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十八次會議

一九四六年十＝月七日是期六午後三峙在鏵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Mr. F. EL-KHOURI （敍利亞）

--o. 審議國際難民租織組織法草案中
有關頊寡及財政問題的各條：疽

織法草案第十條及附件二的修

正案（文件 A/C.3/105 .1-A/C.5

/93) 

一·第六十四項，白俄羅斯盛維埃耻會主

義共和國提案

Mr. FORUASREV （白俄頲斯蘇維埃『d:會主義
共和國） ．．願對委員會在午前會議中已通遏的提

案原文提出低正案。他提議在該提案末句＂遣

送回籍＂後加＂以及生活維持1t"字樣o

Mr. Formashev 說＂生活維持1t"一詞的泡義
及範圍，在午前的會議中已咩加討論。他不願

再度引起辯論，睛委員會將他提敵加入的字樑

付表決。

決議：白俄羅斯艱維埃祉會主義共和國所

提的修正案以十三票對九票否決。

＝．第六十六項：南斯拉叁挫叄

主席說第六十五項巳由提案人撤鉤。餚委

員會對於第六十六項的討論加以限制，因為大
部分的原則問題已於一般辯論中以及以前數次

的會議中討論過。

Mr. MAITES （南斯拉夫）說他的提案並不反

對國際難民絹織的賽用由共會員國共同負擔的

原則。不過，他願意提醒委員會，卽行還哦爭
摧毀的國家或這敵軍佔傾的國家不特財政拮

据，且合以＊宗款項援助本國失所人民的囘國。

在以前各大的討論中，委員會同漥顧及榛國及

日本的繳付能力，這兩國是失所人民流離顥沛

的責任者。將這稽顧盧推而及於失所人民的原

居留國血是正當的。大家同意關於愆國的任何

決定應由管理德國的當局採行。遺哦爭摧毀國
家的支付能力應由各該國家的政府自已估定，

這也是公允的。

Mr. Mattes 指出智利及秘魯所提的修正案

酪略顧到暹一點，但並沒有對本問題作充分解

答，因爲現在的問題是怎楳枱予受戩爭的痛

苦者以特殊的待遇，這些天痰餘生者不特受

了物質1:.的損失，而且地受了親屬偽亡的損

失。

1 參閱大令第一屆全第二期合議 II:式紀錄，第三委員
合，附件1LC。

(A/C.5/118) 
. ' > 

Mr. YOUNGER （英聯王國）說英聯王國的代

表團對於還眼膈的國家未賽缺乏同情心，不過

認爲應當指出一點，gl這些國家的特殊脩形，在

計算會1t分揖額時，已加以考慮｀0 • 

Mr. Younger不柑信這些國家的情形可以和
德國的．情形和提並論。新組織對於七所能支配
的經荘應該規定－OOgf{.法，＇E的預符應該有一

個匽同的基礎。 如果一開始便剧立自由捐助制

皮，使得財政狀況搖擺不定，那麼便要與純全

的財務措施背漵而馳了。

Mr. WARREN （美利堅合衆國）：贊成英國代

表的意見。他認爲南斯拉夫提案與第十條第四

項牴觸。該項問題已於經濟特『士會理事會討論，
所採決議十分明顯：參加國際難民練織與否是

自由的，但是對於事業費預算是必須鑠款的，因

為這樣國際難民稹織才能得到必需的周轉金以

完成宅蕷用浩大的任務。

Mr. Warren 又提及自由捐助原則已實施於

政府間委員會 ， 其結果則是三十六個會員國政

府中 ， 祇有五個願意繳納事業狂的。政府間委

員會的經驗充分證明南斯拉夫的提鎄是難以實

施的。

Mr. GERASCHENKO （盛維埃耻會主義共和國

聨盟）說南斯拉夫代表的惹見值得委員會的注

這｀。這法西斯佼犛的國家處境困難·這是沒有

人能否認的。他強調說南斯拉夫的提議祗針對

事業費預算，與行政費預算無關，因爲行政茯預
算是應當依比例表分攝的。還峨禍國家已經花

了大宗款項使失所人民囘歸原居留國，這一黯

是應當記得的，e.經花去的我用也應當顧及，這

才算是公允。

有些會員國似乎怕新料織要澶遇財政上的

困雛， Mr. Geraschenko 認為這種困難是很容易

克服的。因為南斯拉夫提議的原文使得有關國

家的自由捐助縐數可以預先邾遂。事業裴預箕

可以由該緤織的其他會員國分揖，同時顧及這

嗽禍國家的自由捐助，此郝捐助的數目應預先

适知。因此編製預算似毫無困難。蘇聯代表團
贊成南斯拉夫的提案。

Mr. MACHADO （巴西）說巴西代表團認為不

得不反對南斯拉夫的提案，因為深怕該提案將

造成財政責任的再度分劃，因此而創溺國際共

同努力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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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哦頑國家的財政拮据悄形已由國際難民

絹織的財政委員會正式子以考Jitl:, Mr. Machado 

提及有些國家在鏹納事業費預算所盟攢用（包

括遣送回籍的賽用）的第一部分時， ， 已經獲得

有分之四十的核減。同樣，在靈新定居的計割

上，上述國家的分配顬是最低徼的百分之o . o

五。此外，由於同樑的顎廠·國際難民粗織的
'才畋委員會允許上述各國可以實物繳納。這些
數字顯然是臨時性質的，如會員數目較預料的

為少，那麼分擁額可能要增加。但為按助澶戰

爭摧毀甌域所已採的措臨大致仍要維持原瞄
的，因為這樣可以使上述浜域在繳納事業戥預

算的經賽時，可以依較小的分揖額。

Mr. Machado 再三申述該項串業有保存共

國際性的必要。他說遣戰禍祗域如能接受共同

責任的一部分，便將增加共他政府的饭意與努

力．這樣對於新緤織之完成其重要目標是大有

裨盒的。

M r-. LEBEAU （比利時）贊成巴西代表的念

見。他提及第三委員會中，比利時代表圍合經
指出這是一個國際体戚根關的裴本問題。各會
員國或者接受此種体成相關的責任·那麼必铜

繳納國際難民社織的事業教預算；或者會我的

繳納便須宜告為自顧性質，這樑煎大的困難是

可以預料的，而國際休戚柑關的原則批獄要受
到威脅了。

因此，比利時代表團反對南斯拉夫的提議。

Mr. MATTES （南斯拉夫）將各項反對意見一

－研究說編製一項常年預算，顧及預先確定
的自由捐助數目，似乎並不是一件因難的事。

他認為市荊拉夫的提案並不與第十條第四
項抵觸 因為這祗是為受戰禍的幾個（五個）國

家請求特別待遇而已。他又說自由捐助祗影嬰

到全部預算的一小部分，如國際難民緋織須純

粹依靠遣峨禍國家的資助，那麼該組織便銀以

存在了。

至於國際闆的体戚和關 ， Mr. Mattes 說這

種關係同然可月財政上的捐獻來表現，但亦可

用合作的惹志來表現。 如果不但不使澧戰禍國

家的加入合作為不可能而更便利它們的參加新

緝織，那麼國際体成相關的原則將因此而加強。
Mr. Mattes 認窩南斯拉夫的提案如獲通過，則其

最＊成就便是立出一個國際休戚相關的榜樑，

向受戒禍國家證明各會員國對於它們是何等的

關切。
最後， Mr. Mattes 指出關於會巽分揖額所

舉的數目字似乎並不完全正確。國際艱民緋織
的財政委員會將南斯拉夫對第一會計年度的事

業費預筹應緣的會痰定為百分之c ．四＝。他請
獅合國注念不要使南斯拉夫儋負它所不能承受

的財政責任。

涙議：南荊拉夫提案以十四票對十票否涙，

棄權者十＝。

三．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團所提有關第＝項

(a)款的修正案（文件 A/C. S/113) 1 
·-

Mr. WARREN （美利堅合衆國）指出修正案

用意祇在使第十條第二項 (a) 款的措詞比較明

顯而已，其實體並無變動。 瀬措詞使第二項的
(b)款無存在的必要，因對美國代表團睛求如修

正案通遏，（b）款卽行蒯去。

決議：美國提案以：：：：十四票對零通過。

Mr. MA這S （南斯拉夫）說第三委員會已開

插審議有關國際難民絹織的問頲，他指出第五
委員會有許多委員願恋參加該委員會的討論。

Mr. S.ASSEN （荷閩）贊成此意見，正式請求
第五委員會延期討論國際難民繅織的緑織法草

案。他促請此項提案卽付表決。

決議：委員會以十八票對I` 票決議不延助
討論。

四．第六十七里：智利及秘徨代表闃騮合·

提出的玲案。

Mr. BoZA （祕魯）說此項提案的唯一目的是

便利A、國之加入國際難民綠織，該維織與其他

會員國絲槀不因此受到妨礙。

他希望委員會審瞄該提案並通過之。女[I委
員會否決該項提案或其他類似的提案 ， 祕魯將

歉難加入國際難民縝織。

Mr. CoLBJOERNSEN （那威）認為該提案難以
接受．因爲他在國際難民雜織中剧出＂準會員

國＂的名目 。 委員會已經表決反對自由捐助的

辦法 ．因爲一切有礙預算穏定的挂施都將減少

國際艱民緤織的功效。如果想要毆轂一個贤生

效能的機構，必須使它有經常的收入c 如此項

目的不能逹到，那就不必改弦頁張，不如任由

現在的管理當局繼續照料千千萵萬的難民和失

箭人民，因為任何將就辦法的蓖行，共第一個

吃虧的便是這些難民和失所人民。

Mr. YOUNGER （英聯王國）贊成那威代表的

念見。他強調說自認為不能以貨幣鑠納的國家

可以實物鑠納。

Mr. DE HOLT CASTELLO （哥命比亞）說上述

提案的用念是為便利一些國家的加入國際難民

組織。以哥侖比亞言，它的容納移民可能性比

歐洲國家＊得多，不過這些國家和哥命比亞一
櫟，對於應繳納的會我數目之高威覺惶惑。他

睛各代表在表決時不要忘了這一點。

1 參闞附件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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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WARREN （美利堅合衆國）贊成那威代表

及英國代表的意見。他指出各政府對於參加國

際難民稹織與否，有決定之自由。而且，第四
項已經解決了祕魯及智利代表團所提議案內所

表示的憂盧。

Mr. RozA （秘魯）答莪 Mr. Warren 的話，說

我們所應注意的並不是有關國家有沒有參加國
際難民精織的自由，而是宅們事實上確願參加，

但要尋求使此參加成為可能的方法。這並不僅

是一項銀錢問題．而亦是一侗時闢問題。
決議：祕魯及智利代表團的提案以十五票

對九票通過，棄權者十四。

繼乃討論應於何處加入適所通過的一段文
字。那威代表睇為應列入第四條或第十七條，

因為這兩條是有關新會員國之入會問題的。

主席賅爲這是一個會我問題，仍應置於第

十條中。

報告員 Mr. AGHNIDES （希臘），提議由祕書

桌決定在措詞上作必要的修正。

決議：經主席提議，委員會決議將本問題

交付秘書處及第三委員會與第五委員會赧告員

處理。

五．第六十八項：智利及秘魯代表團聯合

提出的議案

主席指出：該提案與上面的秘魯及智利代
表團的提案關速，是由於以前的一項決議而産

生的程序問題，無需加以討論。

決議：該提案以十三票對零通過，棄權者

二十五。

*· 第六十九項： 白俄羅斯恭維埃祉會主

義共和國所提議案

Mr. Fo血ASHEV （白俄羅斯蘇維埃肚會主義

共和國）說該提案與第六十四項修正案是有關

連的。該修正案［氏未通過，白俄羅斯蘇維埃紕

會主裝共和國代表撤銷其提案。

七·第七十項：法蘭西提案

Mr．晊ISSEL （法蘭西）說明所以提出第七十

項跟案的理由。該提案應在第六十九項前討

論。
法國政府請＊＊規模煎新定居方案的經戥

應作為自由認捐而非強迫繳納。此項經賽的性

質與行政我用以及大部分事業龔用有別，這是

第二條第一項(b)款下的(iii)目所巳緤說明的，

卽集體性的雷新定居應就＂可支配的經咒＂辨
理。因此，稍織法在這一方面的用恋是不祀此

項共用作為經常貲用潛待，各國的經咒繳納應
是自由捐助性質。為決定此種繳款的數目起見，

第六十六項提案的第二段關於程序方面有很好

的提議。

Mr. · MACIIADO （巴西）說在國際事務上，他

總是贊成裴用責任共同擔負，不分彼此的原則。

他認爲着手一件國際性行動而不實施此項原則

是危險的。

Mr. YOUNGER （英聯王國）提及他自己亦是

反對自由捐助的原則的。

Mr. WARREN （美利堅合衆國）說目前集體

頂新定居的經費並不高，不過在未來各年中可

能要增加的。因此制定一個對於現在沒有什麼

不方便的原則，對於將來可能是危險的。是以

他將於表決時反對法國提案。

Mr. GERASCHENKO （蘇維埃耻會主義共和國

聯盟）說國際難民斜織的主要任務是遣送難民

回籍而大規模葷新定居的辦祛仍祇是一個方案

而巳。毎一個國家應能自由決定某是否參加該

項工作；通過法國提案後可以便利此項決定之

採取。 ·

主席將法國提案付表決。 • 

決議：第七十項提案以十六票對十一票逼

遏·棄權者十。

＇辶第七十一項：美利堅合衆國提案

Mr. - WARREN （美利堅合衆國）指出：他的提

案溜在應付不糢納會賽的悄形。凡在規定期間

不繳納羽用的會員失去在執行委員會及全體＊

會中的表決權。他說聯合國憲章第十九條有類

似的規定。

Mr. GERASCHENKO （恭維埃肚會主義共和國

聯盟）指出：此項修正與英聯王國對附件二所提

的修正案不搞調，英國的修正案規定國際難民

斜織的臨時預算適用分季繳款辦法。 I 

Mr. YOUNGER （英聯壬國）撤鑌他提案的這

一節。
主席將美國提案付表決。

決議：第七十一項提案以二十二票對一票

通過，棄權者十五。

九． 第七十＝項：白俄羅斯藍維埃jftl:會主

義共和國提案

·白俄羅斯代表團撤銪共提案。

十．第七十六項：英聯王國提案

委員會中有人認為此項修正案應於第七十

三項表決前表決：因為第七十三項是隸罔於該

修正案的。

Mr. YOUNGER （英聯王國）指出：他的提案

是從另一個台為第三委員會通遏的提案（文件

A/C.3/56) 1 出菸的。依該提案，國際難民緤織

1參閱大會第一屆令第二期會·諾il-式紀錄，第三委員
會，附件1La ．內有此文件。

五三



得與1占領當局簽訂合同以罹保鑠民的照料及生
活維持。當前審議的提案祇是為賡施上一提案
而規定其經攢來源而巳。

該提案規定會戥可以實物繳納，為羅民照
料及生活維持所賽的款項應作有關政府的一項

支出。 Mr. YOUNGER 撤鎗提案中的第六段。他

說第七十三項及第七十四項提案祇是措詞上的

修正案 ， 他同意將該兩項撤銪。

Mr. FEDER畊IEL （丹麥）指出：依英國提案，

一個供絵雛民衣食的國家如所支費用高於它應

籙納的會費，，E沒有權利將這筆超額的支出請
求記在帳上。這稚辦法似欠公允。
他提迤遴居丹麥的德國人，這對於丹麥的

預算是一個軍大的負贍。他又指出：如通過莢
國提案將多餘的緇擯自事業我預算的照料及生

活維持項下轉入＊規模煎行定居項下，與適所

通過的法國侈正案不合。

•• Mr. YOUNGER （英聯王國）認為保留這一款

是正常的 · 使得國際難民料織在一成立時，不

致於超過預期的攘＊擔負。

Mr. MATTES （南斯拉夫）認為應就確屻的裴
用而首，不應极據不能實證的計算所作成的估

計。 他又指出：提案第四段等於以特殊地位玲
予若干國家．尤其是英、美兩國，使得宅們有
控制預算內若干部分的特權。

他不知逍如以實物繳納是可能的諾，誰去

以款項充實預算上的剩餘部分。這一條款將使

國際難民親織缺乏美元。

Mr. WARREN （美利堅合衆國）睇鶯不應當

通過此提案。國際難民紐織有權與佔領當局簽

訂合同，這是已經規定的，此稀合同的詳細內

容無需於料職法內加以確定。

他亦認爲第四段的結果是使若干政府有控

網預算中若干部分的特權。

Mr. YOUNGER （英聯王國）說附件所述紙有

關第一會計年度，因此他的提案內所規定的措
旖祇於一年內有效。

他的提案憐＊幹事長的權力可以將某一部

門的預算款項移至另一部門，就如國際頦民稍

織財政委員會在事業蕷預算的第二部分所作的

建議似的。

Mr. WARR睏（美利堅合衆國）指出：第三委

員會正在審議過渡辦法。如第五委員會想討論
國際難民絹織與佔領當局簽訂搞定的詳情，那
便無異對該問題預作主張了。

Mr. GERASCHENKO （藍維埃肚會主義共和國

聯眾）反對提案中的第三段及第四段。他認為

會費支配權應屬之國際難民緤誠的全體大會。

他認為接受1占領當局所作估計而不加調

査，如第三段所提議那般，是要不得的。 ．·

主席將英聯王國提案付表決。

決議：第七十六項提即以加票對二票否深，
棄權者=+。

十一·第七十五項：白俄羅斯蘇維埃耻會

土鏇共和國緹案

Mr. GERASCHENKO （蘇維埃祉會主羲共和國

聯盟）提議將第一段及第二段內的問題分開，使
有關行政經裴及事業經裴的行文得以湝晰。第

一段可以規定行政經莪，陷以分灘額。第＝段
栽定事業經.W,亦用以有關的分損額。

主席指出：原文並不妨礙白俄羅斯提案的

通過。
Mr. PEISSEL （法蘭西）願惹鄭軍指出，在分

撮額未決定前， ＇ 不能將研件＝付表決。他贊成

薛聯的提案，因為它有使該附件明晰易解的燄

點。
M r. . COLBJOERNSEN （那威）願意知逛是不是

應當在附件二內將一九四七年規定為一個時
限， 因為他柑信如果國際難民徂織維織法在這

一年來還沒有批准的諾，那麼它就永途不會寅

施了。
主席亦認爲應規定一九四七年為第一會計

年度。他說朋件二全文應俟委員會審議國際難

民紐織第一會計年皮的臨蒔預算及分擬額後再

什「表決。 " . . 

+.::::·表決第十條全文

主席提議將修正後的第十條全文逐項表

決。
• Mr. LUNDBORG （瑞典）說：瑞典政府對淤國

際難民机織徂織法的寸：要各方面還不能獲得沛
晰的麒念，所以瑞典代表團不參加表決。

夏先生（ 中國）說該問題正由中國政府考愈
市因此他不能參加表決。 ' 

Mr. CoLBJOERN臨N （那威）請委員會注惹第

六十八項提案的法律方面。為避免佤觸起見該

提案應述同第十七絛悉心研究。

1 Mr. GERASCHENKO （恭維埃肚會土漩共和國

聯盟）藁稱他反對委員會所贊成的第十條措詞。

最初決定國際難民机織的經贊由億國及日本負

擔，後來，該條款經以＂儘嘏＂字樣限制面有變

瓦，所以蘇聯代表圍將於表決中反對該條。

土席以修正後的第十條全文付表決。

決諳：修正後的第十條以十二票對六票通

遏．業精者十四。

Mr. MACHADO （巴西）請求將巴西代表團的

栗權栽入紀錄中。 他所以採取此種立場是自於

法國提案的通過。 巴西代表團認為該提案使第

十六條全文難以接受。

（午後五時五十分散會。）

， 五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