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案中＂行政經找按比例由聯合國各會員國分
擔＂字樑，是符合緋織法第十條第一項及第三

項所定的原則的。因此 修正案中這一部分無

須付表決。

Mr. GERASCHENKO （蘇維埃紕會主義共和國
思盟）願就白俄羅斯提案的第二段提出一些意

見。

他贊成難民及失所人民問題的促成者，卽

穏國與日本，負檐遣送J:.述人士回籍的牧用。

此外並沒有其他方法可以供應這一筆必需的貲

用。 Mr. Geraschenko 並不恐懼此種擔負會影嘔

到上述兩國的賠款，因為假如努力加速難民的

遣送回籍，經我需要一定大為誠少，德國和日

＊是可以負擔的。

關於重新定居問題，他認為收容國應擔負

此項經費。原籍國已經承擔數百萬難民回國的

經費，並沒有請求財政上．的援助。當然，其他

收容失所入民的國家餌獲得＊有稗盆的勞工，

就應當負擔財政上的責任。

假如在難民營中，叛徒與民主敵人所散布

反對回國的宜傅得以阻止，那麼獼新定居問題

便容易解決得多了。

主席將白俄羅斯提案第二段第一句付表

決。 ．

決議：白俄羅斯所提由收容難民及失所人
民的國家負擔煎莉定居的經貲一案，以十六票
對十三票否決。

主席將白俄羅斯提案第二段第二句付表

決。
決議：白俄羅斯主張由於德國及日本的佼

略行爲而自法西斯鐵蹄佔領的國家逃出的失所

人民，其遣送回籍的費用應由德國及日木負擔

一案，以十六票對十二票通過。

（午後七時十分散會。）

第三十七次會議

一九四六年十：：：月七日星期六午前十一時在綿的成功湖舉行

主席： Mr. F. EL-血OURI （敍利亞）

-0七．核淮報告員所擬準備提交大會的

各項報告書草案

主席提起各項報告書中所討論的問題都巳

由木委員會決議，並由第六委員會通過。各項

報告書將由兩委員會報告員聯名提交大會。

（一） 有關國際法院行政的各項建議（文件 A/
C.5 & 6/Sub.1/1) 1 

主席說在這個標題下有四項莪告害：

(a) 國際法院法官及職員的疾恤金；
(b) 國際法院書記官長的薪俸；

(c) 國際法餛法官及害記官長的旅裴償還
辦法；

(d) 支付國際法院法官及害記官長薪金所

用之貨幣。

決議：上四項報告害經委員會不付討論，－

致核准。

（二） 有關海牙和平宮房屋的搞定（文件 A/

C.5/97 及 A/C.6/102) 2 

決議：坞議經一致無異議核准。

主席報告適纔通過的幾項報告害，卽將以

分登各代表團參閱的同樑格式提交大會。

1 參閱咐件十一。

： 參閱附件+一(a)。

(A/C.5/117) 

-0八．審議行政暨頊草間頲諾詢委會員
弟二報告書（文件 A/C.5/105)3

主席請大家注恋該報告第五頁上的第一

段，內容是建議大會通過，財務條例的增訂條

款；主席願委員會在討論議程下一事項先對該
問題表示意見。

報告員在宜贖該增訂條款後，指出財務條

例已由第五委員會通過，現在的增訂條款是該

條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過後卽可立時提交

大會。

Mr.. PEISSEL （法閩西）請委員會注意財務條

例J:.的兩點。他先指出第二十三條（已改為第
＝十四條）應再加修改，卽設置投資委員會備
秘害長就特種某金之投資問題徵詢意見，此項

泱議應俟負責研討職員徬恤金的1J、料委員會提
供報告後再定。第二，關於所提議的新條例，他

願意知這應否請祕書長不特向各理事會報告某

項決議案於實施時所需經苷，且須說明他想怎

樣去籌措這一銀特殊經瘠。

報告員說 Mr. Peissel 所提問題巳由諮詢委

員會加以注渲。

3 參閱大台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 ，眠式紀錄，柿編第
四巰，芙文本第十二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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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詢委員會認為在現狀之下不宜採取進一

步的辦法。如法蘭西代表肯接受現在的措詞原

文，那麼明年或者可能計廚適當方法以實施他

的正當主張卽規定較嚴宓的管制。

決議：委員會一致通過新條例。

-OJL. 審議圍際難民租織短織法草案
中有關頊算及財政問題的各條1

.. （續前）

土席認為聽取 Sir Rafael Ci lento 的解釋是

有盆的。 ' 

Sir Rafael CILENTO(,rd:會事務部難民及失所

入民司司長）答砸那威代表於上次會議中所提
的一個問題，說在巴黎簽訂的賠款搞定規定以

＝千五百萬左右的一銀款項，以及一宗非貨幣

性的金子，這有若干因無迢閎而得的款項，作為

某一類難民及失所人民（大部分是台受衲粹迨

害的奧地利及德意志猶太人）的安頓及救赧之

用。政府閭難民問題委員會對於經般用途有童

脣權·但並不負資管理該宗款項。國際難民緝

織無權支配該宗款項。

國際難民紐織在編製遣送回籍的預算時，
佑計上述款項可敷十萬人之用。因此這十．萬人

的生活維持無須由國際難民舖織負資。所以這

宗款項的用途已經指定，不能再行支配。

Sir Rafael Cilento又說秘害瘟願意知悉委員

會第三十六次會議中所通過白俄羅斯蘇維埃肚

會主義共和國所提修正案的硨切內容以及應於

組織法何處加入該修正案。
Mr. MATTES （南斯拉夫）說 Sir Rafael C ilen to 

所述的款項係由美利堅合衆國、英聯王國、法函

西、提克、南斯垃夫各國政府經管，這些國家會

留出這鏵款項以救濟某類的雛民。

上述款項已移交政府間委員會的理專長，

睛他撥什兩個獪太圍體。 Mr. Mettes 強調說上
述款項不能移交國際難民稍織，該絹織的任務，

由於應受救涪的人數已減少十萬，所以已＊総

減少。
主席述及 Sir Rafael Ci lento 所提的問題，提

議將白俄羅斯的修．正案列入第十條第一項的後

蝙。措詞如下：＇，但由於德國及日本的佔領而致

失所的人民，其遣送回籍的孑t用應儘最由德國

及日本負擔''。

主席述及：有謂德國及日木的綏畜情形不

能負擔遣送難民回國的經穀，但如有國家願寇

自由捐助無妨爲之。

Mr. FoRMASHEV （白俄羅斯盛維埃狙士會主義

共和國）接受主席的提議·但指出：為忠實於. .. 

1 文件A/C.S/107 （附件十二 a)及 A/1_27。

他在前一日所提議案的措詞起見，修正案關蟑
應措詞如下：，但......難民及失所人民的遣送回
籍·代及日常生活1t應......,,0 

土席睛委員會注恣文件 A/C.5/W.6 2 中有·

關三項預算詳情的第十頁：行政我預算、事業

1t預算、以及大規模爾行定居若用預算。

遣送回耗的費用定為一千六百五十莒美元

左右，而生活維持貲則約須一萬窩零三百萬笑

元。主席提起說前一日委員會所逼過的決議是

有關遣送回籍的tt用的。

Mr.WARREN （美利堅合衆國）指出大家已繹

同意想國應當依第三節（a）段(i)分段的規定 3

負儋失所人民自德國回原籍國的若用。預算塗f

於此項並無任何兢定。

其他一切有關德國境外失所人士的造送回

國經貲縂數逹三，七六0,000美元。這錸費
用自然應用外幣支付。德國及日本經濟情形不

能負檐這筆費用。

關於一千六百五十萬美元中的大部分，

Mr. Warren 說這是九十天的昭食敉，是按三十

萬人每天三角五分計算的。三角五分是輸入的
食品價目。德國缺乏外睢，不能償付輪入的袞

品5 不過作為生活維持的±產品以及九十天

的暗食tt用一向便已認定應由德國經濟負炤。

換言之，凡是綰由億國及日本的經濟負檐的若

用，都已由經濟號jfd:會理事會屬下各委員會淤

審議各項問題時從預算中減除。

因此通過主席的提議亦不會使國際難民

緤織的預算減少一千六百五十萬美元的。

Mr. McILRAITH （傘加＊）認為委員會如接
受白俄羅斯代表團的修菲．案．末免要超越宅自

己的職權，因為該修正案內所述的問題是與財f

款問題有關係的。對德對日的和約都未簽訂。
賠款總數若干亦在未知之數。因此不能預先涙

定上述兩國在陪款外還能付出若干。

關於這一方面，他徵引憲韋第一百零七條。
他認為被遣送回籍者必須獲得國際難民組織料

織法上伶予徭們的九十天膳食津貼。但是依賴

德國及日本去支付輪入為此項津貼用的食物是

不可能的，原因便是由於這兩個國家大概不見

得有能力支付。

Mr. McLlraith 強調說這當然不是要愛情镱

國及日本，而是想使國際難民稹織的經若有匿

同的基暐。

他又提起說依議事規則第一百十＝條委員

會的最葷要資任是考描各提案對於聯合國預算

可能發生的影鄂，哦爭賠款的討論是不在本委

节作爲文件A/C.5/107 發表；參閱文件十二 a。

叮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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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職權以內的。 Mr. Mcilraith 反對白俄羅斯

修正案的新措詞，尤其不贊成＂日常生活荇＂的

字樣。

Mr. LEBEAU （比利時）不解何以聯合國可以

將預算上一部分負擔加於非聯合國會員國的身

上。使每國與日本負擔一部分經挫，無異對賠

款問題，採取一項決議。不過，依他瑨來，賠
款原則巳由波茨坦搞定及去秋巴黎簽訂的賠款

搞定很本解決。他顧懟知逾白俄羅斯蘇維埃耻

會主義共和國代表認為怎粿才能去實臨他的提

案。

Mr. GERASCHENKO （蘇維埃祉會主義共和國

聯盟）指出白俄羅斯所提修正案並不是一項新

提案。白俄羅斯代表談及生活維持我及遣送冏
籍費，他並沒有談到賠款問題。實際並沒有什
麼賠款問題，因此委員會必無討論賠款問題的

理由。所待研討的問題祇是將龔用使德國珝負

的問題而美國和加拿大代表已經談到德國經濟

力的薄溺了。但此糠論晰未免爲時過早，因爲
他們缺乏必要的資料。

他認為該項問題是十分明顯的：難民及失

所入民之遺流徙是德國人及日本入之過，非原

籍國之過。而且"1區最',一詞已經充分顧到德國

經濟力攝的有限了。

Mr. MATTES （南斯拉夫）說， Mr. Lebeau 的

反對惹見黻恐言之過晚：因爲委員會以前已經

決定將若干費用歸德國及日本擔負事業龔預算

（文件 A/C5/W.6, 第一部第三節第十頁）河為

明證。在該文件內明白規定德國境內的失所A

民，其旅戥由德國負儋數目若干並未指明，這
就是說德國應負擔全部貲用。此外·該文件第

十四頁云難民營中的生活維持戥估計為每日毎
人四角五分，又云該項負擔之最大部分應加之

於每國徑濟。美國代表在那一天也會發表這樣

的意見。

Mr. Mattes 說如果使德國負擔經翡卽為違

反原則．那麼摛個預算卽須修改。

他悚疑委員會中多數代表是否贊成修改預

算，恐怕速提出原則上的反對都不會。

Mr. YOUNGER （英聯王國）臨為白俄羅斯的

修正案不能實施。有些1t用可以德國馬克支付，

有些是不能的，這其間應當有一個區別。這與

對德國人有好成或惡成毫無關係。這是－個實

際問題；欲使億國經積負擔不能以德國馬克支

付的羽用是一個幻想。不可能的事是不能實現

的。對於九十天膀食津貼的葷要問題，這是尤
其應當加以考慮．的，倘使此項臏食應由德國及

日本的經涪負擔，則此項計劃結果必歸於失敗。

｀以文件 A/C.5/107 發表；參閱件件十二(a)。

反之，如果提案用意在將用代紀錄，準備

以後向德國索還那麼便要再度佼佔賠款問題

的締園。關於這一點， Mr. Younger 同情加拿大

代表所提的疑問·同時不了解蘇聯代表怎麼會

認爲這個問題是完全與賠款問頲無關的。在結

論中， Mr. Younger 睇為委員會不可接受白俄

羅斯的修正案。

Mr. VOINA （烏克蘭蘇維埃紕會主義共和
國）見有些代表想變夏前一日爲多數通過的修

正案，成覺驚異。

如委員會的職權委實發生疑問，那麼鶯什

麼第十條又述及本委員會爽？他尤其不了解爲

什麼聯合國有權將若干義務加於會員國，而不

能使德國及日木負擔任何職責。

Mr. Voina 認為應維持該項修正案，他指出

前－－日並沒有將节儘攝＂字樣誤出。

他同意 Mr. Lebeau 的意見，卽賠款問題已

於波茨坦及巴黎解決，非本委員會所能遏問，，但

賠款問題之外，德國與日本為了加強宅們的軍

力，行大規模流徙他國的人民，這個袞任他們
是要擔負的。

Mr. HAllrnRO （那威）說他代表一個台被德

國佔領的國家發言，他了解烏克蘭蘇維埃肚會

主穀共和國及其餘有些國家代表的蕻撇。他自

己亦極願德國和日本儘最賠償他們所作的一切

罪惡。不過他認爲委員會對本問題的主要考盧

應該是使難民問題的解決辦法，易於獲得適當

的緤記因此他贊成加佘大、美利堅合衆國、英

聯王國各代表團的結論。

如果能兌得一個方法確保德國與日本償

迢聯合國所支付的款項，他一定會熱烈地贊成。
不過他認當這一類事項紙有在未來的和約中才

能規定。

Mr. Hambro不相信在實質上委員會各委員

的意見有眞正歧異點。唯一的意見不同處，是
採取怎樣的方法以獲得卽時的效果。關於使上
述兩國級付款項的困難以及此種款項繳付對於

賠款問題可能發生的影哂，他認為在此刻使德
國和日本擔負國際難民紐織預算的一部分是不
智的。如這樣做去，便將嚴葷妨礙該維織的工
作進行。

Mr. MACHADO （巴西）极捒那威代表適所作

的申述提議遣送難民回籍的1t用不由德國及

日本＂支付＂而由該兩國＂價迢＂。

主席說當前的問題是要將上次會議所通過

的提案付之實踞，他詢問委員會對於該條款的

刃入有何提織。他指出所建敵的＇，儘量＂字櫟將

使本雜織負責去獲得德國及日本的最大挨助。

此項決跟將成為大會向一個專門機關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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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強調說在第三十六次會議中 ， 委員會＊多數
委員都認為應該使德國及日本擔負遣送難民囘

籍經我的最大部分。本委員會不能推翻此項決

議。

Mr. WARREN （美利堅合衆國）說他希箋主

席適所提策的詞句刻入國際難民邾織料織法

中。不過他認為該項詞句列入前文比列入第十

值中較妥。他又認爲如該項建議不屬第五委員

會的職權，那麼便應當移交第三委員會。

Mr. SASSEN （荷蘭）認為第五委員會無權過

問前文的措詞。不過他覺得本委員會最好餚大

會向國際難民錷織建議使德國及日本負擔遣送

難民回籍的1t用。

Mr. MATTES （南斯拉夫）認爲這些提案的粘
果是虛耗時間。他指出第五委員會依照任務栽

定，可以在絹織法的任何部分加入擱於國際難

民維織財政及預算問題的任何條款。

Mr. GERASCH研0 （蘇維埃肚會主義共和國

騮盟）說女n接受主席提議，推翻巳往使德國及日

本負擔遣送難民囘籍瑴用的決箴，那是不對的。

他又說第五委員會應自行決定此項預算閘

題，不應當將其移交第三委員會。

主席指出問題所在是要將一項原則上的決

議付之實施，並不是推翻此項決議。他提議將

所擬增加的詞句插在第十條第一項後，措詞如

下：＇．但德國及日本所會佔領的國家的失所人

民共遣送囘籍1「用應儘區由該兩國負擔＂。

有人提出修正案，主張在上述詞句內加入

｀生活維持4t"字樣，同時以｀憤迢＂字樣代替

＂負擔''字樣。

Mr. H~rnRO （那威）贊成主席的提瞄。·

Mr. YOUNGER （英聯王國）也願意接受主席

所提敵的詞句，但共中應加入＂牛活維持費＂字

糅。．
不遏他縲為該段詞句應列入前文而不當

插在第十條中。他同煮比利時代表的意見，gp

委員會不能發布此秤性質的命令，但可能在前

文中表示原則。

Mr. WARREN （美利堅合糸國）贊成此意見。

Mr. VOINA （烏克蘭蘇維埃耻會主義共和

國）堅持說白俄羅斯的修.iF.案並不是準備列入

前文而是應當插在第十條第一項後，如主席所

提議的。他反對將該問題移交第三·委員會。

Mr. GERASCHE渾0 （蘇維埃祉會土璇共和國

嘛盟）請委員會注惹一事，卽所提議的詞句與

上次會跟中所探決議不符，因為＂儘鑷＂字樣e.

將原文的意義完全更改。如委員會中各委員有

願意推翻巳往的決議的，不妨公開表示。他堅
決反對將該項詞句列入前文中。

Mr. Fo臨fASllEV （白俄蹋斯蒸維埃祉會主羲

共和國）贊成此項意見，認為限楫兒眾不應當

煎付討論。

他提議將J::次會嶠紀錄所擬詞句插入第十

條第一項後。

Mr. WARREN （美利堅合衆國）認為前一日

的決議祇是有關一個原則問題，並沒有對於措

詞方面有所決定。

他認爲德國與日本不熊擔負全部賽用。他
涂調說必須向＊會提出一個適當的縝織法草

案，他贊成主席的提議，他覺得將該項詞句列

入前文較夭，但他亦不反對列入第十條中。

Mr. MACHADO （巴西）詆他的提議是意在折

衷的，＂侑還＂字樣是用以顯全原則的。不過改n

有利於委員會的工作。他頲念撤銷他的提案。

Mr. GERAS面睏KO （燕維埃耻會主義共和國

聯盟）對於委員會通遏白俄羅斯提議僅是表決

一項原則的說法不能贊成。他認為委員會所表

決的詞句，如加入屯：最＂字樣，原文的意義卽
將孌更。

Mr. WARREN （美利堅合衆國）請求先表決

主席的提議，關於該項詞句應冽入糾織法何處

應另行表決。

主席將原文措詞，但由於德國及日本的佔

領而致失所的人民，共造送回籍的挫用應磁景

由德國及日本負儋＂付表決。

決。

決議：此項措詞以二十八票對六票通過。

主席將該項原文措詞應否列入前文付表

決議：委員會以二十票對十粟決議將原文

措詞加入前文中。

Mr. VOINA （烏克蘭蘩維埃肚會主義共和
國）額親告員載明有兩項不同的桂詞。

主席同意此項請求，又請委員會注念一廓，
節措詞須稍加更動以便將該段文字列入前文

中：＇，但＂字應以＂以及＂字糅代替之。 • 

主席宣告文件 A/C.3/105-A/C. 5/93 1 中的
第六十四項討論結束。

主席又提起關於第六十五項的提案已經撤

鎗·宜告散會。

（午後一時三十分散會。）

1 參閱大合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正式紀錄·第一委員
合，附件J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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