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 合 國 

安 全 锂 事 會 

式 紀 錄 

第 二 年 

第 二 + 號 

第一百十三次會議 

—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紐 約 成 功 湖 



目 錄 

第一百十三次會議 

頁數 

七 卜 七 . 臨 時 , 義 事 日 程 一九九 

七 十 八 . 通 過 議 筝 日 程 一九九 

七卜九.討論關於前日本受-5"二統治島嶁之,化管協定草案 一九九 

文 件 

附件 

下列有關第一百十三次會議之文件載於第二年補辗第八^內： 

美利堅â"衆國代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致祕書長函，附11於前日本受委 

統治島嶼之託管路定草荬(文件S/281) 十七 



正 式 紀 錄 

第二年 第二十號 

第一百十三次會議 

̶A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1^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 席 ： M r . M . F . V A N L A N G E N H O V E (上匕利BÎJ) 

出 席 者 ：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 澳 大 利 亞 . 比 

利 時 . 巴 西 . 中 國 . 哥 侖 比 亞 . 法 蘭 西 . 波 

蘭 . 敍 利 亞 .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i y ^ n 國 聯 邦 . 

英聯王：國.美利堅ê>衆國。 

七十七.臨時議事曰程 

― . 通 過 議 事 日 稃 。 

二.美？1】堅0"衆國代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 

日致祕書長函，附關>1 、前日本受委統治 

岛嶙之,'管協定草桊(文件S/281) i。 

七十八.逋過議事日程 

(璣事日稃通過） 

七十九.討論關於前日本受委統 

治島嶼之託管協定草案 

M r . A U S T I N (美：g):美彌一如加入一九四 

二年一月一日聯合國家宣言之其他風家，接 

受 大 西 洋 憲 章 内 " 不 求 領 土 或 其 他 方 面 之 擴 

展"之原則。 

美國總統爲明示美國遵守此項原則矢志 

不渝起見，特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六日宣佈 

吾人對於太平洋內島嶁之計劃；各該島鲺前 

由日本統治，致該國得據以進襲美國。總統 

稱： 

1 見 安 全 理 '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年 補 鶬 第 八 

號 附 件 r 七 。 

"美國準 ; f將日本受委統治島噸及任 

何囚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現由美國負責之 

日屬島喷置於託管制度之下，以美國爲管 

理當局。就日本受委統治島嶁而言，美國 

政府刻將一列載美國準備將各該島噸置於 

SÊ管制度下之條件之戰略防H託管協定草 

案，送請安全理事會其他理事國â卩澳大利 

亞 . 巴 西 . 中 國 . 埃 及 . 法 國 . 墨 西 哥 . 

荷 蘭 . 波 蘭 . 蘇 聯 . 英 國 等 ， 以 及 紐 西 蘭 . 

菲律賓等國知照。吾人不久擬將此項協定 

草案正式提請安全理事會予以核准。" 

日屬 i4島嶁之最後處置辦法，自須候與 

日本訂立和約後始能決定。送請安全理事會 

核准之託管協定草荬僅涉及前日本受委統治 

之^嶁。此等島嶼從未铼屬日本，僅爲國聯 

委任統治制度之一部分。美國一貫極力贊助 

大會之立場：卽前委任統治地應儘早改置於 

託管制度之下。 

大會於第一屆會第一期會議時促請聯合 

國各會員國之現爲"管理委任統治地之國家 

者採取實際歩驟..⋯實行憲章第七!^九條"2。 

美國旣於當時及目前均爲佔頒日本前受委統 

治領土之國家，自願盡其本分達成大會決議 

案之目的，以便關於)?F有前委任統治'地之託 

管 協 定 得 以 迅 速 制 定 ， 並 託 管 制 度 得 以 及 

早成立。 

2 —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大會第二 i -七次全體 

會遴所逋過關於非自治人K之決議案。 

-九九 



日 本 受 委 統 治 之 島 嶙 ， 卽 馬 紹 爾 羣 島 . 

馬利安羣島及加羅林納羣島，共有島峨及島 

羣九十八個，總面積八四六方哩，人口僅共 

土著居民四八，〇〇〇人，其經濟資源微不足 

然由日本利用3^島嚷策進其墓本侵略計 

劃之方法觀之，各島巇對於日本在軍略上之 

絕大惯値，固極顯明。日本於一九四一年十 

二月七日參戰以前，巳於各島嶁上建立鞏固 

之礮台及海3 ;軍根據地。大體上，各島嶁東 

向美國，西對關島.菲律.賓羣島及遠東英荷 

同盟，形成一防颧森嚴之堡壘。 

進襲珍珠港之日本潛艇多以馬紹爾羣島 

之瓜加林（Kwajalein)爲基地。日本潛艇歷年 

以來极由同一基地大規模破壤美國在束太平 

洋之航業。 

馬利安羣島之 g 軍墓地及水陸兩用船舶 

停泊港尤便利日本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之進佔 

關島。 

曰本於佔颌威克島之役中,使用以馬紹 

爾羣島爲基地之海S軍。 

戰爭初起之際，駐有海$軍及海防設備 

之日管委任統治島嶙5卩成爲日軍南下侵略菲 

律资羣島及太平洋英荷屬地之掩護地。 

西 加 羅 林 納 羣 島 之 皮 盧 羣 島 （Palau 

Group)則爲； t襲荷屬束印度及的摩島 (Timor) 

之主S前線接濟地。 

此 交 錯 於 各 委 任 統 治 島 澳 間 之 海 基 地 

網 ， 便 吾 人 繞 道 極 艱 險 之 航 線 外 ， 無 法 予 

中國以及時有效之接濟。 

日人利用吐'魯克珊瑚島（Tmk)爲進襲新 

不—列顚.新愛爾蘭.新幾内亞及所羅門羣島 

之一大海軍墓地；其進攻澳大利亞之計劃， 

亦 以 此 爲 ^ 地 。 日 本 海 g 軍 可 能 且 事 實 上 亦 

曾 利 用 吐 魯 克 島 及 其 他 某 地 束 進 威 脅 美 國 . 

澳大利亞及紐西蘭間之盟軍交通線。各該委 

任統治島噢在被征服或抄過或因我海S軍之 

Î I擊而失去效用以前，固曾威脅美澳間之交 

逋粽,阻止吾人及早返援菲律賓及中,。直至 

吐魯克島失去 î «5動力及皮盧羣島之Pe le l iu及 

A n g a u r 兩 島 ̶ 佔 領 梭 , ^ 人 方 能 返 囘 菲 律 賓 ； 

又於馬利安羣島被攻陷後，吾人之B-29式轟 

炸機方能對日本本士施行嚴重之軍事壓力。 

吾人不得不犧牲千莴美國人之生命，浩 

大之軍费，並經多年之苦戰，飴將日本侵略 

者逐出構成一完整之地理及戰略組合而對美 

國安全關係重大之各島。美國人民巳斷然決 

心絕不容各島再被人用爲侵略美國或任何其 

他聯合國會員國之某地。 

世界各戰赂耍地，包括位於太平洋中者 

在內，現皆在各大國之絕對主權之下。然美 

國則建議以託管制度而不以倂吞爲管理各戰 

略要島之根據。 

美國之承諾以軍略上如此重耍之颌土有 

如各該島者置於託管制度之下，卽係表示其 

對聯 ê * , 之信心。吾人之目的在防護各該島 

峨之安全，俾有助於爲聯ê "國各會,國建立 

眞 正 . 有 效 而 可 行 之 集 體 安 全 之 工 作 。 

憲章第七十六條規定託管制度之四項墓 

本目標。第一爲"促進國際和平及安全"。前 

日管各委任統治島嶁旣深具戰略價値，故美 

國 i l ;依照憲章第八十二條之 I規定，建議"指 

定 " 該 ! ^ 管 頒 土 爲 " 戰 略 防 里 " 。 

美國政府草擬託管協定草案時，非但曾' 

就整個憲章及其關於特殊3域戰略需要之特 

別规定，且曾就管理委任統治地之五圃最近 

提呈大會之關於非戰略防II之協定草案，詳 

加硏究。美國政府認爲本託管協定草案在形 

式及實質上俱奥憲章相符，且能促進島上居 

民及聯合國雙方之利益。本託管協定草案内 

载有美國願意管理前日管委任統治島喚作爲 

託管頒土之條件。 

依照憲章關於戰赂防:S之規定，託管領 

土內將設根據地。iîins域內多數珊瑚礁均可 

有用爲根據地或碇泊處之價値。然目前此種 

地點之已予開發並保管者殊靱。 

美！!將依照憲章之規定管理此具有戰略 

熠 i ' Ê 之 管 颌 士 。 美 國 犬 將 诙 照 憲 章 第 二 條 

第四項所載之義務管理該颌土；根據該規定 

"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闕係上不得 i lE用威脅或 

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 

法，侵害任何,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 

治 獨 立 。 " 

美國將以管理當局資格保證該託管領土 

對於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發生其作用，依照 

憲 章 第 一 條 規 定 之 義 務 " 拢取有效 

二 CO 



集體辦法，以防止且涫,*i、對和平之威脅，制 

止 侵 略 行 爲 或 其 他 和 平 之 破 壤 . . . . " 。 美 國 

之管理亦將符合憲章第八十四條内關於託管 

領 士 就 " 履 行 . . . . " 管 理 當 局 " . . . . 對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負 之 義 務 " 所 應 盡 本 分 之 規 定 。 

故美國'决將該,託管頜土，與在其主權下 

之其他锒土完全相同，包括在其將與安全理 

事會成立之一個或若干特別協定屮，俾供給 

聯 合 圃 以 維 持 國 際 和 平 及 安 全 所 必 需 之 軍 

隊.協! ; /及便利，包括過境權在內，一如憲 

章 第 四 三 條 之 規 定 。 

‧ 在 根 據 第 四 三 條 薪 結 此 頹 永 久 協 定 以 

前，美a承諾常美阈被命依照一百零六條,關 

於 過 渡 安 全 法 所 課 義 務 採 取 任 何 行 動 ， 

各島,亦將盡其''在任何項行勋內之本分。 

美HP"擬協定草案内規定管理當局因安 

全關係可隨時封閉若干指定之區域。然此項 

规定絕不致防礙或將成爲原子能及其他大规 

模破壤武器以及常規軍 l î之國際管制制度一 

部 份 之 阈 ^ 管 制 & 檢 ^ 辦 法 完 全 適 用 於 全 部 

―託管fïR 士。 

美:画自願將管颌土_居民之政治.經濟. 

社 會 . 教 台 - 各 方 而 之 發 展 交 國 際 常 局 督 — 

如協定內所規(à ' 者 。 美 ^ 同 樣 願 將 其 海 陸 軍 

ITË交付，際管制軍1及軍隊協定H/r規定之 

任何稃度之督.;：。 

美竭政府 I s 'L擬此 r ;E管定草案時，時時 

牢記憲章第七^^三條之规定："聯合國各會 

員國，於其'15：負有或擔承管理責任之頜土， 

其人民尙未臻自治之充分稃度者，承認以領 

土居民之福利爲至上之原則，並接受在本憲 

章所建立之 É 際和平及安全制度下，以充量 

增 進 領 土 居 民 福 利 之 義 務 : ^ 祌 聖 之 信 託 " 。 

美菌政府深 l 'é現陳於諸君目前之託管協定草 

棻對於託管頒土居民之政治.經濟.社會及教 

育進步所爲之规定與此項原則完全符â "。 

此雖爲戰赂防區，對第七十三及第七十 

六條？；：述之國際Si平及安全制度至關重5?， 

然 美 國 協 定 草 案 較 戰 略 防 區 規 定 尤 進 一 步 。 

「&‧草案规定第八十七條及第八十八條關於非 

戰 防 3 託 管 颌 土 之 報 吿 . 請 願 書 . 視 察 及 問 

题罩之規定，亦適用於該託管颌土全部，惟 

管理當局得決定其在因安全關係可隨時割閉 

之各指定'JS域内之適用稃度。此項例外之訂 

立，蓋有隳於管理戰略防區託管領土之 t局 

應有必耍之權力，以防衞因履行其維持國際 

和平及安全之責任而設置之各種設施。 

llÊ管制度基本目標之完成，固繋於所有 

託管頜士管理當局之信用，及聯合國之有效 

督 i ^ ; 而 上 述 領 土 自 亦 非 例 外 。 

本人敢代表美國政府向諸君保證：美國 

在管理該託管頜土之義務所定範圍以內，並 

以保持美國之安全及加強聯合國之集體安全 

爲宗旨，將在該託管頒土內，與在任何其他 

託管 iïî土內完全相同，忠實贊助聯合國有效 

督 ^ 之 原 則 。 

提呈安全理事會之託管協定草棻第六條 

及第七條内有關於;；;;領士居民之政治.經濟. 

nm 5教f j方面之進展及其墓本人權之保障 

之有力规定。K、加強國際和平及安全外，此 

爲》3管制度之某本目標。 

美國謹請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不僅就上 

述條文之規定比照憲章所規定之條件加以澈 

底審査，：5£比照大會上年所通過各託管協定 

内之同等规定，詳加研究。美國深信上述條 

文及協定草案屮其他規定足與島上居民;^福 

利及發展以Jft大之保障。 

,美國ar 有關前日管委任統治島嶁之託 

管 協 定 草 案 之 副 本 送 逹 美 國 認 爲 或 對 各 島 

有特殊利盆之聯合國其他會 s國，現又將協 

定草案正式提呈安全理事會請予核准，深信 

此 項 行 動 已 符 憲 章 第 七 十 九 條 之 規 定 。 ' 

美國政府認爲關於一俟安全理事會核准 

協定草棻後Ê卩將各該島嶁依照憲章规定置於' 

託管制度之下一事，現並無任何阻礙。 

由於戰事之結果，日本在各該島上業已 

停止執行或巳不苒有栊持行其統治權。該島 

嶁等係第一次大戰後由國際聯合會根據委任 

統治制度交日本統治者。惟日本完全漠視委 

任條件，^£遠^國際法，利用此等領土對美 

國及-其他聯â"國會員國施行侵略戰爭。日本 

已因此種侵略罪行喪失其爲各該島受託統治 

國之權利與資格。日本對各;;島受託統治地 

位吿終一事，^經屢次宣吿：首爲一九四三 

年十二月之開羅宣旨，繼復爲波茨 f f l宣言所 

重新中明，後fë-+JUi〗≫敗曰本4國"if接受'之 

降書f勺。 

各島上之&T有權力，現均由美國執行。 



美國於擊退日本侵略之際，佔領並據有前日 

本受委任統治島嶼。 

美國以&島負責管理當局資格所提呈安 

全理事會之協定草案，其副本業經送達在各 

島或有特殊利益之谷會員國。本國政府未開 

有 任 何 其 他 聯 國 會 員 圃 曾 妥 求 受 託 管 理 此 

頻島嶁。 

在上述情形之下，本國政府認爲此際顯 

然卽可遵照憲章就前日本受委統治島嶁簽訂 

託管協定；此事無須視銜日和約而定，亦不 

iè:等待和約簽定後苒議。 

美國政府認爲美國於去年十一月六日卽 

應大會之要求，今日復藉此機會將協定草約 

提呈安全理事會，並就協定內若干重耍方面 

提供其意見，可稱業巳完成其目前對聯合國 

所負之義務。 

在討論本提案期內美圃政府將一本其所 

提託管制度之精神，並依照旨在實現託管制 

度某本精祌之協定草案之規定，繼續管理前 

日本受委統治各島嶙。 

獒阈政府及人民深信美阈依照本協定草 

案條款統治各島峨一事對於國際和平及安全 

之維持及島上居民之福利及發展兩俱有裨。 

吾人a特爲安全理寧會擬具關於各條款 

之評蛀，並將抄本分發諸君。 

M r . H A S L U C K (澳大利亞）：澳大利亞代表 

圑對於美國代表適間所發表之陳述，曾細心 

脍取。倘蒙許可，本人願借此表示吾人费美 

阈代表關切理事會之需要並將案由及有關文 

件呈送理事會之方式，極爲成佩，而其分發 

與各理事國之協定草棻評註尤爲可貴。 

此際情形爲：美國提案之贊成理由業巳 

送呈理事會。就吾人之立埸而言，吾人有一 

詳 細 研 究 其 中 細 節 尤 其 今 日 所 作 聲 明 之 機 

會。 

因此，吾人建議理事會：菩人如暫不就 

此項問題舉行全面辯論，而另擇日期，譬如 

下週末，屆時將處理該PPI邇，則於理事會旣 

無不便，亦不致有違美國代表之意願。此舉 

可 予 各 代 表 以 一 請 示 本 國 政 府 a t 就 各 項 料 

作進一步硏究之機會。 

本人提議延會諒不致引起任何損害，蓋 

吾人此際所審議之區域，其境內情-兄幸甚平 

穩，絕不致因短期之延擱而受任何影響也。 

M r . G R O M Y K O (蘇聯）：本人銜延期討論本 

問題，並無異譏，僅欲就棻情之實質方面略 

致數語而巳。 

^聯代表圑認爲關於前日本受委統治島 

噸之問題，原爲安全理事會權限以之問題， 

且認爲理事會有權且有能力立卽就此問題作 

—適當決定。 

關於美國政府提送安全理事會之議棻之 

實質方面，蘇聯政府認爲將前日本受委統治 

島嶁置於美國管理之下，至爲公允。蘇聯政 

府 此 舉 ， 蓋 因 ^ 於 美 國 軍 隊 在 對 日 戰 , 中 曾 ' 

負決定勝败之任務，其犧牲遠較其他盟國爲 

大也。 

蘇聯代表圑茲就美國所提之協定草案中 

關於前日本受委統治島嶙之管理條款，提出 

修正之點如下： 

一 . 删 除 第 三 條 内 " 爲 美 國 領 土 之 構 

成部分"字樣； 

二 ‧於第六條第一項"趨向自治，，後加 

訂"或獨立"字樣； 

三.重擬第十五條如下："安全理事會 

得 以 ' 决 議 更 改 . 增 補 或 終 止 本 協 定 各 條 

款，，。 

蘇聯提棻之第一二兩段所作之修正可使 

協荦草棻文字更與聯â"國憲章及憲章內關於 

託管領土之有闕1'!^款相符。1；^文件郎將印就 

分送理事會各代表。 

至於蘇聯提棻第三段內之修正案，則協 

定草棻第十五條新條文可與安全理事會決定 

戰咯防1：託管钡土各問题之權利與權力，更 

相符合。 

主席：關於澳大利亞代表所提延會一議, 

是否別無異議？ 

(提讒通過） 

主席：吾人旣皆同意，茲定於三月七日 

苒將本問題提出討論。 

(卞後四時二^^五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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