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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式 耙 錄 

第三年 第一二〇號 

第三百七十二次會議 

-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一午後五時&巴黎夏幽宮舉行 

主席 Mr Juan Atiho BRAMUGLI \ (阿根廷) 

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時 加 拿 大 中 國 哥 侖 比 5 5 法 蘭 西 、 敍 

利 S 烏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英 聯 干 國 美 利 堅 

一臨時議事日程 
(S/Agenda 372) 

一通A議事日稃0 

二 - 九 四 八 年 九 月 二 十 九 日 法 蘭 西 共 和 

S、美利堅合衆國英聯干國5^國政府致 

16&書長之相同pi知書(S/1020及S/1020/ 

Add l)o 

二通過議事日程 

( 議 事 日 程 ^ ; â o ) 

三躐績討論一九四人年九月二 I 

九日法繭西共和國、美禾合 

衆國、英聯王國三國政府致祕 

書長之相同通知書(S/10
2

0及 

s /10^0/Add 1) 

Mr PARODI ( 法 蘭 西 ） 上 次 會 議 [ 第 二 七 

0 次 會 議 ] 結 束 時 ， 曾 有 某 六 國 政 府 提 出 賙 

此一問題之决議案?，*案一件[S/1048]o a 

六國政府對理事會現正處理之困難問題，向 

持客觀之仲裁人態度0 

本 人 未 5 t 論 ^ 决 議 案 * 案 前 ， 首 i f 向 理 

事會各同仁，對其所完成之工作表亍;?^忱0钱 

利 亜 、 哥 侖 比 亞 比 利 時 中 國 加 拿 大 諸 

國代表，不辭辛勞，從事此银Ë工作，圜使 

雙方不同耆見漸趨接^，俾此問題得獲適當 

斛决。茲31向谷代表致謝0 

主席Mr Bramuglia 一秉至誠，悉力尋求 

解决辦法,堅2明敏，本尺尤欲向其致謝0凡 

由 此 項 問 題 提 出 之 方 式 ， 安 全 理 事 會 

^ 不 能 依 常 例 加 " 處 理 。 就 本 人 所 見 理 事 

會對此問題之處理辦法，實可爲吾人處事之 

楷棱，其他事件倘依此進行，收效 it:宏。 

此問題提出之方式，W及安全理事會四 

常任理事a對此問題意見《異之事實，使理 

事會其他六理事國自成一集圑。且復因此問 

題 提 出 之 方 式 ， 此 諸 國 家 所 採 之 鰺 度 允 可 

稱之爲公正無私。 

吾人現正5 t論之决議案，乃在如期淸^ 

下依據此種保證亨擬而成者0 

吾人將此問題通知安全理事會時，事先 

已承?s理事會之稃序應即適用，此即iii党求 

决辦法，務使雙方均能接受。 

吾人現有之决議案草案，對於覚致雙方 

fô議一事，已加計及0此項草案案文，未能 

盡如吾人將此問題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之初 

願，固非秘T。此種情形，一讀案文，即可 

m^o椎吾人深感各同仁之努力，且欲遵守 

聯合國憲章之精神，復深悉向安全理事會提 

出 柏 林 問 題 實 係 加 " 異 常 颧 巨 之 賁 任 0 

藜IT所提出决議案之公正輛私，本人31 

代表歃s政府聲明法蘭西代表團樂於接受该 

决議案草案，表决時並將投累贊成之0 

更可申明者，^决議案草案雖未能竈量 

表達吾人之意見，惟其內容與形式，吾人大 

體上尙能接受0苟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代表亦願爲;？解與睦證而努力，當亦可予 

" 接 受 0 

^决議案實代表一折衷辦法，爲覓求實 

際解决辦法之結果0該六國代表亟欲提伊公 

正切實之基磋以3?解决，雅不願徒事指赍非 

難也。 

提交理事會之决議案案文確認於封鎖之 

威脅下進行談判 i è r 無實益。同時贊助 s ? 聯 

佔 領 之 考 克 應 : 《 i 用 於 柏 林 各 K 之 原 則 一 

如直接a»^判時吾人所已同意者，並"安全理 

事會之權力向蘇聯保證此項改革將於合理之 

時:^內予W赞施，事實上即將於短:^內實施 

之0 

因提交理事會之案文，對此足W使有髑 

各方瑭脫此威脅和卒之厳重問題，而無損其 

信眷，故吾人特予接受。 

吾人之诚意及對於聯合國憲章之尊重， 

已指亍我方應取之態度，惟盼蘇維埃)te會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代 表 即 能 明 白 表 i ^ , 其 於 ^ 斷 

該案文時，亦具相同誠意，對於憲章，亦同 

加尊重也0 

Sir Alexander CADOGAN ( 英 聯 T 國 ） 上 

A會議中六理事國代表就此問題向安全理事 

會提出之重耍决議案草案,本人已慎加硏究0 

本人復承主席厚實相吿過去數日來^擬 

此 决 議 案 經 遏 形 ， 便 本 人 得 將 敏 國 政 府 之 

意見，陳諸主席閣下。 

本人*S食此項草案係提案人於主席指導 

據本人個人之鸫驗，主席對党求和平而滿意 

之 解 决 辦 法 ， 專 心 致 不 辭 勞 瘁 0 '目前協 

譲 範 園 之 廣 ， 主 席 之 明 智 2 耐 與 優 觼 ， 實 

有 " 致 之 。 

上次會議時，該决議案草案之六提案人 

中，有向理事會提出說明及解釋者，其中比 

利 時 加 傘 大 中 國 三 代 表 闞 釋 尤 詳 0 本 人 

對 此 類 說 明 解 釋 全 部 贊 同 ， 並 予 接 受 。 

本 人 可 即 聲 言 英 聯 T 國 政 府 爲 ^ 决 議 

案草案係一公平之解决辦法，故予W接受0该 

决 議 案 一 旦 ^ 過 傲 國 政 府 將 竭 力 保 證 忠 實 

履行其中規定，俾此一問題能獲各方均戚満 

意之解决。芗聯王國政府對在柏林發玍之困 

m,久已努力覓求公允解决辦法，深盼此至 

今 |H|從覚得之解决辦法，可因安全理事會通 

過該决議案草案而吿實現。 

Mr JESSUP ( 美 利 堅 合 ^ 國 ） 安 全 理 事 

會 現 正 î t 論 之 决 議 案 實 可 反 映 政 治 家 之 

風度，本人對此^表敬意0主席領導;1論此一 

問題，因而猩此結果，凡曾隨主席工作之安全 

吾 人 承 認 該 决 議 案 案 ， 實 爲 尋 求 此 困 

力之結果0對此問題之努力，確能遵BP聯合國 

憲章所示國??^[5則之傅統精神0職是之故，吾 

人對;s决議案草案表示尊重,並已愼加硏究0 

本人於聆悉^决議案草案提案人之意見 

後，認爲S决議案草案之目的與用意，確與 

^案案文所示者相一致C 

該决議案之特 

合理發展0依吾人之瞭解該决議案規定之稃 

序如次將决議案:s知有關之四國政府之日， 

將有兩項改革發生，或如^决議案所云,實行 

兩項揞施0 

將:^通知之日施行之第一項措施爲蘇聯 

及西方三國政府，將自一九四入年三月一曰 

始 對 拍 林 與 德 意 ^ 西 部 各 區 間 運 输 貿 

易所加之限制"及對拍林與蘇維埃佔領區間 

運 输 貿 易 所 加 之 限 制 ， 同 時 廢 除 。 該 决 議 

案 s 力後而未正式 A 知前，美利堅合衆國政 

府應即篛劃辦法，確保我方遵行關於廢除限 

制及舉行箄事長官*議之規定。吾人假定决 

於 A 知之日同時實施之第二項措施爲四 

國 軍 事 長 官 柏 林 舉 行 會 議 。 會 議 之 目 的 

爲篛劃統一柏林18^制事宜，並W四強嚴7統 

制 下 通 用 蘇 聯 佔 領 展 德 國 吗 克 爲 篛 商 之 基 

礎,復W在臭斯科所訂定之原則爲準繩0該項 

原則載於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曰311令中6軍 

事長官會議務須於十一月二十日"前結束 0 

依該决議案所訂之稃序，外長會議定 

十一月三十日舉行，但如四國軍事事長1m 

於 十 一 月 二 十 前 商 定 辦 法 ， 則 外 長 會 議 

始。 

若綞四強一致同意，外長會議可於任 

何日期舉行。 

类國本妥協之精砷，準備接受該决議案 

及 其 規 定 之 原 則 並 擬 忠 實 履 行 之 0 本 人 希 

^安全理事會諸理事中，輛否認該决議案爲 

解决此一厳重問題之合理而有效之方案者0 

Mr VVSHINSKY (蘇維埃 jft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圑已 

題之决議案草案，愼加研究0 

對，仍受理此一問題C 

耋理由，"述明立場,故安全理事會因美利堅 

合衆國英聯3 F國法蘭西S I 



而受理拍林問題之舉，殊不合常軌，已爲不 

然此問題仍列入安全理事會議事日程， 

且將於理事會中付諸表决0 

蘇聯代表圑現擬依HP憲章第二十七條第 

三項之規定，行便安全理事會某數理事國具 

有之權力。 

據稱;^决議案草案規定柏林現行一切有 

UTISJI運輸、貿易之限制同時廢除，並同時 

承認蘇聯佔領區之德國考克爲柏林唯一之貨 

带。此項見解殊非正確。 

六理事國代表提出之决議案草案對該兩 

項措施並宋規定同時施行。苟將该决議案草 

案與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日頒發四國駐德佔 

領 軍 司 令 之 ^ 令 中 所 載 美 利 g 合 衆 國 英 聯 

乇 國 蘇 維 埃 Î 4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法 蘭 西 

等四國政府所訂辦法相比較，即可瞭然。该 

311令爲四强就廢险限制與梂用蘇聯佔領展德 

國 克 爲 柏 林 通 用 貨 帑 兩 項 措 施 所 訂 之 協 

定 ， 實 具 有 國 定 之 特 @ 专 義 與 力 量 ， 當 

|B|疑義。 

如將八月三十日Sill令原文與;^决議案第 

二 分 段 ( 丙 ) 項 案 文 相 比 較 ， 凡 識 字 客 觀 而 

無 所 私 之 人 ， 當 知 该 决 議 案 並 輛 同 時 行 励 

之規定0 3 1 1 令 所 載 爲 法 蘭 西 英 聯 干 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萍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諸 

國政府棄綞决定同時寶行下舛措施,其實際 

施行辦法由柏林四國軍事長官協商决定之 

甲 廢 除 柏 林 與 西 運 輸 貿 易 

上之限制，及廢!^最近對德宥^蘇聯佔領區 

往 來 運 輸 賀 易 所 實 施 之 限 制 ， 

乙 採 用 礤 聯 佔 領 展 德 國 馬 克 爲 柏 林 唯 

一 貨 幣 收 囘 西 德 , 克 B ， 不 苒 在 柏 林 市 面 

此乃八月三十日5111令；？文，亦即同時廢 

除 限 制 & 採 用 « 聯 佔 領 K 德 國 莓 克 爲 柏 林 唯 

一貨幣之原義。 

决議案草案則*1何=> 第二分段之案文如 

次 

' 將 本 决 議 案 通 知 有 讕 四 國 政 府 之 日 

同時實施爲履行下述（甲）（乙）兩項所需之 

指施 

(甲）項爲 

有 鬮 各 方 ！ ; 立 即 , 柏 林 與 德 意 西 部 

間 ^ S J l 運 輸 賀 易 上 之 一 切 限 制 " 及 德 

實 志 磾 聯 佔 領 席 往 來 運 楡 資 易 之 限 镧 所 

稱 限 制 ， 係 指 有 髑 各 方 一 九 四 八 年 三 月 一 

日"後施行之限制 

^决議案（甲）項內容，實與八月三十日 

之J令之甲項相同,規定立即廢除一切限制0 

吾人對此可表同實。 

惟該决議案(乙）項內容，與八月三十曰 

311令之乙項規定是否相同7此則不然。乙項 

案文如次 

" 四 國 軍 事 長 官 立 即 舉 行 會 議 以 « 聯 

佔領區锒國馬克爲基磋，篛劃統一柏林幣制 

事宜。 

建議之辦法，爲一方面立即撖消镙聯當 

局爲防範西部51國政府非法有害之措施而實 

施之一切限制，另一方面則對採用藓聯佔領 

區德國再克爲柏林^用貨幣問題開始談判， 

登不顯然乎2 案文實 a 明吿吾人 汝應廢 

除一切限制，彌於採用^維埃佔領展德國馬 

克問題，吾人行將與汝開始談判 0 

結 束 ^ 項 談 剩 之 限 期 爲 十 一 月 二 十 曰 0 

椎 限 制 之 廢 除 則 輛 限 ， 而 麼 立 即 廢 l ^ o 

依所提决議案之規定，^聯當局爲防範 

三國政府在柏林西區及德意志西部片面舉 

辦幣镧改革之不良影響而通佈之限制，應即 

行廢除。而採用弯聯佔領IS饞國馬克爲柏林 

唯一貨幣之舉，則展期辦理。與廢除礴聯軍 

事當局所施一切限制同時舉行者，僅爲由四 

國軍事長官就帑制問題開始談判。吾人對此 

實未能同意，且决不同實。 

本人頃已宣讀八月三十日311令有闢各翻 

原文。>a决議案不特與311令相異，抑且違反 

之，故吾人實難同 f。 一 方 面 廢 除 限 制 ， 另 

—方面採用藓聯佔領展德國丐克爲柏林统一 

貨帑，此兩項指施膺同時實行一翔，J^^ik 

和國聯邦法蘭西四國政府所訂協定之主旨， 

且已載於八月三十日之311令。 

因此，今日提交安全琿事會之决議案^ 

案顯與四國政府協商所訂之協定不符，且違 

反此四國政府所訂之協定。 

蘇 聯 認 爲 確 實 履 行 所 訂 協 定 及 ; ; 遵 行 

協定所規定之義務二者，至關重要0 

蘇聯有耍求之權，故向國？！^協定之其他 

簽宇國家，尤其簽訂八月三十日，令之三國 

政府，耍求遵守條ri義務，而A月三十日之 

31 "令，實等於四強所簽訂之協定。 

職是之故，蘇聯不能接受此項違反協商 

决定之决議案^案 0 决議案草案藉;^同時 

執行廢除限制及在柏林探用^聯佔領區德國 

^克幽項措施，企圖將廢除限制之先决條件， 

加諸蘇聯。 

齊聯認爲此實不能接受0八月三十曰311 

令 消 除 之 爭 執 ， 頃 因 此 决 議 案 案 ， 又 見 恢 

復 。 莫 斯 科 談 判 開 始 時 ， s 国 政 府 堅 持 廢 

除蘇聯當局施行之一切限制爲談判之先决條 



件，此乃世所共知之事實。 

當時^三國政府堅持採用蘇聯佔領區德 

國馬克爲柏林唯一貨1^之事，僅在该先决條 

件履行後始能實現。然^三西方國家政府終 

不得不放棄>J項耍求，而於;JII令中規定另一 

建議，此項建議紧經本人於今日開始發言時 

提 及 。 茲 再 聲 明 ， ^ 决 ^ 案 案 ( 丙 ) 項 中 有 

賙第二段（乙）項之規定，實不符同時打if之 

原則，卞即不符E強所訂八月三卞日311分之 

基本厚則。 

所提决議案之（丙)項旣-？"反所訂之J 

令 後 藉 5 ^ 同 時 行 D , 企 圖 提 類 似 是 後 : â 

踩 之 要 求 ， ： é 使 先 行 廢 柏 林 蘇 聯 „ 局 所 行 

mf.A^運输貿易;è限制。^項限制厚爲 

蘇 聯 當 局 之 防 辋 措 施 ， 乃 所 對 付 西 方 二 a 

政府所舉,而足JW危害德国藓聨佔锒區及枘 

林,聯展之經濟之片面幣制改革者。是W蘇 

聯代表囤對所提 9 ^ 之决^案^案不能同畜。 

H上述理由，蘇維埃社會主義3f和國聯 

邦 代 表 囫 將 投 票 反 對 决 議 案 0 

Mr jESSUP(美利堅合衆國）美國代表團 

頃 自 ^ 聯 代 表 之 聲 明 獲 悉 ^ 代 衷 否 决 安 

全！:事會六？1事國提li^之决謠案草案。 

^ 决 i i i 案 , 案 乃 散 處 全 球 六 理 事 S 之 公 

正政/é家所草擬，實爲合S而公卒之决案， 

此當爲世人所共鑒。各^政治家一本至 

I k 决此一困難問題特提 î i ^ 此决議案， "盡 

安全理事會理事之職责。 

法 英 《 三 國 代 表 已 接 受 ^ 决 議 案 

草案。苟柏林問題不tlEiA^决議案草案規定 

辦法爲墓礎，獲得解决，其貴任槪應由蘇聯 

政府擔負，不得推So 

^ 聯 代 表 曾 一 再 提 及 所 八 月 三 十 曰 之 

mi令。惟S代表似夫明確提ffiiîlil令首段^句。 

^段;？文如灰 

法 蘭 西 英 聯 干 國 美 利 堅 合 汆 國 蘇 

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諸國政府:ÎB經&定 

同時實 îh下列措施其實 l i ?施行辦法由拍林 

ja國軍事長官協商决定之。 

故;^311令所决定，係以箄事長官之協謠 

1^基磋，同時施行兩項指施。淮此項協議迄 

未成立。其所W致此之"因，已由法蘭西英 

聯干國兩國代表及本人向安全理事會充分說 

朗。一切有翻文件亦均已遞交安全理事會。 

安全理事會現非It論八三十日311令問 

Mo惟因席間一再提及3問題，本人認爲亦 

須提及九月二十九日三國政疳向安全理事會 

提出本問題之文件，其中有二語云 

"蘇聯政府與西方佔領國家爭執所&並 

非交A方面技術上之困難，亦非鬮於統制柏 

林 制 之 條 件 未 能 協 議 。 其 間 題 癥 結 爲 蘇 聯 

政 府 之 行 m , 茱 a 證 明 ^ 政 府 置 其 義 務 於 不 

顧，企圖W非法脅迫手段，達成其不應希冀 

且 不 能 " 和 平 辦 法 實 現 之 政 治 目 標 。 

三国政府曾將因蘇聯實施封镄而生之 

威*和年之局勢，陳諸安全理事會。吾人適 

經簡及之蘇聯代表；論實即承認蘇聯政府實 

行封笼措施之作用，係&威逼。本人原fc^^ 

代表發：時，"fsl如西方三s政府之代表， 

妥協之精神>a論该决議案、S案，使柏林問題 

得 獲 决 ， 結 果 則 殊 成 失 望 。 代 表 反 直 陳 

碍 聯 將 繼 较 " 爲 威 脅 ， 使 豫 聯 佔 領 區 之 

丐 克 因 蘇 聯 之 指 使 ， n ] 不 經 自 由 協 議 而 成 

爲tfl林:1唯一貨幣。 

安全理事會箧前之主耍問題，經吾人之 

巳甚明晰。六a政府努力之結果，m 

a 擬 就 公 允 之 决 ^ 案 陳 諸 吾 人 之 前 0 本 人 

爲此時吾人&應賀問蘇聯，究何所欲。 

礴 聯 欲 召 開 外 長 會 議 " 3 ï i r 柏 林 問 題 ， 

統一德袁志問題或隳個德者 t問題乎7德國 

之统一向爲西方三國政府之目撐，至今仍然0 

西方三S政府早巳允<«舉行外長會議。蘇聯 

政府實不ui"武力相威脅。茲苒重申此項诺 

言。吾人贊成提交理事會之决議案草案，即 

可 爲 吾 人 接 受 項 原 則 之 明 設 0 

蘇聯欲依83史太林首相之建議，將蘇聯 

佔領lêi之鸣克確立爲ffl林之唯一貨幣，由四 

強共同統制乎》蘇聯固$>I3P維持封镲即可得 

此 。 吾 人 前 已 作 此 表 亍 茲 苒 重 丰 此 意 0 

蘇聯欲吾人保證不利用四強統制柏林^ 

制之 I f 以統制柏林"外蘇聯佔領!^之一般綞 

濟 乎 》 蘇 聯 無 庸 威 脅 暴 行 獲 得 保 證 。 吾 人 

對此經已申明，特再重申之。 

蘇聯欲吾人保證防止利用運輸便利W從 

事 桕 林 之 貨 帑 黑 市 活 U 乎 7 蘇 聯 龢 須 " 威 逼 

手段獲得保證0吾人對此已亍首肯，現可重 

申之。苟蘇聯政府廢除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 

曰 W 後 所 行 酮 柏 林 與 德 國 西 部 各 區 間 運 

输 ^ â S l 貿 易 上 之 限 制 ， 美 國 定 當 依 8 8 柏 

林會商時美a代表提出之辦法，負責保障西 

德每克B與蘇聯佔領展之東德馬克。 

锥 本 人 所 了 斛 ， 蘇 聯 代 表 其 適 所 發 表 

之意見中曾謂蘇聯實行封鎖，原爲保衞蘇聯 

佔領展之經濟，使不受西德馬克之影響0淮 

本人前經向安全理事會指出（第三六三次會 

m),封截辦法始於一月間，至三月三十日而 

達 於 極 勲 西 德 馬 克 則 於 六 月 二 卞 四 日 始 行 

採用。且本人認贫廑再指明限制交=1與防範 

貨幣流AJÈ辆繭係。運输供應今僅限於空運C 

廢除蘇聯所行封截水陸交^之限制，當可恢 



復運输伊應之一切正常途徑o事實上，即W 

正常之陸路運输代替目下之空運而巳0 

美國向無利用幣制"危害蘇聯佔領區綞 

濟 之 者 0 帝 制 改 革 之 目 標 爲 改 善 經 濟 生 活 , 

而 非 摧 殘 經 濟 生 活 。 但 自 另 一 方 面 言 吾 人 

之在柏林乃公認之權利，若蘇聯維持對和平 

之威脅而欲將吾人逐出柏林,當不能收效。吾 

人已一苒聲明態度，至今此簡單之事實應極 

期顯。倘蘇聯不循自由談判之道而欲藉維持 

t î ® 辦 法 迫 令 吾 人 就 甫 經 本 人 提 出 之 四 問 

題,制定技術上之釉則，吾人ai斷然拒絕0簡 

言之，不假封黧,蘇聯政府尙可償其所欲。維 

持封镶，則不惟不能達到其所表亍之目標，亦 

不能實現其行氍所表現之異正企圖。目前之 

障礙滅爲自領。斛除針頜惟蘇聯能爲之。 

時至今日，蘇聯雖表亍仍有阻橈聯合國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努 力 之 f , 苟 蘇 聯 頹 終 I t 其 一 

手造成之對和平之威脅，柏林問題仍可"目 

前安全理事會5t論之决議案草案所建議之計 

剷爲基礎，猹得解决0西方三國政府1g已表 

^接受^决議案之;？則 0 苟蘇聯亦作同樣保 

證，决定履行该决議案所建議之計割，則此 

問題當可迎刃而斛0 

主 席 吾 人 行 將 表 决 此 項 提 交 理 事 會 之 

决議案草案0表决前本人欲代表敝國政府對 

河根廷擬投之可决享，加W斛釋，並述明其 

阿根廷對理事會行將表决之建議，作如 

r之 解 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英 聯 干 國 、 法 蘭 西 n 

雜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等四蘭係國政府於 

接獲通知後應即命令該四國駐德軍事長官 

一 立 即 廢 除 關 : 訊 、 運 轍 、 貿 易 之 

限制， 

二 立 即 進 行 統 一 柏 林 帑 制 ， 同 時 採 用 

蘇 聯 佔 領 區 德 國 ^ 克 爲 柏 林 唯 一 貨 ^ 由 四 

強共同統制0 

各該軍事長官應探取下列步驟 

(甲）立即分飭所屬，執行廢除一切現行 

限制之命令。此後惟理由充分、證據確憨之 

物質上困難始可接受爲遲延之原因， 

(乙）各该軍事長官II於最短，內採用蘇 

聯佔領區德國g克爲柏林統一貨幣。惟舞論 

如何，其實施日，不得超過建議中規定之限 

，。 

此後並將舉行外長會議，依BP提交理事 

會 審 議 之 建 議 所 規 定 ， 論 整 個 德 國 問 題 。 

安 全 理 事 會 現 表 决 比 利 時 、 加 拿 大 中 

國 哥 侖 比 亞 钱 利 亞 阿 根 廷 六 國 代 表 阁 

提出之决議案草案0 

( 舉 手 表 决 ， 結 果 如 次 ） 

贊 成 者 阿 根 廷 、 比 利 時 、 加 拿 大 中 

國 哥 侖 比 亚 法 蘭 西 、 敍 利 亚 、 英 聯 ^ 國 

美利堅合衆國0 

反對者烏克蘭蘇維埃赴會主義共和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表 决 結 果 贊 成 者 九 反 對 者 二 。 因 反 對 

者中有理事會之常任理事國，决議案草案未 

獲通過0 

主 席 因 ^ 决 議 案 、 S 案 有 讕 實 體 問 題 ， 

根據憲章第二十七條第3段之規定，蘇維埃 

厥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反對禀即爲否决0故 

该提案已被否决。 

(午後七時十五分散會）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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