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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 言

1 . 大会根据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五日第2819 (1171)号决议设立了东道国 

关系委员会，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在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第3 2 /4 6 号决 

议中决定委员会依照第2 819U X V I)号决议，继续进行其工作，以便更经常地审 

查在其职权范围内的一切事项，并决定将题为"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的项目 

列入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a 委员会的报告共分为七节。委员会的建议载在第七节。

二、委员会的成员、职权范围和工作安排

3 . 委员会一九七八年的成员如下：

保加利亚 象牙海岸

4.

加拿大

中国

哥斯达黎加 

塞浦路斯 

法国

洪都拉斯 

伊拉克

马里

塞内加尔 

西班牙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煎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5.

容如下:

委员会一九七八年的主席团如下：

主 席 ：罗西季斯先生（塞浦路斯）

报告员：卡斯特罗•德巴里沙夫人( 哥斯达黎加）

委员会一九七二年临时通过的讨论主题清单，一九七八年仍予保持，其内



a)
(2)

(3)
(4)

(5)

代表团及其人员的安全问题 

特权和豁免的比较研究；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和受外交豁免权保护的个人应尽的义务；

0 ) 纽约州以外的其他各州所征税捐的豁免；

在联合国总部开设合作社以协助外交和秘书处人员的可能性；

外交人员和秘书处人员的住房问题；

运输；

保险；

在东道市内联合国大家庭的公共关系和鼓励大众传播媒介报道常驻联 

合国代表团的任务与地位问题；

教盲和卫生；

为外交人员家属、各代表团非外交工作人员和纽约联合国秘书处人员 

提供征明文件的问题；

加速验关手续；

东道国发给的入境签证

联合国特权和察免公约的研究

审查为执行《联合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间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引起的问 

题，并就这些问题向东道国提出意见 

审议并通过委员会向大会所提的报告。

6 . 在审查期间，委员会一■共举行了七次会议（A /A C .15é /S R .69至 7 5) 
委员会在一九七二年所设的工作小组，在本报告所包括的时间内没有举行会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2 6号》（A /1 0 0 2 6 )第 6 段。



三、审议由于执行《联合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

弓I起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向东道国提出意见

7. —九七八年二月三日，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用普通照会'(A /AG .154/161) 
递送了一份声明，其中是关于美国政府根据滥用《总部协定》第十三节(to)敦规定的 

居留特权力理由, 要求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丁伯诗大使离开美国。 声明指称要求 

离境的具体理由—— 即据说常驻代表牵连了一项间媒活动案件—— 是完全控造的。 

因此越南对美国的指控断然拒绝，并且认为美国的行动完全透反《宪章》和 《总部 

协定》，也是对越南的侵犯和排请。

8- —九七八年二月九日委员会第六千九次会议上，丁伯诗先生以越南观察员的身 

分发言说，一九七八年二月三日，即在美国政府搞出所谓对美国进行的间媒活动的 

案件之后三天，美国政府桓造说他本人有所牵连，并以此为理由要求他立即离开美 

国。 这项非法的决定是对越南和对他个人的侮辱，越南政府和越南代表团已坚决 

予以拒绝。

9 . 越南驻联合国代表01的法律顾问也以越南观察员的身份发言说，在弗吉尼亚州 

亚历山德里亚召开的联邦大陪审团于一九七八年一月三千一日送出的起诉书中把丁 

伯诗大使列为不予起诉的共谋者，其唯一的根据是指控大陪审团控诉的两人中有一 

人曾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访问越南代表团。 这是完全不足以构成理由的，因为接 

见访客是任何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正常活动。 美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理解是对越南 

大使另外还有证据，不过该项证振须予保密，这是不能接受的。 因此，对丁個诗 

先生采取的行动透反了国际法的基本规则，如果大家都这样做的话，任何国家的法

院就可隨意排i旁或ift作它视为敌人的任何其他国家。 东道国采取这项非法行动， 

在联合国史无前例，它是利用《总部协定》和《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



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 2 中关于宣布不受欢迎的人的规则内有么:明确的规定。 

美国事先没有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协商, 因此透反了《总部协定》第千三节 

Cb徽的规定。 美国也透反了《宪章》第一0 五条第二项。 鉴于情况特殊，大会 

应当让联合国由秘书长代表愈责处理这件事，并且应要求东道国在宣布任何代表为 

不受欢迎的人之前先同联合国进行协商。 本着这种精神，丁伯诗先生于一九七八 

年二月二日写信给秘书长，并于二月六日同他进行商讨。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 

立场得到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它认为大会在下一届会议上应当遵责东道国的非法 

行动，并; 拟订补充《总部协定》和《维也纳公约》的条敦，明确规定联合国给予 

其成员的特权应优先于东道国关于不受欢迎的人的宣告的原则，以确保联合国的独 

立, 不受东道国的支配。

1 0 ,东道国代表说，美国政府是在对这件事作出最认真的考虑之后才要求大使r伯^  
生离境的。 美国根据其主权，有对驻联合国代表ffl成员滥用居留特权的情事强追 

离境的权利是依据《总部协定》第十三节(b)t保留的，但是为了确保这项权利的正 

当行使，《总部协定》规定只有在国务卿同有关会员国协商之后才能授权要求一个 

外交人员离境。 美国的一贯做法是对于东道国作出的任何这种要求先通知秘书长。 

与丁伯诗先生所说的正相反，对他这一案件所有的条件都严格认真地做到了。 请 

他离境的要求确实是在先促请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注意再经国务卿批准之后才提出 

的。 在事件发展过程中，情况也都通知了秘书长。 二月一日，曾与秘书长举行 

讨论，该星期的后几天又与秘书长属下高级官员继续商谈。 美0 政府曾设法与越 

南常驻代表团讨论此事，但自二月一日初步接触后越南代表团就拒绝进一步商谈。 

美国同驻巴黎的越南大使馆交换了意见，强调美国要求丁伯诗先生离境只是因为他 

与有关案件有所牵连。 虽然联合国设在组约已有三十多年，在纽约的外交人员、 

工作人员和家属超过29, 000人，其中四百多人有外交官地位，但由于居留特权被

《联合国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问题会议的正式记录》（联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 5 .V .1 2 ) , 第二卷，第2 0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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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而促使美国根据《总部协定》要求离境的案件一年还不到一次。 总的来说， 

联合国和东道国都十分尊重彼此的权利。 从要求外交人员离境情事为数极少一 

不到三千二次"一显示出外交界的行为都非常正当，同时美国在行使权利时也适当 

的审慎从事。 由于丁伯诗先生牵涉的案件已提送美国法院，讨论有关证据就受到 

报大的限制。 对美国新闻署雇员罗纳德•路易斯，双弗某和越南国民化廷兴，已 

有七项罪名的控诉，其中指担他们密谋把有关美国国防的资料交给越南政府。 起 

诉书中列为不予起诉的五个共谋者之一就是丁伯诗先生。 被控的两个人将由弗吉尼 

亚州东区的美国地方法院在亚历山德里亚审判。 美国以前从来没有要求过联合国 

会员国的常驻代表离境，这次由于审议中案件的情况不得不采取行动。 大陪审团 

是根据丁伯诗先生本人与有关美国安全的案件牵连的确切证据才列为共谋者的。尽 

管事情如此严重，东道国代表希望对美国和越南都宣称符合它们彼此利益的关系正 

常化进程不会发生严重影响。 美国政府采取的行动虽然是可遗憾的，但决不访香 

越南立即派遣一位新常驻代表的权利，以便越南代表a 可以充分参与联合国的工作。 

美国政府希望越南不久会任命新常驻代表，让这个事件得以结束。

11. 丁Ï白诗先生坚决否认美国的指控，再度指出起诉书中提到他，唱一的根据是有 

一个被告据称曾由越南代表团接见。 按照《总部协定》第十三节，在决定驱遂一 

个外交官出境之前，美圓政府必须同有关国家政府和秘书长协商。 据美国代表说， 

美国政府作出决定之前曾于二月一日在纽约和巴黎进行了这样的协商。 实际上发 

生的情形是二月一日下午二时三+ 分，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麦克亨利大使来到越南 

代表团，声称只要转达美国政府的口信，就是指控丁伯诗先生为间媒案的共谋者。

丁伯诗先生听了之后当即驳斥该项指控純属框造。 他曾向麦克字利先生提出一小 

关于这事的问题，但麦克字利大使不肯答复，说他所♦ 指示只是转达口信。 由于 

口信具有徘i旁性质，所以没有被接受。 越南代表团获知驻巴黎越南大使馆也收到 

同样的口信，但没有任何协商。 因此美国代表毫无根据说美国政府进行了适当的 

协商。



1 2 .苏联代表说对丁伯诗大使的行动不但是对越南不友好和有敌意的,而且是专横 

无理的。 这个案件也造成一个威脉到各会员国正常活动及联合国本身的先例。他 

认为这项行动不仅是毫无根据，而且也速反《总部协定》。 按照该《协定》第千 

三市(b激规定， " 至于一会员国代表（或其家属的一员）的情形 " ，东道国"须与 

该有关会员国或秘书长睡商" 。 第千三节(b激还规定： " 有关会员国的代表、〔或D 
秘书长，• ，应有代表被告在此项诉讼中出庭的权利" 。 就苏联代表团所知，美 

国当局并没有同越南政府或秘书长进行过上述规定所称的任何藥商。 美国的行动 

似乎只是在破坏一小多年来为民族解放进行英勇斗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信誉。 大 

会在第2 8 1 9 (XXVI)号决议中曾要求美国政府确保各国代表团及其人员执行职务 

所需的正常条件。 委员会就是该决议为了这个目的而设立的，即除其他事项外审 

议关于《总部协定》弓I起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同东道国进行逢商。 就本案来说， 

美国不理委员会。 委员会自成立以来，一直不得不提醒东道国它负有确保各国代 

表团正常执行职务所需条件的责任，而东道国也一再保证会为此采取必要的措施。 

委员会面前的控诉案同美国所提的保证形成一个强烈的对照。 他相信委员会将会 

遗责这种对越南常驻代表团史无前例的行动，他表示完全支持丁伯诗先生和越南政 

府，并强调这小危险的先例是同《联合国宪章》和其他美国也是缔约国的国际协定 

不相容的。

13 .伊拉克代表完全赞同越南的立场。 他一方面理解越南召回t 的大使是为了避 

免冲突继续下去，男一方面他认为审议中的事件有可能成为一个严重访碍联合国今 

后活动的先例。委员此应当采取步骤确保东道国这项行动不再发生；委员会尤其 

.应请大会澄清《总部协定》第千三节Cb款的规定，并指定一个机关在发生这种事件 

时进行仲裁。 伊拉克代表并且反对在要求丁伯诗大使离境之前，宣传工具对越南 

所度动的毫无根振的宣传。

14 .保加利亚代表完全支持越南的立场。他认为委员会有权讨论凡由执行《总部协 

定》而发生的问题。但是就委员会当前的事件而言，就很难讨论这事的实质，因为



对丁伯诗大使的指控还没有获得证实。他认为东道国的当局应当等到有关法院判决 

后才对丁伯诗先生采取行动。 他指出，在讨论中的事件，并没有进行《总部协定》 

规定必须举行的嗟商。因此，保加利亚代表团认为东道国采取的行动是没有法律上 

或政治上的理由的。 这项行动能够危善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和联合国本身正常工 

作的进行。

1 6 .古巴观察员指出，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显然是在东道国内对联合国一小会员国进 

行的敌对行动，第一次不是由小人或小人集团，而是由®家当局自己干的。 这小 

案件不仅是东道国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男一个敌对的事例，并且也是选反《总 

部协定》。 正如越南观察员指出的,一九七八年二月一日东道国同越南代表团的 

接触只不过是口头通知驱遂丁 自诗大使的决定，并没有做到《总部协定》所规定的 

嗟商。 ♦ 实上这项通知是多余的，因为当地的新闻机构在一九七八年一月三十一 

日已经把对越南大使的指控大肆宣传。 因此，即使东道国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的接触等于该《协定》所称的嗟商，东道国还是破坏了《协定》。 谈到《协定》 

缔结过程，古G观察员指出大会授权秘书长代表联合国缔结《总部协定》时，曾 

表示赞同秘书长在他关于同东道国政府谈判经过的报告里提出的意见（A /3 7 1 ) 。 

秘书长在该报告里说，第千三节(b激关于在美国国务卿同有关会员国逢商后事先核 

可之前东道国不得就驱遂一个会员国代表进行法律手续的规定是经过彻底交换意见 

后达成的折衷办法。 秘书长接着说，尽管第千三节0)激规定的程序符合外交关系 

上外交人员严重迷反驻在国法律时遵循的程序，但就联合国而言，这个程序在执行 

时应有严格的限制，因为美国只是东道国，而不是联合国会员国代表所滅驻的国家。 

秘书长在报告里还说，在进行了第千三节(b激 (1)所规定的嗟商之后，有关各方如果 

不能同意一种友好的解决办法，然后才能把问题交给美国主管当局处理，关系会员 

国或秘书长在这时有权在任何诉讼中出庭。 因此，根据《总部协定》制定的过程 

来解释，东道国这次的行动毫无疑问透反了该协定。 古巴观察员表示完全支持越 

南。该国多年来遭受到帝国主义的敌视和侵略，刚剛开始参加联合国又成为一种新 

的侵略的受，者。 如果不采取措族来确保东道国今后履行上述两个国际文书规定 

的义务，就会造成一个先例，让透反《总部协定》的情♦ 继续发生。



1 6 .联 合 王 国 代 表 认 为 许 多 支 持 越 南 的 发 言 都 不 客 观 ，因 为 委 员 会  

并不了解事件的真相。 越南常驻代表否认了对他的指担。 但是，东道国代表通 

知委员会，他的政府掌握了确实振，可以证明丁伯诗大使是同调查中的案件有李 

连。I 美国政府的说法和越南政府的说法应受到同样的尊重，参加委员会工作的人 

员 i 便在其中作出选择。 如果委员会要适当地履行它向大会提出意见的职责， 

就应该制止争论，同时采取严肃而客观的行动。 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都是主权国 

家，在双边关系中，或者有时候作为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东道国，往往得处 

理象这次困扰着美国的这一类问题》 没有一个会员国能说《总部协定》第 1 3 节 

0：))所授与美国的权力是它自己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东道国时所不想要的权力. 因 

此，委员会应该在本组织的利益和东道国的利益之间求得适当的平衡关系，认识到 

它的责任是客观地研究问题，而不要凭着不充分的资料来遵责东道国，

1 7 .针对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苏联代表说，委员善正在讨论《总部协定》的某些 

规定是否遭到破坏的问题，这正是大会交给委员会的任务之一。 他怀疑美国对丁 

伯诗先生所采取的行动是否客观，因为这个行动并不是根振一项由法院宣告有罪的 

判决而采取的0东道国作出了一个先验的决定，速反了最基本的司法原则。

1 8 .联合王国代表回答这些评论说，他并没有提到案件的真相问题，他是说委员会 

没有掌握实情，而没有了解实情就不能作出判断，

1 9 .越南的观察员接着指出，美国政府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推来证实它对丁伯诗先生 

的指控，

2 0 .下 面 这 些 国 家 的 观 察 员 表 示 完 全 支 持 越 南 的 立 场 ：贝 宁 、白俄 

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古、 

波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他们强调：（a)东道国对丁伯诗先生采取的 

前所未有、突如其来的行动有理由使大家感到严重地关切，因为这个行动可能成为 

有捐于联合国和浪驻联合国的各代表团行使职务的一个先例；（15)东道国迹反了《总 

部协定》和 《联合国的特权及豁免公约》，它既没有同越南政府也没有同秘书长进



行适当的协商；（C )美国也速反了《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因为其中第三 

十九条(1)敦规定，凡享有公约规定的特权和豁免的人, 、自进入接受国国境前往就任. 

之时起就享有此项特权和雜免；（<!)对丁伯诗先生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其參机虽然 

只是为了损香和侮辱联合国最新的社会主义会员国；（e)在要求丁伯诗先生离境前， 

新闻工具所发动的诗i旁宣传特别应受到指搞；（f)秘书长应协助委员会，以保证正在 

审议中的东道国行动不再发生；（ê)这项行动只不过是东道国多年来为胆■止越南成为 

联合国会员国所作出的各种尝试的继续而已，特别遗憾的是，常驻联合国代表被非 

法要求离境的竟然是越南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曾需进行多年的反对外国干涉的斗争 

才重新恢复主权。

21.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日在委员会的第七十次会议上，法国代表说，由于委员会成 

立所依播的大会决议是在《总部协定》签订以后通过的，因此委员会在法律上没有 

资格就遭反协定的指控来指责东道国。 他认为有关的两国政府在纽约和巴黎进行 

的接触似乎相当于在《总部协定》第 1 3 节03)范画内的协商，但是，遗憾的是，丁 

伯诗大使在这个事件被宣传工具公诸于世之前没有收到通知， 他尊重越南政府的 

决定，为了缓和紧张的关系而撤回它的常驻代表《 他也庆幸美国表示希望这个意 

外事件不会损香到两国之间的关系。

22.加拿大代表说P 提交到委员会的这个问题可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美国行 

动的合法性和某些真相的问题。 按照《总部协定》和《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 

约》的规定，美国行动的合法性在原则上是无可争论的。 《总部协定》第十三 

0»规定，如果会员国的代表在美国领土内爐用他的居留特权，从事他官方职权范围 

外的活动，他就不能免受美国有关外侨继续居留的法律和规定的约束， 但在第十 

三节Cb)的规定下，几依照第十五节而享有外交特权和察免的人，除对娘驻美国的外 

交使t 适用习愤程序外，不得着其离开美国， 这项条敦援用《关于外交关系的维. 
也纳公约》第九条，该条说明在这方面的国际原则和惯例，而且规定接受国可随时 

不具解释通知派遣国，宣告该国的一名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 《总部协定》 

第十三节(b)l规定9 除得国务卿核准并须与该会员国协商后，东道国不应采取此种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00卷 , 第 73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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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加拿大代表团对将这项条敦适用于委员会所审议的案件，表示怀疑。 然 

而，考虑到上述其他条款，适用这项条敦就仅指东道国在原则上有权在同有关会员 

国协商后，驱遂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而且无需表明作出决定的原因。 即使知道 

案件的具体情况，委员会对事件的实质也没有任何权限，因为东道国没有表明理由 

的义务。 因此，唯一尚待解决的问题是，如果《总部协定》第十三节(切1是适用 

的话一这也是可以置疑的一美国是否遵守了这项条款。 无论如何，他不相信委员 

会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表态，因为这基本上是一个双边事件。 他希望能以有关双方 

都满意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要弓I起不当的国际反应。

2 3 .马里代表说，委员会面临的微妙情况是联合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就这个情况 

来说，很难达成任何真实的结论。 委员会不是一小法庭，不能要求取得有关这个 

案件的全部挡案，以便在美国同越南的冲突立场之间作&选择。 但是，它能表示 

它对东道国决定的关切，并且指出东道国第一次作出驱遂常驻代表的决定的对象是 

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越南。 他认为，两方没有进行适当的协商是令人感到遗憾 

的事。 马里代表团表示它对越南常驻代表团的同情。

2 4 .越 南 观 察 员 说 ，许 多 代 表 都 着 重 于 案 件 的 程 序 方 面 ， 特别宣 

称东道国未能遵守《总部协定》第十三节0̂ )1 , 因为它没有同有关的会员国和秘书 

长进行协商。 这个立场是正确的，因为东道国只是通知越南代表团，而通常协商 

是需要交换意见和就即将采取的措施达成协议。 另一个问题是，东道国是茶有正 

当的理由要求丁伯诗大使离境。 由于联合国是《总部协定》的当事一方，这个问 

题就不是双边而是三边的问题。 由于联合国本身就具有国時特权，它有权决定某 

些行动是否构成对这些特权的i监用。 只有在发生it用的情况下，它才能光许东道 

国宣布一名外交代表是不受欢迎的人。 因此，东道国应该提供同案件有关的所有 

实播，以供彻底检查。 越南并不担心东道国对它的诬蔑会影响它在支持它进入联 

合国的许多会员国之中的声望和地位；它担心的例是联合国这个整体，因为联合国 

如不能充分地分析案件的实情就等于是承认东道国具有掛酌行事权，可以驱遂会员



国的代表，这样就会否定联合国的独立性。

2 5 .苏联代表说，东道国在决定驱逐越南常驻代表以前，应该采取许多步骤。 特 

别遗憾的是，东道国在进行任何协商之前就让宣传工具大肆宣传对越南常驻代表的 

指控。 《总部协定》不是一项双这而是多这协定，委员会就是为了讨论执行《协 

定》时发生的问题和就此问题同东道国协商而成立'的。 因此，不应该认为委员会 

无权讨论这个争论中的案件。 东道国对丁伯诗先生的罪状没有提出任何i正振，而 

在这种案件中适用的一般程序东道国也没有遵循。

2 6 .保加利亚代表说，委员会应该渔清两点：第一，究竟对越南常驻代表的指担严 

重到什么程度足以使东道国有理由采取这项行动，别忘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 

而且指称他牵连在内的案件还有待司法判决；第二，到底有没有进行过《总部协定》 

范围内的协商。

2 7 .越南的观察员说，必须区分是它正常地召回一名外交代表，还是它由于东道国 

邀用宣布某人为不受欢迎的人的权利而召回一名外交代表。 越南常驻代表原来是 

愿意按照《宪章》第一0 五条第2 项的规定留在联合国，而将东道国的决定提交秘 

书长的. 他被召回只是因为东道国政府采用了激烈的手段，不让他自由地行使他 

的外交职务。

2 8 .老袖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观察员说，美国当局遗反了现有的国际文书，特别是  

《总部协定》，而且它对越南大使提出指控，要求他离境，是毫无事实根据的。美 

国的宣传工具对越南的旁，使这个国家的国睹名声受損。 所有的会员国都可能 

受到这个前所未有的事件的影响。 他要求委员会说服美国当局重新考虑他们的决 

定.

29.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三EL« 员会第七千一次会议上/法律顾问在回答塞内加尔代表提出的 

矣于"事先协商"的法定义的问题时说涨据现新1一的国际法专有斜司字典,这个词句是用



来形容共同考虑一件事情或是征求男一国政府意见的行动， 在一九五0 年一月二 

十四日托管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中，比利时代表曾说： " 同•…协商后" 一词比"征求 

，…的意见" 来得明确，但都不及" 征得，…的同意" 来得清楚。 在那时，美国代表 

曾说，协商含有一种持续行动的意思，而征求意见则是一种具体的行动，这种行动 

能引起否定或肯定的反应。 《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 

约 》第七十七条第4 敦涉及对于东道国法律和规章的尊重，是根据法国提出而且未 

经修改就获通过的一个修正案来制定的。 该敦指出，本条规定不得解释为含有禁 

止东道国为了保护自己而采取必要措施的意思。 它还规定，遇到这种情形，东道 

国应用适当方武同浪遣国协商，以保证这种措施不会妨碍到常驻代表团或临时代表 

团的正常职♦ 的行使， 法国代表在提出该修正案时表示，国际法的所有权威都愤 

例地承认东道国具有它所宣布的权力。 虽然《维也纳公约》尚未生效，但它能看 

作是现有国际法的反映，上述条敦龙其如此。 最后，根据秘书长十五年前左右编 

写的一份报告，其中谈到" 同…•协商 " 和 " 同…，协商后" 这西种表达方式，认为应 

该区分" 协商 " 和 " 协议 " 、 " 同意" 或 " 赞成 " 的含义，除非大家都清楚地了解, 
协商的目的是要达成协议， 研究报告认为， “ 同…，协商 " 和 " 同…，协商后"的措 

词在使用上类似" 考虑到…，的意见" 或 " 考虑到•…的建议" ；虽然联合国的惯例显 

示这些表达方式没有重大的区别，但 ‘‘ 同…，协商 " 似乎是指一种较有持续性的过程, 
协商一方经过这个过程最后作出决定。 研究报告的结论说，应该仔细地区分"同 

…，协商 " 或 " 同•…协商后" 的措词以及" 得到…，同意" 这一类的表达方式。

3 0 ,塞内加尔代表说，他的看法是东道国并没有遵守《总部协定》第十三章(切的规 

定，因为看来这种接触是在国务卿决定请丁伯诗大使离境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进行 

的， 因此，委员会应该请大会审议《总部协定》是否应予修正，以避免正在审议 

中的这类事件再度发生。

3 1 .美国代表说，要求越南大使离境的决定是在提请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注意这个 

事件，并在国务卿核准后作出的. 正如美国代表在第六十九次会议说过的，在初



步接触时，美国政府的代表不但向丁伯诗大使传递了消息，而且还征求了他的意见， 

大使的答覆集中在完全拒绝对他的指控方面；他提到他的政府和他自己对这种指控 

的态度并且评论美国的行动对两国关系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美国政府代表拒绝讨 

论的是，这个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而不是案件本身或大使对这些指控的反座， 

经过初步接触，国务卿作出决定，以及同秘书长协商后，美® 政府曾设法与越南代 . 

表因联系，但得知大使不愿意再讨论此事。 美国曾通过它在巴黎的使馆通知越南. 

政府它对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的指控， 随后，它又同驻巴黎的越南使馆人员了 

更为实质性的讨论，而且曾提出有关处理这个事件的问题，



3 2 .越南观察员说，委员会要审议的问题是，美国政府是否已经依照《总部协定》 

所规定的程序行事。 正如他已经说过，美国代表团一名高级代表于二月一日去 

见 丁 伯 诗 先 生 ， 通知他被担参与间碟活动。 丁伯诗先生完全否认此项指 

控，指出这是桓造的，是一种徘诗， 他随后提到协商程序，以为跟着将会交 

换意见. 该美国官员随即说他的责任是把指控通知大使，然后就离去。 二月一 

曰的事情于二月三日在巴黎重演：越南大使也联斥了对丁伯诗先生的指控。 同一 

天，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打电话给越南请驻代表团，要求会面。 越南代表团询及 

会见的理由. 美国代表团回答说是关于上一次会见的问题。 美国政府一名官员 

随即来到越南代表团，递送一分正式照会，要求丁伯诗先生撤离美国。 这样的事 

情发生过程与法律顾问剛才对协商所作的阐释显然完全是两0 事。 只有通知，没 

有任何协商。

33 .古巴观察员说，这件事的关鍵是，从二月一日下午美国当局与越南常驻代表团 

作初步接触到二月三日早上美国递送照会要求丁作I诗大使撤离美国，中间是否有充 

分时间让两国政府进行正当的协商。 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应当记得国务卿在这段 

时间正忙于处理其他事情。 鉴于当时的情况和法律顾问的发言，古巴观察员认为 

问题的答案只能是否定的。此外，似乎完全没有设法把事情提请秘书长注意，以期达 

成一个完满的解决办法。

3 4 .洪都柱斯代表说，他怀疑按照《总部协定》第 1 3节0))的规定，是否需要秘书 

长就涉及一•位常驻代表因的成员的事项参与协商，因为代表团的成员不同于秘书处 

的工作人贯《

3 5 .象 牙 海 岸 代 表 指 出 ，委员会不应超越其职权范围。 委员会并不是

一个法庭，不能调查弓I起问题的原因。 《总部协定》第 1 3节(13)明确指出，只有

美国可以决定什么足以构成外交人员在美国领土居留权利的温用。 有关双方都承 

认曾在纽约和巴黎进行外交接触，美国并于二月三日要求丁伯诗大使离开美国。这 

些接触是否算是协商并不是委员会所能决定的。 委员会只能知道确曾有过会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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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满意。 但在进行接触以前,本地新闻界已提到指控丁伯i#大使这件事， 这意味 

着国务卿已决定要求丁大使离开美国。 假如这是确实的话，那显然没有按照 

正确程序行事， 因此，委员会应建议，以后如发生任何类似精事，应在向新闻界 

透露之前，首先通知有关国家代表团，其成员之一将被要求离开美国。' 此外，联 

合i l秘书长应根据《总部协定》第 1 3 节0))的规定，在双方之间进行调解。

3 6 .塞内加尔代表同意，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就处理将来的案件提出建议。 丁伯 

诗大使已离开美国，而且很不可能邀请他回来。

3 7 .苏联代表说，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充许委员会就有关执行《总部协定》所引起的 

问题向东道国提出意见. 大家清楚理解，东道国在类似这一次的事件中应遵守协 

商原则。 此外，他认为无需讨论或阐释" 协商 " 一词在《总部协定》的意义，因 

为该词的慨念是不言而喻的. 委员会必须就将来处理类似事件的办法作出建议。

3 8 .在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五日委员会第七十二次会议上，寄 斯 达 黎 加 代 表 说 ， 

由于审议中的事项涉及复杂的法律和政治问题，关系东道国的安全，委员会尤其不 

应超越其规定的职权， 按其职权，委员会不得对属于东道国内政的事情表示意见。 

问题的重点是，是否有按照《总部协定》第 1 3节0))的现定进行协商。 鉴于美国 

和越南双方对前者的行场是否合乎法理的问题持有不同的意见，委员会在司法机构 

对案件判决前暂不应提出任何建议。

3 9 .加拿大代表说，不论如何解释《总部协定》，不应考虑以习惯国际法作来解决 

审议中的问题，因为巧惯国际法在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方面仍然不十分完备. 
因此，目前审议这件事项的法律根据应限于《总部协定》、 《联合国特权和格免公 

约》以及《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特别是后者最重要,一九七五年的《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 

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不能适用，因为该公約的规定超出了国际组织和 

国家之间其他公约内所载的现有的义务，而不能说是习惯国际法.他认为迁类似 

这次的事情时，东道国最好尽可能举行协商。 国际惯例是有这种超势，但作为一



种法律义务则为时尚早。 应当依从某种惯例是一回事，有义务必须遵守国际法规 

则又是一回事，显然有所不同。 他同意越南观察员的看法，也认为根本问题不在 

于协商这件事，而是东道国驱遂浪驻国际组织的代表a 成员的权力问题。 这些案 

情确是三边性质的，因为涉及的豁免和特权是因会员国的代表浪驻联合国而取得的。 

但这些权利是由东道国所授与。 按照国际法，东道国保有要求一个代表团的成员 

离开其领土的不容争辩的最高权力。 即使根据一九七五年的《维也纳公约》，正 

确的看法仍然是，尽管东道国通知有关国际组织东道国准备对某一个激遣国的代表 

团成员采取行动，国际法还是不允许该组织在东道国和派遣国之间就有关人员离境 

问题发生争端时采取积极干涉态度。 理由是：国际组织代表在其公务以外所占用 

的领土并不是该组织所有，而是东道国所有虽然正如委员会其他成员所指出，审 

议中的事项对每个人都有影响，但他认为委员会没有权对这件事下判断，因为事件 

涉及国际法范111内的事项，并不局限于事件所造成的直接问题。

4 0 .西班牙代表说，现在所议论的事件极为严重。 这不仅是因为东道国决定驅遂 

一个会员国的常驻代表，同时也因为这种事情会再发生。 因此，这件事不仅对具 

体有关的两个会员国有影响， 而且也，响到所有联合国会员国。 此外，这也是所 

有国际组织的东道国家所关心的事情。 委员会所有成员显然都同意委员会不是一 

个法庭，但很明显，在某种程度上，其职务是具有法律性质的。 因此，委员会的 

一项主要任务是审议与《总部协定》有关的问题。 毫无疑问，东道国能够行使主 

权，驱遂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正如可以在其领土上驱遂受《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管辖的外交代表一样。 但是，若干委员会成员认为《总部协定》的意恩是,东道 

国在决定驱遂有关会员国的代表前必须与该会员国协商。但是西班牙代表不同意这 

样的解释。 《总部协定》第 1 3节 (13) (3)规定，凡依照第1 5 节而享有外交特权 

与格免的人员，除依照适用于浪驻美国的外交使节的惯常程序外，不得责成其离开 

美国。 第 1 5节规定，常驻联合国代表享有游驻美国的外交使节•所享的同等特权 

与格免。 假如常驻联合国代表要享有游驻美国的外交使节所享的同等特权，则他



们应遵守有关驱遂的同样条例。 第 13节 0̂ ) (8)提到的" 惯常程序" 是 《维也纳外

交关系公约》第九条内所说的"接受国得随时不具解释通知浪遣国宣告使馆馆长或 

使f 任何外交职员为不受欢迎人员，，•" 。 假如通知宣告某一人员不受欢迎是 

驱遂外交人员的唯一必要条件，而这些人员同适用《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人员 

一样，所受的管制远比浪驻联合国的外交人员为严格，则仅需通知便可以驱逐后者 

离境，《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公约/ 支持这种解释。 该 《公约》第 2 5 .2.r节与 

《总部协定》第 1 3节 Cb) (3)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 因此，他不同意法律顾问在 

第七十一次会议上表示的意见，法律顾问认为《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 

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第七十七条第4 敦是有国际法性质。 假如象美国代表 

所说，美国政府确有与越南代表团协商的义务，那么，委员会的任务应当是确定是 

否有按照这项规定进行协商。 法律顾问也很清楚指出，以联合国惯例来解释"协 

商 " 一词，在这里是不容置疑的。 不过，该国代表团对越南代表a 在收到任何正 

式通知前先从传播媒介获悉要求丁伯诗大使离开美国的决定这一点深感遗憾，并希 

望以后没有任何代表团会迁到这样的情况。

4 1 .苏联代表说，西班牙代表认为美国有权不经事先协商可以适使浪驻联合国代表 

因的成员离开这个看法是姑不住脚的。 美国代表自己同意必须，先协商，声言美 

国已按照这项规定行事. 各成员对美国究竟做到什么程度持有不同的看法。 委 

员会的任务是审议有关执行《总部协定》的问题, 并就此向东道国提出意见。 考 

虑到这一点，同时根据法律顾问对" 协商 " 一词的解释，委员会应断定东道国在这 

一事件中是否遵照《总部协定》行事.

é2.贝宁观察员说，在进行任何协商前驱遂越南常驻代表的决定先由报界发表这一 

点光其令人感到不幸。 委员会应决定是否履行了《总部协定》第 1 3 节 （t )的规 

定；讨论任何其他问题只会把事情搞乱，

见大会第1 7 9 (工工）号决议。



4 3 .在一九七八年十月三日委员会第七四次会议上，越南代表说，目前所审议 

的问题有两方面。 从实际观点来看，越南代表团证实了它所采取的立场，就是把 

丁伯诗先生卷入间谋案的企图完全是一种虚构。 可是，这方面是专厲于越南社会 

主义共和国和美国间的双边关系范围之内的。 一方面，这个问题的法律方面， 

是同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有利香关系的。 因为这影响到宪章第一*0五条第二项所 

订的原则。 这一•项规定会员国的代表也有为独立行使其职务所必需的特权和豁免。 

照他的意见，许多代表团都认为，由于《总部协定》中关于宣布代表团人员中不受 

欢迎的人的规定意义不明，又由于不合所涉双边关系的既有愤例，所以引起的法律 

问题应该向大会提出。

4 4 联合王国代表说，由于大会不是一•个法律机构，而是一•个政治机构，越南 

观察员所提出的问题不是应由大会审议的问题。

4 5 .苏联代表对越南观察员所提建议表示全力支持，说大会本身和第六委员会 

都有充分的资格讨论象越南观察员所提出的这一类问题。

4 6 .美国代表说，美国代表团继续否认越南观察员所作的指控。

四. 代表团及其人员的安全：应有关国家代表团的请求传达本委员会的信件

A. 委员会收到的文件

47.—九七八年三月二日，卞得常驻代表团给美国代表团一项普通照会（A/AC. 
1 5 4 /1 6 3 ) , 抗议卞得代表团一等参赞光塞姆一康图先生的私人住所受到侵犯。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夜晚，克塞姆一康图先生回到他在纽约昆斯区的公寓时， 

发现他不能进屋，由于他不明白的原因，在他不在家的时候，进口的房门被人封闭 

了。 代表团后来从电话中得知不知名人士曾进入尤塞姆一康图先生的公寓，而他 

本人因无法开.门，在本照会发出时仍然无家可归，也不能取回他的私人所有物和文 

件。



481—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八日苏联给美国代表团一项照会（A/AC. 1 5 4 /1 6 4 , 附 

件 一 ) , 抗议二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在苏联代表团附近举行的示威行动。 这些 

被认为是敌意的示威行动，胆挡了代表团的入口处，P且碍代表团汽车的通行，干扰 

了代表团的工作。 苏联代表团并抗议警察的行为，尽管代表团清楚表示拒绝接见 

某些示威者，警察还是容许他们走到代表团入口。 尽管情况显示示威是事先有准 

备的，警察还是让其中一些示威者逗留在距离代表团大楼不到1 0 0英尺处，从而 

遭反了关于保护外国官员和美国官方外宾的联邦法令。，

49.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七日苏联代表团给美国代表团一项普通照会（A/AC。1 5 4 /  

1 6 4 ,附件二），抗议为数约100人的一群含敌意的" 反苏暴徒"于三月十五日 

在代表团旁这举行示威，他们挡住代表团的出入口，威她并侮辱代表团的人员及其 

家属。 大约有三十名示威者在代表团前面设置纠察线。 甚至在暴徒聚集之前， 

新闻记者就先来到示威地点。 代表团迫切要求东道国采取措施，防止这种事件重 

演，并保证代表团正常的工作环境。

5CI—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美国代表因给苏联代表团一项普通照会（A/AC。 

1 5 4 / 1 6 5 ) ,答复上述的两个普通照会（A/AC. 1 5 4 / 1 6 4 ,附件一和二）。 这 

项照会在提及二月二十六日的示威时说，那次示威发生在上午十一时三十分至中午 

十二时，约有3 0 0人参加。 警察将示威者限制在六十七街和第三大道交义口， 

除了十名示威者之外，禁止所有人进入六十七街，警察陪同这十位人士到代表团前 

面大门。 这些人交给代表团一份备忘录，但代表团拒绝接受。 第二天有5 0 名 

索马里学生举行示威，从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到中午十二时三十分，警察一直不容许 

他们越过警戒线，进入东六十七街代表团所住的街段。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的 

示威大约有3 0 0人参加，从下午六时零五分到六时四十五分为止，警察将这些人 

限制在六十七街和第三大道交又口的指定区。 示威过程中，有四名示威者由警察 

陪同到代表团门口，这些人灯留在代表团不超过五分钟， 交给代表团一本祈祷书和 

一顶犹太小帽，但代表因拒绝接受。 警方说，这三次示威都在没有事故的情况下

美国第92—539*^公 法 ( 见 A //8871/Rev. 1号文件）。



结束。 美国代表团拒绝接受苏联照会中所请的鉴于新闻人员在示威地点出现，便 

表示有关当局予先知道示威将要举行，但却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苏联代表团 

的看法。 美国代表团于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四日获悉第二天有人要举行示威，就立 

刻通知了苏联代表团。 美H法律允许公民举行和平示威，并保证新闻自由，特别 

是包括有自由报导新闻界愿意报导的任何事件。 美国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防止 

美国公民对苏联代表团采取任何不责责任的令美国感到遗憾的行动。 苏联代表团 

当知道，警察每天二十四小时在其大楼外祐閃，提供所需要的控制示威行动的保护g 
美国代表团认为上述这些示威行动并未遭反所提到的联邦法令。

51, 一九七八年四月三日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美国代表团一项普通照会（A /  
AC 1 5 4 /1 6 6 ) ,抗议代表团团长的坐车于一九七八年四月二日被窃。 这个非 

法行动是由一群带枪的人犯下的，他们枪劫了车主官邸前面的fT车库，把灯在灯车 

库里的汽牟开走。 伊拉克代表团也提及从前发生但未报案的代表团公务车辆遭受 

轻後振坏的事件，并表示整个情况使得代表团无法正常办公，因此东道国必须防止 

这类事件再次发生。

52L — 九七八年六月七日苏联代表团给美国代表团一项普通照会（A/AC。15 4 /

1 6 7 ) , 抗议一群" 挪乱分子"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六日在代表团入口外面举行示威 

演变成;二出经常的挑畔宣传闹剧" 。 由于警察容许他们挡住代表团的入口，代表 

团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受到干扰， 表团的正常工作受到祖扰，代表团认为这小事件 

是在警察欲容之下进行的。 代表团强烈抗议东道国当局未能遵守先前的保证: 采 

取必要措施，以确保代表团工作的正常进行。

53.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三日菲律宾驻美国大使馆给美国国务院一项普通照会，抗议 

一个危及菲律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安全的事件。 应菲律宾常驻联合国代理代表的 

请求，这小照会已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六日复制为本委员会文件（A/AC. 154/168). 

菲宾大使馆在照会中指出，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一日零时三十分或大约这小时刻，

一批纽约市警察没有搜查令和逮捕状，持枪在手，强 行 打 开 了 位 于 组 约 第 玉 .



大道5 5 6号的菲律宾中心的大门。 这个中心内有菲律宾代表团、菲律宾驻纽约总 

领事馆、菲律宾政府其他办事处和菲律宾政府所有的马哈尔利卡饭店。 警察强行 

闻入后，立刻粗暴地打了一个临时担任该中心安全人员的大使馆职员利奥•达卡拉 

尼奥先生，并给他带上手侍。 警察然后翻箱倒拒i p 查了中心里面的外货和旅游业 

代表办公室。 然后闻入大门已经上锁的马哈尔利卡饭店，拿枪賊准中心的经理一 

些夜晚光顾的顾客以及餐厅的工作人员， 饭店的一个厨师莫德斯托•卡布安先生 

也挨了打，并且被带上手侍，同达卡拉尼奥先生一起被逮捕带到警察局去。 在遭 

受辱骂和不友好的对待，包括对菲律宾政府和总统的押击之后，这两个人大约在凌 

晨二时四十五分被释放出来，警方没有对他们提出任何控诉， 他们回到中心后， 

总领事馆的医生发现他们身上有好几处内伤修痕和破口， 大使馆并指出，菲律宾 

的国徽很显着地摆在距中心门口只有几英寸的地方，达卡拉尼奥先生并且还告诉警 

察这栋大楼是外交和领事馆大楼， 大使馆要求美国政府正式书面道义，并开除与 

此事有关的警察，同时菲律宾政府有权对他们提出刑事诉讼和要求美国政府赔偿民 

事振失。

5 4 —九七八年六月十九曰美国代表团发出一项普通照会（A/AG. 154/169 ), 

根据，方的初步口头报告，提出了它对这个事件的了解如下：

( a )事件发生时有八个人在菲律宾中心前面街上打é ,  打架者迁怒于试 

图平息纠纷的两名警员。

0> )警察于是试图将A 人全部逮捕。 两人被拘捕，两人沿街逃掉了。

四人（中有一人看来是携有武器的）逃进马哈尔利卡饭店，这个饭店是在中心 

的底层，外表上看不出是菲律宾政府的财产》

( 0 ) 其他两名警察追捕这四人而进入饭店。 两名警察进去后，饭店的人 

把门锁住，拒绝让增援的警察入内。



(①在追捕时，这而名警察发现他们走到连接的菲律★ 中心的大厅，在那 

里，他们迁到两名嫌疑犯以及大楼的许多其他人，这些人企图强行胆止警察逮 

捕那两个人。

( e ) 增提的警察从被领住的进口外面看到这小场面，就用力打开在底层饭 

店旁这通往文化中心锁住的大门，持枪而入，援助那两名警察，这是警察见到 

有人携带武器时的一贯作法。 通往文化中心的门上并没有注明那是菲律宾政 

府的财产，只有一个" 欢迎来宾" 的牌子。 在混乱中，警察显然没有注意到 

大门左边有菲律宾政府的徽章。

( f ) 警察逮捕了另外两名谦疑犯，把四人全带到派出所。 普察在派出所 

得知该坐大楼是菲律宾代表团和领事馆的所在地。 因此，在证实代表团和领 

事馆确是在大楼的上层，并且咨询了警务法律顾问后，警察释放了这四个人。

55.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四日苏联代表团发出一•项普通照会（A/AC. 154/171  ), 
抗议一些示威行动胆碍了代表团正常工作的进行，同时还使代表团人员受到干扰和 

威胁。 犹太保：E联盟是这些暴行的主使者，警察没有胆止这些暴行，可视为是对

这些行动的实际纵容。 ，在这些示威行动之前，一九七八年七月十曰苏联旅行社有 

炸弹爆，，据一•个所谓的犹太武装抵抗运动集因声称是他们干的0 这些行动正是美 

国境内所进行挑起反苏故意的运动的一小组成部分。 苏联代表团抗议并坚决要求 

东道国当局立即采取一切必要而有效的措施以防止这类行动再次发生。

56。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三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V̂ AC. 1 5 4 /  

1 7 3 )说，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清晨，有人在古巴代表团大楼前面放了一'小嚴炸性 

极 强 的 弹 , 对大楼设备造成了严重的損害，这次爆炸并危及了代表团工作人员的 

生命和建筑物两侧住宅居民的生命。 常驻代表说，对代表团大楼、对住宅、车辆， 

及其工作人员，对其中个人所作的暴力行为，这已不是第一次了。 这种行为访碍 

了古巴代表团正常履行任务。 信中说，因为获知国务院发言人遭责这次攻击事件， 

宣布那些犯案的人将会提拿归案并依法想罚，所以希望根推东道国的有关法律惩罚 

那些犯罪的人，以尽东道国的国际义务。



57 .  一九七八年八月四日苏联代表团给美国代表团照会（A/AC .  1 5 V I  72it 
件一），抗议一九七八年八月一日和二日在苏联代表团前面举行的示威行动， 特 

别着重指出这种示威对苏联外交人员和苏维埃国家领导人的威脉， 这样的行动， 

依振美国《保护外国官员和国宾的联邦法令》是应当受到愁罚的*  这件照会又 

抗议警察不闻不问，认为这就等于故意级容示威的人们，它要求美国当局采取措施 

来《防这种行动重行发生。

5 8 , 苏联代表团在上述的照会中，还抗议，不知什么人把装着水溶白色液体的 

三枚容器投掷于苏联代表团在纽约、里弗代尔的住宅区的游辣池* 这游沫池是该 

住宅区的一部分，供苏联代表团人员的妻子和儿女使用. 这事件于一九七八年八 

月二日发生， 这样的行径已使这些人们遭遇不便，而且危事他们的健康， 这事 

和一九七八年八月一日和二日的示威行动都是美国公民日渐增多的运动的一部分，

目的在燃起对苏联及其公民的敌视，

5 9 .  —九七八年八月二千二日，苏联代表团给美国代表团照会A/ÀC. 1 5 4 /  
1 7 2 ,附件二），指出里弗代尔住宅区的游泳池，由于遭受損坏， 结果不能使用达 

一个半星期之久。 苏联代表团为修复这个游泳池不得不支出5, 0 17美元， 苏 

联代表a 要求赔偿这个数目，并防止将来发生类似的行动，

60, —九七八年九月二十日，美国代表团给苏联代表团的照会（À/AC. 134  ̂
174 ) 中答复了上面两段内提及的两次普通照会（A/AC. 154/172, 附件一 

和二）. 美国代表团对于侵犯苏联代表团人员或其财产的不负责任的举効感 

到遗憾， 它接到八月四日的照会（A/AC. 1 5 4 /1 7 2 ,附件一）后，就马上要求 

联邦调查局和组约會察对游沫池事件进行调查， 虽然调查工作还没有结束，

但相信罪犯可能是儿童. 从各种情况看来，投入游沫池的似乎是石灰；但是 

苏联代表团没有向执行当局提供它保有的物证，因此无法加以证实• 警方已 

通知那些房地同苏联住宅区相接而在事件发生的附近地区的各家庭，对儿童在



附近玩要要加以注意. 这些家庭会警告他们自己的子女，不要靠近事件地区， 

并于发现陌生人在那里出现时即报告警察.警方在苏联住宅区的入口维持一天 

二十四小时的警卫，并在通往靠近游沫池的围墙以内地带的一条街上订有"特 

别注意" 的警车. 美国代表团的成员视察了游沫池附近地区，并同苏联代表 

团讨论了予防措施， 关于苏联代表团八月四日（A/AC, 1 5 4 /1 7 2 ,附件一）

所提到的示威，美国代表团得到了纽约警察局的一份报告，显示八月一日有11 
♦扰太人保卫联盟的成员在6 7 街和第三大道进行了为时一小时的反苏示威. 
这些人被挡在路障后面，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也没有人被捕• 八月二曰，一 

大群犹太夏令营的人员进行了和平游行四十五分钟，没有发生意外，也没有人 

被拘捕. 这两次示威都是和平进行的，似乎没有達反任何美国当地或联邦法 

律 . 美国代表团对造成苏联代表困人员的不便感到遗憾，但指出它同苏联代 

表因和负责的美国法律执行当局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以便对苏联代表团提供适 

当的保护.苏联代表团八月二十二  H照会（A/AC. 1 5 4 /1 7 2 ,附件二）所 

附赛用说明已转送美国国务院审议.

61 . —九七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苏联代表团给美国代表团一份照会（A /
C .154/175  ) , 控诉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有四百余人在苏联代表因里弗 

代尔住宅区大门前举行示威• 示威者挡住代表团的门口，P且止代表a 的工作人 

员及其家属通行， 约有三十名示威者口里发出对苏联公民的威脉话语，大叫着 

下流的辱骂字眼，他们用力播动住宅区的大门，企图破门而入• 照会又说，当 

苏联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乘坐的交通车开到时，示威群众由于看到警方不 

采取行动，于是雍狂:地穀迫汽车停止，把汽车层层包围起来，敵打车資，向汽车 

吐口水，并威胁乘客，企图打开车门， 当暴徒开始聚集的时候，在住宅区日常 

值班的警员都不见了踪影，只有在打了好几次电话给警方和美国代表ffl之后3才有六名

警察出现，可是这些警察虽经苏联代表团人员要求，却拒不来取行动来制止暴徒的敌 

意行照会又说声国主管当局对举行示威的扰太复国主义份子犯下的罪行未能



采取道当措施加以制止，是公然透背美国在国际协定下所负的义务，这些协定包括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联合国同美国所订关于联 

合国总部的协定， 这也是透反美国的法律的， 当局对这些众所周知的组织内的 

流联显然纵容的态度，在美国某些专门反苏维埃主义的集a 的支持之下，不可避免 

地形成了向苏联代表团的敌对挑辟行为的升级，有关的示威事件进一步证明了这一 

点. 苏联代表团向美国代表a 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再次坚决要求东道国当局不再 

拖延，履行它在这方面的保立即采取一切必要的有效措施，防止未来再发生类似 

的挑畔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有可能产生最严重的后果，

62 .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因日，美国代表团以照会（A /A C .154/177, 附件 

一 ) 通知苏联代表团说，由于苏联代表团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照会（A/ÀC.

15 V I 75 ) 对示威事件的播述与组约市警察的有关报告有些出入，美国代表团要 

求区警察局长进行调查， 据调查的报告，警察局在接到通知，有一群5 0人的示 

威者要从当地的犹太教堂游行到苏联人的住宅区，抗议苏联犹太人所受到的待遇后, 
就依照惯例派遣二名警官陪同前往， 当游行者快要到达他f f的目的地之时，突然 

有 2 0 0名其他示威群众完全出乎意外地到达了该住宅区的大门口。 这么多的人群 

是出乎警察意料之外的，警官立即要求加浪人员， 一名住户代表同意了警察的一 

项要求，在警察增援未抵达以前，住户从后门出入， 当警察正在设法使示威人群 

离开大门口时，苏联代表团的交通车到了。 警察要交通牟开往后门，但是司机不 

理警察的指示，这行驶往大门口， 结果，交通车立刻被一大群示威者包围起来， 

使警察更难使示威者离开大门。 最后，司机显然从走线电传话机接到住宅内的指 

示，把车子开到后门，同时警察再次尝试使示威群众离开大门。 但是，这个时候 

人群已开始散开，示威便在下午七点十分结束， 警察没有看到苏联代表团照会上 

所说有人故意A 图撞开大门或甚至播擁大门的情况。 此外，与照会的说法正好相 

反，在示威前和示威时，一直有一名警官在住宅区外面当值， 美国代表a 完全不



接受苏联代表团照会中所说 " 纵容 " 的指责，并且补充说，警察未能狙止示威者在 

大门口聚集是由于警察未曾予料到另有2 0 0人会突然出现。 美国代廣团对苏联 

代表团工作人员所受到的打扰感到遗憾，十分重视保护外交使t 的房地和人员的责 

任， 已取得主管警察局局长的保证，在象所发生的这类事件方面给予合作。 他们 

也都认识到苏联代表团住宅不容侵犯的重要性。 在住宅区外当值的警官都已接到 

指示，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姑在大门口，保证对大门一带地方有更好的控制。 此 

外，住宅区的后门和周围将有一辆无线电巡還车特别给予保护。

6 3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六日苏联代表团在给美国代表团的照会（A//AC, 1 5 4 /1 7 6 ) 

中，控诉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日在里弗代尔住宅区入口处发生示威。 示 威 者 约  

100人，高声威胁和辱骂苏联公民，祖•碍入口处的交通，并播动大门，企图闻入一 

有一名参与者确已闻入。 和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的照会中所述♦ 件一样（上 

面第 6 1 段 ）P 当示威开始时，通常在代表团门前值勤的警察都不在场。 代表团 

召唤以后四十五分钟才有一个警察分遣队到达现场，把示威者从大门口赶走，不久 

以后暴徒便散开了。 照会上说，这显示出，地方当局只要愿意，就可以采取有效 

行动，以免苏联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安全与尊严受到威胁。 苏联代表团对这种行为 

提出强烈抗议，并重申坚决要求东道国当局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 

挑弊事件。

6 4 。美国代表团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给苏联代表团的照会（A/AC。104 //  
1 7 7 ,附件二）中，提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六日苏联代表团照会（A /AC。1 5 4 /1 7 6 )  

所述示威事件。 那夭下午三时三十分，苏联代表团以电话通知美国代表团说，有 

人在里弗代尔住宅区示威，没有警察在场。 据称示威人数为100人但也"或许有 

1 0 0 0人 " ，正在'强 阁 代 表 团 的 大 门 。 美国代表团立刻打电话给里弗代尔 

的警察局第五十分该分局报告说，他们刚剛从该地区一个居民得知这次示威。 

警察没有收到该次示威的事先通知， 但已浪遣警S 到现场去。 示威开始时，设在 

该住宅区的固定岗位暂时没有警察，因为当时正值警察换班。 寒国代表团立即将 

这些消患以电话转告苏联代表团。 下午四时左右，警察通知美国代表团说，示威



者为七、八年级学生约五十人，由两名教师陪同，站在该住宅区大门和围墙前。一 

名教师说，示威的目的是抗议苏联监榮苏联犹太异己分子。 警察驱遂这些儿童离 

开大门和围墙。 下午四时，就是警察到达后约二十分钟，示威就结束了。 警察 

说，他们看见的那一部分示威是和平的，苏联官员没有告诉他们有人象苏联代表团 

照会所说的那样企图进入代表团的产业或想撞开大门。 苏联代表团知道，过去儿 

年来，组约警察局在里弗代尔住宅区以及纽约市苏联代表团，都设有二十四小时的 

固定尚位。 美国代表团注意到里弗代尔岗位换班时暂时没有警察这件事。 经美

国代表团要求，警察已同意确保这种失误不再发生， 美国代表团再次向苏联代表 

团建议，如果他们发现任何人进入他们的房地一一象他们的照会所说—— 就立刻通 

知警察，以便采取最有效的行动。 美国代表团向苏联代表团保证，东道国将继续 

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伊苏联的财产和代表团人员。

B.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委员会第七十三次会议上 

审议代表团及其人员安全的一般间题的经过

65 .美国代表说，关于代表团及其人员安全的一般问题，东道国对这一年的全 

盘评价认为，虽然并不是完全没有事件发生，但是总的情况良好， 涉及代表 

团及其人员安全的事件确实发生过。 关于各国代表团的照会，由于在答复以 

前需要充分掌握事实，因此有时在答复上有点耽摘，美国代表为此表示遗憾。

虽然今后应尽量改进这种情况,但是提出控诉的代表 f f l也须提供合作；它们并不 

是一向都愿意协助进行事实调查。 夫于控诉在货易中心、航空公司办公室和 

旅游营业所发生的事作不厲于委员会的权限范围， 鉴于世界其他各地所发生 

的暴行事件，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代表团都没有发生任何问题而在纽约市享有极 

好的工作条件， 但是，委员会已尽量顾及发生的一切事件，

66.苏联代表认为美国代表就代表团安全问题所作的评价过份乐观 . 委员会在 

这年内接到了不少有关恐怖行动、投弹、威胁代表团人员、侵犯代表团办事处 

和其他非法行为的照会。 许多代表团埋怨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以确保它们的



安全，而收到的一些有关控诉的答复不能令人信服.事件发生的次数不是用来 

衡量情况严重性的标准.只影响一个代表团或一个外交社团成员的事件就是 

引起严重关切的合理原因， 确保代表团及其人员的安全和正常工作的必要仍 

应是委员会注意的重点。

67.加拿大代表说纽约市发生的，涉及外交人员和外交使团的不幸事件的 

次数不应使委员会忽略一小事实，那就是，从事件的严重性和凝率看来，一九 

七八年一般地说是个平安年. 此外，提交委员会的照会的数目不能用来作为 

街量东道国履行保护外交人员和外交使团职责的标准.就侵犯某一代表团的 

事件提出控诉并不就证明东道国应负法律责任. 外交社团规模庞大，而且在 

纽约这样大的城市，发生几宗不幸的事俘是免不了的.加拿大政府深信东道 

国政府了解这些问题并在尽力求其解决.外恋使团也应了解它们也有责任而 

不应邀用它们的特权，

68.1法国代表请东道国提出东道国代表在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五日委员会第六十 

六次会议上提到的有关纽约州和联邦当局之间进行协商6的进度报告.

69.伊拉克代表团提请委员会注意伊拉克代表团一九七八年四月三日照会中提 

到的不幸事件（参看上文第5 1 段 ）. 伊拉克代表团忧虑纽约会再发生更凶 

暴的事件因此请求委员会设法作出必要的安排以保护其代表a .

参看委员会提交大会第三千二届会议的报告第7(c)、 15和 17段 （《大会正式 

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2 6号》），以及委员会第六十六次会议筒要 

记录（A/AC  . 1 5 4 /S R .6 6 )第 2 3段， 协商的主题是法国代表团关于一九七 

七年示威者强行进入代表团办事处，而该代表团被要求签署一份控诉书，作为 

将示威者驱出代表团办事处的先决条件一事所提出的担诉.这项控诉所根振 

的是使团办事处不可侵犯的国际法原则•

- 28 -



70. 在答复伊拉克代表提及的关于伊拉克代表团就其团长坐车被窃提出的控诉 

时，美国代表说，偷车的人很快就被捕，坐车已立即归还，没 有 損 坏 .美 国  

代表团对这类事件的发生深表遗憾，希望事后补救的速度多少能够减轻所造成 

的不便 . 美国代表团对伊拉克代表因关于安全的忧虑深表同感， 幸而世界 

其他各地发生的恋惨♦ 件没有在钮约发生，美国代表团引以为慰，纽约市警察 

局和联邦当局将继续为伊拉克常驻代表ffl尽可能提供妥善的保护 .

五、影响外交使团的停丰情况

A.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普通照会

7 1 .—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苏联代表团发出一项普通照会（A/AC. 1 5 4 / 1 7 0 ) , 

指出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在代表团附近将要举行示威的前一天，警方通知代表 

团说P 他们不能防止发生损坏代表团车辆的可能企图。 代表团的一位驢员苑拉夫 

列夫先生，依照警方的请求，将他的大众牌汽本敬离外交人员灯车场，而订放在第 

二大道接近六十四街一个特别指定的订车场内。 但是在当天下午六时左右，警察 

无理地拖走了苑拉夫列夫先生那辆外交牌照清渐可见的汽牟。 苏联代表团指出，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和大会已经呼吁美国当局不要允许无理地把桂着外交牌照的汽丰 

从订丰处拖走，并表示对于这种迹反普遍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及东道国当局自己一再 

作出的将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来防止这类♦ 件发生的保证，表示严重关切。 苏联代 

表团并坚持东道国应赔偿该辅汽车被拖走时受到的损坏，警方自己佶计该项损坏达 

989. 49 美元。



B.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委员会第七十三次会议审议的经过

7 2 .关于一般灯车问题，美国代表说，外交人员车辆迷规订车的数字仍然过多，对 

公众引起危险和不便，因为消防龙头和公共汽车站的面积胆塞，又因双车并灯，胆 

挡进入救护车的去路。

78 .苏联代表说，尽管委员会和大会在这方面作过呼吁，外交人员的汽车仍被任意 

拖走。

74 .象牙海岸代表说，.有几个代表团都不得不支付私营公司拖走挂着外交牌照的车 

辆引起的赛用• 他不清楚是谁授权那些公司拖走这种汽■车。 他建议要求市

政府令警察振走此种车辅，以免弓I起此种费用并避免外交人员同私营公司的直接接 

触。 有关订本问题的第二点涉及保留给外交人员的订本面积。 因为在他住宅前 

保留的订车面积經常被非外交牌照的车辆占去，他不得不非法灯车。 结果他收到 

交通传票，但》̂去他的保留的灯车面积的没有fT车权的本辆却从未收到交通传票。 

象牙海岸常驻代表团也发生这种情形。 因此，美国代表团应调查这件事。

75 .美国代表答复说，关于袍走车辆问题，他认力私营公司拖走的车辆大部分或全 

部都是不适当地# 在教有地产上的车辆。 在这种情况下，建筑物的管理人可雇私 

营公司拖走车辆。 如果由于疏忽而拖走桂着外交牌照的汽车，而支付了拖走汽车

•的费用，就须赔偿这种费用。 关于外交人员的灯车面积被非外交牌照的汽车不适 

当地占用的事情，组约市当尽可能保持最高的警揚，迅速地从这种fT车面积移开没 

有订车权的车辆。 如果任何外交人员的订车面积在这方面遭到特别困难，美国代 

表团必定加倍警慑，以便该订车面积在任何时候都不各用。



六、其他事项

76.本报告前几节未述及的一些事项在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委员会第七十三次 

会议上一九七八年第一次加以讨论。 这些事项中的一件，也已于一九七八年千月 

三日在委员会的第七千四次会议上讨论过。

A 外交关系法令7

77 .在委员会第七十三次会议上，主席提请委员会注意苏联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他的一九七八年八月三十一日的信。 这封信述及正由美国国会处理的一项提议的 

关于外交使团特权和格免权的新法律，已依照一九七八年八月三千一日苏联代表团 

给秘书长的照会（A /3 3 /S 3 1 )的要求，作力大会正式文件（A /3 3 /2 3 1 ,附■件 ）

分发。 苏联代理常驻代表在信中对这项尚未通过的法律表示关切，他认为其中有 

些规定遗反适用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人的现代国际法原则和规范, 会使外交 

官和东道国当局间的关系发生摩擦。 这项法律竟然要求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向美 

国法院申请确定他们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在国际惯例上是史无前例的。 这项法 

律授权当地法院裁定一个外交使团的个别工作人员是否享有外交特权和格免权。 

而且，这项提议的法律规定保险公司须对向外交官提出的交通事件赔偿要求负法律 

上的责任。 他认为这项法律将严重地限制派驻联合国的外交使团工作人员的鬆免 

权和地位，最好由委员会请东道国当局对这件事加以解释，并要求秘书长向委员会 

提供秘书处法律事务厅对这件事的意见。

7 8 .美国代表说,未经事先讨论，分发便请委员会注意的文件，是令人遗憾的V 因力 

这项文件并非根据最近的情报。 他虽怀疑由委员会审议这个问题是否适当，但愿 

就这个问题表示意见。 美国现在的关于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法律，在独立以前已 

经存在，沿用至今，在某些方面超过《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的规定。这项 

法案—— 很可能不久即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目的是使这项法律与《 约》一致。 

这项法案没有规定外交官必须出庭以确定其路免权。 事实上，在这方面，办法不

一九七八年九月三十日通过（美国第95 -  39 3 号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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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任何改变。在外交官要行使他们的格免权时，国务院会象从前一样提出豁免权 

的建议，有关的外交官除了通知国务院他们行使豁免权不卷入法律诉讼之外，不须 

采取任何行动。 法案中确定保险公司对于尚外交使团工作人员提出的交通事故損 

等赠，的责任的部分，只是一项革新，要使保险公司愈起应付此种赔偿要求的义务。 

外交界应衷心欢迎此一规定，因为它意味着他们可以得到更多保障。 根据组约州 

的法律，、汽车方面的第三者的责任保险一向是强制性的，并且就他所知，对于该项 

规定，外交官不能不遵守.

79-苏联代表对于美国代表试图解释新的法律和消除任何疑问，表示感谢。但是， 

苏联代表团仍然关切该法案会严重地影响外交特权和豁免权。 如果已经获得该法 

案的全文，必有助于委员会的工作。 如象所说，该法案的目的仅仅是使现行法律 

与《维也纳公约》一致，鄉是很好的。 而且，通过此种法律当然是一个内部问题。 

然而，还有好几点仍然不清楚。 他知道已有一些个别人士被传唤出庭的案件，如 

果该法案容许这种措施雄续下去，则新法律实际上与美国在成为《维也纳公约》的 

缔约国时应负的义务是对立的。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直接地或间接地要求外交 

官在法院确定其豁免权。 关于保险赔偿要求的支付，他忧虑新法律会造成保险公 

司拒保外^ 员，或索取较高的保险金，这对于小国的外交使团会是一项特别沉重 

的负担，也会影响它们的正常业务。 A /3 3 /2 3 1 号文件附件所载苏联的信，目 

的是，对于不会改变现行的惯例r "点，要得到东道国的保证及联合国法律顾问的意 

见。

80 .美国代表再向苏联代表保证，对联合国的成员而言，外交豁免权和特权绝不会 

受到该法案的影响。 根据美国的法律制度，除非能提出相反的证明，一个人是无 

罪的; 在此项制度下，有时需要外交官出庭，以便定罪。 例如，在指称的犯罪案 

件中的唯一证人是外交官時，便发生这种情形。 但是，那个外交官和他的政府有 

权决定要不要出庭作证，美国当局不会对他施压力劝他出庭。 如果外交官出庭， 

美国当局仍会尽力确保引起最少的不便。 关于该法案，美国代表团那时已非正武 

地发给委员会成员报多份，他说美国代表团很快就要把付本发给所有外交使团。该



法案中一些轻微的改变不会影响在組约的外交使团的地位和活动；实除上，那些改 

变仅与浪驻在美国的外交官有关。 他重申该法案未规定外交官需出庭为其格免权 

辩护。 而且，如国际法院的惯例所示，出庭并不意味着须接受有关法院的裁判； 

如果有这项规定，也不迷反《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 在该法案下，国务 

院据以提出豁免权的建议的现行制度仍然维持。

81 .苏联代表说，苏联代表团仍不相信新的美国法律完全符香东道国根据各项有关 

的国际协定和公约应负的义务，苏联代表团仍要求从秘书长获得关系该法律的法律 

意见。 重要的一点是，不应该要外交官亲自或通过其律师出庭为其豁免权辩护， 

因为根据国际法，东道国有义务尊重此种豁免权。 特别是该法案第5 节弓I起关于 

这点的怀疑。

82 .保加利亚代表说，苏联的信提出一项对纽约的外交界很重要的问题。他认为， 

依照大会第2 819 (X XV I)号决议执行部分第7 段的规定，委员会完全有权讨论这 

一事项。

83.伊拉克代表说，他从美国所作的声明了解到新的法律只是要使美国的法律与 

《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的标准和规定一致。 依照《维也纳公约》，东道 

S 的行政当局不能命令外交官出庭。 他从苏联的信上知道新的法律规定外交官出 

庭以确立其豁免权，这是逢反《维也纳公约》的规定的。

84 .加拿大和法国代表虽然说，对苏联就该法案提出的事项表示意见为时太早，他 

们对这件事保留最后的判断，但是相信该法案的条敦不会与东道国的国际义务有抵 

触之处。

85.苏联代表在委员会第七四次会议上说，苏联代表团继续对该法令所可能引起的 

后果表示关切，特别是关于代表团工作人员需向美国法院申请以确定其享有外交特 

权和豁免，以及关于保险公司在梦及向外交官请求赔偿的车祸中的法律责任。 在 

美国参议院就该法案进行听询期间所作的评论，证实了他的疑惧。 他注意到，根 

据那一天《半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那个新法令是希望要大大地减少外国外交官



及其工作人员自一九七o 年以来所享民事和刑事诉讼上的格免权的程度。从美国的 

国会记录可以看出，外交官必须在美国法院中确定其外交特权和截免权的新规定， 

意思就是说国务院将不再负责保证外交官在法律诉讼上所享的豁免权。

86.美国代表说，美国代表团对于上述评论的答复，是同以前对苏联代表在第七三 

次会议就审议中的问题说的话所作的答复一样的（參看上文第7 8 和8 0 段）。

B. 各国代表团及其团员的负债问题

87.在委员会的第七十三次会议上，美国代表说，委员会早就注意到的各国代表团 

及其团员的负债问题仍然存在，虽然大多数代表团都以值得称赞的态度遂守他们在 

法律上和合同上的义务而成为纽约社区报可责的团体。 例如，有四个案子涉及代 

表团及其困员负债的问题，数额分别达15, 00 0美元、37, 0 0 0美元、 40, 000 
美元和80, 000美元，都是有关房祖、抵押金、电话费和旅馆费、以及对进口商和 

信用卡公司的帐务等。 这握都是长期负债的案子，很可能造成严重的问题。

G。代表团团员住房的情况

88.象牙海岸的代表在委员会第七十三次会议上说，象牙海岸代表团为了其外交人 

员的住房问题正遇到一些困难。 当象牙海岸代表团要签租约时，房东要求代表团 

指明房客外交官的名字，虽然签约和甘房租的显然是代表团本身。 因为这些租房 

被认为是租给该外交人员，当这位外交人员离开时代表团就没有续租的优先权，因 

此，也就无权继续使用租房。 他也常常口;f到其他代表团的意见，特别是非洲其他 

代表因对这种事情的意见。 既然这种事情已构成很普遍的问题，他认为应该提请 

美国当局注意。

89 .美国代表回答说，美国代表固并不是不知道有关房租的不幸情况。 美国代表 

团、纽约市联合国委员会和领事团都曾努力劝使房东拿出更客气和更乐于雜助的态 

度。 然而象纽约这么大的城市，有这么多的外交社团，难免会有一些不太合作， 

或曾经与其他代表团有过不偷快的经验的房东。 美国代表团避有问题，总是尽其 

所能地解决，如果美国代表团无法，决，它只能对所发生的不方便表示遗憾。 不 

过，他认为纽约的外交人员住房情况与世界上其他都市相比还是不错的。



D. 关于适用于外交人员到达纽约机场的手续问题和有关事项

90 .在委员会第七千三次会议上，象牙海岸代表说，每当外交人员从外国到达纽约 

机场时适用于外交人员的手续弓I起两种困难。 第一，外交人员在领取行李时遇到 

不友善的态度。 机场服务单位，尤其是海关当局应该明白，外交人员的特权和外 

交人员所应受的待遇。 而且在入境时必须填写的表格通常只用英文，这也造成了 

困难，因力有许多外交人员不懂英文。 代表团的外交工作人员在到达时不能和旅 

客在一起，而这些旅客有时须花一小时填写入境表格。 因此，象牙海岸代表想请 

东道国代表研究一下便利来访的外交人员和外交使团工作人员入境的问题。

91 .美国代表回答说，美国代表团提供通行证给有意迎接剛到旅客的外交使节团工 

作人员。 如果曾经发生过什么不礼貌的事，美国代表团引为最大遗憾。 象美国 

这样平等的社会，特别待遇并不很容易提供。 但是对合法的特权和各种权利的侵 

犯是不容许存在的，美国代表团准备采取措施， 以保证不再发生这种侵犯合法特权 

和各种权利的事件。 至于表格的问题他自己不太清楚，以他小人的经验，这种表 

格通常都是以法文和英文两种语文印成的。 然而他认为机场通常都有会说报多种 

语言的人，应该可以获得他们的帮助。

92 .塞内加尔代表说，在美国机场的官员査验过出入境外交人员所缴的证件，他想 

知道，如果有一天某一个外交人员在美国行使外交豁免权，这样会不会危害到他以 

后回到美国来的机会。

9 3 .美国代表回答说，在机场检査外交证件是为了保护所有的人，因为恐怖分子有 

时会利用假护照和假证件。 美国对于一小外交人员是否曾经坚持行使外交豁免权 

并没有记录，他向塞内加尔代表保证，行使豁免权决不可能不利于在美国的外交人 

员，不过他又说，国除法上一般的了解是，在某种情况下放弃豁免权是适当的。



E. 使用免税卡所遇到的困难

9 4 在委员会第七十三次会议上，象牙海岸代表说，越来越多的商店拒绝接受免税

卡。 认为没有接受免税卡的义务，就等于不执行适用于维也纳公约所有签约国的

规定。 如果外交人员免税未见实行，各国代表团将不得不向各该国政府这样报告。

95 .美国代表说，所有的商店都被要求必须接受免税卡。 各主要商店都明白这项

义务。 如有任何不接受免税卡情事，美国代表团希望各国代表团将这种情况告知

美国代表a 或纽约市联合国委员会。

委员会定期开会的问题

96.在委员会第七千三次会议上，苏联代表在象牙海岸和保加利亚代表的支持下说， 

苏联代表仍然保持过去在许多场合表示过的意见，即东道国关系委员会应该定期开 

会，以便详细讨论其职责范围内的广泛问题。 他认为这样定期开会对靈个外交社 

会和东道国都有好处。

97 .加拿大代表说，加拿大代表团对于定期开会的意见有所保留，他认力东道国关 

系委员会会议的召开，应为审议各种具体问题。 这种会议只要有具体问题的委员 

会成员要求，随时都可以召开。 具体的问题应该在问题发生时加以审议，因为只 

有不让问题累积起来，委员会才能有效地尽责。

9 8 . 哥 斯 达 黎 加 代 表 说 ， 委员会的会议是依照大会第2 8 1 9 ( X X V I )号决 

议执行部分第8 段的规定召开的，任何改变都需要由第六委员会和大会采取行动。 

她同意，如果每当有问题发生就开会，委员会在年终时就不会有fl■么积压案件。



七、建 议

99. 一九七八年千一月二千一日，在第七十五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下列建

议：

( 1 ) 考虑到驻联合国代表团及其人员的安全为其有效执行职责所必不可少的条 

件，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东道国主管当局所作出的保证，并认识到为此目的所采各 

项措族的效果。

( 2 ) 委员会促请东道国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防止侵犯各国代表团及其 

人员安全或其财产的不可侵犯性的一切行为，同时为了确保各国代表团有生活廣J工 

作的正常条件。

( 3 ) 委员会便请东道国继续采取措施，按照一九七二年保护外国官员愈美IS国 

宾联邦法律的规定，逮捕、法办愈惩罚对驻联合国代表团从事犯罪行为的人，

( 4 ) 为了便利执法，委员会呼吁联合国各会员国代表II在涉及代表a 及其人员 

安全的案件中尽量同美国联邦和地方当局充分合作。

( 5 ) 委员会呼吁东道国避免采取与其有效履行按照国际法在联合国会员11的特 

权与豁免方面所承担的义务有所矛盾的行动。

( 6 ) 呼吁东道国审查关于外交人员车辆停放的措施，以适应外交团体的愿望如 

需要, 并考虑停止对外交人员发出传票。

( 7 ) 欢迎外交团体愿意同地方当局充分合作解决交通问题，并在这方面指出， 

各国代表团作出合理的努力利用不靠街面的停车设施是合乎需要的。

( 8 ) 委员会希望将趣续加强努力，以期执行一项新闻方案，让纽约市及其所属 

各区的居民认识到派驻联合国各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享有的特权如豁免，以及他们 

所执行的国际任务的重要性。



( 9 )委员会获悉，对于由私人或a 体向減驻联合国的某些代表团糸I附属这些代 

表团的外交人员提供的商品愈服务，曾经有过次:帐未清的问题，建议秘书处命其他 

有关方面合作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 1 0 ) 委员会感激钮约市政府联合国委员会、领事团禾一些其他机构，它们邦 

助委员会作出了种种努力，来协助满足外交团体的需要、利益愈要求，提供殷勤招 

待, 并促进外交团体A 纽约市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

( 1 1 ) 委员会认为，今后须经会员国请求，并为履行大会有关决议的任务而有 

所必要，才召开会议。

(12) 委员会建议它应该根据大会第2 8 1 9 U X V I )号、第 3033(XXVI；I) 
号、第 3107(xxvill)号、第 3320(xxix)号加第3 4 9 8 U X X )号决议，在其 

任务规定范围以内审议各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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