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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锇方面之一般原則之報吿書(文件S/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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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哩 事 會 

正 式 紀 
第二年 第五十二號 

第一百四十九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星期一午後三時在絲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Mr. A. PARODI(法蘭西〉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亚、比利時、巴 

西、中國、哥侖比亚、法蘭西、波蘭、敍利亚、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一九二.臨時議程(文件S/393) 

― . 通 遇 議 程 。 

二.依據憲章第四十三條所耩訂之特別協定與 

聯合國軍隊之組織 

(a) —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美國出席安全 

理 事 會 副 代 表 致 秘 書 長 函 （ 文 件 S / 

338)1。 

(b) —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軍事參謀圃主 

席致秘書長函內附閼於聯合國會員阖 

調供安全理事會遣用軍隊組織方面之 

—般原則之報吿書(文件5/336)2。 

一九三.通過議程 

議程通遇。 

一九四. 5據S章第四十三條所締 

訂之特別協定舆聯合國軍隊之組繳 

主席：我們現在艤績射論軍事參謀圃關於實施 

憲章第四十三條的報吿書。我們在第一百四十五次 

as同時他們也答s了閼於第十—條的間題6 

1參閲安全理事合m式紀錄，第二年，第Pfl十三號。 

2同_h,特su補編第—號。 
3此復信卽答饔致軍事參謀圑主席之fi,該函全文如下： 

〔原件：法文〕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主席閣下： 
茲在安全理拿會第一四5：次*議Î寸論後擬請閣下將 

軍事參謀團對於致安全惠會報吿書第十八條（卽關於 

軍》之使用者)之解釋早日示知,不勝感荷。 

(簽名）A. PARODI 
安全理事食主席 

如果各位同意，我們就順次討鍮這兩個答復，先 

討論關於第十八條的答覆，現在我把這封來信讀̶ 

讀： 

〔原件：英文〕 

̶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一〕敬啓者，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來函敬 

悉。軍事參謀圑於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六日第四十 

九次會議時經全體一致同意，對軍事參謀圑報吿鲁 

第十八條作如下之解釋： 

〔二〕網領第十八條的用意，在建立一個原則， 

卽特別協定所指之軍隊，缀經安全理事會'决定，並 

爲憲章第四十二條所定之用途，方得全部或部分 

使用。安全理事會對於軍隊之使用應傅以完成憲 

章第四十二條規定任務所必需之時間爲限。 

〔三〕對於網領第十八條之解释不得妨害會員國 

據 憲 章 第 五 十 一 條 使 用 其 一 部 或 全 郁 軍 隊 之 權 

利，亦不得妨害會員圃對其依特別協定巳承撥交 

安全理事會使用而理事會尙未調用之軍隊之專爵 

統帥權。 

(簽名）Joseph T . MCNARNEY 

General, USAAF 

箪事參謀圑主席 

我現在,要提醒各位，我們現在射論的是第十八 

條的解釋間題，研究原擬措詞是不是應該有所變動。 

理事會尙未決定這一條是否應該仍照原擬，還是應 

該在"撥交安全理事會⋯⋯"之前加"於安全理事會 

發令時"字樣。 

各位是否認爲應該在這條上加這幾個字，使軍 

事參謀》!答復中的^義更其明瞭；還是認爲有了這 

個答復，巳餒很夠，不必再改條文的措'詞。 

'參安全理事畲 iP式紀錄,第二年，第四十凡猇。 
'安全理事畲於一凡四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第一四六次畲議 
時講軍事參謀團對設之軍隊，作一臨時估計,以便理事 
兪就^十一條成立協議。 



Mr. JOHNSON(美利堅合*國）：當第一百四十 

五次會讖討讒這條的時候，美國代表圑提議在軍事 

參謀圑報吿書第十八條第一"末加這幾個字。現在 

軍事參謀圑主席a經作了非常明瞭的解釋，使美國 

代表圑非常高與。我想理事會其他理事也一定有同 

樣的威覺。 

通去我們主張把原條文修改，現在我建議：如 

果主席和其他理事同意，可以把第十八條整個取消， 

把參謀圑所作解釋的第二段去掉第一句以後，拿來 

代替。換句話說，新的第十八條就從''特別協定所 

指之軍隊⋯⋯"，一直到這段完了爲ik。美國代表圑 

鼸、爲這樣把軍事參謀圑全體一致的莫正意思說得淸 

楚得多C 

*席：如果我對方纔所提意見，瞭解不錯，按 

照軍事參謀圑的答復，現在的第十八條應爲： 

"特別協定所指之軍隊須經安全理事會决 

定並爲憲章第四十二條所定之用途，方得全部 

或部{3"使用。安全理事會《於軍隊之使用應僅 

以完成憲章第四十二條規定任務所必需之時間 

爲 限 。 " 

Mr. GROMYKO(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sa): 

關於軍事參謀團主席回信中提到的憲章第五十一條 

的問題，我們應該等對中法兩國代表的有關建譏有 

了協籙以後再行决定。 

大家都知道，這兩個代表圑在其建議中提到憲 

章第五十一俾舆特別協定間的閼係時，是從某種觀 

點出發的。我們現在還沒有討論到這兩個提案，不 

過將來是一定要討論到的。因此我們一方面把軍事 

參謀面主席的來信備粜存査，同時記仵將來我們討 

諭到中法兩國在軍事參謀画的提案時，還是要討論 

第五十一條的。 

Colonel HODGSON(澳大利亞）：敝國代表圑認爲 

軍事參諜團解釋第三段中*有兩個重要的原則。因 

此我們認爲應該把第三段也加到美國代表的建譏中 

去。這條條文應該變爲："對於本條之解釋不得妨害 

會員圃據憲章第五十一條使用其一郯或全都軍隊之 

權利，亦不得⋯⋯"至少可以把它加括弧放在第十 

八條第二段的後面。 

這兩段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們認爲應該包括 

在使用這種軍隊的網領之中，杏則祇見於致安全理 

事會的一封信上是不夠的。 

我懂得蘇聯代表所提的意思，我們可能要因此 

而暫不討論這個間題。不過我還是要保留等第玉十 

—條解'决以後，提出加這一段的權利。如果美國提 

案獲得通過，我覺得我們還要照 J面的意S.討論把 

第三段加進去的問題。 

Mr. JOHNSON (美利堅合*圃）：我明白涣大利 

SS代表所提的間題。美國代表團完全同意這一封信 

的內容，如果有人提議安全理事會應該把這封來信 

作爲軍事參謀圃的正式公文，表示認可，美國代表 

圑是預慷投票贊成的。 

不過我不能同意m大利亜代表把第三段列爲某 

本辋領的主張。事實丄這一段不通是對第二段中原 

則的一種解釋而巳。在我看來，是不能列入敍述基 

本綱領的正式文件中的。我並不是主張就用第二段 

的一部來作現在第十八條的條文，因爲處展信的 

方法與條文是完全不同的。我祇是說，我覺得信的 

措詞把軍事參謀團全體一致的意見，表示稩非常淸 

楚。同時這也可能就是理事會的意見。至於献國代 

表圑的意見則確是如此。 

我覺得這褢所說的原則巳經沒有辦法把它寫得 

更淸楚了。因此我主張就用這段文字，以免再作進 

一步的討論。這一段和第三段同見於此信之內，完 

全是一種偶然的事情。我認爲這兩段並不一定要同 

時襬在一個敍述基本網領的公文上。不過它們都是 

檎案中的永久部©•。 

Mr. GROMYKO(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我覺得我們不必用新條文來替代目前的第十八條。 

我們絕不能隨便把一個新條文來代替一個奮條文， 

因爲軍事參諜圑信裏的措詞不適於用作條文。一定 

要把信褢的指詞改得彷彿報吿書31的語法，*e纔可 

以成爲一個獨立的條文。如果我們現在用軍事參謀 

圑來信第二段，從"綱領第十八條⋯⋯"起一直到 

末尾,那便有與現在第十八條的措詞栢同的地方。所 

以我覺得不必更換條文，因爲更換以後在內容上並 

無補充。而且我們耍軍事參謀圑對第十八條下一個 

解釋，並沒有要他重擬一個條文；現在軍事參就圑 

給我們的就是我們所要的一個解釋。 

至 於 軍 事 參 謀 圑 來 信 的 第 s 段 也 就 是 最 後 一 

段，我巳經說過，因爲它牽涉到憲章第五十一條，所 

以我們應該在紂論軍事參謀圑報吿中閼於這點的時 

候 ， 再 加 討 論 。 我 們 現 在 可 以 把 軍 事 參 謀 來 信 

備案存査，同時記住將來還要來討論該封信最後一 

段中所提的問題，也就是憲章第五十一條的f»?趣。 

主席：我覺得我們不必再討論這個間題了。 

我想大家對於軍事參謀圑主席來信的第二段的 

內容：都能同意它不過是第十八條的一個解稃，它 

所 表 達 的 意 思 與 原 來 的 條 文 完 全 相 同 。 是 i 不 

要接受美國代表的建讒，卽因爲這段新的解捎詞 

比較妥善所以用它來代替原來的條文。所以現在的 



阀題純粹是文字上的閬題；在實體上根本垒無分別。 

而且，各位理事也並沒有一個人提出反對。 

在這種情形之下，而且我再說一遍，這僅是一 

個文字問題，我認爲最直捷了當的辦法是暫時不管 

信褢的第三段，而把美代表的建議提付表決。 

如果沒有人反對這個辦法，我現在就把美圃代 

表的建議提付表決，這個建議就是要以方纔我們所 

以晗的軍事參謀圑主席回信中第二段的一部份代替 

第十八條的原文。 

舉行舉手表决，美國代表提案以未得所需票數 

被否決。 

贊成者： 

巴西 

中画 

哥侖比亜 

法蘭西 

英聯王國 

美 利 堅 合 ^ 國 

秦權者： 

澳大利亜 

比利時 

波蘭 

敍利亚 

主席：表決結果計有六票贊成，五票棄權。因 

此新的條文沒有通過，第十八條還是維持原狀。 

現在我們應該對來信的第三段作一個'决定。 

我想最簡單的辦法還是照蘇聯代表所說的等報 

吿書中其他可能與來信第三段有關的條文研究好以 

後再對第十八條作最後的決定。等這些條文審奄完 

畢以後，再討論第十八條而作最後的通過。在那個 

時候，我們就可以決定要不要提來信第三段了。 

Mr. GROMYKO(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我們把憲章第玉十一條的問題延到，寸論軍事參謀圑 

報吿書的後半段時再來討論，對第十八條的通過並 

沒有妨害。我認爲我們現在就可以照軍事參謀圑所 

提的原稿通過第十八條，至於第五十一條，乃是一 

個獨立W間題與第十八條完全沒有關係。我們可以 

等討論到軍事參謀圑報吿書有關條文的時候再來討 

論這個間題一這似乎是大家所同意的。不過第十 

八條現在就可以通過。我看不出有什麼不能之處。 

Colonel HODGSON(澳大利亞）：敝國代表圑之所 

以棄權是因爲我們認爲這兩個稿子都可以接受。因 

搏看了軍事參諶閿的解釋1^後,兩個稿子都很淸楚。 

不通我們認爲第三段確是一段關於基本原則的鼸 

明。在我們看來，這並不是一段解釋的文字，而是 

包含着兩大特點，兩大原則。 

照現在的第十八條來看，主要的原則是聯合齒 

的軍隊須經安全理事會的決定方能使用,而且須在 

一個指定的時期並爲某種任務方能使用。 

其中還有兩個重要的條件：第一，這些軍隊的 

使用不能損害會員國根據第五十一條使用其全部或 

—部軍隊的權利；第二，這一點最爲袁要，在此種 

軍隊爲聯合國調用以前，本條規定不能損害會員國 

對其軍隊的專屬統帥權。 

我們認爲這絕對不僅是一段解釋文字。這褢面 

含有兩個重要條件。不論我們是不是通過美國的原 

提案，我們認爲這兩個條件，卽使不攒在正文裏面， 

至少也應該襬在括弧裏或注解褢。 

除非大家表決反對，我-主張任何理事都可以有 

暫時保留這個問題的權，等到蘇聯代表所說的項目 

討論以後再說。 

Mr. EL-KHOURI(敍利亜）：我所以沒有投票贊 

成以箪事參謀闉解釋第二段來代替第十八條，是因 

爲我認爲第十八條講的非常淸楚，所表達的意思與 

第二段並無不同。所以我們不必更換。 

在另一方面,我認爲第三段裹有許多重要間題， 

應該分開討論。例如，那一種軍隊，應該撥交安全 

理事會使用？應該怎樣用法？理事會不用的時候會 

員國是否可以自由使用？這些軍隊是否應該根據第 

五 ^ 條 而 加 以 使 用 ？ 

我認爲這些問題應該在我們現在這個綱領草案 

內專列一條予以解釋。僅襬在一種解釋文字內是不 

夠的，因爲這種問題應該澈底討論，我們應該知道 

會員國對於撥交安全理事會使用軍隊的立場態度和 

條件。這些間題都應該在我們現在這個綱領中特設 

—條予以解釋。 

主席：方纔蘇聯代表說，軍事參謀圑來信第三 

段牽涉到其他條文，特別是第十七條裹的問題。現 

在我們旣然還沒有討論到第十七條，我建議暫時不 

討論該條的第三段，等將來討論到第十七條時，再 

加 討 論 。 屆 時 ， 理 事 會 勃 可 J i ) . 隨 便 法 t i l 否 ^ 該 條 

重新起稿或者再加上一些什麼束西。 

Mr. GROMYKO(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現在我們是杏應該就現稿通過第十八條呢？ 

主席：現在就原稿通過第十八條，不過仍保留 

在討論好第十七條以後，按情形需要加以修改的權 

利。 



Sir Alexander CADOGAN(英聯王國）：如果我們現 

在通過第十八條，是不是應該照比利時代表的建譏 

把開頭的一句修改，把1£改成："特別協定所指於安 

全理事會發令時撥交安全理事會使用之軍隊⋯⋯"？ 

Mr. JOHNSON (美利堅合衆國）：我並不反對蘇 

聯代表要把第十八條提付表决的意思，不過如果照 

現稿通過該條，理事會應該同時肯定的把軍事參謀 

圑來信第二段所作解释作爲我們在紀錄上正式認可 

的對於該段的解釋。這様做法我們是完全可以満意 

的。 

主席：現在我耍就方纔所提兩個意思徵求理事 

會的意見。方纔我們表決過美國代表主張用新稿代 

替第十八條原稿的建譏。這個建,巳經受到否決。 

現在的問題是第十八條還是應該一仍原稿，還 

是一如果我對過去幾次討論本案情形瞭解沒有錯 

誤的話——應該把開頭一句改成："於安全理事會發 

令時撥交安全理事會使用之軍隊",這就是說在現稿 

中加"於安全理事會發令時"數字。 

我希望知道理事會對於這個題的意見，是否 

贊成這個修改。 

Mr. EL-KHOURI(敍利亞）：美國代表的建譏足 

能照顧到這許多問題了。我們祇須把箄事參謀圑解 

釋的第二段作爲理事會在紀錄上，纟於第十八條的解 

釋，不必拿它來替代第十八條的條文。美國代表巳 

如此建議,我覺得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地方。我們不 

必無保留地表決第十八條。因爲第十七條討論到會 

員國根據憲章第玉十一條使用其業巳撥交理事會使 

用的軍隊的問題。不過如果把兩條都寫明白，就絶 

不會有人認爲第十八條是會妨礙第十七條的。從意 

義上看，第十八條不能夠損害到第十七條的規定。 

主席：我認爲在目前情形之下首先應該對美國 

代表所提的間題表示意見，然後再回到比利時代表 

的修正案。 

我主張我們應該對軍事參謀圑來信第二段中的 

解釋表示同意，甚至於可以把這一段附在報吿書的 

後面，至少可以把第二段附在後面，而把第三段保 

留到將來再說。 

如果沒有異議，除非理事會耍求表決，我就認 

爲大家a經同意這一點。 

Mr. GROMYKO(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主要的P4題是我們宄竟預慵不預備通過第十八條。 

至於解鞸的問題，大家都同意這是一個正確的解释。 

現在理事會一定要對於第十八條的文字作一個'决 

定，在決定的時候，不要忘記我們a經接受了軍事 

參謀圑所作解釋的第二段。 

夏晉轔先生（中國）：我好像記得在第一百四十 

五次會議1並沒有接受比利時代表的修正。許多理 

事都覺得不能接受比利時代表的修正案。現在*席 

提到美國的修正案。這個修正案可能把條文弄得淸 

楚一點;同時它也有它的困難地方，因爲美國的 

修正案需要某種解釋，很容易使一部{^理事弄不 

淸楚。 

所以我主張照敍利亞代表的提,，由理事會把 

第十八條維持現狀，加上我們大家所a經接受的一 

段解釋。這可能是一個很好的辦法。我覺得這是現 

在最簡單的一個.解决辦法。 

現在我想要提出一個保留——也許大家都希望 

要作這樣一個保留，——就是今天我們所通過的案 

文，並不能算是一個定案。這是爲了好幾個原因。 

例如當我們討論到別的條文的時候，我們可能又要 

回過來討論這條條文。我想許多理事都可以看出英 

文案文有許多地方都需要在文字上酪加修改。回過 

去看第一、二、三條，法文本似乎就要比英文本合理 

而通順得多。有些條文用These armed forces⋯"-

開頭，有的用armed forces闢頭。有的條文褢面有 

"按照第四十三條"字樣，有些條文裏面就沒有這些 

字樣。如果我們有了這様的保留以後，將來就可以 

S 這 些 條 文 加 以 檢 , 。 

主席:現在我們對於這兩點問題都同意了。 

Mr. JOHNSON(美利堅合隶國）：我想所有的理 

事並不見得都知道美國代表圑巳經不再堅持修正第 

十八條了。我巳經同意了蘇聯代表的建議，贊成把 

該條原案文付諸表決。如果理事會接受軍事參謀圑 

一 致 理 事 會 提 的 解 釋 的 第 二 段 ， 我 們 是 預 備 贊 

成原案文的。敍利亚代表說過這樣就可以顧到所有 

的問題，理事會想仍記得，我想這也是對的。 

主席：我希望在請比利時代表發言之前說幾句 

話。 

我們現在同意了兩點。我們同意了軍事參謀圑 

來信第二段，對於第十八條所作的解释。直,現在 

我還沒有聽到任何理事持有異議。我認爲這個Pb，題 

a經解'决，可把它載入紀錄。事實上，我認爲這個 

問題非常重要，我們應該把這段解釋作爲註釋或附 

件載入軍事參謀圑報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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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同意的第二點是決定把現在所討論的該 

信第三段留到討論第十七條的時候再說。闢於這一 

點祇有一個問題尙未解決，就是我們能否於必要時 

再回到第十八條來對它有所補充。我想敍利亞代表 

不見得會反對這件事的。第十八條的通通是有條件 

的，就是我們還保留在討論第十七條以後爲行文的 

方便而對它補充的權利。 

現在要我們決定的是比利時的修正案問題。 

Mr. VAN LANGENHOVE (比利時）：我預備對 

這個問題簡單的靛幾句話。 

比利時所提修正案之蒙理事會認可使我非常感 

謝。這個修正案的目的是在掃除大家對於報吿書中 

"撥交使用"（made available)字樣所起的混ft觀念。 

這幾個宇一共可以有兩個解釋：一個是指未經理事 

窗調用的後備軍隊，另一個卽指已經理事會調用的 

軍隊。 

而且，這些修正案所針M的幾條條文，明朋都 

是僅指後慷軍隊的。所以我們用"提供安全理事會" 

將來"調用的軍隊"等字樣。 

現在看了第十八條的解释，同時鏖於這一條是 

在軍隊的使用這一章之下，我認爲我們這裏所指的 

軍隊是已經由安全理事會調用的軍隊。 

因此我們爲說得淸楚一點起見，我們可以用"於 

安 全 理 事 會 發 令 時 撩 交 安 全 理 事 會 使 用 之 軍 隊 " 

等字樣，不過我並不認爲宅非改不可。 

而且第十八條的主要目的好像是在决定使用撥 

交安全理事會使用軍隊之條件；其槪念似與比利時 

修正案中所謂"撥交安全理事會使用"的含意略有不 

同。 

Mr. LANGE (波蘭）：當然我們可以討論而且必 

要時也可以表決比利時的修正案，不過我還是希望 

理事會快一點照原稿通過現在的案文。 

大家總還記得，我也參照比利時修正案的意思 

提過幾點修正。不過那是在收到軍事參謀圑解釋以 

前的事。我們原是爲了要避免誤解，所以纔要求這 

樣解釋。現在目的a達，我們就可以照原稿«寸論下 

去。 

主席：請間比利時代表是否堅持要把他的修正 

案提付表'决，或者有沒有其他的人要堅持把這個修 

正案提付表決？ 

Mr. VAN LANGENHOVE (比利時）：方镌是英 

國代表提起這個問題的。假若英國代表堅持要討論 

的話，我也就不便把該案撤回了。 

Sir Alexander CADOGAN (英聯王國）：事實上我 

賻 爲 如 果 我 們 照 上 面 的 建 譏 一 就 是 自 事 會 任 擇 

—锺形式，芷式認可軍事參謀圑解釋的第二段—— 

就可以解yt—切問題。我們可以維持第十八條原案 

文，同時把解稃加進去，避免對該條原意發生課 

解。 

主席：現在似乎沒有人堅持要把這個修正案提 

付表決，不知我的了解是否正確， 

Mr. VAN LANGENHOVE(比利時）：主席，我並 

不堅持。 

主席:有沒有人反對把軍事參謀圑來信的第二 

段作爲報吿書的註解或附件？ 

Mr. GROMYKOU?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什麼報吿？我們並不要對任何人提出報吿。祇要把 

這個解釋襬在紀錄裏就好了。 

主席:幾次會議我們都在.討論軍事參謀圑的報 

吿書。現在我們耍對它作一個決定。我們現在所講 

的是在這個報吿書上加一個附件。我不知道這個文 

件不叫報吿書，叫什麼。 

如果沒有人反衡，我們就把該信第二段作爲第 

十八條的一個註解或附件。 

主席之建議經獲接受。並經同意暫不討論軍事 

參諜圑來信第三段。該段俟審査第十七條時再行一 

倂討論。 

Mr. JOHNSON(美利堅合汆國）：現在我要問一 

個簡單間題。我對於通過軍事參謀圃解释的程序問 

題有一點攪不淸楚。據我的瞭解，現在我們要把這 

個解釋作爲一個附註或附件，同時還耍說明安全理 

事會巳經把它當成自己的意思通過了，它巳經不僅 

是軍事參謀圑的一種解釋而巳。 

主席：據我們的瞭解這已經可以說是安全理事 

會所接受的解釋。如果沒有人反對，我認爲這個解 

釋巳經通過。 

經予通過。 

主席：現在我們可以開始討論軍事參謀圑來信 

中對我們第二類問題的答覆。我們得回頭去討論報 

吿書第十一條。各位總還記得，在以前某次會議中， 

我們決定從資際觀點上說明該條兩個案文中間可能 

有的不同之點。我們曾經想過最好設法找出一種實 

際一點的字眼把一個草案襄戶;f謂"最初攤派彼此相 

稱之總數額"和另外一個案文上所謂"平等原則"和 

''遇特殊情形可不遒照該原刖"這兩點融和起來。所 

以我們决定請軍事參謀圑把據憲章第四十二條應該 

撥交聯合國使用軍隊的總數額作一個大約的估訐如 

果可能的話，同時再吿訴我們總數額中有多少是可 

以據平等原則由各阖提供的。我以一九四七六月 

S 



二十六日致軍事參謀面主席信將這個問題提交參謀 

闋，該函卽文件S/394的第一頁。 

主席宜讀該信1 

主席:我現在巳經收到一封回信和一 (9^報吿書。 

軍事參謀圑主席的回信和他的報吿害在會議開始時 

就 已 分 發 大 家 。 我 想 最 好 還 是 請 副 秘 書 長 宣 讀 一 

下。 

副祕書長M r . Kemo宣讀軍事參謀圑主席回信 

法文本1。 

主席：諸位，這就是軍事參謀圑所給我們的文 

件。毫無疑問，卞對我們的工作有很大的繫助。 

這偭文件是需要各位理事深加考慮的，不論各 

位理事是否也參加軍事參謀圑的工作。不過我覺得 

這次會籤，我們還是該聽聽各位對於這個文件的意 

昆© 

現在我想镦求一下各位的意見，我們究竟應該 

怎樣來利用這個文件。各位在這方面有無意見？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在上一次安全理事會討論本案時2我說過在安全理 

事會尙未' 决定若干原則以前蘇聯代表圑是無法對於 

依特別協定撥交安全理事會使用軍隊的實力作任何 

估訐的。各位都知道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弒是決定 

這些網領的問題。 

不幸，我們現在對於網領中許多赏要的规定都 

還未得協議,我們對於尙待解決的問題的討論，結果 

如何，我不願預測；紙希望我們最後還是能夠對現 

在沒有解決的問題，獲得一個協議。不過，今天我 

們決不能忘了，有若干與聯合國會員國撥交安全理 

事會使用軍隊之絹組綱領有關的重要點尙沒有協 

議，有許多重要的間題，都還沒有决定。 

在這種情形之下，蘇聯代表圑認爲無論是對於 

撥,交安全理事會使用軍隊的總數額或是這些軍隊的 

成分，都不能提出任何估計。蘇聯在軍事參謀圑的 

代表意見亦復如此。所以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估計 

祇是軍事參謀圑某數代表圑的估計；就是美法英三 

國代表圑的估計，並非整個軍事參謀圑的估計。 

蘇聯在軍事參諜圑的代表圑早就說過，卽使我 

們對原則同意之後，估計撥交安全理事會使用軍隊 

的總數額還是需要枏當時間的準備。現在我們要軍 

事參諜圑做的工作簡直是不大可能的。第一，我們 

現在還沒有定出一般原則就要它擬出一個估計；第 

'參閲安全理事畲if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hS號，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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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前，第K十猇。 

二，如果我沒有弄鍺的話，我們耍他在三天之内作 

出一個怙計。就從這點來看，軍事參謀圃之不能實 

現訓令，有什麽可以奇怪的呢？就是各代表團所提 

的估訐，也不是代表其本國政府的正式意見，而是 

初步的非正式的估計，這又有什麽可以奇怪的呢？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對於美圃代表團、英國代 

表圑和法國代表画所提的數字,就不能表示意見。因 

爲這些估計，並不代表各該國政府的意見。但是安 

全理事會是一個正式機關，我實在不懂一個正式機 

關又怎樣能夠討論這些非正式的提案。安全理事會 

能夠討論軍事專家們所擬的提案嗨？安全理事會在 

研究憲章第四十三條的時候，能夠討論一些祇能算 

是初步估計的非正式提案噶？這些提案在討論軍事 

參謀圑提議和建議的時候，可能有點價値，可是卻 

不能算做提譲或建議；因爲安全理事會不能根據這 

些估計作任何正式決定。我們怎麼能根據一個非正 

式提案來作決定呢？ 

如果安全理事會要把這件事做得合理一點，一 

貫一點，他一定得另外誥法以非正式的方式討論這 

個間題；假如它要作成決定，其決定就是非正式 

的。 

就算這些都是正式的提案，我巳經說過，我們 

沒有對一般原則獲得協議以前，是不能對撥交安全 

理事會使用軍隊的數額加以考慮的。難道我們厲可 

以要軍事參謀圑在這種情形之下，特別是在三天之 

內對這樣重要一個問題提出建議嗎？對不起，我要 

說這種情形令人想到一齣戯裏面的一幕。事實上，軍 

事參謀圃之僅在一次曾議中討論了這些數字，其原 

因亦卽在此。各位自己想一想，這種問題是不是可 

以在兩三個鐘點的會譲中就决定的呢？我想這是不 

可能的。這種提案是需要我們深思熟慮的。 

對於一個問題作迅速而健全的決定和操之過急 

不同，我們應該認淸這一點。蘇聯代表圑也認爲這 

個間題應該趲快討输，不過不應該因此而犧牲實體， 

我們應該採取一種正常而正確的辦法。這樣我們纔 

可以得到正面的結果。 

現在我們的辦法是不妥的，而且我認爲是錯的。 

我們應該先討論墓本原則，採取具體的決定，然後 

命令軍事參謀圑以整個機關的名義提出建議。再說 

—遍，這不應是一個非正式的提案，而應是箄事參 

謀圑的一個正式建議。這様我們饞可以脚踏實地 

地去做，到現在爲Ik我們都是懸空的。因此,我認爲 

我們決不能討論軍事參謀圑某數代表提請安全理事 

會考慮的建議之是否正確一卽是否合乎安全理事 

會的要求及是杏對於維持和平有所幫助。我們不能 



知道 *e是錯是,，因爲軍事參謀圑還沒有對於這些 

估訐的基礎和條件加以討論或達成協議。無怪乎這 

報吿書襄沒有一個代表圑舉出過任何理由。無諭如 

何，軍事參諜面以一個整個機關而言，想都不想舉 

出所以要規定這些數字的理由。 

在這點上，我要提醒安全理事會：在軍事參謀 

閿裏有幾個代表圑曾提出提案，涉及在估計安全理 

事會所需軍隊總數額時應該考慮到的條件。例如法 

國和其他幾個代表圑都提過這種提案。不過這些提 

案裏的條件事實上都還沒有射論過。可是我們作估 

計的時候，就是要以這些條件爲根據。在這種情形 

下，軍事參諜團對於應該成爲估計基礎的，因而在 

估計時必須顧到的各種因素，尙無爲各國代表圑一 

致 同 意 的 提 案 ， t 怎 能 作 成 正 確 的 建 , 呢 ？ 我 想 這 

是不可能的。我們給予軍事參謀圑的任務是無法完 

成的，所以它沒有完成這個任務。 

Sir Alexatidei CADOGAN (英聯王國）：我祇想表 

示一兩點意見。 

我和蘇聯代表的意見不同，我認爲理事會所株 

取的程序以及軍事參謀圑應理事會之請而做的工作 

是有相當價値的。 

我們對軍事參圑報吿書第十一條所提出的一 

般原則，作了很長的討論。現在還無得到協議之望。 

因此安全理事會掉回頭去請軍事參謀圑硏究一下能 

否在解決第十一條所引起的困難之前，先對應該撥 

交理事會使用軍隊的總數額作一個估計。 

如果我們,g夠使S個常任理事國對於軍隊的總 

數額及其實際攤派情形得到協議，那就自然而然的 

解决了第十一條中的原則問題。 

蘇聯代表說在我們教一般原則同意以前，是無 

從對軍隊總數額作任何估計的。我想他所指的，主 

要是第十一條中所說的原則。這句話是否準確，使 

我非常懷疑。譬如，假定我們a經照蘇聯代表的意 

思，對第十一條有了協議，——就是說玉常任理事 

國所認派的軍隊彼此相等，我們還是不知道軍隊總 

數額應該是多少。我們還是不能知道五個常任理事 

國將攤派一連步兵或是三四個軍圑。 

在我看來，估計軍隊總敷額與第十一條—裏的間 

題，完全不相干。這是我要說明的一點。 

蘇聯代表所說的情形與事實並不符合。實際上 

軍事參謀圑a經作了很大的努力並提出了 一些數 

字。我承認這些是初步的數宇，可能也提得過於倉 

促。是臨時而不是正式的。但至少可以代表一種努 

力的開始。它們可以成爲討論總數問題的基礎，而 

彼此的距離又不甚遠。 

我希望各國政府能由他們在軍事參謀圑的代表 

或者在本理事會的代表以軍事參謀圑所提出的估計 

作爲基礎來討論研究這些數字，因而獲得一個大家 

都能同意的折衷數字。 

我認爲軍事參謀圑提案中的數字僅爲專家數字 

而非政府數宇一點，無礙於事。許多重要的政府間 

協定，都是從專家提案中產生的。專家的提案可以 

成爲討論本問題的一個健全基礎。 

因此，我希^我們不要放棄已採的稃序。我認 

爲它會產生很好的果。我相信他會使我們達 ï ï r面 

對現實，得到成功。 

Colonel HODGSON(澳大利蓝）：敝國代表圑對於 

軍事參諜圑職務的槪念與蘇聯代表的不大相同。 

在我們看來，依據憲章軍事參謀圑是協助理事 

*並!^ni理事會提出意見的一個機構，經理事會M求 

的時候，它應爲理事會完成指定的任務。目前這項 

任務顯然就是我們要參謀圑以一個專家機構來完成 

的。我們知道要軍事參謀圑在今天對這個間題提出 

答復，當然各代表圑來不及請示其本國政府，因而 

提出所謂正式的意見。現在參謀圑有四個代表圑在 

這樣短促的期限和環境之下已經做到了理事會所請 

求的事。我認爲他們B經作了"^件非常令人佩服的 

事情。 

蘇聯代表說這件工作是不可能的。他所舉出的 

理由，我們不能同意。他說理事會首先應該定下一 

般原則。首先，就算我們同意了業經提出的相稱攤 

派原則或平等襬派原則之後，就算軍事參謀圑知道 

應該適用那種原則，難道所得的結果就會有什麼不 

同麼？這是一個考驗。這些專家們El經單獨地達成 

了很大限度的同意。換一句話說隨便什麼機關來計 

劃聯合國軍隊都要有幾個基本的、合情合理的假定。 

這一點軍事參謀圑明明巳經做到了 。 

我們此時也不必問參謀圑這些假定是什麼，同 

時也不必間參謀圑這估計是根據了什麼假想的條件 

而來的。事實是四個代表巳經提出了數額表，表示 

在安全理事會通過決譲以後爲達成某一特定目的所 

需軍隊的數目。 

假定我們接受蘇聯代表所提倡的原則，我們覺 

得這個原則對於這四個數額表都不能適用，因爲其 

結果——我們應該現實一點——這支軍隊裏將沒有 

遠程森炸機，沒有新式的噴氣戰鬭機，沒有装甲師， 

沒有戰鬭艟和航;£母艦然而事實上，這支軍隊是應 



該有栢當實力，相赏作用，而有很大的精砷力量的。 

試想—個軍隊沒有我方镌所說的那些束西，還能夠 

嚇住一個預備侵略的力景麼？ 

所以不論蘇聯代表»!是否認爲軍事參謀圑在沒 

有對屁則達成協議以前卽不能決定軍隊的大小、性 

質和成分，我們認爲不論原則如何，所得結論大致 

仍還相同。據此結論，我們顯然就可以看出Ï常任 

理事國認攤的軍隊的性質、镩類和數目，不論是海 

軍、陸軍或S軍方面，沒有一種是可以彼此相等的。 

因此，就是根據這個估計我們也更可以相信唯 

—合情合理的原則就是相稱攤派的原則，不通應該 

注意第一次相稱的攤派總額應是相同的，不遒各兵 

種的實力可以彼此大相懸殊。 

我現在還要提出一點意見。對於這一點我似乎 

不大淸楚。五常任理事國中，也沒有一個把這一點 

說淸楚，各位總記得,我曾經說適軍事參謀圑褢對於 

第十一條究何所指，顯然還未攪淸楚，意見非常紛 

歧。 

中法英美四國原提案褢說的是第一次相稱攤派 

額，蘇聯提案中所指灼，又顯然是永久的總攤派額。 

第十一條是從第十條一貫下來的。第十條明明是指 

的大國的初次攤派餚。讀了軍事參謀圑的估計之後 

我覺得它並沒有把各國的初次攤派額與總數額分淸 

楚。我們覺得，實際上英美中三國代表，已經自己 

離開了他們第十一條的原案，因爲他們現在所說的 

是總數額。祇有法國代表圑指明這點分別，說明白 

百分之七十五的初步實力應該由五個常任理事國供 

袷。我承認這不是一個重要點，不過他們對於第十 

—條究何所指，總是有些攪不淸楚。第十一條本來 

指常任理事國的初步攤派額，但是我們看到各代表 

圑心裏所想的卻是所有聯合國會員國的總攤派額。 

Mr. EL-KHOURI(敍利亚）：我們對軍事參謀團 

提過兩個要求。一個是要軍事參謀圑對於應該撥交 

安全理事會使用的軍隊的總數額,提出一個估計。我 

認爲參謀圑作這個估計的時候，並沒有研究到攤派 

軍隊所應根據的屎則。就是說，他並沒有研宪攤派 

軍隊究竟應該根據平等原則，還是應該根據各國的 

能力。這個間題與必須撥交安全理事會使用的軍隊 

的總數額，並沒有闕係。 

—國的軍事參謀機關或聯合國的軍事參謀機閼 

接到這樣的請求以後，它必須要考慮到其他因素。它 

不間這個軍隊應該如何集合起來，而要間這個軍隊 

是要對付誰，責負和任務是什麼，以及其所要達到 

的目的是什麼。換一句話說，應該考惠到這支軍隊 

將來要對誰作戦， 

這個軍隊的賫任是什麽呢？是在阻It各地的侵 

略，永建和平。什麼侵略呢？據說它要阻It的是任 

何侵略。侵略者的實力又是怎樣呢？我們要怎樣耩 

能應付侵略者的力量呢？要怎樣的軍隊耩能達到這 

個目的呢？這些都是我們在作怙計時所要考慮的問 

題。我相信軍事參謀圑茌研究攤派基礎這個問題時， 

確曾考慮過這些問題。那個問題應該等以後再來研 

究，而且應由安全理事會研究，不應由軍事參謀, 

研究。 

如果軍事參謀圑已經把我方纔所列舉的許多事 

項作爲怙計的根據，它一定B經想到各國將來的裁 

減軍慷和調節軍隊了。同時我相儈，參謀圑提出了 

這些數字以後， t一定想以後不會容許任何國家握 

有較撥交安全理事會使用者更強大的箄隊，所以我 

認爲這個估計是有很大的價値的。由此我們可以了 

解軍事參謀圑對於各國軍備的一種想法。各國個別 

所有的軍隊，決不能比這個估計中的軍隊超出太多， 

否則由安全理事會使用的軍隊,就無從行使職務。 

同時我看到這些數字也表示各國裁減軍慷及調 

節軍隊的情形所以也很高舆Ç我們所要討論的畢這 

個原則問題，rtS非根據平等k則還是根據能力原則 

的攤派方法問題。 

現在提出來的這些數字，僅是臨時的。不過旣 

是負賫人士提出來的，我就認爲它們有枏當價値。因 

爲這些人士不但可以就我們所提的許多問題向安全 

理事會提出建讖，而且還可以個別的向他們自己的 

政府提出建譲。雖然將來因爲情形的不同，尙會有 

所變動，不過在沒有其他數字以前，我們還是要考 

龐它們，依賴它們，因爲它們是我們唯一的數宇，我 

們一定要倚爲硏究及估計的可靠根據。 

Mr. LANGE(波蘭）：我想大家都明白我們現在 

所得到的估計純粹是暫時性質的，並沒有決定性的 

重要意義。所以我們的數字將來可能會比現在的數 

字高許多或低許多。 

據我的了解，這偭估計之提出，祇有一個目的， 

就是把它作爲决定平等原則是否可行的一個基礎。 

有些代表圑認爲平等原則不切實際,因爲 *Ë會把撥 

交安全理事會使用軍隊的力量减低到與軍力最小的 

一個常任理事圃所能攞派的軍隊相等。 

所以我就是以這種目光去看這些估計數宇的。 

有兩個代表圑根據了這些估計數宇認爲平等原則不 

切實際,這種結論與估計數字本身有不衋符合之處， 

這一點使我感覺不安。事實上他們在結論中說：根 

據平篓1?則所能攤派出來的軍隊，其數額簡直沒有 

多少。這句話好像明明與所提數宇互相矛后。 



例如我們對於^軍的估計數字。英法估計領有 

—千二百架，美國估計缀有三千八百架。轼以五來 

除這兩個數字，一偭得二百四十架，另一個得七百 

六十架。我決不栢信玉強中任何一國拿不出這個數 

百《 

再談陸軍，各國所提陸軍的估計數宇自八師至 

二十師。以五來除這兩偭數字，約得二師到四師。難 

道有那一侗常任理事國速p>師都拿不出麼？更不必 

說 是 兩 了 。 

至於海軍，可能有一點間題，可是我認爲也不 

像初看起來那樣糊塗。第一類是戰鬭艦，估計是兩 

艘到三艘。就是說每個常任理事國約須拿出一艘戰 

鬭<^。第二類是航g母艦，估計是四艘到六艘，也 

鱿等於毎個常任理事國耍拿出一艘。巡洋艦的估訐 

是從六艘到十五艘，就是說每一個常任理事國一定 

耍拿出一艘到三艘。 

我現在並不想檢討所有這些數字，我祇預備把 

困難最顯著的地方說一齙。譬如驅逐艦英國的估計 

是二十四艘，美國的估計是八十四艘，以五來除，就 

是五艘到十七艘。至於僭水艇，法國和英國的估計 

是十二艘，美國的估訐是九十艘，就是說按照英法 

的估計，每個國家應出三艘，按照美國的估計，每 

偭國家應出十八艘。 

所以我很奇怪，怎麽會有人從這些數字上—— 

除此以外可能還有其他的數字——得出結論，認爲 

卒等原則是不切實際而行不通的。尤其我們祇要在 

—兩件事情上稍加變通，應該更不成問題。 

主席：如果再沒有其他的意見，我希望以法國 

代表的資格說幾句話，再宣怖散會。 

我 們 之 向 軍 事 參 謀 圑 提 出 它 已 經 答 復 了 的 問 

題，我認爲是我們唯一可能而且也必能得到結果的 

—稗方法。 

在我看來，如果我們繼績用這種辯誇的而且有 

些近於空洞的方法，來研究這個問題——就是擬定 

了原則之後，再研究實際問題，——我們顯然就有 

無限期逗留在原則論階段的危險，特別是蘇聯代 

表開始就說明，他不預備在原則上有所讓-步。在道 

種愤形之下，我覺得繼續討論原則問題，將會一無 

所獲。最使我們失望的是我們所謂的原則——原則 

的 討 I Ê 愈 來 愈 覺 得 祇 是 在 推 敲 字 眼 而 巳 。 在 我 

偭人，對不起，我又要這樣說了，實在不懂什麽叫接 

近平筝的等値。法國代表團對於"等雠"及"有變通 

的平等"這些字眼的了斛躭是如此， 

我要苒說一遒，這點不大淸楚。可能這中閱差 

別很小，不過如果不先對所用的字眼有淸楚正確的 

解釋，衬論這個問題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 

我認爲像現在所提出的估計，對我們工作的進 

展是有相當幫助的。我相信理事會中，一部价理事 

早巳說過這悃話，尤是我們看到這些估計數字相差 

並不太遠，使我更其相信這些數字對我們的工作是 

有幫助的——其實這也是別人所已經說過的。 

我覺得我們應該繼績照此做去。這是我今天晚 

上所耍說的話fc'不過我還要保留在下次會讖時代表 

法國對我們的工作方法提出具體提案的權利。 

此外還有我們今天晚上可以把它弄淸楚的一 

點，就是澳大利亞代表所提的問題。'他提們，上 

次會鶄他曾經要求對初步攤派字樣加以解釋。這偭 

字樣在幾個案稿中都有。我認爲這個字樣的意義確 

有點不大淸楚，因爲它在第十條是一個意義，在第 

十一條卻又是一侗意義。 

這悃初步認攤額可以解作根據將來締訂的協定 

必須攤派的數額。等到一旦發生事故，可以根據新 

的協定，在初步攤派額以^另派軍隊。 

我承認這個字樣在第十條中的意義略有不同。 

這褢所謂的初歩攤派額好像就是指常任理事國所攤 

派的軍隊，將來其他聯合國會員國也可以攤派。 

澳大利亞代表所提的問題是應該解決的。解'决 

的方法可有兩侗：或者大家議定一個解釋；或者還 

拿回去問軍事參謀團。我認爲這偭問題對軍事參謀 

圈不會有任何嚴重的困難。 

這祇是要軍事參謀圑對於他們可能本來就同意 

的一個名詞加以說明而巳。他們祇要把定義吿訴我 

們，我們也許就可以從這上面解決這愐問題 i 

各位是否贊成把這偭問題提到軍事參謀圑？ 

Mr. GROMYKO〈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主席所說的事情對我沒有關係，因爲我是蘇聯的代 

表，蘇聯對第十一條的提案，並未提到初步攤派額， 

而提到一般的攤派。 

主席：我祇問那些用初步字樣的人。澳大利亞 

代表是否同意這偭辦法？ 

Colonel HODGSON(澳大利-ff)敝國代表團贊成 

這樣做，聽了前幾分鐘各位代表的意見，包括主席 

的解釋，敝國代表團的確覺得對這幾個字的意昆沒 

有明暸。軍事參謀團稱總數額時，還是指在特別協 

定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攤派額呢，還是枏所 



有聯合國會員國的攤派額？我覺得我們應該弄*楚 

委員會眞正指的什麼。 

蘇聯代表說他心裏從來沒有所謂常任理事國初 

步攤派的觀念。想來他的案稿中所指的是全體會員 

國的攤派額，並不以安全理事會五常任理事國爲 

限。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我>îfe沒有說過那種話。我並沒有說過澳大利亞代表 

認爲我說的話。蘇聯代表所指的是安全理事會常任 

理事的攤派額，不過不是初步的攤派額，而是總il 

派額。 

主席：如果理事會其他理事，特別是出席軍事 

參諜圑的國家，不反我們向軍事參謀圑提出這個 

間題，我就認爲這偭提案巳經通過。 

現在沒有人提出反對，我們就向參謀圑提出這 

侗問題。 

我們明天下午再行開會,躐績討論希臘問題。 

(午後六時三十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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