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商科以及文科方面的課程，並發給文憑。他相信 

這可以解決目前,於一般中等敎育的需要。 

比利時代表欣然指出太平洋羣島師資訓練學校業 

已從關島遷往特魯克。 

入學人數 

比利時代表指出學生人數總計約佔全部人口百分 

之十六，這表示幾乎所有的兒童都得到適當的敎育。 

照他的意見，理事會對於男女入學兒童人數幾乎完全 

平衡的現象應當表示满意。 

識字人數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說關於此領土文盲人數目前 

尙無報導0 

其他事项 

報告書的格式 

菲律賓代表認爲常年報吿書文字明哳,內容廣博， 

表示感佩。 

聯合王國及阿根廷兩國代表請求管理當局考盧今 

後的報吿書是否可能以較大字模îij印。 

紐西蘭代表說，由於管理當局在編製常年報吿書 

時嚴格遵守臨時問題單的各項問題，耍覓取某一問題 

的資料便很困難，因爲此等資料並不總是列在報吿書 

的同一部分。他希望管理當局能够對於可否改變報吿 

誊編製方法的問題加以相當注意。 

m.請願書 

託管理事會第六及第七屆會並未審議有關此託管 

領土的任何請願書。 

肆.視察圑 

理事會第五屆會委派Sà Alan Burns (大不列顚及 

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張茲闓先生（中國），Mr. Jacques 

Tallec (法蘭西），以及Mr. Victorio D . Carpio (菲律 

賓)組織視察團去視察這個領土 ，以Sit Alan Burns爲 

主席。 

理事會以一九五〇年一月三十一日決議案一一五 

(六）規定視察團應按照託管理事會議事規則第八十 

四、八十九、九十四、九十六及九十八各條的規定訪 

問此領土。決議案規定視察圑應參酌大會一九四九年 

十一月十五日決議案三二一(四）的規定，調查此領土 

爲實現聯合國憲章第七十六條丑款所載目標而採取的 

步驟，並提具儘量完備的報吿；參照託管理事會及大 

會的討論及其所通過的決議案，對此領土管理情形常 

年報吿書而引起的各項問題，加以適當的注意；接受 

或收納請願書，在不妨窖它依照理事會議事規則第八 

十四及八十九兩條的規定探取行動的條件下，並與管 

理當局駐在當地的代表磋商後，對於它所認爲情節重 

大應當加以特別調査的請願書進行實地調查。理事會 

請視察圑及早將其調査結果及其所要提出的意見與結 

論，向理事會提具報吿。 

理事會在其第七屆會期間並未接獲視察團的報吿 

書。 

文件S/2069 

託管理事會向安全理事會所提有關一九^〇年七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五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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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 

卷.經濟進展 

領土槪況及理事會所通過之建議••……'
3
¦ 

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3 7 

肆. 社會進展 

領土槪況及理事會所通適之建議
 3 9 

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 41 

伍. 敎育進展 

領土槪況及理事會所通過之建議 《 

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s 

序 霄 

託管理事會業已依照聯合國憲章第八十三條及安 

全理事會一九四九年三月七日第四一五次會議通過之 

決議案與本理事會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決攀案四 

十六(四）的規定，代表安全理事會執行聯合國在國際 

託管制度下所擔任的有關指定爲戰略防區的太平洋 

島嶙託管領土居民政治、經濟、社會及敎育進展的職 

務。 

第壹編 

託管理事會關於此託管領土的工作 

常年耜告書之審查 

美利堅合衆國政府所提至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太平洋島喚託管領土管理情形報吿書於一九五 

一年一月八日遞交'3託管理事會各理事，並列入第八 

屆會議程。 

奉派爲管理當局特派代表的該託管領土副高級專 

員Rear Admiral Leon S. Fiske,對理事會各理事就上 

開報吿書以及此領土管理情形所提書面問題提出書面 

答覆。'4特別代表在理事會的第三二五次、三二六次及 

三二七次會議答覆理事會各理事口頭提出的問題。 

理事會在其第三二八次及三二九次會議曾舉行一 

般討論，以期對上開報吿書及領土情況達成結論與建 

>'美國邀照聯合國憲章第仄十八條向聯合國所提有關一九四九年 

七月一日至一九五 0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太平洋島嶼託管領土情況之報 

吿寄（海軍部，海軍作戰司令辨公酶，OPNAV P22-100-J,華盛頓， 

—九五0年），綞以文件T/œOji交託管理事會。 

"參閱託管理事會第八 J i會正式紀錄，附件，醸程 3目三，文件 

T/L.127o 

議，並指派澳大利亜、比利時、多明尼加共和國及泰 

國代表組織起草委員會，起草託管理事會向安全理事 

會所提報吿書中有關太平洋島嶼託管镇土情況的部 

分。 

起草委員會所擬報吿書草案（T/L. I 39)經理事會 

第三四〇次會議予以審議，並於提出若干修正後通過， 

茲編爲本報吿書第二編。 

請願書之審査 

理事會第八屆會曾審議視察團所接獲的有關太平 

洋島噢託管領土的請願書七件如下： 

Luta專員及民選村參議會請願書(T/PET. 10/1 ) 

帕勞議會及帕勞參議會代表帕勞羣島人民所提請 

願書 ( T / P E T J 0 / 2 ) 

帕勞婦女請願書(T/PETJO/ 3 ) 

Tanapag村人民代表及人民請願書（T/PET* lo/4) 

赛班參議會及專員會議請願書(T/PET. .0/5) 

赛班高級參議會主席請願書(T/PET. 10/6) 

馬歇爾羣島食長(Itoij)所提請願書(T/PET. 10/7)。 

理事會第三一六次會議決定由比利時、中國、多 

朋尼加共和國、法蘭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及聯合王國代表組織請願書審査專設委員會，對此等 

請願睿作初步審査。 

專設委員會在其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及第八 

次會議審査此等請願書及管理當局與視察圑對此等請 

願書所表示的意見，並向理亊會提具報吿。" 

理事會在其第三四一次會議審議專設委員會報吿 

書並通過有關此等請願書的決議案七件。16 

請願書中有六件提出了一般性質的問題；其內容 

及理事會對它們所採取的行動在本報吿書第二編中論 

述之0 

其餘的一件，Tanapag村人民及其代表所提的請 

願書（T/PET*I0/Z;)，請求今後馬利安納羣島廣長官 

應由美利堅合衆國政府委派；凡在日本統治之下服務 

過的人，不得到大多數人民的核准，不得充任此職。 

15同上,譏程項目四，文件T/L.143o 

16同上,第八屆會,補編第一》,決廉案三一三(八)至三一九(八)o 



管理當局在其就上開請願書所表示的意見（T / 

337)"中說明，該請願書顯係出於誤會，因爲馬利安 

納北部區長官事實上是由美利堅合衆國委派，目前並 

不擬變更此種程序。 

視察團認爲第二項請求尙嫌爲時過早，因爲管理 

當局尙未打算由営地人民核准E長官的委任。 

理事會在其關於此請願書的決議案（決議案三一 

六(八)），中提請請願人注意管理當局及視察團所表示 

的意見，並決定在目前情形之下，它無須對此請願書 

採取任何行動。 

«^察圃 

上次向安全理事會所提出的報吿書中已經說 

過，18託管理事會第五屆會曾委派Sir A U n Burm (大 

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張茲閼先生（中國）， 

M r . Jacques Tallec (法蘭西）以及Mr. Victorio D . 

Garpio (菲律賓）組織視察團前往此領土視察，以Sir 

Alan Burns爲主席。 

理事會第六屆會逋過一個決議案（決議案一一五 

(六)）釐訂一九五〇年聯合國太平洋託管領土視察團 

的任務規定，並訓令此視察國計及大會一九四九年十 

一月十五日決議案三二一 (四）的規定調査此領土爲實 

現聯合國憲章第七十六條丑款規定的自標業已採取的 

步驟並提具盡量完備的報吿；參照託管理事會及大會 

的討論和這兩個機關所通過的決議案，對於因此領土 

管理情形常年報吿書而引起的各項問題，加以適當的 

注意；接受或收納請願書，並在不妨礙它依照議事規 

則第八十四及八十九兩條的規定採取行動的條件下， 

並與管理當局駐在赏地的代表磋商後，對於它所認爲 

情節重大應當加以特別調査的請願書,進行實地調査。 

理事會請視察國將其詾查結果及其所要提出的意見與 

建議向理事會提具報吿。 

視察鬮除團員外，還有秘書處職員六人隨同前往。 

一九五〇年四月三日，他們在成功湖皋行第一次會議 

後，便前往火奴魯魯，與託管領土高級專員Admiral 

A . W . Radford,副高級專員Rear Admiral Leon S. 

Rske,以及他們的顧問與職員分別舉行討論。關島當 

時是此領土高級行政長官的公署。視察圑在關島作短 

期的逗留後，便前往赛班區，從四月十五日至十七日 

"两上，第八屆會，附件，鷉程 S目四。 

18參H上文文件S/1628o 

主耍的都在赛班島（馬利安納北部)。視察團在雅浦 

(卡羅林羣島西部)稍停後，於四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 

視察帕勞蘧（卡羅林西部）各島。四月二十二日到達 

特魯克區（東部卡羅林羣島）；四月二十六日前往波納 

佩（東部卡羅林羣島）。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二日，視 

察馬歇爾羣島,主要地視察了夸嘉林和馬久羅兩島。視 

察團於五月二日離開太平洋島嶼託管領土，並於視察 

三個其他太平洋託管領土後返(§J成功湖，在成功湖通 

過太平洋島嶼託管領土報吿書。" 

理事會第八屆會在其第三二五、三二六、及三二七 

各次會議同時審議視察圑報吿書與管理當局所提一九 

五〇年六月三十日終止年度常年報吿書。 

理事會第三四二次會議通過一個決議案（決議案 

三〇二(八)）表示鑒悉視察團報吿書；對於視察圑爲 

理事會所完成的工作表示感佩；鑒悉視察團所提的結 

論；提請視察團注意理事會第八屆會在審査有關此託 

管領土的常年報吿書、請願書、及其他問題的過程中 

決定其結論與建議時曾顧及視察圃的意見與結論；決 

定今後在審査有關此託管領土的事項時，將繼績顧及 

此等意見與結論；並請管理當局對於視察團的結論以 

及託管理事會理事就此等結論所提出的評議加以最審 

愼的考盧。 

視察團在其報吿書中所陳述的意見、結論、及建 

議以及託管理事會理事對之表示的意見於本報吿書第 

二編中撮耍述之。 

第 武 編 

託管領土情況 

壹.一般情況 

领土:jiv兀及理事會所通遍之建議 

太平洋島噢託管領土包括買克羅尼西亚羣島的三 

個部分：馬歇爾羣島、卡蘿林羣島和馬利安納羣島，但 

關島不在內。此镇土包括九十六個島嶼單位，其陸地 

總面積約爲六八七方英里，從北緯一度到二十度，從東 

經一三0度至一七〇度，共計約佔三百萬方英里。這 

些島嶼大體可以分爲高峭的火山島或低窪的珊瑚島。 

大部分土壤都很貧瘠，土層薄，容易沖去。 

19參閱託管理事會第八JB會正式紀錄,補鑭第二號。 



此領土氣候是熱帶氣候，四季變化很少。常年温 

度平均在華氏表七十至八十度之間；濕度很高。一般 

的說，雨量很多，尤其在卡羅林及馬歇爾羣島南部。 

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土著居民總計五四，二九 

九人，其中五分之三分居在六個主耍島嶼單位內：赛 

班、帕勞、雅浦、特魯克、波納佩和馬久羅；其餘散 

佈很廣。此領土並無大城鎭。 

居民分爲許多區域的及地方羣體,彼此在體質上， 

語言及風俗上都大不相同。人民彼此間最大的差別是 

語言。此領土共有八種不同的語言，其中大多數又再 

分爲各種地方土語。 

此種情況所造成的後杲曾由一九五〇年四月及五 

月前往此領土視察的聯合國太平洋託管領土視察團在 

其報吿書（T/78 9)中特別提出論述。視察團稱，行政 

上主耍的困難就是此領土各島嶼彼此距離很遠，人民 

社區分佈在許多區域，所以行政費用很大。各羣島居 

民彼此相同之點很少，而文化前進程度彼此頗爲懸殊。 

^一困難是在過去五十年間，島民先後經過至少四次 

異族統治——西班牙、德國、日本以及目前的美國。而 

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此領土經濟發生紊亂；人 

民生活方式也根本推翻。鑒於此領土之缺乏資源，目 

前的發展進度祇有在美利堅合衆國繼績慷慨援助之下 

始能維持。 

理事會曾先後在其第五屆會及第七屆會讚揚管理 

當局在各方面所造成的進展，而且鑒於此領土島嶼分 

散很廣，在美利堅合衆國管理之下的時期又很短，此 

種進展尤其値得注意。 

託管理,會欣悉在檢封期間内政治、經濟、社會 

及教育各方兩的進展，希窆此種進展可以繼绩。 

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認爲管理當局並 

未採取必要步驟以實現國際託管制度的主要目標。 

戴.政治進展 

领土概沉及理事會所逸5 â之建議 

一般政治情沉 

高級專員在海軍部長指揮之下總攬此領土的一切 

立法、行政、及司法的權力並負擔管理此領土的最後 

責任。過去，此職由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兼任，另 

有一名副高級專員一人爲他的主要行政官。但在一九 

五一年一月，美國委派一名文官爲高級專員。此領土 

分爲四個分區，每區設蓖長官一人，負責政策的管制 

以及民政與其他活動之間的調整。行政上的瑣細工作 

由五個民政單位負責，其總部分設在赛班（馬利安納 

羣島北部)、考羅爾（卡羅林羣島西部)、特魯克（卡羅 

林羣島東部)、波納佩（卡羅林羣島東部)、及馬久羅 

(馬歇爾羣島）。較高的行政職位大部分由海軍官員充 

任。土著人員擔任學校監督、法院書記官、醫務助理、 

護士以及其他許多職位。 

地方政府 

管理當局在其最近報吿書中稱，它始終一賞的扶 

植居民的政治進展，但指出迄今爲止，以地方階層的 

發展爲最大。此領土有一百十六個縣政府，在民政當 

局指導之下負責執行地方法律，尤其是關於衞生及敎 

育方面的法律，規定徵收、並支用地方賦税，掌管財 

政帳册及生命統計紀錄。領土各地縣政府的組織彼此 

並不相同。其中六十八個縣政府的行政首長（普通稱 

爲縣長）由人民選舉，二十個是行政當局與社區食長 

及耆老磋商後委派，二十八個是因爲人民主張，由世 

襲會長擔任縣長。 

託管理事會先後在第五屆會及第七屆會讚揚管理 

當局在這方面的政策，但兩次均建議管理當局應逐步 

使縣政府民主化。 

太平洋託管領土視察團於四月間曾前往此領土視 

察，它看到土著居民對於他們傳統領袖的態度彼此頗 

不相同。視察團認爲沒有一種地方權力可以令人滿 

意，因此任何旨在勉强維持某種權力的企圆可以引起 

消極反抗及社會紊亂。目前，管理當局正在利用敎育 

及其他機會去喚起人民對於將來政治進展的要求並提 

供實現此種要求的方法。此項方案迄今爲止已有相當 

成就，足見這是一個健全的方案。 

視察團在這方面提及馬歇爾羣島會長的請願書 

( T / P H T . 10/7)，這個請願書請求不耍破壊馬歇爾的 

風俗並請縣參議會不耍阻撓食長的意志或干涉他的權 

刺。視察團認爲此事應由馬歇爾人民自己決定，但是， 

它一方面認爲某種傳統風俗將來不免耍消滅，一方面 

希望領土人民可以保存其傳統文化中的優點，使它們 

與現代制度融合一起。 

管理當局在其最近的報吿書中表示周樣的觀點， 

並指出在過去兩年閬，由人民運用選舉手績去選舉其 

地方官員的縣份已日見增多。 



管理當局在其對請願書表示的意見中又稱，馬歇 

爾羣島土著政府已逐漸演進爲民主制度，因此食長 

(Iroij)的權力已減少，食長自己應設法適應這種變遷 

( T / 8 3 7 ) , 

理事會在其有關此項請願書的決議案三一九(AO 

中稱希望請願人在管理當局指導之下可承認並適應 

此種變遷。 

區域機關 

管理當局認爲在區域或區階層自治進展較慢，並 

列舉語言及文化上的差異以及交通工具的缺乏爲應行 

克服的因素。迄今爲止業已成立的區域機構只有諮詢 

的權力。 

許多區域業已成立區域參議會或議會。其中最前 

進的是帕勞議會，£^世襲及民選議員構成，從一九四 

七年七月四日起開始工作。馬歇爾議會第一次有組織 

的屆會於一九五〇年七月四日開幕。這個議會分爲兩 

院：食長院（Itoij)與民選衆議院。根據最近的報吿， 

在較爲保守的雅浦社區業已成立靑年參議會去輔助現 

有的酋長參議會。 

波納佩區大槪不久要成立議會。赛班區人民 

表示他們要求成立一個政府機關，但是對其體制尙無 

成議。在特魯克區，管理當局說在社區領袖對於民主 

政府的責任尙無較爲廣泛的了解以前，全區的政治機 

構不得不暫緩設置。在特魯克珊瑚島上過早成立的組 

織必須解散。 

理事會第五屆會建議管理當局多多努力，根據代 

議制與民選制發展區域政府機構，並鑒於馬利安納北 

部人民較爲前進，特建議管理當局在該區卽刻設法設 

管理當局在其最近的報吿書中除了提供有關上述 

事項的資料外，聲稱將來在人民熱悉立法的技術與程 

序時，便可給各地議會以更大的權力。現在它不能在 

赛班區設置議會的緣故是因爲根據該地居民所提議的 

約章，這個議會將具備全部立法權力，事實上成爲一 

個十足的政府機關。雖然赛班人民在政治方面已有很 

好的進展，伹是管理當局認爲它們現在還不能擔負此 

種廣大的政府職權。後來管理當局特別代表通知理事 

會，謂高級專員已向人民提出一種訂正的約章，預期 

該地議會不久便可以召集。 

领土立法機關 

代表全領土的立法機關迄今尙未成立。瞀理當局 

聲稱這個機關是在它的長期計劃之中'，但是交通及通 

訊的問題,尤其重耍的是語言及文化方面差別的問題， 

必須首先克服。 

理事會第五屆會及第七屆會先後通過有關此問題 

的建議，請管理當局卽刻實施其長期計劃，在最初階 

段，應當設法邀請土著居民代表參加镇土政府，卽使 

只擔任諮詢職務亦可。 

管理當局在其最近報吿書中稱，一九四九年十月 

在關島舉行的民政會議曾有被委派的各區土著代表出 

席，當時的討論以經涛事項爲主。固然嚴格的說，此 

次會議並不能算是一個立法會議，但是各代表可以藉 

這個機會討論各地居民的態度與問題。此次會議的結 

果很令人满意，並表示此種會議不久可能養成人民對 

於領土事務的責任觀念。 

託管理事會缵揚管理當局在楝討期間内所造成的 

政治進展；欣悉在設置縣政府時，管理當局亦在改革 

土著世襲機構以傈逋應較為民主的體制的要求，同時 

依照管理當局的報導，此等改革視領土人民頫意接受 

的柽度隨時迅速實施；希望管理當局迷漸增加各個縣 

政府的職權，鼓勒年輕一代人民参加此等機63，並繼 

绩採^由人民選舉縣長的碎法；嘉許管理當局設置帕 

勞議會、馬歇爾會識、及其他識會之舉，嘉許此等槻 

關的工作情沈， i l對於此等誡會今後的活動將加以密 

切的注意。 

司法機關 

此領土首席法官是由海軍部長委派，目前也對他 

負責。他對於一切民政法院行使行政監督權，並可以 

制訂這些法院的訴訟程序細則。 

此領土有五種法院：上iç法院，區法院，高級法 

院，保安法院及社M法院。 

一切居民都有資格在此等法院任職；除了區法院 

及上訴法院外，土荖人員可以擔任各級法院的法官。 

社區法院完全是由土著人員主持，對於違反不成文的 

公認爲地方習慣法的行爲可以宣吿懲處。 

民政官委派社區法院和保安法院的法官；前者不 

是民選的。區長官委派高級法院的法食。法官旣然由 

民政官委派，其任期也由他決定。 



此領土刑*法典由暫行條例Nos. 5 - 4 8和 N o s . 
2-50所規定。土著習慣均爲刑事法典及各級法院所承 

認，但其足以嚴重違反公道，違反個人基本權利，或 

託管協定，或行政當局所頒佈的命令，或足以危及公 

共衞生或風化者，不在此列。新訂的刑事程序暫行條 

例最近已公佈。 

罪行的懲罰方法在刑事法典中有所規定，普通限 

於罰金或監禁。一等謀殺罪可能判處死刑。體刑爲此 

領土所不許；任何人不得判處放逐或監禁在遠離其住 

處的城市或領土境外。 

早在一九五〇年，行政當局已委派公共辯護律師 

一名就嚴重刑事案件免費代表被吿,並就民事案件對 

無力聘請律師的人提供法律意見。 

领土及其居民的地位 

此領土尙無組織法。法律草案一件已向美國第八 

十屆國會提出，但是國會並未探取行動。 

理事會第五屆會及第七屆會鑒悉此項法律已在審 

議之中，希望它不久可以實施。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向理事會第八屆會稱，美國政 

府各有關行政部門正在積極檢討一項新的組織法草案 

以便及早提交國會。 

土著居民目前在法律上尙無確定的地位，但是非 

正式的稱爲"此託管領土公民"。管理當局稱，他們的 

地位將由組織法予以法律的規定。 

託管理事會鍫悉管理當局曾謂美國攻府各有關行 

政部門正在積極檢討有關居民地位的新法律草 f，以 

便及早提交國會，希2下次報告書漪包含有關此事的 

叙導。 

視察團收到兩件請願書，其中表示一部分土著居 

民劐於他們的未來地位的願望。赛班參議院和專員院 

在它們所提出的請願書（T/PET.IO/ 5)中表示希望所 

有北部馬利安納羣島歸併美利堅合衆國作爲其屬地， 

最好作爲其領土，所有居民都取得美國公民地位。他 

們認爲他們與關島人民有密切的文化、地理、經涛以 

及政治的聯繋，關島人民將耍取得美國公民地位，所 

以他們認爲他們有理由請求這種地位，並擬將此項請 

求提交美國國會。馬利安納羣島北部的羅塔島人民在 

其請願書（T/PET.IO/I)中表示，他們深恐將來可能 

以託管镇土旗幟代替美國旗幟。視察圑提及它在領土 

其他各地舉行會議時也曾聽到與此大致相同的聲明。 

視察圑認爲此領土人民所以歡喜與美利堅合衆國' 

建立密切的聯繋，是根據許多不同的動機。他們現在 

在處理其自己事務時所享受的自由，其範圍遠大於曰 

本統治時期；他們目睹美國軍事及民事人員所帶來的 

豊富物è;行政當局所提供的捐贈與協助遠過於他們 

過去的經歷；行政當局鼓勵他們從事於經摔活動；敎 

育的設施博得他們的衷心讚許。除了這些因素以外， 

他們還感到過去五十年間，行政當局時時變動，缺乏 

長期存在的政府，因此他們耍求和平、安全及政治的 

穩定。根據他們與目前行政當局的經驗，他們認爲將 

來是否能實現此等情況須視是否能與美利堅合衆國建 

立密切的聯繋而定。視察圑雖充分了解這些島民所提 

的永久解決其政治問題的耍求，但是只能建議管理當 

局應儘速依照託管協定第十一條所指示的原則採取行 

動，以規定這些島民的法律地位。 

關於赛班參議院及專員院的請願書，管理當局稱 

(T/^ 7 )關島與此託管領土之閬並無政治聯繋。 

理事會在其有關此項請願書的決議案三一七(八） 

中認爲關於此領土是否可以歸併於美利堅合衆國，或. 

此領土全體居民是否應取得管理當局的國民籍或公民 

籍的問題，理事會不宜提出任何建議；並認爲此託管 

領土人民有權要求將他們的地位加以說明與規定，以 

便充分享受管理當局的保護；建議管理當局儘速依照 

託管協定第十一條的規定探取行動，將島民的法律地 

位確定爲託管領土公民。 

關於羅塔島人民的請願書，管理當局稱(T/837)， 

羅塔島民政當局代表已奉令向請願人說明，引起他ira 

薆懼的旗幟圃案競赛，其本來的目的只是覓取對於居 

民最富有意義的象徵以爲將來託管領土旗幟之用，此 

種行動並不暗示美國對於領土的管理便從此結束。 

理事會在有關此項請願書的決議案三一三(八)中 

建議管理當局繼續探取必要的步驟向請願人充分解釋 

選擇領土旗幟的確實意義與作用；吿知請願人決不因 

爲已經創造一面領土旗幟而不再升起美國國旗作爲管 

理當局的旗幟；繼績盡其一切力量向人民解釋此領土 

在國際託管制度下作爲託管領土的確實意義與作用。 

Jit府所在地 

此託管領土政府總部以前是在馬利安納羣島中的 

關島0 

理事會第五届會鑒悉管理當局正在考盧是否可能 

將政府所在地從關島遷往託管領土境內。 



一九四九年十月，副高級專員和他的大多數屬員 

都遷往夏威夷領土的珍珠港。首席法官，許多部門的 

首長，以及技術專家都留在關島，一直等到一九五〇 

年七月一日在特魯克設置镇土緦辦事處的時候。 

理事會第七屆會欣悉管理當局已在特魯克設置領 

土總辦事處，但仍請管理當局繼續考盧是否可能依照 

理事會以前的建議將政府所在地遷往镇土塽內。 

視察圑在帕勞區考羅爾接獲一件請願書（T / 

PET.10/2),請求將所建議的託管領土首都設在考羅 

爾。請願人列舉許多理由，認爲應將考羅爾作爲託管 

領土首都。 

視察圑獲悉管理當局迄今尙無將託管領土政府總 

部遷往領土境內的任何決定。照它的意見，領土境内 

的地點以特魯克最爲適宜，因爲除了具備其他地區所 

有的便利外，它還有處在領土中心的極大便利。 

後來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對理事會第八屆會說，對 

於託管領土境內政府總部地點的問題，新任高級專員 

應當有鄭重表示他的意見的機會。若干民政官員正代 

表高級專員研究此領土情況以便建議一個政府所在 

地。但是總部的設置必須等到各種便利都已建造完備 

的時候；爲目前之計臨時總部仍然留在夏威夷。 

管理當局在灣於此項請願書所表示的意見（T/ 

837)之中又說,關於設置此領土永久總部的事固然目 

前尙未作最後的決定，但將來是否設在考羅爾很成問 

題。 

理事會在其有關此項請願書的決議案三一四(八） 

之中表示鑒悉管理當局及視察園的意見。 

託管理事會審悉管理當局業已指派若千官員研究 

此领土之情以便就 *来此领土總部的所在地提具建 

誡，茇殷切期待此项研究的結果。 

擬將此领土的管理改隸美國内政部的問題 

當託管協定-於一九四七年七月實施時，美利堅合 

衆國總統宣稱在尙未指定美國政府民政部門或機黼永 

久負責管理此領土以前，暫時指定海軍部爲此領土民 

政事務的管理機關。 

視察圑獲悉美國政府已暫定在一九五一年七月將 

管理此領土的責任正式從海軍部改隸內政部。 

視察團鼹爲此領土許多問題需要長期設計，不能 

由一個臨時行政機關解決。伹是它指出如果所有海軍 

設施突然全部撤銷，勢將引起嚴重的紊亂，因此希望 

管理當局至少耍勸導在此領土服務成績卓著的一部分 

海軍官員在改隸之後繼續任職。 

後來特派代表對理事會第八屆會說，在一九五一 

年一月委派文官高級專員之後，文官人員便開始接替 

海軍人員。但是所有海軍人員，凡可以保留下來而不 

至於引起其他海軍方案的困難或妨礙其進行者，在文 

官人員尙未前來接替以前，或在他們自己未能改爲文 

官以前，現在都留在此託管領土繼續任職。他證實在 

一九五一年七月此領土民政機讕的責任將正式從海軍 

部改隸內政部。 

託管理事會欣悉管理當局已委派此领土文官高級 

專員一人；赛悉管理當局擬於一九五一年七月將此领 

土行政责任正式從海軍部改隸内政部；欣悉民政機關 

浙保留一邹分在本領土服務已有經驗的海軍人員，令 

其繼,續)iS^務；並希望管理當局:)特別注意訓練新的民 

政人員。 

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一舦政治情况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稱此領土逐步趨 

向自治的發展已受障礙，因爲管理當局並未通過任何 

立法或探取任何其他措施以保證土著人民參加領士立 

法、行政及司法機關的工作。管理當局因此違反國際 

託管制度的目標。 

此領土土荖居民並未參加領土的管理，因爲此領 

土尙未設置立法機關讓他們參加。理事會因此應當建 

議管理當局在此領土設置立法及行政機關，但此等機 

關不得隸屬於任何以本領土與美國合併爲基礎的機 

關；並應建議管理當局探取立法及其他措施保證土著 

居民參加立法、行政及司法機關的工作。 

管理當局代表稱，土著人員普遍參加政府的行政 

工作，儋任學校監督、社E法院、保安法院、及高級 

法院法官、法院書記官、醫務助理、護士及敎師等。 

地方政府 

.伊拉克代表認爲管理當局努力設置各縣縣政府， 

應予嘉許。他認爲理事會應建議管理當局擴大各縣政 

府的職權，並使靑年人民積極參加此等機構。他說縣 

長之中六十八名是民選的，二十名是由行政當局委派 

的，二十八名是世襲的。他認爲這是値得嘉許的事； 



將來應該繼鑕由人民選舉縣長，到最後所有縣長都應 

當 由 人 ^ 舉 。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認爲程序應當推廣，使 

縣政府將來成爲富有效能的地方政府的基礎。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縣政府制度 

並未規定縣參議會議員應由人民以民主方法選舉產 

生。食長在縣政府內仍然保持其過去的權威。管理當 

局現正擴大此等會長的權利，並用土著居民的錢支付 

他們的薪俸。管理當局並未採取任何措施保證將酋長 

制度改變爲根據民主原則的自治制度。旣然會長制度 

在此託管領土仍然存在，並由管理當局予以鼓勵，而 

此種制度與此託管領土人民逐步趨向自洽與獨立的發 

展相衝突，託管理事會應建議管理當局採取措施保證 

將會長制度改變爲根據民主原則的自治制度。 

比利時代表贊同管理當局將縣政府建立在土荖 

組織之上的政策。這並不是說管理當局贊同維持部落 

制度。此種制度目前正在人民同意之下逐漸改變中； 

當他們明白了解其他制度與生活方式勝過於他們自己 

的時候，他們便可以放棄他們自己的制度與生活方 

式。 

管理當局代表說這個民族的傳統習惯相沿已久， 

要他們採取民主制度需要相當時間。管理當局的政策 

是：依照人民願意接受的程度，儘速促進民主制度政 

府的設置，但是它認爲在人民不願意接受時不必强制 

改革。 

區咸機關 

伊拉克代表認爲區域參議會非常有價値；理事會 

應當建議盡量多設此等機鬮。 

领土立法機關 

絲西蘭代表認爲在目前的發展階段實不能設置一 

個實際的立法機關，但建議管理當局不妨考盧請現在 

已有的各地議會選舉或委派代表舉行一個非正式會 

議。此等機關的代表似乎宜在此領土某個中心地點集 

會。此等會議有無正式議程或是否逋過正式決議案實 

無關重要；其目的是耍保證各代表除其本區外還逐漸 

了解領土其他各部分的各種不同問題。 

管理當局代表說此項意見可以考盧。 

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指出全領土的立 

法機關尙未成立。 

管理當局代表答稱,依照管理當局的長期計劃，將 

來耍設置全領土的立法機關。立法諮詢委員會暫行條 

例已規定將來耍增添土著代表。此領土已順利的舉行 

過各種非正式會議讓各地地方居民參加有關經濟事項 

及敎育問題的討論。 

领土及其居民地位 

中國代表希望全領土立法機關組織草案不久可以 

提交美國國會。設置立法機關的一個重耍理由是耍確 

定領土居民的法律地位。 

政府所在地 

伊拉克代表指出領土政府的所在地點仍然是尙待 

解決的一個問題。政府所在地當然應當設在領土境內， 

但是他感覺理事會在高級專員有機會硏究這個問題並 

提出有關此事的建議之前不應採取行動。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稱，高級專員公 

署設在美國殖民地夏威夷是完全反常的現象。 

擬浙管理此頜土的賁任改隸美,内政部的問題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此領土的一切 

管理權力操在海軍及軍事當局手裏，並指出視察圑在 

其報吿書中稱所謂領土政府已改爲民事管理一事只是 

形式上的變動而已。 

管理當局代表在答覆時指出視察團報吿書中所說 

的形式上的變動是指一九四七年根據託管協定的規定 

將軍事政府改爲民政機關的經過。管理當局自從接受 

託管責任以來便主張將管理責任交給民政機關；根據 

正在進行中的計劃，此事可於一九五一年七月實現。 

m,經濟進展 

领土概沉及理事會所通5 â之建議 

一般情沉 

此領土天然資源很貧乏；大體上，居民經濟活動 

祇是爲了維持生活。主耍輸出農作物是椰子核；在所 

檢討的年度內，輸出的椰子核共値七九六，七一四-九 

二美元。另一重耍輸出品就是一家日本公司在安加爾 

開採的磷酸礦。在所撿討的年度內此種輸出計一三四， 

七四一英噸，其賬面價値計六七一，五七八‧三一美元。 

土荖居民其他金錢收入的來源就是在行政當局或軍事 

機關中任職、領薪或製造工藝品，搜集凹螺殼；北部馬 

利安納人還可以向關島轍出魚、水杲及蔬茱。 



理事會第七屆會建議管理當局,; 

經濟多无化。 

Ï努力使此領土 

視察圑報吿稱領土人民深感金錢收入之不足。凡 

視察圑所到之處,人民都要求它設法彌補此種缺陷，其 

中尤以帕勞羣島的情形最爲顯著。視察團在考羅爾曾 

接獲帕勞議會的請願書（T/PET. 10/2) 一件，耍求派 

遣技術專家去擔任經理及顧問，以便改善帕勞羣島工 

業的生產方法並促進其發展。 

管理當局向視察圑保證它正在盡一切力量去發展 

現有的資源並尋覓可以開發的新資源。視察圑認爲小 

規模土著企業當然可以得到羣島貿易公司的財政支 

持，但是它不能不承認，除了深水漁業以外，此領土 

簡直沒有其他可以投資的重耍部門。 

管理當局在其最近報吿書中稱，經涛情形已在徐 

徐改善，但是要建立自足自給的經濟尙須俟諸遼遠的 

將來。縱然在最有利的情形下，此領土決不會富庶，因 

爲現代行政組織及社會勞務的費用者&很大，所以此領 

土在財政上要自給自足必須等待到許多年以後。 

但是管理當局由於居民的熱心合作，正努力在農 

業、工業、及商業方面增加各種不同的生產部門。它 

對於當前的經涛問題正在進行科學的研究。它聘請專 

家並供應種子及肥料去幫助農業。它在發展輕工業，其 

中以手工業最爲重要。造船業在馬歇爾羣島已佔有很 

重要的地位；當地人民將海軍剩餘船薆改裝爲帆船從 

事於各島之間的運輸。自從一九五0年一月以來，海 

軍方te已將八十九薆舊船船身分配給全領土各地作爲 

此種用途。 

一九五0年三月，羣島貿易公司在其累積利潤項 

下撥一〇〇，〇〇〇美元設置經涛發展基金,以促進領 

土經涛並增加生產部門。業已核?隹可以在此項基金下 

得到資助的企業有造船業、商業性漁業、製鸟業以及 

可可粉、番瓜酵素、竽蔴等的生產事業。一九五一年 

年初此項基金對各項計劃的撥款計一三，七五0美元。 

由土著居民購置並經營各島間運貨帆船的訐劃業經核 

准；因此羣島貿易公司又撥出一五〇，〇•〇美元作此 

種用途。 

特派代表對理事會第八屆會說，高級專員業已聘 

用一名有資格的經涛專家去研究此領土生活程度、工 

資水準、公允的課稅制度、J 

託管理事會鍫悉在所檢封的年度内此领土一舦經 

濟進展情形，^覺滿意；憶及其第七/S ,會的建識，即 

管理當局應繼绩努力使此領土經海多元化；鍫悉祝察 

團認為此領土境内除深水漁業外，並無其他可以投實 

的重要新部門；鐾悉管理奮局代表聲明，經濟發展正 

在許多方面進行，例如増加椰子核生產，研究並發展 

其他哀業输出產物，鼓勒並指導居民設置零售及批發 

公司、輕工業等，供應小船"及運输的便利；贊同管 

理當局委派經：齊專家去Î周査此領土經:'齊情i5î«；熱烈贊 

成此等措施，認為凡此均足以表示管理當局已顧及此 

領土經涛獨立的長期目標；請管理當局繼绩努力設置 

並發展输出工業及產物；建誡管理當局不妨聘請專家 

》 ' 1練 i l幫助此领土人民建立土著商業性漁業，並進一 

步 發 椰 子 核 工 業 。 

理事會在其有關上開請願書的決議案三一四(八） 

之中提請請願人注意上述建議。 

財政問題 

此領土每一會計年度可以動用的經費包括美i 

會所撥款項及本年度與往年地方收入中經美I 

准動用的部分。此部分款項並不一定與任何一個年度 

的地方收入相符合。茲將有關數字列表於下： 

一九四八 一九四九 
年度 年度 

(以美元計） 

，021,656 I,125,000 

275,000 

行政經費的地方款 

項 

總計 I,021,656 I,400,000 

一九五一 
年度 

《撥經費⋯ 

經美國國會核准作爲 

行政經費的地方款 

m 
總計 

除了美È 

一九五0 
年度 

(以美元計） 

795,000 I ,OU,000 

605,000 

，<£*00，000 

310,000 

I,324,000 

I款項以外，此領土在財政上從 

美國海軍所供應的運轍及其他便利之中得到更大的無 

形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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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說明各項方案開支情形： 

一九四八 一九四九 
年度 年度 

( " 美 ^計） 

一 般 行 政 1 6 4 , 5 2 4 . 2 7 168,1 15.28 

法律及公共安全⋯⋯ 85,837，92 I 10,473.07 

公共敎育 168,177.00 338,048.49 

商業、工業及農業⋯ 83,664.41 140,001.73 

醫藥看護、公共衞生 

及 淸 潔 事 宜 2 4 9 , 8 6 2 . 0 2 385,417.90 

公共工程 198,071 .46 242,398.77 

總計 950, 137.08 I ,384,455.24 

一九五〇 一九五一 
年度 年度 

(估計） 

(以美元計） 

一 般 行 政 1 5 1 ,267.81 165,000.00 

法律及公共安全⋯⋯ 125,298.64 170,000.00 

公共敎育 376,520.00 390,000.00 

商業、工業及農業⋯ 112,237.97 100,000.00 

醫藥看護、公共衞生 

及 淸 潔 事 宜 2 9 5 , 8 1 1.46 289,000.00 

公共工程 180,946.93 210,000.00 

總計 l，242,082.8l I ,324,000.00 

此領土主耍捐稅包括對化妝品、香煙及煙草所徵 

收的內地稅（上一會計年度共徵收二八,五九三•七六 

美元）和對銷售或輸出的椰子核所徵收的値百抽十五 

的加工費(計收一〇九,九五六•三四美元）。從十八歲 

至六十歲的男性居民每年每人須繳人頭稅二美元；各 

縣政府除徵收並動用此項税款外，還徵收許多不同的 

公費、奢侈稅、財產稅等。 

託管理事會第五屆會及第七屆會曾分別通過建 

議，要求管理當局考盧最後廢除人頭稅並以較爲進步 

的稅制代之。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在理事會第八屆會聲 

稱.，此項問題仍在研究中，但是管理當局認爲廢除人 

頭稅尙非其時；爲了公共利益，在尙未發展適當的代 

巷税以前，此税必須繼績徵收。 

視察圑認爲不論課稅制度如何變更，如杲國民平 

均收入不大量增加，此領土稅收似乎很難大量增加。因 

此依照視察圑的意見，在此镇土一般經稗尙未改進以 

前所設計的、任何較爲公允的課稅制度仍然不足以應 

付；它希望管理當局將繼績研究改進此镇土經濟的各 

種方法。 

管理當局在其最近的報吿書中稱，如杲經主管機 

關斷定要某人以金錢納稅將使他感到非常困苦，此人 

便可依照民政當局所規定的現行比率£1勞動代稅。 

日本貨幣、公債券及鄱玟储蓄券 

在美國軍隊佔領此託管領土的期閬，軍事當局曾 

命令居民將他們所有的一切日本貨幣完全交出。每人 

依照每二十日元換一美元的比率得到補償，但最多不 

得超過一千日元。凡居民所交日元數額超過此最高限 

度，均由當局發給收據；據稱當時並允諾以後將以美 

元償還。在日本統治時期，居民還購得日本公債券及 

郵政儲蓄券。 

目前，土著居民對於他們在軍事佔領時期所有的 

債券、郵政儲蓄券以及日元的賠償問題很感關切。在 

提交視察團的某一件請願書中，他們請求在對日和約 

中除其他事項外應包括解決郵政儲蓄券賠償耍求的規 

定 ( T / P E T . 10/2)。在：g —請願書中他們耍求知道美國 

政府對於他們所交出的日本貨幣的賠償問題，何時將 

探取行動 ( T / P E l \ l 0 / 6)。 

管理當局官員對視察圑說，美國政府從來沒有答 

應過收贖日本貨幣。在軍事佔領時期，發給土著居民 

的款項是一種善後措施，以應付當時緊急的需要。視 

察圑認爲日本債券與儲蓄券是日本政府的責任。 

視察圑認爲當美國軍事當局搜集日元並發給美元 

使島民有錢應付較爲緊急的需耍時，可能引起了一種 

誤會；雖然管理當局並無收瞜日本貨幣的法律義務，但 

它似應以同情態度重新考盧這整個問題。它認爲居民 

所提出的收贜日本債券及儲蓄券的耍求是切實合理 

的；管理當局當然要竭力提出此種賠償耍求並堅持在 

謌日和約中要充分顧及此點。它認爲管理當局應當將 

目前爲設法賠償此託管領土居民在日本債券及郵政儲 

蓄券方面所受損失而採取的步驟吿知此等居民。 

託管理事會鍫悉 f c l於收绩日本货帶及郵政锗蓄券 

的問题，希望管理當局儘速將這個問题作公允的解決。 

理事會在其有關此等請願書的決議案三一四(八） 

及三一八(八)之中提請請願人注意上述建議。 

贸易 

茲將所檢討的年度內此領土輸出情形列表如下： 

33 



输往各S I之百分比 

输出 金銪 日本 尚其 加拿大 美SI 

椰子核a 796,714.92 36 A5 II 8 

工,品 77,201.97 100 

凹螺殼 45，650.96 IOO 

磷酸礦。 ‧⋯⋯ 671,578.31 100 

水 菓 及 蔬 茱 2 5 , 3 1 4 . 3 0 100 

魚 I I ,815.20 100 

其他C 15,905.28 100 

總計 1,644,180.94 

"依照原生產者所得 f i î格。 

'依照 F l o r i d a 磷酸 œ 出礦交货债。 

'其他S有木炭，獨木舟，海綿，海參，糖蜜，椰子油，翁鼓。 

在同一期間輸入估計爲一,三四七，九〇一'二六 

美元。 

此領土輸出入貿易主耍部份是由買克羅尼西亜羣 

島貿易公司經辦。這是完全由領土政府所辦的公司，也 

是此託管領土唯一輸出椰子核的公司。它的活動遍及 

領土各地，向土著居民搜購椰子核及其他產物並以批 

發方式供應貿易貨物。在一九五0財政年度內，此公 

司所售貿易貨物計値一，一五二 ， o 二七•五一美元;所 

收購的本島產物，依照購進時的價格計値九二〇,八〇 

一•四一美元；從此等交易中所獲淨利潤計八九，六一 

一 ‧九六美元。除了羣島貿易公司外還有許多土荖貿易 

公司，其股票普遍散佈在它們活動的地區的人民手裏。 

管理當局的目的是耍此等貿易公司最後接替羣島貿易 

公司，但在目前這些公司從羣島貿易公司方面購得它 

們大部份的貿易貨物，作爲羣島貿易公司與土著小零 

售商店之間的中間人。在赛班區有許多各色备種的小 

商號。 

視察團與羣島貿易公司職員討論後獲悉，此託管 

領土與東方各國尤其是日本的貿易日益增加；在所撿 

討的年度內，羣島貿易公司從日本買來的貨物値一七 

四，三七四‧七六美元。在這方面，視察圑說赛班高級 

參議會請願書(T/PET. I0/6)中有一段强調指出因爲 

美國結束許多軍事機關，他們在經濟上深感困難，並 

建議如杲必耍，赛班與日本的貿易可以採取物物交換 

的辦法。視察團建議管理當局考盧此事。 

理事會在其有關是項請願書的決議案三一八(八) 

之中提請請願人注意理事會有關經涛進展的各項建議 

(參閱上文第三節關於"一般情況"的建議)。 

土 地 

土著居民約佔有二四〇方英里的土地；管理當局 

約佔有四五0方英里，其中包括公地以及外人財產保 

管員管轄範圍內的土地。此等土地的範圉耍等到私人 

及圑fe所提出的許多尙待解決的賠償耍求得到結杲後 

方才可•Bl確定。管理當局的政策是凡以前屬於日本政 

府或其機關，或日本企業公司或日本國民的土地均視 

爲公地。任何業主，凡其土地以前爲日本政府或私人 

不給賠償而佔有，都耍得到賠償。凡過去祇得到一部 

分賠償的業主，現在耍依照公允的原則加以調整。凡 

私人土地現在爲了軍事目的而被徵用者，業主均得到 

賠償。凡在實際可行時,私人土地可以與公地交換。許 

多業主，其土地爲政府所佔有，或被軍事設施所破壊， 

現在都可以耕種政府土地。使用此種土地無須納費； 

如杲決定任何租金，此項租金可以在業主因其土地被 

政府佔有或被軍事設施破壞而應得的賠償金中扣除。 

管理當局正在積極重新編造土地簿i»,建立土地 

疆界，並分配公有土地。在下一年度預期可以解決更 

多的土地所有權的案件；但一般言之，這個問題還耍 

等到許多年後始能解決。 

土地問題的解決是此領土人民向視察圑所提出的 

次數最多的耍求。在許多請願書（T/PET. I0/ 2， T / 



P E T . 1 0 / 6及T / P E T . 10/7)中，他們正式請求解決他 

們的土地賠償問題，其中包括戰爭時期的土地損失，疆 

界的重勘，爲軍事佔領的土地的賠償,德國及日本政府 

强購或奪取的土地的賠償。私人土地因爲建立了軍事 

設施後便不適於耕種，其業主雖然得到許可證可以耕 

種政府土地，伹是他們亦有表示不滿者。此種許可證 

隨時可以撤銷；而居民要得到法律所有權以便種植樹 

木並建立永久農田。他們都希望民政當局所建議的使 

無地居民都得到土地的土地分配計割可•ËIL核准實施。 

視察團因爲重視這個土地賠償耍求的問題並因爲 

自戰爭結束以來已五年於茲，認爲此等賠償耍求應於 

合理的短期閭內加以解決；管理當局應當盡一切力量 

迅速解決此等問題，如果認爲目前的土地所有權法院 

的組織不足以迅速應付此項工作，便應加以磺大。 

視察圃建議託管理事會請管理當局將爲解決土著 

居民的土地問題並改善土地使用制度使人民確實得到 

絕對安全感而採取的一切措施隨時通知理事會。 

託管理事會鍫悉管理當局已指派地產權官員迅速 

解決固领土先後各個管理當局微用土地不給公允贻傻 

而引起的土地^價要求並促請管理當局儘速解決此等 

土地贻傻要求。 

理事會在其有關此等請願書的決議案三一四 

(八)、三一八(八)及三一九(八)之中提請請願人注意 

上述建議。 

磷睃磺 

帕勞羣島中的安加爾島上的磷酸礦現在正在盟阈 

最高統帥部監督下由日本政府開採輸往日本。在過去 

一年中共計開發磷酸鹽礦一三四，七四一英噸,値六七 

一，五七八•三一美元，工人共計四百零五名，其中以 

曰本人爲主。尙待開採的磷酸鹽礦已不很多。視察圑 

所知的數字是六〇〇，0〇0噸。 

理事會第五屆會鑒於美國商業公司雖曾於一九四 

六年建議安加爾磷酸礦產應儘速全部留供此領土內部 

使用，而向日本輸出全部估定磷酸噸額的辦法現仍在 

執行，對此頗爲關切；復鑒於除去每噸美金二角五分 

的礦權稅以外，此託管領土一無所得，卽使對磷酸加 

工稅亦無所霑潤，爱建議管理當局再行撿討此種辦法， 

並參照檢討情形，向理事會保證此領土及其居民的利 

益業已有保障。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盟國最高統帥部代 

表、高級專員代表、與安加爾人民若干代表締結一項 

協定，復於一九五〇年七月十六日締結一項補充協定， 

以變更開採磷礦的條件。此託管領土將徵收加工稅從 

價百分之十五，同時並徵收出礦稅每噸二美元，撥繳. 

一項信託基金作爲安加爾永久居民的用途。在根據開 

礦協定應收的最後礦權稅尙未收到以前，此項信託基 

金每年應撥出一五，〇〇〇美元，其中三分之二交給 

佔有要開礦的土地的部族，十五分之二交給安加爾縣 

政府,十五分之三交給並不佔有要開礦的土地的部族。 

此後，基金的收入便依此分配。新協定也規定聘請水 

利專家擔任監督的工作並規定塡補及墾植開過礦的土 

地。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向理事會第八屆會聲稱，一九 

五一年一月，信託基金結存計二一六，九四〇‧三二美 

元，對安加爾人民兩次常年付款共計三〇，oo〇美 

元。 

視察圑認爲新訂的磷礦協定很値得嘉許，希望立 

卽開始對安加爾人民付款。 

它還說一部分安加爾人民願意在磷礦工作，並認 

爲它們應當得到優先雇用權，在日本非熟練勞工現有 

合同满期時應由他們接替。 

椰子核 

椰子核的生產是此島的主耍經濟活動，約佔此託 

.管領土人民土產輸出貿易百分之八十五。椰子樹在戰 

爭期間受很大的損害，而且蟲害更大。犀牛甲蟲破壞 

了帕勞羣島上的大部分椰子樹；馬利安納椰子甲蟲在 

馬利安納羣島也造成類似情形。 

帕勞議會在其請願書(T/PET . IO/ 2 )中，請求實 

施管制並消滅犀牛甲蟲的方案。 

視察圑稱，雖然甲蟲的破壞尙未完全遏止，但是 

買克羅尼西亚昆蟲管制委員會在其管制此種以及其他 

害蟲的努力上已有令人與奢的成功。 

管理當局在其S於此項請願書所表示的意見中 

稱，自從一九四七年以來它就在以生物管制的方法撲 

滅犀牛甲蟲，並早在一九五〇年便開始實施一種衞生 

管制方案。帕勞人民對於這兩偭方案都很合作，並對 

其結果表示極大興趣(T/837)。 

理事會在其有關此項請願書的決議案三一四(八） 

中表示欣悉買克羅尼西亜昆蟲管制委員會的工作。 



在本年度內當局所付的椰子核價格 平均每噸八十 

美元。因世界椰子核價上漲，此領土椰子核價格於一 

九五〇年二月增加到每噸九十美元。依照管理當局特 

派代表對理事會第八屆會的聲明，此項價格從一九五 

0年七月起提高到一0 0美元，一;^一年一月起提 

高到一"^‧〇美元，一九五一年二月起提高到一三〇美 

元；以後當視世界巿價所許可的範圍或要求，在適當. 

計及穩定託管領土生產者所獲價格的規定隨時調整價 

格。由本地經營的船隻送交區域貨棧的椰子核每噸除 

原定價格外再付津贴二 *五〇至七*五〇美元；送交羣 

島貿易公司貨棧的椰子核每噸再付五美元。此外，羣 

島貿易公司對於所有轍出的椰子核須向此託管領土繳 

納加工稅百分之十五。 

理事會第五屆會鏖悉羣島貿易公司現行購買椰子 

核的辦法，建議管理當局經常檢討此種辦法，俾保證 

椰子核生產者獲得公平報酬，以保障其利签。 

土著人民在其向視察圑提出的一件請願書（T/ 

PET. 10/7)中請求提高椰子核價格。其他地方也有人 

對椰子核價格及扣除椰子核袋費用的辦法表示不滿。 

視察團認爲它所聽到的有關此事的許多不满的話 

是因爲土著人民不能了解眞實的經涛成本，這是可以 

同情的。它確信羣島貿易公司所付的實際的椰子核價 

格是根據世界市價減去實際經手辦理的費用，再減去 

向領土財庫所繳納的百分之十五的從價稅。但是由於 

此領土的椰子油或所產椰子核在美利堅合衆國境內銷 

售時每磅須納稅二分，因此此託管領土椰子核如不能 

覓取其他海外市場，卽須在美國減低價格出售，視察 

圑建議託管理事會請管理當局考盧廢止此稅並隨時撿 

討付給生產者的椰子核價格，務必使它與世界價格建 

立正當的關係。視察團認爲將來應利用椰子核價格上 

漲的機會廢止扣除椰子核袋費用的辦法並確定一種淨 

價格以便消除誤解的原由。 

管理當局提供有關此事的下列資科： 

"在本年度內，在美國太平洋口岸交貨的椰子 

核價格包括成本、保險、蓮轍等費用，每噸自一 

四〇美元至二一〇美元。將羣島貿易公司椰子核 

貿易帳項加以分析後，可知該公司椰子核貿易每 

一美元可以分爲下列各項： 

銷售價格 I0O.O分 

付 給 生 產 者 的 價 格 5 3 . 2 

銷售費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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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輸 費 用 ' ⋯ ⋯ 9.8 

行 政 費 用 7 - 3 

託 管 領 土 捐 稅 • 8.1 

椰子核價格穩定基金 

翻 潤 1 5 . 8 

100-0分 

"在上述期間內,椰子核價格穩定基金會從" 

九五〇年一月一日起才開始工作。假如它的工作 

包括上開全部期間，所繳款項便可比例加多。因 

爲世界椰子核價格好轉，送交羣島貿易公司各地 

貨棧的椰子核價格已從每噸八〇美元提高到九〇 

美元。" 

管理當局在其有關上述請願書所表示的意見之中 

又稱，所付的椰子核價格是根據世界價格，但它正在 

設法採取措施以便穩定劇烈镞落的價格，並將此種工 

作情形吿知生產者(T/837)。 

理事會在其有關此項請願書的決議案三一九(八） 

中表示鑒悉視察團與管託當局的意見，並請請願人注 

意理事會業已審查他們的請願書中所提出的問題並è 

將來#年審查領土情況時繼續審査此問題。 

漁業 

暗礁及礁湖魚足供當地所有的需耍，並且還有少 

量可以轍出。各島四周的海水魚將來可以發展成爲重 

耍的漁業，但是耍發展漁業需耍大量投資，多方面的 

研究，以及熟練漁民與海員的訓練。依照管理當局的 

意見，商業性漁業不發展的主要原因是土著居民缺乏 

興趣。管理當局對於爲了維持生活或爲了貿易而捕魚 

的土著居民都提供他們所需耍的船隻及配備。商業性 

捕魚在此領土並不重要；最大的公司就是赛班捕魚聯 

合公司，有三艘小船。目前，當局正在幫助赛班人民 

設置造冰及冷藏的便利去保存他ff3所捕的魚以便運往 

關島。管理當局的長期目標是要在某種條件之下發展 

以此領土鮪魚爲主要基礎的商業性漁業,使居民在最 

後得到最大的利益。 

理事會第五屆會敦促管理當局在許可境外漁業公 

司發展此託管領土海洋資源以前，再度探討能否和可 

否在管à當局自身協助之下發展漁業，使之成爲純粹 

土著事業。 

凡視察團所到之處，人民幾乎都請求協助建立深 

水漁業。帕勞人à在其請願書 (T/PET. I0/2)中正式 

請求聘請專家幫助籌#^水漁業。 



視察團並非不知道管理當局禁止日本人在此領土 

領水捕魚的理由，但是它所得到的印象是此種禁止實 

際上反而阻止深水漁業的發展，因爲日本（或沖繩島） 

似乎是供給此種漁業所需的熟練人員的唯一來源。曰 

本也是唯一有希望的鄰近市場；要將魚銷售到產魚已 

過剩的美國市場是不可能的，因爲距離很遠而費用太 

大；至於鼓勵美國或歐洲漁業公司前來此領土捕魚也 

是不可能的，因爲它們在近其市場的地點經營較爲經 

涛。因此，要發展此等可能性很大的資源便必須在東 

方、尤其在日本建立市場。 

它因此建議管理當局考盧(如杲在政治上行得通） 

解除關於日本參加漁業的禁令，同時必須保證此領土 

土著居民也能充分參加此種漁業。視察圑所以提出此 

項建議，因爲漁業似乎是此镇土將來確有發展可能的 

唯一重耍事業。視察圑也知道管理當局必須審愼監督 

此種漁業使土著人民的利益得到妥善的保護。 

託管理事會建議管理當局研究應以何種方法鼓勵 

居民從事於商業性的捕魚，促進他們有關漁業的訓缘 

並,助他們見得滿意的市埸。 

理事會在其有關此項請願書的決議案三一四(八) 

中請請願人注意理事會的建議，卽管理當局不妨聘請 

專家訓練並幫助此領土人民建立一種商業性的土著捕 

魚企業(參閱上文關於"一般情勢"的建議)。 

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一般情沈 

,克代表指出此領土經涛天然很窮，伹是認爲 

當局因此應當覓取各種方法去增加生產並建立穩定的 

經濟。他知道在本領土設置重工業是沒有辦法，但是 

認鶬管理當局應盡其最大力量去鼓勵、遇必時並扶植 

小工業的發展與擴張，例如特魯克及波納佩的肥鸟工 

廠，赛班的醬油廠及锯木廠等。 

他說許多請願書都要求一般的經涛發展。鑒於此 

領土資源的貧乏，他相信理事會應當表示希望管理當 

局研究此等請求，以便於必要時提出若干改善方法。 

阿根廷代表指出此領土接受管理當局的津貼；此 

種義舉使它獲刺不少。但是他耍問由於此镇土在財政 

上仰賴管理當局，它的自治或獨立的發展是否會因此 

過分遲緩或完全梗阻。他因此認爲此領土應逐漸發展 

它的財政獨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經涛方面並 

無任何進展；管理當局並未採取任何步驟以保證人民 

的經»進展。他指出土著居民的生活與過去相同，仍 

然是在勉强維持生活的原始經濟之下。 

伊拉克代表指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曾在馬 

利安納羣島北部建立製糖工業，但後來爲戰爭所破壞。 

他問是否可以將它恢復。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指出管理當局並 

未採取任何步驟去恢復馬利安納羣島北部的製糖工 

業；當局曾經對視察團說，在經涛上這是行不通的。他 

不能同意此項意見，他認爲管理當局應在此託管領土 

發展特別適合當地情況的工業(包括製糖業)。 

管理當局代表說關於是否可以恢復馬利安納北部 

糖業的問題曾經舉行過擴大的硏究，但是根據所得到 

的結論，在a常世界市場情況之下此項糖業不能生利。 

在目前，咖啡及可可生產的發展似乎較有希望。 

他又說當局現正以許多方法扶植經禅發展，例如 

增加椰子核生產，研眾並發展其他農產物以供轍出； 

鼓勵、指導、並協助居民去設置零售及批發公司與建立 

輕工業；供應小船及運輸的便利。當局還聘請許多科 

學家在此領土進行研究。 

伊拉克代表指出馬利安納北部似乎還有大片的良 

好土地可以作爲畜牧及種植之用，但是此等土地尙未 

經充分利用。他因此認爲理事會應建議管理當局設法 

提高此等土地的生產力。 

財政 

中國代表說當局已聘請經濟專家研究此領土人民 

的生活程度、工資7lC準、以及公允的賦税制度。他希望 

不久可以探取一種適宜的新稅，以代替不能令人满意 

的人頭稅。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指出此領土有人 

頭稅，但是沒有所得稅或財產稅。他認爲理事會應建議 

管理當局採取步驟去建立累進的所得稅制度，或至少 

建立相當顧及人民的財產及繳税能力的制度，以代替 

人頭稅。 

管理當局代表說他認爲在尙未找到一種適宜的代 

替稅以前應當保留人頭税。 

比利時代表指出，某種產物在美利堅合衆國境內 

繳納内地稅之後,輸入此託管領土便免除一切捐税。此 



種辦法似乎與憲章第七十六條的規定相牴觸。他希望 

管理當局在下次常年報吿書中提出有關此事的資料。 

法國代表提及視察團所表示的有關此領土財政改 

革的意見。但是他並不相信如視察圑報吿書所說，此 

等改革已很急迫。行政當局目前並無通貨膨脹的問題。 

他認爲這個問題需耍澈底的研究；財政改革問題不應 

當單獨審議，而應當與此領土經涛所需耍的改進措施 

合併審議。 

曰本货带、债券及郵政储蓄券 

伊拉克代表認爲管理當局並未正式宣吿負責收贖 

曰本貨幣，但是認爲這是有關少數貧苦人民生活的問 

題。而且此事所牽涉的數額很小，行政當局不應啻讓 

這個問題引起人民g於它的懷疑。因此他贊同視察圑 

的結論，卽應當勸吿管理當局重新以同情態度考盧這 

個問題，理事會應提出這樣的建議。 

法國代表建議管理當局不妨研究一種閭接償還的 

方法，例如讓人民利用償還的款項去認購合作肚或公 

司或工業發展機構的股稟。 

聯合王國代表說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雖然管 

理當局對於此事顯然沒有法律上的責任，但是它正在 

給以同情的考盧。 

管理當局代表說在覓取有關日本債券、郵政儲蓄 

券及貨幣的公允解決方法時必將顧及各代表所表示的 

意見。 

土地問题 

克代表指出當局業已委派處理土地所有權問 

題的官員去調查土地賠償耍求，以便作最後的解決。他 

認爲此等耍求應儘速解決，並同意視察圑的結論，卽 

爲達到此項目的，必耍時應擴大法院的組織。 

法蘭西代表建議在法律上尙未有所決定以前，當 

局應淮許提出賠償耍求的人進行短期的耕種。目前的 

許可方式不能鼓勵他們認眞耕種土地，因此應予廢止。 

他認爲當局應儘量避免以現金賠償；如杲必須以 

現金賠償，應利用此種現金去投資，藉以改進工業設 

施，或建立小工業。 

比利時代表希望若干非土荖人民對於戰前日本人 

在狭納佩區取得的土地所提出的賠償耍求，在最近將 

來可以得到滿意的解決。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認爲管理當局並 

不想將得自土著人民的土地交還土著人民。他說管理 

當局佔有四五〇方英里的土地，約等於全領土土地總 

面積百分之六十五，而土荖居民祇佔有二四〇方英 

里。管理當局而且尙在繼鑕其取得土著居民土地的政 

策。 

託管理事會應建議管理當局將得自土著居民的土 

地交還土荖ê民，今後不得再取得土著居民的土地。 

管理當局代表稱管理當局充分了解此領土的土地 

資源務須加以切實利用以促進居民的最大幸福與利 

â。他指出大家應當明白行政當局所保管的四五〇方 

英里土地大體上都是以前各個管理當局所取得的公 

地。它現在爲了居民的廨利加以保管。 

管理當局業已指派處理土地所有權問題的官員去 

迅速解決人民對於過去無償佔領的土地所提出的賠償 

耍求。此等官員有權宣吿有關土地所有權的判決；人 

民如不服判決，可以向對於土地所有權事項原有管轄 

權的區法院上訴。 

磷畋壙 

阿根廷說管理當局對於安加爾島上業已開探磷酸 

礦的土地如何復原的問題正在進行研究，他認爲管理 

當局應將W究的結果列入將來的常年報吿害中。 

漁業 

克代表認爲如果日本參加漁業的問題有條約 

加以規定，而且管理當局可以設法使土著居民免受剝 

削，則禁止日本參加漁業的命令應予撤銷。 

泰國代表大體上贊同伊拉克代表的意見，但是說 

如杲日本參加後將造成一種日本企業，他就不贊同讓 

曰本參加。他認爲應當雇用日本人擔任專家及敎師去 

訓練土著居民並建立一種土著企業。此種事項無須用 

條約去規定。 

特派代表說根據與盟軍駐日最高統帥部所締結的 

協定，管理當局許可日本漁船隊進入此託管領土四週 

海面捕魚，往南可以到赤道線，伹是不淮進入此託管 

領土領、及其島嶼、各珊瑚島或乾礁區域。過去和現 

在已有三、四隊日本商業漁船在上面所稱的廣大洋面 

捕魚。但是管理當局認爲目前尙不宜准可日本人以此 

託管領土島嶼海岸爲根據地去建立日本的捕魚企業。 



肆.社會進展 

領土概沉及理事會所通過之A議 

一般情沉 

管理當局說此領土社會情況的改善是建立在它所 

繼續擴張的發展自治、經濟自給自足、醫藥看護、及 

敎育諸種方案之上。此等方案與土著社會制度共同提 

供爲社會福利與社會安全所*^^需的保障。 

派在領土總辦事處工作的一位人類學專家連同隸 

屬於各個民政單位的五名人類學家正在繼鑌檢討此領 

土的基本社會風俗與情況。人類學家向各區直接負責 

人民社會福利的民政官及輻利專員提供意見。 

管理當局指出除了人類皐家的工作外，它還以其 

他方式給社會問題以技術性的注意，例如對於馬歇爾 

羣島中的阿,珊瑚島加以全面的生活狀態調查，以便 

斷定一個典型的珊瑚島可以維持多少人民的生活。 

管理當局認爲此託管領土社會服務的工作顯然無 

須再事擴大，因爲社會安全問題已由人民自己解決； 

根據調査的結果，行政當局沒有什麼理由去參加這一 

方面的工作或擬訂改善的計劃。 

勞工問题 

由於此領土的謀生經涛，除少數人外幾乎一切人 

民都從事於農業及漁業。受人展用以工資爲生的人還 

不到二千人。除了少數人移至關島以外，土著居民中 

間還沒有離開領土出外謀生的。 

視察團在帕勞接獲一項請願書（T / P E T . l o / 2)， 

請求讓此託管領土失業居民前往缺乏勞工的關島及沖 

繩島由當地駐軍訂約雇用。 

管理當局在其有關此項請願書的意見中稱，帕勞 

以及此託管镇土其他居民到領土境外謀生的問題正在 

研究中（T/837)。 

理事會在其有關此項請願書的決議案三一四(八) 

中建議管理當局進一步研討帕勞人民前往領土境外, 

尤其往關島，謀生的問題。 

择女地位 

婦女雖然有與男子同等的投累權，並經管理當局 

鼓勵去參力II民主政治的過程，但通常她們並不積極參 

加政治。可是帕勞議會現在有兩名女議員。婦女都熱 

烈要求考選及受訓的機會以便參加政府方面的看護及 

敎師的工作。 

理事會第七屆會欣悉帕勞已選出兩名婦女參加其 

議會，希望管理當局鼓勵此領土婦女更踴躍地參加領 

土事務的討論與管理。 

管理當局稱，它鼓勵婦女參加地方事務的管理,並 

指出婦女對於此種參加的耍求已日益增進。 

人口移動 

必基尼人民現在已安居在基利島。基利縣長吿視 

察團說，目前人民的經濟與必基尼的傳統經涛不同， 

不足以使他們繳納本縣捐稅、支付醫藥費用和敎師的 

薪俸，因此爲了支付此等費用，他們尙需耍更多的援 

助。 

視察圑認爲基利人民由於他們願意與管理當局合 

作，-放棄他們原住的珊瑚島，所£i才遭遇到目前的困 

苦；因此他們應由行政當局予以特別照顧。他們應當 

得到現在所接受的協助；而且爲了使他們能够滿意的 

偸快的適應當前的新環境起見，他們也應當得到可能 

是必需的其他的協助。 

管理當局在經過調査後認爲目前人民的不安情形 

是因爲他們想推翻馬歇爾人相沿已久的有關土地所有 

權及使用的風俗。它認爲此種問題是從人民的社會組 

織內部發生的，所以應當由有關土荖團體在行政當局 

協助之下加以'調整。對於此種情形的發展，管理當局 

將加以很審愼的注意。 

生活程度 

此領土迄未舉行生活費調查或生活指數或家庭生 

活的研究。管理當局認爲此種研究不能實行，因爲此 

領土尙未達到貨幣經獰的階段。 

此領土各地的生活程度彼此不同；管理當局說生 

活程度跟着敎育、衞生、及經濟方面的發展而改善。 

理事會第五屆會稱此镇土生话水準仍較戰前爲 

低，建議管理當局採取可行的步驟提高生活7JC準。 

管理當局指出敎育及衞生水準已勝過戰前的情 

形。接近日本中心的地區，因爲直接仰賴貨幣經涛，所 

以生活水準仍然較戰前爲低，伹是邊遠島嶼的情形至 

少已達到戰前的水準。管理當局認爲固然在日本所控 

制的經涛之下，土著人民得到更多的有給職業的機會， 

並銷售更多的地方產物，但是目前土著人民享受更大 

的自由，並且現在已沒有很多的外來人享用大部分地 

方資源0 



管瑾営局特派代表對理事會第八屆會說，一位有 

資格的經濟舉家正在研究此領土的生活7JC準。(參閱上 

文第三節"一般情況"。） 

視察圑指出在戰爭期間以及戰後由於美國武裝部 

隊的佔領，土荖人民的生活7lC準曾發生良好的變化，尤 

其是在雇用職業、復興及礪利方案、營房建築、公路 

建築、以及醫藥看護方面。土著人民自從與美國人接 

觸後已發生新的要求，並期望得到較過去更高的生活 

水準。 

營養問题 

島民的食物以魚、芋、甜薯、薯蕷、澱粉植物、麵 

包杲、椰子、及玉蜀黍爲主，間或也有鷄、鮮豬肉、或 

牛肉、以及轍入物品如罐頭牛乳、罐頭肉、魚、麵粉、 

豬油、及糖。以副食品供應學校兒童的方案業已開始。 

美國醫藥撿査船，U.S.S. Whidbey在此領土進 

行醫藥檢査時，同時也撿查營養水準；在去年所撿查 

的一一，〇九一人民之中祗有一四〇人患營養不良。 

託管理事會第七屆會在其有關改進各託管領土人 

民營養的決議案三〇〇(七)中請各管理當局與聯合國 

各專門機關以及有資格的科學圑體合作，耱續研討是 

否可能利用並擴大最近的科學方法以改進各託管領土 

人民的營養水準。 

特派代表S理事會第八屆會說，一位有資格的食 

物及營養專家正在調査居民的飮食習慣及營養情況。 

此項調査計劃包括兩個典型的島嶼,一是高的火山島， 

另一是低的珊瑚島。從此項研究之中，管理當局可以 

取得爲推動改進營養，尤其是兒童營養的方案所必需 

的 » 。 

房舍 

本年度内此領土並未制訂有關房舍或狨市設計的 

法律。但是行政當局指出，房舍情況在繼續改善中。 

它建議適合於當地氣候的建築，並於必耍時，常常提 

供物質的協助。 

在人口較爲稠密的區域，人民正在逐漸以骨架及 

波狀鎩板建造西式小住宅以代替茅屋，伹是因爲缺乏 

材料，此等較爲適合的住宅的建築已受到障礙。 

Ebeyc島上模範村正在建築中，其中有住宅及公 

共建築物，供在夸嘉林島上工作的馬歇爾人之用。 

公共衛生 

公共衞生的一般目標是要控制可以預防的疾病並 

提高衞生水準。雖然這是一個長期的方案，但是管理 

當局感到根據每年所完成的工作，此等目標的實現將 

比原來所認爲可能的期閬爲早。 

在所撿討的年度內非土荖醫務人員共計五十二 

名，其中醫師十四名，牙醫七名。此镇土醫務部所雇 

用的買克羅尼西亞人共計二五九人，其中有醫師、牙 

醫師、及醫藥助理十一名。 

訓練醫科及牙科助理的學校以前都設在關島，伹 

是這些學校最近都已結束；其中學生都已遷往斐濟羣 

島中蘇S島上的中央醫科學校。在所檢討的年度內， 

醫科助理學校有學生三十八名，牙科助理學校有二十 

五名，仍然設在關島的看護學校有學生四十三名。醫 

科及牙科助理學校須耍四年畢業；看護學校須要三年 

畢業。 

關島紀念醫院醫治特別或困難病症；提尼昂痲瘋 

療養院的設備可以供一百名痲瘋病人之用。除了此等 

機關以及在此領土內工作的醫療船之外，還有五0診 

療所及三個診療分所，都有病人住院的設備，其他九 

十四個診療分所只是治病，但並無住院設備。 

醫藥撿査船U . S . S . Whidbey往返於各島之間， 

皋行此領土的衞生檢査；截至"^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 

爲止，被撿查的人民約有二三，〇0〇人。北部馬利安 

納、西部卡羅林以及馬歇爾羣島一部分均已撿査完畢； 

此領土其他部分的檢查將於一九五一年完成。在過去 

一年中，有二十六個島喚被檢查，共舉行體格檢查一 

一，〇九一次。 

視察圑特別感到此領土對於公共衞生的注意。它 

指出因爲管理當局毫不躊躇撥出巨款——每年本項目 

款額超過預算中任何其他項目——提供必耍的醫藥, 

設備，所以此領土最急迫問題之一的解決已有很好的 

進展。它認爲醫藥撿查船U.S.S. Whidbey的設施， 

行政機關在各區中心所設的診療所以及在提尼昂島新 

設的痲瘋療養院提供了最現代的診斷及治療。 

視察團斷言管理當局的衞生方案顯然已博得人民 

的信任與贊同，因爲除了在特魯克以外，它並未在任 

何其他地方接獲有關衞生的請求。在特魯克雖然人民 

對於診療所以及一般診療勞務也表示感激，但是他們 

還請求另設一所醫院專醫治肺病。視察圑認爲公共衞 

生事務處充分明白此镇土人民的需耍；它最有資格去 



判斷在公共衞生方面何者是應做的事以及何處應有新 

的醫藥設施。它認爲公共衞生事務處的優越成績應予 

讚揚。 

理事會第七屆會稱讚管理當局在公共衛生方面的 

長足進展，並認爲管理當局在體格檢査中所得到的統 

計資料具有很大價値。 

禁酒 

視察圑接獲帕勞婦女二六四名所提出的請願書一 

件,請求在帕勞禁止醸造含有酒精的飮料(T/PET* 10/ 

3
)。管理當局吿視察圑說，爲家用及通常宴會之用去 

醸造Saki酒精飮料是許可的，'伹是爲銷售而醸造是禁 

止的。它也獲悉每個縣政府有權絕對禁止Saki的醸造。 

視察團建議在對請願人的答覆中，應指出帕勞每 

個縣政府有權處理請願書所提出的事項。 

管理當局在其所表示的有關此項請願書的意見中 

(r/837)稱，它並不認爲帕勞地方銷用酒精飮料的問 

題較領土其他地方更爲嚴重。各區均有法令禁止過度 

飮酒；禁酒問題應當由各個縣政府在當地決定。 

理事會在其有關此項請願誊的決議案三一五(八） 

中提請請願人注意管理當局及視察團的意見，尤其耍 

注意帕勞每個縣政府有權禁止釀造酒精飮料的事實， 

帕勞婦女可以向各個縣政府表示她們的意見。 

日本阖民的入境 

移民入境必須先得到高級專員的特別許可。此領 

土管制移民入境的法律對於聯合國所有會員國一律平 

等適用，美利堅合衆國也包括在内。 

視察圑在帕勞接獲一項請願書(T/PET. 10/2)，請 

求許可與土著居民有婚姻關係的日本國民重新入境， 

但是以他們放棄日本公民籍爲條件。 

視察團建議請管理當局提具有關此事的報吿書 

(同時報明此等案件件數），俾理事會可以考盧對請願 

人的答覆。 

管理當局在其所表示的有關此項請願書的意見中 

稱，依照目前的政策，日本國民不得以居民身份進入 

此託管領土。伹是當局儘量讓遣返回籍的日本人留在 

此領土的家屬前往日本圑聚(T/8 37)。 

理事會在其有關此項請願書的決議案三一四(八） 

之中請管理當局在其下一年度報吿書中列入有關日本 

國民回返此領土與其家屬團聚的資科，並報明此等案 

件件數。 

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一般情iJL 

蘇維埃社會主義*和國聯邦代表指出管理當局並 

未採取任何措施去幫助此領土土荖居民的社會進展， 

也沒有採取此種措施的計劃。他還說此領土有種族歧 

視的現象。爲證明此點起見，他說美籍敎師所得到的 

薪俸比土著敎師大二十一倍。因此他認爲理事會應建 

議管理當，廢止種族歧視。 

管理食局代表說工資的差異並不表示種族歧視， 

是由於扭稗上的必耍。非土著人員工資較高是因爲 

資格的不同，而且爲了吸引有資格的外界人士來到領 

土服務，他們的報酬必須以他們本國的工資爲根據。 

勞工 

中國^表表示理事會將熱烈贊同國際勞工組織公 

約及早在Jjfc領土實施。 

蘇維^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稱，土著工人並 

無瓧會保瞼，例如磷礦工人便是如此。而且根據管理 

當局所提,的數字，磷礦工業中高級熟練工人每月工 

資只有二+八美元，不熟棘工人每月只有十四'四〇 

美元，或如年一七二.八0美元。但在另一方面說，因 

爲剝削一 à工人所得到的利潤每年約有一，四八六美 

元。因此；磷礦工業工人受到很殘酷的剝削；他們的 

工資使他，3和他們的家屬只能過一種半飢餓的生活。 

管理赏局代表說，可以作爲社會艉利用途的基金 

已用來應付當地急迫的社會需耍；在高度工業化社會 

中，此等i金本來應當作爲社會保險之用。就工資而 

言.，該區域工資與其生活費用是互相關連的。 

人 a 移 動 

伊拉:^代表指出從必基尼珊瑚島移出的居民似乎 

尙未能適É他們的新居住地。他贊同視察圑的結論，卽 

此等人民#當得到特別的照顧；雖然他們已從行政當 

局方面得幫助，此事殊可嘉許，但是在他們尙未能 

充分適應f們的新環境以前，應當得到更多的幫助。他 

認爲理事i應當提出此種建議。 

紐西i代表同意必基尼人民應當得到幫助，但是 

並不認爲理事會應當正式提出這樣的建議,因爲照他 

的意見，管理當局目前已在儘量幫助他們。如杲在幾 



年之後，這些人民仍然感到不滿，那時理事會可以建 

議。而且這些人民現在正在想適應新環境；假定理事 

會耍建議更多的協助，那也許會鼓勵他ire滅低他們原 

來可能有的自力更生的精神。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管理當局爲 

其一己刺益所驅使，將某幾個島的人民遣往他處，並 

不關切他們的前途，也不擔保在他們的新居住地建立 

適當的環境。他指出管理當局迫使必基尼人民離開他 

們的島,以便利用這個島喚作原子彈弒驗；多年以來， 

他們常從一個島遷往另一島。 

管理當局代表說必基尼人民應當得到特別的照 

顧，而且現在已經得到。管理當局供應他們以勞力與 

物資去建造新的住宅以及其他房舍，並供應食物及種 

籽，幫助他們適應新環境。一位人類學家也已研究他 

們的情形。他說有些代表已經指出採取任何足以減低 

或妨礙必基尼人民自力更生的精神的行動是危險的； 

他希望理事會同意此種意見。 

公共衛生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認爲此領土醫務 

工作組織不良，理事會應當建議管理當局增加衞生工 

作的津貼。 

飲酒問题 

伊拉克代表認爲行政當局限制此領土人民飮酒的 

政策是得當的。 

伍.敎育進展 

託管领土概沉及理事會所通過之建議 

-mm 

管理當局認爲此託管領土一政治、司法、經涛及肚 

會各方案的成功仰賴人民敎育的進展。因此，它的敎 

育目標是使這些居民了解此等方案的價値，取得爲參 

加此等方案所必需的技術，以及將來要全部負責指導 

此等方案所必要的知識。 

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此託管領土已造成一種免費 

公立學校制度。學齢兒童之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已在 

此等學校註冊；實際上課人數約佔註册人數百分之九 

十五。敎育部設在夏威夷的高級專員公署；它對於此 

等學校的行政行使全面的監督。镇土内各區以及雅浦 

島均各另設一名敎育專員直接對民政官負責。 

關島及託管領土敎育問題諮詢委員會向敎育部提 

供有關敎育事項的意見。這偭委員會由夏威夷敎育家 

組成。它就公共敎育與敎育行政的專門及技術部門提 

具建議，檢討各種方案的進展並甄選應徵的敎師。 

視察圑對於行政當局的敎育目標以及目前已有的 

成就得到良好的印象。6認爲敎育的主耍目的是耍應 

付人民的需耍，值是就此等需要而言，此託管領土的 

資源及其限度是不能忽視的。敎育設施的擴張必須與 

當地情況及人民相適應。 

視察圑提請注意目前敎育方案的種種障礙。統一 

語文以及各種買克羅尼西亜語文的講授需耍語文的研 

究、敎本的翻譯以及敎材的繼績發展,二者目前正在行 

政當局推動之中。雖然講授方法已在改善擴大之中，目 

前語文方面的障礙恐將繼績相當期間。視察國也à出 

受過充分訓練的敎師人紫不敷所需，同時領土人口大 

都稀少分散，因此，耍維持一個具備各學級的初等 

學校制度頗感困難。許多地方社區對於支付初等學校 

敎師的薪俸很感拮据；耍此等社區去支持中等及高等 

學校顯然不切實際。行政當局了繼績提供財政協助 

餅別無他法。 

此領土圃書館裉少；只有各個中級學校以及太平 

洋羣島師資訓練學校設有圃書館。當局現因款項有了 

着落，復因人民的敎育進展使他們能够利用圃書館，所 

以已經擴充了圃書館的設備。當局最近並指派阖書館 

監督一人去組織並發展此領土的敎育圆書館制度。 

託管理事會對於管理當局在所撿討的期間内在教 

育方面的進展以及待魯克太平洋華島師資》||缘學校的 

擴充表示嘉許；希望兹校不久可以訓練足夠的合格教 

師以解決目前教師缺乏的問题；鍫悉此领土,書館正 

在增設與擴充之中，並業已委派阖書餚監督一人。 

教育經费 

此領土 一九五0財政年度公共敎育經費計三七 

六，五二〇美元,相當美國以及此託管領土財庫所撥全 

部款項百分之二十九。除此等款項外，此領土還正在 

利用大量戰時剩餘物資。所有公共學校的一切設施與 

物資均供此託管領土人民免費使用。過去一年，六個 

中級學校以及師資訓練學校中的許多學生及夏威夷大 

學學生一名均得到獎學金，此項支出共計八五,九三四 

美元0 



初等敖育 

在此領土各地每個主耍人口中心或村鎮都設有初 

等學校，由土著人民擔任敎師。現擬使此等學校最後 

一律提供六年敎程。在所檢討的年度內，它們的課程 

接近五年敎程的耍求。 

在一九四九至五〇年間，公立學校系統之中有一 

百三十所初等學梭，敎師二二一人，學生總計六，七一 

五人。除公立初等學校外,還有十四所敎會初等學校， 

其中敎師計六十三人，學生一，四三九人。 

視察圑指出，若干初等學校敎師所操的英語尙須 

大大改進;同時它也想到此領土英語的講授只有三年， 

在若干地方還不到三年。視察團還說，初等學校方面 

敎授方案彼此差別裉大；它感到這是因爲許多學校都 

在偏僻地區,.因此難以監督，同時村鎮初等舉校敎師 

的薪俸都由當地縣政府支付。 

中級教育 

在各個行政區域中心及雅浦，所設的中級學校共 

計六所，其中均提供三年敎程。中級學校學生共計六 

二六人，其中女生九十四人，土著敎師二十二人，美 

籍敎師二十四人。 

在每一學期的開學及結束時，此等學校學生的交 

通由管理當局供給；中級學校學生之中有五六五名得 

到獎學金，包括生活費用以及其他零星開支，還有六 

十名是自費。 

中級學梭敎程分爲二科，學生可選擇其一：（一） 

使初等學梭畢業生及其他學生接受有關特別適合於本 

蓖域需要的科目的終期敎育，包括師資訓練；或（二） 

使要求接受高等敎育的學生得到專P3敎育的準備。 

理事會第五屆會建議管理當局考盧可否在此領土 

設置中等學校以應付逐漸增加的需要。 

在這方面，管理當局提及特魯克太平洋羣島師資 

訓練學校所提供的高深專門敎育(參閲下文"敎師及敎 

師訓練"以及"職業訓铼")並提及在關島所設的醫科及 

牙科助理學梭及看護學校（參閱上文第四節"公共衞 

生"）。 

在帕勞議會提交視察團的請顦害(T/PET.ro/2) 

中,帕勞AS指出目前的敎育範圍只限於訓練"醫生"、 

護士、通訊專家、以及學梭敎師等，他們請求當局增 

添設施以便提供合乎高等學校或大學水準的政府行 

政、經裨及法律的訓練，並指擀充足款項以達到此項 

目的，務期畢業生都才識豊富以便改進領土的生活水 

準。 

視察團建議託管理事會表示鑒悉請願人對於高等 

敎育的要求以及管理當局正在採取步驟使此領土得到 

與其目前及將來發展可能性相符合的敎育設施。 

管理當局在其所表示的有關此項請願書的意見中 

稱，它早已感到此領土有擴充舉校課程的必耍，並正 

在設法擴充，相信它有充足的款項去實現此項目標 

( T /837)。 

理事會在其有關此項請願書的決議案三一四(八) 

中表示鑒悉請願人對於高等敎育的要求以及管理當^ 

的聲明，卽它正在採取步驟使此領土得到與其目前及 

將來發展可能性相符合的敎育設施。 

島等教育 

除了特魯克的太平洋羣島>師資訓練學校、關島的 

護士學校、以及斐涛羣島中蘇S的爲訓練醫科及牙科 

學生的中央醫科學校之外，此領土鄰近區域並無高等 

敎育設施以供人民的需耍。凡符合美國各大學入學資 

格的學生可以得到管理當局、各大學以及私人方面所 

供給的獎搴金。 

理事會第五屆會鑒悉管理當局現正派遣有希望的 

土著學生前往夏威夷及美利堅合衆國受高等敎育，並 

促其繼鑕辦理此事。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對理事會第八屆會說，此託管 

領土有三十八名學生在關島各中等舉校求學，有一名 

在美國一所中等舉校求舉。十一名學生在大學求學,其 

中五名在菲律賓，兩名在夏威夷，三名在美國。 

視察圑指出此領土目前尙沒有學生可以在境內或 

境外受高等敎育，因爲在求深造以前他們必須先得到 

適當的初等及中等敎育，而領土內此等敎育設施尙嫌 

不足。照視察團的意見，這是日本統治時期所遺留下 

來的問題，只有得到土著人民的合作始可在適當期間 

內解決。 

師資及師資訓缘 

在所檢討的年度內敎師總計三三八人；其中二七 

一人是土著居民。 

除了各中級學校所提供的師資訓練外，特魯克 

太平洋羣島師資訓練學校設兩年半的師資訓練敎程； 

在所檢討的年度內，此镇土有六十九名學生在該校註 



Mo太平洋羣島師資訓練學校第二期署期班在一九五 

〇年六月開學，有八十三名敎師入學進修。 

在一九四九年暑期班期間，成立了買克羅尼西亜 

敎育協會以提高敎師的職業地位並輔助敎育方案的進 

行。敎育人員有半數以上都參加這個協會。 

視察圑指出受過適當訓練的敎師還裉缺乏。因爲 

需耍敎師非常多，目前師資訓練學校所有高級學生,不 

論其學業成績如何，都准予畢業；他們知道如杲一部 

分高級學生不得畢業，若干學校便不得不繼續聘請更 

低劣的敎師。 

初等學校敎師的薪俸由备縣縣政府負擔。在赛班 

高級參議會向視察圑所提的請願書(T/PÉT. 10/6)中， 

請願人指出將來陸軍及海軍停止雇用或將其雇用人數 

滅至最低限度時，他們的金â收入大部分便從此中斷， 

因此他們便不能負擔Chalan Kauoa學校敎師的薪俸。 

他們想知道視察圑是否ES爲初等敎育應由.託管領土負 

擔，而不由地方社蘧負擔。 

視察圑獲悉目前赛班敎師最低的薪俸每月有七十 

五美元，超過同等地位居民的收入。它聽說他們打算 

在軍部人員離去後卽將此項薪俸減至五十元，以便減 

低一般的生活費用。 

視察團指出管理當局充分明瞭目前的敎育設施必 

須維持,，但地方在美國軍部人員離去後，收入來 

源將減低，他們在籌集必要的款項時，勢必感到困難。 

理事會在其有關此項請願書的決議案3—八(八) 

中對於請願人因不知他們將來有無財力負搪初等學校 

敎師的薪俸而感覺的憂盧，表示同情；了解管理當局 

的政策是耍在敎育方面發展當地人民的責任感以及自 

力m生的精神，伹同時仍然提供款項解決他們財政上 

的困難；建議管理當局繼績其在必要時幫助务縣縣政 

府應付初等敎育費用的政策，並依照此種政策將赛班 

情形經常加以審愼的撿討。 

職業訓缘 

以前各節曾提及師資訓練以及公买衞生人員訓練 

的設施。一九四九年在特魯克設置一個電訊學校，訓 

練土著無線電管理員，三年卒業；在所檢討的年度內 

在這個學校註冊的學生有二十九名。 

其他職業的訓練探取學徒制度。此種制度造成司 

機、機械師、電機師、冰箱修理員，嚙蟲及虽蟲控制 

人員、堆棧人員、碼頭卸貨人、築路工人及油漆工人。 

其他視其性質所近經選拔接受農業及基本商業程_序方 

面的敎育。 

赛班高級參議會在向視察團所提的請願書（T/ 

PET.IO/6)中表示它們希望此託管領土的技術訓練可 

以繼續並擴大，以便包括農業方面以及其他必耍職業 

方面的更多的訓練，例如海員及航行、工程及醫科等。 

高級參議會相信此等方面的訓練可以鬵助建設一個健 

'全的經涛並幫助人民負擔自治的責任。 

除了此項請願書外，視察團還看到人民提出的許 

多有關特種職業訓練的請求，例如農業、深水漁業、及 

技術訓練。在考察領土生活情況之後，視察圑確信在 

不妨礙合格人民得到較高敎育的條件下，此領土確實 

需耍特別注重此等職業訓練,並認爲在對此領土可能 

提供的新的敎育設施之中，此種訓練應佔據重耍地位。 

理事會在其有關此項請願書的決議案三一八(八) 

中表示鑒悉請願人要求繼績並擴充此à適當的敎育制 

度，以便包栝技術訓練，特表同並建議管理當局 

依照此領土人民的需耍增加其對於職業訓練的重視。 

文盲 

根據一九五〇年三月對文肓問題的研究，文盲人 

數平均佔全人口百分之二五‧ 一。旣然文盲百分比很诋 

而且在遂漸下降中，管理當局認爲目前的敎育方案可 

以解決這個問題。 

利用無線電廣播推進民衆教育 

在特魯克、夸嘉林、及赛班都已建立無線電廣播; 

此等電臺都廣播專爲土著人民收聽的節目。 

理事會第七屆會建議管理當局考盧可否更普遍地 

利用無線電廣播從事民衆敎育。 

管理當局聲稱利用無線電廣播的主耍問題是缺乏 

電力，而乾電池在潮濕氣候中代價很高，毒命亦很短。 

在沒有發展出經常不斷的電力以前，土著人民之中只 

有很小的百分比可以利用無線電廣播。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對理事會第八届會聲稱，當語 

言的分歧問題業已解決而英語在此領土各地更爲普遍 

的使用時，管理當局將進一步考盧以無線電爲敎育;n 

具的問題。 

土著藝術及文化 

管理當局聲稱它在積極鼓勵保存土著昔樂、跳舞、 

民歌、藝術及手工蕤。在所撿討的年度內,從各個區域 



來的許多土著人士與敎育部合作並提供材料編製兩大 

卷買克羅尼西亜故事。 

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一舣情X 

蘇維埃肚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稱，管理當局並 

未採取必耍措施云發展敎育。他指出雖然某幾個區域 

的人口已有增加，而學校與學生的數目反見下降。舉 

例言之，根據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常年報吿，特魯克 

區域人口爲一四,三〇六人，學校四十三所，敎師六十 

四名，學生三，一七六人。但是根據一九四九至一九五 

〇年報吿書，人口增加到一五，六一七人，而學校反而 

減少至四十所，敎師滅至五十九名，學生滅至二，一二 

八人。在波納佩區，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期間，敎 

師有六十人，學生有一，九四六人,但是在一九四九至 

一九五〇年期間，敎師人數滅至四十二名，學生滅至 

一，三五〇人。從視察圑的報吿書上可以看出，任何土 

著居民都沒有得到充分的初等及中等敎育，因爲據報 

告書耩，在土著居民能够接受較高的訓練以前，必、'須 

先得到一種適當的中級敎育的訓練，而目前並無土著 

學生可以在領土境內或境外接受較高的敎育。理事會 

因此應當建議管理食局增加預算經費以解決敎育以及 

其他文化方面的需耍。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在解釋時稱，就敎育統計數字 

而言，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報吿書中的學生數字包 

括成年及敎會學校學生，學校數目之中也包括敎會學 

校。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報吿書中，敎會學校已 

分別列出；並且在同一期間，成年學生人數也大量減 

少。學生人數減少的另一原因是從一九四八年起依照 

敎育問題諮詢委員會的建議，學齢不從六歲開始而從 

八歲開始。 

管理當局代表稱，除了學習醫科、牙科及看護的 

學生El外，至少現在還有五十名學生在託管領土境外 

受高等敎育，足證此領土初等及中等敎育確有進展。 

,克代表指出，此領土圃書館太少，但是說當 

局現因款項巳有着落，正在增加新圃書館，癀充已有的 

圖書館，並指派圃書館監督一人，這實在令人典奮。 

聯合王國代表指出，在所撿討的期間內，敎育事 

業的支出在美國所撥款項及此託管領土所收款項總數 

之中佔百分之二十九。此外，很多的戰時剩餘物資也 

免費供領土使用。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認爲管理當局並 

未撥出必要的最低限額的款項作爲獎學金使土著學生 

往海外學術機關深造。 

師資及師資训缘 

伊拉克及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認爲當局應密切注 

意此領土缺乏受過充分訓練的師資的問題，並希望此 

種缺乏現象可以儘速補救。 

管理當局代表稱太平洋羣島師資訓練學校的努力 

已曰漸解決合格敎師的缺乏問題。 

土著藝術及文化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認爲管理當局並 

未採取任何措施去發展土著居民語言或民族文化， 

並指出學校內對於土著語文的講授在第五年鈹便停 

止，那時學生祗有十二歲。而且，師資訓 

程中，並未列有土著語文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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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託管理事會業已依照憲章第八十三條及安全理事 

會一九四九年三月七日第四一五次會議通過之決議 

案與本理事會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決議案四十六 

(四)之規定，代表安全理事會執行聯合國在國際託管 

制度下所搛任的有關指定爲戰略防區的太平洋島嶼託 

管領土居民政治、經獰、社會及敎育進展的職務。 

第壹編 

託管理事會關於此託管領土之工作 

常年叙告害之審査 

美利堅合衆國政府所提至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 

爲止年度太平洋島嶼託管領土管理情形報吿書2Q於一 

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遞交託管理事會各理事，並 

經列入第十屆會議程。 

奉IS爲管理當局特派代表的該託管領土高級專員 

M r . Elbert D . Thomas於第四〇三次、第四〇四次及 

第四0五次會議時回答理事會各理事口頭提出的問 

題。 

理事會在其第四0五次、第四0六次及第四〇七 

次會議曾舉行一般討論，以期對報吿書：]^領土情況達 

2"美國遒照聯合國憲聿第八十八 f t向«t合國所提有翻一九五0年 

七月̶日至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太平洋島«託管铒土慷ffis之報 

吿 » (海軍部，(OPNAV P 2 2 - 1 0 0 - M )華盛頓，̶九« ¦秘 

寄長以文件T/950遞交託管理事食0 

成結論及建議，並指派比利時、多明尼加共和國、伊 

拉克及紐西蘭代表組成起草委員會，起草託管理事會 

致安全理事會報吿書中有關太平洋島嶼託管領土情況 

的部分。 

起草委員會所擬報吿書草案（T/L.253)經理事 

會於第四一〇次會議予以審議及提付表決，並由理事 

會一九五二年四月一日第四一一次會議連同經過修正 

之各理事個別意見(T/L.264)̶併通過，作爲本報吿 

書之第二編。 

請願書 

自從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上次報吿書21以後，沒有 

收到過此託管領土送來的報吿書。 

視察團 

自從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上次報吿書"以後，沒有 

派過視察團前往此託管領土。 

託管领土衮村經涛發展委員會 

託管理事會已依據大會決議案四三八(五)^置託 

管領土農村經獰發展委員會（決議案三〇五(八)）負 

責，除其他各事外，"就託管領土内土地、土地利用、 

土地轉讓之現行政策、法律及習'ft等項，加以研究"。 

該委員會現正審議太平洋島嶼託管領土所遞送的關於 

這方面的情報。託管理事會於第九屆會時閱悉該委員 

會之臨時報告書。22 

第武編 

託管領土情況 

壹.一般情況 

领土概及理事會所通遢之建議 

理事會第十屆會曾比較詳細的撿討太平洋島嶼的 

情況。理事會所認爲必須提出的各種意見及建議均已 

載入本報告睿的有關各節。 

理事會於一九3£r:年四月一日第四一 一次會議決 

定，在原則上，於向大會及安全理事會提出的關於è何 

託管領土的報吿書的總論部分內,不應載列一般意見。 

"參閱上述文件S/2069。 
2 2
託管理事會正式《a錄，紫九届會，附件,鷉程g(目十一，文 

件T/926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