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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合 國 

安 全 種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二年 第九十二號 

第二百零六次會議 

̶亢四士年十月一a星期三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英聯王國） 

出席者：下列各圃代表：澳大利亞、比 

利時、巴西、中圃、哥侖比亞、法蘭西、波 

蘭、敍利亞、蘇維埃ffit會主義共和圃聯盟、英 

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三六九.臨時議程(文件 

S/Agenda/206) 

- . 通 過 議 程 。 

二， 一丸四七年丸月十丸日芬蘭外交部長致 

秘 書 長 電 （ 文 件 S / 5 5 9 ) 。 i 

三，重新審璣保加利亞、甸牙利、義大利及 

,馬尼亞申蹐入會問題： 

(«) "^丸四七年九月二十日美利堅合衆 

é副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文 

件 S / 5 6 2 ) 。 2 

ib)̶丸四七年丸月二十二日波蘭外交 

部 長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 文 件 

S / 5 6 3 ) o 3 

四，印度尼西亞問題： 

(«) 一丸四七年丸月二十二日駐巴達維 

亞 領 事 委 員 會 臨 時 報 吿 書 （ 文 件 

S / 5 7 3 ) Q 4 

三七〇•主席致開會詞 

主席：本席相信安全理事會一向的慣例 

是由新任主席代表理事會對卸任主席在其任 

1 g »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 第 二 年 , 第 九 i * 

a i , 第 二 o 四 次 會 議 o 

2 同 上 , 第 九 十 號 , 第 二 O四次會議O 

' 同 上 , 第 九 十 猇 , 第 二 o 四 次 會 議 o 

*阖上,第九十—號o 

期中主持理事會會務之得當表示敬佩之意。 

就 對 前 任 主 席 M r . G r o m y k o 而 言 , 本 席 自 

樂於循這憤例做去；本席相信這一定得到理 

事會所有其他代表的支持。 

M r . G r o m y k o 以 蘇 聯 代 表 的 資 格 所 發 

表的意見不是本席所常同意的,但他站在理 

事 會 主 席 的 立 場 , 本 席 對 他 却 很 敬 重 , 而 在 

私人方面，他與本入交證頗篤。在他的任期 

中正好是理事會工作極爲淸閒的時候,這一 

點我們應爲他»麈。理事會的工作曾漸趨於 

繁重o本席祇希望能比他更爲幸運o 

我 們 大 家 諒 能 同 意 M r . G r o m y k o 在 處 

理他的職務時勝任偸快,並曾盡其全力來協 

助我們適當地處理我們的工作 o當然我們對 

他是非常感激的o 

三 七 一 • 遒 過 i l ^ 

議程通過。 

三七二.繼續童新審議保加利5&、匈牙 

利、義大利、及躧馬尼亜申踌 

入會問題並審議芬蘭申請入 

會事 

主席.：理事會各位代表當記得在早先一 

次會議中， 6我們同意分剁並诙提送先後次序 

討諭當前的各個申請寄,然後再逐個付表決o 

討論業a進展到相當程度。在第二百零五次 

會議中， 6 曾討綸過羅馬尼亜的申請鲁,但是 

本 席 想 該 項 討 i s ^ a 結 束 。 倘 若 沒 有 其 他 發 

首人要就羅馬尼亞的申請害狻言，本席開始 

討 i t 保 加 利 亞 的 申 請 寄 。 

同 上 ， 第 九 十 號 , 第 二 o 四 次 會 鑫 C 

届 上 , 第 丸 十 ̶ « 0 



保加利亞的申薪赛 

M r . A U S T I N (美利堅合衆國）：當美 

利堅合衆國顔與保加利亞訂立和約的時候, 

它贫希望保加刺亞與所有協約與參戰國建立 

友 好 闕 係 , 有 了 遨 樣 的 基 礎 , 它 就 可 以 支 持 

保加利亞申請爲聯合國會員圃的申請害0 

但 是 ， 在 過 去 一 年 內 , 保 加 利 亞 業 & 明 

白證明它仍不願與它的一個鄰國希臘，保持 

友好鬮係；在上次戦爭時保加利亞曾侵入並 

估領希臘。相反的,保加利亞政府竟支持與 

希臘政府作戦的游擊隊，阻撓聯合國調査S1 

調査希臊的邊界事件，可見在事實上它這些 

行動業a構成威脅和平的行動0 

安全理事會十—位理事中有九位在最近 

贫gg爲保加对亞的行動構成這樣的一項威 

脊。1我國政府不能認爲保加利亞係愛好和平 

购圃家,有資格傲聯合國的會員阈。保加利亞 

«：府除了對它的鄰國並在事實上對聯合阈某 

些會員阖採取敵封態度"外，它欺蒙保加利 

ffi入民,僭奪政權,並藉其無邊的獨裁權力 

有效地剝奪了人民的爲和約所保證的基本人 

權。 

美國政府根據:PË在雅爾他與兩個協約 

, 訂 協 定 ， 認 爲 避 免 強 迫 保 加 利 亞 人 提 接 

'受這樣的一個赘察國家起見,它曾在過三去 

年內設法來幫助他們建立一個至少略具代譏 

形式的政俯，但是徒勞無功0美國當時希望經 

通那一番努力後,保加利5g祖國陣線政府能 

癀大組織,俾包括其他政黨的人士，使更能 

異正代表保加利亞人民。—九四六年所舉行 

的選舉铯對不是自由、不受拘束的,但是至 

少還規定在保加利亞國會中保留若干反封派 

的幾席。從那時起,政府便有系統地消滅這 

些議員的政治生命,*È這樣的手段完全不顧 

到^在一乂L四七年二月所簽訂的和約關於人 

權购規定。 

因政治問題而大批逮捕反對派領铀,審 

, N i k o l a Petkov而把他處死:這郫使文明世 

界 《 之 震 驚 0 這 些 逮 捕 事 件 仍 在 繼 績 發 生 。 

在 國 食 無 故 解 散 農 民 聯 合 黨 後 ， 保 加 利 國 

W 反 對 少 數 共 產 黨 獨 裁 的 呼 聲 業 巳 完 全 絕 

»o這些壓制辦法是違反和約中關於人權的 

規定的C 

整於這些事資,我們不能認:â目前的保 

加利亜政府業已潇足憲章第四條所載會員國 

的條件o : JH^這樣的作爲，絕不能公平地靱 

而^對於國際 

行憲聿所載義務，發生很嚴重的疑廬0不但 

如此，大會第一委員會曾就詢保加利亞政府 

是否願意採用憲章的原刖與規定來解決希臘 

問題,該政府竟未置答，這～點使我們在最 

因此,美利堅合衆國反對保加利亞加入 

M r . P A R O D I (法蘭西）法國代表團贫 

表示支持在我們面前的各項申請書0本人業 

巳指出我們對於保加利亞的申請當作是一個 

例外0 

很不幸的,最近在那個國家內曾發生一 

件非常可資遺慽的事，聯合國對於該項事件 

-是不能罱之不顧的0 

根據憲章的明文規定一一並且不僅是明 

文規定一一,我們是國際法及普通的公法上 

某些原則及基本規刖的維護者。 

本人所指的一件事一一就是在保加利ffi 

所 發 生 的 執 行 死 刑 事 件 ― 誠 足 令 我 們 維 護 

這些規則的人痛心疾首。法國代表《I認爲在 

目前的情形下這個事件便保加利亞不能加入 

聯合國爲會員圃。 

本人弒願意再補一句話，就是說在更有 

-利的情形下,在保加利亞歷史的其他階段中, 

我們也許可以較通融地來重新審議它的申饞 

赛。 

M r . K A T Z - S U C H Y (波蘭）：波蘭代 

表 M 支 持 保 加 利 亞 申 諳 加 入 聯 合 國 的 申 謙 

寄。我們再度確信保加利亞所處境地與從前 

、賴心國家的其他四個衞星阖家所處者相同,, 

若孰它們所簽訂的*|〗約和這些和約的生效的 

事實而論,以及馱這五個國家目前的政權而 

綸,在憲聿所規定的條件下，^Ë們是有資格 

1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七十 

：Ml,第̶八八次《Ko 

波蘭代表W1相信,保加利亞經過了若干 

年 的 獨 裁 制 度 和 在 若 干 年 反 動 政 權 統 治 以 

後， t巳開始走上民主的道路 0 

在這裏有人曾提出若干綸據反對保加利 

亞。耍討論或否認這些 l i r據是不容易的，因 

:8這些鍮據沒有一項是以事實爲證的。 

它們所提的那些鍮據是：保加利亞政府 

是 由 共 產 少 數 黨 所 組 成 ， 反 對 黨 派 均 受 威 

脅 , 其 權 刺 被 剝 奪 0 讓 我 們 來 看 一 看 那 個 政 

府究竟是怎樣組成的0在目前的那個政府是 

由共產黨代表丸入,農民黨代表五入，a主肚 



會黨代表=人，7、 'cr io黨代表一人及無黨派 

獨立者一人組成。本入在這個組成中不能找 

到任何共產多數黨或共產黨控制的政府o保 

加利亞人民是否業巳'决定把某些大國所支持 

的若干政黨包括在內的問題不應影饗安全理 

事 食 各 位 理 事 對 於 入 ， 申 諳 害 所 採 取 的 態 

度o 

我們有各種理由來相信保加利亞將成爲 

聯合國的一個良好及有用的會員國。目前， 

保加利亞共和圃國民大會正在起草一個新的 

憲法。該憲法草案規定保加利亞將爲一人民 

共和國,具有一代議政府；這個國家的元酋 

將《—選任的耱統,任期四年,並祇得連任兩 

次。一個單獨的民選圃民大會任期四年，而 

該國民大會將選舉一個耱統和一個總理。這 

個國民大會將完全控制國家的事務。該憲法 

草案宣吿一切人民平等，出版自由，集會自 

由和言論自由。它保謹私人企業、財產、勞 

工及儲蓄，並在同時宣佈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在最近舉行的選舉後,最後的一項規定 

大部分業巳賁施；這次選舉是受到嚴重的批 

評的o璁理兼祖國陣镍聯盟領釉曾以淸楚和 

顯明的飽度說明他將在制憲大會內動譏以憲 

法草案第八條列入。籩一條說听裊民、手工業 

者、勞動者及知識fa"子的私人財產以及承受 

遺產的權利是有規定的,並且它又保證該項 

財產將永久爲其所有者及其承鼸人所享受。 

本入的確不能了解任何人能覺得以這種 

精神來擬訂憲法的一個國家是實^一個少數 

黨的獨裁政治的。 

我們不荽忘記另外一件事，就是說保加 

利亞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貧對軸心國家宣 

戦,而且保加利亞軍隊曾餒銮加在奧地利的 

戦爭。 

此外本A顔意再提出兩點。第一點就是， 

美國代表曾徵引保加利亞對於希臘及調査委 

員會所採取的態度作爲拒絕保加利亞入聯合 

國的理由之一。値得向理事會各位理事提出 

的是當在巴黎開和會的時候,向保加利亞提 

出領土耍求的是希臘,而保加利亞並沒有向 

希臘作任何頜土的耍求。値得我們注意的是 

在垂加巴黎*B會的各個圃家曾拒絕希臘的該 

項耍求o 

茧 於 保 加 利 f f i 是 否 觫 助 在 希 臘 的 游 撃 

隊,這個問題仍在第一委員會中討論0我們知 

道讕査委員會報吿窨中所用的措辭。本人不 

擬提出對整個報吿寄所探取的態度,現只願 

指出就是報吿寄内所述保加利55政府協助希 

臘 的 游 撃 » 及 民 主 軍 隊 的 一 部 分 , 所 用 的 镥 

辭亦是非常舍泯的；該委員會指出闢於這一 

點它羝能找到很少的證據。1 

本人剛說過,我們仍在第一委員會中討 

鍮這個問題,第一委員會將作怎麼樣的決定， 

我們不知道o因此,本人認爲在理事會中我們 

不能利用一項尙待五十七個國家代表來決定 

的綸據作爲否認保加利亞加入聯合國組織的 

理由。 

美圃代表在理事會中所採取的態度和在 

第一委員會中所採取的饞度有很奇怪的不同 

的地方。當保加利亞*1阿爾巴尼亞耍求陳述 

意見並參加第一委員會中的討输，俾答覆希 

臘政府對各該政府所提各項指摘時，美國代 

表曾耍求提出一個條件，就是說鬮於該項爭 

端的廨決辦法保加利亞應遵照憲章的原則。 

本入不懂爲ff"麼美國代表認爲保加利亞在第 

一委員會內就配接受那些義務而不配以聯合 

國會員國的地位來遵守那些義務o 

本人相信倘若我們顔意遵照憲章的精神 

來探取行動的話，我們不能接受美圃代表在 

這裹所提出的各項理由，而本人相信我們必 

須投票贊成保加利亞讃求加入聯合國爲會員 

國的申請書o 

M r . G R O M Y K O (藓維埃Ifc會主義共 

和圃聯蹵）：蘇聯代表M支持保加利Œ玫府所 

提 關 於 保 加 利 亞 加 入 聯 合 國 爲 會 員 國 的 申 

請 o 蘇 聯 代 表 M 在 這 樣 做 的 時 候 * Ë 是 根 據 了 

蘇聯政府在波茨坦協定以及在此刻業EL生效 

的對保和約下所應負担的義務o 

本人必須促讅理事會注意美圃、英聯王 

國及法蘭西政府是違.反了它們在各個和約下 

所應負担的義務。在各個和約的前文中,指 

出簽約國將支持那些國家請求加入聯合國的 

申讃。本人以前在討諭其他申請睿及在有鬭 

一切申請睿的一般辯諭中已經指出來,英聯 

王國及美國政府鹵莽地違反了它們在波茨坦 

^ 下 所 負 担 的 義 務 ； 而 在 這 廑 所 É 生 的 情 

形是美國和英聯王國政府一方面簽訂協定而 

在另一方面違反那些協定o 

根據波茨坦協定規定，蘇聯、英聯王闥 

及美國必須支持和它們簽訂和約的國家請求 

加入聯合國的申請赛，這些圃家就是保加利 

亞、芬蘭、匈牙利、義大利和羅踢尼 f f i o此 

刻美國及英聯王國在反封那些國家或那些躅 

家中多數國家加入聯合圃的時候,它們就違 

反了它們所負祖的義務。這並非它們逮反其 

1 sua安全理事會正式《錄,第二年，持 

mm=^»,玄件s/360o 



所負担義務的第一次；但是本人覺得必須指 

出的是：在審議這五個國家請求加X聯合國 

的 申 請 害 的 問 題 時 , 它 們 又 違 反 的 義 務 

了。本人不能談到這個事實而不促請理事會 

予以注意。 

美國代表在這裏說保加利亞與希臘馏關 

係 惡 化 應 由 保 加 利 亞 負 眚 , 想 此 來 證 明 他 

對 保 加 利 亞 申 請 窨 所 採 取 的 態 度 是 有 理 由 

的。這些指控載於希臘政府的一項完全沒有 

根據的陳述,也見於美國政府代表在安'全理 

事會與大會中所作同樣沒有根據的陳述。伹 

是大家都知道，各方對於這一點的意見分歧。 

蘇聯政府和在大會及安全理事會中的蘇聯代 

表均指出希臘與其北鄰關係惡化的理由是希 

臘當局和那些在政治上及經濟上控制希臘及 

在外交方面及內政政策方面控制希臘政府的 

國家的行爲所促成的。 

因 此 ， 當 美 國 代 表 當 作 一 樁 事 實 一 樣 

指稱保加利亞應當負責保加利亜及希臘間不 

良闢係的時候，他像美國在聯合阈的其他代 

表一樣，祇是將~項眞正的情"51予以歪曲誤 

會。本人要重說一遍，各方對於這一點的意 

見分歧，而蘇聯政府與其代表對於在所謂的 

希臘問題中誰是誰非的問題的意見是完全與 

美國政府的意見不同的。 

美國代表提到有關保加利亞內政的某項 

事實。他的陳述使大家深信美國政府仍認爲 

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一一包括業巳簽訂和約 

的國家在內一一是一樁正常的事0美國所提 

到的事實有闢保加利亞的内政問題。保加利 

亞和保加利亞八民應可隨意來處理他們的內 

政 0 保 加 利 亞 是 一 個 愛 好 和 平 的 國 家 , t 爲 

加強國際和平與各國發展友好關係起見,願 

意與其他阈家及聯合國合作。保加利亞業巳 

證明了 *Ë知道如何來淸算使保加利亞人民忍 

受這樣多的痛苦的戰犯們，並且在這方面,它 

a 爲 其 他 的 國 家 ， 包 括 若 干 盟 國 在 内 , 樹 立 

了一個榜樣。倘若其他若干國家能夠學習那 

棰榜樣的話，那倒是一撙好事。 

關於有關保加利亞國會情形及保加利s 

政黨生活與活動的各項其他問題,美國與任 

何 其 他 國 家 均 不 應 指 示 保 加 利 亞 與 其 人 民 

應如何來廨決他們的政治問題,他們應如何 

建立各個不同政黨間的關係和他們應如何在 

那個阈家內組織國民、政治及經濟生活。保 

加利亞人芪業已證明他們無須從某些國家， 

特別是美圃方面接受教訓。保加利亞人民是 

—個業巳成熟的民族，在事實上業a證明了 

他們不但能夠消除戰爭的後果，並且亦能順 

利地與其他國家,與蘇聯及其他歐洲國家及 

所 有 聯 合 阈 會 員 ^ 與 非 會 員 國 的 其 他 國 家 , 

合作建立和.平，祇要這種合作是以互相了解 

和彼此間的利益爲根據。 

蘇聯代表Hi不能完全接受這種毫無根據 

的主張；每當討論保加利亞、羅馬尼s:及其他 

若干國家請求加入聯合國的申請書的時候, 

t們就幾乎在每一次會議中一再提出那些主 

張。保加利亞人民業已證明他們能夠順利地 

淸算他們的敵人，這些敵人曾爲了要維議剁 

國 的 利 盆 而 犧 牲 保 加 利 亞 的 利 益 。 美 國 代 

表勢將詳細申述他所提出的各點，但是本入 

不信這能加強他的立場，其所得結果正好是 

相反的。保加利亜正在淸算保加利亞入民的 

敵人，這些人a"同時亦是正在設法加強國際 

和平的其他國家的敵人。倘若這些敵人在阈 

外有朋友和扶助入的話,那是一椿可資遺慽 

的事0濉然，保加利亞及其人民不應以這些 

人的朋友和扶助人的意見爲依據，而應以他 

們圃家的基本利益爲依據，這種利签係與聯 

合國的利益相符合的,並且這是一定與聯合 

國的利益相符合的。 

蘇聯支持保加利亞加入聯合國的撵案， 

認爲保加利亞一定能夠履行任何國家成爲聯 

合阈會員國時所負的義務。 

主席：本人願意以英聯王國代表的資格 

來說幾句談。 

本人當初並沒有想到本八會再度被迫來 

駁斥和否認刿人所提出的指摘，說英聯王圃 

政府與其他若干政府曾違反波茨坦協定和各 

項和約的規定。 

蘇聯代表並未徵引波茨坦協定及各項和 

約内容的確切規定。波^坦宣言說明對義大 

利和約的簽訂將使簽署該宣雷的國家能夠支 

持義大利加入聯合國。關於其他的國家,*Ë 

說明這些和約將便這些簽約國可能支持那些 

國家的申請書0 

M r . G r o m y k o 說 根 據 波 茨 坦 宣 首 ， 我 

們 答 應 我 們 " 將 支 持 " 那 些 請 求 加 入 聯 合 國 

的國家的申請窨,並且他說在各項和約的前 

文 中 ， 我 們 " 必 須 支 持 " * B 們 。 本 人 面 前 有 

對保相約前文，該案文說："査協約與垒戦 

國 與 保 加 利 亞 均 願 豨 訂 一 和 約 , . . . . 該 和 約 

將爲各該圃家間建立友好關係之根據,並因 

此使各協約及參戦國能支持保加利52諝求加 

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之申請 0" 

這並沒有規定我們有支持保加利亞加入 

聯合國的義務；它所規定的不過是涫除不合 

格的條件之一而巳。所有這些國家的另外一 

項不合格的條件就是在法律方面說來它們仍 



奮 是 交 戦 圃 , 和 t 們 所 訂 的 和 約 還 沒 有 生 

效o但是,本人以前曾餒兩度說明過，倘若我 

們滑除了一項共同的不合格的條件，我們並 

不因此就可以絕對地在各方面使這些國家變 

爲合格。 

該和約草擬後，保加利亞曾發生若干事 

件,這些事件當然可以使我們根據該案的本 

身來作審議，好像我們在目前封該案的看法 

一樣。無输如何我們並沒有支持保加利亞加 

照英聯王國的意見，倘若單憑保加利亞 

在希臘問題中的行爲而输，我們確有嚴重的 

理由懐疑它是否有入會的資格。本人耍特判 

提到的是：就駐在希臘的輔助小組的活勸而' 

鍮,保加利亞藐視並阻撓理事會的工作與權 

力。 

不但如此，正如其他各位代表所指出的， 

保加利亞政府最近所採取的行動，特gli是將 

一位曾爲納粹黨人下獄的保加利亞愛國志士 

M r . P e t k o v 處死這件事，顯已違反了憲章 

的 目 檩 與 原 刖 , 尤 其 是 M r . G r o m y k o 所 提 

的保加利亞在和約中所承允遵守的人權與基 

本自由o 

在這種情形下，英聯王阈政府反對保加 

利亞請求加入聯合國的申請o 

蔣先生（中阈）：本人的確相信理事會 

不灝意便這次討諭過份延長。本入將很簡單 

地說明中阈代表M對於保加利亞加入聯合國 

所採取的:a:場。 

本人贊成敍利亞代表在這裏這樣幹練地 

提出的會籍普及原划，但是我們祇能設法來 

力求會籍普及。一個機械式的和數學式的會 

籍普及辦法是不可能的,而憲章的起草入亦 

沒 有 存 心 要 做 到 這 步 ， 從 憲 章 所 規 定 的 閼 

於加入聯合國及開賒會籍的條件來看，就可 

0 證 明 這 一 點 o 

雖然，本人相信在適用有闢條款的時候， 

我們必須採取寬大和客觀的態度。如有產生 

疑慮的正當理由，我們就應當爲申請國在有 

利的方面着想。 

本人想我們必須堅持一點，就畢那個國家必 

須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圃家，因爲本組織的主 

要、基本而不能狨少的最低限度的目檩就是 

保持和平。 

我們以該項樓準來衡鍮保加利亜或任何 

其他國家的時候，我們不應主觀地來決定那 

個圃家有無保持和平的誠心o但是我們不應 

忽親確,摄亂和平的各項行動。大會並沒有 

就賅項問題通通決饞案》道是的確的,但是安 

„ 提 

出"^報吿害，該報吿睿曾指明保加利亜政府 

會侵犯希臘邊界。辅助小組報吿寄亦有同樣 

的敍述。 

因 此 , 中 國 代 表 W 1 根 據 了 該 項 理 由 , 並 

且《t«據這一項理由，認:8無法支持保加、利 

亞加入聯合國。 

M r . E L - K H O U R I (敍利亞）：本人並不 

要來否認美國代表對保加利亞政庥所提出的 

指 控 , * 人 亦 不 要 來 否 認 波 蘭 及 蘇 聯 代 表 « 

爲保加利亞所提出的正當理由與辯護意見。 

本人將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討諭這個問題。 

本人認爲我們可以利用某種方法來補救 

—項形勢，祇耍我們在解說憲章所規定的條 

件時不耍嚴格地採取形式主義o憲章》P所規 

定的加入聯合阈的條件可以分爲兩類。第— 

類 就 是 一 個 國 家 應 當 愛 好 和 平 ； 就 是 說 照 

本人的了解，一個画家必須致力於和平與安 

全的維持。另外一個條件就是一個國家應當 

願意並能夠履行憲章所規定的條件；那就等 

於 說 要 遵 守 憲 章 的 原 朋 與 目 檫 ） 特 是 那 些 

有關人權及各種不同的自由方面的目標一一 

首输、集會、宗教以及其他各種自由，凡此種 

種均應爲聯合圃所有會員國和 i j j些希望加入 

聯合國爲會員國的國家所尊重的。本人認爲 

任何違反這些基本自由的事件是一項嚴重的 

罪行,而鹰當想法予以補救。 

我們必須尋求辦法來補救或糾正繮些惡 

行,使情形改正過來。我們必須自Pn，：食使 

—個非會員國糾正其立場舆缺點起見，將*e 

摒置在聯合阈組癍之外，是不是比讓它加A 

聯合國爲會眞國，便^在本組慷內改正它的 

缺點好？倘若一個國家的執政黨妨害反對黨 

的自由與權利,而那個國家沒有加入聯合國， 

那末，該項控訴就沒有镀得補救的辨法，並 

且亦無從提出指控。徜若那個國家Ô聯合圃 

會 員 國 的 話 , 那 末 就 可 有 辦 法 來 糾 正 繮 些 濫 

權的地方o我們必須注意人類的恶行；而本 

人憨爲聯合圃必須想法糾正這些惡行o 

假定我們今日歸咎於保加利亜政府的所 

有缺點是的確存在的話，我們是杏應當允許 

它們鼸耩存在呢？偷若我們拒絕保加利亜加 

人聯合圃《會員國，那末，這樣是否就能« 

助 糾 正 這 些 錯 i l * 這 些 惡 行 , 假 定 道 些 錯 襲 

與餹點是的確存在的話？是否允許保加利亜 

加入聯合國將使我們能有力量來使％在》後 

來改正那些惡行呢？本入相信一個會員國比 

—個在本組織451外的國家將覺得有更大 

務 求 M 職 合 聿 的 原 J U I 。 



倘若本人從這個觀點*審講這個問題， 

本 人 想 本 人 可 j a 確 信 會 籍 普 及 原 刖 是 正 確 

的 0 本 人 在 澥 說 , 員 國 條 件 的 時 候 不 採 取 嚴 

格的形式主義0我們一切工作的目標就是從 

這 個 世 界 上 儘 可 能 涫 除 惡 行 與 不 公 平 的 情 

而本人認爲允許任何國家加入聯合國組 

耩將使利我們的工作，並能爲我們達成該項 

目的的工作作一準備。 

敍利亞代表團根據這些理由仍舊主張會 

M r . K A T Z - S U C H Y (波蘭）：本人將簡 

短地說幾句話。本人看到沒有那一位代表想 

耍 發 言 , 那 我 們 可 以 說 下 去 了 。 

那些反對保加利亞加入聯合國的代表們 

在事實上並沒有提出任何新的意見。但是鑒 

於 美 國 代 表 在 這 裏 所 作 陳 述 ， 人 認 爲 有 一 

點是便人大惑不解的。本日下午美阈代理國 

務瑯曾宣佈美圃典保加利亞將建立外交關係 

並將指派外交代表前赴保加利亞。本人相信 

建立外交關係與加入聯合國爲會S國有同等 

的重耍性,而美國在與保加利亞建立外交關 

係的時候，它就承認了有與保加利亞合作的 

必要；因此它就能在理事會内以全力支持保 

加利亞的申請。 

芬蘭的申請害 

主席：旣然沒有其他代表願意就保加利 

ffi的申諳害問題發言,關於該項申請睿的討 

输卽吿結束0 

在理事*中的下一項申請害是芬蘭所提 

出的。在本人開始進行關於該項申請睿的討 

論以前，本人或應當提醒理事會在第二〇四 

次會議中有人曾提出關於在通常會務的進行 

中,1這個申請書是否應首先提交申請入會國 

資格審査委員會審査的問題一一因爲其他的 

申請害曾提交該委員會而這個申請書未曾提 

交該委員會審査。但是。本人想理事會當時 

大家的意思是這種形式也許可以暫予擱置， 

本人希望它目前的情形仍然如此。除非本人 

能聽到與此相反的意見，本人將假定理事會 

靱:《我們可以立卽在這裏開始進行關於芬蘭 

申請寄的討繪，不必經過首先交付新申請入 

本人也許可以提醒理事會各位理事這個 

情形是要依照安全理事會暫行譏事規划第五 

十;/1條來處理的0第五十丸條中一部分规定： 

"除安全理事會另有'决定外，該項申請窨應 

由主席發交一由安全理事會⋯⋯之委員會 

0 

旣然大家對於本人所提的程序沒有反對 

意見，本人此刻耍開始進行關於芬蘭申請書 

的討論。 

M r . A U S T I N (美利堅合衆國）：美國政 

府欣悉安全理事會業已接獲芬蘭請求加入聯 

合圃的申請書。它相信芬蘭完全符合憲章第 

四條所载會員國的條件。 

芬蘭業巳圓満履行其依停戰協定所負的 

義務及一般國際義務0自從一丸四四年丸月 

停戰協定簽訂以後，芬蘭曾經過許多國家的 

認可業巳參加國際勞工組織的會議和其他圃 

際 會 議 。 芬 蘭 希 望 與 其 他 國 家 發 展 友 好 關 

係，並曾與許多國家恢復外交關係。自從簽 

訂停戰協定之日起，一切證據均證明了芬蘭 

對於其鄰國及聯合國所有會員國業B堅'决地 

採取了一個和平政策。 

最近對芬和約的批准結束了芬蘭與聯合 

國某些會員國間所有的戰爭狀態。芬蘭加入 

聯合國爲會員國一一就是芬蘭政府與人民所 

希望的一一將爲芬蘭*加和平國際生活的適 

當步驟的完成0 

本人願意借這個機會來提出一點意見以 

備載入紀錄,就是說雖然理事會此刻並不在 

審議奥地利、愛爾蘭、葡萄牙及外約旦的申 

請寄，美國政府仍舊認爲這些國家以及義大 

利是有資格加入聯合國的。 

我們希望大舎能採収某種適當措施來審 

議這些申請寄。 

蔣先生（中國）：本人願意簡單地聲明中 

國政府將歉迎芬蘭加入聯合國。 

M r . E L - K H O U R I (敍利亞）：本人聽 

說芬蘭有資格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頗引以《 

慰,本人是贊同這樣的意見的。同時，本人 

希望芬蘭的加入聯合國將不受其他國家入會 

條件的拘束。本人希望我們單獨處理芬蘭的 

申請而不將該項申請舆其他的申請合在一起 

sfeia安全理事會正式«錄,第二年，第九十 

敍利亞代表M將投票贊成建議准許芬蘭 

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的一個決議案。 

M r . K A T Z - S U C H Y (波蘭）：波蘭政府 

之 所 以 建 議 准 許 五 國 前 衞 星 國 家 加 入 聯 合 

國,是因爲願意涫除戦爭的後果0這次戦爭的 



我們gg爲嫿五個衞星阈家是屬於一類 

的,這一類阈家受着上一次戰爭的共同命運 

的支配,而在目前它們方才恢復了正常的生 

活並和聯合國所有會員阈恢復正常關係。 

我們鸛爲安全理事會的責任是便利這五 

個國家加入聯合國,並使它們能與聯合國保 

持密切關係並享受這個組耩的會員國所享受 

的利益o 

當本人在第二 o s : 次 會 議 中 就 義 大 利 申 

請 問 題 發 言 時 , I 很 不 幸 的 不 得 不 指 出 在 這 

裏波蘭政府的原意受到！^解，而波蘭決議草 

案被利用來將各國分成爲各種集圑。本入不 

信安全理事會義應或有權將各國分類威將它 

們歸倂入各個壁壘和優待某些國家或不優待 

其他阈家。 

在這種情形下，本人覺得波蘭代表圑不 

克支持芬蘭的申請。我們耍重述一遍,我們贫 

提出一個關於准許芬蘭入會的決議草案。波 

蘭是安全理事會理事國,它曾請求准許五個 

訂立業綞批准並B生效的相約的國家人會。 

芬蘭人民知道波蘭政府典人民對於芬蘭 

及其人民所採取的態度。在簽訂停戰協定及 

芬蘭内部情形正常化以後不久,波蘭卽與芬 

蘭建立正常外交關係及貿易關係。芬蘭人民 

仍奮記得誰是他們的朋犮o —丸四〇年及一 

； 四 ― 年 的 餒 験 B 經 向 芬 蘭 人 民 證 明 誰 是 他 

們的朋友和他們如何蒙受那些設法利用芬蘭 

爲達成其目標的工具者的欺騙。我們不希望 

那個時à中的事資重演。這便是我們將投禀 

接受那五個國家的理由,但是我們不能單獨 

投菓來支持芬蘭的申請。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Sfc會主義共 

和圃聯盟）：蘇聯代表圃根擄波茨坦協定以及 

褀搛蘇聯政府就我們在目前討 l i r其申請窖的 

五個»家所接受的義務而言，支持芬蘭請求 

加入聯合國的申蹐寄，好像它支持其他四個 

爾家的申猜寄一樣。它在這樣做的時候，蘇 

聯政府根據一項事實，就是說效們沒有理由 

我 們 爲 所 有 道 五 個 國 家 ， 包 括 芬 蘭 在 

內,不但顔意並且確能展行聯合國食員國所 

負的H務。不涫說，我們fgJl沒有一個圃家 

是可以自成爲一類的，並且所有這五個國家， 

包括芬蘭在内,是有耷格加入聯合圃的。 

Mr. MUNIZ (巴西）：巴西代表M支持 

芬蘭加入聯合Ho那锢通家與其現在政府的 

成精巳能潇足聯合國憲章中所載的原划，並 

mm了芬蘭有資格加入聯合國。 

就 

奧地利、愛爾蘭、葡萄牙及外約但的入會申 

請,我們認爲這些國家亦同樣地有資格加入 

在葡萄牙的案件中巴西代表圑認爲若拒 

絕 在 歐 洲 歷 史 最 悠 久 的 民 族 之 一 加 入 聯 合 

國,那便構成了一項極嚴重的不公平事件,倘 

若 世 界 有 愛 好 和 平 的 民 族 的 話 ， 菊 萄 牙 就 

是一個，本人不得不促謌理事會注意這個事 

實。 

主席：本人以英聯王國代表的地位載想 

說明英聯王國政府支持該項申請書，並且希 

此刻本人以主席的地位發言,本入就耍 

說明旣然沒有其他的發言人> 我們現在巳經 

結束了關於五項申請睿的f t鼸。根據了我們 

業 a 同 意 的 程 序 , 我 們 應 當 依 討 諭 那 些 申 請 

書的先後次序，就是說，甸牙利、義大利、羅 

馬尼亞、保加利亞及芬蘭，將*È們分別付表 

決。 -

M r . V A N L A N G E N H O V E (比利時）： 

方法來決定向它提出的五項申請書問題,螢 

表適各種不同的意見o在我們照主席方才所 

提到的次序進行表決以前,本人想我們應把 

這些表決的意譏講明。因此本入將向安全理 

事會提出下列的提案： 

'安全理事食決定就每一項入會申腈寄 

舉行單獨的和最後的表決0" 

M r . K A T Z - S U G H Y (波蘭）：在理事會 

第 二 O 五 次 會 議 中 我 們 , 就 表 決 程 序 問 題 舉 

行一次簡短的討 t i ro本人知道許多代表璺得 

很雌表決波蘭決議草案並考慮能否以 某棰表 

決方法使他們的意見较易表達出來o本入完 

全 了 解 他 們 的 困 難 œ 情 他 們 設 法 來 達 成 一 

項 解 決 辦 法 的 努 力 , 繮 種 解 ' 决 辦 法 , 雖 然 是 

徧於一面的，但暴茧少可以解'决鬮於道些國 

家中某些圃家的問題。 

雖然，在理事會第二Q四次會覼中，波 

蘭 代 表 M 贫 锥 出 一 項 ' 决 議 草 案 ， 主 張 准 許 

這五俏圃家集饞加入；'該决譏草案是整偭 

的,而本入不能看到把它分爲五個單獨部分 

的 可 能 性 。 理 事 會 摅 有 該 項 決 譏 草 案 o m 

事食的每一個理事圃均有提出一項決纖隼案 

» M 安 ^ 事 會 正 式 i t e » ， 第 = 年 ， 第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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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利,無論該草案嗣後是否能被多數接受。 

本人不能同意英聯王國代表在第二0五次會 

翳中所提議的程序，就是說應舉行一次表決 

來決定我們是否應將該決議草案交付表決0 

這樣的一個程序將使少數理事國無法在理事 

會中提出一個決議草案，無論那些國家是在 

目前是少數阈家或將來可能爲少數國家,因 

爲在這方面的比例不是永遠不變的，而可能 

在以後會改變的。 

不過，目前本人旣然了廨困難的所在， 

却願意提出本人想理事會各位理事很容易接 

受的一個程序。本人提議我們應將蘧個的波 

蘭決議草案當作一個完全和單獨的'决議草案 

付表決0倘若該項決議案不獲通過的話，那 

末 , 我 們 就 將 那 五 項 申 請 書 分 別 交 付 表 決 0 

這個表決不是闕於任何決議案的，而是關於 

每一項申請蒈的，而每一次的表決將爲各該 

申請書的答覆。換一句話說，讓我們來先解 

決波蘭決議草案0 ^人完全同意在此之後我 

們應當將每一項申請書分別付表決。本人相 

信 該 項 程 序 可 以 爲 理 事 會 全 體 理 事 們 所 接 

受，而本人實在不能看到*È如何能夠引起任 

何困難0 

因此,^人請比利時代表撤 I&jé的提案， 

俾理事會得將竑蘭決議草案付表決。 

M r . V A N L A N G E N H O V E (比利時）： 

本入很抱歉不能撤阁本人的提案。早先4^人 

；家集體加入聯仓 

主席：本A想本入曾正確地說明我們在 

理 事 會 第 二 0 四 次 會 議 中 所 同 意 的 辦 法 , 當 

時貧有人建議我們應當將每一項申請書分別 

付表決0比利時代表此刻提出一項提案,正如 

波蘭代表所說，他是有提出該項提案的,絕對 

權利。根據該項提案的規定一一就是說理事 

會應當決定就毎一項入會申請書舉行單镯相 

最後的表決一―我們必須在分別舉行表決以 

‧m,先將該項提案向理事會提出0因此，本 

入毚得不得不在此刻將比利時提案付表決。 

M r . P A R O D I (法蘭西）：sjc人認爲不 

管我們怎樣表決；先將各個申請書分別付表 

'决然後再'以波蘭決議草案付表'决抑或以相反 

的 次 序 付 表 決 , 都 沒 有 多 大 的 分 別 。 但 是 ， 

正如主席方才提醒各位，本人要請各位注意, 

我們業已就這一點作成決定：我們巳決定將 

各锢入會申請書分剁射諭並付表決。 

本 人 必 須 說 本 人 認 爲 該 項 决 定 的 意 思 

是：我們將這些申請案逐伴討綸並付表決0 

在上次會鑌中,，我ira曾接受一個不同的—— 

並&可JEl容許的一一解釋，就是說我們應分 

別陸續討論所有申請書,然後同樣地把它們 

多別陸績付表決，這是理事會所作的決定, 

而本人認爲無更改的必要。因此,本入認爲 

我們應當遵守該項'决定。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應當考盧比利時代 

表所提的提案並就該項提案作一'决定0 

實際上，本人耍說一遍,所有這一切都 

不會影響結果的，本人看不出我們這樣討論 

有什麼意義。倘若我們將#一項申請書分別 

付 表 決 , 然 後 再 定 奪 波 蘭 決 議 , 案 , 那 末 ， 

對後者的表決將爲我們以前對每一項申請寄 

所作決定所得的結果。 

倘若我們採取另外一項程序，那末，我 

們就應當先就波蘭決議草案作一决定，然後 

就每一項申請書分別作'决定。 

本人要重說一遍,在我看來,所有這一切 

同歸一樣的結果。本人要求大家遵守安全理 

事會業已採取的決定。 

M r . K A T Z - S U C H Y (波蘭）：本人今日 

提 出 一 項 表 ' 决 程 序 時 , 曾 顧 到 在 上 一 次 會 

議中某數代表所指出的各項特別困難0本入 

了解波蘭決畿草案總得要付表決的,而本人 

覺得在某些申請書被担絕或被接受以後,就 

很難來表決整個的草案。這便是^人今日提 

議先將整個的決議草案付表決的理由。像暹 

樣的一種程序原有先例可援；前巳有人向理 

事會提出決議草案，建議若干國家集體力11入 

聯合圃。有一個草案是在去年我們討論入會 

申諧書的時候提出的。1另外一個草案是敍利 

亜代表在今年提出的, 2 伹是理事會未曾討論 

該草案，因爲在理事會中贊成接受該草案的 

代表太少。因此本人在提出我們的決議草案 

時並不覺得有與憲章所規定的入會條.件牴觸 

之處。 

M r . E L - K H O U R I (敍利亞）：本人支持 

比利時代表所提的提案0 

本人不同意波蘭代表所提出的程序。本 

人知道有一項普通的原則,根據該項原朋， 

倘 若 蠤 個 的 提 案 被 拒 絕 的 話 ， 那 末 , f 的 構 

成部分也一倂地被担絕。惝若我們將各有關 

國家的申請睿倂合在一起而認爲在申請圃間 

彼此休戚相維或適用同一原划，那末，我們 

就可以把它們的申請書一倂審議,交付'决表， 

但 是 它 們 彼 此 間 並 無 關 聯 0 倘 若 我 們 把 t 們 

1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杞 錄 , 第 一 年 ,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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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餹窖付表決,並且倘若這些申請害《安 

昼理事會所担絕的話,那末我們就不免會聽 

到有人提出反對意見說這個決譏草案的某些 

部分被担絕而我們沒有重新把它們付表決的 

權利。本人不願意便安全理事會受到這種反 

對意見的指斥。 

這個問題是很顯明的。徜若我們把波蘭 

決議草案付表決的話，本人將投票反對該草 

案 o 本人將 3 ? ^ 樣做並非因本人業已放棄會 

籍普及的原刖,而是因爲本人認爲若就表決 

的方法及程序問題而鍮，依照比利時代表的 

提案進行而不把波蘭提案付表決乃是比较健 

全的辦法。 

波蘭決議草案是不正常的。我們不能使 

這 許 多 圃 家 處 於 同 樣 的 命 運 , 麵 不 分 ， 好 

惡莫辨，而*È們在事實上並沒有任何關係。 

這些國家彼此間都是各自獨立的；*È們不能 

受 同 樣 的 命 運 和 前 途 的 支 配 。 因 此 , t 們 的 

申蹐寄應當分剁付表決。 

M r . G R O M Y K O (蘇維埃St會主義共 

和國聯盟)：波蘭決饑草案刻正在安全理事會 

中審議，旣然該決議草案未餒撒囘,它弒應 

當像任何其他的草案一樣交付表決o在這裹 

所發生的問題是這個決議草案應當在什麼時 

候 付 表 決 , 不 論 是 開 始 的 時 候 ， 在 表 決 每 一 

個單獨的申諳寄以前，或是在最後,在表決 

每一個掣獨的申請寄以後。本人覺得比較合 

於邏輯的是將比較槪括的提案，就是波蘭'* 

議草案，先付表決，然後再將每一個國家的 

申睛寄分別付表決o本人耍重說一暹，本人 

覺得在實際效果方面是相同的，但是從次序 

及程序上來講/先將波蘭決議草桊付表決是 

比较正確和合邏輯的辦法。 

於此不妨附帶地說明,本人對於比利時 

提案的意義不大淸楚。該提案似乎担絕卽使 

在最後,在表決各個申請害以後來表決波蘭 

決議草案o倘若事實是如此o我們是無 i f i r如 

何不能同意的,因爲一切決議草案，一切提 

案都耍付表決。本人耍重說一逼,惝若比利 

時代表艇爲他的提案具有這樣的意義，我們 

就不能予以同意。 

M r . A U S T I N ( 美 利 堅 合 衆 圃 ) ： 本 人 

願意提出通去我們對這問題的立場 o這是我 

們不能不顧到的,祇耍"們不是完全不合理, 

在本人看來，不是不合法的的話o 

在 任 何 會 議 機 構 中 均 有 某 種 基 本 權 利 , 

而其中之一就是以投蓽方法發表個人意見的 

權利。倘若有親:》珍食而必須保護的事情， 

那就：a每一倜國家，不》大小，均有平等的 

* 権 來 表 , 5 * 6 的 抉 擇 , 特 別 是 對 於 像 我 們 審 

饑苟會員國加入這個重耍的組織這一類的問 

題。 

過去美阈所採取的立場是怎樣的呢？根 

據美圃在理事會中在討!&每一個刿案件時所 

作各項陳述，就是在到達皋行表決的階段以 

前他曾經將他的立場表明得很淸楚,他不曾 

以 使 用 否 權 爲 威 脅 , 亦 不 貧 說 明 他 在 這 種 

情形下是否將便:m否決權；關於其中三個圃 

家 , 美 國 根 據 它 所 說 岍 的 理 由 反 對 t 們 加 入 

聯合國；關於其他的兩個國家，美國根據'T 

所說明的理由贊成它們加入聯合國。倘若將 

波蘭決議草案付表決將產生汁麼影響呢？倘 

若有人耍強迫美圃違背了它本身的意見求投 

M,那就是世界上最荒謬的事。 

不 諭 我 們 在 仟 麼 時 候 將 這 個 草 案 付 表 

決,從這些遇去的紀錄上看來,這樣的一侗決 

蕺草案是不合法並且是逮憲的。這是違反每 

一個會員國在憲章下所憲章下所享受的權利 

的,因爲這樣,就耍強 î â該會員國放棄*Ë的̶ 

個 權 利 o 倘 ^ 美 國 將 被 迫 來 表 決 該 項 決 議 草 

案的話，那末它若投票贊成它就違反它以往 

對其中三個申請國的立場；若投票反對，就 

逯反$以往對其中兩個1^請阈的立場。我m 

決不會如此荒謖竟致承羝這樣的一項程序o 

在 這 棟 情 形 下 , 本 人 相 信 對 這 個 決 譏 革 

案提出程序問題是可以成立的，並且是合法 

地成立的；但是本人情願照比利'時代表所建 

議的方法求處理這個問題。因此,本入將支 

持比利時提案。 

M r . K A T Z - S U C H Y (波蘭）：本人對於 

美國代表的確是非常成激的,因爲他提醒了 

理事會在這褢各個圃家有某種主獾，和在理 

事會中有發表意見的自由。本人相信波蘭代 

表圑目前是被剝奪了該m權利。 

安全理事會暫行議 寧規則第三十二條規 

定決譏草案的各部分得分別付表決，但以原 

提案人不反對者爲限o這是波蘭代表圃被雜 

奪的權利之一o 

波蘭代表在同意該決譏草案應分《各個 

部 門 予 以 討 酴 並 付 表 決 的 時 候 , 他 , 明 白 地 

作下列說明一一本人微引九月二十五日的紀 

錄： 

"鬮於程序問題，本人顔意說明本人不 

反 對 分 別 付 表 決 的 辦 就 是 說 每 一 個 國 家 

予以分剁鷉理。但是,此後,本人耍請求主席 

將遨倔的決議草案付表決《" 1 

'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j i e 錄 , 第 二 年 , 第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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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分剁付表決的提案。 

本人必須再度提到紀錄0本人在九月二 

十A日會議中曾說： 

"浚蘭代表圃在上次會議中曾接受將其 

決饑草案各部{9"分付表決的程序，羝是因爲 

*Ê頗隶達成協議；它想這樣將能'幫助射論。 

本人此刻覺得該項協議JH及我們要達成一項 

折衷辦法的企圜&經在這裏被1!1用爲歧視這 

個或那個國家的工具。本人耍保留波蘭代表 

ffl撒囘卞對於將其決議草案若干部份分別付 

表決的協議的權利o"i 

在 理 事 會 中 祇 有 一 個 決 議 草 案 , 縣 九 

月二十五日的波蘭決議草案。沒有人提出其 

他的'决議草案；而我們在目前必須极據暫行 

議事規則按各個決議草案提出的先後次序付 

表決。 

本人代表波蘭代表M請求將整個的波蘭 

決幾草案付表決,而不將該草案分爲若干部 

分付表決。 

Mo本人要問同一問題：波蘭代表M爲什麼 

沒 有 ^ 意 見 的 權 利 ？ 

我們以提出一項決議草案的辦法來表示 

我們的態度,其動機巳在安全理事會三次會 

議中所提出的若干次陳述中解釋淸楚。我們 

投票贊成該項提案乃是我們所發表的意見； 

再則,美國代表團投禀反對該項提案將爲美 

圃所發表的意見，就是說它是反對五個申請 

國集體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的,並且它憨爲 

應 以 另 外 一 種 方 翻 行 表 決 。 

本人耍求波蘭代表閿有發表它的意見的 

權利。 

主席：本人希望能夠來說一兩句話,希 

望能夠把情形M明。 

這锢情形開始變成非常祓雜,但是照本 

人的意思這的確是比較簡軍的。有幾個代表 

BBSS爲某一申請國或二三申請國的加人聯合 

阈也許必須依靠其他申婧圃的加入而決定。 

其 他 的 代 表 M — 一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團 卽 其 中 

之 fëS事實並非如此的,各個申請寄 

必須分剁予以審議,根據各該申請寄本身的 

慷形而分別予以決定0 

我們所具有的各個有鬭程序方面的提案 

是由這一方或那一：ér所提出的，以資保持它 

們各方面所有的主張0 

1 « P B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杞 錄 ， 第 二 年 , 第 九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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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B當本入說在上一次會譏中我們曹《5 

同意我們應先將各個申請國分別予以表'决的 

時 候 , 沒 有 人 指 出 本 人 不 對 0 本 入 想 在 當 時 

J»^蘭代表的意見是：他的決議草案應當在分 

別表決以後再交付表决。本人耍對波蘭代表 

採取非常坦白的態度，吿訴他說，徜若我們 

在當時同意該項程序，在舉行若干次各別* 

決以後,我們就確切知道關於每一個申睛國 

的各別情形如何,本人就耍宣佈他的'决議草 

案不合程序0因爲波蘭決議草案不過是說明 

這些申請書是有連帶關係的,我們必須整個 

接受它們或全體予以担絕。本入不信在程序 

方面這是正確的0本人認爲這是違反憲章的0 

本入想我們不能認爲一個圃家的入會應以其 

他任何申請國的入會爲轉移的0 

波蘭代表曾建議,在事實上他贫耍求我 

們在分別表決各個申請書以前應先將他的決 

議草案付表決。在本人這:^面並不反對如此 

做法,但是有一項了解，就是說倘若波蘭決 

議草案被拒絕的話，該項事實將不妨礙我們 

於此後在這些申請國中核准一個或數偭國家 

的申請0本人認爲比利時提案也許是達成同 

一效果的一個比较簡單和方便的辦法，這個 

效果——本人必須坦白地承認一一就是否決 

波蘭決議草案。本入認爲波蘭代表沒有提出 

該項搔案的權利，而該項提案是違反憲章的。 

我們還沒有提到這一點,但是本入業已坦白 

地吿訴波蘭代表倘若我們遵照該項程序,本 

入便會作這樣的一項裁定。 

倘若他不同意本人的裁定的話,他可 j a 

自行探取補救辦法0 

M r . M U N I Z (巴西）：本人希望促睛波 

蘭代表注意本人認爲他對於他的'决議草案所 

有的一項誤會。理事會慣常以一個決讒草案 

的各段分圳交付表決,然後再以整個的决讒 

案付最後的表決；這個辦法是根據暫行璣事 

規刖第三十二條的規定的0雖然該項規定麻 

對於有某種統一性的'决議草案有效，在這種 

決議草案中其所有各段構成一個棟一氇體的 

各個部份0 

但 是 , 波 蘭 決 議 草 案 不 是 雇 類 的 e 

波蘭'决議草案的性質是不鹩一的；相反地, 

該 草 案 乃 係 多 & 决 議 ^ 構 成 的 。 邋 便 杲 理 

事會中多《理事想ft無法將該'决讖草案作一 

次單獨的表決的理由。本人因g於該項事資 

認《除比利時代表所建議的辦法,就是就每 

—項入食申請寄作—次最後的表決外，；W無 

其他辦法》 

Mr. V A N L A N G E N H O V E ( 比 利 時 " 

本 人 耍 提 出 " ^ 程 序 問 題 0 *A»m^u» 
JO 



是不必耍地被延長了。倘若理事會能夠就本 

入所提出的提案作一決定的話,那就可以很 

容易結束的。 

主席：有兩位發首入曾請求發首。在他 

捫發言後，本入提議根據方才所提出的程序 

問題將比利時提案付表決。本人請求各位發 

首人將他們的言綸範圍縮至最少限度。 

M r K A T Z - S U C H Y (波蘭） f本入將力 

求簡括。第一,本人耍向理事會保證當本人 

剛才提出該項程序的時候,本人並沒有存心 

要便理事會的討諭益爲困難9波蘭代表M知 

道時間緊迫,並且我們知道大會的議程是如 

何的繁重。雖然，我們要設法來尋求一項表 

示我們意見的方法。 

本人不能同意我們應將比利時提案付表 

決o本人相信比利時提案是完全不合程序的， 

並 且 是 逮 反 暫 行 議 事 規 刖 第 三 十 二 條 的 規 

定的。根據這一條的規定，任何原提案人有 

反對將其決讒草案分爲若干部分付表決的權 

利o 

但是，爲便我們的情勢簡單化起見,並 

爲便我們能夠進行表決起見，本人準備服從 

主席的裁定。但本人耍保留在分刿舉行表決 

以後決定關於波蘭決議草案所應採取的指施 

的提案之権。大家都了解我們對於每一項入 

會申請書的表決不就是*於波蘭決議草案的 

表決；那是對於申請書的表決,那是 J S l ^ 決 

的形式對於每一項申請害的一個答覆。 

Colonel H O D G S O N (澳大利亞）：因鑒 

於波蘭代表方才所作陳述,本人要撖 re j鬮於 

發首的請求。 

M r . P A R O D I (法蘭西）：本人願意就 

—項程序問題發言。本人是否可以相信波蘭 

代表的陳述祇能對他個人有拘性並不含有理 

事 會 照 他 方 才 所 說 的 話 作 成 任 何 決 定 的 意 

思？ 

主席：本人提孃將比利時代表所提提案 

付表決。 

Mr. G R O M Y K O (藓維埃at會主義共 

和國聯盟）；本K希望知道比利時提案是否 

»阻Jh我們在表決各個申請書以後再將波蘭 

決饑草案付表決。 

主席：本人必須說明將波蘭決議草案付 

表決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因爲比利時提案說 

明："理事會決定就每一項入會申請書舉行 

單獨及最後的表決0"本人實在不能了解波蘭 

決 議 草 案 , 底 有 什 麼 意 義 o 

Mr. K A T Z - S U C H Y (波藏）：本八了解 

主席的裁定是先將各1^1申镄》付表決。本入 

接受該項裁定o本人不知遒我們有什麽瑰由 

來將比莉時提案付表決,本人相信比利時提 

案是違反第三十二條的規定的。本人準備接 

受一項新的裁定,但是本人不準備接受—項 

新的提案o 

閼於法圃代表所作保留,本入祇能答覆 

說在這襄不發生誰是受本人的宣吿的拘束的 

問題。在皿的事實是在理事會中有一項決 

蕺草案,而在舉行關於各個申講書的表決以 

後,該項草案仍舊還在理事會中。 

M r . V A N L A N G E N H O V E (比利時）： 

本人對於波蘭代表闢於暫行議事規則第三_十 

二條的解释不能同意。該條規定："綞任何 

A表之請求,動議或決議草案之各部分得分 

別付表決,但是原提案人不反對者爲限0"這 

就是說任何提案是可以分爲若干部分的，除 

非原提案人反對，該項辦法並不雷要理事會 

的決定。但是理事會是有決定將一項提案分 

爲若干部分的絕對自由的。 

主席：當然波蘭代表是有權來說他將不 

接受比利時提案,並且他將投票反對該提案。 

但是本人提議此刻卽將比利時提案付表決o 

本人這樣做是因爲照本人的意見，比利時提 

案將'决定我們的程序，並且應當首先予以處 

理。 

M r . K A T Z S U C H Y (波蘭）：本人願提 

出一項程序問題。因鑒於本人業a同意接受 

主席裁定的事實,本人認爲我們是否先表決 

比 利 時 提 案 是 無 關 緊 要 的 o 目 前 , 本 人 弒 須 

反對比利時代表所發表的意見，本人認爲該 

項意見不但不適用於目前的'决譏草案,並且 

亦不適用於將來在理事會中可能發生任何其 

他頻似的案件。本人相信我們的議事規則第 

三十二條曾明白說明除非原提案人同意不得 

將任何決議案之各部份分別付表決,或者照 

該 條 的 措 辭 說 ‧ ‧ " 經 任 何 代 表 之 請 求 , 動 議 

或決議草案之各部份得分別付表決,但以原 

提案人不反對者: s限。" 

本人相信比利時代表的解釋一一就是說 

理事會可以決定不顧原提案人的意見將該項 

勸議的各部份分:付表決一一是違反第三十 

二條的規定的，並且在暫行議事規朋中所載 

任 何 規 刖 裏 面 也 不 能 找 到 證 實 這 一 點 的 規 

定o 

M r . P A R O D I (法蘭西）：本人顔意提出 

一項簡短的意見，但擬煶出一項保留，就是 

說倘若該項討諭再度發生並且必須再予,明 

的話，本人也許荽再 re j到這一點，詳加討 

論。 



我們有兩個工作語文；它們是互相補充 

的,並且彼此互爲發明的。第三十二條的法文 

本 是 十 分 淸 楚 的 , 並 且 照 本 入 的 意 見 , 除 比 

利時代表所作的解釋以外,不能有其他的解 

释0法文的案文如下："經任何代表之請求， 

動議.. . .之各部份得分別付表決，但以原提 

人 不 反 對 者 爲 限 0 " 這 就 是 說 倘 若 原 提 案 人 

反對的話,那就不分別付表決。伹是這並不 

是說理事會不能決定分別付表決。 

提案人有一項保證辦法，就是他總可以 

撤囘他的提案的,倘若他情願撒囘而不願意 

使他的提案分爲若干部門的話，但是倘若他 

保留他的提案的話,理事會總是可以決定將 

該項提案分段付表決的0本人耍保留在必要 

時重新提到這一點的權利。 

主席：本人再度請理事會表決比利時提 

案0該提案的案文爲： 

"理事會決定就每一項申請窨舉行 

分別及最後的表決0" 

蘇聯代表希望就一項程序問題發言C 

M r .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秕會主義共;m 

國聯盟）：本人業巳指出來,我們什麼時候將 

波 蘭 提 案 付 表 決 , 本 人 認 爲 是 無 關 紫 要 的 ， 

因爲實際的效果是相同的；在這裏將不發生 

什麼差別，亦不能發生什麼差別。但是比利 

畤提案將便我們不克表決波蘭決議草案。本 

人認爲這是不對的，我們怎樣可以決定對於 

理事會某一瑪事國所提提案不作一'决定呢？ 

本人從來不知道有過這種辦法。本人亦不能-

周意比利時提案中所建議的程序一一雖然, 

本人曾經說過，我們什麼時候將比利時提案 

付表決，本人認爲是沒有ff•麼差別的一一亦 

不同意該提案將阻止我們表決波蘭決議草案 

的事賁0 

主席：本人裁定我們應當立卽將比利時 

提案付表決0倘若有任何代表反對該項裁定, 

他自可反對0 

M r . KATZ-SUCHY (波蘭）：主席能否向 

本人解释關於比利時提案的可' 决票將褫奪波 

波蘭代表ffl反對將其'决議草案分爲若干部分 

的權利？根據第三十二條的規定，本人有反 

對將本人決議草案分爲若干部价並分別交付 

表決的任何提案的權利。比利時代表團業B 

提出一項提案，理事會若通過該提案，則將 

褫奪我們的該項權利。本人並不反對主席的 

裁定,因爲正如本人在過去曾經說過，本人 

準 備 接 受 他 在 整 個 討 諭 開 始 以 前 所 作 的 裁 

定；就是說,本人同意將各個申請書分別交 

付表決，但是附一項保留就是說波蘭决議草 

案是仍舊在理事食中，並且在舉行表決以後-

波蘭代表閿將決定 * B 將如何鷉置其決譏拿 

案。本人提出這個問題是不僅與我們今日所 

討îSr的程序問題有關，並且與暫行議事規朋 

有蹒。 

M r . E L - K H O U R I (敍利亞）：本人動議 

修正波蘭決議草案,修正後的該案文如下： 

"安全理事會， 

"業巳接獲並審査匈利亞、義大利、羅 

馬尼亞,保加利亞及芬蘭請求加入聯合國之 

中請誊, 

"向大會建議准許上列國家集體並一倂 

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這個修正案添上了"集體並一倂"字樣 0 

因此，若拒絕該項決議草案並不是說這些申 

請睿便不能再予分Jgll提出並付表決0我們這 

樣做就可以避兔本人在以前所提到的後果0 

正如美國代表所指出的，波蘭決議草案旣然 

列有他所表示贊成准予入會的兩個國家，他 

就 不 能 拒 絕 該 草 案 。 但 是 倘 若 該 草 案 載 有 

" 集 體 並 ~ 倂 " 字 樣 , 他 就 可 以 加 以 拒 絕 ， 遨 

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毎一項申請睿分冽付表 

決。不但如此,倘若經修正後的草案被担铯, 

那就等於說所有這些國家的申請書不能以一 

次 表 決 雜 定 0 

主席：本人覺得敍利亞代表所提的修正 

案會使波蘭決議草案更爲淸楚，但在本入看 

來，不見得就更好些。 

至於波蘭代表削才提出的意見，本人不 

明白曾有人提議過將他的決議草案分爲若千 

部{3>。目前的情形是：有若干申請國的申請 

書正待理事會審議，有的是分別提出的0 

安全理事會中多數理事圃似乎都很想分 

別處理那些申請寄，並就每—項申請赛分剁 

'决定。 

在另一方面，波蘭代表鲺提出一個綜合 

'决議案；，提議我們應當一倂以同一立場鷉 

理所有的申請國。.本人業已解釋爲什麽本入 

想 這 是 一 個 不 良 的 程 序 而 且 違 反 憲 章 的 規 

定。本人獮波蘭代表巳銪非常坦白。本人吿 

訴他,當我們荽討該提案的時候》本人將裁 

定 他 的 決 議 草 é 木 合 程 序 。 

我們是否可以表決比利時提案？ 

M r . K A T Z - S U C H Y (波蘭）：坦白地韓， 

本人不了解在這S^Jf發生的情3。 

本人相信,第一，敍利亞修正案將程序 

實體問題ta爲一銥；該修正案意在改變資髗 

來解決一項程序問題0倘若本入耍使情51更 

爲钹雜的話，本人就應當簡單地接受敍利亜 

修正案，而理事會將面對着它從袖所面對^ 

同—情况0 



本人不知道目前的困難在哪裏。主席W 

才說理事會若干理事圃願意將毎一項申請窖 

分剁付表决,本人非常同意該項意見。在另 

—方面，主席却指出有一個波蘭決議草案， 

他稱之爲綜合決議草案,這是另外一 re j事。 

本人倒同意主席的裁定。本人相信本人 

曾一再說明在這襄有一個主張分別表決各個 

|#請害的比利時提案，和一個主張一倂表決 

五個申讅書的波蘭決議草案o 

我們願意接受主張分別表決各個申請窨 

的比利時提案應先付表決的意見；我們在該 

提案綞表決後再行決定我們將如何處置我們 

的決議草案。也許我們請求將我們的決議草 

案付表決，也許我們撤囘該草案。 

主席：我們此刻以比利時提案付表決。 

皋行皋手表決,該提案以九票對二票通 

通o 

贊成者：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中 

圃、哥侖比^、法蘭西、敍利亞、英聯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反對者：波蘭、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 

聯盟。 

主席：我們此刻將每一項申請害分冽付 

考:决。我們必須表決的第一項申請害就是甸 

牙利所提的申請書o 

舉行舉手表決。贊成者五票,棄權者六。 

該項申諳寄因未獲七個可決票,未獲通過。 

贊成者"：哥侖比亞、法蘭西、波蘭、敍 

利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棄權者: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中 

國、英聯王阖、美利堅合衆國。 

主席：下一項申請害就是義大利所提的 

輔 寄 o 

皋行舉手表決。贊成者A票，反對者兩 

Mo該項申睹寄因投反對票者之一爲理事會 

常任理事國，故未镀通過。 

贊成者：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中 

國、哥侖比亞、法蘭西、敍利亞、英聯王國、 

美 # 厘 合 衆 國 。 

反對者：波蘭、蘇維埃瓧會主義共相圃 

msio 

主席：下一項申請寄是羅馬尼亞的申蹐 

舉行舉手表決o賛成者四票，棄權者七。 

賅項申蹐寄因未锼七個理事國的可決菓,故 

未饞通通。 

贊成者：中國、哥侖比ffi、法蘭西、敍 

利JS» 

棄權者：澳大利5?、比利時、巴西、波 

蘭、藓維埃瓧會主義共和阈聯盟、英聯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o 

主席：我們—將表'决保加利亞的申請寄。 

舉行舉手表決o贊成者一惠，反對者三-

M,棄權者七。該項申諳書因未摟七個理事 

國的可'决票,故未镀通過。 

贊成者：敍利亞。 

反對者：比利時、法蘭西,英聯王圃。 

棄權者：澳大利亞、巴西、中圃、哥侖 

比蘆、波蘭、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聯置、美 

利堅合衆國。 

主席：我們此刻將表'决芬蘭的申請寄o 

舉行舉手表決。贊成者;^褢，反對者兩 

Mo.該項申請書\因投反對菓者其中之一爲理 

事 會 常 任 理 事 國 , 故 未 镀 通 過 。 

贊成者：澳大利55,比利時、巴西、中 

國、哥侖比亞、法蘭西、敍利亞、英聯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反對者：波蘭、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 

聯盟。 

M r . G R O M Y K O ( 麵 埃 瓧 會 主 義 共 和 

國聯盟）:在理事會早先數次的會議中，以及 

在目前此次會議中,蘇聯代表M曾說明它對 

五個國家加入聯合國事所採取的場o 

蘇聯代表圑因鑒於蘇聯政府依波茨坦 i t 

定及舆這些國家所訂和約所担負的義務，它 

支 持 所 有 這 些 國 家 請 求 加 入 聯 合 國 的 申 請 

寄。藓聯政府及代表M確信保加利亞政府與 

人民,羅馬尼亞政府與人民,芬蘭政府舆人民 

以及義大利政府舆人民將了解蘇聯闕於這個 

問題所採取的立場o 

我們不賴意參加在審議我們所接锼的道 

些國家的申請書時在這、裏所舉行的卑鄙的政 

遊戲。我們認爲准許這些國家入會的問題 

應視爲一個單獨的問題，而准許這些國家加 

入聯合國的决定應當同時採，的。 

遨些圃家入會問題不输 i或可能在什麽 

時候提出，在安全理事會及大會的蘇聯代表 

m一一倘若這個問題綞安全理事會決定交付 

大會射输而大會予以討綸的話一一總是支持 

這些圃家同時加入聯合國的提案的。准許雇 

；6^~類國家中的任何一國入食的問題是不 

能镀得正面的決龙的o钃是一個單獮的問題， 

而我們必須作一個能夠同時適用於所有申睛 

寄的決定。 

M r . K A T Z - S U C H Y (波鍤）：波蘭代表 

M曾投褢赞成甸牙利申請寄。但是，當該項 

申請寄被担释以後，我們就食行秦權或投萬 



M對其他的申請害。不准甸牙利入會一事使 

我們完全改變了我們的原意，我們的原意是 

准許這些業已恢復正常情形及與所有其他國 

家钦復正常外交關係的五個國家入會。 

本人必須提醒理事會：提出這樣的一個 

提案並且首先答應一俟和約核准及生效卽應 

准許攉些國家入會的是波蘭共和國政府。 

本人巳餒提出了充分的理由解釋這次我 

們 爲 什 麼 耍 投 票 反 對 義 大 利 及 芬 蘭 的 申 請 

赛o本人以前已綞說過義大禾m芬蘭人民知 

道我們對於他們所採取的態度,並知道如何 

来:r解我們的投票o 

在舉行討諭時，波蘭代表!《因關切表決 

的桔果曾提議由瑰事會五常任理事國舉行會 

饑決定如何克服某種困難。1 

我們引爲遺慽並驚異的是一一無疑的凡 

聽到此事的人都引爲驚異一一三個常任理事 

竟担絕謀求某秭解決辦法。這就證明了在這 

裏我們所討！&的問題並非准許這個或那個阈 

家入會或不准這個或那個國家入會的問題； 

這是分裂聯合國,搔亂其工作,歧視某些國家 

並因此而改變憲章所規定的方針的企園的一 

部分。 

凡親聯合國爲促進未來和平的組織者均 

非 常 關 注 該 項 情 勢 , 其 嚴 重 性 業 a 數 度 在 理 

事會及大食中有明白的顳示。我們得記着：聯 

合圃這個組截原先不是由政客想出來的o聯 

合國是《g遇各阖人民的奮鬥而成立的,^建 

築在他們的血上面。因此,曾忍受痛苦類辛 

幫助建立聯合圃的人民對於該項企圖均予以 

深切的關注o本仁欣悉在美國及其他地點業 

a注意到在聯合國中及在安全理事會中某些 

代表《採取這種態度。 

提到另外一個問題，有一位開名的美國 

政tir家曾！^输到外交季刊上所登載的一篇文 

聿 , 那 篇 文 章 是 一 位 M r . X 所 寫 的 , M r . X 

顯係對於決定美圃外交政策:^面負有重大責 

任。本人所指的這位政 ISr家就是Mr. Walter 

Lippman,他所著閫於美國垒戦目標一窖在 

默洲被佔頒時爲人所爭誦o本人耍撖引他在 

—A四七年丸月三十日紐約先鋒鼢埴報上所 

載的一篇文章o 

主席：本人很抱歉，打斷波蘭代表的發 

首 ,因爲此刻在譏程上除新會員國入會問題 

以外，並無其他問題。他所提意見的前一部 

& ^ ~ 雖 然 本 人 羝 爲 其 中 有 若 干 部 分 是 多 餘 

的,一一還算與本題有鬭，但是本人不知遒他 

在目前所說的話與這個問題有什麼關係。 

1 spa安全理事會疋式紀錄,第::：年,第九》‧ 

Mr K A T Z - S U G H Y (波蘭）：本人相信 

些申諳睿時採驭那樣的態度。本人必須說明 

^人所說的話是與這個問題有密切關係的， 

並且是必須說明的，俾使理事會了獬我們的 

態度，當生席打斷本人發言時，本人正在桔 

柬關於該項態度的解釋。 

主席：本人今日和過去都沒有褫奪波蘭 

代表圑一苒說明它對於這個問題所採取的態 

度的機會；他會利用那些機會。他曾重祓說 

明許多他在過去所說過的話，本入憨爲他不 

應在此時選讀作者的文章,.不綸位作者 : 1： 

何等的有地位，除非那篇文章是與新會員國 

入會問題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本人裁定他 

的發言县不合程序，除非他能證明他所準慷 

宣讀的文章是與這個問題有關，與理事會此 

M r . KATZ-SUGHYC波蘭）：本人願意來 

說明本人準備來宣讀的一段是较方才主席舆 

短得多。這一J 

會問題的表決所抹取的態度有直接關係的C 

主席：在這種情形下,黴引是合程序的。 

M r : K A T Z - S U C H Y (波蘭）：本人黴引 

如下："若以英阈和美圃代表就希臘問題所 

發表的演說來,斷的話，Sir Alexander Gado-

g a n 和 M r . Herschel Johnson似乎是依照在 

的。這:a—項可資惋惜的事。此時旣未從事 

爭取該項衝突的勝利亦未謀减輕或解決該項 

衝突，但是聯合國却被破壤了,這個組蛾原 

應保留爲人類解決街突和製造和平的最後ft 

最佳的希望。現在却把做種子的玉蜀黍吃掉 

了。" 

本人耍咸謝主席具有忍酎精神來鵰本入 

微引這一段文字。 

主席：波蘭代表利用本人封他所採取的 

寛容態度，宣讚本人1?爲毫無鬮係的一段文 

字,本人對此殊以爲慽。 

我們必須桔束關於新會S國入會問題的 

辯諭。我們巳餒表'决遇，锆果業&公佈o本 

人當負責便我們今日午後討論 籩個問題的報 

吿鲁送交大會主席。 

本人憨爲因鑒於今日時簡巳晚，今晚恐 

不克詳細討鍮印度尼西55問題我們必須在 

下次會議中討綸那個間題。下一次會譏的日 

期不能立刻決定，因爲與大食各委員會食議 

日期的配合颇有困難。當安全理事食下一次 

會 镞 日 期 決 定 後 ， 本 當 立 卽 f t 知 理 事 食 备 

位8(事及M係方面o 



M 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 

國聯盟)：關於理事會專門肘输印度尼西亞問 

題 的 下 一 次 會 瞎 ， 本 人 爲 在 這 數 日 内 應 舉 

行這樣的會璣，因：S根據我們所得到的情報, 

包括官方公報在内,在那裏的情形是不正常 

的,並且軍事活動仍在維耩進行中。因此,我 

們不能無定期延餒理事會的會É曰期。我們 

必須與秘寄長確定一個適赏日期,在可能時, 

應 於 一 二 日 舉 行 關 於 這 個 問 題 的 會 譏 。 

主 席 ： 窗 鷉 吿 訴 本 人 明 日 無 ^ 安 排 任 

何食瞜,因爲明日的會鵰已》?完安全拼好0將 

眩項食璣安排在星期五或星期六也許是可能 

的 。 倘 若 那 是 可 能 的 話 , 本 人 將 促 其 賁 現 ， 

並 ， 早 通 知 理 事 會 各 位 理 事 0 

三七三，附於印度尼西亜問題的宣吿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本入頼 

意吿訴主席及理事會各位理事閼於載於下列 

公函中的一項決定，該公函日期—丸四七年 

十月一日，並係列於文件 S / 5 7 1 中的 0 

"m席聯合圃美國代表謹向聯合圃 

長致意並說明如次：美圃大《i銃以 

爱指派 

Frank Porter Graham先生爲出席該斡旋 

委員會之美國代表。其證窖隨卽奉上0力 

主席：本人確信理事會所有理事都有典 

趣聽到美利整合衆國代表剛才所作陳述。 

箧於美利堅合衆圃代表方才所作陳述， 

本人將向理事食宣讚澳大利亞代表W團長關 

於同一問題致本人的一封公函0該公函的日 

期 《 — 丸 四 七 年 丸 月 二 十 六 S 並 載 於 文 件 

S/5fe9e該公函內容如下： 

" 本 人 敬 向 閣 下 說 明 澳 大 利 亜 政 府 業 

& 指 振 澳 大 利 亞 闥 協 和 解 及 公 断 法 庭 法 官 

Kirby先生:JT出席根據安全理事會一；/L四七 

年八月二十五日所通a闕於印度尼西亜問艇 

块181^設置的委員食的澳:;^利亞代考.."。1 

Mr. V A N L A N G E N H O V E (比利時）： 

M於方才向理事食所宣讀讷<a函,本人願意 

K 明 比 利 時 政 府 在 十 二 天 以 前 曾 指 搌 * 瞜 a 

及 前 任 總 理 M r Paul van Zealand ；»其代 

( 午 後 七 時 散 食 " 

文件S/537 ̶九四七年九月三B 

[ 原 扦 ： 英 文 ] 

̶九W七年A月三十日荷«MË»合國 

代表致《f菁長函 

第A̶O號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無 欏 過 W 此 項 問 題 之 意 a , 但 》 « 

安全瑰事會於一九 W 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及=+六 

日關於印度尼西亞閱超所通過之決議案之要旨尙 

可接受0 

荷印玫府將供哈各該躕係國家粧巴達維茧 t t 

桀領事官員推進ft工作時所必需之一切便利0 

麻攻府希望於短期内能通^安全理事會康 

意接受逖^金加康爲美國代表所提之安全理事會 

決議案第二段所指之委員會之理事國名單0 

荷麻政府提出接受上述決議案要旨之陳通之 

前提爲印度尼西亜共和國在言行方面卽行停止~ 

©敵對行@o 

荷»f政府保持其對於印度/à ssg秩序與和平 

食最後資任之立場0 

( 簽 名 ） J . M . SNOUCK HURORONJE 

文 件 S / 5 4 5 ̶九 W 七年九月九 B 

mn:英文] 

—九ra七年九月四日荷蔺駐J»合國 

代表致秘寄長函 

第八二二號 

前於̶九ra七年八月三十日曾上第八一 oai 

âiSâ,述及荷驟政府接受安全理事會於̶九四七 

年八月=十五日及二十六日腕於印度尼西亜ras 

所通過饞決案之W g, s奉本國政府訓令逕向閣下 

報吿荷驟攻府業È3邀誇比利時攻府妾加康nm» 

代表所提之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第二段所指之委虽 

會,而比利時攻府業巳接受此項邀离 0 

(簽名)2 J - W . M . SNOUCK HURORONJE 

文件 S / 5 6 4 ̶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三曰 

[原 f+î 英文J 

九 月 十 八 曰 印 度 尼 西 共 和 國 代 表 

教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本人謹向B9下說明印度尼西5g共和國業 

定澳大利亜攻府在進行耱旋K法解诀印度尼西S 

典荷1»爭端之安全理事會委藏會中代表印度尼西 

So 
( 簽 名 ' ) S O E T A N S j A H R I R 

文件S/558 ̶九四七年九月十八曰 

汇原扦：法文] 

一九W七年九月十八日澳大刺亜興比利時代4^禱 

合教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一九W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安全理事會W於印 

度尼西ff i問超之块艤案規定設置一斡旋委晨會, 

1 » i as?全理事會正式«錄,第二年，第 A 

十 三 《 , 第 ̶ 九 四 * 會 « 0 

2顧於耱旋委S,的《1成份子的上1!£各項&曲 

« 燧 艱 文 件 S / 5 3 7 , S/545, S/564>S/558內 

所《的11名辦&面g出的,S些文件的案文列後： 

由 當 事 B 分 別 選 定 委 真 會 兩 委 藏 國 之 澳 

大 利 S 及 比 ¦ « 時 , 有 襯 指 淤 第 三 個 é 員 B o 

兹踵向安全翱事會報告,根據澳大MSg及比 

利 時 府 之 共 阖 莉 求 , 美 B 攻 府 業 已 同 意 S U 委 

缀會之委致園0 

(«f名）：H. V. EvATT P. H . SPA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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