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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種 事 會 

正 式 耙 錄 

第四年 第 ― 號 

第四百零人次會議 
—九四九年二月十日星期四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蔣廷黻先生（中國）o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阿根廷、加拿 

大、中國、古巴、埃及、法蘭西、那威、烏 

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聯盟、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一. 臨時議事日程 

(S/Agenda 408) 

一，通過議事日稃。 

二 ， 祕 書 長 爲 遞 送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一 十 九 曰 

大會第一百六十三次會議所；&過闞於取 

綠原子武器及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各 

裁滅軍備、軍隊三分一之決議案[一九二 

(三）]事，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曰致安 

全理事會主席公函[s/m6]o 

二. 通過議事日程 

(議事日程通過） 

三 . 舰 一 九 四 人 年 " K ^ 

月十九日大會第一百六十三次 

會議所通過關於取締原子雜 

及錢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各裁 

減 軍 備 ， 軍 ^ 之 決 鏃 

(—九二(三))事，於一九四九 

年一月十四日致安全理事會主 

席公函(S/1216) 

Mr. AUSTIN (类利堅合衆國）：安全理事 

會前次會議[第四〇七次】時，主席曾詢有無 

反對將大會決議案[一九二 (三)】移交常規軍 

備委員會者。茲假定蘇聯代表上次發言寓有 

反 對 本 意 . 並 欲 使 該 問 題 成 爲 本 會 應 加 審 議 

之事項起見，本人特提議通過理事會現有文 

件S/1248中所載之決議案。該案措詞非常簡 

單，原文如下： 

決議將文件S/1216所載大會一九四八 

年 十 一 十 九 曰 之 決 議 案 5 ^ 常 規 軍 備 委 員 

會，由該委員會循其規定採取行動。" 

General M C N A U G H T O N (加拿大)：今日 

議事日程中之項目仍係祕書長爲遞送一九四 

八年十一月十九曰大會决議案於一九四;^年 

一月十四日致安全理事會主席之公函。大會 

決議案第五段稱： 

"建議安全理事會研究常規軍備及軍隊 

之管制與裁滅間題，由常規軍備委員會主持 

其事 " 

故安全理事會目前所當決定者乃係是否 

接受本人適饞宣讀之大會建,。閼於此親,余 

憶及大會巴黎屆會首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 

九曰某次全體會議以四十三禀對六累（棄權 

者一)通過該决議案[一九二 (三）]1。因此，該 

決镶案旣經第一委員會長久時間之討論自锥 

代表聯合國多數會員國之意見。反费該案者 

僅爲蘇聯及其他經常與之合作之少數國家而 

已。 

凡大會以如此絕大多數通過一項對安全 

理事會或向聯合國任何其他機翮之建議，該 

受到應得之尊重。本人因此認 lg安全理事會 

1參閲大會第三屆會第一期會議正式紀錄， 

第一百六十三次全體會議。 



目 前 最 適 當 之 行 勒 乃 爲 同 意 秕 准 大 會 之 建 

議，同時將之移交常規軍備委員會主席並請 

該委員會按照規定進行研究並及時向理事會 

提具報吿。 ' 

因此本人希望主席將荬國代表所提決議 

案付表決俾便常規軍備委員會於最短期內得 

對該問題進行研究。 

主席：本席認爲此時宜向各位說明所擬 

探用之程序。吾人現有兩項提案:一爲蘇聯代 

表圑之决議案草棻,载見文件S/1246/Revl; 

一爲美國之決議案草案,载見文件S/12480現 

請安全理事會各位代表自由發表意見。一俟 

討論結束，本席即將各決議案按其先後提出 

次序交付表决，但如有原提案人表示不願原 

案交付表決自属例外。 

Mr M A L I K (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盟)：本人不擬解釋蘇聯代表圃决議案草案中 

各項建議所具之理由，因爲似無特刖需耍之 

故。該决議案中之各建議甚爲具體、明確而 

易解，而其重要之黠乃如原案所謂有在極短 

期 實 行 之 可 能 。 

由於若干發言人，特別是类國代表费於 

各該建議之正文曾圖加曲解，故本人不得不 

就之有所陳說0 

本問題之實體僅爲：安全理事食議事曰 

程上現有大會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曰 

過闕於原子武器之取綞及安全理事會常任理 

事國各裁滅軍備、軍隊三分一之決議案0 

諸位當能憶及，蘇聯依據其基本外交政 

策 — — 爭 取 和 平 及 反 抗 侵 略 新 勢 力 之 政 策 

——早於一九四六年即向聯合國提出普遍裁 

狨軍備、軍隊及取歸原子武器之建議 0 蘇聯 

出席處理本問題之聯合國各機關之代表一向 

盡力促成詹合國大會決議案[四十一（一）】之 

實踐。該決議案早於一九四六年通過，內中 

係規定普遍裁減軍備、軍隊及取鎌原子武器 

等事宜。蘇聯之努力不幸均遭英美集國之直 

接反對而尤以英、美二國代表圃《甚 0 彼等 

儘量—3法阻携基於上述決議案之任何實際辦 

法之訂立0本決議案現恐有不能實現之危險0 

蘇聯代表團因鑒於此，特奉政府訓令於大會 

一九四八年il月在巴黎舉行之铕三届會時另 

h提出具體提案 [A/7 2 3】，意在發揚上述之 

聯合國决議0 

大會及其委員會與小組委員會討論蘇聯 

提案已近二月。英、美二國代表團會竭力阻 

摸 其 通 過 0 諸 如 臛 迫 、 煽 動 、 甚 至 公 開 ^ 謗 

等手段均已盡用無遺0 

四強在英、美領導下利用各種藉口，以 

拒絕其軍隊及軍備之限制以及原字武器之取 

綠,終使大會'通遇適合彼等意旨之決議案[一 

九二(三）]o ' 

該決議案非但不提有繭限制軍備與軍隊 

及取凝原子武器之具體提議而且建議安全理 

事會繼續研究該項問題，且不限期一更不加 

任何時間與空間之限制。提出該決議案之目 

的係欲將安全理事會捲入 g泛及無逡之討論 

中 ， 而 造 — 種 形 勢 以 便 美 國 、 英 國 及 其 附 

庸國繼疲競爭軍備，增儲原子炸彈，以原子 

彈 的 毀 滅 性 能 恫 嚇 世 界 並 組 織 各 種 侵 略 集 , 

及同盟等等，藉以於國際間製造極端緊張和 

恐慌之局面——因爲惟有此種局面始有利於 

反動性之侵略圃體，新戰爭之榻動者和宣傳 

者 以 及 專 , 販 資 軍 火 猹 利 億 萬 之 鉅 商 。 

全世界均知美國集團各國，尤其是美國 

本國，最近儘量增加軍備，同時擴充軍隊至 

於和平時代所未有之程度。美國又垒無理由 

竭力增儲各種軍備，大量增加軍费及在世界 

各 地 廣 海 S 基 地 。 凡 此 種 種 皆 以 對 一 般 人 

民增加賦稅，降低其生活標準而造成。同時， 

有 謂 該 等 國 家 一 尤 其 是 ^ 國 — — 於 第 二 

次世界大戰以後逍散戰時部隊藉以狨少其軍 

隊。吾人咸知在戰爭期間以及戰後開始數月 

以內，大小各國均維持較平時爲多之軍隊0此 

乃必然之現象0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 

各國均a裁減軍J i t及道散戰時部隊0 

各國自無在和平時期繼續維持戰時部隊 

之理由，即令最见惡之戰爭販子亦難以爲言0 

譬如以类國爲例，該項部隊人數竟達一千二 

百萬人之多。維持如此衆多之軍隊可說爲適 

應 戰 時 之 需 耍 0 伹 一 俟 戰 爭 結 束 所 有 戰 時 部 

隊均應逭散而戰時正規軍亦應復員。此不待 

以美國爲然。即所有參加戰爭之國家亦無一 

例外0 

同時，假若; 稱僅行道散戰時部隊即足 

充分解決裁軍問題及満足憲章與大會蒈遍管 

制裁減軍備決議案之耍求則無異於欲公開欺 

惑世界人士的視聽。 

此種企圖及主張，荒證之極，斷難令人 

信服。即作如此主張之人士亦不予重視。此 

種企圖及主張之目的顯係在證明競爭軍備, ' 

增加軍费避免限制軍備及避免禁止利用原子 

武器爲浸略及集圑硖壤之工具。事實已完全 

揭 發 欲 掩 飾 今 日 爭 取 軍 備 篛 爭 的 人 遠 於 三 、 

四年前即倡裁狨戰時部隊之說0 

最近發表之數字足以證明若干國家加速 

軍備篛爭及厲行軍國主義之實况，內中自以 

美國爲最。據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一日報章登 

載杜魯R總統在國會發表關於一九四九至一 

九五〇年財政年度預算之演說，該年度內維 



持美國海、陸、g軍的直接费用與上年度相 

較已壻加百分之二十一勲五，或二，五〇〇， 

o〇〇，o〇〇美元——換言之即已苜一一， 

七四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至爲一四，二 

六八，0〇〇，〇〇〇类元是É»o 

除上述之直接軍費外，預筧中尙有其他 

軍用項目，其總數據官方估計爲一五，九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約佔全部預算之百 

分之三十八。此外，該項數字尙不包括撥給 

美國原子能委員會之七二五，〇〇〇，〇o〇 

美元在內。上述數字亦不包括一達五，六〇 

• , 〇 〇 〇 ， 〇 〇 o 美 元 之 鈕 款 ， 據 總 統 稱 

該款係作國際及國內自衞之用。 

由此觀之，类國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〇 

年 財 政 年 度 中 之 軍 费 竟 超 過 全 部 預 箅 之 半 

數。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紐約時報軍事記 

者估計美國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之軍費約 

達二三，〇o〇，•〇〇，〇〇〇至二七,'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之譜，共佔全部預筧 

之百分之五十五至百分之六十五，但國民敎 

育經費則尙不及百分之一。 

雖屬如此,而美國軍事領釉仍嫌不足0據 

美國報羝報^，美國海陸s軍參謀長曾請於 

—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度撥剷三〇，〇〇〇， 

‧ •〇，〇〇〇美元作爲軍用0請求該款之一 

人現正被迫解釋該項背理之請求並證明該款 

並 非 " 荒 唐 或 出 於 卑 鄙 之 動 機 " 0 

吾人必須注意美國總統演說辭中之另一 

m,即下一財政年度（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一 

年）之國防費用尙須較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 

財政年度所訂之水準爲高o 

人人咸知軍费如此膨脹必使人民增加捐 

我負擔及忍受其他物賀上之困難0此種情形 

可於美國見之0 

我們又須指陳按美國國防部一九四八年 

八月出版之"陸軍情報簡報"所登载之數字， 

前一財政年度（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之 

全部軍费國會定爲一五，二〇•，〇〇〇，〇 

0〇美元.即佔全國預筧百分之三十六熙一 0 

此數並不包括該年預算內之額外軍事費用， 

如美國原子能委員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美元，軍用器材購儲費六•〇，〇〇〇，〇〇 

0 美 元 及 對 希 臘 、 土 Ç 其 及 中 國 軍 事 援 助 經 

费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及其他軍事費 

用等0 

上述數字表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三年 

来，美國曾於已往兩年及在平時情5i下指撥 

i5款以充軍事費用0該項軍费不特遠超過戰 

後初年的經費且幾等於戰時費用0 

軍费預算膨脹及軍備銃爭不僅是美國專 

有之現象，在若干其他國家亦羼相同。 

據 本 年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出 版 之 " 荬 國 新 簡 

及 世 界 報 所 公 佈 之 數 字 ， 英 聯 王 國 軍 费 

在一九四八年預算中佔百分之十八，現在一 

九四九年預筧中則巳增至百分之二十。據歐 

洲報界涫息，慘受通貨膨脹影響的法國竟於 

今 年 內 以 預 筧 之 四 分 一 作 爲 純 粹 之 軍 事 费 

用0法國之軍費達三五〇，‧〇〇，〇〇〇，0 

〇〇佛朗以上,颇似天文學家所用數字，惟內 

中尙不包括預算中其他項目下之間接軍事費 

用在內0據上述，J物稱,比利時軍費在全部預 

筧中之百分比已自五熙七增至七照二五， X 

荷蘭則已自百分之十八增至百分之二十二。 

此等數字顯然證明若干國家中之侵略團 

體利用軍備篛爭及以各種同盟與集國方式結 

合一部分黷武政策的國家爲手段企圖將侵略 

主 義 加 諸 小 國 而 迫 彼 等 熵 充 武 備 及 增 加 軍 

费 0 各該小國在外國統治之下，人民遂因此 

遭受不斷增付賦稅及其他物質上之艱苦0 

軍费旣已增加，軍隊力量遂亦隨之作比 

例上之擴充。據荬國國防部長報吿及美國總 

統關於一九四九至一九五0財政年度預算之 

演詞中發表之官方數字，类國軍隊官兵數目 

自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已由 

一，三八〇，〇〇〇人增爲一,六〇四，〇〇〇 

人，其增加比率約爲百分之;十六勲一0 

美總統演說中有謂，一九四九年至一九 

五〇年預筧中所建議之軍隊爲美國在平時之 

最強大者。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財政年度 

內軍力之增加，後備軍人員亦增加百分之四 

十四翳八，即由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六六 

五 ， 〇 • 〇 人 起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至 一 九 五 〇 年 

中增爲九四九，•〇〇人0美國空軍實力亦突 

飛猛進0在一九四七年初美國僅有五十個戰 

鬭 機 隊 而 據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八 日 出 版 的 " g 

軍 時 報 " 稱 ，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一 日 時 已 有 六 

十個戰鬭機隊。̶ 

由此觀之，簞就美國陸地g軍而論，戰 

後兩年以來巳增加百分之二十。據g軍部長 

Mr Symington報吿，蕖請求在一九四九年九 

月一日以前應增至七十個戰鬥機隊0換言之， 

蕖乃請求在本年之末九個月內堦加幾達百分 

十 二 之 g 軍 實 力 0 因 此 美 國 g 軍 人 員 之 數 目 

亦將隨之壻加0 

以上種種均係公開之事實，足以證明美 

國乃在竭力作軍備上之競爭 0所謂美國在第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即遣散戰時部隊之說 

自不能爲此張目。更有人謂美國所以參加軍 

備篛爭乃係盧及本身之"國防 " 0 此種解釋自 



不能令人置信。 

動迄未稍蕺0人民及國際間之戰爭心理、恐 

權與不安情緒係由若干國家統治階層故意造 

成並予以支持者 0 在若干情形下，戰爭販子 

之努力甚且獲有官方之支持 0 就此而言，吾 

人必不能忽視下一事實0 

循Senator Bridges之請求，陳納德將軍 

著 作 之 序 言 曾 被 例 入 本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曰 之 

"國會紀錄"中。該序言除論述他事外並有如 

下一節公然挑接戰爭之言論-

" 自 上 次 戰 爭 美 國 在 中 國 成 都 . 西 安 及 

蘭州（中國西北部）所設之g 軍基地起飛之 

飛機均有淼炸烏泣山以東全部蘇聯工業區之 

可能。自上述基地以及華北所有之各空軍基 

地，吾人骶須應用少數g軍即可硖壤連接西 

伯利IS東西兩部之脃弱交通路錢 0" 

"自冲綞島、日本及菲律賓起飛，美國空 

軍僅能餽及蘇聯心臓區域的外圜。但自中國 

華中及華北起飛，則同一空軍即能重擊蘇聯 

工柒之心臓區0" 

Senator Bridges之注意力是否爲上述數 

行所吸引？ ^ 所 以 認 爲 序 言 有 列 之 議 會 紀 錄 

之"價値"，是否因爲以上數行之關係？ 

类國代表於前次會議時，[第四〇七次會 

m]曾詳論國際合作一事。本人欲問該位镙 

請蘇聯合作之美國代表如見另一國國會紀錄 

載有針S美國之言論有如上述者，m將作何 

威想？余深信蕖當不致論爲官方紀錄中如上 

述的言論係和平及合作的呼灝 0此顯係明晰 

及 公 開 之 侵 略 呼 號 ， 而 將 侵 略 者 之 ^ 言 载 入 

國會紀錄亦祇能謂爲對新戰爭煽動者之公然 

贊助而已0 

其他實例不勝枚舉，但上述一事已足證 

明美國若干官方人物之如何贊助戰爭宣傅及 

侵略。該一戰爭贩子之譏刺聲明 a 足揭發美 

國於世界各地密;a軍事基地之侵略野心。凡 

頭腦淸醒之人都不能相信各該墓地係爲"保 

衞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而 

自有聯合國以來，蘇聯代表國於大會及 

安全理事會中即不斷努力以謀實現患章之原 

則及大會關於普遍管制裁減軍備與取縑原子 

武器之決議 0 蘇聯代表之立塲與憲章原則及 

舉世人民之基本利翁與期望完全一致 0蘇聯 

代 表 圑 秉 此 態 度 曾 一 再 提 出 具 體 提 , 以 求 實 

行大會裁狨軍備及取締原子武器之決議，並 

且提譲對實行各項決定之實際辦法之擬具訂 

美國代表於上次會議時曾一度企圔歪曲 

題之解決0該項假說與具正事實毫举蹦係 l a 

不難見到0 

蘇聯決議案^案係以大會之決議爲根據 

並 且 提 出 具 體 辦 法 及 促 其 實 現 之 最 短 限 期 0 

蘇聯決讖案規定：常規軍備委員會首先應擬 

定安全理事會五常任理事國各自裁滅軍懾'軍 

隊三分之一;2；針劃並應於一九五0年三H 一 

日以前將計劃完成。該項計劃至遲應於一九 

四 九 年 六 月 一 曰 以 前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K o 試 

問尙有任何更較這些提議更淸楚更具體之提 

籙？美國代表如欲提議更短之限期，例如請 

該委員食於今年五月一日或四月一日以前提 

出上項計劃，則蘇聯代表圑亦願加以考鹰0 

蘇聯决議案草案又規定由原子能委員會 

於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以前向安全理事會提 

具取綠原子武器公約及管制原子能公約之草 

案,並以同時綠訂及實行該兩項公約爲原則0 

如倘有安全理事會代表認爲上述限期爲時過 

長，則吾等自可考盧如何規定一更短之限期0 

美國代表對於本年H月三十一日以前應 

由安全理事會五常任理事國提出有圃各該國 

軍隊及軍備（包括原子武器）之情報一項提 

議表示憤怒。美國代表大聲疾呼大會決議案 

並未提及原子武器欲使吾人信服。惟巣所言 

並 不 正 確 0 大 會 決 議 案 之 標 題 本 身 巳 說 及 取 

緑 原 子 武 器 。 此 外 ， 會 决 i t 案 更 建 議 安 全 

理事會維攝研究軍備軍隊之裁減問題。 

安全理事會在實行各該建議時必須遵循 

大 會 , 期 對 於 裁 滅 軍 備 及 取 綠 原 子 武 器 之 决 

議案。本人所指者乃是大會一九四六年一月 

及十二月之决議案[一（一)及四十一 （一）]o 

最後，激烈反對取綠原子武器及裁狨軍 

備之人亦無法證明不取締原子武器而仍有裁 

減軍備之可能。高談裁減常規軍備而不提取 

締 原 子 武 器 之 人 僅 係 舞 弄 欺 人 之 把 戲 而 已 0 

若將兩個不可分離之問題強加剷割，不费同 

時 妨 礙 裁 減 軍 備 和 取 締 原 子 武 器 之 全 部 工 

作0 

原子武器之取綠與原子能管制辦法之確 

立必爲安全理事會五常任理事國各行裁滅軍 

備三分一之一般！^割中不可或少之重要部份 

——並應視^此方面之首耍步驟0蘇聯代表 

圑因此提議請安全理事會訓令原子能委員會 

擬具11於取耩原子武器及管制原子能之二公 

約並於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以前向安全理事 

會 提 出 0 該 二 公 約 應 同 時 綠 訂 及 實 行 。 該 二 

公約應顧及各國之合法利盆而不應專爲某一 

國或某數國之利益着想0 蘇聯之提議與大會 

四 



決議案完全一致c 

精報之蒐集一事，顯係欲藉此自開方便之 

美國代表所言且與事實不符0 

蘇聯出席大會代表團不僅聲明願意提供 

必要之情報以食訂立闢於裁狨管制軍備軍隊 

與調整及取緑原子武器之實際辦法之參考， 

並且同時向大會提出一決議案草案，提議請 

安全理事會五常任理事國即美國、英國、蘇 

聯 、 法 國 及 中 國 ， ， 軍 隊 軍 備 之 詳 情 向 一 

國際管制機構提出。該國際機構Ji在安全理 

事會組織體系之內成立，其目的在監督及管 

之實行0以上皆係世人熟知之事實，美國代 

表勢難隱蔽0 

該項提議亦包括在錁聯代表圃向安全理 

事會二月八日會議所提之决議案草案中 [S / 

1246/Rev 1]。該案引文稱-

"又明認翮於各項軍備與軍隊0 (包括原 

子武器）狀5t之詳盡資料 lê擬訂裁滅與管制 

軍備軍隊之辦法所不可或少者0" 

因鑒於此，決議案草案執行細節之第五 

隳稱"安全理事會五常任理事國至遲應於一 

九四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前各將所有各種軍 

隊及軍備的詳衋資料提供安全理事會"實屬 

必耍之事。 

必有人問：爲何必需這些資料,i 

對此亦有直接之解答 0蘇聯提案指出，" 

軍隊情52資料之蒐集均應次於訂立及實行軍 

隊與軍備之一般管制及裁減以及取禄原子武 

器與其他大規模破壤武器之具體辦法之訂立 

及實行"0倘無此明確的規定，則莨集資料僅 

有參考之功用而已0 

惟吾人均知蹦於蒐集資料之建議之擬具 

以及是類資料之蒐集必須次於主耍的任務即 

遵照大會建議訂立並實行有讕軍備的一般管 

制及裁減以及原子武器的取締之'具體辦法0 

倘有人一方面欲以限制常規軍備狀况資料之 

蒐集而一方面又隻字不提並隱匿有11原子武 

器之資料則定將同時妨礙裁滅軍備軍隊與取 

綠原子武器之全部工作。在此情形下，縱便 

提供有蹦常規軍備及軍隊之资料亦有掩藏關 

於如原子彈等富有破，力量之侵略工具之資 

料之可能。人人咸知企圖掩藏髑於原子武器 

之資料乃{fi於侵略之動機，而非爲和卒之目 

的0 

有謂安全理事會僅爲一郵政局，其唯一 

效用乃在收取大會闢於裁軍之決議案，而逕 

將之發交常規軍備委員會辦理，自身不能加 

以審議0吾人對於此說，斷不能表示贊同0對 

於裁減軍備75取綞原子武器之重大問題作如 

此看待實屬根本錯誤。 

a憲章第二十六《 

備管制之制度0該一非常重大之義務係责成 

案又建議！ 

之裁減間題。 

理事會不應逕將該決議案轉送常規軍備 

委員會0理事會應加以考盧,同時並Ji顧及理 

事會理事在討諭中所提出或以書面提出之任 

何提議。一俟本問題之全部及是類提議業經 

考盧之後，理事會即應將之連同大會决議案 

一併送交常規軍備委員會辦理，倘有涉及原 

子能委員會工作之提議如蘇聯之決議案，則 

應同時送交該二委員會。 

蘇聯提案與大會及安全理事會之決議案 

完全一致，其目的乃在實現聯合國之兩項重 

耍決定0 -

Mr.ARCE (阿根廷）：法國代表如不反對， 

本人擬請省去法文之傳譯。 

Mr. DE tA TOURNELLE (法蘭西)：本人 

(Mr. Ma/z《演說詞旋；5譯爲法文） 

Mr. D E LA ToURNELLE (法蘭西)：吾人 

適錢聽到突如其來之連篇統計數字幾乎葬身 

其中不得逃出，惟數字殊不能令人置信。1 事 

實上且有人認食統計數宇不過爲說謊言之'另 

一方式而已0 

但蘇聯代表未曾摘引任何有髑蘇聯、烏 

克蘭、白俄羅斯、捷克、保加利亞、羅馬尼 

亜或波蘭之統針數字，令人暈炫，吾等實應 

表示感激。余或可如此言之，即蘇聯代表所 

以未曾提及是等數字，或因其本人不知各該 

,人民帝國主義國家重整軍備之進度之故0 

本人希望言歸正傳，囘至本題，並通過 

美國代表所提乏修正案，俾便常規軍備委員 

會得遵照大畲決,案之指示，立即開始工作。 

本人懇切希望蘇聯代表能參加該委鼻食 

工作並提出有益之建議，俾"安全理事會組織 

範圜內-戎立之國際管制機構得接收，资核及 

發表會員國所送有關各該國常規軍備及補充 

軍 備 之 詳 蜜 資 料 0 " 倘 可 如 此 ， 渠 當 能 使 其 

適纔所提之決議案中最有價値的部份有實行 

之 可 能 。 

主席：尙有其他代表願發言否》 

Mr TARASENKO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 

五 



共和國）：本人僅i需十分鳙或十五分籲之時 

間0 -

我們必須一再認淸：爲絷固和牛而生之 

蘇 聯 提 案 屢 經 美 國 代 表 圑 以 仇 親 態 度 看 

待0過去數年來，世界輿論目擊一件頗有趣 

之現象美國及若干其他國家的官方宣傳對於 

美國政府及若干尾隨美國外交的其他國政府 

大量採取之各種軍事措¦È̶̶這些軍事措施 

純 ^ 侵 略 及 桃 覺 之 性 質 ^ ̃ 竟 謂 是 係 爲 建 立 

和平及安全。 

同時，蘇聯提案雖係以建立國際眞正和 

卒及安全爲目的，竟反被上述之同一宣傳諷 

指爲危害和平及安全。此種情形亦可見於裁 

滅軍備，禁止原子能供充軍事用途遏制戰爭 

販子以及其他意圆有效奠定和平，造成適宜 

環境以便和平解決世界現有爭端及誤會之各 

項提議之討論中。各該提議竟被視爲危險之 

提 案 , 請 問 這 些 提 議 危 及 何 人 》 答 案 自 甚 明 

顯。蒙受危險者大抵皆是戰爭販子，大實業 

之人。 

安全理事會上次會議時，美國代表曾指 

斥蘇聯提案謂其中仍爲''若干陳菘思想如'宣 

傳 新 戰 爭 ' 及 ' 戰 爭 販 子 ' 等 等 C " 蘇 聯 代 表 

團與烏克蘭及其他新民主國家之代表圑久已 

一 致 主 張 採 取 槽 施 制 止 戰 爭 宣 傳 和 戰 爭 販 

子，且會提出本人適綞所述及之其他提議多 

件。 

凡此種種皆證明蘇聯代表阁及贊成本代 

表圑立場之其他代表團所持之主張係有歷史 

之背景。「這些代表圑久已爲全世界人民之喉 

舌。本人甚且可謂裁軍之議即軍備之局部及 

—般裁減早在二十年前蘇聯政府即向國際聯 

合 會 提 出 。 此 不 足 謂 本 問 題 現 已 成 爲 舊 題 。 

本問題之在今日與在第二次大戰前夕，具實 

性晳完全相同，裁軍提讒之惯値，並不因此而 

稍受影赛。當以前蘇聯促請各國制It希持勒 

之侵略準備時，負黄造成慕尼黑事件之某方 

人士亦曾斥賁蘇聯爲固守陳奮思想作陳奮之 

建議，吾人咸知因英美法等國政府拒絕受是 

等 制 止 希 特 勒 之 侵 略 準 備 之 " 陳 舊 思 想 " 竟 

乃 造 成 上 ^ 之 戰 爭 。 

問題不在提議的新舊而在其是否與世界 

人K具有關係。凡關心和平與國際安全之人 

士必謂：裁減軍備，禁止原子能充供軍事用途 

及遏制戰爭販子等提議實属當今之急務 0 而 

其椎一目的，75在促進國際和平與安全 IB 

美國代表團之所以感到不悅乃因蘇聯决 

議案草案中有若干S美國代表圑所不喜之陳 

述，伹此對癱聯提案之本資並無任何影饗0蘇 

聯 提 案 引 文 誠 謂 ： " 若 干 國 家 侵 略 份 子 之 活 

動 愈 趨 積 搔 . 其 所 秉 政 策 鉞 在 醞 酶 新 戰 爭 ， " 

雖不合美國代表胃口，但本身確屬事實。引 

文並說明目前實際發生之情形。引文又謂： 

此 諸 活 動 連 帶 引 起 " 無 故 擴 充 各 項 軍 備 ， 軍 

费預筧曰益龐大，致使各該國多數人民之賦 

我負擔及其他物資困難，愈爲壻重"0此亦係 

事實。數字本身可以表示一切。據提送美國 

國會之計剷，美國軍費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三 

十日與一九五三年七月三十日之間將有—兩倍 

半之增加。此尙非全部數字，因有不少項目 

6^被隱蔽不言。無論如何這些數字確實表示 

美國軍费定將增加兩倍半：其他隨美國政治 

轉移之國家自亦不能例外。蘇聯决議案提出 

此勲或令各該國代表圑有不快之感，但此仍 

決議案又提及宣傳新戰爭一項事實之存 

在 ， 而 事 實 上 戰 爭 販 子 確 在 " 激 起 人 民 及 國 

際 間 公 共 社 圑 之 恐 懼 ， 不 安 及 戰 爭 之 狂 熱 ' ' 

此亦爲今日政治活動的具實寫照。 

美國及其他國家之報章每日發表關於威 

脅美國之想像危險及西歐各國遭受威脅及攻 

擊等等離奇無雜之言論。各該報章擁有數千 

萬讀者，因此假定上述言論中必有一部份被 

彼 等 信 以 爲 奧 0 這 種 宣 傳 顯 然 在 求 造 成 緊 張 

空 氣 ， 散 播 恐 怖 或 戰 爭 熱 。 吾 人 爲 何 不 镧 

蘇聯决議案中有其他種種陳述反映世界 

今日之具實情形與趨向，但不知何故美國代 

表竟對之感覺憤怒。憤怒懕胬事實和行動而 

發，但不必教事實之陳述或言及事實之文件 

而生憤怒。 

美國代表曾謂蘇聯決議案草案之目的在 

延擱或阻11:有利和卒環境之形成。烏克蘭代 

表圃礙難同意此說。我們舐須一铥蘇聯提案 

執行細節之第一節即可知美國的指摘不能成 

立。 

事實上安全理事會曾決議："請常規軍備 

委員會首先擬訂針劃於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曰 

以前向安垒理事會提出，規定由安全理事會 

五常任理事國於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以前各 

行裁狨三分一之軍備"0 

各 領 ^ 國 家 裁 減 軍 備 三 分 之 一 爲 何 不 是 

造成和平環境之初步工！^ ？但美國代表竟辯 

謂此乃係本題以外之事，請問美國代表此是 

何種論法> ' 

美國代表之論法乃是：美國倘在一：fL五 

二年以前軍備增加五倍或其他任何倍數則對 

和 平 有 利 。 換 言 之 ， 细 各 領 釉 國 家 在 一 九 

山 ,、 



玉〇年三月一日以前各將軍備軍隊裁狨三分 

之一則反使和平之實現更屬遑遠。計問此是 

如何說法？ 

蘇 聯 提 案 第 二 節 提 議 " 责 成 原 子 試 委 員 

會於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以前向安全理事會 

提具取豨原子武器公約草案及原子能管制公 

約草案，該二公約應同時耩訂，同時生效0" 

如此辦法豈非令吾人在和平與安全之道 

路上更向前邁進一步或一大步乎> 吾人自然 

不能相信每日製造原子彈及撥割鉅款擴充原 

半戰爭工業能使人類猩致和平。 

倘吾人作如是想，則吾人必須承認人類 

- 思 想 確 已 發 生 離 奇 之 變 化 0 

' 烏克蘭代表圑因此靂爲蘇聯決讒案萆案 

甚爲適當，故應由安全理事會予以審議0本 

代表國贊同蘇聯代表之提議，即請安全理事 

會將蘇聯決議案草案曁大會決議案以及將來 

理事會中各理事所發表的意見及提議一併加 

以審議，並將上述各項草案、决議案、意見及 

提議發交常規軍備委員會及原子能委員會辦 

理0 

吾人祇有應用此種認具之態度始能解決 

維持和平及安全之問題。奖國代表於上次會 

議時曾詳論該項問題，但其代表圑與其政府 

之行谅則似在追求一完全相反之目的，換言 

之,即欲避免安全理事會處理此類任務是也。 

主席：本席諝問法國代表可否同意本會 

暫將烏克蘭代表演說留至下次會議時再作法 

文傳譯。 

Mr DB L A T O U R N E U E (法蘭西）：本人顕 

對阿根廷代表有所讓步遵命免去法文傳譯 0 
主席：本席現將蘇聯决議案草案提付表 

決0 

Mr MAUK ( 蘇 維 埃 瓧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sa)：本人因鏖於安全理事會多數代表旣未對 

本人所提之決議案草案發抒意見，故鉞能認 

爲若干代表不願加以W論。是以該决議案 

案尙未綞過討論。 

本人因此動議請將蘇聯代表國决議案草 

案連同其中所作各項提議與大會決議案一併 

發交常規軍備委員會與原子能委員會審議。 

此外，本人又擬提出一稃序性之决議案 

草案(S/1249)如下： 

" 安 全 理 事 會 

" 決 議 ： 應 將 本 會 前 在 討 論 祕 書 長 ; â 遞 

送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大會第一百六十 

三次會議闞於取綠原子武器及安全理事會常 

任理事國各行裁滅軍備三分一之決議案，於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十 四 日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公 函 

(S/1216)時，蘇聯代表圑所提之决is案曁上 

述之大會决議案分別轉送常規軍備委員會及 

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0" 

主席：現鑒於蘇聯代表適纔提出之有彌 

程序問題之決議案草案，請問諸位代表是否 

逕願加以表決抑或願續加考盧7 

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英聯王國）：請 

問主席各該決議案之表決次序爲何？本人當 

然 認 爲 蘇 聯 代 表 於 上 次 會 議 所 提 之 決 議 案 

(S/1246/Rev 1)懕先付表決，一如主席在今曰 

會議開始時所言者相同；然後再行表决美國 

代表所提11於祕耆長轉送上年十一月大會決 

議案公函之提案(S/1248)o請問此是否即^ 

主席之建議？ 

就本人而言，余當隨時準備立作表决0 

主席：本席認食：蘇聯代表現乃請求本 

會將其决議案草案轉送常規軍備委員會和原 

子能委員會，而不在此加以表决。因此，蘇 

聯代表之'决議案橥已變爲一程序决議案。請 

間諸位現願表決程序決議案（S八 249)抑願獲 

得時間加以考盧？ 

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英聯王國）•據本 

人視之，安全理事會現擬表決此一所謂稃序 

動議似爲一希奇之稃序，因爲依本人之了解， 

該提議^是使安全理事會將大會决議案與尙 

未經安全理事會決定之蘇聯提案以同等地位 

轉交常規軍備委員會和原子能委員會。本人 

認爲此乃一非常之稃序。所謂安全理事會本 

身現尙不及決定蘇聯提案之觀念實不知從何 

而來。就本人而論，現已完全準備就緒，隨 

時可參加表决上次會議時本人業已說明對該 

問題之意見。 

本人認爲吾人應該立即進行表決。倘安 

全理事會不接受蘇聯之決議案，則自無理由 

要求將該提案轉送各委員會。愚見以爲决議 

案一經理事會否決，即當作廢。 

主席：英國代表適纔提出實體方面之反 

對意見。蘇聯代表提出赒於轉送决議案之提 

案與本會議事規則完全相符。蘇聯代表旣提 

ffi決議案故已成爲安全理事會之待决事項。 

理事會現須表決程序决議案二件，因此本人 

現將美國提案先付表決(S/1248) 0 

' M r M A L I K (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盟）：本人認爲並無任何違背議事規則之處0 

蘇聯代表團恪守議事規則，始終無渝0 

當理事會討論大會決議案時，蘇聯代表 

圑曾就該決議案提出"^翮建議0蘇聯向安全 

理事會提出之建籙與大會及理事會之決議完 

全一致，且其目的乃在促成聯合國各項重耍 

決議案之實行。蘇聯代表團曾假定其他代表 

圑在討論該問題時亦將提出提議。理事會將 



各 該 提 議 轉 送 常 規 軍 備 委 員 會 乃 搔 自 然 之 

舉。如有關於原子能之提議，，自應將之轉送 

原子能委員會0因此並無違背議事規則之處0 

安全理事會對各提案之實體部分，尙未 

討論，故蘇聯代表團乃提議將之轉送常規軍 

備委員會及原子能委員會。此外，蘇聯各提 

案旣屬首先提出者，自應首先付諸表決 0 吾 

人爲何在未對蘇聯提案有所決定]^前即行討 

論美國決議案草案？ 

關於蘇聯提案旣已有稃序動議提 ff i，理 

事會必須先行討論該一間題，然後始能表決 

美國代表圃之決議案草案0 

故本人反對此時表決美國決議案草案， 

並主張先行解決蘇聯之提案。 

主席：蘇聯代表轉送其決議案草案之提 

議在性質上與美國代表圑所提之決議案草案 

相同。安全理事會當前如有兩項相同的提案 

自應先行表決首先提出者0本席作如此裁定， 

倘蘇聯代表提出異議，則即交付表决。 

Mr M A L I K ' (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盟)：本人無意反對主席之裁定0本人僅欲指 

陳該二程序提議係各指不同之問題。美國代 

表之程序提議與祕書長來函有關而蘇聯代表 

圑之程序提議則係與其本身之決議案]^Ï案有 

關，此乃其中之區別0因此本人認爲宜於表 

決蘇聯代表團決譲案草案時同時審議蘇聯之 

程序提議，因蘇聯之决議案草案係較美國代 

表 圑 之 提 案 提 出 ^ 早 之 故 0 

本人認爲如此次序較爲正確且與議事規 

則相符0 

主席：吾人現表決美國決議案草案（S/ 

248) 0 

(舉手表決，結果如次： 

贊成者：阿根廷、加拿大、中國、古巴、 

埃及、法蘭西、那威、英聯王國、美利堅合 

棄 權 者 : 

美國決議案草案，贊成者九，猹得通過， 

棄權者二 0) 

主席:吾人現行表決蘇聯决議案草案、v 

1249) 0 

(舉手表決，結果如次： 

贊成者：埃及、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蕤 

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0 

棄權者：阿根廷、加拿大、中國、古巴、 

法蘭西、那威、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0 

表決結果贊成者三，無反對票，棄權者 

八。 

it*通過。） 

Mr M A L I K 

盟)：茲因蘇聯提出轉送其決議草案之程序提 

議未得法定多數菓，本人提議現將蘇聯代表 

画原先提ffi之決議案草案，全部交付表决0 

主席：我們現行表決本會現有之蘇聯决 

議案草案(S/1246/Revl)o 

(舉手表決，結果如次： 

' 贊成者：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和國、 

蘇 

棄權者：阿根廷、加傘大、中國、古巴、 

埃及、法蘭西、那威、英聯王國、美利堅合 

衆國。 

表決結果，贊成者二，無反對惠，棄槿 

者九0 

蘇聯決議案草案因未得法定七菓贊成， 

致未逋過0) 

Mr MALIK (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盟）：蘇聯代表圑聲明保留向常規軍備委員 

會及原子能委員會提ffi決議案所載各項提讒 

之權0 

(午後六時二十二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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