商品價格的猎施均能 

協助政府維待國內物價的穩定。

一五八，發展落後各國代，乘計論的機會r- 

再睦調其國內經濟對商品慣格之澳跌異常敏感。各 

國代表又強調經濟發展加速引起通賞膨膜的後果。 

關於此點某一代表說：惟有使充Æ 之外國資本流入 

本國始能使物價穩定與經濟發展相配合。若干代表 

提及其政府爲抵抗通賃膨膜趨勢所採取之若于貨整 

與財政方面的猎施，其中有某初級商品生產國的代 

表提及其本國政府最近實施關於穩定物慣的周密計 

割。

一五九. 一般意見咸認爲通賃膨膜是一個複雜 

的現象需要各國政府的密切和繼續注意。至於通賃 

膨膜的趨勢是否一定和高度經濟活動及穩定的經濟 

擴充有蓮帶颇係則尙待研究；各會員國就其政府應 

付通貨膨膜厘力的方法所提供的情報可爲從事詳細 

研究的有用資料。這個觀點已载入理事會於討論完 

畢時所通過的決議案五三一  B (十八r 。

理事會的建議

一六0 , 討論過程中有人提議1® 理事會應請:凡 

有失業問題的各國政府採取如下的補救辦法：發展 

民用生產並減低軍事支出；促進國際貿易發展;減輕 

税收及推廣社會安全保障制度；組織或改良國家舉 

辦的失業保臉制度；施行提高一般生活荐度並解除 

失業者苦況的其他措施。除此而外，又有人提議秘書 

長應遵照大會決議案四七九(五)召開一次非政府的 

諮詢會議並邀請有関的各政府間，專pg粗織所有國內 

及國際的工會組織以及其他有關的非政I府組織參 

加討論，其目的在求互相徹底交換蘭於失業情況及 

提高就業水平的實際渉驟的情報。此外又有人提議， 

秘書長應與國際勞工組織合作根據諮詢會議的調査 

結果、國際勞工組織的研究及其他情報擬成報吿書 

向理事會第二十眉會提出。

一六一 . 獨於召関一次非政府性質的諮詢會議 

的提議曾受狠多代表® 的批評，其理由是如此規模 

的會議是極難營理的，又說該會譲不色括政府機關 

而旦這一類的研究工作最好由目前處理此類間題的 

機關承辦。此外，所提議的若于措施與自由經濟的

同上.
E/AC. 6/L. 106 ,  E/L. 616  and C o rr . l .
E/SR.8 2 7 ;並請參閱 E /A C .6/L .130  and Rev. 1 
及 E/2643 .
E/SR. 756。
E/AG. 6/SR. 1 6 4 - 16 7 ;  E /SR. 799 -805 .

發庭互不相容，故紙有跟制各國政府本身應有的行 

載範圍而已。

—六二. 蘭於充分就業一間題討論結束後，理 

事會卽通過決譲案五三一:B (十八)19 各會員國政 

府必須繼續採用積極的政策，維持國内及國際的箱 

濟穩定，維待並推進高度的新業水平、华産力和生 

活程度並促進發展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該決議案 

又襄悉各會員國有意繼續努力維持國内高虔生逢與 

就業的水平；認爲冬會員國於推行國内經濟政策之 

際允宜避免與其他會員國的就業水平與一般經濟穩 

定有不良影響；該案又確認發展落後國家充分就業 

的實現往往因其本身經濟制度及因易受貿易比率過 

分波動的打擊而遣妨礙，又悉發展落後各國的高度 

生逢及就業水平得力於初級商品慣格的穩定及資本 

内流的培加。決議案正文第一段請國際勞工組織繼 

續在就業間題方面的重要工作，同時靖其適當注意 

就理事會特別關切的間題向理事會提供意見及建 
議；正文第二段截有理事會在第二項乙（üi) "肪止 

高度經濟活動可能發生通货膨賊之措施"下的決定。 

該段促請各會員國注意文件E/2563 and Add. 1-4 
與文件E/2597對各會員國應付高度經濟活動所發生 

通貨膨膜趨勢所得經驗的檢討；該法:議案繼建議各 

會員國注意經濟趨勢的變化並隨時準備採取行動， 

在國內經濟某方面需求減縮包括因政府國防支出的 

減縮而引起的需求減縮的情形下，維持並擴充高度 

生産與就業水平，並注意避免對其他國家國內就業 

及經濟發展有不良的影響。理事會最後建議加強國 

內與國瞭努力，務使初級商品價格穩定並鼓勵資本 

流入發展落後國家。

第三節 . 國際貿易障礙的消脸和促 

進國際經濟蘭係的方法

一六三. 在理事會第十七眉會中，蘇維埃f±會 

主義共和國聯盟代麦« 提議將"國遼貿易障礙之消 

除及促進國際經濟関係之方法"一項列入議程:。理 

事會決定將此案列入但不單獨列爲一項,而列 

爲"世界經濟情勢"總議題下的一個子目，並決定延 

至夏季眉會再加討論。

一六r a .在第十八屆會",就世界經濟情勢作一 

般辯論時，各方着重指出國摩經濟的高度相互依賴 

性，嗣後討論此一子目時各方復予強調。各理事一 

致認爲國際實易宜加擴充；許多理事主張：爲了達 

到這種目的，某種積極的合作斤動是必要的22。

辯論集中於決議草案E/L. 613  and Rev. 1 - 3 ,  E/ 
L . 6 1 4 , 及修正案 E / A C .6 / L .1 10 ,  E/AC.6/  
L . 1 1 2  and E/L.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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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7*̂五 .若干代表提及現在國際通商所遭受的 

種棟限制；他們主張應立卽向贸葛自由與货幣通換 

兩方面邁進。其他若于代表認爲貨幣通換和貿易自 

由是長期目標；只是國際賈易的技術工具，效用如 

何須視賈易政策的協調而定。.要想立卽瘦得進展•> 

必須處理擴展國際贸易一般問題約下述若干個別因 

素。第一，組織鑑域經濟單位，特別是使歐洲在經濟 

方面打成一片；笛二，改善發展落後國家的地位;第 

三，撤除足以服制國際賈易或使其發生不正常現象 

的各棟措施；第四，廣展區域間貿易，尤其是東方 

與西方間的賈易。

一六六.就此間題第一個因素而言，各方會提 

到匿域經濟委員會的可貴的工作；也曾提到比荷盧 

的進展，歐洲經濟煤鋼集圓所產生的積極結果，和 

歐洲經濟合作組織內各國間貿篇與支付漸趨自由。

一六七.至就第二個因素而言，各方察悉世界 

物價的波動對於發展落後國家的影響遠較其他國家 

爲甚；有人力言，經濟發展實爲一-個世界問題，因爲 

發展落後國家需要資本，同時先進國家懼怕失業。某 

國代表M 認爲近年来扔叙商品價格的跌落是由於先 

進國家所採行的政策，而道些國家的黄金和外腫準 

傭不足以緩和暫時的不平衡，也認爲是輸入政策突 

然改變的原因。發展落後國家的代表不僅理綴物恒 

的不穩定而且遺訴說他的貿易比率惡化。商品 

協定果屬有盛，但這些處定只涉及極小的範圍，而且 

很難製訂一種有足夠伸縮性的計劃。

一六八.第三點，卽國際實易的障礙，亦頗爲 

各方所重視。輸入品的數量限制，輸出品的人爲篇 

助，不能兌換的通貨和貨幣的不穩定,均經舉出作爲 

以有害的行政和財政方武來干涉賈具流動的例證。 

又經提及國外投資收筵的變重課我爲貿易關係的一 

種障礙，發展落後國家尤受其害。賈易的限制胆礙 

了國際資本的流動，而這些限制不可預測，引起了 

世界市場的不確定和不穩定。

一六九. 關於第四點，所有理事都，認爲在原 

別上，區域間貿易的擴充是適宜的。但實行中央計 

劃經濟制度的冬國代表着重指出工業化國家對於東 

方酉方間貿易所加限制的有害影響；同時，其他务 

國代表M 答稱，無論如何，就襄個世界賈具而言，東

參閱下文第四節。
24參閱第三章第節。
25 參閱E/L.614。

方西方閩的貿為總量不大，各該國政府認爲由於國 

家安全，必須採取控制若干種戰赂物資施動的措施。 

據若干代表M的意見，世界分爲雨個通货地區，使缺 

乏生産設備的地區受嚴重妨礙，使不得用其他地霞 

過剩的此種設備。其他代表園認爲缺乏地窗未能利 

用其他地區所生逢的過剩物資，是由於國摩投資機 

構的缺P8。若干方面認爲就放款政策而言，國際銀行 

的眼制實屬過嚴；國際銀行、貨幣基金會、歐渊支 

付同盟雖爲有用工具，但國際資本的流動仍嫌不足。 

各方特別提到需耍一種經濟發展特別基金24,或可 

準備從事進一步的有利投資。

一七0 . 各方注意到爲減低枕率、減少數量限 

制及其他國瞭賈易障礙而業已採取的各種渉驟，特 

別是經由關税暨貿易總協定採収的各種歩驟。其他 

代表團力言必須緩和政抬情勢，藉以鼓勵國際貿易 

並産生新繁榮。道種繁榮行將普及所有國家，確保 

經濟和社會迅速發展；這種進步對於國際關係的改 

善也能大有買獻。

一七一* ,某國代表ffi重申下述意見25: 各國的 

經濟發展遭邁到種種困難，以政民用生逢蒸縮，失 

業增加，人民生活水準下降，蓮館物品日漸困難； 

復由於過去數年來國摩貿易所發生的人爲障礙，這 

些困難更見墳加。慕於道些考盧，建議由各會員國 

政府採取措施來促進各國間貿易關係的正常賈易發 

展，不間各國iirt■及經濟制度如何。又提議由秘書 

長於諮商务區域經濟委員會主任驢書後，採取主動 

召集聯合國會員國及非會員國政府專家，舉行國際 

會議，以期製訂發展國際貧為的建議。

一七二. 可暴若干代衷團認爲在現階段召開國 

際會議尙屬過早，因爲必須先微廣泛的準傭：C作， 

以期確保成功。妨礙國療貿易的障礙必須儘可能慎 

加研究；會議如果立卽召開，便不能提供一種最佳 

的氣氛，以便從事那種必需而能由秘書處從事的客 

觀研究。再者，就處理國摩貿易的障礙而言，現Æ 
B經有了關稷:S 貧易總協定這稀工具；今年冬季卽 

將就該協定的職能和業務重加審核，故最好在作任 

何進一渉的舉動前，等待該項審核結果。若于理事 

復稱》東方西方間賈易的擴屡不得犧牲安全措施;東 

方西方'閩實易擴展的若干現有障礙是因蘇維埃集W 
的政策而起；另一重要因素爲東歐國家不能交出合 

適商品以交換輸入品。

理事會的建譲

一七三. 理事會通過了決議案五三一C(十八）， 

請秘書長在下一期世界經濟報吿內列入一種分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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吿，此項分析報告》應與各有關國摩機臓會商編撰， 

分析各種足以限制國際貿易之因素。報吿中並須以 

世界爲範圍，研究有蘭促進該各個地理區域與通貨 

區域之內及各匿域之間實易發展間題，但有一項誠 

解，卽：在區域鍵濟委員會主待下專家JE在進行有 

價値研究的工作，自當加以利用；該決譲案促靖各 

國政府採取一切實際步驟以便利彼此互惠之國際賈 

易的進一梦擴張；並決定將擴大國際貧易及落展國 

瞭經濟蘭係的問題列入理事會第二十届會議程，届 

時當就所有各方面再度研究此項問題。

第四節 . 國際商品貿易 26 

國際價格關係問題專家團報告書

一七四. Æ決議案六二三（七）內，大會睛秘書 
長指派一專家團就應付潮級產品及製造品相對價格 

變動所引起若干問題之實際措施，並就應付這些間 

題的商品協定，草擬報吿書。秘書長所指派的專家 

爲：

Charles F. Carter, Belfast皇后大學實用經濟學 

教授；
Sumitro Djojohadikusumo, 印度尼西亞大學日 

意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

J. Goudriaan, Pretoria大學商業經濟學教授；

Klaus Knorr, 普林斯頓大學吳特羅威爾適學 

院國療間題副教授；
Francisco Garcia Olano, 倍諾斯愛勒高等經濟 

學院調査研究所主任。

一七五. 依據大會決蕭案>\二三（七）的規定， 

這個專家團所擬題爲"商品貿易與經濟發展"的 

報吿書（E/2519 ) 27蓮同敍述Ï1事會所採行動的 

報吿均已遞交大會0 這個報吿書業經理事會第十七 

眉會加à 審議，其中提出了因初級商品市場不穩定 

而發生的主要間題，並且檢討以往爲應付這些間題 

所提出的提譲。該報吿書在分析各組商品慣格變動 

的型態後總結稱，主要的穩定措施必須分別以各類 

貨品的價格爲對象，並應以消條長期價格趨势中之 

短期波動爲目的。細果初級商品市場極不穩定的情

理事會第+七屆會在討論議淫項目三+時，埋事會 
第+ 八届會在討論議程項目二十九時會討論本節所 
述的事項0 在此方面設置諮詢委員會-*事的組綴間 
題在第一章第七節內加以論列, 有關經濟發展的各 
項間題則在第三章第~節内加以討論。

2 7騰合國出版物，出信品編號 19 5 4 .II .B .I .

形能因此而略有改善，則工業先進國家與經濟落後 

國家將同蒙其利。根據這些理由，該報吿書的主要 

部汾在鼓通以協助穩定初級商品價格爲目的的各項

措施。

一七六. 該報吿書所審查的各項措施可歸入下 

列四大標題：（《) 國際商品穩定許割；（0 商晶準 

備本位制；(C)辅償許劃；（<0國内措施。

一七七， 閥於國摩商品穩定許劃,該報吿書的 
結論是就個別商品訂立的國際協定5T以防Jfc有關商 

品的慣格發生過汾的短期波動。但是如果用這稀協 

定来胆止物慎的長期趨勢，那麼這些協定將歸於無 

效，不然紙有用某種公認爲有害的限制辦法才能使 

之繼續有效。就許多商品訂立協定將對所有通商國 

家有利，但若認爲可用訂立爲數很多的個别商品協 

定辦法來滿足發展落後國家對收入要有較大穩定的 

迫切需要，那是毫無根據的。如若壽供資金問題能療 

解決，則對個別商品或一粗商品採用設立常平倉的 

辦法實較訂立多邊協定爲可取。但如某種商品，由於 

它們的市場的性質和長期趨勢，不宜於採用設立常 

平倉的辦法時，訂立多邊協定也許是一®求政穩定 

的措施。有無BT能於同時商IT許多商品協定的問題 

應該加以考盧7 但是商品間題千變萬化，這種商談 

錯綜複雜,這也是不應忽視的。

一七八. 該報吿書黯利用商品準傭本位穩定一 

組基本商品價洛的各項提譲，亦加審査。專家團辯 

稱各國政府如果想使價格闇係穩定以與經濟進展相 

符合，或須在就特殊商品所擬計劃外另設他法，而 

且事實上必須檢討世界货幣制度的一般結携。該報 

告書建譲說"商品準備本位" 制値得再加研究。

一七九. 該報吿書稱能使貿易比率日劣的國家 

保捧其輸入能力的般補償措施可能頗有稗症，並 

提出甫個關於這類措施的提議，以供時別審査。第 

一個稱爲 "抵錫'周期性變動貸款" 許劃，將透過國

貨幣基金會加以推行， 其目的在翰因主要工  

業國家發生臨時商業蕭條現象所造成的國際混亂"。 

根據這個計割給予生產初級商品國家的購助將爲短 

期的，並須予償遺。靈二個提議是"自動相互保臉 

計劃"，根據這個計劃因貿易比率改變而受損失的闕 

家將在規定憶形下接受蒙受利益國家的铺償金。道 

種協助則無須予以償遺。

一八0 , 閲於國内穩定措施,該報吿書指出各 

國政府可Æ其管轄權範圍內採取措施促成更大穩定 

的各種方法。該報吿書提到各國必須避免使他國經 

濟發生劇烈的混亂,並且指出要獲得有效的穩定必 

須同時採取國內及國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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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一 .該報告書建議說在國際方面於討論一 

般穩定間題並提購就之採取行動尙無有效的辨法以 

前，理事會應該設置一個政府間貿易穩定委員會，負 

責處理世界商品市場有义穩定的問題。該委員會將 

由包括最重要贸易國家在內的八九位政府代表紐織 

而成，遇有必要卽舉行會譲，並應能"進行重要和續 

行辦理的工作"0該委員會將爲諮詢機關，它的主要 

任務是"在世界市場的穩定情形似乎受到威，時"審 

議一般穩定市場的提議並向理事會提具建議。

理事會第十七眉會中的討論

一八二. 在就這個項目進行辯論的過程中28, 
大家都同意必須採取可使市場趨於穩定的國內和國 

際措施。有幾位代表着重指出，能使慣格波動暫時 

減少的各種辦法，必須依據它們能夠促進健全的經 

濟發展的程度來加以評斷。如果它們妨礙長期的慣 

格趨勢，並且採用硬性的限制以致妨害對經濟進展 

非常重要的經濟調節的彈性，那末1Ë們不僅不會促 

成却反會胆礙這種經濟發展。那些代表認爲這就是 

採行政府間商品的提譲的一種危臉。那些代表又覺 

得該報吿書B適當地着重指出以妥善的財政、貴幣 

及投資政策以IT定並施行廣泛發展方案的方法去減 

少物慣波動對潮級商品生產工作所發生的影響，極 

屬重要。

一八三. 有些代表圓認爲該報吿書在解釋大會 

決議案與初級商品與製造品價格關係所用"適當，公 

平、冗當" 一詞時過汾着重穩定概念。那些代表團 

認爲根據目前的現象，可知初親商品生逢者的賈易 

比率與製造品生產者的貿易比率相較，發展落後國 

家的賈易比率與先進國家相較,都有每<52愈下趨勢。 

但是其他代表圓着重指出，關於這一點專家們並 

未找到明確的證據，而且他們全力注視穩定問題是 

JE當合理的，尤其因爲在穩定物價的問題上所有國 

家的利益均屬一致。就實摩價格水準來說，什麼是 

公平的貿易比率？關於這一點,國際協議很難達致。 

有一位代表覺得該報吿書對於與短期波動密切相 

關的貿易比率的長期趨勢間題應該多加注意；而且 

認爲物價波動是發展落後國家經濟結構缺乏彈性的 

結果。有人揚睛大家注意該報吿書沒有提及擴充國 

際貿易和廢除差別貿易辦法的需要。

一八四. 關於有關國際商晶協定的建譲，有些 

代表認爲該報吿書對罩一商品協定的效力估計太

2* E/AG.6/SR. 142 -145 ,  1 4 9 - 1 5 1； 156； E/SR. 
762,  764-769  and 791。

低。他們認爲對於每一商品必須就其本身的利弊並 

根辕當時的供求情況來加以考盧，而旦適當的處置 

辦法應視情勢而定。他們辯說訂立多種商品協定的 

方法旣不切實際，又不相宜0如想同時對許多商品IT 
立協定，那末訂立單一商品協定所涉及的不易解決 

的技術間題紙會大爲清加；要勸使政府爲得到假想 

的激把的利益而放棄卽可到手的利鉴，當非易事。最 

後，要在生產初級商品國家之間尋找一個簽IT多種 

商a 協定的共同利益基礎，非常困難。再者任何涉 

及許多商品的協定將使自由世界經濟的進行大受胆 

繞0使生産、消費及賈易範式:離開它們在健全的自由 

競爭企業制虔下所會遵循的途徑的危臉將見增加。 

卽使簽訂多糖商品協定是可行的，簽訂以後得失相 

較，對經濟發展紙會有害，不會有利。另一代表覺 

得達成大會決議案所载目標的最佳方法，也許是讓 

政府和主耍初殺商品生產者在議訂單商品協卞時 

有一點自由活動的餘地。

一八五. 有些代表團認爲該银吿書中闕於"商 

品準備本位制"的分析很可成爲進一步研究的題 

目，包括充分審査該計割所牽涉的經費問題在內。 

但是其他代表團認爲道個計劃不切實際，而且各國 

政府不會願意接受一個將使現斤貨幣制度改變的解 

決辦法。有一位代表認爲理事會應審愼討論報吿書 

中關於補償辨法的建議，那些辦法牽涉到貿易比率 

發生劇烈變動時先進與發展落後國家簡的資金移 

轉。

一八六. 若干代表表示贊成報吿書中有関抵餘 

周期性變動貸款的建譲，並且促請理事會盡力廣充 

國際货幣基金會的資源和採用更富於彈性的蓮用資 

源辦法，目的不僅在助使货幣的免換性早日恢復， 

並在擴大國摩貨幣基金會防J t經濟蕭條且於貿易比 

率，一國或一羣國家發生不利的趨勢時貸放所需敦 

項的任務0 國際貨静基金會代表贊同下列意見，卽 

該基金會的重要任務之一是以臨時協助給予該會會 

員國，以彌補因各國輸出品在商業蕭條時價値下跌 

而發生的國際收入的低落。那種意見與該基金會德 

定條款和以柱有關政策的各項聲明完全相符。目前 

有關一般業務的規章辨法意在容許適虔的抵鋳周期 

性變動的貸款業務。該基金會充分了解它有責任读 

助該會會員國減少日後經濟蕭條對國際收支情形的 

影響，並深信在此方面卽使憑現有的機構和資源a  
能作有Æ的買獻。再者如果醫生嚴重的經濟蕭條， 

國摩貨幣基金會或將就是否需耍填加該會資源圓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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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該會會員國的意見並將討論如何對該會的工作 

方法作合理的更動。

一八七. 印度用西亞代表以觀察員資洛發言， 

他建議說唯一有效約補救辦法是一個通盤解決辦 

法，卽以一個包括國際貿為中所有初級商品在內的 

普遍穩定計劃來代替迄今爲止爲了穩定特定商品的 

慣格而隨意簽訂的商品協定。
«

一八八. 糧農組織代表說該紀織始終保持報吿 

書中所表斤的意見，卽爲了確使生產者的收入獲得 

合理的穩定起見，各國必須首先採取適當的國內行 

勤，同時對清費者亦須提出適當的保障。糧農組織 

達成的若干主要結論與報吿書内的結論大致相同0 

糧農組織於一九五三年會蕭時會董申其信念，認爲 

國瞭商品读定可使正在擴展中的^經濟變得更大的穩 

定。該會譲雖承認多種商品協定也應該加以計論， 

但它的結論則說在積極揉尋其他辦法的時候，尤其 

在此在；期，應繼續採行就各別商品簽訂協定以求國 

際穩定的辦法。就農産品來說,各項協定之所以遲遲 

未能訂立，一部汾由於技術上的困難,一部汾則由於 

那'項對生産國及清費國的利益應予同’等重視的公 

平合理原則。就★體而言，糧農組織認爲使國療商 

品穩定辦法不能順利實施的原因不是缺乏適當的政 

府機構而是各國政府的猶豫躇瞎以及迄未眞:E解決 

的各種困難。但是如果理事會決定有另設機關的必 

要，則糧農組織當盡力增加該機關的工作效力。

一八九. 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代表着重指出必 

須訂立彻級商品國際協定，並須徹底研究爲使國際 

實易更趨穩定所要遵循的那些原則。關於此點，該 

代表贊成另設政府間機關的提議。

一九0 .  ■於報吿書中設立政府間貿易穩定委 

員會的建議，各代表對於基否需要設立新機構以及 

以在何時考盧設置新機構簡題最爲適宜二事的意見 

頗爲分歧。

一九一 . 若于代表M 認爲現有的機構B 狠適 

當,並且指出聯合國設立國際商品問題過渡協調分 

組委員會已有審議物價穩定間題的必要機橋，理 

事會很容易請該委員會就商品市場一般狀巧提供 

更詳盡的資料，而且商品間題委員會也正飾劃召 

集初級商品間題研究小組和國際會議的。再者，另 

設機關重複理事會討論廣泛經濟政策的工作，亦非 

明智之舉。但是有些代表却指出事實上Æ 使慣格更 

趨穩定方面迄今毫無成就。其他代表則建議道，計

譲中的委員會也應封論設置和發展正常國際貿慕關 

係的辦法。他們辯稱處理各別初級商品間題的政府 

間小組很難促成一般穩定。根據商品間題委員會的 

任務规定，它紙有有限的的權力和辦法。它的任務紙 

限於促成個別協定。該委員會是一個非政府體，但 

是紙有一個由政府代表組成的機關才能W助理事會 

審議與國療初級商品貿易有關的所有間題0 改動商 

品間題委員會的任務規定與另設機關無暴。因此遺 

不如撤館該委員會，另設計譲中的商品賈易穩定問 

題委員會0這樣一個委員會將常川辦公，它的任務將 

是確立辦法以便採取旨在穩定價格的行動, 而非研 

究重大的經濟政策問題。它的目的是促進而非重複 

理事會的工作。

一九二 . 關於何時考慮設置新機構最爲適當的 

問題，理事會若于代表反對立卽設置計譲中的委員 

會，並且表斤在對現有機構的工作未作初步調査而 

且對新機關可能承擔的任務未加適當計論就設立新 

機關負責處理國際初級商品貿易問題，當非明智的 

舉動，其他代表提到年終以前將檢討閩稷:暨賈易總 

協定，並且指出因爲目前很難想像任修改總協定時 

這個問題究竟成爲如何一《簡題，所以允宜靜候卽 

將舉行的檢討工作得到結果後再作決定。有一個建 

議認爲最佳方法也許是，在理事會第十八眉會討論 

其本身的改紐問題以前對此提譲暫不採取行動。另 

一建譲则主張設：Æ—個專設分組委員會，負責審査 

專家團的各項提譲，並確定穩定間題委員會的會員 

國家及其任務規定。有些代表提議應請秘書長就其 

認爲與理事會進一步審譲該項提案（E/AC.6/L. 
82) 一事有關的發展情港向理事會第十九屆會提具 

報吿，並應靖會員國政府骑計議中的委員會以及報 

吿 書 （E/^AC. 6/L. 84/Rev. 1 )中所建譲的其他辦法 

表斤意見。

一九三. 贊成立卽另設委員會的代表們着重指 

出，這是一個急須採取國際行動的迫切間題。他們 

表示關税賈易總協定無論如何不能満足發展落後國 

家的需耍。該總協定的重點是關税間題 f n 所有商晶 

的貧易問題，但長目前所需要的昏更直接地注意穩 

定間題以及初級商品的貿易間題。另一解決方式:是 

由理事會對這個問題的實體立卽作成決定，但是將 

實際上設置該委員會的間題移至第十八屆會於討論 

理事會及所屬委員會改粗間題時再譲，並靖會員國 

政府在第十八眉會前將任何就諮詢委員會（E/AC.6 
/L. 78/Rev. 1 ) 問題提出的有關意見遞交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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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辩論結束後理事會通過決譲案五 

一二 A(十七）。該決議案前文所有關於此項問題的 

報告均強調需要採取有效的國際合作措施，以解決 

在發展過程中的國家出口，易牧入不足與不穩等項 

嚴重:間題，且爲便利在公平基礎上採取猎施以解決 

此等問題計，必須在聯合國範圍內設置專門機構。 

理事會又認爲目前國摩間旣尙無研究此種問題的有 

效辨法，爲發展落後國家許並爲整個國際經濟賈 

易許，扔級商品市場的不穩定及國際貿易初級 

商品與製造品貿易比率的長期惡化兩間題必須設法 

解決。理事會亦深知舉凡可能造成爲維待國際間和 

平及友好關係所必要之安定及福利條件的措施，均 

有採取的必要。理事會然後決議（一）應設置一7i< 
久的"國瞭商品貿易委員會"作爲理事會的諮詢委員 

會；（二）委員會的主耍任務爲研究使慣格不發律過 

度波動的措施，包括目的在維持國瞭賈易中初級商 

品價格與製造品價格間公平關係的措施，並提出建 

譲；聯合國會員國在委員會中無代表者, 得將上述 

間題中對該國有影響的任何方面問題提請委員會注 

意，並得參加討論那些間題；（三）委員會應經常藍 

集分析適當資料，向理事會提出定期報吿與提譲， 

並發表關於物價、資易比率及扔級商品國際賈易上 

其他有關間題的研究報吿。根據這個決議案，理事會 

又決定狂第十八届會前暫不討論諮詢委員會的雜設 

間題，而於第十八屆會討論改組理事會及其所g 各 

委員會時一併予以處理。理事會復請各會員國政府 

在理事會第十八屆會前就諮詢委員會問題及各該國 

參加委員會間題向理事會表示任何有關意見。

各政麻及專門機關的意見

一九五 . 若于政府應理事會之請表示意見。秘 

書長B 將理事會第十八届會閉慕前所接變的覆文载 

入 文 件 E/2623 and Add. 1 - 3。大多數答覆都贊成 

設置一個委員會，許多政府並表承願意參加委員會 

的工作。但是若于國家對在笛十八屆會時着手紐設 

這個委員會一事提出若干保留，而且其中有些國家 

建譲在動這個委員會與關税贸易總協定歸約國航織

29理事會接獲下列提案： 根延所提決議案草（E/CA. 
6/L . 7 8 ) 及捷克斯路伐克修正案（E/AC.6/ L. 
8 3 ) 與 埃 及 修 正 案 （E / A C .6 / L .8 6 ) ;澳大利 ®及 

印度的聯合決議草案 (E/AC.6/ L .8 2 ) 以及那咸 

修 正 案 （E/AC.6/L.84/Rev. 1 ) 與英 ®王國修正案 

( E/AG.61  L . 91 )。 這些提案殺被阿板廷訂正決議 

草 案 （E/AC.6/L. 78/Rev. 1 ) 與巴基斯坦，正案 

(E/AC. 6/L. 9 6 )a 及澳大利亜及印度訂冗聯合決議 

草 案 （E/AC.6/L.82/Rev. 1 )所代替，後一決議草案 

在經濟分組委晨會通過前一決議草案後，業經攝囘。

因™九玉四年檢討總協定實施情形結果所將辦理的 

各項工作間關係未加審査以前應暫緩採取進一步行 

動。它們又表斤在這方面並不需要另設國凝機構。

一九六 . 有些政府在覆文中說對該委員會的任 

務規定必須再加討論，若干政府建議決譲案五一二 

A (十七）所未提及的特殊問題應列爲將由委員會研 

究討論的事項；有些政府特別提到必須使國療賈易 

恢復正常狀態並使之有所發展。許多政府在覆文中 

說應從不同地I I和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中選出 

委員會的會員國。有些政府指出代表應爲國際商 

品贸易方面極具藥望的專家0 若干政府提到必須使 

新委員會與現有國際組織的工作不發生重疊之弊。

一七九. 糧農組織也提出了若干材料。在一九 

五W年六月舉行的會譲中，糧農組織商品間題委員 

會討論理事會設置新委員會的行動，當時預料理事 

會將議訂辦法俾與糧農粗織狂政府及秘♦處兩方面 

從事合作，並且表示此舉當可使這力面的工作有所 

改善。根據商品問題委員會的請求，糧農組織幹事 

長將該委員會報吿書（E/2625) 中有関款節抄本及 

該委員會職掌工作說明一份遞送秘書長以供理事會 

審譲。

理事會第十八屆會中的討論

一九八. 理事會遂於第十八届會時根據上 

述各政府及糧農組織的意見，將此問題視爲理事會 

及所屬委員會組織及工作問題的一方面而再加討 

論。所有代表團對初級商品價格劇烈波動對發展落 

後與工業先進國家兩者所發生的不良影響都深表閩 

懷。各方紛紛表泰贊成採取國摩行動以補救道種情 

勢,但是鬪於道種行動的性質和最宜於肩負道種責 

任的國際機關問題",各方意見頗爲紛歧。若干代表 

W認爲厥有採収特殊政府工作中的實摩措施j 才會 

獲政結果，而旦如果能將這個問題列入關税貿易總 

協定的範禱以內，那是瘦得這種進展的最佳方法。 

有一個代就後一點提出一個特殊揚案（E/AC. 
24/L. 101),並且承允在關稷:貿易總協定稀約國檢討 

總德定時提出此事。

一九九. 但是反對這種意見者指出理事會決議 

案五一二 A (十七)業已表示另設委員會最能促進這 

方面的國際行動，而且這個間題意待解決，不容無

' E/AC.24/SR.  1 2 5 , 1 2 7 - 1 3 2 ； E/SR.  7 9 6 - 7 9 8  and 
8 2 9 。

參閱第一章第七節。

決議草案 E/ A C . 2 4 / L . 9 7 於審議~至因修正文時 

予以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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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欄置而讓其他機蘭再加審查,但是如果關税貿 

易總協定歸約國能夠而且願意在■此方面有所畫力， 

理事會動道種情勢是隨時可以加以檢計的。他們特 

別指出計議中的委員會將是一個實摩的專家按術機 

關 ，道些專家的建譲各國政府是非 :常董耍的。 

因此，他們提出一個主張立卽設置新委貴會的提案。

二0 0 . 在促請立卽設置新委員會時, 若干代 

表指出初級商品價格在一九五三年內'B開始下跌。 

但是，其他代表《則稱物慣趨低未必就是波動劇烈 

之意，而且事實上在過去十八月內可以看出物慣異 

常穩定。

二0 有一個代表《雖然鄭®表泰了解這間 

題的嚴董性，但是認爲就該國政廣參加新委員會工 

作而言,計議中的委員會引起最棘手的間題0男一代 

表團着重指出允宜儘量以憶議方武進行此事，並且 

建議理事會或可設置一個專設分紐委員會，負責向 

理事會提出建議以便克服若干代表團遂新委員會在' 
務規定及粗成方面所發現的各種困難。

二0 二.若于代表團又指出新委員會如果成立 

的話, 在一九五五年-^月以前也許無法開會，到了 

那個時候，關於檢討關税賈易總協定的結果大家當 

可瘦得更多情報。無論如何該委員會必須首先就其 

工作方案、組織事項以及議事規則擬具建議案0 以 

便提交理事會。

二0 三 .理事會所接度主張立卽設置新委員會 

的提案論述該委員會應由何國粗成, 應如;何進行工 

作以及該委員會有向理事會與會員國政府提具報告 

的責任等項。那個提案又想定解散商品問題委員會 

並將其召集研究小粗和商品會議的職務移交秘書 

長0
二0 四，代表巴西、智利、印度尼西亞及墨西哥 

等非理事國政府的觀察員贊成創設新委員會，而且 

特別提到穩定的商品市場所能給予發展落後國家的 

幫助。 _
二0 玉. 各代表團促請大家注意商品問題^  

會工作的三大方面,卽就商品情形向理事會提具定 

期報吿，铭調研究小姐與其他積極關注商品間題的 

國際機閩的IT作，以及召集研究小組及商品會譲。 

根據大會決議案五一二Â (十七）所载新委員會的任 

務栽定，上述第一種任務將由新委員會承擔，它們 

表示商品間題委員會應保持其他職務。

理事會所提闕於國際商品赏易要员會的建議

各國政府在覆文中或在理事會舉行辯論期間所表示 

的意見，特別察悉雖然多數政府希望該養員會儘早 

間始工作，但其他若干政府則表泰関税暨賈易總读 

定歸約國應先有機會資盧初級商品不穩定間題究應 

在該項協定範圍巧處理至若何程度，又塵悉糧食農 

業組織幹事長爲該組織商品間題委員會所遞送的意 

見。

二0 七.在決議案冗文中理事會決定立卽組設 

該委員會，由理事會選舉十八會員國姐成之,務須保 

證所有地理直域與發展階段不同的國家在國際商品 

贸易中佔董要地位及主要仰顆國際商品貿易者，均 

有適當的代表。委買任期經定爲三年0理事會復規定 

於笛十八眉會第二期會議舉行第一次選舉，當選委 

員的任期不同，以後的達舉當依理事會選舉專門間 

題委貢會的通常荐序進行，任满的委鼻國可以蓮選。 

理事會又規定委員會委員國應指派熟習國際商品賈 

易的技術及實際問題的合格專家爲代表，任何未有 

代表出席委員會的會員國得促睛委員會注意委員會 

任務規定範圍内經其認爲特別重要涉及國摩商品賈 

易的任何問題，並得參加討論與其直接有關的間 

題0委貴會如事前继得理事會的准許，在萍聯合國會 

員國國家列席有助於廊淸正在研究中的間題時，得 

邀請這種國家參加計論。此外,理事會授權委員會在 

若干條件之下得經由秘書長向聯合國會員國及非聯 

合國會員國國家索取資料，將其研究結論通知會員 

國並向各會員國提送報吿。

二0 八.理事會復規定委員會應經由胁書長與 

闇懷潮級商品或有關問題的國際機關建立並維持關 

係，尤須包括糧農組織與商品聞題委員會存內的在 

國際商品賈易方面負有責任的其他若干國際機閩進 

行建商，以免這些機関的£r作發生董複耕霞之糖。

二0 九.理事會想定委員會舉行會譲的次數應 

按其所認爲有效執行工作的需要而定，但委員會紙 

應在特殊項目提出計論時舉行會譲Î 委員會又得 

其認爲必要時舉行非公開會譲0 同時理事會又明白 

規定委員會委員國代表的旅費及生活費用都不應在 

聯合國經費項下開支。

_  二一0 . 爲使委員會在會所以外地點舉行的會 

i 與聯合國會難總日程表相符起見，決議案规定委 

員會應先經理事會核准並依據大會決定方得在會所 

口'以外地點舉行會議0 決議案又規定委員會第一次會 

i，ï l 譲應儘早在一九五五年舉行, 眉時委員會當在其譲 

…一._/^程內列有下列項目：國際商品貿易現狀之調査；各 
二 理 事 會於討論結東後通週決議案政府就國際商品問題所提提案之審議以及委員會 

七 F (十八）。在這個決議案的前文中，理事會塵悉 規定、譲事规則與工作計劃之討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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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決蕭案復規定理事會將來應參照國摩 

商品方面的任何重要發展，包括一經瘦悉卽應計及 

的關税贸易總協定歸約國討論結果，较慮國摩商品 

贸易委員會的地位及職掌。

二一二. 委員會將就其所進行的工作向理事會 

提具報吿。其中可包括建議在内，委員會就其涉及 

國際商品貿易的特殊活動向理事會第二十屆會所提 

第一次報吿書中應包括委員會對於其任務规定、組 

織、議事規則及工作許割的意見，並應纤及理.事會 

討論此項間題的紀錄。理事會於第二十屆會時，將 

與祐書長疆商，较盧國際商品間題過渡協調分粗委 

員會的地位及職掌；但在目前，上述分組委員會將 

繼積執行召集政府間研究小組， 就召集商品會譲問 

題向秘書長提具建賺以及協調個別商品研究小紐及 

會議的工作等項職務。迄今由過渡協調分翻委員會 

履行的所有其他職務將由新委員會承擔。

第冗節 . 印報紙及印書紙之生產及分配

二一三. 理事會第十七届會33收到秘書長依照 

理事會決議案圓二三(十ra )所編製之印報纸及印書 
紙生產及分配問題報吿書(£,/2543)«^>此項報告書經 

列爲理事會就新聞自由間題舉行一般辯論時35之一 

部汾文件，其中撮述一九五二年七月以來各組織在 

此方面之工作， 並提及關於世界紙渡、紙張前途與 

資源之詳細調査，此項調査報吿正由糧農翻織與聯 

合國文教翻織、歐溯經濟委員會及拉丁美洲經濟委 

員會合作編製中。

二一四. 若干代表表示，目前乏供應量雖足數 

需用，但在今後之長時期內需求恐將大增， 而<^無 

特別協助之情形下，供應殊不易擴充。因此他們認 

爲應該注意可否利用新原料及現有原料增加印報紙 

生産。

二一五. 理事會決議案五二二 L (十七）內提及 

糧農組織與其他闇係機關會同聯合國爲求政印報紙 

問題長期解法:辦法所進行之工作，並對目前爲發展 

拉了美洲紙紫、紙張生產所作之研究表示欣慰。理事 

會向糧農組織建譲繼續充分注意各國政府睛就紙紫

及印報紙提供服務及意見的請求，並建譲聯合爾及 

其他有關機關繼續合作，覓敎新措施,應付印報纸 

間題。

第六節 . 鋼鐵研究小組問題：國際商品間 

题過渡協調分組委員會報告書

二一六 . 理事會決議案ra/c二 B (十五）會請國 

際商品問題過渡協調分姐委員會就宜否召集一政府 

職鎮鐵研:究小組以及其效用間題與各國政府諮商， 

依據此決譲案，理事會第十七屈會接有國際商品 

間題過渡協調分組委員會報吿書（E/2537) " ,其中 

記述該委員會所採行動，並撮逾所瘦各國政府復文 

大要。

二一七. 在此報吿書內，該過渡協調委員會提 

及各國際粗織最近就鎮鐵方面間題所作之研究，並 

檢計各政府簡談判網鐵協定之可能性。

二一八 . 在理事會計論期間，若干代表對報吿 

書表示満意，對於反對設立研究小組各政府之觀點 

一般皆表同意。不過有些代表對各政府所舉反資此 

議之理由却不表贊同。

二一九. 經計論後，理事會計及在理事會審譲 

專家小粗所編"商品貿易及經濟發展報吿書"88以前 

應勿作決定之意見，通過決議案五一九(十七）,其中 

表示備悉過渡協調委員會開於鎭鐵研究小組問題之 

報吿書。

第七節 . 國際公断裁決執行公約間題

二二0 . 理事會已於第十七屆會審譲39爲歸訂 

國際公斷裁法:執行公《所應採取之國摩行動。此事 

曾由國錄商會提出並經理事會非政府叙織委員會晴 
求列入理事會譲程(E/2552)«。國際商會所提之径 

證文件(E/C.2/373 and Add. 1 )内有該商會國綠商 

業裁決間題委員會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三日所通過之 

公約草案稿一汾。該公約草案之宗旨Æ於促進國 

瞭公斷裁決之承認與執行，藉以增進國瞭商蒙裁決 

之效力。

33 E/SR. 7 6 9 , 7 7 0 , 7 7 1 , 7 7 2 , 7 7 3 , 7 7 4  及 78 8。
經薛B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七画會，附件，議 
程項目f*二（丙）。
見第五章第六節。

86 E/AC.6/ SR .1 41  及 142 ,  E/SR ‘ 791。

經濟a 社會瑪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七屏會，附件，議 

程項目九a
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 19 5 4 .I I .B . lo  
E/SR.761 及 . 763o
經薛暨社會理事會iE式紀錄，第+ 七屆會，附件，議 

程項目二十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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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 靡於間題之複雜以及各國政府可利用 

之特間有服，理事會之射論僅限於此事之程序方面。 

計論時國際商會代表表意見，希望設立專設委員 

會砰究該公約草案，並有主張設置一委員會由八會 

員國代表組成之提案一件（E/L.586)4。提出。有人 

建譲此間題不妨交由國摩法委員會審議，但因該委 

員會工作繁S , 故感此事以發交一專設委員會研討 

爲宜。理事會若干代表力言在採取進一步行動之前， 

宜先徵得冬政府對該公約草案之意見，但亦有人指 

出祐♦長在分發該決蕭案時卽應通知各會員國可向 

擬設之委員會提出意見。

二二二. 理事會嗣通過決蕭案五二0  (十七）， 

設置專設委員會，由理事會主席指派八會員國代表 

組成。該案請組成專設委員會之各國政府各自指派 

在此方面有特殊資塵之人士一名，充任代表，並着 

該委員會參照切有關考慮，與國際商會所提事項 

加以砰梵，並向理事會陳報其結論提出適當之提案， 

如認爲適宜時，並列入公約草案一件。

二二三. 理事會主席S 指定下列各會員國派遺 

代表出席該專設委員會：澳大利亞、比利時、厄瓜 

多、埃及、印度、瑞典、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盟、大不列颠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E/2640)。

第八筋，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報告書

二二® . 理事會已於第十八眉會審譲《聯合國 
糧食農業組織常年報吿書(E/2591 and Add. 1-3)42。

二二五. 糧農組織代表於提出報吿書時，指出 

世界糧食供應之改進雖令人欣®，，但仍不康需要， 

而且貧富各國之發展趨勢依然相去懸殊。根據糧農 

組織愿域會議所作檢計而編製截至一九五及一九 

五七年爲Jh之糧食生産估計表示各國政府計劃卽使 

充分實施，對於世界各地每人可得糧食數量之懸殊 

情形，亦不過略爲減輕而B。

« E/SR.808, 811, 814 及 815。
42經濟暨社會理事會ÎÉ5«紀錄，第+八屆會，附件，議 

程項目十九（E/2591);第七屈會議（~九五三年十一 

月二十三日至月二十~ 日）報告書，羅馬，一九五四 
年 （E/2591/Add. 1) ;糧農組織一九五二年至一九
五三年之：E作：理事長報告書—— 羅馬，一九五三 
年 （E/2591/Add.2);糧食及農業悄祝，一九五三 

年，第二編—— 長期展望，糧農組織，羅馬，~九 
五四年—月（E/2591/Add. 3)0

二二六. 襄於一九五一年以來，若于商品&有

大量剰餘，尤以北美洲爲然因此一九五三年之糧農 

報織會譲遂修正以前儘量增加農產之建譲，敦促各 

方對於增產應多注意愼揮種類，並建議市場情形應 

與按術因素同樣顧到。現旣有剝餘產品之存在，對 

於有需加速一搬經濟發展計« , 達成並維待充分就 

業，藉以增進農産需求一事，自亦須加以注意。反 

言之，農業生產者佔世界A口之半，如展市場情形 

良好，卽可成爲其他經濟部pg産品之重要滑費者。

二二七. 糧農钮織代表並述及目前報吿書提出 

以後之若干發展；他特別提及設立商品間題委賣會 

小組委貴會，以便經常注意處置剰餘產物之國際問 

題一事，並提到糧農組織理事會協調委員會就糧農 

報織按術協助工作之評價以及世晃Æ產力與需求之 

長期估計所作決定。

二二八. 理事會代表對糧農組織之工作，報吿 

書以及按術協助m作均表欣慰，對於農產生産趨勢 

之改進亦表满意；但各代表團激於世界農業生産進 

展之不一致情形以及剰餘產品積存之潜伏危機亦 

致表示關切0 若干代表M力言必須採取聯合國際行 

動，以解決若干地區剩餘日多，而發展落後地廣一般 

缺乏糧食之問題。糧農組織所定之®先工作瘦得理 

事會中各代表之一般贊助，此卽發展落後國家之間 

題、揮類增產問題與剰餘産品銷售間題。

二二九. 若干代表團評論糧農組織之按術協助 

工作，並叙述各該國家所受惠澤。有人建議個別專 

家在各工作®服務之期限不妨加長，糧農钮織與各 

國技術憶助委員會之合作或可增強，有人並認爲糧 

農組織報吿書對於糧農組織經常方案範圍以內及屬 

於廣大方案範圍之協助工作應分別處理。各代表贊 

助糧農組織若〒技術協助工作之ü 域性質。對於糧 

農粗織與其他機關合作提供技衛協助一事，一般均 

加廣許。某一代表請理事會注意避免爲同一事項在 

不同地點召開會譲之S 要性。有人並稱許糧農钮織 

按術協助方案內部檢討程序之富有效能。

二三0 . 就剰餘逢品而言，若干代表M對商品 

問題委員會之工作頗加讚許，並認爲糧農組織之國 

錄行動應注意改正分配方面之缺點，而不以研究及 

技術億助爲對象。某一代表則認爲，糧農鲍織會譲 

第七屆會就剩餘産品所通過決議案第十ra號所載原 

則過於籠統，爲在實摩上取得更爲切實之效果起見, 
其指辭應較爲具體。若干代表M力言現有之剩餘情 

形表示必須更加注意市場與分配間題，尤應注意減 

低分配成本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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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一. 若干代表圃提及資金短細現象，認爲 

係實現所希望之奥業生產力增加之障礙。惟亦有人 

聲述過去過份注重國1祭農業投資之需要.而國內投 

資之重要性則被忽視。

二三二. 若干代表圓曾•討論其本國之農業政策 

與進展。某代表團表兩希望就土地改革問題多開會 

議。其他代表團則建譲特別注重農業擴展，教育與 

砰究。

二三三. 糧農組織代表答復所提意見，聲稱該 

粗織充分了解剰餘產品之處置及經濟發屡間題之兼 

霉並顧甚爲重要，對發展落後國家關係'尤爲重大， 

糧農親織想事長正睛求國摩銀行、货幣基金會及聯 

合國秘♦ 處就此合作。他對糧農組織工作優先次序 

與理事會代表之意見相符一點，表示欣撒。關於按 

術篇助方案，他着重雙述糧農組織約經常預算有限， 

其廣充按術協助方案的基礎較其他組織爲狭小。他 

宣怖業B繼續舉辦關於改革農業組織的南個研究 

班，但指出所收到閩於土地改革技術協助的請求並 

不甚多。

二三r a . 理事會通過決議案五三四（十八），對 

糧農組織報吿♦表示満意。理事會建議會員國增進 

國家農村放款之利便促進爲謀農業發展之其他財 

政措施， 並以觸內及國摩資本之相當部汾投資於農 

業及農産爲基礎之工業，建難糧農組織繼續向農業 

生查力低落嵐家供給一切可能利便以促進農業技術 

之改良，害虫控制之改善，以及農作方法之改進，並 

建議有關政府充分利用此種利便俾能以低廉成牟 

增加生產。該決議案復建議各會員國在國際經濟關 

係上及國際經濟合作方面注意一事， 卽在增加農産 

需求之重大目標之下， 亦有採取迅速有力之措施， 

以促進工業擴展、充分就業及經濟發展之必要。最 

後，該案建譲聯合國會員嵐遵守糧農粗織會真國會 

議就剩餘農産處置間題所訂立之原fiü, 俾積有剩餘 

之會員國認識提高清費水準， 尤其提高發展落後地 

愿、家庭、兒董與其他易受凯寒壓追者之營養水準 

之必要， 而可於處置此等剩餘時採取必要保障措施， 

以免攝戴世界市場並對生産與國際賈易之正常型態 

發生有害之影響。

第九節 ， 國際賞幣基金會常年報告書

二三五. 理事會第十七眉會業B審譲國摩資 

幣基金會一九五三年月四主十日終了會計年度常年

報吿書(E/2496)44,以及基金會以一*九五三年五月 

日至一九五四年月三十一日爲起訖日期之補充報
告書 (E/2496/Add.l)。

二三， 基金會總幹事向理事會提出陳述，認 

爲一九玉三年世界經濟情勢比較二次世界大戰終止 

以來之任何時期均爲良好。世界賈易總額業B達到 

一九五一年之極高水準。許多國家因與美國交易， 

其國際收支情形業已改善，黄金及金元之準備亦日 

â 加增。一九五三年準備情※之一般改進並非由於 

新的或更嚴格的控制。主要貨條可兌換性之展望曰 

佳，若于國家業已採取適當步驟，以使有效兌换的 

範圍更加擴大，貿易上之差別待遇業B減少，腫兌 

之營制亦逐漸鬆她。

二三七. 不過促進收支及準傭情巧改善之若干 

因素均係暫時性質，一旦消失，又可能造成金元之 

短細。而且若于國家對於來自金元地直之輸入仍有 

限制。就基金會之觀點言之，已往八年中，美國經 

濟對世界經濟之滋長確曾晃予有力之推動，美®I及 

其他各國政府旣決意隨時適應需要採取各種措施， 

以防發生經濟恐儒，現似有理由希望世界經濟進展 

不致遭受重大©挫。

二三八. 一九五三年沟入超國家用財政及貨幣 

管制以減低通貨膨膜壓力者爲數漸多。目前支付困 

難主要係個別國家之間題，而且多係通货膨膜及輸 

出市場對初級逢品之需耍漲落不定所造成。

二三九. 基金會總幹事又稱，有開利用該會資 

源之政策B 日益改進，基金會亦有更妥善的辦法， 

读助會員國應收支差額上之臨時困難。基金會會 

Æ.雨種不同之情形卞，免除會員國拒十二個月內支 

取數額應不超過規定額百分之二十五之限制，此係 

該會有史以來第一次。基金會已同意予另一國家六 

個月以上之準備信用放款，此亦係首次。餘一九四七 

年外，基金會於一九五三年內兽出之外應較任何時 

期爲互，其重購收间之黄金及金元亦較往年爲多。 

一九五三年內基金會並曾與現仍繼續實行11兌限制 

及差別待遇之會員國舉行諮商。基金會在該年內派 

出之技術協助工作M爲數甚多。

二四0 . 理事會決議案四八三C(十,稱理事 

會審査基金會"货幣単備是否充分"間題之報吿（E/ 
2454)«後，曾請基金會繼積檢討货豁準備問題， 關

« E/SR.771 及 772(

« "國朦貨密基金會一九五三年常年報告書"，美京華盛 

頓0
« 經濟匿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 六居會，附件，議 

S 項目二（丙）(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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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事，基金會總幹事稱，該會每月所營表之有關統 

計甚多，對於一切有關問題亦仍在繼積研 :究中，又 

稱基金會正在審譲能 否 實 現 決 蕭 案 八 H(十五） 

所規定之腫免管制，現尙未趁事，至於蓮輸保臉之 

差別待遇係世界貿易中之重要因素一節，则證據尙 

嫌不足。

二四一. 理事會舉行辦論時，若于代表势於基 

金會總幹事所作一九五三年國際經濟情※之分析雜 

表贊同，但指出該年內之若于特殊情形促成國療貧 

易及支付狀※之好轉，其性質並不穩定，又稱在亜 

洲及近東方面，若于國家之貸幣準備逐漸低落，若 

于地愿之失業人數亦有清加。若干代表認爲國家國 

內經濟政策妥適與否至關重要，相信主要貿易國家 

之货幣在最近將來應可隨時免換。某代表表示，基 

金會現在願意且有能力在各會員國襄助之下，擔承 

風臉，採取必要行動，以防ifc國際支付上之厳重危 

機，但謂應於事先筹劃緊急措施，以防萬一發生嚴 

重經濟危機。據稱改善政策，以期有利於國朦合作， 

不但有支付困難之國家有此需要，卽情況較佳之國 

家亦然。若干代表又促請注意，爲求兼顧經濟發展政 

策與雄待對件收支平衡時所遭遇之種種困難。關於 

基金會對其資源之利用可有較大伸縮性一節，理事 

會表示欣慰。不過對於基金會之表決制度以及使用 

基金會資金時利率之潜高則頗有批評。

二四二 . 理事會通過決案五一三(十七），表示 

備悉基金會報吿書。

第 十 節 . 蓮輪及邁訊間题

二m三 . 依據理事會決議案四- - 西（十三）的規 

定，蓮輸通訊委員會每隔雨年開會一次 ， 因此在本 

報吿書所論述這一年内未曾開會。但蓮輸及通訊方 

面業已進行的工作以及將在一九玉五年初舉行的蓮 

輸通訊委員會第七眉會的攀備工作 ， 均根據理♦會 

決譲案旧 ,~八（十五）、五一八（十七）及五三七(十

八）繼續推行。益將理事會第十六届會以來在蓮輸 

及通訊方面若干特殊事項下採取的行載，分述如 

下：

公路標誌及號誌

二四r a . 理事會第千七屆會牧到了秘書長提出 

的報吿書 (E/2523 and Add. I )47,内述他依照理事

E/SR.757。
經濟暨社理事會:F式紀錄，第十七肩會，附件，議 

程項目十（Û)。

會關於公路標誌及號誌割一制度議定書的決議案四 
六八D(十玉）和各國政府諮商的結果0 該報吿書载 

有二十七國政府對於議定書的意見0 雖有若干國政 

府表示贊同該譲定書，或表示願意有保留或無保留 

地簽署，但也有若干其他國政府，爲了各種理由，說 

明它們不準備簽署。理事會通過了決譲案五一八A 
十̂七），内稱S 塵悉許多國政府尙未提具關於該議 

定書的意見。且已爱表主張的各國政府意見亦極爲 

分歧。因此該決譲案睛蓮輸通凯委員會下眉會議審 

査此一問題俾就其所認爲適宜的任何進一步行動， 

提出適當的建譲0 該決議案又請尙未表承意見之各 

國政府，儘速向秘書長提出關於該議定書的意見。

旅行我關手續問題

二回五. 理事會以決議案四，々八F (十五）責成 

秘書長及早在一九五ra年召集各國政府會議，以使 

稀結關於税関手續的南種全球性公約，卽 （i) 關於 

载有乗客及汽車配備之行敎公路私人汽車暫時進口 

間題的及（ii)關於旅行事宜的（指搭乘各種交通工 

具的旅客自用物品）。

二四六. 如文件E/2617中所報告，聯合國有 

關公路行験私人汽車暫時進口及旅行之税關手續會 

議於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一日至六月四日在®約聯合 

國會所舉行。除蔵事文件(E/Conf.16/19)外，會議 

通過了下列各項約文：

( « )関於旅行之税關便利公約(E/Gonf . 16/ 
20);

( b ) 關於旅行之税關便利公約附加議定書，此 

係關於旅行宣傅資料及物品之進口問題 
(E/Conf. 16/21)者；

(c) 關於公路行驗私人汽車暫時進口之税關公 

紛及五種按術性附件（E/Conf. 16/22 )。
若干國家S 於會議懷慕日在此等約文上簽字；自彼 

時以來，在約文上簽宇者又有數國。截至一九五四 

年八月一日.II：各項約文上簽字國之總數如次；蔵事 

文件，四千二國；國際旅行公約，二十九國；附加 

譲定書二十三國；公路行驗汽車公約，三十國0 此 

等約文簽宇期至一九五K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截止， 

但嗣後亦得參加。每一公約經十五國批准或簽字後 

生效，附加議定書經玉國批准或簽字後生效。

二四七. 根據秘書長關於這個會譲的報吿書 

(E/261 7 理事會通週了49決譲案五三七B(十八）， 

内稱雜於該會之成績表示欣撒，希望經該會譲擬就

48同上，第十八居會，附件，議程項目六（M<
«E / S R .7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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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聽由各國簽署之各項文書，於法定數目之政府批 

淮後，早日生效。

批准政府間海事諮詢報織（海事钮織）

公約的情形

二四八 . 理事會通過了 決議案五一八C (十 

七）， 內稱備悉並讚許接受政府御海事諮詢組織公 
約之十四國政府所提出的银吿書(E/2520)5i,睛赫書 

長與具有資格而迄今尙未批准該公約之各國政府健 

商，以期査明各該國政府就批准該公約一事，B進行 

至何程度，並儘量促成該公約早日生效。截至一九 

五四年八月一日止，B有十五國批准公豹。在檢討 

期間，男有三國在該公約上築字，尙待批准。

海水汚獨問題

二E9九. 在決議案五一八B (十七）內，理事會 

備悉52秘♦ 長報吿書（E/2522)»载稱：英聯王國政 

府定於一九五09年四月二十/C日在偷敦召開外交 

特別會議，計論海水汚獨問題，秘書長業B應邀派 

遺代表出席是項會講；理事會復悉一俟政府海事諮 

詢組織成立，是頂會議可能譲定之任何公約，將歸 

入該組織範圍。理事會訓令秘書長在偷敦會議尙未 

獲得結果之前，暫緩就決議案四〈八 B(十五）所 

擬召開專家委員會一事採取進一步行動，並將會譲 

結果向理事會第十八屆會具報,，俾理事會可決定是 

否仍須設立專家委員會。

二五0 . 倫敦會議於四月二十;日至五月十二 

日閩開會，通過了 "一九五13年國廣肪止油料汚獨 

海水公約"，及包合八個決譲案的蔵事文件，如文 

件 E/2609®4 中所報吿者。在第八號決譲案中，該會 

譲耍求聯合國就各國油汚間題駕集、分析並傅佈 

按術情報。Æ海事組織尙未成立前，事實上該問題 

已由秘書長加以砰究, 如前所報吿者。

二五一. 理事會第十八屆會55於審査秘書長關 

於倫敦會譲的結果的報吿書(E/2609)後，通過了決 

議案五三七A(十八），內稱理事會認爲無須設立專

«° E/SR .757。
經糖暨社會理事會 :F式紀錄，第十七屑會，附件， 

議程項目十(（）。

«  E / SR .7 5 7。
M 經糖費社會理事會 :F 式紀 錄 ，第十七届會，附件， 

議程項目十0 )。

家委員會，並訓命秘書長停止召開此種委員t ■的行 
動。它又訓令秘♦長與參加偷敦會譲各國政府諮商， 

實行該會賺決議案第八號（卽關於，由聯合國適當機 

構蕴集並傅佈海水油汚問題按術情報的決議案）所 

提出的晴求並在政府間海事諮詢組織尙未成立前隨 

時將秘♦處辦理此項工作的情形通知蓮輸通訊委員 

會。

第十 - * 節 .統計間题

二五二. 理事會第十八屆會56審鸯了統許委員 

會第八眉會的報吿書E/2569> "並通過決議案五三 

六(十八），內稱備悉該報吿書。兹將該報吿書所討 

論的主耍問題爐陳如次。

對外貿易統許

二五三. 統tl•委員會欣悉國際可比較性方面的 

進展，這種進展依循委員會第七眉會及以前若干屆 

會所提出的關於對外賈易統計的建議的結果。現有 

三十二國（約佔世界賈易的百分之七十)依照聯合國 

國療貿易標準分類法編製統計，此外尙有二十國正 

準備在不久將來如法編製。

二五® . 大多數國家E•表示能接受"交易慣値" 
原則；査此項原則係依據紘計委眞#•第七屆會的建 

譲，經理事會於決譲案四六九B(十五中予以核准， 

作爲禽外貿易货物估値之基礎，藉供統計方面的用 

途。統計委員會貧八屆會會就各國所用估値辦法作 

一檢計，遇有因採用交易慣値而發生困難時，應砰 

究適當方法期變致以交易價値表示的補充資料。委 

員會復建議各國政府除價値的法律定義外，定期提 

供估値辦法中所用方法的說明。

二玉五. 統計委員會第七屆會會建議調查各會 

員國遂漸採用經委員會核准的改善統計可比較性的 

其他措施的能力。委員會根據各會員國和專Pg機闘 

的意見曾建議：（一 )在種類至關重要之處，外國漁船 

捕漠之魚和本國漁船在外國捕纖之魚應分別列入輸 

入與輸出統許中；（二)船隻與飛機的燃料庫與倉庫 

統計如屬重要且可提供者應登錄入單獨的帳戶中，

同上，第十八屆會 , 議程項目六（Û)。
«6 E/SR.794„
56 E/SR.793。
57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F式紀錄，第十八届會， 

五號。

補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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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補充商品貿易幅；（三)在作進—步軒究能,如屬 

可能，新魁與新飛機的賀賣應列入商品賈易統針中， 

但各國應將因所有權移轉而註入册籍及撤館註册的 

舊船與舊飛機單獨列帳，不與貿其統計混而爲一；

(四♦長應進一梦研究能否就再輸出品與轉口貧 

具之較劃一與精確定養及處理方法達成憶議，並W  

究能否按出產國將輸入品加以歸屬。

二五六. 委員會第六屆會t•準備編製一種摘 

耍，顯示每一個國家就其關税直域所下之定義。此 

項摘要將替代附於一九二八年經濟統計國際公約、 

在若干方面已屬陳舊過時的淸表，且將供國摩聞 

爲按出產國與蓮館國歸屬輸入品與輸出品的根據。 

委 R 會睛秘書長參照委員會委員所表示的意見修改 

該項摘要,並於刊印前分請各會員國政府》恭意見。

二五七. 由於輸入品及敏出品數量價値統計的 

廣泛利用國際賈易標準分類法，委員會爱建議此種 

分類的利用推廣及於按商品類別作的額量及單位慣 

値指數的分析。復經建議根據國際貿易標準分類法 

就下列各類商品作一分析：（《) 糧食、飮料及煙草； 

( M 糧食、飮料及煙草以外的製造品; ( 0 燃料以外 

的原料；（< 0 燃料。

二五八. 委員會又建議研究各國政府定期所用 

驗證其指數之可靠性的方法。

蔓塵物慣指數

二五九. 委員會以龍舉行的若干屆會蕭會達成 

旨在改良蔓售物價指數的建議。各國及各專家就編 

製蔓書物慣指數的方法所表示的見解，經充分W 究 

後，顧示各方對於慣用指數的有用性的意見頗爲紛 

歧；在此種慣用指數中，用以算平均價格之商品 

類別在現行經濟分析所用總合中並無相當者。部ra 

指數或工業指數則與償用指數不同，各項類別與工 

業部門各工業生產總合相當。

二六0 . 委員會備悉在一九五三年六月間舉行 

的歐洲統計專家第三届愿域會譲 (E/CN. 3/Conf. 
3/1及 E/CN. 3/191)的意見，卽各國宜在試驗性 

的某礎上從事部門指數的編製工作。委員會計論了 

這個問題的各方面，並決定：在委員會尙未考慮進 

一步試驗部門指數的各國經驗結果前，不應就依照 

傳統的商品制度或部門方法編製指數的相對得失間 

題，作確定的建議。委員會爱請尙未編製部Pg或工 

業式物價指數的各國注意這種編製方式的有用性， 

並講彼等首先選揮對各該國有最大經濟意義者，依

此方法編製指數。委員會請秘書長寬集關於此種試 

驗進展情形的情報，並於一九五六年向委員會下腾

會議具報。

工業統計

二^^一.迄今爲止委員會以公司或工廠這種槪 

念爲東集與麥表工業統許的基本單位。委員會第七 

届會曾請研究按企業或商行編製統計的用途，以別 

於按企業內所色舍之公司之編製方法。委員會審査 

了《♦ 長關於此間題的備忘錄 ( E/CN. 3 / 16 9 ) ,並同 

意其中所表示的意見 ， 也 I f爲企業統計可視爲一種 

單獨的問題。委廣會決定：迄今僅有少數國家從事此 

種航計之編製 ， 國摩可比較的統計的可能性實/£不 

大。但由於此種統計具有作爲一種經濟分析工具的 

重要性 ， 委員會爱購秘書長就各國所編企翁統計的 

資料來源與用途編製報吿。

二六二. 委員會進一步研究了以前數屈會議當 
作爲討論題目（E/CN.V176) 的存貸與清費量的統 

許。獸洲統許專家會議揉設置一個特種工作屬， 負 

責考究此種統計之目的,各國的慣行辦法（特別是有 

關資料鬼集的辦法）及藉建立標準予以改善的可能 

性。委員會備悉該i ■議的工作，並着重指出需要研 

jjg發表資料的力法，此種方法須以配合激個經濟粗 

織各部汾的活謝爲基礎。委員會爱請秘♦長繼續辦 

理關於存貨與消費量問題的工作， 對於會員國政府 

特別闕切的工業，尤宜優先辨理。

二六三 . 委員會第七屆會曾講就家庭工業活®  
的處理方法作進一步約報吿。委員會會研究向各國 

統計專家徵得的意見的撮要( E/CN. V 1 68 ) ,並接魔 

一九五四年三月在新&里舉行的統計專家第三屆愿 

域會議 (亞經會)關於作爲生產單位之家庭的重要性 

問題討論的口頭報吿。委員會強調一點：製訂卞法 

俾可測量家庭生產統計並將此植統計列入工業生逢 

統許的適當pg類中。在尙未達到高度工業化的國家 

中，家庭生產佔總生產之一相當大的比額，前述霞 

要尤爲顯著。委員會請秘書長注意關於家庭活動統 

計標準的擬訂事宜，特別着重全國所得與社會帳。

社會統計

二六四. 委員會審査了一種全部調査的結果 
(撮述於E/CN. V 178中），該調査研究有時認爲棒成

社會統計"的若干部門統計的功用及發展階段：卽， 

人口及生命統計、fit會階層及社會流動、家族與家庭 

結構、所得與財富的分配、生活水平、健康統計、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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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住宅建設、教育及文化、工作及就業條件、農村福 

利的特定方面、ffttt•安全保障、兒量福利、身體傷 

殘者之照顧與重建、年老者及貧II者的照顧、犯黑 

統計及f i會支出。査許多國家正按此等標目編製若 

干統計，但爲求更大劃一性，尙待多多努力。聯合 

國及各專門機關在製訂統計標準及改善現行標単方 

面，可以有效的進行合作，委員會認爲應指定適當 

的優先次第。

二六五. 委員會同意：聯合國應特別注意就下 

列各項境進更確切的知識：社會階層、家族及家庭 

結構、所得及財富的分配，所得應較財富更爲着 

重。

二六六. 委員會又研究了最近住宅普查內所列 

項目的分析結果，也研究了各國可用以改善其住宅 
及房屋航計的方法的檢封結果(E/CN. 3/187)。委員 

會請繼續審査根據普査或取様調查或其他方法所鬼 

集之資料而編製之各國住宅及房屋統計，同時注意 

區域需要與標準；委員會特別要求研究編製住宅及 

房屋統計的方法與提議；重新審査現用各種槪念及 

定義；並研究各種方法如取樣調查或設置一種房屋 

及住宅永久登記簿，俾獲敎關於居住住宅情形及住 

宅敗壞之現狂情報。

二六七 . 關於教育統計 ， 委員會審査了文教紐 

織所擬關於"改善文盲與教育統計的國際可比較性" 
的備忘錄一件 (E/CN. 3 / 1 8 8 ) ,内中提出若干定義、 

測量方法、閩於文e 與教育資料的分類與表列;該備 

忘錄尙在研究中，最後將送購各會員國政府表示意 

見。委員會建議聯合國及文教組織繼續研究改進關 

於文音及人民教育水平統計國摩可比較性的方法， 

並建議南組織的秘書處合作評估最近人口普査的結 

果，俾識字定義可加修訂 ， 藉供普査之用 ， 並就人 

口之識字及教育特性普査結果的標準製表方法，提 

出建譲。它覺得應鼓勵文教組織努力改進教育制度 

統許之國際可比較性，並研究設計識字的客觀測驗 

方法的 5T能性。

測量生活水平

二六八. 委員會收到了一件關於"生活程度與 

生活水平之國際定義及測量方法" 的報吿書(E/CN 
3/179-E/CN. 5/299) ,這是由秘書長召開的專家委 

員，撰擬的，參與其事的遺有國際勞工局、糧農組 

織. 衞生組織及文教組織。一如ffirt■統計的情形， 

在這個總標題之下，集合了若干不同種類的統計， 

專家的任務是：將可以測量以示生活水平及生活殺

度之變動的各種因素，加以區分並給予定義。委 H 
會大體均表同意的這些因素的定義，可使各國政府 

及國際機閩在旨在作各個時間或各個國家比較的研 

究0 ：作中漠敎較割一的結果。

二六九. 委員會對於專家的下列各主要結論， 

在大體上亦表示同意：（《) 不能設計一種軍一的生 

活水平指數，以測量各國IS生活水平的養個差異； 

{b)不能建議一種货幣指數，作爲生活水平的一般 

國際測量標準；（(）處理生活水平問題的方法應該 

是：分析許多代表公認價値的"成分" （如在衞生， 

營養、教育等等方面的），並用多種成分的"指標"； 

{d)"指標"和"成分"的統許分析，應同時具有插述 

性參考資料；（0 爲獲政關於個人與家庭生活和工 

作的實際情巧的較詳備的情報起見，除在經濟及社 

會統計方面改進各國間比較的事實基礎的現有努力 

外，尙須從事家庭生活的研究。關於這一點，國際 

勞工局會提譲設置一個專家委員會， 負責研究闇於 

家庭生活砰究的統許事項。

二七0 . 委員會核定了經專家委員會通過的下 

述各專門名詞及合義供一般之用："生活水平"係指 

實朦情況 ;"生活程度" 係指一般人認爲合適與 iE當 

的情況；"標準" 係指相宜的情況，爲特定目的而視 

定者。

二七一 . 此外，委員會建譲聯合國及專 fg機關 

在其本身的範圍內，研究委員會所提議的指標的適 

宜性；委員會並建譲若干驢書處間保持討論共同闇 

切之點的辦法 ， 期進一步擬訂此等方面的標準。

人口與生命統計

二七二 . 在人口普査航許方面（E/CN.3/185) 
經同意：依據經驗，一九五0 至五一年普査所用方 

法宜加修訂並予邀理。這事最有效的做法是：從詳 

研:免最近普查的計劃和結果。各方認爲秘書長應以 

充分時閩辦理此事，俾 K 諮商各會員國並使統計委 

員會及人口委員會在各國要求就一九六0 至一九六 

一年各該國下一次普査之許劃事宜提出詳細建議 

前，得加檢討。委員會覺得應特別注意普奄工作各 

階段中統計取樣乏别用及關於有效而可比較的表列 

方法的提議。關於普查表列力法的盤個許劃方面的 

按術性意見，、對於許多國家將有極大幫助。

二七= . 在生命統計方面（E CN.3/186),各方 

頗重視不么將由腐書長發表的生命統許方法手册。 

經同意應繼續注意改進生命統許的準確性 ， 特別是

38



在發展落後各國中。爲校核人事登記之準確性起見， 

經建議利用取様調査法，但有一點亦經着重指出： 

此種調查只應作爲一種輔助方法，並不能用以替代 

登記制度。各方認爲應繼續研究種種方法與原則以 

便向尙未能實施"生命統計原理"58 —書中所規定之 

慣用登記制度之各國建議。委員會籍研究連續人口 

登記簿之利用及所用方法問題，俾有關各國可瘦知 

現行督例。

國民收支帳、資本形成及所得之分配

二七四. 委員會第七屆♦在大體上核定了專家 

委員會在一九五二年所擬訂的國民牧支幅制度。專 

家報吿書在若千方面曾依照委員會的建議，加以 

修改，並會分發各國政府,藉以鼓勵此種制度之採 

用並獲取關於其適用性的意見。委員會研究了一件 
關於此問題的進度報吿(E/CN.V166),又備悉統許 

專家第三屆愿域會議(亞經會)所表示的意見。各方 

覺得秘♦長應繼續藍集關於採用國民收支帳制度的 

經驗的情報，並通知各國政府，藉供參考而便利 

用。

二七五. 委員會又收到了件關於資 4̂ 形成統 

計方面的發展情形進度報吿(E/CN. 3/16 5 )。 各方頗 

重觸歐洲統許專家會議和統許專家第三雇區域會譲 

(亞經會)鬪於這個問題的工作。委員會力主完成關 

於估計資本形成的方法的研究，並促蕭刊布関於此 

間題的報吿，藉供正在試圖改進估計之各國之用。

二七六. 类員會Æ各眉會譲中會表示重視按大 

小及人口中之社會經濟類別而編製之所得分配統 

計。在一件致委員會的報吿（E/CN. 3/184)中，曾 

描遂現行督例及所用之三主要方法（所得税記錄及 

其他財務報吿表、取樣調査及人口普査）。委員會® 
視蕴集並交換關於各國採用各種方法的經驗的較詳 

細的情報。

分配統計

二七七. 國隙商會提出了一件關於其Æ分配普

査方面的工作報吿（E/CN. 3/190)和一件，決講草案 

(E/C.2/377),強調需要設置一個國魔工作M，負 

責砰梵分配統計方面的若于方法問題。委員會對於 

國際商會就此問題所做的工作，表承嘉許;t 認爲在

"聯合國統計叢刊"，M輯，第十九髓。 

m "國民敬支帳制度及組表" （方法軒究’ F輯，第: 
號

召集此種：!：作« 之前，尙須從事許多初步工作，以 

驛明並確切規定分配普査中所涉及的各種基本槪念 

和方法；它绮聯合國和國際商會繼續從事準備工 

作。

職業分類

二七八. 國際勞工局提出了關於職業劃一統許 

分類法的工作狀況報吿。委員會欣悉分類工作預期 

遠在一九六0 至六一年人口普査前至少可以完成至 
第二位數宇的一級(E/CN. 3/167)。有一點須特加注 

意：分類宜有適當索引，以便各國之用，因人口之 

按職業分類是人口普査資料的一種初步表列。

國摩收支差額統計

二七九. 國際货酵基金會向委員會提出了一件 
關於國際牧支差額統計的進度報吿(E/CN. 3/182), 
某金會的代表又叙述了卽將出版的(第五罔）"國際 

收支差額年蟹" 的計劃。據悉"國際牧支差額手册" 
修訂本亦擬編訂，並將利用道個機會使若干槪念和 

聯合國"國民牧支帳制度及附表"內之槪念相一政， 

委員會徵許基金會在此方面的工作。

統許教育及訓練

二八0 . 委員會欣悉關於統許專家的教育與訓 

練方面約活聽的最近發展。職合國及專pg機關正在 

繼續粗織並舉辦國家、遥域和國際訓練所、研究班 

及，譲。此外，彼等正以研究獎金、編製手册及直 

接協助方式，向各國提供读助。國摩統許學會及美 

洲統計學會在統計專家的訓練與教育方面亦服活 

動。委員會一方面認爲統計方面的基取訓練和教育 

也許是統計的長期發展和改進的最董要約IE作，他 

方面覺得此時應就現訂協助方案的一切方面作一有 

系統的檢討和估慣，俾未來工作可向最有利的途躯 

發展。

檢討國際統計

二八一. 委員會表承願隨時獲悉各屆會議閩隔 

期間國瞭統計一切方面的發展情形,依照這種願望, 
委貢會審査了一件全面進度報吿，內中論述各項標 

準槪念定義和方法的擬訂和適用方面的工作狀況
(E/CN. 3/170)。

二八二. 委員會再度強調接獲此種報吿的重耍 

性;除關於發厘情形的現有一殷撮通外，委員會後就 

每過較長的;間隔期閩出版較廣泛的檢討報吿一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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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加以辯論。若干國際機關所編統計數列一 

覧亦經促睛注意有發行修訂本的必要，俾可幫:助 

委員會及各國政府的工作。

二八三. 委員會又審査了一件附有註解的現行 

統許國隙標準一覽表（E/CN. 3 / 1 8 1) , 並靖就此表 

随時加以修訂，並將它分送各國統計處。

統計委員會工作優先次第方案

二八四 . 依照理事會決議案® 九 七 C (十六）， 

委員會檢計了它的工作方案（E/CN.3/ 18 3) , 並就 

各種計劃的優先次第作若于調農。委員會備悉各國 

際機開在統計方面爲協調方案並集中力量起見，訂 

有良好的辦法。

第十二節.歐洲輕濟委員會

二八五. 歐洲經濟委員會第九届會係於一九五 

r a年三月九日至二十五日在日内Æ 舉行。委員會常 

年報吿書 (E/2556)  « 包括一九 五 ®至一九五五年的 

工作計割在內，經向理事會第十八屈會提出。

與專 re機關、其他政府間組織及 

非政府翻織的閩係

二八委員會分粗委員會及秘♦處繼糖與各 

專Pg機鬪保持合作0委員會與綴農組織合作之維持， 

主要經由替委員會所屬農業間題及木材問題分組委 

員會服務的歐經會與糧農組織合報農業司及木材 

司。糧農組織曾與歐經會秘書處合作編擬報吿一件 , 
題爲"歐洲農業一一間題的說明"m。歐經會與糧農組 

織合組專家工作M 第B 召集 ,俾研究"歐洲木材趨勢 

及展望"m—聯合研究報吿所渉各項間題, 而該工作 

團的建議已在歐經會木材分粗委員會及糧農組織歐 

洲林業委員會所舉行的聯合會蕭中提出。與國際勞 

工紐織及世界衞生組織的合作，主要仍在住宅建設 

及蓮輸方面。與聯合國文教組織的合作仍在編纂一 

册"暫編機械工具詞驚"。委員會與國際&行及基金 

會在研究工作方面會舉行秘書處間的建商，而對國 

際民航钮織及國際貿易組織過渡委員會秘書處間的 

聯盤，亦予保待。關於電力分組委員會工作的水力發

"國廣組織宽集之統計數列 - 覽"，統計論文，M輯 ， 

第十一誠。

« 見經潜暨社會理事會：iF式紀錄，第+ 八届會，補編 

第三壊0

m 聯合國出版物，出兽品編髓： 195 4 . I I .E .4。 
聰合國出版物，出兽品編髓： 1 9 5 4 . I I . E . 3。

電方面間題以及氣候對於煤的消費的影響間題，會 

與世界氣象組織進行合作。

二八七 . 秘♦處與歐洲經合粗織的職員和歐洲 

會議秘書處間在技術方而繼續維持非正武關係。與 

歐洲媒銅組織最高當局亦保持類似的非正武關係， 

而主任秘書當與最近設 :i 約歐洲交通部長會議取得 

聯絡。若干其他政府聞粗織與委員會在工作上尤其 

Æ 內地蓮輸方面均有密切聯擊。

二八八. 許多非政府組織對於委員會約工作的 

積極閩注和按術協助a 成爲歐經會活動的固定特 

徵，尤其在媒、電力、住屋、工業及材料，以及内 

地蓮輸方面，買獄尤多。

與盟國駐德營制當局的關係

二八九 . 委 R 會仍根據其任務规定第十項保待 

與盟國駐德營制當局的閩係。在委賛會第九眉會中， 

波蘭代表《，提出一決I I 草案，表示必需邀請德意 

志民主共和國及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代表參加委員會 

的工作，但瞭解這種參加的方式:適用至德意志統一 

後爲止。I e 討論時其他代表M 表示該項情勢已由委 

員i •任務規定第十項充份顧及，而該項規定並未計 

擬該決養草案所建議的那種參加辦法；經討論後，委 

員會決定該草案不應在委員會第九眉會中表決，但 

依照過去經驗，這次討論的槪要和該決譲草案的全 

文則應列於委員會向理事會所提報吿書中M。

主耍工作

二九0 . 委 a 會在第九屆會時檢計所屬輔助機 

關及秘書處的工作，審査一九五四至五五年的工作 

許割，並通過一項決議案，表示希望一九五四至五 

五年的工作計劃應包括有關發展及加強歐洲所有國 

家經濟關係的事項，而不包括對於委員會約工作無 

迫切關係的事項；並促請各分組委員會及主任，秘書 

在審譲工作計劃及辦理優先次序時，對於委員會的 

決議，及該次眉會中所表示的意見，以及經濟情勢 

的變動，加以適當注意。

常卑經濟鎮#報告與經濟囊報

二九一. 欧洲經齊發展情形常年調査報吿的撰 

巡，仍爲秘書處一項主要工作。"一九玉三年歐洲經 

濟調査報告" （E/ECE/174 ) «  B 由委員會第九屈會 

予以討論*\該項調査報吿後經載於"歐洲經齊* 報 " 
内的歐洲經濟發展情形的定期檢討，加以辅充。

參閱E/ECE/SR.9/3, 4 及  8。
職合國出版物，出兽品編號： 19 5 4 .I I .E . 2。 
E/ECE/SR. 9/10 -18。

40



二九二. 蘭於一九五三年，調査報吿及以後約 

囊報指出一九五三年西歐經濟的生耍特徵是相當於 

戰後至一九五二年止期間內所呈的緊張局勢業B 消 

失。歐洲各國間及海外貿易仍繼續擴充，而多數國 

家目前與美元IS域間享受賈易順差，這是從可以變 

更約資逢的相當增加一點上反映出来的。在歐湘， 

各國國內物價受到很少的壓力，而各國通貨均能保 

持或竟然增加它們的購買力量，幾無例外。工業產 

量已九五二年的水準提高百分之五五，該項産 

量於一九五二年較一九五一年並無增加，而在一九 

五三年年底時B 鞍一九五0 年的平均數提高圓分之 

一。一九五K 年年初時，製造品逢量的增加前於一九 

五三年時僅限於梢費物品工業.者亦漸擴充至資本財 

製造工業。但是，煤鎮工業仍呈疲乏徵象，雖然最 

近在鋼鐵的需求方而漸有起色。兹因各國國內及海 

外農業生産的不斷增加，糧食市場餘留的短細現象 

幾已不復存在， 而英聯王國的糧食定量分配制度亦 

經取清。

二 九 三 . 在 一 丸 五 ® 年 ， 西 歐 各 國 政 府 所 有 比  

較 上 收 支 順 差 情 形 使 它 們 得 以 採 取 稍 微 擴 大 的 預 算  

及 金 融 政 策 。

二 九 四 . 在 束 歐 及 蘇 聯 的 許 劃 經 濟 下 ， 一 九 五  

三 年 是 圓 於 資 源 的 分 配 問 題 作 新 決 定 的 一 年 。 雖 然  

工 業 産 量 仍 繼 續 有 顯 著 的 增 •加 ， 今 後 ^ 們 相 當 地 注  

意 到 消 費 物 品 郁 汾 及 農 產 方 面 的 增 加 。 該 項 政 策 的  

表 現 可 以 在 預 算 及 棺 費 者 購 賈 力 的 發 展 方 面 看 出  

来 。 在 一 九 五 四 年 年 初 時 ， 尙 乏 證 據 足 資 證 明 清 費  

物 品 的 供 給 B 增 加 了 多 少 來 應 付 更 高 的 需 求 ， 但 是  

很 顯 明 的 它 將 需 要 從 新 的 農 業 政 策 中 瘦 得 比 較 上  

迅 速 達 成 的 效 果 ， 而 遺 是 在 各 國 政 府 許 劃 中 所 假 定  

的 。

二九五. 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東西歐國家間賈 

葛近年不斷的減少情形於一九五三年年中已吿中 

止。Æ這一年的上半年中，束歐各國的出口量已減 

至一九K九年小得不堪的出口品數量的三分之二。 

在一九五三年約下半年中， 在進出口方面均有.顧著 

的擴張，而一般的說來，在這一年中從東歐到西歐的 

出口數量恢復到一九五二年的水準， 雖仍顧然低 

於一九四九年的數量。在另一方面，西歐的出口品 

數量B經起出了前一年的水準，而 與 九 ra九年的 

水準相等。

農 業 間 題

二九六. 易 腐 食 物 劃 一 標 準 問 題 工 作 小 組 B 通  

過 關 於 某 種 鮮 果 及 榮 蔬 標 準 的 建 議 ， 並 會 研 究 在 國

際間可以採用的步驟，俾使鮮寨及菜蔬的德準及品 

質控制辦法普遍應用。 有關國際蓮輸途中的鮮葉 

及菜蔬之商業標準及品質控制在歐洲所應實施的一 

般規定"的全文業已通過，並已編入一講定書草案， 

分送各國政府。劍B有數國政府表承願意接受該草 

案。

二九七. 秘書處曾與糧農組織秘書處聯合撰擬 

一報吿書，題爲"歐洲農業一-■間題的說明"，义撰 

擬另外個報吿書，題爲"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 
年農達品及肥料的慣格"（AGRI/43) 。 委員，第九 

眉會t •根據第一個報吿書討論農業間題分钮委員會 

的未來工作，並決定召集費業間題分組委員會來擬 

訂並開始推進一具體方案。該分紐委Ü會於一九五 

四年六月開會。

二九八. 該敛組委員會在討論歐洲主要»業發 

展以後，備悉各代表所捷供的關於一九五四年製麵 

包穀物、雑糧、牛油及雞蛋供求情※的預測，檢討 

市場情形及農業貿易間題與促進東西貿易問題的関 

係。分組委員會通過其下一屆會(十一月舉行)中所 

將研究商品的名單，並決定將設置一*農場機械化專 

設工作由各蘭係政府的專家姐成。

煤

二九九 . 煤 炭 分 組 委 員 會 審 議 秘 ♦ 處 所 撰 擬  

的 歐 洲 煤 炭 市 場 發 展 六 個 月 的 檢 討 。 它 又 會 注 意 到  

其 他 形 式 的 動 力 和 煤 炭 作 不 斷 境 加 的 競 爭 ， 而 秘 書  

處 5E在 準 備 一 項 關 於 煤 炭 與 黑 油 關 係 的 戰 後 發 度 的  

研 究 。 該 好 粗 委 員 會 循 委 眞 會 第 八 眉 會 的 請 求 會 審  

議 恢 度 歐 洲 國 體 Ü 料 自 給 間 趙 ， 並 斷 定 目 前 仍 有 超  

細 情 形 主 要 的 是 à 專 爲 境 炭 目 標 而 用 的 各 類 煤 炭 。 

根 據 該 項 決 定 ， 煤 炭 利 用 工 作 W 正 在 研 究 促 進 焦 炭  

的 正 當 使 用 間 題 及 擴 充 燒 炭 用 煤 種 類 的 範 圍 。

三0 0 . 媒炭貿易小組委員會每三個月舉行會 

議一項，它根據有蘭煤炭進口需求情形和輸出供應 

情形的情報來檢討以後三個月的情形。需求與供應 

懸殊之處， 由輸入國與輸出國以協譲辨法予以調截。 

由於市場的漸見穩定， 小紐委眞會就不必實行正武 

的發配。

三0 —. 煤炭分類工作M曾同意一項關於商用 

硬煤分類的提案，並建譲一個制度， 九五五年年 

底前試用。該項提案已由煤炭分粗委員會核准， 並 

E轉送各國政府。

t 力

三0  二.促進電力轉送，特別是經過國界的電力 

轉送問題仍爲電力分組委員會的主要目標之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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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申請，B指派一專家小組來研究由南斯拉夫 

輸出電力至接壤國家的前途，並已設立一政府間組 
織，定名爲"Yougelexport",来執行該項工作。這

個粗織係由奥地利、義大利、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和南 

斯拉夫各國政府所派專家粗成，並分設四個委員會， 

分別研究這個間題的按術、經濟、財務及法律等方 

面。到目前爲止業已完成的工作使該粗織能決定關 

係國家可能輸入電力的總量，和選擇在南斯拉夫境 

内必須装置設備的主要流域，俾供絵該項電力的總 

量0
三0 三. 根據"農村電氣化聯合技術砰免小粗" 

於一九五二年內所完成工作，委員會特設立一個工 

作圓，該工作MB通過一工作方案，包括有關電力 

的生產、轉送及分配等主要問題,電力在農村匿域的 

冬種用途，和t 的行政、經濟和財務等方面問題。

三0 四.根據分組委員會關於共同有關河流水 

電發展原則間題所作建議，各國B經綠結了幾個公 

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養大利與瑞士和舆地利與德 

意志聯邦共和國所訂公約。分組委員會仍繼續進行 

它關於先後流經南個以上國境河流水力發展問題的 

工作。秘書處仍繼續協助奥地别及南斯拉夫甫國政 

府考盧由於Drava河水電的發展及開發所引起的困 

難間題。

三0 五 . 其他工作包括秘♦處所編訂的一項關 

於歐洲電力情形主要因素的定期分祈，一項閥於業 

a 開始發電的和正在建造卞的供電設備、某種法律 

問題及關於電廠折舊的財務政策等問題的調査。M 
，處業B完成開於調奄歐洲某數國家水電潛能總量 

及其限度的工作。

工裡產品

三0 六 . 工糖合同習用辦法奪設工作M已完成 

"供應輸出工具與機器之一*般條件" (me/188 bis/ 
53)—文，並B 開始撰擬圓於建造工廠的各項條敦。

三0 七 . 秘♦處繼續其對於若干工業部門的研 

究。它會研究汽車、造船、鐵路設備及容器各種工業 

所發生的問題，作爲關於鋼綴競爭間題的研究的一 

部汾。赫♦處在有關管子及银鐵市場趨勢的研究中 

亦曾研究過這些工業和若干其他工業。

三0 八. 委員會第九屆會會通過一項決購案， 

請主任越書繼續與各國政府進行疆商，討諭是應否 

召開工業與器材分組委員會全體會議來研究具體問 

題，包括工程與造船業的産品的生産與貿易間題；

交换工業經驗，將旨在促進國摩貧易的辦法，例如 

交貸後的修理工作及改良零件供應等辦法的研究列 

入工業合同督用辦法專設工作M的工作計割內；關 

於供給的一般條件及標準合同方面的工作擴充到其 

他商品；以及非鐵金屬的生産、消費及合理利用的 

擴充。

位宅建敦

三0 九 . 住宅建設問題小姐委員會f '研究"歐 

洲住宅建設進度及政策"常年調査第一册（IM/Hou 
/66) ,包括十七個國家所提供的單行本在內，並表 

示該項調査在將来應詳細分析有閩住宅建設的f i會 

及經濟趨勢。該小組委員會又會審譲秘♦ 處關於"歐 

洲房租政策" 的一項研究(E/EC /170)並提出若干 

項建議。"歐洲住宅建設及建築統計季刊"業已関始 

刊行。

三一0 . 根據赫書處關於"房屋建造費用"的 
研究 (E/EGE/165),建築費用工作嵐同意秘書處在 

報吿員的協助下將推進一•序列的工作計割。這些工 

作計劃包括下列各個間題：建築规群範例的醫展； 

建築合同的核給及定貨的方法；建築房崖機械化的 

趨勢；家庭住宅的需要；各種建第的費用。

三小組委員會決定開始一項開於發展及 

便利歐洲工業落後國家住宅建設計劃的方法與技術 

的研究。

内地運輪

三一二. 内地蓮輸分組委員會會說明其最近關 

於蓮輸協調的砰究的主耍目標是決定ST能使一個社 

霞在經濟和就會方面負擔最輕的蓮輸工具的因素。

三一三. 爲税關管理而適用於容器的按術條件 

的研究剑正在進行中。有一個關税專家小組會處理 

有關公路交通的公路關税公約氧案適用於歐洲的某 

種問題。關於便利鐵道载蓮旅客及行李以及货物通 

過國界的國際公約已於一九五三年ra月一日生效， 

這些公約是在分組委員會的主待下商訂的。

三一ra."國際公路蓮輸經濟規程的一般協定"， 

附有爲國際蓮輸公司的"規程"的若于項規貝業 

已擬定提交冬厕政府；截至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七曰 

-It, a 有十一國政府簽署該項協定。

三一*五 . 分紐委員會關於肪i t公路交通意外事 

件的工作是集中在促進各國.政府與各國i祭組織工作 

之協調，俾使民衆知道肪止意外事件的辦法。肪止 

公路交通意外事件工作《已編訂國際公路安全手册 

一本。汽車駕驗人生理及心理方面標準亦已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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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六. 分姐委員會又會處理有蘭國際各種蓮 

輸部pg投資的優先次序的決定，各種蓮輸工具計算 

成本的辦法，國際及國內蓮輸個別牧費標準，公路 

蓮輸統計，有関易腐物品蓮輸包裝法的割一及其他 

事項，國原汽車客蓮服務，特別是訂力:這些服務的 

統義計割等間題。

人力

三七.週去報吿書已述及人力分組委員會工 

作方案業於一九四八年提交國際勞工翻織採取行 

動。因此，該分粗委員會並無工作。國際勞工組織 

在這方面的工作進展報吿，已提出於歐經會第九屆 

會。在該眉會中國摩勞工紐織代表會邀請歐經會在 

將審譲人力間題的國凝勞工粗織歐洲區域#■議中予 

以读助。

鋼鐵

= 一八. 鎭鐵分粗委員會B研究在完成了 "歐 

洲鋼業及寬條網廠"m及"歐洲鋪產輸出與非歐洲國 

家的鎭產需求"（E/ECE/163)雨項研究後可能採取 

的其他行動。分組委員會所審譲的其他問題包括國 

內及外國鎮產市場的市場研究以及Æ理論上生產鎮 

鐵能力的計算。

三一九. 秘♦處已撰擬鎮產市場趨勢的常年檢 

討 第 一 主 悪 的 關 於 生 產 、消費、貿易、價格、 

原料以及用鋼工業的趨勢等問題。它又撰擬"銅與 

錯的競爭" 的初渉研究，這是關於鋼與代用材料競 

爭的若干研究中的第一個。秘書處又B撰擬一年中 

鋼鐵按術方面主要發展的論文，並B開始鬪於粗細 

營子的研:究，特別注重這些產品在0：業發凰方面的 

用途。

三二0 . 委鼻會第九屆會曾通I過一項決譲案， 

指鎮鐵分|§委員會根據勝書處現有及計劃的研究 

來審離在主要用鋼工業中擴充鋼的消費量的各項間 

題。 '

木村

三二一. 根據了歐經會木材分組委員會及糧農 

I旦織軟洲林業委員會聯合會議的建譲，委員會特設 

立一專家聯合工作M來審議秘書處所撰"歐洲木材 

趨勢及展望" 的研究所涉各項問題。該ü 作M i•提 
出關於進行改良的提案，並建議秘書處應將這些提

聯合國出阪品，* 品號數：1953.II.E.6。

案提交冬國政府。這些提案包括潜加生產、森林淸 

點工作、修正□：作針劃、植林與森林補種、增加雜 

木進口及改良統計等問題。

三二二. 歐經會木材分組委員會及糧農組織歐 

洲林業委員會聯合會譲第二屆會曾向各國政府、歐 

經會的主任胁書及糧農組織幹事長提出有關改進及 

擴充森林資源，增加木材貿易及改進木材統許的一 

序列建議。該聯合會譲又邀請秘書處繼糖檢計軟洲 

林業及木材情形並隨時公佈關於歐溯木材情形的修 

正意見及fô計。

赏易

三二三. Æ本報吿♦ 所論述的期間，貿易發展 

分姐委員會並未舉行會議，但關於貿易的工作則遵 

照委員會的決定繼續推進。

三二四 . 委員#■第九届會射論貿易聞題時，，首 

先由主任書提出一項關於一九五三年四月舉行的 

-第一次東西賈易間題霞商的陳通。所有代表M 均證 

明第一次諮商的慣f i[並宣佈它們願意參加第二次諮 

商。委員會曾討論召開貿易黎展分組委員會是否適 

當間題，並 會 通過決議拿案，該韋案除其他各點 

外，贊許主任秘書自從委員會第八眉會以來在賀易 

問題方面所採取的行動；核 准 他 關 於 九 五 ®年 圓  

月召開東西貿易問題諮商的行動；認爲踢於一九五 

四年召開貿易發展分姐委員會的間題不應遲於一九 

五圓年月三十日作決定；並晴主任秘♦與各有關 

政府進行縫商，俾獲悉它們對於一九五四年召開貿 

易發展分組委員會的意見。主任秘♦在瘦得了普遍 

的良好反應以後，乃定於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一日至 

十六日斯簡召蘭分組委員，。 .
三二五. 第二次東西貿易間題諮商於一九五四 

年四月舉行。參加此次諮商的專家人數在一百五十 

名以上。第一個屋期舉行關於邊去一年內歐溯東西 

貿易發® 和擴展這種貿易的可能性問題的多邊總計 

豁。在第二個星期內舉行雙方的談刺，在這些談制 

中，他們®'研究具體的貿易機會和間題。Æ最後的 

階段中，他們，檢討多邊談制的結果並審議關於在 

歐經會的範圍內採取其他行動的建議。在諮商結束 

的時候，主任腐♦說明此次諮商的主要成就是各位 

專家均能以互相餘解的精神來研究以改進商業及付 

款闇係的機構組織的方法來增加及穩定東窗貿息的 

具體可能性。他相信此次諮商對於克服境進賈易 

的重大障礙力面是有貢獻的，而齋於東西貿易的機 

構間題應再予以政盧，並應於適當日期再召開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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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促進東西贸易的第三次m 
商。

三二六. 委員會又曾審議主任越書來函一件 ， 

在該面中他翁述委真會典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及拉 

丁美洲經濟委員會的更廣切的合作 ， 在這種合作下 

歐經會JE Æ赏助，決各發展落後國家的某些間題。 

有人曾提出一墳建議  =說委員會應與亞經會及拉經會 

主任秘書合作組織歐洲與亞洲遠東的專家 f !以及歐 

洲與拉丁美洲的專家們舉行贸易諮商。委員會曾通 

過一項決譲案 ， 該決霞案在指出歐經會所組織的歐 

洲各國間賈易諮商的良好經驗以後 ， 表示在各蓝域 

經濟委員會的主待下組織參加歐經會工作的國家與 

參加亞經會和參加拉經會的國家，分別在聯合國政 

策範圍內舉行類®的譲商也許是對於加強雇域間貿 

易閩係及擴充世界貿易方面是有買獻的。該決議案 

又邀請主任秘書設法使理事會在第十八屈倉中注意 

該決議案並請主任秘書參照理事會听作任何決定而 

採取任何趣當的行動。

.統計

三二七，歐溯統計專家會議於九五四年六月 

在曰內Æ舉行。這會譲是由所有參加歐經會國家的 

統許機鬪首長， 或其指派人員組成。這次會講是由 

歐經會及聯合國會所統計處合作擔任服務。

三二八. 該次會譲曾審譲下列各工作M的報吿 

書：（一 )存货及製造過程中產品統計；（二)以抽棟 

調査方法所得人力統計；及（三）固定資本形成的統 

計。該次會購又審議委員會的各按術分粗委員會的 

統計工作，並擬訂其未來的工作計割。

三二九. 在該次會議開會前不久，會有一工作 

M審議有關固定資本形成的統計的各項間題。

南歐各國的經濟發展

三三0 . 委員#■第九屆會曾審議秘書處所作關 

於南歐各發展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研究。這是"一 

九五三年歐洲經濟調査報告" 的一部汾。委員會會 

通過一項決議案，表示委員會相信南歐冬國的經濟 

發展是對於藥個歐洲的經濟擴展所必要的；並睛主 

任秘書設置一個專家小組並協助其工作，該小組的 

專家們應由希腦、義大利、土耳其及南斯拉夫各國 

政府提名，其目的爲進一步研免這個間題並建議加 

何提高這些國家的生活藉度， 如何促進藥個歐洲經

濟擴展，並探求關於生產及國外貿具的發展行動的 

具體可能性及其飾措經費辦法。

理事會第十八屆會所採行動

三三一 . 理事會在第十八曆會時®8審議歐經會 

常年報吿書(E/2556)。主任秘書在向理事會提出常 

年報告書時所作一項陳述中會說明委員會中可以分 

人奥奮的發展。他提到東歐各國刻B 經常參加委員 

會及其各分粗築員會的工作，指派一個關於南歐經 

濟發展專家分紐委員 f 的問題，業 B 舉辨的各次貿 

M 間題譲商斯關於重新召開賈易發展分組委鼻會的 

提案。委算會又會通過一項決譲案，請求理事會极 

據歐經會利用貿易問題專家舉行諮商的辨法所度良 

好經驗採取步驟，來加強愿域間的貿易。主任《書 

又曾提到委員會閩於恢復農業間題分組委員會活動 

的決定，並提出旨在促進政府間闘於歐經會各分組 

委員會及工作«所作技術工作的協定的良好工作的 

實例。他又強調歐經會與其他區域經濟委員會的 

密切關係。

三三二. 理事會各位代表在嗣後舉行的辯論中 

，對於委員會的工作表示滿意並對於主任秘書熱烈 

贊許。理事會各位代表©•提到委員會所作研究工作 

品質的優美，特別是在撰擬"歐溯經濟調査報吿"時 

所慢的工作。他們對於在较盧南歐發展的辦法方面 

所燈工作表承有深切的奥趣，而割於促進國原貿易 

的不斷努力亦表承普遍的支待。

三三三. 歐經會各分組委員會的具體成就亦爲 

理事會各代表所贊許。他們©■特別提到各分報委員 

會主持下所作研究工作、國際交換按術情報及經濟 

統許的統一等項工作業1於各國政府及其他有関機構 

及新織的價値。

三三四. 理事會在其決議案五三五A (十八）中 

備悉歐經會常年報吿書，深咸欣撒。

三三五.有义曾提出一項決譲草案(E/L.634)»», 
根據該項決譲ST案，在某種條件下，阿爾巴尼亞、 

保加利亞、甸牙利及羅馬尼亞等國將加入歐經會爲 

會員國。嗣 通過項動議，決定延緩討論這個間

題70。
三三六. 理事會中有幾位代表Æ審離歐經會関 

於直域合作間題的決議案五（九）的時候曾表示當理 
事會變得它在決譲案五三一 C(十八)》所請求的並將

E/SR.825 ,  826 ,  828 及  829。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武紀錄，第十八届會，附件，議 

稱項 ë 五。

7。參閱第~ 章，第十節。 

" 參閱第二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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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入 下 期 "世 界 經 濟 報 吿 " 的 關 於 貿 易 障 礙 的 世 界 性  

砰 究 以 後 ， 再 由 理 事 會 來 審 議 委 員 會 決 議 案 中 所 截  

的 提 案 實 較 爲 相 宜 ； 理 事 會 中 若 干 其 他 代 表 則 認 爲  

賓 於 圓 :經 會 Æ i t 洲 各 國 間 貿 易 活 動 方 面 所 得 良 好  

經 驗 ， 秘 書 長 應 立 卽 採 取 措 施 來 將 這 種 活 動 在 愿 域  

間 予 以 推 進 7 2 。

三 三 七 . 理 事 會 在 其 經 ~ 致 通 過 的 決 議 案 五 三  

五 B ( 十 八 ） 中 億 及 決 譲 案 五 三 一  C ( 十 八 ） i • 睛 秘 書  

長 將 趨 向 於 限 制 國 際 貿 易 擴 張 的 因 素 的 分 析 列 入 下  

期 "世 界 經 濟 報 吿 " 中 ， 並 將 開 於 促 進 各 地 理 區 域  

及 通 货 匿 域 間 貿 易 的 發 愿 間 題 的 一 個 研 究 列 於 該 項  

分 析 中 ， 理 事 會 朦 解 秘 書 長 將 利 用 在 各 匿 域 經 濟 委  

員 會 主 持 下 各 位 專 家 所 俄 的 工 作 ， 它 請 求 祐 書 長 就  

可 能 有 效 實 施 歐 經 會 決 議 案 五 （ 九 ） 的 實 錄 條 件 撰 擬  

一 按 術 報 告 書 ； 請 秘 書 長 覓 取 各 匿 域 經 濟 委 員 會 對  

於 這 個 報 告 書 的 意 見 ； 並 決 定 理 事 會 在 其 笛 二 十 屆  

會 已 經 獲 得 了 下 期 "世 界 經 濟 報 吿 " 、 ）秘 書 長 的 技  

術 報 吿 和 各 愿 域 經 濟 委 員 會 對 於 該 報 吿 所 提 意 見 的  

時 候 ， 再 重 新 討 論 愿 域 間 貿 易 合 作 的 間 題 。

第十三節。亜洲遠東輕濟委員會

H 三 八 . 亞 洲 遠 束 經 濟 委 員 會 於 一 九 五 四 年 二  

月 八 日 至 十 八 0 在 錫 .蘭 的 堪 的 ( K a n d y ) 舉 行 第 十 屈  

會 。 該 委 員 會 向 理 事 會 第 十 七 屆 會 提 出 常 年 報 吿 書  

( E / 2 5 5 3 ) " , 內 載 一 九 五 四 年 至 一 九 五 五 年 度 的 工  

作 計 劃 及 優 先 次 序 。

與 專 門 機 關 、 其 他 政 麻 間 組 織 及  

非 政 府 組 織 的 關 係

三三九 . 該委員會及其輔助機關繼續與專Pg機 

關及亞洲遠東愿域內的其他非政府组織合作。該委 

員會與糧食農業組織的合作已因甫機構聯合設立的 

農業司而見加強。糧農組織替55經會、歐經會、糧農 

組織三機構聯合撰寫的"亞歐間貿易的研究"一♦撰 

寫數篇蘭於特種商品的研究；並替將由亞經會出版 

的"水利建設手册"一書撰為兩篇■於水利建設的文 

章。糧農組織此外遺參與亞經會所屬某幾個輔助機 

關的工作，如住宅建設及建築材料問題各秘書處簡 

工作M 。亞經會續與國摩勞工組織及聯合國教育科 

學文化組織合作，特別在下列諸方面合作：經濟發 

展所需按術人員缺乏問題、住宅建設及建藥材料問

72 參閱 E/L.638 及 E/L.639。
" 經濟《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七届會，補編第 

三號。
74參閱第一■章，第八十七段至第丸+—段。
75 ©合國出版物，出《品編號：1953.II.F. 8。

題、小型工業友手工業產品館售問題0勞工組織並應 

亜經會之請撰寫了一本供汽車駕敎人及修理匠用的 

簡明教學手册。亞經會與世界衞牛織纽繼續在住宅 

及a 愿改進間題方面合作, 衞Æ組織替亞經會撰寫 

了一篇論文,論述江河漆域多面發展與衞生間題0亞 

經會秘♦處繼續與國摩銀行及國療貨幣基金會保待 

聯幫。該嚴行及基金會的職鼻替æ經會撰寫了數篇 

關於下列間題的論文:厘域巧部之間的貿易與支付、 

經濟發展資金的» 措等。亜經會在蓮輸協調許劃方 

面與國摩民用航空組織合作。此外，亞經會的秘書 

處並與國療賈具組織過渡委員會及關税 ®貿易總協 

定歸約國組織的越書處諮商。

三四0 . 亞經會的秘♦處與南亞及東南亞合作 

經濟發展諮商委員會(哥命坡計劃)保持着密切的工 

作閩係。

三四一，亞經會與許多非政府組織,允其是國 

摩商會、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世界工會聯合會、 

聯合國同志會、世界聯合會繼續合作。

主耍工作

三四二，該委員會於第十眉會檢討其所屬輔助 

機関及其秘書處的工作，並審譲一九玉四至一九五 

五年度工作許劃和優先次序。委員會承認，其促進國 

際合作與幫助加速亞洲遠東區:域國家的經濟發■展的 

任務，由於許多常設及專設輔助機闘之設立，在按 

術上得到便利不少。關係政府均遣派資歷優越的專 

家和經驗宏富的Æ員參加此等機關0
三四三，該委員會通過決議案十二（十），促請 

理事會通過一個決議案，照該委員會的意思，准許 

凡是已經自行負責處理國摩關係的協商委員升爲正 

武委員。該委員會並向理事會建譲Î修正該委員會的 

任務规定，廣協商委員的代表待f i委員會內任職74。

經濟舞査年银及經濟囊報

三四四，亞洲遼東愿域經濟發展調査年報的編 

製, 仍和柱年一樣，爲亞經會秘書處主要任務之一。 

該委員會於第十眉會討論"一九五三年亞洲遺東經 

濟調査報吿"％辅充此書的尙有于!1在"亜洲遠東經濟 

着報"上的關於經濟醫展的定期評論及專論。"經濟 

囊報"第四卷第三號载有一文,論述中國大陸一九四 

九年至一九五三數年間的經濟發展。

三四五* 關於一九五S 年，"調査報吿"及"量 

報"兩書均指出，一殷而言，温和的變動和重行調靈 

是這年度的特徵。一項顯著的發凰是糧食産量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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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一九五三年是戰後超出戰前産量的第一年。工 

業產量一般保待不動。但原料及除食糧外的其他農 

業商品，產量都有不同的變化，™般趨勢均屬下跌。 

此區域主要輸出品的慣格，自一九五一年以來變動 

猛烈，遂致影響了生産與貿易。此種價格下跌雖已在 

一九五三年內受到遏胆一一實際上，一九五三年輸 

出收入且稍稍超過一九五0 年初的—— 但此愿域的 

原料輸出國幾乎都已用盡在韓戰期間積聚的外腫。 

因此，此等國家今後必須設法適應輸出牧入下跌引 

起的情勢。

三四六. 某數國因輸出收入下跌，迫得減少建 

設支出。但雖如此一九五三年內仍有若干國家，特 

別是日本、印度和中國，擴充了工業生産設備。不 

過，此區域國家經濟發展的速率依奮甚低。

三四七. 一九五三年內收支差額方面的變動較 

往年爲小，惟輸出與輸入的價格總値均吿下跌。許多 

國家由於過去兩年間輸出收入猛跌，發牛收支差额 

上的困難，迫得必須實施輸入限制，以資補救。

三四八. 隨着輸出和輸入價格的下跌，此區域 

內許多國家的國内價格和生活費用均呈上攝趨勢。 

但一般言，除日本和菲律賓南國外，通貨膨賊的壓 

力都稍殺。倘輸出牧入繼續不振，此區域內的國家 

不欲維待貨格穩定則E , 否則連目下程虔的建設費 

用都尙須減珍。

工業與赏易

三®九.該委員會於第十届會審議並批准工業 

g 貿易分組委員會第六屆會的報告書（E/CN. 11/ 
38 3)和建議。 ’

三五0 . 在工業發展和許劃方面，工業e 賈易 

分組委員會審査了秘書處提出的一個關於物資預算 
按術的報吿（E/CN.n./I&T/97),聲稱該分雜委 

賛會極重視闇於經濟設計的各種技術的研究。它建 

議在一九五五年內召開一個經濟發展設計工作小紐 

會譲。依工業f i賈易分組委員會前幾屈會建議，由 

亞經會秘書處、技協處及國療行政學會三機構聯合 

組織的一個關於工業範圍內公營企業的組織和管理 

問題的研究班,於一九五四年三月在仰光集會0該砰 

究班建議：就公營企業的商業方面的許多經特別選 

出的簡題，召集類似的研究班或工作小組，並強調 

設立誉理學院的需要。

三五一. 工業暨貿易分組委員會批准了電力小 
組委員會提出的報吿(E/CN.n/I &T/91)。該小紐 

委員會除提出其他建議外，渡建議採取措施，在可

能範圍內儘量併合電力系統，以求充分開發與利用 

水力發電及熱力發電場所，包括越過國境交換電力 

措施在內。該小組委員會並論述農村電氣化間題、 

熱力發電使用掲煤問題及柴油發電機器使用重油燃 

料間題。

三五 二 。鋼鐵小組委員會第五屆會牧到亞洲遠 

東鎭鐵專家研究日求鋼鐵生產技術小粗的報告(ST/ 
TAA/SER.C/5) ;這個砰究小組是亞經會與技協處 

聯合組織的。該小組委員會集中全力砰究日本按術 

能否適用於亞洲遠束匿域國家間題0 工業暨貿易分 

鲍委員會六第屆會批准了該小組委員會的報吿（E/ 
CN. 11/1 & T/86)。

三五三. 在礦産資源方面，工業暨賈易分粗委 

員會檢計了此區域在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期間的礦 

業發展，並審議了在日本東京舉行的磷逢資源區 

域會議提出的報吿（E/CN.1VI&T/85)。工業® 
貿易分II委員會，接受前她區域會譲約建議，決定 

設立一個礦產資源發展小紐委員會，並決定召間一 

個高級地質學家工作M會議，與國際地質學會及聯 

合國奥圖室合作，替此愿域編製一張地質圖。工業 

費貿易分組委員會並收到亞經會與按協處聯合組織 

砰究澳大利亞揭煤情形的專家,圓提出的一個報吿 
(ECAFE/I & T/14),對其中揚出的關於掲煤開採公 

司的組織和誉理、及關於揭煤的勘測、分析、嫁製、関 

採及利用事宜的建譲，一般表示同意。

三五ra. 亞經會及工業暨賈易分組委員會雖都 

深感工業化的重要，但俱覺得對於擴張初級商品生 

產及後度家庭工業和小型工業應妥爲注意。亞經會 

於第十眉會着董指出農村內的就業機會應予墙加， 

並應使之多樣化。

三五五. 小型工業及手工業逢品錯、售間題工作 

圓，於第三眉會審議此區域内國家在家庭工業及小 

型0：業方面所作研究試驗的結果。該工作M認爲， 

保障手:n業的良好牧入可循下列途徑：（《) 境加工 

人的生産力，（力）改良並簡化館售組織，減少中間 

人的層層費用，但不忽略任何必要的館售任務。該 

工作M建議制定檢査辦法以保證品質，並謂採用合 

作社方式，可以改良錯售機構。它決議揮定陶養:n 
業作篇下眉會集中研梵的對象。：n寨暨貿易分組委 

員會批准了該工作小粗的報吿（E/CN.11/I&T/ 
90)。

三五六. 依據0：作圓的建譲，亜經會驢書處和 

按偉處於一九五四年五月聯合紐織了一個日本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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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及小型工業砰究團，由亞洲遠東國家家庭工業 

及小型工業的經理人和專家前柱日求研究日本大約 

十種家庭工業和小工業的營理、技術、組織和館售 

情形。

三五七. 亜經會腐書處並與聯合國社會事務部 

及按協處聯合組織一個關於住宅建設及社II改良間 

題的砰梵班。此研究班於一九五四年一月至二月狂 

新德里集會，所審離主要問題是建築技術、住宅建 

設許割及實際設計。與此砰究班同時在新德里開會 

的，尙有住宅建設及城鄉設計國際聯合會的匿域會 

議，亞經會秘書處亦派代表參加。各秘書處聯合組 

織的住宅建設及建築材料間題工作M, 於一九五四 

年二月在新德里舉行第二次會議，根據上述砰究班 

的建議，封論在住宅建設間題方面的進一步工作， 

此工作M並審講亞經會秘書處提出的關於亞洲建 

東住宅建設及建藥材料"的第二次報吿（ECAFE,/- 
I & T/HBWP.2/1)。

三五八. 亞經會、勞工組織、文教組織各秘書 

處合設經濟發展合格工作人員問題工作團，於一九 

五三年九月舉行第三届會。該工作M討論與下列事 

項有開的間題：人力調査，人力許劃及預算、訓練工 

程師、營理人員以及低級技術人員及半技術人員的 

設備。工業暨賈易分組委員會第六屆會批准了該工 

作小組的報告(E/CN.11/I & T/76)和建議。

三五九. 工業暨賈易分組委眞會強調經濟發展 

所需資金* 供問題的重要‘性。經濟發發展所需資金 

德供問題專家工作ffl於一九五三年九月舉行第屆 

會，審譲與動員儲蓄、租税及其他辦法等有關的間 

題，及蘭於個別建設許割的徵税問題。該工作圓餘 

作其他建議外，並建議考慮多方鼓勵辦法以墙進儲 

蓄；增加税收，以期擴大公共儲蓄而補私人儲蓄之 

不足；改變税牧糖構，以求支援一個穩定的經濟發 

展速率。該工作小組並覺得應多注意農村租稷：，並 

主張在繁榮時期積聚外應，用以維持穩定的發展。 

工業暨賈易分組委員會於第六屆會批准該工作《的 
報吿(E/CN.11/I & T/89)。該分組委員會表示意見 

稱，由於國内資金十分有限，故需要外國資本一事， 

實屬明顯；爱促請資本輸入國和資本輸出國共同努 

力，鼓勵外國私人資本的琉動。亞經會訓令其秘書 

處繼續研究外國投資引起的法#.問題和經濟問題。

三六0 . 工業暨貧易分組委員會譲決設立一貿 

易小組委員會，作爲一個常設輔助機構，其任務爲以 

按術觀? 按期審譲貧易問題。亞經會、歐經會和糧

7»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髓：1953.II.F. 3。

農組織聯合撰寫的"亞渊與歐海閩的賈易研究"7«— 
書業B印行，其中所載建議得到工業暨賈易分IR委 

員會的贊同。亞經會雖調增加直內各地之閩及區域 

與匿域之間的貿易對該匿域以及對全世界的益處。 

亞經會的秘書處繼續在從事促進貿易的工作，其中 

包括散播情報，協助各國政府改善貿易推廣機構及 

方法，及提供商事公斷便利。亞經會的工作計割中 

並包括一項閩於匿内各地之間貿易與收支間題的計 

割。一個関於收支間題的工作小組於一九五年七 

月召開會議。

内地運振

三'̂ 一.該委員會審査並批准了內地蓮輸分組 

委員會第三届會的報吿（E/CN. 11/377)和建議。

三,^二.公路小組委員會第二届會曾批准了一 

個公路橋挺登記簿標準格式（E/CN.11/TRANS/ 
Sub. 2/14)，一個関於編製與提陳公路建設計劃的標 

単格式(E/CN,11/TRANS/Sub. 2/16), —個水泥’混 

凝土路面資料登記簿標準格式: (E/GN.11/TRANS/ 
Sub. 2/13),及腐書處推薦的關於公路工程成本估許 

及講求經濟的程序(E/CN. 11/TRANS/Sub.2/18); 
建譲區域內各國採用。該小組委員會並討論公路安 

全、機動車的保養和修理、修理匠的訓練、及駕驟人 

教學手等册間題。工業費賈易分紐委員會和內地蓮 

輸分組委員會俱認爲:爲區域內國家的利益着想，與 

其建造少許優良的公路，不如多造成本較低的公路0
三六三. 亞經會與按德處合辦的鐵路車務及號 

誌事宜廣域訓練中心，於一九五回年四月三日在巴 

基斯坦的拉合爾開幕。鐵路小組委員會一九五三年 

十月ffi巴黎舉行的貧二眉會，對路軌建築和養謹的 

方法，提出了詳細的建議。該小組委員會並審議與 

使用柴油機車及鐵道車輔有關的間題，以及貸蓮賠 

償的肪止和迅速處理間題0 會議閉幕後，出席，議 

的專家繼卽訪問法蘭西 >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荷蘭、 

蕭士及英聯王國，參觀新式方法及設備。

三六四. 一九五R9年一月曾有一個工作團舉行 

會議，進行擬具内地航蓮所用船隻丈量登記公約草 

案。內河水道小粗委員會一九五四年五月舉行的第 

二眉會，原則上批准了那個草案，請秘書處參照各 

國政府的批評，在一九五®年底前，將t 製成定本。 

關於印度及巴基斯坦境內爲決定何種船隻效率最高 

和最爲經濟，並爲教授如何應用新式拖曳方法起見 

應舉辦示範性的試驗，内地蓮輸分組委員會及亞經 

會對此提譲俱表贊同；兩委員會並贊成在麵甸仰光 

設立- -個訓練柴油翰船引擎修理匠的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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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與農業

三六五. 亞經會和糧農組織合設的農業司，繼 

續檢計此區域在糧食農業方面的發展，研究農產品 

的價格和價格政策；審譲糧食和農業的其他經濟間 

題。該農業司並搜集與研究若干與館售重要農產品 

有關的良好條例規薛0卞的工作並包括土地改革、農 

業發展設許及憶助糧農粗織主待預定在一九五五年 

間辦的農業發展資金» 措及信用間題研究班。

防決及水利建毅

三六六. 肪洪興利局對水利建設日益注意。第 

一個區域性的水利建設按術會議於一九五四年五月 

舉行。會議審議評斷一個許割是否有價値的標準； 

估計利益成本及成本分配的方法；怎樣參酌當地勞 

力和材料的供應及其他情※選揮水力建築物的種 

類；怎様設許沉灘物的控制工特；以及冬種水力學 

間題，包括水力測量的標準方法、紀錄及術語。

三六七. 亞經會批准了肪洪興利局的常年報吿 
(E/CN. 11/376),並重行強調設立養議中的水利建 

設工作人員訓練中心的重要。秘♦處完成了關於沉 

锻物間題，及關於導河及河岸保譲間題的研究。m 
書處繼續發行"防洪營報"。一九五四年度工作計割 

包括建造七堤方法的研究。

三六八. 秘書處完成了關於下刺各國水利建設 

情形的研究：麵甸、錫蘭、中國(台灣）、印度、日 

本、察國，菲律賓、泰國。秘書處並完成了一個設 

計水利建設方法手册的初稿。

統計

三六九. 亞經會及聯合國統計處聯合召集的第 

三屆統計專家®域會請77於一九五ra年三月舉行，審 

議國民所得估許，包括國民所得統計對制訂公典政 

策的買廣，及怎様應用國民所得統許於短期性計割 

及長期性發展用途。會議特別注意與估計資本形成 

有關的問題。

三七0 . 亞經會繼續從事統針方法的研究，及 

調査所誉®域國家內的統計機構及統計工作。秘書 

處在一九五四年繼續編訂亞洲遠東經濟統計的索 

引，此項索引將作爲"亞洲遠東經濟* 報季于II"的辅 

編發表。 *
巧究舆针劃

三七一* .亞經會的工作計劃除編製每年出版的 

"經濟調査報吿"及每季出版的"經濟囊報"外，尙包

括經濟發展的設IK 人口增加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及 

愿內各地之間的贸易和牧支0關於經濟發展的設計， 

委員會按期檢計各種計割，並審査此等計劃在區域 

各地的推行情形；此外尙研究經濟發展的各種問題 

和技術。委員會譲決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內召開一 

個經濟發展工作[«會譲。

話詢服務

三七二. 亞經會依據其任務规定的雷一項（力， 

繼續在其赫書處人力財力範圍內，並徵得技術處的 

同意，科I各國政府請求提供諮詢服務。在本報吿書 

所檢討的這一年巧，此項服務係鬪於防洪及水利建 

設、工業發展、鎮鐵工業的發展、掲煤資源的發展、 

建築材築的設計和利用、手工業産品餘售與商事公 

m、以及內地蓮輸。

理事會第十七屆會所採行動

三七三. 理會於第十七層會78審譲亞洲遠東經 

^ ^ 員¥的常年報告書(E/2553)79理事會認爲該委 

貴會實爲一個促進國i祭合作的有效工！■,對其貢獄 

表示嘉許。他們覺得理事會應對愿域委員會的工作 

予以適當注意，認爲區域委員會是理事會執行憲章 

所命擔任的職務的手段。

三七四. 許多理事檢討亞洲遠東的經濟情形。 

他們促猜注意此TS域過去數年間商品價格的劇烈波 

勤，不但影響輸出牧盡，遺影響經濟工作進展的速 

率，並促睛注意亞經會表承的意見，卽主張採取一 

切實際措施，穩定初級商品的價.格。若干理事指出 

此展域國家國內所能筹措的資金有限，故贊成亞經 

會的意見,主張鼓勵外國資本的大量流動。fS事會理 

事覺得55洲遠東的發展落後國家需要發展較先進國 

家的按術協助。他們重申技術協助擴大方案的重要， 

不過其中若千位認爲此廣域各國所度援助數額不足 

應待經濟發展的需要，蓮自下這種緩慢的發展速率 

都不足應付。某些理事促晴注意亞經會通過的決譲 

案一 (十），其中所論爲技術協助的區域計割。 般 

而言，理事t •理事都贊成這個計劃，希望諸愿域經濟 

委員會能在此等經域計割的設計和執行上，與按術 

處更積極的合作。一部分理事一方面贊成這個決議 

案，同時主張亞經會與技協處的合作應用在真體許 

劃上，而按協局分配資金的獨立性不得受到妨礙。

77參閱第二七四段。
" E/SR.766 及 777。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ÎF武紀錄，第十七届會，補編第 
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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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七五.許多理事紛紛對亞經會的冬項計割表 

示與趣。理事會理事査悉亜經會決定優先從事下列 

工作，引爲満意：增加農業生産、發展水利、電力 

與蓮輸、工業化、銅與鐵、礦產資源、發展家庭工 

業及小型工業。若干代表對S 經會促進賈易工作表 

示深劍的舆趣。

三七六 . 理事會通過決譲案五一七(十七），決 

定修改亜經會的任務規定第三項'，，俾若干读商委員 

得能升爲委員會的正式委員但對 sê經會的下述 

建議，卽修改其任務規定俾得修改議事規则紫十三 

條和第十五條准許读商委員的代表擔任委員會的職 

位，則未採取行動。

三七七. 理事會瘦悉阿富汗政府會表示欲睛准 

予劃入亞經會地理範圍內。該國早已是亞經會的~  
委員國。亜經會於第十雇會會聲明支持這個意個思， 

而理事會大多數理事也表示贊成。

三七八 . 理事會在決議案五一六A (十七）內査 

悉亞經會的常年報吿書，及其中所載工作計割和優 

先次序。在同一決譲案的B 部分內理事會譲'决修改 

亞經會任務規定第二項，將阿富汗添入該段所載地 

區內。

第十四箭，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

三七九. 拉丁美渊經濟委員會全體委員會於一 

九五四年二月八日至十日在智利桑提亞哥舉行會 

購。拉經會論述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一九五 

0 年二月十日期間工作情形的常年報吿書(E/2536)» 

B 提送理事會第十七眉會。

與專門機開、其他政府間鶴織及 

非政府組織的關係

三八0 . 拉經會和在拉丁美溯有開部pg工作之 

其他政府間機構，在OC作方面曾取得協調。合作所 

採取的方武爲：諮商，交換關於特定計割、合辦計 

割之意見及材料，涉及敷粗織的工作圓。

三八一 . 拉經會货會同按憶處、糧農組織、勞 

工紐織和文教組織與該區域各國政府進行諮商並合 

作，並設置一工作W ,負實向拉經會所屬中美洲經濟 

合作間題分組委員會提供諮詢意見並予以協助。糧 

農組織曾派遺林逢、紙紫與紙及牛、牛乳製品間題按 

術特派M前往中美渊。t 又會幫助拉經食編製拉丁 

美洲紙疲及造紙工業砰究報吿，復擬於一九五四年

參閱第三十七段至第三十八段。

經湾暨社會埋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七届，補榻第二

號 0

下半年與拉經會及技供處聯合召開闇於此間題之專 

家會譲o S業統計之读調事宜替繼續辨理，在拉經會 

的一九五三年拉丁美渊經齋調査報吿中蘭於林業的 

一章，係由糧農組織撰述。基金會會繼續與拉經會合 

作編製各種砰究報垂，供擬譲召開之關於經濟發展 

之货幣及財政政策專家會譲之用。甫秘書處就關於 

貧易及國際收支差額之統許資料間題，保捧密切接 

觸C關於中美渊經濟配合及互惠方案中之若干許割、 

主要是關於蓮輸許劃、工藝研究院及電力間題，， 

與嵐際銀行諮商。在各機開間移民間題藍域協調分 

粗委員會的工作方面，拉經會繼續與勞工粗織合作。 

勞工組織與文教組織均會向拉丁美洲提供工業及管 

理技術訓練間題專家。文教組織又正積極協助養 

開紙黎及造纸工業專家會議0 民航組織食•協助研究 

中美洲蓮輸問題及隨後就該問題舉行之砰究班。拉 

經會秘書處又曾•與國療賈易紐織過渡委員會及賈厲 

雙關税總協定綺約國組織轉♦ 處進行諮商。

三八二. 拉經會會繼續與美洲國家經濟及社會 

會譲合作；在全體養員會會譲上，拉經會和美洲經 

ff±會講主任秘書會聯合提出一種陳述（E/CN.12/ 
AC.24/7), 內中檢計雨驢♦處正在合作之許割，並 

概述其他許劃方面之可能的&作。全體委員會嘉許 

南秘♦ 處的合作態度，各該秘書處的方案得賴以彼 

此補助, 互得其利，並欣悉主任越♦對於拉經會與 

美洲經社會議在政府一級上S 相篇調間題所採取的 

立場，這县以聯合國法律事務部的意見（E/CN.12/ 
AC.24/6 and Add.l)爲根據的。嗣後，第十履美 

洲國際會議爲使& 經會與美洲經社會議間在政府一 

級上的協調間題能夠得到確切解決起見，通過一件 

決議案，用類似&經會決議案七0 ( 五)的糟辭，建 

譲該兩機構各主要眉會確保適當的間隔期間。在一 

個單獨的決議案中，該會譲決定聲拉經會之有價値 

的工作，作感謝之決議。第十眉美洲國摩會議又通 

過了…件決譲案，請拉經會對預宇於一九五四年下 

半年在里約謝內盧舉行的美溯國摩粗織財政或經濟 

部長會譲，予以合作。一九五四年六月，拉經會主 

任秘♦ 爲了這種合作事宜，與美洲經社會議作了初 

，準備。

主要工作

三八三. 全體委員會檢射了拉經會和秘♦處的 

0：作，並決定於一九玉五年內繼績執斤現訂：E作及 

緩急次序方案。拉經會的資財主要集中在擬訂經濟 

醫展方案的按術、工業發展、農業生產之改良及拉 

丁美洲各國間與國朦間賈易之促進間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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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經濟镇查報告

三八K . 拉丁美洲經濟發展常年調査報吿之編 

製工作，仍爲秘♦ 處的種主要責任。"一九玉三年 

拉丁美觀經濟調査報吿"（E/CN.12/358)"於一九五 

四年六月出版，內分雨部汾：第一部汾計論所得、投 

資及消費間題，並檢計世界輕濟情勢對於拉丁美洲 

的影響，國際牧支差額問題及拉丁美洲貿易—— 特 

別是出口貿易—— 中最重要之醫展。該報吿又詳細 

分析…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三年的金融情巧。第二部 

汾檢計了生産的各個部門：農業、礦業、工業、動力 

和石油。對於拉丁美洲經濟日益重要的煤礦業和硫 

磷亦經加以射論。

三八五 . 調査報吿顧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 

束以来拉丁美洲生達總量售•有增長，惟在一九五三 

年內此賴增長速率暫吿停止。在一九四五年至五一 

年期間，拉丁美洲生産德量每人平均數每年平均增 

加率爲gr分之四 . 二，但在一九玉三年此種增加率 

不及百分之一。一九玉三年的賈思比率對塵個拉丁 

美洲仍屬有利，雖然此語並不適用於所有國家或所 

有商品。咖蛛和可坪的值格爲貿易比率的重耍因素， 

業 B 改善，但&丁美洲的其他大多數初級商品大受 

物價低落的影« 。調査報告又指出，數年來墨個拉 

丁美洲在輸出量方面無所增減，但在一九五三年有 

顯著之進步。物價之低落及各方凿於若干種拉丁美 

溯輸出品之需要無所境減或減蘇，使生產國發生累 

積剰錄物資之趨勢。這種供給和需求之間的失去平 

衡 ，對於礦産物、糖、棉花和皮革有特殊的影響。 ~  
九玉三年内輸入量餘減，這主耍是由於輸入跟制； 

因爲輸出量實較前一年爲大，所以就盤個地區而言， 

拉丁美溯的貴幣準備B 有播加。一九五三年拉丁美 

洲生産設備的輸入量較前一年低百分之二十一； m  

於這種設備在拉丁美洲經濟齋展中的重要牲，它的 

輸入量的鋭減是有特殊意義的0這個因素，連同原料 

輸入量的減少和投資率的低落，致使工業化的速率 

變慢，調査報吿認爲這種變慢是一九五三年最値得 

重視的趨勢。一九五三年的工業産量僅墙百分之一， 

三，而一九K 五至五一年閩則平均1播，加百分之七 . 
七 ，然一九玉三年的農業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九 . 二， 

而一九 r a五至五^ 間却紙有百分之三 . 五。一九五 

三年農業生產的改善反映氣候條件的特別有利，官 

方的鼓勵及阿根廷農業的驚人恢復。礦業生産隨着 

世界各國，於大多數金屬的養求的減少和偵格的低 

落，亦吿下降0由於世界各國需求的减少，石油逢量 

也減少。

聯合國出版物，出兽品編號：1954.II.G .1。

經濟發展與技術協助

三八六. 拉經會笛五屆會特別要求繼續進行並 

推廣關於擬訂經濟發展計割之技術的砰究報吿，同 

時許及平衡發展的目標。關於拉丁美渊若干選定 

國家的經濟墙長情形，現正加以砰究，目的在測 

定最近過去經濟增長的速率，也爲了擬訂旨在读助 

各國政府製訂統舞經濟發展方案的經濟資料許劃。 

國別研究報吿正與各該國政府合作從事。道方面的 

其他工作包括國際收支差額、外國投資、全國所得、 

人力供給及勞動力之職業成分的長期估計。貨幣及 

財政政策在若干拉丁美洲國家經濟發展中的任務正 

在加以砰究中，研％的觀點爲這些政策在增加投資 

率至最大限度上的效力和任影響投入經濟各部門的 

資金分配上的效力。

三八七. 關於預算營理的技術性會譲，在拉經 

會、技協處及聯合國經濟事務部的主持下，於一九 

五三年九月在Æ墨面哥城舉行。哥斯大黎加、古巴、 

多明用加共和國、薩爾冗多、瓜地馬拉、海地、洪都 

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馬和美利堅合衆國 

的專家，出席了這次會譲。該會議的主要目的，在 

砰究公共部pg會計科目之分類、編製及分析，並審 

査聯合國秘書處所擬會計科目分類手册初稿。計論 

研究了各種槪念和程序，藉使冬國政府所提出的預 

算會許科目足以境加其在經濟分析方面，特別是在 

經濟發展方面的有用性】

S 八八.拉丁美洲經濟學者經濟發展間題訓練 

方案於一九五三年內曾繼續辦理；一九五三年M月 

開始的第二期謀程於該年十二月結束。f 參加受訓者 

有十二人，彼等來自呵根廷、玻利維亞、巴西、智 

利、評斯大黎加、厄瓜多、瓜地馬拉、墨西哥及尼 

加拉瓜。第三期課程於一九五四年四月開始。

三八九. 中美洲經濟部長經濟合作間題分組委 

員會第二次會議於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三日至十六日 

在哥斯黎大加首都聖約瑟舉行。該分組委員會收到 

了拉經會秘♦ 處所提出的報告♦一件，內述自第一 

次會講來的工作情形，又述及按術篇助肩及其若 

千參加機關的合作情形。分粗委員會備悉一九五三 

年挂協局會核准委派六個按術M, 負責砰究下述各 

事的可能性:電力的發展、0：藝砰梵院的設置、林逢 

物如紙雄及紙的加工、家畜及牛乳產品工業的建立、 

行政事務高等學校的劍設，及閲於按術及行政訓練 

問題的研計。分組委員會動於這積按術協助表承欣 

慰，並決議再猜技協局確保前B提出但尙未核准的 

各項申請及將來可能提出的任何新的中請於一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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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內獲得注意。迄今爲业一九五ra年的新的中請 

包括蓮輸、蘭税名詞及開税條何、棉花及祐織工業，

植物油類及脂肋。

三九0 . 分艇委員會批准了自一九五二年十月 

至一九五三年三月開會的中美湘關税名詞割一問題 

小組委員會的報吿書0 該小組委員會B 擬就中美洲 

割一閩税名詞並向有岡各國政府建譲採用。分組委 

員會欣悉五國政府爲實施此項纤劃B 採取一定步 

驟。分組委員會建議各國政府應採取指施使輸出品 

關稷:名詞標準化, 劃一關稷:條例及程序並研究可能 

引起非法交易之品輸入關税及其他租稅方面差別之 

克服方法。爲了執行這些建譲，分to委員會設置了中 

美洲貿易問題小紐委員會0 分艇委員會又睦調雙邊 

自由賈易條約的重要性，並猜秘♦處砰％雜結多邊 

協定的可能性。

三九一. 分紐委員會牧到了拉經會和按協處Ü 
合特派M所撰"中美洲蓮輸間題報吿書" (E/CN.12/ 
356) , 內載一九五三年六月在哥斯大黎加首都聖約 

瑟舉行之中美洲蓮輸問題砰究班的意見。該報吿書 

爲中美洲蓮輸間題的第一個綜合胜的研:梵，內容涉 

及鐵路、公路、公路蓮輸、港口及海蓮、河蓮及空 

蓮0 分紐委員會對於該報吿書表示嘉許，並要求各 

會員國政府對於其中所载之冬項建議予以審慎之考 

慮。分組養員會睛秘書處提出實施建議之扔步奸割， 

並促請注意下列各特別重耍之點：內地蓮輸之協調； 

國際公路交通之調節；航蓮及港口服務之割一與改 

良i 減低海上蓮費率及保臉之聯合行動；中美洲航 

空服務之調節與擴展；蓮輸統計之读調與改良。分 

組委員會菌爲應儘先研究以期決宇是否有開開中美 

洲商船航線之經濟上的根據，並關切關於可能設置 

之中美洲空蓮公司之類似研梵。

三九；. 分組委員會又審变了闕於養供經濟發 

展所需資金問題的報吿（E/CN.12/AC.17/30) , 內 

中檢計中美洲儲蓄途徑的各個方面。委員會建譲， 

就發展方案而論，在»供資金之具體需要未出現前， 

中美洲各國》t*央銀行街於此種研究報吿當感31趣， 

故應將^ 送請此等銀行考慮。分組委員會又核淮設 

立行政事務高等學校，該校於一九五四年初在哥斯 

大黎加首都聖約瑟開辦。該校將满足中美洲改善高 

殺官員行政事務技術訓練方面的迫切需要，並將與 

來自中美洲各共和國的首批二十五名學員，提供理 

論及實除教導。最後，由於配合方案所涉及的門類 

繁多，復由於其中若干不全屬於經濟部長職權範圍， 

分組委員會爱決定更改其譲事栽则，规定其他部長

亦得加入分組委員會，並更改其名稱爲"中美洲經 

濟合作間題分組委員會"0分組委員會原爲拉經會之 

常設分組委員會，其職掌並無變更。

三九三，全體委員會欣悉中美洲經齊合作間題 

分雜委員會的常年報吿書，並向祐書處建議繼續從 

事實施中美渊經濟配合力案所必需的各項研究與活 

動。

三九圓. 在全體委員會的會譲中,若干代表圓 

對於聯合國技術協助方案表示讚許，並且表示：爲 

欲獲致拉丁美洲各國發展事業的最大效果，拉經會 

和提供按術協助的务機構簡的密切合作是必要的。 
中美洲因集中力量於一組有共同社會及經濟利益與 

問題的國家，復協調其技術读助，S 瘦得極良好之 

效果，若于代表ffl有度於此，愛提議將揉術協助資 

金的分配與管理的協調辦法，推行於拉丁美渊其他 

地匿。關於此事，彼等建議可能設置區域分組委員 

會，負責擬訂若干翻國家的按術協助方案0 全體委 

員會復認爲宜瘦政関於聯合國技術協助方案在拉丁 

美洲執行之效果的情報，並通過一伴決譲案，請理事 

會從事此種研究,復爲此目的,請有關各國政府提供 

詳細情報，同時許及此等政府爲改善方案可能提出 

之任何建案。

工業4:货易

三九五. 關於拉丁美洲鋼鐵品製造業的砰究， 

B依照拉經會第五屆會的建譲着手從事0 此種研究 

報吿將就若干選定的拉丁美洲國家的鋪品製造業， 

按下述各力面作一般性的描遂:原料的来源和用途、 

工藝智識、熟練勞動、現有設傭及遵致或改良此種 

設備之手段可能性、投資及生產成本與‘生產方法之 

関係、產量及市場之規模。遺有一點正在考慮的是： 

此等工業及使用其產品之工業對於國錄收支差額及 
各國經濟可能發生影響。若于國政麻和工業方面 

正.Æ考盧設置工廠和以國內産品替代輸入的主要貨 

物，因此關於前述洛因素約智識對它們是很寶貴的。 

拉經會正就此種許&中的若〒問題，和歐經會保持 

合作閩係。

三九六. 蘭於發展拉丁美洲造纸及紙黎工業的 

可能性間題，會繼續加以研究。由糧農組織合作編 

撰的初步研究報吿，業已醫表 (E/CN. 12/294/Rev. 
2 ) o 它指出，由於拉丁美洲各國對於白報紙及各棟 

紙紫與紙張的需求日養增加，外腫財力的負擔遂與 

日俱填，復由於外應數額有限，此等國家中有許多 

嵐限制紙張的清費。再者，未來紙張的估許消費量 

和預料可得的供應量比較結果, 顧示：卽使輸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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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維持Æ現在的水平上，現所設想的廣充生產設備 

的一切計割亦吿完成，拉丁美洲在一九六五年仍將 

感覺紙疲和紙張的大量缺乏。解決這些間題的一個 

辦法是在本匿域生産足舞的紙號和紙張，以満足目 

前的需要和將來可能發生的需要。获許劃於一九五 

四年十月至十一，月巧倍諾斯愛勒舉行的專家會譲 

上，討論拉丁美洲紙獎及造紙工業的一切間題。來自 

拉丁美洲、北美洲和歐洲的專家將提出按術性論文， 

主要評論利用各種熱帶及溫帶硬木及甘靡植，作爲 

紙疲及造紙的原料。該會購由拉經會、按協處及糧農 

組織聯合召間。拉經會和糧農紐織秘書處正會同文 

教粗織及歐經會撰擬若于篇論文，主要以拉丁美洲 

所產原料爲根據,論述紙疲及造紙工業的經濟間題。

三九七. 閲於化學工業的技術和經濟間題，正 

在加以研究中，預期初涉報吿將向拉經會第六屆會 

提出。迄今爲止所從事的工作，包括拉丁美洲若于 

選定國家輸入化學品的分析，重化學品的消費量和 

全國所得間的關係正任特加考慮中，目的在確定此 

等化學品任拉丁美渊各國消費量中的地位。

三九八，動力生產未能和拉丁美洲各國的迅速 

工業爱展同時並進，業經各國政府認爲係限制工業 

化的一個因素，也是一個追切間題，須在該直域經 

濟發展工作範圍內加以考慮。依照拉經會第五届會 

的建譲一種砰究的準備工作業a 開始；此種研究將 

特別注意檢討現有及潜在的動力資源,燃料的輸出、 

输入和消費量，及各種來源所逢生的勘々，特别注 

意改善現有設備容量的利用。下述各點亦均在加以 

研究中：工業各部門動力的清費量，包括地域分配， 

水力電的来源，包括位於不同國家邊疆上的水力來 

源，利用後對於兩國或更多國家均有利盡者，已設 

置之電廠，輸電服務，像油廠，及生產成本。該項 

報告預期將向拉經會第六届會提出。

三九九. 拉經會第五屆會會計論關於拉丁美洲 

各國間貧易擴展5J■能性的初歩報吿（E/CN.12/304/ 
Rev.2), 又開於匿域內賈易間題的工作亦在繼續進 

行中0 由於潮歩研究報吿所論述者限於南美洲七個 

國家，現所從事之分析包括大哥命比亞各國間（哥 

命比亞、厄瓜多、委內端拉和巴拿馬）的通商情形 

和墨西哥、中美洲與安提利間的通商情形。b個南方 

國家間貧易的最近發展亦在加以砰究中；因原料，尤 

其是糧食輸出國和輸入國間賈易的不同而發生的簡 

題以及獎働輸出俾償付主要的糧食輸入品的可能性 

間題，均特加考慮0 拉丁美洲各國間特定原料和製 

造品的貿易及拉丁美洲各國間資易尉於關税暨貿易

總憶定的影響, 亦冗與此種許割一併加以研究。襄 

於作爲拉丁美湘各國間賈易的一個因素的蓮輸問題 

的重要性，海蓮間題的若干方面亦任作相當詳細的 

研討；兹許割於•一九五四年八月在桑提亞哥舉行一 

次會議，俾與有開各國政府航蓮專家及拉丁美洲各 

主要航蓮公司經理計論一種初步報吿0
四0 0 . 拉丁美洲參i 歐洲及美國貿易的最近發 

展S 於 "一九五三年拉丁美洲經濟調査報告"國外 

貿易一節中加以分析。全體委員會會譲會議決：秘 

♦ 處應與各會員國政府洽商，期査明彼等是否贊成 

一擬議的拉經會/歐經會按術團的訪筒，該團將負責 

調査爲廣增若干種来自歐洲的輸入品而必需的按術 

和商業條件。在該次會譲上, 若千代表團對於最近 
拉丁美洲原料慣格和需求的波動表示非常關切；彼 

等並指出，因需求與價格的低落而黎生的國際收支 

情形的惡化將嚴重地影響投資水平並鼓勵各國採用 

限制輸入品的政策。現在關於這個間題的理論方面 

的論文ÎE在撰擬中。蘭於拉丁美洲各國國內外資的 

經濟與法律地位的研究報吿，正在力D以修訂並加入 

最新材料，預期將於一九五ra年下半年出版0

理事會第十七履會所採行動

四0 - - . 理事會第十七眉會"審査了拉丁美洲 
經濟委員會的常年報吿書(E/2536 and Corr.l)。理 

事會理事對於拉經會Æ其關於拉丁美洲經濟發展基 

本簡題的工作中所作的實際買歡，表示嘉許。

® 0二. 若干代表重視拉丁美渊:E 在編製的關 

於各種工業的研究報吿，如鎭鐵品製造業、紙禁及紙 

張、化學品及動力。工業化國家的若于代表指出他 

們的政府對於拉經會所擬召開的按術性會譲，至爲 

關切。蘇聯代表邀請拉丁美洲國家的代表和拉經會 

福:書處的高級職員前往蘇聯參觀工業和農業的發展 

情形。其他代表覺得, 襄於農業在拉丁美洲經濟發 

厘中的®要地位，關於農業經濟間題的工作應儘先 

辦理。拉丁美洲各國代表團認爲關於貿易、賈易比 

率及其他對於全國所得的影響的研究報吿、有很大 

的價値。若干代表《竭力申言繼續從事關於拉丁美 

洲骑歐湘及美國賈易的研究的董耍性，此種研究報 

吿類似拉經會、歐經會及糧農組織秘書處編撰的"拉 

丁美洲對歐洲貧易的研究報吿" （E/CN.l2/225)o 
若干代表圓指出該研究報吿所顯示的歐洲對拉丁美 

洲貿易之餘減, 表泰贊成擬議的拉經會和歐經會合

E/SR/790  and 7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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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技術圓前往本區域各國考察並調査爲擴增若干 

種來自歐湘的輸入品所必需的技術和商業條件0 有 

一代表團一方面贊成此種特派M ,他方面認爲該M 
應有淸楚明確的任務规定，期避免從事本當屬於負 

責實際貿易談制者的活動。各代表M會評述拉經會 

與按憶處合辦的經濟學者訓練方案的價値，並希望 
此種方案能繼續辦理並擴充至最大限度。若干代表 

曾■贊揚中美洲經濟配合方案及其成就。

決議案：

五一三（+ 七）. 
五一五（千七）.

五—*六（十七）， 

五一八（十七），

五一九（十七）• 

冗二o ( 十七），

決 議 案 ：

五 三 十 八 ），

五三四（十八）. 
冗三五（十八），

五三/Î (十八）， 

五三七（十八），

附件 

理事會決議案 

第千士在會

國際貨幣基余會報告募。

拉丁美洲際濟委員會常年報告書,決議 
案A 及B。
亞洲達東經濟委員會赏年報告書,決議 
案A及B。■
蓮輸及通訳

A. 公路標誌及髓誌劃一制度

B. 海水汚源問題

G. 批准政府間海事諮詢組織公約之 

情形。

國際商品間題過渡協調分組委員會蘭於 

鍋鐵軒究小組間題之報告書0 
執行國際公厮決定公約草案。

第千八属會

世界際濟情勢

A. 審議世界際濟情勢

B. 充分就業

G. 國隙買易障礙之滑除及促進國隙經 

濟蘭係之方法<3

聯合國糧盒農業組織報告書。

歐洲經濟委員會常年報告書

A. 委員會常年報告書

B .各區域閩之合作。

統計委員會報告書(第八届會)o
運輸與通凯

A. 海水彌問題

B .行驶公路私人車輔暫時進n及旅 

行之我圓手續0

四0 三. 理 事 會 在 決 議 案 五 A(十七）中表 

承備悉拉經會的常年報吿書；認爲全體委員會所製 

訂的拉經會工作方案對於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至關 

重要；並認可全體養員會對於個別工作計劃所指定 

的優先次第。任同一決議案B部汾中，理事會靖腐 

書長授權拉經會主任驢書仿照拉經會任務親定第 

項關於非拉經會委員國之聯合國會員國的規定，邀 

請義大利參加拉經會的眉會。

五五七(+八）. 理事會及其委員會之組織與@司 

F 國際商品貿易委員會

附件二

理事會及其所屬各分組委員會之 

簡要紀錄

理事會及其所屬各分組委晨會會議簡要紀錄與本章 

各節&歸者如下：

第一節. 世根經濟情勢

全體會議：第七九九次至第八0 五次、第八二七次。 

經濟分組委員會會議: 第一六0 次、第一六三次至第 

—六5E次。

第二節. 无分就業

全體會議：第七九九次至第八0 五次、第八二七次。 

經濟分艇委員會會議：第一六0 次至第一六三次。

第三節. 厨摩赏易障後的消除及促雄國摩經濟闕係 

之方法

全體會議：第七五六次、第七九九次至第八0 五次、 

第八二七次0
經濟分組養員會會議：第一六三次至第一六七次。

第四節 . 國條商品贸易

全體會議：第七六二次、第七六四次'至第七六九次、 

第七九一次、第七九六次至第七九八次、第A二九 

次。

輕濟分組委I員會會議：第一四二次一第一四五次、第 

一四九次至第一五一次、第五六次 

協調分組委員會會議：第一二五次、第'-二七次、第 

—三二次0
第五節 , 印報紙及印書•纸之生產及分配

全體會議：第七六九次至第七七二次、第七七因次、 

第七八九次0
經濟分組委員會會議：第一五六 次 至 八 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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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網識巧究小組間避：國摩商品間題遇渡協 

鎮分纽要員會報告書

全體會議：第七九次、第七九六次至第七九八次、 

第八二九次0
協調分組委員會會議：第一二五次、第一二七次、第

三二次。

經檢分艇委員會會議：第~四一次、第 二次。 

第七節. 國際斷裁決執 ffa:的間題 

全體會議：第七六一次、第七? 三次0
第八節. 聯合國糧食晨業組觸報告書 

全體會譲：第八0 九次、第八一一■次、 第八一四次、 

第八一五次。

非政府組織依據譲事規別第八十五條向理事會非政 

府組織事宜分粗委員會所作口頭陳述

第千七在食

國腺法感會

執行國際公斷決定公約草案0
非攻府組織事宜分組委員會會議：第~三九次0

第千八屆會

美刺堅合衆國商會

世界經潜情勢：審議世界情勢0
非攻府組織事宜分組委員會會議：第~四三次0

非政府組織向理事會所提書面陳述
第丸節 . 風際賢幣基金會常年報告書

國際商會

E/C.2/367全體會議：第七七-*次、第七七二次。
零兽業統計資料0

第十節 . 運輪及通就問題 國際商會

全體會譲：第七五七次、第七九四次、第七九五次。 E/G.2/368 經结業的營制與自由0

第 千 節 . . 統 計 間 題
國際商會

E/G.2/369 韓賣價絡的雄持0
全體會議：第七九三次0

國隙商會

第千二嚴 .歐洲 經濟委 責會 E/C.2/370 連輸工具使用人的雨大自由《

全體會議：第八二五次》第八二六次、第八二八次、 國際商會

第八二九次0
E/C.2/371 ~般運輸政策及使用人與承蓮人的合 

作0
第十三節 .亞洲違東經濟要員會

國際商會

全體會議：第七七六次，七七七次0 E/G.2/372 旅行方面之冗雜手續0

第 千 口 苑 .拉 丁 美 洲 經 濟 要 更 會 國際商會

全體會議：第七九0 次、 第七九一次0 E/C.2/373 

國魔商會

執行國際公斷決定0

附 件 三 E / G .2/ 373/ A d d .l執行國腺公斷決定。

非 政 府 組 織 之 陳 述
國際商會

分配統計0E/C.2/377
非政府姐織依據譲事規則第八十六條向理事會或其 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

所屬分組委員會所作口頭陳適 E/G.2/393 充分就業0

第千七属會 美利堅合衆國商會

國朦商會

執行國際公斷決定公約草案0 全體會議：第七六一坎。

E/G.2/396 世界經濟情勢••國際貴易障礙之消除及

世界工會腐合會

E/C. 2/405

促進國際經濟關係之方法0

第千八属會
充分就業0

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 全國製造商 ®會

世界經濟情勢 , 全體會議：第八0 0 次至第八0 西次0 E/C.2/406 世界經濟情勢0
世界工會騰合會 全國製造商協會

世界經濟情勢0 全體會議：第八0 因次。 E/C.2/407 國外旅行0
雄合國同志會世界© 合會 全國製造商路會

世界經资情勢0 全體會議： 第八0 因次0 E/G.2/409 第二次國際製造商會譲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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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組織向財政委員會所提書面陳逮  國廢天主敎社會眼務雄盟

E/GN.3/NGO/4 社會統計工作方案及工作報告 : 
國際財政 fô會 人口普査工作。

E/CN.8/NGO/5 - 九五二年及 - 九五 三 年 大 會 通 非 政 ;組 織 向 亜 洲 遠 東 經 濟 委 員 會 所 提 書 面 陳 通

過之各項決議案0
國際自由工會®合會

非政府組織向統計委員會所提書面陳述  E/CN.11/NGO/7 - 九5 ：三年亜洲遠東經濟調査

報&0
世界工會腐合會

E/CN.3/190 分麼普査之研究0 E/CN .11/N G O /8亜洲經濟情勢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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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發展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

A
第一節 .輕濟發展所需資金的震供

四0 四.理事會第十七屆會及第十八届會繼積 

密切注意怎樣擴大國條公私資本流動来加速發展落 

後國家經濟發展的問題。關於這個增進資本琉動的 

間題，大會第七屆會及第八眉會政慮了四種可能的 

方法，並在決議案七二四（八)襄定下或增訂了一個 

工作方案。方案的內容棒成一九五M年理事曾道方 

面工作的重要部汾。那四種可能是：（一)鼓勵國際 

私人資本的流動；（二）設立國際銀公司，予發展落 

後國家的私營生產企業，以舞措資金的便刹；（三） 

設置聯合國特別墓金，專作經濟發展資助金和低利 

長期貸款之用；（四）改進、S 定和有效利用發展落 

律國家的出口收入。

' KO五 . 前面B經說過1 ,理事會在討論世界經 

濟情勢時，關於發展落後國家加速經濟發展的必要， 

大家都很着重。這種追切的論調，Æ理事會討論經 

濟發展時，更其表現得明顯。雖然從理事會所牧到 

的報吿書看，各國政府在原則上都普遍支持這一點， 

但是無論設立國摩銀公司的提議也好，抑或設置聯 

合國經濟發展特別基金的提議也好，事實上都不會 

得到那些重要國家一一也卽是世界上的主要資本輸 

出國一一的贊助。沒有那些國家的全力支持，這些 

機構是無從成立的。

四0 六 . 根據理事會檢討經濟發展資金»供間 

題的結果，可以明白看出國際復與建設銀行雖曾發 

放貸款，可是公家資本的琉動依然有限得很，至於 

私人資本的流動則仍在戰後幾年的低潮基。妨礙國 

際私人資本流動的原因，秘書處報吿書（e/253i)2 

中曾加檢討。迪事會第十七眉會計論了那個報吿 

書0。資本輸入國和資本輸出國，固可各Æ 自己權力 

範圓以內，採取許多措施，墙強資本流動，但如理 

事會決議案玉二 B (十七)所說，資本流動的增進

顯然有待於國際貿具的擴展和通货兌換力的不斯鎭 

大。

E90七 . 關於國際物價關係問題，理事會曾於 

討論專家所提出的商品賈易與經濟發展問題報吿 

書-以及越書長所提出的貿易比率問題報吿書以後， 
在決議案五一二 A(十七）中表示，想找出一個方武， 

把初級商品市場不穩定Ja及由是而使iE在發展過程 

當中各國出口牧入不充足、不穩定那一•個"嚴重而持 

積的間題" 解決。

聯合國經濟發展特別基金**

MO八.大會第八屆會收到了理事會轉送聯合 

國經濟發屡特別基金間題九人委員會報吿書一件 

(E/238DS同時理事會並請大會政慮遺可採取什麼 

其他準備步驟，以便在情※許可時，設置一個協助 

發展落後國家建設和復與的鍵摩基金。

四0 九. 大會決議案七二四乙（八)認爲"對於 

世界情勢或會員國政府態度之任何改變，可能有利 

於不久將來設置此種基金者，尤應注意"，因此，採取 

若于決定，藉以詳細研％各國政府關於九人委貴會 

報吿書的意見和評論0爲切實達到道個目的計，決議 

案並會指派當時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主席Mr. Ray
mond Scheyven仔細審査各國政府的意見和評謙， 

必要時，並與各國政府直接洽商，靖加闇释。理事 

會第十八眉會收到了 Mr. Scheyven的臨時報告書 

—件(E/2599 and Corr.l)®。
西一O .大會決議案七二ra乙（八)又會靖求秘 

書長編擬一個rc作文件，把那個特別基金、按術協 

助局和有闕經濟齋展工作各專門機圓的協調範圍和 

方法，加以說明。後來道個報吿書(E/261S),經商 

同按術協明局執行主席、國摩復與建設銀行赫書處 

和國摩货條基金會秘書處擬就，照大會睛求，提交

*犬會第丸届會臨時議程列有專項。
1參閱第二章第一節。
2懸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髓：1954.II.D.I。
*參閱第四五六至第四七—段。

**大會第九届會臨時譲@列有專目。
‘ 腐合國出版物，出舊品編號：1953. I.B.I。 
»雄合國出版物，出舊品編號：；1953.113.1。
«輕濟暨社會埋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八润會，附件，議程
項目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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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紫十八眉會。報吿書根據其檢討特別塞金和 

其他各親織共同主要値域和職權的結果，約略敍述 

了其簡可能存在的合作機會。最後報吿♦ 說，有效 

合作的糖會，預料一定很多，但是鬪於協調辦法的 

詳細建議，必須等到特別基金的組織上和性質上的 

若干基本成分分確定了以後，方才可以提出，

因'— . 理事會雖曾封論特別暮金協調上和翻 

織上的間題和九人委員會報吿書襄面比較具體一點 

的提m ,  是理事會第十八屆會的辯論和行動7,大

致只涉及 Mr. Scheyven臨時報吿書上所說的各國 

政府與於設置聯合國經濟發展特別基金一議願意贊 

助的荐度間題。

ra—二 . Mr. Scheyven任報吿書中指出，各國 

政府紫於大會決議案七二回乙（八)第二段所發出的 

邀請，許有三頻不同答覆。第一類答覆係從發展落 

後嵐家而来。這些國家認爲不論裁軍B 否實現，聯 

合國經濟發展特別基金都應該儘速設置，而且卽便 

只有少許約資金，也 可 以 根 據 現 做 的 實 際 準 備  

工作，把它設置起來。同時這些國家遺表示願就能 

力所及，幫助» 措這個特別基金。第二類答覆大半 

係從工業國家而来。這些國家覺得現Æ 設置一個特 

別基金，是否得許和可行，大有商摧餘地，並且提 

到了移用他種協助經費的危臉和許多國家現已承當 

的財政貪擔。同時這些國家遺認爲設置特別基金當 

以國療監督的世界普遍裁軍爲條件。第三類答覆係 

從工業化國家而来。這些國家贊商第一類國家的意 

見，認爲無須等待世界普遍裁軍，卽應設置一個特 

別基金。此外這些國家遺特別強調道個基金可與現 

有他種協助相輔而行的性質和它們本身與加速度經 

濟發展的利害閩係。

四一三 . Mr .  Scheyven的臨時報告書,雖則不 

會分析各國政府對於九人委員會報告書的評論，却 

會注意到了若干政府希望不因設置這個基金而造成 

一個國際官僚機構。

四一四 . 除了道些報吿書而外，理事會也得悉 . 
了三十八國政府的答覆^>那些政府在答覆中向大會 

提出了它們的意見，說明了們贊助特別基金的程 

度 ，並且咐有它們禽於九人委員會報吿書的評論。

理事會的村論

四一五 . Mr .  Scheyven在理事會開始一般雜論 

時提出並且鬧述了他的臨時報吿書他認爲第三類

國家一 一 卽是不復以國绿虚督的®界普遍裁軍爲參 

加特別基金主要條件的一類國家一 一 的存Æ和增 

多，乃是大會第八屆會以來新出現的一件重要事實。 

他又指出這類國家之中，有許多都堅決主張廣泛的 

參加（包括那些主要的工業化國家在内），而且主張 

各該國買歇的大小須視國防負擔以及這個負擔可以 

減輕的程度而定。他希望其他各國政府都能多多仿 

傲這第三類國家的榜樣，同時他希望各發展落後國 

家也能了解許多工業化國家所面臨的種種財政經濟 

間題及其爲了發展落後國家利益而B經負擔的種種 

捐獻。

四一六. 他根據追切的人道、政治和經濟理由， 

深信億助發展落後國家是必要的。將近三分之二的 

人類,仍每極端貧困的狀況下生活，這件事實，非讓 

舆論注意不可。爲發展落後國家利益計，它們的經:濟 

發展所打開0̂ 新市場和新就業前途，必須長期保待， 

那樣一來，Æ產設備的需要便會隨之而起。這種需 

要也許是工業化國家經濟體系從軍事Æ逢轉入普通 

生產的一個主要因素。

四一七. 特別基金可以满足經濟上和制度上的 

雙重需要。從經濟上說，發展落後國家需要一種非 

自給性質的基本投資，道種投資乃是以後劍辦JE常 

生利事業的必要基礎。從制虔上說，現有的务種私 

人資本，Æ現行協定規定内辦理業務的國條復與建 

設銀行, 或者軍單技術協助一端，都不供應這種需 

要。然而這幾種協助却是互相連鎮的。因爲基本投 

資必須先辦，所以特別基金也許È時間上應該稍稍 

先設。但在基本投資'一旦順利舉辨以後，技術读助、 

私人投資、國際銀行、乃至國際銀公司，便都可充 

分發揮其作用了。

四一八. 關於九人委員會的報吿書，他沒有詳 

細討論，不過他覺得多數國家的政府都接受那個報 

吿書所待的一般原則及其所載的許多建議。至於各 

國政府最關心的一點，他Ei經在臨時報吿書襄指出 

過，就是.必須設法與按術協助局、國際復興建設銀 

行及各專門糖關儘量協調，以免造成一個新的國際 

官廣機構。

ra—九 . 最後 Mr. Scheyven表示，他現在仍然 

負荷着大會的使命，所以理事會的雜論和決議一定 

大可» 助他完成這個使命。

^E/AC.6/SR.166 ,  167;  168 ,  E/SU.810 ,  812 ,  
8 1 3 , 8 1 6 , 8 1 8 ,8 2 7。

«A/2646 A d d . 1 - 2。第二個補錄，載有十H國政府的 

答覆和評論,係在埋事會第十八《會中發出。 
9E/SR.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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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I二o . 接着，理♦會同仁對於Mr. Scheyven 
熱心從事他的任務，表示熱烈的感謝；對於他在理 

事會發表的S?明，也很敬佩，並特猜聯合國新聞機 

構廣爲宣揚。

四二一. 巴西和智利的觀察員和幾個非政府組 

織的代表也曾參加討論。

izg二二.若干理事國認爲現在猜大會採取較爲 

具體一點的涉驟，例如起草特別某金章程之類，以 

期設置那個基金，再不然，就當提譲大會轉請各會 

員國政府認捐特別基金款項。有些代表贊成道個主 

張，並且指出理事會先前関於世界經濟情勢的辩 

論1»,—面證明了經濟情勢B經好轉，他面也證明了 

發展國家和發展落後國家之簡的鴻溝仍在繼續癖 

大。從第一個因素看，現在確是設置特別基金的有 

利時機，而從第二個因素看，現在也.有設置那個基 
金的迫切必要。Mr. Scheyven的臨時報吿書和他在 

理事會的聲明，都說各國政府遂漸贊同設置和願意 

參加那個基金。此外，許多政府的答覆和評識，也 

曾指出那個某金和其他各種播助相輔而行的關係， 

而且大家遺表兩願意維待和加強這個關係。

四二三. 可是另外一些代表團却懷疑各國政府 

逐漸贊同設置特別基金的事實和重要。據那些代表 
說，Mr. Scheyven列爲第三類的那些國家，多數都 

以某某少數幾個董要國家參加基金爲其本身參加的 

條件，實则某某少數幾個重要國家雖可望變爲基金 

的主要捐獻國，但是至今尙未表示道種意向。再者， 

第三類政府的願意參加，遺受着其他驢種嚴重的限 

制，例如以前承諾的重大經濟和國肪義務之顔。那 

些代表又說，設置一個基金，雖则可以辦到，但欲 

期其永久，則非每年經常加以補充不5T。如果沒有 

陸續不斷的補充，那末，任何發展落後國家都不耽 

罩靠這個特別基金所供給的財力來舉辦一個主要事 

業。依照那些代表的看法，非在國廣監督的世界普 

遍裁軍B經實現以後，這種繼續不斷的贊助斷乎不 

會來到。第三類政府的立場確係根據決議案七二0  
甲（八 !所載的宣言。

圓二K . 關於最後一點，若于代表團答稱，設 

置特別基金，其事本身就可緩和國療緊張局勢，且 

從此促成國摩監督的世界普遍裁軍之條件。有一位 

代表說， 卽從國防的觀點言，一 切也不能單靠軍備。 

又有人說，一面堅稱B經替發展落後國家傲了多少 

事，並且表示願意藉現有機構來廣大fô助，一面却

參閱第二章第- 節,

又雙曾不能再在一個聯合國新機構真承當其他負 

擔，似此態度，卽使不是彼此矛盾，也就不免前後 

大相逕庭了。

四二五. 但就這一點而論，其他代表則認爲並 

無不一貫之處。特別基金乃是一種未嘗試辦的新協 

助方法。現在舉辦，固然沒有汁麽不可，却難保不分 

散原有種種可行盤助方法的力量。反轉來說，等到 

國摩監督的世界普遍裁軍已經實現，可以切實騰出 

相當大的財力以後，再來試辦這個新方法，那末發 

展落後國家所得協助的總額，實摩上就沒有減少的 

危臉了。

西二六. 關於特別某金初期數額的大小，冬方 

意見不同。若于代表團認爲必須養集相當多的款項， 

才能得到董耍結果—— 有些代表》1並且認爲道事須 

以國隱置督的世界普遍裁軍爲先決條件一一但是其 

他代表團却藥言，卽使只有爲數較小的基金，也可 

傲出有用約工作，引致其他的臂助。有些代表團並且 

指出各國當前國防負擔已有相當減少—— 不過減少 

的荐度還不構成國際監督的世界普遍裁軍—— 的情 

事，又說特別基金的數額，若與現有軍備費用相比， 

實Æ微小得很。可是那些國家仍以國内需要追切和 

人民渴望減少財政負擔爲理由，主張審慎將事，在 

未切實節省相當經費以前，暫緩設置。

旧二七. 遺有若干代表團認爲，發展落後國家 

的æ要，不是資本流動，而在基於公允的條件來促 

進國際貿易，動員國內的資源來實行工業化。這些 

代表聲稱，外國資本所造成的董要地位並不利於發 

展落後國家，許多高度發■展國家的賈易政策也於發 

展落後國家不利。他們覺得，這個特別基金到底怎 

樣蓮用> 現在全不明朦，所以遺不敢說眞能有利於 

榮展落後國家。

四二八. Mr. Scheyven着重取得譲會和舆論對 

於設置特卵某金一譲的支待。有幾位代，很歡迎這 

個主張，遺有一位代，表提譲多多宣揚譲會涉及道個 

間題的材料。他們ffe贊同 Mr. Scheyven主張避免 

造成官僚主義和確保適當協調的意見。至於秘書長 

工作文件，提及了特別基金所引起的協調和聯絡間 

題，各方却沒有評論。

M二九. 巴西代表站在觀察員地位發言。他覺 

得國際復與建設銀行的£n作方法，須加變更，但不 

必設置一個特別基金。他又覺得一國各種公共資本 

的動用，可由工程師及銀行家，在技術億助局主持 

下，加以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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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o . 理事會的辯論雖則大體集中於特別基 

金所得贊助的程度及其設置時間等間題，但也有若 

于代表論及九人委員會報吿書的親宇。下列各點意 

見便是其中的華華大者：參加國的最低法定數目可 

以少於報吿書所建議的三十國之數。貸款償遺條件 

應較報吿書所建議的條件爲嚴格，而用本國通賃償 

遺貸款一點，務須嚴格遵守。另一力面，特別基金 

固然應爲最後一層的貸款機構，但是道個原则&不 

可推之於極端，只貸款接濟那些B經其他貸款機構 

担絕的事業，因爲那些事業也許已經得到一個不良 

的名春了。

回三一. 有一國政府在答覆中說(A,/2646),如 

果受了投資®助的國家,對於自已剛剛創辦的工業， 

採取一種過度的保譲政策，那末，基金便應該有權 

加以胆止。某位代表認爲這個主張等於干渉會員國 

内政，所以表示反對。另一位代表則覺得特別基金 

蓮用的結果，（fc許會使發展落後國家的過剩問題越 

發嚴重起来，因此表示關切。

四三二. 若干非政府組織的代表也曾參加辨 

論。聯合國同志會世界聯合會的代表說，自從該會 

促猜各方注意發展落後國家需要並敦促政府採取行 

動以來，已在若干國家以內得到了有力的贊助，其 

中並且不乏願出大錢的投資者。現在一般民意顯然 

逐漸贊成設置特別基金。因此，該會深信，如果各 

國政府切實囊措經濟醫展款項，它們一宇可以達到 

必要的數額，工業國家的人民一定願意犧牲。

四三三. 國摩自由工會聯合會的代表也贊成立 

卽設置特別基金，不必等待世界普遍裁軍。他促睛 

理事會注意軍備經費a 經轉平或已經實際減少的事 

實，所以大可趁此機會,拿節省的財力来設置特別 

基金。他重申該會前此要求大i ■第八屆會各國代表 

« 明白表示它們願意設置特別基金的呼顯，並且建 

議理事會政盧可否發起一個聯合國宣傳蓮動，爭取 

舆論起來督促各國政府採取t 們似乎不願意採取的 

政策。

圓三回. 世界工會聯合會代表主張加緊協調行 

動，協助發展落後國家，例如採取足以提高人民生 

活水準的社會措施，着重利用國内財力的工業建設， 

勵斤土地改革，和取得出口貨有利市場等等。他贊 

成設置聯合國經濟發度特別基金，不必等待普遍裁 

軍，因爲如欲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便非將發展落後 

國家的情形加以改善不可。

ra三五，國條基督教工會聯合會代表也贊成設 

置聯合國經濟發展特别基金，尤其着重經濟發展的

社會和人道方面。關於這點，非政府粗織的合作，尤 

其是工會和福利團體的合作，特別來得重要。
ra三六. Mr. Scheyven又Æ—般辯論將基時發 

言0 他說各方任理事會基發表的意見，將來他向大 

會起草最後報吿時,一定很有用處。有人在辯論時表 

示疑慮，關於道點，他鄭重答稱，他深信自從大會 

第八眉會以來，設置特別基金一事已有相當進展Î若 

干政府的態虔B有改變，否則，他一定明吿理事會 

了，因爲欺驅發®落後國家是不對的。同時，他遺 

得聲明一句，各國政麻對於特別基金的態度，實與 

懷慨不懷慨的間題無關0 有些國家,亦卽他列爲第 

二類的國家，行爲懷慨，不斤斤於私利，B博得優 

異的國際聲譽。他贊同各方意見，將發里落後國家 

的不幸情形, 喚起奥論注意。他希望理事會能在討 

論以後, 通過個全體一政同意的決譲案,因爲他 

覺得爲求不辱使命起見，非讓各方知道他能得理事 

會全體理事國的信任不可。

四三七. 理事會一共收到了五個決議草案，其 

間相同之點很多0 後來道幾個草案合併爲一個，由 

理事會通過，列爲決譲案五三二 A(十八）。這個決 

議案指出設置"聯合國經濟發凰特別基金"一事所 

得到的道義贊助日在境強，物質贊助業a 增大；势 
於 Mr. Scheyven的工作及其所提出的臨時報吿書 

表承感佩；建譲大會轉請各國政府參酌國際情勢變 

化及其他有關因素，檢討各該國，於提供物質贊助 

—事的立場；最後並建譲大會延長Mr. Scheyven的 

任期，讓他與各國政府繼續洽商。

設立國療銀公司提案*

四三八. 理事會第十八届會n 收到了國際復興 

建設厳行的一個報告書。那個報吿書題爲"國際銀 
公司提案情形第二報吿書（"E/2616)",是應大會之 

請而提出的0 原来大會決譲案七二圓两( 八）會睛國 

際銀行將各國政府翻各弗政府粗織閩於國際銀公司 

資本« 集方法、職權及業務等事宜所提出的問題和 

所表示的意見，詳加錄析；就國摩銀公司設立間題 

和資本来源，廣事洽'商；並向理事會第 +八 屆會提 

出報吿。

* 大會第九届會臨時議程列有專目。

11 E/AC.6/SR. 168 及 . 169 ;E/SR.816,及 828。
I2第一報告書係在一九五三年五月提出（E /2441)。欲 

明那個報告書的翻要，理事會隨後採取的行動，•H及這個 

提案的前期沿革，請參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九五二年八 

月二日至~ 九五三年八月五日期簡的報告書，第 P9 A K 段 

至 第四九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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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Î 二九. 關於資本來源，國條銀行報吿書說，國 

際銀公司大部資本所不得不賴以供給的各國，現在 

並不願意答應認徵資本，其中有些國家遺在原則上 

懷疑這個計割是否妥當可行。自從一九五三年五月 

國際銀行提出第一報吿書以來，各該國態度仍蕩無 

改變。

四K O . 閩於國際銀公司可否利用私人資本的 

間題，據國摩銀行報吿書說，只有參加國政府出資 

本才是唯一可行的方武。報吿書又建議，國除銀公 

司董事一一依照原来的提案，國際銀行的執行幹事 

當然就是國際銀公司的董事一一的表決擢，似當根 
據其向國際厳公司認鐵資本的數額，而不當照以前 

所定，根擴其向國摩銀行認纖資本的數額。首次認纖 

總額爲五千萬至一 11美元，以後國際銀公司如須增 

資，可有雨個辦法。第一個辦法，增資之舉聽由以 

後參加國政府決定；第二個辦法，現在立卽規定一 

個較大的資本總額，但在首次認鐵五千萬至一•億美 

元以後， 如再需要墙資， 就當經過全體表決權總數 

裹面的額定多數的同意。

rara—. 關於參加國和資本總额分擔間題，報 

吿書建譲說,如渠國療銀公司與國際銀行相聯繁，並 

由國朦銀行誉理，那末，邏輯上，銀行的參加國當 

長公司的參加國。各國向銀行認徽資本的數額，也 

可作爲公司資本分擔數額的一個準據。最後一點，有 

人建議，公司業務當以貸款接濟爲限，報吿書認爲 

這樣一來，便會大大削弱.公司的效能，所以反餐那 

個建議。

KEl二 . 在理事會辯論中，若于代衷團仍然懷 

疑到設置國際銀公司是否必要或得計，是否因此胆 

Jfc私人資本流入經濟發展用途，反而弊多利少。其 

他代表團雖也不免懷有這些疑慮，但是覺得一個公 

司旣與國瞭銀行相蘭連，也許可藉其對發展落後國 

家貸款的保證，幫助動員其他黏人資取。不過一般 

對於道個間題，仍主繼續揉討和洽商。

回四三. 反轉來說，若于代表M依然贊成迅速 

設立一個國際銀公司。他們認爲公司首次資總額 

很小，同時公司資金周轉又快，所以設立國際鎭公 

司一暴，也許當Æ設置經濟發展特別基金之先。有 

些代表圓則以國際銀行報吿書未會詳述今後洽商計 

割和國際銀行執行幹事未 曾 » 國際厳行經理部報 

吿書所提出的政策問題表示意見爲域。他們希望國 

際銀行依'據原定宗旨，加聚努力，鼓勵私人資本流 

入發■展落後國家。他們認爲遺可多多設法利用私人 

資 2̂ 。另有一位代表别提譲邀請國際知名人士研究 

這個問題。

四四四•國摩自由工會聯合會和國際基督教工 

會聯合會代表贊成設立國際銀公司。前者聲言，那 

個公司也許可以幫•同避免那些阻止私人資本流入發 

展落後國家的濫權和摩擦情事。

四四五. 理事會通過了決議案五三二乙（十

八)o在那個決譲案襄，理事會感謝國際銀行繼續蘭 

切這個計劃的態度及其蘭於國際銀公司粗織、資本 

和職權的意見；理事會建議大會轉睛那些有力分擔 

國際銀公司資东的會員國經常注意這個間題；理事 

會促請國際銀行繼續與嫩些國家洽商，並將洽商經 

過及其對於公司資本» 集、組織和職權等事宜的任 

何其他意見，向理事會報吿。

國療復與建設厳行常年報吿書

M四六.理事會第十八眉會討論了國摩復興 

建設銀行的常年報吿書（E/2511)i4, 及其一九五三 

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五四年二月一日主要工作情形的 
一個補充報吿書(E/2511/Add.;!)。

ggra七 . 國摩銀行行長向®事會說明時1S,指出 

了銀行0：作墙加的事實0 截室一九五ra年三月三十 

一曰爲jfc ,九個月內，銀行核准的貸款額在三憶雰 

二百萬美元以上，連前合許，銀行貸款總額約爲十 

八慮九千二百离美元。銀行向借款者付出貸款的速 

率，也在增加中。一九五三暦年内，付款額達二億 

四千萬美元0 蓮前合計,到那年底，銀行|^款總額約 

爲十二簾五千萬美元0 銀行又曾遂漸利用美元以外 

的通貨Ï同時因爲美國以外的生產能力墙大,所以貸 

款與其他各地的實額也遂漸的墳加。銀行可以貸出 

的資金則因去年推館了價値二慮美元以上的國摩銀 

行債券而廣大了，其中美元憧券總値一慮七千五百 

萬美元，瑞士法郞債券總値一慮五千萬瑞士法郞。 

銀行又將自己所有的證券，繼續拋售。自從一九五 

三年七月一日以來，銀行拋售的這類證券約値一千 

六百萬美元，其中由銀行擔保的約有一千一百萬美 

元。銀行會員國也將其用本國通貨所認鐵的百分之 

十八資本額，陸續鐵解出來，因此，銀行又得到了一 

筆可以貸出的額外資金̂。這様纖解出来並且用於貸 

款上面的資金數額，一 ，九五三年初只有七億一千萬 

美元，現B增至七億五千七百萬美元。此外，遺有 

大約等於0 簾三千六百萬美元的資金，也在各種條 

件或限制下徵解出來了。

i®E/SR. 775 ,778  及 779。
I4國際復與建設銀行，第八常年報告書， 1952-1953»  
華盛顔 ,DG.
E /S R,7 75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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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八. 關於技術協助方面，國際銀行曾在過 

去數月以內，派遺一般性質的II査》h 分往奈基利 

阿、馬來亞和敍利亞調査0 所'有以前各次調査 ®的 

報吿書，都已分送有關各國政府，現Æ各國政府紛 

紛用爲採取積極行動的根據。最近銀行又爲推行一 

貫政策，鼓勵私人資本投入生産企業起見，派遺了 

甫個專Pg調査® , 分往印度和錫蘭調査，Ê!斯設立 

私有和私營的建設公司，舞供資金，《助各該國工 

業的擴展和革新。

rara九.國摩銀行行長認爲順利解決經濟醫展 

問題，端賴發展落後國家和工業化國家雙力的高度 

現實觀點和政治遠見。他覺得齋展落後國家每毎過 

分着重經濟發展的財政方面，視國民所得和儲蓄的 

低微爲進步的主要障礙，並把先進國家的大額投資 

當做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其實，人民的姓格和主 

動精神，人民對於自己和對於國家前途的信心，政 

府結構和f i會制度的性質,也是同樣重要的因素，並 

不在那些因素之下。狙就另一方面來說，他覺得先 

進國家至今尙未了解本身將來經濟和政治利益怎樣 

可藉協助發展落後國家經濟發展而賴以增進的情 

形。

E3五0 . 有幾位代表認爲國際鎭行執行任務， 

卓著成績，頗表滿意。但是其他若于代表則認爲國 

際銀行只拿出小部分貸款來供應發展落後國家的 

需要，所â 不無微詞。他要求國摩銀行放寬貸款 

政 策 —— 在非自給事業經費的» 供上，尤當如此 

—— 變通貸款程序，並迅速處理有關經濟發展的貸

款事宜C
P 9 3；— . 若干代表認爲國除銀行，不當只以篇 

供某些特殊事業的資金爲限，也不當只以供應某些 

B 辦事業的外腫需要爲眼。銀行間或不但注意到了 

娶展計割的直接外腫支出，而旦遺注意到了間接外 

應支出，那是一個很好的現象。在經濟發展的某些 

階 段 過 渡 性 質 的 支 付 差 額 困 難 ，自然不免發生， 

銀行不會 f ô助會員國克服這種臨時困難，每每一味 

只從利潤上面着想，這是很可遺爐的。

四五二 . 有一位代表指出，由於美國投資的漆 

入，各國美元缺乏的情形B 經緩和下來，所以他希 

望下年度內，嵐際銀行能夠多用美元支付貸款。其 

他代表則說，西歐生産現B 增加，發展落後國家以 

在歐洲市場採購爲有利，因此，他們促請注意境加 

國摩銀行非美元資金的必耍。銀行現行貸款程序必 

然會使借款國家，爲了非美元的支出，而負擔美元 

的債務。這樣一來，借款國家的美元腐細就會增大，

發展落後國家能向國際銀行借到的貸敦數額就會受 

到限制。如果歐洲國家不將其用本國通货Î忍鐵的百 

分之十八資本多多鐵解出來，那末國際厳行便當修 

改它的貸款程序，以免借款國家爲了非美元的支出， 

而受着負擔美元債務的苦齋。

r a五三 . 有人強調，國際銀行貸款應該多多注 

重公平的地區分配，並且指出亞渊和中束發展落後 

國家所得貸款的比例，分外微小。遺有人希望，國 

朦銀行所課的利率能夠減低，又査銀行规定貸款手 

績費，在頭十年營業期間內, 每年不得少於貸款數 

額的百分之一，他們也希望銀行予以减免。

四五P9. 國朦銀行行長在答覆時坦白承認嚴行 

現有財力不足以供應全世界經濟發展的需要。他說 

銀行貸款並不單從利潤着想。受資助的事業有無自 

給的性質，也不是主要的顧慮。銀行貸款的國家乃 

是它所認爲有力遺款國家，若干國家未能得到貸款 

並非單由支付差額情形不利使然，不週鎭行整持一 

點，就是支付差額前途至少也當表現得有償遺貸款 

的可能。銀行貸款所課的利率，係憑銀行自己借款 

所須付出的利率而定0 但他希望，將來銀行借敦條 

件更能轉好，那樣一來 ,貸款利率自將隨之降低了。 

至於銀行核准貸款所以延岩時日的緣故，厕 因銀行 

於接到事業許劃時，必須愼審政慮，方能決定那些 

計割的良否。相信這種愼審政盧是於借款國家有利

五五 . 在辩論結束後，理事會通過了決議案 

五一四 (十七），准將銀行報吿書存査。

國 1 祭私人資本流動以利營展 

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

M 五六.理事會笛十七眉會依據大會決譲案六 

二二 C ( 七 )及七二四（八）的規定 , Æ 計論經濟醫展 

資金» 供問題時，併案政慮了 10 "聯合國、各專門機 

閩及各會員國政府如何鼓勵私人足額資本遂漸施入 

發展落後國家之步驟"。

五七 . 理事會牧到了下列報吿書。那些報吿 

書是秘書長根據決議案六二二  C (七 )規定提出的。

(一 )"國際私人資本流動問題，1946 - 1952 " (E/  

2531  )17。這個砰究分析國際私人資本流動的數額和

*大會第九扁會臨時議程列有專目。
ME/AG.6/SR. 14 6 -149 ,  1 5 1 - 1 5 3 ,  157 ;  E/SR.

762 ,764 -769  及 791。
I7聴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19 5 4 .I I .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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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這種資本蓮用的方式和部戰後私人資本 

淹動受到腹制的主要因素；此外,遺就借助外國私 

人資本來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間題, 提出了若干結

論。

(二）"秘書長關於鼓勵國際私人資本流動措施 

的節略"（E/2546)。這個研究槪逮聯合國和若干會 

員國政府、專門機關及非政府粗織鼓勵私人資本输 

動利經濟醫展的措施。

四五八. 理事會又收到了國際勞工組織亞洲雇
域會雜關於道個問題的決議案一伴(E/2554)。

圓五九. 理事會曾經詳細辯論外國私人資本在 

資助經濟發展上所能擔負的任務，以及鼓勵這種資 

本流入發■展落後國家的情形。到底外國私人資本 

—— 尤其是直接投資的方式^~一可顆以供應發展落 

後國家需要的程度如何，大家意見頗不一致。至於 

胆Jfc外國私人資本流入的特殊障礙到底那一個比較 

重要,資本輸入國家到底怎樣才能淸除這些障礙，大 

家意見也很歧。

M 六0 . 若干發展國家和發展落後國家的代 

表 ，認爲外國直接投資私營企業，過去對於經濟進 

步的買獻很大，今後仍不失爲發展落後國家賴以取 

得按術人員、按能和財力的一個方法。依照那些代 

表的意見，這種企業投資的增加，簾於資本輸入國 

象的鼓勵。有一位代表指出公私投資在許多國家經 

濟發展上相輔而行的性質，並且說明過去私人方面 

貸與他國政府的國際借款的重要。因此，復興國際 

股暴投資市場一事，是不應忽視的。若干代表雖也 

承認在某種情況之下，外國私人投資可以幫助經濟 

醫展，但就大體上而論，却認爲外國私人資本對於 

發展落後國家經濟發展是有害的。若干代表提及直 

接投資走到開採Ï 業方面的倾向，認爲有些國家的 

自然資源比較稀少，卽使那些國家採取各種可行或 

適當的步驟來改進私人投資的條件，® 種投資至多 

也只對於那些國家的發展能有許的買獻0 其他幾 

位榮屡落後國家的代表，E?爲基本的國巧和國際經 

濟情形，影響某些意圖加速發展的國家，追使它們採 

取各種冬様的營制辦法，雖說那些辦法也許有礙私 

人資本的流入，但若予以放鬆,勢將影響它們的國家 

經濟許割。有幾位發展落後國家的代表強調國條鎭 

行擴大貸款的必要，並且主張設立國際銀公司和設 

置聯合國經濟發展特殊基金。若干代表認爲應該從 

長計議新的法律程序和在制度方面的辨法 , 以便外 

國私人資本流入發展落後國家，並使那些國家和投 

資者雙方都咸到满意。

0 六一.國藥商食代表盡於各方遂漸認識廣大 

國魔私人投資的董要，很覺欣慰。若千資本輸入國 

家, 近曾採取立法和行政措施，意在淸除障礙, 增 

進外國投資的安全，他特爲促绩大家注意。記得國 

摩商會前於一九四九年擬有公平行爲法典草案一 

種 因 此 ，他猜理事會着手制訂一個法典草案, 並 

且希望能用這個法典作爲片面、雙邊或多邊行動的 

準繩。

回六二. 世界工會聯合會代表聲稱，外國私人 

資本投入栽展落後國家，每每壓低工人生活水準，有 

礙那些國家的經濟營展0 這類資本多不投在製造方 

面，而集中於原料生產方面，使發展落後國家不能 

自由處置它們的天然資源，旣妨害它們的經濟發展 

也霞害它們的主權。

ra六三. 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代表聲稱，外國 

私人資本不曾■投入人口獨密國家的糧食增産事業上 

面。爲增産糧食計，非有國黯低利貸款不可。但是 

醫展落後國家也當知道, 吸引外國私人資本，實有 

賴於有利的投資環境。資本輸出國家應用政府保證 

及適當財政措施来鼓勵私人投資。

四 四 . 國際基督教工會聯合會代.表襄於外國 

直接投資每每趨向於天然資源豊富的國家，而不趨 

向於勞動力豊富的國家, 所以很表開切。基督教工 

會覺得，冬方應該大大努力，以謀醫展落後國家製 

造工業的營展，卽就醫展落後國家本身而言，也當 

採取行動，造成一種安全的空氣，以吸引外國投資。

四六五. 關於鼓勵國際私人資本琉動的辦法， 

理事會的討論係以ira菌代表提出的聯合決譲草案 

(E/AG.6/L.79)及其若干修冗案爲生有人建議 

資本輸入國家應當"保譲外國投資，不得稍有歧視", 
道個建議, 漫無限制，很受批評。若干代表認爲這 

個建議似乎合有某些資本输入國家現在對於外國投 

資課税★重的意思，所以想要避免這一點。又有人 

建議資本輸入國家應當修改那些影響外國投資的立 

法和行政指施。但就資本輸出國家而論，這種修改 

也是同樣必要的，因此,這個建譲亦受反對。若干代 

表並且認爲建譲修改國內立法,不免侵犯各國主權。 

遺有一個修正案，涉及外國投資對於資本輸入國家 

原有企業情形的影響，同時另有一個修ÎE案，則着

‘ E/C. 2/229。
'文件 E / A C .6 / L .8 1 ,E / A C .6 / L .8 7 ,E / A G . 6/L.

88 及 E/AC. 6/L. 88/Rev. 1 ,及 E/AC. 6/L.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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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擴展國際貿易和擴大通貨互換可以增加國療私人 

投資的事實。

四 六 . 理事會通過了決議案五二 B(十七）， 

擬猜大會通過。那個決議案承認國摩脱人資本投入 

生產事業 , 可以多方提高生活水準；承認國際私人 

資本漆動現狀，尙不稱合那些亟待迅速發展以求經 

濟進步的地區之需要；承認擴展國摩賈易和繼續擴 

大通資兌換力，可以增加國際私人資本琉動。那個 

決蕭案列有三類建議：一類是對意圖吸引外國私入 

資本的國家而發的，一類是對有力輸出資本的國家 

而發的，一類則是對這爾羣國家提出以備它採取 

共同行動的。

四七 .決議案建議那些意圖吸引外國資本的 

國家，董新檢討它們的國內政策、法律和行政想例 , 
以資改善投資的環境0 爲達到此目的計，決議案提 

出了若干步驟，包括妥愼規定資本收益的應寄和資 

本的提本國辦法在內。決議案又建議那些國家設 

立機構，把各該國的投資機會和投資條件，向有志 

的外國投資者說明0 關於這點，決譲案提議那些國 

家 S t盧請求按術顧間和指導，以便舉行經濟調査，確 

定某種特殊投資機會，以便準傭有關某種特殊事業 

計割的材料，引起私人投資者的注意；以便設立機 

構 , 向資本輸出國家的有志投資者，提出某種特殊 

許割。

四六八. 決議案也建譲那些輸出資本的國家， 

重新檢封它們的國內政策、法#.和行政規例，以資 

鼓勵教人資本的流出0 —方面，它們應將外國投資 

的機會，向投資者轉達，他方面，也應將投資者的 

投資願望，向資本輸入國家轉達。再者，它俩遺應 

向投資者說明，在摩辦外國企業時，須有當地資本 

參加。此外，它們更應採取措施，遂漸減少國際鍵 

«課 税情事0
K 六九.決議案又建議資本輸出和資本輸入國 

家採取共同行動，歸訂條約、協定及其他辦法，尤 

其注重键重課税條約和規定若于非商業性危臉保臉 

事宜的協定。此外，決譲案遺建議資本輸出和資本 

輸入國家政慮在各該國內設立投資公司，以鼓勵私 

人資本的參加。

K 七0 .  «事會又聲明 , 爲使外國投資切實»i 
助經濟發展起見，應該注意過去已辦企業的情形，以 

免影響其正常的發展 , 但以這種正常發展符合國家 

利益 ^ 條件。

四七一 . 最後，決譲案購秘書長將國際私人資 

本流動及其到於經濟發展的貫獻，以及各國政府措 

施怎様影響這種流動的情形，每年觸製一•個報吿。

國際價格關係

四七二. 大會決議案六二三(七)提出了若于廣 

泛的建議，擬確定國際《15殺商品公平價格,並實施 

國內經濟統飾發展方案，以養供經濟發展的資金。

四七三. 秘書長依據那個決譲案的規定,指派 

了一個專家小組。那個小組曾於一九五三年九月十 

五日至十一月九日集會，並且編製了一個得到全體 

一致同意的報吿書，題爲"商品贸易與經濟發展"(E/ 
2519)21。

四七四. 理事會第十五届會討論了召開研究小 

和國摩商品會譲的程序問題，曾在決譲案四六二

(十五 )襄建譲 , 秘♦ 長依據大會決議案六二三（七） 

所指派的專家小钮,"應注意研究小組及國摩商品會 

譲之利用間題"Ï第十五眉會並將蓮費波動樂t於物慣 

營制辦法之影響22的決纖案一件(E/L. 497)28,發交 

專家小組審査。

W七五. 大會決譲案七二四丙、巻 （八）當睛 

理事會於雷十七眉會時討論專家小組所編製的報吿 

書,並提出其所認爲適當的建議, 以備大會第九屆 

會政慮。

四七六. 專家小粗報告書根據發展落後國家所 

面臨的問題，较盧了"公平"或"合理" 價格的槪念。 

在蘭發這個槪念時,各專家指出了贸易比率和物價 

關係穩定翁於營展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他們 

並且解释了發凰落後國家何以容易陷於不利的國際 

貿易地位0 報告書最後認定，就發展落後國家情形 

說若于貪乏國家貿易平衡旣不穩定,則在缺乏大 

宗外腫準備時, 它們就不能許劃一個進口货物的長 

期發展方案了"。

0 七七.生逢初殺商晶的國家，在經濟發展上 

都是落後的,因爲各專家會經特別奉命注意初級商 

5^1格重大波動垂 於̂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所 

以他們在報吿書中列入了 "商品不穩定與經齊生長"

理事會討論專家報告書"商品實易與經濟發展" （E/ 
2919)的經過, 詳見第二章(第一七五段至第一八一段)0 
R爲瑪事會檢討經濟展發資余壽供問題時,也會發生了這 

個間題, 所以本子節特胳埋事會當時所有文件中特別渉 
及經濟發展問題的郎分，簡略获述。

綴合國出版物，出兽品編號M 954 .II .B .  1。
肋專家委員會會在其向瑪事會第十七届會提出的-•個 

單行文件E/2516中政盧了這個間題。
!»經濟g社會理事會jF式紀錄，第十五届會，附件，議 

g 項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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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那一節的結論如下：資本的施入不能辅償商 

品不穩定的影響；發厘落後國家特別容易遭受初級 

商品市場顧著不穩所引起的通货膨腸或通货聚縮壓 

力；當外國對於發展落後國家出口货的需耍大量減 

少時，道些國家就#■隨之發生預算赤字現象，因此 

它們也會意外地感到通货膨帳；由於行政的理由，又 

因爲財力無彈性，所以它們採取補償行動的能力暴 

很有跟的；除由外國援助或貸款源源接濟而外，卽 

使贸易比率不斷改進，一個發展落後國家也不能免 

於利用國內儲蓄来飾供經濟發展資金的必要。

四七八. 專家報吿書也有一章專論發展落後國 

家用以穩定商品價格的國内辦法。報吿書說，市面 

興旺時期，物價上綴現象必須加以遏制，又說，單 

憑有利的賈為比率，不足以舞供經濟發展資金，除 

了這種有利的比率而外，必須遺有國內儲蓄，以備 

投入生産事業之用。報吿書聲稱，如果發展落後國 

家自己能夠增加生産和得到經濟進歩，卽使實物交 

易比率仍奮無改變，甚至更趨惡化，^們也可增加 

貧易的眞冗利得0
ra七九. 理事會第十七屈會M在討論專家報吿 

書時併案討論了秘♦ 長所提出的下列報吿書0 那些 

報吿書曾經第十六屆會決定延期討論：

(一）"國際貧易上初級産品與製成品的相對價 

格" （E/2455)。這個報吿書係依決議案四二七（十 

m )提出。其中分析一九 ®八至一九五二年年中各種 

.初級產品、生產货物和消費貸物的相對慣格變動情 

形。那個時期乃是國隙實易上物價波動很顯著的一 

個時期0 從這個分析看，許多初級逢品的出口慣路， 

確有極不穩定的現象，同時許多個別商品—— 初級 

的和製成的—— 的價格行爲,也顯出廣泛的分歧。

(二）"賈易比率變動對於jE在發展過程各國的 
經濟之反響"（E/2456 and Add.l)。這個研究係依大 

會決議案六二三(七)提出。其中分析扔級商品與資本 

貴物貿為比率變動對於ÎEÆ發展過程各國的國民所 

得之財政反響。這個報吿書說明了一九圓八年至一 

九五二年賈易比率變動對於初級商品出產國隙經濟 

之主要和次要的影響，並旦討論了實易比率變勤所 

生利得或損失對於那些國家整個地匿産品的影響。

(三）"國際賈易上人造品對於天然產品需求的 

影響"（E/2438)。這個研究係依大會同一決議案提 

出0 其中簡略翁述人造絲和人造綠皮i f於各有關天 

然産品的生達、消費、價格和國際賈易之影響。

四八0 . 理事會的辯論中以及其後通過的決議 

案五一二(十七），都曾涉及發展資金養供事宜。決 

議案前'文說， 一切有關這個間題的報吿書， 都強調 

必須採取國摩合作有效辦法，解決正在發展過程各 

國出口收入不足和不穩的嚴重間題0決議案又說，必 

須設立一個國際機構，檢討道個間題。這些間題的 

解決，追切而重耍，特別對發展落後國家說是如此， 

而就盤個國際經濟說，也是如此。

四八一，Æ道個辯論中,有些代表圓對於各專 

家着重得到物價穩定而不着重發展落後國家的有利 

物慣水平或物價關係, 有所批評。但是其他代表圓 

則指出, 發展慈後國家的間題，不當從資易措施或 

慣格操縱上解決而當從世界經濟的廣屡着眼，以謀 

解決0 若于代表国提到理事會第十七屆會以前一年 

商品價格跌落的事實, 和秘書長報吿書關於這個問 

題的材料, 強調迅速解決的必要。

四八二. 辯論的中心在商品政策和國際機構間 

題，詳見第二章第四節。

第二節 . 土地改革 *

四八三. 遵照理事會決議案三七o (十三）及大 

會決議案六二五(七）, 理事會第十七屆會議牧到 

秘書長會同糧食晨業趣織及國摩勞工組織擬具的爾 

項報吿書，一爲"土地改革之發展"(E/2526)26 ~爲  

"合作社與農村進庭"(E/2524^ 。

四八R9. 第一項報吿書係以各國政府對以往問 

題單及補充請求所提出的答復爲根據0 該報吿書說 

明世界各地農村制度的要點及各國政府採取的一段 

改革政策0 該報吿書又分析促進±地改革的各項措 

施，包括取得所有權的規审、土地殖民計割、個農 

保障、租地誉制、運農生活環境與工作條件之改善、 

農村工業之建立，部落個農及公田個晨之保障、合 

乎經濟適當規樓的農場之組織、土地登記、農業貸 

款、合作事業之提倡、有闇:!：地改革方面供給農業 

機械與代訂財政政策機構之紐織等等。該報吿♦繼 

又陳遂各地在此方面之進展, 及妨礙繼續進庭之因 

素 , 並引述若千政府對進一步國摩行動的建議；答 

復中指出,土地改革目標在改良土地租個制度及耕

■E/AC.6/SR. 142 -145 ,  1 4 9 - 1 5 1 , 1 6 5； E/SR. 
7 6 2 , 7 6 4 - 7 6 9 ,79ÎO

*大會第☆属會臨時譲程列爲專目0
25 E/AC. 6/ SR . 1 5 4 - 1 5 6 , 1 5 8 , 1 5 9 ;  E/SR. 762 ,  

764 -769  及 7 9 1。
2<=愿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髓：1954.11. B. 3o 
« 思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馳：1954.II. B. 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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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法, 尙有進一步採取行動的餘地。該報吿書檢 

討在技術、i t會及經濟方面採取行動的可能，並聲 

明土地改革措施必須與一般建設許劃併同實施，又 

能藉國際一政行動的助力來推動。

四八五 . 第二項報吿書就合作紐織能對技術 

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貢獻作一估價。該報吿書說明自 

動合作組織之原則與宗旨，辨理成功所需的條件及 

合作事業活躍從事的各方面。合作事業發達的各方 

面中有土地租® 辦法之改進、按術智識之取得與傅 

播、貸款之取得與誉理、物資與服務之徵購、晨產 

品之加工與館售、保臉之供應、農民其他各種不穩 

因素之減除、衞生之改進、教育與職業訓練之供給。 

該報告書又討論合作耕稿各種方式如合組耕種、集 

體農場與公有農場等之利弊。該報吿書最後討論合 

作粗織在其他制度中的地位，以及政府對合作組織 

可能供給的協助，例如予以適當的法律地位、辦à  
檢查、傅播資料、訓練Æ材、規定特種积:額、直接 

或間接供給財政篇助。該報吿♦結論謂在發展落後 

國家中如望合作充分發展必須由政麻同時在按術與 

财政方面予以若干協助0
ra八六. 在討論"時，若干代表圓說明各該國 

政府任士地改革.方面業已採取之各項指施及業已收 

鍵的結果。

四八七. 糧農紐織代表陳述該粗織所辦理的工 

作，強調有將士地改革措施及增進產量的一般經濟 

建設計劃併合辨理之必要，並聲明糧農親織願意向 

請求是項協助的各國政府供給所需按術協助。

四八八. 聯合國文教粗織代表謂該組織的政策 

係協助主要負責七地改革的各機關如聯合國、糧農 

粗織及國摩勞工粗織。訓練農村教員的計割曾經擴 

充，關於法律社會學及合作事業的砰究計割亦a  m 
始。

ra八九. 大家都承認，紙要遺業一日落後，一 

殷經濟建設卽無法達成。大家又認爲，不健全的晨 

村制虔，包括土地分配不公等等，妨礙了土地之充 

分利用及晨業方法的改良。因此，應該着重於利用 

多種措施，以求土地獲得更平约之分配，並求增加 

晨業產量及生產力0 若干代表強調土地改革不僅牽 

涉土地分配的間題而已，認爲如欲收效宏大，土地 

改革的猎施必須與廣大的經濟發展方案併合辦理。

圓九0 . 理事會認爲合作事業，在實施各項:h 
地改革辨法及增進農業發展及生産方面，均有極重 

要的貫獻。

2»並講參閱決議草案 E/AC.6/L.94 and R ev .l 
and 2 及修ÎF案  E/AC. 6/L.97 至  E/AC. 6/L. 100c

四九一. 至於i ；地改革各項措施，於就業、産 

量及生墓方武之影響，大家認緯必須加以估價；政 

府協助合作事業的間題，亦應續加砰究。

ra九二，關於聯合國與各專pg機關協助那些願 

意實行土地改革的各國政麻能採取的猎施，有人說 

紙有遇有政府睛求之時，且紙有Æ實際方案擬具以 

後，方始供給。若干代表強調各國情巧各殊，因此 

必須顧及當地情巧。

0 九三，大家認爲聯合國與各專門機關能钩研 

究土地改革簡題，腫集關於世界各地所採措施的參 

考資料並將暴項資料分送有鬪各國參考，藉此協助 

各國政府從事土地改革。若干代表謂其卞國土地改 

革的重大障礙，爲人材缺乏與資金短細。一般感覺 

聯合國藉着技術盤助If劃或可椅除第一重障礙，但 

資於資金缺乏一點則意見顧然紛歧。

四九四. 理事會通過決譲案五一二 C 1(十七）, 
内開蹇悉秘♦ 長報吿書(E/2526) ;並稱若干國家雖 

B有相當進展，然就制度改革及農業發展猎施而言 

仍有參照理事會決議案三七0  (十三）及大會決議 

案 ,々 二五（fc)所载建譲採取行動之迫切需要與其他 

機會0 該決議案又稱，許多國家着手辦SI之經濟發 

展計割與方案，必須通盤加以養劃，再就所採經濟 

措施從質與量甫方面詳細衡量其結果，並需互額經 

費；該決譲案又稱，各國在本國土地改革措施所得 

經驗對於其他若干國家營訂此方面之未來方針，或 

有稗益。又認爲在許多情形下，旨在實施土地改革 

方案之發展方案或須W措互額資金。理事會促請各 

國政府繼續努力儘速實施理事會決議案三七0  (十 

三）及大會決譲案六二五(七）；理事會建譲國際銀 

行依照大會決議案五二四（六)及六二五（七），從優 

考慮發展落後國家爲辦理旨在實施各該國土地改革 

方案之發展計割包括旨在就新:h地作農業開塾之計 

割而提出之貸款申睛。並請國際銀行在不違背維持 

其自給地位之原則下，考盧按照借款國負擔最輕之 

利率與» 提辦法貸放款項。理事會請秘書長會同糧 

農組織及勞工組織編撰一種報吿書以便提出理事會 

第二十二屆會；該報吿書須指出B採取的七地改革 

措施的影響如何；又靖秘書長就聯合國及各有閩專 

機閲在遺一方面的工作定期提出報吿，並加強七 

地改革情報的中央資料室。理事會建譲由糧農艇織 

商同秘書長採取行動設立工作團，負責就地砰究特 

種問題；憲開會譲，交換情報。最後，該決議案請 

大會繼續注意土地改革間題尤其是德供資金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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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五. 理事會通過決議案五一二en (十七）， 

內開，理事會傭悉題爲"合作社與農村進展"之報告 

書 （E/2524) ; 並稱，合作f i有助於晨業發展之過 

积 ;在此方面各國政府及其他機構必須提供協助;又 

特別在發展落後國家、合作社與其他圃體在職能上 

之割分有進一步研究之必要。理'事#■繼又邀請各國 

政府對於合作社之翻成與發展，予以一切適當之協 

助。理事會又睛赫♦長與糧農紐織及勞工組織合作 

爲理事會編撰一種報吿書読:明各國政府爲求充分發 

展合作社所能供給之各種方式協助並區割宜採用合 

作社組織之部

第三節 . 工業化程序與間題及提高 

生產力的方法

四九;《t . 理事會在決議案四六一(十五）內曾請 

秘書長編製下列文件：（《) 聯合國各機關及專Pg機 

開就發展落後國家工業化一間題所作砰究的目錄； 

lb) 他處出版的有關這個間題的重要書籍和文件的 

目錄。理事會並睛秘書長提出闇於工業化莉序和間 

題的研究報吿，藉以協助發展落後國家擬訂迅速達 

成工業化的實際方案。

四九七. 理事會於第十八屈會29收到上述所要 

求的目錄，題爲"工業化巷序與問題研究目錄" （E/ 
2538),及祐書長提I出的一個工作進度報吿書（E/ 
26l 3)o秘書長在進度報吿書內吿理事會稱，初步砰 

究B 經完成，但如把此種梦工作報吿提出理事會， 

爲時殊嫌過早。他擬將這個初歩報吿妥加修JE, 然 

後把它刊印成册，提供理事會一九五五年適當雇會 

審議。

四九八. 理事會通過決議案五三二 C (十八）, 
於查悉這個工作進度報吿書之後，譲決俟第十九眉 

會復譲工業化間題。理事會復塵於工業化與提高生 

產力的方法雨者之間關係密切，爱決議後者也暫 

緩審譲，俟第十九眉會時一併審議這個問題。

四九九. 關於生產力間題，理事會接到秘書長 

提出的一個工作文件， 題爲"努力提高工業生產力" 
(E/2604 and Corr. 1 )。這個工作文件是書長應理 

事會決議案四一六(十四）之要求而編製的,其中一 

部分是臨時報吿性質，敍述聯合國各機關在增進工 

業生産力方面所採取的行勸，將爾年前分發的一個 

工作文件（E/2265) 襄所載情報依最新資料增訂•一 

番。這個工作文件的主妻部分根據聯合國按術協糖

專家提出的實地工作報吿，對從實施技術協明方案 

所變得的各種有關教訓和經驗作了一個分析性的檢 

討。該文件結論稱，在許多情形下, 無需大量新投 

窘而仍能提高生產力；但在其餘情形下，則資金缺 

乏往往限制了各種爲求揚高律産力而推行約政策的 

實朦效果。文件提承了採取政府行動，取得政府間 

合作，及由聯合國機關採取國條行動的各種機會。

五0 0 國摩勞工鲍織和糧食農業粗織的代表 

就此題目作了陳述。道個機關過去曾各向理事會笛 

十六眉會提出工作文件，論述提高其各自工作範圍 
內的生産力的間題E/2435, 及 E/2440)®»o國際勞 

工粗織代殺述該姐織經由各種砰究、實地特派團 

及國立生產力問題研究所，在提高工業勞工的生産 

力方面所做的實摩；C作。他詳述生産力間題特派團 

及生産力問題研究所在各個國家內所做工作及所得 

經驗;指出資方和工人的態度極關重要，並謂生達力 

提高蓮勤應與國家建設許割及工業發展相協調。糧 

食晨業翻織的表強調工業生産力與遺業生產力間 

的廣切關係。他促請理事會注意糧農組織上次提出 

的一個：C作文件(E/243S),該文件討論提高農業生 

逢力的方法。在那些方法中，如何在農業生產方面 

提高技術和了解人類二者最是，不容易做到的事。

五0 —. 理事會在通過決議案五三二 C(十八） 

而將工業化及生產力甫個項目延至篇十九届會審議 

時，強調這雨個間題之間的密切関係，以及這南個 

問題與範圍更大的經濟發展問題的密切關係，它請 

秘書長儘速完成其研究工作。

第四節 . 非農業資源的養護及利用

五0 二.理事於第十七屈會及第十八眉會收 

到秘書長提供理事會參考的甫件報告書。這是敍述 

他依趣事會決譲案三ras (十二）採取的行動的第五 
次及第六次報吿書(E/2545及 Ë/2615)。秘書長遵 

無這個決講案的規定，向理事會每一屆會提出一個 

報吿書，敍述關於促進對於非農業天然資腺作有系 

統的調査和登記的方案一事的具體計劃及在此方面 

所採行載，並報導他向各力採詢宜否就某種資源問 

題舉行國際會議的結果。

五0 三.在他致理事禽第十八屆會的那個報吿 

書(E/2615)襄，秘♦ 長吿理事會稱，那個奉委研究 

供調査與登記鐵鎭資源之用的標準槪念和術語並就 

此事擬具建議的專家專設分組委員會，B於一九五

'E/AC.6/SR.168  及 169;E/SR.816  及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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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a 年三月舉行了末次會議。會議研討了專家們個別 

提出的技衛論文，根據那些論文，寫成了分組養員 

會的報吿書，題 爲 "世界鐵鎭資源調査：發現、估 

計及利用"。這篇報吿書擬與個別專家的論文到時于IJ 
行。分细委員會應用了載定的標準，根據現有’資料， 

對世界上的B 知鐵礦資源暫作估定。分組養員會並 

就怎樣才能更充分和更有效地利用鐵礦儲藏，以及 

就怎樣勘測相信存在但目下尙未知道的鐵礦資源間 

題擬具了建議。

五0 2 9 .秘書長並報吿稱,他正在考盧宜否依 

據理事會決譲案三四五(十二）的規定，設置一個非 

鐵金屬專家專設分粗委員會，去調査非鐵金屬的資 

源情形及與之有開的工業計劃。最後，秘書長的報 

吿書復就聯合國於一九五三年內在開發資源方面供 

給各會員國的按術協助的情形，並就各區域經濟委 

員會所壽開的有關專家會議及技術會議的情形，作 

了 •個簡耍敍述。

第五節 . 水利建設及水利利用

玉0 五 . 越書長依據理事會決議案ra—七 （十 

129)參照其與關係最密切的專pg機關舉行初步疆商 

及與水利方面其他粗織內專家進行初步討論的結 

果 , 已擬具題爲"水利建設與水利利用"的臨時報吿 

書一件（E /2603)«i, 並將其提交理事會以供第十八 

屆會審譲討論

五0 六.那個報吿書述及目前水的供應在許多 

地愿不足應付日見境加的需求，着重措出用水需要 

的增加在許多方面有較人口增加尤速的趨勢，這種 

現象一方面反映人口自鄉雇流向城愿，狙也反陕灌 

翻方面的需耍擴大和工業力面的用水激增。水的供 

給不足，足以妨礙經濟發展。由，於道些用水奇缺的趨 

勢 ,對於地面上和地底下的水利必須具有充分知識， 

並須妥爲誉理，俾可充分利用現有的水的供應。

玉0 七 . 何爲有待進行的最重要:n作,在各項 

工作中與現有條件T T ,又何爲最合理可行者？該報 

吿書根據這雨個標準提出三方面的工作來作爲先予 

廣泛討論的街象。該報吿書認爲^情況許可在這 

三方面採取行動是可能而且應該的在這三方面採取 

國際行動對歸係國家是有幫勒的，但在目前這種國 

際行動尙付缺如。這三方面的工作是(一)藍集和調

靈水學資料；（二）擴充有關液域營理按術的知識Î
(三）日後擬具通盤水利計劃時所必須顧到的工業方 

面的需要。

五0 八. 該報吿書接着計論如何統»辦理及協 

調各級工作的方法。就國家而言，報吿♦建議各國 

組設完備而有權力的水利局；任區域方面，它着重指 

出聯合國各II域經濟委員會的有益工作；在國際方 

面，它列舉職合國書秘處與各專門機関Æ與其他有 

閥按術及科學組織礎商後可以承擔的大部位屬於技 

術篇助方面的追切工作。爲了使聯合國範畴內各粗 

織的所有有關工作能由各組織祐書處以富於彈性的 

方法不斷加以協調起見，報吿書建議定期舉行組織 

間會議末了，報吿書提譲召集次數較少而範圍較 

廣的按術會議，邀晴水利建設與水利利用間題方面 

的專家參加。

五0 九.在理事會討論中各代表對越書長就此 

問題所作的分析，所得的結論，以及在國家、匿域 

甜國瞭三方面應採何種行動所作的建譲，都表示同 

Mo
五一0 .  :n 業先進及發■展落後國家的代表都強 

調水莉建設和水利利用參S這甫種國家的經濟都非常 

重要。卽使在發展程度極高的直域》水禾ij方面的知 

識仍有义完全，在其他匿域，則這種知識更付缺如。 

就許多情形來說，水的供應不足的威營, 立使全國 

的經濟發展受到嚴重的阻礙。因此,參加討論的代 

表對下列三個實體事務方面的每項事務都極爲睦 

調，雖然着重點並不相同：（一 )供給水學資料，（二） 

促進合理的流域營理，同時注意土地使用、土壞®  
激、徘水及灌激等間題( 三 )研究、調査、估測家庭、 

城市和工業的用水，及設法預肪汚獨簡題，並研究、 

調查、估測爲達此目的各組織所需要的協助。

五'— . 若干代表《強調林業及內地浪業等相 

互有開的實體事業的重耍，並旦提睛大家注意如果 
不與漁業當局進行適當潜商而且在必要情形下不供 

給適用的魚梯，別肪洪、水力發電及其他工程可能 

對魚類有危驗。

五一二. 多數代表團贊成秘書長的下列建議Ï 
卽在尙未設置水利局的國家設置全國水利局,負責 

促進全國水利誉制與各方面的水利建設，並使之與 

塵個經濟及社會發展方案打成一*片0 各方普遍主張 

將各區域經濟委員會與提倡水利建設等工作積極聯

經濟a 社會à 事會:F式紀錄》第十八屆會，附件，議 

程項目四0
S2E/SR.820,  822 and 823<,

m 具有這種性質的首次會議業已在理事會第十八届會 

期間舉行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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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起来；某一區域內若于國家的代表表示他們認爲 

進一步加強這種聯幣在大體上對匿域經濟合作將有

禅整0

五一三. 大家都承認除理事會決譲案四一七 

(十四）授權秘書長履行的各種檢討與協調工作外， 

在國際方面研究調査工業及其他非農業用水問題的 

主耍責任當由聯合國秘書處肩負。但秘書處當斜酌 

情形首與國療銀行及世界衞生紐織，並與其他有關 

專pg機圓密切德商合作0 關於漆域管理的國摩工作 

及有關間題，大家也認爲糧食農業組織當負主要責 

任，但該組織當與其他機關，尤其文教組織合作。參 

加辯論的代表們對文教組織在研究旱地方面的工作 

曾表示敬佩之意。願於水學資料的葉集、分析與交 

换，有些代表M表示負主要國際貴任的適當機關當 

爲氣象組織,但是該紐織當與國摩水學協會潜商。有 

一位代表說這個貴任如由國朦水學協會負擔，該代 

表M當認爲満意。在水利按術及水利利用間題各方 

面應與有關非政府組織—— 包括科學及按術《體在 

內—— 疆商合作的主張瘦得廣大的支持。

五一西 . 各國都認爲爲了使先進和發展落後國 

家同受其利起見，按術情報應予意集，國際間並應 

交换在水利工作方面所得到的經驗。它們又着重指 

出聯合國各組織在訓練及他種按術協助方式方面所 

能提供的幫助0 某一工業進先國家代表表示該國願 

意承擔至該國考察的水利按術人員的一部设生活費 

用0
五一五 . 若干發展比較落後國家的代表請國條 

銀行特別注意這些國家在利用水利及開塾旱地方面 

所需要的財政協助0

五一六 . 在討論期簡，糧農組織、文教組織及 

氣象組織代表均會發表意見。他 ff!歡迎在理事會第 

十八眉會期簡召開機開間會議因爲這個會講可以給 

予他們一個根據理事會討論情形较慮如何合作以及 

協調他們在道方面的工作的機，。

五一七 ， 糧農組織代表說該組織認爲由於世界 

各地有很多浪費用水的情事, 水利利用間題是理事 

會面前最重要事項之一 0 該代表雖在大體上對秘書 

長報吿♦ 及其中重視流域管理一點表示同意，但認 

爲該報吿書對工業用水問題未免過汾重視。他又覺 

得報吿書中若干建譲如果再加討論 ， 也許有益。他 

說糧農組織也認爲關於水學知識的藍集，負主要國 

際責任的適當機開是氣象組織。

五一八 . 文教組織代表在評論該組織所進行開 

於旱匿的工作時表示該紐織認爲流域營理對開發旱

匿一事特別重耍0 文教組織最近特別注意研究地下 

水源的刹用。他着重指出文教紐織與對水利間題感 

覺興趣的各國摩組織、科學組織及技術組織所保持 

的工作關係。

五一九. 氣象組織代表簡述該組織斷水利間題 

的關切及其與水利有關的钮織上結棒，並且確調該 

組織願Æ財力許可範圍內與聯合國及其他有閲組織 

積極合作，處理這些間題。

五二0 . 理事會在計論秘書長報吿書, 決譲草 
案(E/L.629 and Rev. 1 )^5：所提修正案(£/1 .̂630)«
後 , 一致逼過決議案五三三（十八) o 在這個決議案 

中,理事會促睛各國政府注意由於世界人口增加及 

工業農業發展之需要大量水腹對世界水源供應之繁 

重要求所引起的急迫間題；建議各國政府研究秘書 

長報吿書，以便掛酌情形採用其中所载建議,並建議 

冬國政府及聯合國有閲機關特別注意下列間題（a) 
水學資料之蕴集；（A)最廣義之流域管理按術；（̂)家 

庭、城市、農叢、工業之用水以及減少汚溺保譲水 

質間題。其次，理事會請秘書長、區域經濟委員會、 

以及有關專Pg機関在其現有預算範圍內與各國政府 

合作採取切實際步驟，包括設法派遺專家政察，召 

集技術會議，以及報吿書內所提出的其他辦法在內， 

以便幫助加強國際方面歸於水利建設及水利利用的 

按術合作。理事會復靖技術協助局及按術協助委員 

會特別柱意有閩水利建設及水利利用事宜的按術協 

助請求。未了，理事會®這個決譲案中靖秘書長(《) 
繼續根據其報吿書所建議的原則努力加强國摩水利 

按術合作，並改進所有有闇方面水利工作的|協調； 

(b )就如何達成上述目標一點,與富有水利經驗的 

各國政府、有鬪之政府組織JST及有關之非政府組織 

鍵商；（(）至遲在一九五六年前將此等建商結果報 

吿理事會，並就聯合國各粗織進一步採取何種適當 

行動一點擬具建譲。

第六節，聯合國區域輕濟委員會有蘭發展落 
後國家經濟發展的工作 35

五二一，各匿域經濟委員會餘其他責任外》尙 

須負責促成各該區域内欠發展國家經濟發展的協調 

行動，並從事有關的研究與調査0 亞經會和拉經會,

經濟暨社會埋事會JF式 錄, 第十A届會》附件J議 
程項目Ko

能講參閱第二章第十二、第+三 及 第 節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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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各該區域内所有問題的性質,對經濟發展間題 

的關懷遠較歐洲經濟委員會爲深切廣泛。但是在過 

去一年內，歐經會對南歐义發展國家的經濟發展照 

題漸漸注意，並Ei與其他區域委員會合力推行與經 

濟發展有關的各糧工作。

五二二. 各愿域委員會în它們的秘書處對…般 

經濟發展間題，亦頗加注意0 因此，拉經會已對經 

濟發展設計技術作進~ 步的分祈，並已應用其方法 

去分析該直域内若干特定國家的經濟發展。亞經會 

已從事砰究經齊發展設許間題編造物資預算以及估 

計特定工業材料係數的方法。

玉二三. 蘭於涉及人口和勞工的間題，亞經會 

a 將分析人口增加與經濟發展閩的闘係一事視爲優 

先進行工作而刘入該委員會的工作方案。拉經會正 

在研究目前和將來的人力供應問題以及勞工的職業 

分配情形。歐經會正與國朦勞工組織合力研究因其 

工作而發生的人力問題。

五二四. 區域委員會又特別注意投資問題和經 

濟發展所需資金的» 措，尤其注意於資本的國際漆 

動。亞經會和拉經會都一直在研究在經濟發展中貨 

幣及財政政策占何地位。它們B 對國内投資，動員 

儘蓄及使之用於生產事業之途間題加以分析，並衡 

各該匿域內外國投資的經濟和法律地位加以研究。

五二五. Æ 上述般性工作以外，區域委員會 

在促進各該區域經濟發展的工作上已着手推行許多 

有關特定問題的研究調査計割，其中尤可注意.者爲 

家庭工業及小型工業、其他個別工業、水利建設、電 

力及其他動力來源、礦產資源開發> 銅鐵、區域内 

及區域間貧易、農業發展及內地蓮輸等間題所進行 

的研究。在各方面，尤其在許劃及實施區域按術廣 

助方案方面，區域委員會與技術協助管理處密切合 

作；鬪於在各專門機關管轄範圍內而對各愿頗爲重 

要的間題，區域委員會並與各專門糖關密切合作。亞 

經會秘書處會應各政府之請就向它們提供關於經濟 

發展方面的諮詢意見。在中美洲的經濟統纂方案中， 

拉經會腐書處曾與由部長級人員組成的政麻閩委員 

會、技術協助局及參加該局的機關通力合作。歐經 

會，德助設置一個由希騰、義大利、七耳其及南斯 

拉夫政府所派專家钮成的特別專家M , 負責審查南 

歐的發展問題，俾便擬具建議以提高道些國家的生 

活程度，並且探求在該委員會的贊助及其秘書處的 

協助之下，以各政府的個別及聯合行動有無從事經 

濟發•展的特定途徑。

B

第 七 節 . 聯合國技術協助方案 *
五二理事會於第十八眉會譲M據有秘書長 

提出的報吿書(E/2575)"題镑"聯合國按術读助方 

案"0這個報吿書說明遵照大會決議案二C O (三）， 

二 四 三 ）, 四一八（五）, 七二三（八）及理事會決 

議案二二二 A(九）所辦理的工作0
五二七. 秘書長報吿書前言中特別提及：大會 

依照理事會四九二 B (十六）, 通過決議案七二三

(八)替代決議案二四六（三）, 由此廣大公共行政方 

面技術協助的範圍。該報吿書將經濟發展、公共行 

政及社會福利方面的技術協胁工作情巧，分別按照 

國家和匿域遂一*報吿。鬪於ËÉ大會決議案下撥款辦 

理的方案（普通稱爲"經常方案"），報吿書對於現在 

所檢討的一年度內的進展情形，加以簡括的敍述0據 

稱，聯合國技術協助方案在事實上旣然與廣大方案 

併合辦理，旦廣大方案，在按術協財局向按術協助 
委員會提出的第六次報告書（E/2566严 中 ，已有報 

導 , 故報吿經常許劃時，紙請參考上述的報吿書(E/ 
2566),以免重複0

五二八. 關於經常方案的報吿亦载有分析表其 

中將所有專家按工作國家、國籍及砰究範圍開列並 

載有一九五三年度財政狀況表。一九五三年巧, 任 

該方案下工作者有專家四九四名，頒取之研究獎金 

及獎學金共二七名，又有不少特種許割業經壽辦0 
支出總額爲七百萬美元強。

玉二九. 此項方案i f理一年以來的進展，深得 

各方讚許，辦事人員之努力，亦變好評。利用專家 

服務及研究獎金等方式對各非自治親七供給的技術 

協助尤所稱頸。廣大力案旣待本眉會議以後討論，且 

雨項方案互有廣切鬪係，故若干代表願保留意見待 

討論全部技術憶助力案時發表。

五三0 . 此次報吿方式較往年筒明,一致表示 

满意。

五三一 .理事會通過決議案五旧二 A (十八）, 
內稱，備悉秘♦ 長報吿書, 表示满意0 .

* 大會第九届會臨時議程列有專項0 
s«E/SR.793o
37經湾暨社會理事會ÜH武紀錄，第+ A 届會 , 附件，議 

程項目八（甲）0
"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DP武紀錄》第十八届會,補編第四 

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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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節 • 技術協助擴大方案 *
理事會第十七屆會

五三二. 理事會於第十七届會39時，接得技術 

读助分組委員會提交之報吿書一件（E/2558 and 
C orr.l)«,該報吿書詳論擴大方案之財務荐序，並 

論及在技協局須向按協會提送經常報告書之規定方 

面所作之若干輕徵更動。此外理事會並審議方案下 

之資金分配辦法。

技衝協助播大方案之財務裡序

五三三. 按協會根據其委員所箱成之工作圓之 

研究，會以數月時間檢計及分析方案之財務辦法， 

意在提出必要之修正，俾方案得在健全之財政基確 

上實現其目的。根據檢討所得，並根據按读局提出 
之建議（E/TAC.31) , 分組委員會認爲方案之財務 

辨法應許及下列各項考盧：（《) 廣大方案應有適當 

之營理辦法，務使核定執行之許劃不因認捐款項之 

遲延徽付而須撤餘或中止，( 0 擴大力■案不僅應如 

現在情形，ST以償待於萬一淸算時所發生之債務，且 

應隨時均能履行其全部約定償付責在0
五三E3.分組委員會復相信在通常情形下,對 

於已向受助國承允執行之tl■劃，廣大方案應有能力 

保證其完成。因此委員會認爲應設法設置適當之準 

備基金，保證擴大方案在財政上能較過去穩定。但分 

組委員會深知驟行採取要指施，可能使方案之進 

行過於延緩，因此認爲必要之準備基金應分三年養 

足0
五三五. 分粗委員會計及按術協助方案任各受 

助國內已達各種不同階段0 方案之現有规植並不一 

定能反映有關各國之需要或其接受技術協助之能 

力。委員會並察悉技術德助方案下各種許割之平均 

辦理期間，各國大不相同。

五三塵於上述考盧分親委員會乃採取下列 

措施以增進方案財政上之穩定：（》) 決定在現有之 

特別準備金三百萬美元之外，另墳三百萬美元，由 

九五四年度纖入之捐款中撥付；（力）建議將特別 

準備金改爲"周轉準備基金"，同時增加基金數額，使 

之在通常情形下爲上一年虔認纖總願百分之五十，

* 大會第九届會臨時議程列有專項0 
E/TAC/SR 5 8 -6 6；E/SR.760  及 761。
輕濟暨社會理事會：E式紀錄，第+ 七届會, 附件，議 

程項目+ ~ o

並爲此目的自一九五五及一九五年虔所收捐款內 

保留必要款項，以達到一千二百萬美元暫定之基金 

總額爲,目標；（0 核准若于目的亦在境加方案穩定之 

財務程序：（一)每一參加機關應使其債務經常保待 

於按協局爲該機闇所"指定"之款項限度巧；（二)每 

—會許年度內最初"指定"款額時，應根據费於力•案 

年度可能獲得措款數額最保守之估計，俾核定之方 

案不政S 資金短缺而須撤餘。指定款額應視捐款實 

收情形隨時酌量追加；（三)周轉準備基金正武成立 

巧後，每一參加機關之遠期契約責任與最後淸算責 

任，不得起過該機關在基金項下之比例纖額；（四） 

在周轉準循基金尙未正武設立前，每一參加機關之 

遠期契約責任與最後淸算責任，不得溜過該機關在 
一千二百萬美元內之比例擁額。

五三七. 理事會於決議案五二一 A(十七）內塞 

悉技協會各該決定及建議。理事會復悉按協局仍將 

繼續檢計可否督訂一項規定，俾任何契約，非至確 

已收到足顧牧入可以應付因訂立是項契約所引起之 

全部償付責任時，決不訂立。

五三八. 理事會復根據技協會之決定與建議， 

向大會建議通週下列各項辦法：

"(d)特別準傭金改爲周轉準備基金，作 

爲經常設立之業務，備，得爲下列用途動用：

( i ) 在未收到各國政府捐款前塾付各參加機關 

在各該機關之核定數額限度內舉辦或續辦 

核定方案所需款項；

(Ü) 提供各種货幣以便各參加機閩所分得之貨 

幣得以轉兌以便特定捐款未牧進前購買所 

需貴整，並便整借各機關原須以美金購取 

之货幣，藉以改善並便利貨幣管理；

(iii)按術協助分組委員會随時核定之其他用 

途；

(à) 周轉準備基金之數額應由接術協助分 

組委員會隨時予以確定；

( 0 自周轉準備基金項下提用之款項應於 

提用款項之會計年度終了前補遺之0"
五三九. 在擬具此類措施時，技協會對於按協 

局之觀點表示同意，認爲此類措施足使已擬定之計 

劃受到若于節減;但認爲各參加機闘所執行之方案， 

縱或總額上較一九五二及一九五三年度之工作水举 

爲低，當能更爲平衡醫展。據按協，之了解，無論 

在方案方面須作任何之調盤，按協局對一切技術读 

助之申請，均當根據其龜重得失予以充分考盧0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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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冗在進行中之計割ï 如申請國及有閩之參加機閩 

確能並願意繼續將其實施時Î 技搞局向例決不担予 

認可0
五四0 . 分組委員會認爲分三年*足周轉準備 

基金至其最適宜數額之決定，如遇技術读助力案所 

收捐款數額發生重大之墙減時，得予修正。此外分 

組委員會並深知上述各項規定或須參照就廣大方案 

資金分配辨法所作之'决定, 及時予以覆議。

技協局向技協會提送之報告書

五四一 •分組委員會核准技搞盾就其向分組委 

員會提送經常報吿群法所建議之下列修正：在廣大 

方案下所接獲之請求及所簽IT之協議之月汾淸單， 

應停止遞送，蓋因技術读助之請求及謝劃上之協議 

日漸採取非正武談制方式進行麼時數月之久，且各 

項晴求及協譲在按協局於業務年度開始前核准之常 

年方案內可以看出。

五四二. 向按億會所提送鬪於按術協助工作狀 

巧之定期報告，將按季分發，而不按月分發0 提送 

報吿辦法經過此種修正後，足以搏節行政費用，此 

與減少向聯合國機關提送報告書次數之一般政策符 

合0
五四三. 理事會於決議案五二一C (十七）內, 

箭此措施表示贊同，並修JE決議案二二二 A(九）所 

載之提送報吿规定，將該案第三段分段(0删除。

資金分配辦法

玉M四.依理事會決譲案四九二 C II C(十六） 

之規定，曾由一工作團檢射理事會決譲案二二二A
(九）原定之資金分配標準，以便擬具建譲，確立由 

一九五五年開始蓮用之資金分配辦法，擬具此項建 

議時並應計及分趣委員會及理事會與以國家爲單位 

齋展按術读助方案一事所作之決定0
五ra五，檢討中心爲有關下列二事之提案(E/ 

TAC.32 and Add.l)«: ( a )取消自動分配辦法，

(b) 設立一政府閩機構審核技術標助方案而後將之 

付諸實施0
五ra六，建立以國家爲單位而最適合■係各國 

發展之通盤按術fô助計劃與自前自動分配辦法似有 

衝突, 此係業經公認之事實。分組委員會認爲最後 

核定之年度技術读勒總方案應在儘量不違背參加機

關長期計劃需要之情形下，反陕受助國家對於技術 

協助之需耍與願望。

五四七. 理事會並未獲政具體結論，惟曾通過 

決譲案五二一 B (十七）, 規定於進一步檢討資金分 

配問題時，應計及下列各項備供挟揮之辦法：

"辦 法 （《) : 自動分配辦法完全取消，按 

術協助局所提方案由按術協助分組委員會遂年 

予以核定。

"辦 法 （Ô) : 技術協助分紐委員會依據各 

國之通盤計晝1|,並審愼檢計現行及擬議之卞案， 

逐年決定可於下年度分配與每參加機關之資金 

百分比及由按術读助局保留備供分配之資金百 

分比。

"辦 法 （0 : 現行自動分配辦法將遂漸予 

以變更，俾本決議案通過之日依自動分配辦法 

分配與各參加機開之比率每年可減少百分之二 

十五，直至完全取館爲止。

"辦 法 （0 : 現斤自動分配辦法將大致依 

照下通方法予以保留：

" ( i )可敷Æ之資金百分之二十五在事實上供 

執行主席及按術協助局調度，由其依照 

技術協助分會粗委員確立之原_^!/,尤須 

依照以國家單位擬訂技術協助方案之 

原則，酷奪分配。

"(Ü) 以不超過百分之玉十之大筆可用資金交 

由執行主席及技術協助局調度，俾便依 

照技術協助分粗委員會確立之原則，尤 

其是以國家爲單位擬訂技術協助方案之 

原則，分配與各參加機關0"
五ra八. 理事會墓悉赫書長及按協會之意見， 

開於資金分配準则之各項問題，在達成最後決定前， 

應予®調事宜行政委員會審議與發表意見之機會。

五W九 . 理事會並請技fô會參照理事會對此事 

之計論經過重行審譲該項問題，以便製具提案，備 

理事 i ■第十八眉會審譲。

理事會笛十八屆會

五五0 . 理事會於第十八屆會時接得按協會 

根據技搞局第次報吿書（E/2566,Corr. 1 & Add, 
I)4®就一九五三年內方案發展情形所提之報吿書按 

協局執行主席並爲答覆按協會向技協局提出之間題

同上，議淫項目五及十- c

« E/TAC/SR.67 至 79.;E/SR. 820。
« 經濟暨社會埋事會：E 式紀錄0 第十八屆會0 補編第四 

髓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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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擴大方案下資金分配辦法之若干力面提具文件 

E/TAG/40, 此外提出力案工作之評價報告書一件 

(E/TAC/41)。
五五一. 理事會於討論技協會報吿書時所涉及 

之間題爲一九五!三及一九五四年度方案之發展情 

形、廣大力案下之資金分配辦法、方案工作之評價、 

技協會之委員國問題及•一九五五年虔之財務辦法。

一丸五三及一丸五四年度方索之發展情形

五五二. 技協會各委員國於計論技读局常年報 

吿書時，重申其本國政府對擴大方案之信念與支助。 

各委員國察悉若干政府曾廣巧一九五四年度之捐款 

數額切實揚高。各方意見鶴爲方案之有限資源應集 

中辭理爲謀受助國經濟發展之主要計劃。

五玉三. 分組委員會疆調於受助國內提供訓練 

便利之重要，並力言於妥爲顧及受助國養要之情形 

下，應保持對各國提供各種技術協助—— 如專家服 

務、醫放研究獎金及供給設備器材—— 之適當平 

衡。

五五ra, 分組委員會察悉並重視方案談判中在 

協調方面所作努力之進雇，特別是在參加機關與常 

駐代表間以及此二者與受助國間以國家爲單位之方 

案談串Jo
五五五. 分粗委員會認爲技協局及各參加機關 

雖B減低推行方案之費用，惟行政費用仍高，應再 

予減縮0 根據分湖委員會之建議,理事會通過決譲 
案五四二 B I (十八），內稱理事會圓悉按读局提送按 

協會之常年報吿書，殊爲欣慰。

技#卞協助接大方案資全分配辩法

五五六，理事會於考慮對擴大方案資金分配縣 

法之覆議問題後, 依技篇委員會之建議, 通過決譲 
案五因二 B II (十八）,重申下列原則：聯合國技術 

墙助方案應由各國政府以國家爲單位按各該國之需 

要及就方案與其經濟發展計劃之蘭係，予以製訂，而 

各參加機開在» 辦此項方案O：作時並應充量利用其 

技術資源。

五五七• 理事#■於該'决議案內決定：
"(一）自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起,就一九

五年度及其後各¥ 度言，按術協助廣大方案

之資金不再根據事前確定之百分數，對各參加

機蘭予以分配。該項資金餘須遵照下列第(二）

段規定外,應按各國政府所提請求及訂定之優

先次序分配之；

"(二)方案之設計、核定及其實施所需資 

金之分配，應遵循下列程序與原則：

"(Û) 技協局應於年初就來年根據資金供 

應有着之假定可能從事I技術，读助之支出數額, 
擬定目標數字, 以爲計割國家方案與區域方案 

時之指針。爲確保方案計劃之穩定起見，對於 

任何一年虔各國目標數字,通常應避免劇烈之 

削減，須視資金供應之情形而定。各國目標數 

字及任此項數字下爲每一參加機闕分列之細數 

(报據上年度工作情形而擬定密），應送交各有 

關政府。惟各國政府仍可自由提出其請求，不 

受此類細數之拘東。

" W 方案應以國家爲軍位，由审請國政 

府商同常駐代表或技读局特別爲此目的而指定 

之代表擬定之，對仍須履行之義務，應予充分 

注意0 各參加機歸應繼續就個別計劃之技術設 

許向有関政府機構提供意見，並予協助。協調 

各國政府與各參加機閩間諮商事宜之責任，由 

常駐代表或按協局爲此目的特别指定之代表擔 

負。

" ( 0 以國家爲單位之方案，應由申睛國 

政府標明其所訂定之優先次序，經由常駐代表 

送交按協局。技读局應於審查各該方案後, 擬 

具下一年度之通盤方案，包括行政及間接業務 

費用之槪算，並附具建議，將其提交按協委員 

會0 按協局於擬定方案時，應確保將來各參加 

機關實施方案之比率，能使經費按照下述分段 

(/)之辦法，予以核撥。

" ( 0 按術協助分組委員會應极據在經濟 

發展上之重要程度,審核通盤方案;此項審核不 

應包括各國所分配之款項、方案技術間題以及 

各國政府個別之國家發展許劃，但應檢討全面 

之優先次序、對於各項許割之估價及方案工作 

彼此間之關係。按協委員會應极據此項審核核 

淮方策，該委員會之核准爲對實施方案作任何 

承諾之先決條件。方案之擬定、審核及其他一 

切必要步驟之進行方式，應使技協委員會最遲 

能於十一月三十ET核准通盤方案並撥定各參加 

機關之分配款項0

" W 任須經大會認可之情形下，按獄委 

員會應按照各參加機閩在核定通盤方案內所分 

擔之工作之比例》遵照下述分段(«之規定，核 

定分配與每一參加機閩之款項0 此類款項應於 

扣臉按協局秘書處經費、準備周轉基金、及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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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年度估計牧入扣除百分之五後之資金淨額 

中支用之；所扣百分之五之敷額將由按读局執 

行主席於年度方案實施期間應付可能發生之任 

何緊急需要時，予j;â撥用。

"(/)爲避免各參加機關遂年承受敦項之 

重大波動起見，核給每一參加機鬪下^度之 

分配敦項，不得少於現行年度方案下核給數額 

之百分之八十五；惟如遇下一年度估許資金收 

入淨額低於本年度分配款項總額時，則核給每 

一參加機闘之分配款項應以不低於各該機關在 

本年度分配總額中所占比例之百分之八十五爲 

限。

H g )在按读委員會核准年度方案之後， 

一國政府爲修訂方案而提出之爽常請求，得由 

技協局予以核准，並於技協委眞會下次會譲特 

向該委員會陳報。如在關係國方案範圍巧，無 

法實行必要之增減，則依 W 分段供執行主席 

支配之資金，得爲此目的予以使用。

"(三）按協委員會繼續爲經濟暨社會理事 

會權力下之機閥，該委員會之決定，應由理事 

會作一般政策性之檢討。

"(181 )晴各參加機關之適當機構儘量本諧 

各該機關審核其經常方案之同樣方式，檢討各 

該機關負責執行之方案按術問題。

五五八. 理事會復於同一次決議案內決定將理 

事會決議案圓三三(十旧）所修訂之.理事會決議案二 

二二（九）予以必要之修ÎE ,俾上述各項建議，得以 

實施0
五五九. 理事會猜大會於第九眉會期間早0 核 

淮此項財務辨法。

五 於 實 施 該 決 譲 案 時 ，理事會同意按德 

i ■對於決議案若干規定的解释提出的建議，卽：（《) 
解釋第二段分段(0 "經濟發展"一詞時，應參酌理 

事會決議案二二二（九）附件f t第一段之規定；{b) 
第二段分段(力所稱關於全盤方案之檢封，係指對 

技術協助擴大方案下所從事之各國與各區域方案內 

各種不同部pg工作彼此間關係之檢討； (0  ■於按 

術感助局執行主席所稱第二段分段W 之第一句，以 

國家爲單位所確立之各國方案將由各常駐代表轉交 

技協局，惟方案中與參加機關有關之部分當分別致 

送各該機關。目前遵循之辦法卽爲如此，而自業務 

觀點言》此項程序，實爲必要；id) 闇於第二段分 

段 (̂ )最後一句，技協局執行主席於核撥資金應付緊

急需耍時 , 當與有關之參加機關諮商；（g)關於執行 

主席另外指出之第二段分段 ( g ) 內之"非 常 " 一 詞 ， 

有一點應予認識：卽 方 案 係 載 態 性 質 ,過 去 在 業 務  

年 度 內 會 有 考 盧 受 助 國 政 府 改 變 方 案 之 睛 求 之 必  

耍，俾方案得以適應各該國之需 g o 因 此 " 非 常 請  

求 " 一詞不應解释爲 "非正常或例外請求 "之 意 ，而 

應認爲係指受助國的政府爲計及未能預見之發展情 

形 （根據必耍之正當理由）而辑調塵其方案時所提出 

之請求。

方 ，工作之評價

五六一 . 技協會於討論此項問題時，曾參考按 

協局關於按衛協助工作評價方法及各參加機關在此 

方面現行群法之報吿書。按 協 會 會 通 過 決 譲 案 項 ， 

認爲將來對方案效率之評定應作進一步之努力 ,並  

應 特 別 注 意 評 定 技 術 協 助 方 案 對 於 經 濟 發 襄 之 影  

響 ，而此種評慣之研究應以實事求是之方式行之，且 

應首重受耿國之意見。 評定方案全部或•一部之慣値 

時 ，應充分利用按術協聪局及參加機岡之力量。分 

紐委員會重申聯合國技術協助方案之擬定應以國家 

爲單位之原則 , 並決定設；4 一工作團，由技協會委  

員國十一國組成之，隨同技協會之會議於紐約及日 

內Æ 開會，以評定方案之結果與效率，並向按協會 

下届會議具報。 分組委員會同意：在技協會下次會  

議 前 ，工作 M 不擬在受助國内作任何旅行，因此在 

現階段並無自聯合國或廣大方案資金內核撥額外經 

費之許劃。

技術協助分組委員會之要 Â 圓

玉 t . 按 協 會 若 干 委 員 國 建 譲 ,擴 大 委 員 會  

組 織 , 於年度選舉中，除現行委員會外加選非會員國 

家 二 及 聯 合 國 會 員國但非理事會理事國之國家二  , 
以爲技術協助擴大方案之參與國。 惟分組委員會中 

其他委員國指出此項提案引敎頗多困難，最後乃決 

定將該案延緩討論。

一丸五五年度之財務辦法

五 A；三 . 根 據 技 協 委 員 會 之 建 議 理 事 會 逼 過  

決譲案五四二  B III(十八 ），重申擴大方案爲促進發  

展落後國家經濟發展及電固和平世界基礎之重要力 

量 之 信念。經 事 ，促請參與鎭大力案之各國繼續對 

方案予以財政及其他方面之支助，並使此項支助曰 

渐廣大。理事會又請聯合國預算以外款項勸募委鼻 

於理事會第十八届會結東後，從速就各國政府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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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五年度特別帳戶認纖之款項，向各該國政府進 

行灌商，並請於大會笛九眉會期間儘早召開第Î 屆 

按術協助會議。

五六四，理事會復決定在世界氣象組織及國條 

電孰同盟工作範圍內舉辦許劃所需之資金，應由按 

協處依氣象組織、電訳同盟與該處所將擬定之辦法， 

自按協處在特別幅月下分擁之數額中撥充之。此外

並決定如所需資金起週一九玉ra年虔依此法接定之 

數額時，則所需之額外款項應由供整個擴大方案動 

用之資金內攀供之。理事會向大會建譲爲一九五四 

年度所規定之財務辦法,應對一九玉五年度繼續適 

用，但以不妨礙理事會針對一九五六年度及其後各 

年度方案決定自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起開始實施之 

修訂財務辦法爲限。

附件一 

理事會決議案 

第千七在會

決議案： 

五—二（十七），發展落後國家之經濟發展

A . 國魔ffi格關係

B .嚴勵國膝私人資本流動la到發展落 

後國家經濟發展

C. g .  土地改革 

戴.合作社

五一四（十七）* 國隙復與建設銀行報告書 

五二-*(十七），按術感助擴大方案
■ A . 按術協助擴大方案財務程序

B . 按術協助擴大方案資余分配辦法

C . 按術協助鳥向技術協助委員會提具 

報告辦法

第千八在會

五三二（十八發展落後國家之經濟發展

A . 聯合國經濟發展工作特別基余

B . 國魔復興建設銀行關於設置國腊銀 

公司問題之報告書

C . 統»經濟發展以及增進世界生產力 

之方法

五三三（十八），水利建設方面之國隙合作 

五四二（十八），按術協助

A . 按術協助經常方案

B. 按術協助擴大方案

覺，技術感助烏致按術協助委員會 

之報告書 

戴，擴大方案資余之分配方法 

尝，一九五五年度財政辦法

附件二 

理事會及其所屬各分組委員會之簡要紀錄

A

第一節•經濟發襄所需货全的專供

A . 設置特別基余以便發放資助余及低利長期貸款間 

題0
全體會議：第八一0 次、第A - 二次、第八一三 

次、第A —六次、第八一八次、第八二七次0

經濟分觸委員會會議：第一六六次至第一六八次0

B . 設立國腺銀公司提案。

全體會議：第八一六次、第A 二八次0 
經濟分組委員會會議：第一六八次、第一六九次。

C . 國腺復興建設銀行常年報告書0

全體會議：第七七五次、第七七八次、第七七九

D . 國腺私人資本流動》ia到發展落後國家經濟發展0 
全體會議：第七六二次、 第七六四次至第七六九

次 》第七九一次0 
經涛分組委員會會議：第一PÎ六次至第一W九次、 

第一五~ 次至第一五三次、第一五七次0

E . 國魔復格關係0

全體會議：第七六二次、第七六四次至第七六九 

次、第七九~ 次0 
經糖分組，委員會會議：第一四二次至第一 0 五次、 

第~ 四九次至第一五一次》第 -*五六次0

第二節，土地改革

全體會議：第七六二次、第七六四次至第七六九 

次、第七九一次0

經潜分組委員會會議：第一五四次至第一五六次、 

第一五八次、第一五九次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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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工業化的程序與間題及提高生座力的方法

全體會議：第A—六次及第八二八次。

經濟分組委員會會議：第一六八次、第一六九次0
第五1 ? .水利建設i l水利利用

全體會議：第A二0 次、第八二二次、第八二三 

次0
B

第 聯 合 國 技 衝 協 助 方 案  

全體會議：第七九三次。

第八節. 技fff協助请大方案

全體會議：第七六0 次、第七六一次、第八二0  
次0

按術齒助委員會會議：第五十八次至第六+六次、 

第六+七次至第七十九次0

附件三 

非政府組纖之陳述

非政府翻織依議事规则第八十六條向理事會或其分 

組委員會所作口頭陳述

第千★属會

國魔鹿會

發展落後國家之經潜發展：鼓勵國膝私人資本流動Ü利 

發展落後國家之經濟發展。全體會議：第七六六次0
國療自由工會腐合會

發展落後國家之經濟發展0全體會議：第七六八次0 
發展落後國家之經濟發展：專家小組國於國膝債格願 

係之報告書0經韓分組委員會會議：第一四三次0
國朦基督敎工會聯合會 '
發展落後國家之經湾發展。全體會議：第七六八次。

世界工會聯合會

發展落後國家之經濟發展。全體會議：第七六九次0 
發展落後國家之經湾發展： 鼓勵國膝私人資本流動以 

利發展落後國家之經濟發展0經濟分組委員'會會議： 

第-*四九次。

發展落後國家之經濟發展：士地改革0經濟分組委員會 

會議：第~五四次。

第千八在會

世界工會聯合會

按術協助0 按術協助委員會會議：第六十九次0

國摩自由工會腐合會 

按術協助擴大方案：擴大方案資余分配辦法0技術協助 

委員會會譲：第七十四次

聯合國同志會世界聯合會

按術協助0全體會議：第八二0 次。

聯合國同志會世界藤合會

發展落後國家之經濟發展：經湾發展資余之» 供。全體 

會議：第 八 二 次 0

國魔自由工會職合會

發展落後國家之經濟發展：經濟發展資余之» 供。全體 

會議：第八一三次。

世界工會 ®合會

發展落後國家之經濟發展。全體會議:第八一六次0

國魔基督敎工會聯合會

襄展落後國家之經濟衰展0全體會議：第八一六次0

非政府組織依議事規則第八十五條向理事會非政府 

組織事宜分組委真會所作口頭陳述

第十七在會

世界退伍軍人聯合會

按術協助擴大方案： 按術協助委員會報告書0 非攻府 

組織事宜分*0®員會會議：第一四0 次0

第千八在會

美利堅合衆國商會

發展落後國家之經濟發展： 經濟發展資余之» 供。 非 

攻府組織事宜分組委員會會議：第一四三次0

國膝天主敎社會服務聯盟

技 術 助 :按術路助擴大方案。非攻府組織事宜分組委 

員會會議：第一四三次0

世界退伍軍人@合會

發展落後國家之經濟發展。 非攻府組織事宜分組委員

會會議：第—四因次0

非政府組織向理事會所提書面陳述

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

E/C.2/364經濟發展落後 ;S 國家

國魔商會

E/C. 2/366第十四届大會有關經濟B社會理事會工 

作範圍項目之決議案

世界進;?^猶太主義聯盟

E/C. 2/379經濟發展資金之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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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腊商會 E/c. 2 / 3 9 5 經濟發展資金之簿供：通整奸劃之經濟

E/G. 2 / 3 8 7 發展落後國家之經濟發展：鼓勵國腹私 發展

人資本流動以利發展落後國家之經濟爱 國腾婦女評議會

展 E/C. 2/399 技術協助
國腹商會

E/C. 2 / 3 8 8 發展落後國家之經濟發展 國際小額貸款業腹合會

美利堅合衆國商會 E/G. 2 / 4 0 0 設置國際機構以簿供中小規模事業資金

E/G. 2 / 3 9 4 技術感助 之建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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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社會間

第一節 . 社會工作方面之協調行動

五六五，大會於決譲案七三二（八)對於各方積 

極設法摄具理事會決議案0 九六（十六)所通過的聯 

合國及各專Pg機關於I t會間題方面應採之一致:實際 

行動纤割表示認可。該決譲案復邀睛腐書長及各專 

Pg機關於實行理事會決講案四九 (十六）所說明的 

方案、一般原則及技術之時注意對發S 落後國家所 

給予的特別考慮。大會又建議於理事會決譲案中增 

加一段，使一政行動許割集中辦理之各項方案包括 

改善非自治値土及託營® 土衞生、教育與社會福利 

情冗之各項許割。

五六六，理事會有妻於此，遂於重新召集第十 

六屆會議1之時爲修:ÏE決議案四九六（十六）通過決 

議案五~ ( 十 , " 0 ,於第八段内增設分段(0 。該分 

段照大會建譲指辭如下："改善非自治値土及託管鎭 

土之衞生、教育與祿會福利情況"。

第二節 .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 兒童基金會）

五六七. 理事會於第十八屆會時2,收接兒量基 

金會執行委員會任舉行一九五三年九月及一九五ra 
年三月屆會後所提出的甫個報吿書（E / 2518及 E/ 
2572)0。此外，理事會復收接驢書長依據無限期續 

設兒董基金會的大會決譲案八0 二 （八）所截請求， 

就"兒量基金會工作方案與聯合國及各辱Pg機關經 
常工作方案與技術辕助方案之協調" （E/2601 )4所 

提出的報吿書0

1 E/SR.754。
2 E/SR.794 及 795。
* 經濟暨社會埋事會正式紀錄, 第+八屆會7補纏第二 
及第二髓Ao 

4 同上, 附錄, 議程項目九(6)0

五六八. 理事會任決譲案五ra三（十八）中認爲 

大會決譲案八0  二（八)使兒量基金會兒董福利工作 

之撞進疲有新展望, 箫各報吿書表示潇意；認爲允 

宜繼續努力，促進一般民衆對於兒量各項需宴及兒 

量基金會工作的露識；請聯合國所有會員國及非會 

員國積繼努力，以擴充兒量基金會的資隙，並請秘 

♦長至遲於一九五六年對其關於兒量基金會工作方 

案與聯☆ 國及各專pg機關經常工作方案與按術協助 

方案之读調間題, 提出辅充報吿書，對於繼績督訂 

解決具體簡題的方法，允應特加注意0

協助範圍

五六九 . 兒董基金會自一九五0 年以来幾以十 

分之九的援助鎭供非洲 , 亞溯、東地中海藍域及拉丁 

美湘的發展落後國家之用。兒董基金會一九五四年 

度援助許劃頂定以全部援助的百分之四十四撥予亜 

海；百分之十九撥予拉丁美洲；er分之十五撥予非 

洲；百分之十三點五撥予東地中I海 域 ；百分之M 
點五撥予歐洲；百分之四撥供推行各藍共同方案之 

用。

五七0 ,  — 九五ra年度援助預定以百分之三十 

九撥供逢婦及兒養福利計劃之用；百分之三十供民 

衆衞生工作之用；百分之十六供增加營養之用Î 百 

分之十五則撥供紫急救助之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 

五 ra年六月期閩,撥供各項計割之用的援助敦項總 

額約計四园,一0 0 , 0 0 0 美元 S 其分配情形如 

下：

* 此敷字包括連® 在內九五四年三月執行委賞會核 
准將蓮費算入接國別分配之經費內i依此援助各國所 
支出之實額, 較前益爲翔實, 各項連費已往悉記入 
各國蓮費總帳內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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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 年 至一九五四年六月期間國際免童暮会會計割搜肋会各區分配表

r單位-*千美元）

丸五一年 —九五二年 一*九五三年 —，九五四年六月 總額 撥款百分Æ

非洲 一 1,120.6 647.9 284.3 2,052.8 4.7
亞洲 5,097.5 4,645.6 7,171.0 1,329.8 18,243.9 41.4
東地中海廣域 3,164.7 5,030.9 1,416.6 750.7 10,362.9 23.5
歐洲 2,495.3 1,026.2 544.5 354.1 4,420.1 10.0
拉丁美洲 1,910.6 2,317.2 2,234.6 1,541.6 8,004.0 18.2
惠及一個以上區域的計割 330.0 363.8 295.0 5.0 993.8 2.2

12,998.1 14,504.3 12,309.6 4,265.5 44,017.5 100.0

五七一. Æ此許割援助金ra四,一0 0 , 0 0 0 五七二，倘以協助種類爲分類標準, 則此一時
美元以外，另有七，五0 0 , 0 0 0 美元（總數）經撥 期內計割援斯金總額圓四,一0 0 , 0 0 0 美元之分
爲此一時期的行政及事業費用，合許共五一，六0 配情形如下:
0 , 0 0 0 美元。

一义五一年至一九五E7年六_̂國條充童基金會計劃援助金總額用途分配喪

(單位千美元）

，|确九 五 卑 '—丸五二卑 义五三年一 九五四年六月 總額 撥款百分Æ

產掃及光童播利工作 1,350.2 2,837.2 3,501.9 939.3 8,628.6 22.3
民朱衝生
卡介苗(BCG)注射及其

他防療 1,488.1 709.6 877.6 151.7 3,227.0 8.4
肪治癔疾及副傷寒 1,216.4 1,487,9 764.9 577.0 4,046.2 10.5
防治霉狀腫症梅毒 278.6 828.0 845.0 64.0 2,015.6 5.2
其他 1,141.0 469.0 327.4 207.0 2,144.4 5.5

總計 4,141.1 3,494.5 2,814.9 999 J 77,433,2 29.6

光童營養

兒童飮食 871.1 585.6 659,2 200.5 2,316.4 6.0
食物保存 971.0 1,360.0 1,585.0 895.0 4,811.0 12,5

總許 U842.1 1,945.6 2,244.2 U095,5 7,727.4 18,5

緊急救濟 4,162.2 4,469,8 2,242.9 608.0 77,482.9 29*6
運費 7,579.5 1,757.2 U505J 623,0 5,405,4 一

總計 12,998.1 14,504.3 12,309.6 4,265.5 44,077.5 100.0

五七三. 兒童基金會目前在七十八個國家及値 

七內協助施行各項方案，其中在一九五三年内或在 

執行委員會一九五ra年三月届會中初次瘦淮受援助 

者許有十二個國家和旗七。

目前受光童基金會援助之國家义領土 亞洲:
非洲：十五

培楚河那蘭、比屬剛果、法屬睹麥龍、法

屬赤道非洲、法屬多哥蘭、法屬西非洲、肯 

亜、利比里亞、毛利西亞、摩洛哥、奈基 

利阿、盧安達鳥隆提、坦干伊略、突尼西 

亞、鳥〒達0 
二千

阿富汗、《甸、柬缩寨、錫蘭、中國變 

濟羣島、香港、印虔、印虔尼匪亜、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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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馬来亞、北婆羅洲、巴基斯组、菲 

律賓、薩拉Æ克、星加坡泰國、越南、西 

薩摩亞。

東地中海區域：十一

埃及、阿比西用亞、伊朗、伊拉克、以色 

列、約但、黎巴嫩、利比Æ、蘇丹、翁利 

亞、土耳其。

敬洲：A

奥地利、希腿、意大利、菊荀牙、南斯拉 

夫。

拉丁美洲：二十七

玻利維亜、巴酉、英屬圭亞拿、英屬洪都 

拉斯、智利、评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多 

米尼加、多明尼加共和國、厄瓜多、薩爾 

冗多、格林拿達、瓜地馬拉、海地、洪都 

拉斯、牙買加、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 

馬、B拉圭、m魯、聖奇特斯、聖路西亞、 

聖文孫特、蘇利那姆、千里達及多巴哥、 

烏拉圭0
此外,另有援助巴勒斯坦難民婦孺的個特別方 

Mo

玉七0 ，兒量基金會目前協助施行的方案計有 

二百十三個。民衆衞生方面的方案, 數逾一半（一 

百十四個），其中爲數最大者是防治躇疾方案（三十 

四個）及卡介苗肪療注射方案（二十九個）o 在逢婦 

及兒董福利方面的方案（四十五個）佔五分之一雜0 
在兒量營養方面，兒養某金會正協助施行四十六個 

方案，其中二十七個爲長期供應飮食計割，其餘十 

九個則爲牛奶及其他食物的製媒方案0 兒董基金會 

正以聚急救濟金協助施行八個方案。

五七五•下表簡列各愿域目前受協助國家及方 

案的數目。

目前受廣助圓 

家領土數目 

非洲 15
亜洲 20
東地中海區域  11 
歐洲 5
拉丁美渊 27

目前受協助 

方索數目 

21 
67
37
13
75

總 計 78 213

受惠者

五七六，在一九五圓年, 因兒量塞金會的援助 

而受惠者將逾二千五百萬兒董、產婦及孕婦。以下 

是有關因兒童基金會自成立以迄一九五四年；*^月協 

助若干主要方案而受惠者的資料：

卡介êS防廣注射：任五十八個國家及領土內， 

九千餘离兒量B受檢査，三千六百餘萬兒童已受注 

射。

防治善狀腫症、皮骨嚴及楊毒：在二十三個國 

家及値土內，B受檢查奢遼二千四百萬人，B受診 

療者逾百萬人。其中受檢査資一千二百四十萬人 

受及診療者三百二十离人爲兒童、産i t及孕婦。

防治廣疾及望执斯:在四十四個國家及領土內, 
因利用兒量某金會所供給的DDT而已受保譲者計 

有二千三百五十萬人，其中一千四百萬爲兒，、M 
婦及孕婦。

供給紀童食物方案:因兒童基金會施行各種聚 

急救濟及長期方案而瘦得牛奶及其他食物者計有婦 

孺一千五百五十萬人，受惠期間長短不等。

五七七。除上述受惠者外，另有千百萬人因其 

他受兒董基金會援助的方案的施行而受到實惠。這 

些方案包括牛奶保存，產，及兒童福利工作，購置 

當地廠家等方案以及防治白喉、百日咳、砂服及徽 

菌病等疾病的蓮動在內。當所有計擬中的牛奶保存 

廠全部開工時，約四百萬兒董、産婦及孕婦將可獲 

得廉價或免費牛奶、得到衞生牛奶而受惠者的入數, 
自將數倍於此。

協明種類

五七八，兒童基金會的協助以供給物資及設備 

爲主，其重點it採取對兒量福利具有廣泛深遠影響 

的直接行動。

五七九. 目前藉兒董某金會的援助而着手推行 

的許多方案或可在關係國家內樹立此後十年、二十 

年或二十年以上的槽模。0 此，基金會執行委員會 

和執行幹事已進行揉求最有效的政策指施，藉使農 

村漸能分享前此'因兒量基金會援助而變得的成果。

五八0 . 向受兒童基金會援助的民衆衞生蓮 

動，如欲擎固其成效，則在蓮動結束以後，必須在 

農村匿域確立永久的當地保健工作。農區的產婦及 

兒董福利工作可能極有價値，因爲B經設立的保健 

中心和B受訓練的人員加強务地現有的保健工作， 

而且時常協推行更廣泛的工作。

五八一. 執行委責會在詳細審查這個間題後於 

一九五四年初獲得結論，認爲在某種條件下兒董基 

金會對訓練鄉村工作人員的地方費用及地方指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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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所給予的協助，可能成爲一種協助方法，保證使 

已得的成績循着合理的方針發展。

玉八二. 委員會所作決定的影響，可使在全國 

性工作方面得，到成功的兒量某金會提供的推動力， 

伸展到各奢各地的工作。卞承認受兒童某金會援助 

的許多方案，尤其是産想及兒童福利方案，其大部 

分財務及行政責任須由各省和各村自行承擔。a 養 

基金會在最初舉辦時期所予的援助將使各方案在各 

級政府立下繁固的基礎，因此使各關係國家能在曰 

後肩負插行方案的全責。

五八三. 與此事密切有開的是兒童某金會執行 

委員會對鼓勵各國政府漸漸着重長期許劃的审視。 

執行委員會所採行的撥款政策是以計劃爲單位，不 

以會計年虔爲準。執行委員會Æ—九五ra年三月屆 

會時同意如果某一計擬中的計割係預許有若干連请 

階段的通盤許劃的一部分，别在討論時允宜討論盤 

個計割。養員會的現行政策爲"協助完成或改進業B 
舉辦的工作" 如果委員會在原則上贊成某項許割， 

此後提請繼續協助的要求卽將予以珍慮0
五八r a .執行委員會復同意在特殊情形之下， 

爲獎勵長期計劃及更周詳的設計起見，願撥敦資助 

爲期長於通常二年或三年期限的方案。執行委員會 

且願政慮撥敦資助爲期長達五年的方案。但懂在下 

列情形下方願攻盧:關係政府承擔同等的長期義務， 

根據基金會B往經驗，該項方案頗有成功之望，而 

且兒量某金會的長期援助將使該項方案大爲加強。

A. 協助產掃及光童福利工作及訓綠

五八五. 兒量基金會對援助產綠及兒董福利方 

案一•事，日盤重視。在一九五一年， 基金會對此等 

方案所撥的敦項不及業經核定的全部長期援助的五 

分之一；一九五三年，此種擬款估全部援助五分之 

一 強0

五八六. 兒董基金會這些方案的主要援助爲 

供給可供五千五百個產歸及兒童福利中心使用的基 

本設備、藥品及補品，並對此等設、備尙付铁如或尙 

欠妥善的兒童及達婦隱院，有所幫助。

五八七. 剑線光童援理工作人ft: 這些中心碌 

爲兒童及母親服務外，並訓練兒童護理工作人員。這 

種訓練工作大部汾是對農村助産士及其他助理人員 

的一種筒單而切實的訓練。基金會以助逢士用具箱 

絵予每一個結業的見督助產士，道種用具箱是樊勵 

當地居民參加訓練的物品，也是一種"文憑"，使助 

逢士獲有社會地位。基合會亦以教學用品及設傭供 

給助產士及議士學校， 以及設有產婦科及小兒科訓

練班的督院0如上所述,基金會執行委員會於…九五 

四年三月B同意在若干條件下以薪偉給予教授這些 

科目的教員，以及日後將在產，及兒童福利中心服 

務的受訓人員。此外，巴黎國摩兒量事務所設有與 

兒童譲迪有關各科的國際訓練班，並在兒童健康福 

利方面從事研究工作，一九五三年三月，執行委員 

會在原則上同意與法國政府分擔國凝兒童事務所一 

九五W年至一九五六年的經費。

五 八 學 校 係 健 ：兒童基金會最近已聞始提 

供簡單的援勒來推行以農村學校保健營養間題爲中 

心的方案，例如種植菜圓,加強營養及保健教育，個 

A衞生及環境等方案。教員均受特別訓練，而旦基 

金會鼓勵村民合力參加，以便提高兒童及全村的雄 

康水ÎPo
五八九. 環境衝生：改進f i匿的衞生條件或"環 

境衛生"對逢綠及兒童保健工作，非常重要，此點B 
經兒量基金會執行委員會於一九五三年九月確認， 

該委員會復 ‘原則上決定提供援助，改善鄉村內水 

的供應，溝仔的徘除以及有関的敦II保健教育。此 

種衞生措施兒童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尤其在寄生 

病、膜炎及砂服方面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具有直接影 

響0協糖改進社區衞生將使逢婦及兒量保健措施，更 

見有效，而且將使全村居民合力參加各種衞生:r作， 

尤其社會及保健教育工作一事，更有力量，更具意 

義C
五九0 * 兒董基金會於一九五四年三月首次決 

定以旨在改進環境衞生的援助給予麵甸，以便施行 

一個改進水的供應的示範纤割；基金會供給開掘 

淨水井的設備及推行fd；]i保健教育的材料，世界衞 

生組織則洪給衞生工程及保健教育專家。Æ最近的 

將來，若干發展落後國家可望大規模施行此種計 

割。

B. 炼助防治傳染病

五九一， 所有受基金會援助的地愿，都有極多 

兒童患傳染病。因此，防治這些疾病乃是莫正改善 

兒童保健及福利水傘的先決條件0 —九五三年，兒 

貴基金會長期扶助方案撥款總額約三分之一是.用來 

推行民衆保健蓮動的，其中最大的蓮動是卡介苗防 

療柱射和肪治霉狀腫症及癔疾。因爲許多國家多年 

來從事準傭，各組織的努力有增無B , 而且受惠國 

政府爲施行許劃提供經費、材料，受惠兒董的人數， 

非常互大, 而且遂年大有增加,同時大批當地人員 

正在受訓,以便在日見擴大的地遥內推行防治傅染 

病蓮動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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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二. 但是，基金會執行委員會深信在這方 

面有待進行的工作仍極衆多。在非洲薩哈拉以南地 

M,基金會冗開始援助肪治癔疾和赛狀腫症蓮動；而 

對卡介谊防瘦注射蓮動則尙未加以援助。在拉丁美 

渊，雜然肪治霉狀腫症的間題在許多國家内極形嚴 

重，但昏兒童基金會迄今紙對一個國家提出援助。同 

時，基金會迄今厥決定援斯一個國家改善環境衞生 

及防治擁瘦。基金會B读助若干國家施行防治砂眼 

及有關服疾的示範許劃，但是各方希望日後能有更 

多的成就。

五九三. 因爲組織有所改進，保健技術已經簡 

化而旦重要用品一疫苗■ ,青徽素及DDT—成本減 

低，肪治民衆疾病的費用，漸見減少。根據兒量基 

金會目前的計算，每一個兒量防瘦注射的費用低至 

一角玉分美金，由基金會負擔三分之一，有關政府 

負擔它分之二。在大規模蓮動中，診洽霉狀腫症的 

費用約爲美金一元，由兒董基金會與有闇政府平均 

分擔。以赛狀腫症來說，診治每一兒養所用的靑徵 

素，成本不到一角五分美金。

五九四. 防治達疾及宣执斯：兒量基金會供給 

DDT,噴霧器，蓮輸及實地設備，協助各國防止癒 

疾及皇扶斯。目前憑基金會的協助，展開防癔疾蓮 

動的計有三十四個國家及領;h : 狂拉丁美洲有十六 

國，非洲有八國，亞洲和東地中海區域各有五國。在 

三個亞洲國家和一個東地中海國家內，兒量基金會 

又供絵設備，製 造 DDT。此外，基金會所供給的 

DDT正被四個國家—— 兩個在亞洲，兩個在拉丁美 

洲—— 用以防治癔疾。

玉九五. 卡於®防森注射：受兒董基金會協明 

的卡介苗防療注射蓮動正在二十九國内積極展j開： 

在亞洲者十一國，在拉丁美洲者十一國，在東地中 

海匿域者七國0 防療工作的範圍，不斷墙大，依照 

目前的檢査率，每月受檢査的兒童，人數可達二百
■ ft -
禹。

五九六，在亞洲七國和拉丁美洲一國內,兒量 

某金會除協助那些國家舉行卡介苗注射蓮載外,還  

供給用以診治患有療病的兒董的器材設傭。但是， 

多數國家無力雄持這種費用浩大的服務，因此，兒童 

基金會如能繼續以其援助的大部汾用於肪Jfc而非診 

洽這種疾病, 则可獲得最有效的結果。

五九七• 防因原蟲而生的疾病：兒量基金會 

正協助十五画肪治幕狀腫症、皮骨瘦及梅赛：在非 

溯者四國，在亞洲者八國, 在東地中海區域、歐洲

及拉丁美渊者各一國。一般而論，兒重基金會供給 

青徽素、診所及實驗室用物，設備及蓮輸的費用。若 

以大規模防治蓮動中每一受治療者計算，約合五角 

美金。Æ這種蓮動中，政府所負擔的費用約與兒童 

某金會的捐敦相等。兒董基金會B以製造靑徽素的 

設備供給智别、印度及南斯拉夫三國，俾使這三國 

政府日後可以產製靑徵素以便繼續防治此種及其他 

侵I I 兒重的疾病。

其他銜生運動：

五九八. 白 天 花 及 "5•日咳：兒量基金會目前 

JE協助毛里西亞推行防治百日咳蓮動，並億勒秘魯 

推行防治白喉及百日咳蓮動。此外,基金會正以製 

造防it這種疾病的血淸和度翁的實驗室設備供給中 

國(台灣省）、巴基斯坦，奧地利、南斯拉夫、哥倫 

比亜及轉魯0 基金會自成立以來已將疫苗（白喉、天 

花、破傷風及百日咳)蓮至九個國家0 防洽遺些兒童 

傅染病，並以製造疫苗的設備供給十三個國家。

五九九. 眼及有關眼疾：在埃及、摩洛评，突 

尼西亞及中國(台灣)者，兒董基金會正協助各政府 

防治砂服及其他有閩眼疾。在這方面的協助也許可 

以推廣到其他直域，但此事須視目前的大規模蓮動 

是否成功而定0
六0 0 . 森氣满：一九五三年三月，兒量基金會 

執行委員會首次核准一個防止癒疲病的方案。基金 

會正以合®藥品幫助奈基利阿政府大規模防治麻瘾 

病。這種病大都是在幼年期及青年期中感染的疾病。

. 徽g 病：兒董基金會正協助叙利亜插 

行一個防治徽菌病的方案，並且期望在甫年◎治療 

患者五萬人。基金會以前曾協助南斯拉夫推行同一 

方案。

C. 協助改善充童營養

二 . ♦ 妨及其他食物的係存：兒量基金會 

正促使增建牛奶清毒廠或，擴充製粉廠現有牛奶與 

使之現代化。其目的協助各國政府增加牛奶産量， 

俾能以衞生免費或廉價牛奶供給多數兒董。盤粉廠 

設備光足使各國能儘量利用盛產季節的產品以供全 

年分配約需要

三 . 這 些 製 奶 廠 和 製 粉 廠 使 設 厥 國 家 的 農  

業 經 濟 得 到 活 力 ， 因 爲 它 f ! 使 農 民 瘦 得 穩 定 而 廣 大  

的 牛 奶 市 場 ， 而 且 是 推 行 教 育 方 案 、 读 助 農 民 改 良  

牛 奶 生 產 方 法 的 中 心 。 它 們 又 促 使 各 國 制 IT衞 生 條  

例 ， 確 保 牛 奶 的 素 質 。 兒 量 基 金 會 迄 今 B 核 准 读 助  

分 設 Æ 二 十 玉 國 內 的 一 百 六 十 四 個 廠 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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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一九五三年，爲推行牛奶及其他食 

物保存方案所撥敦項幾估B經核定的長期按助經費 

總額的五分之一 0在牛奶逢量相當互大的拉丁美溯， 

基金會對牛奶保存方案提出的援助在過去數年以 

內，頗有發展。任智利和尼加拉瓜二國，受援明的 

工廠BÆ—九五四年年中開始生產。基金會期望日 

後在東地中海直域、亜洲以及非洲多多推行這方面 

的方案。

五.在目前尙無望發展當地牛奶製造業的 

地兒童基金會正與糧農組織以及世界衞生組織 

合力鼓勵大家善用並發展含■有豊富蛋白質及其他主 

要營養物的其他貪物。本年內，糧農組織與兒童基 

金會正共同進行若干試驗，以便斷定在世界缺乏富 

於蛋白質食物的地直內是否可以魚粉作爲兒量食 

物。

六 執 行 委 員 會 在 一九五三年內及在一九 

五四年三月舉行届會時，決定協助三十躲國（大部 

汾在拉丁美湘及亞洲）推行兒董補助貪物方案，這 

些方案將由各學校、產婦及兒董福利中心及其他供 

應食物中心負責推行。撥敎的根據是可以自美國到 

餘生產中獲得廉價牛奶。一九五三年的撥款（包括 

聚急供應食物方案在內）牽涉到無脂牛奶粉約一萬 

萬碌，此數約當美國一九五三年剰餘生產的0 分之

* "o
六0 七. 餘非發生嚴董的旱災，廉價牛奶至少 

到一九五，~年年底5T望自美國購得。因爲一九五 

年所産牛奶直到一九五八年年中尙可媒製食用，所 

以很可確定爲期四年的方案。因此，兒量基金會目 

前正Æ重新討論是否可能在可以利用無脂牛奶開始 

推行長期計劃的地愿利用無脂牛奶，以及是否可能 

獲得其他長期利益。

D. 緊急救濟

八. 一九五三年內，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飢 

荒區域，受戰爭浩却的朝鮮，農作物被風風及洪水 

掃荡…空的日本各直以及發生地震的希腦島喷都得 

到以食物爲主的緊急救濟。在東地中海匿域，兒量基 

金會繼續以若干種救濟物品供給聯合國工賊處，作 

爲救濟巴勒斯ffi婦孺難民之用，並對埃及和約但的 

貧困的非難民人羣絵予協助。

>■̂ 0九. 在一九五四年上半年，兒童基金會執 

行養員會以緊急救濟給予下列申請國家：（a) 菲律 

賓, 因爲在民答那娥若干愿域，田嵐成災，收成損

失高達百分之九十；(b )印度，因爲天災頻仍，災 

區急雷救濟；（C )伊拉克，因爲底格里斯河濫成 

炎，愿舍蕩然的人家，成千累离。在一九五四年中， 

基金會依聚急救濟方案將牛奶和其他食物供給下列 

國家：印度，受惠者十七萬人；日本，受惠者一百 

四十萬人；朝鮮，受惠參二百萬人；巴基斯坦，受 

惠者二萬五千人；菲律賓受惠者十五萬人。

各匿域之發展情形 

非洲

0 . 兒童基金會目前正以數達二百四十萬 

美金的援助撥給非洲十五個國家和値土一九玉一 

年以前的援助用於在北非進行卡介范防療注射蓮 

動。自一九五一年以來，用於防治癔疾者佔撥款三 

分之一，用於防治霉狀腫症及增加兒童營養者各估 

五分之一，用於肪治砂服和癒痛奢佔五分之一（基金 

會於一九五ra年三月首次核撥款項推行此項方案）o 
下表所示爲迄今爲Jfc依援助種類撥予非洲的全部敦 

項，以及在-九五三年及執行委員會一九五四年三 

月屆會時所核定的敎額：

途今為止 义五四年
檢款總額 九五三 三月

$ $ $
產婦及光童標利 85,000 一 85,000
民来衛生 Uô61,000 541,300 123,000
防治癔疾 573,000 100,000 53,000
卡介前注射及

其他防療 378,700 .一 一

防洽赛狀腫症

及梅毒 344,000 288,000 6̂ 000
防沿砂服 262,300 50,300 64,000
防洁其他瘦病 103,000 103,000 一

營養 377,000 4,000 48,000
運費 308,500 102̂ 600 28,300

總許 ®2>i31，Aqo 5647,900 $284,300

iS洲

' 填及、阿比西尼亞、利比亞和蘇丹屬 
域"，故宋包抵在內。

'東地中海區

一…. 兒量某金會自成立以來撥給亞湘二十 

一個國家及領土的栽項S 逾三千三百五十萬美元, 
其中用於民衆衞生方案者估三分之一強，用於產婦 

及兒量福利方案者幾估二分之一，用於緊急救濟者 

(包括緊意食物救濟在内）約估四分之一，所餘百分 

之 ; 則供長期供給及製造食物方案之用0 下表爲一 

九五三年及一九五四年三月依方案種類撥予亞洲的 

款項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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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四等 防治皮骨窥及

一九五三年 三月 梅毒 24,000 . 一

$ % 防沿砂眼 一 19,000
產婦及光童福利 2,606,700 316,000 肪治麻疲 40,000 一

茂来衝生運動 U476,500 302,700 營養 289,000 一

防治癔疾、蜜 扶 斯 339,900 90,000 牛奶保存 167,900 —
防治霉狀腫症 長期供給貪物

及梅毒 533,000 58,000 許劃 122,000 一

卡介苗注射及其 緊急救濟 320,000 45,000
他肪療 579,600 32,700 運資 165,200 6U400

防治砂服 4,000 106,000
防治其他疾病 20,000 16,000 德計 $1,416,600 $750,700

營養 490,900 5,000
長期供給食物 75,900 5,000
牛奶及其他食 

物之保存 

緊急救濟

運费

415,000
1,722,000

874,900
563,000
143,100

.總計 $7,171,000 $1,329,800

東地中海S 钱

六一二. 兒置基金會撥予東地中海區域的款額 

(爲巴基斯坦歸孺難民所撥數逾一千百五十寓美 

元的援助敦項不在其內）總額超過六百八十萬美元， 

其中用於民衆衞生蓮動者估百分之三十九, 用於增 

加營養者佔百分之二十五，用於緊急救濟者佔百分 

之十九，用於産歸及兒童福利方案者佔百分之十七。 

在民衆衞生蓮勸中，爲卡介苗肪療注射蓮動（估撥 

款總額百分之二十）以及包括製造DDT的防治 

癔疾蓮動（佔撥款總額百分之十五)所撥款項，爲數 

最互。在民衆衞生方面所餘撥默（許百分乏EU)則用 

於防治皮骨瘦、梅毒、砂服及麻瘦。下表爲一丸五 

三年及一九五四年執行委員會三月屆會時撥予東地 

中海匿域的敦項以及一九五四年ra月爲救濟伊拉克 

水炎災民以緊急通信表決方法核撥的敦項：

產婦及光童福利 

民表衛生 

防治癔疾

介苗注射及其 

他防療

，九五三年

454,000
188,400

124,400

丸五四年 

三月及四月

$

113,300
531.000
412.000

100.000

歐洲

三，自一九五一年初以來，兒童基金會撥 

予i t洲的敎項B達四百四十萬美金,其中百分之三 

十八係供牛奶保存及長期供給食物方案之用,百分 
之二十係供產婦及兒童福利之用，百分之三十;*^供 

緊急救濟之用, 百分之六則用於民衆衞生蓮載。在 

歐洲, 目前受塞金會读助的國家爲奥地利、希腿、 

意大利》菊萄牙及南斯拉夫。一九五三年及在一九 

五四年執行委員會S 月屆會時撥予歐渊的款項如 

下：

—九五三外 '-九五四年 

三月
$ $

產婦及光童福利 25,000 180,000
製造★清及長苗 30,100 2,000
牛妨係存 230,000 140,000
緊急救濟 200,900 —
運費 58 y 500 32,100

總 計 $544,500 $354,100

拉丁美洲

六一旧，基金會自在一九四九年三月首次撥款 

協助拉丁美溯以來已撥敦一千二百萬美金, 協助二 

十七個國家及領土推斤長期及緊急救濟方案。在此 

款項中，約五分之二供民衆衞生之用,用於長期供給 

食物及牛奶保存的款項，亦幾達五分之二0 用於逢 

婦及兒童福利方案的款項估百分之十四,用於聚急 

救濟者佔百分之八0 —九五三年及一九五四年執行 

委員會三月眉會時撥予拉丁美湘的敦項分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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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yL五三年 一丸五四年

$
三月

$
屋歸及光童福利 131,200 245,000
式朱銜生 578,600 47,000
防治癔疾 325,000 22,000
防壞 173,600 19,000
其他 80,000 一

營養 7,220,300 897,500
牛奶保存 763,000 755,000
長期供給食物 457,300 142,500

緊急救濟 一 —

運費 304,500 358,100

總計 $2,234,600 $1,541,600

基金會之資源

政府損敦 

私人捐敦 

聯合國善後 

救濟總署 

剩錄資産 

其他收义

$14,267,000
828,000

428.000
696.000

$16,219,000

百分率

8 8 . 0

5.1

2 . 6

4.3

100.0

六一五* 基金會一九五三年度的收入總額爲- 
二 九 , 0 0 0 美元，來源如下：

贊助兒量基金會的一般趨勢是分人興 

蜜的0自各方的贊助存:一九五0 年降到最低點後，捐 

敦國家及政府捐款數額續有增加，而且與一九五0  
年相比，已超過百分之八十以上。一九五三年度捐 

款政府許有五十五。在北美洲，捐敦的墙加爲數最 

| g , 而自一九五0 年以來亞洲的捐/款已境加六倍之 

多。下表以地匿爲準，指出一九五三年間各國政府 

捐敦的趨勢：

•丸五 0 年

(翠位一千美元） 

一:^五一年 一丸五二年 ，;^五三年

款額 損款政府數目 款額 損款改府數目 款額 損款改府數目款箱 損款改廣

粒丁美洲 161 5 283 9 412 8 392 11
亞渊

非洲及東地

201 5 1,082 9 1,080 9 1,305 14

中海區域 62 5 135 4 59 4 142 7
mm 1,352 11 1,291 9 1,486 14 1,742 19
* 美洲 5,301 2 6,220 2 7,177 2 10,322 2
奥亞 840 2 840 2 593 2 364 2

總計 7,917 30 9,851 35 10,807 39 14,267 55

A—七 .‘一九五三年兒量基金會自私人捐款方 

面所獲收入（出售資片所得經費不在其內）總計八二 

八, 0 0 0 美元，豹略超過是年總牧入的百分之五。 

在此款額中, 大約ra分之三是阿富汗、擁大利亞、比 

利時、加拿大、義大利、日本、細面蘭、巴基斯坦 

及南斯Ô夫九國舉行募捐蓮動和聯合國日所得的敦 

項。在®西蘭，募得的捐款爲數最Æ ,計爲二五四，

no o美元,奥大利亞墓得二二四,0 0 0美元。私 

人捐敦其餘M分之一的來源是個人，敎會、婦女和其 

他團體組織以及學校—— 多數係在美國境內。一九 

五三年, 基金會自參加鬼節"惡作劇寡捐蓮動"的 

美國兒童疲得捐敦約七离美金0 同年,基金會出售 

貧片二百萬張的收入約爲千萬美元0

，々一八. 在每元捐款中, 九角ra分係供協助之 

用，其餘六分則爲行政及業務費。

六一九. 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三十三國已捐三, 
一八七，0 0 0 美元，作爲一九五四年度的捐敦。其 

他十一國已表示願在一九五四年內捐款給基金會0 
基金會期望以往經常捐款的其他國家將在一九五四 

年内再有損輸。

與聯合國其他機關及井政府組織之合作

六二0 . 大會在無限期續設兒童基金會的決議 

案八0 二 (八）中請秘♦長就如何使基金會所進行的 
工作方案與聯合國及各專pg機關的經常方案及技術 

協助方案獲得協調一事於一九玉ra年向經社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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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具報舍。赫書長已就此問題向理事會第十八雇會 
提出特別報告書( E / 2 6 0 1 ) ,其中敍逃在決定盤個政 

策、從事許割以及援助各國力案各方面求取協調的 

種種方法。秘書長認爲在使各種方案變得協調方面 

已有長足的進步0
六二一. 但是，本年度內，在筆猎經費，維持 

爲施行基金■會與世界衞生組織共同域助的方案所雇 

用的國際技術人員方面已發生相當複雜的間題，與 

糧農組織合辦的方案也有同樣困難，但不如前者厳 

重0 因爲擴大技術協助方案缺乏經費，世界衞生組 

織和糧農紐織於一九五三年都蕭求兒量基金會負擔 

該合辦方案所雇的若干國際技術人員的費用。執行 

券貢會接受這些睛求，撥款予上述專門機關，作爲 

臨時財政紘助，但特別聲明這種協助日後不得援爲 
先例。執行委眞會在一九五回年三月屈會時，因世 

界衞律組織可能再度提出此種靖求，曾對所牽涉到 

的各項原則作廣泛計論，討論結果業經載入執行委 

R會向經濟® i t會理事會所提有関三月屆會工作情 

巧的報吿書(E/25?2,第二編）。世界衞生紐織委員 

會第十三及第十屆會以及第七磨世界衞生會議亦 

骨討論這個間題。

六二二. 國際及各國非政府組織的積極重視與 

贊助，是兒董基金會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那些非政 

府翻織，在捐款及受協助國家內宣和解释基金會 

的宗旨及其工作的性質使民衆得知基金會的重要 

在許多國家中，它又竭力合作，推行壽募基金蓮 

動, 爭取捐款。許多國家的國民度自行钮織全國性 

兒量基金會事宜委員會，表現他們自願協助基金會 

在這方面的工作。

六二三. 億在一九五二年四月執行養員會核准 

基金會予非政府組織兒童基金會事宜委員會會m以 

諮商地位。至一九五P9年 ;^月，加入該委員會的組 

織》已逾四十。

第三節 . 社會臨利及人口

扶養義務在國外的承認及執行

六二照. 扶養義務在國外的承認及執行問題曾 

經提出理事會第十五屆會7,經決定延至第十七屆會 

審議0理事會於第十七画會8接到一個專家委員會擬 
IT的兩個公約草案(E/AC.39 / 1 ) o這甫個公約旨在 

浦救婦女與兒童因扶養人移居另一國家致被遺棄的

處境。第一個公約草案，題爲"國外取得睛求扶養權 

"公豹"，其目的在使居住於一個國家內的受扶養人， 

得對虐住於另一國家內的不履行扶養義務人，易於 

取得一個有效的和能予執行的扶養命分。第二個公 

約草案題爲"扶養命分國外執行公約"，其目的在使 

受扶養人居留國法院所發的扶養命令便於在另一個 

國家內執行。第一個公約，案主要是« 助未<^居留 

國內睛得扶養命分的被遺棄受扶養人。第二個公約 

草案却是幫助已得到上述扶養命祭，而欲在不履行 

扶養義務人居留國內得到該項命令執行的被ÎS棄受 

扶養人。

六二五. 專家委員會的結論認爲第一個公豹草 

案所提供的解決辦法與各國、及各聯邦國家的組成 

單位的國內法律不相違恃。專家委員會提出第二個 

公約草案的目的是供各國用作爲镇邊條約或國內立 

法的範本，藉以改善家屬找養命分在國外執行的程 

序0
六二理事會除專家委員會的報吿書外，尙 

接到秘♦ 長提出的甫個節赂（E/2364and Add.l) 
大會決蕭案七三四（八），內請理事會儘力完成關於 

這個問題的工作；及若干非政府組織（國摩社會服 

務社及國際女靑年之友聯合會）發 表 的 意 見 (E/ 
AC.39/ 1/Add. 1 ) 理事會並聽了國摩自由工會聯合 

會的代表的口頭陳述11。
六二七. 理事會普遍認爲扶養命♦國外執行公 

約攀案應如專家委員會所表示意見，建譲各國採用 

來作爲擬訂雙邊條約或劃一Æ法的範本。若干理事 

認爲國外取得靖求扶養權公約草案應交由一個全權 

代表會議通過，作爲一個聽由各國加入的文書；另 

有若干理事則認爲此舉在目前不甚相宜, 主張該公 

約草案交由各國政府採取其願採取的行動。

二八. 理事會通過決議案五二七(十七）, 在 

其內绩秘書長將專家委員會的報吿書送致各嵐政 

府；莉問聯合國各會員國及任何一個專pg機關的會 

員國是否魁爲需要召集一個全權代表會譲，以完成 

是項公約的起草工作，及詢間各該國是否单備參加 

暴項會譲；並睛秘書長至遲於第十九屆會向理事具 

報。理事會並摩議各國政府應用決譲案五二七（十

七）附載的扶養命分國外執行公約範本作爲擬訂雙 

邊條約或制訂割一法律的準據。

7 E/SR.673。
8 E/AC.7/SR.257  至 '260 及 E / S R .7 S 4 ;雄»參閱 

E/2567。

g經濟暨社會理事會：F式紀錄, 第十七届會, 附件，議

程項目十七0
10 E/C.2/SR.138。
11 E/AC.7/SR.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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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民

二九. 理事會於第十七届會I2審譲大會決議 

案七三三（八）；該決議案請理事會會同國隱勞工組 

織及其他有關機閩楚訂一個方案,研究國內内部移 

民間題。理事會並接到大會第三委員會關於這個間 

題的會議的簡要紀錄及報吿％此項文件係應大會之 

睛送致理事會，俾資遵循，並供參考者。

三0 . 秘書長提出一個備忘錄（E/2544) ", 
在其内他於諮商國I祭勞工組織之後，建議理事會將 

這個間題付交人口委員會。理事會未加計論，決議 

照辦。

人 口

六三一 . 人口養員會Æ 本報吿書檢討的這一年 

内不會舉行會議。秘書處人口司所從事的長期性工 

作，已叙通在秘♦長政大會第九眉會的報吿書內％

三二.人口司的主要工作之一昏替將於一九 

玉四年八月三^^一日至九月十日在羅馬舉行的世界 

人口會議從事壽備工作。這個會譲係由聯合國會同 

人口間題科學研究國摩協會及諸專Pg機開聯合主持 

召集奢。會譲的» 傭養員會包括下列各組織的代表： 

糧食農業組織、國際勞工組織、聯合國文教組織、 

世界衞生組織、國際復舆建設銀行及人口間題科學 

研究國摩協會。人口司一職員負責會譲的佈置，並 

與指定組織關於行將討論的各個間題的會譲的組織 

者通孰。秘♦處將提出十九件論文；這些論文或以 

職員個人名義提出，或以人口司的名義提出，作爲 

司的論文。截至八月一日止，已發出邀請書約;^^0 

Ofô-0參加會譲者送来的論文，已收到的或預料收 

到的遂三五0 篇。這些論文將在會譲舉行前分發各 

有蘭人士。

第四節. 麻醉品的國際管制

六三三. 理事會在第十八眉會襄審譲I6麻醉品 

委員會第九届會報吿書（E/2606 and Corr.l) 及中 

央常設聰片委員會就其一九五三年工作情形提出的 
報吿書（E/OB/9 and Add.l)i8o 理事會決議案五西 

八A(十人)表示備悉麻酔品委員會報告書。該決議

E/SR.758c
大會 :F 式紀錄 , 第八屆會 , 第三委員會，第五0 七、 

五0 八及五一一各次會議 , 及附件，議程項目十八 , 
文 得 A/2533,第二十三至二十七段。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 , 第十七届會，附件，議 

淫項目+ 八0
大會 1F式紀錄 , 第九屏會 , 補編第一號0

案並議及關於磁醉品的其他各方面問題，兹分述如 

次：

國療條約的實施與國際管制

三圓. 麻醉品委員會根據常年報吿♦與各國 

政府所提送的各國法律條文以及秘書處就常年報吿 

書與各國法律條文編製的分析摘要(E/NR),—九五 

二年度摘要），對於有關麻醉品的各種國際條約實施 

情形加以檢計0 —九五三年内計收到關於一九五二 

年虔的報吿書一百二十一件（內計關於各國本：h者 

五十四件，關於附屬領土者六十七件）及關於一九 
五一年度的報吿書七件（內計關於各國本土者兩件， 

關於附屬領土者五件）o此外並接到關於二十五國本 

土及十個附屬領 :h的法律條文一百七十件。委貢 

會並討論中夹常設聰片委員會就一•九五二年度麻醉 

品統計數字及一九五三年工作情形提出的常年報吿 
書 （E/OB/9 and Add.l) 及施醉品監察機關所發表 

的一九五四年度全世界赚醉品需要數量估計書(E/ 
DSB/n)o (參閱下文第,々 四四及/̂ 四五段）0

六三五. 委員會廣悉麻醉品瘾癖與非法販蓮肖 

見增加，因此認爲允宜提靖各國政府注意，務須經常 

嚴格實施關於麻醉品管制的國療條約與內國猎施。 

理事會嗣依委員會的建議通過決譲案五四八B查(十 

八）促靖各國政府務必切實嚴格遵守一九二五年公 

約及一九三一年公約的規定，尤睛迅速充分履行其 

依各該公約規定所擔承的提送情報義務。

三六.委員會除就以下所述種種個別間題採 

取行勵外，並特購各國政府注意宜儘河能範圓使用 

世界衛生組織爲各種赢醉品擬定的國際非專用名稱 

(不妨與科學名稱或商業名稱並列) o 關於此事，理 
事會亦依委員會的建議通過決譲案五跑八E戴 （十 

八），其中對於世界衞生組織在此方面所擔任的工作 

表示感謝，同時表示認爲嗣後爲新出麻醉品制定此 

種國療名稱的手續應當儘量求其簡化與迅雄。

七.委員會行使一九三一年公約第二十一 

條所赋職權,將各國政府據以觸製其一九五ra年度 

常年報告書的格式重加修訂, 且爲於一九五五年撒 

底修訂格式起見，擬出標準格式的底本送靖各國政 

府評譲

E/AG.7/SR.281 -2 8 2 i E/SR.805。
1 7 經濟®社會理事會正式錄 , 第十A 届會,補編第

八髓0
並誇參関第-•章第因十六及四十七段園於委派中央

常設德片委員會委員~人事0
並請參閱第六四二段及第六九三至六九六段。

2 °訂ÎF将式底本載於E / 2 6 06 ,附 件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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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委員會於審譲依據現行國際條約將麻 

醉品國際普制範圍改變的後果時，表示認爲各國政 

府必須獲有法定權力將以前認爲不能成遍或不能改 

製成爲政瘾毒品而嗣後斷定有此危臉性質的麻醉品 

歸入管制範圍以内。

中央常設聰片委貴會報吿書

六三九. 中央常設聰片委員會依據經一九四六 

年議定♦ 修正的一九二五年公約規定，向理事會提 

出關於一九五二年度施醉品統計數字及常設委員 

會一九五三年度工作情形的報吿書（E/OB/9 and 
Add.l)內載常設委員會就全世界麻醉品合法生産、 

製造及清費情形所作的常年檢討。

六四0 .  —九二五年公約■̂ 一九二八年生效； 

常設委員會亦•^同年成玄0 常年委員會的報吿書中 

簡述其成立後二十五年來麻醉品間題的演變情形0 
爲供醫藥以外用途合法使用生聘片的全年總數量於 

一九二九年爲一，五八五嘲，至一九五二年僅一'六 

喷。一九二九年全世界嗎緋產量爲五十五嘲0國際聯 

合會的聘片及其他毒品販蓮間題諮詢委員會根據當 

時研討所得的結論是： 九二3É年至一九二九年間 

非法販蓮的嗎蛛數量每年平均爲十五嘲0 但是一*九 

三0 年至一九三五年閩平均每年嗎啡總逢量較前— 
期減少二十五嘲，因此上述估許數似嫌過低0每年總 

産量嗣後陛續增加,至一九S  二年達七千五嗽，惟其 

中百分之九十係用以製造其他藥品者，以河待因與 
迭歐寧（dionine)爲主，而此兩種藥品均不易致成 

瘾癖。不用以製造其他藥品的純嗎啡産量於一九二 

九年爲十三嘲， 至一九五二年年減至七喷0 高根的 

,產量於一九二九年爲五, 七0 0 公斤,至一九五二年 

亦減至二，一四0 公斤。二乙酪嗎味（海洛因）的合 

法生産數量亦大見減低，s!~ ■■九~ 九年爲二，，、一0  
公斤,至一九五二年僅一二 0 公斤;査海洛因乃瘾徒 

服用甚多的麻醉品0
四一，聯合國承接國除聯合會所已完成的工 

作，繼續推進一般營制工作並促成新的協定》成縫 

裴然。常設委員會指出已往及嗣後的改進均有顆於 

國際機關與各國當局間的充分合作及世界舆論的支 

助,而且管制措施的成功端以各國國内誉制制度的 

效能爲基礎0
六四二， 委員會第九屆會於計論國條條約的 

實施與國際營制問題時,特別提及常設委員會報吿

21 E/CN.7/SR.226,227,228,243 及 257。
22 E/DSB/11 and Add.l0

書所述由於若干政府所提統計數学欠缺不全或竟 

不提出數字且開於骑片達量與存儲量、數量計算方 

法、存儲地點及所合水份的情報提送前來時不養合 

用，以致有礙常設委員會工作的進行。委員會就此 

問題向理事會提出決議草一件(E/2606,附件B及 

D)o
六四三• 理事會通過決議案五E9八B肆十(八), 

表承備悉常設養員會報吿書，認爲满意,建譲各骑 

片生産國家政府說明其如何根據確定的嗎蛛成汾 

(最好同時確定所含■水汾)許算其生産、輸出及貯存 

數量，並促綺各國政府按期迅將全部統許資料提送 

常設委員會，同時表示深切注意常設委員會及監察 

機騎對委員薪酬及人才充實兩方面所a 採取的行 

動, 且盼及早完成此種步驟。

麻醉品監察機關所編一九五四年 

全世界麻醉品需要數量估計書

六四四* 委員會曾審譲麻醉監品察機關依一九 

三一年公約第五條規定分發各國政府的"一九五四 

年度全世界麻醉品需要數量估許書願於估計需 

耍與實際需要的比較，委鼻會襄悉若干政府往柱將 

其對於麻醉品的霜要估許過高，另有若干政府未會 

及時提出追訂估計數且於估許消費數量及存貯數量 

時未用標準方法計算0
六ra五. 因此理事會通過決議案五® 八 B 伍 

(十八)提請各國政府注意(甲）各國政府負有義務提 

出關於麻醇品的準確估計並說明其計算數量時所用 

的方法, （2) 務須及時提出追訂估許數並於估計消 

費數量及存貯數量時使用監察機閥所建議的標準方 

法0

擬譲的麻醉品單一公約

六四六* 委真會第九眉會繼續審議單一公約 

(國凝麻醉品公約）的草案(E/CN. 7/AC. 3/3)，旨狂 

用以代替関於麻醉品方面各種現行多邊條約。

四七. 爲進一步擬定單一公約草案計，必須 

解決若干基本間題；最近一年來，商議各該基本廣 

題頗有進展。

六四八. 一九五三年II片譲定書截至一九五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爲止已有三十個國家簽署,其 

中載有限制聰片生産的條敦0 委眞會決定應將該議 

定書的條栽列入單一公約草案，同時在此方面不妨 

考慮中央常設聰片委員會及麻醉品監察機関所提任 

何關於統許營制制度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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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九，各主耍有關國家肖盤明業已或定必 

採取逐漸取綠阻嚼古加葉習慣的政策，因爲各該國 

家公認這是有害的習慣。由於公認有害，委員會料 

想可在單一公約草案中载入限制古加葉生產的辦 

法，不致引起異議（草案第三十二節）o
六五0 . 委員會於察悉世界衞生組織所設"可 

能政瘾藥品問題專家委員會" 的意見M後，一致認 
爲用印虔大麻(cannabis)樹脂製成的藥品現已不後 

供醫藥之用。前此未能斷定的一點現旣解決，Æ眼 

制印度大麻生逢的條款中就不必計及其醫藥了（草 

案第三十三節。

五一.委員會決定俟舉行第十届會時再仔細 

研討草案中闕於天然原料（卽II片暴粟释、古加葉 

及印度大麻）生産間題的各項規定（第三十節至第 

三十三節），俾使各委員會得有參照上述新發展考盧 

各該規定的機會0
六Ï 二.委員會公認須另列入關於合成麻醉品 

的一節规定，因此靖秘書處根據各種不同的誉制辦 

法草擬幾種可供選揮的條款，以備委員會第十盾會 

審議。

五三.根據在麻醉品方面以及在其他方面合 

作取歸國際罪行所得的經驗，可見極難訂立舉世一 

致接受的刑法原則。委員會將草案第四十節關於刑 

法的條款重加改訂，認爲改訂後的詞句較有彈性， 

可瘦各國一致接受。經此修訂後並可大有助於非法 

販蓮麻醉品約取稀，0 其中有一項規定：凡在外國 

販蓮厳醉品情節重大者，不論是否本國國民一律依 

法懲治，並規定刑法中對於準備、意圖、共謀或任 

何有意參加非法贩蓮者槪加懲治，且須從嚴德治， 

以撒效允0 此外並應適用引渡辦法，以免赚醉品販 

蓮者潜逃。

五r a .各國對於處置煙民的最善方法間題， 

特別是结遣煙民住院療治間題持有不同的意見。委 

員會通過一個折衷的解決辦法，將草案中関於醫洽 

煙民間題的第四十節改過來；委員會相信新案文 

顧及各國的分歧意見及不同的情※。新案文规定各 

綺約國盡力設置適當的住院療治便利，如境内麻酵 

品瘾癖問題嚴董且該國財源充足時始行強追塵民入 

院療治戒除。

參閱第六六七段。

參閱世界衛生組織按術報告第五+七編英文本第十 

-Ho

五五. 委員會並審査草案中關於對Æ醉品内 

國贺易及待有所加管制以及若干内國監督措施的第 

三十七節至第三十九節。經委員會修訂後，上述三節 

的規定大致與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九日各國禁煙公約 

的同類條款相同，但由I於一九二五年以來許多國家 

在社會結構上及麻醉品業的組織上發生變化， 業已 

參照加若于修正。委員會並審査關於公約所用文 

字、成爲綠約國的手纖及公豹化效等問題的兩節殺 

序規定，第四十二節及第四十三節），且決定須於適 

當時期將盤個案文修訂，同時表示擬於其舉行第十 

届會時着手辦理此事。

五;在理事會中有人強調現行條約繁睛使 

國際管制遭遇困難，而旦現行條約內的規定必須應 

合目前的情況。因此理事會通過決譲案五八四K(十 

八），促睛委員會下一届會優先進行擬訂單一公約的 

：!：作。

關於骑片的問題

一九五三年II片議定書的標準守則4■就明

六五七. 理事會前於決議案五0 五 H(十六）中 

睛委員會爲一九五三年聯合國腾片會譲所通過的限 

制及調節II粟之種植. 聘片之生產、國摩貿易、批 

發購售及其使用譲定書草擬標準實施守則及說明。 

理事會認爲此項文件應以國凝聯合會腾片顧間委員 

會爲以前所ITii酔品條約編製的標準守則爲範本 

因此委員會決定其中應包括鬪於實施議定書事向各 

國政府提出的資料及建譲(守则）以及對於議定書條 

款的解釋及評註說明）。委員會認爲應使此項文件 

的設計與發展時間足以«助各國因該議定書生效實 

施而* 劃立法及行政措施的工作。爲此目的，委員 

會睛各委員國及其他若干政府於一九五四年九月一 

日以前就秘書處所編局部守則及說明葬稿提出意 

見。委員會並向理事會建議通過一決議案，內指派 

一報吿員會同秘書處編擬守則及說明草案， 且規定 

與中央常設腾片委員會及麻酔品監察機關商洽。

五八* 任理事會中據報，中央常設腾片委員 

會及麻醉品監察機關格於其他任務， 恐難於一九五 

ra年舉行其第二屆會時動m 個守則及說明加以評 

議，因此報吿員或不能及時擬就盤個文件以供委貴 

會第十届會審議。委員會認爲比較緊急的部分,卽關 

於各國政廣使譲定書生效的準備工作及關於議定書 

的實施手續雨部分，可以編成守則，Æ 編製說明以前

國隙聯合會文件C. 774 .M. 365 .1932 .X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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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理事會通過決譲案五raA C(十A )，其中核淮 

委派委員會所指定的Mr. Charles Vaille爲報吿員， 

負責會同秘書處糖擬守則及說明草案，並請其向委 

員會第十眉會提出守別草案，如屬可能，並請提出說 

明草案。同時理事會晴中夹常設腾片養員會及施醉 

品蟹;察機關就議定書中各部分之與其有開者,提出 

其所認爲應予列入的說明及建議，及時知照報吿員 

及越書長，俾報吿員得以參酌此種資料擬具草案。

鴻斤生產的限制 

h 五九, 一九五三年聯合國鶴片會議將准許出 

逢腾片以供出口國家數目加以限制。其中並未规定 

不淮任何國家繼續或開始爲國內合法用途生産腾 

片。

六0 . 委員會第九雇會聞悉有兩國正在許 

割開始栽種ü 粟 ，用以生産ü 片。大多數委廣國認 

爲新的鶴片生產不免妨礙譲定書最後宗旨的達成， 

卽限制騎片生逢僅供科學醫藥用途，因此決定建議 

理事會促靖近來未，生產ü 片的國家禁止嗣後生産 

腾片。他們認爲此係對一九五三年譲定書的有益補 

充。但另有若干委員國認爲不應胆Jfc住何政府爲國 

內用途生産聘片；倘作上述建議，實與一九五三年 

聯合國腾片會譲商妥議定♦第條指詞的析衷辦法 

不符。

六六一.理事會第十八屆會中，亦發生同樣的 

意見分歧情形。結果理事會逼過決議案五ra八B卷 

(十八），其中促購一九五三年ü 片議定書第,乂條所 

列七國26以外的所有各國政府倘近年来未會生逢腾 

片，卽行禁止嗣後生產鸦片。

科學研究計劃及聯合國麻醉品實驗室*
六六二• 依理事會決議案一五九IIC (七）、二 

四/cF (九）及圓七七（十五)進行的腾片研究許割, 
旨在揉求利用化學及物理技術經定腾片來源地的方 

法 , 0 爲可藉鑑定來査明Æ非法販蓮中揖變的腾片 

來自何國，途經何處，且大有助於取雜從合法用途 

中盡取的腾片的非法賊蓮0 同時也有助於一九五三 

年聘片議定書第六條的實施, 因爲其中規定：就一 

般而言只有指定的七個生產國家的I I片可供合法的 

國際實易。大多數生產國家業將確知來自其境内生 

產腾片地愿的若干樣品提供實驗室分析砰究。負責 

實行分析研究者計有十五國政，爲此目的指定的各 

國科學家三十二人,以及在美國政府免費供給便利 

的實驗室中工作的路書處化學家0
26保加刺亜、希職、印度、伊朗》土耳其、蘇雄》商 

斯拉夫0
*大會第九届會療就此事採取行励0

理事會於换:譲案四七七("K五）中踏秘 

書長指派化學專家三人艇成委員會，負實檢計上適 

許割所瘦得的進展並斷定其方法暴否已達足以在國 

際上實用的階段0 秘書長依此決議案指滅Profes- 
sor A. Jermstad (那威）, Mr，P. S' Krishnan (印度） 

及 Dr. L, F- Small (美利堅合衆國）三人,結果於一 

九五四年三月間提出報吿書。闇於其方法暴否B達 

足以在國際上實用的階段（卽是否已能將所綠瘦非 

法版蓮的個別樣品鑑定結果報告國凝機構）間題， 

委員會中有甫人認爲已達足以小規模實1 祭測驗的階 

段，另一人認爲目前尙不能實用0 委員會三位委貴 

一敦認爲在上述方法足以普遍實用以前尙須進一步 

加以研究0 委 眞 會 加 已 知來源的聰片樣品敷 

量並將所缺様品補足, 藉利聯合國腾片分配中心的 

處理這件事，極爲重視。委員會亦一敎建議推廣祐 

書處化學專家研究實驗室的設備（E/CN.7/278)。
六六四. 麻醉品委員會於一九五四年五月間依 

理事會決譲案四七七(十五)的請求，砰計科學砰梵 

計割以及設一聯合國麻酔品實驗室的提案。委員會 

一致認爲開於I I片砰究的計劃已有:g大的進展，但 

新擬的方法待其功效須得到普遍承認後才可以Æ實 

際上使用。關於此事, 委員，骑悉最近加拿大政府 

的實驗所，正確楚定若干B知來源而未加註明的樣 

品, 深咸興趣。委員會察悉尙有若干重要生產地區 

未會提送様品或僅送來極少的樣品，引以爲域，認 

爲此種情形大有礙於研究工作的進行0 此外亦曾•考 

慮實驗楚定合成麻醉品及印度大的試驗計劃，但 

委貴會認爲目前秘書處應利用其人力物力從事I I片 

來源約鎭定同時在與來源研究密不可分的範圍內對 

嗎啡測定法加以研究0 委員會建譲訓分越書長儘量 

推進I I片的砰究, 尤應設法增加分析的類別,並建 

議理事會通過一決譲案促睛大會設置麻醉品實驗 

室。

六六五，理事會在大體上採納委員會的種種建 

譲。關於聯合國施酬品實驗室一事，理事會大政贊 

成設立, 但若干代表《塵於在秘，長檢討総書處粗 

織的計劃中尙未決定將麻酔品司設於何處,一時不 

願對設置實騎室所雷費用預作承擔。因此理事會對 

委員會所提決譲草案中闇於此事的部分以議定的折 

衷辦法加以修正。

理事會於其決議案五四八D(十八）中 

申其W鸦片研究計劃的重視, 並表示對B往所進 

行的工作認爲滿意0 理事會並提绩注意：爲實施一 

九五三年譲定書計, 上述許割更加董要；特猜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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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政府提送在其境內合法或非法種植的聰片樣品 

以及其自國際非法販蓮中綠瘦的聘片樣品，訓令® 
書長儘河能推進關於聰片的研究，允須設法增加分 

祈的類別，至於與鎭定來源問題並無直接關係的實 

驗室工作則暫緩進行；認爲設立一聯合國麻醉品實 

驗室問題提睛大會於砰封祐書長改組提案時加以審 

議；並請秘書長就實驗室設於紐紛抑設於日内冗的 

比較費用及利弊向大會提出一切有關情報。

古加葉間題

六六七. 與胆嚼古加葉間題有閩的主要國家 

(阿根廷、玻刹維亞及哥命比亞）均派有觀察員參加 

麻醉品委真會第九届會;秘魯則原爲委員國之一。它 

們與委員會其他委員國一致明認唯嚼古加葉的督慣 

是一;種瘾癖，有害無利。同時委員會深知很多土著 

居民染有此習，同認爲阻嚼古加葉習慣的取綠不免 

遇到種種困難，必須審愼尋求遂步解決的方法。此 

外並有人指明爲應付限制古加葉生產後所生的經濟 

問題起見，必須筹割改種另一類生利産物的辨法。 

委員會認爲在按術協助方案下進行試驗不無禅翁， 

可是此事的重心將從斷定阻嚼古加葉的後果問題轉 

移至壽割關於逐漸取雜的f±會及行政指施的試驗設 

計。委員會感覺各國所能靖求的技術協助應該推廣 

範圍以便在壽劃關於此事的社會措施上給予協助。

六；̂̂八. 各直接有關政府的代表Æ委員會中或 

隨後在理事會中都詳述其國內情※以及其本國爲設 

法改進此種情※計所已進行或準傭採取的措施他 

們特別指出必須採取協調約措施來處理此種督慣的 

經濟及社會後果，且須採取教育措施藉以獲得染有 

此習約土著社區的積極合作。委員會認爲在此方面 

確有重大進展】

六六九. 理事會贊同委貴會的結論。委貴會所 

建譲的決議草案經理事在措詞上略加修改後，通過 

爲決議案五ra八E (十八），其中表承備悉各有關政 

府所採取的指施，尤其是秘魯代表所作的聲明，深 

感欣撒；並表承歡迎阿根廷，玻利維亞及哥命比亞 

三國觀察員所提出的聲明。理事會建議各有關政府 

遂漸但儘可能從速限制古加葉的種植與輸出僅供醫 

藥、科學及其他E當用途，並繼續努力在其境内逐 

渉取歸胆嚼古加葉的督慣，同時爲此目的遂步限制 

古加葉的輸入；復建譲各有關政府舉辨或繼積推進 

其關於衞生教育的計劃,俾使有閩居民明朦胆嚼古

加葉的害處。理事會並建譲聯合國及專機關的技 

術部pg遇有關政府請求協助督訂閲於遂漸取歸此習 

之適當行政或f i會措施以及典他補救辦法或請求協 

助進行此方面的實驗時予以充分考慮。

印度大麻問題

七0 . 度印麻大毒品造成許多困難的 *醉品 

誉制間題，因爲這種麻醉品，至少就其船製成品而 

言，易於製造，且爲瘾徒及好奇者所歡迎。世界上 

有許多國家廣植供給此種麻醉品原料的印度大麻樹 

(cannabis Sativa, L .)用R生産纖維及轩粒，而且在 

許多地區內往往有野生印度大f t樹。爲生產纖維及 

好粒而種植印度大麻樹的國家已往雖然不能算是印 

度大麻毒品的重耍來源，但近年來這些國家内漸有 

非法生產印度大麻的趨勢0 據報在世界上相距甚遠 

的許多地區內，包括素來不使用印度大麻的地域， 

柱柱輯獲非法販蓮的印度大麻。這種情形雖尙未達 

驚人的程度，但已相當嚴重，亟須積極考盧改進的 

歩驟。

七一.多年來醫藥界日漸減少使用印虔大麻 

膏及印，度大麻釘。目下發生的間題是醫藥界可否完 

全停业使用有印度大麻的藥劑。

六七二. 世界衞生組織所設"可能致瘾藤品間 

題專家委員會’ 業已發表意見28認爲"在醫學上無 

理由使用印度大麻製劑"並稱"此類製劑實瞭上現Q 
無人使用"。麻醉品委責會於第九屆會中贊同上述意 

見。理事會遂通過決議案五四八F 資 （十八），建 

譲仍在醫學上使用此類製劑之各國政府研討儘速停 

止使用此類藥割之可能性。

六七三. 委員會考慮能否設法在非法種植印度 

大麻樹甚廣的地擴内以足供正當商業用途® 不含麻 

醉性物質的異種印度大麻樹或他種植物代替，以資 

減低爲商業用途轉植印度大麻時所合的危臉。因此 

理事會的建議通過決議案五四八F戚 （十八），請糧 

農組織商同聯☆國秘書處軒討能否採用上述辦法， 

並請各國政府提送此項研究所需的資料，同時請有 

開各國政府進行實驗以求覓得足以代替印虔大麻的 

合用植物。

/^^四. 委員會仍繼續* 劃搜集可據以採取進 

—歩行動的實摩資料。糧農組織所準備進行約上述 

砰究係以此事的一方面間題爲對象。存另一方面糧 

農組織預許於•一九五五年初完成關於印度大麻在醫

E/CN.7/SR.238； E/AC.7/SR.281(
" 世界衛生組織, 技術報告書« 編第五+七髓英文本 

第十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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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上及身體上所產生的後果問題的砰究。此外爲補 

充上述特種研究計，並分別對各國境內印度大麻間 

題的實際情形加以調査，例如關於印度大麻的種植 

及野生情形，印度大麻纖維、轩粒及藥品的生逢，藥 

品的合法及非法分配與消費，以及各國法律上動於 

此種生産、分配與清費所訂的規定。

二乙酸嗎啡（海洛因）的禁止

六七五，二乙驢嗎啡久已公認爲最危臉的政瘾 

藥品之一，最近三十年來迭曾提議加以禁止。但此 

種藥品亦有強烈的止痛效用，關於在醫學上能否完 

全停止使用間題，頗有爭論0現餘可Æ以代替二乙醋 

嗎啤的種種天然麻醉品外並有若干合成麻醉品經用 

以治療前此素來使用二乙酪嗎啡醫治病症。世界衞 

生組織第/Î廣大會廣於經査明大多數國家認爲此後 

在醫藥上可無須使用二乙酪嗎啡， •於一九五三年 

五月通過一決講案，建議禁止此種毒品的製造及輸 

出（按該提案使各國能繼續使用現有儲量)。世界衛 

生組織大會並決定將該決講案送請聯合國儘速考慮 

並採取適當行動

七當麻醉品委員會第九屆會審議此間題 

時，有一會員國表示認爲目前尙不能完全停止使用 

二乙越嗎啡。委員會決定暫不建議歸訂禁止使用此 

種&醉品的過渡協定，但提議在目下草擬的軍一公 

約中列入閲於此事的適當條款委員會並譲定暫緩 

決定此種條款究應屬於建議性質抑應具有拘束力問 

題0
六七七. 在理事禽第十八屆會中，各國代表大 

都贊成世界衞生組織大會及赚醉品委員會所待停止 

使用二乙酸嗎味的主張。同時有若干代表雖不反對 

通過決議草案，但譲明他們不能投票贊成立卽停it 
使用0 結果理事會通過委員會所建議的決議案五ra 
八 G(十八），其中促請所有各國政府餘爲科學上所 

必需的微小數量外禁止二乙酪嗎蛛的製造輸入及輸 

出，並請秘書長將該決議案送交所有各國政府，務 

期盡力採取有關行動。

合成麻醉品間題

六七八. 新發明的鹿醉品日漸迅速爲醫藥界普 

遍使用, 因此對於内國及國際麻醉品管制駒度造成 

一個經常間題0 最近十五年來，公用的麻醉品種類 

業B增加一倍以上。其中最主要的一類是合成麻醉

。 世界衛生組織JF式紀錄》第四十八號,英文本第二 

+  二負'0
參閱第六四六段至第六五六段。

品。這一類赚醉品並非用已往成爲麻醉品唯一來源 

的原料(腾片、嚳粟、古加葉及印度大麻）所製成者， 

而係用工業上通用的媒焦油等原料製成。理事，蹇 

於此種情形，於决譲案五0 五 C(十/0中核定具有 

雙重作用的許劃，旨在一方面搜集資料，一方面分 

析實際經驗，以使獲得K藉以協議採取行動的確切 

根據。首一項砰究的結果是一九五四年四月向麻醉 

品委員會•提出的"效用與嗎味相似約合成藥晶之化 

學檢討"(E/CN.7/268)o追一九五四年五月養員會 

開會討緣此問題時，理事會邀靖提出意見的二十國 

政府中，已有十六國提出答復0
七九. 委員會所注意的間題簡述如下：（甲） 

究竟應否對合成麻醉品施禁；如應施禁，究應以何 

類合成麻醉品爲對象。（乙）究竟是否宜對新發明的 

ê•成麻醉品加以較目前所採行奢更嚴格的暫行管制 

指施，且在更早階段加以管制，如然,如何可在事前 

指定須加營制的合成麻醉品。（丙）實摩上能否對製 

造合成麻醉品過程中所用的原料及過渡產品加以任 

何程度的營制。若干代表認爲惟有致瘾性特強而在 

醫療上未較其他不易敦瘾藥品效力更大的合成麻 

醉品可以停止使用。另有若于代表認爲除功醫療用 

特宏而敎瘾性甚弱者外，一切合成麻醉品均應禁止 

使用0許多代表的意見介乎雨者之間0委員會考慮到 

經濟上的問題。若干代表認爲濟經間題較之醫療功 

用及致瘾之患居於次要地位；另有若干代表認爲在 

合成麻醉品的製成及使用t 各國政策不免與成本因 

素有關。但委員會一致公認：無論在限制合成麻醉 

品的種類方面採取何糧政策, 均不應礙及旨在發明 

及試驗新藥品的研究，尤其因爲此種研究最後目的 

县發明致瘾性極微或全無的具有強烈止痛‘挫藥品。

六八0 . 委員會就一項特種藥品向理事會建譲 

促靖各國政府禁止ketobemidone的製造、輸入及 

輸出，因爲這是一種致瘾性甚強而/£醫療上並不比 

其他毒力較低的藥品有效。

八一.至於能否對新營明的合成麻酵品加 

以較目前所採行者更厳格的暫行管制措施且在更嚴 

格階段加以誉制間題，有人在委員會中指出一九eg 
八年十一月十九日議定書中訂立將合成麻醉品歸入 

國際營制範圍的辦法，授權赚醉品委員會對合成麻 

醉品加以暫時管制，以待世界衞生組織正式決定其 

地位。若干代表主張餘爲研究目的外,惟有合成麻醉 

品之經有關政府新定爲不敎瘾類或雖屬致瘾類而在 

醫療上係一重要進展者始准製造, 其餘一律，禁 

另有若干代表認爲關於合成麻醉品的分類旣無公認 

的標準》礙難採用此種措施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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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八二.關於新出藥品在過渡期間能否輸出間 

題亦經養員會加以封論。養員會的暫時結論是一旦 

有關政府認爲一種合成麻醉品的危臉程度足以依一 

九四八年議定書的規定向秘書長提出通知，從而發 

動就其致瘾性採取決定的國際手續，道種麻醉品卽 

應暫時置於麻醉品管制制度之下，尤其關於此種麻 

醉品的國際贸易應受一九二五年各國禁煙公約所訂 

輸入證及輸出許冗i f制度的限制。同時委員會了解 

世界衞生組織仍繼續進行研究，以期明定易政瘾癖 

藥品的類別。

八三. 委員會認爲製造合成麻醉品的原料， 

除藥劑廠所持有者外，恐難加以營制0 但有人指出 

或可對若干在工業上原無大用的中間產品例如二苯 

乙腊 (diphenylacetonitrile), 加以相當程度的營制。

八四.若干代表認爲目下亜須對合成麻醉品 

採取大規模的國際行動，因而提議立卽擬訂閩於此 

類麻醉品的特種營制辨法。多數代表則認爲Æ擬IT 
合用的全盤營制辦法以前，倚須更進一步加以砰究。  

委員會遂通過一決議案,®i内承認關於管制合成麻醉 

品的現行國際規定有久周詳，並重申其決心儘速進 

行探討較完備的國際管制制度，俟一九五五年當參 

照世界衞生組織的研究結果，對此間題再加審議。 

委員會敢決定秘書處應按各代表M所待的主要St 
場 , 就合成麻醉品問題擬出三種不同的規定，以備 

在新擬的單一公約中列爲專節"；其中一種應以在委 

員會屆會中提出的墙添單一公約條款的提案爲根 

據"0
八五.委員會所建議的雨決譲案經理事會通 

過0決議案五四八H資(十八)建議各國政府採取下 

列行動：（甲）凡尙未爲一九ra八年譲定書當事國者 

一律加入該譲定書 (乙)對合成疏醉品之挣有、製 

造、輸入、輸出、賈葛及使用嚴加營制K丙）設法動醫 

界人士發動一項蓮動，促其注意使用合成*品易 

致瘾癖之害，務須於開方時審慎從事;（丁) 一俟依一 

九旧八年議定書规定通知秘♦長後立節將該項藥品 

暫時置於營制制度之下；（戌)考慮宜否對於製造合 

成麻醉品過程中所生的若干中間產品加以營制或禁 

Jho決議案五四八H iU十八)則促請各國政府禁止 
ketobemidone的製造， 輸入及輸出。

E / 2606附件 B 第二十七段。

" 參闇第六四六至六五六段。

" E / 2 6 0 6 ,附件E。

M截至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卽理事會第十A 届 

會開會日期@ lh, —九四八年議定書共有四+ 三個

當事國。

赚醉品瘾癖

六八委員會於考盧麻醉品瘾癖間題時接有 

秘書長關於此事的節略（E/CN.7/270)。許多代表 

認爲瘾癖問題不但須從現行條約所素來秉待的"預 

防及管制"觀點檢討且須從主觀方面（卽"推究原因 

及設法療治"方面)的觀點研究。養真會一致公認麻 

醉品瘾癖問題除由各國分別處理外並須在國際上研 

討，且在委員會工作許割中應仍列爲優先項目。

六八七. 委眞會S 及各國政府常年報吿書载稱 

煙民人數有增無減，且根據關於非法贩蓮規模約現 

有情報，可見報吿所载數宇尙係從低估許0 委員會 

並指出：在具有同樣社會情況及.社會設施的國家內， 

赚醉品的合法清費數量大不相同，足見染有麻醉品 

瘾癖的人數尙有一*部分未經登記。

八八. 委員會認爲在擬IT適當措施時，許多 

社會方面及經濟方面因素以及現行條約規定的現肪 

措施均須許及，並認爲除醫藥療洽外，煙民的調治 

尙應包括心理洽療及戒後的調攝。委員會強調強追 

入院調洽的好處。

六八九. 委員，會並考慮煙民的登記及具報、官 

方規定的麻醉品藥方格式及闇於麻醉品瘾癖案件新 

聞報導張大其詞約流弊等間題。委員會通過一題目 

單以傭各國當局及秘書處嗣後據以進行砰究。此外 

又通過關於麻酔品瘾癖常年報吿書的訂正格武， 

以便儘可能顧及各方所表示的意見，並藉以獲得關 

於此事的更合用基本資料0
;■̂九0 . 理事會於第十八屆會中亦強調除頸肪 

觀點外宜自主觀及fd會雨方面出發點入手。若干代 

表《雖對委員會所建議的決議案表泰同情，但稱因 

在其本國境內並無嚴重麻醉品瘾癖間題或因其中所 

議若干辦法過於煩漠，礙難投票贊成。惟多數代表同 

認爲委員會所建譲的決譲案計及各國境内的不同問 

題，甚爲妥善。

六九一. 理事會通過決譲案五四八I (十八）, 
促睛各政府柱意務須儘早訂 ☆有系統的辦法，責成 

衞生當局主持切實營制及煙民登記事宜；晴各有閩 

政府注意煙民變得供應的合法及非法來源, 且在合 

法來源方面提睛注意關於麻醉品的藥方宜採用官方 

規定的格式制度，購各國政府於舉行或德劃調査或 

研究時注意委員會所通過的題目單（附載於該決議 

案內）；着重指出壽劃強迫入院洽療及咸化的重要 

性；猜秘書長在上逮題目單的範禱內繼續進行研究；

E / 2 6 0 6 ,附件 C ,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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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世界衞生組織所進行的工作表示感謝,並睛該組 

織繼續在此方面與聯合國密切合作。

取缔吸用德片

六九二. 委員會審譲印度、巴基斯坦、越南、缕 

羅尼、香港、馬來聯邦、北婆羅洲及薩刺冗克等地一 
九五二年度取綠吸食II片情形的九個報吿書（E/ 
CN.7/265)。同時印度代表並口頭提出補充資料，詳 

述該國如何設法使業B 日漸減少的吸食腾片人數更 

加減低，以及如何設法使超出II片吸食量的準醫藥 

用途消費聘片量每年減少百分之十0

非法販蓮

九三.委員會對於非法販蓮情形舉行常年檢 

討，同時對於處理此事的雅序加以審議。常年檢計 

的根據爲：各國政府所提關於輯獲非法販蓮案的報 

吿 （據報自一九五三年三月一日起至一九五四年二 
月二十八日ifc共有揖瘦案一，七六三起）；各國政麻 

的常年報吿書：秘書處所編非法販蓮趨勢及要點的 
簡 通 (E/CN.7/272 and Corr.l)；及國際刑事警察 

委員會所提送的報吿書（E/CN.7/273)。各方面的 

資料均經審譲；非法販蓮的若干方面問題並經"緯 

獲問題七人養員會" 在屆會期間詳加研計0 該七人 

委員會向麻醉品委員會提出報告書，內就各種麻醉 

品及各地域情形分別論列（E/CN.7/L.53)。赚醉品 

委員會就是根據該報吿書來進行它的工作。此外委 

員會並膀取亞拉伯聯盟"常設取稀麻醉品事務局"工 

作進行情形，經對該聯盟所採取的措施特加贊揚。

；̂̂九四.委員會的結論認爲非法腹蓮的規模仍 

足霞人，且由於此種贩蓮係屬國際性, 必須在若干 

方面促進國際合作。除就營制及實施；條約的般間 

題，以及例如蟹定腾片求源的特種問題採取行動外， 

委員會並決定在下列各方面採取具體驟。

六九五. 關於各國政府依一九三一年公約第二 

十三條規定就其任非法贩蓮中綠變的麻醉品來源間 

題提送的情報，委員會促請各國政府於提出報吿時 

說明其所述来源究已證實抑係僅憑推論，同時簡述 

其所根據的理由；並蹄各國政府將其関於緩獲案 

的情報通知其認爲輯獲品來源的國家政府。委真會 
又睛各國政府注意acetic anhydride落入非法販蓮 
者手中的危臉。委員會向理事會建議通過一決議案， 

促請各國政府更進一步读調其取稀非法販蓮的努力 

並購注意國際刑事警察委員會的工作,同時促請各 

國政府向該組織提送有關非法販蓮者的任何有關國 

際價fi[的資料。

六九六，至於委員會本身的工作程序問題，委

員會根據揖接間題委員會的結論,核准由秘書處就 

各國政府所遞資料編製分析報吿的許劃。有人提議 

經常設置緯纖問題委員會，負責在麻醉品築貢會舉 

行屆會以前開會審查有闇資料，據以向麻醉品委員 

會具報。但委員會決定俟舉行一九五五年度雇會時 

再討論此一方面的長期辦法。

工作方案及優先次序

七九. 委員會依據理事會決譲案ra九 七 （十

六）的規定計論關於麻醉品方面的工作方案及優先 

次序。委員會認爲此一方面的工作方案在理事會所 

訂的優先次序制度下應分兩類檢I t: 第一類爲現行 

條約所直接造成的工作，必須經常進行而且當然是 

應該優先進行的工作；第二類爲麻醉品委員會所決 

定進行的研究、調查工作，旨在使麻鮮a 國錄管制 

制度得應忖關於麻醉品合法生逢及使用方面及非 

法版蓮方面的變遷及發展0 第二類工作中, 一部分 

須經常進行，另一部分則爲特別揚出研究的問題0此 

類工作在題材上與委員會依現行國療條約所負的責 

任具有廣切的關係。

六九八•理事會提睛委貢會於舉行一九五五年 

度屆會時優先審議軍一公約的擬ITo委員會原B建 

譲儘先進行此項: r作0 理事會對於委員會所提的優 

先次序表36並未加以任何修改。

第五節 . 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紙專員報告書 *

六九九. 理事會於第十八屈會37審議聯合國難 

民事宜高殺專員的報吿書（E/2605)38o 這個報吿書 

是高級專員提請理事會轉呈大會第九眉會的，内述 

難民事宜高級專員辦事處自一九五三年六月至一*九 

五四年五月的工作。

七0 0 * 在報告書的第一部分裏高級專員檢計 

嘉惠難民的各項國際文書的情形，特別是九五一 

年的難民地位公約高級專員正在努力促請最多數 

目的國家批准這個公約。

參闇E,/2606第二十二段。

* 大會第九屆會臨時議程列有專項。
37 E/AG.7/SR.283, 284 及 285; E/SR.814。
" 經濟B社會埋事會Æ式紀錄》第十八属會, 附件Î議 

淫項目十四0
至七月二十日止, 已批准此公約的tf•有下列國家： 
澳大利亜、比利時、丹麥、法蘭西、德意志聯邦共 
和國、盧森堡、摩納哥、那咸、大不列題及北愛爾 
廣聯合王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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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o —. 報吿書詳敍高駭專眞與許多政府間組 

織及政府粗織合作所共謀解決的間題，並敍述許多 

從事難民工作的私人組織，不但在救濟最貧困難民 

的工作上，而且在實施永久解決難民間題的許割上， 

所盡的很重耍的買厳。

七0 二.報吿書有一章論述在不同國家內從事 

難民的國際保謎工作所牽涉的法律間題，並敍述目 

前許多難民居督國内關於難民的收容、居住與驅遂 

出境法律權利、法律協助、旅行文件與保譲的種種 

情形。

七0 三.高栽專員殺述各組亟待特別救濟的難 

民，其中包括現仍生活Æ奥地利、德意志聯邦共和 

國、希腦、義大利及特里亞斯特境内難民營中，爲 

數約在八萬八千左右約難民；並殺述他爲減少這些 

難民營中難民的數目和爲給與他們若干物質救濟所 

採取的行動0 他並檢討情形特別困難的難民。在中 

國、奥地利、德國及南歐許多地方這種情形困難的 

難民的人數總共起出一萬三千人, 均因年老、疾病 

及其他殘廣等故，不能自存。報吿書中一節專論在 

中國的歐籍難民。據估計@些難民人數約有一萬四 

千名，大都一貧如洗。在被徙置海外以前，高親專 

員爲維持這些難民的生活，每月須在聯合國難民聚 

急赐濟金內支出約三萬四千美元。

七0 四.報吿書報導聯合國難民緊急賤濟金的 

最近情形，附有捐款與支出表一紙，中載總共支出 

約爲八十萬美元，並附有支出說明；另外提出一九 

五西年的需要, 估計爲數起出一百萬美元，都是充 

緊急救濟那些從任何其他來源不能變得接濟以満足 

其基本需要的難民用者0 報吿書引述高級專員的難 

民事宜諮詢委員會第四届會的意見，赂謂繼續替聯 

合國難民緊急賄濟金募款一間題須再提靖各國政府 

注意，並謂高級專員應考慮可否徵求大會許可利用 

S 算以外款項勸募委員會，替聯合國難民聚急張濟 

金囊款。

七0 五，最後一章叙述怎樣促進難民間題的永 

久解決0 高叙專員報吿書稱，曾表示願意被遺返的 

難民, 爲數極有限；並稱高殺專員辦事處B竭盡能 

事,鼓勵易地安置，並當爲此目的與移入國、歐洲 

移民事宜政府間養員會及志願機關合作0 不過，徙 

置海外的機會依然不多，故高叙專員認爲務須作更 

大的努力，設法使難民能在現居留國的經濟機構內,

營謀生許。報吿書的最後一節提出一個促進難民問 

題永久解決的許劃, 該計劃的推動須靠國錄經費。 

根據從福特基全會補助金所得經驗，高叙專員詳述 

一個計割，該許劃實施至一九五八年底，需款總共 

約爲千二百萬美元。這個計割的目的是促使難民 

歸農、經商、從事小本生意和職業、建藥住屋、職業訓 

練和再訓練以便利難民在當地營生或易地安置、援 

助大學生、建造村鎭中心、增加海外安置機會及爲 

難民設立易地安置諮詢服務處。

七0 六. 理♦ 會辯論此報告書時，某幾位理事 

對高級專貢辦事處的成就道駕，同時也認爲必須採 

取一些特殊措置，予情形特別困難的難民以聚急救 

濟，並促進雜民間題的永久解決0 但有某幾位理事 

不贊成高級專眞所提利用國錄援助以達成永久解決 

的許劃，這些理事指出，他們不能替他們的政府認 

捐款項，充此用途。

七0 七. 理事會通過決議案五四九(十八），在 

其內指出，爲求加速推行謀致永久解決的計劃起見, 
必須額外援助的情勢已很明顯；並指出高級專員麼 

次發佈呼颜以後牧得的捐款，不夠満足需要特別迫 

切的雜民的緊急需要。理事會表承意見稱，高級專 

員所呈關於提供緊急援明，及關於促成難民約永久. 
解決的許劃，内合建設性的因素，足以有效處理這 

個問題。理事會請高殺專ft向大會第九屆常會提供 

其他一切必要的資料,藉以便利大會審議他的提案； 

並建議若大會贊同這些提案，則 （《)大會應猜預算 

以外款項勸募委員會，就替高級專員的計割勸募經 
費事，與聯合國會員國及非會員國政府II商；（b)理 

事會應根據高激專員與其諮詢養員會諮商後提出的 

提案，審蕭應否設立一個執行委員會就高級專資的 

計劃的實施事宜對高，級專員發佈指示，及這個執行 

委員會的組成和任務规定問題。

七0 八. 若干代表《解釋說，彼等雖贊同高級 

專R的計劃，但不願約東其政府蟾允對高級專R的 

永久解決許割在經費上給與糕助，亦不以爲高級專 

貢所奉任務範圍應予擴大，使包括其他種難民。另 

有一些代表團則認爲，難民的現居留國應對其境内 

的難民負起百分乏百的責任。

七0 九. 理事會同意（E/2634/Corr.l)其與大 

會的建譲應作如下了解，卽不管大會資高級專員的 

永久解決許劃採何決定，大會應請預算以外款項勸 

募委員會與各國政府躇商,請各國政府向聯合國難 

民緊急賤濟金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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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理事會決議案及決定 

第千六屆會第二期會議

決議索：

五一一 (十六）. 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在社會部門採取館 

調行動之方案。

第千七展會

決議案：

五二七（十七）. 扶養義務在國外之承認及執行0 
決 定 ：

國內移民情祝之班究間題交付人口委員會0 

第千八在會

決議索：

冗四三（十八），聰合國兒童基金會0 
五四八（十八），廣0?品0
冗四九（+ 八），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會報告書0

附件二 

理事會及其所屬各分組 

委員會之簡要紀錄

瑪事會及其所屬各分組委員會會議簡要紀錄與本章

各節有關者如下：

第一節 . 社會工作方面之協調行動全體會議：第七五W 
次0

第二節. 聴合國見童基金會全體會議: 第七九W次及 

第七九冗次。

第三嚴，社會福利及人口全體會議：

第七五八次、第七八旧次0 
社會分組委員會會議：

第二五七至二六0 次會議。

第四節，麻酉?品的國際管制

全體會議：第八0 五次0
社會分組委員會會議: 第二八~次及第二八

二次0
第五節，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報告書。

全體會議：第八一ra次0 
社會問題分組員委會會議:
第二八三次至第二八s 次0

附件三 

非政府組纖之陳述

非政府組織依據譲事規則第八十六條向理事會或其

所屬各分組委員會所作口頭陳述

第十七在會

國際自由工會聴合會

扶養義務在國外之承認及執行0社會分組委員會會議： 

第二五七次。

第千八在會

國際自由工會®合會

腐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常年報告書0 社會分組委員 

會會議：第二A五次。

非政府組織依據議事親則第八十四'條及第八十五條 

向理事會非政府組織事宜分組委員會所作口頭陳 

述

第千★在會

國際靑年婦女之友聯合會 

扶養義務在國外之承認及執行0 非政府組織事宜分組 

委員會會議：第三八次0
國際社會服務社 

扶養義務在國外之承認及執行。非攻府組織事宜分組 

委員會會議：第一三八次0

第千八在會

猶太組織協調會

難民事宜高級專員常年報告書0 非政府組織事宜分組 

委員會會議：第一四三次。

各敎會國際問題委員會

難民事宜高級專員常年報告書。非政府組織事宜分組 

委員會會議：第一因五次0
國際婦女評議會

廣醉品委R會報告書。非攻府組織事宜分組委*會會 

議第一四四次0
國際天* 敦藥善事業會議

難民事宜高殺專真常年報告書0 非政府組織事宜分組 

委ft會會議：第一四四次0
國際霞娼聯盟

禁ihig賣人口及取線意圓營利使人賣淫公約0非政府組 

織事宜分組委員會會議：第一ra三次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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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組織向麻醉品委員會所提書面陳述

國際刑警委a 會 
E/CN.7/273 一九五三年廣醉品的非法贩賣。

非政府組織向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所提書面陳述

國際殘廢人福利協會

E/IGEF/NGO/8 兒童基金會的參加傷殘兒童方 

案0
聯合國同志會世界®合會

E/ICEF/NGO/9 兒童基余會間題班究班。
兒童基余會事宜非政府組織委員會

E/ICEF/NGO/7兒童基余會事宜非政府組鎮委R 览童基余會事宜非攻府組織委員會

會的工作0 E/ICEF/NGO/10 進度報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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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人 權

A

七一0 . 理事會於第十八屆會1收到人權委員 

會提出的蘭於其第十屆會T作的報吿書Ë/2573 2。 
理事會Æ決議案五四五A(十八）內稱備悉這個報吿 

書。人權委員會第十眉會的：C作，及理事會對人權 

委員會的建蕭所採取的行動詳於下文第一節至笛五 

節。

七一 . 人權委員會又不得不將其議程上大多 

數項目展延至下眉會審議（E/2573,第二章）。理事 

會傭悉3人權委員會第十届會完成了一項冗長而艱 

綴的任務，卽儘可能擬具人權盟約阜案(載於該眉會 

可紀念的報吿書內)一事，深表嘉許。理事會覺得此 

事表明該項極具國際重要性的工作中的一個階段B 
吿完成，値得在理事會報吿書內特予提及。

第一 節 . 國際人權盟約草案 *
七一二，理事會在決議案五0 —(十六）內貧請 

人權委員會於一九五四年第十眉會完成人權盟約的 

起草工作，並B將委員會第九届會工作報吿書(E/- 
2447)4 送交大會第八屆會。理事會，講秘書長將 

人權委員會的報吿書分送會員國，專門機開及非政 

府粗織, 徵求意見。大會通過決議案七三七A及 B 
(八），將若干文件'遞送人權委員會，這些文件内载有 

關於聯邦條栽及關於請願權的提案，以及大會對於 

這些提案的討論紀錄。理事會通過決議案五一o (十

六），將大會此項決議案送交人權委員，會。

七一三. 人權委員會第十眉會，根據第九屆會 

工作報吿書，並參瞬大會和理事會B往決譲案內所 

載的指示，進行審議(E/2573 ,第三章）冬項盟約寧 

案。委員會收到數國政府)E/CN /694 and A d d .1 -7), 
專門機關(E/CN.4/692 and Add. 1 - 2 ) ,及非政府组織

髓0

E/AG.7/SR.286 至  292;  E/SR.819 及 820。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2F式紀錄第十八届會,補編第七

3 E/2638 ,第五段；E/SR.820。
* 大會第九届會臨時議程列有專項。
4經濟暨社會埋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届會，補編第八

(E/CN.4/702 and Add 1-6)依照理事會決議案五O 
一(十 ; 的規定遞來的意見，及秘♦長提出的幾個 

備忘錄，論述與盟約草案有閩許多事項（E/CN.V 
590 and Add.1-5, E/CN.4/673-678 及 E/CN./678/ 
Corr.l, E/CN.4/L.312及 315)。下述條款經委眞會 

於第十屆會起草完竣:關於定期報吿制度的條文，這 

種制度的目的在求實施關於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 

的盟約，這些條文是以第七屆會所擬條款爲根據的； 

關於報吿事宜約條文，以備载入公民及政治權利 

盟約草案；関於聯合國和專門機關各自應負的職責 

的一條文，以傭载入兩個盟約草案；關於聯邦的一 

個新條文，及闇於盟約的簽署、批准、生效及修改 

程序的條文，這數條文是根據笛屋會所擬案文擬 

就的，以備载入兩個盟約。大會於決議案旧二二

(五）決定擬訂的領土適用條默的條文也载入甫個盟 

約內。

七一四. 委賣會議決請理事會（E/2573附件 

肆，決議草案A) 將若干閩於是否許可斜盟約作有 

保留間題及闇於此種保留恐將發生的影響的文件提 
交大會。委具會曾計論將™ 條関於財産權的條文列 

入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盟豹草案的間題，但在否 

決了數稀條文之後，議快無限期地延遲審議這個問 

題。委 ft會並會財論若干項提案及一些條款，各該 

項提案是關於公民及政治權利盟約拿案所规定人權 

事宜委員會的程序適用於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盟 

約草案的問題。這些條款則是關於個人、團體及非 

政府紐織的請願權，以備载入兩個盟約中的任何一 

'個。這些提案和條款後彼撒同。委員會並將其 

四人提出的關於通過盟約時應行遵循的雅序的意見 
遞交理事會(E/2573,第三十九段。 '

七一五. 委貴會第十眉會報告書的附件査截有 

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盟約草案全文，及公民及政 

治權利盟約草案全文。附件威內餘簡要紀錄外又載 

有與保留問題有關的其他文件。附件参载有鳥拉辛 

代表關於設置聯合國人權事宜高級專真（檢察總長） 

的修正提案0
七一^*^,理事會於第十八眉會赋計論程序間 

題。理事會收到國瞭勞工局理事院遞來的若干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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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621)o理事會通過決譲案五四五B豪 （十八）， 

將人權委員會擬訂的國際人權盟約草案，連同委貴 
會報吿書(E/2573)及理事會討論這個問題的會講紀 

錄送交大會。理事會請大會注意人權委員會報告書 

第三十九段內所载關於最後審譲盟約草案的程序的 

意見。《事會請秘書長將盟約及委員會報吿♦中有 

閥盟約的部分，送請會貴國及非會員國政府予以特 

別注意，藉以徵集各方意見。在決離案五129五 

(十八）内事會通過委員會的建議，將若干關於在 

盟約掌案内载入保留間題條款約文件（E/2573, 附 

件或及E/CN.VSR.441-449)送交大會。理事會並通 

過決蕭案五K七 G(十八），將婦女地位委員會所提 

出閩於公民及政治權利盟約草案第二十二條的建譲 

提交大會，俾大會在審蕭公民及政治權利盟約時同 

時予以審議。5

第二箭.蘭於國際尊重民族及國族 

自決權的建議

七一七. 大會在決議案七三八（八）內提及前所 
通過的決議案三七C(七）及六四八（七）, 並塵於 

人權委員會因跟於時間而未克在第九届會擬具關於 

國際尊重民族自決權的建譲，特請該委員第十届會 

儘先擬具此項建譲，並請秘書長將大會計論此問題 

的會議館要紀錄遞送人權委員會0 理事會於第十 

屆會復會時通過決蕭案五一0 ( 十六），將大會此項 

決蕭案遞交人權委員會 >̂
七一八. 人權委員會第十屆會通過了兩個決議 

草案(E/2573,第K章）0 第一個決譲案提議由大會 

設立一個委R會，對民族及國族自決權的情巧，包 

括"對其自然財富及資源的永久主權"的情形，作一 

詳盡調査, 並遇必要時,擬具足以加強此種權利的 

建義。同時邀睛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及專門機関與該 

築員會合作，從事此項調査。按照這個決議寧案，大 

會睛這個委員會向理事會第二十届會具報，並請秘. 
書長予這個委真會以必要的職員和設傭。

七一九. 第二個決賺草案提議由大會設立一個 

由若于國政府代表組成的委員會。道個委員會的任 

務是：（一)調査因自決權據稱被剝奪或未能充分實 

現而引起的情勢, 但這種情勢必須屬於憲章篇十ra 
條的範圍而經聯合國任何十個會員國提請這個委員 

會注意春；（二)對道個委員會必須加以調査的任何 

情勢從事幹旋，求致和平解決；（三)如在六個月巧

對於情勢的調盤不克獲得足♦當事方面感覺满意的 

解決，應據實報吿大會並作適當的建議。另請《書 

長予這個委貴會以必要的職鼻和設備。

七二0 . 人權委員會向理事會建議(E/2573,附 

件肆，決議掌案F),請将這雨個決議草案提送大會 

審譲通過。人權委員會並議決將這個項目留在其下 

届會譲和內。

七二一. 理事會於第十八眉會7審議人權委員 

會的建議。在討論時某某理事會提到大會決議案六 

三七C ( 七)及七三八（八），和理事會決議案四七二 

(十五），以及大會，f®事會和人權委員會依這些決 

譲案所待的立場。人權委.員會約建議，卽理事會將 

上述甫個決議草案和關於各該草案的提案提送大會 

一點，遭理事會否決。理事會認爲這些建議應發间 

人權委員會作進一步的審議，然後提送大會。因此 
理事會通過決議案五四五G(十八），其中稱塵於人 

權委員會向理事會提出雨個決議草案請理事會轉遞 

大會時曾指出這些建議並不完備而決定將這個項目 

留在其下屆會譲程內，並襄於理事會討論此問題時 

許多代表圓都會i f這雨個決議草案的實體表示意 

見，爱決定將各該決議草案速同理事會及社會委員 

會討論此問題的會譲紀錄，一併發遺人權委員會俾 

人權養貴會得參照理事會的討餘重行審議此等建 

議0

第三節 . 驚訂聯合國促進世界普遍遵守並尊 

重人權及基本自由的工作方案

七二二. 理 事 會 在 決 譲 案 五 (十;SO內譲 

決將各方人權委員會第九届會提出的分別關於下列 

三事的三個決議草案及其修正案，以及人權委員會 

的會議記錄送交會員國及專門機關。這三件事是：闇 

於人權的常年報吿書；人權特殊方面問題約砰究；及 

人權間題的諮詢事務。理事會此決譲案並睛會員國 

及專pg機闇儘可能在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以前提出 

意見。

七二三. 大會第八届會通過決議案七三九(八), 
請理事會轉葡人權養員會: (a)於篇十眉會審議這三 

個決議草案，如屬可能，並就這些草案擬具建議，以 

補充人權盟約的規定，俾得由理事會第十八屆會加 

以審議；（è)注意各會員國及專Pg機関表示的意見， 

以及各方在大會笛八屆會就此事所發表言iâr。理事

* 參阅第十一節》第八一三段0
6 E/SR.754。 7 E/AC.7/SR.289 至 292; E/SR.820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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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以決譲案五一(十將大會此'决議案送交此人權

委員會■o*

七二四，若干會員國及專pg機關依理事會決議 

案五0 — C(十六）的規定 ， 分 出評論 (E/CN.4/ 
690 and Add. 1 - 1 2 , 及 E/CN.4/691 and A dd.l)。在

人權委員會第十眉會中，上通三個決議草案經修正 
後提出（E/CN. 4/L. 266/Rev'3, E/CN, 4/L. 267/ 
Rev.2 及 E/.4/L.268/Rev.l):其中若一個鬪於人權 

間題常年報吿書的提案改爲提譲每兩年提出一次報 

吿書。人權委員會對道些提案作簡單討論之後，把 
它們列入下届會賺程內（E/2573 , 第五章）o

第四節 . 蘭於人權間題的來文

七二玉. 理事會第十屆會通過決議案二七五B 
(十），修改決議案七十五（五)及一九二 A(八)。秘 

書長根據此決議案替人權委員會第十眉會編製了來 

文目錄及載有會員國政府遞來的意見的文件9如下： 

一件非機密目錄，內載三八七件浓文的摘要，這些 

来件暮Æ—九五三年 ®月一日至一九五四年二月十 

二日斯間牧到的，論述與促進世界普遍尊重及遵守 

人權問題有關的原則， 一件機密目錄，内提到或館 

述九,五二 K件其他有關人權的來文,這些來件是在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三日至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期間收到的數個文件， 内載若干政府對秘書長遞 

交它f !的来文题本表承的意見0
七二六. 秘書長根據理事會決議案 一 六 A

(六），向防Jfc歧視暨保譲少數民族分設委鼻會一九 

玉四年第六屆會提出類似的目錄及文件oi»
七二七. 秘書長又根據理事會以決議案三ora 

(十一）修正的決議案七十六（五）的規定, 編製了與 

婦女地位問題有關的來文的一個非機密目錄及一個 

機廣目錄，提出婦女地位委員會第八眉會。11

第五節 . 防止歧視及保護少數民族

防止歧視暨保護少數民族分設委 

員會之委員及將來屈會期問題

七二八. 査印度政府末能同意由M r.M . R. 
M asani擔任分設委員會委員，又委員Mr. Oswald

» E/SR.754o
® 經濟g 社會理事會；F武紀錄，第十八居會, 浦編第七 

號 (E / 2573 ,第八章 )o 
10參 閱 E/CN.4/703 ,第四章0 
11經濟B 社會理事會TF式紀錄 Ï第十八届會,補編第六 

號 （E / 2 5 7 1 ,第十四章）o

B. Lord (美利堅合衆國）鮮職。兩人所遺懸缺, 經 

人權委員會紫十眉會I2遇舉由Mr. Philip Halpern 
(美利堅合银國）及 Mr. Arcot Krishnawami (印度） 

補充，但仍須經各該本國政府同意o
七二九. 人權委真會又請理事會核准分設委員 

會每年舉行眉會得達六墓期（E/2573 ,附件肆，決譲 

草案E)o理事會通過決譲案五四玉F (十八），核准 

分設委員會於一九五五年舉行屈會, 以四星期I爲 
期

分設委員會第六屈會報吿書

七三0 。防止歧視®保譲少數民族分設委員會 

第六屈會報吿♦(E/CN.VYOS and Gorr.l) B 由人權 

委員會審議(E/2573,第六章) o 人權委員會瘦悉此 

項報告書並提具若于建譲以供理事會審議，获分 

處如次。

教育波视之巧究

七三一. 分設委員會依理事會決議案五0 二 H 
(十六)所住命之研究教育方面歧視問題之特別银吿 

員，B 向分設委員會提出臨時報吿書一件。報告員 

任期已溝，於是分設委員會另行選舉特別報吿員一 

人,並訓分該報吿員向第七屆會提出報吿書草案或 

進度報告♦ 。此報吿書應以向各國政府、各專機關  

及各非政府組織黃集之資料以及秘♦長所供絵之資 

料爲根據。此報告♦應以全世界爲範圍來砰究歧視 

問題Î且就世界人權宣言雷二條所歸之各種原因，兼 

論事實上與法律上之情形,並指出此方面法律及督 

慣之一般趨勢及發•展。據分設委員會表示,俟特別 

報吿員之報吿書通過, 卽可建議探取斤動。分設委 

員會表示. 望各國政府、秘書長、及各專門機開對 

特別報吿員予以读勒0 分設委員會並建議人權委員 

會授權秘書長將特別報吿員養集資料及徵求意見之 

靖求分別送達有闇各國政府0
七三二， 人權委員會採納分設委員會關於砰究 

教育方面歧視問題之決譲案，略加修訂(E/2573, 第 

四一八段) o 除分設委員會所列舉之資料來源而外， 

获又增列"著名學者及科學家之著作" 一項。至於 

分設委員會所作闘於行動之建譲，别註明應向人權 

委員會提出；又謂開於行動之建譲, 應在特別報吿 

員報吿♦ 經分設委員會審査之後提出,而非在報告

E/2573,第三六三段至第三六g?段0
13 E/AG.7/SR.287-288; E/SR-820。 
"E/2573,第五0 七段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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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通週之後提出。人權委員會請赫書長將特別報吿 

員冤集資料及徵求批評之一切猜求分別送達有關各

國政府。

闕於就業及職業方®波視間避之巧究

七三三. 分設委員會舉行第; 屈會離時，國際 

勞工組織代表聲稱，國際勞工組織願依理事會決議 

案五0 二H(十六)之规定，撮任就業及職業方面歧 

視問題之研究。分設委員會對此表示欣幸，爱請國 

際勞工紐織注意分設委員會所通過之特別報吿員擬 

具砰究報吿所應遵循之一般原則，並表斤希望此項 

砰究報吿得以及時提交《書長，以便分設委員會第 

七屆會審査。分設委員會請秘書長、其他專門機鬪、 

及各非政府組織將所有關於就，及職業方面歧視間 

題之資料，悉行提供國摩勞工組織及分設委員會參 

考。

七三四. 人權委員會曾•就此項研究之範圍以及 

國際勞工組織擬具研究報吿所擔任之工作等問題， 

加以討論(E/2573,第四六0 段至第四八五段) o 人 

権委員會承認此種砰究屬於國際勞工組織職掌範 

圍, 並査理事會決離案五0 二 H(十六）稱，凡屬於 

專門機闇或其他機關職掌範圍之研究工作，今後通 

常應由直接有關之專門機關或其他機關擔任。人權 

委員會提出若干建譲（E/2573 ,附件肆，決議草案 

C ) ,經理事會計論後通過，僅就此事報吿之性質及 

時間等間題略加修訂0 理事會決議案五四五C (十 

八）睛國際勞工組織將就業及職業方面之歧視問題， 

以全球爲範圍，依據世界人權宣言第二條第二項，加 

以砰究，並請國條勞工粗織及時提出過渡報吿書經 

秘書長轉遞送分設委員會以供其第七屈會之用，並 

於研究竣事時將所得結果循同一途徑遞送0 理事會 

又請秘♦ 長,其他專pg機關，及非政府組織將所有關 

於就業及職業方面歧顾間題之資料，提供國療勞工 

組織參考。

分設要A會今後工作方案

七三五• 分設委員會第；*^眉會決定將下開項目 

列入分設委員會第七届會議我："研究下開方面歧視 

間題之特序：（0)世界人權宣言所列舉之政治權利； 

(Ô)宗教權利及行爲；（d 移出，移入及旅行。"分設委 

鼻會參照理事會決蕭案五0 二 H(十六)第®段及第 

，̂段 W 分段乏規定，認爲此項研究工作，應違由 

分設委員會自行會同秘書'長擔任。分設委員會指宇 

委員三人，諮商秘♦ 長，就此項研究工作之群序，擬 

具建鶴,向分設委員會提出。所指定之委眞,應請就 

資料來源,並就凡可合作從事此項研究之聯合國機

關，專門機關，及非政府組織，撮出初步建譲，列 

入提案。分設委員會決譲於第七屆會議期間參酌此 

項初涉工作以及其他有關情形，考慮應於一九五五 

年更就歧視問題從事何種砰究。

七三六. 人權委員會開會時，有人建議將研究 

題目修訂爲："U)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一條所规卞 

之政治權利；(b)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八條所規定之宗 

教權利及行爲；（0 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三條第二項所 

幾定之離去及歸返本國之權利，又有八建議，關於 

宗教權利及行爲方面歧視問題之研究工作，應儘可 

能從速進行。各項提案均經人權委員會審蕭，然未 

正式採納，但請分設委員會注意各方在人權委員會 

中就研究許劃所發表之意見（E/2573, 第四八六段 

至第四九五段)。

七三七. 理事會計論時1S有人建蕭，分設委員 

會研究移入，移出，及旅行方面之歧視間題時，應 

以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三條第二項所開原則爲目標0 
依據此項原則， 人人有權離去任何國家，蓮其本國 

在內，並有權歸返本國"。並經提出，人權宣言此條 

所合之意義業經大會同意，認爲人人一律皆得享有 

之基本人權；而移入某國境內之權利則不得視爲基 

本人權，蓋移民入境通常須經遇揮，國家行使主權， 

得在此方面酌量處理。惟其他委員發表意見稱，此 

項提議如瘦通過，則分設委員會所擬進行之砰究，行 

將縮小範圍，減低重要;此種指示亦與人權委員會前 

此業B通過者不同。理事會嗣通過決議案五四五D 
(十八），内開，案森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三條規定， 

(一）人人Æ—國境内有自由遷徒及每居之權；（二） 

人人有權離去任何國家，連其本國在1̂ ,並有權歸返 

本國，爱請分設委員會以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三條第 

二條之規宇，卽"人人有權離去任何國家，連其本國 

在内，並有權歸返本國"，爲從事此一方面砰究之目 

標。

對於凡構成编動暴f1■之鼓吹民族，種族，宗教 

•視情事加《制止騎應株取之指绝

七三八. 所有鼓吹民族，種族宗教方面仇視之 

情事，凡構成爆動暴行之舉者，究應採取何措種施 

予以制业；此項間題S 由分設委員會停Jh計論，蓋 

分設委員會第六屈會缝悉公民及政治權利盟約草案 

中關於此項問題之第二十條修文業經人權委員會 

通過。分設委員會爱請秘♦處從事研究各國有闇此 

事之立法及司法措施，以便分設委員會於第七眉會 

議期間考慮擬具實摩建議0

15 E/AC.7/SR 287 and 287; E/SR.2S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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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各處;I*數汽族現在情况之研究及 

保談數式接間題之将來工作

七三九. 分設委員會第届會議，遵照理事會 

決蕭案五0 二 B戴(十7^0,並依人權委員會第九® 
會講報吿書(E/2447V®第二四五段之规定，審譲下開 

項目："就採取特殊指施以保譲少數民族之簡題向各 

國政府所提之建議：漠個問題之研究，包括建議中 

所稱'少數民族' 一詞定義之研究"。

七MO. 分設委員會決購對於全世界各處少數 

民族之現有情※開始作一選揮性質之研究，目的在 

對於所有必須採取特殊措施以資保譲之少數民族一 

一分別簡明敍述其情形。分設委員會請人權委員會 

向理事會建譲聘任專家一人從事此種選揮性質之研 

究。在聘任專家以前，分設委員會睛秘♦長與各專門 

機關及各非政府纽織合作，養集有關資料，包括歷 

史，地理雨方面之資料在内，以 供 » 。

七ra— . \權委員會討論此事時（E/2573,第 

四二一段至第四三八段），有人對於此項研:究之性質 

及由專家擔任研究之意見，提出異購。因此，人權 

委員會仍請分設委員會再就還個間題，包括"少數 

民族" 一詞定義之問題，重加研究連同分設委員會 

能就採取特殊措施以保譲少數民族問題所提出之建 

議，向人權委員會第十一屆會譲具報。

七四二. 分設委員會決議將理事會決議案五0  
二 BM；(十六)以及決議參案"保護少數民族所應採 

取之臨時猎施"兩者中所列事項之審譲工作， 列入 

分設委員會今後工作方案。此項決譲已由人權委員 

會核定（E/2573, 第四五八段) o 關於保譲少數民族 

所採臨侍措施之決議草案係前由人權委員會發遺分 
設委員會再加砰究者(E/2573,第四五八段）

七四三. 理事會第七屈會譲，決譲I7不將理事會 
決譲案五0 二 BlU十/C)所提出之項目，卽"就採取 

特殊指施以保議少數民族之問題向各國政府所提之 

建議"一項，列入理事會第十八届會議程。

分設要Â會與各專門橡闕之合作

七四四， 理事會第十八眉會議通過決議案五ra 

五 EC十八），贊同Æ權委員會閩於此事之建議，請 

聯合國文教組織及其他專門機關於選每研究部pg及 

題目時注意分設築員會之工作方案，庶可便利並補 

充分設委員會所擔任之研究工作；並授權秘書長，爲 

此目的，對於理事會核定之研究工作，使分設委員

會得與業經理事會邀猜對此核定之研究工作予以合

作之任何專ra機關或其他機構逕行接洽。

促遠分就要Â會工作之指绝

七ra五. 分設委員會請/I權委員會研究如何可 

將設委員會關於其經常工作方案之決議案從速付 

諸實施之方法，例如指定充分侍間檢討分設委員會 

之工作，或則考慮若于事件以由分設委員會逕向理 

事會具報爲宜。分設委員會請Æ權委員會，並請人 

權委員會轉靖理事會，商請大會，"關於分設委員會 

認爲絶對必須聘任以爲分設委員會擬具特別砰究報 

吿之報吿員或獨立專家所支之酬金"，大會可否重新 

考慮決議案六七七（七）之規定。

七人權委員會並未就分設委員會所睛指 

定充分時間專供檢討分設委員會工作之用，以及授 

權分設委員會Æ某種情形之下逕向理事會具報南點 

採取任何正武決定。人權委員會贊同分設委員會提 

晴復議大會決譲案六七七(七)之建譲。

七®七. à 事會1® 第十八屈會否決睛大會後譲 

決議案七七（七）之提案。

宜否召集注意消除偏見及歧視 

問題之各非政府組織舉行會譲

七四八. 理事會決譲案五0  二 C(十六)請秘書 

長與主營專門機關合作，洽商在理事會或有關專門 

機關中具有諮商地位之非政府粗織，俾可決定宜否 

召集閩切此事之非政府組織舉行會議，以 便 （a)就 

清除歧視最有效之方法交換意見；（ 爲適宜及可 

行時協調在此方面之努力；（（）考慮能否訂定共同之 

目標及方案0 理事會決譲案並睛秘書長於與有闕之 

非政府組織及專門機關洽商以後，就宜否依照大會 

決講案四七九（五)召集此種會議一事，向理事會具 

報。

七四九. 秘書長將洽商結果向理事會第十八屈 

會譲具報(E/2608 and Abb.l,2)«o理事會通過決議 

案五四六(十八)2。,決定授權秘書長召集會議,由所 

有已自理事會取得譜商地位之有關非政府組織派員 

出席，就消除歧視最有效之方法問題，交換意見；如 

認爲適當及可行時，協調在此方面之努■力；並考慮 

能否IT定共同之目標及方案。理事會決定邀請所有 

已自理事會取得諮商地位之非政府粗織各委派代表

號。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 六届會,補編第八

E/SR.791(

18 E/AC.7/SR.287—288o
10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 ï 第十八房會》附件》議程

項目十一0
2。E/SR.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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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出席會購。ïüî事會並睛秘書長與人權委員會主 

鹿洽商：《)擬定會議臨特議程，注意理事會決議案 

所開之目標及秘書長報吿書所載各非政府紐織關於 

此事之意見；（:è)決定會期之長短，但至多不相，超週 

三日； 規定會議日期及地點，曰期應在人權委員 

會於一九五五年舉行â H 眉會議之期間，庶 利  

用業經撥供人權委員會應用而未盡需要之利便；{d) 
並作舉行會議所需之其他部署。此外又靖秘書長轉 

靖有關各專門機闕將有關之研究資料提供會議參 

考，並將各機關認爲適當之意見向會議提出；另靖 

人權委員會轉筋防止歧視暨保譲少數民族分設委員 

會將分設委員會對於會議經過之意見，截入分設委 

員會以後向人權委員會所提具之報告書。

第六節 . 新聞自由 *
新聞自由間題報告員報吿書

七五0 , 大會決議案七三；A(八）睛理事會第 

十七屈會儘先討論新聞自由問題，包括理事會新聞 

自由問題報告員的報吿書，以及依據大會決議案六 

三一(七）的規定，擬具各項建議，俾供大會第九屆會 

審議一事。大會並請理事鲁於計論新聞自由間題時 

參酌大會第七，八兩届會中各代表就此間題發表的 

意見。

七五一 .理事會在第十七屆會" 接有Mr. Sal
vador P. Lopez撰寫的新簡自由報吿書（E/2426r'2。 
Mr. Lôpez前經理事會以決議案H四二 C (十四）任 

命以個人身汾擔任報告員，其任務爲擬具一個實體 

報吿書，論述新聞自由方面的現代主要間舉及演變， 

並提出實錄行動的建譲。該報吿書經從理事會第十 
六屆會延至本屆會審議。Mr. Lopez向理事會提出 

一個補充報吿（E/2426/Add.l)23, 及關於厄瓜多 

和土耳其常任代表來文的節略（E/2426/Add.2 and 
3^0理事會並接有若干政府遞交報吿員供其參考與 

借助的評論及建議(E/2427 and Addenda 1-2)2S 以 

及報吿員根據其從新聞事業及職業《體接到的評論 
及建議而箱製的一個摘要(E/2439 and Add.l)o

七五二. 理事會各理事對報吿員的報吿書意見 

不一％ 贊成此項報吿♦者，對於報吿賛就聯合國在

* 大會第九届會臨時議程列有專項。

21 E/AC.7/SR.761,至 268; E/SR.788。
22經濟《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七届會 , 補編第+
二號。

新聞自由方面的工作所作公正的評價，其促請注意 

許多國家內檢査制度之勇氣；其兼論新聞自由的一 

般間題及專門間題約方式；，以及其對道個間題的許 

多不同性質但相關的部汾所作詳盡的研究，表示欽 

佩。另一方面，若干理事則指摘這個報吿書，對其 

論列理論原則的方式以及其所使用的資料係來自據 

謂係"不公正的來源"一節，表示疑間。這些理事並 

稱這個報吿書未對新聞自由的經濟方面及實綴方面 

的間題作充分的砰究，且未充分了辦發展落後國家 

的地位。若干代表並說這個報吿書偏重"西方"新聞 

自由觀念。報告員爲答覆上述一部汾批評，說明他 

在撰寫此報吿書時會力求從各種不同的來源覚取裁 

實的資料，並舉例說明他分析各種不同約觀點時態 

度力求公正。兹將理事會就報吿員的各項建議所採 

行動敍述於下。

新閣â 由的報告>5：巧究

七五三. 理事會曾審議一個提案（E/L.587)2S 
内提議再定一個期間，任命以個人身汾出任的新聞 

自由問題報吿員一A , 着他去撰寫新聞自由方面許 

多個別問題的砰究報吿。理事會理事對繼續設置新 

聞自由間題報吿員一職是否合宜，意見不一。有幾 

位理事認爲這個試驗業經證明成功；繼續設置這一 

職位可使公衆更認識這許多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新 

聞自由一問題極容易引起政治爭論，若分秘書長擔 

任那些工作，將使他感覺困難。但多數理事則認爲 

設置報吿員T-職不一定是處理新聞自由問題的最妥 

方法;這些砰究和银告工作儘可委能秘♦ 處《任，银 

吿員原紙是被任命在一個試驗時期內任職，把這一 

職位改爲常設未必相宜。

七五四. 理事會在決議案五二二A(十七）內請 

秘書長會同各有閩專門機關，特別是聯合國敎育科 

學文化姐織和國錄電凯同盟，並諮詢各職業團體和 

新聞事業，編訂下列各項研究，以備理事會第十九 

屆會審議：（《)增進新聞人員對聯合國工作的知識， 

對外國及國療事務的知識的具體行動計劃，其目的 

須在促進各國間基於憲章宗旨與原則的友好關係； 

(6)關於目前儉査外發新聞稿件的原則及辦法的全 

球性調査；（d新聞媒介權利與養務的法律方面砰 

梵；（《0新聞人員新聞來源保譲間題之研究，以秘書 

長所編闕於此間題的初步報吿書爲參考(E/GN.4/ 
Sub.1/146)； W公私新聞襲斷事業及其對新聞自由

' 同上 Ï 補編第十二號Ac>
同上，附件，議S 項目十二（Ot 

'E/SR.769—774,
經湾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 , 
項目十—（a) 0

第十七届會》附件議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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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廣響的研免。理事會並靖各會員國與秘書長及專 

門機關合作，從事上述工作。

七五五. f必書長向理事會叙述他所認爲理事會 

付託他擔任的上述工作在範圍上必須具有約限制0 
關於各國國内現行新聞檢査辦法的全球性調査，他 

說他只能以各國政府公怖的資料爲限。親於法律研 

究，他覺得只是資料的搜集；同棟的，新聞人員與 

新聞来源保護間題研究也沒有困雜，但他認爲關於 

新聞ÏI廣事業的砰究，恐將使秘書處越出權限。

外發新閣稿件的遞送

七五六. 理事會在決議案五二二 B(十七）內纏 

悉國際電訊同盟(一九五二年，倍諾斯愛勒)全權代 

表會議曾通過一個建議，旨/t:謀促進利用電訊無限 

制遞送新間,爱請國際電孰同盟就各國政府對這個 

建議所採行動向理事會第十九眉會具報。 另有一個 

提案，提譲請秘書長根據聯合國新聞自由會譲所通 

過第十二號澳議案，卽歸於新聞檢査的決議案，擬 

ST—個國際公約草案，並將其分送各國政府徵求意 

見。理事會沒有通過這個提案

外《新閣記者的地位和行動

七五七. 理事會在決議案五二二 C(十七）內睛 

秘書長將他爲新聞暨報業自由小組委員會觸製的下 

列研究分送各會員國及非會員國："關於外國新聞人 

員地位和工作的法律和辦法，及便利此種人員工作 
的措施"(E /CN. 4/Sub. 1 /140),及"外國記者的定義及 

身份證明"(E/CN.4/Sub.l/l48)o理事會請各會員國 

及非會員國政府研究實行上述研究報告中所擬行政 

糟施的可能性，以期便利外國新聞記者的業務活動。

版 權

七五八. 理事會在決議案五二二 D (十七）内， 

塵悉因無紘一版權協定而引起的問題，及其對利用 

大衆新聞媒☆傅摇新聞一事的影響，爱建議各國政 

府參加世界版權公約。理事會靈悉國摩間爲解決著 

作人權猛間題所作努力，購各國政府注意此事之重 

要性，並蕭聯合國教育料學文化組織研究新聞及新 

聞媒介方面的版權問題, 擬具建議。

新閣人員的獨立性

七五九. 理事會在決議案五二二 E (十七）内， 

塵悉國際勞工組織目前經由其薪資傷員及專業工作 

者間題路詢委員會所從事關於新聞從業人員經濟獨 

立間題的工作。理事會認爲此種人員之能否抵抗足 

以妨礙其正常執業的直接或閩接厘力，可能與其經

濟安全有關，爱請國際勞工組織於目前所進行之研 

究中，充分考慮此項因素,並應參考各專業組織，特 

別是傷主及從業人員《體提出的意見。

專業剑綠

七 理 事 會 在 決 議 案 五 二 二  F (十七）内, 
促睛各國政府，特別是具有高度發達的大规模通訳 

設備各國的政府，對外國新聞從素人員及砰究新聞 

學者在可能範圍内儘量合作，予以各種使利，包括 

簽證及货幣免換方面的便利。理事會建譲聯合國教 

育科學文化組織考慮是否可能擴大其所主持的大規 

換傅播研究'金計劃，並請秘書長與各有鬪專門機關 

合作揉計在技術協助的經常與擴大方案下爲新聞 

人員所設獎學金與砰究金名額有無增設的可能性0 
理事會靖1?書長將上項決定送達各國政府。

新閣雷費及域先權

七六理♦會在決譲案五二二  Ci (十七）內, 
靖國摩電凯間盟及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爲理事 

會第十九屆會觸製關於拍發新聞電間題約聯合砰 

究，其中應包括新聞電電費出入甚大及反常之情 

形 > 俾擬具並協同促進補救措施，提供國際電諮及電 

報會議下眉會議考盧0 理事會並靖各國政府在此期 

間研究此項照題0 理事會覺得此舉較卽依法國決 

議草案之提議蕭晴各國政府採取行動，設法減低新 

聞電電費爲宜。

國條廣播

七六二• 理事會在決議案五二二H (十七）内,
確認關於利用無線電頻率間題亟有成立國際協議之 

必要，蕭各國政府盡力設法就頻率的均与分艇達成 

協議，充分注意宜利用國療廣播增進公正清息及新 

間施通的簡題。理事會並靖國摩電訊同盟藉該同盟 

會員國的读助, 考盧發展新技術以求頻率之經濟利 

用並清除徒屬浪費之競爭和重疊的可能性0 理事會 

睛秘書長將這個決議知照所有冬國政商。

開税及赏易成例

七六三，理事會在決議案五二二 I (十七）内, 
建議凡未加入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粗織闕於教育， 

科學及文化物品輸入事宜之读定的各國政府應郎加 

入該協定, 作爲清脸影響國療間新簡自，由流載的關 

税及貿易障礙的一個方法。理事會並建譲聯合國教 

育科學文化組織於適當時,就宜否擴大此項協定，俾 

教育,科學及文化物品之購買得有進一步的外腫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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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優待辦法一節，徵詢協定簽字國的意見。理事會 

請秘書長將這個決議送達上述惊定第九條所稱的各 

政府。

新閣â 由的技衝協助

七 规事會ft決議案五二二 （十七）內決 

向各有關專門機閩及技術協助管湖處建議，請依經 

常與擴大技術協助方案規定，對各國政府所提足以 

促進新聞自由的協助串睛，在現有方案範圍與I?標 

限度以内，予以適當考慮。理事會並表斤相信越書 

長目前如促進新聞自由而可提供協助的部門不防予 

以推廣，爱決譲授權秘書長經會員國的靖求，得提 

供不在目下技術協助方案範圍及目標限度以內的服 

務，惟此項決定仍須經大會核准0

利用廣播促進和平 

七六五. 理事會曾討論若干提案(E/AC. 7/L. 
200/Add. 1 ,原本第四頁），其中提議靖各國同意將國 

際聯合會依據利用廣播促進和平公約(一九三六年, 
日内Æ )所擔任職務移交聯合國，並提譲請秘書長 

研究爲使這個公約適應目前情形起見應有的修改。 
理事會並討論另一提案(E/AC.7/L.198) , 内提譲擬 

訂一件關於將依據上述公約交由國朦聯合會行使的 

某些職務移交聯合國以及閩於非該公約當事國的聯 

会國會員國及非聯合國會員國加人該公約事的議定 

書草案。但理事會議決不對此事採取斤勤。

鼓勵及發展廣立的國內新聞事業

七 六 . 理事會接有一個報吿書（E/2534)«。 
該報吿書是秘書長照理事會決議案四四二E (十

四）和大會決譲案三三（七會同聯合國教育科學 

文化粗織編製的，其内容是關於鼓勵及發展獨立内 

新聞事業的方法28。這個報吿書自理事會第十六眉會 

延遲至今，尙未提付審議。 •
七六七，若代表指出大會所要求擬訂的是閥 

於這方面的具體行動方案，認爲秘書長的報吿書不 

曾達到那個標準。他們並提講注意"獨立"雨字的意 

義。某些代表指出"獨a："兩字的唯一满意解釋，是 

指不爲任何達背人民所明白表示的意願之勢力所左 

右。努有某些代表則認爲聯合國提供的技術協助不 

應造成受政治勢力控制或受政府控制的新聞事業0 
七六八. 理事會紫於計論其實踐大會願望的職 

責後，在決議案五二二 K(十七）內，決譲請各國政

府注意秘書長報吿書笛八章所載關於採取行動的建 

賺，請各發展落後國家政府個別或共同研究鼓勵現 

有獨Æ廣播設施，新聞機構及其他新聞事業之發展 

及壇設新事業的可能性，並建譲此等國家爲此目的， 

在適當情形下應與國家性，愿域性或國摩桂的職業 

會社及新聞事業諮商。理事會購此等政府注意爲此 

種目的，向聯合國、各專門機閥及其他政府間粗織 

睛求技術協助的可能性，尤其請其注意理事會所通 

過關於新聞自由的技術協助及關於專業訓練的決議 

案。

七九.理事會後建纖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航 

織，Æ現有資源及現行優先制度許可範圍内加緊 

工作，以期對希望鼓勵國内獨立新聞事業發展的各 

國政府，可多予協助；經各國政府的猜求，並於設 

立或發展獨立國內新聞事業的針劃批准後，提供專 

家服務，以資協助發展此種事業，並依照個別國家 

的特殊需要，協助訓練新聞，報紙，廣播及電影事 

業方面的按士及專業工作人員；繼續其砰究及編纂 

工作，俾發展落後國家可自技術a 有高度發度各國 

的經驗中借鏡得;g ? ,並能舉辦，倡導可能鼓勵國内 

獨立新聞事業之發展並揚高其效率的砰究0此外，理 

事會復請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注意，宜Æ其于(I物及 

影片內對國内新聞事業不能達達國外羣衆之各國的 

有爛新聞，繼續予以適當的顯著刊截地位。

第七節 . 侵害工會權利的控訴 

■ 七七0 . 理事會於第十七届會29接到控謝西班 

牙境内侵害工會權利情事的來文一件(E,/2498),這 

個來件是越書長依照決纖案二七七（十)的規定提出 

的。

七七一. 理事會•並接到秘♦長提出的一個節略 

(E/2547)®。,報吿他依照理事會決議案五0 三（十/0 
的规定向若干國家遞送節略後那些國家表示的態 

度0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及羅馬尼亞政 

府迄未提出答覆。西班牙政府曾請秘書長作若于解 

釋，以便答覆他的節略。秘書長當卽將該政府所索 

取的資料提供，但此後迄未從該政府遵得確切的答 

覆。薩爾直負責當局的一件答覆及其他意覓，經以 
文件E/2529 and Add.l提出理事會。

七七二. 理事會在討論期間曾聽取自由工聯 

基督教工聯及世界工聯會代表的陳述。自由工聯代 

表對關於一個旣非聯合國會員國亦非國際勞工組織

'同上。
iE/AC.7/SR 26 -268 及 271-2 ; E/SR-788(

29E,/SR.785 及 788。
經濟暨社會埋事會第+七润會ÎF式紀錄，附件, 議程

項目+三C
104



會眞國的國家f t害工會權利的控訳表示關切，提譲 

理事會會同國際勞工組織設立一個委員會，確切辦 

到保譜所有國家内的結i t自由。基督教工聯建議理 

事會設立一個專設委員會，審譲闘於非國際勞工紐 

織會員國浸害工會權利的控訳，並向理事會擬具建 

譲。世界工聯會代表則指摘國摩勞工粗織關工， 

權利的行動，對理事，將在工會權利方面的大部分 

權力交給該組織引爲遺懷。他建議秘書長就聯合國 

及國際勞工紐織爲確保給社自由所採取行動，及各 

國自理事會通過決議案二七七(十）以來所制IT有關 

工會■權利的法律，作一個研究。此次砰究，應與具 

有甲類諮商位地的際國工會M體協同編製。

七七三理事會通過決議案五二三A (十七）， 

囑秘書長睛羅馬尼亞政府重新考盧態度，表示其與 

聯合國合作障工權利的意願。

七七四. 理事會並通過決議案四二三B (十 

七），其中指出西班牙政府迄未提出確實答覆，而關 
於該國的其他控訴案(E/2498)又經收到,特請腐書 

長將後述各控詳案提睛西班牙政府注意，並猜該政 

府重新考慮態度，表示其與聯合國合作保障工會權 

利的意願。

七七五. 理事會於瘦悉蘇維 f i會主義共和國 

聯盟已加入國際勞工翻織爲會員國後，決議將一個 
決議草案(E/L.60 ，決議草案A)3i延至下次屈會審 

議。該案提譲購秘書長公佈一個報吿，並以之分送 

聯合國全體會員國政府，內载：U)與蘇聯有關的控 

訳；（Ô)證明此等控訳的證據；（0 秘書長與蘇聯政府 

間的柱遺文件； 理事會關於此等控訳案的辯論與 

決蕭。後来，理事會又議決32把這件事列入第十八 

屆會的臨時議程。理事會塵於第十眉會復會後通 

過的一項程序決議",故同意其資十八屆會將不處理 

在第十七届會之前七運期那個時限以後接到的控 

斬0
七七六. 理事會於第十八届會議決將自由工 

聯所提出關於蘇聯境內侵害工會權利情事的控謝， 

連同一切有關文件，移送國錄勞工報織理事院，由 

該理事院考慮發交所屬結社自由調查與調解委員會 

核辦。事先，有人粮據議事規则第,"̂十?^^條提出一 

個動譲，主張此事毋庸採取行動；理事會否決了道

個動譲。上述決譲草案(E/L.601, '决;譲草案A)也S  
理事會通過這決譲而撤同0

第八節 . 强迫勞役 *

七七七• 理事會根據其已往決議於第十七届 

會討論强追勞役間題專設委員會的報吿書（E/ 
2153, E/2276, E/2341 及 E / 2 4 3 1 )特別注意其

中最後一報吿書，襄面载有該委員會對於強迫勞役 

制度被作爲政治躯制的: r具或充重要經濟用途是否 

確有其事所下的結論和斷語0
七七八. 除此等報吿書外，理事會並接到南個 

國家政府對與它們有關的指控遞送的評語與意見 
(E/2431/Add.l 及 E/2431/Add.8); —國政府與上 

適委員會報告書的意見（E/'2431/Add.5) ;三國政府 

對秘書長依據大會決議案七四0 ( 八）政該三國約公 
厨所提出的答覆（/2431/Add. 4, E/243î/〜dd.6及 

E/2431/Add.7)；及國摩勞工局幹事關於該局理事 

院依據專設委員會建議所採決定一事的來面雨件 
(E/2431/Add.2 and 3)。

七七九. 理事會並奉有大會決議案七四o (八)， 

其中大會聲明對於凡強追勞役或"勞役改造"制度， 

無論係在政洽上截用爲愿制或處罰人民持有或表示 

政見的工具，抑或在规樓上構成一個國家經濟的重 

要因素，槪應予以廢除一節, 極爲重視。，大會請理 

事會及國際勞工翻織本此目的,將睦追勞役間題專 

設委員會報吿書作爲急要事件, 早日提忖討論。

七八0 , 自由工聯、基督教工聯及世界工聯均 

參與一殷辯論。辯論中，冬方意見極爲分歧,常常 

彼此互控,謂此國或那國國内有強追勞役情事, 若 

干代表團嘉許專設委員會的工作,贊成其關於強迫 

勞役制虔被用爲政治壓制的工具或充重要經濟用途 

是否確有其事所下的結論和斷語，並睦調彼等認爲 

此種制度務須廢餘。另有若干代表則對專設委員會 

態度是否公:E無私及其工作方法表示懷疑, 驳斥其 

關於若于國家的結論和謝語，指控該委員會漢視其 

他國家内的強追勞役事實。另一派見解則謂專設委 

員會所奉任務規定在範圍上限制過厳,政其報報吿 
書 (E/243l)未能包羅一切種類的缠迫勞役。

七八一. 會中並提到專設委員會在其報吿書第 

五章内提出的若干建譲，及國際勞工局理事院依據

1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 第十七届會》附件，議 
程項目十三0 

2E/SR.791o
3.E/SR.753。
«E/SR .819 o

*大會第九届會臨時議程列有專項《
35 E/SR.705。
86E/SR.782 至 787。
參閱經濟暨社會埋事會IF式Æ錄第十六属會》補編第 
+三號0

105



其中若千建議業已採取的行動（E/2436/Add.2 and 
3)。若于代表M因此建議理事會應趨悉勞工局理事 

院的行勤，而理事會身則應採納專設委員會的建 

議向各國政府提出呼S o理事會並審購個提案，內 

提譲任命一位報吿員，接受證據與情報，並據以提 

出報吿。谱個提案沒有被通過。

七八二. 理事會通過決譲案五二四（十七），嘉 

許專設委員會的工作。理事會欣悉國際勞工局理事 

院根據專設委員會建議業已採取的行動；睛國I祭勞 

工組織繼續採取其認爲適當的進一步行動，以達到 

全世界各地廢除強迫勞役的目的。理事會對於一切 

強迫勞役制度無論係在政洽上被用爲壓制或處罰人 

民持有或表示政見的工具，或在規模上構成某一個 

國家經濟的重要因素者，均加謎責。理事會向各國 

政府呼蕭，靖其參照目下情形，並體念全世界人民 

要求對基本人權及人格尊嚴與價値重申信念的日益 

強烈的願望，重新檢討其法律和行政慎例。理事會 

睛祐書長並請國際勞工局幹事長聯合擬具一個報吿 

書，供理事會第十九眉會審議，其中應載有：各國 
政府依照大會決講案七四n (八）的規定所提出約任 

何覆文；各會員國、專Pg機關及具有諮詢地位的非 

政府钮織所提有關强迫勞役問題的任何新情報，以 

及有關政府所提出的評語。最後，理事會決議將該決 

議案送請大會第九屆會審議。

第 九 節 . 奴纖制度

七八三. 理事會第十七届會38接到秘書長依照 

理事會決議案四七五(十五）的规定所提出關於奴綠 

制虔間題的雨件報吿書。在其中第一件報吿書內
E/2548 and Add.l至 3), 秘♦長遵照理事決議案 

四七五(十五）的規定，提出政府，專門機關及非政 

府粗織所揚供與奴綠制度有關的辅充情報。在第二 
個報吿書内（E/2540 and Add.l至 4) 秘書長將與 

各國政府及專門機關就宜否雜訂一個補充公約及該 

公約可能具有的内容事舉行諮商的結果通知理事 

會。

七八四. 秘書長所提出關於奴録制度問題的補 

充報吿，载明聯合國各機關就理事會決譲案四七五 

(十五）正文各段規定採取的行動，包括大f -决議案 

七九四（八），其中附有修正一九二六年九k 二十玉 

日禁奴公約的一個譲定書。這個辅充報吿♦置集各

國政府及專門機關遵照理事會決議案四七五（十五） 

第六段至第八段的规定提供秘書長的資料。

七八五. 關於宜否蹄訂一個禁奴郁充公約及該 

公約可能具有的內容事舉行露商的結果，® 書長所 

提出的報吿書，载有從二十一國政府及國際勞工雜 

織接到的答覆及評靜。大不列顧及北愛爾蘭聯合王 

國政府遞來的答覆(E/2540 Add."4。並載有一件廢 

餘奴線制度及奴役行爲的公約草案。

七八, 理事會將這雨個報吿書同時審譲。理 
事會在決議案五二五A(十七）內，指出各國政府依 

照理事會已往所通過關於此間題的各項決議案遞来 

的情報，其方武尙不足以明確說明目前世界各地有 

奴綠制度及類似奴綠制度約習尙存在的情形，並指 

出對奴織制度及奴役行爲問題單的覆文尙未全部收 

到。理事會促請所有尙未作覆的政府早日對該問題 

單作確切詳細的答覆，並睛其他國家政府提出其認 

爲必需或適宜的任何其他資料或情報0 理事會重申 

其在決議案四七五(十五）内所提出的追切建議，請 

凡尙未爲其所轄値土， 非自治旗土及託管値七加入 

™ 九二六年國摩禁奴公約的國家儘速加入該公約俾 

該約得以普遍實施。理事會並請所有國家， 凡尙未 

加入將國原聯合會依據一九二六年國廣禁奴公約所 

奉職務移交聯合國之購定書者，加入該議定書。理 

事會決議任命那威駐聯合國常任代表Mr. Hans En- 
gen爲報吿員，將關於奴錄制度的現有資料箱成一 

個簡明摘要，供理事會第十九届會審議。理事會睛 

專門機關各在主管範圍内，研究国冗奴裁制度、類 

似奴錄制度的情※以及一切奴役行爲的各種措施， 

尤應注重達到此項目標的國朦合作辨法問題。

七八七. 颜於禁奴辅充公約及其宜有的內容一 

間題，理事會通過決議案五二五B (十七），決議將 

冬國政府所遞的任何禁奴辅充公約草案轉送所有政 

府及國際勞：E粗織。理事會靖秘♦長依照上速決譲 

處理英聯王國政麻提出的廢餘奴線制度及奴役行爲 

公約草案，並睛有所各國政府及國僚勞工組織將對 

於該草案及任何其他草案的意見提交秘書長。理事 

會並請書長就所接到的覆文編製一個報吿， 供理 

事會■第十九屆會審議。

第 十 節 . 無國籍

七八八. 理事會於第十七眉會》按照上列雨個 

標題審議無國籍間題：（a)無國籍人地位譲定書草案

'E/AC.7/SR.274 至 2 7 6, 及 E/SR.789<>
I參閱經濟暨社會埋事會正式紀錄 , 第+ 七属會》附 

件 , 議程項目十五（a) 0

同上o
« E/AC.7/SR.269 至 271 ;  E/SR.78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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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決譲案六二九(七）：（b)無國籍問題：秘書長 

依理事，決譲案三五二(十二）提出的綜合報告書， 

及秘書長闇於國際法委員會所採行動的備忘錄。

七八九. 關於無國籍人地位譲定書草案，理事 

會接到無國籍及有關問題專設委員會擬具的議定書 

草案。大會贫在決議案^二九(七）內，請理事會採 

取任何有用的行動，俾克擬妥議定書案文, 於難民 

地位公約生效後備供各國簽字。理事會據秘♦長報 

吿稱該公約將於一九五四年四有二十二日起生效, 
因爲B有六件批准書或加入書存交秘書長。

七九0 . 理事會通過決譲案五二六A (十七）， 

決議召開第二次全權代表會議，其議积應包括：參 

照一九五年七月二十八曰難民地位公約規定及各 

關係國政府意見訂正無國籍人地位議定書草案；及 

通過訂正議定書，聽由聯合國全體會員画及曾經被 

邀出席一九五一年日內冗第一次全權代表會譲的各 

非聯合國會員國政府簽字。理事會並議決：凡曾經 

被邀出席第次會譲的各國，均應邀請其出席第二 

次全權代表t •譲。

七九一. 關於無國籍間題, 理事會接有秘♦長 

依照理事會決議案三五二（十二）所提出有關此項 
間題的綜合報告書（E/2230 and Add.l and 2), 和 

秘書長關於國際法委員會所採行動的備忘錄（E/ 
2533)。42

七九二. 理事會通過決議案五二, ( 十七)內, 
« 明贊同國際法委員會工作所根據的某本原則,猜 

該委員會繼續工作，以其通過足以減少並消無國 

籍情事的有效國療文書。 ’
A

第十 -*箭 ，婦女地位

七九三. 理事會於第十八屆會《審議婦女地位 

委員會第八屆會報吿書（E/2571)。44委員會就與婦 

女地位有關的許多問題向理事會作了建議，委員會 

並査悉：美洲婦女委員會一年來工作的報告書（E/ 
CN. 6/249) ,委員會出席肪止歧廳暨保謹少數民族 

分設委員會第六屆會的代表所遞報告書（E/CN.6/ 
252),以及委員會出席人權I築員會第九屆會的代表 

所提口頭報吿0

七九四• 理事會在決瞎案五四七A (十八）内® 
悉了婦女地位委員會的報吿書，並在這個決議案的 

各部分, 分別處理委&會 向 理事會提出的各個建 

議，真情形有如下述。委員會所通遇決議中其毋須 

理事會進一步行動者,亦任下列各節内簡略叙述。

婦女的政治權利

七九五. 厳女地位委員會於第八屈會審譲下列 

文件：秘書長蘭於婦女政治權利進展情形按年提出 
的備忘錄(A/2462); —個關於怎樣達到平等政治權 

利和使其確實有效的報吿（E/CN.6/244) ;託營及非 

自治領土内婦女地位情形的吿報(E/CN.6/235及E/ 
CN. 6/237); 一個關於聯合國及專門機關向各國政 

府提供獎學金及其他種類協助造就有志於改善綠女 
地位工作人員的報吿(E/CN.6/242) ; —個關於大會 

及託管理事會爲實施經濟暨ffi會理事會關於發展婦 

女政治權利指施的決議案五0 四 F(十/；：)所採步驟 

的節略(E//CN.6/239);兩個關於婦女公民自由和婦 

女擔任公職的辅充報吿（E/CN.6/157/Add.5及 E/ 
GN.6/158/Add.5); 秘♦長應委員會之綺編製的一 

個開於在公職方面和Æ公民自由方面歧視婦女情形 

約調査草稿。

七九六，上述婦女政治權利進展情形備忘錄》 

其中包括婦女政洽權利盟約的簽字和批准I t形。委 

員會對三十五國BÆ該公約上簽字引爲欣慰（E/ 
2571 ,第十七段），但對迄今爲止只三國B批准該公 

|̂̂ «,引爲遺域。理事會採納委員會的建議,任決譲 

^ 五四七B(十八）内向聯合國會員國重新呼颜，並 

向大會邀講參加的非會員國建譲，請大家簽字，批 

准或加入該公約。

七九七• 委員會並通過一個決譲案（E/2571, 
第二十二段），在其內備悉自上眉會以來，墨西哥及 

敍利亞南國的歸女已獲全部政洽權利；又謂若干非 

自治領土及託管価土的管理當局正在鼓勵婦女參加 

公衆活斯0 決議案認爲秘♦ 長閩於i t女政洽權利進 

展情形的常年傭忘錄, 及一本名叫婦女改治救育的 

小册對所有綠女尙未得到政政治權利，或最近方 

得到政'冶權利的地直的政府和非府粗織，當有« 助, 
故建議將這雨個文件大量印行。

42經濟g社會理事會第十七屈會:F式紀錄, 附件，議程 
項目十六（C)。

«E/AC.7/SR.277-280; E/SR.805。
44經濟暨社會埋事會正式紀錄》第+八届會,辅編第六 

號。

45委員會第八届會閉幕前公佈：义有二國批准了該公 
約, 一國加入,故該公約將於~九五四年七月七日起生效。 
至七月十二日1卜0又有二國已在公約上簽字，六國批准或 
加入，故餐字者總數已達三十七,批准及加入替十二。

46廣合國出版物，出舊(S編號1951 I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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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八. 委員會於審議了# ♦長根據非政府軸 

織提供的情報所編製關於怎樣'幾能使婦女得到平 

等、有效的政治權利的備忘錄後，通過一個決簾案 

(E/2571,第二十段），在其中對這些非政府組織約 

合作衷泰咸謝，促睛這些紐織、用教育機構、用一 

切可蓮用的新聞媒介並使婦女明瞭行使政洽權利所 

應負的責任，繼續爲促進綠女公民教育而努力。’委 

員會並希望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對政治教育問 

題續予適當的注意。

七九九. 委員會議決(E/2571 ,第二十三段）奄 

悉秘♦ 長所編開於託管及非自治領土内婦☆地位情 

形的文件。預料秘♦長如從各画政府繼續接到關於 

婦女擔任公職情形的材料，必會轉知委員會，故委 
員會議決(E/2571 ,第二十四段)無限期延遲審議關 

於公職方面歧視婦女的調査草稿，並議決延遲編製 

委員會第七屆會所要求約一個關於婦女參加政治及 

公衆活動的報告。

B婚雜女的國籍

八0 0 . 委員會審議秘書長提出的報吿一件 
(E/CN.6/243 and Add.1-3),及補充節略兩件（E/ 
CN, 6/206/Add.3 and 4)。報吿内載各國政府與秘書 

長遵照理事會決議案五 B (十六)分發各會員國 

的B婚人國籍公約草案提出的許論。節赂是關於各 

國的憲法及法律內有開已婚人國籍問題的規定。委 
員會通過一個決議案(E/257：1 ,第三十三段），建議 

理事會睛秘♦長將附存決議案後的已婚婦女國籍公 

約寧案的訂正案文分送會員國政府，睛求評議，這個 

訂正案文已將各國政府所提對原案文的批評容納在 

内。決議案並請會員國政府中尙未對原案提出評論 

者，一併向赫♦ 長提出之。

八0 —. 理事會於評論委員會揚出的這個決議 

案特，尙審購另一個代替草案(E/AC.7/L.219);道 

個拿案不提議將公約草案IHE案文送請各國政府評 

論，但提議猜赫♦ 長"將之送交國際法委員會，俾該 

委員會據以擬訂若干提案0 記些提案不但須包合婦 

女地位養員會第四屆會通過的原尙須包舍婦女 

地位委員會第八眉會提出的S 婚婦女國籍公約草案 

案文，連同一切有關文件"0道個代替決議草案後經 
撤囘，理事會存決譲案五四七CI (十八）巧譲決將 

訂正公約草案送睛各國政府批評，並送供國際法类 

員會參考。理事會睛各國政府於一九五五年一月一 

日以前將評論送達秘書:長,俾由理事會簾九眉會加 

以審議。

八0 二. 委員會審議了各國憲法及法#中有關 

B婚婦女國籍問題的想定的那兩個節略之後，通過 

一個決議案(E/2571 ,笛三十五段)，除指出委員會第 

四屆會所通過關於B婚婦女國籍問題的原則外，並 

請理事會建譲各國政府採取實施這些原則的渉驟。 

並提議靖秘書長就各國立法關於國籍問觸新近變更 

的地方繼積收集資料，並且刊行已婚婦女的國籍一 

書的修正版47。

八0 三 .理事 f r採納委員會的建議,任決議案 
五四七D(十八）內，建議各國政府採取必要的谈驟， 

使婦女有和男子一様的權利, 在與一個不同國籍的 

人結婚時，得保留其原来的國籍；並確保一個外値 

妻子不得因在結婚時未聲明反對改換丈夫的國籍， 

或未《明欲保待其原來的國籍，卽可取得其丈夫的 

國籍，上項國籍的取得必須出於該外慮妻子主動的 

申猜。

同工同酬

八0 四.委員會審議了國凝勞工局所提出關於 

公約第一0 0 號及建譲第九0 號實施事宜的一個報 
吿（E/CN.6/231), 那個公約及建讓是關於男女工人 

工作價値相等者享受同等報酬問題，委員會通過了 
—個決譲案（E/2571,第四十二段），其中向理事會 

提出關於進一步行動的建議。
八0 五. 理事會通過決議案五四七E (十八）， 

在確認了迅速實施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原則的重耍性 

之後，認爲國f祭勞工粗織的公約和建議提供了基本 

的準：W和意見，對所有各國政府極爲有用；備悉許 

多國家或以立法殺序，或由集體講價協議和«主自 

動自願的辦法，Æ此方面正在獲政進展中;建譲一切 

國家凡尙未採取立法或其他行動者，各自根據其憲 

法程序，採取立法或其他行動以確立並實施一切階 

層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原則；嘉許各政府組織及非政 

府組織Æ世界各處，包括託營領土及非自治領土所 

從事以求實施這個原則的努力0
八0 六. 委員會又通過一個決議案（E/2571, 

第四十三段），嘉許非政府組織住許多國家内爲促進 

公衆普遍接受同工同酬原則而作的建設性努力；睛 

«♦長設法從此等組織及從其他適當方面擁取怎樣 

最能左右舆論擁譲道Æ原則的方法,並根據道種情 
報擬具報告。委員會並請秘書長繼續與國際勞工組 

織ê•作提出關於同酬公約及建議實施情形的報吿， 

以備委員會討論。

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髓1950.IV.12,
108



婦女在經濟方面的機會

八0 七.委員會審譲了赫書長提出的一個關於 
老年女工問題約報吿(E/CN. 6/251 );—個關於婦女 

非全時工作間題的報告（E/CN.6/236)和一個書目 

(E/CN.6/245);及國際勞工局提出的-、個關於非全 

時工作間頓的報吿（E/CN.6/238)。
八0 八. 委員會通過一個決譲案(E257：!,第五 

十三段），其中表示閱悉道些報告書；認爲老年女工 

的就業和婦女非全時工作，從社會和經濟的觀點 

看，是具有特殊意義的事；與於如何制定® 種工作 

的標準，此事有待詳細研究0 委員會請秘書長會同 

國際勞工局繼續研究與老年工人及非全時工作者， 

獲得充分及滿意的就業有關的經濟和社會因素，以 

及促進充分満意就業的方法和手段；並指明這個問 

題中値得仔細研究的方面。委員會並請秘♦長將委 

員會關於這些問題的辯論紀錄送交國際勞工局。委 

員會向理事會提出一個決議草案(E/AC. 7/L. 217/ 
Rev.l) , 提議將進一步研究非全時工作問題及老年 

女工問題的責任，請國際勞工翻織擔任，並提蕭請 

國際勞工翻織將該報織所採行動隨時經由«書長知 

照委員會。

八0 九. 贊成這個決議案者強調說這個提案符 

合秘♦ 長所表示的願望，略謂與其將某些工作的 

職責請秘書處與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專門機關聯合擔 

負，不如在可能範圍内，遇此種工作照章直接屬於 

專門機關的職權雜圍時，將職貪全部交託該主營專 
門機關擔負"（E/2598)。"但理事會理事命認爲，根 

據婦女地位委員會的任務规定，閩於老年工人及非 

全時工作間題所涉經濟和ftt會間魔的砰究與委員會 

有直接關係，故認爲國際勞工組織的研究結果應送 

交委員會審譲，不只供參考而已。

八一0 . 因此理事fr通過決議案五四七L (十 

八）,表泰傭悉委員會的決議(E/2571 ,第五十三段) ; 
認爲非全時工作和老年工人工作問題屬國際勞工維 

織的職權範圍；爱睛國際勞工組織繼續研究老年工 

人工作和非全時工作間題所渉經濟和社會因素，並 

將此種研究的結果，經由秘♦長，送睛婦女地位委 

貢會審譲。

婦女在私法上的地位*
A一一. 委員會審譲了秘書^^根據會眞國政府

48參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ÎF式紀録,第+八屆會,附件， 
議程頃目二十九。

* 本分節所論影#婦女人格尊厳之風俗,陳舊法建及慣 
例的間題在大會第九屆會臨時議程列有專項。

對"綠女之法律地位與待遇"一間題軍的第三部, 親 

屬法,繼續遞来的答覆而編製的一個報告（E/CN.6/ 
185/Add.ll-13);秘書長根據會貴國政府對同一間 

題單的第二部，財逢權繼續遞來的答覆而編製的一 

個報吿(E,/CN.6208/Add.l),秘書長所編製關於下列 

數個事項的報吿：（a )已婚婦女的住所和 居 所 （E/ 
CN.6/299); (b)父母的權利和義務（E/CN.6/230; 
(C)雜女從事獨立工作之權（E/CN.6/228), 及 （d) 
婚姻制度（E/CN.6/233); 秘書長糖製的闕於託營 

及非自治値土内婦女地位情形的雨個報吿（C/CN. 
6/235 及 E/CN.6/237)。

八一二，委員會指出只有二十二個會員國政府 

答覆了婦女之法律地位與待遇間題單的第二部；並 

指出只有二十七個會員國政府答覆了該間題單的第 

三部，爱建議（E/2571 ,第五卜七段)理事會就此問 

題通過一個決議案。理事會是因在決議案玉四七F 
(十八）内，晴會員國政府尙未對該間題單這些部分 

答覆者，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以前提出答覆；猜 

秘書長根據道些答覆繼續向委員會提出親屬法和財 

産權方面有開婦女地位各種間題的報吿，並爲提供 

全貌起見，更向其他方面搜集資料，一併附入。

八一三* 委員會於審議秘書長提出的闘於任公 

民與政治權利盟約寧案内載入一條(蘭於婚姻的）條 
款的節略（E/CN.6/234)後，通過一個決議案（E/ 
2571 ,第, 二段），在其中指出該盟約草案第二十 

二條並未如世界人權宣言第f* A條规定夫妻平等的 

原則，只要求簽字各國政府制訂法律，以求達到這 

種平等0 委員會爱向理事會建議，睛修改盟約拳案 

第二十二條, 載入平等原別。理事會在決議案玉圓 

七 G(十八）* 内，議決將委員會提出的決譲草案遞 

交大會，俾大會得在審譲公民與政洽權利盟約草案 

時併加以審議。

八一四. 委員會於討論若干地區（包括託管及 

非自治領土在內）綠女在親屬法上的地位後，通過
個決議案(E/2571,第 十 五 段 ），建議理事會採 

取若干指置，以廢除與憲章及世界人權宣言所载原 

則抵觸的那些關於婚姻及家庭的風俗、舊法律和督 

慣。
八一五. 因此，理事會任決譲案五四七H (十

八）內睛大會及託營理事會掛酌情形,分別與會員國 

合作, 特別與境內存留這種風俗；舊法律和督償的 

託管及非自治®土的營理國家合作,採収一切適當

漠請大會第九屆會於審議公民與政治樓利盟約草案 
時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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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置，以求確保選揮配偶的絕對自由；廢除娶妻付價 

的督慣，保障寡婦有監譲其子女之權和再嫁的自由； 

徹底廢餘量婚和女童往春情發動期1ÎT結婚的風俗， 

必要時並规定適當的處分;設置民事登記册,登載一 

切結婚、離婚事項；確保事閲個人權利的案件均得正 

式任命的法官審制；並確保凡规定家庭律貼費時，此 

項津貼費的給予，務須直接造福妻子及兒童。再進 

一*層 ,理事會並建譲應作特別努力，以公私學校基本 

教育及各式通凯媒介，■&‘所有上述直域内，使公衆明 

悉世界人權宣言，及一切閩於婦女地位的法分。

A—/<.委員會於研究秘書長關於婚姻制度的 
報告書後，在一個決議案(E/2571,第六十七段)襄 

向理事會提出一項具體建譲。理事會轉而在決議案 

五幽七 I (十八）內表示意見，認爲許多國家法律所 

规定的婚姻制度抵觸世界人權宣言所揭葉的夫婦平 

等原則，若干婚姻制度在婚姻關係存續期内剝奪妻 

子對共同財産及對其特有財產的享有權；另有若干 

婚姻制度在婚麵關係消減後不予妻子以共有財库的 

一部分，而對該項共有財産的變得，妻子，直接或 

間接參加並盡有買獄者。理事會爱建蕭各會員國採 

取一切必耍的步驟，務期在立法上清除這種不平等 

规定，並促睛各會員國注意宜以法律制定一種婚姻 

制虔，依照該項婚姻制度，夫歸任結婚時應分別保 

有各自的財逢，其在婚姻存續期間取得的財産，或 

分聞主有，或共同主有，上項共同財產應由夫婦聯 

合管理之；任任何一種情形下,一旦婚姻關係消減、 

凡在婚麵期間獲得的財逢，應由夫婦平分或其承繼 

人平分。

八一七. 委員會於審議秘書長關於B婚歸女從 

事獨立工作權的報吿♦ 後，建譲理事會逼過一個決 
議案(E/2571,第 ,~十九段）。因是，理事會在決譲 

案五回七J (十八）內，贊成養員會的建議，備悉按 

照許多國家的法律制虔，丈夫有權胆业妻子從事獨 

立工作, 並備悉若干國家內，丈夫得控制妻子的收 

入，爱聽爲此種法律行爲能力的限制抵觸世界人權 

宣言所揭築的夫妻平等原則；建議各國政府採取一 

切必要措施，確保B婚歸女有從事獨立工作之權，並 

得自行管理與處分其收入毋需徵取丈夫的同意。

八一八. 委員會決議將下述兩個提養， IJ]關於 

已婚婦女的権利與義務及關於B婚歸女的法定住所 

問題的提案，展延至下屆會審議。

婦女受教育的機會

八一九. 委員會審議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粗織 

編製的一個關於歸女受教育機會的進度報吿（E/

CN. 6/250) , 及國際勞工局編製的一個鬪於婦女受 

技藍訓練機會的報吿(E/CN.6/240)。

八二0 . 委員會認爲男女兒量應有同等教育機 

會，乃是訓練婦女日後負起個人責任及公民責任的 
要素，爱通過一個決購案(E/2571,第七十段），請 

非政府紹織在婦女教育事宜上提供合作，並建譲理 

事會向各會員國家建譲，蹄採取各種措置，以消除 

婦女在教育上受歧視的現象。

八二一•理事會在決議案五四七K (十八）內除 

其他事項外，靖各會員國採取必耍的措置，實行免 

費的強追基本教育制度，並儘量利用聯合國文教粗 

織的設備和資源，按着需要，推展女量及成年婦女 

受教育的機會。理事會並晴秘書長與聯合國文教湖 

織幹事長合作，研究怎樣增加學校中的女生就學人 

數，包括職業教育在内；鼓勵按照督慎不聘用婦女 

爲教師的地區聘用，女擔任教師，包括B婚歸女ft 
内，並希望聯合國文教組織分配研究金與獎學金時, 
對教育方面特別是基本教育方面需要多培植婦女領 

導人才一點，續予適當的注意。

與婦女地位有閩約技術協助方案

八二二. 委員會審譲秘書長提出的一個闕於與 

綠女地位有閩的妓術協助方案的報吿（E/CN.6/ 
489/Add.2)。委員會通過一個決議案（E/2571,第 

八十三段），在其中指出秘書長會經受權在現有按術 

協助方案範圍之外向各國政府提供服務，以期促進 

並保障錄女權刹。委員會爱睛秘♦長務使一切關於 

提供此種服務的詳情均載入送交各國政府的技術協 

助情報内，俾此等政府如感需要，er以申靖此種協 

助；並請® 書長務使此種情報也隨時可供非政府組 

織索取。

婦女參與聯合國及專門機關的工作

八二三. 委員會接I到秘書長的1H個報吿（E/ 
CN.6/246), 內載聯合國秘書處和專門機蘭內婦女 

所擔任職位的性質和比例，以及各國派赴聯合國及 

專pg機關的代表圍內的婦女人敷0 委員會並聽到秘 

書長的一個陳述，略謂秘書處内決不因性别的不同， 

或因憲章及世界人權宣言内所云任何其他匿別，有 

所歧視。赛員會通過…個決購案（E/2571, 第八十 

八段），其中表承對秘書長的陳述引爲满意，深信聯 

合國秘書處內婦女擔任決定政策及其他高親職位者 

的人數當會不斷墙加。委員會並向非政府Ifl織建議， 

請非政府钮織繼積勞力，擴大婦女在國內擔任公職 

的機會,藉以鼓勵她們來日充任國摩公務員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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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秘書長替社會委員會編製的 

關於保護母性及兒董問題的文件 

八二四. 委員會接到秘書長爲i t會委員會編製 

的數件關於保譲母性及兒童間題的報吿（E/CN.6/ 
232)通週一個決議案(E/2571,第九十七段),其中議 

決將此事項列入其第九屆會議程，自成一個項目，標 

題爲："保譲母性及兒董，研究秘♦長替社會養員會 

編製的關於母旌及兒童問題的文件，尤着重工作毋 

親的保譲"。委員會睛秘♦長將他替社會委員會編製 

的文件就其中與保tt工作母親問題有關者線或一個 

摘耍。理事會全體理事愈認爲在工作上任何耕f t情 

形必須避免。爲此理事會建議：婦女地位委員會在 

社會委員會尙未審議此事之前，勿予審譲3
八二五* 當理事會封論社會委員會的報吿書 

(E/2631)期間，# 書長代表在答覆一個問題時當 

說，社會委員會下屆會的臨時譲程上並無"保護母 

性及兒童一項目，但社會委員會一直繼續不斷在研 

究家庭及兒董福利這一個一般問題。ff±會委員會所 

核定的一九五五—̂— 一九玉/〈年計割，內有南項研 

究當對婦女地位委員會發生特殊奥趣，一是關於兒 

* 的日間照料，另一是鬪於家事協助。這兩個研究 

將在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吿竣，婦女地位養員會對之 

如有任何意見，自當加以許及《。理事會旋通過一個 

決譲案五四七M(十八），請婦女地位委員會暫緩審 

議"保護母性及兒董"一項目，以恃社會委員會公佈 

其對這個項目所作砰究的結果。

未冻工作計割 

八二委員會接到驢書長的一個 報 吿 （E/ 
CN.6/247), 其中敍述街委員會第七眉會所作決議 

採取的行動；並接到秘書長提出的~ 個 節 略 （E/ 
CN.6/248)及一個工作文件(E/CN.6/L. 147)檢討工 

作計割並定立優先次序。委員會旋決定了一個未來 

0：作的優先次序（E/2571,第十五章），其標題如下： 

婦女的政治權利；已婚婦女的國籍；歸女在私法上 

的地位, 包括観屬法及財產權，同工同酬；婦女在 

經濟方面的機會；，女受教育的機會，與戀女地位 

有關的按術憶助方案；研究關於保護母性及兒量間 

題的文件。

附件一 

理事會決議案及法定 

第千六在會第二期會誤

決 議 索 ：

五一o ( 十六）. 將大會決議案七三七（八）、七三八（八）、 

七三九（八）轉知人權委晨會0

第 千 在 會

決議 案 ： 

五二二（t •七 ）.

' E/SR.805 ,

新聞自由 
決議案A至 L。

五二三（十七）. 歸於浸害工會種利之接案 

決議案A 及B。
五二四（+七）. 强迫勞役：强追勞役間題專設分組委員會 

報告會書0 
五二五（+七）. 奴謙問題

決議案A 及B。
五二;^(+七）. 無國籍

決議案A及B。

決定 ：

第+八屆會臨時議程不列入"爲採用特別辦法保護 

少数民族事向各國政府之建議項目。

理事會第十八届會審議"蘭於《害工會灌刺之接訴" 
項目時0 應審議第十七屆會緩議之文件E/L.601所載決 

議草案A。

第千八屆會

決議 案 ：

五四五（十八）. 人耀委員會（第i*届會）報告書 

決議案A 至G。

五四六（+八）. 圓切匿除偏見及歧視現象間題各非欧府 

組織之會議。

五四七（H*八）. 婦女地位委R會（第八届會）報告書 

決議案A 至M。

決 定 ：

將國際自由工會騰合會交来關於蘇賺境內浸害工會 

機刺情事之挡訴案件以及~切與此有關文件遞交國際勞 

工鳥理事院,誇其審議是否應將此事交由結社自由調丧 

和解委ft會辦理。

附件二 

理事會及其所屬各分組委貴會之簡要紀錄

瑪事會及其所屬各分組委員會在第+ 六届第二期會 

議,第十七屆會及第十八屆會會議期間簡要紀錄與本章 

各節有歸者如下：
A

全體會議：第八一九次、第八二0 次。

社會分組委員會第二A六次至第二九二次會議。

第 節 ：國際人權盟的草索

全體會議：第七五四次、第八二0 次。

社會分組委R會會議：第二八六次至第二八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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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闕於國際尊重民族义國族ô決權的建議

全體會議：第七五ra欢、第八二0 次0 
社會分組委a 會會議：第二八九次至第二九二次0

第三節：楚#7聯合國促進世界普遍運守遂尊重人權 

义基本t 由之工作方案

全體會議：第七五四次0
第五節：防iU 支視及係談;》'數民族

全體會議：第九七~次、第八二 0 次、第八二照次0 
就會分組委a 會會議：第二八七次、第八二0 次，第 

二八八坎、第二八九次0
第六節：新閣自由

全體會議：第七六九次至第七七四次、第七八八次。 

社會分組委賛會會議：第二六~次至第二六八次、第 

二七一次至第二七ra次0
第七節：侵書工♦權利的控鉢

全體會議： 第七八五次、第七八八次、第七三S 次、 

第七九~次、第八一九次0
第八節：强進勞仗

全體會議: 第七八二次至第七八七次。

第九嚴：仅绿制度 

全體會議：第七八九次0
社會分組委* 會會議：第二七K次至第二七六次。 

第千節：無國籍

全體會議：第七八四次0
社會分組委fi會會議Î 第二六九次至第二七~次。

B

第千一嚴：婦★地位 

全體會議：第八0 五次0
社會分組委員會會議：第二七七次至第二八0 力0

附件三 

非政府組纖陳述

非政府翻織依據譲事規則第八十六條I向理事會或其 

分翻委眞會所作口頭陳述

第千士屆會

國際自由工會職國會

關於浸害工會樓刺之按iÇo 
全體會議：第七八五次。

强迫勞役：强迫勞役間題專設分組委員會報告書。 

全體會議第七八三次0
奴謎間題0 社會分組委員會會議：第二七六次0 

國際基督敎工會®合會

關於®害工會樓利之控訴。

全體會議：第七八五次0

强追勞役：强迫勞役問題專設分組委員會報告書0 
全體會議：第七八三次0
奴録間顔。社會分組委員會會議：第二六七次0

世界工會聯合會

關於®害工會Ü利之接訴0 
全體會議：第七八E次0 
强迫勞役：SM追勞役問題專設分組委員會0 
全體會議：第七八三次。

第十八尽會

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

人撞委a 會（第十润會）報告書0 
社會分組委員會會議：第二八六次0

聯合國筒志會世界聯合會

婦女地位委員會（第八届會）報告書0 
社會分組委員會會議：第二七九次0

非政府組織依擬譲事规則第八十五條向理事會非政 

府翻織事宜分組委員會所作口頭陳述

第千属會

廢奴協會（英聪王國）

奴録間廣。非攻府組織事宜分組委員會會議：第一四 

二水0
國際匿臉集中營措施委R會

强追勞役：强迫勞役間題專設分組委晨會報告書0 
井攻府組織事宜分組養員會會議：第一四0 次。

國隙人纏同盟

新聞自由。非政府組織事宜分組委費會會議：第一三 

八次0
國際民* 基督敎我黨聯IS會
新聞自由：新聞自由間題報告賛報告書。非敬府組織 

事宜分組委晨會會議：第~因0 次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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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勞役：强迫勞役問題專設分組委員會報告書0 
非政府組織事宜分組委晨會會議：第一MO次0

第千八属會

美利堅合衆國商會

人續委員會（第十届會）報告書0
非政府組織事宜分組委員會會議：第一因三次。

國際婦女評議會

人權委R會（第+届會）報告書0 非政府組織事官分組 

委貴會會議：第一Rpg次。

大同協會

國隙婦女和平自由同志會 

世界猶太感會

人權委員會報告書0非攻府組織事宜分組委員會會議： 

第一四五次。

聖若宛社會政治國際同盟

婦女地位委員會(第八届會）報告書。势政府組織事宜 

分組委員會會議：第一P3三次。

國際婦女評議會

婦女地位委貫會（第八雇會）報告書。非攻府組織事宜 

分組委賛會會議：第一四四次0

非政府組織向理事會所提書面陳述 

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 

E/C. 2/365 人糧。

國際廢除集中營措施委ft會 

E/C. 2/375圓於强迫勞役間題專設分組委員會報告 

書之批評及建議0 
國腊婦女和平自由同志會 

E/G.2/376出版自由、强迫勞役。

國際廣娼聯盟 

E/G. 2/384批准禁ik贩賣人口及取綺意圓營利使人 

賣淫公約之迫切需要。

世界猶太協會 

E/C. 2/385無國籍人地位議定書草案0

國廢天主敎兒童烏

E/C. 2/ 401關於草擬國際公民及欺治擢利盟約第二 

+ 二條之意見<5

國際天主敎兒童局

E/C. 2/ 401關於兒童樓利宣言草案之意a 。

猶太組織諮議會
E/G. 2/408秘書長就宜否召集蘭坊廢臉備見及歧視 

現象問題各非政府組織舉行會議問題提 

出之報告書0

非政府雜織向人權委員會所提書面陳述 

國際婦女和平自由同志會

E/GN.4/NGO/54通信, 誇願標, 極刑, 閱讀權, 
種族主義及自由»發天然富源之 

« 利0
世界猶太協會

E/NG. 4/NGO/55圓於就人種方面特定間題常年報 

告書及研究報告所提提議之意 

見0
世界進步猶太主義聯盟 

E/CN.4/NGO/56關於就人權方面特定問題常年報 

告書及請詢服務所提提議之意 

見0
基督敎男靑年會世界聯合會 

E/CN. 4/NGO/57 ■於就人墙方面特定問題常年報 

告書與研究報告Ü及譜詢眼務所 

提提譲之意見0
國際天卞敎兒童爲 

E/GN.4/NGO/58 兒童撞利宣言草案o 
國際敎師協會®合委R會 

E/CN. 4/NGO./59擬議兒竜樓利憲章o

非政府組織向防止歧視暨保譲少數民族 

分設委真會所提書陳述

世界猶太協會

E/CN. 4/Sub. 2/NGO/7 關於分設委晨會工作之意

見0
大筒協會

E/CN. 4/Sub.2/NGO/8 顯於分設委晨會工作之意

見0

非政府組織向婦女地位委員會所提書=面陳述

婦女國際民主同盟

E/CN. 6/NGO/1 8 婦女樓利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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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婦女驟盟

E/CN.6/NGO/19公民及政治權利盟約草案第二十 

二條0

國際大學婦女聯合會

E/CN. 6/NGO/20獎學金及研究獎金。

國際職業及專業婦女聯合會 

E/CN. 6/NGO/21婦女在公法及恭法上之地位。

國黯職業及專業婦女腺合會

E/CN.6/NGO/22婦女參加購合國工作間題。

國隙職業及專業婦女聯合會 

E/CN. 6/NGO/23婦女地位方面之按術協助方案。

國際職業及專業婦女聯合會 

E/CN.6/NGO/24婦女在經濟及敎育方面之機會。

全巴基斯坦婦女協會

E/CN.6/NGO/25 婦女地位方面之按術協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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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特別問題

第一節 • 朝鮮善後救濟 g

八二七* 理事會第十八雇會1 中接瘦聯合國朝 
鮮復與事務處主任依據大會決議案四一0  A (五)所 

提之報吿書（A/2543)2及聯合國朝鮮統一善後事宜 

委員會對此項報吿書所提之意見（A/2586)。上述文 

件並將提出大會第九眉會。

八二八. 理事會通過決譲案五四四（十八），内 

云理事會盡恶朝鮮復奥處主任的報吿書及朝鮮統一 

善後委員會項報吿書所提意見。

第 二 節 . 聯合國亜洲遠束區域製圖會議

八二九. 理事會決蕭案四七六(a)(十五）内會 

睛祐書長除其他各事外"繼續就下列各事與冬國政 

府及適當政府間組織進行協商：（一)閩於舉行愿域 

製圖會議事宜"0秘書長向理事會第十八眉會3 提出 
的報吿書（E/2622 and Add. 1 and 2)4特別論及建譲 

召開的æ洲及遠東會譲，並且印虔政府業B表示願 

意作東道國。報吿書內撮要敍述各國政府箫秘♦長 

的節略所提覆文,並述及若干政府及民航組織就印 

度提出的暫定議事日程所提出的各種建譲0
八三0 . 理事會於決譲案五五(十八）内霞悉 

報吿書，對印度的邀請表示滿意，M決定於一九五 

五年初在印度Dehra Dun舉行亞溯遠東區域製圖會 

譲。理事會並請秘書長採取所有必要梦驟錄辦發送 

請柬及其他舉行會譲應辦事宜0

第三節 • 世界曆法改革

八三一. 理事會第十八盾會《曾審議印度代表 

團所提有關改革西洋新暦計割的來文（E/25!4)。

* 聯合國朝鮮ffl與事務處主任報告書在大會第九届會 
臨時議ë 内列有專目。

» E/SR.828。
2 大會正式紀錄，第八届會補編第+域髓0 
3 經濟暨社會埋事會正式紀錄, 第十八屆會，附件,議 

程頃目+六。
« E/SR.818。
« E/SR.819

A 三二. 理事會於決譲案五五五(十八）内請秘 

書長將文件E/2514遞送聯合國各會員國及非會員 

國政府請於一九五五年初提出意見，俾理事會舉行 

第十九屆會第二期會議時可再行審議此事。

第四節 . 有蘭經濟及社會間 

題各建議之實施

八三三. 依據理事會決議案K五0 ( 十M)及大 

會決議案五九三（/0之規定，理事會報吿書中列入 

本節之目的，並非在將各國政府就其實施理事會及 

大會蘭於理事會職權範圍内各事項建譲)3r採行斷提 

出的覆文內容全部資料刊出， 而僅在指明本報吿書 

實體部分之何節何項， 以及何種其他文件與報吿書 

载有關於本報吿書檢討期間所接覆文之情報0
八三四. 因實施大會決議案五二0  B (六)及理 

事會決譲案二二一 E(九），二九0 ( 十一)及三七一 B 
(十三)而發出一九玉三年及一九五四年關於充分就 

業、收支差額與經濟趨勢。目標與政策之常年問題 

單B於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襄郵寄各國政府。各國政 

府對此間題單提出之覆文载於文件E/2565及其補 

遺内5。
八三五. 闇於限制性商業習例方面，越♦長依 

據理事會決議案四八七(十 第 二 段 ，已睛各國政 

府審査限制性商業習例專設分翻委員會報吿♦及秘 

書處就各、國政府関於限制性商業習例所採措施所作 

分析並睛提出意見。所收到的意見已編爲文件 

E/2612及補遺分發0 同一決譲案的第三段又請秘書 

長根據自各國政府所獲得之情報繼續.注意在限制性 

商業習例方面之主要立法、司法、政分及行政發展， 

並撮要將各國政府官方文件内可能载列有關國瞭貧 

易限制督例之資料編成報吿。因此秘♦長已請各國 

政府向他提出此種資料。
八三/C. 理事會決譲案五一二 A (十七)睛各國 

政府於理事會第十八屆會前將任何與國際商品貿易 

常設諮詢委員會有關的批評及關於各該國參加該委

6 並請參閱本報告書第二章第二節0 
7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JE式紀錄，第十六届會，補編第+ 

- 號》第髓甲及第 + -•髓乙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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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的意見向理事會提出o 各國政府對|必書長關於 

這個問題的口頭通知所提覆文經編爲文件E/2623 
及铺遺8提出理事會第十八屆會。

八三七.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日秘書長依據理事 

會決購案四八三A (十六）向各國政府提出說帖，請 

所有對於因高度經濟活動或發展落後國家經濟發展 

過程而齋生之通賀膨膜具有處理經驗之政府於一九 

五三年十二月一日前就此問題提出書面陳述，以便 

向理事會分發0 各國政府覆文载入文件E/2563及 

其補遺内，其標題爲"高度經濟活動時期可能發生的 

通货膨服之防止辦法"9。
八三八. 理事會決議案四八三B (十 ; 睛每一 

會員國於一九S 三年二月一日前發表意見，說明其 

認爲防Jfc國防支出削減對於本國經濟或其他會員國 

經濟之預期不良影響應採何種必要指施。各國政府 

答覆秘書長就此間題提出的說帖而遞送理事會的意 

見，已編爲文件E/256 4及其補遺分發，題爲"重 

盤軍備後之復員"10。
八三九. 大會決議案七二四乙（八）內請秘書長 

邀晴各國政府就依據理事會決譲案E9—六 A (十因） 

指派之九人分粗委員會所編之"聯合國經濟發展特 

別基金間題報吿書"（E/2381)»中之建譲，及各該國 

政府預期能對此種基金提供精神及物質援助之程 

度，提出意見。此種意見已編爲文件A/2646 及其 

補遺分發12。
八®0 . 閩於海水汚獨間題的理事會決講案三 

七九F (十三）方面，本年度繼續牧到的兩國政府的 

覆文已編爲文件E/CN.2/134/Add.4and 5 分發

八四一. 關於行歐公路私人車輔暫時進口及旅 

行之親:關手續的理事會決議案三七九D (十三)方面 

繼續牧到的十四個國家的政府覆文已編爲文件E/ 
CN.2/135/Add.3 and 4分發。依據決議案四六八F(十
五)所召開的會議結果已向理事會第十八屆會報吿I4。

八K9二.關於批淮政府間海事諮詢翻織公約之 

情形的理事會決議案八 C (十五)及玉一八C(十

七），已向五十五個（有權批准而至今尙未批准公約 

的國家的）政府査詢，以期由各國覆文確定它們辦理

8 並誇參閱第二章，第~ 丸五段至第一丸六段。

®並請參閱第二章，第~ 五一段至第~ 五五段o 
1 » 並誇參閱第二章，第一四五段至第一pg六段。

1 1聯合國出版物，出舊品編號： 1953.II.B.1.
I2 盤請參閱第三章，第四一四段0 

並誇參閱第二章,第二四四段。

I4 M於會議奥簽署公約及議定書的國數 , 參閱第二章 , 
第二四六段。

批准手積B進展到ft麼雅度。务國覆文將於適當時 

期提睛理事會注意I5。
八四三. 所牧到三十三國政府循理事會闇於劃 

一公路標誌及號誌制度的決議案四,\八D 五）之

之睛而提出的複文，已編爲文件E/2523及E/252V 
Add . 1, 2 and 3 分發 i®。

八四KM. 閥於蓮輸保臉之差別待遇的理事會決 

議案四,■*̂八H (十五），已請各國政府予以注意，並 

有五國政府B提出意見。它們的意見業經編爲文件 
E/CN.2/139 及 E/CN. 2/139/Add. 1 分發。

八四五. 關於财政問題，秘♦處曾依據理事會 

決譲案二二,々 C (九）向各會員國政府索取有關覆核 

初次徵稷:估價所用程序之資料。現已促靖各國政府 

予以答覆。

八 四 對 於 此 項 揉 詢 ，在本報吿書所述期間， 

芬蘭政府初次作答(E/GN.8/59/Add.30)；巴基斯 

坦 （E/CN.8/59/Add.l5)另行提洪最近資料以補充 

過去所提送之資料。
八四七. 決議案二二, ( 九）内猜各會員國政 

府對於秘書長向各該國所索取有關財政事項之資料 

予以答覆；決議案三七八C (十三)特請各國政府之 

對秘書長所發關於外國人，資產及交易課税事項之 

間題單尙未答覆者儘速答覆。

八四八. 在本報吿書所述期間，力喜騰斯坦因 

(E/GN. 8/46/Add. 34)初次提出答覆，而下列各國 

政府則提供資料以補充它們過去所提出者：法蘭西 
(E/GN.8/46/Add. 2/Rev. 1 ) ,印度（E/CN. 8/46/ 
Add. 26/Part II), 及加拿大(文件號數尙未編定）。

八四九. 又依據理事會決議案二二六C (九）， 

已向所有各會員國政府分發聯合國與國際貨幣基金 

會聯合靖按期提出有■ 財政資料的問題單。此項問 

題單的目的是在按期貴集在審議政府措施對於貨整 

的供給，物慣，國民所得及其他各稿經濟可變數的 

若干影響時可有效地加以應用的财政資料。此種資 

料已在聯合國"統許年聽"内國際貨幣基金會之"國 

際經濟統計"中刊出。
五0 . 理事會於決譲案二二/CD (九）內向會 

員國政府建議，請相機自動採取該制雙邊協定之政 

策，以避免重複課稅。理事會於其決議案三七八B 
威 (十三）內再度建議各會員國財政政策之一應爲訂 

立雙邊協定免除董複課税。一九四九年四月，一九 

五三年八月及一九五四年四月襄秘書長均向各國政 

麻發通知書睛提出各種國錄税務協定的條文及關於

I5 參閱第二章，第二四八段0 
1®參関第二章，第二四四段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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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協定的目前情形的資料o 在各國政府協助下所 

搜集約資料印爲"國際税務憶定"叢刊。

八五一 .秘書處瘦悉自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 

以來下列各國B雜結課税協定：與地利、比利時、加 

看士、南非聯邦，大不列颠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 

利堅合衆國。

八五二. 一九五三年六月一日以前歸結的此種 

協定的條文將於一九五四年秋天印爲"國際税務協 

定"的第肆卷0除協定條文而外，此卷内將刊載各種 

表，列入一九五三年六月一日爲止的最新資料以補 

充"國際税務協定第参卷一八四三年至一九五一年 

國際税務協定世界指南"，(ST/EGA/Ser.G/3) » 内 

所發表的闇於國錄税務協定的情形的資料。

八五三. 關於麻醉品間題秘書長E«將各國政府 

依有関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譲定書之大會決議
案二 A (三)所採行動提出報吿，其有關文件爲

一九五三年三月一日至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五H之進
度報吿書（E/CN.7/264 and 264/Ad. 1, 第千段及 

第十段（a))。
八五四. 各國政府依照理事會關於一九五三年 

腾片議定書的決譲案五0 五 G (千六）所採的措施， 

在文件 E/CN. 7/264 and 264/Add. 1 第" f 段及第 

-î 一段 (a)内有所報吿。
八五五. 冬國政府依理事會決議案一五九B

七）就遠東戒吸腾片事所提之報吿書，係於文件
E/CN. 7/265, 265/Add. 1 and E/CN. 7/281 内加

論列。

八五依據理事會決譲案一五九n G (七） 

二 (九）及四三>* ?̂(十四）規定，各國政府所 

提關於&酔品科學研究的情報，係於文件E/CN.V 
264 and 264/Add. 1 , 第七十八段內加以論列。

八五七. 各國政府関於理事會決靖案四三>*̂ C 
(十四）國際合作管制麻醉品非法販賣事致送之来 
文，截於文件 E/CN.7/274 and 274/Add.l 內。

八五八. 各國政府依據理事會關於商船船員及 

良航機工作人員之非法販蓮麻醉品的決議案四三，乂 
D (十四）所提供之資料載於文件E/NxVr. 1953/1内。

八五九，各國政府依據理事會關於合成麻醉藥’ 
品的應用及管制之決譲案五0 五 C (十;*0提出意見 
的来文在文件E/CN.7/277 Add.l內加以論列。

八六0 . 依照理事會決議案五0 — B (十 

各會員國政府提出了關於人權盟約草案的意見，有

八國政府的意見已於文件E/CN. 4/694 and Add/7 « 
內îil出。理事會依據決議案五O—C (十六)請各會 

員國就有關下列事項之決議，案提出意見：（i)人權 

問題常年報吿書的制度, （ii) 人權的各種特別方面 

國家的政府的意見已在文件E/CN. 4/690 and Add. 
1 - 2 內于！I出。

八六一. 依據理事會決議案五0 四 B (十 ,々 ）， 

秘書長B請所有各會員國就已婚人國籍公約草案提 

出意見。現已牧到十九國政府所提意見並已將此種 

意見線入文件 E/CN. 6,/243 and Add. 1-5 2。。
八六二. 依據理事會決議案2/ n ,第四部，曾 

編製關於歸女的法律地位及待遇的間題單21向各國 

政府分發0 在本報吿書的檢討期閩各國政府答覆此 

項簡題罩時提供之資料，於文件E/GN.6/Î58/Add.5 
(擔任公務及公職之婦女），E/GN.6/157/Add.5(^ 
女之公民自由權），E/GN.6/185/Add. 11-13 (親屬 

法)及 E/CN.6/208/Add. 1 (婦女之財產權）內有所 

論列。

八六三. 大會於決議案六四0  (七）內決定將婦 

女參政權公約靖各會員國簽字並批准或加入。檢計 

期間有十一個會員國簽署並:有七國批准公約"。大會 

於決議案七九三（八）內決定邀睛現爲或此後成爲各 

專門機闇會真國，或國i祭法院规約當事國之非會員 

國簽署並批准或加入婦女參政權公約。非會員國之 

加入公約一國者, 簽署者一國。至一九玉四年六月 

十五日爲止，計有三十七國簽字並有八國批准或加 

入。

八六四，大會通過決議案七九四（八）核准了一 

九二六年的禁奴公約議定書0 至一九玉四年六月十 

五日爲止，B有十一國政府簽署公約，無保留接受， 

有十國政府簽署公約接受有保留，有一國政府B予 

接受。依據理事會決議案四七五（十五）正文第四段， 

秘書長已就需否訂一補充禁奴公約及其宜有之內容 

事宜諮商所有各會員國。有十九國政府所提意見B 
經收到，並已編爲文件E/254o23提請理事會注意，依 

據理事會決譲案四七五（千五）JE文第六段，秘書長 

已敦促對於有關奴役間題之間題單尙未揚供情報或 

所提情報不完全之各國激府對間題單作確切詳盡之 

答覆。所牧到的三十八國政府的覆文已編爲文件E/

n 署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髓1951  X I V . 5. 
亜講參閱第六九二段。

ÛèS參閱第七一三段。

並請參閱第八0 0 段 

並誇參閱第八段

2 2並請參閱第七九六段。

28並講參閱第七 段æ 第七八五段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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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824向理事會分發；其中有二十二國政府證實過 

去所提答覆無誤或雙明彼等於業已提出的情報之外 

並無其他補充'，唯有十六國政府提出新的覆文或補 

充情報。

八六五. 大會決議案六二九(七)請理事會"... 
研究[有關無國籍人地位的]譲定書草案案文及利害 

關係政府提送之評議，並參動此項評譲，採取凡屬 

有稗於實際之行動，俾克擬妥案文於雜民地公約生 

效後備簽。"有十五國政府所提評議已編爲文件E/
2373 and Add. 1/；14 向理事會分發 25。

八六; 依據大會決議案七四o (八)秘書長a  
邀睛迄今尙未依照強追勞役間題專設委員會請求提 

供評議及意見之各國政府卽行提出。各國政府的來 

文載入文件E/24M補遺內

八六七. 依據理事會所通過關於納粹集中營內 

所謂科學家實驗之受害者之苦巧的決議案三八六 

(十三），秘書長已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政府將其對 

於生遺者耍求賠償案件所採行動通知他。聯邦政麻 

B 向他提出關於若干要求賠償案件的此種情報。

附件~  

理事會決議案

五四两（十八）. 

冗五五（十八）. 

五五六（十八）•

第千八在會

朝鮮之救濟及善後問題《

世界曆法改革0
聰合國亞洲達東匿域製圖會議0

並萬參閱第七八三段。
並誇參閱第七八八段至第七九二段0 
並萬參関第七七七段至第七七八段0

附件二

理事會簡要紀錄

第一節. 朝鲜善後救濟 

全體會議, 第八二八次。

第二蘇. 聯合國亞洲遠東區域製圖會誤 

全體會議：第八一八攻。

第三節. 世界，法?i 革 

全體會譲：第八一九次0

附件三 

非政府組織陳述

非政府粗織依據議事规則第八十五條向理事會所屬 

非政府粗織事宜分組委員會所作口頭陳通

第千七属會

世界猶太協會

世界曆法改革0非政府組織事宜分組委員會會議：第~ 
WO次0

第千八在會

世界退伍軍人聯合會

朝鮮善後敕潜0非政府組織事宣分組委員會會議：第— 
ra三次0

非政府粗織向理事會所提書面陳述 

國際世界曆感會

E/C. 2/389世界曆法改革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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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與專門機蘭之協調間題及關係問題

八六八，理事會於第十八眉會時檢討聯合國與 

專Pg機關铭調事宜的進屡情形，當時B收到的文件 

許有協調事宜行政分組委員會第十次及第十六次報 

吿書，各專門機開常年報吿書、理事會所屬若干養 

員會報告書以及聯合國各業務機闇就其工作許割提 

出的報導。

第一節 . 協調事宜行政分組委員會  

報苦書

八六九. 理事會於其第十八屆會審譲1 協委會 
第十五次及第十六次報吿書（E/25 1 22, E/2607 and 
Gorr. 1 and Add. P)。協委會第十五次報吿書內有一 

章論及專Pg機關報吿書的格式，此點會由理事會在 

其第十七届會審議S 討論結果载第八七九至第八八 

二段；該報告書並叙述聯合國與各專門機闇Æ各力 

面合作所獲的進展，另附有關於社僵紐織及發展方 

面名詞定義, 任務與目標的詳細說明。第十六次報 

吿書内載有读委會對按術協助廣大方案財務及行政 

方面間題的意見，和該會就各專Pg機關向聯合國各 

機關所提特別報吿書提出的建議。第十六次報吿書 

內並附有職合國與各專ra機闇在經濟與社會方案卞 

面從事協調合作發展情形的詳細檢討。

八七0 . 秘書長以读委會主席資格，提出读委 

會银告書嗣後並參與討論6以答覆各代表的間題。 

他說他在促進各機關間合作方面的一般原則可以用

自由之中求統這句話來表示。各不同組織應 

該像是^ 單位一樣地《結合作，但却須保持獨立 

機構的自由與伸縮性。同時他鄭重聲言，聯合國本 

身也應負責積極鎭導。

八七一.一 般代表對於協委會過去一年内的工 

作, 都表示欣撒，並特別提到對方案協調與各機構

1 E/SR.806 and 807。
經濟暨社會埋事會正式紀錄, 第十七屆會, 附件，議 

程項目十九0
»鹿上，第十A屆會, 附件, 議程項目二十六0
4E/SR.758。
5E/SR.806。.
6 E/SR.807„

間儘早舉行德商之激勵0 該會在社區組織與發展方 

面的工作尤獲廣許。有人建譲,協委會不妨繼绮砰 

究在統計方面密切合作的可能性，及將各專門機関 

新聞工作進一歩由聯合國新聞部集中辦理的可能。 

越書長提出，篇委會當願從事此種砰究，不過該會 

最近B編就砰究報吿書件，並向行政暨預算間題 

諮詢委員會提出，其中表示聯合國新蘭部與各專門 

機關新聞部間B有積極的協調0 若干代表《I力言務 

宜避免新聞一類事務之週度集中，因爲各組織會所 

倘若不任同一地點,烟散佈関于此等IB織點新聞時， 

實際困難或許過多。

八七二，就行政暨財務事項而言®委會與行政 

暨頂算間題諮詢委R會經常諮商一事頗受讚揚，協 

委會與技術盤助管理處就各分處事務之協調所作的 

聯☆研究也受到稱許。若干代表團希望協委會進一 

涉研究向各國政府及時分送文件的問題，因爲六屋 

期的栽定在技術上雖已遵行，若干代表M的代表仍 

未能在到達會議以前變得他們的文件。有人並提出 

建議，鶴爲協委會應該研:究會議時間地點安徘與日 

程之合理化問題，俾各專門機閲主要機構能將議題 

相關的會議徘在同一地直舉行，間隔期簡亦應較短， 

供使希望出席一個以上會譲的代表便於參加。

八七三. 關於各專pg機關提具報告一事，冬代 

表大致同意铭委會的意見與建議，認爲各專門機闇 

的常年報吿書的用途如能擴大，則聯合國各機構睛 

各專門機關編製特別報吿書的次數就可以減少，而 

且這種購求必須於事先早爲提出俾各專pg機關有充 

分時間作必要的準傭，因爲它們的經常工作計割頗 

爲擁祷，無暇從事額外工作，而且另有預算與行政措 

施須予筹劃。有些代表對於若干代表圓主張各專門 

機関輕常報告書應改爲雨年一次一節，表示反對。有 

人以爲世界f±會情況報吿書與"各國社食發展纤割 

國錄調森" 之編製原爲每四年一次，尙應減少，若 

干代表也表斤異譲。就停止刊印經濟及f±會計劃目 

錄的建譲而言，有人主張如果不再刊印該目錄，就 

很可以採用億委會第十六次報吿書附件所載的經濟 

及f i會方案读調事宜發展情形調査報吿，以代該目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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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四. 就憶委會所提報吿而言，該委員會向 

理事會所提報吿書的格式近來進梦很多，代表們表 

示欣慰。若干代表圃認爲報告書仍然大長，其中資 

料應以雜對不逾協委會的職掌範圍爲限，凡是各專 

門機岡報告書內已有的各專門機關資料，都不得列 

入，而且協委會的建譲應以較易潮覽的方式提出，不 

要散列在報吿書内，與許多辕碎的細節相浪。其他 

代表》1則認爲縮短協委會報吿書的篇幅乃是錯誤， 

它們覺得道種報吿♦ 所合的資料應該加多，而不應 

減少。

八七五. 就聯合國以外的政府簡Ift織而言，若 

于代表團對于B柱爲避免與歐洲會議及歐洲經合工 

作重複所作的努力，頗加讚許。其他代表則認爲，與 

不屬聯合國範禱的這種機關諮商是不合常規的。有 

人在討論時指出，亞拉伯國家同盟業B設立特設協 

調委員會，以便研討該同盟與聯合國各榻闇協調的 

問題。

八七六. 理事會通過決議案五五三（十八），内 

稱理事會関悉協委，報吿書，殊爲欣慰。

第二節 . 聯合國及專門機蘭一九五五年 

工作方案檢討  ,

八七七， 理事會第十八届會會參照以前關於優 

先次第的決議案,檢討了7聯合國經濟及社會方面各 

機構及各專門機關一九五五年度的工作計劃。秘書 
處會撰製一情報文件(E/2629 )摘跳各機構依循理事 

會的決議案而採的行動。由於大多數代表於討論各 

委員會， 各機開的個別報吿書時，B就優先次第間 

題表示意見。此種意見業由秘書處箱入參考文件（E 
/L. 632 and Add.l)中。

八七八， 理事會通過了法:譲案五五三（十八）， 

對於過去一年的進展表示満意,並竭力促請在此方 

面繼續努力，特別着重集中力量，且須參照理事會所 

訂聯合國工作優先次第方案辦理。

第三節 . 專門機蘭向聯合國提臭報告書 

的格式

八七九•依照理事會決蕭案四九七D (十六）, 

協調事宜行政分紐委員會就各專門機關的經常報吿 

和聯合國各機構請此等機蘭提出的特別報吿間題， 
向理事會第十七屆會表示了意見（E/25l2, 第;^段 

至第十五段)8。

八八0 . 在計論此問題時若于代表稱，他們 

認爲每一機閥於編製經常報吿書時，應容許有相當 

大的自由。但下逮一事約可能性，或可加以研究： 

各機關除供本機關用的常年報吿書外，不再就其全 

部工作情形爲聯合國編製詳盖報吿, 但就願請理事 

會丧示意見或予以合作的各項重耍問題，撰擬簡短 

備忘錄，附隨此種常年報告書。若干代表覺得編製 

經常報吿書約間隔期間如超過一年，則其惯値失去 

很多; 他們又覺得此稿期間的長短可因所討論的問 

題的重耍性而異0 後有一項建議：爲了便利理事會 

的審査常年報告書，或宜依據理事會決議案四九七 

D (十六)所指出的一般標題,就此等報吿書中所提 

及的事項編刊一稿索引，此事或可實行。關於特別 

報告書一節，數目與篇幅均可減縮，藉便改善品質、 

節減數量並在預算及文件方面作適當的節省。各方 

又希望特別報吿書的數目和篇幅的節減，不政損及 

関於世界若干地直的報吿書的編製。

八八一* 理事會通過了決議案五二八（十七）， 

請各專Pg機關Æ未接變其他指示前，繼續Æ其常年 
報吿書內特別注意決議案四九七D (十六)所列舉的 

特定事項；並請協調事宜行政分姐委員會向理事會 
第十一届會建議如何減少聯合國各機構睛各專pg機 

閩提供特別報吿書的數目及篇幅，或建譲加何減少 

此等報吿♦ 的刊印次數。

八八二. 任第十八屆會中1。,理事會各理事一般 

地同意協調事宜行政分組委員會所揚出的建議，卽： 

聯合國各機痛請專門機関編製特別報吿書的要求或 

可予以減少，且此等要求提出時應給予各該機關充 

分時間，俾作必要的準備。

第四節，專門機蘭的常年報告書

國際勞工組織

八八三. 理事會第十八屆會11審査了國際勞工 

組織的常年報吿書I2 (E/2577)並聽取了該組織幹事 

長的報吿。

八八ra *堪注意的事實是：今年勞工組織正在 

慶祝其創立的三十五週年，也是費拉特費亜宣言發 

表的十遇年0今年遺有一事値得注意的是：蘇聯、鳥 

克蘭、和白俄羅斯B加入了勞工組織,這表示向會 

員的普及道個目標邁進了一步。

« E/SR. 758。 
參閱第八七三段。

7 E/AC. 24/SR. 133; E/SR. 829。
8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JF式紀錄第+七届會附件,議淫項 

目+九。

11 E/SR. 807, 808, 及 809。
I2 國膝勞工la織敎聯合國第八項報告書, 日內冗》國際 

勞工組織，-*九五四年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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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五. 就其方案而論, 勞工組織適應變動的 

情巧，包括採用B順利發展的新方法在內，頗爲成 

功 ,各方對此咸表嘉許。此種新方法包括（《)匿域會 

議，（è)設置工業分組委員會及（C)提供技術協助。若 

于理事對於最近未曾通過新的國際勞工公約一點， 

表斤遺域；他們認爲國際勞工會議有失去其性質的 

倾向。其他理事認爲立法活動牙n按術工作之間B有 

良好平衡。勞工組織與於事業活動，特別是按衛協 

助，日見着重，殊堪稱許，閩於技術協助問題。各方建 

譲應較爲着重職業訓練，勞工組織理事院應就擬譲 

之計劃作詳細檢討;按國別估許計割之價値一點，尤 
應格外着重。勞工組織下述各方面所從事的工作，均 

經轉予提及：生產力、土著勞工、非母國領土之社會 

政策、結社自由、強追勞動及奴錄制度。若于代表 

團認爲勞工組織斯採行的複式討論程序並不相宜， 

但其他代表團覺得此種程序頗爲正當0 若干代表M 
對於若干方案因預算服制未能執行一點，表示遺诚， 

而工業分組委員會若干届會的延擺，尤堪遺爐0
八八六. 關於方案之優先次第，各方歯於勞工 

粗織日漸注意發展落後地區的需要一點，表示欣慰。 

若干代表團建譲勞工組織應特別着重下列各問題： 

失業、工人：E資及律活群度的提高、工會權刹的保 

障。其他代表[«認爲在過去一年中，勞工組織在安 

徘優先次第上，B作了頗堪稱許的挟揮、因其集中力 

量於生産力，發展落後地廣的0：資及住宅建設、非 

毋國债土的工人、土著勞工及農業勞工等間題。

八八七. 各方動於勞：!：組織出版物在形式:及内 

容方面的優良品« , 表承讚許0 但有一項建議。勞 

:n組織應使下述雨類出版物保待適當均衡，卽關於 

其工作的特別方面的研究報吿和供業務活動用的指 

南。至就勞工組織致送聯合國的報吿書的形式而言， 

各方一般地認爲該報吿♦ 表達殊爲淸晰，且平衡無 

偏，同時若干代表M強調指出他們希望該報吿書能 

繼續按年提出。

八八八. 至就勞工組織和其他組織的関係而 

言，該f t織曾和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閩密切合作，例 

如和衞生粗織在職業衞生方面的合作，理事會對此 

表示嘉許。至就聯合國以外組織而言，勞工組織和 

歐洲煤鎭集 ®及歐湖移民間題政府間委員會的合 

作，均經讚許。

八八九. 在討靜報吿書期閩，國凝自由工會聯 

合會、與世界工會聯合會及國摩基督教0：會聯合會 

的代表會作了陳述。

八九0 * 理事會通過了決譲案五五0  (十八）， 

内稱塵悉並嘉許勞工組織的報吿書0

聯合國糧食*業紐織

八九一. 理事會第十八屈會審査了"聯合國糧 
食農業粗織的常年報告書(E/2591/and Add. 1-3)^ 
並聽取了該IJ織代表的報吿。

八九二. 各方對於糧農纽織方案和其他機關方 

案的读調表示满意，到於糧農粗織依照理事會所訂 

增加糧食生產與分配的優先次第而製訂其方案，亦 

表欣慰。至於和其他專門機關合作一點，各方讚揚糧 

農組織，衞生組織合設營養間題專家分組委員會，認 

爲這是聯合處理有閩一個以上機關的問題的範例。 

在合作社方面，經指出，似乎可能和勞工組織有若 

干重叠之處，因勞工組織對工業地匿合作社方面素 

極關切。復經建議：就農業問題作科學研究的最初 

階段，糧農組纖和文教粗織間應進行諮商；各方希 

望糧農組織和文教紐織狂基本教育中心一事上的 

合作，可使改良《業方法的智識自實驗室傳達至農 

場0 至就各甚域經濟委員會而言，各方暗示：有時 

某某委員會似欲從事糧農組織職掌範圍内的活動， 

且不於事先作適當諮商，卽核准需要糧農組織合作 

的方案。不過各委員會秘書處內設置聯合農業組這 

種現行制度業經證明爲最满意的制度，如果辦理得 

當，可能成爲解決道些協調間題的最佳方法。

一二. 理事會在決議案五三四(十八）中稱，欣 

悉糧農組織的報吿書。I5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

八九M3. 理事會第十八屆會審査了 1® 文教粗織 

的報吿書(E/2589 17及 E/25901® ),並聽取了該組織 

幹事長的報吿。

八九五. 該組織在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獲得 

嘉許;各方建議此項特殊：r 作的頸算經費應予境加， 

蓋其頸算中教育經紙佔方案事業經費的百分之二十 

二，且紙佔總預算的百分之十五。各方特別提及文 

教組織在作爲教育統計資料交摸場所的任務上的重 

要性。理事會着重指出：教授科學與傅播科學智識 

動於較欠發展地區的發展特別重耍。就熬旱地帶 

的發展而言，則科學研究尤爲重要。若干代表《認

E/SR. 809 , 811 ,  814 及 815。
" 參閱第二章，第八節，附註四+ 二。

並誇參閱第二章第八節。

幹事長的報吿。
E/SR. 821 及  822。

口敎聯合國報告書，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文敎 

組織，X R .5 3 .I I .4 A 。

1S經濟暨社會理事會IF式紀錄 , 第十八腐會，附件，議 

程項目二十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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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研究與實際行動之間尙未瘦致適當的平衡，復度 

於可供動用的資金爲數有限，各方建議文教組織任 

科學與文化方面的任務應該是促進與墙調研免，而 

非從事研究。若干理事表示贊成擬設的發展教育暮 

金 ,其他理事竭力主張格外着重基本教育中心方案； 

由於缺乏資金，此項方案頗受限制。閩於免費强迫 

教育愿域會譲，各方建議應揉計有無可能在一特殊 

地區設置一個中央辦事處，負責读調此種嵐域活動。 

各方又建議文教組織的各國委員會應增加彼此接觸 

的機關，它遺應該舉行定期會議。

八九六. 關於優先次第問題，各方鶴爲由於文 

教紐織所從事的方面甚爲廣泛，因此格外需耍避免 

分散資財，俾克集中力量於比較少數的重要問題，若 

干理事強調需要集中更大的力量於發展落後地匿的 

需要方面，特別着重文教粗織停Jfc參加後仍能繼績 

辦理的計劃。文教組織對於理事會所製訂的優先次 

第曾予充分注意，因此瘦得嘉許，雖然該組織在嚴 

格適用理事會所訂立的標準時曾遭遇若于困難0 理 

事會認爲文教組織最重要的方面應該是教育，其次 

才是科學和文化；經建議該組織在自然科學方面的 

若于活動應重加檢討，因塵於其他機關在此第方面 

已負有責任。各方認爲文教钮織應主要地致力於按 

術读助、基本教育、研究獎金、工作人員交換及文 

化學會與中心的創立；另一代表》1認爲在文化方面， 

應更加着重使西方各國更能了解東力文化與文明， 

應最先辦理者爲經典著作的的翻譯、襄術作品的複 

製和圖書館計割。

八九七，理事會特別嘉許文教紐織執行理事會 

各項決議案時的審愼態虔，及其與聯合國的合作。 

但有一項建議：文教組織在從事有關人口間題的工 

作前，應注意與人口委員會作事前的識商。文教組 

織在墨西哥和埃及的雨個基教育中心的：E作，證 

明該組織和其他專Pg機關的合作與日俱增；各方希 

望文教粗織向其他國療》1體提供彼等在工作上可能 

需要的教育研究報吿。理事會建譲文教組織應就職 

塞教育間題與勞工紹織保待較密切的合作。有一糖 

意見認爲各國委員，，其他專門機關的類似活動多 

加考盧，則此等委員會的工作當可改善，文教翻織 

對於最近亞拉伯國家同盟粗織的文化會議所表承的 

關切，亦經提及。

八九八. 文教翻織最近一次的報吿書的形武，

獲得讚揚；各理事認爲該報告書簡單明胰，很適合 

理事會的目的；該翻織的切實依照理事會的請求，

將其報吿書按理事會意欲各專門機關列入的題目編 

製，尤瘦各方嘉許。

八九九. 理事會在決議案五—— (十八）中，表 

示備悉並嘉許文教組織一九五二至五三年及一九五 

三至五ra年報吿書0

世界衡生組織

九0 0 . 理事會第十八画會審査了I9 世界衞生 
組織的常年報告書（e/25922»及 Add. 1"), 並聽取 

了該粗織幹事長的報吿。

九0 —.衞生粗織的會員國自一九四八年底的 

ra十八個增至目前的八十一個；理事#•對於道穆遂 

漸清加，表示欣撒。但若干代表指出，會員國數目 

雖已增加，然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並未同時作比例的 

增加，且若于地直尙無足夠的代表，因此表示遺域； 

關於將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人數自十八名增至二十四 

名的提案，經衞生組織全體大會以一襄之差否決。

九0 二. 關於衞生粗織的方案，理事會曾特別 

提及該姐織一九五三年內爲撲減二十七種傳染病而 

從事的蓮動，其成績至篇動人；理事會又注意到該 

組織方案的重點已自緊急措施轉移到長期計劃。理 

事會一方®察悉衞生鲍織的重點B放在三件主要工 

作上，卽衞生工作人員的教育、撲減施行病和發展 

公共衞生教育，他方面對於該粗織報吿書內很少提 

及方案約優先次第一點，表示遺械；各方希望衞生 

組織在其次一報吿書中特蘭專節論述該粗織爲依循 

理事會所訂優先次第表建立優先次第而作之努力。

九0 三.若干理事會察悉衞生粗織的經常預算 

B 自一九© 八年約不滿五百萬美元增至一九五五年 

的九，五0 0 , 0 0 0 美元；各方希望世界衞生大， 

藉設置工作《負實審査幹事長的方案和槪算，並藉 

重新粗織行政及財務常設委â 會，可產生較嚴格管 

制方案和預算的結果。若于理事認爲資財的減省對 

於該艇織的工作有一種不利的影響；他們一方面相 

信該組織的資財有增加的必要，另一方面覺得行政 

與職員方面的節省有助於造成種適當的情況，俾 

可睛求作此種清加。其他理事對於衞生組織決定通 

週一種超過一九五ra年度支出水平的預算， 表示遺 

域，因他們覺得由於負擔大部汾款項的若于國家

1». E/SR. 802。
世界衛生組織：F 式紀錄第五十- •號。~九五三年衛 

生組織的工件 , 日內S , —九冗四年。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IF式紀錄 , 第十八届會，阻件，議 

程項目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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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爭論，從長期方面看來，那種決定可能是有害 

的。各方提請注意大會決議案By—一 (五），內中指 

出專pg機關有加緊努力以穩定其預算的必耍。同時， 

理事會欣悉衞生紐織B採族驟使該組織各會員國的 

會費數額更近似聯合國的會費分擁比額。至就衞生 

組織和兒董基金合辦的方案而言，若于代表M關切 

地指出，衞生粗織並未適當地分擔這種合辦許割的 

費用。

九0 四. 關於技術協助一箭，各方對於衞牛紀 

織Æ這一•部門的成就，麦示嘉許。但若于代表團對於 

衞生組織決卞任一九五六年免除受益國政府支付爲 

經常預算項下出資舉辨實地許劃工作的專家當地費 

用的義務，表示非議，因爲如此之後，在經常預算 

項下的計劃之間建立了一種不適宜的愿別，遂使播 

生叙織和其他專門機關不相協調。衞生姐織對於歐 

溯各國技拖協助委員會所通過的關於徵聘專家的建 

議，曾決定不予更多的考慮;若干代表團對於此種決 

定，亦加非難。

九0 五. 各方認爲衞生紐織所提.的愿域化政 

策，現經事實読明確屬正當。衞生組織大會關於設 

置東地中海區雨個小組委員會的決定，亦經提及;此 

種計割可使該處直域機構於比較不活動的三年後執 

行職務，並使該組織得在目下許多國家尙無衞生服 

務的地區展開工作。

九0  衞生姐織不僅會和兒童基金會發展了

密切的關係，且在營養方面和糧農組織，狂社會與 

職業衞生方面甜勞工組織，在基本教育方面和文 

教粗織發展了密的關0 理事會對於這種關係表示嘉 

許。

九0 七.理事會對於衞生组織報吿書的修冗和 

縮短的形式，表示满意；該報吿書和幹事長提送世 

界衞Æ大會的相同，沮附有一伴補充報吿書，巧中 

指出理事會特別關切的事項。

九0 八. 理事會通過決譲案五五二（十八），表 

承已襄悉並嘉許衞生親織的報吿書。

國條民用航空組織

九0 九. 理事會第十八眉會審譲了"國際民用 
航空纽織的常年報吿書（E/2593 and Add. 1 and 
2 ) « ,並聽取了該組織代表的報吿。

22 E/SR. 814 及 815。
" 民航超織理事會就一九五三年工作情况提交大會之 

報告書，民航組織，蒙持利奧, 一九五四年六月（文件 
7456, A8-P/2 8/4/54), 埋事會一九五五年度廣算及 

參考資料附件，民航組織，蒙特利奥，一九五四年六月（文 
件 7457, A8-AD/；I-25/3/54)。

九一0 . 各理事在大體上嘉許民航粗織；E作的 

進展，特別注意到關於空蓮較大安全的成就和飛機 

場與飛行中飛機若干種睡凯困難的消除。理事會特 

別提及新成立的關於北大西洋站的協定，又會提及 

最近歐洲會講發勵召開的斯特拉斯堡會議使厥後空 

蓮合理化一事變有進展。理事會又曾•提及關於修訂 

航空公司責任華沙公約的提案。若于理事會認爲民 

航粗織應從事修IT芝加哥公約這種拖延了很久的工 

作。各方對於民航粗織今年較爲注重其工作的經濟 

方面，表承欣慰；理事會建譲：在砰究空蓮發展所 

涉經濟間題時，該組織關切的一主耍事項應爲在同 

一路線建立新航空線前現有航空線的利用間輕。各 

方對於各種交通方式的協調工作未瘦較大進展，表 

示相當關切，並表承希望在最近將來政府間海事諮 

詢租織依照期望設立後，此方面的未來砰究可易於 

進行。若干代表很遺诚地指出，民航翻織因可以自 

由動用的款項有限，致未能滿足所牧到的關於按術 

協助的一切中請。

九一一. 民航組織爲檢討其行政，節減開支而 

作之努力，獲得嘉許。理事會提及民航組織大會所提 

紙應每三年舉行屆會一次的建譲；各方希望會員國 

會批淮該公約的有關修îEo若干代表團提及民航組 

織各項會議有紙用英語的趨勢，它們希望.將來多種 

語言的制度仍能保待。理事會建議民航組織應研究 

輪流更換若干按拖人員和利用各國行政機禱暫調人 

員問題。

九 二 . 各方對於民航組織與其他專Pg機開， 

尤其暴氣象粗織和勞工粗織，在工作上的協調表示 

满意。理事t ■察悉勞工組織的理事院已開始就民航 

就業的社會方面從事研究，此項工作將由合設航空 

委員會辦理0 但若干方面對於需否爲此目的設置新 

機構問題，表示懷疑。

九一三. 至就報吿書的形式而言，各方在大體 

上表示嘉許。但理事會建議，在將來提出的報吿書 

中，有關民航組織與其他專門機關的關係的情報應 

置載於一章。後經建議：民航紐織在其下次報吿書 

中,或可就各會員國適用民航組織所建譲的各項樓 

準和辦法一點， 提出明確詳盡的報告。

九一因. 理事會通過決議案五三八（十八），表 

示B襄悉並嘉許民航粗織報吿書。

24.E/SR. 823o
25國際電凯同盟致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之常年報告書，

—九五二年（及一九五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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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電試同盟

九一五. 理事會第十八屆會審森了24電訊同盟 

一九五二年及九五三年的報告書（E/2461及 E/ 
2611 並聽取了該組織秘書長的報吿。

九一六. 在对論中，各方強調電凯同盟工作的 

純按術性，並指出理事會關於優先次第的決讓案伍 

此不直接適用於電訊同盟；不過該組織已注意到那 

些決議案所訂定的一般目標。各方認爲將按術性報 

告書夜由各國電訊行政郁門的專家編製這種辦法 

不僅使工作的品質提高，而且遺可節省費用,殊堪讚 

許。理事會促講注意若干實摩間題當尙待解決;一代 

表指出理事會當請電凯同盟考慮能否發展廣播週率 

合理蓮用的新按術和取清浪費性的競爭與重複。他 

注意到電i l同盟倚未就此問題提出報吿。另一代表

爲應立卽採取措施草擬大西洋城全權會諧所決宇 

應該拿擬的國際週率表。

九一七. 至就與其他專門機關的關係而言，與 

民航紐織、氣象組織和文教做織的良好合作變得特 

別提及。關於和氣象組織的合作，各方希望電新同 

盟會對氣象粗織所請減低氣象報吿通凯收費率一 

節，予以充分考盧。

九一八. 理事會建譲：由於理事會未能在届會 

開幕前六屋期接變電凯同盟的報吿，將來電訊同盟 

秘書長可受權依照其他專pg機關的辦法，將其報吿 

書在提送電凯同盟行政院前先夜經at理事會；如行 

政院意欲就案文作任何修改，則 5T發布正誤表。各 

方對於該報吿書的形武在大體上頗有好評，這表示 

各理事認爲電凯同盟的最近報告編排妥善，並較以 

前各年爲平衡。但若干理事認爲該報吿書仍大專門； 

就論述新聞自由一節而言，似尙可分人多了解一點。 

因此各方希望將來該報吿書能列入一章，以非專pg 
性質的語言蘭述電訊方面的最近發展。

九一九. 理事會通過了決議草案五圓o (十八)， 

表示纏悉並嘉許電凯同盟的報吿書。

萬國郵政姐織

九二0 . 理事會第十八屆會審査了郵政聯盟 
的常年報吿書(E/2539)27並聽取了該钮織代表的報告。

九二一. 在討論中各方注意到郵盟除辦理其經 

常工作外，於一九五三年內當致力於實施一九五二 

年布魯塞爾全體大會的決定0 若于郵政管理局推行 

點字法出版物免蓮費送辦法，經理事會予以提及。郵

政幹事在職員地域分配普及一事上B有成就，键得 

各方讚許0 若干理事欣悉聯合國與郵盟所訂協定的 

執行情形,使键方肖咸满意並悉B與其他專門機關， 

特卯条民航報織，建立良好工作關係。

九二二. 若干理事認爲郵盟報吿書的若干部汾 

過分詳細與專門，以致理事會並不感覺舆趣。郵政代 

表指出，依照聯合國與郵盟協宇鍾商期間所達成約 

該解，郵盟將其每年致送會員國的報吿書，提交理 

事會，作爲郵盟致聯合國的常年報吿書。因此該報 

吿書中若干較具技術性的部份雖爲郵盟會員所特感 

與趣，但理事會若干理事對此自較不咸興趣，此稿 

情形亦不可避免。

九三三. 理事會通過了決議案五三九（十八）， 

對郵盟報吿書表泰嘉許。

世界氣象組織

九二四. 理事會第十八屈會審査了"世界氣象 

組織的常年報吿書(E/2594 and Corr. 1) "並聽取 

了該組織代理秘書長的報吿。

九二五. 在計論中，各方指出，氣象報織的預 

算數額雖不甚大，但在氣象資料的交換， 氣象預測 

及氣象儀器的標準化等方面，已完成優良工作0該報 

織的愿域協會亦已做了有用的工作。各方希望氣象 

組織能對國條合作開發水利的研究,作確切的貢歇。

九二六. 該組織爲搏節支出而作之努力瘦得讚 

許；理事會塵悉該粗織輔助機溝有許多工作係各國 

專家擔住，均不取報酬。若干理事認爲氣象組織的 

現IT預算不足以適應需要。各方塞悉氣象粗織已決 

定加入勞工組織的行政法庭, 而不加入聯合國的行 

政法庭。各方又提及氣象組織在發絵職員語文津貼 

― 事上所採行的良好辦法。

九二七. 各方對於該組織審愼遵從理事會Æ各 

項決議案中所提出的講求，特致嘉許之意。氣象組 

織和民航組織II满地稀訂了協定，獲得理事會的諧 

許；後經察悉：氣象組織不僅與民航組織、且與糧 

農組織、電凯同盟和文教組織保待密切聯鎭。

九二八. 至於該報吿書的形武， 若干理事對於 

氣象組織已特別注意任其報吿書中裁入理事會決議 
案ra九七D (十六）所列各項論題， 表承嘉許。各方 

認爲該報吿書實爲一項可供雨種用途的模範，旣適 

用爲一種致聯合國的報吿書， 亦適用爲該組織本身 

各會員國的常'年報吿書。各方對於該報告書関端的
25 E/SR 795。
27 "萬國郵攻聯盟國魔鳥報告書" (Rapport du Bu

reau international de P Union postale universelle )
伯爾尼，-*九五三年（紙a 法文刊印）。

" E/SR.817。
世界氣象組織， 日內瓦，一九五因年（迄 ~九冗 W 

年八月十五日，尙宋有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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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檢計，特加讚許，認爲係一種對於理事會有特 

殊價储的摘要。

九二九. 理事會通過了決議案五ca— (十八），

表示蹇悉並嘉許氣象組織報吿書。

國際復與建設銀行及國際货幣基金會 

九三0 理事會第十七屆會審査了國條復奥 

建設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常年報吿書，並聽取 

了國際銀行總裁及基金會總幹事的報吿。理事會通 

過了決議案五一JZ9(十七）和五一三（十七），分別誌 

悉國際嚴行和基金會的報吿書。

第五節 . 申請加入聯合國敎育科學 

文化組織案

九三一. 依照聯合國和文教組織所訂協定第二 

條的規定，理事會第十八届會審査了"羅馬尼亞入 
民共和國提請加入文教組織的申請書(E/26U)38。依 

據該條規定，理事會可建議拒絕非聯合國會員國的 

申講，文教組織有養務接受任何此種建議。

九三二. 若干理事支持此種申請，他們指出羅 

馬尼亞在經濟及文化方面已有很大進歩，包括新的

8。E/SR. 771, 772, 7 5, 778 and 77’9。
就實體觀點討論各認報告書的經過瓶要，分見第三 

章第一節及第二章第九節。
" E/SR. 795 and 805。
38經潜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 第十八鹿會，附件，議 

程補刊項目第一號。

大學的設置0 和保證羅馬尼亞人民新的權利和自由 

的新憲法的公布0 他ff!又依據聯合國和專門機關的 

會籍普及原則支待該項申靖，並指出羅馬尼亞人民 

共和國B爲其他0 個專機關的會員國 :衞生組織、 

郵盟、電凯同盟和氣象組織。後經指出：理事會前 

所審譲的弗聯合國會員國耍求加入文教組織的申請 

書，迄今從無一件被拒絕過。

九三三. 其他若干理事塵於羅馬尼亞政府一貫 

地逢反國朦承諾，有案可查，表示反對該國政府加 

入文教紐織0 該國達反了和平條約中關"S«^人權的規 

定，會担絕委派代表參加該條約規审負實解決紛爭 

的委員會, 依據大會決議案二九四（四），此一事件 

已提請國摩法院核譲；該法院於一九五0 年的諮詢 

意見中宣稱,羅馬尼亜政府負有義務委派代表參加 

該委員會0 嗣後大會Æ其決議案三八五(五）中對於 

羅馬尼亞政府的担絶履行此種義務，表示隨責。他 

們又促晴注意世界猶大協會對於羅馬尼亞政府的歧 
視行爲所提的嚴董控訳（E/C. 2./403)。

九三四，經討論後，(理事會於決譲案五五四(十

八)中表泰決定通知文教组織:理事會不反對羅馬尼 

亞人民共和國加入該組織0
九三五，理事會決定將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 

申請加入文教組織一案列入譲群，並將此一項目延 

至第十八眉會復會時審查。

E/SR. 824。

決議案

五二八（+七）.

附件一

理事會決議案及決定 

第千七在會

各專門機關報告書的格式

決議案

五三四（十八）. 
五三八（十八）. 
五三九（十八）. 
五四o (十八）. 
五四一（+A). 
五五o (十八）. 
五五一（十八）. 
五五二（十八）.

第千八在會

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報告書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報告書 

萬國郵政聯盟報告書 

國際電凯同盟報告書 

世界氣象組織報告書 

國際勞工組織報告書 

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織組報告書 

世界衛牛組織報告書

五五三（十八）. 聯合國與各專門機關工作協調 

五五R (十八）. 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申誇加入懸合國敎 

育科學文化組織

決定：

理事會於其第八二四次會議時決定將"保加利亜人 

民共和國申誇加入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北組織案"列爲埋 

事會議事日程浦，充項目第二髓 ,並決定將此案延期至第 

十八届會第二明會議時再行討論,但在一九五四年十二 

月-•日以前缀予討論。

附件二 

理事會及其所屬各分 

組委員會之簡要紀錄

埋事會會議簡要紀錄與本章各節有圓者如下：

第一•節. 協镇事宜f1•政分組要S 會報告書 

全體會議：第八0 六次及第八0 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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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 聯合國及專 n 橡 開 一 九 五 年 工 作 方 案 檢

H
餘調事宜分組委員會會議：第一三三次0 
全體會議：第八二九次會議。

第三節. 專橡闕向聯合厨提具報告書的格武 

全體會議：第七五八次。

第四節• 專門機闕的常年報告書

全體會講：第七七七七二，七七五，七七八， 

七七九，七九五，八0 二，八0 七，八0 八， 

八0 九，八一•一，八~四，八一五，八一七， 

入 二 A二二，八二三各次.
第五厳 . 申請如入聯合厨教育科學丈化組 .觸索 

全體會議：第七九五，八0 五，八二 ra各次

附件三 

非政府組纖之陳述

非政麻組織依據譲事規則驚八十六條向理事會 

或其所屬各分組養員會所作口頭陳述

第千八在會

國腺自由工會聯合會

國際勞工組織報告書 

金體會議：第八0 八次。

世界工會塚合會

國隙勞工組鐵報告書 

全體會議：第八0 八次0 
國際基督敦工會腺合會 

國腺勞工組織報告書 

全體會議：第八0 九次。

非政府組織依據譲事規則第八十六條向理事會所屬 

非政麻& 織事宜分姐委員會所作口厘陳述

第千八属會

世界天主敎婦女組織同盟 

糧盒農業組織報告書

非政府維織事宜分組委員會會議：第一四冗次<»
印度國際問題肝究會 

世界1F統以色列組織 

世界暦協會 

世界猶太脇會

世界暦法改革，非攻府組織分組委員會會議：第-  
四五次0

非政府組織向理事會所作口頭陳述

世界猶太感會

E/C.2/403羅馬尼亜人民井和國申講加入文敎組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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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非政府組織

第一節 . 取得諮商地位之非政府組纖一覽表

九三六. 截至~ 九五回年八月六日爲Jfc業已自 

理事會取得諮商地位之非政麻翻織具見下表。

九三七* 諮商地位申請書及再申請書共十七件 

B 由理事會非政府粗織事宜分粗委員會於第十七眉 
會審査1具報(E,/2550)2。關於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一日 

以後所收到之諮商地位再申請書四件之審査問題， 

理事會採納8 非政府組織事宜分紐委員會對於理事 
會決講案二八八B (十）4第三十五段（a) 分段所作 

之解释（E/2550 ,附件三）2。凡於第十七届會期間 

取得諮商地位之粗織5, 均各冠以星標爲記。

九三八， 甲頓

國魔商會

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0 
國際合作同盟 

國際晨業生產者膨合會 

國際基督敎工會驅合會7 
國際* * 組織 

各國議員聪合會 

世界工會聯合會8 
聯合國同志會世界聯合會

九三九. 乙類

世界正統以色列組織 

全印度婦女會議（印度）

全巴基斯坦婦女協會（巴基斯坦）

廣Ik奴制協會(英職王國）

*美國》外廣寄合作社(美利堅合衆國）

議

E/C.2/SR.133  及 137。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Î第十七届會》附件,
程項目二0  («)。
E/SR.758 及 759。
E/C.2/SR. 134 , 135 , 1 3 6 , 及 137。
決議案五二九A (十七）；E /SR .758及 759。
經由國際自由工會塚合會代表之國際工會秘書處許 
有十八。
經由國際基督敎工會聯合會代表之工會國'隙計有十 

經由世界工會聯合會代表么工會國隙許有十-。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美利堅合衆國）

國際天主敎社會服務聯盟 

#美利堅合衆國商會（美利堅合衆國）

敎會國朦問題委員會 

國魔小額貸款業塚合會 

猶太組織認識會

猶太組織與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諮商事宜協調 

委員會 

世界公S 會諮商委員會 

豪德刑罰改革筒盟（英聯王國）

印度國際問題W究會（印度）

美洲國魔商業生産協會 

美洲國際汽車協會聯合會g 
美洲國際報業協會 

美洲國際統許學會 

國際發娼聯合國 

國魔非洲學會 

國際空連篇會

國際婦女一 ■撞利平等，責任平等—— 聯盟 

少年法庭法官國際協會 

國隙刑W法規協會 

國隙汽車綴合會10 
*■國隙律師公會 

國際禁ih贩賣人口委員會 

國際天主敦兒童腐利會 

國際天主敎移民委員會 

國際天主敎報業公會 

國際反對集中營辦法委員會 

■=國廢灌觀疏導委員會 

社會服務學校國隙委員會 

科學管理國際委員會 

.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 

國際天主敎慈善事業會議 

國腺社會服務會議 

國際現代建築學會議 

國腺合作事業婦女協會

» 授予乙敦諮廣地位, 但須與國朦汽車穆合會及國隙 
旅行綴盟商訂辦法Î俾可理事會會同諮商0 
與國際旅行®盟合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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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隙建築w 究與資料編寡協會

國腺婦女評議會 

國腺刑警委員會 

住屋城市設計國際聯合會 

國際人樓聯合會 

國隙職業及専業婦女聯合會 

國隙靑年婦女之友聯合會 

國隙新聞記者聯合會

報紙發行人（所有人）及編輯人國際®合會 

社會蔬利機關國際聯合會 

國際大學婦女聯合會 

*國際女律師®合會 

國際財政協會 

國際行攻學會 

國腺財攻學會 

國隙囘敎經濟組織 

國際勞工協助會 

國際法協會 

國隙人纏同盟

國際種族民族友好親善蓮動 

國際劃~標準組織 

國際公路聯合會 

國際公路連輸儲會 

國腺社會服務社 

國際犯葬學W究會 

國際殘匿人福利憶會 

國隙社會保護協會 

> 國際統計學會 

國際旅行聴盟11 
國際兒章福利聯盟 

國際內河航行協會 

保護大自然國際億會 

人 n 問題科學軒究國際協會 

國際建築師協會 

家庭組織國際聯合會 

地方當局國際聯盟 

國際海* 保臉業公會 

各國 :F式旅行組織國際®合會 

電力生産分配業國隨聯合會 

國隙鐵路協會 

社會主義靑年國際同盟 

*國際少年腊會 

*紅十字會同盟 

國際婦女組綴聯絡委員會

國際鯽社協會

全國裂造業餘會（美利堅合衆國）

國際民主基督敎政霞聯it會
讽太平洋婦女協會

大同協會國際天主敎知識3ÎC化迷動I2
大同協會國際天* 敎學生運動I3
國腺扶輪社

敕世軍

比較立法學會(法蘭西）

南美石油學會 

國際婦女和平自由同志會 

世界靑年大會 

世界敎師姐織聰合會 

世界» 人瘾利協進會 

世界天卞敎靑年婦女聯合會 

世界鎭太感會 

世界毋親連動 

世界動力會議

基督敎靑年會世界®合會（世界靑年會）

世界基督敎婦女節酒同盟

世界基督敎女责年會（世界女靑年會）

世界進步獵太Î 義聯盟 

世界天主敎婦女組織同盟 

II!：界退伍軍人聯合會 

基督敎青年工人協會

九c y o .上列組織總數爲一百一 h八，其中凰 

於甲類者九,®於乙類者一百零九。除名稱後註明國 

別之十個組織外，其餘皆爲國摩粗織。

九旧一. 以下，列之組織一百三十三個，已依 

決譲案二八八B (十)向秘書長登記俾供專題諮詢。餘 

名稱後註明國別之一個組織外，其餘皆爲國i祭粗織0
九四二. 登記之.组觸

航空醫學協會 

美洲胸HS內科@師學會 

亞拉伯聯盟 

亞洲羅係促進會 

II!：界鄉村婦女協會 

國際海上無線電業齒會 

生物測量學會 

國際童子韋總辦事處 

國際蔓舊業協會

經濟發展委員會(美利堅合衆國）

與國際汽車®合會合派代表。
與大同協會國魔天主敎學生運動合浪代表。 
與大周協會國隙天主敦知識文化運動合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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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醫藥科學組織理事會 

經濟測量學會 

工程師協會 

歐洲動物生産協會 

歐洲廣播聴盟 

歐洲農業 ®合會

抗戰流亡拘禁人士國際自由聯合會 

國隙後具搬連業感會 

漢沙學會 

國隨法學會 

美洲國際廣播業感會 

美洲國際衛生工程協會 

國際法醫社會醫學協會 

國際航空協會 

國際業綠無線電協會 

國際W究所得及財富協會 

國際交換學生增進專門經驗協會 

國際防&協會  

國際《術評論協會 

國際闕《生産協會 

國際獨立企業行業感會 

國際微生物學協會 

國際海洋協會 

國際大學協會 

國際大學敎接講師協會 

國際天文® 盟 ，

國際廣揺組織

國際船貨處理協調， ‘

國際蓮輸公會

國際照明委賃會

國際社會科學文默委員會

國際天主敎護士及醫藥服務人員委晨會

國隙比較法委員會

國隙無線電委員會

國際專業及文化工作者協會

著作家作曲家協會國際聯合會

國際大電力系統會議

國際哲學人文學研究聯合會

國際商業廣主儲會

國際博物院協會

國隙護士憾會

科學協會國際聯合會

國際檔案協會

國際牛乳業餘會

«1^ 牙科憶會

國際經濟協會 

國際 «社 

國魔文默德會

民航駕験員協會國際聯合會 

國際美術影片協會

國隙建築士木工程聯合會( * * 同盟）

電影製片業協會國際聯合會

國營（中歐、東歐、彼羅的、巴爾幹各國）自由新聞記 

者聯合會 

國際家政學協會 

國際私營空連事業聯合會 

H書館協會國際騰合會 

學校通凯與交換組織國際聯合會 

國際無線電員聯合會 

國際高級》官 ®合會 

國際錄昔業聰合會 

工人敎育餘會國際聯合會 

工人旅行協會國隙聯合會 

國際地埋德會 

國際醫院©合會 

國際不同文化研冗會 

公法國際學會 

國際中產階级問題研究會 

國際:h地工作者聯合會 

國際防風滚病同盟 

國際廣嵐病協會 

國魔文藝協會 

國際昔樂協會 

國際敏標種植業聯合會 

國際小兒科協會 

國際筆會—— 世界作家協會 

國際築業協會 

國際攻治學協會 

國魔海上無線電委員會 

國隙無線電科學研究同盟 

國際地産業協會 

國際敕濟文化工作者委員會 

國際運輸協會 

國際社會學協會 

國際學術軒究會 

國際節酒同盟 

國際戲劇學會 

國際防癌同盟 

國際防瘦同盟 

國際防花縛病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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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隙航空保臉業同盟 

國際大地測®:及她球物理暮I® 合會 

國際科學學惑，

國際蔬盒同盟

國照靑年薪宿舍協會

國隙敎師協會聯合委ft會
保護電®I線與地下管試驗工作國際聯合委員會

自由國際—— 世界自由同盟

世界基督敎信義宗聯合會

國際女醫師聯合會

新敎育同志會

國際門戶鬧放（爲工作婦女謀經濟解放）協進會 
O.R.T.世界同盟（猶太人工業、農業、手工業工作 

促進社同盟）

太平洋科學協會 

航行會議常設國際聯合會 

國際常設《廣盒品委員會 

聖若宛國際社會攻洽同盟 

國隙公盐服務社 

國隙婦女協會

難民救濟慈善機關常設會議 

國際協會同盟—— 國魔非政府組織服務社 

國際工程組織闻盟 
世界OSE同盟- -全世界猶太入育嬰保健衛生組 

織

世界民意研究@會 

世界女童軍®合會 

國際世界暦協會 

世界心理衛生聯合會 

世界民主靑年同盟 

世界友證筒盟 

世界醫師聯合會 

世界幼童敦育組織 

世界基督敦學牛聯合會 

世界猶太學生同盟 

世界大學服资社

第二節 . 覆核非政府組纖

九四三. 理事會第十七屆會會將所有在理事會 

第十三屈會期間或其以前取得乙類諮商地位之非政 

府組織分別加以覆核結果,理事會決定將婦女國 

際民主同盟之乙類諮商地位予以撤錯。理事會又決 

定將國際獨立企業行業協會、國際蓮輸協會、航行會 

譲常設國際聯合會三組織由乙類改列入登記類。

九四四. 理事會之決定係以理事會非政府紐織 

事宜分組委員會報吿書（E/255l ) 爲根據。分組養 

責會業已據有秘書長就覆核中各粗織之諮商工作 

所擬具之報吿書I6。

第三節 . 諮商辦法之施行 

非政府組織之書面陳述

九四五. Æ本報吿書所適期間，計有三十個非 

政府粗織，依決講案二八八B (十)之想定，分別向 

理事會或興所屬各委R會提出書面陳適六十三件I7。 
此等書面陳述之事由，連同提具陳述各非政府姐織 

之名稱均已分別囊列於有關各章之附件内。

非政府組織之口頭陳述

九四理事會笛十七属會■期間，下列甲類組 

織曾依議事规則第八十條之规定，分別就議程項 

目陳述意見18:
(<2)國際商會：項目二、三 W 及二十七：

(b)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項目三、三 (a),十 

三、十圓、十五及十七；

( 0 國際基督教工會聯合會：項目三、十三、十 

四及十五；

(à)世界工會聯合會：三、三 （f)、三 （力、十 

三及十四。

九®七 . 理事會第十八屑會期間，下列甲類組 

織曾《議事规則第八十條之想定，分別就議程須 

目陳述意見

(« )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項目二、三、M b )、 
十、十二 0 )、十旧及十八；

決議案五二九B (十七）；E /SR .758 ,763及 764。

15 E/C.2/SR.134 , 135 及 137。
E/G.2/374 and Corr.l and Add. 1 and 2 ; E/C. 2/ 
382。

17 參閱 E/C.2/364-408; E/GN. 3/190； E/CN.3/ 
NGO/4； E/CN.4/NGO/54-59； E/CN.4/Sub. 2/ 
NGO/7-8; E/CN. 6/NGO/18-25; E/CN. 7/ 
273 ; E/CN. 8/NGO/5 ; E/CN. ll/N GO/7 -8；E/ 
ICEF/NGO/7-10。

18 E/SR.756, 761, 766, 768, 769, 783 及 785; 
E/AC. 6/SR. 143,149 及 154 ;E/AC. 7/SR. 257 
及276。並誇參閱非政府組織事宜分組委員會關於聽 
取口頭陳述及申請n頭陳述之報告書（E/2561及 
E/2562)。

19 E/SR.800, 804, 808, 809, 812, 813, 816
及 820; E/AC. 6/SR. 161； E/AG. 7/SR. 277,
279, 285 及 286; TAG/SR. 69 及 74。並誇參

閱非政府組織事宜分織委員會隱於聽取口廣陳述及 
申請口顔陳述之報告書（E/2624及 E/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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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國際基督教工會聯合會：項目二、三及十

八 ；

( 0 世界工會聯合會：項目二、三、八 W 及 

十八：
(d)聯合國同志會世界聯合會：項目二、三(《)、 

八 （A)及十二。

九四八. 第十七雇會期間，理事會非政府組織 

事宜分組養員會，曾依議事規則笛八十五條之规定， 

聽取下列乙類組織就議程項目陳述意見

廢Jt奴制協會(英聯王國）：項目十五；

反對集中營辦法國際養貴會：項目十四； 

國際靑年婦女之友聯合會：項目十七；

國際法協會：項目二十七；

國際人權同盟：項目十二；

國際社會服務社：項目十二；

國際民主基督教政黨聯IS會：項目十二 0 )及 

十四；

歸女國際民主同盟：項目二十（A);
世界退伍軍人聯合會：項目十一；

世界猶大協會：項目二十五。

九四九. 此外，非政組織事宜分組委員會並依 

議事规則第八十四條之想定，聽取世界工會聯合會 

代表就具有諮商地位各非政府組織所派代表出入聯 

合國會所之間題陳述意見

九玉0 . 第十八盾會期間，煙事會非政庶粗織 

事宜分組委員會曾依議事规則第八十五條之规定， 

聽取下列乙類钮織就議程項目陳逮意見"：

世界正統以色列組織：項目十五；

國際天主教社會服務聯盟：項目八；

美禾Ij堅合衆國商會：項目二 0 )、三 （《) 及十； 

教會國摩間題委員會：項目十四；

猶太報織協調委員會：項目十E9;
印度國際間題研究會，項目十五；

國瞭天主教慈善事業會議：項目十E9;
國錄婦女評議會：項目十、十二（<0及 （6)、及 

十七 W ;
大同協會：項目十及十五 

國際婦女和平自由同志會：項目十；

世界猶大協會：項目十及十五；

20 E/C.2/SR.138 ,  139 , 140 及 142。參関非政府 

組織事宜分組委員會報告書（E/2561, E/2562, 
及 E/2570)。

«  E /C .2/SR .H 1。參閱非政府組鎭事宜分組委員會 

報 告 會 （E/2568)。
" E / C .2 / S R .1 4 3 ,1 4 4及 145。參閱非政府組織事 

宜分組委員會報告書(E/2626，E,,/2627及E/2632)。

世界天主教婦女組織同盟：項目十九；

世界退伍軍人聯合會：項目三及二十七。

九五一. 下列業經秘書長登記之兩非政府組 

織，應主席之邀請，經委員會之同意，亦曾向非政 

府紐織事宜分翻委員會陳述意見：

壁若宛f i會政治國際同盟：項目十二；

世界暦墙會: 項目十五。

九五二. 非政府組織事宜分組委員會，並依議 

事規則第八十四條之規定，聽取具有乙類諮商地位 

之國際廢娼聯合，之代表一人，就"禁止販賣人口及 

取歸意圖營利使人賣淫公約"之批准間題發言"。

九五三. 理事會非政府粗織事宜分粗委員會， 

又就如何舉行議事規則第八十四條及第八十五條所 

规定之聽取陳述問題，與"諮詢地位非政府組織會 

議"之秘書處建商24。會講秘書處向分組委員會提出 
決譲案（E/C.2/398) —件，開具改進聽取陳遂方法 

之意見。分組委員會決定此等意見應在可行範圍內 

予以採行，並建議理事會此後於開始計論各項目時 

例由理事會主席或各委員會主席宣布各非政府紐織 

B提出何種口頭、書面陳述^>理事會贊同此項建

九五四. 分粗委員會會聽取每一甲類親織各就 

譲荐上每一項以後由理事會聽取各該組織陳述意見 

之項目作一簡略陳述27。

九五五許多非政府組織會由理事會所屬之各委 

貴會聽取陳述。上文各章及各委員會報吿書中，業 

E分別述及。

非政府粗織所提議程項目

九五>*s：. "執行國際公斷決定公豹挈案一項， 

係由甲類非政府組織國際商會提請列入理事會臨時 

議程。嗣經理事會從非政府姐織事宜分姐委員會之 

建議" ，決議列入理事會第十七眉會譲程29。

" E/C.2/SR.143。參閱非政府組織事宜分組委員會 
報告書（E,/2626)。

24 E/C.2/SR. 136。參閱非攻府組織事宜分組委員會 
報告書（E/2550)。

25 E/C.2/SR_.146。
E/SR. 829。參閱非政府組織事宜分組委員會報告 
書 （E/2645)。

27此等口廣陳雄業已分別列於有蘭各章之附件內0
=8 E/C.2/SR.135並講參閱非攻府組織事宜分組委 

員會報告（E/2552)。
29 E/SR.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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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九
A.
B.

附件一 

理事會決議案 

第 千 在會

(十七）. 非政府組織：

諮商地位之申誇及董誇 

非攻府組織之廣核

第千八属會

五四六（十八）. 駒切廢險成見及歧観現象間題各非政 

府組織之會議0

附件二 

理事會及其所屬各分組委員會之簡要紀錄

理事會及其所屬各分組委員會會議簡要紀錄與本章 

各節有關者如下：

第' - 節. 取得结商地位之非政府紐绿~覽表

全體會議：第七五八次及第七S 九次。

非政府組織事宜分組委員會會議：第~三三、 三四、 

冗、—三六、一三七次。

第二節 . 度孩非政原組 .職

全體會議：第七五八，七六三、七六四次。

非政府組織事宜分組委員會會議：第一三P9、一三五、 

一三七、一三九次。

第三節 . 绍 高辦法之绝斤

全體會議：第七五六、七六-*、七六六、七六八..七六 

力•、七八三、七八五>八0 0 、八0 四、八0 八、八0  
九、八一二、八一三、八一六、 A 二0 、八二P3、八二

九次。

經结分組員委會會議：第~ ? 9三、一四九、一五四、 一

六一次0
社會分組委員會會議：第二五七、二七六、 二七七、二 

七九、二 八 二 八 六 次 0 
技術協助分組委員會會議：第六十九次及第七十四次。 

非政府® 織事宜分組委 f t會會議：第一三六、一三七、 

一三八一三九、一三九 /A dd .l、一四0 、— m o /  

Add. 1、一四一、一四二、一pg三、一P9三 /AcM.l、 
一四R、一四四 /Add.l、一四五、《- 四六次。

附件三 

政府組纖之陳述

非政府鲍織向理事會所提書面陳述 

取得諮商地位之非攻府組織會議

E/C.2/398聽取非政府組織陳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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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理事會所採行動涉及之經費問題

第 一 節 . 審議所涉輕費間题之程序

九五七. 依照決議案四五 (十四）及議事規则 

第三十四條.理事會審核了闇於聯合國經濟及社會 

活動方面工作方案和費用的陳述,也審核了理事會 

笛十七1、十八2 届會的提案和決定所涉的經費間題 

的個別陳逃。

九五八. 理事會第十八眉會一方面繼續耍求凡 

須從聯合國資金項下動支款項的提案，單獨估許其 

所牽渉的費用，他方面同意對於理事會行動所引起 

的經費間題的摘要，每年只審査一次。此項審査工 

作將於大會常會舉行前的最後一届會議中辦理，其 
時依照大會決議案五三三C (六）的規定，按工作性 

烫及預算項目編製的聯合國經濟、社會活動的分析 

報吿，當可提交理事會。

第二節 . 理事會第十七届會所採行 

動涉及之經費間題

九五九. 理事會第十七眉會核准的提案所渉經 
費問題,摄通於秘書長向理事會分發的文件(E/2559/ 
Add. 2)中。經核定的一九五四年工作方案的變更，並 

未引起額外費用。

九六0 .  S 期在第十七屆會的行動中，沒有一* 
項需要額外的預算經資。但若干行動的財務間題是 

値得注意的：

(a) 理事會關於准許非聯合國會員國加入區域 

經濟委員會爲委員國的決議案，雖Æ現階段尙不能 

就5T能獲得的收入作一估計，但此舉對於整個預算 

而言，可能引致額外會費的牧入。

(b) 關於舉行負責修訂無國籍人地位議定書草 

案的全權代表第二次會譲的決定，如該會議在聯合 

國會所舉行，預期無需額外費用。

( c ) 關於土地改革一事，因B 通過的提案而可 

能發生的印刷需要，並沒有墙加預計的文件供應數 

量，故供出版物用的敦項總額亦不應增加。

第三節 . 理事會第十八届會所採行 

動涉及之經費間題

九六一. 依照大會決譲案五三三C(六)的規定， 

秘書長向理事會第十八届會提出了一件■於聯合國

1 E/SR.791
2 E/SR.830

在經濟及社會活動方面的工作力案和費用的分析報

告 （E/2635)。
九 二 .該分祈報吿在屆會閉幕前會刊布修訂 

本（E/2635 Add. 1 and 2), 使報告的內容符合現狀； 

該修訂本指出已備悉第十八眉會的各項決:定。據假 

定，所耍求的新的砰究工作將Æ现有財力範圍内 

辦理；關於新設的國條商品貿易委員會的服務工作 

一一因財政委員會的撤館而抵餘了一部份'—— 只要 

會譲的時間安徘適宜，便可由現有職員辦理。

九 三 . 只有三個項目似乎需要額外費用；此 

等項目載於下適撮要内。共許九，九二五美元的額外 

費用被理事會其他決定所抵館：

0 ) 財政委員會的撤餘，’ 
(第三款)節省九，七五0 美元。

*九五五年的槪算

W 因理事會夏季屆會的縮短而節省的栽項, 
尙未計入一九五五年槪算第三款及第十八款中。

所渉經費撮要

理事會

決議索

肪止歧視®保護少數 

民族分設委員會

-------九五五年

届會自三星期延

長至四運期 五因玉F 十八）

聯合國亞洲遠東區域

製圖會譲............... 五 五 (十八）

"B婚歸女國籍間題"
新版..................五圓七D(十八）

外用颠

f

$2,275

6,000

1,650

$9,925

附 f牛 

理事會簡要紀錄

E/SR.791 及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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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錄

附錄 -* 
理事會第十六屑會第二期會議、第十七届會及第十八屑會議程

五，

七.
八.

九.

-0 .

第十六屆會第二期會譲 m.
LU：標題後括弧內數字係指理事會第十六眉 

會議程(E/2472)項目號數]
一 .一九五旧年度理事會之工作[四0 ] :

(a) 一九五四年度基本方案；

(b) 理事會第十七届常會臨時議程以及規定 

開始計論各組有關項目之日期。

二. 一九五四年會蕭日程[三五] : 阿根廷所提理 

事會於一九五四年在倍諾斯愛勒舉行一眉會 

譲案0
三. 技術協助擴大方案：技術協助分組委員會依 

據理事會決纖案四九二C鼠 (十六)第七段提 

出;t 報吿書[八(C)]。

第十七屆會

依理事會議事規别第十條及第十一條擬定之理 

事會第十七屆會臨時譲荐如下：

—, 選舉一九五圓年度主席及副主席（購事规則 

第二十條)。

二，通過屆會購程(議事规則第十四條）。

三，醫展落後國家之經濟發展：

(a) 專家小組關於國際價格關係之報告書 

(大會決譲案六二三（七）第六段及七二 

四（八）丙部第卷節）；

W 越書長依據理事會決議案四二七(十四）

第七段及大會決議案六二三（七）提出之 

報吿書(理事會第十六届會緩議項目）；

( 0 鼓勵國摩私人資本施動JÊ[利發展落後國 
家之經濟發展(大會決譲案,"̂二二。(七）

第二段及七二四（八）丙部第戴節）；

(d) 土地改革：秘書長關於各國政府就土地 

改革間題單所作答覆之報吿書（理事會 

決議案三七0  (十三)第八段及大會決譲 
案六二五A(七)第一段）；秘 書 長 關 於 農 一三. 
業合作之報吿書（理事會決議案三七0  
(+三）第十段）。

國摩货幣甚金會報吿書：

(« )货整基金會常年報告書；

(b)货幣基金會依據理事會決譲案四八.三 C 
(十六)提出之報吿書。

國際復興建設銀行報吿書。

亞溯遠東經濟委員會常年報吿書。

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常年報吿書。

准許非聯合國會員國國家加入爲區域經濟委 

員會委員間題(理事會第十六眉會緩譲項目)。 

國廣商品間題過渡協調分組委員會關於觸鐵 

研究小組間題之報吿書（理事會決譲案ra六 
二 B (十五））。

蓮輸及通訊：

( a ) 公路標誌及號誌劃一制度譲定書：跡書 

長依據理事會決蕭案四六八D (十五)第 

六段（a)分段提出之報吿書；

(6 )海水汚獨問題：秘書長就理事會決譲案 

四六八B (十五）通過後之進展情形提出 

之報吿書；

(^)批准政府間海事諮詢粗織公約之情形： 

秘書長就理事會決譲案旧/̂ 八C (十五） 

通過後之進展情形提出之報吿書。

— . 技術協助擴大方案：技術協助委員會報吿書

(大會決議案七二二（八））。

*二，新聞自由（理事會決譲案四四二C (十四）、四 

四二E (十四）、四二三（十ra) ;大會決議案 

三一(七）、六三三（七），’七三;  ̂A(八））： 

M 新聞自由間題報吿員報吿書；

0 ) 鼓勵及發展獨立之國內新聞事業（理事 

會第十六屆會緩譲項目）；

( 0 新聞紙及印刷用紙之製造及分配：秘書 

長依據理事會決譲案四二三（十四)所提 

報吿書。

關於侵害工會權利之控謝案（理事會決議案 

二七七（十K 四七四（十五）及 S O 三 （十

六））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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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強迫勞役：強迫勞役間題專設養員會報告書 

(理事會決議案三五o (十二）及大會決議案 

七0 0 ( 八））（理事會第十 =̂̂届會緩譲項目）。

一玉, 奴錄間題(理事會決譲案四七五(十五））：

(a) 秘書長就訂立禁奴補充公約之需要及其 

宜有之內容進行諮商經過報吿書；

(b)秘書長依據理事會決譲案四七五(十五） 

第八段所提之辅充報吿書。

一•六，無國籍：

(a )無國籍人地位議定書拿案（大會決議案 

六二九(七）；

{b)無國籍問題：秘書長依據逸事會決譲案 

三五二 (十二 )所提之總報吿♦及秘書長 

就國摩法委員會所採行動提出之備忘 

錄。

一七. 扶養養務Æ國外之承認與執行（理事會決議 

案三九OH (十三），大會決議案七三四（八）） 

(理事會第千五雇會緩議項目）。

一八，國巧移民情況之研究（大會決譲案七H三 

(八)）。

一九. 專門機關報吿書之體裁：協調事宜分組委員 

會依據理事會決議案四九七D(十>*0提出之 

報吿書。

二0 , 非政府組織：

(a)申請及重睛諮商地位；

(b)對於非政府组織之覆核（理事會決譲案 

E3八OB (十五)第戚節）；

( ( )陳述意見及陳述意見之申睛（議事规别 

第八十四條、第八十五條及第八十 

條)。

二一. 理事會及所屬各委員會之組織及業務（理事 

會決譲案四一M (十三）、K四二 G (十四）， 

四四三（十四）、四四五I (十ra)及大會決議 

七三五（八））。

二二* 選舉理事會所屬非政府組織事宜分組委員會 

委員(議事规則第八十二條）。

二三. 核定理事會各專門間題委員會委員。

二四. 理事會所採行動涉及之經費問題（議事规則 

第三十E9條）。

二五.理事會第十八屋會臨時議荐之審譲（譲事規 

則雷十一條。

下列補充項目依議事規則第十三條列入臨時譲

称

二國際貿易障礙之掃除與促進國際經濟閩係之 

方 法 （蘇雄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所提項 

目)。
二七. 執行國錄公斷決定公約夢案（國摩商會所提 

目）。
* * *

一九五四年三月三十日及三十一日理事會第七 

五六次及第七五七次會譲審議上列議特並決定：

一 ， 將項目二七(執行國際公斷決定公約草案） 

列入議雅。但討論以殺序事項爲跟；

二. 將下列項目延至第十八屆會再行審議：

二一. 理事會及所屬各委員會之組織及業務；

二二.選舉理事會所屬非政府姐織事宜分組委員會 

委員1;
二國際貿易障礙之掃除與促進國際經濟関係之 

方法0
理事會通過删除項目二十一、二十二 1及二十,々  

後之修正譲程。

第十八屈會

依理事會譲事規則第十條及第十一條擬定之理 

事會第十八眉會臨時議程如下：

一. 通過屈會譲程(譲事规則第十四條）。

二. 世界經濟情勢：

(«)審蕭世界經濟情勢
(b)充分就業：

0 ) 審議各國政府就充分就業間題單所 

提答覆； -

(Ü)重-整軍備時期後之復原（理事會決 

議案iza八三B (十 ;*0);
(iii)高度經濟括廣時期防Jt通货膨胰辦 

法(理事會決譲案四八三A (十六）； 

(() 國際貿易障礙之消除及促進國I祭經濟關 

係之方法[第十七屆會緩議項目]。

三. 發展落後國家之經濟發展：

( « )囊供經濟發展所需資金：

( i ) 設置特別基金以懷發放資助全及低 

利長期貸款問題（大會決離案七二 

©乙（八））；

(Ü) 國凝復奥建設厳行關於創設國朦銀 

公司間題之報吿書（理事會決讚案 
四八二B (十 ; 及大會決議案七二 

四丙（八），第爱節)；

參閱理事會決議案五三0  ( +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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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 )通盤舞劃之經濟發展：秘書長依據理事 

會決绩案ay 十五）所提報吿書；

( 0 增進世界.体'逢之方法（理g 會決赚案四 
一六E (十四））j秘書長所提項目]。

m .水利建設方而之國際合作（理事會決譲案四 

— b (十四））。

S . 歐洲經濟委員會常年報吿書，

六 . 蓮輸及通凯：

(a) 秘書長就倫敦海水汚獨問題會蕭結果所 

提之報吿書(理事會決謙案五一八D (十
七)）；

(b) 秘書長就聯合國有關公路行驗私人汽車 

暫時進口及旅行之稷:關手續會譲所提報 

吿書[秘書長所提項目]。

七. 統計委員會報吿書(第八屆會）。

八. 技術協助：

(a)技術協助經常方案（大會決議案二OQ 
(三）、四一八（五）及七二三（八））；

(b)技術協助擴大方案：按術協册委員會報 

吿書(大會決蕭案七二二（八）)。

丸.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 )執行委員會報告書；

(b)秘書長依據大會決議案八0 二（八）所提 

之報吿書。

一0 . 人權委員會報吿書（第十屈會）。

一一.盤書長就宜否召集關切消除偏見與歧視工作 

非政府組織舉行會議間題所提之報吿書（理 

事會決議案五0 二 C(十/0)。
一二，婦女地位：

(« )婦女地位委員會報吿書(第八届會）；

(b)已婚綠女國藉公約草案：一九五二年八 

月七日國際法委員會主席致秘書長函。

一三. 關於侵害工會權利情事之控詳（第十七屈會 
緩譲之文件E/L.60 1所载後譲草案a )[—九 

五四年西月二十九日及三十日理事會決議]。

一四. 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常年報吿書（大會 

決譲案七二七（八））。

—五.世界曆法改革[印度所提項目]。

召集聯ê•國亞洲遺東愿域奥圖會譲問題[秘 

書長所提項目]。

(Û)麻醉品委員會報吿書(第九屈會）；

{h)聯合國麻醉品實驗室（理事會決譲案四 

七七(十五））；

( 0 中央常設腾片委員會報告書；

{d)古加葉問題（理車會決譲案四三六E(十 

四）) [理事會第十屈會緩譲項目]。

一八. 國條勞工粗織報吿書。

一九. 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報告書。

二0 .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報吿書。

. 世界衞.牛紐織報吿書。

二二.國1祭民用航空組織報吿書。

二三. 萬國郵政聯盟報吿書。

二四. 國i祭電凯同盟報吿書。

二五. 世界氣象組織報吿書。

二？ 聯合國與各專門機關之工作協調：

(^ )協調事宜行政委員會報告書；

( " 一九五五年度方案之檢討（理事會決議 
四九七C(十六））。

二七. 朝鮮之善後救濟(大會決歸案四一OA (五）， 

第五段(d)分段及第十三段)。

二八. 非政府組織:陳述意見及陳述之意見毕睛(識 

事规則第八十®條、第八十五條及第八十

條)。

二九.理事會及其委員會之組織及職司及理事會議 

事規则第八十二條之修正（理事會決議案四 

—ra (十三）、ra旧二（十四）、四四三（十四）四 

ra五 1(十四)、五一二 A(十七）、五三o (十七） 

及大會決議案七三五(八））。

三0 .  —九五五年會議日程（理事會決纖案一七四

(七)及大會決議案九四（七））。

三一. 選舉：

(«)選舉理事會各專門問題委員會委員三分 

之一；

W 選舉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執行委員會委員 

國 （大會決議案ra—七（五）及八0 二

( A ) ) o

三二. 核定理事會各專門問題委員會委員。

三三. 理事會所採行動涉及之經費間題（議事規則 

第三十四條）。

三0 . 理事會■提交大會報吿書之編撰辦法。

三五. 一九五五年理事會之工作2:

該項目將由於大會第九届常會期簡復會，或於大會 
第九®常會結束後迅卽復會之理事會第十A 屑會加 
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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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五年度某本方案（譲事疲則驚九

條）；

(b) 一九五五年度第一盾常會臨時譲程（譲

事规則第十一條)o
三、 處理大會第九屆常會引起之事項 »̂

* ♦ *

下開補充項目依據譲事規則第十三I條列入臨時 

議程二

羅馬尼亜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

之申請。

>-九五®牟;•̂ 月二+九 0 理事倉■第七九二；

譲通過上適議程。

—九五ra年八月三日理事會第八二 K9次會i 
定將下開項目列人譲程：

補充項目二。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g 
科學文化組織之申猜。

理事會復決定在第十八屆會復會前暫緩審i 
項目, 但在一九æra年十二月一日以前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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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二月）

一月圓日-(一月二十八日）2 
一月十七日-(二月四日）

二月七日-(二月十八日）

二月二十一日-(二月二十四日） 

三月七日- (三月十六日）

三月十四日- （三月二十五日） 

三月十五日- (三月三十日） 

三月十四日-(09月一‘日）

三月二十一日- (四月一日） 

三月二十九日-(C3月十五日） 

三月三十一日-(四月三十日）

M月十八日- (五月十三日）

四月

五月

五月二日- (五月二十日）

五月十;^日-(,々月三日）

五月

五月

五月

六力

(六月-七月）
七月十二日- (八 月 日 ）

七月

附錄三 

一九五五年會議日程

•九五四年八月六B理事會第入三0 次食誤核定

經濟g Ü 會理事會會議日释 

(除另行註明者外，槪在聯合國會所舉行）

(託曾理事會）

防止谈視暨保護;^援民族分設姿爲會 

國條商品實易要貫會3 
運輪通就委资會

理事，非政府粗織事宜分報委員會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執行委員會 

人口委爲會

歐洲經濟委A會(瑞士日内Æ)
婦★地位委貫會 

亞洲遠東經濟姿员會（日求東京） 

經濟暨f i會理事會(第十九屆常會） 

人權姿員會(糖士 H内Æ)
孜辞品委員會

專門機關會譲1

拉丁美洲經消委A會(寄命比亞波齊大)< 
社會委責會

經濟費社會理事會(第十九屆會後會）

世界氣象組織(瑞士日

内冗）

世界衞生紐織（墨西每 

墨西部城）

萬國郵政聯盟（瑞士伯 

爾尼）

國際電訊同盟（喘士曰 

内Æ)
國摩勞工雜織(瑞士日 

内冗）

(託營理事會）

經濟g 社會理事會(第二十雇常會） 

士日内Æ)
按術協助委員會

(瑞

1 各專門機園主要年會日期係由各該機圓* 管機構自行訂定, 經予一併列出0 至若干專門機蘭每二年或五年召開之 
會議, 不在一九五五年内舉行者, 則將其營埋機構會議之大槪日期列入0 腊合國敎盲科學文化組織全體大會胳於一九
五六年舉行。

2 括弧內所列日期乃係儘量根據實際需要估定之閉會日期0 各該會譲仍得在工作許可範圓内提前閉會, 或於必要時 
延長會期。

* -*九五五年該委員會首次舉行會譲0
' 哥俞比亜敎府現JF與秘書長就該雇會議之鯽德工作進行嗟商0 願於此事誇參閱會議時[É地點簡題臨時分組委員會

報告書 (E/2651 ,第七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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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九月

九月八日一（九月十九日）

九月二十日

十一月

十一月

大會第十屆常會期簡或甫經間 

會以後

聯合國兒董基金會執行委眞會 

大會(第十屆常會）

按術協助委員會

mm暨f i會理事會(第十二盾會復會）

國際@舆建設銀行(美 

國華盛頓）

國際貨幣基金會（美國

華盛頓）

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 

(義大利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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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合 國 出 廣 物 經 售 處

W模廷
E d ifo r ia l  S u d ^ m a n ç a n a  S .A . .  A l s in a  5 0 0 .  
B u e n o s  A i r e s .

澳大例®
H . A .  G o d d a r d ,  2 5 5 a  G e o r g o  S t . ,  S y d n e y ,  
« n d  9 0  Q u e e n  S t . ,  M e lb o u r n e .
M e lb o u r n e  U n i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C a r l t o n  N .3 . 
V ic t o r i a ,

勘 下@3)

找料時
A g e n c e  e t  M e s s a g e r i e s  d o  U  P r e s s e  S .A .,  
1 4 -2 2  r u e  d u  P o r s îl, B r u x e lle s .
W .  H . S m ith  &  S o n , 7 1 -7 5 ,  b o u le v a r d  
A d o lp h e -K / lâ x , B r u x e lle s .

fô剑雄度
U b r e r t a  S e lo c c to n o s ,  C o s iü a  9 7 2 ,  L a  P « .

à s
U v r e r î a  A g ir ,  R io  d e  J a n e i r o :  S a 。 P a u lo , 
B e io  H o r iz o n tô .

加傘大
R y e r s o n  P r e s s , 2 9 9  Q u e e n  S t .  W e s t ,  
T o ro n to .
P e r lo d ic a ,  I n c . ,  5 1 1 2  A v o . P a p in e a u ,  
M o n t r e a l .

錢鎭  . ,
Lak«r H o u s e  B o o ksh o p s T h e  A s s o c i a t e d  
N e w s p a p e r s  o f  C e y lo n  Ltd.. P .O . Box 2 4 4 ,  
C o lo m b o .

智教
L ib r e r fd  I v e n s . M o n e d a  8 2 2 ,  S t fO t ia g o . 
F d ito r io !  d e l  P a c îf îc o ,  A h w r n a d a  5 7 ,  
S a n f Î A g o .

臺雄，臺北，董酸路，
货路齋爲
北京 ,瑰 5̂藏, — -1:018,商務印赛航 

齋禽比亜
L ib r e r tf t  A m e r i c a ,  M e d a l l î n .
L ib r e r f a  N a c io n a l  L td a . ,  B a r r a n q u i l l a .  
L ib r e r f a  B u c h h o lz  G a i e r f a ,  A v .  J im é n e z  
d e  Q u e s a d a  8 -4 0 ,  B o g o t é .

资奴力©加
T r e jo s  H e r m a n o s .  A p a r t a d o »  ‘ 3 1 3 ,  S a n  
J o s é .

m a  L
^  C a s o  B d ig a ,  O 'R e î l i y  4 5 5 .  L a  H a b a n a ,  

雄堪霞洛伐想
C e s k o s io v e n s k y  S p i s o v a f e l .  N é r o d n ï  T r fd o  
9, 1.
丹麥
E tn a r  M u i^ ic s g a a r d , L td . ,  N o r r e g a d e  
K o b e n h d v n i K.

參明尼加爽和闻
L ib r e r f d  D o m in ic a n a .  M e r c e d e s  4 9 ,  C iu 
d a d  Tru|H!o.

€瓜多
Ü b r a r f a  C ie n f i ^ c a .  G u a y a q u i l  a n d  Q u i t o .

mst
L ib r a i r i e  " L a  R e n o is s a n c e  d 'E g y p t e ,
S h .  A d l y  P a s h a .  C a i r o .

9

藏懦耳多
M a n u e l  N a vn u e i  N a v o s  y  C f a .«  A v d n id a  su r  3 7 .  
S a n  S a lv a d o c .

芬»
A k a f e e m în e n  K ir ja k d u p p a ,  2 ,  K e s lc u sk a tu , 
H e ls in k i .

E d it io n s  A ,  R e d o n e .  13 , r u e  S o u fH o t, 
P a r is .  V .

德 國 «下羅）

希腿
" E le f th e r o u d a f c îs ,"  P l a c e  d e  t a  C o n s t i t u 
t io n ,  A t h è n e s .

瓜地愿拉’
G o u b a u d  & C f a .  L td a . .  5 a .  A v e n ld a  su r  

'2 8 ,  G u a t e m a l a .

U b r a î r î e  " A  )a  C a r a v e l lô . '*  B o îf e  p o s t a l e  
I J J - B ,  P o r t - a u - P r in c e .

巧都拉
L ib r e r f a  P a n a m e r îc a n a .  T e g u c ig a lp a .

霄卷
T h e  S w în d o n  Bo ok  C o . ,  2 5  N a th a n  R o a d , 
K o w lo o n .

城島
B o k a v o rz lu n  S ig f u s a r  E y m o n d s so n o r  H . F „  
A u s f u r s t r * ^  R e y k ja v ik .

©a
O x f o r d  Bo ok  & S t a t io n e r y  C o . ,  S c în d îa  
H o u s e ,  N e w  D qIIi I, a n d  17  P a rk  S t r e e t ,  
C a l c u t t a .

P ， V a r a d a c h a r y  & C o . ,  8  L in g h I  C h e i t y  
S t . ,  M a d r a s  I ,

印度尼西憑
P e m b û n g u n a n ,  L td . .  G u n ^ o g  S a h a r i  8 4 , 
D iô k a r t a .

0 »萌

K e ta b - K h a n e h  D a n e s h , 2 9 3  S o â d i  A v e ,  
T e h r a n .

伊îâ：每
M â c lc e n z id ’ s  B o o k sh o p . B a g h d a d .

以色列
B lu m s te in * s  B o o k s to re s  L td ..  3 5  A l ld n b y  
R o a d ,  T ô l A v iv .

U b r é r î a  C o m m ls s lo n a r ia  S a n s o n l .  V ia  
G in a  C a p p o n I  2 6 .  F ir e n z e .

目本 (見下廣）

m n m
L ib r a i r i e  U n iv e r s e l le ,  B e y ro u th .

料比里綴
J .  M o m o lu  K a m a r a ,  M o n r o v ia .
A l b e r t  G e m a y o l ,  M o n r o v ia .

m m m
U b r a i r i e  丄  S cV iu m m er, L u x e m b o u r g .

篇西哥
E d ito r ia l  H e r m e s  S .A .,  I g n a c io  M â r i s c a l  
4 1 .  M é x ic o ,  D .F .

荷雜
N .V . M o r t în u s  'N îjh o f f . L a n g e  V o o rh o u t  9 ,  
' s - G r a v e n h a g e .

雜西廣
U n i t e d  N a t io n s  A s s o c îa t îo n  o f  N e w  Z e a *  
l a n d .  C .P .O .  101 U  W e l l in g t o n .

m m
J o h a n  G r u n d f  T a n u m  F o r la g ,  K r, A u -  
g u s i s g t .  7 A , O s lo .

B m m m
T h o m a s  & T h o m a s , F o r t  M a n s io n ,  F r e r e  
R o â d ,  K a r â c h î .  3 .
P u b l i s h e r s  U n i t e d  L td . .  1 7 6  A n a r k a i i ,  L a 
h o r e .  Th© P a k is ta n  C o o p e r a t i v e  Book 
S o c ie t y ,  C h i t t a g o n g  a n d  D a c c a  ( E a s t  
P a k i s t a n ) .

J o s é  M e n é n c/ e z . P la z a  d e  A r a n g o ,  P a r^ am a .

巴统圭
M o r e n o  H e r m a n o s ,  A s u n c io n .

ém
L ib r e n a  I n t e r n a c io n a i  d@I P e r â ,  S .A «*  
L im a  a n d  A r e q u ip a .

1$律賓
A le m a r 's  B o o k  S t o r e ,  7 4 9  R iz a l  A v o a u f t  
M d n i ia .

德萄'黎 _
L iv r a r ia  R o d r i g u e s ,【8 6  R u a  A u r e a .  U s b o a .

新襄塊
T h e  C i t y  B o o k  S t o r e ,  L t d . .  W in c h e s t e r
H o u s e ,  C o lly ,e r  Q u a y .

E5S£'；̂(見下 

典
C .  E. F r if z e 's  K u n g t . H o v b o k h a n d e i  A *B» 
F r e d s g a t a n  2 ,  S to c k h o lm ,

& t
L ib r a i r i e  P a y o t  S . A . ,  L a u s a n n e ,  G e n à v e »  
H a n s  R a u n h a r d t ,  K ir c h g a s s©  17 , Z u r ic h  I .

L ib r a ir ie .  U n îv e r s e i l s ,  D a m a s .

泰國
P r a m u a n  M î t  L t d . ,  5 5  C h a k r a w a t  R o d d ‘  
W a t  T uk , B a n g k o k .

土 霉 其

L ib r a ir r e  H a c h e t t e ,  4 6 9  I s f t k la l  C â d d d S Ï .  
B e y o g lu ,  I s t a n b u l .

商卵.窗雜
V an  S c h a ik 's  B o o k s to re  ( P t y . j ,  L t d "  Box 
7 2 4 , P r e t o r ia .

英國
H .M . S t a t i o n e r y  O f f ic e ,  P . O .  Box 5 6 9 »  
L o n d o n . S .E . I ( a n d  a t  H .M .S .O .  S h o p s ) .

美國 ,
In t 'l  D o c u m e n ts  S e r v i c e ,  C o lu m b ia  ü f l î， 
v e r s i f y  P r e s s , 2 9 6 0  B r o a d w a y .  N e w  Y o rk
2 7 .  N . Y .

鳥泣圭
R e p r e s e n t a c îô n  d e  E d i t o r i a le s ,  P r o f . M ， 

D 'E t îa , A v ,  18  d o  J u l i o  1 3 3 , M "ontei> tt4eo,

缀內s a
L îb r e r ia  d e l  E ste , E d îf îc îo  G a l î p é n .  A v é .  
F. M ir a n d a  —  N o . 5 2 ,  C a r a c a s .

i2m
P a p e t e r î e - L ib r a î r î e  N o u v e l le  - A lb e r t  P o r»  
t a i l ,  B o ît e  p o s t a l e  2 3 3 .  S a i g o n .

结缀垃夫
D rzev n o  P r e d u z e c e .  J u g o s lo v e n s k a  K n j ig a ,  
T e r a z l je  2 7 ,  B e o g r a d .

U n ite d  N a i io m  p u h l ie a ih n s  c o n  a ls o  
o b ta in e d  f ro m  th e  fo llo w in g  f irm s :

奥地利
B. W u lle f s to r f f ,  W a a g p t a f z ,  4 ,  S a lz b u r g *  
G e r o ld  & C o . ,  G r d b e n  3 1 ,  W ie n ,  1 .

德國
E lw e rt & W e u r e r ,  H a u p h t r a s s e  I 0 | , B e r l in  
一 S c h o r r e b e r g .
W .  E. S a a r b a c h .  G e r e o n s t r a s s o  2 5 - 2 9 ,
(Coin ( 2 2 c ) .
A le x .  H o rn , S p i e g e l g a s s e  9 .  W i ^ b a d e n .

B本
M a ru z e n  C o m p a n y ,  L td . ,  6  T o r i - N ic h o m e  
N ih o n b a sh I , T o k yo .

西数牙
L ib r e r f a  B o sc h . 11 R o n d a  U n iv o rs id a< i«  
B a r c e lo n a -

O rders and  inquiries from coumries where «ales ogsnfs have not yet been  cppcintod  may be  sent to： Saf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oles Section- Unit&d Rations O.S^ice, Palaij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ond. {55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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