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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九十四次會議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 3星期二千湲三時在4a約舉伃 

主 席 . M r J M U N I Z ( 巴 西 ）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巴西、智利、中國、法 

蘭西、希臘、荷蘭、巴基斯坦、土耳其、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合聯盟、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王國、 

美 利 堅 ^ 衆 國 。 

臨時議事日程(S/Agenda 594 ) 

― . 通 過 議 事 日 稃 。 

二 . 申 請 國 入 會 問 題 ' 

(a) 通過向大會建議同時准許申講入會之十四 

國加入聯合國案 (S/2664) , 

(b) 研討大會决蕺案五〇六(六）； 

( c ) 新 申 請 書 ( S / 2 4 4 6 , S/2466, S/2467, S/ 

2672， S/2673 and S /2706) , 

主 席 致 詞 

― . 主 席 ： 我 相 信 安 全 H ? 事 會 各 位 理 事 一 定 會 

和我一起對我們的傑出的同僚 M r Warren Aust in在 

上月間主持會務時所表現的才智，表示欽佩之意。 

M r . A u s t i n 以 他 淵 博 的 學 識 經 驗 ， 以 他 對 聯 ^ 國 理 

想始終無間的忠誠及在促進這些理想方面孜孜不倦 

的努力，以他一貫的謙遜友善的態度，已經博得了 

我們的景仰和敬重。 

二. 我從他幹棘的手中接受主席的木槌，誠不 

禁 感 到 « 任 之 綦 重 。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的陳述 

三. 主席：各位諒必知道安全S!事會常任理事 

國業巳遒照大會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決議案五〇六 

A (六）的規定，於八月二十一日舉行過一次會議，其 

目的在襄助理事會就申請入會未決各案擬定積極的 

建議。據我的瞭解，安全理事會上月份主席M r . Aus-

tin 準備向理事會報吿這件事。 

四. M r . A U S T I N (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在 答 裰 主 

席所提的問題之前，我耍請他准許我說幾句題外的 

話。我對他的優美的頌辭，衷心銘成。我似乎應當 

把這篇^辭配上鏡框掛在我的辦公室門上。 

五. 以我們當前的問題而言，茲向安全理事會 

非常任理事國報吿：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曾於一 

九五二牟八月二十一日舉行過一次會議，俾常任理 

事 國 藉 此 機 會 會 同 商 討 申 請 加 入 聯 合 國 的 未 決 各 

案。當時曾經^力凭求協譏的基礎。這種協議不可能 

成立。各常任理事阈並未改變它們的立場。犟行會議 

情 形 經 於 一 九 五 二 年 八 月 二 十 一 日 向 報 界 公 佈 。 

通過議事日程 

六. 主席.登載臨時議事日稃的文件S /Agenda 

594經已分薆各位理事；這項臨時議事日稃是依照 

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二年七月九日第五九一次會議通 

過的關於將申請國入會問題延一九五二年九月二日 

審議的决識而擬成的。 

t.臨時議事日稃總目"申請阈入會問題"之下 

最先兩個子目與安全理事會在上述那次會議時通過 

的議事日程内容相同，卽 

" (a)通過向大會建譏同時准許申請入會之十四 

國加入聯合國案 (S/2664) ; 

"(b)研討大會決議案玉〇六(六）。" 

八.雖然我明明知道我們可以在子目（b)"研討 

大會決議案五〇六(六)"之下審璣任何尙未解決的 

申請入會案，我却認爲仍宜另添第三個子目，卽子 

目（c)"新收到的入會申請書"，俾理事會在此子目'F 

得以審譏理事會尙未向大會具報且未曾加以個別審 

査的申請案《 
九 依 照 大 會 決 識 案 五 〇 六 B (六）第一段的規 

定，大會請理事會將仍未解决之各申請案情形向大 

會第七屆會具報。在譏事日荐項目下列入子目（c) 

可使我們在討論本項目時有更合邏輯的曆次。 

— 〇 M r M A L I 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盟）'大家都知道，嗨時議事日程的最先兩個子目 

——卽子目二 （a)"通過向大會建議同時准許申請入 

會之十四國加入聯合國案"及子目二 ( b ) " 硏討大會 

決議案五〇六(六)"——在今年六月間最初幾次會 

議時卽已列入安全理事會議事日程，而且理事會已 

經 着 手 加 以 審 査 。 可 是 ， 後 來 由 於 衆 所 周 知 的 原 



因，Ï5Î事會將這兩項目延擱到今天 九五二年 

九月二日̶̶再來討論。 

̶ ― 第 三 項 ， 卽 子 目 二 （ c ) " 新 收 到 的 入 會 申 

請害"，今天初次見諸於臨時議事日稃。 

̶二.根據子目二（c)所列的文件鵜號，我們可 

以斷定這個子目涉及六件新收到的入會申請害，包 

括下列各國的中請浚在內'日本 [S /2673]、老撾 [S / 

2 7 0 6 ] , 柬埔赛 [ S / 2 6 7 2 ] 、越南 [ S / 2 4 4 6 , S/2466]、 

及利比亞 [S/2467]。 

— 三 在 目 前 審 議 锘 三 項 所 列 的 屮 請 書 — — ± 

其是日本、老撾、柬埔赛及保大統治下的越审等中 

請書——尙嫌過早。蘇聯代表圑認爲在目前審議上 

述四者的申請書是不^時宜的。理由何在大家都很 

淸 楚 ， 蘇 聯 代 表 M 早 就 在 今 年 七 月 問 安 全 事 會 [ 第 

五九〇次會議和第五九一次會議]審議巾請國入會 

問題時詳細說明過，所以無須在此刻討論議程方面 

的稃序問題時再加論述。目前在時機上顯然不宜審 

奄這四件申請書。 

— 四 利 比 亞 申 遗 害 無 須 列 入 所 提 謠 的 子 目 二 

(c)屮，因爲這份巾請書已經由安全现事會及大會審 

漦過了。 ^且，大家都知道，利比亞申請案以及准 

許 該 國 加 入 聯 ^ 國 的 提 案 已 經 包 * 在 蘇 聯 代 表 , 促 

請通過的關於准許利比亞等十四國入會的蘇聯決議 

草 案 [ S / M 6 4 ] 之 内 。 此 外 ， 利 比 亞 中 請 案 以 及 准 許 

該國入舍問題也睜含在子目二 （c)"硏討大會決讓案 

五〇六(六）"中。總之，該大會決議案也把利比亞算 

在内，因爲 t 的屮請害曾由大會第六届會及嗣後的 

安全理事會食議審議過。耱之，利比亞入會問題已 

經包舍在准許十四國人會的蘇聯提案之^，也隱含 

在阅於硏討大會'决籤案五〇六（六）的子目二 （b) 

+ ,因此，利比亞申請害無須列入子目（c)中。 

— 五 根 據 上 述 现 由 ， 蘇 聯 代 表 » 1 請 主 席 將 議 

事 f c l f ? 中:先兩個子目，卽子目二 （a)及二 （b)，提 

付表決，或者不付表決逕予通過，因爲迄兩個子目 

本 來 就 列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以 前 各 次 會 議 的 議 事 日 稃 

屮，諒必不致於引起反對或評論。伹是子目二（c)應 

當 單 獨 付 * 決 。 

一 六 主 席 我 已 經 說 明 過 何 以 我 認 爲 必 須 而 

且宜於列入子目二 ( c )的理由。安全理事會必須審 

核新中請案。雖然利比亞是在蘇聯决譲草案規定之 

m,利比亞屮請案却並未經安全现事會^論。但是 

我仍願將通過議事日稈問題依照蘇聯代表所請求的 

方式提付表決，就是說先通過子目二（a)反二 （b)， 

然後通過子目二(c)。如果沒有人表示反對，我就認 

爲子目二 （a)及二 （b)已經列人議事日秆。 

決定如議。 

— 七 . M r B O K H A R I (巴某斯坦）.我祇想提 

出一點疑問，請加以閬明。據我看來，臨時譏事日 

稃所列的文件有的是入會申講書本身，有的却不ë 

巾猜害而ê某一國代表 f f l提出的'决議草案，如果我 

的看法鐯^，請予指正。我並且想知道，議事日秆 

中申請國入會問題項下所臚列的文件大致是依照 f f 

麼 ^ 序 列 人 的 。 

— 八 主 席 ： 這 件 事 要 請 M r P r o t i t c h加以說 

明。 

— 九 . M r . PROTITCH (祕害處）：臨時蕺事日 

^ 是 在 主 席 指 ^ 下 依 ' 述 方 式 擬 成 的 。 子 目 二 （ a ) 之 

下列有蘇聯提出的决脔草案 [ S / 2 6 6 4 ] 以&藓聯請求 

將這個項目在理事會尙未延期討論人會問題之前列 

入議事H稃的文伴。在添入子目二（c )作爲新項目 

時，我們祇臚列申請害的文件鶬號而未列入決譲草 

案的文件耱號，因爲當時我們除了今年一月間在巴 

黎時未加審議的關於利比亞的巴基斯坦決議案 [ S / 

24S3]以外，別無其他决議草案與這個子目有關。 

二 〇 . M r . B O K H A R I (巴基斯坦）：我對Mr 

Proùtch的懇切說明，甚表感激。根據他所說各節， 

我所瞭解的情形如下：以臨時議事日稃子目二 （0所 

列的各申請案而論，巴基斯坦代表圑對其中之一申 

請提出有一項'决議草案。我的確未曾催促理事會 f t 

目前審蕺這項决謠草案。照我的了解，這項草案之 

所以末經列入議事H稃，其原因卽在於此，而子目 

二（a)之所以列入議事日稃是因爲蘇聯代表意欲列 

入的緣故。請問上述了解是否正確。如果確實如此， 

那 麼 我 就 惓 得 M r . P r o t i t c h 的 思 了 。 

二 一 . 主席：巴某斯坦代表的解稃是正確的。 

二二. M r . S A R P E R (土耳其）：我並不想表示 

反對通過臨時議事日稃。不過我耍請理事會注^子 

目二 ( a )中"T列詞句 

" 通 過 向 大 會 建 i l f 司 時 准 許 加 入 聯 合 國 

采。 

二 三 我 認 爲 這 個 子 目 所 用 " 同 時 " 一 詞 與 憲 章 

的精神不符，甚至於相牴觸。其一理由是：同時准 

許入會等於說^r r有合格的申請國能否入會須視另一 

個不合憲章第四條所規定條件的申請國是否也准予 

入會而定。如果其他申請國的入會須受一個按理不 

能准其入會的申請國牽制，這 Î 3 ?情形顯然毫無理 

由，而且也不公允。另一理由是：依照憲章第四條 

的規定，每個申請國的申請案以及各該申 i i f國是否 

符合憲章所規定的條件問題必須依據齐該國本身的 

資格，個別加以審敲。 



二 四 我 娈 靖 H 1 事 會 注 ; f 到 在 我 看 來 是 錯 ^ 的 

舉動，就是說在議事日程屮載入同時准許若干國家 

入會的觀念或原則。我重钹說一遍，如果幾個申婧 

國能否入會須視某一個不能准其入會的申請國是否 

也 入 會 而 定 ， 這 秤 情 形 是 不 公 允 的 。 至 少 在 論 上 

我們應當本此翻點來審議人會問題。 

二 五 主 席 劐 土 耳 其 代 表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 我 

的答盈是安全理事會已餒仵上次會蕺（第五九一次 

會,）通過將這個項目依照蘇聯決謠草案的措辭列 

爲 議 事 日 稃 的 一 部 分 。 至 於 同 時 准 許 入 會 是 否 正 

當 ， 這 個 問 題 當 然 會 在 討 論 這 項 决 議 草 案 時 提 到 

的 9 

二 六 現 在 我 ê f 各 位 表 決 應 否 在 讒 事 日 ^ 屮 列 

入子目（C)問題。 

當經舉手表決。 

贊成者巴西、智利、+國、法閟西、希躐、荷 

齙、巴墓斯：坦、土耳其、大不列媚及北愛爾蘭聯^ 

王 國 、 美 利 堅 衆 國 。 

棄 權 者 蘇 維 埃 砒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盟 。 

理事會以十票通過將子目二（ c)列入讒事日禾？， 

滅者一o 

議亊3程通逷。 

申請國入會問題：（a)逋過向大會建議同時准 

許申請入會之十四國加入聯合國案（S/ 
2664) 

二 七 M r M A L I K (蘇椎埃社會主義化-相國聯 

S Ï ) 各位都知道,今年六月間蘇聯代表 I S 1 曾向安全 

理 事 會 提 出 一 項 決 ^ * 案 ， 也 就 是 剛 才 所 提 到 的 決 

讒单案，這項草案提議同^准許下列十四國加入聯 

^國阿爾巴尼亞、蒙古八民共和國、保加利亞，匈 

牙利、羅馬尼亞、奥地利、錫蘭、約仴哈希米德王 

國（約但）、利比亞、尼泊爾、義天利、芬蘭、萄葡 

牙、愛爾閟。 

二 八 當 時 ， 安 全 理 事 會 內 英 美 集 劇 的 代 表 們 

以迎事會必須延期至九月二H再行審議爲藉口，担 

絕審議這^蘇聯提案。雖然英美集阁對延期審議事 

說 小 出 一 點 動 的 理 由 ， 却 逼 着 Ï I 事 會 通 過 了 這 

項決議。後來到八月底，安全理事會四個常任ÏI事 

國̶̶蘇聯、美國、英聯王國及法蘭西̶̶代表舉 

行了一次非正式的不公開會議來討論申請蔺入會問 

題。列，這次會謠者S有一個始終追隨美國代表的 

福麼薩^民黨的代理人，這個人一向由美國統治階 

層爲政治上的目的保留在安全现事會和聯^國其他 

機閟屮，大家都知道他並不代表，也不能代表，屮 

國或屮國人民。 

二 九 這 次 會 議 是 依 據 大 會 第 六 屆 會 一 九 五 二 

年二月一日通過的決^案而舉行的，按該項决&案 

st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舉行會商，俾襄助fl '事fr 

對申婧入會未決各案提出正面的建議。蘇聯代表M 

在大會中投票赞成決議案的這一部分。蘇聯代表遂 

參加剛才提到的那次會議。 

三〇.美國代表在那次會逯開始時就重彈哲調 

說申婧國入會問題之所以迄未能獲致協^是因爲所 

謂蘇聯的"否決"所致。在發表誹謗的言論之餘，他 

又企阖造成一M印象使人以爲美阈政府願意^論入 

會問題，以期求得積極的獬決辦法。同時他却宣佈 

美國政府依晳反對關於同時准許十四國加入聯â"國 

的蘇聯提案，並且堅持美國對申^國入會問題的原 

有立場。 

三 一 由 於 美 H 代 表 未 曾 說 明 " 原 有 立 場 " 是 什 

麼，蘇聯代表不得不對這件事酌加阚明。 

三二.美國代表照例耍想將聯^國屮申P靑國入 

會問題的僵局歸咎於蘇聯。蘇聯代表因此不得不重 

提往事，指出入會問題之所以陷於慍局，具TE原因 

並不在於蘇聯所持的立場，因爲蘇聯提讒不問十四 

國的政制如何——這一點特別要婧安全理事會注;0-

律准其加入聯合國，僵局的眞正原因乃在於 

美阈小願意譲這些國家其政制爲美國統治階曆所佾 

惡 者 加 入 聯 國 。 

三 三 講 到 這 襄 ， 我 應 該 吿 訴 各 位 ， 阿 爾 巴 尼 

亞、蒙古人民共和國、甸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 

亞等五國遗求加入聯â"國的中pi *已經由安全理事 

會審査過一一每國三次。換句話說，理事會審^過這 

些申^ t ï，並且總共表決了十五次。在十五次表決 

屮，美國六次投反對票，也就是六次使用否决拖，因 

爲安全翊事會常任理事國每投一次反對惠，則該次 

反對票便作爲一次否決而論。 

三 四 美 國 代 表 們 替 他 們 自 己 辯 護 說 ， 投 ^ 反 

對這些國家入會的小祇是他們而已，另外S有英聯 

王國、或荷蘭、或安全理事會的其也a事國也一起 

投反對菓。然而，這並不改變問題的本锊。安全理 

事會常任理事國每投一次反對票就是使用一次否'决 

槌，至於安全理事的其他理事國是否也投反對^ ，或 

者投反對票者是否祇限於它一國，這類問題是無 i l 

宏旨的。 

三 五 此 外 ， 在 一 九 四 七 年 八 月 二 十 一 日 （ 第 

̶九〇次會^)，美國覃獨一國投累反對匈 ï利入聯 

â"國。 



三六.所以儘管美國代表口口聲聲說他未曾使 

用否决權，事實上却不然。美國代表們在十五次表 

' 决 中 有 六 次 投 " 反 對 " 票 ， 也 就 是 有 六 次 使 用 否 决 

權。在十五次表決中投了六次"反對"菓後，美國又 

在共餘九次表決時棄權，藉此使准許上述五國加入 

聯合國的提案得不到必需的贊成票數。美國代表慣 

常便用這穉暗中否決權，其方法ê聯合英美集WI的 

其他理事國一起棄權，使安全理事會中的提案無法 

三 七 當 安 全 理 事 會 [ 第 五 七 六 次 會 議 ] 表 决 突 

尼西亞問題時，美國和理事會中屬於英美集ISI的其 

他幾個理事國都棄權；這件事例向聯^國各會員國 

和全世界人民證明這種"棄權"其 s 等於是投"反對" 

票,因爲它阻Jfc，或者妨礙，事會就特定問題通 

過決議。這件事實到現在已經爲衆所厨知了。 

三 八 由 上 述 各 節 顯 然 可 見 申 請 國 入 會 問 題 

之所以陷入僵局，其原因並不在蘇聯的否決權，而 

在 於 美 國 在 安 全 事 會 中 公 開 及 暗 中 使 用 的 否 决 

權。 

三 九 我 敍 述 ^ 些 事 實 的 用 意 在 徹 底 暴 露 美 國 

不斷想誹謗並歸咎蘇聯的企園。好久以來，蘇聯不 

斷請美國和英美集圑放棄它們偏袒若干國家及歧視 

共他國家的政策，並且請它們准許十四國一齊加入 

聯合阈而不計較這些國家的政制，也不問申請加入 

聯合國的各國政制是否爲安全理事會中某一常任W 

事阈所贊許。 

四 〇 聯 合 國 憲 章 絕 對 禁 止 干 涉 他 國 內 政 。 美 

國及幾個服從美阖的國家公然違反憲章中這項最重 

要的規定，不准人民民主國家加入聯â"國，其唯一 

原因在於美國和英聯王國統治階層不喜歡這些國家 

的政制。 

四 一 . 英聯王國和法國代表在安全现事會常任 

理 事 國 的 會 譏 中 不 遺 餘 力 贊 助 美 國 的 * 場 。 安 全 》 

事會四常任理事國代表的會議就此結束。 

四二. 美國、英聯王國和法國三國代表竭力表 

示申請加入聯合國的十四國應當"個別"加以審査。 

他 們 又 企 圖 在 審 査 十 四 國 的 申 請 時 倂 案 審 査 最 近 

日本和法美兩崮在印度支那的傀儡——保大統治下 

的越脔、.柬埔寨和老撾——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申 

請書。 

四三我們不難想見這些拙劣的"動機"；&際_t 

是 專 爲 胆 礙 理 事 會 對 十 四 國 入 會 問 題 作 一 致 的 决 

定。 
四 四 下 述 一 件 意 味 深 長 的 事 實 足 以 證 明 美 國 

代表旣不願也不想達成一致的'决定。當美國、英聯 

王國和法國三國代表否'决了蘇聯代表提出的准許十 

四國加入聯&國的提案之後，又當他們宣佈耱 i s反 

對甸牙利、羅^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及蒙 

古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之後，美國代表隨卽開始 

宣sg—份公報，這伢公報是他在事先準備好的，而 

且在會前就用打字機打出，内稱安全理事會常任理 

事國並未璲致協議等語。此事雖小，但由此顯然可 

見美國代表一方面參加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會 

議在表面 J :諜求對申靖國入會問題璲致協議，一方 

而早就準備好一份公報說未能璲致協議。由此可見 

他在事先已經斷定會議奄無結果——這件事實，自 

從這份公報在今天的安全理事會屮宣佈以後，現已 

爲衆所周知了。 

四五 i述事實再度證明美國以及贊助美國的 

英聯王國和法國不論在過去或現在都無意對十四國 

加 入 聯 國 問 題 逹 成 協 議 。 

四 六 這 些 國 家 的 統 治 階 層 ， 尤 其 是 美 國 的 統 

治階層，對申請國入會問題堅持它們的舊立場，就 

是 說 偏 拟 一 部 分 申 ^ 國 而 歧 視 並 壓 制 申 請 國 屮 國 

內政制爲它們所 f t惡的另一部分。美國代表以及他 

的英聯王國和法國同漦不斷設法揑造糚M藉口並且 

詆毀人民民主國家，藉此掩飾美國對這些國家及其 

人民的仇視政笫，並胆撋這些國家加入聯^國。 

四 七 爲 再 度 證 明 美 ' 國 對 入 會 問 題 的 立 場 純 屨 

無稽起見，我們且來檢討一下事實。 

四 八 且 舉 羅 馬 尼 亞 爲 例 。 羅 馬 尼 亞 人 民 共 和 

國於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慶祝蘇維埃軍隊將羅 

馬尼亞從法西斯政榷和希特勒佔颌底1解放出來的 

八週年紀念。自從解放以來，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 

循着經濟進展及廣泛民主發展的途徑百折不撓向前 

邁進。罹馬尼亞工業生產量幾乎達到戰前的三倍。到 

— 九 五 一 年 底 ， 全 阈 經 濟 已 經 有 以 上 工 業 化 了 。 

戦後八年來，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已經從落後的農 

業國家變成工業上高度發展的國家。以前，它的工 

業幾乎全部受帝國主義國家的託辣斯和獨占企業^ 

縱 ， t 的 經 濟 資 源 也 ^ 到 這 些 託 辣 斯 和 獨 占 企 業 窮 

兇極惡的刼掠及摧殘。現在工業掌握在人民共和國 

手中，成爲公有的财產。農業產量也比一九三八年 

時增多。 

四 九 在 新 罹 馬 尼 亞 境 內 ， 民 族 或 稱 族 歧 視 已 

經絕跡。少數民族取得了完全平等的地位，並且具 

有確實V受他們權利的物質條件。罹馬尼亞人民共 

和菌 f~愛好和平的國家。據報載，羅馬尼亞人民共 

和國部長會議副主席 M r George Apostol曾於八月 

二十三日在蒲加勒斯特舉行的莊嚴的會議屮宣佈， 



羅馬尼亞外交政策是以它本阖入民對和平的摯愛爲 

基礎的。，糚政策乃是保衞和平以及與一切愛好和 

平 的 人 民 à 善 相 處 的 政 策 。 英 美 宣 傅 機 , 以 及 仇 視 

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及其人民的官員們居然故佈各 

秤誹謗的謠言^罹馬尼亞並不是愛好和平的國家， 

所以不能准它加入聯合國。英美集圑代表的這類言 

論與事為具相完全不符，無非是^壁虛構恣意誹謗 

而已。 

五 〇 如 果 羅 ^ 尼 亞 人 民 共 和 國 及 其 外 交 政 策 

的愛好和平性^必須加以證明的話，這類證據不勝 

枚舉。單憑下述事實便足以證明'羅馬尼亞人民中 

有一千一g"^成年男女毅然'决然主張並且投票贊成 

五強歸結和平公約。SÎ̶千一百莴羅馬尼亞人民已 

鸫簽名籲請五強歸結和平公約。 

五一.雖然事贅具在足以證明羅馬尼亞及其人 

民具正愛好和平， s類證據却不能使英美集國國家 

的代表，尤其ê美國代表相信，這是當然之理，囚 

爲美國的統治階曆藉軍備競爭、武器供應、侵赂政策 

及準備新世界大戰政笫賺取15額利潤，^們已經爲 

這栩暴利所迷醉了。這也不足爲奇，因爲美國和英 

聯王國的統治階曆懼 f f l這«證據，懼怕愛好和平國 

家 的 幾 人 民 耍 求 增 強 和 平 的 ^ ^ 及 簽 名 。 採 取 

這 種 侵 略 及 準 備 新 世 界 大 戰 政 ^ 的 英 美 政 ^ 看 到 這 

些事B和文件如同在夢魘中一舣感到嚇。可是，在 

全世界愛好相平的人民看來，笾是最確瀵的證據,足 

以證明羅馬尼亞是眞正愛好和平的國家， t的政策 

也完全符合憲章第四條的規定。羅馬尼亞是愛好平 

的國家。它承擔憲章所載的義務，&願意履行這些 

義務。因此，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充分符合憲章第 

四條所規定的條件，而且可以准許If加入聯合國。 

五二 其 他 各 人 民 民 主 國 家 的 情 形 也 完 全 相 

同，它們多年來一直因爲^到英美集IS!——允其是 

美國的統治階層——阻撋，以致迄今未能加入聯合 

國。我是指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蒙古 

人民共和國等蔺而言。 

五 三 美 國 和 英 聯 王 國 反 劐 這 些 國 家 入 會 是 公 

然達反它們在戰前及戰後的國際條約中所承擔的義 

務。人們都知道，美國、英聯王國和蘇聯三國政府 

元首所簽訂的柏林協定——也就是美國人所稱的波 

茨坦協定——有一部分條款規定締結《I約及加入聯 

合國事宜，依照這些條款的規定，三國遠在一九四 

五年七八月間——就ê說七年以前——卽已承諾與 

保加利亞、甸牙利和罹馬尼亞稀結和約，承認這些 

國家的民主政府，並贊助t們申請加入聯合國。 

五 四 三 國 在 柏 林 會 議 時 所 承 擔 的 上 述 各 項 義 

務復經確賁規定於三國與保加利亞、甸牙利和羅馬 

尼亞分^雜結的各In平條約中。在同盟聯合作戰國 

與保加利亞、甸牙利和羅馬尼亞簽訂的各和平條約 

中，美國和英聯王國政府承攒國際義務，必須贊助 

保加利亞、甸牙利和羅&尼亞申婧加入聯合國，也 

必須赞助這些國家加入在聯合國主持下所豨桔各糨 

公約。 

五五此外，甚至於在柏林會讓之前，蘇聯、美 

國 和 英 聯 王 國 三 國 已 於 一 九 四 三 年 i 月 至 十 二 月 

間在德黑蘭會議時毹結協定，其中關於嗣後的共同 

政m部分鄭重宣吿蘇聯、美國和英聯王國三國政府 

對一切國家，不論大小，凡其人民決心從事於涫除 

暴政、奴役、壓迫及排斥異己之工作者，一律歡迎 

其加入民主國家的世界社會。申請加入聯合國的人 

民 民 主 國 家 均 & 完 全 履 行 德 黑 蘭 協 定 的 i 述 條 款 。 

這些國家的人民政府已經徹底完成上述的工作。這 

些國家恪遵它們所簽訂的相平條約的規定，已將當 

初引 jTÈ們與希特勒的德國及法西斯義大利一起對 

同盟聯合作戰國從事戥爭的法西斯伢子解除權力。 

具正民主的人民政府業已建立。重要的土地改革也 

巳^施，使得原來沒有土地或者祇有少造土地的數 

百 ^ 農 民 取 得 土 地 。 工 業 發 展 方 面 B 經 有 輝 嫿 的 

成就。工業生產量比戰前產量墦加兩倍或三倍以上。 

以美國相英聯王國積極贊助的那些申請加入聯合阖 

的國家而論，它們連做夢也想不到在如此短促的時 

間内，工業能夠發展到這般地步。 

五六. 人 民 民 主 國 家 的 經 濟 旣 有 進 展 且 吿 穏 

定，人民的物質享受及文化造詣也同時蒸蒸日上。戰 

前當這些國家的經濟全部掌握在外國獨占企業的手 

中 ^ , 失 業 問 題 十 分 嚴 重 ， 現 在 這 個 問 題 已 永 不 存 

化'。巳往外國资本操縱這些國家經濟命脈的程度由 

T列數字可昆一班：例如羅馬尼亞，百分之九十一 

的汽油工業)菓，百分之七十四的金屬工業股票，及 

百分之七十二的化學工業股褢都屬於外國資本家。 

再以保加利亞爲例，一九三九年時德國的託辣斯及 

銀行控制保加利亞輸出總額百分之六十七點八&输 

入 總 額 百 分 之 六 十 五 點 五 。 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前 

夕，保加利亞巳經淪爲法西斯德國的農業附廇國。 

五七. 其 他 人 民 民 主 國 家 也 有 同 樣 迅 速 的 進 

展。現在這些國家都是自由獨立的主榷闼家。以自 

由獨立國家的地位，它們懐着信心循^經濟發展及 

民主發展的途徑邁進。在阿爾巴尼亞、甸牙利，羅 

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境內並無失業者，但是義大利，自 



從^"馬歇爾計剷"的À5弄成爲美國獨占企業的犧牲 

品後，國內失業人數——卽便根據美國―報紙的記載 

——足足有二百离人以上。對這些事實，美國代表 

寧願默不作聲。 

五 八 下 述 事 S 足 以 證 明 人 民 民 主 國 家 的 廣 泛 

民主某礎人民中有幾千個新人物——工人、農夫、 

智識伢子——參加政府機關。例如冇五驾人——國 

家的精華——當選爲保加利亞各人民會議的委員。 

五九.13：立人民會議一事使國家民主制度有重 

大進展。由下列 î$称事S可見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 

政府在提高生活水準及改良文化環境方面所作措施 

的範Kl。 

六 〇 在 戰 後 八 年 內 ， 保 加 利 亞 首 都 索 菲 亞 一 

地所築房尾數目等於當地在保加利亞解放前六十年 

內所築房屋總數的十一倍。試問美画代表，他這樣 

熱心赞助加入聯合國的那些國家在戰後建築了多少 

房屋。新築的房屋數字是甚可重視的，因爲由此可 

以 證 明 一 國 政 府 除 了 不 邊 際 的 宣 言 外 是 否 的 確 能 

確保人民的福利。 

六一自從保加利亞、羅馬尼 f t 、匈牙利和阿 

爾巴尼亞成立了人民民主體制以後，教育及文化^ 

及到羣衆。例如阿爾巴尼亞，現在已有 f遍的小學 

教育。一九五〇年間，小學學生人數等於一九三八 

年Dè的三倍，中學學生人數等於該年的四倍，此外， 

第 一 所 高 等 教 育 學 院 — — 師 範 學 院 — — 亦 已 開 ^ 。 

現 在 阿 爾 巴 尼 亞 出 版 報 紙 十 三 ^ ， 定 期 刊 物 十 四 

m.;戰前祇有兩份銪路不廣的日報。 

六二 _ k 述 事 a 旣 可 證 明 這 些 國 家 戟 後 的 

與正民主發展以及 t們的和平政策，又可徹底駁斥 

美國代表和英聯王國代表的1 ^列言論卽阿爾巴尼 

亞、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人民民主國家 

並不愛好和平，且不合憲章第四條所規定的條件，因 

此不能准許^們加人聯合國。這類言論無非是英美 

帝國主義者所揎造的惡意誹謗而已，其用意在掩飾 

它們對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甸牙利、阿爾巴尼亞 

等國人民的仇恨政策。 

六 三 我 們 祇 須 査 究 一 下 那 些 國 家 在 美 國 統 治 

階曆的目光中是"愛好和平"的，因此値得被推蕊加 

入聯â>國，我們就瞭解美國代表相英聯王國代表的 

言論是何等的虛潙僭妄。 

六 四 美 國 統 治 階 曆 認 爲 是 " 愛 好 和 平 " 的 國 家 

是約但哈希米德王國（約但），該阖以镟張領土爲 

目標而對鄰菌不斷施行威脅，葡萄牙，該國曾和佛 

朗哥的西班牙一起與希特勒的德國合作，愛爾蘭，該 

國同情希特勒而不同情與希特勒暴政作戰的國家； 

最後還有義大利。義/c利已往因法西斯土義不â啬 

任的侵略政策以纹慘遭浩《$， ^吿復原，現在；^又推 

行侵略政策，成爲侵略的北大西洋牮圃的一員—— 

這個侵略集 i n ,據它的英美钮織者自己宣稱，是W 

蘇 聯 和 人 民 民 i 國 家 爲 對 象 的 。 

六 五 我 們 祇 須 將 保 加 利 亞 、 匈 牙 利 、 罹 馬 尼 

亞 、 阿 爾 巴 尼 亞 、 蒙 古 人 民 國 等 國 的 和 平 — — 

眞正和平——政策與美國和英聯王國所袒^的上述 

國家及侵略集M國家的政策互相比較，我們就可以 

發 現 美 國 和 英 聯 王 國 的 統 治 階 曆 是 何 等 的 虛 偽 詭 

譎；這些統治階曆爲了掩钸它們對人民民主國家的 

仇恨政策，不惜散佈讕言，詭稱這些國家是不愛好 

和平的。現在入~都知道，英美集M所揑造的、詆 

毀人民民主國家的言論是毫無根據的，其唯一目的 

在於掩飾美國相英聯王國的統冶階層對&民民主國 

家所推行的仇恨政&。 

六 六 . 如 果 我 們 拿 人 民 民 主 國 家 所 賁 施 的 廣 泛 

民主改革與美國和英聯王國所親善的若干國家的內 

政狀^互相比較，我們就可以斷定人民K主國家的 

確已經完成了廢除暴政、奴役及壓迫的工作，而那 

些爲美國和英聯王國所；！愛並蒙這兩國代表竭力推 

薦 加 入 聯 合 國 的 國 家 中 有 許 多 却 尙 未 完 成 這 項 工 

作。倘若有人硬說約但哈希米德王國（約但）的國內 

政體是"民主"的，或甚至於sTÈ比人民K主國家中 

某一國的國內政體"更民主些"，這個A簡直是可笑 

荒唐之至o 

六 七 美 國 和 英 聯 王 國 的 統 治 階 曆 堅 持 l a 葡 ^ 

牙——法西斯獨裁國家——是民主的，這件事充分 

表現 t 們支持反民主的政栊，同時公開反^人民 K 

主國家的眞正民主體制。人們已經明白，美國相英 

聯王國對A民民主國家國內政體的敵; f宣傳無非反 

映英美獨占企業對這些國家所懷的仇恨及狠毒的心 

m,因爲這些國家已經成爲眞正獨立自由的主權國 

家，已經永遠擺股外國資本家的統治，從此永遠不 

讓那些觊覦》‧』人财產、從事搜刮的外國獨占企業剡 

削它們本國的資源。 

六 八 由 於 上 述 的 卑 鄙 動 機 ， 美 國 代 表 才 恬 不 

知恥，用敲詐勒索者的口氣^，除非阿爾巴尼亞、句 

牙利及蒙古人民共相國改變它們的政策並且證明它 

們確實願意擁譴聯合國憲章，否則美國政府就不能 

贊 成 這 些 國 家 加 入 聯 國 。 

六九.美國代表的這篇陳述®示問題的BS鍵所 

在。美國的統治階曆痛恨這些國家的國內政制，因 

此就反對這些國家加入聯â"國，並且恬不知恥公開 

對t們施用遯力，強迫它們改璲它們的國內政制。 



七 〇 美 國 的 統 治 階 曆 ; y 上 述 各 節 爲 目 標 ， 這 

件事已經是無人不知了。我祇須提及美國國會於一 

九 五 一 年 通 過 的 那 個 聲 名 狼 藉 的 法 律 就 夠 了 。 這 

個 法 律 的 目 的 在 楨 動 對 人 民 民 主 國 家 及 蘇 聯 的 叛 

#【、怠工及敵;t的反對人民的行爲，爲了這些敵意 

的目的，美國政府特地撥款一萬萬美元，這件事在 

和平時期的正常國際外交關係上是史無先例的。美 

國政府财政部用美國人民——美國衲稅人民——的 

金餞來供養血腥的、反對人民的割子手以及匈牙利 

人，罹馬尼亞人、保加利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及其他 

人民的仇敵。由於美國的統治階層探取這穉敵對的、 

仇恨的政笫，美國遂堅決反對阿爾巴尼亞、匈牙利、 

羅馬尼亞及蒙古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國。 

七 一 不 論 美 國 的 統 治 階 曆 如 何 曲 解 聯 合 國 憲 

章，它們決不能藉此遮蓋住它們的眞正目標，也就 

是敵對、仇恨及侵略這些國家的目標。現在大家都知 

道，這就是美國統治階曆之所以反對這些國家加入 

聯合國的主耍原因。美國的這称立場不但是公然達 

反美國在德黑蘭及波茨坦所承镥的國際義務以及對 

萍馬尼亞、保加利亞、甸牙利等國的和平條約中所 

承ft?的國際義務，而且也與聯合國憲章正相牴觸。 

七 二 雖 然 美 國 代 表 和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競 相 發 表 

詆毀人民民主國家的言論，謂這些國家的政策違背 

憲章，他們却提不出絲毫的證據來證明他們不懷好 

^的誹謗言論。聯合國憲章規定必須發展國際間以 

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决原則爲根據之友好關係。 

人 民 民 主 國 家 的 政 | & 及 國 內 體 制 完 全 符 合 這 項 原 

刖。憲章又規定必須不分穉族、性、語言或宗教， 

增 進 並 激 勵 對 於 全 體 人 類 之 人 權 及 基 本 自 由 之 尊 

重。人民民主國家的政第及國內體制也完全符合這 

些 原 刖 。 自 從 這 些 國 家 普 遍 實 施 民 主 的 再 教 育 以 

後，各該國人民不受,族歧視，也不分穉族、性別、 

語言或宗教，一律享受充分的民主權利，這穉情形 

耍比美利堅合衆國及英帝國更勝一籙。在這方面，祇 

要看看美國黑人的境遇就知道了。 

七 三 凡 此 称 秤 家 喩 月 曉 的 事 實 足 以 證 明 違 背 

憲章者並非人民民主國家的行動，而是美國和英聯 

王國的政策及作風。這兩個國家公然遠反憲章，不惜 

蔑視其中某本原刖之一干涉他國內政。它們企圆干 

涉人民民主國家的內政無所不用其極，甚至於要求 

這些國家改瘦國內體制，其目的當然是爲了迎合英 

美獨占企業的需要，而毫不顧及當地人民的利益。 

七 四 不 涫 說 ， 祇 有 爲 狂 妄 的 仇 恨 所 蒙 蔽 ， 因 

而失却理性的人才會探取這荒謬絕倫的，非法而且 

違背I：章的立場來應付申請國加入聯合國問題。 

fc五.美國代表和英聯王國代表因爲找不到合 

理的論據，於是就想出各称機詐的託辭以资搪塞。例 

如他們提出所謂個別審査申請入會各國的方案。可 

是，將這極"方案"適用於蘇聯所提籤同時准予入會 

的 十 四 國 是 毫 無 意 義 可 言 的 ， 而 且 根 本 就 沒 有 理 

由。人人都知道——連土耳其代表也不見得會否認 

——這十四國的申請書都曾由安全理事會逐件審議 

不 -卜兩三次。 

七 六 事 赏 - 具 在 阿 爾 巴 尼 亞 請 求 加 入 聯 合 國 

的申請書經於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一九四七 

年八月十八H及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五日審議；蒙古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申 請 書 經 於 一 九 四 六 年 八 月 二 十 九 

日、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八日及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五 

日審議，匈牙利的申請書經於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 

--日，一九四七年十月一日及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五 

日審議，羅馬尼亞的申請書經於一九四七年八月二 

十一日、一九四七年十月一日及一九四九年九月十 

五日審議；保加利亞的申請書經於一九四七年八月 

二 " f 日 、 一 九 四 七 年 十 月 一 日 及 一 九 四 九 年 九 月 

十五日審議。 

七 七 至 於 美 國 和 英 聯 王 國 現 在 促 請 准 予 入 會 

的國家，卽愛爾蘭、葡萄牙、約但哈希米德王國（約 

但）、義大利等國，這些國家的申請書也曾由安全理 

事畲逐件審議不下兩三次。 

七 八 因 比 ， 美 國 代 表 和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主 張 再 

度"個別"審議十四國申請書的提議無非是機詐的託 

辭，^用意一則在掩飾他們之反對人民民主國家加 

入聯合國,二則在引起蘇聯代表團不得不對英美的、 

非法而且違背憲章的勾引手段重新投一連系的票， 

換句話說，其用意在引起另一批所謂蘇聯的"否'决" 

以資增加其總數來達到美國宣傅的目的。 

七九.我不妨照事直說，這称立場的出發點顯 

然是一種敵意的及挑跫的政笫，其目的©然是想阻 

止人民民主國家加入聯合國，同時想得到幾個新的 

蘇聯"否'决"來達到宣傅及誹謗的目的。但是英美集 

阁的這種敵意的及挑遛的策略恐嚇不了我們。如果 

爲了維讒正義，爲了保衞那些受美國和英聯王國阻 

擱以致不能加入聯合國的國家的合法權利，蘇聯非 

再便用否決權不可時，我們當然要使用的，爲了這穉 

合法公正的崇高目的，我們如遇必要將不吝使用§ 

決權。 

八 〇 我 們 向 全 世 界 宣 吿 ， 蘇 聯 過 去 從 未 ， 現 

在並未，將來也決不會爲不公正的非法目的在聯合 

國中使用S決權。每次蘇聯否決都是蘇聯在聯合國 



中合法的公正行動，其目的一則在恪遵憲章的規定 

及憲章的基本原iHI——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阖一致 

同意之原則——保障蘇聯自身的合法權益，二刖在 

遇 有 其 他 任 何 國 家 的 權 益 遭 英 美 帝 國 主 義 者 蹂 躏 

時，保障這些國家的合法權益。 

八 一 . 美國和英聯王國對申請國入會問題所持 

立場顧然是非法的，而且也違背聯合國憲章及國際 

法的墓本原則，因爲這穉立場公然違反英美雨國在 

戰時及戰後簽訂的若干協定中所承擔的義務。我們 

不能縱容英美集SI憑t在聯合國中所控制的過半數 

一意孤行作非法活動。美國在聯合國各機關中旣有 

必然的過半數，它可以稱心如意強制這些機關通過 

它 所 贊 成 的 决 議 案 。 已 往 有 不 少 决 譲 案 就 如 此 通 

過；但是這類決議案，不論批發或零售，是一文錢 

都不値的，因爲不論這類'决議案有多少，依照國際 

法或聯合國憲章英美集圑並沒有權利拿這些違反恵 

章的非法決饞案來欺詐別國；對於這類不公正的非 

法決議案，我們也決不會苟同的。 

八 二 . 在安全理事會中，我們根據聯合國憲章 

給予我們的榷利，決不能讓理事會通過這類非法的 

決議案。我所說的栊利是指安全理事會五常任理事 

阈一致同意之原則而言。鑒於這項原刖被美國和英 

聯王國無恥地肆;f遠反，我們對這件事堅決表示抗 

議，而且我們今後將不斷運用我們所有的權利及力 

量，努力防止遠反憲章及蔑視憲章之情事。 

八 三 我 已 經 一 再 說 過 ， 申 請 國 入 會 問 題 到 現 

在巳經發展到非照蘇聯的建議同時准許十四侗申請 

國一齊加入聯合國便不能解決的地步。主張個別審 

議十四國申請書的提籤W由牽強不堪一駁。每伴申 

請書都曾由安全理事會審,過不止一次，現在是准 

許十四國一齊加入聯合國的時候了。 

八 四 . 反 對 人 民 民 主 國 家 加 入 聯 ^ 國 的 英 美 笫 

圑自己也知道它的論據之不足取，於是就提出另外 

—點理由，說是不可能同時准許幾國一齊加入聯合 

國。這撣無聊的論據是不堪一駁的；^等於是美國 

自已反駁自己。憲章中並無任何條款不准理事會以 

單獨一項決議案准許幾個國家同時加入聯合國。憲 

章各條並沒有這類禁止的規定。這一點附帶可供剛 

才對此問題發言的土耳其代表參考。此外，由安全 

理事會的歷史可知美國本身,在聯合國成立不久時 

提議同時准許若干國家加入聯合國，從此創立了先 

例。我諺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閱讀现事會一九四六 

年八月二十八EJ第五十四次會議的正式紀錄。如此 

他 們 就 可 以 知 道 美 國 及 當 時 美 國 的 正 式 代 表 M r 

Johnson f經提讒同時准許八個申請國入會，就此在 

安全理事會中劁立了這種先例。說到這裏，我必須附 

帶指出，各位现事諒必也都知道，英美兩國出席安 

全H事會的代表一向源源不絕援引安全理事會已往 

的先例，他們認爲這些先例，乃是他們的提案的最 

有力的論據。但是，爲表W客靓的眞理起見，我必 

須進一步說明英美紳士們祇援引有利於美國和英聯 

王國的先例，同時却不顧--切檳斥邯些 f 利於他們 

及與他們立場背馳的先例。對於後述一類先例，他 

們如果不能說是官派十足的緘口不提，至少可以說 

是 保 持 " 紳 士 式 的 " 械 ^ 。 

八 五 我 特 別 是 指 美 阈 代 表 在 過 去 創 立 的 先 例 

而言。在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六年月八二十八日[第 

五 十 四 次 ] 會 議 中 ， 美 國 代 表 M r . Johnson提出下 

列正式決議草案： 

"安全理事會 

"業已收到阿爾巴尼亞、蒙古人民共和國、阿富 

汗、約伹、愛爾蘭、葡萄牙、冰島、與瑞典各籣 

向 本 铕 凝 提 出 之 入 會 申 請 * ; 

"茲向大會推薦T列各申請國入會：阿富汗、阿 

爾巴；？亞、冰島、愛爾蘭、蒙古人民共和國、葡 

萄牙、瑞典、約但。" 

換句話說，提出申請害的八國全都包括在美國決議 

草案中，而且美國代表還向大會推薦這些國家加入 

聯合阈。 

八六.誰能否認說美國正式向安全理事會提出 

的這項決議草案並不是一項同時准許八國加入聯合 

國的提案呢？美國代表在提出同時准許八國人會的 

提 案 並 說 W 美 國 政 府 當 時 對 入 會 問 題 所 持 的 立 場 

時 ， 替 美 國 ' 决 議 孳 案 辯 謹 說 ： 美 國 認 爲 安 全 理 事 

會應該探取宽大的遠慮燭先的措施，儘量於憲章第 

四條親定所容許的範園內，增加聯合國會員國的掣 

百。 

八 七 當 時 美 國 代 表 又 說 ， 美 國 政 府 提 案 的 要 

義是理事會本其對於各申請國公正爲懷的精神，並 

爲聯合國的利益設想，應該向大會建讒准許這些國 

家一同入會。 

八八. 在那次會議中列席的聯合國秘書長對美 

國提案表示;t見說，以聯合國秘書長的資格，他願葸 

贊成足以解決當時各申請國入會問題的協議辦法。 

八九. 贊成這項美國提案者尙有當時爲安全理 

事會理#國的墨西哥和埃及兩國代表以及巴西代表 

和中國代表。 

九 〇 旣 然 美 國 在 一 九 四 六 年 時 提 出 的 同 時 准 

許八國加入聯合國提案，照美國本國代表的說法，是 

憲章第四條規定所容許的，而且是出於對各中請國 



公正爲懐的精*，何以現在當蘇聯提出同時准許十 

四國入會的提案時，美國却不願本着同樣的公正爲 

懷的精祌並依照憲章的規定來採取行動呢， 

九 一 桉 理 說 ， 美 國 旣 然 在 一 九 四 六 年 時 提 議 

同時准許八國人會，現在應當贊成蘇聯在一九五二 

年時主動提出的准許十四國入會的決議享案。現在 

蘇聯主張的辦法與當年美國主張的辦法固無異致， 

這踩辦法旣未威脅聯合國憲章，也未搖搣聯合國的 

基礎。儘管那些對美阈唯命是從的人竭力表,示異 

m ，一九四六年^聯合國憲章並未受到這称威脅，現 

在一九五二年時也未受到此穉威脅。 

九二.事實與先例俱如上述。正因爲有這些先 

例可援，同時鑒於十四國的申請書,由理事會審議 

之事實，又鑒於申請國入會問題因美國和英聯王阈 

所持立場而造成的現狀，蘇聯認爲同時准許有關的 

十 四 國 一 齊 加 入 聯 合 國 乃 是 最 公 正 合 理 的 解 決 臃 

法，而且也是完全符合憲章規定及安全理事會往例 

的澥'决辦法。蘇聯代表團竭力促請理事會探納這種 

解決辦法。 

九 三 主 席 ' 照 發 言 者 的 名 軍 ， 還 有 幾 位 代 表 

尙未發言。但是這幾位代表已經表示願意等到明天 

發言。所以，如果各位不反對，我建議理事事於明 

日午後三時再開會。 

決定如議。 

九 四 主 席 因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會 譏 遛 要 装 钸 壁 

畫，明日會議移至託管理事會會議廳舉行。 

午後六時四十五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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