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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報告書1

導 言
一 . 本報吿書係遵奉一九五0 年十二月十四 

日大會決議案四二八（五）的规定，經由經濟暨社 

會理事會轉向大會提出，報吿期間係自一九五二 

年六月起至一九五三年五月止。本人會向大會第 

七屆會提出報吿書2 —件，附補遺2 —件，備載 

一九五二年五月至十月間所發生的關於本辦事處 

主管範圍內難民最重要事件的消息。

二.本報吿書擬儘可能將難民事宜高級專員 

辦事處規程及有■大會決議案委交本辦事處所擔 

任之工作作一詳盡報吿，俾大會得依规程第一章 

第五條（決議案四二八（五)）之規定作一決定。該 

條规定：

" 大會至遲應在第八屆會時檢討高級寡

員辦事處之設置問題，以期決定一九五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後該辦事處應否繼續設

立

三. 據本人的意見，爲明白了解本辦事處已 

有的成績及尙未完成的任務起見，必須充汾了解 

大會在國際難民組織結束時世界各地所有難民實 

際狀況的I f景下賦與本辦事處的任務的性質；又 

須充汾了解難民問題具有述績性的部汾。

四. 爲了這個緣故，本人特將設韋本辦事處 

的緣起以及大會應前經國際難民粗織在結束工作 

前之請求而由聯合國對於難民問題擔負責任所採 

取行動，一併撮述於本報吿書中。

五.本人希望本報告書撮述各節能使所有聯 

合國會員國了解聯合國大會在設立本辦事處時不 

但授以國際保護難民的責任且授以謀求永久解決 

辦法的責任，好像規程第一條所规定的一般。在 

爲難民採取國摩行動的歷史上，聯合國大會實已 

作一創舉。國際難民組織結束工作復留下許多待 

決問題，國際難民組織全體大會又促請大會注意 

新難民不斷前來，大會因此不得不採取這種創擧。 

雜然大會在設立本辦事處時顯然沒有另外設立一

1. 前於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列爲文件 
A/2394 分發。

參閱大會第七眉會正式紀錄補編第十六 
糖，文 件 A/2126及捕遺。

個業務機關的意思。但是同樣顯明的是出席大會 

的多數政府均認爲本辦事處的工作不應限於以前 

國際聯合會所設立的若干國摩組織所擔任的純屬 

法律方法的保護工作。爲了這個緣故，它們就在本 

辦事處规程中列入第八條所载的各項任務。

六 . 大會決定創立國際保護的新任務，又決 

定將謀求永久解決辦法的責任列爲本辦事處職掌

之--------如规程第一章第一條所規定的。由此可

見出席大會第四及第五届會議的多數政府均有決 

心來保證卽將設立負責難民工作的任何聯合國機 

構所應推進的工作不應限於可能被認爲將使難民 

問題遷延不決的各項辦法。

七 . 不但如此，规程第一章第二條规定高級 

專員的工作說，" 其對象通常爲各羣各類難民"。 

這條规定强調本辦事處所有的任務與以前各機關 

僅負法律及政治方面的保護難民的責任者大有區 

別。這些以前國際機關主要的責任是保護各個難 

民。這些機關在許多國家內與各有關政府協議後 

對於那些難民供給所謂的類似領事性質的服務。

八.本辦事處所有的任務與以前各國際機關 

負責在法律及政治方面保護難民工作的任務是應 

該有展別的，因爲兩者所面對的難民問題性質各 

不相同。

九.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爲難民採取 

的國摩行動，其對象原来是俄羅斯籍的所謂南適 

難民，阿米尼亞難民及亞西利亞難民以及後來在 

德意志受納粹黨迫害而逃出的難民。所有這些難 

民顯係各屬一類，判別殊易。保護他們的任務則 

由國摩機關擔負。

一0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聯合國 

善後救濟糖署及國際難民組織大規模遣返及移確 

工作結束後，中歐，近東及遠東各地仍有大量各類 

難民存在，他們的經濟問題無法獲得滿意的解決。 

不但如此，本辦事處規糖所载定義明白顯示大會 

的意思是要將那些不復能獲本國政府保護的國籍 

不同的新難民也列於本辦事處主營範圃之內。

一一 . 國際難民組織在結束工作以前，曾與 

某數國家政府達成協議，將照料及維持難民的責



任轉交那些政府；但是在若干區域內這是辦不到 

的。因此，本人向第六屆大會耍求授權本人爲本 

辦事處主管範圍以內的難民之藤待救濟者編請各 

方踊躍捐輸。

一二 .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日大會通過決譲案 

五三八B (六）授權本人從事該項工作。這件決議 

案並請本人竭力推動難民經濟同化工作，充汾顧 

及解決自願遣返問題的辦法，並在同時請與移民 

問題有關國家讓難民有充份機會享受其移民計劃 

之利益。

一三.大會在該決議案中管明白表示關注在 

本辦事處主管圍範內的難民中有許多人正面着無 

法解決的經濟問題，SÊ规定了本辦事處處理他們 

在這種種方面的問題時所負的特殊任務。爲了這 

個緣故，本辦事處會竭力設法將決議案五三八 

(六）付諸實施，雖然結果未能盡如入意，但在經

濟同化方面業已收稽若干積極效果。不但如此，本 

人勸寡所得的捐钦不但已能應付在歐洲各國及近 

東難民的若干最迫切的需耍，同時亦能在國際難 

民組織指定作救濟中國歐籍難民用之欺項吿蓄以 

後繼續維持這些難民一年。

一四.這些工作係總處及業已開辦的各地分 

處所繼續推進的國際保護工作中的一部檢。但是 

移民之舉乃是解決人數衆多的難民的問題的辦 

法，其重耍性素爲本辦事處所重跋，絕對不會因 

此而減少。

一五.本報告書第三章論及難民居留所在的 

各虫要國家內所發生的問題；本辦事處在上述各 

方面所推進的種種工作詳見該章。至於第一章則 

備載聯â•國設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辦事處的綠起 

及輕過，第二章則備敕大部汾由本辦事處總處負 

實擔任的一般工作槪魂。

第一章 

歷史背景
一六 . 聯合國高級專員辦事處的設立，係由 

人權委員會3 及國摩難民組織全體大會發給採取 

國際行動的結果。一九四九年五月，圃際難民組 

織全體大會擧行第三特別屆會，審譲該組織幹事 

長所擬訂的保護難民將來採取國際行動組織許劃 

一汾。在這件計劃中（文件G C /8 1 ) ,國際難民組 

織幹事長曾向全體大會提出下列建議。

" 全體大會應充汾考盧未來的國際保護 

問題，若全體大會同意其所作結論時，應卽 

將此意吿知聯合國經濟暨紙會理事會"。 

幹事長在文件G C /8 1第五十七段中已就繼任機 

關可能推進的任務，表示他本人的意見，他說：

" 繼任機關在保護方面所負的責任，其 

確切性質當然在最後應依各國政府賦與該機 

關的任務而定"。

一七，國際難民組織全體大會審査幹事長上 

述報吿書以後，通吿報告書（文件GC/91/Rev.l) 
一項，並決定將該報吿書遞交輕濟蟹社會理事會。 

該報告書説明全體大會業已獲得下列各項結論：

(a) 保護難民的國際協助允宜繼續不
mr •m>

" ( b ) 該項責任應交由聯合國機構內之 

一個機關負擔；

" ( C ) 全體大會不擬建議由國療難民組 

織繼續存在，以擔負該項責任；

■■ ( d ) 在國際難民組織方案結束後，應 

否設置國際基金，由上述機11營理以備在必 

要及適當時，對難民予以物質援助，此一問 

題應由輕濟g 社會理事會決定之"。

一八 . 經濟 g 社會理事會第九眉會通過決議 

案二四八A ( 九），向大會第四屆會建議：

■■決定於國摩難民姐織工作結束後，在 

聯合國之機構內，爲難民之國摩保障所必耍 

之職務及組織辦法"，

並請« 書長就此問題擬具計割，以供大會第四肩 

會審議。

一九 . 秘書長向大會第四屆會提出報吿書 ,■* 

就下列各項間題詳加分析：

( a ) " 難民"一詞的定義及難民問題的範圍；

( b ) 國摩保護任務之性質及範圍；

( C ) 難民國際保護之組織及財務辦法。

二 0 . 大會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日通過決 

議案三一九A ( 四），承認聯合國應擔負難民國摩 

保護的責任，並決定：

參閱文件E/600 ,第四十六段。
4 . 參閱大會第四届會正式紀錄，第三委員 

會，附件，文 A/C.3/527 and Corr.l。



自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起 設置難

民事宜高錢專員辦事處"

並請輕濟暨社會理事會參照秘書長所擬的詳細章 

則草案：

" 於其第十一屆會議內，擬具決議草案 

一件，內載難民事宜高級專員辦事處工作之 

規定"，

二一.輕濟暨肚會理事會第十一眉會議根據 

上述決譲案，審議声iT書長所提草案，並通過決議 

案三一九A (十一），連同附件一件，内载難民事 

宜高級專員辦事處规程草案。

二二.難民事宜高級專員辦事處规程草案續 

鍵大會第五屆會議審議，最後列入大會決議案四 

二八（五）。大會同屆會議通過決譲養四三o ( 五）， 

內稱，大會備悉國際難民糾織業已決定該組織繼 

續工作，以迄一九五一年九月三十日爲Jfc, 並決 

定將難民物質協助問題延至大會第六屆會再行審 

議。

二三.依難民事宜高級奪員辦事處规糖第一 

條之规定，

■*高級暮員應秉承大會命令行使職權， 

一面對於本規程所规定之難民，予以聯合國 

所主持之國摩保護，一面協助各國政府，並 

在取得各關係國政府同意後協助私人組織， 

鼓勵難民自助囘國或與新國度同化，以期永 

久解決難民問題"。

二四.高級專員保護所有在其辦事處主管範 

圍以内的難民的方法，载於规程第八條，該條規 

定 ：

"高綠專員於辦事處主管範圍以內難民， 

應採下列辦法保護之：

■* (子）促成國際保護難民公約之歸訂與 

批准，監督各該公約之實施，並對各該公約 

提出修正案；

■* (丑）與各國政府歸訂特別協定，以便 

推行各種旨在在改善難民所處境遇並減少難 

民受庇數目之之措施；

" (寅）協助政府及私人從事鼓勵難民自 

動囘國或與新國度同化之工作；

" (卯）勸導各國准許難民入境，卽屬赤 

貧難民亦當不予担絕；

" (辰）設法商請各國淮許難民移轉資査， 

尤以難民重新安頓所必需之資産爲然；

" (已）向各國政府索取境的難民數目境

巧及其所制難民法令規則之資料；

" (午）與關係各國政府及各政府間組織

保持密切聯簾；

" (未）採取其所認爲最佳之方式，與辦

理難民事宜之私人組織建立聯繁；

" ( 申）促進辦理難民福利事宜之私人組

織之工作"。

二五. 由以上所列各項任務看來，可見除 

(子）及（丑）兩項所列的普通法律任務以外，高級 

專員辦事處並負有各種性質不同的促進難民福利 

的工作。

二六 . 大會第六眉會厳依照決議案四三0
(五）的规定，根據本人向第六屆會所提報吿書5 
第卷部汾內所載意見，審譲國際難民組織全體大 

會31於協助難民問題的報告書。6
二七.本人認爲應設置一個數目有限的基金 

來救濟本辦事處主管範圍以內的難民。本人列擧 

理由時，曾加强指出遠東情形的聚急性質，近東及 

中東少數難民的情形，特里亞斯特的困難狀5E,繼 

續支持各慈善機■救濟中歐各地難民所推進的工 

作的必要，以及應付因難民流入首先收容國家可 

能發生的問題。

二八 . 本人又强調必須擬訂長期計劃，以擧 

辦足使若干厕域內剩餘難民獲得正常生活機會的 

經濟建設措施。最後，本人並促請凡願再盡國際 

努力以促進移民的國家保證本辦事處主管範圍内 

之難民能在所供給的移民機會中獲得公平待遇。

二九.大會審議國際難民紐織的報吿書及本 

人關於援助難民間題的意見以後，卽通過決議案 

五三八('六）。這件決議案的內容已經在前面提過。

三0 . 大會在第七屆會又通過了一件關於難 

民同化問題的決譲案（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決議案六三八(七）），促請本人會同國摩復典建設 

銀行研究情勢，"俾與度接關係各國政府商討何種 

基金可得而利用，並簿謀據以利用此項基金之最 

有效方法"。

三一.依大會第五眉會所通過的规程之規 

定，"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得在聽取高級專員陳述意

參閱大會第六屆會正式紀錄，辅編第十九 
號 , 第五頁。

同上，附件，譲巷項目三十及三十一，文件 
A/1948。



見後，決定設立難民問題諮詢委員會"。這樣的 

一個委員會果然業經根據理事會決議案三九三B 
(十三）設立就緒，使本入得與凡曾表示對於謀求

難民間題解決辦法特別關注的各國政府代表有直 

接商淡的機會，確實大有稗助。諮詢委員會第二 

及第三兩屆會譲經過，撮耍載於第七章。

第二章 

般工作
第一節

與難民有關的各項國際協定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難民地位公約

三二. 自本辦事處開始工作以來，所商訂的 

有■ 難民保護問題的一個最重要的文件，就是一 

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難民地位公約。該公約係 

於一九五一年七月在日內冗擧行全權代表會議所 

擬訂。本辦事處會參加該項會議的工作。

三三 . 這件公約，已由奧地利、比利時，巴西、 

哥命比亞、丹麥、法蘭西、德意志、希職、敎廷、以色 

列，義大利，力喜騰斯坦因、盧森堡、荷蘭、那威、瑞 

典1瑞士、土耳其，大不列顧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及南斯拉夫等國簽署。

三四. 大會第六眉會通過決譲案五三八A
(六），邀請對於解決難民問題表斤關切之會員國 

及非會員國從速加入這件公約。截至目前爲止，丹 

麥與那威兩國業已批准這件公約。簽署公約的國 

家，多數業已進行關於批淮的憲法程序。其中有幾 

個國家業已達到最後的階段。最近幾個月內，可望 

獲得公約生效所必需的六個國家批准。

三五. 依照該公約第一條B 钦的規定，各線 

約國得在簽署或批准或加入公約時醫表聲明，各 

自確定本公約内一九五年一 '月一•日前發生之 

事仲" 一語究竟係指"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前在 

歐洲發生之事件" 抑或係指’‘一九五一年一月一 

曰前在歐洲或其他地方發生之事件" 而言。奧地 

利、丹麥1德意志、希腿、荷蘭及英聯王國各國政府 

業已聲明它們願意採用"在歐洲或其他地方發生 

之事件" 的解釋。法蘭西、義大利及土耳其各國 

政府則已決定它們願意採用"在歐洲所發生之事 

件" 的解釋。其簾各歸約國政府尙未依照第一條 

B 節的規定提出聲明。

三六. 一九五一年難民公約生效以後，在已 

批准的各國家內，以前所歸訂的關於難民問題的

各國際文件便均由這件替代。這些文件中最重要 

的就是一九三三年■於南適難民的公約及一九三 

八年二月十日關於来自德意志難民的地位的公 

約。

世界版權公約

三七. 一九五二年八、九兩月間，國際版權會 

議在日内冗擧行，從事審議世界版權公約。當時本 

辦事處曾建議難民應與其輕常居所所在國國民同 

樣享受公約所規定的利益。版權會議決定不在公 

約中另訂關於難民的特別條欺，但通過議定書一 

件，规定所有經常居留於譲定書簽訂國境內的無 

國籍人及難民應與該國國民享受同樣待遇。這件 

議定書是根據一九五一年難民公約第十四條溯於 

保護難民享有著作權及專有權所宣布的原則而擬 

訂的，已經三十五個國家簽署。

歐洲會議所商訂的社會 

安全保障議定書

三八. 本辦事處與歐洲會議,，秘書處間對於有 

關難民的一切問題管保持最密切的聯繁，尤以關 

於社會安全保障議定書的課判爲然。經比利時政 

府提譲，歐洲會議所屬的社會安全保障委員會關 

於歐洲臨時協定方面管通過社會安全保障許劃議 

定書，根據該議定書的规定，各項協定的條钦亦適 

用於一九五一年難民公約第一條所规定的難民。 

這些議定♦是與一九五一年難民公約第二十四條 

相符的，該條规定歸約國間：

" 爲維護與社會安全保障有關之旣得權 

或正在取得之權利，已訂或將訂之協定中所 

有之利益應使難民亨受之，惟難民仍須具備 

關係協定簽訂國國國民應具之條件"。

三九. 同樣的，歐洲會譲所屬的社會及醫藥 

協助寡家委員會亦會通過一項議定書，根據該項 

議定書的规定，歐洲社會及醫藥協助公約中所有 

利益亦得由一九五一年難民公約第一條所規定的



難民享受。這是與該公約第二十三條所標明的原 

則相符的。

失雕人死亡宣吿公約

四0 . 失縱人死亡宣吿公約對於在本辦事處 

主管範圍內的某數類難民確有特殊意義，本人有 

襄於此，特與國朦難民組織幹事長會銜分面各國 

政府，請其加入公約。公約經中國及瓜地馬拉批准 

以後，於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四日開始生效。嗣後 

又鍵以色歹Ij批淮；比利時上議院業已通過批推該 

公約。該公約所规定的失離人死亡宣告國際管理 

總局已於一九五二年十月一日在日內冗開幕，爲 

聯合國歐洲辦事處中的一個獨立単位。

腊養義務在國外之履行問題

四一 . 本辦事處曾參加秘書長根據經 濟 ®社 

會理事會決議案三九 0  H  (十:"：£)的规定而召集 

專爲擬具關於膽養義務在國外之承認及履行的公 

約範本或互惠法範本的專家委員於一九五二年八 

月間在日內无舉行的會議。這個問題對於家人分 

散在各國的難民家庭尤有關係，而准許膽養费轉 

移以及免費供給法律膝助兩事對於這些家庭最爲 

重耍。該委員會雖然並未將關於法律協助的规定 

列入其所擬具的公約草案及公約範本內，却在報 

吿書中加重指出有规定對申請人予以法律協助的 

必要。該委員會請各非政府慈善機I I繼績爲赤貧 

家庭推進社會服務，並請秘書長協調這些機關在 

這方面的工作。該委員會草擬了關於國外收囘膽 

養教項的公約草案一件和關於膽養義務之履行的 

公約範本一件，這些文件或者將由經濟暨》會理 

事會第十六眉會予以審議。

人權問題

四二.本辦事處曾向人權委員會第八屆會撮 

出備忘錄一件，建議國際人權盟約草案之內增列 

關於猜求庇護權的條钦。雖然有幾國代表團贊成 

盟約草案增列這樣的一條，但是委員會中多數代 

表認爲這個問題大複雜，人權盟約的案文不克充 

汾處理。兹因盡於人權委員會於一九四七年會決 

定研究將請求庇護免遭迫書之權列入國際人權法 

案或列於有關這個目標的一個特別公約的問題， 

本人希望人權委員會再度考盧這個問題。

旅行證件

四三. 大會決議案四二八（五）促請各國政府 

與本辨事處合作，尤盼各國政府。

" 以其他外國人士照例可向本國政麻槪

得之旅行及其他證件，發給難民，尤望其能絵

與便利難民重新安頓之文件"。

四四. 在設立本辦事處時，一九四六年十月 

十五日偷敦協定所規定的所謂偷敦旅行證件，已 

獲各方普遍承認。

四五.不顔發偷敦旅行證件的多數政府均根 

據其國內的规定以一種特別旅行證件（外國人護 

照，旅行證等）發給那些並未持有政府護照的外 

國人，包括難民在內，但是這些譜件與偷敦旅行證 

件不同，持證人若無簽證，通常均不淮重返簽證 

國家。 '
四六.目前頒發倫敦旅行證件者計有十八個 

國 家 （比利時、中國、丹麥、多明尼加共和國1德意 

志、聯邦共和國、希職、印度、義大利、利比里亞、盧 

森堡、荷蘭、那威^巴基斯坦、南非聯邦、瑞典、瑞 

土、英聯王國及委內瑞拉）正式承認這種文件者 

倘有十五個其他國家（澳大利亞、已西，加拿大、 

錫蘭、智利、愛 爾 蘭 蘭 西 1瓜地馬拉、海地、洪都 

拉斯1巧巴嫩1力喜騰斯坦因、細西蘭、葡萄牙及土 

耳其）尙有若干其他國家對於此種文仲予以事實 

上的承認。

四七. 自本辦事處成立以來，德意志聯邦共 

和國亦已加入倫敦協定。巴西政府原曾簽署偷敦 

協定，現已交存其批准書。

四八. 在奥地利，旅行證件須經四國同意始 

可發給。在事實上，難民旅行證件係由各佔領區 

盟國當局單鶴發給。本入希望在難民地位公約批 

准以後，奥地利政府卽能頒發該公豹所規定的旅 

行證件。

四九. 難民地位公約一旦生效，在公約各歸 

約國內，偷敦旅行I t件當由難民地位公約所規定 

的旅行證件替代。這種旅行證件原來是與倫敦旅 

行龍件非常類似的。

五0 . 本辦事處曾於最近爲在特里亞斯特的 

難民與義大利當局键商，結果達成協議，規定由 

義大利內政部輕過Gorizia的警察廳顔發倫敦旅 

行證件，由該警察廳將那些文件送交盟國軍政府 

義大利政洽顧問。特里亞斯特盟國軍政府暫時將 

那些證件保存，一俟難民獲得另一國家的移民入



境簽證以後，卽將該項文件連同一年內有效的返 

囘特里亞斯特自由區的簽證發給難民。

五一 . 在香港，本辦事處在最近已與當局達 

成協議，根據那些協譲，凡來自中國暫准進入香 

港的難民及持有終點入境簽證的難民均可發絵偷 

敦旅行證件。倘無其他任何有效旅行瞪件，目的 

地國家政府卽承認前國際難民組織所頒發的旅行 

體件。

五二，所謂的南遞護照將繼續發給那些在比 

利時、法蘭西■'瑞士及英聯王國境內的俄羅斯籍難 

民、阿米尼亞籍難民1及已同化的難民，並繼續發 

給那些在希腿境內的俄羅斯籍難民及何米尼亞 

籍難民。有一種特別身汾證發給在愛爾蘭及義大 

利的南適難民。俟一九五一年難民地位公約生效 

以後，這些文件將爲該公約所規定的旅行文件替 

代。

第二節

與各政府間組織的聯蒙

國摩勞工組織

五三 . 關於移民，職業訓練及難民知識份子 

就業等問題，本辦事處繼續與國際勞工局保持密 

切聯驚。一九五二年九月國際勞工組織幹事長 

Mr. David M o r se同意擔任本辦事處關於福特 

基金難民捕助金所從事的工作的名譽顧問，對於 

所擬各種許劃，特別是有關職業敎育計割，提出了 

若干有慣値的意見。

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

五四，本處與聯合國文敎組織在一切有關難 

民問題的活動方面，特別是在那些關於，備難民 

同化的科學研究方面以及各種敎育及文化活動方 

面隨時保持聯絡。聯合國文敎組織業已同意就選 

擇及擬訂難民的敎育及文化計劃問題向本辦事處 

提出技術意見。

世界衞生組織

五五.世界衞生組織和本辦事處管就難民醫 

生就業問題交換情報。現有一切情報均已提交世 

界衞生組織，以便載入行將發表的醫生及醫務人 

員分怖失當情形的報吿書中。

歐洲會議

五六.本辦事處與歐洲會議在救濟難民工作 

方面業已取得密切聯繁。除上文所述的商訂社會 

安全保障議定書一事（第三十八段及第三十九段） 

外，歐洲會議遺® 力協助，動員歐洲力量来支持 

在西德供給住宅的計ftl, 以便應付難民從拍林湧 

入所造成的聚急狀態。該項許劃已獲得歐洲會譲 

所屬的過剩人口及難民問題委員會及特別聯絡委 

員會充檢支持。特別聯絡委員會特別提及必須採 

取步驟以便取清難民收容所。這兩個委員會的建 

議業已提交部長委員會審議。

政府間歐洲移民問題委員會

五七.本辨事處與政府間歐洲移民問題委員 

會曾就影響難民移殖的一切問題保持密切聯紫。 

除已爲在中國的難民進行聯合工作以外一一該項 

工作詳情載於本報吿書後面的一章一一本辦事處 

與政府間委員會對於解決特里亞斯特困難案件間 

題替進行密切還商，並曾會同各慈善機1 商訂計 

割盡量利用最近撥交該委員會保管的相當於美金 

一百萬元的基金，盡力解決特里亞斯特難民的情

五八 . 政府間委員會擧行第三屈會譲時，本 

辦事處請求委員會除注意歐籍難民從歐洲向外移 

動的問題而外，並注意歐籍難民從他們其不能同 

化的歐洲以外國家內向外移動的問题。該委員會 

已同意由該委員會爲該項目標擔任技術方面的工 

作，並可動用會員國政府捐数以外的其他钦項来 

資助這些難民移動。

五九 . 根據最近的報吿，該委員會自一九五 

二年二月一日起至一九五三年三月三十一日J t 業 

已協助了難民三一，三二六人移動。其中一八，七 

五四人業已根據以前有效S!l已廢Jh的失所人民法 

移入美國。其餘一三，0 0 0 人中，四，0 0 0 人 

已在加拿大重新定居；三，五0 0 人在澳大利亞 

重新定居；大約二，0 0 0 人在巴西重新定居。

歐洲輕濟合作組織

六0 . 本辦事處已就所有難民在歐洲居留所 

在國輕濟同化的一切有關問題，並就難民在歐洲 

各國間移動的有關問題，與歐洲輕濟合作組織在 

工作上取得聯撃。雙方業已訂定辦法，交換雙方 

共同有關的情報，並於兩機i 討論雙方共同有關 

的問題時，互派觀察員列席會議。



第三節

與私人組織的關係

六一.本辦事處所擔負的一項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與處理難民問題的私人組織建立關係，並促 

使這些私人組織的工作互相協調。從事難民救濟 

工作的慈善機獨贷設委員會繼續在日内Æ工作， 

這事對於各機關工作的協調特別重要。這個常設 

藥員會已由經濟® 社會理事會授以諮商地位；現 

在又經難民問題諮詢委員會授以同樣的諮商地 

位；參加肯設委員會的各慈善機關也享有同樣的

諮商地位。在有大量難民居留並設有本辦事處分 

處的各國內，從事難民救濟工作的'私人組織均已

設置協調理事會或委員會。

六二 . ■ 於慈善機關工作的協調問題，本人 

不得不提到福特基金的捕助金。凡與該項捕助金 

所指定的工作範圍有關的各機關，均因有此辅助 

金而在工作方面獲得眞正的協調。這些乃係響應 

大會決纖案五三八（六）爲本辦事處主營範圍0 [內 

的難民中的亜待腹救者聚急救助的顯請而捐助的 

捐欧。亦以這些慈善機關爲分發的主耍經手機關。

第三章

分處工作及各國難民情況

六三.各分處的工作確爲本辦事處工作之正 

常推動與難民之獲有保障所不可或缺的。各分處 

的工作在各國各不相同，大部位須視各國難民問 

題範園的大小以及關於保護難民的自前情祝而 

定。雖然，凡有大量難民居留的國家中，本處分 

處所推進的工作均有若干共同之處。

■ 六四 . 在爲篇幅所限，不克詳述各分處爲求 

保證雜民合法權益獲得承認起見歴次向主管當局 

所作的申請。這些申請涉及許多事項，例如決定 

難民地位確定居留權、Ig遂出境 ,行使工作權、公 

共救濟，旅行證件，證實文件、個人地位共援助  

及社會安全保障等項。

六五.下文擬將本辦事處派有代表的多數國 

家中各分處工作的某種特點暴加說明，並將若干 

發生特別問題的其他國家中的難民情3E, 摘要撮 

述。

第一節

北歐及西歐

槪述

六六 . 在西歐數國中，自從國際聯合會時代 

以來，便繼續保持着一種國際協助保譲難民的傳 

統，這種傳統係以許多決定難民地位爲主的政府 

間協定爲根據的。國際難民組織，透過它的外勤 

服務賦，採取那些與以前從事難民救濟工作的各

國際組織所採取者相類似的方奸，於是上述傳統 

遂能■ 續維持不墜。

六七. 自從國療難民組織結束後，本辦事處 

駐西歐各國分處在保護難民方面所執行的任務與 

以前各國際組織代表ffg所執行的任務不同，其原 

因有三。這些原因如下：第一，若干政府對於各國 
當局與國朦當局分別在保護難民方面所有的權限 

間題改變能度；第二，本辦事處規程稱，本處工 

作"對象通常爲各羣各類難民"對於保護問題根本 

採取一種新的觀點；第三，各分處的範圍爲預算 

方面的考盧所限制。

六八.本處駐西歐各分處在決定及證實難民 

地位方面所推進的各項任務，係本辦事處與各國 

政府簽訂協定決定在各境內設立分處的工作表 

現。

比利時

六九.在比利時境內屬於本辦事處主管範圍 

以內的難民共五九，0 0 0 人。

七 0 . 本處駐比利時分處，繼續根據一九五 

二年一月比利時政府和本處所訂協定執行保護及 

瞪實個別難民地位的任務。該分處又繼續推進前 

由國隙難民組織外動服務赎所擔任的工作，凡前 

由俄l i 斯籍及河米尼亞籍難民事務局發給難民的 

义件，一經本人代表證實，卽在比利時境內觸作 

正式文件。



七一.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外億警務法 

原爲比利時當局與本辦事處雙方密切建商的問題 

之一。外儒申請取得該法所稱之難民地位者，依 

該法之規定必須提出一個由司法部或本辦事處所 

發的證件。依照比利時當局的願望。這個任務的 

全部責任，一直就由本處擔負在過去一年內本處 

會就是否合格的的案件二千五百起左右作成決 

定。

七二 . 根據本辦事處所頒發的合格證件，凡 

經承諷爲難民的人便由比利時當局予以現行國際 

協定、比利時法律及行政慣例在居留權，工作權、 

社會安全保障、公共協助及旅行證件方面授予那 

些具有難民地位者的權利及利益。

七三 . 一九五二年內，有新難民數百人自其 

原籍國直接進入比利時，其中有許多人係潜行入 

境者。通常在決定這些難民是否合格以前，均於 

到達時發給臨時居留證。以前這種居留證是以兩 

個月爲期，但經本人代表商洽現已改爲以三個月 

爲期，目前發給難民的證件係登記證而非以前所 

發的通行證。

七四 . 比利時政府，應本辦事處爲中國境內 

難民所作的請求，自一九五二年年初起准許長期 

庇護從上海來的難民七十五人，其中老年人四十 

九名係由世界敎會協進會照料。比利時政府又發 

簽證給在中國的年老難民三十人，這些人將由世 

界敎會協進會所主持的機關町以照料，難民聚急 

服濟基金業已發給該協進補助雙美金一萬二千 

元。不但如此，比利時政府又准許庇譲從特里亞斯 

特來的難民四十一人，這些人將由失所人士協助 

會幹旋予以照料。

七五.目前比利時政府正從事在德意志及奥 

地利境內的難民收容所中募集大批鎭工。本處駐 

德駐奥兩分處業已請求主管當局對於該項募集工 

作予以便利，俾使適合這類工作的難民及其家屬 

得獲重新定居的機會。

七六.批淮一九五一年難民地位公約的法案 

業經提出國會，並已經兩院通過。比利時當局在 

等候公約批淮的時候，業已在許多案件譲難民享 

受該公約所規定的權益。例如,在工作權方面，自 

從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比利時當局已同意給予 

難民該公約第十七條第二項所規定的權益，就是 

使他ffg有從事各種受領工資的職業的權利，但以 

業已在該國居留三年以上，或已與比利時籍公民 

結婚、或有比利時籍子女一人或數人者爲限。根據

這個辦法，在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間從西德 

的英美估領區內進入比利時在鎭填工作的難民數 

千名，均得參加勞動市墙，不受任何限制。

七七 . 雖然有關難民地位的各項條例，在若 

干方面，尙有改進之必要，比利時當局對於本人代 

表所提出的各項申請均採取一種瞭解的態度，例 

如，經本人代表請求，比利時當局同意從那些在 

政府間難民問題委員會及國際難民組織存在期間 

進入比利時，並已在比利時居留五年以上，旦輕當 

局認爲並無不當行爲的居留證上删去"必須移出" 
字樣；這種字樣原来是特別標明這些難民在比利 

時不過暫時居留的。

七八.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法律亦管預 

將該公約條钦之一關於驅逐出境辦法予以规定； 

該法對業經認爲難民的人被驅遂出境時予以特別 

保障。凡被認爲難民的人必須先輕特別諮詢委員 

會發表意見後始可由政府下驅遂出境的命令。本 

人代表係這個特別諮詢委員會的委員。

七九.本人必須特別提到比利時政僚業已決 

定對若干難民敎士發給律貼，以便他們能在難民 

敎友中工作。這糖義舉乃是比利時政府對於於境 

內難民採取寬大想度的特徵。

荷蘭

八0 . 目前居留荷蘭的難民估計約爲一四， 

0 0 0 人。其中三，0 0 0 人在戰前卽已視爲難 

民。這些難民在某種限庚內均已參加該國的經濟 

生活，而有許多人可以認爲已經完全同化。

八一 . 在荷蘭，本處駐比、荷、盧分處代表並 

無決定及證實難民地位直接任務。政府對於這些 

難民通常均發給臨時居留證，按年展期。這些居留 

瞪展期，多半是沒有困難的。

八二 . 本人代表所特別注意的一個問題，就 

是非法入境難民地位的調盤確定問題。最近該問 

題經荷蘭國會討論以後，荷蘭政府業已檢討現有 

規程，並設法採取與比利時關於調盤確定從德意 

志非法入境難民地位所採取的相類似的辦法。

八三 . 大家必須注意，在西歐各國中，所有關 

於非法入境離民居留種的調整確定或驅遂出境的 

問題，那些與難民原居留國接壞的國家所有的情 

3E, 與那些傳統上准許庇護那些直接由原居留國 

前來的受害者的國家的情況這兩者必須加以區 

分。後面的那些國家斷於前會經別國予庇護的難



民不能一律接牧，不加飄別。這是多數西歐各國共 

同的問題。

八四 . 11於工作權問題，雇主們必須爲所雇 

的每一外橋領取工作證。一般的說來，戰前到達的 

難民得從事他們所選擇的任何職業。西德英美估 

領區中在勞工徵募許劃下募集的難民必須♦面具 

結說明敏、意擔任指定的工作至少在兩年。通常紙 

有歉意繼續擔任在受雇時所擔任者同類的工作才 

能准許，改换雇主。

八五 . ■ 於公共協助問題，一 般的說來難民 

與國民所受的待遇相同；關於發給失業補助金與 

傷殘捕助金的情形也是如此的。在輕國際難民組 

織請求而由荷蘭庇護而情形" 困難"的難民三百名 

中，大約有五十名從國朦難民組織所撥的钦項獲 

得額外的協助。

盧森僵

八六 . 根據本人代表最近所作估計，目前居 

留於盧森堡境內的難民，除兒童外，共約一千五 

百名。

八七 . 難民地位公約業經盧森堡政府簽署； 

並於四月二十八日由盧森堡國會批准，不久當可 

公怖。

八八 . 在國際難民組織工作結束後，本辦事 

處應經盧森堡政府之請，指派代表一人負責盧森 

堡政府與本辦事處布鲁塞爾分處間的聯絡工作。

八九 . 在決定難民的地位方面，這位代表的 

任務與前由國際難民組織代表所擔負者相同。若 

就直接從原居留國前來的難民而論，凡由本人代 

表決定合格的難民，卽由盧森堡司法部發絵居留 

瞪。

九0 . 該國幅員不廣，外億人數激增，盧森堡 

政府不Ik自動地向那些轉從其他庇護國前來的難 

民發給居留證，其理由是顯而易見的。

九一. 雇主如欲雇用外儒，必須從國家勞工 

局値取許可證。凡具有居留證的難民，通常均可 

鎭得該項許可證。凡與盧齋僵籍公民結婚或生有 

盧森堡籍子女的難民則不受這些條件的眼制。

九二. ■ 於社會安全保障及公共協助事宜， 

難民與國民享受同等權利。

法蘭西

九三.在法國境內屬於本辦事處主管範圍以 

內的難民共許四0 0 ,  0 0 0 人；決定及證實難

民地位的責任，根據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三日國際 

難民組織與法國政府所訂協定，在該組織存在期 

間，原來是由該粗織的外動服務賦負責的，目前 

則由法國政府負責。

九四. 法國保護難民及無國籍人局，是根據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公佑的法律而設立的一 

個獨立機關。這個機關擔負在法律方面保護法蘭 

西境內難民的責任。該局決定在本辦事處主管範 

圍以内的人及一九五一年公約範圍以內的人的難 

民地位。除以前由國際難民組織所執行的類似領 

事性質的任務以外，該局並貴負實施有關難民問 

題的各項國際公約、協定或辦法。

九五. 協助該局局長工作的，有一個委員會， 

由有關政府機閱的代表，各慈善機關的代表及具 

有諮詢地位的本人駐法代表組成之。依一九五二 

年七月二十五日法律的规定，劾已設立一申訳委 

員會，由最高行政院(Conseil d'Etat)法官一人，法 

國保護難民及無國籍人局代表一人及本人代表組 

成之，由最高行政法院法官任主席。

九六.申訴委員會對於經保護局拒絕承認具 

有難民地位的難民所提的申訳案件予以判決，並 

對於經政府採取一九五一年難民公約第三十一、 

三十二及三十三條（驅逐出境，送囘、拒絕准於居 

留及指定居所）所规定的辦法的難民所提出的申 

訴案件提具意見。在申f ?期間這些辦法暫不執行。 

這個雅序可以提供難民公約所規定的保障，不政 

對於難民居留權採取任意的行政措施，對於難民 

是極端重耍的。

九七. 上述法律頒佈後不久，本處卽在巴黎 

設立分處。本人代表旣爲申訴委員會委員，這些辦 

法 一 生 效 ，上述法律授予本人代表的一般協調 

及管理任務當極便於執行。

九八.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一日，法國政府簽 

署一九五一年難民公約。批准手續正由國會審議， 

不久卽可實現。

九九.法國境內難民的地位在過去一年內並 

無任何重大改變。但是難民人數在該期間內已大 

爲增加，一部分因爲有新難民前来，另一部分因 

爲又增加了許多從前未會要求難民地位的人，又 

增加了一些以前認爲不在國摩難民組織主管範圍 

之內，現却屬於難民公約或本辨事處规程所規定 

的較寬範圍之内的人。

一0 0 . 法國境內的難民，在》會安全保障 

及公共協助方面，繼續享受很優嘉的法律利益。



有了這些法律實際上在這幾方面已將難民與國民 

同化。在一九五二年預算中已列有特別救濟費三 

萬萬五千萬法郞專满協助難民之用。一九五三年 

預算中亦列有同額的钦項。這些钦項使亟待救濟 

的難民獲得各種援助，加現钦津貼、實物津貼、借 

钦、獎學金等；同時並資助各慈善機關購置或怖置 

收容難民的壊所。雖然根據已有的經聽，若就協 

助而論，總是需要多而来源少，各慈善機關時常必 

須動用自已的經费來救濟那些精況困難的難民。

一 0 —，難民中，尤以老年人，有宿疾者及馬 

I I者，在法國若無親友協助，更感困難。他們所領 

的津貼，不够維持生活，卽使有慈善機溯捐钦捕 

助，亦屬無濟於事。

一0 二，這種情形，一部分是由於法國採取 

極寬大的政策，允許所有請求庇護的難民入境，不 

管其年齡或健康情形如何，又因房荒，於是情形更 

形厳重。當然難民受房荒的影響，比較國民所受的 

影響更爲嚴重。

一 0 三 . 雖然，到達法國已有相當時間的難 

民，整個說來，在經濟及tfc會方面可以認爲已經 

同化，但是新到的難民是不容易參加法國的經濟 

生活的，因爲在這個失業又成問題的期間，不免發 

生了許多困難。難民尋求職業所遭遇的困難，一般 

說來，是因爲他們缺乏專門資格，或因他們係知識 

汾子，或因他們所提的職業已有人滿之患，或因難 

民不能在法國從事該項職業的種種緣故。

一 0 四. 另外一個問題，是因爲難民在一個 

指定的區域內通常祖能從事某一項職業。倘若難 

民要改變他們的職業，或申請准予另到指定的區 

域以外的地® 去工作，那是一樁非常困難的事。

一0 五 . 爲協助難民覓得適當工作起見，勞 

工部管於一九四八年設立法國境6 外籍難民指蕩 

安置局。該局在各省設有分局八處，並與難民問題 

有關的公私團體保持密切聯紫。該局設法將難民 

安置在不太擁掛且與他們以前所操職業相接近的 

各種行業中工作。

一 0 六 . 偷若難民不克找到適當工作，倘若 

某一難民是完全不合資格，偷若某一難民體力適 

宜擔任的載業已發生失業的情形，該局卽指定該 

難民到勞工部管理下開辦的職業訓練中心受訓。 

難民在這些中心受訓時期領取生活捕助金，在傷 

殘或不康健的難民，這種捕助金通常均由國摩》 

會服務f t 法國分社—— 移民協助事社會服蘇社一 

一從法國政府撥交該社支配的服濟費項下支付。

一0 七.奥勞工部保持密切聯繁的外籍工人 

會服務社經由駐於多省的社會服務工作人員， 

監督執行有關公共救濟事項的法律及公約的情形 

以及外籍工人一一特別是難民一一適應這些法律 

及公約的情形。

一0 八.本辦事處巴分處與這些服務社保 

持密切聯繁，並向這些服務社提出建議。本處分處 

又與許多慈善機關（至少有六十個）保持接觸，這 

些機.1對於新到難民予以指導及照料，並且協助 

他們應付主管機關，以便獲得工作。

一0 九.爲協助解決刻在中國的難民問題起 

見，天主敎慈善會應本人之請並經法國政府同意， 

除業已在該會所辦的貧民院中收容從德意志及奧 

地利前來的老人外，最近又再收容從上海来的 

老年人二十名。

一一0 . 根據本人代表的雄議，法國政府最 

近在原則上業已同意從浏在希職難民牧容所的難 

民內招暮農業及建築工人。這項工作的詳細辦法 

浏已擬就，最多可招募工人二百五十名。

義大利

 . 義大利當局登記的難民約二0 ,  0
0 0 名。大家相信在義大利尙有其他難民一五，0  
0 0 名，因爲各種理由尙未登記。因此，義大利境 

內難民總數應爲三五，0 0 0 名。

一一二 . 在這些難民中，有四，0 0 0 名以上 

分居於七個難民收容所中，其中兩所係由內政部 

主辦。其他五所以前原由國際難民組織主辦，現在 

四所業已移交國摩協助管理局（Amminitîtraz îont 
Aiati Internazionali)這個半官組織接辦。其涂一 

所則，交和平宣導協會 (Associa:(_i(me Missionarie 
della F a c e )這私人組織接辦。依樓義大利與國際 

難民組織所訂的協定，義大利政府擔允依國際難 

民組織捐欲比凑認fM, 並向上述機獨發給救濟費 

每人每日三五0 利拉，以維持在那些難民收容所 

中難民的生活。

一一三 .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日，義大利政府 

與本辦事處商訂協定，決定由本處在羅馬設立分 

處。一九五二年七月又商r r以後實施該項協定的 

辦法。依據該項協定，本辦事處應義大利政府之 

請，合作辦理決定難民是否合格及發給難民文件 

等事宜。

一一0 . 難民是否合格問題，由聯合委員會 

決定。該委員會由義大利政府代表二人及本辦事



處代表二人組成之，主席一職則由各委員輸流擔 

任；本辦事處代丧一人任報吿員；表決時若遇可 

否同數，以主席所投的票作準。

一一五 . 有了這個辦法，國際難民組織停Jh 
工作以後所產生的嚴重間題，便吿解決。離民組 

織駐義大利辦事處以前頒發一稿文件給難民組織 

主管範圍內的難民 , 該項文件鍵義大利當局加蓋 

圖章以後，卽爲居留許可譜。義大利當局同意將 

該項文件的有效期間延長至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爲止，因此，以前到達的難民的情祝不如 

新到難民的情祝那樣迫切。新到難民通☆均集中 

於政府在原則專爲不良fô•子或有嫌疑的外傭所設 

立的中心。

一 一 六 . 雖然 , 在新辦法實際生效以前，義大 

利當局應本人代表之請，業已採取梦驟来改良難 

民的情況，並讓集中於這些中心的難民享有較多 

的自由。

—— 七 . 新到的人，如自稱爲難民者，得領 

取臨時居留瞪，以便等待聯合委員會的決定；他 

們的案件卽立刻提交聯合委員會審譲。凡能提具 

體件經當局譜爲滿意並能譜明確能自立者，卽可 

自由居於義大利境內，杏則遣送到政收容所。

—— 八.廣正的難民可以領取一通常發給外 

國人的居留譜， 加蓋'‘經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 

員辦事處認爲合格" 字樣後，在叫個月內有效，並 

可自動展期。不但如此，他們可以領取旅行證件， 

倘若遇有移民的機會， 他們卽可憑着該項證件申 

請向海外移殖的簽諧， 不政有所延課。一九五一 

年難民公約刻正由義大利國會審議批推中，義大 

利政府並未等候這件公約批推， 便已頒發這件公 

約所規定的旅行證件，不久卽可發給本辦事處主 

管範圍以內的一切難民。

一一九 . 義大利人口過剩，失業者多，問題 

嚴重，義大利政府時常指出， 由於這種經濟及社 

會狀3 Î, 因此不能考盧採取難民同化的辦法爲一 

可能的解決。義大利政府簽署一九五一年公約時， 

聲明它不得不認爲第十七條■於受領工資的職業 

的條文不過是一項建議而已。本辦事處分處遇有 

必要，卽與主管當局接洽，替可能謀得職業的難 

民申猜許可證或爲事先未獲必要證件而已謀得工 

作的難民補領工作許可證。

一二0 . 雖然有若干難民用這個方法暫時獲 

得職業，但是在這種情形下，多數難民不能計劃永 

久居留於義大利，而認定移民爲解決他們問題的

唯一辦法。本辦事處分處已採取一切可能步驟使 

義大利所有的移民許劃一律將難民包括在內。關 

於這一點義大利政府業已保證難民與義大利同民 

將享受同等待遇。

一二一 . 在義大利工作的各慈善機■亦都盡 

力設法使難民能够公平地分享移民的機會。自一 

九五二年二月一日起，至一九五三年三月三十一 

曰Jh ,在政府間歐洲移民問題委員會主持之下，已 

有難民一，三五九名離開義大利前赴海外目的地。

一二二. 爲便利所有公私機關推進難民遷移 

出境的工作起見，本人的代表會發動編製索引詳 

細開列所有可能工作的難民及其家庭的一切情 

形。當一有移殖的機會發生時，就可以，政這個 

索引以便充分利用這個機會。

一二三. 各慈善機1 !正在以物質援助給義 

大利境內的許多難a , 不論這些難民是否在難民 

收容所內。聯合國難民聚急腹濟基金業已指© — 
八，五0 0 美元幫助各慈善機關娠濟亟待救濟的 

難民，並以牛奶供給兒童。

一二四. 爲便利協調所有爲難民服務的各慈 

善機 i j 的工作起見，本人的代表發起組織聯絡委 

員會，由聯絡委員會會同義大利政府代表舉行定 

期會蕭。

一二五 . 本人必須提到：義大利政府除在國 

際難民組織結束工作以後接受許多須由機»譲理 

的難民以外，並決定接受從特里亞斯特來的患瘦 

病的難民四十名。

特里亞斯特

一二六 . 在過去一年內，特里亞斯特難民人 

數沒有多大變動，大約爲四，0 0 0 名，離境難民 

人數差不多與新到難民人數相等。

一二七. 盟軍政府業已用盡所有各種方法來 

改善難民的生活狀玉。刻正在建築一可以收容難 

民九0  0 名的中心，這樣就可以將最簡陋及不合 

衞生的難民牧容之一予以封閉。

一二八 . 有一個新的瘦病療養院業已開幕， 

不但可以便利這些難民的洽療，並且在同時可以 

減少從前其他難民在收容所中擁掛不堪的狀5S下 

所遭遇的傳染危臉。

一二九 .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經本人請求，由 

世界衞生組織主持，舉行特里亞斯特難民收容所 

中的健康精3E調査，此後患劇烈瘦病的人數卽行 

盤减，當已故Dr. Mark D aniels以全副精力作該



項調査的時候，患劇烈摄病的人數爲二八九名，一 

九五二年年底便已減至九十名。刻有患不劇烈的 

，病的人約一五0 名，繼續獲1#特別護理。現正實 

施一《有系統的體格檢膨計劃，因此就能發現新 

患瘦病的人，及時施以適當的治療。

一三0 . 盟軍政府從難民緊急腹濟基金獲得 

二0 、0 0 0 美元供其使用，其中五，0 0 0 美元 

經指定供新療養院的聚急需耍 ，一 0 , 0 0 0 美元 

充病人及新愈病人的副食費用，其馀五，0 0 0 美 

元爲購置衣服之用。

一三一 . 一九五二年內，經盟軍政府，政府間 

歐洲移民間題委員會及各慈善機關共同努力，已 

有難民二，0 0 0 名徒特里亞斯特移出。這個E 域 

的最困難的問題就 .嚴有許多難民就是病人、老年 

人及兒童等需要特別譲理。瑞士、那威、瑞典及比 

利時pg國政府特別努力幫助這類難民，並在四該 

國境內牧容許多這類難民。不但如此，義大利政府 

業已表示服意准許這類難民二十人長期避難，這 

二十人的其他家屬亦得務出。我們希望其他各國 

政府亦能仿效上述各國的寬大榜樣來救濟這頻難 

民。

一三二 . 盟軍政府正在努力安置那些須由機 

1 護理的難民，一九五二年度內，因有國際難民 

組織剩餘資產中所劃撥的補助費二0 0 ,  0 O O  
美元，頗獲幫助。不但如此，目前已有一百萬美元 

交託政間歐洲務民問題委員會，以便儘量解決 

特里亜斯特難民問題， 並特別注意須由機關護理 

的難民。本辦事處正就焚行許劃以货現委託目標 

的問題與移民問題委員會舉行密切德商。

一三三 ， 福特基金難民辅助金業已劃撥專飲 

一筆，因此得爲若干難民擬訂一個職業訓綠計劃， 

特別注意■綠他們在重新定居的國家內可能需要 

的職業。

英聯王國

一三四 . 英聯王國境內約有難民二六0 ,  0
0 0 名。

三五.本辦事處駐英聯王國分處的主要任 

務就是與英國政府以及不列願國協中若干政府保 

持聯絡。英國政府不但對於英聯王國境內的難民 

表示闇注，並且對於一般難民問題，特別是在奥 

地利、德意志，特里亞斯特及中國等處的難民，表 

示關注。

一三六. 居留在英聯王國境內的難民在就業 

方面不受多少限制。實際上如有任何限制，大部 

分都是屬於某《工藝及職業闇體的規程方面的。 

難民中很少有失業的。根據一般督慣法上地位隨 

居所而定的原則，現有的)肚會立法對於國民及業 

已獲居留權的外儒是不加區别的。因此，在社會福 

利方面，難民奥英國國民享受同等待遇。

一三七. 在英聯王國境內保護難民的工作大 

部分爲向難民貢獻意見及加以指導的工作C 難民 

中有許多人不譜英語，並且少有第二代的本國人 

可以幫忙。不但如此，本處分處能就有■難民的若 

干法律問題，特別是就有關難民水手的問題，貢 

獻意見，難民水手的問題時t 是非靠複雜的。

一三八. 本處分處與許多在英國爲難民服務 

的慈善機關保持友好關係，並會同英國難民援 

助委員會，盡了很大的力促使那些在國內國外從 

事難民問題的各慈善會社設立一個新的常設委員 

會。

一三九. 我們希望這個新的常設委員會成立 

以後各慈善會社的工作便能獲得敕佳的協調。這 

些慈善會社對於滅輕許多國家境內難民的物質困 

難方面，過去已有很大的貢獻，將來仍將繼續有 

所貢獻。

斯干的那維亞國家

—n o . 在丹麥、那威、瑞典等三個斯干的那 

維亞國家內的難民（丹麥境內一，一五0 名；那威 

境內二，0 0 0 名；瑞典境內約四五，0 0 0 名）均 

一貫地享受恨好的法律及經濟地位。一九五一年 

的難民地位公約已爲丹麥及那威批准，瑞典則亦 

在進行批准手續中。三個國家均對政治難民予以 

庇護。三個國家又作一極合人道的抬施，就是從 

其他區域內接受許多身體不健全的、，目的及患 

瘦病的難民。三國又極懷慨地對於那些在比較貧 

乏的區域的難民予以大量的物質援助。除若干難 

民尙懷有在最後能囘祖國的自然願望以外，難民 

在這些國家內同化的前途是很少障礙的。

一四一. 本辦事處未在斯干的那維亞國家內 

設立分處。但是，在一切有關難民問題方面，本 

辦事處與三國政府、丹麥紅十字會,那威援助歐洲 

協會所屬的那威難民委員會，瑞典紅十字會以及 

其他私人組織，均保持密切及良好的聯繁。



第二節

中 歐

槪 述

一四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爲盟國所估 

領的中歐各國内，夕籍難民的地位與保護原是由 

估領國負全責的。嗣後處理外籍難民事務的責任 

逐漸移交當地國家政府，國際營理當局奉聯合國 

之命所執行的保護職務亦因移交而受影響。

奧地利

一四三 . 在奧地利，約有二二八，0 0 0 名 

難民屬於本處主管範圍以內。其中一九三，0 0 0  
名係德籍難民，三0 , 0 0 0 至三五，0 0 0 名難 

民爲非日耳曼裔難民。這些難民中，四六，八三五 

名化在政府所辦的難民收容所中，其中三八，五 

一0 名是德籍難民，八，三二五名屬於其他種族。 

此外遺有一萬名難民分居於一三一個不屬當地政 

府管轄的難民收容所中。至於餘下許許多多不住 

在收容所中的難民，他們的生活狀现便在最低的 

標準以下。

一四四. 國際難民組織工作結束時難民的處 

境是非常困難的，因爲在難民收容所移交時，奧 

地利政府對留在奥國境內的難民的地位，並未作 

何糖承諾。一 九五一年十一月高級專員辦事分處 

在維也納成立後，曾採取許多重要的猎施以改善 

奧地利境內難民的法律及經濟地位。德裔難民與 

非德裔難民，現在才開始《於一個國摩機構主管 

範圍以內，這雨類難民所面臨的困難，性質不同， 

因而解決的進展糖度力^異。

一四五. 奥地利聯邦政府業已簽署難民地位 

公約，但附有重大保留。希望在短期內可以獲得 

所有有■ 機關同意，使該公約得以早日批淮，並 

儘可能變更簽署時所附的保留。

一四六. 就國際難民組織所遺下的一批難民 

而言，就那些法律地位從各方面看都不確定而且 

不能令人滿意的新難民而言，公約的批准是極其 

重耍的。奥地利並沒有就外籍難民地位問題製訂 

與德意志聯邦政府所頒流亡外儒地位法相類似的 

一般法令。因此，公約在短期內發生效力，而且 

儘量從寬赏施，對於安定外籍難民的法律地位，是 

非常重要的。

一四七 . 德裔難民的法律地位頗有改進，這 

與外籍難民的地位不同。至其原因一部分可能是 

由於現已首次承認奧地利境內的德裔難民屬於國 

際機構主管範圍以内。盟軍當局，本處辦事分處， 

及德裔難民諮詢會議都會密切注意各I«改善難民 

法律地位的立法措施。

工作權

一W八.在任何一個使難民同化於新社圓的 

方案內，工作權都是非常重要的。外籍難民一律 

必須申請工作許可證。一九五一年三月七H以後， 

德裔難民無庸申請工作許可證，紙要他們所尋求 

的新工作屬於已往所從事的一類職業卽BT。

一四九 . 自一九五二年一月三十0 起，德裔 

難民獲得與奥地刮籍雇員及工人相同的工作權。 

這是一項巨大的進步，奥地利經濟及德裔難民都 

蒙其惠。不過外籍難民却不在此項措施的範圍以 

內。

商業與手工業

一五0 . 外籍難民如欲獨自經營商業或手工 

業，必須先獲得當地官方的許可。希望此項手續 

得以取清，以便利所有的難民。從前遇有一般競 

爭情形不容自由經營商業及手工業時，原是禁业 

此項自由經營的，現在這項禁令業已取清。此項指 

施，使奥地利人及自有關商業組織獲得必要的許 

可證的難民，都受惠不淺。

自由職業

一五一 . 現已採取措施，准許德裔難民中之 

律邮及醫生得以重操舊業。希望此項措施不久可 

以普及於外籍難民。現正研究其他措施，準備准許 

德裔中前任公務人員者，特別是任敎員者，獲有 

與操此業的奥籍人員相等的權利。

德裔難民的一般地位

一五二，從上面看來，德裔難民與奥籍人民 

的平等待遇，雖然已有長足的進步，但仍有若干 

問題需待解決。例如，許多德裔敎員發覺他們的文 

m並不是奥地利各省都承認的。德裔軍人遺鎭遺 

孤尙未獲得何種救濟。各行政部門尙未頒佈必要 

的法令，以實現工作權之平等。



養邮金權

一五三. 本辦事處密切注意老縣及赤貧的德 

裔難民問題；這些難民，在他們的本國，有權領取 

公務人員養老金，老年或殘廢養邮金，但他們並 

沒有領取這些養邮金。最近，奥國政府與德國政府 

進行敦判，獲政協議。奧地利政府承諾依奥國各機 

關的標準付給養邮金，凡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曰 

爲德籍公民而已獲得此養邮金«利的德裔難民所 

領取的養邮金則由德意志政府慣遺奥地利政府。

聯合委員會

一五四 . 在奥地利西三區的各區內，直委員 

會皆已成立，由奥國當局、難民代表及慈善機關代 

表組成。委員會集會時，本人的代表間亦參加。委 

員會會簾時，對於有關難民的問題自由討論，查 

無拘束。此外，由聯邦政府，慈善機關及本處代表 

所組織的聯邦委員會，亦以同樣目的成立。這些 

委員會的確頗有效用。

參加經濟事業

一五五. . 在難民參加當地輕濟生活一方面， 

奧地利亦有若干進里。福特基金的捐贈，使許多當 

地的有益方案得以實施；例如住宅建築，農業安 

頓，小商業經營，職業訓練等，這些方案都是由 

難民團體及奧地利慈善機11或國際慈善機關主持 

執行的。

一五六 . 迄一九五三年三月抄止，福特基金 

爲執行奥地利這些方案所捐的欲已達五十六萬美 

元。此項捐欺外，奧地利聯邦當局及地方當局，慈 

善機關以及就某程度言難民團體本身，亦曾比照 

此數捐助了相當於七十五萬美元的钦項。

一五七 . 上面所述的方案，主要是試辦性質， 

希望以後不受財政情況的影響而可以繼續擴充。

一五八 . 在高級專員以前ffl於難民參加奥地 

利經濟的報告書中所提建譲的範圍內，奥地利政 

府實施一個號辦性方案，使幾百個難民家庭參加 

奥地利的農業。德裔難民及外籍難民均可參加，經 

费是由美國駐奥地利經濟合作特派團翰旋，從奧 

方所凑的钦項中提出一千萬先令撥充的。

一五九 . 糧 食 ®農業組織應奧地利政府之 

請，於一九五二年秋季，派遣一批專家，負責詳細 

調査難民大规模參加奧地利農業之可能性。據本 

人所知，這批專家最近向奧地利政府所提以供研

究的報告書，完全贊成本辦事處對於難民參加奧 

地利農業所作的建議。

一六0 . 擔報奧地利有■當局正在草擬一個 

使難民中之農人加入農業生產的擴大許劃，希望 

該計割獲得有關國際金融機構的善意考盧。

德意志

一六一 . 在德國，屬於本辦事處主管範圍以 

內的難民約有二十萬名，其中四一，四六五名分居 

於一二三個難民收容所。

一六二 . 一九四五年以來，在軍事估領下依 

擔佔領條例，非德籍難民由估領國負責管理。

一六三 . 在流亡外橋地位法生效以前，非德 

籍難民的地位大半是由佔領當局驚法令規定 

的。在估傾條例實施後，管理非德籍難民的一些責 

任業已，歸聯邦政府擔资，聯邦政府在向德國國 

會提出流亡外儒地位法時，聲稱關於難民及失所 

人士的種種問題，sa與聯合國的每責機構合作。

一六四.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所簽訂的 

協約 (Contractual Agreement), 大政在短期內卽 

可批准，嗣後，非德籍難民的管理責任將由佔領當 

局完全移歸聯邦政府負擔。

一六五 . 依該協約，聯邦政府承諾：

(a) 贸施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所頒之流 

亡外億法；

(b) 批淮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的難民地 

位公約；

( C ) 頒怖關於新難民之接受及分?E 的適當法

令；

( d ) 維持國際尋人服務社的工作；

( e ) 頒怖■於賠償受納粹迫害者的姿當法

令 ；7
(f) 負責照料失所人士及非德籍難民的墳

墓。

一六六. 協約的規定使聯邦政府與本處駐德 

分處間的繼續密切合作益見雷要。辦事分處於一 

九五一年九月成立，經盟軍當局准許，得與聯邦 

政府直接發生聯繁。

7 . 德國衆譲院現正審議一項法案。本辦事處 
本竭力維護難民利益之宗旨，管就該寒之各 
方面連續與德國當局鍵商。該案大政短期內 
可以通過。



流亡外儒地位法

一六七 . 一九五0 年六月三十日前居留於德 

國的非德籍難民的地位，已由一九五一年四月二 

十五日所頭怖的流亡外億地位法予以规定。外儒 

如能提出證據，證明屬聯合國所設置的負責失所 

人士及難民的國際機構所保護，亦得適用該法。爲 

此，難民應先提出證據，瞪明他們受國朦難民組 

織保護。

一六八 . 內政部應本辦事處之請，於一九五 

二年六月發出通吿，聲明此項法律適用於屬於本 

辦事處主管範圍以內而又符合 "居留"规定的難 

民。該法規定之大部分，對於難民，較之一九五 

一年難民地位公約，如非更爲寬大，至少亦是同 

樣有利的。

一六九. 爲使本辦事處主管圍範以內之難民 

獲得所需的證件起見，辦事分處要求聯邦政府將

偷敦旅行證件（在一九五一年難民公約發生效力 

後，則將該公約所规定之證件）發給所有屬於本 

處主管範園以內之難民，此項請求已邀聯邦政府 

允許。

一七0 . 德意志聯邦政府無保留地簽署了一 

九五一年難民公約。批准公約的法案已向德國衆 

議院提出，業輕勒讀審議。法案规定公約於批准 

後一月卽於德意志生效，不必等待公約第四十三 

條所规定的須有六國將批准書或加入書交存後始 

生效力。自這個日期起，所有屬於本辦事處主管 

範圍以內而由於一九五0 年六月三十日後抵德未 

受流亡外儒地位法之惠的難民，都將有權享受公 

約所規定的利益。

一七一，如何使這些新來難民法律地位正規 

化，這問题已由本辦事處與德國政府有■部門密 

切健商。

庇護所

七二.聯邦政府於一九五三年一月九日頒 

怖新庇諧法，规定凡無入境許可證而越過邊界以 

非德籍難民資格要求庇譲的外人應向集中處報 

到。一九五0 年六月三十日後進入德境，輕淮許居 

留的外籍難民，如經傳喚，亦須向集中處報到。

一七三 . 難民應居留於集中處，以俟其地位 

之確定。8 難民地位應依一九五一年公約第一條

*正式承認爲難民之人，由聯邦專員與各州當局 
諮商後，依聯邦會譲所訂分配辦法，分別安置 
於各州。

所定標準，由三人組織之委員會，於該婆員會主鹿 

事先審査有關卷宗後確定之。申請難民身设之人， 

如不獲准。可向三人組織之上訳委員會申斬。兩委 

員會的委員都由內政部長任命。依庇譲法之规定， 

兩委員會集會時，均請本辦事處遣派代表列席。

一七四. 庇護法於一九五三年一月發生效 

力，所以有許多案件遺沒有審査。據估許，委員會 

須連續於紐播堡招待處集會雨年之久，才能膊所 

有的案件調査竣事。本辨事處理當參加此項調査， 

以便向委員會提供意見，並以解釋公約。至於預 

算上的困難自將盡力設法克服以便擔負保譲新到 

難民的這項重大任務。

關於難民法律地位的報導

一七五. 本處駐德意志辦事分處管竭力促請 

各州有關當局注意聯邦■於難民法律地位的規 

定，務使其在各州實施。

一七六 . 關於這一點，辦事分處贫費了很大 

的力量,使難民明瞭他們在德國的權利與義務。爲 

求達到此目的起見，本辦事處會同聯邦難民事務 

部，編纂難民手冊‘，詳載有■法令以及現有難民 

救濟組織的备種必須資料，普遍分發。

一七七 . 此外，本辦事處又出版月升一種， 

截有■ 於難民新法令的資料，分送各慈善機關及 

國內委員會，其內容並由難民所辦報紙摘耍刊載。

無監護人的兒童

一，b八.本處駐德意志辦事分處對保護無鑑 

護的兒童一事，負有f i大責任。在英國佔領展及法 

國估倾區中，英法的高級專員在行政方面採取有 

關無監護人的兒童就地安置的決定。彼時係由國 

摩難民組織負責督促務期德國境內無監護人的兒 

童能敏以適當的合法手纖，獲人監譲成立爲義子 

義女。

一七九 . 在美國估領廣內，關於遣返,重新安 

置或就地安頓無監護人的兒童等問題係由一九五 

0 年十月五日美國高級專員所設置的美國法庭決 

定。依照設置此法庭的法律规定，除了兒童的近 

親，養父養母，保譲兒童的有關機構以及當地的靑 

年協助會以外，聯合國所設的負責保護失所人士 

及難民的國際機構，亦爲有關的一方。

一八0 . 自本處駐辨事分處成立以來，曾派 

代表出席美國法庭 , 參預處理案件約三十五起。 

一九五二年六月後，將照料無監譲人的兒童之責 

任移交德國當局問題迄由盟國當局與德國政麻進 

行課判中。



一八一 . 自協約批准後，關於無歐護人兒童 

的案件卽由德國法庭處理。有關各部將派遣代表 

組特別委員會，就此等案件，向德國法庭提供意 

見。希望本辦事處不政因預算上的困難而不能派 

遣代表參預處理有關無監護人兒童福利的事件。

一八二. 在無監護人兒童之保護責任移交德 

國後，大致將引起國際私法上許多複雜的問題。 

本人認爲在這些事件中必須重視國際性質。

難民事宜會議

一八三 . 辦事分處，竭全力設置聯合難民事 

宜會議（Beifâte)，由德國當局代表，難民代表組織 

之，有時並由慈善機關代表參加會議。目前各州大 

多數都已成立此種會議, 每逢 fO•能時，本辦事處卽 

派代表一名參加會議。會譲按期召集，乃是討論難 

民所注意行政問題的良好機會。這些會議是非常 

有價値的，因爲它們使德國當局及難民得以互相 

了解彼此的困難。

損失賠償

一八四. 本處駐德辦事分處對於受納粹迫害 

者損失賠償法案的各項规定，經肯與德國有關當 

局諮商。該法案可望在短期內由德國政府提交聯 

邦國會。

參加經濟事業

一八五. 本處駐德辦事分處會竭全力促進那 

些無重新安置可能的非德籍難民參加經濟生活。 

這些難民的工作權原是流亡外儒地位法及聯合國 

難民地位公約所保障的。

一八六. 從難民收容所人數可以看出百分之 

五十的難民主要是依賴失業救濟金及其他捕助金 

生活的。這個百分率似乎亦可以適用於收容所以 

外散居於南北各州的難民。但.在德國其他地方，屬 
於本辦事處主管範園以內的難民的失業率似乎不 

超過百分之二十。不過，需要附加說明的是大部分 

有工作的難民都是受盟軍勞工朦雇用，因此，不能 

認爲他們業已恢復正常的工作情況。

一八七. 屬於本辦事處主管範圍以內的難民 

就業間題，不特與近幾年來進步神速的德國工業 

發展有關，而且亦與難民在收容所內長年過着不 

n 常生活因而職業能力降低與工作情緒不振的情 

形大有關係。爲求改良難民的現狀起見職業上的 

訓練與個人心理上的的調整是必耍的。這個間 

題，辦事分處正就與德國有關當局及慈善機關維 

持密切的聯紫。

一八八. 有一小部分散居各地的難民覚能輕 

營小商業或從事自由職業。此種就業現象,在某程 

度上，是 由 Bad-Godesberg"被遂及受戰禍人士銀 

行"特設的非德籍難民部之協助而促成的。這個特 

設的非德籍難民郁是國際難民組織捐助一百五十 

萬馬克後設立的。隨後，難民組織淸算專員又撥了 

捕助金三百三十萬馬克。此外，德意志聯邦政府撥 

出二百萬馬，克使特設部有近七百萬馬克的經費， 

可供支配。

一八九. 這個銀行對於若干雾有擔保品或毫 

無擔保品的難民以低利率貸政小額貸欺，使他們 

得以從事小商業。迄一九五三年三月秒止，此項貸 

钦數達二百萬馬克有奇。本辦事處會耍求有關當 

局加速貸欧。根據已有的數字，似需五千萬馬克才 

能應付難民目前的貸欺需求。

一九0 . 本辦事處释努力促使聯邦政府及各 

州政府建築難民住宅。去年,德國聯邦政府撥欺九 

千萬馬克，建築公寓住宅約七千戶，以備本辦事處 

主管範圍以內的難民之用。這些化屋大部分是在 

Bavaria建築的。聯邦政府又另撥專飲二百萬馬克 

以供建築其他屋舍之用。

一*九一.福特基金的難民捐欲也協助了許多 

當地有慈的許割，例如房屋建築、職業訓練、靑年 

之家等等。這些計劃都是由難民團體及德國與國 

際慈善機關執行的。福特基金爲德國境內各種計 

劃所捐的钦項，迄一九五三年三月秒止，總數共達 

八十五萬美元。此項捐欲外，又有德國聯邦及地方 

當局，慈善機關的捐欺，甚至難民K 體多少也已捐 

钦若干，這些捐欺共約等於六，二五五，0 0 0 美 

元。

財産之移轉

一九二 . 難民財産如須移往外國，無可避免 

地須受現行購兌及關积:條例的限制。但在這一方 

面，亦有若干進展。

一九三 . 德國當局已向駐外使節發出通令， 

准予付钦給寄寓外國以前原有德國國籍但由於納 

粹政權所採指施而失去德國國籍之人，以及凡依 

賠償法有權獲得賠償但在外國不能謀生之人。不 

間當事人是否獲得新國籍，此稿欲項均准照付。

法律協助

一九四 . 在德意志和奥地利兩國，國際難民 

組織均能從難民中聘任許多律師出身的人充當職 

員，對難民予以法律上的協助。國際難民組織結



束乏際，管採取措施將有關法律協助的若干任務 

移交慈善機關。有幾個慈善機11原有律師充任職 

員，但是其他機關遇有需要法律專家貢獻意見時 

紙好借重本地的律師了。

一九五 . 本辦事處預算短細，除了在波思及 

維也納兩分處各聘請法律顧問一名相機協助外， 

在這一方面不能供給其他協助，殊屬可惜。爲應付 

這些困難起見，本處駐奥地利分處正在編纂難民 

手® ，奥由駐德分處褒助出版的手冊相同，截有奧 

地利境內難民的權利、義務及地位有關的各辅資 

料。

第三節

東南歐

希 職

一九六 . 去年一年中，在希職境內屬於本辦 

事處主管範園以內的難民，仍在一萬六千名至一‘ 
萬七千名之間，離境的人數和新到的人數，大抵相 

傅；是以總數迄少增減。

一九七. 本處希腿分處盡力照顧難民的物質 

需要。許多難民都感處境艱苦，雖然而戰前難民約 

佔難民總數之半，其中多數生活已能差强人意。

一九八 . 去年一年中，在希職及美國當局以 

及慈善機關的協助下，若干難民營情?a 業已改善； 

但因就業機會有限，許多難民不免仍無固定的職 

業。在雅典 Piraeus區，許多難民所住之處，並未 

正式認爲難民收容所的中心地點，因此這些難民 

不能受希腿當局的經常救濟，祖好自行設法維持 

生活。

一九九，塵於希職境內難民大部分生活異常 

艱苦，遂對物質援助的組織方面加以特別注意。所 

採方式，不外改善難民收容處所的設備，分發食物 

及衣服，予以醫藥治療，並援助學生。這些工作所 

需的經喪大部分是由希腿當局供絵，並由難民服 

務委員會，希職慈善機關及在希腿工作的其他慈 

善機溯從旁協助。此外，遺有難民聚急眼濟基金會 

亦作有限的損助，可惜爲數不大。

移 殖

二0 0 . 由於政府間歐洲移民委員會冊力協 

助，自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至一九五三年三月三 

十一日J t , 已有難民二百十三名自希服移殖他處。 

本處希職分處與移民委員會當地代表維持密切聯 

盤 ,使難民獲有公允機會，可以享受一切移民方案

所有的利签。自希腿境內難民中移殖農業工人二 

百名至法國的方案現已開始實施。

參加經濟事業

二0 — .希騰境內難民移殖他處的數字旣然 

不能增加，自須注意使那些不易移殖出境的難民 

參加當地的經濟生活。不撒移出或不能移出，同 

時又沒有同化的難民，據估計，在七千至八千人之 

間，約有二千五百家，其中大部分屬於希腿種族。

二0 二.希腿政府業已擬訂許多就地安頓難 

民的計割，但因財政上困難，以致這些計割大都不 

能實施。本年彻，本人向希腦政府提出一個有關難 

民參加希腿輕濟問題的研究報吿，並附有若干具 

體建議。據此項研究報吿，欲使那些不易移殖的 

難民得以參加本地經濟生活，非有外來的財政援 

助不 f>r。
二0 三.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希服政府簽 

署難民地位公約，附有若干保留。批准公約的問 

題，目前在審議中。公約如果發生效力希服境內 

的難民的法律地位卽可改善，目前希腿裔與非希 

服裔難民間若干待遇不平等的現象，亦可消除。

土耳其

二0 四. 國際難民組織結束時，屬於該組織 

主營範圍以內的難民居留於士耳其境内者約有七 

百名。其後，有許多難民主耍自保加利亞及阿爾巴 

尼亞等國到土耳其來避難。此外，還有一大批人不 

肯囘到他們的本國，因而就地便成了難民。在士耳 

其境內屬於本辦事處主管範圍以內的難民總數雖 

然尙未確定，但就初步迅速調査所得，數字似較以 

前屬於國際難民組織主管範園以內者遠爲魔大。

二0 五 . 國際難民組織工作結束時，曾設置 

難民服務委員會，撥有輕費，以便救濟錄下的難 

民。其後，委員會改組，分爲兩個團體，與各慈善機 

關及地方當局密切合作。

二0 六 . 土耳其當局，必須重新安頓來自保 

加利亞的七耳其裔難民十五萬名，雖然面臨這個 

嚴重問題，但對土耳其境內外籍難民的一切問題， 

仍然抱着懷慨精神。七耳其紅新月會對於改艇後 

的難民委員會及世界敎會協進會慨予合作，十分 

密切，在工作上盡力予以各種協助。

二0 七.士耳其政府業已簽署難民地位公 

約，不久卽將提交國會批准。國會到正審議修正護 

照及國籍法，以便土耳其當局能對願意旅行或移 

出的難民頒發特別譲照。



二o 八.聯合國難民聚急服濟基金業已撥出 

小額欲項用以實施救濟貧困難民的方案。此外又 

撥二萬美元與世界敎會協進會，作爲開闘農墙藉 

以安頓若干此類難民之用。

南斯拉夫

二0 九.本辦事處近正處理南斯拉夫在外難 

民與其家族的圍聚的問題，南斯拉夫政府又已向 

本辦事處提出關於南斯拉夫境內外籍難民情祝的 

報吿書，因此本人決定訪問南斯拉夫，俾與該國政 

府及難民接洽。

二一0 . 目前南斯拉夫境內約有外籍難民四 

千三百名係屬於本辦事處主管範圓以內的。他們 

大部分都是阿爾巴尼亞来的，幾乎全部是一九四 

八年以後離開本國的。

二一一. 南斯拉夫政府盡力收容這些難民， 

等他們在招待所輕颤別後，卽推居留於南斯拉夫 

境內，並不發給難民特別身汾證。

二一二. 大體上，這些難民處境相當滿意。他 

們在各方享有一九五一年難民公約所規定的權 

利。批淮一九五一年難民公約的問題業已列入南 

斯拉夫國會議殺。

二一三. 南斯拉夫政府已向本人正式保證， 

如有外籍難民顏意離開南斯拉夫他往，或有在外 

國的南斯拉夫難民的家屬人等講發出境許可證， 

決不加以留難。

二一四. 如何壽措經費以便那些表示S .囘腿 

國的南斯拉失難民得以囘國；再者，第二次世界大 

戰以後尙未在南斯拉夫與其父毋圃聚的南斯拉夫 

兒童如何採尋及遣返；這兩個問題現正由南斯拉 

失政府積極處理。

二一五. 關於上述兩個間題，南斯拉夫政府 

力請本辦事處合作。本辦事處刻正研究在職權範 

圍內如何協助以求這兩問題可獲解決。

第四節

近東及中東

槪 述

二一六，近東及中東各國政府現正面臨境內 

同種同族難民的嚴重間題。但這些國家現仍密切 

注意在國際難民組織結束時尙未安置而現時屬於 

本辦事處主管範圍以內的難民的各種問題。

二一七，在巧巴嫩，叙利亞、約但、埃及等國， 

大批的亞拉伯難民自爲各該國政府所首先顧盧的

事。

二一八. 根據本辦事處派員就地調査所得， 

在這些國家内，顯有許多由於經濟或其他原因大 

致不能就業的難民。因此，業已喚起那些爲難民服 

務的慈善機關注意這些廣域內難民的問題。這些 

慈善機關與有關政府密切合作，在中東許多城市 

內設立支部，以便替那些鼠意遷移出境的難民辦 

理手續，同時增進重新安頓的機會。現有不少難民 

已能移往他處。

埃 及

二一九. 埃及境內的難民比在中東及其他各 

地的難民爲多。雖然屬於本辦事處主管範圍以內 

的難民數字尙未確定，但大致似有三千左右。這個 

數目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及以後到達埃及的 

難民。

二二0 . 埃及政府對本辦事處主管範圍以內 

的難民問題表示十分關切。最近本辦事處遣派代 

表一人到埃及調査難民現祝並決定採取何《措 

施，以便替他們所面臨的問題謀一長久解決辦法。 

埃及政麻盡力協助本處代表，與他密切合作，以便 

規定未来的實療辦法。

二二一. 挨及境內亞拉伯難民人數衆多，輕 

濟情形相當困難，因此，屬於本辦事處主管範園以 

內的難民，大抵多數難於就業，必須竭盡全力爲 

他們尋找移殖的機會。

二二二. 難民聚急賜濟基金業已撥出小額钦 

項，以援助本辦事處所關切的難民中之最貧困者。

阿比西尼亞

二二三. 一九五0 年三月，國際難民組織與 

阿比西尼亞政府簽訂協定，规定將難民中之農業 

家及專家移殖阿比西尼亞。依照協定，阿比酉尼亞 

牧容了難民約二百五十名。其後，有些難民自行請 

求離境。據現有報吿，目前附比西尼亞境内屬於本 

辦事處主管範圉以內的難民約有一百八十 名 .此 

外，遺有無國籍人及難民五十名至六十名，未經 

國際難民組織介紹，逕行来至阿比西尼亞。

二二K . 爲直接獲取屬於本辦事處主管範圍 

以內的難民的情報起見，本人最近遣派職員一人 

前往隅比西尼亞。阿比西尼亞當局對難民問題表 

示十分關切，竭力予該職員以各種協助，充分和他 

合作，以求若干事件獲政解決辦法。



二二五 . 大多數難民都爲政府工作，可謂業 

已安居樂業。政府已和其中的許多人纖訂合同，其 

他合同續IT事宜亦在考盧中。

二二六. 在國際難民組織時代設置的難民服 

務委員會，輕亞的斯亞比巴的网比西尼亞及歐籍 

聞人協助，改組成阿比西尼亞難民福利委員會。該 

委員會對阿比西尼亞的難民當有很大的幫助。

伊 朗

二二七. 據本人上次所提的報吿書稱，伊朗 
政府對本辦事處主管範圍以內的難民所發生的稿 

稀問題，抱人道主義的態度。自上次報吿以後，伊 

朗境內俾無什齊新發展。

二二八. 兩個國摩慈善機獨與伊朗當局密切 

合作，於是許多鳳意離伊朗的籍民遂得出境。

二二九 . 難民聚急服濟基金曾撥小額钦項， 

以應伊朗境內赤貧難民最迫切的霞要。 ’

約 但

二三0 .  —九四九年十二月，約但哈希米德 

王國政府推許戰後在境内的大多數難民取得約但 

國籍。目前約但境內屬於本辦事處主管範圍以內 

的難民人數在七十名以下。人數最多的一批是一 

九二二年後陸續入境的無國籍的" 白俄"。

二三一. 有雨個國際慈善機.1在約但爲難民 

服務。同時難民緊急《S濟基金已撥一筆輕養給這 

兩機關，以便會同救濟最貧苦無吿的難民。

二三二. 約但哈希米德王國政府對本辦事處 

主營範圍以內的難民所有問題,一向深切了解，並 

聲明將竭力合作以求獲致最後的解決。

黎巴嫩

S 巴嫩境f t屬於本辦事處主營範圍 

以內的難民人數不滿一百五十名。他們大多數都 

是戰後的歐洲難民；小數是一九二二年左右逃出 

的白俄難民及塞加西亞難民，他們3Ê沒有取得 

巴嫩國籍，亦沒有與本地輕濟同化。

二三四 .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歐洲難民， 

大部分已於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六年及一九四七 

年遣送囘國。波蘭籍難民是録下難民中人數最多 

的一羣, 現仍由英國政府繼續負一部分責任。有一 

個時候，他們人數達四千之多，但現在不滿五十。

二三五. 雖然亞拉伯難民人數衆多，引起種 

種困難，但巴嫩當局對於本辨事處主管範圍以

內的難民仍抱十分懷慨的態庚。國際難民組織在 

結束時所成立的難民服務委員會以及爲難民工作 

的慈善機關，均獲 ' S 巴嫩當局密切合作。

二三六 . 有些難民，特別是老人，需要救濟。 

因此，難民緊急眼濟基金業已撥出 ' !、額飲項，以供 

難民服務委員會及世界敎會協進會救濟貝魯特最 

貧苦的難民之用。世界敎會協進會刻正在計割在 

貝翁特附近設立一個養老院，協助解決中東方面 

若干老Ü 難民需要往院而發生的問題。

叙利亞

二三七. 叙利亞境內屬於本辦事處主管範圍 

以內的難民不滿三百名。除開一批無國籍的白俄 

難民及塞加西亞難民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便 

已來到叙利亞而外，其餘大多數都是第二次世界 

大戰以後來的難民。

二三八. 在叙利亞謀生的亞拉伯難民數目不 

小，於是屬於本辦事處主管範圉以內的難民大政 

不能獲得工作的機會。因此,本辦事處特別注意設 

法將這些難民移殖他處的辦法。

二三九. 爲救濟一部分難民的懷慘生活起 

見，難民聚急眼濟基金業已撥出钦項，以應最迫切 

的需耍。本處正在會同慈善機關及地方當局研究 

其他計劃，以便對赤貧無吿的難民，覓得長久的解 

決辦法。

二四 0 . 叙利亞政府對於本辦事處主管範圍 

以內的難民所有種種問題，始終深爲了解，對於 

本人派往叙利亞的代表，已予種種協助。

第五節

遠 東

遠東辦事分處之設立

二四一. 副高級專員於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周 

游遠東各處，調査遠東難民情 ?E 。他訪問巴基斯 

坦、印度、栖甸、泰國，印度足西亞、菲律鎮、香港 

及台灣、與當地政府人員、高級官吏和爲難民服務 

的聞人會晤。

二四二 . 其後，本人任命 M r  A a m ir  A l i爲

本人駐遠東的代表。此事輕通知阿富汗，麵甸、錫 

蘭N é 蘭西（負責遠東的法國凰地），日本、印度、 

印度尼西亞、尼泊爾、荷 蘭 （負責荷屬新幾內亞倾 

地），巴基斯坦、菲律賓、英聯王國（負責英國屬 

地）各國政府。



二七七 . 巴拉圭特別安定繁榮，對於預備移 

居的人，頗有吸引力量。巴拉圭每年淮許入境之外 

儒，平均約爲六，0 0 0 人，多爲西班牙及義大利 

籍。但以該國目前情而論，人口業已相當糖密， 

可耕面積又少，恐難有增加吸收移民入境之可能。

委內瑞拉

二七八 . 委內瑞拉境內現有難民約一八， 0  
0 0 人，大部分係由難民組織移殖前來。委f t瑞拉 

仍爲拉丁美洲最重要的移殖難民的國家之一。以 

前移來的難民大部分都已建有擎固的基礎。

二七九 . 本人的代表最近至加拉加斯，得與 

政府高級職員討論關於難民的一些問題。最重耍 

者卽爲加强政府間難民委員會，由委內瑞拉紅十 

字會，大敎區難民局及各全國團體首長，參加該委 

員會，以便集思廣益，使其工作對於毎個難民愈爲 

切實。

二八0 . 委內瑞拉的移民不外雨大類。一類 

係由私人擔保入境，另一類係根據全國土地協會 

所辦之各種許劃入境，土地協會擁有幾個大规模 

的農業拓殖區，能够協助那些剛剛入境的移民迅 

速安居樂業。

第七節

中國境內之歐籍難民

一般情形與發展

二八一. 自從本人上次向大會第七屈會提具 

報吿書以後，中國境內歐籍難民情形，在本處所遭 

遇的問題中，仍爲最进切的一個。

二八二 . 當一九五二年五月一日，政府間歐 

洲移民問題委員會及本處聯合特滅駐港代表辦事 

處成立之時未鍵難民組織移殖他國的難民，處境 

早已十分困苦。後来月復一月，愈來愈知道，在已 

輕難民組織撥有少量輕費的五個月内，卽屬業輕 

難民組織登記過的難民也只能移殖一小部分。

二八三. 在上海眷難民辦理手續的工作，在 

行政上遇到了意外周折，道輕香港移殖別處的難 

民數額遂漸減少 ,情形更趨複雜。本處塵於這件事 

情的迫切重要，遂與移民委員會疆商，決定儘可以 

壽到的經费盡力設法繼續辦理這件工作。

二八四. 因此，行政開支大事聚縮，本來已嫌 

不够的現金捕助，更大加核減，以便這件聯合經營 

的工作可以續延三月，到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日 

爲 J h 。

二八五. 難民艇織經费吿蓄，當時唯一可充 

難民聚急救濟的僅是難民聚急販濟基金的有跟飮 

項。所以不得不從延東及歐洲各處其他需援難民 

的經楚項下，割出四五0 , 0 0 0 美元以應急雷。

二八六. 一九五二年三月一日，在上海登記 

的四千難民中，有二千人每0 領取緊急救濟金美 

金四角五分。一九五二年內每月鍵費平均爲二八， 

0 0 0 美元。

二八七. 從一九五二年三月一日到十二月三 

十一日，聚急救濟金的數目，業經減少。然而將来 

需領取救濟金的赤貧難民數目，可能還要檢加；一 

九五三年，每月所須緊急救濟金總額，可能墻至二 

五，0 0 0 美元，計毎入每0 領取美金三角七分。

二八八 . 一九五二年全年醫藥费約爲二八， 

O G O 美元。一九五三年可能堆至五五，0 0 0 美 

元。這《醫藥赛用計有下列各項：醫療器材、延醫 

就診費、X光檢査費、體格檢査费，Æ院病人意外 

費用，老錫殘廢難民治療费、，民體格檢査我等。

— ■八九 . 自— 九五— •年 — 月一■日起至—九五 
三年四月一日止，在此十四個月中，本處主管範圍 

以內的難民約有一五，0 0 0 人，大部分都住在華 

北哈爾濱一帶。其中向難民組織登記的約有三，四 

0 O 人，現在値取緊急救濟的，一，三0 0 人。

須由機關I I理的難民

二九0 . 尙有須由機關護理的特殊剩餘難民 

二一四名在上海各醫院及療養機關治療。在中國 

難民救濟工作中，這批人是最難應付的部分，其中 

有患慢性疾病及結核病的人，精神失焦的人，老腐 

及眷目殘廢。

二九一. 此外尙有特殊的剩餘難民二四四 

人,雖然不需要立刻化院治療，但因年老虛賜或有 

其他殘疾不合通背移民標準，須由本處特別交涉， 

方能安置。

二九二. 爲請各國政府酌量牧容少數這批難 

民起見，本人必須特別提及需耍特別誰-理的此種 

難民的苦痛情形。法蘭西、比利時、以色列對於在 

華難民問題中的這一部分，十分同情，本人因此更 

敢希望聯合國其他會員國也會溯注這個問題允予 

酌量收容少數，准予長期f t院療養。

移殖

二九三. 一九五二年由聯合特別代表辦事處 

移殖的難民與計八七八人，大部分移往澳大利亞， 

巴西、加拿大及以色列等國。



二二五 . 大多數難民都爲政府工作，可謂業 

已安居樂業。政府已和其中的許多人績訂合同，其 

他合同纖訂事宜亦在考盧中。

二二六. 在國隙難民組織時代設置的難民服 

務委員會，經亞的斯亞比巴的阿比西尼亞及歐籍 

聞人協助，改組成何比西尼亞難民福利委員會。該 

委員會對河比西尼.亞的難民當有很大的幫助。

伊 朗

二二七. 據本人上次所提的報吿書稱，伊朗 

政府對本辦事處主管範圍以内的難民所發生的î i  
稀問題，抱人道主義的態度。自上次報吿以後，伊 

朗境內尙無什新發展。

二二八，雨個國際慈善機11與伊朗當局密切 

合作，於是許多意離伊朗的難民遂得出境。

二二九. 難民聚急眼濟基金替撥小額欺項， 

以應伊朗境內赤貧難民最迫切的需要。 ■

約 但

二三0 .  —九四九年十二月，約但哈希米德 

王國政府准許戰後在境內的大多數難民取得約但 

國籍。目前約但境內屬於本辦事處主管範圈以內 

的難民人數在七十名以下。人數最多的一批是一 

九二二年後陸續入境的無國籍的‘‘白俄"。

二三一. 有兩個國摩慈善機,1在約但爲難民 

服務。同時難民紧急眼濟基金已撥一筆經費絵這 

雨機關，以便會同救濟最貧苦無告的難民。

二三二. 約但哈希米德王國政府對本辨事處 

主管範圍以內的難民所有問題,一向深切了解，並 

聲明將竭力合作以求獲政最後的解決。

，巴嫩

巧巴嫩境內屬於本辦事處主營範圍 

以內的雜民人數不滿一百五十名。他們大多數都 

是戰後的歐洲難民；小數是一九二二年左右逃出 

的白俄難民及塞加西亞難民，他們並沒有取得^̂  
巴嫩國籍，亦沒有與本地輕濟同化。

二三四.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歐洲難民， 

大部分已於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六年及一九四七 

年遣送囘國。波蘭籍難民是徐下難民中人數最多 

的一羣, 現仍由英國政府繼續負一部分責任。有一 

個時候，他們入數達四千之多，但現在不滿五十。

二三五. 雖然亞拉伯難民人數衆多，引起種 

種困難，但赛巴嫩當局對於本辦事處主營範圍以

內的難民仍抱十分懷慨的態虔。國際難民組織在 

結束時所成立的難民服務委員會以及爲難民工作 

的慈善機關，均獲巧巴嫩當局密切合作。

二三六 . 有些難民，特別是老人，需要救濟。 

因此，難民聚急眼濟基金業已撥出小額钦項，以供 

難民服務委員會及世界敎會協進會救濟貝魯特最 

貧苦的難民之用。世界敎會協進會则正在計劃在 

貝魯特附JE設立一個養老院，協助解決中東方面 

若干老弱難民需要住院而發生的問題。

叙利亞

二三七. 叙利亞境內屬於本辦事處主管範圍 

以內的難民不滿三百名。除開一批無國籍的白俄 

難民及塞加西亞難民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便 

已來到叙利而外，其餘大多數都是第二次世界 

大戰以後来的難民。

二三八. 在叙利亞謀生的亞拉伯難民數目不 

小，於是屬於本辦事處主營範圍以內的難民大政 

不能獲得工作的機會。因此，本辦事處特別注意設 

法將這些難民移殖他處的辦法。

二三九. 爲救濟一部分難民的懷慘生活起 

見，難民聚急賜濟基金業已撥出钦項，以應最迫切 

的雷耍。本處正在會同慈善機獨及地方當局研究 

其他計割，以便對赤貧無吿的難民，覓得長久的解 

決辦法。

二四0 . 叙利亞政府對於本辦事處主營範圍 

以内的難民所有種種問題，始終深爲了解，對於 

本人派往叙利亞的代表，已予種種協助。

第五節

遠 東

遠東辦事分處之設立

二四一. 副高級專員於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周 

游遠東各處，調査遠東難民情況。他訪問巴塞斯 

坦、印度、栖旬、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香港 

及台灣、與當地政府人員、高級官吏和爲難民服務 

的聞人會晤。
二四二. 其後，本人任命Mr. Aamir A li爲 

本人駐遠東的代表。此事經通知阿富汗、麵甸、錫 

蘭' 法蘭西（負責遠東的法國屬地），日本、印度、 

印度尼西亞、尼泊爾、荷 蘭 （負責荷屬新幾內亞頓 

地），巴基斯坦、菲律賓、英聯王國（負責英國屬 

地）各國政府。



二四三. Mr. A l i籍餘印度，曾任國際勞工 

局副理事長，於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日離B 內冗， 

赴遠東就職。Mr. A l i訪問印庚，巴基斯ffii及麵 

甸，向各國政府說明本辦事處所負任務。他研究各 

地難民問題，隨後提出報吿，據稱各國政府爲境內 

難民所採指施，使他懷有深刻印象。

二四四. 經泰國政府贊同，遠東辦事分處暫 

設曼谷，庶可充分利用聯合國在泰國所設其他機 

構的現有一切便利。

第六節

移殖各國

概 述

二四五. "勸蒸各國推許難民入境，卽屬赤貧 

難民，亦當不予拒絕" 是本處最重耍的職務之一。 

這就是本人所以認爲應該立刻在美國及拉丁美洲 

分設辦事處的一個主要原因，也就是本人所以力 

促大會第六屆會通過決議案，請各會員國讓難民 

在各種移民機會中獲享公平機會的一個主耍原 

因。此外，在篤設歐洲移民問題政府間委員會時， 

本人也向所有參加各國政府强調說過，如果今後 

再要設立關於移民問題的政府間組織，絕動必須 

專爲難民規定辦法。

二ra六 . 解決這一方面的問題，不在壽劃輕 

费，因爲目前的鍵費倒似乎足可應付;而在移民入 

境各國政府制定移民的條例時決定專爲難民规定 

辦法。在聯合國各機獨每次從事於研究及計割移 

民問題的工作時，本處無不一-再强調這個問題。

二四七. 歐籍難民在歐洲以外的特殊情形， 

會由本處提請政府間歐洲移民問題委員會各委員 

國政府注意。這些委員國政府決定不得動用委員 

會已撥經赛，推准委員會在技術上幫■助歐洲境外 

難民遷移，並動用委員會在其他方而所得之钦項 

來資助遷移。

二四八. 本處與移民問題委員會秘書處與及 

在佛朗克福工作的美國述逃人方案總處已有密切 

聯絡。雨機關駐各國的代表，尤其是駐在義大利及 

希職等人口過剩有失業現象亟須移殖難民的國家 

的代表，彼此亦已密切合作。

二四九. 福特基金售•以捕助金一p g o , 00 
0美元撥給全國天主敎福利會議及世界敎會協進 

會，以供在拉丁美洲及加拿大各愿設立分處，從事 

於開関及擴展難民移殖的機會。

二五0 . 此外，本處管度次請求各國政府對 

中國境內的歐籍難民發給退留簽譜及入境簽證， 

並與移民委員會合作共同從事於兩個組織所做的 

難民工作。

美利堅合棄國

二五一. 本處駐美分處，不但從事與聯合國 

會所、美國政府及其他服務難民的慈善機獨接洽 

聯絡，而且遺在某幾方面，尤其是在准許難民入境 

問題方面，從事於國際保護工作。美國政府在協助 

難民的若干方案中，所處地位重要，因此，分處與 

美國政府聯絡的工作，尤具特殊意義。

二五二. 依據美國憲法和法律，凡依法入境 

居留的外億均與美國公民卞•受同等權利。依通常 

移民限額入境的外億，與依特種法令入境之難民， 

兩者所受待遇，亦無基本不同之處。

二五三. 本處駐美分處對於居美難民之國際 

保護工作，大部分均與那些由美國移民律及國籍 

法而發生的間題有關。分處對於這類問題，或則通 

盤# 劃，或則個別應付。

二五四. 在處置個別難民的問題中，慈善機 

關頗能協助分處隨時注意一案的進展。各機I I從 

前根據現已失效的美國失所人民法擔保入境的難 

民，所獲協助尤多。

二五五. 遇有難民前往移民申訳處訴時， 

本處駐美分處也做了不少工作。若干難民案件經 

該分處協助，已由移民申訳處作有利於難民之刹 

決，此糖刹決爲以後類似案件樹立先例者，尤屬 

數見不鮮。尙有若干業輕美方通知有驅逐出模之 

虞的難民，亦由分處在法律方面加以指示。

二五六. 遺有一些在美居化的難民請分處就 

他們依據德奥雨國現行的賠償法的撮出申請案件 

予以協助。

二五七. 除本處駐美分處與美國政府及聯合 

國會所保持聯絡外，分處駐紐約之代表尙與福特 

基金會及對協助難民出力頗多的美國慈善機I I總 

處，保持密切的連繁。

拉丁美洲

槪述

二五八. 拉丁美洲分處設在哥命比亞的波哥 

大。本人的代表曾於去年正式分別訪問拉丁美洲 

各國政府，不但與准許難民入境問題有關的主營 

官署和私人機關建立了可貴的關係；並且與那些



已以難民資格入按的難民福利問題有關的各主管 

官署和私人機,1建立了可貴的關係。

二五九. 在所有拉丁美洲各國境內，入境的 

難民與其他外橋並無差別。難民在法律上仍從普 

通外橋管理法律之规定。巴西及哥命比亞政府業 

已簽署難民地位公約，不久 fir望批准。本人的代 

表不但與拉丁美洲各國政府討論加入難民地位公 

約的問題，且請各國照一九五一年難民公約或一 

九四六年倫敦旅行f遼件協定所规定的，對難民採 
用一種劃一的旅行證件，以代替現在所用的各糖 

證仲。

二六0 . 本人的代表曾與多數國家的主管官 

署計議設立一個專對難民予以法律協助的事務 

所。最近已與巴西紅十字會法律協助組成立協議， 

請該組對於巴西的難民供給法律協助。一般而論， 

移殖於拉丁美洲的難民，大多數已與居留國家的 

輕濟同化了。

阿根廷

二六一. 由難民組織移殖至阿根廷之難民約 

有三三，0 0 0 人。此外尙有阿根廷與英國政府訂 

立協定而收容的波蘭籍退伍軍人一五，0 0 0 人。

—-六— 目前阿根廷准許入境的移民，大部 

分限於技術工人，農業工人以及飼養禽畜的農人。 

籍錄西班牙、義大利及德國的難民較受歡迎。附根 

廷最近已經參加了政府間歐洲移民問題委員會。 

據稱現正研究若干新的移民計劃，其中有一部分 

一定能使難民獲有移殖的新機會。

二六三. 關於保護雞民的事宜並沒有設立專 

門機關辦理。這稿工作是交由政府中積極擔任耐 

會福利事業工作的那些部門分別辦理的。

巴 西

二六四 . 巴西境內約有難民四0 , 0 0 0 人， 

大部分都由難民組織移殖前來的。巴西吸牧移民 

的能力頗大，所以現在已列爲主要的移殖國之一。

二六五 . 去年一年中，若干國際慈善機關替 

難民尋得不少機會。這些機獨爲槽鬪難民的.殖 

機會，業已悉心擊割,一部分經費是由福特基金所 

撥的難民補助金供給的。現在特別要提一九五二 

年二月一日至一九五三年五月一日的情形，在這 

段時期中，歐籍難民有五一一名自中國移居巴西。 

巴西當局，遺答應某一慈善機關另外•再發相當數 

目的入境簽瞪。

二六六. 巴西最近已在國會中提出一件法 

案，準備設立一個移民及殖民機關，統壽負責移民 

入境問題，並將原來由政府各部pg分別辦理之移 

民、安置、殖民方而各《職務，改由一個機關集中 

辦理。

二六七. 最近有一個難民協助委員會亦經巴 

西紅十字會創譲而新近成立。該委員會可就巴西 

境內難民的福利事宜與《邦主管機關直接商洽。

智 利

二六八. 由難民組織移殖至智利的難民約有 

五，0 0 0 人，大部分都已相當同化，境巧頗佳。

二六九. 移入之難民，均受公私機關協助，協 

助最力者爲政府社會服務處和基督敎靑年會。

二七0 .  —般而論智利對於由政府主持移殖 

的拉丁族及日耳曼族移民，較爲歡迎。除政府主持 

移殖者外，其餘難民的移殖機會，目前似尙不多。

巴拉圭

二七一. 除了大批的門霜派敎徒與觀大敎徒 

外，現在巴拉圭的難民約有六，0 0 0 人，大部分 

都是由難民組織移殖前來的。其中一大部分業已 

相當同化。

二七二. 凡是關於移民及殖民的間題均由土 

地改革社負責處理。該社並辦有農業拓殖展一二 

六處。

二七三. 已拉圭現在正在研究幾個魔大的拓 

殖計割，擬利用美國第四點方案的技術協助及其 

他外資，將義大利籍家庭約一0 , 0 0 0 戶及日耳 

曼籍家庭約一五，0 0 0 戶安置於由土地改革社 

營理的國有土地上。

秘 替

二七四. 由難民組織移殖至秘魯之難民約有 

二，三五0 人，情況大政滿意，極大部分都已覓得

適當職業。

二七五. 目前要向秘唇大批移民，機會似尙 

不多。但具有專門訓練之少數工人，如葱當地雇主 

之雇用契約而請求入境，則尙有入境機會。

烏拉圭

二七六. 烏拉圭約有難民一，五0 0 人，大部 

分係由難民組織移殖前来。生活狀況揺佳。



二七七 . 巴拉圭特別安定繁祭，對於預備移 

居的人，頗有 ® 引力量。巴拉圭每年推許入境之外 

儒，平均約爲六，0 0 0 人，多爲西班牙及義大利 

籍。但以該國目前情況而論，人口業已相當獨密， 

可餅面積又少，恐難有檢加吸收務民入境之可能。

委内瑞拉

二七八 . 委内瑞拉境內現有難民約一八， 0  

0  0 人，大部分係由難民組織移殖前来。委內瑞拉 

仍爲拉丁美洲最重要的移《難民的國家之一。以 

前移來的難民大部分都已建有窘固的基礎。

二七九 . 本人的代表最近至加拉加斯，得與 

政府高級職員討論關於難民的一些問題。最重要 

者卽爲加强政府間難民委員會，由委內瑞拉紅十 

字會，大敎區難民局及各全國團體首長，泰加該委 

員會，以便集思廣益，使其工作對於每個難民愈爲 

切實。

二八 0 . 委內瑞拉的移民不外兩大類。一類 

係由私人擔保入境，另一類係根據全國土地協會 

所辦之各《計劃入境，土地描會擁有幾個大规模 

的豊業拓殖區，能够協助那些剛剛入境的移民迅 

速安居樂業。

第七節

中國境內之歐籍難民

一般情形與發展

二八一. 自從本人上次向大會第七屆會提具 

報告書以後，中國境內歐籍難民情形，在本處所遭 

遇的問題中 , 仍爲最迫切的一個。

二八二 . 當一九五二年五月一日，政府間歐 

洲移民問題委員會及本處聯合特派駐港代表辦事 

處成立之時未輕難民組織移殖他國的難民，處境 

早已十分困苦。後来月復一月，愈來愈知道，在已 

經難民組織撥有少量輕費的五個月內，卽屬業輕 

難民組織登記過的難民也只能移殖一小部分。

二八三 . 在上海替難民辦理手續的工作，在 

行政上遇到了意外周折，道輕香港移喃別處的難 

民數額遂漸減少，情形更趨複雜。本處靈於這件事 

情的迫切重要，遂與移民委員會德商，決定儘《J 以 

壽到的輕费盡力設法繼續辦理這件工作。

二八四 . 因此，行政開支大事聚縮，本來已嫌 

不够的現金辅助，更大加核減，以便這件聯合經營 

的工作《T以續延三月，到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日 

爲止。

二八五. 難民組織經费吿蓄，當時唯一可充 

難民聚急救濟的僅是難民聚急服濟基金的有限欧 

項。所以不得不從近東及歐洲各處其他需援難民 

的輕費項下，割出四五0 , 0 0 0 美元以應急需。

二八六. 一九五二年三月一日，在上海登記 

的四千難民中，有二千入每日領取聚急救濟金美 

金四角五分。 一 九五二年內每月經費平均爲二八， 

0 0 0 美元。

二八七. 從一九五二年三月一0 到十二月三 

十一日，緊急救濟金的數目，業輕減少。然而將来 

需領取救濟金的赤貧難民數目，可能還要增加；一 

九五三年, 每月所須聚急，救濟金總額，可能增至二 

五，0 0 0 美元，計毎人每日領取美金三角七分。

二八八 . 一九五二年全年醫藥费約爲二八， 

0 0 0 美元。一九五三年可能播至五五，0 0 0 美 

元。這種醫藥费用計有下列各項：醫療器材、延醫 

就診费、X光檢查費、體格檢査費、住院病人意外 

暴用、老弱殘廢難民治療费、移民體格檢査数等。

二八九 . 自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起至一九五 
三年四月一日止，在此十四個月中，本處主管範圓 

以內的難民約有一五，0 0 0 人，大部分都住在華 

北哈爾濱一帶。其中向難民組織登記的約有三，四 

0 0 人，現在領取緊急救濟的，一，三0 0 人。

須由機關護理的難民

二九0 . 尙有須由機關護理的特殊剩餘難民 

二一四名在上海各醫院及療養機關治療。在中國 

難民救濟工作中，這批人是最難應付的部分，其中 

有患慢性疾病及結核病的人，精碑失肯的人，老II 
及替目殘廢。

二九一，此外尙有特殊的剩餘難民二四0  
人，雖然不需要立割化院治療，但因年老虛弱或有 

其他殘疾不合通貴移民標，，須由本處特別交涉， 

方能安置。

二九二 . 爲請各國政府酌量收容少數這批難 

民起見，本人必須特別提及需要特別譲理的此種 

難民的苦痛情形。法蘭西、比利時，以色列對於在 

華難民問題中的這一部分，十分同情，本人因此更 

敢希望聯合國其他會員國也會s 注這個間廳允予 

酌量收容少數，准予長期化院療養。

移殖

二九三 . 一九五二年由聯合特別代表辦事處 

移殖的難民提計八七八人，大部分移往澳大利亞， 

巴西'•加拿大及以色列等國。



二 九 四 . 一 九 五 三 年 頭 三 個 月 中 ， 移 殖 雞 民  

共 有 四 一 六 人 ，大 部 分 都 是 到 巴 西 1 奥 大 利 亞 、 加 

拿 大 、以 色 列 及 土 耳 其 等 國 。此 數 雖 較 一 九 五 二 年  

同 期 的 移 殖 人 數 大 爲 增 加 ， 但 如 其 他 國 家 不 跟 增  

發 簽 證 ，則 中 國 歐 籍 難 民 問 題 ，恐 怕 還 耍 幾 年 ， 縫  

能 獲 一 最 後 解 決 。

二 九 五 . 聯 合 特 派 駐 港 代 表 辦 事 處 在 工 作 上  

所 遇 到 的 最 大 困 難 , 是 中 國 之 缺 乏 簽 證 糖 ■ ,和 香  

港 目 前 限 制 入 境 。 目 前 紙 有 五 個 移 民 入 境 的 國 家  

仍 在 上 海 設 有 領 館 ，卽 丹 麥 、 那 威 ，瑞 典 ，瑞 士 及  

英 聯 王 國 。

二 九 六 ，爲 克 服 這 點 困 難 起 見 ， 現 已 特 別 想  

出了  一  It.辦 法 ，由 澳 大 利 亞 、丹 麥 、那 威 、瑞 典 、瑞  

士 五 國 答 應 各 替 五 十 個 人 簽 發 過 境 證 ， 俾 難 民 可  

以 在 到 香 港 之 後 辦 理 到 美 國 及 到 加 拿 大 等 國 的 手  

續 。 獲 得 過 境 簽 證 的 難 民 一 a 啓 程 到 所 擬 定 居 留  

國 家 去 ， 這 個 過 境 簽 證 就 可 以 另 外 由 其 他 難 民 使

用，讓他們前來香港。雖然這種辦法, 能够使少 

數難民移殖他國可是仍不能算爲解決在華歐籍難 

民的妥善方法。

二九七. 雖然難民組織淸理暮員並未對本處 

撥發钦項以便繼續維持聚救濟的方案但是已從難 

民組織的剩臉，欧項下，撥出一擎信託基金，由移民 

委員會管理，專供酌量遷徙在華難民之用。

二九八. 有了這筆钦項和難民聚急眼濟甚金 

中可以動用的部汾至少在一九五三年這幾個月中 

可以繼續辦理救濟和移殖的聯合方案。但是過了 

一九五三年以後，是杏仍有經数可供續辦則本處 

及移民委員會都沒有什* 把握了。

二九九 . 由於這種種原因，本人自認職貴所 

在，應該向那些對難民命運素來關注的聯合國會 

員國再度呼顯，務請各盡全力支持本處與移民委 

員會的聯合工作共求在華歐籍難民問題獲一最後 

解決。

第叫章

須由機開護理的難民
三0 0 . 本處规程第八條特別提到赤貧難 

民。難民組織曾將許多須由機關護理的難民，分別 

安置於歐洲各國的機溯之中。難民組織爲照料此 

類難民所訂之協定，凡訂有移交所負責任之规定 

者，其監督之責任均已由國際難民組織務交本處 

接收。本處各分處代表按期前往各國收有此類難 

民的機1S採望。

三0 —. 一九五二年十月，福特基金會對美 

國聯合分配委員會撥發補助金，幫助八十七個結 

核病人及其家思移居那威瑞典及其他各國。難民 

聚急眼濟基金也對世界敎會協進會撥給捐款以供

在華難民之須由機溯譲理者前往比利時留養於各 

機獨之需。其他若干難民預備遷居法國現在淡刹 

之中。

三0 二.特理亞斯特難民中及中國難民中其 

情形困難者均已由本處努力求其解決。

三0 三. 須由機關講理的赤貧難民，並不是 

一時所能够解決的問題。本人認爲大家必須對這 

個問題通盤壽劃以謀解決，否則恐怕只有那些居 

留於最容易移殖的地方的難民方能獲得安插的機 

會了。

第五章

難民緊急服濟基金
三0 四.大會在第六屈會時通過決議案五二 

八 B (六），後来又在決議案六三九(七）中加以確 

認，授權本人募集钦項，以便對本處主管範圍以內 

需援最急的一批難民予以聚急救濟。

三0 五 . 若干國家政府，慨懷輸將，所捐數額 

見本章之末所截一表。各國對於本人勸暮的反應， 

實難認爲滿意。不過這筆飲項雜算使本處在難民 

組織撥作此項用途之經费完全用蓄以後又能繼續 

進行照料在華歐籍難民的工作。 而且在奥地利、

德意志、義大利，特里亞斯特、比利時，希職，士耳 

其及近東各處業已舉辦不少小规模的方案，以供 

需援最急難民之用，數達—— 四，0 0 0 美元。

三0 六 . 就目前而論，一九五三年底以後，可 

供備繼續維持在華歐籍難民用途的國摩飲項卽將 

吿德，難民情3E若不通盤改善，許多地方需要聚急 

救濟的殺庚，仍然十分迫切。各分處及從事難民救 

濟工作的慈善機關常常將許多極度困難及赤貧無 

依的情事喚起本人注意。



三o 七.本年初有在荷蘭及比利時向民棄勸 

募的計劃。但因荷蘭發生水災，勸暮之譲立吿中 

止。比利時方面雖經比利時政府核准但也爲了水 

災原因而作罷論。

三0 八 . 再向民衆普遍勸暮，一時似尙難實 

現。所以本人不得不請大會注意，在今年年底以前 

若不繼續收到一部分政府捐欺，本處現在所能够 

支配的飲項可能就完全用完，使許多雷耍緊急救 

濟的難民，陷於痛苦萬分的境地。

三0 九.本人一再促請大會各會員國對需援 

最切的難民予以緊急救濟。本人現在重申此請，同 

時必須請他們注意，許多從事難民救濟工作的慈 

善機關，大部分耍靠一般民衆捐助，所以聯合國難 

民緊急腹濟基金的勸暮工作 , 在許多國家中，都必 

須避免與這些慈善機關的勸暮工作，直接間接栽 

爭。

三一0 . 這些慈善機關代表，常常動聯合國 

主管難民問題委員會說過，各慈善機關的經費來 

源，早經就目前的工作方案，支配淨盡，倘若收入 

稍有減少，難民所受的影響是不堪設想的。這一點 

我們也應該顧到。

三 . 载至一九五三年三月三十一  0 J h 聯

合國難民緊急版濟基金所收到之捐欺如下：

查,载至一九五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現金捐钦 

折合美金數。

政府捐钦

德意志   13,095
盧森堡 ............................  970
瑞典 ........................... … 19,492

那威 ................................ . . 14,104

瑞士 ................................ 69,284
英聯王國 .................... 280,000
丹麥 ................................ •• 14,607
希職 ................................ 1,000
爾大利亞 .................... • 55,833
荷蘭 ................................. . 10,000

奧地利 ........................... • 1,923

其他官方捐欲

國摩難民姐織

上海難民信能

基金 ................................. . 236,698

英聯王國德國管

480,308

制委員會捐欺 • 

私人捐钦 ..............................

2,832 239,530

19,874 

$739 ,712

威.認捐現金 

政府認捐數

荷蘭認捐待綠餘數

( 9 5 , 0 0 0 基德爾） ............................. 25,000
法蘭西 (3 0 ,0 0 0 ,0 0 0法郞） … 85,714
加拿大（100,000 加圓） 101,000
比利時（200 ,000比利時法郞）. . 40,000

$251,714

民衆認捐數額 

那威 .................. . 70,000 

$321,714

第六章 

福特基金補助金

三一二，文 件 A /2 1 2 6補遺》裏已經說過》 

幸賴福特基金會的慨懷捐輸，本處仍能支助許多 

國際慈善機關所做的促進難民社會同化及重新定 

居的工作。

三一三 . 據本人的意鬼，福特基金捕助金二》 

九0 0 , 0 0 0 美元使工作能够進行，使全世界各

»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七眉會，捕編第十六 
號，第十四頁及第十九頁。

國政府及慈善機關都知道難民同化於社會並不是 

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這是一件最重耍的因素。

三一四. 這項補助金使慈善機關可以在所有 

難民衆多的歐洲各國中試辦許多社會同化的計 

劃。本人希望這些計劃會能够切實證明：難民實 

行同化的工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並使 

各國有關當局也在這方面開辦起被大的許劃来。



三一五. 目前所通過的計劃大部分是職業訓 

練，建造靑年館，及使難民安居或務農而達成紙會 

同化。

三一六. 在本報告書所涉期間卽載至一九五 

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爲业，已撥钦額計一，六六七， 

三一一美元。這筆钦額是與其他政府及私人的損 

钦合併動用的。這就是說一共有七，二0 四，九一 

一美元。

三一七. 在捕助金所撥的總數中，九六二，三 

六三美元充社會同化工作之用，六七八，二五六美 

元，充靑年訓練之用的，一 0 0 ,  0 0 0 美元供 

建造靑年館之用的，八，五六七美元供文化工作之 

用。

三一八. 這些計劃係由下開國摩慈善機關與 

其有關的國家機關密切合作辦理：

世界敎會協進會 

全國天主敎福利會 

美國聯合分配委員會 

路德宗世界聯合會 

基督敎靑年會 

美國敎友會服務委員會

三一九. 根德福特基金補助金的想定，凡是 

由福特基金捕助的工作，一方面應該促進難民在 

他所住社區的同化，一方面耍在海外開關移殖的 

新機會，而且應該儘可能專門着重於年經一代的 

難民。

三二0 . 爲要像上面所說的增進難民移殖的 

機會 ,福特基金補助金會撥欲一四0 , 0 0 0 美元 

絵全國天主敎福利會及世界敎會協進會以供在拉 

丁美洲及加拿大各處遍設分處，遣派代表，槽進難

民的移殖機會。此外，福特基金捕助金又對美國 

聯合分配委員會撥給钦項，以便將患有結核病的 

難民八十七名及其家屬移殖於那威瑞典及其他國

家。

三二一 . 這些工作目前僅在開始：若耍設立 

適當機構使這些工作能收最大的效县，當然遺要 

假以相當時日。要想以二，九0 0 0 , 0 0 0 美元 

的捕助金來求這些問題的全部解決，當然是不近 

情理的。但是由這種計劃能够得到可貴的經聽， 

未嘗不能爲各國政府及慈善機關指引出一條徹底 

解決這些問題的道路。

三二二 . 因有福特基金補助，本人方能發起 

舉辦一個新計割，自始卽計擬由慈善機關經手辦 

理。在西德預備房屋及臨時，住所，以應今年年勒大 

批難民湧進西德的緊急需耍。

三二三. 這些難民大多數都是在相林暫予居 

留之後，便由聯邦當局以飛機送往西德去。若不替 

他們立劍供傭住處，難民這樣大批1 進，本處主營 

範圍以内的難民便不能迅速同化。這種危臉是非 

常嚴重的。化所缺乏，收容所顯然就會過於擁掛； 

結系，要想替本處主管範園以内的難民供給房屋 

與職業，這間題就比現在還耍困難。

三二四. 爲了這倘緣故，所以本人創議擬一 

通盤計劃，動員國際力量来應付這個十分嚴重的 

聚急情勢。這個許劃並不由本處負責主持；已有幾 

國政府捐助钦項來辦理。根據這個許割，這些住 

所 ,是預備供給西德難民居化的；照聯邦政府的意 

思 , 不但那些才從柏林逃出的難民可受其益，其他 

難民，包括現在西德收容所中無家可歸的外國人 

在內，亦可受到好處。

第七章

難民間題諮詢委員會

三二五. 聯合國難民事宜高叙暮員諮詢委員 

會是根據輕濟暨社會理事會決議案三九三 B  (十 

三）設立的，其任務在"於高級專員執行職務而請 

予諮商時向其提供意見"。譜詢委員會前後於一九 

五二年九月及一九五三年三月在日內冗舉行第二 

眉及第三屆會議。

三二六 . 諮詢委員會委員國如下：澳大利 

亞、奥地利 > 比利時、巴西1 丹麥、德意志聯邦共和 

國、法蘭西、梵蒂岡、以色列、義大利、瑞士、土耳

其、大不列颠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 

國、委內瑞拉。

第二屆會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五日至十九曰）

三二七. 討論的主耍項目有三：難民之輕濟 

同化問題(A/AC.36/13) ;自保加利亞參入土耳其 

境內之難民問題（A/AC.36/12) 難民聚急救濟問 

題特別着重合作問題及在華難民問題(A/AC.36/ 
11)。



難民之參加經濟事業問題

三二八 . 諮詢委員會第一屆會表示，擬定長 

期計劃使難民同化於現在所居國家，是幫助解決 

難民間題的適當方法，並請本人立刻爲這件事與 

聯合國各主管機關進行商洽。諮詢委員會擧行第 

二屆會議時，本人將研究奥地利、德意志、希職三 

國境內難民經濟同化情形的結果摘耍說明（A / 
AC36/13)並表示相信同化工作， 一 定要有國際規 

模的財政協助方克順利進行。

三二九 . 請詢委員會充分討論之後通過決議 

一件，認爲在目前情形之下，凡是難民無法移殖別 

處時，最重要而迫切的解決方法是使他們在現在 

所居的國家中同化。同時遺强調說明這個問題根 

本是一個輕濟問題。所以豁詢委員會請本人繼續 

本着大會決譲案五三八B (六）的精神努力與國 

際復興建設銀行商權並與該銀行調査一切放欺的 

可行方式以便在必須此項協助之國家中，從事難 

民經濟同化具體計割。

自保加利亞移入土耳其境內的難民問題

三三0 ,  土耳其代表向諮詢委員會第一屆會 

提出援助自保加利亞遂入土耳其的土耳其族難民 

問題。爲耍使本人明瞭此種難民是否合於本處规 

程的規定起鬼，議詢委員會請本人調査此項難民 

之地位及情形，並提出報吿。

三三一 . 本人當於第二屆會時提出詳細報 

吿 (A /A C.36/12)—件，諮詢委員會審査後，同意 

報吿書中，就這批難民是否屬於本處主管範圍以 

內一點所作之結論。諮詢委員會全體一致認爲： 

此種難民居留土耳其所產生的經濟問題千分嚴 

重，須由主管此項事務之國際機I I全力注意。諮詢 

委員會並對土耳其政府爲使這批難民同化所作的 

努力，表示欽佩。

聚急救濟問題

三三二 . 本人奉第六眉大會之命勸暮經費， 

以便本人主管範圈以內的難民中其需援最急者能 

獲聚急救濟，雖然若于國政府慨懷響應，但是結果 

實在遺不能稱爲滿意。塵於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國 

境內，貧困難民，情形迫切日甚一日，本人認爲 

諮詢委員會須就如何徵暮必要钦項的問題，有所 

指示。我同時遺請諮詢委員會分別就各機關分別 

使用國際難民經費如何協調的問題，以及各國爲 

其境外某種難民所採取的各種方案如何協調的問 

題，提供意見。

三三三，ff咨詢委員會審核本人報吿♦ 後 ， m 
爲在華難民應該優先由難民聚急服濟基金予以援 

助，並斷定要使這個問題獲得最後解決，各國政府 

必須對於多將過境及入境簽證醫給這些難民一事 

予以同情考盧。本人從委員會之請又向各國政府 

呼親，請繼續對î t 在華難民問題的處理，加以支 

持。

三三四. 譜詢委員會又力言：難民救濟方案 

的協調問題，有特別加以注意之必耍；並且表示， 

無論在政府間組織之間，或者在辦理難民救濟工 

作的慈善機關之間，應該在各個階層都加以協調 

的。

第三屆會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

三三五. 譲詢委員會第三届會所討論的三個 

項目如下：本處就難民的國際保護問題所提出的 

報吿書(A /A C.36 /23): 在港的華籍難民問題（A/ 
AC.36/25) ; 大會檢討高級專員辦事處設置問題 

(A/AC.36/24)。

國原保護問題

三三六 . 關於難民國際保護的報吿書，是應 

諮詢委員會第二屆會索取本處在保護難民方面所 

做工作之有關資料而擬具的。各方對於各國簽署 

及批淮…九五一年難民地位公約的情形，相當關 

切。諮詢委員會全體一政讚揚慈善機Ï I在解決難 

民問題方面所有的買獻。諮詢委員會傭悉該報告 

書淮予傭査。若干委員則主張根據那件報吿♦來 

爲擬具本報吿書。

在港華籍難民

三七七. 香港的中國難民問題是由中國代表 

在第六屆及第七屆大會第三委員會第三七八次及 

第H七0 次會議中提出的。幾個關心此事的慈善 

機關也請本處注意這個間題。由於這個問題性質 

複雜 ,本人自認職責所在，應該把所獲情報提交路 

詢委員會，請就本處應採的行動，予以指示（A/ 
AC.36/25)。本人提出報吿書時稱，根據調査所 

得，中國難民在香港實際與本地的中國人享有同 

樣便利。所以問題不在保護，而在尋求一個永久解 

決的辦法。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作一詳細的調 

査 , 正確地规定究竟那一類的人屬於這類難民，然 

後再確定這個問題的範圍大小究竟如何。



三三八 . 代表中國政府的觀察員，應諮詢委 

員會之請，發表聲明（A/AC.36/SR.23) 。他說明這 

個問題的性質，並極言當前情勢的迫切，績請諮詢 

委員會授權本處進行本人所建議的調査工作。諮 

詢婆員會考盧了財政和其他方面的《«情 形之 

後，建議說，調査香港中國難民問題的現狀及其 

可能的解決辦法的工作，應由本處就原有經費及

行，又說，研究報吿應該及早向委員會提出。

大會檢討高級專員辦 

事處設置問題

三三九. 依本處規程第一章第五條之規定本 

處設置問題應在大會第八屆會以前加以檢討。塞 

於諮詢委員會各委員對於難民問題十分關切本人 

認爲諮詢委員會之意見如能向輕濟暨社會理事會 

及大會提出，則對於此事必能極有幫■助。所以，本 

人就本處的工作繼續性質擬就簡短報吿書（A/ 
AC.36/24) 一件。希望可以幫助各國政府決定今 

後聯合國對於難民問題所應採的行動。

三四0 . 諮詢委員會並未對於這個問題作一

正式決定，但是在原則上，全體一致同意在一九五

三年底以後繼續設立高級專員辦事處。多數代表 

團認爲繼續設立應以三年至五年爲期但有些代表 

則主張不定期服，但須规定隨時檢討高級專員辦 

事處設置問題。也有若干代表團雖然不主張不定 

限期，但認爲期限應儘量延長。

三四一. 諮詢委員會對於修改本處任務規定 

一事的意見，各不相同。但是大部分都認爲高級專 

員如照目前规程所定的範圍繼績工作，仍可收極 

好的效果。有些代表團贊成本人的意見，認爲這個 

機關應該仍循設置時的;13意，不必實際參預業務 

工作。關於這點，大家都特別强調協調對於難民救 

濟工作之重耍。

三四二. 某慈善機關代表，發言支持諮詢委 

員會延長本處任期的主張。他發言時，懇切地要求 

繼績對難民予以國際協助，並箭參酌難民成分不 

斷變化的情形而政寬標举。

三四三. 講詢委員會各委員動於本問題所發 

表的各種意見，截於文件 A /A C .32 /28第二十二 

段至第三十二段。

結 論

三四四 . 從上文所述本處工作可以看出，要 

使難民問題獲得永久解決，應做之事，眞是不勝枚 

舉。同時又可看出，一 個僅負難民國摩保護責任而 

無業務職掌的聯合國辦事處，也能幫助聯合國在 

難民組織停辦以後擔任所應負的職貴。

三四五. 國際難民組織，原能壽钦爲持難民 

生活並協助難民移趣海外。這個組織取消以後，便 

由聯合國負責設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辦事處接管 

難民事宜，這是難民所獲的一種捕償。就難民而 

言，雖然他們居留地政府負起了維持他們生活的 

基本責任，然而國際社會仍沒有遺棄他們。雖然許 

多國家都在個別設法尋求解決本處所管難民問題 

的根本辦法，但是專管此項難民問題的中夹國際 

組織，却遺是需要的。

三四六. 如果我們眞正要使國摩方面救濟難 

民的各《钦項，確能妥予利用，則這個中央組織， 

就應該有對於欺項支.配問題表示意見的權力。目

前各組織支配國際欧項，各自爲認，不相連繁，以 

致國際方而救濟難民的工作發生了嚴重困難。在 

許多地方，工作重複。救濟難民的工作不在設立 

新機構，而在將目前已有的機構，如何密切聯幣起 

來，以及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來運用。

三四七. 據我看來，聯合國所交付本處擔負 

的資任在就難民組織結束以後留下來的許多未了 

問題而言，就難民問題中的長期問題而言,都是很 

適當的。倘若認爲目前歐洲各難民收容所裏成千 

成萬的難民，以及近東遠東許多未決的難民，都可 

以等待經濟發展的普通辦法來解決他的問題， 

這乃是一種極爲危險的錯覺。歐洲難民收容所的 

問題，仍爲當前社會問題中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 

應該由各國政府急切注意。

三四八. 難民問題並不是®採取一種辦法便 

可以解決的。我們不但應該繼續努力於移殖難民 

的工作，而且遺應該努力於遣返與同化的工作。我



作此言，並不是說現在有成立一個有業務機能的 

國療艇織来處理目前本處所營的難民的需要。聯 

合國使難民獲得國摩保障並替難民問題尋求永久 

解決辦法，所負的主耍責任是在促進並協調各方 

在救濟難民方面所做的工作。

三四九. 如果大會決定要依現行規程所定的 

辦法繼績設立聯合國難民事宜高艇專員辦事處， 

就應該規定一個較長的期限，使辦事處可以專心 

致志於難民的需要，不致陽了一個很短的期間，便 

耍分心於各機關在結束時所必然發生的種種行政 

問題。

三五0 . 爲了這個綠故，本人敢向大會建議， 

如果大會決定繼續設立本處，爲期不得少於五年；

而旦下次檢討應否繼續設立的間題，至少應在五 

年期滿以前一年舉行。

三五一. 除了應否繼續設立本處的問題之 

外，遺有本處主管範圍以內的難民中需援最急者 

如何予以聚急救濟的問題，也是必要由大會重加 

注意的。本報告書前幾章中已經說過，在聚急救濟 

工作方面，遺有許多問題，遺沒有解決。那些在中 

國和近東的難民以及那些須由機關護理而又沒有 

一國政麻肯完全接受的難民尤感困難。這些難民 

一定要設法救濟 , 庶免旧於悲慘境界。

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 

(簽名)J.G . V a n  H e u v e n  G o e d h a r t  

[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五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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