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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锂 事 會 

第七百零一次會議 

一九五五年十二 3 十 日 星 期 六 午 前 十 時 三 十 分 在 紐 约 舉 行 

主 ^ : Sir Leslie MUNRO (紐西蘭） 

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比利時、巴西、中國、 

法蘭西、伊朗、紐西蘭、秘魯、土耳其、蘇維埃社會 

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 

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S/Agenda/701) 

― . 通 過 議 程 。 

二，申請國入會問題： 

Ca) 一九五四年+—月二+九日秘書長爲遞送一 

九五四年十一月二+三日大會關於申請國入 

會問題之決議案八一七(九)案文事致安全理 

事會主席面； 

〔b) —九五五年十二月八日秘書長爲遞送一九五 

五年+二月八曰大會第五五二次糨會議所 

通過之決議案案文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面； 

Ce)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三日西班牙外交部長爲 

西班牙申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事致秘書長 

面。 

通過戴程 
議程ifi遏。 

申請國人會問題： 

(a) 一九五四年 i月二十九日秘 

書長爲遞送一九五卩4年十一月 

二十三日大會關於申請國入會 

問題之決議案八一七（九）案 

文事致安全埋事會主席函(S/ 

3324)； 

( b )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八日秘書長 

爲遞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八日 

大會第五五二次全體會議所通 

過之決議案案文事致安全理事 

會主席函（S/3467); 

(c)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日西班 

牙外交部長爲西班牙申請加入 

聯合國爲會員國事致秘書長函 

(S/3441/Rev. 1)。 

一，主席：此次會議係遵照大會所正式表示的意 

見而召開，大會請安全理事會"參酌主張聯合國會籍 

應予儘量推廣之"^輿論審議不發生統一問題之所有 

+八國申請入會未決各案"〔A/RES/3573 ! 0 大 會 又 

請求安全理事會在本屆會期內述申請案向大會提 

具報吿。此次會議之召開通知時閬極短，因多數理事 

^^甚爲焦急，認爲理事會應在可能範圍內儘早完成 

其 f î i f r o 

二，在大會逋過其+二月八日決議案以後，大會 

主席曾作下列一項陳述： 

"大會方才以很大的多數 通過了一個決 議案。 

這個決 議案是+年以來第一次使我們有可以打開 

關於申請國入會問題的僵局的希望。 

"由於這個决定之重荽以及它對本組織前途 

關係之重大，我敢對於這個代表全世界各地希望 

的結果，深表高典。同時我不得不趁此機會表示 

我希望安^S事會能够以了解的精神接受大會這 

種願望的表示，並在它行使職務的時侯，迅卽按 

照目前情形的雷要，認具地注意大會此項決議案。 

〔第五五二次^會議，第一五八段及一五九段〕 

本人確信主席的此項陳述能够表示大會的一般願 

三.安全理事會係聯合國的一個主要機關，並且 

它是一個自主的機關。它在就其管轄範圍內的事作決 

1 此 項 ^ 文 ® ® 書 長 S ( S / 3 4 6 7 ) 送 搴 會 ； 文 

並經敏入大會正式紀錄，第十屆會，自第"hftJS,作爲一 
八C+). 



定時不受大會或任何其他機關的指示。但是，照本人的 

意見，關於像申請國入會這樣的問題，理事會對於經大 

會絕大多數代表所贊助的意見必須予以相當的注意。 

四，現在聯合國六十個會員國中有五十二個會員 

國曾支持一個用意顯然明是要促成+八個申請國立卽 

加入本組織的決議案。本人感覺到不容易想像出什麼 

好理由來證明理事會或任何理事應該漠視像在大會關 

於入會問題的辯論中所顯示出來的那樣廣泛，深刻和 

有力量的思想潮流。 

五.本人知道在過去安全理事會未能產生積極性 

的建議，儘管聯合國多數會員國的意見是爲大家所知 

道的。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大會在本屆會中所成的 

協議有着極廣泛的基礎，因此它袷理事會一個筌前的 

機會，使它能够打破此項歷史悠久並漸趨嚴重的僵局。 

倘若們認爲過去未採取行觔是沒有理由的話，那末 

在目前就更沒有理由了。 

六，本人以安全m事會主席的地位認爲本人有責 

任來提出此項陳述，因爲本人堅信除其他各點外此事 

關係着本理事會的信譽。本人不擬就這點多加申述， 

因爲本人不願意想像失敗的後果。本人無須强調理事 

會每一位理事所負有的重大責任。此項責任應由非常 

任理事國以及常任理事國共同擔負；因爲理事會的建 

議不但要常任理事國不對之投反對惠，並且需要七個 

可決菓。 

七 . 本人不擬再談責任問題，因爲本人確信本理 

事會毎一位理事具有的責任感必能迅卽掃除對於il b£ 

協議的一切障礙。讓•&們立卽裸収迅速和積極的行動 

罷，這種行勅是大會要求&們來採取的，並且正如我 

們大家都知道的，也是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 

八. Mr. BSLAUNDE (秘魯）：本人深感榮幸， 

本人對於我們的主席所作的縝密及愼重的陳述表示完 

全並絕對同意。他的餒肅和深刻的意見使本人無須再 

提出許多的考盧，因此，本人的陳述將在可能範圍內 

力求簡 

九. 本人睐解現在是採取行勅的時候，不是擧行 

辯論的時期。但是&們的行S*必須妥爲籙劃並置於正 

営的基^上。我們的責任是如此重大，本人覺得有責 

任來嚴肅地提出若干基本的考盧，其中第一項是關於 

大會向安全理率會所作請求的基本重要性。 

̶〇•本人爲同時參加大會及理事會的代表，本 

人深悉這兩個機關是完全自主的，雖然它們的任移是 

平行的。憲章在其關於本組織的正式規定中所指的就 

是這兩個機關，當然沒有忽略其他的機關。它們是自 

主的，這是不錯的，但是它們應當以完全和睦的態度 

來採取行動，並且本人還要說一句，就是理事會對於 

大會以及大會對*^1事會均應採取完全顧及和瞭解的 

態度，這一點對於本組織關係至爲重大。 

一一. 關於這個問題，根據前例及憲章的明文與 

意旨必須由大會作決定並由理事會提出建議，'關於這 

個問題，根據對憲章的嚴格解釋̶̶«本人可以這 

樣說的話̶̶應由大會作主。我們感覺到很欣幸的就 

是在討論此問題的全部時期內，儘管有彼此衝突的意 

見與言論，爭論已久的法律考盧，大會每一次總是提 

請理事會審議，每一次都沒有提出建議（它在第十條 

規定下本來是可以作建議的），並且用了那個客氣和重 

要 的 " 請 " 字 。 

一二. 大會在今日這個嚴肅的場合又向我們提W 

這個請求,•此次請求係爲五十二票所支持，並經大會 

主席義正詞嚴加以讚許。 

̶三.本人不得不認爲此種情形乃係理事會與大 

會間一種確切的和衷共濟精神的表徴，此種和衷共濟 

精神永遠不應予以破壤，因爲我們是以[^一崇高的宗 

旨與原則爲依據的。本人一向都在促請大家注意此項 

基本事實。 

̶四.現在大會，也許本人應當說大會主席，袷 

我們送來一項決議案，此決議案並非由於忽促的辯論' 

戎不A時宜的努力所獲致的結果，而是經過若干年月 

的工作和不懈的努力與堅决的意志所獲得的結果。 

一五，大會向我們提出一個方式。這可以稱爲一 

個政治的方式。在事實上，這可以稱爲一個政治的方 

式，但是此項政策並不牽涉到爲瑣滑及次要的利â而 

犧牲偉大原則的問題。相反的，那是一種和衷共濟， 

互相瞭解，圑結一致，合乎人道的崇高政策，旨在保 

障本組織的完整並保證達成其目標。如果你願意如此 

說，這可以算是一種妥f4的政策。但是這個政策我們 

可以適當地用+九世紀或二十世耙初葉美國最偉大的 

國務卿之一 Elihu Root所說的話來形容，他曾說最 

佳的解决辦法就是那種符合正義與道德原則而能維護 

雙方利益的解決辦法，在這種解決辦法中不應有勝利， 

亦不應有勝利者與失敗者的區別，在這種解決辦法中 

唯一的勝利者就是正義、和平與人道。 

一六.在大會的辯論中本人曾有機會來拒絕使用 

若 干 貶 語 如 " 牲 口 買 賣 " 或 " 整 批 交 易 " 等 詞 ； 因 爲 



我們所做的事較這種辦法更爲偉大並與這種辦法在本 

質上是不同的。一種有限度的交易必定會包括苛刻的 

選擇與忍痛的割捨。 

—七，因此，在斡旋委員會中——本人和具有瞭 

解及能力的同僚，埃及和荷蘭代表，都是該委員會委 

員——我們對於若干方式都不能够加以審議，這些方 

式最初主張五個、六個申請國入會，最後主張十二個、 

+四個和十六個申請國入會。但是，在最後使我們咸 

覺到最偸'民的就是我們能够同意十八個國家入會的辦 

法。加拿大在專設政治委員會中所提出[A/AC.80/ 

L.3 /Rev. 1〕並經二十八個國家——在最後的確數爲 

三十一個國家——所贊助的提案變成了大會中的一個 

普遍運動，這個蓮動的目的在使聯合國的會籍達成可 

能最高度的普及，在目前完全的會籍普及原則僅因朝 

鲜及越甫之無法統一而不克實現。 

一八，就是因爲此二國未能統一，並因大家承認 

其統一方面的陴礙，故該方式暗示一俟越南及朝鮮以 

及任何其他國家完成統一並申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時卽准允^們入會。那末，這並非整批交易；整批交易 

是直接違反會籍普及原則的，因爲它包括選擇與剔除 

辦法,而會籍普及原則是無所不包的。這是一種廣泛 

的政策，不受政治考盧的影響。在各個民族的傳統中， 

在國際社區的傳統中，最崇高的政策是永遠受着法律 

與崇髙道義原則的支配的。 

一九.假如一個政策尊重法律所規定的限制，合 

乎合法程度的最低要求，但是它決不犧牲法律的最高 

原則與生活及道義方面最正大的規律以遷就可疑的和 

可以，的唯法主義，那末，任何人都不能譴責它。 

二〇，本人在大會中說過——現在要在這裏說了 

—在大會中曾獲五+二惠支持的二+八國提案乃係 

完全與憲章第四條相符的。本人要以最深刻的信念與 

力量來重申這一點。在這裏並無徴引該條的必要，因 

爲像憲章的每一項規定一樣，這是爲我們所稔知的； 

但是這是極重要的一條，並且我們必須承認這一條需 

要縝密的解#o它是用文學上的措辭來撰擬的，而必 

須譯成法律上的辭句,'它所使用的"認爲"一詞，不 

但是指一項現在的事實，卽一個申請國能作某事的能 

力 而 言 ， 並 且 是 指 來 的 事 實 ， 卽 它 是 否 願 意 作 

該事而言。申請國必須經本耝織認自能並願履行憲 

章的義務。是否有能力是目前的考盧，而是否顕意乃 

是未來的考盧。 

二一.這應該是那一種剁斷呢？這應當是一種客 

観的剁斷，一種依據道義原則和法律規則而解釋的合 

理和公正的剁斷呢？抑應當是一種絕對的剁斷，一種 

至高«上的權力的剁斷，一種任意及武斷的剁斷，像 

從前所謂的"政府行爲"，根據了國家利益的理由—— 

我們應避免用此辭，因爲它在人類歷史上所有的不幸 

的意義一而作的剁斷呢？ 

二二 ‧我們都相信此種剁斷的原旨是要力求客 

觀，公正M私，合乎道義原則，而並非含有政fèl*或 

受環境的支配，它是根據崇高的道義原則的。這是國 

際法院所採取的觀點。國際法院的一九四八年諮詢意 

見 2譴責任何次要的、政治性的、或自私的動機。這 

種動機違反憲章的各項嚴肅規定，並違反每一個申請 

國的不可侵犯的權利，因爲每一個申請國都有權使它 

的諾言的慣値、它履行該項諾言的能力及在將來履行 

諾言的意志獲得客觀的審議。 

二三，這便是一九四八年諮詢意見的具正意義。 

這是我們的一切討論的背景。這是一種良心的呼聲， 

它吿訴我們說我們所投的票——不論是贊成、反對、 

或棄權——必須根據對第四條所载條件的一種寧靜及 

公平的睐解，而不能根據任何其他考盧。 

二四，本人曾說明倘若此種剁斷能摒除那些以不 

合理的、本能的、或功利主義的考盧爲基礎的武斷或 

專制的成分，倘若我們以這種態度來看第四條的話， 

那末它就與會籍普及的原則相符，因爲每一個國家應 

當是、能够是、而且本人今日還要說必須是愛好和平 

的。因此，我們就不能想像任何國家能够不履行它的 

義務。再者，要是這樣我們就侵入了未來的領域，未 

來是操於上帝的掌握中，但因鑒於人頹偉大的前途， 

未來亦操於人額的掌握中；這樣我們就犯了载剁尙末 

發生的違法行爲的毛病，而這種違法的行動我們是沒 

有權利來假定它Ê、定會發生的o 

二五，在確定了該TO則以後̶̶本人認爲本人 

並沒有爲任何主觀的牟〗斷所矇蔽，因爲該項原則並非 

本人所發明：這是客觀的利舉原則——本人就要說明 

第四條是受非强迫性解釋規則的限制的o 

二六•若蒙大家允准的話，本人將徴引其中一埂 

最重要的原則。在這裏有三項普遍的規則，這些規則 

都可以說是歴史悠久的法律，或者也可以說是永恆的 

法 律 。 此 外 尙 有 兩 T O 則 ， 本 人 擬 請 理 事 會 注 意 。 

2闢於准許申讅國加入聯合國間邇（ss^四條）tmmm%,國 

臟法院粱報，一九四八年，第五十七頁。 



二七•這三項歷史悠久的解釋規則如下。當我們 

談到一個國家時一一第四條提到國家̶̶我們並非SS 

指其政府而言。若單指政府而言便是一項錯誤，因爲 

在一個國家中有一個過渡的、暫時的、雖然也是極重 

要的成份，就是政府，也有一個永久的̶̶本人幾乎也 

許可以說是屬於天命的̶̶成份，就是民族。當我們 

談到一個國家的時候，我們應當側重民族，而不側重 

政府。政府時常有變更，而民族是永遠存在的。政府 

是可以有錯誤的；它們代表凡人在權利關頭所決定的 

̶時的意見。民族代表對古人的崇敬，年的愛護， 

對歷史上豊功偉跡的懷念，也許對重大罪惡的悔改， 

以及一切國家人民所愛好的理想，就是在人額及民族 

的心目中燃燒起不滅火焰的進步的理想、0那末我們所 

關注的乃是民族，而非政府。讓我們不要來對於各國 

政府下剁斷。允許申請國入會——本人要强調這一點 

——並不能代表一項剁斷；它代表允!^個民族，一 

個國家的入會，准許‧它加入各國人民的社區。它代表 

—種希望，也許是一種鼓勵。在某種'It形下它也許代 

表一種恕罪的行爲，倘若它能促成或加强悔改的話， 

那倒^"項應受歡迎的行爲。 

二八，對於第四條的這種解釋乃是一項極重要的 

問題。"«?fe們强調玫府，倘若我們祗研究各個政府 

的行爲而忽視民族的話，那末我們就犯了一項嚴重的 

錯誤，因爲第四條沒有提到政府，而祗提到國家，而 

一個國家應包括三件事：民族、政治及經濟機構及文 

化典型。國家包括所有此三者；在聯合國中我們不能 

僅看到不能配合本 袓織的理想與道義標準的法律主義 

而遺忘了具有畳富的社會及法律意義的國家一辭。 

二九，此項原則與另外一項原則有關係，這個原 

則就是"優良的趨向必須慷大，敵對的態度必須限 

制"o這是一項千年古老的原則(本人幾乎可以說這是 

有'二千年鹰史的原則，因爲此原則見於羅馬法，而此 

文法的制定距今已接近兩千年了）。我ff3必須考 

盧一個國家的行動、能力、意願，以及那個尙無明確 

定義的心理因素，卽其愛好和平的性質，這就是不採 

取侵略政策，不以戰爭爲執行國際政策的工具，而且 

我們必須根據"優良的趨向必須擴大，敵對的態度必 

須限制"的原則來考盧。此項原則具有永久的具實性i 

它在今日的聯合國中較在Ulpian, Papinianus或 

Ciœro的時代尤見具實。 

三0,爲什麼要這樣呢？因爲凡是人爲的事其中 

耱是有可疑的因素。這樣就使我們想起凡有疑問不作 

結論的原則。此項原則我們是不可忽視的，因爲我們 

都是從政者，而在政治中我們必須依據最髙的利益行 

事，而不是卑微的利益行事，並必須依據天命及正義 

的永恆原則來採取行動o此項原則業經大家採用，在 

這裏還有一位卓越的倡癦者，就是蔣先生，本人對於 

他備極崇敬，因爲他對於聯合國有重大的貢默。 

三一 ‧但是也許我們可以說解釋的原則止此而 

已。這些乃是在陳奮的法律下的解釋原則，但是我們是 

現代人。本組織乃是現代法律進步的最高表現。現代 

的解釋中有無其他原則呢？很幸運的尙有其他原則， 

本人將簡略地一一提出。 

三二. 有兩項現代解釋的原則，是爲我們所直接 

關注的：這些就是與條約的性質有關的原則和輿'ft勢 

的性質有關的原則。Kelsen3曾暢論規定當事國利益 

的契約條約和建立規則或法,的法律條約間的區gljo 

契約條約是調整互相衝突的利益的暫時辦法，這種條 

約是關於各當事國的利â與意志的；法律條約代表規 

則、原則和較高的目標。解釋契約條約̶̶就是說那 

些規定利益的條約̶̶的規則就是要知道各當事國的 

利益與意志。決定法律條約的意義的最高及最終規則 

就是要知道條約的目的，卽條約所建立的制度^目的。 

三三. 譲我們來問，聯合國的目的是什麼？它的 

目的是會員普及原則。我們業已建立了一個具有普遍 

性目標的制度，因此會員普及原則就是它的指導方針》 

它的北極星，任何人如欲解釋聯合國憲章，必須以此 

項原則爲方針o 

三四，第四條依其性質，依其最內在的本質，必 

須以會員普及的意義來解釋。如欲推翻會員普及的原 

則，就必須提出反面的確切證據，卽直接的全盤的譴 

責一個有過犯的民族。這是如何的不幸呢，因爲對於 

—國人民的這種譴責將使他們永無悔改的機會——這 

種絕對的譴責是不能理解的，M是違反法律原則的0 

三五，但是尙有另外一項同等重要的原則，此墳 

原則是那位直覺派大師Renan所發明的：就是以生 

命的原則來解釋條約。因此，除了法律條約和契約條 

約以外，還有若干條約是代表最後的情勢的，或如 

Oppenheim所說，業經實施的條約î另有若千將^ 

施的條約，具有連鑌性，並且規定了若干國家生命的 

3 Hans Kelsen,聯合國法律,Stevens and Sons,倫fjj —% 

五O年， 



法則。歷史上的前例足够爲解釋業經實施的條約之用； 

爲解釋那些與國家的生命同時發展的條約起見，我們 

必須硏究生命的本身，硏究情勢，硏究生命的環境與 

霤要。 

三六，我們不應忘記聯合國憲章是在原«代以 

袖逋過的。我們必須參酌原子時代的需要來解釋憲章。 

我們還沒有完全進入原子世耙，因爲我們現在剛開始 

把原子能用於和卒用途。我們現在生活在畏懼原子能 

的原子前時代，而這種恐懼產生了一種我們在解釋憲 

章時所不能忽略的'It勢。這種恐懼產生了一種憂盧， 

̶種心理方面的情況，這種必須在法律中表達出來， 

因爲人類的行爲是不能分割的。我們大家一一特!SIJ是 

小國̶̶均在畏懼原子能的陰影下生活。 

三七•今日當我們對於和平有這樣迫切的，這樣 

重大的需要的時候，當和平不僅是可取的，不僅是一 

種願望或一種理想，而是我們繼續生存的絕對條件的 

時侯，我們不能假定——àta我們亦無權假定將來如 

何一世界上任何國家人民是不愛好和平的，特別是 

小國的人民，因爲在權力的鬪爭中受害的就是小國。 

它們在這種鬪爭中絕少爲主角；它們祗是工具和受害 

者。因此它們在其目前的地位中，它們對於和平的期 

待與愛好每日都增加新的力景。職是之故，際此憲章 

签署+週年時本la織設法補充會員國的偉大努力是爲 

一切法律解釋的規則所支持的，我們在投票時應該接 

受這種解釋，這是我們的責任。 

三八，本人在結束前希望就安全理事會的表决可 

能獲得的有利的及不利的效果提出若千意見——主席 

業已以其尊嚴的身分提出此種意見，但是本人之所以 

如此,是因爲本人曾與加拿大代表Mr. Martin共同撰 

擬此項方式，並爲此方式衞護，本人對於Mr. Martin 

要 表 示 誠 懇 的 ^ 。 

三九.在本人的心目中，理事會若決定採取與大 

看表決相同的可決的話，則必將獲益，本人願意予以 

加重指出，因爲本人確信這些利益必能使大家心目中 

產生一種反響。這樣的一種表决必能獲得下列結果： 

第一、加强憲章的力量，充實本組織機構，第二、鬆 

驰國際緊張局面，這是我們心目中均具有的目標。 

四Q,目前這個時代是一個可資惋惜的每況愈下 

的時代，其具體的標誌使我們深威驚釾與惶恐；在目 

前瑋個時代，我們的外交辭令又採取了它所不應採取 

的口氣與方式；在這樣的一個時代中，大會中的一致 

同 意 表 决 與 理 事 會 中 的 一 致 同 意 表 決 ， ‧ 是 在 + 分 

融洽的空氣中採取的話，那就必定能够達成鬆弛國際 

緊張局面的窣果0這樣能使我們得到些什亵pjê ？它袷 

我們一種有利於聯合國偉大工作的氛圑:在政治方面， 

使我們共同合作以促進和平與融洽i在經濟方面，使 

我們可以與那些需要改善生活的經濟落後人民合作並 

協助他們；在文化方面，使我們可以向全體人類傳播 

文明的利â 0這樣就可以袷全體人額一線新希望。 

四一. 讓我們來考盧另一種可能14罷̶̶這是一 

種不幸的可能，因爲今日正如在古代羅馬日曆上的一 

個日子，可能是一個幸運的日子，或也可能是一個不 

幸運的日子。讓我們假定這是一個不幸運的日子，這 

種可能是本人所不願意設想的。理事會^不這樣做 

的話，那末，本人必須說，就會促成本組撖的一個絕 

大危機。這樣就是理事會不理大會的寬宏大鼉的、誠 

懇的——也許我們可以^~~虔誠的呼攧。這樣就將 

在大會中重新弓I起所有那些動搖本#且«^礎的法律論 

辯。我們充份明睐這些關於大會機構及權力的討:論乃 

是一種令人不安的因素，是對本組镞安定的一種威脅。 

四二. 在本組锇外，這#^要使它喪失信春。聯 

合國在過去曾小心謹愼地建立起這種信春，並且實在 

可以當之而無愧。'這樣就將使國際聚張局面悪化。這 

樣就將造成一種產生惡感及不合作的氛圍。我們將抛 

棄主宰交裣我們的道義資*o不但如此，這樣就將使 

歐洲完全失去其地位，歐洲的國家並沒有充份參加。 

有十個或十二個歐洲國家將被摒棄在外o這樣就要使 

非洲人民失望，我們,2、須爭取這些人民來與我們來共 

同保衞人類的文fto本人不是在講西方文化；本人是 

在講一般的文化，文化一詞要大寫，好像柏拉圖理想中 

的一個名詞一樣。對於我們這些美洲國家一這些國 

家在這個問題中沒有追求自私的利益，但是可能受此 

種解決辦法的不利影饗一理事會若不這樣做的話， 

就會打破它們關於會員普及的理想o因爲拉T美洲是 

根據了普及的原則而齑生的Î拉丁美洲是在普及原則 

的標幟下產生的。當西班牙維持法律方面的普及原則 

的時侯，它在法律普及的原則外又實行了地理方面的 

普及原則。在很久以前Bolivar曾說："美洲，人顴的 

祖國"，Sâefiz Pefla於一八八九年也說過："美洲要 

爭取統一"。 

四三，在我們這方面來講，這種情形將爲一個偉 

大的理想的毁滅輿失敗。本人將以+分謙和的態度來 

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呼糠。提出此項呼籲的並^本人， 

因爲本人並無此種權力；提出此項呼镅的乃是正義， 

崇高的道德，人類持久的利益與本組蛾的神聖利益0 



四四• Pîerson DIXON 〔聯合王國）：這是聯 

合國歴史上一個重要的時期。當然安全理事會在過去 

曾審議過由請國人會問題，但是此次乃是根據了一九 

五五年+二月八日大會所逋過的決議案〔A/RES/357〕 

而審議的。在該決議案中，大會曾充^示贊成打開 

懾局，並請安全理事會"參酌'主張聯合國會籍應予搔 

量 推 廣 之 輿 論 審 議 不 發 生 統 一 問 題 之 所 有 十 八 國 

申請入會未決各案，"這句話就指明了它所想像的謀求 

̶項解決辦法所應採取的途徑。 

四五.聯合王國代表阁投票贊！£大會該決議案。 

我們曾看到許多代表喁的艱苦努力，我們對之深表崇 

敬，所有這些代表^都曾以其各自不同的能力對於大 

會逋過該決議案的工作提出重大的貢默。我們特別仰 

望着加拿大代表Mr. Martin和斡旋委員會主席Mr. 

Belaûnde, &們方才聽到Mr. Belaûnde以理事會秘 

魯代表的資格很動人地呼攧爲這個問舉達成一項解決 

辦法。我們也有着他們所有的希望打破目前墙局的熱 

忱。我們很久以來都在朌望申請國入會日期的來酶， 

在這些申請國中有錫蘭，他是國協的一員。 

四六‧安全理事會對於大會這樣堅强地表示的意 

見不得不予以最認異的注意。但是，當然在這個問題 

中，大會與安全it率會各有其任務。根據憲章，安全 

理率會必須首先處理各項申請並向大會提出關於這些 

申請的建議。因此，我們在這褢負有一項m大的責任， 

特别是那些根據憲章第二+七條第三項的規定投累權 

具有特別意義的代表0 

四七*照本人看來，我們有責任做兩檫事。第一 

就是尋求一項確切地有法律根據的程序，安全理事會 

得依照該項 程序來做大會請求它做的事——就是審議 

十八個申請國入會問題，那+八個國家雖然在該决議 

袠中沒有指明，我們都知道是下列各國：阿爾巴尼3S、 

蒙古人民共和國、約但、～愛爾蘭、葡萄牙、匈牙利、 

義大利、奥地利、雜馬尼35、保加利35、芬蘭、錫蘭、 

尼泊爾、利比亚、高棉、日本、寮國及西班牙。 

四八，第二項任搽，照本人的看法，是在此間出 

席的每一個代表PB所共有的責任。那就是應顧及大多 

數其他會S國贊 ( f i聯合國會籍應予儘量推廣的主張 

—該項主張業經大會明白表示。 

四九‧聯合乇國政府從來沒有認爲聯合國乃係若 

干意志相同的國家的一個集合，好像一個同盟或一偭 

聯盟一樣。我們亦從來沒有認爲聯合國應拒絕容納那 

些具有我們所不赞成的政治及社會制度的國家。憲章 

曾規定入會的資格謂申請國必須愛好和卒並必須確能 

並顕意履行憲章所载的各項義務。我們當然不認爲這 

一條的意義就是說凡是我們準備來支持其入會的國家 

我們必須同意它的一切政策。憲章第四條,規定入會 

的確切資格，這是不錯的。但是，並沒任何事使聯合 

國一個會員國不得以寬大的態度來衡量一個申請國的 

資 格 ， 本 代 表 , 力 求 宽 大 爲 懷 。 

五〇，第二，本人要指出國際法院曾提出一項意 

見，就是說聯合國一會員國在就申請國加入聯合國囿 

題發表意見時"在法律上無權表示它之是否同意申諝 

國之入會須視未經〔竈章第四條〕第一項所明白規定的 

條件而定"4。法院復確切說明使一國之能否入會取決 

於另一國之能否入會亦是不對的。因此，我們面前的 

法律是很顯明的。 

五一，在同時，我們的目標乃是打破《局。專設 

政治委員會中的辯論，和後來大會中的辯論明白指明 

了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均有資任來設法尋求一項辦 

法，俾使全體+八個國家得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五二，本人目前不願意解釋聯合王國政府對於各 

個申請國的資格問題所採取的態度。倘若可以的話， 

本人擬俟將來再說明敝國的態度。但是，爲避免任何 

疑問起見，本人也許應說明本人業經獲得投稟贊成全 

體+八個國家的權力。 

五三，本人此次發言的目標是要設法指出本人所 

設想的安全理事會應該癍理這個問題的途徑 0本人不 

擬提議任何具體的程序。到目前爲丘理事會中所有的 

決議案就是中國代表所提的+三個决議草案[S/346& 

至S/3480〕o這些决娥草案提議允許本人所提到的+ 

八個國家中之十二個國家入會，此外尙有兩個國家不 

在+八個國家之內。再者，這些決議草案提議在表决 

這+—個國家入會問題時採取一種沒有道理的次序。 

在這種'It形下，本人相信當我們到達擧行表決階段時 

員我們開始就表決中國代表所提的決議草案，那是 

不妥赏的。 

五四，我們必須找出另一種程序。本人要向理事 

會各位理事建議我們現在應當通過一種可以顧及大會 

的願望並尊重憲章第四條及國際法院意見的程序o 

五五，Mr. SOBOL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目前安全理事會與大會關於申請國入會問S的 

4昆上列附註2' 



審議是在一種新的環境下進行，此種璩«過去數年 

內迥然不同。聯合國中關於申請國入會問題的ffi局， 

現在確有可以最後打破的希望。此種情勢與最近國際 

'淸勢的緩和及國際關係的普遍改進有直接的關係。 

五六，專設政诒委員會與大會中關於這個問題的 

討論，證明了聯合國絕大多數會員國不但以它們的言 

論並以它們的表決來主張在本屆會中立卽解决+八個 

國家的入會問題。大家都知道大會第十屈會絕大多數 

代表M曾表示並希望申請國入會問題應在本屆會中解 

決。我們對於此事必須蹴覺欣慰。M政治委員會中 

關於這個問題的冗長,明白地和確切地證明了多數 

代表陲都贊成允許下列+八個圃家加入聯合國爲會員 

國，其次序依收到入會申請的先後排列：阿爾巴尼亜、 

蒙古人民共和國、約但、愛爾蘭、葡萄牙、甸牙利、 

義大利、奥地利、羅馬尼55、保加利亞、芬蘭、錫蘭、 

尼泊爾、利比亜、高棉、日本、寮國及西班牙。 

五七. 此項普遍的願望在一項事實中找到確切的 

蹬明，卽主張上?1十八個國家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的 

二十八國決議尊案在五十九個參加專設政治委員會 

〔第三十二次會議〕及大會〔第五五二次會議〕對此問 

題的討論的代表圑中有五+二個代表阐投票贊成。因 

此，聯合國會員國中幾乎有百分之九十投票贊成這個 

草案。這便代表一個異正的多數。多數的意見要求躭 

申請國加入聯合阈爲會員國問題作一公平及客觀的解 

決。我們不能忽視這種意見。 

五八。 此項曾經大會第+届會多數代表圑所逋過 

並因此而代表聯合國多數會員國所採取的立場是爲世 

界所有各國人民所普遍支持的。 

五九*蘇聯本諸其嚴格遵守聯合國憲章的政策， 

近年來不斷要求迅速解決申請國入會問題，它曾毫無 

保萤地支持上述决議案，並曾在專設政治委員會及大 

會中均投累贊成該決議案。 

六〇‧此刻該決議案業經大會逋過並經提出於安 

全理事會，蘇聯代表圑在這裏對於這個問題採取同樣 

觀點。它採取允准+八個國家一律加入聯合國的堅決 

及不移的立場。 

六 一 . 祗有由安全理事會及大會以這樣辦法解決 

這倜問題才能打破九年來闢於申請國入會問題的僵 

局。爲解決該項情勢我們並無且不克有任何其他辦法。 

六二. 因鑒於大家決,ù、要打開此項僭局並在大會 

第十屆會中就此問題作一項圓满的解決，故安全理事 

會今日的會讃具有待別重要性。它應爲解决此項久懸 

不决的問題的過程中的一個轉捩點。 

六三.安^ ï l事會各位理事都確切知道在專設政 

治委員會中審議申請國入會問題時許多代表圑向他們 

提出的呼顢。'此項呼颧就是一項請求，甚至可說一項 

緊急的請求，它請求安全理事會必須採取一切可能辦 

法在大會第+屈會中解決此項重要問題。 

六四，對於此項呼镟作適當的反應，並以圓滿辦 

法解決+八個國家由請加入聯合®問題，乃是安全理 

事會及其各位理事的酹際責任與義務。安全理事會若 

採取這樣的一項行動——本人將稱它é一項具有歷史 

意義的行動——它就將大大地幫助促進和平與發展國 

際合作。大會關於允准十八個國家入會的呼顢應獲得 

安^ s事會的充份支持。 

六五. 在目前，我們在窣全s事會及大會中所採 

取的程序與我們審議及表决各申請案的次序對於嘅利 

解決這個問題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主要的任務就是在 

安全理事會及大會中獲得必要^j票數，俾保證上述+ 

八個國家均能加入聯合國。 

六六. 我們必須商定一種程序及表決次序，使安 

^ïi事會及大會對於這個問題的表決不致有發生任何 

意外钓可能。 

六七，第一，從我們許多年來審議這個問題的經 

驗中看來，我們顯然必須採取這種辦法；在許多場合 

中，某數申請國之遭受拒絕是由於所謂棄權的緣故， 

這種棄權使大家無法解決整個的申請國入會問題。從 

理事會某iba事國在專設政治委員會及大會關於這個 

問題的辯論中所採取的立場上看來，也顯然有這種'È：、 

要。正如業已說明的一般，理事會兩個常任理事國反 

—個非常任理事國曾在大會中表決刻在安全理事會中 

的並規定允准十八個國家入會的决議案時棄權。 

六八。蘇聯代表圑認爲爲保證實施大會關於+八 

國申請案的決定起見，安全理事會與大會必須依照一 

項確定的計劃就這個問題採取共同的行動》 

六 九 ， 安 ^ 事 會 及 大 會 均 應 依 照 這 些 申 搔 

交聯合國的次序，就是說必須依照提出時間的先後次 

序 ， 來 進 行 • 與 表 決 。 

七〇•審議這些申請案的安全理事會及大會的會 

議可以同時擧行。安全理事會將審議+八個國家內毎 

̶個國家的申請案，並就允准該國入會問題通過一現 

建議。當安全理事會表決允准第一個國家入會以後， 



i £&卽將其,ê交大會。大會將審議該項建議並就 

該項建議作一決定。大會一旦採取這樣的一項決定以 

後，它就應立卽通知安全理事會。當大會在審議理事 

會關於一個申請國的建議時，並且在它尙未躭該項建 

議作一決定以前，安全理事會就不應審議或表決名單 

上下一國家的申請。 

七一，此項程序是完全符合議事規則及成例的， 

並將能保證+八個國家一律加入聯合國問題獲得圜满 

解决。 

七二.因此，蘇聯代表團提出下列决議草案： 

"安^a事會， 

"念及大會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八日關於申請 

國入會問題之决議案A/RES/357, 

"― ,決定依照大會該決議案BJ f^ f八國提出 

其入會申請之先後次序，審議其申，，牢記理 

事會將就每一申黻分钊予以決定，並將於大會 

將安^事會所提關於前一申請案之建議審議完 

畢後再開始審議另一申 

"二,授權安^ïl事會主席與大會主席就上述 

鶴 各 申 難 之 程 序 達 成 協 定 o " 5 

七三，本人還要說明蘇聯代表豳根據本人方才所 

解釋的理由將向理事會提出關於允?Itt述十八國一律 

人會的决議草案。這些草案正在提交雜睿處中。6 

七四.蔣廷黻先生（中國）：因爲本人知道自己沒 

有良好的口才，故在發言時將力求簡短。 

七五，第一，本人要向秘魯代表致謝，因爲他曾 

ift 了些恭維本人個人的話。 

七六，主席在會議開始時所講的話，並不具有像 

主席的陳述所應有的公平態度。"«本人不立刻提出 

是項陳述的話，那就是本人不够坦白。本人將不就這 

一點詳加申述，因爲本人面前沒有主席陳m的書面ffi 

錄。本人將簡單地說本人的印像是主席沒有採取客親 

的公平態度。 

七七。本人從主席的言論中獲悉他像理事會中全 

體代表一#^懿安全理事會是聯合國主要機關之一， 

對於其他的機關是獨立的，它有它自己的任務Hffi利 

及其自己的議事規則。赋要安全理事會的議事工作联 

5ttmwsmm^cf¥ s/3483 mt,-
6這些«a^SSWftSS:件S/3484至S/3501職, 

格遵照憲章的规定與原則及我們的議事规則的話，那 

末中國代表瞜將忠誠地與主席及理事會其他代表合 

作o 

七八. 主席在其開會致詞中的另^HSf意見一 

倘 若 本 人 沒 有 麒 的 話 — — 就 是 理 事 會 铋 代 表 對 於 

大會的情威必須予以相當的注意《>本人曾參加所有最 

近的辯論，故應能知道該項情威是什麼。關於這一點， 

本人亦要說明本人同意主席的意見，雖然中國代表圑 

未投菓贊成該決議案，本人將盡力促進其實施。在這 

方面本人努力所受的唯一限制就是憲章。但畢本AS 

借用澳大利S代表Sir Percy Spender所酡的話，本 

人將不主#3葬第四條的儀式。 

七九. 聯合王國代表曾提到中國代表画謹向安全 

理事會提出的+三個決議草案。本人想提出幾句解釋 

的話在此時也許會有良好的作用。 

八〇•第一，本人對於本人所提決議草案的數目 

並不憨爲有什M要性。理事會各位代表當然會記得 

在6S理這個問題的時候，通常是各位理事從情感方面 

看，或從利益方面看，認爲應當提倡某國的申諝案時 

就提倡某國的申請案。當然中國代表圑預期理事會其 

ffiS事織倡&的申請案，本人將準備對於鄉的 

決議草棻予以同情的考盧。因此，爲消除一切誤會起 

見，本人要說在提出此+三項決議草案的^I，本人 

絕對無意說理事會在此時祗應有這十三個草案。 

八一，第二，中國代表圑對於本人所提各個決議 

蕈案的次序並不憨爲有特殊的意義。本人曾給每一悃 

決議草案一個字母記號，這是多少爲將來査考方便之 

需。本人憨爲本人提出這些決議草案的次序是一個良 

好的次序。本人認爲像日本、義大利及西班牙等國家 

應列於名跟之首，但是本人並不堅持本人所提決議草 

案應依照該項次序予以審議。倘M事會各 

爲這十三個決議草案選擇另一個次序的話，本人是完 

全沒有成見的。 

八二，關於這個問題還有一點意見^：人所希望 

來 說 明 的 。 事 會 各 f f i f f i 事 査 考 理 事 會 處 理 這 個 

問題的經過的話，他們將發»決一向是根據理事會 

各位理事所提翻於入會問題的提案的。安全理事會的 

表決從來是不根據入會申請的。本人謹向大家提出安 

事會的耙錄業已毫•義地確定了我們關於這個 

問題的重要原則，就是表决應依照各^事所提關於 

入會問題的提案，而不應依照申請國所提的入會申請 

案。 



A H . 茧 於 我 們 應 首 ^ 决 那 一 個 提 案 的 問 題 ， 

我 們 有 議 事 规 則 第 三 + 二 條 ， 該 事 會 中 各 

倜提案應依^§出之先後次序進行表决。這便是我們 

的 議 事 細 。 

八四，綜述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本人要說 

中國代表圑明睐這是一項嚴重的問題。本人不擬硏究 

這偭問題的起源，也不擬追究造成今日聯合國這個困 

難倕局的責任。但是我們在這裏，我們有這個問題，我 

們有這個倕局，我們耍想辦法來打開這個僵局。在處 

理這個問題的一切努力中，中國代表團將在憲章的範 

m內願意並準備來儘量輿理事會事合作。 

八五. M r . LODGE (美利堅合衆國）：本人在專 

設政治委員會的陳述中〔第三+—次會議〕曾說美國 

在申請國入會問題中將以三項基本原則爲依據:第一， 

使所有合格的申請國入會；第二，決定申請國是否合 

格將遒照憲章的規定；第三，不在安全港事會使用否 

決權以阻撓合格的多數的意志。我們在安全理事會中 

亦 將 以 同 樣 基 # 盧 爲 依 據 。 

八六，依照上述原則，我們將艇鎮設法使所有合 

格的申請國入會。倘若多數的意見能够實現的話，這 

些國家早已齄成會員國了。赋有蘇聯的否決，或使用 

否决的威脅，使它們不克入會。 

八七. 有六個歐洲申請國氍然是有入會資格的， 

就是奥地利、芬蘭、愛爾蘭、義大利、葡萄牙及西班 

牙。有七偭亜非國家是由萬隆會議建議入會的，就是 

髙棉、錫蘭、日本、約但、寮國、利比亜及尼泊爾。 

這些國家H然亦是合格的。我們支持所有這+三個申 

铕國。 

八八. 我們相信尙有其他合格的申請國。例如， 

我們相信大韓民國應該入會，我們不能僅因爲有人以 

非法手段及武力從曾經大會認爲係唯一合法選出的朝 

鮮政府的權力下奪去其一部分土地就不准它入會。m 

南共和國是另外一個合格的申請國，祗因蘇聯使用否 

決權而不克入會。 

八九•我們將不支持阿爾巴尼亜、保加利亜、匈 

牙利、外蒙古及羅馬尼亜的《請案。照我們的意見， 

這些國家的政府現在不是獨立的，它們目前的附屬地 

位構成了達反條約及其他國際協定的現象，或者說這 

種地位是由這種現象產生出來的。 

九〇，但是，美國承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一些 

大家對之可真有不同意見的問題。爲了這個理由以及 

其他的理由，美國不準備在安^a事會中使用否決櫬 

以阻撓可能是合格的多數的意志。 

九 一 ， ^ 提 出 於 安 事 會 的 准 許 入 會 决 議 草 

案，照我們的意見，有違反憲章之處，我們將根據一 

九四八年美國參議院所通過的Vandenberg決議案的 

精神實行棄權，如此在這個入會問題中就可以不使用 

否決權。 

九二，我們誠懇地盼望目前的‧能使那些合格 

的國家入會，它們的不克入會顯係違反憲章的，而它 

們的入會可以大大地增加我們的議事效,本組锇的 

道義權力的份量。 

九三.主席：本人此刻擬以紐西蘭代表的地位發 

言。 

九四，紐西蘭代表圑是大會於+二月八日所通過 

的決議案的提案者之一，因此它對於由請國入會問題 

的立場是顯明和確切的。紐西蘭赞成立卽允准+八國 

入會，這些國家就是阿爾巴尼35、蒙古人民共和國、 

約但、愛爾蘭、葡萄牙、匈牙利、義大利、奥地利、 

雜馬尼亞、保加利3&、芬蘭、錫蘭、尼泊爾、利比亜、 

高棉、日本、寮國及西班牙。 

九五，五+二個國家在表決贊成大會此決議案的 

時候曾表示贊成此項入會問題的解決辦法。本人不擬 

重述紐西蘭^大會中所持立場的理由。本人業已在專 

設政治委員會中〔第二+六次會議〕將該項理由充份解 

释明白。但是，本人不得不答覆某方表示的反對大會 

所倡導的這個解»法的意見：該項反對意見說我們 

之倡導此項解,法就是在某種意義下違反了憲章， 

就是埋葬了第四條。這不是一項我們可以隨意置之不 

顧的指控。倘若眞是如此的話，紐西蘭代表圑就不會 

參加那些程序。但是我們不相信眞的如此。 

九六. 根據我們的意見，第四條所規定的標準不 

能以客觀的方法來作證明，因此而是一個必須以主觀 

方法來剁斷的問題。聯合國現有各會員國在作此項剁 

斷的時侯必須表示容忍態度並證明願與友邦和睦相 

處，這也是憲章責成我們所應採取的態度。 

九 七 . 紐西蘭政府因此決定儘管它對於某數由請 

國的是否合格尙具有相當的保留，值紐西蘭是可以投 

菓 贊 成 八 國 入 會 的 。 

九八，假如有人願意將十八國由請案分別交付表 

決，紐西蘭代表圑並無意加以阻止。但是，讓本人說 

明一點。大會希望理事會各 tea事取得諒解,允計 



八個國家立卽一律入會，我們不能不顧這個事實。還 

有一個事實我們更不能不潁。倘若沒有此種諒解那就 

沒有一個申請國有入會的可能。因此，雖然紐西蘭代 

表圑所計擬的程序乃是將每個申請案分別付表決的程 

序，但是我們相信亦應擧行一次ffi體的表決。 

九九，‧在就各個國家分別擧行表決以後，最 

後的總教少於+八個的話，那末我們就是沒有顧及聯 

合國絕大多數會員國的意見。這個事實是鈕西蘭代表 

H所不能不顧到的。 

-00.當然，祗要有一個申請案末能獲得必遵 

的惠數，我們的成功機會就要被破壞。本人覺得失敗 

的責任可以在這一點上決定。但是，本人預料在這方 

面不會失敗。本人相信在這裏有代表出席的每一個政 

府均可根據憲章第四條來剁斷，並以充份的容忍及彈 

性保證不會失敗。 

—〇一，根據是項理由，紐西蘭代表圑及巴西代 

表豳共同提出下列決議草案： 

"安全理事會， 

"備悉大會於一九五五牵+二月八日通過之 

決議案A/RES/357，該決議案請安事會'參 

酌主張聯合國會籍應予儘量推廣之一般輿論審議 

不發生統一問題所有+八荜申請入會未決各案'， 

"業已分別審議阿爾巴尼亞、蒙古人民共和 

國、約但、爱爾蘭、葡萄牙、匈牙利、義大利、 

奥地利、羅馬尼亜、保加利亞、芬蘭、錫蘭、尼 

泊爾、利比亜、高棉、日本、寮國及西班牙之入 

會申請， 

"爱向大會建議允准上述各國入會。" 7 

一〇二，紐西蘭代表圑不信此决議草案可以順利 

地予以修正。但是，根據了我們所提出的各項理由， 

我們允許就十八國申請國分別擧行表決。 

—〇三，本人在這裏應說明本人曾以極大的注意 

力聽取蘇聯代表所提出的程序。照本人的意見，我們 

的程序將能=1成蘇聯的程序所要達成的一切，並且本 

人想它將較蘇聯的程序更容易被普遍地接受。 

—〇四，在最後，本人是否可以說紐西蘭代表圑 

並沒有設法應迫任何其他代表陋使它們照我們所想的 

方法投票。現在不是提出锤吿或威脅的時候。但是若 

7 此 爲 文 件 S / 3 5 0 2 印 發 。 

否認有此種壓力存在那是沒有什麼用處的。這便是公 

共輿論的重大壓力，此種懕力的存在對於大家一定是 

很顯明的。 

—〇五，本人方才向理事會所宣讀的決議草案不 

久卽將分發。當然，本人必將保留本人在以後就此草 

案作更長發言的權利，倘若那是必需的話。 

—〇六，同時，顯然我們想像中的目標需要將這 

個決議草案首先付表決。因此，本人相信若蒙理事會 

同意，我們可以採取措施來予以優先表決。 

一〇七，Mr. LODGE (美利堅合衆國）：本人對 

‧西蘭及巴西所提決議草案有一個問題要提出。 

一〇八，本人對於主席以紐西蘭代表的地位所痪 

提案具有下列睐解：此决議草案將分段付表决，關於 

以"業已審議"字樣開始的一段，則在該整段及整個 

決議案付表決以前將就其所列每一個國家分別擧行表 

決0本人要請問主席以紐西蘭代表的地位是否認爲此 

項瞭解是正確的。 

一〇九，主席：本人要以紐西蘭代表的地位向美 

國代表說，本人對他的問題的答復是：是的。 

一一0. Mr. LODGE (美利堅合衆國）：此項签 

復是甚爲圓满。 

‧ Mr. ALPHAND (法蘭西)：法國代表 

圑的立場業經在許多場合中解釋明白。我們一向贊眩 

會員普及的原則，此項原則無疑地是我們的憲章的基 

石之一。我們s朌申請入會的多數國家均得入會，m. 

是我們認爲不應爲此項原則及此項願望而犧牲本人於 

數日前向大會〔第五五二次會議〕提及的憲章中所明 

白規定的規則。 

—―二.因此，我們欣悉紐西蘭及巴西代表ffl方 

才向我們提出的决 議草棻規定理事會就毎個申請案分 

別作決定，因此而尊重本人方才所提到的那些基本屎 

則。我們因此在原則上支持此項決議草案，並誠懇地 

希望理事會將通過這個草案。 

一一三，倘若如此一來理事會能消除最後的障 

礙，使那些非常有資格參加我們的國家加入本組織的 

話 ， 我 們 將 深 敏 欣 慰 ， 法 國 中 很 多 國 家 曾 保 持 很 

久的密切的關係。本人首先要提到義大利。它是我們 

,隸屬的一個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它是我們所參加 

的若干區域機關的會員國之一，並且它是與我們有悠 

久友好關係的一個國家。本人還要提到愛爾蘭、葡萄 



牙、奥地利及西班牙等國，西班牙是我們的共同文明 

的另一個搖籃。 

一一四.在提出了我們的這些緊鄰以後，本人要 

提到對於高棉及寮國所特別具有的同情，我們和這些 

國家在法律上與情感上具有聯繋，並且它們的申請是 

爲我們所提出的。本人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環境能使 

與我們具有類似關係的越南亦能入會。本人還要提到 

芬蘭，這個國家曾顯示其崇高的自由及獨立糖祌，本 

人也要提到日本、錫蘭及尼泊爾，本人確信這些國家 

均能對於我們的工作提供有用的貢獻。我們亦將歡迎 

約但及利比亜,對於這兩個新典的國家本組織可以以 

它的經驗來予以支持。 

一五，法國代表圑根據了這種精神同意支持主 

席方才所宣讀的決議草案，並希望它將猹得優先。 

一 六 . 主 席 ： 本 人 此 刻 建 議 休 會 。 除 非 本 人 聽 

到有什亵反對意見，否則本人將認爲理事會的意見是 

現在休會。 

決定如議。 

一一七.主席：是杏蘇聯代表要提出一項程序聞 

題？ 

——八.Mr. SOBOLEV (蘇維埃肚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本人希望向閣下提出一個問題。 

一一九，主席：本人想雖然這是有些不正常，因 

爲在事實上理事會業已閉會，但是^È代表一定願意 

聽聽蘇聯代表所要提出的問題。' 

̶二〇• Mr. SOBOL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蘇聯代表圑要問主席»理事會通過紐西 

蘭及巴西所提出的程序的話，那末在主席看來大會將 

以什麼程序審議這些申請案。 

一二一.主席：此刻以紐西蘭代表的地位發言， 

本人要說照目前的情形而論，本人覺得â個問is顯係 

大會本身的問題，當然倘若^+八國可以入會的話， 

本人覺得這個問題似乎不會有任何眞正重大困難。伹 

是，正如本人所說，這是照目前的情形而論。 

午 後 一 時 四 十 五 分 散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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