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 國 、《 

fer 

安 全 狸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六 年 

第 五 五 九 次 

—九艽一年十月一日 

紐 發 拉 星 草 場 

目 次 

I次 

臨時議事日稃(S/Agenda 559/Rev 1 ) 1 

通過譏事日稃 1 

控訴伊朗政府不遵守闺際法院對英伊石油公司案所指示之嗨時辦法(S/2357) 

(耱前） 5 

S/PV 559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饞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W正式紀錄補鶬按月刊行。 

聯合囫又扦均W大寫字母附《數字鵪號。凡提及此毪編號印揞聯合國之芊椟文仲而盲。 



第 五 百 五 十 九 次 會 謠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 3星期一午後三時3"』約發拉星皁埸舉行 

席 ' M r J C MUNIZ (巴西） 

出 席 者 下 列 各 阈 f 戈 表 巴 西 、 屮 圃 、 厄 瓜 多 、 

法蘭西、印度、荷蘭、土耳其、蘇維埃社會主義乓 

f i l 國 聯 盟 大 不 列 顚 及 北 ^ 爾 蘭 聯 合 王 國 、 美 利 堅 

^ 衆 阈 、 南 斯 拉 夫 。 

臨時議事日程（S/Agenda/559/Rev 1) 

一 ：《id謠事日牙？。 

二 控 ; ? f 伊 朗 政 府 不 守 國 際 法 院 對 英 伊 石 油 

公司案所指示之臨畤辦法(S/2 357)。 

通過議事日程 

― 主 席 一 九 五 一 年 九 B 二 十 八 日 英 聯 王 H 

表 圑 函 吿 安 全 W 事 會 i 席 說 ， 英 聯 王 國 政 府 請 * 

yWf-列項目列入安全事會臨IIÏ曦狩(S/2357)"控 

伊朗政府不=«1守圃!^法K對英伊石油公司案所指 

示之臨時辦法"。本席*^收到此信後依恥安全ë!'事會 

—行遴事規則第二條的規定召開此次會s&。該代袭 

̶來函抄件巳向各a»事分發，現》éPJ事會處a>此事。 

此次會議的臨時 i^ f^卽係根據暫行議事規刖第六條 

23^第七條規定擬定的。各位對通過這項îîlf?有反對 

二 Mr TSARAPKIN (蘇維埃祉會丄義41和 

̶聯盟）蘇聯政府E S爲須指出，英聯王國政府0 

伊朗政；THF絕遵守國際法院對英伊石油公司案所指 

示的嗨時辦法便向安全ÏÏ'事會提出控iPf,賓係干?》 

伊1M內政，侵害伊朗人民的主椹。 

三關於伊朗境內/111業收歸國有，外商宵業公 

司活動"及外國八的居留等問題完全是屬;》产伊朗 

國 勺 管 W 的 事 件 。 英 國 此 称 干 涉 行 , 與 聯 合 謇 章 

第—條第七項所載重买原刖之一絕不符合，該條第 

七 ̶ 規 定 " 本 憲 章 不 得 認 爲 授 椹 聯 合 國 干 涉 在 本 Ï Ï 

上於任何國家國内管 f P A之事件"。 

四安全P4>事會如果討論此問題就是干涉伊朗 

的內政，嚴重損害伊朗人民的4榭，所W，蘇聯代 

表圑認爲安全^事會不能討論英聯王國爲了英伊石 

油公司案件對伊朗提出的控aJf,該R表ffi並反對將 

此间題列入ï<卩事會識稃。 

五 M r QUEVEDO (厄瓜多）聯合國會員國 

對於某称掎勢或行動鼴爲可能有威脅國P!^相平與安 

全的危險因而提出控訴時，我不明白安全PII事會如 

何 能 鈎 拒 絕 將 此 穉 控 訴 列 人 事 會 謠 积 。 就 目 前 這 

件事而論，大家知1淳事實上的確有一finit勢存在，其 

後果可能增加威脅相平的危險，因此，提《Jf將此事 

列入iJJUî的ÏJ¦i由就格外有力了。 

六而且，我認爲ï'ji事會將=<E項目列入Sl^稃並 

T就是對 i '〗"事會的職裉問題，這事的是非曲或是 

這 事 的 發 生 紅 》 a ， 預 爲 餹 也 不 是 事 會 對 這 問 

題的:h體部价有所决定。 

七 i g « 事 會 ; & 聽 取 係 各 方 的 陳 ^ j f c 適 當 考 廬 

這問題fe,就可决定是否有枨處Ï"卩此称控 ;?1:,如若 

有栊鹿i<4!,則4L—步作成或採納由其鼯爲公正，妥 

適並屬其椹力範園的任何决定或建s&。 

八 所 我 在 投 擧 贊 成 將 文 f 4 s/Agenda/ 

559/Rev 1所載]îl目列入H"事會l&ÎVP^，同時提出 

保留卽本阃政府對於此項控>?f，决案4""案（S/ 

2358) jy後可能有的其他提案W及ÏU'事會的决鎩或 

建議案都有斟酌情形採取任何態度的自由。 

九 M r BEBLER ( 南 斯 拉 丈 ） 脔 斯 拉 夫 代 表 

fflf?爲英聯王國政府在安全》事會內對伊朗政府提 

出的控31：不能視爲屬於PI'事會的職權範園。我們覺 

得文件S/2357所稱伊朗政府對英伊石油公司問題 

採取的或準 t i探取的行勖，特別是伊朗政府不擬櫝 

發 該 公 司 若 干 外 國 職 員 居 留 證 等 事 在 本 質 上 屬 聯 

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七所《ifî國内管轄的事件，所W 

不能由E1I事會審i&。 

̶〇我們 IS爲31然有人請木W«事會吿伊朗 

政府》a守國,汰院指矛的干涉臨畤辦法，但這並不 

改 變 問 題 的 這 一 方 面 。 事 會 處 理 的 案 件 遇 有 鹰 否 

用憲聿第二條第七項规定的問題時，已 f t總是由 

现事會按1¥—般人接受的解决與適用il^須相輔而行 

的 法 原 則 ， 自 行 决 定 。 因 此 ， 聯 合 國 其 他 機 , 對 

職稅問題所作的决定不能拘*38'事會。 

一一而且，七11五日的法院命令(S/2239)已 

捋 說 明 ， 對 法 院 是 否 有 權 管 轄 此 事 不 作 預 麝 。 這 

就是說法院本身也很懷疑是否有此穉職權。 



— 二 所 j y ，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圑 & 對 將 文 件 S / 

Agenda/559/Rev 1所載项目列入理事會識程。 

一 三 M r SARPER (土耳其）土耳其代表 M 

贊 成 厄 瓜 多 代 表 的 盲 見 。 所 " ， 我 將 投 票 赞 成 通 & 

此項議稃，但對安全a»事食受ïy"此事的職權問題並 

不預爲斷定。我雖然贊成將此間題列入蕺稃，但仍 

保留土耳其代表團對此事的行動自由。 

—四SirGladwynJEBB (英聯王國）我耍首先 

聲 明 ， 對 於 厄 瓜 多 代 表 所 說 經 土 耳 其 代 表 贊 同 

的 諾 我 當 完 全 同 意 。 我 齙 爲 我 們 都 可 同 曹 ， 這 個 

管轄問題如有 i l i耍可待"後决定，如果代表中有人 

對管轄問題有所疑慮，卽是說懷疑安全斑事會是否 

有 權 訂 論 此 事 ， 那 末 ， 也 不 此 穉 疑 廑 : 由 投 

票反對將此 î {目列人議稃。 

̶ 五 關 於 蘇 聯 代 哀 所 說 的 詰 我 祇 想 提 出 

面的答復我先 B 嚼各位注實一九四五年六月七日四 

個發起國政府於傅金山發表的聲明1，卽ïy>事會任何 

理事國對於依照今日已成爲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五條 

的 規 走 提 請 事 會 注 瞀 的 爭 端 或 情 勢 ， 不 能 單 獨 阻 

止HI事會進行審^與計論。 

— 六 英 聯 王 國 與 伊 朗 之 間 現 有 爭 端 ， 這 是 誰 

都不能否憨的，而英國政府巳經根據謇章第三十三 

條與第三十六條的規定將此爭端提交國際法院。今 

年 七 8 五 日 院 在 其 所 定 嗨 i f > 辦 法 内 明 白 指 英 國 

政府提出的案件可《成立，至少從表面上來看是可 

由圃,機關予jy審s，，而並非純粹屬；&«^國内管轄的 

事f^。 

̶七我^法院對其管' ¦ f «h權所作的這項决定顯 

然拘束聯合國全體會員國。法院規約第三十六條第 

六 項 明 白 規 ; ^ 法 K 有 無 管 椹 之 爭 端 由 法 院 裁 

决之。憲章第九十三條規定聯合國各會員阈爲圃際 

法院規約之當然當事國。憲章第九十四條又規定聯 

合 國 毎 一 會 員 國 爲 任 何 案 件 之 當 事 阖 者 ， 承 行 

國際法院之判决。 

— 八 我 們 餹 爲 由 此 可 知 法 院 一 經 決 定 臨 時 辦 

法 立 卽 產 生 一 穉 國 際 義 務 , 卽 憲 聿 規 定 的 義 務 ， 

而 此 糊 義 務 不 僅 安 全 理 事 會 負 有 尊 重 的 權 利 與 義 

務，並且不能齄作專門屬 ;5^當事國一方的國內管轄 

範圍。 

—丸此外，根據憲章第九十四條第-一项及法 

院規約第四十一條第二項的規定，安全理事會對*^ 

法院的判决負S特殊職責。此時法院巳經依照這項 

規 約 規 定 將 其 對 此 事 指 示 的 嗨 辦 法 5 > i 知 理 事 會 

(S/2239), a i 就 明 明 ^ 示 安 全 事 會 有 權 處 H I 此 柯 

嗨時辦法所引起的問題。 

二 〇 關 於 英 國 0 1 伊 朗 此 項 爭 端 的 是 非 曲 直 

我此 i r i=常然不談及。我們當前的問題是鹰否將英 

國代表f i l提出的這項目列入譏秄。憲章第三十五條 

規 定 聯 合 阃 任 何 會 員 國 得 將 屬 第 三 十 四 條 所 指 之 

性質之任何事項提請安全g!事會/È盲，這就是我們 

向理事會提出這事的ÎE式根據。誰也不會懷疑̶̶ 

我們想誰也不能慷疑̶̶伊期境內油田糾粉蘿域現 

有 的 一 糊 情 勢 是 可 y 引 起 缭 原 之 火 的 （ 卽 f £ 是 , 係 

政 府 能 夠 探 取 例 如 英 國 政 府 : ^ 今 表 示 的 那 树 善 , 典 

慎重態度，此种危險仍然存在），誰也不會懷疑此柯 

愤 勢 可 能 威 脅 和 平 。 在 這 些 形 下 ， 我 們 認 爲 有 了 

法院指不嗨时辦法的决定，理事會就可審遴此事，卽 

使撇開這一點不談，我們暨得旣有一項爭端， 

會此時就該卽速審鎩。 

二一 Mr LUNS ( 荷 i l ) 對 於 討 論 中 這 項 , 

應 否 列 入 我 們 蕺 的 問 題 我 耍 簡 單 說 幾 句 話 。 

二 二 英 聯 王 國 與 伊 朗 之 間 的 現 有 爭 端 業 經 一 

聯王國政府向國際法院提出。法Ki^今年七月五 

根據法院規約第四十一條第二 规定指亍若干嗨&; 

辦 法 ， 並 將 此 辦 法 通 知 安 全 事 會 。 法 院 在 其 

示中說，基秫橄Ï'卩由，法院有椹接受英國猜汆， 

定臨時保讒辦法，英國政府提出此秤靖々係W外, 

保譴權爲根據，這也是法院可受H，此事的HI由之 

二 三 认 院 又 說 指 示 臨 I T Ï 辦 法 並 非 對 法 院 半 

否 有 椹 管 ! | ， 此 事 的 問 題 預 爲 判 餹 但 法 院 旣 巳 指 S 

臨畤辦法，這就表示有椹受狎此事。法院對管){{[f 

權 問 題 的 决 定 踅 然 具 * 最 高 椹 威 。 

二 四 關 於 這 點 ， 我 要 促 請 P 卩 事 會 注 會 ， 至 ， 

爲jt ，並沒有人耍求W事會决定此事的是非曲直, 

們所耍處H»的問題JF和法院處W的一樣。 

二 五 情 形 旣 是 如 此 ， 安 全 Ï Ï ' 事 會 有 權 受 理 1 * 

事應是沒有疑卩3了。英聯王阖代表已經提到，謇 

第九十四條規定遇有一造不履行法院判决應負之 

務時，他造得向安全Ï!P事會申，f。所以，荷蘭代 

第七一二裒, 
f 二卷 

二 六 M r LACOSTE ( 法 騮 西 ） 若 下 代 表 M 

巳經贊同將英聯王國控訴伊朗政府不遵守一九五一 

年七月五日國際法院指示嗨1〖)=辦法的項目列入H"事 

會議程。但是，另有一些代表認爲此事不屬理事會 

因此反對將此項目列入蕺秄。 



二七法國代表團锶爲理事會各 H »事對於此事 

的意見如是分歧，《5有從長討論的耍。所 jy，法 

出 的 這 控 , ％ 。 

二 八 主 席 這 f f l 目 旣 經 兩 國 代 * 圃 反 對 列 人 

讖 ^ , i我就將通^臨时 i t稃問題提付表决。 

二 九 M 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蘇聯代 

表反對 ;1過安全W事會的臨時谶积，並經南斯拉夫 

代 表 附 ' 和 。 我 們 聽 到 的 ， 討 論 迄 今 ， 赞 成 J i 遇 此 

嗨時,1^的代:5&較tt多數，而且我也11^須說明，我 

同 f 鹫 成 通 過 此 項 ^ f p W f 見 。 

三〇據我所知，蘇聯代表不贊成將"控g > f伊 

朗政府不遵守阖際法院對英伊石油公司案所指示之 

臨時辦fJc"的《1目列入遴稃。假tsb蘇聯與南斯拉夫 

兩國代*圑的用首是在提出此事在本質上是否屬 

伊朗國內管畅的問題，那末，這問題ik:須在審P2I這 

項目的實體部份後才能决定。聯合國BÎlll然無權干涉 

本 質 上 屬 於 國 內 管 的 事 件 。 但 是 ， a i 耍 待 至 過 

議 秆 ， 審 ^ 這 m 題 後 才 能 决 定 麵 權 干 涉 I 涂 非 此 事 

並 無 相 反 的 推 論 ， 否 划 决 不 能 在 審 先 行 决 定 無 

權 干 涉 。 躕 於 此 事 在 本 拔 上 是 否 屨 國 內 管 糨 一 層 

旣 , 不 同 的 見 解 ， 事 會 自 無 法 立 卽 决 定 這 個 基 本 

法i的Pp3題。 

三 一 我 們 現 有 這 項 目 的 討 論 情 形 恰 恰 相 反 。 

安全HI事會內已經發言的理事，大多數認爲這事並 

非在本晳上屬國内管 f#的事件。此事從表面上看 

當然是可向安全现事會提出的如果B P事餘認爲聯 

ft阖無椹審ml&ï^所載的這個項目，那是應當在硏 

究這項目並於徹/li審镞>§成决讖後才能如此决;ë 。許 

多代表巳經說^，此种决定與此事的是非曲直無關。 

三二英聯王國此^>向理，事會控ipl:伊朗政府未 

IT探取某些特定行動。這顳然是憲聿所稱具有某種 

性 質 的 爭 端 之 一 一 此 項 爭 端 耱 耱 存 在 可 能 搔 國 

和平。 

三 三 這 间 題 非 常 重 並 屬 安 ^ 理 事 會 的 職 

榷 範 圃 ， 因 爲 這 問 題 也 是 國 法 院 審 理 的 對 象 。 因 

J f t . 安 全 ï f 事 會 就 有 由 担 絕 接 受 此 事 在 本 質 上 屬 

於伊朗國內管糨的反對論調。由於此事傘涉到國際 

和平，所JW巳是大家極爲關注的事情，而我們都是 

擁讖和平的。因此我們願瞀理事會審饞此事。 

三 四 安 全 f f l 事 會 將 這 ％ 目 列 入 議 ^ ， 聯 合 國 

就可有權J=i合翊方式考廬此事，並可於研究此称愦 

勢的一«Se性質後作成决鼷。此事不僅是一項爭端，也 

是 一 称 情 勢 而 此 穉 爭 端 與 踌 勢 都 證 明 將 這 項 目 列 

入PH»事會議稃是有H'由的。 

三五另一個理由是國際和平受 Î 1 J 此称掎勢的 

威脅，據說而情勢又很緊張，所"，此事一經提婧 

安全理事會注意，理事會須休S其視作待决的爭端， 

"便促《il!係各方自行結束與檢點，：《1便是通常認 

爲公平處M!待决爭âài所應有的適當與M^J^的結人及 

檢 

三 六 美 圃 代 农 團 根 據 這 些 翊 山 ， 將 投 莩 贊 成 

； i過道項嗨時讒稃，但並不代^美阖政府對這問題 

的是非曲直有何*示，赋是就這M題與鶄稃的關係 

如此决定而已。 

三 七 我 還 耍 提 出 一 點 — — 因 爲 我 深 信 這 點 

——美國政府認爲安全fli事會有椹審識英聯王國與 

伊朗之閟的這項爭端是絕無疑間的。我祇耍提到一 

句安全理事會的主耍貴任是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 

而理事會負起暹項責任與行他這項職權的第一個歩 

驟就是審^可能影響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拧的任何 

爭端或情勢。 

三 八 就 目 如 這 件 事 論 ， 英 聯 王 國 是 安 全 理 

事會的 f j事國，伊朗雖不是琊事國，也是聯合阖一 

會 員 國 。 議 通 & 後 ， 大 槪 是 3 ^ 邀 p f 伊 朗 代 表 列 席 

安 全 i f 事 會 會 識 的 。 所 美 , 政 府 覺 得 i < j « 事 會 的 

管fA權間題應俟伊朗代:Ik列席後再行决定。 

三九Sir Benegal N RAU ( 印 度 ） 蹦 J S £ 事 

的 事 實 我 們 還 知 道 得 不 夠 。 我 們 ， 在 報 章 上 見 到 

關*^此事的報導，同玲安全SI!事會的,事們也都分 

發 到 裁 有 今 年 七 月 五 日 國 際 法 院 命 令 的 一 項 文 件 

(S /2239) .但是，法K此]命令提到審訊此案&3伊 

朗 代 : 並 未 到 S 。 此 外 ， 我 們 又 從 廣 播 中 聽 到 和 在 

報章上見到伊朗首相擬親自向H'事會陳4此事的滑 

i « 。 所 " ， 我 們 可 有 聽 取 雙 力 , 見 的 機 會 。 我 們 在 

聽 完 此 嵇 陳 述 後 就 可 决 定 事 會 是 否 有 權 處 £ 1 1 此 

事，如果有權的話，究麽採取何種行動。 

四〇卽使祇是爲了决定職權問題與管轄權IHJ 

題，我們也應當有關係雙方舉出的各称事負。01", 

我們不^預爲判躕任何問題，也不 i t i决定管轄權問 

題，先讓甓方陳述盲見。印度代表M贊成將此項目 

列 入 讖 程 ， 俾 使 伊 朗 政 府 锼 得 該 政 府 顯 願 有 的 陳 

»i機會，而對於管轄權或其他有關卩"題則無須預爲 

决定。換言之，印度代表圑所投贊成票與管轄櫬問 

題無涉，祇是對我們應否計論此事 jy便决定管ft櫂 

與其他有闢 in題一節表示肯定盲昆而巳。 

四 一 蔣 先 生 （ 中 國 ） 聽 了 計 論 開 始 時 厄 瓜 多 

代表的陳述和印度代表剛才的聲明後，似乎無绸再 

談中國代我阁對此事的立場。但是，我們决定說明 

中國的立場，免得此次計論引起任何131會。 



四二安全 f l p事會是否有權處钾此事街視我們 

對這事的性質如何钊麝而定， i l键在於此事是否屬 

於伊朗國內管轄範圍。假他H'事會餽爲此事完全是 

伊朗本國管 i f t內的事， Ï Ï '事會自不 i t i將此目列入 

譏稃。 

四 三 蹒 於 此 ！ n 題 的 事 : & 還 不 很 明 瞭 我 需 耍 

得 到 更 多 資 料 ， ^ 後 才 能 决 定 鸱 度 。 所 j y , 我 願 , 

到更多的討論，不&我們鹰有一秫明白薪J3?，卽 

|!?事會和理事會内任何^>事隨l^i=可W+張此事屬於 

伊朗國內管"(‧*範圍，須將其自安全H'事會饞稃餘 

去。我3^特giJfe明此ffiA， W免將來發生Sfe會。 

四 四 我 們 計 論 此 事 通 過 有 一 點 需 耍 / 4 盲 。 

中國代:3?^脷覺得通過現有讖秆後，ïïi事會任何Ï5>事 

jy及應邀參加計論的任何人都可於討諭此事實體部 

份 畤 一 再 提 出 管 粆 權 問 題 。 我 雖 然 認 爲 管 權 方 而 

確 有 問 題 ， 但 我 仍 將 投 ^ 贊 成 此 項 譏 。 我 希 ^ 此 事 

經&相當 W 論後，理事會或個训现事能夠^助關係 

雙方锼致,决之 J；。 H>事會如有提出此秫協助的機 

會，我想我們决不鹰輕易放過。這就是我在投票贊 

成通過此項蕺积畤耍正式聲明的一段話。 

四五美國代表發言11>有一SA會見引起我的/4 

盲。假使我正確了解的話，該代*曾說這問題是有 

關相平與安全的問題，安全ÏS"事會的;1 "要責任旣是 

維拧和平與安全，這問題就 i i^須列入安全 ïJ '事會譏 

稃。中國代表181不能接受此糊諭據。我認爲此事並 

不是牽涉到和平與安全的卩題。這是财產問題，牽 

涉到一項極重要W產的問題。我^此项爭端的閫係 

各 方 不 S i ^ y 武 力 來 * 取 滿 ^ 的 解 决 辦 法 。 所 " ， 在 

我 個 人 看 來 , 我 至 ^ 可 " 說 此 事 與 和 平 安 全 問 題 , 相 

去甚遠0 ' 

四 六 M r BEBLER ( ,锌斯拉丈）H»事會內有 

人提出我們無權處H'此事的^見。反對此 î i l i"f見的 

现事們所持的主耍論據就是ÏJP事會可俟 jy後决免是 

否有管，#椹。據我看來，ïy'事國探取此称見解不免 

昭示他們自身也對fi4>事會是否有椹處ÏÏ'此事抱有壞 

疑。這是我耍說的第一點。 

四 七 第 二 是聽了英聯王阖代表所說的英伊 

兩國間確有爭端的話，我覺得我們對於灼'事會是否 

有權處?i'這兩國爭端的卩"1題也有一輙爭端。假他我 

們此時通d譏fr，開始《ïi"論這事的W體，對處ïil'英 

伊爭端時權力問題預作某械厝度的决定，那末，我 

們在沒有聽取另——腿係國伊朗的,見JaS'J就已對 

爭端的這一方面作成决&。再者，許多代A M都巳 

主Slbâ不論我們是否有椹處鉀此事我們仍聽取關係 

\ 魃 方 ô r a 見 。 

四 八 現 在 的 掎 形 很 是 矛 盾 理 事 會 一 方 而 耍 

智艚取閽係键方的陳:â， 一方面又懷疑是否有權處 

W此事而對:5^管粆權問題已有，譏。此禪矛盾ft形 

究 應 如 何 决 呢 ？ 我 1 ? 唯 一 方 法 就 是 邀 請 伊 朗 政 府 

參 加 t m m 目 =1過譏f? 一一而不是參加訂論 

臨畤議f?项目二，這椽我們的管轄權問題就可大致 

解决了。 

四 九 我 這 與 我 們 讖 事 規 則 的 精 祌 也 是 合 

的，按liP譏事規則第三十七條的規定，向安全a?事1 

會提出的任何問題如經现事會認爲對於任何非安全 

H I 事 會 事 國 的 會 員 國 的 利 益 有 特 殊 關 係 時 ， 該 會 

員feg得ElïlP事會之决走，被邀參加計諭該問題。伊 

朗政府的磬明大家想巳看到，^政府認爲此問題如 

由安全 ï « '事會或阖際法K受 ï f ， 這 對 於 ^ 國 利 益 特 

殊,係。伊朗政府並主5fe此等阈際機鬮無權預閡此 

事。 

五 0 我 提 議 的 此 秫 f ? 片 對 我 們 例 行 辦 法 的 

精祌，特別是對人會的議事精祌都可符合。大會所屬 

總務委員會;6 ^針論將某一項目列入讒的問題時如 

果該項目影響某一會員國的利猛，總是讓該會員圃 

的代表參加^論。我們的向例是先聽取該圃代表6^ 

昆，然後鸺議f?付表决，而且，至^在大會內，我 

們茛?爲此fiR表决是對管f+權問題所作的决定。凡是 

我們認爲有權處理的9i目，我們8t把它列人識籽，, 

椹處HI的《t—flt不予列入。我^我們應該照此秫向 

例行事。 

a—主席南斯拉夫代表正式動議^>事會； 

•i^伊朗代表參加計論si過敲禾？的題。 

五二 Mr BEBLER ( ¦ # 期 拉 夫 ） 我 想 我 說 ， 

很淸楚，這祇是一M，見，一¦iÏÏ建議。假&理事"é" 

酈有需耍，而其他代《M也有同咸11^我當提出JE 

式建讅。 

五 三 S i r GladwynJEBB ( 英 聯 王 阖 ） 我 想 安 

全ïffi事會不S5¦t5f:納南斯拉夫代表的,見，至》，我 

希siig>事會不予梂納。軚我所知，ïii'事會從,:邀 

——我希望它决不作此砘邀婧 個非理一 p î k 

同J5^'决一個純粹:£î?序方面的問題。我暂這會'創it 

極惡的先例，我也深信各位EP事不會接受^糊辦—。 

我 同 盲 主 席 所 說 的 ， 如 果 南 斯 拉 夫 代 & 眞 — 有 苜 k 

持此秫辦法，他癯當立卽提出正式勋譏。?^刖的！？， 

我 提 蕺 表 决 主 耍 I K j 題 ， 卽 ; 所 載 的 項 目 一 。 

五 四 丄 席 旣 沒 有 人 提 出 正 式 建 遴 ， 我 婧 各 

位表决是否應5fiAP&î^。 

舉 手 表 决 結 果 如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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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訴伊期政府不邀守國際法院對英伊石油公 

司案所指示之臨時辦法（S/2357) 

五 五 主 席 憲 章 第 三 十 r 條 规 定 

"聯合國會員國而非爲安全理事會之理事 

國，或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如於安全理事 

會 考 廬 中 之 爭 端 爲 當 事 國 者 ， 應 被 邀 參 加 蹒 , 

該項爭端之計論，但無投莩權。" 

五 六 我 們 現 在 的 審 謠 項 目 是 

"控HJi:伊朗政府不,g守國際法院對英伊石 

油 公 司 案 所 指 示 之 臨 畤 辦 法 ( S / 2 3 5 7 ) " 。 

五 七 我 將 應 否 依 n P ï f 事 會 暫 行 ^ 事 規 則 第 三 

十七條，憲章第三十二條親定W及安全H"事會巳往 

决讖邀請伊朗代表列席的問題提請 ï f事會決定。 

? 1 八 旣 麵 人 反 對 ， 我 就 請 伊 朗 代 表 列 席 會 

識。 

* S王席邀鯖伊朗代表Mr J /ÎZMZajV躭S事會 

議席。 

五九 i 席 我 提 , 採 用 通 , 1 ， 傅 譯 辦 法 。 理 事 

會理事發言Ifï用卽Ifï與連櫝傅譯，鹰逸參加計输的 

非理事國代表發言時則僅用IP IfH»譯 

六〇 Sir GladwynJEBB ( 英 聯 王 國 ） 英 聯 王 

國政府决定將其與伊朗政府間關於廢止英伊石油公 

司特許權的爭端提安全理'事會迅予注曹，因爲英 

黻王國政府深信英國旣爲聯合國ïL'窵會員國，此時 

1^須採取這徑。由î"^伊朗政府一再商莽從事，一 

B規模宏大的企業歷盡挫折P陷於停頓狀態，而這 

固企業如能經謦妥考，不僅英伊兩國可享鉅鼉利益， 

!13盤個自由世界上都受萆不淺此糊情形如不及時 

止 ， 自 由 世 界 勢 日 趨 贫 弱 ， 而 受 3 的 伊 朗 人 民 

功無法倖免。 

六一理事會各HÎ事當能記倌，阖P! f法院因鹰 

,國政 I f f請求指示嗨時保謹辦法曾*^今年七月五日 

‧ 一 命 & ( S / 2 2 3 9 ) ， 囑 咁 英 伊 缝 方 遵 守 各 S A , 包 括 

— 許 伊 朗 境 内 油 業 九 五 一 年 五 月 一 日 頒 佈 油 業 

+有法Wfj I t形耱櫝經營的辦法在内。英國政府當 

—表亍全部接受法院的指示並將盡力實施。但伊朗 

à 府 却 在 法 院 指 之 後 ， 不 斷 採 取 行 動 ， 輕 視 法 K 

命分， jy致法腙指示的辦法無從實行。英國政府雖 

然多方努力3^法使«方能商得满苜的解决迕徑，甚 

至派遺 j y英隨1^閣閣員爲首的代表團前 t t s^判一 

此事翊事會當亦記得一一但伊朗政府仍九月二十 

7L日宣佈限定英伊石油公司留在亞巴丹（Abadan)的 

職員 ; 2 ^十月四日前出境。近幾月來，英伊石油公 

司 於 伊 朗 政 府 採 取 的 行 動 ， 已 將 伊 朗 南 部 的 職 員 

入 數 逐 漸 减 4 , 業 務 範 圍 亦 在 縮 v j 。 現 時 留 用 的 職 

員僅有三百五十人，巳是減至最低限度,否划就無法 

綞 持 機 械 的 設 l i , W伊隨時應用。假使此栩設備不 

加維謹，無法再用，那末，慇個自由世界jy及伊朗自 

身所受的嚴重影饗當是不言可知的。 

六 二 總 之 ， 英 國 政 府 認 爲 國 1 ^ 法 院 受 案 件 

的一方當事國果能不理法院的命令，其片面盲見， 

爲所W爲，那是無法容13的事。此橄行爲猶可容許， 

則我們自上次大戰 jy來所要協力建立的全部國際合 

作制度ii^i^fe受到致命打擊。竃章巳有规走，聯合國 

的某本原則之一是耍創造適當環境，俾克維持正義， 

尊 重 由 條 約 與 國 , 法 其 他 湖 源 而 起 之 義 務 ， 久 而 弗 

懈。 

六 三 所 " ， 伊 朗 如 果 耱 櫝 此 秭 行 爲 而 不 受 阻 

i t 一一蹐記伊朗是最扨憲章簽訂國之 聽 

是 通 一 渉 促 使 國 間 的 事 務 陷 * M S E 狀 態 。 法 治 與 

強 樅 是 彼 此 對 立 的 實 行 法 治 顯 耍 待 至 關 係 各 方 的 

行勐打合聯合國土 _©司法機關國際汰feïW裁判時才 

能成功。因此，伊朗政/ f f武斷命令石油公司三百 i T 

十 名 職 員 出 境 ， 其 方 式 完 全 與 阈 慣 例 的 基 本 原 則 

相悖。而且，！！？我們的看法，此栩行爲造成極易宥 

起衝突的掎勢，很可能威脅到國際和牛與安全。 

六 四 過 : ^ 遇 到 這 類 谤 勢 時 , f t W武力來J5¥决。 

有 人 說 ， 英 阖 政 府 爲 了 個國際社會的利益着想， 

應^武力Jl?决此禪淸勢。但是，英國政府本諸BKf， 

公開表示的政5g， 一 切 " 聯 合 國 爲 依 據 。 我 們 

都知道謇章規定應於可能時Jitlu平談判方法解决國 

P?Iîl]題。這就是我在1：面說的英^政府所W决定將 

此爭Alii作爲緊急案件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原因，而 

理事會是處理可能危及國際相平與安全的事項的適 

當機構。 

六 五 今 天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的 這 項 决 蘸 案 单 

案(S/ 2358)敍述大家都應承憨的顯明事實並根據這 

些事實促-A伊朗政府在各方面都依照法院指示的臨 

lf》辦法行事，特8IJ耍准許最近下令驅逐出境的那些 

職員或其同等人員耱櫝在亞巴丹居住。參加這個最 

高國!^機關的代表們無論如何不致反對此項决議案 

草案的一般用曹。 



六 六 鑒 於 伊 朗 政 府 最 近 採 取 我 在 上 而 提 到 的 

那秫輕率辇動，我們還耍進一步主張安全理事會 i l^ 

須 在 幾 天 就 通 過 此 項 决 鼸 案 ' 案 ， 無 論 如 何 不 得 

：«i î \h面講到的伊朗政府驅遂出境令生效之日，卽 

十月四日。事實上留&亞巴丹的技術人員其生活情 

形巳屆無可"2受的地步，不得不爲他們安排一切，俾 

於十月三日撤離該地。但英國政府靱爲此舉並不減 

輕現有撩勢的厳重性。我們覺得安全®事會應向伊 

朗政府表亍該政府不能如是武斷從事，並菊於限期 

屆满前撒消此項驅逐出境命令。 

六 七 我 們 知 道 ， 蹒 我 在 上 面 講 的 一 段 話 ， 翊 

事中>1沒有充分時間研究這項爭端的當然不能如其 

餘巳作祥細研究的理事那樣一望便知其是非曲直。 

所Asl ,我耍先敍述此事的?革，然後略事檢計其法 

律 方 面 的 間 題 。 伊 朗 代 表 然 也 耍 提 到 這 點 。 

六 八 英 伊 石 油 公 司 與 伊 朗 的 蹒 係 是 在 一 九 〇 

九年開始建立的，當時該公司稱爲英波石油公司，取 

得 一 九 0 — 年 伊 朗 政 府 給 予 M r W K D'ARCY 

的特許權從事提煉伊朗境内發現未久的石油。根據 

此項特許辦法，伊朗政府核准六十年的專屬提煉榷 

利 ， 其 交 換 條 爲 若 下 現 款 與 股 票 及 該 公 司 毎 年 

淨利的百分之h六。 

六 九 上 述 最 後 一 項 條 件 的 解 释 經 ， 引 起 爭 

m,因爲伊朗政府這項收入的多寡須視醤業桔果而 

定，而自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五年間由於經濟=&慽， 

公司:^業大不如前，這筆收入自亦隨同大爲減少。到 

了一九三二年七月，因爲已錚知道一九三一年的全 

年油確產權稅將不及一九三〇年的四分之一，這事 

就届决裂階段。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伊朗政府初發 

動報界對石油公司肆會攻奸後隨卽宣吿取涫此項特 

并椹利。 

七 〇 英 國 政 府 當 時 通 知 伊 朗 政 府 謂 取 涫 特 許 

權荆郎係破壊協定辦法,此秫舉勖礙難承認，並蹐 

其立卽收囘成命。伊朗政府担絕此種請求，於是英 

國政府就將此事向國際聯合會提出，但阈聯還未審 

譏此事前英伊雙方就同曹談判新的特許辦法。一九 

三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石油公司提出新的特許協定单 

m,同年五月二十八日該草案卽摟批准。此項特許 

協定至今仍屬有效。根據此項協定，伊朗政府在公 

司酱業發達時可 jy分取利潤，遇到螢業不展昨刖按 

產油噸數收取固定费用， jy免財政與物質兩方受到 

嚴 重 損 失 。 特 許 協 定 第 二 十 條 规 定 鹪 方 意 見 如 有 

不同，應將爭議提付仲裁。耱方各指派仲裁人，並 

由此二仲裁八推舉另一仲裁人。一方如於接得通知 

後 六 十 日 內 不 指 仲 裁 人 ， 他 方 應 有 權 靖 求 圃 際 常 

設 法 院 院 昆 或 副 長 單 獨 指 派 仲 裁 人 一 人 ， 負 遨 理 

爭議之專貴。該法院i«^̶九三三年八月同意镥任此 

項職務。 

七一閼於這點,我耍補充一句，一九三三年的 

協定是與已故伊朗國王Reza Shah Pahlevi親自商訂 

的 。 伊 朗 現 任 首 相 慣 常 指 責 暹 項 協 定 是 脅 該 阈 簽 

盯的。但是，毫無疑m Reza Shah是一位專制阈王。 

英伊石油公司如果不與他商談，就無法訂成協定。假 

使說爲了簽訂這項協定英國曾使用遒遯力，那末，被 

/g制的對象，就是那位巳故的伊朗闺王。伊朗今曰 

的政府顳巳發現不久W前還被許多政府官員靱爲德 

行崇商，正式尊爲"偉大國君"的奮日統治者原來是 

一位懾夫，一位叛阖的人。此秤可騖的指貴——當 

然 不 是 英 阈 政 府 發 動 的 一 不 會 « 加 一 般 人 對 伊 朗 

政府的判餹與動機的信,i：。 

七二 一 九 四 八 年 春 ， 伊 朗 首 相 不 耍 求 行 修 

改特許協定的權利，却說英伊石油公司的業務已於 

戰時大爲癍展，而伊朗政府在該公司分取的利潤爲 

數欠當，迭鹈各方責難的話。該公司旋卽同曹與伊 

朗政府重開談判，並於一九四九年七月草成一項補 

充協定，修改一九三三年特許協定所載的財務規定， 

使 其 更 有 利 伊 朗 政 府 ， 該 項 協 定 雖 經 伊 朗 財 政 部 

長簽宇，仍須伊朗鵰會下議院（Majhs)批/||。假便 

下讖院批准該項協定，伊朗政府的收入就可大量坩 

加，一丸四八年至一丸五0年的數宇可自三千八百 

六十七离鎊增至七千六百六十六离鎊。倂是，伊朗 

政府却不把如是IS厚的條件向伊朗國内的輿論界與 

纗會妥爲廨释，自該協定簽訂後，下議院至一九五0 

年年底猶未予以批准。負貴研究該協定的下饞院特 

設石油委員會會於一九五〇年十一月餹定該協定並 

末充分保全伊朗的利益。：《^是少數黨"國家陣鵜"就 

公 開 譏 院 內 及 其 他 贊 成 該 項 補 充 協 定 的 人 ， 

收歸阈有連勐亦從此開始。 

七 三 英 圃 政 府 W 前 對 於 此 事 祇 是 提 出 非 正 3 

抗譏,至此時認爲公司的地位受到此秫直接的威脅 

不得不採取行動，至少應該說明其立場。英國政 ; f i 

遂於一九五一年二月二 八日通知伊朗政府說，掳 

它看來，按照石油公司特許協定第二十一條與第二 

十六條的規定，該項協定在法律上不能因制定收饍 

國有等法就吿廢 lh。同時，英伊石油公司並通知伊 

朗 首 相 ， 準 慷 商 訂 一 項 全 新 的 協 定 ， 均 分 公 司 ï l l 

潤。 

七 四 伊 朗 首 枏 依 三 月 七 日 出 席 下 議 院 石 油 , 

員會，報吿伊朗本阖技術，財政與法律專家都不贊 

成 化 歸 阖 有 之 舉 。 報 吿 後 三 B , 該 首 相 卽 遭 噔 殺 。 



General R a z m a r a 遇害 W 後， T 譏院 5 油委員會隨 

郎通遇决讒案，"接受將伊助全境石油收歸國有的 

提案"，雖然是時並舞其他 Ï T由足證此秤辦法可W實 

施 。 該 委 員 會 的 决 譏 案 ; 三 月 f Ï 日 及 三 月 二 I 日 

剁 由 下 議 院 與 上 議 院 通 A ，該委員會的任期並延 

g 二月， j y 便審議收歸阖有的原則。 

七 五 石 油 委 員 會 旋 * M z g 月 二 寸 七 日 通 過 另 一 

决 議 案 ， 規 定 將 " 讒 會 上 F 兩 K 所 作 全 國 / f t 業 收 歸 

國有之决讒"付諸實施，並訂立實施辦法九條。此 

項决饞案——稱爲法猙丸條一經 l '， J T議院卽速提 

出，並經上下兩院於四月三- f 日通^。五月一日伊 

朗 阈 王 公 佈 該 項 法 律 。 依 法 規 定 ， 上 下 議 院 各 

派讒員五人》 È 同财政部長代表一組成一混合委員 

會 " W 便 s 施 ^ 法 " 。 國 聋 伊 朗 石 汕 公 f ] 隨 卽 成 立 此 

後伊朗政府堅决將英伊石<Bi公司改稱爲"前公司"。 

七 六 同 ？ > ， 遑 任 首 相 M r Ala又:S M S月二十 

六 日 收 到 英 國 政 府 希 望 可 W 用 作 公 平 决 某 礎 的 某 

些提案。但是，上述石油委員會第二個决譏案镀得 

p i 過 後 ， 首 相 被 ; ^ 去 職 ， 因 此 這 些 提 案 由 伊 朗 政 

f f f計論的機會也都沒有了。 

七 七 此 事 " 後 的 發 展 厝 形 人 有 急 轉 直 下 之 

―。英國政府又於 7 i 月二日經由伊朗 6 1 英大使帱請 

伊朗政府暫勿採取行動，俾便耱耱訂論，並吿 W 英 

—政府不能接受片面行動。但伊朗政府^其五月八 

日 的 覆 文 中 表 示 决 曹 實 施 收 歸 國 有 的 計 劃 ， 淮 威 

鼯 中 謂 " 將 於 數 日 內 邀 同 f j 石 油 公 l i t 論 ^ 項 法 律 

之施行步驟"。英國政府當卽作稷，耍求伊朗政府同 

Êmm,並膂吿該國政府，如拒耙ife判或企圖jy片 

j s 行 勤 實 施 該 項 法 律 勢 引 起 極 嚴 重 之 後 果 。 

七 八 英 伊 石 油 公 司 w 時 通 知 伊 朗 政 府 願 依 據 

1%巳提遇的一九三三年特許協定將此爭端提付仲 

k 。 五 月 二 十 E f 伊 朗 政 府 担 絕 此 項 靖 求 1 耍 求 3 公 

^ 派 遣 代 表 出 席 結 i k 該 公 業 務 的 會 譏 。 該 公 司 

S依 照 一 九 三 三 年 定 晴 求 海 牙 阖 際 法 K 指 派 唯 一 

I裁人處H '該公司與伊朗政府間之爭4 * 5。英國政府 

，於是時將此事作爲英伊兩國政府間的爭端提蹐海 

^法院處 ï î r 。 

七 九 英 伊 油 公 司 又 ; 々 月 十 一 t l 派 遣 公 司 

事钮成的代表傳 1 與 伊 朗 政 ^ 商 談 ， 吿 " 立 卽 實 行 

g闕一九五一年國朥法院案由總犟第 t六號(一九五 

一 年 S f l 二 1"六日英聯王國向法啶提出訴訟案fl之 

^ ^ » ) o ̶九三三年特許協定及一九五一年伊朗油 

業收歸國有法U及英國代表陳述時提到的若千來 I f 

文 件 均 " 原 ： ^ 或 譯 文 列 f s 湾 之 附 件 。 

徵收伊朗境內該&司設備之政》所能引起的後果， 

並另行提出辦法，*L伊朗政府馊得現款W聦急需，同 

fîï接受收歸國有的!^則âk^將來合作奐:t某礎。 

八〇公司董事钮成代表【《1與伊朗代表M舉行 

數 次 會 議 後 " 伊 朗 代 表 M 態 度 執 拗 ， & 抒 一 切 提 案 

i j ^ 須與收歸國有法相符合，公司又於六 B 十九日提 

識立卽付出一-下离英鉉，並自七月份起在^判未有 

成菡 is l前毎月支付三百萬 I f 。 1^提l&Jfc允將英伊石 

油公司在伊朗的资產移歸國伊朗石油公司(NIOC) 

所 有 ， I t " 准 許 英 伊 石 油 公 司 設 立 的 新 公 司 單 獨 使 

用這些資產爲條 f4 。 伊 朗 代 表 圑 W 此 項 提 議 與 " 法 

铮丸條"不合，立卽表示拒絕。公司代表 f f l i^是 l e j 

至英國。 

八一是&1=國鸶伊朗石油公司的嗨 f l i萤事會開 

始對英伊石 i t h 公司的業務作嚴重干涉， 各董事曲 

田及亞巴丹兩地一再發表^勋性的演說。他們又命 

分油翰船長於運油駛離5 î巴丹 j yw癯就所運&油向 

國 營 伊 朗 Ï I 油 公 司 出 具 收 據 這 些 石 油 顧 是 英 伊 石 

油公司的合法财產，伊朗力面又不許油輪船長在收 

據上寫明保留^公司合法權益的字樣，各船長拒艳 

簽 字 。 英 伊 石 油 公 司 總 經 碑 是 被 伊 朗 方 面 指 爲 蓄 

曹破壊，而不得不離境，因爲六月二十一日有人在下 

鏃院内提出法案，規定犯此糚 l l î行的須處極刑。後 

來由*^英美兩國政府強硬抗議，Mr Mossadegh表 

亍撒【ej該法案。 

八 - 七 / 1 五 日 國 際 法 K 發 出 命 令 ( S / 2 2 3 9 ) , 

嘱咁伊朗政府與英伊石油公司不得探取促使爭ifci ^ 

化的任何行動，一面准許^公司照五）1 —日 W 前的 

撩形，進行提煉與運銪方面的業務，另由英伊鹪方 

报織委員會，包括中立委員一人，負責盐督公司業 

務。英國政府於七月七日通知伊朗政府全部接受法 

命 令 。 伊 朗 政 府 則 七 ; J 九 日 知 聯 合 國 祕 * 長 

拒絕此項命令。 

八 三 這 時 美 國 總 統 提 譏 派 其 私 人 代 表 M r 

Averell Harriman g t f 往 里 蘭 與 M r Mossadegh商 

談 此 事 促 其 / 4 酋 國 際 法 院 的 命 令 並 婧 伊 朗 政 府 儘 

量遵叩這項命分。Mr Hamman於七n十五日抵 

達德里蘭，îyip=t伊朗政府同,與英國政府重開?炎卞《， 

談判的某礎爲英國政府承認伊朗油業收歸國有的原 

則 j y 便 進 行 商 諛 ， 而 伊 朗 政 府 則 承 鼯 須 改 良 情 5 1 , 

特 》 ' j 是 改 善 伊 朗 南 部 » ^ ， 並 同 意 九 五 一 年 三 

月二十日頒佈的那項法律爲Sia判根據，不堅持所謂 

法律九條的適用。此秫詠判基礎經鹪方換文確認後， 

英 國 政 府 當 人 月 三 日 派 遺 代 表 圃 赴 德 里 蘭 ， 並 W 

樞 大 臣 爲 圃 長 。 



八 四 在 此 期 間 ， 伊 朗 政 府 干 涉 英 伊 石 油 公 司 

的 行 動 變 本 加 厲 。 由 伊 朗 方 面 堅 决 主 張 國 â 伊 朗 

石油公司應有運油出境的收據,所有油輪全部停駛。 

石油產量也因此ifcf須減i!^，到了七fl三十一日，油 

槽貯油已滿、煉油工作遂吿停頓。 

八 五 椹 竑 大 臣 率 頜 的 那 個 代 表 》 ! 在 德 里 蘭 盡 

力折銜，耍 1 ? 與伊朗政府達成協璣。八月十三日 

Mr Stokes提出後來稱爲建讖八點的提案，雖然同 

曹 伊 朗 將 油 業 收 歸 國 有 並 將 英 伊 石 油 公 司 撒 出 伊 

朗，但提案目的是&保諍大量產油所 i l i須有的技術 

效 率 及 在 价 界 市 場 t 的 分 配 與 鉗 售 不 致 受 到 影 

響。耍智做到這幾點，就《14須留用英阖技術人員,保 

拧運用有效的钮鉞，使得技術人員不失信,il ，此外， 

尙织繼櫝利用已有的鉗g機構。可 f f î伊朗政府壢^ 

推託，莧謂這些提案與 M r Harriman同會的辦法 

不符，拒絕討論，1堅拧詼判?>鹪方g j "論的題糜 

W如何購油"踞英國亩身需1耍，審査補償英伊石油 

公司辦法JW及英國技術人員改由國醤伊朗石油公司 

僱用等事項爲限。 

八 六 談 判 限 述 三 個 m 題 忽 視 了 油 業 各 部 

業務it^須保持完盤性的一切合ïi>考廬，這些業務自 

提煉原油開始至將煉油運往遠處銪兽爲止，舉凡船 

運，人事，科學研究，技術訓練，"及員: r 廨利等 

等都包括在内。此等耍點如不予顧及，談判顢無基 

礎 。 五 月 一 日 頫 佈 的 " 法 律 丸 條 " 不 提 這 些 事 項 ， 

所以英阈政府早就聲明無法接受。Mr Stokes曾一 

苒 交 涉 ， 至 ^ 难 英 A 主 抒 公 司 業 務 ， 但 鑒 ; 6 ^ Mr 

Mossadegh的固執態度，脸了撤fej建議八9Jf遄偷敦 

外別無辦^。所 W Mr StokesîV"VJ:I 二十三日lÈJ至 

倫敦，Mr Harnman亦於兩日後離開德黑蘭。 

八 七 樞 大 臣 4 ： 頜 的 代 表 圃 r e j 抵 倫 敦 後 ， 英 

國政府卽宣稱^政府認爲談判巳陷停頓狀態。英國 

政府希望伊朗政府如願解决成功，石油重行流銪市 

場,應卽提出合a»建議，jy便齄櫝談判。但Mr Mossa-

degh 不此 之圖， 反；6^；^月五日在上譏院內發表異常 

強硬的演說聲言英國政府對其"前所作提案如不;6^ 

兩 星 ^ 中 提 出 满 盲 答 & ， 英 伊 石 油 公 司 職 員 在 伊 朗 

的居留證卽予取消。英國政府看到此秫最後耍求，不 

得不;九月六日宣佈英國政府認爲英伊兩國政府的 

談判已吿决裂。 

八 八 丸 月 十 二 日 M r Mossadegh請Mr Har-

ntnan將其所謂Jil¥决石油爭端的新提案轉致英國政 

府，驅逐石油公司英國職員的命令' ilr包括在此項新 

提案内。Mr Harnman担絕這橄靖求，並指出所謂 

新提案載有比較Mr Mossadegh jy前的態度更爲強 

硬的地方，而軀逐英阈職員出境的命令無非便If契 

愈趨惡化而巳。 

八九迨至丸月十九日英國伊朗大便接到據 

說是Mr Mossadegh提出的解决爭端的新建議，但 

並 非 由 伊 朗 政 府 直 接 提 送 的 。 此 項 新 建 議 與 M r 

Mossadegh W 前 提 出 的 可 說 大 同 小 異 ， ， 最 重 耍 

的 主 拧 油 業 業 務 间 題 所 作 的 建 議 絕 難 便 菡 曹 。 等 

到Mr Mossadegh公開表示已在從事|H】接談判，英 

阈政府不得不再度聲明此項新建讖無法作爲談判基 

礎0 

九 〇 最 後 伊 朗 政 府 於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不 通 知 英 

阈政府就^行官佈留在亞巴丹的英國職員 f i^ î^接得 

通知後七日內離境。不用我說，id̶步驟表示出Mr 

Mossadegh對海牙法院指示嗨時辦法的命分輕視到 

底 的 苜 e 。 

九 一 我 此 時 對 這 事 的 某 些 法 律 部 份 說 幾 句 

話，因爲此事在法«"與政治方面的考廬顯然都很重 

lr。但是，安全理事會自不 i l^於此1^考廬英國控訴 

伊朗一案所有的法律根據。此案現由國際法院受理 

^法院並巳嘱咁英伊兩國政府於規定限期內分8IJ捐 

送 辩 狀 。 

九二任何八不能否認英伊兩國之間確'有, 

端 ， 而 且 亳 無 疑 問 這 爭 端 主 ： £ 是 屬 性 質 ， g 

是說引起重耍法得問題。所W,英國政府依《 i r j r , 

第 三 十 三 條 j y 及 第 三 十 六 條 所 規 辦 法 之 一 將 此 尊 

提蹐國際法律處完全是對的。法院 î «^今年七 f J IH 

决 定 嗨 時 辦 法 f l f 明 白 指 示 英 國 政 府 提 出 的 案 可 

成立，至少從表面丄看來是可由國際機n審理並^ 

粹屬於阖内管轄的事件，而且法院應當受理並垴 

指示*保全關係各方重县椹利的臨ffï辦法。法院此ïi 

重耍<^定及其曹義都十分淸楚，我可 JW證明其中, 

無使À懐疑的地方。 

九 三 現 我 耍 一 談 我 們 向 理 事 會 提 出 此 事 K 

正式根據。審章第三十五條規定聯合國任何會員@ 

得將屬 ;6^第三十四條所指之性賓之任何事項提 

全理事會注,。誰也不會懐疑，伊朗境內 ï f t田糾 

區域現有的一iWîIt勢是可jy引起燎原之火的，卽使 

是關係政府能夠採取例如英國政府迄今衷示的那利 

善意與愼重態度，仍存此秤危險性，誰也不會懐疑 

此種情勢可能威脅相平。此外，根據憲章第九 

條第二％及法院规約第四十一條第二項的规定， s 

事會對於法院的判决負有特殊職資。此 i t ï法院a» 

這項规約規定將其對此事指示的臨ifï辦法通知理̶ 

會，這是明白表示理事會有椹處理此穉嗨時辦法 / i i 

引起的爭端。 



九四 p 於這點，當然可 W 爭辩說——伊朗政 

府 定 會 如 此 爭 f c ? — f 章 第 九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祇 適 用 

於法院的裁1 '), #j 旨示臨Ifï辦f力的决定並不適用， 

̶ 伊 朗 政 府 正 ï f 爭 辯 法 院 指 的 臨 i n " 辦 法 不 能 拘 

束當事國，而法K也無權决&這些辦法。但我祇欲指 

出一點，卽此項臨時辦法的目的一一规約第四十一 

,明白規定 一是耍在終局判决 i ^ B i m ^ 全關係各力 

的權利換言之，這便是耍阻It造成一科！局勢，免得 

到了終局1 1决畤因爲當事一造事前採取蓄會阻撓的 

行 動 W 致 N 决 不 生 效 力 或 竟 無 法 執 行 。 我 們 此 巳 

經 確 悉 法 院 的 終 局 , j 决 對 當 事 方 是 s 拘 束 力 的 

法院規約第五十 A 條，第六十條及憲章第九十四條 

,一項都明白規定這點。但是，當事一方如能在判 

决前探取阻徺行動，使得終局fij决無法生效，那末， 

鬮 於 拘 束 力 的 規 定 顴 粹 , 義 了 。 所 W , 我 們 認 爲 

？上院終局决旣然具有拘束力，爲了保全判决的效 

力而規定的臨If》辦法也須耍同様有拘束力。 

九 五 斶 法 院 指 亍 臨 時 辦 法 的 椹 力 ， 汰 K 規 

約 第 四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明 白 規 定 " 法 院 如 f s i t 形 有 

耍 I f ï " 有 椹 指 示 保 全 彼 此 權 利 之 臨 辦 法 " ， 法 K 對 

本案指示臨畤辦法Ifi=曾論及管轄H"]題。對於是否有 

權審^^本案這個某本卩卩題，法院雖採取保留態度，但 

確 主 3 f e 在 現 有 淸 ^ 下 ， 有 椹 指 * 臨 辦 法 ， 因 爲 

根 據 案 I t , 非 先 指 示 臨 畤 辦 法 不 足 全 當 事 各 方 的 

權利。 

九 六 由 此 可 見 ， 關 管 轄 椹 這 個 根 本 i n 題 猶 

fVJIh决，而伊朗也儘可到Ifï出庭,^論這個卩•]題。所 

Id,對於法院在解决此事的管轄枇與是非曲直"Btf 

爲了控制事 l i而指示的保全性質的臨^^i辦法，伊朗 

政府殊無置之不ï§P的理山。無論iiii何，法院是否有 

椹管轄顯然要由法院自斤决定，而法院此秤决定應 

對聯合圃全體會員國都有拘束力。 

九七,了這些法問題外，：《a有 ïy>事會不能 

^ ^ 顧 到 一 項 © ^ 治 因 素 毒 就 是 不 論 法 示 的 臨 時 

辦法是否在法仲上的確ft有拘束力量，這些臨時辦 

te是最高國際司法機構對於一項向其提出的案件在 

求 有 終 局 判 决 前 爲 全 當 事 各 方 椹 利 所 明 白 I k 示 的 

4 ^ 耍 辦 法 。 就 使 得 聯 合 國 之 一 個 自 認 爲 È 實 份 子 

» 會 員 阖 至 ^ 在 道 義 上 負 有 遵 勺 這 些 辦 法 的 重 人 責 

任。伊朗沒有遵^這些辦法，因此造成國際間產生 

^大摩獰的撩勢，而我在上面巳說^這 î 'T i愦勢可能 

载脅到國際 f l i平與安全。 

九八理事會W竭促使伊朗政/ r f = > g守這些辦 

法，特別是要撒消最近頒佈顯然違反這些辦法的驅 

逑出境命令JW作獬决這項爭端的第一個步驟。臨時 

辦法的耍旨是在保拧現狀，保待方式之一是伊朗境 

内的油業鹰在現有管 W 機構下繼櫝 f â : 事提煉 â f é 。 

這就是法院命分用盲所在。所 jy，凡是逐漸;â使油 

業 陷 * ^ 停 頓 狀 態 甚 至 將 石 油 公 司 業 務 上 不 可 ^ 的 

現有職員槪予驅逐出境的一切步驟顯然都m這些臨 

辦法的文宇與精神相牴觸。 

九九 H P 事會當然:£記住法院是聯合國的主要 

司 法 機 關 謇 章 第 九 十 二 條 與 法 K 規 約 第 一 條 都 訂 

明 這 點 。 法 K 本 身 也 曾 確 鼴 此 糚 地 位 我 請 各 位 代 

表一讚法院對和約案3所發表的會見就可明瞭。所 

id,凡是遵fl?法院裁判與决定而採取的行勋il^然是 

竹合聯合國宗旨與原則的行勋。這就是英聯王阖政 

府向安全事會提出此:《a申讅並懇BP事會其他H!事 

國贊叻其所提决蕺案^案的主耍H'由。法冶與強樅 

是 彼 此 對 、 3 ^ 的 兩 称 手 段 ， 祇 有 在 願 f 將 法 性 ^ 的 

爭 端 提 付 法 决 a t 願 會 遵 3 法 f i 决ifï才能詼到 

法 治 ， 否 則 法 治 二 字 就 失 去 f 義 。 

̶ 〇 〇 我 在 結 束 陳 述 W S u ， 須對此事的另 

—方而略說數 I S，因爲這力面的實赌尙未爲外界所 

知。伊朗政府某其自身所有而極爲顯明的原因，一 

再將英伊石油公司比擬作一羣専事拌取伊朗一切财 

富的殘暴吸血者，事賁上，擁有地產的伊朗政4?^說 

的 這 秫 話 很 像 T u c k h 或 親 俄 黨 對 地 主 說 的 諾 。 無 

論A l l何，此称指責純屬無榕。 

一〇一我在上面提到的汕礦產權税， I ®數巳 

達一饞一千四百萬铉我叉提到伊朗政府力II果批,隹 

了一九四九年協定尙能增加此称產權稅收入。酴了 

付出這些费用外英伊石油公司> 1在伊朗作新的鉅 

額投資，一九四九年的投資數額爲一千七百六"h萬 

锘。—九五〇年的則爲八百八十萬鉉。而且，煉油 

所璲的利益化仵發展油田與改善Khuzistan ；！̂油設 

上的數字3Î很可觀。此>^15使利益流fej原處的辦法 

對方～伊朗八民很有好處，伊朗原油產量現已達三千 

二百萬噸，而由英伊*油公司予 jy提煉運鲔,就是得 

螽;此穉辦法。據一九三三年訂定的特許協定，到 

了 一 九 九 三 年 年 底 英 伊 石 油 公 司 在 伊 朗 W 資 產 一 

^ ，耍變爲伊朗政府的财產。 

一 〇 二 伊 朗 政 府 I f 了 i t接向石油公司取得的 

的現款和享有的利益外逐年由於^公e】營業而徵收 

關稅，地方I生質的直接與間接稅W及在匯率上佔的 

便官等等合起來的數字幾與油礦產椹稅相等。伊朗 

政 / 耍 是 依 賴 石 油 公 司 這 筆 邋 款 ， 方 能 擬 具 英 國 

參 閱 和 之 解 釋 ， ; ; 8 詢 总 a 國 滕 法 院 一 九 五 0 年 報 

告，第七十一 *0 



政 府 及 其 他 西 方 國 家 同 情 贊 助 的 那 項 七 年 發 展 針 

剷。 

— 〇 三 英 伊 汕 公 司 不 僅 對 伊 朗 全 國 的 踩 濟 

具有W政上的賈獻，^(^^！伊朗境內所有的設施如從 

妣舍觀來看也是極其傲得稱敏的，？A公司的工作 

可W作爲開發經濟發展不足IK域的梭範。英伊石油 

公司紀無被人指責的那lip不讓伊朗人抬頭上進的行 

爲，事»上，該公司曹蝎力提高公司«員的生活水 

準與教食度,俾他他們日後在建設伊朗的大業中 

* ¦ 任 更 重 & 的 蛾 務 。 公 司 曾 爲 伊 朗 倔 員 開 設 各 

秤 嘅 業 訓 練 班 開 設 ^ 院 三 處 診 療 所 三 十 五 所 ， 人 

贝 與 設 備 均 由 公 司 供 伶 另 外 設 立 初 极 中 极 學 梭 三 

所，近巳全部移交伊朗教,部接辦。石油公司先 

後建築已婚％員住宅一?丄,七千所，單身職員宿舍四 

千 所 。 爲 了 發 展 油 業 起 見 ， 公 司 建 築 道 路 一 千 二 

百五：Hi, -+ir橘樑四十座，毎年的費用:ê五十爲 

&之多。自一九三四年至一丸五〇年IH】公司懾用的 

伊朗人已自七千一百七卜四人增至四萬零八十人， 

不妹練的工人尙不在W。伊朗«員的人數能夠增至 

六倍主；^是由4^&^：61施技術訓楝計割的綠故。依 

卵此秫計剷，公司設置訓練學徒的工場，並有訓練 

*油提煉人才與工 f ?人才的技術學梭，举業生巳被 

正式承鄹可"受颌伊朗大學的學位。此外，今年由 

^公司资助在英國大學與専門學校邋修的伊朗舉生 

J t 有六寸八人。 

一 〇 四 實 施 技 術 訓 棘 計 剷 的 結 果 ， 不 僅 公 司 

內的伊朗懾員镀得a多的知識與技能，苍成a多的 

合格技術人員，這些fi員一旦離開公司至伊朗其他 

地點服務後，這些地方的標準,特別是技術檸準，都 

將提F^，貢獻之大自不待言。*油公司伊應的墩務 

也同樣 f t有遛越公司範圍的重大影饗。今日《千伊 

朗工人在住揮、學校、醫K與31：他社會服務方面能 

夠享有高於伊朗其他地區工人的待遇都是受到石Wi 

公司的好處。這些全是事賁，去年日內芄出版的國 

際勞工局報吿"伊朗ni l業勞丁槪^" 一文可資佐證。 

iiii果全部抶殺這些事ai,専事貴、là公司摩xâ，腐败 

與虛偽等話，那末，不是^唐可笑，定是 s^s i負義 

之談。 

— 〇 五 我 深 信 凡 是 存 公 正 的 人 聽 了 我 在 上 

面講的-番詰，赏能相信我們確有理由S :求安全翊 

事會堅决 4 張伊朗政 f l ï 在國法 & 2 作成 M 决前不得 

輕率微收公司财產，：*；鹰遵《¥法院指示的臨時辦法 

行事，倘伊朗政府一"È^孤行，勢11^發生嚴重後果，屆 

時貧富國家都不免受其影響，而伊朗本身更是首當 

銜。六年來我們在紐約辛勤:！作，目的是在建立一 

個 自 由 世 界 在 這 個 自 由 世 界 ， 強 大 的 國 家 0 然 7 

欺 侮 弱 / j 的 阈 家 ， 而 弱 / J 的 國 家 也 同 樣 要 負 责 尊 s 

國 協 定 , 不 得 j y 月 面 行 動 採 取 消 極 與 孤 立 的 徑 。 

— 〇 六 爲 了 此 項 爭 端 而 撰 文 扦 雕 " 帝 國 t 義 " 

危險的事巳數見不鮮，我不得不說此 î l î情形在伊朗 

境内尤爲激? 1〗。蹦於過去可能有的所帝國主義的 

過份行爲我不il^爲之fe?讒。就英國而論，我們認爲 

英國將其在工業革命1«間所镀的技術成就椎廣到世 

界各地，推究起來並無可恥之處。此栩推廣辦法容 

有不受歡迎的時候，但是也帶來了許多好處。對 

過去所 s i帝國主義的行爲不論如何看法，事實是， 

們——我說"我們"是指盤個自由世界而言一自一 

九四五年JW來就在從事建̶個新的世界秩序，•fe) 

有無相；《iîiiSi共濟的玴論爲主要极據，iâi得工 

達 的 國 家 與 J 業 不 ^ 發 達 的 國 家 通 力 合 作 ， 爲 大 ， 

蹦利。如果富強W阖家爲了推行此秫政策而 ikjS 

自行約與自我犧牲，那末，WW國家也應該爲 J i t 

略事克已才對。 

一 〇 七 自 一 九 三 〇 年 j y 後 至 希 特 勒 發 勐 二 ^ 

人戦爲止，這期1 1 «的*界錚濟狀％至爲混亂，經 J 

這番教nil後，我們知道所謂自給自足祇&一糚無鞘 

的夢想而巳。因此，例如亞洲新典的若干阈家耍 

専恃國家主義建立它們本國的繁榮某礎或是繼細4 

存，赏是徒勞無益的。這些阈家所有的新的國家 J 

義 在 許 多 方 面 都 是 極 好 的 現 但 是 Î E 如 一 切 良 女 ] 

的 事 物 一 樣 ， 用 之 ) a 當 ， 或 推 行 反 而 有 害 。 j î f 

：r業rJbi國家固然要適鹰此械情勢，而奉行 il 

柯 " t義的國家爲31»本身利益着想，至 i î ^ t靡該有 t 

與工業先 i l國家镀手合作。 

一 〇 八 總 而 言 之 ， 我 們 採 取 行 勐 時 鹰 儘 可 ^ 

注曹我們貴任之所在。例如伊朗政府最近採取的JM 

称輕率舉勐很可能促使本钮槭近爲扶抒經濟落後IsS 

家 步 入 經 濟 發 展 徑 所 作 的 努 力 全 歸 無 效 ， 這 是 * 

可惋惜的事。 

—〇九 A £百年來，由於西力國家散播它們一 

時 獨 有 的 技 術 知 識 而 迨 留 f 來 的 疑 I ： ，讓? 1; fli'l 

把 *È捐襄了罷，捐棄了這個有害的遺產——這悃糰 

承得來的債務。flfj克斯所說的自由世界内國與國闓 

僅有剁削者與被刘削者的關係，而且唯有造成大象 

知 羞 的 無 產 階 极 的 獨 裁 ， 行 鐵 一 般 的 與 無 所 不 包 

的獨裁政治才能Jil?决îJc們困锥的話，也讓我們趕炔 

&記了罷。英國政府巳經把±權還袷印度，此釉行 

動怎能與過時的無人 s 信的划削者與被钊削者的檻 

調相提並論呢？我&上面提到的一九四九年向伊朗 

政rtï提出的那橄寛大條件與美圃幾家大公司近向有 



些國家提出的大致枏似，這X怎能稱作帝ISf主義的 

勾 赏 呢 ？ 解 决 诨 難 的 合 琊 辦 法 應 是 假 定 在 現 , 倩 ^ 

下一此fîHt%̶Wqp會改變一工業化的國家ii^ 

須與尙未工業化的國家或與1^工業化的阖家建立婕 

全的合作，便得尙未 r業化的國家隨同實行工業化 

的 進 展 ， 對 齄 個 世 界 的 錚 濟 生 活 負 起 a 重 大 的 責 

任。 

一一0 "剝削者"三字如果用在這裏有何 f義 

的話，這個名稱赝該用來指尙未工業化的國家內那、 

些利用醉人的國家主義W遂自私目的的人，伊朗圃 

內就有這种人。他們知道圃內w形已屆必須從事改 

^否則人就無法 2 受的地步，因此不顧一切，煽勋 

本 國 人 民 仇 外 的 i i s s 趁 此 向 外 國 入 敲 更 多 的 錢 ， 

免得自掏腰包，或是乘機徵收，取得他們於法待上， 

» ! 黐 上 都 無 權 佔 有 的 资 產 而 這 些 资 產 又 是 他 們 舞 

論如何不能適當利用的束西。我不免^ Ù ，這些反動 

份 子 才 是 伊 朗 的 死 敵 。 現 在 已 到 了 外 國 的 旣 巳 不 

再下金5而他們自己的se又不會T^S的I咏候。說句 

賴話，這？^將來不免要被*^，屆frï固然大家要受損 

失，而受損最大的還是那些激成此穉下策的人。 

我 們 在 現 > ^ 這 項 决 讒 案 草 案 中 （ S / 

2358)向安全 ïqi事會提出的要求並不 ;5份。耍點是 

在促成伊朗政府與我代表的政府之間訂立某栩合H' 

辦法。凡是通^事fâ'的人IT都同會，伊朗政I^LS未 

提出可便我們願會接受的任何提案。我們怎能把英 

人經聋投资的偌大一項W產雙手捧耠別人僅僅換取 

^洞的埔償提譏，而這柯提譏笪際上很可能是不倣 

—文？迄今爲止，這項龃额投資的確使我們有利可 

圃可是我在上面提過，這對伊朗人也不是無利可 

圜。對 i S i項在原則上應是合辦性皙的事業，伊朗 

八的確還沒有充分參加。但是他們參與的機會正在 

逐漸增加，而且依P^îic們最近的提案，他們可有充 

分的W正的合夥蹦係，而直接在公司管理部門内服 

務的伊朗A也 i i i然大有增加。等到有更多的合格的 

伊朗技術入員訓棟完成，石油公司就可權用史多的 

伊朗人，但是，就目前掎形而論，如果耍出產，提 

煉，運輸與銪撙大量的石油，事實上除了懾用大批 

英國技術人員外，別無其他辦法。 

一一二祇耍雙方還有一點鉞會，絕無不能找 

出英伊兩國都能完全満f的辦法的理由，而且可JW 

迅速地找到這秫辦法。但是，伊朗政府如果爲了追 

求一個空幻的目檫，胄目操切行事， i t , 辦法就無 

法 找 到 所 J W ， 至 少 是 我 們 覺 得 安 全 理 事 會 須 有 

所表示，JW便挽lÈJ此称顯然是自殺的趨勢。安全理 

^會如果探取我們面前的這項決鎩案草案，就可顳 

出EP事會不僅順從理智，而且决'(：耍法治精神處 

斑 國 際 事 件 理 事 會 行 使 其 權 力 並 不 是 爲 了 S 替 強 

國欺蘑4§圃，而是爲了-+張W開明的辦法替代9目 

的不理智的反動行徑。最後，H>事會探取此î'Tî行動將 

和 平 調 齄 古 老 束 方 與 工 業 化 两 方 間 關 係 的 漫 旅 

逾 上 樹 立 一 塊 界 石 ， 而 如 何 順 利 調 齄 此 , , 係 是 

我們這一代人所要解决的難題。 

三 Mr ARDALAN ( 伊 朗 ） 我 首 先 耍 

謝安全》事會各位理事邀我列席發言的盛盲。 

— 一 四 英 圃 政 府 莧 W 國 際 法 院 指 * 的 臨 辦 

法爲根據，在安全ÏJ>事會內控3f伊朗政府，使我深 

烕^奇。伊朗政府不承認國際法院有權受本案，並 

巳撤rej原願瞀接受法院強制管ilf的帮W書。道项决 

定已請jiijr * 長 知 聯 合 國 全 體 會 員 國 。 

一一五英國政府於桉 B P 雙方同^的辦法承認 

伊朗汕業收歸國有的原刖jy後楗向H«事#提出此ïft 

控;?？更使我覺得驚奇，事K上，英國政府還是在法 

院指示此項控^所根據的邯些féiffi^辦法W後承認此 

f'IÎ原則的。 

—一六所Adl,伊朗政府齄爲H"事會Jk鲜lit論 

這問題的理由。 

—一七假使a "事會决定審査這問題，那末伊 

朗政府也决,il耍在ïi>事會內說明必织駁/r此項控 

的a "由。伊朗代表自德禺蘭至紐約參加a論，至4 

£十天功夫才能趕到。我蹐 *H "事會各位W事同盲 

延期十天後再Ht論這問題。 

̶̶八席伊朗代:î5c耍求延期十天，至十 

月 十 一 日 再 耱 锖 討 論 這 項 目 ， 屆 伊 朗 政 府 當 可 對 

審讒中這件事發我,見。我將此項P啃水提pf安全Ï"JÎ 

事 會 4 廬 。 

一一九 SirGladwynJEBB ( 英 聯 王 國 ） 根 據 

我在上面提出的》由，我們認爲此事很是緊》，我 

希望安全理事會的同饺們不致忽視我提出的那些W 

由。由於伊朗政府一再採取促使事態惡化的措施，近 

又！^令軀逐留3的英國技術人員，該政府顯然一,。 

— 意 耍 使 事 態 更 趨 惡 化 ， 我 們 認 爲 此 事 確 屬 

聚急。 

一 二 〇 在 此 稀 撩 形 我 們 p é , ? , 本 鹰 該 堅 主 

繼 續 論 勿 事 延 宕 但 我 聽 了 伊 朗 代 我 的 一 番 諾 後 ， 

不知是否仍宜堅持艇精 f t論的主張。在我尙未决定 

是 否 堅 持 此 î i l î 主 張 希 望 【 司 晚 們 參 > ¥ 現 有 情 ^ 

與 伊 朗 代 表 的 婧 * 對 於 延 期 的 久 暫 i n 題 表 示 f 見 。 

人家承認有延期討論的耍，卩 i j 題是^麼延^多久。 

我 是 主 張 延 期 ^ 數 幾 天 的 。 我 也 不 很 明 暸 何 " 不 能 

授 權 M r Ardalan攒當此事Mr Ardalan此時吿；>|： 



我們伊朗首相卽將來美親自參加討論。情形旣是如 

此，多少巳有一秤新的谤勢發生。所"，我在表示 

盲見"Su願苜先聽到同燎們的？^,見。 

一 二 一 主 席 關 於 》 次 開 會 5 t 論 這 問 題 的 日 

彻我們現有兩fiTi苜見。伊朋代表提^延期十天，至 

十月十一日再耱續ê i i ê r 英國代表則願, '》延 1 « 幾 

天。我安全理事會St論:《ISA 。 

一二二 Mr SARPER (土耳其）我確切知； t 

理事會的多數H»事都願苜儘可能找到犍方都一能接受 

並由S"事會大多數翊事贊同的一項解決辦法。我>^ 

决定延期日數ffj似宜《ft到各理事分》11向其本國請f 

所 i l^須有的畤間。在座的代表屮尙未接到本國指& 

的 在 4 數 ， 我 就 I 其 中 之 一 ， 而 且 此 事 今 日 向 

安全理事會提出後，許多M>事國政府^未能加W硏 

究。 

一 二 三 所 " ， 我 希 望 f i e 的 提 , 能 夠 認 作 折 衷 

辦 法 。 安 全 理 事 會 次 會 , 由 主 席 决 定 。 我 , 這 î i l î 

辦法比較可取。,事會主席與闢係鹪方持聯絡，一 

俟伊朗代表準備就锗，主席就'可召«會^^。我希望 

一個已經很钹雜的撩勢不致因此a趨钹雜。 

一 二 四 M r GROSS (美利堅合衆阈）我> i 

土耳其代表剛才的提鼷値得a>事會考廬，至^這是 

我 的 看 法 。 而 且 ， 我 認 爲 這 提 ^ 與 伊 朗 代 表 提 出 

的請求3k無恍觸之處。這椽^可隨酌定辦法， JW 

求適合伊朗"M相的行止。 

一 二 五 正 和 英 國 代 表 的 瞀 見 一 様 ， 我 覺 得 這 

題鹰該儘可能早日重付Ht論。rp】iMs ?1^認爲如若 

眞有伊朗代表舉出的那些理由，美阈代表圑不反對 

眧伊朗的請求延會十天。比較說來，理事會其他理 

事，特剁是理事會主席，如果同啻土耳其代表的提 

m,我也是樂瞀贊同的。 

一 二 六 主 席 美 國 代 表 提 議 將 伊 朗 代 表 所 提 

延會十天至十月十一日再繼櫝計論此事的請求和土 

耳其代表所提聽由主席酌定的辦法折^辦理。據我 

的 了 解 ， 這 項 提 譏 的 , s 就 是 延 期 到 十 月 十 一 日 再 

W 論 此 事 ， 但 伊 朗 首 相 如 於 該 日 如 抵 達 紐 約 則 安 

全理事會經主席請求可 jy提早開會。 

一 r 七 M r GROSS (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我 本 

來無曹提出提鼷，但是現在可 jy這槺做。我可 jy用 

稍 爲 不 同 的 措 , 敍 述 此 項 撩 我 相 信 提 ^ 的 內 

容並不因此有所改變。我的提議是玴事會此時應决 

定照伊朗代表的提讒，延會十天，但》事會主席經理 

事會授權與伊朗政府接洽後齄爲可 jy早日開會時應 

决定理事會提早開會日期。 

— 二 八 M r LACOSTE ( 法 蘭 西 ） 剛 才 英 國 

代 我 曾 強 調 此 事 很 是 繁 急 ， 我 們 踞 , 速 苒 度 訂 論 

一其是耱攒言 t输。另一方面，伊朗代 g f e宣稱伊 

朗3相願曹親至紐約，參加我們的 I t論。 

一二九英國代表曾說此事異常 I j S急，延會十 

天顳然過久。伊朗首相也許會早幾天來紐約。我們 

與其在此峙說亢延會十天，不如同曹Wf^屋期一作 

爲我們可能繼櫝5寸論的日子。如果環境不允許伊朗 

首相屆If}到達紐約，我們自可仍由主席辦酌It形,根 

據他收到的德黑蘭的撩锒，决定再度延JtUSt論。否 

則的IS， fc^:ft們應能同曹下次會譏於下屋期一舉 

行。 i 、 
一 三 〇 主 席 我 們 面 前 又 有 兩 個 不 阆 的 提 饑 。 

美 國 代 表 提 ; & 停 會 十 天 ， 但 伊 朗 首 W 如 能 於 到 

mMj,刖由a»事會主席提前召集會蕺。法阖代表 

提讒停會至十月八日星^—重行单會。安全 ïg '事會 
的lfffl*Ê是怎様？ 

一三一 Sir GladwynJEBB ( 英 聯 王 國 ） 在 這 

兩個提謠中，我本人是贊成第:r個提!&。我們認爲 

卽使屋期一袁行開會，爲時已經很>！了。我們曾 

希望明後日就能繼櫝開會。 

一 三 二 其 他 事 如 果 有 苜 應 P i 發 丧 1 ^ ^ 。 假 

使 孑 l e 們 逷 至 星 期 一 開 會 ， f ffi也許就是儘f到 

候伊朗首相仍然缺席，？Je們可JW躐櫝Ht論。？JcSisf 

理事會各位 H " 事考廬能否同 t 我的 g 見，在本 s j y j 

內化食。倘各位?1事不表同f ,那末，我們至'》應該 

同 會 法 國 代 表 的 挹 蕺 ， 卽 我 們 在 原 則 上 應 於 星 ^ 

一開會。 

一 三 三 蔣 先 生 （ 中 國 ） 美 國 與 法 國 兩 個 提 讖 

似乎並無S大區剁。美國的提讒是我們停會十天，间 

時授權主席酌量谤形縮短停會期間。法國的提識則 

是 我 們 會 一 S 期 ； 一同時投權主席可酌量將此期間 

延長至十天。我希望主席能夠表示，他將3?法至: 

在十天內召集會讒此事就吿 J S ?决了。 

̶ 三 四 主 席 安 全 Ï J P 事 會 是 否 接 受 我 們 的 同 

僚中國代表剛才提出的解釋，卽准予延期十天，但 

如情91許可，理事會酈提早開會。 

一 三 五 M r GROSS (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我 撤 

IHJ我的提饑，贊成中國代表的,見。我相信中阈代 

表的提饑可W獲得我們希望的同樣結果，這提議的 

f思就是說我們至:<!耍在十天內開會，主席如能辦 

到，自可提早舉行。 

一 三 六 S i r Gladwyn JEBB ( 英 聯 王 阈 ) 我 不 

欲再向各位嚕 j l i i ,中國代表剛才所作的提議可能就 

是3W事會的一般 f向。我們雖然^想早些開會，不 



遇一般說來，a»事會顳然贊成中國代•《w提議。我 

懇求各位，中阖代表的提議如镀通過一事實上我 

假定如此一我們無論如何耍在十天內開會，卽使 

屆時伊朗首枏仍未到達亦|K關係，如果伊朗首相先 

期到達——我自希望他能夠早日蒞臨——我們就可 

提早開會。 

一 三 七 主 席 我 管 我 們 對 * ^ 此 事 已 有 成 議 。 我 

們決定延期至十月十一El苒行復會，並由主席盡力 

設法，W期儘早提前問會。 

— 三 八 M r ARDALAN (伊朗）Jg?事會接受 

R的蹐求，决定延至十/J十一日再行開會，我很是 

或謝。 

一 三 九 我 還 有 點 i l ^ 須 提 出 。 理 事 會 的 理 事 

P 提 到 我 ^ 前 的 陳 述 時 都 說 伊 朗 首 相 耍 親 自 出 席 。 

—剛才把我那項陳述重讀一逼，並未發見有關伊朗 

相的話。我個人希望我們的首相能親自參加，倂 

^ 在 上 次 陳 述 時 却 並 未 提 到 這 點 。 

—四〇 Sir Gladwyn JEBB ( 英 聯 王 國 ） 伊 朗 

牧表這一番IS是否改變了現有的情勢？假使對*^伊 

朗首相是否來此一節我們奄粹保證，那又何必空等 

呢？ Mr Ardalan爲什麼不能代表伊朗提出伊朗方 

面的意見呢;" 

一 四 一 主 席 我 們 計 論 開 會 H 期 時 都 是 假 定 

伊 朗 ^ 相 將 ; 預 定 日 期 蒞 臨 此 間 。 

一四二 Mr ARDALAN ( 伊 朗 ） 我 也 如 此 希 

望 。 但 是 ， 事 們 旣 是 提 到 我 的 陳 述 ， 我 ! 得 提 出 

這點微細的更正。 

—四三SirGladwynJEBB ( 英 聯 王 國 ） 我 , 

如 果 M r Mossadegh表示將於十十日蔽嗨紐約， 

我們就可同日開會，萬一他通知我們說無實前來， 

那 末 ， 我 覺 得 我 們 至 少 應 下 星 ! 《 — 集 會 ， 並 伊 

朗現有代表合作之下繼績5t論。 

一 四 四 主 席 假 使 伊 朗 首 相 不 擬 來 此 ， 主 席 

將運用安全理事會授與的酌奪權力，提^，1召《會 

議。 

午傻七時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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