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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O次會議

一心六－一年十＝月十沁 a 星期.::;.午亻支三呤三十

分

議程項目玉十五·

聯合國剛果行動：費用概算及籌款辦法（清

完）

第五委員會提送大會之報告書稿（綠完）．．． 308

議程項目六十七：

聯合國國際學校： 祕書長報告書 （綠完）…．．． 308

第五委員會提送大會之報告書稿（綠完）．．． 308

議程項目3i.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算（縁完）

大會第二期會議．．．．．．．．．．．．．．． ．．．．．．．．．………．．． 308
聯合國財政狀況及前途（ftE) …·………..309

有關臨時及非常費用之決議草案．………．． 313

有關周轉華金之決議草案．………………．． 313

委員令工作緒柬．．．…．．．．．．．．． ．．．．．．．．．…．．．．．．．…．． 314

第九一一次會議

一汜＊二年.::;.月.:::..+-a 星期三午前十一呤十
五分

第四委員令於文件 A/C.4/L.730 And Add.1 

And 2 And Add. 2/ Corr.1 內就議程項耳四

十九提出之決議草案所涉經襪問題．………．． 314

第九一二次（本屆末次）會議

-汜*.:::..年.:::..月 .:::..+.:::..a 星期四午投三咔四十

分

第四委員會於文件 A/4929/Add.1 內就議程項

目四十九提出之決議草案壹所涉烴栗問題．． 316



議程

（註：下列各項目係照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及十月十三日大會主席致第

五委員會主席兩函(A/C : 5/8801 and Add.12)中所列次序編列。各項目後方括孰

內數字係指該項目在大會議程中之號數。〕

大會於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十三日分別暴行第一0一八次及第一

0三六次全髖會議時，議決將下列第十六屆會議程項目發交第五委員會審議具

報：

一·一九六O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届終之會計年度財政毅告與決算及審計委員會

報告書（五十二）：

(a) 聯合國；

(b)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c) 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賑處；

(d) 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所經管之自願捐款。

二． 一九六一會計年度追加概募 （五十三）。

三．聯合國經貲分撰比額表：會費委員會報告害（五十七）。

四．檢討祕害處之工作與緑織：依大會決議案一四四六（十四）所指派專家委
員會之報告害及祕杏長對該報告害提出之建議（六十一）。

五．聯合國之行政及預算程序：依大會決議案一六二0 （十五）所指派工作小

緯之報告書（六十二）。

六．聯合國職員箋卹金聯合委員會常年報告書〔六十六）。

七．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算［五十四）。s

八．委派大會各輔助楓關人員以實懸缺（五十六）：

(a) 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

(b) 會貲委員會；

(c) 審計委員會；

(d) 投資委員會：認可祕書長委派之人員；

(e) 聯合國行政法庭；

(£)聯合國職員接卹金委員會。

九．人事問題〔六十四）：

(a) 珌害處職員地域分配問頲；

1 文件 A/C.5/880 所載項目一至項目十九之先後次序係經第五委員會第八四七次會議通

過，列入共工作計割 (A/C.5/L.671) 。

2 文件 A/C.5/880/Add.1 只涉及項目二十（九十四）。

3 在本項目下第五委員會同時對於依大會議事規則第一五四條規定，發交該委員合之各

項決議草案所牽涉之經費問逅加以審議；各該決鏃案係就議程項目十二、 十二及二十八、二十

一、三十、四十一、 四+.:::.、 四十七、 四十九、 六十九、七十七、八十七而分別提出者o

.. 
XV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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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定期任用職員所佔比例問題；

(c) 其他人事問頲。

-o. 國際文官專門人員以上職類職員基薪及服務地盤調整數：國際文官制度諮

詢委員會報告害及祕書長報告害（六十五）。

一一．聯合國緊急軍（二十六）：

(a) 緊急軍維持費概弈。

一二．聯合國剛果行動：費用棍算及舒款辦法（五十五）。

一三．預算以外款項籌募委員會報告書（六十」。

一四．各專門楓關及區際原子能總薯開支悄形之審計報告害（五十八）：

(a) 技衍協助擴大方案專欬帳下所撥技衍協助款項之開支；

(b) 作爲特設基金會所辦計劃之華行楓關之開支。

一五．聯合國與各專門槻關及國際原子能總署間行政及預算之協調：行政及預算

問題諮詢委員會赧告書（五十九）。

一六．聯合國新闢工作：祕書長報告書（六十三） 。

一七．聯合國國際學梭：鉍書長報告書（六十七）。

一」辶聯合國圜書館；諱書長報告魯（六十八）。

一九．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報告書 （第十章）（十二）。

二o. 擴大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九十四）。

關於議程項目九十三＿一對於達格．哈瑪紹先生及其隨員不幸喪生詳情舉行

國際調査一一大會主席於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致面第五委員會主席請該委員

會注意決議案一六二八（十六）第六段，依該段規定，大會議決在第十六屆會期

間由該管委員會對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八日飛楓失事致f必會長及其隨員喪生一項事

件中罹難人員家屬給予適當賠償問題加以審議。



第八四六次（本屆首心會議

一沁六一年汜月.:.:.+a 是翔三午亻k+.:.:.咔臼十分紐紛

代埋主麻： Mr. Mongi SLIM （突尼西亞）

遐皋主麻

- . Mr. ZOPPI( 義大利）推舉 Mr. Hermod Lannung （ 丹麥 ）爲主席。

二． Mr. QUAISON-SACKEY （ 迦納 ） 附議。

學委員令0頫耒決， Mr. Lannung（丹麥） 當選今卸店 o

午4史十一咔五十五分疚令

第八四七次會議

一汜六一年十月:::.a 星翔一午执三呤=+五分暴約

主席：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主麻致開皋詞

一· 主席以委員會各委員選舉他爲主席，使他
國家與他本人同感榮耀，特表示感謝。 他向各委員保

證， 必將竭盛全力， 以應有的公正態度主持討論。他

深信第五委員會在全體委員合作之下， 定能順利完成

它在本屆會所而臨的特別繁重工作。記得委員會與祕

書長及祕書處全體職員都有特別緊密的連繫，所以他

深信委員會也必定願意隨同各方面表示悼念祕書長以

及同時遇雛各職員的意思。

二． 他對首次參加委員會工作的獅子山代表， 表

示歡迎。

選皋副主麻

三． Mr . CHELL!（突尼西亞） 推舉 Mr . Alfred 
Edward ( 錫蘭 ） 爲副主席。

四． Mr. GEORGIEV （ 保加利亞） 附議。

坦委贝令0頫未決 Mr. Edward （錫蔚）當選為

副主席。

五． Mr . EDWARD （ 錫蘭 ） 感謝委員會各委員

選舉他爲副主席，使他國家與他本人同感榮耀。哈瑪

紹先生勇敢正直， 盡忠和平， 殊堪敬仰；他代表錫蘭

代表團，對哈瑪紹先生的逝世，也和大家一同表示哀

悼之忱。

暹皋栽．告員

六． Mr. CUTTS （ 澳大利亞） 代表澳大利亞代

表團，也對哈瑪紹先生的逝世，表示哀悼。

七． 他推舉 Mr. Arrais （ 委內瑞拉 ） 爲報告員。

八． Mr . QUIJANO （ 阿根廷 ） 在表示悼念哈瑪

紹先生之意後， 贊成提名。

九． Mr. GREZ ( 智利 ） 及 Mr . RODRIGUEZ 
FABREGAT( 烏拉圭 ） 也附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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垠委頁令0項耒決 Mr. Arr厙（鈺孽 ） 當

選為祁者頁。

-o . 報告員 Mr. STET ARRAIZ （委內瑞拉）

感謝各代表團支持他的提名，並說他對哈瑪紹先生的

慘死，也要和大家同暨表示哀悼。

委員令..:c.作約安排

(A/C.5/880, A/C.5/L.671) 

一一 ． 主席歡迎行政及預尊問題諮詢委員會主

席 Mr. Aghnides， 說他的經驗學織大有助於委員會的

工作。委員會無疑也會一如以往，希望Mr. Aghnides 
能充分參加委員會的討論。

一二． Mr. AGHNIDES（行政及預算問飆諮詢

委員會主席）對委員會的盛意深表感激 ， 並向委員會

保證決不濫用特權。

一三·主席促誘各委員注意大會主席聘列發交

第五委員會審藹具報各項目的來函(A/C.5/880），並

請他們注意臨時工作水序的建誤(A/C.5/L . 671) 。.:r:

作次序勢須不時修正， 但委員會或不妨接受所建議的

一般安排；尤其是最前面三個項目 ， 委員會當可按其

排列次序先行審議。除議程所列各項目外，委員會對

於大會其他各主要委員會決議所牽涉的行玫及預算問

頲，一定還要提出意見。同時委員會無疑也會一如以

往， 將此類問頲送請諮詢委員會審議具報。

一四 ． 委員會將要舉行多次選舉，返補大會各輔

助楓關員額懸缺。此類選舉一部分似可在議程項目討

論已皐而通常散會時問未屆的委員會會議裏舉行。如

各代表團能立即提名， 他自當深爲感激。說到這裡，

委員會尤宜於最早可能日期選舉諮詢委員會委員一名

接替現已辭職的那一位委員，任期至一九六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届満。有人已提出一名候選人了，委員會

可於下幾次會議的某一次會議舉行這個選舉。

一五．委員會各委員如願就議程上若干項目發表

一般意見時，可於一九六二年度概縛初讀時發表。

工作~If (Al C.5/ L.671) 煞准。

午投臼特蒙令

第八四八次會議

一九六一年十月 四 a 星期三午4文三峙十五分區為

主麻 ： Mr. Hermod LANNUNG ( 丹麥）

犧程項 目五十二

一九六O年十月三十一日居終之會計年

度財政報告與決箕及審計委員會赧告

書 ：

(a) 聯合國 (A/4777 , A/4808) 

mt委頁令圭启 Mr. Gotzen 因主席計， 疣委贝

令議启。

一 ． Mr. CUTTS （ 澳大利亞）提請委員會注意

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報告書 (A/4808) 中討論

本組織全部現金狀況嚴翦情勢的第六段。．澳大利亞代

表團認爲第五委員會於接受財政赧告與決募時應當鑒

悉諮詢委員會關於聯合國現金狀況所表示的意見。澳

大利亞代表團對於諮詢委員會擬繼續注意這個問題並

在適當時侯再加硏究一節，表示欣慰。

二．主席 提議由委員會建議大會通過下列泱謅

草案：

＂大會，

｀｀ 接受聯合國一九六O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眉

終之會計年度財政報告與決篡及審計委員會之證

害 (A/4777) ;

＂二． 贊成行政及預纂問題諮詢委員會在其

致大會第十六屆會第三次報告害 (A/4808) 內提

出之意見。＂

三． Mr . SOKIRK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說，他不能投票贊成所建議的決議草案，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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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項財玫報告與決箕有關之預算內列有聯合闕韓國

紘一善後委員會以及所謂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表一類

棫關的經費，而這些稹關的工作原是蘇聯所不能贊同

的。

四 ． 主席 說，在這種悄形下他要將這項決議草

案提付代決。

決裱早案以五十三票對禾通過，苦操考加。

(b)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A/4783 and 

Corr. I and 2, A/ 4809 and Add. I) 

喵合國兄全呆全會（兒童秦金令）麩行幹事 Mr.

Pate 息土席請，疣委員令試席。

五． Mr. ZULUETA （西莊牙）在 Mr. ARRAJZ 
（ 委內瑞拉 ） 贊助下，向兒童基金會執行幹事慶賀該

緤織決算編製的明晰及其在全世界各地所辦業務的成

效。

六主席提議由委員會建議大會通過下列決議

草案：

＂大會，

＂一．接受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一九六O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屆終之會計年度財政報告與決算以

及審計委員會之證書（ A丨4783 and Corr.1 and 
2); 

｀｀二．備悉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在其

致大會第十六屆會第四次報告書 (A/ 4809 and 

Add.1) 內提出之意見。＂

決誤单案逼遙。

七． Mr. PATE （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執行幹事）

向委員會主席及各委員保證，兒童菡金會將繼續竭力

工作，不負他們的信任。

兒童去金會:♦JI.行幹;f Mr. Pate 退席。

(c) 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賑
處 (A/4782, A/ 48IO) 

賜合國近柬巴勤所埠難民救流工琭底（近束工賺

太）心Mr. Moe 息主席請，汜委員伊禱

八． Mr. PRICE （加念大 ）臨 加拿大代表團

對於諮詢委員會報告書 (A/4810) 第六段內所提到的

程序表示闕切。他希望知道各主管財務當局曾否有楓

會與該工賑處討論此項程序，並且希望知道他們會否

接獲不再發生這種悄勢的保證。

九． Mr. AGHNIDES （行政及預冥問題諮詢委

員會主席 ）在 Mr. TURNER （ 財務主任 ） 支持下說

明該工賑處業已向有關當局提出必要的保證。

一o. 主席提議由委員會建議大會通過下列決
議草案：

＂大會，

"一．接受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

賑處一九六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終之會計年度

決算及審計委員會之證書 (A/ 4782); 

＂二．備悉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在其

致大會第十六屆會第五次報告魯 (A/ 4810) 內提

出之意見。＂

決議早案連過。

i!i:.束工胝哀代l-.M1'. Moe 也席 。

(d) 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所經管之
自願捐款 (A/4781, A/4811) 

瞄合國麻民宰宜高絨專員代東 Miss Cohn 尾主

席祖沈委頁令祇席。

一一．主席 提議由委員會建議大會通過下列決

議草案：

＂大會，

＂ 一．接受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鄒管自

顾捐款一九六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終之會計年

度決算以及審計委員會之證書(A尪781);

＂ 二．備悉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在其

致大會第十六屆會第六次報告書 (A/4B11) 內提

出之意見．＂

法誤草者通遏。

聨合因難民亨宜禹絨專員代1t. Mi ss Co厙追席 。

審計委員令主席 Mr. Gotzen 也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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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璸目五十三

大會－第十六屆會－第五委員會

域經濟委員會擴大方案以及開辦新的新聞處也使第十

款費用大約增加了一三0, 000美元。

一九六一會計年度追加概箕 (A/4870,

A/4902, A/ 4909, A/ C.5/ 872) 

一：：： ． 主席 指出， 秘書長在其報告書(A/4870)
內所請一九六一年度追加經費共計七七三，五七五美

元， 同時預料收入方面可以淨增二O四，O四0美元。
行政及預算問題諮朐委員會於其報告書 ( A/4902, 第

十三扆）內建議一九六一年度撥款應予增加七五四，

000美元，亦即將鉍書長所提概算總共核減一九，

五七五美元。諮詢委員會又在其報告書第十四段內建

議核准謫書長所提訂正收入概寡。

一三． 委員合各委員想必已經瑨到， 委員會將要
審査的追加椴築並不包括若干共他支出項目。其中一

個項目一＿紐約服務地禁等級問題－一壬坏E另外的幾

備文件 (A/C.5/872 , A/ 4909) 內討論， 現在委員會

亦已收到這些文件。

一四 ． 因爲諮詢委員會所建議的核減數爲一總

數， 所以他首先要將豨害長提出的追加概弈逐款交付

表決 ， 然後請委員會表決諮詢委員會所建議的總核滅

數。

一五． Mr. TURNER （財務主任）說 ， 基於祕書

長在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算 (A/4770) 序言第七十三

段至第七十六段內所提出的理由， 所需追加數額原經

估計爲一百莒美元至一百五十寓美元。不過後來有若
干項預定支出卻未曾達到預期數額：例如聯合王國管

''.- -.,「'

喀麥腩託管領土的全民表決費用 ， 已經宜告休會的登．
止核武器試驗問題會議費用 ， 以及原定舉行兩次而僅
一....~' ,``,,,`=·•····• ..

舉行一次的國際商品會議費用。另一方面， 一九六一
年也有事先取得諮詢委員會同意而已承擔或將承擔的
新支出項目，特別是關於萬國宮現代化（八一， 00

0美元 ） 和安哥拉悄勢問題小緝委員會（二七，00
0美元 ） 的裁用。不過請求追加經費的大部分額外支

出 （五八二，000美元） 都因會所及日內瓦聯合國歐

洲辦事處一九六一年內會議計劃特別繁重所致o 大會

第十五屆會第二期會議的特別烴費三00 ,000美

元已經證明尙嫌不足， 一則因爲該數頲內未曾列有第

十款總務費的額外費用， 再則因爲第二期會識原預定

爲五個半星期， 但後來關會竟達七星瑚之久。此外還
必須再請撥六四，000美元，作爲新聞廳其他生利
方案之用 ， 此數可由雜項收入項下收囘。最後， 各區

一六．祕書長報告害 (A/4870) 明白表示了現在

預計的一九六一年度額外費用 ， 並對預算內每一款所

擬增減之教詳加說明。

一七． 當然， 該報告書並未計及紐約服務地禁涸

整數改訂等級自一九六一年佣始生效後所引起的額外

費用 ， 也未計及籌備聯合國應用科學技衍以利發展較

差地區問題會議所牽涉的經貲問題。該兩項費用經分

別估計爲一六一，000美元及一八五，000美元。

一八．他不反對諮詢委員會所建議的總核減數一

九五七五美元。 當第五委員會對一九六一年度追加

概算決議草案探取行動時， 他將說明他如何打鉺將此
項核減數適用於曾經諮詢委員會挑出來加以評論的預

算各款。

一九 ． Mr . .GREZ { 智利 ） 說，關於追加溉寡的

數額以及額外支出的理由， 每年都在逐漸設法實旅第

五委員會的鵐議， 令人極感欣慰。所獲進展不但是由

於祕書處的努力， 而且是由於祕杏處與諮詢委員會進

一步的協調。

二o. 智利代表團擬投票贊成諮詢委員會的提

案， 將一九六一會計年度初步撥款增加七五四，00
0美元。 它並將贊助一九六一年諤備聯合國應用科學

技術以利發展校差地區問題會議所需的追加經費一八

五， 000美元。

二一 ． Mr . SOKIRKIN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 認爲目前提出的追加概算只有七七三，五七

五美元， 而不到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棍算序言中所預計

的一百五十萬美元之數， 並不足以證明這些額外開支

確有理由， 因爲這項追加概寡並不是提請委員會審議

的最後概寡。如果大會將紐約服務地盟等級自一九六

一年起予以變頁． 似乎就再需要二三0 , 000美元。

同時爲了器備聯合國應用科學技術以利發展校差地臨

問題會跟，恐怕又要一八五，000美元。亳無疑問 ，

還有其他額外開支項目要提出來。

二二． 與已往各年情形相比較， 追加概算所列各
項費用沒有一項可以列入臨時喪用一類；所有有關各

項目均已列入一九六一年度經常預算，祕害處應能從

現有撥款內或從其他項目節餘項下勻支，因爲就目前
的預築形式說，祕書長在這方面的伸縮餘地是很大的。

珌書處沒有遵守撥款範圍， 其原因．所在，蘇聯代衷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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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在第五委員會說明了：那就是秘害處不把預算當

作一項必須遵守的基本文件。舉例來說，貓書處用在

大會第十五屆會第二期會議的款項校原來核撥的三O

0,000美元增加一倍，然而第二期會議的會期並
未較所預期者爲長，同時也不是所有各主要委員會都

貪OO會；這種悄形的發生不是因為支出估計的錯誤，

而是因爲在資源一一不論在經費方面或者在人力方面

＿的運用上缺乏合理的計劃。

二三．第五委員會業已再三說明，經常預算中所
列的初步支出緤費，是祕書處可以計劃與搖制的，不

得超出。然而所提出的追加概算卻偏與一些最平常的
支出項目有關，例如第十款的電話及電赧費之類。迢

是對於聯合國應有預算規律的一項極嚴重的破壞。

二四．再者，珌書處沒有設法爲有關各款的其他
項目確立一涸優先次序，並從各該項目下攙節經費來

抵僙額外支出。例如會所建築物建築及工程調査（第

七款）項下所未勁用的款項約計五五，000美元就
並不成爲一項節餘，因爲那筆款項早已充作其他用

途。同時，爲賠償因國籍理由遺受國秕黛政權迫害的
蟋民而核撥的款項，其未動用部份的悄形，亦復如此。

二五．至就日內瓦一般事務人員及工人薪俸與工

袞增加以後所引起的頲外支出來說，鶿聯代表團認爲
聯合國不當以兩個專門楓關業已核准增加爲藉口，就

自動探取這項步驟·聯合國韶害處，應該以大會的決
議爲依歸， 而不以這個或那僻專門擴關的決定爲依
歸。

二六．麻聯代表團復認爲，有些特派團的存在，

現在已不再有理由，或者從來就沒有任何理由，所以

聯合國對這些楓關也不當核撥款項與提出追加概寡。
例如自從一九五一年以來就爲印度與巴基斯坦問題設

有一位聯合國代表，他的最後一次報告書是一九五八

年提出的，同時他簡直不可能處理有關印度及巴基斯

坦的問躡，因爲他住在紐約；然而預寡內卻爲他列有

－笨三三， 000美元的經費。同樣地， 也不當提出

聯合國韓國琉一善後委員會概算，因爲該模關徒然使

該國繼續分裂，認可反動政權的活動，並延長冷戰。

蘇聯代表團也要強硬抗議有關所謂聯合國匈牙利問題

代表的概算，因爲偉的工作是不合法的而且用意也同
樣在延長冷戦。

二七． ． 一九六一會計年度通過的預算是聯合國有

史以來最高的預算，其中所列款項應該足夠經常及臨

時兩種費用．

二八． Mr. KESZTHEL YI (匈牙利）認爲所已
提出或即將提出的追加撥款數額＿前者約爲一百五

十莒美元，後者約爲五00,000美元一一特別令

人不安，因爲大會已經核准了一個打破紀錄的一九六

一年度預算．珌害長赧告害 (Al487O) 第四段所提到
的減少並不是興正的節餘，只是未動用的款項。匈牙

利代表團和其他許多代表團一樣，認爲臨時及非常費

用以及超出撥款的支出應由節餘抵充。諮詢委員會於

赧告書 (A/4902) 第十段中所提倡的預募規律原則迄

未得到充分的尊重。

二九．關於第十八歙一特派團， 他反對所請列

的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表經費一三，000美元。匈

牙利代表團要再度抗議該代表的活動，認爲那些活動

與憲章及聯合國的宗旨不合，同時構成對一涸聯合國

會員國和一個主權國內政的非法干涉。大會第十五屆
會並未通過任何決議案核撥該項工作的經費，事實

上，那些工作徒然人爲地延是一幅冷戰的問題。同棵

地，爲了在第五委員會及大會所已提出的理由，他也
不能接受所請撥的聯合國韓國統一善後委員會款項。

他對於每年都爲大會業已核撥烴費的預算各款請撥額

外款項一事表示遺憾，因爲這無異推翻大會的決定，
也許使得大會對於本腿織的財務行政不再能行使適當

的控制。

三0 . Mr. SMITHERS (聯合王國）說，若干
年來，關於聯合國行政及財務事項第五委員會曾與哈

瑪紹先生保持密切接觸，所以她的死將爲第五委員會

的一項特別損失。澳大利亞代表已經指出，他的死正

值聯合國遇到財政危穢的時候。他欣悉一九六一年度

追加檄算一般說來較已往各年爲小。聯合王區當然希

望把那儲概弈盡力減至最低限度，适且希望諮詢委員

會有關預算的規律的建議見諸實行。他認爲消除所有

一切追加撥款的請求是不大可能的。再者對這種請求

負有蚩任的不只是認害處，而且還有那些作成決定的

聯合國楓關，所以它們應當注意盡量避免在大會通過

預篡之後再發動任何足以引起本組織膊支的工作。舉
例來說，各位代表應當了解大會第二捆會議所將引起

的費用，在可能箱圉內本年度必須避免舉行。

三一．他贊成諮詢委員會的各項建議。

三二．伊藤先生（日本）同意各位代表追悼哈
瑪紹先生的話。

三三．他準備贊成所請的追加經費以及諮詢委員

會的各項這議。他雖然對財務主任所作的說明極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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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不過他要知道財務豳對於諮詢委員會所建議的

. `'總核減數＂一九，五七五美元到底打算從棍算那幾款

內核減。

三四． Mr . SAHNI （印度 ） 認爲一個像聯合崮

這樣的緝織不可能事先對一切費用作正確的估計，因

此請求追加撥款是無法避菟的。她欣悉這次請求追加

的撥款實較已往各年的數顬爲低，而且還曾設法遵循

一種較爲合理的預寡程序。他準備贊成所請的追加撥

欬，以及諮詢委員會所作的結論。他強調諮詢委員會

於其報告魯 (A/4902) 第十段中所提出的鄭靈建議，

除非有不得已及無法避免的原因，務須防止經費超出

情事，並須以其他項目的節餘款項抵充臨時費用。他

希望道些健全的原則將來甚至更忠實地實行。任何節

餘，不論數額如何微小，都可使預算總額降低，因而

可使經費移作優先項目之用。假如祕書處能夠爲各代

表箔想，草擬一種類似＇，聯合國概覽＂的小冊，將一一

聾如說吧－—一小诗會議的費用、一整天會議的費用

或一種會議的費用（包括翻譯，複印文件，等等）說

明，那就好了。各位代表如果因此進一步了解這些貲

用及其如何分配的情形，她們便會明白從什麼地方去

節省經費了。迢種小冊將極爲有用，因爲雖有各種努

力，預纂仍在年年增加，本綠織的財務情況仍然極端

令人不安。

第三敖．薪俸及工矢

三八． Mr. SOKIRKIN （蘇維埃『士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說，爲了他已經說明的理由，他將投票反對第

三款訂正棍冥。

第三款TT正涇免三．五，＾＾＊，＊00美元'A*+
七票對十票通過。

第五款．職員祿費

第五款訂正涇奇.:::.,0.:::. 四，000美元一玫通

遏。

第入款．釆久設備

第，、款訂正緤嵒四一0,000美元一致適過。

第九欬．房3也之維持、管理天在金

第元款讠T正涇亮三，三..::.上，七五0其元一玫遹

遏。

第十赦．鏸移費

三九． Mr. SOKIRKIN （蘇維埃祉會主義共和畸

聯邦）說，違反財務及預鏵規律的最重大情事是在第

十款內。爲了他以前所陳述的理由，蘇聯代表團將投

票反對第十款內請撥的經費。

第十款訂正涇奇三，＾－六，000其元以*+^
三五． Mr. RYBAR（捷克斯拉夫 ）說提出超逸 票對十票通過。

兩百萬美元的追加概算，特別使人遺憾，因爲大會一

九六一年度通過了一項破紀錄的七千三百萬美元預

弈，已使會員國感到負擔沈重了。他在原則上反對道

種追加概冥，因爲大會已經通過本年度所需的撥款。 遏。
他強調必須遵守諮詢委員會在其報告書中所提出的預

築規律原則。此外，捷克代表團對於妨害維持各國人
民和平與友誼以及目的僅在延長冷戰的各項工作也反 四o. 益席 說，第十三歙至第十七款沒有掲：出
對撥給經費。因此他將投票反對所請撥的聯合國匈牙 追加經費的請求，不逸委員會以後會要接獲一項諄t

利問瓿代表及聯合國韓國統一善後委員會款項，同時 求，將一九六一年度第十三款、第十四款及第十六歟
他將投票反對全部追加概箕。 經費未動用部分童新撥作一九六二年度描助新獨立及

三六． Mr. NOGUEIRA BATISTA （巴西） 說，
新產生國家之用。

她贊成諮詢委員會報告書 (A/4902) 。他促請委員會 第十入款．靼滅團

注意該報告書第十毅並且希望盡置適用補償原則，以 四一． Mr. SOKIRKIN （麻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區
求避免增加支付力區有限各會員國的負擔。 聯邦）請求單獨表決第叁項一一聯合國韓國統一華後

三七．主席將一九六一會計年度追出棍算 (A/ 委員會—一及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表訂正櫛算。
4870) 中訂正溉鐸與最初撥款不同的各欬提付表決。＇ 琊令圉斡回统一恙4友矣匱令

第二款．特別合議 , [ 

第十一款．印屠費

第十一汰tT正涇蕢一 ,.::;..-O ，七玉0其元一玟．道

第十三赦至第十七敖．技併方案

第.,.::.款．訂正埕嵒五四上 ， 四00吳元一玫逼遙。

扛缸亞着一六一 ，0001-元法大十二票對十菜

通過，吾惟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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喵合囷句矛利問蓮代求

訂正涇靑一三，000美元以五十一爭對十.:::.票

遠過， 奎権考十七。

第十＾汰讠「正埕費.::=. ,^^^,上.1i..0其元'A*+

沁票對十票通遏，荼才祖考..::=.。

第十九款．璜合國外，，，事務

第十沁汰訂正埕魯一,.:::...::. t生000美元'A*+

，，、票對禾迢過，荼楫考十。

第二十款．璜合國難民事宜窩級專員辦事貞

第.:=.十汰訂正涇賣.::=., .::=.*0,000美元一玫迢

遙。

第二十一款．國楳祛浣

第.::.+-汰tT正緤賚上＾－，＊00美元一玫通

遏。

誇詢委員令將秘書*'fr請追茄經停核減一汜，五

七五美元的走議 (Al4902, 第十三段）一玫通過。

放入溉箕

歧入第二汰．预其以外祅，掖汰

-tr..iL概其一，＾五二，k＊0美元一玫通過。

收入第臼欸．＊信帶合國郵票（瑚合國郵政子3里局）

訂正抵其一 ，一三五．，000美元一玫通過。

收入第五汰．＊侈出版物

訂正抵其三kk，元00美元一玟遠遏。

收入第＊汰．導遊事蕎及飲食供愿事務

讠「正牴羿七上四，＾00美元一致遠過。

四二．主席指出，委員會以後將要接獲其他追

加經費的請求。因此委員會大概願意暫緩表決有覇追

加概募的決議草案，不過珌書處仍應依照委員會的決
定，實施預算。

決定如裱。

紐約聯合國令所服務地誌等級問題

(A/ 4909, A/ C.5 / 872) 

四三．主席說，祕書長根據服務地照調整數問

題專家委員會的調查結果，建議將紐約服務地描調整

數自一九六一年三月一日起從第七級改爲第八級 (A/

C.5/872; 第六段）。諮詢委員會基於它在報告書 (A/

4909) 第八段及第九段所述的理由，建議紐約自一九

六一年六月一日起從第七級改爲第八級。這兩項提案

引起的一九六一年度預第第三款一一薪俸及工資＿

追加經費，一爲二三0,000美元，一爲一六一，o

00美元。

四四． Mr. TURNER（財務主任）說諮詢委員會

的建議顯然使珌書處的職員感到有些失望。不過他了

解諮詢委員會對於職員不曾踴躍囘答一九六0年九月

分發問頲單的情形是很關切的，既然不大踴躍，所以

這次抽樣的代表性如何，很可懷疑，且一九五九年六

月至一九六O年六月期間房租雖然確有增加，但是增

加的實際程度如何，也因此引起了若干懷疑。他將諮

詢委員會提議繼續研究迢涸問題以便搜集有決定性的

統計證據來在服務地熙調整數指數方面應用一描，表

示歡迎。現在他不擬堅持第八級服務地黠調整數應自

一九六一年三月一日生效的提案，但是希望第五委員

會能夠通過諮詢委員會的建議。

四五． Mr. KITTANI （伊拉克）說，調査所得

的資料不足以證明消費者物價指數的房租部份應由一

項專爲國際職員計箕的成分來代替。祕書長報告書第

一表顯示 (A/C．釕875), 實際上到一九六一年五月

底這項未調整的指數才達到了應將紐約改高一級的程

度。因此他贊成諮詢委員會關於這一熙的建議。

四六． Mr. ARRAIZ（委內瑞拉）說，委內瑞

拉代表囷雖然了解諮詢委員會在其報告書所提出的理

由，但它仍願贊成祕書長的提案。

四七． Mr. SOKIRKIN（蒜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說，紐約服務地照調整數似乎每年都自動地

改高一級。這種趨勢必須予以斜正。再者，任何薪俸

或工資的增加，即使是有理由的，也當從預算方面的

調整抵充，以免增加預算的總額。因爲這兩個理由，

蘇聯代表圃礙難支持將紐約的等級自第七級改爲第八

級。

四八． Mr. GREZ( 智利）說，智利代表團隨時

都覺得職員輻利應予確保，所以它將投票贊成諮詢委

員會的建議。

四九． Mr. MALHOTRA（尼泊爾）說，上一次
紐約服務地黠調整數變更時，職員認爲自第六級改至

第七級的生效日期並不符合生活費的實際增加。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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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要支持邱耆長的建議，不過鑒於財務主任剛才所發

表的陳述，他將贊成諮詢委員會的建議。他最後說 ，

爲聯合國職員着想，生活費的增加是一種必須予以考

慮的現實；那怕預算總額增加或者若干代表團認爲預

鉺太高。也是不得不考慮到的。

五o. 主席將諮詢委員會建議(Al4909，第九

段）交付表決。

誌曲委員令所提將錨鈞珝合國令所康崧此點諱整

欬白一心六一年＊月一 a 起役第k絨次為某，、級的走

吣A*+」、票對零通過，舌植者十一 。

五一． Mr. TURNER（財務主任 ）說，如果大

會沒有任何相反的指示， 那末珌書處就擬對第五委員

會核准增加之日在職的職員適用第八級的調整數。

午投五特五十五分蘩令

第八四九次會議

一沁六一年十月五a 星翔四午前十呤五十分紐紛

主麻：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Mr. C.H. W. Hodges( 短不列卹尪幻禰莉璐
合王國）已獲行法定多鈥票，委員令特丈試佳令化念

鏡程項目五十六

委派大會各輔助機關人員以實懸缺：

(a) 行政及預箕問題諮詢委員會 (Al

4821/ Add. I. A/C.5/L.673) 

一．主席請委員會遘出一位候選人，遞補行政

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委員一人辭職後的懸缺 (A/

4821/ Add.1, A/C.5/L.673). 

M1". Zelleke （科索比亞）及Mr. Serbanescu(璋

馬尼亞）島主启ii,任撿票贝。

行玫及預昇問晁謗的委員令委員，戶Mr.A. H.M. 

Hillis 未沿任期。

二．主席提議授權報告員就本項目直接向大會

具報。

決定:l0議。

謙程頃目五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尊 (A/4770, Al 
4814, A/C.5/881, A/C.5/882) 

一銀．討訟

舉行無记名投票。

還票．德麩： 60 

廢票： 1 

有汶票敖： 59 

紊権 ： 。
麥茄坻票＾鈥： 69 

法定多款： 30 

所科票敖：

Mr. Hodges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

聯合王國）．．•．.…... . ............ .. . . .. 58 

－侯選人．．．． ．． ． ．．． ．．．． ．．．． ．．．．．．． ．．． ．．． ．．．．． 1 

三． Mr. TURNER（財務主任） 提出一九六二

會計年度概寡 (A/4770) 。 1

四． Mr. AGHNIDES（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

員會主席）提出諮詢委員會關於一九六二年度棍寡飴］

報告書 (A/4814) 。 2

五． U HLA OUNG（緬甸）指出一九六二年度
棍弈總額僮校一九六一年度撥款增多五六四，二0o

l 財務主任發言全文經以文件 A/C.5/881 分發，並載＾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屆合，附件，蟻程項目五十四。

2 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主席發言全文緤以文件～

c.5/882 媯，並載入大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屆會，附件．嘛
程項自五十四o



第八五O次會議－一九六一年十月六日
9 

美元， 可能因爲上年度經費有驚人增加，故費用方面

已漸趨穩定。緬甸代表團雖對預算逐年遞增感到關

切， 但它知道經費之所以增加， 並非由於調度無方，

實因各會員國提請施行的方案增多， 而各項服務、 材

料及設備的費用又逐漸上漲所致。緬甸與其他諸小國

一樣，對預算劇增， 雖惑憂懼， 但深知聯合國是一個

不斷成長的緑織， 活動增加， 經費亦須隨之增加。麵

甸明瞭此項事實，又對聯合國懷有堅強信心，所以雖

感負擔沉重，也願意承擔其義務。可是它要強調一

燕， 大家對於活動的擴增， 必須加以合理的限制， 並

應經常注意保持最低限度經費。

剛果 （ 雷登市）代表之陳述

六． Mr. KIWEWA ( 剛果， 雷堡市 ） 說， 剛果
代表團願再度對祕書長的慘死表示哀傷，因爲它深切

知道哈瑪紹先生爲服務聯合國而死， 尤其爲盡力幫助
剛果而死。剛果因哈瑪紹先生、 總理魯孟巴先生以及

其他許多剛果人士相繼死亡而這遇的一連串悲慘損

失，必須終止。因此，他籲請那些對剛果苦難情勢負
有責任的人記住一盤：剛果心目中僅是一個目標，就

是准許所有的人都在自由的剛果國裏享有他們應有的

地位。所以他希望他的國家能受到公正的待遇。

午拔十.;;.呤.;;.-t分歆令

第八五O次會議

一沁＊一年十月＊日主翔五年前十咔曰十五分暴約

主麻：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項目五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箕 (A/4770, A/ 

4813, A/ 4814,. A/ 4910, A/C.5/869, A/ 

C.5/870, A/ C.5/ 874, A/ C.5/ 881, Al 

C.5/882）（靖前）

一銀討訟 （續前）

一． Mr. MORRIS （賴比瑞亞） 說，賴比瑞亞哀

悼祕書長的逝世，因爲賴比瑞亞和其他許多小國一樣

已經把祕書長當作朋友看待了。他的工作使它們有了

一種新的希望， 並使人類命運受了永久的良妤影嚮。

二． Mr. VERRET （ 海地 ） 認爲委員會應澈底
考慮聯合國預算增加對小國將有何種影響那個重要問

題。小國很願意履行它們的義務，不過它們的財力有

限。首先發生的問題是額外的費用應該怎樣分配： 是

不是每一個國家的會費都要增加， 還是用新會員國的

會費來抵銷額外的開支？

三． 海地代表團認爲， 從改變紐約會所服務地黯

譏整數级別及辦理聯合國應用科學技術以利發展較差

地區問題會議事務等項目所請列的額外款項看， 聯合

國的確必須採取儉約政策， 避免浪費， 集中力量來做

對大家有利的工作。這種政策才足以保證本組織財政

的穩定。服務地燕調整數級別的改變雖然是世界上一

個最大城市生活費用增加的表示，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

世界三分之二地區的人民卻還過着極其資窮的生活。

四 ． 預寡不斷增加是一個組織興盛的證明。海地

代表團十分希望聯合國興盛和在世界事務上發生切實

作用，但有一個限度，那就是會員國要能負擔得起本

緝織的費用才行。 大多數會員國面臨嚴靈經濟困難，

任何額外的財政負擔都要引起進一步的犧牲， 不是縮

減它們國內事務，便是另外加稅。海地像大多數發展

落後國家一樣，對於那些並不於大家有利的計劃，恐

怕很難分擔額外的經費，並且像其他各國一樣， 對於

預算不斷增大的趨勢，也表示憂慮。

五． 因此，海地代表團認爲所核定的任何額外開

支都應以緊急性質爲限， 並應由各國按經濟能力分

擔。在危急的世界情勢之下，本組織不應爲企圖改善

一羣職員的境況而妨害他人因爲那種企圖所需的資金

可以用來辦理更有盆的工作， 例如對發展落後國家的

技徭協助或新聞服務。我們應該根據傳統的簡樸美

德，實行新的作風。 ' 

對於以個殂私人姿格在璜令國各機關及椎助機關任職

委員酬仝鈴什問蓮的全盤檢討 (A/4813)

六． 主席說， 第十五屆會時，第五委員會曾請
祕書長及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對這個問頲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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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盤檢討並向大會第十六屆會具報。 1 諮詢委員會在

共報告書 (A/4813) 第三段內促請注意它對這個問題

的原則立場， 並在第六段內說， 檢討結果並沒有發現

新的因素，足使委員會改變其前此對於專家楓關委員

酬金給付問題的觀禁。第五委員會面前的概算是以大

會核定的某幾種酬金給付現行辦法爲根據的。

七． Mr. CUTTS （澳大利亞）說，澳大利亞代

表團像諮詢委員會一樣， 在原則上一向反對給付專設

楓關委員的酬金。不過，它承認廛年來也有若干例

外， 已經成了聯合國財務慣例方面的一種皝定辦法。

這種例外違背了某種任命原是一種榮舉和名望而不應

給予赧酬的原則。他認爲第五委員會應該准許繼續拾

硐必害長備忘錄所稱的各項酬金 （ A/4813,· 附件 ），

但應靈申它在原則上反對給付專家概關委員酬金的意

思。今後如果必須再有任何例外時，一概應以特殊l者

況爲限。

八 ． 關於大會所派擔任專案性質特殊工作人員的

報酬問題，澳大利亞代表團完全同意諮詢委員會在其

報告書第九段及第十段內所提出的立場，並認爲那個

立場應由第五委員會所通過的決議案明文認可。

九． Mr . RYBAR （ 捷克斯拉夫）說，全盤檢討

的進行， 是捷克代表團在第十五屆會所提建議的結

果。那時差不多所有各票代表園都認爲當選聯合國職

位是一種榮譽，除領取一定的生活津貼外， 不應該再

有其他任何報酬。

-o . 諮詢委員會對這個問題一貫採取堅定的立

場。在以前關於這個問題的一件報告書內， 2 諮詢委員

會不贊成給付國際法委員會、中央常設鴉片委員會、

麻醉品監察楓關和行政法庭委員或法官的酬金， 並曾

消楚聲明它在原則上反對酬金的給付。它在這次提出
的戟告書 (A/4813) 第六段內又熏申了那個態度。

一一． 有些代表團雖然在原則上反對給付酬金，

不過認爲不准某一楓躺獲得其他楓問在同樣情況下已

經獲得的權利，未免不大公平。那種態度是可以理解

的，可是如果第五委員會繼續建議種種例外，它便可

能發現它已把原則完全放棄了。例如在諮詢委員會報

告書所附備忘錄第三十八戾及第三十九段內， 祕書處

曾經提出聯合國匈牙利問題穴表應否付給酬金問題，

l 參閱大會．花式紀錄， 第十五屆會， 附件， 議程項目五
十， 文件 A/4609 , 第十段o

2 同上， 第九屆會，補編第七號，第二六九段。

這個事實就清楚地說明了不嚴格遵守基本原則的危

臉。

一二． 關於那個備忘錄第三十段內所說的兩個可

能解決辦法，他認爲最好把現行例外給付辦法廢除，

而對所有專家被闕委員一視同仁。這個辦法足以取消

現在辦法所造成的不公平現象，符合大家普逼接受的

原則 ， 而且反映幾乎所有各糜代表囷郯對聯合國預冥

數頲龐大和繼眾增加感到憂慮的心理。捷克代表團以
後可能根據這幾盤提出一個具體提案。

一三． Mr. SERBANESCU（羅馬尼亞 ） 說，大

會決議案六七七（七 ） 所訂的法則根本不應有任何例

外。那個決議案所訂的原則以後不僅不應再受減損 ，

而且現有的例外也應該取消。如果捷克代表正式提出

一個取消一切酬金的提案， 羅馬尼西代表很願意予以

支持。

一四． Mr: HODGES ( 聯合王國 ） 同意澳大利
亞代表發表的意見。他也同意捷克斯拉夫代表的看

法， 如果例外太多，大會決議案六七七 （ 七）所訂的

原則，便可能遣到破壞。不過他認爲委員會不能不容

許已作的例外。他希望由於委員會向大會建諏i的結

果，那個除業經核定者外其餘概不給付酬金的原則能

夠十分明確地建立起來，今後非有最有力的理直決

不再有主張例外的提瞄。他贊成諮詢委員合報告書所·

作的結論，包括第十段的結論在內。

一五． Mr. GANEM （ 法蘭西）大致同意澳大利

亞和聯合王國代表所發表的意見。法國代表團十分同

情捷克斯拉夫的建議， 那個建議雖然過激一盤，但卻

完全符合大會決議案六七七 （ 七）的規定。但是過去

關於那個決漵案， 已經核准若干例外， 無論酬金如何

不應當給付， 也很嶷推翻過去的決定。如果第五委員

會想要推翻的話， 第四及第六委員會也許要提出嚴軍

抗議。苾於這些理由， 他認爲委員會應該贊同諮詢委

員會在文件 A/4813 內的結論， 同時強調嚴格實行節

省和避免再對大會決議案六七七 （七） 作成任何例外

的必要。如果將來訂出要聯合國楓關委員去擔負特殊

任務的辦法這種辦法絕對不可像過去那樣過於寬大。

一六． Mr. MACHOWSKI （ 波幽 ） 指出諮詢委

員會一貫反對在通常的生活津貼之外給付酬金。它雖

然接受了大會對於一般原則所核定的例外，可是它卻

曾一再強調大會決議案六七七（七 ） 內所載的原則及

其不可再有例外的重要性。它拒絕核准給付聯合國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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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輔助楓關委員酬金的提案，就是它的一般政策的具

盤表示。諮詢委員會在它的報告杏第六段內說，它認

爲沒有理由改變以前的觀禁，那個立場是波蘭代表團

所贊成的。

一七．因爲預算日盆龐大，本維織必須利用一切

櫟會減少開支。因此它不應該放過這個堅持嚴格遵守

不付酬金原則的褫會。最妤把那個原則的一切例外都

取消。

一八． Mr. DAHLGAARD ( 丹麥 ）贊同澳大利

亞代表所發表的意見。他贊成不給付酬金的原則，可

是他並不反對在少數悄況下作此種給付，但以敗額不

大而確係特殊情況爲限。

一九． Mr. ARRAIZ (委內瑞拉）說，他根據
大會決議案六七七（七）內提出的理由和爲了聯合國

費用必須減低的緣故，在原則上反對醋金的給付。不

過在有些特殊情況下，給付酬金倒也是一件很自然的

事。這些例外適足以證明通則。他支持澳大利亞、聯

合王國和丹麥所採取的立場，並贊同諮詢委員會報告

書所載的結論，特別是第三段、 第六段和第九段內的

結論。

二O. · Mr. RYBAR （捷克斯拉夫）答親主席的

一個問題說，他本主張將一切違反大會決議案六七七

（ 七）所訂原則的例外取銷，但因贊成那個建議的人

不多，所以他決定不將此案正式提出。

二一． Mr. SOKIRK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噩聯邦）說，蘇聯代表團向來在原則上堅決反對以酬

金給付聯合國各稚特殊任務楓關的委員，因此完全贊

成大會決議案六七七（七）的規定。從這種榮謩職位

的螭爭情形看，可見各委員國完全了解這些職位所帶

來的榮程和聲望；如果聯合國支付酬金，不僅失之過
分 ， 而且．也完全錯誤，因爲那種做法會使人得到當事

人予聯合國以光榮而不是聯合國予當事人以光榮的印

象。

二二． 現在不僅必須避免再有其他任何例外，而

且必須完全廢除酬金給付。這個酬金辦法，鼓勵大家

競爭報酬很高的職位，不能助長團結和盡職的猜胂，

而迢種洁胂卻又是擔任道種工作的人所應該具有的。

在許多貧窮會員國繳納會費沿有困難的時候，它們不

願意看到聯合園資金用來支付像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

表一類人員的高額薪酬，實在亳不奇怪。最後，他堅

決贊同捷克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兩噩代表所發表的意

見。

二三． Mr . MAURTUA( 祕魯）說，以個人資

格被派擔任聯合國槻關職務，對被派的人雖然是一種
光榮， 但是過去曾經認爲在若干情況下也必須給予被
派者若干酬報，然後他才可能接受這一種光榮。大家
固然可以說，不照無給原則行事的例外適足證實那個

原則，但是同樣地也可以說，如果例外太多，不但不

會讒實而且反會否定那個原則。因此，委員會似當考

慮應否訂出若干標準，作爲今後審議不付酬金原則可

能再有例外情事的根據。有了這種標準就不會發生憑

武斷和專案決蟻而成立的例外。

二四． Mr. PRICE (加字大）霆申加念大代表
豳支持大會決議案六七七（七）內所表示的原則。不

過他深知可能有特殊案情發生，弗根據那些案悄的本

質分別處理不可。加拿大代表園願支持諮詢委員會所
採取的十分合理的態度。

二五． Mr . LIVERAN (以色列） 說，如果委員
會僅僅聲明不給付酬金的原則和這個原則的例外，癤

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還不夠。對於原則本身以及何

以要有例外的理由 ， 噸該詳加考慮。蘇聯代表說，以

個人資格爲聯合國楓關服務的侯選人從來就沒有缺少

的現象，那並不是應該贊成那個原則的充分理由。這

種任命往往牽涉到若干個人犧牲，例如放棄其他收入

之類，因此靈要的問頲是；特別適宜於某一職位或楓

關的人員，有時可能還是唯一適當的人員，如果不給

予若千金錢報酬，他是不是願意接受那種任命呢？

二六． 如杲委員會認爲不能改變現行辦法，他建

議應根據過去緄驗，草擬一套原則，作爲可能發生酬

金給付問題的聯合國楓關的指針。以色列代表圈願意

協同草擬這種原則。

二七． Mr. DIMECHKIE （黎巴撤）同意前此各

位發言人所採取的原則立場。不過他相信在蘇聯代表

所提到的旿多貧窮國家內，也有若干很有資格的人 ，

可以接受聯合繭穢關的榮巻任命，但卻無法忍受迢種

任命在經濟上不免要有的犧牲。酬金的給付便可以使

來自那些國家的人接受榮晷任命。

二八． Mr. SOKIRKIN (蘇維埃肚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說，以色列代表提到了被派擔任榮譽職位人

員所作的犧牲，事實上那種犧牲已由那種任命所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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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榮抵銷了．蘇聯代表團認爲不應該求取金錢上的

補償。

二九．他對黎巴撮代表提出答稷時，指出蘇聯代

表囷所反對的不是以給付旅費和生活津貼方式所補償

的費用，而是以酬金方式所給予的補償。

三O. Mr. JAYARATNE （錫閾）支持諮詢委員
會的意見，因爲大家不僅必須考慮問題的理論方面，

而且乜要考慮問題的實際方面。

三一． Mr. AGHNIDES（行政及預算問頲諮詢

委員會主席）， 表示如杲委員會決定贊成諮詢委員會關

於酬金問題所採取的立場，那末委員會似乎可以特別

提到諮詢委員會報告書第十段內所載的實際建議。

三二．主席提議委員會報告害應該強調不付給

酬金的原則，說明委員會進行討論的經過，尤其是若

千代表團認爲這涸原則不應再有例外的意見，並且應

特別提到諮詢委員會報告書第十殺。關於這個項目的

最後決定可以留待討論報告書稿時再行採取。

法定士0議。

初 ． 請

第一款．各國代袤、各委員令及共他輔助機關委員旅

燙天共他庚用 (A/4770, A/4814, A/4910, A/ 

C.5/874) 

三三．主席指出祕害長原概弈一，O八五，七O
0美元 (A/4770), 經諮詢委員會建議應減至一,0五

0,000美元 (A/4814, 第九十三段），後因緇濟煙

社會理事會採取決定 (A/C.5/874) 秸果，必須增撥

經費四四，二00美元，已經諮詢委員會在所提若干
保留意見下予以核准 (A/4910，第十七段），因此，珌

害長原撤算也有所修訂。現在秘書長關於第一款的總

楳募爲一，一二九，九00美元，而諮詢委員會所建漵

的經費則爲一，O九四，二00美元。

三四 ． Mr. HODGES （聯合王國）說，聯合王國

代表團非常重視諮詢委員會所注重的一熊 (A/4814, 
第八十九段），那就是要想聯合國一般會議格局保持

一定範圍，不致漫無限網，便非採取嚴謹態度從事合

理計癖不可。大會決議案一二O二（十二）正文第五

段似乎並未產生什庶具體的實際效果。他希望在大會

第十七屆會未親核會議時地分配辦法以前，對於經濟

暨社會理事會所屬秕會委員會會議每兩年舉行一次改

爲每年舉行一次的決定，暫不採取行财。

三五．鑒於諮詢委員會報告書 (A/4814) 第五十

六段至第六十六段所載的資料和聯合國所有各擴關都

有堅決努力實行節省的必要，聯合王國代表團對於任

何主張照諮詢委員會最初建議將第一款開支保持一，
0五0,000美元之數的提案均擬加以支持。

三六． Mr. QUIJANO（阿根廷）支持聯合王國

代表的意見，並且表示該國代表唄覺得經濟鏹社會理
事會並沒有提出充分的解釋或辯設，證明就社會委員
會而論，何以非將理事會決議案六九三B（二十六）關

於各專門問題委員會每兩年舉行一屆會議的決定改變

不可。

三七． Mr. KITTANI（伊拉克）也認爲經濟籤

肚會理事會似乎並未注意諮詢委員會及第五委員會請

對會議方案計劃採取謹嚴態度的呼籲。理事會只請所

屬各專門問題委員會檢討會議定期舉行的問題。唯一

的結果便是一個增加肚會委員會會議屆數的提案。道

個問題不應該由各專門問題委員會決定，經濟暨社會

理事會本身必須採取較有決斷的行動才是。

三八． Mr. CUTTS（澳大利亞）完全贊同以前

各位發言者的意見．『d:會委員會將會議屆數增加的片

面決定，似乎沒有充分理由。澳大利亞代表團不擬贊

成核撥秕會委員會一九六二年度屆會經費一九，00

0美元的提議(Al4910, 第十段）。

三九． Mr. ARRAIZ （委內瑞拉）也有以前各位

發言老所表示的憂慮。他贊成諮詢委員會的意見 (A/

4910, 第十五段及第十六段）．

四Q. Mr. KIWEWA（剛果，雷堡市）建議第
五委員會在未作決定以前，應該徵求第二及第三委員

會的意見，因為那兩個委員會是眶接主管經濟及社會

問頲的大會楓關。

菸枸委員令主朶拉接第一汰涇肴一，o心四，.:=.o

O萁元的迂議 (A/4814, 第沁十三段，及 Al乙91O,

第十上段）以六十＾票咀t*i11清逼遏，和L考一·

午1k+.;::.特三十五分赦令



第八五一次會議－一九六一年十月九日 13 

第I\五一次會蹣

一心六一年十月沁日星翔一午投三呤十分錨約

主席：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項目五十四

一九六二年度概纂

(A/ 4770. A/ 4813. A/ 4814, A/ 4910, A/ 
C.5/869, A/C.5/870, A/C.5/874, Al 
C.5/88 l', A/C.5/882) （綠前）

一絨討論（積前）

一． Mr: CHAUDHURY （巴基斯坦）說，鉍書

長在他的一九六二年概算序言中 (A/4770) 所說的 ，

以及財務主任在他的第八四九次會議發表的塈明 (A/

C.5/881) 中所說的聯合廨財政楓況，尤共是它的現

金狀況，使人懿了至爲徂喪。雖然巴基斯坦對聯合國

預寡的納費能力極爲有限，它卻絕對認爲本緑織既爲

備受原子哦爭威脅且爲恐懼、猜疑、及不信任所分裂

的世界提供了最好的希望，所有的會員國自當殷踐它

們對本緝織的財政義務。假如聯合國要爲維持世界和
平與安全並爲促進社會及經濟的醞利而擔任一項祇有

生氣又有幹勁的任務，便應在財政上使它穩固。巴基
斯坦代表匪察悉最近若干方面有以拒絕濟助經費來表

示不贊成聯合國行勣的趨勢， 深表關切。這簡匱等於
是在使用一項財政上的否決權， 這是一儲令人感歎的

手戾，因爲足使本緤織的工作趨於簿瘓。若要使聯合

國的開支合理，便應採取一切可能的步驟。因此他籲

請全體會員國對聯合國的財政危楓， 本其應有的嚴重

程度來加以處理。

二． Mr. PRICE （加佘大）認爲委員會竟未受到

已故珌書長對於處理委員會當前的艱難工作的意見的

盆處，殊爲遺憾。由於哈瑪紹先生堅主要有明智而審

慎的程序，更由於他對於憲章所賦予他的權力的運用

得合乎理想， 結果本緝織才得到了活力並發揚了慮章

的冥諦。委員會唯有儘量少有派別觀念，儘量少逞私

利，而矢志工作，才可對他表達無上的追思敬意。

三． 委員會的任務並不是對聯合國決策楓關的決

議提出質問，而是接受它們並確保它們的實施有方。

健全的行政及健全的財政如告闕如， 則多年建立起來

的工具便必然會和鑒於上述目的而採取的異誠的政治

決定一樣的遺人破壞。

四 ． 委員會應在它的工作上接受憲章頭雨條條文

所構櫫的集體負責的原則的摺導。會員國蜣從聯合國
的會籍上得到了特權，它們自亦要擔承同等的義務．

本緤織的集體性質需要全體會員國違守由憲章規定的

過半數所作的核准財政措施的決議。加拿大代表團將

始終恪守此項至上的信則。它對那些一心要出錢而無

骼爲力的會員國表示了最大的諒解，但卻不同情能夠

出錢而不出錢的少數會員國。

五．假如會員國認爲爲了特別用途而設立了特別

賬戶便可使本組織的其他工作不受到因對此種賬戶衲

款不足而發生的財政後果，它們便是在自欺。周轉基

金已因十分正當的要它徭集維持和平工作的經費而告
罄。它已不復成爲墊付因遲付會費而發坐的缺款的現

金來源。惟其如此， 自不能將本組織的財政分成幾個

部門而將其中有幾個部門忘掉或不加理睬。假如聯合
國有幾項工作因財政困難而告失敗則聯合國所有工作

也都道殃。

六．祕書展不但應當多多運用他的借債的摧力，

而且還應當求助於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兒童基金會）、

特設基金會及其他來源的大量墊款。這固然是一項最

要不得的辦法， 但是聯合國卻不能艱令它的維持和平
的工作因資金枯竭而告消逝。本組織能否推行此等工
作也許便是衡監它本身價值及功效的主要標準，亦是

加拿大代表團所認爲一件最可關切的事情。

七．加拿大政府正如其他會員國政府一樣，因爲
着到若干會員國對其所必須擔負的義務， 即支持所有

維持和平的重大工作的義務，不大熱心，所以覺得萸

難支持聯合國的志願援助方案了。

八 ． 從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所建議的微額

削減，足證一九六二年度概算的編製極度瞄憶。不

過， 有一禁要注意： 珌書長爲使衹算總數與一九六一

年度核准的概算總數接近，將前託管領土及其他新獨

立國家的技徭臨助特別經費項下的節減數二百萬美元

之抵補數額大約相等的人事費擬增費用。預冥在外表

上得以穩定下來大致是由於未將若干有待大會決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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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項列入預算一一茹擬充專門職員加薪之用的經費，

可能供充會所及日內瓦歐洲辦事嘉賓產支出的經費，

以及供充擬議舉行的應用科學及技術以利發展較差地

區的會議緇費。假如一九六二年概冪所請撥的道些和

其他的額外經費 (A/4470) 竟然獲准，則一九六二年

度經常預算的總毛頲－一－聯合國緊急軍（緊急軍）及

聯合國剛果行動（聯剛）的經費除外一一或將超過八

千萬美元。此項事實應以本組織動盪不安的財政狀況

爲背境而加以考慮。在此等情況之下自應制定一項經

審憶擬定的優先次序制度俾有所遵循 ， 而經濟弩社會

理事會既由於在它範疇內的工作方案的擴大而對這一

方面負有一項特別責任，自當特別予以遵行。在實旋

大會決識時，應極端講究效率及經濟， 而委員會的委

員們應竭其所能確使不可避免的法定增加數或因新緊

急計劃的提案而造成的增加數德藉不復需要給以優先

次序的方案的減少而得到挹注。祇有經由工作上及人

事安排上的經帘檢討，才可能將次要的工作或繼續舉

辦是否值得已有疑問的工作取消， 才能將職員調往更
靈要的部門。加拿大代表團對於祕害處工作及緝織審

査專家委員會所建議的 (A/4776， 第一六一段）第五

委員會應當每年就一兩個主要開支部門作詳盡的審查

一節表示歡迎。加拿大代表團希望利用這種檢討對發

展及擴大方案的情況及假定重新加以審議。

九． 加拿大代表團亦贊成諮詢委員會所要求的加
倍努力延萇傢具及辦公室設備的使用以及它所強園的

必須使各項會議在可能辦到的範胭內保持一般定型等

各節 (A/4814，第八十九段）。因召羆的會議爲數既

多歷時又久而引起的嚴重服務人員問題自係一樁爲一

般人所關切的事情。

-0．加念大代表團認爲諮詢委員會所建議的經

貲數目合理故表贊成。

一一．聯合國預算的增加不但反映本組織的長大

而且反映要它擔任的工作的數量的增加。由於此種擴

張， 委員會， 爲使對會員國實在有限的財源所作的與

日俱增的霈索完全合情合理起見，自有審塡查核每一

新方案及每一項新開支的責任。

一二．已故祕書長已爲實施經濟豎『士會理事會的

各方案而擬定了減輕全體會員國的經濟負擔的樽節措

施。加佘大代表要向所有和已故珌害·長一起擬定這些

措施的人們表示敬意。

一三． Mr. ROSH CHIN (鯀維埃秕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強澗說， 委員會依照它的任務規定不｛且應當

審議聯合國工作的財政問題， 而且還應當考核它的華

行楓關＿一祕書處－一－的擴能。重要的是： 珌書處應

該是一備所有會員國集園都該有楓會參加工作不受歧

視而且不受一個會員國、 或一個會員國集團操縱的浪

正國際穢關。在檢討珌害處的工作時務須首先決定它

是否符合這些條件，尤其要判斷它的決策層的職員是

否本乎一個沉的國際基礎而選任的。在副珌會長或職

階相等的三十三個職位中，有二十涸職位爲隸屬西方

罕事集團的國家的國民所攙任，另有十二個職位爲中

立國家的國民所擔任， 只有一個職位是由社會主義國

家的代表所擔任。

一四．祕書處緋織及工作審查專家委員會已在它

的報告書（A/4776) 中說過，祕害處職位的地域分配

祇不均勻又不公允。在一六五九個受地域分5E的職位

之中，一二八0個職位亦即百分之七十七係由隸屬西

方軍事同盟的國家的公民所擔任，另有二八八僑職位

亦即百分之十七係由中立會員國的公民所擔任，而由

社會主義國家公民所佔有的胝有九十一個職位亦即百

分之六而已。祕書處， 尤其是在它的最高階層上， 這

種一面倒的成份對於韶害處的工作自有不良的影聰．

少數的會員國不但處於操縱祕香盧的地位而且事實上

還利用聯合國途行有害於其他國家以及整個聯合國組

織的私有策略。美國及其他西方會員國不惜背棄憲章

的規定誘使祕書虛達循某一條政治途徑並對絕對屬於

安全理事會職權的問題作武斷的決定。譬如祕書處竟

藉指揮聯合國的剛杲工作而對蔽往該國的部隊數目，

應派軍隊的會員國以及將它們外派的條件等問題擅作

決定，顯屬非常。揆諸憲章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八條

的規定道些問頲絕對應歸安全理事會決定。聯合國

｀｀吾行吾索＂的剛杲政策確與安全理事會的決議衝突。

一五． 珌書盧其他方面的工作亦發現有同標的趨

向。珌書處誤至還擅自決定派遣政治性的特派團前往

寮國等國。大多數中立國家的公民以及所有社會主義

國家的公民即連參加此等特派團的楓會都沒有。在爲

此等特派團而設的七十九個職位中五十二個係爲西方

國家的公民所佔有而秕會主義國家的公民卻一固亦佔

不到。

一六． 對發展落後國家的技術協助方案亦幾乎全

不讓社會主羲國家參加，儘管它們巳爲有關費用繳了

它們應繳的款項。因此，就截至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

日爲止的情形而言，在聯合國技術臨助業務局主持下

工作的六一二位專家中有五二三位是凪於西方軍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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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國的公民， 祇有四位是寐聯的代表， 儘管蘇聯已提

出了一份冗長的適當侯選人的名單，至於其他吡會主

義國家的公民也祇有七位。

一七．珌書處的首鼯圈最近竟表現一個趨勢，即

將邸菩處瑨作是處於會員國之上的世界政府。祿害處

曾在它的本緤職工作常年報告書的弁言中 (A/4800/

Add.1) 舉例說起有幾個會員國對本瓿貓所抱的觀念

還是牢不可破的秉持着在武裝競爭中的會員國主福國

家的悠久世界觀， 其所希望於國際方面的充其量便是

由它們來達成和平共存而已。這顯然是一項單方面的

立場不但使確保秕會經濟制度不同的國家之間和平共

存的重大工作極度的減少而且還漠視了大會的許多決

議案以及大多數會員國的一般立場甚至盲目地追隨了

美國國務院的路線。同時祕書處還讚揚其他的會員國

說它們既 ＂一木客觀的精神＂每敬聯合國又爲 ｀，當前及

今後的需要＂作打寡。依照憲章規定，祕杏處的基本
工作是要確保聯合國各楓關執行職務，乃竟妄圀指揮
會員國甚至批評它們的信念及思想，蘇聯認爲礙難容

忍。祕害處對會員國主禪問題所持的態度反映出美國

所抱的片面見解， 就是美國光要以一個徒具國際帳子

而實質上係艇美國的槻關強加在各會員國的身上並強
迫其他國家接受它的主意。四分之三的祕害處煎要職

位及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所有其他受地域分配的職位均

爲美國及其他西方會員國所佔有， 而社會主義會員國

及大多藪的中立會員廩則不得厠身於鉍害處最靈要的

工作部門，适一悄形顯然是令人雖以容忍而有立即加

以矯正的必要。

一八．美國對於操縦聯合國工作的野心已不予隱

瞞。美國代表最近所說的他們反對以政治介入祕睿處

工作的話即應以此項見解來加以評價。

一九．痲聯代表團深信珌書處的現有組織已嚴重

地影奢了它推行所承擔的::r.作的能力並認爲爲確保祕

杏處工作的摺導有方起見務須极本改緝它的機樁並使

其工作符合憲章的規定。最近的國際發展，尤其是剛

果的事件證明珌害虛的楓構及其行政方針均未反映因

世界秕會主義制度的建立、 殖民主羲的崩演以及准許

殖民地國家與民族獨立宜言的通過 （大會決議案一五

一四（十五） ） 而變更了的世界均勢。惟其如此， 鉍書

長辦公室必須改組， 俾由現有的三個主要會員國集園

一肚會主義會員國、中立會員國及西方軍事集園成

員國的會員國＿一的三位代表出任聯合國行政楓關的

首長。整侷珌書處暱照着同一途徑加以改緤。如此改

組才可消除由英麟及其夥伴國霸佔祕書處的現狀。埰

取任何臨時或局部的解決辦法都可達到加強翦書處的

國際性及增進整侷聯合國楓構正常工作的最後目的。

二o. 一件有連帶關係的事情便是聯合國會所的

地禁。現在聯合國的會所餵設在紐約，便使它的祕書

處接受美隣不正當的壓力， 迢不但有違多數會員國的

利盒，抑亦與發展國際合作的利盆不符。若干代表已

向第十五屆會提出了這個問題而且還特別促請注意對

許多代表園，尤其是對來自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

各國代表團所慣行的種族歧視。最近發生的幾內亞常

任副代表事件便是一宗現成的案件。更應當加以注意

的便是美國迄未加入聯合國特襬豁免公約以致聯合國

的代表及職員餜無權利又無保障。抑有甚者， 聯合國

會所及會員國常駐代表團設在紐約所貲不貲。況且紐

約與其他會員國的首都均有租當遠的距離，至不方

便。如將會所湿往維也納、日內瓦、或西柏林，不但

費用可以減省而且和其他首都的聯繫以及前往其他首

都的交通均甚方便。因此，應對會所地燕的問題加以
認眞的考慮。

二一．祕書處的一部分重要工作便是管理聯合國

的財務。以不正當的方法作有關維持和平工作及技嫋

籃經濟協助方案籌款的決議以及以本詛織的資金作過

度的耗用乃是此項財務工作上的兩大缺陷。第一個缺

陷乃是因躲開了安全理事會爲維持和平工作決定分記

資金的職寰才造成的。依照憲章第十一條的短定大會

必須在討論之前或討論之後必須將任何有關維持和平

與安全的問題連同爲此項目的的任何工作的籌款問題

提交安全理事會。珌晝處既違反了憲章採取將問題提

交大會作決定的做法又違反了財務條例第十三 ．一條

的規定，並不就正受安全理事會審議的提案所涉的行

政及財政事項向理事會具綠。理事會薳不得就政治特

派團的財政及人事、 迢種特派團的任期延長、以及因

會計年度增加而爲充此用途的款項作分配等事宜有所

決定。結果，還有妤幾個許多年前設立的特派囷仍在

尸恤索餐。邇種情形務必予以遏止。

二二． 在許多其他恬形之下， 祕書處居然未獲得

安全理事會或大會的准許便逕自計劃並實施涉及巨額

開支的政治性的措施。 一九五九年派遣一個政治特派

囷前往寮國便是一個現成的案件。

二三． 爲聯合鬮經常技術協助方案工作籌款的悄

形更不能使人満意。 這種方案的賓施係由大會來加以

決定而方案的經貲則由經常預算來鍔撥。這意思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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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會員國都得要作一項固定配額的捐款。但是憲

章並未規定大會或任何其他楓關有權採取迫使所有會

員國在這些方面負對的決議。此種方案應由一項業務

預算或經會員國協議設立的特設基金會縟集經費。

二四 ． 蘇聯不但贊成對經濟發展落後國家作炭泛

的協助而且正以與日俱增的規模參加此等方案。蘇聯

除了在雙邊的基礎上提供技術協助之外，還準備在一

九六一年度內增加它對技術協助擴大方案的捐款一，

一＝五， 000新風布。不過，菇聯認爲目前偏重一

面的方案管理不但妨礙了技衍協助業務的大規模發展
而且還阻撓了許多國家的參加。曾對方案作經濟捐助

的許多會員國並未得到提供它們的專家、工廠、楓件
及器材的楓會，而且它們的捐款則被用以徵聘殖民國

家的專家及在殖民國家購買設備品之用。

二五．至就加拿大代表的肇明而言，大會在經濟

方面的柚利及職務業經憲章作有明確的規定。憲章既

未准將資金從某些會員國轉給其他會員國，更未准用

它們來惠盆某一集團的會員國。由於蘇聯經常受到諮

商，它已欣然參加了一個技術協助方案。但是就經常

的技術協助方案而言，一方面它納了預算百分之十六
左右的會費，另一方面它所提供的必要專家及設備卻

祇有百分之O ． 五而已。他不知道加拿大代表究竟根

據了憲章那一條規定可以認爲他所辯譏的原則係賑順

理成章。

二六．蘇聯代表團對於祕書處盧理行政預冥的方

式亦不贊成。每年珌書處職員的大量增加，許多高薪

給職位的設立，以及用在諮議因公出差及許多其他項

目上的不合理的開支，無一不顯示開支的浮增。珌書

處既未爲求節省而作必要的努力更未對開支作嚴格的

搖制。因此一九五五年與一几六一年間的常年預算已

從四千七百萬美元增加到七千三百萬美元而且或許還

會在一九六二年內出現一項爲數一千萬美元的增加

數，任何臨時及非常貲用的經費尙未計算在內。

二七．爲鞏固聯合國並爲提高其在世人心目中的

聲望起見，務必使它的財政管理步入正軌。改革財政

制度使絕不觸犯憲章，避免用本組織的公帑途行任一

會員國集團的政治目的以及確保開支的嚴格節省與搖

制均爲當務之急。惟其如此，鯀聯代表團才提出了完

全與憲章原則昭合的下開措施。

二八．第一，業務關支一一例如有關技術協助及

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費用一一應與聯合國的經常預

弈分開。因此，後者祇籌充維持鉍書處及聯合國各穢

關工作所需的行政費用的經費。

二九．第二，常年行政預算應穩定在一個指定的

數目上，祇有在非常的情況之下而且得到大會的決定

才准作爲例外。

三o. 第三，爲維持和平的工作籌措經費，應酰

格遵守憲章的規定，尤應遵守第十一條、第四十三條

及第四十八條的規定。易言之，安全理事會必須對有·

關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行動事宜包括籌措必要資金

在內加以審議並通過決議。唯有在安全理事會作成了

肯定的決議之後，大會才可以審議並核准這種開支。

至就有闞款項開支的理事會決議而言， 祕書處務須侈：

照財務條例第一三．一條的規定就有關的估計貲用向

理事會具報。關於祕書處何故未予遵辦一事，蘇聯代；

表團尙未聽到令人滿意的解釋。祕害處還應當就過去·

根據理事會決議而採取的措施的再延長一年所涉的緄

費事宜向理事會具報。

三一．第四， 技術及經濟協助的費用以及類似方

案的費用必須由準備爲此等工作分擔經費的會員國達

成特別協議爲之芻集經費。既然這一種制度已爲許多

會員國掃除參加技術協助的一個童大障礙自必有利於配

協助的大嚴擴展。

三二．寶施了他所說的措蓖不但對現有的歧見多

所調和，不但使財務行政趨於正常，而且還可以使有．
財政崩潰之虞的本緝織的財政悄況不再惡化。

三三．聯合國的工作係與它的執行楓關，即祕書：

處的工作有密切的關係。如果第五委員會及大會不設：

法對必須與現實的國際情勢及憲章的規定符合的珌書：

尉的楓描及功能作全盤性的改進，它們便是有虧瑯i

守。第五委員會不應規避努力消除他所指的嚴重缺陷

並儘可能使聯合國成爲憲章的理想的義務。

三四． Mr. GIR.ITLI （土耳其）說，聯合國收支

不敷與日俱增的現象業已構成了本緤織所遵遇到的最

嚴重的問題之一。不過念及本組鏃工作的加強以及蒂i

會員國的入會，開支增加自屬難免。從安全理事會&..

大會所召開的會議次數的銳增便可窺知這些因素的影

嚮所及。土耳其代表團認爲祇有以最大的效率並使用

最低限度的財源才能獲致藁正的節省。假使工作量仍

舊不變甚至增加，單靠裁員和節流並不能達臻溟王的

節省。過份緊縮開支，不是使工作剩下來做不了便是

使工作做不好。對於祕書處及諮詢委員會在它們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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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一九六二年經貲的建議時即已計及了許多會員國

在第十五屆會中爲本緯織開支增加及加諸它們有限財

力上的負擔而表示的憂慮一事，土耳其代表團深表感

慰。它贊成諮詢委員會的各項縳議。

三五． Mr. BALDA RI (義大利）促請各委員國
注意祕書長及諮詢委員會爲聯合團的嚴重現金狀況所

表示的憂慮並注意儘速設法補救的需要。不過，義大

利代表團並不認爲採用兩年一度的預算制度便可提供

適當的抨決辦法，原因是這種制度勢須為未來三年的

世界情勢演變作一預測。爲本緑緇不斷擴大的方案的

開支憑添一個固定的最高限額的提案亦不切合實際。

三六．祕書長雖已將某幾方面的開支限制到最低

限度，可是遠有一些地方不妨再予撐節。人事費仍舊

是與日俱增以致本組織的概寡竟被消耗了三分之二以

上。要減少人事費便得要避免增加職員人數，需要較

好的專門技術訓練，歸倂若干辦公室， 並限制職員的

旅費。會議費可以靠着嚴格控制的施行而減少或保持

在合瑪的限度內。祇要大會及有關的其他聯合國楓關

切記節省係屬蒸要， 經濟及社會方案的關支亦就未始

不可加以限制．。

三七． 所有會員國尤須對繳納它們目前的以及任

何逾期的會費係屬迫切盅要一事有所認識。

三八． Mr. EL-MESSIRI (阿拉伯聯合共和噩）
認爲所編一九六二年度的概寡紙湝楚又詳盎令人欽

倔。諮詢委員會建議核減初步樅算的數目甚微足見健

全的行政及預箕慣例業已奠定了穏固的基礎。儘管本

緋織的會員國日漸增多 ， 儘管祕書屬的工作日漸增

繁， 財務主任居然第一次並不對諮詢委員會所提的建

議作任何爭辯，阿拉伯聯合共和廛代表園忝悉之下尤

表感佩。

三九．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團贊成諮詢委員會

的見解 (A/4814, 第二十一段）認爲在棍算的各款目

內多用表格對於概算的審核當有裨助。誠如諮詢委員

會所說的（同上，第二十九段 ） 檢討了祕書盧的工作
及組織便會促使賴以編製概寡的行政楓構發生變更。

不過，在這一方面必須祀绳緇濟鷲社會方面的新方案

的精確需要乃是無法加以估計的。

四o. 至就大會決議案一六二0 （十五）所指的

聯合區行政及預算的程序而言，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

表團認爲採取硬佳立場並不會導致任何實際的解決。

唯有計及了巴對本課題發表了的各種根本不同的原則

及見解才可以解決問頲。

四一．爲新聘人員設專修既或可解決因會議次數

增加而發生的會議事務廳的人事問頲。阿拉伯聯合共

和國代表團贊成諮詢委員會有關特別會議議事錄印刷

事宜的意見 (A/4814，第六十七段至第六十九段）。

四二． 至就諮詢委員會報告杏第一百二十一段的

最後一句而言， 他要聲明，非洲經濟委員會（非經會）

現仍在需要大量依賴會所效勞的階段。

四三．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團一方面固然同情

諮詢委員合建議裁減託管及非自治領土情赧部的原設

員額的理由， 另一方面卻建議， 鑒於託管領土還有許

多問題，在作此項裁減時應審慎將事。

四四 ．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團不贊成諮詢委員

會報告書 (A丨4814, 第一七四段）所提有關受訓人員

旅費的建議而認爲寧可保持現有的辦法。竭力訓練外

勁事務處人員使從事行政職務（同上， 第二六九段）

的辦法深值讚許，諷再予推廞。

四五． Mr . BENDER （美利堅合衆國）說， 他要

徹底駁斥蘇聯代表對美國地主國的態度所作的指控。

美國對於它所負的本組織地主國的査任是極其認瓩的

而且對於它在這一方面的成繽完全可以自家而無愧。

對於確曾有過的幾件使若干代表園受不到美國政府所

欲淆到它自己的代表在國外受到的豷遇的事悄深表遣

憾。不過踞正的行動不但已予採取而且將來遇有這類

案件發生還會加以採取。美國樂於擔任各代表團的地

主國者無非是要使它們不但有楓會看到它的短處亦看

到它的長處。在這一方面， 他卻不懂何以蘇聯並未邀

請聯合國在英斯科舉辦它的任何一項工作。最後，令

人不快的便是一方面埋怨美國地主國的成繽，另一方

面卻全不提到濫享美國好客盛意的某些蘇聯代表的行

徭。

四六． 誠如蘇聯代表所說的， 美國尙未加入聯合

國特權及豁免公約， 但是他所說的秘書成一無保障的

話卻是錯誤的。由美國國會通過的一九四五年國際組

織豁免法， 不但確保泌書處及其檔案受到保設而且確

保其職員及代表團團員在執行公務時享有豁免權。再

者， 依照聯合國與美利堅合衆國之閩有關聯合國會所

協定的規定， 常駐代表團的駐留囷員得享有與外交使

節相向的特權與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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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請（稹前）

第入款 ． 釆久設備 (A丨4770, A/ 4814, 
A / 4910, A/C.5/874) 

四七．主席 甌韶書長的四四0,000美元

的棍募 (A/4770) 業因諮詢委員會建議核撥經貲四三

0,000美元(A丨4814，第二0五段）而削減。珌害

長曾在經濟暨『士會理事會決議所造成的一九六二年訂

正撤弈內提出了經由諮詢委員會在共有關訂正概冥的

毅告書中建議予以照准的 (A/4910) 八，五00美元

追加經費（ A/C . 5格74, 第五十六段）。因此，祕書

長的第八款全部概算數是四四八，五00美元而諮詢

委貝會所建議的經費是四三八，五00美元。

四八． Mr. MACHOWSKI (波蘭）提到諮詢委
員會赧告書 (A/4814)第一九四段曾謂聯合國在智利

桑提亞哥的大疫的追加建築費希望至少有一部份將因

智利政府給予有利的徵稅待遇而抵消，因而詢及聯合

國在智利以外的共他噩家境內所受的是甚庶徵稅待

遇，並且這種待遇對於本組織的預募有何影響。委員

會在第八五0次會議中討論到酬金問頲時便已決議認

爲爲本緝織服務的榮峇就該是足夠的酬報而無須乎另

給酬金。身爲本組織及它的楓關的地主圍的會員國政

府的立場亦復相同。它們不應當從它們向本緑織徵稅
的地位上獲沾金錢上的惠盒。地主國因聯合國槻描的

設在而享有附帶性的金錢恵盆自屬無可反對，但是這

些會員國政府竟然要向本組織徽稅卻是非常不當。假

如有幾個會員國政府居然這樣做，便應請大會採取行

勛， 因爲這種辦法不但與憲章不合且亦有違有關本組

織的協定與公約， 特別有違聯合國的特權豁免公約第

二條。大會採取這種行動自必有助於概算的減少。若

經審査而發覺被接受爲聯合國區域辦事處地主國的會

員國政府竟使聯合國受到不當有的課稅，大會便應當

修改有關道些辦事瘟所在地的決議。

四九． Mr. TURNER( 財務主任）說， 雖然諮

詢委員會報告杏第一九四段胝提到了與智利政府諦訂

的一些辦法，在像紐約等地方亦有類似的辦法。至就

與第八款有關的問頲而言，他還不知這聯合國在直接

採賭時是否有任何不能免稅的悄事。瞽如聯合國就並

未爲秉行它的國際採購決策而自外國輪入的永久設備

衲過進口稅。據他所知道，關於依照第八款、第九款

及第十款等規定在他嘉採購的情形和在紐約採購的悄

形並無軒桎。至就生利的工作而言，問題就有些不

同，而且業已成了委員會討論的題目。以後當有再提

到這一禁的楓會。同時他認爲他能就波蘭代表所提的

那一熊再向他提供保證。

五O. Mr. GREZ( 智利）說， 波蘭代表儘可放

心，智利始終澈底履行它在一九四八年批准了的聯合

國特權豁免公約下的義務並且今後將繼續履行不渝。

五一． Mr. SERBANESCtJ（羅馬尼亞）強譎珌

菩處對於永久設備的採購及使用有每靈需要、效用、

及節省等準則的必要。由於所選擇的解決方法所費不

貲，特別是在會所方面所選揮的更爲浪費，一九六二

年度第八款下的概算才比一九六一年的同款溉寡超出

了四萬餘美元。有幾個代表團曾在第十五屆會中促請

注意該款開支的逐年銳增及需由祕書處加以嚴格控制
的事悄。諮詢委員會業在它的報告害 (A/4814) 的第

二O四段中勸告說，如底可能暱頁進一步竭力延長傢

具及標準辦公設備的使用。同一廸議適用於第九欬及

第十款。

五二． Mr. CUTTS( 渙大利亞） 說 ， 一如諮詢

委員會在它的報告書第二O四段中所認定的，使第八

款下的緇喪大致不超出一九六一年度的數額的特別措

施已在採取之中。

五三． Mr. TURNER( 財務主任） 說，他要澄

消羅馬尼亞代表所提的那一熊。一九六二年第八欬概

算超出一」L六一年的數目內並不含有會所的增加敖。

柑反的，該欬下的會所經費是在減少。不過，它已因

新的新聞分處的開辦而增加的喪用，非經會的癌賚，

以及包括日內瓦歐洲辦事處的麻醉品實驗室的裝置及

爲內部複印提供設備等在內的經濟暨肚會理事會的方
案網貲而告抵消。

町句委員會為第，、汰接泠·全部綠賚四三＾，玉0

0其元的辻誤 (Al4814, 第.:::..0五段及A/4910，第十

段）於初瀆咔綠全性一玫迢遏。

第九敖．房地之蛙持、管理、及疽仝

(A/4770, A/4814) 

五四．主席硝各委員國注意祕書長的三，四七
一」000美元的初步概尊 (A/4770) 及諮詢委員會

核減經貲爲三，四五0,000美元的建議 (A/4814,

第二一一段）。

詠幼委員令為第元汰接泠涇使三」四五0,00o

共元的辻議 (A/48H) 於初情呤埡全莊一玫遠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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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坎． 鏸移費 （ A/4770, A/ 4814) 

五五．主席 請各委員國注意藹書長的三，七一
九，五00美元的初步建議數 (A/4770) 及諮詢委員

會核減經巽爲三，六五0,000美元的建織(A/4814,

第二．一八段 ）。

五六 ． 伊藤先生 （日本）囘緤到財務主任曾向

第八四九次會議 ( A/C.5 丨881 ) 說， 區域經濟委員會

的擴大方案將使一九六二年預算包括第十款在內的某

幾款下的開支增加。諮詢委員會祗在它的報告書的

第二一五段內說， 需要追加經費約二六七，000美

元。但並未提出追加概算． 這是一件爲日本代表團所

歡迎的事悄。 日本代表團欣然支持諮詢委員會將第十

款下的經費削減到三，六五0 , 000美元的建議。

五七． Mr. HODGES （聯合王國 ） 眨歡迎獅子

山代表團的出席 ， 復要爲該國的臻達獨立及成爲本組

鏃的第一百福會員國而表示慶賀。

五八．匿然第十款下的經費係爲一九六二年全部

預算的百分之五左右， 它的影響就非同小可。一九六

二年的概數要比一九六一年增加二00,000美元

左右， 但一几六一年大部份歸因於大會第十五屆會復

會費用的追加概蒭並不計弈在內。希望第十六屆會不

致有續會。他並不希望在初讀時提出決策性的問題但

是他要強揭第十款下的開支應與直接的行政管制相輔

根成俾使此菰開支的逐年自勛增加的趨勢消除。 一幅

緊密的統籌分配辦法可使這種管制更具實效。在本組

織當前的財政狀況之下認書處務當竭力節省所有不必

要的開支。雖然諮詢委員會承認某幾方面工作的擴大

業在第十款下造成了數目校高的開支，它卻亦表示意

見說，在一九六二年度內還可以節省一些 (A/4814,

第二一七段）。聯合王國代表團不知道是否可以由委

員會建議作比諮詢委員會所這議的更爲具體的核減

（ 同前， 第二一八段 ）。

五九． Mr . QUIJANO ( 阿根廷 ） 認爲祕害虛镱
定晡支的努力業已得到相當的成功， 無須乎再行核減

初步概寡。 因此， 祂贊成諮詢委員會核撥三， 六五O ,

000美元區費的遣議。

六0 . Mr . TURNER （ 財務主任 ） 說， 雖然珌

害處覺得不能對諮詢委員會所遮緻的一九六二年棍寡

的核減數表示異議， 但卻不能接受進一步的核減。單

是諮詢委員會的核減數已使祕書處在管頵及限制方面

發生了好多困難。一向希望今後每一僑年度將證明是

一個比較正常的年度， 但是根據這種希望而不根據實

際經驗的概算乃是不切實際的。而且各區域經濟委員

合所預期要增加的經砦顯示此等委員會猥准擴增工作

之多。珌書虛將儘其所能使開支不溢出諮詢委員會所

建議的極度保守的數目即使這筆數目是包括了一項校

一九六一年修正經貲少去約一六五，000美元的核

減歟在內。

六一． Mr. ARRAIZ （ 委內瑞拉）說，極度的節

省費用雖屬必要，將它減低到某一水準之下卻是不可

能的。他贊成阿根廷代表就這一照所發表的意見。陷

詢委員會本身會承認要增加新闖分盧、 非經會及拉丁

美洲經濟委員會 （ 拉經合）的聘支。新聞分處的蚊目

業已銳減而兩個區域經濟委員會費用的增加所反映的

無非是本組織工作的正常擴充而已。他認爲並沒有理

由可以不依照諮詢委員會的建議．

六二． Mr . SOKIRKIN（蘇維埃肚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贊成聯合王國代表所發表的意見，認爲第十欬

下的開支可以廞格地在財政上及管理上加以控制。有

了良好的管理便一定可以達臻節省之目的。

六三． 新聞分虛及區域經濟委員會估計騁支的增

加一部份應歸因於較大的電報］ 電話、及郵遞等經費。

祇要工作安排得無須用冗長而昂貴的電赧， 至少有若

千上述開支可以取消。爲使所有在第十款下的關支減

低到一九六一年的數目以下起見，自應嚴格審査該款

開支。

六四． Mr . HODGES （聯合王國）說， 池不但

不堅持他的建議而且還贊成諮詢委員會的建議， 不過

有一個了解即應特別努力避菟在一九六二年第十款下

作追加桐弈。

認鈎委員令栻掖埜費三 ' *.1i.0 , 000~元的走

祅菸心情8寺涇全徨一玫送過。

午4L＊特禾五分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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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入五二次會議

一九＊－年十月十一日期星翔三午4支三咔十五分紐玲

主麻：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璸目六十入

聯合國圖書縮：菘書長報告書

祀念連格·哈瑪梯之提案（A/4908, A/C.5 /885) 

一．主席 促請委員會注意阿根廷、 錫蘭、 丹
麥、 愛爾蘭、 利比亞、 墨西哥、 挪威、 突尼西亞及阿

拉伯聯合共和國提出的決議草案 (A/C . 5 /885, 第六

段 ）。

二． Mr. NOLAN （ 愛爾蘭 ） 提出決議草案時

說， 幅特基金會來函表示新圖書館應定名爲＂達格·哈

瑪紹區書館" (A/4908) 又說該基金會在第十四屆會

期間內慷慨答應捐袞興建新圖書館， 那時前途似乎充

滿了希望。自那時起， 政治環境謅於惡化， 其後又發

生了使這個世界失掉一位能力卓越人物的悲劇。 本組

織的文件對於達格·哈瑪紹的才略， 沒有表示充分的

敬仰，他那與人爲善的感召 ， 他那伸長正義和盛瘁和

平的努力， 應該有一永久紀念。因此 Mr. Nolan 相

信藹特基金會的可貴提案一定會受到普逅的歡迎。

三． Mr . QUIJANO （ 阿根廷 ） 說， 阿根廷代表

團忝爲決議草案提案國之一， 不勝榮幸。他認為以迢

個提案向一位有文化有才智有卓越品德而且完全本正

義與諒解桔肺爲解決國際問題盞力的人物來表示敬

意，十分恰當。

四 ． Mr . EL-MESSIRI(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

代表所有阿拉伯國家發言， Mr . FENOCH10 （ 墨西

哥）特別請委員會注意它們聯名提出的決議草案並對

故祕魯長的才智與品德表示熱烈的敬仰。

五． Mr. HODGES( 聯合王國 ）， Mr. PRICE 
（ 加佘大 ）， 同時代表澳大利亞及紐西蘭發言， Mr.

VENKATARAM泅（ 印度 ）， Mr. BANNIER ( 荷

蘭 ）， 同時代表奧地利、 比利時、 芬蘭 、 法蘭西、 希
臘、殺大利、盧森堡、 葡萄牙及土耳其發言， Mr.

MALHOTRA( 尼泊爾 ）， Mr. ALLENDE( 智利 ），

Mr. KOURANY ( 巴拿馬 ）， Mr. DAHLGAARD 
（ 丹麥 ）， 同時代表挪威發言， Mr. LIVERAN (以
色列 ）， Mr. MARTIN （ 南非）， Mr. VELA( 厄

瓜多 ）， Mr. ZELLEKE （衣索比亞 ）， 同時代表馬
來亞聯邦發言， U HLA OUNG （緬甸） ， Mr. KLAT 
（ 黎巴媒 ）， Mr. SALL （ 塞內加爾 ）， Mr. El 
JERBI( 利比亞）， Miss ESPINOLA （ 多明尼加共

和國 ）， Mr. BENDER( 美利堅合衆國 ）， Mr 
MOUSHOUTAS （ 賽普勒斯） ， · Mr. FONSECA （巴

西 ）， Mr. HOSSEIN KHOSHBIN （ 伊朗 ）， 同時

代表巴恭斯坦發言， Mr. JOFFRE ·CHAVEZ( 玻利

維亞 ） 及 Mr. CAIMEROM MEASK紅H( 柬埔

寨） 都十分贊成這個提案，並對逹格·哈瑪紹這位學者

政治家和嚴正和平的人物， 表示敬仰。

六 ． Mr. QUAO ( 迦納 ） 說雖然迦納對故祕杏

長若干決定尤其是他對大會及安全理事會若干決議案

的解釋， 不能同意， 可是他也願惹與前此幾位發言代
表一樣對他表示敬仰。

七． M~. JAYARATNE （錫蘭）及 Mr. CHRIS
TIADI （印度尼西亞） 和迦納代表發表的意見一致。

八． Mr. EMEME （ 奈及利亞 ） 贊同前此各位發

言代表的言論並支持該提案。不過他認爲那個提案只

是一部分的措施；事實上紀念祕魯長的事物應該瑋立

在剛果。他預備質同爲實現此禁而提出的任何提案。

九．主席 說， 根搪各位發表的言論， 他認爲委

員會願意建議大會通過文件A/C.5/885第六段內所載
的決議草案。

法定士0議．

一o . 主席 建謠請報告員就該項目「直接向大合
提出純告。

法定如議．

--. Mr. WOLTE （ 奧地利） 歡迎委員會的決

定。他同時並願對爲同一目的而採取的其他步驟表示

感佩， 尤其是聯合國記者協會設立達格·哈瑪紹祀念

獎學金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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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璸目五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募 (A/4770, _Al 
481 3, A/ 4814, A/ 491 0, A/ C.5/869, 

A/ C.5/ 870, A/C.5/874, A/ C.5/881, 

A/C.5/882)(if·前）

一般討論 （繽前）

一二． Mr. SMITHERS ( 聯合王國）說，聯合

王國代表團對該溉募的態度以兩項主要考慮爲根據。

第一， 目前聯合國全盤工作經費所由出的必要攤款，沒

有收到而且還不會收到， 這是一個嚴酷而不可逃避的

事實。現金狀況，非常緊急， 即按目前工作分量來說，

一九六二年年中本詛織就會這到破產的狠狽局面。這

種嚴靈悄勢主要由於攤款積欠所致，聯合王國代表團

對這個問頲以後可能還要在本屆會期間內提到。

一三 ． 第二項主要考慮是聯合國開支的不斷增

加。過夫五年聯合國預算總額幾乎增加了百分之五

十， 約達七千三百萬美元， 一九六二年度聯合國系統
內各個緋織全部費用數額可能在四萬萬五千萬和五萬

蔦美元之間。籌措這樣一筆經贊要由所有大小各會員

國都作一些眞正犧牲才行。即使本組織的財政狀況良

好， 聯合王國代表團也仍然竭力主張至少在一九六二
年度應將聯合國工作合併和重新緝合， 而且也仍然會

歡迎祕害處將一九六二年度撤寡增加數額減少的努

力。可是根據實際的現金情況來說， 迢種求節省的可

貴努力不僅應該鼓勵而且應該加緊。

一四．聯合王國代表團認爲聯合國財政的完整是

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同意本詛織對於某些工作有錢舉

辦而對於另外一些工作卻無錢舉辦的觀佘；在任何一

樁主要工作範圍內，它都不許失敗，這一嚥加拿大代

表在第八五一次會議上已經指出。如果各國代表園只

預侃對它們所贊同的那些聯合國開支出錢而不對它們

所偶然不贊成的那些開支出餞， 那庶本組織便一定會

陷於癱瘓狀態。

一五． 本組織爲了本身的利盒． 非採取節約緊縮

的政策不可。如果不迢樑， 財政便會崩潰， 使人類求

取和平與進步的希望受到致命的打擊再不然就會把聯

合國降爲依靠一個或至多數個富裕會員國瞻義的地

位。這個地位和憲章規定所有各會員國集體負置和主

權平等的各項原則不能相容。

一六．如果不將特別因素計算在內， 一九六二年

度的原棍冥校一九六一年度的數字約增百分之三， 瞄

合王國代表團認爲太高。因此， 它歡迎行政及預寡問

題諮詢委員會所建議的輕微削減， 並對財務主任接受

這種削減表示欣慰。雖然如此， 它還要更進一步主張

一九六二年度的全盤棍箕，連同原概算所未列入的若

干重大項目在內大致應和一九六一年度的數字相同。

這是在同樅情況下任何負責擴關或政府通常爲了謹憚

起見所要訂立的最起碼目標。

一七． 聯合王國代表團所採取的態度並不是根據
任何關於什庶才是正確預寡數字或成分的偏見或武斷

觀念。它不能接受蘇聯代表在第八五一次會議上對珌

帯處公正和效率的攻蔡， 擬在以後第五委員會討論的

適當階段， 再來充分討論這個問迺。不過蘇聯代表不

僅對預算的結構提出了武斷的看法，而且對執行預寡

的祕書處也存有這穰武斷的觀念。他提出的理由是碳

聯政府所提議的改緝， 主張聯合國行政楓關不由泌害

長一人主持而由代表三個主要國家集團的三個人負

實， 可使效率增加。駁斥迢種意見的最明顯論禁可以

從共產麻第九次代表大會所宜佈的原則中找到．那個

原則說無論集體領導在討論或決定過程中可能有的地

位如何在執行過程中卻絕對非改成一人領導不可。可

是＂三頭馬車＂的辦法顯然還有一些人繼續支持，因爲

在共產棠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時史大林曾經抱怨第九次

代表大會所訂的原則受到了破壞， 結果弄得＂工作波

有秩序'\聯合王國代表團贊成一侷珌書長， 正是因爲

它希望在聯合國工作當中看到秩序而不看到紊亂。

一八．蘇聯代表團爲何不照共產意代表大會所訂

原則行事的線索也許可以在一九一九年九月一日共產

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所發出的關於議會楓關問題的通

函中找到， 函內說明了怎樣加入一個雜織和利用那個

綠織來達到將它廢除的目的。通過蘇聯代表的提案便

會將憲章所訂立和大多數會員國所希望的那種形式的

聯合國， 切實｀＇廢除''。

一九． 聯合王國政府對於憲章第七條所設聯合國

六個主要楓騶之一的祕害處主張維持其獨立地位e 它

擁設想章第一百條的規定，認爲那些規定不是可以隨

便栗置的。以歷史的眼光來看，一個眞正國際性祕書

處的劊設，似乎是聯合國的第一個偉大成就， 聯合王

國政府不願．看到這個成就造受破壞或摧毀。它也考值泚

憲章第九十七條的規定認爲本組纖只應該有一個祕書

長， 一備行政首長。只有在祕杏長目由行使他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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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職責而不受共任何同僚的否決或政治約束時，聯合

國才能切實符合會員國的願望和時代的需要。聯合王

國代表團相償它對這些問題的意見是其他紹大多數會

員國所贊同的。

二o. 蘇聯代表理怨韶害處是由蘇聯集團不能接

受的觀禁所支配的。可是那個集團在國際肚會中只佔

少數－一－它們的意見應該受到悆重， 可是它們卻沒有

攏力強迫大多數會員國接受它們所喜歡的政洽結構．

二一．聯合王國代表團反對蘇聯將每一涸國家分

別列入三個集團之一的提案，它認爲那個提案祇不適

宜，乜不切實。一備自稱不結盟的國家，只是不結盟

而已，不應該將它自動地視爲所謂中立集團的一份

子。

二二．蘇聯代表主張將一切所謂業務活動和經常

預第分開並對所有其他聯合國工作經衆嚴格定下一幅

最高限額的提案，不是聯合王國代表團所能贊同的 ，

它認爲那些提案消極、死板、缺乏效率。聯合王國代

表團目前認爲最好按照各會員國現在願意和能夠繳納

的數額斟酌決定本緝織的全盤預弈需要。一九六二年

度必須刻意推行節約政策，不僅爲了減少各會員國的

負檐，而且也是爲了保留本組織履行憲章責任的能

力。共中最軍要的一項査任就是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

持。

二三． 如能更加嚴格推行，優先次序除了最迫切

的方案之外其他一律暫緩辦理，那末本組織一九六二

年度預箕便可以獲得眞正的穩定，而且在某些方面甚

至可以在有節制的擴充方式下向前推進，而不增加會

員國攤款的總額。

二四．近來賓施優先次序很有進展，迢一熙應該

歸功睇書處。根據祕杏長關於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一年

主要工作部門費用概數的節略 (A/C.5丨870), 可以

着出過去五年經濟與秕會方面的優先方案曾大爲擴

充，而其他方案的增加卻受到相當限制。可是優先次

序的實施並非只以控制蜇要性低落部門的擴展爲限。

還必須實行積極的削減把經費從那些部門內抽調出

來。事實上· 在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一年間任何主要開

支方面都沒有減少。碁至託管及非自治領土情報部的

開支在那段時期內也略有增加。

二五．一般行政費用 ， 也可以略事節省爲數雖

小，但仍極寶貴。聯合王國代表團承認對於文件、文

具設備與機器的換置及旅費等項雖有買行嚴格管制和

節約櫟準的必要。它同意諮詢委員會主席在第八四」L

次會議發言時 (A/C.5/882，第十八段）所表示的意

見。

二六．他願對一九六二年度原衹算內未列入的三

個主要聘支項目，發表若干初步恋見。第一是關於房

屋的問題。聯合王國代表團認爲在目前情況下本組紕

不宜進行任何主要的建築工作。在這個財政困難的時

篋只能爲新會員國的入會而核准最低限度的必要改

建， 使本緝織的主要工作得以進行，否則便是錯誤和

有欠謹憤。他希望珌書處關於這侷問頲的報告書能反

映這種意見．

二七． 其次，關於聯合國國際微聘人員華薪的問

頲。依照一九二一年國際聯合會羅貝美爾 (Noble

matre) 委員會所採取的態度來看聯合王國代表團認

爲目前聯合國薪給應該和各國國內文官薪給對照同時

並計及納稅悄形的差別和離國服務的因素；就紐約職

員來說薪給應該與美國聯邦政府文官相比較。根據這

些標準，它願贊成將服務地黠調整數第一個百分之十

併入聯合國啟員造薪之內的提議。同時它也預備考慮

將若干在徵聘或留用方面特別困雖的專門計劃人員薪

酬酌予增加，另外也許還可以考慮將國際徵聘低級職

員的起薪額咯事增加＿同時將每一職等內的級數和

各個職等問的童疊部分減少。它相信目前聯合國整個

薪給水準與其他國際文官薪給和各國國內文官薪給相

比並不算太低，因此它認爲現在大會不應該考慮將聯

合國薪給一般水準大爲提高。

二八． 第三個主要開支項目是擬議中的噸用科學

技衍造輻發展校差地區會議。聯合王國代表團在經濟

暨『d:會理事會第一一八0次會議中 （決議案八三四

（三十二）） 贊成那個會議在可能情況下於一九六二年

內暴行。不過如果會議鍔備工作碓有失之過於匆忙的

嚴霍危險或者如果以後舉行似乎切合實際和更加合宜

那末它也不堅持那侷日期。他1艮希望聽取財務主任對

於迢個問頲的意見。關於會議的文件工作問題，聯合

王國代表團主張在不違背會議工作有效進行的標準

下，力求節省。

二九．聯合王國代表團在表決概算時最熏要的考

慮就是如何保全聯合國在政治上和財政上的完整。它

認爲一九六二年度預算應該根據刻意節約的政策。如

能將優先次序更加嚴厲執行，本組織便可以獲得必要
的穩定而不妨害'g積極成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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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0. Mr. GABITES ( 紐西蘭 ） 說，在未論及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冥以前，他願指出蘇聯主張依照

所謂＂三頭馬車＂原則改組珌書處的提案， 違背憲章，

違背所有小國的利盆，也違背常識。憲章最基本的原

則是祕書處任一職員皆不得接受任一政府的命令，而

任一政府在任一職員履行職務時亦不得設法加以影

響。那個原則顯然是保持祕書處公正地位的必要條

件，而認書扇的公正地位又是整個組織發揮效力的必
要條件。蘇聯提出那些提案， 顯然表明它不是從來沒

有認識這個原則，就是故意想要蔑視遹個原則。從這

個提案所引起的反對情形來看， 可見絕大多數會員國

都一致擁渡憲章。紐西蘭堅決反對將聯合國執行楓橚

削弱，紐西蘭代表團亳無保留地和所有那些反對 ＂三

頭馬車＂的國家站在一起。

三一．關於一九六二年度棍寡 (A/4770), 紐西

蘭代表囷得悉珌書長序文磬稱要將開支儘噩穩定在本

年度水準上的目標，大體已經實現， 深以爲慰。一九

六二年度概算超出一九六一年度原定經費不到百分之

一；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成就， 一個值得所有各會員國

都向故祕書長表示感謝的成就。在一個年靑而有活力

的組織內將開支保持在固定的水準上實在不易，要想

逹到那備目的，一定要作相當大的犧牲；祕書長願作

這種犧牲， 再度證明了他的高度置任感和他對聯合國

長期利盆的關心。

三二．雖然如此，紐西蘭代表團卻要強調指出，

現在已經實現的穩定程度， 還很有限。財務主任在第

八四九次會議 ( A/G.5/881 ) 上說過初步概篡提出以

後所作的決定，大約又要增加經費七百萬美元，迢樣

一來，一九六二年度總開支數額就要較一九六一年度

原有經費超過百分之十。而且還有進一步增加的可

能，因此一九六二年度總開支很可能較一九六一年度
所撥經費超過一千萬美元。

三三．由此可見，現在許多會員國雖然對本組織

開支的日盆增加以及它們本身經費負擔隨之加重一禁

表示關切，可是一九六二年度預篡仍將有重大增加。
一九六一年度各會員國政府要爲聯合國工作繳納三萬

萬美元的款項， 另外又要爲各專門楓關工作繳納七千

五百薫美元的款項。此外，大多數會員國還要對預算

以外款項自動捐獻，因此聯合國及其有關各楓闢一九

六一年度的全部工作費用大約在五萬萬美元左右。這

個數字和軍費或太空探測的費用相比，雖然不大，可

是就經濟與祉會發展及其他建設性工作所能動用的資

金來說，這個數字也不寡小，至少對某些政府而言，

繳納它們分內的攤額，會使它們立刻感到眞正的困難。

三四 ． 在這種悄況下， 第五委員會顯然必須在不

違背實行憲章宗旨的必要條件下儘量使聯合國工作費

用保持最低限度。他的意思並不是說要規定一個硬性

的最高限額也不是說開支不應有任何增加，因爲那樣

作法是以妨害本組織的宗旨。聯合國必須繼續履行職

蚩，會員國必須負擔費用，歸根結抵這個費用總比聯

合國失敗的代價爲低。同時， 大家必須盅力做到，只

作必要開支節省日常行政費用可能時由現有資源中撥

款應付新的需要。

三五．板據這些理由，紐西蘭代表團決定支持諮

詢委員會違議的核滅，並對鉍帯處不擬反對一節表示

欣慰。

三六． 關於概募中有關經濟及社會工作的部分，

大家都承認聯合國在經濟及社會方面工作的價值， 幾

乎所有各國代表團都認爲應該在經常預算內列入道些

工作的經費。紐西蘭代表團完全贊成這個意見，因爲

，已深知無論爲了加強本組織本身的力盪或者爲了幫助

建立實現憲章目標的基礎這種工作都很重要。紐西蘭

代表團並且認爲必須由經常預篡內撥款辦理小型的有

彈性的技衖協助方案，以補充由預算以外款項所辦理

的方案。因此財政雖然困難，它卻希望新獨立團家五

百萬美元特別方案的第二期攤額仍能由本屆會全數核

准。同樣它也贊成擴充各區域經濟委員會的工作和一

般工業化與社會發展方面的工作。

三七．紐西繭代表團曾於第十五屆會表示願意支

持聯合國在經濟及『士會方面工作的發展與擴充，．並力

主充分利用本維織現有資源， 一方面協調各種力妣，

一方面集中精力辦理最優先的任務。由一九六二年度

既算中可以看出其中第一項目標已在逐漸實現，但第

二項目瞟卻不幸未能得到同樣進展。興辦許多有盆新

工作或續辦現有工作的提案雖經提出可是關於原有不

大重要的計劃卻並未見停辦或者甚至認爲不大重要而

決定從緩辦理的跡象。

三八．確定經濟及社會工作優先次序的實任屬於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事實上它在這一方面雖然還可以

多多努力。例如，在人權方面理事會可以優先舉行高

級研究璀，而不從事編製耗時費力而不見效果的詳細

法律研究． 再者， 理事會曾經決定， 若干專門問題委

員會每年都應舉行會議，但事實上這種楓構每年舉行



瘟 大會－第十六屆會－第五委員會

會議顯然反會妨礙各該部門有效方案的軑行。理事會

根據議事規則第三十四條第三項，必須斟酌悄形指明

它認爲各項計劃應優先或迫切辦理的程度並且指明那

些計劃可以緩辦、修正或取消。這一項規定寶際上很

少遵行理事會迄未表明那些.:r.作方案中的項目可以延

至主要概箕列入適當經費以後再行辦理。

三九．理宇會在這一方面固然沒有盡到它的職

瓷但是同時大家也必須承認珌書盧在此方面所表現

的主動稍砷也不及在其他方面所表現者爲大。珌書處

雖曾促請理事會第三十二屆會注意大會關於綏辦新計

劃問題的決議案一四四九（十四 ） ，可是它等到佷晚

的時候才這樣做， 而且持詞也相當婉轉。同時它也未
能在那屆會期間按照各主要工作部門提出一個概算分

析。最後， 鉍書處對工作的集中問題既沒有提出一涸

書面報告， 而在口頭發表的意見中也沒有提出由理事

會採取具體行勳的建議。

四o . 紐西闌代表團完全同意諮詢委員會主席的

意見， 要想侵先次序見諸實行， 便非由各會員國本身

時刻注意力求節省的必要不可 t A/C .5/882, 第十四

段 ） 。如果沒有各駒係方面一一祕密處職員和各國攻
府一的共同努力，優先次序便不能建立和實施。他

對祕書處把經濟糍社會理事會所作決定的額外經費需

要儘量保持最低限度， 表示說賀 ； 比種作法雖然會使

理事會核定的若干新工作更加難於完成可是他相信如

將重要性較低的計劃暫緩辦理或將這類計劃實行時閭

延長或設法與其他聯合國概關合作，那些困難是可以

克服的。

四一． 本繼織目前現金情況的眾重， 雖然不是所

有的人所承認的但卻也是許多的人所承認的。這涸危

楓的嚴鷿情形， 從下面這個事實可以瑁出 ： 假如目前

情況繼續下去，到一九六二年三月底本緝織現金短拙

數額將達六千萬美元，一九六二年六月底將達九千萬

美元。這是當前的一個迫切問題。其起因不是由於某

些自然力量的結合而是由於某些會員國明知故犯的行

為。那些會員國在莊賅承諾遵守憲章規定特別是承諾

殷行安全理事會決定之後， 卻對安全理事會和大會依

法核定而且一再認可的行動拒絕承擔任何責任。如果

一部分闕家對本組織的行耻堅決拒絕承擔責任， 那末

聯合國便不能繼續爲所有圍家的利益服務。因此， 不

僅爲了安全與繁榮大大有賴於聯合國的小國利盆， 而

且也爲了大國本身的利盆起見，所有各會員國都應該

接受和履行會員國應有的義務。

四二． Mr . HASRAT ( 阿富汗 ） 表示祕害處所

提出的一九六二年度棍弈泯詳細，使阿富汗代表團感

到滿意， 並希望珌害處將來在這一方面繼續努力。

四三．聯合國預算不穏定趨勢的增長，不僅引起

他本國代表團的憂慮 ， 而且也引起其他許多代表團的

砭鹵。阿富汗代表團認爲聯合國以最高效率及最低費

用進行其工作的最佳方式便是賓行一種積極性的優先

次序和削減一切不必要的開支。這種優先次序應該計

及在經常預算施圍內向會員國提供緊要協助尤其在經

濟、社會和文化方面提供臨助的必要。將一九六二年

度檄算加以研究， 就可知若干款的搬數在過去幾年內

已有異乎尋常的增加 ，而其他若干款則大致保持不變。

聯合國預算三分之二似乎都是與本綽織在社會、經濟

和文化方面主要工作無關的費用。因此第五委員會的

任務便是採取建設性的決定來節制聯合國的開支。

四四 ． 阿富汗代表團也像財務主任一樣希望事實

上不必在大會第十七屆會議程上增列一個有關追加衹

算的項目．

四五． Mr. DAHLGAARD （ 丹麥 ） 以委員會中

一位新來者的身份發言說， 他對各方不斷強調必須不

再讓聯合國預鉺增加的態度， 表示驁訝。事實上大家

似乎都把預算不變勛本身認爲是一個目的。主張延緩
聯合國工作的勸告勝過了主張儘鶯積極發揮本緝織作
用的鼓勵。丹麥代表團對開支的增加並不擔槀， 起至

反而歡迎， 因爲鬨支增加就是表示本結織增進各會員

國發展和促進和平維持方面的工作正在不斷增長和推

廣。

四六． 會員國的攤額憑它們本國的預算來淆， 不

能說是一囧繁靈的負擔，如憑整侗國家的經濟來溍，

更其不是一個繁噩的負擔。而且預弈數額怎樣才築太
高或不足，一定要濯它所要達到的具體目的是什庶 ，

因爲目的的性質不同 ， 所以一萬萬美元的數頷可能太

低， 而五千萬美元的數額卻可能是浪費。雖然若干開
支將來終會被事實賺明爲不值得， 不過他認爲本組織

有從錯誤中獲得敎訓的權利。

四七． 這並非說在財政上無需注意責任與法紀。

浪費和缺乏效率的現象必須避免。這件事主要是一侗

技術性工作， 應由第五委員會在珌書處和諮詢委員會

協助之下執行。

四八 ． 第五委員會所應關切的主要問題，倒不是

鬨支的數額，而卻是癱款的繳納。現金情況的確嚴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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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保證聯合國的生存起見， 會員國一定要義成一種

更加守法的態度來履行其向本緑織承諾的毅務才行。

四九． 蘇聯代表在第八五一次會議發言時提出的

聯合國概念和本緝織現有形式完全不同。會所要遷

走，祕書處的組織要改變以便反映政治上的分割局面，

預寡乜不止一個而卻有不同的三稚。這稱提案超出本

委員會栅限範園之外，因爲本委員會只能按照聯合國

現有情況來處理問題。通過蘇聯提案足以造成重大紊

亂而在今後許多年內都將引起繁重開支這一熙是不可

不加注意的。現在是世界胝史上一個特別困雄的階

段，所以那個提案絕難視爲有助於各會員國的利盆。

五．o . 目前不是強涸政治意見粉歧的時楓。偏激
的政策不足以增進有效的國際合作。在他看來，蘇聯

代表聲明不僅於事無補而且也不合時宜。

五一． Mr. Ra°SHCH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 說，聯合王關代表及其他西方國家的代表團

認爲目前祕書處職員地域分配情況沒有什底不妥， 實

在一顆也不奇怪；對它們來說，分配情況十分圖満，

因爲它們的臨民佔有多飲。可是這種情勢不能希望鶿

聯代表團認爲滿意， 因爲在聯合國各楓關內祉會主義

國家的國民不是佔極少數就是根本無人參加。就次長

級職位說，只有一人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 而就低

級職位來說， 情況也很難令人滿意。過去一年中蘇聯

國籍的職員僅增加三名仍然比規定的蘇聯名額少得很

多。在爲技術協助工作所徵聘的六百一十二名專家中

只有七名是祉會主義國家的國民，而就政治特派團

言， 情形碁至更壞。這種特淚團被派到緊要的政治悄

勢中去執行微妙的任務，到現在爲止沒有一個蘇聯公

民曾經是任何特派團的團員。而且由於祕魯屆內目前

不能令人満意的情勢之故， 這些特派團往往不通知政

治及安全理事會事務部次長即逕行採取行動， 實則它

們所有一切工作卻都應該首先通知那位次長。剛果的

悄形也是一樣惡劣。蘇聯政府雖曾將宜於澹f.f:工作的

工程師及技循人員開了一幅很長的名單提出可是許多

高級職員都是由西方國家聘來的，秕會主義國家的公

民卻沒有一人受聘即使不太高的職位也是如此。顯然

蘇聯政府只能認爲這種悄勢亳不公平完全不能令人滿

意。

五二． 珌書處的紐織也有許多尙待改善的地方。

西方各國代表團對於一位利用執行檣力來變成獨裁者

行使決策任務的秘曾長當然沒有什麼吳議， 因爲它們

知道祕書處在它們的國民支配之下；但是大家卻不能

希望藍聯對於這偏不公平的情勢也和它們的意見一

致。

五三．菇聯代表團在第八五一次會議中就現行辦

法作了建設性的批評，他對聯合王國代表對於道種批

評所採取的態度，卻不得不表示抗議。當時蘇聯代表
團所想到的是本組織作爲一個有力和平工具的前途。

現行情勢不能希望社會主義臨家接受， 這不僅是因爲

那OO辦法對它們不公平， 而且也因爲當本瓿織在裁軍

及外空等方面職責日增之際那個辦法違反了本瓿織的

利盒。如果說癖聯提案的目的在於製造紊亂和瘻瘓木

組織是不能容許的。鶿聯代表團的唯一目的就是改正

本組織現行不平衡狀態，使它成爲一個和平的有效工

具。聯合王國代表沈湎於過去而蘇聯卻在瞻望將來。

凡溟心盼望增進睪際合作的人都不能不歡迎鶿聯的提

案。

五四 ． Mr . SMITHERS（聯合王國）就程序問頲

發言， 請問蘇聯代表所提出的問題是否還有楓會在其

池議程項目下加以討論，例如項目六十二一一聯合關

之行政及預鐸程序一—或項目六十四一人事問頲；

(a) 胰書虞職員地域分配問題。

五五．主席說， 依照委員會程序， 那些問題可
以在有關目前項目的一般討論中提出，也可以在聯合

王國代表所說的議程項目下提出。

午1瓦＊瘡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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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入五三次會議

一汜六一年十月十..::.a !L翔四午前十咔五十分鎌給

主席：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項目正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纂 (A/4770, Al 
481 3, A/ 4814, A/ 4910, A/ C.5/869, 

A/C.5/870. A/C.5/ 874, A/ C.5/881. 
A/C.5/882）（统首）

一痕討訟（賴前）

一．伊藤先生（日本） 囘想到不但已故祕書長

將穩定預算當作是一件至爲蜇要的事悄， 即連行政及

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主席亦說，他認爲此種稷定並不

是一項不能達臻的目的，儘管此項觀念在目前的環境

之下，還不過是一項相對的觀念而已。日本代表團本

身的意見卻認爲，不但這積目的是不能達臻的， 而且

每年不斷的增加卻是第五委員會所應面臨的一項現實

悄形。

二·一方面一九六二年的原棍弈 (A/4770) 顯得

胝比一九六一年的開支數略有增加， 另一方面卻祇有

一九六一年的追加經費又有一九六二年的修正概篡。

不過稔定並不是評定預鉺的唯一尺度。委員會還應當

參酌本緝織工作的擴大悄形， 特別是非洲及經濟與社

會方面的工作擴大情形， 以考慮究竟開支是否合理及

增加數是否恰當的問題。無論如何， 日本代表團反對

爲預寡強設一項武斷性的最高限額。

三． 祕書長已經設法遏止聯合國在經濟、社會蹙

人獵等方面的工作開支的不斷銳增，但是經濟暨社會

理事會卻還應該爲達成協調及節省而重新努力， 特別

是藉設立一項優先次序的辦法來努力。第五委員會應

就它的本份，努力在行政及預算上獲臻較好的協調。

所有駐在聯合國各楓關的代表團都應當不時將需要拇

節一事放在它們的心中，作爲當務之急， 适亦是必要

的。

四 ． 他在對祕害虛職員人數的增加不可熊和它的

工作量的增加相記合一事表示了遺憾之後說，日本代

表團不能贊成所謂＂三頸馬車＂的提案。委任了三儲韶

書長不但將使祕害處的楓能癱瘓，而且還將破壞憲章

第一百條對它所期望的中立。至就珌書處工作及緝織

審查專家委員會的建蟻而言，爲了改組祕害處而採取

的任何措施，除非能夠達到使韶書處楓構簡化的結

杲，否則便不會證明是成功的。在這一方面， 爲了認

書處內部的概能問題而作更詳細的研究自屬有用。

五 ． 珌書長及財政主任所描述的聯合國的現金狀

況使人聰了殊爲驚訝。耳額的現金赤字是由於維持和

平的工作經費等措不足，而與經常預算無關。以後為

這種工作而採取的任何鐙措經費的方法充其逗祇是一

項財政上的權宜辦法而已。 有關的品本癥結還是在於

缺乏集髏責任·心。

六．總而言之， 日本代表園反對將行政費用與業

務費用分OO及祗對前者使用經常經費分攤比瓿表的主

張， 原因是所有會員國都已在加入聯合國時表示願意

接受憲章所規定的義務。

七 ． Mr. ILIC （ 南斯拉夫）說，雖然財務主任

已接受了諮詢委員會所建議的核減數而確實便利了一

九六二年概鐸的審查工作，這一事實卻並不減少多數

代表團對本緝織開支經常增加的憂慮。從諮詢委員會

的報告書中 (A/4814 第四段，附表）可以看出，聯

合關及共有關各楓關的一九六二年度的概募顯得要比

一九六一年的經貲增加九百萬美元，此項增加數對於~

多數會員團乃是一項沉重的財政負擔。此外，會員國

還得要爲包括技術貓助擴大方案、 特設基金合、及聯

合國兒童基金會（兒童基金會）等在內的各項預算以

外的基金作捐輸。在這些經費之外還得要加上有關聯

合國緊急軍（緊急軍）及聯合國在剛果（聯剛）的鬨

支。

八 ． 所發生的問題便是照若這梯的途徑還可能持

續多久以及鑒於各會員國財力有限， 現在是否已到了

應採取穩定晡支的斷然措施的時候。南斯拉夫代表團

認爲因本緝織的工作增加，尤其是緇濟渣社會及文化~

方面的工作增加以及聯合國會籍的擴增而增加開支，

乃是非常正當的事。聯合團爲協助新會員國維持並鞏

固它們的獨立顯然需要堢加它的工作。 不過行政開支

的增加敖與他所說的各方面的工作的擴充卻不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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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因此，遇有可能節省的地方， 便應努力使這些部

門的預算開支穩定。例如遴選及任用職員的辦法的改

善以及不使經濟及社會工作集中一起的政策的貫徹等

都應加以考慮。研究並解決各區域的武大經濟及社會 ＇

問題的工作儘可以交由各區域經濟委員會辦理， 迢棵

便可能縮小會所的行政楓構。

九． 除此還得要努力訂立一項優先次序。迄至目

前爲止在這一方面所獲致的成果還是微不足道。爲解

決問題起見， 各會員國顯然應當採取合理的行動；正

如諮詢委員會所說的，各會員國不能＂一方面在第五

祕害長而且如要在一九六二年內舉行此項會議便必須

立即從事筠備工作。事實上也許還是照着聯合王國代

表所建議的（第八五二次會議 ） 將它順延到一九六三

年較爲得計。

一四 ． 最後， 祇要派定了一位新的祕書長， 不管

是臨時挫的或者是永久性的，他便可請求將某些問題

延到第十七屆會審議。在派定珌書長以前似乎還免不

了要討價還價 ， 屆時又深恐有一些磬如像涉及副祕書

長， 涉及副珌書長語文知識， 以及副珌霫長和祕吉長

的西接關係的有關鉍害處組織的違議勢將被擱置起

委員會順理成章地埋怨開支增加， 另一方面它們的1弋 來。

表卻在其他委員會中經常贊成造成此種隗支＂的提案

(A/4901, 第五十四裂）。

-o．南斯拉夫代表團贊成施行一項合理的後先

次序制度，並由祕書處有效地搖制預算及行政管理，

而不爲開支訂定一僙最高限額。在迢一方面， 諮詢委

員會應當更堅持它的建議才妤。諮詢委員會所提跟的

一九六二年概寡的減少數， 顯然符合這些需要， 因比

應向諮詢委員會親賀。

一· 他要在結論中爲第五委員會辯論的性質說

幾句話。第五委員會核准開支，既要同時顧到整備本

緋織的財務政策， 又要顧到本組織的工作，惟其l如

此 ， 委員會自惡討論到財政決議的政治方面。因此，

企圜避免作政治性的蟒論也罷 ， 使委員會退居爲只是

一個專門楓關也罷，咸非所宜。由於議程上還有許多

噩要而造成了嚴重且不能單據財政恋臻予以解決的政

治問題的項目 ， 上述的事實才在本屆會中變得格外惹

人注意。

一二． Mr. GANEM （法蘭西）說， 委員會在本

屆會的工作已因祕杏長的缺席而比以往更爲困難。沒

有了祕害長， 許多例如像聯合國劑果工作、緊急軍工

作｀ 職員地域分配及珌書處的綿織等重要問頲便難以

解決。不過文件卻並不短缺， 委員會儘可研究一九六

二年的概冥， 這是一項由於財務主任接受諮詢委員會

所建議的核減數而簡化了的工作。法國代表團原擬就

聯合噩在經濟及吐會方面的工作發表一些恋見， 但已

因紐西蘭代表向第八五二次會議發表了卓越的演說而

成爲不必要。他本人特別贊成紐西蘭代表就經濟暨社

會理事會及祕杏處關於設立優先次序的羲務一事所發

表的睿智言論。

一三． 秘害長的缺席還造成了其他困難， 不但應

當應用科學技術以利發展較差地區問題會議委派一位

一五．一般辯論的範圍業因蘇聯代表的主要控明

而大爲擴大 （ 第八五一次會議 ） 。蘇聯要在聯合國的

政策和財政之間廷立一項聯繫；但是爲首先每一涸會

員國都得要就甚底才成爲聯合國的正當政策一照同意

該會員國的見解。至就赫魯曉夫先生所闞述並經蘇聯

代表複述的祕書瘟的新觀念而言， 除了一小圈的人民

民主國家之外並沒有其他匽家贊成此項觀念。祇要龐

大的國際組蠟一天存在， 行政階層上便一天採行首長

制而不採行委員制。迢樣才可避免發生不能行動的悄

事， 韶害處既失夫了行勣的能力，推而厥之， 就難免

會陷本綿纖本身於癱瘓。法國雖不反對徹底改革的主

張， 卻反對各項具有破壞性的建議。

一六． 至就安全理事會的財務特權的雛題而言，

這個問題還是提交以檢討憲章爲宗旨而召開的會議比

較來得好。所必須要說的， 便是十五年來安全琿事會

包括常任理事國在內的理事國似乎從來就不曾爲它們

的決議所涉的財政事項表示關切。

一七． 至就碁麼才是國際公務員一禁的概念而

言， 他仍舊認爲一個國際公務員不但須不受他本國政

府的牽制， 而且還必須全心全意爲聯合國:::r:.作o 若干

年前當地方政治勢力危害到諮害處職員的獨立性的時

侯， 法國確曾提出過抗議。美利堅合衆國迄未批准聯

合國的特權及豁免公約固屬憾事， 但若說聯合國官員

在紐約受不到保渡卻是不對的。反正， 美國已簽過了

有關聯合國會所的協定而且國會又已通過了有關在美

利堅合衆國國境內設有它們的會所的國際緑織的一九

四五年的國際緝織豁免法。

一八 ． 蘇聯代表將聯合國所患的一切毛病都歸咎

於一個單獨的原因：即英國及其盟國的勢力過大， 他

以聯合國的會所設在縑約的事實作爲勢力過大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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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所不應當忘記的是當一九四五年有人提出了其他

的地燕 （ 日內瓦、 維也納及哥本哈根）的時候， 褓聯

卻堅主聯合國應設在美國的東部。況且要一個組織逗

移它的會所原不是容易的， 這不單財政上是如此，其

他方面亦復如此。

一九．委員會尙有其他要加以審碌的軍大問題 ：

關於分派本緑橄費用的憲章第十七條的解釋， 審跟聯

合團行政及預算程序十五人工作小組的報告， 以及會

費繳納過於遲緩等問頲．

二o. 提到概第的本身，一向贊成審憤限制開支

並嚴格控制預寡的法蘭西代表團當願接受諮詢委員會

的建議。

二一． Mr. CUTTS （澳大利亞）說一九六二年

度的概算乃是聯合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 校一九六

一年度的開支增加百分之十左右，因此在目前的環境

之下祇能談相對的預算穏定。不過， 財務主任璪禥很

對， 詠它處已盎其所能使預築不溢出限頲。韶書處餜

與諮詢委員會一致認爲有將預算限於不可省的最低限

度的必要， 自將使第五委員會的工作容易得多。

二二．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的訂正概算的數目已大
得足以使人擔憂。至就與經濟鱀社會理事會所需要的

新工作方案有關的額外項目而言 ， 珌害處除了將實施

理事會決議所必要的預算經費知照大會之外並不能有

其他的作爲。儘管泌睿長決定將他的初步棍冥的訂正

限於他所認爲牴不可避免又不能延遲到下一年度的項

目上而努力不懈，得到諮詢委員會同意而請撥的額外

數目卻仍屬驚人一一四九一，二五0美元 (A/C.5/874,
第二段 ）。 誠如紐西蘭代表所說的， 經濟暨社會理事

會竟未爲它所建議的方案定一懓先次序殊爲可憾。至

就理事會建添應在一九六二年八月闍召開的耗資二百

寓美元的靈要科學會謠一一聯合國應用科學技衍以利

發展較差地區問題會議＿而言， 澳大利亞代表團認

爲如果專爲它作準備的時間愈長久，會議便愈易於成

功。此外，正如諮詢委員會所勸告的， 爲了預算上的

理由． 而且亦爲了免使外界發生過份的奢望起見， 還

是將會議的議程限定在合理的限度內爲上策。

二三． 澳大利亞代表囷忍爲一項緊縮並穩定預算 ，

的政策固屬必要， 但委員會卻不應在審議增加會所 、

日內瓦、 及其他各地的職員的薪俸、 工資及津貼的問

題時受到這一種顧慮的牽掣， 原因是迢一問頲祇涉人

事自不容抹煞。

二四．一備會員顾增加不已的綽織總免不了耍在

預算上略有增加， 惟其如此， 澳大利亞代表團反對爲

預算強訂任何最高限額。誠如諮詢委員會主席向第八

四九次會議所說的 (A/C.5/882, 第十四裂 ） 在任何

階段上都得要藉工作進度保持控制得住的限度而避免

不可搖制的擴張， 殊爲切耍。各會員國在道一方面的

責任已是強調得不能再強調了。各代表團以它們自己
的決議所造成的直接的財玫上的後果歸由祕害處來負

資，不但有失公允抑亦不合情理。

二五．要將本組織的財政納入正軌， 不但應計及

經常預弈及最近提出了的訂正概箕而且亦應蕪顧到會

員關應當在一九六二年內服行的下述各項其他義務 ：

一方面爲聯剛及緊急軍的費用，除非事情有極有利的

好轉， 否則數目將依次分別到達一億二千萬美元及二

千萬美元。另一方面爲各項志願捐款（對特設基金

會 、 技術協助擴大方案、 兒童基金會及難民方案等

的捐款）。由於一九六二年度的財政負擔勢將非常沉

軍，澳大利亞代表團希望聯合國的決策槻關將竭力減

免會增加此項負擔的決議。

二六．預計到了一九六二年六月三十日現金赤字

便將到達九千蔦美元， 果爾則本緑描的現金情況就甚

惡劣。所應認識的便是赤字不篦永遠靠着周轉基金的

墊款或向珌書長掌有的各苯金及特別賬戶告貸而猥挹

注， 原因是這些財源並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何

況這種政策一方面祇是將一種債務換成另一種債務而

已， 另一方面卻可能會危害所以要設立迢些基金及賬

戶的方案。除非找到了一項矯正情勢的長期解決辦

法， 否則本組織必然無法消償其債務。他要知逾怎麼

樣才可希望財務主任能爲到一九六二年六月份預計有

九千萬美元的赤字器得款項。

二七 ． 除非全體會員國都承認應由它們來爲本緝

織的費用負起集體的査任，否則除了破產之外似已無

他途可循。固然有些會員國有時難免遇有困雞致使它

們不得不遲納它們的聯合國預算會質， 但所要說的便

是一旦會員國是因缺乏實任心或因政治上的動機而拒

爲本緝織的喪用繳納它們的承擬會裁， 則聯合國所逵
受到的便胝可以說是 ＂對預募的怠工',0

二八．爲應付和平安全工作的貲用起見，一項與

用在經常預算上的禛弈方法不同的演算方法務必加以

擬定， 碁至可能做到的事悄都應做到， 俾不致將過靈

的負擔加諸最欠繁榮的， 特別是經歷到與它們的經濟

發展有關的財政困雄的， 那些會員園的身上。可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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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任何會員國儘可片面決定不1寸大會所分攤給它的

會貲一事，大會顯然不能讓步。假使對這一禁讓了

步， 任何極少數的會員國， 誌至就大的會員國而言 ，

共中任何一國便綿有力量阻撓由大會絕大多數所作成

的決議。結果不啻以一項對大會決議的財政上的有效

否決權授給某些會員國， 致使大會陷於和安全理事會

一樣一縂莫展的地步。從那時開始，遇有嚴靈的危

楓， 聯合國便不再可能駕馭一項像現在的剛果行動那

樣的軍事行動了。這樣或許剛巧符合了某幾個會員國

的利盆， 但是對於在大會中居大多數而在遇有危裁時

卻不能在大會獲得決定性的行勳的諮小會員國似乎並

不會起號召作用。

二九． 同樣性質的理由適用於鶿聯的委派三位祕

書長及改組珌書盧的提案。該提案無非是反映了蘇聯

代表所說的社會主義會員國、 中立會員國及西方軍事

同盟會員國三侷基本會員國集團的存在。他不但說 ，

到了適當的時候他還要提到迢涸問題， 而且還要強調

說三儲基本集團的定義是非常空泛的。有人可以假定

說社會主義國家集團並不包括所有信仰秕合主義推行

『士會政策的會員國而詆包括一向對所有問頲作一致表

決的九個蘇聯集團成員國而已。在這種情形之下， 由

於剩下的九十一個會員國並不依照任何其他會員國的

命而是完全根據它們本國的利盆投票， 要將它們消楚

地分成兩個集團自屬受乎其難。 可是， 採取了蘇聯的

分法， 便發釁有二十三備會員國係區美國的軍事盟

噩， 剩下來的便是六十八個中立會員國。因此， 蘇聯

不啻在建議說， 韶書長的職務和秘害處的職位應由九

個會員國， 二十三個會員國及六十八個會員國合成的

三偕集團來平分， 這無異是一項罪惡咁彰的不平局

面。三頭馬車的棍念 項富有號召力但卻不幸是

並不十分妥當的概念一—簡滙和一家公司的百分之九

的股東不但掌握了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的利盆，

且在策事會中還擁有決定性的發言棚的資本主義的想

法如出一轍。目前的職位分配也許並不是沒有缺燕 ，

—這是一涸應由委員會來加以審議的問題一一但

是， 無論如何， 癖聯的提案卻是難以使人接受的。假

使它被採納了 ， 祇要鶿聯集團反對大會的決議， 決議

便無法貿施。每一個由多數取決的決議都得要由大的

會員國來加以贊可， 那便是一項完全有違聯合國建立

在主襬平等的原則上的局面。

三0 . Mr. NDUKI （劑果， 雷堡市） 追述說他本

區目前正在接受聯合國的大昰援助。他欣悉所有會員

國都急於要在可能箱關內限制開支。 不過有幾個國家

既作這樑的聲明同時卻又公然以招計1l傭兵、供給武器

與頭槻起至眶不出力加以制止等支持卡坦加的叛亂，
他對於它們的誠意殊有懐疑。假如剛果不受外界的干

涉， 它便能捐款給聯合國，而後者亦無須乎爲此種維

持和平的工作籌款。他認爲哈瑪紹先生的逝世應由削

果 （ 布拉薩市）政府負責， 他對於該國政府的態度特

別表示惋惜。

三一．主席 請剛果 （ 雷堡市 ）代表在有關代表
缺席時無論如何不要發表這穂言論．

三二． Mr. NDUKI( 剛果， 雷堡市 ） 說一旦剛

杲 （ 布拉薩市 ） 代表前來出席， 他還要靈新提到逾件

事。

午投十.::.呤臼十分敝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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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五四次會議

－尤六一年十月十..::.a 星翔臼午投三特十王汾＼紐約

主席： Mr. Hermod LANNUN G (丹麥） 四． 除掉這些保留盡之外，他贊成諮詢委員會的
建議。也許第十一款乃是預寡中最緊的一款。 儘管諮

詢委員會建議撐節， 這一次的節減數卻是一反往例的

議程項目五十四 比較微小。第五委員會自應對盧理印刷費的方法建立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溉算 (A/4770, Al 
4813, A/ 4814, A/ 4910, A/ C.5/869, 

A/C.5/ 870, A/ C.5/874, A/ C.5/ 881 , 
A/C.5/882, A/C.5/ L.674) （綠前）

初請（繽前） ＊

第十一款．邱涮庚 (A/4770, A/4814, A/4910, 

A /C.5/874, A /C .5/L.674) 

一－土席說行政及預算問頲諮詢委員會所建謐

核撥的經費一，一八五，000美元 (A/4814， 第：：：：：：：：：：

五段）較珌書長的概算數一，二一0 ，六00美元 (A/
4770)減少二五，六00美元。祕書長業在經濟蹙社會

理事會的決議所造成的一九六二年度訂正概弈內 (A/
C.5/874) 爲本款提出了爲數四八，六五0美元的額外
經費。此項經費業由諮詢委員會在其有關訂正棍鉺的

報告書中 (A/4910) 建議予以核准。因此 ， 認害旻所提

的第十一款的概數總共是一，二五九，二五0美元而諮

詢委員會所建議的數目則是一，二三三，六五0美元。

:::::. Mr. KITTANI （ 伊拉克）請各委員國·注意

諮詢委員會在它的報告書 (A/4814) 的第二二三段內

就不備速記記錄的大會某些主要委員會請求複印委員

會中臨時要求的速記記錄的風氣愈來愈盛一事所作的

評諾。 一方面他固然了解何以大會第十五屆會， 特別

是第五委員會，提出這種請求的次數特別多的理由，

另一方面他卻認爲第五委員會蚩無旁貸應爲道些事情

作一個好榜樣。

三． 伊拉克代表團對於諮詢委員會在它的報告書

第二二四段內所說的因日內瓦內部複印文件而預期可

有一一0, 000美元的節減數竟未實現一事殊感失

望。他希望祕書處在以內部辦法於日內瓦印製六千頁

文件的原有目標上達成更大的進展。

． 親第八五一次合議o

信心。

五． Mr. CUTTS （ 澳大利亞 ） 說各擴關漩事紀

錄付印與否常以有關槭關的決謠爲定。澳大利亞代表

囷竭力主張假如會議是由聯合國斥資舉行的，則大會

及第五委員會便應有襬決定甚麼是應該付印的。諮詢

委員會在它的報告害 (A/4814 )的第六十七段及第六

十八段中就這一燕所發表的意見令人欽佩。第五委員

會不但應加注意且應表示贊成。 他對於下列意見特別

贊成， 即主張大會最好在決定召開某一會議時便在有

關的決議案中儘可能充分規定它的議事紀錄的印行嘀

胭及性質並由牽涉財務的說明杏明白說明何等樣的材

料才予印行。決定會議蕷用的實任係在大會的身上而

並不在那幅會議的身上。

六． ．伊藤先韭 ( E1 本） 說諮詢委員會所建誤的

全部印刷經費數目超過了一百二十蔦美元。不過此數

並不包括全部的印刷費用在內。加上第二款下所請的

特別會議議事紀錄印刷費八三， 二00美元，再加上

所提議召開的聯合國應用科學技衍以利發展較差地區

間題會議的印刷費用， 全部費用將超出一百四十萬美

元， 誤至可能到達二百萬美元。他贊成諮詢委員會從

第六十七段到第六十九段中所表示的意見， 並且他說

皝然適當的印刷僅有助於會識的成功而且印刷本身並

不是一涸目的， 所以他贊成諮詢委員會對這件事的建

議。

七． Mr. TURNER （ 財務主任 ） 說珌害處和伊

拉克一樣對有關日內瓦內部複印俄文正式紀錄的情形

感到失望。由於在日內瓦雄以聘到能夠使用複雜電子

設備工作的技術人員，復由於與裝匱及維持新設備有

翡的不可避免的各種問題，此項方案業已受到了眈

誤。不過，已有了好多的進展 ， 他預期繼續還會有進

展。他向第五委員會保證祕書處正爲了諮詢委員會的

建議而積極工作並希望順利實施此等建議。

八． 伊拉克代表說得不錯， 第十一款的溉數是訂
得非常緊的。諮詢委員會建議減少本款的數目 ， 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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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還是第一次。他向該代表保證祕書處並不將此項建

議當作處理該款的例行辦法的一項反映而是把它當作

對辦理內、外部印刷的方法具有信心的表示來解釋。

對於此項建議珌書處是深表感激的。有時有人認爲祇

有合格的職員又有良好的設備即使從事於額外的印刷

工作亦不致發生預算上的後果；情形卻並不如此，譬

如墨水及紙張的供應就需要額外增添。因此，祂贊成

諮詢委員會評議中以及伊拉克、澳大利亞及日本諸代

表暨明中所含蓄的見解即不管迢種印刷是內部辦的或

者是由外界承辦的， 聯合國各棍關必須限制由它們自

己承擔的額外印刷開支。

九．祕書處衷心贊成重隰諮詢委員會在它的報告

書第六十七段及第六十八段內的建議；認書處一匱是

在設法履行它的責任，儘管不是一向成功的，但是大

會及其他各楓關的決定卻應有就文件的需要量，特別

是印刷的需要藍，加以明白規定的必要。

一o. 日本代表說得不錯，除了第十一款所載的

印刷費之外，棍算內還列有其他的印刷費；這種編造

概鉺的方法乃是由於第五委員會根據諮詢委員會及認

害處的建議所作的政策性的決定而採行的。此項決定

是說，特別會議的全部費用應列入概算的一備單獨欬

目內。

捨讠句委員令(A/4814, 第.:::...:::..五段及． A/4910, 第

一上段）為第十一汰接什全郊緤靑一，二三三，＊五O

美元的辻議於初讠h呤埕全性一玫通過。

第3i.攝：技併方案 (A/4770, A園14, A/C.5/ 

L.674）：第十三款，經瘠發展；第十四款，社會工
作；第十五款，人權工作；第十六款，公共行攻；

第十七款，麻醉品管制

一一．主席說諮詢委員會已在它的報告苔 (A/
邳14) 的第二三三段至第二五三段中就棍算第五編發

表意見，並且建議核准祕杏長所提的概算。委員會所

討論的各報告書顯示到了適當的時候便應另作一次請

求，將一九六一年度第十三款、第十四款及第十六款

下協助各新興會員國而未經動用的經貲餘頲重新撥充

一九六二年度的經費。諮詢委員會已在它的報告書的

第二四四段內說明它將就這一方面可能提出的提案另

提報告。

一二． Mr. KITTANI （伊拉克）說伊拉克代表

園認爲聯合國乃是一個富有活力的紐織。它的工作不

但祇受憲章規定的限制，抑亦受到會員國願意將此等

規定變成有效的集髖行動的程度的限制。它不單是一

個保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消防隊而已， 它的經濟及社

會工作還確實和和平與安全的本身具有密切的關係。
聯合國對於此等工作胝具有一項確定的責任，將有關

各款列入概算便是反映此一責任。有人說得不鍇， 聯

合國不能在發展落後膿家的經濟及社會發展上擔任一

涸專有的任務，事實上，它在這一方面的協助的價值

是在乎質而不在乎最。它以抛磚引玉作爲己任。多年

來絕大多數的會員國都迫切要求加速擴充聯合國的技

徭協助工作並要求由聯合國率先爲發展落後國家提供

財政上的協助，縱使範圍有限也是好的。目前的環境

並不容許本組織將它在經濟上及社會上的責任轉變成

大規模的行動， 惟其如此，有關的預算款目雖屬重要

卻祇具有象徵性的意義而已。在世界能夠達臻和平與

安全，所有屬地國家均告自由獨立，及所有聯合國的

資源可專用於改善經濟及社會的工作以前，伊拉克代

表團堅決反對從經常預算中剔除技宿協助的工作。'g

對於諮詢委員會要將此等工作保留在經常預冥內並建

議不削減祕書處的棍算等各節均竭力表示讚揚，他將

投票贊成維持現狀的第五編各款。

一三． Mr. EMEME （奈及利亞）說，奈及利亞

代表團對於他本國所殷切需要的技衍協助非常關心。

在奈及利亞獲得獨立以前， 聯合王國便已帶其所能地

將製造家、技術人員及各項公務人員等提供給它；獨

立以後奈及利亞本身曾提供了一些'8所濡要的技衍入

員並一画在接受若干西方國家的技術協助，特別是聯

合王國及美國的協助；它對它們至表感激， 特別是由

於它了解各有關會員國不但在經濟上蒙受犧牲甚且還

減低了它們自己的發展率。可是，奈及利亞代表團對

於雙邊性的技術協助卻多少存有戒心，因此切望聯合

國在這一方面負起較大的任務，原因是它固然歡迎會

員國的協助，但它卻又珍視它的自由，它不願因對惠

賜國的可能承諾而失去了自由。聯合國的技衍協助既

然附有較少的道義及經濟條件，奈及利亞就比校可加

以接受。

一四．他不懂蘇聯何以不經由聯合國而多向奈及

利亞提供技術協助。奈及利亞願意聯合國多利用蘇聯

的資源以利發展落後國家。奈及利亞有一個政窯最近

曾決議要求增進奈及利亞及蘇聯間的技衖合作。奈及

利亞要美國和蘇聯協助它發展經濟並認爲提供技術協

助乃是一項遠比爭霸柏林有價值的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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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 從蘇聯代表向第八五一次會議發表的墬明

來滘，阻撓蘇聯參加聯合國技術協助方案乃是祕書處

之咎。果屬如此，奈及利亞代表團認爲必須要由韶書

處來泯除這稠歧視。並希望悄形立即有所改善。奈及

利亞對於列強爲了譬如像聯合國聘用纖員一事在政治

愁識上所起的歧見絲亳不感興趣。奈及利亞卻還是校

爲關心它本身的經濟與技箭發展，因比，不問誰是惠

賜者它對於任何協助，特別是經由聯合國的協助，都

予接受。

一六．奈及利亞代表團察悉概寡並未爲派往非洲

的特別經濟特派團規定費用。由於非洲在這一方面需

要．特別注意，他認爲這樑的疏漏是亟應加以矯正的。
奈及利亞代表團亟欲君到有一項涉及所有國家但卻不

受珌書處任何方式的歧藹的廣泛的技箔方案。

一七．凍結預募的政策當然不但是消極的抑亦有

背聯合國的初衷。此項政策已由技術方案的概數予以

反映， 他認爲此等方案尙不足以満足會員國的需要。

單爲新興會員國的利盒便應擴充技策方案，何況還爲

了整個聯合國的利盆。

一八． Mr. NOGUEIRA BATISTA (巴西）認
爲聯合國的技術方案令人滿意。他贊成諮詢委員會就

第五編各款所作的建議，但以不越出他在一般辯論中

就業務費用的性質所說的話爲條件。

一九． Mr. ROSHCH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幗聯邦）爲奈及利亞代表提出了聯合國技術協助組繳

的問題而向他申謝。迢原是一項為藍聯代表團所認爲
是當務之急的嚴重課題。由於技術協助業務局的高級
職位大部份均由西方國家的國民所佔有，絕大多數的

專家人才綿聘自西方國家， 甚至聘自像德意志聯邦共

和國等非會員國的國家。除了極小的規模之外，肚會

主義國家一概不得提供專家、設備｀或任何其他協助，

臨管它們願意提供。

二o. 打破目前的獨佔以使技徭方案確具健好的

基礎的唯一方法便是爲它們另造一筆預算。此項意思

並不是新的，法國代表便曾在第三屆會中建議設立一

項具有分開的會貲比額表的行政預算。 1這一種辦法不

但和憲章第一條第三項符合而且也和第十三條符合。

第十三條規定大會應發動研究並作成建議。它並未授

權大會強迫會員國遵守它的建議， 但會員國都得要爲

1 大合正式紀綠，第三屆合，第一期會議，第五委員合，

第一O六次合議o

經常預算內的所有工作負責任。因此， 唯一的公平解

決辦法便是爲會員國意見粉歧的諸如技術協助的工作

另造一筆預算。蘇聯代表團將循着這些途徑提出一項

正式提案。

二一．蘇聯不但一心要充分參加技衍協助工作而

且正在增加它對技衍協助擴大方案的捐款。不過它卻

不能贊成像目前在經常預弈下辦理的技衖方案，因此

它將在有關第五編的建議表決時棄權。

二二．鄭寶南先生（中國）說委員會所討論
的祗不過是第五編下數目有限的幾伺方案而已。假使

委員會有意思要就像技箭協助擴大方案等的技箭協助

作範圍較廣的討論，則尙有好多的其他問題應予討

論，譬如不通兌貨幣捐款的使用以及某幾個國家所定

的利用它們的捐欬的條件等問題．

二三．他贊成有關第五編的建議，但須附帶日後

他要發表的有關業務費用的意見。

二四 ． Mr. HEURTEMA TTE (主管技徳協助
專員）歡迎討論蘇聯代表所提的若干有關推行技術協

助方案問頲的楓會。韶書處對於目前失去平衡的情

形，一加各方在第十屆會第二委員會中發表的聲明所

昭示的，完全瞭若指掌。它急於要增加聘自社會主義

國家的專家人數，而且已在它做到迢一層的努力上有

了局部的成功。一九六一年度所聘的三十七位新專家

中有二十三人係來自寐聯，十人來自波蘭、四人來自

捷克斯拉夫。雖然悄形並不令人完全滿意，他卻認~

已有了使人鼓舞的進步以致處理不通兌貨幣的問題以

及由會員國政府焼定運用它們的捐款的條件等都有了

順利的進展。

二五．他一方面說到奈及利亞代表所提到的各

禁，另一方面承認中國代表的意見說審議中的各項恙：

目祇包括全部技甯協助方案中的一部份而已。奈及禾I

亞代表顯然對於一九六0年內爲應非洲的需要而採耶：

的特別撥款的步驟並不知情。大會多牛是爲了要滿足

新興國家的需要尤其是那些非洲新興國家的需要起見

曾准將一九六O年第十三款下的四八0,000美夫；

經費增加到一九六一年的一，九七0 , 000美元。笑5

五編其他各款亦同樣地全部增加了三百五十萬美元。

奈及利亞方案的全部價值約爲五00,000美元而~

奈及利亞政府業已任意選擇了它所要的各項服務。

二六．至就提供專家及設備的國家而言，他要再

次強調方案的性質或專家的國籍並不是由祕書處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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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此等問題係由各會員國政府予以決定的。祕害處

胝是充任一絛通道而已， 它邋得要遵從各會員國政府

的訓令， 惟其如此 ， 它無淪如何決不會歧視任何人。

他欣悉奈及利亞願意接受任何國家的協助，這樣便比

較的容易提供所請的協助。

二七． Mr. SMiTHERS ( 聯合王國 ） 歡迎主管
技術協助專員所提供的情報。由此足見決定應向那些

國家聘用專家者乃是受助國家殆無疑問。聯合王國代

表團竭力支持協助經濟發展的原則，且亦贊成満足新

興各麟需要的五百萬元的方案。此項方案的開支－一－

在一九六二年的預算內一大致和一几六一年的數目

相抵聯合王國知逾它給奈及利亞的協助得到感激殊

表·欣慰， 但是他本菡政府卻無意祇在雙邊方案下提供

協助， 它已對技衍協助基金作了一大宗的單獨捐款。

他對於蘇聯增加它的捐款一事殊感欣喜。他歡迎在貝

爾格來德召昭的中立國家會議所通過的受惠國應自由

決定它們所受的協助的性質的決議案。

二八． Mr. GEORGIEV (保加利亞）說假使奈
及利亞代表認爲祇有接受經由聯合國的技術協助，奈

及利亞才能接受世界任何國家的協助， 他便是誤解
了。 事實上有些國家像美國及西歐各國均對將它們的

援助交由本組織經辦一節完全表示反對。它們已在第

二委員會討論的時候已將它們的立場說得很消楚了。

二九． Mr. KIWEWA( 剛果， 雷堡市 ） 認爲第

十三款下的經貲祇有一'--0,000美元，爲數過

少，殊雖満足發展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他不知

道它是否係撥充像調査特派團等光是初步性的措施的

經費而已。

三0. Mr. HEURTEMATTE (主管技術協助
專員 ） 說第十三款下的網費祇是供經濟發展用的一小

部分的款項而已。 除約有四千萬美元可充技徭協助擴

大方案下的經費之外尙可由特別基金筍給約五千萬美

元。凡因它們的緊急性質或因它們代表了新的問題而

不能列入經常方案的各項特別服務便得要由第十三款

下的經費來開支。它祇槁成了供經濟發展用的總數的
百分之一左右而已。

三一． Mr. GEORGIEV (保加利亞）說這並不
是剛果代表的問題的全部答案。在審議供技術協助的

款為頁的時候務必記得資本主談國家不願將它們用投資

及資本設備方式的協助交由聯合國經辦的政策。它們

祇願在聯合國方案下提供專家並提具技循上的意見而

已。 發展落後國家所以要接受由聯合國經辦的臨助的

理由乃是它們要不附條件的援助。整個技衖協助的問

題繫乎這個問頲。

三二． Mr. MORRIS （賴比瑞亞）說保加利亞代

表以爲賴比瑞亞至少要經由聯合國才接受所有的外國

投資， 那是弄鍇了。它自有它吸引它所器要的資本的

辦法。

三三． Mr KITTANI （伊拉克） 說，第十三款

下的經費的寓意無非是象徵聯合國在經濟發展方面的

責任而已。它不但提示經濟及社會發展乃是穏定政治

的基礎，且亦提示惟有經濟確獲稔定，聯合國才能協

助各國避免發生像剛果那樣的局勢。這種局勢已迫使

本組織在一年之中爲該國所花費的金錢比特設基金會

及技箔協助掞大方案爲全球所有其他各隣所花掉的總

數還要多。未雨綢繆不但較妤且還比亡羊補牢來得便

宜。由於穏定是和平的基礎， 憲章才強調經濟及社會

發展的重要性。 聯合國固然不能獨自實施憲章的各項

燝定但它卻有促進經濟及肚會發展的神聖責任。 與發

展落後國家每年爲數七十億美元的需要相形之下， 聯

合國所能籌給者簡逋是杯水車薪。不過以之充作聯合

國並未忘記它的袞任的象徵就已經是珍貴萬分了。

三四 ． Mr. ROSHCHIN （ 痲維埃秕會主義共和

圓聯邦 ） 說，受惠圖對於經由聯合國而受到的技宿協

助的來源或對於派給它們從事指導工作的專家的國籍

等均有選擇自由的說法乃是不正確的。處理並計劃擴

大方案下的發展落後國家技t特協助的技術協助局 （技

協局）的代表百分之八十是與西方大國具有密切關係

的國家的國民。這鍶免影恋到所提的待聘專家名單的

內容及對申請協助的園家所作的建議。 在這種偏重一

邊的制度之下便極雖認爲申請協助國家可以作像聯合

王國代表所說的自由選擇。目前的制度並不構成伊拉

克代表所說的在棒助方面的國際合作的象徵。由聯合

團以目前的方式給予發展落後國家的技術協助乃是完

全爲西方國家所操縱的。因此，此項制度應予修改。

三五 ． Mr. TOURE （ 幾內亞）說非洲發展較差

國家，尤其是幾內亞對於技術協助的討論特別關切。

許多由非洲會員國會職通過的決議案都已強調過這些

會員國所器的技術協助乃是不爲私利而提供的協助，

並且無須受惠國接受在它領土建立外國軍非這［地碁至

損及主襬的附帶條件。雙邊協助往往是碣於這一種性

質， 因此非洲發展落後國家寗可接受多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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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曲委員令為策十三款核掇綫靑一，一－0,00

0美元的迂議 (A/4814, 第-=-四五段）於初i作寺'J.五

十＾悉咀七尽通過，和1l圭沁。

認讠句委員會企第十四款核接緤仔一,五;::..0,00

OJ..元的迂議 (A/4814, 第二臼＊段）於初1'特以五

十上票對永遠過，棄根考元。

誇鈞委員令企第十五款核接涇爵一00,000

吳元的走誤 (A/4814, 策＝四七段）於油讠＇特以五十

＾系對零逼過，漂権考元。

詐淌委員令為第十＊款秣掖綠靑一，一五0,00

0美元的迂議（A/4814, 第二五二段）於初讠＇特以五

十」、栗對束通遙，荼秕考元。

誇讠加委員令為第十上款核接鐭狩七五，000具

元的迂祅 lA/4814, 第二玉三段）缸礴特以五十＾

缸璹迢過，至植考汜。

第十」＼款．特脈團（A/4770,

A/4814, A/C.5/L.674) 

三六． 主席 說諮詢委員會所建議的第十八款的

全部經費爲二，四O八，六五0美元 (A/4814, 第二七

二段）比珌書長所提的概數減少了一三二，二五0美

売。

三七． Mr. HODGES （ 聯合王國）說聯合王國
代表團贊成諮詢委員會的建議。它亦贊成諮詢委員會

所提的應參酌環塽的禛變就行政上及組織上的需要作

定期的檢討， 特別要就久已存在而且遞可能繼繽存在
下去的特派團，作定期檢討的遣議 (A/481.4, 第二

五九段）。同時它亦贊成諮詢委員會在同段第二句內

所表示的見解。聯合王國代表圓曾贊成設立現有的各

特派團，祇要它們是需要的，它將繼續加以贊成。不

過，祗要到了任何特派團已不再需要的時候便可靠蓄

珌書長的建議把它結束掉，但不得在有需要的時候爲

之。

三八． Mr. VENKATARAMAN （印度）建議說
光希望剖設特派團的掞關按期就它們的需要作檢討是

不夠的。請主管楓關採取此項行動的任何正式提案印

度代表團都表贊成。

三九． Mr. SOKIRKIN （麻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囘想到蘇聯代表團以前曾表示不贊成由祕書

處設立特派團，爲特派團決定其成員，並對聯合國各

楓關所設的特派團加以一般控制等慣例。珌害嵓大有

保留多年前所設的特派團並使之繼續下去之勢甚至在

有些情況之下還違反了憊章。有幾個特派豳在初設的

時候或許是需要的，但已不再有何用處，而且在許多

情形之下已不再起稍極作用。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

一年的那一段期間內特派團幾乎消耗了二千五百萬美

元而其中一大部份便是用以維持像所謂聯合國匈牙利

問頲代表及聯合國韓國統一籃復興委員會的！辦公處

所。聯合國駐印度巴基斯坦軍事觀察團自一九五八年

起便未提出過報告書。將此等辦事處及特派圓的貲用

繼續支出的事悄提請注意而不再自動爲它捫按年請撥

經費乃是認害處的實任。

四o. 蘇聯代表團特別要一些有關韶書處設在寮

國的特派團的賚料。以往的預算中曾列有該特派團的

經費，但是目前的概算卻並未爲該團請接經費。假使

它依然存在，他便要知這它的經費是如何器得的而且

它是在擔任些甚底工作。諮詢委員會在它的報告魯的

第二五九段內所表示的意見非常正確但還不夠深入。

第五委員會應當提出著告，除非創摒現有特派團的楓

關證哨仍然需要它們並熏新簇定它們的職務及任期 ，

否則第五委員會便不能建諾再爲它們籌撥經貲。除非

採取此種行動，否則蘇聯代表團礙雞贊成第十八款下

的任何經費。

四一． Mr. ARRAIZ （委內瑞拉） 說委內瑞拉代

表團將贊成諮詢委員會所建議的經費。不過委內瑞拉

代表團懷有過去各發言代表所表示的焦慮並且贊成諮

詢委員會在它的報告書的第二五九段內所發表的見

解。由於祕書長的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主要工

作部門概算質用說明書第十段昭示特派園的費用已在

比例上有了增加，上面所建議的行動更需要採取了

(A/C.5/870) 。

四二． Mr. JAYARATNE （ 錫繭）說錫閾代表

團準備贊成一個促請創設特派囷的各楓關檢討那些特

派團的決議案。

四三． Mr. CUTTS （澳大利亞）贊同那些認爲

預缽第十八款下儘可攄節一些的人們的意見，不過 ，

餜有好多特派團係由安全理事會創設的，將繼繚維持

任何一個特派團的貲任放在秘害處的身上便媧不公。

理事會的任何一個常任理事國一一一而況它所有的常任

理事國均係出席委員會者－一儘可隨時提議由安全璵

事會探取行勳結束它們所認爲不再需要的特派園。任

一會員國亦都可以在大會中採取類似的行動。除非諒

害處接到了柑反的通知否則它便認爲由聯合國決策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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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劍設的特派團是繼繚需要的。不過他同意也許有幾

個特派團業已年久無用而且認爲由委員會要求作一次
全盤的檢討當屬有盒。他本人贊成印度代表所表示的

意見。 ' 

四四． Mr. WALKE （巴基斯坦） 贊成澳大利亞

代表所發表的意見，他深信最後的責任是落在設立特
派團的楓關的身上。巴華斯坦代表團贊成諮詢委員會

所建議核撥的經費。

四五． Mr. GEORGIEV （保加利亞）說委員會

本身儘可以不必和其他聯合國楓闢諮商而爲鎝措特派

團經費採取行動。再沒有比具有主檣的大會更高的楓

關了。

四六． Mr. SOKIRKIN （蘇維埃秕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說依照大會議事規則及財務條例的規定，祕書

處應向所有的擴關提出一份與它們所要通過的任何提

案有關的經費事宜的報告書。他要知逾何以對於特嶽

團卻並沒有這樣做。他更要知道何以祕書處擅自爲安

全理事會所設的特派團規定規猿及性質並爲它們規定

所徭核撥的經費數目。澳大利亞代表的見解認爲一幅

由聯合國楓關創設的特派團除非是該楓關要予以廢
止，否則它便應被認爲是可以無限期地存在下去的，

他卻不表同意。憲章並不支持這種見解。

四七． Mr. CUTTS （澳大利亞）說祕書處藉它

每年所提的概弈使大會，並經由大會而使安全理事

會，對各特派OO的連繽性的開支有個充分的了解。惟

其如此，各特派團繼繚存在所涉的經費事宜已完全爲

人所知。他不知道稀書處還可以採取那一稱更進一步

的行動。創設特派團的楓關的成員國自當採取它們所

認爲適合環境的政策性的決定。

四八． Mr. TURNER （財務主任）說他在原則

上贊成巴基斯坦及澳大利亞代表的見解，不過他承認

麻聯代表對於審議中的困難而微妙的問題所發表的某
幾句諾亦是確具見地。祕書處所能爲此事採取的主動

行爲在程度上究屬十分有限，因此 ， 他和珌書處完全

一致贊成諮詢委員會的意見，認爲在主管楓競決定廢

止一個特派團或改變它的職務範圍以前，詠書長有確
保每一僙特派園維持在一個和適當實踐其設立宗旨相
符的水平上的資任 (A/4814， 第二五九段）。有時大

會或安全理事會所通過的原決議案並不像想像中的那
樣清楚，因此才就決定怎庶樣才算是一侷適當的水平

一事爲祕書處留下了某項伸縮的餘地。祕害處無權主
動採取政治佳的基本行勱。

四九．蕎聯代表所指的幾年前由安全理事會創設

的特別工作餜然仍苟留在理事會的誤程上， 理事會儘

可以隨時決定修改或予以取消。據他所記得的，安全

理事會中還不曾有任一理事國請理事會採取此锺行

勳，不過迢詆是問頲的一部份而已。

五O．問頲的另外一部份係與明白委交珌書處所

負在某些限度內注意有關工作的推行既屬經濟又富效

率的査任有關。由輻害處規定工作的範圍與性質或網

蕷應鑄的預算經費的說法有欠正確。有幾個特派團的

職務規定係以決定它們的工作範圍的廞泛斟酌權給予

它們。由於珌書處亟欲達臻節省並確實遵守預募的限

頲，它已不時受到了嚴厲的批坪說是干涉有關楓關的

完全自由與判斷。至就有關預算的事項而言，珌書處

祇可向大會提出提案，對於這些提案，諮詢委員會可

說的話固有不少，第五委員會卻更有話可說．

五一．至就蘇聯代表所問的有關派往寮國的特派

郾的事情而言，一九六O年曾一度爲該特派團賭撥追

加經費，由於祕書處認爲依照它對於第五委員會及諮

詢委員會的願望的了解，它有將此項開支列入經常預

算的責任，因此才未在一九六一年的追加概箕內請撥

充此用途的經費。特別諮議已於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三

日離聘該地區，最後一位職員業於一九六一年八月間

離去。爲此理由，才未特請撥款。

五二． Mr. JAYARATNE （錫蘭）認爲第五委

員會皝是聯合國的財政督察，爲這一方面提出肯定的

提案便是它的責任。他認爲它應不表示它自己的意見

而應請負責設置特派團的楓關說明究竟它是否有續設

的必要。不過它並不要爲此項意思提出正式提案。

五三． Mr. SOKIRKIN （蘇維埃秕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不同意財務主任的意見。他認爲祕害處在請大

會接給經貲以前便應請主辦楓關決定有關特派團的規

模與任期。珌書處每年有就特派園工作的規模及費用

向安全理事會提具報告的賓任，乃竟未予踐履。主辦

穢關祇未爲特派團的規模、性質及任期等的規定作一

決定，第五．委員會自不應考慮准以經費撥給特派團。

五四． Mr. GANEM （法蘭西）對於聯合噩註寮

圜特派團已不復存在的宜佈表示歡迎。不過，他認爲

肱害處宜佈此事似嫌過遲。特派園既已於一九六一年

八月一日離開寮國，祕書處便應隨即向諮詢委員會提

出正式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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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Mr. VENKATARAMAN （印度）建議說

假使並沒有代表團要提出有縣特派團的決議草案，委

員會便應在它的報告魯中說明它贊成諮詢委員會報告

害第二五九段所載的各項建議。

五六． Mr. SOKIRK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聨邦）提議說委員會應在它的報告杏中列入說明下

開兩項理由的一段文字：第一，應促請創設特派團的

楓關檢討迢些特派團的規模及任期，第二，肱書處應

奉令在爲特派團提出概寡以前將這些特派團的費用提

請有關楓關注意。

五七 ． Mr. CUTTS （澳大利亞）說他贊成蘇聯

提案的第一部分， 但是澳大利亞代表團完全不能接受

第二部分。

五八． Mr. HODGES （聯合王國）贊成應由委

員會的赧告書提到特派閤有加以檢討的必要的事情，

但他卻不能接受現在方式的蘇聯提案。

五九．土席 提議應以書面提出提案以便委員會

在它的下一次會議中加以審議。

法定士0議。

午投六特十五分做．會

第八五五次會議

一汜＊一年十月十三日星期五午前十特五十分紐約

主麻：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璸目五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募 (A/4770, Al 

4813, A/4814, A/4910, . A/4919, Al 

C.5/869, A/C.5/870, A/C.5/874', Al 

C.5/878, A/C.5/881. A/C.5/882. Al 

C.5/L.674）（靖前）

一娘計韐（續前）＊

一． Mr. CAIMERON MEASKETH （柬埔寨）

對於聯合國預算經常增加不已表示騶切。一九六二年

変的增加數雖然並不像一九六一年度的培加數那樣駭

入腮聞；一九六一年由於許多新國家入會，預算的增

加多少還有理由，但目前的情形卻並非如此。雖然柬

埔寨是一個小國並且它的財力有限，它卻無意規避它

的財政義務， 不過它覺得行勱的擴大必須保持蒂合理
的限度並且必須經常運用管制使開支節減到最低限

度。

＊ 繽第八五三次會議o

二．柬埔寨業已爲了聯合國剛果行勁（聯剛）繳

付了一百萬法國法郎（舊幣），而且它將再納付二千

美元，不過按聯剛經費分挺比額表攤派給它的數目卻

是一靈過大的負荷，它不能全數照繳。

三． Mr. NOLAN （愛爾蘭）強謁說愛爾闡代表

團對於祕書處任何階層的＂三頭馬車＂一敵完全表示反

對，原因是它違反憲章第一百條的原則。無論如何憲

章第十八條蜣已爲此目的設置了適當的楓構，第五委

員會就絕不是討論修改憲章的正當論壇。

四．雖有穩定的因素呈現，但一九六二年的概弈

(A/4770) 又顯得比一九六一年的棍算增加。額外的

費用固然是本組織會員國及工作擴增所不可避菟的後

果，可是它們卻有加以審橫查核的必要。在這一方

面，他讚揚行政及預箕問頲諮詢委員會的工作。

五．他提到了聯合國現金涸竭的悄況 一個嚴

蜇的問題一~而發問說一九六二年六月終爲藪約九千

萬美元的赤字應如何挹注。爲避免發生爲害匪淺而可

恥的後果起見，所有尙未對聯合國履行它們的財政羲

務的會員國都應當在國家的木位上立叩採取步驟付清

它們的欠款，迢是絕對必要的。會員國單單告知祕書

虛需有嚴格的預算綢紀是不夠的，它們本身必須履行

它們的義務而且尤其要嚴格遵守關於及早繳付會費的

財務條例第五 ·四條的規定。有幾個會員國對於此項

規定紙少注意同時它們卻批評珌害處並不遵守財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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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第一三·一條的熄定及事先並未將有關剛果工作費

用的事悄通知安全理事會， 雖然作任何正確的籃測原

是不可能的而況正確的鑑測正如後來的事悄所顯示的

並不會改變安全理事會的決議。唯有全體會員國均囘

到賅格遵守公正理財的觀念的立場，安全理事會及大

會的決議案才具有眞正的力量。 他知道好多在大會第

十五屆會時入會的新會員國已經不顧嚴匯的困難繳了

它們一九六O年及一九六一年的承攤經費，深以爲

慰。過去，有幾個會員噩的分攤額已經減低了百分之

五十及百分之七十五， 甚至還要多減些。所遣憾的是

另外還有幾個國家的不妥協已使此項折衷辦法受到了

阯礙以致務必重新充分應用經贊分攤比額表。這些會

員國的態度固已使它們省下了一些美元但卻使聯合國

更接近崩潰。

六． Mr. BALDARI （ 義大利 ） 對於蘇聯堅主改

組秘書艇及另造預築的意見深表遺憾。義大利代表團

深信鉍書長的職務應由一個負責實施會員國所作決議

及推行聯合國行政工作的人親自執行。遇有新會員國

入合此項原則便在無形之中被重申了一次；它們不但

接受憲章的規定且亦和其他校老的會員國一樣自動獲

得了假使本組織受到了不可接受的改革便得退出本組

織的檔利。採用了＂三頭馬車＂的制度不但無異以否決

棚介入了珌書處一一以致會員國不復能申斥從它們得

到此權的人一一且亦介入了大會， 而那是顯然不爲人

所接受的。在結論中他說一般的說來義大利代表團是

贊成諮詢委員會的見解的。

初讀（續前）

第十入款 ． 特滅回 (A/4770, A/4814, 

A /C.5/674) Uf前）

七．土席臻議委員會應進而對第十八款下所提

的棍算舉行表決。

八 ． Mr. VENKATARAM邸（印度）在 Mr.
ANDON! （阿爾巴尼亞）與主席交換意見之後提議說

表決應待日後會議舉行。

法定如議。

第十九赦．嚇合匿外動事務 (A/4770,

A/4814, A /C.5/L.674) 

九．主席 請各委員國注意祕書長所提的一，三

六六，000美元的概鉺(A/4770)及諮詢委員會所提

舐核撥一，三五0,000美元經費的建議 (A/4814,

第二七七段 ）。

- 0 . Mr. ROMANOV （ 烏克蘭如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 ） 說由於深信外勤事務處係屬非法設立， 與

它有關的開支不瘻列入經常預鉺而應以參照安全理事

會決議受到逐期檢討的特撥經費的方法予以籌措， 所

以他將投票反對批准此項撥款。

認鉤委頁會在第十汜款下接款一，三五0,000

美元的走試 (A/4814, 第二上上段）缸科扣扣J.*+

票對如票通．遏．，紊根考一。

第＝款．特別令議（A/4770, A/4814, 

A/4919, A/C.5/878, A/C.5/L.674) 

一一·主席 請各委員國注意珌書長所提的八

三，二00美元的撤寡(A/4770) 以及諮詢委員會所提

只核撥八萬美元經毀的建議 (A/4814，第一百段）。池

還解釋說訂正搬弈 (A/C.5/878) 乃是依照經濟蹙社

會理事會召開聯合國應用科學技衍以利發展較差地區

問頲會議的決議而提出的。費用雖已分散在三倘會計

年度中 （ 一九六一、 一九六二及一九六三 ）， 委員會

卻應以審議整涸概算爲上策。珌書長已在他的釋告害

中 ( A/C.5丨 878 ) 估定了會議的全部費用爲二， 四O

四，九00美元而諮詢委員會 (A/4919, 第二十二段）

則建讖限定全部開支爲二百萬美元。

一二． Mr. 四MESSIRI （阿拉伯琚合共和國）

強調此項會議的重要悔不但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全體

一致建議此項合議應予召稠，即連各專門楓關的行政

首長亦莫不對此項會議表示最濃厚的興趣。而且， 此

項會議的臨時議程的篇圍與種別已足以顯示會議對發

展落後國家可能有的價值。諮詢委員會已在它的報告

書中建議若干可能的撐節措施，他深信假如會議的議

事錄係以牟利爲根據而加以印行，它們所傳達到的罕
衆自將較爲糜大，而它們所售得的價欬亦將同樣的比

校激增。無論如何，胝將會議當作是一項投資而並不

是一項消耗， 便不應使之延期。

一三． Mr. QUAO （ 迦納 ） 說從會議的議程上便

已明白可見它對於希望利用科學與技術上的最新進步

以解決其一經濟社會問頲的許多國家如迦納等將具有

何等樣的價值。各專門楓關的行政首長皝巳保證由他

們給予協助， 會誤的成功便大有希望。他贊成諮詢委

員會將會議的全部開支限定在二百萬美元以內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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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不過， 他像聯合王國代表一樣的在懷疑究竟將會

議延期到一九六三年的好呢，或是至少在像聯合國科

學諮詢委員會等主管楓關對此課題提出意見以前不作

最後決定的好。

一四．尤其重要的便是祇然印行會議議事錄的代

價高昂，就不應不注意到可能的爵節。他希望儘可能

多利用聯合國及各專門楓關的現成袞源， 特別多利用

它們的職員。迦納將投票贊成諮詢委員會的建議。

一五． Mr. KATZIN （ 聯合國應用科學技衍以利

發展校差地區問題會議軑行祕書）說一九六二年八月

份似乎是舉行此項會議最適當的時侯。計劃在一九六

三年召開的重大國際會議有四個：由聯合國糧食農業

組琺召集的世界糧食會議；第三屆聯合國國際原子能

和平用途會議；國際旅行與遊歷會議及世界能會議。

其中最後一項會議並不歸聯合國主辦。要在如此繁箕

的程序表上再加入一固靈大的國際會議殊不可能。而

且， 聯合國科學諮詢委員會並不認爲會議可以延遲到

一九六四年召開。至就會議的官際組織而言，他認爲

祕耆處將有充分的時間藉有關國家政府的協助作必要

的準備。

一六． Mr. CUTTS （澳大利亞）說他特別渴望

在使它成功而值得舉行的條件之下召開此項會瞰。因

此，他主張祕書處應有較多的時間爲它作準備。澳大

利亞代表團願意贊成諮詢委員會有關會議費用的建

議。 至於就所假定的會議次數、論文數量及福譯與印

刷的安排等悄形而言， 澳大利亞代表團與行政及預弈

問題諮詢委員會一致認爲經濟暨『d:會理事會既已根據

此等假定情形作了它的決議，會議便應保持業已確定

了的出版方案的限度。

一七． Mr. KITTANI （伊拉克）原甚樂意容許

以校多的時閭萄備此項會議，不過地知道經濟獵社會

理事會並不是輕易作成它的決議的而且是根據會議的

執行珌書所解釋的理由才選定一九六二年八月份爲開

會日期。而且， 祇然理事會早已作成了決議， 委員會

就無庸對問題的本質發表任何意見。由此足見作成此

項決定的槻關應有一份供它應用的涉及經費問頲的詳

確說明書是何等的重要。泌害處已向經社理事會提出

了一份涉及棍數一，七五0,0五0美元的經費的說明

書。1 不過在幾個星期以後發表的報告書中 (A/C.5/

878)該數業已增加到了二，四O四，1L00美元。由此

1 經濟區秕會理事會正式紀錄， 第三十二屆會，附件， 議

程項目二十三，文件 E/3540/Add.t。

顯見諮詢委員會在它的赧告書第十一段中 (A/4919)

所發表的意見乃是完全順理成章的。

一八．伊拉克是緋繃會議的對象國家之一。惟其

如此，它亟欲履行它的各項責任並尋求每一種方法從

事拇節。爲此理由，他和澳大利亞代表一致認爲委員

會及大會應對造成近二百萬美元追加開支的出版方案

採取一項堅決反對的立場。

一九． Mr. HODGES （聯合王國） 說經濟暨社

會理事會曾在它的第八三四 （三十二） 決議案中決定

＂如屬可能應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中＂在日內瓦召集此項

會談。祇然如此，委員會自當對日期的問題作審慎的

考慮；鑒於有些代表已在表示疑慮，考慮日期問頲確

實是它的責任。

二o . 首先，他要知道所預定的一九六三年度的

四大國際會議究竟是競要召開的呢？ 還是祇在研究中

的提案而已。當此項會議的執行祕害保證祕杏處力能

爲此項會議作必要的準備時，他是指行政及實際上的

組織工作而言，迢是可以推定的，可是科學上及技術

上的事項亦應當加以考慮。以諮詢委員會報告書 (A/

4919)的第三段來推斷此項會議的議程嘀圍殊爲炭大。

如果此項會議的工作眞要對有利於發展較差地區的科

學及技術的應用有所啟發，所提的論文及文件就必須

具有高的標準。科學家及技術專家是否薁有時間撰若

可能具有最大價值的論文以及認害處是否能迅即予以

逐譯、印行並分發俾爲與會者閱讀消納殊成問題。他

雖然確信各會員國政府願意儘可能給予一切協助， 但·

行政楓構行動卻甚緩慢。爲了這些理由，他認爲假使

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中召開此項會議便有準備欠妥的~

盧鑒於它對發展較差區家的重要｛生復鑒於爲此用途

所擬瞄用的款項， 迢是殊可遺憾的。

二一． Mr. GANEM （法蘭西）認爲一九六三竽

召開第三屆聯合國國際原子能和平用途會議已不再有·
任何問題。贊成在一九六二年中召開上述會議的最9呈

的理由之一因此已不再成立。在另一方面他同意聯合－

王國代表及迦納代表的話認爲所剩的準備時間已極燈i

促。

二二． Mr. - MAURTUA （祕魯）說此項合議對

於發展落後國家最爲有利而且還讓它們從當代科學及

技衍的每一方面得到利惑。他所遺憾的便是並未爲噩

展落後國家最感興趣的理工論文的全部繙譯備有專

欬。假使連迢都辦不到的話 ， 便得要請這些論文的宅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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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將全文摘要發表。聯合國科學諮詢委員會亦可以游

手審議其他的技侑文件俾在發展落後國內出版分發。

二三． Mr. GABITES （紐西蘭）希望此種所費

不貲的會議的結果將一如發展落後國家所應期望的那

樣令人満意。委員會爲對籌備所需時間有一個正確的

觀念而要對籌組和聯合國新能源會議相似的會議應費

多少時間有個認識自有裨盆。他懷疑是否值得爲了以

每一種語文譯印所有在計劃中的五百篇論文而再花費

一百八十萬美元之數。

二四． Mr. BURLESON （美利堅合衆國）追述

美利堅合衆國總統已在他向大會（第一O一三次會議）

發表的演說中提倡了＂聯合國十年發展＂的意思。像這

樣重要的科學會議自然構成了廿迺第計劃的一部分。

美國代表團認爲科學躺技循應用會議祇對發展落後國

家一定具有莫大的效盆自應儘早召開。他希望委員會

將核准在他看來甚爲合理的諮詢委員會的建議。並准

以一九六二年八月份爲會議的日期。他強調說開支尤

其是印刷費應以必要的至低數額爲限。

二五． Mr. QUAO （迦納）亟欲知道爲了此項會

議，祕書盧已與多少國家諮商過而且究已有多少國家

宣佈它們本身準備在一九六二年八月間參加此項會

議。

二六． Mr. KATZIN （聯合國應用科學及技術以

利發展較差地區問題會議執行祕書 ） 答覆聯合王國及

法藺西的代表說糧農組織所鍔備的會議和國際旅行及

觀光會議一定要在一九六三年內召開，不過他尙不確

知第三屆聯合國國際原子能和平用途會議何時召開。

二七．無論如何他認爲根據鏘備類似會議所得的

經驗祕書處一定能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中舒開科學及技

猿應用會議。正在起草過程中的會議臨時議程將在十

一月中分發各會員國政府知照而確定的議程則將在十

二月中齊備屆時祕書處便能邀請各國政府委派專家參

加會議。既然送交會議的論文要到四月前後才送達祕

書處俾有時間從事整理、繙譯及印行， 各論文著者便

有三個月的撰寫時間。因爲各國政府延請撰寫論文皝
然絕對是它們的第一流科學家與技徭專家， 這個時間

應該是夠的。而且論文的總數事先既已有所決定， 每

－儲噩家所提的論文就甚有限。

二八 ． Mr. EMEME （ 奈及利亞 ）說假使發展較

差國家要爲它們的發展而應用科學及技衍，它們所需

要的並不是學識而是金錢。惟其如此， 像正在討論中

的此項會議對於各發展落後國家是否具有甚多價值便

有疑問。而且他深表遺憾， 聯合國竟決定以佰大款額

用於爲期三年的學術研究工作，同時推行此項研究工

作所欲裨助的國家竟連像建立有效率的電話髖系的款

項都無着落。

二九． Mr. HODGES( 聯合王國）說關於會議

日期他特別要尊重發展落後國家的意願而且對於這一

照不論委員會的決議如何，他將接受它。假使多數決

定應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中召集此項會議， 聯合王國代

表團便將贊成諮詢委員會的違議。不過， 聯合王國代

表團並不認爲以所有的工作語文普逼印行會議論文的

討論紀錄而加耗一百八十萬美元的事情是對的。

三0. Mr. ARRAIZ （ 委內瑞拉 ） 確信委員會所

有委員都珍視會議的重要性。有幾位先進國家或發展

落後國家的代表對於是否值得在一九六二年八月間召

開會議一節所以表示懷疑者無非是因爲他們把它看作

近代史上的一件具有決定性的事情。會議的結果以及

它所欲確立的指導原則將在未來的許多年中幫助各發

展落後國家加速它們的進步。

三一． 會議的執行珌書業已說得很清楚，決定一

九六二年八月爲會議日期將爲祕書處留下爲會議作賓

際安排的充分時間。使若干代表關切的倒還是在科學

方面的會議鐙備工作。

三二． 珌魯代表說鑒於所有的專門論文對於發展

落後國家有盒用所有的工作語文廣爲印行此等論文

自屬必要。珌書盧應設法査明是否可由外間的印刷商

印行一部分會議的議事錄。

三三．從會議獲盆最多的低爲發展落後國家，它

們之中就應有更多的團家向委員會表示它們的意見。

三四 ． Mr. FENOCHIO（墨西哥）認爲委員會

現在考慮的那種會議應當非常審愤地加以籌緑。以七

個月到八個月的時間作實際的安排並從事技術上及科

學上的準備工作殊爲短促。假使不能將會議延遲到一

九六三年或許至少展延到一九六二年底。

三五． Mr. GABITES （紐西蘭）表示與墨西哥

代表抱同一見解。

三六． Mr. MORRIS （賴比瑞亞） 認爲會議祇有

極富意義的議程，對於發展落後國家自屬至具效盆 。

當然它不會爲它們闢財源但是它卻可就在何處及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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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可勳用的査本作最善的利用一事給它們一個校好的

指津。

三七． Mr. TURNER （財務主任）追述對於依

照聯合國科學諮詢委員會全體一致建議在一九六三年

召開第三屆聯合國原子能和平用途會議的問頲第十五

屆大會尙未決定。特別政治委員會主席曾向第十五屆

會（第二五九次會議）說問頲需要詳加審議，且並不

在第十六屆會的議程上。

三八．假如委員會准以二百寓美元充聯合國應用
科學及技嫡以發展校差地區問題會議的經蝶，祕害盧

當然認爲它本身有在預算限額以內籌維會議的必要，

但是迢意思並不是說它將嚴格地受到胝靨估計性的五

百篇論文的數目的限制。

三九．希望許多會員國政府將如它們在兩屆聯合

國國際原子能和平用途會議時的作法， 協助繙譯並複

印它們所提的論文。

四0. Mr. GANEM （法蘭西）認爲文件 A/C.5/

878 第八段分段 (d) 與文件A/4919 第九段分段 (d) 、
(f)、(g)及 (h) 前後矛盾。

四一． Mr. TURNER （財務主任）答噩說文件

A/C.5/878 第八段分段 (d) 的確並不十分清楚。原意

是說祗有會判的工作語文才是英文，可是根據以往的

經驗 ，究竟這是否切實可行殊有疑問。因此 ，他建議

應將該有關分扆當作已被刪去論。

四二． Mr. KATZIN（聯合國應用科學及技徭以

利發展較差地區問頲會議執行秘曾）對墨西哥代表解

答說假如在一九六二年終召開會跟便得要加聘職員，

若無額外的經費，所需的服務就不能提供， 原因是計

劉在一九六二年八月間派給會議的會所職員在同年度

終了時將全部爲大會工作所佔用。

四三．主席 請委員會就諮詢委員會有關聯合國

應用科學及技衖以利發展較差地區問頲會議開支的建

議（ A/4919, 第二十二段）舉行表決。

誌曲委員令的丈誤涇以七十三票對禾通遏，茶操

考一。

四四．主席請委員會注意文件A/C.5几．674,
內稱倘使委員會核准了諮詢委員會有闕會議的繡議則

第二款下所撥的二百萬美元的經費便應作如下的分

配：一九六一年度一一三五，000美元；一九六

二年一一一，四O七，000美元；一九六三年一一四

五八， 000美元。

四五．他賭委員會審議曾由諮詢委員會建議核撥

八0,000美元欬額的 (A/4814, 第一00段 ）一

九六二年度第二款下的初步棍築(A/4770) 。

四六．她於是請委員會表決一，四八七， 000美

元的全部核撥款項，內中有關一九六二年初步概弈者

爲八萬美元， 有關會議者爲一，四O七，000美元。

謗枸委員令名第:::.汰核接汰項一，四＾k,000

釷元的達議於iJ]續時以上十..:::.票對禾遠遏。

午找一特禾五分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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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五六次會議

一元六一年十月十＊日呈期一午1支三呤十五分繹約

主启：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工作方者 (A/C.5/880/Add.I) 

一．主席 說， 他接獲大會主席一九六一年十月
十三日的來信 (A/C.5/880/Add.l) 說 ， 大會第一0

三六次全髓會議已經決定將＂擴大行政及預算問題諮

詢委員會＂ 的一個增列項目列入本屆會的議程內並將

它分配給第五委員會審議具報。委員會日後當將審議

該項目 。

議程項目五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算 (A/4770, Al 
4813, A/ 4814, A/ 4910, A/ C.5/ 869, A/ 

C.5/ 870, A/ C.5/ 874, A/ C.5/ 881. Al 

C.5/ 882, A/C,5/L.674）（靖前）

一痕討論（積前）

二． Mr. GREZ （ 智利 ） 讚揚預算的編製不但更

加消楚且亦較爲周密。他察悉祕晝長所提的概算與行

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所建議的核撥經貲兩者數目

上出入甚微， 足徵珌盡處與諮詢委員會的臨調更爲密

切殊惑快慰。

三． 雖然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對於經濟發展落後國
家負有重大的使命， 尤其負有提高二十個拉丁美洲共

和國生活水準的重大工作的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 （ 拉

經會 ） 的預寡卻極微小。諮詢委員會建議從第三款

一薪俸及工資 (A/4814， 第一四六段） －－第貳項

臨時職位－~及第伍項諮議及專家-下旨爲供給實

施經濟暨社會方案所需人員而訂定的棍數中削減二十

寓美元。不過諮詢委員會已在它的報告書的第一五七

段中表示不久還要靈行審議此事。迢是一項受人歡迎

的步驟，原因是第三款第貳項及第伍項下的一部分經

費原要供實施拉經會及其他各區域經濟委員會的各方

案之用。此外，他認爲將某些經濟及社會工作從會所

移轉給各區域經濟委員會辦理不但可以新的刺激給予

它們 ， 而且還能有所樽節。

四 ． 現正努力以其貧乏資源整理本麐財政制度並

修復一九六0年地農及海嘯所造成的損害的智利政

府， 由於它要履行它所有的義務，對於聯合國經常費

用的與日俱增殊感蕉慮。 不過， 它和丹麥、 日本及奈

及利亜等代表抱着同一見解， 認爲正值開支大部分係

因各區域經濟委員會的建議且獲經濟暨肚會理事會核

准的技徭協助工作的擴大而增加的時候， 爲預算訂下

一個最高限額不但不合邏輯抑亦不切實際。

五 ． Mr. JAYARATNE （ 錫蘭 ） 說， 所有代表

囷都知道得很清楚，祕書處職員的地域分配尙有許多

有待改善之處。憲章的起草人已在第一0一條中表示

希望要使祕書處眞正國際化俾能贏得會員國的信任 。

不過， 假使珌書處的職員均從一個集團的國家的代表

人物中聘得，祕書處便不能國際化， 不能獨立，甚至

不能中立。這意思並不是說這樣便不可能有眞正的國

際公務員了， 而舐是說在今日的世界上這是一項難以

實現的理想。國際主義究竟還是一項比校新的觀念，

祇有經過了困難方始爲人所接受。

六． 錫蘭代表團焦慮的便是有幾個西方國家竟然

並不體會到問題的充分重要性與意義。社會主義集團

的國家認爲它們不能仰賴祕書處去大公無私地實踐聯

合國的決議案而那些不闕於蘇聯集團的國家亦一樣表

示不滿。因此，推想起來， 迢是具有客觀的根據的 ，

而且它們的恐懼是實在的。西方圜家應當竭力體會到

蘇聯集團國家的恐懼並爲它們所埋怨的情形謀補救。

七． 不過， 這並不是說錫蘭政府認爲＂三頭馬車＂

的制度可以解決當前的困難；錫蘭代表團認爲珌書處

應由一備官員出任首長。也許蘇聯的提案是針對着其

他代表團的拒不明察實情及拒不爲祕書處的總織作必

要的調整的態度表示惱怒的反蓉。他希望詆要有人採

取了均衡祕書處組織的徹底措施，蘇聯代表囷便同意

收囘它的提案， 原因是以三備珌書長代替一個珌書長

勢將使聯合國衰弱， 而它的失敗亦就是世界所有國家

的悲劇。聯合國並不因爲各強國要它存在才存在的，

而是因爲它的存在係屬必要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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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保護韶書長使不被一閩強權集團指責爲有偏

心的唯一方法便是給他正確的指令並嚴密地監督他的

工作。安全理事會祇因目前列強間的失睦而告瘓癱，

此項理想顯然就不易臻達。而且即使這些大國同意

了，它們所同意的始終是如此的空洞而含糊， 以致要

把它當作對所採步暎的切實結論的根據而加以應用都

有困難。哈瑪紹先生曾試圖彌補列強所留下的裂痕。

而且皝然這些大睪祇以空洞不肯定的訓令給他，他就

得要在憲章中爲他所認爲必須採取的拷施找根據。哈

瑪紹先生的悲劇也許就是在於他不篦瞭解在世界現況

下祇要兩涸列強集團之一表示反對便不能採取國際性

的行動。國際性的行動祗能由國際間的合作與和衷共

濟來達成。

九 ． 事實是會員國本身迫使珌耆長擔任他所負的

使命。聯合國己不復能將它的責任交給他而必須由它

自己去應付它們。目前所福要的並不是改變珌害杲職

位的性質而是要增加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國的國數，俾

使它更能代表世界上的現有勢力並使它成爲一個可以

根據中庸之道作成決蹟的擴關。

-o. 許多會員國都爲聯合國開支的增加而擔

憂。不過， 每一固國家的會費祗等於是它全國預算的

一項微不足逾的比數而巳，因此每一個會員國都得要

履行因它參加聯合國的工作而負的義務。迢些工作的

正常性的擴展是不宜加以限制的。最好的掲節滁法莫

如消除一切浪費與任何並非絕對必要的OO支o

一一．錫闞代表團對於設立一個審議遷移聯合國

會所問頲小緝委員會的意思甚表贊成。

一二．以能夠吸引最有才幹的人士的薪給給予祕

書處的職員固屬必要， 但卻不能忘記大多數會員國的

涸人所得僅足以瑚口的事實。絕不可懿令聯合國的職

員變成一個與他們所服務的人民的實際生活一無接觸

的＂官僚＂階級。從這個觀熙來湣，聯合國會所的設在

紐約也許會對珌蜜處職員的外表發生誤解， 致使他們

淚睍世界食瘠部分的大衆的利盒。

一三． Mr. STOIANA ( 羅馬尼亞）強調爲概算
作一般性討論的旨趣： 為所測定了的預算數作分析雖

不會純屬技循性的，但卻提供了一項對聯合國工作的

全面檢討。

一四．羅馬尼亞代表團對於一九六二年度棍算係

屬審僙的說法不能同意。其實財務主任本人向委員會

第八四九次會議所發表的聲明以及諮詢委員會所說

的，聯合國、各專門槭關及國際原子能總署（原子能總

署）的全部經常預築和各方對預冥以外方案所作的志

願捐款或許達三O五，000, 000美元之數的話已

使一九六二年概篡係颳審慎之說破壞無遺 (A/4814, 
第六段 ）。

一五．一九六二年的祇寡 (A/4770) 校以往各年

度為大。為穩定預算而有的一沏關懷似乎均已在數年

以前消失無遺，相反的，追加概算的慣例卻已根深蒂

固。羅馬尼亞代表團並不喜歡這種違反大會穏定預算

建議的憤例；它認爲提出追加經費的請求不管是爲一

項通常不予照准的開支的籌款的騙術。尤其是爲非法

並違反憲章的工作 ， 例如爲所謂聯合國韓國統一復興

委員會的工作， 它支持一侷腐敗政權的獨斷行爲以致

有損於聯合國的信荇。一九六二年度的瓶算仍舊列入

了該委員會與聯合國外勤事務處的鉅額經費。該事務
處衹係逹反憲章的規定而設立， 且不受大會的有效瘞

制。羅馬尼亞代表團總對反對在第十八款一一特派團

一內列入一三，000美元的所謂聯合國匈牙利問

頲代表的經費。當然，有人総還記得祕書盧曾憑着自

己的主意擅將特派團派往世界各地包括寮國在內o 聯

合國的財政管理尙有許多有待改善之處殆已更爲顯

若， 何況憲章的規定與大會的決譎均已遣人蹂躪。

一六． 聯合國會所的地熙乃是一個愈來愈嚴重的

間題。惟其因爲會所係在美國境內而祕耆處的重要職

位又由美國及其盟國的國民所佔有， 幾年來美國的碑

是在對祕書處加施政治座力。在聯合國會所前面舉行

的冷戰示成以及使若干主權國家的代表受到損害的稠

族主義者的活動顯然是有礙各代表團的正常工作。使

服務地燕發生一連串的重行分等的紐約生活費的不斷

高漲經常使聯合國的費用增加o 此外對於使在美國境

內的聯合國工作豁免課稅一事竟仍一無作爲。認書處

似乎甚至還不敢把它提出來。

一七． 至於就聯合國的現金情況而言，剛巧和那

些亟圖使社會主義國家代人受過的代表團所宜稱的相

反，目前的危楓乃是由本組織構造上的缺陷所造成

的。對於迢一熙，包括羅馬尼亞代表團在內的許多1弋

表團早就提請注意過了o 由於泌害處的構造係偏重於

對西方有利，聯合圜才走上了一條違反憲章規定已有

變成司宰見慣之勢的危險道路。悲慘的剛果事件便已

顯示了這一禁。其時珌書長寬然無視安全理事會而探

取行觔。祕書處對於憲章的規定以及對於大會及安全

瑪事會的決議的這穂態度自雖菟會惹出目 前的財政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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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從而使聯合國在經濟及社會合作上的經常工作受

到可能的阻撓。祇然當前的危穢係局一項構造上的危

楓，便該需要各項使它解決的根本措旋。

一八．羅馬尼亞代表團認爲祕害處的猜造必須重

整，才可以反映世界各重要會員國集團的利盆而不致

由一個會員國集圏利用珌書處的行政柵力致使其餘各

團蒙受損害。這樣的改紐對於聯合國的財政政策自必

具有有利的效應。在經常預算與業務預鉺之間亦應有

一個區別，後者應由志願捐款籌集經巽，唯有如此才

始可以擴充技術協助工作及經濟發展方案等。另外設

立一項業務預寡便可以隨時看出每一侷國家參加有利

於發展落後國家的國際合作的程度。一項爲維持和平

與安全的工作而籌款的特別制度應充分棄顧到憲章的

第十二條、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八條－亦就是說安

全理事會對於此事的職福＿一才可加以藍訂。大會及

安全理事會所施行的財政監督工作亦豳予以加強，至

於大筆的開支非待主管楓懿有楓會對它作分析便不得

予以承擔。不但概寡應受到更嚴密的審査即使預算穩

定的政策亦應予以秉持， 誠如祕害處工作及緝緔審查

專家委員會所說的， 原因是＂會員國所能接受的加

重財政負擔實際上究竟是有限度的"(A/4776 and 
Corr.1，第一四八段）。 對費用及決定預算經費的因

素作更詳盛的分析自亦爲改善預弈的編製所必需。

一九． Mr. ZULUET A ( 西班牙）說，由於概算

的訂正以及因祕書處改緝和行政與預算程序的革新而

必然造成的經費問題，全部支出自要比一九六二年的

緇常概算多出好多，惟其如此，概鐔就比較的欠黨要。

二o . 不過秘書麻正在不斷的努力以最低的可能

費用臻達最高的效率，他要向它表示申賀。祂贊成諮

詢委員會就核撥經貲作較少的削減的建議並爲財務主

任對於任何一項削減數概不加以爭辯一事向他表示歡

迎。

二一． 當然是因對穩定預算一事下過了功夫，一

九六三年的數目才沒有比一九六一年增加碁多。不

過，依照預篡穩定的嚴格詞義而言，像聯合國那樣富

有動力而在充分擴張過程中的一個緑織要穩定預算是

極不可能的。惟其如此，便絕對熙要爲本組織的各項

工作規定一個先後次序表而且甚至需爲珌書處本身內

部各個服務部門的工作規定一個先後次序。不但如

此，光是防止增加開支是不夠的，不但需要削減幾項

開支而且還應該把有一些開支全部取消。不復合理且

已由其他較有效的代替了的服務、方案或計剖務必探

取步驟使不再繼續下去。在這一方面， 希望會所的某

些經濟及肚會工作的移交給各區域經濟委員會不致造

成重複的事情。凡是創辦一項工作或方案都應一加大

會在設立特別基金的一二四O （十三）決議案中所建

謅的儘可能充分應用原有的服務。希望業務開支的增

加並不會牽連到一股費用的增漲。

二二． 至就珌書處的改緝事宜而言， 西迸牙代表

團反對任何意圖確認當今世界政治分對的提案並靈申

它的信念即認害是的職務祇應由一人擔任。

二三 ． Mr. BANNIER （ 荷蘭）對於已故珌書長
的缺席表示悲哀。由於他親自提出概算，足見他對於

會員國及祿書處的責任是如何的耿耿於懐。

二四 ． 荷蘭代表團認爲所有聯合國的工作，無論

是行政性的，或業務性的，不論是有闕維持藹際和平

與安全的，或關於經濟與社會的進步的，不論是由大

會、安全理事會或經濟翌社會理事會發起的，都應由

本緝織的預算芻措經費而由全盟會員國負澹。即使貲

用特別浩大而須依經常經費分攤比額表以外的其他比

額表來加以分派亦當由全體會員國負擔。荷蘭代表團

反對蘇聯及羅馬尼亞將支出分成各種各類的主張。荷

蘭代表團更反對蘇聯的三位一髖的行政楓講的觀念o

二五．至就一九六二年的概算而言，在預先決定

了的過份狹窄的限度內擴充聯合噩固非所宜，腮它作

不受控制的擴充亦是同標的不相宜。儘管對於開支的

數目已有了一項穩定的措施．經常預築的最後概數郤

還是免不了要比原來因其中有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的決

緱而提出的數目增加碁多。他歡迎由財務主任就這些

決議所造成的有關訂正擷算提出進一步的資料。雖然

原來估計的追加經費是八四0,000美元，祕書處

卻故意將它所請求的額外經費限定爲四九一，二五 O

美元(A/ C.5/874, 第二段），減少約百分之四十。

他在原則上並不反對此項域少數，但是他不懂是否祇

要是關係各方案的本身，珌杏處便可不向理事會第三

十二屆會繚會具報而有權逕對所提議的減少及它們所

牽涉到的事項採取此項行勛。迢是一件對大會與經濟

鷲社會理事合之間的關係極端重要的事情。

二六 ． 荷蘭代表團反對任何減少聯合國預算程序

伸縮挫的提案。荷蘭代表團亦爲現金的短絀情形大表

焦慮，並認爲既准韶書長貸款，則遇有貸款必要時 ，

不論數目多少，鉍書長皆應向商界方面借貸。最後 ，

他認爲在目前的情況之下，不應當裁員，更不暱當謳

服務的條件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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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對於肱書長所提並經諮詢委員會建議修正

的概算，荷蘭代表團將投票表示贊成。

二八． Mr. BURLESON （ 美利堅合衆國 ） 認爲

委員會的委員們不妨以憲章第一0一條第三段所指的

效率、才幹及忠誠的最高標準的題目作爲他們考慮的

根據。大家都知道這些標準和第一00條所規定的完
全不受任何政府牽制的棵準對於韶害處的職員都是適

用的。不過此項廠際公務員的觀念已因最近在地域公

平分配的名義下提出職員人數應在秕會主義國家、西

方隣家及中立國家三者之問平均分配的提案而受到了

威脅。對於以大會所通過的標準作爲根據的公平地域

分配，並沒有一個會員國表示反對。從來沒有人主張

蘇聯不能提出祕書虐應該多聘用它的國民的正當要

求。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曾採取過阻止聘用鶿聯國民的
行廁。假使所聘用的人數沒有大量增加，顯然咎不在

珌害處更不在出席委員會的任何其他會員國政府。但

是當職員們以官方資格採取行勳的時候他們竟然發表

了一個會員國政府的政治見解， 甚至遠發表了他們目

己的政治意見，迢是絕對不堪設想的；他們都曾宜誓

過辦事要唯以木緤織的利盆爲念。這並不是一個守中

立的問頲，因爲這可以說是不會有的事悄，要有便是

有一個忠誠的問題。

二九．至就財政的悄況而言，他注意到忠誠的準

則並未爲人所遵守。本緑織資金的消耗要比會費的繳

納爲快。有若干會員國政府不但蓖諷它們的財政義務

且還堅主聯合國應推行各項所費不貲的方案。美國人

民準備繳納他們的公平的會費，甚至於祇要本緝織創

立的宗旨與目標不這人破壞，還肯多捐些出來，但是

他們對於若干會員國似有使本組織瀕臨破產邊緣一事

卻深表關切。

三o . 他提到了聯合國剛果工作的事情強調說假

如會員國政府不像有幾個政府提供軍隊那棵提供必要

的款項－＿－在這一方面他特別推重愛爾閾一一聯合國

便將受到威脅而國際和平的初旨亦將受到嚴靈的摧

殘。也許過去第五委員會對於強調會員國嚴格履行其

財政義務一事過於不加注意。第五委員會應該請會員

國儘可能做到改善它們繳會費的程序，美國準備在這

一方面檻＇已的本份。

三一． 美國代表圃主張力求搶節，因此反對在一

九六二年度內爲會所大廈作任何鉅額的陣支。不過美

臨代表團認爲聯合國特別是在科學與肚會方面的工作

仍舊是一項絕對急迫的事悄。無論如何，本組織的財

政問題並不是對開支訂下一備嚴格的最高限額便可解

決的。聯合國不單是一個協調的楓關，它是一個活的

槻描，它非得耍滋長不可，否則便要死亡。不負汽任

的過度支出固極容易破壞它，可是課以嚴格的預算最

高限額亦一樣易於使它毀滅。

三二． Mr. MORRIS （賴比瑞亞）追述，賴比

瑞亞代表團曾向大會第十五屆會提出主張認爲應爲聯

合國設立一個富有彈性足以應付瞬息萬變的需要的預

募結構。假如它受到了預定的限制那就無法如此仲
縮。第五委員會對於辱求節省辦法固屬責無旁貸，但

對於大會或安全理事會所設的某一楓關的功用加以質

問的權利卻亦不容剝恋。若干會員國逐漸以拒不向聯

合國繳款作爲國策手段，他對於此一趨勢感到遺憾。

何況有闢的數目與人類的耳額財富相形之下實屬微不

足道。聯合國預算的擴張正反映了這俑爲各國尤其爲

貧困而見棄的國家希望所寄的輻合國綠織的擴大。

三三． 最後，至於就鉍害處的結橋而言，賴比瑞

亞代表團深信單一行政首長制乃爲本維織在目前形式

下繼續存在所不可或少的。

三圓 Mr. CHELLi（突尼西亞）認爲在有關預
算的各項文件中皝找得出使人擔憂的原因卻亦找得到

令人満意的道理。他沼到並沒有人對諮詢委員會的建

議表示異議尤其感到欣喜。這是行政楓關與監督楓關

之問的合作的改善及對本維織的財政困難有更充分的

了解的一項令人鼓舞的徵象o

三五 ． 不幸似乎還沒有使目前的惡劣情形告一語

束而達成任何協議的希望。比僅是遲繳維持和平工作

捐款更爲華本的原因已使嚴重的現金狀況更爲逆轉。

揆諸各有關會員國所作的聲明，大家對於本結織能否

繼繚實施它的經濟及肚會發展的重要方案都有疑問。

突尼西亞代表團鑒於這些困難，認爲有義務要投票贊
成諮詢委員會的廷議，迢是該委員會主席最近向第五

委員會第八四九次會議 (A/C.5/882, 第十八段）發

表的竪明中所扼要靈述的建議。突尼西亞代表團還強

調有爲方案設定先後次序的必要。不但姉此，祕害處

的各主管事務部門都應當竭力限制開支並應繼續實拖

可能範圍內最跌格的搖制。他竭力主張應以大會所規

定的數目作爲一九六二年預算的限額，而且祇可以爲

了置正的臨時開支提出追加棍第。照他的意思，如要

臻逹攙節，各會員國、尤其是安全理事會各常任理事

國的充分合作乃是不可的或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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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他在結論中說突尼西亞代表團完全贊成諮

詢委員會的建議。

三七 ． Mr. ZELLEKE （衣索比亞）說，本組繃

祇是經常地在擴充它的工作，聨合圖的預算自應每年

有所增加乃是意料之中的事。像衣索比亞的許多發展

落後國家係以原可嘩接用在它們本身的關發上的資金

撥充它們付給本結識充費用的會費o 它們希望聯合國

以最少的費用達到最高的效率作爲赧答。舉一侷例來

說， 任何因協調上的錯誤而鑄成的靈壘都應忍痛地予

以避免o

三八 ． 至就所建議的一九六二年的預寡總數而

言，他說他認爲諮詢委員會的建議大體說來尙凪淌
意。不過第五款一職員旅費一一下的棍數卻可藉經

濟暨社會理事會及大會所作的予以分散的緯議的實施

而減少許多。舉一個例來說，由於非洲經濟委員會

（非經會） 缺乏必要的職員，它途不時需向會所或歐洲

辦事處請求給予專家。以後他還要再度提到非洲緇濟

委員會戩員的問頲。

三九． 鑒於經濟發展的靈要， 復鑒於在迢一方面

濡要協助的國家的數目的衆多，有人也許要奇怪祕音

處靠着第十三款一一經濟發展一下所請撥的爲數較

小的經費還能有些甚庶成就。但是，假如會員國政府

免貲提供專家， 第十六款一公共行政－一－下的開支

即可大藍節滅或者赴至免掉。

四o . 他在結論中對於聯合國擔任的工作的種類

繁多， 表示關切，因爲現在正是聯合國財政情況危殆

的時候，亦正是它在財力限度內集中應付最優先工作
始可更有成就的時候。舉債及動用準備金乃是危險的

慣例，所可遺憾的便是憲章竟未載有確保聯合國財政

安全的條文。

四一． Mr. QUAO （迦納）說珌書長在概算序言

中指爲＇，保守的＂及依照財務主任的說法認爲具有＂某

一程度的德定性＂的一九六二年度概冥(A/4770) 若和

因本屆大會所作決議而額外哨撥的經費以及因本組織

維護和平的工作而造成的非常費用一起歸倂檢討便不

很具有這種印象。詠晝處固應因竭力從事樽節而受到

嘉奬但是要做的事情卻還有許多。值此財政危楓嚴靈

的期間自該有激烈的措施。對於這一次的緊急事態各

會員國並不是沒有實任。有幾俑會員圜竟置諮詢委員

會的一再蕃告及決議案一五五七（十五 ） 的建議於不

顧而繼續對祕書盧文絀的財源作與日俱增的要求。他

希望討論了珌害處的工作與組織以及聯合國的行政與

預算程序之後， 便將採取積極的步驟使本緝織不致破

產。

四二．迦納代表團認爲財務主任對於諮詢委員會

所建議的削減數竟一無爭辯令人欣慰。迦納代表團亦

認爲預算編製的方式的改良已使預算易於了解。迦納

代表團注意到有人正在竭力加強各區域經濟委員會，

尤其是最近設立的非洲經濟委員會，殊爲高興。它對

於爲徵聘職位較低的專員而實施訓練的計劃的成功表

示欣慰。它知適所訂的計劃原是爲要蕷助改善職員的

地域分配悄形， 惟其如此， 誼到了諮詢委員會報告書

內（ A/4814， 第一七三段）所說的有幾位受訓者竟囘

到他們本國去服務一節恭覺詫異。迦納代表園對於這

－燕亟欲多知道一些詳情。

四三．職員出差或囘籍渡假的旅費仍爲大宗開支

項目之一。他所要強調的便是公務旅程需有較佳的計

劃與管制。

四四 ． 最後， 就概算的收入各款而言， 祕書嘉似

乎對於大多數有收盒的的工作都不願儘量多所作爲．

在本緝織目前的財政情況之下這一種態度是使人詫異

的。

四五 ． 他顬請委員會所有的委員都得要一本容忍

與眞誠來從事他們的工作。要他們本着互助的精神表

示願意爲拯救聯合國而作建設性的工作的時候業已到

來。

四六． Mr. TURNER （財務主任）說， 他將立即

爲若干對聯合國財政悄況尤其是對剛果工作翎款問題

的評論作覆。大會以泱議案一六一九 （十五） 核撥的

一窩莒美元係以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至同年十月三十

一日爲期而且向委員會解釋情況的時楓業已來臨一

當然委員會不久將會有一份供它討論的赧告書。祕書

長已在他的有關一九六一年剛果工作估計費用的報告

杏中 1說過，嘔接由聯合國承擔的工作費用將需一萬

萬七百萬美元，而償還會員國政府以軍除提供聯合國

的某些貲用則爲二千八百萬美元。不過，諮詢委員會

認爲第一項費用可以限定爲一萬萬美元，第二項費用

可以限定爲二千萬美元。2

1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屆含，附件，議程項目四十九及

五十， 文件A/4703, 第七段·

2 同上，文件 A/4713, 第二十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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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根攄一月份至八月份期間的實際承負費用

以及九、十兩月份的概算一藹萬美元的經費在一九六

一年的頭十涸月中便可用罄，因此必須採取步驟爲一

九六一年十一月及十二月的聯岡I]費用鏘拷款項， 而且

如要工作繼續下去還得要爲以後的費用鎔款。

四八． 聯剛軍事人員的實力平均要比韶書長的估

計數爲低 （ 軍官及其他各級員額並不是二三，四00

名而是一八，000名），但是一個月的平均費用卻耍

一千萬美元。由於實際及估計實力之間的差額而造成

的節減數事實上已被編造概弈時未能預見的局勢所造
成的增加費用所抵消。這些臨時費用十九係因以馬他

地口岸爲中心而設立的補給辦法的暫時中止，剛果國

會在路凡寧大學召開以及最近在卡坦加發生嚴重的事

變時所採取的軍事行動等造成的。

四九．聯剛軍的實力或將因若干單位的撤退而減

少到一五，九00名，但是在目前的悄況之下，每月

的費用仍在一干寓美元左右。 珌害處將面臨若干極其

嚴靈的財政問題。大會所表決的經費祇列入了迄至一

九六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期聞的所需款項而一九六一年

十一月及十二月份的聯剛費用還需要經費約二千萬美

元。爲了明顯的理由，他不擬提到年度終了以後的將

來的日子o 他祇在結論中引述了祕書長對本委員會第

十五屆會所作的下開磬明：

＂祕書處認爲本身盧壞困雄。一方面它要＇竭

力＇推行大會及安全理事會所決定的政策。另一

方面它卻不斷地要和這些決定使本雜織在目前環

垓下所面臨的財政困難搏鬬。本緝織自然不能兩

全其美， 它不是像駐軍剛果所表現的那樣貫徹它

的決策並從速爲費用妥簽經費， 便是必須採取初

步步驟結束軍事工作並推翻它的決策。"3

這篇磬明可能對目前更具恋義。

五O . Mr. ROSHCHIN （ 蘇維埃『士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說，依照美噩代表的說法，並沒有阻止蘇聯

及秕會主義國家在珌害處佔有數目校多的職位的情

事， 但事實並非如此。薫聯曾一直要求祕杏處職位，

尤其是較高級職位，應當有較公平的分配， 但此項意

見竟見阻於一稠惡意，那稱惡意雖不能特別歸咎於誰

卻無論如何存在着。美國代表曾強謁說， 國際公務員

3 同上，漩程項目五十，文件A/C.5/843, 第二十五段。

應具備效率、才幹及忠誠等質素， 嶷逞他認爲在某些

國家的代表人物中竟然找不到迢種質索嗎？美國代表

曾指責那些主張儘可能使地域普及分配的人們， 說他

們是存心要敗壞職員的上述質素。事實上， 地域分配

的棕準不但至爲靈要，且亦具有決定性，尤以是在目

前的悄況之下。

五一．美國代表曾說國際公務員不應當接受任何

人的命令。 不幸，他們似乎是在接受命令：譬如祕書

處未與前幾屆大會及委員會的主席及職員諮商便器辦

各委員會職員的選舉。由於祕害處的綽緇成份有欠均

衡，它的確不能單獨採取行動。

五二．至就聯合國的財政而言，他深覺詫異，財

務主任竟然認爲將聯合國剛果軍的實力情形通知第五

委員會係屬正當。眞正應該解決這種事消的是安全理

事會而並不是第五委員會。雖然從來不曾有人和它磋

商過，它卻還是一個應作道種決定的楓關。因此，祕

書處一嗔是在背棐憲章的現定，無如各位發言人不討

論這些瀆職的事悄而寧願指責某幾個會員國政府的不
盡責任。

五三．若要依憲章的精神諤辦聯合國的工作則非

有大規模的改革不可。不幸，蘇聯所提的緯設性的提

案卻一直爲人所反對。

五四． Mr. NOLAN （ 愛爾蘭）對於美國代表推

靈愛爾蘭的話表示感謝。在當前的情況之下，愛爾蘭

除了和許多其他亦認眞履行它們的實任的代表團一樣

謹慎地恪遵憲章的規定及大會與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

之外，殊少其他的作爲。

五五． Mr. TOURE( 幾內亞）說祕書處職位的

分配不但不公平且亦與聯合國的國際性難於配合。他

說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會員國是發展落後的國家；由於

它們本身的需要， 祗能分擔爲一般利盆所絕對瀋要的

開支。有幾涸特派豳竟是一無用處而還有一些其他的

玉括剛果辦事瘟在內一—特派團顯然是苓無成

效。幾內亞礙難同意某些國家所要強加於聯合國的費

用，因此要求滅少甚至取消有幾項有關特派團的開

支。否則的話，如果因世界由某些國家負責的一項嚴

靈局勢而發生了費用則此項費用便應由那些國家去支

付。

午投六呤三十分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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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五七次會議

一汜＊－年十月十＾日星翔三午前十咔五十分紐約

主麻：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項目五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算 (A/4770, Al 

4813, A/ 4814, A/ 4910, A/ 4918, Al 

4919, A/ C.5/ 869, A/ C.5/ 870, A/ C.5/ 

874, A/ C.5/ 877, A/ C.5/ 878, A/ C.5/ 

881, A/ C.5/ 882, A/ C.5/887, A/ C.5/ 

L.674）（犢前）

一娘計論 （續前）

-. Mr. DAHLGAARD ( 丹麥 ）， 提及錫蘭代

表在第八五六次會議上所發表的意見，並且特別控明

丹麥代表園在第八五二次會議上對蘇聯主張改緝祕書

處一案所作的批評， 係對該案全部而發。 他認爲蘇聯

提案過碁其詞，不大符合聯合國的利盆。再者提案的

時楓也不恰當。但這絕對不可認爲丹麥代表團想否認

蘇聯立場中若干正當合理之處。該國若干意見， 如關

於職員地域分配問題的意見， 當然應該予以開誠佈公

的討論。丹麥代表團並沒有特別就職員地域分配問題

發表意見， 因爲它覺得無論在各代表團或祕書處內都

沒有人眞正否認社會主義國家職員名額不足的事實。
不過要想立刻改善目前的情形而又不妨礙祕書處的工

作， 恐怕不大容易。這整個問題應該用冷靜的實事求

是的態度去處理；激烈的爭辯祇會敗壞氣氛， 阻撓進

展。 不錯， 誠如蘇聯代表所說， 設法補救目前不平衡

狀態的努力， 迄今沒有多少成就， 但是將這間頲作一

比較深入的研究， 也許可以瑨出社會主義國家本身對

那種努力的失敗， 至少也負有一部份責任。把不能接
受蘇聯提案現有內容的各鬮代表團說成懐有不純潔的

動楓， 並沒有什庶好處， 而且這種指捲反而會使大家
不以富有建設性與和衷共濟的桔神來處理這個問題。

丹麥代表團除了想以一切可能的方式來幫助這個問題

的解決以外， 沒有其他任何願望。

二． Mr. ANDON! （阿爾巴尼亞） 說， 其他各國

代表團對珌書處目前的畸形組織和本組織費用逐年的

不合理增加，皝然已作非常充份的論述， 所以他只想

提及阿爾巴尼亞代表團認爲特別重要的其他若干問

題。 阿爾巴尼亞對若干帝國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利堅合

衆國想把聯合國由一個和平的工具變成一個圖謀它們

本身私利的工具的作法，深感槀慮。爲了達到它們的

目的起見， 它們利用目前偏靈一方的職員分配情況和

本餌織會所設在紐約的事實。就這幾熊來說， 他祇有

贊同蘇聯代表所表示的意見。

三． 目前祕書處內少數會員國經由它們擔任重要

職位的國民來操持本緝織， 這種情勢不僅畸形， 而且

對本組織的前途來說也很危險。祕書處違反憲章，僭

取了純係其他楓關特別是安全理事會特權嘀隅以內的

種種職權而且還在繼續行使這些職權。各關係國家使

得祕書處認爲它自己是居於各主權會員國之上的一種

世界政府。

四 ． 憲章制訂人幾經爭論和妥協， 設法建立了一

個能夠保證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溟正國際緝織， 審憤地

確定了各備不同楓關的界限和職權， 因爲他們深知唯

有通過集體的努力， 本組織才能履行它的崇高任務。

自從聯合國成立以來，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曾盎

一切努力改進珌害處的結構和成份， 其目的在將本組

織加強而非將它削弱。如果那些提案已經涌過， 委員

會現在便不會遇到目前這種嚴重情勢，可是那些提案

卻一貫地受人忽睍了。帝國主義國家曾經施展愈來愈

大的影響， 誘使祕書處在剛果、 寮國及其他地區採取

一種違背憲章的政策。在目前國際情勢之下， 改緝祕

書處， 使三儲主要國家集團一一社會主義國家、 中立

國家和美國軍事同盟關家＿一都有充份人員參加，這

－燕比以前任何一個時期更爲必要。

五． 若千代表團對本組織財政狀況表示憂慮， 但

是如果財政管理完善，本組織便不會陷於今天這個地

步。阿爾巴尼亞完全贊成蘇聯和羅馬尼亞主張將本組

織經常預算和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預寡及提供技宿與

經濟協助預算分開的提案。經常預算行政必須嚴守經

濟原則，因爲這個預算一定要穩定下來才行。 凡未經



品 大會－第十六屆會－第五委員會

核准的工作，如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表的工作，共費

用都不應該由鉍杏處承擔。就上述那項工作來說，鉍

害處不僅違背了財務紀律而且從事了冷峨活動。

六．最後他要堅決地強調，爲某些在編製經常概
弈時並非眞正不能預料的工作提出追加概寡，那個辦

法完全不可容許， 必須予以停止。

七． Mr. EMEME （奈及利亞 ）力言本緑纊的基

本目的，在於實現國際合作一一這是奈及利亞所堅決

相信的一個觀念。不幸若干會員國並沒有把這倨目標

放在心中。本緝織似乎成了三個主要國家集囷一~肚

會主義國家、西方國家和中立國家－＿一而與頭兩類國

家站在一起的，又有其他許多國家的代表團。奈及利

亞拒絕和任何一國或國家集囷溍齊，它對政策的決定

完全基於何者符合本國利盆的獨立判斷，但是它並非

中立，因爲它已在積極參與實現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努

力並且在非洲承擔了很多的事悄。他籲靖＇，結盟＂國家

放棄無盆的論戦而以從事國際合作爲目漂。要想聯合

國成爲國際和平的有效工具， 憲章精神必須經常保持

才行。

八．談到行政問題，他說至少就目前而論，奈及

利亞代表圏不贊成蘇聯代表將會所逹離紐約的提議。

紐約有若干缺照：費用昂貴，種族問題使非洲各國代

表感覺鑠堪，大多數代表團在美國政府影響之下很難

自由發表意見。可是大家不應忘記，美國並不怕做聯

合國的東主國聽由國際肚會仔細察溍。南非就絕對不
會這樣做法。此外，美國既是本組織經費挺款最多一

個國家，那末讓它得到若干補償，也是情理之常。最

後，將聯合國會所遷到某些多事之區以謀料粉的解

決， 也不能算是切合實際的舉動。爲了這些理由，會

所仍應設在紐約，徂大會並不因此而不能在世界其他

任何地燕舉行會議，如果大會能在各區域辦事盆輪流

開會，對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也許會有硐助。

九．奈及利亞代表團以如釋重負的心悄歡迎由一

人繼任已故韶書長遣缺的協議。任何人甚至蘇聯代表

也沒有誠心認爲＂三頸馬車＂制度是最適合於聯合國執

行部門的辦法。那僻制度顯然不切實際，紙會使本緝

織工作陷於癱瘓狀態。

一o . 不過＂三頭馬車＂的制度雖然可以不用，但

是蘇聯提議所根據的理由，卻不能一筆抹殺。蘇聯代

表對地域分配不公平悄形所表示的不満已由珌害處工

作及組織專家審查委員會報告書(A/4776 and Corr.1) 

完全瞪實。非洲各國乜有同樣不満的理由。奈及利亞

祇有一位區民擔任決策職位， 而在八十二名次長以及

主任、局長、處是｀ 司長之中只有三名是非洲人；至

於下級職員」詆有八十六人來自非洲，而共中三分之

一卻來自南非共和國。後一個情勢必須立刻加以檢

討。珌書處高級職位應重新分配， 使非洲國家得到比

校妥善的分配， 而將南非除外。

一． 奈及利亞代表團贊成設認書長一人並由代

表各個地理區域而非代表各種政治思想的次長若干人

組成一個內閣。代表每一地區的次長非徵得該地區各

國同意不得選用。奈及利亞很願意和其他非洲國家合

作推荐一位代表非洲的適當次長。

一二．奈及利亞代表團在討論職員地域分配問頲

時，將提出具體提案。他深信甚至現在那些因爲不均

衡狀態而處於有利地位的國家也很願意將祕書處內部
加以合理的調整。堅持改組的各國代表團最好不用漵

烈的指搖，以免氣氛更趨悪化。

一三．奈及利亞代表團反對穩定預算，理由提簡

單，聯合國承擔的責任是無法穩定的。現在幾十個國

家剛剛脫離殖民主義需要聯合國協助，要想把聯合

國承擔的責任穩定下來乃是不可能的事。雖然維持和

平與安全的費用， 無人主張加以稷定，但是關於吡會

和經濟方面的費用，池們卻想要穩定下來。不過祇要

非洲各國一日缺乏學梭、啓院和自行供應最低牛活必

需品的資金， 那些方面就一日不可能穩定。奈及利亞

塽內悄勢十分急迫，需要聯合國採取行動。如果蘇聯

能將瞥生通過聯合國供給奈及利亞， 那末奈及利亞一

定會熱烈歡迎。奈及利亞在敎育方面也需要協助。聯

合王國和美國正在盡力給予協助，但是有待協助之處

還是很多。美國派遣和平工作團前往奈及利亞，值得

慶賀，但是該團的管理不善，如果不採取補救持施，

可能達不到它原定的目的。無論如何」此類雙邊辦法

對於發展落後國家的種種問題並沒有提出適當的答

案。現在需要的是聯合國的行廁；至於奈及利亞應該

接受何國專家的事，它不願碼償任何宜傳。這些專

家，無論來自『士會主義國家或者來自資本主羲國家，

祇要他們能幫助奈及利亞的經濟發展，都將受到同樣

歡迎。

一四．最後， 會員國不能或不願繳納它們的攤款

一節， 誠可惋惜。要想本組纖緤繽存在下去」會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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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負起它們的義務才行。如果若干會員國繼續不

付款項，奈及利亞便要提議懲罰措施決不遲疑。但是，
大家應該注意，不可濫用憲章規定致使這些國家得有

不付款項的藉口。亳無疑問，如果若干會員國能不破

壞阻撓憲章的宗旨， 聯合國便不會破產。他鋨請彼此

利盆衝突的各國集團不以公然或暗中反對的行爲，阻

撓本組織維持和平與安全的工作。

一五． Mr. KOLBASIN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

主義共和國）說，聯合國當前的財政危楓，應由珌書處

幾位高級職員負責，因爲他們不肯將開支保持在合理

的限度內，也就是說，他們沒有注意大會的決定。從

討論的情況滘，許多會員國對於聯合國預算的繼續增

加都表示關懐，祇有丹麥代表在第八五二次會議的發

言中把這種情形當作是聯合國工作健全成長的一種表
示。不過，衡量這種成長，倒有一個更好的標準－~

即在解決裁軍及殖民主義等問頲上的進展程度。促進

發展落後國家的發展需要大量資源；因此鉍書處非但

不可超出核撥經費的限度，而且還要有所節省才是。

目前這兩件事都沒做到。

一六．一九六二年度概寡 (A/4770) 有着過去棍

募的一切缺盤，而且數額太高，共一部份原因就是這

裘面包括了維持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表這類無盒的開

支在內。委員會應該設法使聯合國資金不用於冷戰目

的。珌書處高級職員並沒有採取必要步驟， 將那些早

已沒有用處的特派團的開支取消。

一七．白俄羅斯代表團認爲現在遁個時侯應該將

開支穩定於適當水平，膽出資金來協助發展落後國家

進行發展計劃。預算編制程序必須加以改善。 一切非

行政開支都不應該包括在內，那棵一來，像剛果行動
那一類違反安全理事會命令的工作，就不能由經常預

算內撥款辦理了。

一八．目前概算不能令人満意，因爲它是由一個

在緝織上已經失時而不能反映目前世界各曦均勢的祕

書處所編製的。要想獲得進步，韶書處上層楓構就非

改緝不可。蘇聯代表闕於職員地域分配的立場，至少

得到了聯合王國一家報紙的了解，這家報紙促請西方

國家對於蘇聯的要求採取更有彈性的態度；可是它們

並沒有那樣做。它們很満意這一儲讓它們佔便宜的辦

法，甚至連蘇聯提案所根據的理由也不願意考慮；然

而那些理由卻是很正當的。鑒於憲章簽訂以來世界悄

勢發生的激烈改變，祕書處上層楓構不能繼續不變。

在祕書處目前組織之下，無法保證聯合國決議的執行

能夠符合大多數的利盎，這一禁已經剛果行動證明

了。現在祕霫處的成份主要代表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國

家的利盒；百分之七十的職員是美國國民以及和美國

結有軍事同盟的其他西方國家國民。鉍畫長辦公顥和

經濟及社會事務部內，他們所佔的百分數，分別爲百

分之九十及百分之八十七。若干部門根本沒有蘇聯或

任一非洲國家的國民。這種悄形完全不能令人接受．

而且對聯合國本身的存在也是一種嚴重威脅。

一九．蘇聯主張改組聯合國的提案係由蘇聯政府

領袖赫魯曉夫先生於第十五屆會向大會致詞時提出， 1

他當時說得磯對，聯合國不應表現北大西洋條約組織

的形象，而應具有廣泛的國際性，把三個主要國家集

團同等代表出來。唯有那樣，聯合國的工作，才能符

合世界各國人民和平合作的普逼利盒，而不專重任何

一組國家的狹隘利盒。目前國際問題唯有在所有大小

各國主權受到充分怠靈的情況下才能解決。

二o. 最與事實不符的一句話就是說蘇聯提案的

用意在於癱瘓聯合麟；任何人一定都很浦楚，世界上

已經發生重大的變動，而這種變動還沒有在聯合國的

組織上表現出來。白俄羅斯代表園認爲爲了持久和平

和國際安全，聯合國就非改組不可，因此它贊成蘇聯

關於這個問題的提案。

二一．最近幾年珌書處高級職員開始漠視或暗中

破壞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擅作解決蜇要政治問題的

主張，而事實上本組織創始人卻只將解決這種問題的

賁任交給安全理事會。舉例來說，剛果的大規模行動

就是這些職員在規避或歪曲安全理事會決議的方式下

進行的。

二二．白俄羅斯代表團堅決反對祕書長關於本線

織工作之常年報告書的弁言（A/4800/Add.1），因爲那

裏面對於許多提出韶害處改組問頲的國家有侮辱的言

論，同時也因爲它蔑颯了和平共處的原則。在那篇弁

言內珌書處脫掉了它的中立外衣，明顯地站在反對和

平共處者的一方面。

二三．祕書處用人過多；一九六一年內永久任用

及就地錄用的職員， 從四，O七八人增至五，0三四

人。永久職員的工作往往和臨時職員以及主要由西方

l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屆會（第一期會議），全體會議，

第八六九次含議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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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聘來的專家和諮議人員的工作靈臺。同時，現在

本組織的經常預算不僅包括行政開支而且還包括預算

以外經濟及社會方案所需的經費。就在這種情形下 ，

大量資金流到祕書盧的手中，由它爲了殖民國家的利

弇，隨便動用， 不受監督。

二四． 珌書處現在不是一個眞正具有國際性的執

行楓關， 它在行政上偏向一方的情況， 對它的工作大

有妨害， 必須立刻予以矯正。例如技術協助局的成

員 ， 就忠實反映了殖民國家的利盆，以致社會主義國

家對技術協助擴大方案的捐獻未能獲得有效的利用，

甚或根本未獲利用。

二五 ． 在目前國際情勢下，聯合國所有各楓關必

須採取顧及各組國家合法利盆的一致決議。如果一緝

國家繼續支配聯合國的一切工作， 利用珌書處爲其工

具， 那麼聯合國便不可能成爲協調各國行動的中心；

祕書處必須由可以表現各組國家合法利盆的人們來主

持而且必須完全接受安全理事會的指導。澈底改變聯

合國組織及其執行楓關以確保三組國家均有同等足額

分配的提案， 有利於國際合作， 而且也可以加強本組

織。

二六．白俄羅斯代表團還認爲爲使祕書處及各國

駐聯合國常設代表團獲得比較有利的工作環境起見 ，

應該考慮將聯合國會所自紐約遷往其他適當地熊的問

題，以免本組織遺受外界的壓力。

二七． Mr. KAOURA （奈及利亞） 說， 如果有一

侷文件載明在大會開會期間及工作消閒期間印刷、 電
話、 翻譯及傳譯等項目的費用，對於新獨立的國家便

有很大的幫助。

二八． 他促請主席特別注意做到委員會遵行工作

日程， 以免延長第十六屆會開會期間增加額外開支。

二九． 奈及利亞代表團認爲珌書處應由一位珌書

長主持， 至於他是否來自東方或西方，則無關宏旨。

三O . Mr. NOGUEIRA BATISTA （巴西） 說，

祕書長在編製一九六二年度概算時所訂將開支儘量保

持於本年度現有數額之內的目標不能實現， 巴西代表

團深覺失望。概算增列了人事費二，二九二，五00美

元， 擬將技術協助經費削減二百萬元， 特派團經費削
減二三七，六五0美元， 以資抵銷。諮詢委員會建議

削減一，一三O ，六五0美元， 其對象以人事費爲主。
後來祕書長提出修訂概算六』＼O七，o五0美元，以

應付經濟鷲社會理事會決議所引起的新開支。並供珌

害處高級職員預定增薪之用。 巴西代表團不僅關心開

支的不斷增加， 因爲在目前聯合國經濟困難狀況之

下， 那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而且也關心概募的實際編

製情形， 因爲那件事與本緝織聘支的增長有關。

三一．概算可以刪減，因爲裹面有許多項目並非

具體的收入或開支概數。例如增設永久及臨時職位的

提議， 即與預算編製法規不合；這種職位的設噩應該

由大會決議案具呤規定， 概算胝應反映這種決諏案實

施時所需要的經費。

三二．此外，開支的分類，似乎也沒有一個劃一

的標準。例如第五編一一技衍方案一下的開支，係

按工作性質分類；而第七編一一聯合噩難民事宜高級

專員辦事處一一下的開支則又按行政單位分類。就整

個祇算論，以行政單位爲分類標準比較合理，其他標

準應居次要地位。

三三． 再者， 棍算對行政和業務開支， 未加區

別，可是事實上爲了決定翎款及攤款方法起見， 這種

劃分卻不可少。

三四 ． 巴西代表固認爲大家對他所說的問題應該

特別留意，以便提高聯合國行政的紀律和增進祕書長

職位的效率。大會雖然應該和祕書長儘且合作， 但它

卻不應將本身權力的任何一部份交給祕書長。

三五．本組織的財政， 因爲和平維持工作經費籌

措方法所牽涉的政治和法律問題，以致發生了一種可

以預料到的現金短絀現象，爲數之大， 巴西代表團非

常憂慮。此種短絀現正暫由技嚮協助資金項下墊款彌

補。爲了巴西代表囷也贊同的政治理由 ， 技術協助資

金業已移作與其主要目的不同的用途。巴西代表團認

爲促成現金短絀現象的軍事費用 ， 性質很特殊，會員

國供給這類行動所需經費的義務， 要着據以採取這類

行動的決議案之性質而定。

三六 ． 最後， 他認爲改善本組織財務條例對其財

政困難的解決可有很大幫助。修訂棍寡和追加概算的

當然核准，在預算中設立新職位， 將預算各款經費無

限制流用， 以及關於臨時費用的相當寬大規定在在鄉

是會使開支不夠嚴謹的因菜要想本組織立於穩健的

財政基礎之上，這種不嚴謹的開支就必須避免。此外

宜考慮對於各種預算以外資金的動用加以某種嚴謹的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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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Mr. KITTANI （伊朗）說，他在一般討論

中發言時，不想討論珌書長職位問題， 因爲尖刻的辯

論對於正在進行中的微妙洽商不能有什療推進作用 ，

反而會使各方的立場更加僵棄，問題的解決頁加渺茫；

他也不想討論聯合噩剛果行動或本緝織現金情況，不

過他要說明一熙，如果只把這個問題當做一個不繳攤

款的問題就未免把問頲溍得過於單純了，那是浪危險

的；事實上這個問頲反映一穫更深刻的更基本的政治

危楓。同樣地，他也不想提到祕書處的地域分記問

題， 因爲所有會員國都知道一九六一年的世界和一九

四五年的世界大不棺同，也知這職員的地域分配，尤

其是高級職貝的分配， 不合理想，應該盡量設法改

正，也知道那些園家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要求獲得比

較均衡參加的觀黯，不應不予理會。現在他擬僅就聯

合國預算和行政問題發表該國代表團的一般意見。

三八．膈於預算稔定這個重要問頲，他認爲＂穏

定＂一詞幾乎成了一個口號，有着許多意義不同的用

法， 因此在把它用到贍合國上面時暱該加以明確界

定。所謂德定是不是說要武斷地規定一個限額鬼？那

一個步樣會嚴莧妨礙會員國實施憲章的其他規定。再

不然，是不是說要使預算完全或幾乎完全陷於停滯狀

態呢？ 伊朗代表團反對預算停滯，原來它相信聯合國

是一個年靑的成長的有活力的緝織，其工作只能由憲

章條款及會員國願意把這些條款變成有效集體行動的

程度來決定。事實上伊朗代表團十分歡迎聯合國工作

表現一穂廷設性的有計劃的成長，不過它現在不擬討

論達到那個目的的方法和程序。

三九．在委員會面前的文件中 ， 另外一個差不多

等於口號的成諲就是＂最大的效率和節省''。實際上，

這種事是絕對不合有的，它祇能是一個想要努力實現

的理想。因此，問頲並非珌書處是否以最大的效率與

節省進行工作，而是它與那個理想接近到什麼程度。

珌書長和大會的努力應該根據逍僙標準來判斷。可以

繃短理想和事實兩者閭距離的措施，計有嚴格遵守大

會議事規則第一百五十四及第一百五十五兩條以及經

濟蹙『士會理事會議事規則的相當條款，和更加審憤編

製初步溉算。會議經費概算，由原提議之日起至經濟

蓬社會理事會或大會核定之日止，往往有增加的趨

勢，應該進一步設法制止。每年概算通常在前一年最

初三個月內開始編製，這個事實， 也使問躡更趨複

雜。經濟豎社會理事會主要屆會定於七月份及八月份

舉行的辦法， 就是表示那個擴關必須核准若干以後還

要修訂或追加費用概鏵的計劃。大家似應考慮理事會

在一月份或二月份召開會議的意見。那樣一來，凡理

事會所作任何涉及支出的決定便都可以提交諮詢委員

會夏季會議討論。如此，便可將確定的祇算和諮詢委

員會的建繳早在大會膊藩以前即行分發。

四o. 許多代表認爲諮詢委員會對於一九六二年

度概算所建議的核減數額相當溫和或微小。道並不完

全正確，因爲就若干項目來說核減數額大於一九六一

年度所建議的核減數頲。財務主任決定不對核減數額

表示異議， 也許是使入發生錯覺的原因。

四一． Mr MORALES （ 珌魯 ）說，若干代表團

對於某些政府未能負起有關聯合國的財政義務一黠 ，

曾經表示詫異。珌褘代表郾卻要強調指出，大家非將

完全基於政治原因而未交貲的國家和因爲財政或預弈

困難或內部危楓而未能交費的國家加以區別不可。如

果會員國能對憲章第四十九條及第五十條多加注意 ，

若干已經發生的財政問題也許會比校容易解決。本組

織的義務日盒增加，因此不能希望聯合國鬨支保持不

變。

四二． Mr. ZEPOS （希臘）說，諮詢萎員會對一

九六二年度概算所建議的核減數額頗少， 足以證明概

算編製的謹慎。希臘代表團認爲諮詢委員會所建議的

脛費數額合理 ， 願予支持。希臘代表園並不因爲一九

六二年度擬議預冥較以前各年度爲高而感覺不安。聯

合國是一涸新的富有活力的和正在成長中的組織，開

支增加實甚自然，且就大髓上說，增加的數額並不過

分，而從它所必須應付的種種情況和環境來看，尤其

是如此。

四三．希臘代表團贊同聯合王國代表團的意見，

認爲祇要對本組織效率沒有妨礙，就應該以節約和緊

縮爲本緝織的政策，同時並應建立和實行一種經過妥

善考慮的優先次序辦法。它已經注意到一九六二年度

總概算爲了要和一九六一年度核定經費數額接近起

見，曾將前託管領土及其他附屬國家技術協助特別經

費減少兩百萬美元以抵銷一筆為數大約柑同的擬談中

人事費增加額。

四四 ． 希臘代表團對若干會員國未能繳納它們所

分攤的經費一盤，並不憂慮。祇要會員國認眞地負起

它們所承擔的羲務．祇要大家有爲全髖會員國利盆而

維持本緝纖的願望，那些問題無疑地總會獲得一個解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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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使希臘代表團惑聳不安的是若干代表團所

持的一種理論： 會員國詆應供拾它們所贊成的聯合國

工作的經費而不應供給它們所不贊成的聯合國工作的

緤費。本緝織今天現金狀況的危急就是這稱政策及其

實行所產生的結果。痲聯代表團及其他若千代表團認

爲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費用，不局於憲、章第十七係

及第十九條的熵圍， 而應適用第四十三條的規定。希

臘政府不能同意這種瑨法，他相信大多數會員國政府

也是如此。肚會主義國家既不遵行大多數的決定， 又

不認爲應該請大會轉請國際法院就維持和平工作的費

用是否爲憲章第十七條所稱之本組織費用一顆提出諮

詢意見，這種悄形很值得注意。

四六．希臘代表團對社會主義國家改變韶書處組

織的建議，也機關切。它們關於地域分配的理由以憲

章爲根據之處似校少， 而基於政治目的之處似校多。

四七．希臘既是一個小國， 所以很希望聯合國能

以最低限度的費用儘盎發揮效能．它贊成指派一位祕

睿長來主持一備獨立的祕書處，並主張嚴格遵守憲章

第九十七條至第一百零一條的規定。希臘代表團將投

票贊成符合憲章規定的辦法來解決聯合國間題。

初諭（積前）＊

第五款． 躪員敖費 (A/4770, A/4814, 

A/4910, a/C.5/874, A/ C.5/ L.674) 

四八．主席 指出諮詢委員會建該 (A/4814, 第

一八五段）將韶書長所提撤數二，一六O, -t;OO美元

(A/4770) 核減一二六，七00美元。韶杏長又曾提埔

增撥經費二六，000美元， 以應經濟噩社會理事會

決議所引起的需要(A/C.5/874）， 該項請求業經諮詢

委員合核准 (A/4910， 第十七段）。因此諮詢委員會

建議核准將經費總額共爲二，O六0 ,000美元。

四九． Mr. HODGES （聯合王國）說， 第五款概

數反映了祕書處的國際性和本緝織區域經濟委員會的

廣泛分佈。 但是因爲這等數字1民大，所以聯合王國代
表團認爲應使那些採取涉及本款經費決定的概關以及

各會員國政府深切注意節約和合理計劃的必要。

五o . 聯合王國代表團歡迎諮詢委員會報告杏

(A/4814) 第一八三段內所敍述的新訂飛楓旅行，等級

＊ 續第八五五次會議o

辦法。它也贊同諮詢委員會在第一八一段最後一句內

所作的建瞰。

謗拘委頁令栻損第五款埕賣.:::.,0*0 , 000美

元的走祇(A/4814，第一＾五段及A/4910，第十上段）

涇，A*十五票對＊汤情通緝

第六敖． 戢員最務條例附件壹第.::.項及第三項汎定之

公費；交祿費 (A/4770, A/ 4814, A /C.5/L.674) 

五一．主席指出諮詢委員會建議 (A/4814, 第

一九O段） 核准祕害長所提概數一00 ,000美元

(A/4770) 。

菸的委員令栻接第＊款涇差一00,000美元

的迂議 (A/4814，第一-tuO段） ｀主以六十六票封禾；；1J

社通過。

第七款．房令汊房地吹夏費（A/4770, A/4814, A/ 

4918, A/C.5/877, A/C.5/887_ , A /C.5/L .674) 

五二．主席促請注意，諮詢委員會建議 (Al
蟑14, 第一九八段）核准祕書長所提柩數四，0三四，

五00美元 (A/4770) 。 它還核准了 (A/4918, 第十

五段）珌書長爲萬國宮現代化而增提的概1數二一0,

000美元(A/C.6/ 877)。此外， 委員會在討論第二

款概數時已經知道， 誥詢委員會建議 (A/4918, 第十

九段）在聯合國應用科學技嫡造福發展較差地區會議

棍數總額中， 有一筆一二0,000美元的數額應列

入第七款而不應列入第二款。因此所建議的第七款經

費總額計爲四 ，三六四，五00美元。

五三． Mr. . PRICE （加拿大）提到珌害長關於

在智利桑提亞哥建築聯合國大疫的報告害 (A/C.5/
887 ），對智利政府給予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的協助，

表示加念大代表團的感謝。加佘大已決定參加該委員

會的全部工作，因此加拿大政府對現在桑提亞哥提供
的種種便利，尤其覺得可貴。．

五四 ． Mr. GREZ （智利） 對加拿大代表園所說

的話表示感謝。

認的委員令核接第上款孳靑繶頫四，云六四 ，五．o

0萁元的迂議(A/4814，第一元＾段 ， A/4918, 第十

玉段及第十如反）綠以六十，、票封禾;;J}贛通遙。

委員令鑒悉秘言天間於在蒂利桑提亞子迂築描令

囷大屋的租告書 (A/C.5/8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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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款．持｝~ftJfl (A/4770, 

Al品14, A/C.5/L.674) 

五五．主席指出諮詢委員會建謠 (A/4814, 第

二三O戾）核准祕書長所提衹數七四，六00美元．

認讠勺委員令栻接第十.:::..$k烴靑上四，＊00美元

的走試 (A/4814, 第..::..::.0段）涇以五十」、票對六票

物積通過，奎根考..::.0

午4文一特敬．令

第八五八次會議

一心六一年十月十＾日星朔三午亻文三峙.::.十分紐給

主启：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項目五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算 (A/4770, A/ 
4813, A/4814, A/4910, A/4918, A/ 
4919, A/C.5/869, A/C.5/870, A/C.5/ 
874, A/C.5/877, A/C.5/878, A/C.5/ 
881, A/C.5/882, . A/C .5/887, A/C.5/ 
L.674）（靖前）

－策計訟（續前）

-. Mr. VENKATARAMAN （印度）說，預算
以經費的名目表明會員國請聯合國在政治、經濟、及

秕會各方面所做的工作。． 第五委員會的任務是要非常

謹愤地審核一切撥款請求，以便確保經濟和效率互相

酣合。在履行它的任務的時候，它有幹練而專心擔任

它的不愉快工作的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的協

助。祕書處本身已經以接受委員會關於一九六二年概

算的建議而確認委員會的工作價值。

二． 現在的預算格式不能接受爲不得修改的。反

對它的主要理由是薪俸工賓及旅費都歸併在一起，因

此難以確定費用和它們有關的工作計劃之間的任何隔

係。幸而，在有增加職員的請求的時候，諮詢委員會

要證明職員應該增加的工作或方案的詳情。由於人事

費幾乎等於全部總預篡額的三分之二，迢種查核是必

要的。

三．爲了經濟的顧慮已經使得第五委員會及諮詢

委員會反對經濟暨肚會理事會的各專門委員會屆會排

定過多的趨勢。泌害處工作緤織審査專家委員會也曾

經發表意見，認爲經濟暨肚會理事會應審核＇，理事會

所區各專門委員會的工作方案，尤其應該注意會議的
次數"(A/4776 and Corr.1, 第一七五段）。希望理事

會會處理迢侗軍大問頲，而並不把它讓各專門委員會

自作決定。

四．第十八款一特派團一有一個節省的楓會。

因爲特殊的政治情勢而由安全理事會或其他楓關設置

的這些特派團，甚至在悄況已經完全改變以後，還是

有繼續工作的傾向。設立這些特派團的各楓關，儘可

以研究把它們結束或者至少把它們的職員裁減的可能

性。印度代表團還要請委員會注意大會議事規則第一

五五條顯然已經被聽任變成一段空文的事實。不過 ，

要緊的是大會的每一個委員會應該在採取任何決議以

前，不但知道它自己的決議所牽涉到的經費問題，而

且還應該知道同一屆會其他委員會所採取的一切決議

所牽涉到的經費問題，以便確定相關的優先次序。

五． 聯合國財政情況最使人不安的特徵就是現金

墳況的惡化，以及會費積欠的增加。聯合區不但已經

借了錢（從周轉基金借支二千五百萬美元，而把那個

基金用完了，又從特別準備金借了三千二百萬美元）

而且還有未消償的四千七百萬美元債務，尙且可以想

像到了一九六一年終，會費的積欠會有九千寓美元左

右，也就是多於聯合國經常預算的一倍牛以上。這種

情況對於本組織的士氣有危險。顯然，關於在剛果的

工作，本詛織並非不該受責備。不過， 假如本結織維

持和平的工作大部分要依賴能夠自費供給大批部隊的

國家，那就慘了。關於這一顆，他要特別說明，他本

國政府已經爲聯合國供給了大批部隊， 而一如文件

ST/ ADM/ SER. Bl 150所示，不拖欠它繳給聯合國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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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軍（紊急軍）的款項。實際上它的報銷額還遠比它

繳給的款項爲多。

六 ． 顯然，設立一項和平工作特別經蜚分輿比額

表是必要的。否則 ， 發展駮差及新近獨立國家就會不

能履行它們的義務。希望審查聯合國行政及預算捏序

十五人工作小緝能對大會提出一項辦法· 否則問題會

更惡化。

七．關於珌書盧的改緑，它似乎確是各代表團關

心的主要話題， 應該注意的是公勻地域分配原則是出

於憲章的一項義務， 而且經驗已經顯出， 防止祕書處

的行動受來自一個會員國或者一奇且會員國的職員－~

特別是最高級的職員－一的匽勢支配的事情怎樣靈

要。地域分配在最和質兩方面都應該公平。

八 ． 關於祕害處.:c.作緝織審查專家委員會的報告

畫珌書長和諮詢委員會都已經對於那個重要文件裏

所提的一些問題提出了他們的意見。由於祕書長是行

政首展，對於本組織的管理負有主要實任，他的見解

應該得到極審慎的注意。印度代表團以爲第五委員會

在知道下一任行政首長在這方面可能要提出的意見以

前， 應當對專家委員會報告書不採取任何決議。

九．在結論中他說記得聯合國以大國一致的原則

爲基礎；於是他呼籲它們竭力一本諒解稍胂，爲本組．

織面對的各種問題找一個協議的解決辦法。

初讀 （繽前）

－0 . 主席說，委員會第八五七次會議關於第
七款＿房舍及房地改良費一一所作決蟻須有對大會

決議案一四四七（十五）之修正案。因此委員會應向大

會提出一如此辦理的決議草案。他提議請報告員擬稿。

法定扣誤。

第三款 ． 薪俸與工姿（A/4770, A/4814, A/4910, 

A /C.5/874, A/C. 5/ L.674) 

--. Mr. ROSHCHIN（蘇維埃秕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要求騎於第五項一—諮議與專家一一的詳細

資料。他問這些諮議及專家是些甚庶人， 以及他們是

爲了那種特定工作而聘用的。第貳項－－－暫設員額

－那一個新項目在他意料之外的出現也使他詫異，

肱書處爲此項暫設員額請求五五0,000美元。

-.::..Mr. TURNER （財務主任）指出， 第五項

一諮議及專家一一是概募中經常項目之一。祕害處

已經把關於上一會計年度與酬金五百美元以上的諮議

所簽合同的柟確資料給了諮詢委員會。他可以把這項

資料給蘇聯代表及委員會的其他委員。由於大多數諮

議及專家被派往各區域經濟委員會， 而認書處尙未收

到關於這些委員會的最近資料， 祇有翡於會所的資料

才是及時的。

一三． 嚴格地說， 暫設員額（第二項）並不是指臨

時員額而言，而是指現階設不應歸併爲永久職員的補

充職員而言。例如，祕書處並不以爲遇到歲年內可以

完成的特別工作或計劃也應當創立一個常設員額。因

此，迢個辦法適應了特定的需要。講到它的用途和它

的鍔款及管理的方法，第貳項和第壺項一一常設員額

—不相同。它和第叁項－—會議臨時助理人員＿＿

也不相同。

一四 ． 最後， 他說， 因爲諮詢委員會建議在第貳

項到第伍項之間分配一筆耳額的核減（ A/4814, 第一

四六段）第貳項的概弈應該頗有減少。

一五． Mr. EMEME （奈及利亞）提到諮詢委員

會對於徵聘非洲經濟委員會（非經會）祕書處人員的
意見 （ A/4814，第一二二段）並且間辦理徵聘非洲籟

官員的恬形。他曉得目前大多數行政人員以及委員會

的主要職員是從歐洲來的。他要知道有甚麼可以使委

員會＂非洲化＂的處匿。

一六 ． Mr. KITTANI( 伊拉克）想起珌害處的

現行政策是要增加定期合同的比額。因此， 他不十分

相信有對於暫設員頲和永久職員加以區別的需要。暫

設員額可以列入第壹項一一常設員額一一或第伍項

—諮議及專家。惟有承認常設員額一旦設置就不能

裁撤， 才有理由設置暫設員額。何況檢討每年常設員

雒數目問題是第五委員會和諮詢委員會的責任。

一七． 關於託管及非自治領土情赧部的員額，吡

記得伊拉克代表園曾經認爲該部的工作是非常靈要

的。另一方面， 到了一九六一年終託管領土詆剩三
盧。一九六一年該部的專門及其他高級職員的數目是
五十五名， 但是武正派給它的才祇有四十五儲員額而

已， 因爲其餘十名已經分配到其他部門去了。雖然有

關託管的工作方案已變成不很繁重，一九六二年旳概

算保持四十五個員額。祇然正在審議所請全部撥款之

中幾乎有三分之二是人事及有關貲用的檄算， 委員合

應該堅持甚至於最小額的費用也必須有充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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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關於更替問題，他同意諮詢委員合在它的

報告害 (A/4814) 的第一一七段中所發表的關於更替

折扣已從百分之三降低到了百分之二·五那種情形的

意見。胝然，正如委員會所說，一九六一年六月份出

缺的常設員額要比一九六O年五月份爲多，迢項降低

的情形使人特別難以了解。

一九．最後，他指出珌睿長已經在他的關於經濟

暨肚會理事會決議 ( A/ C.5/874) 所引起修正溉算的

報告書中說，但已經故意把他所請的一九六二年度的

追加經費從八四0 , 000美元減到四九一，五00美

元。珌書長還說， 這種辦法以他在一九六二年初步概

算內所列的經濟與肚會工作人事經費先得到全部核准

爲必需條件。諮詢委員會已經建議要將第貳項及第伍

項下所的撥經費減去二00 , 000美元。這樣一來，

假使委員會承認珌書長的假定，它就必須駁斥諮詢委

員會的建議。

二O. Mr. NOGUEIRA BATISTA （巴西）說，
他準備在對設區新員額一事有所保留的條件之下，支

持諮詢委員會關於第三款的建議。其實，此事應該由

委員會備別審議並且應該作爲提請大會批准一項侗別

決議草案的頲材。

二一． Mr. HAMILTON( 人事主任 ）說，奈及

利亞代表可在文件A/C.5/ L.672 中找到有關非經會職
員國籍的資料。爲了替非經會徼聘較多非洲人而採取

的步驟實在是增加在聯合國各部門工作的非洲人數目

而努力的一部分。在非繹會祕書處之內，有許多合同

將在一九六二年屆満，因此爲了以非洲人接替有腦職

員將有最大的努力。有一項最近擬定可以使委員會快

誤用較多非洲人來服務的新辦法： 應徵人在會所受訓

一個時期使他們能夠迅速獲得必要的訓練。

二二． Mr. EMEME( 奈及利亞）向韶書處致謝

並表示希望以後他會得到比校詳細的資料。

二三． Mr. CUTTS( 澳大利亞）說， 他贊成諮

詢委員會對第三款的建議，但是想要有些有關人事更
替的詳細資料。倢尤其要知道專門員額頁替的實際情

形以及此項更替使人事主任的工作繁複到甚麼程度。

更替的實際悄形是否依照職員出身的國家或地區而有

所不同也是值得知道的。

二四．伊藤先生（日本）指出，一九六二年度
的薪俸、工資開支數目總計將會有四0,000,00

0美元。鑒於本緝織工作擴充的情形，遁侗數目並不

過多。可是棍算第三款數目的增加會自動影眷到列入

第四款一一一般人事費一一及第五款一一職員旅費

一的開支。不但如此，第三款下所列的七涸項目之

中沒有一項是可以瓠立審核的，因爲譬如在第壹項下

節省的敗目會被第貳項或第伍項下較大的開支抵銷。

二五．他認爲應該可能不損害秘書處的工作效率

而在常設員額的經費項下核減小額，因此他贊成諮詢

委員會有關此事的建議。她也質成諮詢委員會所禕議

的在第貳項及第伍項下核減二00,000美元，雖

然他滘出設立暫設員額可以遏制常設員額數目的繼續

增加， 而不失爲一個良好的辦法， 他認爲關於所請暫

設員額經費應該提供更多詳細資料， 所以贊成諮詢委

員會對於這一燕的恋見 (A/4814, 第一O六段）。

二六． Mr. MARTIN （南非）說，他贄成諮詢

委員會對於第三款的建誠。他雖然了解設匯暫設員額

的良好動楓， 卻恐怕暫設員額可能有比較經易核准然

後結晶爲常設員頲的傾向。因此，他寧願湣到它們列

入第五項一諮議及專家。

二七． Mr. ARRAIZ （委內瑞拉）說， 在和巴西

代表所作同樣的保留條件之下，他贊成諮詢委員會的

建議。 他也要由個別的大會決議案處理新員額，尤其

是專門職類員額的設置。

二八． Mr. TURNER （財務主任 ） 說， 池的印

象是對於提出預算方法的意見和委員會中代表團的數

目一才羕多。珌害虐編造一九六二年度衹算而初次列入

一個暫設貝額的項目的時侯，祗是實行第五委員會和

諮詢委員會在第十五屆會採取的辦法。假使第五委員

會決定改變這個辦法，不如從頭就把現在叫做＂暫設＂

的員額當作應該按期受審核的常設員顬而不在第伍項

下列入暫設員額經費，反而來得合理。事實上委員會

一向竭力建議專家及諮談的經貲不應當撥充其他用

途。

二九 ． 關於託管及非自治領土情赧部的職員，祕

書處祇能根據該部一九六一年四月份當時員額表上有

五十五個專門員額的情況編造棍寡。那時侯之後員額

數目 已經滅少，將來還要更加減少，不過行政當局必

須顧及持有合同的職員的福利．因此，它將竭力把這

些職員調到工作份暈在增加中的祕耆處其他單位去。

三o . 關於更替的折扣， 顯然會員國不能兩者僉

有。因爲更替而節餘的增加， 也就是本組織徵聘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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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所有員額以及改善地域分配不成功。他因此希望

一九六二年度的更替折扣會少於祕書處所預料。可是

他並不反對預料大些的折扣，因爲無論如何，這個數

目代表一個估計。出缺的員額有一百個，但是佔有這

些員頫的人通常辦理有關亞洲、非洲、 拉丁美洲的高

度優先方案。委員會的委員們一定會贊成祕書處應當

儘量設法塤補這些員額。

三一．說祕書長祇有以他原來提出的從事經濟社

會工作人員經費概算得到全部核准爲條件才同意把有

關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增加方案的補充費用減少到四九

一，二五0美元是不對的。珌書長並不可以訂定這樣

一個條件，但是他除了根據他的初步概算來計算他的

修正概算之外就沒有其他辦法。正因爲諮詢委員會已
經核准爲了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增加方案所提出的修正

概算，諮詢委員會所建議第貳項及第伍項核減二00,

000美元實在不發生問題。

三二．珌書處可以實行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的優先

方案。假使有了增加概算核減數的建議，它就不能這

樑做了。

三三． Mr. GEORGIEV( 保加利亞）的印象是，

依照財務主任的說法， 要達到員額比較公勻的地域分

配有熊和節省的政策矛盾，而且有兩個對人事費有影

響的因索：工作上的實際需要和地域分配的實際需

要。既然如此，很可以問祕書處是否認爲爲了確保比

較公勻的地域分配必須添設員額，或者它是否認爲把

成功地實行工作所需的員額重新分配就可以達到這個

目的。

三四． Mr. KITTANI（伊拉克）認爲在編造預

寡以及在第五委員會審核它的時侯必須顧到每一部處

的實際需要，然後把這些濡要加在一起而得到所需員

額的總數。祇然財務主任承認託管及非自治領土情報

部所需的員額已經減少，而且在一九六二年還要減少，

他想得到一項保證，就是在計算爲第三款所提概算的

時侯應該顧到這一黯。把職員從一個辦公室調到另一

個辦公室，不論會發生甚麼問題，任何可以預料的所

需員額的減少應該在編造和審查棍算的時候顧到。

三五．他同意財務主任的話，更替折扣表明祕書

處不可能隨時滇補所有核准的員額這件事實。可是，

祕書處雖然把更替折扣寡作百分之二·五， 他以爲百

分數應當略微高些，同時希望有一天不會再有任何折

扣。

三六．最後，他謝謝財務主任對於諮詢委員會所

建議第貳項和第伍項下核減迢儲問題給他的解釋。

三七． Mr. GANEM （法蘭西）說，財務主任對

於更替折扣問題所講的理論和法國代表團的理論完全

相反。法國代表團認爲把這個折扣維持在一個合理的

水平上，不但不會妨礙到公勻的地域分配，反而使它

容易。而且前幾年所定的折扣， 數目很小，對於行政

當局徽聘職員的政策從來沒有妨礙。自從那時候起沒

有發生過足以推翻法國代表團理論的事情。

三八． Mr. TURNER( 財務主任）說，在鉍書

處決定了提出概算的常設員額總數目的時候，它把託

管及非自治傾土情報部所需員額的減少完全顧到。

三九．他的意思並不是說，爲了確保更公勻的地

域分配應該添設員額。他祇是說缺額的數目和地域分

配改善的程度之間有關係。

四0. Mr. MACHOWSKI (波蘭）強調說，雖
然有諮詢委員會建議的核減，人事費和有關費用還是

全部預算的三分之二，因此在對所提出的第三款概算

有所決定以前， 還應當作其他核滅。

四一．委員會在研究祕書處結織及工作審查專家

委員會報告書以前，因爲關於這個頲目將要舉行的辯

論的結論對預算總數一定會有彩嚮，不應該增加員額

的數目。就珌書盧而言， 要解決的困難，不祇是財政

性的，它們大部分還是由於公勻地域分配原則的不受

尊重的事實。希望珌書處在改組之後可以不必增加常

設員額的數目而完成各項工作。必要的是要儘可能利

用若干部門工作在減少的事實，並且在各部門之間重

新分配職員而避免員額的增加。

四二．主席問蘇聯代表是否想要把第三款的概

算延期到下一次會議表決。

四三． Mr. ROSHCHIN（蘇維埃肚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對於預算的時常增加表示憂慮，雖然所提出

的一九六二年度概算還遠不是最後的數目，它已經顯

出了一宗二千六百五十萬美元的增加數， 也就是超過

一九五五年度百分之五十五。這項增加數不但是由於

聯合國的工作而且是珌書處的工作的擴充一一在某種

程度之內，工作的擴充或許可以作爲增加的理由一一－

而且也是由於本組織結構的不合理。第三款內所提出

的概篡大約是全部預算的三分之二，包括設置新員顓

和徽聘專家及諮議，而這些專家或諮議之中有些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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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常設員頲已經從一九五四年的四，O七八個增加

到一九六一年的五，O七0個；平均每年請設九十個新

員額。每項指派給珌書處的新工作都牽涉到額外員額

的一個請求，這種事態假使行政和預算的搖制運用得

當就不會發生的。工作的增加未必就需要增加職員。

多徵聘擔任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工作的職員是一個減輕
人員集中的好現象。但是在這一方面，珌書處也走錯

了路，因爲這樣的減輕集中並沒有隨着應該有的會所

職員等額的減少。經濟及社會事務部的睺員人數已從

一九五八年的四O三增加到一九六一年的五五九。各

區域經濟委員會對於當地的問題嗔接的知識可以由它

們自身有用地執行許多方案例如特別基金的方案。

四四．可惜，祕書處把應該用在執行經濟及肚會

方案的資財讓它本身辦公費吸收去了。假使這些資財

使用得當，祕書處就不必繼續不斷地提出新棍算。舉

一個例，正如伊拉克代表所指出的，託管及非自治領

土悄報部的員額很有減少的理由。事實上祛至於可以

把這個部取消而把它的職務一部分交給政治及安全理

事會事務部，另一部分交給經濟及社會事務部。再舉

一個例，會議事務廳和總務顧也可能合倂。但是頂上

層的靈複最厲害，就是珌書長辦公顥有十四位次長之
中的七位時常擔任政治及安全理事會事務部同樣的責

任。溍來好像祕書處誕面還有一儲祕書處，不但不合

理，費用大而且浪費。同樣的珌書處官員的工作和諮

議及專家的工作也往往發生重複。祕害處現在已經得

到了充足的經驗而需要外界的幫助也少些在這一項目

之下所提議的經費也應該減少。

四五． 珌書處時常有楓會使它辦公方面改善和合

理化並且減輕它工作的集中，但是它沒有利用這些楓

會而且很少顯露這樣做的意思。至於常設員額比數約

爲百分之八十的情形也遠不能使人満意。這樣的弊病

實在費解，它使得必要的職員調動和改善地域分配的

努力都失去效力了。

四六．所有這些問頲都是極傷腦筋的，但是把祕

書處改組一次就會可能在第三款所提出的棍算減少。

因此，蘇聯代表團希望委員會，在採取對於預算這一

款的決定以前，審査祕書處工作及組織審査專家委員

會的報告書。無論如何，它不能贊成現在所提議的徑

費。

四七．他要把他的提議作摘要如下：必須取消所

有發生了工作重複的楓關；減少專家和諮議的人數，

祇有在例外的情形之下任用，改緝託管及非自治領土

情報部；減少頂上級職員；訂立各項工作計劃及方案

的優先次序；核減經濟翌社會理事會的工作方案，最

後，把聯合國剛果工作以及緊急軍的費用列入一個個

別的預算。

四八．關於頂上級職員問頲， 蘇聯代表團已經盡

其所能推動委派一位推行祕書處::r.作的代理祕書長。

這個問題祇能依照憲章來解決，就是說，由安全理事

會來解決。麻聯認爲可惜過去珌書長和珌書處的頂上

級職員之間完全沒有商量。這種商量是必要的。這就

是爲甚麼蘇聯建議委派三位次長，一位代表美利堅合

衆國，另一位代表非洲或亞洲， 第三位代表蘇聯及秕

會主義國家。它已經接受了委派一位代表拉丁美洲的

第四位次長的提議。可是它不會接受有另一位高級職

員代表西歐國家的提案，除非東歐國家在同樣條件之

下也有代表，如此它已經提議或接受了一些解決辦

法，而且巳經盡其所能找一條打破僵局的路。下一步

並不在蘇聯，它希望別國也會設法幫助解決迢一個問

題。

四九． Mr. BENDER（美利堅合衆國）覺得麻

聯代表最近所作對祕書處的攻擊引起了對於蘇聯在宜

告它並不要破塽本組織的時候是否有誠意的懷疑。珌

書處職員的增多並不是因爲在行政或財政管理方面有

任何缺禁，而是由於會員圜對於新的方案和事務的要

求時常增加的緣故。關於永久合同，有闢的辦法是從

頭就已經由大會核准的。美國代表團在第八五六次會

議說過，聯合國是一個活的楓構，它的人員和預冥會

不斷地增多。第五委員會應該留意這種增多得合理以

及受有搖制。

五o. 他覺得奇怪蘇聯代表哩竟提起了委派一位

珌書長的問題。這儲問頲在第五委員會的職權之外，

這個問題的辯論會是不恰當和沒有用的。蘇聯代表團

知道現在關於這個問題的鉍密談判在進行中。

五一． Mr. HODGES （聯合王國）對於接受容易

變成自動性的預算增加會有的危險給委員會警告。他

同意蘇聯代表所說的，應該努力儘可能減少工作的重

複。他要強調，諮詢委員會主席在第八四九次會議所

講的話痕面的建議 (A/C.5/882, 第一八段）祇恰當

又必要。至於有關暫設員額這一項，要有最充分的理

由和說明。除此以外，他準備接受諮詢委員會關於第

三款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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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關於委派一位臨時秘書長的事情，他要記

得這件事是極慎重談判的題目。人人知道，菇聯對於

這件事有很楠確的目標，但是它決不是唯一出力和議

步的國家。假使談判失敗， 自然不難看出應該由誰負

實。

五三． Mr. GEORGIEV （保加利亞）說，他要
向委員會提出他認爲是有建設性的意見：採取許多國
家已經在用的預算程序一一預算項目的專門化一一就

是不但總括數字要表決而且員額的數目和分配也要表

決。第五委員會和大會把所有的員額都表決於是就能

控制它們的數目以及它們到各部門的分酷。

五四． Mr. ROSHCH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提議說，鑒於第三款的童要，關於這一款的

表決應該延遲到下次會議。

法定如誤。

午4文＊呤十五分歆令

第八五九次會議

一汜＊－年十月十沁n 是期四午亻文三呤五十五分紐約

主麻：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項目五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算 (A/4770, Al 
4813, A/4814, A/4910, A/4918, A/ 

4919, A/C.5/869, A/C.5/870, A/C.5/ 
874, A/C.5/877, A/C.5/878, A/C.5/ 

881, A/C.5/882, A/C.5/887, A/C.5/ 

L.674）（靖前）

一痕討輪（續前）

- . Mr. WILLOCH （挪威）認爲一九六二年度
的棍算不但通情達理而且切合實際。較一九六一年所

增之數不但不過多而且完全爲符合會員國願望的本組

織的增長所需要。不但如此，眨然財務主任本人已經

接受了行政及預築問題諮詢委員會的各項建議，挪威

代表囷自更樂於支持它們。

二．促使某些代表團請求將開支限定在預定限度

內的攄節的願望原是可想而知的。可是並沒有人指熊

一九六二年度概算有過份膨脹的現象。預算的規律不
應當引伸到連本組織的工作都要受到妨礙的地步。除

非聯合國有力區推行會員國所託付給它的工作，否則

它便不能一瘟成爲挪威所期望的堅強而有效的組織。

三． 仔細研究以往幾年的概算便顯示開支中激增

不已的一部份乃是專爲使亞、非、各新會員國廬接或

間接受惠的各方案而用去的。挪威人民對於年靑而剛

蛻變爲自由的主檣國家不但深表同情，且亦深具信

心，認爲此等方案乃是聯合國最重大而最具建設性的

成就的一部份。因此，挪威政府宜佈它要大量增加它

給一九六二年特別基金及技術協助擴大方案的捐款。

四 ． 至就聯合國所面臨的財政危楓而言，他並不

認爲應由不能繳付會費的國家負責，因爲它們的會費

爲數太少，不會發生這種效果。眞正造成危楓的倒是

那些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其財政義務的國家。在演

變的過程中受到犧牲的乃是一些小國家－~也就是最

需要聯合國的那些國家。危槻的最嚴重方面顯然是藉

拒付它們的會費而使聯合國受到致命打擘的那些國家

的態度。由此看來，財政危楓事實上乃是一個政治危

穢。

五．有人早已向委員會提出了改緝韶書處的問

題；蘇聯代表不但嚴厲批評了認書處而且還建議根本

改變本組織的結構。這些變更果予實施則亳無疑問將

使聯合國脆菀。假使本組織不能在危急的局勢中採取

建設性的行動，它充其量祇是一個和國際聯合會一樣

的辯論會而已。

六．挪威代表團承認鉍書虛職員的地域分配不但

可以，而且亦應予改善。譬如像東歐的代表人數不

足，祕書虛不但了解而正在努力爲這情形謀補救，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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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向非洲各國撇聘職員。正如文件 AlC . 5/890 所載

明的， 已經有了極大的進展。

七．挪威代表團要改善本雜織的楓能，乃看到竟

有幾個提案要危害此項擴能，殊感驚訝。挪威代表團

寧願以切實表達世界人群願望的手段給予祕書屬的首

裊藉以穩固已賦給他的榴力。

初贛（繽前）

第三款 ． 薪俸與工姿（A/4770 , A/4814, A/4910, 
A/C.5/874, A/C.5/L.674) （綠前）

八． Mr. TURNER （ 財務主任 ） 說，他首先要

提出有關鉍書處職員人數擴增的資料。依照第十五屆

會時1 向委員會所提的分析戟告看來， 經核准的一九

五四年的專門員額是一六四八名 ， 與所請的一九六一

年的一六七六名員額相若， 後面的數目胝不包括非洲

經濟委員會 （ 非經會）的六十九名員額， 更不包括技

徭協助業務局及公共行政緝的六十二名員額，這些數

目並不i當成一九五四年的一部份經常預算。因此， 所

加之數是二十八名。除了爲這兩個相同部門所任用的

人之外，經核准了的一九六一年員頦是一，六四二名，

亦即比一九五四年減少了六名。即使將已核准了的二

十五名臨時員額加了進去，一九五四年與一九六一年

間的全部專門員額才祇增加了十九名。至就這些員額

的分配而言， 一九六一年不在會所的員額要比一九五

四年多出一七0名， 而會所的貝額則比一九五四年減

少了一五一名。這證明已爲職員分散一事下過了極大

的功夫。鑒於肱書處的工作方案增加甚多 ， 因此所增

的專門員額已是不能再少。認害處曾設法用余併的辦

法應付它的新任務。道雖曾有效卻不能長此繼續下

去。 一九六二年度的酌增數便是替負擔過重的部門請

求的．

九．在第一項下一常設員額一一所請新設的是

四十二名專門員額及二十四名一般事務人員員頲。這

也就是說， 鑒於非經會工作方案擴大， 爲儘可能多以

員額給予弗福會韶書處起見才給它二十五名專門員

額。另以三名專門員頦和六名一般事務員額給予正爲

配合本組纖會員國數目增加而擴充的圖書館。又爲俄

文繙譯組增設十名專門員額。抵然在慣例上俄文巳成

爲一種工作語文， 而繙譯員留在聯合國的期間又甚短

l 大會正式紀錄， 第十五屆會，附件， 議程項目五十， 文

件 A/C. 5/842, 附件。

促，因此便霈有校多的員蕻以補償因訓練他們而需要
的時間。爲審計處一一個不屬於祕書長匯轄嘉而屬

於財務癖的部門一設專門員額及一般事務員各四

名。由於該處責任的加靈，自增加了迢些員額的需要。

為聯合國合辦職員菱邱基金＿，已的工作原極繁複再

加上它的程序又甫經變更一一及常設中央猥片委員會

與麻醉品監察團設四名一般事務員顓。

-o . 他已接受了諮詢委員會的建議， 至少有十

名新的專門員額及五名新的一般事務員額 (A/4814,

第一三九段 ） 可以免設一一項否定珌害虛並不努力

靠節省來抵消增加數的說法的事實。

一一． 第貳項下所請的員額－臨時員額一一反

映了經濟暨社會方面工作的擴大。要應付所有的需要

便需有七十八名臨時員額，祕書長的初步衹算卻祇満

足了大約一牛的預期需要量而已， 而且祗爲了一年中

的一部分的期間而已。假使連諮詢委員會所建議的第
貳項及第伍項－－諮議及專家一＿的核減數 (A/4814,

第一四六段）都一起適用於第貳項，則這些需要區更

將無法使之滿足。何況在經濟疍社會理事會決議所造

成的修正椴算內(A/C.5/874)所請的員額已將珌害長

自願應用的限額反映了出來。

一二．．每年既有諮誤及專家的名單提交諮詢委員

會自亦可提交本委員會。他舉了幾備具有高度技侑性

旳計劃及方案， 照他溍來這些計劃及方案非有外界協

助不可。在此種情形之下起用專家自要比用聯合國的

職員更具效果， 而且就長期來說亦校爲便宜。不但如

此， 列入預算第三款下的一七八名員額一一七十名專

門員額， －O八名一般事務員額一一直接均與技嫋協

助及有關的工作相關，但在收入禤寡 (A/4770) 的第

二款下卻列有一項由技令苷協助擴大方案出賬的補助

金。至就持有永久聘書的職員人數比例而言， 目前的

情形乃是第五委員會及大會幾年前所作的決議的誆接

後果。變勳是已經有過了， 但是要把它們付諸實施卻

還得要費一些時間。

一三．爲聯合國剛果工作或聯合國緊急軍服務的

專任或棄任職員的猜確人數殊雞說出。不過這些維持

和平的工作已經牽涉到了祕書處大多數部門的所有各

階層的職員。

一四 ． 至就列入經常預箕而持有爲期不到一年的

合同的職員而言 ， 他還無法提出各海外辦丰處的正確

人數， 木過目前在會所的這種職員（臨時職員及諮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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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有三二七名 ， 共中佔有一般事務人員職位者爲二六

四名而佔有專門職位者爲六十三名 ， 該六十三名中有

二十四名係由大會第十六屆會特別任用者。

一五． 他已經密切注意祕書處的工作許多年，所

以很可以對它下一番評斷。無容諱言，肱盡處並非十

全十英， 但是它卻亦並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低能而

缺之效率，最近幾年來它已經完成了幾項臨時應變的

奇蹟。委員會固然有批評的責任，但是他希望它的批
評並不具有過度的破壞性而祇是將可予改善的地方加

以指燕而已。

一六 ． Mr. SERBANESCU (羅馬尼亞 ） 說，預

算負擔最沉重的便是第三款。加上了第四款一一一．股

人事費一＿沱璝n圣於是預算毛額的三分之二之譜。羅

馬尼亞代表團對於認害處的不斷的擴張至表關切。似

乎每逄有一項新的工作發生，不論工作是多麼少， 所

做的事情總不外乎是光增加職員，至於現有的資源，

累積的緇驗以及其他的可能性則並不加以足夠的注

意。臨時職員、諮議及專家等的任用和甞設員額的增

加互爲表誕。事實上宮設員額不但應該設法予以稔

定， 甚至於還應該設法予以裁減。有效的外派亦具有

使會所職員人數減少的效果。鑒於祕書處的現狀及其
開支數目 ， 聯合國尤需徹底改緝。羅馬尼亞代表團不

能贊成第三款的概數。

一七． Mr. EMEME （奈及利亞）發問說， 對於

非洲經濟委員會延聘職員的缺畦，正在採取些甚麼補

救步驟。非經會的二十四位高級瞰員中僅有兩仗是非

洲人， 至於行政事務部門內則連一伺弗洲人也沒有。

大多數的主要職位均給了歐洲人，一般說來都是些前

殯民國家的國民．惟其因爲非經會應當尅網這些國家

的邪惡勢力， 悄形就更使人感得遺憾。

一八． Mr. HAMILTON （ 人事主任）本願等到
委員會討論地域分配問題時才對道僙問頲作更充分的

討論， 不過他想起他向第八五八次會議所提的訓練會

所非洲籍職員新計劃的詳細內容。爲非經會延聘職員

非常困雖，因此事實上必須從其他地區聘用合格而能

勝任的職員，但是加速聘用非洲籍官員的努力卻並不

稍懈。

一九． Mr. ROSHCHIN ( 蘇維埃秕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 說，財務主任所引述的數字和他本人所枚舉

的棺差接遠。依照財務主任的說法，在一九五四年與

一九六二年之間常設員頲增加了二十八名， 蘇聯代表

團經參閲各有關文件之後所得的結論認爲一九六二年

的員額要比一九五四年多出一千名。假使二十八名員

額果屬無誤， 則他不知道對同一期間的互額預算增加

數該作何解繹．蘇聯代表團認爲恬形不能令人満意。

而且每逄有新任務交給珌害處，它似乎就必然要添置

幾名新員額。

二o . 職員的地域分肥尙有許多要加以改進之

處。薁實說來，它倒還是在聯合國的早年間比較令人

満意。從那時起便有許多美國公民奉派出任要津，以

致癖聯雖以辨別聯合國某些楓關的政策與美國的政

策。迢正說明了美國何以要拚命維設祕書處的政策的

原因。它低然有權這樣做， 蘇聯自亦有權對它所認爲

無法容忍的情形加以批評。

二一． 爲了一九六二年度的臨時員頲竟請撥五五

0,000美元之數，但在一九五九年或一九六 0年

中這種員額卻一個亦不曾有過。這種新項目的突然出

現殊屬費解。

二．二．地域分酷雖以改善的理由之一便是百分之

八十的珌書處職員的合同係屬永久合同。他要知道這

樣高的比額是經大會那一侗決議認可的。所有這些矛

盾和無法解釋的事寶深使蘇聯代表團感到困惑。

二三． Mr. TURNER( 財務主任 ） 解釋說，他

所引述的數字祇是指專門職類的員額而言。而且秘書

處已向第十五屆會提出了一份一九五四年與一九六一
年間職員與開支增加數的分析報告書，｀他確信它將受

到審慎的審跟．

二四．至就永久合同而言，大會在審議了聯合國

鋂備委員會的報告書之後便以有關韶書虛組織的決議

案十三（ 一） 決定以無定期合同拾予業已經過試用期

間的職員 ， 並根據他們上司的考績報告每五年審核比

等合同一次。此項決策已鄒被確認了好多次。大約正

當薪給審核委員會在一九五六年召開會議的時候， 那

個政策不但已受到了詳盛的審議，且還隨之經過相當

的修改。

二五． Mr. PRICE （ 加拿大）說， 他不能一直

對若千代表團的一再批評認書處表示漢不關心。一小

操始終沆滻一氣的會員國說， 職員的地域分配殊不公

允，尤其對於那些會員國有欠公允。諮書處內那些會

員國的幗民確不甚多， 但這卻不是由於西方國家玩弄

手腕從中作梗所使然。

2 同上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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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現在本組織已比初建立時更具有了普及

性，這是一項應予歡迎的發展情形。同樣的，鉍書處

現在已任用了許多國籍不同的人。文件 A/C.5/890

已將最近經韶害長的努力而獲致的進步明白顯示了出

來。爲了抵要改善職員的地域分配又要不損及巳經在

職的人們的工作悄緒起見祕書長始終在努力設法中。

二七．依照憲章第十五章的規定，珌書處乃是一
個國際文官紐織，它的人員不但要具備才幹及忠誠的

最高櫟準且要他們不接受任何政府的訓令。許多新會

員國都已表示它們了解鬮際文官制度的涵羲。埋怨遣

受不平待遇的一小撮會員匾卻不能和前者相提並論。

這些隣家正圖安插它們自己選中的認害處官員，而將

聯合國的職員目為國家利盆的代表人。將珌書處的本

質作這樣的歪曲自屬有違憲章。因此，委員會應就珌
書長在他的常年報告書的弁言中 (A/4800/ Add.1) 所

勘定的兩項意念作一抉擇。一方面是一儲被目爲並不

是具有充分國際性而祗是將它的內部各官階代表某些

勢力與意識形態的珌蕾虛。另一方面則是一個不論它

的職員的個人背境及見解如何他們的行勁概唯憲章原

則是遵的珌書處。加拿大所要說的便是：第二項信念

祇是本組織創辦人的原意 ， 依它看來，這當然是唯一

可行的信念了。

二八． Mr. ROSHCH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認爲，財務主任的答覆業已證明蘇聯代表團

所提的問題完全是恰當的。當聯合國籌備委員會在它

的裁告書中s 說到永久合同的時候，它便已強調合同

應該每五年審核一次。不過自一九四五年起情形已有

根本改變， 永久合同竟變成了終身合同。蜣然財務主

任的答覆證實情形確係如此，藍聯代表圏便想知道迢

是怎庶造成的·

二九． Mr. GEORGIEV (保加利亞）說，那些
指責秕會主義國家代表団抨擊聯合國秘書處楓關及韶

書處職員個人的代表們正犯上了判斷上的錯誤。肚會

主義國家代表團所攻擊的祇是祕書處、珌書長及祕書

處內若干會員國等所採行的政策而已。它們作此等抨

鞏無非因爲它們認爲此項政策不但貽害聯合國及國際

秕會且亦危及祕書處本身的正當職務。社會主義團家

唯求充實聯合國而已， 惟其如此，它們亟欲看到一OO

在結構上和世界實際悄勢及聯合國本身原則相當的珌

魯虛。不但如比，肚會主義國家不能長此聽令它們的

3 聯合國嚮備委員合毅告杏 (PC/20 ），第八章，第二節，

第六十段o

合法利盒無限期的遭受摧殘。第一、因爲它們有檣維

護它們的利盆。第二、因爲禽靈這些利盆乃爲國際生
活及聯合釀的生命所不可或少者。的確，社會主義國

家的利弇係與本組織的利盆胭合的。

三o. 藉口說社合主毅國家只有九僙並沒有甚麼

了不起，便對問題作募術上或法律上的着法殊無意

義。藉歷史文化及各會員國之間的關係來解決問題才

是正當辦法。

三一．由於他們所受的敎育，許多西方國家的政

客及公務員的想法以及他們對於國際情勢及國際政治

的觀念大有徒軍社會現實的外表的趨向。其實，這種

心理立場，這種淮法見地，可由以個人為內容的賚本

主義社會的支離破碎的結構來加以解釋。不過資本主

義社會並不是世界上惟一的一種肚會，除了那些資本

主義的思想之外還存有其他的思想，並且對於社會的

現實還有其他的宥法。

三二 ． 使整個問題成爲珌書處職員的忠誠問題，

並且說他們是公正無私，某至說秕會主義國家存心要

破壞這種公正無私， 那不但是不着邊際的詭辯而且亦

是一項錯誤觀念的發抒。廠書處的職員都是忠誠之

士。假使他們並不如此的話，倒亦容易把他們免職了．

可是，除了他們所有在法律観熙上的忠誠之外說起來

他們遠是並不忠誠一一儘管他們本心是忠誠的一一因

爲他們所受的敎育，他們的思想方法以及他們的心理

既不讓他們了解某些問題，更不容他們體會現實．

三三． 假使充斥祕書處的都是屬於一項特種文化

並且還受到一項特種歷史演進的陶冶的人們則它的國

際性事實上便將不存在。要祕書虛反映世界現有各種

思想制度及各種社會制度，不但並不是背棄憲章，相

反的，這正是憲章原意之所在。

三四．既然每一固有思想的人都有一種意識形

態，而並不把它當作是不凪於他本人的特徵，揚言肚

會主義國家要把意識形態的鬬爭帶進韶書處老， 便是

再次提出一項無中生有的問題。一個國際公務員在軑

行他的職務時務必使他本人明白搞脫他本國的政治關

係。這一盤並沒有人加以否認，但是問頲卻並不在

此。所要緊的倒還是職員本身的思想以及地對於史實

及聯合國政策的溍法。肚會主義國家亟需聯合國有一

侷富有活力的秘書處·它不光是一個會員國集圈的工

兵而是眞正所有會員國的工具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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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至就預募翔實的問題而言，會員國固然很

可以指責祕害處提出了一一而且還可以埋怨它們自己

竟會接受一一不翔實的預算，亦就是含有隱匿照支以

待日後提出追加預算的預算·

三六．諮詢委員會已經提到過預鉺不翔實的事
情。該委員會已向第十三屆會表示意見認爲珌書長在

所建議的一九五九年度的職員人數與已奉准了的一九

五四年度的職員人數之間所作的比較並不使人十分信

服，原因是祕書處於一九五四年及該年以前各年度中

原就比它的實在需要多僱用了職員。4

三七．而且從一九五六年起，預篡的格式已有了

改變。從那時起預鉺即不復顯示各部門問的職員分配

情形，這是一項令人遺憾的事實。第五委員會不應將

整數付諸表決，而應對儘可能多備細目的分額作表

決，否則它便無異將員額的分配事宜交由行政掞關自

作決定，那便是熏新將大會的檣力移交給韶書處。

三八．因此，希望第五委員會及大會通過一項有

關各部門與各方案間員額分配的特別決議案，同诗爲

各員雒間的職員地域分配事宜舉行表決。他不知道委

員會是否可以設立一個工作小組審議此問題。

三九． 假如珌書處的組織反映了當前世界的玫治

及社會的趨向一一本綠織要生存下去，就需要具備此

種代表性一一－那就無須乎採用這種監怪性的措施。頴

然，在聯合國成立以後的一段诗期內，會員幗所操有

的一部分權力業已移轉給珌書處然後又在珌書處內爲

少數的會員國所磊捨。面臨了這種情形，便祇能在兩

種態度之問任捧共一； 所可抉捧的便是，不是將祕書

處降到一個行政楓關的地位， 便是接受已經發生了的

局面。不過要所有的人都接受邇些局面，祕書處的結

構便應迎合世界現勢。

四o·. 他所以耍從長討論這些問題的一備理由便

是它們祇已被登載在美國的報列上，所有有關的意見

便有予以公佈的必要。

四一． U HLA OUNG( 緬甸） 對於討論的氣氛
殊欠平靜，深表遺憾。他認爲委員會應將它對第三欬

所建議的經費的表決延遲到下一次會議舉行。

四二． Mr. GANEM （法蘭西）請保加利亞代表

注意第一屆大會的正式紀錄。當時 Mr. Jacques Rueff 

曾主張要將預尊詳分細目， 5一若剛才保加利亞代表所

｀大會正式紀錄， 第十三店會， 補編第七秕，第五十段。

5 同上，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第五委員會，第二十一
次會議o

說的。因此決定聯合國的預算應根據此項原理編造。

事隔十二、三年聯合國居然有意考慮到由於各會員國

預算幅度擴增不可能由國會作眞正的監督而在編造預

算方面所發生了的演變。預算已變得太繁靈太詳細

了，因此幾乎每一偕地方都決定要大鼠減少預寡項

目。聯合國已追隨着這個趨勢，尤其是在它有辦法爲

藹書長留下更多的伸縮餘地以使職員自甲部門改調乙

部門之後。採用了這種制度已導致若干掲節。假如聯

合國要再探用過去的老辦法，當然它儘可以做得到，

但是他並不認爲這穰演變實際上會有任何好處。

四三．由於珌書處所撰的一項文件謂定期合同的

比額是百分之二十，有些代表團遂將永久合同的比額

臆斷爲百分之八十。他的印象是認爲合同要經過定期

審核的，因此他要從人事主任那裏得到一些有騎這一

熙的資料。

四四． Mr. HAMII,TON （人事主任 ）答覆說，

通常試署兩年的職員祗要資歷、工作、及品行被認爲

完全滿意便可獲得永久任用。永久任用到了一個五年

終了時便得要經過一次審査。審查後仍予任用者如無

童大過失便可望終身爲聯合國服務。不過人事條例規

定祕霫長得憑各種理由將永久任用的職員免職， 其中

有一個理由便是說，祇要此項行動是爲良好的行政羞

想而為有關職員所不表示異漵者即可。人事規則及人

事條例對於停止任用均已定有補償的辦法。

四五． Mr. NOLAN( 愛爾蘭）說，他和緬甸代

表同樣的希望委員會延至下次會議表決所建議的第三

款經貲。

四六． Mr. GEORGIEV (保加利亞）不知這曾
發表和他本人的意見相同的意見的巴西及委內瑞拉代

表們對於他所提的由大會表決分配各部門員額的建議

有何意見。

四七． 假使法釀代表對於編造預冥一事所說的活
並無錯誤，預寡便不能從詳編造。這意思不但是說認

杏處最上層的組織極其重要，而且亦是說這便是必須

爲預算問題尋求最後解決辦法的地方。

四八．至就珌魯長因新式預篡的結果而應獲有的

摘節而言，諮詢委員會已在它向第十二屆大會所提的

報告書中6 說起逞，這些擦節尙未實現過。

6 同上，第十二屆合，補編第七冀第二十二段及第九十
二段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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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 Mr. NOLAN( 愛爾蘭 ） 動議依照大會議

事規則第一百一十九條的規定延會。

五o . 主席 請問愛爾蘭代表，他是否反對在正

式動議延會以前，給發言人幾分鐘的時間以便結束他

的發言。

五一． Mr. GEORGIEV ( 保加利亞）說，討論
所趨的動向正成了帝國主義會員國一味不許其餘代表

發言的一個妤榜樣。

五二．主席將延會勳議交付表決。

＇力議以四十一票對十系遠遏，奎操考十＝。

五三． Mr. SOKIRK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提出程序問題說，不讓發言人說完他的話而將

延會的動議提付表決便是有違大會議事規則的規定。

午4瓦*特.::.十分赦令

第八六O次會議

一元＊－年十月.;:.+a 星期五午前十呤五十五分紐約

主麻：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項目五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箕 (A/4770, Al 

4813, A/4814, A/ 4910, . A/ 4918, Al 

4919, A/ C.5/ 869, A/ C.5/ 870, A/ C.5/ 

874, A/C.5/877, A/ C.5/878, AI C.5/ 

881. A/ C.5/ 882, A/ C.5/ 887, A/ C.5/ 

L.674）（靖首）

一般討諭（續前）

-. Mr. RYBAR.（ 捷克斯拉夫 ） 提及道儲世界

最近所經歷的主要變動。其中包括祉會主義制度力量

和影響的增加，殖民制度迅速瓦解後新獨立國家的出

現以及西方軍事集團結盟國家影響和磬望的下降。這

些變動也在聯合國中反映出來了，聯合國會員國在十

六年的時間內已經增加一倍，而且預料將來薳要增

加。本組織會員國的性質也有改變。不少會員國採取

了不參與軍事集豳的政策，不願像原有的大多數會員

國那樣充當帝國主義的工具。

二．美利堅合衆國和它的盟國早年曾不顧憲章規

定設法將安全理事會的榴力移至它有把握可以取得大

多數會員國支持的大會。這種努力到一九五0年通過

大會決議案三七七（五）所謂＂聯合一致共策和平＂的

決議案時已經登峯造極。可是這同樣一羣國家在大會

裘現已不復居於同樣的支配地位，有時接至連過半數

的支持也無法取得。將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

以後，聯合國各主要楓關的會員國便會擴充，對非亞

國家發生有利的彩響， 同時也會使帝國主義國家在那

些楓關內的地位進一步削弱。

三．現在聯合國楓關中美國及其盟國還可發生決

定作用和佔有壟斷地位的惟一槻關就是肱書處，在那

個概關痰， 大多數重要職位都是由那些國家的國民所

擔任的。那些職位的分配情形加以研究就可以看出珌

害處爲那些國家的利盆服務，皝不國際，又不中立；

剛果及其他地區的經驗已經說明了那個事實。

四．因此，最近美國想出主意和辦法，要把祕晝

處由一儲專爲實施聯合國主要楓關決議而設的藁正行

政楓關，變成一儘可以自作主張採取行勳， 甚至違反

大會及安全理事會決議來採取行動的執行楓關， 實在

一盤也不奇怪。主張這種改變的人不經安全理事會准

許，劍立非法先例， 想盡辦法修改憲章所建立的制

度。珌害虛派遣政治特派圃前往寮鬮及其所作有關剛

果行動的武斷決定， 便是那種態度的實例。

五． 美國假借聯合國名義和旗幟以遂其帝國主義

企圖的事實， 已由美國國際組織事務司助理國務卿，

Mr. Harlan Cleveland 於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在
美國國際法學會會議上發表的言論中暴露出來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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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言論表示美國已經認消祇要控制了祕書盧便可以亳

無顧慮地對他國事務進行干涉。

六． 有人現正設法爲韶書處的武斷行動求得理論

的根據， 並將此種行動逐漸建立爲一種政策。珌書長

關於本組織工作常年報告書的弁言 (A/4800/ Add.1) 

就消楚表現了這一種企圖。那個文件把若干會員國依

照憲章原則實現和平共存的努力當作一種由來已久的

哲學，主張由肱害處建立一種行動的新方式， 正是嚮

應了Mr. Cleveland 所說美國政策的猜肺。

七． 那個文件的第四節甚至批評憲章沒有充分重

睍祕書處的執行行動。照那一節的意見來說，憲章不

過是認書虛行動所本原則的來源之一。其他來源便是

祕書處違反憲章任意建立的先例和某些會員國的意

向。憲章祇被認爲不平衡和具有其他缺燕， 那麼先例

和那些國家的意向顯然就被認爲是一種比較可靠的標

準了。這個報告書弁言裴至還把祕書處那種武斷行動

說成是本緑織成長演進過程中的一種良好的徵象。促

請會員國加以支持。

八．捷克代表郾不能贊成這種違反憲章和假借聯

合國旗幟遂行帝國主義目的的行動。韶書處的武嘶行

動已引起財政危楓， 如不加以制止， 一定會危害本緝

織。因此， 蘇聯代表團主張改組聯合國執行楓關的提

案，顯然應予通過。

九． 美國對祕書處的影嚮因聯合國會所設在美國

而加深。職員和代表團都受到許多不同形式的壓力；

美國生活方式與大多數會員國有異，對本緝織整備來

說， 是有害的。聯合國會所不宜設在一個發起北大西

洋條約緑織、東南亞條約緝織和中央條約組織一類侵

略集團並在外國領土設有許多不受歡迎的軍事基地的

國家之內。美國對於世界實際情勢的觀念， 含糊而不

切實際，忽碸若干與它本身制度不同的國家的存在，

甚至還誤用聯合國東主國地位的影卷來阻止這些國家

加入本組織。種族、 宗敎和政治偏見與歧視在美國復

流行，使聯合國不能安靜地工作， 而外交人員和職員

也不能得到尊嚴的生活環垓。外交使節及其所區職員

的人身不可侵犯櫚利，曾經在若干非常嚴重的事件中

遺到破壞， 以致引起各方尤其是非亞國家代表團的普

逼不安。

-o . 非洲外交人員在飯館內和在居住問題方面

遭到歧視，他們在公共場所遣到蓍察的欺侮， 他們還

收到種族仇恨的信件和受到其他種種方式的威脅，這

都是他所說那種生活方式的普通徵象。不慬如此， 遁

種影響還伸展到了珌書處，那裏的就地徽聘的安全人

員， 最近曾憑厝色來對聯合國代表的客人橫加歧飄。

那些職員磬稱他們奉命注意可疑份子以確保代表們的

安全。捷克代表團請珌書處立刻制止這種無理的辦

法， 令飭安全人員對所有參觀者都要保持適當態度 ，

而不問其膚色，並將職員中種族歧諷者革除。

一一．聯合國在現在地黠所受到的另外一個障

礙，就是許多外交官和新聞記者的行動受到限制， 甚

至不准他們前來。美國對非會員國觀察員發給簽臨

時， 也有歧視。會所沒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朝鮮民

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或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常駐觀察員，

乃是顯而易見的事。此外， 非政府組織的代表， 因其

緝織方針不爲美國政府所喜， 也曾遣到困難。

一二． 因此捷克代表團非常贊成錫蘭代表在第八

五六次會議上的建議，設立一個小緝委員會檢討聯合

國會所遏移問題。

一三． 根據預算觀禁， 也有若干因索證明會所不

宜設在紐約。美國拒絕批准聯合國特權豁免條約，以

致珌害處的美國國民必須繳納當地薪給所得稅， 而且

他們還有服當地兵役的義務。此外， 大家總還記得，

美國曾經怎樣對珌書處施用座力， 把祕書處內不投美

國政府所好的美國國民開除。

一四．因爲美國政府沒有批准那個條約， 所以聯

合國須在美國購置物品和取得服務時都須納稅。 外交

人員在原則上雖可免稅，但在聯合國購買飲料和食物

卻仍須付稅。捷克代表團曾請法律顧問在可能範圍內

儘早就祕書處與美國當局談判納稅問題的現狀提出報

告書。過去幾年的報告書，很不能令人満意。

一五． 聯合國會所設在美國境內對該國有利而於

其他會員國不利。 該國是少數幾備用本國貨幣繳納會

費的國家之一， 而其他會員國則必須以不易獲得的外

國貨幣繳納。這種辦法違反會員國平等原則。 一九六

一年六月四日的紐約時報登載一篇分析， 說明聯合國

預算幾有百分之六十亦即美國會費額的兩倍用於美國

塽內。另外， 各常設代表團在當地的開支以及因聯合

國設在紐約而招致的大批遊客生意及其他間接財政收

入，也是對美國有利的。

一六． 如果所有各會員國都能用它們本國的貨幣

繳納會費， 那末公正與平等就可做到。爲了這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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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可就所有各會員國貨幣在聯合國箱圍內的轉換和

平等待遇問題締結一個公約。

一七．因爲會所設在一侗由於軍備競賽以致通貨

膨脹壓力很大的國家內， 所以聯合國費用和各常設代

表郾費用便不斷增加。經常預算在六年以內增加了百

分之五十五，可以說明物價上漲的影菩之大。

一八 ． 捷克代表圓認爲經常預篡應限於行政開

支，所蝟業務開支則應除外。維持和平行動的經費和辦

法應由安全理事會決定，而關於技術協助工作的開支

則應另設一個預算，以自動捐款方式籌措其所需資金。

一九． 嚴格遵守憲章關於財務問題所定的原則就

不致造成他所說可能嚴重妨害本組織前途的危險先

例。爲了這個緣故，捷克代表團贊成蘇聯代表團所提

議的預算措施。

二O . Mr. BURLESON （美利堅合衆國 ） 說，

他要對上一位發言人一大串詆毀美國的言論， 提出最

強烈的抗議。他相信捷克代表的言論，不合程序。可

是美國代表團並沒有以程序問題爲理由而打斷他的發

言，因爲美國相信言論自由。他保留以後詳細答溉其

中某幾黠的描利。

二一． Mr. MACHOWSKI (波蘭 ） 對委員會再

度面臨了下一年度概算超過上一年度棍算的事寶， 表

示遺憾，一九六．二年度最後數字可能接近八千萬美元，

校一九六一年度增加百分之十，較過去五年增加百分

之五十。因爲本組織費用不斷增加，所以許多會員廛

都感覺無力繳納它們的會費；根據文件 A/C.5/879的

報告，一九六O年度及以前各年度拖欠額幾達二千五

百萬美元，而本年度拖欠額數字更大。除非採取適當

步驟，到一九六二年六月 ， 短絀數額便會有九千萬美

元之多。

二二． 要改正這種情勢，顯然便非採取非常步驟

不可，波蘭代表團歡迎任何可使聯合國財務政策更合

經濟和更有效率的提案。目前財政情況嚴蕈， 委員會

不能祇對概算照例審查了事；必須作空前的努力， 建

議革命性的措施才行。他歡迎若干代表團本着這個稍

胂提出的提案。

二三．目前財務危楓的根源， 並不完全在於財務

政策本身， 而在某些人對於整個聯合國尤其是聯合國

執行楓關結構與組織方面所有的若干錯誤觀念。 一九

六O至一九六一年度本緑織工作常年報告杏弁言 (A/

4800/Add.1) 所提出的秘書處概念，完全不合聯合國

原則與宗旨。反對蘇聯改紐祕書處提案的人認爲職員

的國籍不及他們的資歷重要；但是那種說法，已爲韶

書處的文件本身所否定。珌書處未經任何人請求或授

瘙，竟然發表了常年報告書弁言這樣一個文件，批評許

多會員國在國際關係上所根據的國家主權與和平共處

原則 ， 說它不合時宜。至就那個文件所提出的珌書處

榴力概念而論最近事件已經證明，那種不切實際的對

心對聯合國和對國際和平與安全都是十分的有害的。

這種觀念祇有那些想把祕書處變成一儲超越國家之上

的世界政府的人才能表示贊助，波蘭代表團卻完全不

能接受。如果接受那種觀念， 那便無異把聯合國變成

一個由一群會員國用來對付其他若干會員國的工具。

二四．本組織所面臨的主要問頲之一就是怎樣使

它能夠反映世界的實際均勢。聯合王國代表在第八五

二次合議上說肚會主義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祇佔少數，

但事實並非如此。根據一九六O年人口年鑑l －一那

是該年鑑的最近一期一一社會主義國家在國際社會

中，以面稍論，佔百分之二九禁六六，以人口論，佔

百分之三五禁八三。

二五．那些數字同時也否定了提出的論證。據澳

大利亞代表說，鶿聯提案等於持有百分之九股份的股

東， 要求佔有公司的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而且

要求在蓽事會內有重要的發言權， 這樣一來，便把聯

合國當作一個商業公司看待。他不能接受迢種把聯合

國和一個商業公司相提並論的說法， 因爲聯合國是一

個由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不同甚至對立的一百零一

個主權國家所主持的楓構。可是即使說本組織可以作

爲公司看待，也很難希望公司所有人將全部企業的管

理權完全交給一位對方的敵手，然而聯合王國代表在

拒絕蘇聯提案時所希望社會主義國家做到的事情，顯

然正是如此。

二六． 現在已經不是國際聯合會的時代，聯合國

不能像國際聯合會那梯被視爲歐洲殖民國家的禛事

會。爲了這個理由，聯合國的紐織和結構便有予以考

慮和改進的必要。那些以財政危楓爲憾的人不能否認
目前祕害麻用人失衡的現象，但是他們卻寧願無視事

實。這種態度對他們沒有什底好處。 認書處工作與緝

織專家審査委員會在報告書內聲稱，目前職員地域分

配確有不平衡與不公平的現象，而且某些方面，情勢

十分嚴靈，寶有採取劇烈行動的必要 ( A/4776 and 

Corr.1， 第八十段及第八十三段）。

l 聯合國出版物， 出售品編號： 61 . XII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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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數字勝於雄辯。珌書長辦公廳三十九儲職

位中，由西方國家國民擔任者佔三十二個－一－其中由

美國國民擔任者佔十一個－一－中立國家國民擔任者佔

五備，社會主義國家國民擔任者只佔兩個。法律事務

廳五十個職位中， 三十八個職位由西方國家國民擔

任，而由社會主義國家國民擔任者祇有四個。財務廳

一百四十七涸職位中一百三十四個職位係由西方國民

擔任，包括六十九名美國公民在內，至於社會主義國

家卻只佔有三個職位。特別政治事務次長辦公廨九個

職位中，八個職位爲西方國家的代表所擔任，其中五

人來自美國，另外一個職位則由印度人擔任，而社會

主義國家的國民卻一個都沒有。政治及安全理事會事

務部五十九個職位中，西方國家的公民佔有四十五個

職位，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民佔有九個職位，中立國家

的國民佔有五個職位。痙濟及社會事務部五十個職位

中，由西方人擔任者計有四十四個職位，由社會主義

國家圖民擔任者只有兩個職位。祕書處人事政策存有

偏見，在所有職位中由西方人擔任者計佔百分之七十

五，由中立國家國民擔任者約佔百分之十七，而由社

會主義國家國民擔任者卻少到了祇有百分之五熙五，

這種悄形對珌書處的工作自然不能不發生影嚮。舉例

來說，剛果境內所發生劇烈變動，本鉺織目前所面臨

的危楓，就是由此而起。惟一的補救辦法，便是把祕

書處變成一俑眞正國際楓闢，反映現在世界均勢，代

表三個主要國家集團。如將蘇聯提案通過，那侷目標

便可以實現。

二八．關於聯合國祕書處究係一種政府間楓橫抑

係一種純粹圈際楓構的問題， 曾有不少討論，其後在

職員服務條例內決定採取折衷辦法，規定於徵聘職員

時，力求地域分配的普及。可是那些想把珌書處變成

一種世界政府的人，卻以＂皝成事實＂置於各會員菡之

前， 表面上要使那個楓騶成爲一個超國家的楓構，而

實際上卻要使它成爲一儲受少數會員國支配的楓構。

常年報告書弁言所提出的國際文官概念就是爲了要替

那種辦法撐腰，可是那個概念卻是完全錯誤的。波蘭

代表團尤其反對那倘文件內所說珌帯處的專屬國際性

不在於它的綿成而在於它的工作楠神和它的不受外界

影癌的話。這種說法和聯合國過去的辦法，甚至和同

一文件內的其他部分，都相牴觸。

二九． 波蘭代表團不能接受祕書處對＂地域普及＂

一辭所作的解釋。據本維織工作常年報告書(A/4800)
說，由大會前主席組成的專設小組認爲＂地域＂二字並

無＂政洽＂或＂主義思想＂的意義；可是憲章起草人所用

的＇，地域',二字是有政治意義的， 因爲憲章是一個政治

性的文件，而聯合國也是一個政治性的組織。對憲章

內所用的＇，地域＂二字加以錯誤解釋，以後用以徵聘職

員的所謂＂各國配額＂辦法，也就受到嚴重的誤解。人

事嘉只強調＇，各國配額＂的數量方面，而不顧及質索方

面， 其實後者的重要性並不下於前者。照珌書處目前

所用辦法，各國配額名單內有些人根本不能爲關係國

家所接受；他們甚至不會說他們所謂原籍國的言語，

更壞的是他們可能還以仇覦該國聞名。只有當事國本

身可以決定那些人是它所願意接受的公民，那些人是

它願意列於珌書盧酷額名單之內的人；人事廳在未決

定改動一國配頲名單之前，一定要徵求當事國的意見

才是。

三o . 珌書處工作不斷擴充的趨勢，違背憲章第

九十七條、第九十八條和第九十九條的規定， 並且大

大增加了本組織的經費負擔。在少數會員國僑私的指

導之下，珌害處進行了超越職權範圍以外的工作而且

未向聯合國主要楓關請示。， 例如派遣寮國特派團，

維持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表，以及不通知安全理事會

和大會而擅自與剛果某些政治集囷簽訂協議，都是有

人已經提及了的。祕書處僭取遁種特權，不僅有危

險、 費金錢，而且也與憲章的規定不合。

三一．許多代表都曾提到以紐約爲聯合國會所所

在地的種種缺盤。除了亞、非及東歐各國代表遣人尋

釁的事件愈來愈多一一單憑迢備理由就應該把會所搬

到歐洲－一－以外，紐約也是世界上最貿的一個城市，

這個事實已爲時代、新聞週刊和美國新聞及世界報導

等到物列文字所證實。他歡迎錫蘭代表於第八五六次

會議所作的建議， 設立一個小緝委員會研究遏移聯合

國會所問題的各方面。

三二． 經過每次兩年爲期的兩次試驗以後，現在

已經到了應該將聯合國預算程序加以徹底改革的時

侯。最重要和最迫切的改革莫過於將技術協助工作開

支與經常預算分開，經常預算只應包括經常行政費

用。波蘭代表團將提出單獨設立一個技箭協助預算或

基金的具體提案。

三三．一切可以節省的楓會都不可以放過。因此

他們同意美國代表於第八五六次會議所說的話，在本

年度內不要爲了紐約聯合國房屋支出鉅額經費。在會

所可能遷往另一城市的情況下， 那種支出尤其有欠憤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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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 西方各國代表團設法掩飾本組織所面臨的

一切嚴重問題，以免有對蘇聯提案加以研究的必要，

這種態度， 寶在令他不安。因此他歡迎錫蘭、 迦衲及

其他若干國家代表專門爲了要研究那些問題而發表的

言論。波蘭代表團願支持任何足以促致解決的積極建

議。

三五． 他不能接受愛爾蘭和美國代表所採取的立

場，因爲他們顯然認爲財政問題可以用一種類似財務

執行的辦法來解決。此外，關於會員國＂財政義務＂的

眞正1生質，各方意見也大有出入。解決之道不是財政

措施， 而是有關改善聯合國結構、 緝織和職權的基本

決定。

三六． Mr. WOLTE( 奧地利）認爲珌書長一九

六二年度概算表萌了他想把預算保持在合理限度以內

和盡量避免過份超出一九六一年度所撥數額的懇切願

望。他深信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對祕書長概數

已經建議了適當的調整。

三七．雖然已經做了種種努力，可是擬議的預算

仍舊有所增加，這個事實本身並不應該非雞。在一個

正在發展的國際肚會裹，人口日漸增多，經濟 、社會

和文化各方面日盒擴展， 並且還面臨許多直接間接與

和平、安全哉至世界存續有關的問題，這穂增加在所

難免。聯合國在經濟與社會方面， 尤其可以發揮越來

越大的作用。

三八 ． 有人說聯合國現在的情況是在篷勃成長之

中，迢話一禁不錯。他已經敍述了這種成長的積極方

面，但它同時乜有一個消極方面， 那就是要對已經推

行多年而現在不能再說還有當初那種優先地位的若干

方案，加以翟核和縮減。奧地利代表囷完全同意諮詢

委員會在這一方面所發表的意見。

三九． 無論肱書處及各會員國能夠節省到什庶程

度，本組織所面臨的財政危楓仍然不能解決。危楓原

因有二： 一爲若干會員國拖欠經常預算下應繳的會

費， 一爲若干會員國不願分擔某些聯合國行動的經

費。關於第二個問題， 他預備以後討論，可是就一個

問題來說，他認爲若干會員國在繳納會費方面所遺逕

的困難實在值得注意和諒解。關於這備問題，他說預

算款項牴然約有百分之六十用於薪給、工資及其他人

車費等按月平均支付的項目，如果各國政府不能在每

年度內儘早將它們的全部攤額繳納 ， 它們不妨考慮按

月分期繳款的辦法。逼個步驟可以減輕在特定時閩一

次償付鉅額財政義務的負擔， 使會員國有一個顧到查

源情況的計讎並足以消除年度終了時的預算拖欠。

就奧地利政府來說，它已經採用了這種制度。

四0 . Mr GIRITLI （土耳其） 說，土耳其代表團
認爲聯合國憲章是逐漸建立一涸有組織的國際社會的

第一個步驟，而揉正國際性韶書嘉的創建則又是聯合

團的第一項偉大成就。湛章第一百條規定詠書長及職

員不得請求或接受任何政府或本組織以外任何其滇k當

局之訓示 ， 第九十七條及第一百零一條規定祕書長除

須遵守大會財務決定所加之限制外， 負有緝織韶書處

工作的全責。因此，土耳其代表團對任何減損珌書長

甄．任或違背憲章提出輻害處職員係各國政府代表或其

政策工具那種観念的提案，鄧不能考慮。

四一． 事實上， 這種提案過去也曾有過。在國際

聯合會力量開始增大， 會員國數目開始加多的時候 ，

珌書處的獨立性質也曾引起問題」 一九三O年六月二

十八日，秘書處、國際勞工局及國際常設法院杏記虛

緑織事宜調查委員會 ， 曾就珌書處高級職員問題提出

一個少數報告書，a 對珌杏處高級職員的政治影嚮表

示不安，認爲祕書處未能充分反映所謂的各國實際悄

況。那個少數報告害也曾提議將單一行政首長的制度

改爲由少數高級官員共同管理的制度。

四二． 土耳其代表團認爲此時提出聯合國珌書處

改緑一案之主要目的在於對付新近聯合國內小國佔多

數的現象， 而限制某一大國或大國集團·釤咽的用意尙

在其次。過去幾年，大會已經成為小國棲身之所，聯

合國已由只能向世界輿論呼籲的地位走上建立本身常

備菩察的道路。自金山舉行聯合國國際緝織會議以

來，土耳其代表園一面認爲按照所有各會員國主禪平

等的原則，大會原是聯合國菓正有代表性的楓關，在

絕對不限制安全理事會原有權力的情況下，應該享有

更廣泛的權力，尤其是對於有闞和平及安全之維持的

決定應有控制的襬力。土耳其外交部長最近在大會涂

過 （ 第一·O二二次全體會議 ），土耳其不能贊助任何

強調政治分野和使這種分對表面化的計劃 ， 也不能對

一個執行楓溝陷於癡痰狀態的組織寄以信任。

园三．土耳其代表園完全贊成某些人的意見，認

爲祕書處尤其是韶杏處高級人員應該按照聯合園會員

國數目變動和需要變動的悄況予以調整， 並且認爲祕

書處應該特別設法使新會員國能有充分的職員並使不

2 國際聯合會， 文件 A.16.1930, 附錄貳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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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顓國家能有更多的職員參加該處的工作。不過他要

特別強調一禁，憲章第一百零一條雖認爲徵聘職員時

在可能範圍內應充分注意地域之普及，可是首要考慮

卻仍然是求逹效率、才幹及思誠的最高標準。

第四委員會敖丈件 A/4929 內就議程項

目四十九＊提出之決議草案所涉經煚
問題（A/C.5/892)

四四．主席 說，第四委員會提出了請由盧安達

烏隆提委員會調査布隆提國務總理死亡事件的決繳草
案一件(A/4929，第十五段）， 現在該案所涉及的經費

問題已依照議事規則第一百五十四條規定， 送由第五

委員會審議。據文件A/C.5/892估計，該委員會旅費

當爲六，000美元， 其他費用每月爲一四，五00美

元， 而費用總額多少， 則碸調查所需時間久暫而定o

四五． Mr. AGHNIDES (行政及預弈問題諮詢
委員會主席 ） 說 ， 諮詢委員會已經審議文件 A/ C.5/

892 內關於經費問題的報告。諮詢委員會獲悉現在日

內瓦逗留的三位委員 ， 將由委員會主任藹沿一人， 還

可能再由一位曾經協助委員會進行最近一次任務的職

員陪同前往；不過諮詢委員會仍希望胝由職員一人隨

同委員會前往即可應付， 如此則旅費可以隨之減少。

諮詢委員會還認爲每月腮支原來估計爲一四，五00

美元似可減至一二，000美元左右，因爲根據請求

此項調查的迫切情形來看，根據此中若干可能促使委

員會提前完成任務的發展來看，委員會的工作浪可能

在軼短的時間內結束。

四六． 因此，諮詢委員會建議通知大會， 文件Al

4929 內決議案通過後所需的開支， 除旅費不超過六 ，

000美元外，每月約爲一二，000美元。

四七． 諮詢委員會在提出這個建議時， 願意指出

特派團任務將在大會本屆會開會期內進行，因此如有

必要，仍可將迢個問題提請覆議。

四八． Mr. EMEME( 奈及利亞）認爲瓜安達烏

隆提人民希望從速獲得獨立乃是姦無可疑的事， 因比

特派團工作期間應以一月爲限，而它的貲用也應以諮

詢委員會所延議的一二， 000美元爲限。

四九． Mr. KIWEWA( 剛果， 雷堡市） 贊成奈

．瓜安達烏陡提前途問題：聯合國磁安逹烏隆提委員含報

告書。

及利亞代表的意見，認爲派出一個特派團而不規定其

完成任務的時限，很不妥當，因爲這種特派園往往會

無限期存在下去， 例如聯合國匈牙利問題代表就是邇

樣。

五O. Mr. TURNER （財務主任）指出第五委
員會不宜以任何方式修改另一楓閽所作決定的實髏 ，

而只應當考慮這種決定所涉及的經費問頲，第四委員

會已經明白表示，此項調査爲－迫切工作， 應在調査

委員會到達當地後所認爲必要的最短期間內完成。 暹

項任務紙屬迫切，大撤浪快便會結束。無論如何，如

有必要，迢涸問頲隨時都可提請親核， 因爲大會還在

隗會期間。但爲了顧及奈及利亞及剛果 （ 雷堡市）代

表的願望， 他建誤不妨將費用估計定爲每星期三千美

元而不定爲每月一二，000美元。

五一． Mr. AGHNIDES (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
委員會主席 ） 說 ， 諮詢委員會認爲它沒有資格討論特

派團應該何時結柬。不過它深知請求此項行锄的迫切

情形以及報載兇手已經捕獲的消息 ， 因此他認爲特派

園任務可能在校短的時間內結東。所以大家有充分理

由相愔特派團任務不會過於拖延，不過一個關於經貲

問題的報告在這一方面不能十分肯定。而且這個問題

於必要時遞可以提請覆議。

五二． Mr. KITTANI （ 伊拉克）也有奈及利亞

及剛果 （ 雷堡市 ）代表的顧慮，不過他認爲迢個問題

的實際只能在第四委員會內討論。無論如何，第五委

員會現在並非投票決定實際撥款數額；它只是通知大

會， 如將第四委員會決議草案通過， 每月就會有某一

筆開支，視委員會完成任務時間的長短而比例增減。

實際撥款數額，要等到以後追加概募提請核准時，才

會表決。

五三． 因此，伊拉克代表團贊成諮詢委員會的建

議。

副土席 Mr. E和a濯（矼）代行辶席職碁。

五四 ． 報告員 Mr. ARRAIZ （ 委內瑞拉 ） 延議 ，

爲了解決這閩困難起見，他可以報告員的身份，在向

大會提出的報告杏內說明 ， 第五委員會覺得特派團應

屬短期住質，不應超過一月。

法定士0議。

委員令無異議決定通知大令，第四委員合所提法

訊苹索 (A/4929, 第十五反）遠過1文所需的問文除旅

費不超過六千美元，柘每月約為一;.,OOO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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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 主席建議，爲了尊蜇大會定於一九六一

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一O四一次會議討論這個項目的願

望起見，請赧告員暉接向大會提出報告。

法定如裱。

午投十.::.呤四十五分散令

第入六一次會識

一九六一年十Jl:::.+a 星期五午仗三呤.;:.十分鎌約

主麻 ： Mr. H 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項目五十六

委派大會各輔助機關人員以宜懸缺（靖
前） ： ＊

(e) 聯合國行政法庭 (A/4827, A/C.5/ 
L.676) 

一．主席請委員會推荐三位候選人員以實行政
法庭三位法官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期屆滿所

追之缺。

Mr. Cai merom Measketh （和琦寨）及 Mr.

Charara (沙為圯阿拉伯）島主席請，任檢孚員。

舉行無記名設票。

選票．總敦： 67 
賡票： 1 
有放票鈥： 66 
子推： 1 
參茹投票．＾敖； 65 
法定多款： 33 

所得票敖：

Mr. Loutfi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60 

Mr. Venkataraman (印度）……．．． 60 
Mrs. Bastid (法蘭西） ． ．…............. 59 

Mr_. Omar Loutfi (阿扭伯珝合芸和國）、庫．

R. Venkataraman (印度）反 Mrs. Paul Bastid (法

．續第八四九次會議。

葛面）狼持法定多款，委頁會拉為委沫充任喵合國行

玫法庭法1:,任翔三年，白 一沁＊二年一月 一 a 起．盐。

二． 主席連讖授權報告員就此項目暉接向大會
具報。

決定如裱。

三． Mr. VENKATARAMAN （印度）感謝委

員會各位代表給與他的此種光榮，並說他必將克盛厥

載，不辱使命。

議程項目正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算 (A/4770, Al 
4813, A/4814, A/4910, A/4918, A/ 
4919, A/C.5/869, A/C.5/870, A/C.5/ 

874, A/C.5/877, A/C.5/878, A/C.5/ 
881, A/C.5/882, A/C.5/887, A/C.5/ 

L.674）（縑前）

初贛（綠前）

第三救．薪俸與工賚 (A/4770, A/4814, A/4910, 

A/C.5/874, A/C.5/L.674) （綠前）．．

四 ． 主席說，他並不是不了解爲第三款賄撥的
經費與有關職員地域分配及珌書處改組兩個問題的關

係，但代表們如不就那兩俑問題發表長篇陳述，便可

有助於委員會工作的推進，關於那兩個問頲，可於日

後討論。倘若嗣後所作決定引起經費問題 ， 在二讀預

篡時可加以討論。

五． Mr. GEORGIEV （保加利亞）對於在第八

五九次會議結束時所發生的事引以爲憾，那可能是由

＂ 續第八五九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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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誤會所致。他之所以投票反對延會踴議並非爲了要

想拖長討論時間 ， 而是由於她認爲主席要想阻止他發

言。他無法使人人皆歡喜他的意見，但是聯合國的存

在正是爲了要鼓勵不同的思想，有時是相反的思想的

接觸。爭論可以說是聯合國的一種工作方法，因爲那

是獲得諒解、 防止戰爭及維持和平的惟一方法。各代

表園愈是坦白發言， 對於待決問題的解決愈有貢猷。

六． Mr. ARRAIZ （委內瑞拉）說，他認爲最好

等待委員會審議過韶杏處工作及組緑審查專家委員會

赧告密 (A/4776 and Corr. 1 ) 以後再行處理某些問

噩亦即保加利亞代表願知該代表團將持何種意見的

某些問題。

七． Mr. ROMANOV ( 烏克蘭麻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對於加拿大代表在第八五九次會議所說社會

主義國家僅有九個，而且昭示其中兩個並非主榴國家，

從而貶低社會主義國家的熏要挫的那種企圖極表遣

憾。如果加拿大代表團不知道它受北大西洋緝織的支

持的話， 它本身便不會作此種喈示。加拿大的獨立顯

然是一種虛墻，因爲它的經濟完全受美國壟斷事業的

支配。 加拿大、美臨及聯合王國代表團企圖使它們在

珌害處業已獲得的優越地位永遠繼續下去，對於社會

主義國家代表的評述表示憤慨原是很自然的事。翡於

此黠 ， 值得提一提菇聯部是會議主席在第十五屆會所

作的陳述， 1其中他強調亟須依照下一方式結織聯合國

珌害處， 即須使所有三個國家集團一資本主義國家

集團、中立國家集頲及社會主義國家集權一一虻i在平

等立場共同｀解決戢爭與和平的主要問頲。因此，爲國

際合作蓄想，若干代表園應該避免說與世界上！社會主

義國家的經濟及政治重要地位顯然衙突的話。全世界

人口有百分之三十五是在社會主葆制度之下生活的 ，

而在世界生産量中，肚會主義國家共佔百分之三十

六。烏克涮由於一九一七年的社會主義革命獲得獨

立， 在蘇維埃制度之下文化、 經濟及科學的發展達到

了高峯。它願加強聯合國， 並希望所有國家皆能照憲

章的惹旨和睦相處。

八． Mr. KAOURA （奈及爾） 說， 奈及爾是一個

小國， 極願聯合園繁榮 ， 而且工作日盆擴充， 他以小

國代表的資格對於韶書處在第八五八次會議對奈及利

亞代表，從而對所有非洲，所提出的不適當的解粹 ，

l 大會正式紀錄， 第十五屆會 （第一期合議） ， 全體會識，

第八六九次會織。

感覺造憾。因此， 他希望珌書虛答輒麻聯代表在第八

五八次會議所發的問題。

九． Mr. ROSH CHIN （ 鶿雜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提及池曾請提供翡於諮議及專家的詳細資料，

而且鉍縐處代表曾說他將向鯀聯代表團提供此類職員

的名單。

-o ． 人事主任亦曾於第八五九次會議提出關於

永久合同的賚料。那項資料昭示一種違反大會決議案

十三 （一 ）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段之規定的情

況， 其中規定： 業經試睪合格之辦事人員應給予不定

期之聘雇合同，每満五年予以考核； 主要高級職員合

同任期不得超過五年；鉍書長得根據職員服務條例第

二十二條之規定， 於因事務之需要而須取消某職位或

裁員，或因該員工作不滿意時，終止任何聘約。

一一． Mr. HAMILTON ( 人事主任 ）答親說，

在聯合國成立以來的頭幾年中 ， 永久合同確係每五年

覆核一次。那項制度已於一九五六年修改，服務人員

條例目前規定永久任命僅於永久合同發出五年後蹬核

一次。

一二． Mr. VENKATARAMAN( 印度）說，持

有永久合同的瞰員祗有在工作不力或須裁撤職位時才

能解職。那是採取此種行勳的惟一合理理由， 即使確

保職員公平地域分配的意願亦不能成爲損害職員權利

的解職行助的根捩。

一三． Mr. ROSHCHIN． （ 蘇維埃祉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追述他曾提到大會決議案十三 （ 一）第二十

五段至第二十七段，該決議案是在審議舒備委員會報

告書以後通過的，他問究竟嗣後大會曾否決定應除此

項規定。同時，他促請韶杏虛注意，麻聯代表團曾請

提供關於聯合國所請諮議及專家的詳細耷料。

一四 ． Mr. TURNER （財務主任 ） 說， 該決議

案中所訂政策後經修改，最初是在覆核臨時任用職員

噩選委員會 (Walters 委員會 ） 於一九五二年所作審

議以後。五年前，大會決定永久合同僅受暖核一次，
時間是在五年末了。

一五． 解職的惟一理由就是印度代表所說的那些

理由。由此可見， 職員得到一種保障 ， 不會因任意或

以槀無根採的決定而被解職。祕書長在承允竭力設法
改善職員的地域分配時並未想到要解除曾在聯合國服

務多年職員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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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珌害處工作及緤織審查專家委員會據有一

項關於任用政策的詳盡硏究報告。委員會中感覺興趣

的代表可以索閲那項研究報告。

一七．最後，珌書處爲鯀聯代表編製了他所要的

諮議及專家名單。

一八． Mr. GANEM（法蘭西）說，他請求單獨

表決祕書長在第三款第五項 (B)專設專家小瓿下爲旅

行及遊覽會議請撥的額外經費一0,000美元(Al

C.5/874，第十二段），因爲他認爲大可由旅行楓關及

闕係政府筍辦的一個會議不必由聯合國籌款舉辦。倘

在世界面臨的實際問題或甚至文化問題遠較旅行遊覽

更爲重要之際，把此種會議優先列出，輿論必會感到

驚奇。

第三汰第伍項 Br計接的顾汴綠費一0,000

共元以五十＊票對禾汤犢通過，荼権者十四。

認拘委員令所提，為第三款核搔埕賚三七一四

-k,000其元之迂議 (A/4814, 第一＊五段，及A/

4910, 第十七段），A＊十票肇扭b票初讠責迢過，荼槿考

-o 

第四放． 一敖人事萸 (A/4770, A/4814, 

A/4910, A/C.5/874, A/C.5/L.674) 

一九． 主席 說， 祕書長所提初步概數爲八，七
七二，三00美元 (A/4770）。諮詢委員會曾建議核撥

經費八，六二二，三00美元。諮詢委員會在審查過經

濟暨『士會理事會所作決定引起的訂正概數 (A/C.5/

874) 以後，建議核撥祕書長在第四款下請撥的額外經

費六O,JLOO美元。因此，鉍書長請撥的經費總額

爲八，八三三，二00美元， 諮詢委員會建議的總額爲

八，六八三，二00美元。

誇曲委員令所提， 企第四款核掇綠賚＾，＊＾三，

:::.00 其元之走議 (A/4814，第一上五段，及 A/

4910, 第十上段），＾＊十＝票對汜票初瀆迢過，希操

去一。

放入溉萁 (A/4770, A/4814, A/4910, A/4919, 

A/C.5/874, A/C.5/878, A/C.5/L.674) 

收入第一款．職員緝玲坑收入

二o. 主席指出，除鉍密長所提初步概數（七，

四00,000美元）（A/4770) 外，經濟暨社會理事

會所作決定引起的訂正概數爲四0,000美元及一

-0,000美元。諮詢委員會曾建議就初步概數核

減九0,000美元 (A/4814, 第二九六段）。此項核

減數額係就經第五委員會所核定第三款及第四款下貲

用建議的核滅所致。因此， 諮詢委員會建議的總頲爲

七，四六0,000美元。

誇莉委員令為收入第一款迂訊的抵鈥-c,~-:kO, 
000共元涇初情一玟通過。

收入第二款． 预其以，卜恨户接款

諾曲委員令為收入第.::.款迂誤之概鈥一，＊＊＊，

i\.00美元涇初犢一致通過。

歧入箔三款．一敖收入

二一． Mr. ATKINSON（澳大利亞）說，預計

一九六二年度自利息及投資所得收入僅二五，000

美元，而一九六O年此項實際收入爲三四五，O九五

美元。諮詢委員會在其報告書（A/4814) 第三O三段

中解釋說，此種情況係由於＂在本組織現金狀況之下，

預期胝能得到出自銀行利息及短期投資的微額收入＂。

因此之故，大會決定授襬珌書長得自其所緤管之基金

或特別帳戶內以通行利率借款。此種事態應該負責的

那些國家一一未履行財務上義務的會員國－一－應受相

當處罰。可能的一個辦法是， 制訂一項特殊比額表 ，

將聯合國所支付的利息分配於那些國家。

二二． Mr. TURNER（財務主任）說，澳大利亞

代表對於情況的描述是正確的。不論現金狀況如何，

本組織須將若干款項存放紐約或他地銀行。一旦現金

狀況改善，即使在極短時間，款項係用作短期投資。

一九六O年自利息及投資而得收入特別高一事實說明

珌書處在此方面至少曾儘量利用楓會。

二三． 他解釋說，除非爲一九六二年度重行授權

借貸，將無利息開支的費用。無論如何， 此種費用

固不致高達千百萬美元，但願避免此種短期的權宜之

計。

誇曲委員令為波入第三款迂謙之概鈥一, 1!$100, 
000~元鐭初瀆一玫遠遙。

歧入第四款．出信琊合囷郵慕

（帶合囷郵政子珥局）

誌曲委員令為收入第四款迂誤之概鈥一'.:::..七五，

000美元鼕初社一玫通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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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茅五4k．出信出版物

捧拘委贝令·P..,歧入第五款迂．試之抵鈥三七五，o

00美元埕初1h－玟通過。

收入第六·款．辛遊事崧及飲食供息事翡

二四． Mr. SMITHERS （聯合王國）提起聯合

王國代表團曾在第十五屆會2 對於飲食供應事務賞用

日弇虧缺表示過不安，正如諮詢委員會在其報告書中

(A/4814, 第三二一段）所指出，虧缺數字不斷在增

加中。他希望能補救此種現象，並問財務主任是否同

意就收入第六款第二項－－飲食供應事務一一所列數

字增加二五，000美元。

二五． Mr. VAUGHAN（總務主任）說，如果

委員會准他將代表餐室的食品加價並停止現行的折扣

辦法，他將感激不盡。他促請注恋主要由於工作時閭

不定引起的管理上的困難，並指出，不像親品商店，

那項專爲代表及職員而設的服務，從未認爲是生利的

服務。

二六． Mr. ALEXANDRIDES (賽普勒斯）說，
他了解聯合王國代表所表示的不安及經營代表餐室引

起的特殊困難。但是，既然生利事業，諸如禮品商店，

抵補餐室的損失而有餘，他希望不致於採取使各代表

團更不易進入粲室的行動，因爲餐室在它們的公務生

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二七．針對Mr. SERBANESCU （羅馬尼亞）所

發的一項問題， Mr. TURNER（財務主任）說，關

2 同上，第五委員會，第七七八次會議。

於聯合國在美國的若干工作的課稅問題進行磋商已有

相當時間，並說法律顧問將於二讀預算以前向委員會

就此問題提出陳述。

誇論委員令為第＊款．辻誤之抵鈥＊＊五．，000

其元烴初社一玫适遏。

第十入款．特滅團 (A/4770, A/4814, 

A/C.5/L.674) 

二八． Mr. ROSHCH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噩聯邦）建議第十八款延至下次會議再行表決，因爲

有若干代表團仍在就該款從事磋商。

決定士0議。

議程項目六十六

聯合國職員養郎金聯合委員會

常年報告書 (A/4807)

二九．主席 建議由委員會建瞰大會誌悉聯合國
職員姜恤金聯合委員會常年報告魯 (A/4807) 。

決定如議。

三o. 主席建議由報告員向大會直接提出報告

書。

決定如議。

午投五．咔十五分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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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六二次會議

一沁六一年十月..::.十三 a星翔一午找三咔十五分紐給

主麻：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項目五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算 (A/4770, Al 
4813, A/4814, A/4910 A/4918, A/ 

4919, A/C.5/869, A/C.5/870, A/C.5/ 

874, A/C.5/877, A/C.5/878, A/C.5/ 

881, A/C.5/882, A/C.5/887, A/C.5/ 

L.674）（蟯前）

一娘討盜（續前）＊

一． Mr. PRICE （加拿大）答覆烏克蘭代表在

第八六一次會議所發表的意見，他說假使烏克蘭代表

讀了加拿大的報紙，再廳了加拿大議會上下兩院的辯

論，他便會立刻改變他的見解不會認爲加拿大的獨立

純屬＂子虛＂了。不過正如緬甸代表所說的，第五委員

會離開了它的議程，浪費不少時間了。

二． Mr. TSURKAN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說加拿大代表的話，含有烏克蘭與加拿大的

關係可以改善之意，他因此復高興。可是證諸事實卻

令人失望。磬如一年以前烏克蘭外交部長有意訪問加

佘大，加拿大政府卻拒絕給他簽證。

三． Mr. MARTIN( 南非）說，自從聯合國成

立以來，南非一向忠實履行它的財政義務。在會計年

度第一季中它便繳納所分攤的會費，早繳會費的會員

國爲數甚少，而且它亦爲聯合國緊急軍的費用繳付了

它所分擔的全部款額。它在這方面之所以這樣做是因

爲它認爲本組織的財力不但應儘可能有效地用來篤踐

憲章的宗旨而且還要用來維持珌書盧＿個儘可能

具有最大效率而具有適合它所受委託擔任的職司及任

務的規模與結構的祕書處。這些考慮仍然是南非代表

圏審査預算時的根據。南非代表團在財政上通常是採

行保守路線，它之所以如此，無非是因爲它認爲不管

． 繒第八六O次會議。

計劃或目標如何值得讚揚，如可供它們實施的財力有

限，則應針對迢現實加以調整。

四．鉍書長的一九六二年度概算 (A/4770) 不但

編造謹慎而且顯然還對祕害處有關本身實任的需要作

過鄭重的分析。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審査概算

的任務業已隨着聯合國規模及繁複性的增長而盆臻重

要。的確，現在已到了許多代表團更薙對珌書處工作

具有詳盡知識以求徹底審查棍算的階段。因此，諮詢

委員會已成了一個嚴格審査行政、財政霈要及搖制預

算的楓描的重要部門。

五． 南非代表團爨得遺憾的是經常預算與其他討

論事項相比似已淪於次要地位，道些討論事項中有些

是遙不相干的，祛至是有威脅性的。其中最有威脅性

的便是蘇聯的＂三頭馬車＂提案，它的結果將完全破壞

國際文官制度效忠於本組織及唯睏命於大會及其他聯

令國楓關這一整個觀念。波蘭代表在第八六0次會議

所說的話已明白顯示了這一熙，當時他曾說，祇有關

係國家才能決定它要那些人充f.f:'色在秘書麻內的代

表。南非代表團深信再沒有比＂三頭馬車＂提案更具有

破域聯合國行政工作甚至危害其繼續有效生存的對心

的了，因此南非代表團將以憲章第一百條及第一百零

一條的規定爲依據。

六．南非代表團對於聯合國組織所有工作的不斷

增長的開支總數以及聯合國本身經費支絀的嚴重情形

至表關切。各代表園，尤其是較小國家的代表團， 每

年均爲它們的常年會費數目的銳增而正當地表示槀

慮。諮詢委員會報告書 (A/4814，第四段）顯示聯合

國的經常預算以及各專門楓關暨國際原子能總署的預

算如何從一九五七年的九千六百九十萬美元扶搖慮上

增至一九六一年的一萬萬四千九百萬美元，一九六二

年幾達一萬萬七千萬美元。倘將緊急軍及聯剛的常年

費用以及對技術協助方案及兒童基金會的志願捐款都

包括在內，則總數便要超過五萬萬美元。

七． 假使將這些數字與聯合國的現金狀況作一對

照，就顯出情形非常危殆。迄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

日，所積欠的一九六0年度及以前各年度捏款總計爲

四千四百七十萬美元，內中積欠經常預算者四百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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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積欠緊急軍賬戶者二千一百萬美元，積欠聯剛賬

戶者一千九百七十萬美元。一九六一年度攤額未付的

尙有七三，四00,000美元。因此本組織面臨的局

面是：迄一九六一年十月未收的會費與提款共達一一

八，－00 ,000美元。該數的絕大部份殊少繳付的

希望。

八． 從周轉造金項下固可有效地暫撥墊款應付經

常預算款項的遲繳，但卻難應付目前的現金危急狀況。

南非代表團對於准許祕書長在特別志願資金項下支用

款項原不表示反對，不過支款開始接近一萬萬美元之

數時，它不得不表示闕切一一照財務主任的說法， 到

一九六二年六月三十日便將有此種情形。動用志願資

金的餘額以應付臨時緊急事端， 並無不當的理由，不

過原意確不是要像目前的做法那樣供本維織安渡財政

難關之用。聯合國的償付能力是不能靠着志願資金來

維持的。

九． 爲一九六二年度概算所請的經費是七三，五

00, 000美元。這筆數目已因目前的訂正棍算而

增加了約七，000,000美元。在當前的環境之下

由委員會核准在初步概算上另加經費殊屬不切實際 。

爲慎重起見， 聯合國在設法解決它的財政困雄的時候

自應訂下一個限度。南非代表團並不是說反對所請的

額外經費的用途， 但認爲款項用途的取決應以優先次

序爲根據， 尤其是在像目前的時候更當如此。

-o . 要在審議各個預算款目的時侯大事樽節殊

有困難。惟其如此， 對初步行動採取決議的各楓關便

應負大部分的責任。關於這一方面，他歡迎紐西蘭代

表在第八五二次會議發表的暨明中所強調的一熙，即

經濟性社會理事會必須更有效地履行其確立並檢討經

濟及社會工作方面的優先次序的責任，同時又歡迎諮

詢委員會及各代表圏主張預算第十八款下的特派團工

作的需要與範圍應予檢討的建議。南非代表團認爲第

五委員會應從各主辦楓關獲得此種定期的追認，俾能

就行政楓構及費用作恰當的估計。

一一． 鑒於財政情況危殆，南非代表團認爲任何

可以避免的開支尤其是紐約會所及其他各地改裝工程

的大筆開支應如上年度的辦法予以延期。不過這並不

適用於在桑提亞哥的聯合國大庾，那項工程顯然應予

完成。

一二．既然第五委員會由於本組織的程序， 詆能

對預築起極有限的作用，南非代表團籲請那些發起行

動或方案而致產生開支的聯合國楓關的會員國切記本

緝織財政的危急狀況以及目前對於嚴格實施優先次序

的需要。詆有經由此等楓關的約束， 本組織才能有效

地節用其有限財力以確保它們合理使用而且用於在憲

章上最好的用途。

一三． Mr. VA,UGHAN （ 總務主任 ） 說，雖然

珌害處通常是不宜參加辯論， 但鑒於捷克斯拉夫代表

在第八六0次會議所發表的某幾項聲明， 爲了正義及

公道起見殊有加以更正的必要。捷克斯拉夫代表謂聯

合國警衛人員單以膚色爲理由對聯合國代表的客人加

以歧諷，這話完全不確。原由許多種族祖成的音衛部

橡十五年來無不大公無私而客觀地履行責任使聯合國

所有楓關有安靜的氣氛來從事討論。捷克斯拉夫代表

也許是在指一九六一年二月間在安全理事會中參加有

組織示威的某君而言， 那一次不但阻撓理事會議事程

序而且結果還傷害好幾個警衛及報界人士。 祇然與該

次示威有關的人顯然濫用了准他們以公民的私人身份

旁聽會議的特權， 拒絕他們進入聯合國的場地自屬完

全恰當。不過其中有一位應某代表團邀請前來參加宴

會曾被阻於門外。在與主管首長磋商後， 他還是獲准

前往參加是項宴會。這便是在聯合國發生的唯一的此

種案件。

一四．捷克斯拉夫代表又說， 警衛人員曾謂他們

奉有命令確保代表的安全， 使之不受形跡可疑的人的

干擾。 道確是實情， 而且也是依照所有代表團的願望

做去。

一五． 捷克斯拉夫代表又說祕書處應停止這種不

容姑息的行爲， 警衛們對待所有訪客不分罔色要有規

矩， 又謂職員中的＂種族主義者＂應予開除；迢些話都

完全是多餘的， 竜無事實根據。

初請 （續前）

第十入敖． 特褫四 (A/4770, A/4814, 
A/C. 5/L.674) (f曰）．．

一六． 主席 提議說低然關於這一款的談判尙在

進行之中， 目前便應暫緩加以審議。

決定如祇。

＂ 續第八五五次會踏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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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璸目五十五

聯合國剛果行動：費用概算及籌款

辦法 (A/4931, A/C.5/L.677) 

一七．主席說，正如珌書長報告書 (A/4931)

所說，聯合國剛果行動（聯剛）每月所需經費估計仍

在一千萬美元左右。

一八．他囘想到，根據大會決議案一六二O (+

五）委派的十五會員國工作小組業就＂維持和平行動

費用之嚮付＂等項目作了審議，並向第十六屆大會提

出了報告書。第五委員會將在第六十二項議程項目下

審議該報告書。因此，委員會目前應專事討論授權承

擔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及十二月剛果行動的財政責任這

個緊急問題。決議草案 (A/C.5/L.677) 便是特別指

這一照而言。

一九． Mr. QUAO （迦納）代表各提案國在提出

決議草案 (A/C.5/L.677) 時說，大會已在它的決議

案一六一九（十五 ） 中決定核撥經費一萬萬美元充一

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至同年十月三十一日的聯合國剛果

行動經費。大會之所以規定以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一

日爲期限，無非是希望屆時不是行勳結束便是規模縮

小，可以設法鍔款。不幸這已證明是不可能的了。現

在由於對珌書長爲剛果行動承擔財政責任的授權行將

満期，迦納代表團才與其他各提案國一起提出了一項
授權祕書長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每月續

行承擔財政責任以不超出一，000,000美元爲限

的決議草案。他記得大會決議案一五九O （十五）及

一五九五（十五）都是在類似的情況下通過的。

二o. 決議草案簡短，不惹起爭論，而且對於大

會今後可能採取的任何決議亦無預作主張之處。它祇

提出了一項行政措施以確保聯合國剛果行觔在找到永

久解決辦法以前得以繼續下去而已。

二一． Mr. QUIJANO (阿根廷）說，他雖深信
祕書處已遵照大會的訓示，設法減少費用，但有關聯

合噩剛果行動的浩大開支卻有加以徹底研究的必要。

不過，目前的辯論應以決議草案所提的問題爲限。在

這一方面，他要向決議草案各提案國表示敬佩，因爲

它們不但在剛果行動上擔任了重要的任務，而且對尋

求解決辦法有誆接利害關係。聯合國已在剛果擔任了

一項責任，此項責任非待主管楓關決定結束便不能結

束。有關剛果行動的安全理事會及大會的決議案皝仍

有效，剛果行動自當繼續下去。

二二． 決議草案簡單、明瞭、不惹起爭論， 阿根

廷代表團當予贊成，不過附有保留，即它本身並不因

此便答應接受任何鍶措行動經費的辦法。

二三． Mr. GREZ（智利）說，智利代表團贊成

決議草案，因爲它切盼聯合國的剛果行動不致因經費

無着而突然中止。它贊成該草案， 但附有一項了解 ，

即它日後還要就所涉實體問頲發表意見。

二四． Mr. ARRAIZ( 委內瑞拉）說，委內瑞拉

代表團贊成阿根廷代表所發表的意見及所作的保留 ，

當將投票贊成決漵草案。自第十五屆會以來，拉丁美

洲會員國對於當時所採有關剛果行動經費的立場迄未

有任何變更。

二五． Mr. ROSHCHIN （蘇維埃祉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認爲祕書長的報告書 (A/4931) 業已引起了

一些與聯合國剛果行動筒圍聯合國軍的兵力、部署與

裝備等有關的實體問題，對於道些問題委員會實在無

樅解決。祇有安全理事會才有權對這種軍事及戦略事

項作決定。依財務條例第一三·一條規定，安全理事

會須審議繼續剛果行動所牽涉的經費問題。憲章第十
一條第二項說得非常消楚， 大會固可討論有闕維持國

際和平與安全的問題，並就此等問題作成建議，但是

在此方面的任何行動都得要由安全理事會來採取。憲

章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八條規定了如何實施安全理事

會決議的辦法。既然理事會具有專權，蘇聯代表圓不

解何以鉍害處一眶不將有關行動的處理問題提交理事

會而交給第五委員會。

二六．至就行動的本身而言，蘇聯代表團對於珌

書處或珌害處的任何官員是否有權與宗貝先生談判協

議，不無疑問。此等行動都是規避安全理事會與規避

憲章程序的非法作爲的一部分。顯然可以看出西方國

家因爲知道不可能確保安全理事會接受它們的政策，

所以才索性不睬該槻關， 利用它們的勢力爲它們自己

的利盆在剛果行動的指揮上偏袒一邊，而現在卻要求

第五委員會認賬。華聯代表團認爲它本身不受委員會

就本問題所作決議的約束，更不認爲此項決議課蘇聯

以任何財政上的義務。

二七．像決議草案中所提議的措施匪特不足以改

善本緝織的財政情況，抑且將適得其反。顯然某一會

員國集團正圖強令其他會員國遵從其命令，甚至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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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迫使其他會員國爲它們所不贊成的措施出錢。依照

憲章第四十八條的現定， 爲實施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

的決議而需要的行動究應由所有聯合國會員國來擔任

抑由其中幾個會員國來擔任， 一依安全理事會的決

定。

二八 ． 鑒於事實上儘管蘇聯政府已予痕步，祕書

處依然沒有一位行政首長， 蘇聯代表團對於再請第五

委員會而並不請安全理事會採取行勣一事殊裘遺憾。

迦納｛弋表說， 決議草案內所建議的行勳乃是純粹程序

性的。但是情形卻並不如此。這是一個與聯合圓整個

前途有關的政治問頲。瑕如要有經國際間協議的解決

辦法，像目前由委員會討論的問頲便應由安全理事會

審議。假如目的並不在此，則儘可通過決議草案而聯

合國會有更多的財政困難，自在恋料中。

二九． Mr. FENOCHIO （ 墨西哥）說 ， 墨西哥

代表團贊成決議草案， 但附有和阿根廷及委內瑞拉代

表團一樑的保留。

三0 . Mr. MAURTUA（韶魯 ） 說，韶魯代表

囷贊成決議草案，並且贊成其他拉丁美洲代表團所發

表的意見。

三一． Mr. BALDARI( 義大利 ） 說，固然因聯

合摑剛果行動而造成的財政情況使人感到不安，但是

必須給與本餌織以完成它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靈要

使命的財力卻是資無旁貸。

三二．誠如珌書長向第十五店會所說的1 鉍害處

正面臨着一項急須解決的問題。 發起剛果行動的決議

紙是由聯合國的主管穢關採取的， 所有會員國便部有

爲確保此項決該的實施而履行它們的義務的責任。他

響應奈及利亞代表在第八五七次會議中要＇，結盟＂會員

國放棄無盆的爭論，採取國際合作作爲它捫的目的的

呼籲，並強調說， 委員會無檣限制由聯合國各主管楓

關所決定的行動。委員會應集中注意它所討論的決議

案。義大利代表螣贊成該提案。

三三． Mr. NOGUEIRA BATISTA (巴西）說，
巴西代表團準備投票贊成決議草案，但附有了解即有

關每集開支經費的辦法將另行決定。不久巴西代表團

還將就聯合國維設和平行勁的經費的一般問飆發表意

見。

1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屆會， 附件，議程項目五十， 文

件 A/C.5/843。

三四 ． Mr. SMITHERS ( 聯合王國 ） 說，不採

取決誤草案中所提的措施當會在幾天以內造成聯合區

的剛果行勳崩演的局面。 他懷疑蘇聯代表團果薁廿心

造成此種局面。決議草案的提案國已經說明所提的祇

是一項程序性的措施而已。無如蘇廓代表卻認爲不妨

在討論襄闞入他以往在類似的辯論中所提出的毫不相

干而惹起爭論的問題。這位代表雖認爲本緋織的財政

情況有加以改善的必要，但卻隱示唯有多數服從了少

數的意見才可以辦得到。 顯然他所發表的言論無非是

一味在爲他本國政府的拒不履行它的財政義務作掩飾

而已。

三五．不到一星期以前， 有人已在聯合王國議合

中說得非常消楚， 聯合王臨政府不但支持一個統一的

剛果，且亦贊同達成聯合國獲准在該國從事行動的目

標。聯合王國既是支持聯剛行動的第二個出資最多國

家，自不願因最大的逞延國家一一蘇維埃秕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一一的作為而隠由它的賓金被浪費。它亟欲

看到聯剛完成所負的任務，因此，聯合王國代表團贊

成決議草案。

三六． Mr. ZULUETA （西班牙） 說， 西班牙代

表囿鑒於問頲的迫急性，願贊成決議草案。祇要不妨

害它對行勱芻款問題的立場， 它便贊成提案 。

三七． Mr. KLUTZNICK ( 美利堅合衆國 ）說，

美國代表團贊成決議草案 ， 認爲這是在目前的環境之

下委員會所能採取的唯一行锄。它原不反對和蘇聯辯

論鶿聨所提的各論燕，但是所怕的是那些論燕jji氏在使

多數人顧命於少數而巳。蘇聯代表隱示有人険謀不使

安全理事會過問委員會目前所討論的事項。可是， 蘇

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低爲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 ，

自可隨時在那裏完全自由提出這個問題。它卻故意並

不道襟做。

三八．他要說明，珌害處並未將這個項目列入第

五委員會的議程。總務委員會及大會本身曾無異議地

表決將它發交委員會。現在說委員會無棟討論這個項

目便是向出席的代表拖壓力。蘇聯代表說當前的問頲

是一個政治問題，又說蘇聯代表團並不認爲它本身受

所採的任何決議的約束： 迢一來，他已將情形說得非

常消楚了。他本國政府正如其他國家政府一樣， 對必

須出資支持聯剛一事並不表示歡迎， 但是它認爲某些

規則卻應遵守而這些規則是可以在憲章槀找到的。蘇

聯f弋表所給人的印象是蘇聯代表團意國撕攷該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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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Mr . BRUCAN( 羅馬尼亞 ） 認爲到了最

末了的時侯才就重大問題提出決諉草案的作風無異迫

使委員會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表決這些議案， 殊可惋

惜。 決議草案 (A/C. 5几．677) 所涉的那稱行動已使

聯合國瀕於破產 ， 長此繼續下去， 其必如是下場無疑。

對於已經發言的代表固然完全表示由衷的崇敬， 但將

決議草案當作純粹程序上的事件卻是不可熊的。它要

求承擔二千萬美元的問支；委員會自不能遽予通過而

不考慮何處獲得此款， 以及分攤比額應該如何規定等

問題。

四o . 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及委內瑞拉代表於

贊成決議草案時附有一項保留， 此項保留抓着了問題

的癌結。世界上祗有聯合國迢幅楓關才會在未正式獲

有的款前便承擔款項的開支。沒有一個會員國政府會

在純屬國內事項上採取同樣的程序的。 聯合國餜有這

種程序， 本緝織的面臨財政危楓不足爲奇。

四一． 迦納代表在提出決議草案時曾承認說，由

於肱書長希望可在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以前完成

剛果行勣，大會所以在決議草案一六一九（ 十五 ） 中

核准鉍書長負擔行動的經貲匾至那一天爲止。顯然 ，

泌書長因此才要求委員會採取一項程序性的決議以執

行經已識定的行勅並要求它採取一項繼繽此項行動的

新決謅。餜然所決議的是一項嚴重的實體事項， 委員

會還不如將它延到另一次會議表決的好。

四二． 最後，他要問聯合王國代表究竟他是否已

將羅德西亞尼亞薩蘭聯邦首相Sir Roy W elensky爲
支持卡坦加對聯合隨軍作戰而招致的費用列入爲聯剛

出資最多的國家之一的聯合王國政府所擔承的閼支

內。

四三． Mr. EMEME （ 奈及利亞）說， 剛果的中

央政府， 亦就是奈及利亞所承認的剛果合法政府， 曾

在新政榴遺遇困難時要求聯合國予以援助。聯剛便是

爲赦行一項至今獐未完成的特別任務而產生的。卡坦

加仍有意要分治 ， 剛果不但是不統一而且在一九六一

年十月三十一日以前還沒有恢復統一與秩序的希望。

因此 ， 委員會目前所面臨的， 便是究竟在任務完成以

前是否應將經費減少的問題。 在他溍來， 委員會不可

能作成一項決議使聯合噩駐在剛果的職員及軍像握

餓。 剛果行動既已發動， 除了繼續下去之外別無他途

可循， 至少應使行勁繼續到安全理事會能爲將來作一

決定爲止。蜣然目前的經費的負褓到十月三十一日為

止 ， 就非得要採取緊急行動不可， 但這卻絲亳並不預

斯安全理事會於將來對整個行動所作的決定。屆時奈

及利亞自將提出業經熟慮的見解。

四四 ． 誠如剛果（雷堡市）代表在第八五三次會議

所說的 ， 若干國家正在阻撓聯合國的剛果行勣。實際

上， 它們是在使這些行動曠日持久。他呼籲各關係國

家停止干涉剛果，鼬由該國解決它自己的問題。珌害

處亦將剛果問題弄得混淆不消。它何以未與剛果中央

政府磋商便與卡坦加簽訂協議， 此舉實難了解。奈及

利亞認爲剛果行勳固當繼續，但是它卻要珌盡虛勿採

取任何不利於整個本組織利盆的措旅。

四五． 到了適當的時候，迢些事情便都可以有所

決定。現在委員會所需做到的便是通過決議草案並在

前文中明白說明所將作的決議當不損及本屆會中所採

有關鏘措癤剛經貲的決議．

四六． Mr. VELA （厄瓜多 ） 贊成決議草案 ， 並

附有和阿根廷、 智利、 委內瑞拉代表一樑的傈留。不

過他迢樣做具有一項了解， 即剛果行動的經費箝措並

不依照憲章第十七條第二項所定的辦法。

四七．伊藤先生（ 日本 ） 認爲最要緊的是 ：
不論各國代表團對於有關維持和平與安全行動的行政

與預弈程序持何意見， 經正式核准的聯合國行動殊不

熜該光因缺乏經費而告中做。日本代表團到了適當的

時候便將就這一燕提出它的意見，日本政府贊成以每

月不超出一千萬美元的款額繼續支持剛果行動，至一

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爲止。他肴望委員會能在届

會中儘早結束審議一九六二年度概算， 俾 日本政府在

編造其本國一九六二年度預算時將充分計及聯合國這

個概算。

四八 ． Mr. SAHNI( 印度）說， 從迦納代表所

發表的引言以及決議草案的本身，便知逾它原意祇是

程序性的。印度完全同意大會對於聯剛的經費及聯剛

的行動所表示的關切，不過印度不但已經履行它對聯

剛的財政責任， 而且還積極地參加了它的行動， 儘管

作了這些承諾使它在有限的財力下負擔很童。他贊成

決議草案但以印度代表團日後在旁處審譎實體問題時
發表意見爲條件。

四九． Mr. KIWEWA( 剛果， 雷堡市） 提到決

議草案說， 委員會的任務不但是要核准或不核准所請

的經費， 而且還得要研究這些經費的用途。 爲此，他

對那些代表所稱委員會不能審議實盛問題一燕實難同

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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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o. 剛果行動祇已執行了一年半以上，現在正

是爲當前情勢的根源作一番檢討而加以考慮的時候。

人人知道剛果是在獲得獨立才四天的時候便爲比利時

所佔有，因此該國的良好聲譽就被那些不講原則的宜

傳者們所污辱。它是一個年靑而振作有爲的民主國

家，它的領袖們儘管客觀、現實而具有智惹，但對於

國際間的陰謀卻無能爲力，以致成了此項陰謀的犧牲

者。

五一．剛果人民認爲儘管爲帝國主義者所霸佔，

甚至有些還濫用殖民主義來統治，但歐洲勢力卻將社

會、經濟及文化的進步帶給了剛果。因此，他們認爲

祇要剝削與壓迫成爲過去的事情，歐洲人士的居留便

可以成爲經濟、技策及科學進步的有力因素。剛果政

府感於國際友好與豳結的重要並願爲比利時及剛果的

利盒謀互相協助，才於一九六O年六月二十九日與比

利時簽訂了一項友好協助合作條約。

五二．不幸比利時不但藐視剛果當局，且還藉口

剛果軍隊叛變而發動了一次武裝襲擊。由於比國籍的

軍官背叛了中央政府，留居剛果的比籍國民自應對剛

果之陷於恐怖狀態負大部份責任。而正當剛果政府及

國會設法綏靖國內恢復治安的時候，比利時人卻從中

阻撓它們的努力。

五三．剛果迫不獲已才向聯合國要求援助。此項

援助有兩種：第一種便是民政工作，包括在技術、行
政、經濟及社會方面，特別是在改編軍除及行政方面

對政府的協助，第二種便是軍事行動。後者具有三項

目的，撤退比利時軍隊、在剛果軍隊能接替以前維持

秩序以及最後卡坦加的重行歸倂。這三黯都已由安全

理事會一九六0年七月十四日及七月二十二日的決議

案2 加以規定。七月二十二日決議案的正文第二段已

將理事會有關保障剛果領土完整的立場加以明白的規

定，但卡坦加的問頲仍舊沒有進一步解決。儘管北大

西洋組織是一個防禦性而並不是侵略性的同盟，比利

時卻已獲得它的北大西洋盟國，美國、聯合王國、 法

蘭西、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及其他各國的支持。他不知

道現有情勢將繼續不變多久。剛果皝經可怕的政潮，

又在最近一次的事變中遺受空前的生命損失，再加上

參加了兩次世界大戰，渴求和平之心至爲迫切。

五四．加拿大代表曾在第八五一次會議的講話襄

提到了會員國從聯合國會籍上得到特權的事情，但是

2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年·一九六O年七月、八月

及九月份補編，文件， S/4387 及 S／4405。

他大概不是意指新會員國祇是受盆者，是聯合國的縱

壞了的寵兒。如有人作這種解釋，他要代表所有的非

洲國家提出抗議。剛果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戰績便替

它本身作了申辯。剛果並不是受盆者，它嚮往和平從

不後人。祇要比利時、聯合王國、法蘭西、美緊及其

他各國讓卡坦加重新和剛果結成一體，剛果便和它們

共享卡坦加的礦富，它們便將重新博得剛果人民的信

任和同情。

五五．剛果曾被稱爲共產國家但是此種誣說全是

捏造的。剛果人民從來就不曾變成且亦不會變成共產

黛，正如他們不會變成資本主義者一樣。他們祇然是

剛果人亦就是非洲人，既有他們自己的方法又有他們

自己的意識形態，但是他們卻願意爲了要定出爲雙方

接受的辦法而與其他的人談判。

五六．即使假定最後決定撤消聯剛行動，但暫時

的行動經費還是需要繼續鍶措，爲此，他贊成決議草

案。他奉勸贊成卡坦加分治的國家，及各祉會主義國

家認清它們的責任，協助解除卡坦加軍隊的武裝以使

分裂的剛果的秩序恢復。假使連這一類都做不到，則

應承認聯合國努力的失敗，考慮其他步驟。

五七． Mr. JOFFRE CHAVEZ（玻利維亞）贊
成決議草案，但以現有案文並無更改爲限。他亦贊成

委內瑞拉、智利、墨西哥及巴西等代表所作的保留。

五八． Mr. RYBAR （捷克斯拉夫）表示贊成蘇

聯代表的話。假使委員會通過了決議草案，那便創立

一個背棄憲章的危險先例。在上一次通過剛果經費的

決議案時，有人便曾以同樣的方法背棄了憲章，不過

那些將決議強行通過的國家將因此舉之削弱本綿織而

抱憾不已。無論如何捷克斯拉夫將投票反對現有的決

議草案，而且即使它被通過了，捷克斯拉夫亦並不認

爲它本身受其約束。

五九． Mr. FENAUX （比利時）說，他聆腮剛果

（雷堡市）代表所說的話，感到莫大的興趣，不過他認

爲這牽涉到問題的實體，而操提案國說，現在並不辯

論問題的實體。他保留日後予以答覆的權利。

六0. Mr. JAYARATNE （錫蘭）認爲薙聯代表
所提的程序問題還是和日後行將加以討論的籥措維持

和平行勳經費的整個問題一倂加以討論比較的好。目

前聯合國必須爲它所面臨的剛果實際情勢作一決定。

聯剛行勳容有可受批評之處，但是假使經費突告中

薑而使命卻仍未達成，則情形祇有更加惡化。他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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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說，聯合決議草案祇是在其他楓關採取實體決議以

前的一項濟急的措施而已。他憑着此項了解才對它表

示贊成。

六一． Mr. ROSHCH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答覆美國代表說，由於蘇聯代表團恪遵憲章，

而和美國代表哩不同，它才不在發交項目與第五委員

會時提出爲聯剛籌款的問題。憲章第十一條第二項固
然授榴大會討論任何問頲並提出建議，但是關於維持

國際和平安全的決定卻是安全理事會的特權。沒有人

反對委員會討論任何有關鍔措剛果行動經費的建議 ，

但它卻不能有所決定。豈知有人竟要它投票贊成一宗

二千萬美元的款項。

六二．剛果問題根本是一個政治問題，此外，絕

不能把它當作是其他的問題來看。剛果行動既受了美

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指揮，要求聯合國保護的魯孟巴

先生才會被解交給宗貝而遣殺戮。這當然並不是安全

理事會當它通過一九六O年七月二十二日決議案時的

原意。聯剛行動是在違抗安全理事會的意願下照着美

國的指示而推行的。頒給剛果的命令是以無線電從美

國拍發出去的，其他各代表團均不知其內容。不但如

此，美國專家 Wheeler 將軍便是在魯孟巴先生被暗殺

的時侯唧有特別使命而派往剛果的。防止此種濫用聯

合國行動的唯一的方法便是要確使所有決議均由安全

理事會來作成。

六三．若干發言人均謂委員會所審議的只是議程

項目的程序方面，至於其實體方面則留待以後討論。
不過授權承擔費用原是實體性的決定， 尤其是現尙未

知誰負開支的毀任。因此， 蘇聯代表團自不能贊成所

建議的行勣，更不認爲它本身受任何片面決議的約東。

六四．至就聯合王國代表所說的話而言，他欣悉

聯合王國竟是聯剛的第二個最大的出資者。聯合王國

皝公認爲侵略者， 出佢資充緊急軍費用自屬恰當。以

責任爲準則據以確定分擬比額以充此項行動經費，自
謁恰當。

六五． Mr. KLUTZN1CK ( 美利堅合衆國）對
蘇聯代表言外之意竟誣西方國家在聯合圖黽勉從公的

公民爲罪犯一節，表示反對， 並認爲該代表不問祕書

虛職員國籍一律污辱他們的尊嚴及榮啓，實風不當之

至。蘇聯代表明知Wheeler將軍是一位疏溶港口工作

的專家，在爲剛果服務以前便曾疏溶過蘇伊士運河。

該代表對於後一項工作卻並未表示反對。這樣含沙射

人，實在應該於此時停止了。

六六．正如他所說的，蘇聯政府伷有楓會將剛果

問題提交安全理事會，但卻並沒有這梯做。祇要蘇聯

做到遵守大會的決議案， 蘇聯代表便易於釋除其對本

組織財政情況的憂慮。不過， 假使它不肯踐履它的義

務，則不管聯合國是否完成它的剛果任務， 它至少不

應對那些忠實履行它們的財政義務的會員國妄事誹

謗。

六七． Mr. ZEPOS( 希臘）認爲對決議草案投

票反對的正當動楓祇有一個： 那便是眞正相信聯合國

的剛果任務是會在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完成。希

臘代表團卻並不相信會在那日完成；因爲它認爲職貲

所在必須繼繚推行已在進行中的行勛，故它將投票贊

成該提案。

六八 ． Mr. SMITHERS （聯合王國）說，羅馬

尼亞代表未查明事實便稱羅德西亞尼亞薩蘭聯邦政府

承擔支持卡坦加開支， 殊可遺憾。此項說法胝無根據

而且實際上羅馬尼亞代表又未爲他的指控提出證據。

事實上一如聯合王國代表團在其他地方所說的，聯邦

政府的政策不但開明、正庫且亦正確無誤。由於它的

首相認爲不能藉軍事措施解決問題， 他已拒絕讓武器

通過接壤的地方，不但如此， 聯邦當局還壺其所能防
止濫用它的邊埡。聯邦是一個幅員極其龐大而邊壞不

設防的瘟家。故維持治安殊爲困難，但聯邦政府仍盛

其所能遵行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

六九． Mr. ROSHCH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 說，蘇聯代表圈並不受美國代表剛才所說的

話的影響，它保留其決定幾時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任何

問頲的權利。

七O . Mr. MALHOTRA （ 尼泊爾 ） 說 ， 尼泊

爾亟欲看到剛果儘可能及早獲得和平與繁榮。它既爲

聯合國的會員國，自當遵從多數的決議，而且這種有

關聯剛的決議祇已通過， 它便有繳付＇己這一份公道攤

款以充聯剛費用的義務。不過它無力繳付那筆款額；

他異得遺憾的是撥充維持和平行動的經費不能移作經

濟及社會發展方案之用。

七一．尼泊爾代表圓贊成決議草案，它雅不欲睹

剛果行動因經費無着而突告中輟。蘇聯及其他各代表

團向委員會發表的有關實體問題的見解，應予深切注

意，無如現在已沒有時間了。通過了決議草案後，審

議實體問題可俟諸來日，尼泊爾代表團希望剛果行動

可以迅速而成功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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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 Mr. BRUCAN（羅馬尼亜）說，剛果代 西亞對剛果的態度所作的敍述，感到興趣。不過 Sir

表籲請若干國家給予剛果和平並將卡坦加歸還剛果， Roy Welensky政策的事實及眞正性質卻是路人皆知

這項呼籲明白顯示祇要一旦在該國的外國陰謀消除聯 的。

剛的需要便可立即中止。他聆聽聯合王國代表就羅德 午投＊特十五分做令

第八六三次會議

一沁六一年十月一十四日星翔＝午前十呤五十分鎌鈴

主麻：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項目五十五

聯合國剛果行動：費用概算及籌款辦法

(A/4931, A/C.5/L.677 and Add.I) 

（靖前）

-. Mr. CARRILLO（薩爾瓦多）說，當討論
關於聯合國在剛果之行動的實體問題時，他將發表較

長的言論。他準備投票贊成委員會現有的決議草案

(Ai C.5/L.677 and Add.1) 但亦願提出和阿根廷、委
內瑞拉等國代表在第八六二次會議所作的相同保留。

經常攤款比額表即使在理論上亦不應適用於爲維持和

平及安全所採行動，因此必須擬訂爲剛果辦事處及緊

急軍的鎝款公式。

二． Mr. CHELL!（突尼西亞）說，突尼西亞政

府一向願爲聯合國建設性的努力合作，突尼西亞參加

提出決議草案係本諸此種精胂，此項草案的用意是在

大會尙未作一決定前確保珌書處在一九六一年最後兩

個月期間的行動得到法律上的授權。決議草案提案國

決定不提及以前的決議案，以免重行辯論引起爭論的

事項。

三．關於經費來源問題，在委員會核定德款方法

時即可解決，但以前的陳述使人得一印象，認爲必要

款項即可有着。目前更須繼繚在剛果的行動，因爲卡

坦加的分離是對該國的一種威脅。聯合國必須完成它

的任務，使卡坦加重行成爲剛果的構成部分。因此，

他促請委員會通過決議草案。

四． Mr.CHAUDHURY( 巴基斯坦）指出依擄

大會及安全理事會決議案在剛果從事的行勳現已瀕於

姻潰的危塽。但是，此種行動顯須繼續，即使希望此

種行珊即將終止的話。一旦會員國表示願採此種行動

的意願，籌款問題即可解決。

五． Mr. GANEM（法蘭西）對於以前幾項陳述

措辭和緩表示欣慰，因爲通常剛果問題總是引起熱烈

的辯論，那種對照，使人感覺欣慰。若干會員國，例

如非洲國家，它們的感覺是極爲人所了解的，但是他

認爲剛果（雷堡市）代表（其高度智惹反映出人民的

高度智惹）在第八六二次會議所發表的若干意見表示

對於若干禁缺乏正確資料。法蘭西將在聯合國的政治

楓關確定所持態度，自一九六O年十二月及一九六一

年四月以來未曾改變它的觀燕。對於外界，即使是聯

合國，干涉剛果內政的任何事項，它仍極有保留。對

於涉及組織法上的問頲，諸如中央政府與省當局之間

的關係，尤有保留。許多其他國家業已經歷過同樣的

困難，包括美利堅合衆國在內，後者的憲法被認爲一

種富於彈性的模範，但在獨立臧爭以前及以後須解決

許多此種問題。剛果人民必須本身能解決此種極爲微

妙的問題。

六．有些發言代表說決議草案係一項純屬程序性

質的提案，未評估悄勢，亦不涉及經費問題，法蘭西

代表囷對於此種說法未能完全信服。法國代表團不能

改變其以前根據基本保留條件所採的立場，雖然聯合
決議草案措詞緩和， 但法國代表團礙難予以支持。

七． Mr. MOLEROV （保加利亞）不能同意現在

討論中的決議草案係純屬技術及程序性質的草案。雖

然正文簡短，但具有深遠的彩響。在辯論問題的實體

部分時，保加利亞代表團當解釋它所採立場，惟願重

述一熊，即認爲此事應依照憲章解決，而且迄今尙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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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此目的採取行動。分析一下憲章第十一條、第四十

三條及第四十八條，毫無懷疑的可以知道：不但維持

和平及安全的行動，而且使用的方法，都是純屬安全

理事會的管轄範圍。第五委員會無權就軍隊數目一類

間題作成決定。如果它確定迄至一九六一年底繼續此

類行動所需經費數額，不等待安全理事會先作一決定

（安全理事會是有權就此事作成決定的惟一楓翦），那

末， 它便將超越本身的權力，而公然違反憲章。

八．由於上述那種理由，保加利亞代表團準備投

票反對決議草案，此項草案如經通過，保加利亞政府

認爲不受其所引起的經費間題的約束。

九． U HLA OUNG( 緬甸）認爲討論原則問題
亳無用處。已故祕瘡長當時對於剛果危楓可能達成解
決」否則的話，他必會請大會給與纊續此種行動必要

的授棚。即使第五委員會目前所循程序不完全符合規
定，情形特殊，應可採取緊急措旋。因此，緬甸代表
團準備投票贊成決議草案。

-0. Mr. ARNOULD （加佘大）提起迦納代表

曾經解粹過提案國提出決誤草案的理由所在。大會及

安全理事會核准過在剛果的行動，即使我們仍然希望

聯合國此項任務即將告一結束，亦亟須延展對珌杏麻

的授權。現在沒有時間去決定適用何種鋂款方法一

無論如何，此項問題正在研究之中一但須採必要步

驟，使此種行動能夠繼續下去。如果不通過延展對珌

害處授權的單純提案，委員會便將作成一項政治性的

決定：使行勒中斷的決定。他希望決議草案獲得通

過，因爲此項草案並非爲了解決芻款問題（籌款問題

勢須以後解決），祇是爲了要解決剛果辦事處本身存

在的一項立待處理的問題。

一一． Mr. POLO( 多哥 ） 說，他準備投票贊成

決議草案，但須基於一項了解，即他以後將就問題的

實體發言。

-.:::..Mr. MARAMIS （印度尼西亞）說，他準
備支持決議草案，雖然他對於聯合國爲剛果行動的籌

款方法具有保留意見。必須立刻覓致一項臨時解決辦

法，俾聯合國能留駐在剛果繼續其所採行動。但他並

不認爲通過決議草案是一項純屬程序性質的事項，因

爲當卡坦加的分離仍然嚴重威脅該國和平的時候，聯

合國留駐剛果實有絕對的必要。擬撥的經費數額在他

瑨來似嫌稍高；可能獲致若干樽節，例如，利用剛果

公務及軍事人員便是一法。最後，他贊成日本代表在

第八六二次會議所作的請求，珌書盧應儘早提出聯合

國在剛果之行勳一九六二年度概算。

一三． Mr. FENAUX( 比利時）說，剛果（雷

堡市）代表在第八六二次會議所作的陳述使他感覺痛

苦與驚奇，他特別認爲那項陳述不相當， 因爲決議草

案提案國顯已說明它係涉及有關預算程序的事項。那

一解稗業經曾對提案表示支持的那些代表郾的確認。

他要立刻駁斥若干侮辱性的指搖。例如，剛果（雷堡

市）代表說比利時侵略剛果，犯了極其歪曲事實之能

事的過錯。事實上，自剛果獨立以來，比利時即對該

國採不干涉政策。比利時外交部長 Mr. Spaak 剛在

上議院中重行確定其對剛果政策，並說比利時認爲雷

堡市政府是剛果的惟一合法政府，在此種事實之下 ，

試問比利時要在卡坦加覓致何種＂勝利＂呢？眞相是，

剛果人的願望與比利時人的意願極有共同之處。比利

時希望剛果本諸它與該國所訂友好協助條約的猜胂恢

復安謐與繁榮。

一四． Mr. KLAT( 黎巴嫩）說，他在原則上支

持決議草案 (A/C.5/L.677 and Add.1) 但以其所涉

經費根據大會一六一九（十五）規定加以分配爲限。

一五． Mr. MARTIN （南非）說，從程序的觀

熙瑨來，他不反對決議草案，惟大會決議案一六一九

（十五）係目前提案所根據的決議案，南非在表決決

議案一六一九（十五）曾棄襬，因此仍將棄摧。

一六． Mr. KIWEWA （剛果，雷堡市）說，據若

千代表團看來，聯合國目前在剛果的活動是爲了要保

持聯合國的顏面。實際上，除非聯合國把剛果自困難

中解救出來，此種顏面是保持不了的。

一七．他感謝法蘭西代表所說的一番稱讚剛果人

民的話，但指出使剛果人民感動的情緒不是一種缺陷

而是一種美德。剛果從未存有企圖支記其他非洲國家

的任何意念，其所採政策係爲非洲團結意識所激發。

一八．剛果的根本法，即憲法，係於一九六0年

一月至二月在圓桌會議審慎釐訂的；那是聯邦論者、

分離論者及單一論者之閩意見的折衷；它經所有方

面認可，包括宗貝先生在內，而且卡坦加議員出席剛

果衆議院。因此，剛果並非面臨一個憲法問題，卡坦

加的分離也不能認爲是如此，因爲外國爲維持此種分

離正在供給武器、人員與飛楓。倘若法蘭西政府隨時

均願爲避免外國，即使是聯合國，干涉剛果內政的任

何行勳起見不參加聯合國在剛果的行動，法蘭西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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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向卡坦加提供協助，俾剛果人本身彼此之間能夠

和睦相虛，解決他們的問題。他們的惟一願望是享有

應享之權利，並在互相尊靈的氣氛之下與每一侗人和

睦相處。

一九．比利時代表認爲他在第八六二次會議所作

的陳述錯誤偏執， 他一禁也不驚奇，因爲比利時行政

當局對於剛果人所作任何意見及任何請求總是以此種

措辭答覆。

二o. 比利時代表可向 Mr. Spaak 確切說明，
關於恢復比利時與剛果之間的正常躺係，剛果人對他

具有信心。但是，倘須此種關係恢復正常， 卡坦加便

須儘早恢復其在剛果的地位。

二一．他籲請所有代表團均投票贊成決議草案。

二二．主席將決議草案 (A/C.5/L.677 and 

Add.1) 付表決。

,J.喝名方式舉行表決。

主席抽籤決定，由柯咸右先哀決。

济成考：挪威、巴琫斯坦、巴拿馬、珌魯、菲律

賓、獅子山、西班牙、瑞典、泰國、多哥、突尼西
亞、土耳其、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

合衆國、烏拉圭、委內瑞拉、阿根廷、澳大利亞、奧

地利、巴西、緬甸、喀麥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國 、

錫蘭 、 查德、智利、中國、哥倫比亞、剛果（雷堡市）

賽普勒斯、 丹麥、厄瓜多、薩爾瓦多、衣索比亞、馬

來亞聯邦、芬蘭、迦納、希臘、瓜地馬拉、冰島、印

度、印度尼西亞、伊朗、愛爾蘭、以色列、義大利、

日本、黎巴嫩、 利比亞、墨西哥、尼泊爾、荷蘭、紐

西蘭、奈及利亞。

反對考：波蘭、羅馬尼亞、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駰、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阿爾巴尼

亞、保加利亞、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捷

克斯拉夫、匈牙利。

荼権者：葡萄牙、沙烏地阿拉伯、南非、蘇丹｀阿

拉伯聯合共和國、 葉門勺南斯拉夫、阿富汗、比利時、

柬埔寨、法蘭西、 幾內亞、伊拉克、馬利、奈及爾。

決議羊案 (A/C.5/L.6怀 and Add.I) 以五十五

票對心票通過，荼権考十五．。

二三． Mr. MACHOWSKI （波蘭）提起在進行

辯論一九六二年度概算第十八款一一特派團－~的過

程中，有些代表團認爲須待主管楓關對於一個特派團

繼續存在之必要表示過意見後， 第五委員會始可表決

其所需經費。同樣地，關於聯合國在剛果之行勳，不

經主管楓關一一在目前情形之下是安全理事會一一就

此項行動的是否繼續及其鍶款問題作成決定，即請第

五委員會核定每月撥款一千萬美元，是違反憲章的。

波蘭代表團並不認爲它受適才通過的決議草案所引起

的經費負擔的約束。

二四． Mr. DE SOUSA MENDES （葡萄牙）說，
在表決時他棄權，乃是因爲葡萄牙代表團在一九六O

年十二月及一九六一年四月就聯合國剛果行動鍶款問

題所採的立場。在委員會審議此項問題的實體部分時

他將發言。

蟻程璸目五十二

一九六O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居終之會計

年度財政赧告與決算及審計委員會報

告書（靖完）：懷

(a) 聯合國；
(b)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c) 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賑

處；

(d) 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所經管之

自願捐款

第五委員倉提送大會之戟告書稿

(A/C.5/L.675) 

第五委員令粗告書f和這過。

議程璸目＊十四

人事問題：

(a) 菘書處職員地域分配問題 (A/4776

and Corr.I, 第四章； A/4794, 第三

十一段至第四十段； A/4901, A/ 
C.5/890); 

(b) 定期任用職員所佔比例問題 Al
C.5/891) 

二五． Mr. EL-MESSIRI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認爲在珌書處內應做到公勻地域分配， 俾可確保聯合

拿續第八四八次合議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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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工作具有冥正國際性質一節 ， 爲合員國着想的成分

少， 爲聯合國本身着想的成分多。 實際上，許多國家

寧願把合格的國民留在國內鏖助執行全國發展方案，

但以聯合國會員臨的地位， 它們卻負有一種義務，應

竭力使祕杏盧的雜合非常平衡。

二六 ． 根據文件 A/C.5/890 所載赧告，顯見珌

害長曾竭力改進職員的地域分配， 惟仍有許多須待涸

整之處，尤以主任或局、處、司長及次長職等爲然。

二七． 秘害處工作及紐織審查專家委員會在共報

告書中 (A/4776 and Corr.1, 第四十三段）說，若干國
家對於地域分配所表示的主要批評是， 目前的情形，

尤以高級職位爲然，並不符合現在爲計算會員國國民

在職員中之分配採用的公式。委員會赧告杏附件二所

載表格及文件A/C.5/890所載表一至表五證明比種批

評是有根據的。

二八．大會在決議案一五三（二）中說，由於韶

書處辦事人員之實任專闕國際性，＂珌書處之政策及行

政方法應對全體會員國各種不同文明優美之照及技術

才能之專長金收並蓄 ， 充分利用。＇，專家委員會審議究

竟共報告書第五十四段所列幾類職員是否應包括在用

作計算適用地域分配公式之根據的職員總數之內一燕

即係由於此項陳述。囍於此禁，他認爲專家委員會所

作的結論是矛盾的，該項結論係謂技捧局主席及其所

屬職員、特設基金會總經理及其所屬職員皆應包括在

爲地域分配目的之聯合國職員總數之內，但兒童基金

會及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辦事臨的職員則應仍舊

不包括在此總數內。在邏輯上，同一解決方法應適用

於最後兩備組纖，正如適用於頭兩個維織一樣。

二九．關於圜際法院職員 ， 他不了解法院規約涉

及法官事宜的第九條爲何不能同棵適用於書記官處的

職員。大會可以通過一項關於書記官處職員地域分配

的決議案，而決不影嚮他們在法院中的地位。

三o . 關於諮議及專家， 他同意瑪家委員會所主

張， 應在廣泛的基礎上徵聘此種人員。 惟對於是否接

受某一專家，作最後決定者應該是接受協助的國家。

三一． 關於確定每一會員國職位限度的標準， 專

家委員會承認初級職位數目的充足並不能補償高級職

員的缺少情形。他贊同該委員會在其報告書第七十四

段中爲確定每一會員國在祕書處中可以合理地獲得之

職位數字所建謅的新公式。

三二．在祕杏處的現狀下，專家委員會對於職員

地域分配的不平衡及不公勻得到深刻的印象 (A/4776

and Corr.1, 第八十段），那是他引以爲憾的事。希望
採取一切必要步驟，以改善此種情況，從而加弱國際

合作。

三三． Mr. GAVAS（希臘）同意前面一位發言人

所說，改善地域分配主耍受惠的是聯合國本身。

三四 ． Mr. HAMIL TON （人事主任）想起迦納

代表曾在第八五六次會議對於若干練習員於會所訓練

方案結束後囘返本國服務表示詫異。他願說明，最初

方案的目的是要使比例不足的國家的靑年人員前來韶

書處工作一方式來推廣地域分配。在若干場合下，練

習員確曾囘返本區。現已訂定辦法，招募更年輕的候

選人充當練習員，目的在使他們於兩三年內獲得囘返

本國足賚利用的經驗 (A/C.5/890，第十三戾）。 會員

國對於新方案表示欣慰， 因爲此項方案使其年靑人員

在國際合作方面有獲得經驗的楓會。

三五． Mr. EMEME（奈及利亞）問是否要第五

委員會就瞰員地域分配問題向祕書處提出建議，抑是

第五委員會須向大會提出提案， 其中規定珌書瘟應該

遵循的規則。

三六． Mr. HAMILTON （人事主任） 解釋說 ，
祕書處工作及雜織審査專家委員會曾經審議過闕涉職

員地域分配的若干問題，諸如受地域分配限制的職類

及確定每一國家職員數額合宜限度所用公式。據祕書

處看來， 最妥善的途徑是，由第五委員會就專家委員

會所作建議表示意見，並通過隠於此項問題的決識草

案。在未獲進一步的訓令之下， 珌書盧祇能繼頡依循

現行政策。此即珌書處最近提出的報告書 (A/C. 5/

890) 與過去各報告書相同之故。

三七． Mr. ATKINSON （澳大利亞）認爲諮害

長報告書(A/C.5/890) 可以瞪明爲改善職員地域分

配曾經作過重大的努力。由於許多新會員會入會的結

果， 聯合國所發止的改變將如何磲切反映在職員上面

必須經過相當時間才可看出，再則，必須謹慎將事，

不要使祕書麻紊亂，或損害憲章所確立求達效率、才

幹及忠誠的最高標準。

三八． 他也認爲定期任用職員所佔比例應訂爲百

分之二十， 惟對於朝此方向再進一步是否明智則表懐

疑。任期的保讒是確保珌書釔人員獨立與效率的一個

置要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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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Mr. JAYARATNE （錫蘭）亦認爲韶害處

不能自作主張改變所採政策，而且必須非奉有第五委

員會的訓令不可。後者必須硏究專家委員會的建議，

因此允宜爲此目的給與各位代表更多一點時間。

四0 . Mr. ZELLEKE （衣索1比亞）與 Mr.

EMEME （ 奈及利亞 ） 同意此一瑨法。

四一． Mr. RYBAR （ 捷克斯拉夫）說，他祺信

警衛隊曾接獲阻止有色人士進入聯合國的訓令， 總務

主任在第八六二次會議的陳述祇是更使他相信是如

此。他不了解何以珌書盧知適一九六一年二月在安全

理事會發生的示成是有紐織的而非自發的。他得一印

象，認爲菩衛隊一向認爲有色人士是＂有問頲的份子＂。

午~t+.::. O十三十五分歆令

第八六四次會議

一心六一年十月..::.十五日呈翔三午前十0令王十分紐約

主席：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項目五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算 (A/4770, A/ 
4813, A/ 4814, A/4910, A/4918, A/ 

4919, A/C .5/869, A/ C.5/870, A/ C.5/ 
874, A/C.5/877, A/C.5/878, A/C.5/ 

88 1, A/C.5/882, A/C.5/887, A/ C.5/ 
L.674）（犢前） 去

一狼計訟（糢前）＇k

一． Mr. KESZTHEL YI (匈牙利）說，祕書處
的成員問題業經在許多陳述中妥予論及，目前的情況

使匈牙利代表團極惑不安。數字本身顯示很非＇常清

憙美國及北大西洋條約維織或其他西方軍事同盟成

員的公民佔據受地域分配限制的職位的三分之二， 而

在國際社會地位日盆重要的中立國集團的公民所操有

的此種職位還不到五分之一。就秕會主義國家而言，

其居民佔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強， 其工業出產紕佔全

世界出產量三分之一左右， 其科學及技術成就都在時

代進展的前面，在碑書處員額中所佔比例卻不到百分

之五或六。在三十三個高級職位中， 它們僅據有一

個。在此種悄形之下， 珌害處可能爲一個國家或一個

． 續第八六二次會議。

集團的利盆服務，但不可能爲本緝織的利盆服務。因

比。聯合國本身必須要適應改變的悄況， 使世界三伺

國家集團在認害處的代表佔有公勻的比例， 俾任一集

團均不能利用本組織，作爲國家政策的工具。

二．對於此種極爲合理的要求，那些在祕害處中

佔支配地位的國家的代表們不是沉默不言， 就是不接

受。此項問題並非新問題，因爲社會主義國家在祕書

處所佔比例不足的現象已有十五年之久了。但恐中立

國家現將成爲同一不公平待遇的犧牲對象。 奈及利亞
代表指出過， 非經會有瑪門人員職位二十四個， 其中

僅有兩個職位由非洲人擔任；其餘的職位主要爲前殖

民國家的公民所佔有。許多非非洲人員可能會得到永

久合同，非洲國家的代表們除於今後十五年中安於空

言許諾外別無他途可循。

三．關於一九六二年度棍算 (A/4770), 他說所

列數字已打破紀錄，那是一件特別使人不安的事實，

因爲，誠如祕書處工作及紐鏃審査專家委員會所說，

"會員國所能接受的日盆增加的經費負擔有實際上的

限度＂ （ A/4776 and Corr.1, 第一四八段）。預算穩

定原則祇是應酬話，開支卻一年一年地繼續在增加．

此種通貨膨脹趨勢一部分顯因紐約的生活貲用愈來愈

高所致。如果本組織會所遷往他處， 開支便不會那樣

高。

四．若干代表團說， 硬要規定預寡最高數字有礙

於聯合國工作的擴展。倘係姉此，便應照蘇聯代表團

所建議，把預算劃分爲行政預鐔與事業預算，前者包

括本組織進行正常職務的開支，後者則出自志願捐

款。那樣一來，行政預弃便較易稔定，而事業預弈Jl.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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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參加的國家籌款；那可使技帯協助方案管理的片面

特徵不再存在， 因爲那種特徵使許多國家打消了參加

的念頭。

五．關於維持和平工作的喬欬， 憲章第十一條 、

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八條亳無疑問地規定，安全理事

會有福處理關涉和平及安全之維持的任何事項， 包括

所採任何措旅的經費方面在內。泌害處必須恪守本組

織的此項基本法律。

六． Mr. LIM （ 馬來亞聯邦 ） 說， 對於任何足使

本嶧結構分成爲三個集團的改變馬來亞聯邦代表團

皆表示反對。

七． 馬來亞聯邦代表團1艮了解小國對於預算的不
新增加感覺不安， 但是不要忘記， 聯合國會員國數目

已自一九四六年五十一個增至一九六一年一O－靨之

多。自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一年， 會員國數目增加了

百分之七十一， 而預算數字才增加百分之五O ·三三。

正當聯合國擴大技徬協助方面的工作及對發展落後國

家的援助之際， 以確定預算最高限額的方法來妨害此

類工作實是錯誤之舉。再則， 祕書處爲使開支儘少增

加起見曾作過極大的努力；那踵情形說明了何以行政

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在審慎審査過棍算以後僅建議

作相當微小的核減。馬來亞聯邦代表團準備支持諮詢

委員會的建議。

八．許多代表回對於本組織的經費狀況表示擔

憂， 他同意有些代表團所說， 最使人不安的是拒絕履

行經費義務的那些國家一一雖然它們有履行此種義務

的能力。沒有一個噩家藁正要聯合國破產， 因此委員

會應請尙未繳付繳款的那些國家承認它們所負的實

任。

初請（繽前）＊

第十八放．特蹏團 (A/4770, A/4814, 
A/C .5/L.674） （ 續前）＊

九． Mr. VENKATARAMAN ( 印度 ） 宜布印

度與蘇聯代表團對於行將載入第五委員會線告杏中的

一項案文不能達到協議。 因此， 他撤銷他在第八五四

次會議所作的建議，並準備贊成諮詢委員會關於第十

八款的建議。

- 0. Mr. RYBAR （捷克斯拉夫）認爲就第十八

款作任何決定係屬安全理事會管轄箱圍以內的事。第

十八款所述及的並非是一種可以自踴繼續下去的行政

開支， 委員會應該贊同諮詢委員會在其赧告書 (A/

4814) 第二五九段中所作的評議。 他建議將有關案文

載入委員會報告害。 1

一一． Mr . BALDARI( 義大利）說， 特派團的

需要取決於兩個因素，－儲就是本緑織的需要，另一

個就是環境，而且這是安全理事會或大會的決定所引

起的。誠如澳大利亞代表所指出（第八五四次會議 ），

許多特派團是安全理事會設置的，要祕書處負起延長

任何特派團繼續存在時問的責任是不公允的。安全理

事會的任何常任理事國一~該楓關所有常任理事國都

有代表出席委員會一一在任何時間都可建議安全理事

會採取行動停設它認爲不再有必要的特派團。

一二． 委員會的職務在行使財政上的管制， 並對

此穫特派團的費用嚴格施用緇濟原則 ， 俾本組織財政

狀況不致因此種費用而趨於嚴靈。正像諮詢委員會所

指出（A/4814, 第二五九段），必須參照演變中的環

境定期檢討特派圏行政上及組織上的需要。

一三．和聯合王國及澳大利亞代表一樑，他贊同

蘇聯代表在第八五四次會議所作提案的頭一部份， 內

稱應促請產生特派團的概關檢討此種特派團的需要 、

範圍及期限。 因此之故， 他準備支持諮詢委員會關於

第十八款的建氬

一四． 主席 建議在分發捷克代表提案案文以前
對於第十八款的進一步討論及表決暫鍰進行。

決定士0議。

第.:::.十敖．璜令國難民事宜甯級專員辦事嘉

(A/4770, A/4814, A/C.5/L.674) 

謗拘委 贝令所提， 恥第:::.十款哉撥緤 肴.:=.,三三

0, 000其元之迂訊 (A/4814, 第:::.,、k段） 以六十

臼票钳禾切贛迫遙 ， 孚操考十一。

第=+-敖． 噩楳法疣 (A/4770.

A/4814, A/C.5/L.674) 

國際法院言記官卡 Mr. Ga,,.n ier - Coi gnet ~ ± 
店計，沈委員令試席。

一五． Mr. GARNIER-COIGNET （ 國際法院者

記官長 ） 說， 法院接受諮詢委員會的建議。法院相

信， 如果悄況改變，委員會會幫助它獲得額外經費。

1 嗣經編為文件 A/C.5/L.679分發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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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曲委員令所提， 為第二十一款栻擬的孳賡＾o

五，＾00美元之走戏 (A/4814, 第二元二段）紀只

過。

Mr . Garnier-Coignet, 國際法芘書記mE和退

席。

議程躓 目六十四

入事問題 ：

(a) 移書處職員地域分配問題（A/
4776 and Corr.I, 第四章； A/4794,

第三十一段至第四十段 ； A / 49Ol , 

A/C .5/890）（玲前） ; 

(b) 定期任用職員所佔比例問題 (A/

C.5/891 ） （綠首）

一六． Mr. ARRAIZ （委內瑞拉）說，祕書處工作

及紐織審查專家委員會報告苦 (A/4776 and Corr.1) 

第四章不能與該文件的其餘部分脫離，對於後者他有

若干評述。聯合國面臨的許多政治、 縲濟及技衍問題

均係由於秘書處工作及紐織方面不能令人淄意的情況

所致。

一七． 珌書長的職位及職務的性質是第十五屆會

以來引起許多爭論的對象。第五委員會不是討論一項

在政治上有如此嚴重影響的問題的場所，因此他祗擬

考慮此項問題的行政及預算方面。赧告書第三十五段

及第三十七段頲示專家們未能就此問題達成協議。由

於種種理由，委內瑞拉仍然反對劃分珌書長的職位。

首先，無須放棄業經考驗的統一指揮的傳統原則。再

則 ， 聯合國不應確認現有的政治紛歧，而應設法滅少。

世界政治因素改變極爲迅速，吾人不可能每次在政治

上有改變時認眞考慮改變祕杏長職位的性質。最後 ，

把國家分爲三個某團是不可接受的。把這些集團中的

一個集團稱爲＂中立集團＂含有共他兩個集團好峨之

意， 聯合國會員國中絕對不可有好戦的國家在內。許

多國家一一包括委內瑞拉一一在基本上實係愛好和平

的國家，但那並不含有它們特別屬於某一集團之意。

中立集團或所謂的其他兩集團都不符合現實，過於簡

單化的＂三．馬馬車娛＂一觀念決不能反映現代世界的政

治複雜現象。分爲三個集團的辟法基於政治及意識形

態因索的成份似較基於囘復摧力均衡制度一意願的成

份要少些， 後者過去爲大國所贊同 ， 或可認爲係因聯

合國的誕生而告消失。委內瑞拉的代表團希望目前進

行的談判可獲成就。它將欣然贊同委派一位代理珌會

長。

一八 ． 關於祕書處上層的綿織，委內瑞拉代表團

堅持所有會員國主權平等與公允地域分目B兩原則。 自

行政觀翦而言，它支持專家委員會在其戟告書第三十

八段至第三十九段中的提案。但它贊同諮詢委員會的

下一意見 (A/4901, 第二十六段 ）： 高級職位不應分

爲｀，行政的＂與＂政治的＂兩類。同時， 他贊同諮詢委

員會關於財務齒與人事鼷合倂，總務廳與會議事務意

合併的可能所表示的意見（同前，第十五段至第二十

二段）。同時， 亦應考慮限制珌書長職位任期不超過

五年，或最長不超過十年的可能。

一九．關於受地域分配限制的職類 ， 委內瑞拉代

表團贊同專家委員合的結論及建蟻 (A/4776 and 

Corr.1 , 第五十四段及以下各段 ） ，但關於豳際法院

職員的問題，它贊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團的意見

（第八六三次會議，第二十九段）。但主要問題並非地

域分配問題本身一如果所有職位均屬同一職等便易

解決的一項數量問題一一而係涉及高級職位分配的一

項質量問頲。關於此盤 ， 他希望蘇聯專家利用加權的

指示擴充其饒有興趣的提案。無論如何， 他同意專家

委員會所說 (A/4776 and Corr. l, 第七十七段 ）， 最

妤採用兩個地域分記公式，一涸適用於自 G-5 至 D-1

的職位， 另一個適用於自 D-2 至次長的跛位。

二o . 關於適用地域分配原則一節一一那是問題

的癥結所在，而且是專家委員會所處理的主頲一_4也

不能贊同該委員會所建誤的新辦法 (A/4776 ， 第七十

四段至第七十五段 ） 。那種辦法與現所適用引起目前

此稚不平等不公允現象的公式並無重大不同之處。目

前認爲每一會員國允宜佔有的最低限度職位數目是一

個至三個。倘若確定爲兩個 ， 很少國家佔便宜，許多

國家會受損失。惟一眞正新因素是人口，後者的根據

未經解粹。閼於徵聘， 憲章上實際上僅提及兩個主要

考慮即＂效率｀ 才幹及忠誠之最高棵準＂及＂徵聘辦事

人員對於可能範圍內應注意地域上之普及＂。 一個人

口衆多的圓家不一定能提供更多具有憲章所要求那穡

素質的個人；沒有一個國家對於忠誠具有獨佔地位；

至就效率及才幹而言，那與敎育程度有面接關係 ， 在

一個人口少敎育程度高的團家內亦可覓致。亦不應由

於一國擁有校多人 [1便說它在地域上郎佔有更大比

例。聯合團應該禽重憲章的第一項原則 ， 即所有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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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平等原則 ， 並應避免強調會員國之間的粉歧或使若

干會員國佔優勢的行動。委內瑞拉代表團願蜇申其在

第十五屆會中所建議，每一會員國， 無論大小貧富 ，

爲其所規定的職位最低限度數目應該大增一一不是一

個或兩個， 而是，舉例而言， 十個。

二一．關於專家委員會報告書第五章、 第六章及

第七章，委內瑞拉代表團特別贊同第一一O段、第一

六O段及第一六四段述及的意見。

二二． 主席請發言人不要對於尙未討論的議程
項目花費太多時間，諸如認書處上層成員問題，特別

是因爲現在正就此項問題從事談判。

二三． Mr. LIVERAN （以色列） 說， 所有就地域

分配問題發言的代表似乎都認爲那是聯合國感受痛苦

的一項疾病， 必須尋找補救辦法。 專家委員會報告書

(A/ 4776 and Corr.1) 第四章係根據一項假定，即認
爲祕書處的結構有錯誤的地方， 惟閱讀該章很難發現

錯誤是什麼。 分析擬議的補救辦法以確定疾病的性質

不一定是發現眞象的最妥善的方法。

二四．我們可以先問， ＂地域分配＂的意義何在，

然後再提到憲章涉及認杏虛的條文，而設法確定那個

名詞。那樣一來便可明顯溍出， 專家委員會祇是審議

過憲章第一百條及第一百零二條， 而在另一方面 ＇，地

域分配＂一詞祇未出現於那兩條， 亦未出現於憲章任

何別處。憲章規定徵聘職員應基於個人的索質一一一效

率、 才幹及忠誠， 並未規定侯選人欲成爲祕書處辦事

人員必須是任一特殊國家的國民。在第一百零一條第

三項最後一句中舐是說＂徵聘辦事人員時， 於可能範

園內，應注意地域上之普及＂。在最初解釋那一子句

時， 所指的意義是在字典中找不到的。＂地域上＂一詞

被解釋爲＂國籍＂的同羲字。那一最初的錯誤引起了其

他的鋯誤觀念：有人把＂國籍＂解釋爲具有區域的意

味，又有人甚至更進一步， 提出了意識形態上的觀念。

那便說明了，要是把常識和可稱之爲邏輯上的解釋丟

在背後的話，後果是無窮的。同時又說明了， 地域分

配者極大部分是發言人本身製造的一項間題。錯誤解

釋憲章便等於在聯合麟途徑上加上不可克服的障礙。

專家委員會所建議的補救辦法徒然使聯合國碁至距離

憲章更遠些；惟一眞正解決辦法是儘可能囘頭。

二五．當＂地域上＂一詞被錯誤地解釋爲 ＇，圖籍',

的同義字時， 職位係按會員國對聯合國經常預算所繳

會費的比例分配於各國國民的。怪不得那種解決辦法

經事實證明不能使人満意， 或從未使人滿意。爲糾正

此事，專家委員會建議考慮其他因索，例如人口， 那

是亳不相干的。擬議的新公式使本絹織更受束縳。在

此種情形下， 專家委員會報告書第八十八段頭一句似

含有諷刺的意味。

二六． 與其擬訂此種新公式， 不如恪守憲章行

事，同時，或許有人要問， 何以專家委員會不注意第

八條，該條當然適用於作爲聯合國主要槻關之一的珌

書處，可是專家委員會報告書第八十四段及八十五段

所載建議， 尤其是第八十六段所載建議，是違反第八

條所規定的那項原則的。那些建議， 倘非對於尙未成

爲祕書處職員的那些人是否合格擔任所有職位加以限

制， 至少係對於多年來爲本組織忠誠服務的那些人的

權利加以限制。要職員接受提早退休便等於解除他們

的職務，俾由他人接充， 原因並非由於後者的效率更

高， 祇是因爲他們必須成爲祕書處的職員之故。雖然

專家委員會建議此種劇變必須以合乎人情的方式進

行， 使人感覺相當不安的是， 此種提案竟然載在標有

聯合國文件證號的文件中。與經姜卹金覆核小緝於一

九六O年所建誠，並經大會核定 （決誤案一五六一（十

五）） 的接卹金制度訂正辦法2恰恰相反， 該委員會建

議有關職員應領取退休金一筆整數。如果知道此項提

案所引起的經費情形一定是饒有興趣的。

二七 ． 關於第八十六段倒數第二句，試問專家委

員會所指的是什麼座力：是那些亟欲提早退休的職員

對祕書處長所加的壓力呢？還是那些願以他人替代他

們的人們所加的壓力呢？就後一場合而言， 專家委員

會的提案似乎不會給與珌書長免受此種歷力的多大保

障。

二八．惟一霈要做的事是遵守憲章，同時要記

得， 韶書處係由個人， 而非會員國國民，組合而成。

職員必須受第八條之規定的保障， 因爲自他們受雇以

來憲章並未修改過；他們當須享受較好的命運， 而不

像該報告書第八十九段中所建議的，一變而爲佔據多

餘的職位及履行想像的職務的幽魂。

二九． 他沒有忘記討論的重心所在， 即須協助新

會員國派遣可以代表本國文化的人士參加祕書處， 從

而對於本組織有所貢獻。憲章棒櫫不分種族、 膚色 、

性別、 語言或宗敎的原則。由此顯見新會員國的國民

有權擔任祕書處中的任何職位。人人平等， 沒有人爲

2 大會正式紀錄， 第十五屆合， 附件，議程項目六十三，

文件A/4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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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要與他人平等需要拐杖或窟惠。所需要的是改進本

緝織的徵聘政策，而爲達成此種徵聘必須經由考試 ，

在考試中當須妥予計及語言及文化的不同，但考試可

以決定究竟侯選人能否爲本組織服務。

三o. 如果專家委員會的建議獲得通過，聯合國

便將自它所企圖臻達的高峯一一模範雇主的高峯一

下降，而有遺遇完全毀滅的危險。以色列代表含重憲

章的全部，不僅其中的若干條款而已，對於專家委員

會提出的提案當採取基於原則的立場，並將計及對所

有的方面均屬公平一燕作成決定。

三一． Mr. NDUKI( 剛果，雷堡市）指出，根據

人口，剛果國民有權在珌書處擔任許多職位。但因剛

果本國缺乏技術人員，那些合格的人員皆須留在本國

服務。

三二．珌書長曾經說過，＂徵聘工作應嚴格遵守

憲章第一百零一條所規定的標準，換言之，即不降低

必要的專門人員標準"(A/4794, 第三十段）。剛果代

表匪恐怕此項意見可能係針對非洲國家而發，它想知

道那是否是一個把非洲國家國民排斥於珌書處之外的

巧妙方法。

三三．他想到奈及利亞代表提到過那些僅能代表

他們本身的南非白人在珌書處職員中所佔的比例。剛

果代表團希望委員會在就改進地域分配方法作成決定

時注意到此項意見。

議程璸目九十四

擴大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

(A/ 4916) 

三四．主席循 Mr. ALLENDE （智利）請求，
建議委員會改至日後某次會議再行審議此一項目。

決定士0議。

午4k+..:=.n寺五十分赦令

第八六五次會議

一元＊－年十月.;:.+*a !L翔四午首十＇寺五十分鎌約

主席：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節顯示報告員添加了一個主觀因索， 在此種報告書中

議程項目五十五

聯合國剛果行動：費用概算及籌款辦法

(A/4931, A/C.5/L.677 and Add. I, A/ 

C.5/L.678）（靖前）＊

第五委員令提送大會之臨時赧告吝稍

(A/C.5/L.678) 

一． Mr. ARRAIZ （委內瑞拉）報告員，在提出
他所擬的臨時報告害稿 (A/C.5/L.678) 時說，他曾

力求正確地敍述辯論及表決情形。

.::..Mr. ROSHCHlN （蘇維埃肚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認爲，第四段中說決議草案獲得廣泛的支持一

攣 續第八六三次會議o

如此做是不妥當的。最好詆說明表決結果而不作此種

評述。

三．同一句中說，許多發言代表均認爲決議草案
純屬程序性質，也是不正確的。反對此種看法的少數

代表團爲數頗多。因此，現有案文是不能接受的。

四． Mr. ARRAIZ （委內瑞拉）報告員，認爲蘇

聯代表的第二項意見是妥當的；他建議＂許多發言代

表＂字樑改用＂若干代表＂字樣。另一方面，根據委員會

討論的情形顯見決議草案(A/C.5/L.677 and Add.1) 
獲得很多代表團的支持。那是一項客觀的事實。如果

蘇聯代表撤囘他的第一項建議， Mr. Arraiz 必定感

激。

五． Mr. ROSHCH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團

聯邦）說， 他不同意報告員的看法， 後者不應就決議

草案所獲支持的數量而爲評述。人人皆可道及表決結

果而自作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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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Mr. MORRIS（賴比瑞亞）說，他以決議草

案共同提案人的身份不反對照蘇聯代表所建議，由報

告員將表決的結果包括在討論中的那一句內。

七． Mr. ARRAIZ （委內瑞拉）報告員，建議第

四段第一句排辭如下：＇，若干支持決議草案的發言代

表均認爲．．．＂·

八 ． Mr. VENKATARAMAN （印度）認爲最好

用＇，稱．．．＂字樣。

九． Mr. ARRAIZ （委內瑞拉）報告瓦接受此

項建議。

-0. Mr. MENDEZ （菲律賓）認爲最好述及
表決的結果。

一一． Mr. NOLAN( 愛爾蘭）指出第四段係述
及討論情形， 而非表決結果，後者載述於第十段。經

印度代表加以修正的報告員的建議，似係最爲妥善的

建議。

一二．針對主席所發表一項問題， Mr. ROSH
CH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說，他不反對

此項建議。

擡修正的邸呤杖告書稿 (AJC.5/L．矽8) 通過。

議程項目六十四

入事問題（繚前） : 

(a) 嵇書處職員地域分配問題 (A/4776

and Add.l.第四章； A/4794, 第三

十一段至第四十段； A/4901, A/ 
C.5/890）（犢前） ; 

(b) 定期任用職員所佔比例問題 (A/

C.5/891）（繚前）

一三． Mr. VERRET （海地）惡到海地代表團曾

在第十五屆會說過，地域分配原則應適用於所有國家

及所有職等。海地代表圈並未說須在等級的規定使臧

員賅目受限制的方面產生新職位， 惟所有國家均應參

加祕書處的工作一盤是極爲公允的。自文件 A/C.5/

890 溍來，顯然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仍有十五

個國家未有國民參加祕書虞。主耍的目的是，所有會

員國在憲章的規定之下均屬平等，其國民應能擔任韶

害處的職位。員額的分配應基於各國的人口及所在區

域，不應基於各國對預募所繳數項。

一四．海地代表團很高興看到，祕魯處工作及紐

織審查專家委員會雖在個別意見不同的情形下仍贊同

祕書處員額應該校爲妥善地分記；海地代表團準備支

持旨在改善此種分配的任何決議草案。

議程項目九十四

擴大行政及預箕問題諮詢委員會

(A/4916) （靖前）

一五． Mr. GREZ （智利）建織上述問題延至次

日再議，以便極爲闕切此項問題的 Mr. Ortiz Martin 
（哥斯大黎加）可向委員會發言。

法定如誤。

午前十一時.::.十分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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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六六次會議

一汜＊－年十月.::::.+k日星翔五午前十呤五十分紐約

主麻 ：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璸目九十四

擴大行政及預箕問題諮詢委員會

(A/4916, A/C.5/L.680） （繚前）

一． Mr. ORTIZ MARTIN( 哥斯大黎加）囘溯
說，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所有的專家都是因爲

他們本身具備必要的資格才膺選的，所以等於是說 ，

他們不是代表各涸國家的， 更不代表他們所隸屬的世

界地區的。不過，依照憲章的猜神， 聯合國所有啟關

都應當尊靈地域分配原則，俾由它們反映世界各地所

特有的不同思想方式。多數拉丁美洲國家便是根據了

此項原則請大會研究擴大諮詢委員會的問題的。

二．自從委員會成立以來，許多非洲領土業已達

臻獨立而加入了聯合國。拉丁美洲各國的許多公民祇

是非洲人的後裔，而他們的經濟問題又和非洲各國的

經濟問題相似，自願和非洲人民合作，竭力幫助他

們。所幸，現有一個組織， 即聯合國可免使非洲國家

受到拉丁美洲國家在十九世紀中所遺受的戰爭荼莓、

犧牲、與苦難。

三．採取步驟要求擴大諮詢委員會以容納非洲代

表 (A/4916) 的拉丁美洲國家所引以爲快的便是，非

洲各代表團都和它們一起就此課題提出了決議草案

(A/C .5丨L.680)。他希望非洲和拉丁美洲將來還會有

其他的楓會， 爲解決聯合國所面臨的問題，而作建設

性的合作。當然， 各提案國認爲所提議的擴大不致妨

害諮詢委員會的工作效率。

四． Mr. ZARROUG (蘇丹）囘溯說，當九個委
員的諮詢委員會成立時，聯合國才有五十一個會員

國，而目前已有一O一個會員國之多。鑒於現在四分
之一的會員國是非洲國家， 諮詢委員會中竟無非洲代

表，殊屬不公，而況，嚴格的說起來，非洲大陸可以
要求四分之一的席位。祇然諮詢委員會是一個專家委

員會，爲發揮正當的效能起見自不能不在人數上有所

限制，所以非洲能有兩個席位便覺満意了。

五．他希望委員會一致通過決議草案， 俾向其他

聯合國楓關表現，尋求一項切實的折衷辦法以解決爲
確保公平地域分配的需要而釀成的問題乃是可能的。

六． Mr. NOLAN( 愛爾蘭 ） 說，問題應以今後

聯合國會員曠的增加與聯合國工作的擴大着眼。一儲

楓關的會員增加了它的附屬楓關不一定就該照樣增

加。事實上， 甚至相反的還可以減少。

七．由於自身過分龐大， 不能對極端複雜的問題

作有效的處理，所以第五委員會才要依靠諮詢委員會

代它去對此等問題作冷靜而客觀的研究。諮詢委員會

之所以能擔任此項工作乃是由於它的委員祇有極高的

資格，人數又少，而且它的工作對全髖會員國極爲靈

要，因爲它能使全體會員國對祕書盧作有效的搖制。

八．會員國的數目增加愈多，要詳加硏究的行政

及預算問題便愈多，因此諮詢委員會的工作量亦愈

大。倘若認爲委員會如有更多的委員，便能對額外工

作有較善的處理，那是不近情理的。所以不應忘記的

便是：膺選爲委員會委員的人，都是因爲他們個人的

資格才被選中的，他們並不代表他們的政府，而況，

最要緊的還是要確保諮詢委員會的持續不輟。迄今爲

止，所採行的政策業已證明是有盆的，即使就經濟而

言，亦屬如此。諮詢委員會所有的建議幾乎都爲第五

委員會所接受。諮詢委員會的評議有時雖在意見上引

起粉爭，但卻從來不曾有過互相指搖的事悄。爲要它

繼續有效地擔任工作起見，還不如一方面保持九個委

員，另一方面設法確使席次的地域分記有所改善。暨

如， 可能的話，給予安全理事會每一個常任理事國一

個席位， 拉丁美洲一個席位， 亞洲一個席位，非洲一

個席位，歐洲及其他會員國一個席位。此項分配方法

不會使每個國家都感満意，但是要緊的倒還是專家，

因爲他們既是爲執行極專門的技術工作而膺選的，便

應具備充分的資格。他了解非洲各國的關切， 所以希

望不增加席次，而將諮詢委員會的一個席位給予它

們。

九． Mr. EMEME ( 奈及利亞 ） 說，聯合國自成

立以來， 業因非洲許多幗家幸賴本緝織得不流血擺脫

殖民地主義獲臻獨立的成就，而使會員國日盆增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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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參加聯合國的非洲國家不但堪與各大會員國相頡

瓿且巳構成全體會員國的百分之三十。它們當然希

望參加本緑各方面的工作。非洲各國由於重視爲聯合

國所有工作鍔措經費的事宜，才特別急於要參加第五

委員會及諮詢委員會的工作。

-o. 照這些國家的意見， 決議草案 A丨C.5/

L.680 與地域分配問題並無關係。它們並不認爲聯署

草案的拉T美洲提案國有意要將地域分配攙入案文 ，

因爲迢樣便是太過份。非洲各國胝求有楓會徹底獲知

與聯合國工作鍔款有關的每一件事情而已，所以迫切

請求委員會的委員們不要將冷戰的因素介入辯論。

一一．來自發展落後地區的專家既熟悉發展落後

所造成的各項問題，亦知這它所引起的痛苦，爲聯合

國本身的利盆着想，諮詢委員會便應將他們包括在

內。

一二．他說決議草案的提案國並沒有要求重新分

配諮詢委員會的席位。他切盼委員會通過案文，俾可

由非洲國家佔有所提議的兩個額外席位，此等圜家對

於覓致有資格擔任同等職務的專家並無困難。

一三． Mr. HODGES （聯合王國）強調說，諮詢

委員會乃是聯合國楓構中處理財務間題的最重要的輪

齒。諮詢委員會因不受第五委員會所不能擺脫的一般

性和政治佳的顧慮的牽制，自可專心處理專門問題。

一四．自一九四六年起，會員國便日漸大量增

加，乃是一項事實，而諮詢委員會並未得到非洲大陸

所能給它的助盆，亦是事實。但是擴大委員會的成員

卻並不一定就是彌補此項情勢的最好辦法。

一五．聯合王國代表團原則上並不反對增加聯合

國楓關的成員人數。從它對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以及國

際法委員會所採的立場便可見其一斑。 惟獨因爲諮詢

委員會的工作性質，他才躊躇不對此一特殊案件採取

立場。說明備忘錄 (A/4916) 第三段最末句顯示該備

忘錄的主稿者正和他一樣的在擔憂。

一六．諮詢委員會祇就概篡向大會提具報告，又

爲訂正概算向它提出報告，它所處理的不但是綜錯複

雜的行政問題 ， 亦有人事問題。沒有諮詢委員會的協

助，第五委員會便無法完成它的工作。大會亦是靠若

諮詢委員會，才能按照憲章第十七條第三項的規定，

履行它對各專門楓關的財務對任。自設置．以來，諮詢

委員會不但業已完成了優異的工作，而且還博得了會

員國的信心。它的成功固然要歸功於它的委員的能

幹，以及它的祕書處職員的幹練，但亦因爲它的委員

們被公認是以專家的身份而並不以會員國政府或政治

集團代表的身份任事，始克臻此。

一七．愛爾蘭代表曾適當強調地說過，諮詢委員

會的工作量勢在必增，固屬實情， 可是廷無疑問，一

個小的委員會卻比一個校大的委員會工作得更迅速更

有效率。所要緊的是諮詢委員會應保持它的麻門性

質， 並且它的成員數目不應妨害到它的工作效率。惟

其如此，他認爲委員會應保持九位委員的組織。不過，

他並不反對十位委員，假使這樣能使一位非洲人加入

委員會的話。而且爲了同一的目的，他甚至還準備接

受十一人的數目，假使第五委員會有這樣的願望。不

過，任何超過此一數目的增加便會使諮詢委員無法有

效地完成它的工作。

一八． Mr. BENDER （美利堅合衆國）說，鑒於

諮詢委員會職掌的性質， 它的委員人數殊有保持一侗

最低數額的必要。不過，它的效率卻可因委員的聘自

世界各地而增強。這並不是一個保障特別權盆的問

題，而是一個羅致所有可加以利用的經驗的問題。該

決誤草案紙提出了一項合理的解決辦法，美國代表團

自當贊成它。

一九． Mr. GAVAS( 希臘）強調說，諮詢委員

會由於委員們的高超的資格， 以及委員人數的限制 ，

才作成了受人讚揚的工作。聯合國會員國的數目增加

了，委員會才有擴大的必要，但希望後者的效率，將

不致因此而減低。

二0 . Mr. GANEM （法蘭西）說，特別是愛爾

蘭代表和聯合王國代表對過份擴大諮詢委員會緝織問

題所擬提出並經過合理辯說的保留辦法，他固然崧爲

了解，不過他將毫不躊躇地要投票贊成決議草案。除

了財政上及行政的才幹之外，諮詢委員會委員的主要

資格便是要有良知，若認爲此種資格在新會員國中竟

不如在老國家中普遁，便是不近情理。

二一． Mr. ROSHCHIN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睪聯邦）想到，諮詢委員會和祕書處的工作是具有密

切關係的，珌害處所有的行政及預算問題均由委員會

審議，而委員會的委員人數問題則應以祕書處的一般

情形加以參考。後者的主要缺禁之一便是職位，尤其

是較高級職位，在各地區間的地域分配。這早就是一

個問題，而且從未採過有效的辦法來解決它。誠如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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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處工作及組織審查專家委員會在它的報告書中所強

調的 (A/4776 and Corr.1.第八十段），目前祕書處
職員地域分配不均衡及不公平的情形是不可能漠視

的。有些地域根本沒有代表，另有若干地域詆有不足

數的代表而已。諮詢委員會的成員數目是聯合國縟備

委員會所決定的，它目前由一位美國專家，一位蘇聯

專家，三位來自西歐的專家，兩位來自亞洲與中東，

以及兩位來自拉丁美洲的專家所組成。該輪到它們在

聯合國內擔任熏要職務的非洲及東歐兩個地區竟告闕

如。此種情形非要加以挽救不可。他同意奈及利亞及

蘇丹代表團所說的，非洲應在諮詢委員會中有代表

權，但是決議草案 A/C.5/L.680 的案文竟未提到東

歐，使人覺得詫異，因此才對該案文提出修正案。前

文第四段應修改如下： ＂鑒於非洲及東歐會員國在行

政暨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中並無代表'\正文兩段中

的＂十一＂字樣應改成＂十二＂。他希望委員會的所有

委員都承認有在珌書處及它有關的各楓關中改善地域

分配的必要，並希望通過蘇聯修正案。

二二． Mr. JAYARATNE （錫蘭）也認爲諮詢委

員會基本上是一個專門楓關，因此它祇能以少數的委

員來從事有效的工作。不過，確保有才幹的人士的合

作無間，固然是件要事，在儘可能大的筒圍內使各個

地區都有代表，卻亦具有無可否認的重要性。所以問

題殊爲簡單，假使諮詢委員會委員增加到了十一位或

十二位，它的效率是否便將因此減低？錫蘭代表團認

爲效率不會減低，所以對所提的擴大一事表示贊成。

二三． Mr. QUIJANO (阿根廷）說，由若干拉
丁美洲國家提出而獲有許多非洲國家的支持的提案，

乃是以說明備忘錄（A/4916) 第二段及第三段所闡定

的特殊目標爲目的的。阿根廷對於應覓致一項確保世

界各地域均有代表的公允辦法的事情素表關切，而且

還始終贊成遇有必要應增加聯合國楓關的成員數目，

但是任何此等增加都不應當損及有關楓關的效率。諮

詢委員會是一個專家團體，而決議草案提議將它擴大

的唯一作用無非是要確保委員會地域代表的公平。所

提議增添的專家的國籍卻並沒有加以指定。

二四．蘇聯代表曾說，決議草案並沒有將整個問

題包括在內，但是他卻要說明，諮詢委員會中已經有

了東歐的代表。由於添加一位來自東歐的額外委員，

便與原決議草案的宗旨不符，所以他不能接受蘇聯的

修正案。

二五． Mr. DAHLGAARD（丹麥）同意愛爾蘭

及聯合王國代表所說的話，認爲諮詢委員會的享有盛

春主要還是因爲它是由少數的著名專家緝成所致。正

當本組織開支不斷增加論理應該使人憂慮的時候，各

會員國政府所最關切的無非就是要使諮詢委員會保持

現有的特性。不過，他很能體會到新會員國要有代表

出席一個如此重要的楓關的心願。他贊成原決議草

案，儘管他認爲前文第三段及第四段所述的地域分配

的意思是無須提及的。他並不正式提議刪去那兩段，

但認爲委員會不妨考慮他的建議的優燕。

二六． Mr. RANA （尼泊爾）也認爲聯合國會員

國的大藍增加應由諮詢委員會的委員人數的增加來加

以反映。當然新會員國應當盼望能參加本組織的工作

而有所貢獻。

二七． Mr. FENOCHIO（墨西哥）對於若干代

表以諮詢委員會委員人數增加了便會使它的效率減低

爲理由，反對決議草案一事，殊表遺憾，何況所提議

的增加數目參照聯合國目前的會員國數目看來實屬十

分合理。誠然，專家並不代表任何一個國家， 但是他

們每一個人卻提供了他從那裘來的地區所特有的見地

與對該地區的詳蜜知識。兩位非洲專家的出席，不但

並不妨礙委員會的工作，且將使工作進行方便，因爲

從此委員會意見的形成便會確切顧到非洲的觀盤。

二八．蘇聯修正案，衹如阿根廷代表所說的，並．

不符合決議草案的目標，他便不能接受。

二九． Mr. VENKATARAMAN（印度）強調說，

諮詢委員會的權力祇是會員國所授給它的，它便是代

表第五委員會對撤算作較主要委員會任一委員所能單

獨辦到的更爲澈底的審核。因此，諮詢委員會的委員

人數便應和本組纖的會員國數目相稱。有幾位發言人

反對採用地域分配的意思，但是大會議事規則第一百

五十七條卻規定＂諮詢委員會的委員．．．應以廄泛的地

域代表襬爲根槭而加以遴選＂。皝然重行分配席位以

確保公平地域代表權感到困難，就必須將委員會的委

員人數增加到十一位甚至十二位，這並不是一個過份

的數目。

三o. 他勸告決議草案的提案國考慮前文第三段

及第四段是否必要。不管它們作何決定，他將投票贊

成決議草案而且爲求全睦一致起見還將投票贊成蘇聯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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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Mr. KITTANI（伊拉克） 說，他一向認
爲諮詢委員會中沒有非洲專家的情形是應該加以補救

的。可能的辦法有兩個：一個就是將委員會的九涸席

位熏行分配，另一個就是增加委員的人數。現在似乎

第五委員會多數委員都有支持第二個辦法的意向。委

員會的席位亟應有更爲平衡的地域分配；對此方面他

贊成印度代表提出議事規則第一百五十七條的一舉。

正如美國代表所說的，不從所有的地域徵聘專家乃是

不對的。平衡的地域代表權與工作效率兩者之間不但
並無牴觸，反而互有幫助。有幾個國家，包括決議草

案的提案國在內，認爲有增加委員人數的必要。胝然

拉丁美洲已經有了兩個席位，亞、非集團應有四個席

位似乎應該是公平的。

三二．蘇聯的修正案中並無新奇之盧。它們雖與

決議草案並無出入，卻牽涉到了另一伺問題。儘管如

此，伊拉克代表團還是願意贊成那些修正案。

三三． Mr. CUTTS（澳大利亜）認爲諮詢委員

會席位需要確保廣大的地域分配乃是具有雙重的理由

的：第一，應以各地人才給予委員會，第二，爲使委

員會的意見可在第五委員會中享有最大的權威起見，

委員的人選便應當恰到好處庶幾使人深信每一觀燕均

已受到審議。從這個角度來看，沒有非洲專家出席，

乃是一個重大的缺燕，因此，他贊成決議草案提案國

所作的動議。誠如愛爾蘭代表所說的，限制一個處理
複雜專門問題的楓關的規模，的確是有可取的地方

的。因此，他在考慮所有因素之後，認爲添設兩個席

位當不至於使諮詢委員會失鑼。

三四．蘇聯提議將委員人數增加到十二位，無異

是將一項完全新的因索攙入了討論。澳大利亞代表團

認爲該提案不能接受，因爲已經有一位來自蘇聯的極

端幹練的專家做了東歐的代表，同時非洲卻連一個代

表亦沒有。假如委員會席位的地域分配問題再被提出

討論，則其他各地區亦可以有理由提出要求，屆時即

使添設六個席位亦是輕易地言之成理，這樣就一定會

影響諮詢委員會的效率。假使蘇聯的修正案被通過

了，迢種危險便會發生。

三五． Mr. MORALES （認魯）認爲蘇聯的提案

妨礙了決議草案的通過。衹然東歐與西歐的存在乃是

一項政治性而並不光是地域上的事實，提案不管以一

項新的政治因素介入了辯論。而況，正如阿根廷代表

所說的，東歐已經在委員會中有了代表。基於這些理

由，他不能接受蘇聯提案。

三六． Mr. MONTERO DE VARGAS （巴拉圭）
要說明，決議草案絲亳並不具有玩弄政治的意義，由

於聯合國會員國的增加大部份是非洲的新會員國所使

然，草案自然是明白的指着非洲的各會員國而言。

三七．即使在像諮詢委員會的一個專家委員會中

還是可以達臻一項公正的席位分配的。不過席位的數

目增加過多不但不會便利委員會的工作，反會對之有

妨礙。要祀得，決議草案提案國爲要以一項公道的代

表權給予非洲大陸而提議增加的新席位才只有兩個。

爲了同樣的理由，他便不能接受蘇聯所提的修正案。

不但如此，他並不認爲東歐會員國數目已有任何增

加。最後，他希望委員會將照原案批准決諉草案。

三八． Mr. RYBAR （捷克斯拉夫）說，從一九

四六年起，聯合國會員國的數目已經增加了一倍，而

日盆活躍的新建非洲國家當然有權充分參加本組織的

工作。 同樣的理由亦適用於東歐，東歐在聯合國中所

代表的會員國要比聯合國創立時增加兩倍。因此，捷

克斯拉夫當將投票贊成決議草案及蘇聯修正案。

三九． Mr. HODGES （聯合王國）說，印度代表

可不要認爲委員會會全體一致通過蘇聯的修正案。聯

合王國爲了澳大利亞及祕魯代表所述的理由將反對蘇

聯修正案。他認爲蘇聯乃是東歐的一部份。不把蘇聯

算進去，該地區便不會像所說的那樣擁有倍大的人力

與天然資源以及巨大的工業力量。假如將蘇聯除外 ，

代表東歐的便祇有八個會員國，而其中有兩個祇是蘇

聯的一部份而已，儘管它們在聯合國中已分別有了代
表。其餘的六個會員國的全部人口祇比法國和聯合王

國加在一起的人口略多了一些，至於它們對聯合國預

算所納的會費祇爲全額的百分之三左右。委員會在將

該區域與等於聯合國會員國數目百分之二十五的倍大

的非洲大陸相提並論之前殊應作一番審慎的思考。

四0. Mr. MENDEZ （菲律賓）認爲委員會的專
門性以及嚴格的諮商性竟然並未爲人所充分認識。值

茲會員國繳納會費的負擔愈來愈重的時候，自當小心

提防諮詢委員會亦變成了世界所有衝突力量及權勢的

鬬爭場所。非洲專家當然有能力為委員會的工作作有

價值的貢獻，何況還有地域分配的理由。最後，他要

贊成決議草案而投票反對蘇聯的修正案，因爲他認

爲，假使在委員會中已有了代表的地區竟可獲逞再度

更改它的委員數目，委員會便會變成逛無效率。

四一． Mr. ROSHCH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璽聯邦）說，蘇聯在地理上並不是東歐的一部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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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它的大部份領土是在亞洲。因此，東歐便不能被認

爲已在諮詢委員會中有了代表，何況事實上東歐會員

國的數目，剛和巴拉圭代表所說的相反，自一九四六

年以來已禪增加了一倍。

四二． 一九四六年在當時的聯合區的五十一個會

員國中，拉丁美洲國家有二十個，而拉丁美洲在委員

會中的委員才有一個。現在拉丁美洲竟然反對一項旨

在確保東歐公平代表權的提案。亞洲各國對於蘇聯就

此問題所持的觀禁似有較佳的諒解。儘管蘇聯並不反

對諮詢委員會中有三個西歐國家，但聯合王豳卻反對

蘇聯的提案。蘇聯及東歐再次成爲在鉍書處及所有聯

合國櫟關中昭然若揭的歧碸的犧牲者。人人知這地域

分配並不使人滿意。在本組織校高級的職員中東歐國

籍的國民竟連一個都沒有。西歐及美圓卻在它們之間

壑斷了所有的較重要的職位。蘇聯所提的修正案等於

是一項對於任何集團均無損害的極爲溫和的提案，因

此他切盼委員會將它們通過。

四三． Mr. RYBAR （捷克斯拉夫 ） 說，他不能

了解聯合王國代表就東歐地理向委員會所說的一番道

理。東歐的全部人口祇等於聯合王國及法國人口的總

和，竟在i咨詢委員會中無一代表，而聯合王園及法國

卻都有代表，並且西歐已由希臘出任了代表。此種情

形顯然是有背公道。

四四． 主席 宣佈證，蘇聯所提的修正案案如將

根捩議事規則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分發給委員會的委

員們。 l

午拔一咔十分赦令

1 嗣經編爲文件 A/C.5iL.681 分啻o

第八六七次會議

一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期一午前十恃五十分緑約

主序：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項目九十四

擴大行政及預箕問題諮詢委員會 (A/

4916, A/ C.5/ L.680, A/C.5/L.68 1 ) （靖

首）

一． U HLA OUNG （緬甸）同意前面幾位發言
人所說的話，詔爲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乃是一

個專門楓關，並認爲諮詢委員會不應當龐大失霎。不

過他對於該委員會因工作性質特殊委員會人數便不應

增加的見解卻不詣同意。相反的， 它的委員人數儘可

以很有利地照着決敲草案 (A/C.5/L.680) 的提謅， 從

九人增加到十一人，或照蘇聯修正案 (A/C.5/L.681)

的提議增加到十二人。他深信非洲及東歐各國之所以

要在委員會中有代表， 並不是爲了盟面或強禰政冶的

緣故， 而是因爲它們願對聯合噩的工作有稻極的貢

獻。

二． 由於諮詢委員會委員的地域分配不公，它目

前的組織殊不能使人満意。在現有的九位委員中，有

四位乃是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 ， 其餘五位則係延

自亞洲、中東、 西歐．及拉丁美洲而最後的那一地區

還有兩位代表。至於非洲、 東歐、 遠東及大洋洲則全

無代表。每一個地區都要在委員會中經常有代表當然

是不可能的，因爲這樣便會使委員會失靈 ， 可是每一

地區均應有一個輪任代表的楓會。祇要它的現任委員

們夠通融，不尋求連選， 迢就可以做得到。有人或許

認爲新獨立的國家並不能提供有適當實格為委員會服
務的人， 這並不如此。即使像緬甸那麼小的國家， 都

有好多受過訓練而對財政事宜具有豐宣經驗的人員。

無論如何 ， 儘管財政上的經驗對於委員會是有價值

的， 超然的態度及開豁的胸境卻至少也是同等靈要

的。

三．沁． MACHOWSKI （波蘭） 對於能使非洲

會員國爲諮詢委員會服務的提案表示歡迎 ， 惟認爲決

議草案還不夠深入。假使對一侗地區講公道 ， 對其他

的地區自亦應當如此。爲此理由 ， 波蘭代表圉歡迎蔬

聯修正案。諮詢委員會應當反映憲章的基本原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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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即全體會員國主權平等，而此等會員國則應努力

靠着嚴格遵守議事規則第一百五十七條應根據廞泛的

地域代表權遴選諮詢委員會委員的規定，減少現有的

政治歧見。迢方面，他竭力贊成印度代表及伊拉克代

表向第八六六次會議所發表的見解。

四 ． 他呼籲第五委員會支持蘇聯修正案，因爲'g

們糾正了決議草案中的一項不公平的事項，決議草案

在現有的形式下將使東歐的會員國無法加入諮詢委員

會。委員人數增加便會損害委員會的效率的說法是並

無根據的，不但如此，它還具有危險性，因爲此項說

法可以被利用來阻撓聯合國本身的會員國的增加。

五．在討論各項旨在改善珌書處的結搞的提案

時， 西方代表圏皝曾一味要保持它們在珌書處衷的優

越地位，又要阻撓任何根本的改變，竟然亦變成了公

平地域代表權原則的堅定附和者。但是一且談到了切

實解決的辦法以及談到增加國際法委員會及諮詢委員

會的委員人數的時候，它們就不顧它們以往說過的所

有有關地域分5B的話。它們的目的顯然是不讓社會主

義國家在聯合國的各楓關中佔有它們的合法地位。無

人可以否認，蘇聯乃是處於聯合國強國之一的特殊地

位。更不能否認現有一個東歐地區的集團存在着。即

使在大會的第一屆會中，此項事實業已昭然若揭，正

因爲如此，才在倫敦締訂了一項將十一個理事國的安

全理事會中的一個席位給予該集團的一位代表的君子

協定。現在竟然意圖阻止同一集團在諮詢委員會中獲

得代表權殊爲荒康。不將蘇聯計算在內，該集團的各

國全部人口是一四0,000,000人，等於不連聯

合王國與法蘭西在內的西歐人口。然而西歐已在諮詢

委員會中有了代表，東歐卻無代表。

六．胝然諮詢委員會經管會員國所付經費的分配

事宜，提供此等款項的絕大百分比的國家當然應該有

代表出席。拉丁美洲國家納了預算百分之四·七三的

經費，便在委員會中有兩個席位，而不連蘇聯在內的

社會主義國家，納了百分之五·四七的經費，卻連一個

代表都沒有。拉丁美洲代表團對於東歐代表權問題所

持的態度使他難以了解。它之所以令人費解者，乃是

因爲拉丁美洲國家的地域分配見解曾一直獲得社會主

義國家代表圈的諒解與支持。

七．菲律賓代表所謂以一個席位給予東歐集團，

就必須以席位給予其他地域的代表的說法是非常站不

穩的。聯合國的區域集團是有着完善的定羲的。譬如

像東南亞及遠東就並不構成單獨的區域集團， 但卻成

爲在諮詢委員會中佔一個以上的席位的亜非集團的一

部份。

八．他呼籲決議草案的提案國重行起草它們的案

文， 使它與各方在辯論時所發抒的意見趨於一致，以

便獲得全體一致的可決。波蘭代表團不能支持決議草

案，除非蘇聯修正案被通過。

九． Mr. ZELLEKE （衣索比亞）堅決認爲，非

洲會員國的數目皝告增加，它們就應該在諮詢委員會

中有代表權。他對於其他代表團，尤其是決議草案提

案國，認識此項需要，深表感激。

-o．由於諮詢委員會乃是一備詳細研究概算的

楓關，它是非常重要的。的確，第五委員會之所以能

作良好的工作，無非是因爲諮詢委員會已先準備好了

華礎。鑒於委員會的工作係具有技楷性質，委員人數

就必須要少。不過聯合國本身的會員國皝然已經比成

立時增加一倍，委員人數就不能長此祇有九位。將委

員會擴充一次，使委員人數增加兩位甚至三位， 乃是

完全合理的。這一種擴大不但對於委員會的工作並無

阻礙，而且還可以消泯有關某些國家代表權是否恰當

的疑慮。在觀念上所有的會員國都應當認爲它們在委

員會中都已画接或間接地有了代表。爲了此等理由，

衣索比亞代表團不但贊成決議草案，且亦贊成它的修

正案。

一一． Mr. ZARROUG （蘇丹）向發言贊成決議

草案的代表們申謝。他經非正式的諮商之後知道所提

議的兩個新席位是要給予奈及利亞及蘇丹的代表。他

本人是一個新進者，所以並不認爲有資格爲諮詢委員

會服務。因此他的職位應由爲第五委員會服務四年的

蘇丹代表來擔任。他和奈及利亞代表當然都具有諮詢

委員會委員所必須具備的才幹。

一二． 他不能贊成丹麥代表向第八六六次會議所

作的刪去決議草案前文第三段及第四段的建議。這兩

段祇已說明了提出決議草案的理由，因此就可以不必

提到文件A/4916中的說明備忘錄。

一三． Mr. ILIC （南斯拉夫）盅南斯拉夫代表

團所持的聯合國各楓關現有成員並未反映本組織會員

崮數目的改變的見解已爲人所遏知。一九四六年設置

諮詢委員會的時候，本緝織的會員國數目祇有五十幾

個， 而現在已有一0三涸。爲此理由，南斯拉夫代表

團歡迎使諮詢委員會委員人數更符合議事規則第一百

五十七條規定的決議草案。不過，決議草案在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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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不夠深入，它還應當一如鶿聯所提議的規定以代表

權給予東歐各國。委員人數增加不但不會使委員會失

靈，而且迢會增加它的效率。因此 ， 他贊成蘇聯修正

案。

一四． Mr. MOLEROV （保加利亞）說， 諮詢委
員會代表權地域公平分配問題與認害處的公平地域分

肥問題乃是密不可分的。正如珌書處工作及組紲審查

專家委員會報告害 (A/4776 and Corr .1) 所顯示的，

目前的情形使人非常不満意。

一五．非洲會員噩皝已從第一屆的三個國家增加
到目前的二十六國，顯然就應當在諮詢委員會中有代

表權· 這是使委員會瓿織符合過去十六年來大有變遷

的世界實際情勢所必要的改變。 東歐各國要求在委員

會中有代表權，乃是同樣的說得通， 而且同樣的有理

由。聯合王國代表向第八六六次會議所提出的反對迢

些國家有代表權的理由 ， 事實上無非是替它自己作辯

譏的遁詞而已。而況這些幗家在爲促進本國經濟發展

而施行的適當行政及預算政策上所獲得的經驗對於委

員會工作的效率貢獻殊大。

一六 ． 亻也歡迎許多代表團對於東歐國家立場所表

示的諒解，但是他對於曾獲得東歐國家支持的拉丁美
洲代表團的態度卻多少異得詫異。餜然它們已在委員

會中有了兩個席位， 而且還願以另外兩個給予非洲國

家， 何以它們卻反對以一個席位給予東歐國家， 殊屬

貲解； 由於它的工作的性質，委員會應與受西方國家

操縦的鉍害處密切合作。這些國家祇亦在委員會中有

了三位代表， 當然便是代表過多。反對東歐國家的代

表權實在是硒無理由。保加利亞代表團不但要支持蘇

聯的修正案，且要投票贊成決議草案的本身，惟如修
正案不被通過， 它便不能迢樣投票。

一七． Mr. BALD ARI ( 義大利 ） 張調說， 依照

大合決議案一四（ 一 ）設置的諮詢委員會乃是一涸帶

要它的委員們具有特殊技能的專門楓關。自第五委員

會討論之後便已決定，祇有根據個人的資格及經驗而

遴選的委員才能逹到在技箔上力能勝任的目的。

一八．自從採取了此項決定以後，本維鏃的會員

國已有了大量的增加，爲使有幾涸楓關與聯合國會員

國數目上的變更相配合起見， 它們的人數分配便非加

以改變不可。 因此， 他一如決議草案內所提議的， 贊

成擴大委員會的成員。不過鑒於問題及對決議草案所

提的修正案的蜇要性， 他認爲應將它延至下一次會議

表決。

一九． Mr. EMEME （奈及利亞）說， 奈及利亞

代表團對於將諮詢委員會現在的組織當作是具有永久

性而一無改變餘地的見解，殊不能表示同意。詆要聯

合國是一囧在增長中的緝織，它的楓關便沒有一侷可
以被認爲是不可改變的。祕書處工作及組織審查專家

黍員會已注意到聯合國各楓關中職位地域分配失平的

事悄。它亦承認就本組織的目的而言， 東歐國家係自

成一痼地域，惟其如此，便應在它的各楓關中有代表。

奈及利亞代表囷同意這些見解， 而且它銰認爲為東歐

國家請求諮詢委員會的代表襬係屬合法， 它自當贊成

蘇聯的修正案。在這一方面，他要加以說明， 即東歐

會員國通常是靠嘧蘇聯替它們發動請求的， 這種慣例

不但造成了它們不能為它們自己採取主動的印象， 而
且還把冷戰的政治牽了進來。他認爲雖然在當前的悄

況之下， 蘇聯的修正案已將東歐會員隣的合法願望作

了顯若的反映， 它們還是應該提出它們自己的提案。

假使冷戰的一方提出了一項提案， 另一方就完全加以

反對， 這亦是可注意到的。這一種態度對於國際合作

不但亳無瑋尉且亦一無補盒。

二o. 由於除了非洲之外所有各地域均在諮詢委

員會中有了代表種， 更由於大家都一致認爲非洲會員

國應該有同樣的代表權， 奈及利亞代表團才聯署了決

議草案。餜然聯合國任何擴關的公平代表權乃是一項

鬆懈世界緊張局勢的辦法， 而鬆弛世界緊張局勢又是

他本國政府所秉持不渝的一涸目的，他呼籲其他各提

案國重行考慮它們對蘇聯修正案的立場。假如鬆懈世

界緊張局勢的擴會不加利用 ， 迢種緊張便紙有增加 ，
他敢相信這是拉丁美洲會員國所不願意有的結果。既

然蘇聯的大部份領土是在亞洲，它便不能被認爲是代

表東歐。奈及利亞代表團因此勸請其他各提案國承認

東歐是一侗在諮詢委員會中應有代表權的地域， 而投

票贊成蘇聯修正案。

二一． Mr. BANNIER （ 荷蘭）說， 荷蘭代表團

認知聯合國中非洲會員國雖有大量增加，而議事規則

第一百五十七條所規定的廣大地域代表福的要求卻並

未予以恰當的満足的車賓。它亦承認自一九四六年

起， 本緝織的會員國紙有大量的增加， 諮詢委員會的

委員人數自有增加的必要， 但以增加並不會使萎員會

失靈爲限。規定在諮詢委員會中爲非洲會員國擴增兩

個議席的決議草案抵與這些準則相符，荷蘭代表圍自

當對它表示支持。

二二． 蘇聯代表所提的應將諮詢委員會委員名額

增至十二位俾有一東歐會員國任一委員的主張殊爲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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謬；來自蘇聯的諮詢委員會委員廷無問題是代表東歐

的， 即使蘇聯大部份領土坐落在亞洲。而況他從來就

不曾聽見蘇聯提出要一個亞洲席位的要求。荷蘭代表

圓不能接受鯀聯代表的理由，因此要投票反對蘇聯1疹

正案。正如澳大利亞代表所說的， 其他地區亦有理由

提出要求，接受了此等修正案不啻厥開諮詢委員會委

員人數無限擴增之門。荷蘭代表團可以同意在諮詢委

員會中擴增兩位非洲委員， 但卻不能同意使委員會變

成了一個政治與思想敵對的場所。

二三． Mr. KLAT （ 黎巴嫩 ） 說， 鑒於聯合國會

員國數目增加，爲達成諮詢委員會地域分配的改善並

促進一般的諒解起見，黎巴嫩代表團將投票贊成決議

草案與蘇聯修正案。

二四． Mr. MORRIS （賴比瑞亞 ） 說，賴比瑞亞

代表團衹爲決議草案的提案國， 對於將諮詢委員會擴

充到十一位委員一事自表贊成。他籲請蘇聯代表撤囘

他的修正案一該修正案是在用意原就十分明顯的原

提案上添一附款。前文第三段及第四段中所提到的

＂非洲會員國＂等字樣原是不必要的， 將它刪去了便會

使它少受到蘇聯第一修正案的彩嚮。他建議東歐各會

員國應單獨提出一件決議草案，如此它們便可憑着它

們自己的力量進入諮詢委員會。

二五． Mr,- MARAMIS （ 印度尼西亞 ） 說，世界

上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且以所有國家平等的原則

爲根據的新秩序業已到來， 惟有聯合國的結構卻還是

和一九四五年沒有兩樣。正如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蘇加
諾總統向第十五屆大會所說的， 1 聯合國對於社會主

義國家的堀起， 或者亞洲民族主義的抬頭， 竟然一無

反映。 聯合國的各重要楓關必須要適應此等改變。印

度尼西亞代表團因此贊成爲提供最炭大的可能地域分

記而增加諮詢委員會的委員人數的提案。 將該委員會

的委員人數增加一次， 不但並不一定會減低它在技術

上的勝任力量 ， 抑反能確使一個發抒專家意見的楓關

更爲平衡。其實， 要嚴格地講公平，諮詢委員會應該

有四個亞、 非議席。

二六．印度尼西亞代表園對於蘇聯代表所表示的

意見殊表同悄，因此贊成蘇聯的修正案。假如蘇聯代表

了東歐， 法國及聯合王國豈不就被認爲代表了西歐？

二七．這儲問題竟然激起了渲麼厲害的意氣用

事，印度尼西亞代表團殊覺詫異， 因此， 認爲祇要將
·一·

l 大會正式紀錄， 第十五屆會 （第一期會議），全螣會議，
第i\i\O次會議o

前文第三段及第四段刪去，便可使所有有關各造的異

議消除。

二八． Mr. KLUTZNICK （ 美利堅合衆國 ） 對於

一項原無有爭論的事項＿第五委員會藉替諮詢委員

會委任兩位非洲籍委員以對非洲會員國表示公道的一

致願望一一竟引入一個大有爭論的因索殊表遺憾。在

最後一分鐘， 竟將一項冷戦性的完全漠不相關的事情

牽引了進來， 因此， 他和賴比瑞亞代表一致促請蘇聯

表現和平共存的桔胂， 不但讓東歐會員國的案件受它

本身的功過的權衡， 且亦歡迎東西雙方之間不經齟齟

而爲諮詢委員會增加兩個新的非洲會員國。

二九． 有幾個東歐會員國提到了該地區在珌書處

中代表不足的事情，殊不知這件事係屬於議程的另一

項目，而提出這個問頲的各國不是已到達它們所期望

的數目的最高峯， 便是實際上已有了超額的代表穗。

有人亦提到了安全理事會及經濟豎社會理事會的組織

問題，美國政府歡迎在此等楓關中有一番增加，凡是以

此爲目的的任何提案，美國政府從不加以阻撓。但是這

些問題目前都未加以討論。美國代表囷贊成循着它的

正當途徑並根據所有的有關理由審議適當地域代表的

整個事項。雖然他同意奈及利亞代表所說的聯合國各

楓關永遠有改變的餘地， 他卻並不認爲東歐會員國數

目的增加，可與最近非洲會員國數目的增加相提並論。

三o. 美國政府熱烈贊成決議草案，但不能支持

在目前辯論過程中所提出的任何修正案， 他深表歉

意。他呼籲蘇聯代表不要將問題弄得複雜， 甚至不要

破壞第五委員會要使非洲會員國代表加入諮詢委員會

的一致願望。

三一． Mr. EL-MESSIRI （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說，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團將投票贊成決議草案及

蘇聯修正案，原因是說明備忘錄中（A/4916) 所述的

理由亦適用於這些修正案， 何況兩個提案均將使諮詢

委員會有校廣的地域分配。

三二．假如決議草案及修正案被通過， 而使諮詢
委員會的委員人數增加到十二位，則議事規則第一百

五十六條亦應加以修改，俾將服務委員會的有公認地

位的財政專家由兩位增加到三位。

三三． Mr. KAOURA （奈及爾） 說， 各非洲代表

團並不希望將冷戰引入第五委員會，但卻不能同意使

聯合國的一部份的會員國處於不利的地位。蘇聯修正

案不但使所有的國家都聳得満意，且對諮詢委員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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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亦無不利的效應。蘇聯的一部份祇在亞洲，他就

不能認爲蘇聯是代表東歐。因此他祇贊成決議草案亦

贊成修正案。

三四． Mr. ORTIZ MARTIN （ 哥斯大黎加 ） 要
就目前所討論的問題說明拉丁美洲會員國的立場。 拉

丁美洲代表團鑒於非洲會員國要在諮詢委員會中有代

表權的願望所以已研究過該委員會的結構，並知道它

基本上雖是一個專家楓關，但地域分配的原則卻亦適

用於它。因此它們認爲非洲會員國的願望乃是極有根

據的， 所以爲表現合作友好起見提議將有關擴大諮詢

委員會成員的一項目 ， 列入讖程。它們這樑做並沒有
意思要提出改瓿該委員會的問題，或者其他地域代表

襬是否足夠的問題。 在它們向第五委員會提出的決議

草案中， 它們並沒有採取立場贊成或反對其他會員國

的權利，而祇是試圖彌補諮詢委員會中並無非洲會員

國代表的情形而已。因此， 它們不能接受有曲解它們
原意的效用的蘇聯修正案。他希望蘇聯代表了解拉丁

美洲會員國並沒有對蘇聯修正案所提出的問題採取贊

成或反對的立場，它們祇是認爲其他國家的諮詢委員

會代表權問題並不是第五委員會目前所關切的事情。

第五委員會所關心的只是要使非洲加入該委員會而

已。因此它們保持它們原來的立場。

三五． Mr. ROSHCHIN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 對於美國代表呼籲收囘蘇聯代表團修正案，

以及他認爲提出修正案無異將冷戰牽入辯論的意見深

表驁訝。再者， 修正案並不是到了最後一分鐘才提出

的， 而是在討論決議草案的第一天， 便以妥善的方式

提出的。那些修正案完全由於蘇聯代表郾一心要爲諮

詢委員會委員數目與分配的不適當悄形謀求補救而產

生的， 諮詢委員會委員數目與分配的不適當情形顯因

最近聯合國會員國大弒增加而形成的。

三六． 蘇聯代表團不但在拉丁美洲國家首先得到

該槻關的兩個委員席位時， 並不表示反對，而且現在

還對作爲嘉惠另一涸來自非洲大陸的會員國集團辦法

的決議草案表示歡迎。此種態度絕不能稱爲有助冷

戰，如果批評美國與荷蘭代表的作爲有助冷戰就校爲

恰當， 因爲他們平日的論調祇足以製造緊張的氣氛。

相形之下， 奈及利亞代表的讜論鼐具遠見與睿智， 實

值得加以注意。

三七． 蘇聯修正案的提出無非是爲了要改善聯合

國的情形，俾在健全的國際氣氛上有所貢獻。因此，

他對於企圖歪曲蘇聯修正案用心的各項作爲深感悲

痛。儘管三儲西歐國家代表的出席諮詢委員會顯示了

該委員會的綠織有徹底加以研究的必要， 蘇聯代表團

目前還無意要使該楓關充分加以改組。

三八． 有人已在以往許多屆會中強調，有改善地

域分配並爲聯合國各楓關代表權不公情形謀求補救的

必要， 而蘇聯代表團所提議的略事補救的措施， 實與

憲章及大會的議事規則完全相符。在聯合國， 尤其是

在祕書處享有過份代表權的會員國政府殊不應當要求

將它撤囘。正因爲不願將冷戰牽入辯論， 他才故意不

呼籲美國代表團去勸告它的幾個西方盟國將它們在諮

詢委員會中所佔的席位讓給非洲、 東歐、或亞洲的代

表。

三九．他不但歡迎衣索比亞、 南斯拉夫、及阿拉

伯聯合共和國代表的院明， 且亦歡迎其他對當前情勢

不正常以及需要加以補救表示關切的其他各代表的野

明。

四0. Mr . CHAUDHURY (巴基斯坦）說巴華
斯坦代表團非常靈譏諮詢委員會所需擔任的琳門且屬

技衛性的工作， 不過它亦知這該委員會的全體委員有

適用地域分配原則的必要。因此， 它歡迎決議草案 ，

並對決議草案受到廣大支持一禁表示欣慰。

四一． 儘管巴基斯坦政府贊成地域分配的原則 ，

但卻不贊成以思想上或政治性的因索介入像諮詢委員

會這樣一個楓關的成員問頲的討論。它不能接受蔵聯

代表贊成再添一位東歐會員隣的委員的理由，特別是

因爲這些會員國在聯合國中的數目最近幾年來並未增

加。

四二． Mr. AGHNIDES （ 行政及預算問頲諮詢

委員會主席 ） 說， 辯論集中在兩個問題上， 第一個便

是擴增諮詢委員會的委員人數以代表權給予非洲的問

題。其次便是該委員會的最相宜的委員人數。對於第

一個問頲似已有了一致的見解，所有的發言人都贊成

諮詢委員會中應有非洲代表。 對第二個問題各方意

見， 至為粉歧。有幾位代表主張保持委員九人的組

織， 另有代表則贊成增加到十一人， 或十二人。

四三． 聯合國籌備委員會向大會第一屆常會2建

議設立的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 乃是一個由七

位非政府代表的專家組成的小型楓關。照他的意見 ．

這是一項明智的建議。即使只有七位委員， 還是能確

2 聯合國箔備委員合報告書 (PC/20) 第一章， 第四篇第

十六段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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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適當的地域分配。後來大會決定將委員人數增加到

九人，如此練成的諮詢委員會所推行的工作顯然迢是

能使大會満意。不過照他的意見，決不會有一個具有

盧力的數目的。對於此事自晦由第五委員會來作一決

定。

四四．不比諮詢委員會中的其他委員們，當他們

在第五委員會中就必須要以他們政府代表的身份發

言，他既爲諮詢委員會的主席就有對問題發表他個人

意見的特權。他和伊拉克代表一樣， 寧可要有九位委

員而使議席分配得更好一些，且認爲委員輪替且一國

不得連任兩期委員的制度有相當優長。他認到了一些

贊成此項計劃的話，使他深爲感激。不過他認爲在第

十七屆會以前還是暫緩使諮詢委員會發生任何深遠的

變更校爲得計。

四五． Mr. NOLAN （愛爾蘭）說，委員會全臚

應該感謝諮詢委員會主席坦白表示他的私人意見。

四六 ． 剛才的辯論業已證實了愛爾蘭代表團最初

的意見，即第五委員會應當集中注意問題的官際可行

的一方面。愛爾闌對於非洲各國要在聯合國各槻關中

有適當的代表權的當然願望表示十分的同情。何況大

會並沒有決議不准它們現在參加諮詢委員會的工作。

蜇新分配賂詢委員會的委員席位固然是一項解決問題

的妥善辦法，擴增委員人數亦未徵不被認爲是一項抉

擇的解決辦法。

四七．公平地域分記的需要乃是一項應予記取的

要事，至於諮詢委員會一定要剛好有九位委員，卻泱

沒有特殊的好處。不過該委員會有了這樣的委員人

數， 工作已甚圓満。十二亦不是一侷具有廙力的數目，

而況他還懷疑一個有迢麼多委員的諮詢委員會是否切

合實際．

四八． 至就蘇聯的修正案而言，提案國居然並未

就贊成用＂東歐＂的稱謂而不用＂社會主義＂的稱呼的理

由加以解釋使他深感詫異。假如用了＂肚會主義＂一形

容詞，現在將諮詢委員會的兩個席位給予以往祇有一

個席位的十一個肚會主義會員國的提案，當然會使其

他的相當增加合情合理。在另一方面，假使採用了地

域的準則，而同意六個東歐國家便可以在諮詢委員會

中有一個席位，便不啻承認諮詢委員會全髖委員人數

可有十八位甚至二十位的意思。至就西歐而言，假使

不將安全理事會的兩個常任理事國計募在內，則從該

地區來的二十五風會員國卻紙在諮詢委員會中有了一

位代表而已。這亦可以當作是一件不平的事情乃竟並

沒有人提出補救的提案。還有一類他希望要加以記取

的，便是並非所有的西歐國家都是西方列強的盟國 ，

儘管有人在作相反的解釋。

四」L 愛爾蘭代表團不能接受蘇聯的修正案而且

它對於決議草案的態度將受到該修正案的表決的支

配。他認爲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所建議的諮詢委員

會應添加三位，而不是添加兩位具有公認地位的理財

專家的話 ， 頗為可取，而且他亦認為將決緱草案的前

文第三段及第四段刪去係凪有盒。決議草案提案國不

妨從優考慮丹麥代表向第八六六次會議所作的建議。

五Q . Mr. TAZI （摩洛哥）對於拉丁美洲代表團
倡議擴大諮詢委員會以容納非洲代表一舉表示讚佩。

他深信非洲代表將在委員會的工作上發生有效的合

作。摩洛哥代表團將贊成決議草案，而且，雖然他樂

於看到蘇聯的修正案的課頲受到另一次的審議，它卻

要一本合作的精神投票贊成該修正案。

五一． Mr. JOFFRE CHAVEZ （玻利維亞） 說，

由於亟欲爲諮詢委員會中並無非洲大陸代表的不公事

悄謀補救， 才導致玻利維亞代表團參加決議草案的聯

署。他贊成哥斯大黎加代表所解釋的促使拉丁美洲國

家提出它們的提案的理由。雖然諮詢委員合主要是一

涸專家的楓關，卻亦應當具有恰當的地域代表性，詆

是委員會的委員人數不應當以瞬息萬變的思想上或政

治上的分蜀作根據。玻利維亞代表團將投票贊成決議

罕案，而反對蘇聯修正案。

五二． Mr. ANDON!（阿爾巴尼亞）說，阿爾巴

尼亞代表圉贊成決議草案內所提議的行助。不過它認

爲此項旨在彌補諮詢委員會人數上的缺陷的行動並不

完臻 ， 因此它贊成蘇聯代表團所提的修正案。自從諮

詢委員會設置以來聯合國的東歐會員國數目業已增加

一倍的事實，某些發言反對修正案的代表團殊應加以

注意。

五三．主席歡迎茅利塔尼亞代表與蒙古代表初

次參加委員會的工作。

午投一诗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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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六八次會議

一沁六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星期..::.午4瓦三呤十五分紐給

主麻：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則需要爲每一位委員每年增列款項正000美元左

第六委員會於丈件 A/4939 內就議程項
目七十七＊提出之決議草案所涉經費問

題 (A/C.5/893)

一．主席 請委員會根據議事規則第一百五十四
條審議第六委員會所提關於擴大國際法委員會的決議

草案 (A/4939，第十七段）引起的經費問題。根據祕

害長節略（ A/C.5/893 ） ，此項決議草案如經大會通
過，則一九六二年度概算第一款－一－各國代表及各委

員會委員旅費一下需要頲外款項一六，O四0美元。

二． Mr. AGHNIDES （行政及預算問頲諮詢委

員會主席）解繹說，額外款項係充現行規則下四位新

委員有權領取的旅貲、生活津貼及酬金。

三．行政及預寡諮詢委員會建議委員會接受祕害

長節略中提出的概數；將來在爲訂正經費提出請求

時，該委員會當就此事表示意見。

四． 主席 建議由委員會通知大會，謂第六委員

會所提決議草案的通過當引起估計每年約爲一六，o

四0美元的顓外開支。

決定如議。

議程璸目九十四

擴大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 (Al
4916. A/C.5/L.680, A/C.5/L.681 and 

Add.I and 2）（靖前）

五． Mr. TURNER （財務主任）說，若干代表團

對於議事規則中涉及建議大會通過的決議案引起的費

用的第一百五十四條及第一百五十五條應該嚴格遵守

一黠表示關心。如擴大行政及預冥問題諮詢委員會，

拿擴大國際法委員會。

右。

六． Mr. CUTTS （澳大利亞）說，他並不堅決

反對東歐在諮詢委員會中有代表，但如那樣，所有區

域就都應該得到同樣的待遇。迄今地理上的因素在確

定該委員會的成員時係颳次要；主要的考慮是一個專

家小組的效率及能力，足可對於大藍的及高度技衍性

的文件迅速作客觀的研究。設置．一個代表性的團瞪引

起完全不同的問題。舉例而言，根據大會決議案一六

二O（十五）爲研究本組織的行政及預算程序所設工作

小組包括委員十五人，那個數字被認爲爲忠實反映聯

合國的成員起見所需的絕對不可再少的數字。因此，

就諮詢委員會而言，如地理上的因索是首要考慮的

話， 委員人數至少便應增爲十五人，或更多。蘇聯強

調爲東歐留一席位之議，發動了可能使諮詢委員會的
用處大受限制的一種程序。

七．如果決瞰草案 (A/C.5/L.680) 提案國同意

刪去內中提及非洲會員國的前文第三段及第四段， 那

末，第一項蘇聯修正案中（A/C.5/L.861 and Add.1 

and2) 提及東歐之處便將不再存在，澳大利亞代表團

便可支持決議案文， 如其中把諮詢委員會委員人數增

至十二人的話。澳大利亞願意投票贊成在討論過程中

各方所提及的兩個非洲國家，並且相信那兩國很可能

會獲一致贊可而當選· 即使刪去前文第三段及第四段

的話。相反地，如果蘇聯所提修正案通過， 澳大利亞

代表團便不能支持規定東歐應有一候選人的決議草

案。

八．澳大利亞不反對確定該委員會委員人數爲十

二人，但在選舉十二個委員時胝應以候選人的才幹及

能力爲依歸。不能期望任何一個國家集團同意決不在

該委員會中據有委員席位，但最好將來在現已確立的
委員人數中改善代表比例 ， 而不再擴大。爲若干國家

集團永久保留若干席位之議必須放棄；也許可照緬甸

代表的建議，以輪流方式接替。

平文三呤四十五分1手令，四呤五分1史令。

九． Mr. EMEME （奈及利亞）：說停會已使非、

亞國家有磋商的楓會。那些國家經由妥協方式可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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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刪去決議草案 (A/C.5/L.680 ) 前文第三段及第四

段，並可接受蘇維埃秕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提出的第二

項修正案，其中確定該委員會委員人數爲十二人， 而

非十一人。它們充分了解它們的提案所引起的經費問

題，但認爲最好還是擴大該委員會， 而不重行討論委

員席位的目前分配問題。最後， 它們擬建議修正決議

草案正文第二段，即在該段中規定該委員會至少應包

括公認的財政專家三名。他注意到，要通過社會主義

國家提出的第二項修正案， 便須獲得非亞國家的支

持；他願達成君子協定，誤定第十二備委員席位分配

給東歐的一位代表。

一O . Mr. ORTIZ MARTIN （ 哥斯大黎加）提
及拉丁美洲國家曾建蟻將此項目列入本屆大會躡程，

而且它們乃是委員會現有的決議草案的共同提案國。

雖然非洲國家本身已同意刪去前文中提及非洲國家字

樣的兩段， 拉丁美洲國家仍然認爲那項決議草案是對

非洲的一種良好意願的表示， 因爲非洲在諮詢委員會

中未佔有席位。

一一． Mr. MACHOWSKI （ 波蘭 ） 稱讚並感謝
非洲國家所表示的妥協精胂，並說東歐國家集團不堅

持通過蘇聯修正案。

一二． Mr. ZEPOS （希臘） 認爲，鑒於諮詢委員

會職務的童要及功用， 該委員會應該仍然是一侗能力
卓越的專家小團體。該委員會已經顯示它能以委員九

人執行所負艱難任務的能力。希臘代表團不願該委員

會成爲一個小型第五委員會。該委員會的成員可以改

變， 以便顧及未佔有席位的非洲會員國， 惟委員人數

則不應改變。他希望決議草案提案國能重行考慮它們

的立場。最後， 他認爲絕對必須儘早宜布新職位的非

洲侯選人的姓名及資歷。

一三． Mr. CHELL!（ 突尼西亞 ） 說，非洲國家

在擬訂它們目前所提折衷的解決辦法時一方面須避免

樹立先例， 另一方面須顧及它們所認爲的合理要求。

他希望委員會能一致通過新案文。

一四． Mr. KLUTZNICK （ 美利堅合衆國 ） 說，

他很高興決議草案提案國達成了一項折衷的解決辦

法， 並說他願投票贊成它們提出的新案文一但他感覺

遺憾的是，委員會對於諮詢委員會主席在第八六七次

會議所作的明智評述還應更爲重視一些。 美國代表團

認爲諮詢委員會仍應成爲一備愈小愈好的專家團體，

並且願意說明， 據美國代表團溍來， 增加該委員會委

員人數並不成爲將來的一儲先例。再說，美國代表團

之所以同意委員十二人之數祇是贊同決議草案的實際

措辭而已。美國代表團的肯定票並不含有接受關於超

出此數之原則的任何協議之意。誠如澳大利亞代表所

說， 會員國在選舉諮詢委員會委員時應該始終以候選

人的資格及個人經驗爲依歸。

一五． Mr. ZELLEKE （ 衣索比亞 ） 說， 他願投

票贊成決議草案，希望那項草案能獲一致通過。

一六． Mr. TAZI （摩洛哥）說， 案文中所作修

改決不影響激發拉丁美洲國家的慷慨念頭． 對於此

黠，非洲國家願向它們表示感激。

一七． Mr. POLO( 多哥 ） 說，他準備投票贊成

決議草案。

一八． Mr. SMITHERS （ 聯合王國 ） 說，聯合

王國代表圍經過相當踏躇之後贊同諮詢委員會委員人
數增爲十一人， 俾非洲可有專家兩位擔任委員。 如把

新案文付表決， 聯合王國代表團便不得不棄權，因爲

它未自本國政府接得任何訓令，因此在此種情形下不

能贊同該委員會委員人數增至十二人之議。無論如

何， 聯合王國代表團祇能贊同決議草案的現有案文 ，

決不受案文中未提及的任何非正式協議的約束。 . 

一九． Mr. PRICE （ 加拿大 ） 很高興決議草案提

案國達成妥協， 同時他對於東歐圖家接受那項解決辦

法向之慶賀， 因爲那樣便確保諮詢委員會的性質不改
變。惟華於聯合王國代表所持同樣理由， 新案文如付

表決他便不得不棄權。同時他亦認爲，加拿大代表團
雖接受那項案文， 將來決不受關於原則的任何協議的
約束。

二0. Mr. RYBAR （ 捷克斯拉夫 ） 說， 他準備

支持決議草案訂正案文。 他感謝非洲國家代表所持的

諒解和友好態度，同時他希望因此東歐國家亦有楓會

參加諮詢委員會的工作。

二一． Mr. FENAUX （ 比利時 ） 說，他曾同意，
爲符合公勻地域分配原則及使非洲專家能參加該楓會

的會議起見將諮詢委員會委員人數增爲十一人之議。

惟原案文中所作改變產生了一種新情勢，訂正的決議

草案如付表決， 比利時代表團便不得不棄權。

二二． Mr". GABITES （ 紐西蘭 ） 說， 紐西蘭代

表團亦認爲諮詢委員會應有非洲會員國參加。雖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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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來不擴大諮詢委員會即可做到此鶿但因第五委
員會中多數委員贊成擴大諮詢委員會，所以他準備投

票贊成訂正決螭案文。惟在選舉諮詢委員會的委員

時， 紐西蘭代表團認爲本身謹受大會議事焜則的約

束，而將根據候選人的資格投票。

二三． Mr. GIRITLI （土耳其）對於關係國代表

團所表示的妥協態度感覺欣慰， 並說他願投票贊成經

訂正的決議草案。

二四． Mr. STOIANA （羅馬尼亞）說，他準備

投票贊成決議草案， 他對案文所作解譯與奈及利亞代

表相同。

二五． Mr. ZEPOS （希臘）造議延至下次會議

表決較佳， 那樣若干代表團便可奉到政府訓令 ， 從而

決議草案便有獲一致通過的可能。

二六． Mr. DAHLGAARD （丹麥）說，他是首

先建議刪去前文第三段及第四段的，因此他很高興決

議草案提案國能接受那項折衷的解決辦法，他可以斷

言必可獲得一致支持。所達成的那種妥協應可向奈及

利亞代表證明東西之間的冷戰在聯合國中並非不可避

免的。

二七．伊藤先生 （日本）說，低未接獲本國
政府翦於諮詢委員會委員人數是否允宜增至十二名的

訓令。如果新案文付表決， 他投票的態度係基於一項

了解，即他不致因此舉而使日本對於諮詢委員會委員

的選舉採取任何特殊立場。

二八． Mr. MORRIS （賴比瑞亞）認爲最好延至

下次會議再行表決俾決議草案可獲一致通過。

二九． Mr. MARTIN （南非）及 Mr. BALDARI 

（義大利）說，如將決議草案付表決，他們便不得不寀

權，因爲其中所作改變產生了一種新情況。

三O . Mr. ZEPOS (希臘） 說，爲避免引起困

難起見，他不擬堅持他所主張延至下次會議再行表決

之謫。

三一． Mr. KITTANI （伊拉克） 獲得 Mr. GREZ 

（智利）的支持，指出在大會進行表決決議案文以前，

各代表團應有時間接獲本瞬政府的訓令。因此， 委員

會沒有理由不立刻進行表決。

三二．主席 將經訂正的決議草案 A/C.5/L.680
付表決。

以03名方式舉行未決。

主庠拉最決定，由茶巴最右先表決。

荃成考：黎巴嫩、頼比瑞亞， 馬利、 墨西哥、蒙

古、麋洛哥、尼泊爾、荷繭、紐西蘭，尼加拉瓜、奈

及爾、 奈及利亞、挪威、巴基斯坦、巴本馬、鉍魯、

菲律賓、 波蘭、葡萄牙、 羅馬尼亞、沙烏地阿拉伯、

塞內加爾、獅子山、 西王伍牙、蘇丹、瑞典、泰國、多

哥、突尼西亞、土耳共、烏克蘭蘇維埃秕會主義共和

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區聯邦、阿拉伯聯合共和

國、美利堅合衆國、上伏塔、 烏拉圭、委內瑞拉、葉

門、南斯拉夫、阿富汗、阿爾巴尼亞、 阿根廷、澳大

利亞、 玻利維亞、巴西、 保加利亞、麵甸、白俄羅斯

蘇維埃『士會主義共和國、柬埔寨｀ 喀麥隆、中非共和

國、錫蘭、査德、 智利、哥倫比亞、剛果（雷堡市）、

哥斯大黎加、 古巴、 捷克斯拉夫、 丹麥、多明尼加共

和國、 厄瓜多、薩爾瓦多、衣索比亞、馬來亞聯邦、

法闞西、迦納、希臘、瓜地馬拉、幾內亞、海地、洪

都泣斯、 匈牙利、 冰島、印度、印度尼西亞、伊銷、

伊拉克·愛爾蘭、以色列、 日本。

反對考：無。

荼操考：南非｀ 大不列顓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比利時、 加拿大、 中國、 義大利。

mT正之決謙羊衆 AJC.6/L.680 以＾十一票钳

禾遠遙，缶操考六．。

三三． Mr. BANNIER （荷蘭） 說， 他之所以能

夠投票贊成決議草案乃是因爲所作改變可以消除蘇聯

修正案引起的不安。在選舉諮詢委員會委員時， 荷蘭

代表哩所注意的舐是侯選人的偏人資格而已。

三四 ． Mr. CUTTS （澳大利亞） 說，他投可決

票並不含有對於諮詢委員會委員的選舉作有任何承擔

之意。澳大利亞代表團反對永久指定諮詢委員會的任

一席位歸某一國家或區域的代表，並認爲它本身可投

票贊成任何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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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璸目五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算 (A/4770, Al 
4813, A/4814, A/4910, A/4918, A/ 

4919, A/C.5/869, A/C.5/870, A/ C.5/ 
874, A/C.5/877, A/C.5/878, A/ C.5/ 
881, A/ C.5/882, A/C.5/887, A/C.5/ 

L.674, A/C.5/L.679）（綠前）＊＊

初讀（續前）＊＊

第十入敖 ． 特滅團 (A/4770, A/4814, 

A/C.5/L.674, A/C.5/679) (~'充）..

三五． Mr. RYBAR （捷克斯拉夫）解繹說，捷

克代表團在草擬其提案 (A/C.5/L.679) (b) 段時並

未存有一種意向，要指派祕書處招任不屬於它職襬範

圍內的任務；捷克代表團的意思祇是，祕書處應該編

製技術性質的文件。但爲避免 (b) 段引起誤繹起見。

他可以刪去該段，而改用下開案文： ＂第五委員會復

請祕書長促請主管楓關注意比項決定＂。

三六． Mr. QUIJANO （阿根廷） 贊同捷克提案

的實體，但認爲所提提案的形式不適宜於載入一項委

員會報告害內，因爲那項提案與其說是報告害的憩

裁，還不如說是決識案的髖裁。報告員最好僅引證諮

詢委員會報告害 (A/4814) 第二五九段的內容。要做

到那一熊可以刪去捷克提案中的 (a) 及 (b) 段及＂並

強調＂字樣，而改用＂即＂字，接者便引用第二五九段

的內容。如果那樣修正，捷克提案當可獲一致通過；

拷辭當更為明確，範圍當更爲簧泛。

三七． Mr. STOIANA( 羅馬尼亞）指出第十八

款是與政治問題與及憲章中涉及安全理事會維持溷際

和平及安全的責任的各條最有密切關係的款項之一。

祕晝處在此方面一再採取違反憲章的行勦， 派赴寮國

的特派園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羅馬尼亞和若干其他國

家一樣， 對於爲特派團請撥經費一一為數至鉅且引起

主要的原則問題一感到不安，因爲至今尙不知道當

初設置此種特派團的楓關是否仍認爲有繚設之必要。

他對於各方未能就此項微妙的重要事項達成協議感覺

遺憾。他願充分支持捷克提案， 因爲在他滘來，主管

．． 續第八六四次會議o

楓關應該決定此類特派團的範圍、職務以及繼續存在

的必要一禁是合乎邏輯的。

三八． Mr. LIVERAN （以色列）不能接受捷克

提案，即使刪去其中 (b) 段的話，因爲那項提案是多

餘的，而且亳無意殺可言；實際上，那項提案中述及

的覆核是預算經麋編訂工作的一部分。再則委員會不

能促請注恋未曾正式作過的一項決定。第五委員會須

核可諮詢委員會的建議，但第五委員會無權作成政洽

性質的決定。它的職務是檢討行政及預築問題，無柵

利用它的財政權力在癘行樽節的藉口之下從事政治活

動或請任何楓闕作成政治性的決定。政治問題應在別

處提出．再則，有人或許要問，何以在可能將就經濟

暨社會理事會許多輔助楓關建議覆核一類情形下這樣

強調特派團；但是作此種建議不屬於第五委員會的施

圍。在另一方面，他準備支持阿根廷提案，但以摘引

諮詢委員會報告書第二五九段不加評述爲條件。

三九． Mr. AGHNIDES （行政及預弈問題諮詢

委員會主席）指出捷克提案 (a) 段的措辭是不尋常

的。他問捷克代表是否認爲最好不保留第二五九段的

內容。

四0 . Mr. RYBAR （捷克斯拉夫）說，他準備

撤囘他的提案，而接受阿根廷代表的建謅。

四一． Mr. SOKIRKIN （鶿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說，根據第二五九段，執行決定及發動進行

覆核工作是祕書長的資任。事實上，那是特派團的設

匱楓關所負責任。他引聯合國駐印度及巴基斯坦代表

爲證，該代表不知從何時起始受委， 一「但繼續下去 ，

雖無眞正的職務，可是仍然爲他核撥經費。也許並不

需要取消此一特派團，但是至少慮該檢討它的用處。

第五委員會未有充足理由不應核定經費，它有櫛請求

提供在充分了解事實之下作成決定所需的資料，而不

超越它的任務規定。他認爲在第五委員會赧告害中gi 
述諮詢委員會報告杏第二五九段並附栽捷克所提新案

文，是完全合理妥善的。

四二． Mr. VENKATARAMAN( 印度）認爲特

派團問題有兩方面。行政及實際安排屬於祕書處的範

國，由珌害處每年請接必要的經費。關於委員會應請

主管楓關檢討特派團有無賴設需要之議， 他認爲委員

會祇可表示一種意願或希望 ， 但無權向此種楓關提出

請求。他認爲在提克案文中最好用＂可能檢討＂字樣替

代＂應該檢討＂字樣。委員會中的代表們亟欲對此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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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加以檢討，不是爲了多少具有政治性的理由，而是

爲了可能因此獲致攙節。

四三． Mr. RYBAR（捷克斯拉夫）同意那種看

法。他認爲，在摘引諮詢委員會報告書第二五九段

後，第五委員會報告書應提到此種噩核也許會造成撐

節的秸杲。

四四． Mr. QUIJANO （阿根廷）認爲應該說明

持有那種看法者不是委員會而是若干代表團。

四五．由主席、 Mr. ANDON! （阿爾巴尼亞）
及 Mr.RYBAR（捷克斯拉夫）交換意見後，主席建

議在摘引第二五九段以後議報告員綜述各方在辯論中

所表示的意見。

決定如議。

褡的委贝令所提為第十＾款撮款.:::..,e:90＾，六五

0其元的迂誤 (A/4814, 第二七＝段）yA*+*票對

沁票初社遠過。

四六．針對 Mr. QUIJANO（阿根廷）所發一項

問題． Mr. TURNER （財務主任）說，經初讀通過

的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算毛額爲七四，六三一,-00

美元，淨頫爲六一，七七九，三00美元，同時，他促

請委員會注意文件 A/C.5/L.674, 其中逐款載明珌書

長請撥的經費及諮詢委員會建議的數額。他說不久即

將對該文件發一補遺，扼要說明經初讀通過的預算每

一款下的數額。

議程項目六十入

聯合國圖書館：稢書長赧告書

(A/4938）（靖完）＊＊＊

四七．主席 建議，由委員會建謚大會備悉祕書

長報告書 (A/4938).

決定如議。

午投六特歆令

＂＊續第八五二次會誤o

第八六九次會議

一汜六一年十一月一日星翔三午前十呤王十分暴約

主席： Mr. Hennod LANNUNG （丹麥）

議程璸目五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募 (A/4770, Al 
4813, A/ 4814, A/4910, A/4918, Al 
4919, A/C.5/869, A/C.5/870, A/C. 
5/874, A/C.5/877, A/C.5/878, A/C. 
5/88 1, A/C.5/882, A/C.5/887, A/C. 
5/L.674, A/C.5/L.679）（靖前）

一狼討諮（續前）＊

一． Mr. CHRISTIA.DI （印度尼西亞）不但對韶

書處及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認眞努力提出一九

．續第八六四次會議。

六二年度的合理概算表示感激，且亦對財務主任接受

諮詢委員會所建議的適度削減數一事表示歡迎。印度

尼西亞代表團對於那些辯說預算不斷增加係屬正當的

論見，並不完全滿意。不過，聯合國會員國數目及聯

合國工作增加的說法卻似乎還有些根據。倘若和一九

五六至一九五七年間會員國數目亦有同樣增加的情形

相比，倘若對大會議程自第十一屆會起擴增的情形並

未忘記，那麼一九六二年概算的增加簡廆可以說是偏

於保守的一面。一九六一年固然是一恫對本組織提出

需求的－OO不正常的年份一一他希望一九六二年內不

致發生一一照着一九六一年度開支，穩定一九六二年

預算似乎倒還合理，因此印度尼西亞代表囷贊成爲籌

款應付因世界局勢惡化所造成的任何需求而請撥的大

多數經費。

二．不過，印度尼西亞代表團對於那些代表囷所

提出的務須儘量抑制預寡每年增加數的警告以及促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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祕書處特別鑒於本瓿織財政涸竭應力行節省與緊縮的

主張， 殊表贊成。印度尼西亞代表團認爲，聯合國全

體會員國不但均應參加聯合國的工作，而且應由它們

共同承擔聯合國工作的費用。因此，應經常考慮到兩

個因素：爲本組織聯合工作所訂的次序的優先程度 ，

以及爲確保它們成功所必要的鐙款措施。

三． 印度尼西亞代表團贊成諮詢委員會的意見，

認爲祇要會員國自行抑制向本組織所提爲它們服務的

要求，管制工作擴增的目的便可逹臻；砥要會員國經

常記得講求經濟的必要， 實施優先次序一事便可實

現。除了爲將來的工作規定優先次序之外，尙須徹底

檢討目前諸方案。至於將來委員會通過決議草案是否

需要三分之二多數一事自應加以考慮。甚至還可以考

慮到．，其他主要委員會決議草案所涉的財政事宜， 在

有關委員會舉行表決以前， 是否可能器要第五委員會

加以核准。甚至更宜在所有涉及財政事宜的決議草案

中， 列人有關財政事宜的段文。

四．至就目前的工作而言， 祇要由韶書處作一番

檢討，顧到會員國所發表的意見而提出建議。印度尼

西亞代表團就已滿意。一份關於這個問題的報告書不

但可由第十七屆大會加以審議，甚至還可以提供檢討

憲章的基本資料。

五． 即令決議案通過了， 假使實施一項核准了的

工作所必要的經費經過一侗合理時期仍無着落，則不

是將工作期間縮短， 便應裁減人員。

六． 現在第二款下的特別會議開支和它們所獲的

實際利盒相形之下殊嫌過高，特別對於發展較差及新

獨立國家的一般人民而言尤碭如此。罌如， 像一次科

學技術會議或許可以便利立圖已久的國家的社會生活

的改進，但是若用它所要消耗的幾百萬美元來購置能

使貧困國家改善它們生活水準的新工具設備， 豈不對

整涸世界更爲有用。

七． 爲了財政及其他的理由， 印度尼西亞代表團

歡迎錫蘭代表向第八五六次會議所提的應就聯合國會

所可能改:ht所涉經貿問頲作一番硏究的建議。

八．爲一九六二年第三款一一－薪俸及工資一一所

提議的經費，幾乎等於全部預算的百分之五十一。以

一個政治緝織而言，此一比數顯風過大，以致剩下的

業務工作費用少之又少。他不但深信行政費用可以多

少保持在一個恒定的水平上，而且亟盼工作貲用對行

政費用的比率可以大益的提高。它亦認爲將工作費用

從經常預算中剔除的蘇聯建議殊有可取之處。印度尼

西亞代表團贊成聯合王國代表團就聯合國薪俸比額問

題所發表的意見， 並認爲目前還不是大會考慮一次大

量加薪的適當時槻。

九． Mr. TURNER （財務主任） 說，正如韶書長

一度建議的， 委員會已就預寡所作的一般討論提供了

廣泛討論政策而不討論細節的楓會。因此，他將專論

已在討論中提到過的較爲一般性的政策問題，不過在

審議有闢議程項目以前， 他將對有幾儸代表團所提的

某幾項重大政策問題保留他的評議。

-o. 許多代表所說起的現行預算方式， 乃是第

十四屆會通過將一九五八年創辦的實驗延長兩年期間

的決議1 的成果。在整個實驗期內，諮詢委員會曾受到

若千次的磋商，結果才將額外的表格資料列入預算書

內。現行的預算方式祇可使職員的運用具有校大的伸

縮性，又可將珌書處的全部人力作最大的可能運用。
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一年期間，專門職員人數的適度

增加以及一九六二年的竭力限制顬外請添職員， 證明

了目前的預算方式在此一觀照上的效果。

一一． 不過預寡不光是包括爲某些特別用途的概

數而已。它亦在最大的可能範圍以內，使大會便於檢

討並捲制開支， 而使珌書長就每一款下所規定的經費

作最具伸縮性的運用。這和鉍書處工作及組織審查專

家委員會報告書附件八所載的造報預算辦法 ( A/4776

and Corr.1) 並無牴觸。一九六一年及一九六二年所

採取的瓶算方式已在這一方面有了長足的進展。第

一，此等預算開列實施聯合國各祇設標關的:r.作方

案的經費棍數。跟在它們後面的，便是實施外勤工作

方案的經費棍數。最後便是特別楓關的經費概數。概

算合計數的多少，主要係以獲准方案數目的多少爲

定。因之 ， 各祇設穢關的棍算雖因易受控制而被認爲

是全部預算中比較穩定的一環 ， 而技術方案及外動特

派團的概數卻仍受到較大的波動。

一二．不將工作費用列入經常預算的問頲衹已引

起了超乎純粹技衍甚至超乎預算的顧慮，他寧願到日

後一個階段來加以討論。

一三．倘若要穩定＂行政預算'\便必須考慮甚庶

才是行政費用的適當數目。關心逐日工作的行政人員

祇能將目前的數目作爲出發照。將行政預算額減到校

目前數目爲小，但又不把方案數目予以相當減少，實際

上便風亳無意義。此項行勅應由它們的決定並無問題

l 參閱大含正式紀錄，第十四屆會， 附件， 議程項目五

十，文件 A/4336, 第八十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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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楓闕來採取。易言之， 爲寶施方案或爲提供服務決

定優先次序的責任乃在會員國的身上。這種最後判斷

並不能期望祕密處來擔任。

一四．惟有明白了解此種情形，才可能達成一項

相當程度的穩定。在指定年度的概算與上一年度的同

類開支之間， 爲這一方面建立一項明白合理的關係 ，

當屬必要。所應注意的是就淨數而言，一九六一年的

經費一一追加經費除外－~總計約爲六O，七00 ,0

00美元， 而迄至目前經初讀核准的一九六二年經費

合計卻約有六一，八00 ,000美元。初步概數祇有

五九，七00,000美元；照若干代表團的說法， 此

項數字實際上還比一九六一年的全部經費少一些。不

過有人已爲大量追加概數勢將使一九六二年預算的最

後總數遠超出近幾年來的數目一事表示關切，另有若

千代表團則對珌害處能否至少承擔此等額外費用的一

部分一一假使並不是全部一一一事提出了疑問。

一五． 甚康是這些額外費用？ 第一便是因經濟暨

社會理事會的決議 (A/C.5/874) 而發生的訂正概數。

他所要說的便是有人不但已請理事會注意大會決議案

一O九六 （ 十一） 與一四四九 （ 十四 ） ，且亦徵詢理

事會對於本身爲第三十一屆會及第三十二屆會決議產

生的工作方案所定的優先次序的意見。不過，理事會

對此事並未發表意見。因此， 祕書長在提出因理事會

決議而產生的一九六二年訂正概算時說（A/C . 5/874,

第二段）， 雖然實施理事會決議全部需款約達八四0,

000美元， 但他卻祇就不可避免或不能延期的項目

請加撥四九一，二五0美元而已。所請經費雖颳較少，

卻可使理事會所要的其他新方案付諸實施，祇是速度

較慢而已。從那時起，主管經濟暨社會事務副祕書長

便已着手徹底檢討目前所有的工作方案，以決定現有

財力可以改用於新方案的程度， 而以他所採的行動通

知理事會第三十二屆續會並要求它的指示。一個詳細

的報告書將向下一屆理事會提出。

一六． 另－龐大的追加項目便是爲聯合國應用科

學及技衍以利發展較差地區會議 (A/C.5/878) 所請

的經費， 以及使萬國宮近代化的經費 (A/C . 5/877),

兩者均爲委員會所核准。

一七．尙有兩項重要項目等待審議： 基薪比額的

問題， 以及會所主要維持及資產改良的問題。祕書處

尙未爲後一項目提出正式的請求或提案， 而光提出了

一份就改良會所現有便利的實際問題及牽連財政的事

項加以說明的報告書而已。 此項決定當由各會員國代

表團作成， 但是它們無疑的已經注意到在現有會議室

中容納一O六個以上代表團的座位的困難。聯合國會

員國還會增加的可能性亦應牢記。

一八． 一定還有許多代表團認爲， 在維持和平與

安全及技徭協助的開支甚至還會擴大的時候， 將毛頫

七0 ,000 ,000美元至八0,000,000美元

之間的經常預算作爲一個單獨項目來討論， 不免不切

賓際。希望以志願捐款來應付後面那一種開支的絕大

部分， 原無不可，但是全部方案是否平衡得恰當， 以

及珌害處的楓構是否和它的任務配合得上卻仍有加以

考慮的必要。

一九．十五年來， 委員會一画認爲經常預算及常

設員額好像和預算以外的方案極少關係， 甚至廷無關

係。委員會每年削減經常棍算。起先的核減數係以數

百萬美元計， 現在卻少得多了，因爲現在它已是一項

＂緊縮了＂的預算。 珌書處如果沒有經常預算以外的工

作， 固屬十分適當， 但事實卻非如此， 因爲有許多專

門職員， 特別是居高職位的專門職員少不了要為預築

以外的方案花費許多時間。

二o . 此等比較沉重的負擔餜由祇帶着極少數助

手的常任職員承當， 有人或許就認爲以往職員一定並

沒有足夠的工作可以做，但是事實決非如此。雖然他

並沒有意思說，祕書處是百分之一百的有效率一~在

一個短期間中要將國籍、經歷、 語文及工作方法不

同的衆多職員融成一體成爲一個百分之一百有效率的

楓關乃是不可能的一一如果顧到珌書處內部的種種困

難，珌書處已算是一個相當有效率的楓闢了。祕書處

有時居然達成了隨楓應變的奇繽，不過它所以能承擔

額外工作量者， 無非是因爲許多職員加倍工作， 不然

便是因爲將旁的工作擺開。

二一． 倘若所擺開的是優先次序較差的方案，情

形或許還可以差5星人意， 可是各會員國政府或聯合噝

楓關極少贊成以較次的優先次序給予現有各方案。結

果高級職員工作過度，他們的效率受了影嚮， 供經常

工作的時間不夠， 因此其中便有幾項工作不能像所應

當的那樣做得好。沒有一個人有時間訓練低級職員 ，

或思考到較廣泛的問題， 結果任何人都沒有時間考慮

到是否可將全部方案揉合成一個綜合整髓的問題。

二二．此種悄形便是本紐織目前所面臨的危楓之

一。 本組織雖已因大會窮於應付政治篷財政問頲而被

遮掩了起來， 這顯然還是一樁令人嚴重關切的事情。

有人或許會間， 在此種情形之下， 韶書處還能繼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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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多久？ 他認爲過去就應該多要求些員額。的確在以

往的兩年中曾要求添加幾涸員額，但是它們主要還是

爲了要擴張聯合國經濟方面的方案。在政治及行政方

面卻極少一一甚至並未一一請求過。這是有幾涸理由

的。 第一， 已有一項趨勢要將聯合國一再發生的玫治

問題只當作是暫時性的來看待。原意既要聯合國成爲

一個政治組織， 而況事實上它在早年間就已緤擔任過

一整連串的政治任務， 乃竟有將因此而發生的工作砥

當作是＂臨時及非常＂的事悄來瑁待之勢， 這是多少有

懃奇怪的。第二， 它曾採取了＇＇緊縮預寡''的政策，在

某些環境之下， 它固然是健全的， 但如遇有危急事態

卻就難以應付。

二三． 韶害處已瀕於工作繁靈不勝秉顧的地步 。

在此等悄況之下， 靠着武斷的削減辦法 ， 是無法達到

擒節的， 祇有注意如何使本緝鏃適應它的工作才行．

倘若認為費用過多， 則聯合國工作有蜇新加以規定的

必要。雖然六0 , 000 , 000美元或七0,000 ,

000美元的毛額預鉺， 祇等於某些會員國收支的極

微小的一部份， 但另有許多會員國卻認爲連應付它所

應行分擔的費用都有困難， 此一事實必須加以認識。

有幾個會員國政府或許要想減少爲它們所作的工作 ，

或它們在聯合國所作的工作 ， 因爲它們在自己的預寡

上已有其他的懓先負擔。此種判斷儘可由那些會員國

政府參照它們自己的預算來作成；不過迢是和祕杏處

在推行工作上是否儘可能有效， 儘可能便宜一事完全

漠不相關的一項單獨問題。

二四 ． 隨着對祕啻處依憲章規定所負責任的性質

與箇圍的觀念的不同 ， 態度也就不同。在此方面，聯

合國演變成世界大部分地方經濟發展及一部分政治發

展的一儲活躍甚至於是一涸主宰的因素的程度如何，

殊有加以注意的必要。 聯合國會員國增加， 影夸所及

不容忽現。它牽涉到了聯合國祇能以極有限的財力應

付的政治、外交以及經濟與社會方面的新需要。

二五． 本練織既爲一行政楓關就會在某些方面失

敗， 乃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單因缺乏必要資源便任它

在任何軍要工作上失敗卻是不堪設想的。

二六． 他要在結論中申明， 正如印度代表向第八

五八次會議所說的 ， 照文件 ST/ADM/SER.B/150 
的戟述，印度政府並未拖欠繳納緊急軍的捐款。印度

政府所應報銷的事寶上還超出了它的捐款。希望在月

報中列入一項註解， 說明將以會員國現有的索償發票

抵充它們的未付捐款。 祇然共池會員國政府亦會處於

同一＇情況之下， 此種註解便應當列入將來的月報中。

二七． Mr. VENKATARAMAN(印度） 歡迎財

務主任就印度捐款給緊急軍情形所作的閘解。

議程項目＊十四

人事問題（犢前）： * * 

(a) 嵇書處職員地域分配問題 (A/4776

and Corr.I. 第四章； A/4794, 第三
十一段至第四十段； A/4901, Al 
C.5/890）（綠首）；＊＊

(b) 定期任用職員所佔比例問題 (Al

C.5/891）（犢旃） ＊＊

二八． Mr. HAMILTON （人事主任 ） 請大家注

意文件A/C.5/890油印本中的一項錯誤 ： 應以 ＂印度＂

兩字代替＂印度尼西亞＂字棵。

二九． Mr. ZELLEKE （ 衣索比亞 ） 說， 珌書處

雖爲達成一侷眞正的國際文官制度而努力， 但與此項

理想相差甚遠。憲章起草人曾設法在第一百零一條第

三項中使才幹的需要條件和公平的地域分配互為表

襄。可是憲章並未提到如何達成珌害處內的代表權的

公平地域分配。所以這應由會員國尋求一解決問題的

辦法。

三o. 目的是要使所有會員國在鉍書處的代表櫚
扯平，但是此項平衡卻尙未達成。有幾個代表團在就

一九六二年度概算作一般討論時所列舉的數字， 以及

祕書處工作及組織審査尋家委員會的研究結果， 均巳

證實了此項事實 。 專家委員會甚至還在它的報告害中

(A/4776 and Corr.1, 第八十段 ） 說， 它已注意到目

前職員地域分配的不均衡與不公平。聯合國若干擴關

因缺乏伸縮性， 已使它們的組熾無法改善以應付本組

繃會員國增加的孟求， 關於此黠當另予論及；他現在

專就純粹的人事問題發表意見。

三一．地域分配問題牽涉到三楠主要問題：第

一、 在祕書處的所有階層上達成公平的地域分配；第

二、 受地域分配的職頲的定義；第三、 爲確保最廣大

的公平地域分配而規定分配的準則。倘若祕書處眞正

．． 續第八六五次會議。 r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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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璽舉也並反映所有各國的文化，所有階層的地域

分配便都應使人滿意。不過， 它究將做得到多少卻還

不一定。因此，他贊成專家委員會報告書第五十三段

所發表的意見，即在對全部一般事務人員員額的研究

工作完成以前，所有一等事務員職類的員額仍當受到

地域分配的限制。

三二． 他贊成將地域代表的原則適用於報告書第

五十四段所列的所有職類的一員踴，皝然在該段所述各

楓關服務的職員的工作是具有國際性的，他們的任用
十｀－一｀ 丶 ．

亦應同樣的具有國際性。專家委員會懷疑所有此等職

員是否都適用地域分配。不過照他的意見，儘管在有

些情形之下需要特別待遇，特派團的職員尤其需要特
殊待遇，原則卻不可不適用。規定令人滿意的準則以

適合此等職類的職位的特別需要及地域分配的條件乃

是可能的。

三三．專家委員會報告書第七十四段及第七十五

段所提的達成公平地域分配魄塹壁法一般地說來是令

人滿意的。他特別認爲應計及人口的因索，並應有七

個供徵聘職員用的主要地區。不過第七十五段(i)所

提的每一會員國至少應有兩位職員的數目玉遑£岑念，

並過於缺乏伸縮性，對於一個增長不已的組織殊躡不

切實際。爲全部受地域分配的職位緄定一百分數而並

不規定一特定的職位數目，自屬較爲滿意。

三四．衣索比亞代表湮對於第七十五段(iii)所

提出的準則，即以每一會員國對經常預算所納會費比

額作爲配給職位的準則，是否健全，殊表懷疑。何以

較貧國家竟不應和較富國家受到同等地位的待遇，殊

屬費解。比鄰居多納稅的公民並不就享有特權待遇。
惟有在經費來自志願捐款的聯合國槻關，此種準則才

屬合理。在此種情形之下，它不但是一項公平準則，

且亦係誘致參加國家多所捐輸的一項號召。

三五．他要在結論中討論到非洲經濟委員會（非

經會）的情形。衣索比亞曾對非經會的設立表示歡

迎，它以爲該委員會必能解決非洲的若干經濟與社會

問題，但是根據它和委員會交往所得的經驗卻是感到

失望。衣索比亞不但關心委員會的缺乏成就，且亦擔

心它的珌書處的目前組織的不平衡。在二十三備高級

職位之中，由非洲人招任的才詆有兩個。與亞洲遠東

經濟委員會（亞經會）相較，悄形就不相同。例如亞

經會的職員，有百分之八十九係聘自該區各國，而非

經會的同類數目，卻祇有百分之九而已。他知道合格
的非洲人祇爲他們本國的發展楓關所殷需，要加以徵

聘自屬困難；可是已受聘的少數人士卻並沒有畀予負

責的職位。無論如何非經會徽聘職員的政策並不能糾

正目前的不平衡狀態。不但如此，通常預期應由非洲

人任職的行政部門，竟全由非籍以外的人士任職。他

並不懷疑非籍以外人士的忠誠及才能，但他認爲非洲

人較爲適合瞭解非洲的肚會和經濟情形。爲此理由，

他主張爲使委員會較能満足非洲的需要起見， 應對徵

聘非籍人員擔任非經會高級職位一事採取較堅決的行

動。

三六． Mr. BANNIER（荷瀾）說，過去地域分
配問題原是｀－儲代表足數與不足數的純技德性的問

題，乃自一九六0年起竟有新的因素攙入了討論。其

中之一便是會員國，特別是非洲會員國的數目的增

加。荷蘭代表團對於非籍職員人數的增加表示由衷的

歡迎。他對於前面一位發言人就此方面所說的話深表
贊成。儘可能以最廣大的地域爲基礎而徵聘職員自可

循着正常的途徑解決這個問題。

三七．另一因素便是一僭主要係由東歐代表團提

出的更較困難的問題。他無意否認蘇聯及其他社會主

義國家在f必書處的代表不足；現在它們對於要韶書嘉

增加徵聘它們的國民一事要比在本綠織甫成立的幾年

中更具興趣。不管它怎庶樣，荷蘭代表團對於它們要

求校多代表檣所持的國際文官制度信念頗掏憂慮。社

會主義國家的代表團曾說得很消楚，爲珌書處服務的

社會主義國家的任何公民，不但主要是，而且還因此

被認爲是，要以他們本國政府的發言人及他們本國政

府的政治及思想原則的鼓吹者的身份從事活動的。

三八． 此種國際珌書處的楓念完全違反憲章，倘

若要接受它，便得修改憲章， 杲爾聯合國的國際性及

客觀性便將備受摧殘。惟其如此，荷閾代表團絕不加
以接受。荷蘭採取此項立場並不是爲了衛譏它的本身

利盆，而甌是因爲它皝深信聯合國乃是一個謀求和平

的組織，它的會員國便應力求團結，而不應當使它們

的歧見更爲尖銳。倘若接納了蘇聯所提的珌書處鼎足

而三的主張，是否便可達成團結，他深表懐疑。荷蘭

代表團向來贊成職員具有國際性，所以反對任何將國

家勢力介入認書虛行政的提案。

三九．有人或許不懂何以東歐各國在祕書處的代

表權仍嫌不夠。認書長報告書 (A/C. 5/890) 第十六

段不但堅明已爲補救此項情勢作了特別的努力，而且

略述了所採的步驟。結果來自那些國家的全部職員人

數已從八十五位增加到了一O七位。固然迢並不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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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完全滿意，但是徵聘職員的事情原是一項遲緩而具

有持續性的程序， 因此可以預期還會有再進一步的改

善。祕書處正在做其所能作的事，那是碸無疑問的。

他不知這祕書處在從東歐各國微聘職員上是否這遇到

特別的困難。假如有的話，將此等困難抜露當屬有盒，

因爲迢樣才可使委員會對此項情勢作較好的衡且。

四o. 至就專家委員會報告書而言 ， 荷蘭代表團

認爲使數類職位不適用地域分配原則是有正當理由

的。技帯協助局、特設基金會、兒童基金會、及聯合

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辦事處的方案經費均由若干會員

國及非會員國自動鋂措。技術協助擴大方案及特設基
金會的一大部分的方案既由專門楓關實施，它們便分

擔了徵聘瞰員的責任，其中有許多是需要有高度的專

門技術資格而並非根據簡單的地域辦法便能徵聘得到

的。不但如此，在受技徭協助的會員國國內服務的外

勤職員及專家並不是祕害處，而是各該國政府作最後

選擇的。因此， 對於此等職類應繼續不適用地域分配

原則， 顯屬合理。

四一． 荷闌代表團對於－一等一般壅亶巴一一主要
是辦事人員，他們極少有陞入專門職類的楓會一一適

用此項原則是否妥善亦表懷疑。而況在會所的此等職

貝大部份原就應和區域辦事盧及專門楓關的職員一樣

就地徵聘。

四二．荷蘭代表團對於專家委員會報告杏第七十

四段及第七十五段所載的決定每一會員國獄位數目的

準則， 雖無堅決的主張，但卻認爲人口並不是比每一

會員國所出的聯合國經常預築會費合理或欠合理的準

則。倘若委員會的一般意見認爲此一因索應予計及，

荷蘭代表團並不表示反對。

四三． 專家委員會報告書所提出的爲珌書處新職

員勝出空缺的辦法，須非常審慎地加以審議，因爲第

五委員會決不能犧牲那些已爲韶害處忠誠服務多年且

已成為有經驗有價值的人員的祕害處職員。除了採取

縮短職業服務問間的極端辦法之外，爲改善祕害處地

域分配所可採取的辦法還多得復。

四四 ． Mr. ROMANOV （烏克蘭蘇維埃秕會主

義共和國）說， 實施憲章關於聯合國職員公平地域分

酣規定的問頲已在大會中討論了十四年，因爲憲章雖

規定了一個國際徵聘職員的行政槻關， 但事實上祕書

處根本還是充満了屬於軍事同盟的西方國家的國民。

例如在受地域分酯的全部職位中有百分之七十七．二

便是由西方國家的國民所擔任。百分之十七 ．二係由

中立會員國的國民擔任， 而由社會主義國家國民澹任

的祇有百分之五 · 六而己。珌害處最高級職位的分5E

情形甚至還要使人不満意。在三十三個副祕書長及職

級相當的職位之中，由社會主義國家公民擔任的祇有

一個。同樣的， 財務處的一四六侗職位中由美國公民

擔任的有六十七伺 ，而由蘇聯公民擔任的祇有三個，至

於由任何一儲東歐國家的公民或非洲人擔任的則一幅

都沒有。珌書處其他部門的情形並不校佳。結果珌害

處皝沒有國際性，就無異替西方國家利盆服務而已。

四五． 有人揚言認書處所包羅者，爲完全不受他

們本國利盆支配的人士，但是實際情形卻並不如比。

近幾年來有人已對祕書處下了公正的批評，說，它旺

在剛果工作及派遣特派團等政治問題上隕越了它的獵

力 ， 又違犯了財務規定，更妄圖支配會員國的政策 ，

而嚴靈地違反了憲章。

四六．職員地域分配問題並不是一個數學或統計

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珌書處推行它負的政治、

經濟、秕會及文化工作， 是否成功大部分要看它的職

員的分配爲定。西方會員國對於此項情勢的任何改善

胝不表同悄 ， 又不爲此目的提出建設性的提案， 而唯

圖保住它們對珌書處的霸持。本緑織會員國中的一個

少數集團持有此噩態度，用意並不是爲了要提高它的

效率。

四七． 有人指瘞『d:會主義國家，說它們對於所有

的根本問題莫不採取千逼一律的立場，但是社會主義

制度現既風行， 這就沒有可以認爲奇怪的地方。就社

會主義國家來說，它們認爲西方會員國自然應當支持

美國的立場。他從來不曾賅到聯合王國代表對美國代

表的話表示過異議，即使加此，他卻並沒有指捺聯合

王國代表缺乏獨立的判斷，他覺得聯合王國代表卻不

時運用令人懷疑的論據去討論秕會主義國家的立場．

四八．烏克蘭代表團對於珌書嘉的現狀不能保持

緘默，唯有嚴格實施憲章中有關根據廣大地域徵聘職

貝的規定，祕書處才熊客觀地執行它的工作。

四九．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業在經濟發

展上凌駕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之上。儘管有許多技宿人

員已在烏克蘭共和圜的高等學府受訓，技徭協助局卻

無睍該國的潛力。例如現在在發展落後國家工作的六

百位溺家， 其中有百分之八十四是來自屬於西方軍事

集團的國家而從不睛烏克蘭共和藹參加此項工作。同

樑的，烏克蘭共和國有權享有珌害處受地域分配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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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十九個到三十二個，而實際上職員中僅有它的國民 初步以十個職位分配給每一會員國之後，餘臏的職位

兩人而已。而且， 不但如此， 他們還擔任了並沒有充 便應以達成公平地域分酷的方法予以分配。不過他所

分利用他們的資格的職位。此種公然的歧睍使人對珌 提的辦法應與憲章第一百零一條所規定的必須求達效

害處工作的國際性起了懷疑。 率、才幹及忠誠的最高標準的主要條件相符。

五o. 尊家委員會在它的赧告書的第二十段中說 五三．緬甸代表團的建議並不以期望有更多的緬

過，當珌書處剛組織的時侯， 最迫切的需要便是要提 甸國民服務於祕書處爲動楓，而單以誠摯希望珌害處

供足使工作立即隙始的人手，因此， 結果才向美隣、 瞰位達到較公平的地域分配爲勅櫟，俾所有會員國對

加拿大及西歐各國大量徵聘了首批職員。不過從那時 珌書處工作均有貢獻的平等概會。

候起， 已經是過了好多年了。大會業經一再請大家注 五四 ． Mr. BALDARI（義大利）表示義大利代
意到韶書處職員地域分配不満的事恬，且已建議依照 表團對於祕害處爲改善職員地域分配所作的努力一一

憲章加以改進。但是由於祕書盧並沒有遵行大會決議 雖然它還遠不足夠一一甚爲感佩。由於珌書長在實施
的誠意，情形遂一無重大的改變。誠如蘇維埃秕會主 他的報告書 ( A/C.5/890) 第二段所枚舉的步驟時遭
義共和國聯邦隣務總理赫魯曉夫先生向蘇聯共產黛第 遇到困難，再則有些國家缺之可供任用的人貝，所以
二十二屆大會所說的，目前正是爲改良聯合國楓關以 問題的解決進度緩慢下來。

適應改變了的世界悄勢而以同等代表權畀予現有三會
員國集團的良好時穢。

五一． 照他的意思， 採取一項多少與專家委員會

的辦法不同的辦法係屬必要。不但如此，祕書處本身

便應倡議根本改善職員的地域分配。但是在祕曾長報

告書(A/C.5/890) 中卻找不到此種提案。從該報告書

的第十五段中便可確實證明鉍書處並沒有急速辦理的

恋向。悄形既然如此，除非第五委員會採取更具決定

性的行動，否則問頲便將永遠無限期的繼繽審議下

去。儘管祕書處承認它的組織有缺陷，它卻仍然循着

以永久合同給予大批職員的慣例，以致無法在最近的

將來箕正改善此項情勢。再者， 許多國家要它們的國

民在祕杏處工作一個三年到五年的短期間，俾他們可

獲得供將來爲本國服務的經驗。爲加速職員地域分配

的改良過程起見，准給永久合同的慣例務必中止。不

但如此， 地域分酷的原則應推及兒童基金會、聯合國

難民事宜高級專員辦事處、國際法院及其他類似棍關

的職員。

五二． U HLA OUNG （緬甸）提到了實施專家
委員會報告書第七十四段及第七十五段所載地域分配

原則的辦法說 ， 他不但完全贊成委內瑞拉代表就委員

會的每一會員國至少應有兩名職員的提案所發表的意

見，且亦贊成他的建議，即爲符合憲章所規定的所有

會員國主襬平等的原則起見，每一會員國至少應有十

名職員。他亦認爲每一會員國的人口及對經常預募納

費的多少不應在職位的分配上佔有不恰當的份噩。經

五五． 專家委員會在它的報告會第七十四段及第

七十五段中所提議的辦法，應根據憲章的規定加以審

議，特別根據第一百零一條加以審議。在此方面他同

意許多代表所說的，即一項可以接受的解決辦法，可

藉廞格實施以受聘人員效率、才幹與忠誠等質的標準

爲重心的憲章規定而求得。義大利代表團認爲第五委

員會應建議由祕書虛作進一步的努力，以逹成祇要遵

循憲章，又要沒有歧視的更恰當的地域分肥。倘若有

幾侷會員國由於本國的困難，無力提供技術人員，向

那些國家徵聘人員的工作則可根璩珌害長赧告密第十

三段所述的程序辦理。

五六． 羲大利代表團深信地域分配的意思並不是

根據思想或政治準則作分酯。它亦認爲對於已在十六

年生命史中表現工作卓越的祕書處的效率有害的劇烈

措施，有加以避免的必要，而且還鄖該避免遣散獲有

賨貴經驗而爲本緝織黽勉從公的職員。惟其如此，義

大利代表團認爲定期任用的職員固然是甚具效用，但

是就完成更具稍確性的工作而言，卻還是以依賴終身

職的職員比較好。主要的目的便是要碓保不但祕害處

工作順利，而且它的職員並不向任何政府或當局要求

或接受訓令。因此專家委員會所定的準則，祇能作爲

實施憲章規定的南針而已 ， 而且惟有避免採取終止現

有合同、停止摺陞及減少永久合同數目等劇烈措施 ，

此等準則才爲入所接受。

午投．十一呤五十五分歆．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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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七O次會議

一沁六一年十一月.;::..日星期四午投三峙=+分錙約

主序：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項目六十四

人事問題：

(a) 稢害處職員地域分配問題 (A/4776

and Corr.l, 第四章； A/4794, 第三

十一段至第四十段； A/4901. Al 

C.5/890）（犢前） ；

(b) 定期任用職員所佔比例問題 (A/

C.5/891）（靖前）

一． Mr. VENKATARAMAN ( 印度 ） 說， 自從

聯合國成立以來，大家就曾承認而且憲章第一百零一

條及大會決議案一五三（ 二 ） 還曾明白規定， 徵聘職

員時應該注重地域普及的．原則，並且必須講求效率 、

才幹及忠誠的最高標準。這兩個原則根本並不互相排
斥， 由某一個國家或某一組國家徵聘的職員過多， 這

件事，本身就可能促成缺乏效率或才幹的現象， 而職

員的平衡分配卻可使會員國發生信心， 因而會提高本

組織的效率。這兩僑原則並不衝突；大家也不必對其

中任一原則較對另一原則更爲重現。地域公允分配原

則是大家向來接受的， 不僅就職員的組成來說是如

此， 就是就聯合國各個楓聽的緝成來說，包括安全理

事會 （ 憲章第二十三條） 、 行政及預箕問題諮詢委員

會 （ 大會議事規則第一百五十七條 ）和會費委員會

（ 議事規則第一百六十條 ） 在內 ， 也是如此。他不能

同意以色列代表於第八六四次會議對地域分配椴念特

別是對憲章第八條所作的解釋。第八條惟有在所有各

會員國無論其經濟和政洽發展階段如何一律都有平等

楓會的悄況下才可以適用。

二．這個問題已爲鉍害處工作及組織專家審查委

員會所正確了解。 它所建議的措施頗爲恰當， 因爲祕

害長雖然盡了力量，可是職員的均衡分配卻還沒有做

到；非洲和東歐仍然遠在適當的額距之下。

三． 印度代表團贊同專家委員會關於什麼職類適

用地域分配的結論 (A/4776 and Corr. 1. 第五十五

段至第六十三段 ） 。同樣地它也贊成所擬議的地域分

配原則實施標準 （同上， 第七十五段）。聯合國預算攤

款並不是一個適當標準， 因爲它使富裕的繁榮的國家

在各級職員中佔有過多的名額；另一方面， 不論面

積、 人口或攤款，而將職員名額平均分配於各國，那

個辦法也是一樣地不大妥當。印度代表團認爲實施専

家委員會報告書附件伍內所載的擬議標準，可使世界

各地區獲得比較公平的分配。它也贊成該委員會對職

位加權的意見 （同上， 第七十段）， 並支持該委員會將

職位分爲兩類 (G-5 和 P-1 到 D一1 爲一類； D一2 和

次長爲另一類 ） 並將第二類職位按照地域而不按照國

家分配的建議。

四． 目前職員分配的不平衡自須探取行動予以糾

正。因此， 印度代表團贊成委員會的結論，認爲應該

採用統籌徽聘的政策 (A/4776 and Corr. 1, 附件四 ，

第七段 ）； 並且應該劃出一定數目的國際徵聘職位 ，

以便任用人員不足額國家的國民。那些提案並無任何

對現有職員不利之麻。另一方面， 印度代表團卻反對

提早退休的意見和任何足以影嚮國際公務員任期安定

的提案。添設少數＂超額''職位問題，應留由秘書長權

宜決定。它同意專家委員會將定期任用合同職員比例

定爲百分之二十五的建議 ( A/4776 and Corr.1， 第九

十二段 ） 。

五．他特意避免提到秘書長職權及顧問團的成員

問題，因爲各大國正在對這個問題進行微妙的談判。

不過他以後可能再提這恫問題。

六． 最後， 他希望第五委員會能通過一侗實施專

家委員會建議的決議案。

七． Mr. ROSHClllN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 ） 說， 本緯織工作的擴充， 使聯合國執行楓關秘

書處的地域分配問頲，日趨童要。目前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在促成和平共艇和各方面的合作，特別是在國際

和平與安全維持方面的合作。 要想實現這個目標，國

際緝織執行楓關一定要能贏得全世界的信心才行。第

八五一次會議時， 他已促請注意私害黏組成的片面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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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未能代表所有各組會員國的利盆，因此不能贏得

普遍的信任。如果社會主義國家的正當批評－－－有人

指爲意圖破壞本組織－~繼續受到忽睍，如果多數國

家仍然想把它們的決定加在少數國家的身上而不徵求

它們的意見，那末聯合國便非失敗不可。十四年以來，

蘇聯代表團一直力主採取措施，挽救這種不幸悄勢，

而且許多代表團也都認爲那些措施完全合理。專家委

員會祇有一名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委員，因此大家不

能說它帶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偏見，可是它也認爲目前

職員的地域分配實在太不均衡， 太不平等了。儘管大

會通過了決議案，但是沒有人採取關於具體措施的主

要決定，目前還看不出有什麼改善的可能。現在需要

立刻採取有力行動，因爲實際悄況， 特別是最高級職

員的分配方面一年比一年惡劣。

八． 在次長或同等階級的三十三個職位中只有一

個職位係由社會主義隳家的代表擔任，可是，這種職

位當中最近幾年才補實的卻有十個之多。非但如此 ，

政治事務在理論上應由政治事務部次長管轄，但事實

上卻往往由秘書長辦公靨誕理， 這種情況就是現行趨

勢的特徵。他引述專家委員會報告書 (A/4776 and 

Corr.1, 第八十二段，表一）的資料，指出肚會主羲

國家應得十四儲高級職位，可是它們的代表所得到的

只有四個。在五十六個 D-2 職位中 ， 美國及其盟國

佔有四十四個，亦即百分之七八．六，而社會主義國

家卻祇佔三個， 亦即百分之五 · 八；美國人佔有的職

位數目（十七個） ， 比社會主義和中立國家廛民佔有

職位的總和多一倍半。接着他檢討了經濟及社會事務

部的組織情況，該部職員約有二五O人， 由一法國國

民主管。在該部所有的七名主任、局、處、司長中， 五

名爲美國國民，而祉會主義國家的國民一名也沒有。

技衍協助業務局局長、統計處處長、 一般經濟研究及

政策司司長、社會事務局局長都是美國國民， 因此最
蜇要的職位都爲他們所佔據了。特設基金會也是一

樣， 總經理和副總經理都是美國國民， 對基金工作的

管理和監督，佔有壟斷地位。技循協助局主管人爲一
英國國民；該局計有高級職員十三名其中五名來自美

國，五名爲美國盟國國民，而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民又

是一名也沒有。迢許多例子都清楚地表明秘書處的組

織並非以國際爲基礎，把其他各麋各部研究一下，也

會得到同樣的結論， 而聯剛的組成情形更瞪實了這一

鶿在來自各國的一千零十四名職員中， 八百零七名

爲美國及其軍事盟國國民，七十二名爲非聯合國會員

國國民， 可是代表祉會主義國家的職員一名北沒有。

不但如此，一九六一年內任命的最高級職位一律爲西

方國家所得。

九． 根據專家委員會報告書第八十二段表二．所

載，在G-5至D-1級一千七百九十二個由國際徵聘人

員擔任的職位中，只有九十個職位係由東歐國家的國

民擔任。如說他們人數沒有增加係因合格人員缺乏的

緣故，實在亳無根據。一九六一年社會主義國家推荐

了六十五名候選人， 可是被聘用的只有十五名， 而且

所擔任的都是低級職位。

-o ． 大會雖通過決議案， 可是迄今並無任何改

善， 這是一個不可逃避的結論。爲了保證現有三大國

家集團權利的平等，從而使聯合國能有必要的基礎以

履行其在經濟及肚會方面以及在維持和平與安全方面

促進合作的國際任務起見，私書處便非澈底改組不

可。所有分配給非洲、 中東及東歐各國的職位，尤其

高級職位，必須立刻補賓。目前情勢如任其長此存

在，便不可能不破壞憲章和傷害聯合國本身。

一一． 最後，他要提到三個具髏問題。第一，他

認爲所有任期在六個月以上的職員都應適用地區分配

的原則，並認爲那儲原則應對國際法院、聯合國兒童

基金會、 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辦事處、及特派團

職員和諮議人員適用；任何一位適用職員服務規程及
條例而其薪給係由會員國會費中支付的職員， 都沒有

得到特殊待遇的理由。其次他主張採用將每一適用地

域分配職位按薪給加權的辦法；從事必要的計弈當不

甚困難，而且任何人都不會眞心相信次長職位和 P-1
職位具有相同或相等的地位。最後，無定期任用辦法

除經大會特別規定者外， 應予停止， 因爲道一方面的

情況復不能令人滿意，而且聯合國與各會員國間的人

員流動，對本結織來說， 當然是有利的， 但並未充份

做到。以後遇有空缺時，應該先請員額不足的國家推

荐侯選人，至於員額已足的國家， 則須經大會同意．

始可聘用其國民。

一二． 最後，他再度強調必須立刻採取根本措

施，使秘害處成爲一個足以獲得各會員國信任的眞正

國際楓關。

一三． Mr. CUTTS （ 澳大利亞）說， 現在討論

的名稱相當奇特的＂秘書處職員地域分配＂問題， 事實

上與徵聘時應該力求地域普及的問題有關。査閲憲章

第一百零一條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地域普及並非 ＂首

要考慮＂。第十五屆會時，秘書長曾強調＇［忠誠＂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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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並曾根據憲章第一百條替那個概念下一定義，

第一百條規定秘害處職員專對本緑織負責，並須避免

足以妨礙其國際官員地位之行動。根據同條規定，每

一會員國承諾綰重秘書處責任之＂專屬國際性＂。這些

菡本規定有時爲人忘記。例如波蘭代表在第八六0次

會議上曾批評秘書長關於本結織工作常年報告書弁言

內所說的＇＇私書處之專屬國際性不在於其組織，而在

於其工作的精神及不受外來影嚮的程度"(A/4800/

Add.1) 那一段話。波蘭代表否定那項意見，也就是

等於否定憲章的規定。

一四．澳大利亞代表團認爲秘書處要有各國和各

組國家人員代表參加的觀念與憲章規定不合。＂地域

分配＂這個名詞內的＂地域＂兩字必須從字面上來解

釋。波蘭代表辯稱，憲章餜然主要是一個政治文件，

所以起草人所用的＇，地域＂二字是政治意義的。在憲章

或在其他文件內很難找到足以支持這種論調的證據。

一五．最近蘇聯代表對＂三頭馬車＂原則雖然不大
堅持，可是社會主義國家卻仍然要求遁三紐國家在秘

書麻內應有適當的參加。秘書長在其報告密(A/4794)

第三十六段內對這個間題所發表的意見曾將情形總結

得十分稍當，蘇聯代表提案係爲一時方便。而非以憲

章規定爲基礎。將聯合國內非共產主義會員國所代表

的迥然不同的各稱文化、思想型態和國家利盆強行分
爲兩大集團，實在不華合理。讓蘇聯集團壟斷秘書處

內三分之一的職位，也不公平；如果採用珌書處工作

與組織專家審査委員會多數派的建議，那末在總共一

千二百四十五個職位中，東歐所分到的職位只有二0

九個，約佔百分之十七，而不是它所要求的百分之三

十三。東歐國家提出那個要求，就是想控制秘書處，

以便阻撓它們可能不贊成的任何聯合國行動。

一六．除了這些考慮以外，澳大利亞代表團承認

徵聘時應力求地域普及一黠，不僅係憲章的規定而且

也是實際的需要。第五委員會在請專家委員會研究職

員地域分配問題時，就已經同意目前情勢應予改善。

一七．大家似乎都已同意私書處內所有專門職位

都應適用地域分配的規定。不過對其他職類，卻有不

同的意見。例如，澳大利亞代表團認爲一等 (G-5)一

般事務人員在國際間徵聘就不大合理，因爲這種職員

所擔任的是與政策決定完全無關的純粹行政職務。而

且在國際間徽聘這種職員遠會使預築負擔增加。最

後，他認爲將會所G-5職位和各區域經濟委員會、新

聞分虛等楓構的 G-5 職位加以區分，也沒有正當理

由。如果那些職位不由國際徵聘的職員擔任，那末在

硏究職員地域分配問題時，便不應該把他們計算在

內。

一八．專家委員會曾考慮地域分配公式是否應對

下列各楓腦職員適用的問題：技衍協助局、特設基金

會、國際法院、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辦事處、及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大多數專家鑒於國際法院、聯合

廩難民事宜高級專員辦事處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所享

的自主地位，認爲大會很難得替它們規定一個職員徵

聘公式。澳大利亞代表團同意這種看法。但另一方

面，專家委員會卻建議地域分配公式應對技協局和特

設基金會適用。澳大利亞代表圃認爲秘書長的下列意

見 (A/4794，第三十九段）很有理由：這些方案各有

其主持楓關，其經費係由各方自動捐獻，與會費徵收

比額可能沒有任何躺係，而且若干非會員國也是重要

的捐獻者。此外各專門楓闞對若干技協局實地工作人

員的選派也有發表意見的擺利。就專家和諮議人員來

說，這些理由同樣成立；如果地域分配原則對這些人

員適用，事實上等於剝奪了受助國的選擇自由。

一九．＂適宜額距＂過去係按每一會員國預算攤款

的百分數計算。專家委員會大多數委員曾建議 (A/

4776 and Corr.L 第七十四段）將來應顧及本組織會

員資格本身，人口因素，每一會員國對於經常預募攤

款的數頫以及世界上七個主要地理區域獲得全盤地域

均衡分配的必要。關於最低名額與最高名額之間可以

變動的適宜額距今後則將改爲一固定數字表明每一會

員國所能取得的名額。澳大利亞代表團大體上贊成多

數專家所主張的辦法。不過它認爲應該保留伸縮的餘

地。同時它認爲每一會員國最低限度的名額不應只定

爲兩名，而應定爲兩名至三名。

二o. 關於各種職位的加權方法，專家委員會認

爲採用一套精細的數學公式，似乎並無重大的優燕。

因此該委員會另外提出了一解決辦法，澳大利亞代表

團在原則上認爲可以接受，那就是將高級職位 (D-2

及次長級）按區域來分配而不按國家來分配。

二一．地域分配的現有悄況，已由秘書長報告書

(A/C.5/890) 說明，根據這個報告書，可知秘書處

的努力已經有了效果：在檢討中的十二個月內，會員

國數目增加了十二國，而＂適宜頲距＂與職員實際分配

情況之間的差別亦見縮小。不過若干不平衡現象仍然

存在，非洲和東歐國家的員額不足，而其他地區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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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歐的員額則嫌太多。就非洲來說，這種情形很容

易解釋：許多國家在最近幾年內才加入聯合國，而且

這些國家還有將它們所有人員留在國內服務的十分必

要。東歐國家的員額不足倒是另外一囘事。東歐各會

員國早年不大願意供給秘書處所需的人員，現在卻說

它們有權要求秘書長接受它們的侯選人名單，這就使

秘書長的困難越發加靈了。如果東歐各國不顧憲章第

一百條的規定，始終認爲它們的官員是它們本國的代

表，那末現行困難便將繼續存在。再者，在檢討中的

一年內，根掂紀錄所載，曾有來自東歐的官員十五名

離職。因此目前的不平衡現象，不易改善。雖然如

此，嵇害處卻仍作了很大的努力， 因爲東歐官員的數

目在一年的時間內已由八十五名增至一O七名。

二二．主要因爲歷史的原因，其他地區尤其是西

歐地區的員額卻未免過多。但是迢侗情形不可能一下

改正；如果硬要那樣做法， 不僅會降低職員工作情

緒，而且也會破壞國際文官制度的概念。因此， 澳大

利亞代表團不能贊同專家委員會主張若干職員提早退

休的建議。他1釒］贊成專家委員會報告書第八十四段內

所載人事主任的計劃，在兩三年的時間內逐漸改善地

域分配的情況而不採用那種極端的措施。

二三．最後，關於定期任用合同所佔比例的問

題，澳大利亞代表團認爲D-2及次長級職位應該特殊

看待，而由短期任用合同人員充任。另一方面， 低級

職位則應儘远由長期任用職員擔任。但因那個辦法不

一定能爲關係國政府或候選人自身所接受，而地域分

配的失衡無論如何又須加以改正，所以澳大利亞代表

團願贊成將定期合同增至百分二十的辦法，但如超過

百分之二十，它就覺得非常可慮了。

二四． Mr. KLUTZNICK（美利堅合衆國）說，

職員問題實在是實施的結果，而非原則的結果，同時

大家必須記住未來的私書長對這儲問題還有他的意

見，因爲憲章規定徵聘職員是他的責任。美國代表團

就人事問題發表意見，主要爲了供他參考。

二五． 剛和有些人所表示的意見相反，憲章起草

人的意思顯然認爲徵聘職員時應以求達效率、才幹與

忠誠的最高標準爲首要考慮，而地域分配卻祇是次要

考慮，憲章實際條文關於這一黠的規定十分清楚。

二六．將職員數目立即增加百分之二十五，或以

新會員國國民代替若干現有職員，以保證公允的地域

分配，顧及會員國數目陡然增加的事實， 都不符合聯

合國的最大利盒。這兩種辦法都會違背憲章起草人所

規定的首要考慮。還有一層，這個問題的人悄方面也

不應該忽視；那些已經選定在國際楓關服務的人，有

權要求大家對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家庭加以若干考慮。

二七．道並不是說地域分配不需要改善。它應該

儘可能從速改善，但對職員的利盆，無論他們是那一

國國民，都應該妥爲顧及，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記

求達效率、才幹和忠誠最高標準的必要。

二．八．至於說美國國民在秘書處內所佔職位太多

一節蘇聯代表團在一九五七年尙不反對根據預算攤款

來決定每一會員國職員適宜額距的辦法時，承認美國

國民所佔百分之二十八的比額大致適當。現在那個比

額降到百分之二十一，而美國對聯合國預算的攤款已
增至總額百分之三二·五，可是蘇聯代表團卻有了異

瞞。這是因爲它改變了立場的緣故；現在它認爲其他
因素如人口因素也應該考慮在內。美國代表團並不反

對那種意見；不過它認爲最好能保留＂適宜額距＂的觀

念而不要改用每一會員國都有固定名額的觀念。

二九． 此外，一般事務職類中的一等 (G-5) 職位

本原由就地徵聘的職員擔任，不應該算在地域分配職

位的範圍之內。把它們算入，便歪曲了美國國民所佔

職位名頲的統計數字。文件A/C.5/890所載美國國民

擔任的三七一個職位中，一一五個是G-5職位。他很

希望秘書處能解釋何以祇將會所一地G-5職位算在地

域分酷職位範圍之內的理由。

三o. 他向波蘭代表特別指出，＂地域上之普及＂

並沒有政治的含義；剛剛相反，從憲章第一百條看，

職員的徵聘顯然不能以政治或主義思想的考慮爲根

據。他們宜誓在職務履行和行勳表現方面完全以聯合

國利盒爲依歸。

三一．有人表示，美國及若干西歐國家就其國民

在珌書處內擔任的職位數目來說，是受到優待的，而

蘇聯集園內的國家與所有其他國家則受到歧譏。只要

一溍文件A/C.5/890內的數字就可以證明並非如此。

美國國民所擔任的職位數目（三七一 ）較最低限額超

過二十八名，校最高限額不足八十六名。各不結盟

國家例如南斯拉夫、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印度、黎巴

繳、約旦、 以色列、及印度尼西亞等國國民所擔任的

職位數目卻超過了最高限額。就保加利亞來說， 也是

如此。捷克斯拉夫、波蘭和匈牙利所佔有的職位數目

都在最低限額與最高限額之間。這些隣家似乎並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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靨於蘇聯集團而逍到不利。雖然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

主義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蘇聯國

民所擔任的職位數目低於最低限額， 但是這種情形歸

咎於秘書處的成份有多少和要由這些國家本身負責的

成份又有多少，大可疑問。大家應該知道，就徵聘問

題而言， 有些因素不是秘書處所能控制的。希望新任

秘書長能採取改善地域分配的步驟，並能獲得目前員

額不足各國的充分合作。

三二．那些國家要求聯合國多多聘用它們的國

民，同時卻又竭力要求穩定甚至削減預算，或者拒不

承擔出款義務，這種情形實在自相矛盾。解決地域分

配問題的最好辦法，便是承認聯合國在會員國數目增

加之後， 、工作也隨之增加，因此不但不應裁減職員 ，

反而應該增加職員。 一個緝織的成功或失敗主要繫於

工作人員的素質，所以各會員國應該協助秘書長獲得

一羣忠心、 專一和精力充沛的職員。歸根結蒂，任用

職員確保本緑織任務有效執行的責任， 照憲章所規

定， 原風於私書長。

三三．改進聯合國經常預算經費所辦工作中的職

員地域分配，雖屬必要， 但就自願捐款所進行的任務

或方案來說， 情形則不相同。在若干場合下， 自願捐

款數額和各國所繳聯合國預算攤款數額，可能沒有什

庶膈係。而且自願捐款所辦方案的主持楓關、 各專門

楓騧、和各受助國政府對職員的徵聘，也有表示意見

的權利。美國在這一方面的立場並非基於它本身利盆

的考慮。例如，就剛果聯合國民事工作而論， 美國捐

款數額和美國參與此項工作的國民數目兩者之間就沒

有任何翡係。

三四．另外一個應予禽重的基本原則， 就是憲章

內有關職員的規定以及職員服務規程和條例，必須對

任何國籍的職員一律具有同等效力。沒有一個會員國

應該爲它在私書盧內的國民求取特殊待遇。此外，在

會員國不斷增加的一個組織內， 就每一個國家來說，

地域分配不可能隨時都處於完全平衡的狀態。不平衡

狀態發生時，秘書長及關係會員國應共同努力設法慢

慢改善，但是絕對不可因此而妨害職員的工作情緒或

本組織的效能。

三五． 職員的工作情緒，對聯合國來說，非常重

要，各方對徵聘和退休問題所提出的指控、 反指控和

種種意見可能已經影響了那種情緒，言念及此， 實令

人不安。大家應該幫助新任秘書長做到公允的地域分

配，而尤其重要的是應該假以時日讓他有達到這涸目

標的可能。最後，他對在艱難的情況下爲本鉺織忠賓

服務的職員， 無論其國籍爲何均致以敬意。

三六． Mr. GIRITLI （土耳其 ） 雖然認爲本組織
必須求得能力、才幹及忠誠最高標準的職員和徵聘職

員時必須力求地域普及兩件事並無任何衝突，可是正

如澳大利亞和美國代表所已強調的那樣，他認爲第一

項考慮顯較第二項考慮居先。

三七．秘書處應由三福政治國家集團各派等額鏖

民組成－~實際上這三個集園也並不相等一一的提

案 ， 違反了憲章本身的原則。如果祕書處的組成須憑

政治和主義思想的考慮而定，那末就根本沒有地域分

配的問題了。

三八． 土耳其代表團認爲今後數年內地域分配可

以達到満意的境地無須採取足以妨害職員工作悄鍺的

劇烈措施。任何符合他剛才所說原則的提案， 它都將

賓成。

三九． Mr. ROSH CHIN （蘇維埃肚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認爲美國代表對憲章第一百零一條所作的解

繹有欠正確。那一條所規定的兩個考慮完全是彼此獨

立的， 沒有理由把其中一項考慮視爲主要，其他一項
視爲次要。美國代表似乎認爲具有必要才幹和忠誠的

職員只有在美國和西歐才可聘到。這和事實完全不

符。除了在法建上無理由可據以外，這種解釋在政治

上也狠危險，因爲它替對本緝織有危險的地域分配不

均現象提供了一種根捩。這也是美國在珌害處內佔有

專門職位三八一名的原因，但依專家委員會報告盡

( A/4776 and Corr.l) 第八十二段內第二表所列的數

字，該國應有名額卻不得超過三二九名。尤其嚴重的

是，美國所佔高級職位的比例過高，計有次長級職位

七名，並且在D-2級職位四十名中佔有了十七名。因

爲美國佔有的重要職位如此之多，所以那種令人遺憾

的情勢應該歸咎於美國。

四o. 若干代表於討論如何改正現行地域分配不

均的措施時，認爲基於人道理由，不可將現有職員解

僱。這話雖然不錯， 可是秘書處並沒有不於事前擬就

徽聘政策的理由。地域分配非常重要，因爲本緝織必

須能使人對它發生信心才行。如果不顧少數派國家的

意見，那末它們便很不願意參與共同的努力。美國代

表言論顯然缺乏國際合作桔胂。當此億萬人民期待聯

合國完成國際偉大事業之際，他所關心的似乎祇是他

本國在本組織內的地位和幾百名美國國民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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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Mr. CUTTS （澳大利亞）指出蘇聯代表所 蘇聯代表能於以後會議中通知他一下，蘇聯代表團是

引的啟字，是大多數墀家所擬新公式採用後美國所應 否已經改變了它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

佔有的職員最高名顓。蘇聯專家曾經拒絕其他同事所

建議的每一個國家職位名額分配標準。因此他很希望 午4t.＊特十五分赦令

第八七一次會議

一汜＊·一年十一月a. a 星期五．午前十特五十分錙約

主序： Mr. Herrnod LANNUNG (丹麥）

議程璸目六十四

人事問題（靖前）：

(a) 税書處職員地域分配問題 (A/4776

and Corr.l , 第四章； A/4794, 第三

十一段至第四十段； A/4901 , A/ 

C.5/890）（靖前）；

(b) 定期任用職員所佔比例問題 (A/
C.5/891）（缝前）

一． Mr. HASRAT (阿富汗）說，嚴格寶行憲
章中關於地域分酯的規定，乃是建立一涸眞正國際珌

書處及達成憲章宗旨的唯一方法。

二． 從祕書長赧告害 ( A/C.5/890 ) 顯然看出爲
了改善目前情況業巳作過重大努力， 惟自該文件表一

所載數字看來 ， 還有許多要做的事。同時亦曾請覆核

薌書處.::r.fF及組織事宜專家委員會從事研究受地域分
肥限制的職類（大會決議案一五五九（十五））， 但根

據該委員會報告書 (A/4776 and Corr.1) 判斷，進展

並不太大。事實上，該委員會對於許多事均未達成協

識， 結果第五委員會現須再度處理同樣的問題。舉例

而言，報告書第四十三段最後兩1司不過是撮述對於目

前情形所作的批評。該委員會旺不對於此種批評是否

妥善表示意見，亦不說明在實施大會有關決議案上已

獲何種進展。

三．第五委員會現須考慮專家們的衝突意見，而

作成結論。阿富汗代表團認爲地域分配原則應繼繚適

用於專門人員職類及專門人員職類以上超過六個月期

閭的所有各種任用 ， 並適用於會所內一般事務人員職

類的一等一般事務人員 （G-5) , 惟爲須具備特殊語文

條件的職位所任用的職員不在此限。但是他不能贊同

毒家委員會在其報告書第五十七段中的見解，即技協

局主席及其所屬職員與特設基金會總經理及其所屬職

員應爲地域分配目的包括在聯合國全部職員之內。他

也不能贊同第五十九段中所說，兒童基金會職員及聯

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辦事處職員仍應不受地域分配

限制。至就國際法院而言，他贊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代表在第八六三次會敵中所表示的意見， 認爲何以國

際法院規約中有關法官的第九條的規定沒有理由不能

適用於書記官處的職員。

四 ． 萬家委員會在其赧告睿第七十二段及第七十

四段中爲較低職類範園（自p...:1至D-1 ， 及會所的 G-5)

提出一個新公式， 不但計及會費的繳納 ， 而且計及其

他三偈因索， 其中之一就是人口。那項公式是不能接

受的，因爲使地域的分配決定於會費及人口一類因索

是違反憲章第二條第一項的，因爲憲章是承認會員國

主權平等的。

五． 就一般而言，阿富汗代表團認爲應該特別注

意到在定期任用的基礎上更爲廣泛地徽聘職員，同

時， 阿富汗代表圓贊同專家委員會在其報告曾第八十

七殿中的一項意見， 即需要產生並實施一項適當的實

習員方案，由官習員簽訂定湖任用兩年至三年的合

同。

六 ． Mr. JAYARATNE （ 錫蘭）說，雖然多數

發言入都認爲癖要更為炭泛地適用地域分配原則， 但

對於那項原則本身的意義及適用的方法則意見極爲紛

歧。有些人根抽憲章第一0一條第三項，強調應求效

率富 才幹及忠誠的最高棵準， 而認爲地域分甬鴟3於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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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考慮。此派認爲祕書處是一個超越國家的公務楓

關，它是獨立的、 公正的，僅負憲章上所規定的責任。

在此種情形之下，地域分配並無重大意義。祕書處國

際性質的確立並非基於不同國民的相互作用，而是基

於職員的專心致志的楠胂以及公正獨立的態度。

七．蘇聯屬於另一反對學派。在蘇聯代表溍來 ，

祕書處應具國際性，而非超越國家，因此國家的觀念

對於珌書處是極爲靈要的。照他看來，珌害處應反映

世界上所有力蠢的秸合，而地域分配應該反映出各國

彼此的地位。依照此種看法，地域分配是一個重要而

且有動力的觀念，足以激勵各國信任聯合國，因爲它

們的合法利盒不致受到損害。它是要採取一致且係眞

正國際性的行動的一個手段，足使祕書處不致被任何

一國或任何一國家集團霸佔，但在一個超越國家的公

務楓關中則可能發生此種霸佔情形。

八． 兩種看法都極有理由， 前者更具遠見，而後

老在目前世界情勢中校爲切合實際。聯合國一方面應

可反映目前的世界情勢，另一方面可轄着一個更爲密

切結合的世界緝織前進。要解決地域代表比例的問題

單使若干國家佔有較多的徽聘限額是不夠的。除非充

分計及有關鉍長處所具性質的基本銜突，任何改變都
是亳無意義的。

九．專家委員會在其報告書第四章中述及的對於

情況的評議未能顧到當前的需要。這不能責怪該委員

會，因爲它受到任務規定的限制，但是，不可否認一

項事實， 例如第四十五段僅列舉憲章的有關規定及大

會決議案而已。將該委員會的工作限制在純粹技術方

面，殊無理由可言；誠如 Mr. Georges-Picot極爲正

確地說過｀＇珌書處的性質的整個問頲乃是溟正的癥結

所在"(A/4776 and Corr.1,第四十九段 ） 。蘇聯專

家的看法（同前，第四十八段）也引起了許多基本問

題。祇是列舉那些意見，而不設法加以處理，那是使

人遺憾的。

－0. 根掉專家委員會在其報告書第七十四段及

第七十五段所提出的新公式，北美及西歐的限額將爲

七一七人，其全部人口是五萬萬五千萬入。世界其餘

部分（包括蘇聯在內）的限額將爲七六六人，其全部人

口是十八寓萬人。爲蘇聯建議的數字等於爲法蘭西及

聯合王國建議的數字的總和。東歐（包括蘇聯在內）的

總數將是二五三人，而業經提及的西歐與北美的總數

則爲七一七人。由此可見，此項公式並未計及七個主

要地區代表比例的通盤地域上的平衡。人口因索誠然

佔據了相當重要性，但是國家主權平等原則則被完全

忽視。新公式的眞正根據是會費比額表。例如，根據

會費，美國的限額爲三四八人，但如根攄人口，則其

限額祇應該是十六人。

一一．如果過分重視會費，便將完全破壞珌害處

的地域分配狀況。此種辦法在憲章上亳無根據，而且

不能配合會員國平等原則。專家委員會所提出的若重

財富的公式徒然使目前反常情況更加惡化。那項辦法

可以確保同樣那些國家繼續支配秘書處，而使埋怨比

例不足的那些國家仍然處於與今日完全相同的地位。

一二． 聯合圖是一個正在發展中的組織，一且裁

軍達成協議，必須爲了維持和平負起更大的責任。會
員國必須確信珌書處當將恪守安全理事會及大會的訓

令。專家委員會爲G-5及G-5以上職等所建議的分配

辦法並不能確保此種結果。

一三．目前所迫切需要的並不是一個楓械公式而

是一項切實的解決辦法。分配的惟一妥當根據乃是會

員國一律平等。任何離開那項原則的辦法祇有在熊夠
確保平衡的地域分配的條件下才可適用。此項問頲應

該加以通盤硏究，同時， 他固不擬提出任何詳細的建
諉，他認爲重視會費因素的程度要少些，重視人口因
索的程度要多些。不應槻械式地適用任何公式，應該

經常注視所獲桔果，以免引起不平衡的現象。美國與

蘇聯在珌書處的代表人數應該相等， 因爲它們是本組

織中的兩備最大的國家。

一四． 專家委員會報告害第二十四段中說， 本組

織的意識形態及文化的雜異對於國際文官制度的觀念

大有妨礙。但是，不一定是如此的。無論如何，祕書

處必然反映目前世界的文化及意識形態的雜異。惟一

問題在， 第一，如何確保適當平衡俾韶書盧可以激發

一致的信念，第二，如何確保利用職員文化上及意識
形態上的不同背景而使他們的效率因之更爲增高。爲

解決那兩項問題的第一項問題，可以妥予適用地域分

配原則，爲解決第二項問題，可以儘可能實行憲章第

一百條。

一五．第一個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是：祕書處究

竟應該是一個國際公務楓關， 或一個超越國家的公務

楓關，或兩者的混合。有三個主要條件：第一，職員

須具效率、才幹及忠誠的最高標準，第二，徵聘須根

據地域分配原則， 第三，必須充分實行第一百條。正

像蘇聯代表所說，效率、 才幹及忠誠並非任一國家集
團所特有的；但是更爲重要的一個考慮是，如果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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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徵聘的職員過多一一儘管他們個人具備條件－一一整

個鉍害處的效率、才幹及忠誠將受到損害。棕準問題

與地域分配問頲密切關聯，而地域分配問題與憲章第

一百條的規定是有關聯的。美國代表曾在第八七0次

會議說過，憲章爲徽聘釐訂的原則之一是放在另一原

則的後面的。但此種陳述是遙無意義的 ， 因爲憲章是

爲了聯合國的利盆，即使其中未提到過地域分配－一－

事寶上並非如此－~但爲配合目前的世界與情起見勢

須顧及此禁。

一六．專家委員會鞦告書雖未解決地域分配問

題，但對此項問頲略有改進，那是錫蘭代表團所感覺

欣慰的， 但是爲了要逐漸演進成一個平衡的結構，而

使釉害處再度具有它所需要的一項蜇要因素，即所有

國家的信任，那就必須徹底庭理此項問題。

一七． M-r. MAURTUA （祿魯）說， 鉍魯代表
團大體上同意澳大利亞及美國代表所發表的意見， 雖

然它願意接受可能提出的任何其他具體建議。地域分

配問題在使國際秕會的所有部分都能參加聯合國的工

作 ， 所有會員國都有檣在聯合國的行政及執行楓關中

出力合作。但是不能把地域分配原則作爲藉口，而改

變祕書處的性質，使祕書處中職員的比例具有政治上

或意識形態上的意殺。那樣便將損害祕害處的穡威及

公正。

一八．珌害處的最靈要的條件是獨立； 惟一需要

顧到的是國際利盒與憲章的宗旨及原則。惟有獨立的

鉍害處才能向會員國保證， 聯合國對於向聯合國所

提出、 瘟接或間接影嚮任一國或國家集圍利盆的任何

銜突或問題必可採取公正的行動；惟有一羣具有才幹

的職員才可確保聯合國執行楓關的訓令必可妥子實

行。倘無此種保噩， 聯合國怎樣能夠確切增進和平大

業呢？

一九． 憲章固然承認必須儘可能在廄泛的地域基

礎上徵聘職員，同時亦曾規定達成職員平衡狀況的其

他標準。例如， 國際法院規約中關於任命法官的條文

便規定了須具高度技術上及品格上的資格， 並須砥能

代表世界各大文化及各主要法系。那些標準係華於國

家平等原則。惟憲章並未確定以此項原則爲選擇祕害

處職員的決定性因索。第一0－悚規定應以求達效

率、 才幹及忠誠之最高標準爲首要考慮；地域分配係

屬次要。秘書處的緇驗昭示，邋牽涉到其他因索， 諸

錙會員國能否提供侯選人情形，以及在某些場合下

須具備特殊技1耜史專業資格等。

二o . 再說， 珌害處本身是一個法人 ， 因爲它是

聯合國的榻關之一， 因此具有若干橢利及義務。若干

代表團顯欲剝奪祕書瘟此項地位，而經由適用過分限

制性標準的方式削弱它的檣力。此種態度顯然是不能

接受的。

二一． 公勻地域分配原則，適用於f明書處，所包

含的意義是， 所有會員國國民應有受犀的平等楓會 ，

惟須受憲章第一百條及第一百零一條所規定的條件的

限制 ， 並須受實際上爲筧致具有才幹的職員必須適用

的條件的限制。有人或許要問， 如果職員的任用有時

須受某種條件的限制一一諸如須具備技術或專業的資

恪，各國能否提供適當入選情形及侯選人願否接受雇

用條件情形等一一則如何確保公勻地域分配餌？ 祕魯

代表團認爲應依照各國政府提供合格人員的能力及國

際公務楓關的要求逐漸達成此種分配。倘爲地域分lie.

採用嚴格的公式， 則可能使珌害處計及政治的及其他

因素。目前的情況誠然不能令人満意，必須經由一項

妥予計及會員國利盆及圍際公務楓關之要求的制度加

以改善。惟須了解的是，聯合國經常朝着會籍普及的

方向進展， 在尙未達到那個目楔以前， 地域分配的不

平等情形可能繼續存在下去。優先改善所佔比例不足

國家的地位是完全正確的， 而且在此方面已獲得某種

進展。同時亦曾爲訓練來自缺乏合格人員各國的新職

員列有款項。但是， 應該注意的是，願服務於國際楓

關的念願並不是舉世一致的，因此，詞整的過程可能

是緩慢的。

二二． 不管爲地域分配採用什麼公式， 像鶿聯代

表那樣僅根據職員屬於若于國家或國家集匪的國籍而

攻擊目前分配情況是沒有積極作用的。在他着來， 最

好的公式是將現行辦法與新辦法妥予配合，使認害處

能享受聯合國所有會員國積極參加的利惑。

二三． Mr. SMITHERS （ 聯合王國 ） 說， 和蘇

聯代表在第八七O次會議中所說恰恰相反 ， 聯合王國

認爲如果任何國家集團的利盆被忽咯，聯合國的價值

會受損害。他希望他在第八五二次會議已闡明了他的

立場， 當時他說過，蘇維埃集團祗是國際社會中的少

數份子， 它的意見是值得尊重的， 但它不能強迫多數

會員國接受它所愛好的政治結構。

二四 ． Mr . EL-MESSIRI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說，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圈認爲， 對於憲章第一0

一條， 大會已在過去十五年中通過的決誤案以及關於

地域分配情況與爲地域分酯確定限額二事所提的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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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告書中作過明確的解釋。祇然已有新的解釋提出，

他願關明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團對此事的立場。

二五．固然美國代表曾在第八七0次會議中正確

地強調過，須以求達效率、才幹及忠誠的最高標準爲

首要考慮，他亦曾說過，憲章上關於地域分配的要求

是放在才幹及效率的要求後面的。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代表團要想知道實際上應該如何適用此種原則。例

如， 是不是效率、才幹及忠誠的要求僅適用於珌書處

中的高級職位，而地域分配則僅適用於職等較低的位

置呢？或是按照泌書處職位爲合格職員規定一個百分

數，爲不合格職員規定一個百分數呢？睇書麻是不是

每年爲每一類職員提出名單呢？實際上1艮難使任一標

準處於優先地位。相反地，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團

認爲第一0一條第三項的兩句互爲表裏，具有同等重

要程度。再則， 該段中既有兩句· 決不能單獨考慮第

一句。因此，徵聘職員應基於效率、才幹及忠誠的最

高標準， 並應依照爲確保會員國公勻地域分配起見所

確定的限額。

二六．美國代表並曾說過，徵聘職員是憲章下珌

書長所負的責任，而委員會所討論的廄泛問題乃是在

故祕書長任內所探措施引起的。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

表團完全同意此種看法，並認爲故珌害長在委員會據

有的文件 (A/C.5/890) 中所表示的意見應極受重現，

因爲此項意見反映祕書處行政八年的經驗。美國代表

曾建議委員會不就此事採取行動， 俾新任珌害長有時

間形成他自己的看法。他願知道美國代表希望延緩多

久始採取行動。如果是延緩至第十七屆會的話， 委員

會到那時可能仍處於同樣情形，勢須再延緩至第十八

屆會，甚至第十九屆會。但是，顯然問題迫切，勢須

早日解決。

二七． Mr. HASSAN (伊拉克）說，對於珌書
處職員地域分配問題現已到立刻採取徹底行動的時侯

了，因爲不但須使若干會員國感覺滿意，而且事關珌

書處本身的效率、 才幹及忠誠。能使韶害處繼續生存

下去，從而使聯合國本身繼續生存下去的就靠那些品

質。伊拉克代表團並不低估珌書處爲補救此項情況所

作的努力，但是認爲祇有許多會員國表示不満，就應

該採取迅速的，而非漸進的，措施。

二八．目前的問題係由於在創立聯合國時是按照

大小、繁榮或文明程度來判斷國家的。在那種情形之

下，造成一種看法，認爲最好自先進國家徵聘職員，俾

可確保效率及才幹的最高標準，因此，便造成本組織及

其祕書處受若干大國支配的局面。那種觀念現已不合

時宜。過去的殖民地已成爲自主國家，派遣代表參加

聯合國，與其他國家站在平等的立場。它們都有本身

的文化，其中任何國家都不能認爲次於另一國家。伊

拉克代表團認爲韶書處的組合應該反映各種文化的一

個混合， 俾可確保可能範圍內最高程度的效率，及對

於每一區域（如非每一會員國）之需要及情況的了解。

二九．認書處職員目前的地域分配，尤以高級職

等爲然， 就中東國家及新獨立國家而言，顯有缺陷。

改善分配情況對於緩和當前國際緊張局面必然大有荒

助，因此，所採補救措施那樣有限，殊屬不幸。尹拉

克代表團決不同意下一說法，即認爲適用公勻地域分

配原則勢將造成韶害處職員發生歸順本國的現象。在

伊拉克代表團溍來，適用那項原則可以確保一個演正

的國際韶書處， 不受任何特殊文化的支配。

三O．他不贊同＂合宜員額限度＂制度，亦不認爲

把各國繳納的會費作爲員顓分配公式中的一個因素是

妥當的。接受後一因素便等於接受加權的比例制度，

那是違反憲章的。擬議的人口因索同樣是危險的，因

爲那個因素會使若干國家或文化佔優勢。

三一． 伊拉克代表團雖然反對計及人口及會費的

因索，但贊同專家委員會在其報告書 (A/4776 and 

Corr_.1) 第七十四段中所建議公式中的項目的次序 。

按照區域把國家分類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每一區域中

須妥予計及自每一會員國徽聘的職員的數目及等級。

伊拉克代表團對於此項報告書感異欣慰，認爲其中提

出了解決目前問題的惟一切實的方法。它贊同公勻地

域分配原則適用於該報告書第五十四段中列舉的所有

各類職員。關於每一會員國最低限度應有兩個職員之

讖 （同前， 第七十五段 （i)）， 此數是不夠的，在此數

與委內瑞拉代表以前所建議的十人之數之間求一折衷

數字可能較爲實際。

三二． 伊拉克代表囷希望不久即可提出一項可爲

所有代表團接受的折衷決議草案。

三三． Mr. ZEPOS （希臘）歡迎美國代表團的建

議即委員會等待新任珌書長有楓會檢討祕書處職員地

域分配問題的各方面以後再對該項問題採取行勁。由

於珌書處及其行政首長的任務問題所引起的爭論，認

書處爲求圓滿解決上述問頲所作的努力很難獲得重大

進展。幸而不久即有任命一位新珌書長的可能，委員

會至少可以做的事是，讓他有楓會就徵聘應循的措施

作成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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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徵聘職員時固應在可能範圍內充分注意地

域上的普及，但是，正像憲章上所說，應以求達效

率、才幹及忠誠的最高標準爲首要考慮。珌害處是以
一備獨立公正的楓關的地位，來執行職務，而且祇是

爲了本組織的利盆，這乃是聯合國組織上的一個基本
因素。關於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所提出的，憲章第

一0一條第三項的實際實施問題，希臘代表團認爲，

在任何特殊徵聘情況時，倘揆諸效率、才幹及忠誠三

項標準，侯選人同標合格，則應從中選擇符合公勻地

域分配原則的侯選人。

三五．大會爲實行公勻地域分配原則可能通過的
任何規則必須詆應作爲一種指示，而且適用時必須富

於伸縮。希臘代表團不能接受主張珌害處應該包括構

成三個政治集團的各國國民相等人數之議。專家委員

會提出的新公式可能促成一項爲各方所接受的解決辦

法， 特別是如果計及憲章第八條的規定， 如果爲了地

域分配把專家委員會報告書第五十七段述及的員颜及

G-5 職等的職員兩者包括在全部職員之內成爲繼繚審

議的對象的話。

三六． 任何爲了解決問題的徹底措施都可能對職

員的工作情緒引起不良的作用，而使預算的費用增

加。顯然爲計及憲章的要求已作過一番眞正的努力，

而且故i必書長已竭盡所能使東歐國家在祕書處中獲有

適當數目的職位。他可以斷言，在比例不足國家的合

作之下，那些國家在合理期間必可在珌書處中獲得適

當的比例。他很高興，對於故珌書長曾致力向最近參

加本緝織各國積極進行徵聘一事，並未有人表示過懐

疑。希臘代表團亦與對於秘書處執行工作的態度表示

欣慰的那些代表團具有同樣的感覺。

三七． Mr. MACHOWSKI（波蘭）說，他保留

日後對澳大利亞及美國代表在第八七O次會議所作攻

擊提出答辯的權利。他擬在他對於人事問題的一般陳

述中行使那項權利。

三八． Mr.KLAT（黎巴墩）說，對於秘害處現有

組合所作的批評主要係攻擊所謂效率、才幹及忠誠的

最高頵準不能在所有國家找到的那種說法。事實當然

不是如此，因爲適合接受私書處任命的人士須在所有

各國的國民中物色。由此可見，這祇是一個選擇的問
題。黎巴嫩代表團認爲改善目前地域分配情況最好經

由漸進階段逹成。因此，他大體上贊同專家委員會的

提案。任何通過的決議案不應對新菘書長有拘束力量，

因爲他在憲章之下負有徵聘聯合國人員的全部責任。

三九． Mr. KLUTZNICK （美利堅合衆國）答

覆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說，他承認第一百零一條第

三項中提及的兩項標準均係憲章的規定，但是， 照該

項措辭看來，效率、才幹及忠誠的標準在實行上應較

公勻地域分配的標準處於優先地位。如果要他依照憲

章那項規定自來自不同國家的， 具在相同的效率、才

幹及忠誠的侯選人六名中作一重要任命，他所選撣的
候選人將是來自在珌書處中未佔有比例或比例不足的

圈家。但如爲應付迫切需要，緊急委派人員時，倘在未

佔有比例或比例不足國家不能找到合格侯選人之際，

他便將槀不猶豫地任命一位來自其他國家的國民。那

種決定是不易作成的，但那是秘書長責任的一部份。

四o. 他之所以建議大會不妨就地域分配問題延

緩採取行動，祇是由於他認爲讓即將上任的秘書長有

考慮整個問題的槻會是一種通常的禮魏。在第十六屆

會或以後的屆會通過一項決議案是沒有區別的。他預

料私害長會立刻開始採取行動，不管是否有一項決議

案存在。他認爲最好讓秘書長去決定大會何時給予他

指示是對他最有幫助。

議程璸目五十六

委派大會各輔助機關人員以實懸缺（綠
前）＊：

(C) 審計委員會(A/4826, A/C.5/L.682) 

Mr. Hasrat（阿富汗）及 Mr. Willoch （祠成）

息主席訝，仕撿票頁。

皋行無記名投票。

選票．總麩：

賡票：

有或票鈥：

荼操：

參如坻票＾鈥：

法定多鈥：

所羽票鈥：

5O5237 7773 

荷蘭．,.. . .. .....······························….42 
捷克斯拉夫．．．．．．．．．．．．．．．． ． ．．．．．．．············31
行閑審計＊既法定多募，委員令矣達試委派若閑

審計＊企審計委員令委員，任期三年，白一汜*.::.年

上·月一 a 開始。

午拔一吋十分散令

． 繽第八六一次會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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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七二次會議

一沁六一年十一月六日星翔一午投三呤臼十分暴紛

主麻：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項目六十四

人事問題（＇玲前）：

(a) 移書處職員地域分配問題 (A/4776

and Corr.I,第四章； A/4794, 第三
十一段至第四十段」 A/4901, Al 

C.5/890）（靖前）；

(b) 定期任用職員所佔比例問題 (Al

C.5/891）（靖前）

一． Mr. KESZTHELYI （ 匈牙利 ） 對於秘書處

職員地域分配的缺陷在過去十五年中竟不能得到彌

補， 殊惑遺憾。他特別對於東歐國家在這個聯合國楓
關中還沒有足夠的代表權一熙，感到遺憾。鑒於美國

及其他代表團發表的蔗明不但顯然要看輳地域分配的

原則， 而且還要證明才幹｀ 效率』 與忠誠的條件比確保

適當地域分配的需要更爲靈要， 所以大家要在委員會

中爲地域分配原則作辯譏簡瘟已變成必要的事。這不
但誤解憲章而且不能解決任何因秘害處現有緝合而造

成的問題。要祕書處在可能鏑圍內儘量於普及地域基

礎上徵聘職員乃是爲了聯合國的本身利盒， 而並不是

爲了它的會員國的利盒。唯有職員的分配確實均衡 ，

＊嶧才能博得爲完成它的工作所必要的信心。

二． 世界上存在着三個國家集團乃是一項活生生

的事實， 不但應予承認，而且還應反映在珌書處的組

令和個性上， 倘若秘書處要博得三個集團的信心。目

前秘書處既沒有這樣做，無怪乎秘書處工作及組織審

査專家委員會已注意到現有職員地域分配的不均與不

公現象。

三． 文件 A/C.5/890 第九表顯示出居祕書處高

職等與決策層的美國人的人數與他國相較有失均衡。

該表顯示美國在決策層的職員有二十二名， 而居此職

位的非、 亞、 拉丁美洲及中東國民總共合起來也紙有

二十四名。將從一等一般事務人員到副祕書長的職級

都弈在內， 列爲東歐地區的九個國家的職員總共才有

-o七位， 而光在一等一般事務人員及更高職位的美

國人便有六十六名。不但如此， 第三表還顯示所有在
一九六0年九月一日至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期誾

任用的職業性職員， 半數係爲西方軍事同盟締盟國的

國民， 在同期間中沒有一個『士會主義國家的國民被任

用。派往剛果的職員名單上，亦沒有肚會主義國家的

國民。因此聯合國的工作並不能眞正稱爲具有國際佳

的工作。

四． 美國代表向第八七0次會議表示說，匈牙利

已有適當數目的國民在祕害處任職。 可是， 文件Al

C.5/890 第一表所載的五位匈牙利籍職員中， 有兩位

是在匈牙利尙未成爲聯合國會員國時即已被任用，而

且從來就不曾爲他們的任用問題和匈牙利政府磋商

過。匈牙利代表團拒絕接受秘書處憑它自已的主意決

定將某些職員列在某一會員國名額下的現行慣例， 尤

其是在躥員本身國籍一一如他所說的情形一樣一一－顯
有問題的時侯。

五． 認書覓工作及緝織審査專家委員會雖確認情

形嚴重， 卻並未提出一項夠徹底的補救辦法。匈牙利

代表團贊成文件 A/4776 and Corr.1, 第四十八段 、
第五十六段、 第六十九段及第九十段所載的專家委員

會蘇聯籍委員發表的意見，並希望它們會得到應有的

考慮。

六． Mr. MORRIS （ 賴比瑞亞 ） 說， 世界上有一

借地區一一南冰洲一一儘管並沒有居民， 儘管並未在

聯合國享有地域的、 意識形態的、 或其他的代表權 ，

但卻享有和平而爲國際合作成功的場所。委員會可從

此項事實得一敎訓。

七． 賴比瑞亞代表團贊成專家委員會的意見， 認

爲祕書處職員應有較廣的地域分配，而且它特別認爲

遇有楓會，便應考慮非洲區域的合格人選。不過，賴

比瑞亞認爲與其靠瘤不恰當的堅持爲它本國國民在聯

合國各穢關謀安插，反不如參與滋長中的聯合國的發

展工作以達成和平目標爲佳。

八． 以前有人指搖說另一組織即倒霉的國際聯合

會曾爲幾個列強霸佔， 可是目前爭論的領導者之中卻

有屬於以往並不間事的各洲的國家在內。賴比瑞亞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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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不爲了珌書處的地域分配問頲加入作多多少少算是

合法的吶喊，而要根據效率、 才幹、與忠誠三項標準
推薦它的應徵人選，來擔任由他們擔任最爲有盒的任

何職位。

九目前的激辯並不會發生進一步的作用， 因此

最聰明的辦法莫如懿由代理珌書長自由採取他所認爲

適當的決定。

-o. 係藤先生（日本） 說，目前聯合國最急
急乎需要的乃是信心， 而在代理韶書長最近宜菩就職

時，對這位聯合國新行政首長抱有信心與希望的許多
表示已使他留下了特別的印象。他深信代理珌書長不

但詔識目前委員會所討論的問題， 而且還知道如何處

理它。委員會不應當因爲鉍書處過去未能達成完全公

平的地域分配， 便埋怨， 而應當寄望於將來繼續不斷

的進展，並讓代理珌書長有充分的裁決， 以幫助他達

成任務。 日本代表圀歡迎本此精胂提出的決議草案。

-. Mr. RYBAR （捷克斯拉夫 ）說，儘管大

會已對珌害處職員地域分配問頲採取行動，由於韶書

處不願採取斷然和有效的措施以解決此項問題，情形

仍然不佳。

一二． 捷克斯拉夫代表團以前早就提到美國在珌

書處中仍有霸佔勢力的事情。倘若聯合國要成爲一個

眞正國際緋織． 珌書處不僅應在名義上且應在事實上

成爲一俑國際楓關．本緝織會員國的日增祇有加緊了

這個問題的迫切性。

一三． 依照文件 A/C.5/ 890 第六表所載， 韶書

處受地域分配的職位中，有百分之七十五係由美國及

其盟國的國民擔任，百分之十七係由中立國國民擔
任， 而由社會主義國家國民擔任的，卻祇有百分之八

而已。況且專家委員會業已確認職員的地域分配不但

不均， 且亦不公。

一四．衹不爲改善社會主義國家在珌書處的代表

權採取特別措施， 又不讓此等國家的國民參加安全理

事會及大會決議設立的政治特派團。在聯合國派往發

展落後國家的技衍協助專家方面亦發生了類似的情

形。截至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爲止，六一二位專家

中竟有五二三位是聘自西方軍事集團成員國的國家 ，

而聘自社會主義集團的國家者卻祇有十一位而已。從

文件A/C.5/890第三表中便可窺知， 爲改善此項情形

而採取的措施殊嫌不足。該文件顯示，過去一年中絕

大多數的新職員係聘自西方國家。觀乎文件 A/C.5/

890 第十七段的表格，該年度在多向中立及社會主義
國家徽聘職員方面的進展也詆可以說是並不充分。

一五．專家委員會已在它的報告書的第四十二段

至第九十三段中提出了若干建議。此等建議如果實施

了，便會對情形作有限度的改善。依照該委員會在它

的報告書的第七十五段中所提的辦法，會費的多少仍

然是一個具有決定性的準則。他認爲專家委員會在該

段內所提的提案， 即殊無正當理由，該項提案係主張

人口在一億五千萬以上的會員國每遇人口超出三千萬

人便祇加派職員一人。捷克斯拉夫代表囷遠是認爲少

就會費數目加權爲佳，因爲以財力作爲分攤職位的根

據，在道義上自不能爲絕大多數會員國所接受。

一六 ． 專家委員會的提案倘被採納，其所造成的

改變並無多少意義，因為並不會更改珌書盧偏重一邊

的親西性質。不但如此， 其所主張的決定分配額的新

辦法也並未履行大會決議案一五五九 （ 十五 ） 應計及

各侗職位的相關重要性的條件。捷克斯拉夫代表團認

爲薪給頷倒是用來決定職位相關重要性的係數之一。

一七．鑒於所提各提案具有不能使人満意的性

質， 捷克斯拉夫代表團認爲配額的問題應由一備由每

地區代表一人合組的專設委員會，來作進一步的研

究，由它向第十七屆大會提出建議。在對這個問題作

最後解決以前，不妨將專家委員會所提的配額制度稍

加修改， 暫予採用。

一八．至就應受地域分配的職類而言， 捷克斯拉

夫代表團認爲不但技協局與特別基金的職員 ， 即連國

際法院、 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辦事處與兒童基金

會的職員，以及由聯合國聘用的顧問與專家， 均應包

括在地域分配的體系中。

一九． 改善原陷害處職員地域分配一事與定期任用

職員的比額問題有密切的關係。泌書處多數職員持有

永久合同一事不但妨礙達成迅速改善的努力， 且亦便

利了西方延長對祕書處的要不得的搖制。論原則， 受

地域分配的職位應一直由有定期合同的職員擔任，並

應儘量減低有永久合同的職員的比額。副祕書長與主

任級的永久合同應該完全取消。

二o . 不但有永久合同的職員比額應該降低， 並

停向已在珌書處有超額代表摧的國家聘用職員， 且應

以所有的缺位給予代表權不足的會員國國民。爲求在

可能範圍內獲得最多名的缺位起見， 凡屆退休年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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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便應去職，虛設的以及不必要的職位應該取消，

至於眞正必要的職位則應完全給予代表權不足國家的

國民。除了擬定一項改善認書處職員地域分配的兩年

計劃之外，還應當就其實施情形每隔三月提出進度報

告一次。

二一．有些代表團隱示， 韶書處如要效率、才幹

及忠誠， 便不能完全實施公平地域分配的條件，捷克

斯拉夫代表團卻不以爲然。相信在派定了代理珌書長

之後，韶書處便會採取改善職員地域分配的特別行動。

二二． Mr. ARRAIZ ( 委內瑞拉 ） 追述說， 委內

瑞拉代表團曾經建議每一會員國的國民至少應該在韶

書處內擔任十備職位。有一位代表擔憂也許有若干國

家並沒有足夠的合格應徵人選。有幾位發言人亦曾認

爲在委派鉍害處職員時珌書長可能有面臨在資格與地

域分配原則之間作一抉擇的必要。委內瑞拉代表團認

爲此等顧慮或想法並無根據。即使在人口最少的會員

國內亦一定可以找得到十位具備憲章所規定的資格的

國民。同標的，祕書長決不會遺遇到所說的困難，因

爲在任一國家或地區內一崮可以找到具有必要的效

率、 才幹、與忠誠、 的應徵人選。委內瑞拉代表囷和

緬甸、 錫閹、 印度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一樣，認爲憲

章第三段第一0一條所載的兩項條件不但地位相等、

相輔相成且亦同屬必要。有幾方面似乎存有懷疑，以

爲甲區或甲國就不像乙區或乙國那樣經常找得到具有

效率、 才幹與忠誠的人選。此種懷疑簡瘟就是偏見。

此種態度便是當初導成珌書處地域不均的因素之一 。

它的影響力仍然表現在目前爲解決此項問題而用的致

病醫病的辦法中。

二三．委內瑞拉代表團不但已經抗議過，而且還

要繼繽抗議那種所謂從某些地區徽聘職員可以比校快

些的說法。那種觀念乃是以前有一些人統治另外一些

人的時候的陳跡，現在那些日子現已成爲史蹟了。委

員會不但應當駁斥此等意見， 而且還應當就它們所造

成的情勢謀補救。憲章第一0一條說，珌書長應該依
照大會所定規章徵聘職員。委員會應着手擬定此等規

章。新任代理祕書長面臨了許多嚴重問頲，再將依照

憲章應由大會負責解決的行政與技衍問題加重他的負

荷就有欠公道。

二四． Mr. VERRET （海地）說， 徵聘職員時光

要求效率｀才幹與忠誠等最高標準，決不能達臻秘書

處職位的公平分配。效率可以客觀加以評斷， 因此還

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準則， 惟獨忠誠祇涉及主觀的道德

批判， 又不能用鹽格檢驗或就業考試來測定，因此就

不能客觀加以評斷。假使發現一備職員缺乏忠誠， 是

可以把他解職的，但是一個職員是否忠誠卻要等到他

就聘之後才可以斷定。

二五．要達成公平分配就得要向所有國家徽聘幹

練人士， 而且假使要職員不覺得身處異邦而孤單， 事

實上每一會員國就必須要有好幾位職員。倘若他們能

夠得到從他們本國來的其他人士的了解， 他們的工作

成繽就會更妤。

二六． 地域分配並不是一項良好的解決辦法。地

域並不一定隱示在地域內生活的人們的利害與期望均

屬相同， 歐洲的展史便是它的佐證。在西牛琮上，海

地已經有着太多的理由知這它的期望始終未爲它的鄰

居所諒解， 儘管他們是同一地域的居民。甚至連第一

次美洲國家會議都藉口如果海地出席或會使某些其他

國家爲難，致未邀海地出席。

二七． 唯一的正當途徑便是顧到每一會員國的面

秸與人口 ， 確保秘書處所有各部門及所有各階層的職

位均由所有會員國國民分擔。效率與忠誠標準高的人

在每一備國家都可以找得到一一即使在有幾個最不受

歡迎的國家亦可以找得到一一而聯合國決不能容忍所

詡甲種族優於乙種族的說法。菘害處不應當變成少數

特權人士的禁黌。他希望新秘書長在徵聘方面能本着

更公平的遙礎，因而恪守憲章的猜胂， 以改善職員的

地域分配。

二八． Mr. MENDEZ （ 菲律賓）對於地域分配

整個問題依照菲律蜜代表團幾年前的蟬議已由專家委

員會加以檢討並且已有某些補救辦法提出表示滿意。

菲律賓代表團贊成專家委員會在它的報告書第五十七

段中所提的建議即應將技術協助局與特別基金的職員

算在按照地域分配的所有職員總數內， 而且它認爲兒

童基金會的職員也應該包括在內， 因爲實際說來， 他

們和聯合國職員並無區別，何況事實上依法還受職員

服務條例的約束，特別是第四條第二項，那是實施憲

章有關地域分配規定的條例。雖然非律賓代表團認爲

鏖際法院的職員以及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辦事處

的職員，就適用地域分肥原則而言， 並不應當算是秘

書處的職員 ， 此種態度卻並不隱示他們自己的任用當

局不應該適用此項原則。

二九． 專家委員會業已完成了一項有價值的工

作， 即在會費的係數之外還建議決定每一會員國在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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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處應有多少職位的共他準則。但更應重謨會員國主

權平等的原則。菲律賓代表團因此認爲專家委員會多

數委員所提議的每一會員國至少應有兩個職位的數目

殊嫌過少，五個或六個倒是校爲相宜的初步數目，最

後的目的乃是要所有會員國在所有的薪級上均有平等

的代表權。 但憲章並無任何條欬足以佐誼專家委員會
所建議的人口係數是合理的， 即和作爲攤派職位根據
的會費係藪棋校亦並不更爲合理。

三o . 菲律賓代表團對於專家委員會所給的在職

人員或會因比提案而受到不利影懟的暗示感到相當膈

叨， 因此不能同意任何足以封閉改善高紱職位分配門

徑－亦就是來自代表檣不足會員隔的職員所應得到

的正常音級－＿卡勺提案。爲了要便利立即解決此項問

題的特殊目的起見，寧可增設新職位。依照財務主任

向第八六九次會議墜明的話，堅持要將秘耆處保持在

一個和它工作噩相較並不切合實際的水平上便是假的

掩節，因爲由於此種堅持的結果對於發展各國有利的

方案便會因校迪切的政治問題而被犧牲。菲律賓代表

團希望秘書處不久便會提出補救人力不足的明確提

案。

三一． 他歡迎專家委員會所提設置練習員職位的

建議， 此等職位的經費由技術協助華金鏘給似颳完全

恰當。

三二．有一個問題，專家委員會並未注意到，那

便是保持職員木國特熙與見地的問題一一亦是保持私

書處廛際性的一個重大因索。菲律賓代表團認爲每五

年便應給予職員在他們本國服務一、 兩年的外加任

務。皝然不能爲所有職員找到足夠的本國服務工作，

自不妨建立一項不支全薪的特假制度， 俾使全體職員

皆有楓會。菲律賓代表團歡迎一個規定類似此等辦法

的提案。

三三． 菲律賓代表團對於地域分配原則有時竟在

辯論中演變成一項意識形態問頲，深覺遺憾，這樣下

去日久將使秘書處自身分裂而終於導致本緝織的崩

潰。因此，還不如將聯合國建立在所有人類的共同理

想上，既不會，亦不應該，是一伺超政府的組織，又

可代表各會員國政府對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一致利盒。

三四．菲律賓代表團將於目前秘書麻大體尙能一
本公道與正義分配職位殊表満意， 因此，它竭力反對

有危害常任職員安全之虞的任何建議，因爲秘害處的

忠誠職員的前途杲受摧殘，當是不幸的事。

三五． Mr. GANEM （法蘭西）囘想到， 憲章起

草人已在第一0一條第三段的第一句與第二句之間作

了極清楚的區別。不過法躪西代表團始終認爲效率｀

才幹、 忠誠等最高標準並不和在炭大地域基礎上微聘

職員一事相牴觸。目前秘杏處職員地域分記不均既颳

無可否認的事實，就應當仔細研究造成此種事態的原

因。

三六． 改善現狀的主要障礙之一便是秘書處的日

盆具有專門性。以前秘書處所有各部門歡迎所有受過

良好敎育而具備鋙文知識的人士參加，但是現在卻不

復如此。例如經濟及肚會事務部現爲推行它的極端專

門性的方案起見，便需要經濟發展與有關方面的專

家。聯合國會所及區域經濟委員會的統計部門不但需

要受過訓練的統計學家而且遞需要經濟統計或人口統

計及肚會統計專家，迢些專家就難以找到。爲了要替

非洲經濟委員會尋求非籍統計專家就曾下過功夫，但

是非籍紘計專家爲數甚少。即使有那樣的人，他們的

政府亦不肯議他們他就，因爲他們本國就霈要他們。

曾有一位東歐國家區民接受新聞部的一個童要職位，

但就職不久卻就辭職。因此途向法國政府接洽，由它

派來一位非常幹練的專家， 迢對法國政府而言自屬不

甚方便。所以任用法國人並不是因爲法國政府要迢樣

做，而是因爲需要他所具的特殊才幹。倘若聯合國創

辦一個太空楓關亦會發生同梯的情形。首先就聘的一
定是來自此方面的先進國家：美利堅合衆國及蘇聯 ，

而在亞洲， 歐洲、及拉丁美洲等其他國家亦能派出幾

位它們僅有的專家以前，地域分配情形自無法使人満

意。

三七．他不知這是否可能侈正目前秘書處重要職

位的徵聘制度， 以依照現行制度， 僅請各國政府保闕

人選。他認爲競爭考試制度雖難以籌辦，且有並非不

可克服的困難，但本身不失爲健全的制度。國際勞工

緋織已經採用此項制度，大致說來， 成敍滿意。

三八．雖然园際勞工組織已在它向東歐國家徽聘

職員的嘗試中這過到特殊困難－一一如國際勞工局總

幹事向第四十五屆國際勞工會議第三十次會議所承認

的－~他認爲珌書長或願考慮由聯合國採行類似制度

的可能性。誠然，競爭考試的制度對於東歐各國並不

起號召作用，可是他認爲仍有它們接受的希望存在。

它們的和平共存政策應該使它們考慮此項考試制度，

而況它們的國民一定能在此等考試中考得很好。例如

他們在科學方面的才幹不但已爲衆所迴知，且經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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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著名科學家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五日的紐約诗報

上公鬨承認。

三九． 改善地域分配的另一阻力可能便是目前祇

由秘書長一人任用職員的制度。國際勞工組識所用的

制度或許亦對聯合國適用，即由總幹事與理事院的官

員磋商之後委派高級職員。本組織紙有兩個靈要的理

事會，程序當然就更爲複雜，不過它卻並不一定就不

合理想。

四o. 曾有一件提案主張將目前短期任用職員的

現行百分率自百分之二十增至百分之二十五。他對於

後一數字並無重大反對，不過異得這個數字已接近危

險的程度。假使短期合同比例變成太大，它便會危及

聯合國私書處應爲一眞正國際楓關， 其職員不受所有

一連同他自己的一一政府的霸絆的信念。倘若職員

替秘書處服務幾年以後便囘到本國去，他們便沒有時

間或興趣去求獲溟正的國際觀念，因爲他們知道反正

不久他們即將囘到本國去工作。國際勞工局總幹事爲

了東歐國家的事情業向上述會毆提到了此項危險。

四一．任何地域分配現狀的更改必須計及現有職

員的胝得壠利。他確信所有代表團都對釩立現有的秘

害處並使本組織能夠生存的人們表示感激。甚至連蘇

聯都有理由對語文處使俄文幾乎成爲聯合國工作語文

的非蘇聯籍的俄人表示感謝。蘇聯現已培義出它自己
的幹練傳譯員，但是對於在本組鏃開創時首先來搪任

此項工作的人卻是不能忘恩的。資深而忠於職守的聊
合國公僕竟會突然發覺他們的合同已告終了，殊屬不

可想像。

四二． 反對地域代表權的有一個理由便是難於規
定此等地域的疆界。例如秘書處及蘇聯均不將南斯拉

夫包括在東歐內，儘管在地理上它當然不是西歐的一

部份。倘若把它包括在東歐內一一它本應當如此＿
東歐國民所擔任的高級職位數目就並不像蘇聯所揚言

的僅有一涸，而是有三個。

四三．委員會務必為地域分配決定一個健全的基

礎。會費也罷，人口也罷，單獨也好，合併一起也

好，均不能被認爲是完全令人満意的母礎。採用的辦

法必須要有伸縮性而且在運用上要楓智並具有了解。

例如倘若因爲新秘書長是緬甸人，本瓿織便應將另一

位在曼谷澹任重要職位，工作卓越的緬甸人免職，那

就不幸之至，不過這種情形準會發生的，倘若採行嚴

格辦法的話。在新菘杏長代理的十五個月中必須讓他

有充分選擇的自由，俾使他可想出他的辦法來。他可

能會犯錯誤一—則果的經驗繚明即使最好的人到了一

個陌生的局面也並不會老是做得好的一一但是總比一

聘始便約束他來得好。

四四．最後他建議各國玫府單就才學經驗，不論
任何其他條件遴選人邃，向珌害長推薦，這乃是幫助

秘書長執行其任務的最好方法。

四五． Mr. VELA （厄瓜多）說，厄瓜多代表團

對於秘書長遵照大會決議案一五五九（十五）爲改善

地域分hE而作的進展，殊表欣慰。此項任務不但不容
易，且亦不能立即達成效果；因北厄瓜多代表團促請
秘書處再作進一步的努力，以改善所有職類職位的分

區俾儘可能満足代表不足的會員國的願望。

四六． 厄瓜多代表團對於秘書處改紐或職位分配

問題並無直接的興趣。假使有此種問題存在，那主要

是由於不願聯合國發起人在憲章中所揭櫫的明白意

願，施用耳大壓力，改變秘書處當前的國際性，以期

適應＂當代的現實情形＂所致。

四七．地域分酣原則時常被人從寛解釋以致喪失

了它眞正合乎邏輯的意義。倘若將地域分配當作依照

近代政治實況下的會員國代表棚來解釋，聯合國的行

政槭關便會癱瘓。移書處雖係由會員國的公民緝成，

它卻必須是一個實際爲會員國服務的國際楓關。

四八． 癤合國會員國數目的激增業已造成了職員

分配不平衡狀態，而向新會員國微聘職員又必然是一

項祇緩慢又漸進的程序。要達成公平的地域分配不是

必須爲容衲新會員匾的國民而增加職位數目，便是必

須更換現有的幾位職員。兩涸程序都對聯合國無盒，

何況兩者均將淪憲章所規定的效率、才幹及忠誠等條
件於次要的地位。

四1L. 專家委員會報告魯載有若干堪充解決此項

問題的基礎的有用意見。委員會業已提出了一項決定

分配給每一會員國職位的新辦法，此項辦法如被採

納，當將加強會員菡平等的原則， 雖然在決定適用此

項辦法的職員人數與職類上或會發生某些困難。此項

辦法既提供了一項解決問題的適切苯礎，又顧到了憲

章的規定，特別顧到使珌害處職員祇對本緯織負責並

在工作上讓他們絕對獨立的第一00條。秘書處不但

在執行職務時應不受個別會員國政策的影嚮，且應嚴

格遵守以務必求獲效率， 才幹與忠誠等最高標準爲至

上條件的憲章原則徽聘職員，確實注意儘噩達到炭大

地域分配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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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O. Mr. ZARROUG （蘇丹）覺得大家不但
都應同意求獲效率、才幹、與忠誠的最高標準的必要

性並不一定和儘磁在廣大地域基礎徵聘職員的重要性

相牴觸，且亦同恋效率與忠誠並不是單爲一個國家集

囷所專有。不但如此，他希望秘書處代表一個皝現實

又有理想的愉快綜合髓，以構成一個爲所有國家篤信

的均衡楓構。

五一． 菇丹代表團餵贊成專家委員會的建議， 即

以它所建謅的新辦法 (A/4776 and Corr.1，第七十四

段及第七十五段）適用於祕書處技徭協助局及特別基

金等的職員 ， 並且贊成委員會所說的，將它的報告書

第五十四段所提到的其他職類除外的理由。癖丹代表

囷亦贊成繼續提供有關後面那些I獻類的預料， 宜至它

們亦可能適用地域分配原則爲止的建議。雖然蘇丹代

表團本欲贊成在作進一步的研究以前，不將此項原則

適用於一等一般事務人員職級的職位，他卻要向美國

代表說明，由於此類職位的職員既爲整個國際肚會服 ．

務，對他們包括在內亦屬合理。事實上，不妨將歐洲辦

事處及合所以外各聯合國擴關的一等一般事務人員峨

位亦都包括在內。不過各區域經濟委員會的祕書處卻

應除外，因爲它們的工作地區有限，由比較熟悉當地

需要的委員會會員國國民擁任它們的工作自屬較佳。

共次，還可以依照文件A/4776 and Corr.1 第六十四
段的建議不將一部份的副祕書長與 D-2 職等計算在

內。

五二．至就決定每一會員國職位多少的標準而

言，蘇丹代表團，一般地說．是贊成專家委員會在它

的報告書的第七十四段及第七十五段中所建議的新辦

法。蘇丹代表團正和錫蘭代表團一樣， 認爲會費係數

已經太被重視了，還是用光表示可伸縮的＂適當數目＂

的新辦法比較相宜，因爲爲每一會員國保持一僙固定

數目 ， 不但始柊不現實，且亦行不通。因此，他建議

以某一時候所有職位的百分之四十按人口數目分配，

百分之二十按會費數目分配，共餘百分之四十由所有

會員國平均分配。

五三． 專家委員會所建議的(A/4776and Corr.1, 

第七十五段(i))以兩個職位爲最低限頦的辦法來反

映本組織的現有會員國的數目殊嫌過低；倘若採用此

一數目，不啻將一九六一年九月三十日全部職位中的

二O六個職位，亦即全數的七分之一，將本此基礎分

攤，且將不出所料，不久比額準會隨着全部職員數目

的增加而減低。第五委員會的多數委員似乎認爲以十

個職位爲最低限額不免過高。以反映現有會員國數目

的某一百分數的職位來作分配卻是一項比較公允的辦

法。至就人口係數而言一全部職員人數的百分之四

+—他建議應指定以兩僻職位代表頭一千萬的人

口，如此便可補償人口較少的會員園 ， 每加三千蓽人

口便添給一侮職位，凡超過四千萬的人口則每五千萬

人才給一儲職位。易言之， 就人口的係數而言， 他違

讖用三個種類，以較瑱的加權給予頭一千萬的人口 ，

而並不用專家委員會所建諉的兩個種類。此項百分比

或任何類似百分比的最後結果便會產生一較均衡而公

平的地域分配，加靈人口係數而減少會貲係數。

五四．蘇丹代表豳贊成新辦法但不贊成爲了要代

表三個主要會員國意識形態集團而改緋聯合國的全部

職員，且希望以七侗地域來分記便會補救當前的不平

衡。他不能同意若干不加盟會員國的職員過多的說

法， 來自此等會員釀的全部職員數目祇比配額多出了

四十六個而已，何況這些職員對於諮害處工作並不發

生任何不良影響。

五五． 雖然他認爲鉍書處已在盡其所能改善有關

地域分配的情形＿＿一個局部由於不是它所能搖制的

行動造成的局勢一一他卻要勸它在北方面加倍努力廡

綫證明無須採取激烈的措施。

午4支＊＇十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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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七三次會議

一沁六一年十一月上日星翔.:=.午前十呤五十分紐約

主麻：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項目六十四

人事問題（靖首）：

(a) 稢書處職員地域分配問題 (A/4776

and Corr.I, 第四章 A/4794, 第三

十一段至第四十段； A/C.5/890)

（靖前） ；

(b) 定期任用職員所佔比例問題 (Al

C.5/891）（靖前）

一． Mr. HAMIL TON （ 人事主任 ） 提到匈牙利

代表在第八七二次會議上所說的話， 解釋決定韶書處

職員國籍的原則。當職員受聘的時候係根據他們所提

出的護照、 歸化證、 或領事館證件決定他們的國籍 。

由於職員所宜佈的原籍國或職員自己辦理了法律手續

的結果， 便可更改國籍。就地域分配的作用而言，一

個持有美國G-4簽證臨照的職員就被認爲是他所持護
照國家的國民。

二． Mr. TOURE （ 幾內亞 ） 說，他要對地域分

配問題提出幾內亞代表團的建議， 以便代理韶書長在

努力克服有闕的阻礙時， 可有所有各種意見供他探

納。

三． 主要的考慮有兩個：第一， 十五年來會員國

的數目業已加倍；第二， 具有使它們的呼聲爲人所聞

的堅定合法決心的非洲國家，業已大批加入了聯合

國。文件 A/C.5/890 顯示，在一， 三五四個職位中 ，

由非洲人擔任的有六十一個 （ 百分之四）。在這六十

一個職位中有四個是特等專員 （D-1) , 兩個是高級專

員 （P-5); 易言之， 非洲祇在這兩職等的全部員額

中 ， 所佔的百分數略多於百分之二而已。會所的一，

三八二個一等一般事務員的員額中，由非洲人擔任的

有三十七個（約百分之二 ） 。一九六一年任用的一四

三人中 ， 有十五人 （ 百分之十）是非洲人。二十六個

新委任的終身職的職位中，給予非洲人的有七個。所

謂聯合國的＂非洲化＂仍有許多可以致力之處。無可否

認， 徵聘原是一項纊續不斷的程序， 但是務須儘可能

基於廣大的地域使它擴大，以便儘速糾正當前的不平

衡，失平的持續不已是會危害本組織的普及性的。 殖

民者始終無視殖民地人民的道德與智慧素質， 前者根

本不以所有的資任給予後者。從今以後， 新獨立國家

決不接受任何剝麻它們充分履行實任的權利的措施 ，

即使是暫時的也決不接受。非洲人要覺得他們正在他

們誠摯信仰的本組織中擔任了一項較直接的任務。他

們亟欲參與所有各階層各職等的工作， 以便以他們自

己的文明與文化， 作具有建設性、 有活力且有原始性

的貢獻。

四． 人口不應該是唯一的標準，因爲它危害小會

員國的主權。會費的係數亦不是首要的， 因爲它會洵

汰四分之三的校窮會員國， 而造成一個墜斷世界大事

的富有國家俱樂部。衹然大家均有平等的份兒， 每一

會員國便應依照它的可能性與財力出錢。唯一的合理

標準乃是每一地域及每一會員國的內在價值。不但如

此， 從每一觀熙來說， 東歐國家亳無疑問是代表不

足。不過，不管怎樣， 幾內亞代表團竭力贊成有一演

正超國家的珌害處。爲補救當前的地域不均， 它建議

不但要熏新公平分配現有的職位，而且還要設置新職

位。此等措施不但並無牴觸且係相輔相成。

五．公平的地域分配固屬必要， 它卻祇等於是計

及從殖民帝國下堀起的新會員國的誕生，『士會主義國

家的存在與強盛，以及許多不加盟國家的覺悟的聯合

國完全轉變的一個階段而已。凡是考慮到這幾熙的任

一決議草案他都表示贊成。

六． Mr. TAZI （ 摩洛哥 ） 說，非洲各代表團對

於祕書處職員地域分配問題最感興趣。這個問題必須

藉使所有會員國満意並容納所有政治思想的方法去解

決。從一九四七年起， 實施大會建議無非紙是敷衍了

事， 誠屬不幸 ， 殊不知會員國靠着它們參加職合國的

工作，才會有直接對它的有效工作作出貢獻的槻會 ，

而且有幾個國家的代表們， 尤其是不加盟國家的代表

捫， 還可以藉此方法獲得以後對他們本國有幫助的特

別良好的效率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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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人知這聯合國的職員獻身於木緝織的校高

利盆，能夠放棄詛國觀念，而且在它的行政上還應該

忠實反映本組徹的普逼性。倘若所任用的較高行政官

員在所有會員國中分配得校爲普逼，自有助於防止事

情惡化成一項爭執的問題， 甚至變成大國問的衝突。

不要使在認書處大部分職位均已有人擔任時才加入爲

聯合國會員國的許多噩家以爲，它們是應邀加入一伺

私人俱樂部的客人，頁不應聘任地域分配問題惹出牽

涉本組織根源而結果會使它崩潰的冷戚問題。最後他

希望選舉代理珌書長所表現的全體一致，亦會推廄到

爲解決委員會所遭遇的棘手問題而採取的建設性的辦

法上面去。

八． Mr. MALHOTRA （尼泊爾）說，職員地域

分配的辯論＿一一個因新會員國加入本雜緇而愈見重

要的問題＿＿已轉移到憲章有關條文（第一百條，特

別是第一百零一條）及大會決議案，特別是決議案一

五三（二）的解釋上去。第一百零一條第三項所載兩原

則的棺關重要性問題乃是一傅特別使人困惑的問題。

歸納起來，第一百零一條無非是說，珌害處應當大公

無私而且國際化。此兩條件原是相輔相成的，即使效

率、才幹、及忠誠被認爲是＂無上的條件'\儘可能在

廞大地域基礎上徵聘職員仍爲一項對本雜織活力與擴

能有貢獻的因素， 其璽要性並不稍減。承認那些條件

中之一爲重要的意思並不是說， 其他條件便可以不

管，甚至可以用武斷的方式來加以運用。

九．有時對＂地域分配＂一詞所作的解釋亦會添加

誤會。此詞僅指國家的代表權而已，並沒有指意識形

態、文化、甚或區域的代表權而言。但是有關此問題

的常年鞦告書卻顯示，韶書處業已接受了區域代表權
的觀念。豨書處工作及緝緇審査專家委員會也計及到

此項觀念，可是照尼泊爾代表圏的看法，它仍應從屬

於會員國代表描的原則。不管怎麼樑，技協局報告書

所採用的辦法，即將連蘇聯在內的歐洲當作一涸地

域， 似乎要比專家委員會所建議的辦法爲佳。

-o. 迄今為止，受地域分肥限制的職位分派給

會員國的辦法，是以會員國所納會費的多少作爲根

據。顯然此項辦法便是目前不平衡的現象的主要起

因。它過份討好了總共約緑經常預弈會費百分之八十

六的十八個國家，而對繳納餘下百分之十四會費的八

十五個其他會員國則欠公允。專家委員會因被請尋求

一項満意的解決辦法起見，乃提出了一項根據四涸係

數一本組織會員國數目、人口 ， 各主要地區閭的一

般地域平衡富 以及對預算所納會費的多菲 (A/4776

and Corr.1, 第七十四段）一一的辦法。新辦法似乎

較爲公平，但是委員會爲實施此項辦法所提的提案卻

並不會使當前的情形有多大的改變。事實上百分之七

十四的職位係根據會員國會費分攤 ， 百分之十二·四

是根據人口分攤，百分之十三·六是根據本組織會員

國的數目分攤，因此會費的係藪已比其他兩係數受到

了六倍的加權。所以，除非找得到將所有各有關係數

配合得更好的辦法，會費的係數仍然是造成不平衡的

原因。

一一． 專家委員會所提的第一項係數一一本組織

會員國數目一＿乃是對所有會員國一棍適用的唯一單

獨係數且與憲章第十八條第一項所載的全體會員國一

律平等的原則最爲接近，應該加以注意。專家委員會

卻未對該係數作足夠的加權。

一二．由於各會員國的人口數目彼此懸殊，人口

係數有它的缺熙。此項算法不但不會使三分之二的會

員國受惠，而且甚至還可以說是會歧繞四個人口最多

的會員國。因此，爲使它適用於大部分會員國，並提

高它的相關加襬數起見，殊應將它修正一番。每一會

貝國得因有五百萬的人口而配給一個職位，－宜冥到

人口一萬萬爲止。凡人口超過一萬萬者，每一千五百

萬人口始加記一個職位。那意思便是說， 約有四六O

個職位可根據人口來分配，而人口係數所得到的加榷

數約爲百分之三十。

一三．最後，倘若要完全解決職員地域分配不公

問題，會費係數的加罹數便應減低到專家委員會所提

的百分之七十四以下。總共繳納全部經常預算數百分

之八十六的十八個國家應當瞭解，在任何合理辦法之

下， 它們都得要放棄幾個祕書痴職位，而準備為大多

數會員國的利盆作此種犧牲。如能得到它們的合作就

不難解決以相對加權數分配拾專家委員會所提的係數

的問題，而使各國都覺得満意．

一四． 至獻韶害處各等級職位的相對重要性而

言 ， 專家委員會業已承認，否則足夠的低級職位歟目

並不能補償高級職員的缺乏，但認爲要想對不同的職

位作不同的加襬乃是行不通的。不過，尼泊爾代表團

認爲此項工作並不是不可能的，並願接受專家委員會

的建議 ( A/4776 and Corr.L 第七十一段）權充一

個過渡辦法。

一五．再者，尼泊爾代表團贊成珥家委員會關於

應受地域分記原則支配的職類的建該。它認為會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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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方所有的一等一般事務員職位亦應受到地域的

分配。以此項原則應用於出差職員 ， 或幗際法院及聯

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辦事處職員， 或諮議與專家 ，

或許尙嫌過早，但希望珌書處一繭注意到它。珌書處

努力改善地域分配令人讚佩， 人事主任向專家委員會

所提的預測計劃 (A/4776 and Corr.1, 附件六）就

是如此， 留下了不採取像終止大部分職員永久合同的

激烈步驟而仍可改善此項情勢的一線希望。在國際文

官制度中供職的人應該把這個制度當作是終身事業來

看。

一六． 他在結論中說尼泊爾代表囷要提出一件決

議草案，規定旨在解決祕害處職位公平地域分配問題
的合瑪辦法．

一七． Mr. SMITHERS （ 聯合王國 ） 恭賀尼泊

爾代表在剛才的瓣論中所作的貢獻。尼泊爾代表所說

的話， 聯合王國代表團大部份是贊成的 ， 不過還得要

費一些時閭研究他的全部論辯。

一八． 以色列代表曾在第八六四次會謅上否認有

地域分配問題存在， 另有若干代表聲稱祇要將現有職

位正新分配就可解決迢個問題。聯合王國代表園卻和

它們的看法不同，認爲聯合國已在這一方面遷遇到了

一項極複雜的問題。問題是：如何才可使亟欲分摭諮

書處職位的各國的對立要求園和，如何才可使各國對

珌杏處性質與結構問題所持的不同見解調和一致， 以

及加何才可使此等璽大條件和憲章所規定的首要滯求

一即求達效率、 才幹與忠誠的最高標準的需要－一－

調和。由于最後的分析，知道除非在祕晝處的組織與

職務上達成一般所接受的安排， 否則它就不能有效工

作， 所以使這些事情更爲複雜。此項極端複雜的問題

祇能作整備的解決， 而整個解決的成敗卻繫於它所有

各部份的解決的成敗。 這樣才所以要有試圖在憲章的

範疇內調和各方相反意見的必要， 並拒絕接受某些代

表團所提的有背憲章條文的提案。

一九． 珌書長對於徵聘、任用、 及擢陞職員事宜

所負的査任絕不容減輻。

二o. 照聯合王國代表團的意見， 憲章第一百零

一條第三項所載的關於效率、 才幹 、 與忠誠的條件實

在是至爲重要， 必須要和關於根據儘可能茨大地域徵

聘職員的重要性的次要條件有所區別。效率、 才幹 、
與忠誠既不是某些會員國的國民所特有， 因此， 兩儲

標準就不是不熊協調的。不過， 本組織不應當要求會

員國在技術上作超乎它們在情理上所能辦得到的貢

獻。由於若干會員國最近才加入本紐織， 另有許多其

他國家加入爲會員國尙不足一年， 發現珌書處目前職

位地域分配不均與不公原不足爲奇。凡是旨在糾正此

項不平衡情形而與他所說的原則相符的辦法， 聯合王

國代表團都準備考慮。

二一． 專家委員會所提的新辦法， 有考慮的必

要。探用任何辦法均須有伸縮嵐因此珌書長才可爲

每一備職位聘到具有效率｀ 才幹、 與忠誠等最高樑準

的人。爲了同樣的理由， 假使採用一項新辦法， 便不

妨在美、 蘇兩國之外， 藉爲每一國家所算定的數額上

下任一端預留一傾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的餘額，以

保全＇這當職位數目＂的觀念。

二二． 任何新辦法均應將目前最大多數的一一假

使不是全部的一一－受地域分配的專門職位包括在內。

雖然國際法院的職員顯然應該儘最在猥大地域某礎上

徵聘， 但就地域分配的目的而言，此等職員並不能當

作是潞害處的一部分 ， 因爲此等職員並不由祕書長委

派。技宿協助專家以及技協局、 技i耜協助徵聘處、特

設苯金會、 兒章蓋金會、與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

辦事處等的歌員亦不應適用任何地域分配辦法。此等

楓關既與處理志顾捐款事宜有關， 復需要一向就不容

易徵聘得到的技術人員的服務。況且在若干情形之

下， 繳聘工作係由受志國政府與專門榻關經辦的。同

樑的， 在會所服務的一等職級 (G-5) 的一般事務員職

位大部分既藩擺陞補缺，就不應該受到地域分配的限

制。假如國際徵聘並不對本組織工作斌正有貢獻，其

費用便屬白費。

二三． 聯合王國代表圈深信珌書處的大多數職員

必須繼續在永久服務的條件之下受聘。要祕書虞獨立

而不偏袒， 迢是不可或少的。任用定期職員一舉當然

是頗具價值，尤其對進步最少的國家， 那些國家在許

多情形都不能讓它們具備最良妤責格的國民出國工

作。目前定期任用職員的比數一一百分之二十一一似

乎尙屬差強人意，不過任河進一步的增加便應鄭重考

慮。

二四． 社合主義麟家所謂受到不公平待遇之說構

成一個和新會員噩情勢所造成的不同的問題。蘇聯的

論盤－一－它本身似屬言之成理一一是說， 社會主義國

家人民在珌書虛沒有擔任許多職位，此等國家既擁有

衆多人口，又對世界政治作有特別貢獻， 因此它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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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應在秘書處中有更充分的表徵。聯合王國代表團

所認爲困惑而不能接受的便是肚會主義國家竟然進一

步提議要將絕對違反憲章的原則介入徵聘職員的政策

與所有的人事問題中。

二五．波蘭代表曾在第八六O次會議上說，聯合
國秘書處應有效地反映世界強權的實際狀況，聯合王

國代表團對於此項見解至惑詫異。依照憲章規定，強

國的均勢已在安全理事會中有所表現。它卻不能在私

書處中作同樣的表現。因爲憲章第一百條規定每一會

員國均須尊重珌書長與職員的責任的絕對國際性，而

不得在他們履行責任時，設法操縱他們。波蘭代表從

來就不曾解釋他所說的＂強權＂是甚麼意思。從這一燕

所得到的合理結論難道認爲凡有辦法並有決心燥炸最

大炸彈的會員國便應享有秘書處內最多的職位。他要

指正波蘭代表的話，並要磬明， 將聯合國那樣的一個

國際銀織的秘書處置於冷戰之外乃是一件極端重要的

事情。

二六．聯合王國代表團亦反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國務總理赫魯曉夫先生所提的聯合國秘害處

組織瞧該和目前所謂世界三個會員國集園相配合的意

見。蘇聯完全有權說現在有一侗蘇維埃集團存在，但

是它卻無權將它自己的集團和其他性質完全迥異的國

際安排相提並論，更無權強使任一會員國裁上三侮預

定政治標記之一。

二七． 最後， 蘇聯集團國家代表圏曾一再申辯
說，秘書處內聯合王國、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國籍的

職員濫用他們的職位，以推行有利他們本國利盆的政

策。迢簡滙等於是在指控此等職員違犯了他們在就職

時所宜哲的菩言， 蘇聯集團代表團不應再作此種亳無

根據的誣衊。

二八．聯合王國代表團當然贊成改善秘書盧職位

的地域分配，且亦歡迎一九六一年八月間蘇聯集團國

家中已有三個到達了＂相宜職位數＂以及另有兩個已

相差無幾的事實。它對於秘書處蘇聯人民已在一九六

一年中增加了三分之一一事表示欣慰。要不是蘇聯人

民的大批辭職以及蘇聯的拒絕接受向它提出的職位，

此項增加數還會多一些，快一些。在聯合國的成立初

期，蘇聯似乎並不急急乎要它的人民到秘書處去任

職，緒果這些職位才由他國人民擔任，這是應該記得

的。現在卻不能因爲要讓蘇聯人民進來而立將那些人

開革。

二九．不但如此，徵聘蘇聯人民必須要經由他們

的政府，以及蘇聯堅持期限有定的短期合同的事實似

乎已使憲章第一00條無法對他們援用。假使一個蘇

聯籍職員在秘書處擔任工作， 而不聽從蘇聯政府的命

令，將來他在蘇聯的職業準會完全沒有前途。這是馬

上可以想像得到的事。任何代表團認爲提及問題的這

一方面並無盆處者便應當撫心自間，究竟它們是否眞

要一個十九係藉此種方法聘用人員的珌害處。

三O． 聯合王國代表團只要看到秘書處有經常的

改進就非常滿意了， 不過它認爲憲章所訂的基本原則

不但健全，且甚得體，因此它決心要維護已們。同時，

它並不抹煞在適當的場合用恰當的方法將憲章加以修

改的可能性。它反對硬將世界分成三個國家集團，但

卻贊成朝着人類一向嚮往的天下一家努力邁進。

三一． 主席 歡迎代理秘書長，並向他保證，他
儘可信賴第五委員會的合作精胂， 同時委員會請珌書

長給予合作與協助，以解決它議程內的若干項目。

三二．主席曾親眼看到本組織在兩位斯坎的納維

亞籍秘書長的指導之下滋長起來， 並且深信來自世界

另一地區，既富有文化又係古老文明之邦的代理秘書

長必會對聯合國的發展作具體的新貢獻。

三三．代理我書長：感謝主席的熱烈歡迎， 並
向他和第五委員會全體委員保證，委員會負責的重大

事項不但受到，而且將繼續受到，他的最優先的注

意。鑒於會員國選他爲代理秘書長所給他的榮峇， 復

鑒於與此一職位有關的行政與預算上的職責的艱巨，

關於將來所應循的正確途徑， 他決定始終首先請第五

委員會予以指導。

三四．一位代表儘可以與聯合國的工作有密切的

關係， 惟獨託付給秘書長的責任卻是比較不同，饌泛

且繁複必須要得到所有代表的誠意合作才行。他還需

要一些時間以便他本人充分了解有關本組織人事、預

篡與財政等政策的基本問題。他沒有萬應藥，但卻要

在和那些直接有關的同僚們， 以及他們的意見有助於

提供第五委員會核准的建設性提案的人們相商之下，

立即注意到此等問題。

三五．他深知聯合國面臨的各項問題爲每一代表

團所深切閼懐。秘書處正和它們一樣的認爲當前的問

題非常靈大，不容失敗。因此他夠樂觀的相信凡有決

心便有辦法，聯合國現在雖有歧見與分裂，但並不缺

乏調和對立意見的眞正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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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他深信第五委員會所達成的決議和大會共

他槭凋所作的決議一樣， 都對本組纖的命運具有同棕

的影嚮， 因爲聯合噩行政與財政的完整如果不能保

持，就不免要軟碉無力。正因爲如此，他將密切注意

第五委員會的會議悄形， 而且詆耍委員會認爲有召他

前來的必要， 他隨時一定前來。

三七． Mr. SERBANESCU (羅馬尼亞 ） 認爲地

域分配問題一向在第五委員會的工作上居於一個重要

地位，一則因爲憲章已對它有了明文規定，再則因爲

憙章的條文已被一開頭便染上顯然偏重一方的袒西方

色形的秘書處所歪曲接用。有人認爲目前的情形已是

十全十美， 亦有人隱示在過去數年中情形業已改善。

事實上，珌書處的絲合問題已在第十五屆會中受到極

嚴厲的批評，一如大會決讖案一五五九 （ 十五 ） 所昭

示的。 專家委員會深知目前的職員地域分配情形既不

均衡又不平等 (A/4776 and Corr.1, 第八十段）。爲

供目前討論使用而準備的文件－－涉」如， 文件A/C.5/

890 諸附表＿＿即已加5掛了此項印象。從顯示大會或

安全理事會所任用的以及爲特派團工作而専聘的職員

的第八表中 ， 便知道『士會主義國家的人民竟未被聘用
過， 而已經委派的一一六個職位中，給予非洲人的才

只有五靨。第三表顯示在永久合同比數上顯然已享有

特襬的西方國家的地位最近又有改善。這些業為它們

自己獲得此種地位的國家現在竟然反對取消明白違反

憲章規定的特福的措施。

三八． 羅馬尼亞代表團一向主張任何原則性的決

定必須以憲章的有縣條文爲根據； 但它卻不能接受從

此等條文中獲得噸接違反憲章的結論的代表團的立

場。依照有幾僭代表團與秘書處的說法 ( A/4794, 第

三十一段及第三十二段）憲章並未規定要以儘可能廣

大的地域爲根據， 而祇規定了所謂與應用公平地域分

配原則不符的效率、才幹與忠誠等標準而已。羅馬尼

亞代表園仍認爲憲章第一百零一條第三項的第一與第

二部份並無矛盾之處，它祗是儘藍在廞大的地域基礎

上， 從每侷國家具有資格成爲優秀國際公務員的侯選

人中選聘職員一事而已。恨如人事處是迄樣解釋有關

條文， 西方國家何至於壟斷秘書處的重要職位， 殊颳

費解。 難道只有它們的人民才有這些所需的資格， 否

則便是它們的國民比較更富於國際性。

三九． 專家們業已空明 ＇，地域分配原則顯然和效

率、才幹及忠誠的 ｀首要考慮＇並無牴觸" (A/4776and

c。rr.1, 第四十五段）。這便是爲目前不能使人容忍的

秘書處組合情形尋求補救辦法的猜肺之所在。羅馬尼

亞代表團認爲應立即探取激烈的步驟 ， 以確保： 計及

社會主義、中立、與資本主義等三個國家集團在量與

質方面的公平代表糧的置正地域分配；取消以往的特

權；藉減低無限期任用職員人數到合理比數以施行地

域分配所必需的伸縮性；並爲國際合作及維持和平的

共同利盆 ， 而遵行憲章及大會與安全理事會的決議。

羅馬尼亞代表團深信唯有顧全了此等目的才可尋求到

一項滿意的解決辦法；因此它希望私書處的新行政當

局採取必要步驟， 以補救現有的缺陷。

四0. Mr. EMEME （ 奈及利亞）說他欣悉所有

的會員國即使在設法衛譏本身利盆時， 都承認確有職

員地域分配不均的情形存在。此項不均情形務必予以

糾正， 不過同時亦得要了解它的原因而予以祛除。奈

及利亞代表團重申它對聯合國的信心， 但對憲章的容

忍與合作精神的低落以及大國現在認爲聯合國是它們

國家利益的障礙因而畏懼聯合國勢力增長卻深表遣

憾。從肚會主義國家與西方國家之間大有危及聯合國

威信的挑釁與齟齟上便可明白看出這一層。顯然本組

織不能一宜採取使人人満意的行動，而況大國要裂法

扼殺本組織裡力增長的態度有時已使它陷于癱瘓。小

國深恐被某一大國所吞噬 ， 對於聯合國的軟爾無力特

別關切。假如聯合國因內部組織上的理由而不履行它

的責任， 非洲人便將失去他們的自由，假如改緝秘害

處， 便可避免此種情形，那麼就應該立即進行不可猶

豫。

四一． 至就應受地域分配的職類而言，他認爲它

們應將國際法院與若干特種特派團包括進去。不過武

斷的態度當然無補於事， 秘書長應該能夠在某些悄形

之下運用他的楓智。祗使會所的一等一般事務員職位

受到地域分配的支配亦是並不合理，因爲這標便會使

某幾個會員國的酷額膨漲， 而且對於這一禁他並不完

全同意專家委員會的建議。

四二． 他準備接受百分之二十職員應予定期任用

的提案， 要是它對包括一等一般事務員在內的所有各

職等均適用的話。倘若它詆適用於一等一般事務員以

上的職等， 則奈及利亞代表囷便建議比數應定爲百分

之五十。聽令百分之七十的D-2職員成爲職業職員乃

是不智的。 D一1、 D-2、與次長級的職位應受到最嚴格

的地域分配， 因爲這些原是全體會員國均對它們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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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的決策職位。凡是可以在較高級職位上做到以定

期任用的職員替代職業性的職員的事，奈及利亞代表

團無不表示贊成，而且它認爲應以較大的加權數加在

定期任用的較高級職位的比例上。

四三．若干代表團批評對人口係數的重諷，另有

一些代表團則反對過分靈隰所納的會蜚。該兩係數原

是互爲表裏的，但是照奈及利亞代表圈的意見，它們
卻並不是最重要的。主要的條件伶］還是會員國的主權

平等。每個會員國至少有兩個職位當然是不夠的，至

少有百分之五十的受地域分配的職位一~此糧職位大

約有一千三百個一一應根據主權平等加以分配，因此

每一個會員國 (-0三個會員國）在秘書處的職位數

目至少應該是在五個與七個之間。·

四四．最後，皝然除了無國籍人士之外，國際文
官的應徵人當然都是主權國家的國民，祇要他們的申

請書經由他們的本國政府一—特別是高度中央集權政

府一一核准保鷹便可加以考慮。在這一方面，秘書長

和會員國政府之間的合作乃是不可或少的。一旦一位

有關國民已經變成了私書處的職員，他的本國政府便

應依照憲章第一百條的規定不再對她作任何支配。

四五． Mr. ARNOULD （加拿大）發問說代理

秘書長是否有意要以和文件 A/4794 方式相似的方式

向第五委員會提出他對專家委員會報告書的意見。

四六．主席說加拿大代表的問題將提請代理私
書長注意。

午4民一呤禾五分歆令

第八七四次會議

一沁＊－年十一月，、日星翔三午前十呤五十五分鎌給

主启：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四．主席 提議通過這個建議，並授襬報告員就

第四委員會於文件A/4997 內就議程項目

四十二＊（A/C.5/895) 提出之決議草案

貳所涉經費問題

一．主席依議事規則第一百五十四條規定請委
員會審査第四委員會就非自治領土內傳播聯合國情報

問題(A/4997)所提決議草案二涉及的經費問題。根據

秘書長節略 (A/C.5/895), 如大會通過該決議草案，

其實施所須增加的開支計八，五00美元， 可由第五

委員會初讀核定之一九六二年度款項中鍶付之。

二． Mr. AGHNIDES （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
員會主席）說，八千五百美元額外費用中有三千五百

美元可於重新安排新聞願方案優先次序後勻支；其餘

或五千美元可於一九六二年度概算中爲第十款一＿總

務貲一初讀核定的資金總額中鏘付之。

三．因此，諮詢委員會建議第五委員會通知大會

謂，該決議草案如經通過預算經費並不需要增加。

． 在非自治領土傳播關於聯合國之情報：秘害長莪告楂。

此問題直接向大會具報。

決定士0議。

議程項目六十四

入事問題：

(a) 稢害處職員地域分配問題 (A/.4776

and Corr.I, 第四章； A/4794, 第三

十一段至第四十段； A/4901, A/ 
C.5/890, A/C.5/L.683, A/C.5/ 

L.684）（靖前）；

(b) 定期任用職員所佔比例問題 (Al

C.5/891）（玲前）

五． Mr. FENAUX （比利時）說，既然沒有人

建議修改憲章，委員會首先可以不談若干顯然會使秘

書處本身性質改變的革命性提案。在憲章第一百條和

職員服務細則與條例之下，秘書處是一個不受各國政

府支配的國際楓關；它不是一侗由各國政府派代表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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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政府間組織，． 而是一個在私書長主管下不受各會

員國支配的國際文官概構。爲了保睍這種獨立地位 ，

聯合國翎備委員會才建議秘害處職員主要應由願以在

該處工作爲畢身事業的人緝成。

六．比利時代表團認爲蘇聯＂三頭馬車＂的理論違

反憲章第一百條及第一百零一條的規定令人不能接

受，因爲那個理論會使一個由國際官員結成的單一楓

構變成三固分枝＿一相當於三個武斷劃分的國家集

團，其中一個集團係按其思思、意識劃分，另外雨儲

在政治和社會結構上極為粉歧的集團卻按它們在外交

政策上的立場劃分一一每一分枝均有同等數目的官

員，依臨時合同任用而且纓常調換，其中三分之一的

官員倚附若干政府，舐能在思想上有保留的狀態下執

行職責。比利時代表團不能贊成以取消永久合同或採

用請職員提早退休辦法爲目的的提案。

七．雖然如此，秘書處卻仍應有一比較均衡的地

域某碉，職員的徵聘乜參照本絹織練成現狀加以

修正。正如以色列代表的看法一棵，他認爲文化和伺

人價值的瞟準，遠較財富、人口或設照的標準更爲恰
當。自第二屆會羆始，大會就一嘅主張私書處應反映

＂全體會員國的各種文化和技術才能＂（決議案一五三

（二））。 雖然如此，大家必須承認技術才能不能臨時

猁造。就其餘因素來說，憲章起草人認爲效率、才幹

和忠誠標準原則高於地域分配原則，這儲理論係以條

文和籌備工作參與者的供證爲基礎。在說明了這一禁

之後，由於校一九四五年時甚至更加廸切的政治考

慮，地域分配原則實須竭力推行，但是移書長在行使

憲章授予他的職査時一定要沒有任何過分的拘束才

是。地域分配不能按照簡單的數量瞟準以數學方法進

行；徵聘問題必須顧及現實和地域兩方面的因素，珌

書處工作及組織審査專家委員會委員 Mr. Goodrich 

在他單獨提出的磬明 (A/4776 and Corr.l,附錄）中
說得很對，適當的均衡分配絕對不篦以幗際文官制度

爲犧牲，也不能不顧職員工作保障或其陞遷權利。

八．若干專門楓騶和正在締造過程中的歐洲同盟

充満了國際主義稍神，他對此種楠胂，備加讚許，此

種桔胂必須加以保存，使它不受新民族主義的沾染。

他保留以後遇有妨害國際文官制度的提案時就特定項

目如定期合同職員所佔比例問題靈行發言的權利。

九． Mr. ILIC （南斯拉夫） 認爲迆域分配問題不

大容易脫離本組緇所面臨的其他問頲。目前本緝織及

其所有楓關包括私書處在內的結構是在世界情況與今

很不相同的一個時期內建立的。過去十六年中獨立國

家數目，迅速增加，以致聯合國會員國增加一倍之

多。因比本組織過於局限和已失時宜的結構應酌予调

整，或更進一步將其加強使它更能發揮效率並使新國

家在國際事務中吏能充分發揮作用 ， 實屬要圖。聯合

噩必須改組使之民主化，並在可能範圍內不將憲章修

改。它的主要棫關尤其是安全理事會和經濟暨社會理

事會應予擴大；本緋鏃管制楓宜必須改紐； 大會任務

必須加強，最後，秘書處本身也須改瓿。

-o. 泌會處職員地域分配問頲自大會成立以來

就一滙列在它的議程上，但是若于年來這個問題已盆

趨嚴重。南斯拉夫代表團認爲秘害處應該是一個由全

體會員國的代表組成的與正國際行政楓關，一方面顧

到效率、 才幹，尤其是忠誠標準的原則，而另一方面
也顧到地域分記原則，使兩者做到完全和諧的地步，

這兩個原則不可能而且也不應該虛於對立地位。比

外，它認爲以任何政治基礎爲根據的分配辦法必須避

兎採用。

－．專家委員會鞦告書 (A/4776 and Corr.1) 
第五十四段內所稱各類職員都應遵守地域分配的規

定，因爲各該楓關工作緤費的全部或一部係由聯合國

提供。國際法院職員適用另外一種制度尤其沒有理

由。諮議和專家的選任應由其被派前往工作國家決

定。

一二．關於一般事務人員 ， 南斯拉夫代表團認爲

地域分配原則必須對G-5職級適用。關於其他各類一

般事務人員，它同意專家委員會多數的意見（同J:.,

第五十三段）。

一三．委員會提議根據四備因素決定每一會員國

職位最高限額的新公式 （同上，第七十四段），對於

現行分配的改善，不會有多大幫助；如有變動，也祇

是對少數人口衆多國家有關而對木組織預算繳納高額

會費的經濟先進國家的優越地位，仍將大致保持。南

斯拉夫代表團認爲那個公式必須改訂。首先，派定每

一會員國的最低限度的職位數目，暱大大提高；迢襤

就可以消除對小國或發展落後國家不利的待遇。共

次，人口因素的影嚮，應予修訂，使它降低到合理的

水平。最後，對經濟先進大國，必須定一最高限額。

把這三涸因索結合起來，問題也許可以得珣解決。

一四．文件A/C.5/890表九將南斯拉夫列於西歐

範圍內；這種列法沒有正確表示會員國的地域分佈悄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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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Mr. NOLAN （愛爾蘭）認爲委員會各位

委員如果忽睍秘害處職員係由男女人士組成而把他們

純粹睍篤統計符號或祇是冷戰棋盤上的棋子而已，那

末各位委員便沒有盡到職蚩而且也完全沒有主持正

義。如果沒有人說秘書處受某一國家集團操縦和根據

這一國家集團的命令行事， 使珌害處職員的忠誠迺受

懐疑， 上面那一句蕃告的話， 原無提出的必要。以要

求改善地域分配爲名對來自世界各地的一羣官員，施

以這種嚴重指控， 其用意似在破壤各方對聯合國一伺

主要楓關的才能和操守所具的信心。

一六． 珌害處對處內人員效率、 才幹和忠誠十分

靈視，徂對地域分配也必須顧及；國締決定忠誠的說

法，無論以之維護或資雛現行的地域分配制度， 都是

不對的。

一七．就問題較專門的方面，尤其是專家委員會

的建議而論，他認爲專家所提議的決定地域分配的新

公式顧到人口因索和本緝織會員國査格二端實較原有

辦法爲佳。此外， 新公式似乎會使珌書長的工作得到

便利，因爲它並沒有將原有辦法大加更廁。 如果職位

分配辦法， 限制過嚴，致使小國不能多多參與本組織

的工作， 這實在是很可惜的事。無論如何， 不管探用

的公式是什瘀， 那個公式祗能視爲是秘書長行事的根

據而不能視爲是必須遵行的命令。

一八． 至就應受地域分配限制的職位種類而言 ，

愛爾蘭代表團同意被派擔任特派團工作的職員應繼縉

包括在內；但對特設基金會和技悌局職員是否也應該

包括在內一節， 則不敢斷定。另一方面， 諮議和專家

沒有包括在內的必要， 因爲秘書長對他們的徵聘不能

作最後的決定，並且因爲稱稱理由 ， 關係國政府對某

程專家可能接受也可能不接受。最後，愛爾躪代表團

不明白爲f十底專家委員會報告書所提及的其他楓關 ，

尤其是國際法院的職員也應該受地域分配的限制。

一九．奇怪得很， 專家委員會對地域分配應否適

用於一般事務G一5職類的問題，似乎沒有怎樑周詳考

慮。大多數G-5級職員係由其下各級晉陞，因此對這

一級職員適用地域分配而將其下各級職貝除外， 似乎

不大合理。同樣亻童將會所職員計算在內也不大合理。

因此， 他不能同意繼繽將G-5職類列入地域分配表 ，

因爲這種程序會令人對地域分tiB發生錯誤印像。

二o . 尊家委員會在報告杏第八十六段內所作的

建議， 他也不能贊成。對一位忠誠服務聯合國的職

員， 沒有理由以武甌方式將他辟退或請他提早退休，

使他的事業無故打斷。至就定期任用合同所佔的比例

而言，百分之二十五這個相當高的比例，只有基於瞰

員地域分配須從速調整的理由，才能成立；每兩年將

大批職員更換一次恐怕對效率也有妨害。

二一． 從私書長報告害 ( A/C.5/890 ) 可以看出

秘書盧已有顯著的進展 ， 特別是在新會員國及東歐地

區徽聘職員這一方面。要想補救東歐代表性不足的現

象， 由該地區聘用的專門事業職員便應培多，而該地

區各國也應該和秘書盧合作， 使人事虞能按前此在許

多國家內行之甚善的程序直接徵聘人員。

二二．各方在討論期間曾對地域分配問頲提出腫

種解決辦法。 但是這些辦法在道義和財政方面的後

果， 或對效率的影恋如何， 則非委員會所知。若干代

表認爲專家委員合的建議未能充分計及人口因索， 但

該因素已於計尊會費徵收比額時計及， 因此會員國會
費間接根據它的人口多少而定。印度就是這樑的一幅

例子；它雖然被認爲是一侗發展落後國家， 可是它卻

繳納了相當高的會費。

二三． 他願表示對代理秘書長的絕對信心， 代理
私書長的任命使他感到非常滿意。基於禮貌和代理珌

害長最近才被任命的事實， 委員會應避免以他爲對

象， 就一樁非他所親自經手的情況發言 ， 而胝應向他

指示在憲章鈪圍內徵聘政策應以之爲根據的一般要

魅 。

二四．對任何可能解釋辯論中發表的各項意見的

決議草案他願保留他的立場並警告委員會不可遽行探

取可能破壞專家委員會工作的任何決定。

二五． Mr. NDUKI （ 剛果，雷堡市 ） 說， 法蘭

西和聯合王國代表都曾對他們本國可能發揮的才能加

以讀揚。他恐怕這稚態度隱含避免改進秘書處地域分

酷問題的願望。若千代表團聲稱它們並不反對這穰改
善，可是接若立刻表示因爲歷史上的原因， 某些國家

特別適宜提供秘杏盧所需的合格人員。逵去曾爲殖民

地的國家可能指出因爲歷史上的原因 ， 他們曾被人故

意壓居落後地位，以便作爲以基喈仁愛之名對它們的

人民進行剝削的理由。與其強调各國之間的不平等 ，

倒不如設法求得使它們永久團結的手段。許多未結盟

國家未曾參與起草的聯合國憲章規定全髖會員國一律

平等。 未結盟國家希望瑨荃J它們的國民在秘害處內佔

有適當名額，它們可以向聯合國提供曾在聯合王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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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西、和比利時各國大學內接受訓練，僉具西方文

化和本國先民無比豊官的傳統桔胂的適當人選。西方

國家以它們的知識和文化自詡， 可是對它們自己所訓

練出來的那些人的能力，卻表示懷疑實在令人詫異．

若干代表團所患有的復越感， 可能使各會員國間應有

的誠意合作，無從質現。容讓是共同生活的基礎，正

如伊斯克萊司 ( Aeschylus ) 所說的一棵， 勝利者一

定要怠靈被征服者的宗教與信仰，才能免於隕越。那

就是威爾遜總統的理想，他對被征服者也希望建立一

個公正的和平。不幸，這話未受注意，凡爾賽條約產

生的後果，又把世界推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的敎

訓沒有發生作用，實在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

二六． Mr. ROSHCHIN （蘇維埃社會主篠共和

睾聯邦）首先要說，薫聯代表團希望代理秘書長爲改

善秘書處工作悄況所作的一切努力，都能成功。蘇聯

代表團過去所發表的言論與宇譚的行動無關，與宇藹

爲改正地域分hB不均或改善秘書處工作其他任何部分

的悄況而可能決定採取的一切步驟無關。

二七． 他要求發言主要爲的是答覆聯合王國代表

團。聯合王國代表曾建議（第八七三次會議）會所的

G-5 職位、技協局、特設基金會、兒童基金會、聯合

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辦事處和國際法院的職員以及技

衍協助專家都不應列在地域分配原則適用範圍之內。

從聯合王國代表這一種態度上顯然可以溍出西方國家

故意想把受地域分5E限制的名額減少；它們希望藉此

向其他國家掩飾它們的國民在秘書處內控制日盆加深

的事實，它們正在設法阻止地域分配上對中立國家作

有利的改善。聯合王國代表所說的各類職員都在職員

服務細則及條例適用範圍之內 ， 而且與所有各會員國

都負擔繳款的合辦職員接邱基金發生關係。再者，他

們的薪給也是由會員噩繳納的會費中支付的。因比 ，

蘇聯代表團不懂爲什麼那些職類的人員應該在地域分

配原則適用範圍之外。

二八． 秘害處內不受地域分配限制的職位， 計有

三千五百名，可是若干職類如珌書、編輯和翻譁卻應

該算在按各會員國分配的總名額之內。會所G-5職位

計共一百四十六名， 其中美國國民佔一0三名， 專家

委員會建議在大會未對所有一股事務職位加以研究，

以便決定今後應受地域分肥的一般事務纖位種類以

前， 這些名額應繼繚算在地域分配範圍之內。聯合王

國和美國代表拒誔接受專家委員會的建瞞， 他門的態

度正足以表明那些代表團不想讓西方軍事集團以外的

噩家在秘書處內取得適當的職位名頲。那些代表團的

態度基於只有西方國家才能供給秘書處專門技能人員

的那個錯誤觀念。那個觀念帶有殖民主義者歧視氣味

已爲第五委員合和世界輿論所普逼駁斥， 徂是它在西

方領導階層內和南非一＿－共＂種族隔離＂政策祛至偶而

也受到西方國家的抨擊一一卻仍然有人支持。

二九． 聯合王睪代表所說的話， 大部分是爲菘杏

處職位地域分配現狀辯護。西方國家，其國民佔有高

級行政職位四分之三， 其他一切受地域分配限制的職

位三分之二，對這種符合它們利盆的現狀， 竭力維

設，自屬可以理解。聯合王國代表甚至想叫委員會柑

信雖則秘書處內高級職員的地域分祀， 普逼爲人不

滿，可是他們卻仍能在任何情況下推行公正和客觀的

政策。大家都知道西方國家對移害處工作行使事實控

制，而實際推行政策的片面性質也已爲下列事寶所充

分證明：聯合國政治特派團職員百分之七十爲美國及

其盟國的國民，而蘇聯國民則完全沒有；一九六一年

八月三十一日在派往技術協助受助區的六一二名諮議

和專家中 ， 五二三名爲西方集囷隣家的國民；『士會主

義國家的專家沒有一名；被派往剛果而在秘書處派往

該國的一，o一四人中，八O七人卻是西方國家的國

民。蘇聯代表過去曾指出 ， 秘書盧所有各部門的一切

領導職位都爲西方麐家國民所佔有。由此顗見職員的

徽聘和派任各程不同職位及特派囷工作的決定都未能

根搶客觀和公正方式進行。

三O ． 聯合王國代表團似乎贊成改善地域分hE 。

不幸，它的行動證明它口是心非。例如，在行政及預

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委員人欺增加問題發生琦，聯合王

國代表團就曾反對一名東歐專家加入委員會爲委員。

緇驗繚明聯合王國代表團一向總是設法推脫足以切實

改正地域分配不均狀態的措施。

三一． 聯合王國代表實際上竟指搖社會主羲國家

阻撓地域分配的改善，不願讓人事處在它們的國民中

自由徵聘職員。聯合國胝然是一個政府間的國際楓

關， 各國政府對一切有縣職員徵聘和秘書處員額設置

事宜的問題，自然應該有它們發言的權利。當然在聯

合王國和美鬮塏內可以聘到具有任何國籍的人員，但

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能同意人事處聘用多年以前離開本

國、對自己國家誤至表示仇視態度的人來佔據理當屬

於那個國家的職位。

三二． 蘇聯代表團剷很想知道美國代表也曾維護

的自由徽聘學說，和美國政府楓關對秘書處職員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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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公民進行的忠貞藹査以及在秘害處內工作的美國公

民因政治信仰遣到的驅逐，怎樣可以並行不悖呢。私
書長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通知大會， 1 聯邦陪審團曾

在紐約舉行一次會議，美國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

會並消查了兩千多名在私書處工作的美國公民。一百

二十名職員因拒絕答覆向他們提出的問題就立遺開

除， 亳不留情。那時 ，蘇聯曾就遑到驅逐的美國公民所

受的待遇， 提出抗議，但是那些竭力維設人事虛徵聘

職員自由之襬的人卻沒有爲他們說一句話。聯合王國

和美國代表團維譏自由徵聘學說的主要目的恐怕不是

爲了改善地域分配，而是要想保留一種利用秘書處來

增進它們本身利盆和達到它們本身目的的手段而已。

三三． 菇聯代表願向聯合王國代表指出，他在委

員會內所發表的兩篇言論並不互相矛盾。蘇聯代表園

在批評秘書處工作與業務時，完全知這那不是某一個

人的責任而是由於某些政府硬把那些業務帶往某一方

向所致。

三四．聯合王國代表曾認爲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

係以使用武力爲基礎甚至竟以蘇聯所進行的核實驗爲

證。但是他，身爲蘇聯代表，倒很願意知道聯合王國

政府根據什麼理由於一九四五年同意美利堅合衆國總

統杜魯門先生可以把原子彈向長崎與廣島平民初次投

下呢，而根據任何戰略考慮都無採取那種野蠻行爲的

必要。關於聯合王國政府對法國政府在撒哈拉進行核

試驗所表現的容忍態度以及聯合王國政府贊成以原子

彈頭供給西德軍嫁 (Bundeswehr) 的事實又有什麼理

由可以提出呢？聯合王國、 美國和法蘭画舉行的原子

爆炸總共有二百次之多，可是聯合王國對其盟國所進

行的這些活動，從來沒有抗議。但在蘇聯進行原子試

驗的時候，聯合王國代表團卻竟然在第五委員會內將

那個明明不在該委員管轄範胭之內的問題提出討論。

三五．聯合王國代表曾聲稱，菘害處工作及組織

審查專家委員會內蘇聯專家的提案無異將冷戰因素放

進秘書處本身的組織體系內，這種說法完全錯誤。許

多代表團一一當然不是屬於西方軍事集團的代表團

一對蘇聯專家以改正秘書處內不妥情勢爲唯一目的

的建設性提案，表示歡迎。顯然，聯合王國代表及西

l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七屆會，第四一三次全鹽會議。

方代表哩只想把對它們有利的現狀拖延下去，把秘書

處當作推行它們政策的工具， 可是蘇聯代表團的唯一
願望就是加強菘書處以便使它成爲求取和平的有用工

具。蘇聯沒有忘記上次大戰的恐怖，無論在前線或在

集中營內，蘇聯人民都曾犧牲無數生命，因此， 蘇聯

所最希望的實在莫過於和平與國際合作的實現。

三六． Mr. KLUT:ZNICK （美利堅合衆國）說，
他不能接受蘇聯代表想把該國最近進行的核試驗和一

九四五年原子爆炸相提並論的作法。一九四五年原子

爆炸達到了結束同盟國集體負責的軍事行動的目的。

蘇聯代表言論應僅限於考慮聯合國的前途而非設法煽

動冷戰的灰燼。

三七． 提到地域分配問題，大家都承認可以改善

美國代表團提出決蟻草案 ( A/C.5/L.683) 請委員會

考慮，也就是本着這個精神。在這個決議草案內美國

代表團希望使大家在一場很有啓發性的辯論中所發表

的若干意見獲得積極效果。 決議草案前文， 提到憲章

第一百零一條第三項的規定，一一沿這個規定必須繼續

嚴格遵守，同時它並特別指出那些規定以及大會的決

議都應由秘書長負責執行。他對代理秘書長表示完全

信任，代理珌書長曾請委員會誤他有研究迢個問頲的

時間並指出他不能提出什麼現成的解決辦法，由此可

見他完全了解問題的複雜性質。在這種情況之下，認

識到職員地域分配不均問題的存在並請代理秘書長注

意就此問題提出的各項報告。注意各方發表的意見和

注意大會的觀黯， 似乎可以使大家相當滿意了。他知

這若于代表團希望最好能採用一恫關於地域分配事宜

的新公式。他懐疑能夠找到一個舉世都滿意的公式，

因此他認爲最好還是把這件事留給對經常情況熟悉的

菘書長處理。

三八． Mr. SMITHERS （聯合王國）說，他發

表的言論，經蘇聯代表歪曲之後已經到了不大容易辨

認的地步。他並且表示無論聯合王國政府或他本人 ，

都不能贊成被人說是他們所發表的大部份的恋見。他

願再向蘇聯代表請問一墬，他是否堅持認爲若干職員

在履行職務的行動上違反了他們都必須向聯合國作的

効忠宜蓍。

午役一特禾五分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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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七五次會議

一汜＊一年十一月＾日 星翔三午亻文三特十五分紐約

主启：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項目六十四

人事問題（靖前）：

(a) 菘書處職員地域分配問題 (A/4776

and Con.I, 第四章； A/4794, 第三

十一段至第四十段； A/4901, A/ 

C.5/ 890, A/ C.5/ L.683, A/ C.5/ 

L.684 （统前） ；

(b) 定期任用職員所佔比例問題 (A/

C.5/891）（靖前）

一． Mr. GEORGIEV（保加利亞）答暖聯合王

國代表在第八七三次會議上的言論說，這個世界剖分

爲三大集團，不但不是祉會主義國家想像中的虛構事

實 ， 而從美國國會最近通過的外援法案第一O二節第

七、第八及第九各項來瑨，還已經暗中定爲美國政策

的目標。那個法案提到三組國家， 雖然實際上的分緝

不同，可是原則卻顯然相同。

二． 他請人事處主任提供一九六一及一九六二兩

年內任期屆滿的次長、 主任、局處司長、 及特等專員

的名單一份。

三． Mr. MACHOWSKI （ 波蘭 ） 說，他在第八

六O次會議上說過聯合國秘書處應該充分反映世界實

際均勢的話， 聯合王國代表對此似乎懷有兩個鋯誤的

觀念， 現在他想要說明一下。首先， 那個意見並不牴

觸憲章中任何一項規定， 實際上棚力的概念不僅在安

全理事會內， 表現出來， 而且也在其他聯合國楓闕內

表現出來，因爲若干國家由于它們所處國際地位的緣

故， 在那些楓關裳享有一種特殊地位。其次， 他們所

用的＂權力＂一詞， 並非像聯合王國代表了解的那樣指

其原始物質意義而言；他在當初發言時已經表明， 他

所指出的是一涸複雜的概念，其型態可藉符合憲章規
定的方式在聯合國的結構中表現出來。

四． Mr. TAZI （摩洛哥） 歡迎美國決議草案(A/

C.5/L.683)注意到了目前秘書處職員地域分配不均的

現象和本屆會期間各方對這個問題所發表的意見。雖

然正文第一段 (c) 重視決定地域公允分配所應採用的

標準，特別是各國在政治上的平等， 可是該段提到人

口及會贤因索的地方卻似乎有禁含糊。 因此他希望美

國代表能把關于這幾燕的文句寫得更加具體一禁 ， 並

特別表明那些應該用作地域分配基礎的人口數字。政

治平等概念的解釋隨着選用的基本數字而異。

五． Mr. CHRISTIADI （ 印度尼西亞）表示印
度尼西亞代表團重視菘害處工作及組織專家審査委員

會的工作，並感謝人事處主任于第八六九次會議上促

請注意文件A/C.5/890油印本第八段所載一名印度尼

西亞國民已于檢討年度內被聘擔任D-1職位的錯誤報

導。 印度尼西亞成爲聯合國會員國已有十一年， 在這

期間內從來沒有一名印度尼西亞國民擔任P-5級或其

以上的職位，實堪遺憾。印度尼西亞代表團對干私書

盧加緊努力改善職員地域分配雖感欣慰， 可是它對私
書處千任用印度尼西亞國民時迄今寧願用它自己的候

選人而不用印度尼西亞政府提議的人選一節， 卻表示

遺憾。現在供職私書處的九名印度尼西亞國民中有八

名係于珌書處表示願意任用他們以後才被提名爲印度

尼西亞政府的候選人的。那個程序必須改正。本組織

會員國既然都是主權國家那末秘書處在徵聘職員時理

應向那些國家的政府接洽。迢儲程序對東歐及新獨立

國家的職員來說，已被認爲正常，因此對印度尼西亞

來說乜不應該有所例外。

六． 印度尼西亞代表園認爲珌害處是和聯合國其

他五個主要楓縣同等靈要的一個楓關。對私害處的信

任， 繫于對秘書處職員的信任。依照憲章第一百條及

第一百零一條的規定職員必須表現公正、才幹和忠誠

的品質。印度尼西亞代表團認爲那個條件和地域分配

力求普及的條件不能分開， 因爲如果爲了實現前者而

犧牲後者，秘書處便不能充分地表現本組織的會員國

成分 ， 便不能得到大多數會員國的支持，因而也便不

能行使它的職權。這兩個條件缺一不可， 但是評斷一

個人的公正、 才幹和忠誠並沒有客觀的方法， 因此印

度尼西亞代表團便要大大依賴秘書處負責官員來確保

那些標準能夠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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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印度尼西亞代表圈對于私書處實行力求地域

普及那一個條件的情形，不能満意。在截至一九六一

年八月三十一日爲止的一年內，私害處職員隸籍國的

數目由七十二增至八十四，雖然值得欣慰，可是十五

個會員國卻仍然沒有取得本國國民在私書處內服務的

權利。再則，根據秘書長報告害 (A/C.5/890) 第四

表所載，一九六一年自三十七個國家中微聘了新職

員，但是其中十國早已超過它們的適宜額距。先在超

過適宜額距的蜃家徵聘職員，而忽略其他參加人員不
足或根本沒有人員參加的國家，迢當然是一個很奇怪

的辦法。又據同報告書第五表所載，特等專員｀主任、

局處司長及次長職類中一百零二個職位，係由三十二

個會員國的國民擔任。因此最重要的職位都操在少數

幾個享有特殊地位的會員國手中。

八．各國所佔職位的等級間題是地域分配的另外

一項重要因素；在這一方面，印度尼西亞代表團深信

適當採用分數制度如像聯合國瘟食農業組織若千年來

推行的很順利的那個制度就可以消除許多已經有的怨

言。舉例來說，大家可以定出一個辦法，規定一個次

長職位等于兩個 D-2職位， 三個 P-5 職位或四個 P-4

職位。

九．關于專家委員會在其報告書 (A/4776 and 

Corr.1) 第七十四段及第七十五段內所建議的四個標

準，他認爲人口因素也許使若干小國處于不利地位 ，

因此可以規定每一國家的最低名額和用分數制度來加

以補充。

-o. 印度尼西亞代表團了解D-2及次長級職位

有按區域分配的必要，並且既得亞洲國家既然只有十

四個而分配給那個區域的迢種等級的職位皝然又有十

七個，那末論理每一國家都應該可以分到一個職位；

可是就目前情形說，那個區域的第二大國印度尼西亞

甚至沒有一個國民擔任P-5或以上各級的職位。如將

一百零二個 P-5及以上各級職位按會員國平均分配，

實在是完全公正的。爲了遵行憲章第一百條及第一百

零一條的原則，和爲了保持政治上的客觀態度起見 ，

那些職類的空額應由定期合同人員遞補不用永久合同

人員遞補。

一一．此外印度尼西亞代表團也認爲地域分配原

則應對技協局、特設基金會、國際法院、聯合國難民

事宜高級專員辦事瓦及兒童基金會的職員適用，因爲

這些楓闕的方案都是由參與國出錢辦理的，而聯合國

職員服務規程及條例對各該楓關的人員也都適用。由

于某些專家的是否可以接受係由受助國最後決定，所

以印度尼西亞代表團同意專家委員會的看法，認爲所

有在各種技術協助方案下任用的諮議和專家，不能適

用呆板的地域分配公式；不過在任用這些人員時對那

備原則也仍應該顧及。

一二．地域分配並非指的是地域代表。大家都同

意一個會員國在私書處內工作的國民並不代表他們本

國的政府。不過當然也沒有一國政府願意其本國國民

從事對它不利的活動。

一三． Mr. CUTTS （澳大利亞）說，關于澳大

利亞代表團對于地域分配問題的立場，有人發生了若

干誤會，現在他想要糾正一下。首先，他曾說過，地
域分配無論怎樣必要，卻並不是徵聘職員時的首要考

慮，因爲根據憲章第一百零一條，首要考慮是求達效

率、才幹及忠誠的最高標準；他說迢話並沒有意思說

效率、才幹及忠誠爲某一地區所專有，而且他相信在

大多數情況下這兩個條件並不衝突。他所以強調效率、

才幹及忠誠的首要地位，只是爲了抵制那一個以地域

分配本身爲目的和以地域分配爲至上考慮的趨勢。

一四．其次，他曾說過若干會員國將許多國民派

來聯合國時可能感覺困難；他說這話根本沒有意思說

若干國家落後，不能找到相當少數的合格人員。適得

其反，他只是說若干新興小國在國內需才孔急的時

候，也許不便將它們的合格國民派來聯合國。

一五．澳大利亞代表哩現正考慮提出一個決議草

案。它認爲第五委員會如果想要訂出一個具體的公

式，會員國便須從那個公式所涉原則和經貲的觀燕上

加以詳細研究，因此討論便可能拖延太久。同時在沒

有獲得代理秘害長深思熟慮的意見之前大會是否應該

試圖採取這種途徑，也有問題。美國決議草案 (A/

C.5/L.683) 只提出一般同意的原則，並無訂出一個

公式的意圖，對大多數代表團來說，也許是一個可以

接受的解決辦法。如果第五委員會預備同意這樣一稚

措置，他本國代表團便不必提出決議草案了。

一六．如果照他推想，將G-5職級人員列在地域

分記範圍之內，就是說那些職員應該在國際間徵聘的

話，那末他希望人事處主任能表明這樣一種辦法可能

牽涉的經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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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Mr. HAMILTON（人事主任）說，一個
載有保加利亞代表所索資料的文件就會分發出來。1

一八．他誼實澳大利亞代表的了解正確，將 G-5

人員列在地域分配辦法之內，就是說這些人員須在國

際間徵聘。按照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建議並經

大會核准的政策，目前這種人員並非國際徵聘。根據

租略估計，他認爲如果G-5人員中一大部分都在國際

間徵聘，那末每年額外費用大致在二十萬至二十五萬

美元之間。

一九．文件A/C.5/890曾將各國按地區分組相信

那個辦法對委員會或者會有幫助，因爲委員會中若干

委員過去曾就地域分hE的區域方面，加以論評。現在

沒有什麼特殊理由再來保留那涸特殊的分組辦法，因

此秘書處狠想知道委員會對於此事的願望。

二o. 若干代表團曾經索取私書處在國際間徵聘

職員所遇困難的資料。詳細資料以後于必要時可以提

供，但是現在他顾特別指出秘書處徵聘困難是普遍性

質的，並不與任一國家或任何一組國家有關。而且過

去曾經發生各種不同的困難。菘書處正按憲章及職員

服務條例的規定儘量設法克服這些困難。私書的一貫

目的就是在進一步改善職員的地域分配。

二一．蘇聯代表曾經提到秘書處對於一批蘇聯推

煎任用國民名單所採的行動，關于這件事，他願指出

在過去十五或十六個月的期間內蘇聯政府一共推蹣了

七十四名候選人。在這七十四名當中，有六十名的侯

選職位是適用地域分配的。關干迢六十名人選的情況

如下：二十人已經任用，十四人已被提議任用，五人

不願接受所提議的任用。所以在六十名當中， 三十九

名候選人業經採取積極行動，八名侯選人仍在考慮

中，另外十三名候選人則已經撤囘。在蘇聯推圍由語

文及會議事務司任用的十二名候選人中，七名業經任

用，兩名被提議任用，三名正在考慮中。蘇聯一名候

選人已經被任用爲技協局職員另外一名則不願接受所

提議的此種任用。迢樣一個紀錄實在不是秘書處應該

覺得難堪的一種紀錄。

二二． Mr. EMEME（奈及利亞）說，蘇聯代表

于第八七四次會議說到美國政府對于應徵擔任秘書處

職務的美國國民必須調查其對美國是否忠貞，現在他

特請秘書處對此事加以說明。他想知道秘書處對這樑

1 嗣經編爲文件 A/C.5/L.686 分發o

一項規定的反應是什麼，以及是否有任何職員因爲這

種調査得到對他不利的結論而被解職。

二三． Mr. HAMILTON （人事主任）說關于蘇

聯代表在第八七四次會議所稱事件的詳細資料，可於

下列附件單行本內找到：大會正式紀錄，第七屆會，

附件，議程項目七十五，及同上，正式紀錄，第八屆

奮附件，議程項目五十一。

二四． Mr. BENDER （美利堅合衆國）說，應

徵擔任珌書處工作的美國國民並無需對美國宜菩效
忠。美國政府對這種侯選人確曾有過調查，並曾把各

該候選人是否有不忠于美國的情節通知秘書長。已故

私書長曾明白表示，他不受美國政府關于忠貞問題所

得結論的約束，並對任何證明爲不忠貞的佐證一一如

從事間諜活動的佐證一一是否應該視爲缺乏忠誠而不

得在秘書處供職的徵象一禁保留自由決定的全摧。據

他了解，秘書處現仍繼續採用這個政策。

二五．不錯，以前一位珌書長曾將若千美國國民

解職，因爲他們拒絕答復是否從事或是否曾經從事危

害美國政府的間諜活動，那是事實。但他願強調一

熙，美國本身卻從來沒有把任何一個在聯合國內供職

的人除去。

二六． Mr. SOKIRKIN （蘇維埃『士會主義共和

鬮聯邦）請秘書處說明美國政府對美國國民由聯合國

任用時是否訂有若干條件。

二七． Mr. KITTANI （伊拉克）問，秘書處在

任用一個人以前，據說要得到當事國政府同意是否係

一事實。

二八． Mr. HAMILTON （人事主任）說，在原

則上秘書長認爲任用職員是他在憲章下的特權。不過

實際上在任用一國國民的問題發生時，通常都要徵求

該國政府的意見。

二九． Mr. KITTANI （伊拉克）說，將來大概

還會有其他決議草案提出， 而所有關于地域分配問題

的決議草案最好能夠同時考慮，因此他建議目前應該

暫緩討論決議草案 A/C.5/L.683。

三0. 主席提議將本項目的討論延至以後一次
會議舉行。

決定如誤。



140 大會－第十六屆會－第五委員會

議程項目六十互

國際文官專門人員以上職類職員基薪及

服務地點調堃數：國際文官制度諮詢

委員會報告害及科害長赧告書 (Al
4823 and Add.I .and 2, A/ 4930, A/C.5/ 
873) 

三一． 主席 說，委員會面前現有秘書長商得各
專門楓關行政首長同意後提出的提案 (A/~23）。迢

些提案係以國際文官制度諮詢委員會（文官諮委會）

的建議 (A/4823/ Add.1) 爲根據，而其中關于服務地

酷調整數的辦法則係以服務地黠調整數瑪家委員會的

建議 (AJ4823/Add.2) 爲根據。在文件A/C.5/873

內 ， 菘書長商同各專門楓關行政首長， 對職員薪給稅

計劃提出了若干修正，其目的在使各等級的薪給稅情

況接近外界的所得稅情況。行政及預算問頲諮詢委員

會對于各項擬議辨法所發表的意見和建議戟于該委員

會報告書 (A/4930) 內。

三二． 爲了便利委員會的工作起見，他建議採取

第十一屆會討論薪給審核委員會報告書時所採取的同

樣程序。根據那盛程序各位委員可以發表他們所要發

表的一般性意見，然後逐項討論諮詢委員會報告書B

編內要由委員會採取決定的各熙。在委員會採取了那

些決定之後，秘害處可以協助報告員提出一個實施那

些決定的決議草案案文。

主席辻試遠過。

三三． Mr. HAMILTON （人事主任） 說， 在就

委員會面前各項文件發表意見時， 他不僅代表代理珌

書長發言，而且也代表協調事宜行政委員會（協委會）

和各專門楓闞及國際原子能總署的行政首長發言。

三四．目前基薪表始於一九五O年，是根據一九

四九年所提出的一項赧告書核定的，一九五六年，薪

給審核委員會琫議將聯合國薪給制度基地由紐約移往

日內瓦，並稱不必將一九五O年基薪表更勳。不過它

曾提議採用現在的服務地熙調整數辦法。那時所作的

變勱大體上將一九五六年淨得薪給的購買力恢復到一

九五一年的水準。

三五．薪給審核委員會認爲它所提議的薪給數額

勉強可以由日內瓦向世界各地徽聘合格的職員。它相

信在一九五0年和一九五五年之閬， 各國國內文官賓

質所得的增加，不能和外界工商業薪給的增加相比。

該委員會的結論和當時秘書長所得的結論一致，原來

秘書長也認爲當時基薪還沒有普逼增加的必要。

三六．不過薪給審核委員會建議文官諮委會隨時

注意這個情勢，因爲外界職業方面實質所得的增加遲

早會引起各國公務員寶質所得的增加。自從一九五九

年世界衛生緝織執行委員會對徵聘困難表示憂慮以

後，協委會便若手對所有各組織薪給情況，從事全面

檢討。那涸檢討曾千一九六O年內進行並于一九六一

年五月向文官諮委會提出報告。

三七．文官諮委會和協委會所達成並據以建議新

基薪表的一般結論大致如下：自從一九五六年以來，

聯合國大多數職級薪鉿的實在價值已經降低，而在同

一期間許多國家公務人員納稅後薪給的實在價值卻有

所增加，有些還是大大的增加。這對美國、聯合王國

和瑞士的公務人員來說，尤其是如此。

三八．此外，根據最近一福與文官諮委會檢討沒

有什麼關係的經濟研究，可以看出過去十年國際文官

在美國工資薪給體系內的相對地位，下降的十分顯

著。因此，一九五六年還勉強令人滿意的徵聘情勢到

了一九六O年便不能令人満意，實在葩不足奇。換言

之，秘杏處的服務條件已經不再符合憲章第一百零一

條第三項的規定。各瓿織不得不採用種種辦注 破

格的敍級，起始任用時照較高薪級支菇，有一個組織

甚至還給付每年達八百美元的涸人津貼一一以克服徼

聘方面的困難。共同網度實將有崩禛的危險。

三九．說到諮詢委員會對於文官諮委會所接證據

的意見 (A/4930，第三十九段），他要指出文官諮

委會報告害 (A/4823/Add.1) 附件壹內載有許多有

關的證據可是諮詢委員會僅就與紐約各代表團薪酬趨

勢有關的表C發表意見。他在一定限度內同意諮詢委

員會的看法，也認爲該表內所用的抽象資料沒有充分

的代表性，因此不能說是眞正有關。不過這裹應該提

出一下索取資料的請求是向十八國代表團提出的，但

只有八國提出答復。在一九五六年進行類似調査時，

十八國代表團中也只有十國提出答復，不過從那些沒

有答復的代表胭方面，取得了若干韭正式的資料。此

外文官諮委會還接到了警告說，那種資料不可隨便

應用。表C是爲證明其他資料而提出的次要證據，徂

它本身並非充分證據。事實上，各組鏃並沒有認爲在

決定薪給待遇時秘書處服務條件應該和各會員國外交

人員服務條件相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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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0. 提議的辦法計分雨部分。對已婚職員來

說， 服務地禁藹整數辦法的修正大體上可以做到使各

服務地盤薪給購買力均等的目的。基薪表的修訂足使

職員實質所得恢復到一九五六年認爲適當的地步．

四一．諮詢委員會似乎並不反對服務地照調整數

辦法的修訂，不過對於廢除＂負＂謁整數的建議， 卻覺

得不大妥當。諮詢委員會的意見 (A/4930，第三十四

段）是可以了解的，可是文官諮委會認爲＂基＂薪不應

該加以核減的意見也同樣的有理。此事似有採取實用

主義辦法的必要。過去差數多到百分之三十，維持負
調整數也許是有理由的。可是目前並沒有很大的負差

數，不久可能完全沒有。世界衛生緝緇和國際原子能

總署曾決定不用負調整數，如果原子能總署用負謁整

數那麼無論如何總璃會所所支付的薪給就要較基薪爲

低。堅持保留聯合國負調整數辦法所得到的節省有

限，而在共同制度內卻是一偏不必要的招怨來源。他

希望無論委員會對基薪表的意見如何，但對這個問題

卻能同意文官諮委會的意見．

四二．諾貝美爾 (Noblemaire) 委員會向國際獺

合會提出的公式主張國際薪給瞟準應以最高的國內薪

給標準爲根據，按服務地黠生活費用加以調整再按離

國服務因素加以調整，那個公式不適于目前聯合國系

統內的情況。一般而論，國內文官薪給最高者，以美

金來說，厥爲北美，如果日內瓦基金因爲離國服務因

素而提高到遠在北美洲薪給水準之上，那麼紐約薪給

便將因爲生活費調整數的增加而提高到令人難于辯護

的地步。因此文官諮委會所收到的提案，把日內瓦薪

給座低到遠在諾貝美爾公式認爲合理的水平之下，所

以文官諮委會指出它的建議對于紐約薪給的大致效果

便是恢復一九五七年紐約薪給與美國文官薪給之閬所

有的關係。這種特殊的紐約關係並非一九五六年薪給

審核委員會所考慮的因索之一。薪給審核委員會當時

所主要騶心的，正和第五委員會現在所瞞心的一樣，

在決定足以羅致世界各國人員前往日內瓦工作的薪給

穏準。

四三．有些人懐疑此刻是不是提議將聯合國薪給

一般水準大爲提高的最好時抵。他要對那些人指出在

檢討聯合國系統內薪給工作開始進行時，聯合國財政

狀況與現在不同。加薪的必要，最遲也是以一九六O

年十月的事實爲依據的。如果再事拖延，就只會增加

他所說的徵聘困嶷。

四四．此外迢個提案不僅與聯合國有關。它還影

菩其他十閩國際緝纊。那些結織雇用職員的總數多于

聯合國，而它們並沒有這到聯合國所遺到的現款問

題。那些組織除其他任務外，對于技衍協助方案也有

重大關係。如果目前提案因為聯合國財政問題而遺否

決，那麼那些組織所面臨的嚴重徵聘問題便不能解

決，他們的工作便將受到妨礙。

四五．違侗提案的費用，對聯合匾本身來說，每

年約爲二百七十五寓美元。他並不小飄這個數字，但

他認爲不能因此而完全不顧專門職員應該享有的公正
平允待遇。他希望委員會能把這儲提案全部核准，最

後他並請委員會注意文官諮委會報告害 (A/4823/

Add.1) 第八十三段一一最近幾月的經驗證明迢一段

的內容更爲恰當。

四六． Mr. MAURTUA （珌魯）說，珌書處職

員地域公允分記問題和職員適當的薪給問題息息相

閼。爲了執行日盒專門的任務起見，珌書處現在更加

需要專家這一鶿法關西代表于第八七二次合議曾經

指出了；但是專門化就是說個人須將注意力集中于一

個有限的領域，因而不能有其他受訓練和就業的楓

會。爲了補償侗人楓會所受到的限制，理應給予適當

的薪給，使他能以全部桔力注意他的工作而不憂慮他

的經濟前途。爲了國際肚會的利盒着想，不僅目前職
員主要應由技宿人員紐成，而且祕書處也應該能儘量

吸引訓練有素的人員才是。有了充分的安全保障和適

當的薪給， 祕書處的國際職員便應成爲一個服務和平

的日盆有效的工具。

四七． 祕魯代表團認爲增加專門以上職類職員的

基薪數額，實有充分理由。人事處主任已經指出，目

前薪給標準自一九五0年以來即未變動。那也就是請

文官諮委會從事研究並提出建議的原因。國際文官制

度諮詢委員會曾經考慮協委會所作的研究及其他關于

各園國內政府機關及類似組織薪給水準及趨勢的資

料，以及聯合國系統本身在職員徽聘及留用方面所有

的經驗。國際文官制度諮詢委員會注意到．從一九五

0年至一九六0年的期間，文官薪給有了普逼的增

加，其增加程度甚至較其他工作人員薪給的增加爲

大；但是聯合國基薪卻一直未變，因此在上述期闍之

末，聯合國所付薪給和國內政府祿關所付薪給之問，

就有復大的差別。那種悄勢自然難免·影響聯合國保留

合格人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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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國際文官制度諮詢委員會在其報告害第五

十一段內指出協委會提案的效果， 不過是把日內瓦聯

合國薪給和瑞士或美國政府楓關薪給之間的關係恢復

到一九五七年所有的悄況。此外它還強調訓練職員以

本親織工作爲終身事業的必要。在它看來， 一九五六

年薪給審核委員會所建議的薪給數額，不過僅足做到

可以羅致必要職員的地步， 因此也只是勉強令人満意

而已。國際文官制度諮詢委員會以一九六0年十月爲

其參照日期， 而各國文官薪給上漲的趨勢在那個日期

以後似乎仍在繼續。若干國家， 尤其是美國，有一個

明確趨勢， 要設法使高級文官薪給與私人企業類似地

位職員的薪給趨于一致。後者往往校前者高出百分之

三十。

四九． 根據其他若干考慮，要加薪的理由便更爲

充分。首先，本組織會員國數目增加以後， 工作分量

隨之增加， 而工作本身也愈來愈見複雜。其次，不僅

必須保證會所工作職員能有適當的薪給水準， 而且必

須保證會所以外各地工作職員也能安心工作而不妨害

他們家庭的經濟狀況。第三，一定要有某種鼓勵使職

員願意以聯合國祕書處工作爲其終身事業。要達到這

個目的，一部分辦法就是規定適當的薪給，這一熊文

官諮委會報告書第八十三段已經承認過了。

五0. 爲了他所說的這些理由， 他贊成祕書長報

告書 (A/4823) 和文官諮委會報告書(A/4823/Add.1) 
內所載的建議。而且行政及預篡問題諮詢委員會對這

些建議也並未表示反對。如果加薪所需經費對本緑織

目前財政狀況會有不良影嚮的話就不妨先請祕書長儘

現有資源限度內開始實行那個辦法，等到取得更多的

資源時，再繼續推行。

五一． Mr. GREZ（智利）認爲要想祕書處職員

符合各方對于他們所作的要求並保持現有的優良標

準，他們所得到的薪給就非與其他組織類似資歷人員

所得到的薪給相同不可。這一照已經人事處主任證

實，因爲他曾說過，聯合國所定的薪給校目前工商企

業所有者爲低， 所以聯合國在徵聘合格職員時遣遇到

了種種困難。因此智利代表團贊同諮詢委員會報告

書(A/4930) 第二十九段所載的建議。

五二． Mr. JOFFRE CHAVEZ （ 玻利維亞 ） 同
意前面兩位發言代表的意見。要想職員達到效率的最

高標準， 唯一辦法就是由聯合國提供較其他楓關優厚

的薪給。如果薪給水準低于外界甜織一般水準， 合格

職員便可能被迫謀求工商業界待遇較優厚的職位。珌

害處的終身從業職員不僅要能應付他們的基本需要 ，

要能多少保障將來的經濟安全，而且還要能夠負起其

他義務—其中之一就是以不失髖統的方式代表聯合
國。如合格職員因薪給低微而被迫離開本組織， 未免

可惜。因此他贊成珌書長報告書及文官諮委會報告書

所載的建議。現在這些建議尤其靈要，因爲新任珌書

長一定要有指望職員能夠特別努力的把握才是。

五三． Mr. EHSASSI （伊朗 ） 說， 得到及維持

一批有效率的人員， 是任何組織最重要的目標之一，

除非職員獲得適當的薪給待遇，那個目標便不能實

現。這是造成安全和諧氣氛來維持一批忠實幹練職員

的唯一途徭。

五四．伊朗代表團深信目前聯合國職員薪給數額

未能達到適當的水平。自一九五O年以來，生活費用

不斷上漲可是他們的薪給卻並未提高。他歡迎其他各

國代表囿也承認了這僙事實。他贊成祕害長及文官諮

委會報告書所載的建議， 既得那些建議並不過分。事

實上，職員協會認爲有理由將各級基薪普逼增加百分

之二十。

五五．伊朗代表團贊成那些提議，因爲它很擔心

高級職員離開聯合國去改任私人楓關薪給較高職務的

趨勢遲早會使本組織效率遑受不利的影響。此外聯合

國以目前薪給標準來徵聘它臨時需要的專家，頗多困

難。聯合國暨荇主要繫于本組織的技策研究和科學工

作， 而這些工作大部分是由專門人員擔任的。像他本

國那樣的小國， 正在利用聯合國專家的知識進行它們

國內的種種方案， 如果那些人員才幹水準降低，主要

受害的便是它們迢些小國。 然而問題的關鍵不催是目

前職員的才幹， 而且是本組織將來的效率。誠然， 聯

合國現正面臨財政危槻， 不過讓那個考慮來阻擾一儲

顯係必要的步驟， 便會違背本組織的長期利盒。因此

他堅決支持祕書長的建議。

五六． Mr. ARRAIZ （ 委內瑞拉 ） 說，委內瑞拉

代表團認爲祕書處職員沒有獲得適當的報酬；聯合國

的薪給不僅不如工商業同等人員的薪給，甚至也不如

根本不篡優厚的國內文官薪給。他願向珌書處在目前

條件下執行任務的態度致敬。以促進人權爲職志的聯

合國不能長此利用職員所表現的犧牲楠帥。再則， 基
薪數額的增加無疑地也可以幫助改善地域分配。他十
分贊同祕魯、 智利和玻利維亞各國代表所發表的言

論， 並支持祕書長報告書所提出的提案。諮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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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些提案並未提出相反建議，可見那些提案就更加

應該由第五委員會核准。

五七． Mr. BANNIER （ 荷蘭）請問祕書處是否

能提供資料，說明基薪數額表的擬議增加， 對適用該

表的其他各緝織如各專門楓關及特別方案一一即技術

協助方案和特設基金會會要引起多大的費用。就志願

方案而言，薪給支出的增加便會減少業務工作可以利

用的資金。此外，如能知道所牽涉的會所以外職員數

目 ， 也對委員會很有助盒。

五八． Mr. SOKIRK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問，會所需要高度專門人才的程度是否還不及

其他地方那麼大，而過去所有的這種需要， 是否像諮

詢委員會報告書 (A/4930) 第四十三段所說的那樣 ，

已經在某種限度內顧到。

五九． Mr. TURNER （財務主任）答復蘇聯代表

的問題， 特促請注意諮詢委員會報告書第四十三段，

因爲該段頭兩句已將情況湝楚說明。不過如果說高度

專門人才的需要，只＂在很小限度內＂顧到， 而不像第
二句所說的＂在某種限度內＂顧到，也許更要正確一

燕。一九六一年度修訂棍算第三款第伍項對此類職位

一專門技術職位＿－－規定的經費很小，事實上僅敖

三、四個職位之用。由于利用其他資源如特設基金會
預算中關于補助金及間接費等項經費的結果，一九六

一年才能多聘兩名專家。根據委員會初贖通過一九六
二年度概算時所核定的此項用途經費，似乎這一方面

可望稍事擴充，但與目前全部需要相較，這筆經費遞

是很小， 而且將來這種需要恐怕還要增加。

六0. 荷蘭代表所提出的一燕， 與同一問題的另

一方面有關。人事主任將來也許願意提出詳細的答

復。

六一． Mr. HAMILTON (人事主任）說， 他預

備就會所以外各楓關及特別方案所造到的徽聘困難，

擬具一個簡短的報告。2 文官諮委會報告書 (A/4823/

Add.1) 附件一第一段分段 (b) 所提及的資料可以複

印分發。志願方案職員方面所這遇的困難主要係與高

級人員有關。

六二． 此外他還將查明基薪增加後對會所以外各

楓關及方案發生的經費影嚮粗略估計，所增加的經常

預箕開支和所涉及的職員數目大致等于會所數字的兩

倍。

議程璸目五十入

各專門機關及國際原子能總署開支情形

之審計報告書：

(a) 技術協助擴大方案專款帳下所撥技
術協助款項之開支 (A/4828, A/ 
4947); 

(b) 作爲特設基金會所辦計劃之執行機
關之開支(A/4825, A/ 4948) 

六三．主席 表示在沒有任何提案的情況下，應
依往年辦法，由委員會建議大會鑒悉審計報告書 (A/

4828, A/4825) 及諮詢委員會對于這些報告書所發表

的意見 (A/4947, A/4948) 。

決定七誤。

六四．主席建議請報告員將該項目直接向大會

報告。

決定如誤。

午投五．呤四十分散令

2 嗣經編爲文件 A/C.5/L.685 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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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七六次會議

一汜六一年十一月沁n 星翔四午4支三呤十五分鱗約

主麻：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項目六十五

國際文官專門人員以上職類職員基薪及

服務地點調整數：國際文官制度諮詢

委員會報告書及稢書長報告書 (A/

4823 and Add.land 2, A/4930, A/C.5/ 

873, A/C.5/L.685）（靖首）

一． Mr. HODGES （ 聯合王國 ） 說， 在審議聯

合國職員薪給問題時，委員會面臨一項特別困難而重

要的工作， 那就是怎樣使各會員國的正當利盆和職員

的正當願望保持平衡。聯合國服務條件的吸引力，不

宜降低，在認書處整個性質這人懷疑的時候，尤其不

宜如此。可是歸根結底， 聯合國要靠各會員國一般人

民的支持， 而這些人當中有一絕大部份的生活水準都
比聯合國官員的生活水準低的復多。各國政府非把聯

合國薪給水準向本國納稅人有所交代不可，如果讓人

得到一種印象，以爲國際在薪給方面的標準不及國內

行政楓關所訂的標準嚴格， 那對聯合國也不是一件太

好的事。

二．聯合王國代表團在考慮國際文官制度諮詢委

員會 （ 文官諮委會）報告書 (A/4823/Add.1)和祕書

長報告書 (A/4823) 內所載的提案時， 根據一個原

則， 那就是國際文官的薪給和國內同等地位的文官薪

給，應該有一合理的比照。因此，它曾將聯合國官員

薪給淨額和各國國內官員納稅後的薪給淨額相比較，

比校時並曾計及離國服務因素。在那個基礎上，以紐

約聯合國官員爲例， 他們的薪給淨額也許就當較美國

聯邦文官或聯合王國政府在紐約工作的類似官員薪給

略高。這種用聯合國和各國政府楓關職員實領薪給淨

額互相比較的＇，現代＂方法，似乎比文官諮委會用若干

年內指數相對變動爲根據的那種＂歷史＂方法，更加切

實。例如， 文官諮委會報告書 (Al4823/ Add. l) 附

件壹表A將一九五年0至一九六O年十五個國家公務

員薪給移動的百分數加以比較，證明政府薪給在那十

年期間內大爲增加。那種情況可以作爲最近審核聯合
國薪給一事的表面理由，但並不能充分證明現在聯合

國薪給沒有達到適當水準。他贊同行政及預算問頲諮
詢委員會的意見， 並且覺得文官諮委會報告書所列舉

的某幾類證據不能據以定論 (A/4930, 第三十九段） 。

除非認定當初那個基期的相對關係是恰當的，而這種

關係目前仍應存在，那末歷年來指數的移動和百分歟

的比較，便將失掉大部分的作用。如無其他證據， 聯

合王國代表團便不大顧意接受早年那種相對闞係一定

要在一九六二年維持下去的假定。

三． 唯一可以得到結論的辦法，是將目前聯合國

薪給水準和外界薪給水準加以比較。文官諮委會將聯

合國職員和外界職員實領薪給淨額直接比較的事例只

有四起， 第一， 便是聯合國服務條件和若干國家派駐

紐約聯合國代表囷服務條件的比較 (A/4823/Add.l, 

附件壹，表C) 。聯合王國代表團不能認爲這種比較

完全恰當，諮詢委員會的看法也是如此 ( A/4930， 第

三十九段 ） 撇聘交際費不談，各國代表團還有一種代
表國家的任務要履行， 這個任務不是聯合國全髏職員

都有的。最好將聯合國職員的情況和各國派往海外從

事行政工作的國內公務員情況相比較。一九二一年國

際聯合會諾貝美爾委員會也抱這種觀熙， 而且該委員

的一般看法還是文官諮委會所贊同的。文官諮委會

說 ， 外交官的待遇情況， 不能忽視，因爲有時要從外

交官當中徵聘人員，尤其是高級人員 ( A/4823丨Add.

1 ，第三十段）。可是在同段內它又說，整個珌害處人

員不應和國家外交人員相提並論。

四． 其次， 便是世界衛生緝織緊務人員、工程
師、 護士和美國駐拉丁美洲國際合作總署內同類人員

的比較。那裏確有一個問題，但是就這一照來說，他

卻不得不贊同文官諮委會所提出的一熙，只注意各組

織的正常需要， 而不注意它們的特殊需要 (A/482$/

Add.1.第三十段）。如果在若干技術和計劃人員方

面發生特殊問題的話，最好設法求得特殊的解決而不

謁整全部行政人員的薪給。

五． 第三， 是將一九六0年十月日內瓦的聯合國

基薪和紐約的美國薪給比較。比較的結果認爲擬議的

增加不過是將一九五七年六月兩者閭已有的關係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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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而已。在這裘，他要促請注意豁詢委員會在其報

告書 (A/4930) 第三十九段內所表示的意見，據該

委員會看來一九五六年薪給審核委員會並沒有把那種

關係當作一個有關的因素。

六．第四，是將日內瓦P-1起薪數和瑞士聯邦政

府公務員試用人員起薪數比較。文官諮委會所建議的

新薪給表，足使聯合國候補人員每年得到一千二百美

元亦即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好處。

七． 在文官諮委會報告魯和珌書長報告書內，沒

有提出的明確證據的情況下，聯合王國當局曾自行從

事若干比較。比較時採用的標準是聯合王國國內文官

薪給淨額，包括這種文官在紐約工作時所領的國外津

貼在內。聯合國現行薪給表P-2最高一級人員每年實

得薪給淨額爲八，二七五美元， 如果新提案通過後，

這侷數字便將增加到每年九，三二0美元；聯合王國

一個助理主任 (Assistant Principal) 每年實領薪額最

高者爲七，五一五美元。現行制度下一個聯合國 P-4

級職員實領數額爲一一，八七五美元，而在新制度之

下則將得到一三，三八二美元；聯合王國一個主任

(Principal)實領薪額最高者爲一0，八八六美元。最

後，聯合國一個 D-2級職員目前實得薪顬爲一五，六

二五美元；根據新辦法便將實領一八，O一一美元；聯

合王國一個助理部長(Assistant Secreta討）實領一二，

三六二美元， 聯合王國一個次長 (Under Secretary) 

實領一三，四四八美元。一般地說，聯合國現行薪給

最低或起熊的數額至少等於聯合王國相當職位的薪

級，而在若干場合下，還要高出很多。就最高薪額來

說 ， 聯合國低級職位的現行薪給較聯合王國相當職位

的薪給大致高出百分之十，高級職位的薪給最多高出

百分之二十五。

八．聯合王國當局還曾將巴黎聯合國待遇和歐洲

國際緝織如歐洲經濟合作組織（歐洲經合組織）的待

遇加以比較。就初級職位說，大體由P-1起至P-4止，

聯合國現行薪額較歐洲經合緤織薪額每年大約高出

一，二五0美元至二，000美元，亦即百分之二十至

百分之三十。 P一5 級聯合國薪額約高一，000美元，

差不多等於百分之十。就高級職位說，聯合國薪給也

往往略高，但高出數額並不太大。

九．聯合王國當局曾將百分之二十的服務地熙調

整數加在文官諮詢委員會報告書 (A/4823/Add. 1) 第

二十一段表內所列日內瓦聯合國薪給的百分數之上，

曾設法比較紐約美國政府和聯合國的薪給。比較結果，

聯合國職員薪給較高； P-3高出百分之二十五， P-4高

出百分之十五， P-5高出百分之十， D-1 高出百分之

十五， D-2 高出百分之二十。

-o. 一般說來，聯合國薪給似乎校外界類似工

作的待遇爲高。就高級職位來說，各方的辦法雖不一

致，可是聯合國薪給數額卻比若干國家的數額爲高，

而與若干其他國組織的數瓿相等。因此，聯合王國代

表團不完全相信聯合國薪給一般水準比各國政府類似

職位水準低得很多的說法。無論如何，它認爲對於類

似的工作，必須作進一步的研究，然後才能得到可靠

的結論。

一一．談到文官諮詢委員會報告書第二十五段所

說的徵聘困難，他說聯合國雖然一定要能由所有各地
區徽聘十分有才幹的職員，可是徵聘困難並不限於薪

給問題而已。單就待遇方面的困難來說， 除非將薪給

大大提高到超過各國政府所顾負擔的程度， 便不能將

那些困難消除。困難之一就是世界上普遁缺乏某類人

員。唯一的解決辦法便是聯合國在這有限的供應中用

它所能分用的人。給予超過通行標準的待遇只會引起

薪給數額的普逼全面增加。不過如果聯合國現行一般

薪給標準比不上外界對於某些專門人員所訂的薪給標

準，聯合國不妨考慮專爲迢種職員另定特別辦法。

一二．另外一個困難與職員想要得到合理職業保

障和適當升遷楓會的自然期望有關。迢一黠已由諮詢

委員會報告書(A/4930，第四十四段）竭力強調。聯合

國要想羅致它所需要的某種人才，那末無論它所出的

薪給數額多少，總之，非使他們認爲工作本身有價值

而且可作正常終身事業不可。聯合國應該設法將現在

秘書處不安定的局面結束，而且在這樣作時還不要忽

覦現有職員的正當利盆，此舉極爲重要。值得再三留

意。

一三．聯合王國代表囷在採取它的立場時曾經顧

到本組織目前的財政狀況。在現在財政拮据的期間

內，所有聯合國楓關都應特別自行克制，祕書處也應

該盡其應有的努力。

一四．聯合王國代表園贊成將服務地照調整數最

初百分之十併入聯合國基薪表的提議。它贊同諮詢委

員會認爲服務地黯調整數基本目的在使各服務地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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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薪酬一律均等 (Af4730，第三十四段）的意見。也
贊同該委員會主張保留＂負＂服務地熙調整數原則的態

度。

一五．聯合王國代表團並不反對爲彌補生活費用

而作的調整。但不認爲聯合國薪酬標準普逼增加的時

楓已經成熟。它願意考慮採取特別辦法，解決徵聘技

衍人員方面可能發生的困艱；若干類專門人員和計劃

人員的薪給也許有用另一標準來計算的必要。此外聯

合國薪給表內有幾侗職級的起薪額也可能需要調整 。

聯合王國代表團同時還願意考慮將聯合國薪給表中若

干職等最低薪額略事增加，從而使整個薪給表各職等

所有級數減少和各職等靈疊程度降低的提案。

一六． Mr. AGHNIDES （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

委員會主席）說，他願就人事主任於第八七五次會議

提出的兩熙， 加以說明。第一禁與諮詢委員會報告害

(A/4930) 第三十九段有關。在該段內諮詢委員會曾

就文官諮委會所考慮過的某項資料發表意見。人事主

任已經指出，那項資料不過是文官諮委會所考慮並在

其報告書附件壹內所敍述的許多資料之一部分而已。

爲了使人對諮詢委員會所擔負的任務不致發生任何誤

會起見，他願指出協調事宜行政委員會 （協委會 ） 曾

將華薪表的覆核工作發交文官諮委會研究，和提供建

議，而並未發交諮詢萎員會。因此諮詢黍員會認爲不

必重複文官諮委會所辦理的工作，這一禁已在諮詢委

員會報告書第七段和第三十九段內指出了。諮詢委員

會也不可能從事這樣一項研究， 因爲文官諮委會有全

盤資料可用，而諮詢委員會卻只有資料摘要可用；同

時文官諮委會對各類資料所分別給與的重噩究有多

少，也不清楚。雖然如此諮詢委員會卻仍曾將秘書長

根據文官諮委會報告書 (A/4823 / Add.1) 及服務地禁
調整數專家委員會報告書 (A/4823/Add.2) 提出的提

案 (A/4823 and A/C.5/873) 嚴加審核。因此，在論
及文官諮委會所審議瞪據中與紐約某幾涸代表囷職員

同類平均薪酬總額有關的那一部分證據（ A/4823/

Add.1 文官諮委會報告書附件壹， 表C) 時，諮詢委

員會便不得不對這種資料的是否適當一盤表示意見。

它並不想藉此表示懷疑文官諮委會的總結論，因爲那

個結論是以文官諮委會所審議的全部資料爲基礎的。

人事主任本人也承認表C所提出的只是次要證明，可

以補充其他資料，但它本身並不充分。事實上，諮詢

委員會雖曾對於若干個別問題發表意見，可是對於珌

書長所提出的一套建議卻留交大會決定。

一七．人事主任對於諮詢委員會在其報告害第三

十四段內所說的話也持有不同的意見。諮詢委員會在

該段內贊成保留用＂負＂服務地類調整數的原則，特別

因爲服務地照譌整數辦法的基本目的原則在實現各服
務地黠實質薪酬的均等。換言之，它認爲任何職員所

獲得的薪酬都不應該高於某一服務地熙生活費用所容

許的程度，即使那樣做會使他所得到的薪給低於華

薪，也不應該如此， 他歡迎人事主任認爲諮詢委員會

意見可以理解的態度。不過人事主任指出，文官諮委

會持有相反意見， 認爲＇＇負＂調整數不宜採用，同時他

又說現在已經有兩侗重要紐織決定不採用那個辦法。

此外人事主任並指出，聯合國保留叮＇負＂調整數只會得

到微不足道的節省，而在共同制度內卻將成爲一個不

必要的招怨因索。迢兩種意見都各有相當價值，因此

諮詢委員會認爲原則問題不可忽視，並認爲大會愿該

參酌一切有關的考慮，來決定這樣一個不易處理的

問頲。

一八．伊藤先生（日本）說，委員會首須決定
基薪表是否應該修訂，如果應該修訂，便要決定應該

自何時起生效。在考慮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時，委員會

必須根據本組織目前財政狀況，來衡量這個提案所涉

及的經費問題。所有各國際組織的職員基薪都是由各

個組織的財務條例所規定的，而與國內文官薪給標準

沒有腩係。不過在決定聯合國薪給標準是否適當的時

侯對各國政府所支付的薪給數額也必須加以考慮。說

到這裏， 他提及會員國中有三分之二都是區內薪給水

準不高的發展落後國家。因此聯合國薪給標準絕對不

可過分優厚。但在另一方面，也不能不顧到徵聘職員

特別是徵聘專家時所遺遇的困難以及薪給標準對職員

工作悄緒的影響。日本代表四認爲所定國際公務員薪

給標準雖然絕對不可過高，但是也要相當援厚足以羅

致和保留合格人員才行。因此它支持秘書長的建頡。

一九．關於修改標準應自何時生效問題，他說他

不相信秘書長建議的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是一個恰當

日期。現在聯合國財政狀況嚴重，加以常設員額核定

增加以後，經費勢將隨之大爲增加，因此生效日期似

宜延至聯合國剛果行動一類非常費用的負擔減輕之

後。不過這個日期也不應該無限期地展延下去。對一

九六二年一月一日這個日期雖然有些疑慮，不過並不

擬反對。

二o. 聯合國所面臨的需要，是薪給的不斷上漲

和職員的不斷增加。對於這兩種需要有時不能僉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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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必須有所取捨時，他認爲增加職位比提高薪給更爲

童要。照擬議辦法將基薪增加 ， 至使聯合國開支增多

一百七十寓美元，而各專門楓關及其他方案所將增多

的開支，差不多三倍於那個數額。他希望將來審核薪

給問題時能妥爲注意在增加薪給和增添職員兩老問保

持適當平衡的必要。

二一． Mr. BENDER （美利堅合衆國）強調現

在討論中這個項目的重要1生因爲它會影零到本組織

的效力，特別會影響到本組織羅致和保留高度幹練人

員來執行聯合國任務的能力。

二二．儘管迢個問題曾由好幾個楓闢審核， 可是

美國代表團對於這涸問題提出大會的方式，卻有些失

望。若干年前，大會認爲國際文官基薪的主要決定因

索， 就是徵聘和保留合格人員的必要。雖然各個報告

書提到了各種徵聘問題，可是這個基本因素確沒有受

到應有的充分注意。例如，文官諮委會報告害就只有
幾段文字涉及這個因素。

二三．因此， 美國代表團很高興諮詢委員會徵詢

了各專門楓關行政首長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關於那

些諮商悄形諮詢委員會所提供的資料並不太多，不過

迢種賚料卻加強了文官諮委會認爲徽聘問題嚴童的結

論。有人曾指出專業人員的徵聘間題比較嚴重。在某

稱限度內這話確係事官，可是， 珥門人員的工作愈來

愈加專業化，因此，很難在應該加薪的職位和不應該

加薪的啟位之閭，加以明確的區分， 這一燕也是事實。

二四．自從上次基薪變動以來，已經有若千年了，

在此期間內聯合國薪給和各主要政府楓關及自由職業

薪給的關係日盆變得對聯合國職員不利。單憑迢偕事

實來說 ， 也許就應該照擬議辦法增加薪給。如果把最

近幾年專門人員責任加重的情形考慮在內，所有對於

加薪的一切懐疑都將消失。被徵聘在紐約工作的職員

可能忽然調往剛果或其他地照服務。職員工作範圍麒

然那樣推糜， 那末他們也就應該獲得適當的補償。

二五． 亳無疑問職員們履行了日盒增加的職責，

其表現是非常優異的。秘書處在最困難的情況下仍一

直都能妥爲履行任務。所有各國代表團都知這珌耆處

有許多職員所提供的服務 ， 大大超過了他們通常應盡

職實的範圍。在秘書處照理應該得到讚許的時侯，反

而得到批坪，雖怪祕害處的工作桔胂受到了不良的影

噬。現在務須恢復和保持珌書處的工作精胂。爲了達

到那個目的，當然不是加薪一端所能濟事不過加薪

可使情勢稍爲好轉。同時也可以使菘書長獲得他所需

耍的那種職員來處理聯合國當前各項嚴重問題。

二六．美國代表團讚成文官諮委會報告書 (A/

4823/Add.1) 及服務地盤調整數專家委員會報告書

(A/4823/ Add. 2) 內所載的建議。諮詢委員會認爲

｀＇負＂服務地禁調整數不應廢除的意見，雖然不無理由 ，

不過他倒贊同文官諮委會的意見，認爲將日內瓦服務

地熙調整歟併入起薪後， 保留負調整數是不切貿際

的。

二七 ． Mr. ZULUETA (西雍牙）說，從文官諮
委會赧告書看， 可見那個楓關對國際文官專門以上職

類職員超薪和服務地瞄調整數問題的各個方面， 曾作

徹底研究， 共結論是很有根據的。因此， 西珉牙代表

團覺得祕省長在文件 A/4823 內基於文官諮委會建議

所擬具的提案，完全正當。一九五六年薪給審核委員

會報告書 (A/3209)1 曾承認有按本緝織以外薪拾移

動情況修訂薪給表的必要，而自一九五O年以來公私

部門的薪給無疑地都曾有很大的變動。雖然他知道通

過祕害長提案足使預算淨顓增加二百七十萬美元，雖

然他在概算一般討論中發首（第八五六次會議）時強藹

了嚴格實行樽節的必要，對此種增加表示憂慮， 可是

他相信第五委員會卻非核准現在所請加的數額不可。

討論地域分配問題時，大家曾一再強涸憲章第一百零

一條所訂效率、 才幹和忠誠最高標準的條件。如果第

五委員會誤施節約政策， 拒絕祕書處正當要求， 那底

該條便會失去意義。聯合國主要依靠它的珌書處，因

此職員們理應具備一種工作條件， 使他們在執行任務

時不但能有憲章第一百零一條所要求的效率，而且還

有滿恋之感。事實上， 如果祕害處不能聘用和保留符

合憲章所定匽秀資洛的職員 ， 那庶委員會關於地域分

記的建議便將失去作用。唯有薪酬待遇適當，才能羅

致所有各地的人員來爲聨合臨服務。現在職員的薪拾

很難認爲適當，因爲專門人員的基薪表自一九五O年

以來未曾改變。但是從那時起生活費用不晰上漲，所

以大會已經設法減經職員因此而起的負擔， 核准了將

紐約服務地熙調整數由第七級改爲第八級的提案。在

此方面，他說諮詢委員會執告書 ( A/4930) 第三十三

段承認，要想徵聘條件富有吸引力 ， 那末報酬的主要

部分應爲基薪， 而服務地燕調整救的成分則應儘量減

少。

l 大含正式紀錄， 第十一屆含，附件， 單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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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辶有人也許要問現在是不是加薪的適當時

楓， 如果純從財政上特別是從聯合隣財政狀況來考慮

迢涸問題那麼答案便將是否定。但是因爲此事牽涉到

人情的問題，又因爲各方對祕書處行政改革已有許多

討論，所以現在反而是特別適當的時楓。如果委員會

在迢個時候拒絕職員的請求它便應該考慮此舉對於他

們工作悄緒的影嚮。

二九． Mr. BANNIER （ 荷蘭）說 ， 根據那伺改

訂國際文官專門以上I獻類職員苯薪及服務地盤調整數

的提案 ， 聯合國每年開支便要淨增二百七十萬美元，

聯合國系統內所有各綽纖開支淨增頲便要超出那個數

目兩倍以上， 而各主要志願方案也將有相當的增加。

三o . 鑒於此類增加數額的鉅大， 第五委員會既

然負有處理預箕問頲的主要査任， 在理論上便應該悉

心審核， 以便決定改訂薪給是否必要 ， 聯合國及其他

各祗闢與方案是否能在不改訂薪給的情形下充分履行

任務。所提辦法是否對成干的國際文官都復合理和公

平。說到迢裏， 他不知這祕書瘟能否提供所有聯合國

楓競經常和計劃工作人員的實際數目。可是這種細心
的審核在實際上幾乎無法做到， 因爲第五委員會許多

委員並不是各項有關問題的專家， 而且正因如此，所

以委員會面前才有薪給審核委員會、服務地熙調整數

專家委員會、 行政協調委員會、 文官諮委會及行政及

預算間題諮詢委員會分別提出的報告害一－大堆敍

述事實的有關資料。它所能做到的是決定各方所提出

的理由和所得到的結論是否能令人充分信服而予以贊

同。

三一． 荷蘭代表團如能確定下列兩燕便預備接受

那些理由和結論 ： 第一， 與生活費用根比較，目前薪

給數額太低；第二，有能力並願意爲聯合國服務的十

分合格人員在目前情況下不肯前來或緤繚爲聯合國服

務。關於第一黠， 荷閾代表團察悉文官諮委會在其報

告書 (A/4823 /Add. 1) 特別在附件壹表E 內提出的資

料還注意到服務地熙調整數專家委員會在其報告害

(A/4823/Add . 2) 第十九段列舉的數字， 證明紐約服

務地黠調整數指數已從一九五六年一月的一二0增至

一九六一年二月的一三六 · 四。其他聯合國楓關會所

所在城市的物價變勣程度也大致相同。 一九五六年所

訂薪給表既然只夠應付生活費用的需要，因此逛無疑

問，修改某薪表的提案是完全正當的 。 不僅如此 ， 諮

詢委員會還認爲目前提案很溫和只求彌補一部分需要

而已。因比關於第一燕荷蘭代表團相信完全成立， 並

認爲如果提案未能通過，職員的生活水準便將大大降

低， 他們的工作效力也將隨之受到損害。

三二． 關於第二熊，所謂微聘和留用職員的困

難， 珌害處在所擬文件 ( A/C .5/L . 685) 內提出了額

外的資料， 所以他自己不必提供具骰事例來說明因待

遇條件不充分而無法徵聘人員的情況。事實上，讀了

協委會預備提交文官諮委會的文件（同上， 附件 ）之

後， 對於問題的嚴重性， 便不會再有任何懐媛。目前

的服務條件顯然大大妨礎國際文官及業務方案專家的

徵聘， 如不立刻改良這些條件， 聯合國全部工作尤其

技策和專門性的工作， 以及整偈對發展較差國家提供
多邊協助的體系， 縱不完全停頓也會緩慢下來。聯合

匾要完成的任務愈來愈多， 現在又在經濟暨社會理事

會、 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尤其是需要技衍協助各國的迫

切請求之下， 舉辦了許多新的工作， 如不立刻改善服

務條件， 其後果實不堪設想。

三三． 徵聘困難當然還有其他原因。許多國家 ，

尤其是發展中和新獨立的國家，亟需將所有資歷恰當

的國民留在本國工作， 因此1艮雄抽調人員爲國際鶘關

服務。在大多數經濟先進國家內，本國對專家的需

要，急劇增加， 而十年前國內及國際服務條件所存在

並使國際服務極富吸引力的差別已經消失或大大減

少。提高薪給稹準和服務地黻調整數的決定，雖使各

國預築負澹增加， 但他認爲要想聨合國不喪失力量和

效力， 卻非採取這個決定不可。

三四． 他完全同意文官諮委會和諮詢委員會的意

見， 認爲薪給待遇應以基薪爲主， 而服務地燕調整蚊

所佔的成分愈少愈好， 惟有那樑才能使服務條件富有

吸引力， 因比他贊成將現行日內瓦服務地贌調整數倂

入基薪淨額的提議。他對廢除｀＇負＂服務地禁調整數問

題沒有一定的成見。他贊成祕害長的提案 ， 在全盤修

訂基本服務條件時， 也將職員薪拾稅修訂。那個提案

是與各關係専門槭關行政首長商同瘙訂的 ， 他和諮詢

委員會一樣，也歡迎各圖際組織在實現共同制度方面

所表現的任何進展。

三五． 雖然新辦法的生效 日 期似乎可以追溯至一

九六O年的某一日，但他同意協委會的看法， 認爲應

該考慮預算和憲法因素， 而將提議的改訂自將來的某

一個日期起實行， 不過那個日期不得遲於一九六二年

一月一 日。

三六． Mr. EL-MESSIRI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

指出祕書處是執行國際方案的工具， 聨合國目的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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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主要須碸訕書處職員的輻利而定。國際珌害處的

職員和國內公務員不同，是自世界各地羅致的，通常

都被派在離開本國很遠的地方工作。他們的服務條件

不僅必須符合各個楓關的要求而且一定還要有充分的

彈性，可以適用於許多不同的職員、 工作和服務地

照； 同時還應該顧及一禁，他們升至最高職位的楓會

是有限的。

三七． 在研究祕書長提案 (A/4823) 時，他不僅

考慮到對憲章第一百零一條所訂要件有影響的各項因

索， 考慮到予國際職員以公允待遇的必要，而且還考

慮到穩定的條件。除非服務條件完善， 國際楓關適當

執行任務所不可缺少的高度穩定條件， 便不能實現。

現行基薪表自一九五0年以來一誆沒有變勁，文官

諮委會認爲聯合國薪給和若干主要政府穢關及自由職

業薪給的相對關係，已經大大下降。雖然在那個難間

內有過生活費用的調整 ， 可是那種調整不過是局部

的補救， 與基薪表本身無關而且也沒有矯正共與外界

薪給不平衡的現象。根據迢個考慮，文官諮委會主張

將日內瓦現行服務地燕調整數併入新基薪表 ， 自一九
六二年一月一日起生效。協委會認爲在費用高的地區

內 ， 薪酬的一大部分用服務地熙調整數來支付， 實屬

不當，而且正如祕害長報告害 (A/4823) 所說 ， 無論
如何 ， 將來在某一階段內柊非實行倂入不可， 時間經

過一久，困雖反而會要增大。

三八 ． 諮詢委員會在其報告書 (A/4930) 第三十

三段內說，現在大多數服務地燕都和日內瓦基準相等

或超過那個基準， 因此現在倒是把那個基準提高比較

符合現實的適當時楓。諮詢委員會這說， 各專門楓關

有很多工作需要瑪門人才辦理， 目前薪酬共同制度的

種種限制對各該楓騶的不利影噬最大， 並且它認爲擬

議的改善辦法充其噩不過是一種局部的補救而巳。諮

詢委員會在關於一九六二年度概寡的報告書 ( A/

4814 ) 內討論徽聘困難問題時說道，將薪拾標準改高

可以減少那種困難， 不過整個祕書處內升遷楓會的缺

乏也是造成那個問題的一幅因索。

三九． 根據他所提出的理由 ， 阿拉伯聯合共和隣

代表團支持韶書長取得各專門楓翡行政首長協敲後所

提出的提案，以及他主張將來初級終身從業人員應於

服務満四年經認爲合格後才由 P一1 升至 P-2 的提案。

原來規定的服務捆限只有兩年， 不過這個改變不應對

現有職員適用。至於未正式任用以前的試用期間則照

舊不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團也贊成祕書長所提

出和諮詢委員會所控助的受扶姜配偶津貼提案， 並認

爲服務地禁調整數的百分比應按每一職等基薪訂定 ，

而不應隨每一職等的級別而異，因爲後一辦法會使各

個服務地點的加薪標準發生差別。此外它還贊成諮詢

委員合的意見， 保留＂負＂服務地禁調整數， 因爲它認

爲如果將＂負＂服務地熙調整數取消 ， 服務地熙調整藪

辦法便將失去了它的意義。

四0 . Mr. MENDEZ （ 菲律賓 ） 說祕書長關於

華薪及服務地暱調整數所提議的一切辦法， 除取消

＂負＂服務地熙調整敦及全面增加薪酬淨額兩熙外， 諮

詢委員會均表贊同。菲律賓代表團雖然十分尊重諮詢

委員會並且在許多方面都要借蜇該委員會的技禧才

能， 不過它認爲諮詢委員合表示異羨的提案 ， 是以塈

譽素著的兩個專家委員會的建議爲根據的， 而這兩個

委員會在未提出它們的建議以前曾作詳細研究， 同時

諮詢委員會猶豫之起，似乎主要因爲它認爲報告書內

有若干含描不清之處， 而並非確信建議本身不能成

立。銑無可以推翻文官諮委會及服務地燕啁整數專家

委員會研究結果的具體饒據， 菲律賓代表團認爲如將

它們的建議立刻否決， 對那兩涸委員會和一般職員來

說，實在有欠公平。此外， 諮詢委員會在其報告耆

(A/4930) 第四十二段內雖然同意目前實領薪給有欠

充分，以致造成了所有各楓關職員徵聘和留用方面的

跌靈困難， 可是它並沒有提出其他任何解決辦法。 固

然擬瞄的薪酬改善最多也只能解決一部份問題， 可能

是事實，但是單單這一票卻不是擱置秘書長增加目前

薪酬提案的充分珥由．

四一． 委員會當前這些文件有時不免把職員服務

當作一種受到供求關係這類市場力最影響的商品君

待。不過菲律賓代表團認爲聯合國應從模範僱主的觀

禁來處理職員問題。再者， 根據不久以前的不幸事件

來滘 ， 聯合國工作所要求的不僅是職員的時間和專門

技能， 而且還是他們的生命。

四二． 他希望將祕書長廢除＂負＂服務地熙調整數

和增加職員基薪及實領收入的提案， 交付委員會表
決，菲律賓代表團於必要時擬瞄議將祕書長提案提在

諮詢委員會任何同類提案之前處理。

四三． Mr . KITTANI （ 伊拉克 ） 說， 首先必須

決定應該根據什麼標準來斷定基薪有無增加的必要。

國際聯合會採用的公式是： 國際徵聘人員薪鈴表應以

任一會員國（國內）文官待遇最優者為根據， 按國聯

所在地生活貲用並憑離國服務因素加以藹整，然後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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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如果採用迢樣一個直截了當的數學公式， 那麼斷

定有無增加的必要便·是一個浪簡單的問題。可是聯合

國的公式卻不這樣明確。文官諮委會在其報告書 (A/

4823!Add.1) 第十六段內撮要說明那個公式如下：

＂服務條件一定要能從世界各地羅致和留用十分稱職

的職員，而在某種情況下還要能羅致和留用非常優異

的人員＂。爲了不僅要能羅致而且還要能留用這種職員

起見，那就非採用適當的薪給表不可，並且非備有可

以好好發展事業前途的升遏楓會不可。

四四 ． 伊拉克代表團在考慮目前提案時願費斟

酌 ， 因爲當前情況似乎只有兩途可循： 不是接受文官

諮委會的各項建議， 就是把它們否決。迢樣一個問

題， 不能武斷決定，伊拉克代表匯卻望能有充分的證

據 ， 以便採取正確的途徭。說到這裏它發現文官諮委

會提出的結論雖很具體， 可是那些結論所根操的資料

卻只有一部分送到了第五委員會， 這一熙使它有些不

安。而且那一部分資料在伊拉克代表團看來也並不完

全妥善。例如他並不知道委員會面前各項文件內所載

的資料是否可爲文官諮委會所審議的全部資料的代

表，或者只是那稍資料的一小部分。在沒有充分資料

足以評斷文官諮委會結論的悄況下， 伊拉克代表團除

了接受文官諮委會的建議以外， 實在滘不出有什底別

的辦法。

四五．諮詢委員會覺得它並不必重複文官諮委會

所已辦理的工作，因此不肯向第五委員會提出任何具

髖建議。不過它對若干問題表示了一些疑慮，而這些

疑慮中有一部分也是伊拉克代表匯所抱有的。

四六． 伊拉克代表團所採取的立場，似屬矛盾，

主要因爲在這種情況下難馮決定採用何種漂準。對許

多代表團來說，包括伊拉克代表囷在內， 聯合國薪給

表與各國國內情況比較，初看之下， 似乎非帘優厚，

不過一旦認識國內薪給水平顯然對聯合國不能適用

後， 聯合國薪給表何以必須符合文官諮委會報告書第

十六段內所說的條件， 就佷明顯。

四七 ． 伊拉克代表園批評文官諮委會採用了它在

赧告書第十九段內所提及的那種謹攄。伊拉克代表團

贊同諮詢委員會的意見，認爲迢種資料既沒有代表性 ，

也沒有決定性。如果伊拉克代表團相信文官諮委會的

赭論完全根據這種資料做成，那麼它便認爲非拒絕接

受委員會當前提案不可。但是基於若干理由，尤其因

爲必須恢復和保持職員工作桔砷的理由，它願支持珌

啓長的提案。

四八．就這幅議程項目的審議程序而言，他提議

將目前日內瓦第三級服務地熙調整數併入基薪表和康

除負服務調整數的提議合併討論，特別因爲文官諮委

會在其報告書第三十六段第一句內所作的陳述，所以

應該如此。

四九． 土席 表示這兩黠應合倂討論，但委員會
面前的提議，卻應分別表決。

法定如誤。

五Q . Mr. MORALES （ 哥倫比亞）說， 就一般

原則而言，哥倫比亞代表團贊成聯合國採取節省恭至

儉約政策， 特別因爲現在各會員國及聯合國進行的重

要發展方案賀用很高。可是近年來多數隣家經歷了種

種變動，所以公私部門的工資與薪給都非不時加以調

整不可。國際文官專門以上職類啟貝基薪表自一九五

0年以來一眶沒有改訂，但是鉍害廝自一九五六年以

來即曾強調有將基薪提高的必要。依據服務地黠調整

數辦法所支付的數額並不能彌補菡薪表的缺陷。

五一．在對委員會面前各項報告書加以研究並對

目前情勢加以切實估量後， 哥倫比亞代表團認爲必須

支持諮書長的提案。

五二． Mr. HAMILTON （人事主任 ） 說，伊拉

克代表曾經提到應該有若干棵準來決定增加薪給是否

必要。假如大家承認給審核委員會一九五六年所建議

的薪給表大呤適當，應該比照國內文官薪給移動情

況，將其向上調整，那末也許可以建立一個公認的撰

準。薪給審核委員會在一九五六年對聯合國薪給表沒

有建議增加的原因之一就是那時各國文官薪給還沒有

向上移動的現象。但在大會通過薪給審核委員會建議

後不久，那種向上移動的現象就聘始出現了。例如聯

合王圉， 最近幾年萵級文官的實質所得，就增加了百

分之三十。 一九六一年該國修訂附加稅稅雜表後． 池

們的情況又改善了百分之二十。

五三． 他對聯合王國代表就聯合王國與聯合國薪

給塬準所作的比校， 不擬表示異議。不過他認爲聯合

謫P一2級和聯合王國助理主任殺不太相當。聯合國

p一2 人員平均年齡爲三十三歲至三十四歲， 而他相信

聯合王國助理主任在通常情形下満三十歲時就應該會

升至主任。聯合國 P-2級似乎應該和聯合王國一個校

高的職級比較。此外，如果只能按聯合王國國內文官

薪給數額計算 ， 將薪酬待遇中的公費因素除去而將住

屋因索列入，那麼比校的結果便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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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將技衍或計劃人員與經常人員區分，在一

九五六年以前較爲恰當，因爲那時前一類人員是有特

殊服務條件的。因爲服務條件上的那種差別，曾經引

起許多複雜情況，所以後來便將所有服務條件統一·

目前對這兩種職位復雄加以區分，在各專門楓關如世

界衛生組織內，尤其如此。

五五． 關於荷蘭代表對國內與國際薪給關係所發

表的言論，他知道紐約許多職員詔爲他們在本國即使

薪給數額低得很多乜可以過着較好的生活。薪給待遇

｀，最高''的文官並不一定是薪給待遇＂最優＂的文官，而

某一工作所享有的地位也是應該計及一項重要因索。

五六．就聯合釀來說， 廢除＇＇負＂服務地熙調整數

之後第一年所將增加的費用約爲二0,000美元。

但估計至一九六四年年睽時生活暨用的變動合使這種

費用減至等於零的地步。

五七． Mr. HODGES （聯合王國）說，他的印象

是加入聯合國工作的 P-1 級職員通常都是最近畢業的

學生而且多半很快就會升到P-2 級。因此，他對那一

級人員平均年齡之高，表示驚異。在他提到聯合王國

助理主任級的薪給數額時，他所引述的是那一級的最

高數額。他所說的聯合王國薪酬包括住屋因索在內。

五八．就他對再門或計劃人員和經常職員所作的

區分來說，他着到文件A/C.5/L.685中關於徵聘困難

所引述的例證大多數似乎都與前一種人員有關。

午找五．呤三十分猷令

第八七七次會議

一心＊－年十一月十日呈坩五午前十呤五十分錙給

主启：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埕項目六十五

國際文官專門人員以上職類職員基薪及

服務地點調整數：國際文官制度諮詢

委員會報告耆及秘書長郫告害 (A/

4823 and Add.I and 2. A/4930, A/C.5/ 
873, A/C.5/L.685）（犢前）

一．代理秘書長說，他曾在第八七三次會議
向委員會說過。他需要相當時間去研究本組織面臨的

問題。現在他又要爲職員薪給問題向委員會發言，並

不是因爲他認爲那項問題佔有絕對優先的地位，而

是，因爲他認爲有責任通知委員會，他剛才接到聯合

國共同系統下各組纖行政首長的來電一通，其中強調

他們深信各組織如要徵聘並保留勝任的會所及外勤職

員，便非照擬議的辦法改善薪給不可。

二． 他又接獲了職員理事會的備忘錄一件。當

然，大家不能根據此項備忘錄作成最後結論，但它所

留下的印象，卻使人覺得職員1艮有理由。

三．他曾約略地溍過國際文官制度諮詢委員會

（文官諮委會）報告書(A/4823/Add.1)。此項報告害在

他看來似乎復有道理。從文官諮委會的措辭看，它對

於它所提的建議確具堅定信念。該委員會所有的委員

均係緤驗豐富而且來自薪給差距極大的各國。因此，

大家必須特別重視他們認爲他們建議大體上很適中的

說法。

四．自一九五六年薪給審核委員會訂定現行服務

條件以來，聯合國職員的情況與外界公務人員及其他

外界職業相校，似乎無可爭議，已大形惡化。此種情

形使他感覺不安，因爲本組織顯然非結對能夠徵聘勝

任愉快的碳員來履行它必須完成的極端複雜的任務不

可。再者，在任何組織內 ， 如其職員感覺他們在薪給

結構中的相對地位一般說來都每下愈況，那末工作情

緒必然會受妨害。因此他認爲第五委員會應該一一一而

且他希望它會要一一通過他的前任所作的建議。他所
檐任的這個職務，在任何情形下，綁是困嶷重重的，

現在他就職伊始，加果委員會能通過那些建議，對他

大有蕷助。

五． Mr. SOKIRK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說，蘇聯代表團希望最好待至下次會議再發表

它對於基薪表問題的意見，以便有時間研究代理祕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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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陳述及文件A/C.5/L.685, 因爲後者的俄文本剛

才發出。如果委員會進行討論議程上次一項目，他不

反對。

六．主席 答噩 Mr. CUTTS （澳大利亞）所發
的一項問題，說多藪代表團顯然均願延緩至下次會議

再繼續討論基薪表，俾有時閭研究有關文件。因此他

建誤委員會處理次一項目。

法定＊0議o

議程項目五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募 (A/4770, Al 
4813, A/4814. A/4910, A/4918, A/ 

4919, A/4949, A/C.5/869, A/C.5/870, 

A/C.5/874, A/C.5/877, A/C.5/878, Al 

C.5/881, A/C.5/882, A/C.5/887, Al 
C.5/889, .A/C.5/L.674 and Add.I, A/ 

C.5/L.679）（縁首）＊

聯合國會所會議室設備

(A/4949-, A/C.5/889) 

七． Mr. CUTIS （澳大利亞）說，在他看來，
行玫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報告害 (A/4949) 第五段

(a) 第二部分與第六段 (b) 第一部分似有矛盾之處。

他希望知道究竟各代表囷在標準上要作何種犧牲。

八． Mr. AGHNlDES（行政及預築問題諮詢委

員會主席）說，依照諮詢委員會在其赧告書第六段(a)

中建韻的一項解決辦法，各主要委員會會議室無須增

加任何開支即可容衲一O八個代表團。依照第六段

(b) 中所建議的解決辦法，一張可供四、 五個代表團

應用的桌子必須放在目前留給各專門楓關代表應用的

那張桌子旁邊，但不與後者相連。此睡安排引起的不

方便將由大家分澹，因爲代表團每遏更換座位一次。

九． Mr. KITIANI （伊拉克） 說，祿書長報告

害 (A/C.5/889) 中未載有任何建議，但卻把事實說

得很明白：主要委員會會議室與經濟暨秕會理事會會

議瘞可容一O六個代表團，但浪難超出那個數目：全

體會謅堂也有同樣的座位容量，任何更進一步的擴充

勢須侵佔現在供報界乃至於供民衆用的設備。

． 續第八六九次會議o

-o. 在所建議的臨時解決辦法中，他支持諮詢

委員會報告書第六段 (a) 中所載的一項辦法，照例把

副主席與報告員當然睍爲他們本國的代表，因比可膽

出兩儲座位。除此種臨時辦法外，委員會這須面對事

實，倘若會員國數目超出一O八個，它便非撥拾珌耆

長必要的經費來實行文件A/C.5/889 中所載的計劃

不可。儘管費用棺當大，那項計劉仍然應該全部執行；

換言之，還要建造兩個新的主要委員會會議室。在計

及所有情形之下，他認爲會員國最好依循諮詢委員會

的建議並接受某種犧牲，因爲它們到第十七屆會時對

於必須設置的座位數目也許可以得到更爲明礦的觀

念。

-. Mr. BENDER （美利堅合衆國）說，從諮
詢委員會報告書瑁來，如要維持現有舒適標準，顯然

便不可能在主要委員會會議室中容納一O八備以上的

代表團 ， 怛如各代表團願作某種犧牲，便可辦到。芙

國代表團雖然規模很大， 但對第六段 (b) 中擬議解決

辦法所引起的不方便，願意忍受一年。

一二． Mr. HODGES （聯合王國）說，偉支持

第六段 (a) 中建議的解決辦法，因爲那樣一來，在第

十七屆會時，各主要委員會會議室便可容納一O八個

代表團的座位。而且到該屆會結東時代表團數目也未

必超出一O八個，因此聯合國不宜立刻着手進行一項

耗用七、八百寓美元的大擴充計劃。如果認爲到一九

六二年底時可能有一0九個或一一0個代表團，便可

採用諮詢委員會主席所建議的臨時安排，不過那樣顯

然會使代表團及專門楓關代表感到某稚不方便。因爲

在本組纖的財政狀況之下，那似乎是最合理的解決辦

法，所以他希望此種辦法能爲各專門槭關行政首長所

贊同。

一三． Mr. CU面S （澳大利亞）認爲一方面，

僅爲第十七屆會設置一O六個代表囷的座位是有危險

的，另一方面，諮詢委員會在其報告魯第七段中主張

延緩一年再行實施永久擴充方案的建誤是合理的。因

此，亻也趨向於贊成一項臨時解決辦法，但不贊同第六

段 (a) 中磗璋的那項辦法。他忍爲會場上的臨位仍應

替有人當選爲副主席或報告員的代表匯保留下來；胝

有在最後不得已時才請那些代表團放棄它們的座位。

除此黯以外，澳大利亞代表團倒很願意忍受臨時新安

排所引起的不方便，以便多多容納一些代表團。

一四． Mr. ROMANOV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

羲共和國）亦認爲最好緩辦貲錢的永久性新安排，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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亳無保留地支持諮詢委員會的結論，因爲他認爲那個

結論是健全而合乎經濟的。

一五． Mr. AGHNIDES （行政及預弈問題諮詢

委員會主席）說， 他充分了解澳大利亞代表何以要反

對諮詢委員會報告書第六段 (a) 所載的建議，但要強

調那種安排純暠臨時性質。她並不覺得該委員會建議

不合理。

一六． Mr. PRICE （加拿大）說，他願忍受不方

便而贊成諮詢委員會在其報告書第六段 (a) 中所提的

建議。現在本組鏃的財政狀況不確定，最好避免並無

絕對必要的任何資本開支，所以那是一項最合理的解

決辦法。

一七． Mr. VAUGHAN （總務主任）指出各代

表團多多少少業已永久適應低於最初舒適標準的安

排，而且即使臨時性的改變亦常常引起鉅額費用。那

些被諮詢過的專家們都認爲各會議室很難容納一O六

個以上的代表團；再則，安全與消防規則也必須遵守。

一八． 如在第十七屆會以前不把容納一二O侷代

表團的計劃付諸實施，那末在該屆會時便很雖安放一

O六OO以上代表團的座位；他不了解用無記名投票方

式選出的副主席和報告員怎樣能夠爲了其他兩個代表

團的利盆放棄他們在會場上甚至還不曾佔據的座位。

但她必須作臨時安排，珌書處當竭力設法使這些安排

能儘量令人滿意。

一九． Mr. HODGES （聯合王國）說，關於諮詢

委員會報告耆第六段（a), 大家必須注意一禁，在第

十七屆會開始時，代表圈數目可能不超過一O六個。

如在這屆會過程中新代表團加入了，它們便可佔據副

主席和報告員代表團臏出來的座位；否則，在最初幾

次會議時， 兩個代表團可暫時佔據後來由副主席及報

告員所佔據的座位。

二o . 主席 建議委員會接受諮詢委員會報告書
(A/4949) 第七段所載的結論。

法定如議。

二．一． Mr. TU吣fER（財務主任）強闞無論探

用何種解決辦法， 必將引起若干費用。鉍書處不能在

很短時間內提出相當精確的概數。他要想知道委員會

各位代表可否同意此項用途的開支得依照大會關於臨

時及非常費用決議案一五八五（十五）的第一段規定

辦理。倘係如此，便將於一九六二年春季向諮詢棻員

會提出一項膈於開支概數的報告，並於大會第十七屆

會向第五委員會提出一項關於此亭的報告。

二二．主席建議依照財務主任所建議的程序辦

理。

法定士0祇。

午徂十一咔一十分歆令

第八七八次會議

一元六一年十一月十三 a 星期一午投三峙.::..十分錨約

主席 ：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都在增高；所以不管可能即用過何種調整、津貼或共

議捏項目六十互

國際文官專門人員以上職類職員基薪及

服務地點調婺數：國際文官制度諮詢
委員會報告書及菘耆長赧告耆 (Al
4823 and Add. I and 2, A/4930, A/C.5/ 
873, A/C.5/L.685, A/C.5/L.687）（繚前）

他辦法，一九五0年確立的和一九五六年覆核的基薪

表，在一九六一年已不再適當。他認爲向委員會提出

的各項報告害已夠明確，並認爲此頫報告書證明了祕

書長提出那些建議以便依操憲章第一0一條替本組緻

找到具有效率、才幹及忠誠最高標準的職員是有理由

的。誠然，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以未能審查所

有必要資料爲理由，僅作過一般評議而未下過明確的

判斷 (A/4930)。但是迄今惟一反對珌書長的建議者

便是聯合王國代表。他先引證若干數字及百分比作爲

-. Mr. ZARROUG （癖丹）說，用不着參看統 他那種言論的根據，然後作結論說， 聯合國會所目前

計啟字或商詢專家即可了解全世界的薪給和生活費用 的薪給自倫敦或巴黎來看似乎是很有吸引力的。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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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盤，他願指出，在他看來，離國一項因素牽涉到文

件A/C.5/L.685 附載行政協調委員會（協委會）報告

書第五段所列舉的種種考慮：薪給，事業前途，成望

及工作稱心程度，工作保障及重行就業楓會， 以及離

國本身那件事。再則 ， 聯合王國代表比較過＂賓領＂薪

給的最高限額， 但他並未比較過各職等所含有的級數

或所必經的時間，亦未提到過有闞普陞希望的事情。

二． 關於協委會報告書第五段至第三十一段所述

及的徵聘困難，她認爲甚至所擬議的薪給往往亦不足

以從文官待遇不及聯合王國那樣好的國家袤吸引侯選

人員。他可以提一提兩位本國同胞的悄形： 他們都是

蘇丹外交人員，本組織曾請他們分別擔任 P-4及D-1

的職位， 頭一位拒絕了，第二位僮答應擔任D-1載位

一年。

三． 微聘問題誠然不能縮小爲一項簡單的金錢問

題。然而委員會疽接權力所及的惟一解決辦法事實上

也就是核准國際文官制度諮詢委員會（文官諮委會）

在其赧告書 (A/4823/Add.1) 內所提出的建議。那是

對代理祕書長與在大會最近幾屆會中受到嚴厲批評的

祕書處兩方面的一種善意表現。這樣一來， 珌書處與

其他有關組職便用不沿爲徵聘所盔職員而訴諸種種手

段了。

四 ． 最後，他認爲以本組織的財政困難爲理由拒

絕或延緩增薪是不公平的；那便等於要職員們對於一

種並非他們造成的情況也忍受其後果。

五． Mr. VENKATARAMAN( 印度）願解釋印

度何以支持文官諮委會建議的理由。 那些建議是祕書

長竭力建議通過的。當薪給審核委員會於一九五六年

建議一項幾與一九五O年所湎過者完全相同的基薪表

時 (A/3209)1,它所作的決定原係基於國家文官及私
營公司的薪給趨勢。由此可見它所採的比較方法是

＂朕史的＂而非＂現代的'\倘若一九五0年決定了聯合

騶薪給與菡家文官薪給之閭應有某種關係的話，那末

繼繽此種關係似乎就合理了。此外印度代表團又想到

了缺乏普陞楓會及離國兩項因索， 所以它更不得不贊

同文官諮委會所採的標準。

六． 即使聯合王國代表所引護的數字說明了聯合

國職員的待遇要比美國及聯合王國文官好些，但是事

宵上各專門槭關首長不但在徵聘技術人員及均家時感

到極大困難，而且在徵聘經濟學者、繙譯員及行政人

l 大含正式紀錄， 第十一屆含， 附件， 單行本o

員而言，也確係如此。要把睺員吸引到聯合國來，似

乎便須提高基薪。

七． 關於生活費用低於新基數區域的服務地黇調

整數， 此種情形似犀少數， 而且一般都係臨時1生質。

皝然負調整數引起了徵聘問題， 而且在各單位人員調
勳時也引起困難，所以印度代表團願投票贊成把負調
整數取消。

八． 國際文官制度諮詢委員會係由若干卓越的很

忙碌的人士組成 ， 他們花費了十天以上的時閭審査基

薪問題， 值得感瞄。在薪給審核委員會看來， 由文官

諮委會將薪給表不時加以研究， 最爲適宜， 但爲達此

目的 ， 要有一個祕書處要和外界專家商量。他希望代

理鉍曾長能實行薪給審核委員會報告害第二九七段至

第三O一段中闕於此盤的建議。

九． 最後，他認爲代理祕書長向委員會所作的呼

籲最值得考慮； 再則，由於國際文官工作的日盆複

雜 ， 此種工作必然難免的危險及不確定性質，以及私

營企業可能提供的楓會種種因索， 印度代表噸不擬反

對訂正基薪表。

- 0 . Mr. GIRITLI （ 土耳其）完全贊同文官諮

委會在其報告書第八十三段中所作的結論。土耳其代

表團並不低估那些建議所引起的經費問題，但是正像

文官諮委會一樣，也認爲從過去五年國家文官溟實所

得增加的悄形瑨，協委會的建議在本質上是很適中

的。因此，土耳其代表團準備支持祕書長的建峨。

--. Mr. CHARARA （沙烏地阿拉伯）說，
代理祕書長承受了他的前任在文件 A/4823 襄所作的

建議，而且提出了要訂正薪給表的有力理由，因爲有

了訂正的薪給表，他便能夠徵聘最合格的職員，來確

切履行他所負的各項責任。聯合國職員的薪給自一九

五0年以來即未有變動，因此基薪表早應訂正。此事

不僅影嚮職員，而且也與所有那些希望瑨到本緝織效

力增加的人有關。

一二． 同時這件事也關係本緝緻的工作情緒。工

作甄的極端繁重， 離國的困苦， 普陞楓會的有限及出

差任務的日盆頻繁在在使職員受到特別的犧牲。最

後， 代理珌杏長的論據也加強了沙烏地阿拉伯代表團

認爲文官諮委會建議應予通過的信念。

一三． MT . GANEM （法蘭西 ）強綢委員會負有

一項極爲重大的責任，因爲訂正基薪表的計劃勢將引

起狐要的經費問題： 聯合國本身將近三百厲美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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専門槻關爲歟更多，專家方面也要數百萬美元。委員

會的決定對於比照聯合國薪給表來規定本身薪給表的

其他國際或區域機關亦必然有影響。此外，又可能對

若干國家內部有彩響，例如引起公務員工會的工資要

求。

一四．自另一觀燕而言，還應該注意一照，服務

於協委會的高級人員對各國政府並無責任；同樣地，

文官諮委會中那些卓越的專心致志的委員們對各國政

府亦無責任，因此，委員會用不着楓棫地順從他們的

建職。諮詢委員會對整個制度不作任何判斷，胝曾就

幾熙細節表示意見。在此種情形之下，可能比校明智

的辦法是將此事移交大會第十七屆會，以便各國政府

詳細審查，然後再對其代表團給以明確的訓示。

一五．悄形雖如上述，可是委員會亦不能完全不

顧代理祕害長所作的迫切呼籲，因爲那項呼籲不僅基

於一種行政上的責任感，而且基是於堅定的信念的。

大家必須承認，數年來文官薪給以及專家與技海人員

薪給都有顯著上升的趨勢。無論如何，法蘭西代表團

的最後立場要看擬議新制度實施日期的表決結果而

定。根據預算上及行政上的理由，法蘭西代表團詔爲

最好採用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那個日 WI, 而不用擬議

的一月一日。

一六 ． Mr. CARRILLO （ 薩爾瓦多 ）說，他願

支持闕於新基薪表及服務地禁调整數的建議。除了薪

給審核委員會爲編製一九五六年報告害而搜集的極有

用資料以外，現在委員會又收到了一些重要文件，尤

其是文官諮委會粿告杏。文官諮委會是薪給審核委員

會本身認爲最有資格研究此項問題的一個楓關。薩爾

瓦多代表團在審查過上述文件後，準備贊同祕害長所

提出而且諮詢委員會顯然也不反對的建議，同時希望

儘速把那些建議交付表決。

一七．主席 請委員會還一審即議程項目六十五
頲面必須加以決定的各盤 (A/C:S/L.687) 。諮詢委

員會對於那幾禁係以評議而非建議的方式表示意見，

因此，在每一禁審查結束時， 他立即將祕書長的有關

提案交付表決。

一八． Mr. SOKIRK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說，他巳得到結論，認爲所提有關基薪表問

頲的文件不夠完備，他不能璩以贊成或反對珌谨處的

建議。有些代表圉已經指出過，文官諮委會所搜集的

許多査料都是沒有決定性作用的。諮詢委員會也作過

同樣的評議，並曾強調它所獲得的資料不足據以斷定

文官諮委會結論的安當。聯合國徽聘職員誠有困難，

但是此種困嶷似乎祇在徵聘專家及某幾類技宿人員時

才會發生。在此種情形之下，最明顯的解決方法是規

定爲斂聘有困難的那幾類職員加薪，而非為所有珌書

處職員普逼增薪。珌害處費用一年一年地增加。紐約

不得不在一九六O年列於服務埠黠調整數表第七級，

一九六一年列於第八級。沒有人能保證一九六二年不

再改列等級。此係在審査基薪表問題時不應忽咯的一

個方面。蘇聯代表團認爲第五委員會應請諮詢委員會

更爲詳細地研究這一問題，並於第十七屆會對此項問

題提出詳細的建謫。就此項問頲現在研究的狀況而

言，蘇聯代表團在表決時便不得不棄權。

a 內瓦現1T)I民務也其訒塋款併入泠額丞諝求 (A/

4823, 第五段及第，、段 (b)~ (c); A/4930, 茅三

+.::.段，第三十三反，第臼十六段，第臼十~#:..'

第臼十」、段，第五十上段及箔五十，、段）

一九．主席將下一提案付表決：日內瓦現行服
務地禁調整數併入淨額基薪表，按照＂已婚＂數額減少

二00美元，生活費指數隨之減爲 100/110，受扶痊

配偶現有扶疾津貼隨之增加二00美元。

提衆．，A＊十上票對零通過，子椎者十一。

取消服務也點＂負',褌整敖（A/4823, 第＇、段(d);

Al 4930, 第三十四段）

二0. Mr. KITTANI （伊拉克）說，諮詢委員
會在其報告書 (A/4930) 第三十四段中提到了行政方

面想要取消''負''调整數的論掉。他對於那些論捩的

力鞏，並不低估，但是他認爲維持＂負＂調整數的理由

更爲充足。既然整個制度有賴於一個基本服務地禁的

確定，那末，根據最初步的邏輯，必須把若干服務地

熙歸為高於基本地燕的一類，若干服務地燕歸為低於

基本地顆的一類。加果取銷＇＇負＂調整數，那末，在文

件 A/4823/Add.1 附件四第二段中所列舉各地點服務

的人，因爲當地生活費用指數等於或高於一九五六年

基數而卻低於目前日內瓦基啟的緣故，車實上所領取

的薪給便會增加兩次。本組織應向它所準備徵聘的侯

選人員說明，某薪僅適用於日內瓦及較日內瓦等級爲

高的服務地胭。那是一項基本的公平原則。

二一． Mr. HODGES （聯合王國）表示贄同伊

拉克代表的意見，並說他準備投票反對取消＂負＂調整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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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Mr. QUIJANO （阿根廷）說，他亦擬投

票贊成保留＂負＂調整數。他記得採行服務地燕調整數

制度原爲確保各僭不同服務地熊的報酬具有同樣的購

買力。他認爲薪給審核委員會一九五六年主張要有

＂負＂調整數的論據 (A/3209 ， 第九十九段及第一百三

十二段 ）， 現在仍然是妥當的。 - 

二三． Mr. ARRAIZ( 委內瑞拉）說，他贊同諮

詢委員會在共報告書第三十四段中表示的意見，因此

不能贊成取消＂負＂調整數。

二四． Mr. JAYARATNE （ 錫蘭）及 Mr.

WALKE （巴基斯坦）亦認爲紮於伊拉克代表述及的

理由，祇有保留＂負＂調整數才靨公允。

二五． Mr. FENOCHIO （ 墨西哥）說， 如杲取

消＇＇負＂調整數，那末在生活費用比日內瓦低廉各地禁

服務的職員便將校其他人員處於優越地位。在表決

時， 他準備棄襬。

二六． Mr. TURNER （財務主任）說，在委員

會各位代表未對原則問題作成決定以前，他願解釋

＂負＂調整數引起的實際問題。此項問題不僅涉及聯合

國，而且涉及與聯合國有關的所有緝織。舉例而言 ，

有人如向原子能總署謀求職位，而且將來須在該組織

會所工作，那末向他解釋何以他的薪給要減少百分之

五時，勢將引起的困難，這一燕是不可不計及的。當

事人不會認爲此種情形合乎常識。事實上，世界任何

地禁都沒有一個實行減低基薪的公私組織。再者，原

子能總署在徵聘職員時已感到很大的困難， 而不得不

按照職等中的第三級起薪，甚至在有些場合下還須給

付''個人津貼'\希望在擬議的新制度之下可以消除此

種不良的措施。事實上，國際原子能總署與世界衛生

緝織已基於同一理由決定放棄＂負＂調整數制度。因
此，出席第五委員會的多數代表團在其他紐織中對於

＂負＂調整數不得不採取合乎常識的解決辦法。

二七．擬議的步驟對於聯合國經常預算的影嚮是

微不足道的，因爲在文件 A/4823/Add.1 附件四第二

段中所列區域服務的人員爲數極少。另一方面，此項

問題對於徵聘各專門楓關及原子能總署所需專家來

說，對於徵聘執行技術協助擴大方案及特設基金會各

項計劃的專家來說，卻極關重要。

二八． Mr. KITTANI (伊拉克）說，原則問題
極爲靈要，至於原則問題所引起的行政問題倒是不甚

靄要的問題。大會只替聯合國職員定下服務規則，如

果原子能總署與衛生組織的立法槻關破壞了成規，那

也不是大會必須跟着去做，從而證明此種破壞未嘗無

理的理由。如果職員服務地禁的生活費用低於日內瓦

的生活費用，那末他們所領取的毛額薪給也應校服務

於日內瓦的人員爲低， 此穰情形極爲正常，而且是合

乎常識的。海牙就是有許多職員自聯合國經常預算支

薪的服務地熙之一。

二九． Mr. WILLOCH （挪威）說，他認爲人事

主任及財務主任的論據令人折服，因此他準備投票贊

成取消服務地鶿＇負＂調整數。反對的言論，是合乎邏

輯的，但是此項提案所根據的實際及心理理由甚至更

有力量。再則取消服務地鶿＇負＂調整數對於聯合豳緤

常預算也只有輕微的影蓉。最後，甚至還可以說，服

務於會所以外地熊的職員也應該得到若干補償。

三o . 主席 將取消服務地黠＂負＂調整數的提案

付表決，但如此項提案遣否決，現行制度當然繼續有

效。

提案以三十一票對十五票荅決 ， 荃植考二十五。

tT正姜祈求 (A/4823, 第，、段及第汜我及附件一；

A/4930, 第..::.十加段至第四十西段）

三一． Mr. HODGES （聯合王國 ）說，聯合王

幗代表團對於代理祕書長在第八七七次會議所作陳述

的印象很深刻，而且支持聯合國的良好雇用條件決不

後人。但他不能支持祕書長報告書 (A/4823) 中提出

的那些提案，理由有四。第一，現行薪給表與許多文

官制度或同類組織所適用的薪給表比較都無遜色。第

二，他並不認爲一九五0年將聯合國薪給與外界薪給

作比較時所依據的那種關係必須維持。第三，他認爲

普遍增薪並非解決徵聘問題的最妥善辦法。最後他和

法蘭西及蘇聯代表一樣也認爲各國政府應該事先收到

了更爲詳盡一禁的文件，然後才能對這一個引起鉅額

經費開支的問題作成決定。

三二． Mr. MUNGUIA NOVOA （尼加拉瓜）
說，聯合國薪給一般說來校美國或其他地禁爲低，是

一項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聯合國不能隨便雇用任何

人，如果它在國際上具有並非良妤雇主的名聲，那末

徵聘人員必將日盆困難。他願投票贊成祕書長報告書

中所載的提案，因爲他認爲那項提案是公允的。

三三．主席將主張照珌書長報告害 (A/4823)
第八段及附件一所載數字訂正基薪表的提案付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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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索·yA*+.::.票對禾迫遏，荼権者十五。

三四．主席將主張採用珌書長報告書(A/4823)

第九段所載過渡方法的提案付表決。

提者以六十三票對禾迢過，荼椎考十四。

讠「缸讎3色，J;誼墊鈥琿東 ( A/4823，第十一段至第二

十段及附件.:::.;A/4980 , 第十，、段至第.:::.-t西段，

及第四十五段至第五十＊段）

三五． Mr. EL-MESSIRI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說， 在表決時他準備棄權，因爲他認爲在擬議的辦法

之下要爲每一職等的每一級確定一項服務地熙調整

數， 那樣便將因服務地熊的不同而引起不平等的增

加。最好似當爲每一整個職等確定一個總調整數， 或

按該職等的第一級計算，或按該職等各級的平均數計

算。

三六． Mr. TURNER （財務主任）說， 委員會

低已決定保留服務地熙＂負＂調整數，那末就必須計及

此熙，並將顧到此種意外事實的祕書長報告書附件二

照此修正。

三七． 主席 將祕書長報告書 (A/4823) 第二十
段及附件二中所提出的訂正服務地熙調整數額表付表

決，但表內必須列入服務地熙＇＇負＂調整數。

提案以＊十四票對禾通過， 奎钅在考十一 。

硨定紐約及日內瓦之胝務此＇，上午級 (A/4823, 第.:::..

十一段； A/4930, 第四十，、段及第五十六段）

三八． 主席 說，委員會既已決定建議將日內瓦
現行服務地禁調整數倂入新基薪表中，並將服務地描

調整數額表訂正，那末服務地熙等級就非重訂不可。

重訂等級將於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實施，但顯須經過

相當時間，才能確知生活費用指數的＂九個月平均數＂

用以計算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的服務地照調整數。

三九． Mr. TURNER （財務主任）承認紐約確

有理由可望自目前的第八級改列爲新第四級， 惟日內

瓦的情形卻很不確定；誠如祕書長報告書 (A/4823)

第二十一段附表中所示 ， 日內瓦已朝現在的第四級推

進了四熙三。因此不能肯定地預料日內瓦可列爲零

級。無論如何，把此種不精確的資料用一項決議案文

提出， 是不明智的。因此，如果諮詢委員會同意的話，

他建議第五委員會在其報告書中說明， 自舊指數過渡

到新指數係屬自動性質，也就表示現行生活費用指數

將用 100/110一項因素減低；基於現有資料，紐約在

新制度下將列爲第四級，日內瓦將列爲零級；以後非

先就此項問頲向諮詢委員會提送報告，不能將新訂等

級再加以任何改變。

四0. Mr . AGHNIDES （ 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

委員會主席）支持財務主任的建議。

四一． 主席 建議委員會通過財務主任所建議的
程序。

決定如議。

iT正職員薪泠疣我享 (A/4980, 第五十加段

至第上十反； A/C.o/878)

四二． Mr. HODGES （ 聯合王國）說他擬投票

贊成此種訂正。

四三．主席 將祕書長報告書 (A/C.5/873) 第
十四段中所提出的職員薪給稅新稅率付表決。

職員薪泠恥訢疣丰'A*-t＊票對＊通過，荼根考

十一。

訢求實旋a 期 (A/4823, 第二十＊段；

A /4980 , 第十k段）

四四． 主席 提及祕書長曾明確地建議新表自一
九六二年一月一日起實施 (A/4823, 第二十六段 ），

按此項提案曾經諮詢委員會誌悉 (A/4930, 第十七

段 ）， 惟法蘭西代表曾建議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

四五． Mr. GANEM ( 法蘭西 ） 認爲七月一日是

一個較爲明智較合邏輯的選擇。第一，各國政府不勝

追加費用的重荷，各會員國有許多財政上的負擔，如

採用那個日期便可將一九六二年的預算經費減少百分

之五十左右。再則， 委員會各位代表不僅爲聯合國立

法，而且爲各專門楓關立法，後者應有相當期間來考

慮委員會所作任何決定的後果。還有一層， 差不多在

所有國家中此種增加都是分期實行的。

四六． Mr. HAMILTON（人事主任 ）促請注意

文官諮委會報告書 (A/4823/Add.l) 第七十九段，

第八十段及第八十一段，並說本來可能提出有利於追

溯適用的論據；由於種種情況以及當前經費的困難未

曾那樣做，但如延緩適用的日期， 便可能考慮到那一

熙。他記得祕書長曾經數度提及改訂薪給問題， 而且

文官諮委會赧告書係於一九六一年七月遞送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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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協委會認爲各國政府應該有了充分時間加以審

査。各主要專門楓關業已授權其所區祕書處遵行聯合

國所作的決定。

四七． Mr. GANEM （法蘭西 ）說，他認爲最妤

維持他的提案，因爲此項提案可鼐顧職員的利盎（確

切應允增薪）與各國政府的利盆。

四八． Mr. ARRAIZ （委內瑞拉）支持認書長
原提案。即使認爲文官諮委會所提資料不足以作成結

論的那些發言人亦承認情況的嚴重。迢純粹是執行一

項公平行動及補救一個不滿意情況的問題；現已作成

增薪的決定，便沒有延緩實施日期的理由。

四九． 主席 說，根據議事規則第一三一條，他
首先將法蘭西所提修正案付表決。

修·正案以四十三票對四票苓決， 荼槿考二十＊。

五0. 主席 接着將祕書長主張於一九六二年一

月一日起實施新表的原提案 (A/4823, 第二十六段 ）

付表決。

提者以＊十一票對＊迫過，荼操考十＊。

五一． Mr. CHRISTIADI （印度尼西亞 ）說，

表決時他曾栗權， 因爲他尙未接獲本國政府的訓令；

但他希望能在大會中對此項問題表示立場。

五二． Mr. HAMILTON（人事主任）說，有了

委員會適才對於薪給表問題所作的決定以後，那個旨

在保障本組織及聯合國合辦職員羲卹基金的大會決議

案一五六一（十五）便非有兩項純技術性的修正不
可。依照那項決議案，目前可領義卹金的薪給包括

＂半毛額＂基薪再加上一個反映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以

來加榷平均服務地禁調整數增加額的百分數。那項決

議案規定可領姜卹金的基薪應視爲已自一九五九年一

月一日起增加百分之五。事實上，到一九六二年一月

一日加權平均服務地燕調整數必將再增加百分之五，

因此可領筌卹金的薪給將爲牛毛額基數加百分之十，

換言之，如不修正一九六O年決議案，便等於新半毛

額基數加百分之十。但是此項百分之十業已包括在新

基數表中，所以現在這項修正的作用在確保一九六二

年一月一日可領疾卹金的薪給只是新半毛額而已。非

俟加權平均服務地禁調整數自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起

算又增加百分之五以後， 不再另加百分數。換言之，

基期將自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改爲一九六二年一月一

日，那對於職員是極爲公平的。

五三． 第二項修正的作用，就是確保自一九五九

年至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將半毛額基數增

加百分之五的辦法仍屬有效。

五四．此外委員會亦可在其報告書中提到有關羲

卹金的另一盤，即闕於離職補助金的計築。一九六O

年曾將合辦職員筌卹基金條例第十條第四項（大會決

議案一五六一（十五）） 修正，規定在義卹金制度修正

以前參與基金的職員，如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或該日以前離職，仍然有權領取一整筆按照一九六

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有效規定計算的離職補助金額；由

此可見此項補助金與淨額薪給加百分之五有闢；條例

中未如此明確規定，但曾提及＂一九六一年三月三十

一日有效之規定＂。大會的用意顯然認爲有關職員直

至一九六六年爲止有權領取一紙按照聯合國合辦職員

羨卹基金條例未修正前有效淨額薪給計冥的離職補助

金。由於將日內瓦現行服務地照調整數倂入淨額基薪

表的結果， 一九五九年以後在淨額薪給外另加的百分

之五已包括在新淨額薪給內。因此，在一九六.::年一

月一日後，倘職員願接用大會通過並經聯合國合辦職

員義卹基金條例第十條第四項明白規定的過渡辦法 ，

則計算離職補助金時當以新淨額表爲根擄， 不另增加

百分數。如果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期間可領筌卹

金的薪給又增加了某一百分數，上述辦法當然也適

用。換言之，離職補助金仍然按照旄卹金制度未修改

時所要用的同一淨額計冥。

午找＊咔五分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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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七九次會議

一汜六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主翔＝午前十一特鎌紛

主麻：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人事問題（清前） ： ＊

(a) 菘書處職員地城分配問題 (A/4776

and Corr.I , 第四章 A/4794, 第三

十一段至第四十段 A/4901, Al 
C.5/890, A/ C.5/ L.683, A/ C.5/ 
L.684, A/C.5/L.686）（埼旃）：

(b) 定期任用職員所佔比例問題 (Al

C.5/891）（靖前） ＊

- . Mr . HAMILTON （ 人事主任 ） 答覆加拿大

代表在第八七三次會議終了時所提的問題，說代理珌

書長認爲他需要時間去研究像珌書虛職員地域分配那

樣複雜的問題。因此， 代理祕書長並未向本屆大會提

出他對於祕書處工作及緝織審査專家委員會報告書

(A/4776 and Corr.1) 第四章的意見。倘使委員會對

於任一有鞘重大事項一一特別是決定適當額距或者一

定限額的方法一~他將樂於在下一

年內加以注意， 並根據一年的實際經驗，就所提任一

辦法的是否可行，在第十七屆會時向委員會提出報

告。

二． Mr. MACHOWSKI （波蘭） 說， 鑒於其他代

表團的意見， 他認爲必須聲明一下，儘管波蘭曾對聯

合國加以合理的批抨，可是卻認爲本組織極有用麻。

它作批評的目的無非是要使聯合國更加演正國際化 ，

更加配合當前的需要，並且確能忠實反映目前的政治

現實。它的話並不是針對代理珌書長而發， 因爲他不

能爲過去的事悄負責， 而且波蘭代表團對他有充分的

信心。珌書處任用職員的不良情形，正和目前聯合國

所受到的財政及其他困嶷一樣， 祗不過是某些人誤解

本組織性質所造成的一項較嚴重危楓的病態而已。

三．一般人似乎都認爲現在的職員地域分配並不

良好，因此需要改善。但是究應採取何種方法，各方

的意見卻大有出入。

． 钅頁第八七五次合鏃。

四．公平地域分配原是憲章基本原則之一。它雖

和得到效率、 才幹與忠誠最高標準的原則密切關聯，

但卻並不和此項原則相衝突， 也不受此項原則的支

配。儘管有幾個國家的代表們提出了種種論據， 可是

波蘭代表團卻認爲憲章第一百零一條第三項所用

＇，地域＂字樣是有政治意義的，因爲憲章原是一侗政治

文獻， 而聯合國又是一個政治紐織。

五．擁有一0三個會員國的聯合國已漸漸接近會

籍普及。不過一個眞正普及的組織便應當忠實反映世

界的政治現實。世界並不是一個在政治、 經濟｀ 社會、

或文化上均屬一致的有楓體。它所包括的國家不但面
積、人口、 與力量大不相同， 即在政治、 經濟與社會

制度方面亦大相懸殊。它們還分屬於各種各樣的區域

組織，要考慮聯合國及其珌書處的代表性， 便不能漠

視此等政治現實。事實上， 大家似乎都承認，不但地

域性的即連政治性的條件都得要顧及。

六．有人曾提出了各種實現憲章所規定的厥大地

域分配的方法。主張超國家組織的人明知不熊公然反

對憲章， 乃竟設法打銷那個規定， 以不合理的優先地

位給予其他條件， 例如確保祕書處具有高度效率、 才

幹、 忠誠的職員等等。對於他們來說，地域分配無非

祇是代表不同的看法、 生活方式、文化及文明形式而

已。波蘭代表團反對這一種解釋。就政治地理及聯合

國所依循的國際法而言， 國家乃是基本單位， 而地

域分配祇可說是國家間的分配。有幾位代表曾理怨

說， 實際上有人已將＂地域＂一詞當作＂國籍＂來解釋。

依照波蘭代表團看來這是唯一的正確解釋，否則大家

也許可以下一結論， 最理想的珌害處職員便是大會在

最特殊情形之下才准許任用的那些無國籍人了。

七．專家委員會曾竭力要尋求一項符合憲章條件

與會員國利盆的辦法。儘管它在報告害內提出的建議

已在某幾方面向前邁進了一步，但卻並未對於令人扼

腕的職員地域分配不平衡與不公平現象提供一項恰當

的補救方法。專家委員會所提議的分配辦法的主要缺

燕便是它並未消除當前不公平現象的主要癌結之一。

繁榮的西方國家只因爲它們所繳聯合國預算經費較多

的緣故， 便要在珌書處所有各職等上保持它們的特權

地位。由於過分着重會費因素， 過分無視其他因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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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專家委員合所提的辦法才會將三六六個珌耆處職

位給予人口約一七七，000 ,000的美利堅合衆

國，而胝以五十一個職位給予人口約四00,000 ,

000的印度。 人口九0,000,000的印度尼西

亞卻與人口九，000,000的比利時得到同樣類額

的職位， 各爲十六名。人口一七，000 ,000的加
本大有三十六個職位，而人口三五，000,000的

奈及利亞卻胝有七個職位。人口三二五，000的盧

森堡有三個職位， 可是人口一，五00,000的黎巴

撇卻祇有兩億職位。

八． 有些國家參加工作的人員已經過多或者已經

足夠， 而它們的代表們竟然也敢對目前祕害處的情形

有所埋怨， 殊使若干委員詫異。波蘭代表團認爲， 大

家應本客觀稍砷， 審誤這個問題， 而且還應當以加強

聯合國力量與改善認害處情形爲共同目的 ， 妥憚注意

所有的批評與建議， 而不問它們的來源。意圖限制任

何代表團討論或批評有關珌書處人員分hE情形的襬

利 ， 便違反了憲章所規定的會員國主權平等原則。

九． 各方對於聯合國及其祕書處的不同觀念， 在

它們對於國際公務員性質的不同見解裏面反映出來

了。那些有意要使聯合國成爲超國家組織的人也希望

職員不但要客觀、公正、 獨立， 而且還要和任何國家

家脫離關係， 只知效忠於聯合國。就他們來說，珌害

處的絕對國際性和它的紐織無關， 而和它的工作精神

及它的不受外界影響有關。因此他們極少注意到憲章

所規定的炭大地域分酷。波蘭代表團卻抱着租反的見

解，認爲秘害處的國際性應藉職員的公平地域分配來

予以確保，而且比等職員應從對詛國的效忠中產生對

聯合國的效忠。此項雙霓效忠不但不像有些人所說的

會起衝突， 而且是相輔相成的，也和憲章第一百條的

規定完全符合。從國際聯合會的時候起， 此項雙重效

忠的可能性即已爲許多著名的國際襬威人士所承認，

其中若干人甚至還強詞說， 寧可不要無根的四海爲家

的人，而要徵聘十足代表每一國家的人。

-o．波繭代表團完全承認憲章第一百條規定的

童要性， 但是對於聯合王國代表認爲有才能的人一經

國際瓿織聘用以後各會員國便要無限期放乘不用一

黯，卻不能同意。聯合國珌書處大規模發給永久合同

徒然具有造成一大批＂移民＂的效杲。

一一． 祕耆處儷用了因各種理由而不爲有關政府

所接受的人， 甚至還將他們列入各該國配額之內， 有

幾備西方代表團聰到別人批評潞書處這種作風，竟然

表示憤懣。殊使波蘭代表團不能了解。他要請比等代

表團注意，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八日聯合王國與美利堅

合衆國向日內瓦停試核武器會議第二九二次會璋所提

的停止試驗核武器條約草案 (A/4772) 曾規定要有一

個在儘量廣大的地域範圍內從各國政府所推鷹的或所

接受的本國國民中來聘用職員的組織。儘管職員根本

並不代表他們所隸籍的會員國，儘管此等會員國政府

亦不得設法影嚮他們的服行責任， 可是他們多少遞是

非正式地代表着他們自己的國家與民旅，而況習慣上

總是以國籍來錛認國際公務員。因此，會員國對於它

們在祕書處裹的人員分配情形不能渙誤。因此 ， 唯有

享有他們本國政府完全信任的人珌書處才可以僱用；

若果事先不與有關會員國磋商， 珌書處便不應當更勣

各國配額。迢是非常要緊的一黠。

一二． 若干西歐國家業已逐漸造成了一種猿稱爲

無鯊派無政治性祇爲國家服務，胝對國家效忠的永久

國家文官概念。此種文官制度對於一個國家或許甚爲

棺宜，但是聯合國祇不是一涸國家，又不是一儲超國

家，卣此波蘭代表團反對須着比等辦法練成聯合國祕
書處的主張。並不是所有的西歐哲學觀念與標準都是

其他地區的人民所能接受的， 而作爲一儲世界緝織的

聯合國也應當考慮到亞洲、 遠東、中東與非洲那些古

老和高度發達的文化的偉大傳統，

一三． Mr. GABITES （ 紐西蘭）說 ， 不論委員

會與大會通過了有關祕書處地域分配問題的什庶建

議， 代理祕書長都應該負責將它們付諸實施。從代理

祕書長向第八七三次會議所作的暨明看， 可見他1艮關

心這個問題。委員會現在應給他研究問題的時間， 不

要限制他的行動。他歡迎人事主任在本次會議開始時

代表代理珌害長發表的聲明。

一四． 紐西蘭正和委員會大多數委員國一樣， 也

承認祕書處職員地域分配有推廣的必要。不但祕書長

必須能夠羅致所有各團的人才， 而且所有會員國亦必

須能對祕書處的工作有所貢獻。效率、才幹與忠誠原

不爲任一國家集團所專擅，而經濟發展落後也不一定

就是隱示智惹發展落後。從尼泊爾與奈及利亞代表對

於委員會辯論所作的貢獻便可證明迢一盤。

一五． ．專家委員會以有關此事的憲章規定與大會

荃本決議案作爲處理地域分配問題的出發熙 ， 殊為正

確。他贊成委員會的結論， 認為憲章第一百零一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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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的第一句與第二句在原則上並無衝突。不過事實

上情形卻似乎有燕不同。

一六． 大家必須考慮何以有幾個會員國在秘書處

工作的人員如此之少。答案是雙重的。第一， 有許多

工作人員不足額的國家是最近才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的，當然還需要些時間，才能在祕書處裏把它們入會

的事實反映出來。其次有幾個國家似乎不讓它們的問

頲得到解決。例如藍聯與東歐國家便曾一再聲明不接

受國際文官制度的基本觀念。憲章第一百零一條固然

多少與此問題有縣」 ， 但是主要的規定卻在第一百條。

一七．他要討論波蘭代表在一九六二年概算舉行

一般討論時向第八六O次會議發表的鏖明中所說起的

幾黠。在那一次聲明中波蘭代表曾猛烈抨擊祕書長在

本組織工作常年報告書弁言 (A/4800/Add.1) 中所發

表的國際公務員桐念。波蘭代表尤其反對該文件第四

節最末一段所謂祕書處的絕對國際性和它的組織無瞞

而和它的工作精神與它的不受外界影嚮有騶的說法。

不過波闥代表卻抹煞了這個句子末了提到憲章第一百

條之處。珌書長接着又說，一方面固然可以說， 世上

沒有一備既無意見又無理想的中立的人，但是另一方

面也可以說，祕書處中立並不是不可能的事。任何一涸

忠誠的人，祇要不受非分的壓力， 便可以不計他本人

的意見， 隨時本着＂絕對國際＂桔胂行事， 並在他代表

本組織採取行動時只以本組織的利盆與原則及其各楓

關的指示爲依歸。因此那一整段的意義實較波蘭代表

斷章取義所引述的那一部分演泛得多。無論如何，那

些採取波蘭代表所持態度的政府不能湊足一批可由鉍

書處接受爲職員的圜民， 殊非意外。它們不能一方面

要求憲章某一條的保談， 一方面卻又公開說要違反另

一條。

一八． 紐西蘭是一個小國，一向非常重視行政部

門的獨立與無私。它曾在金山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中

和其他各小國一起設法把第一百條列入憲章，並且至

今獪深切相信那一條對於本組織的有效工作極關重
要。除非職員以他們不貳的忠誠給予聯合國，否則憲

章所揭櫫的崇高目標便極少有實現的希望。

一九．自從聯合國建立以來， 紐西蘭一誆擁護此

等原則。至就蘇聯代表向第八七四次會議提起的一九

五三年情形而言，它當時曾主張大會爲開革職員而採

的所有行動都應受第一百條的約束。現在它對於徵聘

職員還是採取同樣的立場。它不能同意爲了要遷就各

個會員國政府便應犧牲或破壞那個原則， 即使一般認

爲那些國家職員名頲不足， 也不能那樣做。

二o. 和平與安全的最好希望，特別對較小國家

來說繫於聯合國。珌書處迄今爲止在徵聘職員方面所

享有的自由大部分要歸功於小國在金山會議所採的立

場。這些國家應繼續保障它們的利盆， 務使職員能照

憲章第一百零一條第三項徵聘，並照第一百條維持。

二一． 如他所說， 目前好多國家人員不足頲， 是

有着極好的理由的。祇要社會主義國家對於祕書處的

性質保持着它們目前的見解， 就很難溍得出有什庶方

法可以迅速糾正目前的地域不均， 即使現在的配額都

補足了，仍舊還有可以改進的餘地，那一盤也許可用

專家委員會報告書中所建議的辦法做到。不過他懷疑

此項辦法得到的結果是否會和目前所用辦法得到的大

不相同。紐西蘭代表圈不願接受專家委員會報告書第

七十五段的提案， 單憑許多會員國人口及預算攤款很

少一熙，便規定它們的職員只以兩人爲限。紐西蘭代

表囷所注意的並不是會員國人員參加珌書處工作的權

利＿一－其實它認爲此種權利很有問題一一－而倒是珌書

長儘羆爲珌書處巖事羅致最優秀職員的權利。

二二．若干會員國一一包括有幾個拖欠會費很多

的會員國在內一一表示了想要獲得它們認爲是它們本

國在祕書處內原有＂配額＂的不合適顾望。可是迢並不

是第一個目標 ， 第一個目標是要能夠儘量找到最好的

祕書處人員。因此，所用的方法要有足夠的伸縮性 ，

以適應變化無常演進不已的需求，並讓較小國家的國

民能對本組織的工作作眞正有價值的貢獻。

二三． 至就專家委員會報告書第五十四段而言，

他同意P一1 紱的特派團職員的任用應該注意地域分

配，不過他並不認爲此項方法應適用於第五十四段

(b) 至 （f)諸分段所列職類的職員。聘用諮議與專家

的筒圍應儘可能少加限制。不但如此， 專家委員會本

身也承認，接受技衍協助的國家對某一專家的是否可

予接受作最後的抉擇 (A/4776 and Corr.l, 第六十二

段） ， 抉擇時不應受地域分配因索的限制。 爲了同樣的

理由 ， 技協局 、 特設基金會、 兒童基金會、 聯合國難

民事宜高紱專員辦事虛的職員亦不應在正式適用地域

分配辦法之列，不過地域分配的原則仍對他們適用。

實施此等方案也和物色專家本身一樣，必須多注重受

惠國政府的意見。不但如此，技協局是由各楓關組成

的 ， 如果爲了地域分配而把它和聯合區祕書處合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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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一定會使各參加楓關感到極大的困難。國際法院

的職員不在祕害長職責範圍之內。

二四． 他對於一般事務人員適用地域分配辦法一

事並沒有肯定的意見。在未作任何決定以前應對此問

題作更進一步的研究。不過從理論上說，現在胝對紐
約的G-5 職類施行該辦法似乎有些不近情理。他希望

不久能將此項不正常事態糾正。

二五．他並不反對專家委員會的提案，在適用地

域分配的職位中， 將定期合同的比例從百分之二十提

高到百分之二十五。不過他卻不贊成祇爲了要實現廣

泛地域分配便迫使珌書盧有用職員提早退休的任何辦

法， 因爲要做到那一層，即使無損於忠誠，也大概非

繳牲效率與才幹不可。

二六． 提起報告書 (A/4776 and Co元．1） 第四十

八段轉載的蘇聯專家意見，他說儘管他並不認爲定期

合同是不好的，可是所有各職等卻都必須有一大批常

任的職員。各侗不同會員國的智惹與傳統應在秘害處

中融成一體，使它成爲本緑織的一備有效而永恒的工

具。給予定期合同原不違反此一宗旨，但是在此等合

同下任用的職員也要和終身職員同樣盒重他們的憲章

義務。所有職員都有和他們祖國保持接觸的必要， 迢

一熙已在各種不同方式之下承認，寬大的囘籍休假規

定便是這些方式之一。

二七．蘇聯專家的意見和波闌代表向第八六0次

會議所發表的意見顯示委員會各委員對於人事問題抱

有兩種絕不相同的見解。有些國家想要有一個人員來

自世界各地的獨立公正的珌害處 ， 另外一些國家卻似

乎想要爲它們自己的目的增加它們在祕書處裏的工作．^

人員，而把祕書處的眞正的連續性與不貳的忠貞犧

牲。顯然社會主義國家還是不能相信一個永久公正的

國際文官制度的切實可行。其餘各隣，包括像他本國

那樣的小國在內，則不敢相信尙有任何其他的可能途

徑。

二八． Mr. MOLEROV （保加利亞）說，公平

地域分配乃是使聯合國能夠履行它所負任務的一個必

要步驟。本組織要把工作做好， 便必須與世界現勢相

配合。正因爲如此， 社會主義國家才強調秘書處有改

組的必要，以反映世界三個主要國家集團一—美國及

其軍事盟邦、社會主義國家及中立或不加盟國家。他

相信大多數會員國遲早會接受此項觀念，因爲它的合

理已從聯合國剛果行動所受的慘痛敎訓上得到證明

了。倘如聯合國要在國際生活方面擔負一份任務，顯

然它的珌書處便一定要組織得可以博得他所說三個主

要會員關集團的信心。

二九．目前祕書處職員的地域分配有着顯著的不

平衡，迢－是一項爲專家委員會報告書第八十段所承認

的事實。此項不平衡完全有利於美國和它的盟邦而有

害於社會主義國家。在適用地域分配的一，六五O儲

職位總數中，一，二八0個現由美麟及其盟邦的國民

擔任，二八八個由不加盟國家的國民擔任，九十一個

係由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民擔任。從文件A/C.5/890的

第一表中便可見情形對於社會主羲國家與不加盟國家

至爲不利。在十八個次長職位中美國佔了三個，它的

盟國佔了九儸， 而不加盟國家卻祇佔了五個，肚會主

義國家祇佔了一個。在二十六個D-Z職位中，美國佔

了十個，它的盟邦佔了十一個， 而不加盟國家卻只有

兩個，社會主義國家卻只有三個。在D-1職等上，美

國佔了六十五個職位中的九個，它的盟邦佔了三十四

個，可是不加盟國家卻祇佔了四個，肚會主義國家祇

佔了七個。倘如再將各委員會、各特派團及各方案的

職員都計算在內，美國及其盟邦的優勢甚至還要明

顯。例如會所與會所外的三十二個次長職位中， 由

社會主義國家國民擔任的祇有一個。假使將特設基金

會、 技協局、 兒童基金會及各特派團的職員都計算在

內 ， 那庶大家便可滘出，美國及其盟邦佔有了所有適

用地域分配的職位的百分之七十七，而不加盟國家只

佔了百分之十七，社會主義國家祇佔了百分之五 ． 六。

這些事賓是從聯合國文件中得來的，非常明白。的

確，有幾個西方代表團甚至也因此不能不承認祉會主

義國家在祕害處中的工作人員不足額。

三o. 有人曾設法把祕害麻受一個國家集團操縱

的情事化小。美國代表甚至企圖用統計方法證明社會
主義國家與中立國家已經佔有的職位多過了它們應該

佔有的職位。可是這並不只是一件補足各國配額的事

情，而是一件補足什麼職位的事情。高級決策階層職

位自不能和P-1 職等的職位相提並論。

三一． 在祕書處根本改組問題未有決定以前， 必

須採取有力措施， 改善上下各級的地域分配。爲達到

此一目的起見，立即實施專家委員會的建議，自屬必

要。該委員會報告書附件五已說明了此項建議的效

果。此外還得要努力剷除目前阻撓公平地域分配的種

種障礙，而用無限期或永久合同聘用職員的辦法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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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障礙之一。他贊成其他發言人所提反對此等合同 任命代理祕宙長一事就決不會不對當前項目的審議發

的理由。照他看來， 此等合同祇有利於聯合國及其他 生建設性的彩嚮。代理珌書長在第八七三次會議發表

聯合國楓關會所所在國的國民。 的聲明中向委員會保證他將及早注意鉍書處職員的任

三二．他剛才對目前職員地域分配所作的批評並

不是要批評代理祕書長。他歡迎代理珌書長向第八七

三次會議所發表的有關地域分配問題的磬明。他深信

代理珌曾長一定會演重選用職員，使祕書處能變成一

個眞正國際的工具。保加利亞代表團説他順利完成此

項艱鉅的任務。

三三． Mr. NIELSEN （丹麥）和委員會絕大多

數委員一樣，也認爲祕書處有實行廣大地域分配的必

要， 但他同時認爲祕害處依照憲章規定所必須具備的

基本特質一一即效率、才幹、與忠誠－~卻不得因此

一目的而被犧牲。丹麥代表團完全贊成錫蘭代表在第
八七一次會議爲祕査處完整問題對憲章第一百條規定

所作的解釋。它不贊成將待聘職員國籍本身作爲合格

或不合格因素的趨勢；徵聘職員應該以確保珌書處辦

事能力的需要爲指導原則。

三四． 祕害處的效率繫於職員的工作稍胂。丹麥

代表團同意專家委員會的意見， 認爲大部份職員應該

是有意爲韶書處終身服務的人， 而珌書處的效率便繫

於一大批終身職員核心分子的存在。因此，職員的工

作條件與前途是很重要的事情。在這一方面，丹麥代

表團認爲大家對於陞遷問題注意得太少。較高級的職

位通常都由外界人員補缺，換句話說，專門職類職員
殊少陞遷的希望，這件事一定會嚴重影礱職員的工作

猜胂，而且柊久會影響到他們的效率。因此， 委員會

在規定校廞大的地域分配時， 必須設法確保祕書盧終

身職員對於他們在本緝織中的前途不致失去信心。雖

然丹麥代表郾竭力贊成改善地域分配並希望不久新會

員國能將配額補足，但它卻要強調一熙，珌書處職位

的再行分配應在若千年間逐漸實施。

三五．此等意見對於一般事務人員職類亦復適

用。假使地域分配原則適用於G-5職等， 那末它對該

職類的較低職等亦應適用， 但．此一辦法所牽涉的各方

面卻應加以充分硏究。

三六．丹麥代表團對於增加定期合同職員比額的

用處殊表懐疑， 因此寧願保留大約百分之二十的數

目。

三七． Mr. PRICE （ 加拿大）說，既然憲章明

定要由珌書長負責任用職員，那末這次大家一致通過

用問頲， 並且要求給他一熙時間以便充分澈底考慮該

問頲。而且人事主任在本次會議中向委員會說過， 代

理祕書長急於要知道委員會對於各要照的一般見解，

讓他先作一年的研究，然後再對這些見解的是否切實

可行作成若干結論。爲對代理珌書長表示公允起見，

委員會殊不能漠視此項呼籲。

三八．錫蘭代表說過， 聯合國是在慘痛戰爭之後

的理想主義氣氛中和國際聯合會不能制止侵略黷武國

家主義的事實下設計的。因此才以國際聯合會所未具

備的若干工具給予新組織，其中最顯著的一個工具便

是國際文宜制度。國際聯合會盟約並未載有和聯合國

憲章第九十八、 九十九、一百及一百零一諸條相等的

條文。盟約第六條第三項雖然規定祕書處的祕書與職

員要由祕書長取得行政院核准後任用，但是憲章裏對

等的一項一一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一一卻並未提及由

任何楓關核准的事而祇規定須依大會訂立的規章一

易言之，依照職員服務條例一一任用職員。

三九．第五委員會在處理對祕書處有影奢的問題

時，應竭力小心從事， 勿因熱心改善某些情況，而於

無意間破壞薁正國際文官那一個極重要的概念，原來

迢批文官要經過就職冝哲的手續， 是綹對不許請求或

接受任何政府或本組織以外任何其他當局的訓示的。

事實上憲章曾明文規定職員只對本組織負責，不可採

取足以妨礙其國際官員立場的行動。所有會員國都已

自動簽字於憲章，如要改變第十五章所載的那一侗祕

書處概念，便非修改憲章不可。其實會員國不但不應

當設法改變此項棍念，而且還應當把它當作是聯合國

最有價值的資產之一， 特加愛譏。

四0. 此等論熙在委員會設法解決地域分配問題

所引起的三個問題時當有助盆，第一個問題和委員會

所負糾正認書處不平衡現象的責任有腕。迢種現象是

聯合國會員國有了受人歡迎的增加情事以後發生的。

新會員國亟欲充分參加本緋織的工作， 所以祕書處各

階層都應該有它們的國民側身其間。

四一．第二個問題係由某些會員國 （ 其中有好多

巳是多年的會員國 ） 要求在祕書處內分得它們認爲比

較公允的職位名額而起。他記得在本組織的初期。蘇

聯並不願意要它的國民受聘於祕害處，現在它作了受

人歡迎的表示，想要充分參加本組織的工作， 可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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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國徵聘職員卻又在意念上與行政上遇到了困難。當

然， 祗要擔任職位的人準備遵行憲章第一百絛的焜

定蘇聯和它的盟邦決沒有不可充分分得祕書處職位

之理。

四二． 第三個問頲便是如何糾正上述兩項問題所

造成的不平衡現象而又不致損害本組織。所有國家固

然都有能對聯合國大有貢獻的國民， 無如物色及聘用
他們的工作卻並不能快速完成。而況聯合國對於十六

年來矢志服務的現任職員還負有貴任。此輩職員有權

要求聯合國履行它的合同 ， 予他們以公平而體貼的待

遇。大家決不可因爲要楓械地起至武斷地滿足廄大地

域分配的條件，而便犧牲從全世界各地審慎物色最優

秀職員的工作。物色這羅職員原是一項嶷免遲緩的程

序。

四三． 專家委員會赧告書載有改變現行確保適當

地域分配辦法的若干建議， 而且還就此等建議的預期

結果作了確切的說明。委員會報告書第七十四段及第

七十五段所提辦法裏面的每一項因素都是很妥當的 。
在一個世界組織中，最小國的會籍和最大國的會籍都

要受到同樣的確認；世界上沒有一處專擅才智或忠

誠。不過一方面不議人口較多的會員國把它們的國民

多多貢獻出來， 不讓繳納會費較多一一反映經濟發展

到了先進階扆一一的會員國把它們自己用不了的專家

供應出來， 而同時卻一定要其他正在集中全部梢力從

事本國發展的國家把它們原不敷用的人員派來補足祕

害虛的大逗配額，似乎不祛合理。專家委員會所媾謚

的辦法計及了比等因素同時又向負責買施此項辦法的

諮書長提出了一項蜣可改善悄形而又不會造成紊亂的

方式。紊亂便不免會使現有職員效率缺乏， 猜胂渙散。

四四． 他和奈及利亞代表一樣也認爲單將一般事

務人員的一個職等列入適用地域分配的一類，很不合

理。

四五． 皝然聯合噩必須尊重它的合同義務， 他認

爲第五委員會便不晤當核准專家委員會毅告鴇第八十

六段中迫使祕書處若干職員提早退休的建議。特設基

金會與技協局職員是否應適用地域分配的問題應腮由
各主管理事會或者各有競楓關的委員會決定； 第五委

員會僅能就此事作建議而已。

四六． 抑有進者，皝然設置．技衍協助方案與特設
基金會的決謅案所明文規定的政策弳誨了受助國家的

福利， 聯合國自不佬擅行規定一涸國家應請方案或專

家的種類也不能決定此等專家的國籍。

四七． 不仔細研究适個事情，便由第五委員會設

法就地域分配問題達成一項折衷辦法， 係屬不智； 如

杲委員會並不贊成專家委員會所建議的辦法， 它便應

當說明此項辦法中有那幾項因素是它所認爲不満意

的， 並要求將此事作進一步的研究或者要求代理鉍書

長提出他的意見。等到代理韶書長能提出他的意見

時，第五委員會便可以提出政策來寶現所有國家都在

可能限度內充分參加祕書處各方面.:r.作的最終目標。

午亻友十二時五十分散會·



第八八0次會臟－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165 

第八AO次會議

－尤六一年十一月十五．a 星翔三午投三咔.::..十分鎌給

主席：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項目六十四

人事問題（缝前） ：

(a) 膀書處職員地域分配問題 (A/4776

and Corr. I, 第四章 A/4794, 第三

十一段至第四十段； A/4901, Al 
C.5/890, A/C.5/L.683/Rev.1, Al 
C.5/ L.684, A/C.5/L.686, A/C.5/ 

L.689 and Add. l）（靖前）；

(b) 定期任用職員所佔比例問題 (A/

C.5/891）（綠前）

-. Mr. HODGES （ 聯合王國）說波蘭代表曾

在第八七九次會謠作了一個最令人感到興趣的陳述，

對於那個陳述，他要加以答哎。他贊成波蘭代表所引

述的意見，即在一個眞正的國際文官制度中，職員對

於本國的忠誠不但可以而且須必，轉變爲對於國際的

忠誠。聯合王國代表團的意思並不是說，珌書長應該

聘用＂政治難民'\或和祖國斷絕關係的人。它的意思

是說， 假如東歐國家政府讓認書長自由徵聘，不堅持

所有的徽聘工作均應由政府經手，東歐國家所應有的

珌書虛職位，便可以更容易補足。最後， 波蘭代表曾

說，聯合王國代表團的態度和該國分發的停試核武器

條約第九條第三項C款 （ A丨4772 ) 規定所引起的義務

不符。事實上，有關的規定代表了聯合王國政府祇爲

要和蘇聯就停止試核的靈大問題，儘可能達成最大協

議而接受的一項折衷辦法。聯合王國希望此項折衷辦

法不致造成使管制組織受到聯合鬮在徵聘人員上所遺

遇的那種困難。聯合王國政府表示此項希箋，和強調

聯合國憲章以較大責任與倡導力暈給予祕書長 ， 皝沒

有矛盾， 更無不合理之處。

.::..Mr. MALHOTRA ( 尼泊爾）代表提案國

一阿富汗、錫蘭、迦納、伊拉克、摩洛哥、尼泊爾、

奈及利亞、蘇丹、委內瑞拉、及南斯拉夫一一－提出有

關韶書處職員地域分配問題的決議草案A丨C.5/L.689

and Add.1。美國代表在就同一課題提出美國代表團
決議草案 (A/C.5/L.683) 的原案文時曾說，代理珌

書長祇需時間研究問題， 就不應強他接受任何硬性的

公式，以致綁住了他的手，但是倘若該決譎草案被通

過了，它便會有使此事項延遲一年解決的效應， 因爲

到了一九六二年又將發生委派認害長的問頲。不但如

此，即使在它的訂正方式中 (A/C.5/L.683/Rev.1)

—它已是一項改善一一美國決議草案都未以任何有

關正文第二段所要請他採致的行動的特別指示給予代
理祕書長。珌書處既不能憑自己的主張解決地域分配

問題，而實際上代理祕書長又是新上任，自更埽要由

大會給他一些指示。最後，珌書處工作及緝織審查專

家委員會報告書 (A/4776 and Corr.1) 已依大會決議
案一五五九（十五）的規定，由第五委員會加以討

論 ， 委員會自有對該報告書發表它的意見的責任。否

則同一問題還是繼續存在， 而祕書處還以爲委員會業

已暗中接受了專家委員會報告書第七十四段及第七十

五段所提的公式。而況好幾個代表團都說此項公式不

但不満意，且將使現行規章更爲刻板。正因爲如此，

聯合決議草案提案國才認爲與其訂出一項硬性公式，

還不如規定幾項目標與原則來得好。兩決議草案的目

的完全相同， 所不同者祇是方法而已。總而言之，第

五委員會有以本組織行政首長所希望從它那裹得到的

指導給予他的責任。迢並不是一項削減代理祕書長行

動自由的問題，而是讓他依照大會所訂原則，運用他

的判斷的問題。

三．聯合決議草案的規定，特別是正文第一段

(a) 及（c), 第二段，第三段 (c) 、 (d)、及 (e) 以及

第四段及第五段的規定，係以專家委員會在其報告書

第四章中所提的一致的或多數的建議爲根據，唯一的

例外就是他以前所說過的那項不能令人滿意的公式。

決議草案提案國認爲地域分配原則不應當個別適用於

珌書處的每一部嘉，而應當適用於整個秘書處，如此

才可以採取一項較有伸縮性的徵聘政策。最後， 提案

國並不希望立即將決議草案的所有規定付諸實施。祕

書長或許需要五年或五年以上的時間以達成擬議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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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至就一般事務職類而言，單對會所的G-5級

職員採用地域分配原則似Jii不合理，因此正文第一段

(a) 才提到了＂其他服務處所的同職等職員＂。 正文第

一段 (c) 所述職員既由祕書長及人事主任徼聘，將有

關職位列入受地域分配的總數內，而以地域分配原則

伸縮地適用於此等職員，自屬合理。例如國際法院的

職員既係由書記官長徵聘，即不適用該項原則，此等

職員的地位已由第五段加以規定。第三段 (a) 及 (b)

容或多少有些爭論，不過那些規定祇是供作在校長時

拥達成某些目標的一個南針而已。由於委員會的公式

對於人口不到一千萬的三分之二會員國不利，提案國

才設法要尋求一項校嵓家委員會的公式更爲滿意的人

口係數加權公式 (A/4776 and Corr.1,第七十五段
(ii))。提案國亦曾設法比照會費的多少就給予人口係

數的加權數作一些指示。不過它們已將它留交代理珌

書長去釐訂一項對絕大多數會員國有盆的公式。提案

國已在正文第四段中強調說， 實施地域分配原則應無

損於持有永久或定期合同職員的合同權利。

五 ． 最後，他說瞄合決議草案單以極端必要的特

別指示給予代理祕書長，但是，假使美國所提的訂正

決議草案獲得通過，則代理珌書長除了採用專家委員

會所提的不能令人滿意的公式之外便無其他辦法。

六． Mr . KLUTZNICK （ 美利堅合衆國 ） 說，委

員會現有的兩件決議草案的目的非常相似。人人都承

忽代理祕書是應該採取緊急步驟， 補救目前的不平衡

現象。但如果沒有一致意見表現， 委員會便不應當以

混亂不消的訓令給他， 致使他無法作成他自己的結

論。無論如何，美國所提的訂正決議草案既係根據祕

宙長職務不中斷的原則＂詁代理祕書長向大會第十七

屆會具報'\ 尼泊爾代表的論瓣就殊少力翼。 美國修

正它原決議草案的正文第一段 (c) 者並不是要訂出一

項公式來，而是要使代理祕魯·長可能把它訂出來。

七． 他決沒有意思要延遲此項問題的解決， 更沒

有理由要採取此種行動。 假使聯合決議草案通過了，

而要代理祕書長不把它當作一項專門訓令來看，就有

困頦。贊成提案第一段 (c) 而發表那些論據是否有

理， 頗成疑問 。 假使各有麒職位都適用地域分記原

則，會員國對各方案所繳納的款項自亦應予以計及。

在此方面他要說明， 美國爲了技術協助方案已提供了

百分之四十左右的資金但是美國專家敖目却從來不曾

超出過百分之十一。他認爲祕杏長就此事所提出的

論抽，（A/4794, 第三十九段）遠比尼泊爾代表的論

據使人信服。

八．雖然他最急於要伐到和其他代表團一致的立

場，他深信委員會爲代理祕害長頒定訓令，並沒有要

使祕害長在適義上非遵行不可的責任。要點是在請他

注意第五委員會蓺欲就此事採取行動的事實。胝需要

審慎進行，又需要避免因探取可能損及對發展落後國

有特別關係的方案的效用的決定而有損此等國家的利

盆。

九． MR. QUIJANO( 阿根廷） 說 ， 由於祕書處
準備了大足文件， 更由於會員國對於職員地域分犯問

頲特惑興趣，委員會的討論不但範圍炭大，而且有時

還牽涉到像祕書盧結構及國際文官制度棍念等校爲一

般性的問題。 正當許多新會員國入會使聯合國緝織發

生極大的改變的時候，此項討論祇有盆而無害。

-o. 祕害處不但須具備憲章的所需的效率、才

幹與忠誠， 同時亦須充分國際化以反映世界各方的見

地。國際公務員必須完全不受本國政府的覇絆而祇對

聯合區負査。所以，阿根廷的國民便是恐若他們涸人

的資格根璩螭爭的辦法就聘於聯合國。阿根廷代表團

對於珌書處的效率與忠誠感到滿意 ， 至於它所作的任

何批評只與行政決策有關，而與珌魯麻執行職務之道

無闞。阿根廷曾經常要求使拉丁美洲在最高層上有較

好的代表權，事實上此方面的悄形已經有了改善。不

過， 職員地域分配不均與不公的事悄仍苞存在，使專

家委員會深爲注意 (A/ 4776 and Co元． 1, 第四章），

任何解決辦法均應以專家們的連議爲根據。

一一．阿根廷代表團雖然對於給人口係數加權有

相當懐疑， 但在原則上却贊成專家委員會所提的標準

一特別是專家委員會報告耆第七十四段內所提的標

準。計及討論時各方所發表的意見， 特別是計及分配

給每一會貝國的最少職位應定在兩個以上的願望，而

擬就的複雜公式結杲或許會有浪大的改善。阿根廷代

表團希望所採用的最後公式應儘可能與專家委員會的

建議相接近。

一二． 聯合決議草案是調和各方不同立場並提出

一個爲大多數代表團認可的解決辦法的一項努力。 一

般地說來 ， 案文是可接受的，不過他對於有幾項與專

家建議不符的規定， 特別是規定每一個會員國職員數

目爲五人的提案，懷有疑問。他對於提案國提高定期任

用的職位比例到百分之二十五的提案亦要加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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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阿极廷代表團對於以地域分配原則應用於

聯合決議草案正文第一段 (c) 所說的那些種類的職員

的需要，不能完全信服。阿根廷代表團的懐疑已因美

國代表所提出的論據而更爲加深。

一四．英國決議草案的訂正案文（A/C.5/ L.683/ 

Rev.1)已比原案文好得多， 儘管它不啻在提出一項使

問題延遲一年解決的拖延辦法。阿根廷代表團非常贊

成它在其他方面的建議。它特別歡喜提案反映委員會

意見的方法。不過， 他希望可能將兩件決議草案歸倂

成一個單獨案文，特別因爲兩者之間的不同燕並不重

要。

一五． Mr. CU'ITS( 澳大利亞）說，他看到這

麼多的發言代表似乎根本祗關切他們本國的國家利盒

殊引以爲憂。有人曾提到了會員國與會員國集圈 ＂對

於祕書處職位的應享權利＂以及採用甲或乙公式所招

致的''得＂與＂失＂。此種見解完全與憲章不符，因爲

憲章的規定旨在磲保祕書處的＂效率＂而並不是以 ＂檣

利＂給予會員國。澳大利亞並不因爲澳大利亞噩民所

佔有的珌苦處職位在恰當數目的中位數之下便認爲它

的國家會受到影響。

一六． 專家委員會的委員們抵不能達成協議 ， 而

他們的建議又未以良好的印象給予委員會，由第五委

員會再將它的工作獯複一逼當不致有人反對， 但須小

心，不要妄圓造成一項要強使代理珌曾長接受的最後

公式。委員會應每靈代理鉍書長要有時間研究本組織

面臨的各項問題的希望， 並祇請他儘其所能爲改善職
員地域分配的工作而努力。訂正美國決議草案很正躥

地並未說已提供了一項最後的解決辦法，它胝向祕魯

長表達了委員會的一致意見而已。暨如正文第一段

(c) 說明某些係數應加權，但却並未指定應加權多少，

這正表明了提案的起草桔胂。它當然爲委員會全部接

受。就正文第二段使用＂拖延辦法＂一詞殊欠妥善 ，

因爲倘若眞有任何＂拖延的辦法＂，它亦是和最後公式

的演獐有關，而和地域失平無涉。澳大利亞代表團可

以控成整個決議草案， 因爲它在本質上並無爭論。

一七．聯合決瞰草案乃是誠意努力擬具一項爲人

接受而且大致温和的公式的成果。不過， 他認爲聯合

決議草案有規定過分詳盡的意圖。

一八．正文第一段 (a) 規定地域分配原則應適用

於一般事務職類一等職級的職位 （G-5), 可是迄今篤

止尙無代表團眞正建議， 認爲此等職位應由國際徵聘

人員擔任。緒杲爲了地域分配的目的，就地聘用的職

員就當作國際職員滘待。此種不正常的情形或許到代

理祕書長作了決諾草案正文第二段所建議的特別調查

的時侯便會終止， 但是澳大利亞代表團却以立刻將它

糾正爲佳。

一九．澳大利亞代表團不接受以地域分配原則施

用於技褔局與特設菇金會職員的提案。維然它是專家

委員會多數委員所建議的，澳大利亞代表團卻仍贊成

珌害長在文件 A/4794 第三十九段中發表的甚爲恰當

的意見．

.::o . 澳大利亞代表團認爲迢些穢關的徽聘政策

竟由大合來決定殊欠妥當，但是它卻並不反對一個主

張讓技協局與特設基金會知道大會的意見的提案。他

不了解若干代表匯的立場，它們一方面提議要以如此

獨斷的辦法瑨待技協局與特設基金會．另一方面卻在

大會的其他場合中要求增加對此等方案的志願捐款。

二一．如所遇知，現有正文第二段好像暗示應使

某些一般事務員職位受到地域的分配。祇要在＂職位＂

之前添加＂倘有任何＂字樣便可以糾正此項印象。

二二．在正文第三段 (a) 分段的英文案文中＂目

標＂與＂最低＂兩詞殊有矛盾， 還是將＂根據會籍＂字

嵇刪去的好。至就該段的內容而言， 決議草案提案圜

已爲代理珌書長定下了指示他努力逹成較公平地域分

配的原則與因索 ， 而且它們已明言每一會員國至少應

有五個職員。有些代表團承認它們不能或不願向祕書

盧提供五痼職員，但卻辯稱它們亟欲它們以後能夠要

求時便將要求的權利得到承認。不過採用一項和目前

的可能性亳無關係的公式，便會嚴重地危害珌書長的

成功楓會。此外，因此而保留的五百十五個職位是否

可以宰留下去，或老祕害長是否可以照他所認爲最好

的或者依照其他標準爲那些職位隨便派人， 起至是否

應把它們當作＂風於＂某些地域 ， 都成問頲。無論如

何，即使決議草案提案國不願調整它們所建漵的職位

數目，它們至少可以磬明所訂的目椋係屬長期目標。

請代理祕書長設法向可能被認爲是＂職員數目最少＂的

每一會員國徵聘兩位至五位職員 ， 便不難在提案國和

毒家委員會的建議之間覓得一項折衷辦法。

二三澳大利亞代表團亦和專家委員會一榛地充

分瞭解人口與會費係數的重要，可是，決定將同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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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權數給予兩個係數就近乎武斷。因此他認爲不如以

＂適當注意＂字樣來代替＂同樣注意＂一詞，不然便應

刪去 (b) 分段開首的幾個字。兩個係數的相對靈要性

祇有憤加硏究的必要， 祕書長就決沒有義務要接受一
項將它們置於同等地位的解決辦法。

二四．他看到決議草案提案國在正文第四段中請

求適當注意現有的合同義務，感到欣慰，因爲在職員

合同満期以前開革他們，對珌書處的工作桔胂和效率

均有損害， 殊有避免的必要。正文第五段與第六段可

以完全接受。

二五．伊藤先生（日本）歡迎美國訂正決議
草案。不但它的措詞簡潔正確， 而且它具有將問題付

託代理珌書長而並不以硬性決定強加於他或限制其行

動自由的大優禁。代理珌書長固然需要一般的指示 ，

但是將委員會討論與建議的意見歸納一起，採取他認

爲恰當可行的措施乃是他的事。因此日本代表團並不

反對通過一件措辭籠統的決議草案。雖然他並不確信

每一會員國至少應有四個國民在珌書處服務，他卻準

備贊成目前方式的美國決議草案。不過，假使爲了代

理祕書長的利盆能將建設性的建議列入案文當有幫助

—當然要以此等建議得到委員會多數委員的支持爲

條件。

二六．至就聯合決議草案而言，他對於起草那項

草案的會員國的熱心努力，表示讚揚， 並且說他廷無

任何困難可以贊成前文與正文第二段·第四段、第五

段及第六段。正文第一段與第三段似乎較有可以討論

之處。日本代表團認爲還是請技協局執行主席與特設

基金會總經理注意公平地域分配需要的好，易言之，適

用於技協局及特設基金會的應該是正文第五段中有關

國際法院與其他楓關的規定，而不是地域分配原則。

既然代理珌書長的決策係以委員會的意見爲依據， 他

亟欲知道委員會委員們對於該問題的意見。日本代表

團荸於此等理由保留它對聯合決議草案的立場。事實

上兩草案在它們陳述方法上的差異既多過它們用意上

的差異，日本代表團亟盼決議草案提案國會同意一件

單一案文。

二七． Mr. KITTANI (伊拉克），在一致選定
代理珌書長不久之後，便有企圖使人以爲聯合決議草

案提案國有意要代理祕書長沒有行事自由，對於此

鶿他深感遺憾。宇譚本人曾說，他將經常和第五委

員會磋商並考慮它的意見。而人事主任又曾在第八七

九次會議上告知委員會說， 祇要委員會對於任何有關

的重大事件有了一致的意見~別是對於決定每一

會員國國民擔任珌書處職位的相宜數目或目標數額的

方法有了一致的意見一代理祕書長一定樂於考慮。

正文第三段的輿正內容顯示聯合決議草案提案國紙許

它們本身請大會建議，代理韶書長應遵循某幾項原則

與係數。倘若有任何與此等內容不符的情事，代理鉍

書長的代表自可加以反對。正爲了一心要不使代理韶

書長的行動自由受到限制，提案國最後才將草案所述

的理想都反映了出來，而且還將每一侷字都熟慮了一

番。

二八．至就對於案文本身的批評而言，他就正文

第一段 (a) 解釋說， 提案國只許它們本身討論專家委

員會有關 G-5 職位的遣議 (A/4776，第五十三段）。

它們知道將此等職位列入受地域分配的職類，既有竭

力反對的主張， 亦有竭力贊成的說法。它們認爲委員

會不應當在這個階段對調查的結果預作評斷。照專家

們的意見，應就全部一般事務職位作此項調査。而且
認爲在等待此等結果的時候，應暫時繼續將有關職位

列入受地域分配的職位中。在此方面，他認爲並沒有

理由不照澳大利亞代表的建議將＂倘有任何＂字樣添

加在正文第二段的＂職位＂之前。

二九．提案國已在正文第一段 (c) 中提到了專家

委員會的建議，亦即八位專家所一致擬具的幾項建議

之一 ( A/4776 and Corr. 1, 第五十七戾）。故珌書
長在他的報告書中眨未贊成，亦未反對，專家們所提

出的有關技協局與特設基金會的提案。他祇是主張對

於這個提案應予審慎思考而已。提案國所作的也正是

如此。它們全體代表接受技徭協助，而且非有技衍協

助便將無以爲計的發展落後國家。因此， 至少可以

說，假如那些代表團竟會， 一如有幾位發言人所了解
的，企圖採取對於技徭協助擴大方案及特設基金會具

有不利影響的措施，那就簡直不近情理。例如正在接

受無數賓貴的技術協助的伊拉克便已對擴大方案及特

設基金會捐獻了比繳納給聯合國經常預算經費大了兩

倍的捐款。儘管如此，草案提案國絕對反對對該兩方

案志願捐款的數目應與捐款國國民擔任技協局與特設

基金會職員的數目發生關係的觀念。正因爲兩者同爲

聯合國的方案， 便該適用會員國平等的原則。皝然將

職位分配與捐款數目牽聯在一起的公式用於其他聯合

國楓關現已道人反對， 認爲不滿意， 一且把它用於技

協局與特設基金會自亦爲人所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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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o . 至就正文第三段 (a) 而言， 澳大利亞代表

似乎並沒有了解它的實在意義。在那一方面， 提案國

亦曾想要採納專家委員會的違議， 即考慮職位分配的

第一個係數應該是本緝織的會籍。該段的意思是說 ，

凡本緝織會員國的每一個國家至少當能有五個國民在

祕書處內。此項數目代表每一會員國的目標，一個會

員國愈容易讓幾個匾民來聯合圖珌書處服務，則達到

此項目櫟所需的時閩便愈短少。況且這乃是一個不能

再少的數目 ， 因爲根據其他的係數每一會員隳都能在

所應有的五個職位之外要求珌書處的其他職位。鑒於

地域分配有改善的必要，復鑒於各國在委員會所發表

的意見，聯合決議草案提案國認爲以五個職位爲至低

數目並不太高。

三一． 對決議草案所作的大多數批評似乎顯示批

評者都對地域分配問題採取一項非常嚴癘的態度。儘

管第十五屆會與本屆會的辯論以及專家委員會的報告

書昭示職位的相宜配額與會員國會費比數牽連一起的
公式皝不能使人満意，結果又不爲珌書長所採納， 批

評者卻仍對公式留戀不捨。

三二．聯合決議草案提案國已經竭力將它們認爲

是委員會的一致意見作一陳述，俾使珌書長獲得所希

望的指示。倘若表決結果顯示提案國是想錯了，甚至

委員會並沒有一致的意見，則代理祕書長顯然不能獲

得任何指示，自可完全自由作他自己的結論。

三三． Mr. ARRAIZ （ 委內瑞拉）認爲他忝爲提

案者之一的聯合決議草案終於要將所有國家主權平等

的原則表現在珌書處的逐日工作上，屆時珌害處便可

以享有藹於聯合國的所有國家與人民幫助的無法估計

的利惠。提案者已在決議草案具有決定性部分的正文

第三段 (a) 分段中爲每一會員國規定了在精確條件之

下達臻最低限度的目標數。實施此項建議實際就等於

承認每一會員國因爲是本組織的成員便有權在祕書虛

中有代表。

三四 ． 凡對以地域分配原則適用於某些迄未受該

原則影響的職員是否適切一禁具有懐疑的皆應切記：

這種決定一定會對聯合國發生有成果的刺激效用。因

此，他希望一致通過聯合決議草案。

三五． Mr. ARNOULD（加拿大）注意到伊拉

克及美國代表對於珌書長的行動自由不應剝啄一盤所

表示的關切。他說委員會的一致意見應由它的委員們

達成，如此才可使代理祕害長有所依循。要一次將地

域分配問題加以根本解決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爲它必

須參照本組織內部所發生的變化經常地重予考慮才

行。因此，委員會務須設法決定在目前和當今的環境

下要改善地域分配， 可能有何作爲。

三六．比照會員國會費分派職位的老辦法， 現在

顯然已爲全體代表團所反對，而且一般的見解都認爲

應計及其他三個係數。加拿大代表團認爲其中第一個

係數， 即本緑織的會籍， 尤其重要。

三七．至就 G-5 職類的職位而言，他願意接受伊

拉克代表的意見。他認爲倘在＂職位＂之前添加＂倘有

任何＂字樣， 聯合決議草案正文第二段的措詞便有改

進。

三八． 他盼望其他代表團了解他不能不關切技協

局與特設基金會一一加拿大自始就爲它們的方案鍶供

爲數足以自豪的經費一一工作所可能受到的威脅。固

然技協局與特設基金會的職員係由聯合國的人事處徵

聘，但任用事宜却是掌管此等方案的兩位高級職員的

特權。故珌書長在迢方面所發表的意見 (A/_4794，第

三十九段 ） 殊爲恰當， 已不用贅述。其中有一處，故

祕書長曾說此等方案均有它們自己的管理楓關，所有

方案的評估與政策的決定均歸由它們負實。不過，政

策總脫不了和方案推行方法的鞘係，而遣又牽連到所

有與人事有關的事項。在此等情況之下， 假使聯合決
議草案提案國還是認爲沒有辦法刪去正文第一段 (c)

分段並在正文第五段中提到技協局與特設基金會，則

他認爲遠不如另加一段，說明大會建議技術協助委員

會與特設基金會理事會根據第五委員會所發表的意

見， 硏究地域分配問題。此項建謫一定會産生委員會

全體委員所渴望的結果。

三九． 至就爲每一會員國國民在祕書處保留最低

限度的職位數目而言，他寧可要美國代表所提的校普

及的公式(A/C.5/ L.683/Rev.1,第一段(c) )而不要聯

合決議草案 A/C.5/L.689 and Add.1，第三段 (a) 所

提的公式，因爲後者實施起來會使珌害處發生困難。

舉一個例來說，倘若二三十個會員睾不能以一個或兩

個以上的職員提供珌書處，這些正當說起來應爲此等

國家保留的職位便必須由其他國家的國民來擔任。

四o. 皝然聯合國的成員多數都是小國一一其中

人口一千萬或不滿一千寓的匽家有六十三個一一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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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決議草案 A/C.5/L.689 and Add.1 正文第三段

(b) 分段所提的公式亦會發生困難。用＂同等注意＂那

麼稍確而刻板的措詞似不謀合理。在另一方面 (c) 及

(d) 分段完全不能接受， 不過 (e) 分段內定期任用軟

員的百分比還是以不超過百分之二十爲宜。 正文第四

段的 ＂適當＂一詞應代以 ＂充分'[字樣。

四一． 兩件決議草案顯然都是有意要實踐同一目

的， 即陳述委員會的一致意見， 庶幾代理祕書長一方

面有他的行動自由 ， 另一方面又可受到指導。顯然從

辯論與決議草案中均可見各代表固對於重大問題均已

大致表示同意。因此，他要和阿根廷代表一起靖求兩

件決議草案的提案廛同意一件單一的案文。

午亻L＊吋歆令

第八入一次會議

一汜＊－年十一月十六日星翔臼午首十一呤王十王分錙紛

主麻：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項目九十四

擴大行政及預纂問題諮詢委員會（靖前）＊

第五委員令提送大倉之競告睿鴉 (A/C. 5/L . 688)

一 ． 報告員 Mr. ARRAIZ （委內瑞拉 ） 提出報

告書稿 (A/C.5/L .688 ) 。他提到第二十二段內向大

會建談的決議草案，並說， 委員會第八六八次會議所

作決定涉及一項修正 ， 那項修正不僅影嚮大會謫事規

則第一五六條 （ 如在原決議草案(A/C.5/L.680) 中所

明白規定的 ）， 而且彩嚮第一五七條。 因此 ， 他在正

文第二段中作了必要的更改。

二 ． 他促請大家注意報告害本文內若干文字上的

修改。第十段中＂也許可以問＂等宇開始的一句內＂九

名委員是否＂等字應以＂什庶＂替代， 如此修改後該句

的這一部分當爲： ＂也許可以問，...什麼是一理想數

目＂。第十七段中應該修改的有兩處。在＂波睏代表... " 

等字樣之前應該添加＂代表修正案共同提案國發言的＂

等字樣， 同時該段末了部分應增添如下一句： ＇，其他

若干提案國指出彼等將對訂正決議草案投贊成票，但

具有一項和奈及利亞代表相同的了解， 即委員會中第

十二個席位可以指定給予東歐的一位代表＂。

． 續第八六八次合議o

三． Mr. ROSHCHIN （ 蘇維埃肚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 ） 指出修正案 （A/C.5/L.681 and Add.1 and 2) 
提案國以外的其他代表團曾贊同奈及利亞代表所採取

的立場， 即三個新席位中的一個一一不一定是第十二

個席位－應該保留給東歐國家，又＇＇可指定給＂一語

沒有反映一致的意見， 就是大家認爲： 應該指定一個

席位給東歐的一代表。

四 ． 報告員 Mr. ARRAIZ （ 委內瑞拉 ） 建議對
案文作如下修正， 藉以適合蘇聯代表的論熙 ： ＂其他

若干代表團表示彼等將對決議草案投贊成票，徂具有

一項了解， 即三個新增的席位之一應指定給予東歐的

一位再家''。

五． Mr. KLUTZNICK （ 美利堅合衆國 ） 在 Mr.

CUTTS( 澳大利亞 ） 的支持下說， 這種措詞沒有忠

實地反映出委員會的決定。首先曾經一致議定諮詢委

員會應該增添兩個席位，藉以容納弗洲的代表。後來

才就再另行增加一個席位一照達成協議。幾個代表團

所說應該指定給東歐一位專家的就是這個席位。對於

這一黯並沒有一般的協謫。誠然，有些代表團反對將

諮詢委員會上的任何席位指定給特定的地區。

六．主席 建議委員會暫緩審跟雜告書稿， 藉使
報告員有一個槻會可以就第十七段增添的一句的適當

措詞諮商各國代表團。

法定＊o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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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六十四

人事問題：

(a) 菘書處職員地域分配問題 (A/4776

and Corr.I, 第四章； A/4794, 第三

十一段至第四十段； A/4901, A/ 
C.5/ 890, A/C.5/ L.683/Rev. l. Al 

C.5/L.684, A/ C.5/L.686, A/ C.5/ 

L.689 and Add. I）（靖前） ；

(b) 定期任用職員所佔比例問題 (Al

C.5/891）（靖前）

七 ． Mr. ROSHCH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 ） 說，蘇聯代表團十分童飄祕書處按照和從前不

同的標準重新分配員額的問題，同時認爲這個問題必

須用一種切合實際而妥善的方法加以處理。因兩個已

經提出來的提案一一－美國訂正決議草案 (A/C.5/

L.683/Rev.1) 及聯合決議草案 (A/C.5/L.689 and 
Add.1) 一＿而發生的第一個問題乃是： 那些員額應

該重新分配。

八．該兩件決議草案都規定現任職員的合同權利

應予保留。因此，員額的重新分配顯然將使定期任用

職員吃虧 ， 這些職員僅佔職員總數的百分之十九，主

要是由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鬮民所構成。美國

國民＿－他們中有百分之九十五都有永久合同一一及

其他西歐國家的國民完全不會受到員額靈新分配的影

響，因爲他們將得到他們的永久合同的保謖。換言

之，受到影響的職員將是代表人數已經不足的國家

一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及若干發展落後國家＿的

國民。因此， 蘇聯代表團不能同意這樣一種辦法， 因

爲這種辦法跟最起碼的公正原則都不合的， 而且足以

削弱聯合國。

九．蘇聯代表曾經問過美國代表他是否有意提議

修改會費分攤比額， 顆使會員國的權利和義務獲得平

衡。就目前的情形而言， 舉儲例來說 ， 西方國家所繳

會費不足以償付它們在祕書處中供職的國民的費用。

他從第八八0次會議上尼泊爾、伊拉克及委內瑞拉代

表的發言中得悉他們要媾謫徵聘職員的標準， 這種標

準很正當地將計及會費比額表， 因爲強令某些國家負

擔它們所不同意， 甚至對它們的利盆有損害的費用 ，

顯然是不公平的。人們很想知道在重行分配員額一事

所需經費中美國願意負擔那一部分；根據美國所提決

議草案判斷，它在該項負擔中不會承受任何部分， 因

爲它沒有受到任何員額損失的威脅。

-o. 痲聯曾經計及各方在委員會中所表示的意

見，沒有堅持它的提議： 員額的分配應該根據現在世

界上三個國家集團，可是， 現在所提出來的提案使社

會主義國家處於不利的地位， 因爲現在不在設法限制

永久合同的數目，也不在設法停止向已經超過分配限

額的國家徵聘職員。

一一．再者，美國訂正決議草案不將地域分配原

則推廣適用於技術協助局執行主席、 特設基金會總經

理及他們的屬員，因嗝經常的分攤比額表不適用於這

些楓構； 由此看來，美國就一種情形計及分攤比額表，

而不就另一種情形計及該表。 美國不就聯合國祕書處

問題計及該表的原因顯然是它的職員受到永久合同的

保護。可是蘇聯認爲技協局及特設基金會的職員，和

兒童基金會、 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辦事處及國際

法院的職員一樣， 應該屬於地域分配的範圍內，因爲

所有這些楓構的經費是由聯合國會員國舒供的。同樣

地，蘇聯對于業經提出的一項建議，特別是在第八七

九次會議上加佘大代表所提出的一項建議，不能贊

同 ， 即一般事務人員類的G-5級和專家及諮議應該不

屬于地域分配的筮圍之內。

一二．美國訂正決議草案的另一個缺禁是它沒有

計及各級員額的相對重要性， 這種悄形無疑地是由於

高級員額中有四分之三的員額是由美國和西方國家的

國民所佔有。迢種惰形必須予以料正。

一三．因此，問題是：委員會現有提案的影噁是

否要反映在分攤比額表內。如果不要， 則我們必須就

償付費用的辦法達成協議。各國不能要求社會主義國

家對顯然足以損害其利盆的措施嚮供經費。

一四．這個問題只能用協定的方式去解決， 而不

能強人接受一種違反某一闞家集團的利盆的解決辦

法。 噸該請代理珌書長硏究這個問題，同時委員會應

該考慮能否設置一個由社會主義國家、中立國家及西

方國家的代表所斎ll成的工作小緝，去研究邇個問題。

一五．蘇聯代表圃決不能支持美國訂正修正案，

也不能支持聯合決踞草案，因爲迢兩件決議草案都根

據不切合實際的前提， 將損害蘇聯的利盒， 而且不足

以增進國家間的合作。就如此重要的一個事項作一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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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的決定，只能引起更多的爭議， 這種爭議對於聯合

國的有效性是有損害的。騁於地域分配問題的辯論應

予停止，以便騰出時間就所涉經費問題作一充分的討

論。如果西方國家因爲其在祕書處任職的國民有永久

令同的保護而未因員額靈新分配，承受任何財政負

擔，同時如果只有吐會主義國家的國民才受到影響，

則這種情形顯然是不公平的。

一六． Mr. KLUTZNICK （美利堅合衆國）完全

同意蘇聯代表所說現在討論的問題非常軍要。爲了便

利祕書處地域分配上的不平衡問題－他承認這個問

頲的存在一一的解決起見，美國代表團在將其決議草

案案文分發前曾經先行告知蘇聯代表囷。因此，它對

于蘇聯代表突然反對該案文，不反對聯合決議草案，
頗感驚異；因此項草案實在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另一種

值得讚揚的努力。他對于蘇聯代表就兩件提案的提案

國的動楓所作解釋，表示遺憾。美國代表團贊成澳大

利亞代表在第八八0次會議上所表示的意見， 即這儲

瓣論中對於各個國家在珌書處中的代表權一照實在過

分予以着重。

一七．美國代表深信美國的利盆和祕書處中美國

國民數目之間並無直接關係，而且供認爲蘇維埃社會

主義共和國聯邦和其他廛家的情形也可以用同樑的話

來說。關於祕書虛中持有永久合同的蘇聯國民人數少

於美國國民一項事實，完全是由於蘇聯對於國際文官

制度的態度所致。美國本身從來沒有反對將定期任用

和永久合同的比例訂得比現在的比例少許高一些，但

是它相信永久合同的需要乃爲各方所承認的。

一八．美國代表團決議草案的提出並沒有意思要

損害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盒。事實上，美廛代表團在第

八七0次會議上所發表的陳述中已經承認韶害處中白

俄羅斯、烏克蘭及蘇聯國民的人數可予增加。

一九．美國代表團爲了就發生爭辯的事項達成協

議起見，固然願意隨時和其他代表團進行非正式的諮

商，可是Mr. Klutznick 並不認爲下述的一誤是必要

的：每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緊聯邦認爲某一特定情

勢或政策不能爲它所接受時美國就應該和蘇聯達成雙

邊諒解， 或應該考慮修改憲章。現在有一百零三個國

家有權對聯合國事務發言，委員會所遺遇的任何問題

應該在委員會全髖會議中公開加以討論。

二o . 珌書處職員的地域分配問題必然需要時間

才能解決。蘇聯代表團在批評就解決迢個問題而提

出提案的那些代表團的動楓的時侯， 似乎裝着不知逾

憲章的明文規定、迄今爲止此項討論的整個趨勢以及

珌害處的最近徵聘工作。蘇聯代表團似乎又不顧一項

事實，即持有永久合同的人員因死亡、辭戴或其他理

由而解職時他們所佔有的員額就會有重新分配的楓

會。

二一． Mr. MAURTUA（珌魯）說，鉍魯代表
團認爲建議柢據嚴格標準提出一個解決辦法的聯合決

議草案並不是對於這個問題的一個足夠謹愤的處理方

法。前文第二段載有一項正當性發成問題的陳述。憲

章以肯定的詞句規定徵聘職員時須確保效率、 才幹及

忠誠的最高標準；迢侗要求不能放在地域分配的要求

之下而不歪曲憲章的宗旨與意志。因此， 就技協局和

特設基金會的高度麻門化的職員而言，地域的考慮顯

然應該讓才幹的考慮佔先。爲了這個理由，祕魯代表

團特別不同意聯合決議草案正文第一段 (c) 。

二二．珌魯代表團希望聯合國各楓關不要以太硬

性的指示給予代理祕書長，以免使他受到束縛。這種

行動會剝恙代理鉍書長爲解決他所遺遇的問題而必需

具有的行動自由，而且這種行動只會削弱他的權力。

可是聯合決議草案正文第三段就會有迢種結果。代理

珌書長顯然應該以確保職員的公平地域分配的需要爲

依歸，但是爲了満足這個需要，最好的辦法不是在立

法方面通過過份激烈的規定，而是審慎地、 逐漸地實

施一種旨在達到這個目的的政策。被形容爲目前祕書

處的不平衡的悄形當然應該加以補救，但是平衡的達

成不可能是一個純粹的楓械過程。關于那一熙， Mr.

Maurt1.1a 贊成美國代表曾經提及的澳大利亞代表在第

八八0次會議上所表示的意見。

二三．再者，聯合決議草案中關於應該達成一種

特定的地域分配的規定和正文第四段內關於應該適當
顧到現有合同方面的義務的規定之闍， 似乎有一種磯

明顯的牴觸。

二四．爲了那些理由， 珌魯代表團不能支持聯合

決議案 (A/C.5/L.689/Add.1)，它比較贊成美利堅
合衆國所提訂正決議草案 (A/C.5/L.683/Rev.1) 。

二五 ． Mr. ROSH CH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說， 爲解決如委員會現在討論的那一類問題

所需要的國際合作要有比非正式諮商或事前告知決議

草案案文更爲積極的行動才行。美國代表團沒有答覆

他所提出的那些消楚的問題。人人明白： 誰將受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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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主張的職員靈新分配辦法的影嚮，和誰不會受到這

種影嚮。在這種情形下，蘇聯代表團所表示的不滿意

是很自然的。

二六 ． 蘇聯代表團也十分願意參加任何非正式的

而有必要的諮商，但是認爲私下談判的階段已經過

去。現在應該設置一個他所提議的那一類的工作小組

去審查他所提及的問題。除非他所提及的問題得到答

覆， 否則就不可能獲致解決。

午4文一特散令

第八入二次會議

一心＊－年十一月十六a 呈翔四午1和四呤二十分細約

主席：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改老公式的獻楓業已到來一－根據老公式， 員額在會

議程璸目六十四

人事問題（靖前）：

(a) 移書處職員地域分配問題 (A/4776

and Corr.I, 第四章； A/4794, 第三

十一段至第四十段； A/4901, Al 
C.5/890. A/C.5/L.683/Rev.2, Al 
C.5/L.684, A/C.5/L.686, A/C.5/ 
L.689 and Add. I）（繚前）；

(b) 定期任用職員所佔比例問題 (A/

C.5/891）（犢前）

一． Mr. HODGES （聯合王國）說，委員會已經
設法就若干問題達成一般臨議。多歟委員國承認現階

段如果爲改善地域分配悄形規定一項硬性公式，由代

理珌書長去照辦一＿不論是祕書瘟工作及緝織審查專

家委員會的公式或是其他槻關的公式一一只會有礙於

他的努力，而不會有助於他的努力；相反的，應該黻

代理鉍書長有一個槻會就料正現在的不平衡狀態的最

好方法形成他自己的意見。各方一致認爲必須繼續努

力去糾正迢種情形，而且在今後十二個月內應該有更

多的進展。他欣知聯合決議草案 (A/C.5/L.689 and 
Add.I) 的提案國贊同他的恋見，即地域分配悄形祗

能逐漸改良。 十分突然的改變對於本緝織祇會有害 ，

而且對多年來爲聯合國忠誠服務的職員的楠利和正當

希望也詆會有害。最後，大多數代表囷似乎也認爲亻參

員國間的分配是和它們對聯合國預篡所繳會費成比例

的。

二．委員會上有兩件決議草案，這兩件決議草案

的提案國雖顯然具有同櫟的戛慮，但在若干論藍意見

卻不一致。聯合王國代表團本來可以支持美國原提決

議草案 (A/C.5/L. 683 ），這件草案爲了計及其他代

表團的意見曾經兩度加以訂正．

三．但就另一方面而言， 聯合泱議草案包括若干

令人不安的因素。正文第一段 (c) 內的提案見於專家

委員會報告書 (A/4776 and Corr.1, 第五十七段）內
的這一事實並不使大家非要接受該提案不可。聯合王

醣代表園十分重視故祕書長關於技協局及特設基金會

職員的評議 (A/4794，第三十九段）；如他所建議， 聯

合王國代表團曾經仔細考慮過這個問頲，得到了如下

一個桔論：那兩個槻關的職員無需列入受適用旨在改

善地域分配悄形的任何公式限制的職類內，又這樣一

稚措施會造成損害該兩方案的前途的重大危險。

四．正文第三段 (a·) 內的提案是不切合實際悄形

的， 如果秘害·長受建議的公式所束縛，那將是最不幸

的事。倘若爲了在這樣一種長期目的的決璋案內必須

有所規定的話，那末最好恢復美國訂正決議案 (A/

C.5/L.683/Rev.2) 正文策一段 (c) 內所用的持辭。

五．聯合王國代表團固然也認爲迄今爲止用於員

頲分配的公式不完全妥善，可是覺得就專家委員會所

提議的四個因素 (A/4776 and Co1;: .l,第七十四段）

決定相對重要性的工作將是一件十分困難的工作。人

口因索一一除開也許不完全合適一盤，如委內瑞拉代

表在第八六四次會謠上所指出的一不能視爲主要準

則之一。它可以稍加重親，作爲一個便利改善地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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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情形的因索。對於一個國家的人口和這個國家對聯

合國預算所繳款項同等加以注意，如聯合決議草案第

三段 (b) 內所提議，實屬過份。還有一熊不應忘記，

即現行公式從來沒有嚴格地加以適用。如珌書長在爲

大會第三屆會所編撰的一件報告書1 內所說，任何嚴

格的數學公式，不管係根據何種尺度，都足以過份限

制任何良好的行政的成功所必須憑依的伸縮性。爲了

這個理由，最後的決定曾是在某種程度的伸縮性下適

用預算攤款的標準－此種標準本身反映其他適切的

標準一一同時合理地允許在預算攤款百分之二十五的

箱圍內或上或下的變動。同樣地，由於攤款超過百分

之十的國家的國民人數不得有向上的儷差，所以任何

一國或若干國家不宜爲了一般的經濟情況而在珌書處

的職員中佔抽過份的比例這一原則已經確認。任何改

善地域分配的新公式應該根據這些主意。

六．主席 建議委員會延至下星期再就此事項作

進一步的討論，藉使決議草案提案國有時間會商，以

期調和一一如果可能的話一~它們的意見。

決定如議。

議程璸目九十四

擴大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綠完）

第五委員會提送＊令之庫｝告睿穡

(A/C.5/L.688) (It完）

七． 報告員 Mr. AR.RAIZ （委內瑞拉）就報告書

稿 (A/C.5/L.688) 第十八段提出了一件訂正案文，他

希望這件案文能爲全體委員會所接受。有一項建議主

張第三句應以如下一語開始： ＂於選派委員時．．．＂；又

該段末了部份應增添如下一句：＇，其他若干代表指出

他們將對訂正決議草案投贊成票，但具有一項了解，

即委員會的一侗席位應該指定給予東歐的一位專家''。

杖告書稿 (A/C.5/L.688) 女oJ:.修正猿孽子核准。

議程項目五十七

聯合國經費分攤比額表：會費委員會報

告書(A/4775 and Corr.I, A/C.5/L.690) 

八． Mr. JHA （會費委員會主席）提出委員會的

報告書 (A/4775 and Co1-r.l)。他解釋說，依據大會

l 大會正式紀錄，第三屆會，第一期會議，全體會議附

件，文件 A/652。

決議案一三O八（十三），委員會已爲一九六二一一·

一九六四年度期間訂立一件新的比額表， 擬訂該新表

時曾參照一九五七－一一一九五九年度各國國民所得估

計的平均數，同時儘量採用對於全體會員國皆可資比

校的資料。此項工作是很困難的，因爲就許多情形而

言，可以參考的胝有大約的估計數字，而且國民所得

估計數字在作國際比較時產生了特殊問題。委員會認

爲應該設法使實行中央計劃經濟的國家的國民所得估

計數字可以跟用聯合國國民所得帳制度而得到的數字

作一比較。可是，鑒於這個可資比較性問題的複雜情

形，委員會進行時很謹慎，＇己所採用的百分數可能鍇

誤在估計過低方面。

九．委員會對於大會的其他指示也曾予以應有的

重諷，特別是關於國民每人平均所得較低的國家的指

示；就這些國民每人平均所得較低的國家而言，委員

會決定保留百分之五十的最高扣除數。委員會參照大

會決議案一一三七（十二）的規定，認爲攤額最多的

美國的攤款應該比校十八個新會員國百分比攤款按比

例分配的結果所得數額稍許多減少一些。因此美國的

攤款減低至百分之三十二． O二。

一·O. 會費委員會就比額表建議了若干增加和減

少的修改，這種修改反映會員圜相對的支付能力上的

變動，或反映對那些因委員會得有改善資料而成爲顯

著的矛盾情形所作的料正。此項擬臟的更改引起了兩

種不同意的意見(A/4775 and Corr.1,第二十四及

二十五段）。

一一． 會費委員會主席指出會費的拖欠造成了一

種困難情形。再者，或許有採取行動的必要，俾使在

委員會報告書撰就後入會的新會員國能夠負擔它們對

本組織的費用應攤繳的款項。他說委員會已經竭盡所

能克服困難和提出儘可能合理的結論。

一二． Mr. TARDOS （匈牙利）對於匈牙利的

攤款從百分之O · 四一增至百分之O · 五六一事， 表

示遺憾。他的反對不是爲了委員會將匈牙利的國民所

得統計數字調整得可以和聯合國國民所得帳制度比

較，而是爲了委員會採取迢種行動時不－是依據匈牙利

政府所提供的悄報，而是依據韶書處事先所確定的數

字。他反對一項事實，即會費委員會給與匈牙利政府

不到一星期的時間提出關於非生產服務噩的情報，而

其時匈牙利統計處沒有闢於這種數字的登記。 一九六

0年國民所得帳統計年鑑2 英文本第一O八頁指出週

2 聯合國出版物， 出售品編號： 61.XVl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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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稅包括在匈牙利國民所得估計數內，其實這種稅是

按照西方國家所用制度減去的。如果會費委員會在計

篡那些國家國民所得的數字是將間接稅從國民總生產

數字內減去的，那麼對於匈牙利也應該採取同樣辦
法。可是這一熙不該完全責怪該委員會，因爲它所根

據的數字是祕書處提供的；但是由於此項資料是錯誤

的，所以匈牙利不能接受根據此等資料而作成的決

定。因此， Mr. Tardos 要請求會費委員會不僅重新

考慮其對於匈牙利的決定，而且迢要重新考慮其關於

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決定。會費委員會在攤派匈牙利

應付會費時所用數字較實際數字高出百分之十以上。

因此， 匈牙利的攤款應該相應予以減少。

一三．在這種情形下，匈牙利代表團要和若干其

他代表團共同提出一件決議草案，請求會費委員會在

下一屆會重新審議攤款比額表；鑒於在作初步計算時

所犯的鎰誤，攤款比額表的蜇審是絕對必要的。依照

聯合國的制度計算出來的匈牙利國民所得數字將及時

提供委員會。 無論如何， 根據公平合理的標準，和其

他會員國比較起來，匈牙利的經濟發展確實沒有顯著

到應該將其攤款從百分之O．四一增加至百分之O ．五

六的地步。此外， 會貲委員會沒有充分計及若干國家

在獲致美元和其他可兌換貨幣方面所遭遇到的困難。

最後，匈牙利代表團認爲比例攤派原則應該適用於一

切悄形，又負的方面的修正應該主要是遇有全圖性的

災難時才予以建誤。

一四．因此，匈牙利代表不能贊成會費委員會報

告書，同時他希望第五委員會一致建議該委員會修改

它的報告書。他又希望能夠採取措施糾正同樣的錯

誤， 簡化攤派會費的辦法和消除在一貫適用比例攤派

原則方面的一切障礙。

一五． Mr. GREZ （ 智利 ） 欣悉智利的攤款業已

減少。可是，鑒於智利在經濟方面的能力有限，又鑒

於它對於這受地誤和水災蹂躪的地區必須作出極大的

靈建努力，他認爲所減少的數額比他預期的爲小，因

此他要想知道能否作進一步的調整。不過，他仍舊建

議委員會通過會費委員會的報告書。

一六． Mr. ROSH CH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 說，聯合圍的財務行政一一分攤比額表的訂

立就是這種行政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應該旨在

為會員國間的合作造成良好的條件， 而且應該令人對

於本組織的行政楓構發生某種程度的信心。因此， 關

於會費百分比的決定不應該由一個會員鬮集團強加在

另一個會員國集團身上，而應該是由一般性協議來作

成。藍聯代表固1艮遺憾地注意到會費委員會的各項建

議表示其現有多數委員強加在少數委員的決定。我們

就攤款比頫表的勳態一一從最初的時期即會費委員會

通常用共同協議的方式通過比額表時期匱至現在一一

可知西方國家的攤款隨着每一年的過去而逐漸減少 ，

而社會主義國家的攤款一一特別是蘇聯的攤款一大

大地在增加一一儘管會員國的數目自從本組織成立以

來業已加了一倍。舉例言之，美國所繳納的會費百分

比已經從一九四七年的百分之三十」七八九縮小至一

九六二年的百分之三十二·O二；因此，一九六二年

的數字僅佔一九四七年的數字的百分之八十·三。聯

合王國所繳納的會貲百分比一一一九六二年的數字將

爲百分之七·五八一—僅佔其一九四七年數字百分之

一一·九八的百分之六三·二。

一七． 所建議替美國滅少的數目尤令人驚異，因

爲像美國代表圃圃長Mr. Adlai E. Stevenson 那樣重
要人物所承認的，美國的會費應該是百分之三十八·

五，而不是百分之三十二·O二。

一八． 若干中立主義國家一一如瑞典和印度一一

同樣地獲得減少，可是同時社會主義國家的攤款卻增

加甚多。蘇聯的攤款從一九四七年的百分之六·三四

增加至一九六二年的百分之一四·九七，即增加百分

之二百三十六。就波蘭和捷克斯拉夫兩國而言，可資

比較的增加數字分別爲百分之一三四·七和百分之一

三0。較遲加入聯合國的各社會主義國家的情形亦復

如此。會費委員會建議保加利亞的會費應該從百分之

O ·一六增加至百分之O ·二O, 而匈牙利的會費從百

分之O·四一增加至百分之O·五六。

一九． 社會主義國家的攤款在計算上是不正確

的。舉例言之，除社會主義國家外，所有其他會員國

的國民所得都將間接稅扣去。就蘇聯的國民所得而

言， 攤款在計算上還犯了另一個重大錯誤；勞務的價

值被武斷地、不正當地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這一盤顯

示對於蘇聯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結描上的差異的

無知。

二0. 再者，該委員會在計算攤款百分比的時

篋不僅沒有研究適用的新標準問題， 而且它還時常

不顧聯合國每備委員會所規定的並經大會第一屆會核

准的 （ 決議案一四（一））若干標準。該委員會任務規

定中所舉出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各國經濟方面因第二次

世界大戦而發生的暫時性的脫節現象。闞於這一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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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委員會僅僅複述它在其以前提出的報告書中所述各

節，即因戰爭而發生的脫節現象的後果大檄反映在國

民所得數字中，因此， 在現行扣除制度下關係各國在

哦爭損失方面獲得適當的體恤。由此溍來，它沒有認

出這個因素對於許多國家仍荀繼續存在的重要性，尤

其是對於經濟因戰爭而脫節的蘇聯的重要性。就蘇聯

而言，哦爭毀壞了七百萬座以上的建築物，使二千五

百寓人民無家可歸。工業、運輸及農業曾經遺受巨大

的損害。蘇聯公民的私人財產所遺受的損失用戦前國

定價值來估計達六千七百九十億慮布。至今還感覺到

戰爭對物質和生命的蹂躪：現在還有房荒的情形， 同

時最近的人口調查顯示蘇聯的女子比男子多二千萬。

這些資料說明委員會所低估的因素的熏要性。

二一．會費委員會沒有充分計及另一個重要因

索，即會員國能夠獲得外國貨幣的程度。如在以前幾

次報告書中的做法一樣，委員會又重複指出事實上不

可能就各國在獲致外國貨幣方面所遺遇的困難作一種

有系統的照顧一~雖然就某些國家而言這一熙是可能

加以計及的。這種態度和聯合國鍔備委員會的決定是

有差異的。由於若干年來美國的統治集團在和蘇聯及

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上實施歧視的緣故，致使蘇

聯等若干國家在獲致美元上遺遇到相當大的困難。黃

金的價格固然保持羞穩定的狀態，可是自從一九三四

年以來其他一切商品的價格水準已經增加了三倍，結
果使蘇聯時時出售的黃金貶值了三倍半。但另一方

面，美國及西方國家在獲致美元上並沒有困難。會貲

委員會的結論有利於美國及西方國家，但是極少反映

多數會員國的意見。人們不應忘記：美國從一項事實

中得到了巨大的財政利盆，即聯合國的會所設在紐

約，其大部份支出所用的貨幣是美元。再者，各國代

表團也花貲相當大的美元數額，同時由於聯合國會所

設在紐約因而美國政府從間接稅方面徵收了一大筆數

額。會費委員會似乎沒有計及這些考慮。

二二． 會費委員會又忽略了一項事實的重要性 ，

即最近才達成獨立的許多國家不得不集中它們的全力

在它們的發展和鞏固它們的國家地位方面。就它們之

中的若干國家而言，繳納最少的會費，即百分之O ·

O四的會費仍嫌太高，至少在它們最初加入聯合國的

兩三年內應該准許它們獲得特別的酌減。

二三．再者，在計算攤款比額表時，珌書處中來

自各會員國的職員人數也應予以計及。佔珌書處員額

的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的美國和西方哪家對於本組織

的支出應該負擔較大的一份。

二四．會費委員會的報告蜜又須就最高限額原則

加以評議；根據此項原則任何一個會員國的最高會貲

原定爲百分之三十三·三十三，現在是百分之三十。

世界上最繁榮的國家所繳會費如按國民所得的比例計

算比其他會員國爲小乃是不公平的。應該注意：按照

大會決議案二三八（三）的規定，＂通常＂每一會員國

應繳會贊不得超過總額的三分之一。＂通常＂二字簡庫

不能適用於世界當前的悄勢；如果跟德國訂了和約，

又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的權利被承認，則

世界情勢才可成爲正常。因此，就目前而言，限制美

國的會費是不公平的。

二五．業已犯了嚴重錯誤一事令麻聯代表團從事

硏究會費委員會是在何種情況下擬製它的建議的。該

委員會所舉行的屆會的時間很短，可是它有一個十分

繁重的議程：它必須就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的經濟

潛力作一評價，同時必須擬訂出方法以便比較各國的

統計資料和貨幣並核對各種計鉺及外推法的精確性。

由於會費委員會的成員沒有楓會邂請他們的專家助理

人員參加會議，所以它的任務更加困雖。準備工作是

由祕書盧，特別是由經濟及社會事務部統計處辦理

的。這種情形顯然使美國處於一種有利的地位，因爲

美國的國民在經濟及社會事務部內佔據着重要的職

位，同時其他西方國家的許多國民也在該部內擔任職

務。相反的，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民沒有一

個參加該項置要工作。 ．人們發生了這樣一個問題：祕

害處中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職員是否充分地熟悉蘇聯

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制度，是否有能力作一切

必要的計鉺、比較及外推。該委員會爲何在計算上會

發生嚴重錯誤，可以用：因爲沒有代表社會主義國家

的有資格的經濟學家這一事實來解釋。因此，該委員

會在擬訂建議時應該邀請各個國家集團的有資格的代

表參加。

二六．蘇聯代表團不能核准會費委員會的報告書

和建議，因爲它們顯然有欠公平，又因爲它們過份違

反聯合國箔備委員會所規定的標準。因此，棘聯代表

囷提議現行挺款比額表應再施用一年， 但是會費委員

會對於百分比攤款不超過百分之O·五的國家的會貲

所建議的核減數應該從一九六二年開始適用。它又提

議從一九六二年開始凡於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及

一九六一年加入聯合國而百分攤款比不超過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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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四的國家的會費應該核減百分之五十， 或擷款

超過百分之O ·O四的國家核減百分之三十。

二七．痲聯代表圈又請會費委員會擬訂一九六三

九六五年度分挺比額表的新建議， 無須規定攤

款的最高限額或最低限額，但應儘量計及聯合國籌備

委員會所建談的標準和給與最近宜告獨立的國家以有

利的條件的必要性。

二．八．在會費委員會舉行屆會前，應該邀請世界

所有地區的有査格的經濟學家參加準備工作。最後 ，

應該容許該委員會的委員邀請專家和尊門人員作爲他

們的助理人員向他們提供諮詢意見。菇聯代表所主張

的各項措施就是鶿聯、匈牙利及羅馬尼亞聯合提出的

決議草案 ( A/C.5/L.690 ) 中的要燕。 Mr. Roshchin 
希望爲國際合作計，同時爲聯合國計 ， 委員會對該提

案作有利的考慮。

二九． Mr. BANNIER ( 荷蘭）說，他認爲，麻
聯代表的陳述值得加以十分仔細的研究，但是他要對

Mr. Roshchin 的有些話語提出抗議，因爲那些話語對

統計處的忠誠表示懷疑，同時諷示某些職員可能對各

項數字作有利於他們本國的解釋。 他要指出荷閩代表

團對於珌害處和統計處職員的正直和忠誠具有完全的

信心。錯誤是可能有的，但是任何人不應該暗示這種

錯誤是故意去犯的。

三0. Mr. BENDER （ 美利堅合衆國 ） 贊成荷

蘭代表所提出的抗議。

三一． Mr. ROSHCHIN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對於荷蘭代表的態度表示驚異： 他認爲指出

統計處職員或許沒有能力檢討秕會主義國家的國民所

得帳制度這一熙並沒有侮辱那些職員之意。蘇聯代表

僅僅要促請大家注意某些事寅；已犯錯誤乃是事實 ，

正如匈牙利代表所指出的，他所用的正是那兩僵字。

三二 ． Mr. HODGES （聯合王國）說 ， 作爲會

費委員合的一個副委員，他在委員會蹋行屆會期問從

來沒有看見任何職員在他的工作上顯示偏怛或缺之客

觀態度。如果說是犯了錯誤，則會費委員會中代表肚

會主義國家的兩儲委員在其對於委員會報告害的保留

中沒有促誥大家加以注意不免是令人驚異的事。

午4支＊呤三十五分·啟令

第八入三次會議

一加＊－年十一月十上日星期五午首十特五十分隷約

主启 ： Mr. Hermod . LANNUNG （丹麥 ）

議程項目五十七

聯合國經費分攤比額表：會費委員會報

告書(A'4775and Con..l , A!'C.5,, L.69O) 

（靖首）

一． Mr. JHA （會貲委員會主席）說，某些方面

在第八八二次會誤上所發出的聲明引起了關於會費委

員會工作基本原則的問題。任何建議加欲修改大會關

於規定會費比額表的訓令， 都是應當由大會本身加以

審議的事項，而並不是由會貲委員會審議的事項。

二．某幾國代表團所發出的蔗明已留下不可逃避

的印象， 以為會費委員會在執行它的任務時有疏忽悄

事，或許還受到冷戰考慮的影響 ， 他聽了此種暨明很

感惋惜。

三．會費委員會並未聳言它沒有錯誤的可能，但

是它舐能根捩它可以得到的養料去進行它的工作。各

國的國民所得統計數字尙未達到完菩的水平，因此從

此等統計數字中推斷出來的數字不能說是絕對的正

確。但是現在所得到的可靠資料比過去多， 所以將來

可以達到祛至更大的正確性。不過會費委員會的工

作， 正像其他任何稅額估計楓關的工作一樣， 總不免

要受到相當的批評。會貲委員會委員原來是由第五委

員會本身逞派出來的他可以向第五委員會保證，會衆

委員會以一個專家團盛的地位很客觀地、不偏祖地執

行它的工作。當然 ， 各委員不能完全與他們的本國背

景·脫離關係， 會費委員會內部意見的相當扮歧是不

能避免的。因此，它所提出的報告嚇 (A/4775 and 
Corr.1) 並不是全體一致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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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委員會會議日期決定後，它曾立即請求各會

員國依照因素費用提出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及一九五

九各年度的國民所得淨額概數。有五十七備國家供給

了所請求的資料，其中有若干國家是採用中央計劄經

濟的。委員會非常謹慎地審議了所供給的資料，然後

才進行其下一個階段的工作，所以大家的確不能說它

對於這五十七國之中的任何一個曾採用武斷的數字。

至於就資料無從得到的國家來說，它不得不用各種不

同的方法去確定其數字，其中包括外推法以及利用經

濟調查所獲得的資料等等。在所有情形之下， 所利用

的方法都經過委員會全髖委員的核准。

五．會費委員會在依照上面的方法獲得一切國家

的數字以後便設法要使它們可以彼此比較而爲達到這

個目的起見認爲中央計劃經濟國家所報告的數字並未

包括非生產勞務的價值在內，非加以調整不可。調整

時，委員會可以將中央計劃經濟國家的數字增加一個

與它們非生產勞務價值相等的數額，也可以將其他國

家的數字比照減低。它決定採取前一種方法。關於中

央計劃經濟國家生產勞務在國民所得總額中所佔的比

例，委員會可以得到的唯一資料就是歐洲經濟委員會

對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所作的約略估計 （ 參

閱 A/4775 and Corr.1, 第八段）。委員會曾徵求各

有關國家對於是否可以應用百分比增加數一事的意

見。當時匈牙利在原則上並不反對增加，但卻認爲百

分之五的數字比所建纖百分之十二的數字適當。匈牙

利政府在它的夏文中並未對於它的會費攤額提出像匈

牙利代表在第八八二次會議上所表示的反對意見。

六．值得注意的事是會費委員會曾對不實行中央

計劃經濟而處於相似發展水平各國可以適用的百分數

加以抽樣的調査。所獲得的百分數從芬蘭的百分之十

七到美利堅合衆國的百分之三十不等。假定委員會採

用另外一種實行比較的方法， 那末非中央計劃經濟國

家攤額所核減之數顯然要比中央計劃經濟國家攤額所

增加之數爲大。

七．會費委員會承認必須審慎從事， 因爲採取此

種保證數字彼此可以比較的方法是一個新的辦法。因

此，它把計算結果加權，以期有利於中央計劃經濟的

國家，其方法就是用對它們最有利的滙兌率將它們本

國貨幣換算成美元。有關匈牙利的資料經過機械的整

理之後，所得到的該國攤額是百分之 O·五九， 比以

前比額表上的攤額增加百分之十七。會費委員會鑒於

此項增加數額的巨大， 決定將該國攤額減低至百分之

O·五六。這仍然可以說是很大的增加．但是這是委

員會根據現有資料加以最好判斷的結果。

八．增加攤額的建議通常可以歸因於有關國家的

重大經濟擴展， 也可以歸因於現有統計素質的普逼改

進。減低攤額的建議通常是因爲有關國家的經濟發展

率顯然在平均數之下。委員會的行動向來是不偏袒

的， 它從來沒有武斷地增加任何會員國的攤額。它化

了大量的時間去確定用以計算中央計劃經濟國家攤額
的基本資料，並曾努力緩和任何苴額增加的影響。

九．匈牙利代表指出所採用的匈牙利國民所得數

字曾把營業稅包括在內。此種稅款是否應當列入，大

有辯論的餘地， 但是委員會決定不把匈牙利的此種稅

款減除。會貲委員會多數委員認爲所姨敵的匈牙利癱

額並非沒有理由，尤其是在計及它所採種腫有利於該

國之措施的時侯。

-o."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引起的國家經濟暫時

脫節＂以及 ＂會員國取得外滙的能力＂等因索已由委員

會加以審議。爲了委員會報告書第十六段所述的理

由，它認爲不當計及此等因索。

--. Mr. VIAUD（法蘭西）說，會費委員會
所達到的結論沒有一禁應受某幾個國家代表團所提出

的那種批評。該委員會主席對於委員會工作方法所提

供的資料是最值得歡迎的；此等方法獲得法區代表團

的全力支持。會費委員會顯然很忠實地執行了它的很

複雜的技衍工作。

一二．要使各國國民所得統計數字彼此可以比

較， 是很難辦到的，因爲中央計劃經濟國家在計箕其

全國生產時並未將勞務包括在內，但是其他國家將勞

務列入。他要指出沒有一個會員國反對計及此種方法

差別而將某幾個國家攤額比照增加的政策。

一三．他相信會費委員會主席已充分答覆所提出

的各熙。

一四．榛井先生（日本） 指出會費委員會建議
將日本的會費攤額從百分之二·一九增加至百分之二·

二七，雖然增加數目本身比校很小，但是它卻使得日

本成爲第七名繳納聯合國會費最多的國家，僅位於五

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及加佘大之後。固然日本在

過去數年間曾享受高度的經濟擴展，可是它的經濟卻

繼續受着天然資源稀少及人0繁殖快速之累。日本的

全國收入很多都來自對外貿易；它經常面對失業問題

的威脅， 常常遇到國際收支差額不穏定的現象，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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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負擔由於賠償及其他義務而起的對外長期債

務。而且日本的國民每人平均所得低於歐洲及北美洲

許多國家。因此，任何經濟專家不能因爲日本高度經

濟擴展所產生的繁榮現象便對於日本的經濟前途懷抱

樂觀。

一五．建議提高日本攤額以後，日本不但要對於
聯合國經常預冥以及聯剛和緊急軍瑪賬，並且將來還

要對於各專門機關預算作夏大的捐獻。但是儘管義務

增加日本政府仍然支持會費委員會的建議，因爲日木

政府決心在將來聯合國工作中擔負更大的任務。

一六． 被建談提高挺額的國家，包括蘇聯、 捷克

斯拉夫、匈牙利及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在

內 ， 其數目等於被建瞄減低攤額國家的數目之一半；

迢就是說，前一類國家會費的增加在比例上大於後一

颎幗家會費的減少。蘇聯及匈牙利兩釀代表在第八八

二次會議上說，他們認爲會費委員會的建議不科學 ，

因此不願意予以支持。日本代表囷認爲該委員會的建

議並未獲得一致的支持，頗可惋惜。雖然日本代表團

也歡迎將來要更詳細地審議這個問頲， 並希望委員會

能公佈其計寡基礎，可是＇已願接受委員會現在的建

議， 包括關於它本國的建議及其全部建議在內。

一七．美國仍舊還是繳納會費最多的國家。關於

所建議的美國新攤額， 他指出該國的會貲已從聯合國

初期將近百分之四十降低為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度

間的百分之三二 ． O二。日本代表團希望聯合國會員

國數目大大增加而各會員國日盆繁榮， 以後美國的會

費可以在一九六五年更進一步減低至將近百分之三十

的數字， 一則因爲它相信爲了聯合國打算最好不要讓

任何一個會員國把本組織財政負擔中一個過於大得不

相稱的比額肩荷起來，二則因爲它希望其他會員國承

認，在接受會員國的特權時， 它們也必須十足接受與

之俱來的責任及義務。

一八． 最後， 他說他相信第五委員會應當少注意

會費分攤比額表而應當多注意會費實際糍納數額。不

論大會所規定的比頲表如何的好，只要各國不繳衲會

費，不履行遵守大會多數決定的義務 ， 則聯合國經費

短絀的危險仍將繼繽存在。如果第五委員會不能夠解

決這個問題，聯合國便將崩油。

一九． Mr. TARDOS （匈牙利）說 ， 當他在第

八八二次會議上發出有關匈牙利新會費癱額的磬明

時， 他並不想引起冷戰的問題。他的目的不過是想提

請注意會費委員會計寡中的若干顯著錯誤，以便使得

匈牙利的國民所得數字與其他國家的數字相比記。偉

並不反對會費委員會有權作此積計篡，來替全體會員

國找到－OO分援會費的共同基礎， 但是他對於會喪委

員會爲了計及勞務的價值，在匈牙利的國民所得數字

上增加了一個百分數，而卻未將營業稅減除一事， 卻

覺得有播提出抗議。如果無形的項目都要反映在計算

之中，則積極的及消極的項目都必須計及，

=.o. 使中夬計劃經濟國家國民所得數字與査本

主義經濟國家數字可以彼此比較的問題， 的確非常複

雜。歐洲經濟委員會內硏究迢件事的許多統計學家已

鄒得到相當的協議．但是尙未達成一致的協議。此等

統計學家決定迢個問題還需要再加以研究o 他問韶耆

處以及會費委員會何以有穡利忽視此等統計學家所做

的工作， 在設法使匈牙利國民所得數字與西方國家所

得數字相比校的時候不計及逼一切的因素。

二一．他覺得會費委員會應當在很早的階段便向

秕會主義國家索取有關的資料。就匈牙利而言，它需

要相當的時間去搜集此等資料， 因爲匈牙利統計局並

未經常登記比等資料；但是匈牙利政府只有一星期的

時間去供應所需要的資料， 因此它不能照辦。後來匈

牙利政府發現它的會費攤額仍然有所增加， 尤其是營

業稅也未予計入，自然頗感震驁。它並不歸罪於會費
委員會委員，因爲他們不得不仰賴珌書處去得到基本

文件所包括的資料。此等文件並不表明營業稅欬已經

列在匈牙利數字之中。

二二． 這整個問題顯然需要鄭靠的研究。因爲迢

個理由，所以匈牙利代表圈同意會同其他國家提出關

於會費分攤比額表的決議草案 (A/C.5/L.690 ) 。該

草案應當可以解決日本代表所提出的若干問題．

二三． Mr. HODGES （聯合王國 ） 說，他想以

會費委員會委員的資格闡明若干燕。正如該委員會主

席所指出，營業稅的問頲既困難， 又非常專門。委員

會在考慮匈牙利數字是否可以與其他國家數字相比較

的時候已感覺到迢偕問題的存在。就實行中央計劃經

濟的一切國家說， 委員會所面對的一個困難就是在聯

合國辦法下按照因素費用去計寡各團國民所得诗很難

得決定營業稅可以與其他間接稅同等計算至如何的程

度。

二四． 假定會費委員會有錯誤，它一定能夠同情

匈牙利的現在態度，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正如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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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席所指出，中央計劃經濟國家的會費攤額許多年

以來都是根據與其他會員國數字不能彼此比校的數字

來規定的。過去會費委員會沒有資料夫重行規定它們

的會費攤額，但是現在歐洲經濟委員合已研究過這倆

問頲，至少對於薫聯已規定一百分數，因此會費委員

會也不能抹殺這件事實。它已盡它的最大力藍去達到

一涸公允的可以接受的數字。 正如它在報告書第八段

中所指出 (A/4775 and Corr. 1) 競於中央計劃緄濟
噩家物質生產淨頲所未列入的勞務，委員會所採取的

百分數可能犯了低估的錯誤。

二五．至於索取資料的時間問題，會費委員會的

確曾向匈牙利政府提出一次緊急的徵詢。如果會費委

員會不要在整涸夏季諷繼續閼會的話， 迢是必要的。

但是道全部的問頲是匈牙利政府早巳喂熟悉的，該國

的經濟學家或許曾參加歐洲經濟委員會的研究。爲了

适描理由，即使它臨時接到通知乜不應當不可詣提供

委員會所索取的袞料。

二六． Mr. ROSHCHIN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團聯邦）講到聯合王國代表所提出的陳述覇承認肚

會主義國家缺乏像勞務一類無形項目的數字。祇然沒
有此等數字，會費委員會自然有充分的權利夫作它所

能作的計算以彌補此種缺乏。但是它所犯的錯誤是它

祗考慮了增加的百分數， 而並未計及其他無形項目的
任何減低，例如匈牙利的營業稅。因此， 該委員會所
採用的關於社會主義國家的最後數字顯然不正確。委

員會不能藉口並未獲得那種蕡料，因爲關於間接稅項

目確有大量的資料存在，至少可以用作初步計算的基

礎。

二七．正像匈牙利的情形一樣，薛聯國民所得數

字也增加了一涸百分數，但卻沒有比照減低；結果把

蘇聯的會費提額規定得太高。高談各國國民所得數字

彼此可以比較的問頲，並不能抹殺這件事實。會費挺

雒應該根據什麼數字的整個問題需要透徹旳硏究。

二八．會費委員會主席說過，·委員會計及了某幾

個國家獲得外滙的困雄，但並未計及第二次世界大戰

的後果。不過如果委員會要達到一個公允的會費分攤

比額表，後一因素卻不能忽視。

二九．蘇聯代表團與匈牙利代表固絕對沒有在辯

論中夾入冷戦問題，它們不過是想對某幾熙加以評

議，特別提到了依照大會決議，採用一個可以比較的

基礎來決定各委員國的會費擬額。此種願望促使它們

決定提出它們的決議草案 (A/C.5/L.690) ; 它並未

提出冷咸的問題， 其目的不過是想解決這個問題，從

而加強本雜織。

三0. Mr. GEORGIEV (保加利亞）說，此項
討論引起了會員國對於聯合國預算癱款事項應有互信

的重要問題。如果聯合國在規定會費比額表時採取一

種校爲科學的程序，並且照匈牙利、羅馬尼亞及蘇聯

決議草案所建議的概會去參加會費委員會的討論，則

此種互信就可以加強。假定將規定新會費分攤比額表

的問題展綏一熙聯合國在財政上並無損失，並且可以

大大地增加其力量及互信。當前便是一個復有利的楓
會，因此，他籲請各會員國在決定它們對會費比額表

的立場時計及這涸互信的問題。保加利亞代表團願意

列名爲決議草案A/C.5/L.690 的提案國。

三一． Mr. HASRAT （阿富汗 ） 說， 關於資源

有限而國民所得低落的國家，阿富汗代表團曾經多次

提請注想， 確有加以透澈硏究的必要。會貲委員會報

告害建誤將他本國的會費攤額減低；阿富汗歡迎此項

嬅議，並希望將來還可以再加考慮。

三二． 發展校差各國爲了建設本國經濟以期提高

其人民尘活程度及其國民所得的努力往往受到財政困

雉的獐礙，尤其是取得外滙的困雞。因此，任何提

案，如能使發展落後的小國，尤其是剛才加入聯合國

爲會員國的非洲新獅立國家，解除財政上的困難， 阿

富汗代表團都很歡迎。

議程項目五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箕 (A/4770, Al 
4813, A/ 4814, A/ 4910, A/4918, A/ 
4919, A/4949, A/4965, A/C.5/869, A/ 
C.5/ 870, A/ C.5/ 874, A/C.5/877, Al 
C.5/ 878, A/C.5/ 881. A/ C.5/ 882, A/ 
C.5/887, A/ C.5/889, A/ C.5/894, A/ 
C.5/ L.674 and Add.1, A/ C.5/ L.679) 
（靖前）＊

初請（繽前）＊＊

第.:::.放．特別令議（A/4770, A/4814, A/4919, A/ 
4965, A/C.5/878, A /C.5/894, A/C.5/L.674 and 

Add.1）（綠前）＂·

· 續第八七七次會謅o

·掌 頷第八六八次合議o

＂． 續第八五五次合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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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主席 晴委員會審議一九六二年度訂正概

算第二款。這一款與定於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一日至

三月六日在日內瓦歐洲辦事處舉行的聯合國小麥會議

有關。祕書處赧告書 ( A/C.5/894) 建議爲該會議增

列經費四九，七00美元，但是行政及預銲問題諮詢

委員會建議將此項經費減爲四五，000美元 (A/

4965, 第六段）。

三四． Mr. ZELLEKE （衣索比亞）覺得國際商

品問題已經過很透澈的研究，因此無須再舉行另一次

商品會議。現在已經是採取實際行動的時候。

三五． 主席 提請注意此項會織的召集是為了締
結一借新的小麥協定。

话論委員令Jt:~ (Al 4965, 第＊反）在第二款下
'1j入喘合囷 •l、麥會·祇孳費臼五，000吳元， 孳以＊

十」、票對本初犢通過。

午1k+..::.呤十土分歙會

第八八四次會議

一汜＊－年十一月 :::.-t a !L翔一午1天三峙:::.-t分紐約

主启 ：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頊目五十七

聯合國經費分攤比額表：會費委員會報

告書 (A/4775 and Corr. l , A/C.5/L.690 
and Add. I）（靖前）

一． Mr. HODGES （聯合王國）說，從聯合國

的最初年代起，各國便普逼同意， 固然大會應該定下

審議會費分攤比額表的華木原則並對此事採取最後決

定，可是，一切有關因素的詳細審議仍然應由專家委

員會依照議事規則第一五九至第一六一各條的規定去

辦理。

二．聯合王國代表團願意接受會費委員會莪告轡

內 (A/4775 and Corr.1) 所提關于一九六二至一九
六四各年度會費分攤比額表的建議，並且要對該委員

會艱苦工作的情形表示感佩。但是可惜該委員會未能

一致通過其建謅，不過提出一個代表多數意見的報告

晝也並非沒有前例。固然，理想的辦法是彼此協議去

進行工作， 如果迢一黠在事它上不可能， 則第五委員

會及大會除以多數票採取決定以外， 別無其他辦法。

三．聯合王靨代表團承認在處理會費分癱比額表

問題時要有客觀的態度及合作的粘胂， 因此，它要對

於蘇聯及匈牙利兩國代表所提出的論據加以最充分的

考慮。這兩國代表團以及決議草案(A/C.5/L.690 and 
Add.1 ) 的其他提案國請第五委員會拒絕會貲委員會

的建議並採取一種革命性的方法去分擁各會員國的會

貲，具理由是會費委員會計算錯誤，尤其是腿於中央
計劃經濟的許多國家。固然匈牙利代表並未反對該委

員會認爲匈牙利會費擁額應有相當增加的綽論，也並

不反對該委員會有設法使各會員國國民所得統計數字

更加可以相互比較的擺利， 但是，他在向第八八三次
會議的聲明中卻表示會費委員會只計及可以增加社會

主義园家會贊攤額的各程因素，而忽睍了可以減低＇B

捫挺額的任何因索，尤其是營業稅。聯合王國代表囤

覺得匈牙利代表所提出的各熙過份簡化，可以引起誤

會。辦理各國國民所得統計數字比較事宜的瑪家， 對

於某些圉家的營業稅到底可以與其他國家的間接稅同

等處理至加何的程度，彼此意見仍然有相當的粉歧。

依照聯合國國民收支計算辦法，間接稅已從國民所得
之中按其因素蜚用，全部剔除。另外一僭有爭執的問

題就是津貼問題。會貲委員會並未忽略營業稅的問

題，但卻承認那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假定它在其池

各方面，對干中央計劃經濟的國家也是從嚴計獐，那

末它可能要受到批抨， 但是它並耒這標做。

四． 從委員會報告書第八至第十各段以及委員會

主席向第八八三次會議所作的聲明來溍， 委員會已竭

盡全力夫減經它所定辦法的影噬，以便求得各國國民

所得統計數宇的一種校好的比校標準。迢一熙，在兩

方面特別明顯。第一，當它從中央計劃經濟國家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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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生產淨額計算國民所得毛額時，它所增加的非生產

勞務百分數校它根據現有實料應增加的百分數為小 ，

在此應該指出， 假定該委員會將非生產勞務從其他國

家的國民所得數字上減去而不將它們增加在中央計劃

經濟國家的數字上，那末後一類國家的會巽攤額便將

大噩提高。第二 ， 凡涉及滙兌率那僭困錘問題時，會

費委員會雖然對其他國家應用官方滙兌率， 但是對中

央計劃經濟國家卻採用游客滙兌率，使此等國家佔到

很大的便宜。而且就匈牙利而言，會費委員會對於該

國的最後調整數， 核減了不下於百分之十八。因此，

如說委員會對于它所建議的中央計劃經濟國家會費攤

額調整歟， 不顧任何可以減低的因素， 是不正確的。

事官上，該委員會以一切應有的審慎態度去應付各國

國民所得統計數字的比較事宜。因此，如說，委員會

的建蹊是偏袒的，或說委員會在執行任務時並未表現

專門的才能， 聯合王國代表團都不能同意。

五． 蘇聯磬稱該委員會並未計及第二次世界大咸

所引起的該國經濟暫時脫節悄形。但是他要指出， 薫

聯並非遭受戰爭災禍的唯一國家，而且哦爭結束已有

十六年。他記得會喪委員會在第一次報告書1 中曾特

別計及戰爭的損害，並且在第二十一段中表示希望戟

爭所造成的各國經濟脫節現象到一九四八年可以大為

減輕，屆時它便可以根捩一種較篤確定的統計數字去
擬訂一個訂正概數。第六屆會時會貲委員會在其報告

杏2第十五段中作了一個結論說，此種脫節現象，只

要繼續存在就應當在根據各關係國政府送來官方資料

所編造的目前國民所得概數之中反映出來。此項結論

業由大會接受 ， 並由會費委員會在它以後每次所提報

告書中遵守， 尤其是在它向大會第十三屆會提出並且

業經大會一致通過的毅告書3 內如此。因此，如說該

委員會忽譏此項因素，是不確賓的；正好租反，從溢

次赧告書 (A/4775 and Corr.l) 的第十六段可以明

白看出，委員會已經計及此項因素，但認爲並無理由

去推翻以前決定。

六．闢于取得外國貨幣困難的因索，也可應用同

樣的考慮。固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切國家都爨
得難以取得美元， 可是會費委員會從來並不認爲可以

用調整會費分攤比額表的方法， 有系統地顧及此種困

難。而且蘇聯既然是世界上生產黃金的兩個主要國家

之一，大家就難以了解該國爲取得外滙困難而訴苦的

1 A/80 （油印本）。

2 大會正式紀錄，第六屆會， 補編第十嫦o

3 同上，第十三屆會，補編第十~o

理由，何況它與世界其餘各國的貿易數最正在逐漸增

加呢？ 固然小國在國際支付方面遭遇了非常嚴蜇的困

難，值得同情的考慮，但是，他不能認爲麻聯或匈牙

利有理由將這個問題作爲對該委員會報告蠻的一個主

要批評。還有一件， 很有意義的事， 會費委員會在向

第十三暗會所提出的赧告書中也曾採取同樣的態度 ，

但是當時蘇聯專家似乎並未提出任何異議。

七． 蘇聯以及贊同蘇聯意見的其他國家實際上並

無訴苦的原由。會費委員會的建議符合了必須承認各

會員國經濟相對變動的條件， 對一切其他國家都很公

平， 因為其中採取了使得統計數字確實可以比較的第

一個步驟。實際上，大家很可以說，目前會費分攤比
額表將癖聯的會費規定得太低了．根據薙聯官方關於

一九五九年度蘇聯全國經濟的出版物－~共中曾計及

各國會計制度的差異，並將美國國民所得減低爲物質

生產淨額＿九五九年度蘇聯的國民所得是美國的

百分之六十，蘇聯的國民平均所得是美國的百分之五

十。鶿聯從來沒有撤銷或否認此等數字；根據此等數
字，蘇聯繳納的會費似乎還應當大得多。他認爲一涸

大國數然磬稱在經濟方面已有浪大的進步 ， 而卻單單

矯了避免會費挺額的完全合理增加，提出亳無根據的

申訴， 未免有失尊嚴。

八．關於決議草案 (A/C.5/L.690 and Add.1) 正

文第一段（b), 幫助新獲獨立國家的最好方法， 並不

是變動會費比額表，而是向此等國家提供經濟及技宿

協助。聯合王國政府支持可以達到這個目的的技術協

助方案。

九． 從聯合國捆辦之時起，大家都覺得聯合國會

員國地位平等的附帶有最低限度的財政義務。公認的

最低攤額是百分之O · O四，只等於聯合國預算每一

百美元中的四分錢，或老換一種說法，只等於美國會

費的八百分之一。會費委員會曾在一九五八年將這件

事童新檢討，並在它的報告書｀第十七段中斷言， 會

費的最低限額不應予以變動；此項秸論後來已爲第五

委員會及大會所接受。決議草案正文第一段 (b) 曾提

及＂優恵擬頲＂其措詞縱然非缺乏誠意也是似是而非；

他倒認為這些新國家不但急切想要充分參加聯合國的

工作，而且也很熱烈很高興地要肩荷它們的全部財務

漬任。

-o. 關於決議草案正文第二段，他說大會有兩

項泱謅案曾建議減低美國的會貲攤額，當時蘇聯並未

｀同上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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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而且，就迢一黠去批評會費委員會也不公允 ，

因為該委員會不得不在大會訓令的範圍內工作。

一．正文第四段的提案，事實上無異是說一個

會員國所要邀請的任何專家都可以自由參加會費委員

會的工作 。 此種變廁並不妥當。固然會貲委員會的任

何一位專家沒有理由不應當獲得他認爲必要的任何其

他專家輔助，但是將一涸小小的專家團髖變成一大羣

人的楓描卻是完全不同的一囘事，因爲這可以使委員

會將來的工作尤其困雞。固然委員會的工作不應當帶

有任何神珌的性質， 但是假定它在工作的每一階段都

要受到公衆直傳及政治辯論的影響， 或假定它在議事

的每一階段都必須與各國政府磋商，它便難以執行它

的任務。

一二． 最後， 他覺得此項決議草案不過是使某幾

個有關國家會毀攤額得免于合理增加的一種藉口。會

費委員會已擬成一個公允合理的會費分攤比額表，他

希望第五委員會能將它通過。

一三． Mr. BURLESON （ 美利堅合衆國 ）稱讚

會費委員會說它以科學態度審查了會費分攤比額表據

以擬訂的各項因素， 說它屈次強啁了改善會員國所提

資料的必要並說它所作的緒論及建議比較上沒有政治

爭執的性質。正如委員會報告害所顯示，它所採用的

方法使它提出了一個根據現有賚料所能擬訂的最公允

的會費分癱比額表。它採用一九五七至一九五九那三

個資料最齊備年度的平均數， 儘量減低經濟情況短期

波勘以及滙兌率變勁的影嚮。該委員會也利用各種經

濟調査及統計專家赧告以便測驗並改善它的方法，並

且爲使各國國民所得統計數字可以彼此比較起見，作

了必要的調整，以期達到相當正確的概數。它曾特別

注意如何計及國民每人平均所得低下以及某幾項其他

因素的方法。最後，它曾鄒考慮依照大會決議案一一

三七 （ 十二）正文第一段、 第三段 (b) 及第三段 (c)

規定將出費最多國家攤額加以核減的問題。

一四． 關於最後提及的一瞬他說固然聯合國鏘

備委員會主張會費多少應當大致根據繳納會費的能

力， 但是它也承認對於繳納會費最多的國家不妨規定

－最高限氮不過此項最高限額不應該與該國繳納會

費的能力距離太遠。緝定最高限額的基本理論是，第

一， 爲了聯合國的利盆 ， 不應當讓任何一個會員國所

繳納的會費在常年預算中佔過高的比例，以免它對聯

合國的活動發生支配的彩嚮；第二， 在一個由許多主

檣國家構成的組纖中，至少就行玫費用說，在責任平

等的原則與繳納會費的能力之闍應有一儲折衷辦法。

經過最近的事件之後，關于第一個主張的正確性應該

沒有任何懷疑了。聯合國現在所面對的財政危楓，主

要因爲少數幾個出費最多國家決定不繳納它們分內攤

額而起。誤任何一儲會員國擔負會費的極大部份都可

以使該國對于本組織的活動有財政上的否決權。因

此，當聯合國只有六十個會員國的時侯，曾決定任何

一個會員國所繳納的會貲不應當超出分攤總額的百分

之三三又三分之一以上。嗣後在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七

年期間有二十二個國家新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因此

會費分癱比額表上又大約一共增加了八·三七百分數。

因此，大會在決議案一一三七（十二）中決定， 繳納

費用最多的國家在原則上不應當超出費用分攤總額的

百分之三十以上。 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是當時沒有一偕

東歐國家曾反對此項決定，但是現在蘇聯代表聲稱迢

個決定是不公平的。固然蘇聯、提克斯拉夫及波蘭曾

在表決此項決議案時棄權，但是白俄羅斯蘇維埃秕會

主羲共和國、 烏克蘭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阿爾巴

尼亞、 保加利亞、匈牙利及羅馬尼亞卻曾投票予以贊

成。

一五．雖有大會決議案一一三七（十二）的規定，

但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湖間，美國的攤額始終是

百分之三二 ·五一。因此， 有人曾經期待會費委貝會

建謅實行核減至百分之三十，這一熙只要將過去三年

間國民所得大蝨上升的某幾傉會員圜攤款百分數增加

就行了。但是可惜會貲委員會只提議將美國癱額略爲

核減至百分之三二 · O二 。 因此，美國不得不很審慎

地考慮它對於該赧告書的立場，一方面計及大會決議

案，一方面也計及美國對於中東及剛果和平與安全行

勳經賓的捐獻在百分之四十五與百分之五十之間。對

于各項志願方案經費的捐獻從技衍協助擴大方案及特

設基金會的百分之四十以至於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嶷

民救濟工賑處的百分之七十多少不等的事官。

一六． 經過考慮之後， 美國政府決定在目前對於

它的經常攤額不要求更大的核減。它承認會費委員會

的行動是向大會規定目標走的一個步驟一一雖然是一

個小的步驟一一而且它徨了解會費委員會在達成決定

時所計及的各項因素，尤其是國民每人平均所得低下

各國所面對的許多問題。但是美國斯望會費委員會繼

續努力， 將美國會費攤額核減至大會決議案一一三七

(+.::.)所規定的百分數， 而且美國將來在審查該委

員會所提報告書時也將計及這一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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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美國代表團欣然鑒及蘇聯以及若干其他東

歐國家已有能力提供比過去更大的捐獻，但是會費委

員會的增加並不更大，頗感驁奇。此等國家的經濟進

展或許尙未反映在會費委員會所採用的統計數字之

中，或許並沒有所宜佈的那樣大。參加該委員會的蘇

聯專家曾辯稱，蘇聯的適當會費攤額，包括烏克蘭蘇

維埃秕會主義共和國及白俄羅斯蘇維埃社主義會共和
國在內，應當是百分之一四 ·五，而美國的會費攤額

卻應當是百分之三八·五。這似乎表示蘇聯國民所得

還不到美國國民所得的百分之三十八。但是迢一禁與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國務院總理赫魯曉夫先生

的最近聲明並不符合。此外，蘇聯代表團於一九六一

年十月十一日在第二委員會第七二0次會議上所說明

的該國經濟進步精彩紀錄與該國代表團在第五委員會

內爲要求核減該國會費攤額而提出的論據之間，也有

參差之處。他覺得蘇聯所發表的若干磬明或許有黠誇
大，而事實上該國的經濟確有許多問題。但是鑒於第

二委員會所聽到的磬明，會費委員會當然認爲蘇聯國

民所得既有增加，該國會費攤額也應該略為增加。

一八．將美國與蘇聯在一九六一年度對聯合國方

面分攤捐款方案與志願捐款方案所已繳付及已認捐的

數額比較一下， 便明白顯示， 與美國的捐款比較，聯

合國並未要求蘇聯捐輸太多的款項。美國攤款總額計

爲一八一，一四五，五O五美元， 而蘇聯攤款總額計為

一三，0三一，二八七美元，只是美國數字的百分之

七·五。蘇聯顯然不能說將它的會費攤額百分數略爲

增加一燕便不公允。

一九．繇聯聲稱該國的會費攤額並未依照科學方

法計算。從會費委員會報告害看，此項說法顯然沒有

根據，因爲該報告書第八段曾詳細說明該委員會在這

方面的努力。而且該委員會主席曾表示，蘇聯已獲得
最可能的有利待遇。該委員會報告書第十六段稱，那

兩個據蘇聯說並未計及的因素一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所

造成的經濟脫節及取得外滙的困難－＿－事實上已計及

． 了。

二0. 美國很同情地承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鯀

聯在生命和財產方面曾受重大的損失。但是美國也不

能否認蘇聯並非在那次大戰中蒙受重大犧牲的唯一國

家。會費委員會所採取的立場很對。應予以計及的因

索並不是一國關民所得本來可以達到的數字，而是它

貿際達到的數字。戦爭損害的影咽顯然已在國民所得

數字中反映出來。

二一．鑒於麻聯所繳聯合國攤款數目的微小，他

釁得很難相信蘇聯在取得外滙方面的困難竟然構成一

主要問題。從蘇聯對各項志願方案所捐款項的紀錄來

看，迢一盤是復顯然的。菇聯捐給特設基金會及技蓿

協助擴大方案的款項是廬布，就一九六二暦年而言，

它對這兩個方案認捐的數額大約祗佔這兩個方案全部

預定數額的百分之三。

二二． 美國代表園將要支持會費委員會所建議的

新分攤比額表。爲了他業已提出的若干理由，它不能

支持決議草案 A/C.5/L.690 and Add.l。固然它1良了

解新獨立會員國的財政困難， 但是它不能支持該決瞄

草案正文第一段 (b) 中的提議，將若干新獨立會員國

的會費攤額減至百分之O·O二， 而許多其他會員國

卻只繳納百分之O·O四的最低攤額。他相信新獲獨

立的國家並不要求此種待遇，並且會拒絕此種優待它

們的歧視辦法，正同它們會拒絕對它們不利的歧睍辦

法一樣。而且美國代表團也不贊成將會費最低攤額普

逼減至百分之O ·O四以下。 一九五八年會貲委員會

所獲得的結論凡照美國代表園看來，仍然是很妥當

的。

二三．美噩代表團要表示完全信任會費委員會，

並且對該委員會以勤奮有效的態度再度完成了一種極

其困難的工作，要表示感佩。它確信該委員會將繼續

盡一切力量使它的工作方法達到完美的水準，並且要

爲達到此項目的徵求它所需要的任何其他專家意見。

二四． Mr. BALDARI （義大利）說，義大利代

表團曾審憤考慮會費委員會的報告書以及蘇聯代表在

第八八二次會議所作的控明。蘇聯代表提出的許多禁

似乎並無事實的瞪明。他堅持社會主義國家會貲攤頫

計算錯誤，但義大利代表團確信會費委員會很客觀地

進行了它的工作，充分遵行了大會的訓令，並且顧及

了許多會員國提供的資料，包括社會主義的資料在

內，而且該委員會在設法達到闢于社會主義及其他蜃

家國民所得彼此可以比較的統計數字時， 並未忽飄它

可以取得的其他資料來源，尤其是歐洲經濟委員會所

進行的研究。

二五．因此，該委員會所採取的程序是完全適當

的。如果它所得到的結果並不是最好可能的結果，這

是因爲工作非常複雜困難的緣故。它業已計及可能影

嚮一國繳款能力的一切因素， 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所

造成的經濟脫節情形以及發展落後國家的特殊地位在

5 同上，第十七段。



第八八四次會議－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185 

內。如果中央計劃經濟國家政府所提供的國民所得數

字並未包括非物質生産的百分數，而其他國家卻包括

了此等百分數，那末前一類國家的數字顯然必須予以

增加。

二六． 他無論如何不能贊同蘇聯代表對會費委員

會委員以及祕害處職員所提出的苛酷批評。該委員會

是以技術專家組成的， 他們本着公允及客觀的精胂去

處理他們的工作；各職員也有充分的能力去作必要的

分析、比較、計算及外推等事宜。照它的意見， 會費

委員會所完成的研究充分反映了蘇聯的碓實經濟情

形。根據麻聯代表所提供的資料來說， 莓聯埡內仍有
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脫箇情形存在，那一黠與赫

魯曉夫先生所描寫的蘇聯經濟樂觀情景略有衝突。如

杲赫魯暸夫先生所描寫的是正確的 ， 那末蘇聯代表說

明蘇聯經濟悄形危險，只能有一個目的； 就是想要減
少該國的攤額。他不禁覺得赫魯皖夫先生對干蘇聯悄

形的說明倒可能還是一備正確的說明。

二七． 他籲請某幾個並未繳納分內攤額的會員國

放棄那種沒有效果的爭辯， 負換它們的義務， 使本組

織可以繼續進行工作。假定它們在原核試驗方面少化

費一燕， 它們便有更多的款項去繳納它們的攤額。

二八． 最後，他說他不能支持決議草案 (A/C.5/

L.690 and Add.1) 中的提案。他充分贊成會費委員會

在其赧告害 (A/4775 and Corr.1,第三十九段）中
所薙議的新會費分攤比額表。

二九． Mr. GIRITLI (土耳其）說，會貲委員會
主席及各委員從事工作的態度以及他們所提出的報告

害值得讚許。土耳其代表圓相信，大髖上， 新會費分

攤比額表已反映聯合國會員國的增加，以及各會員噩

繳款能力的變動。此項比額表是會喪委員會根擴大會

所規定的任務以及現有最好的資料極端審慎擬訂的。

土耳其代表園要支持會費委員會的建議。

三0. Mr. QUAO （ 迦納 ） 說 ， 會費委員會所負

任務的困難性質業經普遁承認，並已由該委員會主席

在他的墬明中予以強調 。 合員國有對該委員會提共一

切可能協助以便利其工作的責任。

三一．該委員會報告害第八段所提及的保證各國

國民所得統計數字彼此可以比校的問題是一個很困難

的問題。爲了避免任何誤會或責為不公允起見， 迦納

代表團主張由聯合國及其他專家盡一切可能去加速硏

究這問題。

三二．現在提供官方國民所得椴數的國家比以前

多， 而且就若干噩家而言， 所提供的統計資料， 品質

也大見改善， 遁是很令人興奮的事。至就那些並不提

供官方國民所得數字的國家來說， 便不得不擬出衹數

及約數，這樑一來，當然引起不正確的攤額。各區域

經濟委員會曾協同聯合國統計氯辦理很有價值的工

作，現在自當加倍努力，去協助各國改善統計。就非

洲而言，尤其急迫 ， 因為那裴大多數新近獲准參加聯

合國的會員國尙未設置．合格的統計衹關。因此 ， 迦納

代表團贊同會費委員會在其報告書第六段中所表示的

意見。同樣， 畑果要將人口藹查資料方面的嚴重缺陷

快快補救，也就必須依照經濟暨秕會理事會決議案八

二OB （ 三十一）的要求，加緊努力。

三三． 會費委員會若干委員覺得，過去所採用的

會貲分猩辦法對于大會認為圖民每人平均所得低落國

家應予特別注意的指示並未充分計及， 而且他們覺得

那些國民每人平均所得非常低落的國家，浪多都在發
展及取得外滙方面有很重大的問頲應該予以進一步的

考慮。迦納代表團贊同這些意見。因此，迦納代表團

雖然接受該委員會主張維持國民每人平均所得低落國

家現行攤額減低辦法的決定， 但卻希望在將來檢討會

費分攤比額表時堇新審查遹借問頲。

三四． 關於會費委員會報告書的第十八段，迦納

代表團認為十八個新會員國會費百分數的總額本來應

當用來按比例去減少所有各會員國會費的百分數。不

採用此種辦法，也許會使國民每人平均所得低落以及

其他國民每人平均所得中等的國家蒙受不利。

三五． 迦納代表團也詔爲剛果（雷堡市 ） 情形特

殊，會貲委員會本來可以維持該隣的現行攤額數字。

三六． 迦納代表團的意見絕對不應當解釋爲對委

員會正直、公允或能力的一種批評。委員會主席及各

委員在困難的情形下艱苦工作， 應予讚揚。沒有一稹

會費分攤比額表可以使全盟會員國都満意。

三七． 關于會費欠額的鉅大數目 ， 他與該委員會

一樑也感到關切。

三八． Mr TARDOS （ 匈牙利）行使答辯檣說他

向聯合王國代表保證， 從匈牙利政府的計弈來瑨，合

費委員會在規定匈牙利會費攤額時所採用的數字比眞

賓的數字高了百分之十， 而該區的計算是依照聯合國

國民收支計算辦法來作的。因此， 匈牙利的新攤額應

按比例減低。聯合王隣代表說過，從國民所得概數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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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除營業稅的問題頗引起爭辯。爲了這個理由，會費

委員會並未實行此項減除。他問該委員會在規定匈牙

利攤額時完全不顧這個重要因索是否適當。

三九． 既然許多人屢次提及匈牙利代表團在第八

八二次會議上的墬明，他請求將該聲明全文分發給委

員會各委員。而且他很想請會費委員會主席提供關於

三個特殊問題的資料。第一， 與一九五八年度屆會時

會費委員會建議所根據的數字比校， 一九五七至一九

五九年度期間各會員國國民平均所得上升的百分數多

少？第二，祕書處向會費委員會提出的匈牙利工作文

件上面是否曾說明匈牙利的國民所得數字，與聯合國

國民收支計算辦法相反，將營業稅數額包括在內，因

此這筆數額應予減除。第三， 如果工作文件並無此項

說明， 那末在該委員會討論時是否曾特別提出這個問

題， 同時該委員會是否曾確實決定， 儘管就西方國家

而言， 營業稅額已從國民所得數字之中除去， 但是就

匈牙利而言，這筆稅額卻不應予以計及。

四0. Mr. ROSH CHIN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行使答辯權說美國代表顯然想從政治的觀燕

去討論會貲分攤比額表的問題。他所提出的作為增加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會費攤額的理由之一就是

蘇聯並未繳付聯合國剛果行動以及聯合國緊急軍的費

用。此種考慮與一個純然財政及技衍的問頲完全沒有

闢係。蘇聯代表團曾說明何以所擬蘇聯會費攤額必須

加以檢討的各項理由。美國代表並未提及此等理由而

只是將蘇聯代表園的各次不同肇明加以比較而已。

四一． 蘇聯政府不能同意分擔聯合國在剛果所作

那一類活動的經費，因爲那一類活動的進行違反了安

全理事會的訓令及憲、章的規定，而且此等活動主要都

由美國人員控制。再者， 大家已經明白承認，此等活

動的芻款事宜並不在憲章的第十七條及第十九條規定

的範圍之內。但是， 這些事情與現在所討論的問題並

沒有關係。

四二． 蘇聯代表團所爭執的不是會費委員會所援

用的數字，而只是該委員會根據此等數字所得到的推

論。美國代表說社會主義國家的會費攤額低得不合比

例，駒於這一熙，他要指出， 美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曾於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承認， 就付款能力說，

美國對於經常預算的攤額低于它應行繳納的數額，而

適當的數字可能是百分之三八·五。

四三．美國代表曾指稱，第二委員會內的蘇聯代

表與第五委員會內的蘇聯代表所表示的意見彼此之間

頗有參差。但是他並未援引－OO數字去支持此項指

搖。

四四． Mr. Roshchin 並未否認他本國的經濟是

在擴張之中， 但是從必須計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

成的各國經濟暫時脫節＂那涸因索看， 他認爲蘇聯現

在的會費攤額是適當的。蘇聯代表認爲就他本國而

言，此項因素尤其重要， 因爲戰爭的影嚮，尤其是它

對人口結構的影嚮， 現在仍然很顯著。

四五． 聯合王國代表曾經講到會費委員會對社會

主義國家的優厚待遇，例如採用有利的貨幣兌換率。

蘇聯代表並不覺得這些情事有1艮大的影嚮。而且如果

像聯合王國政府在金融市場活動上所獲得的利潤這一

類所得項目也予以計及，他不了解有什麼正當理由去

建議大量減少聯合王國的會費攤額。

四六．他沒有說會費委員會有錯誤， 但是他相信

該委員會並未適當利用關於蘇聯國民所得的資料。由

干語文方面的困難以及會費委員會又並未邀請任何蘇

聯專家參加蘇聯資料的研究等事實， 所建議的蘇聯會

費擬額顯然需要重加檢討。

四七．處理社會主義國家會貲攤額的問題應該採

取一種科學的態度。因此，將政治因素引入這個問頲

是復可遺憾的。關于這個問題， 如果有妥善的解決辦

法，便可以改善聯合國的一般工作，但是一種不公允

的決定就有迫使蘇聯蜇新考慮它對於聯合國經費問題

的整侮態度。

四八． Mr. ARRAIZ （委內瑞拉）說，他是會費

委員會的委員有楓會看到了兩個參加該委員會工作的

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及波蘭＿代表深明主題以及

精通語言的情形。因此， 這些國家在質及量兩方面都

參加了該委員會；事實上，它們所佔該委員會的名頷

將近百分之二十五，但是它們在聯合國會員國數目中

只佔有百分之十。

四九．因此， 當他看到四個社會主義國家提出決

議草案 (A/C.5/L.690 and Add.1), 想要取消會贊
委員會上一屆會所達到的結論時，他感到非常驚奇。

他以該委員會委員的資格， 異得不得不爲此項結論申

辯， 但同時卻不願引入政治的或冷戰的因素。他欣然

鑒及該決議草案各提案國並未懐疑該委員會的公正態

度；它的能力也同樣地無可爭辯。舉例言之，他不能

贊同該決議草案前文第一段的意見， 說會費委員會在

擬訂會致分攤比額表時計算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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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0. 會費委員會的工作並非以哲學的考慮而是

以正確的情報爲其基礎。只是提出計算錯誤的含糊指

控是不夠的。必須把那些錯誤指出並加以證明。照他

的意見， 該委員會的計算是根據可以得到的最正確 、

最齊備最可靠的資料，而它對於此等資料的解說既屬

公正，又合科學。計寡的結果增加了某幾個國家的會

費攤額。現在那些國家表示反對此等增加， 但是此項

增加並非由於計算的錯誤，而是由于上次分攤比額表

總檢討以來各國相對付款能力所發生的變化，有些也

由於有了國民所得改進概數以後將比額表中所顯不正

常情形加以糾正的結果，迢一熙， 該委員會報告書

(A/4775 and Corr.1 . 第二十二段） 已經說明了。

五一．會費委員會在報告書第五段中說， 資料是

根據統計盧請求及祕書長來函搜集的。有七十八個會

員國曾響應此種請求，供給統計數字。遇會員國不供

給任何資料時，該委員會便不得不從其他方面去獲得

資料，例如各區域經濟委員會的報告書以及技徭協助

擴大方案所僱用統計專家的報告書。如果連此種資料

也不能得到，該委員會便採用統計學上從以往數字外

推的方法。三個社會主義國家一—阿爾巴西亞， 捷克

斯拉夫及羅馬尼亞一一的情形就是如此。關於保加利

亞、 南斯拉夫、匈牙利及波閾的資料是由各該國政府

楓關供給的；關於蘇聯（包括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及烏克蘭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圜）的資料是

從官方出版物中搜集的， 例如 Izvestia，蘇聯統計年

鑑以及歐洲經濟委員會出版的一九五九年歐洲經濟調

査。

五二． ＂非物質生產＂的概念非常可以引起爭執 ，

在會費委員會內曾發生激烈的辯論，這一熙蘇聯及匈

牙利代表已經指出了。在社會主義國家內， 此種非生

產性的活動並未包括在全國生產總額中，但是在其他

國家裏，此種活動卻是包括在內的。該委員會並不管

何種制度較好，而只是要設法使這兩種國家的數字彼

此可以比較。它有兩種辦法；將中央計劃經濟國家的

數字加上一百分數，或從其他國家的數字減去一百分

數。 它決定採取第一種辦法， 因爲第一個辦法比較簡

單。

五三．第五委員會現在必須決定在中央計劃經濟

國家國民所得數字上增添的百分數是否公正合理。最

大的百分數一一百分之十六＿是增添在蘇聯及捷克

斯拉夫的國民所得數字上， 較低的百分數是增添在其

他秕會主義國家的數字上一一波蘭及匈牙利各增添百

分之十二，南斯拉夫及羅馬尼亞各增添百分之九，阿

爾巴尼亞增添百分之七。他並不覺得此等數字過份的

高， 因爲依照一九六0年度國民收支統計年鑑，6 許多

非『士會主義國家的非物質勞務數字都較高，印度及緬

甸各爲百分之十七，羅廸西亞及尼亞薩蘭聯邦及土耳

其各爲百分之十九， 哥倫比亞及巴基斯坦各爲百分之

二十， 錫蘭及肯耶各爲百分之二十二，厄瓜多及委內

瑞拉各爲百分之二十四。

五四．蘇聯代表曾提及對一國繳款能力確有相當

影嚮的各種因素， 例如美國因爲聯合國會所設在紐約

而佔了便宜的事實，祕書處職員地域分配的不平衡 ，

以及不以外國貨幣而以本國貨幣繳納會貲所佔的便

宜， 這些因素確有相當重量；不幸它們完全不在會費

委員會職柚範圍之內。蘇聯代表也曾評論最高限頫的

原則；但是正如報告書第十八及第十九兩段所指出，

以及會費委員會主席在第八八三次會議上所力言， 關

於迢件事悄， 會費委員會要受大會決定的束縛。蘇聯

代表儘可用其一切力藍去把此種訓令改變，但是在現

有訓令下業已採取的決定卻不能追溯更改。

五五． 同樣的話也對決議草案(A/C.5/L.690 and 
Add.1)正文第一段 (b)核減新獨立國家會費攤額的提

議適用。會費委員會是提出這一種提案的適當地方 ，

但是據他所知道並無人在該委員會內提出此項提案。

五六． 麻聯代表還曾提及他認為會費委員會並未

充分計及的兩個其他因素＿＿舟弋爭期間脫節情形所造

成的後果及某幾侮國家在取得外滙時所感到的困難。

會費委員會報告害第十六段及第十七段顯示，此等因

索曾予以計及；會費委員會主席以及在他以前發言的

其他代表對於這一熙還曾有過比較詳細的說明。他相

信沒有人要否認蘇聯在第二次世界戦爭期間的英勇戰

鬬或蘇聯在戰爭結束以後為善後復興而作的鉅大努

力。但是作此種努力的國家並不只是蘇聯一個。某幾

個其他國家可能受過同樣重大的損害， 卻不曾如此迅

逑地恢復；還有一些國家， 雖然沒有直接遣受戰爭的

破壞，但是也與祉會主義國家相同， 正在從事大規模

的造屋、 敎育、 墾殖， 以及經濟及社會發展方案。

五七． 他確信會費委員會曾經嚴密審查每一個國

家的情形並曾考慮各墬政府所供給或祕書處所擬製的

所有一切有關資料。他並且確信載有所擬新會費分攤

比額表的報告書反映一種薁誠的努力對大家都很公

允。

6 聯合國出版物， 出售品編號： 61.XVU.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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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Mr. CARILLO （ 薩爾瓦多 ） 說，會費委

員會遵行大會決議案一三O八A（十三）正文第二段的

規定，進行了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期間會費分攤

比額表的檢討。該委員會曾依照它的任務規定，用各

國國民所得比較概數作爲決定各會員國相對繳款能力

的基礎。委員會報告書第七段指出，將各國的國民所

得概數作比較確有許多特別的困難，例如各國國民所

得現有概數品質不同， 各國國民所得棍念的差異，以

及如何將國民所得從各國貨幣改用一個共同單位來表

示的問題。

五九． 在利用各國國民所得棍數去衡噩相對的繳
款能力時， 該委員會所計及的許多因素之一是各囑國

民的平均比較所得。在這方面，它曾強調正確人口調

査的童要， 並曾欣然提及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決議案八

二OB （三十一 ） ，因爲除其他事項外，該案曾特請

祕書長加緊努力去保證國際合作，對人口調査結果及

有關資料，尤其是發展校差各國的迢種結果及資料，

加以估價、 分析及利用。理事會在同一決議案C部分

曾核准在一九六四年或一九六五年舉行第二屆世界人

口問題會議。因此， 現在已有理由希望會費委員會不

久可以獲得一切必要的資料，順利進行它的工作。

六0. 薩爾瓦多代表團在審慣考慮之後贊同委員

會報告書的結論，尤其是關於維持現行辦法，顧及國

民每人平均所得低下， 戰爭期間經濟脫節後果以及取

得外滙困難等恬事的結論。它歡迎新會貲分挺比額

表，尤其是將薩爾瓦多會費攤額從百分之O·0五減低

至O·O四的辦法。此項決定非常公平， 因爲薩爾瓦
多的經濟悄形並未改善，它的國民每人平均所得使它

有獲得最低會費攤額的資格。他希望第五委員會核准

該報告書，並建議大會通過此項新會費分攤比額表。

六一． Mr. ROSHCH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 提及委內瑞拉代表的陳述， 並說蘇聯的國民

所得數字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並不是百分之十六。

六二． Mr. ARRAIZ （ 委內瑞拉 ） 說， 麻聯國民

所得數字關于非物質生產方面應當增添的百分數問題

曾在會費委員會內經過冗長的辯論。第一次的提案是

將蘇聯的數字增加百分之二十， 這樣一來，會費委員

會當時所有的數字便可以視爲是該國國民所得總額的

百分之八十。但是最後會費委員會通過了上述百分之

八十的百分之二十， 其結果， 就蘇聯而言，最後核定

的百分數不過是該國國民所得總額的百分之十六。

六三． Mr. HODGES （ 聯合王國 ） 贊同委內瑞

拉代表所提出的解說。

六四． 在提及匈牙利代表關於營業稅的意見時 ，

他說會費委員會對於迢件事曾經加以相當的考慮。它

硏究了可否計及此項稅款的問題。但是，它覺得，第

一，此種稅收在各個社會主義膿家內徵收的情形，大

家知道得很少，第二，此種稅收與非社會主義國家國

民所得統計數字所減去的間接稅到底可以同等處理至
何種程度，大家也不湝楚。匈牙利代表要求得到一種

解說，可以使他本國的財政當局満意， 並消除他本人

的誤解；關於這一熙， 英國代表很表同情。但是麻聯
代表似乎採取了一種大不相同的態度。 他似乎將營業

稅的事情作爲把柄去攻擊會費委員會並設法證明該委

員會決定在計劃經濟國家國民所得數字上增加非物質

生產的百分數，是不公平的。事實上， 該委員會已經

盞力從寬處理，它所決定的百分數大概還太低了一

黯。這是可以了解的，因爲這是委員會第一次設法根

據歐洲經濟委員會的研究去編造兩類國家可以彼此比

較的統計數字。迢並不是一件值得嚴重關切的事， 因

爲以後得到更多的査料時，此種統計數字一定還可以

改善；但是這個使各國國民所得統計數字彼此可以比

較的可佩努力卻不應當解說爲一種使『士會主義國家蒙

受不利的企圖。

六五． Mr. TARDOS ( 匈牙利 ） 說， 會費委員

會顯然並未充分注意營業稅的問題。有人說此種稅收

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因此該委員會便不必對這件事採

取行勣，此種議論不能使他信服。

午1文＊特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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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八五次會議

一沁六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午1支三特十五分鋨約

主席：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項目＊十五

國際文官專門人員以上職類職員基薪及

服務地點調整數：國際文官制度諮詢

委員會赧告書及菘書長報告書（靖完）＊

第五委員令提送大倉之戟告書稿 (A/C.5/ L.691)

一．主席 說，敍利亞代表雖曾表示要就本項目

發言， 然而爲了非他所能搖制的原因，未能實行。可

是他已將他陳述的稿本送交了主席， 同時要求將其反

映在委員會的紀錄中 。 現在主席建議委員會依從此項

請求。

法定士0議。 1

二．報告員 Mr. ARRAIZ( 委內瑞拉）提出報

告書槁 (A/C.5/L.691), 同時他促請注意文內要作若

千字句修改。委員會建議大會通過的決議草案載于附

件貳內。

三． Mr . SOKIRKIN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 ） 說， 第九段第四句沒有正確地反映麻聯代表固

所採取的立場。該句應重擬如下： ＂有一伺代表說，

據他的意見， 韶書長的提案對於決定主要職類職員適

當薪給那一個基本問題並未提供正確的解決辦法；

因此，在缺乏完備資料的情形之下，他的代表園對於

祕書長就議程上這個項目所提的一切提案不得不投棄

權票'。

四 ． 報告員 Mr. ARRAIZ( 委內瑞拉）接受該

項措施。

五． Mr. BANNIER （荷蘭 ） 說， 在附件壹所擬

工作地蕻整數明細表內，耒爲次長級以上官員列有經

費。爲了使此等官員亦得依照新明細表支領工作地燕

調整數起見， 他提議＂職等＂一欄中最後一項應該修

正爲＂次長及次長以上＂。

． 續第八七八次會議o

l 敍利亞代表陳述摘要附載於本紀錄內。

六． Mr. TURNER （財務主任） 說 ， 這樣颯定是

符合各專門槻關的現行辦法的，因爲這些槭關的首長

都支領這種調整數。

行閾提案通過。

戟告書稿 (A/C.5/L.691) 修正通過。

七． Mr. TURNER（財務主任）向委員會說， 就

個別職員仍舊依照大會決議案四七O （五）支領＂個

人津貼＂的那些事例而言， 現有津貼應減去新基薪表
所訂職等最高薪額超過舊基薪表通常最高薪額加上第

三級工作地黠調整數（已併入新基薪表內）的數額。

議程項目五十七

聯合國經費分攤比額表：會費委員會報
告書 (A/4775 and Corr. I, A/C.5/ L.690 
and Add. l, A/C.5/L.692）（繚前）

八． Mr. JHA （會費委員會主席）說，他要答

復匈牙利代表在第八八四次會議上所問的三個問題。

第一，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九年所有會員國的平均國

民所得比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高百分之十四。第

二．，一九六O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祕害處曾向匈牙利發

出通知害， 請它提供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及一九五九

等三年度按照因素費用計算的國民所得概數。它請匈

牙利政府提出一個按照＂國民收支計算辦法及附表＂2

所載聯合國定義而編製的瓶數，並請其指出匈牙利編

製概數時所用定義與聯合國定義在概念上的任何重要

差異。該通知書附有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九年匈牙利

物質生產平均淨額的正式概數，計達一一四，五三七，

000 ,000輻林， 請匈牙利中央統計處加以證實

及（或）訂正。該處從未將那個附件塡就送囘珌書處。

匈牙利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在一九六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的公函內就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九年平均＂國民所得＂

概數提出了一個一O九，五一一，000,000輻林

的數字， 比祕書處向匈牙利中央統計處提出的正式概

數約低百分之五。百分之五大約相當於類似發展階段

國家間接稅的百分數，因此， 祕書處認爲可以合理地

2 聯合區出版物，出售品編被： 59. XVII.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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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定匈牙利代表所提出的物質生產淨額正式棍數， 已

將間接稅減除。

九．第三，雖然會費委員會的委員們在討論中央

計劃經濟國家的國民所得概數時曾提及營業稅問題，

可是就匈牙利來說， 卻沒有不計及營業稅的確切決

定。若干委員指出， 營業稅是一個複雜的技徭問題，

在概念上不等於聯合國國民收支計算辦法所蘭釋的間

接稅。委員會曾就這一黥作了相當詳細的討論。 中央

計劃經濟國家採用營業稅方法來控制物價系統， 而按

照有些權威的意見，這種營業稅只是國家爲了應付社

區共同需要而保留下來的一種未分配因素所得。祇然

如此，它就當依照聯合國辦法視爲因索費用國民所得

的一部份，而不等於可以減除的間接稅。可是有些經

濟學家認爲營業稅中的一部份按照聯合國收支計算辦

法所下的定義可以睍爲間接稅，但是各方對於可以這

樣處理的確實比例卻沒有達成協議。

- 0. Mr. RYBAR （ 捷克斯拉夫 ）說，如果聯

合曠的財政建立在健全的基礎上，那末個別會員國的

攤額就必須用互相協議的方式擬訂，而且必須嚴格適

合每一個國家的償付能力。大多數成員試圖將其意志
強加在少數成員身上，實在完全違反本緑織的利盒 。

聯合國預算的不斷增加使許多國家都感到會貲是它們

付款能力的一個極大負擔。因此會員國當然應該極仔

細地審査分攤比額表， 特別要注意按照償付能力公平
分配負擔一禁。如果這種負擔按照未經關係國家接受

的標準而作不公平的分配， 大家便不能責備後者不履

行它們的義務。

一一． 依照大會決議案一四A (I) 第三段，聯合

國的費用大髓上應該按照償付能力分攤，同時相當注

意其他因索， 內中包括國民每人的比校所得，國民經

濟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發生的暫時脫節及會員國獲得

外幣的能力。從報告書 ( A/4775 and Corr.l) 第十
六段看會費委員會並沒有計及最後兩個因素， 而這兩

個因素對於壯會主義國家的影噬卻最大。東歐國家受

到戰爭的禍害至鉅，而且由於美國在對外貿易上採取

歧視的態度， 所以它們現在獲取外幣方面遺遇了極大

的困難。

一二． 捷克斯拉夫代表在原則上不反對會費委員

會把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民所得數字與採用聯合國國民

收支計篡辦法國家的這種數字設法加以比較， 但是他

對於委員會執行其任務的方式不得不提出抗議。 雖然

他同意爲了可資比較起見，肚會主義國家的國民生產

淨額可以加上一個勞務方面的百分數， 可是他不能接

受委員會所計篡出來的實際數字， 也不能接受它完全

忽略了應該減去種種項目以便達到眞正比較目的的事

實。如匈牙利代表所指出 ， 營業稅就是這些項目之一，

委員會沒有計及這一熙， 以致發生了嚴重的錯誤。

一三． 擬議將捷克斯拉夫會貲從百分之O·八七

增加至百分之一·一七，即增加百分之三十六，實在大

得不成比例， 捷克斯拉夫政府殊不能接受。委員會計

算錯誤，又不顧其任務規定， 所以得到了一個錯誤的

數字。它又誤解了大會關於最高攤款數額的決議案二

三八A（三）及一一三七（十二）。決議案二三八A（三）

明白規定經常費用的三分之一那一個最高限額只應適

用於通常時期， 低是人們不能說現在是通常時期，因

爲此時歐洲遠在道受戰爭的痛苦， 德國和約也沒有簽

訂， 而且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尙未

獲准加入聯合國。

一四．皝然有許多國家在繳付會費方面連遇嚴重

的困難， 那末最高限額原則便應放寬。 美國能夠用它

本國貨幣繳付會貲， 加以聯合國會所設在紐約， 享受

到相當大的便宜，然而它所繳付的款項卻比它根據償
付能力所應該繳付的爲少。捷克斯拉夫代表十分不能

明白何以應該減少美國的攤款而使償付能力較差的國

家吃虧。捷克斯拉夫代表團不僅反對最高限額原則 ，

而且反對百分之O · O四的最低攤額， 因爲就許多最

近獨立的國家而言， 這個百分數賓在太高。

一五．通過會費黍員會所提議的分挺比額表，就

會危及本組織的財政狀況， 所以大家應將現在那些攤

款過多國家的攤額減少。決議草案 A/C.5/L.690 and 
Add.1 提供了一個極好的解決辦法，足以防止會費委

員會方面發生更多的錯誤。捷克斯拉夫代表團不僅完

全支持該決議草案，而且要求添列爲提案國之一。

一六． Mr. MORALES （ 哥倫比亞 ） 說，依照

大會決涵案一三O八（十三）擬訂一件新分攤比額表的

任務是很困難很專門的，因此會費委員會的建議必會

引起若干批評。可是也不能像有些代表團那樣的走極

端， 說會費委員會在擬訂分攤比額表時計算錯誤， 而

且說大會所規定的指示有問題。那些批評會費委員會

的話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因爲所有會員國都有楓會就

它們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九年的國民所得提出它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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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出的任何情報， 這一禁，報告書第五段及委內瑞

拉代表在第八八四次會議上發表的陳述已經說明了。

一七．雖然·哥倫比亞喜歡一個比該委員會建議更

低的攤額，可是它對該委員會業已計及一九五八年以

來哥倫比亞所遭遇的情況一熙，卻不得不表示歡迎。

由於以美元表示的哥倫比亞比索價值趺落， 所以自從

一九五四年以來， 以美元表示的哥倫比亞國民所得及

國民每人平均所得也在不斷下降。因此， 哥倫比亞在

履行其國際義務方面的困難日弇增加。會費委員會又

計及了該國在獲致外滙方面的困難，那個困難多半是

由於世界市場上咖啡－哥倫比亞的主要輸出品一一

價格的波動。

一八． 哥倫比亞代表譔揚會費委員會的誠實工

作， 並支持其所提關於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期間

分攤比額表的建議，因爲這些建議是符合大會的指示

和議事規則第一六一條的規定的。

一九． Mr . QUIJANO （ 阿根廷 ） 支持會費委員

會在其報告書中所提出的各項建議。 該報告密和會費

委員會主席在第八八三次會議上所發表的陳述都顯示

新比額表是極審慎地擬訂出來的。報告書解釋了爲使

所有會員國國民所得數字可資比較起見而採取的辦

法。從第八段來看，關於加在中央計劃經濟國家數字

上的百分數或許有些問題， 但是任何鍇誤都是錯在估

計過低方面。

二．o. 所有國家的完備而可比較的資料是一個公

平的分攤比額表的基本根據。因此，阿根廷代表認爲，

就提供必要資料的會員國數目而言， 這一次檢討時比

以前多， 是值得歡迎的， 而且大家有理由希望將來甚

至還可得到更好的統計數字。 Mr. Quijano 贊成報告

書第六段末句內就這一盤提出的建議。

二．一．委員會曾試圓遵行大會決議案一一三七

（十二）規定任何會員國分攤聯合噩經常費數額最多不

得超過總額百分之三十的原則。阿根廷代表團仍舊懐

疑該項原則是否能夠和大會議案一四A （一） 所定攤

款應以償付能力爲根據的原則相調和， 但是它知道該

委員會只是依據大會的指示辦理而已。阿根廷代表認

爲該委員會或可採用一個折衷辦法， 將會費的最高颜

定爲百分之三二·二0。事實上， 委員會確曾考慮過

這種可能性， 這一燕可以從報告書第十八段中看出

來，但是無疑地大會決議案一一三七 （ 十二 ） 使它只

能採用現在所採用的辦法， 別無其他途徑。因此 ，

Mr. Quijano 雖然不大願意， 仍將支持此項建議。

二二．阿根廷的分攤比額不斷下降， 已經從一九

四六年的百分之一·九四減至百分之一·O一的新比

額，然而這並不是一件使人満意的事情，因爲它反映

了該國經濟的日盒加劇。阿根廷的經濟大半以農業爲

基礎， 而多年以來農產品的價格和原料及製造品的價

格比較起來， －庫在不斷跌落。阿根廷正在實施發展

石油及其他工業和擴展電力產量廣大方案， 但是進步

1艮慢，而且成果也還沒有反映在國民所得的統計數字

內。阿根廷政府對於會貲委員會注意到了阿根廷的情

由要表示感激。

二三．阿根廷代表團皝然支持會費委員會的建

議， 它就顯然不能支持決議草案 A/C.5/L.690 and 
Add.1 ， 因爲後者根據一個不能接受的前提，說在擬訂

分攤比額表時發生了計算上的錯誤， 此項說法已經報

告書本身證明爲不實， 而且大家在辯論中所說的話 ，

也不能使阿根廷代表團相信此項說法有任何根捒。 再

者，任何提案如將現行比額表的效力延長一個短時期

而不採用一俾爲期三年的新比額表， 都是阿根廷代表

團反對的， 因此， 它不能接受該決議草案正文第一段。

二四．前文第三段是決議草案中唯一值得考慮而

不帶有自私動楓的部份。闞於協助新獨立國家的方

法，包括入會初期完全豁免攤款一節在內，業經屢次

加以考慮； 但是Mr. Quijano 認爲豁免攤款不是一種

正當的方法；會費的繳付是國際責任的一種表示， 也

是一切會員國主權平等的一種表示。敖助這種國家的

實在方法是對它們提供技術協助。大會已經爲此目的

通過若干決議案。正文第一段 (b) 內的提案也許會立

下一個最不宜有的先例。另一方面， 第五委員會或可

考慮宜否要求會費委員會就攤款的最低比額加以研

究，以便確定應否將這個最低比額維持於百分之O ·O

四。先須作一詳細的技衍研究，然後大會才能考慮這

個問題。

二五． Mr. CUTTS （澳大利亞 ） 認爲會費委員

會把一件困難的技術工作處理得很完善， 委員會主席

把報告害中比較成問頲的若干方面說明得很公允而消

楚特表示讚揚。

二六． 有些代表團曾批評會費委員會的報告書 ，

據說在若干方面， 這件報告書對它們是不公平的。第

五委員會固然可以討論那些認爲會費委員會在估計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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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有關因素上發生了鋯誤的批評，可是也應該斷然駁

斥下述含意：會費委員會的態度不客觀；它曾受到了

冷戰和其他不相干因素的支配；或它在進行工作時是

以祕書處某些有偏見職員所提供的錯誤資料爲根據

的。

二七．會費委員會中對於達成國民所得統計數字

可資比較目的的正當方法曾發生溟正不同的意見。會

費委員會主席說過，該委員會認爲必須努力達成可資
比較的目的，因爲中央計劃經濟隣家的非生產勞務價
值現在已可根據各項研究報告一~包括歐經會所作關
於蘇聯的一件研究報告一加以估計， 同時因爲此種

勞務一向包括在其他所有國家的國民所得估計數字

內。依照澳大利亞代表對於情況的了解，蘇聯、匈牙

利｀及捷克斯拉夫等三國代表並沒有說把中央計劃經

濟各國的國民所得數字這樣加以調整是不適當的；他

們所不滿意的是會費委員會沒有計及一切有闕因素，

尤其是它對於非生產的勞務採用了一個太高的數字 ，

而且它也沒有顧及他們主張應照自由企業經濟國家減

除間接稅辦法一例減除的營業稅。澳大利亞代表認爲

迢些異議業經在第五委員會中發言的會費委員會各委

員有效地答覆了；雖然他是一個門外痰，自己覺得沒

有資格討論這樣一個技術佳的問題，可是他認爲蘇聯

代表團反對把它的非生産勞務估定爲佔其國民所得總

額的百分之十六，把匈牙利估定爲佔百分之十二，賓

在大可驚異，因爲可資比校的各國相應數字要高得

多。再者， 就非生產的勞務在國民所得中所佔的比例

而言， 實行社會主義經濟的國家似乎應當比實行自由

企業經濟制度的國家高一禁。

二八．關於營業稅問題，誠如會費委員會主席及

其他委員所說， 該委員會覺得它沒有關於此項賦稅歸

誰負擔的足夠技術資料，不能決定把此項賦稅和自由

企業經濟中的通常間接稅一樣處理，因此它認爲迢個

問題值得作進一步的研究。說到這褒，澳大利亞代表

問會費委員會主席， 假定他說會費委員會並沒有明確

決定不把此項賦稅中的一部份作爲間接稅處理，是否

正確。可是因爲該委員會未能就營業稅作一有利的決

定， 所以它便儘逯設法對秕會主義國家作其他誤步，

特別是按照最有利的換算率將這些國家的國民所得統

計數字折成美元， 至就匈牙利而言，還把用計算楓算

出來的數字任意大大核減。 Mr. Cutts 問會貲委員會

主席，如果將社會主義國家的營業稅減除，又如果採

用這些國家自己所估定的非生產勞務價值， 但是如果

這樣得到的國民所得淨額數字按官價而不按遊客換算

率折成美元，則結果將如何。澳大利亞代表的印像是

這兩種計算之間的差異是復小的。

二九．社會主義國家又說會費委員會有偏見。增

加了它們的分攤比瓿而減少了其他許多國家－包括

澳大利亞在內一一的分攤比額。社會主羲國家的分挺

比額固然頗有增加，可是分攤比額表既以一個整髓的

百分數來表示，必然意味着其他國家的分攤比額已經

減少。會費委員會建議減少澳大利亞的分攤比額自然

使澳大利亞感傈到有些満意，可是 Mr. Cutts向第五

委員會及蘇聯代表保證澳大利亞祇沒有要求核減， 也

沒有提出陳訴。這種核減只是反映澳大利亞國民所得

跟其他國家國民所得相比時的一種水平。

三O．再者，東歐國家通常本來可以料到它們的

分攤比額練有一個時候會增加，因爲它們自己也承

認，若千年以來，它們的分攤比額都根據完全不計及

一切非生產勞務因而不能和其他國家數字比較的國民

所得數字計算，佔了便宜不少。由此看來，若千年以

來，它們的分攤比額訂得過低，很不公平， 很沒有理

由。可是現在它們國民所得中的這一部份已經能夠加

以估計－一－即使僅能作一種大約的估計＿＿插］時會費

委員會已經決定不允許那種不公平的悄形無限期地繼

續下去。這當然是一個單純的公道問題。

三一． 澳大利亞代表本來以爲東歐各國政府會歡

迎它們分攤比例的增加，因爲這種增加反映它們國民

所得的相對增加， 這樣也就可以支持它們在其他地方

所時常採取的立場。尤其可以驚異的一描： 鯀聯代表

曾經贊許美利堅合衆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認爲嚴格依

照償付能力來講美國應該負擔聯合國預算百分之三

八·五的說法；如果這個數字是正確的話，那末它當

然就是一個有利於美國經濟基礎所在的自由企業制度

的論據。

三二． 澳大利亞代表團固然曾經屢次反對規定一

個分攤預算經費的最高和最低限額的主張，可是這兩

種辦法曾經大會一不是會費委員會一澈底討論，

並且決定採行。會費委員會除實施大會的決定外別無

他法。大會最近的一侗決定就是決議案一一三七 （ 十

二）。迢個決議案通過時東歐國家沒有表示反對。雖

然該決議案請將美國的會費減至預算的百分之三十，

可是會費委員會卻建議僅僅減至百分之三二·O二。

因此， 就這一熙來批評委員會， 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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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至於最高限額，大會曾經通過一個原則 ，

不許任何一國所分攤的聯合鬮預算經費比額高至足以

支配本組織的地步。因此，這是一個促進本組織所有
其他會員國利盒的問題，而不是一個使美國得到公平

待遇的問題。

三四．至於最低限額，大會曾經根據會費委員會

的第一次報告密，3 議決會員匽的主權平等原則應該

在負起本組織財政的一分起碼責任上反映出來。這種

態度不是不合理的， 而所決定的百分之O · O 四這個

數字鼐顧了主權平等原則和校小會員國的財政困難。

有一黯應該注意：一九六二年度預算約爲六千五百萬

美元，其中的百分之O·O四就要等於二六，000美
元， 這筆數額雖然不小， 可是對於任何會員國的隣家

預算並沒有決定性的影嚮， 而且它所收囘的服務價值

還超過這筆數額。此項百分比是否能夠減少而又不損

害主權平等原則， 殊成問題。

三五． 還有人說， 會費委員會沒有顧及大會闕於

第二次大戰所引起的國民經濟暫時脫節悄形的建議 ，

也沒有顧及關於外滙困難的建議。腦於第一燕，澳大

利亞代表指出其他許多國家一一尤其是法蘭西一一曾

經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遣受重大損失， 所以也可以要
求特別考慮。再者，所說脫節的意思是指經濟脫節情

形，而不是指捷克斯拉夫代表所想到的那種不正常政

治情況。可是會費委員會在其報告書 (A/4775 and 
Corr.1) 第十六段中說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不利影

嚮，已經在國民所得統計數字內反映出來。 澳大利亞

代表本人覺得1艮難想到沒有反映在這些統計數字內的

任何其他不平衡情形，因此，他準備接受會費委員會

翡於迢一熙的意見。

三六．至於外滙困難一禁，澳大利亞代表不明白

這個問題跟實際攤款有什麼關係， 何況各國儘有充分

楓會與祕書長磋商以美元以外的貨幣繳付會費 。

三七． 澳大利亞代表團認爲第五委員會應該建議

大會通過會費委員會所建議的決議草案 (A/4775~nd
Corr.1, 第三十九段 ）， 如果該提案付諸表決， Mr.

Cutts 將投票贊成 。

三八．保加利亞、匈牙利、 羅馬尼亞及蘇聯所提

決議草案 (A/C.5/L.690 and Add.1) 除了有作用地
光無證據地說計算方面發生錯誤外， 同時提議否決會

3 文件 A/80 （ 油印本 ） 。

費委員會所建議的分攤比額表，而將現行比額表略加

調整，准其繼續適用於一九六二年度，並訓令會費委

員會草擬一件新比額表，不規定最低限額或最高限

額， 但須計及其他某些特別標準。說到迢裏， 澳大利

亞代表指出規定最低和最高會費數額的是大會，而不

是會費委員會。至於最後提及的一熙，推翻一個已經

大會審慎研討作成的決定，是否有何盆處，殊成疑

問。如果大家接受這個意見．那末第五委員會就應該

通過會費委員會的報告書，以及它所推成的分攤比額

表， 同時也就無須對決議草案正文第一段內所提議的

臨時辦法作一決定。該段對三十九個會員國提供了某

種利盆，大抵爲了誘導它們對整個提案投贊成票。 可

是各闢係豳家應該着到正文第一段所規定的臨時辦法

以外十分仔細地考慮它們是否應該否決會貲委員會仔

細考慮過的提案，而去贊成用意顯然爲了菇聯特殊利

盆的一種蘇聯比額表。決議草案正文嘻三段似乎是不

必要的，而正文第四段所關涉的卻又是會費委員會的

內部程序。

三九． 蘇聯代表實際上在其向第八八四次會議所

發表的陳述中說過， 如果大會對於會費問題作一蘇聯

代表團認爲不公平的決定，則藍聯將不得不重行考慮

其對於聯合國經費鎶措辦法的整個態度。 這樣一種威

脅—如果它誠然是一種威脅的話-在第五委員會

的審議中是完全不適當的。如果大家允許麻聯採取這

種態度， 除非攤額可以接受，否則就不繳付， 那庶料
想其他所有會員國也都可以採取同樣的態度；這樣便

會造成一種荒謬的情形，賓際上由每一個會員國估定

它自己的會費。於是我們就無器一個會費委員會，也

無需一種經常預算。事實上蘇聯的立場， 就是攻擊由

大會估定強迫攤款來諤供經費的經常預算概念，同時

再一次證明蘇聯是在推行一稚固定政策， 對聯合國施

加財政壓力，以期搖制其工作。這是澳大利亞代表團

認爲不能接受的一種態度，同時 Mr. Cutts 希望．沒有

人堅持要把這個問題作一個決定，因爲蘇聯和聯合國

其他所有會員麿對於這種處理方式最後都可能要後悔

的。

四o . 第五委員會的最適當行動方針就是建議大

會通過會費委員會報告盡內的各項建議。

四一． Mr. ROSHCHlN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 對於委內瑞拉代表在第八八四次會議上要求

指出會費委員會計算錯誤的具體事例一熙提出答覆說

蘇聯接受祕書處將其國民所得定爲一千四百四十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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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布的估計（這個數字見於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六El

的消息報），同時蘇聯也承認從官方來源取得的一切

資料是正確的；困難在於營業稅業已包括在國民所得

統計數字內，而會費委員會並沒有減去此項稅款的特

定數額一一九五九年關於蘇聯國民經濟的官方出版

物及一九五八年的同樣出版物， 將此項稅款數額分別

定爲三百十一億及三百O五億新盧布。營業稅也就是

間接稅， 用以充保健、肚會福利及敎育經費，而在蘇

聯這三項都是免贤供給的。所以不僅間接稅沒有和其

他國家一樣從蘇聯的國民所得中減去，而且還在國民

所得的總數上，加了一個百分之二十的數字，去包括

非生產性的勞務。增列的勞務數字實際上是百分之二

十。而不是委內瑞拉代表所說的百分之十六，因爲如

果國民所得淨額加上營業稅等於百分之一百，減去間

接稅百分之十六以後，剩下百分之八十四，作爲物質

生產淨額，而百分之八十四的百分之十六便等於總額

百分之一百的百分之二十。

四二． 由此看來， 所出會費等於預算的百分之二

十左右的那些國家對於分攤比額表的計算方法，在技

術上有充分的反對理由。因此，蘇聯代表請問會費委

員會主席：該委員會是否能夠重行召開會議以便參照

迢些國家準備提出的統計證據考慮這些反對意見。蘇

聯代表也會贊同把這個問題交給一個全體委員會或一

個專家工作小結硏究。

四三． Mr . MACHOWSKI （波蘭）代表波蘭代

表團及柬埔寨代表團提出決議草案 A/C.5/L.692, 內

中涉及聯合國經常預寡攤款繳付便利的擴大問題。提

案國指出許多國家在獲致繳付會費所需美元方面迺遇

到的極大困鍶，同時認爲所有協助各國克服這種困難

的一切方法，都應該加以探討。自從聯合麟鎶備委員

會審議以來，必須以美元繳款所產生的困難一向是引

起蕉慮的一個原因；當年在籌備委員會時，加拿大曾

力圖獲得一種保證， 可用其他貨幣繳款。這一侗困難

在歷屆大會中都曾強調，所以大會第一屆會通過了決

議案一四A（一），在其中第三段規定聯合睪經費的分

攤，除其他事項外，應計及會員國獲得外幣的能力。

四四 ． 嗣後許多會員國都曾促請注意在獲致可爲

聯合國接受的貨幣方面有困難。不幸國外貿易和某些

商品的價格爲少數大國所控制。有些國家能夠輸出黃

金以換取外幣，但是其他仰賴股產品或其他自然產品

輸出的國家卻受到差別待遇和貿易壁壘的嚴重妨害，

以致被剝奪了它們的外滙來源。

四五．鑒於會費問頲的複雜性，所以設置了一個

專家委員會一一會費委員會一就每一會員國攤額所

應根據的因素作客觀的審議。

四六． 不幸如討論所顯示， 會費委員會在有些情

形下絕少注意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索：獲致外幣的能

力。該委員會在其報告書第十六段內說，關於獲致外

幣方面的困難事實上不能作一種有系統的計算，但在

決定某些個別攤額時或者可以計及。波蘭代表不大能

接受邇種恋見， 因爲他認爲時間雖然過去，這個因素

卻還沒有失去其正確性。事實上， 隨着聯合國預算的

逐年增加， 這個因素的重要性也已增加。

四七． 爲了這個理由，決議草案A/C.5/L.692 的

提案國認爲必須建議會費委員會研究一切可能方式，

來擴充現行辦法．以便用美元以外的貨幣繳納聯合國

會費。 隨渚聯合噩各地辦事處、區域經濟委員會及技

術協助方案數目的增加，現在應該能夠增加可爲聯合

國接受的貨幣種類數目 ， 甚至可以照一九四七年敍利

亞代表團所建議，允許以本國貨幣繳納會費。現在聯

合國設有辦事處的國家超過三十個，但是可用以繳納

會費的貨幣卻不超過十種。再者， 被接受的貨幣是那

些不需要聯合國協助的最繁榮的高度發展國家的貨

幣。在世界市場上它們的貨幣並不比美元容易取得。

四八．這是一個浪複雜的問題， 須由專家加以審

慣硏究，因此提案國沒有建議任何確切的解決辦法。

如果根據會費委員會向第十七屆會所提報告書， 會員

國能夠用它們本麐的貨幣繳納會貨， 那末會費繳納方

面的最大困雄之一－~即償付能力一一就可減少。

四九． Mr. TARDOS （匈牙利 ） 感謝會費委員

會主席答親了他在第八八四次會議上所提出的幾個問

題。關於第二個問題的答覆， 他要指出匈牙利代表哩

所提供的國民所得概數中並沒有將營業稅減去，因此

珌書處推斯此項稅款已經減去一節是不正確的。至於

＂一九六0年國民收支統計年鑑＂ ＂ 內有關匈牙利資料

的總註， 他要解釋一下， 匈牙利想要供給會費委員會

的資料是可與往年它所提出的資料相比較的。匈牙利

所提出的國民所得資料不包括該總註所指特殊交易項

下的數額在內，僅就＂客運＂一項而言， 即達二十億

輻林。

五o . 採用所謂＂遊客＂滙率將匈牙利的國民所得

數字折成美元，並沒有構成一種特別有利的待遇。所

＾聯合區出版物， 出售品編號： 61.XVI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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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滙率是適用於非商業佳交易的滙享等於美元和

幅林之間的眞賞滙率。

五一． Mr . Tardos 認爲會費委員會允宜再度舉

行會瞰再門討論匈牙利代表團和其他肚會主義國家代

表團所提出的問題。他並不提議該委員會審議決議草

案 A/C.5/690 and Add.1 , 而僅僅主張該委員會設法

消除各方所提及的困難。

五二． Mr. NOLAN （ 愛爾蘭）對於會費委員會

軑行其困難任務的方式表示讚揚。愛爾蘭代表團支持

該委員會的建議， 同時認爲第五委員會應該全盤加以

接受。

五三．擬訂一個爲各方所接受的擁軟比額表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郿所以有些國家認鎝它們的特殊情況
沒有充分計及， 自屬難免。有些代表團實際上說會費

委員會犯了錯誤。愛爾蘭代表圓不懷疑該委員會的才

幹和忠誠，同時還要指出一禁」 如果任何會員國對於

攤款計算的任何方面有所懷疑」 都應該依照一種正常

程序辦理。第五委員會不應當接管會費委員會奉命愴

負的工作和實任。任何必要的調整或糾正， 應該在會

費委員會下一屆會中提出。

五四．愛爾蘭代表團認爲會質委員會報告書中極

端重要的一部份是揭示會費迤欠數頲的第三十二段。

該委員會對於未滑繳數額之鉅大表示蕉慮， 愛爾蘭代

表團實具同感．希望會員國儘速履行其財政義務。如

果每一個國家不顧其繳納會費的義務， 則擬訂攤款比

雒表實係一種無盒的麻煩。就若干事例而言， 大會決

議案和聯合國財務條例中的規定顯然並未實施。 會員

國必須繳衲其被攤派的會費， 否則就沒有聯合國收納

會費了。 抉擇在於它們。有些代表團不同意迢穂意

見， 它們主要強調之黠乃是祕害處方面實行財政整肅

的必要。愛爾蘭代表團認爲會員國方面也同樣應該實

行財政整肅。愛爾繭代表團並不提議第五委員會就此

事建議任何特定的行勳， 但卻要求委員會的報告害反

映愛爾蘭代表固的意見，因爲 Mr. Nolan 認爲其他若

千代表團也贊成這稱意見。

五五． Mr. DE SOUSA MENDES （ 葡萄牙 ）

設， 依照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案 ， 本組織的費用．主要

是依據會員國的償付能力攤派的。由於基本國民所得

統計數字的不完備或不可得， 以及某些國民所得藪字

的不能比校，以致在估計迢糧償付能力時發生了困

難。另一種困難則由於必須將各國園民所得概數折成

一種共同貨幣而起 。 關於這一禁 ， 大家要注意一種貨

幣的對外價值未必跟它的國內購買力發生關係。用滙

率來換算國民所得數字時，便沒有計及這個問題， 因

此並不完全妥善。無疑地統計査料是可以改善的 ， 而

且更正確的比核也是可以實現的， 但是經濟學家似乎

還沒有得到一個完全滿意的方法去換算各國的貨幣。

五六． 在擬訂分攤比額表時應該計及的另一個因

索是大會決議案一一三七 （ 十二）所規定的＂最高限

額原則＂ 。 該決議案一一內中規定攤欬最高限額爲百

分之三十一一的一個重要特禁就是正文第三段 (d) 中

的一項規定： 各會員國百分比會費在任何情形下不得

因該決議案而增加。關於這一黠， 葡萄牙代表團特別

靈睍會貲委員會報告書第十八段末了兩句中所表示的

意見。

五七．攤款的數額不能僅僅從相對數字去看；大

家必須注意 ， 儘管會費委員會建議減少若干國家的攤

款，可是從絕對數字來灞， 那些國家將來必須繳付的

會費仍校過去爲多。葡萄牙一－是受到這種影菩的國

家之一一一業已若手進行思模相當大的發展計割， 因

此剩下了很少的外幣可充繳納會費之用 。 可是葡萄牙

代表團對於會費委員會所做的優良工作， 仍要表示匽

賀。

五八． Mr. ARRAIZ （ 委內瑞拉）說， 蘇聯代表

所引為適當的國民所得數字和會費委員合所採用的數

字之間的差別， 可歸因於何者櫧成國民所得的不同概

念。委內瑞拉代表匪認爲加在蘇聯國民所得數字上的

非生產勞務百分數應該和該國的全國綠生產額發生關

係。 從這涸觀禁看來， 增加百分之十六似乎是適當

的。 另一方面，蘇聯代表團認爲該項百分數應該和減

去了營業稅數額後的全國生產頦發生關係。前一種辦

法是聯合國隣民收支計第辦法所採取的辦法。如果以

蘇聯的計算方法適用於委內瑞拉的數字． 則非生產勞

務在其國民所得中所佔的百分比不是百分之二十四 ，

而是百分之三十二。

五九． Mr. PRICE （ 加拿大 ） 表示加拿大代表

團1艮欽佩會費委員會的報告害。該委員會所提出的建

議是公平的合理的， 將獲得加拿大代表匯的支持。

六o . 決議草案A/C.5/L.692的確值得同情的考

慮， 但是關於這一熙， 加拿大代表要促請注意會費委

員會建議大會通過的決議草案 (A/4775 and Corr.1. 
第三十九段 ） 正文第三段， 因爲該段似乎至少也有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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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已將決議草案 A/C.5/L.692 內所提出的論熙包括

在內了。

六一． Mr. KAOURA （奈及爾）說 ， 雖然若干
代表團曾促請注意它們國家所遭遇的內部困難，表示

它們似乎有理由獲得特別的待遇，可是奈及爾代表團

仍舊支持會費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不過他希望下次

檢討分攤比額表時會計及那一種必要，將新獨立的國

家和已經獨立了許多年的國家稍加區別；依照現在所

建議的比額表，大約有十四個已經獨立了十年的園家

也和剛才獲得獨立的國家一樣享受最低的癱款比額。

今後在攤派新興國家比額時應該考慮的各黠，除償付

能力及人口外， 還包括它們必須面臨的發展問題。這

種問題可用奈及爾必須舉辦的敎育方案爲例，加以說

明。

六二． Mr. SANU （奈及利亞）表示奈及利亞代

表團也感佩會費委員會所做的優良工作。

六三．至於就非洲的發展落後國家而言，國民所

得的計算尤其困雖。奈及利亞的經濟主要以農業爲基

礎。許多生產都由農民及其家屬直接消貲。大部份勞

務都是家庭單位所從事的。另一個問題是： 有大家庭
的個人擔負着相當大的財政責任，因此很難估計他們

的實在收入。

六四．在發展落後國家中，正確的人口數字也復

難獲得，因此，奈及利亞代表團盼望經濟暨肚會理事

會決議案八二OB （三十一） 見諸實施。躺於這一

黠，它支持迦納代表要求加強非洲經濟委員會陣容的

主張，同時認爲該委員會如果實行分散，便能更有效

地從事其工作。

六五．奈及利亞代表團同情鯀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及匈牙利所提及的困雖，希望會貲委員會終能

解決其報告書第八段內所提及的問題。

六六． 奈及利亞是決議草案 A/C.5/L.690 and 
Add.1 正文第一段 (b) 中所提議的優惠分攤比額表的

受盆國之一。作爲一個新獨立的國家，它深切了解該

決議草案的目的，原在協助那些依賴初級商品輸出爲

生的各國人民克服他們在提高經濟水準方面所遭遇的

鉅大問頲。可是奈及利亞代表團卻很艱贊同新國家有

資格享受優惠待遇的意見。非洲國家固然應該有一個

楓會在聯合國的工作中擔任一種積極的任務， 可是奈

及利亞代表認爲， 本緑織會員國的利盆，也和獨立一

樣，必須付出代價才能獲得。

六七．奈及利亞代表團承認，若干國家對於本緝

織財政的負擔超過了它們應有的一份。它又注意到某

些經常促請本組織多多努力改善世界情況的國家，同

時卻在堅請減少它們自己的會費。奈及利亞代表團將

要接受會費委員會所建議的奈及利亞捐款比額，同時

希望大多數非洲國家也會採取同樣的態度，不過它不

反對核減某幾個有特殊問題國家的攤款。它對於蘇聯

代表團採取行動促請注意此等國家所面臨的困難，表

示感佩，還希這些國家能夠用雙邊方式或經由聯合國

獲得它們所需要的援助。

午投＊＇寺禾五．分歆令

附件

Mr. Allouni（敘利亞）暕述摘要

（參閱以上第一段）

一． Mr. ALLOUNI （敍利亞） 說，敍利亞代表
團業已表示它很重視改善國際文官制度內專門人員及

較高級職類職員的基薪表。自從一九五0年以來，此

等基薪表極少變動，可見確有稍加調整的必要。工作

地熙調整數僅僅部份地抵銷了生活費用方面的增加

數。他深僧文官諮委會目前所得到的情報，比一九五

六年薪給審核委員會所得到的爲廣泛。後者認爲它所

建議的薪給表剛剛足以吸引必要的職員。現在必須照

文官諮委會建議，把聯合國的報酬和外界的薪給弄得

一致，這一熙是十分明頲的。還有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文官諮委會的研究報告僅以到一九六0年十月爲止的

外界薪給水平爲根據，而自從這個時期以來，各國文
官制度的薪給表仍有繼續上升的趨勢。

二． 聯合國的薪給在競爭上日趨劣勢，然而隨着

本組織會員國的增加和責任的推廣，職員所擔負的工

作量卻在增加中。職員的正常生活不斷受到出差事務

的破壞，同時他們的職業前途又因努力確保職員廣泛

地域分配的結果， 而受到損害。職員工作情緒所受到

的影響是不能忽視的。閼於迢一熙，敍利亞代表團完

全支持文官諮委會在其報告耆結論中所表示的意見

(A/4823/ Add.1, 第八十三段 ）。 敍利亞代表團支持

祕書長和文官諮委會兩方面所提出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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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入六次會議

一元六一年十一月.;:.+.;:.n 星翔三午前十呤五十五分暴約

主席：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璸目五十七

聯合國經費分攤比額表： 會費委員會報

告書 (A/4775 and Corr.I, A/ C.5/L.690 

and Add. I , A/C.5/L.692）（綠前）

一． Mr. ROMANOV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 ） 說， 分攤比額表的訂立是一個很複雜的問

題， 需要非常精確的計算方法。特別是國民所得的概

數，應該由根據儘量糜泛地域基礎所選聘的專家， 予

以核對。會費委員會所作的努力，雖可嘉許， 但仍嫌

不夠充分， 而訂立一九六.::至一九六四各年度分攤比

額表所牽涉的種種困難， 也並未完全克服。委員會本

身也承認它的工作並不完備。它在所提報告書 ( Al

4775 and Corr.1) 第八段內曾塈稱＂兩個制度如何可

以比較的問題， 正由聯合國及其他專家研究中， 預料

在下次委員會覆核比額表以前，這一方面定會得到更

多的進展＂。因此委員會未能分析中央計劃經濟國家

所用的國民所得估計方法，也未能將那些方法和聯合

國國民收支計算辦法加以比較。此外，委員會在其報

告書第六段內承認 ＂在許多情況下撤數仍只能覦爲近

似值＂， 在第七段內承認過到了 ＂國民所得棍念不同以

及如何將國民所得從各國貨幣改用一個共同單位來表

示的問題＂。

二． 事實上，委員會似乎未曾有充分時間擬就分

提比額表。再者，因爲它只採用了美國經濟學家所用

的方法， 所以錯誤一定難免。在秕會主義國家內，國

民所得概數所根據的計算體系不同。因此，在方法上

也就有了歧異， 不僅就勞務和間接稅來說是如此，就

其他事項而論亦然。例如美國農業生產統計並未包括

牲畜數目的增加在內。因此美國國民所得的數字低於
社會主義國家的數字， 除非將這種差別計算在內，便

沒有互相比校的可能。烏克蘭是第十一個繳款最多的

國家， 如果將來採用新比額表把它的攤額增加百分之

一·二， 就會升爲第十位， 因此， 它認爲這個問題

十分童要。烏克蘭國民所得增長速度復快，這對一個

肚會主義國家來說，原是很自然的事，不過査本主義

國家的國民所得， 也有增加， 可是，會貲委員會卻決

定將它們的攤額減少。委員會沒有充分注意聯合國籌

備委員會的意見。鏘備委員會曾經說過，＇＼．．爲了避免

採用國民所得比校概數所引起的不正常攤額起見，應

該計及下開各項主要因素： （a） 每人平均所得比校數；

(b) 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引起的國民經濟暫時脫節； ( c) 

會員國取得外滙的能力＂ （見A/4775 and Corr.1 , 附

件， A節 ）。 會費委員會對後兩個因素沒有加以充分

注意。若干代表團不顧事實，儷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所

引起的藍民經濟暫時脫節現象， 已成過去。烏克閾政

府非常明白情形並非如此， 因爲向它領取筌卹金的受

了戦爭之害的公民現在仍有一，三二九，000人之

多。如果這些傾取稷卹金的人是烏克蘭有職業有收入

人口的一部分，而烏克蘭政府又無需負擔戰爭所引起

的繁重醫藥及社會費用， 那末烏克蘭便會更加繁榮 。

他認爲烏克蘭已經付出了充分的代價， 有權請會費委

員會注意那個因素。

三．關於會員國取得外滙的能力， 他同意聯合王

國代表的看法， 也認爲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增進它們的

國外貿易。不過， 工業生產耍佔世界產量三分之一的

社會主義麟家， 其所以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沒有正

常貿易關係，乃是因爲美利堅合衆讒推行的歧視政策

的緣故，而這種政策也是美國對它在西方集團內的盟

國所同樣施行的。聯合王國代表當然知道， 美國軍事

階層通過國防部核定准予輸往社會主義國家的出口品

目。除非美國改變政策，社會主義國家取得美元的困

難祇有愈來愈大。

四．最後， 儘管美國和聯合王國代表多方設法 ，

但是他也不願捲入某一種辯論， 分散委員會對當前項

目實體間題的注意力。他認爲如果委員會建議大會通

過一個他已經指出還需要改進還需要弄得更加準確一

禁的新分癱比額表，恐怕不是一個很妥當的舉動。

五． Mr. POLO （ 多哥）慶賀會費委員會完成這

項十分困難任務的悄形，並感謝那些分攤巨額款項來

作本組織經費的會員國，他將支持會費委員會大多數

委員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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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M「.」HA( 會費委員會主席）答覆蘇聯代

表於第八八五次會議時所提出的問題，說會費委員會

在一九六一年度內不能再度舉行會敵。如果不在相當

時日以前通知委員會各位委員，便無法將他們召集在

一起，因爲委員們都是以個人身分出任的，現在都在

從事他們自己的工作。

七． Mr. CUTTS（澳大利亞）詢問下面這個假

定是否正確：通過會費委員會所建議的決議草案 (A/·

4775 and Corr.1,第三十九段）之後，委員會並不因

此而不能於一九六二年度開會討論新國家加入後所牽

涉的事項和若干會員國特別是蘇聯及匈牙利代表圓所

提出的問頲。

八． M「.」HA( 會貲委員會主席）指出會費委

員會已經根據大會決議案一三O八（十三）制訂一個

適用三年的新分攤比額表。委員會於一九六二年度開

會時，自將照它所已接得的任何訓令行事。分攤比額

表當然可以修訂，不過他認爲不會產生任何重大的變

動。

九． Mr. ROSH CHIN （藍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說，會費委員會皝然不能召開，他請求設立一

個由中立及超然國家一一例如阿富汗、芬蘭、馬利、

墨西哥及幾內亜一代表緑成的小組委員會，討論蘇

聯指控的是否正當。蘇聯已經列舉事實和數字來證明

它的意見，它不能接受一個爲了冷戰而故意作出種種

錯誤和不公平來造成的令人不能容忍的情勢。

-0.M「.」HA( 會費委員會主席）對蘇聯代

表的陳述，深表遺憾。錯誤總是可能有的，但絕對沒

有人故意作出不公平的情事。若干錯誤乃是因爲某些

國家沒有按照請求將資料遞送會費委員會所致。如果

一個會員國的攤額降低，其他一個國家的攤額便不得

不予提高，這種調整牽涉許多工作。會費委員會工作

了許多星期才訂出的分攤比額表，不是開一兩次會議

就能修訂的；不過如果第五委員會有什麼訓令，它自

當奉行。

--. Mr. CUTTS （澳大利亞）認爲爲了顧及某
些代表的異議起見，委員會不妨在它向大會提出的報

告書內，說明會費委員會在下次會議時最好能討論若

千代表就所用計箕方法是否準確一熊所提出的種種問

題。這樣做法或者能使第五委員會批准會費委員會所

建議的決議草案。這涸比額表在一九六二年度內當然

要適用，不過根據會費委員會主席所提供的情報，他

認爲第五委員會恐怕很難再進一步去遷就秕會主義國

家的立場。

一二．他對蘇聯代表所說會費委員會工作受到政

治和冷戰因素影嚮的言論感凳復不安，所以他完全贊

同會費委員會主席關於這一熊的陳述。他堅決反對設

立五人小紐委員會的建議，因爲會費委員會是大會正

式設立來研究會員國會費問題的唯一楓關。委員會委

員都是以個人資格被委派的專家，他們的正眶是無可

疑問的。反之，擬議的小緑委員會的委員卻大概要受

本國政府的訓令。目前他認爲最好暫時延會， 讓各國

代表團能有一個進行諮商的楓會。

一三． Mr. HODGES （聯合王國）說，大會自

始就非常希望把關於分攤本緝織經費及訂立會費比額

表的一切細節工作交由專家擔任。任何專家委員會，

無論委員們怎樣勝任，都有錯誤的可能。如果第五委

員會發現了可能使若干國家受到非常不公平待遇的重

大錯誤，聯合王國代表一定會立刻建議由會費委員會

從速重新開會審査全部情況。可是撇開會費委員會主

席所說目前那個委員會不大容易舉行會議這一熙不

談，社會主義國家也並沒有提出什麼證據，使人相信

的確發生過某種重大錨誤而有修訂會費比額表的必

要。而且會費委員會內來自中央計劃經濟國家的兩名

專家在提出保留時並耒說起社會主義國家代表團在

第五委員會內所提出的營業稅問題，這一熙也令人不

解。

一四．爲使社會主義國家與其他國家國民所得可

以比校起見而須計及的若干因索，內容仍然有些含

糊，但迢主要因爲關係國家沒有就迢個問題提供充分

的資料所致，當然這個問題是值得進一步詳細研究

的。委員會在它的報告書內也許可以表示，希望會費

委員會主席能請那些有所不滿的政府向該委員會提供

更詳盡的資料，以便它下次於一九六二年夏季舉行會

議時重新考慮所有與國民所得概數比較性有關的一切

問題。然後會貲委員會可於大會第十七屆會時通知第

五委員會，到底它認爲社會主義國家攤額是否有更動

的必要。

一五．聯合王國不能贊成蘇聯代表設立一個｀｀中

立國＂五人小組委員會來覆核會費委員會建議的主張。

一六． Mr. MAURTUA （鉍魯）指出，會員國
不僅必須負擔聯合國通常工作方面所有的經常費用，

而且也必須負擔聯合國在各方面擔任特別新義務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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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一切費用。除聯合國及各專門楓關外， 還有許多

國際組織須由各國政府在財政上加以支持， 有時因此

須作重大的犧牲。在這種情形下，各國對於許多闕際

財政義務往往並不同樣熱心承擔，那是可以理解的事。

有些政府不論它們爲了什麼理由，拒絕分擔若干方案

和行動的經費， 例如聯合國剛果行動、聯合國緊急軍

及技術協助方案的經費。它們的拒絕祇會增加其他各

國政府預算的負擔。關於這種情勢， 必須求得若干補

救辦法，以免不斷增加各國政府的額外國際費用。根

據這個理由，會貲比額表的製訂便不應該完全根攄聯

合國籌備委員會所訂的標準 （ 見 A/4775 and Corr.!, 
附件， A節 ） 。 ＂會員國取得外滙的能力＂這個因索 ，

對發展落後國家來說， 顯然十分重要， 因爲世界市場

任何輕微的波動都會對它們的經濟有顯著的影癌。不

過爲了充分顧及發展落後國家的悄況，訂定會費比額

表時應該根據每一國家的發展水平， 不僅考慮到抽象

的統計棍數， 而且考慮到影奢發展落後國家經濟情勢

的一切具體因素。首先對高度發展國家與其他國家應

加明確區分。然後在決定發展落後國家的攤頲時應該

注意它們的物質資源，從而在決定擬額的辦法中顧到

聯合國經常注意的一項經濟事實： 先進國家與發展落

後國家情況的不同。

一七．發展落後國家的支付能力完全是相對的。

在估計那種能力時， 必須注意每一發展落後國家可能

有或已經有的進展情況， 然後考慮在那種悄況之下投

資所發揮的生產力究有多大。那些國家的支付能力在

各個時期和在各個發展階段都可能不同。 因此， 關於

它們的攤額， 最好不要確定一個並不反映每一國家眞

正經濟情勢的嚴格限額， 同時對它們全體或其中大多

數國家最好也不要一概而論。

一八．會費委員會也許可以考慮參照這些意見來

修訂分攤比額表。

一九． Mr. ROSH CHIN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 說， 澳大利亞代表的建議極有價值，他對該

建議極力表示贊同。

二0. Mr. VENKATARAMAN （ 印度 ） 認爲應

該讓『士會主義國家有一個楓會把它們認爲沒有被考慮

到的資料和情報向會費委員會提出。第五委員會可以

請會貲委員會下次於一九六二年開會時審議社會主義

國家向其提供的其他任何資料， 並於必要時設法修訂

一九六二及一九六四年度的分攤比額表。他相信在會

費委員會未能審査社會主義國家所提出的其他資料以

前， 第五委員會應該通過會費委員會報告書。

二一． Mr. MACHOWSKI （ 波蘭 ） 說， 他和聯

合王國代表一樣， 也曾出席會費委員會最近的一屆會

議。他促請第五委員會各位委員注意會貲委員會報告

書第二十四段及第二十五段的內容， 從這裏面可以看

出會費委員會內來自中央計劃經濟國家的委員曾經消

楚地表示他們對於目前第五委員會內所提問題的立

場， 而非像聯合王國代表所說的那樣沒有表示。

二二．主席 提議，會議暫時停開， 好讓若干希

望進行諮商的代表囷從事諮商，以便解決那些未了結

的問頲。

決定士0議。

午亻文十.:::.呤十五分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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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入七次會議

一汜＊－年十一月.:;:;.+..:::.a 星期三午役三特.:::.十分紐給

主麻：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項目五十七

聯合國經費分攤比額表：會費委員會報

告耆 (A/4775 and Corr.I, A/C.5/L.690 

and Add. l and 2, A/C.5/L.692 and 

Add.I）（缝前）

一． Mr. VENKATARAMAN （印度）說，在與
若干其他鬮家代表團磋商之後，印度代表園要提議在

會費委員會建謅通過的決議草案(A/4775 and Corr.1, 
第三十九段）之末增添一新段。該段案文如下：

＂五．雖有本決謅案第一段之規定，會費委
員會仍應於其一九六二年之會議中參酌第五委員

會在第十六屆會之討論並參酌其所獲得之其他資

料，審査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各年度之分攤比額

表，並將其審查結果向大會第十七屆會具報。如

大會第十七屆會改訂上文第一段所載之比額表，

則一九六二年度會費亦應比照調整。＂

二． 依照他的提案，會費委員會所建議的分攤比

額表當由第五委員會核准，但是有一個附帶條件，就

是在討論期間所提出的各熙將由會費委員會於一九六

二年重新審査。如果該委員會認爲比額表宜加以改

訂，它可以向大會第十七屆會這樣報告。它所建議的

任何改動不但適用於一九六三年度及一九六四年度的

會費， 而且適用於一九六二年度的會費；會員國已繳

納的數額應依照訂正比額表加以調整。

三．此項提案是妥悌的結果，也作妥協的辦法提

出。它大概不會獲得各國代表團的全力支持， 但是他

希望它可以獲得普逼的接受。

四． Mr. CARNEIRO (巴西）對於會費委員會
所做的工作表示滿意， 而且他本國代表團也贊成該委

員會所提出的報告書。雖然過去三年間許多新國家已

參加本組織而且巴西正在經過一個財政艱難的時期 ，

但是巴西仍然準備接受那侗要它多出會費的新訂攤

額。還有應當指出的一熙，巴西也履行了繳納聯合國

緊急軍費用攤額的義務，本年度攤額業已全部付消。

凡誠意參加聯合國的一切國家都必須表示此種犧牲的

精神。

五．巴西代表團要贊揚智利。雖然智利因爲天災

的結果，遴遇了嚴重的損失，可是它仍然接受了所瑋

議的攤額，只比以前比額表所定攤額減低百分之O·

0一。

六．它的態度恰與決議草案 A/C.5/L.690 and 
Add.1 提案國的態度相反。他認爲那些提案國的理由

不能令人信服。他認爲會費委員會不應當只接受大會

第一屆會所通過各項決議案的束縛而抹殺以後所通過

的各項決議案。

七． 目前會費委員會所採取的辦法是將一國國民

每人平均所得與一，000美元數額之間的差額算作

一個百分數，再從該國的國民所得中扣去此項百分數

之半，以便算出它的攤額。巴西代表團覺得此項辦法

應予以重新考慮。大多數會員膿的國民每人每年平均

所得都在五00美元之下。因此巴西代表圍建議， 會

費委員會應當考慮是否可能從一九六五年度起實施一

種新的制度：凡國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在五00美元

以下的國家便扣去百分之六十，凡國民每人每年平均

所得在五00美元與七五0美元之間的國家便照目前

辦法扣去百分之五十，凡國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在七

五0美元與一，000美元之問的國家便扣去百分之

四十。採取此種制度不會大大改變目前的攤額水平 ，

但是可以保證較爲公允的待遇，而就發展校差各國來

說，尤其是如此。他相信國民每人平均所得較高的區

家一定能夠接受此種辦法所引起的擬額增加。

八． Mr. MOLEROV （保加利亞）說，在會貲

委員會所建議的新比額表之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

攤額減低了，但是肚會主義國家的攤額卻增加了。事

實上這是一九四七年度以來一向的趨勢。這個期闍，

美國減低了百分之二十，瑞典減低了百分之四十五，

但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攤額卻增加了百分

之一三六，捷克斯拉夫卻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現在要

他本國接受的攤額又是百分之二十五的增加。

九． 會費委員會在擬訂新比額表時顯然根據四個

因素：國民所得桐數所表示的繳款能力；國民每人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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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所得的比較數字；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後果； 以及取

得美元或其他可接受通貨的困難。保加利亞代表團認

爲第一及最後兩項因素最爲重要。

-o. 爲使各國資料彼此可以比較，以便考慮第

一項因素起見，必須進行一種很審恨的研究， 由梢通

世界上兩個不同經濟制度的經济情形及統計方法的專

家參與其事。他並不懷疑會費委員會各委員的能力，

但從匈牙利代表所提請注意的解釋錯誤來看， 既然資

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噝家的資料不能作楓械式的比

校， 那末此項研究便非由這一類專家參加不可。 他對

會費委員會主席認爲不能重新召集該委員會去審査匈

牙利及蕪聯代表團所提出的要求一節，頗惑遺憾。

一一． 關於最後一項因素， 會費委員會並未因爲

任何國家獲得外滙的困難而建議裁減該國的攤額，只

是建議授權鉍書長設法便利各國以美元以外的其他貨

幣去繳納會費。就多數國家而言， 對外貿易是外滙的

主要來源， 現在他本國就正在竭盡各種力量去擴大它

與其他國家的貿易。 但是正像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

樣， 它想要擴大與西方國家尤其與美利堅合衆國貿易

的努力， 感到了相當的困雄。後者並不作互惠的努

力， 反而常常採取歧視措施去提高貿易的障礙。自從
歐洲共同市場成立以來， 獲得美元以及其他貨幣的困
難又已增加。會費委員會在規定新分攤比額表時，似
乎忽視了這一切事實。假定一一本來應當如此一讓

各會員國以它們本國的貨幣去繳納會費， 情形便完全
不同。在目前情形之下，應計及 ＂取得外滙困雛＂的因

素， 仿照有腦國民每人平均所得的核減辦法， 也作比

例的核減。 爲了這些理由，保加利亞代表豳充分支持

決議草案 A/C. 5/L. 691 and Add.1。

一二． 大會第三及第十二屆會曾決定， 只有在世

界上一般悄形正常的時候才應該適用 ＂最高限額的原

則＂。在對德和平條約尙未締結、 兩個德國尙未獲准

加入聯合瞬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尙未恢復它在聯合國

的權利之前， 上面所講的正常悄形不能說已經存在。

在這些事情尙未質現以前， 美利堅合衆國不應當繼續

享受＇，最高限額原則＂的利盆而犧牲其他會員廛。事實

上， 美國對於它本身負責造成的目前情勢，應當擔負

財政上的後果。而且它從聯合國會所設在紐約這一件

事情上，已經獲得了很大的利盆。

一三． 保加利亞代表團認爲會貲委員會建議維持

的百分之O · O四的最低限度擁額， 對許多新獲獨立

的國家說尙嫌太高。

一四 ． 所建議的新分攤比額表是根據一種並不充

分澈底和客觀的研究來擬定的。新比額表並不公允 ，

因此， 不能爲全體會員國所接受。保加利亞代表團支

持決議草案 A/C.5/L.690 and Add.1，而它也是該草

案的提案國之一。在支持此項提案時， 它的動楓並不

是要求將保加利亞的攤額作小量的核減， 而是希望將
分攤比額表較爲審僙地擬訂，並加強本組織所據以建

立的各國互信。

一五． 主席 建議這個議程項目應當在以後的一
次會議上再繼續審議。

法定如議。

議程項目六十三

聯合國新聞工作：稗書長報告書 (Al

4770, A/ 4814, A/ 4927 and Corr.I) 

一六．主席 指出， 委員會面前除了珌書長報告
害 (A/4927 and Corr.1) 之外， 還有祕書長一九六

二年度概築 (A/4770) 序言第三七至四O各段支出概

數 (A/4770) 附件叁，以及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

會報告書 (A/4814，第七0至七五各段 ）， 也提及了

新聞工作。

一七． Mr. TAVARES DE SA （主管新聞事務
次長 ） 說， 委員會現在面前這些文件說明了大會決議
案一五五八 （ 十五 ） 執行的情形。 此等文件表示將新
聞廳業務及服務分散各地的事已有很大的進步， 而此

穂分散的目的原欲以最低可能的費用在出產與影響方

面達到最高限度的效率。 文件中敍述各種不同的計

劃，例如設置一個非洲聽覺視覺材料産製單位， 加強

亞洲及拉丁美洲現有的產製單位，以及協調日內瓦及

巴黎的產製中心， 以期增加在無線霞廣播、 電視及電

影材料的產量， 以供發展落後國家之用。

一八 ． 現在已加緊努力在非洲增設若干新聞處 。

希望在一九六二年初期有四十個新聞處完全開辦。 最

近已在哥侖坡、 達萊薩朗及烏桑巴拉設置新聞處。此

外遞計劃設置兩個新聞處， 其一服務卡里比亞地區 ，

另一則服務新幾內亞託管領土及巴布亞非自治領土。

不久，摩洛哥、 塞內加爾、 多哥、 象牙海岸、 喀麥隆

及奈及利亞的新聞處也可望開始工作。大概在一九六

二年內還要在中東及東南亞設笹其他的新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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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現在正盡各種力量去保證各地新聞處都能

夠機有效地1艮經濟地工作而廨內高級職員與各地區的

工作都保持密切的聯繫。

二o . 新設新聞處的職員是在新聞廳內現有國際

員額表範圍內調派的， 其方法就是將其他活動部門的

產釐及產製方式加以合理化。 但是如果繼續採取此種

性質的措施，就不免會妨礙服務的效率。今後新聞處

數目如要大佖增加，一定就要擴增新聞鋸可以支配的

員額及款項。大會已經承認，最近聯合國會員國數目

的擴大同時也增加了新聞廳的責任。不斷擴大的職責

不能長期繼續在現有的預算限度內去設法應付。

二一．要想達到非洲最大多數的人民，目前無線

電痰播是最容易得到並且是最有潛伏效率的工具。因

此， 在最近的將來， 要特別優先利用此項工具。但是

除此以外， 還打算在一九六二年度增製聯合國霉睍節

目，以供非洲及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地區之用。新聞癖

將盡各種力攝，使得此項正在擴展中的活動受到嚴格

的預算管制， 並實行嚴格的優先次序，但是如果不增

加預算經費， 便不能應付各方請求增加服務的器要。

二二． 他要提請注意爲了實施大會最近決議案及

建誤在一九六一年所進行的兩項研究奬金方案一一高

級研究獎金方案及三大洲研究獎金方案。在前一方案

之下， 新聞靨曾邀請東歐、西歐、拉丁美洲、 非洲及

亞洲新聞界及無線電廄播方面頗有地位的編輯及經理

人員十三人前來會所研究他們感到特別興越的任何聯

合國問題， 以兩星期至四星期爲期。在後一方案之

下， 新聞認曾選擇拉丁美洲、非洲及亞洲方面的新聞

人員及廣播人員十四人參加一個爲期六星期的方案。

二三． Mr. AGHNIDES （ 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

委員會主席）說，第五委員會在第十五屆會審議祕害

長所提出的關於圖害館資源及服務的報告魯1之後，

在其報告書中2特別建議由諮詢委員會審議如何改善

聯合國各地新聞處圖書便利的問題並向大會第十六屆

會提具報告。同時，第五委員會在其報告書第四段(a)

中建議 ， 聯合國一般圖書館服務的發展問題不妨由韶

書處工作與紐織專家審査委員會加以審查。專家委員

會已將它的審查結果提交諮詢委員會 (A/4776 and 

Corr.L 附件玖 ） 。據專家委員會表示，會所圓害館

的工作範圍應當包括在可能時對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及

l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屆會， 附件， 議程項目五十六，

文件 A/4545。
2 同上，文件 A/4630, 第四段 (b)。

各地新聞處提供協助，藉以發展它們的圖書參考業

務。它又建議此種協助可以採取種種方式， 例如指導

它們如何去利用聯合國文件擴大一切聯合國文件索引

編製的方案， 及編製專題的害目。

二四．諮詢委員會曾將這件事與一九六二年度新

聞工作概算合併審査。它已査明各地新聞處都沒有參

考圏書館。現在各國政府、 各國外交代表及社會人士

日盆利用這種便利，所以新聞廳特別重視如何使它繼

續發展。因此， 選擇新聞處地址時，有沒有可以容納

圜書館的空間， 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 現在正採取步

驟，使各圖書館都有必要的參考資料。迄今爲止， 新

聞廳認爲不必專設圖書館員職位；已請聯合國圖書館

主任編製一種特別手冊協助各地新聞處主任及其職員

管理圖書館。此外， 還要考慮是否可能間或舉行區域

硏究珗，讓在各地新聞麻擔負圖書館職責的職員去參

加硏究。諮詢委員會將繼續檢討迢個問題，並在有關

預算的常年報告害中報告今後的發展情形。

二五． Mr. CUTTS （澳大利亞） 在 Mr. KLUTZ
NICK （ 美利堅合衆國 ） 、 Mr. ZARROUG （ 蘇丹 ）

及 Mr. QUAO （ 迦納 ） 支持之下，提及新聞廳過去

一年間的美満進展，特向主管新聞事務次長慶賀。

二六． Mr. GANEM （法蘭西 ） 也對次長表示讚

揚。在愬揚時，他提到故珌書長一貫熱心聯合國新聞

工作， 不斷努力使此種工作多多具備國際性質以及始

終全力支持現任次長的情形。

二七． Mr. KITTANI （ 伊拉克） 也對新聞廳所

做的工作表示詔佩。他歡迎聯合鏖新聞工作方面令人

興奮的新趨勢，尤其是它擴大了對各國代表團的服

務，而又並不降低它在會所對各國通訊員所供服務的

縹準。他也提及 Coup d'reil 的出版，認爲它是一種

很有用的很通行的新聞評論。它也滿意聯合國新聞工

作專家委員會在其赧告書中3建議將工作分散各地那

一個政策的質施情形。調派會所職員擔任新設新聞處
的工作， 而同時又能夠不影響紐約工作的素質， 也並

不增加新聞嘉的預算，令人非常満意。伊拉克代表團

希望聯合國設置更多的新聞處，並願意支持爲此項目

的而增撥經費的任何提案。

二八． Mr. QUIJANO （阿根廷）覺得自從第十

五屆會以來， 聯合國新聞工作已有令人很感奮的進

3 同上， 第十三屆會， 附件，臨程項目五十五， 文件A/

3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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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這一熙，大部份要歸功於新任次長的實際經驗。

他欣然鑒及許多新的新聞處已經設置了， 因爲那是使

各會員國人民廬接獲得聯合國新聞的一個最好方法。

三大洲研究奬金方案以及高級研究奬金方案都是很寶

際的， 設計也很完善，若干阿根廷新聞記者已從其中

獲盆很大。新聞評論 Coup d'ceil 的出版是一件很有

意義並且值得歡迎的新猷。他要熱烈讚揚新聞廳軼行

任務時所表現的實際態度。

二九．他表示希望，在繼續推廣新聞廳工作時，

次長將切記大會決議案一四O五 （ 十四）對於新聞工

作方案所規定的五，000,000美元限額。爲了不

超過此項最高限額 ， 他應當規定一種很明白的優先次

序制度。

三O. Mr. HODGES （ 聯合王國 ） 對於新聞嘉

所做的工作也表示讚佩。他堅決支持前一位發言人關

於五，000,000美元最高限額以及新聞工作必須

規定優先次序制度的意見。

三一． Mr. FENOCHIO （ 墨西哥 ） 覺得新聞癮

現在所實施的將工作分散各地的政策是一種很妥善的

政策。他支持阿根廷及聯合王國代表認爲新聞工作支

出必須注意五 ，000,000美元最高限額的意見。

三二． Mr. ALLENDE （ 智利） 歡迎新聞廳現在

從事工作時所表現的楓動作風，尤其是那種將工作分

散各地的趨勢。他支持以前幾位發言人關於 Coup

d'ceil 價值所表示的意見。

三三． Mr. ARRAIZ( 委內瑞拉 ） 說，新聞廳在

過去一年間已有令人極爲滿意的進展， 尤其是在依照

工作分散政策增設新聞處方面如此。 他歡迎這兩項研

究奬金方案，以及擴大非洲、 亞洲及拉丁美洲方面的

無線電痰播及電視節目的計劃。關於出版物，他說他
聽到聯合國評論將以另一種方式到行； 在他尙未能研

究這個新的出版物以前， 他不擬對此項改動表示任何

的意見。

三四． Mr. LIM （ 馬來亞聯邦 ） 纘揚次長對於新

聞琚工作所表現的新動力。馬來亞代表團欣悉新聞鼯

計劃設立更多的新問處。他希望新聞廳在考慮增設新

聞處時， 能計及東南亞的需要。

三五． Mr. TAVARES DE SA （主管新聞事務
次長 ） 感謝委員會對於新聞豳工作所表示的欣賞， 並

支持法國代表對於故珌書長所表示的讚頌。

三六． 關於支出方面五，000,000美元最高

限額的問題，過去一年的紀錄顯示他是經常計及這一

照的。新聞廳能夠開設八個新的新聞處，而不祇是三

個， 但同時又不增加全盤的支出，就足以說明一切。

但是不久便會發展到一個階段， 如不增加財力與人

力，便不能繼續擴展新聞工作。舉例言之，今後不能

再調用會所職員去擔任任何其他新聞處的工作， 因爲

紐約的職員現在已減至最低限額。這個間題值得蛾重

的考慮， 因爲新聞廩一定還會接獲許多增設新聞處的

請求， 而新聞嘲也很想同意此種請求。將會所職員減

少至目前的數額也並非沒有它的危險；沒有一個職員

能夠離開他的職位而又不妨礙新聞廳所提供的服務。

三七．主席 建議委員會結束這個項目的審議。

三八． Mr. HASRAT （ 阿富汗 ） 說，他想就這

個項目作一聲明， 但是他不能在本會議作此整明。

三九． 主席 建議委員會應當對於這個項目即刻

採取行動，但是准許阿富汗代表在以後一次會議上自

由提出他的墬明。

決定如議。

四o . 主席 建議， 既然沒有任何其他的提案 ，
委員會便應當表示獲悉鉍書長的報告書 (A/4927 and 

Corr.1), 但是一九六二年度概算 (A/4770) 支出概

數附件叁所載的新聞工作方案資料仍當繼續供給， 而

且珌書長還應會商新聞工作諮商小組將該附件材料所

未包括的任何其他特別問題， 向大會第十七屆會提具

報告。

決定如議。

議程項目六十四

人事問題（埼前）： ＊

(a) 菘書處職員地域分配問題 (A/4776
and Corr.I, 第四章； A/4794, 第三

十一段至第四十段； A/4901, Al 
C.5/ 890, A/C.5/ L.683/ Rev.2, Al 
C.5/ L.684, A/ C.5/ L.686, A/ C.5/ 
L.689 and Add.1-3）（靖前）；＊

(b) 定期任用職員所佔比例問題 (A/
C.5/89 1）（犢前） ＊

． 續第八八二次合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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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主席 宣稱，沙烏地阿拉伯及阿拉伯聯合
共和國表示它們想要擔任決議草案 A/C.5/L.689 and 

Add.1 and 2 的提案國。因此，此項草案現在已成爲
十三國決議草案 (A/C.5/L.689 and Add.1一3) 。

四二． M;. MALHOTRA （ 尼泊爾 ） 說 ， 他要把
各方在辯論期間關於十三國決議草案 (A/C.5/L.689)

所提出的某幾熙意見討論一下。該提案包括了祕書處

工作與組織專家審査委員會報告書 (A/4776 and 
Corr.1) 所載的大部分建議。其中唯一分歧之禁就是

決議草案中關於每一會員國職員最少名額以及關於人

口與會費的正文第三段 (a) 及 (b)。提案國決定擬訂

它們自己對於這幾盤的建瞰 ， 因爲從辯論中可以看出

委員會大多數委員國並不贊成珥家委員會方面的有關

建議。

四三． 提案國覺得關於如何處理地域分配問頲的

方法，大會應當給予祕書長相當的指導， 而專家委員

會也同意此項意見， 兩方面分歧之熙，不過在於此項
指示的內容以及祕害長可以自由活動的範圍。

四四 ． 美國決議草案 （ A/C.5/L.683康ev.2) 正

文第一段 (c) 將聯合國會員國資格、 各國的財政捐獻

以及各國的人口視爲同等重要的因素，並不表示何種

因素應有較大的重量；但是這正是此項問題的癥結 。

憲章第一百零一條第三項的＇団充分注意＂字樣已有許多

不同的解說，因此現在必須把它的意羲規定。他認爲

也必須強調聯合國會員國資格是一項極靈要的因索。

四五 ． 關於人口因素應當得到的重噩， 他指出聯
合決議草案正文第三段 (b) 的＂同等注意＂字樣並未

過分重視此項因素的地位，因爲它不過是公式中所要

包括的若干因索之一， 而且還要逐步付諸實施。 提案

國讓珌書長去設計應當採行的確切公式。

四六． 他歡迎旨在改進聯合決議草案措辭的建

議， 但是它的精胂必須要保存。尤其是正文第三段

(a) 及 (b) 對鉍書長所提出的指導原則必須依照現有

的案文予以維持。

四七 ． 如果會員國不能提出足夠的適當侯選人去

補足它們的定額，同一區域其他國家的侯選人也不妨

予以定期任用。 甚至於在定頫已補足時， 爲了較大的

彈性起見，職員之中也應有百分之二十五只予以定期

合同而不予以永久合同。

四八． 據蘇聯代表說，如果現有的合同義務繼續

維持， 則爲了職位的軍行分配， 便不得不儀牲定期任

用職員，其中多數都是肚會主義縻家國民。他認爲菇

聯代表此項反對意見過分簡化這個問題而並未計及職

員更替的情形。就此而言，他覺得如果珌害處提供一

些關於職員通常更替率的資料， 便很有眾助。

四九． Mr. TAZI （ 摩洛哥 ） 說 ， 所有各國代表
團以及専家委員會都深切感到祕書處職員地域分配不

平衡及不平等的悄形。若干國家代表團主張在應付适

個艱難間題時審憤從事， 其他國家代表團卻要將全部

責任交給代理珌書長。聯合決瞰草案 (A/C.5/L.689

and Add.1-3) 提案國採取中間的路線。

五o . 美國決議草案 (A/C.5/L.683/Rev.2) 的

第二訂正案文比只主張維持現狀的那個較早案文有很

大的改進。在這方面，他說人事主任曾在第八六三次

會議上聲稱，祕書處在未得到新的訓令以前仍將繼續

實施現行政策。但是摩洛哥代表團仍然認爲第二種訂

正案文並不令人滿意，因爲它將一切事情讓代理珌書

長去斟酌決定。固然祕書長負責徵聘職員， 但他在履

行此項責任時是依照大會所規定的規則行事的； 如果

大會不把代理祕書長所盼望的訓令給他，他將來的報

告書只有照樣採用過去所採用的綱領。

五一 ． 聯合決議草案提案國並不想勉強大家去接

受任何跋格的公式； 它們只想提出一種案文，計及一

切合理的標準，並可以便利賓施代理祕書長所提出並

在事實上會使所有會員國都感到滿意的各項確切措

施。此項提案還有確認會員國主權平等原則的好處 。

委員會現在有很好的楓會去解決這個問題並加強各會

員國對本緝織的信心。 因此，他希望此項聯合決議草

案可獲通過。

五二． Mr. JAYARATNE （ 錫蘭）說，地域分

配的問題是聯合國所要應付的最麻煩問題之一， 因爲

爲了歷史上的理由 ， 少數國家在祕害處享有獨霸的地

位，因此它們當然反對任何改動。照他的意見， 若干
方面所提出的某幾項論據引起了不相干的問題，會使

委員會忘記主要的爭燕。

五三． 第一項論據是徽聘職員時的首要考慮應當

是效率、 才幹及忠誠。他支持此項意見，但是不能瞭

解它與正在審議中的問題有什庶關係。大會早已認爲
最高效率、才幹及忠誠標準的要求與廄泛地域分配的

原則並不牴觸， 沒有人相信此等品質是由任何國家或

任何區域所獨佔的。而且標準的概念是相對的而不是

絕對的；熟悉地方情形的專家可能在某種場合之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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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較高資格的專家更爲有用。假定一個認書處的所

有職員絕對都從某一個社會環境中徵聘得來，那末不

論他們的才幹達到如何的程度，這個鉍書處也不會成

爲國際行動的靈敏工具。

五四．第二項論據是第五委員會不應當採取可以

使代理珌書長感到困難的任何行動，或者會侵犯鉍書

長在憲章下所負査任的任何行動。他不能同意此項意

見，因爲地域分配問題不只是一個行政事項而且是一

個佔首要地位的政治問題。如果委員會只是傳達各委

員國所表示的各種不同意見而不指出任何確定的行動

方針， 它便完全放棄了它的責任。正當的途徑是向韶

書長提出確切的指導，要他採取什麼政策去賓現公允

地域分配的規定，但同時迆讓他自由決定此項政策如

何付諸實施。錫蘭代表圃不能接受憲章的某一種解釋

由祕書長絕對負責處理祕書處方面的事項。祕書長依

照大會所定條例任用職員，他應對大會完全負責。

五五．另一項論據是第五委員會不應當採取可以

影響現有職員前途的任何行動。固然沒有人要引起困

苦， 但是彩饗國家、楓腿及祉會制度的革命性的變化

不免影嚮個人的生活。在某種場合之下，一個政府將

其公務楓翡內所僱用的人員停職也是常見的事；此種

悄形在錫蘭曾經發生過兩次。這並不是反常的、非人

道的或不適當的行勳，因爲在某種限度內，當事人在

前途方面所受到的損失是獲得了補償的。

五六．聯合決議草案提案國對於會員國資格這個

因素只予以最低限度的重最。它們的目的是要在寶際

可行的範姻內儘昰擴大認書嘉的基礎並減低會費的靈

要性。只有少數的會員國繳納很大的會費作爲聯合國

的費用；它們所以履行它們的義務乃是因爲它們也需

要聯合國的緣故；在艱難的世界情勢之下，爲了避免

不停不息的國際競爭與摩擦，就得走聯合圜這條路。

因此，沒有一個菡家因爲它多分擔了本組織的費用便

應該期望祕蕾處多僱用它的國民。在聯合豳最初的階

段，會費曾經被用來作爲計箕會員國權利的基礎；當

時本組織多數國家都是有能力交納很大會費的國家，

其結果職員的組成也民主地反映會員圜的組成。目前

的情形已大不相同，如果會費迢個因素繼續獲得重

噩，便會長期維持甚至於過分擴大現在職員方面的不

平衡狀態。聯合決議草案提案國也將會費因素列入，

主要地因爲它們承認，在今後若千年間，能夠在金錢

方面作很大貢獻的國家，也能夠在人員方面作很多貢

獻。但是此種情形必須逐步加以改善，一麻等到所有

會員隔一律平等的原則在祕書處組成上充分反映出來

爲止。

五七．固然錫蘭代表團同意波蘭代表所說，憲章

第一百零一條第三項所用的＂地域＂二字是有政治的意

義的，錫蘭代表團覺得會員國方面目前的政治分界不

應當嚴格地反映在祕書麻的組成之上，因爲國際關係

是常常變動的。

五八． 聯合決議草案已經是贊成即刻採取行動者

與贊成逐步改變者兩派意見的一種折衷辦法。提案圜

計及許多其他會員國的意見，並盡其最大的力藍，去

保證祕書處的穩定與完整不致於受到嚴靈的影響。所

建議的最低限度改變能在祕書長的指導之下付諸實

蹏合同的義務可以得到最充分可能的保障。

五九． Mr. NOLAN （ 愛爾蘭 ）促請兩個決議草

案的提案國彼此磋商， 努力達成一種協臟，以便獲得

過半數以上會員國的支持。

六0 . 愛爾蘭代表團對於美圖決議草案 (A/C.5/

L.683/ Rev.2)的實髖或其措辭並無異義。不幸現在已

經造成一種亳無根據的印象以爲美國提案有將地域分

配問題暫時擱置下來的影癌。既然美國代表對於他的

原來案文已提出兩項訂正案去表示妥協的猜胂，他希

望他能夠更改他那個提案中的某幾熙，把兩個提案之

間的距離消除；舉例言之，在正文第一段 (c) 中，他

不妨將每一個會員國國民擔任祕書處職員的名額從四
名增加至五名，在正文第二段中，他不妨明確指出一

個期間，請祕書長在這個期間內改善珌書處的地域分

配情形。

六一．闕於聯合決議草案 (A/C.5/L.689 and 
Add.1-3），他覺得其中所牽涉的各項原則大家皝然已
有普逼一般的協議， 那末關於某幾黠細節大家也可以

商訂一種妥協的辦法，而不致妨礙提案國的宗旨。他同

意在未完成正文第二段所提議的研究以前，關於 G-5

職員的現狀應予以維持，但是他鷽得同樣的原則也應

當適用於技術協助局及特設基金會職員。他囘想故祕

書長曾對這件事表示懷疑，並且說現在代理祕書長或

許也有同感；無論如何，提議由代理祕書長硏究這件

事並向大會第十七屆會陳述他的意見並非不合理。目

前採取了決定，以後也許不能取銷。各提案國應當計

及沒有一國代表團反對糜泛地域分配的事賓；歧見的

發生不過是在什麼是最可行最相宜的辦法上面。愛爾

蘭代表團不但歡迎代理祕書長陳述他的意見，而且歡

迎各有闕楓關首長也陳述他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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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正文第三段 (a) 及 (b) 所提議的實際公式

是引起爭執的主要問題；就此而言，將目前的情形與

一九六0年的悄形相較，便顯示已有多麼大的進步，

因爲一九六O年所有的唯一標準就是一個會員國會費

數額的多寡。現在已有一套普逼接受的新標準，照他

湣來，如果各提案國不建議任何嚴格的公式去實施此

等標準，似乎也不會有任何的損失，尤其是因爲此種

公式在寶際上或許不能施行。這個問題應當根據代理

祕書長的報告書由第十七屆會再加研究。

六三．聯合決議草案的措辭不妨略加變動。如果

正文第六段磬稱，委員會不過是規定某幾項指導原則

讓祕書長去探行並徵求他的意見，則此項決議草案便

更爲符合委員會內所表示的意見。而且正文第三段內

所建議的公式非常嚴格，在它的全部意義尙未明白以

前，到底應否採用，愛爾蘭代表團深表懷疑。較好的

辦法是讓代理珌書長在第十七屆會時提議一個實施地

域分配原則的公式。

六四． Mr. VENKATARAMAN （印度） 響應愛

爾蘭代表的呼籲說兩個決議草案的提案國已經進行磋

商，但是目前尙無任何進展。

六五．他請求依照議事規則第一百三十二條將聯

合決議草案首先提亻寸表決。如果委員會只有一項案

文，它的議事程序便可以簡單化。聯合決議草案較爲

適宜於此項目的，因爲它較爲完備，即使將其中若干

引起爭執之熙刪去後，它仍然站得住；美屬的提案便

不是如此。如果將聯合決議草案首先提付表決，提案

國便能夠計及業已提出的若干意見，尤其是愛爾蘭代

表所提出的意見。它們願意接受一個依照該代表建議

耍熊提出的正文第六段修正案以及一伺讓祕書長有時

間去實施此等提案的修正案。

六六． Mr. KLUTZNICK （美利堅合衆國）堅

決反對印度代表的提案。雖然愛爾蘭代表請求兩方面

的提案國彼此進一步磋商，但是印度代表卻提議議聯

合決議草案 (A/C.5/L.689 and Add.1-3) 得到它並
沒有資格得到的優先地位，而他的理由不過是委員會

處理一項案文時比處理兩項案文容易。他本國代表團

爲了努力達成協議，曾兩度訂正它的決議草案，但是

聯合決議草案提案國對於美國代表團的意見並沒有讓

步一寸。在此種情形之下， 展緩討論以便繼續磋商似

比優先處理一項決議草案更有理由。

六七． Mr. KITTANI （伊拉克）指出， 聯合決

議草案提出的日期比美國決議草案爲早， 因此無論如

何 ， 在時間上， 它有優先權。他並不堅持將它在本會

議提付表決，但是覺得，祇然過去的磋商並沒有產生

折衷的辦法，那末再在委員會內進行冗長的討論大棍

也無濟於事。

六八． Mr. KLUTZNICK （美利堅合衆國）指

出美國代表團決議草案的原來案文（ A/C.5/L.683)

是在聯合決議草案 (A/C.5/L.689 and Add.1一3) 之
前一星期提出的。他請求主席裁定，如果沒有優先處

理的動議，委員會通常究竟應當首先表決這兩個提案

之中那一個提案。

六九．主席認爲根披議事規則第一百三十二

條，雖然美國決議草案曾經經過兩次訂正，但是蓮常

仍然應當把它首先提付表決。不過委員會現在皝然收

到了一個將另一項決議草案首先提付表決的動議，那

末此項動議便非首先提付表決不可。

午亻L＊特十五分敝令



第八八八次會誤－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207 

第八八八次會議

一元六一年十－J.I.::::..十三日 星期四午前十呤五十分鎌約

主席：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項目六十四

人事問題（靖前） ：

(a) 稢書處職員地域分配問題 (A/4776

and Corr. I, 第四章 A/4794, 第三

十一段至第四十段； A/4901, Al 

C.5/ 890, A/ C.5/ L.683/ Rev.2, Al 

C.5/ L.684, A/ C.S/ L.686, A/ C.5/ 

L.689 and Add.1 -3）（靖前）；

(b) 定期任用職員所佔比例問題 (Al
C.5/891）（靖前）

-. Mr. ZARROUG （ 蘇丹）說他不擬討論應優

先審議這些決議草案(A/C.5/L.683/Rev.2 及A/C.5/

L.689 and Add.1一3)中那一個決議草案的問題， 亦不

擬論及提案國彼此之間有無達成諒解的可能。他擬講

到一熙， 用以說明這兩件提案所不同的不僅在不熏要

的用字上， 且在原則上也不一樣， 所以求其折衷， 縱

非不可能， 也是極爲困難的。他所想到的一描是地域

分配原則實施於技衍協助局主席、 特設華金會總經

理， 及其辦事人員的問題。祕書處工作及組織審查專

家委員會在其報告害{ A/4776 and Corr.1) 第五十

七段中說得很清楚，該委員會認爲地域分配原則應實

施於這些職類。 料想專家委員會曾經計及祕書長所講

的那些因索 ( A/4794， 第三十九段 ）， 包括鉍書長的

建議， 即對這個提案＂應予仔細考慮＂在內。因此，

聯合決議草案 ( A/C.5/L.689 and Add.1-3 ) 的提案

國不能接受加拿大代表的意見， 即在正文第五段內提

及技術協助局及特設華金，俾代理祕書長祇將是否允

宜確保公允的地域分配一熙促請主席及總經理予以注

意。祕書長的異議不是演正不可克服的， 因爲這些方

案的領導楓闞是會員國所緝成，而且這些方案本身也

是聯合國的方案。再有一禁，聯合決議草案規定的祇

是聯合國祕書處的職員， 不包括實地服務人員。主要

困難似是這些方案的經費來自志願繳款。曾對某些代

表團動輒以職位的 'e得＂＂失＂爲念表示砭注的澳大利

亞代表， 曾經說過， 如實施地域分配原則於迢些方案，

可能減低主要捐款國的熱心程度。迢一觀照，頗可驚
異，因爲人人承認單憑繳款因素本身不足確保公允的

地域分配；這眞像另外一些國家的觀燕， 它們非要它

們的意見受採納，否則以不捐款爲威脅。對發展落後

國家言， ＂志願捐款＂及＂技術協助＂，不同於佈施； 迢

些名詞的意義是說發展國家願秉互相諒解精神協助其

他國家。發展落後國家不能向公開或不公開的壓力低

頭；它們保留維護本身利盆和主權的權利。

二． Mr. ZELLEKE （ 衣索比亞 ） 覺得兩件決議

草案都顧到了主要的問頲， 那就是： 需要使辦法富有

彈性，俾祕書長可自由酌落。不過兩件草案所具的彈

性有程度上的差別。美國決議草案 ( A/C.5/L.683/ 
Rev.2 ) 是以專家委員會所建議的標準爲基礎， 至於

應當怎樣實施那些標準， 完全聽任珌書長決定。衣索

比亞代表團認爲： 目前地域分配上公認的不平衡現

象， 並非由於祕書長因受到過嚴指示的牽制所致， 倒

是由於所採標準和方法不夠稍確所致。是故， 第五委

員會有責任應如聯合決議草案所建議的， 訂出可資遵

循的原則。

三． 其次，迢兩件提案在細節上也有不同； 最重

要一盤是關於分給每個會員國的最少職位數。美國提

議把以四個職位爲最低額，它或許是想到有些國家尋

找必要人才會有困難， 但是沒有理由想像這種困難永

會存在。反之， 聯合決議草案提案國提議定爲五個職

位， 則是符合各方在委員會討論中所表示的希望， 且

對於繳納小額會費，和就多數言皆屬人口稀少的國

家，將是保障它們在珌害處內有合理的代表權。這兩

件提案對於技術協助局和特設基金會的職員；也有不

同的規定；雖然復多國家亟望經由聯合國給與的技術

協助在比例上日盆增加，但是它們決不是希望這些業

務可不遵守本組織通過的條例和原則。所涉及的職位

不多； 要給特殊待遇頗有困難， 因此， 唯一解決辦法

就是把它們列入適用地域分配的職位中。

四 ． 基於道些理由他將投票贊成聯合決議草案

(A/C.5/L.689 and Add.1一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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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Mr. SANU （奈及利亞）指出聯合決議草案

僅提供一個範疇， 鼷祕書長在這範疇中斟酌裁繇，以

求得問題的一個公允解決。延遲作決定是無理由的。

第五委員會應不顧冷戰或主義的考慮克盛厥職；後者

到第十七屆會時一定要更濃厚，屆時將要選擇新祕書

長， 屆時定會有若千代表團要把選舉問題與地域分配

問題牽在一起。

六．他稱許美國代表提出其決議草案的稍胂，但

美國提案的缺盤就在它的謙遜和不夠明確。明確的指

示是需要的；這燕業由非洲發生的一些事件得到證

明， 倘若故祕害長所奉指示較爲明確的話， 有些事件

便可能不會發生。奈及利亞代表團不能投票贊成美國

決議草案，除非它修訂得更明確些。

七．聯合決議草案的數項規定，尤其是正文第一

段的 (a)_ (c) 兩分段，反映了奈及利亞代表團在討論

中所發表的意見。講到技侑協助局， 聯合國技術協助

把蓮常純粹雙邊協助會發生的糾粉滅至最低度，但如

建立在一個更廣泛的基礎上將可贏得更多的信任。認

爲只有少數國家能夠供給技術協助或專家乃是一個錯

誤的想法；有些發展中國家也能提供技術協助或專

家，最近印度、馬來西亞聯邦、 紐西闌、錫蘭、 巴基

斯坦等邦協國家的財政部長， 向非洲國家表示願意提

供協助，即可明證。闕於正文第三段， 聯合決議草案

的提案國一般說來是根據專家委員會的建議， 但它們

特別是在 (a), (c) 及 (d) 三個分段中，竭力矯正迢

些建議會發生的一些不平等情形。過度重飄人口因素

或繳費因素將使現有不平衡情況永遠存在。所以提案

國提議每個會員國在祕書處內至少應有國民五人擔任

職員，俾可稻極參加聯合國各楓關的工作。縱使有些

國家找不到必要人才，但它們獲得合理代表額的權利

是應予承認的。

八． 奈及利亞代表團相信委員會會達到一個公允

合理的折衷解決。

九． Mr. GANEM （法蘭西 ） g寸得委員會現有的

兩件決議草案不像第五委員會決議案平常那樣的明確

和切實，殊可惋惜。兩件草案的前文以及正文末段都

可接受， 但其主要部分的措施，應當較溫和些。第

一， 代理祕書長的立場應予考慮， 他的任期只剩一

年。兩件決議草案中較爲激烈的一件，其提案國曾說

它們的方案分期數年逐漸實施，但是這一照沒有規定

在案文內，而案文才是最後作準的東西。

-o．一般都承認全髖會員國在珌書處內應有服

務的國民，而不應有代表。可是， 訂定一個確切數字

無論是四或五，皆見明智，因爲這樣做， 便會使新會

員國得到一個印象以爲它們在珌害處內有四名或五名

職員的權利是自動的。所以，較妥當同時也是更可行

的辦法便是使用一些較富彈性的字眼，例如＂數個＂或

＇，若干＂。他對於人口暨繳費以外的因素未被計及，引

爲惋惜。採用信件數噩作爲二項標準也可考慮，因爲
郵政數量與一國人口及經濟財富具有滙接的關係。總

之，人口和繳貲因素獲得同等比重一熊是可造憾的；

他不知道這一提議的提案國有否考慮到此項提議誆接

引起的後果。

一一． 聯合決議草案提案國多數贊成准許中國大

陸加入聯合國。要是對一，四00個職位實施地域分

配原則而把其中七00個職位按照人口標準分配，則

擁有居民六億五千寓人的中國大陸一世界人口的四

分之一一一就應該在認書處內佔一七五個職位。刻下

中國人所佔職位是五十二涸，所以中國大陸尙可要求

徵聘一二五位中國籍職員。就此而論，也以通過一個

較富彈性的辦法爲更明智。另外，可一問何以若干代

表團要委員會就G-5職位是否適用地域分配原則作一

決定。固然會所的許多适種職位係由美國國民擔任 ，

但這些職位不帶有政治責任。由其他國家聘請同等資

格的人士來任迢些職位固無不可，但似無此必要。這

個問題允宜請珌書長續加硏究。

一二． 聯合國決議草案表示了數項可稱許的希

望，但這有降低第五委員會聲署的危險，倘將這些希

望表示在委員會的報告書內較爲適當。例如，國際法

院聘請書記官長，是超乎地域分配考慮的。不久前，

法院任命了一位在當時並非聯合國會員的國家的國民

爲書記官長。書記官長自己所能任命的職位都是不重

要的。

一三．因兩件決議草案的提案國間的洽商未產生

任何結果，主席可提議設一小型委員會，由代表如斯

坎廸內維亞國家、亞洲、拉丁美洲｀非洲及太平洋區域

的委員會四人至五人組成。這個委員會可立即開會，

俾迅速達成一個可令人滿意的折衷草案。

一四． Mr. MACHOWSKI （波蘭）說他始柊覺

得改善地域分配需要採取激烈措施，但委員會現有兩

件決議草案的提案國並未規定可能解決這個顯屬複雜

的問題的措施。就討論的趨勢看來，本屆會尋到解決

的希望，殊爲渺少。再有一熙，代理珌害長請求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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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研究這伺問題，並說如果委員會疵表現出一項多

數意見他準備予以注意。現在審議中的兩件決議草案

都遠不能代表多數意見，所以恐怕對珌書長不會有啓

導作用。因此， 宜誤認書長保留較大的行瞄自由。

一五． Mr. CHRISTIADI （印度尼西亞 ）說這

兩件決議草案意在指導代理認書長， 使他繼續貫澈前

任祕杏長改善職員地域分配的努力。不過這兩件案文

顯然有若干不同之處。依照美國決議草案，大會祇請

代理鉍杏長注意專家委員會的報告書，並誤他自由採

取他所認爲適當的步驟以改善地域分配。聯合決談草

案也提到這件報告書，但它疵面還載着委員會討論過

程中各方提出的許多原則和意見。這些詳盡的指示較

諸措辭含糊的美國決議草案正文第一段更準確他反映

了委員會多數委員的願望。聯合決議草案還有一個優

熙就是它促請注意各職等職位之相對重要性一一這一

因素對分給一會員國國民的職位數額的價值，有童大

關係。印度尼西亞代表團希望進一步訂出一個計分制

度，以計及職位之相對重要性。基於這些理由， 印尼

代表團準備全力支持聯合決議草案。

一六． Mr. VELA （厄瓜多） 祝賀這兩件決議草

案的提案國，它們都給予代理祕書長以有盆的指導。

不過委員會應勿通過硬性且難以實施的辦法。最好是

給予代理祕杏長以廣泛性的指示；從這觀黯言， 美國

決議草案似是兩者之中較令人満意的一個。事實上 ，

美國決議草案載入了主要意思，這就是，專家委員會

宜佈的新原則：人口因素的重要性和會員國平等原

則，以及每個會員國應有的最低限度的職員人數。簡

言之， 美國訂正決議草案未主張任何激烈措施，但它

反映了委員會委員們所表示的大部分意見。

一七． 聯合決議草案前文的實體也是很可接受

的。不過厄瓜多代表圓對正文第一段關於實施地域分

配原則的規定，存幾分疑慮。它認爲允宜進行一個調

查以斷定一般事務人員類那些職位該適用地域分配。

它對定期任用職員的比例也有幾分疑慮，並要強調充

分顧及現有合同義務之需要；這一熙幸已規定在正文

第四段內。末了，他希望兩件決議草案的提案國能洽

商出一件可爲委員會絕大多數委員接受的折衷案文。

一八． Mr. WILLOCH （挪威 ） 也認爲這個徹底

和有趣的討論如果設有產生任何具體結果， 不免是一

件令人造憾的事。委員會現有的決議草案一定會改變

現行辦法和職員的地域分配悄形。但在現階段不應想

要解決所有的問題。較明智的方針乃是穩步前進而勿

草率從事。最好能夠尋到一個爲委員會多數所接受的

折衷辦法。從現制度向新辦法推進速度太快會影嚮珌

害處職員的信心和效率。雖然聯合決議草案的提案國

承認這一熙，但沒有把它訂入案文內。它們也沒有用

確切數字指出其所主張的改變可能發生的影審。無論

通過那一件決議草案，挪威在祕魯處內的代表權不會

有大改變， 這是應請注意的。

一九． 他完全瞭解何以聯合決議草案的提案國提

議對技衖協助局和特設基金會的職員實施地域分配原

則， 但是委員會多數委員既承認有從詳研究的需要，

他覺得沒有理由要就此事遽作決定。他爨得每個會員

國最低限度應有五侮職員，未免訂得太高；他較贊成

把這數字減到四個。再有一懃，因正文第三段 (b) 付

諸貿施會起甚麼後果現不得知，所以覺得該段的措辭

太缺乏彈性；他建議把句首的＂平等＂二字刪去。

.=o. 他完全贊成正文第四段所述的原則， 但覺

得這原則還可加強，即另行聲明還應充分注意現有職

員的合理希望。損害普陞楓會對於職員效率和士氣的

打夢不下於破壞現有之合同義務。

二一． 末了，關於正文第六段， 他重申討論中一

再指出的一禁，即審鏃中的決議草案乃被認爲是供珌
書長遵循的南針。正文第六段朝代理祕書長將實施這

決議案之進展悄形具報，似不符這一意思。較好的辦

法是請代理祕書長就這決議案的實際可行悄形，及將

他在改善地域分配情形方面達成的進展，報告大會。

二二． Mr. EPIE （喀麥隆 ） 以爲這兩個決議草

案是誠意想要對地域分配不均衡問題尋求一個解決辦

法。倘提案國能尋到達成協議的共同基礎，他將感到

非常欣慰。最好辦法莫若考慮法國代表的建蹦， 設一

小型委員會，來當面設法調和各項爭誤。任何一個決

議案，凡是喀麥隆看來足以改進地域分域，同時顧到

會員國繳費暨人口因素，以及顧到聯合國會員國的應

享權利的任何決議案都是喀麥隆代表團所願支持的。

最要小心的， 是切莫讓現有的不均衡現象由實施各項

因素不當而造成的另一種不均衡現象所代替。

二三． Mr. LIVERAN （以色列）說他這個所謂

地域分配問題所持的原則性立場並無變更，他現擬指

出因通過當前兩個決議草案中任何一1囧，可能在實際

上發生的後果，因爲遁兩個提案都不符他在第八六四

次會議中所舉出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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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聯合決議草案有兩個大缺熙。第一，這草

案的提案國違反本組纖自成立以來所沿用的慣例，而

且違反委員會委員們的明顯願望， 因爲沒有給代理珌

杏長對一個熏要行政問題表示他自己意見的楓會一

前任祕害長則曾有這種楓會。提案國的確是一開始就

把具體辦法強迫代理珌書長接受，除了對次要之熊

外，不讓他有行動的自 由。再者， 委員會顯然同意一

項意念， 即把全瞪代表團都接受的意思遞給代理鉍書

長， 作爲他所請求的準繡，但這個聯合決議草案只不

過提出一派的觀黠，它所提交代理祕書長的，只是一

個少數派的意見。

二五． 聯合決議草案提案國在許多段文裏面仍用

專家委員會報告書的文句，而對於對於許多專家自己

有時都作不同解釋的名詞， 未加以確切的詮釋。例如

提案國講到各職等職位之相對重要性， 但未提出決定

這一重要性的任何標準－~祇有蘇聯專家對這一禁說

得比較確切。因第五委員會未審議此事，故代理珌書

長將不知怎樣來實施聯合決議草案內的這項建議。如

果提案國覺得專家委員會報告書應予批准，代理泌害

長應實施其中的建議，它們就應當匯率說出。再有一

黯必須注意，即大合對珌害長的這議具有約束力量；

所以在這樣一個決議草案裹用＂建議＂一詞 ， 似不合允

許代理珌書長有行動與判斷自由的原意。

二六．一般言之， 這個聯合決議草案的弊病， 是

在應明確之盧反而含糊，應含糊之處反而明確，因

此， 對誰都不可能會有幫助。

二七． 美國決議草案至少沒有含糊的毛病。它邀

請祕書長硏究這些問題， 嘗試各種解決的方法。所以

一如多數代表團所希望，它給與代理祕書長以必要的

寬度。

二八．倘若波蘭代表能把他早先在本次會議中所

言各黠歸納提出一件決議草案， 他將不失爲一個把委

員會多數意見以書面提出的人。

二九． 主席 請凡願提出修正案的代表團在本次

會議中提出。

三0. Mr. CU叮S （ 澳大利亞）說委員會一日

未決定擬先表決兩個決議草案當中的那一個，他就一

日不能提出他所要提出的修正案。

三一．主席 指出，事實正相反，有些代表團寧

願所有修正案儘先提出， 然後才決定表決的次序。

三二． Mr. NOLAN （愛爾蘭 ） 認爲不管怎樣宜

把表決延至下星期舉行。

三三． Mr. VENKATARAMAN （印度 ） 爨得委
員會可把這程序問頲留給主席斟酌決定。

議程項目五十七

聯合國經費分攤比額表：會費委員會報

告書（A/4775 and Corr.I, A/C.5/L.690 
and Add. 1 and 2, A/C.5/ L.692 and 
Add.I）（靖前）

三四． Mr. VENKATARAMAN (印度 ）說他寧

願第五委員會把這個項目的審議延至日後某次會議繼

續舉行， 因爲他希望得到時間來與若干代表團洽商 ，

由於那些代表團對於他所起草的案文中有一、 二句話

尙未能夠表示同意， 他希望經過洽商之後能夠達成一

個普逼接受的折衷辦法。 除非獲得那些代表團的同

意， 否則他就不擬正式提出那個案文作爲對會費委員

會所建議的決議草案 ( A/4775 and Corr.1，第三十

九段 ） 的修正案。

議程項目六十二

聯合國之行政及預算程序：依大會決議

案一六二0 （十五）所指派工作I卜紐

之報告書 (A/4971)

三五． Mr. EL-MESSIRI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

說審査聯合國行政及預算程序十五人工作小組，曾就

維持和平行動諤款事宜，努力尋找獲得充分廣泛接受

的原則， 俾據以向大會提出一串建議。工作小組的報

告書 (A/4971) 表明那個目標沒有達到。工作小組曾

辨出有待解決的主要爭議， 曾經廣泛討論， 闡明這些

爭議的禱成因索，旨在査明究有多少共同基礎； 工作

小組並能把注意力集中到確切的爭盤所在。

三六． 工作小組組員們首先審議維持和平行動籌

款事宜牽涉的政治法律與行政問頲， 但是緝員們提出

的提案中， 沒有一件獲得充分廣泛的接受而可供充一

串建議的範疇。工作小組於是設置了一個五人小緤委

員會， 着其查明原則和爭議， 可據以確定維持和平行

動的鎝款方法者。小線委員會查明了那些原則和爭

議， 但是沒有能夠把它們分類， 俾工作小緝可據以解

決所牽涉的問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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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有幾偕緤員認爲，工作小綠依其任務規定

不得研討某些問題例如，憲章授予各聯合國楓關的認

可維持和平行動的權力，以及這種槻關根據該項檣力

可爲此稱行動強迫會員國接受財務義務的程度。另有

若干紐員則認爲，迢項基本問頲須先解決，始可審誤

籥款方法。

三八．工作小瓿議決把小組委員會查明的原則和

爭議作其報告書的遙礎。因此，它把那些原則和爭議

列爲標題 (A/4971, 第A至H節），並在各標題下載

明小緝緝員們所表示的觀燕。共中數節涉及遙本原

則，有時且對同一原則作不同的敍述藉此顯示各方意

見的粉歧並較確坷地指出有待解決的爭議。其他各節

涉及維持和平行勱的籌款需用的方法和程序。

三九．工作小組報告書內所載對一些陳述或提案

舉行的表決，祇是反映各個組員在工作小緝討論範舒

內，對某項爭議採取的態度而已。

四o. 工作小緋曾依其任務規定諮詢行政及預寡

問題諮詢委員會，該委員會的意見載在報告書的附件

壹內。對於訂定一臨時性的繳費比額表所需用的原則

和方法，工作小綠因爲槀得尙未達到充分程度的協

議，所以還沒有諮商會費委員會的必要。

四一．工作小綽議決其報告書務求簡短。所以它

只提出所討論原則和爭誤的摘要，連同綿員態度的記

錄。報告書內排列這些業經考慮過的原則和爭議的方

式，並不描成對這些問題的一項有系統分類．因工作

小兔且總員們尙未能就此事項自己達到協議。報告害附

件貳載有工作小瓿組員們的意見摘要。

四二． Mr. CUTTS （澳大利亞）對工作小組未

能就維持和平行助的密款方法，擬就對大會有盆的建

議，表示遺憾。工作小組的報告書是一份個別意見目

錄，固然有它的用處，但決不能戎助大會對聯剛和聯

台國緊急軍的舒款事宜作出必要的決定。

四三．有一項進展似是：工作小綠全體緝員均承

認維持和平行動的鐙款是一項集體責任，可惜他們未

能就如何能作集體決定一禁達成協議。

四四．第五委員合委員們不可跟着來對工作小組

所審議的原則和爭議舉行無盛的討論。第五委員會所

可作的唯一實際決定似是：應否請國際法院就維持和

平行勁所發生的財務義務的法律性質，發表諮詢意

見。無論如何，委員會日後將須替聯合國剛果行動覓

取籌款的方法。闞於報告書的其餘部分，第五委員會

所能作的祇是表示備悉而已。

午1L+.;::..呤五十五分翫令·

第八入認會議

一氾＊－年十－J.I.::.十四 a 是翔五午投三峙十五分錙約

主席：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項目五十七

聯合國經費分攤比額表：會費委員會報

告菅 (A/4775 and Corr.I, A/C.5/L.690 

and Add. I and 2. A/C.5/L.692 and 

Add.I, A/C.5/L.695）（靖苗）

一． Mr. VENKATA瓦心伍N( 印度）說，業經
從事的諮商使印度代表團能夠提出一個折衷辦法，各

方於此項辦法並未表示異議。因此，印度代表團提議

會贊委員會報告害 (A/4775 and Corr. 1) 第三十九
段內的決議草案增添一儸新的第五段，共案文載見文

件 A/C.5/L.695 內。

二．印度代表團爲了顧及蘇聯、匈牙利及共他代

表團的異議而提出這個提案時，要正式表示：這涸提

案並不暗示申斥會費委員會的報告書；第五委員會對

於會費委員會的才幹與忠誠非常敬佩。會費委員會僅

僅被請審查所接到的其他情線和資料。對於司法概

關，特別是對於國際法院和行政法庭而言，這樣一種

程序是浪普通的。再根據司法程序類推，攤款比額表

如經改訂，則所繳一九六二年度的款項必須依照該表

加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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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Mr. ROSHCHIN( 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 ） 說， 他將對印度修正案投贊成票， 因爲他認爲

這件修正案是向満足他的請求方面邁進的一個步驟：

會費委員會應該考慮他和其他代表對決議草案內建議

的攤款比額表所提出的異議。可是他接受印度修正案

並不改變蘇聯代表團對於該比額表的立場。

四． Mr. NOLAN （ 愛爾蘭 ） 說， 愛爾蘭代表團

將支持該修正案， 但希望會費委員會在檢討期閩設法

取消其報告書第八段中關於曾經作了若干估計過低一

節的暗示。補送的恬毅應儘可能完備因第五委員會要

充分深信；從統計觀熙而言， 攤款比額表是無可訾議

的。

五． Mr. AR缸Z （ 委內瑞拉 ）支持印度修正草

案第一句。可是第二句足以使委內瑞拉政府處於一稱

困勰情勢，因爲它殊不能要求國會核准對僅係臨時性

質的聯合國預算的一筆攤款；因比在該句付表決艮科也

不得不棄權。他請求將該兩句分別付表決。

六．伊藤先生（ 日本）對於僅僅爲了重行調
整若干國家的攤款， 會費委員會是否眞正允宜重行研

討其所有建議一節，表示懷疑。由於可以料知會費委

員會大概會對某些秕會主義國家的攤款稍予核減， 同

時對其他會員國的攤款作相應的增加， 被建議增加的

國家當將表示不滿， 因爲它們將認爲壯會主義國家的

要求乃是在使它們吃了蘄的情形下予以満足的，它們

甚至會表示更大的不滿。

七． 鑑管他在一般搐論中曾表示若干保留，但日

本政府仍接受會費委員會所建議的日本應繳挺款藪

額，這不是因爲它完全同意該數額，而是因爲它要幫

助確保聯合國在財政方面的健全狀態。會費委員會現

所建議的百分之二·二七的鼓字是日本政府對一九六

二至一九六O年度所能接受的最高攤款比頲。因此，
他要正式表示日本認爲不論會費委員會如何重行調

整，就這幾年而言日木不能接受更高的百分比。無疑

地，其他若干代表團當將表示類似意見。因此，日本

代表團不能支持印度修正案，同诗認爲最好的辦法是

將會貲委員會瑋議的原決議草案付諸表決。

八． Mr. CUTTS （ 澳大利亞 ）認爲印度修正案

是不必要的，但將把它稹爲一侗折衷措施而投票予以

贊成。

九． Mr. HODGES （ 聯合王國 ）也認爲印度修

正案是不必要的，因為無疑地會費委員會將按照通常

程序審塡研究它續於一九六二年所接獲的任何項情

轄。

-o . 他支持委內瑞拉代表所提將修正案的兩句

分別交付表決的請求。縱使澳大利亞代表團不信所顆

到的強烈搖訴，它仍將親第一句爲一個折衷辦法而對

它投贊成票。第二句較欠妥善。第一，在各國政府未

有槻會研究淌楚將作何種修改前，第五委員會不應先

行許諾就一九六二年度攤款比額來作追溯皝往性的調

昰其次，該句暗示會費委員會在從事其工作時未能

完全勝任。因此，他將在第二句付表決時棄權。

一一． Mr. MARTIN （南非）說，南非代表團也

將支持第一句，但和委內瑞拉及聯合王國代表一樣 ，

對第二句有保留。過去有些會員國被攤款項的比額過

大，但本若妥協桔胂同時承認會貲委員會任務的複雜

性而接受了它們的攤款比額。它們必須等待該委員會

隨後所作覆核， 以期更改它們的攤款比頲。因此南非

代表對於提出追溯皝往的主意頗有疑慮。故他將在第

二句付表決時棄襬。

一二． Mr. CARRILLO （ 薩爾瓦多 ）指出，依

照議事規則第一百六十一條的現定，除因相對支付能

力顯有重大改變外，攤款比額表一經大會決定，至少

在三年內不作一般修改。如果會喪委員會也請求那些

同意新攤款比額表的國家續提情報，則委員會是否會

發琨已經發生了足夠重大的變更以致須根據第一百六

十一條的規定修改擁款比額表，殊成疑問。窿爾瓦多

代表團將對第一句投贊成票，徂因爲它贊同委內瑞拉

及聯合王國代表的意見，故將對第二句葉権。

一三． Mr. VIAUD （ 法蘭西 ） 說， 法閩西代表

圈將對印度修正案第一句投贊成票，因爲會費委員合

理應利用共一九六二年屆會所提供的槭會去計及各方

繽向它提出的，但迄今尙無楓會加以研究的一切資

料， 包括一九六0年度國民所禥統計數字。

一四． 印度修正案第二句足以引起就攤款比額表

作一種不尋常的修改，而且還有一件更不尋常的事，

即提出了追溯既往的原則。只有在犯了重大錯誤的時

侯， 會貲委員會的提案才應重加評估。可是就在第五

委員會中所作陳述及會費委員會主席所提供的解釋而

言， 這種錯誤顯然沒有發生； 只有對於若干十分不淌

楚的資料在解釋上有些小差異。因此，他要在該句表

決時寀權。

一五．土席將印度修正案 (A/C.5/L.695) 中
擬議的新第五段的第一句付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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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孽'A*+汜栗翌k永遠遏，奈根考臼。

一六． 主席將擬誤的新段的第二句付表決。

狗委內3為拉代表之祈，舉行渴名表決。

主席抽籤決定， 由馮元閾蘇維埃社令主義＊和國

右先束決。

济成希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羲共和國、鶿維埃

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美利堅合

衆國、也門、南斯拉夫、阿當汗、阿爾巴尼亞、澳大

利亞、奧地利、保加利亞、緬甸、白俄羅斯商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柬埔寨、喀麥隆、加拿大、錫蘭、剛

果（雷堡市）、賽普勒斯、捷克斯拉夫、衣索比亞、

馬來亞聯邦、迦納、幾內亞、匈牙利、印度、印度尼

西亞、伊朗、伊拉克、愛爾蘭、以色列、羲大利、賴

比瑞亞、馬利、蒙古、庠洛哥、 尼泊爾、荷蘭、紐西

蘭、奈及利亞、挪成、菲律賓、波蘭、羅馬尼亞、沙

烏地阿拉伯、蘇丹、泰國、突尼西亞。

反對考： 無。

荼椎考：大不列顛及北愛蓋闌聯合王國、委內瑞

拉、 阿极廷、比利時、 玻利維亞、智利冨中國、丹麥、

厄瓜多、窿爾瓦多、芬蘭、法蘭西、希臘、冰島、日

本、墨西紆、巴基斯坦、巴念馬、韶魯、葡萄牙、 南

非、西既牙、瑞典、土耳其。

第二句綠以面十＇、票封禾迢遙，荼権者二十面。

一七． 主席將印度修正案 (A/C.5/L.695) 全
文付表決。

修·正者全文綏以六·十五票對禾通遏，紊操考元

一八． 主席將經修正後的會費委員會報告書
(A/4775 and Corr.1 ) 第三十九段內的決議草案付表

決。

鐭修正役的決誤早者以十，十三票封十一票這函。

一九． Mr. ROSHCH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說：蘇聯代表團雖認爲印度修正案是一個折

衷辦法而加以接受，但不能接受會費委員會所建議的

攤款比額表。蘇聯代表團固然不堅持表決決議草案

A/C.5/L.690 and Add.1 and 2, 可是該提案內所提出
的各熙，特別是關於新加入聯合國的國家的會費須予

核減一禁， 仍然是正當的。

二0. 主席請委員會審議決議草案 A/C.5/

L.692 and Add.1。

二一． Mr. CUTI'S （澳大利亞）請求將前文第

三段單獨付表決。溴大利亞代表團固然承認就增加可

用貨幣種類藉以擴大繳付會廙便利一事加以研究殊屬

有盒，可是它認爲該段卻預斷了此項研究的結果，因

此將投票反對。

二二． Mr. HODGES （聯合王國）支持澳大利

亞代表的恋見。就整備決識草案說，他位及雖然有些

會員國在以美元繳付會費上感到困難，但祕書長及財
務主任必須應付特定的財政問題及貲用。再者，倘若

所有會員國都用其本國貨幣繳付會獵 ， 則第五委員會

為確保聯合國財政基礎的健全而作的努力頗有逍受挫

折的可能。

二三． Mr. MORRIS （賴比瑞亞）建議刪除前文

第三段內＂太＂一字。

二四． Mr. MAURTUA （珌魯）建議在前文第

二段內＂會員國＂等字樣前增添＂若干＂二字。

二五． 爲了使前文第三段更加肯定起見，泌魯代

表建議採用如下措詞：＂認爲目前便利繳付會費之辦

法宜予擴大＂。又，爲了反映會巽委員會就這一熙所

表示的意見， Mr. Maurtua 建議在前文第二及第三兩

段之間增添如下一新段： ＂計及會費委員會報告書

(A/4775 and Corr.1) 第十七段及第三十五段，＇＼

二六． Mr. CARRILLO （薩爾瓦多）不知決議
草案的確實目的何在。大會固已授權珌書長接受會員

國以美元以外貨幣對聯合國經常預算徼衲會費，可是

道些貨幣自然必須有一貿際用途；舉例言之，鉍書長

何以接受一個國內沒有聯合國辦事處的國家的貨幣，

其理由是很容易明白的。可是他不反對決議草案。

二七． Mr. MACHOWSKI （ 波蘭）答稱， 決議
草案提案國認爲以美元以外貨幣繳付會喪的辦法有進

一步加以擴大的可能， 特別是在可接受的貨幣種類及

得以非美國貨幣繳付會費的比例方面。聯合國在三十

儲以上的國家中設有辦事處，但在繳付會費方面可接

受的只有十穂貨幣。可是提案國僅僅請會費委員會商

同祕害處硏究這個問題，以期弄明 白什麼是辦得到

的。它們希望這侗問題能在大會第十七屆會中更充分

地加以討論。

二八． Mr. CHRISTIADI （印度尼西亞）問秘

害長代表在決定接受美元以外貨幣繳付會費時他所用

的是何種技衍標準，又實際上以此等貨幣糍付會費的

情形至何種程度。



214 大會－第十六屆會－第五委員會

二九． Mr. TURNER （財務主任）說，會費委

員會每一次開會時必須根據珌書處的報告檢討貨幣悄

形。不過認害處或許會忽略利便以美元以外貨幣繳付

會費的若干可能性，這一盤是可以想像到的。因此，

它將欣然協助該項擬議的研究。

三0. 在決定會員國繳納會費可用何種貨幣的時

候必然需要適用的標準是：在應付聯合國各項開支上

各種貨幣的需要和可用的程度。各區域經濟委員會所

在國的貨幣當然符合适涸標準。可是凡能在無條件下

兌換的其他貨幣亦可接受，且確予接受。這一方面的

情形一向具有伸縮性， 而且在不斷加以檢討中。迄今

以可接受的， 非美國貨幣對一九六一年度經費繳付的

攤款數額相當於會費委員會報告書第三十五段內所提

及的數額的一倍。

三一．在有些國家中本組織所設辦事處煨模較

小，所需當地支出數額不大，可能每年僅達五，00

0美元或一0,000美元左右。因此， 如果以爲對

於那些國家的貨幣會有相當大的需要，那是不切實際

的想法。

三二．事實上，利用財務主任所提及的一段中會

費黍員會所列舉的貨幣繳納會貲的國家比校很少，而

且用那些貨幣繳納會質的仍舊數目甚小。

三三． Mr. VIAUD （法蘭西）問：事實上祕書

盧有否接受以一切可自由兌換貨幣繳付的會費。從財

務主任的陳述瑁來，凡經國際貨幣基金會直布爲可兌

換的任何貨幣均可充繳付聯合國會費之用。

三四． Mr. TURNER （財務主任）說，聯合國

必須憤防因貨幣滙兌而可能逍受的損失。因此，事實

是：在一侮特殊時候，依照國際貨幣華金會的宜告某

種貨幣雖可兌換， 賓則未必意味着可被接受充繳會費

之用。各種貨幣的接受條件載見爲請滙繳撻款事致各

會員國的公函內。

三五． 財務主任相信決議草案 A/C.5/L.6翦and

Add.1 中所規定的研究將極有用。

三六． Mr. VlAUD （ 法蘭西）也認爲此項研究

將屬有用。自從聯合國財務條例及緄程通過以來世界

上已發生過靈要的貨幣變更。會費委員會除硏究擴大

繳付會費的便利外， 應考慮修改此項條例有無必要及

是否可行。

三七． Mr. TAZI （ 摩洛哥 ） 說，爲了計及各方
所提出的建議，決議草案 AlC.5/L.692 and Add.I 

的提案國提議自第二段起，前文應如下：

＂獲悉許多會員國在取得美元用以繳付聯合

國經常預算會費一享上所遺遇之困雖，

＂計及會貲委員會報告書第十七段及第三十

五段 (A/4775 and Corr.1), 

＂認爲目前便利繳付會喪之辦法宜予擴大，＇，。

三八． Mr. CUTTS（澳大利亞）鑒於各項變更

業經提案國接受，所以撤囘誥將前文第三段單獨付表

決的請求。

綠修正役的決誤单案 A/C.6 /L. 692 and Add.1 
埕一或通過。

議程項目六十四

人事問題（綠首）：

(a) 菘書處職員地域分配問題 (A/4776

and Corr.I, 第四章； A/4794, 第三

十一段至第四十段； A/4901. A/ 
C.5/890, A/C.5/L.683/Rev.2, A/ 
C.5/1.684, A/C.5/L.686, A/C.5/ 

L.689 and · Add.1-3, A/C.5/ L.696, 
A/C.5/L.697）（靖前）；

(b) 定期任用職員所佔比例問題 (Al

C.5/891 ）（靖前）

三九．土席 促請委員會注意文件 A/C.5/L.696
中所載蘇聯代表團對美國訂正決議草案 (A/C.5/

L.683/Rev.2) 所提的修正案，以及蘇聯代表囷在文

件 A/C.5/L.697 中對聯合決議草案 (A/C.5/L.689

and Add.1一3) 所提的修正案。

四0. Mr. CARRILLO （薩爾瓦多）說，窿爾瓦
多代表囷仔細研究委員會現有的各項報告後得到如下

結論： 爲了協助祕書長在祕書處職員的地域分記方面

達成更平衡的狀態起見，以舐給予他一般性的指導爲

佳。爲了這個理由，它不贊成聯合決議草案內的特定

指示，尤其不贊成正文第一段 (c) 內的建議。薩爾瓦

多代表團比較贊成美國決議草案的校一般性的措辭。

四一． Mr. KLUTZNICK （美利堅合衆國）說，
美國代表團曾設法提出一件足以代表委員會一致意見

的案文。在這一件事上，它可能沒有完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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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認識到所有代表團不完全認可祕害處工作

及瓿繃問題專家委員會的建識 (A/4776 and Corr.1), 
美國代表園接受蘇聯第一件修正案 (A/C.5/L.696) 。

四三．該文件內提議的新正文第一段 (c) 完全不

提及宜否在職員中就每一會員國的國民最低人數作一

規定。美國代表團可以同意這種省略，因爲它了解蘇

聯代表團認爲提及這一熙足以限制f必書長重行分配員

額的可以利用的楓會。美國代表團從來不反對就祕害

處定期任用職員所佔比例作一合理的增加，（例如增

至百分之二十五），因比不反對該段內添入如下一句：

＂應力謀減少鉍書處中持有永久合同之職員比例'\即

蘇聯第二件修正案中所提議的一句。 Mr. Klutznich 
了解這單純地就是建議增加定期任用職員比例的另一

種方法，它不致影嚮現有的職員。

四四．美國代表團可以接受文件A/C.5/L.696內

提議的美國決議草案正文第三段重擬的拷辭，但須刪

去＂及＂字，並在該段末尾增添如下一句： ＂及 (c) 地

域分配適用於一般事務人員類員額之程度＂。

四五． Mr. ROSHCHIN( 蘇維埃『d: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說，蘇聯代表團反對在任何一件決躡草案內

明確規定每一儲會員國有權佔有最低限度的職員人

數，因爲這種規定對於秕會主義國家的利盆是有損害

的。由於現任職員中有百分之八十一持有永久合同，

任何變動勢必使持有定期任用合同百分之十九的纖貝

吃虧，後一類職員中大多數是從社會主義國家中徵聘
而來的。這種悄形顯不公平，而且對國際合作也有捐

冑爲了這個理由，蘇聯代表團曾對兩件決議草案提

出了修正案。

四六．爲了同樣地希望得到一個公平的解決，蘇

聯代表團接受美國提案，就蘇聯代表團所提議的新的

正文第三段增添一個新的 (c) 分段。地域分配原則顯

然應該儘可能廣泛地加以適用，在代理鉍會長還沒有

時間就此事項作研究前不能夠採取必要的步驟。

四七． Mr. MORRIS （賴比瑞亞）說，賴比瑞亞

代表團渴望代理泌書長在沒有採取任何必要步驟去改

善職員的地域分配情形前應該有時間了解現狀。爲了

這備理由，嚴格定下硬性的規則要珌會長去遵守，使

他失去運用方面的自由，是不適宜的。經蘇聯修正過

的美國決議草案 (A/C.5/L.683/Rev.2)似乎提供了一

侷比聯合決議草案 (A/C.5 /L.689 and Add.1-3) 更具
有彈性的公式，因此是比校可取的。他希望不再有修

正案提出來，因爲這種修正案會削弱該項案文的力

噩。

四八． Mr. HODGES （聯合王國）歡迎蘇聯和

美國代表團就一件案文所達成的協議，這件案文給予
代理珌害長一般性的指導，可是沒有強加一涸硬性的

公式，所以可使他有時間研究這種悄勢和達成他自己

的見解。

四九．說到美國決議草案內經蘇聯修正過的那些

部份，聯合王國代表說他不反對刪去前文第三段內

＂表示感謝＂等字樣；也許只有在異正表示感謝的時

糞才應該用此等字樣。他也不能反對取消從每一個

會員國徵聘的最低職員人數的特定數字，因爲在情況

明朗前，明確規定一備數字實屬過早。他注意到在議
定的新案文下，聯合國會員國國數的因素仍將予以計

及，同時又欣然注意到現任職員的權利仍將予以碑認。

五O．可是，聯合王國代表對於蘇聯就正文第一

段 (c) 所提案文的第三句的措詞有賅重的懷疑，這一

句令人發生永久合同是不需要的印象。迢俑問題最好

從另一涸角度去處理，即定期任用職員的比例允宜稍

予增加。蘇聯代表對於在百分之八十一的職員持有永

久合同的悄形下任何員額的重新分配對於秕會主義

國家的影噬採取了一俑太憂笹的滔法。他沒有計及職

員的更替，如尼泊爾代表在第八八七次會議上所指出

的。如果東歐各國考慮准許它們的國民接受永久合

同，則情形將有很大的改善；聯合王國代表團將歡迎

逍樣一糧步驟。這種步驟足以改善地域分配情形，ifri

不將永久合同的比例減少至百分之七十五的水平以

下，這涸水平是應該維持的，俾私書處可以成爲一個

有效的國際文官緋織。

五一．至於美國對蘇聯所提的新正文第三段主張

增添一節，聯合王國代表說，據聯合王國代表團看

來，一般事務人員類的員額不應受地域分配的限制。

這些員額不是向國際間徵聘的，因此將該項原則適用

於他們是不適宜的。如果這些員額要受地域分配的限

制，聯合王國代表團將十分重視其所牽涉的經費問

題，因爲這種經費大概會很大。 Mr. Hodges 在原則

上不反對美國所增添的一節，但是他希望珌書長注意

使一般事務人員類職員受地域分配限制所涉及的不利

之處。

五二． Mr. VENKATARAMAN （印度）對於蘇

聯和美國所議定的案文表示非常失望。多年以來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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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代表團力圖改善職員的地域分配。它們一向不贊成

一種假定， 即會貲應該是首要的因素， 同時它們歡迎

珥家委員會的載有實際建議的報告書，但是就在滘來

畢竟要採取某種行射的時侯，蘇聯和美國達成一種維

持現狀的協議。特別有一禁令人最爲失望；議定的案

文沒有就每一個會員國明確規定最低限度的職員名
輯小國邃再度受宰泛的善意表示的欺騙。珌書長再

度被要求考慮這個問題；但是以前已經採取過這種行

癇，而且專家委員會已經作了一次詳細的研究， 並提

出過積極的建議。琨在不是從事研究和懷抱空洞希望

的時候， 而是採取積極行動的時候。委員會必須給予

確實的指導，俾小國可以在本組纖的行政方面擔負一

種較大的任務。

五三． 蘇聯代表深恐只有在使社會主義麟家吃虧

的情形下地域分配才能改善，但是他沒有計及爲了各

種原因脫離本組織的展期職員的人數。沒有人指望每

一個會員國會立即獲得最低限度的代表人數一一如果

明碳規定了這樣一個人數的話；這一件事大擷會需要

許多年的時間， 在這個期閭時間將會作逐漸的調整。

五四． 印度代表不能支持美國決議草案 (A/C.5/

L.683/ Rev .2); 新案文令人更加不能接受。由毒家委

員會報告杏所產生的一般建議是會員國資格、人口及
會費都應予以計及。現在這個建議應該在一件決議案

內用明白的措詞表達出來， 這件決議案將給予祕書長

所需要的指導。聯合提案(A/C.5 /L.689 and Add.1-3) 

就是這樣一件決議草案， 這就是何以印度代表要求將

它首先付表決的原因。修正美國決議草案如被通過 ，

不僅現狀將維持不變，而且代理韶書長將發現他自己

痴在一種需要解粹共訓令的困境， 而且他須冒着這種

處境所牽涉的一切危險。他您該獲得消楚的指示和某

種程度的自由，這就是聯合決議草案案文的目的所

右。

五五． Mr. KITTANI （ 伊拉克 ） 贊成上一個發

言人的話。伊拉克代表團對於蘇聯代表的論據， 感到

疑惑，因爲蘇聯代表曾謂目前地域分配方面任何變更

將使秕會主義國家首當其衝，由於這種變更必然使百

分之十九的定期任用職員受到犧牲。持有定期合同的

肚會主義國家國民在祕書處的職員所佔百分比不是百

分之十九， 而是百分之六， 因此即使承認蘇聯代表的

論據在實質上是正確的， 這擂變更也將影嚮來自其他

國家的百分之十三的定期職員。所以我們有改善的餘

地而不致損害到肚會主義國家的權利。再者，永久職

員中有某種更替量。寐聯代表沒有理由可以假定聯合

決議草案如經通過社會主義國家的悄況能會不好。相

反地， 它們的情況可能更好， 雖則必要的變更必然需

要時間去實行。

五六． 無論如何，伊拉克代表團不能對美國決議

草案 (A/C.5/L.683/Rev.2) 投贊成票，因爲這件決

議草案無助於改善目前職員地域分配方面的不平衡狀

態。專家委員會的建議提供了一個希望， 即可能眞正

向前邁進了一步，但是議定的案文是倒退的一個步

驟。舉例言之， 專家委員會在其報告害 (A/4776 and 
Corr.1) 第五十七段內建讖技協局執行主席和特設基

金會總經理及其職員應該受地域分配的限絹， 而美國

案文僅僅請代理珌害是就這樣一個步驟的適宜與否作

一特別研究。又， 專家委員會在其報告耆第七十五設

內建議每一個國家以兩名職員爲最低人數；美國和綵

聯所議定的案文完全沒有建議任何最低人數。 這樣一

種案文絕不妥善。

五七． Mr. ROSH CHIN （蘇維埃肚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答覆前一個發言人說，蘇聯代表園抱了一稠

達成地域分配更好基礎的希望，提出了它的修正案。

任何變更不應該使少數幾個國家吃虧， 而應該由整個

緝織分擔。委員會上的兩件決議草案沒有一件對這癖

問題提供了一個解決辦法。誠然，祕書處職員中只有

百分之六是社會主毅國家的國民，但所以如此並不是

因爲那些國家願意有代表人數不足的情形發生。再

藎即使這些變更只會影嚮持有定期任用合同的其池
百分之十三的職員，這也是利盆將遭受損害的一小部

份人。薤聯代表團不熊夠贊成一個不公平的解決辦法

一即使最受這種不公平辦法的損害的是社會主義國

家以外的其他國家。

五八． 如麻聯代表所已經指出， 爲國際合作計，

改善地域分配的時楓業已到來。蘇聯代表團曾經提出

具有這種意思的提案， 希望珌書處可以反映世界三大

類國家－西方國家、 秕會主義國家和不結盟國家。

只有完全改組才能令人満意；只有完全改綠才能打破

目前的西方國家獨佔祕書處員額的現象， 同時才能解

決永久職員動不得的問題。當然， 這個目的不可能一

夜功夫就達到。爲了這個理由， 麻聯代表團認爲每一

個步琮應該加以愤蜇的研究。

五九．至於印度代表所說關於持有永久合同的職

員比例的話，蘇聯代表說，在有些國家一如美國和

聯合王國，它們的縻民持有大多數永久合同一一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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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願意至少將它們現在所佔有的若干員額讓給其他圍

家前，是不可能有薁貨進展的。 就另一方面說，如果

它們要促進對少數國家一一－諸如社會主義國家集團

—－採取有害持施， 那些受害國家加對本緝織失去興

趣，它們就不得感覺驚異。

六0. Mr. VENKATARAMAN （印度 ） 說， 聯

合決議草案提案國要求改善地域分配，這不僅爲了它

們自己，也是爲了其他國家，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在

內。它們並不希望它們所建議的任何改善會使代表人

數不足的國家一一社會主羲國家就豳於這一類一一吃

虧。

六一． Mr. FENOCHIO （ 墨西哥 ） 說，他本來

希望美國決議草案和聯合決議草案可以合倂，但是這

種合倂現在瑨來似乎是不可能。已經發生的唯一的合

倂是美國決讖草案 (A/C.5/L.683/Rev.2) 和蘇聯修

正案(A/C.5/L.696) 的合倂，可是墨西哥代表團不能

接受這睡合併後所產生的案文。他本來可以對美國決

議草案投贊成票，可是由於這件草案不再明確規定每

一個會員國至少應有數個國民在祕書處中任職，他就

不能投贊成票。他贊成印度和伊拉克代表關於這一熊

所表示的意見。他將對聯合決議草案 （ A/C.5/L.689

and Add.1一3) 投贊成票，這件草案維設像墨西哥那

樣的小國家， 而美國和蘇聯案文必然對它們有害。

六二． Mr. JAYARATNE （ 錫蘭 ） 說， 聯合決

議草案提案國本來希望能和美國議定一件合倂案文，

但是在這一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沒有產生結果。現在

委員會面對着一件麻聯和美國的合倂案文，錫闞代表

園完全不熊加以接受。

六三． Mr. KLUTZNICK （美利堅合衆國 ） 對於

錫蘭代表對美國代表團爲和蘇聯達成圓滿協議而作的

努力表示苛刻的意見，同時這種努力又使印度代表感

覺如此失望，引以爲憾。這樣一種態度殊令人驚異 ，

因爲各方曾經無數次地促請薰聨和美瞬達成某禋協

議。無論如何，他對於兩大國合力對付小國的暗示 ，

表示遺憾。如果不管提案國是誰而只考慮它們的提案

的實質，則校爲有盆。

六四． 美國決議草案不是一個倒退的步驟，如伊

拉克代表所指搖的。作爲一俑負擔會費數額很大的國

家， 美國本來可以滿足於現狀，但是它提議不僅應該

計及會費，而且應該計及會員圓數和人口。這種態度

是向前邁進的一個步蠔，同時顯示美國誠心誠意地希

望改善目前的地域分配情形。

六五． 美國代表不明白何以關於要求代理泌害畏

考慮迢種悄形並研究宜否採取某些步驟的主意會引起

這許多異議。沒有一個人可以恩像職員的重新分配可

以在一天之內達成。這件事悄必需要有數年的時間；

Mr. Klutznick 不明白爲何提出主張每一步驟須妥加

硏究俾達成最佳效果的建議應該受到申斥。

午1k*0寺三十五分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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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力瓦）次會議

一沁六一年十一月::;.十＊ a 星期一午1支三咔十五分紐約

主席： Mr. Hennod LANNUNG （丹麥）

議埕項目＊十四

人事問題（靖前）：

(a) 秒書處職員地域分配問題 (A/4776

and Corr.I, 第四章； A/4794. 第三

十一段至第四十段； A/4901, A/ 
C.5/890, A/C.5/L.683/Rev.3, A/ 

C.5/L.684, .A/C.5/L.686, A/C.5/ 

L.689 and Add.1-3, A/ C.5/L.697) 

（繚前）；

(b) 定期任用職員所佔比1列問題 (Al

C.5/891）（靖前）

-. Mr. QUAO （迦納）說，聯合決議草案 (A/

C.5/L.689 and Add.1一3) 提案國本來希望協助代理
秘書長，而不是如指控所言希望限制偉的行勳自由。
它們引以爲憾的是：有數位發言人竟冏給人一種印

氮即決議草案會使代理祕書長的任務更加困雖，而

美國訂正決議草案 (A/C.5/L .683/Rev.3) 則會使代

理祕害長的任務校爲容易一些。聯合決箴草案提案國

正和任何國一樣亟欲在珌書長的困雄任務上給與他一

切可能的協助。由于它們的提案業已提出， 迦納代表

現只就蘇聯修正案 (A/C.5/L.697 ) 加以評議。

二．爲了表示感佩一一－如果僅就專家對其工作所

花去的時問和作出的努力表示此意－第五委員會無

須核准珌書處工作及紐織問頲專家委員會的全部煒鐵

(A/4776 and Corr.1)。再者，韶書長報告害 (A/C.5/
890) 類示已有進展，對干這一黯也應表示察悉和感佩
方屬合乎常情。因趾聯合決議草案提案國不能接受

蘇聯的第一件修正案。

三．痺聯代表團也提議刪去正文第三段 (a) 分

崑它認爲無須勉強代理祕書長接受爲每一個會員國

所規定的最低職員人數；爲某些會員國所提議的數字

太高；這樣一種規定所引起的重行調整會使社會主義

國家受到損害；又，在一年內得不到満足的任何會員

國必然會表示批評。迦納代表對這些議論的答覆是：

規定一個最低員頲數目並不是一個新的主意，決議草

案提案國希望改善它們認爲不甚合適的專家委員會的

提案。即使擬議的目標不能在一年之內達到，至少已

就迢個目標作了一個明確的規定。誠然，有些新近獅

立的國家還不能暫調五位文官前往珌書處工作，但是

迢種情形不會永久存在，因爲迢種國家很快就會克服

一種僅僅由于它們長期遣受的外國統治而產生的落後

狀態。聯合決議草案提案國深知道實施迢樣一種規定

需要時間，但是這種規定一經湎過就足以消除那些在

肱害處中沒有或者沒有足夠國民擔任職務的國家的懷

疑和恐懼。

四．蘇聯第三件修正案也不能接受。聯合決議草

案提案國本來沒有意思要把它們的建議作爲一種硬性

的數學公式。它們的目的乃在確保代理祕書長設法將

人口因素以及會費一倂予以計及。

五． 至于蘇聯的第四件修正案，迦納代表團本來

比較贊成將定期任用職員增加至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迦納代表團胝已本著妥協精神接受了百分之二十五，

自不能就這一禁再作讓步。

六．美國由千接受了蘇聯修正案，已經喪失了它

的決議草案的全部價值。在保持代理諮書長的行動自

由的藉口下，這件決議草案事實上卻是將這涸困難問

題讓他解決，而亳不向他表示第五委員會對于專家委

員合報告害的意見。這一熙意味着蹇無任何變更；一

長排的研究和報告將繼繽下去，而明確的解決辦法和

過去一樣，遙遙無期。大會有責任將它的意見告知珌

書長；這種行動槀不侵犯到認書長的特福。美國和蘇

聯不提及每一會員國在韶害處應有職員人數最低限度

的原則，這一禁對于在肱書處中沒有足夠代表人數旳

國家的希望實在是一種嚴重的打擊。不幸翡于職員地

域分配的討論顯然降而爲一項闞爭，即欲國保謨胝得

權利者和正在就作爲聯合國平等會員國應得權利爭取

承認者之問的一種關爭。

七． 聯合決議草案 (A/C.5/L.689 and Add.1一3)
提案國拒絕接受這些修正案，不是由于頑固，而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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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它們要保持聯合決議草案所根據的原則的完整。委 也沒有規定每一個會員國的職員最少人數，所以它有

員會第八七九次會議據代理祕書長的代表稱，如果委 維持現狀的效果。因此，緬甸代表團將支持這件對于

員會對于所涉及的一要熙一一特別是對于規定合理限 全髖會員國－~不論天小－一－都很公平的聯合決議草

度或目標數字的方法·~代理珌書 案。

長在來年中願意加以計及，並將根攄一年之實際經驗

就所擬臟的任何方法是否切實可行一燕在第十七屆會

期間向委員會提具報告。當委員們自問這兩件決議草

案中那一件是解決一個麻煩了聯合國十五年而且引起

會員國間許多非議的問題的勇敢嘗試的時候，它們應

該計及這些話。

八． Mr. FENAUX( 比利時）認爲討論的桔胂

比最後通過的任何提案的精確措詞更爲重要，而且代

理珌書長可以在委員會的報告書中找到關于各方所表

示的觀禁的充分情報。

九．比利時代表團主要關切的一黠是整儲國際文

官制度的前途；它深恐如果讓現有職員的工作悄緒惡

化下去， 或者如果國際組織不再吸引最優秀的應徵人

員，則文官的才能將見退步。誠然，委員會上的兩件
決誠草案都反映這種關切，但是聯合決議草案內的特

定提案似乎是武斷的而且令人不安，因爲這些提案可

能限制代理祕書長的判斷和行動自由。就Mr. Fenaux 
而言，他信賴珌書長會充分利用職員更替所提供的槻

會，增加新員額和定期合同，期在地域分配方面實行

逐漸改善一＿－如所有會員國所希望的一一而不妨礙永

久合同。至于將來，我們不應忘記代理珌書長本人曾

經要求時間去進行研究和向第十七屆會提出他的結

論。因此，最好的決議草案必然是措詞最具概括性和

伸縮性的草案。

-o. 蔬聯代表團對美國決議草案所提修正案之

一就是刪去其中＂表示感佩＂等字樣。比利時代表團支

持該修正案，因爲專家委員會報告書 (A/4776 and 
Corr.1) 及認書長報告書 (A/4794) 都表示了比利時

代表團所不能贊同的意見。舉例言之，比利時代表團

不能接受專家們關于分權的各項建議；但在另一方

面，比利時代表團同意珌書長關於使技協局和特設基

金會主要導員及職員受地域分配限制涉及的危險所表

示的意見。

--. U HLA OUNG（緬甸）認爲美圖決讖草
案(A/C.5/L.683/Rev.2) 第二次訂正案文有些價值；

他本來希望這件草案可以和聯合決議草案合倂。美國

決議草案第三次訂正案文一一內中計及了蘇聯代表團

的建議一很令人失望，因爲內中沒有稻極的建議，

一二． Mr. ARNOULD （加念大）說，這兩件決

議草案似乎反映很不相同的態度：一方面反映某些國

家一特別是聯合國的新會員國一一渴望看到一種迅

速的改善這是很可了解的；他方面反映另外一些國家

的立場，那些國家乃是十分重視祕書處的效率，同時

認爲不得採取過度激烈的補救辦法，去糾正現在的不

平衡狀態，以免發生使職員工作情緒低落的現象。有

些代表希望迅速而有力地進行， 但是另有若干代表則

比較贊成委員會將它的意見通知珌書長，並且請他就

迢個問題作一徹底硏究，然後提出結論。這兩件擬議

的決議草案似乎沒有一件會贏得大多數的支持；在這

種悄形下，最好不要將它們交付表決，而要求報告員

草擬一件案文，將各方所表示的意見告知祕書長，同

時將兩件決議草案載入；這兩件案文之間相同之照和

分歧之燕是十分明顯的。

一三． Mr. KAOURA （奈及爾）說，這兩件決

議草案給予新近獨立和代表人數不足的國家很大的希

望。誠然，創始國不能預料在十五年之內聯合國的瓿

成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而且也不可能立即使人人

満意，改善這些事悄雖然很難，可是這種改善不是不
可能的。目前亞非國家國籍的職員數目遠不及這些國

家的十分適度的願望。如果職員的最低人數規定爲每

一儸會員國四人，則它們就會對聯合決議草案感覺滿

意。經蘇聯修正過的美國決議草案如果仍舊規定每一

會員國有四名職員的最低限度，則仍可令人滿意。

一四． Mr. M缸~HOTRA （尼泊爾）說，聯合

決議草案提案國僅僅要給予代理秘書長一些指示；經

驗顯示，如果要料正目前的地域分配方面的不平衡現

象，這些指示是必需的。由于憲章第一0一條第三段

末句中＂充分＂二字沒有任何襬威性的解釋，過去珌書

長不得不採取唯一可用的標準，即會員國對本組織經

常預算所繳的攤款；如一般所承認，這種標準已造成

了一種不平衡現象。如果第五委員會不給予珌書長指

導，他勢必採用專家委員會所主張的公式 (A/4776

and Corr.1，第七十五段），各方認爲乃是一個不妥善
的硬性公式。這個公式沒有足夠地重親會員國數和人

口因數，同時，它仍舊過份着重會費因數。聯合決議

草案提案國在建議對這三個因數予以同等注意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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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力圜糾正現在的不平衡狀態，同時遞力圖預防這

種狀態的重演和加強珌書處的公正的和國際的性質，

這種性質顯然是合乎聯合國和大多數會員國的利盆

的。小國只能希望大國爲了本緝織的利盆而願意承受

一些犧牲。

一五． 至于蘇聯所提修正案 (A/C.5/L.697), 聯

合決議草案提案國可以接受其中的第一件，但是不能

接受其餘三件。委員會現有兩件決議草案的提案國儘

管抱若和解的態度，可是不能達成一個折衷辦法，而

意見的基本紛歧仍舊在于對三個因索中每儲因素重視

的程度，這一黠殊堪遺憾。 Mr. Malhotra憶及促使印

度代表團在第八八七次會議上提出他的關于優先襬的

動議的理由；據他的意見，那些理由是完全正當的。

美國的提案一一除去其正文第三段，這一段可以替代

聯合決議草案正文第二段一遠不及後一提案桔確，

而蘇聯修正案又使這俑提案更加模糊。它對于代理珌

書長極少睾助，僅僅足以遲延對于這個問題應採的行

動，而不會有任何改善。再者，至于正文第一段 (c)

中＂應設法減低祕書處內持有永久合同之職員比例＂一

節，美國和麻聯心目中的比例是否相同殊堪懷疑；它

們在此事項的協議所能維持的時間也許不會超過一

年，此項協議對于這個問題的解決實在並無幫助。

埕就印度所提關於優先操的動誤（第＾＾上次令

訊，第＊十五段）舉行03名東法。

主席抽籤決定，由埼成右先表決。

子成者：沙烏地阿拉伯、獅子山、蘇丹、敍利亞、

突尼西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委內瑞拉、也門、南

斯拉夫、阿富汗、緬甸、柬埔寨、錫蘭、衣索比亞、

馬來亞聯邦、迦納、幾內亞、印度、印度尼西亞、伊

拉克、黎巴嫩、利比亞、馬利、墨西哥、尼泊爾、奈
及利亞。

反對者：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馬、祕魯、波蘭、

葡萄牙、羅馬尼亞、南非、西璀牙、瑞典、泰國、土耳

其、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不列顛及北愛

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阿爾巴尼亞、阿根廷 、

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玻利維亞、巴西、保加

利亞、白俄羅斯蘇維埃『士會主義共和國、加拿大、智

利、中國、捷克斯拉夫、丹麥、多明尼加共和國、厄

瓜多、芬蘭、法蘭西、希臘、瓜地馬拉、匈牙利、冰

島、伊朗、愛爾蘭、以色列、義大利、日本、賴比瑞

亞、荷蘭、紐西蘭、尼加拉瓜。

荼権考：菲律賓、多哥、喀麥隆、剛果（雷堡市）、

蒙古、奈及爾。

印度勳議綠以四十七票對.;;:;.十＊票否決，爭権者

＊。

一六．主席建議委員會應進行表決美國訂正決

議草案 (A/C.5/L.683/ Rev.3) 。

一七． Mr. HODGES （ 聯合王國）認爲有些代
表們願意有時間參照剛才的各項陳述和表決結果重新

考慮此項情勢。如果美國決議草案立即亻3表決，他要

就細節方面提出一件修正案。

一八． Mr. WILLOCH （挪威）和 Mr. MORRIS 
（賴比瑞亞）贊同聯合王國代表的意見。

一九． Mr. JAYARATNE （錫蘭）認爲委員會

委員們心中已有決定。

二O. Mr. NOLAN （愛爾蘭）認爲如果暫時停
會，也許會達成一致的意見。

二一． Mr. KLUTZNICK （美利堅合衆感）希望
任何停會將是短時間的，因爲他贊同錫蘭代表的意
見，也認爲停會的時閭如果拖長並無實盒。但加拿大

提案也許提示了協議的新希望。

二二． Mr. CUTTS （ 澳大利亞 ） 贊同美國代表

所表示的意見，同時建議會議暫行停開片刻。

令議於和文四呤三十分如手，並於午1文四時五十

如臺綠舉行。

二三． Mr. ARNOULD（加拿大）宣稱，兩件

決議草案的提案國未能達成協議。他正式提議這兩件

決議草案都不要付表決，同時應就一個建議作成決

定，即請報告員在報告書中載入一項包括下述五黠的

陳述：第一，委員會認爲地域分配是一個極端重要的

事項，曾試図擬訂具體步驟去糾正這種必須改善的情

勢；第二，委員會的討論集中在兩件決議草案～匕即

聯合草案和美國草案，儘管作了長時間的磋商， 這兩

件案文經證明不可能＂結合＂；第三，在作了認眞的努

力去達成一致意見和折衷辦法後，這兩種立場仍舊在

着重黯方面有差異，但是在若干處理方法方面已經達

成協議；第四，第五委員會請祕書長依照這兩件決議

草案的內容辦理，此項內容反映委員會的意見；最後

請珌書長根據這兩件草案－此等草案全文將載入報

告書內一一向大會第十七屆會提出他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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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Mr. EPIE （喀麥隆）支持加拿大提案。

二五． Mr. ROSHCH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說，在沒有書面案文的情形下，他只能就原

則問題採取立場；他將在這種保留下支持加拿大提

案。

二六． Mr. ARRAIZ （委內瑞拉）要想知道如果
一件草案的提案國力求將該草案付表決，委員會是否

可以決定不將它付表決。

二七． Mr. ARNOULD（加拿大）說，他僅僅是

在試圖便利委員會的工作。他所建議的程序不是根據

議事規則中的任何規定，但這種程序也不是新的；委

員會認書可以爲它舉出先例。

二八．主席在答覆Mr. GANEM （ 法蘭西）的
一個問題時說，剛才所舉行的唱名表決的結果將載入

報告杏內。

二九． Mr. ARNOULD（加拿大）在答親 Mr.

SANU （ 奈及利亞）所提出的一熙時說， 優先權的動

議和加拿大提案沒有關係；對于一個有關問題的任何

唱名表決必然要載入報告書內。

三O. Mr. TAZI （ 摩洛哥 ） 宜稱， 他對于加拿

大提案所投的票將視委內瑞拉代表所得答裹而定。

三一．主席 裁定加拿大提案是可容許的，而且
沒有人反對將它付表決。如果通過，該提案將載入報

告害內。如果委員會任何委員－包括決議草案提案

國在內一一認爲不能加以接受，他們可以對它投反對

票。

如今大提索緤＊十四票肇t汜遠過，荼根考＾。

(c) 其他人事問題(A/4955, A/C.5/883) 

三二． Mr. HAMILTON（人事主任）說，關于

付給敎育補助費的基本原則是此項補助費應該足以部

分地補償離國服務的職員在敎育其子女方面所負擔的

額外費用。由于最高數額現在定爲四00美元，對于

在費用較低地區就學的一個兒童而言，此項補助費足

以應付全部額外費用；但是對于在費用校高地區受敎

育的一個兒童而言，這筆補助費只可抵充此項額外費

用的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祕書長提議此項補助費應

該足以抵充學費的百分之七十五， I直至某一最高限額

爲止，又此項補助費的最高限顓應該從每年四00美

元提高至八00美元的用意在糾正這種不正常現象。

三三． 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在其報告害

(A/4955) 屯曾經表示歡迎祕書長的建議 (A/C.5/

883)。它宜稱贊成劃一適用部分補償的原則，又稱就

最大多數的案件而言，它將接受百分之七十五的補償

率。可是，它建議補助費的最高限額應該定爲六00

美元，因爲它認爲如果將最高限額定得低一些，不會

有太多職員受到影嚮。

三四．根據相當于費用的百分之七十五的部分補

償計算，八00美元的最高津貼限額大約相當于－，

O六六美元或三八0英鎊的年度學校費用。依照珌書

長的提案，超過此項數額的費用將不予償還。目前在

紐約的聯合國國際學梭半膳生的敎育費用每年爲一，

000美元。美國私立學校的敎育費用和膳宿費用每

年在一，五00美元至三，000美元之間不等，聯合

王國私立學校則爲三五0英鎊至四O0英鎊之閭，而
日內瓦國際學梭則爲一，五00美元。對于一個在兒

女敎育上需花贤四二九英鎊一年＿一曾經有過這種悄

形—的職員而言，一筆六00美元的敎育津貼只是

一筆百分之五十的補償費。學院和大學的敎育費用顯

然遠要高些。

三五．行政協調委員會根據所得闕于一九六O年

敬育及膳宿總費用的數字得到一個結論，即八00美

元的最高限額是一個夠高的數字， 可以使百分之七十

五的公式適用于所有地區的大多數情形。

三六．就所涉經費而言，祕書長提案和諮詢委員

會建議之間的差異經估計爲聯合國項下每年三五，o

00美元，又文赦組織項下每年爲二五，000美元。

三七．人事主任深恐六00美元的最高限額對于
那些負擔費用最重的職員特別不利：必須將子女送往

本國學校一一通常在一個生活貲用很高，也許極高的

地區一一的離國服務職員，包括技術協助專家在內。
相反的，如果最高限額規定在六00美元以上，子女

可以在生活費用較低地區受敎育的職員大概不會得到

一筆太高的補助費， 因爲此項補助費不能超過實際費

用的百分之七十五。

三八．人事主任希望委員會考慮他剛才所提出的

論據， 而且他深恐他和諮詢委員會委員們談話的時候

沒有充分有力地敷陳這種論據。

三九． Mr. HODGES （聯合王國 ） 說，主要爲

了原則上的理由，他不能支持祕書長的提案，也不能

支持諮詢委員會的建議。人們不應忘記聯合國沒有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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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去減輕職員在使其子女受敎育方面所負擔的通常費

用，而且敎育補助費只應作爲一種部分的補償，去應

付離國服務的職員在其子女敎育方面所負擔的顓外費

用而已。

四0. 聯合王國代表團可以和諮詢委員會一樣核

准劃一適用部分補償的原則，但不餌核准增加敎育補

助費的提案。支領子女津貼（ 三00美元）及敎育補

助費（四00美元）的聯合王國職員在這一方面大體

上比聯合王國外交人員爲有利，而且比聯合王國文官

及在國外服務的其他同等級的國際職員更爲有利。

四一．甚至在第五委員會決定按一種比例提高國

際文官的基薪一一聯合王國政府根據聯合國以外的一

般情形認爲這種提高的比例是沒有正當理由的一＿以

前國際文官所支領的薪給和津貼的總額已經比聯合王

國的外交人員和在國外服務的同等級的文官所得薪津

總頲爲高。自從基薪增加以來，聯合王國代表團認爲

愈少理由要將敎育補助費提高至百分之七十五，愈少

理由要將其最高限額改定爲八00美元，或者就是六

00美元。它不反對旨在消除現行制度中的不正常現
象的各項調整，但是它爲了原則方面和聯合國財政情

形方面的理由不能贊成增加敎育補助費。

四二． Mr. FENOCHIO （墨西哥）完全贊同聯

合王國代表的意見。他指出第五委員會剛才核准了基

薪的增加，這種增加使所有國際文官都得到利惠，可

是使會員國擔承了一個沉重的負擔；聯合國中有一牛

會員國對于它們在國外服務而有子女的官員都沒有發

給敎育補助費。聯合國的經費總額， 尤其是職員方面

的費用，不斷增加；墨西哥代表團認爲邇種現象首當

加以考慮。

四三． Mr. ULANCH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指出聯合國沒有義務要減輕職員敎育子女的

通常經濟負擔，而且不應該因爲他是一個離國服務的

人員而給予他一筆超過部分補償的費用去應付他因其

子女的敎育而必須負擔的額外費用。敎育補助費可以

視實際費用的總額和本組織的財政狀況而異。迄今爲

止，此項補助費的最高限額定爲四00美元，這備數

額似乎是十分足夠的部分補償，尤其因爲國際文官的
基薪剛剛已經作了相當的提高。因此，國際文官所支

領的薪俸較許多會員國的文官爲高，前者支領若干項
津貼並且在所得稅方面享受特權。職是之故，蘇聯代

表團不能核准祕害長的提案，也不能核准諮詢委員會

的建議。

四四． Mr. KITTANI （伊拉克）舉出決定敎育

補助費的各項原則，同時認爲這個問題不應單獨加以

考慮，而應和基薪及國際文官所支領的一切津貼合併

考慮。

四五． 伊拉克代表團贊成珌書長的提案 (A/C.5/

883, 第十段），這件提案主張將所有受盒人項下的部

分補償比例提高至百分之七十五，藉以取銷現行制度

中的不正常現象。但由于基薪業已增加，致使補助費

的最高限頫加倍，實屬多餘。可是，由于幾乎所有區

域的敎育費用的增加構成了增加補助費的正當理由，

伊拉克代表團將支持諮詢委員會的建議，即將最高限

額提高至六00美元。

四六． Mr. BENDER（美利堅合衆國）贊同伊

拉克代表的意見。

四七． Mr. GANEM （法蘭西）接受諮詢委員會

的提案，認爲這件提案是一種非常合理的折衷辦法，

因爲聯合國應該在經濟方面設法協助職員使他們的子

女能夠受到得以保持本國文化的教育。

四八． Mr. AGHNIDES（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

委員會主席）說，人事主任給予諮詢委員會一備印

象，就是必須繳付極高的敎育和膳宿費用的職員人數

是很小的，由千第五委員會已經作了若干決定去改善

國際文官的待遇，諮詢委員會認爲無須將敎育補助費

的最高限額加倍。

四九． Mr.ARRAIZ （委內瑞拉）爲了使各代表

團能夠正確地研究這個問題起見，提議委員會應該將

其餘的辯論及當前的各項提案的表決延至下次會跟進

行。

法定如議。

議程項目六十二

聯合國之行政及預算程序：依大會決議

案一六二0 （十五）所指派工作IJ、紐
之報告書 (A/4971) （綠前）＊

五o. 鄭寶南先生（中國）認爲審査聯合國
行政及預算程序十五人工作小組未能對維持和平行動

所需款項的每措問題覓致一個解決辦法，殊堪遺憾；

但是他覺得這備小緑的組員們總弈是順利地澄消了他

拿 續第八八八次會議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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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所面臨的問題。中國代表團贊成工作小綿的積極性

的提案 (A/4971 ， 第二十五段），內中請國際法院就
因維持和平行勣而發生的財政責任的法律性質提具諮

詢意見。希望在就這禰問題的確實措詞作一決定時，

不僅提及第十七條的適用或不適用問頲，而且也提及

憲章中涉及本鉺縞費用的其他各條。

五一．至于維持和平行動所需款項的籌供問題，

第五委員會就緊急軍及聯剛問題所作的討論顯示至少

有兩照業已達成協纖，即會員國的會費應該和它們的

支付能力成比例；第二，與維持和平及安全有關的費

用的分攤比額表應該和攤派聯合國經常預算下的費用

所用比額表大不相同。中國代表團一向認爲全體會員

國對于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負有集體責任，應該都

參加籌措維持和平行動所需的款項；中國代表團認爲

各國的支付能力應該參照五個因素加以確立。應予計

及的不僅是國民所得和國民每人平均所得， 以及每一

備國家的儲蓄率，還有每一個國家發展所需的資源，

這是指發展中的國家，即那些正在接受技蓿協助的國

家，應該獲得優惠的待遇。每一個國家的公共財政的

狀態和國際收支差額的情況也應該予以計及。但在獲

取美元方面有困難的國家在繳付其攤款時應該可以用

其他可兌換的貨幣，或者恭至用實物， 例如提供軍

際、瞥生、或醫藥供應品。而且正如會費委員會在擬

訂本組織經常費用分攤比頲表時計及第二次世界大戰

所造成的混亂狀態，爲了分攤維持和平的費用必須計

及某些國家可能遣遇的特殊困難。在委員會委員沒有

就支付能力這個福念達成某種程度的協議前， 他不打

冥討論這五個因索的相對重要性。

五二． Mr. KITTANI （伊拉克）要想知道祕書

處何時能夠提出關于兩個主要的維持和平行動的費用

概算。由于本屆會已經開了很久，爲了避免靈複起

見， 關于這些撥款的請求最好和十五人工作小緝報告

書同時考慮。

五三． Mr. TURNER（財務主任）說緊急軍的

費用溉算已經提送委員會；就聯剛支出而言，由于各

種發展，珌害處正在遣遇十分重大的困難。珌害處認

爲除就一九六一年度額外款項的請求所作陳述 (A/

4931)外，不能再作任何更明確的陳述。一般說來，

在一切保留的條件之下，此項費用預計每月可達平均

一千萬美元之譜。

午4瓦六咋十分歆令

第八九一次會議

一元＊－年十一月.;::.+^a 星期.;::.午前十咔五十分暴葯

主席：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項目五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算 (A/4770, Al 
4813, A/4814, A/4910, A/4918, Al 
4919, A/4949, A/4965, A/4981, A/ 
C.5/869, A/C.5/870, A/C.5/874, Al 
C.5/876, A/C.5/877, A/C.5/878, Al 
C.5/881, A/C.5/882, A/C.5/887, Al 
C.5/889, A/C.5/894, A/C.5/L.674 and 
Add.I, A/C.5/L.679, A/C.5/L.693, Al 
C.5/L.694）（缝前）＊

． 續第八八三次合議。

第五委員倉提送＊令之祿告書槁 (A/C.5/L.694)

有関第十＇、款一特派囯一之稿文(A/C.6/L.694)

一． Mr. ARRAIZ( 委內瑞拉），報告員，提出

有關第十八款－一特派團的稿文 (A/C.5/L.694），以

備載入第五委員會關於一九六二概纂的主要報告書

中，題爲＂一九六二概算初讀時期審議之事項＂的那一

章內。

杖告書;ft (A/C.5/L.694) 猩科通過。

封於以個冽私人'f格在瞄合國各機關及

輔助機關任職委員酬金玲付問趙的全

蓋檢計（續完）＊＊

第王委員令提送＊令之莪告吝稿 (A/C.5 / L.693) 

＂續第八五O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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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Mr. ARR.AIZ （委內瑞拉），報告員，提出第
五委員會關於通盤檢討對個別以私人資格服務聯合國

楓關及輔助楓闢的人員付給酬金問題的報告書稿 (A/

C.5/L.693) 。

三． Mr. SOKIRKIN（声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提議修改報告書稿第十段（b)，俾規定對任何個人

付給服務費或酬金應由大會於委派時根據專案悄由予

以決定，並規定當時賑將此種決定所涉經費情形知照

大會。爲此，他建議應將第九段 (d) 第一句的實體窩

義訂入第十段 (b) 的第三句內。

四． Mr. ARRAIZ （委內瑞拉），報告員，同意

依蘇聯代表的建議修改第十段 (b) 。

軋告言稿 (A/C.o{L.698) 依修正通過。

國際法院法官薪俸（A/4981, A/C.5/ 876) 

五． Mr. HODGES（聯合王國）說， 鑒於文件

A/4981 及 A/C.5/876 內所云問題， 頗為複雜微妙 ，

聯合王國代表團希望有校多時間來審議此事。他希望

不即作決定。

六． Mr.CUTIS（澳大利亞）說，由於祕書長未

提具體提案，而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又未提建

議，故第五委員會所面臨的情況在程序上講，是相當

特殊的。澳大利亞代表團雖認爲增加法官薪給確具充

分理由，但因法院法官中有一位是澳大利亞人，所以

不願首倡此議。再者，諮詢委員會報告書 (A/4981)

第十三段內考慮的三項調整辦法，似無甚軒晊。所以

任何提高法官薪給的提案，凡爲多數所支持的。澳大

利亞代表團均予贊成。

七． Mr. TURNER （財務主任）声 諮詢委員

會報告書第十三段內提及的三項辦法，將使每年增加

如下的支出：辦法（a)，一一五，五00美元；辦法

(b), 九八，000美元； 辦法 （c), 七七，000美元。

八． Mr. AGHNIDES （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

員會主席 ）說從故珌書長報告書(A/C.5/876)中顯然

也可以看出故珌害長雖然贊成增加法院法官的薪給，

但不願在此事上作發起人。諮詢委員會由於本身職務

性質，不能發起，但該委員會已在報告書第十四段內

說明，它贊成第十三段 (c) 所列的辦法，認為該項辦

法皝合理又公平。

九． Mr. KITTANI (伊拉克）在Mr. BURLE
SON（美利堅合衆國 ）支持下，也認爲法官薪給應

予提高，但認爲倘根據具體提案來討論此事，校爲迅

捷。他指出如文件 A/4981 附註二內所言，現沒有一

個按期檢討法官和祕書長薪給的楓構。皝然祕書長不

便提議增加自己的薪給，故第五委員會允宜趁此次討

論楓會喚起大會注意此一問題，和建議大會在適當時

候加以處理。

-O. Mr. LIVERAN （以色列）覺得委員會不
應遺忘司法人員薪給和其他人員薪給的區別。他指出

當初規定法院法官的薪給時曾注意到確保法官完全獨

立的需要以及各國國內司法人員薪給均較同級公務人

員薪給稍高的事實。再者，法院的穩定性質祇應反映

在法官薪給的穩定上，所以他懷疑宜否把法官薪給與

一些迅速變動的因素如生活程度等連接在一起。法官

薪給宜極少改勅，例如每十年始予更改一次。基於這
些理由他覺得法官薪給應訂得校按照嚴格數學計算所

得數字高逕然後保持一個長時期不再變動。

一一．伊藤先生（日本）說，因法官中有一位
日本法官，所以日本未便就法院法官薪給事宜發起任

何提案，不過日本代表團當願支持相當增加法院法官

薪給的提謠。對於諮詢委員會報告書第十三段提供的

三項辦法，日本代表團不贊成 (a) 分段內的辦法，覺

其不切實際；其餘二個辦法均表贊成，不過如所涉數

額化爲整數的話，日本比較更贊成 (b) 分段的辦法。

一二． Mr. WALKE （巴基斯坦）說巴基斯坦代
表團深聳法院法官薪給需予提高，並擬在與其他代表

團會商後提出一項增薪的提案。

議程璸目六十四

人事問題（繚前）：

(c) 其他人事問題 (A/4955, A/ C.5/ 883) 

（靖前）

委員令以四十四票對一票，荼槿考十，通過私令

卡所提猩誌拘委贝令同-;t (Al 4955) 的有關赦育和＆
的提議 (A/C.5/883), 但北項沐，k的最高鑌，徇認讠勺
委員令的達議息TT為＊00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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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九十三

對於逹格．哈瑪紹先生及其隨員

不幸喪生詳情舉行國際調査

封祇難人員家屬之撫岬

(A/C.5/896 and Add.1) 

一三．主席 提及收到大會主席一九六一年十月
二十六日的一封來信， 那封信是促請第五委員會注意

大會決議案一六二八（十六）正文第六段的規定，在

該段內大會決定在本屆會期間由主管委員會審議對此

次故祕書長及其隨員飛楓遇難的不幸事件中罹難人員

家局予以適當賠償間颯。

一四．他（主席）認爲：第五委員會或願將文件

A/C.5/896 and Add.1 內所載事實報告大會，並着報
告員照辦。

法定如誤。

議程項目六十二

聯合國之行政及預算程序：依大會決議

案一六二0 （十五）所指派工作小紐

之報告書（A/4971) （綠前）

一五． Mr. VENKATARAMAN （ 印度）認爲委

員會如果討論研討聯合國行政及預算程序事宜十五人

工作小組的報告書 (A/4971) 而不痕及有待委員會審

議的另一議程項目一一項目五十五，即聯合國在剛果

之行動：費用概寡及籌款方法一徒屬不切實際。合

倂審議這兩侮議程項目，祇可避免重複，又可使討論

更有成績。

一六． Mr. HODGES （聯合王國）在原則上同意

印度代表的意見，也認爲根據一俑專案來審議工作小

組的意見可有神盆。

一七．可是，議程第五十五項祇然不能立即討

論，那末， 委員會可先就工作小組報告書中已經達成

炭泛協議的若干部分，加以審議。其中之一是D節，

D節是有關一項提議，即主張大會應鑒於各方對維持

和平行動所引起的財務義務的法律性質意見粉紜，莫

衷一是，請求國際法院就此問題發表諮詢意見。固然

他知道若干政府認爲此項問題純屬政治間頲，無需國

際法院過問， 但是工作小組內的辯論顯示，各方對會

員國的維持和平行動繳款一事的法律義務，意見極不

一致。所以，法院似爲大會應就此事的法律方面因素

向之徵詢意見的楓關。

一八．委員會也可進行討論報告書的H節， 該節

內的一些建議切合實際，且不致引起爭論。

一九． Mr. BENDER （美利堅合衆國）說，他大

體上同意印度代表的意見， 但他贊成聯合王國代表的

主張，即報告書H節不妨立即交付討論。他認爲D節

內的提案應當稍緩審議。

二0. Mr. SOKlRKIN（蘇維埃肚會主羲共和國
聯邦）說，當大會第十五屆會討論工作小組所研究的

問題時，麻聯代表團曾表示意見，謂那些問題當中應

不僅包括有麒維持和平行動的行政及預算程序，尙應

包括有關經濟、社會及技術協助部門內業務方案的籌

款問題。蘇聯代表團曾力言大會和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只能建議會員國對業務方案採取某種行動；但它們不

能作出決定以任何有關實施這種方案的義務強加於會

員國身上。何種程度的實施行動乃風必需或可行，應

該由會員國自行決定。因此，顯有分訂行政預算和業

務預算的需要。

二一．任何建議，凡是主張在他以上所講部門內

擔承業務行動者，需由當事各方加以討論達成協議。

專門制訂一個業務預寡，採用與經常預算不同的分攤

辦法，可使聯合國擴大其經濟、壯會及技衍協助方案。

各會員國對此種方案的繳款，可用其本國貨幣，必要

時，亦可提供本國專家和設備。這樣參加程度將會擴

大。

二二． 此一範圍校廣問題未獲工作小緑的審議。

此問題高過於具體的剛果行動筍款問題，它應由工作

小組參照憲章規定加以審議。蘇聯代表團關於分訂預

算籌款辦法的提案未曾反映在工作小綠的報告害內，

使他感到遺憾。

二三．主席建議說，委員會在現階段應祇審議
工作小組報告書的H和D節。

決定士0議。

二四． Mr. HODGES （聯合王國）說，不講蘇聯

代表對於工作小緑提案的較廣影菩所採的立場爲何，

蘇聯代表當也同意H節所論的鋂措維持和平行動費

用的方法和程序問題已被睍做是工作小紐的主要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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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他覺得如討論H節內所載意見或可獲致若干進

展。

二五． Mr. VENKATARAMAN（印度）也同意
這僙湣法， 因工作小緝各成員在此事上無甚紛歧意

見，故可將H節內的提議一一加以表決，以便迅速把

它們處理掉。

二六． Mr. HODGES （聯合王國）指出，固然工

作小餌組員們對H節提案大致協議，但工作小紐曾議

決徵詢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的評議。所以， 在

進行表決以前，各代表團或要考慮一下諮詢委員會的

評議 (A/4971, 附件壹），俾改進提議的措辭。

二七．主席 建議委員會參同諮詢委員會的有關

評議，將H節的提案一一加以審議。

決定七謙。

二八． Mr. TURNER （財務主任）說，他要告訴

委員會：代理珌書長及珌害處認爲諮詢委員會對H節

提案的評議乃是優良、合理而且有盆的評議，並認爲

那些評議準確地反映了珌書處關於所涉問題的溍法。

第三十元孜

二九． Mr. ROSH CH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說，蘇聯曾在工作小緤中支持第三十九段內

所載提議；蘇聯的支持是根據一項原則：即依憲章第

十一條規定，惟有安全理事會有權就維持國際和平與

安全行動的總款事宜，作出決定。

三0. Mr. HODGES （聯合王國）指出這項提議
照其現在的措辭未對那維持和平行動籌款問題所牽涉

的一些複雜的政治、憲制及法律問題，下任何定論；

所以，可以討論這項提議而不必涉及蘇聯保留的實賴

部分。這項提議的用意至爲明白，它満足了許多代表

團的願望；它們要對於任何擔承一項維持和平行動的

決議所涉的經費問題，於一開始時獲得儘可能確切的

資料。

三一． 主席 注意到更無其他代表要表示意見 ，

便說，他就認爲委員會準備贊同第三十九段內所載提

議，但以諮詢委員會的意見爲範圍。

決定如議。

三二． Mr. FENOCHIO （墨西哥）說，墨西哥要
保持它在工作小緝衰採取的態度，要對這提議棄權。

第四十段

三三． Mr. ROSH CH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指出工作小組對第四十段所載提議曾有分歧

意見。當大會第十五屆會在討論聯合國剛果行動問題

期間論及這一問題時，蘇聯代表團所持立場是：根據

憲章第十一條和四十三條，唯有安全理事會有襬就維

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行動的籌款事宜作出決定。第四十

三條訂明：關於備別會員國爲了這種行動供給的軍

隊、協助及便利，其所應適用的特別協定，應由安全

理事會與有關委員會洽訂之。每一維持和平行動的各

項工作的鐙款方法，應於決定發動此項行動時，同時

作出決定；而且必須由同一穢關即安全理事會作出決

定。憲章內無隻字規定大會可以干預此事。

三四．痲聯在工作小組衷根據這些理由反對第四

十段內的提議；現在仍舊反對。

三五． Mr. TURNER （財務主任）建議說，因這

一提議顯然傘有政治和程序牽涉，委員會在現階段允

宜祇表示備悉此項提議以及諮詢委員會的有關評議。

再者，此項提議對每年通過的臨時及非常費用決議案

會具有彩菩，故它的純粹程序性的部分，允宜留待以

後討論上述決議案時一倂討論。

三六． Mr. LIVERAN (J及色列）． 覺得允宜提出

`'臨時與非常費用＂一詞的解釋問題。已往討論此標題

下的一些預算項目時，似有人贊成把訂預冥時未預見

的新活動所需款項，與溢出某項活動的預篡撥款的款

項，加以區別。一派意見顯認爲前一類的款項歸入臨

時與非常費用內固爲適當，而後一類則否。他不知工

作小緝與諮詢委員會有否考慮到此燕；此燕上的任何

說明都是他所感激的。

三七． Mr. BENDER（美利堅合衆國）提議說，

鑒於各方所表示的意見， 第四十段應等待報告書其餘

部分一同審議。

決定七議。

第四十一段

三八． Mr. TURNER （財務主任）說第四十一段

的提議本質上是一技術性和程序性事項，須參照各專

案的情由予以儲別處理。所以，他贊同諮詢委員會評

議內極正確的意見。

三九． Mr. GANEM （法蘭西）說，法國在工作

小緝袤曾對第四十一段的提議保留態度。不過，他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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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支持一項根據諮詢委員會意見訂出而爲第五委員會

所接受的辦法。

四0. Mr. KITTANI （伊拉克）說，伊拉克1弋

表團不反對以現有形式提出的這項提譎，特別是葬到

財務主任保證謂在實際上不致造成任何行政或預算困

難，更鳧安心。不過，想像會發生一稚悄形：償薳一

會員國的軟額會少於共名下的攤款，是時須決定是否

等待償還款項全數知悉，抑先徵收提款。不過， 假定

財務主任對目前字句認爲滿意的話， 他並無異議。

四一． Mr. TURNER （財務主任）異得可保證泌

書處會設法使這稚不幸情形在實際上不會發生。這類

困難至今未發生過；據他所可預見，應當能夠一面照

顧會員國的悄況．一面又不危害聯合國的財務狀況。

四二． Mr. ROSH CHIN（痣維埃肚會主義共和
團聯邦）認爲第四十一戾所論之事，應包括在安全理

事會就每一項維持和平行動通過的決議內。採用的籌

款辦法， 可能須隨參加各次行動會員國數目的不同而

互異。所以．訂下一個嚴格辦法， 是不好的。

四三． Mr. HODGES （聯合王國）覺得參照財務

主任的言論，對第五委員會言最好的辦法乃是備悉第

四十一段提議．並贊同報告書附件壹所載諮詢委員會

關於該段的評議。

四四． Mr. ROSHCHIN（蘇維埃秕會主羲共和國

聯邦）覺得爲祛除財務紊亂與防止政治料粉起見，業

務費用和行政費用，應當分開處理。業務預算應是根

據安全理事會通過的決議設置特別帳戶。這一制度可

增進本徂織的財務稔定。在這一校大問題未得解決以

龍對第四十一段提議無法作出決定；所以，他將在

表決此段時棄檣。

四五． Mr. HODGES（聯合王國）覺得蘇聯代

表所提之黠與討論中的問題無干。，關係會員國應分

攤之繳款＂一語意指該會員國對是項行锄的費用的攤

款。

四六． Mr. TURNER （財務主任）贊同聯合王

團代表對他所引幾個字的解釋。根據財務條例第十一

條第三項凡特別帳戶均是分開設帳的。一菡因供應軍

隊和設備而應得的償還款項， 與其擬款相抵銷，只是

一項簿記手續。

四七． Mr. FENOCHIO （墨西哥）說， 墨西哥代

表團將在表決此段時棄權。

四八． Mr. SERBANESCTJ (羅馬尼亞 ） 說，羅

馬尼亞代表團對此段保留態度。

四九．主席建議：委員會備悉工作小組報告害
第四十一段所載提議，贊同諮詢委員會關於該段的意

見，並在報告害內反映各代表的評誤。

決定士0議。

第四十..::.段

五o. 主席建謫：第五委員會備悉工作小組報
告書第四十二段所載提議，並贊成諮詢委員會關於該
段的意見。

法定和議。

第四十三段

五一． Mr. VENKATARAMAN （印度）在 Mr.

ROSHCHIN( 癖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Mr.

ZARROUG （麻丹）及Mr.SANU （奈及利亞）支持

下，認爲第四十三段所論之事應帶任鉍害長裁決，第

五委員會男庸提具任何建議。所以他將在表決此段時

栗柢。

五二． Mr. GANEM （法蘭西）在 MT. GREZ 
（智利）支持下，覺得這問題是另一校大和校引起爭

執的問題之一部分，此即故祕書長在其對鉍書處工作

與緝織事宜專家委員會報告書 (A/4776 and Corr.1) 
的評議 (A/4794) 內，請求重新設置一主管行政事務

的次長一職問題。由於此事宜加瞄慎處理，法國代表

團懐疑第五委員會應否對此段表示備悉。

五三． Mr. CUTTS （澳大利亞）覺得這提案本

質上是一細節問頲，，且聽由祕害長決定；所以，澳大

利亞代表團贊同毅告書附件壹內諮詢委員會對此段的
評議。第五委員會應僅備悉此提議，但不可表示贊

成，蓋第五委員會不可預斷代理祕書長或未來祕書長

在此事上可能採取的行動。

五四． Mr. FENOCHIO （墨西哥）， Mr. EL
MESSIRI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Mr. RAFFAELLI 
（巴西）說，他們將在表決此段時棄描。

五五．主席指出，第五委員會似只欲作如下一
決定： 委員會報告害應反映對此段的討論。

決定如誤。

午投十＝咔五十五分敬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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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九二次會議

一汜＊一年十一月.:::..十加日星期三午首十＇寺五十五分暴紛

主席：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璸目五十六

委派大會各輔助機關人員以實懸缺（綠
前）＊

(a) 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A/
4821, A/C.5/L.698）（縁前）＊｀

一．主席請委員會選舉六名候選人以補實行政

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懸缺。如文件 A/C.5/L.698 內

已說明的，三名懸缺係現任委員會任期屆満所遺而另

三名係因大會決定擴大諮詢委員會而剖設（決議案一
六五九（十六））。

Mr. Baldari（瓦琿以 Mr. Gibrilla (翀子
山）息主席請，任检尋員。

舉行無记名扯票。

選票總敖：

賡票：

有故讓4飲：

荼推：

參加投票＾敖：

法定．多款：

6
1
o
6
1。

6
1
3
1

所行·票敖．：

Mr. Grez (智利）．．．．．．．．．．．．．．．．．．．．．．．． 59 
Mr. Ahmed( 鈤丹）．．．．．．．．．．．．．．．．．．．．． 58 
Mr. Bender (美利堅合衆國）．．．．．．．．． 58 
Mr. Hodges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

合王國） ．．．．．．．．．．． ．． ． ． ．． ．． ．．．．．．．．．．．…． 57 
Mr. Sanu (奈及利亞） ............... 57 
Mr. Serbanescu (羅馬尼亞）．．．．．．．．． 41 

其他侯選人．．．．．．．．．．．．．．．．．．．．．．．．．．．．．．．．． 3 

嶋繽第八七一次會讖o

．． 潁第八四九次含議o

Mr. Alfonso 函z （智利）、 Mr. Mo加med

Abdel Maged Ahmed (紅）、琦． Albert F. 
Bender （其利堅合泉囷）、 Mr. C.H. W. Hodges 
（大不列颎及北愛硐閑翀合王國）、 Mr. E. Olu Sanu 
（奈及利亞）及 Mr. Dragos Serbanescrl （庫庫尼亞）
氐巳硬~;法定多款芸，委員令走議委汰化1f1 為行政．及

预其「。＂£謗拘委i令委員。

二． Mr. GREZ （智利）、 Mr. SERBANESCU 
（羅馬尼亞）、 Mr. HODGES （聯合王國）及 Mr.
SANU （奈及利亞）感謝第五委員會厚寵選舉他們為

諮詢委員會委員。

三． Mr. ZARROUG （蘇丹）及 Mr. BURLE
SON （美利堅合衆國）對於第五委員會選舉他們國家

的國民充任諮詢委員會委員，表示感謝。

四 ． Mr. AGHNIDES（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

員會主席）對於 Mr. Bender 及 Mr. Hodges 之連選

連任表示快慰並歡迎諮詢委員會各新任委員。他亦對

諮詢委員會卸任委員 Mr. Blanco 在委員會工作上的

貢獻表示感謝。

五． Mr. KLAT （黎巴嫩）說黎巴媺代表團如果

在投票時曾出席，當已投票贊成第五委員會所選出的

六位候選人。

六．主席指出，依議事規則第一百五十七條風
定，剛才選出的六位委員的任期將為三年。因此每三

年諮詢委員會全髖委員中有半數當將退休。

七． Mr. CUTIS （澳大利亞）認為更合理的辦

法是每年諮詢委員會全體委員中有三分之一退休。此

項問題舐能用已有前例可援的專斷辯法抽籤解決。他

所以建議主席以抽籤辦法指定新當選委員中，一位任

期一年，另一位任期兩年。

八．主席 建議說，鑒於苗詢委員會委員數額業
已增多的情形，第五委員會或許，作爲另一辦法，願

意考慮委派所有六位新委員任期均爲三年，並在日後

的某一屆會中更充分地討論此項問題。

九． Mr. NOLAN （愛爾蘭）說澳大利亞代表所

建議的程序雖屬專斷，卻不失為公平合理的程序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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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日後重行審議此事的必要。諮詢委員會委員有相

當的連續性實宜加以確保， 不過，隠該儘可能以最公

平辦法爲之，最妤媧定每年委員四人退休。

-0, Mr. ROSH CHIN（蘇維埃肚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贊成依主席建議， 將此事延至日後某一屆會

決定。

一一． Mr. VENKATARAMAN (印度）指出，
依繳事規則第一百五十七條規定，諮詢委員會委員須

輪流退休。該委員會委員人數增多亦福要改變輪流辦

法。印度立法楓闞上議院議員每年退休三分之一的程

序已經證明滿意且在法律上無可訾議。

一二． Mr.HODGES （ 聯合王國）認爲委員會應

避免輕率從事，並且暫緩決定此事，尤其是因爲議事

規則第一百五十七條可能需要修正。

一三． Mr. LIVERAN （以色列）說如果延遲一

年作決定，則澳大利亞代表所建議的程序就不復能採

行。必須記住：任一時閩都會有改變的可能性的。

一四． Mr. BANNIER （荷蘭），經 Mr. NOLAN

（愛爾閩）贊助，說如澳大利亞代表所建議的那樣程序

應在本屆會予以通過，但如容許各代表團彼此之間有

時間諮商起見，當以在日後某次會議湎過爲宜。

一五． Mr. MAURTUA （祿魯）認為澳大利亞

代表所建議的行動，除係專斷性而外，是不合委員會

正常程序的。通営各國政府在提供人員以備選任時所

根據的假定是：如果當選，他們將做淌正常任期。對

於此事應給予更充分的審議，所以珌魯代表團贊助主

席所提暫緩決定的建議。

一六． Mr. MORRIS （賴比瑞亞）說如果當選

補實諮詢委員會三新席位的各委員都不在抽籤決定之

列， 他當能接受澳大利亞代表的建議。否則賴比瑞亞

代表團寧願見到主席的建議被通過。

一七． Mr. VENKATARAMAN （印度）問當初

設立諮詢委員會時現行輪流程序是如何決定的。

一八． Mr. RUTLEDGE （委員會珌書）說，在

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選舉諮詢委員會首任九位委

員之後，當然隨即舉行投票以決定上述九委員之中那

三位任期三年，那三位任期二年及那三位任期一年。

"前後交錯＂輪流辦法自始已予規定。

一九． Mr. TAZI （庠洛哥）請注意對於作了相

當犧牲提供侯選人的各國政府將造成的問題， 如果不

讓此種候選人做満所指望的任期。 Mr_ Ahmed （蘇

丹）的當選是一適當例子。摩洛哥代表墬認爲在第十

七屆會以前宜暫緩決定此事。

=o. Mr. ZARROUG（蘇丹）說，關於所應採
行的程序，蘇丹代表匯沒有堅定的意見。

二一． Mr. WILLOCH （挪威）說，挪威代表園

雖然寧願見到澳大利亞代表建議被通過，卻不能忽視

議事規則第一百五十七條之規定，即諮詢委員會委員

任期三年，其起訖與聯合國財務行政規章所定會計年

度之三年期間相同。在修正該項規則以前，現行辦法

應予遵行。

二二．主席 建議諮詢委員會委員輪流退休程序

應於本屆會期間的日後某次會跟再予討論。

法定士0議。

(b) 會費委員會(A/4829, A/C.5/L.699) 

二三．主席 請委員會遞舉一候選人以實會費委
員會委員一人辭職所造懸缺 (A/4829, 第五認 A/

C.5/L.699, 第一節）。

Mr. Baldari (~大利）及 Mr. Gibrilla （獅子

山）是主席祈，任枚悉員。

舉行無記名投票。

選票總敖： 71 
賡票： 2 
有或票敖： 69 

荼槿： 4 

參如投票＾敖： 65 

法定．多鈥： 33 

所得票鈥：

Mr. Hodges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
聯合王國）．．．．． •．..... ..... .. . ..... .. . .. 60 

另一候選人． ．． ．． ．．．．．．． ．． ． ．． ． ． ．．．．． ．．．．．．．．． 3 

另一候選人．．．．．． ．．． ．．．…．． ． ．． ． ． ．．．．．．．．．．．． 2 

Mr. C. H. W. Hodges (k.不列瀬及北愛佾閑
貓合王囷）民巳犯杆法定多第票，委＼令迂議委派他

為令賚委員令委J\,瑱仕 Mr. A. H. M. Hillis 任期

之水i為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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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土席請委員會推薦三名候選人以補實會

費委員會於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因其委員三人

任期屆満而有之戀缺 (A/4829, A/C.5/L.699, 第二

節）。

Mr. Baldari (.l.大利）及 Mr. Gibri lla (啊子

山）息主席請，任撿票員。

皋行無記名扯票。

選票總鈥： 70 

廢票： 。
有朵票鈥： 70 

荼掖： 。
參如扯票＾麩： 70 

法定多敖： 36 

所行票鈥：

Mr. Bowman (美利堅合衆國）．…．． 68 

Mr. K ia (伊朗）．．．．．．．．．．．．．．．．．．．．．．．． 66 

Mr. Raczkowski (波瀾） ."""..... 58 
Mr. Michalowski (波蘭）．………．． 5 

另一候選人．．．．．．．．．．．．．．．．．．．．．．．．．．．．．．．．． 1 

M,-. Raymond T. Bowman (萁利堅合知國）、
M,-. F. Nouredin 庫（伊胡）及 Mr. Stanisla也

Roczkowski（波閾）芪巳睍科法定多名票，委員令走

議委派化1f1氐令賚委員令委員，面一元*.::.年一月一

a 起．任朔三年。

二五．主席建議着報告員就此項直接向大會報

告。

決定如議。

午亻民十.:=.呤三十五分歆令

第八九三次會議

一汜六一年十-=-月一 a 星期五．午首十一時錨約

主麻：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項目五十六

委派大會各輔助機關人員以實懸缺（靖

首）：

(a) 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靖前）

一．主席宜佈說，爲了使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
委員會三分之一的委員得以每三年卸任起見，此次

新膺遣的六位委員中的兩位， Mr. Hodges 和 Mr.

Bender, 已答應不任満其三年任期。經舉行抽籤結果，

Mr. Hodges 將服務一年， Mr. Bender 服務二年。
其餘四位新委員則將服務全部任期三年。

二．他建議委員會讚卷 Mr. Hodges 和 Mr. Ben

der 所表現的合作精神。

決定Ao誤。

議程璸目五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箕 (A/4770, Al 
4813, A/4814, A/4910, A/4918, A/ 
4919, A/4949, A/4965, A/4981, A/ 
C.5/869, A/C.5/870, . A/C.5/874, A/ 

C.5/876, A/C.5/877, A/C.5/878, A/ 
C.5/88 1, A/C.5/882, A/C.5/887, Al 

C.5/889, A/C.5/894, A/C.5/L.674 and 
Add. I. A/C.5/L.679, A/C.5/L.693, A/ 
C.5/694）（靖前）＊

國際法院法官薪俸 (A/4981, A/ 

C.5/876 ）（續前） * 

三． Mr. KLUTZNICK （美利堅合衆國）說，美

國政府的堅定政策，是支持一切措施以求加強國際法

院並增高其聳望，因爲國際法院是聯合國的主要司法

,.續第八九一次合議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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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關，它是依捩國際法解決爭端的一涸最蜇要的楓

檸。

四． 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第二條規定， 法院以獨立

法官若干人組織之， 彼等應具在其各本國膺任最高司

法職位的資烙，或是公認的國際法學家。法官薪給的

制定，根據執行委員會提交聯合國籥備委員會之報告

害＼其指導原則爲：法官薪給應使此項法官職位爲

最優秀的合格人士所願接受， 所以不得低於他們在本

國國內可獲得的薪絵；法官薪給應足保障法官之絕對

獨立性；法官薪給的實質價值應不低於國際常設法庭

法官在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期閬薪給的實質價值。國

際法院法官的現有薪給， 係大會決謫案四七四（五 ）

訂定的，致已不合上述指導原則的需要。

五． 因此， 他提瞄委員會應採衲行政及預算問題

諮詢委員會的建誤： 將法官年薪從二0,000美元

提高至二五，000美元 ( A/4981 ， 第十三段 (c) );
院長、副院長及專案法官領取的特別津貼依比例提

高 ，但不包括生活津貼在內（同上， 第十四段 ） 。凡

覺得在本組織目前財政狀況下不宜提高薪給的代表團

所或有的疑嵐可因諮詢委員會認爲此種增加乃屬正

當而消釋。

六． SiT Muhammad ZAFRULLA KHAN (巴

基斯坦）歡迎美國代表所作美噩政府支持國際法院的

聲明。國際法院的工作範圍， 由於美國政府所作的保

留，較嫌狹隘，他希望美國政府肯考慮擴大其對法院

的參加。

七． 審緱提高法官薪給問題時須計及一些無法估

計的因索。第一，由於法院設在海牙，多數法官須居

住國外， 主要寄居旅館，旅館不僅化費校多且不如家

宅舒適；第二，由於法院工作的安排，法官假期係在

夏季及聖誕節， 故多數法官須在一年內作囘國旅行二

次， 而合同規定只付一次旅費。其次，法官報酬內沒

有房租或交通等額外津貼。最末一禁 ， 海牙雖是一愉

悅城市，但其種種設備不足誘使法官整年居住該地。

八．他認爲諮詢委員會報告書 (A/4981) 第十三

段 (b) 的辦法較第十三段 (c) 的辦法更合於要求。所

以他提議將年薪提高至二六，五二八美元；院長應領

特別津貼每年六，四00美元， 副院長在代行院長職

1 執行委員會提交聯合國節備委且合之毅告杏 (PC/EX/
113/Rev.1）． 第二部， VC。

務期內每日領取津貼四0美元，但全年總數不得超過

四，000美元。

九．美國代表在提具關於專案法官津貼的提案時

忽飄了一個因索。目下專案法官領取每日二十美元的

生活津貼，外加每日三十五美元的補償津貼；這兩筆

每日津貼的總數是依下列公式計算得出的： 1/365 X

20,000，按二0,000美元是經常法官的薪給數字。

此公式的用意是使專案法官在執行職務期內領取與全

時法官相同的酬金6 如照美國代表的提議， 專案法官
的特別津貼不包括生活津貼，則專案法官的收入將大

大低於經常法官。所以，他提議專案法官的每 日津貼
應爲經常法官新薪給的三六五分之一， 無論新薪給是

二五，000美元或二六，五二八美元；依此得出的總

數，分成生活津貼及補償津貼二部分， 其方式以在會

計手續上最爲便利者爲準。

-o. 末了，他指出法官新薪給將施行一個相當

長的時期。由於生活費用在最近的將來不致會下跌，

委員會允宜制訂一個現時看來較屬伋裕但不久即屬勉

強足夠的薪給標準。

--. Mr. KI面ANI （伊拉克）， Mr. BALDARI 

（義大利）及Mr. PRICE （加念大） 贊成美國的提案。

一二． Mr. RAFFAELLI （巴西）贊成增高國際

法院法官薪給， 並擬牲成美國的提案。另外他也贊成

巴基斯坦所提關於專案法官津貼的提案，因爲覺得那

項提案非常公允。

一三．伊藤先生（日本）歡迎巴基斯坦代表
提供的資料並支持該代表的提案。

一四． Mr. HODGES （ 聯合王國 ） 說他爲了考

慮增加國際法院法官薪給的提案， 曾把他們的薪給和

聯合王國法官的薪給作一比較。後者薪給最近曾經增

加一一這是一百多年來的第一次－~現在其淨數約相

當於一五，000美元。因此， 他不能贊成把國際法

官薪給增高至二五，000美元以上。

一五． 他稱許巴基斯坦代表所提有關專案法官津

貼的一黠意見， 並準備支持該代表提案裹的這一部

份。

一六． Mr. TAZI （ 摩洛哥 ） 說， 所有代表團均

同意法官薪給需要提高，以維持法院的威望。他不覺

得此項增加會使聯合國財政負擔過重所以他擬支持

巴基斯坦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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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Mr. MORALES （祕魯）贊成前綫位發言
的代表所云法官薪給允宜提高的意見。美圖提案似是

達到這目標最切實際的辦法， 所以他支持美國提案。

一八． Mr. QUIJANO （阿根廷）贊成美國提案，

因他認爲檢討法院法官薪給一舉確有理由，而根據所

提出的資料，將現行薪絵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似颳合

理。不過，他不贊成f祕書長的一項建議 (A/C.5/876,

第九段），即考鹵訂出一種維持法官薪給的購買力的

規定。由於法院瞰務的性質和法官的地位，法官報酬

應達到更大程度的穩定， 法官薪給應隔一極長時期始

作一次檢討。

一九． Mr. GIRITLI （土耳其）說，主要的考慮

是確保法官薪給保障他們的絕對獨立性。美國提案可

達到這個目的，所以他贊成美國提案。

二0. Sir Muhammad ZAFRULLA KHAN(巴
晶斯坦）說，鑒於鏃論趨勢顯示各方較爲贊成美國提

案，同時他切望大家在這事上，意見一致，故他不擬

堅持要委員會表決他的提案。他準備接受美國提案，

但具有一項了解，即務須確保一專案法官的每日酬金

不論如何分法，其總數等於一經常法官的年俸的三六

五分之一。

二一． Mr. BENDER（美利堅合衆國）感激巴

基斯坦代表的妥協態度。爲求一致，美國代表團接受

巴謠斯坦代表所云關於專案法官津貼的意見。

二二．主席將修正後的美國提案付表決。

修·正狼的吳囷提紊獲行一玫遹過。

第二委員令菸丈件A/5056 內就鏡程項目
十二＊＊及二十八＊＊＊提出之決蟻草案叁

所涉經費問題 (A/4993, A/C.5/899) 

二三．主席請委員會依據瞰事規則第一五四條
規定審議第二委員會所提關於經濟發展設計的決議

草案叁 (A/5056，第一六一段）所涉及的經費問題，

他促請委員會注意珌書長關於此項問題的陳述 (A/

拿＊經濟蹙秕合理事合報告晝。

＂＊發展落後國家之艇濟發展：
(a) .:r:業發展及聯合國槻關左工業化方面之活動；
(b) 設置聯合國資本發展基金：大會決議案一五二

一（十五）所設委員會報告晝；
(c) 向發展中國家加速流入査本及技術協助：移害

長報告啓；
(d) 土地改革：秘笛長臨時報告杏；
(e) 經由聯合國系統，以剩餘糧盒供應缺祝人民。

C.5/899) 和諮詢委員會的報告書 (A/4993), 特別是

戟告書第九段內的建議。

委員令誤決迢如大會；通過箔.::.委頁會所提的決

訊早案叁 (A/5056, 第一六一段），將在一元*;:::..年度

內需要埕力0支出五士，四00其元；叔據現行假定，估

計一汜＊＝年友的蕢用約窩五＾，＊00吳元，但此

項橄欸若有可能由於綫流塈社令琪亨令在第三十四届

令通過的決議而才琨加。

第四委員會菸丈件A/4997 內就議程璸目

四十一t提出之決議芊案伝所涉經費問
題 (A/4992, A/C.5/897) 

二四．土席請委員會依據謠事規則第一五四條
規定， 審議第四委員會所提有關非自治領土內種族歧
謨的決議草案伍 (A/4997，第四十四段）所涉及的經

費問題。他促請委員會注意珌書長關於此問題的節略

(A/C.5/897) 和諮詢委員會的報告害 (A/4992), 特

別是報告害第九段內的建議。

委員令祇決迢＊C大會·:逯遏第四委員令所提的決

議早案伍 (A/4997, 第四十四段），丹 31 起約為＾，o

00~元的支出，共十五，000美元須計求列為一

汜六＝．年度增好損·款．。

議程項目五十三及五十四

一九六一會計年度追加概算（A/4870, Al 
4902, A/4909, A/4995. A/C.5/872, A/ 
C.5/898）（缝前）tt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纂 (A/4770, Al 
4813, A/4814, A/4910, A/4918, A/ 
4919, A/4949, A/4965, A/4981, A/ 
4995, A/C.5/869, A/C.5/870, A/C.5/ 
874, A/C.5/876, A/C.5/877, A/C.5/ 
878, A/C.5/881, A/C,5/882, A/C.5/ 
887, A/C.5/889, A/C.5/894, A/C.5/ 
898, A/C.5/L.674, and Add. I, A/C.5/ 
L.679, A/C.5/L.693, A/C.5/L.694）（靖
前）

t非自治領土內之稱族歧說：非自治領土悄報審査委員合
毅告書。

tt續第八四八次會議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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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國入會及叔利亞恢復會籍

(A/4996, A/C.o/898) 

二五．主席促請委員會注意據祕書長估計 (A/

C.5/898 ），由於新會員國入會及敍利亞之恢復會籍，

第一款一各團代表、 各委員會委員及其他輔助楓闕

人員旅費及其他費用一一下培加的需要，計一九六一

及一九六二兩年各爲三0,000美元 ； 另促注意諮

詢委員會業已提出此項增加撥款應予批准的建議 (A/

4995, 第三段）。

誇拘委贝令的辻衹 (A/4996, 蒞三段），，「一心

＊一預芥第一款列追如撿款三0,000美元，及一

九*.::;..抵井第一款列一'fT正蜓鈥三 0,000 美元，

猩行一玫．通遏。

二六． Mr. TAZI （庠洛哥 ） 要在紀錄上載明：

該代表團祗曾投票贊成有關蒙古、獅子山及敍利亞的

根數。

委員會..:r.. 1但的安排

二七．主席建議委員會對檢討珌害處工作及紐

織事宜專家委員會的報告書 (A/4776 and Corr.1) 
按其各恨主要槨題，及連同故珌書長的有關意見 (A/

4794) 和諮詢委員會的評議 (A/4901), 逐一處理。

他促請委員會注意該報告書第四章 （ 地域分配） 已經

處理。鑒於第七章 （ 其他意見 ） 所討論的事項的性

質，第五委員合或可祇對該章和對故珌杏長及諮詢委

員會的有關意見表示備悉。第五委員會在目前情形下

亦可能願意暫不對第三章（祕書處最高級人員的組織）

所論事項作進一步的審磁。關於第五章 （ 經濟及『士會

工作 ） 續收到的文件計有秘書長赧告書 (A/4911) 第

二委員會通過的決跟草案肆 (A/5056, 第一六一段） ，

及祕書長提出的另一簽註 (A/C.5/901) 。諮詢委員

會的詳細評議不久即將提出。關於第六章（預算镱定）

他指出若干代表已在關於溉算的一般發言內表示了意

見。蘇聯代表表示可能提出關於此事的具體提案， 另

有其他代表可能要發表意見或提案。

午亻k+.:::.咋零五分歆令

第八九四次會議

一心＊－年十＝月 ~a 是翔一午亻支三呤,::;..十分紐給

主席：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頃目＊十七

聯合國國際學校：粹書長赧告害

(A/4991, A / 5004) 

一． Mr. HODGES （聯合王國）憶及大會在決

議案一一O二（十一 ）中欣悉國際學校無盎聯合國在

預算方面予以協助， 又承認該梭的繼繚辦理爲徵聘及

保留國際職員之靈要非財務因素之一。大會在決議案

一二二八（十二）中對該校繼續表示興趣，請韶書長

居閭致力協助該校解決校舍方面的困難。大會在決議

案一二九七（十三）中察悉薫事會入不敷出數達五四，

000美元，決定格外資助該梭三二，七00美元。由

於一九五九年國際學校的財務情況更加不佳，大會在

決議案一四三九 （ 十四 ） 中消該梭甄事會設置國際學

校基金，又決定對此項基金給予大會認爲必要的經常

財政徭助，爲期五年，又決定於一九六O年捐助此項

基金一00 ,000美元， 以供該校一九五九至一九

六0學年終了時湝償虧絀之用。聯合王國代表團雖曾

投票反對該決議案一一理由是這些款項不應該在聯合

國經常預募下動支一一但卻支持決議案一五九一（ 十

五），內中大會決定對該校基金捐助六0,000美

元，以資淌償其時預期的虧絀，同時希望蜇事會與學

梭當局竭盡全力避菟次一學年辦理緇衆發生虧絀悄

形。

二．關於大會在過去五年期間的行動，有兩個重

要黯應加注意。第一黠是大會從來沒有認爲國際學梭

當然應該自動地有資格從聯合國預築獲得補助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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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照，決議案一四三九（十四）將國際學校可以從經

常預算獲得聯合國認爲必要的經常財政協助的期限明

白規定爲五年。

三． 聯合王國代表團對於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

員會所表示的遺憾 ( A/5004， 第四段 ） 具有同感， 即

在大會所設想的五年財政協助已經過去了兩年之後 ，

預事會仍舊不能在獲得永久校舍方面或是在使學校經

費自足自給方面報告任何具體的進展。就一九六一至

一九六二學年度而言，預期虧絀比前一年度的虧絀數

爲少，可是卻遠超過七0 ,000美元，聯合王國代

表團希望在該學年終了前將竭力減少此項虧絀數，以

期在五年期限屆終時該梭可以自給。由於最近決定改

善付給聯合國職員的薪津一一包括敎育i補助毀在內

一特別是在學生津貼、奬學金及減收費用等方面頗

可有所節省。就將來而言， 應請輩事會在代理珌害長

的協助之下作一次集中心意的努力， 從自願捐贈方面

獲致款項。該梭董事會在蜀措所癖梭舍及學生津貼和

獎學金的足夠捐贈基金上，應該竭力設法從自願捐贈

方面獲得協助， 而不從聯合國預算方面獲得協助。

四．聯合王國代表團欣悉註冊學生人數已有增

加，使該梭更加接近一種合乎經濟的規模；聯合王國

代表團謹說該校新任主任工作成功。 Mr. Hodges 促

請注意一項事實，即有四十四個學生來自各代表囷家

庭，此數約佔諮詢委員會報告書第七段附表所示獎學

金及減收費用的六分之一；他說，聯合王國代表團特

別懐疑聯合國是否應該經由其經常預算擔負津貼某些

代表團若干成員的敎育費用的演任，這種責任當然屬

於關係國政府。同樣地，聯合王國代表團如果能夠獲

得下述一種明確的保聰，自當感激： 與聯合國不相干

的家長爲其子女所領獎學金或其他款項的總額完全可

以來自私方的款項應付。

五．最後，聯合王國代表團對於由經常預算對國

際學校繼續提供大昷支持一燕仍舊懷有嚴重的疑慮 ，

同時認爲董事會及該校當局應該採取有力行動保證該

學校在決議案一四三九（十四）所規定的五年期閭終

了時能夠在財政方面奠定健全的基礎。聯合王國代表

團雖然不反對在預算方面對目前所預料的一九六一至

一九六二學年終了時的虧絀稍加蕈助的任何合理提

案 ， 可是認爲這種幫助不應超過六0,000美元。至
於諮詢委員會報告書第九段內所提及的二0,000

美元的補助費， 聯合王國代表團將支持重撥補助費項
下未動支的餘額，以充一九六二年度之用；它希望一

九六二年在爲該校覓致適當永久校舍方面會有更迅速

的進展。

六． Mr. GREZ （ 智利 ） 說， 智利代表團對於聯

合國國際學校特別感覺興趣， 因爲它相信該校的成功

終將成爲聯合國最重要的補充工作之一， 同時也因爲

已故智利籍次長Mr. Benjamin Cohen一向對國際學

校具有信念。

七．智利代表憶及大會在決議案一四三九（十四）

中決定對國際學校基金捐助款項，爲期五年，以期穩

定該校的業務， 並使它能夠克服前有的困難， 同時在

該校沒有獲得永久梭址前， 益事會已請紐約市政當局

予以合作，物色臨時校舍。如緝事會所指出 （A/4991,

附件， 第六段 ） ，雖然註冊人數已增至四四一人， 但

是由於建立敎師挨恤金計劃， 費用方面已有增加；註

冊人數即使達五00人，如果沒有捐贈基金，預算也

不可能完全平衡。可是，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學年度

的虧絀數將遠較預料爲少。

八． 大會在通過決議案一四三九 （ 十四 ） 的時

候，不僅有意對該校提供更多而持久的財政援助，而

且也有意加強董事會在辦事上的力量，以便在他們和

同恬這種聯合國方案的美國楓關商畏時， 他們可以提

出一項事實作爲一個先例，即在五年期間聯合國已經

拿出大約五00,000美元去使這個學校的業務獲

得健全的基礎。雖然祕書長已經採取步驟夫補充蘢事

會所作的不懈的努力， 以期從私人方面嚮集必要款項

爲該學校購置永久校舍和設置捐贈基金之用， 可是迄

今尙未達到所期望的結果。因此， Mr. Grez 建議极據

代理珌書長和鎗事會的推獷委派若干具有頷導地位的

美國公民緝織一個委員會。該委員會可以和美國公司

接洽， 以期獲致必要款項充建築鎰事會所擬議的校舍

之用。這樣一種辦法必然會使在若干國家中有事業的

許多公司得到一個楓會捐助一個對維持世界和平將有

重要貢獻的教育計劃。正如達格 · 哈瑪紹圖害館由於

醞特基金會的慷慨捐贍纔能建築成功， 智利代表希望

經由另一種國際團結行爲， 國際學梭不久也會獲得自

己所有的五層大樓。

九． Mr. LEWANDOWSKI （波蘭）說， 過去十
五年的經驗充分瞪明國際學梭在聯合國生活中所佔的

重要地位。波蘭代表團贊同代理珌書長的看法 (A/

4991， 第五段 ） ：該校適應隨若本緝織會員國的擴充

而增加的代表團和職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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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雖然自第十五屆會以來，在解決該梭財務

問題方面達成的進度沒有如預期那樣大， 可是已經獲

得若干結果；波蘭代表團希望本年度預期的虧絀數比

較小些， 這一照意味着該校將照大會決議案一四三九

（十四）所預計的五年期間內達成自給自足。波蘭代表

團歡迎國際學校學生中在比例上有更多來自參加聯合

國工作的家庭。

一一． 在爲該學校獲致永久校舍一事上沒有顯著

的進展，殊堪遺憾； Mr. Lewandowski注意到代理珌

書長願意爲此目的加緊努力， 表示欣慰。他希望在幾

年以內現在所作的努力會產生結果。

一二． 波蘭代表團希望委員會在一九六二年度預

算下建議對該學梭提供財政援助， 藉使它能夠彌補目
前的虧絀數，但有一項假定， 即將來的虧絀數大致會

少一些。 . 

一三． Mr. KITTANI （ 伊拉克 ） 說，有一瞄令

人失望： 聯合國協助國際學校五年的期間現已過了相

當大的一部份， 可是在達到終極目標 －個自給的

楓關，設在它自己的校舍內，同時有足夠的捐贈華金

一上還沒有任何顯著的進步；殊令人失望。即使該

梭不久就能覓得一個新梭址， 他懷疑最初核准五年接

助方案時所抱的樂觀態度是否仍舊具有充分理由。董

事會或可加緊努力去獲致所期望的結果，同時他認爲

沒有理由不可以把代理珌書長就這一件事與各基金會

磋商的職務在某種程度內委交他人辦理。

一四． 伊拉克代表團將投票贊成規定該校接受能

夠使共克服目前虧絀的財政協助的任何決議草案。可

是， Mr. Kittani 希望大家同時記住儘速使該梭自足

自給的總目標。

一五． 由於大會第十五屆會爲設計目的而補助的

二0,000美元的沒有動用是因爲未能爲該校獲得

永久校舍，伊拉克代表團對於這笨款項的繼續可用表

示逍憾，但是它贊成諮詢委員會的建議(A/5004， 第

九段 ）， 即這筆款項應該於一九六二年度重新劃撥 ，

供充同樣用途。他希望再一次的重行劃撥問題不會發

生。

一六． Mr . BENDER （ 美利堅合衆國）說， 美

國代表團完全知道聯合國國際學校的價值和重要。 一

如過去， 它將和其他代表團共同努力支持該校。關於

從私人方面盎集必要款項， 俾在自足自給基礎上將該

校安置在己有的梭舍內業經證明不能辦到， 自屬不

幸； 他希望董事會所作進一步的努力會獲得成功。

一七．美國代表團將支持諮詢委員會在其報告書

(A/5004，第五段 ） 中所提及的一項建議，即補助該

學校五0,000美元。可是它要想知道財務主任是
否認爲該數額已經足夠。

一八．美國代表團也贊成重行劃撥第十五屆會所

提供的二0,000美元， 供充設計費用。

一九． Mr. TURNER （財務主任）並以聯合國

國際學梭鶿事會董事的身份發言， 對於若干代表給與

該校的同情和支持，表示感激。薫事會及祕書長代表

也和這些代表一樣， 對於最近籌集款項的努力沒有獲

得耳大成籟一燕， 感覺失望。可是，如果以爲亳無進

展，那也是錯誤的。目前正在竭力設法爲該校的校舍

獲得一儲校址， 同時也在竭力設法筍集款項。鑒於所

需數額的耳大，這些努力需要相當時間、 耐心和毅

力。關於這一蕻，他憶及關於籌措達格 ． 哈瑪紹圖書

館所需款項的磋商曾經經過相當長的時間。鑒於大會

決議案一四三九 （ 十四 ） 所規定的五年存在期閭甚至

還沒有達到中禁， 他認爲賓在沒有任何過份批評或悲

觀的理由。如果在十二備月的時間內還沒有更多的具

盟成繽， 那末當然就有若干不堪忍耐的理由。

二O． 財務主任希望委員會就一九六二年對該校

提供更多財政支持一事提具任何它所認爲合適的建議

將以諮詢委員會報告書內所暗示的建議爲基礎，即一

九六二年度應該補助該學校五0,000美元， 又本

年度所沒有動用的設計補助費二0,000美元也應

該繼續撥供該學梭支配。

二一．財務主任很遺憾地必須報告一件事： 業已

發生而未能早日向諮詢委員會報告的某些情形，可能

使來年該學校的教師薪給有稍予增加的必要。此項調

整可能使目前經費中的估計虧絀稍有增加。可是 Mr.

Turner 相信修正的虧絀仍可用一筆五0 ,000美元

的補助費予以彌補，但重撥的二0,000美元之貲

在支用上應容許稍具伸縮性。因此， 他建議委員會或

可將此項目發還諮詢委員會， 由後者在其一九六二年

春季屆會中對他所提及的新情勢加以研討。

二二． Mr. Turner 和伊拉克代表一瞬對於二

0,000美元的補助費沒有支用表示失望；但是他

要指出這筆款項迄今爲什庶還沒有動用的原因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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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於某些服務已經提供以及某些便利是免費供給 ，

或僅收些微費用。一九六一年內有些費用可能仍蓋必

須在該項補助貲下列支， 這一熊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但是他希望這篆款項的全額可以重行劃撥，供充一九

六二年度之用。

二三． 財務主任在答復聯合王國代表的問題時

說， 他可以保證付給與聯合國無關的家長的子女奬學

金及其他款項總額完全是用來自私人方面的徑費應

付。

二四．財務主任業已注意到智利代表所提出的賓

貴建議，殊感興趣。智利代表所提及的行動方針正由

該校董事會積極推行中。他要鄭重指出該單事會完全

知道它的頏接責任。蓖事會和代理鉍書長鑒於情勢的

緊迫，都承認有作一重大努力的必要，以期獲得結

果。他希望能夠向大會第十七屆會提出一件關於該校

財政狀況的較有希望的報告。

二五． Mr. KITTANI （伊拉克）說， 他所發表

的任何批評， 其用意都是建設性的。伊拉克代表團僅

僅希望鼓勵現在爲克服該梭的問頲而作的努力。

二六． Mr. BENDER （美利堅合衆國）詢問財

務主任前在建議以二0,000美元補助貲應付國際

學校可能擔負的任何額外薪給費用時， 其意是否要將

這種程序商請諮詢委員會核准。

二七． Mr. TURNER （財務主任）說， 這正就

是他心中的意思。

二八． Mr . CUTTS （ 澳大利亞）說， 澳大利亞

代表團曾經支持大會決議案一四三九（十四），內中

規定對國際學校繼繽提供協助， 爲期五年；澳大利亞

代表團又曾支持大會決議案一五九一 （十五） ， 內中

規定由第十五屆會核准捐助六0,000美元。澳大

利亞代表團也願意在本屆會中支持另一筆撥款。因

此，澳大利亞代表團的立場是無可懷疑的．

二九．可是澳大利亞代表認爲他必須對於現狀提

出若干保留。第一，澳大利亞代表和其他代表團一

樣，對於爲該校覓致永久梭舍並使其自足自給二事缺

乏進展， 表示焦慮。他無意批評該校的薫事會， 但是

他認爲如果要在五年期間終了的時候達到目標，則必

須很快開始向這個目標邁進。他歡迎財務主任的保

噩即正在努力設法爲該校覓致永久校舍，但是他覺
得必須提出一個警告： 要想使澳大利亞財政部相信目

前的財政協助在五年期問終了後仍應繼續提供，乃是

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三0 . 第二，聯合國所提供的協助的規模令人稍

覺不安。大會已經核准捐助國際學校基金的款項共計

達一六0,000美元， 另一筆關於永久校舍計劃的

撥款二0,000美元及另一筆大約五0,000美元

的撥款大概會在本屆會中核准。對於一個有四四四名

－其中二三七名與聯合國沒有關係一一註冊學生的

學校而言， 這是一筆相當大的數額。雖然財務主任保

證這些學生沒有從聯合國款項中得到獎學金，徂是他

們有沒有促成該校發生業務上的虧絀這一熙， 不槻消

楚。如果他們沒有促成這種虧絀，則是聯合國職員或

代表團成員的子女二O七名學生的每人費用高得令人

驚異，對於澳大利亞財政部而言， 實在需要一些解釋

的理由。最後，二O七名學生中有四十四名是代表團

成員的子女。澳大利亞代表團對於從聯合國預篡中向

各國代表團提供敎育方面的協助是否適宜一禁， 略有

懷疑。

三一． Mr. HODGES （ 聯合王國）說，在代理

祕書長的報告會 (A/4991) 業經諮詢委員會加以審

査之後，聽到財務主任說國際學校的敵員的薪給可能

增加一鶿令人稍感驚異。他問這種額外支出是否一

定要擔負， 所需要的數額是多少。

三二． Mr. TURNER （財務主任）對於遲遲提

出這個問題，表示歉意， 這種遲延是由於目前財務廳

工作十分繁忙所致。鑒於扭約生活貲用的上漲，從表

面上溍來敎員的薪給似乎有理由增加百分之五。 從一

九六二年一月一日起至學年終了時止，這種增加將需

大約一0 ,000美元的支出。他認爲應該就這個問

題作一徹底研究，最明智的方法是由珌書處提出一件

報告書， 這件報告書可由諮詢委員會春季屆會加以審

議。 如果諮詢委員會認爲增加是有正當理由的， 這種
增加可以追溯至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三三． Mr. HODGES （ 聯合王國 ） 感謝財務主

任的解釋， 同時對於財務廳處理一件十分困難而複雜

的任務的方式表示欽佩。他同意財務主任的建議：這

個問題應該加以徹底的研究。如果諮詢委員會給與事

先的同意， 聯合王國代表團將不反對將梭舍計劃項下

的二0,000美元補助費的一部分用於應付額外開

支方面。

三四． Mr. AGHNIDES （行政及預弈問頲諮詢

委員會主席 ） 羞重指出諮詢委員會在其報告書(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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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4 ) 第四段中所表示的遺憾並不暗示批評董事會。

雖然在爲該校獲致永久校舍和使其自足自給二事上進

展緩慢，可是這種緩慢不是由於沒有努力；如財務主

任所指出，從各基金會取得款項需要相當時間。到第

十七屆會的時候， 這種情形也許不會有很大的差異。

諮詢委員會促請注意這種情形，因爲它覺得它對第五

委員會有一種置任，而不是因爲它不知道蓮事會所作

的努力。第二，代理祕書長腿心着彩嚮本緑織整個前

途的十分重要的事項。因此，人們不能盼望他在目前

注意這個特殊問題。

三五． 主席 建議委員會等待決議草案提出後始

就這備項目作一決定。

決定如誤。

議程璸目六十一

檢討稢書處之工作與紐織：依大會決議

案一四四六（十四）所指派專家委員

會之報告書及稢書長對該報告書提出

之建議 (A/4776 and Con.l, A/4794, A/ 

4901, A/ C.5/900, A/ C.5/901) 

三六． 主席 指出委員會在審議議程項目六十四

的時候已經就珌害處工作及組織審査專家委員會報告

害 (A/4776 and Corr.1 ) 第四章 （ 地域分配 ） 採取

了行動。他建議委員會應該就報告害其餘部分逐章加

以討論。

決定如議。

第上幸．其化念見

三七．主席建議：在沒有任何意見的情形下，

委員會對於專家委員會在其報告書 (A/4776 and 

Corr.1) 第七章中的評議及行政及預冥間頲諮詢委員

會對於該報告書的評議 (A/4901，第六十四至第七十

四段 ） 應該予以察悉。

決定如議。

第＊幸．預箕穩定

三八． Mr. SOLTYSIAK （ 波蘭）提議委員會

應該將第六章延至日後某次會議審查，俾使各代表團

彼此有諮商的時間。

三九． Mr . ROSHCH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支持該提案。 蘇聯代表園要提出一件正式的

提案， 不過在提出前他要諮商其他代表囷。

四0. 同時，蘇聯代表有了一些初步的評議。聯

合國現在逍遇着財政方面的困難， 這大牛是由於其行

政及預算程序不合適的緣故。第一，這個預算必須穩
定在一個適當的數額上， 俾防止它年復一年地不斷增

加，並使會員國能夠預料本身預算中必須指定以何種

比例充繳付本組織會費之用。第二，行政和業務費用

之間必須有一個明確的區別， 唯有將兩稚工作的預算

加以劃分， 才能達成明確的區別。如此才能確實明瞭

何者是本組織的行政費用，並使這種貲用保持一備適

當的數額。技術協助和經濟及社會方案等工作項下的

支出所需款項可列入業務預算內， 這種預算根據另外

一種程序加以核准。這種辦法就可以消除目前的特殊

情形， 即大會使會員國負擔它們所不核准的支出。這

是違反憲章第十條的規定的；大會有權提出建議，而

無權勉強會員國接受義務。 設立單獨的業務預算還可

導致業務活動的擴展，因爲它將使會員國能夠以本國

貨幣繳付攤款， 能夠提供楓器和專家，同時能夠在它

們本國舉辦硏究f任和進行其他工作。結果將使本組織

的財政狀況獲得立即而持久的改善。

波闞提荼冬立子通過。

第，、考．崧書底的最高層鈕緘

四一．主席請委員會考慮是否要將第三章所提

出的事項延至第十七屆會時舉行討論。

四二． Mr. TURNER （財務主任 ） 說， 他奉命

蔗明：代理認書長已經審憤地注意到諮詢委員會對於

已故祕書長就祕書處最高層緝織所提提案的評議以及

專家委員會報告書 (A/4776 and Corr.1) 中所提出
的有關意見和建議。依照他在就職時所提供的諾言，

他有意儘速就目前最高層的責任的分配作若干有限的

調整， 以期除其他事項外更適當地符合公平而勻稱的

地域分配的要求。可是，除那些第一組必要的步驟之

外，在沒有獲得更多的經驗以前，他願意對宜否，及

如相宜即對組織方面作更詳細更明確的變更一熙暫緩

加以判斷。同時，他歡迎第五委員會會員們所願提出

的意見和建議，以便他在一九六二年擬訂自己的計劃

和提案時可以充分加以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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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Mr. BENDER （美利堅合衆國）認爲鑒

於代理珌書長的陳述， 這個項目應該延至大會第十七

屆會討論。

四四． Mr. TAZI （庠洛哥 ）詢問財務主任是否

能夠澄淌代理珌書長的確實意向 ： 他是否希望第五委

員會說明共意見而不作任何決定？

四五． Mr. TURNER（財務主任）說，據他的

解釋，此項陳述的意思是：代理祕書長認爲應該由第

五委員會自己決定是否要立即討論此事項或延至第十

七屆會審議， 屆時關於他在此期間內所採取的步驟的

情報當可提供。無疑地，他希望委員會的委員們有一

個楓會表示他們的意見，以便他在擬訂他的未來計劃

時能夠子以計及。

四六． Mr. KITTANI （伊拉克）說， 鑒於代理祕

書長所採取的立場，伊拉克代表團認爲很難就此事項

發表任何評議。第五委員會本來要根據萬家委員會 、

祕害長及諮詢委員會所提出的報告書採取行動，但是

由於前任祕杏長的逝世，在這祠鎖鏈中缺少「一個重

要的環節。諮詢委員會也曾促消注意這一黯，因爲它

指出它的報告書 (A/4901) 是在已故祕書長慘死前參

照當時的一般悄形而撰擬的。由於代理祕書長曾經要

求給與時間研究這個事項，在本屆會中他將不提出其

本人的建碌，又由於沒有跡象顯示他的提案將和已故

鉍書長的提案一致， 伊拉克代表圈贊同美噩代表的意

見，也認爲等待第十七屆會始就此事項採取行動。

四七．主席 建議案於辯論的大意，第五委員會

應該將專家委員會報告書 (A/4776 and Corr.1) 第

三章中所提出的事項延至大會第十七屆會再作進一步

的審議。

決定士0議。

午1文五特十分散令

第八九五次會議

－尤＊－年十＝月王 n 星翔＝午前十咔五十五分鎌給

主麻：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歳程項目六十七

聯合國國際學校：稗書長赧告書 (Al

4991, A/5004, A/C.5/L.700）（埼前）

- . Mr. :NIELSEN （丹麥 ） 在介紹阿根廷、錫

蘭、丹麥、迦衲、印度、 約旦、 黎巴嫩、波蘭、美利
堅合衆國及南斯拉夫所提出的決譎草案 ( A/C.5/

L.700) 時說 ， 聯合园麟際學校面對兩個主要問題： - 
爲沒有永久梭舍，一爲辦學經費發生虧絀。這兩個問

頲彼此之間確有密切的聯繫，因爲沒有永久校舍方才

限制了國際學校的擴張， 尤其是中學班次的擴張。因

此，此項決議草案各提案國集中注意力於這個問題。

正文第二及第六段是處理如何發展永久校舍的問題；

第四及第五段是討論如何減低並清償辦學經毀方面的

虧絀的措施。皝然第五段所建議的五0 ,000美元

的捐款， 由於職員費用以及有腦開支的增加，大概不

敷所需， 提案國在第六段中提議將一九六一年度所核

准原來是爲了推進國際學校永久校舍計劃之用的補助

金二0,000美元結餘 ， 在事先獲得行政及預募問

題諮詢委員會的同意之後， 撥充第五段所列的用途。

二．他痰賀國際學校新校長的任命，並向他保證

丹麥代表團對他充分信任。

三． Mr. ALLENDE （智利）說他要投票贊成

此項決謫草案。他希望委員會可以在其報告害內列入

智利代表團在第八九四次會議上所提出的延議，即委

派一個由美國著名人士組成的委員會與美國各大公司

及基金會接洽，以期獲得必要的資金以充發展國際學

校永久梭舍之用。

四． Mr. HODGES （ 聯合王國 ） 說他們能夠支

持前文以及正文第一段，但是對於提案其餘部分的文

字 ， 他略有疑慮。他尤其覺得第二段及第三段的次序

應當顓倒，其中的措辭應當改正以表明依照樂捐原則

募捐款項，興建永久校舍，並設置．留本基金的責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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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國際學校薫事會負擔，並不由珌書長負擔。因

此，第二段應當是： ＂希望國際學校董事會採取緊急

步驟， 從私人方面鍔募資金去設置足夠永久校舍建立

留本基金，以便該梭儘早能夠自給；＂。第三段便改成：

｀，請祕書長繼續居間協助董事會採取上文第二段所述

之緊急步膝； ＂。

五． 既然第四段的意義並不清楚，他想最好將它

改成下文：＂請祕書長另斟酌情形協助董事會參照從

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起發給聯合國祕書處職員的教育

補助金以及其他有闕因素去訂正國際學校的學費、 津

貼、及奬學金制度， 以期儘量減少辦學經費方面的虧

絀；＂。

六．第五段不妨改成下文： ＂決定對一九六二年

度國際學校經費捐賠五0 ,000美元， 以便應付本

學年內辦學經費方面預期之虧絀數額；＂。

七． 爲了消除任何含糊的字句，他建議第六段應

改正如下： ＂授權祕書長在一九六二年度內將一九六

一年度所撥補助金二0,000美元未用結餘， 撥充

推進國際學校永久梭舍計劃的同一用途，或如此項梭

舍計制可以利用其他方法推進， 於事前徵得行政及預

募問題諮詢委員會的同意後，則將該項結餘去幫助該

學校應付可以增加上文第五段所指的辦學經費虧絀數

額的任何必要的臨時支出。＂

八． 照他的意見， 較好的辦法是明白或詳細說明

第六段現有案文的確定含義。

九． Mr. PRICE （ 加拿大） 充分支持聯合王國

代表對正文第二及第三段所表示的意見及建議， 並希

望決議草案提案國能予以計及。

-0. Mr. BENDER （美利堅合衆國 ） 覺得聯

合王國代表關於正文第二及第三段的推理可以完全翻

轉過來，因爲大會與泌書長之間的關係深，而大會與

國際學校董事會之間的關係淺。無論如何， 渲是一件

小事；聯合王國關於這一禁的提案並不足以影菩決議

草案的宗旨。

一一． 聯合王國代表對第四及第六段所提議的措

辭或許比這兩段的原案文較爲消楚，但是用意所在似

乎並無不同之處。如果財務主任對這兩段的解釋與聯

合王國代表相同，或許報告員便可以將聯合王國的提

案列入他的報告書內；而決議草案案文便可以不必改

勁。

一二． Mr. TURNER （ 財務主任 ） 說，他並不

認爲聯合王國代表對正文第二及第三段的提案大大地

改變了原案文的意義。最多可以說大會的發言首先以

祕書長爲對象似乎較爲正常， 因爲大會與祕書長之間

有画接的關係，而大會與國際學校董事會之間並無此

種關係。

一三． 在另一方面， 聯合王國代表對第四段所提

議的措辭， 似乎與提案國的意向並不完全符合。它們

的提案不能在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學年度以前減低

辦學經費的虧絀數額， 因爲國際學校醢事會對一九六

一至一九六二年學年度早已承擔了財政上的義務。因

此， 第四段原案文雖然比聯合王國代表所提議的措辭

較爲旖泛， 似乎較能確切表示提案國的意向。

一四． 第六段的原案文對於二0,000美元補

助金結餘的利用， 並未規定時限；這是它的優盤。

一五． 他覺得，大體上講， 保留決議草案的原案

文對委員會是有利的， 但是聯合王國代表的意見應列

入報告書內。

一六． Mr. HODGES （ 聯合王國 ） 覺得委員會

所有委員國都承認依照樂捐原則去募捐款項根本上是

國際學校董事會的責任。他很願意承認大會的發言應

當首先以祕書長爲對象也確有理由；因此， 他要接受

正文第二及第三段的原案文。而且， 縱然他覺得第四

段原案文似乎略爲含糊， 他也不要堅持予以更改，因

爲他覺得財務主任的解釋已很妥當。

一七． 聯合王國代表團對於第六段的解釋將很顯

明地列入委員會報告書內。關於二0 ,000美元補

助金結餘之利用的時限問題，他提請委員會注意諮詢

委員會報告書 (A/5004) 第九段的最後一句， 假定委

員會以後獲悉房舍興建還要有所眈延，因爲這筆款項

已用於原定用途，以外的其他用途，故已不復存在，

那便很可遺憾。

一八． 他不要對此項決議草案提出任何正式的修

正案， 並同意將原案文提付表決。

一九． Mr. MARTIN （ 南非 ） 說， 他贊同聯合

王國代表的意見；南非代表團向來認爲隣際學校應當

能夠自給不盅要聯合國方面的財政珉助。他很高興第

八九四次會議內已有人強調該校應當在五年之終自

給， 但是在這五年期間， 它將獲得本組織方面的財政

協助。他鑒於此項主張已明白表示在正文第二段內 ，

頗感満意， 因此他要投票贊成此項決議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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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 主席請委員會表決此項決議草案 Al

C.5/L. 700。

該決試早案A/C.5/L.700 鼕一玫通過。

二一． Mr. TURNER（財務主任）以國際學梭

董事會董事之一的資格向委員會各委員剛才所採取的

決定致謝，他並向他們保證，國際學校董事會各董

事、校長以及職員將繼續努力，以使該楓闞不負第五

委員會對它所表示的信託，他稱蛾國際學梭的前任梭

長，並表示堅信新校長將以與其前任相同的熱忱去執

行他的職責。

蟻程璸目六十一

檢討稢書處之工作與紐織：依大會決議

案一四四六（十四）所指派專家委員

會之報告書及稢書長對該報告耆提出

之建議 (A/4776, and Corr.I, A/4794, 

A/4901. A/C.5/900, A/C.5/901) （靖

前）

第＊苓．預其的穩定（積前）

二二． Mr. SOLTYSIAK （ 波蘭 ）對珌書處工作

及緝織審查專家委員會各委員，表示感激，並且指出

該委員會已深切感到本組織支出增加速度很快。爲了

獲致最高限度的經濟與效率，該委員會曾提出許多的

建議，其中若干值得加以特別的注意。舉例言之，在

它的報告書 (A/4776 and Corr.1) 的第一六一段之
中，該委員會表示，第五委員會每年在行政及預算問

題諮詢委員會作了事先審核之後，不妨對本組織支出

的一兩個主要部門再加以詳細審査。這樣一來，第五

委員會便可以在很短的期間內對整個的預算狀況作了

一番最嚴密的審查。另一復有意義的建議是關於改良

泌害處內部行政及預算管制問題的。

二三．除了專家委員會在其報告書的第一五九至

一六五各段之中所提出的各項建議以及各專家個別所

表示的不同意見之外，對諮詢委員會的意見(A/4901,

第五十四至第五十八各段）也應當予以計及。波蘭代

表團與諮詢委員會同意，就是，如果會員國要限制本

緝織的支出，它們應當時時切記需要節省。波蘭代表

團雖充分支持擴張聯合國方案與任務，但對金錢、時

間及人力、物力的任何浪費都一棍反對。預算的挖定

尤其有必要，因爲許多會員國的支付能力似乎已達到

其最大限度。因此對分設業務預算的提案應當加以很

認璃的研究。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委員會在向大

會所提出的報告書內應予單獨討論。因此，他提議在

該報告書論及預算稔定部分插入一節案文，1 表示！第

五委員會將請珌書長及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研

究將預算分爲行政及業務兩部分的問頲以及穩定預算

的行政部分的問題並將它們騶于這兩個問題的意見及

建議提交大會第十七屆會。

二四．他確悉若干代表團同意這個問題需要透澈

硏究，並願意支持他的提案。他相信此項研究有浪大

的可能性可以減低本組織的支出，而同時又並不妨礙

它的工作效力。假定會員國的財政負擔減輕，它們便

可以多多注意它們本國的發展。

二五． Mr. GANEM （法闌西）說，在一九四八

年九月第五委員會的第一O六次會議上他本人曾提出

執行或業務預算與普通或行政預算之間的區別的問

題。在討論巴勒斯坦問題的時候，他曾經說，固然聯

合國的行政支出似能始終無大變勁，但是它的政治活

勳所引起的支出並無同樣的情形。爲了籌集執行預算

所需的款項聯合國應當應用一種不同的會費比額表，

計及各會員國的溟實的相對的責任。

二六．皝然法國代表團1艮早在第三屆會時便提出

此等意見，它現在對於波蘭所提出的提案特別感到興

趣。

二七． Mr. CU面S （ 澳大利亞 ）認爲沒有理由

不可以將波蘭代表團的意見列入委員會的報告書內，

但是指出該代表圏的意見不應當作爲整個委員會的意

見。無論如何， 澳大利亞代表團並不贊同此種意見，

因爲它認爲硏究這個問頲並沒有切實的用處。

二八． Mr. soLTYSIAK t 波蘭 ）說，他並沒有
楓會與所有的代表團商討這涸問題，但是他曾經徵求

若干國家代表團的意見；因此，他所提出的提案並非

單由波蘭代表團提出的。

二九． Mr. BENDER （ 美利堅合衆國）不認爲

此項議論能成爲將這個案文列入報告書內的正當理

由。胝然所表示的意見並非所有委員國的意見，這便

需要付表決，但是在各國代表團未有充分時間去研究

所提的案文的確切的措辭以前尙不能付表決。

l 嗣經編爲文件 A/C.5/L. 701 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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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O. Mr. HODGES （ 聯合王國）贊成美噩代

表的意見， 並指出祕書長 ( A/4794，第五十段 ）以及

諮詢委員會 ( A/4901 ， 第四十七段 ） 都已經討論過這

個問題的複雜性，其反響已超過純然行政及預算的箱

圍。將預湃分爲兩部分無須影菩預鉺每一部分的諤款

方法， 但是蘇聯代表曾宜稱， 業務預算應當絕對用自

願捐助辦法籥措。就聯合王國而言， 它並不準備贊成

那種將預算分爲兩部分的辦法。

三一． Mr. LIVERAN( 以色列 ） 說，肱蜜長與

諮詢委員會似乎在他們分別提出的報告書內，已喈

示， 專家委員會所提的特定措施或許不能達到所要求

的結果。對專家委員會報告書的第六章或許可以應用

對第四章所應用的同樣的程序，因爲現在可以假定代

理鉍害長對於預算問頲的閼切將不下於他對行政問題

的關切。將預算分爲兩部分的主張或許有它的優顆 ，

但是委員會並不需要接受它；在尙無令人信服的理由

的時候， 通過決議案似乎沒有意義；最好或許先讓代

理祕魯長有腦會去表示他的意見。以色列代表團頗感

驚奇；因爲該報告害竟然說 ＂繼續進行爲所有會員國

都闢切的本組織的活第' (A/4776 and Corr. 1,第一

五四段 ）， 這似乎暗示並非所有的本雜織活動都爲會

員國關切。

三二． Mr. PRICE （ 加佘大） 說， 他在原則上

贊成任何以使本結織預築不逾各國政府所可接受的限

度的提案。但是他承認聯合國思對不能採取那種理論

上理想的解決辦法， 就是一勞永逸地對於本組織的支

出規定一最高限額， 這不過是因爲大家公認本緝織的

擴展是本組織活力充沛的證明， 這種擴展已引起要求

珌魯處辦理的事務的增加。

罕． 鶿聯對專家委員會及第五委員會所提的提

案可以使本祖織成爲一具靜態的會議楓描一一迢正與

大多數會員國希望聯合國成爲一侷稹極的國際合作楓

關的意見相反。固然每年可以確保嚮持五0,000 ,

000美元以充這個楓構的經費 ， 但是要鍔措甚至於

這個楓構的規模最小的活動所需要的經費卻不能有這

種保誼；縱然大多數會員國決定採取某種行動它們可

能發爨它泗並無爲了執行此項行動所需的經費。 而

且， 多邊協助不得不爲雙邊協助所代替，因爲各國將

選撣它所要支持的棒助方案；國際合作及集髏責任的

觀念便都成爲一紙空文。

三四．因此，此項容易的解決辦法不得不予以放

寀；各會員國必須逐年規定各種事項辦理的先後次

序， 並認清各種方案的藤熙。他懐疑專家委員會在其

線告書第一六0及一六二兩段內所作的建議是否可以

實施， 但是他贊成第一六一及第一六四段之中的建

議， 而尤其是第一六五段。他不能贊成波蘭代表的提

案， 因爲他認爲專家委員會胝巳審查過這個問題一種

新的技衍上的研究並沒有多大的價值。

三五． Mr. ROSHCHIN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 說，遵守憲章所指示的方針確很軍要。既然

目前籌措聯合國支出的方法與憲章， 並不符合， 像波

蘭代表替若干國家代表團所建議的從事一種新的研究

確很需要．

三六． 他在援引憲章第十條之後， 堅稱他與某幾

個國家代表團－＿－尤其是加拿大及聯（合王國代表團

一的意見相反， 大會有提出建議的權利， 但是沒有

採取決定的權利。 大會有資格向會員國提出建議，但

是此等殫議是否可以接受是由各會員國去決定。 如果

委員會並不嚴格遵守憲章的基本規定，如果與此相反，

它遵守與憲章相牴觸的原則， 其結果便造成混亂。當

前的情形， 顯然很複雜 ， 因爲多年以來， 所採取的許

多決定都是違反憲章的。 大家必須有一個過渡期間的

規定使代理祕書長有時閭去研究可篦採取的步驟。但

是， 無疑地將預築分爲兩備部分只是一個起黯， 此種

辦法與憲章基本規定完全符合，而單一的預算與憲章

基本規定正相衝突。

三七． 目前的聯合國的財政危楓是由於不遵守憲

章。如果此種事態不結束， 聯合國的前途實在不堪設

想。加拿大及聯合王豳所主張的途徑祗能引起混亂。

加果委員會各委員國都要保證聯合國各項活動經貲蒭

措合法，它們便不能拒絕接受波闌代表的提案．

三八． Mr. BENDER （ 美利堅合衆國 ） 說他要

等到較晚的階段再評述波蘭代表團的提案。 目前他要

說，他不贊同鯀聯代表的意見，即現在所採用的財務

程序違反憲章。 鶿聯代表故意不提及明確論及本組

織預算核定的憲章第十七條。第十七條第二項稱 ：

＂本組織之經費應由各會員國依照大會分5E限額負擔

之＂。 因此， 憲章並未對各種貲用加以區別 ； 而且 ＂應

由各會員國．．．負擔之＂等字樣是十分明確；他男須再

費唇舌去說明這一黠。

三九． Mr. GEORGIEV ( 保加利亞 ） 指出， 如

杲接受美國代表對第十七條的解繹，第十七條與第十

條便彼此矛盾， 因爲第十條規定 ＂大會得．．．提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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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既然大會絕對不能採取決定束縛各會員國，人們

便可以問大會如何能夠強制各會員國去擔負實施一個

建議所引起的費用。

四o. 此種矛盾便產生一種困難；祇有將關於第

十七條的解釋， 與憲章其他各條以及憲章的基本原則

發生聯繫，換言之， 就是認爲它祇是指本緝織的普通

的或行政的費用而言，而不是指其他的費用而言時方

才可以解決上面所講的困難。各會員國在簽署憲章

時，承擔支付爲了維持本組織的存在所必需的費用。

一切法律案文都需要解釋；他剛才所提出的解釋，是

調和第十條及第十七條的唯一的解擇。

四一． 蘇聯代表論辯的思路是根據憲章的案文。

但是縱然在審議這涸問題時是參酌目前一個非法律因

索的國際形勢，大家明白憲章仍然可以充分適用。誤

至於最大的強國也不能忽視這個因素。因此凡非純屬

行政性質的費用不能成爲有束縛性的決定的主題。

四二． Mr. HODGES （ 聯合王國 ） 說波繭代表

的提案與蘇聯及保加利亞兩國代表所提出的論辯顯然

有關聯。就第十七條本身而言，保加利亞代表不得不

提出一種解釋，換言之， 他不得不無中生有地提出一

些意見以加強他的論據。問題的焦熙是各國政府是否

有權對憲章作一種解釋而使它們可以拒絕繳付它們所

不贊同的費用。

四三． Mr. ROSHCHIN （ 麻維埃肚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 異得第十七條的解釋的間題早已在第十五屆

會加以充分的討論。他要提請那些要求重新討論這個

問題的各國代表匪注意墨西哥代表業已證明，第十七

條並不適用於業務費用。2

四四． Mr. GIRITLI (土耳其 ） 說， 他覺得第

十條論及大會的一般職權，第十七條論及大會的某種

2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屆會， 附件，議程項目四十九I

五十，文件 A/C.5/862。

特定職權， 尤其是關於本組織的預算及費用，彼此之

間並無牴觸之處。

四五． Mr. GEORGIEV（保加利亞）仍然堅持

如果以第十七條對於本緤織的一切費用適用，這便發

生牴觸了。根據第十條的規定，會員國不受就實髖問

題所作決定的束縛， 但是如果設法強制各會員國承擔

此項決定所產生的財政義務，則第十條與第十七條便

彼此發生牴觸。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調和第十條及第

十七條的解釋。解繹憲章必須以基本原則爲基礎。在

這方面， 第十條所指的原則遠爲重要；第十七條詆能

參酌有關的一般原則去解釋。

四六． Mr. SOLTYSIAK （ 波蘭 ） 說，他不能了

解何以委員會只因爲專家委員會並未接受蘇聯專家所

提出的將預募分爲兩部分以及穩定預算的意見，便拒

絕他本國代表團的提案。波蘭代表團所以主張它的提

案應加以審慣的研究是因爲它有很重要的彩嚮。波蘭

代表團的唯一希望就是覓取一種解決辦法便於減低各

會員國所需繳納的會費。他並不認爲他的提案違反第

十七條的原則，因爲它不過構成一項建議， 其目的是

想對一個特定問題覓致一解決辦法。

四七． Mr. CUTTS （ 澳大利亞 ）指出在第十五

屆會大家早已聽到贊成及反對此項提案的同樣的議

論。澳大利亞代表團的立場仍未改變；它仍然不能接

受保加利亞及蘇聯代表所提出的解繹。爲了研究此等

問題曾設立的審查聯合國行政及預算程序的十五人工

作小組，該小組在它的報告書 (A/4971) 第二十五段

中瑋議，大會應當請國際法院就各方對維持和平的活

動所產生的財政羲務的法律性質所表示的分歧的意見

提出其諮詢意見。在該工作小組之中，十名委員贊成

此項提案，兩名反對，三名保留其意見。投票反對此

項提案的兩名委員正是蘇聯及保加利亞兩位代表。至

於他本人，他願意立即接受國際法院的諮詢意見。

午投十＝呤五十分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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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九六次會識

一元＊一年十.::.}l上 a 星期四午役三特十五分鋨約

主麻：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項目十二

經濟暨壯會理事會郫告書（第十章）

(A/4820) 

一．主席憶及第五委員會曾被請審議經濟翌肚

會理事會報告雪 (A/4820) 第十章，並提具赧告，

該章論及理事會第三十一及第芋十二屆會作成的決定

所涉經費問題。委員會在討論一九六二年度概箕 (A/

4770) 時曾審査因理事會的逛種決定而就第一、二、

三、四、五、八及十一各欬所擬訂正概數，並曾作了

決定，比等決定將反映在爲一九六二年度所建議預弈

撥款內。因此他提識第五委員會授權報告員將這種情

形通知大會。

決定七祗。

第六委員會菸丈件A/5013 內就議程項目
六十九提出之決議羋案所涉經費問題＊

(A/5001, A/C.5/902) 

二．主席依據議事規則第一百五十四條， 請委
員會審議第六委員會提出的決議草案 (A/5013, 第

三十三段）所涉經費問題，同時促請注意祕書長腿於

這痼問題的節略 (A/C.5/902) 及行政及預算問頲諮

詢委員會的報告書 (A/5001) 。決議草案規定於一

九六三年召開一個全權代表會議，研討領事闢係問

頲。剛才已緇決定迢僑會級將在維也納舉行。

三． Mr. MARSCHIK （奧地利）說，奧地利政

府曾於一九六一年春爲聯合國外交往來及豁免問頲會

議的東道國，對於該會議在一種充分合作的氣氛中達

成其目的，感覺欣慰。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六日，奧地

利政府很榮幸地向大會減送最誠摯的邀請，邀請領事

關係問題全柚代表會議於一九六三年三月在維也納舉

行，同時依照大會決議案一二O二（十二）同意支付

所需額外費用，但有一項假定，即此種費用不致超過

． 國際法委員會第十三屆會工作毅告害。

一九三，O00美元，迢涸數字已緇在和珌書是的代

表進行的初步協商中子以規定。如果大會決定在維也

納舉行會議，奧地利政府將認之爲一件快事和一種光

榮，並將竭力協助該會議從事其工作。

四． Mr. QUIJANO （阿根廷）感闞奧地利政府

的悚慨的邀請；奧地利政府對於聯合國外交往來及豁

免問頲會議的成功曾經作出很大的貢獻。阿根廷代表

團深信在會所以外地禁舉行聯合國會議是有各種利盆

的：這種會議使會員國的人民崮接而眞實湣到聯合國

的工作，促進了關於木緋織情報的傳播。再者，大會

決誤案一二O二（十二）對於所涉經費問題是一種最

好的保障。第五委員會應該核准諮詢委員會在其報告

書第四及第七雨段內的結論，並且應該將這種意思向

大會具赧。

委員令決定遠知大令：第六·委員令所提決議早者

(A/6018, 第三十三段）的逼遏，七放令試在令所皋

行，將仗一汜六·三年度文出堢如一筆蒂行估計企一＾

0,000美元的鈥銃，而在維也結皋行該令議所雷

銃，卜蕡用，將依照大令決誤案一..::.0..::.(+..::..) 的繅

定由求送囷玫疳償還。

五． Mr. TURNER （財務主任）說，祕害處瑴

同奧地利代表的陳述：根據目前的假定，由奧地利政

府償還的額外費用將達一九三，000美元。關於迢

一鶿疇慮和奧地利政府之間將從事進一步的諮

商。就豨魯處方面而言，它對於奧地利政府的慷慨態

度至爲感激。

議程項目六十一

檢討稢書處之工作與紐織：依大會決議

案一四四六（十四）所指派專家委員
會之赧告書及蒭書長對該報告書提出
之建議 (N4776 and Corr.I, A/4794, 
A/4901. A/5006, A/C.5/900. A/C.5/ 
901, A/C.5/L.701）（缝前）

第六玄 ． 預芥之穏定（繽完）

六．主席促請注意波蘭提案 （A/C.5/L.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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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Mr. BENDER （ 美利堅合衆國 ） 說，在波

蘭代表於第八九五次會議上首次提出他的提案的時

候，許多代表認爲他所提議的研究即使不會獲得新的

結果，可是也不會有害。美國代表團和其他許多代表

團一樣，胝要付消本結織的帳單， 將不反對採用一種

新的簿記制度。可是，有一禁已經明白指出：將業務

費用不列在經常預鏵內的用意在以一種自願的而不是

強迫的攤款辦法鏘持這種費用。由於這種意見和聯合

國帳單務須消付柑牴觸，他不能支持這件提案。

八． 可是，有一種更加靈要的考慮是：寐聯代表

曾說現在籌供業務支出所帶款項－－－包括技術協助經

官方案及聯剛和緊急軍等和平與安全行動一一的方法

是非法的，必須予以更改；他不管一種事實， 即大會

經常將技術協助方案、特派團及其他業務項目列入經

賞預算，而且若干年以來都決定用所有會員國分攤的

辦法箔供緊急軍及聯剛的經費。美國代表團不能接受

大會的這些決定是非法的假定， 也不能投票贊成根據

迢種假定提出的任何提案。

九美國代表憶及若干代表團曾經主張他所提及

的大會決議案實在是非法的， 又憲章第十七條在行政

支出和業務支出之間曾加以區別；他促請迢些代表團

支持請求國際法院發表諮詢意見的申請，以期澄消此

事項， 特別是關於聯頁I]及緊急軍事項。

-0. 爲了他剛才所提出的理由，如果波蘭提案

全文付表決，美國代表團將對它投反對票；可是， 如

果該提案逐段付表決， 美國代表團將對第一段投反對

票， 而對第二段粲權，因爲即使它認爲達成預募的行

政部分的穩定的特定辦法業經徹底討論過，一種新的

硏究大檄不會獲得結果，它在原則上不反對研究迢個

事項。

--. Mr. G泅EM（法蘭西）說， 法湖西代表匯

後同情波蘭提案，因爲它沒有改變過去十三年以來它

就此事項一貫地採取的態度。關於該提案第一段， 他

同意確定＂業務支出＂及＂行政支出＂各術語的確實意

義是有盆的，但是爲了不預斷這稚硏究的結果， 也爲

了使該段更爲各方所接受， 他提議在＂問題＂等字樣前

另增添＂可能性＂等字樣，又｀連同彼等之建議＂等字

樣應予刪去。再者， 由於任何特定辦法的建議不在諮

詢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之內，因此他建議第二段中 ＂及

辦法＂等字樣應予刪去。

一二．伊藤先生（日本 ） 說，日本代表團反
對將經常預箕分爲行政的和業務的兩部分，反對將後

者所需款項以自願捐款方式舘供， 也反對以一儲武斷

的最高限頲加於行政經費方面， 因為這種措施是行不

通的。如果這種措施能夠實行而不妨礙活勔的進行 ，

又如果預算穩定能夠達成而不忽略日盆增多的需要 ，

則日本代表團將歡迎這樣一種劃分，但是情形不是如

此。在一般辯論中他已經將他的立場說得很明白，因

此他僅僅要說日本代表團將對波繭提案投反對票， 同

時希望報告員在共報告書中載入一盛陳述， 說明在辯

論中就此問題所表示的意見。

一三． Mr . CHRISTIADI （ 印度尼西亞）說，

印度尼西亞代表團對於沒有達成一致的結論一照雖然

感覺遺憾，可是它對於祕書處工作及組織審查專家委

員會委員們就預算穏定問頲所表示的各種意見，至爲

感激。

一四． 這個問題不是新的；每年都提出建議主張

聯合國的預算應該予以稔定，以期防止不正當的增

加。可是這件事涉及兩個互相牴觸的因素：一方面，

本組織有希望満足其會員國關於改善經濟及『士會情況

和維持和平與安全的日盆增加的要求，他方面會員國

箇供所有這些要求所需款項的財政能力是有限度的 。

於是這個問題是此種情形如何能夠加以補救，換言

之， 本緋織的業務虧絀如何能夠減至最低限度。

一五．一種解決辦法是除第十六屆會終了時大會

所核准的那些工作外， 其他一切工作完全停止。另一

種可能性是對預弈加一個固定的限制；可是， 這種辦

法是不切實際的，因爲它將阻止本組織的擴展， 而且

將妨礙其應付與戰爭防止和經濟或社會復興有關的緊

急問題的能力。因此，印度尼西亞代表團祖憎遇有緊

急悄形時，應該召照大會特別屆會去核准與維持國際

和平與安全或迫切經濟或社會復興有關的臨時及非常

經費。第三個而且是比較可以接受的辦法是依照現有

款項調整聯合國的擬議的工作；祇有會員國限制共對

於各種事務的要求，這種解決辦法才會有效。再者，

對聯合國一切事業作一評價的時楓也許已經到來；如

果有些事業已經喪失了用處，或者如果必要的款項不

會得到，這種事業就可加以削減，其方法爲減少從事

此項事業的人員數目或稗短此等事業的期閩。

一六． 就特定辦法而言，印度尼西亞代表團認爲

在第五委員會中就涉及經費問頲的決議案適用三分之

二大多藪決定的表決辦法是有盆的。而有無可能通過

下述辦法也可加以憤靈考慮：任何涉及經蜚問題的決

議案在有關委員會通過前必須獲得第五委員會的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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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印度尼西亞代表團也贊成専家委員會報告害

(A/4776 and Corr.1) 第一六O段內所載共他程序1生

的建議．

一七．印度尼西亞代表團認爲關於將經常預寡分

爲行政及業務兩部分的問題應該加以進一步的研究，

因此將支持波閾提案。

一八． Mr . ATKINSON （ 澳大利亞 ） 認爲波蘭

提案第一段違反專家委員會大多數委員的意見，也違

反祕書長和諮詢委員會的意見；該段又跟多年來第五

委員會及大會所作若干決定背道而馳。鑒於各方對於

將業務支出列入經常預算的合法問題所表示的意見，
他認爲正當辦法是將此事項提請國際法院發表法律意

見。

一九．至於波蘭提案第二段，澳大利亞代表團並

不堅決反對這種研究，但是認爲將來不會證明這種研

究是須有用的。

.::.o. Mr. ARRAIZ （委內瑞拉）說，委內瑞拉
代表園一貫主張與聨剛等維持和平行動有關的業務支

出應該另立帳戶 ， 其所需款項的籌供應該和經常預冥

分開。委內瑞拉代表團對於波蘭提案第一段固然表示

同悄，可是該段在措詞上過分確定，而且在範圍上過

分廞泛。對於這一照， 他察悉第一段的英文案文和西

珊牙案文之間有一些出入；委內瑞拉代表團認爲對於

請求就＇，能否劃分預弈＂作一硏究的西班牙案文比校容

易投贊成票，而對於請求就'·劃分預箕問題＂作一硏究

的英文案文不容易投贊成票，因爲後者的措詞似乎預

覇這個爭執之黠。第二， 委內瑞拉代表團認爲一穡分

立帳戶和所需經費分膊籌供的制度應該適用於維持和

平與安全的行動，但不應適用於一切業務活動。因

此，委內瑞拉代表團將對第一段棄檣， 但將對第二段

投贊成票。

二一． Mr. AGHNIDES（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

委員會主席）向波蘭代表指出，實施他所建議的安

排，將需推翻大會所作的決定；在這種悄形下，諮詢

委員會對於此事項發表任何評論將屬爲時過早。他憶

及一如諮詢委員會在其報告害 ( A/4901) 第四十三

段中所解釋，該委員會一置贊成將技循協助擴大方案

和委託給各專門槻關辦理的特種基金計劃的行政及業

務費用倂入各該被關的經常預獐內。他又促請注意諮

詢委員會在報告書第四十四段內所表示的意見。在這

種悄形下， 他歡迎法瀾西對波闌提案第一段的修正

案，該修正案會發生使諮詢委員會的處境校易的影

嚮。

=-二.Mr. SOLTYSIAK （波蘭）瞬波蘭代表

團提案的第一段是根據一種願望，即確保可有最大藪

額的款項供業務支出一特別是關於經濟及技術協助

工作方面的業務支出之用。可是在最近幾年中， 行政

支出和由經常預算籌供款項的經濟及秕會方案撥款比

較起來， 有一種增加過多的趨勢。波蘭代表園認爲這

稚情形似乎顯示行政質用有不能搖制的擴增的現象。

如諮詢委員會在其郫告會第五十四段中所指出， 如果

不對支出規定硬性和自動的限制，則無法使預算總額

不超過合理的限度。波蘭代表團根據這些理由，所以

提議此事項恋加硏究， 俾會員國可以確實知道實在情

形。

二三． 波闌代表團提案的第二段決無恋要對預募

的行政部分加上硬性的限制，它的意思僅僅是制止行

政費用的可能的不能捧制的擴展。再者，該段所講求

的不過是研究達成穩定的特定措施。殊不可解何以這

種誥求不爲若干代表團所接受， 特別是這些代表團並

不反對在新聞及其他工作方面採取穩定持施。波閾代

表團確信類似措施可以適用於一切行政工作，而不致

損害祕書處職務的有效行使。

二四． 最後， Mr. Soltysiak 不反對將法蘭西代

表所建議的修正倂入他的案文內。

二五． Mr. NOLAN （愛爾蘭）說，愛爾蘭代表

團不能支持波蘭提案，因爲它不相信將預算分成兩部

分的辦法會產生任何利盆。 一般說來， 愛爾蘭贊成可

以實現而不致妨礙聯合國工作的擴展的稔定拷施。可

是，他認爲目前提出這個問題是不合時宜的。經驗顯

示在經常預算範圍外辦理靈要方案是會危及這些方案

的成功的。因比， 他認爲目前最適當的辦法是縮小關

於業務方案一一現在限於緊急軍及聯剛一一所需款項

鎝供間頲的意見衝突，而不是將之擴大。

二六． Mr. MALHOTRA （尼泊爾）提議爲了簡

短起見，波蘭提案第一段中＂問題＂兩字應予刪去，又

第二段中＂行政部分＂等字也應刪去。

二七． Mr. SOL TYSIAK （波蘭）說，他贊成尼
泊爾代表所建議的第一項刪除， 可是他不能接受第二

項刪除， 因爲該項刪除足以變更他的提案的意義。預

募的行政部分經確定提及，因爲該部分比業務部分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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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穩定， 而業務部分每年將參照所發生的新項目而予

靈行審議。實脆方案時的實際情形應予計及。

二八． U HLA OUNG （ 緬甸 ） 說，緤修正的波

閾提案可爲緬甸代表團所接受。可是，他要說明一

鶿如果目的在依據自願辦法分派業務預算攤飲， 則

緬甸不贊成預算的劉分。 可是緬甸贊同根據任何適當

的椋準計算攤款。

二九． Mr. MORRIS （ 簇比瑞亞 ） 說，賴比瑞

亞代表團將不能對波蘭提案第一段投贊成票。

三o. 主席 將經修正的波蘭提案 (A/C.5/

L.701) 的兩段分別付表決。

波闕提衆第一段經，A.::.十，、票對二十三票苓決 ，

至社考十＾。

淚閾提案第.::.,1.這，J.二十汜票封汜票逼遏， 棄撮

考三十一。

三一． Mr. BANNIER （ 荷蘭 ） 解釋說， 他對提

案的第一段投了反對票， 因爲荷蘭代表團不贊成劃分

預算。它對第二段也投了反對票， 因爲它相信一個正

在擴大職務嘀圍的組織如果將其預算中的行政部分稷

定起來， 殊不能有效地執行其任務。

三二． Mr. HODGES （ 聯合王麟 ） 就第二段說 ，

就預算的某幾部分而言， 穩定可能是一種有用的方

法， 可是對整俑預募強加一種硬性的最高限額是不適

宜的。再考明確指出＂預算之行政部分＂使聯合王

國代表團不可能對該段投贊成票；因爲加果不劃分預

集就不可能假定預算有一行政部分。

三三． Mr. VELA （ 厄瓜多） 說， 厄瓜多代表團

對第一段投了反對票，因爲它從來沒有贊成劃分預

冥， 但是它曾經贊成為維持和平行動設噩特別帳戶 。

他對第二段棄權， 因爲他相信該提案不會導致任何積

極的結果。

三四． Mr. VENKATARAMAN （印度 ） 說，印

度代表團對第二段投了贊成票， 因爲它相信即使不剖

分預冥， 也可以就某些部分訂定最高限額。他憶及在

新聞工作方面曾經有採取這種措施的可能。

三五． Mr. SANU （ 奈及利亞 ） 憶及奈及利亞

代表團在審查聯合國行政及預算程序問羅十五國工作

小緝中曾經反對剖分預嵓因爲這種措施似乎閭接有

意將聯合國的財政置於自願苯礎上。 奈及利亞相信聯

合國所有會員國對於癱款都有一種集體的追義毀任。

他對第二段棄權， 因爲他認爲根據嚴格的商業原則去

麻理聯合國預算是忽略了本組織正在擴展其在經濟及

社會工作方面的任務， 特別是就與發展較差國家有關

的各項工作而言。

三六． Mr . GIRITLI （ 土耳共 ） 說，土耳共代

表團反對預算的劃分， 既對第一段投了反對票， 也不

得不對第二段投反對票， 因爲該段提及 ＂預算之行政

部分＂。

三七． Mr . MALHOTRA （ 尼泊爾 ） 解繹說 ，

尼泊爾代表團對提案的兩段都棄植， 它固然不願意預

斷劃分預弈問題，可是它還不深信這樣一種方針有其

必要。根據目前的措詞， 第二段中的提案是以第一段

中所載提案爲條件； 再者， 尼泊爾代表團不能贊成對

聨合國預弃規定一個固定的最高限額的主意， 因為聯

合圖是一恫在發展中的組織，雖則尼泊爾代表團認爲

每一年第五委員會可以考慮一固預定預算數字．

三八． Mr. CHELL! （ 突尼西亞 ）說， 突尼西亞

代表團對波蘭提案第一戾所投贊成票不得睍爲表示贊

成劃分預算， 如他早先所解繹的。突尼西亞代表團亻薑

僅投票贊成研究這種可能性．

三九． Mr. TURJ沈R （ 財務主任 ） 要向委員會

一特別是波蘭代表保證：祕書處十分願意依照波蘭

提案第二段中所載請求辦理。依照一種歷時已久的傳

統， 疇姻不僅一向國意響應大會提出的正式請求 ，

而且也願意響應個別代表團或代表囷集團所提合理的

請求。因此， 如果某一代表團請求考慮波蘭提案第一

段中所提出的純屬技術性的問題一一即使該提案還沒

有被核准一一泌害處也能夠就該問題提供嚴格的技術

性意見。可是遁俑問題必須被睍爲完全是一涸預算的

編製形式問題。

四o. 可是財務主任難以接受波蘭代表提出的前

提 ： 即本組纖的行政費用有一種＂不受控制＂的擴增的

現象。如印度代表所建議， 採取某種穩定方法誠然是

可能的， 雖則這些持施不能適用於行政支出的所有方

面， 因爲有些方面是不可能加以磲性的管制的。可

－是 Mr. Turner 深知有就道種可能性作進一步探討

的必要。無疑地， 委員會會就這個問題提供更多的建

設性的主意，同時他可以保證祕書處將認眞地執行委

員會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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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主席 請委員會審査專家委員會報告魯

(A}4776 and Corr.1) 第五章。除該毅告書和珌書長

的評諏 (A/4794，第四十一至第四十七段）及諮詢委

員會的評議 (A/4901，第三十一段至第四十四段） 外，
還應該提及第二委員會在文件 A/5056 中所提並在文

件 A/C.5/900 中促誥第五委員合注意的決敢草案四，

珌書長的另一節略 (A/C . 5/901 ) 及諮詢委員會的詳

細坪議 (A/5006) 。

四二． Mr. FENAUX（比利時）說，木組織的

經濟及社會工作涉及廣大的國際合作方面，在道一方

面應該特別小心， 以斯避免力量與資源的浪費。每一

屆大會中都發出一種警告性的論喎，不要使本緝織就

共辦事人員及預筹資源而言工作負擔過重。處理迢個

問題的最近趨勢是向着分散工作和多利用各區域經濟

委員會的服務方面發展。在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第

五委員會應該避免靈複專家委員會以及第二委員會所

已完成的工作，而第二委員會在經過長時間的討論後

已經通過了一件決議草案。比利诗代表團已經就過度

分散問題表示了它的保留。誠然，祕書長很關心於會

所應該繼續在政策、 財政管制及敬聘方面負責，比利

時也有同感，而且它曾經支持聯合王國一件這種意思

的修正案。聯合國工作的分散不應該損害技術協助方

案的國際性及多邊性，以致破壞現在的技宿合作範

式。

四三． 比利時固然認爲加強各區域經濟委員會的

工作是有很大的價值的，可是它不能支持専家委員會

的所得的一切結論。它尤其懷疑將經濟及社會方面的

技徭協助執行責任委交各區域經濟委員會是否明智。

它認爲不宜將受協助國的方案交給各區域經濟委員

會，讓後者擔負提供意見和協助的對任。將技術協助

業務局 （技協局 ）現設各組移入這些委員會或將技協

局財政管制組現所從事的工作分配於各區域間， 都是

不適宜的。至於分散的財政後果，比利時代表圈不同

意瑪家們關於經常方案和技梅協助擴大方案下的撥款

的結論， 而贊成專家委員會報告巷第一三五段中轉載

的美國專家 Mr. Goodrich 就這個問題所發表的評

睺。有一盤應該記住： 由於可用的專家人數有限，必

須＇，根據全盤原則＂， 訂立優先次第。關於技楷臨助經

常方案的議論更加有力地適用於擴大方案，但是專家

委員會的建議並未推及於該方案。

四四 ． 比利時代表團認爲祕啓長應該有共在專家

委員會報告書第四章所表示的評議中請求的緝織目

由。

四五． 比利時的意見符合已故祕書長在其報告書

(A/4794) 中所表示的意見以及諮詢委員會在其報告

書 (A/5006), 特別是在第八至第十一各段中所表示

的意見，迢一照至堪欣慰。

四六． Mr. ZELLEKE（衣索比亞）表示衣索比

亞代表團支持旨在簡化現行程序和避免力厰重複的分

散辦法政策。它尤其贊成加強各區域經濟委員會。

四七． Mr. BANNIER（荷蘭）說，荷繭代表團

一貫地主張加強區域經濟委員會， 因此曾經堅決支持

經濟暨秕會理事會在其決議案八二三 （三十二）前文

第四及第六兩段內所表示的意見。

四八．至於專家委員會報告魯第五章及第二委員

會所提決議草案四 (A/5056, 第一六一段），似乎有

兩個應由第五委員會加以研討的主要問題： 第一，在

現行立法下能否達成所想望的分散；第二，用重新委

派會所辦事人員，增派職員或鼐用兩者等方式能否加

3要各區域祕害處。

四九．關於第一個問頲，諮詢委員會認爲在現行

立法下用從中央授權的方式，而對全盤財政安排和管

制政策不加變更，分散是應該而且能夠達成的。已故

薌書長也贊成這種意見。因此沒有必要從經常預冥或

是從聯合國所分到的一份技術協助擴大方案資源中撥

出特定的款項給各區域。這樑一來，這種影奢遠大的

行政改變就可避免，而這稱改變會發生隔締聯合國方

案及其他若干項工作的結果。荷蘭代表團贊成已故珌

書長評議 (A/4794 ) 第四十五段中所表示的意見 ：

這穂隔絕狀態將意味綠喪失一項聯合國方案所具有的

童要利盎，即國際間經驗、技能及技須的冥正相互交

換。任何非常新的髖制上的盧理方法須由行政協調委

員會加以審議。

五o . 聯合國全盤方案執行上的伸縮性是極端薰

要的。可是，將職務和職員分散到各區域去不可避免

地會發生某種程度的重複， 荷蘭代表團準備接受重

複，同時相信在使用現有的資源一一包括辦事人員在

內一一上應該儘可能維持最大伸繡性。分散應該被解

釋爲在四周隅擴大服務， 而不按嚴格的分散意義解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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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關於加強各區域祕書處問頲，荷蘭代表團

察悉就是在目前經濟及秕會事務部中也有增添職員的

熙要，以便應付在增加中的各項研究工作的要求。荷

蘭代表團固然知道從該部移調峨員前往各區域祕害處

是可以獲得搏節的， 可是它忍為不應忽略剝奪會所必

要的寶務人員的結果。 Mr. Bannier 希望可以避免會

所職員的進一步的大量擴增， 同時認爲若干部門可以

作有限度的裁減人員，而不致過度眈擱迫切的工作。

可是，就目前而言，大規模的移調職員至各區域是不

可能的。因此，就長湖而言， 似乎有委派新的職員前

往各區域韶害處的必要，同時會所也有增添新職員的

必要，以便補實若干空缺。荷蘭代表歡迎一種事實，

即珌書長或諮詢委員會般沒有排斥這種方針·，也沒有

預期予以立即採取。荷蘭代表團對於採取有伸縮佳的

譏用職員的辦法所獲得的結果表示欣慰。

五二． 荷蘭代表團將贊成在各區域祕書處之中設

置技術協助股，但它們必須作爲負實實施技徬協助方

案的中央楓關的外地辦事處。區域代表可以彼此接

觸，而且可以在各區域中心舉行定期會職，而不損害

他們和他們所隸屬的各楓縣在職務上的關係。荷蘭代

表團認爲專家委員會的建議是有擾鱉的： 聯合國技禤

協助徹聘事務處的巴黎辦事處應該移往日內瓦， 但認

爲將聯合幗技徭協助方案服務人員的徵聘工作全盤分

散是不切實際的。 Mr. Bannier 欣然注意到第二委員

會所提決議草案四的提案噩也贊同這種意見。

五三． 荷蘭代表困對於諮詢委員會報告書 (A/

5006) 的不偏不倚的性質特別有印象，該報告杏注意

到分散的需要，但建議一種重實際的達成辦法。

五四． 荷蘭代表團雖然不贊成專家委員會所提出

的一切建議，可是它對於該委員會所做的有價值的工

作表示感激。荷蘭代表團在原則上支持旨在加強整侗

聯合國綠織的發展。可是，激烈的分割辦法足以削弱

本組織和大會的權力，據荷闞代表團的意見，那不是

一種純全的發展。

五五． Mr. ATKINSON（澳大利亞）說， 第五

委員會關於分散問題所能做的不過是和諮詢委員會所

已經做的一棵，表示察悉自從大會於決議案一五一八

（十五 ） 中通過分散辦法爲一般政策目棕以來一儲重

要的階段的勝利的結束。分散的溉念已經大大地加以

澄清， 而且許多不同的意見業經加以調和。澳大利亞

代表團贊成言咨詢委員會在共報告替 (A/5006) 第十

一及第十五兩段中所表示的意見， 並將道種意見向委

員會推廌。

五六． Mr. GREZ （ 智利 ） 表示支持分散政策和
加強區域經濟委員會的提案。就長斯而言， 此等措施

所需任何額外費用是有正當理由的。

五七． Mr. CHRISTIADI （ 印度尼西亞 ） 也支

持分散政策，並說恐懼這種政策會發生過度分割，那

是沒有理由的。他相信區域祕杏處的加強可以用從會

所移調辦事人員的方式達成，而無需額外費用。

五八． Mr. ROSHCHIN （鯀維埃肚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 說，經濟及秕會事務部的需要分散是十分明

噸的。該部在會所方面所雇用的專門人員類及一般事

務人員類的職員共計逹五四O人。除語文及辦事人員

外，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又另外匣用了六四O名職員。

因此，經濟及社會事務部門的工作總計雇用了一，一

八0名職員。許多代表團指責現在的綽織太複雜而費

用浩大。技猪協助資源項下有一紙不相稱的數額用於

維持這個行政楓橋。

五九． 所需要的是將重心移至各區域經濟委員會

的分散方式， 迢些區域經濟委員會和需要技術協助的

國家有比校密切的接觸。爲了消除重複 ， 這種分散必

須適當地加以安排。蘇聯代表團認爲會所人員祇應該

負漬各區域工作的一般協調和確保提供必要的財政資

源。他方面，各區域中心應該在業務方面画接負豈。

六o. 不幸 ， 目前的趨勢是區域工作的擴展和會

所楓構的擴展同時並進。目前經濟及祉會工作項下所

可勁用的資源佔預算百分之四十四·四，這些資源主

要是供維持會所及各區域經濟委員會的大批職員之

用。喆果剩下了比較小額的資源充協助之用。在執行

分散政策的時侯， 區域一級的任何擴增不得同時在會

所有相應的擴增。

六一．蘇聯代表圃認爲委員會的赧告書應該反映

他所提及的各禁。

六二．主席 建議委員會或願意第一備悉專家委

員會報告書 (A/4776 and Corr.1) 第五章及祕書長和
諮詢委員會對該章的有闢評論和意見， 其次再認可諮

詢委員會在其續提毅告害 (A/5006) 中的意見和建議，

該赧告害明確地討論經濟及社會工作的分散問題，尤

其是關於第二委員會所提決議草案四 ( A/5056，第一
六一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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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 Mr. ZELLEKE （衣索比亞） 說 ， 衣索比亞

代表團不能贊成諮詢委員會在其報告魯 ( A/5006)第

十五段中所表示的希望： 在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尙未設

有能切實履行蚩任的必要楓構前， 務須審憤， 不得將

迢穂責任委交它們。他不確實知道這襄是指何種實任

而言， 無論如何這伺話似乎暗示不願意將衣索比亞代

表團認爲各區域經濟委員會能夠擔任的責任交出去。

六四． Mr. HODGES （ 聯合王國 ） 指出對諮詢

委員會報告害的批評應該全面。做到這一點，就可着

出該委貝會主張對分散問瓿採取一種不偏不倚的處理

辦法。

六五． Mr. AGHNIDES （ 行政及預築問題諮詢

委員會主席 ） 說， 諮詢委員會沒有意思要建議在某種

條件尙耒履行前不應該將責任交給各區域癌濟委員

會。道些委員合已經有了許多賨任， 諮詢委員會的意

思僅僅是說祕書長應該把委交的這種賁任逐漸加軍。

六六． Mr. TURNER （財務主任 ） 說，第二委
貝會所提決諏草案四中的指示使珌書長承擔一項義

務， 即確保作成必要安排，藉使各區域經濟委員會能

夠儘速行使擬議的權力。

六七． Mr. ZELLEKE （ 衣索比亞 ） 說，鑒於所

提供的解繹，衣索比亞代表團將不反對認可諮詢委員

會的意見和建蟻。

六八．主席 建議委員會採取他所提議的行勁 ，
同時委員會的報告書應該反映剛才所表示的意見。

法定如議。

午役＊呤歆令

第八九七次會議

一元六一年十二月＾ n 呈翔五午前十一呤紐給

主席 ：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鏡程項目六十二

聯合國之行政及預算程序：依大會決議

案一六二0 （十五）所指派工作小紕

之報告書 (A/497 1, A/C .5/L.702）（靖

前） ＊

D節 ． 囷際法芘之謗莉念見 (AJC. 5/L.702 ) 

一． Mr. PRICE （加拿大 ） 說， 自從一九五六

年緊急軍建立以來， 委員會一直在討論和平維持行勁

所需款項的籌供問題。 自從本組織在剛果從事支出敗

額更大的行動以來，這個問頲變得愈加迫切。五年之

內 ， 委員會的委員們沒有能夠就為大多數委員所能接

受的公式或會員國所應承擔的義務的法律基礎達成協

議。每一年各方的立場都很堅定，而迢個問題仍舊沒

有解決， 同特本組織的財政困難越來越嚴軍， 以致連

本紐舐的存在也岌岌可危了。

． 縝第八九一次合議o

二． 幸而憲章第九十六條規定大會可請國際法院

就任何法律問題提供諮詢意見。這就是何以若干代表

團一一包括他自己的代表團在內一—決定提出決議草

案A/C. 5/L . 702, 內中它們試以儘可能最無可爭辯的

挂辭擬訂大會可請國際法院發表諮詢意見的問題。前

文中僅僅指出一個法律問題的存在。提案國在正文中
提出了向國際法院提出的問題，徵引就兩項闞係行動

所通過的一切決議案，並請祕書長向法院提供可能關

明這備問題的一切文件。

三． 槻明顯的， 一偏蜇要的衝突是存在的，委員

會未能予以解決， 而剩下的唯一辦法是將迢個事項提

詁法院處理。

四． 加拿大代表希望所有代表一一不論他們對於

此事項的實盟的意見是如何一一能夠支持這件簡單而

眶截了當妁決謫草案 ， 這件草案的目的在結束委員會

的委員們在過去五年內花貲了這許多時間而一無所獲

的一個爭論。

五． Mr. EWERLOF （ 瑞典 ） 冝稱瑞典願爲這件

泱議草案的共同提案國。瑞典一向認爲和平維持行勁

的費用應被視爲在憲章第十七條第二項意義箇圍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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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織的經貲，而且它對於具有這種意思的大會決議

案一向投贊成票。可是，如果某些國家由於懷疑此等

行動的合法性而不繳付它們的攤款，則最好辦法是消

除它們的懷疑，請國際法院發表諮詢意見，如審查聯

合國行政及預算程序問題十五國工作小緝的兩個成員

所建議的，他們認爲第十七條不適用於和平維持行動

所需款項的籌供。

六． Mr. BHADKAMKAR （印度 ），「意及印度在

該工作小組和第五委員會中都曾就這個問頲保留它的

立場。印度一向支持和平維持行動，並且繳付這種行

動所需攤款，但是它認爲訴諸國際法院未必能夠解決

迢個問題，而且相反的會引起許多想不到的困難。

七． Mr. ROSHCH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說，認爲和平維持行動的費用不能視爲憲章第

十七條意義範圍內的本組織經貲的，不僅僅是蘇聯和

保加利亞兩個國家。工作小組報告書 (A/4971) 第二

十段顯示大多數的成員持有同樣意見。憲章載有明白

的， 甚至斷然的規定，已把非常經費問題解決。第十

一條規定凡需要行動的與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有關的

任何問題應由大會提交安全理事會。第四十三條又亳

無疑義地明白規定安全理事會負責作任何決定。訥法

院就憲章如此明白地解決了的一個問題發表意見，是

不可能的，因爲迢種舉動將意味着破垓會員國在簽藩

憲章時所接受的各項根本原則。這個問題是政治問

題，而不是法律問題，它的發生僅僅是由於若干會員

國一經獲得某種多數票的保證後仍在試圖將其意見強

迫其他國家接受。

八． 蘇聯將對決議草案投反對票， 同時將不認爲

它受法院可能作的任何決定的拘束，因爲這個問頲不

在法院管轄範圍之內。

九． Mr. MAURTUA （韶魯）憶及大會在決議

案六八四（七）一一該決議案的基本規定經轉載於議

事規則附件貳內－一一中建議，任何委員會擬向大會建

誤請求國際法院的諮詢意見時，該委員會得將該案移

送第六委員會。他認爲事實上迢個建謅具有強迫性 ，

因爲它被列入議事規則的附件內。

-o. 無論如何，國際法院胝能提供諮詢意見 ，

而各方對這種意見可予接受或拒絕。但是，鑒於會員

國主權平等原則，人們很可以問：如果有一個或一個

以上的會員國不同意法院所發表的意見，則情形將如

何。再者，決議草案正文第一段內｀，本組織之經費'-

語殊欠精確，而且沒有計及迫切的因索。任何關於諮

詢意見的請求在形式上和實質上都應該充分明白而具

有權威。

--. Mr. SERBANESCU ( 羅馬尼亞 ）認爲請
求法院發表諮詢意見一事既無必要，也非得策。關於

和平維持行勳所需經費鍔供權限問題， 在憲章中一~

特別是第十一條、第二十四條、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

八條中一一有明白的規定。條款是存在的，但是它們

沒有被適用。過去在許多情形下，安全理事會的權力
曾被纂氟而請求法院發表諮詢意見就等於否認該理

事會的職權。如果對於憲章中的這些規定的解釋有任
何疑義， 那末應該由安全理事會請求法院發表意見。

就此事項而言，旨在抛開安全理事會的任何決定將是

違背憲章的。因此，如果這件決議草案付表決，羅馬

尼亞將對它投反對票。

一二． Mr. KLUTZNICK （美利堅合衆國）說

痲聯代表在陳述其政府的立場時語句明朗，態度温

和，他向該代表這賀。

一三．美國代表接着憶述至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會

員國對聯剛及緊急軍經費的攤款積欠數達八千五百萬

美元，即有七十幾個國家沒有繳付一九六O年度聯剛

項下的攤款，又大約有三十個圜家沒有繳付一九五七

至一九六O會計年度緊急軍帳項下應繳的數額，無疑

地，本組織正在這遇一個很嚴重的財政危楓。如果要

維持本組織的信用的話，必須設法籌集款項去應付已

經承付的費用和未來的費用。美國一向按照大會所定

數額繳付其攤款，它將繼續這糅做。可是儘管有某些

謠言，它廷無意思代那些沒有履行其義務者繳付款

項。

一四．美國代表了解印度和珌魯代表的疑懼，因

爲沒有人能夠確實預測法院的意見將是什麼。但是請

求發表純屬諮詢性質的意見比停留在目前的低局中爲

好。迢個問題的確牽涉到政治方面， 但是它主要是一

個法律問題。贊成請求發表意見的最好論據是由蘇聯

和羅馬尼亞提供的。每一個會員國可以完全本諸誠心

用它自己的方法解釋憲章，而且深信那種解釋正當。

就美國而言， 它認爲此項經費應按照大會的決定分

攤，因此它可以反對將這個問頲提交法院。可是美國

並不認爲自己是不會錯的，同時它雖然深信法院所發

表的諮詢意見不足以解決本緝織的財政困難，可是它

希望迢種意見也許能夠更湝楚地明確規定每一個會員

國對聯合國的權利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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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Mr. HODGES （ 聯合王國 ） 承認和平維

持行動所虛經費的器供問題沒有容易的解決辦法。現

在的辯論無疑地顯示各方對於憲章第十七條及其他條

款的法律解釋持有浪深的歧見。鑒於本組織的財政困

難和若干和平維持行動的規模， 聯合王國代表團認爲

這個時候應該訴諸睪際法院規約第六十五條， 以期澄

湝迢儲解釋問題。諮詢意見一經發表， 這個問題至少

有一部分會有盆地獲得澄消。現在還沒有請委員會的

委員們就此事項的實體採取立場， 而僅僅請他們就要

不要請求法院發表諮詢意見一事表示態度。 聯合王國

代表表示希望他的代表囤爲共同提案者而提出的決議

草案倘若得不到一致的通過， 至少會以相當多的過半

數票通過。

一六． Mr. ARRAIZ ( 委內瑞拉 ） 認爲依照憲

章第十七條， 本組織的經費應該由會員國按照大會的

分派辦法負擔。可是委內瑞拉代表團一向認爲爲了計

及諸如聯合國在剛果或中東所從事的那些行勳的特殊

性質，此等行動的貲用應該列入一個專款帳或特別預

筹，同時按照跟決定經常預算攤款所用者不同的比額

表由會員國分攤。

一七．決議草案提案國僅僅耦求國際法院就一個

極端嚴重的、 正在威脅聯合國的行動及其存在的問題

的法律方面發表諮詢意見。誠然這個問題略具政治性

質， 但是至少就它引起的法律問題作一解決也是有盆

的。這就是何以委內瑞拉代表團將對決議草案投贊成

票的理由。

一八． Mr. CASTANEDA （ 墨西哥 ） 憶及工作
小緝中建議大會請求法院發表諮詢意見的是巴西和墨

西哥的代表：據他們看來， 這是解決一個在大會中甚

難解決的問題的最好辦法。 在第十五屆會以及在工作

小組工作進行期間， 墨西哥代表團曾經力圜顯示何以

據它的意見和平維持行動的貲用不是憲章第十七條意

義範圍內的本緑織的經費。就法律觀黠而言，依靠一

件具有政治性質而缺乏拘束力的決議案作爲強迫會員

國承擔財政義務的根據， 似乎是不能接受的，也是荒

唐的。

一九．這個問題有不同的方面，視本組織從事維

持和平行動的情況而定。舉例言之，在迄今爲止是一

個假設的事例下，即安全理事會於援引憲章第四十三

條時， 應請會員國提供協助， 並應就此事項和它們締

訂特別協定， 由所有會員國分攤的唯一貲用是總務費

用， 而且大會關於這項費用的攤派的決定具有拘束

力。天平的另一端便是本組織不直接從事任何維持和

平行動的事例， 但建議會員國應該個別地或集體地採

取行動去維持和平。 在朝鮮戰爭的時侯有些會員國響

應了本緝織要求採取行動的號召， 這個事例就碣於那

一類。這些行動的費用顯然不是第十七條意義筒賦之

內的本組織的經費。

二o. 條文解釋的微妙問題發生於不能歸入上述

任何一類的中間事例，舉一個例來說明： 祕書長依照

本組織的一個決定代表本緝織從事一系列的行勳。迢

種事例中的問題比較起來很難解決， 而且引起懐疑和

爭論。據墨西哥代表團的意見， 由於迢一類的行動而

承付的費用不應該按照經常預算下的費用相同的方式

分擬。可是有人認爲關於迢些費用應該睍爲 ＂本緤織

之經費'\ 因爲它們相當於本組織匾接從事的行勳，

這個論據， 也不是沒有見地。因此， 在每一個特定事

例下，宜乎確實查明開始的決定是一種建議，還是一

種具有拘束力的決定， 又這個決定是向誰表示的。 迢

就是爲什庶必須謀求一個權威性的法律意見。決議草

案提案國沒有意思要以一個太籠統而抽象的問題去麻

煩法院， 它們比較贊成就兩個特定案件請求法院發表

意見。無論如何， 即使法院認爲這些費用是本維織的

經費，它們也不應該按照蓮常的攤款比額表分攤。

二一． 至於珌魯代表所提出 的問題， Mr. Cas

tafieda 認爲法院的決定是必須遵從的°再者，他的

恋見是： 如大會在決議案六八四 （七） 中所建議， 這

個問題應該提交請第六委員會， 就法律問頲並就諮詢

意見請求的起草表示意見， 或者應該由第六及第五兩

黍員會的聯合委員會加以審查。最後， 墨西哥代表說 ，

闕於他對決議草案應如何投票一照， 他還沒有接獲墨

西哥政府的訓令。

二二． Mr. GANEM （ 法蘭西 ） 纘揚工作小緝，

認爲該小組的工作在遲早要進行的修訂憲章的工作中

將極有用處。法蘭西一向贊成訴諸國際司法楓關的公

斷，曾經在十五國工作小維中表示過這樣的意見： 大

會可以請求國際法院發表諮詢意見。不幸，蘇聯和美

國都不承認法院的強迫性的管轄權。八年前應美國代

表團之請， 大會在決議案七八五A （ 八 ） 中請求法院

就根據聯合國行政法庭規約大會能否不理睬該法庭的

決定一事發表諮詢意見。法院以絕大多數提出了一個

否定的答覆，1 大會和美國代表團沒有困難地接受了

此項答覆。該案比委員會現在所討論的問題更加具有

1 參閱一九五四年國際法院棠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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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性質。法院的法官們在職業上的認眞態度是人人

知道的，他們當然希望充分掌摳事實，因此，他們大

概會研究憲章通過前的籌備工作。他們不會找到任何

關於第十七條的明確的資料， 該條是從鄧巴頓橡園會

議本身提出的一件提案整侗地接受過來的，相當於國

際聯合會的慣例。如果他們研究聯合國中關於財務事

項的辯論， 他們就會明白兩個不同預募的原則已經有

人提議過。如果他們研究聯合國的慣例，他們會發現

就若干會員國的悄形而言， 對維持和平行動項下的經

費繳付擬款是任意性的。

二三． 法院的組成和工作小緝的組成沒有很大的

差異， 法官們當然是完全獨立的， 可是他們的決定很

少和他們的本國政府所採立場相反。最後，他們將不

能不顧憲章其他條款而狐立地考慮第十七條。在這種

悄形下，用最樂觀的態度來濯，他們似乎不太可能在

一九六二年七月以前發表他們的意見。這裏大概會牽

涉到若千分歧的意見；大會第十七屆會在接到了一件

諮詢意見＿人們無法預先知道這種意見是根披絕對

的大多數，還是根據相對的大多數一一後，將發現它

很少進展。再者， 訴諸法院公斷的效果大概僅僅是使

關係各國政府的態度變得更加堅定，而本來同時可以

進行的財政改革將被遲延一整年。爲了這種種理由 ，

法蘭西代表團將不能支持決議草案 (A/C.5/L.702) 。

二四． Mr . GORBAL（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說，

他對於委員會意欲採取的方法稍有疑慮。會員國在成

爲國際法院規約的當事國的時侯，承認在有些情形下

可能必須請求法院發表諮詢意見，但是委員會據有的

迢件決議草案似乎不合該規約第六十五條第二項所規

定的條件。

二五．大會僅僅向法院提送一件決議案，內中請

求它決定關於聯剛及緊急軍的支出是否屬於憲章第十

七條意議筒圍內的＂本組織之經費'\ 實在沒有將一切

必要的資料供給法院， 藉使它能夠闡明這個問題。法

院也應該明瞭發動該兩項行動時所根據的理由。

二六．依照憲章第二條第三項的規定， 本組織會

員國必須用和平方法解決它們的國際爭端，又第二條

第四項強使它們承擔一項義務， 即在其國際關係上不

禥使用威脅或武力， 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

他方法， 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

立。可是一九五六年在中東進行的緊急軍行動是爲了

協助一個被其他會員國攻擊的會員國，對遺受侵略的

一個會員國提供協助當然是所有會員國的一種義務。

如果決議草案A/C.5/L.702被通過，大會問法院是否

所有國家必須分攤此等行動所需經費這一措施似乎承

認沒有履行義務的有些國家不必擔負因違背憲章的行

爲而發生的財政責任。

二七． 同樣說法也適用於聯剛，因爲就該案而

言，聯合國所從事的行勳也是爲了保譏一個會員國的

領土完整和安全，而其他會員國拒絕遵從大會或安全

理事會所通過的決議案。

二八． 因此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簡繭不能同意

就一個沒有猜確擬定的問題請求國際法院發表諮詢意

見的主意，但是他將欣然支持墨西哥代表關於徵求第

六委員會的意見的任何正式提案。

二九． Mr. WILLOCH（挪威）認爲決議草案

具有建設性， 可能爲僵局提供一條出路。法院的湝楚

和不模稜兩可的意見可以幫助會員國就維持和平行勛

所需經費的籌供問題達成決定。即使這個問題基本上

是一個政治問題，如有些代表團想像的，可是沒有丐t

由不用各種方法去澄溝它的法律方面問題。有些代表

團深信祇有它捫自己的法律解釋是正確的， 但是這種

瑨法並無充分理由不請法院發表諮詢意見。相反的，

這些代表團應該利用這個楓會將它們的意見向最高法

庭提出。挪威代表團一向贊成誥法院就國家之間的爭

端表示意見的主意， 所以將對決議草案投贊成票。

三O. Mr. GREZ （智利）說， 他希望將表決延

至下星期初再舉行，因爲和其他若干代表團一樣， 智

利代表團還沒有接到其本國政府的訓令。

三一． Mr. NDUKI（剛果，雷堡市）說， 如果

這件決議草案要付表決，他將不得不棄權，因爲他有

一個印象， 即這件案文具有他所不能支持的主觀色

彩。剛果（雷堡市）政府不會鼓勱集團之間的衝突，

而且不打算參加這種衝突。他已經說過拒絕分攤維持

和平行動所需經費的國家顯示缺乏仁愛和忌禪之心 ，

他希望這種國家重新考慮它們的決定。他同意祕魯代

表的意見，也認爲應該請第六委員會表示意見。

三二． Mr. GIRITLI （土耳其 ） 贊同挪威代表

的意見， 也認爲維持和平行動所需經費的諤供問題有

法律方面問題， 因此請法院表示諮詢意見是完全合適

的。所以他將對決議草案投贊成票。

三三． Mr. CARRILLO （薩爾瓦多 ）認爲不論

那一個楓闞有權授權聯合國從事一項行動， 無疑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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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國必須償付本緝織的費用。問題不是迢個或那個擴

關的權限，而僅僅是會員國分攤維持和平費用旳比率

問題。

三四 ． 薩爾瓦多代表支持智利代表團的建議，即

表決應暫緩舉行， 因爲他還沒有時闍諮商薩爾瓦多政

府。依照大會議事規則第一百二十一條的規定， 表決

應予延緩。如果決議草案要在本次會議上付表決， 他

將不得不棄棚。

三五． Mr. MAURTUA （ 珌魯 ） 說， 決議草案

的唯一目的在請法院闞明關於緊急軍及聯剛的支出的

立場。 因比迢種諮詢意見， 不論共內容如何， 將不會

是一般性質的， 故不能適用於其他場合。 最妤請法院

就維持和平行動所需經貲的整侗問題發表一項一般性

的法律意見， 請它不僅計及第十七條， 而且也計及憲

章中對於與籌供此等行動所霈經費問頲有關的其他各

條， 如第四十八條、 第五十條及第四十三條等是。

三六．這件決議草案甚至沒有想到有些國家的恬

況， 适些國家可能必須參加籌供此等行勳所需緇費 ，

但是由於特殊的經濟問頲而不能這樑做。迢件案文也

沒有考慮到一種可能性，即爲癱派維持和平費用而訂

立一個特別的更加公平的分攤比額表。有些國家認爲

該項費用的大部分應該由安全理事會中的常任理事國

負擔， 而其他國家認爲一大部分費用應該強迫那些對

引致此等行動的情況須負責的國家承擔。這件案文又

忽略了一熙： 它沒有提及安全理事會的決定和大會的

建議之間的區別。 憲章第十七條也應予以計及， 該條

對於會員國而言可能有靈大的後杲。

三七． 珌魯代表希望決議草案提案圖考慮他的反

對意見， 因而修改它們的案文， 俾迢件案文可以｝要得

大多數委員的支持。有一禁必須記住： 不同意法院諮

詢意見的國家可以不理睬它。 Mr. Maurtua 因爲需要

更多的時間去研究迢個問題，他也希望將表決延至下

星期初舉行。

三八． 主席 說，他對於將表決延至下星期一舉
行一禁並無異議， 但委貝會應在下午的會議中結束共

對於這個問題的審議，同時星期一的行動應以表決和

解釋投票理由爲限。

三九． Mr. KLUTZNICK （ 美利堅合衆國 ）說，

他爲決議草案提案者之一， 也同意暫綏表決。

四o . 美國代表促請珌魯代表注意決議草案的前

文，同時向他保證提案國的意見不是法院應該以研

討憲章第十七條和決議草案爲限， 而是它應該研討整

個憲章。再者， 依照法院的規約， 任何會員國有權向

法院表示意見。提案國的意思是： 法院應該就迢個問

題一切方面徹底地審議這個問頲。

午1k+..:::.8寺五十五分歆會

第八九八次會議

一沁六一年十.;::.月 ^n 呈斯五午投三峙三十分紐約

主席：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主席缺席， 副土席 Mr.Ai所耳在己（錫助）

代行主席職務。

議程」其目六十二

聯合國之行政及預算程序：依大會決議

案一六二0 （十五）所指派工作小紐

之報告書 (A/4971 , A/C.5/L.702） （统

前）

D箭 ． 囷際法疣之棒釣恋見 （ A/C.5/L．函） （續前）

一． Mr. ROSHCHlN （ 蘇維埃秕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 ） 說，繇聯代表團完全贊同美國代表在第八九七

次會議上所表示的意見： 委員會面前的問題不僅是司

法問躡， 而且也牽涉政治。他僅擬提及政治方面， 因

爲共他發言人也曾經這樣敝過。

二． 十分明顯地， 關於請求國際法院發表諮詢意

見的提案 ( A/C. 5/L. 702) 僅僅是設法對有些國家施

加堅力的另一稚企圖， 這些國家爲了重要的政治理由

不億根操法律立場而不能參加符供聯屑I]及緊急軍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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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行動所需的經費。就聯剛而言，理由如下：迢個行

動拖延過久， 因爲它正在誆接受安全理事會若干常任

理事國的妨礙。

三．這純粹是政治問題，須用政治方式解決而不

用法律方式解決。蘇聯代表團不知道爲什麼聯合國所

有會員國都必須承受因這個行動延長而發生的政治方

面及財政方面的後果。宗貝先生直認他設法使聯合國

在剛果的行動遣受挫折。如果他的這種努力沒有得到

某些國家幫助， 聯剛行動1艮久以前就可結束。這些國

家正在這樣做，從一件事情明白看出：宗貝先生最近

從巴黎囘到伊利沙白市後獲得了能夠經由北羅迪西亞

旅行的便利。

四．聯合國所遺遇的問頲不能分為法律因索、財

政因索及政治因素。一九六O年及一九六一年安全理

事會所作關於維持和平的決定盅要由該楓關另作財政

決定。同樣地，確定反抗故魯孟巴的合法政府的行動

的責任是專屬安全理事會職權範圍內的政治事項。決

議草案 A/C.5/L.702 中的提謠，目的祇在使聯合國
所有會員國承擔一種僅由少數國家造成的情事的責

任。

五．美圜代表團聲稱正在尋找應付剛果行動所需

' 的貲用的方法。可是這不是法律問題。依憲章第四十

三條的規定，迢種款項的舒供應該經由安全理事會的

行動予以安排。因此，無須請求國際法院發表諮詢意

見。

六．蘇聯代表團認爲某一會員國採取任何行動強

迫其他會員國非法地負擔前者自己的政治行動的費

用，是一種削弱聯合國本身的企圓。這種企圖是蘇聯

政府所不能容忍的。

七． Mr. JAYARATNE （錫蘭）說，就某一種
意義而言， 憲章第十條及第十七條條文解釋所涉爭禁

是政治僉法律性質的爭照，國際法院對於這種爭懃無

權裁斷。

八．錫閾是一俑小國，當然贊成維持和平的行動

成爲聯合國工作的正常部分，同時也贊成這種行勛的

費用成爲本紐織的經費的正常部分。可是有一稠危

險，這樣一種情勢會發展得過早。就目前的情勢而

言，聯合國維持和平的任務僅僅是對未來的一種試

氬使人略知本組織的潛在能力的一逛而已，並不是

目前的一種有繼續性的現寶。各國仍然認爲必須維

持、增加它們本國的軍備以期維持本國的和國際的安

全：這一事實顯示實際上本組織維持和平的任務如何

有限，如何屬於臨時性的和邊際性的。聯合國負責維

持解除了武裝的世界和平，爲時尙遠。因此它維持和

平的任務是風於志願和合作性質的。現在正在從事這

種行動，乃是由於大國之閭獲有協議，而不是不管它

們之間仍有爭議。

九．因此，錫蘭代表團反對維持和平行動所需經

費的籌供帶着任何強迫因素。由於這些行動是根據大

國的一致支持，所需款項應該出自同一來源。只有在

逹成普逼徹底裁軍時，維持世界和平的職務才能完全

交給聯合國。

-o. 根據憲章，維持和平及安全的職務專屬安

全理事會，在安全理事會中任何實體行勣必須獲得大

國的一致同意。錫蘭代表團不能贊成將憲章第十七條

解繹爲視維持和平行動的經費爲本組織的經費。憲章

第十七條第一項授權大會審査並核准本組織預縛，但

如這種權力竟包括控制維持和平行動的經費，那就是

有權力而無責任的明顯例覬。在假設上， 大會可以拒

絕對安全理事會所核准的一項行動核撥款項。雖然這

種情形不會發生，然而卻是可能的。由此可見不宜將

財政權力給予某一楓闕，而以蓴屬的實體責任給予另

一楓冏。

一一．錫蘭代表團認爲所有會員國有一般的責

任，應該對安全理事會的決定予以個別和集髏的支

持，特別是對理事會維持和平的行動予以財政支持。

癱款的繳付是聯合國會員國的最低必要條件，但是會

員國還有另一種責任，即履行聯合國因本組織工作擴

大而發生的新義務。安全理事會各常任理事國負有較

大的責任，同時聯合國中比較繁榮的會員國一般說來

也負有較大的責任。聯合國有採取行動之必要，是由

於聯合國某些會員國的過失，此等會員國尤其應該負

責。事實上各會員國在適義上有志願提供支持的義

務。

一二．據錫閑代表團的意見，就剛果行勁的特殊

事例而言，蘇聯以及其他觀熙相似的國家不再有不予

支持的任何理由。鑒於這種使剛果問題能夠得到妥善

解決的新情勢，錫蘭代表團籲請它們重行考慮態度。

一三．錫蘭代表囷雖然深信決議草案 (A/C.5/

L.702)提案國的用意良好，可是不能支持它們的提

案，因爲它們提議向國際法院提出的問題縱然獲得肯

定的答覆，它認爲這種情勢也不會變更。只有由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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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國合作，尤其是由大國合作，目前這種事實上的情

勢才能變更，國際法院作一肯定答覆只會使一種已經

十分複雜的問題更趨複雜，如果某一大國仍苞拒絕繳

付它在目前維持和平行動項下應分攤的一份費用，則

這種答覆便沒有什麼價值。根據法院的意見剝壽該國

在聯合國中的會員國資格，錫闌代表懐疑這究竟會有

多大好處。如果不能確保各方遵從，則法理不能有多

少價值。因此，一種既承認眞正情形又承認法理的實 ，

際處理辦法，似乎比較可取，

一四．合作是不能用強迫方式獲致的。聯合國在

目前初期階段如果要獲進展，必須仰賴自動合作。就

這觀熊而言，將現在爭執之盤提交國際法院的嘗試是

無盆的，也是消極的。錫蘭代表團重行籲請蘇聯負擔

它在聯剛費用項下所應分擔的一份，以便代理珌杏長

可以充分實施安全理事會和大會的有關決議案。

． 一五． Mr. NOLAN （愛爾蘭 ）說，這個問題必

須參考它的背景來研究。爲了籌供聯剛及緊急軍所需

經費，大會曾經依憲章第十七條向會員國徽收癱款。

該條是惟一的允許大會徵收這種攤款的條款。有些會

員國拒絕繳付攤款， 它們提出各種理由， 其中之一是

法律方面的論據，即憲章第十七條並不適用於該兩

行動。因此，爲了籌供此種行動所需經費，我們理當

設法使現在籠罩於大會依憲章第十七條攤派費用的權

利上的法律方面的疑雲消除，將這個問題提請國際法

院發表諮詢意見。而且這種意見還可爲將來聯合國所

需款項的籌措的協議做好準備。

一六．如果所有會員國都同意緊急軍及聯肖l]項下

的攤款是依照憲章第十七條徵收的，因此乃是在法律

上對會員國有拘束力的義務，則愛爾蘭代表團便能贊

同那些不願意將這問題提交法院的各國代表圓的意

見。可是，由於沒有這樣一種協議，第五委員會必須

設法就此事項獲得櫛威的法律意見。事實上聯合國在

剛果及中東的行動正在遷受各方企圖強加財政否決權

的妨礙，有些會員國一方面主張要求聯合國採取某種

行動的權利，同時主張不給它採取這種行動所需款項

的權利。由此看來，要求一切而廷不繳付攤款的會員

國，正在削弱聯合國所從事的行動的效力，並且使它

的維持和平的楓構失靈。

一七． 還有一些會員國否認對會員國徵收攤款的

法律根據，同時試暱防止把它們的法律理由徹底加以

審査。再者，它們現在似乎將它們的法律理由噩於背

景之後，而用超出現在的討論範圍的政治論捩。

一八．第五委員會必須正視這種情勢的實在狀

態，不僅希望這稠狀態消滅。會員國依憲章第十七條

應盡的義務的問題曾經第十五屆會加以十分激烈的辯

論。而且也如現在的辯論， 顯示關於該條的解釋還有

問題。因此，槀無疑義，確有將這問題提到國際法院

的迫切需要，這不僅爲了該兩項行動，而且也是爲了

聯合國本身的前途一一這一描更加重要。愛爾蘭曾經

嗔接參加此等行動， 而且對財政方面的後果作了貢

獻，因為愛爾蘭完全接受它在憲章下的義務固然不懷

疑這問題的法律方面，可是深知其他若干代表團的心

中仍舊對這一事實懐有疑慮。因爲這個法律方面曾經

提出來，作爲一個爭執之熙，它必須有一解決，即使

這種解決未必能解決所涉及的較大問題。 國際法院的

諮詢意見將消除各方對此事的純粹法律方面的一切疑

區因此愛爾蘭代表團支持這件決議草案。

Mr. 巨nnung（升麥）回任主席。

一九． Mr. RAFFAELLI （巴西）說，巴西代表

團曾參加提出這件決議草案，因爲它相價國際法院的

諮詢意見會就聯合隣關於緊急軍及聯剛的經費問題殻

助調和各方對憲章第十七條第二項的不同解釋。蘇聯

代表在第八九七次會誔上指出過，巴西在審查聯合國

行政及預寡程序十五國工作小緝內曾投票贊成下述原

則；維持和平行動的費用不能颯爲憲章第十七條所稱

本組織的經常費。反對此項原則的若干國家也參加提

出這件決議草案，由此可見這件提案沒有政治方面的

含義，提案國並不是在預斷這爭禁，而是在試行澄清

這爭熙。不繳付維持和平行動項下的攤款固然可能是

一備政治爭禁，可是就這種經費問頲諮商國際法院問

題卻不是政治爭熊。因此，巴西代表希望這件決議草

案會獲得廣泛的支持。

二0. Mr. ATKINSON （ 澳大利亞 ）說，他固

然不願意輕視錫蘭代表維持和平的努力，可是蘇聯沒

有旅極的響應來表示它會接受所徵攤款藉以籌供維持

和平行動所需的經費，由此可見有些國家正在設法根

據此等費用不是憲章第十七條意義範圍內的本綵織綁

費以自圓它們不繳付此等行勳的費用項下所攤一份

之說。因此他認爲請求聯合國制度內最高法律權威的

國際法院就此事項發表權威法律意見，是有盆的。因

此，他支持這件決議草案。

二一．伊藤先生（日本）說，各方在辯論中
所發表的言論，使他加深信念：日本代表團參加提出

的這件決議草案內所提示的處理辦法胝頗正確，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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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宜。固然有若干代表團對於提案國所提議的方針表

示不滿或疑慮，可是它們中沒有一個提出其他任何建

設性的辦法，藉以結束目前的這種不定狀態。甚至工

作小鋸緊張努力四個月後也沒有解決此項爭論。請求

國際法院一一－世界上最高的法律權威一一發表意見的

提案，固然或許不是最好的辦法，可是無所事事而等

待奇跡，同時，聯合國日復一日地更接近破產，此時

就爭辯的兩方面不斷地作出同樣地法律讖論，當然是

最壞的辦法。因此，日本代表希望這件決議草案會以

絕大多數蓮過。

二二． M. BALDARI（義大利）說，所提出來

的關於憲章第十七條第二項的解釋問題，與關於解釋

或適用國際協定的其他任何問題一樣，是純粹法律事

項。國際法院是聯合國考慮此事項並對它表示意見的

最適當的權威楓關。再者，國際法院的公正或能力，

不容置疑。因此，義大利代表團支持決議草案。

二三．主席 注意到各代表團沒有其他意見或提

案，故認爲討論業已結束。他應於下次會議將這件決

議草案 (A/C.5/L.702) 付表決， 屆時各國代表團將

有楓會解釋投票立場。

決定如議。

委員會工作的安排

二四．主席促請委員會注意總務委員會促請所

有委員會竭力設法在十二月二十日前結束工作。因

此， 他籲請所有委員儘可能充分合作，將第五委員會

尙未開議的事項速行討論了結。

午4和四特..::..十分歆令

第入九九次會議

一汜＊－年十.;:;.月十一 n 是翔一午前十咔五十五分鎌紛

主麻：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

議程璸目五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算（靖前）＊

聯合國財政狀況及前途

一．代理放書長致詞。1

議程璸目六十二

聯合國之行政及預算程序：依大會決議

案一六二0 （十五）所指派工作Il、紐

之報告書 (A/4971, A/C.5/L.702 and 
Add.I and 2）（靖前）

D 箔國際法浣之誇物念見（A/C.o/L.702and Add.I 
and 2 ） （續完）

．續第八九三次會鏃o
1 代理鉍書長陳述全文經編爲文件 A/C.5/907 分發，見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屆會，附件， 議程項目五十四。

二．主席赧告委員會說，巴基斯坦也已參加為

決議草案的提案國。於是他請委員會表決決議草案

(A/C.5/L.702 and Add.1 and 2)。

決謙羊者以三十一票對十票通遏，紊椎考=+。

三． Mr. ATKINSON（澳大利亞）說，審查聯

合國行政及預算程序問題十五國工作小組報告書 (A/

4971) 中所表示的意見固然澄湝並闡釋了最近各屆會

中第五委員會上所表示的那些意見，可是沒有什麼新

鮮之處。工作小組報告書內促睛第五委員會作一決定

的一節已經工作小組緝員十人認可，組員兩人表示反

對，還有紐員三人保留意見；反對該提案的組員認為

迢個爭黠不完全具有法律性質。而且也涉及軍要的政
治考慮。可是，在最近若干屆會期間第五委員會的辯

論中，各方給與這個問題的法律方面的注意比給與其

他任何方面的注意燈多。有些代表團主張聯合國在中

東及剛果的軍事行勛的經費是屬於憲章第十七條第二

項意義範圍內的本組織的經費，此項經費應參照大會

的分派辦法由各會員國負擔，所有會員國負有一種具

有拘束性的義務繳付它們所攤派的款項，違者將根據

憲章第十九條喪失其投票權。其他代表嗤反對這種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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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主張憲章第十七條第二項及第十九條中所規定的

辦法僅適用於本組織的＂行政＂貲或＂經常＂貲，維持
和平與安全的行動所濡經費必須用其他辦法笞措，而

且就是在這種情形下， 大會也無權分派維持和平行動

所需款項，因爲這種款項的分派完全是安全理事會的

特權。澳大利亞代表團堅決認爲應該努力澄消法律立

場，爲此目的國際法院的諮詢意見是有幫助的。有人

認爲這個爭黠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且國際法院的諮詢

意見不會予以決定性的解決。澳大利亞代表團固然對

於這兩熙並無爭談，可是認爲法律爭熙解決後，這種

諮詢意見便會幫助澄清政治爭禁。誠然，如果這個問

題主要是政治性的，則各國代表團繼續無盆地交換法

律議論，而不請國際法院就法律悄況表示意見，似屬

廷無意義。政治決定可以根據政治理由加以辯蔑。

四．這個問頲是直截而簡單的：會員國對於繳付

所分派的特定維持和平行動費用的攤款有沒有強迫履

行的法律義務？大會何以應該明確規定會員國對於維

持和平行動的財政後果所應擔負的法律羲務，迢有兩

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是：這種步驟足以便利就目前財

政危楓中應採的適當行動方針作一決定。舉例言之，

如果法院決定維持和平的經費是憲章第十七條意義範

圍之內的＂本組織之經費'\則許多會員國由於對其義

務發生眞正的法律懷疑而未繳付攤款便可以勸請這些

會員國繳付；有些會員國爲了政治勳楓而繼續拒絕履

行義務，便可根據第十九條褫意這些會員國的投票

權。他方面，如果法院作了相反的決定，則這種行動

的整個財政基礎必須重新考慮。第二個而且是更加重

要的理由是：這種步驟將澄清可能的未來維持和平行

動的地位。如果根據憲章第十七條大會無權攤派會員

國負擔這種行動的費用，則將來從事任何需要直接使

用軍事力量維持和平的行動便是不切實際的。他方

面，如果法院決定大會具有這種權力，則此項行動將

仍有實際的可能，但有一項條件：必要的政治決定由

主管楓關採取，同時能夠覓致一個爲大多數會員國所

接受的攤派費用的公式。

五．澳大利亞代表團乃是由於這些理由所以業已

投票贊成決議草案。

六． Mr. GANEM（法蘭西）說，他對於這件決

議草案付表決時的草率態度必須提出抗議，因爲沒有

剩下任何時間適用大會議事規則附件貳中所規定的程
序。在請求國際法院發表諮詢意見的文件尙未擬就以

前，此事本來應該提交第六委員會審議，或者先經第

五及第六兩委員會的聯席會議討論。該程序問題應該

在委員會討論決議草案的實質前予以表決。

七．這樣一種諮商的目的不在延遲作一決定 ，

而在便利大會和法院的工作。大多數代表團都同意，

應該請求法院不僅就決議草案中，所提出的十分有限

的問題表示意見，而且也就憲章第十七條和憲章中其

他財政規定以及規定大會權力範圍的第十條、第十一

條、第十二條及第十四條的關係問題發表意見。從美

國代表在第八九七次會議終了時所發表的陳述淆來，
這一熙似乎也是決議草案提案國的意向。

八．必須和第六委員會諮商，以期確保諮詢意見

的請求書是依照國際法院規約第六十五條第二項撰擬

的。依憲章第九十二條，該項乃是憲章本身的一部

分。決議草案正文第一段中所載的請求，措辭太有限

制，以致沒有讓國際法院有充分的自由去考慮這個問

題的每一方面。現在是請求國際法院氘助大會闡釋大
會本身對於財政事項有無權力的問題，但是如果此項

請求用現在的形式向法院提出，這一黠就不能辦到。

再者， 向大會提出一種必然會引起修正的案文是十分

不適宜的。

九．國際法院應該考慮的另一個問題關涉憲章第

十七條第一項，即大會是否有權在經常預募外另設特

別帳戶或專款帳戶問題。可是現在請求國際法院只就

憲章第十七條第二項表示意見。

-o. 澳大利亜代表業已指出，請求書中所沒有

提及，然極端有關的另一個問題，是憲章第十九條

＿該條規定一會員國拖欠會費達兩整年時， 即喪失

其在大會的投票權＿一可適用於拖欠特別帳戶或專款

帳戶攤款至何種程度的問題。如依決議草案正文第一

段所用措辭一該項措辭缺乏平衡一一擬就請法院表

示意見的文件，是極不適宜的。

一一．在通過這件決誤草案前，委員會也應稍加

考慮另一個問題，便是作這種決定是否需要三分之二

的大多數。這個提案很可以認爲屬於憲章第十八條第

二項的範圍之內。

一二．法蘭西代表團對於這個問頲的實質並無成

見，原欲參照討論情形達成最後立場。但是此項辯論

突然結束，以致它沒有楓會明確表示態度。在這種情

形下，它除對該決鏃草案投票反對外，別無他法。

一三．鄭寶南先生（中國）說，在工作小組
中，中國代表團曾支持請求國際法院發表諮詢意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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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認爲這種辦法是澄清一種含糊情況的最妤方

法。它又認爲應該請求國際法院表示意見的， 不限於

一條憲章而已，憲章關於財政義務的一切條款都應該

請求國際法院發表意見。爲了這個理由，它在決議草

案付表決時棄權。

一四． Mr. MAURTUA ( ~珌魯 ）說，韶魯代表
團和其他許多代表團一樣，也認爲依議事規則附件貳

向法院提出的請求書應該先提交第六委員會研討。如

果不考慮維持和平行動費用的公平分配問題， 則會員

國冒着重大的危險。它們也胃着依憲章第十九條的規

定喪失投票權的危險。因此， 祕魯代表團對於決議草

案正文第一段提出十分堅決的保留。

一五． 珌魯代表團對於正文第二段也稍有懷疑。

雖然該草案請珌書長檢同對於這個問題可供參考的一

切文件和請求書一併提送法院，可是它沒有指明迢些

文件應該包括大會第十五屆及第十六屆會議第五委員

會就本項目所進行的器論的紀錄。

一六．爲了這些理由， Mr. Maurtua於決議草案

付表決時棄權。

一七． Mr. CASTANEDA （ 墨西哥 ） 說，墨西
哥代表團在第五委員會和工作小緝中一向表示這種意

見：維持和平行動的經費不在憲章第十七條的範圍之

內。遣個問題一部分是局於法律性質的， 一部分是屬

於政治性質的。墨西哥代表團認爲如果首先解決法律

爭黠，則政治爭黯就可更加明確。因此，墨西哥代表

團本來贊成請求國際法院發表意見。可是，它發現決

議草案殊不妥善，結果根據墨西哥政府的明白的訓令

才投票贊成。

一八．此次沒有依照正當的程序諮商第六季員

會，墨西哥代表表示遺憾。再者，他認爲在作成決定

前， 這個問題的實曾沒有經過充分討論。在本屆會以

及第十五屆會中，第五委員會曾經對它稍作討論，而

第六委員會完全沒有加以討論。這一燕更加不幸， 因

爲國際法院除非照憲章的一切有關條款一一包括與維

持和平行動有關的整備第七章一一審議這個事項， 否

則它不能提出適當的意見。誠然，依照美國代表團的

意見， 法院當根據整個憲章研究這涸問題，這一熙已

在決議草案前文中提及；可是墨西哥代表認爲遣一熙

也應在正文中提及。

一九．再者，正文第二段過份空泛。該段所稱文

件是否包括對這個問題的了解至關重要的第五委員會

中關於這個問題的辯論紀錄或各方在工作小組中所作

的陳述，這一禁並不消楚。凡重靚法院獲得充分情報
的代表團可以考［教將它們陳述的謄本提供法院。

二O . Mr. COULIBALY （ 馬利）憶及馬利政

府曾拒絕繳付它在聯剛項下的攤款，並將其軍隊從聯

合國駐剛果分遣隊中撤出，因爲它認爲這些軍橡並未

用於原來請求調派軍隊時的目的。可是在剛果的行動

紙然已經按照一種比較妥善的辦法組織起來，馬利政

府業已重新考慮原來的決定，並已恢復繳付攤款。它

認爲聯剛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不是法律問題， 故按

這種意見訓令其代表團投票。

二一． Mr. BANNIER （荷蘭）說，荷蘭代表團

對於這儲問題的實質毫無懷疑。緊急軍及聯剛的經費

是局於憲章第十七條第二項的範圉之內。可是，它深

知其他代表囷對於此事懷有嚴重的疑慮， 會使它們不

繳付攤款。由於消除這種疑慮的唯一方法是請求國際

法院發表意見，所以荷蘭代表團已對決議草案投票贊

成。此事項念早解決愈妤。他促請所有要迢樣做的會

員國儘速依照法院規約第六十六條提出書面陳述。

二二． Mr. FENAUX （比利時）說，由於決躡

草案前文的法文譯文欠妥，所以他根據英文本投票。

二三． Mr. MALHOTRA （尼泊爾）說， 尼泊

爾代表團如果在表決時在場，本來要投棄權票。它認

爲憲章第十條和第十七條的規定之間並無牴觸之處 ，

但察悉其他代表團對於該兩條款作了各種不同的法律

解繹。它承認本組織的經費不一定要在一個單獨的預

募下處理，可以爲可能設置的各帳戶訂立不同的攤款

比額表。可是尼泊爾也和所有聯合國會員國一樣，認

爲它有義務繳付攤款，因而有義務負擔它在根據大會

決定而從事的剛果行勳經費項下應付一份的全數。

二四． 尼泊爾代表知道這樣一種態度反映贊成議

合式的處理辦法， 與聯合國所根據的大國一致和使用

否決權的概念不合。本緝織的現狀皝然如此，尼泊爾

代表團不知道可以盼望國際法院的諮詢意見會發生何

種彩蓉。可是，它不反對請求法院表示意見的提案。

二五． Mr. CHRISTIADI （印度尼西亞）說，

決議草案所關涉的僅僅是兩個特定事例中所發生的問

題的解決辦法， 而不關涉代理鉍書長早先在會議中以

很嚴軍的措辭所描寫的更大的本緝織整個財政問題。

印度尼西亞代表團不知道國際法院的諮詢意見對於本

緤織目前維持和平的行動或是對於將來可能採取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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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這一類的行勁會發生何種影菩。因此它已於表決時

粲權。

二六． Mr. HASRAT （阿富汗）說， 阿富汗代

表哩若在該提案付表決時在場，本來不會支持該決瞰

草案。決議案希望解決的問題，有童要的政治含義 ，
妨礙它用法律方法得一解決。除非安全理事會的常任

理事國同意，否則聯剛及緊急軍的經費不能視爲本緝

織的經常貲用， 因此需要設立特別預算。此等行動所

需經費的籌供問頲既然具有政治性質， 最好的解決辦

法， 是經由大會和安全理事會考慮決定。請求國際法

院發表諮詢意見， 邃無盆處。有些國家的行動使噝合

國有採取維持和平行動之必要；那些國家應該負擔迢
穰行動的費用。

二七． Mr. NDUKI ( 剛果， 雷堡市 ） 說， 剛果

代表團如在表決時出席， 也會棄權。

二八．主席 答穫關於委員會程序的意見，說 ，
憶及在第八九八次會議結束時他曾請各國代表團表示

它們對於決議草案 A/C . 5/L . 702 and Add.1 and2是
否還有其他意見或是提案提出。此項請求沒有獲得怨

應。他當诗又問能否認為關於決謫草案的討論業已結

束」 本次會議的行動限於表決和解釋投票理由。沒有

一個代表團表示反對， 因此他指出這是委員會的一個

決定。他又說就程序觀熙言， 如由主席本人提華採取

大會議事規則附件貳中所規定的行動， 那是不對的，

而又沒有一個代表團提議採取這種行動。再者， 該附

件第一部分第一段 （ 甲 ） 中所提及的程序是任意的 ，

而不是強迫的。

二九． Mr. GANEM （法蘭西 ） 說， 法蘭西代表

團認爲不得不正式表示反對委員會表決迅速」又反對

沒有使各國代表團有最後的楓會提出提案。

三O . Mr. ROSHCH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 說，寐聯代表團對於突然舉行表決也感覺驁

吳。 事實上它料想會允許各睪代表園在投票前或投票

後解釋它們的態度。

三一． Mr. CA釕ANEDA （墨西哥 ） 提議除決
議草案正文第二段中所規定的行動外， 委員會應該決

定請將辯論以及各豳代表團對投票所作解釋的全部紀

錄一併提送國際法院。

三二． Mr. TURNER （財務主任） 說， 如果墨西

哥代表所想到的是會議的簡要紀錄， 則他所提滾的行

勳將自動地由私害虛根據決議草案正文第二段採取 。

如果所需要的是速記紀錄，則必須有明確的申請，因

爲委員會的會談錄通常沒有速記紀錄。 就後一種情形

而言， 完全的紀錄必須從錄耆紀錄製出。

三三． Mr. CASTANEDA （墨西哥）說 ， 在特殊
情形下，第五及其他委員會的會議錄有編製速記紀錄

的先例。 鑒於委員會所處理的這個問題的靈要1也墨

西哥代表團要訂正它的提案。這件提案現在是這樣 ：

委員會決定第八九七次及第八九八次會蟻的一般討論

及本次舍議上各方所作投票理由解釋的紀錄全文應予

錄出， 以便提送國際法院， 但此爲一種非常措施， 無

意造成先例。

三四 ． Mr. TURNER （財務主任）說， 準備這

稠紀錄的安排是辦得到的。

墨面子代東的提者通過。

娥程項目正十五及二十六

聯合國剛果行動：費用概箕及締欬辦法

(A/ 4931, A/ 4943, A/ 5019, A/ C.5/ 904) 
（繚前）＊＊

聯合國緊急軍：

(a) 緊急軍維持費概第 (A/4784, Al 
4812) 

三五． Mr. GANEM（法蘭西）注意到祕書長的報

告魯 (A/4784) 和行政及預算問頲諮詢委員會關於聯

合國緊急軍的報告書 (A/4812 ），都是在一九六一年

七月問發表的。前者根據一項假定， 即一九六二年的

中東情勢仍背和一九六一年的情勢一樣。可是自從一

九六一年七月以來，這種悄勢已經改善。現在這個問

題不在聯合國其他任何楓關的討論中；該地區所發生

的事件校少， 同時蜇新衝突的威脅業已減少。因此 ，

預期緊急軍的兵力可以減少， 因而財政費用也可以減

少。誠然， 法蘭西代表團認爲由於迢種發展木來已經

應該作一些調整， 例如將瑞典分遣隊調至剛果。他認

爲在這樑早的一個日子提出棍弈是一種不適宜的辦

法， 因爲政治和軍事情勢是會改變的， 而這種概纂可

能不切實際。舉例來說， 祕書長曾說本緑織的經費於

＂ 纘第八六五次會議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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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度上半年大約繼續篤每月一千七百寓美

元，而不是一千萬美元。法闞西代表固然不反對該兩

報告書中所載概數，可是他希望一九六二年緊急軍的

規換和經費可以稍予減削。

三六． Mr. McCAW（珌害處）說，諮書長所說

的一千七百萬美元之數，包括經常預算下支出數五百

萬美元，緊急宜特別帳戶內預計支出數一百六十萬美

元， 及剛杲專設帳戶下的支出數一千萬美元。

三七．認曾長編製棍算，是在七月閭，即大會關

幕前兩個月 ， 藉使諮詢委員會有時間考慮此事並向大

會提具報告。

午1文十.::.吁..::.十分歆令

第九00次會議

一沁＊－年十.:::.月-t.:::.n 呈期.:::.午1文三呤.:::.-t分鎌約

主席：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埕項目六十三

聯合國新聞工作：
税耆長報告害（靖完） ＊

第五委員會提交＊令之般告吝稿 (AJC . 5/L. 703) 

一． 報告員， Mr. ARRAIZ （委內瑞拉），提出
委員會關於聯合國新聞工作的赧告害稍 (A/C.5/

L.703), 這涸問頲， 沒有引起什庶意見粉歧之處。委

員會無異議決定備悉祿書長報告書 (A/4927), 徂具

有下述了解：一九六二年度經費概算（A/4770) 附件

叁所載關於新闞工作方案的一類資料仍應繼續提供委

員會， 同時鉍奢長在與新聞工作諮詢小緋商議以後，

胝將此類資料所沒有提到的任何特定問頲向大會第十

七屆會提具報告。

耗告書稿（ A/C.6/L.703) 通遏。

議程項目五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募 (A/4770, Al 
4813, A/4814, A/4910, A/4918, Al 

4919, A/4949, A/4965, A/4981, Al 
4995, A/ 5014, A/5025, A/C.5/869, A/ 

C.5/870, A/C.5/874. A/C.5/876, Al 

嶋 續第八八七次會議。

C.5/877, A/C.5/878, A/C.5/881, Al 
C.5/882, A/C.5/887, A/C.5/889, Al 

C.5/894. A/C.5/898. A/C.5/903 and 

Corr.I, A/C.5/906, A/C.5/907, A/C.5/ 
L.674 and Add.I, A/C.5/L.679, A/C.5/ 

L.693, A/C.5/L.694）（諲前）

日內瓦胝務是黯分類 (A/5014,

A/C.5/903 and Corr.I) 

二．土席提到鉍害長爲了在他報告害(A/C.5/

903 and Corr.1) 中巳經提出的理由， 提議應授權自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一日起將日內瓦在現行制度下的服

務地黯分類改爲第四類，又在新訂制度下則自一九六

二年一月一日起改為第一類。在一九六一年度， 祕耆

長設法應付額外費用而不超過委員會已經核准的訂正

棍算範圍。爲了支付一九六二年度因日內瓦在新訂制

度下改爲第一類而引起的額外費用，肱害長請求將第

三款薪金與工資下增加撥款一OJ辶000美元，又

在第二十款聯合國嶷民事宜高級專員辦事處下增加撥

款二O，四00美元。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雖

有若干保留，但決定 (A/5014， 第十一段）不對祕書

長提案建議作何更動。

三． Mr. KITTANI （伊拉克）對於目前這涸問

題遲遲才提出委員會， 表示遺憾， 對於所遵循的程序

也有若干保留意見。事實上，委員會在提高専門及校

高等級的職員的底薪，並將前比在日內瓦給付的服務

地熙調整數併入新薪級表時， 早已面臨｀｀既成事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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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勞工組織與衛生緝織迢兩個照例應該適用劃一薪

津的共同制度的楓構， 業已決定將日內瓦在宙有制度

下改爲第四類， 勞工組織自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起生

效， 術生組織則自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一日起生效， 並

且還決定在新訂制度下自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起改爲

第一類。關於後者， 甚至在新制度沒有生效以前， 就

已經決定。由於共同制度的存在， 在日 內瓦設有辦事

處的所有楓構， 尤其是聯合國 ， 也就因而不得不採取

同樣的行動。

四． 既然 日 內瓦是一徭靈要的工作地熊， 術牛緝

緇與勞工組織在採取有迢樣熏大的財務彩卷的決定以

前， 應該先與聯合國諮商。這個問題在解決以前， 應

該先提交大會菽諮詢委員會討論， 尤其因爲這還是第

一次採用瑞士聯邦統計局及國際勞工局所編製的特別

生活貲指數，而且服務地禁諷整數額問題專家委員會

及行政協綢委員會 （ 協委會 ） 又都沒有楓會就這些數

字詳加研究。 此外， 諮詢委員會業已指出 （ A/5014,

第九段 ）， 一九六O年十月至一九六一年十月期間 ，

特別指數雖然增高百分之五， 但前此爲各國際維織所

採用的地方指數在同一期間上漲卻還不足百分之二。

五． Mr. HODGES （ 聯合王國 ） 與伊拉克代表

一樣，對於迢事所探租序的性質與時間因素， 也有同

樣的保留。現使聯合國面對一項＇＇祇成事實', 並且把

這個問題一滙到屆會快將桔束時才提交委員會， 聯合

王國代表也感遺憾。 但為了要公平對待在 日 內瓦任職

的聯合國職員 ， 委員會實在很鏹揖絕祕書是的提案．

六． Mr. GANEM （ 法蘭西 ） 完全同章伊拉克與

賜合王國兩瞬代表的意見。

七． Mr. BENDER （ 美利堅合衆國）贊同先前發

言人的意見， 可是也支持珌書長的提案，因為假加聯

合國要公允對待日內瓦的職員， 除了接納提案以外 ，

根本也就沒有別的辦法。這件事的前後經過以及最後

解決，已經使共同制度完全失去意義。現在似乎很豳

採取步驟，以防止此種惰勢重新出現。可是， 不應該

忘記， 對此類事件應該負貴的主要還是參預各專門楓

關立法楓構的各國政府代表。

八． Mr. LIVERAN （ 以色列 ） 相憎問題所以會

發生， 是因爲工薪津貼的共同制度紙是在名義上共同

而已， 實際上各緝織在對制度有所改勁诗， 所採取的

程序都各不相同， 雖然此等改動所採用的衡最標準是

完全一樣的。 因此舉個實例， 對衛牛組織來說，日內

瓦類別的改動是由幹事長決定的，幹事長有權以行政

行勁採取這樑的決定， 他的職務就相當於聯合國秘書

長。可是就勞工組織而言， 此項行動的採取， 卻是由

理事會決定的，而聯合圓或衛生組織卻都沒有相當於

理事會的楓構。適用共同制度的各緝織要把程序劃

一， 這應該是辦得到的， 因爲這襟一個制度的存在，

本來就事先假定有一定程度的合作。 各專門楓闢與聯

合國都不喜歡面對＂祇成事實＇。爲了防止此類情事熏

行發生， 諮詢委員會也許願意考慮是杏能夠將所有此

類問頲交由適用共同制度的所有組織中的類似楓構審

議是否可以使制度的一切更改由所有線織同時以同一

方式行之。

九． Mr. AGHNIDES （ 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

員會主席 ） 認爲目前的事態並不正常， 這是廷無疑問

的。第五委員會也許願意建議諮詢委員會就能否增進

共同制度的協調一禁進行研究。 要做到這一熙， 也許

會有些困難， 因爲各有關紐織一一聯合國、 勞工組織

與術生緤織一一在組織結構方面頗有不同之處。 舉例

來說， 勞工緝織與術生緋織， 並沒有在職務上完全相

當於諮詢委員會的楓構。 可是， 總應該可以想出辦法

來防止此類事態重行發里

- 0 . Mr. TURNER （財務主任 ） 說， 某些代

表所表示的疑慮，珌書處也有同感，這是不必說的 。

事實上， 要賓施任何牽連到許多結織的服務地照閲整

數額問頲， 本來就很複雜。 生活貲用上漲的時閭很少

與聯合國各楓構召開届會的時間相同。就僅由道一個
原因， 便使決定很難同時採取。由於日內瓦的生活質

用的確已經上漲，所以在採取決定以前， 不能將此事

先行提請服務地禁謁整數額問題導家委員會或協委會

硏究， 並提具報告。

一一． 同時， 一—這一熙美國代表業已正確指出

一在勞工紐織理事會採取此項決定時，並沒有任何

政府經由其代表向勞工綽織提出抗議。立法上的協調

與行政上的協調同棕重要。迢個問題正在研究之中 ，

每年一度召開會議的服務地熙調整數頲間題專家委員

會將於一九六二年四月間審議該問頲， 並將審議結果

也向將於四月問在日內瓦召開會議的諮詢委員會報

告。 因此， 第五委員會將能在第十七屆會接到詳睾的

報告書。

一二． 他記得在就基薪表進行辯論時，他曾經預

先告訴委員會這樣的情勢可能發生。閼於日內瓦所採

取的決定珌害處繭到十一月底才接得通知，接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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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以後，就立刻將此事轉知諮詢季員會。他願向第五

委員會保證，珌書處同意諮詢委員會報告書中所提的

各項意見。

一三． Mr. KITI'ANI （伊拉克）問財務主任，

綠部設在日內瓦的其他擴構，例如電訊同盟與氣象組

織，是否有意遵循勞工組識與術生緝纖的先例，還是

仍在等候大會的決定。他願意消楚說明，他所批評的

是在日內瓦所發坐的不規則現象。他希望諮詢委員會

能就此一問題進行研究，最妤是在四月間在日內瓦進

行研究，以便對共同制度的實施，可以有所改進。

一四． Mr. TURNER （財務主任）說，總部設

在日內瓦的其他楓構將採取何種行勳，這是很筵預測

的。在過去」它們都遵循大會的決定。

一五．主席 請第五委員會表決祕書長提案。提

案授權將日內瓦的服務地懃調整數額自一九六一年十

一月一日起改爲第四類，又授權將該地在新訂制度下

的服務地盤調整數頲自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起改爲第

．一類。

一六． Mr. HODGES （ 聯合王國 ）認爲第五委

員會應該將辯論時所表示的各項意見，尤其是關於諮

詢委員會應該在第十七屆會以前審該這個問頲的願

望，紀錄在案。

私書＊提素 (A{C.5/903, 第，、段）以五十票對

禾迢過，荼操考沁。

訂正飆算：第十三款 緤济發辰；第十

四款—社令工作；及第十六款一—

公共行政 (A/5025, A/C.5/906) 

一七． Mr. AGHNIDES （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

委員會主席）宜讀諮詢委員會報告書 (A/5025), 並

說明爲了報告書所舉出的理由，諮詢委員會建議將一

九六一年度預算第十三款未支用部分八四五，00 0

美元，第十四款下未支用部分五八五，000美元及

第十六款下未支用部分九七五，000美元，另行撥

於一九六二年度預算的各該款下。

誇的妾贝令辻試 (A/5025, 第臼段）涇仝牡一政

遠遏。

議程項目五十三

一九六一會計年度追加概算(A/4870 and 
Add. I, A/4902, A/4909, A/4995, Al 
5024, A/C.5/872, A/C.5/898) （靖前）事字

一八． Mr. AGHNIDES （行政及預弈問題諮詢

委員會主席）宣讀諮詢黍員會報告曾 (A/5024), 說，

爲了報告書中所載的理由 ， 諮詢委員會接受祕書長所

提概寡 (Al4870 Add.1 , 第八段 ），並建議第五委員

會通過f祕書長報告杏所附的決議草案。

一九． Mr. SO KIRK IN （蒔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問現在是要請第五委員會只就一九六一年度

內的額外財政負獪採取決定，還是要就追加概算的訂

正決議草案的整體舉行表決。他也想知道第五委員會

這次是就初讀進行表決， 還是就二讀進行表決。

二0. Mr. AGHNIDES （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
委員會主席）認爲委員會這次是就決議草案全文的初

讀表決。

二一． Mr. SOKIRKIN （藍維埃肚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 ）說，蘇聯代表團並不贊同 ， 腦於一九六一年度

追加概算的決議草案中所列載的某些經費項目，因而

他擬於表決時棄權。但他願意清楚說明，菇聯代表團

並不反對諮詢委員會主席所提到的一些經費項目，例

如關於停止核武器試驗的會議的經費。

關於一元＊－令計年度追加抵井決議早紊 (Al

4870/Add.1.附件）初犢，以五十四票對禾通過，奎

谁考丸。

議程項目五十五

聯合國剛果行動：費用概箕及籌款辦法

(A/4931, A/4943, A/5019, A/C.5/904) 

（繚前）

二二． Mr. CHELL!（突尼西亞）說，現在所討

淪的問題對於聯合國的根本存在，有特殊的軍要意

義。他追述聯合國在劑果的行動除了最初兩幅月以

外，就一直受到安全理事會與大會前所未有的監督與

管制。可是，迢涸問題使大家不得不對本組織及其行

..繽第八九三次會誤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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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結槁、 行動經費、乃至其基本原則作重新估計。這

個問頲也使通常團結一致的政治集團意見粉歧。故珌

書長爲要設法解決這次動搖聯合國根本的危楓，竟不

幸遇難。代理祕魯長就任伊始，也堅決表示要使剛果

行爵得到圓滿解決，並請求各會員國予以必要的道義

及物質支援，以便將安全理事會及大會所作決定付諸

貲施，因而給問題的順利解決帶來了新的希望。

二三． 爲了使祿書長能夠得到他所請求的經費 ，

突尼西亞代表團與丹麥、奈及利亞及巴基斯坦三國代

表團共同提出了一件決議草案3 自關於剛果行勁的

經費諤措的辯論開始以來， 提出非政治性決議草案 ，

這是第一次。所有各方意見粉歧的問題， 例如會員國

財政義務的法律根據， 關於聯剛行動颜外經費與經常
預算所開列的經貲在性質上的不同等， 都沒有提到．

因爲這些問題最好還是由國際法院決定，或甚至由各

代表團自己決定，更爲妥善。因此，決議草案提案國

祇提到自一九六0年七月十四日以來安全理事會與大

會所通過的決議案，以及第五委員會所接到的各項文

件。它們於是提議繼繽維持專設帳戶，認爲應授襬祕

害長爲聯合國剛果行勱支用每月不超過一千萬美元的

費用 ， 並為此目的提撥八千萬美元，備充自一九六一

年十一月一日至一九六二年六月三十日期間的經貲 ，

此項經費應依經常會費的比額由全體會員國攤負，但

徑濟不很充裕的國家應酌受優待。他提請第五委員會

委員注意決議草案正文第七段，該段擬請比利時玫府

多供款項。關於比利時政府對於剛果情勢發展應負的

責任，已纔有過冗長而激烈的辯論， 他不想再重新引

起爭辯。可是大多數人都認爲比利時雖然一再控明並

無任何不可告人的意圖，其勛楓卻實在是爲了直接的

政治利盆或經濟利盆 ， 這是無可辯解的。某些私利集

囷的行動大大危害了剛果的和平與安定，尤其是危害

了卡坦加的和平與安定： 這項串實也不能經描淡寓的

一筆帶過。無論如何，正文第七段的文字已經是決議

草案各提案國所能同意的最溫和的措辭了。

l 後來作爲文件 A/C.5/L.706 分發。

二四 ． 他強調說， 這件決議草案能否順利實施 ，

完全要看目動捐款的多寡而定。他與某些代表團一一

包括美國代表團在內一商談的結果， 使他相信這次

呼籲不會沒有緒果。他籲請各大國暫時捐棄成見，爲

聯合國在剛果的歷史打閼一個新頁。他尤其籲請薙

聯，因爲沒有蘇聯的合作，聯合國就不會有持久性的

成就。突尼西亞從來沒有斤斤計較它所供給的支援 。

今天，突尼西亞巳經決定派造更多的部隊去到剛果 ，

又一次證明友善之意。 突尼西亞眞誠希望各大國也能

同樣的做到這一步。

二五．應 Mr. GANEM （法蘭西 ） 之請． Mr.

RUTLEDGE （ 第五委員會祕害 ） 宜犢決議草案全文。

二六． Mr. CUTTS （ 澳大利亞）贊許突尼西亞

的提案，認爲它大致乃是遵循先前所通過的一些決議

案的方針的。澳大利亞除了往常所已鄒表示過的保留

以外，大概可以贊成迢件決議草案。可是，因爲還沒

有人自動認捐， 他不明白如何才可核減某些會員國家

的挺款。

二七． Mr. MORRIS （賴比瑞亞）對突尼西亞

所作努力，表示感佩；並且希望向各大國所發出的呼

籲不致沒有結果。

二八 ． Mr. KITTANI （伊拉克 ） 認爲應該展延

審議迢涸問題， 以便各國代表團能夠有時間研究所擬

議的案文。

二九． Mr. CHELL!（突尼西亞） 贊成此項意見。

三O. Mr. ARRAIZ （ 委內瑞拉 ） 也同意此項意

見， 但他願在目前階段指出 ， 大會決議案一六一九

（ 十五 ）不但籲請比利時多提供款項， 而且還促請安

全理事會各常任理事國提供額外捐款；現在由突尼西

亞代表所提出的決議草案卻並沒有此項呼籲。

午1文五時欲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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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O一次會議

一汜＊－年十＝月十三日星翔三午前十蒔五十五分紐約

主麻：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璸目五十五

聯合國剛果行動：費用概箕及籌款辦法
(A/ 4931,A/4943, A/ 5019, A/C.5/ 904, 

A/C.5/L.706 and Add.I）（靖前）

一． 主席 請委員會注意代理泌書長報告~ (A/ 

C.5/904) 第八段的意見及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

會報告杏(A/5019) 第五段所作的建議。 他向委員

會報告說， 緬甸及衣索比亞已經參加爲這件決議草案

(A/C.5/L.706 and Add.1) 的提案國。

議程項目二十六

聯合國緊急軍：

(a) 緊急軍維持費概算 (A/4784, Al 
4812, A/ C.5/ L.708) （至的前） * 

二． 主席 指出，諮詢委員會報告書 (A/4812)

第十段說明， 除報告害其他部分另述意見外，委員會

同意祕書長所提預算， 並建議核撥一九，八三六，八O

0美元充一九六二年度聯合國緊急軍（緊急軍） 經費。

但委員會曾經表示希望繼續盡力將工作經費減少到可

能的最低數額， 並且建議一千九百五十萬美元是合理

的目標。主席請大家注意丹麥、 印度、挪威、 瑞典及

南斯拉夫所提的決議草案 (A/C.5/L.708 ) 。

三 Mr. MALM （ 瑞典 ） 代表提案人提出決議

草案 (A/C.5/L.708) 。他說， 雖然瑞典代表團期待

有一天不再霈要這棵的決議案， 但是它和代理秘會長

同樣相信聯合國軍隊駐留該區域，有助于防止糾絵及

嚴重事變， 是確保平靜情勢的一個重要因素， 並且在

一九六二年度中必須由适軍隊繼續發揮安定作用 (A/

4784, 第一段及第二段 ）。 決跟草案授權珌書長在一
九六二年度開支的金額－一－一千九百五十萬美元一一

拿 續第八九九次合議。

比珌書長所提經諮詢委員會核定的概冥數額略少。決

議草案所提鎶供這個數額的辦法與大會第十五屆會經

過漫長辯論後通過的聯合國剛果行勱褥款方法十分相

似， 並且相當于關于剛果行勳決議草案(A/C.5/L.706

and Add.1) 中的有關規定。 遹個辦法是各方對這問

題不同意見折衷的秸果，瑞典代表團希望委員會能夠

加以支持，。

四 ． 決議草案極力強調各會員國自勳捐款一熙 。

瑞典和其他提案國一樣， 除作財務捐獻外， 並積極參

加緊急軍的工作，不是爲保護它本身在中東的任何利

盆，而是要覬助聯合國限制衝突的區域。 适種衙突如

不加以限制， 便可能對所有國家都有嚴重的後果。瑞

典代表圈希望更多國家政府效法那些往年自動捐款或

雖可核減但自勛不減捐獻的各國的榜樣。

五．主席 說， 各代表團如有關于項目五十五及

項目二十六， 分項 (a) 的提案， 請儘早提出。

第三委員會於丈件A/5032 內就議程項目

十二＊＊提出之決議草案陸所涉經費問

題(A/5027, A/ C.5/ 905) 

六．主席 依大會議事規則第一百五十四條之規
定請委員會審議第三委員會提出關于人權硏究奬金的

決議草案陸 ( A/5032 , 第八十六段 ） 所涉經費問題 。

決議草案建議增加人權問題諮詢服務方案 （ 一九六二

年度概算第十五款 ） 所用的財力， 使能于研究璀之

外， 每年設人權硏究奬金若千名。 諮詢委員會同意

(A/5027) ~隋書長所作估計 (A/C.5/905）， 每一硏究奬

金約需四千五百美元之費用。決議草案卻沒有明確規

定一九六二年中將要頒發的這種研究獎金名額。 因

此， 諮詢委員會建議通知大會，這件決議草案如獲通

過， 在第十五款下， 爲一九六二年內頒發這種研究奬

金， 必須加撥經費每名約四千五百美元；至于奬金名

額應由大會斟酌決定。

七． Mr . CHRISTXADI （ 印度尼西亞 ） 請大家

注意一九六一年1及一九六二年度 (A/4770) 棍算第

拿． 經济磁祉會理事會義告書。

1 大會正式紀錄， 第十五屆會， 補編第五號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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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款敍述一九六0及一九六一年度中關于人權工作

的經費開支情形。 印尼代表團認爲人權工作足夠數額

業經使用， 懷疑爲這目的增加使用的數額是否適當 ，

因爲若千年來並沒有這種研究奬金的要求。

八． Mr. HODGES （聯合王國 ） 說， 聯合王國

代表画曾在第三委員會中投票贊成這件決議草案， 仍

須視第五委員會關于它所涉經費問題的意見如何。 雖

然如此， 他不知道第五委員會在審議這個提案所涉經

費問題時，豈不應該也審誤將要頒發的研究奬金名數

的問題。這穂研究奬金的可能要求尙在未知之列； 而

且根據諮詢委員會報告害第四段，可以設立十名或十

二名研究獎金而無須增加行政費用；餜然如此，他認

爲本方案在實驗階段中規模宜小， 在一九六二年度內

頒發的研究奬金， 應不超過十名。

九． . Mr. KLUTZNICK （ 美利堅合衆國 ） 憶及

原來的打算是把人權工作常年預算經費十萬美元鼐充

硏究奬金及區域研究珗費用，但是實際上區域研究既

已將全部經費用盡。 結果， 硏究奬金方面沒有款項可

用， 因此也沒有要求提出。美國代表圉覺得有擴充聯

合國迢一方面工作的需要， 因此曾經在第三委員會中

支持這件決議草案。 但是它了解本組織現時的財政困

難和本方案的實驗性質，如果在這一方面作重大的承

諾不免有欠明智。因此，他支持聯合王國代表的建

鼴第五委員會應規定所頒研究奬金的最高名額一一

十名， 可能十二名。

-0. Mr . ROSHCHIN （ 蘇維埃祉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 說， 第三委員會沒有明定所提方案的確切範

粵殊可引爲造憾。但是他認爲第五委員會代作此事

有欠適當。

一一． Mr. Kl面ANI （ 伊拉克 ） 同意蘇聯代表

的話。 雖然第五委員會能夠同恋諮詢委員會所作研究

奬金每名費用的估計， 但是一九六二年度中應該頻發

的研究奬金名顬若干， 這一熙應該由大會決定。 一經

大會決定，祕書處自然會把所需增加數額列入一九六

二會計年度的訂正概寡。

一二．研究奬金方案有兩照與技衍協助方案不

同。 第一黠是閱千程序的。通知各國政府現有充研究

奬金的款項後，珌書麻便等候申請。過去幾年每年都

有可作一兩名研究奬金的款項，但是自從一九五六年

開始舉辦本方案以來總共祇頒發硏究奬金兩名。可見

硏究奬金的需要極小， 這從國家心理的觀熊看是不難

了解的。第二照是不能按照人權標準把各國分爲已發

展和發展落後兩種， 而且不可能說任何俑別國家濡要

人權方面的技術協助。因此， 人權研究獎金的規定不

是技術協助方案的普通部份， 而是處理特殊問題的特

殊方法。

一三． Mr. BHADKAMKAR （ 印度）說，印度

代表團了解人權硏究奬金需要缺乏的一個理由是可供

這種用途的款項不足。它相信宜增設研究奬金四名或

五名，並將此事廞爲宜揚。除在經濟方面發展落後的

國家以外， 其他各國的國民也很可能申請這些獎金。

一四． Mr. HODGES （ 聯合王國）說， 委員會

或許願意協助大會決定一九六二年度研究獎金方案規

模的大小。 他因此建議委員會于贊同諮詢委員會的建

議外， 並在關于第三委員會提出的決議草案陸所涉經

貲問題對大會的報告書中列入下文：

＂ ． ．．並因第三委員會決議草案未指明適當名

額， 第五委員會根捩行政及預篡理由，擬建議大

會或願規定于一九六二年度中頒發不超過十名之

此種研究奬金。＂

一五． Mr. ROSHCHIN （ 蘇維埃肚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 說他懷疑在聯合國預算中規定第三委員會提

議的那種研究奬金是否適宜。所需要的數額很小， 那

種性質的研究奬金容易由個別會國員自行設立。事實

上， 大會可以建議會員國如能設立人權硏究奬金， 便

當設立。

一六． Mr. MACHOWSKI （ 波蘭 ） 說， 波蘭代

表團由提交第三委員會關于涉及經費問題的說明書

(A/C.3/L.947 / Add. 2)叮 了解擬議增加的研究奬金名

頫無需額外經費， 而且費用可由最初估計的十寓美元

開支。他想知道何故現時福要額外經費。

一七． Mr. TURNER （ 財務主任 ）說，文件A/

C.3/L.947 / Add.2 的第三段原意祇是指出研究獎金新

增名頲的組織與事務工作不至增加行政費用。 現時情

形仍然如此，但是如果增加硏究獎金名額，預寡中第

十五款下便需要更多的經費。

一八． Mr. BANNIER （ 荷蘭 ） 同意伊拉克代表

的話， 人權問頲的研究獎金與經常技術協助方案下頒

發的研究奬金不能相比。因爲支付人襬硏究璀的費用

後沒有剩餘款項作爲研究獎金， 荷蘭代表團支持聯合

王國代表的提議， 應該撥款以充頒發不超過十名的研

2 同上，第十六屆合， 附件， 議程項目十二。



266 大會－第十六屆會－第五委員會

究奬金的經費。他同意蘇聯代表的話，硏究獎金可以

照雙邊辦法設立。但是若干國家寧願這種援助經由多

邊辦法供應。正是爲了這個理由，第三委員會才建議

由聯合國顗發這種研究奬金。

一九． Mr. GANEM （法蘭西）認爲聯合國實施

人權方面的敎育是完全適當的。最近的事件明白顯示

有在國際間施行這種敎育的楓會和需要。法蘭西代表

團擬支持少許撥款以便增加硏究獎金名額。

委員令以六十四票對＊一荼橫考－一法定遠

知大令：第三委員令所提決誤早素痊（A/5032, 第＇、

+*l文）如呆遠過，第十五款一＾槿立乍一下須

增接款項，一汜＊二年十頲積的硝究槳全每名需款給

臼千五百美元，槳金名鋨由大令斟酌1良定。

二o. 主席建議委員會表決聯合王國代表提請

載入委員會報告害的案文。

挺議的者文以五十四漂對零通過，荼根考十一。

二一． Mr. CUTTS（澳大利亞）說，澳大利亞

代表團未能支持聯合王國提案，因爲在它看來，第五

委員會的職責祇限于行政及預算問題，不當決定大會

另一個主要委員會所建議的實體方案的魄圍應該如

何。如果這提案是根據預算的理由，他念及本組織目

前的財務悄況，看不出委員會有何適當理由建議爲一

個似乎並無任何顯著需要的方案撥款四萬五千美元。

所採取的行動不是很可取的先例。

二二． Mr. TURNER（財務主任）說，鉍書處

估計聯合王國的提案所濡經費將不至超過四萬美元。

二三． Mr. ARRAIZ （委內瑞拉）說，委內瑞拉

代表團因爲與澳大利亞代表團相同的理由，在聯合王

國提案付表決時棄權。在他看來，關于大會其他主要

委員會所通過的聯合國活動，委員會不應該就其範圍

作成決議。

二四． Mr. KITTANI （伊拉克）也贊同澳大利

亞代表所表示的意見。委員會胝關懐第三委員會建議

的決議草案所涉經費問題，而不宜就該決議草案的範

圍或實體表示任何意見。大會舉行全體大會時，處理
第三委員會所討論的問題的代表能夠出席，屆時再表

示意見比較妥善。

二五． Mr. HODGES（聯合王國 ）同意在通常

情況下，第五委員會不應規定另一委員會所建議的方

案的範圍。但是本屆會議不久就要結束，第三委員會

並未確切說明它的建議，必須協助大會指出以增設若

干硏究獎金爲妥；鑒於以上種種理由， 剛才就英國代

表團倡議所採的行動似屬必要。

議程項目五十九

聯合國與各專門機關及國際原子能總署

在行政及預算方面之協調：行政及預

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報告書 (A/5007)

二六．主席請大家就諮詢委員會報告書 (A/

5007) 發表意見。

二七． Mr. BANNIER （荷蘭）強調聯合國與各

專門楓關在行政及預算方面協調的靈要性。本項目在

本屆會議時間提出過遲，不及徹底討論，他引爲遺憾。

他希望第十七屆會能較早審議諮詢委員會報告書。

二八．諮詢委員會對于工作方案的檢討以及委員

會與各專門楓關的諮商，成效卓著， 應加讚揚。新近

獨立國家中的方案及各專門楓關參與剛果工作，特別

令人注意。諮詢委員會在它對第十七屆會所提的報告

害亟應特別考慮兩個重要問題： （一）在地方和區域

內各楓關間的協調問題，（二）在各國內的代表問題。

由于大會關于分散工作的決定，這兩個問題都變得十

分靈要。

二九． Mr. GABITES（紐西蘭）發言，伊藤

先生（日本）附和，贊同荷蘭代表所表示的希望，第

十七屆會較早審議諮詢委員會關于本項目的報告書。

本項目的辯論，對第五委員會全體委員國，尤其是新

近入會的委員國都能有用處。但是本屆會議因爲時閭

不夠，不得不縮短討論。

三o . 他強調依照優先次序嚴格實施和方案閭 、

楓關闍以及中央祕書處與地方辦事處閭儘可能確保最

密切的協調的重要。如果迢幾黠不予以適當注意，則

工作日盆分散，可能引起人力和資金重嵒浪費，或者

人力物力使用欠妥。由諮詢委員會報告書顯然可見，

在剛果實行這幾禁已經產生良好效果。

三一．報告書強調迫切盅要增加有關方案下的活

動。适必然會使預算增加。紐西蘭代表團並不反對因

此而增加活勁，但是切盼這種增加的活動應該有良妤

的計劃和妥善的協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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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Mr. ARRAIZ （委內瑞拉）也對委員會祇

有如此少的時閭審議諮詢委員會報告書表示遺憾。以

往各屆會議就該報告書所作的討論，以及就該項目決

議草案所作的審議，曾經產生很有結果的辯論。他·贊

同荷蘭代表的希望，第十七屆會應該校早審議本項

目。

三三．他支持紐西蘭代表就協調的重要所發表的

意見。必須多方注意，以確保工作的分散不致使方案

與方案閭，或楓關與穢關閭，以及中央韶書處與地方

辦事處間發生失調情事。

三四． Mr. AGHNIDES （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

委員會主席）說，諮詢委員會依憲章第十七條第三項

的規定，履行審査各專：楓關行政預算的責任，非常
鄭重。他很抱歉，這屆 議報告書未能早日提出，由
于所涉及的繁複諮商所致者多，而由於諮詢委員會疏

忽者少。報告書稿必須先送請各楓競表示意見，在參

照各楓關的意見訂正以後，始可分送各會員國政府。

三五．諮詢委員會要記住荷蘭代表所提諸熙。

三六． Mr. GABITES （紐西蘭）說他的意見並

不是評論諮詢委員會。因爲紐西蘭代表團很重現諮詢

委員會赧告書，如果報告書能夠早日提出以便及時加

以澈底硏究，它將感激不盡。

三七．主席說，皝然沒有提案他便提議由委員
會向大會建議與往年類似的決議草案，措辭如下：

＂大會，

＂一．備悉行政及預寡問題諮詢委員會關于

各專門楓關及國際原子能總署一九六二年度行政

預篡之報告書(A/5007);

＂二．邀請各專門楓關及國際原子能總署注

意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報告書所載評議及

意見，以及第五委員會在大會第十六屆會所表示

之意見。＂

決議羊者以六十五票對禾通過。

三八． Mr. LIVERAN （以色列）說，諮詢委員

會報告書很重要，因爲所處理的問題日盆複雜。若干

主要委員會，特別是第二委員會，曾經在本屆會議就

涉及各專門槻關的事項通過若干決議案。因此，第五

委員會不得不就超出各楓關預算範圍很遠的事項通過

決議案。在這類事項上協調的重要，無論如何強調，

也不爲過。那些比較廣大的問題，不在諮詢委員會任

務規定範圍以內，它的報告書也就不能論及。因此，

他建議在第十七次屆會時第五委員會應該用一描時間

審議适類報告書提出所含的協調這項基本問題。

三九．主席建議第五委員會就本項目向大會提

出的報告書應該反映出以色列代表所說的話。

決定如議。

議程項目五十六

委派大會各輔助機關人員以實懸缺（靖
前） : *** 

(f) 聯合國職員養郎金委員會（A/4822,

A/C.5/L.707) 

四o. 主席說，文件 A/4822 稱，委員會必須
推踞六人，以實聯合國職員接卹金委員會委員懸缺，

三人充任委員，三人充任候補委員。候選人名單見文

件A/C.5/L.707。他建議委員會依第十三屆會中所採

行之同一程序，先選舉委員，然後選舉候補委員。

四一．他請委員會選舉職員菱郎金委員會委員侯

選人三名。

Mr. Keszthe馭（句牙利）及 M,..Kourany（巴

今馬）息主席計，任撿票員。

皋行無記名揀票。

選票穩鈥：

廢票：

有效票鈥：

荼楫：

實投有欬票鈥：

法定過丰鈥：

615 77 

。

75 
38 

侯選．＾所·科票鈥：

Mr. Bender (美利堅合衆國） .….. 58 
Mr. Torres Astorga (智利）．…….. 54 
Mr. Hodges（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

合王國）．．．．．．．．．．．．．．．．．．．．．．．．．．．．．． ． ． ． 50 

Mr. Albert F. Bender （美利堅合泉囷）、琦．
Rigoberto Torres Astorga (智利）及 Mr. C.H. 
W. Hodges （起不列類及北愛硐閑喵合王國）已犯法

定遏丰鈥辜，孳委員令推為為喵合國職員堪邱全委n

令委員，任期三年，於一加＊二年一月一 日閃必。

．．．積第八九三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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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主席請委員會選舉職員義邱金委員會侯

補委員三名。

Mr. Keszthe馭（匈牙利）及 Mr. Kourany（巴

令馬）息主席贛，任撿票頁。

皋行無記名扯票。

選票總敖．：

磨票：

有故票麩：

荼操：

實坻有故票鈥：

法定遏半鈥．：

72 
。

2116 773 

侯選．＾所科票鈥：

Mr. Nolan ( 愛爾蘭）．．．．．．．．． ．．．．．．．．． 65 

Mr. Quao (迦納）．．．．．．．．．．．．…．．．．．． 65 
Mr. Liveran (以色列）．…．．．．．．．．．．． 57 

其他候選人．．．．．．．．．．．．．．．．．．．．．．．．．．．．．．．． ． 8 

Mr. Brendan R. Nolan (愛爾蘭）、崎 Na

than Quao (泛給）及Mr. Arthur C. Liveran （以

色列）已親法定過半鈥票，埕委員令推為為啡合國職

員秦圩金委員令候補委員，任期三年，於一汜六二年

一月一日閒始。

午找一咔十分散令

第九O二次會議

一元＊一年十.;::..月十四 a 星朔臼午首十咔五十分紐約

主麻：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鏡程項目五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箕 (A/4770, Al 
4813, A/4814, A/4910, A/4918, A/ 

4919, A/4949, A/4965, A/4981, A/ 

4995, A/5014, A/5025, A/C.5/869, Al 

C.5/870, A/C.5/874, A/C.5/876, Al 

C.5/877, A/C.5/878, A/C.5/881, Al 

C.5/882, A/C.5/887, A/C.5/889, Al 

C.5/894, A/C.5/898, A/C.5/903 and 

Corr.I, A/C.5/906, A/C.5/907, .A/C.5/ 

908, A/C.5/L.674 and Add.I, A/C.5/ 

L.679, A/C.5/L.693, A/C.5/L.694, Al 

C.5/.704) （綠前）＊

國際法院法官薪俸（續完）＊＊

． 續第九00次會議。

．． 續第八九三次合議。

第互委員令提出＊會之吡告書稿 (A/C.5/704)

一．主席請各委員考慮第五委員會關于國際法

院法官薪俸的報告害稽，該報告書稿經提議列入第五

委員會關于一九六二年度椴算的主要報告害中，作爲

第四章。

杖告書稿 (AlC.5lL.,04) 當孽通過。

二諭 (A/C.5/908)

第一款．各國代表、各委員令及共但

補助機關委員旅費與共他典用

第一款柢麩一，一五玉'.:::.四O美元綠一玫通遙。

第.::.款．特殂會議

第.;:.款抵鈥一，五三.:::.,000~元鐭一玫迢過。

第三欬．薪俸與工姿

第三款抵款四0,-l::-.::..::.,o五O美元涇以臼十五

票對十票通過。

第四款．一般人事費

第臼款抵敖汜，三元＊，＊五O美元以四十五票對

禾通遙，荼操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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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

第五救．纖員操費

第五款抵鈥..::.,O*.Ji..,000美元徑一玫迢過。

第六款．職員服務條例冊件壹第＝項及

第三項丸定之公亮交泰吳

第六款．概鈥一00,000美元涇一玫遠遙。

第七欸．房令天房地吹袤蜚

第上款抵鈥臼，三六四，五00美元緤一玫遠過。

第入款．永久設備

第，、款抵鈥四三＾，五00其元孳一玫遠過。

第九欬．房地維持費、管理費天疽金

第沁款概敖三，四五0,000.1.-元涇一玫遙遙。

第十敖．捻移賣

第十款抵鈥三，＊.Ji..Ji.,000其元涇一玫通過。

第十一款．印屠蜚

第十一款概鈥一'..::.三三，＊五．o美元緤一政迢

第十二款．特涮費

二． Mr. SOKIRK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請求就第十二款第壹項一一韓國聯合國軍紀念公

墓一一下鉍書長所要求的概數七四， 六00美元單獨

表決。

第十.:=.款第一項抵鈥上四，＊00其元以五十上

票對十票通遙。

第十..::.款總抵鈥一四四，＊00其元以五十七票

對禾迢逼，荼根考十。

第十三款．經預發晨

第十三款概敖.:=.,一三五，000美元以五十七票

封禾通過，荼権者十。

第十四款．社倉工作

第十四款抵欬..::.,-O五，000共元以五十，、票

對禾通遏，奎椎考十。

第十五歟．人檣工作

第十五款抵鈥一00,000真元，A*十票對＊

通過，荼槿．考十。

第十六款．＆共行或

第十＊款概鈥一，汜四五，000共元，A*十票對

零通過，荼操考十。

第十七款．麻醉晶管制

第十七款抵鈥上色000共元以＊十一票對＊

通過，荼楫考十。

第十入款．特褫團

第十，、款抵鈥.:::.,四四臼，六五O美元以＊十票對

十票通過。

第十九救．璜合國A動事務

策十加款抵鈥一,三.1i.--1::-,000其元以六十一票

對十票通．遙。

第二十敖．璟合國躁民事宜悔級專員辦亭嘉

第＝十款抵鈥.:::.,五一．五，＾00其元以五十＇、票

對禾通遙，奎操考十三。

第=+一款．國舉法浣

第.;::.十一款牴敖犬1.:::.六，＊00萁元烴一致遠遏。

三． Mr. McCAW（鉍害處）請委員會注意第

二、第三及第四委員會剛才通過或即將通過的議案勢

需在一九六二年度預募中增撥經費，計共二0五，o

00至－0,000美元。

四．再者，大會及第一委員會業經通過或正在審

議中的議案將引起經費問題，其數額還不能確切估

計。代理韶書長打冥在徵得預算及行政問題諮詢委員

會同意後依照關于臨時及非常費用的決議案第一段支

付适後一類項目的費用。

五． Mr. SOL TYSIAK （ 波蘭 ）說迢次屆會對于

聯合國向它的辦事楓構所在地國家繳納捐稅一問題又

沒有充分考慮，波蘭代表圏引爲遺憾。雖然曾有保證

謂正就該問題進行討論並將向大會提送一項報告書，

但迄今仍杏無消息。因此波蘭代表團要求委員會提送

大會的報告書提及若干代表團曾經提出這個問題並且

要求珌害處作一個詳盡的報告書。

六．主席；說如無異議委員會報告書將要論述波

闌代表所提的這一禁。

決定如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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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

遏，o

遙。

遏。

吹入溉萁

吹入第一款．職員訢玲科收入

第一款收入抵鈥＾，＊..l::-0，二五O美元綠一玫迢

收入第,:;.款．預其以汴恨户接款

第;::.款收入抵鈥－，＊＊＊，＇、00美元綠一玫迢

收入第三款．一圾收入

第三款收入概鈥－，四00,000真元涇一致通

收入第四款．出信琊合國郵票

（喵合國郵政笮璆局）

第四款收入概鈥－,..::.k五，000真元孽一玫通

收入第五款．出信出版物

第五款收入抵敖．三上五．，000其元緤一玫遠過。

收入第＊款．迸本事務及飲食供息寧務

第六款收入概鈥＊k五，000美元孽一玟迢過。

七． Mr. RUTLEDGE（委員會珌害）建議委員

會或許願意和在以往屆會中一樣于審議關于一九六二

會計年度預算經費的決議草案時將經費及收入總概數

提付表決。

法定如議。

議程璸目五十五及二十六

聯合國剛果行動：費用概箕及籌款辦法
(A/4931, A/4943, A/5019, A/C.5/904, 
A/C.5/L.706 and Add. I）（靖前）

聯合國緊急軍：

(a) 緊急軍維持費概算 (A/4784, Al 
4812, A/C.5/L.708 and Add. I ）（靖
前）

八． Mr. ZELLEKE （衣索比亞）說聯合國的前

途有賴于它在剛果行動的成功，因爲如果不遵照安全

理事會及大會的決議案履行它在剛果維持和平及安全

的責任，人們便可能對本組織失掉信心，而危及它的
存在。雖然人們過去對于剛果有時懷着希望，有時又

不禁失望，但是代理鉍書長遵照安全理事會的指示正

在採取的堅強行勳引起這種工作可能圓満完成的新希

望。衣索比亞代表團也注意到有些會員國，尤其是美

國， 爲便利那些行動提供有價值的協助；它希望其他

國家會效法它們。聯合國對于它在剛果的行動業經付

出重大的代價，而這問題既然已進入最後階段則更多

付出一燕兒代價以確保完全的成功似乎是明智的。

九．衣索比亞代表團鑒于現時情況比較有希望才

參加提出決議草案 A/C.5/L.706 and Add.1,該草案
在實體上與大會決議案一六一九（十五）相同。草案

中又提議請各會員國按照經常分擬比額分擔剛果行動

所需貲用， 對于支付能力有限的國家作有特殊規定，

因爲它們所繳款項數顓雖然微少，對于它們的經濟卻

有相對比較重大的影零。決議草案並籲請自動捐款以

彌補較小睪挺款所減數額。

-o. 他對比利時沒有遵照決議案一六一九(+

五）中的籲請捐助巨款， 感到遺憾。新決議草案重申

該項籲請。

--. Mr. DE PINIES（西既牙）說雖然突尼
西亞代表在第九00次會議中提出了若干論禁， 他不

能同意在決議草案襄省略大會決議案一六一九（十五）

的靈要段落。突尼西亞代表說過本問題中一切引起爭

論之照都已依照就議程項目六十二通過的決議草案

(A/ C.5/L.702 and Add.1 and 2} 提交國際法院，該
草案西班牙代表團曾贊成；但是如杲法院判決該草案

所提及大會及安全理事會諸決議案中授權的開支確實

是憲章第十七條第二項意義範圍內本徂織的經費， 那

麼本紐織將仍要負起攤派這些經費的任務。

一二．決議草案A/C.5/L.706 and Add.1 略去決
議案一六一九（十五 ） 前文第三段所載經拉丁美洲提

議而列入的一個原則，即聯剛的非常賀用在性質上與

聯合國經常預算下的費用根本不同。 再者，該決議草

案省略決議案一六一九（十五）前文第四段所述原則，

即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對干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

負有特別責任，因此對捐繳款項充和平與安全工作所

需經費也負有特別貨任，並且沒有載入該決議案正文

第五段所作促請那些常任理事國增捐冝款的籲請。還

有也許比校更爲熏要的，便是該決議草案也略去決議

案一六一九（十五）正文第四段中的規定，即｀＇在另外

制定分攤比顓表以支付本組織因此等活勁而引起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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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費用之前＂應按照正常預算分攤比額表攤派這些經

費；但是這個規定是非有不可的。最後，決議草案籲

請＂自動捐款＂而非＂增捐款項。＂雖然他希望安全理事

會的其他理事國會效法美國自動捐助巨款，他認爲這

種純自動的捐款不能作爲解決本問題的適當準則。

一三．雖然在第十五屆會時曾保證第十六屆會將

撥出充分時間使各國代表團能夠研究本問題的一切方

面，但是現時第五委員會在這次屆會行將告終，時間

迫促之際才來審議本問題，

一四．由于他所列舉的原因，他將不能支持該決

議草案目前的措詞，他認爲這會爲將來造成一個危險

的先例。雖然西珗牙代表團一貫地主張全膛會員國都

必須捐助剛果行動的費用，但是它堅持決議案一六一

九（十五）中所闡釋的原則，即徵收這種費用，應採

與經常預算下費用不同的程序。實在，倘若第五委員

會逐漸接受迢種費用是本組織經常費用這個論盤，那

麼各會員國可能因爲對財務方面的後果懐着恐懼而不

願對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恬勢採取大規模的行動。

聯合國幫助解決這種衝突的能力便將受到更多的限制

了。

一五． U HLA OUNG（緬甸 ）說剛果行動是對

聯合國維持和平的能力的一項決定性考驗，因爲這個

重大工作如果失敗了，便不僅會導致剛杲國內無法解

決的混亂，而且會使得聯合國瓦解並可能爆發另一次
大戦。

一六．本組織所遭遇日盆嚴重的財政危楓使剛果

行動受到癱瘓的威脅，緬甸代表團相信第五委員會負

有盡力解除這個危楓的責任。這個行動規模的宏大在

本組織歷史上是空前的，而且這涸問題本身也極爲複

雜。雖然各會員國對于應如何指導這種行動持有不同

意見並且都不滿意聯合國迄今所能達成的結果， 但是

這種情形不是會員國可以拒絕糍付它們各自分擔的一

份聯剛費用的正當理由，因爲那樣便是廢棄全髏會員

國在簽署憲章時所接受的集體責任這個原則。

一七．但是現時有理由使人相信聯合國在剛果的

行動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並且有了全體會員國懇

摯而積極的合作，這些行勱的目標應該不久就能達

成，那就是消除剛果人民現時的苦難， 以維持世界和

平與國際合作並且神盆非洲全體的安定與進展。

一八．若干代表團相信全體會員國都在法律上負

有繳納它們各自的一份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費用的義

務，並且因比提出一備決議草案請國際法院就維持和

平行動費用是否應睍爲憲章第十七條第二項意義範圍

內本組織的經費一間題發表諮詢意見。其他代表圏則

相信這件事情主要是一僭政治問題。緬甸代表團沒有

信從這兩種議論，並且認爲全體會員國都在道義上，

而不是在法律或政治上負有義務，繳納它們各自的一

份正式核定的維持和平行動所需費用。就是由于迢個

原故緬甸代表團在表決他所提到的決議草案時棄權。

一九． 緬甸從來沒有規避任何這一類道義上的義

務；它同意在一九六0年繳付一九，三七七美元，並在

一九六一年繳付一五，八四九美元作爲它的一份這種

行勤的費用。雖然那些數額也許似乎比較徼少， 但是

對于像緬甸這樣賺得強幣的能力有限， 在經濟發展四

年計劃上負擔繁重而所獲外來援助很少的國家，那些

數額事實上已超過它所能夠捐助的。緬甸就是秉着這

種桔胂參加提出沉議草案A/C.5/L.706 and Add.1。

緬甸代表團懇切盼望第五委員會將通過适個決議草案

並且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將對這個行動所賑費用自

勳慷慨捐助。

二0. Mr. OLSEN （ 丹麥 ）說丹麥參加爲決議

草案A/C.5/L.706 and Add.1的提案國，因爲它承認
爲聯合國在剛果的行動費用定出一種箝款方法是全體

會員國的共同責任。如突尼西亞代表在第九00次會

議中所說的，該決議草案是非政治性質。 它所根據的

有兩個普通原則：各會員國對保持和平與安全的行動

負有集髏責任，它們應該各按其能力分攤這些費用。

該決議草案和大會決議案一六一九 （ 十五 ）一樣，載

有促請比利時捐助巨款的規定。在這一燕上他強調：

丹麥代表團提出該決議草案並無責備之意，它祇希望

比利時因爲在那個區域內有特殊利害關係會作額外的

捐助。

二一． Mr. QUIJANO（阿根廷 ） 說珌書長和他

的僚區專誠努力實施大會及安全理事會關于維持中東

及剛果的和平與安全的指示，應予讚許。在中東已有

很大的進展，不過在剛果迄今祇有部分的成功。但是

阿根廷代表團深信聯合國必須繼繚駐在剛果以幫助中

央政府維持秩序並建立權威。

二二．在審慎研究聯合國緊急軍維持費棍算 (A/

4784) 及行政暨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關于此事的報告

害 (A/4812 ) 之後， 阿根廷代表團深信關于緊急軍

所要求的一九六二年度經費是合理的。不過它感到遺

憾的是近來在緊急軍工作的區域內並未發生事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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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沒有人提議主張考慮減少緊急軍現時五千三百官兵

及其他職員的名額。如果不減少名頷，便應當提出一

俑比費用概算第八段最末一句所述較爲詳盡的解釋。

二三．根據祕書長的兩個報告書 (A/4931 and 
A/C.5/904) 和諮詢委員會的報告書 (A/5019) 就

剛果行動的費用概算提出意見要比較困難，不過阿根

廷代表團認爲鉍害處會儘可能減低這些質用，並會負

責使適當行政程序得獲嚴格遵行：在這方面是可以信

頼祕書盧的。聯合睪在剛果所耗費用超過本組織的經

常預算很多，使各會員國承受很重大的負擔；因此珌

書處在款項管理上必須特別審慎。在這種了解下，阿

根廷代表團同意授權祕書長依照大會的財務指令爲聯

合國剛果辦事處每月支付不超過一千寓美元的費用。

二四．談到關于聯合國剛果辦事處 (A/C.5/

L. 706 and Add.1) 和緊急軍 (A/C.5/L. 708 and 
Add.1)的決議草案，他說大家都復了解阿根廷對于維

持和平行動籌款方法的意見＄雖然全體會員國共同負

擔鐙措這些行動所需費用的責任，但是以適用于經常

預算的原則適用於這種費用是不可能的。其他因素，

包括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依照憲章第五章對維持和

平與安全所負的特殊責任在內，都必須顧及。令人氣

餒的是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在涉及它們的利盆時便

主張特權而不會不加以行使，但在小國們一再有所陳
述時顯然除一個常任理事國外，其餘都裝嬰不理，而

且不僅沒有致力尋求解決辦法，甚至還探行一種阻礙

政策，以致本組織處在現時的財政悄況中。如代理珌

害長所說的 (A/C.5/907 ），本組織的財政困難現時

變得如此嚴重，威脅到它執行主要責任和核定方案的

能力。

二五．大會決議案一六一九（十五）前文第三段

及第四段業已確認聯剛所需費用在性質上與本組織經

常預算下的費用不同以及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對于

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負有特別責任這兩個原則，因

此建立了重要的先例。正被審議的兩個決議草案中略

去這些原則不提，使得阿根廷代表團不願予以充分支

持。但是在表決這兩個決議草案時，它將以聯合國在

危難關頭需要支持和遵守憲章精胂的需要爲南針。如

果各大國能夠協力實現這些理想，那麼，阿根廷代表

團便比較容易決定如何投票。

二六． Mr. ROSHCH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 說大家都很了解蘇聯代表團對于維持和平行

勳特別是剛果行廁籌款方法迢個問題的立場。依照蒽

章第十一條第二項的規定需要行動的任何有關維持

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問題，都必須提交安全理事會。第

四十三條及第四十八條中對于安全理事會的責任規定

更爲明晰。根據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的規定，安全理事

會能夠要求各會員國依照特別協定爲這種行動供給軍

隊、協助及便利，同條第二項規定特別協定的性質。

從這些規定顯然可見向會員國要求的協助，其性質和

範圍是由安全理事會來決定的，闕於它們所負責任的

協定，也是由理事會來訂立的。在簽睪這種協定前，

它的條款必須經安全理事會包括常任理事國在內的全

體理事國議定，並且必須由供給軍隊或其他協助的會

員國接受。沒有這樣一個協定， 在剛果的行動及任何

其他行動都不能認爲是聯合國行動。

二七．就剛果的行動這件事情講，在安全理事會
中必須議定要那些會員國參加行動，它們參加的規模

如何，每一參加會員國所將供給的軍隊、 協助和便利

以及軍隊的數目、種類、準備程度與一般駐紮地照 。

安全理事會與會員國就這些照所締結的協定應當也訂

明給與協助的條件並訂入適當條款規定如何毎措關於

使用軍隊及所供便利的費用。

二八． 安全理事會爲充分了解事實，作成軍事行

動方面的決定，必須軍事參謀團協助，該團的責任已

規定在憲章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及第四十七條

中。根據第四十六條，該團負有協助安全理事會決定

軍事行動計劃的責任。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載有軍事參

謀團的任務規定而第四十七條第二項則說明該團對於

受安全理事會所支配的任何軍除負有戰略上的指揮責

任。從剛果行動開始之時起，那些規定就已完全被漠

謨；而軍事參謀團現時每月開會一次，不外是表示它

注意到它的議程上沒有項目。在聯合國從事大規模軍

事行動的時候，這是一稱不合理的情況。

二九．安全理事會若干常任理事國，尤其是法蘭

西和聯合王國的態度，對於剛果的行動發生令人遺憾

的彩響。 爲發起這些行動它們的贊同是必要的，但是

它們立場的改變破壞了成功的楓會。在那些行動是對

付故魯孟巴先生時，它們予以支持，當那些行動目的

在廢除殖民主義國家的工具，卡坦加當局的分立政策

時，它們便反對。聯合王國、法蘭西和比利時現時正

在對剛果國內爲聯合國行動的軍除公開作戰。例如，

雖然明顯無疑宗貝先生的意向是要領導其國人與聯合

國敵對，但是它竟被容許離開法蘭西並且通過英緊領

土到達伊利沙白市，此事意味深長，此種情況拖延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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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行動，並且使得聯合國正在遭受重大的生命與物

質損失。

三0. 目前財政上的危急悄況正是安全理事會在

剛果的行動中沒有執行它的適當任務的直接結果。如

代理祕害長在第八九九次會議他的陳述 (A/C.5/9<Yl)

中所指出的，截至今年年底短絀的數額將要超過一寓
寓美元。這種短絀的責任，大部份應該由那些完全不

顧憲章關於維持和平與安全的規定而使本組織進行費

用浩大行動的會員國負擔。

三一． 有人向蘇聯籲請幫助本瓿織解決它目前的

財政困雛；但是蘇聯對於那些困雖並無任何責任。爲

聯合國緊急軍和聯剛籌款而通過的不合法程序除其他

國家外，美國與英國曾經加以控同，而蘇聯卻從未贊

成。蘇聯沒有以任何方式參加聯劑，而美國與英國卻

陷入1艮深。再者，蘇聯對於反對故魯孟巴先生任元首

的剛果共和國合法政府的行動曾經作強烈抗議，並且

明白表示聯合國在剛果的行動，使绳魯孟巴先尘死

亡，違反安全理事會的決議。現時不能誤蘇聯對不顧

它的抗議而作成的決議負擔責任。

三二．因為這穂種理由，蘇聯不能對於短絀數額

分擔責任，那種短絀是其他會員國在財政方面所作不
合法決議的結果。加它所一再說明的，所有這禰決議

祇應由安全理事會作成。如果憲章中所焊定的程序被

違返了，那些迫使本組織採取不合法行勳的會員國應

該對其結果負責。因此那些國家必須負起財政上的擔

子。

三三． Mr. VELA （厄瓜多）憶及自大會通過

關於剛果行勳諤款方法的決議案一六一九（十五）迄

今胝有九個月。雖然該決議案所載方法已被接受，行

動費用仍然短絀。委員會現時正在審議如何充實這備

方法，使它更有成效。突尼西亞和其他五個國家提出

一個決議草案 (A/C.5/L. 706 and Add.1), 這個草

案雖然外表上與決議案一·六一1以十五）相似，實際

上卻很不同．

三四． 如西珉牙代表所已指出的，聯剛的貲用在

性質上與聯合國經常預第下的費用根本不同，因此應

該採用與經常預算．下所用者不同的徵收程序。适種程

序還沒有議定，所需款項也無着落。委員會現時遺遏

到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擬訂一侷全盟會員國都能夠

支持遵行的案文。葭到現在本祖織的財政問題都是被

一成不變地從政治關係上加以審議，結果就是那些最

好的方法，其價值也並不大於繕寫它們所用的紙張。希

望大會能夠通過第五委員會媾議的決議草案 (A/C.5/

L.702 and Add.1 and 2），請國際法院就熊否適用
憲章第十七條第二項發表諮詢意見。

三五．憲章規定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對維持國

際和平與安全以及因此而捐助和平與安全行勳所需款

項應負擔特殊袁任，厄瓜多代表團和其他許多代表團

一樣，對迢些規定，十分重風。發展中的小國家需要

那些常任理事噩協助它們的緇濟發展而且無可置疑地

維持和平也涉及經濟協助的提供。如果期待受助小國

們以對於維持和平行動日漸增多的鉅額攤款的方式退

遐一部份的協助，那是不合理的。如果大國們認爲本

組織有一黠價值，它們便必須致力解除它的財政困

雄。他很高興溍到確認這種義務的膿家已不止一個。

三六．他不願使人懷有厄瓜多不想接受它的義務

的印象。它是最初支持普逼性與集體責任原則的國家

之一，但是它未嘗忘懐它自己能力的有限。它不能同

意某些國家純因政治的理由而拒絕分擔費用。

三七．厄瓜多代表團認爲從鬨始時起就制定特別

分攤比額表以支付維持和平行動費用本是適當的辦

法。不幸沒有照這梯做而仍然應用舊的不完善的方

法。他贊同共他代表團所表示的意見，該決議草案

(A/C.-5/L.706 and Add.1) 是積極企睏解決問題，但
是還不夠深入。大會決議案一六一九（十五）的含滙

措詞似乎提供了一儲解決辦法，但是事實上不然；不

幸，新的決議草案也不勝於舊者。如果有f.f:何新的提

案或有任何關於目前草案的修正案提出，他可餌作進

一步的陳述。

三八．伊藤先生（日本）說決議草案 A/C.5/L.
706 and Add.1 的提案人應該受到韻揚，因爲他們提
出了一涸顧慮周詳、審慎議定的提案，以處理甚至比

一九六0年中更充滿困難與不安定的情勢．該決謠草

案所擬議的籌款方法與第十五屆會中經過很澈底地研

討問題的法律與財政各方面後所蓮過的決璇案相似。

鑒於籌供本組織財政費用的迫切需要，他希望該決議

草案無須延長討論而能以大多數通過。日本代表團將

加以支持。日本代表團也將投票贊成決議草案A/C.5/

L.708 and Add.1 並且希望這兩個決議案都能以比第
十五屆會中同樣的決議案所獲贊成票較大的多數通

過。目本代表囷對於這兩個行動費用捐助較多的國

家，尤其是美國政府所給與的不厥支持，願表示感謝

之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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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Mr. GANEM （ 法蘭西 ） 憶及法蘭西代表
四對於聯合國剛果行動貲用籌措問題一貫地保留它的

立場。 因此它對於蘇聯代表所作它改變立場，破壞剛
果行動成功楓會的說法提出異議。

四0. 法蘭西未曾反對聯合國對剛果共和國 （ 雷

堡市） 提供技術援助』甚至包括軍事性質的援助在內，

但是對於該國內情況的演變， 愈來愈感焦慮， 法蘭西

總是贊成一個統一的剛果，但是認爲該國的內部結構

應該由它自己單獨決定。法蘭西堅決反對對於剛果的

內政或內爭作任何方式的外來干預， 並曾將此意嚴切

訓示它在該國內的外交代表。 迄今並無這些訓示未被

遵行的跡象。

四一． 法蘭西承認宗貝先生是剛果闞內一個大省

的主席，但是從來沒有承認卡坦加是一個獨立的國

家。它僅祇與聯合國承認的剛果中央政府有往來。 宗

貝先生近來的訪問法蘭西被人作爲評論的題目，但是

他願意強調法蘭西政府把這個訪問當作純屬私人性
質， 並曾適知宗貝先生當他留在法蘭西境內時不得從

事任何方式的政治活動。

四二． 法蘭西關於聯合國剛果行動的保留逐漸增

多，因爲目前在卡坦加的軍事行動是否眞正屬於防衛

性質愈來愈令人懷疑。那種軍事行動危及法蘭西國民

的生命， 這使得法蘭西代表團特別關切。

午投一特＊五分做令

第九O三次會議

一汜六一年十.;::.月十四 a 星翔四午投三呤:::.十五分錙給

主席：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主席缺席， 副主席 Mr. Alfre缸祏己（庫）

代行主席職務。

議程項目五十七

聯合國經費分攤比額表：會費委員會
報告書 （玲完） ＊

第玉委員含提送大令之戟告吝稍

(A/C.5/L. 705) 

一．報告員 Mr. ARRAIZ （ 委內瑞拉 ） 提出第

五委員會的報告害稿 (A/C.5/L.705) 內論述聯合國

經費分攤比額以及會費委員會就分攤比額所提報告書

(A/4775 and Corr.1) 。爲了響應蘇聯代表團所提出
的兩個建議，他提議就該案文作兩個編輯方面的不很

重要的更改。 第十段末句中＂效力＂二字應予刪除。第

十三段內＇，若千代表團認爲＂等字樣應移至該段起首。

杖岩言稿 (AlC.6/L.,05) 作了如J:..的任正投孳

一玫通．遏。

． 續第八八九次會議。

議程璸目五十五

聯合國剛果行動：費用概算及籌款辦法

(A/ 4931 , A/ 4943, A/ 5019, A/ C.5/904, 

A/ C.5/ L.706 and Add. I）（靖前）

.:::..Mr. SANU （ 奈及利亞）雹按奈及利亞代表

團的態度所根據的原則，它認爲在財政上繼續支持聯

剛是一種極端重要的舉措，這一黠從它參加提出決議

草案 (A/C.5/L. 706 and Add. 1) 一事上可以顯示
出來。 它接受集髖負査諤供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行勳

所需款項的原則， 因爲這種行動是必要的。所涉費用

的性質問題業經提請國際法院審謅。令人眈憂的一燕

是這個業已發生的問題威脅着聯合國的存在， 而委員

會上的決議草案是鏭了覓致一俑解決辦法而作的一種

認眞的努力。再者， 奈及利亞代表團認爲維持和平行

動的攤款比額不應該和經常預算的攤款比額相同， 因

爲如果相同的話，就和聯合國的經濟和社會目的不

合；它希望決議草案正文第五段內所定的減繳辦法會

付諸實施，奈及利亞代表囷一方面贊成委內瑞拉及西

薙牙代表的意見認爲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負有特別

責任； 同時卻希望： 由於決議草案避免了政治性的爭

嘉凡是可能引起這種爭黠的正式修正案將不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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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他強關比利時的義務的特殊性質：比利時對其本

身和對聯合國而言都應該捐出鉅額款項。他感謝已經

自動捐助款項的會員國，特別是美國，同時請求蘇聯

忘記它的正當的異議而支持聯合國爲克服一稠不幸悄

勢而作的努力。

三．奈及利亞一向支持聯合國在剛果的行瞄，而

且將繼續予以支持。 Mr. Sanu 表示希望這件決議草

案會獲得廣泛的支持。

四． Mr. NDUKI （剛果，雷堡市）參加焉決議

草案的提案人，同時希望所有愛好和平與正義的國家

會支持這個適中的提案．他讚揚爲殫立一備單一的不

可分割的剛果而繼續努力的一切人士， 特別是突尼西

亞的總統；突尼西亞總統儘管有他自己的問題，可是

正在經常給予剛果支持。他從赧紙上很遺憾地獲悉美

國成立了一個團體，它宣佈願意蔭接臨助宗貝先生；

他誠摯地希望美國政府務使那個團體沒有為害的力

噩。他顬請被公認爲對剛果悄勢負賁的國家停止它們

的不斷的、公開的干涉，迢穰干涉是不利於和平的。

他盼望會員國在財政上接濟代理f必書長，使他得以執

行困艱的任務，即將卡坦加靈歸剛果版圖。他提及法

國代表在第九O二次會議上所發表的陳述，他問加果

像該代表所稱，法國政府以誠意對待雷堡市政府，則

宗貝先生如何能夠在沒有剛杲談照的情形下進入法國

領土。

Mr. Lannung（丹麥）回任主席。

五． Mr. BALDARI （義大利）說，目前的財政

情形是很：危急的。如果拒絕對剛果行動繳付攤款以致

据害有關各方的利盆的國家堅持那種態度，則它們冒

着使聯合國破產的危險。為了答復蘇聯代表所提出的

議論，他指出安全理事會已經通過了四個關於剛果的
決鼷案，而且最近曾軍申以前理事會和大會所通過的

決議案（參閱 A/C.5/904, 第一段）中所載聯合隣處

理剛果（雷堡市）一事的原則和宗旨。因此如謂安全

理事會未正式就此事項作成決定而重新引起爭論，則

這稚舉措顯然表示缺乏誠意。

六．在維持和平與安全所必要的行勅經安全理事

會和大會核准的時候，遹種行動如果要獲得成功的

話，顯然需要資源和款項。膈於這一燕，義大利代表

團重申其意見：關於剛果行動的經費是屬於憲章第十

七條第二項意義範圍內的本組織經貲；适睡經費是強

迫性的；又所有會員國對此項經費負有集醬的資任。

可是，它承認就有些國家而言，爲了應付它們的經濟

和秕會發展方案的需要，減繳攤款是適宜的；如果比

較先進的國家自願捐出的款項足以彌補， 則此種核減

是可以辦得到的。如果聯合國滅少或暫停其維持和平

與安全的工作， 則特別是小國將受到威脅，同時各方

對於聯合國的信賴性又將因而減少。

七． 義大利代表團將對決議草案 (A/C.5/L.706 
and Add.1) 投贊成農但要求就正文第七段單獨作
一表決，因爲它認爲該段不合時宜。

八． Mr. GAVAS（希臘）說，剛果危楓是全世

界所關切的事項，它彩嚮所有會員國；因此它所需要

的互額支出應該由大衆負擔。這一照特別重要，因爲

一如業經正式地指出，聯合國的破產將不僅僅是一種

經濟方面的崩漬。各方對於爲剛果事項而承負的財政

査任的拘束性質，曾經表示十分粉歧的意見。希臘代

表團認爲有些代表團拒絕分擔此項經費可能使聯合國

發生可怕的破產。希臘將忍受絕大的犧牲繼續繳付其

挺款，但盼望其他會員國也採取同樣行锄。就政治的

和法律的觀點而言，下述意見是楓難接受的：當聯合

國依照憲章所埠定的程序作了一個決定的時候，－福

國家竟能拒絕分擔該項費用，以致阻礙這個決定的實

施，從而行使了不為憲章所認可的否決福。分攤比額

表是用一種合乎邏輯的實丰求是的方式擬訂的，因此

可以適用於聯合國的一切經貲。為了這些理由， 希臘

代表匪將對決議草案 A/C.5/L.706 and Add.1投贊成
票，但要求分開表決，因禤也可和其他代表團一樣 ，

它對於有幾段懷有疑慮。

九． Mr. MORRIS （賴比瑞亞）疫賀決議草案

提案國不推諉困難任務。就在財政上支持抑不支持剛

果行動一事而言，顯然在道義上、政治上或財政上可

以提出的理由多到像代表團數目那樣，可是人們應該

記住：終極目的是確保一個能發展的和統一的剛果共

和國的存在。有些代表團顯然根據處噩失當的理由拒

絕繳付任何攤款，如已故魯孟巴先生之被殺。其他代

表團雖然提供財政支持，可是它們最近在卡坦加的活

動令人發生一種印象，即它們事實上拒絕非洲大陸的

涸化。可是還有其他若千代表團＿一或者是最不能令

人寬恕的一抹煞這個問題的實際方面。他懇請所有

出席的代表團軍行考慮它們的立場並支持迢個在它們

面前的適中的提案。

-0. Mr. ARRAIZ （委內瑞拉）說，有些會
員國， 特別是拉丁美洲國家和西璀牙，對於維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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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所需款項的嚮供問題，一向很明白地堅持明確的

原則。它們認爲此等行動所需經費和聯合國的經常經

費根本不同，因此應該在經常預箕外另列一倨預算或

帳戶，並應按照一種特殊的比額鍔供款項。說勻公道

話，有若干國家應該在非常經費上負擔較大的一份。

這種國家中的第一類是指那些遇有委員會當前那一類

的案件時，針對情勢負擔一份較大責任的國家，或對

那種情勢比較滙接地關切的國家。其次是安全理事會

的常任理事國，憲章將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責任授

與這些國家，而謳它們享有其他國家所沒有的特權作

爲補償。最後一類的國家是爲了政治的或經濟的原因

對於一種國際的解決有更直接利害闕係的國家。要求

這幾類的聯合鬮會員國作出一種特別的捐助不是籲請

它們大發慈悲，而是顬請它們捺負道義責任。他方

面，其餘會員國只可要求提供一種象徵性的捐款作爲

國際團結的一種保證。

一一．在第十五屆會中，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已

經在一件決議草案1前文中表示了那些一般性的原則，

該決議草案的正文規定了攤派聯合國在剛果項下的經

費的方法，根據遞個方法，安全理事會各常任理事國

和對剛果危楓擔負責任或顯然有熏大利害關係的那些

國家負擔經費的百分之九十五，其餘會員國負擔百分

之五。在同一次討論中提出的另一件決議草案主要是

根據同樣的一般性考慮，但規定了不同的方法。拉丁

美洲國家本着妥協稍神同意支持那第二件決議草案，

因爲它們所擁設的原則也載列在該決議草案內；那第

二件決議草案於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一日通過， 成爲
大會決議案一六一九（十五）。

一二．人們有理由希望拉丁美洲國家如此重視的

原則將在第十六屆會中重予確認。可是情形並非如

此，使委內瑞拉代表大感失望。決議案一六一九（十

五）前文中兩段一一關於聯合國在剛果項下的經費的

特殊性質以及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特殊責任等段

一未經決議草案 A/C.5/L.706 and Add.1 的提案

國採納。再者，決議草案一六一九（十五）正文第四

段規定在沒有另訂不同的比額以前，此項經費應該按

照經常預算的分攤比額攤派。委員會當前的這件決謅

草案甚至沒有提及訂立這樣一種特殊的比額。提案隣

代表爲了支持它們的提案說它們原希望迢件提案沒有

任何足以引起爭論的因素。可是在一件決議草案的規

l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 第十五屆會，附件，議程項目四十

力／五十，文件 A/4740, 第八段。

定經大會通過時，這些規定便不再視爲是爭論性的 。

委內瑞拉代表團深知聯合國處在一種悲慘的財政悄

況，所以它希望幫助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如果決議草

案 A/C.5/L.706 and Add.1 不提及委內瑞拉代表團

如此重視的各項原則，則它很難加以接受；不提及适

些原則就會令人發生一種印象以爲大會於一九六一年

四月通過了這些原則以後便不再忍爲他們有效。

一三． Mr. BANNIER （荷蘭）指出荷蘭代表團

曾經屢次說明其對於聯合國在剛果的行動所需款項嚮

供問題的立場以及此種立場所根據的原則。對於大會

就分攤經費所作決定的合法性以及減輕資源不足國家

的財政負擔的盎要，荷蘭政府的意見並無變更。整個

地瑁來，這件決漵草案是符合荷蘭代表團的立場的，

它將予以支持。可是，它不能支持正文第七段，因爲

它認爲這件決議草案中不應該帶有政治性質；他希望
第七段將單玀付表決，他將對它投反對票。

一四．荷蘭代表團將對闕於緊急軍的決議草案

A/C.5/L.708 and Add.1 投贊成票。

一五． Mr. COULIBALY（馬利）說，馬利政府

一向譴責卡坦加的脫離，同時對於聯合國在剛果所採

取的錯誤的步驟表示還憾；馬利政府熱烈歡迎新任認

書長爲糾正此等事項而作的努力；它看到聯合國在適

當執行的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上似乎正在朝着正當方

面進行，頗感欣慰。馬利政府軍申其保證：完全支持

代理鉍書長為恢復剛果共和國獨立時所存在的完整而

作的努力，以期使各省重行獲得和平並且加強以阿都

拉先生為總理和季任加先生為副總理的中央政府。有

辦法以達成這些目的和貫徹在剛果所採行動者，任何

實際解決足以使聯合國獲馬利代表團將表示贊成，而

且將對決議草案投贊成票。

一六． Mr. MORALES （鉍魯）完全贊成委內

瑞拉代表所發表的關於支持沒有妥協可能的原則性立

場的意見。自從大會通過決議案一六一九（十五 ） 以

來，雖然在聯爵lj所需款項的籌供方面的情勢沒有改

變，可是這件新決議草案的提案國抛栗了大會業已同

意用爲解決這個爭執的根據的原則。和西砥牙、厄瓜

多、阿根廷及委內瑞拉代表團一梯，他認為該決議草

案沒有就經常預算中的聯合國經費和關於聯合國在剛

果行動的非常經費作一區別，是完全不合邏輯的。提

案國至少應該覆按第十五屆會中拉丁美洲各國代表團

如此強調的各種原則。正文第七段沒有提及比利時政

府的特殊責任，而且沒有一處說到安全理事會常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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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國的特殊査任。這種遺漏可以1艮嚴蜇地推翻聯合國

的道義上和法律上的平衡。

一七． 最後，提案國打第在會員國問擬派經巽的

方式誠然是復奇怪的：第四段說到依照一九六二年度
經常比額表攤派經費，而第六段提及自願捐款；第七

段沒有特別說明比利時捐款的性質，而第八段規定自

願捐款應該用於抵銷因實施第五段的規定而發生的短

絀數。 Mr. Morales 對於整個程序是否適宜一熙表示

懷疑，這種程序很可能是違反憲章的。

一八． Mr. CASTAN即A （ 墨西哥 ） 說， 他要
參加討論現在迢個項目，但是他還沒有準備發言，而

且和其他拉丁美洲代表一樣，希望委員會暫緩討論其

餘部份。

決定如議。

議程項目二十六

聯合國緊急軍：

(a) 緊急軍維持費概算 (A/4784, A/ 
4812, A/ C.5/L.708 and Add.l）（犢
前）

一九． Mr. RAFFAELLI ( 巴西 ） 說，他環參加

爲決議草案 A/C.5./L.708 and Add.1 的提案國。他
希望這件提案會獲得各方的贊同，而且所有國家會對

緊急軍的維持繳付它們的握款。

二0. Mr. NIELSEN（丹麥）說自從一九五六
年緊急軍能夠應付一種嚴靈情勢以來，他鴛助維持中

東的和平，而且成爲該地區各處的一個穩定因素，可

是， 他希望在不久的將來這些軍橡能夠撤退。丹麥代

表團一向認爲緊急軍所需款項的籌供是所有會員國的

一種集盟責任， 它促請委員會通過這件決織草案。

二一． MT. GANEM （法闌西）說，他已經指

出，必須考慮削減聯合國在中東的義務；目前的一般

恫況似乎證明适穂方針是正當的，雖則顯然很鄗說以

色列和其鄰國之間何時能夠眞正恢復和平。法蘭西代

表團欣然注意到目前适件決議草案的提案國所要求的

撥款僅僅供一九六二年度上半年之用。爲了強礪該軍

不久就可停止執行職務，又假如提案國沒有異議的

話，他希望正文第二段稍加修正如下＇（授權祕書長於

一九六二年度為續辦聯合國緊急軍工作每月平均支出

不超過一，六二五，000美元之款項',0

二二． Mr. MALM （ 瑞典 ） 鋁稱， 決議草案提

案國已經考慮到此項修正， 願予接受。

二三． Mr. ROSHCHIN （ 蒜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 說，一般說來， 緊急軍所需款項的鍶供引起

了和聯剛所需款項的諾供同樣的問題，蘇聯代表團已

痙一再指出緊急軍的設區是違反憲章的，因爲大會通

過該項決定是違反了憲章第七章的規定的。而根據第

七章的規定，只有安全理事會才有權力設篦這種軍

橡。

二四． 痲聯代表團反對決議草案 A/C.5/L.708

and Add.1, 因爲它認爲維持緊急軍的費用應該由對
埃及侵略的國家負擔。

午1k五特徹令

第九O四次會議

一心六一年十::..n +正 n 星翔正午前十一呤錙給

主麻：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員會各位委員及志願方案的各位代表的工作， 表示敬

議程項耳六十

預算以外款項籌募委員會報告害
(A/5031) 

意。赧告書照通常辦法， 說明委員會工作悄形及筍募

會跟結果，不過第二十四段內的決議草案則與通常程

序不同。首先，籌募委員會現在已經獲得了充分的座

驗，可由大會每年的專設全體委員會的地位舉行會

鼴該建議見正文第一段。 其次，委員會認爲所負其

-. Mr. NOLAN （ 愛爾蘭） ， 預箕以外款項徬 他任務由韶害處及預第以外方案行政首長執行比校方

募委員會主席，提出該報告書 (A/5031), 並對委 便；爲此而作的建議見正文第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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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委員會已經完成一九六一年度的工作， 但對

一九六二年度還沒有建議重新指派一個嚮募委員會 ，

因爲籌募委員會的工作雖然很有價值，可是委員會不

敢斷定以其他方式進行是不是就一定不能獲得同樣的

結果。

三． 主席 表示如果沒有其他提案，委員會應該
核准報告書 ( A/5031) 第二十四段內的決議草案。

決定如誤。

四．根據Mr. GABITES （紐西蘭） 提議，主席
建議第五委員會對預算以外款項鍔募委員會所做的工

作， 表示感謝。

決定如試。

議程璸目五十六

委派大會各輔助機關人員以實懸缺 （靖
前）＊

(b) 投資委員會：認可移書長委派之人
員 (A/C.5/911)

五．主席促請注意祕書長報告書 (A/C.5/911)
第四段，內開受委人員五名，請予認可。受委人選業
經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核准。

六．如無其他提案，他認爲委員會應建議大會認

可代理祕書長報告書第五段所作的委派。

法定如誤。

第一委員會於丈件A/5026 內就議程項目
二十一＊＊提出之決議草案所涉鎧費問

題 (A/C.5/909)

七． 主席 請委員會依議事規則第一百五十四條

規定討論第一委員會爲促請外空和平使用問題委員會

於一九六二年內擔任若干新任務而提出的決議草案

(A/5026, 第九段） 所涉及的經費問題。珌書長節略

(A/C.5/909)第五段稱，如決議草案爲大會通過， 因

節略第四段所稱各項問題而可能發生之任何額外費

用， 將按一九六二年度臨時及非常喪用決議案規定給

付之。那個程序已爲諮詢委員會所贊同。

． 續第九O一次會議。
．． 外空和平使用問題委員會報告若。

八．若無其他提案，他建議第五委員會應通知大

會：通過第一委員會所提決議草案可能引起額外開支，

此項開支由臨時及非常費用決議案規定項下所設之款

項給付之。

法定如誤。

第四委員會菸丈件A/5044 內就議程項目
四十七＊＊＊提出之決議草案壹所涉經費

問題 (A/C.5/910)

九．主席 請委員會依議事規則第一五四條規定

討論因實施第四委員會所提決議草案臺 (A/5044, 第

四十六段）可能引起的經費問題。如文件A/C.5/910

第四段所示， 倘大會蓮過該決議草案，鉍害長將請求

於第十八款~派圓一項下追加經費四六，0 0

0美元以應付因決議草案正文第二段 (a) 而發生之開

支，並根據臨時及非常貲用決議案規定承擔其倬費

用。諮詢委員會已經同意那個程序。

-0. Mr. KITTANI （伊拉克）說大家應該明

白如委員會核准擬議的追加經費四六，000美元，

這筆款項應該用來支付擬議的西南非領土特別委員會

睍察費用。

一一．主席 表示若無其他提案，委員會應通知

大會：通過決議草案壹將引起正文第二段 (a) 項下之

開支四六，000美元， 其他開支則依臨時及非常費

用決議草案規定鐙付之。

決定如誤。

議程項目五十五及二十六

聯合國剛果行動：費用概箕及籌款辦法
(A/4931, A/4943, A/5019, A/C.5/904, 
A/C.5/ L.706 and Add. l ）（繪前）

聯合國緊急軍：

(a) 緊急軍維持費概算 (A/4784, A/ 

4812,A/C.5/L.708/Rev.1）（靖前）

·.． 西南非「謝噩

（子）西南非問題委員會報告杏；

（丑）聯合國各專門椴關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爲西南

非之經濟、社會及教育發展提供協助：各楓閼

及基金會報告書；

（寅）選舉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三委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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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Mr . CUITS （ 澳這1」亞 ） 說過去十八個

月剛果軍事行動在人力和費用兩方面對本組織都是一

個噩大的負擔。大會於決議案一六一九（ 十五 ）內曾

決定，除若干會員國挺瓿須作調整外，剛果行動費用

應由會員國按經常預纂會費用分攤比額表分攤之。澳

大利亞代表團認爲大會甄這些在憲章第十七條第二項

下的貲用已經採取了適當的行動。

一三．珌書長雖經授堀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以前， 繼續按現行每月問支一千萬英元的規定 ，

支出費用，但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後的開支經費卻迢沒

有蒞落。安全理事會曾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決議案1 重申聯合園對剛果的政策和宗旨並闡明其對

祕曾長所頒的訓令。安全理事會沒有一個理事噩反對

那個決議案。因比主管楓關已明確決定該行動應繼續

進行。

一四．現在大會必須根據憲章第十七條第二項的

規定，在它認爲合理而公平的任何種恭礎上，由會員

國分攤所逆料發生的行動費用。正如業經指出的那

樣， 戀章並沒有規定分攤貲用的任何特定公式；現在

必須餠怎樣分攤的辦法作一決定。

一五．若干代表團認爲在第十七條第二項下大會

祇有分配緇常或行政經費的權力， 對於剛杲行動所有

的那種費用必須另零芻款方法。委員會討論議程項目

六十二時通過決議草案 A/C.5/L.702 and Add.1 
and 2, 請國際法院就此問題提供諮詢意見。因此迢
個問頲可以視爲已在受理中，所以法律的爭論似乎不

宜於此刻提出。他沒有預甌法院決定的意思，不過願

意聲明澳大利亞繼頷認爲剛果行動貲用與聯合國一項

主要任務一一－維持和平及安全的任務一—有關，它們

與平常不同的地方胝是數瓿太大而已；因此它們適用

憲章第十七條第二項的規定，大會爲分記迢種費用而

作的決定對會員國都有拘束力。

一六． 祕書長曾經墜稱 (A/C.5/904, 第八段）他

無法爲一九六二年度聯合釀剛果行動提出詳細的致用

概募， 或預測安全理事會和大會交付給他的任務何時

可以順利完成。珌書長認爲沒有充分的理由可以預料

在不久的將來每月費用會降低到一千萬美元以下。因

此他希望獲得繼續按照這個數額支出貲用的權力， 並

請大會在財政上予以適當的安排。諮詢委員會在報告

害內 ，同意珌書長關於費用水平的意見，並根據實際理

l 安全理事合正式紀錄，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十月、十

一月及十二月份補編． 文件 S/5002。

由 ， 建議在預料大會最早能於何時重行討論這個問頲

的日斯以前，授予祕書長此種權力 (A/5019，第五段） 。

一七．決議草案 A/C.5/L. 706 and Add.1 大致
遵循第十五屆會關於剛杲行動所通過的決議案的規

定， 並爲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一九六二年六月三

十日期間提供經費八千萬美元。迢就表示大會將在後

一日期以前重行將會討論那個問頲，迢福辦法符合諮

詢委員會的繡議，澳大利亞代表團對它表示支持。澳

大利亞還贊助按一九六二年度經常會貲比額表和瞞於

核減及志願捐款的規定分攤八千萬美元的辦法。它祇

有一項不太重要的保留；它對指定某一會員國多捐款

項的辦法是否適當一熙，表示懐疑。

一八．可是遹涸決議草案並沒有爲本組織面臨的

嚴童財政問題，提出一個解決辦法；它所規定的只是

繼續採用目前剛果行動經費籌措辦法，而這個辦法主

要因爲許多會員國沒有繳納或拒絕繳納癱額已使聯合

國瀕臨破產的地步。根據最近各次會議討論的語氣來

看，以後幾個月繳款的悄形，大撤不會有什底璽大改

善。代理祿書長已經提出罟告：到一九六一年年底時

本組織可能會有超過一萬寓零八十萬美元的虧絀。至

一九六二年年中，那項虧絀便會增到一萬萬七千寓美

元之多，聯合國不僅要被迫驟然停止剛果行動，而且

迨要削減經常預算下的若干工作。它將無力支付各會

員國對剛果行瞄所提供的協助，甚至無力應付經営費

用。如果他所表示的意見過於悲觀，希望財務主任加

以改正。

一九．澳大利亞代表團相信代理韶書長及各國代

表固一定能憤童考慮本組織所面臨的較長期的財政問

題，同時希望祕害長在未給大會充分楓會採取適當行

動前勿使本組織瀕於破產塊地，在這兩涸前頲之下，

它將投票贊成決議草案 A/C.5/L.706 and Add.1。某
睡特殊財政辦法如發行積劵，是否可能，不妨予以探

討，而停止或削減剛果行動的辦法是否相宜，或兩者

同時採用的辦法， 也都可以考慮。這種行動顯須及早

在一九六二年年中以前採取。

二o. 澳大利亞代表圏同意現在根據一九六一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進行聯合國剛果行

勳，非有必要的資源不可，但是在最近的將來如不將

行動規模縮小， 繼續有的財政負擔事實上可能超過本

組織所熊負擔的範圍。祇要使當事各方能眾在一起以

談判方式解決它們的間緬，聯合國應當可以將軍除人

啟大大減少而仍能繼續履行它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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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他提及幾侗國家妁代表團曾經表示它們認

爲對聯合國剛果行動沒有負擔繳納攤款的義務因爲它

們不贊成剛果行動進行的方式。若干代表團提出法律

理由支持它們的立場，在某種情況下這些理由祇是爲

了加強根據政治理由所採取的立場。例如蘇聯說大會

無權向各國會員國攤派維持和平工作的費用。如果蘇

聯對它的理由懐有信心，照理它應該歡迎國際法院的

意見，可是它卻反對把法律問題交法院的提案，並控

稱它不認爲法院意見對它有何約束。蘇聯所提另外一

個理由是關於維持和平行動的問題祇有安全理事會有

襬決定，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如果這問頲是向理事

會提出的話，蘇聯定會繳納了它分擬的款項。但是蘇

聯雖曾投票贊成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安全理事

會決議案，可是它並沒有請珌書長向安全理事會提出

實施那個決議的提案，這個步驟其實隨時都可以採

取。澳大利亞代表團結論認爲痺聯的行動並不是溟的

根據那兩個理由而採取的， 而是利用那兩個理由來支

持一個政治決定：不負擔維持和平及安全行動的費

用，除非這種行動的宗旨符合鯀聯政府認爲對它本國

有利的目的。他重申其本國代表團的意見，對於聯合

國主管楓關決定的任何行動的費用，任一會員國無論

其爲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與否，都不能自行決定是

否繳納。如一旦認爲可以自行決定，那便不能希望聯

合國對世界和平事業有重大貢獻。

二二． 他以一僙本國利盆和剛果沒有寵接關係的

國家的代表資格發言。澳大利亞支持聯合國決議案和

實施迢些議案的行璽加完全因爲它是一個重睍對本緝

織所負的責任的會員國，基於這個理由它對那些行動

的費用已經繳納了它的攤額。在另一方面，它紙沒有

主動提出任何提案，也沒有在剛果行動的指導方面求

取任何特殊地位。澳大利亞代表圈促請所有各會員國

盡最大努力支持安全理事會及大會從事這些行動的決

定。如果會員國不願支持聯合國剛果行動，那個行動

便不能在剛果進行。因此希望大家對委員會面前的兩

個決議草案 (A/C.5/L.706 and Add.1 及 A/C.5/

L. 780/Rev.1），不要從事冗長討論就能把它們通過，
並希望大會採取步驟解決長期財政問題，最好在本屆

大會秸束以前採取适種步驟以免聯合國破產。

二三． Mr. CASTANEDA （ 墨西哥 ），代表他
本國代表團及其他十七個拉丁美洲國家的代表團發

言，就決議草案 A/C.5/L.706 and Add.1 提出若干
修正案2 以便使該決謠草案和大會決議案一六一九

（十五）的規定取得一致。決議草案A/C.5/L.706 and 

Add.1 前文第一段應予修正，使其提及決議案一六一

九（十五）。後一決議案的前文第三、第四及第五段

和正文第四段最後一句，將列入決議案A/C.5/L.706

and Add.1 案文，而該案文正文第八段則將重行草

擬，使其與決議案一六一九（十五）正文第九段趨於

一致。

二四 ． 如果這些修正案不能通過，提出修正案的

所有十八個國家都將投票反對決議草案 A/C.5/L.706

and Add.1。

二五． Mr. NOLAN （愛爾蘭）說，愛爾蘭代表

團對提出修正案的拉丁美洲國家所表現的態度，感覺

驚異。決議草案的目的在保證聯合國剛果行動獲得必

要的財政支援，愛爾蘭代表團對任何足以減少那個目

的實現楓會的修正案，不能不表示關懐。愛爾蘭政府

認爲聯合國剛杲行勛遹一類維持和平行動的費用屬於

憲章第十七條第二項所指＂本組織經費＂範圍之內，應

由各會員國將其作爲經費，予以分攤。大會第十五屆

會就這個問題所通過的兩個決議案一五八三（十五）

及一六一九（十五）代表兩種不同的法律態度；決議

草案 A/C.5/L.706 and Add.1 正文部分現行文字係
以決議案一五八三（十五）而非一六一九（十五）爲

根據，在目前階段實無將案文加以修訂的理由，尤其

因爲委員會已在決議草案 A/C.5/L.702 and Add.1 
and 2 內決定（第八九九次會議）將該法律問題交國
際法院。任何辦法的最後考驗都要看它能否保證收到
繳款；因此出席委員會各會員國必須說明擬議修正案

通過後，它們是否還預備繳納它們所分攤的費用。更

動現行案文反會使已經繳納款項的國家發生繼禎繳款

的困難，那麼這種改變便亳無意義可言。

二六． Mr. GODBER （ 聯合王國 ）說決議草案

A/C.5/L. 706 and Add.1所要處理的問題不爲政治
爭議所混淆，而單從財政和預算觀燕上來看，就已經

相當困難了。雖然如此，他對蘇聯代表在第九O二次

會議上指聯合王國阻擾聯合國剛果行動時所說的一番

話，卻不得不提出答漿。那種想把拖延很久而消耗泯

大的行動的責任放在聯合王國和其他一兩個國家身上

的手段，不能作爲蘇聯不向剛果專帳繳納攤額的理由，

到現在爲止遹種欠額總共已這二千萬美元之多。這樣

大規模的抵賴行爲，不能以剛果行動係在違反憲章情

況下非法採取或安全理事會對和平與安全問題負有專

責的理由爲藉口。如果繇聯相信那種理由， 爲什庶它

3 後來作爲文件 A/C.5/L.712 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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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沒有在安全理宇合內提議剛果行瘢的主持和經費

的籃措完全由理事會本身負責辦理，未免令人奇怪。

二七． 聯合王國政府曾一再把它的立場說得十分

明白一一一貫支持大會及安全理事會各決議案內所規

定聯合國在剛果境內的政策。正如聯合王國外交大臣

於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在紐約所說的一樣，聯合

王國政府一画支持聯合麟爲建立一個統一的剛果國家

所作的努力；但是要思統一持久，、 便非採用和平的憲

法手段不可，而不能以威脅或暴力促其實現。聯合王

國政府從未支持卡坦加 (Katanga) 脫離剛果的辦法，

它希望看到剛果是一個包括卡坦加以及所有其他各省

在內能切實充分行使主描的國家。｛但提醒委員會注意

聯合王國政府對聯合國剛果行動所貢獻的財政援助 ，

而同時聯合王國政府正向發展落後國家提供大現模的

援助，並盛力協助各個領土走上穩定與繁榮的獨立途

徑，聯合王國對迢些領土是負有査任的。對於這樣的

一個紀錄，聯合王園間心無愧。

二八． 提到剛果最近的事件， 他促請委員會注意

安全理事會過去關於迢個問題所通過的決議案， 特別

是理事會一九六0年八月九日決議案＾正文第四段和

安全理事會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決議案5 正文第

一段，認曾長並且說過這些決議案業經理事會一九六

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決議案3所重申。在討論一九

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決議案時聯合王國代表曾說明該

國意見，除非萬不得已， 聯合王國不可使用武力。在

這個背景之下，聯合王國政府深恐聯合國照始用武

力，一定要剛果人民， 特別是在卡坦加省境內的人民

接受一稠政冶解決，聯合王國對於适一豔的確感異不

安。此外，聯合國還有捲入它無法切實對付而且可能

得不到滿意結果的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危險。聯合王國

政府所最注意的就是加何鼓勵剛果中央政府和卡坦加

省政府取得和解， 並保證聯合國在安全理事會各有關

決議案所訂的委託節圍內行事；他堅決否認聯合王國

政府這樣做法是爲了進行阻擾。當然聯合王國代表團

承認聯合國軍像有採取自衛行動的權利；但是他要說

明聯合王國對剛果行動是否繼續充分支持完全要看聯

合區執行委託的技巧、 智愨與和協態度而定。

3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 第十六年， 一九六一年十月 冨 十

一月及十二月份補．，瓦 文件 S/5002。-

＾同上，第十五年， 一九六O年七月、八月及九月份補

編，文件 S/4426。

5 同上， 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月及三月份補

編， 文件 S/4741。

二九關於該決議草案 (A/C.5/L. 706 and 

Add,l）， 聯合王團代表團認爲依照憲章，維持國際

和平與安全既是聯合國一個主要而不可缺少的任務 ，

因此凡徑正式核准的一切行動的貲用都是木詛織在第

十七條第二項意教範圍內的經貲。 所以供拾維持和平

行動所需的經費乃是所有各會員國的集髖責任和義

務。聯合王國代表團認爲對迢稚行動所繳納的款項 ，

應該按照經常會贊分攤比額表決定之，因爲迢個比額

表已經注意到各個會員國的支付能力，並且特別減低

支付能力很低的國家的負擔。他不能認爲若干會員國

對於維持和平的行動在財政上負有特殊責任， 他尤其

不能認爲在法律上或道義上有任何理由請安全理事會

常任理事關繳付較它們經常攤頲爲多的款項。因此他

反對採用任何一種特殊妁分攤比額表和反對給予任何

一個會員國獲享核減的描利。不過他承認對每人平均

所得甚低而有迫切經濟發展問題的國家須減經其在維

持和平費用方面的重大負擔，因此他並不反對以公平

方式將那些國家的攤額減少若干，另由志願捐款彌補

因此而有的財政短絀。

三o. 因之，聯合王國代表團對決詖草案正文第

四段、 第五段及第八段表示同悄， 雖然它很希望其中

有一項規定， 讓有資格少繳攤款的會員國放棄那種待

遇。關於正文第二段及第三段，聯合王國代表圏對一

九六二年度聯合國在剛果行動的性質和範瞬，不大浦

楚，它雖然了解代理珌書長面臨的困難而且準備同意

目前除爲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一九六二年六月三

十日迢段期間核撥總共八千萬美元的數額外別無他

途 ， 不過它提及代理珌杏長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在安全理事會第九八二次會議上曾經說過，自一九

六二年年初開始，聯合國在剛果的軍朦很有可能逐漸

創減。在适種情況下， 聯合王縻代表團對一九六二年

全年開支，按照那樣高的每月平均數核定，是否明智

和妥當，實深懷疑。它很希望知道代理認書長現在是

否認爲一九六二年最後六個月聯合國剛果行動每月贤

用平均數將大大低於一千萬美元，除因關於遹一燕的

答瑕而有所改變外， 聯合王國代表圏將投票反對決議

草案正文第七段， 其中列有聯合王國代表團所不能同

意的特殊財政責任原則， 對正文第六段則擬棄權， 而

對其他各段及整個決議草案則將投票贊成。

三一． 聯合王國代表團根據新聞報導， 獲悉美利

堅合衆國總統最近曾採取主動，使阿杜拉先生和宗貝

先生可以會面， 殊可欣慰。如杲這樣的一個會議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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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和卡坦加對許多爭議問題， 獲得公平、 正當

而持久的諒解， 那將是它希望所有各會員國都歡迎的

一樁成就。

三二． Mr . TURNER （ 財務主任 ） 說他已經注

意到聯合王國代表所提出的問題，並擬於下次會議對

這個問題提出答覆。

三三． Mr. GIRITLI （土耳其 ） 贊同故祕書長的

意見：本緑纖會員國必須面對它們自身所作決定和所

採行動的經濟後果， 如果對財政問題也適用五大國一

致原則， 本組織必然會走上破產和癱瘓的途徑。

三四 ． 土耳其雖然經濟困難， 但卻已將一九六一

年度聯合國緊急軍及聯合國剛果行動提額全部繳消。

在原則上它準備贊成決議草案 A/C.5/L.706 and 
Add.1 和 A/C.5/L.708/Rev.1, 因爲它認爲這兩個草

案， 實事求是，富有建設性。關於十八國修正案， 在

沒有溍到書面文字以前， 保留它的立場。

三五． Mr . ROSHCH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 答覆聯合王國代表說， 不論該國代表怎樣說

造 聯合王國政府曾協助宗貝先生對抗聯合國，卻是

不可否認的事實。在這一方面， 他提及聯合國駐伊

利沙白市民政業務官，一位中立國家的國民 Mr.

Cruise O'Brien 在一次新聞記者招待會上曾經說過，

聯合王國和法蘭西雖曾投票贊成安全理事會一九六一

年二月二十一日的決議案，可是它們卻反對這個決議

案的實施， 尤其在八月二十八日以後， 曾經使他遣到

愈來愈多的批評， 並且施用壓力以求解除他的職務。

Mr. Cruise O'Brien的指搖如果沒有剛果聯合國軍統

帥 General McKeown 予以證實， 或者合被人當作出

於備人怨恨的言論。從那些話裏可以看出聯合王國所

推行的政策是銹了保護它在剛果的殖民地利盆。

三六． 此外他已經說過， 安全理事會若干常任理

事國肆意破壞理事會的決定， 在本組織正在卡坦加和

宗貝先生作戦的時畏讓他到處為反抗聯合國而活

動。不管聯合王國曾盡最大努力和聯合國合作的話，

說得怎樑動聽， 事實已經證明並非如此。例如從報上

溍到許多武器正在由北羅德西亞向卡坦加運送。如果

聯合王臟焉的是保護它在卡坦加省的財政利盆， Mr.

Roshchin 實在不懂蘇聯篙什庶要負擔旨在保證聯合

王國企業龐大利盆的行動費用。 在這一方面如果知道

宗貝先生用來進行對抗聯合國活動的款項五千二百萬

美元是從那襄來的， 倒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三七． 現在正請蘇聯對迢種在剛果進行的殖民主

義活動，繳付二千六百萬美元。但是使本沮織在財政

上發生虧絀的並不是蘇聯， 而是利用聯合國在剛果進

行殖民主義政策的那些人。聯合王國代表甚至表示，聯

合國會員國應該歡迎瞞着聯合國所達成的一項悌議 。

蘇聯自始就曾公開磬明它對違背憲章所訂安全理事會

五常任理事國一致原則， 並促使剛果國務總理拍屈斯

魯孟巴先生被害的那種行動的費用，不願負擔分文。

不像曾經投票贊成鋂措剛果經費的決議案， 交付攤額

然後又反對行動目的的聯合王國， 蘇聯認爲這種行動

在政治上不健全，因此永遠不會同意分擔這種費用。

三八． Mr. GODBER （ 聯合王國 ） 行使答辯檣

說， 蘇聯代表以典型態度提出答覆，作了各種沒有根

據的指控而名之為事實。

三九．聯合王國政府對 Mr. Cruise O'Brien 提

出批評的時候， 聯合王國曾明白表示它對聯合國行動

的跪圍和報載係 Mr. Cruise O'Brien 所說但後來卻

爲他本人否認的一些話， 非常砭慮。聯合王國支持一

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時對使用武

力的規定曾有很大的保留。因此它歡迎為達到卡坦加

塽內停火目的而採取的主動步驟，乃是前後完全一致

的態度， 而且在它看來任何人眞正為聯合國利盆打

算， 也一定會抱有同樣的態度。

四o . 關於蘇聯代表提及聯合王國在卡坦加境內

的經濟利盆問題， 聯合王國在剛果其他地區也有此穡

利盒。如說聯合王國為此而唆使宗貝先生和聯合國作

戰， 那實在不通，因爲商業活動顯然需有和平環境才

行。

四一． 蘇聯的行動完全是否定的， 且它不願繳納

剛果行動貲用應公平負擔的部分， 現在該國代表採取

誹謗手段，目的不過是爲了轉移他人的注意力罷了。

四二． Mr. TAZI （ 摩洛哥 ） 說到， 代理祕書長
執行聯合國關於維持和平行動的決議案的責任， 現在

因預算困雖而受到阻擾， 同時剛果悄勢顯示了經常預

算和維持和平行動預算數額之間不成比例的危殮狀

態。摩洛哥代表團對聯合國維持和平的任務十分重

粵並認爲在和平逍受威脅的悄勢中應該加強那個任

務。關於剛果情勢，代理珌書長現正採取有力行動 ，

並得到某些方面的道義和外交支援，摩洛哥代表團對

此， 深感欣慰。摩洛哥代表團支持決議草案 A/C.5/
L. 708/R.ev. 1, 因為迢兩個草案給予代理泌書長以道
義支援並且使他可以獲得剛果行動所需的財政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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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五十三

一九六一會計年度追加概算（靖完）t

第五委員令提送＊令之莪告苓稿（ A/C.5/L.711)

四三． Mr. ARRAIZ （ 黍內瑞拉 ） 報告員， 提

出第五委員會關於一九六一會計年度追加概算的報告

書稿 (A/C.5/L.711) 。

四四． Mr. SOKIRKIN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認爲報告昚稿第六戾第四句在＇＇完全沒有必

要＂第字後加入＂並足以使人堅決反對＂字樣，比較更

能正確地表明買際悄勢。

四五． Mr. ARRAIZ （ 委內瑞拉）報告瓦同

意照蘇聯代表建議修正第六段。

杖告書修正;fk, (A/C.o/L.711) 當涇迫過。

議程璸目五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鏵(Al4770, Al 4813. 
Al4814, Al4910, Al 4918, A/4919, A/ 

4949, A/ 4965, A/ 4981, Al 4995, Al 

5014, Al5025, A/C.5/ 869, AIC.51870, 

t續第九00次會議。

A/C.5/874, A/ C.5/876, A/ C.5/877, Al 

C.5/878, A/C.5/881, A/ C.5/882, Al 
C.5/ 887, A/ C.5/889, A/ C.5/894, Al 

C.5/898, A/C.5/903, A/ C.5/906, Al 

C.5/907, A/ C.5/908, A/C.5/L.674 and 

Add.I, A/ C.5/ L.679, A/C.5/ L.693, A/ 
C.5/ L.694, A/ C.5/L.704, A/C.5/ L.710) 
（繚前）tt

聯合國應用科學技術以利發展

戟差圯區問趙會議

第五委員令提送大令之戟告書稍 (A/C.5/L.710) 

四六． Mr. ARRAIZ( 委內瑞拉），鞦告瓦提

出第五委員會關於聯合國應用科學技術以利發展較差

地區問題會議的赧告害稿 ( A/C.5/L.710 ）， 該報告
害稿經提議應作爲第五委員會關於一九六二年度概築

主要報告杏的第三章。

杖者古稿 (A/C.5/L.710) 當涇通過。

午投一咔禾五分蒙令

tt 續第九O二次會議。

第九O五次會議

一汜＊一年十＝月十五日星翔五午4支三卟=+五．分紐給

主席：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一心一意要為聯合國在剛果的行卹芻集經糞並使這

議痙璸目五十五

聯合國剛果行動：費用概箕及籌款辦法
(A/ 4931 , A/4943, A/5019, A/ C.5/904, 

A/C.5/L.706 and Add. I, A/ C.5/ L.712) 

（綠前）

一． Mr. BHADKAMKAR (印度）說， 他完全

贊成決議草案 A/C.5/L.706 and .Add.1 的宗旨，即

個行動繼續辦下去， 葭到大會及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

完全實現爲止。不過，可惜該草案案文還不夠和大會

決議案一六一九（十五 ）的案文近似。印度代表團雖

認爲經質分攤比頲表並不滿意，卻曾本和協的精肺，

贊成該決議案，因為它枚舉了現在草案中所未載有的

某幾項基本原則。因此，印度代表團歡迎許多代表團

建議對原草案提出重申大會決議案一六一九（ 十五）

所定原則的修正案。适些原則胝然並不違背憲章， 他

希望委員會的委員們能加以接受，不管他們對於第十

七條是否適用於籌集聯剛費用一事的見解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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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 ROSHCHIN ( 蘇維埃『d: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 ） 說， 蘇聯代表團皝已投票反對大會決議案一六

一九（十五），對於在新草案的前文中無論怎樣提及該

決譎案， 自亦當表示反對。 它不但將對文件 A/C . 5/

L.712 中所提議的前文第三段的表決棄權， 且將對該

文件中所提議的前文第四段的最末一句投反對票， 因

爲它認爲所有與和平及安全工作諤欬有關的問題， 祇

能由安全理事會作決定。 最後，它將投票反對計議中

的新正文第四段， 並對文件 A/C.5/L.712 i熊四段 、

第五段及第六段中所提的修正案的表決棄權。

三． Mr. WALKE （ 巴基斯坦 ） 以決談草案 Al

C.5/L.706 and Add.1提案國的寰格發言， 說突尼西

亞代表在提出該草案時， 便曾3呈調， 諸提案國特別切
盼它們的案文會由儘可能大的多數來予以通過。為比
目的， 它們才以大會決議案一六一九 （ 十五 ） 為根

捩， 而與好幾涸代表團磋商了一番，並且還謹慎地避

免將此等代表團或許會反對的條文訂入它們的案文

中 ， 因此， 它們對於所磬明的保留， 以及對於提出像

某種最後通牒似的修正案的方法，都覺得有描詫異。

提案國祇有全部加以接受， 否則便得要胃至少喪失十

八票的風險。不過， 正因爲它們的第一義是要獲得衆

多代表圏支持它們的決議草案， 它們途決定接受十八

涸拉丁美洲國家所提的修正案。它們希望它們的友好

姿態可使許多代表團投票贊成上述草案， 迢個草案旨

在解決一項極重大的問題， 而使在剛杲的行動能繼續

推行下去。

四 ． Mr . QUIJANO （ 阿根廷 ） 決議草案提案國

虛懐若谷． 十分感謝。他要向它捫保證，拉丁美洲國

家的態度乃是富有建設性的態度， 它們的唯一願望便

是要看到聯合國在剛果的行動繼續推行下去，而告成

功。在表決以前居然達成協議遹顯示第十五屆會復

會期中正值談判困難時所發生的情勢業已有了甚大的

改善。

五． Mr. NDUKI （ 剛果， 雷堡市 ） 囘溯說， 他

已在前一天表示他要加入為決議草案 A/C .5/L. 706 

and Corr.1提案國的願望。

六．主席 答覆說鉍害處當照此意分發一份補

造。

七． Mr. DE SOUSA MENDES （ 葡萄牙 ） 說葡

萄牙代表團將對關於聯剛籌款及費用的事悄， 投它在

第十五屆會所投一樣的票。

八． Mr . RANA （尼泊爾 ） 強闕說聯合國的主

要責任在使後代免受戰爭的浩劫，如果剝痞它採取行

動所福的資金， 不但危及剛果的統一，且亦有損聯合

國的威價及世界的和平。尼泊爾將遵行大會有關剛果

局勢的決議， 因此，他促請所有會員國切不要讓玫治

上的理由， 妨害它們維持和平的願望。委員會現所討

論的決蟻草案，旨在予聯合國以資金以順利完成它在

剛果的任務。 該草案提案國同意將拉丁美洲各國所提

的修正案納入它們的案文， 殊值慶賀。

九． Mr. CASTANEDA （墨西哥 ） 說， 由於拉
丁美洲修正案已被採納， 他將投票贊成決議草案。

- 0 . Mr. ARRAIZ （ 委內瑞拉 ） 對決議草案
起草國，亦即提案甌接受已經提出的修正案， 表示

感謝，並向他們保證， 他將投票贊成修正案文。委內

瑞拉代表團將和所有拉丁美洲代表囷一樣，竭盡一切

力量，幫助解決聯合國所經歷的嚴噩財政危穢，並爲

剛果尋求圓滿的解決辦法。

一一． Mr. GREZ （ 智利 ） 對提案圜虛懐若谷 ，

表示感激， 而且還指出拉丁美洲各國的修正案業已相

當顧到會員國的支付能力。

一二． Mr. KLUTZNICK （ 美利堅合衆國 ） 說．
皝然大會及安全理事會均未決定中止剛果行勛，此項

行勳當然必須推行下去。當他在八月間訪問剛果的時

候， 他發覺對於聯合國應該做些什麼一熙，有着許多

不同的意見，不過對於聯合國的留駐剛果卻一致認焉

暫時尙有必要， 瓿象銀國際社會關切剛果的國步艱

艱， 同時也可使新政府對局勢能堅定的掌握。從那時

起，剛果便一瘟受到新悲劇的打擊。故祕書長和他的

幾位同僚在該地喪失了生命。代理韶書長業已表示 ，

他決心履行聯令國的諾言。聯合國必須給他資金， 以

履行頒給他的訓令。他要強調聯合國行政及預寡程序

審査工作十五人小綠業已大髖議定， 會員國集體負責

的原則應予遵行。該原則亦爲委員會討論中的決議草

案所承認，但是光通過一項決議案， 或者光是重申一

項原則， 並不足以解決因若干會員國拒納會費而形成

的威脅聯合國的極端嚴重的財政危楓。美國及共他履

行義務的會員國並不比那些任意蔑親本組織命令的會

員國具有更多的表決力量。因聯合國破產而蒙受最大

損失的會員國採取一個鮮明立場的時候業已到來． 接

受某一會員國應單獨承擔最大的財政負擔的說法有違

集髖負責的原則， 所以美國決計不做這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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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有幾位代表力主由一個或幾涸應户其咎的

會員國爲任何和平或安全行動繳付全部或一大部份的

費用。此項說法實在是蠱惑的邪說，想把上述負攏祛

除於會員國集體義務觀念之外，而將它加在另一會員

國身上。但是那一個會員國甘願不經過某稚國際法庭

的法定審判， 而受國際肚會的排斥，要歸咎於人，務

必先經一番譏查，而此項調查或許會發琨許多意外的

因素。況且， 在難免冗長的法律爭論結束以前，自不

能認溟期望所謂嫌疑犯的會員國預繳經貲，以充進行

軍事行動之用。假使對蘇伊士運河一案提出此項建

議，委員會勢必至今猶爲此一課題爭論不已。無論如

何，迢涸提蟻具有一大缺黯：正當需要人力、物力 、

及金錢的時俁，不能使聯合國照給。

一四．亦有人說，此項工作必須在安全理事會常

任理事國獲致協議時始可進行。此說有時與安全理事

會常任理事國應納較大部份的維持和平的費用的說

造混爲一談。其實， 這兩說乃是紙不相干又不相同

的兩囘事。

一五．美隔政府業以行勁來證實它的信念：遇有

國際緊急事變時，凡是大會員國應自動在經常會費分

攤比額表所列明的一份會費之外， 加捐款項。可是，

它卻從來不曾主張這樣便應褫奪全盟會員國，例如大

會，依照以＂團結一致共策和平＂為標題的決議案三

七七（五）作決定，或者依照憲章第十七條規定分攤費

用的權利。安全理事會的十一閩理事國，或者五涸常

任理事國 ， 不應當被目為肺塞的。現在巳不可能僙因

會員國中有幾個是大國，便要聯合國所有會員國接受

此等少數大國所作的財政決定。

一六．很多人把聯合國當作是人類實現世界和平

與正義的最後希望和最後楓會。倘若聯合國因爲沒有

袞金而不能達成使命，适個希望便會破滅。在一年為

軍備耗去一00,000,000,000美元的世界

上」一O四個會員國的代表們竟忍令剛果渴求自由的

志願，因短少幾百寓美元而破滅，似乎令人不熊相信。

一七．在迢樣的危楓與困難的氣氛之下，聯合國

非解決這涸嚴靈的問題不可。最近即一九六一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安全理事會業已採取了原則性的決定，l

現在便該由委員會採取初步步驟，供給所需的經費以

實施政治決定。無人可以預測剛果行動將耗費多少金

錢，但是聯合國卻已走上了一條沒有後退而不受辱的

1 參闕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 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十

月、十一月及十二月份補編， 文件 S/5002。

道路。美國將繼續支持大合及安全理事會的決議。除

了它的經常會費之外，它還預備樂捐以抵補因濟助發

展較差國家而作扣減所損失的款項，一九六二年前半

年此等捐款充聯剛貲用的數目約爲一一，四00,00

0美元，充緊急軍費用的數目約爲一,.=:.00,000

美元，惟後者須經國會核准。

一八．通過決議草案固將使代理肱書長能繼續進

行在中東及剛果的行豳，崮到一九六二年六月三十日

爲止，但是校長期的經貲縟措問題，以重建更加穩固

的財政苯潞的問題卻依然存在。美國政府認爲應認试

考慮發行聯合國二00,000 , 000美元公債的提

案。的確，由於目前局勢非常嚴重，假使有人正式將

該提案提出，美國代表團自當投贊成票。不過，祇有

美國國會才能授插購買此稱公債，而它卻要到一九六

二年年初之後才開會。屆時總腕將請求授權購買。哈

瑪紹克盡厥職， 以及代理珌書長所表現的卓越才具，

使會員國貴無旁貸，祇有完全支持業已開始的工作。

一九．在辯論的過程中，曾有幾位代表讚揚美國

政府捐助聯合國在剛果的行動。他對他們的誇奬，表

示感謝，還說他本國政府的這涸舉動不過是與它所投

的票一致而已。美噩政府亦曾被人指控， 說是有過穂

種可恥的行徑。不但慣於批評它的人們要抨擊它，即

連它與若干密切盟邦之間亦存有芥蒂。儘管此種情形

祇是暫時的，卻仍非常使人雖堪。他本國政府的決策

亦受幾位本國公民的質問，不過依照美國的傳統，他

們完全可以任意發表與政府意見相左的意見。他本國

政府對所受的一切抨擊其最好的答夏便是它自從剛果

行動開始以來的事實表現。美國不但正在繼續的， 而

且速將繼續不斷的，盡它最大的力量， 幫助造成一種

氣氛， 使剛果人民能自行解決他們的問頲，藉以阻止

變成校大的國際衝突，加速和平日子的來臨。

二0. Mr. ILIC （南斯拉夫）說，聯削費用概
算一經通過，他以爲安全理事會與大會的決議便可切

實加以實施。安全理事會最近已匯新規定新珌書長的
雙重任務：既要剷除對外國干涉剛果負主要負任的傭

兵， 又要完全終止卡坦加的脫離，以恢復剛果的統一

與領土完整，本着迢些目的刻正多方努力。适些努」1

獲得成功，是适個悲局的唯一解決辦法。南斯拉夫充

分支持阿杜拉先生統一全國的政府。假使聯合國果眞

工作失敗，則不但對剛果，即對本組織本身的前途與

悟磬， 均有嚴重的後果。它所遺受到的反對，以及某

幾個大國所提的停戰提案，無非旨在維持現狀， 使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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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主義者的控制與特權持續下去而已。他深信， 所有

亟欲看到一個團結而獨立的剛果並要維嘰並鞏固聯合

國的會員國瓦將衷心支持爲達到聯合國的剛果目標

而採取的步驟。

二一． Mr. PRICE （加拿大） 說，他將有條件

的贊成將十八國修正案歸倂在內的決敵草案， 但對提

出此等修正案的方式表示遺憾。

二二． Mr. ROSHCHIN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 說假使將決議草案前文單獨付表決， 他會棄

權；對正文第六段、 第七段、及第八段亦復如此。基

於他已經解釋的理由，他將投票反對正文的第一段 、

第二段、 第三段及第四段。

二三． 他同意美國代表的見解，即本組織的情形

嚴重， 但是所遺憾的，這位代表並未及早達成此項結

論。一年以前蘇聯便已預料到除非本組織改變它的態
度， 停止違反憲章，否則它將面臨一項先是財政上的，

隨後變成一般性的危楓。為數達數億美元的開支，竟
未得安全理事會的許可而遽予承擔，說得最好聽些，

此項行勳係屬輻率。 至就局勢的政治問題而言， 應注

意美國政府目前正企圖在聯合國以外不經過安全理事

會而解決問題。此種解決辦法殊與聯合國所通過的決

議案不符。 但是， 一談到每集行動經費， 又把這件事

交還給聯合國， 並斷言所有會員國應捐助費用。 但是

所應質問的是， 皝然企圖在聯合國以外達成解決， 何

以竟應由會員國來承擔經費。

二四． 他說第五委員會所關心的並不是政治問

題， 而是財政問題， 美國代表所發表的暨明雖屬振振

有詞，不幸卻並未對本維織的赤字問題提出切實可行

的解決辦法。目的並不在乎以一項解決辦法強施於一

個國家或一個國家集團， 而在乎設法達成協議，否則

聯合國便將面臨浩劫。 它本身已到了存亡絕續的關

頭。

二五． Mr. KLUTZNICK （ 美利堅合衆國 ） 對於

蘇聯代表本人以完全不正確的事實作爲根據一事， 深

表遺憾。美國衷心支持代理珌書長的努力揚言美國政

府藐諷安全理事會最近的決議案或代理認書長所採的

措施，而在聯合國以外採取行動，乃是歪曲事實眞相。

蘇聯代表說得不錯，委員會並不是一個政治槻關， 乃

竟在委員會中發表此種意見． 他深表惋惜。不過他有

代表他本國政府匿覆的責任， 所以他要捎蘇聯代表將

他剛才所說的話， 査個明白。

二六． 主席 建議逐段表決經修正了的決議草案

(A/C.5/L. 70針Rev.1)。

二七． Mr. CASTANEDA （ 墨西哥 ） 說， 他反
對分部表決适備提案。決議草案定本反映了兩個國家

集團的折衷結果，迢兩個集團依彼此協議， 擬定一項

不徂自己満意， 且亦爲一般人所接受的案文。假使決

議草案係逐段表決，那末， 拉丁美洲各國所注重的若

干原則便有被取消的危險。 雖然如此， 他卻並不反對

將原決議草案的某幾段作分段的表決。

二八． Mr. CHELL! （ 突尼西亞 ） 在 主席 與
Mr. KITTANI （ 伊拉克 ） 及Mr. ROSHCHIN （ 蘇

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 交換意見之後， 指出祇然

十八國修正案業已倂入原決議草案，所以祇有一個單

獨的文件一一文件 A/C.5/L . 706/Rev.l 一一可以付

表決。尙未有人請求分開表決， 但是突尼西亞卻反對

將提案作任何分割。

二九． Mr. HODGES （ 聯合王國 ） 發問說， 祕

害處能否對聯合王國代表圈向第九O四次會議所問關

於一九六二年下牛年度聯剛費用的可能數額的問題 ，

作一答覆。

三0. Mr. TURNER （ 財務主任 ） 囘答說，不
但珌書長， 即任何其他的人都還不能這樣早就提供猜

確的瓶數。從以往十八個月的剛果演變情形來看的確

要非常小心。不過，祕書長希望軍隊人數逐漸減少

(A/C.5/904, 第三段）， 但是也許不會就立即眠着大

昰節減開支。不管奉撥的經費有多少， 祕書處始終還

是設法儘可能撐節開支。

三一． Mr. HODGES （ 聯合王國 ） 盼將經修正

的決議草案各段分別表決。聯合王國代表圈並不完全

贊同它們所含的原則，因此希望得到闡明立場的楓

會。它不能同意倂入原案文的第二、 第三、 及第四等

項修正且要對變成新案文第八段的正文第七段棄權。

三二． Mr . CASTANEDA （ 墨西哥 ） 說， 其偉
代表團儘可就各段分別發表意見， 但是拉丁美洲代表

園所提的各段卻不可刪除。因此，他不能同意分別表

決各該段。

三三． Mr . BANNIER （ 荷蘭 ） 追敍說， 他曾請

單獨表決變成新案文第八段的原案文第七段。

三四． Mr. CHELL!（ 突尼西亞 ） 反對分開表決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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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主席 將荷蘭代表所提的分開表決的動議
付表決。

分開求法動議綬以三十＊票對.;::..+.;::.孚苓決，吾

根者十心。

三六． Mr. HODGES （聯合王國）諸將前文新

的兩段，亦即第三段與第四段以及正文部份經拉丁美

洲代表團提出的第四及第六兩新段分開表決。

三七． Mr. CASTANEDA （墨西哥）反對分開
表決的動議。

三八．主席 將聯合王國代表分開表決的動議付

表決。

分開求決動議緤以三十，、栗對十五票荅決，荼權

考二十六｀

三九． Mr. WALKE( 巴基斯坦）說，他準備投

票贊成修正決曦范案中的所有各段，但為解釋他對分

OO表決動議所投的票， 強調阻止各代表團發表意見顯

風不智。

四0. Mr. CUTTS （澳大利亞）說鑒於剛才所

作的決議， 他要在投票以前， 就他對整個決議草案擬

投的票作一解釋。 澳大利亞代表團所以要可決多少是

拼楽起來的案文，並不是因爲修正案改善了原草案 ，

而是因爲並未改變原草案的主要目的即撥款給聯合國

使剛果行動再繼續進行六個月。澳大利亞投可決票，

並不是說它接受對原案文的修正案。它並不以爲聯剛

的費用與列入經常預算的費用本質上有任何區別。對

於這一禁，自從第十五屆會起，它就從來不曾改變過

立場。儘管修正案的提案國揚言爲應付此等非常貲用

起見，就該採用與經常預算所用不同的程序，而究其

實，所提的程序還不是依舊一樣不變，因為費用仍歸

所有會員國分擔，紙是分攤的比額有了改變而已。

四一．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或其他會員國， 對

於籌集此項行動經費負有特別責任一說，揆諸憲章，

實亳無根據；而且，呼籲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大

量額外捐助也是完全不切實際的。美國已經出了此種

捐款，但要期望拒付攤額的兩個常任理事國同意捐出

額外款項，是難乎其艱的。

四二．新的正文第四段的最末一句，亦是不切實

際， 從來就不曾有過爲聯剛經蜚另設一項不同經費分

擁比額表的問題。

四三．澳大利亞代表團雖提出上述種種保留仍擬

一本和協的稍胂，投票贊成決議草案。

四四． Mr. HODGES （聯合王國）完全同意澳

大利亞代表對於前文兩新段的意見。他當已投票反對

對适兩段假使他有楓會這樣做，而且因爲他並不認爲

應爲籌措聯剛經費另設一項特別經費分攤比額表， 所

以亦當已投票反對新的正文第四段。

四五．他本國政府雖無力作任何志願捐款，但希

望沒有一個會員國將認為根據本決謅案的規定，它已

無繳付一份聯剛費用的義務。基於向第九O四次會議

所述的理由， 他本當對有關比利時政府捐款的新正文
第八段棄權。

四六．不過，由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一日起至一

九六二年六月三十日期間聯合國剛果行動經費有加以

撥發的必要，聯合王國代表團將投贊成決議草案。

四七． Mr. ARNOULD （加拿大）說，基於聯合

王國代表所述的理由，他將投票贊成決蹦草案。假如

分段表決的動議未被否決，他當對新的兩段前文樂

權， 因爲他認爲，爲維持和平的工作鈞集經費，乃是

所有會員國的一項集體責任。由於他認爲聯合國不應

當依賴志願捐款每集此種工作經費，他亦當對新正文

第六段及第七段棄權。有關比利時政府捐款的新第八

段訂在此種決議草案中是非常不適合的， 因爲它隱示

了一項委員會無權下的評判。

四八． Mr. GAVAS（希臘）說，擬對決議草案

投贊成票，但因爲他認爲對一個地區投了資的會員

國， 並不因此便對它負有特別的義務， 所以爲了原則

上的理由，他原要對正文第八段棄權的。

四九． Mr. NOLAN （愛爾蘭）說，他將一本和

協的精胂，投票贊成決議草案，俾聯合國能籌得它的

剛果行動經費。此項可決票的意思，並不是說，愛爾

蘭代表團接受拉丁美洲代表團所提修正案中所載的原

則，或者贊成新的正文第八段。

訂正法議芊案 (A/C.o/L.706/R的．1) 涇交付喝

名耒決。

主席抽籤決定，請璃典音先投票。

济成考：瑞典、泰國、多哥、突尼西亜、土耳其、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麟、美利堅合衆國、烏拉

圭、委內瑞拉、南斯拉夫、阿根廷、 澳大利亞、奧地

利、巴西、緬甸、喀麥隆、加拿大、錫蘭、智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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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比亞、剛果（雷堡市）、 哥斯大黎加、賽普勒斯、丹
麥、厄瓜多、薩爾瓦多、衣索比亞、馬來亞聯邦、芬

蘭、迦納、希臘、 瓜地馬拉、 宏都拉斯、印度、印度
尼西亞、伊朗、愛爾蘭、以色列、義大利、日本、黎

巴嫩、賴比瑞亞，盧森堡、馬利、墨西哥、摩洛哥、

尼泊爾、荷蘭、紐西蘭、 奈及利亞、挪威、巴基斯
坦、巴拿馬、巴拉圭、祕魯、獅子山、西迸牙。

反對考：烏克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

社會主義共和隔聯邦、阿爾巴尼亞、比利時、保加利

亞、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捷克斯拉夫、

匈牙利、蒙古、波闌、羅馬尼亞。

荼根考：阿拉伯聯合共和廛、 上伏塔、 也門、 阿

富汗、柬埔寨、中國、法蘭西、伊拉克、菲律賓、葡

萄牙、南非、蘇丹。

修·正決試早紊垠以五十上票對十一票迢過，希根

考·+..::.。

五0. Mr. KLUTZNICK （美利堅合衆國）說，
他對於分開表決的動議竟被否決一事，深聳遺憾， 由

於所提議的方法對於此種問題的解決，殊不適當，他

原想對決議草案中包括新正文第八段在內的某幾段棄

權。

五一． Mr. BALDARI （ 義大利 ） 說他原要投票

反對新正文第八段，並對兩段新的前文及新正文第四

段及第六段棄權， 假使它們被分開表決。

五二． Mr. CASTANEDA （墨西哥）對於在解釋
它們的投票時竭力反對決議草案重要幾段的代表團，

居然投票贊成草案一事，殊表詫異。此等投票的解

繹，無非個別表明不能贊成而已，絲廷不改變保持充

分法律效力的決議案的意義。國際法院已對此事作了

裁定說，會員國的意志是以票來表示， 並不是以投票

的解釋來表示的。

議程項目二十六

聯合國緊急軍：

(a) 緊急軍維持費概算 (A/4784, Al 
4812, A/C.5/L.708/Rev.l）（靖前）

五三． Mr. HODGES （ 聯合王國 ） 追敍說，五

年以來，聯合國每年花貲幾乎二0,000,000美

元，以維持緊急軍，而現在所欠的此項到期捐款， 業

已超出二一，000,000美元。事實上遏轉金的全

部告罄，十九歸因於此項赤字。

五四．他本國政府一向繳付維持該軍的分攤會費

且迢在一九六O年及一九六一年自願捐輸以減輕支付

能力有限會員國的財政負擔。

五五．聯合王國代表囷準備投票贊成分攤一九六

二年維持緊急軍所需款額一半的決議草案 (A/C.5/

L.708/Rev.1) 。 但卻不能將該軍親為在中東負有永久

的任務。聯合王國代表團希望代理祕書長不但要儘可

能在緊急軍中力求樽節而且還要就該軍是否需要保持

現在兵力和是否需要按照目前的任務規定維持該軍，

作嚴格而迫切的檢討。

五六．他本國政府認爲鋂集緊急軍經費是全體會

員國的集體責任，應依經常經費分攤比額表由全體會

員國分攤此項費用。不過一俟國會通過，它便將為一

九六二年上半年樂捐六七，五00美元。

五七． Mr. GANEM（法蘭西）追敍說，當委員

會考慮是否應請國際法院就器集維持和平工作經費問

題，發表諮詢意見時，法國代表團便勸請委員會不要

採取此項程序，以免無法和解，而且結果甚至還使各

代表團更加堅持它們的立場。他本國政府贊成此項態

度，所以斷定不在一九六一年中表決緊急軍經費，校

爲妥當。因此，法國代表團在表決決議草案時，擬棄

權。

五八． Mr. ARNOULD （加拿大）說，加拿大不

但為緊急軍提供了一支部隊，和運輸工具，且還將繼

續分擔該軍的維持費。該軍極有用處，已順利地維持

了中東的和平。加拿大並不是維持緊急軍的一九六一

年決議草案的提案國之一。加拿大代表團雖然完全同

恬提案國的動楓，卻認鏭大會應撥付一九六二全年所

需的緊急軍全部維持經費。加拿大不能再多出捐款 ，

但將繼續納付它的費用攤款。希望一年之中有節餘，

因而減輕所有會員國的財政負擔。

五九． Mr . DE SOUSA MENDES （葡萄牙）

說，除了葡萄牙代表園早在前幾屆會中發表過的有關

緊急軍的保留之外他將投票贊成決議草案。

當綠將決試早衆 A/C.15/L.708/ Rev.I 付喝名求

法。

主席抽籤決定，奇劣克閑操垠埃社令主氐失和固

节先東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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瘠成者：大不列顯及北愛爾瑚聯合王國、美利堅

合衆國、委內瑞拉、南斯拉夫、阿根廷、澳大利亞、

奧地利、巴西、緬甸、柬埔寨、喀麥隆、加拿大、錫

蘭、智利、哥倫比亞、劑果（雷堡市）、賽普勒斯、丹

麥、厄瓜多｀ 窿爾瓦多、馬來亞聯邦、芬蘭、 迦衲 、

希臘、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亞、伊

朗、 愛爾蘭、義大利、日本、 賴比瑞亞、 馬利、 墨西

哥、庠洛哥、尼泊爾、荷蘭、紐西蘭、奈及利亞、挪

威、 巴基斯坦、巴拿馬、巴拉圭、葡萄牙、獅子山、

西珊牙、瑞典、泰圜、突尼西亞、 土耳其。

反對考：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鯀維埃

祉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阿爾巴尼亞、白俄羅斯蘇維埃

祉會主義共和國、 捷克斯拉夫、匈牙利、 蒙古、 波

蘭 、 羅馬尼亞。

奎権考：阿拉伯聯合共和國、J:.伏塔、也門、阿

富汗、比利時、中國、衣索比亞、法蘭西、伊拉克 、

黎巴媺、 祕魯、 菲律賓、 蘇丹。

訂正決議羊者烴以五十一票對沁票通遏，奎捅考

十三。

六O. Mr. MOLEROV （保加利亞）在舉行表

決時缺席。他說他原要投票反對決議草案。

六一． Mr. ILBOUDO (J:.伏塔）說他根據他本

國政府的訓令對兩決議案 (A/C.5/L.706/Rev.1 及

A/C.5/L.708/Rev.1) 的表決棄權。

午4尪呤十五分歆令

第九O六次會議

一汜＊－年十二月十＊a 星期＊午希十一特錙約

主席：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第三委員會敖文件A/5032 內就議程項目
十二＊提出之決鏡聿案陸所涉經費問題

(A/5027, A/C.5/905, A/C.5/L.713) （靖
完）＊＊

第五委員會緹送＊令之兼告書稍 (A/C.5/L.713)

~. Mr. ARRAIZ （委內瑞拉），粿告員，提出
第五委員會報告書稿 (A/C. 5/L.713) 並指出第七段

第二句內＂寀權者十＂等字應改焉＂寀樅者一"·

二． Mr. HODGES （聯合王國）認焉第六段第

二＇司沒有必要，並且可能使人誤解；因此他提議將它

刪除。此外他並提議該段第一句內＂第五委員會應負

賁協助大會＂應改爲＂如第五委員會能予大會若干協

助，殊屬有~".

三． Mr. ARRAlZ （委內瑞拉），郫告瓦同意

照聯合王國代表提議將第六段修正。

· 經濟嬌社會理事會報告害o

＂ 績第九O一次會蹣。

四． Mr. KIRKBRIDE （鉍誉痴）答復 Mr.
MORRIS（賴比瑞亞）的一個問頲說，需要增加的經

費總額為四0,000美元而非四五，000美元，因
爲一九六二年度概算內對人權硏究奬金已經列有若干
經費。

棵各奢侈正~ (A/C.5/L.713) 蕾涇逼遏。

議程項目五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篡 (A/4770,Al
4813. A/4814, A/4910, A/4918, A/ 
4919, A/4949, A/4965, A/4981, A/ 
4995, A/5014, A/5025, A/C.5/869, 
A/C.5/870, A/C.5/874. A/C.5/876, Al 
C.5/877, A/C.5/878, A/C.5/881, Al 
C.5/882, A/C.5/887, A/C.5/889, A/ 
C.5/894, A/C.5/898, A/C.5/903 and 
Corr.I, A/C.5/906, A/C.5/907, A/C.5/ 
908, A/C.5/L.674 and Add.I , A/C.5/ 
L.679 A/C.5/L.693, A/C.5/L.694, Al 
C.5/L.704. A/C.5/L.709. A/C.5/L.710, 
A/C.5/L.715）（債前） ** * 
＂． 繽第1LO囚次含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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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二會計年度蕷箕決議草案 (A/C.5/L.715)

五．主席 請委員會表決一九六二會計年度預算

總額八一，九五七，二四0美元。

六． Mr. TURNER （ 財務主任 ）促請注意文件

A/C.5/L.715 引言第二段內的陳述，若干數字可能

需要按照大會對目前在第二及第四兩委員會內討論的

議程項目所作的決定，予以增加。像這樣的項目共有

三個，涉及的經費約篦八六，四00美元。

預算鏸頲＾－，汜五上，二四O美元孳以四十，、票

對元票通颯。

七．主席請委員會表決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決議
草案 ( A/C.5/L.715) 的 A、 B, C. 各部分，並稱根

據蘇聯代表請求，決議草案C部分內正文第一段 (c)

將分別付表決。

決誤早者A郊分埕以五十四票對汜票遠過。

決議单音B邡分孽一玟迢遙。

決誤羊者C部分正文第一段（c) 烴以五十三票對

元票通遏。

決試早者C邡分全文烴以五十三票對汜票通遙。

八． Mr. SOKIRKIN （蘇維埃『士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 ）說蘇聯代表囷已投票反對一九六二年度預算總額

八一，九五七，二四0美元， 反對的理由已在委員會內

詳細聲述， 在此不願重複提出。因此他胝想把蘇聯

代表團對一九六二年度概算的基本異議，說明一下。

九．蘇聯代表團認爲一九六二年度預算經費可以

而且應該大大減低，就職員來說，尤其如此， 職員人
數可以大大減少， 其辦法很多， 例如使珌書處緑織更

趨合理，更加簡化， 將工作與他組重登的各緝取消和

將若干高薪職位及與之有關的附帶人員裁撤。為了達
到那侮目的， 對於經費開支必須採取嚴格管制。目前

在這一方面的情況， 顯然不能令人満意。

－0. 蘇聯代表團還反對在概算內列入特派團及
有醐工作的經費。若干特派哩的建立違反憲章，和聯

合國通常工作沒有關係， 而另外一些特派團，早就失

掉了它們的作用。

一一． 蘇聯代表團也反對大會就業務工作鍔資問

題採取決定的錯誤程序。對維持和平行動所需資金問

題的決定， 完全不讓安全理事會過問， 而根據憲章 ，
這種問題卻完全在安全理事會的主管篇圍之內。舒捎

聯合國技術協助經常方案資金的方法也不正確，因爲

這項費用由經常預算鍔付而不由一個業務預算或由一

侷經各會員國同意設立的特別基金諤付，顯然違反憲

章。

一二．蘇聯代表團並認為目前技德協助工作的組

織情況使若干會員國很難參加。這種工作在少數西方

國家指導和控制下， 使社會主義國家對這種方案沒有

貢獻專家和設備的楓會。由於鎶措方案資金辦法的不

正確，少數會員國便利用聯合國資源來推進它們自己

的政策和經濟目標。

一三． 蘇聯代表團曾一再暨稱爲在財政上和政治

上加強聯合國起見，必須將聯合國財政辦法置於正確

基礎之上，以保證無違反憲章情事， 不將本組織資源

用來推進少數會員國的政治利盆而妨礙其他會員國的

利盆， 並做到對開支嚴加撐節和管制的地步。

一四．因爲一九六二年度預募對聯合國財政地位

的加強不但沒有幫助，而且鼓勵本組織資金的浪費，

並阻撓若干會員國參與業務工作尤其是政治和技衍協

助方面的業務工作，所以蘇聯代表團投票反對該決議

草案。

聯合國財政狀況及前途 (A/C.5/

907, A/C.5/L.709）（靖前）t

一五． Mr. ROSHCHIN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 就程序問題發言說， 總務委員會並沒有決定

將＂聯合國財政狀況及前途＂問題作爲項目五十四一一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算一一的一個分目｛列入大會議

程。代理鉍書長於第八九九次會議上所作的陳述 (A/

C.5/907) 與一九六二年度概算無關，照理不能親為在

那個項目範圍之內。因此珌書處將那儲問頲作爲項目

五十四的分目看待， 實非正確辦法。當然代理珌書長

可以就任何問題向第五委員會提出資料，但是如對那

個間頲進行討論，便須首先由總務委員會決定才行。

一六．主席 說他不能同意蘇聯代表的看法。

一七． Mr. TURNER（財務主任）說蘇聯代表

所指的問題並非項目五十四－一－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棍

算一的一個分目，而是該項目的一個重要部分。迢

個問題在珌書長一九六二年度概算 (A/4770) 序內和

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就那些概數所提的報告書

t續第八九九次合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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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814) 第三十一段至第四十二段內佔有顯蒂地位。

代理祕書長不僅可以而且事實上必須提請第五委員會

注意各項問題，他的陳述不過是把預算文件本身所載

的資料，根據到目前爲止的情況加以增補而已。 委員

會任何一位代表當然有權討論那個陳述， 並就該陳述

提出提案。

一八． 因此他復抱歉不能同意麻聯代表的看法，

珌書處所作的不過是它對這個問題最低限度應盡的責

任而已。

一九． Mr. BENDER （ 美利堅合衆國 ） 和財務

主任的意見相同。 鉍杏長在概算序第二十二段內曾稱

聯合國緊急軍和剛果行廊即使規模縮小，其能否繼潁

進行也還要看至遲在一九六二年度年初以前能否獲得

額外的財政支持而定。 諮詢委員會在它的報告書內也

曾討論這個問題。因此這個問題自本屆會開崙以來一

直都在第五委員會討論，事實上它每天都被提到。事

實上蘇聯代表本人昨天也曾提到聯合國財政狀況的困

難問題。

二0 . Mr. ROSHCHIN （ 蘇維埃社會主毅共和

國聯邦 ） 說如果這個問題眞的在討論中的文件範圍之

內 ， 他不懺爲什麼在會議議程上又把它當作一個分目

列舉。如果對代理祕書長陳述中所提出的問題需要特

別討論， 那便應該以經常方式把那個項目列入議程而

不是急忙地把它在委員會討論一囘便箕了結。

二一． 主席 說他認爲議程並無不合。如果對委
員會檣限表示疑問， 他預備運用議事規則第一百二十

二條的規定。

二二．主席 答復 Mr. ROSHCHIN （ 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 的一個問題說，闕於項目五十四

的討論並未結束，因爲另外有幾偏決議案尙待第五委

員會決定。

令議於午前十一特四十五．分堵亻手，午4史十..::.咔..::.

十五分重開。

二三． 主席 誥委員會討論關於聯合國財政狀況

及前途的決議草案A/C.5/L.709 。

二四． Mr. CHELLI （ 突尼西亞 ） 說， 丹麥、衣

索比亞、 馬來亞聯邦、 荷蘭 、 挪威、巴基斯坦、 突尼西

亞及南斯拉夫等國代表團決定提出決議草案內所載的

辦法， 作爲對本組織目前財政困難的一種臨時解決。

這個辦法是零應祕書長向第五委員會所作陳述 (A/

C.5/907) 第十五段內考慮這個問題的呼籲而提出的。

提案國知逾它們提議的辦法並不是最後解決，不過它

們希望這個辦法一方面能使本組織繼續行使任務， 同

時並鼷大家有時間考慮能為所有各會員國同意， 特別

是各大國同意的比較持久的解決辦法。

二五． 他籲請各國代表團非常恨童地考慮本組織

走上破產之途的後果：本組織將無法執行它所承擔的

重要任務， 而把本組織當作生存唯一保障的主櫛小

豳， 將受最重大的損失。迢就是若干小國決定提出那

個決議草案的原因， 它們相信該草案一定能得大家一

致贊同。

二六． Mr. ROSHCHIN ( 麻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 就程序問題發言說，委員會考慮和它現在面

前項目五十困無關的決蟻草案， 實在不合程序。 它適

才已爲一九六二年度核准了一筆共約八千二百萬美元

的款項， 現在又要請它考慮等於那個數額三倍的一個

提案。适伺提案據說是為了彌補本組織的短絀而提出
的；可是委員會適已核准的決議草案C部份還說盈餘

帳戶內尙有結餘。

二七． 不僅決議草案提議辦法的實體與項目五十

四無關， 而且它根本不在第五委員會權限範圍之內。

採用那個辦法足使本紐緻性質改變， 因蟋購買債劵的

政府和專門楓關都將成爲本組織的股東， 可以左右本

緝織的政策。預備採取的這種行動無異將聯合國抵押

出去。

二八．如有任一代表團灝意提出迢種重要提案，

它應該按照議事規則第十五條規定將該案列入議程 。

可是現在的悄形是： 各國代表團面前多了一個項目 ，

它們事前沒有得到任何預告，也沒有時間諮詢或向本

噩政府請示。在迢樣悄況之下，委員會討論這個提案

實在完全不合規定。

二九．主席 裁定， 決議草案的問題既然在議程
項目五十四範圍之內， 便不能把它當作頲外項目溍

待；因此議事規則第十五條對它並不適用。

三0. Mr. KESZTHEL YI ( 匈牙利 ）、 Mr. 
SOLTYSIAK （ 波蘭 ） 及 Mr. SERBANESCU （ 羅

馬尼亞 ）堅決贊同蘇聯代表所表示的意見。

三一． Mr. GORBAL(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 說 ，

在各國代表團沒有槻會向本國政府請示以前， 委員會

賓不宜討論如決議草案內所載的那樣一個童要提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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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不妨將關於程序問題的討論延至下次會議進

行。

三二． Mr. ROSHCHIN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不服主席裁定。

三三．主席將他的裁定付表決。

主席成定緤以面十票對十三票迢過而成立，酮祖

者十五。

三四． Mr. GEBRE-EG2Y （衣索比亞 ） 附和突

尼西亞代表提出決議草案 (A/C.5/L.709) 時所作的

陳述。衣索比亞政府曾在大會及安全理事會內， 贊同

關於在剛果埡內所將採取的行動的決定， 衣索比亞的

士兵現正在卡坦加省軍事行動中作戰。因此它以十分

關心的態度認爲應該提供資金，把行動任務進行到結

束之時為止。這就是衣索比亞代表圈願爲決議草案提
案國之一的原因。聯合國曾一再保證以剛果爲一不可

分割的整彊，現正設法使那些保證兌現。不能因爲缺

乏賚金而讓聯合國的事業失敗。

三五． Mr. NOLAN（愛爾蘭）說， 他贊成決議
草案所根據的一般原則。提案的目的在使本緤織獲得

一九六二年度內的周轉資金， 迢是一儲委員會必須在

議程項目五十四下加以討論的問題。他還沒有楓會詳

細研究這個提案， 不過初看之下認爲它倒也是將本組

織置於穩健財政基礎之上的一個合理辦法。他覺得在

經過許多非正式討論之後有了一個具體提案是值得歡

迎的。

三六． Mr. QUAO （迦納）說 ， 迦納政府對目前
聯合國財政危楓極為關切。迦納政府一向願意支持旨

在求得這個問題解決辦法的任何措施。它知道本緝織

承擔的責任增加之後， 各會員國的負擔也難免加重 ，

它也了解若干發展中國家可能因爲財政的理由，認爲

很難承擔它們的羲務。可是它認為任何會員國都不應

該根捩任何理由拒絕在財政上支持本組織。最近的危

穢就是因爲不支持的後果。在聯合國面臨破產在即的

威脅下， 彼此論戰進行長時期的辯論， 實非其時。

三七． 根據這個理由 ， 迦納代表圈認為決議草案

A/C.5/L.709 提案睪大膽採取的主動，值得支持。這

儲提案將來的影嚮當然很大，不過它最大的長處就是

替當前緊急問題求得了一個解決。決議草案附件所列

辦法能否成功， 要看各會員國的鏖應而定。

三八．迦納代表團希望目前委員會能採取具盟行

動，經與代理祕書長應有的一切可能的支持， 使他能

履行他的困難任務。迦納代表團將投票贊成該決議草

案。

三九． Mr. KITTANI ( 伊拉克 ） 說，伊拉克代

表圈預備稍後再對決議草案的實體加以評論。 它希望

所有各國代表團都能認識決議草案內的提案提出了若

干會有深遠影響的十分嚴重的問題。對這個問題顯須

以冷靜而富有建設性的方式予以討論。唯有採取這種

態度，合理的解決才能找到。

四o. 因爲各種原因，遹個提案特別重要： 首先，

如果這個提案通過，它將使聯合國承擔在二十五年的

期間內支付總共約二萬萬五千萬美元的義務；其次 ，

因爲擬議辦法還有非預算方面的深遠影嚮，並且可能

被解釋爲設立聯合國和平及安全常設基金的一個主要

步驟；第三， 因爲它提出了設立聯合國和平及安全常

備軍的問題。

四一．因此， 鑒於決議草案內所提出的提案十分

嚴靈的性質和涵義， 他籲請所有各國代表團以最慎蜇

的態度考慮該案並特別注意在討論過程中可能表示的

各種觀盤。

四二． Mr. KLUTZNICK （ 美利堅合衆國 ） 說 ，

美國代表團對決議草案若干提案國所作的陳述， 十分

敬佩。它完全同意伊拉克代表的看法， 那個提案提出

了一些非常嚴重的問題， 而大家似乎也願意把它當作

一些非常嚴靈的問頲來虛理，令人欣慰。目前有這樣

一個提案或一備性質類似的提案提出，對任何一國代

表團來說都沒有什麼詫異之處。他本人覺得詫異的是

提出了一項使聯合團能繼繚行使任務的辦法，竟會遭

到若干代表圓的批評。

四三．不過， 通過一項如決議草案 A/C.5/L.709

內所主張的那種措施，祇不過是解決本雜織目前問題

的第一個步驟而已。對於這個辦法當然應該密切注意

和慎重考慮，如果對它或某種類似措施不加考慮那便

太不負責任了。

四四． 美國代表團雖然同意對本組織財政事務的

管理，不可不注意在財政上的應有的責任， 同時贊成

所有各會員國有繳納一切攤款義務的原則，可是它仍
然不得不計及彌補本組織目前重大虧絀的需要。決議

草案提案國提出的辦法可以親鏭一種革新設施，但是

鑒於本組織所面臨的艱鉅任務， 美國代表團認爲迢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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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已有足夠的重要性， 值得切貿考慮。它預備以後

再對決議草案的實體方面，加以評論。

四五． Mr. PECHOTA（捷克斯拉夫）說，鑒於
決議草案涉及的種種嚴靈問題和通過該案後本組織負

擔的繁重， 捷克代表園反對在第五委員會內笏忙的討

論該案而且對該案放在議程項目五十四下討論是否適

當，表示疑問。他瑨到決議草案並沒有列在聯合國日

到內作均本次會議討論的文件， 同時他願意知道為什

庶文件的日期和號碼表示它是在幾天以前提出的 。

四六． Mr. TURNER （ 財務主任 ） 說，決瞰草

案的日期應爲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登在它上面
的號碼和日期與該提案校早的一個草案有關， 後來這

個提案曾在案文和提案國方面經過訂正。

四七． Mr. HODGES （ 聯合王國 ） 說， 職合王

國代表團對決議草案詆能表示初步意見， 而且對它所
載的提案以相當審懂的態度處之， 其原因有二。首

先， 它認焉聯合國多年來以議會方式決定預算經費及

攤額的制度是孵拷經貲的適當方法，誆到不久以前 ，

事實證貿迢個制度大髒令人滿意。鑒於會員國繳付擁

額時需經其本國議會核准， 這個方法似乎最為適當。

其次，聯合王國代表團認爲會員國到湖應該繳付巽額

一節， 十分童要，它對於會員國拖欠繳款愈來愈多的

現象， 深感驚懌。在這一方面，它同意迦納代表的意

見 ， 無論那一個會員國都不應該故意地拒絕繳款。

四八． 伊拉克代表認爲對決議草案需要採取謹恨

態度， 聯合王國代表團同意這稱溍法。聯合王國代表

團認鏭依決議草案擬議方法籌措的款額應以繳款未收

到前器供大會現行袂議案所核准的預算經貲實際需要

數額爲限。聯合王國代表團以後將對提案國提議的本

金額兩萬寓美元的恰當問題發表意見， 因爲就當前需

要言，似乎用不若這樣大的數額。有一熙聯合王國代

表團希望大家完全明白，那就是絕對不可能有免除任

何一備會員國繳付攤額義務的事。

四九． 關於決蟻草案附件第五段， 聯合王國代表

團認為比校讜憤和符合聯合國尊嚴的辦法， 就是以同

等數額分期亻寸還每一擬謫債劵本金額 。

五0. Mr. EDWARD （ 錫闞 ）說， 錫蘭代表囷

在原則上歡迎決議草案內的提案。錫闌政府非常注意

第八九九次會議代理鉍書長所作的陳述(A/C.5/

907) 。它認篤聯合國紙爲和平的有效工具，那就應

該讓它處於不受爭議和銜突影零的地位。

五一． Mr. MOLEROV（保加利亞）也聲同蘇

聯、 羅馬尼亞、匈牙利及捷克斯拉夫各個代表團對決

議草案討論方式所發表的意見。它將於以後評論提案

的實憩，正如伊拉克代表所表示的那樣， 這膈提案所

將發生的影響似乎十分靈大。對這個問題應該拾與充

分時閭，根據憲章規定和大會議事規則， 加以考慮。

五二． U HLA OUNG（麵甸）說在通常悄況下
緬甸代表團會認爲決議草案提議的財政辦法，不大恰

當，並認爲它對聯合國的尊眾有礙。可是在目前非常
愤況之下， 它不擬反對為解決本緑纖財政危楓而臨時

訂出的一侷實際辦法。

五三． Mr. BANNIER （ 荷蘭）說， 荷蘭代表匪

願於以後就決議草案的實體發表意見。雖然如此，代

理珌霫長最近曾籲請大家求取協議的途徑和方法，以

便解決本組織財政困難，從而使它能繼賴工作，決議

草案內提出的措施，似乎是爲罟慮這侗呼籲而提出
的， 荷蘭政府對迢偏措施採取贊同態度。

委員會工．作的安排

五四．主席 宜布， 由於其他事故，他在大會開
會以前便已承諾辦理， 因此，他不鍇繼繚主持本屆會

其餘各次會諮。 他對委員會各位委員、副主席、報告

員、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主席和辦理本委員會

工作的祕書處職員給予他的合作和協助， 表示謝忱 。

五五． Mr. GREZ （ 智利 ）、 Mr. SANU( 奈及

利亞）、 Mr. KLUTZNICK （美利堅合衆國）、 Mr.

ARNOULD（加拿大）、 Mr. GANEM （法蘭西 ）、

Mr. EDWARDSEN （挪威）、 Mr. MALHOT邸
（ 尼泊爾 ）、 Mr. COULIBALY (馬利）、 Mr.
KITIANI （伊拉克 ）、 Mr. ILIC （ 南斯拉夫 ） 和

Mr.MARTIN （ 南非 ）代表本國及共他各國代表圓發

言對主席主持委員會討論的態度， 表示敬意。

五六．副主席 Mr. EDWARD（錫閾）、報告員

Mr. ARRAIZ （ 委內瑞拉 ）及Mr. AGHNIDES （行

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主席）向主席答謝。

午1文一時五十五分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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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O七次會議

一沁六一年十.::.月十＾ a !L翔一午首十一恃三十分紐約

主席：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圭席缺席，副主 席 Mr. Alf red Edward （ 蜴

，，，），代行主席璇務。

議程項目五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算 (A/4770, Al 
4814, A/ C.5/ 907, A/C.5/L.709）（繚前）

聯合國財政狀汜及前途(A/C.5/

907,A/C.5/L.709） （積完）

一． Mr. NIELSEN t 挪威 ） 參照代理祕書長所

作陳述 (A/C.5 /907), 檢討聯合國最近財政危楓的

各方面。來自各洲的許多會員國已達成結論， 認爲不

能用解決財政問題的通常辦法去應付那個危楓。任何

依賴國際資本市場的辦法似屬絕對不可能， 因為那樣

便可能造成抵押本組織前途的結果；因此，若干代表

園， 包括挪威代表團在內， 參加擬訂出一項不但切合

實際而且符合聯合國崇高宗旨的決議草案 ( A/C.5 /

L.709) 。那些代表螣建議授權代理祕書長發行聯合

國公債總額二億美元，售與會員國， 並可能售與非營

利組織。公債按年利二籃計息， 每種公債本金分二十

五年償消。對於所得資金的使用， 決議草案中未加規

定。此項資金將由聯合國支配， 籠正常預箕耆例加以

利用。珌書長將參照當時的需要及財政狀況爲大會授

檣及核定的用途動用此項資金。 此舉目的在使聯合國

能償湝其未消償的債務， 並改善其現金狀況。

二． 提案國擬訂決議草案措辭力求可為最大多數

的會員國所接受。他們未曾預斷會員國在憲章下爲維

持和平工作所負經費査任一項基本問題，亦未就聯合

國以賓施業經大會通過的攤款決議案的方式收囘欠款

的可能宣布任何恋見。

三． 委員會所接有的提案是志願捐助原則與普逼

挺款原則的切實併合。每一國家都可由本身決定究竟

是否購買公債及購買多少公債；這本付息將是所有會

員國的責任， 每年聯合國經常預寡將為此用途列入一

篆經費。 在比種悄形之下， 不階買公債的那些會員國
的初期支付額是爲數極小的， 它們在攤還債款的辦法

之下的財政負擔是在一個極長的期間分期擔負的。

四． 挪威政府認爲攤還債款的普逼分擔原則是此

項計劃的一涸主要部分， 因為倘無所有會員闕均依據

經常攤款比額表對於償債有所捐猷的一項保證的話 ，

便很難期望任何會員國購買公債。

五． 挪威代表團是決議草案的一個提案者， 力求

鼐顧會貝國挽救聯合國財政危楓的一般意願以及在發

展過程中的國家所特有的經濟困雄。在擬議的解決辦

法之下， 後述一類國家的負擔校別的國家爲輕， 蓋因

利率某低， 而且公債二十五年才到期， 對於購買公債

的國家， 將是一個相當大的儆牲 。

六．他極希望，如果大會同意發行公債， 公債能

全部脫氬同時他促請各代表園通過決議草案。

七. Mr. BANNIER （ 荷蘭 ） 說， 決議草案並未

載有永久解決聯合國財政危穢的辦法， 祇是為應付緊

急情勢的一個棚宜之計。此項提案到達委員會時已經

很遲，那是因為聯合匯行政及預篡程序十五國工作小

緋未能確定為維持和平工作的籌款方法， 同時新珌書

長需要時間才能熟悉本組織的財政狀況，又因為大會

必須先審査一九六二年度概算，然後才處理聯合國財

政危穢引起的問題。

八． 維持和平工作諤款新辦法在最近的將來不可

能獲得大會通過， 同時欠款的繳付不致會使現金狀況

立刻改善， 在此種悄形之下， 顯然惟一的解決辦法是

授權代理珌書長舉債。現在顯然有立刻採取行動的必

耍因爲聯合國瀕於破產， 而擬議的方法須待數月才

能付諸賓施。

九． 公債本金總雜二億美元與虧絀數 （一九六二

年七月一目可能達一億七千萬美元 ） 比較，似乎過

低， 惟荷蘭代表團並不認為數額應該提高，因為舉債

祇是緊急措施。

-o. 利率定為百分之二，似極妥善，因爲所議

發行的公債並非商業上的借款。為使聯合國免於破產

而購買公債的各國政府及各緝織一定願爲此事作財政

上的犧牲。在另一方面， 公債應付利息 ， 因為購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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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的政府對其納稅人負有義務； 但是利率應該襪低，

因爲不應由於利息的支付而使聯合國預算， 從而各會

員園， 負過重的額外擔負。

一一． 借款的一個主要特盤是， 應自經常預寡付

息還本。使聯合國再度有償付能力是所有會員國的集

鶻責任；再則，除非為利息的支付及借款的攤還作成

妥當的安排，便不能希望有人認借款額。

一二． 已經繳付過對聯剛及緊急軍攤款的許多國

家琨又須長期額外攤付由於其他國家不徼付欠繳聯剛

及緊急軍的款項而需要舉債的癱途額， 此種悄形當然

是不公平的。但是， 悄勢急迫， 必須尋覓一項可為多

數會員國贊同的解決辦法 ， 提案者祇能不顧已盡其充

分義務的那些國家的情形。

一三． 委員會須就決議草案作成的決定對於所有

各園政府都是極關重要的， 因為事關聯合國作爲一幅

有效國際工具的前途。如果大會通過決議草案， 荷蘭

政府當慎重考慮按照其對經常預算的繳款百分比參加

放款，惟此舉自須經其闞會核定．

一四． Mr. DE PINIES （西璀牙）說， 他以極惑

興趣的心悄注意爲聯剛及緊急軍鐙款所作討論， 因爲

會員國對此類工作繳款所經歷的困難是聯合鬮虧絀的

主要原因。委員會接有的決議草案係若干國家爲消除

目前財政危楓所作一稚努力。不幸的是， 草案提到委

員會為時已遲，不能從容加以研究。

一五． 決議草案的意向極為明確， 但就所提議的

程序而言， 則非如此。例如， 正文第二段授權祕書長

將出售公債所得備充通常與周轉某金有關的用途。此

種規定自然使人對於究竟是否以此項所得充作周轉基

金增額一燕表示疑問。再則，正文第三段規定在經常

預寡中列入一筆充足數額 ， 以便支付利息及分期攤還

本金。由此可見，此種開支將按照經常攤畝比額表分

攤於各會員國，但是大會曾一再表示，關於聯剛及緊急

軍一類工作的貲用應依特別攤款比額表分攤。此舉祇

是等於抵押聯合國的將來，可是還不能解決目前的財

政危楓。聯剛及緊急罪的全部常年費用估計為一億四

干寓美元。欠繳會貲及目前虧絀的情形亦須計及。桔

果，聯合國可能在第十七屆會又處於同樣愤形，而負

債二億美元。因此西班牙代表團認為必須更爲明瞭決

議草案的範圍及宗旨；它尤其希望知道究竟是否將出

售所得歸入周轉基金，此種發行將來是否繼續下去。

它將參酌此類問題的答案決定所採立場。

一六． Mr. ROSHCH!N U綵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鬮聯邦）說，爲了程序上的及實體上的理由，他反對

委員會所接有的提案。對於此項提案，需要各國政府

詳加審査，但是，似乎受到百般阻撓而不能做到此

庫此項提案頲然引起不在屆會議程上的一個新問

題，企圜把它和議程項目五十四聯在一起是完全錯誤

的。祇然自一九六三年起償還，便不應在處理一九六

二年度預算時審查此項問題。再說，此項文件雖然日

期是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一疽到十二月十六日

才分發，因之大會沒有時閭詳細審查此項提案。那似

係一稚出於故意的策略， 違反基本的議事規則。

一七．即使就原則而言， 委員會所接有的提案也

是同樣不可接受的。決瞄草案 (A/C.5/L.709) 正文

第二扆授檣代理肱書長將出售公債所得備充＂通常與

周轉基金有闕之用途＂。此種措施所掩飾的溟正用意是

要籌集一笨款項， 充作與在剛果所採者相類似的行锄

的經喪。那是違反憲章的規定的， 憲章從未規定過此

種鐙款方法，關於此熙的明證是第十七條， 其中規定

經常費用，以及第四十三條，其中規定維持和平工作

引起的非常暨用 ， 爲後者須締結特別協定。

一八． 再有一層， 此項提案與所有會員國主權平

等原則顯然牴觸。聯合國竟然成爲公佰最多數額持有

老的附屬品，不但受各國政府的壓力，而且受其他各

式團髖的颳力，此種情況， 實在是不容許存在的。 那

樣便是抵押聯合國，它的全部財産，亦可爲其債權人

所恋取。而且它將成爲那些爲其活動出資者所掌握的

一個工具。蘇聯代表團對於任何此種可能必須加以拒

斥。

一九．他不得不再度指出，有人企圖越過安全理

事會， 而根據憲章安全理事會是有描作成與維持和平

有關之決定的唯一楓關。剛果行勳是每款的主要項

目 ， 委員會所接有的提案用意在按照經常攤款比額表

攤派聯剛費用於各會員國。此種辦法甚至違反第五委

員會最近所通過關於爲聯合國在剛果之行動鎶款的決

議草案(A/C.5/L.706/Rev.1), 可是決謅草案 A/C.5(

L.709 提案國曾投票贊成第五委員會那項決議草案。

再則， 當十五國工作小結審査爲維持和平工作籌款是

否係所有會員國集體義務問題時，六位代表的答獲是

肯定的，七位代表的答製則是否定的，另有兩位代表

保留立場。由此可見此項提案槀無法律及政治根據，

賞際上等於把維持和平的費用分擬於所有會員國。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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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草案的目的是以不正當的方法為聯合國在剛果之行

動籌款。對於從事此種行動的方式，蘇聯從未贊同 ，

同時，他願強調，通過決議草案祇會削弱聯合國，使

其財政狀況更趨惡劣。如果決議草案通過， 蘇聯便要

保留它對聯合國整僑財政狀況的立場。

午1k+.:;:.待三十分歆令

第九Oi\.次會議

一沁＊－年十.:::.月十＾a !L翔一午投三呤三十分錙紡

主麻：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四． 主席 促請注意文件A/C.5/913所載關於經

主席缺席，副圭席 Mr. Alf red Edward （錫
閑），代行主席職務。

第二委員會於丈件A/5060 內就議程項目
入十七提出之決蟻草案所涉經費問題
(A/C.5/912) 

一．主席 促請注意文件 A/C.5/912 所載關於
經費問題的陳述。

二． Mr. AGHNIDES （行政及預篡問題諮詢委

員會主席 ）代表諮詢委員會報告稱，該委員會已審議

文件A/C.5/912。它認爲應設法使該文件第二段中述

及的印別費不超過一0 ,000美元，同時，第三段

中述及的諮謅費應在爲一九六二年度概算(A/4770)

第三款－一＿薪俸及工資一一業經核定的經費中勻支。

因此，它建議通知大會，通過第二委員會所提決議草

案 (A/5060， 第十一段 ）在一九六二年度將引起顬外

隗支一三，000美元， 其中一0,000美元係將在

第十一款一一印刷費一~下開列的一筆額外款項。

三．主席建議委員會採取諮詢委員會所建議的
行動。

法定如議。

第二委員會於文件A/5056 內就議程璸目
三十＊＊提出之決議草案捌所涉經費問

題(A/C.5/913)

． 天然査源之永久主檣。

＂ 科學及技衍問題：
(a) 科學上與技衍上合作之發展及經驗之交換： 秘杏

長毅告書；
(b) 自然科學研究之主要趨勢、 科學知識之傅播及此

種知識之應用於和平目的： 經濟暨肚會理事會報
告書。

費問題的陳述。

五． Mr. AGHNIDES（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

員會主席 ） 代表諮詢委員會報告稱，該委員會已審瞰

文件 A/C.5/913。它建議通知大會，通過決議草案八

(A/5056, 第一六一段） 一九六二年度引起的頵外開

支估計爲一八，000美元，其中包括諮議貲一五，o

00美元，職員旅費三，000美元，一九六三年度

此類費用估計為一二，000美元。惟諮詢委員會建

議無須爲一九六二年度追加經費， 所述及的費用應在

預算第三款一薪俸及工資一及第五款一職員旅

費一原有撥款中勻支。

六． Mr. VIAUD （法蘭西） 提起在第二委員會

表決此項決議草案時法蘭西代表團曾棄權，因爲它認

為通過此項決議草案可能使大會干涉法蘭西已縮減其

國際羲務的方面， 又因它不贊同所採程序。在它看

來，決議草案中涉及的問題在大會審議之前應先經經

濟笠祉會理事會審議。 法蘭西代表團不能支持諮詢委

員會建議的行動。他希望該代表團所採立場反映在委

員會提送大會的報告書中。

七． Mr. RAFFAELLI ( 巴西 ） 說，巴西代表團

是決謅草案八提案者之一， 特別重諷那項提案中規定

的研究工作的準備。它預備贊同諮詢委員會所建議的

行動，惟有一項了解，即一九六二年度不追加經費的

決定並不妨礙硏究的進行。

八． Mr. TURNER （財務主任）說，代理祕書

長不反對諮詢委員會建議的行動，據他的瞭解此種行

動的用意是，珌書處應竭力設法勻支所述及的費用。

他不能保證一定可以做到。不為此用途開列額外經費

等於核減其他計劃的款項百分之二十。顯然目前的經

費不足以應付請求進行的所有工作。代理珌害長勢須

決定犧牲那一個計劃。追加經費的需要並不是可以完

全排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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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主席 建議委員會採取諮詢委員會所建議的 小組報告杏 (A/ 4971 ) 第十四段所反映該小組中若
行勛。 千代表採取的立場，他建議飆去在第七段第二及第三

沃定士0議。

第四委員會於文件A/5044 內就議程璸目

四十七＊＊＊提出之決議聿案肆所涉經費

問題(A/C.5/9 1.4)

-0 . 土席 促請注意文件A/C.5/914所載關於
經費問頲的陳述。

一一． Mr. AGHNIDES （ 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

委員會主席 ） 代表． 詢委員會報告稱，該委員會已審

議文件A/C.5/914。它認爲也許有理由說此項決議草

案中建議的研究奬金可在現行技術協助方案下提供。

但由於決議草案中述及的特殊情況， 它不反對在一九

六二年度預算第十二款一一特別費用一－OO列一笨臨

時經貲。因此 ， 它建議通知大會，通過照四委員會所
提決議草案四 ( A/5044 ， 第四十六段 ） 將引起額外支

出估計為五0 , 000美元， 應予列入一九六二年度

預算第十二款。

一二．主席 建議委員會採取諮詢委員會所違議

的行動。

決定女0議。

議程項 目六十二

聯合國之行政及預箕程序：依大會決議

案一六二0 （十五）所指派工作I]、紐

之報告書（靖完）t

第五委員俞提送大令之載告書摘 (A/C.5/L.714)

一三． Mr. ARRAIZ （ 委內瑞拉）赧告員， 提出

赧告書稿 (A/C.5/ L. 714)。

一四 ． Mr. ULANCHEV （ 蘇維埃肚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 說，由於聯合國行政及預算程序十五國工作

．．． 西南非問頲：

(a) 西南非問題委員會毅告吉；

(b) 聯合國各導門极闞及聯合國兒竄基金含爲西甫
非之經濟、 吐會及敎育發展提供協助： 各柢關及
基金會戟告害；

(c) 選舉西南非問頲委員合三委員國。

t稹第八九九次含議。

句。

蘇貓代＊＇缸捉修正者通過。

緤修正的杖告書稿 (A/C.5/L. '114) 遠過。

議程躓目五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箕 (A/4770, Al 
4814, A/ C.5/907, A/C.5/709) （靖前）

聨合國財政狀沈及前途 (A/C.5/

907, A/C.5/L.709）（糢前）

一五． Mr. PRICE （ 加拿大）宣布加拿大代表團

參加為決議草案 A/C.5/ L.709 提案者。

一六． 伊藤先生（ 日本 ） 說，聯合國是一幅議
會穢關， 其中若干代表對於為聯合國的工作措籌經費

方法持不同意見是完全正當的。但是， 當聯合國本身

的存在受到成脅的時候， 所有對聯合國具有信念的會

員國都應採取一致行璽加在目前悄況之下當然應該採

取一致行動。日本代表圓對於決議草案提案者所採主

勳表示讀許。 它贊同它們所主張將出售提議發行的聯

合國公債所得備充通常與周轉基金有關的用途之議 ，

同時很高興知道並無用以抵銷迤欠繳款所引起之虧絀

之意。為後一目的發行公債是很少吸引力的。

一七． 大會如不作成使本詛纖至少到一九六二年

九月仍有消償骺力的財政安排，而逕行延會， 便不能

說它已完成了所負任務。支付繳款的悄形不見得會有

改善， 而且自一九六二年七月 一日以後剛果工作的經

費無着。此刻如不採取行動， 聯合國便將破產， 迢在

目前不過是一種可能性， 到那一天便將成爲冷酷的事

實。

一八． 日木代表團雖然還不指為本國政府認購任

何所提議發行的公債， 但準備投票贊成建議發行公債

的決議草案。

一九． Mr. MORRIS （ 賴比瑞亞 ） 說，賴比瑞

亞代表團贊同決議草案中所建議出售公債所得應充的

用途。因此，該代表團定必支持此種發行的辦法。在

聯合國目前財政狀況之下， 聯合國整涸前途受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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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決議草案所載提案是新奇的，但是對於認爲通過

此項草案本組織的性質將因之改變的那些人， 賴比瑞

亞代表團不能同意。

二o. 然而，賴比瑞亞代表團希望大會對籌款問

題採取 Mr. Paul Heffernan 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

三日紐約時報中所建議的辦法。 Mr. Heffernan 指出，

國際復興建設銀行在其執行業務的頭幾年中進入公佰

市場曾遇到困難。但是情形已不復如此，因此，聯合

國利用國際銀行業已確立的市場信用成爲借貸者較爲

切合實際。

二一． Mr. VIAUD（法蘭西 ） 說，法蘭西代表

團承認決議草案A/C.5/L.709提案者企圜補救的情勢

之嚴重。但是，它對於它們所建議的解決辦法的是否

妥當有效則極為懐疑。決議草案並未對聯合國的經常

及非常費用作必要的劃分。會員國對本緝織經常費用

有欠繳情事，但是並不妨害到它的財政上的安定。引

起目前危楓的困難係在非常費用， 亦即維持和平工作

的特別帳。因此，決議草案的實際目的是為應付此種

非常貲用覓取必要資源。

二二． 決議草案的另一缺照是，把提議發行的公

債所產生債務的維持費用當作憲章第十七條下的本緝

織經常行政費用。大會如通過決議草案便等於答覆委

員會在議程項目六十二之下建議應向國際法院提出的

問題 (A/C.5/L.702 and Add.1 and 2) 。

二三．不管悄勢可能趨於如何嚴重程度，健全的

財政辦法不能廢業。對於提議發行的公債的條件需詳

加審査，俾可決定此事是否可以進行，同時必須研究

決議草案中完全忽略的一項問題，即提供的保墬問

題。是否集體連帶責任原則適用於所有會員國？它們

在此項計劃之下的儲別義務是否純係依照決議草案的

規定？多數暨成此項計劃是不夠的。必須獲得繳款最

多的那些會員國贊成，因爲它們須負擔維持債務費用

的大部分。

二四．法蘭西代表郾歉然不能支持決議草案 Al

C.5/L.709。它不擬成爲購買者，如果本緝織發行所
提議的公債， 它在財政上恕不負責。

二五． Mr. LIM （馬來亞聯邦）說，馬來亞聯邦
完全了解聯合國當前的嚴重財政危楓。倘不採取有效

行動補救目前拖欠繳款情況，本組織即將破產。有些

會員國拖欠繳款祇是因爲經歷財政困雖，而其他國家

則拒不履行其財政上的義務。拖欠的繳款也許最後可

以繳付， 但是目前時間已極急迫。在此種情形之下，

馬來亞聯邦代表團向委員會推蘆它爲提案者之一的此

項決議草案， 並籲請委員會所有代表給與充分支持。

二六． Mr. MARTIN （南非）說，在決議草案正

文第二段之下，所提議的聯合國公債係充＂通常與周

轉基金有關＂的用途， 對於利息及本金兩者則係以出

自本組織經常預算的分期攤付額給付。 但是， 周轉基

金目前的數額足可應付通常基金所應付的用途＿＿－即

應付對本組織經常預寡常年繳款的滯延。爲應付預算

逐漸增加及會員鬮數目逐漸增多所產生的情勢起見，

基金數額常常增加，但在本噃會並無任何再度增加數

額的提案。決議草案提案者曾經表明，公債的發行主

要係應亻寸為聯合國目前維持和平工作衍款問題。

二七．南非一向支付爲緊急軍費用攤派於它的繳

款額，惟一崮認為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費用的鏘措是

與本組織常年預算經費的鎶措是完全不相同的。關於

此熙， 必須提及的是，委員會在議程項目五十五之下

通過決議草案A/C.5/L.706/Rev.1 時曾確認聯合國在

剛果之行動所需非常費用在性質上與本紐織經常預算

下的費用根本不同。

二八．目前的決議草案並未規定會員國有購買所

提議之公佰的任何義務， 但在此項草案之下，所有會

員國都須依據經常挺款比額表每年支付利息及分期逕

本。因此之故，南非代表團不能接受決議草案正文第

三段，倘若單獨表決那一役，便不得不投票反對。決

議草案可能視爲權宜之計，但具有深遠的影響，因爲

那樣聯合國便須每年支出一千萬美元，直至一九八八

年為止。此外，還須考慮到，倘若聯合國中的兩大國

之一拒絕支付此項數額的攤派額，則將如何。是不是

本緑織便認爲此數未繳付，或者每年須在一千萬美元

之上增添短絀數額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二十以上，由

同意繳付的會員國支付？另一必須考慮的問題是會員

國對於發行公債引起的債務所負責任的性質。決敲草

案如果通過，南非代表團便不得不保留他本國政府的

立場。

二九． Mr. MOLEROV（保加利亞）提起在第

九O六次會議保加利亞代表團對於討論中的問題一

＂聯合國財政現況與前途＂以不合常規的方式處理表示

過驚異。那是一項全新的問題，原應依照議事規則第

十五條加以處理。無論如何，不能把它當作議程項目

五十四的分目，不僅是因爲此一項目涉及一件截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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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事項， 而且是因爲一九六二年度概築的討論已告

結束。委員會雖然維持主席對蘇聯代表在第九O六次

會議提出的程序問題所作裁定， 但是處理此項問題的

方式是違反議事規則的，此項事實並不能改變．

三0 . 他完全贊同認爲此項問題非常重要而且涉

及的款額至鉅的那些人。實際上，保加利亞代表團認

焉此項問題比棪議程上的任何其他問題蜇要；決議草

案(A/C.5/ L.709)如經通過，在財政上及政治上至少

有二十五年受到影嚮。再則，預測此種決定的一切後

果是不可能的。舉例而言，公債可能成爲投楓的對象，
有力購買公債的富冏可能對聯合國施加甚至校目前更

大的影響力藍。保加利亞代表不容許在聯合國中發生

此稚事態。

三一．保加利亞代表豳並不爭論代理鉍書長在第

八九九次會議所作陳述 (A/C.5/L.907 ) 中提及的事

賓。該代表團許多年來都認爲如果聯合國依循違反憲

章及財務條例的鏘款方法，結果便將造成財政上的破

產。可是，它那種警告未受到注意，它所作建瞰亦未

經採納，結果是大家都很消楚的。

三二．聯合國面臨的嚴重財政情況主要是由於它

在剛果及中東的行蔽。決議草案上說將以出售公債所

得備充＂通常與周轉基金有關之用途＂，實則係用以應

付此類行動的費用。保加利亞代表團對於此類行動所

採立場大家都很知道，因此他祇擬說明，它反對使所

有會員國負擔極少數殖民國家所採行動之責任的任何

企園， 因焉造成使聯合國出面干涉的困雖局面者正是

那些國家。那些迫使聯合國採取此種行勤者應負目前

困難的全部財政上査任。

三三．他提起第五委員會曾在第九0五次會議通

過一項決議草案， 說明下一原則，＇，聯合國在剛果行

廁所需之非常費用在性質上與聯合園經常預算下之喪

用根本不同，故應付此項非常費用所需採用之程序與

經帘預算所用者不同＂。保加利亞代表團雖曾投票反

對那項決議草案，是贊同此項原則的。但是， 決議草

案 A/C.5/L.709 會破壞此項原則。因此保加利亞代表

團不能支持決議草案， 而保留它對於此項提案引起的

財政上影嚮的立場。

三四． Mr. SERBANESCU (羅馬尼亞）說，正
像他在第九O六次會議所說， 羅馬尼亞代表團認爲 ，

決議草案 A/C.5/L.709, 因其所引起的問題， 不屬於

本屆會議程範圍之內 ， 而且不應該由第五委員會加以

討論。同時，決詖草案是違反憲章的明文和意旨的，

因爲此項草案建議為聯合國的行動採用在憲章任何條

文中均無規定的若干鋂款方法。

三五． 財務條例所載提送、審查及核定擷算的正

常程序是符合憲章的，自聯合國成立以來未引起過任

何葷大困難。在同一程序之下， 周轉苯金一向是應付

某種需要或彌補兩個會計年度之間脫節現象的一個合

法手裏但是， 根據憲章， 安全理事會爲維持和平及

安全目的發動的行勳純屬安全理事會的職權範園，其

每措費用暱適用截然不同的程序。

三六．聯合國目前面臨一九六二年度虧絀將達一

億七千萬美元的現象並非由於審議棍算的程序有何不

當之處；正相反，聯合國自成立以來在預算上從未有

過任何虧絀。聯合國今日之所以不熊履行所負義務 ，

是因爲祕書處近年來違反憲章關於瑪維持和平及安全

的行動諤款的規定，且未經安全理事會授權為聯合國

承擔超出其脛常預算的費用，此種費用超越憲章之

外，足以危害本線織的存在及威信。

三七．因此使人遺憾的是，此種措施不但不予終

止，而且更進一步企國採取違反憲章的檣宜辦法，那

樣當然會使本組織的工作更受妨害。

三八． 建議在經常預算中開列一筆用以支付發行

公伊二億美元的利息及本金分期攤遠額的數額，頲係

企圀將維持和平工作專帳倂入經常預篡，那榛實際上

便等於免除對埃及與剛果發勛侵略行爲者應負的任何

物質上責任。

三九．發行公債售與聯合國的會員國及非會員

國、國家銀行，甚至非營利組織， 可能具有改變聯合

國緋織性質的作用。聯合國成爲比種國家組織的債務

者， 必然會受它們的影響；換言之，聯合國便將具有

與憲章所熄定者完全不同的t生質。

四o . 因此羅馬尼亞代表團不能支持決議草案

A/C.5/L.709 中建議的措施，並誠摯籲請其他代表團

慣重考慮到此項提案對聯合國前途可能發生的影嚮。

該代表團認爲第五委員會理應宣布本身無檣審議像決

議草案中所隱含的任何改變聯合國性質的辦法。羅馬

尼亞政府當密切注譏他所提及的問題的未來的發展 ，

並將採取適當行動。

四一． Mr. NIELSEN （丹麥）指出，聯合國財
政狀況的嚴霓性在大會第十六屆會開恋時便已為人所

知。丹麥代表園對於代理祕書長顛請協助解決財政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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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得到深刻印象，它完全支持他此種努力，因此成爲

決議草案A/C.5/L.709的提案者。

四二．有些代表團對於所提議的解決辦法出以借

款的形式感覺遺憾。丹麥代表團亦認爲最妤採用一種

解決辦法， 使所有會員國均繳付攤款。雖然如此， 借

款的辦法獲得厥泛支持，因此該代表團可以接受此種

辦法。

四三． 他強調必須由所有會員國攤付公債的利息

及本金的分期攤還額，因爲，在他看來，和平及安全

的維持是所有會員國的責任。再則，如在決議草案中

刪去正文第三段，則是否仍能售出一張債劵， 都有疑

問。

四四．關於聯合王國代表所提， 關於附件第五段

的一項問題，丹麥代表團認爲，本金應於整個期間每

年償還百分之四，或分期攤還額自百分之三禁一至百

分之五黯一不等，是無重大區別的。

四五．聯合國會員國，尤其是對聯合國寄予莫大

希望的小國，不能容許聯合國因破產而崩潰。但是，

倘不迅速籌得必要款項，它便將瀕於破產。不毎足款

項而逕行核定開支當然是不合理的。因此他促請第五

委員會通過決議草案。

四六． Mr. KLUTZNICK（美利堅合衆國 ） 說，

對決議草案是否妥當或合法提出的所有問題，可用一

個簡單的問頲反問： 如果聯合國會員國至少在表面J::

要維持堅守集磴責任的原則，有什麼別的方法？ 就美

國政府而言，它一向願意討論可藉以維持集體責任原

則的任何可行計劃，同時，它對於若干代表表示的消

極精砷深感遺憾。批評爲應付問題所作任何努力是容

易的；所需要的是建設性的解決辦法。

四七．他讚佩決議草案A/C.5/L.709提案者的稻

極態度。雖然若干問題已在大會本屆會經由談判方式

解決， 討論中的特殊問頲不容許採用同一方式， 因爲

蘇維埃集郾和少數幾個國家不願同意此種談判的惟一

可能的目標是：它們應就依集體貴任原則所作政治決

定引起的經費上後果履行它們的義務。祇要有些國家

投票贊成維持和平工作但認為本身無須爲此種工作履

行繳款義務的情形繼續存在下去，對於此種工作的鏘

款便不可能有談判的基礎。

四八．美國代表團已於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

（第八五六次會議 ） 及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九O六次會議）對於聯合國面臨的財政問題表示過意

見，目前祇擬討論決議草案的若干方面。

四九． 第一， 有些代表說此一步驟是一個影嚮深

遠的不尋常的步驟。相反地， 他認為此種溍法如適用

於討論中的提案當更適用於聯合幗會員國必須集髖面

臨的問題，即由於不繳或拖欠繳款而引起的鉅額虧絀

問題。如果所有不繳款國家承允繳付攤頫的話， 此事

便極易解決。但不幸事實正相反。在此種消形之下，第

五委員會很難逕行延會， 而讓代理祕書長祇有一項並

無充足經費的政治任務，因爲此種行動是不適當的。

五o . 第二，有人對於決議草案中提及的數額之

鉅表示不安。 惟美國代表團認為任何較少的數額都是

不夠的，因爲本組織的債務於一九六二年六月三十日

將達一億七千萬美元。由此可見二億美元祇是一個最

低限度的數額，代理祕書長必須攙節才可敷用。當然，

債務必須儘速要予減少。但是，不管數額多寡，原則

是相同的：倘若聯合國爲其工作嚮款不能適用集體責

任原則，那末，它便須舉借長期貸款， 或則破產。事

實上祇有兩個可供抉撣的途徑： 每一會員國立刻繳付

攤額，否則聯合國勢須長期舉借足夠款項，以便所有

政府為債務的償付而繳款，如果不繳付緊急工作的費

用的話。第一個途徑似不可能，因此第二個途徑是惟

一希望所在。

五一． 第三， 有些代表認為決議草案將建立一個

先例而表示反對。他不同意此一看法，並提起聯合國

曾在開始工作時一致決定借款六千五百萬美元， 為期

三十年，備充會所大廈及其他設備的貲用。目前此項

決議草案的宗旨雖然不同， 但具有同棕建設性，亦可

使本組織的財政上軌道。

五二． 第四，他亦不贊同將決議草案中提議的措

施譏爲設區一種維持和平基金的看法。美國代表園認

爲那是一項單獨的情形。美國總統將設法請國會授獾

購買相當數額的公佑， 美國政府並不認為此舉將樹一

先例。美國代表團對於必須採用所計議的特殊辦法固

感遺憾， 但認為別無他途可循。

五三． 第五，有些代表說通過決議草案等於抵押

聯合國二十五年， 但是聯合國已因負債累累而被抵

押，它的債權人目前甚至有權取得它的資產。此項提

案無非是加長償還債務的期間而已。

五四．第六，他指出關於使用借貸方法的政策決

定必須與決議草案A/C.5/L.709所載具體提案聯在一

起；蓮過一項載有使公債不能銷售的一類規定的決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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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是沒有用處的。美國政府贊成決議草案現有案

文，因為它認為借貸是目前聯合國惟一可以採取的途

徑，而且可以出售足盪的公債以證明背離正常程序是

確有理由的。如對決織草案提出修正案，美國代表團

便須重行考慮它的立場。決議草案係審慎擬訂，其中

所有規定均係銷售公債所必霈者。

五五．美國代表團感覺驚異的是，有些代表說他

們本國政府對於決議草案中提議的步驟感覺詫異。他

提起代理祕書長會與許多代表園從長討論整個財政問

題，並曾發表一項備忘錄，論述此項問頲及發行公債

媧一個可能的解決辦法，又說明胝有大會才能處理此

項間頲。由於以上種種事實，他認為各代表團應稹極

努力幫助對一項其嚴重性無可諱言的問題尋找實際解

決辦法。實際上，遠在一九六一年春季，甚至更早的時

間，美國代表團就曾促請注意悄況的嚴靈。如須聯合

鬮存在下去，各會員幗便須接受代理祕書長述及的辦

法，或加以改進。就美國代表團而言，任何代表如有

任何具髖辦法提出，它均願與之商討，但是，除非有更

好的辦法， 它不願犯反對任何可行的解決辦法之罪。

五六． Mr. ROSHCHIN （ 蘇維埃肚會主羲共和

國聯邦 ）說，他不甑同意美國代表發表的言論。本組

織目前面臨的虧絀並非起於若干會員國拒絕繳付它們

緊急軍及聯剛的繳款， 而且由於此類行動的決定及執

行是違反正常程序的。虧絀的浞正原因是，美國與若

干其他政府強迫祕書處作違反憲章的非法行锄，現在

它們企圖強迫其他會員國分擔承付的費用。人人都知

道，美國與剛果行動的關係異常密切 ， 此種行勳主要

是美國人員執行的。蘇聯一向不同意爲聯剛所採用的

不正常程序，並會一再主張經由妥爲遵守憲章有關規

定的方式恢復守法稍囿胆蘇聯的立場是完全合理的、

一貫的，且自始便已閘明。因此，美國不能期望它對

於目前令人不滿的情況負起任何責任。

五七．舉例而言，蘇聯一向認爲剛果行動費用不

屈於憲章第十七條第二項的範園。美國代表認爲那胝

是一種使蘇聯不繳付應付款額的策略；但是，那種說法

無非是企圖使人懐疑蘇聯所採的立場。貿則美豳的立

場是大可疑問的。雖然它認爲聯剛貲用係屬第十七條

第二項規定的範圍，它曾投票贊成關於剛果行動費用

概算及鋂款方法的決議草案 (A/C.5/L.706, Rev.1), 
其中明白說那種費用在性質上與經常預算下的費用根

本不同，故應採不同的程序。它亦曾投票贊成決議草

案 (A/C.5/L.702 and Add.1 and 2) , 內請國際法院

就第十七條第二項對於此種費用是否適用問題提供諮

詢意見；如果它演是沒有疑問的話，那末它河以要請

法院提供諮詢意見？未免難以理解。

五八． 琉弄手段者是美國。決議草案 (A/C.5/

L.709 ) 所載提案顯係美噩所策動，企圖以此解脫本

身的困難。美國代表說過，他不能接受對決議草案提

出的任何修正案，祇是此一事實便說明了該國係在蓀

後。此項提案是在很遲的時間向委員會提出的，意在

強使委員會不經審慎考慮即作成決定，所以如此，亦

是由於美國。美國代表與其木國政府磋商是容易的 ，

因為華盛頓近在咫尺，但是蘇聯代表團和許多其他代

表團是不那麼幸運的。由此可見，那是要他們未有楓

會確保比項提案可經本國主管政府棫關妥予考慮即行

作一決定。蘇聯代表團所以在第九O六次會議說此項

提案不合程序主要是由於比一因素；可是主席恭於她

本身最消楚的理由另作決定。

五九．最後，最初一笨借款六千五百萬美元和目

前的提案是不能相提並論的。那筆借款六千五百寓芙

元並無政治作用 ， 祇是篦修建聯合臨目前的房地舉借

的款項。發行公債是一件極不相同的事情；委員會不

能容許本身不經過極憤靈的考慮即行倉促接受此種提

案。

六0. Mr. KLUTZNICK （美利堅合衆國）說雷
複指換並不能使指控成為溟實；美國並未在指使在剛

果的行動。倘如蘇聯代表所說，採取此種行勛是違反憲

章的話，此事便須向主管楓關，而非第五委員會，提出。

六一．他深感遺憾的是，蘇聯代表團一再提及美

豳曾唆使其他會員國支持爲削杲行動毎款的決議案及

安全理事會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決議案。1此種

說法，就後一項情形而言，是使人詫異的，因瘩蘇聯

本身即曾支持那項決議草案。實際上美國認為剛果情

勢是對和平的一稚威脅，因蔥維持和平是會員國的集

體責任。一幅會員國疸截了當拒絕參加此種行動是極

爲方便的，但是維持和平工作的集體責任原則曾經第

五委員會（大會及安全理事會一再確認。在此情形下，

美國怎樣唆使會員國接受顗係它們應該擔負的責任。

六二．蘇聯代表團一再說從事剛果行勤是非法

的，但事實並非如此。對於剛果，有一個諮詢委員會

曾協助故祕杏長，而且現在正協助代理鉍書長行事，

但是代理珌害長是自己作決定的。暗示任何大國可促

使代理珌魯長作非法行動的話， 都是荒謬的。

1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 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十月、 十
一月及十二月份補編，文件 S/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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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美國主張請國際法院就第十七條第二項可

否適用於維持和平工作貲用一事提供諮詢意見的立場

又被蘇聯代表曲解。美國對於該條的確可適用從未表

示過懐疑。它之所以投票贊成那項決議草案係因它了

解其他代表團對此熙尙有懷疑， 並認爲消除此種疑慮

的最妥善辦法莫過於將此項問題提交噩際法院。

六四．美國代表團易與本國政府磋商一禁是不相

干的。 莫斯科可能比較華盛頠遠得多，但蘇聯代表團

當然已與莫斯科通消息，蘇聯政府到現在應已完全獲

悉發行公債的提議。如它希望有更多時間從事磋商 ，

那是另外一件事；美國不願任何代表園失去此種楓會。

六五．美國並非決議草案的一個暗中的提案者 。

他曾發言反對修正，那是因為此項提案是一個整體 ，

修改一部分必然影蓉整個提案。 發行公債是一件複雜

的事， 必須審憤訂定辦法。美國的態度極其演重，因

爲它認爲它本身可能是一涸購買者，並認爲目前提案

原案文是妥當的。如果蘇聯認爲不能接受此項提案．

它便應提出為保全本緝織的其他提案。解決之適當然

不在祇是促請美國繳付更多的錢；由一個拒繳分文的

國家提出此種建議是極不適當的。蘇聯如提出似可獲

致所期望之結果的任何辦法，美國都可欣然接納。它

對於蘇聯所採消極態度深感遺憾，因此決定不步其後

鷗倘因消極主義及不負責任聯合國被毀滅，則過失

不在美國。

六六． Mr. ROSHCHIN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匽聯邦 ） 說，剛果問頲諮詢委員會並不使剛果行動成

爲合法。該委員會是故芻書長爲其自身目的設置的 ，

即執行違抗安全理事會的行動。正像他 (Mr. Rosh
chin) 剛才所指出 ， 此項行動應責成軍事參謀團執行。

議程璸目六十四

人事問題（靖完）：tt

(a) 嵇害處職員地域分配問題；

tt繚第八九一次會議o

(b) 定期任用職員所佔比例問題；

(c) 其他人事問題

第五委員令提送大倉之祿告吝稿（A/C.5/L. 716) 

六七． Mr. ARRAIZ （ 委內瑞拉 ） ，報告員，說

項目六十四一人事問題一一－引起冗長的熱烈討論 ，

結果報告書甚難編製。他希望池爲載入第五十一段所

擬的一部分能獲有關代表團的贊同。

六八． Mr. ROSHCHIN( 蘇維埃社會主貉共和

國聯邦 ） 說，該段最後一句並非蘇聯代表團與加拿大

代表團所議定者。

六JL. Mr. PRICE （ 加拿大 ） 表示同意。 他建

議在該句中 (a) 項開頭＇＇遵循＂字樣改為＂計及＂字樣，

並刪去 (b) 項中＂根據此兩草案＂字樣，改用＂就如何

改善祕書處職員分配問題＂字樣。

七0. Mr. ROSH CHIN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 說此種措辭可以接受，惟尙有兩項小修正 。

策一，（a) 項中＂因其反映委員會所表示之意見＂字樣

應改為＂及委員會對此項問題所表示之意見＂字樣，同

時，加拿大代表所建議載在 (b) 項之末＂分配＂字樣前

應加＂地域＂字樣。

七一． Mr. ARRAIZ （委內瑞拉），報告員，接

受加拿大及蘇聯代表建議的案文。

七二． Mr. HODGES （ 聯合王圜 ） 建議在第五

十六段後面另加一新段如下：

,' 惟有一個代表團雖然贊同更爲一貫地實施

部分補償原則，但認為目前的敬育補助金，對聯

合國整備薪酬數額及若干國家行政與其他國際文

官制度給付同等人員的類似補助金而言， 已經是

相當充分。＂

七三． Mr. ARRAIZ( 委內瑞拉），報告員 ， 說

他不反對加添此段。

涇修正的粒告書稿 (A/C.o/L.716) 遠遙。

午拔＊峙十分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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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O九次會議

一汜＊－年十.::.月十汜日星期.::.午前十一特十分紐約

主席：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主席缺席，副圭席 Mr. Alf red Edward （錫
閑）代行主席職務。

議程項目五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箕 (A/4770, Al 
4814, A/C.5/907, A/C.5/L.709 and 
Add. I, A/C.5/L.720, A/C.5/L.722）（靖

前）

第五委員會提送大令之戟告書稿 (A/C.5/L. 720) 

- . Mr. ARRAIZ (委內瑞拉 ）， 報告員， 解粹

說在報告書稿(A/C.5/L.720)第一段前面將有一段序

言，與哪十五屆會的此稠報告書所載者相同；一旦委

員會作成所有的決定，他即草擬序言。此外，他建議

委員會接受蘇聯代表所提出的修改如下：第三段第一

行＂許多代表＂改爲＇，若千代表＂；第四段第一句中＂委

員會中相當普逼的意見是＂字樣改為＇，若干代表團＂；

最後，在第四段最後一句中，＂工作水準＂以後字樣改

爲＂本組織可能面臨破產''。

二． Mr. STOIANA （羅馬尼亞）提起在審議收

入概算的過程中羅馬尼亞代表團曾請求祕書處提送關

於聯合國向本組織各辦事處所在各國繳付稅款的報告

害。如可保證一定於第十七屆會就此事提送報告書，

羅馬尼亞代表園現在可不堅持此項請求。

三．主席向羅馬尼亞代表固保證祕書處可於第
十七屆會提送一項報告書。

綬修正的耗告書稿（ A/C.5/L.720) 通遏。

聯合國房圯

第五委員令提送大會之賤告窖稍 (A/C.5/L.722)

四 ． Mr. ARRAIZ（委內瑞拉）， 報告員，提出

關於純約會所會議室設備、日內瓦萬國宮現代化及在

智利桑提亞哥建造聯合國大疫的報告書稿 (A/C.5/

L.722 ），經擬議把它作爲第五委員會提送大會主要

報告書的第二章。

杖岩寺稿（（ A/C.5/L.'122) 通過。

聯合國財政狀況及前途(A/C.5/907;

A/C.5/L.709 and Add. I）（續前）

五． Mr. PRICE（加拿大）說加拿大積極支持設

置的聯合國行政及預寡程序十五國工作小組未能爲目

前的危楓覓致切賚解決辦法，此項危穢性質至爲嚴重，

致代理祕書長認爲不能不鎳自向第五委員會提出警告

(A/C.5/907)。問題雖難解決，但復容易分析：關於

爲聯合國若干工作籌款一事意見發生爭執， 其結果造

成了鉅額虧絀，整個聯合國結描都受到影卷。周轉基

金全部用罄， 鉍書長不得不支用鉅額爲經濟發展所設

的預築以外經費。

六．擬議的補救辦法性質特殊，但是目前悄況本

身也是很特殊的。加拿大是決議草案 (A/C.5-/L.709 
and Add.1) 的一個提案國，不願超出此項提案的明
確規定的範圍。發行公債的惟一目的在擁有一筆洹額

流動準備金，它的用途與周轉基金相同，祇是數額不同

而已。其中絕對沒有企圖間接地採取永久措施使大會

喪失其一部分對財政事項的基本責任的問題。再則，

會員國的全部義務並不減少，但其經費負擔最近幾年

來數目增加甚多，現在規定多攤幾年分付，以利最終

的清償。願意購買公債的各國政府當然希望獲得確可

償迢的保證。由此可見正文第三段是必要的，因爲其

中述及的程序是可以提供充分保證的惟一辦法。加拿

大政府本身就惟有於決議草案照現有案文通過後才能

認購公債，因爲凡是具有責任感的政府決不能同意自

一項籌款辦法不切實際的個別帳戶撥款償還公債。

七．決議草案可能引起藍聯代表所說的不妥影

響，惟其目的係在補救若千代表團宜布不願分擔本緝

織若干工作的費用之後所引起的悄勢。蒜聯代表團經

常在第五萎員會中強調惟有安全理事會可決定為此類

工作籥款的程序，可是在安全理事會從事有關辯論的

時候，該代表團又從未就此事有遏任何提案，反而保

持緘默，因此使人認爲這一切都祇是一種策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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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季且會別無他途可循，因爲通常的鍔款方法

巳告失敗，而且並無其他提案提出。安全理事會自己

未處理籌款問題， 而將此事留交大會決定。他引證

Gooc:l.rich 及Hambro 關於憲章第十七條的評議1說 ，

鑒於憲章起草人因為知道他們不可能料及一切事實的

發展， 故對於大會分派本緝織貲用的辦法未予詳細規

定，在此種悄形下，大會自然可選擇不尋常的鐙款方

法，但須遵守集體資任的基木原則。決議草案中已顧

及那項原則。

九． 他促請委員會各位代表採取必要步驟，使代

理祕書長能履行所負責任。他提起國際聯合會最終解

鹽以前就發生過財政危楓。目前擬議的此項徹底措施

目的在避免一岡極爲眞實的危楓，使本維緇能存在下

去。

- 0 . Mr. NGILERUMA （ 奈及利亞 ） 說，池

業已表示過，他認為接受第五委員會所定的攤額是所

有會員國的實任，因此他將遙無保留地支持決議草案

A/C.5/L.709 and Add.1。若干代表提出的法律上的
論捩不能用以解決聯合國當前的重大問題一本綿織

創立者未能預料到的一項問頲。 憲章的崇高理想必須

維畿。 聯合國目前在卡坦加所作努力應激勵委員會各

位代表爲鋂措此種工作引起的經貲覓致一項可以接受

的辦法。

一一． 二萬萬美元之數誠屬鉅大，但是代理祕書

長曾經說明 (A/C.5/907) 本組織的財政狀況極為嚴

重而且需要所有會員國給予合作及經費上的支持。
比腫經費上的支持，不問是爲了經常費用及核定工作

的喪用 ， 祇是集體貴任原則的一種正常的表現。所有

會員國， 無論是否贊同本瓿織所採政策，負有道義上

及財政上的義務．

一二．奈及利亞認爲決議草案述及的長期經貲上

的承擔是對本組織前途具有信心的一種象徵。雖然像

非洲、 亞洲及拉丁英洲許多其他國家一樣，奈及利亞

要購買公債便必然會遺遇嚴靈的經濟上的困難，但它

認爲它至少可以做到的事是分撿償還的集體責任。

一三． 最後，他希望決議草案能獲許多代表團的

支持。

一四． Mr. ILIC（南斯拉夫）指出，誠如代理

珌纔長最近所說， 除非採取斷然措施， 聯合國便將瀕

1 聯合國憲章， 評識及文件： Goodrich 及 Hambro （ 世

界和平菇金會， 波士靦 一九四九年）。

於破產。南斯拉夫代表團不擬追究目前情勢的原因 。

現在必須所有會員園合作，才能應付維持和平及安

全， 尤其是在剛果維持和平及安全所引起的費用。 同

時必須注意， 若干國家採取消極態度並阻撓聯合國的

工作，因而安全理事會及大會在一九六0年訂定的目

標未能達成，應負很大的責任。

一五． 因此現有二途可供選捧：一是維持現狀 ，

那樣本組織必然趨於破產， 一是採取強有力的措施 ，

給與代理祕書長以完成艱鉕任務所需的工具。南斯拉

夫政府一向參加爲使聯合國在財政上及政治上更加德

定所作的許多努力。此所以南斯拉夫代表團聯薯提出

決議草案 A/C.5/L.709 and Add. 1。他希望大多啟會

員國想到本身所負査任， 而投票贊成此項草案。

一六． Mr. RYBAR （ 捷克斯拉夫 ） 基於程序上

及實髖上的瑪由反對決議草案 A/C.5/L.709 and 

Add.1。第一，此項提案雖與一九六二年度概算無關 ，

但是確係在議程項目五十四下提出的， 而且，無論如

何，提出的時間太遲， 各國政府不能對它作必要的審

憬研究。第二， 此項提案企冏使問頲混淆不清。根據

正文第二段，本案目的係在應付本組織的經常費用 ，

因爲周轉遙金用意係在尙未收到檄款以前支付此種費

用。但是， 此方面的情況並不需要所提瀛的那種影嚮

深遠的措施。 實則決議草案提案人的用意係在應付1生

質與本瓿織經常行政賀用不同的特別費用， 他們應該

表明他們此種用意。再則，正文第三段是不能接受

的，因爲其中規定把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的非常貲用

列入經常預寡，那是違反憲章的。

一七． 此項決議草案不但違反憲章，而且違反業

經通過的若干決議案，如果通過，捷克並不認為本身

應受它的拘束，且將保留其對本組織籌持經費的整涸

問頲所採立場．

一八． Mr. ARRAIZ （委內瑞拉）說他和極普逼

的一稚看法相反，認爲聯合國實際上對大國比校對小

國遠校重要。 小國加入聯合國所得到的利盆純粹是相

對的，此種利盆常被成爲會員國所應負的責任及義務

抵消。 像他本國一類的國家，在聯合國成立以前早已

獨立，如果本緝緻解體的話，仍將繼續存在下去， 通

常總是以本身的力盪設法解決問題，從本紐織所得抵

不上其對它的貢獻。反之， 倘若聯合國不存在，大國

便不能在所謂小國的闕際議會中聚會 ， 此一議會對於

它們趨向擴展的自然而危險的趨勢具有遏止的作用，

否則的話它們可能已陷入核戰爭的恐怖狀態了。從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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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國的存在得盒最多老是大國，因此最好避免請小國

爲了聯合國的利盆而忍受特別犧牲這一頫似是而非的

言論。小國之願意犧牲，並非由於它們的前途與聯合

國密切關聯而是出於其不自私的理想主義。它們都很

了解，要它們忍受的犧牲比較其他國家為大。

一九．決議草案的目的在使聯合國發行一竿公

債，使它能解脫由於若干國家不繳付雜持和平工作的

費用那種態度所造成的嚴重財政危局。因爲耒履行應

負義務的國家多數是大國，同時公債也將由所有會員

國按照經常輿款比額表償還，所以決議草案的實際效

果是使小國暫時償付大國債務．

二o. 由此可見這不但是要求拉丁美洲國家放粲

它們對於爲維持和平工作的籌款一向維持的原則，而

且也要它們爲了大國的利盒在財政上作鉅大的嫡牲。

雖然如此，委內瑞拉政府鑒於目前財政危穡嚴重的程

度，而且因為願意支持本緝織並竭力協助代理祕害

長，也為了貫徹其本身的理想，仍決定投票贊成決議

草案。委內瑞拉準備忍受那稱纔牲，因爲它並不把聯

合國視爲只是被動的行政及議會楓關，而認鏭它是園

際肚會的一個動的工具，能夠爲增進和平及安全採取

積極行動。但是，委內瑞拉代表園於投票贊成決議草

案之際，仍然堅守它對於爲維持和平工作的舘款一向

主張的原則。再則，它並不認為通過此項提案便等於

勾消不履行本身義務的若干國家對聯合國的債務．

二一． Mr. MACHOWSKI （波蘭）提起波蘭代

表團一向反對在婉理一九六二年度概算時審查決議草

案的辦法，而且對於主張以此方式審查草案之議，委

員會中贊成的代表不到半數。決議草案正文第三段係

涉及一九六三會計年度，附件係涉及一九六三至一九

八八會計年度，此項提案實與一九六二年度概算廷無

關係。那顯然是一個新項目 ， 原須遵照大會議事規則

第十五條辦理。

二二．過去三個月來委員會曾經詳細審查為數在

八千萬美元左右的一九六二年度預冥，一麻到磯遲的

時間才被請求就一項提案倉卒作成決定，那項提案涉

及的開支數達兩萬萬美元以上，相當於常年預篡額三

倍以上，擴及二十五個會計年度。聯合國有史以來從

未有過此種先例，因此，波蘭代表團對於所循程序提

出強烈的抗議。它懷疑究竟代表本國出席大會第十六

屆會的那些人是否可以爲本國政府承擔迄至大會第四

十一屆爲止具有拘束力的財政擔負，而仍不超出他們

的權限及所獲訓令的範圍。無論如何，許多政府不經

鼷會核准不能購買聯合國公債，但要經過議會核准須

經相當時閾，由此顯見此種決議草案不應在本屆會付

睹表決。

二三．再則，決議草案係企圜逃避在委員會討論

爲聯剛筠款程序時許多國家所表示的反對。波繭代表

團認爲必須先就適用的基本原則作成決定，然後才能

決定為維持和平工作苟款的方法。一九六二年不公平

的原則，在今後二十五年中不會改變性質。因此波蘭

代表團不能贊同授權珌害晨發行聯合噩公債之議，至

少須待若于基本問頲解決以後始餌如此。

二四．決識草案，尤其是正文第三段，與委員會

剛才在議程項目五十五下所通過關於爲聯剛筠款方法

的決議草案 (A/C.5/L.706/Rev.1) 中所作規定發生衝

突；那項決議案文前文第三段劃分本組織的非常費用

與經常貲用，並說對於兩者不應適用同一程序。再

說，決議草案 A/C.5/L.709 and Add.1 與委員會在
議程項目六十二下所通過決議草案 A/C.5/L.702 and 

Add.1 and 2 亦是衝突的，在後述一項草案中，大會
決定請國際法院就維持和平工作費用的性質提供諮詢

意見。事實上，決議草案 A/C.5/L.709 and Add.1 
等於預斷法院的答獲。此項草案亦與憲章的規定衝

突。有人說此係爲應付一種特殊情勢的特殊提案。但

是憲章對於此種悄勢有所規定，其中第四十三條明確

地規定了應循的程序。憲章所作規定倘經遵守，聯合

國便不會面臨目前的財政危楓。因此，關於為聯剛籌

款的問頲，應依憲章並會同主管棫關安全理事會解決

之。波蘭代表團承認集體實f.f:原則，但是本組織早就
被若干國家警告不要犯錯誤而未予理會，仍苗犯錯，

現在斷不能期望它們償付那些鍇誤的代價。

二五． Mr. KLAT（黎巴媺）說，他對於蘇聯代

表在第九O八次會議所作言論的邏輯得到極為深刻的

印象。但是，雖然對於目前財政危楓若干國家應較其

他國家負更大的責任一一不管它們是未衲繳款的國

家，或係採取使本組織從事維持和平工作之行動的國

家一一但是會員圜不能把這當作一種理由，而不履行

使本組織免於破產的責任。決談草案雖有受到批評的

所有那些缺麒，至少是建設性的。因此黎巴嫩政府準

備支持此項草案，雖然它不能購買發行的公債。它可

以同意增加它對聯合國費用的繳款，俾對分期攤還借

款有所貢獻。它準備忍受對其經濟發展有不利影囓的

此種額外犧牲，以便聯合國繼繚爲所有大小國家從事

維持正義及和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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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Mr.ANDON! （阿爾巴尼亞）說，他不能

贊同決議草案的內容， 並對於把此項草案置於委員會

議程上面所循的程序表示抗議。顯然此項提案與一九

六二年度棍算的審議槀無關聯。

二七．目前財政危楓並非由於若干國家未繳付其

對本組織經常費用的繳款。所以如此，是由於聯合圖

爲維持和平工作的鏭款採用了一項違反憲章規定的非

法程序。憲章中規定爲此種＇［生質工作籌款的方法應由

安全理事會決定。除非嚴格適用憲章的規定，目前情

勢無法補救。通過這樣一件決議草案會犯嚴重的錯

誤，而且是違反憲章的，其結果將使本組織依賴購買

珌書長所發公債的楓關及緝織。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準

備投票反對決議草案，同時，此項草案如獲通過，阿

爾巴尼亞亻弋表郾並不認爲對它本身具有拘束力。

二八． Mr. HASRAT (阿富汗）說，聯合國財
政現況與前途是極爲重要的事項， 會員國政府應詳加

審議不可在屆會終了時倉卒作一決定。如將決議草

案付表決」便將有許多代表團處境十分爲雄。阿富汗

代表團目前不能就此事作任何承允，惟有對其所有各

方面問題保留立場。它促請此項提案的提案者目前不

將提案付表決，否則阿富汗代表團便不得不棄檣。

二九． Mr. NOLAN（愛爾蘭）說，一般都認爲

本緝織處於極嚴重的財政狀況。自此一共同出發燕，

呈現兩稠看法：有些人企圖尋求危楓的原因，另有一

些人則設法補救。甚至有人說，此種財政危楓是由於

若干會員國贊同爲緊急軍及聯剛工作籌款的某種方

法。此種言論的意思是說如果沒有緊急軍及聯剛的費

用的話，或者如果不從事此類工作的話，便不會發生

財政危穢。此說誠然不錯，如果終止所有聯合國工

作，便無財政問題，亦無聯合國存在。就愛爾蘭代表

園而言， 它認爲最好能尋求解決辦法。愛爾蘭代表團

曾在第十五屆會強調需要尋求解決辦法，以免聯合國

陷入混亂及破產局面。它曾籲請各會員國承認本身應

負的責任，特別是依照大會決議案及聯合國財務條例

繳款。愛爾蘭曾採特別措施，於一九六一年度初繳付

它所攤款項。不幸的是，多數會員國或因不了解財政

狀況的嚴重， 或因漢不關心，並未採取同樣措施。無

論如何」情況每下愈況， 本組織本身的存在已受到了

威脅。

三o. 決議草案 A/C.5/L.709 and Add.1 中提
出的一項解決辦法是黍員會惟一可以採用的解決辦

法，此項辦法在其現有形式之下如能為本組織獲得現

金，便可以認爲満意。主張修改決議草案案文的那些

代表應說明將來此項提案被接受時是否有意購買公

債。修正案必須能增加款數，始有價值。關於此瞄，

決議草案正文第三段也許是所需最低限度的保證。愛

爾蘭代表團很高興知道公債的發行與為緊急軍及聯剛

籌款問題兩者之間並無庫接關係。那兩項問題應該分

開，本組織在設法解決為維持和平工作籌款的問頲之

際 ， 應捒有充足的周轉資金，俾可繼續進行正常－t作。

三一．最後，他要強調指出， 擬議的解決辦法對

他本國政府或一向經常繳款的其他會員國並無特殊利

盆。愛爾蘭代表團準備投票贊成決議草案，並願接受

因此而引起的額外犧牲。但是，此種肯定態度不能用

以預斷愛爾蘭代表團對於爲本組鏃維持和平::r.fF毎款

方法問題採取的立場，同時， 他也保留愛爾蘭政府對

於購買公債問題的立場。

三二． 由於若干代表缺席，主席建議待至下次

會議再行表決。

決定如議。

議程項目五十九

聯合國與各專門機關及國際原子能總署

間行政及預箕之協調：行政及預算問

題諮詢委員會報告書（縁完）＊

第五委員會提送大澮之棵告書稿

(A/C.5/L.717) 

軋若言稿 (A/C.o/L.717) 迢遏。

議程項目二十六

聯合國緊急軍：

(a) 緊急軍維持費概募（靖完）＊＊

第五委員令提送大令之報告書槁

(A/C.5/L.718) 

三三． Mr. ROSHCH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說他要對關於緊急軍的報告害稿 (A/C.5/

L.718) 表示一黠意見，此項意見亦適用於關於議程

．續第九O一次合議。

．．續第九O五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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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五十五 （ 聯合國在剛果之行動： 貲用概募及鋂款

方法 ） 的報告密稿 (A/C.5/L.719) 。 那兩項文件均

未正確反映討論的情況， 因爲在討論的過程中有不同

的意見。 決議草案中固然計及多數意見， 少數意見則

被忽略。報告書稿俄文本甫經分發， 蘇聯代表團尙無

時間擬訂載入報告書稿中的案文。 目前那項草案中除

述及表決的結果外， 絕未說明所表示的不同意見。由

於此種重大的遺漏， 蘇聯代表團擬棄權而不贊成報告

害稿。

三四． Mr. ARRAIZ （ 委內瑞拉 ） ，報告員 ， 說

他曾竭力使報告書簡短， 故與第一委員會及特別政治

委員會的報告員一樣，僅扼述討論情形。 倘須詳細述

及討論時所表示的各項意見， 他便須遠較爲長的時

間。

三五． Mr. ROSHCHIN （ 蘇維埃『士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 說， 他了解報告員所有時間不夠。他認爲原

可用雨三句說明若干代表團的意見與多數意見不同 ，

但如簡要紀錄述及他所作評述， 他可不誥求將報告書

槁付表決。

三六． Mr. HODGES （ 聯合王國 ） 囍報告員修

改報告書稿 (A/C.5/L.718)第七段， 在該段末尾加添

｀＇惟須經議會核定＂ 字樑。

三七． Mr. ARRAIZ （ 委內瑞拉 ） ，報告瓦接

受此項建議。

三八．主席 建議由委員會核定報告書稿， 並誌
悉蘇聯代表所作評述。

並告書稿 (A/C.5/L.718) 照1多正遠過。

議程項目五十五

聯合國剛果行動：費用概算及
籌款辦法（靖前）＊ ＊＊

第互委員令提送＊俞之赧告吝稿

( A/C.5/L.719) 

＂． 續第九Q五次會議。

三九． Mr. TAZI （ 摩洛哥 ） 建議委員會待至下

次會議再審議報告書稿 (A/C. 5/L.719), 因爲法文

本尙未分發。

決定如誤。

議程項目六十一

檢討菘書處之工作與紐織：依大會決議
案一四四六（十四）所指派專家委員

會之報告書及梯耆長對該報告書提出
之建議 （靖完）t

慕互委員令提送大會之戟告書稍

(A/C.5/L.721) 

四O. Mr. ROSHCHIN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 指出報告書稿(A/C.5/L.721)並未述及若干

代表團所表示的一項意見， 認爲分散不應引起費用的

增加， 但是現已引起重桎， 表現於浪費的支出增加現

象。

四一． Mr. ARRAIZ( 委內瑞拉 ）， 報告員 ， 說 ，

他可修正報告書稿，計及蘇聯代表發表的意見。

棵令言稿 (A/C.5/L.721) 鈤多正适過。

議程璸目六十七

聯合國國際學校：稢書長報告書

（靖前）tt

第五委員令提送大會之戟告書稿

(A/ C.5/L.723) 

四二． 主席 建議委員會待至下次會議再行審議

報告書槁， 因為法文本尙未分發。

法定如誤。

午投一特十分歆會

t 續第八九六次合議。

tt 繽第八九五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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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一0次會議

一汜六一年十.:::.月十沁a 星期.:::.午4文三呤三十分紐約

主麻：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圭席缺席，副主店 Mr. Alfred 珥ward (錫

闈）代行主启職務。

蟻程項目五十互

聯合國剛果行動：費用概算及
籌款辦法（犢完）

第五委員會提送大令之祿告書1畜

(A/C.5/L.719) （綠完）

一． Mr. ARRAIZ （委內瑞拉），戟告員，提出

報告書稿 (A/C.5/L. 719) 。

二．主席請注意下列事實：在討論關於維持緊

急互所需貲用概算之報告書(A/C.5/L.718)時蘇聯代

表於第九O九次會議所發表的與本報告耆有關的意見

已載入該次會議之簡要紀錄。

耗岩言稿 (A/C.5/L.719) 迢遏。

議程璸目六十七

聯合國國際學校：菘耆長

赧告害（綠完）

第互委員令提送大令之戦告吝搞

(A/C.5/L.723) (綠完）

三． Mr. ARRAIZ( 委內瑞拉）， 報告員，提出

報告會槁 (A/C.5/L .723) 。

四． Mr. HODGES （聯合王國）指出赧告書稿

第二段內述及承認對國際學校＂財務支持＂的需要為

＂非財務＂因素，似不適當。

五． Mr. ARRAIZ （委內瑞拉），報告瓦建議
第二段第一句應修正爲： ＂有幾國代表團述及聯合國

已承認國際學梭焉有助於臨際職員之徵聘及保留的重

要非財務因索之一。＂

決定」0議。

杖告書稿 (A/C.o/L.728) 熙修正通過。

議程項目五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箕 (A/4770, Al 
4814, A/C.5/907, A/C.5/ 915, A/C.5/ 

L.709 and Add.l）（繚完）

大會第..::.期合議 (A/C.5/915)

六．主席瞎注意文件A/C.5/915內載列的所涉
經費之說明書。

七． Mr. AGHNIDES （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

員會主席 ），代表諮詢委員會報告說， 該委員會已審

議文件 A/C.5/915, 並同意所提出的概篡。因此 ，

它建議應通知大會云：如祕書長提案被通過(A/5653

and Con·.2), 將引起增加費用一二七，五00美元
之數，並且代理認害長將請求於一九六二年度增撥該

數， 其中有四三，五00美元將歸入第三軟薪俸及工

資；三，000美元瞄入第四款一般人事費；八，二O

0美元歸入第九款房地維持費、管理費及租金；二九，

八00美元婦入第十款總務痰；及四三，000美元

歸入第十一款印刷費。

八． Mr. TURNER（財務主任）說如果大會第

十六屆會第二期會議延展至所預計的兩三星期的期問

以外，則所器之額外費用計約每星期四0,000美

元。代理珌害長建氬於徵得諮詢委員會同意後，依

有關臨時及非常費用之決議案第一段規定騁支此種冀

用。

九．主席建議說委員會或許願意採取諮詢委員

會所建議的行動。

法定如議。

-0. Mr. TURNER（財務主任）述及，委員
會在第九O六次會議業已建議一九六二年度預算經貲

共計八一，九五七，二四0美元。如果大會通過第二委

員會於文件 A/5060 內提出的決識草案及第四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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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文件 A/5044 提出的決議草案， 並核准總務委員會

報告書 (A/5053 and Corr.2) 內所載建議， 則該項

總數須調整爲八二 ，一四四 ，七四0美元。他假定， 如

由大會採取此種行動， 委員會將授權報告員於向大會

提出之第五委員會報告書內將提出的預算總數內照數

調整。

決定如誤。

聯合圃財政狀況及前途(A/C.5/907,

A/ C.5/ L.709 and Add. I ) （賴完）

一一． Mr. KESZTHELYI （ 匈牙利）述及匈牙

利代表團在第九O六次會議業已反對決瞰草案 Al

C.5/L.709 and Add. 1 提出委員會所用方式。 決議草

案的題目是與議程項目五十四沒有翦係的， 並且檣成

一個單獨的復重要的項目， 其在財務上、 法律上及政

治上的逃大影響尙未可完全預知。所以目前審議決議

草案的辦法完全違反大會議事規則。 匈牙利代表團尤

其對於促請委員會採取行動的笏忙情形引爲遺憾。

一二． 決議草案提案者的實際目的似乎是設立一

項基金以匈牙利代表團不能贊同的方式爲聯合國維持

和平行動措縟資金。憲章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八條與

其他條款訂有豁措此種資金的很多辦法， 並指定由安

全理事會對於錺資辦法負專責。 通過決議草案將使本

組織日盆依賴若干會員國， 且在相當限度內依賴其他

團體。這絕不是憲章起草者的本意。 決議草案的基本

前提似乎與委員會在項目五十五下所通過關於剛果行

動籌款方法的決議草案A/C.5/L. 706 Rev.1前文第
二段的意思衝突， 該段承認聯合國在剛果行勛所需之

非常費用在性質上與聯合國經常預冥下之費用根本不

同，故應付此項非常費用所需採用之程序亦與經常預

算所用者不同。再者， 委員會已建議若干與此種銷款

方法有關之法律問題應予闡明。 所以匈牙利代表團不

得不投票反對決議草案。

一三． Mr. TAZI （ 摩洛哥 ） 說摩洛哥代表團瞭

解決議草案提案者所以提出草案的動楓， 但是對於季

員會在本屆會內如此晚的時間才據有此種重大事項 ，

至感詫異。 他認爲應當議各代表團有更多的時間審議

發行公債的意思， 而且此事亦應由諮詢委員會提出報

告。

一四． 可是摩洛哥代表團明瞭有加強本緝織及菩

應代理珌書長所作呼籲 (A/C.5/907) 之緊急帶耍。

它欣悉代理珌害長現正以有力而堅決的態度進行他的

工作， 所以它擬投票贊成決議草案。 操它看來對於該

項提案延不採取行動只會加深目前財政危楓。

一五． Mr. GREZ （ 智利） 說， 雖然他本國財政

情形有其困雖， 智利政府仍預備本親善及諒解的桔胂

贊助決議草案。 惟智利代表團建議修正決議草案增添

一段前文如下：

＂認爲在目前情況之下必須採取非常之財政

措施，但此種措施不應視爲將來籌措聯合國費用

之先例，＂。

一六． Mr. CHELL!（ 突尼西亞 ） 說， 雖然有蘇

聯代表在第九O八次會議提出的意見， 他仍深信大多

數代表團都知道決漵草案的提出是各方諮商的結果 。

突尼西亞代表團絕不認爲各代表團如與代理祕書長合

作使偉有經貲完成交辦工作， 有任何不正當之處。

一七． 決議草案各提案者已考慮了將決議草案延

遲至以後的日期再採取行動的建議。 它們的審慎的意

見是目前必須採取行動。

一八． 他要對各代表團， 尤其是已表明贊助決議

草案的拉丁美洲各國代表圃的合作猜胂及責任心， 表

示敬佩。 提案國可接受智利代表所提修正案。

一九． Mr. GABITES （ 紐西蘭 ） 說紐西蘭代表

團擬投票贊成決議草案。大會鑒於集體責任， 需要通

過該案以資應付危及聯合國的一種悄勢。惟紐西蘭代

表郾對於如此重要的事項竟突然提出審議，引為造

憾。

二0. Mr. DE PINIES （ 西珉牙）建議決議草

案正文第三段應予單獨提付表決。 如委員會不同意單

獨表決該段， 則西砸牙代表郾請求委員會簡要紀錄及

向大會提出的委員會報告書內均應載明如該段單獨提

付表決， 則西迸牙代表匹當投票反對。

二一． Mr. VIAUD （ 法蘭西 ）說法蘭西代表團

贊助單獨表決正文第三段的正式請求。

二二． Mr. BANNIER （ 荷蘭 ） 說決議草案構成

一個整體， 應全部提付表決。如果依議事規則第一百

三十條正式請求分段表決， 則荷蘭代表團站在提案者

地位不得不反對此項請求。

二三． Mr. HODGES （ 聯合王國 ）說自從代理

珌書長最近非正式與聯合王國代表團諮商之後，它已

知道如文件A/C.5/L.709 內所載的那樣的提案將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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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會向委員會提出。聯合王國代表團已考慮了決議草

案， 且特別注意代理祕書長最近所作的緊急呼籲 (A/

C.5/907) 。它所閼憂的一禁是現在竟需要想到與憲

章第十七條所規定的應付本組織財政需要的正常方法

根本不同的辦法。它不能接受各會員國所提出的不繳

付其攤款的理由，但是不得不承認它們拖欠的事實，

並且認爲除採取長期借貸方式而外別無他法，如果聯

合國要償還它的債款並繼續爲一有效的國際合作槭關

的話。

二四．各提案國已經向聯合王國代表團就它對於

決議草案懐有若干疑慮的各黠提出保證。它尤其感謝

它們接受智利修正案。它亦欣然接受加拿大代表所提

保證， 據云決議草案並無設立某種和平及安全基金之

意，又各會員國均須依經常經費分攤比額繳付借款息

金。

二五．它了解因技術上及行政上的理由，必須於

決議草案附件第八段內規定建議的公債可於一九六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後一年內出售。它亦接受美睾代

表所提需要發行二億美元金頲公債之說明。

二六．聯合王國代表團同意若干其他代表團的意

見， 也認爲決議草案的通過絕不能使拖欠經貲的會員

國免除其繳付攤款的義務。有若干國家政府儘量利用

聯合國便利去描論及通過決議案並促請本組織擔任很

多費用很大的活動，卻拒絕繳付它們應當分擔的貲

用， 聯合王國代表團不能了解此等政府的態度。

二七．聯合王國代表團擬贊助經智利代表團修正

之決議草案，因爲該案是聯合國當前備供選擇的各種

辦法之中最無可反對的一個。

二八． Mr. ROSHCHIN （ 蘇維埃祉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 說若干會員國拒絕繳付非法分攤的經費以充

違反憲章所承擔或進行的活動之用。他本國就是此種

情形， 惟對於本組織經常預箕方面則履行其財務上的

義務。目前的虧絀一部分由於聯合國須於聯合王國及

法蘭西在中東所犯侵略行爲之後採取相當的措施，因

此應使此等國家而不應使聯合關全體會員國負擔財務

上的後果。虧絀亦由於聯合臨在剛果行動的大是費用

一如果不是因爲在剛果有很大利害關係的若干國家

包括聯合王國在內所採的行動， 聯合國在剛果之行動

本來不會有必要，並且不會延長如此之久。聯合王國

代表在述及若干會員國未對某項聯合國貲用捐助款項

時，歪曲了事實。

二九．蘇聯代表團不是不知道決議草案提出以前

的最近諮商悄形。惟此種諮商是非正式性質的，且蘇

聯政府末牽涉在內。蘇聯代表團僅表明因與決議草案

A/C.5/L.709 and Add.1 之正文第三段內所載規定
有關的理由， 它反對目前的提案。它獲悉各方了解它

的立場，並將努力解決困難。蘇聯代表團正式請求單

獨表決決議草案正文第三段。

三0. Mr. RAFFAELLI （巴西 ） 說他想要提出

一項新的決議草案，並向委員會宣讀該草案的案文。 1

三一．巴西代表團認爲不得不提出該項決議草

案，因爲在它對緊急軍及經常預算業已繳付攤款之

後，它不能同意繳付應由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及其

他會員國繳付的費用之一部分。

三二． Mr. EDWARDSEN（挪威 ） 指出巴西決

議草案預先假定決議草案 A/C.5/L.709 and Add.1 
的通過或存在。因此委員會必須先表決後者。

三三． Mr. RAFFAELLI ( 巴西）說各代表園對
於決議草案A/C. 5/L.709 and Add. 1 可能採取的立

場或許須視對於他本國代表團的決議草案所表示的贊

助程度而定。所以他建議延會，於翌日將兩項決議草

案提付表決。

三四． Mr. KLUTZNICK （美利堅合衆國）說 ，

據他的了解， 巴西決議草案似乎把決議草案 A/C.5/

L. 709 and Add. 1 打消了。他要強調言明， 如果像巴

西代表所提的那樣的決議草案被通過， 美國代表團就

不得不重行檢討其對於決議草案 A/C.5/L.709 and 
Add.1的立場。美睪代表團贊助挪威代表的程序建議。

三五． Mr. KI面ANI （伊拉克）述及他在第九

O六次會議業已強調發行公債的重要。因爲他仍在等

侯他本國政府關於決議草案 A/C.5/L.709 and Add.1 
的訓令， 他對該案的表決將不得不棄權， 但是此種棄

權並不含有任何批評草案實體之意。他如及時奉到訓

令， 將向大會全體會議提出陳述。

三六．他贊助巴西決議草案， 因該案很明白地表

達出決議草案 A/C.5/L.709 and Add.1 的一部分含
義。二者都亻值得詳加審議。依他的意見，委員會應將

兩項決議案均延至下次會議表決。

三七． Mr. BARADI （菲律廙）亦強調決議草案

A/C.5/L. 709 and Add.1 的重要，因該案提出的許

l 後來作爲文件 A/C.5/L.724/Rev.1 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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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黯均須予嚴重考慮。在未奉到他本國政府的任何訓

令以前，如該案在本次會議提付表決，他就不得不棄

權。

三八． Mr. RAFFAELLI （巴西） 提議延會以使

各代表團多有時間諮商。

三}L. Mr. BANNIER （ 荷蘭 ）， 就程序問頲發

言，提議委員會不依議事規則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立

即表決巴西的延會勳議， 但可暫停會議一個短的時

間，以備各代表團諮商。

荷閑達鋮，L四十上票斐t.,、孚通渴，孚権卡十.:::..O

令議於午亻和田特五十五分仔開，並於午役五at三

十五分緑閑 。

四0. Mr. RAFFALLI （巴西 ） 宜布他已撤銷其

決讖草案，俾對似乎得到委員會多數委員贊助的決議

草案 A/C.5/L.709 and Add.l 的通過不引起任何阻
礙。惟他所提出的決議草案表示他本國與許多其他拉

丁美洲國家政府對於公債發行可能使業已向聯合國繳

付會費的較貧窮釀家須負雙蜇負擔一事所t裹的憂慮。

若干大國作了政治上的決定而不接受其財務上的後

果，卻叫小國去償付此等大國的債務， 那是不公平的

事。 他不能贊助決議草案 A/C.5/L . 709 and Add.1, 
並且對於該案的實施必須保留巴西政府的立場。

四一． Mr. CHELL!（ 突尼西亞 ） 歡迎巴西代表

採取和解步晓撤囘其決議草案。突尼西亞對於巴西代

表所表示的疑懼抱有同感。

四二． Mr. BHADKAMKAR （印度 ） 說印度很

同悄決議草案 A/C.5/L.709 and Add.1 的目的，並
感謝提案者努力設法解決本組織的財政困難。惟決議

草案不是完全滿意， 而需要機縝密的審議。在未得到

他本國政府訓令以前， 他不得不對該案的表決棄權 ，

但是他的投票不應解繹為與提案的實鶻有關。

四三． Mr. VELA （厄瓜多） 說他擬對決議草案

棄權，因篤他尙未接到他木國政府任何訓令。他的棄

權票不應解釋為厄瓜多代表團不了解提案的童要。反

之，他本國代表團承認該案有很深遠的含義。它亦承

認需要採取緊急措施以免本組織破產。他希望當決議

草案提出大會時他能贊助該案。

四四． Mr. CASTANEDA ( 墨西哥 ） 說，因爲
兩種理由， 如果巴西決議草案沒有撤囘， 他本可投票

贊成該案。第一，該案載入拉丁美洲各國代表園多年

以來所爭取的一項原則，即關於維持和平之行動應當

有一單獨的經貲分攤比額表。第二， 在國際法院對於

第十七條第二項是否可適用於維持和平行廁費用一事

提出諮詢意見以前，以暫綏審議該項問頲爲宜。此兩

懃已列入委員會在有闕剛果的項目五十五之下所通過

的決誤草案 (A/C.5/L.706/Rev.1); 現在亦應列入決

議草案 A/C.5/L.709 and Add.1。

四五．他因爲尙未接到他本國政府任何訓令，不

克投票贊成該案，但是這並不含有對於該案所載建議

加以任何評判之意。該項建議是極端複雜， 需加以很

透澈的研究。他希望在以後的一儲日期繼續審議該項

建議。

四六． Mr. MARSCHIK（奧地利） 說在一短時

間內無法透澈硏究發行公債的建議。因此他不能在目

前評判建謠的內容， 而不得不對於決議草案棄權。

四七． Mr. ZARROUG （蘇丹 ） 云他亦不得不

對於決議草案棄獾， 因爲他尙未接到他本國政府任何

訓令。

四八． Mr. GORBAL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贊同

伊拉克代表所提出的意見。其他各代表園業已指出 ，

委員會不能在很少幾次會議中充分審議如此極為復雜

的建議。此項建議係與緊急軍與剛果行動之經費籌措

問題有關 ， 而此問題業已詳盡討論，且他本國代表團

對此問頲所採立場是十分明白的。他別無他法， 乳氏有

對決議草案栗權。

四九． 有幾國代表團曾提及需要協助代理祕曾長

完成他的困難任務。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將不遺餘力做

到這一瞄。它曾對代理訪書長被大會一致選出一事表

示歡迎，特別是因爲他來自與阿拉伯聯合共和園有密

切關係的一個國家。

五O . Mr. QUIJANO （阿根廷 ） 說決議草案使

阿根廷代表園陷入一種困難地位。阿根廷始終主張應

當有一單獨的經費分攤此額表以攤派維持和平行動的
費用。逼是大會於決議案一六一九（十五 ）內已承認

的一項原則，但是決議草案則與此原則不合。不錯，

決議草案內沒有提及維持和平行動的費用，但是迢頸

然是該案打寡應付的費用。

五一．如果巴西決議草案仍然由委員會處理，他

本可投票贊成該案， 因爲該案明白提出阿根廷具有保

留意見的各照。雖有此等保留意見，他仍擬投票贊成

決議草案 A/C.5JL.709 and Add.1,但須明白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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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國政府的立場與巴西決議草案內所表示者相同。他

之所以照此投票， 那是因爲他本國代表團深知所有各

會員國之間需要合作使本緝織免於財政崩潰。

五二． Mr. CUTTS（澳大利亞 ）宜布他本國代

表團擬投票孖成決議草案，但是它雖然加此投票， 卻

有若干保留意見。第一，他贊同巴西代表所表示的意

見，即不應當哄業巳繳納攤款的各國補俄拖欠菡家未

付款項。澳大利亞代表團之所以贊助決議草案，只

是因爲此項瑋謠為保全本緤織所必需，澳大利亞代表

團不能拒絕不予贊助，不論其內容如何急遽。有人業

已指出，惟一的其他辦法是停止剛果及其他聯合國行

動； 澳大利亞不預備贊成此種步驟。

五三． 第二，發行公債是爲鍔款彌補由於若干國

家未繳付分攤經費而生的虧絀，但是迢並不是說此種

欠款將作為倒帳予以鈎消。不能假定此種欠款永速不

會收囘。

五四． 第三， 如果決議草案被通過， 將授權代理

珌書長出售數額以二億美元爲限之公債。惟适並不含

有代理韶害長應立即設法出售全部公伍之意。他應當

舐出售足夠開支實際費用的數額一如果剛果行動規

模可予縮小，此教可能比上述限額較少。

五五． 最後，他投票贊成決議草案的意義不應解

釋為澳大利亞政府承諾購買公債。

五六． Mr. GIRITLI （土耳其）說，他雖然未奉

到他本國政府確定的訓令，仍擬投票贊成決議草案，

因鏭土耳其代表團贊成任何合理煒議，祗要可免除威

脅本紐織的危擴。

五七． Mr. MALHOTRA （尼泊爾 ） 說他本國代

表團對於代理珌書長關於目前財政情況的警告 (A/

C.5/907, 第三及第十六段）極爲注意；它認篦必須

對本綿織予以援助。依他的意見， 迢應當是所有各1弋

表團的態度。他業巳陳明尼泊爾政府認爲它受大會騎

於分揖經費的決議之束縛，並希望其他各會員國亦採

取同樣態度。

五八．他已仔細傾腮各方就決議草案 A/C.5/

L. 709 and Add.1 表示的意見， 其中有一部分相當有

力。舉例來說，委員會沒有時間充分審議此項建議 ，

這是實情。他亦贊成伊拉克代表提出的意見。若干代
表團認為決議草案內所規定的此種長期鎝款方法不屬

於有關一九六二年度棍算的項目五十四。他對此等代

表團的意見不無同情；惟認為此問題對於一九六二年

度預弈有相當大的彩菩。

五九．接受公債將使像他本國那樣的小國有祺重

的負擔。這項負擔就款項而論雖然為數似乎不很大 ，

但與小國付款能力相對而言則甚屬靈大。

六o . 尼泊爾代表團原認爲宜另立一項公債帳

戶，且對此帳戶應另用一種經費分提比額表，但是提

案者已說明如果償還款項不是經常預築支出， 各國攻

府就不願購買聯合國公債。所以他本曠代表團擬贊助

該項辦法，雖說與依另一經費分挺比額表縟款的特別

帳戶辦法比校而言，這種籌措行動經費的方法未免費

錢太多。但惟一的其他辦法爲終止癤合國行動。

六一．惟發行公債必須譏爲一種例外緊急措施，

無論如何不可立一前例。拖欠應付攤款費的各國不應

僅因由出售公債獲得款項就認爲它們本身免除了付償

欠款的一切毅務。他籲請有能力的所有各會員國都購

買公債。對於業已同意購買公債的園家，應當譔揚它

們的決定。

六二． Mr. EHSASSI （伊助）說，決議草案 A/

C.5/L.709 and Add.I 雖然需要進一步仔細研究， 卻

不失爲一種切合實用的措施． 所以他在原則上擬予贊

助，但是籌措維持和平行動經賓的方法及原則須符合

委員會早先在議程項目五十五之下所通過關於剛果行

動籌款方法的決議草案 (A/C.5/L.706/Rev.1) 。

六三． Mr. MDUKI （剛果，雷堡市 ）說他擬對

決議草案的表決棄權，並擬保留他本國代表團權利於

接到本國政府訓令後在大會內就此項廷議的賓盟發

- -E刁 O

六四．主席 述及蘇聯代表曾要求單獨表決決議

草案正文第三段。

六五． Mr. BANNIER （ 荷蘭）說決紙草案各提

案者不能接受蘇聯代表的請求， 因爲它們認為該段是

槁成一個單一整體的決議草案之一部分。他本國政府

以及其他各國政府係根據了遹一盤事貿才接受決議草

案。

六六．主席 將蘇聯代表所提單獨表決正文第三

段的請求提付表決。

用喝名法舉行求法。

主席抽弒決定奇西琺牙右先4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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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成考： 西班牙、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阿爾巴尼亞 、 阿根

廷、保加利亞、白俄羅斯蘇維埃祉會主義共和國、捷

克斯拉夫、法蘭西、匈牙利、蒙古、波蘭、葡萄牙、

羅馬尼亞、南非。

反封考： 瑞典、 泰國富 突尼西亞、大不列顛及北

愛爾蘭聯合王臨、 美利堅合衆國、 委內瑞拉｀南斯拉

夫、澳大利亞、奧地利、緬甸、加拿大、錫蘭｀智利、
哥倫比亞、養普勒斯、丹麥、 厄瓜多、衣索比亞、 馬

來亞聯邦、芬蘭、迦納、希臘、瓜地馬拉、冰島、 伊

朗、 愛爾蘭、以色列、 義大利、日本、 黎巴嫩、 賴比

瑞亞、 荷蘭、 紐西蘭、尼加拉瓜、奈及利亞、挪威、

巴基斯坦、巴佘馬 、 珌魯、獅子山。

子権者：蘇丹、土耳其、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也

門、阿富汗、比利時、巴西、 柬埔寨、中國、剛果

（雷堡市）、幾內亞、印度、印度尼西亞、 伊拉克、 馬

利、墨西哥、庠洛哥、尼泊爾、菲律蜜、沙烏地阿拉
伯、索馬利亞。

」t:.項計求以四十票對十五票苓法，和化考-=-+-。

六七． Mr.MARTIN （南非）及Mr. DESOUSA 
MENDES （ 葡萄牙 ）要求在紀錄上載明如果正文第

三段單獨提付表決， 他們會投票反對。

六八． 主席 請委員會表決加念大、 丹麥、衣索
比亞、馬來亞聯邦、荷蘭、挪威」巴基斯坦、突尼西亞

及南斯拉夫所提決議草案(A/ C.5/L.709 and Add.l), 
他述及提案者已接受智利修正案。

用喝名法皋行求法。

土席抽蓺決定計千斯大黎妒寸先找票。

济成考： 槩普勒斯、 丹麥、衣索比亞、馬來亞聯

邦、芬蘭、 迦納、 瓜地馬拉、幾內亞、冰島、印度尼

西亞、 伊朗 、 愛爾蘭、以色列、義大利、日本、 黎巳
娠、 賴比瑞亞、馬利、 摩洛哥、 尼泊爾、荷蘭、紐西

蘭、尼加拉瓜、奈及利亞、 挪威、 巴基斯坦、巴拿

馬、巴拉圭、祕魯、獅子山、瑞典、泰國、突尼西

亞、土耳其、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

合衆國、委內瑞拉、南斯拉夫、阿根廷、澳大利亞、

緬甸、加拿大、 錫蘭、 智利、 哥倫比亞。

反對者：捷克斯拉夫、 法蘭西、匈牙利、 蒙古 、

波閾、 羅馬尼亞、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蘇

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 、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紊根考：厄瓜多、希臘、印度｀伊拉克、墨西

哥、 菲律賓、 葡萄牙、 沙烏地阿拉伯、索馬利亞、 南

非、西旺牙、蘇丹、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也門、阿富

汗、 奧地利、比利時、 巴西、柬埔寨、中國、剛果

（雷堡市）。

修正役之法議单者 (A/C.6/L.'109 and Add.1), 
以臼十五票對十一票通．遏，舌根考.=+-。

有關臨峙泛非営費用之決議草案
(A/4814, 第一章，冊籙式）

六九． Mr. ROSHCHIN （ 蘇維埃秕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 說蘇聯代表園擬投票反對決議草案，因爲該

案授襬祕書長承擔之裁用包括與專犀安全理事會職權

範圍以內事項有腿之費用，又因爲它認爲純廠諮詢性

質之行政暨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無擺准許代理祕書長

開支多至一千萬美元之臨時及非常蕷用。

七0 . 主席 請委員會表決諮詢委員會所提有關
臨時及非常費用之決議草案 (A/4814，第一菜附

錄貳 ） 。

法訊早者以臼十＊票封十票迢過。

洧罰周轉基金之決議準案 (A/

4814, 第一章，咐錄叁）

七一． Mr. TURNER（財務主任 ） 建謅兩項純

飈技術上的修正，使決議草案之案文與第五委員會的

最近決議相合。正文第四段 (b) 分段內＂依捩＂字樣之

後應增添｀｀大會所通過決議案，特別是＂字樣，正文第

五段內 ＂設法取得各國政府短湖借款＂ 字檬應改換爲

＂大會授權借得之款項＂。此兩項修正紹不影嚮決議草

案之貿體。

七二． Mr. ROSHCHIN （ 葆維埃『d:合主義共和

隗聯邦 ） 說蘇聯代表團擬對表決棄權， 因為決議草案

授權珌書長由周轉基金內預支欬項以充依有關臨時及

非常費用的決議案規定授權承擔的費用，又因爲該案

第四段 (c) 分段授檣純屬諮詢性質之諮詢委員會對於

有囍此種費用之承付款額給予初步核准。

修·正4文之決祅早余以五十一票翌E和這過。奈惟考

十。

七三．土席 建議應授權報告員就委員會剛才結

束的項目向大會［直接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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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 Mr. ARRAIZ(委內瑞拉）， 報告瓦說他

關於此項目的粿告萼如同闕於費用棍算及剛果行勱

與緊急軍籌款方法的報告苔一樣 ， 將僅載明第五委員

會辯論經過情形。它將列入程序動舐及決議草案的表
決悄形與已撤囘之決議草案的案文， 並將提及辯論期

間各方所表示的意見及簡要紀錄內所載投票理由說

明。

主席走議這過。

委員令工作綽耒

七五．主席 對於第五委員會各委員在他代理主

席時對他所表示的好意及諒解， 及對於報告員、行政

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主席、財務主任、 委員會鉍書

與鉍書處人員的幫助及合作，都表示謝意。

七六． Mr. BARADI （菲律賓） 、 Mr. HODGES 

（聯合王國）、 Mr. TOURE （幾內亞）、 Mr. ROSH-

CHIN （ 蘇維埃吡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 、 Mr. AR
NOULD （加念大） 、 Mr. TAZI （摩洛哥） 、 Mr. BEN

DER（美利堅合衆國）、 Mr. BHADKA.l\1KAR（印度）·

Mr. HASRAT ( 阿富汗）及 Mr. SOLTYSIAK （ 波

蘭 ）， 代表其本國及他園代表團發言， 對於自主席

Mr. Lannung離去後副主席主持第五委員會會務有

方，表示頌揚， 並對於報告員、 諮詢委員會主席及各

委員 、 訟杏長代表與協助委員會工作的祕害處所有人
員對委員會的貢獻， 表示感謝。

七七． Mr. TURNER （ 財務主任 ）代表珌書處

發言， 感激委員會對鉍書處表示的謝意。

七八． 他述及一九六二年度分攤經費基數淨額將

爲六五， 四五三， 八六七美元， 比前一年分攤經費數
額較多之數不及三百寓美元。

七九．主席 宣布第五委員會工作結束。

午役上恃十分歆令

第九一一次會議

-氾*..::.年.:::.J.l..::.十一曰 星朔三午前十一特十五分錙約

主席：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土席及副主店缺庠， 大令主庠 Mr. Sl im ( 突尼
西亞） 代行主席職巷。

第四委員會於文件 A/C.4/L.730 And 
Add. l And 2 And Add.2/Co亡．1 內就

議程頊目四十九＊提昷之決議草案所涉

經費問題(A/C.5/916, A/ C.5/917) 

一．主席 促請委員會注意大會主席來璃 (A/
C.5/916 ） ， 其中說明召開第五委員會會議的事實背
景。目前第四委員會正在審議涉及盧安達烏隆提前途

問題的一項決議草案 (A/C.4/L.730 and Add.1 and 

2 and Add.2/Corr.l ), 該草案， 誠如諮書長在其關

於所涉經費問頲的陳述(A/C.4/537)所說， 對聯合國

嶋 盧安達烏隆提之前途問題：聯合國盧安達烏隆提委員合

報告書。

目前及將來均可能引起鉅雒費用。第四委員會主席在

其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九日函件 (A/C.5/ 916 , 附件） 中

說，由於時問迫切，在目前情形之下似宜在第四委員

會正將就決識草案作成決定之際同時由第五委員會審

議所涉經費問題。大會主席在其來函中促請注意， 根

據大會誤事規則第一五四條， 正常的程序是在第四委

員會通過決議草案以後， 大會在全髖會識中加以審議

以前， 由第五委員會審議此項草案所涉經費問題。但

蕊於第四委員會提出的理由 ， 他 （ 主席）認爲在目前

悄形下可以不必嚴格依循正常程序。

二． 過去曾經有過大會不嚴格適用第一五四條及

不發交第五委員會即行通過一項涉及預算經費之決議

草案的事例。遇比悄形， 大會授權祕書長根據每年關

於臨時及非常費用之決誤案的規定事前徽得行政及預

算問題諮詢委員會的同意支付有關費用。但這一次他

在祕書長的充分同意之下得一結論， 認爲， 由於所涉

貲用的歟額， 第五委員會宜自始即妥予計及此事的預

弈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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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五委員會主席 Mr. Lannung 業已準備前

來紐約主持會議，由於時閬太短促未能辦到，副主席

Mr. Edward 已返錫蘭。但是翱告員 Mr. Arra iz 卻已

到會，因此他建議委員會依須其他委員會在同榛悄形

中所循慣例，在審議討論中問題的過程中請報告員主

持會議。照此種程序辦理， 便無須選舉新的職員。

法定士。談。

荘令員 Mr.A這iz (委內 3為拉）代行卸席職移。

四．主席 盅第五委員會所須採取的行動是 ，
根據大會議事規則第一五四條向大會具報， 說明第四

委員會正在審跟中的關於瘟安達烏隆提的決議草案如

果通過，對於概算可能發生什麼影嚮。根據祕書長節

略 (A/C.5/917), 為應付決議草案中述及的用途，估

計共需三四二 ，000美元， 其中不包括於一九六二

年六月舉行大會另一期屆會一遏的費用二五，000

美元左右。同時，委員會可能亦願特別注意珌害長在

共節略第七段中提出的畿個預寡程序。

五．因爲諮詢委員會不能在那樣短促的時間內召

開會議，第五委員會不會接到該委員會照例提送的報

告害及作成的建議。惟韶書長在其節略第七段中建議

的程序對於諮詢委員合將來參加審漩詳細費用概數

以及授禪祕書長支付的實際貲用數額，有適當的規

定。

六． Mr. TSURKAN （ 烏克蘭麻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 ） 說， 第五委員會通常依循的程序是審議業經其

他楓關通過的決定所涉經費問題，關於此禁，他提起

在第十六屆會第一期會議委員會所以能確定第四委員

會提出的若干決議草案涉及的經費， 正因為那些草案

是明確而大家同意的決定。過決議草案不明確的時

侯，第五委員會即將草案發還原來的委員會，訥其關

明不明確之照。

七． 但就目前的情形而言，第四委員會尙未就決

議草案 A/C.4/L.730 and Add.land 2 and Add.2/ 
Corr.l 作成決定， 實際上最近還提出過四項修正案 ，
涉及之黠可能使提案引起的緇費大受彩若。舉例而

言，所需軍事專家的時閬將決定於盧安達烏隆提獨立

以後究竟比利時軍隊留註或撤出這個問題；專家的數

目則決定於究竟擬諾的委員會由委員五人或七人組

成。再則 ， 該委員會的貲用主要決定於它的職務，但對

於此種啟務迄今尙未確定，同時，究竟是否需要舉行

大會第十六屆會第三期會誤，亦尙未決定。誠然，過

去有不依循正常程序的先例，但當時情況卻是極爲明

確的；然而這一次有許多仍不明確之處，因此他認爲

在第四委員會尙未確定最後案文以前由第五委員會作

成決定，似嫌過早。再則，第四委員會尙須討論圭亞

那及南羅廸西亞問題， 他認爲用不渚過於倉卒從事。

八．因此他建議第五委員會延緩審議決議草案

A /C.4/L.730 and Add.1 and 2 and Add.2/Corr.1 涉
及的經費問題，待第四委員會提出必要文件的最後案

文時再行審議。

止項提試以，、票對三票，荼操考四十四迢遏。

午前十一峙四十五分歆令·



316 大會－第十六屆會－第五委員會

第九一二次（本屆末次）會議

-加*..::.年.:::.月 .:::.+..::.a 星期四午1支三味四十分紐給

主席：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主席及副主席缺席，杖¼.ft Mr. Arraiz（委
內 3為垃）代行全席職務。

第四委員令洪文件 A/4929/Add. l 內就
識程項目四十九＊提出之決議草案壹所

涉經費問題 (A/C.5/916, A/C.5/917 I 
Rev.l) 

一．主席 說，根據大會議事規則第一五四條 ，

委員會須通知大會， 第四委員會建議大會通過關於盧

安達烏隆提前途問題的決議草案(A/4929 I Add.1 , 第

四十一段，決躡草案壹）對於概算有什底影哂。秘害

長曾就此項決瞰草案涉及的經費問頲提出一項節咯

(A/C.5/917/Rev.1)。他（主席）在第九一一次會議

對此項節略原案文 (A/C.5/917)所作評述亦適用於訂

正案文。

二． Mr. McCAW （ 鉍書處 ） 提出文件 A/C.5/

917/Rev.1 說，關於為盧安逹烏隆提擬設的委員會迄

至一九六二年六月初該委員會向大會提送進度報告時

爲止一段期間工作的性質及範圍， 概算所根據的當然

祇是廄泛的假定。此類假定載述於珌害長篩略中。

三．委員會可以滘到其中僅為節略第五段列舉的

那些工作列有費用概數，首先列有擬設的委員會委員

五人的旅貲及生活津貼，假定他們在當地爲期三僻月

左右。至於輔助的職員，則係假定他們在當地的時閭

稍長，因爲他們須較該委員會先到達盧安達烏隆提 ，

而且祂們大概要留在當地， 等候大會於一九六二年六

月在其第十六屆會另一期會議作成的進一步決定。聯

合國職員二十二人，不但可應付該委員會目前事務上

的需要，還可裹助該委員會設計實施決議草案正文第

三段 (a) (b) (c) 述及的措施。池們並可在正文第四

段所述的高級會議中向該委員會提供意見並襄助該委

員會。那個會議開會期間假定為三星期， 為向會議提

供服務起見，須增加非洲經濟委員會極有限的語文事

． 盧安逹烏隆提之前途問頲：聯合國盧安逹烏磕提委員會

報告書。

務職員。節咯第五段 (d) 提及的顧問囷可由聯合國輔

助的職員與之合作裹助委員會，特別是進行決議草案

正文第三段 (d) 及 (e) 中述及的任務。

四． 大會於六月舉行第十六屆會另一期會議的貲

用概數未包括在概數總額三四二，000美元之內，因

爲那筆數字係列在第十八款一特派團一一以外的預

算款項下。其根據的假定爲每天至多要爲兩次會議供

給服務。倘有一個以上的委員會召開會議， 或兩侗楓

關同時舉行會議，則每週費用約計四0,000美元。

五． 他要指出， 節略第八段提及之數一五0,0

00美元係涉及承付款項而非實際開支。一旦專員及

輔助職員派往當地 ， 肱字杲自然也要承擔他們囘返會

所的賀用。是以承付款額固為一五0,000美元 ，

但將來向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於一九六二年春

季屆會提出的詳細概數的實際支出則較此數稍低。

六． Mr. ULANCHEV（蘇維埃秕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說大家都很知道蘇聯代表團向來主張讓目前在

殖民統治之下的國家儘早獨立。但是，它們所得的獨

立應是冥實的， 而非虛構的，如果像廛安達烏隆提那

嵇在宜布獨立以後仍讓前管理當局軍事人員留註， 勢

必造成那種結果。在殖民國家的颳力之下，對第四委

員會審瞰的決議草案提出了修正案 ， 結果是那儲楓關

通過的最後案文並不保證比利時軍隊在廬安達烏隆提
獨立以前撤退，亦不保證該國的統一。 蘇聯代表團不

能在全體會議中投票贊成決議草案， 因爲此項草案照

其訂正案文不能防止由於殖民國家採取的行動在剛果

所發生的一類悄事的靈演。所以蘇聯代表團對於所涉

經費(A/C.5/917/Rev.1) 的表決不得不棄柵。再則 ．

麻瞄認爲它本身對於決議草案涉及的任何經費決不受

拘束，同時要保留在以後階段再行提及此事的楠利。

在它瑁來，任何進一步的聯合國的活動－尤其是具

有軍事性質者一一如認馬須在盧安達烏隆提進行， 並

須為之追加預算經費， 均須經安全理事會核准。

七． Mr. KLUTZNICK （美利堅合衆國）說，蘇

聯代表所作陳述反映藍聯代表團的一貫態度，先發表

墬明贊成讓過去在託管之下民族自由獨立， 接着該代

表園又不給予可以寂助使那些民族獲得獨立的財政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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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美國代表團支持認杏長的提案及請求 (A/

C.5/917 /Rev.1)。它承認自託管轉向獨立的轉變引起
許多困難問題，並對於第四委員會各位代表表示的持

蜇態度覺得欣慰。它了解實施決議草案引起的貲用概

數至鉅， 特別是如杲計及聯合國目前的財政狀況，但

是它深知擬設的那個委員會確有必要。它相信祕書長

必將力事撐節。

九． 美國代表團鑒於管理當局所表示的合作態度

及其願意促使嵐安達意隆提迅速臻逹獨立的明碓希

望，認為全部特別費用不外就是祕書長所提楓數。梁

經第四委員會通過的決議草案的修正案是很可取的 ，

因爲其中表示認識一個事實： 新獨立國當局可仰賴本

身力量或循其他方法以確保初期在境內維持法律及秧

序。

-0. Mr. ULANCHEV （ 蘇維埃ijii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 ） 說，蘇聯代表團之所以必須經常複述同一意

見， 是因爲它不得不加以批評的事實經常在靈複發

生。 要得到蘇聯代表園支持， 獨立須是眞實的， 而非

虛構的。第四委員會通過的決議草案將造成虛構的獨

立，因爲此項草案規定比利時可在盧安達烏隆提保留

軍隊。在此稱愉形之下不能說已准予獨立。因此之

故，蘇聯代表團不能支持決議草案，或為賓施此案籌

款。

一一． Mr. DANGEARD （ 法蘭西 ） 說， 法閩西

代表豳曾在第四委員會投票贊成決議草案， 因此準備

支持祕害長節略所載有關經費的提案。然而，和其他

代表團一樣， 法國代表團對於溉數的數額不無關心 ，

希望祕杏長把費用維持在最低限度，並避免聯合國牽

入費用過高的活勳。他希望在擬議的那個委員會到達

廬安達烏隆提，知道了頲助該委員會所需人員及專家

的確數之後估計的費用便可稍減。同時偉希望管理當

局能再提供協助， 從而減低聯合國的費用。法蘭西代

表團所關切的與其說是目前的撤敷， 不如說是聯合

國在盡安逹烏隆提的牽連可能擴大．， 因而引起更多的

鉅額費用。不要忘了本緯織對其他新興國家亦負有實

任。這一筆擬纖的支出固然有其價值，法蘭西代表團

卻希望以後無須再不既支付數額這捺大的貲用。

一二． Mr. TURINE （ 比利時 ） 指出比利時政府

已誤盛安達烏羞提地方當局享受大部分自治。管理當

局不再控制該國的運輸及通訊便利， 因此， 它向該委

員會提供更多協助的能力大減。雖然如此， 它將竭盡

其力幫助實施決議草案。

一三． Mr. TSURKAN （ 烏克蘭蘇維埃秕會主

義共和國 ） 提起烏克蘭代表囷曾在第四委員會中竭力

主張儘早讓盧安達烏隆提躅立， 並認爲它的獨立應該

是演貿的，不應受殖民國家的操縱或誤殖民國家保留

任何權力。烏克蘭代表團贊同派遣一個委員會前往該

領土確保比利時軍隊撤退，賦與土著政府充分襬力 ，

使該國民主化， 並對領土問題幫助尋覓可能範圍內最

妥善的解決辦法。

一四 ． 但是， 在表決決議草案所涉經貲時， 烏克

蘭代表圈不得不棄櫚， 因為草案的最後案文已經根本

修改， 不但不規定撤退比利時軍隊 （ 那些軍隊的駐留

在許多代表團溍來是與該領土的獨立牴觸的 ）， 反而

賬定比利時人員一一共中多教顯係軍事人員一一將依

在獨立以前由比利時政府與受其管制的政府所訂協定

的規定留在該頷土內。烏克蘭代表園根本反對在獐立

以後比利時軍除留駐該領土， 因此未能投票贊成決議

草案， 亦不能贊同所涉經費。

一五． Mr. BARTON （ 加拿大 ） 說， 加本大曾

在第四委員會中支持決議草案一一因爲那是使盧安達

烏隆提在獨立以後能成爲自立國家的最好的辦法一一

它現在不會逃避實施決議草案應負的査任， 尤其關於

維持法律及秩序的部分。可是， 加拿大對於擬緱的措

施引起巨額貲用頗覺關心，希望珌書處儘可能減低費

用。

一六． Mr . COOPER （賴比瑞亞） 提及他曾在第

四委員會中投票贊成決議草案，現在可贊同文件A/

C.5/917 /Rev.l 就所涉經費估計的數額。他同恋法蘭
西代表所說祕晝虛實施決議草案應力事掩節一黠，他

覺得鑒於聯合國面臨的緤济問題，珌書處決不致於浪

費。

一七． 他很難了解癖聯代表的立場， 因焉那位代

表和所有其他代表一樣要盧安達烏隆提獲得眞正獨

立， 卻拒絕給與必要便利。聯合國行將派遣一個委員

會前往蘆安達烏隆提， 目的在調和該領土內各滋．各派，

使難民返I司及軍行安頓， 保障人權及基本自由， 維持

法律及秩序， 並為訓練土著軍除及比利時軍隊及同軍

事部隊的迅速撤退安排辦法。他不了解在此項方案中

蘇聯代表反對的是什底。 蘇聯代表說所有比利時宜隊

必須在獨立以前撤退， 但他本人卻認為聯合國很難－

方面准許該國獨立， 而同時又指定它非如何如何辦理

不可。盧安達與布隆提政府希望保留無法替換的人

員， 那種態度是極易了解的， 如果聯合國堅持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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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的撤退， 必將引起混亂，因爲沒有人接替他們。

該領土內悄況不穏定，在比利時軍隊撤退以後便沒有

軍隊可以維持法律及秩序， 結果勢須聯合國派遣軍

隊。他懷疑聯合國鑒於在剛果所得經驗究竟是否願意

這樣辦。

一八． Mr. McCAW （ 鉍書處 ） 向法蘭西、 美國
及加佘大代表保證，祕書長極了解聯合國所面臨的財

政困難， 必將竭力使承付款額及費用維持最低限度。

他知道珌害·長與第五委員會必將欣然接受諮詢委員

會的意見，後者將於三月底詳細檢討經貲盎要的概

數。

一九． Mr. HODGES（聯合王國 ） 說， 聯合王
國代表團曾在第四委員會中支持決議草案，並擬在第

五委員會中支持必要的撥款。聯合王國代表團對於珌

書長代表的保證表示欣慰，並相信該委員會的委員必

可借重祕書長的意見及經驗，把根捒決議草案第四段

請予聘用的顧問數目儘量減至最低限度。

二o. 聯合王國代表團固認爲最好依照正常程序

獲得諮詢委員會就決議草案所涉經費問題提送的報告

書， 但它了解諮詢委員會不能在如此短促的時間開

會， 因此它支持珌書長節略第八段述及的程序， 其中

提及諮詢委員會將於三月審議詳細概數。在此種情形

下， 聯合王國代表團支持韶書長節略中所估計的決議

草案涉及的經費， 但須經諮詢委員會同意，並贊成授

權祕睿長得立刻承擔款額不超過一五0,000美元

之議。他強調那是最高數額， 並希望承擔及實支貲用

都可大爲減低。

二一． Mr. MALHOTRA （ 尼泊爾 ）說，許多發

言人都強調實施決議草案必須力事搶篩， 並希望實際

費用比較棍數爲少， 在此種情形下，比利時政府由於

環境變遷甚至不能提供最低限度的協助， 此種事實將

使費用趨於增加， 而非減少，實在至可追憾。雖然如

此，他希望比利時了解它對該託管領土所負最終萁

任， 並顧及決議草案中向其所作呼籲， 竭力使該委員

會的工作可順利而經濟地推行。

二二． 在第四委員會中，尼泊爾代表團對於決議

草案第七段有所保留， 那種保留涉及經費及政治兩方

面。大會於六月閭另一期會議中詆能確認一九六二年

七月一日為終止託管協定的日期， 或將獨立日期延至

將來某一時間。尼泊爾代表團認爲聯合國在這義上理
應允許讓盧安達烏隆提於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獨立 ，

因此覺得如須在決議草案中提及確切日期， 此項問題

應該可在本屆會中決定， 因而節省另一期會議的費

用，尤其是，誠如比利時代表在第四委員會中所指

出，任何延宕對該領土都有嚴重的政治影響，而且在

第四委員會中每一備人都認爲它應在可能範圍內儘早

獨立。然而決議草案提案者希望在獨立以前達成決議

草案第三段及第四段述及的適當情況。實則紙有盧安

達及布隆提政府與負有加速獨立的眞正賁任的管理當

局才能達成此種情況， 該委員會最多祇能助成其事。

在尼泊爾代表團看來， 決議草案正文第七段原應說明

直接有關方面此項基本資任。

二三． 再說， 所有代表團， 包括比利時代表團在

內， 在第四委員會中都同意比利時軍隊應在該領土獨

立以前撤出，然而因為比利時說它不能在那個日期前

撤出全部軍隊， 尼泊爾代表團認為最好的解決辦法是

不在正文第七段中堅持一九六二年七月 一日那個 8

期，而六月間也不致非在此種不確定的情況之下舉

行屆會不可。雖然如此， 尼泊爾代表團了解決議草案

現有案文是在可能範圍之內最妥善的折衷辦法， 因此

曾在第四委員會內投票贊成， 現在亦擬贊同所涉及的

經費。

二四 ． Mr. GHAUS （ 阿富汗 ） 說，雖然阿富汗

代表團曾在第四委員會中投票贊成決議草案， 他尙未

接獲本國政府關於此項草案所涉經費一事的訓令， 因

爲迢一筆數額至鉅，如在現階段表決， 阿富汗代表團

便不得不棄權。

二五． Mr. NOLAN （ 愛爾蘭 ） 說， 關於珌書長

節略中估計的全部費用 ， 或授權珌書長在尙未向諮詢

委員會提出詳細概數之前得承擔不超過一五0 ,00

0美元之數這一項程序，愛爾蘭代表團並不反對， 然

而它擔心第四委員會主席在她致大會主席函中所提起

的將來可能引起的經費 (A/C.5/916， 附件） 會遠超過

祕書長目前所述數額。 在愛爾蘭代表團看來，關於達

成決議草案第三段及第四段中述及的目標，其財政及

其他方面的資任一一包括法律及秩序的維持， 與保障

人權及基本自由一一目前應歸管理當局擔負， 在獨立

後歸獨立的一國或兩國政府擔負。 如果此類任務成了

聯合睾的財政資任，愛爾蘭代表團將認爲極爲可慮，

因此它促請該委員會儘可能充分利用顧問、 技徇人員

及在該領土內可以覓致的其他人員，這樣可以幫助限

制費用。

二六． 主席 說， 因為並無提案提出，他建議由
第五委員會通知大會， 第一，第四委員會提出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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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通過之後， 在擬於六月舉行的另一期會議以前將

引起額外費用大約三四二，000美元；第二，倘須

徼聘的軍事及民政專家數目校上述概數中所預期者爲

多 ， 即須增列款項 ， 按每一專家平均薪給及生活津貼

每月一，五00美元計鐸， 另加每一專家的旅聲及有

關費用二，000美元； 第三， 再加上六月舉罪的另

一期會議費用， 估計每週最低限度須二五，000美

元。 比外， 第五委員會應建織大合照預算程序在等待

諮詢委員會審査擬議的全部費用及表示同意之前， 先

核定秘杏長節略 (A/C.5/917/ Rev .1)第八段所載提

案， 包括授權祕書長喬所述用途承擔不超過一五0 ,

000美元之數在內。

叱項捉素以五十面票翌七永遠過，至4祖考汜．

二七．主席 說 ， 委員會中各位代表所作抨述將

載入會議簡要紀錄。 他建讖第五委員會關於此項問題

的報告書應基於下一了解匾接提送全體會議， 即此項

報告害係爲將適才通過的一項決定遞送大會的一項程

序性質的報告窖。

決定七議。

午4文四呤四十五分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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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 Bo• 3511, Son Jua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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