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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艽三年八月七日美利堅合衆國代理代表 

爲依據一九五Q年七月七日安全理事會 

決議案(S/1588)遞送聯合國軍司令部朝 

鮮停戰問題特別報吿書事致祕書長節略 

[原扦：英文] 

[一九A三年八月士 3 ] 

美利堅合衆國駐聯合國代理代表敬醣査閲一九 

五0年七月七日安全理事會'决議案 [ S / 1 5 8 8 ]第六 

段。該段規定,美國應將聯合画軍司令部所採行動， 

隨'時撮耍向安全理事會報吿。 

茲根據此項決議案，敬將聯合國軍司令部就朝 

辨停戰問題所擬之特別報吿書隨函付上，並請分送 

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隨件並附送一丸五三年七月 

二十七日在朝鮮所訂之停戰铋定正本。 

盼將詨特冽報吿書與停戰協定副本分送大,各 

會員國査照不勝感荷。 

其,駐聯合國代3!!代表 

(簽名) James J . WADSWORTH 

聯合國軍司令部朝鮮停戰問題 

特別報吿書 

壹 . 前 詈 

美國耽府,茲以聯合繭軍司分部名義,檢送聯合 

國抵抗朝鮮侵略情形特別粮吿書一件，及聯合國軍 

總司令，朝鮮人民軍司令官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 

員所簽訂的停戦協定全文一 {9"。 

這個協定是由聯合國軍司令部代表M首席代表 

陸軍中將威廉、凱、海立勝及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 

芪志願軍代表圑首席代表大將商日九五三年七 

月二十七日午前十時簽字的。後來再由聯合國軍總 

司令馬克、克拉克、中國人民志願箪司分員彭得懷， 

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朝鮮民主主義A民共和國 

元帥金日成簽字。依據停戰協定之規定，敵對行爲 

巳於一九五3年七月二十七日二十二時停止，停戦 

協定亦於是時生效。 

這個停戰協定是甓方軍事統帥所簽訂的～個軍 

事協定，旨在促成最後的和平解決，並且假定甓方都 

食誠意追求這個目的。安全理事會一丸五•年六月 

二十七日及七月七日決璣案授權聯合蔺軍司令部在 

朝鮮進行軍事行動, ja制止侵略,同時也授權聯合圃 

軍司令部，在符合聯合國目標及原刖的條件下，締 

訂軍事停戦協定，以終Jfc戰爭。實際上，大É"一丸 

五二年十二月三日決讖案已確認聯合國軍司令部有 

稀訂停戦協定的權力，以及允宜按照最後訂入一九 

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停戦協笨之耍點，謀停戦之實 

溯自共產侵略引起流血破壤以來，歷時三十七 

個月有餘，現在朝鮮境內敵對行爲B因簽訂這個停 

戦定而吿終止。共產侵略者鑒於聯合國部隊在朝 

鮮戦爭中的成就以及聯合國光榮結束戦爭的'决心， 

在距今二十五個月前，第一次表示願意考廑停戦問 

題。在這二十五個月中，聯合阈軍司令部代表竭誠 

談 f î ,力謀停戦。直茧一丸五三年春，共產黨方面 

似乎才願根據光榮條件，廨決各種想而未決的爭點。 

死傷破壤所以繼耱，停戰談判所以遷延，實緣浸略 

者態度強硬所致。 

聯合國軍司令部在談剩這個停戦協定時，遒循 

聯合圃朝鮮軍事行動的基本目標：逐退大韓民國所 

受的侵略並恢復那個地區的國際和平與安全。停戰 

協定劃給大諱民國及聯合國部隊一條堅固的防線， 

也載有防Jfc侵略再起的合理保障。 

爲了保證不再發生敵對行爲起見，铋定中規定 

了—個非軍事區，並由雙方代表組成軍事停戰委員 

會，負責監督停戰協定的實施，並處理任何遠反停 

戰協定的事件。其中還有禁止自他處運增援軍事人 

員、作戰飛機、装甲車輛、武器及彈藥至朝鮮境内 

的規定，以及監督視察遵行這些規定的辦法。 

停戰據定完全符合聯合圃的人遨原則。一丸五 

三年六月八日簽訂的一個單獨協定，以及附於並經 

引照訂入停戰協定的七月七日補充協議，規定了一 

個符合聯合國一;>t五二年二月三日決議案六一〇 

(七)所列原划的交換戰俘辦法。這個辦法尤其符合 

那個決議案所載"不得使用武力阻止或促使戰俘返 

國...."的規定。 

停戰協定第六卜款建,雙方有關各國政府在停 

戰協定簽字後三個凡內召開政治會,，協商"從朝 

鮮撤返一切外國軍隊及和平JT决朝鮮問題等問題"， 

茲特促請予以注意。這個建議業經通知聯合國其他 



十五個派有軍隊參加朝鮮行動的會員國政府及大獐 

民阈政府。 

-聯合阈軍司令部自將竭盡最大力量，切實遵行 

停戦協定條款。至於共產黨方面是否遵行那些條款， 

當然並il確切保證。而且停戰協定也未具載一切可 

以防止侵略再起的必耍保障。一丸五一年底，m合 

國軍司令部就已經知道不能按照自己所欲，在敵後 

作各種安排。還有一點，停戰協定所取得的保障誠 

然很重耍，但從根本上說，防筘共產黨方面'再度進 

攻的最大保證，惟有使他們明白這種無端進攻會遭 

聯合國部隊迅速抵抗一點。因此，聯合國軍司令部 

同意放棄若干保證（例如不許在牝朝鮮境內建築及 

修復軍用飛機場），但請派有軍隊受統帥部指揮的各 

颳政府，在停戰協定簽字後，發表宣言，明白表示 

一遇共產方面苒度無端武装進：^，十六國政府立卽 

苒度聯合抵抗。笾個辦法曾餒聯合敏十六個派軍參 

加朝鮮行勸的會員國於~丸五二年一月商妥。一九 

五s年七月二十七日，剛tf停戰協定簽字以後，十 

六搁參戰國家的代表，卽在華盛頓簽署一個宣言： 

"我們這幾個派有軍隊參加朝鮮行動的聯 

合國會員國，支持聯合國軍驄司令稀訂停戰協 

定的決定。茲特申明我們完全忠實履行那個協 

定條款的決心。希望對方簽字國也同樣嚴格遵 

守那個協定條款。 

"當前的任務不是容易的。我們贊助聯合國 

的努力，根據早經聯合國確立的各種原刖，建 

立一個統一、獨立和民主的朝鮮，法公平廨 

決朝鮮問題。我們也贊助聯合阈的努力，歸 

朝鮮人民，收、拾戰後殘破局面。 

"我們重申我們對於聯合國原則與宗旨的 

信念，我們對於朝鮮繼耱負責的態度，和我們竭 

鉞設法解、决朝鮮問題的決心。茲爲世界和平利 

益起見，我們鄭重申明，如果武装進攻再度發 

生，我們立卽再度聯合抵抗。這種破壤停戰協 

定的皋動，後果非常嚴重，所引起的敵對行 

大槪不可能限於靭鮮境內。 

"最後，我們認爲停戰的結果，不得危害亞 

洲他處和平的恢復或保障。" 

這一次在朝鮮的成就乃是一個第體的成就。朝 

鮮入民和世界人民，對於澳大利亞、比利時、哥侖 

比亞、加拿大、阿比西尼亞、法蘭西、希臘、盧森 

堡、菲律賓、荷蘭、紐西蘭、泰國、土耳其、南非 

聯邦、英聯王國及美國健兒，舆大韓民國軍隊並肩 

作戰，共同制 jf :侵略，實深烕荷。他們還得到丹麥、 

印廑、義大利、那威和瑞典醫藥隊的援助。其他若 

干國家贯了他種助力也傲得聯合國的感謝。 

武 .軍事行動 

大部份作戰期¦»〗的軍事行動愦形業餒聯合圃軍 

司仓部一;^五二年十月十八日特別報吿窨[A/2228] 

敍述過了。聯合國.部隊曾受大批中國共產軍隊參戰 

的壓力，不得已向南撒退，嗣後在一九五一年初採 

取攻勢，至三月間，進抵一條橫跨朝鮮中部的戰線， 

繼而聯合阈軍隊未斷積施壓力，於是共產軍隊被 

徐徐向北撤返，至一九五一年六月，聯合國部隊乃 

佔有大致位於三十八度以北的陣地。 

自從停戰談判開始以後，聯合國部隊和共產軍 

踩都不曾探取持久的攻勢行動。但其間也陸耱有軍 

事接觸，而且桂往非常劇烈，以致將士傷亡慘重。在 

談判的最後階段，共產軍隊曾於七月十三日夜間發 

動了兩年多來的最大攻.勢，其桔果共產箪隊略有進 

展，聯合阈部險多所死傷，而共產軍進攻損失尤爲驚 

人。 

聯合國軍司分部的行動只圖達到聯合國在朝鮮 

的軍事目標，卽逐返侵赂,並恢復朝鮮和平與安全。 

聯合國軍司令部多方設法滅少生命損失，其所探取 

的行動，都曾充分顧及人道立場。聯合國軍司分部 

從未如共產宣傳所,控，攻襲朝鮮以外的領土或使 

用細菌武器或毒氣。聯合圃軍司分部一向都願意調 

査，而且也願意接受調査，以明事實眞相C 

在這三十七個月作戰期間中，聯合國軍司令部 

部隊遭受了很多的死傷。大韓民國軍隊死傷及失蹤 

人數逾=〇〇，〇〇〇名。美國軍隊死傷約一四一， 

〇〇〇名。聯合圃其他十五個會員圃軍隊死傷總數 

約一四，〇〇〇名。同時，聯合國部隊也使敵人遭受 

了爲數更大的死傷。估計敵人死傷總數約在一百五 

十萬名至二百萬名之間。至於因受戰事影響而死傷 

的平民和損害的财產，則無從估計。無數百离的人 

民，爲戰事所 î â ,離家背井；也有大批難民不斷自 

共產箄隊所控制的地區，向商遷徙。 



筌,停戦鈸判 

A . 一缝形 

聯合國軍司令部及聯合圃始終不斷努力謀求朝 

觯戦事在光榮的基礎上結束的經過情形，具载聯合 

阈的文件。聯合國軍司令部爲此目的曾自動探取種 

種步驟；其他方面所作提議苟其主旨在獲致以符合 

聯合國在朝鮮的目標爲條件的和平，統帥部無不充 

分合作。 

一丸五一年七月間，根據共方發言人的言綸，侵 

略箄似有願意停止敵對行爲的表示。但是，聯合國軍 

司令部所抱迅速簽訂協定以停止戰爭的希望，瞬卽 

證明爲幻想。共方一再拖延談判，另提節外生枝的 

問題，想利用談判從事宣傳，而在其他方面亦處處 

表現其缺乏誠意。雖然有此重重障礙，聯合國談判 

人員始終表示願與對方達成協議。 

聯合圃軍司令部'决心要使停戰協定有助於逹到 

'聯合國在朝鮮的箄事行動的主耍目的，那就是擊返 

大韓民國所受侵略並恢復該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因 

此，聯合國軍司分部堅持下列各項必耍條件： 

(―)根據軍事現實情形劃定一分界線，務使敵 

對甓方有可資防守的陣地，而符合聯合國 

擊返侵略的目標； 

(二） 訂定提供合理的最大保證以確保侵略不再 

復起的其他規定； 

(三） 在足以確保聯合國軍司令部被俘官兵之逮 

返及確保戰俘的處理對避難權有所保镡， 

而又符合國傺法、日内瓦公約與人道原則 

的基礎上，訂定適當的交換戰俘辦法。 

鉞要共方不允依照上述條件停戰，聯合國軍司 

令部便須依安全理事會及大會'决,案的規定，繼攛 

作戰，以迫使敵方同意光榮的停戰。 

B . 謀求協璣的初期障礙 

(一)議程及開會地點 

最初皋行談判時，共方提出若干旨在拖延談判 

的問題。他們想通過一個足令將來所討論項目的實 

體有利於己的,程。例如，共方想徵求同意在議程 

內訂明以北緯三十八度爲停火分界線。他們又提, 

以外國軍隊撒離朝鮮冏題爲饞程項目。聯合國軍司 

令部堅持應有客觀議程；最後所通過的卒爲此锺, 

外，拒箱將此事列入璣程* 

談判的進行，又因共方破壊會場區的中立性及 

未依原約給予雙方代表團以平等待遇，發生遲滯。 

共方揑造事實指控聯合國軍司分部破壤會場區的中 

:4性，遂使談判停頓南個月，自一丸五一年八月至 

十月並未舉行。 

停戰協定中當然要有終止戰鬭的規定。聯合國 

軍司令部還想得到足使戰鬭行爲沒有多大可能重'行 

發生的安排。就這兩件事;It所作談判歷時很久，且 

甚費力。聯合國軍司令部代表圑耍使監察圑有最大 

限度的自由進入朝鮮所有各地區，以確保停戰不致 

遭受破壤。它很願意由監察圑在其陣鎵的後方進行 

此種視察。可是共方有一時期堅決反封一切關於進 

行視察的提案，最後祇同意限定範園的視察。在某 

—時期，聯合國軍司令部曾提議由聯合小組在朝鮮 

全境視察實施停戰協定情形。此項提譏爲共方所拒 

絕。後來雙方議定辦法。由並未參加朝鮮軍事行動 

而能爲雙方所接受的國家派遣觀察員祖任視察工 

作。但共方提出蘇聯爲"中立國"，逮使談判再受阻 

延；此項提名聯合國軍司分部當然不能接受。 

聯合國軍司令部提議禁止雙方建築新的軍用機 

場並民用機場的修復訂定最高的許可數額。此項 

禁止可使再事侵略不易爲力，復發的可能性也較少。 

惟共方斷然拒絕同意設定此種限制。 

(三）戰俘 

遣返戰俘問題至少從表面上看來是使停戰îi遅 

不能實現的最大因素。聯合國軍司合部自始卽聲明 

它甚願將其所收容的戰俘全部遣返，但不同意對不 

肯返囘共方的戰俘便用武力。共方則倔強堅持必須 

將全部戰俘遣返，必耍時得便用武力。 

聯合國軍司令部爲了耍極力打開這個問題所造 

成的長期僵局起見，特於一丸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提出一"混合提案"，其中規定(a)不得'將戰俘強迫 

遣返；（b)聯合國軍司令部不復堅持禁止再建及修 

瑰機場；（C)如果共方同意接受瑞典及瑞士爲中立 

國監察委員會委員國（由是撒消以蘇聯爲委員國的 

耍求），則聯合國軍司令部同意接受波蘭及捷克爲委 

員國。 

聯合國軍司令部明白表示此項提案必須全 i s接 

受。但是共方表示祇能接受第二、第三兩點，對戰 



俘問題依然堅持其原來立場。由於共方的拒絕，停 

戦又苒稽延，戦事繼獠進行了十五個月。他們持此 

種不合人道的態度，達數月之久，不顧國際公法,也 

'不顧正氣旁礴的世界輿綸，卽在贊助一丸五二年十 

二月三日大會決譏案的五十四個會員國栘定不強逭 

遣原則之後，依然不改變態度。因共方態度強硬， 

對於戦俘間題又未能開誠磋商，致聯合國軍司令部 

不得不於一;^五二年十月八日'决定暫不舉行由全體 

出席的談判。此項談剌直至一丸五三年四月二十六 

日始行恢復，因共方最後表示願意考廑一個符合人 

道主義及大會決議案廣載原則的戰俘問題解'决辦 

法。 

C . 最 筏 達 成 的 議 

聯合阈軍司令部代表〖《與共方代表阇所達成的 

協饑，全部載在附於本文件之停戰協定及其附件戰 

俘協定與七月二十七日補充協定。從談申 1紀錄中可 

以看出，聯合阈眾司令部對於停戦協定中非經鬧明 

便會意義^"糊的若干文句，都已將 t所作解釋載入 

紀錄。 

(~ )軍事分界線 

共方曾一度堅持以北緯三十八度爲雙方分界 

線，致談判略受m延。最後他們承認聯合國軍司令 

部的立場確有是處，‧卽分界線應完全根據軍事理由 

求決定，並應與键方軍隊的實際接觸線相符。聯合 

阈軍司令部堅持依此劃定界線，其目的在镀得最大 

的防锲保障，以P力侵略可能復起。 

分界粽最.初於一丸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根據 

常畤的接觸線割定。嗣經雙方同意以此線爲最後分 

界線，但停戰必領於三十日内實現，否則便領根據 

停戰時的接觸線重行劃界。事實上，雙方於一九五 

三年六月間議定了新的暫定分界線，因其時停戰協 

定似於數日f勺便可簽訂。後來共方堅決耍求計及他 

們於一丸五三年七月十三日至十四B發動進攻所得 

戦果，重訂分界線。最後講定的分界線如停戰協定的 

附園所示。雙方依照協定建立一非軍事區，各將軍 

隊自分界鎵向脔牝後退二公里。 

(二)赏施停戦協定的安排 

除了修築機塲問題依然意見相左以外，實施停 

戦協定的安排事實上 a 於一丸 S 二年三月全部訂 

妥。聯合國軍司令部最後於簽訂^#戦協定時放棄了 

限制修築機場的主張。就此項問題所達成的協璣可 

撮述如次： 

(a) 在停戰協定簽字後十二小時內停；。 

(b) 雙方在停戰協定簽字後七十二小時内自非 

軍事區撒'出其軍隊。 

(c) 在停戰協定簽字後五天内自朝鮮的對方後 

方與沿海島嶁及海面撤出一切軍事力量。 

(d) 雙方停北將增援的軍事人員送往朝鮮。但 

是每月得輪換軍事人員三萬五千名。鞴換 

人員僅得在中立國監察委員會所派小組的 

監督舆視察下經由指定的口岸進入鮮朝。 

(e) 雙方停 J t '自朝鮮境外输入增援的作戰飛 

機、装甲車、武器與彈藥；伹毀壊損耗的 

装備得在同樣性能同樣類型的一件換一件 

的基礎'上進行替換。此種替換物件僅得在 

中立阈監察委員會所派小組的監俘與視察 

下經由指定的口岸輸入。 

(f) 成立軍事停戰委員會，由聯合國軍司令部 

及共方軍官組成，驄部設於极門店；該委 

員會在聯合觀察小組協助下，負責： 

( i ) 監督停戰協定的實施； 

(i i) 處瑰關於違反停戰協定的指控並協商 

解決任何違反筝件； 

(iii) 向敵對甓方司令官報吿一切關於逮反 

停戰協定的事件。 

(g) 成立中立國監察委員會，由四名高殺軍官 

組成，其中声名由聯合國軍司令部所提名 

的中立國指派，兩名由朝鮮人民軍最高司 

令官與中阈人民志願軍司令員所共同提名 

的中立國指派，設驄部於軍事停戰委員會 

驄部附近。監察委員會的任務爲對於停戰 

協定闊於自朝鮮境外楡入增援箪事人員 

與装備的規定之遵守，加以監瞥觀察視察 

及調査。經軍事停戰委員會或任何一方首 

席委員的請求，監察委員會得前往非軍事 

區以外據報發生違反停戰協定事伴的地點 

進行特觀察與視察。監察委員會配備二 

十個視察小組爲之助，其中十裀派駐指定 

的口岸，五個在北朝鮮，五個在南朝鮮，而 

以十個機動視察小組爲後備。 



(三) 停戰後召開的政治會議 

爲應付共方不斷企圖在朝鮮停戰談判中输及政 

治問題並避5&此種節外生枝的問題阻延停戰談判起 

見，聯合國軍司分部伺意提出建議，於停戰後召1^ 

治會議審議各項政治問題。聯合國軍司分部代表 

圍接受了現時載在停戰協定第六十條的共方訂 JE提 

案，其文如下； 

"爲保證韓阈問題,的和平‧ ̂決，雙方軍事司 

令官茲向雙方有關各國政府建議在停戰協定簽 

字並生效後的三個月內，分派代表召開雙方高 

—极的政治會議，協商從韓國撤退一切外國軍 

隊及和平廨決韓國問題等問題"。 

(四） 戰俘 

這個問題的背景和聯合圃軍司令部的立場都巳 

經在一丸五二年十月十八日司令部的特別報吿窨 

[A/2228]裏扼耍說明。正如當時所指出，協議前途 

的唯一阻力就是共產黨堅決 i 張戰俘必須一律遣 

返，必要時甚至不惜使用武力，而聯合画軍司令部 

却担絕以武力來對付這種不願遣返的俘虜。當共產 

黨堅稱事實上並無戰俘担絕遣返，而祇是聯合圃軍 

司令部扣俘的畤候，聯合國箪司令部曾經提出秉公 

確定戰俘眞正態度的許多方案，而共產黨却不'肯把 

這個問題付諸考驗，因此停戰協定又被躭誤而未能 

成功。 

一 ; ^五二年十月八日聯合國軍司令部暫停談 

判，聲明司令部爲求光榮解決戰俘問題而提出的若 

干方案仍然有效，如果共產黨準備誠心談判，接受 

聯合圃軍司令部的任何方案，或者自己提出戰俘問 

題的積極方案，聯合画軍司令部代表團準備隨畤重 

新開會。 

當此之際，朝鮮問題提出大會，美國政府以聯 

軍司令部資格，報吿談判經過情形。美圃政府要求 

大會核定不強迫遣俘的原則並促共產黨接受以這個 

原刖爲基礎的停戰。爲了解決戰俘問題，印度提出 

一個切實的方案，並經大會討諭，希望共產黨能夠 

同意。一>^五二年十二月s日大會以五十四褢的大 

多數通過了決璣桊六一0(七），反對者只有蘇聯集 

圚。該決議案訂明不得使用武力阻 J t或促使戰俘返 

國，並詳細列舉各種方案，大會認爲此種方案可以 

作爲協議戰俘問題公平而合理的基礎。共產黨却拒 

絕這個方案，停戰前途的希望顯得慘淡。 

雖然如此，聯軍司令部仍艇耱研究解決戦俘問 

題的一切可能性。一丸五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舡十字 

會同盟執行委員會通過了一個決議案，籲譫當事画 

實行日内芄公約的人道康刖把傷病戦俘遣返以示誠 

意，聯合圃軍總司令抓住這個機會於一丸五三年二 

月二十二日致函共產黨統帥說明聯合國軍司令部依 

然準備立卽實行遣返傷病戰俘，並詢共產黨方面是 

否準備把他們所俘的傷病戰俘遣返。聯合國軍司令 

部在停戰談,中曾經屢次向共產黨提出這種提議， 

不過都沒有獲得答復。聯合國軍司令部希望共產黨 

最後能夠同意交換這種戦俘，茧少使聯合圃軍司分 

部若干被俘戰士能夠返國，希望這一步驟足以打開 

解決邋個戰俘問題的出路。聯合國軍司令部這次的 

希â並非徒然。三月二十八日共產黨居然同意交換 

傷病戰俘的原則，他們說此事"必須做到能使整锢 

戰俘問題順利解決"。四月六日甓方聯絡官開始商訂 

交換辦法。 

共產黨此次同意之後，接着就是s月三十日中 

華人民共和國共產人民政府外交部長周恩來發表談 

話，後來經由北朝鮮政權的首揆贊助，表示顔意重 

新談判整個戦俘問題，並且對於強迫遣俘問題準備 

探取更加積極而合乎人道的態度。 

事實上，病傷戰俘於一丸五三年四月二十日茧 

五月三日之間，依據一丸五三年四月十一日饞致的 

協議，實行交換。 

四月二十六日停戰談，全體代表M對螌個戦俘 

問題重開談判。共產黨開頭就提出一個提案,主張 

把沒有直接遣返的俘虜一律送交一個甓方同意的中 

:4國，在他們到達後的六個月內由其所屬國的R;表 

向他們說明有關他iniËj國的一切事宜，斯間、届满後 

所有尙未遣返的戰俘聽憑政治會議處置。後來討論 

的問題集中在究竟應該提出那一個中立國，沒有遣 

返的俘虏是否應該運離朝鮮，以及沒有遣返的俘虜 

歸中立國看管爲期究應多久。 

五月七日，共產黨提出了一個新方案，主張键 

方協議由業經提名出任中立國監察委員會委員圃的 

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瑞典、瑞士四國和印度組成 

一個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由該委員會接管在朝鮮的 

俘虜。五月十三日聯合阈軍司令部提出一個對桊，主 

張縮短中立國看管未經遣返的戰俘的期限，規定未 

綞遣返的朝鮮戰俘在停戰之後立卽釋放，並且提議 

單單由印度一國的軍隊來看管未餒遣返的戰俘。共 

產黨拒絕道個提案。 



五月=十五日聯合爾軍司令部再度設法，以求 

共產黨同意公平解決戦俘問題;又提出一個新方案， 

主張未餒遣返的朝中戰俘一律移交中立阖接管，政 

治食饑審耩處置未經遣返的俘虜問題應有期限，逾 

期或予以釋放囘復平民身或將處置此镩戦俘問 

題交由大會赛議。 

六月四日，共產黨提出一個對案，實際上本諸 

大會'决饑案六一0 (七）所定辦法，和五月二+五 

曰聯合國軍司令部的提案也很接近，不過在不強迫 

趲俘這一基本原則上面却â"糊其詞。谩後聯合國軍 

司令部就詳細規定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職務，以確 

保不能有弊寶，大會所核定不得以武力咀止或強迫 

戰俘返國~原則備受遵守一事與共產黨達戒協議。 

六月八日聯合國軍司令部及共產黨缝方首席代 

表簽訂遣俘協,，該議附於停戰協定並經引照訂 

入停戰協定。龔方代表圑於是進行最後部署，指望 

停戰協定早日簽字。 

統帥部與大韓民國討論之後，又於一丸五三年 

七月二十七日簽訂了一個戰俘問題補充協議，准許 

聯合國軍司分部（以及共產黨， in果適用的話）把 

未經遣返的戰俘運到非軍事地帶，由中立圃遣返委 

員會接管，至於舆大韓民國酎論的情形均見下節。 

D . 大韓民國的態度 

敵對行爲的終止似乎已經在望，可是六月十八 

B發生的事端又使停戰的成功，一鼸再鼷。那一天大 

韓民國的官吏竟便從前巳經表示耍抗拒遣返北朝鮮 

的朝鮮戰俘兩萬七千人從戰俘醤逃走。大韓民國此 

舉與聯 合國軍司令都代表其所指揮的一切軍隊在 六 

月八日所簽訂的遣俘協議是不相符的。聯合國軍司 

令部立刻抗議大韓民國政府這種措施，立卽把這件 

事通知共產黨並且吿訴他們雖然巳在設法儘量搜捕 

在逃的戰俘，但是他們已經混入南朝鮮的居民之中， 

要想追囘很多戰俘，恐怕沒有多大希望。 

由於這一事件，聯軍司令部代表立卽與大韓民 

國會談，餒過長斯商談之後，大韓民阈保證決不阻 

撓實施停戦協定的條款。 

可是這一事件又給共產黨再度延餒簽訂 停戦協 

定的藉口。他們耍保證聯合國軍司令部遒守停戦協 

定，大韓民國及其軍隊都遵守這一協定，所釋戦俘 

都耍追囘。聯合阈軍司分部答復共產黨，着重指出， 

停轔協定是雙方軍隊的統帥之間的一種軍事協定， 

而且這一協定是由聯合國軍司令部以所轄包括大镩 

民國軍隊在內的一切軍隊的統帥資格簽訂的。聯合 

國軍司令部代表圑並且吿訴共產黨說，就追囘巳释 

戦俘而腧,正如早已通知，此事殊無可能，不過其餘 

不'願遣返的戰俘，司今部願保證按照遣俘協議，移 

交中國遣返委員會接管。共產黨又獲得保證，聯 

合國軍司令部的軍隊（包括大韓民國的軍隊在內)-一 

: t遵守停戰協定。不過聯合國軍司令部曾餒吿訴共 

產黨，它不能以武力對付大韓民阈，使大韓民國遵 

守停戰協定。 

聯合國軍司令部雖然提出這許多綜合性的保 

m,而共產黨却繼續拖延談判，而且在這一當口發 

動了兩年.多以凉最大的攻勢，這顯然是很有計割與 

準備的，而且使傷亡慘童。可是在七月十;^日共產 

黨終於聲明準備進行達成停戦協定簽字的最後工 

作。 

停戦協定最後是在一丸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 

鮮時間上午十時簽定的。 

肆 .結綸 

朝鮮的浴血戰爭巳經制止。傷亡枕藉，達幾百 

萬人，死亡難民，不知其數，經濟财產慘遭毁壊， 

共產主義侵略者總算已被逐囘其開始進攻的起點以 

外。他們侵略的代價顯然是重大的。 

因爲聯合國及時毅然以集體行動對抗侵略，所 

以纔能在保持大韓民國之完磐以防今後之侵略的基 

礎上達成停戰，成爲這個飽嘗戰禍的國家稀造和平 

與安全的一個主耍步驟。所以有這些成就，全仗聯 

合國和大韓民國的軍隊英勇犧牲。 

美圃準備參加並且充分合作進行政治討酴，按 

照聯合國的目標，就是以和平方法稀造統一而獨立 

的民主朝鮮，達成朝鮮問題的永久解決。如果共產 

黨遵守停戦協定而且誠意談判的話，那麼久經憂患 

的勇敢朝鲜民族就能港得眞正的永久和平。 

9 



附 錄 A 

停 戦 定 

巷 ― 一 協 定 本 文 

J »合國軍驄司令一方與朝鲜人民軍最高司 

分官及中蔺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另一方 

闥 i m a 軍 事 停 定 

序 首 

下列簽署人，聯合阈軍龅司令一方與朝鲜人民 

軍最髙司令官及中阈人民志癍箄司令員另一方，M 

停止造成铑方E大笳苦與流血的韓阖銜突，並旨在 

確立足以保證在諱®的敵對行爲與一切武装行動完 

全停止的停戦，以待最後和平廨決的達成，茲各自、 

共同、並相互同意接受下條款中所載的條件與規 

定,並受其約束舆管轄，此等條件與規定的用意純屑 

軍事性脔並僅適用於在韓阈的交戦甓方, 

第 一 條 

軍事分界錢舆非軍事區 

―.確定一軍事分界錢，铑方各由此錢後返二 

(2)公里，以便在敵對軍隊之間建立一非軍事區。建 

A—非軍事區作爲餒街區，以防止發生可能導致敵 

對行;》筏發的事件。 

二.軍事分界錢的位置如附阖所示（見附圖 

H .非軍事區以附阖所示的北緣與南緣確定之 

(見附阖一)。 

四. 軍事分界錢按照後述設立的軍事停戦委員 

食的指示加JBI明白標誌。敵對雙方司令官在非軍事 

區與其各自地區閡的邊界沿錢樹: i適當標誌物。軍 

事停戦委員會監督所有設置在軍事分界錢與非軍事 

區兩緣沿錢的標誌物的樹:4。 

五. 漢江口的水面，其一岸受一方控制而另一 

岸受他方控制處，向雙方民用航運開放。附圖（見 

附阖二）所示部分漢江口的航運規刖由軍事停戰委 

員會規定之。各方民用航運在本方軍事控制下的陸 

地靠岸不受限制。 

六. 甓方均不得在非軍事區内，或自非軍事區， 

或向非軍事區進行任何敵對行爲。 

七. 非經軍事委員會特許，任何軍人或平民不 

准越過軍事分界錢。 

八. 非軍事區的任何軍人或平民，非《其所耍 

求進入地區的司令官的特許，不准進入任何一方軍 

事控制下的地區。 

九. 除與辦理民政及救済有關的人員及綞軍事 

停戦委員會特許進入的八,以外，任何軍A或平民 

不准進入非軍事區。 

十.非軍事區的軍事分界錢以南部分的民政與 

救濟由聯合國軍總司令負資；非軍事區的軍事分界 

錢以牝部分的民政舆救濟由朝鮮A民軍最高司令官 

與中國A民志願軍司令員共同負責。爲辦理民政與 

救濟而被准許進入非軍事區的軍人或卒民的A數分 

別由各方司分官決定之，但任何一方批准的總入數 

在任何時候不得超過"-千（1,000)。民政警察的人 

戡及其听鏞帶的武器由軍事停戰委員會規定之，其 

他人員非經軍事停戰委員會特許得擄帶武器。 

十一.本條的任何規定均不得解釋爲妨礙軍事 

停戦委員會、其助理人員、其聯合觀察小組及小組 

助理人員，後述設立的中立國監察委員會、其助理 

人員、其中立國觀察小組及小組助理人,，以及任 

何經軍事停戰委員會特准進入非軍事區的其他人 

員、物資與装備出入非軍事區與在非軍事匾內移動 

的完全自由。非箪事區內的兩地不能由全部在非軍 

事區以內的通道相聯接時，爲往來於此兩地之間所 

必餒的通道而通過任何一方軍事控制下的地區的移 

動便利應予准許。 

第 二 條 

停火與停戰的具體安排 

甲 .通則 

十二.敵對甓方司令官命令並保證其控制下的 

一切武装力量，包括！^、海、空軍的一切部隊與人 

員，完全停止在韓國的一切敵對行爲，此項敵對行 

爲的、完全停北自本停戰協定簽字後十二 （12)小時 

起生效。（本停戰協定其餘各項規定的生效日期與時 

間見本停戰锒定第六十三款。) 

十三.爲保證軍事停戦的穩定，以利雙方高""^ 

极的政治會議的進行來達到和平獬决，敵對雙方司 

令官： 

子.除本停戰協定中另有規定外，在本停戰 

協定生效七十二 （72)小時內自非軍事區撒出其一切 

軍事力量、供應與装備。軍事力重撤出非軍事區後， 

听有知悉存在於非軍事區內的爆破物、地雷陣地、鐵 



絲網以及其他危及軍事停戰委員會或其聯合觀察小 

組人員安全通行的危險物，連同所有知悉並無此等 

危險物的通道，由設置此等危險物的軍隊的司令官 

報吿軍事停戰委員會。，嗣後，應淸除出更多的安全 

道通；最後，在七十二 （72)小時的時期終止後的四十 

五（45)天內，所有此等危險物領按照箪事停戰委眞 

會的指示，並在其S督下自非軍事區撒除。在七十二 

(72)小時的時期終止後，除在軍事停戰委員會監督 

下有權在四十五（4 5 )天的期問完成淸除工作的非 

武装部隊，由軍事停戰委員會所特別耍求並餒敵對 

雙方司令官同意的警察性部隊及本停戰協定第十款 

與第十一款所批准的八員以外，键方任何人員都不 

准進入非軍事E。 

a.在本停戰協定生效後十（10)天內自對方 

在韓國的後方與沿海島嶼及海面撒出其一切箪事力 

量、供應與装備。如此等軍事力量逾期不撒，又無 

镲方同意的和有效的延期撒出的理由，gij對方爲維 

持治安，有權採取任何其所認爲必耍的行動。上述 

[沿海島嶙]一詞係指在本停戦協定生效時雖爲一方 

所佔頒，而在一丸五零年六月二十ra日刖爲對方所 

控制的島嶼；但在黄海道與京畿道遨界以北及以西 

的一切島嶼，則除白翎島（北緯三七度五八分，東 

經~二四度四 0分）、大靑島（北緯s七度五 0分， 

東經一二四度四二分）、小靑島（北緯三七度四六分， 

東經一二四度四六分）、延拌島（北緯三七度三八分， 

東經一二五度四0分）及隅島（北緯三七度三六分， 

東經一二五度五八分）諸島羣留置聯合國軍總司令 

的軍事控制下以外，均置於朝鮮人民志願軍司分官 

與中國八民志願軍司合s的軍事控制之下。韓阈西 

岸位於上述界錢以南的一切島嶼均留置聯合阈眾總 

司令的軍事控制之下。（見附圖三。） 

寅.停止自韓國境外進入增援的軍事人員； 

但在下述規定範園内的部隊與人員的輪換，担任臨 

時任務的人員的到達韓阈，以及在韓國境外作短期 

休假或担任臨時任務後的A員的返囘韓國刖予准 

許。[鞴換]的定義^部隊或人員爲開始在韓國服役 

的其他部隊或人員所替換。輪換人員僅得經由本停 

戰協定第四十三款所開列的口岸進入與撒離韓國。 

輪換須在一人換一人的基礎上進行，但任何一方在 

任何一個月份內不得在輪換政策下自韓國境外進入 

三离五千 (35,000)名以上的軍事人員。如一方單事 

人簣的進入將造成該方自本停戰協定生效之日以來 

所進入韓國的眾事人1總數超過該方自同日以來離 

開镎阈的軍事人員的累積總數時，刖該方的任何軍 

事人員卽不得進入韓國。關於箪事八員的到達與離 

開韓國須每日向軍事停戰委員會及中立國監察委員 

會提出報吿；此項報吿須包括入境與離境的地點及 

每一地點入境與離境人員的數目。中立國監察委員 

會經由其中立國視察小組須在本停戰協定第四十三 

款所開列的口岸對上述批准的部隊與人員的輪換進 

行監督與視察。 

卯.停止自韓國境外進入增援的作戰飛機、 

装甲、荜輛、武器與彈藥；但停戰期間毀壞耗損的作 

戰飛機、装甲車輛、武器與彈鹅得在同樣性能同樣 

類型的一件換一件的基礎上進行替換。此等作戰飛 

機、装甲車輛、武器與彈槳僅得經由本停戰協定第四 

十三款所開列的的口岸進入韓阈。爲確證爲替換目 

的而輸人韓國的作戰飛機、裝甲車辆、武器與彈藥 

有其需要，關於此等物件的每批輸入缜向軍事停戰 

委員會及中立國監察委員會提出银吿；此項報吿中 

須說明被替換的物件的處置情"JJ。撤出韓國的將被 

替換的物件僅得經由本停戰協定第四十三款所開列 

的口岸撒出。中立國^察委員會經由其中立國視察 

小組須在本停戰協定第四十三款所開列的口岸對上 

述批准的作戰飛機、装甲車輛、武器與彈藥的替換 

進行監督與視察。 

M .保證對其各自指揮下的違反本停戰協定 

中任何規定的A員予以適當的懲罰。 

已.在埋葬地點見於記載並査明墳慕確實存 

在的愦•!fi下,准許封方的慕地註册人員在本停戰協 

定生效後的一定期限內進入其軍事控制下的韓國地 

區，以便前往此等墳慕的所在地，掘出並運走該方 

已死的軍事人員，包括已死的戰俘的屍體。進行上 

述工作的具體辦法與期限由軍事停戰委員會決定 

之。敵對雙方司含官應供給對方以有關對方已死軍 

事人員的埋葬地點的一 切可能璲得的材枓。 

午.在軍事停戦委員會及其聯合觀察小組與 

中立國監察委員會及其中立國視察小組執行其後述 

指定的職司與任務時，給予充分保護及一切可能的 

協助與合作。在中立國^察委員會及其中立圃視察 

小組經由雙方協鏃的主耍交逋錢(見附圖四)往返於 

中立國監察委員會總部與本停戰協定第四十三款所 

開列的口岸時，以及往返於中立國監察委員會總部 

與據報發生違反本停戰協定事件的地點時，給予充 

分的通行便利。爲避免不必耍的躭擱，當主耍交通 



錢被封閉或無法通行時，應准許使用替代的路錢及 

交通工具。 

未.供給軍事停戰委員會舆中立阈監寮委員 

會及其各自所屬小組所需耍的後動支援，包括通訊 

與運楡的便利。 

申.在軍事停戦委員會麴部附近非軍事區內 

的本方地區，各自舆築、管理並維持一適用的飛機 

場，其用途由軍事停戰委員會決定之。 

酉.保證中立國監察委員會與後述成立的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的所有委員及其他人員均享有爲適 

當執行其職司所必需的自由與便利，包括相當於被 

認可的外交人員按照阈際慣例所通常享有的特權、 

待遇與豁免。 

十四.本停戦協定適用於甓方軍事控制下的一 

切敵對的地面軍事力量，此等地面軍事力量須尊重 

非軍事區及對 方箄事控制下的韓國地儘。 

十五.本停戰協定適甩於一切敵對的海上軍事 

力量，此等海上軍事力量須尊重鄰近非箄事區及對 

方軍事控制下的韓画陸地的海面，並不得對韓阈'進 

行任何種類的封鎖。 

十六.本停戰協定適用於一切敵對的空中軍事 

力量。此等空中軍事力量須尊重非軍事區舆對方軍 

事控制下的韓國地區，以及鄰近此兩地區的海面的 

上一空。 

十七.遵守並執行本停戰協定條款舆規定的責 

任屬於本停戰協定的簽署人及其繼任的司令官。敵 

對方司令官須分在其指撣下的軍隊中探取一切 

必要的措施與辦法，PA保證其所有部屬徹底遵守 

停戰協定的全部規定。敵對甓方司令官須相互積極 

合作，以求得對本停戰協定全部規定的文字舆精祌 

的遵守。 

十八.軍事停戰委員會與中立國監察委員會及 

其各自所羼小組的工作费用由敵對雙方平均負担。 

乙.軍事停戦委員會 

( ― ) 組 成 

十九.成立軍事停戦委員會。 

二十.軍事停戰委員會由十（1 0 )名高极軍官 

組成，其中五（5)名由聯合國軍總司分指派,五（5) 

名由朝鮮入民軍最高司令官與中阈人民志願軍司令 

員共同指派。委員十（ 1 0 ) 人中， m各三 ( 3 ) 人 

應屬將极，其餘锭方各二 （2)八可爲少將、准將、i 

校或其同极者。 

二十一.軍事停戦委員會委員得f lS^其霜耍便用 

參謀助理入員。 

二十二，軍事停戦委員會配備必耍的行政人員 

以設立秘寄處，負責捣助該委員會執行記錄、文寄、 

通譯及該委員會所指定的其他職司。键方各在秘睿 

處指派秘窨長一人，助理秘害長一人及秘寄處听需 

的文牘典專門技術人員。記録JBH英文、韓文與中文爲 

之，三種文字同樣有效。 

二十 3 . 子.軍事停戦委員會於開始時配備十 

(10)個觀察小組以爲協助；小龃數目可綞軍事停戦 

委員會中犍方首席委員锒幾予以滅少。 

丑 .每一聯合觀察小組由四 U ) 至六（ 6 ) 名 

校极軍官組成，其中半數由聯合國軍總司分指派，半 

數由朝鮮入民軍最高司合官：與中圃人民志願軍司令 

員共词指派。聯合觀察小龃工作所需的附鷉人員如 

司機、文牘、譯員等由钹方供耠之。 

(二）職司舆權力 

二十四.軍事停戦委員會的驄任務爲鳖督本停 

戰協定的實施及協商處理任何違反本停戦協定的事 

件。 

二十五.軍事停戦委員會： 

子.設驄部於板門店（北韓三七度五七分二 

丸秒,束餒.一二六度四0分0 0秒)附近。軍事停戦 

委員會得餒該委員會中鎗方首席委員的協鵰移^其 

耱部於非軍事區內的另一地點。 

a .作爲聯合機構進行工作，不設主席0 

寅.探用其本身隨時羝爲必耍的辦事細刖。 

卯.監督本停戦協定中關於非軍事區與漢江 

口各規定的執行。 

辰.指導聯合觀察小組的 ; c作。 

巳.協商處理任何違反本停戦協定的事件。 

午.將中立國監察委員會所收到的一切關於 

違反本停戦锒定事件的調査報吿及一切其他報吿與 

會譏記錄立卽轉交敵對甓方司令官。 

未.對後述設立的戦俘遣返委員食與協助失 

所平民返鄉委員會的工作給予雜的督導。 



申.担任敵對雙方司令官間傳遞信息的中 

介 i但上述規定不得廨釋爲排除雙方司分官探用其 

願意使用的任何其他方法相互傅遞信息。 

酉.製發其工作人員及其聯合觀察小組的證 

明文件與徹記，以及在執行其任務時所使用的一切 

車辆、飛機與船隻的識g〖I標誌。 

：::：十六•聯合觀察小組的任務爲協助軍事停戰 

委員會監督本停戰協定中關於非軍事區典漢江口各 

規定的執行。 

二十七.軍事停戰委員會或萁中任何一方曾席 

委員有權派遣聯合觀察小組調査據報發生於非軍事 

區或漢江口的逮反本停戰協定的事件；但該委員會 

中任何一方首席委員在任何時候不得派遣尙未爲軍 

事停戰委,會派出的聯合觀察小組的半數以上。 

二十八.箪事停戰委員會或其中任何一方首席 

委員有權請求中立國監察委員會至非箪事區以外據 

報發生違反本停戰協定事件的地點進行特別觀察與 

親察。 

二十九.軍事停戰委員會確定逮R本停戦協定 

的事件業B發生時，領立卽將該違I？協定事件報吿 

敵對雙方司令官。 

三十.軍事停戦委員會確定某項違反本停戰協 

定的事件業巳獲得满意糾正時，靖向敵對键方司令 

官提出報吿。 

(三）通 

三十一.軍事停戦委員會毎日開會。龔方首席 

委員得協議不超過七 ( 7 )天的休會;伹任何一方首 

席委員得以二十四（2 4 )小時以前的通知終止此項 

休會。 

三十二，軍事停戦委員會一切會議記錄的副本 

鹰在每次會議後儘速送交敵對變方司令官。 

三十三.聯合觀察小組軍事停戰委 S 會提出 

該委員會所要求的定期報吿，並提出此等小組所憨 

爲必需或該委員會所要求的特別報吿。 

三十四.軍事停戰委員會保存本停戰協定所規 

定的報吿及協議記錄的馋份檔案。該委 s會有權保 

存爲進行其工作所必雷的其他報吿、記錄等的雙份 

檔案。該委員會最後解散時，將上述檔案分交雙方 

各一份。 

三十五.軍事停戰委員會得徇敵對雙方司令官 

提出對於本停戰協定的修正或增補的建議。此等修 

改建議一般地應以保證更有效的停戰《目的。 

丙.中立阖§ î :瘵委員會 

(一）組成 

三十六.成立中立阈監察委員會。 

三十七.中立國監察委,會由四（ 4 )名离极軍 

官組成，其中兩（2)名由聯合國軍總司令所提名的 

中立國，卽瑞典與瑞士指派，兩（2)名由朝鮮人民軍 

最高司分官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所共同提名的 

中立阈，卽波蘭與捷克斯洛伐克指派。本停戰協定 

所用[中立阈]—詞的定義爲未有戰鬬部隊參加在 

韓國的敵對行爲的阖家。被指派參加該委員會的委 

員得自指觏圃家的武装部隊中派出。每一委員領指 

定一候補委員，以出席該正式委員因任何理由而不 

能出席的會,。此等候補委員須與其正式委員屬於 

同一國籍。一方所提名的中立國委員出席的人數與 

另一方所提名的中立國委員出席的人數相等時，中 

立阈監察委R會卽得探取行動。 

三十八.中立圃監察委員會的委員得依其需耍 

使用由各該中立國所供給的參謀助理人,。此等^ 

謀助理人員得被指派爲該委員會的候補委員。 

三 十 中 立 國 監 察 委 R 會 所 必 需 的 行 政 人 員 

須請由中立國供給，以設立秘窨處，負声協助該委 

員會執行必要的記錄、文窨、通譯及該委員會所指 

定的其他癥司。 

四十.子.中立阈繫察委員會於開始時酡備二 

十（20)個中:4國視察小組以爲協助；小組數目可 

經軍事停戰委員會中雙方首席委員^議予以減少。 

中立阈視察小組僅]^中立國^察委員會負責，向其 

報吿並受其指導。 

丑.每一中立國視察小組由不少於四（4 )名 

的軍官組成，該項軍官以饺級爲宜，其中半數出自聯 

合阈軍 « I司分所提名的中立國，半數出自朝鮮民 

軍最高司令官與中阈人民志願軍司令員所共同提名 

的中立画。被指派參加中立國視察小組的組員得自 

指派阈家的武装部隊中派出。爲便於各小組執行其 

職司，得視情^需要設立由不少於兩（2 )名組員組成 

尚分組，該兩組員中一名出自聯合國軍總司令所提 

名的中立國，一名出自朝鮮入民軍最高司令官與中 

國人民志願箪司令員所共同提名的中立國。附屬人 

員如司機、文犢、譯員、逋訊人員，以及各小龃爲執行 

其任務所需的装具，由各方司令官按照需耍在非軍 

事區及本方軍事控制地區內供給之。中立國監察委 

&會得自行配備並供給中立國視察小組其所願有的 



上述人員與装具；但此等人g領爲組成中立國漦察 

委員畲的中立國本國人員。 

(二）職司舆權力 

四十一.中立國監察委員會的任務爲執行本停 

戦協定第十三款寅項、第十三款卯項及第二十八款 

所規定的監督、觀察、親察與調査的〗戳司，並將此 

等監督、觀察親察與調査的結果報吿軍事停戰委員 

會。 

四十二.中立國監察委員會。 

子.設總部於軍事停戰委員會驄部附近。 

丑.睬用其本身隨時認爲必耍的辦事細則。 

寅.餒由其委員會及屮立阈視察小組在本停 

戦協定第四十三款所開列的口岸進行本停戰協定第 

十三款寅項與第十三款卯項所規定的監督與視察， 

及在據報發生遠反本停戰協定事件的地點進行本停 

戦協定第二十八款所規定的特努'J觀察與鯢察。中立 

國視察小組衡作戰飛機、装甲車輛、武器與彈藥的視 

察須使小組確能保證並無增援的作戰飛機、装甲車 

輔、武器與彈藥進入韓阈；但此項規定不得解釋爲 

授權視察或檢査任何作戰飛機、装甲車輛、武器或 

彈藥的任何機密設計或特點。 

卯.指導並監督中立阈視察小組的工作。 

辰.在聯合阈箪總司令的軍事控制地區內本 

停驟路定第四十三款所開列的口岸派駐五（5)個中 

立國視察小組；在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與中阈人 

民志願軍司令員的軍事控制地區內本停戰锒定第四 

十三款所開列的口岸派駐五（5 )個中立國視察小鈕； 

於開始時另設十（10 )個機動中立國視察小組爲後 

備，駐在中立阈監察委員會驄部附近，其數目可餒 

軍事停戰委員會中甓方首席委員協,予以減少。機 

動中立阈視察小組中應軍事停戦委員會中任何"《方 

首席委員之請求而派出者在任何時候不得遛過其半 

數。 

LL.在'前項規定的範圜內，不遲延地進行對 

據報遠反本停戰協定事件的調査，包括軍事停戰委 

員會或該委g會中任何一方首席委員所請求進行的 

對據報違反本停戰協定事件的調査。 

午.製發其工作人員及其中立國觑察小組的 

證明文件與徽記，以及在執行其任務時所使用的一 

切車輔、飛機與船隻的識別標誌。 

四十三.中立阈槻察小組派駐下列各口岸： 

控 制 地 區 

仁川（北緯三七度二八 

分，東經一二六 

度三八分） 

大邱(北緯三五度 S 二 

分，東經一二八 

度三六分） 

签山（北緯三玉度〇六 

分，東經一二丸 

度〇二分） 

江陵（北韓三七度四五 

分，東經一二八 

度五四分） 

羣山（北緯三五度五丸 

分，束經一二六 

度四三分） 

志願軍軍事控制區 

新義洲(北緯四〇度 0六 

分，束經一二四 

度二四分） 

淸津 (北緯四一度四六 

分，東餒一二九 

度四九分） 

舆南（北緯三九度五 0 

分，束餒一二七 

度三七分） 

m浦(北緯四一度0九 

分，東餒一二六 

度一八分） 

新安洲(北緯三九度三六 

分，束經一二五 

度三六分） 

此等' 

通遨上的充分的通行便利（見附圜五）。 

( H ) 通 刖 

四 " h四.中立國監察委»會每日開會。中立阈 

監察委員會的委 g得協璣不超過七 ( 7 )天的休會； 

但任何委員得以二十四（24)小時以前的通知終 Jh 

此項休會。 

四十五.中立國監察委員會一切會議記錄的副 

本應在每次會議後儘速送交軍事停戰委員會。記錄 

以英文、韓文與中文爲之。 

四十六.中立阈視察小組須就其盐督、觀察、親 

察與調査的結果向中立國監察委R會提出該委R會 

所耍求的定期報吿，並提出此等小組所認爲必需或 

該委員會所要求的特冽報吿。報吿由小組全體提出， 

但該組的個別組員一人或數人亦得提出之；個別組 

員一Â或數人提出的報吿僅視爲參考報吿。 

四十七.中立國監察委員會應將中立國視察小 

•提出的報吿的副本，依其收到的報吿所使用的 

文字，不遲延地送交軍事停戰委員會。此等報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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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翻譁或審定的手耱加以延擱。中立國監察委, 

會應按實際可能儘早審定此等報吿，並將其判語儘 

先送交軍事停戰委R會。在收到中立繭監瘵委員會 

的有關審定以前，軍事停戰委員會不得對任何此種 

報吿探取最後行動。軍事停戦委員會中任方-首 

席委員提出請求時，中立國鳖察委S會的委員及其 

小組的組R卽須列席軍事停戰委員會，以說明任何 

提出的報吿。 

四十八.中立國監察委R會保存本停戰協定所 

規定的報吿及會議記錄的雙份檔案。該委,會有權 

保存爲進行其 in作斩必需的其他報吿、記錄等的甓 

份檎案。該委員會最後解散時，將上述檔桊分交雙 

方各一份。 

四十九.中立國鳖察委R會得向軍事停戰委員 

會提出封於本停戰協定的修正或增浦的建議0此等 

修改建,一般地應以保證更有效的停戰爲目的。 

五十.中立國監察委R會或該委員會的任何委 

員有權與箪事停戰委R會任何委員通訊聯絡。 

第 三 條 

關於戦俘的安排 

五十一.本停戰協定生效時各方所牧容的全部 

戦俘的釋放與遣返須按照本停戰協定簽字前雙方所 

協議的下列規定執行之。 

子.在本停戰協定生效後六十（60)天内，各 

方應將其收容下的一切堅持遣返的戰俘分批直接遣 

返，交耠他們被俘時所屬的一方，不得加以任何阻 

難。遣返應依照本條的各項有關規定予W完成。爲 

了加速此等人員的遣返過程，各方應在停戰協定簽 

字以前，交換應予直接遺返的A ,的按圃籍分類的 

驄藪。送交對方的每一批戰俘應附帶按圃籍編製的 

名單，其中包括姓名、餒別（如有）拘留鶬號或 

軍號。 

a .各方應將未予直接遣返的其餘戰俘，從 

其軍事控制與收容下釋放出來統交中立國遣返委員 

會，按照本停戰協定附件[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職 

櫂範圍]各條的規定予 J ? J處瑭。 

寅.爲避免因並用三種文字可能產生的餽 

解,茲規定爲本停戰協定之用，一方將戰俘交與對 

方的行動在英文中稱爲 [REPATRIATION]，在韓文 

中稱爲[+^],在中文中稱爲[遣返〗，不繪該戰俘 

的國籍或居往地爲何《 

五十二.各方保證不將任何因本停戦協定之生 

效撖被釋放與遣返的戦俘用於韓國衡突中的戰爭行 

動。 

五十三.凡一切堅持遣返的病傷戦俘須予優先 

遣返。在可能範圜應有截俘的醫務人,與病慯敏 

俘同時遣返，以便在途中提供醫療與照顧。 

五十四.本停戰協定第五十一款子項所規定的 

全部戦俘的遣返須在本停戦協定生效後六十 (60)天 

的期限內完成。在此期限各方負責在可能箱圍 

儘早完成其收容下的上述戦俘的遣返。 

五十五•定板店爲雙方交換戦俘的地點。必 

耍時戰俘遣返委員會可在非箄事區增^其他戦俘 

交接地點（或若干交接地點)。 

五 " h六•子.成立戦俘遣返委員會。該委R會 

由六（6)名校叙軍官祖成，其中三（3)名由聯合國 

軍驄司令指派，三（3)名由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 

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共同指派，該委員會在軍 

事停戰委員會驄的督導下，負資協助轚方有躕遣返 

戰俘的具體計劃，並監督健方實施本停戦協定中有 

關遣返戦俘的一切規定。該委R會的任務爲：饞調 

戟俘自甓方戰俘營到達戦俘交接地點（或若干交接 

地點)的時間；必耍時製訂有關病傷戰俘的運送及顢 

利所需的特殊安排；調配本停戦镓定第五十七款所 

設立的聯合紅十字會小組協助遣返戰俘的工作；監 

督本停戰锒定第五十三款與第五十四款所規定的資 

際遣返戰俘的安排的資施；必要時選定增設的戦俘 

交接地點（或若干玄接地點）；安排戦俘交接地點 

(或若干交接地點)的安全事宜；以及執行遣返戦俘 

所需的其他有關職司 

丑.戰俘遣返委員會對與其任務有閼的任何 

事項不能達成铬議畤，須立卽將此等事項提交箄事 

停戰委員會決定之。戰俘遣返委員會在軍事停戦委 

員會總部附近設置其鹅部。 

寅.戰俘遣返委員會於遣返戰俘計割完成時 

郎由軍事停戦委員會廨散之。 

五十七.子.在本停戦協定生效後，卽成立由 

向聯合國軍提供其箪隊的各國的紅十字會代表爲一 

方，以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代表典 

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代表爲另一方，所組成的 

聯合紅十宇會小龃。此等聯合紅十字會小組以戦俘 

福利所需求的人道主義的服務協助甓方執行本停戦 

協定中有關遣返第五十一款子項所指的一切堅持遣 

返的戦俘的規定。《完成此任務，m合紅十字食小 



組在戰俘交接地點(或若干交接地點)對雙方交接戦 

俘工作進行助，並訪問鹪方戦俘醤以進行慰問及 

擄入與分發慰問戰俘及爲戰俘福利之用的餽贈品。 

聯合紅十字會小龃並得對從戰俘營茧戰俘交接地點 

途中的戰俘提供服務。 

a.聯合紅十宇會小組應按下列規定 i f t成： 

(一) 一組由各方的本國紅十字會各出代表十 

(10)名，链方共二十（20)名組成，在戰俘交接地 

點（或若干交接地點）協助雙方交接戰俘。該小組 

的主席由甓方紅十字會代表按日鞴流担任。該小組 

的工作與服務由戰俘遣返委R會調配之。 

(二) 一組由各方的本國紅十字會各出代表三 

十（3 0 )名，甓方共六十（6 0 )名組成，訪朝鮮人 

民軍與中圃人民志願軍昝理下的戰俘營，並得對從 

戰俘砮至戰俘交接地點途中的戰俘提供服務。朝鮮 

民主主義人民共和鼸紅十字會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紅 

十字會的代表担任該小組的主席。 

(三) 一組由各方的本國魟十字會各出代表 s 

十（30)名，甓方共六十（60)名組成，訪問聯合國 

軍管理下的戰俘營，並得對從戰俘謦至戰俘交接地 

點途中的戰俘提供服務。以軍隊提供聯合國軍的一 

國的紅十宇會的代表担任該小組的主席。 

(四) 爲便利毎一聯合紅十字會小組執行其任 

務，在情《需要畤，得成立至少由/J、耝組員二 （2) 

人所組成的分龃，分組中各方須有同等數目的代 

表。 

(五) 各方司令官供給在其軍事控制地區內工 

作的聯合紅十字食小組以附屬人R如司機、文牘奥 

譯員，以及各小組爲執行其任務所需的装具。 

(六) 任何聯合釭十字會小組的人數，經該小 

耝中雙方代表撝讚後，得予增加或減少，伹須餒戦 

俘遣返委員會認可。 

寅.聯合紅十宇會小組執行其職司時，各方 

司令官須與之充分合作，並負貴在^軍事控制地 Ig 

内保m聯合紅十字會小組人員的安全。各方司令官 

給予在其軍事控制地區工作的小組以萁所雷耍的 

後勤、行政與通訊的便利。 

卯.聯合 IT十宇會小組於本停戰協定第主十 

—款子項所規定的一切堅持遣返的戰俘的遣返計割 

完成時卽行廨散。 

五 子 . 各 方 司 令 官 應 在 可 能 範 園 内 儘 

速，但不得遅於本停戰協定生效後十（10)天，供 

給對方司令官以下列有關戰俘的材料： 

(―)關於最近一次交換的資料截止日期後逃 

亡的戰俘的完鹆資料。 

(二)在實際可能辦到的筘園內，闌於在被收 

容期間死亡的戰俘姓名、阈籍、鈸別曁其他識《 'I資 

料，JU及死亡日期、原因與埋葬地點的材料。 

丑.如在上述鋭定的補充材枓截止日期以後 

有任何逃亡的或死亡的戰俘，收容一方須按照本條 

第五十八款子項的規定將有關資料餒由戰俘遣返委 

員會供給對方。此等資料每十天提供一次，直茧戦 

俘交接計割完成時爲止。 

寅.在戰俘交接計劃完成後囘到原收容一方 

的任何逃亡戰俘須送交軍事停戰委R會處置。 

五十九.子.所有在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四日 

居住於本停戰協定所確定的軍事分界錢以北，而在 

本停戰坊定生效時係在聯合敏箄櫞司令軍摩控制地 

區內的平民，凡願返鄉者，由聯合阖軍總司令准許 

並協助其返囘軍事分界錢以北地區；所m在一九i 

零年六月二十四日居住於本停戰m定所確定的軍事 

分界錢南，而在本停戰^定生效時係在朝鮮人民 

軍最高司令官與中阈人民志願軍司令員控制地區内 

的平民，凡願返鄕者，由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與 

中阈人民志願眾司令R准許並協助其返囘軍事分界 

錢以南地區。各方司令官負責在其簞事控制地區內 

廣爲宣佈本項規定的內容，並貴令適當的民政當局 

對所有此類願意返鄕的平民給予必耍的指與協 

助。 

丑.在本停戰協定生效時，在朝鲜A民軍最 

高司令官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軍事控制地區 

的一切外辯平民，凡願前往聯合國軍驄司令軍事控 

制地區者，須准許並協助其前往聯合圃軍驄司分箪 

事控制的地區。在本停戰協定生效時，在聯合國軍 

鹅司令萆事控制地區内的一切外籍平民，凡願前往 

朝鲜人民軍最高司令官與中阈人民志願箄旬令員軍 

事控制地'區者，須准許並協助其前往朝鲜A民軍最 

高司令官典中圃八民志願軍司令員軍事控制的地 

區。各方司令官負責在其审事控制地區内廣；S宣佈 

本項規定的内容，並資令適當的民政當局»所有此 

類願意前往對方司令官軍事控制地區的外籍平民給 

予必耍的指導典協助。 



寅.健方協助本條第五十丸款子項中所規定 

的平民返鄉及本條第五十九款3：項中所規定的卒民 

卯.（一）成文铋助失所平民返鄉委員會。該 

委R會由四（4)名校极軍官組成，其中:1 (2)名由 

聯合國軍覷司令指派，二 （2)名由朝鮮A民軍最离 

司分官與中阈人民志願軍司含員共同指派。該委員 

會在軍事停戰委員會驄的督導下，負貴協調犍方有 

關協助上述平民返鄉的具體計割，並鳖督甓方實施 

本停戰f姦定中有關上述平民返鄉的一切規定。該委 

員會的任務爲：進行必耍的安排，包括運輸的安排， 

以加速並'協調上述平民的移勸；選定上述平民越過 

軍事分界錢的越界地點（或若干越界地點）；安排越 

界地點（或若干越界地點）的安全事宜；以及執行 

爲完 成上述平民返鄉所需的其他職司。 

(二) 協助失所平民返鄉委員會對與其任務有 

關的任何事項不能達成協議時，須立卽將此等事項 

提交軍事停戰委員會決定之。協助失所平民退鄉委 

員食在軍事停戰委員會總部附近設置其驄部。 

(三） 協助失所平民返鄉委員會於完成其任務 

時卽由軍事停戰委R會解散之。 

第 四 條 

佝甓方有關政府的建議 

六十.爲保證諱國問題的和平解決，鎗方軍事 

司令官茲»^雙方有關各國政府建璣在停戰定簽字 

並生效後三（3)個月內，分派代表召開键方高一級 

的政治會議，協商從韓阈撤退一切外阈軍跺及和平 

解決镎國問超等問題。 

第 五 條 

m則 

六十一.對本停戰協定的修正與增褕必澳艉敵 

朝鮮人风軍最中闺人凡志願軍聯合 ^軍總司令 

對缝方司令官栢互協議。 

六十二.本停戦協定各條款，在未; s雙方共同 

接受的修正與增铺，或未爲铑方政治級和平解決的 

適當協定中的親定所明確代替以前，鼸癀有效。 

六十三.除第十二款外，本停戦協定的一切觌 

定於一丸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二十二時生效。 

—丸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十時以英文、鞾文與 

中文三種文字訂於韓國板店,各文本同樣有效。 

高司令官朝鮮司 

^ 主 主 義 人 ^ 

共和阖元帥 

金 3 成 

朝鮮人风軍輿中國 

人;I志願軍代表困 

首席代表 

朝鮮人^軍大將 

南3 

令 « 其阖陵軍上籽 

出 席 者 

馬克.克拉定 

聯合國軍代表國 

首 席 代 表 

其國 I t軍中Hf 
戚廉.釵.海立脎 

m 件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見第五十一款丑項） 

第一條 

通 划 

一* 保證全部戰俘在停戦之後有機會行使其 

被遣返的犓利，雙方邀請瑞典、瑞士、波蘭、捷克 

斯洛伐克與印度各指派委員一名以成立中立阈遣返 

委員會，在韓國收容那些在各拘留方收容下未行使 

其被遣返的櫂利之戰俘。中立國遣返委g會應設鑪 

部於非軍事區内板店附，近，並應將與中*圃遣返 

委眞食在組成上相同的附屬機構派駐於該遣返委眞 

會負責看管戰俘的各地點。甓方的代表應被允許觀 

察中立阈遣返委員會及其附屬機構之工作，包括廨 

釋和訪問。 

二，爲協助中立圃遣返委R會執行其職務和責 

任所雷的足夠的武装力量與任何其他工作人員應專 

由印度提供，並依照日内芄公約一三二條的規定以 

印度代表爲公斷入，印度代表並懕爲中立國遣返委 

員會的主席和執行人。其他四（4)阈每一國的代表 

應准許其有同等數目但每國不超過五十 ( 5 0 )人的 

參謀助理入資。各中立阈代表因故缺席時應由該代 

表指定其同阈籍人爲候補代表，代行其職權。本款 

所規定的一切人員的武器應限於軍事警察類型的輕 

武器。 

H .對上述第一款中所指之戦俘不得使用武力 

或以武力威脅以m撓或強使其違反，不得允許以任 

何方式或爲任何目的（但須垒照下述第七款），對 

豳俘人身施以暴力或侮辱其尊嚴或自尊。這—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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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交託於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該委員會並保證在任 

何時候均應按日内芄公約的具體規定及該公約之簾 

精砷予戦俘以人道的待遇。 

第二條 

戦俘之看管 

四. 一切於停戰協定生效日後未行使其被遣返 

的權利之戦俘，應儘速可行地，而在任何情W下應 

在停戦協定生效日期後六十 ( 6 0 )天内，從拘留一 

方的簞事控制與收容下釋放出來，在韓國境内由拘 

留一方指定之地點交給中立阈遣返委員會。 

五. 當中立阈遣返委員會在戰^居留之處負責 

管轄時，拘留一方的武装部隊應撤離該處，以使前 

款所述之地點完全由印度的武装力量接管。 

六. 雖然有上述第五款的規定，拘留一方有資 

任維持保證戰浮看管地點週圍厘域的治安和秩序 

並防止和控制拘留一方管轄地區的任何武装力量 

(包括非正規的武装力量)對戰浮看管地點的任何擾 

亂和侵犯的行動。 

七. 雖然有上述第三款的規定，本協定中沒有 

任何項目應被解釋爲削弱中立阈遣返委員會行其 

合法職務和責任以控制在其臨時管轄下之戰俘的權 

力。 

第三條 

解釋 

八. 中立圃遣返委員會在接管全部未行使其被 

遣返權利的戰 f iP之後應立卽進行安排，使戰俘所屬 

圃家有自由與使利，在自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接管之 

日起的;^十（90)天內，按照下列規定派出代表，前 

往此項戰俘被看管的地點，向一切依附於該所屬國 

家的戰俘解釋他們的權利，並通知他們任何有關他 

們囘返家鄕的事項,特別是他們有16】家過和平生活 

的完全自由。 

甲.此類解釋代表的數目，在中立圃遣返 

委員會看管下的毎一千名戰浮中不得超過七（7)人， 

但被准許的最低總數不得'》於五（5)人； 

乙.解釋代表接觸戰俘的鐘點應由中立阈 

遣返委員會確定之，一般地應符合於日內芄戰俘待 

遇公約第五十三款； 

丙.一切解釋工作和訪問均應在中立國遣 

返委員會每一會員國之一名代表及拘留一方之一名 

代表在場時進行； 

丁.關於解釋工作的附加規定應由中立國 

遣返委員會制定之，並應皆在'應用上述第三款和本 

款所列舉的原則； 

戊.釋代表在進行工作時，應被容許攆 

帶必要的無線電遒訊設備和遒訊人員。通訊人R的 

數目在解釋代表每一居往地點應限爲一組，伹遇全 

部戰俘均集中於一個地點的愦^時，應准許有兩組， 

每組應包括不超過六（6)名的通訊A員。 

九.按照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爲此目的而作的安 

排，在其看管下的戰俘應有自由與便利向中立圃遣 

返委員會中立阈遣返委員會的代表及其附屬機構 

陳述和通訊，並通知他們關於戰浮自己的任何事情 

的願望。 

第四條 

戦俘的處理 

十.在中立阈遣返委員會的看管下，任何一個 

戰俘，如決定 é便遣返權利，應向一個由中立阈遣 

返委員會每一成員國一名代表所組成的機構提出申 

請耍求遣返。此項申請一經提出，中立阈遣返委S 

會或其附屬璣構之一應立卽加以考廬，以便立郎艇 

由多數表決決定此項申請之有效。此項屮請，一餒 

提出並由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或其附屬機構之一便之 

生效，該戰俘應郎被送茧準備被遣返之戰俘的帳篷 

居留，然後該戰俘應仍在中立圃遣返委員會的看管 

下隨卽被送到板門店戰俘交換地點，依停戰協定規 

定的程序遣返。 

十一.戰俘的看管移交中立阈遣返委員會A十 

(90)天期満後，上述第八款中所規定的代表們對戰 

俘的接觸應節終止，而农行使被遣返的權利之戰俘 

的處理問題應交由停戰協定草案第六十款中所建議 

召開-的政治會議，在三十 ( 3 0 )天內設法廨決，在 

這期間中立國遣返，員會鹰繼績保持對這些戰俘的 

看管。任何戰俘，凡在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負貴看管 

他們後的一百二十（120)天內尙未行使其被遣返權 

利又求餒政治會議爲他們^議出任何其他處理辦法 

者，應由中立阈遣返委員會宣佈I？除他們的戰俘身 

份便之成爲平民，然後根據各人的申請，其中凡有 

選擇前往中立國者，應由中立阈遣返委員會和印度 

紅十字會予以^助。這一工作應在三十（3 0 )天內 

完成，完成後，中立國遣返委R會卽停止職務並宣 

舍解散。在中立阈遣返委員會解散以後，無綸在任 

何時候和任何地方，凡有希聲囘到他們的祖國的上 

述巳被解除戰俘身份的平民，應由其所在地區當局 

負責協助他們阆返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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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餒 

釭十字會訪問 

十;：:，對於在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看管下之戰俘 

所必耍的十字會服務，應依照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所≫佈的規朋由〕印度提供。 

第六條 

新開探訪 

十三.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應按照中立阈遣退委 

員會所建立的辦法，保證報界及其他新聞機構在觀 

察本協議所列皋的整個工作畤的自由。 

第七條 

對戰俘的後勤支援 

十四.各方封在其軍事控制地區內的戰俘提供 

後勤支援，在每一戰俘居留之處附近協議的送交地 

點將必要的支援交與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十五.按照日内芄^約第一一八條的規定，遣 

返戰俘到板店交換地點的费用應由拘留一方負 

担，而從交換地點起的費用刖應由該戰俘所依附的 

"^方負担。 

十六.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在戰俘居留之處所需 

耍的一般役務人員應由印度紅十字會負責提供。 

十七.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在實際範圍供給戦 

俘以醫藥支援；拘留一方餒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請 

求應在實際範圍內供給醫藥支按，特冽是對需要長 

期治療或住院的病人。在住院期間，中立國遣返委 

員會保持對戰俘的看管。拘留一方應協助此種看管。 

治療完畢後，戰俘應返阆上述第四款所規定的戰俘 

居留處所。 

十八.中： i國遣返委員會在執行其任務與工作 

時有權從雙方獲得其所需耍的合法助，但甓方不 

得以任何名義和任何方式加以干涉或加以影響。 

第八條 

對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後勤支援 

十九.各方負責對駐在其軍事控制地區內的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人員提供梭勸支援;在非軍事區內， 

此等支援由雙方在平等基礎上提供。確切的安排由 

中立國遣返委R會與拘留一方各別決定。 

二十.各拘留方，在對方之解釋代表按照食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所規定之第二十三款通過其區域 

之交通錢前往一居住地點時以及居住在每一戰俘看 

管地點之附近而非其中時，應負責予以保護。這些 

代表在戦俘看管埤點實際界限W的安全，由中立阈 

遣返委員會負責。 

二十一.各拘留方，在對方解釋代表在其軍事 

控制地區內時，應向其提供運輸、住房、交通及其 

他協議之後勤支援。此項役務在償還之基礎上提 

供。 

彙九條 

& 佈 

二十二.本铋議各條款應在停戦協定生效後使 

在拘留方看管下未行使被遣退權利之全部戦俘知 

曉。 

第十條 

移 勒 

二十三.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所屬人員及鈹遣返 

之戰俘應在對方司分部（或各司分部）及中立阈遣 

返委員會所確定之交逄錢上移動。標示此等交通錢 

之地圖應提交對方司令部及中立國遣返委員會。除 

在上述第四款指定之地M內，此等人員之移動受旅 

行所在地區一方之人員的控制與護送，但不得遭受 

任何阻難與脅迨。 

. 第十一條 

程序事項 

二十四.對本铩議之解釋由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負責。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及（或）代理其任務或被 

指派任務之附屬機構應在多數表決之基礎上：E作。 

二十五.關於在其看管下之戰俘之情e «，中立 

國遣返委員會應敵對甓方司令官提交週報，指出 

在每週末巳遺返和仍留下的數目。 

：::十六.本饍議爲雙方及在本協議中提名之五 

國同意時，應於停戰生效之曰生效。 

一丸五三年六月八日十四時以英文、韓3C舆中 

文三種文字訂於諱國板pg)£ ,各文本同樣有效。 

翱辩人民軍與 聯合圆軍代表國 

中囫人风志願軍代表團 

首席代表 首席代表 

朝鮮人 ;1軍大狞 其國险軍中籽 

南 a 威靡.欽.海立朥 

卷 二 圖 

[地阁存.纽约聯合國阖書館内，可供鱼鬩。] 



附 錄 B 

蘭於停戰協定的臨時補充協議 

爲適應按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職權範圍的規定以 

處理未直接遣返的戰俘的需要，聯合阈軍總司令一 

方與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 

員另一方，茲同意根據朝鮮軍事停戰铋定第五條第 

六十一款的規定，訂立對停戰協定的嗨時補充協議 

如下： 

―.根據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職權筘圍第二條第 

四款和第五款的規定，聯合阈軍有權指定分界 

線及非軍事區束南緣之間，南起臨律江，束北 

茧鳥金里通往芷南的道路之間的地區（由板 

店通往東南的主要公路不在内）爲聯合阈軍將 

負責看管中未直接遣返的戦俘移交給中立國遣 

返委員會及印度的武装力量接管的地點。在停 

戦協定簽字前，聯合國軍須將在其看管下的此 

項戰俘按國籍分類的槪數通知朝鮮入民軍與中 

阈人民志頫軍方面。 

二. 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如在其看 

管下的戦俘有耍求不直接遣返者，有權指定軍 

事分界線及非軍事區西北緣之間鄰近板/^5店地 

區爲將該項戰俘交給中:4圃遣返委員會及印度 

武装力量接管的地點。朝鮮A民軍與中阈A民 

志願軍得知在其看管下的戰俘有耍求不直接遣 

返者以後，須將此項戦俘按圃籍分類的槪數通 

知聯合圃軍方面。 

三. 根據停戦協定第一條第/"V款、第丸款和第 

十款，特親定以下各款： 

甲.在停'尺生效後,各方非武装入員須經 

由軍事停戰委員會特許，進入上述各方各 

自指定的地區進行必要的修建工作。在條 

建工作完成後，全部此項入員不得再停留 

於上述地區。 

乙.綞雙方確定的在甓方各自看管下一定 

數目的未直接遣返的戰俘，須經軍事停戦 

委員會的特許，由拘留一方一定數量的武 

装部隊各自謹送進入上述墼方各自指定的 

看管地點，截移交中A國遣返委員會及印 

度武装力量接管；接管後拘留一方的武装 

部隊應卽撖出看管地點，返囘其本方的控 

制地區。 

丙.爲執行中立圃遣返委員會職權範圍所 

規定之任務的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及其附屬 

機構所屬人員、印度武装力量、印度紅十 

字會、雙方解釋代表、甓方觀察代表以及 

所需的物資装備，須經由軍事停戰委員會 

特許出入上述甓方各自指定的戦俘看管地 

點，並有在該地點移動之完全自由。 

四.本協議第三條丙款的規定不應被解释爲削 

弱該款所述八員依照停戰協定第一條第十一款 

五.本協議在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職權範圍所規 

定的任務完畢後卽行廢止。 

一丸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十時以英文、韓文與 

中文三種文字訂於朝鮮板門店，各文本同樣有效。 

朝鮮人&軍最高司令官 

朝鮮只主主義 

人只共和阁无帥 

中阖人风志願軍司令5 

聯合闳革總司令 
其阖 I t軍上狞 

企 3 成（簽宇） 

彭 M m (簽宇） 

馬克‧充拉充（簽宇） 

A岸者 

朝鮮人风軍與中國人风志願軍 

代表團首席代表 南 

輞鮮人^軍大將 

a (簽宇） 

聯合阖軍代表困 

貧席代表 

其闺险軍中狞 
AM.M.mAM (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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