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稚職擂不但不應創溺，並應予以加強，因爲執
行憲章內所泯定的指令的是行政機梢。

Mr. Ta~ge 並請人事局局長提供關淤鈕約
瓦內居住、交通及生活龔用等問題方面的較詳

藎情報，以便在海外徵聘的辦事人員對於這些

事項能有較質在的知識，而後再簽訂合同。

夏晉麟先生（中國）與前度代表所作的陳述

同意。並覺得在僱員約二,:li.00人中弒有三人

是印度人，這種情勢須予糾正。

就較廣＊的地域分配而論， 他不知邀這在

低薪職類方面是否可行。有如波蘭代表所指出

的，由海外徵聘那些職位辦事人員所找不貨，因
爲如不提高薪給·就多頁發給巨額生活泮貼。

但在高薪職類方面，情形略有不同，每年所

得在三，五00~元以J:.的僱員的一千人，在這
一干人之間的分配狀館應稍均勻。毎一會員國

如能由這些職位中分到約近二十個職位，或為
較有伸縮性起見分到十至三十個鑼類職位，但

至少不熊少淤九個或十個職位 ，那眾比校公平。

Mr. GUBERINA （有斯拉夫）同意祕書處須實

行＊會第一居會第一期會議所通過的決議案。
關於與職員工作無疑義有影睏的薪給及生活狀

況問題 · 他保留於委員會討論提高全部薪、綠時
詔這個問題發言的權利。

Mr. Guberina 不以為比利時代表的意思是

說會員國政府對淤祕害長在任命人員方面施以

限力。南斯拉夫代表團也不解徵求會員國政府

惹見對於秘害長有任何不利的地方。·秘書鷉須
有專門人員，各國政府能供絵關於這些專門」、
員的情報。如果比利時政府不願供給這類悄希
他完全有權不予供拾．不過別國政府另有一穩

瑨法。

關於較平均地域分配的問題，各國政府的

意見應當予以頲及。任何會員國政府不得強迫
祕當長依照其建議而任命人員，不過這些肆議
應向祕書長提出以供參考。如果秘害盡關於莓

一個美國公民申請人都徵求美國政府的惹見，

Mr. Guberina 柞信美國政府將不會同漥委派一·'

*00美國公民為聯合國職員e 所有的批評大
部分是針對祕害鷉所僱用的美國公民人數遏多

而發的，現在絕對沒有人欲譴責美國政府說七

在那些人貝的委派方面向秘書長施用座力。

最後， Mr. Guberina 說：如果委內瑞拉所提
出的決議案不與以前就這個問頲所通過的決議·

案衍突，南斯拉夫代表團很顧意參與討論該涙

議案，並將採取贊成的態皮。

Mr. GA.NEM （法閩西）同漥其他代表就認書

虞所僱用美國的公民人數過多而提出的陳述。

他並願提請注意薪級表有加以修正的必

要，因爲不同職類的數目過多， 毎一職類的性

質文過於專門化。

他希望祕菅長所宜佈將淤眼春舉行的繼檢

＇寸時期對於這個問題加以考慮·o

（午後一時五十分散會。）

第四十二次會議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 13足期四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Mr. F. Er.:-KnouRI （敍利亞）

一一六．認曾長關於祕書處緝織及行政

之報告書

(a) 職員之遴選及訓綠（文件 A/162 及 A/162/
Corr.1) 

Mi ss -SMIETON （人事局局長）提出祕害長報

告書。從地域分配方面看起來， Miss Srriie ton 承

勰職員的徂成，尤共人事局中的職員，在目前

很難令人淌念，不過她說現已探取步驟，以剎

正這種狀態。美國公民如在職員人數中佔最大

多數，大家不要忘記美國公民每年所得的艱鉿

百分之入十二在三，五00哭元以下，同時所有

綽年薪給在＝000美元以下的職員都是由當

地徵聘的。最後，她指出：在人事局七個高職

位中，由美國人充任的二人，英國人充任的二

人，加＊＊人充任的一人。

(A/C.5/138) 

她又提睛注意：祕客長有權與各國政府會

商，以免因會參與法西斯或納粹活動或會與之

菠生關係而被勰爲不合格的人員有進入秘書蕊

的任何可能。

最後，她宣佈：某數代表已表示關切的藍

類過於專門化的問題．將參酌以後緤驗而予硝

究之。

(b) 委內瑞拉代表團關於職員之遴選及訓綠冏

題之決議案（文件 A/C.5/129) 1 

Mr. LEBEAU （比利時）勦議修正委內瑞垃修

正案的第二點，柢抽該修正案第二點第一句應
改玲｀肱害長由任何方面所獲得的情報.......,。
這個修正案的目的在遙免表示秘書長非由各國

1 參祝罰寸件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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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獲得情報不可，因在事實上這個途徑弒是

在祕書長願意時備秘害長利用的。

Mr. GERASCHENKO （蘇維埃秕會主義共和國

糍盟）認為通過委內瑞拉代表所提的決議案是

多餘的。 實際上，聯合國意章以及倫敦時期所

起草的其他文件中對於徵聘方法已有規定，＊

會毫無理由再將已通過的文件11i：述一逼。 Mr.

MACHADO （巴西）同麻這個意見。

Mr. Geraschenko 根信某稠夏勁是盟要的，

不遏委員會的恋見顯然地已鈴祕書長所留意，

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須將之作成一個特別決詡

案。他建議委員會以過去的討論為本並將各種

念見記入議事錄內。

Mr. GUBERINA （南斯拉夫）贊同 Mr. Gera
schenko 所說的一切，並認爲委內瑞拉決議案中

的主要意見都巳在痿章及聯合國箔怖委員會報

告書槀面表示過了。共次，那個袂議案使人覺

得好像是有新事質出現，而為前此文件棄面所

沒有論到似的。

最後 ， 他強調秘害長在用人方面除不得容

許任何法西斯恭員進入聯合國外，有絕對自由。

M r. MACHADO （巴西）說明：他將對該決議

案投反對票，這不是因爲他反對其中的原則，乃
是因為他覺得將那些原則併在一新決議案內是
多餘的。

主席詢問委員會是否願向大會提出一個決
議案。

決議：該提案以十八票對四票否決。

主席強調這個表決的結果，不是說委員會

反對決議案中所載的原則。

(c) 職員退休及保險某金以及有關補助金之暫
擬制度。第五及第六委員會聯合小料委員

會報告害（文件A/C.- 5/122-A/C. 6/128) 1 

主席說逍：各國代表勢須先知漩最後預算
數字而後纔能決定級款比額，以便各該政府
將之列在其本國預算內。

S i_r William MATTHEWS （英聯王國）指出：除

非退休金數額為巳知數，最後數字是無法計算

鸛報告員同惹這個意見。

Mr. STEWART （祕書桌）於答莪蘇聯代表所

問的幾個問題時，提出下列蓁明：
Mr. BURGER （荷閽）不反對委內瑞拉代表的 （一） 小紐委員會建議 2 :徬恤金制度應

意見，但認爲沒有將之作成一個決議案的必要。 對導門機關適用，但須經各該機關請求，不是

Mr. LAMEDA （委內瑞拉）認為聯合國職員的
自勁適用。 其次，各專門機關繳款與聯合國橡

款同，應與其職員所領的薪給成比例。 最後 ，如
才能及忠誠應符合高的水準 ， 並應保護本緋織 基金款數不足以應付其所擔負的義務時，毎一
免受與此柑反的不良影姻。他的決議案不僅祇

會員緤織 ， 包括聯合國及專門襪關在內，應繳
將前文重述－這事宜上憲章中並沒有完全解 納其應掇繳的數額，以抵補某金的短絀數。
決了這個問題。再者，愆章第一百及第一百零 (.:::) 一職員於屆逹退体年齡前而中止被
一條都可以包括在這個決議案內。

僱用時，得領一銀緲數，一次付湝。所有巳逹
他強調須消滅各國政府在祕害處職員的任 到退体年齡或因偽殘而中止被僱用的職員，得

用方面任何影鏖，這種影癌可造成徇私情形與

低劣的工作質素。 · 
領受義恤金，按月發給。

（三） ， 毎一聯合國職員的繳款粗當於其薪
Mr. GERASCHENKO （盛維埃証會主義共和國 給的百分之七聯合國再於其上另加百分之十

珊盟）不以鶯該決議案是個圾決議案，不過他 四。

看不出有什麼需要須將憲章第一百及第一百零 Mr. STEWART 又對於比利時代表所提出的
一條連在一起 ， 並將旨在消滅自利主義與徇私 兩個問題做了下列的答噩
情形爲目的的以前規定軍述－逼。 委員會委員 （一） 极捒第＝十一頁第二節及第三·+.::.
所提出的批評雖然苛刻，不過是確有极據的，單 頁第.::十七節的規定，每一個專門機關僱員如
酮這些批評或足使大會下屆會議在職員粗成上 願意參與聯合國漩恤金制度時，普通得爲該制
引起某種夏動。

度的參與人，但以該僱員依聯合國與專門機躺
主席以爲祕書長如能遵照憲章與委員會委 「詛為定的規定鈎正式専任僱員者為限。不過根

員的幻見為下屆會疇農具一套徵聘職員條例草 即這個搞定的規定，某類僱員，例如已參與現
案，這事就可告一段落，他詢問委員會是否願 有養恤金制度的僱員，不得參與本制度。第二
進在表決委內瑞拉的決議案。 十七節最後所附加的各字的用意，就在使這類

Mr. LAMEDA （委內瑞拉）要求將他的決議案 ．僱員不得參與。 . 

付表決。 (.::.) 除一個例外而外，國際勞t稍織所
Mr． KATZ-SUCHY （波蘭）臨他將對該決議 請求修正及調摛之虞已予採用。

案投反對票，因綰他在原則上反對該決議案，並 — 

認為與政府會商是保證不得違反憲章而僱用的 議案八十二（一），第一四 1L頁。
1 參閱大會第一屆合第二期會議所通過的汰諾案，決

人員進入聯合國的唯一辦法。 渭.I:,附fl·一，第二十八節，第一六O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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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代表懿為百分之二十一數目過高，
Mr. Stewa~t於答榎該代表時宜稻：這個數字是
由專家建議並經人壽保險家報告會核准的數

字。不過本制度既然祇是暫定的，所以這個數
字也可以淤以後煲更之。在本制度下所得的捕

助金，似不致超出任何其他制度所給的數額之
上。

主席指出．．任何剩餘某金不予用掉並應設

法投資。所以手中所保留的款額雖多，那是沒
有妨礙的，因玲這些款額現在不用，可於將來

使用之。

Mr. 」ACKLIN （南非聯邦）認為百分之二十一
這個數字確是很高，但在另一方面可確保識貝

的釋定及安全。不過這個問斯將淤一九四七年

由人壽保險家三人葷予檢討。因此，他贊同美

國代表的意見並認爲在於以後宜行審議這個問

題的條件下決定自卽日起將徬恤某金暫付施行

一年是沒有危險的。 ·

S ir William MATTHEWS （英聯王國）狙以為任

何補助金不得高於各國脊恤金制度所給的數額
之上。共次，某金繳款餌將單獨立一特別賬目，
應由聯合國全權支配，庶不致接生任何危險。最

後，有了一年的經驗以後， ， 大會於下屆會議時
胭可表袂一個以人霨保險家三人親告書爲极懞
的永久制度。因此單為了提高職員的服務精神
起見，他認爲應立卽通過暫行佑1度。

Mr. KIRPALANI （師皮）就所擬敵的補助金數

目而論，他不知道繳款數額是不是過高。他指
出他不反對設立一紙基金，不過他輝惹知漩像

這稚儸土比僱員的鏃款多一倍的制度是不是有

任何先例。

Mr. GERASCHENKO （蒸維埃祗會主義共和國
騸盟）宜稱：」」、祖委員會的工作成積雖然極好，

然而這個制度仍有很多不圓湍的地方。在這種

情況下，尤其是該制度的性質又是臨時的，知

果從緩通過這個制度，以便秘書長以及各代表

得對之加以詳翕研究並與各國痊恤金制度以及
以前各絹織實行的制度柑比較，那糍不是更爲

妥善？他不和信等到＊會下屆會議時再逼過這

個制度就會在祕査處職員闆引起極大反哂。其

次他認爲如果倉卒採取決議， 以後卽不易再作

貨大更動。 ＇

他與比利時代表同意，認為在沒有確知各
專門機關在若恤金方面巳做了些什麼前眾瞎各

該猥關適用本腈度，很不適當。某次，由於各

專門樸關所在地的地域不同，這種辨法很易引

起嚴軍的貨幣問題，尤其在迢貨方面的問題。

關於美國代表所認為過多的聯合國繳款，

現在還沒有人將之核對一下以決定那是不是令
理的。一個較低的徽款率，例如僱員繳百分之

、 珥聯合國繳百分之十，狠有可能就足以磾頃
退休職員的物質藹系IJ。

因此，許多問題無論對於小緝委員會步｀：
至對於各專家：顯然都還沒有十分明朗。頹琫
代表又一度促請從緩討論本制度，等到大钅T下
屆會跟時再討論之。就目前而論，現有某金沔
用以付伶因健康上一類理由而不得不暫停:.:Cf乍

的職員。目前唯一可安排的辦法祇是那些與直

常羽用有關的辦法，例如為兒黨教育與醫募§芸

而核撥款項等。

Mr. VANDENBERG （美利堅合奈國）充分承鼯

盛聯的提案極其有理，但認為美國代表圍専蓀

餌釁得預定計劃有以臨時性質試行的佰亻麻，宅

不予職員以任何巳得的權利，他也不得不達差往

各該專家的意見。

他追述：依照各該専家的意見，這個計壑

有欠圓滿，因為該計劃對於低薪與高薪職類J\
員間所可領受的補助金沒有加以臨別。巽區I代
表團臨為：低薪職員所可領受的利盆金·百另且

應較高。

Mr. Vandenberg擬在試辦的原則下接受這

、 個計劃。

Mr. 」ACKLm （南非聯邦）願意知臨這倨申

豁］如不見諸執行，翦審長是否睇為這將有礙萘

事人員的徵聘。

Mr. STEWART （秘書盧）答稱：退体及莞仕

韭金如付闕如，這賊使辦事人員的緻聘更熔困

難。
他指出：這個計鄉］如再延期一年通遏，在

此期間，若有疾病或死亡情事，就無法付給補

助金。
依照現行辦法，職員的繳款是由其薪玲項

，下扣除百分之六。關於職員方面的繳款，1\lr.

Ste\vart說：如果這個百分比提高到百分之七或

百分之七以J:.,聯合國就須將以前二者之間所

有的差額殫補起來。

Mr. KlRP,ALANI （印度）對於修改業已臨行的

現任職員薪級表是否合法事＇表示懷疑。
Mr. STEWAR~ （秘害處）說明小机委員會荃

於這個問題會予詳盡審査，為了使本文的意義

睏瞭起見．該小緝委員會提出一個修正案．指
朋如果某稚制度行將於以後加以修正，職員不

得利用共受聘時所存在的該穰制度而從中取

利。例如：大會如果決定修改繳款鸊職員不控

堅持共應繳的繳款不變。另一方面，當一職員

e.死亡面共遺孀已在領受徬恤金時，該遺孀伍

按其夫兑亡時生效的比率領受疾恤金，不謚裘

1 參閱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合議所通過的快議案，；t
諳案」｀十二（一）附件一，第芒十七節，第一六－
直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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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其他職員死亡時所可領受的程恤金有無變
更。 Mr. Stewart緑說：＇」、絹委員會建議於每一
職員加入猩恤金制度時，應將這些情形提該該

職員注意。

Mr, Stewart於答襄燕聯代表的問題時說：
僱員所繳納的節約儲金，相當於其薪綠的百分

之六，而聯合國又陸同鑛納百分之六。

Mr. GERASClIENKO （盛維埃紕會主羲共和國

琊盟）不解如果這個計劃不通過，為什麼秘書

長就會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他競為如有苑亡

或永久廢殘情事，秘害長可藉例外情形名義由

節的儲金項下等措必要款數。在這種狀況下，

他認為節的儲金足敷今後一年內所發生的任何

事件之需，他不認為第五委員會方面有立卽做

一個決定的必要。

因此，他提議從緩核准第五及第六委員會

福合小維委員會就退体及徬恤金所提交的報告

書，等到＊會下屆會敵時再表決之。

決議：燕維埃肚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所

提提案付表決，該提；案以二十票塗f九票否決。

Mr. GERASCHENKO （蒸維埃Jfd:·會主義共和國
聯盟）提議通過一個祇對聯合國適用的制度，不
必將其適用範圍推及各專門機關。

Sir William MATTHEWS （英聯王國）宜稱：這

個提案對於專門襪關不公平，各該機關應有加

入這個一般制度的自由。因此，他要求蘇聯代

表撤回其修正案。

Mr. GERASCHENKO （蒸維埃祉會主義共和國

聯盟）指出：聯合國不是保險公司。就一個保險
公司言，危險愈分散，保險公司的地位也意釋

定。如在下一年內，在程序上不得不有更動，這

又須與專門機關訂立新搞定。薪聯代表不睇鶯

專門機關職員等到一九四八年再參與本制度，

會發生任何不便。 , • 

因此，他提議將與専門機關參與這個一般
制度有關的第二十八節鵬去。 ＇

決議：盛維埃耻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所

提提案付表決，該提案以二十四票對五票否

決。

Mr. LEBEAU （比利時）着軍第三十七款的軍

要。他提請委員會注章：委員會行將通過一個

暫行制度，該制度將自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七

日起見諸實行 ， 並將對死亡及廢殘情事有所規

定。
他續稱：大會於下屆會議期間，必將作成

某種更動，僱員不得因此而要求其時他們已得

的權利。到了下年度於暫行制度業經檢討與永

久制度業經建立以後，大會就再不能修正現有

磁員在餐恤金制度下所享有的權利。除非於辨

事人員初進入聯合國時就給以疾恤金制度的詳

情，並告以以後絕不能作成對於他們不利的更

勁，不然，徵聘辦事人員就會有極大困難。

Mr, Lebeau 唯有在生效期間不超過一年的

條件下準備1衣現有暫定形式接受這個制度。

Mr. STEW~T （秘害處）指出：依照A湘委員
會的渲見，＊會籃時有修正本制度之權，這個
權利不限於制度成立的第一年。其次，他續稍：

如果比利時代表的瑨法能代表一般的恋見，則

將第三十七節最後一部分剽去欬可得到所欲得

的結果。

主席睇爲這個問題應等到審査永久制度時

再討論之。

M;. KrRPALANI （印度）不識＇」、料委員會的意
思是不是在授權大會瓠時有更動本計劃之權，

又不識在法律.l:.是不是容許在合同中附赦一條

款，准許僱主片面改動合同。

主席將小緋委員會報告害付表決。

決議：第五及第六委員會聯合＇卜稍委員會

報告害以二十八票對零核准。

主席提諝委員會注恋筌恤金計劃),,".=+
節，共中特別論及由大會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選

舉職員補助金委員會委員三人及候補委員 ．

人，任期各三年。
他提出兩個辦法：一個辦法是將報告害送

呈大會核准，而後由大會將之發還第五委員會

以選舉職員補助金委員會委員；另一個辦法是

立卽選舉職員補助金委員會委員，而後將一切

決讖送交＊會。

報告員贊成這個提案，並提到A、絹委員會

報告書，槀面靚定：大會應進行選舉暫行條例

第＝十節中所規定的職員補助金委員會委員三

人及候補委員三人。
關於選舉程序，他以為應採用不記名投票

方式。
他腮錫所選定的候選人的居住地不得離聯

合國會所太逮，並提議授權委員會負責職員與

各代表團會商以擬定一個二十人的名單。 一俟

該名單擬就，卽於當日午後舉行選舉。

Mr. VANDENBERG （美利堅合衆國）提敵以
Mr. Al~meyer 爲候選人。

Sir W i lliam MATTHEWS （奐聯王國）提識以
·• Mr. Georges Peissel （法蘭西）為候選人。

Mr. GANEM （法蘭西）提瞄以 Mr. Jacklin 

（南非聯邦）為候選人。 Mr. Jacklin 表示威謝，

但宣佈他不能接受。

Mr. AGHNIDEs （希臘）提鏃以 Mr. Lebeau （比

利時）為候選人。

Mr. BURGER （荷蘭）朋酯這個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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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GERASCHENKO （蒸維埃肚會土歳共和國

嘛盟）以為不妨俟至下次會議時再探取決議。

主席同意將委員三人與候補委員三人的選
舉事延至午後會諮泱定。

Mr. 'GANEM （法蘭西）又同論到頃巳通過的

親告書，說明他以為將家屬津貼定為毎一兒薰

鋂年一四四美元是不夠的，他願請祕書長及諮

詢委員會對這個問題前加考慮。

主席以爲這個問題可於下屆會跟討論永久

計劃時再審査之。

－－七會費閲縣委員會轅告書
（文件 A/C.5/Sub.1/W.5) 1 

Mr. ]ACKLIN （南非聯邦）說：會攢委員會親

告害雖有漏洞．然而他準備接受之，因為那楽
面栽有極有用的統計數字。

他認為小緝委員會所提議的會貲比額表是

某於其與各會員國磋商的結果，因此倘不與關

係政府會商並＇徵得七們的同溶是不能增加會救

的。所以 1也保留他本國政府在這個事項方面所
有的桿fU 。

參閱附件六。

土席臨爲：各代表團的看汰飯都是一糅，現

在無法付表決。

Mr. VANDENBERG （美利堅合佘國）承認各代

表或不得不作某種保留，因為他們須與本國政

府會商，不過這個事實不應妨礙A、綿委員會報

告書的通遏。

他欣悉小徂委員會的意見極共一致，並稻
這大部分應歸功於 Mr. Martinez Cabanas。

Mr. LUNDBORG （瑞典）提請委員會注意小緝

委員會就新會員國第一年應掇緣的會戥而提的
提案（文件 A/C.5/Sub.1/W.5, 13 (b）（三））。瑞
典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方加入聯合國，
所以該國政府不得不考厲其立坞。在這糠情況
下，他保留該代表團在這個事項方面所有的權

利。
Mr. TANGE （溟大利亞）說道：這個文件分

發很晚，他不及與他本國政府會商，因此他反
對將這個牽涉到一筆五0,000,000美元
款數的宦大問題立卽付表泱。

Mr. FRISCH （丹麥）要求榦以較多時間以便

他與他的代表團會商， 並提議等到次日再付表

決。
主席同溶照辨。

（午後一時十五分散會。）

第四十三次會議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四午後三時在紐的成功湖舉行

土席： Mr. F. EL-KHOURI （敍利亞）

．一一八．選舉職員輻利基金委員會委員

主席請推舉職員躡利委員會的委員。

報告員 Mr. . AGHNIDES （希臘） ， 提出 Mr.

Kirpalani（印皮）和 Mr. Chernyshov （蘇維埃壯

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名字。

Mr. WRIGHT （委員會秘書）宜佈七個候選

人的姓名如下： Mr. R. Lebeau （比利時）， ． Dr.

Diego Mejfa（牙命比亞）， Mr. G. Peissel （法闍

西）， Mr. K. V.. K i rpalani (1:11度）， Mr. \V. P~ 

J. Ko痧r （荷蘭）， Mr. A. J. Altmeyer （美利堅

合衆國）， Mr. P. M._ Chernyshov （蒸維埃魮會

主誤共和國騸盟）。

按投栗結果， Lebeau, Altrneyer 及 Cherny•

shov =先生當選為委員； Mejia, Peissel 及 Kir

palani三先生當選爲候補委員。

(A/C.5/139) 

一一九·聯合國善後救擠總署所辦各種社

會藹利工作移交聯合圍辦理

主席於是諸委員會對於文件A/C.5/1232加

以注意 ·並請 Mr. Mi lhaud （第三委員會所屬第

一IJ、絹委員會之秘害） 向委員會解釋該文件中

第＝頁及第三頁所裁之第十八項。

Mr. MILHAUD 說，這個決議案經美國及

南斯拉夫所提提案（文件 A/C.3/137)a 的修正

後，業由第三委員會予以一致通過了。

經濟猩尿璸理事會於十月間台通過一個決
議宰 ， 請秘害長建議將騸總所辦之醞利工作移

交聯合國辦理。

鑒於事實上第三委員會業巳接受了這個決

敵案，所以經濟蜃肚會理事會所屬之耻會問題
常設委員會實盤要資金， 以實旋這個決議案，

，參閱附仟五 C。
3 參閱附件十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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