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遞積壓的賀年書信及禮物。 B - 2 9轟炸機每夜間 

镌帶炸彈與傅-¥ -，飛往北朝鮮各處目標投落。 

據朝鮮各陸、 g軍作戰中心報吿，各地並無空 

襲喾報之事。有兩次聯合阈統帥部的飛機在友軍 

地帶飛行，摅報吿曾奧阈籍不明的飛機夜間棼戰。 

聯 合 m 統 帥 部 戰 俘 營 中 舉 行 甄 別 & 調 査 的 結 

果，發現被拘留者中有韓阈个民約三萬七千五百 

人 。 此 等 民 之 被 拘 ， 乃 由 於 椟 椟 因 戰 爭 而 不 可 

避免的混亂情形，例如大批平民之流離失所。大 

韓民阏奥聯合阈統帥部現正聯合舉行澈底甄別， 

俾町斷定其中並無對於聯合國統帥部部隊的安全 

有危險之价子。此批平民皆爲大韓民阈的公民， 

現已令其遷往其他營房，與戰俘隔離，俟重新甄 

別後卽逐漸將其釋放，任其返鄕。關於此批平民， 

聯合阈統帥部已將全部材料，包括個人的姓名， 

交予國際紅十字會委眞會。 

十二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日，孜方在 

北朝鮮各主耍都市及前線敵軍區域签投傳單七千 

萬張，其中重申聯合國對朝鮮及中國人民的友誼， 

强調聯合阈爲建立和平而作之努力，希望來年町 

以獲致和平與友睦 ,係。我方現仍繼續向共方所 

佔朝鮮的軍人與平民指出其領釉言行之不一致， 

一方面倡言和平，另一方面則赏行侵畧。上述的 

散發傳單卽此種宣傳工作重耍步驟之一。我方利 

用新開摘耍，無線電播音及其他傳單對停戰詨判 

作完全的報篛，詳細解釋聯合國對每一問題採取 

某種立塲的原因，並指出共万阻撓拖延的策畧。 

聯合阈統帥部奥聯合阈朝鮮復與事務處茲已 

擬竣一備忘錄，成立一種了解。現有各穉闘於聯 

合國統帥部與聯合阈朝鮮復舆事務處間 i l係的協 

定業經本備忘錄加以解釋，以便施行。在進行軍 

事行動之階段（稱"第一階段"），所有朝鮮救濟及 

經濟援助計劃悉由聯合阈統帥部單獨負责。在此 

一階段內，聯合阈朝鮮復興事務處應派工作隊駐 

東京及朝鮮。聯合阈統帥部及聯合阈朝鮮復興事 

務 處 合 組 的 若 干 委 員 會 現 卽 將 在 東 京 及 朝 鮮 成 

立，以求解決各項 *同的問題，擔負各種共同的 

任務，並爲備忘錄中所稱的第二階段準備；第二 

階段中在朝鮮各項工作的赏施皆將由聯合阈朝鮮 

復興事務處負 Ê。在目前階段內，駐朝鮮的聯合 

國朝鮮復奥事務處文職技術及助理人員皆歸併於 

朝鮮聯合阈平民援助事宜總部內。 

(簽名）RlDGWAY 

文件S/2550 

一九五二年三月四B美利堅合衆國駐聯 

合國常任代表爲依照安全理事會一 

九五〇年七月七日決議案（S/1588) 

遞送聯合國朝鮮統帥部第三十七次 

報告書事致秘書長節畧 

[原件：英文 ] 

[ 一九五二年三月六日 ] 

美 利 堅 合 衆 阈 駐 聯 合 阈 f 任 代 表 茲 向 秘 書 長 

致意，並請査閱一九五〇年七月七日安全理事會 

決議案[S/1588]织：六段。該段規定美阈應將聯合 

W铳帥部所採行勁，擇其重要者，隨時向安全理 

事會提出報吿書。 

茲根據此項決 ,案檢奉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曰 

至十五F3聯合阈統帥部朝鮮戰=31 t i î三十七次報吿 

E H O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五日聯合阈統帥部朝鮮 

戰 第 三 十 七 次 報 吿 書 

本人茲提出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五日聯 

合阈統帥部朝鮮戰 3 1第三十七次報吿書。聯合國 

統帥部公報第̶̶三〇號至 f î ̶̶ m m號已將此 

等戰? £詳細載明。 

關於議程項目三的討論乃以聯合阈統帥部所 

提三項原則爲中心；該三項原則已於聯合阈統帥 

部第三十七次報吿書[S/2541 ] 中引述。談判雖畧 

有進展，但共方所採取的立塲益使吾人懷疑其對 

於停戰究竟有無誠意。共方仍反對限制飛機塲的 

修理，其主要理由乃基於"主嵇"及"干涉內政"兩 

點。聯合阈統帥部認爲此棟理由不合邏輯，自相 

矛盾。任何停戰協定的附帶結杲必對所謂"主權 " 

加以限制。問題的要點在於此樋限制乃有關各國 

自 I : .彼此同意爲之。聯合阈統帥部代表已向*方 

代 表 說 過 ， 自 顾 同 意 的 權 利 乃 主 權 的 主 要 因 素 。 

共方過去已同意人員及器械之進入非軍事區應受 

限制，並同意由非戰鬥國小龃進行觀察；共方並 

承認此等規定對於保證兩方軍力不再增加乃屬必 

耍。聯合阈統帥部認爲限制空軍力量的增加也是 

一種基本的防範。戰線附近軍用機塲如增加，則 

同一飛機每 R出飛的次數亦將增加，結杲 g軍力 

量將因而確赏提高。因此無論何方如在軍事停戰 

期 間 内 建 築 軍 用 機 塲 ， 必 將 造 成 一 種 緊 張 狀 態 ， 



f ;能對停戰協定的存續有不利影響。聯合國統帥 

部巳同意北朝鮮得修 H !足數飛機塲，以應北朝鮮 

的全部民用需要。因此， *方之堅持無限制建築 

飛機塲顯然對停戰協定的基本目標有礙。聯合阈 

統帥部曾瘻次向對力 -提出下列問題： "你方是否 

同意在停戰期間內任何一方皆不應增加其 g軍力 

量？ "但是共方對此問題總是閃鑠其詞，提出模 

稜 兩 ^ 的 答 覆 ， 殊 堪 注 意 。 

爲 欲 對 交 換 戰 俘 問 題 求 得 合 m 的 解 決 , 並 求 

其能爲聯合阈統帥部及共方兩方所接受，同時能 

顧及逍返問題中最奥人道有顯的方面，聯合阈統 

帥 部 停 戰 淡 判 代 表 圑 曾 提 出 下 列 建 , ： 

" 凡 自 願 逍 返 的 戰 俘 應 在 一 人 換 一 人 之 

基礎上交換，直至一方將所拘的所有此類戰 

俘皆交換完畢爲止。 

" 嗣後仍拘留有戰俘的一方應將所有自 

m逍返的戰俘，一人換一人交換另一方拘禁 

的外阈平民，及在停戰協定簽訂時在另一方 

控制地區內而自)s、 m返的此方々--民或其他人 

民。依此規定交換的戰俘應具結釋； a交予另 

一方；惟附有一條件， s卩被釋放者不得-再參 

加對釋敖方面作戰。 

" 所 有 戰 俘 不 歉 逍 返 者 應 解 除 其 戰 俘 身 

份，准予具結釋放；惟附有一條件，卽被釋 

放者不得再參加朝鮮戰事。 

" 其 餘 所 有 的 一 方 的 平 民 在 停 戰 協 定 簽 

訂時仍在另一方控制區域之內者，如表示願 

意皆應予以造返。 

" 爲 保 證 , 於 逍 返 的 選 擇 並 非 出 於 脅 迫 

起見，應准許 P I際紅十字會委 M會在交換地 

點訪問所有於停戰協定簽訂時在另一方控制 

區域內的平民。 " 

聯合阈統帥部於說明本項建 ,中 "平民 "一詞 

的意義時，强調平民一詞係指一九五〇年六月二 

十 五 日 在 大 韓 民 國 或 北 朝 鮮 * 產 黨 政 權 下 爲 眞 赏 

居民的任一方人民。 

簡言之，依照聯合國統帥部的建敲，所有戰 

俘，包括原屬一方但被編入另一方部隊的士兵， 

皆 應 釋 放 。 我 方 向 * 方 指 出 ： 聯 合 國 統 帥 部 的 建 

議在任何方面與共方當初所主張雙方所有戰俘昝 

應釋放一點，完全符合。 

關於遣返問題，聯合阈統帥部的建議町以允 

許個人有選擇自由，足以保證各方不致對他施用 

脅迫或壓力，以左右其意志。此一建議不但主張 

逍返戰俘，而且主張逍返失所人民及難民 ;失所 

人民&難民亦應視爲戰爭的受害者。凡自Mi、囘鄉 

者皆應允許其於最短期間內囘鄉。聯合國統帥部 

並建^設立監督機構，由其訪問有顯人等，以保證 

無論其如何抉擇，皆係出於*由意忐，無所 S懼。 

J t / /對聯合 M統帥部的建議表示反對，最初 

發生椀稜惡意 m騭的言論-，例如控訴聯合阈統帥 

部企關以戰俘爲奴隸，以戰俘爲人質，並肌止遣 

返聯fHiSI統帥部區域內的4'
:
民。锊一再進行有咔 

令人不能忍受的討論後，吾人町以顯然看出 *方 

反對聯合阈統帥部的建議，其墓本原因並非 / t方 

不認爲該建議確屬切赏可行而且合於人道，而货 

爲 *方對於目前我方拘留下的大批戰俘及在南朝 

鮮的北朝鮮大批難民町能拒絕歸返 *方控制之下 

一節，大感不安。共方在表面上力言被編入北朝 

鮮部隊的大韓民阈士兵有榄仍慇於 ^方部隊，然 

而问時却堅持兩方的戰俘昝須强迫逍返，此點似 

大町ti:意。 

嗣後各次討論中，*方曾持各楝不同的論調， 

其目的昝在於攻擊聯合阈統帥部的建 ,。但是共 

A對於聯 A M統帥部所建謹允許我方拘留的所有 

戰俘及>「‧民以及於戰事開始時逃至南朝鮮的所有 

小民
3
^受 f i K K造返之櫬這一點，並不能提出任何 

合理的反駁理由。我方曾强調每一戰俘對於 i t返 

問題所作之決定須於交換地點公開向阈際紅十字 

會委 M會的代表表示，並力言聯合阈統帥部的建 

識乃 ,於交換戰俘，不民及難民問題最合人道而 

且 最 爲 公 正 的 解 決 辦 法 ， 此 點 人 所 共 知 ， 絕 無 

疑問；該建菡而且完全符合日內 X公約的精祌。 

在本報吿書所述期間內，戰區敵軍僅採取有 

限的攻勢，其行動大多限於夜間巡邏及突寧，所 

用的兵力最高爲一連。此稅行動類型唯一的例外 

在戰線的極西部發生；該處聯合闳統帥部曾採取 

局部攻勢，但所得進展因敵軍以强大兵力反攻而 

抵銷。敵軍的白晝軍事行動集中於黎返聯合國統 

帥部數目栾多的巡邏隊。在本期間內，前方戰線 

並無變化。我方仍繼續反游寧隊的軍事行動，使 

大韓民阈境內人數 F I益減少的游 »隊力量更形削 

弱o 

： 1基區的戰事較西線其他部伢的巡邏活動爲 

劇烈。聯合阈統帥部部隊於一月三日反攻，以克 

復前因十二月二十八日敵軍攻 S而喪失的前啃陣 

地。防守此等陣地的敵軍數目奥我軍相彷，經幾 



乎不斷的苦戰五日之後，始將其驅出。敵軍立卽 

增派軍隊兩團於白晝反攻，迫聯合阈部隊返出爭 

奪的陣地。估計此次戰事中敵方部隊的慯亡 *約 

三千名。 ' 

西線及柬線並無大規模軍事發展，主要戰事 

爲兩方的强力巡邏行動。一月三日及 f 几 1日，敵軍 

連 着 兩 夜 以 强 大 的 戰 鬥 巡 邏 隊 迫 聯 合 阈 部 隊 自 

Mulguju區的前哨陣地徹返。但聯合國統帥部的 

部隊兩次皆立卽反攻，將陣地全部克復。 

朝鮮半島西南部反游幣隊計劃的第二階段於 

一月五日結束，笫三階段於翌日卽開始。因我方 

過去反游幣隊計劃之成功，目前所遭遇的游黎部 

隊數目 &其人員的數目昝不斷遂漸減少。一九五 

一年二月，大韓民國國內游幣隊赏際作戰人員的 

數目估計共約二萬七千人。各游辭隊雖然隨時招 

募新隊員，但大韓民國的公安部隊仍能鈸壓此駿 

重的威脅，使之不敢妄動，至一九五一年十一月 

已將游黎隊人員的數目減至一萬人左右。過去六 

屋朝，反游黎隊活動較前益積極，結果游 »隊赏 

際作戰人員的數目巳再減至六千人左右。 

敵方採取攻勢的能力仍不變。戰俘對敵軍是 

否不久卽將採取攻勢，並無所知。根據最近戰俘 

報吿，敵方仍將繼績採取守勢。現有的各種其他 

事赏亦多昝表示戰俘所稱不誤，卽敵人仍將維持 

目前的防守姿態。 

一九五二年最初數星期內，聯合國統帥部的 

海軍部隊及海軍與签軍陸戰隊的航签隊仍以極大 

的努力設法阻止敵軍於陸上軍事行動停頓的期間 

內增加其兵力。我箪海面封敛部隊晝夜沿朝鮮兩 

岸轟墼，以求長期斷絕敵方的陸上交通。此等部 

隊以騷擾或以支援爲目的之淼伊使敵方人員奥物 

資皆因而大受損失，在戰線一帶 &北朝鮮沿海主 

耍交通中心情形昝如此。 

雖在邊際氣候情形下，我方自母艦或自陸地 

起飛的海軍及海軍陸戰隊航 g隊仍繼績破壤敵方 

的鐵路、公路及海遝線。巡邏艦隊在敵方海面從 

事偵察，並爲友方補給讒航隊擔任反潛艇的巡邏 

任務。 

我方仍晝夜不斷從事掃雷工作並以礮火支援 

陸軍。美國掃雷艇Dextrous號在元山附近Ï作， 

爲敵方岸上口徑七十五公釐的礮彈慇中數次，人 

員死一傷二。 

在本報吿書所述期間內，聯合阈統帥部的軍 

事行動以 S襲爲最活躍，敵軍仍以積極的防空部 

隊及涫極的防空辦法對抗我方的 S襲，便我纥軍 

不易搜索破壊地面的目標。敵方賴地面輕武器的 

火力，高射礮的集中射憨及高瑢飛行的截擊機， 

三者倂用的結果，聯合阈統帥部的飛機被毁者三 

十九架。敵方米格式十五號機及聯合國統帥部的 

飛機雖然時常窣戰，但雙方的損失皆尙輕微。據 

飛行員報吿，敵方飛機多未採取攻勢，卽在形勢 

或 數 目 上 佔 俊 勢 時 亦 每 避 免 戰 鬥 。 但 有 時 聯 合 

P 1飛行員亦曾遇到採取攻勢的米格機，其戰術較 

前進步，飛行技術亦極高明。在此穂情形下，雙 

方似乎勢均力敵，擊毁與寧傷飛機的數目皆不高。 

敵方米格機之此種動態，茲已至爲顯明，足見敵 

方利用西北朝鮮有系統地 , f !練高級戰鬥飛行人員 

之說不無可信。據聯合阈統帥部飛行員報吿，空 

戰中計藥毁米格機十二架， ^傷二十架。 

大多數的戰鬥轟炸機奥中型轟炸機仍從事斷 

絕敵方鐵路交通的工作，日間的主耍工作爲截斷 

地 面 的 路 軌 並 森 ^ 火 車 頭 、 列 車 及 路 旁 堆 積 的 物 

资，夜間則以中型戰鬥機出動轟炸北朝鮮鐵路系 

統中的主要橋樑。淸川江以南敵方鐵路線爲我方 

破壊尙未修理，我方因此可以多派機隊破壞過去 

割定爲斷絕交通區域以北的各項目標。 

我空軍於發現有價値的目標時，卽應聯合國 

統帥部地面部隊的需要，予以密切支援。大韓民 

阈 ^軍則予我後方反游鞭的行動以密切支援。 

據報吿，敵機或國籍不明之飛機有三次飛越 

聯 合 國 統 帥 部 的 陣 地 。 彼 等 進 行 夜 間 騒 擾 襲 繫 ， 

據報吿我方工事所受損失極輕。例如一月一日破 

暸之前，低飛的敵'機曾在漢城仁川區域投擲迫墼 

礮彈式的碎片炸彈。聯合阈統帥部人員並無損慯， 

但朝鮮農夫一名被炸斃，另有兩名受傷。 

聯合阈統帥部的傳單，播音器播講及無線電 

播昔曾向敵方士兵以及在共方奴役統治下的朝鮮 

平民報吿停戰淡判因 f t方在板門店的代表採取拖 

延策畧而遲延不決。聯合國統帥部賴上述新聞媒 

介聲明雖然 ^方仍繼續阻礙重建和平，但朝鮮人 

民及聯合國統帥部部隊仍決心設法求能及早訂立 

公正而現赏之停戰協定。我方並對聯合國統帥部 

所提議允許戰俘對遣返問題自由抉擇一點廣加宣 

傳。我方無線電播音及新聞摘要對於停戰以後期 

間內禁止建築或修理飛機塲的必耍，加以詳細解 

釋。 

依照聯合國統帥部及聯合國朝鮮復興事務處 

( U N K R A )雙方批准的備忘錄，在日本東京的聯 



合 ,統帥部與該事務處的聯合委員會曾於一九五 

二年一月五日舉行第一次會議。此次會議之目的 

在於使雙方之間成立初步的了解與協議，會鏺中 

曾討論聯合國朝鮮復與事務處的組織，分龃委員 

會的龃成、 m事规則、聯合阈統帥部奥聯合 m朝鮮 

復興事務處合作計劃、以及招聘職鉍货施牛民協 

助事宜及經濟援助計劃等問題。在工作計劃之第 

一期， ,際工作由聯合阈統帥部負资，此一聯合 

委員會的任務 s卩在於解決 ^同的間題 ,處理共同 

的職務，並籌備第二期的工作計劃。至^二期時， 

實際工作將由聯合阈朝鮮復興事務處接辦。 

(簽名）RlDGWAY 

文件S/2593andCorr.l 

一九五二年s九〖〗美利堅合衆國駐聯 

合國常任代表爲m照安全理事會一 

九五〇年七月七日決議案（S/1588) 

遞送聯合國朝鮮統帥部第三十人次 

報吿書事致秘書長節畧 

[ 原件：英文 ] 

[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 ] 

美利堅合衆阈駐聯合阈 i f i 任代表茲向秘書長 

致意，並請査閱一九五〇年七月七日安全现事會 

決議案[S/1588]第六段。該段規定美國躐將聯合 

國統帥部所採行動，擇其重要者，隨時向安全理 

事會提出報吿書。 

茲根據此項決議案，撿奉一九五二年一月十 

六日至三十一日聯合阈統帥部朝鮮戰 3 1 â'ï三十八 

次報吿書，敬煩分發安全理事會备理事阈爲荷。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至三十一 H 

聯合阈統帥部朝鮮戰 3 1第三十八次報吿書 

本人茲提出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至三十一 

曰聯合國統帥部朝鮮戰 3 1第三十八次報吿書。聯 

合國統帥部公報第——四五號至——六〇號已將 

此等戰况詳細說明。 

本報吿書所述期間之大部分，小組代表團的 

會 議 仍 繼 續 討 論 議 程 項 目 三 之 下 的 飛 機 塲 問 題 。 

聯合國統帥部代表耐心地; â不含糊地重申第三十 

七次報吿書[S/2550]中已述及的立m 。 一月十八 

曰的會識中，聯合國統帥部代表 M指出共方一方 

面指控聯合阈統帥部希望延長戰爭狀態，而另一 

方面却堅持建築軍用機堪的嵇利 ,結果將造成停 

戰期間的危險緊張狀態，這棟態度未免不合邏輯。 

一月二十卩l】H , 聯合阈統帥部代表圑再請 j t方 m 

白的表示是否準備於停戰期間增加其空軍力量。 

化方對此問題仍閃鑠其詞，避而不答。 

聯合阈統帥部小組代表 w因誠心希望打破惯 

局，曾於一月二十五日向共方提議兩方之參謀人 

員應舉行聯席會,，立 2卩開始草擬停戰協定中 i , 

於議程項目三兩方已有暫時協識的部分，至於飛 

機塲 B i ] S，則於參謀人 M就其淡判進度提出報吿 

之前，暫不討論。此建 ^輕共方於一月二十七曰 

接受。當時聯合阈統帥部代表曾發表以下聲明： 

"吾人準備於此一墓礎上進行討論，但附有明白的 

了解，卽吾人保留於小組代表圑再舉行會議時重 

新提出限制修建機塲問题的權利。吾人絕不擬改 

變此項目的，特此聲明。 " 

參謀人 M於一月二十七日舉行第一次會議。 

聯合 W 統帥部代表曾提出 ,於議程項目三的停戰 

協定草案，茲附上其抄本。此一草案乃根據聯合 

阈統帥部第三十六次報吿書[S/2541 ]中所述三項 

m兩is lïïj意的原M 。 此 外 並 曾 同 意 下 列 原 刖 ： 

"n.爲保證軍事停戰的镲定[以利雙方 

高一級的政治會議的進行來得到和平解決 ] , 

雙方承允於停戰協定簽訂生效之後，停止自 

韓阀境內進入增援的軍事人員、作戰飛機、裝 

甲車輛、武器奥彈藥。在雙方協議的限制內 

輪換的軍事人 M須向軍事停戰委員會報吿， 

以便 K成[中立阈 ]監視機構至輕雙方協議的 

後方口岸進行就地監督奥視察。 

" 五 . 雙 方 應 各 派 同 數 委 員 組 織 軍 事 停 

戰 娄 員 會 ， 負 n 監 督 停 戰 協 定 的 ^ 施 並 協 商 

處理任何違反停戰協定的事件。軍事停戰委 

M會應依照下列兩項規定執行其停戰協定所 

規定的監視與視察的職司： 

" (子）在非軍事區內，應由軍事停戰委 

員 會 利 用 由 其 直 接 派 遣 的 聯 合 小 紐 自 行 負 
二-1 ： . 

H ， 

" (丑）在非軍事區外經雙方協議的後方 

口岸及據報發生違反停戰協定事件的地點， 

應 & 成 [ 中 立 阈 ] 代 表 的 監 察 機 構 負 ^ 。 [ 中 

立 國 ] 監 察 機 構 遇 軍 事 停 戰 委 員 會 中 雙 方 或 

任 何 一 方 請 求 調 査 違 反 停 戰 協 定 的 事 件 時 

[中立國]監察機構卽應進行視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