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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編

理事會之組織及工作

第 一 章  

理 事 會 之 組 織

— 理事國

本報吿書所檢討期間，託管理事會由大會選任 

之理事國有一個懸缺：阿根廷辭職於一九五二年一 

月一日起生效，大會第六屆會選出薩爾冗多繼任。理 

事會在第十眉會及第十一履會之組成如下：

管理託管領土之理事國：

澳大利亞 

比利時 

法蘭西 

紐西蘭

大不列颤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憲章第二十三條列名之理事國非管理託管領土者： 

中國

蘇維埃it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大會選任之理事國：

任滿日期

薩爾冗多........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伊拉克...........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多明尼加共和國…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泰國.............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義大利以索馬利蘭管理當局之資格，會出席理 

事會第十届會及第十一屆會;哥命比亞、埃及及菲律 

賓以索馬利蘭參譲會委員國之資格曾出席第十一届 

會中審譲該領土事項之會譲。

糧食農業艇織、國際勞工組織、聯合國教育科學 

文化組織及世界衞生組織等機闕代表均曾於必要時 

參與理事會工作。

第+ 屆會及第十一眉會首次會議中3 蘇維埃frf: 
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均曾提出提案一件，大意謂

應拒絕中國代表出席理事會，而邀箫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夹人民政府遺派之代表參加理事會工作。理事 

會每次均以十一票對一票决定無期雄緩審譲蘇聯提

養。

二 .職員

Sir Alan Burns ( 英聯王國）及 Mr. Awni Khalidy 

( 伊拉克）前於理事會第九眉會當選分任主席副主 

席，蓮任至一九五二年六月三日第十一屆會首次會 

譲 爲 該 次 會 譲 中 Mr. Awni K h alidy及 Mr. W. 
D. Forsyth( 澳大利亞）當選分任主席副主席。

三，届會及會議

在本報吿書所檢討期間，理事會及其輔助機關 

舉行之眉會及會譲如下：

託管理事會

第四次特別眉會( 第三八五次會議)一九五一年 

十二月十八日在巴黎舉行。

第十眉會( 第三八六次至第四—— 次會議)一九 

五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一日在紙約會所舉行。

第十一届會（第四一二次至第四五五次會譲） 

一九五二年六月三日至七月二十四日在紐約會所舉 

行。

行政聯合間題常說委員會

( 第九次至第四十二次會議)一九五二年三月五 

日至七月十六日在細約會所舉行。

請顏書常設審査妻員會

( 第一次至第四十次會議)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八 

日至七月十八日在雜約會所舉行。



間題單起草委貫會

第十眉會 ( 第三次至第五次會譲)一九五二年二 

月二十八日至三月十四日在會所舉行。

託管領士農村經濟發嚴类員會

( 第七次至第十一次會譲)一九五一年七月三十 

一日至一九五二年六月二日在紐約會所擧行。

託管理事會一般工作程序簡題委員會

( 第一次至第七次會譲)一九五二年四月一日至 

五月二十六日在紐約會所舉行，

請願書審査委員會

第十眉會 ( 第一次至第三次會譲)一九五二年二 

月二十九日至三月七日在會所舉行。

視察團組織及辦事方法問題委員會

第十屆會 ( 第一次至第四次會譲)一九五二年三 

月四日至二十玉日在細約會所舉行。

託管領土土著居民參與託管理事會 

工作簡題委員會

第十一届會 ( 第一次至第三次會譲)一九五二年 

六月十三日至七月十五日在紐約會所舉行。

四.議事親則

理事會審譲請願書審査委員會 1 ( 第十届會）及 

一般工作程序間題委員會2 ( 第十一眉會）提出之報 

吿書後，就理事會譲事規則作若干修正。下文第五 

章第五第六兩節對此種更改有更詳盡之論述

五.臨時間題單之修訂

託管理事會第七盾會指派之間題單起草委員會 

於第十屆會期中完成工作，並於其向理事會提呈之 

報吿書3 中附具一項訂正簡題單。理事會於第四0  

八次會議審譲該報吿書，決定暫緩對報告書及所附 

問題單採取行動，而要求秘書長將之轉發各理事國， 

請其發表意見。

第十一屆會首次會譲時理♦會倚未收到任何批 

評意見，遂於第0 — 三次會譲時續譲此項間題，多 

明尼加共和國代表於是次會議中對訂正間題單論及 

赚女地位之若干間题提出修正案數件

理♦會於第四一  ra次會譲中通過上逾修正秦。 

理事會某數理事國個別對訂正間題單提出保留。

理事會於同次會譲中通過一項決譲案5 批淮修 

正後之間題單，並提及理事國個別提出之保留經a  
栽入理事會正式紀錄。

六.與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及 

各專門機關之關係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決 

議案三八五E ( 十三）認爲爲促進託管領土婦女地位 

之提高起見甚應由婦女分擔視察園職責， 因請會 

員國家提名並請託管!理事會考慮指派婦女爲視察團 

團員3 託管理事會因該項決譲案所採行動詳見下文 

第五章第七節。

聯合國文教組織就管理當局常年報吿書中論及 

與該組織有闕事項之部分，向理事會提出意見J 並 

隨附該組織出版物 ’ 海外留學"若干设及備忘錄一 

件，解釋該出版物中開列之託管懷士學生得以中請 

之研究補助金與獎學金名額。該組織並協助秘書長 

對響應大會決譲案五五七( 六)給予託管領土學生以 

研究補助金與獎學金一節廣予宣揚。理事會於第四 

五五次會譲通過一項決譲案《對聯合國文教艇織全 

力施行理事會關於奥各專門機關合作之決譲案四十 

七（四）表示謝意，同時希望以後保持此種可貴之合 

作。

國際勞工組織應理♦會要求提供了該組織研究 

移徙勞工及土著居民破壞勞動契約予以刑事處分間 

題所得資料糧食農業組織協助農村經濟發嚴委員 

會進行與土地、土地利用及土地讓與有関之政策、法 

律及慣例之研究，並特派諧悉土地間題之載員一人 

協助該委員會擬具報吿書 >̂

1 T/L.243o
2 T/L.265。
S T/L.246 and Corr.l。

T/L.272。
決議案四六三（十一)。 
決議策六四一(十-*)o 
參閱下文第5：章第二®。 
參閱下文第五章第三節。



鎭'■"查 

審 議 常 年 報 吿 書

一 .導言

本報吿書所檢討期閩7 託管理事會審譲各項常 

年報吿書結果對各領士所採行動均見本報告書第二 

編有闕各章。各該章亦载有對請願書所提一般間題 

採取之行動，並於有關情况下，翁有視察画之意見 

及結論3 理事會決定各理事國個別提出之意見應載 

於有飼各節之後。

理♦會於第四一一次會譲時決定對某一託管領 

土情況之一般意見不得栽入有關各章之開端。

二 .坦 干 伊 隨

英聯王國政府所遞至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爲止之年度组干伊唆行政報吿書《經秘書長於一 

九五二年五月十三日收到。該領土總督 Sir Edward 
Twining於理事會第四二五次會譲開始審譲該報吿書 

及一九五一年視察該領土之視察團所提報告書1。時， 

作一導言性質之聲明。管理當局特派代表 Sir John 
L a m b 於第ra 二五至第四二七次會譲時答覆各代表 

提出之問題。理事會第四二八次會譲開始對該領土 

情况舉行一般辯論至第四二九次會議終結。理事會 

第四二八次會譲指派比利時、薩爾冗多、法蘭西及 

泰國等國代表組織起草委員會草擬開於該領土之一 

章。起草委員會報吿書中之建議11經理事會於第四 

二二次會譲修正通過。理事會最後於第四五五次會 

議通過開於坦干伊嘴之報吿書，觸爲下文第二編第

^盧安達烏蔭提

比利時政府所遞至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爲止之年度盧安達烏隨提行政報吿書I2經 ®書長於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收到。管理當局特派代表

* 編爲文件T/989 分發各理事國(
1。T/946。
11 T/L.291 T/L.276  and Corr.lo
u 編爲文件T / " 8 分發各理事國。

Mr. Pierre L eroy於理事會第四二一 次會譲開始審譲 

該項報吿書及一九五一年視察該領土之視察團听提 

報吿書 I3時作一導言性質之聲明，旋於第四二一次 

至第四二四次會譲中答覆各代表提出之問題。第四 

二七次會議重又舉行並終結對特派代表之詢問。理 

事會第四二九次會譲開始對該領土情况舉行一般辯 

論，特派代表於第四三0 次會譲辯論終結時發表一 

項聲明^理事會於第四二八次會譲指派澳大利亜、中 

國、多明尼加共和國及英聯王國等國代表艇織起氧 

委員會，草擬關於盧安達鳥蔭提之一章3 起草委員 

會報吿書中之建譲I4經理事會第四四二次會議通過。 

理事會最後於第四五0 次會譲通過關於盧安達鳥隆 

提之報告書，編爲下文第二編第二章。

四.義管索馬利蘭

義大利政府所遞至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曰 

爲止之年度蜜馬利蘭行政報吿經膊書長於一九五 

二年五月十七日收到，義大利代表、管理當局特派 

代表 Mr. P. P. Spindli及索馬利蘭參譲會委員埃及、 

哥命比亞及菲律賓等國代表均於第四一五次會譲開 

始審査該項報吿書，一九五一年視察該領士之視察 

團報吿書I6及索馬利蘭參議會至一九五二年三月三 

十一日爲 Ik之年度報告書I7 時發表養明。特派代表 

於第四一六次至第四一九次會譲中答複各代表所提 

間題。理事會第四二0 次會譲開始對該領士情况擧 

行一般辯論，義大利代表及特派代表於第四二二次 

會譲辯論終結時均曾發表聲明3 理事會第四二0 次 

會譲指派中國、多明尼加共和國、紐西蘭及美利堅合 

衆國等國代表組織起草委員會草擬關於索馬利蘭之 

一章à 起草委員會報吿書之建議經理事會第四 ra 
0 次會譲通過。理事會最後於第四五三次會譲通過 

開於索馬利蘭之報告書，編爲下文第二編第三章。

13 T/948。
14 T/293^ T/L.267  and Corr.lo

編爲文件T /9 9 3 ,分發各理事國。
T/947  and Corr.lo
T/979o

18 T/L.285^  T/L.266  and Corr.lo



五.英營隱麥龍

英聯王國政廣所遞至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爲.I t之年度英管嘴麥龍行政報吿1«經秘書長於一 

九五二年五月十四日收到。管理當局特派代表Bri- 
gadier E. J. G ib b o n s於第四四三次會議開始審譲該 

項報告書時作一導言性質之雙明，並於第四四三次 

至第旧四五次會譲中答覆各代表提出之間題3 理事 

會第四四五次會譲開始對該領士情祝舉行一般辯 

論）第四四八次會譲結束辯論。理事會於第四四五 

次會議指派比利時、多明尼加共和國、薩爾冗多及 

法蘭西等國代表組織起草委員會，草擬關於英管勝 

麥龍之一章。起草委員會報吿書中之建議經理事 

會第四五三次會譲通過理事會最後於第四五五次 

會譲通過關於英管嘴麥龍之報告書7 編爲下文第二 

編第四章。

•法管嘴麥f|

法蘭西政府所遞至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爲止之年度法管嘴麥龍行政報吿21經秘書長於一九 

五二年五月十六日收到。管理當局特派代表Mr. Wa- 
t i e r 於第四四六次會譲開始審譲該項報吿書時作一 

導言性質之聲明，並於第四四六次至第四四九次會 

譲中答覆各代表所提問題。理事會第K 四九次會譲 

開始對該懷土情况舉行一般辯論，第四五一次會譲 

結束辯論。理事會第® 四九次會譲指派中國、多明 

尼加共和國、英聯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等國代表組 

織起草委員會，草擬關於法管嘴麥龍之一章。起草 

委員會報吿書22中之建譲經理事會第四五五次會議 

通過。理♦會最後於第四五五次會譲通過關於法管 

嘴麥龍之報吿書，編爲下文第二編第五章。

七.英管多哥蘭

英聯王國所遞至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爲 

止之年度英管多哥蘭行政報吿經秘書長於:一九五 

二年五月十三日收到。管理當局特派代表Mr. M. de 

N. Ensor於理事會第四三O 次會譲開始審譲該項報 

吿書時作一導言性質之聲明，並於第四三0 次至第 

四三四次會譲中答覆各代表提出之間題。理事會第

» 編爲文件T /992 分發各理事國。 
20 T/L.314^ T/L.290 and Corr.l。
21編爲文件TV995分發各理事國0 
22 T/L.321_> T/L.294  and Corr.l。 

T/990。

园三五次會譲對該領士情况舉行一般辯論。理♦會 

第四三H 次會議指派澳大利亞、比利時、中國及薩 

爾冗多等國代表組織起草委員會，草擬關於英管多 

哥蘭之一章。起草委員會報吿書中24之建譲經理事 

會第四五0 次會譲通過。理事會最後於第四五四次 

會譲通過關於英管多哥蘭之報吿書，編爲下文第二 

編六章<5

八. 法管多哥蘭

法蘭西政府所遞至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爲Jk之年度法管多哥蘭行政報吿經禱書長於一九 

五二年五月十六日收到。管理當局特派代表M. Doise 

於理事會第四三六次會譲開始審査該項報吿書時作 

一 導言性« 之聲明，並於第四三六次至第四三八次 

會譲中答覆各代表提出之問題。理事會第四三九次 

會譲開始對該領土舉行一般辯諭，第四四一次會議 

結束辯論。理事會第四三九次會議指派多明尼加共 

和國、薩爾冗多、» 西蘭及美利堅合衆國等國代表 

組織起草委員會草擬關於法管多哥蘭之一章，起草 

委員會報告書26中之建譲經理事會第四五三次會譲 

通過。理事會最後於第四五五次會譲通過關於法管 

多哥蘭之報吿書，編爲下文第二編第七章。

九.西薩摩亞

細西蘭政府所遞一九五0 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五 

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爲11：九個月中西薩摩亞之行政 

報吿27 , 經秘書長於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收到。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Mr. W r ig h t於理事會第三九O  

次會譲審譲該報告書時作一導言性«之聲明並答覆 

各代表提出關於該領士情況之間題。特派代表於其 

聲明中解释稱因該國政府將會計年度改與曆年一 

致 , 故報告書所論時期爲九個月。對特派代表之詢間 

繼續至第三九三次會譲止^理事會於該次會譲並開 

始討論該領土情况 , 至第三九五次會譲討論終結。理 

事會第三九一次會譲猎赋中國、多明尼加共和國、英 

聯王國及美利整合衆國等國代表組織起草委員會草 

擬關於西薩摩亞之一章。起草委員會報告書中之 

建譲 - 經第四0 八次會議通過3 理事會最後於第四 

一一次會譲通週之報吿書編爲下文第二編第八章。

24 T/L.298J, T/L.281 and Corr.l。
25 T/994o
26 T/L.311，T/L.280 and Corr.l。
27編爲文件T/942_^分發各理事國。
0-8 T/L.231 and Corr,l> T/L:248j ；T/L.261o



十 .那烏鲁

澳大利亜政麻所遞至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爲 

止之年度那烏魯行政報吿經秘書長於一九五二年 

一月二十三日收到。管理當局特派代表Mn Halligan 
於第四o  o 次會譲開始審譲該項報吿書時作一導言 

性質之聲明^ 並於第四0 0 次至第四0 二次會譲中 

答複各代表提出之間題3 理事會第四0 二次會譲對 

該領土情況舉行一般辯論，並猎派中國、法蘭西、泰 

國及美利堅合衆國等國代表組織起草委鼻會草擬關 

於那烏魯之一章。起草委員會報吿書中3。之建譲經 

理事會第四0 九次會譲修正通週。理事會最後於第 

四一 一 次會譲通過關於郝鳥魯之報吿書，編爲下文 

第二編第九章。

十一.新幾內亞

澳大利亜政府所遞至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爲 

ïk之年度新幾內亞行政報告S1, 經赫書長於一九五 

二年二月五日收到。管理當局特派代表 Mr. Halligan 

於第三九四次會譲開始審譲該項報吿書時作一導言

性質之聲明，並於第三 九 ®次至第三九九次會譲中 

答複各代表提出之間題。理事會旋開始對該領土情 

況作一般討論）第四。。次會譲前論終結。'澳大利 

亞代表及特派代表於第四0 — 次會譲發表聲明。理 

事會第三九四次會譲指派比利時、薩爾冗多、法蘭西 

及蘇聯等國組纖起草委員會草擬開於新幾內SS之一 

章。起草委員會報吿書32中之建議經理事會第四一 

0 次會議修正通週0 理事會最後於第四一一次會譲 

通過関於新幾內亞之報吿書，編爲下文第二編第十 

章G

十二 .太平洋高魄

託管理事會依據憲章第八十三條，安全理事會 

一 九四九年三月八日第四一五次會譲通過之決譲案 

及其本身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決譲案四十五 

(四），於第十届會審議美利堅合衆國所遞至一九五 

一 年六月三十日爲止之年度关平洋高嚼託管領土常 

年行政報告3̂ 並通過一項關於其對此一戰略防廣 

行使職權之報吿書84送交安全理事會

編爲文件17956分發各理事國。_
30 T/L.244 and Corr.lj. T/L.250, T/L.262。 
" 編爲文俾T/958分發各理事國。

32 T/L.242  and C orr.lj T/L.252^  T/L.263o
33編爲文俾L /9 5 0分發各理事國。 

T /L .253 ' T/L.254^ T/L.264。



第 三 章  

請願書的審查

導

託管理事會第十眉會譲巷列有請願書三 0 二 

件，全部均先發交理事會第十届會第三九七次會譲 

所設的請願書常敦審査委員É■作初步審査。該委員 

會由下列國家的代表組成：澳大利亞 ( 主席 ) 、中國、 

薩爾冗多、紐西蘭、蘇聯、美利堅合衆國。常設委員 

會共舉行會譲八次，審査請願書三十五件和闇於到 

會作口頭陳述的請求一件，提出有關請願書的報告 

七件，並就理事會所應採取的行動撮出建譲。理事 

會於第四0 六、四0 八、四一0 及四一一次會譲中 

審譲上述報告， 就三十五件請願書通過決譲，並通 

® 常說委員會的若干其他建譲3

理事會決定將未經常設姜員會審査具報的請願 

書延至第十一屆會再行處理。

託管理事會第十一眉會譲程列有請願書三五六 

件。另有請願書兩件於屆會舉行期閩添入譲程3

請願書常設審査委員會於第十四、十六、十九及 

二十次會譲，根據請願書審査委員會報吿書第九 

段的規定，討論處理議程所列請願書中一三一件經 

常設委員會決定爲完全關渉一般性間題者所應使用 

的程序，上項一般性間題前已提請理事會注意3 理 

事會亦a 就此類間題採取決定或提出建譲。

常載委員會認爲該委員會雜不致無權審譲一般 

性問題） 而且事實上Ü 往曾審譲許多此類間題，然 

而J ，討論一般性問題的最適當場合莫攝於審査有關 

懷土常年報吿書的理事會全體會譲。因此^ 常設委 

員會於第八次報吿內稱，該委員會決定不以通常 

審査請願書的慣用程序，處理上述一三一件請願書C 
爲便利理事會各理事檢閱上述請願書所提出的一般 

性間題起見，常説委員會特就各託管領土所提出的 

一般性間題，按其題目，並照理事會通常審譲常年 

報吿書的順序，編成索引j 附於該報吿之後，以供 

理事會參考，每項間題皆附有編號 j 以便參閱有関 

文件及管趣當局的有闕意見書。

常貌委賛會建譲理事會請緯書長分別答覆提出 

一般性間題的各請願人，告知所提出的問題經已提 

請理事會注意，以便各理事於審査有關託管領土的 

情形時予以利用 ; 理♦ 會倘a 就此類間題採取行動， 

縛書長亦應一併通知請願人0
理事會於第四一四次會譲通過上項報吿。

除此以外，尙餘請願書二二七件。其中十八件 

在理♦ 會譲事規則第八十六條所規定的兩個月截Ik 
期限以後始由管理當局收到J 故未予審査。

業經審査的二0 九件請願書中，兩件由理事會 

全體會譲審査後發交常說委員會處理。'其餘皆先由 

常說委員會審査。

在理事會第十一屆會期前及届會期閩，常設委 

員會共舉行會譲三十二次。該委員會向理事會第十 

一届會提出報吿十五件》理事會於第四一三、四一

四、四四0 至四四二和四五0 至四五三各次會譲審 

譲上述報吿，並就該二0 九件請願書涯攝決譲一七 

三項®
理事會於第四五五次會譲決定請願書常就審査 

委員會應由比利時、中國、薩爾冗多、絲西蘭、蘇聯、 

美利堅合衆國等代表組成。除中國代表外，其他各國 

代表俟理事會第十二屆常會終結，始行卸除常誅委 

員會委員的職務。中國則於第十二盾會開始時卸除 

職務，由多明尼加共和國繼任。

二.有關坦干伊嘴的請願書

(a)第十眉 t •所審査的請願書

理事會於第十届會就下列十件有關坦干伊勝的 

請願書採取行動37:

請願人 請願書編號 決議案
Mr. S. A, Athman T/Pet.2 /100 0  二九 ( 十 )
Mr. Paul Wamba Kudililwa. T /Pet.2 /109 四三o ( 十 )
Waluguru of Kibungo-

Matombo T/Pet.2 /117 四三一( 十 )
Mr. Hajivyanis GaJinos T /P et.2 /126 四三二( 十 )

35 T/L.243 and Corr.lo
36 T/L.268。

' 所列請願書的# 査經過詳見請願書常設審g 
二次報告T/L.255。

i員會的第



請願人 請願書編號 決議案

Mr. J. A. Valiani T /Pet.2 /129 四三三（十）

Mr. Philip Mosesi T/Pet. 2 /133 四三四（十 )
Messrs Semvua Kamwe

及 Salîm Losndilo T /Pet.2 /136 ra三四（十）

Shariff Is-Hak 社展

Arusha分社 T/Pet. 2 /139 四三六 ( 十）

Mr. & Mrs. Sem
Nicodemus T/Pet.2 /141 四三七（十）

Mr. Petro Ndarboi T/Pet.2 /145 四三八（十）

以上所列請願書皆關涉個人間題，如要求追發

欠薪、失業補助、賠償財産損失等。對於請願書七 

件理事會請請願人注意管理當局的意見，並決 

定無須再採行動。請願書兩件》»所提出的間題與理 

事■會以前處理的請願書所提出者相同；理事會重申 

以前的決定，並決定無須再取行動。另有請願書一 

件請求撥予土地，以便建築教堂。該項請求業經 

地力當局驳回。對於該請願書，理事會表示希望地 

力當局認爲可於教會私有土地建築教堂的意見能满 

足請願人的願望。

0 ) 第十一届會所審査的請願書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處理了有關组干伊勝的請顏 

書五十一件。其中三件未具名，二十三件完全關涉 

前B 提請理事會注意並由理事會對之採取決定或提 

出建譲的一般性間題。上述請願書由理事會於審査 

關於該懷土的常年報告書時併予審査的計有：

請願人 請願書編號

Messrs. Mhandeni Mwigwa & Msangazi
Mwekonje T/Pet.2 /101

政府職賛協會 T/Pet. 2 /102
坦千伊雄非籍人民協會

Mwanza分會 T/Pet.2 /103
Maswa翁長及人民 T/Pet.2 /106
Shinyanga展會長 T/Pet.2 /110
组千伊嘛非籍人民協會

Dodom a分會 T/Pet.2 / 111
坦千伊雄非籍人民墙會

( Mpwapwa 分會） T/Pet.2 /112
Pakati鄉非籍人民參譲會 T/Pet.2 /113
Mikindani非籍人民读會 T/Pet.2 /114
Mr. Joseph K. N. M. Petro T/Pet.2 /118

請願人 請願書編號

坦干伊勝非籍人民協會

Dar-es-Salaam 總會  T /Pet.2 /120
Messrs. Stanley Munaku, Elias Obed,

Hamed Waziri T /Pet.2 /123
Mr. I. R. N. Cormack T /Pet.2 /124
坦干伊勝非籍公務員協會  T /P et.2 /1 25
非籍人民協會Tanga分會  T /Pet.2 /130

and Add.l
坦干伊嫁回民協會Tanga分會  T /Pet.2/ 1 32 
Mr. A. P. M. Njau T/Pet.2 /138
Upare 士著行政機構 T /Pet.2 /140
M eru會長及眷老 T /Pet.2 /142
Kilimanjaro 協會 T /Pet.2 /147
Mr. A. P. Mdoe T /Pet.2 /149
Usagari 協會 T,./Pet.2/151
Mr. A. P. M. Njau T/Pet.2 /153
不詳 ( 三件） T,/Pet.2/R.2,

R.3 and R.4

上列請願書所提出間題之較重裏者俱在本報告 

書第二編第一•章内加以殺述。

由請願書常m 審査委賛會及理事會分別審査的 

請顏書《計有下列二十五件：

請願人 請願書編號 決議案

W a-Meru族代表 T/Pet.2 /99 
and Add, 
1 至 7

四六八( 十一 )

Bahaya 協會 Bukoba
分會42 T/Pet. 2 /104 K 六九 ( 十一 )

Bahaya 協會 Geita

分會 T/Pet.2 /105 四六九( 十一 )
K wim ba區會長及

人民 T/Pet.2 /107 四七o ( 十一 '
N gudu非籍人民

協會42 T/Pet.2 /108 四七一(十一0
Mikindani 展

Liwalis 人‘ 2 T/Pet.2 /115 四七二 ( 十一〉

Iringa印度人民協會42 T/Pet.2 /116 四七三( 十一）

Mr. Abdul-Bary Muham
mad Diwan 等 42 T/Pet.2 /119 四七四（十一）

3S T /P et.2 /I0 0 j 126, 129^ 133 139> 141, 145。
3«T /Pet.2 /109j 136。

I-審查經過詳見常設委a 會第十四及十六次報吿（T./L 
288_> T/L.295)。

^請願書部分關涉前已提請理事會注意並已由理事對之 
拔取決定或提出建議的一般性間題。理事會審査歸於該 
領土的常年報吿書時此等請願書亦在赛查之列0



請願人 請願書編號 決議案

非籍廣司洗衣工人及

傭僕協會 T/Pet. 2/121 四七五( 十一）

Bahaya 協會 _>Dar-es-
Salaam 分會 T/Pet.2 /122 四七六( 十一）

Mr. Athumani Chaku-
saga42 T/Pet.2 /127 四七七( 十一）

Mr. B. L. Vadgama T/Pet. 2 /128 四七八（十一）

Ishakia 協會 T/Pet. 2 /131 四七九（十一）

Moshi, Chagga 文化

協會42 T/Pet. 2 /134 四八o ( 十一）

Mr. G. A. Papadopulos T/Pet. 2 /135 四八一 ( 十一）

Chagga參譲會42 T/Pet. 2 /137 ra八二 (十一）

Mr. Gamaliell Sablak T/Pet. 2 /143 E3六八 ( 十一）
Waarusha 族代表 T/Pet. 2 /144 四八三（十一）

Arusha市民協會 T/Pet. 2 /146 四八四（十一）

Mr. Joseph Byebaliro^^ T/Pet. 2 /148 四八五( 十一）

Mr. Remi Tengo T/Pet. 2 / ISO 四八六( 十一）
Mr. R. M. Mauchauffee T/Pet.2 /152 四八七( 十一》
Buhaya( Bukoba)

參譲會42 T/Pet.2 /154 四八八( 十一）

Mr. Hassanî Semboja

等十五人 T/Pet.2 /155 四八九 ( 十一）

Mr. Abdalahamani
Kaponfa42 T/Pet.2 /156 四九o ( 十一）

上列請願書中有十六件由理事會請願人注 

意管理當局的意見或注意以下事實：卽請願書所提 

出的一般性問題a經並將繼續由理事會於每年審査 

該領土的情形時一併審譲。因此，對於該十六件請 

願書，理事會或則決定無須特別提出建譲，或則決 

定不必請求特別提送情報，逕行通過建襄T
對於有闕Bukoba展ffi會情況的五件請願書 

理事會請管理當局提送特殊情報，說明正採取何種 

措施以解決娼妓間題，並希望管理當局設法使請願 

人明瞭娼妓問題的種種社會背景。

對於請求誰立《疯療養院的.請 願 書 理 事 會  

請請願人在公立痕療養院未落成以前，利用教會

" 請願書部分關涉前已提請理»會注意並已由理事會對之 
採取決定或提出建議的一般性間題。理事會審查關於該 
領土的常年報告書時3 此等請願書亦在審查之列。

«  T/Pet.2/107.108.116,121,127,128,131,134,135,137,144,146, 
150,152,155,IS60 

" T/Pet.2/104,105,122,148,154o 
«  T/Pet.2/115o

的服務，並請有關當局繼續提送關於該擁痕療養院 

的情報。

對於非籍人民要求承認Daf-es-Salaam展土地所 

有權的請願書理事會希望迅速測量請願人要求 

發遺的土地，並請營理當局特別提送關於此項間題 

的情報。

W a-M eru族代表所遞的雨件請願書47提出插迫 

一 部 分 M eru人民遷離其所估土地，以使該调全供 

牧牛之用的間題。

理事會審査了該兩請願書，並准許請願人代表 

到會作口頭陳述。理事會於一九五二年六月三十日 

的第四三一及因三二次會譲中聽取Mr. Earle Seaton 
的意見j 復於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一及二十二日的 

第四五一及四五二次會«中聽取Mr. Japhat Kirilo的 

意見。請願書常設審査委員禽亦a 審査該兩請願書， 

並於一九五二年七月二日、七日及九日的第三十三、 

三十五及三十六次會譲中聽取 Mr. Seaton 的意見。

因爲該兩請願書所論間題的性質，請願人的口 

頭陳述和理事會就兩請願書所採的行動列载於本報 

吿書第二線第一章該領土情况槪述內。

三.有關盧安達烏隆提的請願書

( a ) 第十盾會所審査的請願書

理事會於第十屆會中審査了下列十件有開盧安

達鳥隆提的請願書，並對之採取行動 O

請願人 請願書編號 決議案

Mr. Chaka-Selemani T /Pet.3 /40 因三九 (十 )
and Add. 1-3

Mr, Bigiraneza T/Pet. 3 /41 四四o ( 十）

Ntunguka前任會長 T/Pet.3 /42 四四一( 十）

and Add.l
Mr, Joseph Marie T /Pet.3 /43 四四二(十）

Ngwela and Add.l
Mr. Ch. d ’Adesky T /Pet.3 /45 旧四三(十）

Mr. Kabondo T /Pet.3 /46 四0 四（十）

Mr. Jean Kangado T Pet.3/47 K 四五(十）

Mr. Petro Bikirobe T /Pet.3 /49 0 因六(十）

Mr. Jean Sebekuavu T /Pet.3 /52 四四七( 十）

Mrs. Madeleine Cebengwe T /P e t .3 /54 四四八( 十）

‘ T/Pet.2/119。
' T/Pet.2/99and Add.l 至 7,T/Pet.2/143o 
' 審查經過詳見常設妻員會第三、次報告(T/L.256)o



上列各項請願書皆提出個人問題，如不法監禁、 

財產損失、久押不審、薪金太低等。理事會請請願 

人注意管理當局的意見，決定對於抗告管理當局管 

轄法院的制決或提出應由法院審制的簡題的請願 

書49無镇採取行動j 並請請願人注意理事會所通過 

的有關建譲及注意請願書所提出的一般性問題a 經 

並將繼續由理事會於每年審査該領土情況時併予審 

譲的事實。理事會就提出久押不審問題的各請願 

書® 所採的行動將於本報告書第二編第二章予以論 

及51。

( b ) 第十一屆會所審査的請願書

理事會於第十一眉會處理了有關盧安達鳥隨提 

的請願書十三件。其中七件或則未具名，或則完全 

關涉前E 提請理事會注意並a 由理事會對之採取決 

定或提出建譲的一般性間題。理事會於審査關於該 

領土的常年報吿書時一併審査的請願書計有下列各 

件：

請願人

Mr. François Rukeba 
Mr. Telesplore Karekezi

監獄其他囚犯四人 , 
Mr. Fr. X . Buzingo 
Mr. C. B* Mugutu 

未具名（三件）

及 Usumbura

請願書編號 

T/Pet. 3 /48

T/Pet.3 /50 
T/Pet. 3 /51 
T/Pet. 3 /5  3 
T /Pet.3 /R . 
1,R.2,R.3

上列請願書所提出的一部分間題將於第二編第 

二章予以論及3

由請願書常誅審査委員會及理事會分別審査的 

請願書計有下列五件

請願人

盧安達鳥僅提壁殖 

者協會(兩件

Mr. Nzamwita Gaston 
Jovite®®

Dr. R. Van Saceghem 
Mr. P. J. Wilkinson

請願書編號 

T/Pet.3 /39  and 
T /Pet.3 /55  
T /P et.3 /44  and 

Add.l 
T /Pet.3 /57  
T /Pet.3 /58

決議案

四九一( 十一） 

四九一 ( 十一）

四九二 ( 十一） 

四九三（十一） 

四九四（十一■)

4» T/Pet.3/40,41,42,46,49,52o
°» T/Pet.3/40 and Add.l-3：T/Pet.3/43 and Add.lo
«  T/L.267英文本第十五及十六頁。
M審査經過詳見常設委員會第十五:及第二十二次報吿(T/ 

L.289,T/L.306)。
請願書部分關涉前已提請理事會注意並已由理事會對之 
採取決定或提出建議的一般性問題。理事會審査關於該 
領土的常年報告書時3 此等請願書亦在審查之列。

■ 理事會請請願人注意管理當局的意見及理♦會 

閩於所提出問題的建譲，並通知請願人請願書所提 

出的一般性問題已經並將繼續由理事會於每年審査 

該領土的情形時一併審譲。因此，對於該五件請願 

書，理事會或則決定無須提出特殊建議，或則決定 

不必請管理當局特別提送情報，逕行潘過建譲0

Mr. Chaka Selemani所遞請願書54與託管懷土事 

務無關，理事會宣佈無法受理，

四.有關義管索馬利蘭的請願書

( « )第十眉會所審査請願書 

理事會於第十屆會審査了下列六件有關義管索

馬利蘭的請願書，並對之採取行動

請願人 ' 請願書編號 決議案

Mr. Ali Nur Abdi T/Pet. 11/36 四四九(十〉

義大利退伍軍人數人 T/Pet. 11/37 四五o ( 十）

Mr. Kulmie Aden Ahmed T/Pet. 11/38 四五一(十）

and Add.l
Mr. Hashi Arab Mohamed T/Pet. 11/48 四五二(十）

Giumale Barre 會長等 T/Pet. 11/58 四五三( 十 )
Mr. Somou Islao Nur T/Pet.11/61 四五四（十）

上列各請願書皆提出個人間題，如要求賠償損 

害或財產損失、要求發給積欠薪金、土地糾紛等。對 

於其中兩件理事會決定俟收到管理當局的補充 

情報，再於第十一眉會加以審議。對於另外一件 

理事會通知請願人向當地法院提就，裏求賠償。對 

於其他各件3理事會請請願人注意管理當局的意見） 

並決定無須再採行默。

( b ) 第十一屆會所審査的請願書

理事會於第十一眉會處理了有關義管索馬利蘭 

的請願書二0 九件3 其中八十一件完全圃涉前& 提 

請理事會注意並& 由理事會對之採取决定或提出建 

議的一般性問題。另有一件則未具名a 理事會於審 

査關於該領土的常年報告書時一•併審査的請願書計 

有下列各件：

«  T/Pet.3/56。
55審査g 過詳見請願書常設審査委貴會第四次報告（T/L. 

257)。
58 T /Pet.11/36  及 58。
"T/Pet.11/38 and Add.lo



請願人 請願書編號 請願人 請願書編號

Hîsbia Dîghil and Mirifle, T/Pet. 11/34 Assodazione Maniferro Somalia T/Pet.11/111
Bardera 支部 索馬利孤％六四三人代表 T/Pet.11/116

Abdul Ghanii Cheikh Ahmed Bor T/Pet. 11/35 Mr. Hussen Ozman T/Pet.11/117
索馬利靑年聯盟 ( 中夹委員會） T/Pet. 11/40 Ishia Baidoa養老及族長 T/Pet.11/119
Mogadiscio H am ar族青年協會 T/Pet. 11/42 Unione Giovanf Benadir T /P et.l 1/121

and Corr.l Mr. Abucar Mahamud Ahmed T /Pet.11/141

M ogadiscio回族聯盟 T/Pet. 11/43 Mn Hagi Mohamed Musa Amr T /P et.l 1/143
and Corr.l 索馬利靑年聯盟A lula支部 T /P et.l 1/146

國際阿比西尼亞人民研究及 T/Pet.11/66 Mr. Hassan Mohamed Hassen T /P et.l 1/152

報導間題會譲 Lega Progressista Somala, T /P et.l 1/153
Mr. Tom Groves T /Pet.11/67 Bender Cassim
索馬利靑年聯盟G alib支部 T/Pet. 11/69 Mr. Farah Isshak Farah 等 T/Pet.11/155
Ogaden各族代表 T/Pet. 11/73 Irir Samal族會長及聞人 T /P et.l 1/161

索馬利亞會議派大會 T/Pet. 11/74 D igh il及 M irifie兩族會長 T/Pet.11/163
Mogadiscio索馬利亞非洲人民 T/Pet. 11/75 索馬利青年聯盟Kismayo支部 T/Pet.11/167

聯合會 索馬利青年聯盟Jamama支部 T /P et.l 1/169
Unîone Pattrottica Bîmalia and T/Pet. 11/76 Mr, Eid ibn Othman 等十五人 T /P et.l 1/170

Hisbia Dighil and Mirifie Baidoa Sheikh Hagi Muallim Omar T /P e t 11/172

索馬利3&非洲人民聯合會 T/Pet.11/78 索馬利靑年聯盟A fg o i支部 T /P et.l 1/173
A fg o i分會 索馬利青年聯盟D afet支部 T /P et.l 1/175

M erca會長及聞人 T/Pet. 11/79 索馬利靑年聯盟Bardera支部 T/Pet.11/176
索馬利靑年聯盟M erca支部 T/Pet. 11/80 Mr. Farah Barre Mussa T/Pet. 11/177
Assodazione Gioventù Benadir T/Pet.11/81 Sheikh Kassim ibn Moallim T /Pet.11/178
Mrs. Muliaha Hassen 等 T/Pet. 11/86 Garda小學全體學生 T/Pet. 11/180
索馬刺亞商人 T/Pet. 11/87 索馬利靑年聯盟G ardo支部 T/Pet. 11/184

索馬利亞非洲人民聯合會 T/Pet.11/91 Sheikh Aissa Mussa Yusuf T/Pet. 11/185
Belet Uen 分會 索馬利青年聯盟Bender T/Pet. 11/186

索馬利亞非洲人民聯合會 T/Pet. 11/93 Cassim支部

Buîo Burti 分會 Mudugh會長及領袖 T /P et.lI /1 8 7

索馬利亞非洲人民聯合會 T/Pet. 11/94 A lu la人，民代表 T/Pet. 11/188
Baidoa 分*會 Sheikh Mohamed Yahya 等九人 T/Pet. 11/189

索馬利亜非洲人民聯合會 T/Pet. 11/95 索馬利青年聯盟Bender T/Pet. 11/190
Bal a d 分會 Cassim支部

索馬利亞非洲人民聯合會 T/Pet. 11/96 "rer Hamar"族 Islao Omar Ali T /Pet.11/192
Bur Acaba 分會 等二十三人

Società Anonima Co-operativa T /Pet.11/98 Lega Progressista Samala, T/Pet. 11/193
Agricola,Mille, Braccia,Somalia Gaicaio 支部

Mr. Hassan Mohamed Hindi 等 T/Pet. 11/101 Mr. Aden Scire 等十二人 T/Pet.11/194
Mr. Ismail Mahamud 等 T/Pet. 11/102 Sultan Ali Yassin 等十五人 T/Pet. 11/195
Mr. Jama Gurri 等 T/Pet. 11/103 Bulo B urti非洲人民聯合會腐書 T/Pet. 11/197
Artigianato Somala T/Pet. 11/104 Mr. Abdullahi Seek Mchamud T /Pet.11/199
Unione Difesa délia Somalia, T/Pet. 11/105 等十三人

Mogadiscio Mr. Khalifa Hagi Mussa 等四人 T/Pet. 11/200
Hisbia Dighil and Mirifle, T/Pet. 11/110 Messrs. Hagi Ahmed Ismael 及 T /P et.l 1/201

Mogadiscio Hagi Ismael Yusuf



四九五(十一 

四九六(十一 

四九七( 十-  
四九八( 十-  
四九九（十、

T/L.269 
T/L .269 
T /  .273 
T /L .269 
T /L .269  
T /L .269

T/L.273
T/L.273

T/L.273
T/L.273
T/L.282
T/L.273

T/L.269

T/L.269
T/L.273
T/L .273
T/L.273

T/L.273
T/L.273

五 0 O (十一 

五o o (十一 

五0 —  (十一 

五0  二 (十一 

五0 三（十一 

五0 四（十一

五0 五(十一 

五0 六(十一

五0 七(十一 

五0 八(十一 

五0 九(十一 

五一 o (十一

‘（十一

五0 三（十一 

五一二(十一 

五一三(十一 

五一四（十一

五一五(十一 

五一六(十一

請願書常設審查 
委員會報吿編號 決議策請願人 請願書編號

索馬利靑年聯盟Bardra支部 

Goluen Mr. Idris Omar Gude 等 

Hamar族靑年協會 

Unione Difesa dellsa Somalia 
Disso,Emit,Wanghel 三族代表

索馬利青年聯盟Bardera支部 

Hisbia Dighil and Mi rifle, Bardera 支部 

索馬利靑年聯盟D o lo支部 

Mr. Hussen id Barre Samantar 等 

Messrs. Haji Hassan, lusuf Haji Hassen 等 

G alcaio廣索馬利靑年聯盟

索馬利靑年聯盟Dusamareb支部 

Mr. Yusuf Mussa Abucar

Mogadiscio商人數入 

索馬利青年聯盟M erca支部 

Giumale Barre 會長等 

Mr. Darman Hassen 等

索馬利靑年聯盟Lugh Ferrandi支部

Messrs. Haji Assan Giama, Haji Assan Egal 等 

Mr. Haji Mohemed Yussuf Alim 
索馬利靑年聯盟Dusamareb支部 

Mr. Nur Allakal 等

索馬利靑年聯盟Afm adu支部 

索馬利靑年聯盟B rava支部

T/Pet. 11/33  
T /Pet. 11/39 
T /Pet.11/41 
T/Pet. 11/44  
T/Pet. 11/45  

and Add, 1 
T/Pet. 11/46  
T/Pet. 11/47  
T /Pet. 11/49 
T/Pet. 11/50 
T/Pet. 11/51 
T/Pet. 11/52  

and Add. 1 
T/Pet. 11/53  
T/Pet. 11/55  

and Adds. 1-2 
T/Pet. 11/56  
T/Pet. 11/5  7 
T/Pet. 11/58  
T/Pet. 11/59 

and Add, 1 
T/Pet. 11/60 

and Add, 1 
T/Pet. 11/62  
T/Pet. 11/63  
T/Pet. 11/64  
T/Pet. 11/65  

and Adds, 1-3 
T/Pet. 11/68  
T /Pet. 11/70

請願人 

Ali Fara 會長

索馬利靑年聯盟Baidoa支部 

Mr. îssa Yusuf Mead 等六人 

索馬利靑年聯盟Bender 
Beila支部 

Lega Musulmana 

回王、領袖及族長 

Sheikh Mukhtar Mohamed 等六人 

索馬利靑年聯盟O ddur支部 

索馬利青年聯盟G ardo支部 

Bender Cassim索馬利婦女界

請願書編號 請願人 請願書編號

T/Pet. 11/204  Mudugh 展（該展遞送完全相同的 T /P e t .l l /2 1 7
T/Pet. 11/205  請願書二十三件）

T/Pet. 11/207  索馬利語言文化學會  T /Pet. 11/221
T / Pet. 11/208  Mudugh 州 Darot 及 Averghidir T/Pet. 11/243

兩族會長及聞人

T /P et.l 1 /209 匿名請願書—— 署名"一個不快  T /P e t .n /R -1
T/Pet.11/210 樂的索馬利人"
T/Pet. 11 /  212 上列請願書所提出的重襄間題將於本報吿書第

T/Pet. 11/213  二編第三章有關各段內予以論及。

T/Pet.11/215  請願書常設審委員會和理♦會分別審査請願書

T/Pet.11/216  一二七件。名目如下：

T/L.273
T/L.273
T/L.282
T/L.273
T/L.269



請願書常設審《

T/L.278
T/L.278
T /L .278
T/L.278
T/L .278
T/L.282
T /L .278

T/L.282

T/L.278  
T /L .282  
T /L .278  
T /L .279 
T /L.282  
T /L .269 
T /L .269 
T /L .269  
T /L . 2 78 
T /L .269 
T /L .273  
T /L .269 
T /L .269

T/L .269
T/L .269
T /L .269
T /L .278
T/L .278
T/L .278
T/L .278
T/L .278

決議第

五一七( 十一） 

五一八( 十一） 

五一九( 十一） 

五二  o ( 十一）

五二一 (十一）

五二二 (十一 ) 
五二三(十 

五二四（十一0  
五二五(十一） 

五二六(十 

五二七( 十一） 

五二八( i 〜 ) 
五二九( 十一） 

五三o ( 十一 ) 
五三一( 十一） 

玉三二（十一） 

五三三( 十一） 

五三四 ( 十一）

五三五( 十一）

五三六 (十一 ) 
五三七（十一） 

五三八（十一） 

五三九 ( 十一） 

五四o ( 十一） 

五四一（十一） 

五四二 ( 十一） 

五四三（十一） 

五四四（十一） 

五四五（十一） 

五四六( 十一） 

五0 七 ( 十一） 

五四八(十一

五四化(十一 

五五o (十一 

五五一(十一 

五五二 (十一 

五五三（十 

五五四（十一 

五五五（十一 

五五六(十一

請願人 請願書編號

Mr. Hussen Cassai m Mahamud
Mr. Mohamed Mahamu ■等
索馬利青年聯盟Brava 部

Mr. Salah Mohamed Abocar
Messrs. Saîeh Mohamed 及 Ahamed Mohamed
Workers of the Autoparco Civile
Mr. Dirie Warsama Ahmed
索馬利靑年聯盟Kîsmayu支部

索馬利靑年聯盟Bulo B urti支部

索馬刹青年聯盟Gar:>o支部

Comitato Contrate del Comm erdanti, M ogadiscio
Mr, Mohamed Sheikh Nur
Allievi Scuola Preparazione Politico Admînistatïva 
Guardie Garcerarie Somale 
索馬利青年聯盟A fg o i支部 

Mr. Farah Mohamed Us man 等 

Sindacato Personaîe Autoctono,Mogadiscio 
Temporary Committee and Members of the Hisbia Dighil 

and Mirifle, Mogadiscio 
索馬利靑年聯盟Galcaîo支部

索馬利卡車所有人

Mijertein州族長、會長及聞人 

Mr. Ibrahim Moallim Ali 等 

索馬利靑年聯盟A lu la支部 

Mogadiscio索馬利靑年聯盟 

Mr, Ismail Adan Mumin 
Mr. Salah Abdi Mohamed Musse 
Mr. Ismail Far Issa
Messrs. Farah Mohamed Mohamed Ali 及 Jama Adeh
Mr. Ahamed Mohamed Ulo
Messrs. Haji Mohamed Hassono 及 Haji Iman
Mr. ïsmail Nur Shirmarke
Mr. Issa Yusuf Mead

Mr. Osman Mussa Arrale 
Mr. Yusuf Ali
Mr. Hassan Gulen及其他退伍軍人四人 

Mr. Mohamed Awod Daar 
Mr. Yusuf Farah Abdi 等 

Mr. Hajî Abo* Imanchîo

Mr. Mohamed Hîrabe 及其他退伍軍人三十六人 

Mr, Nur Ahamed Hassan

T/Pet. 11/71 
T/Pet. 11./72 
T/Pet. 11/77  
T/Pet. 11/82  
T/Pet. 11/83  
T/Pet. 11/84  
T /Pet.11/85  
T /Pet. 11/88  
T/Pet. 11/89 
T /P e t  11/90 
T /P e t  11/92  
T/Pet. 11/9 7 
T/Pet. 11/99 
T/Pet. 11/100 
T /Pet.11/106  
T /Pet.11/107  
T/Pet. 11/108  
T/Pet. 11/109

T/Pet.11/112  
and Adds. 1-2 

T /Pet.11/113  
T/Pet. 11/114  
T/Pet. 11/115 
T/Pet. 11/118  
T /P e t ,ll /1 2 0  
T/Pet, 11/122 
T /Pet. 11/123  
T/Ftet.11/124 
T /Pet.11/125  
T /Pet. 11/126  
T /Pet.11/127  
T /Pet.11/128  
T/Pet. 11/129 

and Adds. 1-2 

T/Pet. 11/130 
T/Pet.11/131 
T/Pet. 11/132  
T /Pet.11/133  
T/Pet. 11/134  
T /Pet.11/135  
T /Pet. 11/136  
T /Pet.11/137

9
9
2
3
9
3

2

2

2

3

8

6

6
8
7
6
7
8
8
8
7
7

2
2
2
2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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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委

五一二 ( 十一 ) 
五七七 ( 十一 ) 
五七八 ( 十一 ) 
五七九( 十一 ) 
五八o ( 十一 ) 
五八一 ( 十一〉 

五八二 ( 十一 ) 
五二六 ( 十一 ) 
五八三（十一 ) 
五八四 ( 十一 ) 
五八五(十一V) 
五八六 (十一）- 
五八七 ( 十一 ) 
五八八 (十一 ) 
五八九 ( 十一） 

五九o ( 十一） 

五九一 ( 十一 ) 
五九二 ( 十一）

決議案

五五七（十一 ) 
五五八 ( 十一 ) 
五五九 ( 十一 ) 
五六 / 0 ( 十一 ) 
五六一 ( 十一 ) 
五六二 ( 十一 ) 
五六三 ( 十一 ) 
五六四 ( 十一 ) 
五六五 ( 十一 ) 
五六六 ( 十一*) 
五六七 ( 十一 ) 
五六八 ( 十一 ) 
五六九( 十一 ) 
五七o ( 十一 ) 
五六三 ( 十一 ) 
五 七 十 一 ）

T/Pet. 11/160 T/L .278 五七二 ( 十一 )
and Add. 1

T/Pet. 11/162 T/L.269 五七三 (十一 )
T/Pet. 11/164 T/L.278 五七四 ( 十一■)
T/Pet. 11/165 T/L.269 五七五(十一 )

T/Pet. 11/166 T/L.269 五七六 ( 十一）

T/Pet. 
T/Pet. 
T/Pet. 
T/Pet. 
T/Pet. 
T/Pet. 
T  /Pet. 
T/Pet. 
T/Pet. 
T/Pet. 
T/Pet. 
T/Pet. 
T/Pet. 
T/Pet. 
T/Pet. 
T/Pet. 
T/Pet. 
T/Pet. 

and

:編號 

1/138  
1 /139 
1/140 
1/142  
1 /144  
1/145 
1/147 
1/148  
1 /149 
1/150 
1/151 
1/154  
1 /156  
1/157  
1/158  
1/159

諧願人 '

Mr. Carashe Ibrahim Ali 及其他退伍軍二人 

Mr. Issa Omar Ghodi 
Mr. Mohamed A!i Ahmed 等 

Mr. Abdi Ade 等七人

Messrs. Salah Musse Hassen 及 Abdi Nur Uarsama
Mr. Giama Ali Mattan
Mr. Nohou Mohamed Abiker 等
Mr. Scerif Abubaker
Mr. Ali Auale Ghere
Abgal-Yusuf 族代表

Mr. Mohamed Amir
Mn Hagi Ibrahim 等
Mr. Scerif Ahmed AbdaJla
索馬利靑年聯盟支部Balet U en支部

W ak -Bio族代表

Messrs. Abdulkadir Yerow îssack 及 Mohamed Sheikh 
Ahmed

索馬利青年聯盟A lula支部

Mr. Abdullahi AH Hassen 
Mr. Ahmed Mohamed Hussen Mohamed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of Socîetà Anonyma Coop

era tiva Agricola, Mille Braccia, Somalia 
Unione Pattriottica Bimalia and Hisbia Dighil and 

Mirifle, Merca 
Mr. Hagi Mohamed Yusuf Alim 
M erca夜梭全體學生 

Kismayo亞拉:伯社區團體 

G ardo索馬刹婦女

Mr. Hassan Ibrahim Mohamed 等十四人

Shaikh Mohamed Hagi Aid abd el Rahman
Hassan Yusuf 等五人

索馬利靑年聯盟G ardo支部

Mr. Mohamed Bothar 等六人

Mr. Sama Aliu Abudrrasman
Mr. Ahmed Ali Isse
Mr. Mohamed Ali Uene
Mr. Demo Hasci 等四人

Merehan族代表

Messrs, Salah Ibrahim ’ Mohamed Hussen 等十七人 

Malim Aden Mereham 會長 

索馬利青年聯盟Kismayu支部 

Mr. Ahmed Shire Law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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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6 8

L/171
t/174
L/179

1/181
1/182
L/183
1/191
l/19€
1/198
1/202

1 / 2 0 2

1/20C

1 /211

1/214
t/219
1/22C
1 / 2 2 2

請願福 

T/Pet. 
T /Pet.
T/Pet.
T/Pet.
T/Pet.
T/Pet.
T/Pet.
T/Pet.
T/Pet.
T/Pet.
T/Pet.
T/Pet.
T/Pet.
T/Pet.
T/Pet.
T/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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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L.282

T/L.282
T/L.282
T/L.282
T/L.282
T/L.282

五九三（十一 )

五九四（十一 ) 
五九五( 十一 ) 
五九六( 十一 ) 
五九七(十■一 ) 
五九八(十一 )

五九九（十一*) 
五九九 (十一 ) 
六o o ( 十一 ) 
六0 - ( 十一 ) 
六 0  二 ( 十一 )

六0 三 (十一 ) 
六0 四( 十一 ) 
六0 五 ( 十一 ) 
六 0 六 (十一 ) 
六0 七 ( 十一 ) 
六 0 八 ( 十一 ) 
六 0 九( 十一 ) 

.六一G  ( 十一 ) 
五九一( 十一 ) 
六一一( 十 •) 
六--二 ( 十一 ) 
六一三 (十一 ) 
六一四（十一*)

索馬利非洲人民聯合會秘書長Mr. Mohamed Seek T/Pet. 11/223
Osman

索馬利青年聯盟D o lo支部 T/Pet, 11/224
Abgal Waesle 族代表 rer Aii Gaff T/Pet. 11/226
Moalim Adan Ali T/Pet. 11/227
Mr. Abdullahi Mahmud Hassan Mohamed T/Pet.11/228
Mr. C. A. Koumarianos T/Pet.11/229

Aulihan族資長

and Add.l 
T/Pet. 11/230

Ugaz Ghedi Dahor T/Pet. 11/231
Miss E, Sylvia Pankhurst . T/Pet. 11/232
Mr. Barud Ismail Raghe T/Pet. 11/233
Rappresentanza Caporali e Capi Squandra gia Servizio T/Pet. 11/234

Locust Control
Mohamed Seek Abdurrahman 等 T/Pet. 11/235
Seek Ali Haji Abdalla T/Pet.11/236
Mr. Jama Hassan Ibrahim Hussan T/Pet. 11/237
Mr. Scire Dirie Abdille Cosdn 等七人 T/Pet. 11/238
Mr. Abdullahi Sugulle Hussen T/Pet. 11/239
Mr. Abdiraman Hersi Ali T/Pet. 11/240
Mr， ïsse Abdi Hassan 等三人 T/Pet.11/241
Shidle Sagalo 放代表 T/Pet. 11/242
Haji Ali Sdrua 會長 T/Pet. 11/244
Dusamareb人民三十九人 T/Pet. 11/251
Mrs. Anot Warsama T/Pet. 11/252
Mr. Omar Jumale Ali T /Pet.11/253
Shidle 農民代表 Mn Kalif Igou Osman 等 T/Pet.11/254

對 於 其 中 五 十 一 件 理 事 會 請 請 願 人 注 意 管  

理 當 局 的 意 見 或 注 意 託 管 理 事 會 的 有 關 建 譲 ， 並 決  

定 無 須 》 採 行 動 。 申 斬 殺 害 的 請 願 書 — 件 缺 乏 確  

切 情 報 ， 理 事 會 故 未 採 取 任 何 行 動 。 請 願 書 十 件 0。 

涉 及 業 已 或 應 該 由 當 地 法 院 處 理 的 問 題 ， 理 事 會 亦  

未 餅 之 採 取 任 何 行 動 。 資 於 請 願 書 十 一 件 理 事  

會 認 爲 所 提 出 的 間 題 a 圓 満 解 決 或 請 願 人 的 請 求 已  

經 照 淮 ， 故 未 採 取 行 蘭 。

T/Pet.ll/44,45,46,47,S6,S8,60,63,68,71, 72, 84, 85,97, 107, 
108,112,120,122,123,128,129,130,131,132,133,140.145,149, 
157,165,166,168,179,183,196,198,202, 203,206,220, 223, 228, 
230,231,233,237,240,244,251,254o 

T/Pet. 11/211 and Corr.l o 
T/Pet.ll/39,127,148,lSl,lS6,162,164,174,236,239o 

«iT/Pet.ll/51,62,109,147,158,159,171,229,232,234,235o

對 於 其 餘 各 件 理 事 會 分 別 涯 過 決 議 案 ） 內 

載 種 種 具 體 建 譲 。 此 類 請 願 書 之 較 爲 重 襄 者 以 及 理  

事 會 對 各 該 請 願 書 所 採 的 行 動 加 下 ：

對 於 請 求 發 遺 積 欠 薪 金 的 四 件 請 願 書 m m  

會 或 則 表 示 希 望 主 管 機 關 早 日 予 以 決 定 ， 或 則 表 示  

希 望 管 理 當 局 考 慮 能 否 對 請 願 人 及 有 同 樣 情 形 的 當  

事 人 追 發 積 欠 薪 金 。 理 事 會 並 請 管 理 當 局 就 第 一 個  

有 關 決 譲 參 的 實 行 情 形 提 送 特 別 情 報 。

請 願 書 三 件 要 求 賠 償 一 九 五 0 年 四 月 Baidoa 

事 件 發 生 時 所 受 的 損 失 ，請 求 理 事 會 襄 助 。理 事 會 表

，T/Pét.l 1733,41,49,SO,52,53,55,57,59,64,65,70, "7 ,82,83,88, 
89.90,92,99,100,106,113,114,115,118,124,125,126,134,135, 
136,137.138,139,142,144,150,154,160,181,182,191,214,219, 
222,224,226,227,238,241,242,2S2,2S3o

3 T/Pet. 11/55,82,136,138o
4 T/Pet.l 1/142,238,241o

請願人 請願書編號
請願書常設審査 
委資會報吿編號 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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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希望管理當局考慮能杏審査此等迄未向設在 

B aidoa的主管委員會提出的要求3 理事會並請管理 

當局就其對有關決譲案所採的行勸提出特別情報。

請願書一件 ^̂5申訴被行政當局無故開除3 理事 

會表示，如本問題的發生確係因請願人自埃及回返 

該懷士所致，則理事會希望管理當局對准許請願人 

復載一節加以同情的考慮。理事會並請管理當局就 

本決譲案的實行情形提送特別情報。

請願書十件®^^申新妓視索馬利靑年聯盟黨員情 

事。理事會建譲營理當局繼續採取措施'務使索馬 

利靑年聯盟不再有遭受歧視的觀念3

在某一請願書67中, 某政薫申訴遭受不平待遇， 

被租參加領土參譲會託管理事會請請願人注意管 

理當局的聲明，卽一俟該黨在該領士內至少誅有五 

個登記在案的支部，該黨卽有遺派代表出席的權利。 

理事會認爲此項間題a 有圓満解決的基礎。理事會 

並請管理當局就其，理事會決譲案所採的行動提送 

特別情報。

請願書兩件^^8 申訳行政當局對請願人部族實行 

或聲言集體科罪，S 徽牲口。理事會纏悉管理當局 

深知集體處罰制度可能引起不公平的现象，並希望 

管理當局努力實行以廢除此種制度爲目標的现有政 

策，然理事會認爲在新制度未建立以前> 集體處罰 

的辦法與现行法律並無抵觸之處。

請願書四件抗吿行政當局所採的減蟾措施。 

理事會建議行政當局繼續向有關居民預先說明計割 

採取的械幢棺施的性質和目的，並促請當地人民與 

行政當局合作。

請願書一件申餅行政當局對於索馬利人粗賃 

農作機器收費甚昂3 理事會表示希望管理當局儘速 

實行低價祖賞農作機器與索馬利農民的計劃。

請願書一件71 申謝行政當局根據戰前所頒布的 

命令征收賦税3 理♦會表示希望行政當局立卽實行 

改第該領土的財政制度的計劃。

另有請願書一•件 72申就行政當局迄未協助組織 

農業合作fflb旦截佔部落人民的土地作爲實驗農場。

T/Pet.ll/222o 
68 T/Pet. 11/33,49,53,57,64,90,125,144,199,224。 
" T /Pet.ll/41o 

T/Pet.ll/150,226o 
T/Pet.l 1/50,52,182,252。

7» T /Pet.ll/154o 
T /P et 11./92。

" T /P et.ll/llS o

理事會表示希望管理當局繼續鼓勵開載索馬利人農 

業合作I L 並採取一切必要指施，向闘係地力人民 

說明實驗農場的臨時性廣和目的。理事會並促請管 

理當局在新土地法未制定以前，對於征用土地一節

應愼重將事。

另有請願書一件73關涉士地糾紛。理事會表示 

希望不久卽可獲政當地人民所能接受的解決辦法， 

並請管理當局就其對本決譲案所採的行動提送特別 

情報。

請願書一件74申斬若干義大利人民霸估該區的 

土地，理事會欣悉管理當局業a 考慮爲該領土制定 

新土地法，並促請營理當局在新土地法尙未制定以 

前，、對於± 地租借間題務應審愼將事。

I f 於申餅勞工狀巧的請願書理事會表示希 

望管理當局採取一切必裏措施，以期於最近的將来 

制定適用於該値士的勞工法。

請願書一件申餅行政當局於分派蓮輸工作時 

優待義大利人民。理事會表示希望行政當採取一切 

必要措施，以保證分源合同機關於分配工作與各承 

辦人時確無差別待遇；理事會並通知請願人偷其認 

爲主管機圃待遇不公，得向行政當局申訳。

請願書五件77提出關於久押不審的申訳。理事 

會表示希望管理當局誅法儘早提審犯人0

對於申詳各地區的醫藥及教育設備不敷應用的 

五件請願書理事會或則建譲管理當局採取一切 

可能措施，以改善此種設備，或則表示希望管理當 

局實行改善此種誌備的計劃。對 於 其 中 一 件 理  

事會並建譲管理當局鼓勵設立教育、衞生及其他事 

宜的地力委員會，藉以激發當地人民的主截b 從而 

積極參加該地席的發展工作。

請願書一件載有關於行政訓練舉校的批評。 

理事會表示希望管理當局逐漸提高並改良土著人民 

在行政管理各方面的訓練，並促請當地人民充分利 

用現有的訓練設備。

對於申訳教育説備不敷應用的請願書一件理 

事會表示希望管理當局立卽實行其改良計劃，並希

73 T/Pet. 11/242。
'^ T /P et.ll/1 0 6o
75 T /Pet.ll/59o

T/Pet.ll/113o
77 T/Pet.ll/114,118,160,181,227o

T/Pet.ll/33,70,77,106,160o
70 T /P eU l/70。

80 T/Pet. 11/99。
81 T/Pet. 11/106。



望聯合國文教組織儘量與管理當肩合作，以期制定 

游牧人民基本教育計劃。

五 .有關英管陰爽龍的請願書

( « )第十屆會所審査的請願書

理事會於第十届會審査了下列四件有關英管勝 

麥龍的請願書，並對之採取行動

請願人 

Mr. Philip Dinka

退伍軍人聯合會 

M l". John Kulle 
Birmingham

請頸書編號 

T /P et.4 /73  
T/Pet. 4 /74

T/Pet.4 /75

決議第

四五五( 十） 

ra五六 ( 十）

四五七（十） 

四五八( 十）Mr. Jacob Mbwange 等 T /Pet.4 /77

上列請願書皆關涉個人問題，如《請貸款、養 

老金過低等7理事會請請願人注意管理當局的意 '見， 

並決定無須再採行動。

(b) 第十一屆會所審査的請願書

理事會於第十一唐會處理了有關英管勝麥龍的 

請願書六件。所有上述請願書皆由請願書常説審査 

委員會及理事會分別審査

請願人 請願書編號 決議案

Mr. Joseph Ngu T /Pet.4 /70
and Add.l 六一五 ( 十一 )

法管勝麥龍福利會 T/Pet.4 /71
and Add. 1-5 六一五 ( 十一 )

法管嘴麥龍利會 T /Pet.4 /76
and Add.l 六一五 (十一 )

Bakweri 士地委員會 T/Pet.4 /72 六一六 (十一）
Mr. A. K. IKomi T /Pet.4 /78 六一■七 (十'一■)
Josue Noubissie T /Pet.4 /80 六'~•八 (十'~ ■)
'Bwinga 土著社展

圃體 T/Pet.4 /81 六一九 (十一）

Bam ;nda改進協會

Mr. Martin Asong-
w e d等 T/Pet.4 /82 六二 o ( 十一）

對於其中兩件理事會請請願人注意管理當 

局的意見J 並認爲無須提出建譲。第一件闕涉土地

審查經過詳見請願書常設審査委員舍第五次報吿(T/L. 
258) 0

" « 查經過詳見請願書常設審靈委員會第二十次^^吿07  
L.308)。
T/Pet.4/78,80o .

糾紛。第二件申餅主管當局沒收請願人運過英管嫁 

麥龍邊界的可可。

有開英管勝麥龍的其他請願書將於該領土情況 

概述各節內予以論及 (見本報吿書第二編第四章)。

六.有關法管隱麥龍的請願書

( « )第十屆會所審査的請願書

理事會於第十眉會審査了有関法管嘛麥龍的請 

願書三件並激之採取行動

請廊人 請願書編號 決議案

Mr. Constantin Alega
Amougou T /P et.5 /98 四五九(十）

Mr. Jean Nguea
Nyongou T/Pet. 5 /100 四六o ( 十）

勝麥龍民衆協會 T/Pet.5 /102
Nkongsamba 分會 and Add. 1 四六一(十）

上列三件請願書均關涉土地糾紛。理事會請請

願人注意管理當局的意見。對於第一件請願書J 理

事會並請請願人注意理事會所通過的有關建譲。

(&)第十一屆會所審査的請願書

理事會於第十一雇會處理了有關法管勝麥t l 的 

請願書八件。其中巴黎膝麥龍億民所適的一件完 

全關涉前B 提請理事會注意並EL由理事會對之採取 

行動或提出建譲的一般性問題。該請願書由理事會 

於審査開於該懷土的常年報告書時併加審査。該請 

願書所提出的較爲重襄的問題將於本報吿書第二編 

第五章有關各節內予以論及3

由請願書常設審査委員會和理事會分別審査的 

請願書計有下列七件》7:

請願人

唾麥龍民衆協會 

踏麥龍民衆協會

M ’Balmayo 中夹 
委員會88

請願書編號 決議案

T/Pet. 5 /9  7 六二二 (十一）

T /Pet.5 /99  六二三 (十一）

審查經過詳見請願書常設番查委員會第七次報告OVL 
260)。
T /P et:5 /104o ,

" 審査經過詳見請願書常設蕃査委員會第十九次報吿(T / 
L.130)o

M請願書部分購涉前已提請理事會注意並已由理事會對之 
採取行動或提出建議的一般性問題。理事舍審查關於該 

領土的常年報吿書時，此等請願書亦在審查之列0



請願人 請願書編號 決議案

略麥龍民衆協會

Foumban區分會 T/Pet.5/101 六二四 (十一 )
Mr. Ernst Mayer T/Pet.S/103 六二五 (十一 )
Mr. Ernest Mpoumpieî T/Pet.5/106

and Add.l 六二六 (十一 )
Mr. Valére Eddy

Mengack T/Pet.5/107 六二七 (十一 )
勝麥龍民衆協會

Foumban厕分會

主席 T/Pet.5/108 六二八(十一）

請願書一件涉及業 a 由該領土主管法院處理 

的間題, 理事會根據譲事规則第八十一條的規定，認 

爲無法受理。

對於申餅司法方面有種族歧親情事的請願書 

理事會請請願人注意管事當肩的意見，並欣悉該請 

願書所提出的各項間題業已纏得圓满解決，或正由 

主管當局設法解決。

奥地利人民某所遞的請願書抗吿當地政府不 

許請願人個返居留該領土3 理事會請講願人注意管 

理當局的意見， 並認爲無須提出建譲。

對於請求主管當局於宣制後恢復請願人公權的 

請願書《2 ,理事會請請願人注意管理當局的意見，尤 

其是在兩年期满後重新提出申請一點，並認爲理事 

會無須男作建譲。

有開法管嘛麥龍的其他請願書將於本報告書第 

二編第五章該託管懷土情况槪述各節內予以論及0

七 .有關英管隱麥龍與法管 

嘴麥龍的請願書

( « )第十履會所審查的請願書

第十届會未審査本類請願書。

(h) 第十一眉會所審査的請願書

理事會於第十一屆會處理了有關英管勝麥龍及 

法管嘴麥龍的請願書兩件。該兩請願書係由請願書 

常設審査委員會與理事會分別審査

T/Pet.5 /106o 
»» T/Pet.S/lOlo 
M T/Pet.5/103o 
" T/Pet.5 /107。
審查經過詳見譜願書常設查委a 會第二 ■K- 次報告 
(T/L.309)o , .

請願人

勝麥龍民族聯合 

會譲 (兩件 )®4

請願書編號 

T/Pet.4/79- 
5/105 and 
Add.l

T/Pet.4 /83

決議案

六二一 (十一） 

六二一 (十一）

該兩請願書所提出的間題及理事會所採的行 

動,見本報吿書第二編第旧及第五章該兩託管領土 

的情況槪述。

八.有關英管多哥蘭的講願書

(a) I I 十眉會所審査的請願書

第十届會未審査本類請願書。

(b) 第十一眉會所審査的請願書

理事會於第十一眉會處理了有關英管多齊蘭的 

請願書四件3 其中由多哥蘭全國農民協會所適的一 

件完全開涉前已提請理事會注意並已由理事會凿 

之採取行動或提出建譲的一般性間題，該請願書由 

理事會於審査關於該領土的常年報吿書時併加審 

譲。

下列三件請願書由請願書常設審査委員會及理 

事會分別審査

請願 

多哥蘭協會

Kpandai Nawuris 
族總會長 Nana 
Atoreah Agyeman

多哥蘭協會主鹿

請願書編號 

T/Pet.6/314

T/Pet.6/315
T/Pet.6 /316

決議案 

六二九(十一■)

六三o ( 十一） 

六二'~■(十一■)

請願書一件97折譲多哥蘭與黄金海岸在行政上 

的合併，並請求執行大會決譲案五五五(六)。理事 

會箫請願人注意管理當局的意見及理事會圃於多哥 

蘭與黄金海岸的行政辦法的建譲；認爲關於執行大 

會決議案五五五( 六）的請求a 輕满足；並通知請願 

人不久卽將遺派視察圃。

對於抗譲不許請願人參加地方選舉的請願書 

理事會請請願人注意管理當局所提出閩於請願人未

M請願書郁分關涉前已提請理事舍注意並已由理事會》之 
辣取行動或提出建議的一般性問題。理事舍審查關於該 

雨領土的常年報吿書時_*該雨請願書亦在審查之列。
^ T /Pet.6 /305o
»»審查© 過詳見請願書常設審查委員會第十七次報告（T /  

L.299)o
。7 T/Pet.6/314o
** Pet.6/31So



登記參加選舉的意見；欣悉管理當局a 決定再給有 

閲部族兩選舉展內的居民以參加選舉的機會；並盼 

望土著居民與管理當局合作。

對於請求在聯合委真會未成立以前暫時停辦地 

方選舉登記的請願書》», 理事會柱意及請願人的請 

求已大部分邀淮，並認爲無須提出建譲。

九.有關法管多哥蘭的請願書

( « )第十盾會所審査的請願書

理事會於第十届會審査了有關法管多哥蘭的請 

願書一件1 % 並對之採取行動：

請願書編號 決議案請願人 

Messrs, E. Attiogbe,
H. K. Apetor II,
Franz Azuma 等 T /Pet.7 /270 四六二(十）

該請願書関涉W 訟案件一起。理事會請請願人 

注意管理當局的意見，並決定無須再採任何行動。

( 6 ) 第十一届會所審査的請願書

理事會於第十一届會處理了有開法管多哥蘭的 

請願書三十三件。其中兩件完全開涉前B 提請理事 

會注意並a 由理事會對之採取決定或提出建譲的一* 
般性間題。該兩請願書由理事會於審査関於該鎭土 

的常年報吿書時併加審譲0

請願人 請願書編號

多哥蘭統一黨總主廣

Mr. Augustin。 de Souza T /Pet.7 / 259
Mr. Augustino de Souza T /Pet,7 /287

上列請願書所提出的較爲重要的間題將於本報 

吿書第二編第七章有關各節內予以論及。

請願書三十一件由請願書常載審査委員會及理 

事會分別審査皿：

請願人 請願書編號 決議案

Mr. Ferdinand Kalipe T /P et.7 /264  六三二(十' ■)
Ata Quam Dessou,

Fia Agbano II,
Sabastien D. T /P et.7 /265
Mlappa IV and Add.l 六三二 (十一）

T/Pet.6/316o
審查經過詳見請願書常設審S 
260)。
審查經過詳見請願書常設審g 
L,300)o

i昌會第七次報吿(T/L. 

i 員舍第+ 八次報吿(T/

請願人 請願書編號 決議案

多哥蘭聯合會譲 T/Pet. 7 /266 六三二 (十一）

Mr. Augustino de
Souza T /Pet.7 /267

and Add. 1 六三二 (十一）

全填威會譲 T/Pet. 7 /268 六三二 (十一）

多哥蘭進步黨主席

Mr, John Amate
Atayî T/Pet. 7 /2  69 六三三 (十一）

O d a埃威族一存人 T/Pet.7 /271 六三二 (十一）

Kum asi埃威族社

展團體 T/Pet. 7 /272 六三二 (十一）

Akpini 土著當局 T/Pet.7 /273 六三二  (十一）

全埃威會譲

Akimbaukwa

支部主廣 T /Pet.7 /274 六三二  (十一）

Mr. Togbe Kwadzi
Dai T/Pet. 7 /2  75 六三二 (十一）

Notse 社S .
Mr. Peter Edoh T/Pet. 7 /276 六二二 (千—̂■)

Sekondi-Takoradi

埃威族墙會 T/Pet. 7 /277 六二二 ( 十 ■)
全埃威會譲

K eta支部 T/Pet.7 /278 六三二 (十一 )

多哥蘭進步黨主席

Mr. John Amate
Atayi T/Pet. 7 /2  79 六三二 ( 十一 )

Asamankese

埃威族攝會 T/Pet. 7 /2  80 六三二 (十一 )
全埃威會譲 T/Pet. 7 /281 六二二 (十—̂■)
Apesolubi埃威族協

會 脇 書 Mr.
Amentor T /Pet.7 /282 六二二 (十 ■)

全埃威會譲

Korforidua 支部 T/Pet.7 /283 六三二  (十一 )
Buem廣泛埃威

聯盟  Kadjebi T/Pet. 7 /2  84 六三二 (十一 )
埃威族靑年蓮動 T /P et.7 /293 六三四 ( + — )

and Add.l

多哥蘭聯合國同

志會 T/Pet. 7 /293 六三五 ( 十一*)
Messrs. Aku,

Olympio.Antor T /Pet.7 /294 六三六 (十一 )

請願書部分雜涉前已提請理事會意並已由理事會對之 
採取決定或提旧建議的一般性間題。理事舍.審查關於該 
領土!的常年報吿書時》此數請願書亦在之列0



請願人 請願書編號 赠 案 請願人 請願書續號

Mr. Augustîno de Souza T/Pet.7/295 Jasikam-Buem 多哥蘭

and Add.l 六三七 (十一 ） 靑年協會 T/Pet.6/306-T/Pet. 7/263

多哥蘭會譲黨秘 多哥蘭統一黨纏主席

書長  Mr- Antor T/Pet.7/296 六三六 (十 一 ） Mr. Augustino de Souza T/Pet.6/307-T/Pet. 7/285
Mr. Augustino de 多哥蘭會譲黨 T/Ptt.6/308-T/Pet. 7/286

Souza T/Pet.7/297 六三七 (十 一 ） 多哥蘭青年蓮動

Mr. Augustino de (Juvento 支 部 ） T/Pet.6/310-T/Pet. 7/288
Souza T/Pet.7/298 Lom é多哥蘭聯合國

and Add. 1 六三八 (十 一 ） 同志會 T/Pet.6/311.T/Pet.7 /289
Mr. Sam Klu Lomé多哥蘭统一黨 T/Pet.6/312-T/Pet.7/290

及  Dr. Aku T/Pet.7/299 六三九 (十 一 ） Messrs. Augustino de
Mr. Augustino de Souza 及  Ata Quam T/Pet. 6 /3 13-T/Pet. 7/291

Souza T/Pet.7,/300 六三九 (十 一 ）

Messrs. Apalco 十 一 .有 關 西 薩 摩 亞 的 請 願 書

及  Aihston T/Pet.7/301 六三九 (十 一 ） 理 事 會 在 本 報 吿 書 所 論 期 閲 未 審 査 本 類 請 願

Mr. Augustino de 書 3
Souza T/Pet.7 /302 六四  0 ( 十 一 ）

請願書十九件提及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的

V ogan事件 I。3。該次事件引起騒動，死亡七人。請 

願書兩件1M關 涉 Agbetiko事件。該兩次事件發生經 

過及理事會所採的有關行動詳見本報吿書第二編第 

七章。

十.有關英管多哥蘭與法管 

多哥蘭的請願書

( « )第十眉會所審査的請願書

第十眉會未審査本類請願書。■

( & )第十一届會所審査的請願書

理事會於第十一眉會處理了有關英管多哥蘭及 

法管多哥蘭的請願書十二件g 上述請願書完全關涉 

前B 提箫理事會注意並a 由理事會對之揉取決定或 

提出建譲的一般性間題，此等請願書由理事會於審 

査關於該兩領土的常年報吿書時併加審譲，計爲：

十二.有關那烏魯的請願書 

理 事 會 在 本 報 吿 書 所 論 期 間 未 審 査 本 類 請 願

請願人 

Mr. S. G. Antor
多哥蘭同盟

Mr- Hosi Komla
多哥蘭會譲黨 

多哥蘭青年读會

請願書編號 

T/Pet.6/299-T/Pet. 7/257 
T/Pet.6/300-T/Pet. 7/258 
T/Pet.6/302-T/Pet.7/260 
T/Pet.6/303-T/Pet. 7/261 
T/Pet.6/304-T/Pet.7/262

iM T/Pet.7/264,265,266,267,268,272,273,274, 275,276,278,279 
280,281,282,283 and 284。
T/Pet.7/26S and Add.l,T/Pet.7/269。

十三.有關新幾內亞的請願書

(а) 第十屆會所審査的請願書

理事會於第十屆會審査有關新幾內55的請願書 

一 件 並 》之採取行動：

請願人 請願書綱號 決議案

Rabaul新幾內亜 

同盟及 Kavieng
華億協會 T/Pet. 8 /4  and

Adds. 1-2 四二八 (十 ）

埋事會於第八屆會決定延至第十眉會再行審査 

該請願書，其理由爲地方行政當局及澳大利亜政府 

當時正在審査該請願書所提出的問题，可望於數月 

內作成決定，該請願書關涉請願人的永久居留權間 

題 > 理事會對該請願書所採的行動將於本報吿書第 

二編第十章予以論及。

(б ) 第十一届會所審査的請願書 

第十一屆會未審査本類請願書。

十四.有關大平洋霉魄託管領土的請願書 

理事會在本報吿書所論 '期間未審査本類請願

書。

參閱請願書常設審查委員會第一次報告(T/L.247)。



第 四 章  

視 察 託 營 領 土

— 一九五一年東非耗管領土視察團

託管理事會於第七眉會（一九五0 年六月至七 

月) 譲決下期依憲章第八十七條 ( 寅)款組織之視察 

團視察盧安達鳥塵提、坦干伊嫁及意屬索馬利蘭三 

託管懷土；並於第八屆 (一九五一年一月至三月）進 

行必要之囊備工作。

理事會復於一九五一年六月五日第三四六次會 

譲 ( 第九届會 )派定視察團人選，以下列各人爲視察 

W 團員：

闇長：Mr. E n r iq u e  d e  M a r c h e n a  (多明尼加共 

和國）團員：Mr. G. R. L a k in g  (細西蘭）M o m  C h a o  

D i l o k r it  K r id a k o n  ( 泰國）及 Mr. W il l ia m  I. C a r g o  

( 美利墜合衆國)。

理事會復於第三圓六次會譲，潘過決譲案1% 訂 

定視察團任務規定。

視察團於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七日離會所經布魯 

寒爾及比領剛果之里玻得維爾（Leopoldville) 於七月 

二十四日抵達盧安達烏隨提之首府鳥松布拉（Usum
bura), 旋乘汽車巡視該領土全境各地十四日3 分訪 

盧安達及烏隆提各主裏行政中心，然後折回烏松布 

拉與都督及其他官員，進行談話。

八月十三日視察團飛赴坦干伊嘴，抵湖泊書之 

粮望沙 (M w anza ),旋卽赴湖泊、西部、中部、南部高 

原、南部及東部各省市鎭多處視察詢間情形，至一 

九五一年九月一日抵達該地首府達爾埃淡蘭（ Dar- 
es-Salaam )„視察團經與該領土各社區代表及高級政 

府官員會談以後, 折赴坦干及北部兩省^並在æ 路沙 

(Arusha)與總督進行會談。視察圓於九月十五日離 

束坦干伊嘛後， 留肯亞之奈洛比(Nairobi)四日，與 

最高委員會主席及重要官員討能領土間組織之問 

題。

視察團於十月十九日飛赴義管索馬利蘭首府摩 

加地司阿 (Mogadiscio), 開始對該區作三星期之視察。

視察團團員除與行政長官、其他義大刺官員、聯合 

國參譲會委員及索馬利蘭各政治團體之代表進行談 
話外， 會分赴墨沙 (Merca)、優比昔比力河（Uebi Sce- 
beli)下游流域、支斯賈歐 (Chisimayo)、及求巴河（G u- 
b a ) 流域其他地展、易西蓝巴多亟(Tsda Ba.doa)、两 

比西尼亞邊境之貝勒恩（Belet Uen)及濱江海之朋德 

卡生 (Bender Cassim)實地視察。

視察團旋於十月七日啓程赴歐，與有關管理當 

局之部長及高級官員進行會談，至十月十七日回至 

紐約，通過十二月間所視察之三領土報吿書並通 

過關於視察團組織間題之特別報吿書一•件經理 

事會於討論譲程中該一項目時加以討論。

英聯王國政府於一九五二年四月七日提出對視 

察團視察坦干伊嘴報吿書之意見書義大利政府 

則於一九五二年六月五日提出對索馬利蘭報吿書110 
之意見書。

視察團各項報吿書經理事會於第十一屆會審査 

管理當局所聽管理各該託管領土常年報吿書時，一 

併審氣

理事會於第四五三次會譲通過決譲案111表示閱 

悉管理當局所提之意見書，對視察團代理事會完成 

工作3 表示欣慰，並請各力注意，理事會對各該領 

土情形，擬定結論及建譲時業已計及視察團的意見 

建譲以及管理當局對於視察團意見建譲之意見3 決 

定將来審査有關各關係託管領土事項時，繼續計及 

此項意見及結論，並請有闕管理當局衡視察圃所得 

結論及託管理事會各理事就該項結論所作評譲；予 

以最審愼之考慮，並決定依譲事規则第九十九條之 

规定^ 將視察團報告書、閩係管理當局對前項報吿 

書提出之意見書、及理♦ 會就此事所採行動之報吿） 

予以印行。

‘ 決議案三四四(九) C

1。7 T/946 and Corr.l.(坦干伊略)  ̂ T/947 and Corr.l (索再利 
蘭)》T /948(盧安達烏塵提)。 ■

I。8 T/51。
109 t /977o
II。T/1006。
111決議案四六四(十一)o



二 . 一九五二年西非託管領土視察圈

理事會於第三八八次會譲開始考慮如何在一九 

五二年派遣一個或數個視察園視察西非託管懷土， 

復於第三八九次會譲通過決譲案決定依照大會請 

求11V ♦下次派赴英管多舟蘭及法管多哥蘭託管懷 

土之視察團同時提出關於埃威族及多哥蘭統一間題 

之報吿書。' 至第四0 九次會譲，理事會決定派遺一 

個視察團視察西非各託管領土j 由澳大利亞、比利 

時、中國及薩爾冗多各國派員組成之。理事會於第 

四一0 次會譲通過一項提譲卽視察團應於八月二十 

曰離開紐約，在兩多哥蘭逗留一月，關於統一問題 

之報吿書應在十月十五日完成，然後逾赴略麥龍逗 

留六星期左右，再回至會所草擬對於其所視察領土 

之總報告。

第四二七次會譲，理事會同意派下列各人爲視

察團團員。
Mr. Roy A. Peachey (澳大利亜）主席，M n  Ro

bert Scheyven (比利時) 楊西葛先生（中國）及 Mr. 

Roberto E. Quiros (薩爾冗多 j。

理事♦於第四五三次會譲通攝視察蘭任務鼓 

定。理事會令視察團參酌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大會決議案三二一( 四），就四領土爲實現憲章第七 

十六條 ( a ) 款目標而採之步驟詳細調査具報，並參 

酌理事會及大會的討論及其分別通過的決議案）注 

意管理該四領土之常年報吿書'理事會所接各該領 

土之請願書，第一次西非託管領土定期親察團報吿 

書及管理當局對於各該報吿書的意見書中之間題； 

在不違背其遵守譲事規則之情形下，收受請願書及 

口 a i請願，偷認爲所收猜願案件有應予特別調査者， 

會同關係管理當局當地代表，就地調査；會同管理 

當局審査對於依據一九四八年七月八日理事會決譲 

案三十六( 三 )將有関聯合國之情報供應託管懷土人 

民一事所已採取或擬採取之措施，並履行一九五一 

年二月七日理事會決譲案三—— ( 八)新此事所列擧 

之載責。最後理事會請視察團於視察完了以後將視 

察各託管倾土結果，速同其所擬提出之意見、結論 

及建譲，儘速分別提出報吿。

參閱下文第伍章第® 節。 ‘ 決議策四六五(一一)(



第 五 章  

大會特別發交理事會審査之問題

一.有關託管領土之行政聯合

關於託管懷士與紙鄰地展或管理當局本國成立 

行政聯合或其他結合方式之問題，前經理事會根據 

大會各決譲案加以討論在案II4。本報吿書所她期間， 

行政聯合事宜常就委員會由中國、紐西蘭、泰國、美 

利堅合衆國等四國組成，經常審査行政聯合誅施並 

分別將有關各領土行政聯合之報吿提交託管理事會 

討論該領士情形之一屆會譲，予以討論。

常說委員會對於新幾內亞l i s 盧安達鳥僅提11\ 
坦干伊嘴m 、英屬多哥蘭m 、英屬膝麥龍m 行政聯合 

之經常報吿書經理事會於第四五四次會議中予以接 

受，理事會並決定將各該報告書中之結論及建譲列 

入其依大會決譲案五六三(六)提交大會之特別報吿 

書3

決譲案五六三( 六 ) 中，大會請理事會於大會第 

七屆會中提出特別報吿書- 詳細分祈託管領土所參 

加之各行政聯合及法管多哥蘭與嘴麥龍因參加法蘭 

西聯盟後之地位，特別注意 (a ) 大會決譲案三二六

( 四）第一段所列之各項原則(b ) 現行辦法與憲章及 

有閩託管協定之規定有無抵觸；以便大會可以對有 

関託管領土之行政聯合問題，纏得結論。

理事會旋於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第三八七 

次會譲中通過決譲案，要求行政聯合事宜常設委員 

會除經常報吿外，另擬報吿一件，特別，注意大會決 

議案五六三 (六 ) 中各項原則，及該項辦法是否符合 

各該託管領土居民利益等間題。

理事會於第四五四次會譲，通過常設委員會所 

擬之報吿書草稿，卽以自成一報吿書向大會提  

出。

大會決議案二二四(三)、三二六（四)、四四S (五)、及五 
六三(六)o

1» T/969 and Corr.l。
11® T/9011。
11̂  T/1017 and Corr.l。
11» T/1020 and Corr.l o 
119 T/1022 and Corr.l。
u »A /2141 -大會正式紀錄，第七届會補編第十二號。

蘇聯代表稱 : 常務委員會報吿書之目的,《護管 

理當局加插其在託管領土之殖民政權以及在與耻鄰 

地區成立行政聯合的掩護下併吞託管領土的政策  ̂
所以完全不行。蘇聯代表不能投票予以贊成，主張 

理事會應該通過一項決譲案，建譲坦干伊嘴、新幾内 

亜、盧安達鳥蔭提、英管多哥蘭及嫁麥龍、法管多 

哥蘭及嘴麥寵各管理當局在上述託管領土內，設立 

獨立之立法與行政機關，不錄屬於任何根據託管領 

土與殖民地聯合而設立之機構，並爲此目的，採取 

立法與其他方面之掠施以保證土著居良確實參加託 

管顔士立法行政及司法等機開。

理事會於第四五四次會譲中，以七票對…票否 

決蘇聯提案，棄權者三3

二 .託管領土之社會進展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聯合國大會決譲案三 

二 三 （K ) 之建議中有請託管理事會採取適宜之措 

施以大度而人道之精神解決移徙勞工以及對於土著 

居民破壞勞勤契約予以刑事處分等一類重襄f±會問 

題。

一九五0 年三月二十八日託管理事會以決譲案 

一二七 (六)請祐書長提請國隙勞工組織注意大會對 

此顔間題之闕心，並同時要求國際勞工組織發表專 

家意見。理事會決譲在國際勞工艇織或其他方面提 

出專家意見以前> 暫不對此事續採行動。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國際勞工組織幹事長
吿理事會稱：擬將本案提交國瞭勞工組織非母 

國領土 f f i會政策專家委員會審譲1 該委員會於一九 

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八日問在日內冗舉 

行會議0 —九五二年四月三日提出其對該兩問題之 

報吿書，附同摘述報告書内容及解释國際勞工組織 

理事院所採行載之節略J 一併遞達秘書長

關於移徙勞工之報吿書中，列有若干結論，促 

請有関政府加緊目前改善農村 ftfc會經濟狀況之工 

作，並在必要精形下請展域或國原機關包括國摩勞 

工組織在内，提供按術及財政上之協助，共同研究

la T/927o
T/984 and Add.l,T/985o



本案拥求解決問題與實施之辦法。該委員會並將擬 

定提高移徙勞工所來自各農村經濟社會水準之政策

時所應充分考慮各點， 膽列。

此外，委員會認爲尙應進一步採取措施，在移 

徙勞工旅途及受雇期間，施以保護。故其決定幾項 

絡論，促請各政府以單獨、雙邊或展域集體之力式， 

f i 移徙工人之問題，不斷詳加研究，以期就勞工移 

徙間题，作適當之規定，並爲移徙工人及其家屬， 

訂立周詳條例予以保護，不識其所涉工人係在原地 

招募或在別處訂約而来，或自至受雇地應募者。所 

及問題應有關於工人旅途福利、工人受雇前後體格 

檢査、適當工資及工作條件、工人福利事業、工人 

腫濟家用條例、節儲薪金及遺送回籍等等之辦 

法0

委員會認爲對於移徙勞工中不受及不易控制者 

之特殊問題，應以單獨、雙邊或廣域集體之方式予 

以考慮，以便逐漸加以限制 ; 但同時對這輩工人，也 

應就事實許可，于其與其他移徙勞工同樣之保護。 

決定政策應以 "工人之永久雇用除對工人本人、家 

摩或所在領土經濟不利者外，應使其就事實許可在 

受雇地或受雇地附近定居" 之原則爲大目標，政府 

力面應考慮到下列事項之是否適當：城市誰計及房 

崖計劃間題，繼續設法規定並保護工資問題，在適 

當情形下舉辦公共職介紹辦法間題，增辦職業訓 

練及技術訓練，包括舉徒制及見習訓線問題> 增加 

土著工人從事技術職業之機會問題，土著工人結社 

及參加合法工會活動之充分權利與自由問題；繼續 

推行; n人及其家屬之福利措施問題 ; 推廣合作事業， 

創立社會安全制度，以及促進永久安家之辦法等問 

題。

委員會建譲國際勞工維織之理事院研究能否將 

其関於移徒工人在旅途及受雇期間保譲間題之結論 

提交國際勞工會譲之今後届會以期對該一問題作成

建譲。

國際勞工組織理事院於一九五二年三月第——  

八盾會譲中，審譲該專家委員會之報吿書並作決譲 

加下：對於第一點（改善農村生活情形）授權幹事 

長將結論案文送達有闕各會員國政府及適當之國摩 

組織；對於第二點（移徙工人在旅途及受雇期閩之 

保護）則决定理事院在討論國際勞工會譲第三十七 

雇會譲 (一九五四年 )之譲程時，應繼續注意該一間 

題，同時又授權將委員會之結論，轉送各有關會員 

國政府及âE管理事會。

專家委員會對於土著工人破壞勞工契約予以刑 

事處分間題之報吿書中述及有關各國之現行法律及 

暂慣以及關於將来行動之建譲，在爲摘述於後。

( 一 )理事院應以文書送政有關各會員國家（a) 
請其注意一九三九年國際勞工組織關於刑事處分公 

約之規定，並請尙未批准該約之國家重新考慮能否 

在最短期間予以批准 ; （b )並請各國注意自一九三九 

年公約通週以来許多領土中之進步以及由此可見廢 

除刑事處分a 屬可行之事實 ; （C)往意委員會認爲此 

種刑事處分在道德上旣不應該，在實際上亦無效力， 

以及有種種有力理由應將此種處分立予普遍廢除之 

意見。

( 二)理事院應考慮能否在一九三九年公約中補 

列一項建譲，規定 (a )立卽取消對女工及其他某類工 

人，以及對某幾種破壞契約行爲之刑事性質處分，

( b ) 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取消一切刑 

事處分，( c )將在廢除刑事處分力面所得進展之報吿 

及统計定期送達國際勞工組織。

理事院於第一一八屆會譲審譲f t 項建議後授權 

幹事長將專家委員會之意見及其對績採行動之建譲 

送達各關係會員國政府及能管理事會。同時理事院 

決定在其將来封論第三十七屆國際勞工會譲議程之 

時仍應對士著工人破壞勞動契約予以刑事處分之問 

題再加注意。

託管理事會於第四五0 次會譲審関專家委員會 

報吿書並決譲將來擬具常年報吿書時計及專家委 

員會報吿書中之建譲。理事會並獲悉國際勞工組織 

助理幹事長之報吿，稱B 將第二組開於保譲移徙勞 

工問題之建譲列入國際勞工會譲第三十七屆會譲 

程。

三.託管領土農村經濟之發展

一•九五0 年十二月二日大會以決譲案四三八

( 五 )建譲，託管理事會就託管領土內土地利用、土 

地轉讓之現行政策、法律及習慣等項加以研览，同 

時並本憲章第七十六條I所載國際託管基本目的爲 

立場, 考慮土著居民當前及將来之需要，各該領土 

將來經濟之要求-以及土地轉讓與非土著居民而逢 

生之社會經濟影響。理事會遂於一九五一年三月十 

六日以決譲案三0 五 (八)說立農村經濟發展委員會 

進行此項研究，並於第九屆會審閱該委員會之第一 

次進度報告書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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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於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以決譲案五六一 

( 六 )表示獲悉理事會所採之行動，並建譲理事會考 

慮邀請適當專円機關，如糧食農業組織及國際勞工 

系f l織等協助研梵，如遇必要，並可邀請其他專家。

理事會旋以決譲案四二一 (十 )授權農村經濟發 

展委員會邀請專pg機關及其他專家貢獻意見參加研 

究。

該委員會於理事會第十一屆會時所送第二次進 

度報吿書I24中，列有管理當局所聽關於土地占有權、 

土地轉讓以及土地利用方法等之補充資料，以及腐 

書處就一般間題所擬之備忘錄。

委員會曾請秘書長請糧食農業紐織派一熟悉土 

地問題之專員協助草擬最後報吿，同時並要求秘書 

長請國際勞工航織、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及世 

界衞生組織考盧以何種方式協助委員會之間題、糧 

食農業組織遂自羅馬會所派員前来雜約 , 逗留兩月， 

委員會曾請其草擬報告書第一編之草稿，其中有土 

地祖借制度一般問題及情形之分析以及士地祖借制 

度與士地使用及土地利用的關係之分析。根據委員 

會在原则上通過之大綱I2®,最後報吿書之其餘部分 

應爲詳述各領土情形之第二編 j 及輩有委員會對一 

般目的及原則之結論的第三編，內附委員會對個别 

領土所認爲必須提出之結論及建譲。

唯因理事會第十一眉會會譲節目非常繁重，委 

員會發現無法召開會譲使該報告書大部分完成。

理事會於第四一三次會譲審閱了該委員會之第 

二次進度報告。

四.埃威族及多哥蘭之統一問題

分處法管多哥蘭、英管多哥蘭及黃金海岸殖民 

地與兩地接壤地帶之埃威族人民要求合併由一個當 

局統一管理，同時又有要求兩個能管領土整個併由 

一個當局管理，因而引起埃威族及多哥蘭之統一問 

題,這問題業經理事會數度討論並在過去各眉敎大 

會之報告書中，提及在案。

大會於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決譲案五五五 

( 六 ) 中，凿理事會在第八眉及第九眉會中所採行爵 

表示知悉以後，要求託管理事會加聚切實注意其關 

涉兩託管領土之各方面間題，派一特別視察團前往， 

或指命下次派赴各該領土之定期視察團，以充分時 

簡徹底研究此一間題）包括現擬誅立之聯合參譲會 

[ 作進行情形，並就研究結果向託管理事會提出詳

盡報告書，附列具體建譲j 其中應充分軒及關係人 

民之眞正願望與利卷；並同時箫託管理事會訓令派 

赴各該領土之視察團向理事會第十一屆會具報，以 

供審譲，而由託管理事會就此事所有各力面問題向 

大會第七屆會提出特別報告書:

理事會於第十屋會第三八八次會譲中討論大會 

決譲案j 當決定於討論一九五二年派遣西非視察圓 

辦法時一併前論。 關係管理當局曾在該次會中通知 

理事會稱：多哥蘭事務聯合參譲會在一九五二年七 

月底八月初以前尙難開始工作。理事會根據此項消 

息，及其他情報遂於第三八九次會譲通過決譲案，規 

定下次派往英管多哥蘭與法管多奇蘭兩託管領土之 

視察團應於八月間離開會所，俾能於一九五二年九 

月一日以前抵達託營領士，在該處逗留紙少一月之 

久；關於埃威族及多哥蘭統一問題之報吿應提達最 

遲於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七日舉行之託管理事會第十 

一 眉會第二期會譲備供審譲，

理事會對於埃威族及多哥蘭統一間題之特別報 

吿書將在第十一眉會第二期會譲通過後提付大會第 

七眉會。

五.理事會之一般工作程序

大會於一九五0 年十二月二日決譲案四三二

( 五）中）塵於託管理事會工作i f 多會期加長）認爲 

欲求理事會履行職責效率增加，似宜檢封理事會現 

行工作力法，爱建譲託管理事會參酌大會第五届會 

討論此事所提出之意見及建譲，檢討其一般工作程 

序。

理事會於第八及第九眉會中所採之行動B 栽上 
次報吿書m。至第三八七次會議，理事會決譲將本 

案再交一般工作程序委員會討論，同時並將該委員 

會之委員名額予以增設。至第三八八次會譲-理事 

會於第九届會所派伊拉克及美國代表之外，另派中 

國及法蘭西兩國代表爲該委員會委員。至第四一一 

次會譲，理事會决定將此一間題延至第十一屆會^再 

行討f t 。

理事會旋於第四一三次會譲，討論一般工作程 

序委員會報吿書127 )並通M 其對譲事規則第十九條 

及第四十一條所擬之修正案，卽訂明僅在選舉主席 

及副主席時，始屬必須採用無記名投票力式。理事會 

並通過對第三十九條之修正案一件，規定在舉行唱

^T/1004o
5 T/AC.36/L.46 and Corr.l。

] 2«A/1856 大會ib式紀錄3 第六辑會，補繊第四號第三至 
第四H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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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表決時 , 首先投票國家，應由主席抽戴決定1 該委 

員會對理事會蕭事规則第二十四、八十四、八十五、 

八十六、及九十各條均建譲修正，使與理事會第三 

九七次會譲所通過之請願書審査問題委員會之建譲 

一 致 理 事 會 對 第 二 十 四 V八十四、及八十五各條 

之修正案，均照原案通過，唯對第八十六及九十條 

之修正案，則會略加訂正。

一般工作程序委貴會同時討論到管理當局應該 

提出常年報吿書的日期間題，以及如何加以分配由 

理事會兩届常會審査的間題。

理事會經在第四一三次及第四五0 次會譲赂加 

討論之後 j 於第四五三次會譲中決定辦法，减輕理 

事會夏季屆會的繁重工作，同時使大部分管理當局 

提出報告書以及理事會與各代表研究報吿書的時間 

均較充裕。一九五0 年以前，向来均在越年一月之 

眉會中對論於十二月三十一日終了年度之常年報告 

書，而於越年六月之届會討îfe於六月三十日結束年 

度之常年報吿書。爲縮短常年報吿書所及時期結束 

至理事會開始討論之閩一段時間趣見，理事會曾於 

第九届會請管理當局I2»將其報告十二月三十一日結 

束年度之報吿書，提早提出俾能於次年六月之屆會 

予以討論；又將報吿六月三十日結束年度之報告書 

提早提出俾能於次年一月之眉會，予以前論。但多 

數理事感覺，經此工作程序變更之後，六月届會須 

裏審譲全體七個菲洲託管領土之報吿書，工作過於 

繁重）在時閩上對管理當局之草擬報告，與託管理 

事會之審査報吿，均嫌不足。故理事會決定除義管 

索馬利蘭及西薩摩亞之外，仍改回，制，根據下列 

次序審査各託管領土之報吿書：

冬季眉會：英管多哥蘭 

法管多哥蘭 

英管嘴麥龍 

法管嘴麥龍 

坦于伊勝 

盧安達-鳥陸提

夏季眉會：大平洋島嗅託管傲土 

西薩摩亞 

新嚴內亜 

那烏魯

義管索馬利蘭

根據此項決譲，理事會曾對議事规則第七十二 

條第二項通週修正案一件，該修正案係爲義管索馬

利蘭及西薩摩亜之常年報吿書而設—— 規定如得鬪 

係營理當局之同意，審査報吿書可在收到報吿書六 

星期以後之第一屆常會之前一屆會舉行。

理事會於第四五三次會譲決定所有因一般工作 

程序委鼻會之建譲，對議事規則而通攝之修正均應 

視爲暫行性質，應在第十二眉會中，再憑經驗予以考 

慮。理事會並請請願書常誰審査委員會對於有關請 

願書處理間題之暫行新議事規則有無效率一點，報 

吿該雇會譲1»»。

六 . 請Ï W 之審査

大會於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決譲案五五二 

( 六 ) 中，提及其一九五0 年十二月二日之决譲案四 

三五(五 ) ,建譲託管理事會考慮改善請願書審査程 

序之若干可能辦法。大會認爲託管理事會在其第八、 

九兩眉會譲時，雖a 將其審査請願書之程序，作有 

限之修改，但仍未訂定一種完全符合此項任務之重 

要性及託管領土居民利益之程序；又以理事會收到 

之請願書件數，每年俱有增加。

大會爱建譲理事會 (a ) 誅一請願書常該審查委 

員會無論在理事會屈會前後或屆會期閩遇必要時立 

卽舉行會譲；( b ) 擬訂一種程序，俾常截委員會於 

關係管理當局收到一件請願書後之指定時閩內對該 

件請願書作初步審査7 同時亦審査該管理當局自戴T 
或經常設委員會講求後就該件請願書提出之意見， 

或常設姿員會得自其他官力或負責力面且認爲有用 

之意見，並根據初步審査結果向理事會建譲對於每 

一請願書應採取之行動，大會又請理事會請管理當 

局每年提交特別報吿一種，專就理事會根據請願書 

審査結果提出之建譲事項，報吿該當局遵照實施情 

形，但理事會認爲並無報吿必要者，不在此限。

理事會於第三八七次會譲時，決議航織委員會 

審譲上列間題。 由比刺時、多明尼加共和國、泰國 

及美利堅合衆國等國代表擔任委鼻3 委員會在報告 

書中表示1S1理事會譲事規則第七十九條之規定殊爲 

廣泛，故使許多性質極不相同之来件，均一律當作 

請願書處理。委員會同意所有送致赫書長或理事會 

之来件> 凡涉及一個或數個託管領土之事件）國際 

託管制度之實施，理事會之活動，龄顯然無關重要 

者外，均爲理事會所關切，應儘速詳達各位理事。但 

據週去經驗，似不宜將此項来件;^ 不分輕重-  一律 

經過已往理事會及請願書間題專載委員會處理請願 

書之繁複程序。

1=»參閱下文第六節。 
決議案三四六（九)。

1»« 決議案四六七(十一)C 
T/L.243。



因之，委員會認爲所有提出請求控訴，或宪情 

而裏理事會採取行動之請願書）仍應照理事會原定 

程序予以審査，唯對於涉及a 請理事會注意並經其 

採取決定或作成建譲之一般間題之来件以及匿名之 

件，則應先照其他來件辦法予以分發，然後由一請願 

書常設審査委員會審査應否照原定程序予以審査。

爲使其他来件獲得理事會各理事所應有的注意 

起見，委員會認爲各該来件非因特別冗長，均應全 

文分發。同時並應由常誅委員會辨別輕重，決定何 

者應作請願書處理，如其認爲應作請願書處理時， 

卽應採取î i 常適用於請願書之程序《此外託管理事 

會理事亦均可任意主張某項来件，應作請願書處 

理。

該委員會然後提到視察151所收各項来件的處理 

間題，認爲當觸察團墓行某一領土時，可使該領土 

之個人及團體均有就該領土各項間題提出書面或口 

頭意見之機會。 ' 此固是宽集資料一種有效而有用的 

方法，.但是嚴格而論，是杏所有此類來件及備忘錄 

均屬請願書一點，委員會則表示懷疑。’提出此種文 

件者，希望視察團在草擬報吿書時：對其意見，加 

以注意，同時並希望理事會獲悉彼等之意見，但未 

必就希望理事會對所有来件都作請願書看待，準用 

處理請願書之辦法。故委員會建譲視察W所收之請 

願書以及可以如此辦理之其他来件，應照委員會對 

理事會所接請願書及来件所建譲之辦法，同樣處 

理。

委員會遂建議載立一請願書常設審査委真會由 

理事會在每一眉會結束時期，指派三個管理託管領 

土之會員國及三個不負管理責任之會員國組成，至 

下一眉會終了之時，任職期満。常敦委員會除在理 

事會届會期聞舉行會譲件，應於其認爲必裏時在休 

會斯間開會，通常應在每眉常會之前一個月左右舉 

行會譲 ,常設委員會應 (a )辨選各項原未作爲請願書 

分發之來件， ( b ) 會同有關管理當局代表/對管理 

當局a 行提出書面意見或管理當局收到該件距下屆 

常會a 有兩個月以上之來件，進行初步審査，特別 

應草擬向管理當局或其特派代表提出之問題；一方 

面着由秘書處進行研究，擬製工作文件，並着手必 

要之 »備工作，俾至理事會屆會期閩常誅委員會得 

在特派代表協助之下完成各請願書之審査，向理事 

會建譲對各請願書所應採之行動（C)於可能，時，對 

管理當局同意不必有特派代表在場而審査之各項肅 

願書，完成審査工作。委員會認爲此種虞理請願書 

之辨法是否較前確有相當改進, 須俟試辦之後方知^

故建譲理事會在下眉會譲根據請願書常設審査委貴 

會所得之經驗，再加討論。

理事會於第三九七次會譲討論該委員會之報吿 

書並接受其中所具之結論，決定誌立請願書常載審 

査委員會，派澳大利亞、中國、薩爾冗多、紐西蘭、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美利堅合衆國代表爲 

委員，至第十一眉會終了任満。理事會並決定將其 

接受請願書審査委員會建譲之後，理事會譲事規則 

有何必須修正之處間題，提交一般工作程序委員 

會並決定在通過必要之修正案前，暫停適用第 

九十條，卽规定由專説委員會審査請願書之一條。

七 .各視察團之組織及辦事方法

大會於一九玉二年一月十八日決譲案五五三 

( 六 ) 中，億及一九五0 年十二月二日決譲案四三四

( 五)並見及理事會在一九五一年組織東非觸察團時 

之若干情形，建譲理事會應重行審査視察闇組織及 

工作程序，在同時注意財政問題之情形下，設法增 

加視察團每次在各託管領士停留之時間，減少每一 

視察團所視察託管領士之數目，並使達到上稱雨項 

目的，而不液少視察各託管領土之次數。大會並重 

申各視察博 1 B 員宜儘量選派出鹿託管理事會之代表 

充任之旨，並建譲理事會遇不便選派託管理事會之 

代表時應考慮請非託管理事會理事國之聯合國會員 

國推舉合格人選。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七日經濟®社會理事會於 

決譲案三八五E (十三）中，認爲爲促進託管領士婦 

女地位之進展起見，似宜由婦女界分負視察團之責 

任，故請會員國提名並請託管理事會考慮猜派婦女 

擔任視察團圓員。

除上列兩決譲案外）理事會並有一九五一年東 

非託管領土視察H 對於視察團艇織及辦事方法之特 

別報吿書1®=*。至第三八八次會譲，理事會决譲由澳 

大利亞、多明尼加共和國、泰國及英聯王國等國代表 

組成委員會，審譲一切有閩事項。

該委員會因得過去擔任視察團團長、團員及曾 

經服務視察團之秘書處人員發表意見，故在其報告 

書m 中獲得一項結論，卽在一託管領土中所費時間 

之久暫，並不足以決定其視察之價値，問題在所費 

之時圓，應作有效利用；.委員會維調凿於視察團之 

進行路錢及工作程序^ 必須以最審愼之態度予以策

I82參閱_h文第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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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o . 並認爲在適當情形下說法將視 察 ®分組出巡實 

爲增加所費時間效率的有用方法，至於減少每一視 

察闇所視察託管領士之數目一點，委員會認爲視察 

團如能比較各託管倾± 之情形、進展及措施，實爲 

一項最有價値之經驗。該報告書雅調各視察團M 員 

宜儘量選派原來出席託管理事會各代表圃之人員充 

任，但認爲如遇例外情形，不能全部從此等代表闇 

人員中選派時，卽應考慮大會所建譲之辦法。委員 

會認爲目前對每一託管領土隔三年視察一次之辦 

法，並無不甚適當之處。至於由婦女參加視察團工 

作一點， 委員會認爲理事會可以採取的行動，大體 

而言，是在理事國政府提名以後指派婦女爲視察博1 
圓員，相信被邀派遣代表參加視察團的理事國，必 

能計及經濟® ff±會理事會之決譲案。委員會認爲在 

可能情形下，視察圓之指涙應在理事會審査擬行視 

察之有關託管領土常年報吿書及請願書之前，因爲 

如此做法，則理事會之前論卽可爲視察團囊備工作 

之開端。

理事會於第四 0 九次會譲通過該委員會報吿 

書，並決定 1®*̂於囊劃以後託管領土之視察時7 應顧 

及大會決譲案五五三 ( 六 ) ，經濟®社會理事會決譲 

案三八五 E  ( 十三）及一九五一年東非託管領土視察 

圃特別報吿書中所提出之原則，以及該委員會對於 

各該原别所表示之意見。

八.託管領土土著居民參與 

託管理事會工件問題

大會於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決譲案玉五四 

( 六 ) 中，列舉能管領土土著居民應該直接參與聯合 

國及其專門機關工作之若干考慮後，請託管理事會 

研究可否使託管領土居民參與理事會工作情形，較 

前更形密切，並將對此間題研究之結果^ 向大會第 

七届會具報。

理事會經於第三八九次及第四 0 八次會議» 本 

案作初步審譲之後，決定組織一個六國委員會研究 

本案並向理事會第十一眉會提出報吿。至第四0 九 

次會譲，理事會派薩爾冗多、法蘭西、伊拉克、泰 

國、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代表爲該委真會委員。 

至第四一四次會譲又派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以接替 

辭職之伊拉克代表。

該委員會在其報吿書中1= % 建議理事會通過決 

議案，表示希望管理當局能同意使合格之託管領土

土著居民以擔任代表團團員或其他適當力式，參與 

理事會工作，理事會於第四五四次會譲通過該委員 

會所建譲之決譲案

九.在各詳管領土內傳播關於聯合國及國際 

託管制度情報之間題

大會於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決譲案五五六 

(六 )中，建議各託管债土之管理當局採取一切適當 

步驟，在居民聞及學校中j 傳佑關於聯合國，尤其 

國際託管制度之情報，並將其所採步驟向越書長詳 

細具報。

理事會於第三八七次至第三八九次會議中財論 

本案，並於最後一次會譲中，通 過 決 譲 案 重 申  

其骨請祥書長與各營理當局合作^ 務向各託管領士 

居民源源供應此種適當情報之決譲案三六(三 )，並 

請秘書長協同各管理當局實施大會決譲案五五六 

(六 )，供應關於聯合國尤其國際託管制度之適當情 

報，並在託管顔士居民及學校中繼續努力傅播此#
m m .

至第十一届會J 理事會接猿藤書長閩於其本人 

及各管理當局自第八屆會以来，根據決譲案三六

(三 )所採行動之進程報吿經於第四五四次會譲  

予以審閱。

十.託管領土之敎育進展

大會於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決譲素五五七

(六 )中，請聯合國各會員國准許託管領士之合格學 

生請領各種獎學金、研究補助金及見習補助金> 並 

將其公私機構所設獎學金、研究補助金及見習補助 

金可供此類申請之情形通知託管理事會；並請託管 

理事會轉請秘書長參酌技術協助擴大力案之計劃及 

技術協助管理處之機構，訂立必要辦法以確保所有 

此類補助之有效管理。此外該決議案並請託管理事 

會轉請有關管理當局按照待訂辦法，蓮用此類獎學 

金、研究補助金及見習補助金^並各在其託管領土內 

將此類獎學金、研究補助金及見暂補助金之群細情 

形^公告周知，同時並講聯合國教育刹學文化組織 

儘量協助實施本決譲案。

理事會於第三八八次會譲要求秘書長在該屆會 

中，提出報吿書一件，擬具辦法以確保所有供託管

' 決議案四二七(十)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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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士居民請領之獎學金、研究補助金及見習補助金 

之有效管理。

雜書長在其報吿書中表示將此新訂計劃 3 與 

原有計劃合而爲一似不合於實際，主要因爲後者係 

根據地域之需要及决定予以資助之人選而提供其所 

需之教育資勒，不在爲,此種研究補助金名額選人補 

缺,而旦魚洽截資助金名額然後選人請領所應有之 

行政説施，與目前a 有者，完全不同，故在行政人 

員及資財力面均應另有增加，秘書長考慮使所譲計 

劃有效施行所必須額到之若干條件後建譲：

( « )應建譲各會員國在考慮提供該大會決譲案 

所指之資助時，應對下述一點作有利之考慮：卽在 

提出資助時宜對値受人在研究期間之旅《生活費以 

及選擇及照顧有所規定3

(h) 提供此項資助之會員國應將其所供名額連 

同一切細則遗知秘書長轉遞管理當局以使其考慮行 

動，一力面轉達託管理事會供其參考。

凡保送應徵人之管理當局應將關於該應徵 

人之一切必要情報，於必要時並將關於補充經濟支 

助之情形，送致秘書長，然後由秘書長分送提供此 

項資助之會員國及託管理事會。

id) 提供資助之會員國應就保送人員中進行選 

m>並應於與有關管理當局辨完手續後，通知祐書 

長轉吿託管理事會備案。

線書長並建譲與文教組織商定辦法將根據上述 

大會決譲案所提供之資助情形，載入其定期刊物"留

學指導 (Study Abroad)中"。

理事會於第四一0 次會譲通過祐書長報告書， 

腐書長遂於一九五0 年四月十七日將此項報告書分 

送各聯合國會員國。

其後，秘書長又向託管理事會報吿目前接到通 

知，願意提供獎學金及研究補助金者a 有二起1«。一 

爲南斯拉夫政府，一爲印度政府。歸書長a 將此兩 

起獎學金情形，通知各託管領土管理當局。

南斯拉夫對非洲託管領士學生誰置研究補勒金 

及獎學金各五名。其獎學金係供在伯爾格来得、製格 

刺、琉布職那大學學習醫藥、物理、化學及藝術等科 

及在伯爾格来得大學學習地質、鎭務等科而誅3 研 

究補助金係爲對社會醫藥、衞生、森林、住屋、礦務、 

冶金各科作專巧訓練而說，專給a 有大學及專門學 

校訓練之人j 領受研究金期限則據該項專訓練所

需之時斯而定）通常爲六個月圭一年。懷受人自開 

羅、亞力山大、飢撤白雷加至伯爾格来得、黎格刺、或 

琉布騰那之来回旅費由南斯拉夫政府供給。

印度政府則給獎學金四名。其中一名給坦于伊 

嘴籍之非洲人，另一名給盧安達鳥隨提之非洲人，第 

三名由義營索馬利蘭之非洲學生優先請領，各該獎 

學金之條件與印度政府文化獎學金計割中給予æ 非 

各國學生者相同，領受人除領人顔補助金、學費及 

考試費外月得羅比二百元。其後緣書長又健悉印度 

政府業a 接獲多哥蘭聯合大會爲英營多哥蘭某學生 

申請第四名獎學金名額之申請書一件，當由秘書長 

通知該託管値士之管理當局。

理事會於第K 五 0 次會譲閱悉秘書長之報告

書。

十一 .託管理事會報吿書

T/974o 
W  T/1024o

大會於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決譲案五五九

( 六 ) 中，表示閱悉託管理事會第三特別屆會、第八 

及第九眉會之報吿書，並建譲託管理事會在其嗣後 

眉會中審譲大會第六屆會討論理事會報告書時所作 

之評論及建譲，包括第四委員會對各種特定託營間 

題所作之討論，以期促使此頻問題迅速解決。

理事會於第三八八次會譲閱悉上述決譲案並決 

定在討論有關間题時計及大會所作之評論及建譲。

十二.大會及託管理事會所通過有關 

託管領土之決議案實施情形

大會於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決譲案五六0
( 六)中認爲在若干力面託管理事會及大會所通過適 

用於託管領土之建譲及決譲案，仍有尙未實行之處， 

又認爲託管理事會a 柱所採之行動，尙未實現大會 

決譲案四三三 ( 五）第一段( d ) 所表示之願望，故希 

望尙未實行所有J .述建譲及決譲案之管理當局儘速 

將各該建譲及決譲案付諸實施，並向託管理事會通 

知其在此力面所已採或擬採之步驟；並請託管理事 

會視必裏將其關於管理當局所採行動之結論及其就 

此類結論認爲應行採取之措施，逐項列入其向大會 

提出之報吿書。

理事會於第三八八次會議，決定將此類結論 

列入其向大會提出之報吿書J 並令其各常年報告書 

之起草委員會於草擬報吿時計及此項決定。

決議案四二二 (+ )o



第

託管領士現狀

第 一 章  

组千伊嘴

一 . 總論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地勢與人口

坦干伊膝位於赤道之南，居中非各大湖與印度 

洋之間，面積約三六二，六八八力哩，其中水面估 

二0 ,  0 0 0 力哩1 該領土因爲用水供應不足的地 

展很廣或有毒《爲害，故大部分人煙稀少。

中原的大部分從五月至十月是漫長的旱季，力H 
以總雨量稀少不定，對於農業發展阻礙極大。

據行政當局一九五一年年底的諶愼估許，人口 

許有非洲籍七，七0 0 ,  0 0 0 人^亞洲籍七一 

0 0 , 歐 洲 籍 六 ，0 0 0 人；一九四八年人口普 

査時j 計非洲籍七，三三二，五三九人，亞洲籍五 

九，玉一二人,及歐洲籍一六，0 四五人出生死 

亡的厳遣登記僅適用於非土著居民C

~■般意見

據…九五一年八月及九月觸察該懷土的視察團 

報吿，自上次一九四八年視察團視察以来，發展計 

劃的實施極爲迅速。該團論及許多部門有相當成就， 

同時指出進步的速率與範圍各部門相差很大3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一般意見

美利堅合衆國、中國、細西蘭、法蘭西、比利 

時、薩爾冗多、多明尼加共和國及伊拉克代表對坦 

干伊略總督發表陳述及列席理事會表示謝意。

細西蘭代表認爲在所檢討的年度內，該懷土許 

多方面顯然續有進步，並讚揚管理當局在促使坦干

伊嘴達到託管制度所定最後目標的艱R«要任務方 

面所獲得的成績。

法國代表說各部門都有大的》革，重要的試驗 

正在辦理，其他亦經宣布於最短期閩舉辦。

比利時代表注意到該懷士歐洲人爲數極少的J 
而在提高非洲人的知識水準以及促進非洲社會的經 

濟、政治發展力面有重大的貢獻j 深感滿意。

薩爾冗多代表認爲該領士在達到自治的最後目 

的方面有顯著的進步。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就管理當 

局常年報吿書及視察團報吿書的資料分析起来，得 

到這個結論：管理當局並非正在履行依照憲章及託 

管協定所負的義務，並未採取必要的措施，以實現 

國原託管制度的基本目標。

管理當局的特派代表說理事會全體理事，除一 

位理事外，都承認領土各方面都有進步，並承認尙 

有仍待克服的困難。

視察圓報吿書

中國代表認爲視察團報吿書十分得當，他完 

全赞同其中的意見與結論，他建譲理事會批准該報 

吿書的全部。

細西蘭代表認爲視察團報吿書十分得當j 對該 

懷土的特徵與問題有詳盡的研究，並爲該懷土謀福 

利謀發展，提出了許多有用的建議。他促請理事會 

批淮視察團的建譲及意見。

薩爾冗多代表盛讚視察團的報吿書，他認爲該 

報吿書備載寶貴而完備的資料，編製力式又十分扼 

要精采，實爲一個精良的工作文件。

T/946o



二，政治進展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般情况

營理當局說政治發展的主要工作在培養與棺導 

民衆慢慢覺醒的政治意識，因此，該當局的努力主 

要在建立辕全、有效率的民主地方政府制度。

在所檢討的年度中，由立法會譲南位官力譲真 

及全體非官力譲員粗成的憲政促進委員會曾提出一 

致通過的報吿書一件，就中央、展域及地力各級政

建譲重要組織上的改革。該報告書於一九五一 

年八月奥 '總督及殖民部大臣的意見合併發表。

一九五一年視察團於其報告書中稱，殖民部大 

臣是時對委員會的各項建譲保留最後意見，無論如 

何，此等建譲縱經批准，其中許多建譲的實施須視 

該領土以外方面指派的專員所作進一步調査的結果 

而定。接着, 管理當局宣稱這個專員業經指派，正 

在從事審査闘於地方政府的各項建譲，道是他的第 

一步工作。

委員會唐譲及政治力面其他發展的詳情見下

文

視察團於總評政洽發展時說：在自治或獨立的 

^ 後目標實現以前，尙須完成相當百大的進步，而 

啓後坦干伊嘴全體居民的領土意識或爲在這力面須 

待採取的最重要步驟。爲達此目的，視察團認爲管 

理當局應扶殖非洲人的政治團體，尤其是在部族區 

域工作的政治團體並應啓發領士意識，使不局限 

於純粹的地方或it廣利益。

管理當局在對其視察團報告書的評論中說：當 

眉曾竭盡一切努力擴大人民的眼光，鼓勵部落單位 

歸併聯合卽爲這力面的重要步驟，

若干有知識的非洲人控斬移民f±展要求領土居 

民所有的一切特權，但保留原籍國的國籍及其他利 

盤a 視察團提到這個控餅時，認爲改正這種情形，可 

在領土法律中制定坦干伊唁公民身分，凡眞正久住 

於該領士的人，不論其原籍或國籍如何，一律適用。 

視察圓深信領土政府及各社展採取初步步驟，以蘇 

除目前完全以社嚴爲對象的發S 方式的時候到了。

管理當局能它正在考慮關於公民身分的建譲。 

管理當局贊同視察團的意見，卽凡居住該領土的人 

都應視爲憲章所謂的居民，但管理當局必須十分重 

觸，必要時並特別保譲非洲籍人民的利益。

理事會於第十一屆會涯過下述建譲：

理事會體念各族居民亟需後揚領士意識，核准 

管理當局歸併聯合部落單位的努力，並贊同視察團 

的建譲，卽管理當局應考盧於領土法律中制定坦干 

伊嘴公民地位，凡翼正居住該領土的人■>不論其原 

籍或國籍如何，一律適用。

行政及立法機關

行政權力屬於總督，代表英皇;主要政策事項的 

處理，總督須受殖民部大臣的指揮。凡依法應由 

督在行政會譲中處理的事項以及總督認爲應發交行 

政會譲的事項，均由行政會譲向總督提供意見。總 

督制定法津，須徵詢指派的立法會譲的意見，放得 

其同意，總督得同意、否決立法會譲通過的法案，或 

S惠候英皇諭決。' 總督奉殖民部大臣之命，得撤館法 

♦的全部或一部

本報吿書所述期閩開始時，行政會譲由高級政 

府官吏八人及指派的非官方委員四人組成，非官方 

委員中歐洲籍三人，印度籍一人C

立法會譲由總督指定的官方譲員十五人及指定 

的非官方譲員十四人組成，以總督爲主席；非官方 

譲員中非洲籍四人、亞洲籍三人，歐洲籍七人3

託管理事會曾表示繼續注意增加土著居民參加 

該領土行政立法機關及採行選舉制度的事情。一九 

四八年的視察團亦提出這個意見3

憲政促進委員會報吿書栽有關於行政及立法會 

譲組成的建譲：行政會譲方面，委員會建譲應考慮 

指派非籍委員一人。總督業a 接受這個建譲  ̂ 一九 

五一•年非官方委員人數& 增加二人，其中一人爲非 

洲籍。託管理事會第九届會於欣悉指派非洲籍人士 

一•人爲行政會譲委員的創舉時<> 表示希望由委員會 

報吿書而起的非洲人參加行政會譲的人數將再予增 

加[。

一九五一年視察團也表示希望管理當局記取加 

派非洲人爲行政會議委員的必襄3
管理當局於評論這個意見時建譲：非洲人擔負 

政治責任的訓練應首先於地方政府及中夹立法會譲 

中實行，較爲適當行政會譲委員一職主要的資格 

就是裏有知識與經驗。

鬪於立法會譲，憲政促進委員會的主要建譲爲 

立法會議應大爲廣充，於擴大的立法會譲獲有經驗 

之前，官力譲員估多數的情形應予維持，非官力譲 

員的鹿位應由三大族平均分配。該委員會建譲立法



會譲的委員應爲總督、官方譲員二十一人、非官方 

譲員二十一人（非洲籍七人、亟洲籍七人及歐洲籍 

七人該委員會解释說 t  "發現以人數、經濟利益 

及政治曆練爲準則来審核三大種族分配代表的要 

求，實不可能它所以建譲代表人數卒均分配是由 

於 "現有需要，消除猜疑的情緒奥缺乏互信的情形 

並爲將來的政治發展奠定穩固的基礙

立法會譲代表由選舉産生的原则曾輕委員會接 

受，但 D々何實施並無具體建譲。委員會認爲改革立法 

會譲以選舉方式逢生代表的辦法應於新地方政府成 

立後三年內實行0 委員會提譲該會關於立法會譲連 

同選舉H 劃囊備事宜的建譲的詳細實施辦法應由一 

特設委員會研究。總督食吿知視察團：他認爲這種 

研究亦應由上面提到的專員擔任。

總督與殖民部大臣同意新立法會譲的成立應以 

原則J 批准委員會建譲之日起五年內實现爲目標。

視察團於委員會報告書公布時正在坦千伊瞎， 

曾接到亟洲籍社K 各代表請願書一件》 並曾和他 

們舉行會譲數次。據視察團報吿，亜洲籍社區團體對 

委員會的各項建譲甚表贊成，就其他社展團體看来， 

該社廣爲各該建譲的主裏受惠者。亜洲人協會也主 

張卽剑採用非洲籍以外各社嚴的 "共同名單",並最 

後採用所有社K 通用的 "共同名單"。

視察團收到非籍人民請願書十二件其中除 

其他事項外^要求加多立法會譲及其他政府機關的 

非籍代表人數 , 若干請願書則雄調選舉代表的必要。 

據該圃報吿，部族非洲人對委員會的建譲甚少評論 

但該團收到請願書數件J 並曾聽取坦干伊勝非洲人 

協會總部及各支部發言人的意見，該團認爲該協會 

足以代表非籍知識分子的意見，該協會各發言人聲 

稱立法會譲應於最近的將来由總督、官方譲員十八 

K)各書選舉的非官方譲員非洲籍九人^非非洲籍 

七人：> 及 由 Dar-es-Salaam與 T a n ga雨地不分種族 

選出的代表二人艇成。他們雜然不满意所提非籍非 

官方譲鹿的比額，但若能使他們相信平均分配不過 

是臨時的辦法，項y他們並不完全拒絕接受委員會的 

建譲。

視察圓稱歐籍社區人民對報吿書表示意見，最 

爲熱烈，除若干例外，都不表示好感。姐干伊勝歐洲

T/Pet.2/116o
145 T /P et.2 /103 , 106, 1 0 8 127^130^ 134j 138j  140, 

143, 149^ 154。託管理事會就請願書 T /P et.2 /I08，ll6_* 
127, 1 3 4及 I5 4所採行動_ > 分別參閱決■ 案® 七一 
(十一)_»四七三(十 四 七 七 (十一)J>四八o ( 十一) ；> 
及四八八(+-*)。

人會議自稱代表該領土所有非官力歐洲籍人民，其

職員向視察圓表示除歐籍及亞籍非官力譲員採行選 

舉制度一點外，截烈反對委員會的建譲3

視察團雜然注意到關於報吿書的奥論大部分前 

論三大社展代表人數均等的建譲，而認爲維持官方 

譲員佔大多數的間題亦很重要，這兩個間題應同時 

参幽考慮0 以非官力多數代替目前官力多數的主要 

步驟，應等到非籍社廣的政治歷練達到與該社碼在 

全領土人口所處地位相當時才可實施，旦在較目前 

更富代表性的立法機関可能成立以前，管理當局應 

繼續直接摄制立法。在這種情形下，視察團認爲在 

最近的將來立法會譲代表比例間題不復同等重要。 

視察團希望胳来能夠造成一種情勢^使各政治團體 

的成立以社會及經濟間題爲基確> 而不以種族爲某 

礎，並顧及憲政促進委員會一致核准平均分配計劃， 

故覺得委員會建譲立法會譲三大種族代表人數均等 

一點，實爲一個有用的過渡辦法，雖然，代表人數 

询等原則究不是満意的治本辦法。

視察團希望擬譲中的新立法會譲行使® 權後， 

不久卽可造成一種情勢3 放棄社展代表制。該團相 

信具有適當限制的共同選舉名單可爲由所擬制度達 

到更富代表性制度的橋梁；每一紙展的重裏部分a  
贊成這個意見。

改革的原則問題一經決定公布，視察團懷疑把 

改革的實施延遲五年是杏得當，是否可行。立法會 

譲歐洲籍及亞洲籍譲員的選舉似可幾乎立卽進行， 

而非洲籍譲員在該社區選舉制度樹立以前則可繼績 

指派，這種辦法較長期延遲各項建譲中任何一項的 

實施爲可取。

視察團和一九ra八年視察團一様，並曾評論立 

法會議株用斯冗希利（Swahili)語問題，並懷疑指派 

非官員爲立法會譲官方譲員的建譲是否妥當0

管理當局宣稱該當局動於立法會譲的雜成間題 

與視察圓的意見主要相同，尤其同意視察團對立法 

會譲非官力譲員問題的觀點。

關於採用斯冗希利語問題，管理當局稱:採用此 

種語言爲立法會譲的正式語言曾引起激烈的反對， 

但希望能於需要時J 至少暫時採用。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通知理事會第十一屆會英皇 

陸下政府已接受憲政促進委員會的建譲J 將立法會 

譲非官方譲席由三大種族平均分配。亞洲籍居民組 

成數個不同的ffct展，亞洲籍譲員應儘可能代表該種 

族的一切居民及各方利益，但達此目的方法須等到



特派專員提出報吿時再定，該專員現正研究實現委 

員會建譲的詳細辨法。關於立法會譲官力譲員應仍 

估大多數的建譲亦經接受。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憲於在該領土的政治發展力面，f fi展利 

翁應次於該領土藥個的利益， ( a ) 認爲憲政促進委 

員會建譲三大種族在立法會譲的代表人數均等雜爲 

有益的過渡辦法，但究非滿意的治本辦法；（b ) 廳 

於視察團對於立法改革的實施延遲五年是杏得當可 

行表示懷疑，深望新政洽制度的通盤發展， 從速推 

進，縮短這個延遲的期間，並建譲營理當局考盧採 

用具有適當限制的共同選舉名單，作爲由所擬社调 

代表制度進到更富代表性制度的一種可能的橋梁。

理事會獲悉總督業已接受憲政促進委員會閩於 

行政會譲非籍委員的建譲，頗感滿意^ 特表示希望 

管理當局考盧儘早再增加非籍委員名額。

省、及I區域組纖

該領土在行政上分爲八省，每省載一者行政長 

官，綜理該書的行政事務，向總統負責。八省共分 

五十五縣  ̂ 一九五0 年則分五十® 縣，每縣設縣長 

一K ,向洛行政長官負責。

一九四九年湖治省成立省議會， 爲該領土全境 

各省這種譲會的第一個。該譲會的紐成是由翁行政 

長官擔任主席，另有官方譲員九人，非官方譲員非 

洲籍五人、亞洲籍二人及歐洲籍二人。該譲會的職 

權主襄的爲諮詢與審査，但有權控制農業、森林、省 

行政》毒繩淸除、獸醫業務及省開發許劃等力面的 

省預算分配3 — 九五0 年南高原省也成立類似的譲 

會, 職權限爲識詢及審査。

理事會前曾對省議會的發展表示满意，並建議 

各該譲會的非籍譲員應逐漸樓加，道也是一九因八 

年視察團的意見。託管理事會第九届會獲悉其他譲 

會業予緩說，待憲政促進委員會闕於展域組織最安 

當形式的建譲核准後再譲，託管理事會於是表示希 

望從速決定展域譲會的地理基礎，繼績成立其他譲 

會。

委員會於其報告書中建譲設置愿域行政機關， 

將中央政府許多行政事務分交各展域行政機開辦 

理^ 並認爲現在的省廣遺不夠大， 不足以支持這種 

載權移轉所引起的人力物力財力的負擔。委員會建 

譲該領土應分爲若干展域，各展域當局確切權限的 

授予應爲此後研前的題目。

姜員會又建議展域行政機關應輔以廣域譲會， 

該譲會的組成應能代表各種族，有權表決廣域預算 

而控制經費，有權控制區域政策，並有質詢及批評 

的一般權力。於特定期閩内，區域議會的官方譲員 

應佔多數^ 非官方譲員則首先由展域以下的行政展 

割以提名力式産生，以後則由選舉產生。種族選派 

代表的某準隨展域而異但可仿照現行省譲會的範 

式，而酌爲變通，以適應各該展域的實際需裏。

委員會建譲廣域以下的行政區劃不應爲目前的 

縣，而應爲較大的展域，置有人數較多人才較全的 

辦事人員，可名之爲郡。

一九五一年視察團說，總督與殖民部大臣曾就 

觀察所得'對委員會開於展域行政的建譲不經最愼 

重的考盧而邀钟諧實施是杏妥適間题，表示懷疑。

視察團認爲展域組織的前途在這嚷日持久的研 

究調査:r作正在進行的時候，不應停潘不前，而應 

採取特別措施把它改進，並認爲管理當局應迅卽制 

定地力與全領土兩級政府之間的政府機闕的政策。

管理當局随卽宣稱專員的調査將於一九五二年 

初開始，關於應採的政策，當彈精鶴力儘早獲得最 

後的結論。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通過下述建譲：

理事會念及管理當局在地方與全領土南級政麻 

之閩制定政府機關的政策應迅卽實施，並計及總督 

曾謂展域行政機關的建立或須延緩，但達成分權的 

各項建譲則正在考慮之中，特襄求管理當局將考盧 

結果詳細栽入下年度報吿。

地方政府制度

該領土地方政府機關計有城市的和鄉村的兩 

種 J 卽鎭當局與土著當局a 該領土共有三十個鎭當 

房，Dar-es-Salaam有一個市譲會_>其委員人數參差 

不 一 常 由 縣 長 、估多數的官方委員及若干猎派的 

非官力委員組成，而以縣長爲主席《管理當局於其 

一九五一年度報吿書中說非洲籍非官力代表人數不 

斷有增加。此外在許多城鎭中 , 非洲人的意見■^藉 

保譲會而達鎭行政機關。在 Dar-es-Salaam市譲會及 

Tanga鎭當局行政機構中 , 非官方委員估大多數，三 

大種族的代表人數约等。一九五一年的視察團收到 

一件請願書請求培加非洲人在各市政府的代表C 
鎭當局的經費除Dar-es-Salaam外_>全由中夹政府資 

助。



閩於城市的地力政府，憲政促進委員會建譲主 

要鎭譲會應成爲自治團體，應有制定規章之權，並應 

准在財政上自立。所有鎭譲會的官方譲員應逐漸减 

少，以保爲單位選舉非種族代表的制度應予採用。視 

察圃表示贊同這些建譲。

理事會第九屆會在一個建譲中，表示希望市議 

會能夠多多增設，藉以促進更富代表形式的政府的 

長成。管理當局於其一九五一年度常年報吿書中評 

論這個建譲時說：該當局十分重視市譲會及其他自 

洽的地方政庇機關的發展，T a n g a正向達到完全都 

市地位之途邁進. 對其他主要城鎭給卞自治地位亦 

正積極考慮。

土著當局T 之非洲地力政府制度於下一分節加 

以說明。

憲政促進委員會建譲於該領土全部創説郡譲 

會，爲地方政府的最大單位3 這些議會起初僅控制 

顯然影響一切種族的事項，如道路、渡船及橋梁的 

保護、市場的設立與管理、天然資源與衞生事務的 

保持。它們亦可斜論其他地力事務3

委員會建譲經費来源應爲中夹政府的資助金、 

對土著當局及鎭當局的徵款、及向鄉村展域非土著 

居民徵收的税。郡議會通常應以非官方代表估多數， 

一切種族應均有代表。譲員起初應由指派産生，但 

第一年後每年應可能以選舉方式更替三分之一的譲 

員，其中有的譲員由各地调選民選出，有的譲員則 

由土著當局及鎭當局遠定。但委員會建譲：這些當 

局應繼續對中央政府負貴，不應對郡譲會負責，惟 

中央政府授權郡譲會掌管的職務不在此狠。

委員會認爲這些譲會的創設應爲實施所擬改革 

的第一步。總督在原則丄接受這個建譲，曾通知視 

察團當儘速實施，並謂希望各譲會可於一年內開始 

工作。

依視察團看来，計譲中郡譲會的職務，至少如 

本報吿書所舉的，決非範圍廣大。關於代表間題，視 

察團推測可能除了非非洲籍居民特別衆多的幾個區 

域外，郡譲會的非官力譲員大多數當爲非洲人，卽 

使在那些例外的廣域，非洲籍代表至少可與任何非 

非洲人社展所得的代表人數相等。

管理當局於評論視察團報吿書時J 又諾言各項 

建譲的實施當儘速進行。

理事會第十一屆會通過下述緒論：

理事會獲悉行政當局關於地方政府制度政策的 

下述各點，頗爲注意：( a ) 郡譲會將儘早成立，各

種族均有代表，通常非官方譲員估多數；（b ) 重視 

城市地方機關的發展，各該機開亦以各種族均有代 

表爲原則；（三)郡譲會及一切其他城市地方機闘儘 

早採用選舉制度。

非洲地方政府

該領土非洲藉人口的雜大多數受治於叩^接行 

政 " 制度，在這個制度之下，地力事務的處理操於 

土著當盾之手。這些土著當局除若干廣域外，都是 

傅統部落制度下人民的世襲統治者或半世襲统治 

者。這些當局的行政、立法、司法權限及其組成，託 

管理事會二次報吿書中曾予說明。土著當局受中夹 

政府節制_^中夹政府經由省行政當局指揮之

該領土的四三五個士著當局爲了財政的目的合 

組五十七個土著金庫，一九五一年度歲入總額估計 

爲八三二，七二四英錄，歲出爲九四九3 八K一英 

镑。四四三jO八三英镑用於部族行政，一0 八，八 

0 四英镑用於衞生事務，一五三j 九九三英镑用於 

教育> 八七，七三0 英镑用於農業及獸醫，四五,o 
二八英錄用於舆辦水利，其錄用於森林、道路、橋 

棟、淸除毒繩及一般事務。

一九五一年年底上述各金庫結餘總顔估計爲六 

四八，一二0 英镑，现正爲各土著當局另立開發預 

算，這些預算的一部分經費將由最近成立的地方當 

局借貸某金所借的款項驚充。

管理當局宣布的政策是改革並發展傅統的部落 

組織，使與現代觀念的地方政府符合。一九PÎ五年 

以来縣譲會的成立，以及在各土著當局的轄廣内下 

級分展譲會、區譲會及會長會譲的成立，是道力面 

的主要發展。縣譲會的成立（Sukuraaland譲會管轄 

五縣，人口一Ff萬在許多情形下都是不相聯繁的 

部落單位的聯合或合併。

管理當局宣稱這些譲會的設立範圍及其組成與 

權限，須視各部族社廣所達彼此懸妹的發展階段而 

定 因 此 ，各譲會的形式並無一定的標準，但一個 

典型的譲會是由下述人員組成：士著當局，如爲縣 

分，則爲各土著當局，分廣的次級會長，由人民投 

票、口頭表決或公共前論選舉的或選擇的若干平民， 

以及若干指派的譲員（在檢討的本年推選a 開始代 

替棺派辦法，O iagga部落曾舉行選舉)。

在比較落後的展域，這些譲會或僅是誦F詢性質 

的。在比較前進的廣域，它們a 自士著當局取得地 

方立法的權力 , 並開始控制最近行政J：的疆展事項， 

爲社會服務及經濟工作。同時，管理當局正努力將 

土著當局的司法載務移交有給的法官。



託管理，會繼績注意现代民主地方政府制度的 

採用 > 理事會第九屆會一方面對發展的一般情形認 

爲滿意，同時建譲管理當局應向更民主的方向，加 

速土著部落制度的改軍，在發風落後的部落，尤應 

加緊努力。理事會亦促請管理當局儘速誌立地力政 

府訓練機關。

一九五一年視察團收到非洲人閲於地方政府的 

請願書四件I47。兩位講願人襄求民選譲會應取得會 

長的行政權力，而另兩位則申斬會長的地位a 倫爲 

純粹的政府官吏了。

視察團詳她在該團視察時，Bukoba縣、Sukuma- 
la n d及 C hagga廣域正在進行的積極政治發族，這 

個政治發展的特徵就是開係區域建立了各級譲會制 

度及平民參加譲會人數的增加3 視察圓雜然注意到 

各地非洲人地方政府優劣顯然不一3 而且若干地展 

竟無譲會j 雜然指出卽使最進步的土著當局與譲會 

似亦在當地縣長密切而必需的指導之下辦理工作， 

但視察團說該團對管理當局在這方面的努力印象甚 

佳，種個說來，此項發嚴是循合理的途徑進行。可 

是，視察画認爲関於土著當肩及縣譲會工作的法律 

仍可作重大的修訂，而且卽使非洲人地方政府的範 

式在目前僅能在數縣採用，似亦可爲該領土決定一 

個範式3

視察團力言地方政，必須羅政更富學識的非洲 

人擔任職務，因而須改善重裏土著當局職員的傳給 

及其他條件，包括於適當時機爲此等職位劍立地力 

政府人事制度的可能在內。

管理當局於其最近常年報吿書及對視察Ü 報吿 

書的評論中說：地方政府維因各地情勢及背景極不 

相同^ 難免缺乏統一的”型式％而一般發展應循的 

途徑則有定論，在檢前的本年度中> 統一工作a 確 

有進步。

視察圓建譲在比較落後的展域j 政府應採取更 

直接的行動 j 管理當局評論這個建譲時說：截至现 

在所採的行動除在若千地廣外，都遠在民衆裏求之 

前卽E*採取3 可能時當加聚激勵新的發展，而促進 

新發展的最合理最有效的方法是勸導而不是強制。

管理當局宣稱：地力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業a  
找到地址，希望一九五二年能設立該處。

理事會第十一屆會通過下述建譲：

T/Pet.2/104^ 122^ 138 and 148„ 託，理事會就請願書 
T/Pet.2/104^ 122, and 1 4 8所採取的行動分別昆決議 
案四六九|(十一)^ 0 七六(十一)•>及如八五(十一)。

理事會察及非洲地方政府的發展，就全體而言， 

正循合理的途徑進行，核淮管理當局改革及發展傳 

統部落艇織，使與現代觀念的地力政府一致的一般 

政策奥努力；贊同視察® 的意見，卽管理當局愼重 

考慮關於土著當局及縣譲會工作的法律，如何加以 

重大修訂，以便爲截個領土建立更统一的非洲地力 

政府的時候到了。

文官制度

現在該領士執行職務的部和署 , 許有三十五個， 

此外尙有東非關税及消費积：、所得税及郵政電報等 

部，鐵路港口管理局及最高委員會斯屬的其他機關C 
一九五一年該領土各部的載員人數依其種族分列如 

下 （一九玉0 年同類數字列於括弧內）：

歐洲人 亞洲人 非洲人

2^599( 2 ,207) 1〉259( 1_>040) 12)381(11 ,355)

擔任負責的職位或具有專門技術資格的人員統 

列爲高級人員類，其他考試及格人員統别爲初級人 

員類。勞工人員類條例訂於一九五二年初生效，該 

條例旨在給予不夠資格列入初級人員類的常雇工匠 

及其他工人以較優的 : r 作條件3
理事會第九屆會注意到非洲人擔任高級人員的 

很少，並注意到行政當局的目的在舉辦訓練，以利 

初級人員晉升爲高級人員。它建譲非洲人擔任高級 

人員的機會應誌法增加，管理當局應考慮以在職訓 

練的方式 , 或以大量遣送有爲初級官員前往英國、東 

非或他處高等教育機關深造的方式，擬訂統* 專門 

訓練的方案。

一九五一年視察團提到非洲政府公務員協會等 

所遞講願書五件I4®中的控餅，據稱，非洲政府公務 

員的薪傳大低，不足以維持適當的生活程度，任何 

歐洲人節使所辦的工作無須具備特別的資格亦當然 

列入高級人員類，而許多初級入員類的非洲人，雜 

然擔負與歐洲人同類的載責，具備高級人員類的同 

等學雇或其他資格，則支懷較低的薪捧。各會th代 

表雄不反對發給離國服務律貼以吸引歐洲人或他國 

人員前来束非服務，而對在東非正常居住的歐洲人 

支領與自海外徵聘的官員同數的津貼，以及升爲高 

級人員的亞洲人及非洲人則僅支領擔任同…職位的 

歐洲人員所領薪捧的五分之三各節，则表示憤激。視 

察園乂聽到若干非洲人申新：亞洲籍書記鋒用爲初 

极人員類時的起薪較具備同等資格的非洲籍書記薪 

給爲高。

T/Pet.2 /103：, 120^ 125_> 127^ 130；,託事舍就請願 

書T /P et.2/1 27 所採行動J 參関决議案四七七(十一)o



亞洲 i f f f i 廣發言人對於亞洲人擔任高級人員一 

事亦作類似的申斬。

視察1® 發現服務悠久的一位非洲人及若干亜洲 

人 a 升爲高級人員。該團威未能，確制斷初級人員 

類非洲籍文官的才能，但發現他們的齋言人中有若 

干辯譲案情，極其高明動德。

圃於所稱薪高低有歧視情事一節，視察圓深 

信坦千伊嘴政府應不分種族，爲高級初級兩顏人鼻 

的一切職位訂3 Ï 統… 薪捧表，男訂非居住於東非人 

員離國照路津貼制度及認爲可行時另訂依照辦事效 

率薪 f奉加成制度，以資補充。

關於薪捧菲薄的申餅，視察團認爲主裏市鎭的 

低薪公務員境％確極困難。該團键悉由於生活*上 

漲調査委員會提出報告結果，此等薪，業 a 墙加百 

分之十五，（其後增至 ^^^分之二十），認爲應參照這 

個報告，立卽作進一步的調査。

管理當局於對視察團報吿書及對請願書的評論 

中說：載置初級及高級兩類人g , 目標在建立不分 

種族的文官制度，由初級人員擢爲高級人員的升遷 

全視個人資格 , 不間種族。合格升遷的人數甚少J管 

理當局引以爲減，但有數個人員正爲特別考慮的對 

象。同時，視察博1建譲放寬用人標準，但究能放宽 

多少 , 而結果不政使« 個文货制度蒙受不利的彰響， 

很有疑間，以資格不夠的官員晉升高級人員，結果 

必致 "不能膝任" , 對於非洲文官制度，一般說来，有 

損無猛，至於文官中較高級的職員須有必要的學歷 

一節，管理當局指出，Makerere學院絵予讀學位學 

生的便利，使這力面的情形大爲改善。

^ 理當局說因爲合格的非洲人缺乏，故須自印 

度徵雇許多初級人員。爲吸引他們應聘起見，所以 

起薪較高，但經注意他們必須具有適當的資格。

管理當局指出依照一九四八年修訂的薪 f奉，非 

洲人受惠的比例較歐亜人爲大非洲人偶或亦有與 

其他種族職員擔負相似的職賣，固屬事實，但除了 

很少的例外，非洲籍載員的效率仍然較低

理事會第十一屈會通週下述建議：

理事會建議管理當局應不分國籍，爲高初兩級 

人員各種職位制訂統一基本官捧表，並另ST非居住 

於東非人員離國服務津貼制度，及誕爲可行時，另 

訂依照效率薪捧加成制度 ’ 以資補充。理事會又建 

m：行政當局應增加人民利用教育便利的機會，以 

便藉此獲得適當資格，而直接錄用爲高級人員，並 

希望在此方面，Makerere學院的學位可由於該學院 

最近升格爲大學而予以承認3

司法姐綠

該領土法院普通分爲高級法院及若干初級法 

院。初級法院大多數案件由行政官吏以兼任法宜的 

身分審判，但專理司法的駐院法官人數一九五0 年 

爲十八人，一九五一年增至二十人。駐院法官分駐 

各大鎭。在檢討的本年度，非洲籍行政助理三人遂 

加規定的法律考試及格，業經賦予三等法官的權 

力G

一九五一年視察圃表示希望駐院法官的人數逐 

漸予以墙加。

土著法院自一九五一年地方法院律例生效後卽 

稱爲地方法院，審制情節輕微的?P1事案件，包括渉 

及違犯土著當局所訂规則及所顔命令的案件，及依 

照士著法或風俗或回教法有關個人身分及財逢的案 

件a 新律例並未劇烈改變法院的性« 或地位，但已 

簡化上斬制度。

視察團提到政府對發展多種暂慣法，尤其依照 

新 C hagga憲法，將司法職務自士著當局的傳统載 

務中劃分一事，曾予鼓勵推進3 該團表示該領土的 

司法組織正由管理當局循着合理的途徑加以改進。

理事會第十一屆會通過下適建議：

理事會獲悉行政當局鼓勵各種替慣法的發展， 

尤其依照新 C hagga憲法將司法載務自土著當局傳 

統職務中劃分的政策，認爲満意，希望此後駐院法 

官人數逐漸增加。

領土間組織

該領士許多事務（包括防務；：r 業設計、空蓮、 

鐵路及海港；關税及所得税的徵收；郵政、電報、及 

無線《通訳；研究、氣象及统許）是與挪接的英管 

肯 亜 (K e n y a )及烏干達 Ugenda的此類事務合併辦 

a , 受東非最高委員會指揮，並受東非中夹立法大 

會的立法節制，其合併辦理辦法a 於託管理事會有 

關託管領土之行政聯合特別報告書中討論。I4®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一般情况

中國代表看到憲政促進委員會報吿書業經公 

布，並引起立法會譲及一般民衆的熱烈討論， 頗爲

MA/215-Ij大舍1F式紀錄第七届會J 補編第十二號C



注意，認爲道是居民® 其政治前途十分關切的良好 

表示，在託管理事會纏有委員會建譲的其他情報及 

進一步調査的結果以前，他保留批評。

細西蘭代表認爲趨向自洽及獨立的政治發展必 

須慢慢進行，顯而具覓。塵於士著居民領士意識顯 

然缺乏，他對於管理當局所述現正竭盡一切努力， 

以擴大人民的眼界一點，表示贊同，並認爲鼓勵部 

落單位的歸併聯合是達成這個目的的重要步驟。他 

請管理當局鄭重考盧視察團關於規定坦干伊嗽公民 

身分，使領士意識的培養獲得重大稗益的建譲 3

法蘭西代表認爲俟英國政府對憲政促進委員會 

的建譲有所決定時再從詳討論那 ë 建譲，較爲妥當。

比利時代表表示對憲政促進委員會的結論頗感 

與趣。這些結論指示前途極有希望的發展。他說管 

理當局對於改革制度，擬慎重將事，是♦人滿意的 

事r 苟非如此，勢將失敗，從而胆挫非洲人生活的 

發展；風俗傅統不可驟然推翻此事十分重要。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 

並未採取立法及其他措施，以確保土人參加該託管 

領土的立法、行政及司法機關，亦未扶助地力民主 

自治機関的E 立。' 這妨礙了該領土的政治發展，並 

違反了憲章所列舉的託管制度的原則與目的。

薩爾冗多代表欣悉憲政促進委員會建譲的改第 

a 在實施之中，營理當局對視察團所提坦干伊嘴公 

民身分應予規定的建議，已予注意他希望關於那 

個身分問題的必襄研究能儘早進行，同時實瞭從事， 

繼續努力提高領土意識，以奠定公民身分的基礎《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官稱：蘇聯代表於討論政治 

情勢時，說非洲人不許以任何方式參加領士政府， 

這話實令人驚異；很明顯的，他是託管理事會全體 

理事中認爲憲政促進委員會的建譲毫無是處的唯一 

理事3

行政及立法機關

中國代表特別注意立法會譲各族代表人數均等 

的許割及特派代表的陳述，卽非士著居民，連非歐 

洲籍少數民族在內，其代表人數的分配以其對領士 

後展的買獻爲準。對非士著、非歐洲籍社區所作的 

買獻未予同等考慮的其他領士應以這個政策爲範 

例。但是，土著居民 I5 Ê佔絕大多數，無疑地應選出 

與其人口相稱的代表人數，他贊同視察團的意見:代 

表人數均等同爲有益的過渡措施，究非圓満的治本 

辨法。

開於行政會譲，中國代:表希望行政當局考慮再 

度滑加非籍委員人數，至少，行政當局於理事會第 

三屈會宣布的非官方委員由四人增至八人的計割能 

於最赶的將來付諸實施3

絲西蘭代表對管理當局立卽實施憲政促進委員 

會關於任命行政會譲非籍委員一人的建講，表示贊 

成，委員會開於立法會譲組成的建譲，他斤候當局 

的最後決定，並說明因爲如何決定難於逆料，故難 

就政治發展作進一•步的評論。依目前的限期，新立 

法會譲的誅立可能襄運延到五年之久，他和視察團 

一樣，懷疑此種辦法是否得當或切合實際，故他擬 

請管理當局鄭董考慮視察圓的提譲’早日實施委員 

會的建譲，他深信管理當局於决定該領士的未來政 

治許劃，時，對視察團所提採用共同選舉名單的建譲， 

當認眞研究，此項名單，該團建譲作爲由社區代表 

制達到更富代表性的制度的橋梁，所有立法會議議 

員無疑都認爲該機閩宜有更富代表性的制度。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卽在沒有實 

權的機關如行政及立法會譲，土著人民並沒有公平 

的代表人數。行政會譲中僅有非洲人一人，他是一 

個部落會長，由纏督任命的，立法會簾譲員三十人 

中非洲人僅有四人。在這方面，他說憲政促進委員 

會的建譲並未规定土著居民積極參加該領土政府。 

在立法會譲三大種族代表人數均等的託詞之下，委 

員會會建譲非官方譲員應爲非洲人七人，亜洲人七 

人及歐洲人七人。這様，七，七00 , 000非洲 

人中每一，一 0 0 ,  0 0 0 人僅有代表一人，而一 

六，0 0 0 歐洲人中則每二，二八0 人使有代表一 

人•o

他又說委員會依循管理當局的種族歧視政策及 

其放肆剝奪土著人民權益的作風，會租絕非洲人協 

會所提將土著語文斯冗希利—— 作爲立法會譲 

第二正式語文的要求。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評稱：蘇聯代表恰與所有其 

他代表的意見相反，認爲在立法會譲試行平等聯合 

原則不過是 "放肆的" 種族歧視行爲，而坦干伊嘴 

三大社展各估立法會譲非官方議員七人的提譲，用 

意是在立法會譲推行平等聯合原則，因爲該鎭出擁 

有非洲人七拜离，便說立法會譲非籍譲員人數與歐 

籍及5Ê籍譲員相同是種族妓視，這奥管理當局對這 

個情勢的看法大相逕庭3 某社展一人的貫獻可能大 

週他社K 千人的貢獻。在此階段，這些事情以計算 

人口爲基礎是不妥的。每一社廣都負有一部分任務J 
而在目前該領土的經濟發風有賴於非土著居民的活



動與興趣甚大，因此 j他們有參加該領土政府之權。 

依憲政促進委員會看来，所擬譲員人數均等辦法是 

使在該债土居住的三大種族的共同利盤原則發生作 

用的第一個恰當的步驟，

省及區域組織

中國代表自總督陳述中注意到在本檢前年度， 

展域政府的發展a 有若干進步，但覺得仍有繼續加 

緊努力的餘地。

細西蘭代表注意總督所說憲政促進委員會建立 

廣域行政機構的提譲並未獲得大量的贊助，交通的 

困難可能使展域行政機構的創誌於若千時日內無法 

實現，但關於地方分權的各種建譲正在審核之中。 

他覺得理事會希望下年收到管理當局關於這點的審 

核結果的全部情報，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對管理當局在地方分權上 

的工作進展，尤 其 對 Sukumaland的實驗，表示满 

意他認爲這個實驗是該鎭土政治發展 __1十分重要 

的前進步驟，而且是愿域行政條得注意的實驗。理 

事會應密切注意這個實驗以及其他提高領土意識的 

實驗。

地方政府制度

細西蘭代表認爲地方政府的發展似正在次第進 

行之中，並說視察團認爲就全體來說，這個發展是 

循肴合理的途徑。他對於下列事項認爲满意：地方 

政府最大單位的郡譲會將以各種族均有代表爲基礎 

儘早設立，通常非官方譲員估大多數，當局對於城 

市展域地力自洽機關的發展極爲重視，此等機關亦 

以各種族均有代表爲基礎；郡譲會及一切其他地方 

機開的選舉制度將儘早實行。

非洲地方政府

中國代表說在本檢討年度地力政府的發展a 有 

若干進步，但覺得仍有繼續加聚努力的餘地。

絲西蘭代表注意總督聲明中的保證，卽對於士 

著當局的現代化及誰立各級土著議會以加雄土著當 

局的工作，正認翼辦理。他又注意到視察園對於把 

這驻機閩儘速成爲非洲地力政府的模範機關的努 

力，印象頗佳，並認爲這對於未来非洲發展最関重 

要。他獲悉劃分中央政府奥土著行政機構的財政責 

任一事a 特別注意，認爲滿意，他承認由於情況不 

一，非洲地方政府制度的形形色色狀態當繼續存在

相當時日，但仍建譲應時常記取重大修改關於土著 

當局及縣譲會工作的法律的視察闇提譲。

法國代表欣悉成立土著譲會以改良土著機關的 

實驗在所選實驗省分進行良好。跟礙擴展這些實驗 

的重大困難不足爲奇，只裏堅忍、耐心，遇事制宜，此 

項困難並不是不可克服的 .

蘇維埃社會主的共和國聯盟代表宣稱管理當局 

繼續鼓勵部落制度，並未採取抬施確使部落制度進 

爲基於民主原則的自治制度。這在一九五0 年常年 

報吿書中顯而易見，該報告書中說部落制度爲該領 

土人民社會政治進步唯一的堅面基礎。塵於此時旣 

有管理當局鼓勵的部落制庚存在，而該制度與能管 

領士逐漸進步達到獨立自治的政治發展不能相容， 

理事會應建譲管理當局採取措施，以確保部落制度 

能進爲某於民主原則的自治制度3

營理當局特派代表評道：憲政發風全賴地方政 

府發展上所獲得的成功。這方面的進步已於該領士 

常年報吿書中截述，理事會自能從以後各常年報吿 

書中評定坦千伊嘴地方政府發展增加的速率。蘇聯 

代表對於所謂部落制度的繼續存在，年年發表一成 

不變的譲論，竟固執不理手邊的一切情報，看看部 

落制度如何正在現代化，蛛變成現代觀念的地方政 

府。在坦干伊嘛，行政當局所採取的不是軍命孝段 

而是進化政策。

文官制度

中國代表表示與視察團完全同意，認爲營理當 

局應採取某種步驟，以克服非洲籍文官所面臨的重 

大困難，主要的，這是提高訓練標準及改善生活條 

件的問題，尤其是薪傳的一般提高，行政當局應予 

愼重考慮。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該領土一 

切立法及行政權力皆由總督及其助理人員行使，他 

們都是歐洲人。此外，一切重要行政職位都由歐洲 

人擔任；土著人良僅擔任幾個很不重要的職位3 管 

理當局自己説該領土行政辦，人員的11成並無根本 

的改變。這…切事實表示管理當局並非正在履行依 

照託管協定第六條所負的義務，該條規定應向《干 

伊略居民保箫逐漸增加參與該領土行政及其他事務 

的機會。行政當局把職位分爲所謂高級和初級人員， 

並故意不把高級載位給予土著人民，

文官制度委員會建譲非洲人的工資不應起週歐 

洲人工資的五分之三，管理當局批准這個建譲並予



宣施，這證明確行種族歧視的政策。在這力面，躲 

聯代表提到視察圃收到的各件備忘錄，申斬非洲人 

非具備很高的資格，不能升任高級人員，而歐洲人 

則一律當然以高級人員任用。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希望管理當局繼續其成功 

有望的政策，消除文官制度中因土著居民與其他社 

區人民共同參加而發生摩擦之處.他希望理事會就 

亞洲人在高級人員類的地位及視察團引起注意的有 

關事項作適當的建譲，藉以實现不僅是亞洲人的而 

旦是士著人民的希望和意願。他希望行政當局對於 

土著人民參加行政事務一事，繼續統加注意。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蘇聪代表曾謂初級文官和 

高級文官的敦置爲公開實現種族歧視政策的事實。 

相反的，這個制度介紹到坦千伊嘴的目的顯然在建 

立一個不以種族爲基礎的文官制度。

司法組綴

法蘭西代表歡迎視察團指出的司法組織的發

領土間組織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東非領土閩 

組織的設立是管理當局所實行政策的例子，目的在 

蒙固坦千伊勝的殖民制度，以確保剝削該懷土天然 

資源及人力的最優條件，領土間紐織a 使該託管領 

土與其 f t 鄰的英國保護地烏干達及英國殖民地肯亞 

在行政上經濟上及政洽上燈爲一體，這種德合如一 

九五一年常年報吿書所說，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之前卽已非常深入，而使坦千伊勝以獨立單位 

進#達到憲章及託管協定所要求的自洽或獨立境界 

成爲不可能了。

視察團報告書表明在這個聯盟體制下坦干伊嘴 

的利益正受破壞，例如電訊說備，姐千伊勝收到的 

較肯亞及烏干達爲少。他徵引視察團的報吿說：坦 

于伊勝政府放棄了管制該領土經濟的某些權力，其 

中之一就是工業執照的核發，因爲節制該領土內建 

設某種工業的權力經以坦干伊嘴法令授予東非工業 

理事會了，理事會應建譲於該託管領土誰立立法及 

行政機關，此等機鬪不綠屬於以該託管領土與》比鄰 

殖民地合組的行政聯合爲基礎的任何機關；爲達到 

這個目的，並應採取立法及其他措施以確保士著居 

民參加該託管領土的立法、行政及司法機關。

管理當局代表說蘇聯代表的話完全不確3 託管 

協定第五條（b )規定：管理當局有權命坦干伊唾與

在其統治權或按制卞的耻鄰領i 成立關務、財政或 

行政聯合或聯盟，並在與國際託管制度的基本目標 

及託管協定的條款並不抵觸時，有權建立此等領土 

與坦干伊嘴的共同事務。

管理，局認爲依照這一條款所採的行動與託管 

制度的基本目標或託管協定的條款並不《觸。這個 

看法，證明視察 !II的意見以及託管理事會行政聯合 
委員會UD最近所辦的工作，足見完全正確3

關於蘇聯代表對核發工業執照的評論，管理當 

局代表想起在對視察團報告書的評論中，管理當局 

曾說核發工業執照制度對组千伊勝的經资發展並未 

發生彰響，目前似亦絕少發生影響的可能。

說到蘇聯代表批評鐵路及港務管理機構的合併 

對該領土有害一點，他猎出一九五一年視察圓曾說 

组千伊嘴鐵路與肯亞及烏千達鐵路合併的結果：，坦 

干伊嘴大受其利。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評稱：蘇聯代表引述常年報 

告書中論及共同事務及最高委員會在這些事務的管 

a . 所負職務的地方，然後便提出驚人的指責，說 

這是政治性的併合0 假如有一點a 經明白的話，那 

就是這種組合無論從任何意義J 說都不是政'冶性的 

併合，蘇聯代表又暗示這種組合的唯一結果是阻礙 

坦干伊赎的進步。特派代表願讓視察團報吿書去答 

覆這個爭論。

三.經濟進展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一般情况

從大體上言，坦干伊嘴乃是一個農業國家，鎭 

藏雖極豊富，但工業不甚發達。一九五一年之視察 

團察悉該領土經濟發展之速實屬空前，並盛讚管理 

當局對此種發展之貢獻。

土著居民大都務農，其主要工作爲種植食物以 

自給，但當地所産糧食不足以供該領土之全部需要， 

且由於雨水無時，收成往往欠佳，藤成餓荒情形。 

力求主要糧食自給自足之政策包括建立倉廣貯藏糧 

食，一九五0 年該領土魏立穀類貯藏事務部，負*  
館售、貯藏及分配非洲人的主襄糧食。一九五一年 

該領土在各中心地點貯有穀類六三五 0 嗽。一九 

五一年之視察圃深望管理當局推行各種計割，藉使 

該領土在某本糧貪力面能夠達到自絵自足的地步。

參簡 A/21S1大會第七届會Œ 式紀錄j 補編第十二號。



雜然大郁汾的農座品是在當地消費的，但是土 

著居民亦生達若干農産品及貨物專供出口之用，再 

者，有許多在鄉村的非洲人爲爭取現款起見接受雇 

H：生活。一九五一年勞工统計指出除臨時雇工七四， 

三五0 人外，計有經常受雇工人三八一3 0 四八人。

一九五一年該領土之主要輸出品爲棉織物、纖 

維與棉滑（存分之六十玉h 及貪品、飮料、煙草等 

( 存分之十八)。

該領土中收入最多及在商業最重裏的農產品 

爲西沙爾麻。一九五0 年，輸出之麻纖維及粗 5̂&共 

達—— 八，九0 九顿，計値—— , 八四六， 0 玉七 

英镑；領土輸出品總f i [則爲二五，九五六，0 七四 

英镑。一九五… 年中西沙爾麻之逢量估計較前…年 

增 加 分之二十。此種工業幾全部操於非士著生産 

者手中，爲非洲勞工之主要雇主，計一九五0 年中 

非洲勞工之受雇於該領土所設一百八十個植麻場者 

共達一二六，七二三人。

一九冗0 年所逢咖啡共値三，四七一•，0 六九 

英镑，棉花共値一，四四三，四0 — 英镑。三分之二 

的咖啡産量大部汾的棉產都是由非洲人種植的。 

一九五一年皮革與皮毛的總値爲一， 八0 五，0 —  
0 英镑，這些逢品的大部汾也是由非溯人生逢的。

金剛鐵與黃金乃是該領土目前所開採的兩種最 

重要鎭産，其一九五0 年之出口慣値分別爲八二四j  
0 四七英镑及七四六，三七0 英镑，這兩種企業幾 

^ 完全爲非土著私人公司所經營。

該領土的國民所得雜無法計算，但管理當局會 

提到有關該領土預算、進出口貿易及其逢品總量的 

统許。一九五0 年本土及發展 i 宜項下之收入總數 

共計一三，三二三，七六三英镑，支出纏數則爲一 

三，五六0 , 九五七英镑。一九五一年輸入品總値 

爲三一•，六四二，五0 八英镑，输出品總値則爲四 

一，四九七，四七一英錢，進出口總額較諸一九四 

七年之數額幾增三倍。一九玉一年農産品總値爲五 

八，四八七，七0 0 英镑；開採之鎭逢約値一，玉 

六八，九七九英镑（暫許數）；輸出之林廣物共値四 

三三，0 0 0 英镑。

土著居民無直接參加該領土主要商業組織者， 

亦無經營批栽業者，但管理當局稱土著居良對於零 

售事業漸感興趣，且據一九五一年報吿書稱，管理 

當局正在考盧資助非洲籍居民從事工商業。

因此，土著居民在該領土的經濟生活中所擔任 

的: r 作，第一是初級生産，第二是勞工。

大會及理事會都會表示十分贊成採取一切措 

施，俾使當地居民多多參加從事開發鎭逢及其他天 

然資源，或從事生廣或經售該領土經濟中基本原料 

與商品之公私組織，分享利潤並共同管理各該組織 

之業務。一九四八年及一九五一年之視察圓都曾就 

此點發表意見，一九五一年之視察團並稱許洲籍人 

民之活動不應像目前一樣，只限於勉求糊口及做些 

粗工，管理當局必須設法使他們多多參加該領土的 

經濟生活。

管理當局答稱這項意見是完全與它本身的政策 

相符合的3 目前士著居民所參加的經濟活動僅限於 

初級農産品的生産及畜牧事業。這些活動E Jli漸的 

採用合作力式。各糧機械化種植及其他發展農業的 

計劃均以促使土著居民更進一步參加農業生産爲目 

的 .，至於鎭逢的開發，土著居民遺沒有具備必要的 

技術或經驗得能在大規模的採績事業中擔負行政或 

經理人員的工作。管理當局說：必須要等到按術及 

專門教育發達以後，土著居民才能獲得這些機會。

一九四八年之視察團曾建譲前敵國人民的西沙 

爾麻、咖啡及茶樹農場都應歸土著居民所有最好以 

合作力式經營，俾使非洲人能參加最重的出口事業， 

並漸成爲現代化農廣事業之管理人及所有人；理事 

會並建議管理當局應考慮載立一官辦公司或採取其 

他適當辦法爲領土居民的共同福利經營前敵國人民 

的農場，以期該項事業能在最後完全移交土著居民 

管理，可能以合作力式經營。

管理當局答稱無法實施理事會所提關於處置前 

敵國人民所有農場間題的建譲。這些農場分散各地， 

性質各不相同。照管理當局的意思，卽使可能將所 

有財産交一公司管理，亦不見得會有什麼好處，因 

爲任何公司可以採取的唯一經營那些農場的實際辦 

法也就是目前所採用的將農場分別祖與個月的辦 

法，居民的共同福利可用對業已開發的農場保持最 

高生進量的辨法来促進，這些農場將來或可在现有 

的占有權期满以後，移交土著居民，也許以合作力 

式經營，但是這種辦法在目前是不相宜的。土著居 

民對於如何將合作原則應用於佔有及管理農場的事 

務力面尙沒有充汾的認識與了解。

一九五一年之視察團認爲最能促使非洲人民更 

進一步參加經濟生活的基本辦法便是生産及館售可 

以換取现金的農產品，目前可供出口之農產品，量 

業B 十分可觀，這點實須歸功於管理當局.視察團 

並得到許多f t 據^表明非洲籍人民在良好的環境下, 
能夠靠自己的力量，大大地改善他們的經濟情況U



視察團認爲管理當局對於此種爐向實應儘量加以鼓

勵。

管理當局於檢前視察團報告書時稱，嗣後當繼 

續努力，俾使非洲籍人民多多參加該領土之經濟生 

活。

理事會第九届會察悉Rondo高原K 域森林開齋 

權之出讓係以該領土與受讓人訂立合胰營業協定之 

方式辦理，並建譲管理當局考慮該領土其他天然資 

源之開發是否亦能採取同様辦法。管理當局於其一 

九五一年度報告書中稱 : 自當隨時注意此種可能性。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時，有人提出請願書1 1̂，m  

稱非洲籍人民之經濟發凰因移入人口之不斷增加及 

私人資本之缺乏而受阻礙。該請願書中請求從寬訂 

立岡於貸款之條例，俾使非洲籍人得能取得貸款， 

並請從採擴及經營西沙爾麻農場與其他經濟活動所 

得之收入中劃撥一郁汾款項以充土著金庫的基金。 

此外，並請託管理事會直接撥款資助該領土之教育 

及經濟進展3 另一個請願書I®2並請從地方發展貸款 

基金中放款貸與非洲籍人民，

另有人提出請願書I®3餅稱管理當局妨礙私營企 

業及阻模私人投資，因爲爲此將能阻止領士工業之 

迅速發腰，並使英聯王國不政失去其推售製造品之 

市場。據稱 : 實際上管理當局只願在國營計劃之下， 

發展對它有利的那些工業。

管理當局對前兩個請願書發表意見1«時稱，合 

作事業蓮動經當肩之提倡，已不斷健有進展。非洲 

籍人民可從地力發展貸款基金或從銀行所辦之普通 

貸款機構中取得借款；而且當地法律並不禁止非洲 

籍人向外籍人借款，此種貸款雜受管制，但其目的 

則純爲保護非洲籍人自身的利益3 由工業及商業活 

動得来之收入乃該領土一般收入之一部分，槪充公 

整 宜之用。管理當局每年從領土收入中劃撥百款 

充土著財庫之基金，且對於商賈貿易並無歧視之情 

事。

關於第三個請願書，管 理 當 局 說 私 營 企 業  

之發展業經儘量以種種辦法予以提倡。唯有在缺乏 

私人投資時，或認爲某種計劃之性質或規樓不宜於 

私營或起出私營企業之範圍時，才採用 "國營計劃" 
辦法。 .

151 'r/Pet.2/103。
T /P et.2 /108o託管理事會對該請願書所採取之行動參閱

有幾件請願書I®6請將該懷土與盧安達鳥隆提及 

與其 i t 鄰各領土間之貿易障礙一律取消，並請准許 

所有國家與坡干伊嘴通商據管理當局稱 I®7,該領  

土與盧安達烏隆提間之貿易並不爲當局所禁止，但 

由於货粮之不同，事實上引起了許多困難0 至於請 

願者所特別關注的牲畜貧具，則因防止牛癔之故，不 

得不加以限制。

一九五一年之視察團猎出，該領土之發展事宜 

現由許多機闕分別負賣辦理，這些機関包括坦干伊 

勝政府、英聯王國政府所設各公司及私營之商行。視 

察團希望坦干伊勝政府，於凡不由該政府舉辦而由 

其他各機關舉辦之發展工作，應採取適當措施藉以 

施行合理管制，從 flg保護該領土居民之利益。

英國殖民地事務郁大臣會通知視察團說，英聯 

王國政府擬將管制海外糧食公司業務之權力移交坦 

干伊勝政府，並已訂有由坦干伊睹政府派員充任該 

公司董事之辦法。但殖民地舆業公司所創辦之各項 

許割將來超過實驗階段後究將如何辦理，則目前尙 

無決定3 視察團認爲將管制權移交該領土之原則亦 

應適用於這些許劃。

此外，尙有一種需要，就是：務使政府能對該 

領土內大規樓之私營發展計劃施以適當之管制。視 

察團對於有關金剛鎭業及R ondo高原伐木特許權之 

現行保障辦法表示满意，並希望管理當局對於私人 

所獲得之此種特許權，繼續加以監督。

管理當局於檢封視察團報吿書時稱，視察團對 

於殖民地興業公司所擬計割未来發展事宜所持之意 

見，及其所述需裏繼續監察取人特許權之行使一箭， 

當予注意。

理事會在第十一眉會中通過了下述結論及建

譲：

理事會欣悉該領土經濟發展之迅速及管理當局 

所提出的保證，卽：政府對於私營發風計劃必須保 

持適當之管制權，藉使居民之利益得有合理保障。>

理事會並悉許多地展尙不在地力發展計劃範圍 

之內；襄 於 Sukumaland及 M bulu兩地發展計劃之 

成就，深望管理當局爲該領土其他各地訂立類似計

割©

決議案四七一(十 
1" T/Pet.2/124o 
154 T/953/Add.4o 

T/953/Add.2o

T/Pet.2 /103^  104^ 148, ISO, 154_> T /'Pet.2 /R -2。託， 
理事會對T /P et.2 /104 , 148^150 and 154各請願書所採 
取之行動分別參簡决議案四六九,(十一)，四八五(十一) ,  
四八六( + H 及四八八(十一)。

1" T/953 /Adds 3 and 4。



發展計劃

管理當局於一九四六年核准了一個十年發展及 

福利方案，該方案的費用最初原定爲一九，一八六， 

0 0 0 英镑；其中六，七七5 ,  O O Ü 英镑係由殖 

民地發展及福利某金項下撥付。理事會第六届會對 

於此項互額津貼表示甚爲滿意。

自從該力案於一九四八年付諸實施後，逐年撥 

款數額均續有堵加。一九五二年預算中撥充此項經 

費之款額爲六，六一四，0 0 0 英镑。

一九五0 年簡，由於物價的J 漲、優先次序的更 

改，以及新增的需要，經將該力案修訂，其一九五 

0 年至一九五六年間所需之費用經提譲改爲二千四 

存萬英镑3 但管理當局目下正在擬訂一個較爲廣泛 

的未来發展許割，並希望能於一九五二年中草擬嚴 

事。

理事會第九眉會欣悉在修訂後之十年藥展及福 

利力案下所支養用數額大增，並認爲目前注重交 

通、自来水供給以及天然資源等各種基本間題之辦 

法甚屬恰當，希望管理當局繼續推進該項特別注重 

直接對土著居民有利計劃之政策3 理事會並建譲管 

理當局研究能否舉辦廉價水力發電計割。

管理當局一九五一年度報吿書，提到上述新計 

劃並謂，在促進該領土經濟發展的工作上將繼續施 

行保障及促進士著居民利盤之政策。

據稱管理當局會於一九五一年中興辦幾個小規 

模的發電計割，並當@常不斷地研究擴大計割之可 

能。不過，就這個問題說，該領土中永久天然水源 

之有限對於大想模水力發電計劃之實現，實爲一個 

嚴重障礙。一九玉一年的視察團雜知推展水力發電 

之可能性不大，但認爲政麻仍應就此力面續作調 

査。

視察團欣悉管理當局正在擬訂一■個更廣泛之發 

展計割，深望此項新計劃將儘量注重如何使非洲籍 

人民多多參加該領土之經濟生活，及如何推進非洲 

籍人民所能享有的社會服務設施兩間題。

交通

該領土交通之改善爲修訂後的栽展許劃中所列 

之第二件要圖，且爲其全部開支中之主要項目。準備 

用以修建公路幹錢的款額約及五两萬英镑；用在改 

善飛機場上的款額約爲八0 0 ,  0 0 0 英镑。一九 

玉一年視察團ES爲坦于伊膝境內交道之改善實爲該 

領土長足發展之先決條件。

有一個請願書中餘，該領土極需要改善交通。 

另外兩個請願書並講求與建一條鐵路横貫北部洛 '  
與湖泊省，及增加客運火車之車輔。

管理當局於發表其對這些請願書之意見1®。時 

稱，關於改善交通之事宜當予儘先辦理；管理當局 

深知客運車輔亟需增加，故目前在經費與材料所許 

可的範圍內正在儘量力求增加車輔至於建築一條 

連貫北郁省與湖泊省之鐵路一節，則因經濟関係，目 

前尙談不到。

理事會在第十一届會中通過了下述建譲：

理事會欣悉管理當局擬有公路方案並a 採取步 

驟以實施此項方案及原定之鐵路發展計割；深望管 

理當局對於經濟發展力面之此項要務續加注意與重 

視。

技術協助

大會第五届會曾促請各管理當局注意聯合國及 

各專門機關所提供有關技術協助的種種便利，並建 

譲充分利用這些读助，以謀經'濟開發及其他各種疲 

展。大會並請各管理當局就其所提出之申講及這些 

協助併入各託管領土長期開發計劃中之情形等事， 

向託管理事會具報。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於第十一屆會時Ü 知理事會 

說，坦干伊略總督擬訪問聯合國之各主要專機關， 

冀能親自揉知各該機關究有多少資源能用以補助坦 

千伊嘴政府及管理當局之工作，該總督於歷臨雜約 

時曾走訪聯合國技術協助管理處處長，商前能否由 

該管理處派一代表前往组干伊略，會同當地官員研 

究何種现行許劃或擬辦計割，可從聯合國方案得到 

技術協助。

賦糧

領土收入大部來自直接税收及閩接税收，計一 

九五0 年度該兩項税收共佔歲入總額存分七三. 玉。 

其中玉分之三来自以關税及悄養親 :爲主之閩接税， 

其餘五分之二則来自直接税，包括所得税、非士著 

人民的人頭稍：、教育税、及土著人民的房捐與人顔 

税。

凡土著人良居住之房屋均須纖付房捐，不付房 

捐而年满十八歲身體健全之土著男子均須徽付人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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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一九五o 年土著居民所交房捐及人頭税爲每人 

九先令至二十先合不等。

凡不付士著税法所規定之任何税款之男子均須 

缴付非土著人頭税。其税率係按個人收入多少而 

定3 該領土中年满十八歲之非土著男子並須纖付非 

土著教育税

ff±會上各階層人民均須付所得税，但是所得税 

幾乎全部是由非土著居民付給的，所得税税率對於 

應課親:之收入中的最初四 fi'英錄爲每镑一先令六便 

士 ; 最高率可增■至每镑五先分。'凡牧入超出二  j O O  
0 英镑者應忖附加税，最高率爲每錄九先令3

理事會第三屆會曾建譲管理當局考慮此種課稅 

制度對於土著居民是否允當及是否符合依據付款能 

力忖税的原則3 理事會並建譲管理當局勘酌誰立地 

力及中夹裁判所，以便土著居民就所課取之税額間 

題提出申餅。

管理當局稱原曾設法爲土著居民霞定一種聽送 

增之房捐及人頭課稅制度，但迄今尙無法實現，因 

此，紙得繼續採用單一定率的的征收制度。這些定率 

按年麓訂，依各地經濟狀况及人民之付款能力而酌 

加增識，但任何變更 ,事先均必與土著當局德商，，管 

理當局並訂有對貧苦居民免予徵税的規定，惟因缺 

乏個別税額估計辦法，故不能訂立個人對於税率有 

申詳權的規定。在其他種類的直接稅力面已有規定 

的申就權必須等到訂有遞墙之個別税額估計制度時 

才能在這力面實行。

有一請願書1"訴稱管理當局增加税額，而不及 

時發出通吿 ,> 但管理當局於發表其對這個請願書之 

意見時稱，並無改變税率而不先期通知關係人民之 

情事

一九四九年，西沙爾麻之輸出總値超過該領土 

全郁輸出品總値之半數一九五一年視察團認爲大 

可i f 加該領土從這個工業得來之歲入，因爲這個工 

業现僅缴納低微之出口税，卽照價課取百分之五出 

n 税。

管理當局答稱，經愼重考慮後決定至少在目前 

不應增加税率，管理當局並指出西沙爾f t 工業過去 

傭受價格低落的打擊，現正漸漸復原，且最近數年 

因慣格提高，始能辅充添置急需之機器、廠房及誅 

備並進行必要之資本發展工作。再别，西沙爾« Î亦 

未必能繼續維持其目前之高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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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落花生計劃

海外糧食公司最初擬於種植落花生計劃下，在 

該領土內人烟稀少及荒蘇不毛之廣域開廣二，四0  

0 ,  0 0 0 英献的士地。可是，這個計割所希望達 

到的目標並未實現。所以，管理當局於一九四九年 

決定改變許劃，將原定計劃改爲六0 0 ,  0 0 0 英 

献3 — 九五0 年中，塵於過去一年開購及收獲工作 

之成績欠佳，故再度修改該項計劃。修改後之計劃 

規定七年完成，擬定個別農場的面積以一， 5 0 0  

英献至六，0 0 0 英敏爲限，而不按照原定計割中 

所訂以三0 ,  0 0 0 英敏爲單位的辦法。

管理當局認爲修正後之計劃可能成爲一個農事 

模範，指出未來的發展方針，並協助解决下列問題 

卽：充 {3•利用未經估用或開發之土地以種植農産,尤 

其是生産糧食。其最後目標則仍爲：使新開發之廣 

域與該領土之經濟相配合，最後將管理權交給士著 

人民=>

一九五一年之視察圓稱，借與海;^糧食公司的 

三千二百萬英镑雜好一筆勾消，但這筆借款的大 

部汾却是用在坦干伊嘴境內，促進了該領土的一般 

經濟發展。此外，該公司訓練非洲籍技工之努力， 

亦仍不無成就C 再則，實際按術方面亦頗有進展， 

開腐及培養新旧地等工作a 改用高效率之機器代 

勞。管理當局一九五一年度報吿書中並稱，該計劃目 

前可見的利益甚多，例如新添之  Mtwara 港口設備， 

沿海一帶與齋展地展間之鐵道交通，及若干"落花 

生地K " 中之輔助設備，包括飛機場、道路、供水 

誅備》水電廠、工廠、學梭及新村落等。但不幸得 

很，該計劃大綱之徹府修改，及其範圍之縮小對於 

若干福利方面之方案，包括建立社嚴生活之方案， 

頗有妨礙。視察團並悉管理當局B 建有一所誅備完 

善之现代化醫院，但對於按照前定計劃訂立標y 工 

資率及建立模範社廣的工作無甚進風一點，表示失 

望。

農業及畜牧事業

該領土陸地面積共約二萬萬二千萬英献，其中 

a 用或可用於農業方面者約一萬萬二千三百萬英 

献。這些可用的農旧中一大部分都必須經過Ü 荒的 

手續，才能開發。土著居民每年用作牧場的土地據估 

計約爲四千萬英赦，用以生逢農作物的土地約四百 

五十萬英敏。每年生產非土著所需農產品的土地約 

達一，七五0 ,  0 0 0 英献U,



非洲籍農民大多以種植及畜牧爲生，該領土中 

許多地方的土著居民仍沿用移動種植的辦法来從事 

農業生産，其所用之主要工具爲働頭

該値土的大部份地力都缺乏水源，毒《充斥，以 

致若干展域中人口繁多，牲畜擁掛，尤以 M bu lu及 

Sukumaland兩區爲甚。Kilimanjaro及 M eru廣域以及 

西 Usumbara 山岳一帶亦有此患；這些地方因當初 

外讓之土地過多，故情况益增嚴重3

管理當局業a 聲明其政策在於解決這些問題， 

改善種植及畜牧方法，使其趨於現代化，並樓加糧 

食的生産。

土壤保護事務處之組織於一九五一年中已慶完 

備。除從事實地工作外，該處所訂之用地條例亦經 

該領土中許多土著當局採用。

理事會第十一屆會接有四個請願書提到土壤 

浸触問題。據兩個請願者稱，管理當局並沒有力求解 

决這問題。但其錄的雨個請願者却指出，當地人民 

對於強追填塞缕地及建築棟田的條例頗多誤會且生 

反感。

管理當局於發表其對這些請願書之意見164時 

稱，最近數年中已採取許多措施以防止土壞之浸t b  
但此等措施却遭到若干地區中土著人民的劇烈反 

對。

理夢會惠於Arusha公民同盟>« '所提之請願書， 

會通過一個決議案內建議營理當局繼續推行其 

宣傅運動，插調指出土壞漫激之危險，及說明其所 

採用之防靓辦法。

另外兩個請願書對於若干適制措施表示不 

满，這些措施規定；非洲籍農人必須保持其旧地之 

生座力，種植若干種糧食産品以防其他農作物之歉 

收，且須將牲畜送至指定地點注射防疫針或浸洗， 

並不得在若千地5 5內政伐樹木。

管理當局指出1% 這些措施對於人民都是有利 

的。有些措施與傅统的種植力法不盡相同，雖然許 

多人深f ë 其意義，而樂予施行，但有些人則對於這 

些革新辦法不表歡迎，管理當局現正極力宣傅、教

T/Pet.2/124；, 146j 156̂  T/Pet.2/R.4。託管理事會就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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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與鼓吹，藉圖勸誘農人改善耕作力法，保待士地 

之生産力。

理事會於審譲Arusha公民同盟之請願書時通過 

一個決譲案 1®%建譲管理當局根據其在M b u lu展 

内所得之經驗，發動一個宣傅運動，鼓吹觀別減少 

Arushu展之牲畜敷目。至於森林資源問题，理事會 

促請各請願者與管理當局合作推行重新造林的計 

劃。

天然資源委員會一九四九年成立，其載務包括： 

统》天然資源之監護，審査各種保譲及改善水源與 

土壞之許劃，並就護林、屠宰及限制牲畜等間题提 

出建議r 理事會並欣悉管理當局a 訂有天然資源法 

分並設立土壞保護事務處，

Sukumaland及 M b u lu之發展計劃是最重裏的 

兩個復舆力案 , 這兩個地廣襄由於人口及牲畜數目 

之增多，土地之浪費並因農作及牲畜飼養力法之不 

善，以政土壞貧廣加以毒繩繁殖，結果造成牲畜擁 

携、人口過多之嚴重情况。Sukumaland計割包括約 

二0 ,  0 0 0 平方英里的面積，蔑及百萬的人口， 

其目的在於管制及重新分配人口與牲畜數量，改善 

新開發展域中之農作及牲畜飼養方法。這些展域中， 

毒繩槪經撲減，且裝有供水設備。據一九五一年之 

視察團報告，Sukumaland內以前未經佔用的九， 0  
0 0 平方英里面積中約有二，五0 0 平方英里现B  
有供水之設備1 視察® 査悉目前該計«之 II點爲不 

知 Sukumaland人民之反響如何，但欣悉此項問題將 

由一社會發展事務員加以研究，視察圓並希望營理 

當局繼續積極推行Sukumaland f f t l ,並開發各種必 

要資源。

在 M bulu許劃下^約有六0 0 平力英里的新地 

廣，經淸除林厳導引水源後於一九五0 年中可供利 

用 ，視察團認爲截至目前止，此項f +劃之成功足以 

證明營理當局亟應取得當地居民之積極合作，運用 

公款輔助其推行工作，而不宜以撥支公款之方式爲 

實施該許劃之主要辦法。視察B 並希望管理當局仔 

細研究該地所行之辦法，藉以確定此.辦法可否圓 

滿地適用於其他地展。

其他尙在初步階段之計劃包括U lu gu m山岳地 

属之土地使用許劃，該地廣中前經外讓的土地二千 

餘献現已交回給非洲人使用。此外，另有一個爲 

Chagga人民擴充土地的許t i L 這個計劃規定歸遺前 

經外讓的土地約二三，0 0 0 英敏，並開B 新展域 

以供利用；擴充水源及創除M asailand中遍生毒繩

決 議 案 八 四 — )o



之叢林；防止 Usambura 山岳之土壞浸靓；改良生 

産力法及開蘭交通以增加南部者之農產。理事會第 

九眉會對於管理當局開購原未種植之士地以疏散人 

口一舉備加贊許。関 於 Uluguru許劃，一九五一年 

之視察團認爲管理當盾雖力圖使Luguru部落之多 

敷人口仍居留於山岳地霜，供此項目的也許不能完 

全達到，因此，倘擬再行外讓 M orogoro地展中地 

勢較低之土地，應當審愼從事。

至 於 C hagga地展中每癒咖啡課賴:一角以充五 

年發展計割之經費一節，視察圓認爲早應採取此種 

措施。

布 可 巴 （B u koba )展中 j ，約有五十萬英镑以上 

的款項可供發展之用，此款係土著卿蛛局之菊I餘資 

金。視察團塵於該展中大部分士地生逢力薄丽，香 

薫果樹染有病菌，以 及 H aya人民之社會病態，故 

認爲應立卽核准一個關於該展之一般發展計劃，勿 

稍遲延。

嗣後 , 坦干伊勝總督通知理事會第十一眉會說， 

業B 舉辦鬪於該腐的發鹿許劃。

若干地區中现正進行機械化種植的實驗。視察 

圓備悉這些發展工作全屬拭辨性質，但認爲一俟獲 

有妥善之方法，坦干伊略政府卽應極力提倡採用機 

械化種植方法。

此外尙有一個協助改進土著農業的計劃，此項 

許割規定於 U kiriguru農業訓練學校及目前正在興 

建中之 Tengem農業及矢然資源學校中訓練農業指 

導員並使受訓之人數續有增加。

除各項復興計劃業已改進了若干廣域内牲畜擁 

掛和牧草消耗過度的情形外，獸醫及牲畜飼養部並 

致力於推進適當的館售計割及改良牲畜品種與飼 

料，該债土中並m 有示範農場一所，以教導案養及 

管理牲畜之改良力法，並藥養及館售良種藉謀改進 

當地牲畜之品種3 指導員均在M pw apw a之獸醫訓 

練學校中受訓，將 來 Tengeru之農業及天然資源學 

校建築竣工後亦將開說此積訓練班各種研究及實 

驗計劃目前亦正在進行中。

視察團認爲這許多發愿許劃的存在實是一種很 

好的現象，只可惜許多地帶都未經包括在這些許劃 

之內。現行各許劃所包括的各地展中，大部汾地力 

的非洲籍居民都不甚積極合作，需襄歐洲籍官員加 

以嚴密監督。這個問題的範圍甚大，如果襄使現時 

毒爆滋生、水源不足的廣大面積變成生逢的士地， 

敢充汾研究機械化種植的可能性，則所需之投資數

額顯然十分靡大。一九四八年之視察画也曾發表過

同様的意見，認爲應境加按術人員與設備，以擴大 

及加聚進行農業發展3

理事會第九屆會表示希望管理當局將再加雄其 

農業服務，特別是將科學實驗及改良農業力法的利 

益直接介紹與農民的各種農業服務。

管理當肩於其一九五一年度報告書中稱對於這 

個意見十分贊同，並謂從管理當局常年報吿書所载 

開於改善種植力法之資料中，可見該當局極爲注重 

土著農業方法的改進。據稱现正繼續加聚舉辦該領 

土之農業服務及推進科學實驗與研究工作。

一九五一年之視察團察悉管理當局& 採取初步 

辦法以改進非洲人之農業及牲畜業，認爲此種努力 

實堪嘉許。視察團深信處置這個間題的最妥善辦法 

便是劃定地K 施行一般發展計劃r ’除若干因土地利 

用方法不良及士壤浸靓而受有極嚴董影響之地展 

外 ,無須從發展基金中撥劃S 款以應此種需襄3據視 

察團看來，如政府所撥款項僅供铺助各區所辦自助 

事務之用,則反易得到非洲人民的合作•,就許多力面 

言，視察 B 所看到最満意的發展是在 P a r e展內， 

該區襄並沒有一般發展計劃，而旦可供利用的政府 

撥款也非常的少。不過，那襄有幾個對於部落之社 

會發展十分熱心的官員,推行了一個大衆識字運動， 

故能引起當地民衆對於改進土地利用方法的與趣。 

視察® 並認爲如能填加該廣之辦事人員及經費，則 

收稽當必甚大。

管理當筒於發表其對視察團報吿書之意見時表 

示十分贊成視察圓的看法，,認爲務須取得非洲人民 

的積極合作，政府資源只應用以輔助其所進行的計 

劃，而不應爲實施計劃之主襄辦法。管理當局也認 

爲，一般而論，改進非洲農業及畜牧業的最好辦法 

便是在有關地® 施行一般發展計劃至於視察圓提 

譲 予 P a r e展內所進行計劃以更多的援助一節，管 

理當局亦將加以研究。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通過了下述建議：

理事會贊許管理當肩注重糧食方面之自給自 

足；欣悉若干地展正在進行機械化種植實驗，旦在 

機械化種稻力面a 有進展，爱建譲管理當局於得有 

妥善方法後，從速儘量提倡機械化種植，並繼續加 

緊努力改善非洲農業及畜牧業3

農貸

農貸的来源有二3 理事會第六眉會欣悉土地鎭 

行 a 於一九0 九年成立。該領土又設立一個地力發



展貸款某金會，劇辦資金5 0 ,  0 0 0 英錄，其目 

的在於供給非洲人及亞拉伯人改良土著農業生產許 

劃所需之款項，涯常R 有土著當局能取得貸款，但 

在特許的情形下，非洲籍農民中亦有取得個人貸款 

者推一九五一年視察團査悉非洲人殊難取得個人 

貸敦，他們必須證明享有土地保有權，然後才有資 

格向士地銀行借款，可是，他們具有此種資格者實 

膊絕無僅有;他們如欲向地方發展貸款某金會借款， 

則必填由當地士著當局充當保證人，而土著當局卻 

又不輕易替非洲人擔保借款。所以，視察團認爲此 

種情形似有立予改善之必要a '最好的辨法似爲訂立 

一個較妥善的非洲人土地保有權制度；此種制度之 

發展，原爲土地利用事務盾所承擔任務之一。不過， 

視察 ffl認爲政府應想出其他辦法来改善非洲籍農民 

之貸款設施3 據管理當局稱，對於此項提譲，自當 

詳加考慮；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所收到的請願書中，有兩 

個17<>就稱非洲士著農人因不能提供抵押品，以致頗 

難取得貸款以滑加生産一個請願者提議應將土著 

金庫之資金用以購置農業機器，供非籍農民祖用，以 

樓加他們的農産，如系這點辦不到，則請將人頭税 

之一部儉收入撥充此項用途之暫時貸款。

管理當局發表其對這些請願書的意見1̂ 1時指出 

非洲人可能取得貸款的来源r 管理當局深知許多非 

洲人對於儘量發放貸款之譲都極表歡迎，但可供動 

用的款額有限，並且移用公款以充此等用途時不得 

不採取適當之防範與保障辦法任何穩固的信用制 

度都必須訂有某種擔保的規定，且此種擔保可由農 

民本身或土著當局提供。

農產品的館售Î合作社

一九五一年^業經登記之合作厥共有一三八所J 
社鼻人數達一0 五，七六二人，其中一二六所以館 

售產品，供給農業需要，及經營倉儲爲主要任務，並 

略事農，品之加工。

M o sh i所逢咖蛛全部售與糧食部，該部所付價 

錢平均爲每嗽二九七英錄。據一九五一年之視察團 

稱此慣較世界市場之價格低得許多，因後者每《約 

爲四五0 英镑。Bukoba所産咖啡售與糧食部者共達 

四，七0 0 顿，其餘之產量則在M om basa市場上 

拍賣。一九五0 年 Bukoba所產咖蛛達八，0 四五

順，共値一，五八0, 000英镑。據視察團稱， 

該地之生産者由於一九五一年咖啡市價飛漲而得的 

利 潤 較 Moshi的生產者爲高。俱他們所得之售價仍 

較盧安達烏隆提各逢戶所得者爲低，因此, H aya人 

民中對此頗感不满，蔵察画說，咖啡種植者所得之 

初期付款數額較依照最後售慣所應付給者爲低，旦 

在合作ftfc聯合會成立之前，該地並無第二期付款之 

辦法，因此，H a ya人民尤感不滿/勝餘款額槪經結 

存，在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度以前撥充一般領士 

農業發展某金嗣後，此項結餘之數額復迅速增多， 

截至視察團視察該地時止，估許約及一百萬英镑。 

最近決定以此款之半數充穩定基金，其餘之一半則 

撥充發凰事宜之用，視察團探悉這筆款額不足以成 

爲一個眞正的穩定基金，但截至此時止倚未訂有繼 

續囊款的辦法，將來，種植咖啡者將得有較大之款 

額，佣當盾將徵收咖啡税：, 將賴:款撥歸土著金庫;税 

率視售價漲落增域，暫按現時之咖蛛慣格課取百分 

之七點五如將來價格猛跌，則此項税率將劇減爲 

零。

視察團在原則上賛成從値錢的農業輸出品的收 

入中取出適當部汾，充穩定農業及一般發展之用;但 

認 爲 B u koba嚴域中咖蛛種植者對於當局延不決定 

如何處理勝餘款額一節之表示不満，實不無理由。關 

於非洲出口货代理商與糧食部所訂之合同間題，視 

悉團察悉這些B 體全係自由翻織，但往往因决定接 

受糧食部長期合同之保障，以致雖經糧食部答應在 

若干情形下增加合同中所訂之價格，亦不能充汾享 

受由於世界物慣上漲所造成的有利情形，

管理當盾於發表其對視察團報吿書之意見時 

稱，a 重參f  Bukoba 土著咖啡局之勝餘資金用途間 

題詳加考慮，並暫定將此項款額分成三汾，每份數 

額約略相等 ’ 分別發與合作社’撥給土著當局充地 

方發展許劃費用，及成立一個維持售價的某金。詳 

細辦法現正由管理當局與人民商計中。管理當局承 

認生產者對於勝餘資金用途遲延不決一層之不满自 

亦不無理由，但現行之辦法當可使將来不致發生這 

種困難0

關於長期合同所t l，慣格之一般間題，糧食部不 

tBE*同意提高將來交易之訂價，而旦更對以前之交 

易補發額外償金。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從B u koba地展收到三個請 

願書1 7 2 ,內餅稱非洲籍咖蛛種植人所得之咖.售慣

T/Pet.2/120, T/Pet.2/I50o 託，ï®事會就請願書 

Pet.2/150所採取的行動參圓決議第四八六(十一)o 
T/953/Add.4o

T / I T/Pet.2/148^ T/Pet.2/154> T/Pet.2/R.2o 託管理事會 

就請願書T/Pet.2/148 and 154所複取的行動套閱決議

案四八五(十一）及四八八(十一)o



殊欠公允，並謂此項達品之貿易全爲外籍人，尤其 

是印度人，所龍斷，他們所得的佣金較非洲籍商人 

所得者爲高，而且當局不准非洲籍生産者自由委託 

他們的合作社在價格最高的地力錯售達品3 據說非 

洲籍人所辦之合作社尤不能在價格較高之盧安達鳥 

隆提及烏干達兩領土中館售他的咖啡，因此，從 

坦千伊勝偷運咖啡至該兩領土者頗得利潤>

管理當局於發表其對J :述請願書之意見I73 時， 

提 到 B ukoba咖啡局，該局經由合作社及核定之代 

理機関負責館售咖啤。該區内之走私者及做黑市生 

意者過去確顏活躍，但管理當局希望官定慣格提高 

後，企圖不從合作社及核定之代理機關館售咖啡的 

人當能減少。如梁合作社所經手的數量日猛增多，則 

持有執照之經售商人亦將大爲减少。無論如何持有 

執照之六0 0 商人中現有四0 0 人爲非洲籍人，可 

見不能說當局不准土著人民從事可以換取現金的本 

地農產品之貿Jr。

理事會第九屆會欣悉合作社之數目日漸墙多， 

並悉& 爲擬譲舉辦的領土間合作社載員訓練所訂有 

財務辦法，深望管理當局將繼續鼓勵是項發展，並 

特別播加訓練設施，使非洲人瞭解合作事業的原則 

及技術。

管理當局稱，目前正在繼續廣大及發展此種合 

作運動中，且對於鼓勵此種運動及訓練非洲人民從 

事合作事業二事亦十分注重。合作社人員訓練所將 

於一九五二年初開始工作。

理事會第十一屆會通過了下通建譲：

理事會塵於合作社所獲之成就,尤其是Kiliman- 
jaro 土著合作社聯合會有限公司之成功，認爲建立 

合作社實爲使非洲人民目前能得爭取貿易之最有效 

辦法，爱表示希望管理當局繼續提倡舉辦合作社， 

並擴大此等組織在該領土一般經濟生活中所佔之地 

位。

理事會傭悉視 察 ®之意見，卽生産農業輸出品 

之當地士人應充汾享受由於世界物慣J ：漲而產生的 

利益，爱建譲管理當局應隨時檢前館售合作社與糧 

食部所訂之長斯合同。

土地制度及土地外譲

因爲土著居民採用移動種植辦法，故其使用之 

土地總面積尙無法作正確之估計。一九玉一年轉讓 

與外籍人土地之總面積爲三，玉六九力哩。其中一，

T/953/Add.4o

四八六力哩受讓人享受自由保用不動逢權，其餘則 

由受讓人享受估用權，大部汾均係祖用九十九年。這 

個總數約爲該領土陸地德面積百分之一。管理當局 

通知一九五一年之視察團說，這個百分率將来究竟 

是否會高至百分之十，實是一個極大的疑問、據估 

許，最近數年内大約只能再對Î 百個外籍農人供給 

士地，一九四八年之視察團說該領土中不能生，之 

土地比例甚高，所以土地讓與非土著人民問題亦猛 

形重要。一九五一年，土地分配情形大抵如下：

力哩

B 種植之可耕地 ..............................  九，八0 0
叢林、原野、灌木林及熱帶林等… 一五0 , 000
草原 ( 實摩畜牧廣域 ) ............... 六七，000
a 開發之擴展...................................  三，二七六

因毒繩繁殖，水源缺乏而未經佔 

用或開發之展域，以及市鎭，小 

殖民區，村落等 .......................... ........三，七三六

管理當局指出，未經讓與非土著居民的土地佔 

領土面積百分之九十九，卽使計及其中有山岳地槽， 

森林保留廣，及不適宜或不能供移殖之用的展域，亦 

足以供給目前非洲人民生聚繁殖之雷，其人口密度 

平均每方哩不致超出三十六人。管理當局認爲，一 

般而論，土地讓與的範圍顯未達到妨害土著居民利 

盤的地步3

一九四八年的視察團在考慮管理當局允許將土 

地讓與非土著人民的政策時，表示認爲殖民事業必 

須加以限制並施以極嚴格之營制使其降到最低限 

度，俾與該領土之發腰許劃及非洲人民目前與久遠 

之需宴及利益相符。管理當局答稱：非洲人民目前 

及未來之利益自當予以充汾保持與維護 , t0事實上， 

如欲於可預許之時間內開發該領土內若千廣大的地 

展，則唯有刺用非土著人民的力量才能辦到C過去， 

非土著人民所經營的農業對於該領土的財富及生産 

力會有極大的買獻；在今後若干年中亦必繼續如 

此。

一九五一年的視察團察悉管理當局雜仍推行上 

述土地讓與政策，但其範圍及着重點自一九四八年 

的視察團訪間該領土後a 有重大的改變。據政府官 

員報吿，着重點 a 自殖民問題移至土地利用間題， 

其目的在於儘量利用土地及增加糧食生産。政麻並 

採取十分積極的態度来檢前該領土的土地資源，藉 

以確定究有多少土地可以合理地視爲非洲部族所不 

需要的» 餘土地，凡可供農業及畜牧發展之用的士 

地均由政府綴密遠選私人或公司加以利用，而不復 

以柏賣力式出售。這種土地之承祖人享有該地之估



用權，斯限至多爲九十九年，但須遵循特定之條件 

發展土地。

該領土內已設有一個土地利用事務局以代替以 

前之土地殖民事務局。此外，並設有各種不同組織 

的省立土地利用委員會，以便向該局提供諮詢之意 

見。

有人向視察團f f 稱：該事務局及各洛' 立 ®員會 

中之非洲籍人民代表人數均嫌不足，視察H 認爲所 

述一節不無理由。管理當局於檢計觸察團報吿書時 

稱，對於墙加各該機關中非洲籍人民代表權問題當 

加以考慮。

該事務局之職務規定範圍甚廣，包括提供建譲， 

鼓勵及推展一個適當而穩面的非洲籍人民土地占有 

權制度。截至目前止，該局之主裏職務似爲：在該 

領土內選擇可以估用權授人之士地，並遊選合格的 

人估用此種土地，這種人選並不一定是外籍人，不 

過，視察團査悉截至目前止只有一兩個非洲籍人在 

Ir in g a愿域內取得土地佔用權。

視察團査悉前敵民所有財産中凡經提譲予以重 

新讓與者幾已全部分配竣事，除此以外，在估用權 

制度下分配之土地許一九四八年達四二，九七五英 

献，一九® 九年七一，九五九英献，一九五0 年一 

二四，三六八英献。一九五0 年數字包括撥供殖民 

地舆業公司W attle許割使用的土地四四，0 0 0 英 

献，但這些數字中均未計及撥歸海外糧食公司佔用 

的土地。

Mount Kilimanjaro 及 Mount Meru 四週的耕地 

缺乏情形最爲顯著 , 道些地展首先發生此種間題，其 

主要原因爲在德國统治下讓與之土地過多及委任統 

治制度下土地之重新讓與。

一九四六年成立了一個委員會来研究這些地BS 
之土地問題，該委員會認爲盤批的重新分配部落士 

地及讓與土地都是辦不通的，但爲補救目前情形起 

見，建譲將前敵民及教會所有的土地以及其他讓與 

土地撥與人口《密之土著人民使用。至於該委員會 

所提譲之長斯解決辦法則爲發展地勢低下及紙蓮之 

地展3

以前骨向託管理事會提出請願書的C hagga人 

民對於經過最後修正的這種辦法表示相當満意，可 
是，Chagga參議會卻提出一個請願書m , 說必須儘 

先解決非洲籍人良的需要 ; 並稱，自從上次 Chagga

人民提出請願書後若千外讓土地雖經歸遺他們所 

有，但是，當局卻未政力於發展地勢較低的土地， 

因此，他們請求政府加緊政力於供給水源，建築道 

路，敦立診療所、學校及其他必要誅備，並從速撲 

減毒繩

管理當局於檢討C hagga人民新遞請願書時17® 
指出，由於供給適足水源之種種困難，以致發展工 

作進展遲緩。但管理當局表示亦亟欲儘早開發地勢 

較低之地區。

該委員會提出一個建譲，內主張將非洲土人在 

Mount Meru 以北所估一塊土地，轉讓爲純由外籍人 

民居留的地廣，該委員會並提譲採用下述辦法以賠 

償 該 展 M eru部落之損失：償付現金，歸遺若干前 

經外讓的旧地，及另外開發其他地前敵民所估  

旧地中凡未經想定歸遺土著人民者亦經該委員會提 

譲重予讓與3

視察團認爲 A rusha區中各部落對於政府所訂 

辦法似不若Chagga人民之满意。政府擬將約一0 ,  
九0 0 英献的土地撥與M eru部落，並提譲從兩個 

地愿中移出三百六十家人民，使該二廣成爲完全非 

士著展域之一部设，俾得用爲無傅染病及雄追浸洗 

之牧畜地區。但此種遷移在新地區未經發展就緒前J 
不擬實行。

視察B 在Arusha時得悉由於那些將被遷往他處 

之非洲籍人民不肯合作，以政政府估計賠償數目的 

工作頗多困難。M e m 人民所將移居的地力距原住地 

力不過三十五哩，且行政當局擬有辦法，運送笨 

重保私及農作物前往重新定居之地愿，並供給人民 

之住所直至他們自己建有茅崖時爲止。

視察團在 A rusha時 曾 與 M eru部落的人民會 

談，該部落的長老提出一個請願書請將未經讓 

與的農場撥給他們，以增加他們的土地，並請求將 

來不再讓與新的土地，俾他們的子孫不致無捷身之 

地 該 部 落 中 另 有 人 提 出 兩 個 請 願 書 * 稱代表 

該展之三， 0 0 0  M eru家族發言，對營理當局遷 

移 Ngare-Nanyuki地展中 M e ru人民之動機，詳加 

批評，視察團認爲委員會建譲遷移這些人民，雖有 

正當之實際理由，但該區人口稍密、擁掛不堪，管 

理赏局之不准非洲籍人民實際估用其原有之任何土 

地一舉是否有當實成間題；如果管理當盾更對關係 

非洲籍人民加以膝力，則託管理事會實尤應對此問

T /P e t.2 /1 3 7 o託管理事會就該請願書所探取之行動參閱 
決議案四八二（'卜一)o

175 T /953 /Add.2o 
17® T/Pet.2 /142o
1"  T /P et.2 /99 j Adds.l-6 j T/Pet.2 /143。



題嚴加注意，關於此點，視察圓億及管理當局向上 

次視察團及向託管理事會所作的解释，卽：任何土 

地如經當局准予外讓，則原住該地之非洲籍人民得 

自由決定仍居原處或遷至他們所願意遷柱之任何其 

他地方。

管理當局於評譲這些請願書時I7«稱，這些請願 

者並不代表 W a -M eru部落，所以只可說代表居住 

於 Ngare-Nanyuki地愿中三百十二個納税人發表意 

見而已。他們一直到最近才提出抗譲，反對遷居;可 

是，在此期中，此項計劃之其他郁汾業E /f t諸實施， 

而旦新土地亦經接收及發風就緒。 Wa-Meru 人民以 

前收賈原屬德國人之雨個農場時所付之代慣將由政 

府全部償遺，而且他們將免《取得新土地，遷居的 

人家亦將領有酬勞金，免費旅行運物，並由政府播 

助其在新地廣安頓一切。

據管理當局代表說，這些請願者遷出的土地係 

供施行牲畜飼養許劃之用，B 於請願書常設審査委 

員會請求提供有關此間題，之資料前分與十三個私人 

申請者使用。

管理當局於檢討視察團報吿書時指出此種遷徒 

業 a 竣事，且並未發生許多意外之事。管理當局說， 

加果當時t 會施以任何壓力，鄧實是一件可遺城的 

事，不過，在這種情形下，此種行動無疑地是合理 

的。 "正當的實摩理由"姑且嫩開不談，如果:闕係人 

民所裏遷出的地力乃是他們的故鄉，那麼這個間題 

自當又作別論，但是，截至最近數年止，該地廣並未 

住有非洲人；他們直到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一年間收 

賈前屬德人之農場後，才開始移入該地，視察圓所 

提 到 的 "解释"乃是管理當局動申請讓與各部落一 

向估用的土地間題所採取的政策9

請願者的代表在向理事會提出口頭陳述時，說 

營理當局B 擬有計劃，將 "北 M eru保留地"中之 

部落土地外譲與移殖之非土著人民。原居該地之三  ̂
0 0 0  Wa-Meru人民經政府以武力適迫讓出土地， 

他們的房屋、糧食、牲畜等在此適迫遷居的過程中 

多被損壞，且有二十人被補入截3 他們雜向託管理 

事會提出請願書而且託營理事會亦a 宣稱準備考慮 

這個問題，但管理當盾不顯這個事實，在理事會作 

有決定前卽着手實施其將這些部落土地讓與之許 

割，在此項新計劃下將該K 分爲十三個單位，並於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五日將其中兩個單位授予若干申 

請者。

請願者的代表並說，關於償付兩個農場之價値 

一節，政府雖按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九年間該兩農場 

之購慣償付 , 但此等價格遠低於該地之目前價値;如 

將這兩個農場在市場上公開出賣，則 Wa-Meru 人民 

所能得到的價錢當較政府償價高出甚多。且這些被 

追移出的 Wa-Meru 人民所將移居的地廣中土地生 

產力薄弱；Wa-Meru人民遷居該地之後能否不改變 

其整個經濟制度，頗成間題。該部落前曾計議移居 

該地，但因發現毒繩遍地，所以作罷。

不過，Wa-Meru 人民所最闇切的間題不在賠償 

金的數額而在繼績居留該地 , 因爲他認爲在宗教、 

傳统及情感上，他們與該地實有密切的開係。 W a - 
Meru 人民费於任何以所有居民利益爲眞正目的之 

疏散土著人口或發展領土資源計劃,槪不担絶合作， 

不過他們不相信這個重新分配土地的計劃會有什麼 

好處 , 而且施行的時閩和力法更引起他們的憤慨，甚 

至造成永久的怨恨。

理事會關於道些請願書的決譲案 I7® 中要i 於管 

理當局認爲必須將Meru人民遷出其原来定居之地， 

並實行武力驅逐，敎使彼等備受種種損失一節，深 

以爲« e 理事會雜悉此種遷移乃是一個對 Arusha 及 

Moshi 地展中大部设士著居民有利之大許劃的一部 

份，且這個許割業a 實施多時，其中规定將以前外 

讓之一片廣大土地撥歸部落佔有，並進一步開識發 

展不足之士地以備部落擴展之用；但認爲管理當局 

將来擬定計劃時應遵照下她原則，卽：除非得有原 

居該地非洲人民社圓集體同意之明白表示，營理當 

局不應將他們遷至其他地1?^。

理事會促請管理當盾( a ) 極力减除必須遷出該 

地 之 M eru人家所遭遇的種種困難；（b ) 從優償付 

各関係家族之土地、房舍與其他財逢損失，並賠償 

彼等所受辛勞與跋涉之苦，藉以悄除所生之惡感；

( c ) 繼續協助各關係家族重新定居於新地展，尤應 

助其興建屋舍，及加緊摸減毒繩。理事會並建譲管 

理當局U )應加緊推行教育運動，藉 使 M eru人民深 

信亟宜遷往新擴充地廣以改善部落地愿中之擁»情 

形；（M 應擬具並施行一個關於社展發展及福利事 

宜的許割，俾能更進一步地政力於督導  Meru 人民 

之活動，使其走入建設之途徑，理事會深望管理當 

局將繼績採取一切可行措施，並開輝發展新土地以 

供種植畜牧之用，俾使人口日增之 Wa-Meru 人民 

得有適足之土地，並使部落佔用土地中之擁擒情形 

得以悄除3 理事會並請求管理當局將 A rusha展域

… T/953o 決議案四六八（十一)<



中重新定居問題之發展詳情隨時通知理事會。

關 於 A rusha部落，據視察團報吿，管理當局 

不擬將前屬敵民之任何土地或其他外讓土地撥供他 

們使用，而只擬說法助其遷至地勢較低之擴充地區。 

Arusha部落代表所適請願書i««中稱該部落所能化用 

的 土 地 因 A rusha城鎭之逐斯擴展業已一再縮小。 

目前，該部落因處於一個園中，週圍全爲歐洲移民 

定居之地；圈外之土地則過於乾燥，對於Arusha這 

棟一個務農的部落殊不相宜>

管理當局於檢前這些請願書時1*»稱，Arusha城 

鎭業經縮小至原来面積的四分之一，而且在該城鎭 

界內可供利用之土地未經儘量充汾利用前，當局並 

不考慮再行擴充這個城鎭。一九三0 年該地之非洲 

籍人民確會移往他處, 但他們並未受到任何艱苦，而 

且全都取得賠償金及酬勞金。在所有情形下，他們 

全都得到新的士地，

視察團認爲這個地區及其耻鄰之Pare及 Lushoto 
兩展的整個土地間題至爲複雜困難，據總督說，這 

些山岳地僕的人口堵加率每年約爲百分之二點五。 

總督並指出，卽使把該地廣所有原a 讓與的土地全 

部交給非洲人，最多也不過略爲稱和局勢；許多部 

落族人無疑地將因坦千伊嚷之發展而願在政府機關 

及工業界中謀得穩定的職業。 府業a 花費，或卽 

將 花 四 三 ，0 0 0 英镑左右来收購農場以供非 

洲人民之用，並已支出二二，0 0 0 英錄来開蘭一 

個約及四六，0 0 0 英敏的地厲，這個地K 現時B  
可供非洲人民之用，不過，Chagga部落中雖有許多 

族人擁有大量地產，但據政府估許，無地者約達七， 

0 0 0 人左右3 所以，政府必須用更積極的方法来 

發展地勢較低的土地，爲達此目的起見，政府現正 

在 Pagani河盆地作一価詳細的勘測，這個盐地厥收 

盤個地展所徘出的水。

視察® 同意：Arusha-Moshi地展的人口壓力間 

题並不是一個單從土地方面着手卽能獲得永久解決 

的問題，而且強追收購及重新分配附近所有讓與士 

地與非洲人民，亦徒滅少一個有效生逢的地展，並 

不能提供永久解決的辦法，不過，視察團認爲管理 

當局應努力推行發展擴充地展的f l•劃，並應考慮禁 

止再將該地展內任何土地轉讓與外籍人，如此點不 

能完全辦到，則亦應於採取此種行動時審愼從事。

關於該領土的男一個地區，Rungwe區域，Pakati 

非洲人民鄉村參譲會會提出一個請願書182, 內稱該 

展人口糖密，許多居民都不得不往他處尋竟工作， 

但政府卻准許讓與土地，並將以前德國人撥給各教 

會之原屬自由保有土地轉售與外来之移民0 視察團 

認爲此種指控並無確實根據。不過，這個人口稱密 

的展域卻呈有土地冲傲的嚴重危機，旦由於道路遙 

遠，交通不便，以致非洲籍人民難有適當的農作物。 

但是，這個廣域中二十年来未曾發生土地外讓之新 

事件，一•九四九年該廣內雜有茶地一，0 0 0 英献 

經讓與坦干伊嘴茶葉公司，但該廣之總面積一，八 

0 0 方哩中外讓之土地僅達十三力哩。當地之摩拉 

維亞教會現擬撥地約一，五0 0 英献，供非洲人民 

定居之用，並督導他們採用妥善之農業力法。該愿 

的主要需要似爲一•個大規模的發虽許割。管理當局 

於發表意見時I®8稱，前德國教會所佔有的六，七0  
0 英献業經政府收歸公有，至於此項土地之最後處 

置間題，則目前尙在考盧之中。

開於政府在士地方面所採取的一般政策，視察 

W從非洲人民收到許多申餅I®4及其他面件，其中指 

出非洲人民盤於土地間題頗多疑慮惶懼，並箫求限 

制土地讓與及儘先解决非洲人民目前及未来之需 

要 ，他們並餅稱现行之土地法律只規定有自由保有 

地及祖借地之享有權，至於該領士之其餘土地，按 

法律言，則全是公地，由鐵督擔任該領土非洲籍居 

民之託管人加以管制3 非洲人民聯合會及其他組織 

並蕭稱，政廣從非洲人民手中取去土地，而不償付 

適足之地價；且政府准許外籍居民享有土地估用權 

之期限亦嫌過長，此項最長期限原定爲三十三年， 

但一九四九年經改定爲九十九年。他們並謂政府在 

簽訂這些長斯祖約以前並未充汾許及土著居民之利 

害，他們又把政府向他們收購土地時所付的小額償 

金，和政府新近強绝歐洲人出售其在人口較密移民 

展中所擁地逢時償付的寵大款額相比。若干亞拉伯 

人及非洲人曾提出一個請顏書訴稱政府取去他 

們世代所有的士地以供造築房崖之用，並且只償付 

這些土地中樹木之慣値。

1" T /P et.2川3o 

183 T/953/Add.2o

i«o T/Pet.2/144; T /P et2 /U 6。託管理事會就各該請願書所 

採取的行動J分別參閲決:議案El八三〔十一)及四八四（Hh
一）o
T/953 /Add.2o

184 T/Pet.2/103> 111^ n S ,  119^ 120> 123 , 1 3 7 ,14 2 143>
147，；》148:^154,156。託管理事會就請願書 T /P et.2 / 

- 119^ 137^ 144：, 148> 154 and 1 5 6所採敢之行動分別參 
閱決議案四七四（十一），H9八二（十 一 ra八三（+  
一）四八五（i *一 四 八 八 O a n d四九0 ( 十一）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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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事務局之@ 務包括：鼓勵推行一個闘 

於非洲人土地* 有權的適當制度。視察團認爲該局 

應卽進行這力面的工作，勿稍遲延。

管理當局於發表其對這些請願書之意見時 1®*̂  

稱，請願者提譲以自由保有權代替非洲籍地主在土 

著土地占有權制度下的個人權利時，似不十分明白 

這個問題的背景。非洲人民絶非不能取得長斯之土 

地祖約；由於土地占有權的傅統制度而産生的各種 

困難如果嫩開不談，那麼他們慑可毫無ffi礙地承祖 

土地，可是，很少非洲人表示希望得到土地的估用 

權。一般而能，估用權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會對他 

們有刺，因爲他們的權利、所有權及利盤導都經部落 

法予以適當保障了。在部落法下他們無須纖付地祖 

或擔負取得土地佔用權者所應履行的其他義務。不 

過，管理當局現正極力鼓勵非洲人民康立一個比較 

永久的務農基礎，並依據該領土地權法所規定關於 

佔用權的通常辦法，答應供給若于農場，每個農場 

的面積經定爲五十英敏，冀能吸引前進之非洲農 

人:）

非洲人民深恐歐洲人民之大批移殖可能造成歐 

籍移民取得優越政洽地位的盾面，這種恐懼，在若 

干 程 度 似 與 上 述 疑 慮 惶 惑 態 度 有 關 視 察 ffl 
認爲，如果擬譲之新法津獲得道過，則此種恐懼或 

可减除，而非洲人民或亦願按移民計劃本身的利赞， 

來考慮此等許劃，視察 ®深知亜須儘量於最短期間 

內採取適當之經濟發展措施，並悉在目前情形下， 

該領土必須吸引相當數量的私人資本。此外，視察 

團同意，就靈個廣域言，該領土內並不缺乏土地C 
不過，視察團卻發現一個事實，就是，它所看到的 

讓與土地大都地質優良，坐落之地廣享有良好氣候 

及充足雨S 。據謎，一般而言，這®條件乃是外籍 

移民中個別農人能夠順遂定居的必要條件。目前，可 

供利用的這種土地極爲有限，其中一大部份也許一 

時不爲非洲籍人民所需要，但管理當局街於讓與此 

種土地九十九年之譲，必須加以1« 重考慮，不特要 

顧到非洲籍人口之可能增加，而且也應計及將来非 

洲籍農人所用農業力法的改善3 因此，視察團認爲 

管理當局及託營理事會對於這力面的發展，應加以 

密切注意。

視察團認爲非洲人民可望隨坦干伊唾之發展， 

而多多參加該領土的各種經濟活動。此種發展固a  

開始，並可望擴大，但管理當局卻不能因此而對於

土著人民之土地間題及其農業力法之改善間題，漠 

不關心 /

管理當局於發表其對這些請願書之意見 I®8 時 

稱，所云前此及目下讓與土地規模之大對於非洲人 

民之權@ 頗有損害一節，不特不I S , 且與政府所宣 

佈及實施之政策完全相反，政府唯有在不危害土著 

居民目前及未来之權â 之條件下，及目前空地之利 

用對於領土經濟進展有所禅益時，才將土地外讓。 

至於重新分配士地的工作，則係依據Amsha及 Moshi 
、土地委員會之建議進行，但土著居民因養得較好土 

地，及由政府協助其定居於新地，故從重新分配土 

地一舉而得到許多利益3 每個人所得償金之多寡全 

視其所操地權之性質而定a 享有自由保有權的地主 

可以裏求賠償全部地價 , 但其土地如歸部落持有,則 

土地估用者只能裏求赔償用盤權之損失，及償付遷 

移酬勞金及改善土地之費用。

理事會收到 Mr. Abdul-Bary Muhammed Diwan 

等 所 遞 請 願 書 後 ，通過一個決譲案 1% 表示希 

望從速進行請願者所請求的土地測量。理事會並就 

Wa-Arusha 人民所遞請願書通過一個決譲案1",建 

譲管理當局採取步驟，務使地方人民得知將来進行 

土地測量的目的，及測量土地時所用的一切界誌。

營理當眉就視察® 報吿書發表意見時稱，深知 

其負有下述責任，卽，愼重考慮長期外讓土地之譲， 

並充檢計及非洲人民之土地問題，及其所用農業力 

法之需要改善a

視察 團並收到亜洲籍民所提出的申内稱  

政府於分配前敵民地逢及其他租借地時素予歐洲籍 

人民以優先權，有一亜洲籍請願者向視察團I®4提供 

關於一九五0 年及一九五一年土地殖民事務局（後 

改爲土地利用事務局）依個別選擇辦法而不用柏賣 

方式分配士地之經過的詳細報告。視察 ffl認爲如說 

營理當局不按客觀理由来決定如何分配土地，並無 

根據3

視察團請注意一個事實，卽，政廣a 在 Morogoro 
及 K ilo sa兩處訂有辦法，俾少數亜洲籍人民得在該 

地力上各自經營農業3

1»5 T /9S 3 /A dd .4 o
T /P e t.2 /i2 3 ^  T /P et.2 /103o

T /953 /A dd .l to 4o 
T/Pet.2 /119o 

1='。決議案四七ra ( + - ) o  
=»> T /Pet.2 /144o 
1 "決議案四八三' ( i 一̂ )  o
i»3 T /P e t .2 /1 1 6 o託管理事會就該請願書所採取的行動，參 
閲決議案四七三（十一）o
T /P e t.2 /1 2 8 ^託管理事會就該請願書所探取的行動j 參 
簡決議案圓七八（十一） 0



營理當局就請願書發表意見時稱，這個間題 

襄並不存有種族歧視的因索；一般而言，亞洲人民 

對於農業活動，並無舆趣。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道過下述建譲：

理事會欣悉管理當局現正計譲塘加非洲籍人民 

在士地利用事務局中之代表人數，深望其從寬實現 

此議3 理事會襄於視察画之意見，爱建譲土地利用 

事務局參照理事會所屬農村經濟發風委員會的一切 

建譲，從速提供建譲以提倡及推行一個適當而穩固 

的非洲籍人民土地占有制度。

森林

由於木材在出口市場上暢錯，當地又亜需用木 

材 , 政使各力對於開發該領土森林之興趣大爲增加。 

… 九五一年年終，共有獲得特許權之林場三十九處 

開工，林展面積約許四四，二0 0 方哩3

R o n d o高源地展中有一個重要的森林展。一九 

四九年政府將該展之伐木特許權授人；所訂辦法係 

按其開拓木材及其他林産得來之淨利總額向政庶纖 

納半數以充特權我

殖民地興業公司所進行的Njomble讓請樹許割 

包括土地四三，0 0 0 英献；該公司對於這些土地 

享有估用權。此項計割預定於一■九五五年左右種植 

譲譜樹三0 ,  0 0 0 英献從事摊取譲講樹皮之單寧 

酸。一九五一年年終，a 淸除的土地計一三， 0 0  
0 英献；a 下種的土地約五，0 0 0 英献。管理當 

局說，此項許劃配合了當地勞工久a 感覺到的需要 

- - 一在良好工作條件下就業，並使非洲人民得有機 

會，自行種植護誤樹以參加此項計割。

製造工業及商業

該領土之工業發展尙在最初階段；其大部汾工 

業爲原料加工，爲西沙爾麻去皮，棉花去子，礙米， 

製造« 粉、燥糖及雜木等。該領土中除設有一個肉 

類装鍵公司（官股佔股本纏額百分之五十一）外，尙 

有已經成立或卽將成立之油漆製造廠一，耀頭公司 

一，大規模的水泥廠一及設於Dar-es-Salaam之第二 

個藤酒廠。M o s h i地廣內並設有製革廠及妨織印花 

廠各一。該領土並自製有若干數量的肥鬼，皮革製 

品、碑、冗、靴鞋及保具，但此等貨物大部汾都館在 

本地市場。

土著工業活勤僅限於初級廣品的加工及館售工 

作，大部係以合作力式組成。

T/953/Add.2o

理事會在以前各届會中曾論到該領i 之需裏逢 

力■製造工廠間題。一九五一年之視察團塵於農村商 

店所經售之貨物種類甚少，乃重串一九四八年之視 

察團所作建譲，主張在组干伊隨本土內建立製造工 

業以生産此等物品。管理當局說，旣定的政策原爲 

利用當地資源建立當地工業俾爲居民製造消費物 

品；及在所得税法中規定免征機器及建築材料之進 

口税，以提倡製造工業。

零售業，除在幾個地區外，幾乎完全操諸亞洲 

人手中。視察團從非洲籍人民收到許多申就，內稱 

他們與這些商人尤其是向他們購賈土産品之商人 

交易時往往得不到公道的待遇，他們很想自己經營 

貿易事業，但又不能壽到所需的資金。據視察團說， 

此外尙有一個理由，就是，就經驗及商業手段而言， 

非洲人遺不能與較有經驗的亞洲商人読爭。視察團 

認爲管理當局應時常檢討這個間题，以視究竟能否 

改良非洲人民借款辦法，能否使他們插足於貿易 

界 '
管理當局於其一九五一年度報吿書中稱，現正 

考慮向從事工商業之非洲人提供協助中。

鎭産

該領土之最重要經濟活動，除農業及牧畜外， 

便是鐵業。目前所開採的主襄鎭産計有金剛石、黃 

金、錫鎭、瘾及雲毋，此外尙有許多其他鎭産物品， 

但其開採規樓則比較狭小，目前a 勘明有大量蕴藏 

而尙未開採之鎭逢爲鈴、合I t 的® 鐵、鐵鎭、煤及 

§島。

一九五0 年及一■九五一年金剛石之出口量因主 

裏生塵者，Williamson’s Diamond Limited，與海外採 

購者發生爭執，以政大見威少，但 Shinyanga附近 

之金剛石鎭仍爲目前獲利最豊之採鎭事業，一九四 

九年輸出鐵値爲一，0 - 0 ,  0 0 0 英镑；一九五 

一年約爲八六，七四九英镑，一九五0 年及一九五 

一年所産黄金之價値較其他任何鎭逢爲高，其輸出 

總値分別爲八二四，0 四七英镑及八四七，八三二 

英镑（暫定），但一九五一年視察團察悉這個工業之 

經營費用日益墙高，而所得赢餘則極爲有限而且不 

斷减少3

殖民地舆業公司現正在調査魯乎乎（Ruhuhu)地 

展之媒鎭中。一九五一年管理當局報吿，這些媒鎭 

的蕴藏量頗多，« 地亦佳，足供東非全體人民多年 

之用，並可用一種技術上可行的特別方法來開採 

Liganga所蕴藏的大量鐵鎭。這些鎭廣的開採尙雷襄



逢结鐵道及道路；道個交通間題目前亦在考慮之 

中。

一九五一年中，根據一九二九年擴產事業法而 

登記的鎭月共計二，一三E 家，它們有權勘測或開 

採的鎭展面積約計三，二六七方哩，

一九四八年之視察團力稱必須保證該領土將因 

開發其鎭座資源而獲得適當的收入；理事會第六届 

會並請管理當局就業經開發的主裏鎭逢提供關於該 

領土預算所列一切直接及閲接之資料及統計。

管理當局稱，深知必須保證該領土從鎭產資源 

的開發上得有公允的收入3 管理當局並認爲該® 土 

確從錢逢的開採上得到適當的收入，但指出：如欲 

參 f該領土頻算項下從經營採鎭所得之閩接收入作一 

合理估計，則甚爲困難。

一 九五一年之視察圓塵於理事會關心這個問 

題，乃誅法査明坦干伊嗔政府究從經營鎭業方面得 

到多少逢權賴：，及實行何種管制以確保此等採鎭事 

業對於該領土最爲有利。從所提供之數字看來，一 

九五0 年所應徵收之產權税約達一四0 ,  0 0 0 英 

镑，其中大部汾係來自金剛石的出產。 Williamson’s 
金剛石有限公司所交的所得税：, 如與產權我:合計，則 

該公司每赢利一英镑須納税十四先令。視察團並察 

悉政府與該公司約定，該公司如欲轉讓其按制權，則 

應先行徵得组干伊嘴政麻之同意。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收到一個請願書1®®,內稱該 

領土之鎭藏富源應由非洲人民爲該慨土之利益予以 

開採，而不應操諸外籍私人手中。另一個請願書I»7 
中則請求准許所有種族勘測金鎭及金剛石犧。

管理當局就這些請願書發表意見時稱，除金 

剛石之鎭藏勘測受到嚴密的管制外，任何人只要能 

明瞭及遵守各有關法津與規則，便可取得勘測及開 

採其他鎭藏（包括黃金在內）之權爲協助非洲人民 

起見，政府a 將關於採鎭之法律及規則譯成Swahili 
文，予以公佈，目前，許多非洲籍人民都從事擴業， 

尤以從事金沙採集者爲衆、此外，尤足道者，卽該 

偶土中有一非洲籍人大規模開採雲母鎭，頗獲成功。 

不過，就一般言，非洲人民尙缺乏必需之經驗奥財 

力，以政不能經營大規模之鎭業。如果:限定只有非 

洲籍人可以開採鎭藏，則對'於該領土之藏利實無稗

Æ0Cd

T /P e U /lM o託暫哩，會就該請願書所揉取的行動，參閱 

決議» 四八三(十一 )o 
1" T /P e t.2 /lS 0 „託管@ 事會就該請願書所採取的行動，參 
閱決議案四八六(十一 )o 

1*» T /9S3 /Add.2and4o

註營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足 

一般情况

紐西蘭代表欣悉管理當局大體上贊同視察團的 

意見，認爲非洲人民應多多參加該領土之經濟生活。 

他注意到總督曾稱許多非洲人民的生活力式& 由過 

去之實货☆ 易經濟進入貨幣經濟階段，這一點表現 

出一般經濟的發展和大量的經濟活動，他認爲該領 

土可望因此而大有發凰，

法蘭西代表齋於該領土之發展許劃尤感舆趣。 

這些許劃，性質廣泛，內容週全，包羅所有區域中 

之一切活勤，極能啓發當地人民之創業精神與責任 

心。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謎，管理當局 

並沒有採取措施以確保土著人民之經濟發展，管理 

當局並且不打算在該託管領土內發展工業，它把該 

領土的地位降爲殖民母國的一個農業輔助嚴，以便 

從該地取得原料及賤價勞工。

薩爾冗多代表注意到該領土經濟情形大致良 

好，以及貿易入超，歲收增加等現象；希望管理當 

局將繼續推行其管理計劃。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蘇聯代表指稱管理當局 

並未採取措施，以促進工業發展 ,而且據他看來，管 

理當肩之所以竭誠政力於改善農業方法及設法做到 

糧食方面自足自給的地步，其目的僅在於使這個領 

土成爲一個倚賴母國的農業國家3 特派代表說，此 

種顏铺是非的意見使人無從答復，但是常年報告書 

所载資料足以證明此等意見毫無根據。

賦税

蘇維埃ff±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理事會應建 

譲菅理當盾採取措施，俾以遮清之所得税制度，或 

至少以計及當地人民經濟狀况及其付款能力的單一 

所得税制度，代替人頭我:制度，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注意到有人會稱非洲人民都 

無力缴付房捐及人頭税。蘇聯代表時常建譲管理當 

局多撥款項以充興辦社會及其他服務事宜之用；難 

道他現在卻提譲向該領土現階段經濟發展所倚重的 

外籍人民收重稷：,使其不能存在嗎？果爾,那麼試 

間裏從何處篤得款項，以充這些急待興辦的社會服I 
務事宜的額外費用呢？不論在社會服務方面，或在 

其他方面，所有社團都必須各盡厥責，以促成該領 

土的進風。



農業

細西蘭代表欣悉管理當局對於亜須改進非洲農 

業方法一節業已詳加考慮3

蘇維埃社會主薪共和國聯盟代表說，土著居民 

仍然過着原始的農業生活，他指出，視察圓報告書 

中栽稱: 非洲農民以艱辛的原始方法耕種少許糧食， 

藉以働口 土著人民且時因旱炎而備嘗體僵之苦。

農產品的館售；合作社

關於非洲出口貨之館售辦法，中國代表表示贊 

同視察® 的意見，認爲管理當局雖應從售得金中劃 

出一部汾，以充穩定基金，但卻不應使當地生產者 

因各館售機關與英聯王國糧食部訂有長斯合同，而 

盡失其在世界物價上漲時所應得的利益，因此，他 

認爲管埋當局實有責任使出口貨之價格在世界市場 

物值上漲或呈有上漲之趨勢時，能得經常的調盤。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若干代表都曾提到合作社 

的發鹿間題，其 中 以 Kilim anjaro之土著合作社聯 

合會爲一個最顯著的例子。他曾經向理事會提出詳 

細報吿，敍述這個合作社從一九三二年成立以来之 

擴展經過。這個合作社可譲:是非洲人民參加經濟發 

展工作的一個顯著例證，而且也是非洲人民經營企 

業的眞正表現。

土地制度及土地外譲

細西蘭代表欣悉：管理當局深知務須愼重考慮 

關於長期外讓士地之譲，並B 對非洲人民之土地問 

題加以詳細的考慮。

蘇維埃社，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 

繼續有許割地推行其將土著居民所有士地外讓之政 

策，而且其规模亦H益擴大。一九四九至一九五0  
年中核准外讓之土地達三八九方哩；一九五0 至一 

九五一年中核准外讓之士地達四四八方哩3 —九五 

一年總計前此外讓之土地面積共達三, 五六九方哩， 

估該領土中業經開發之土地德面積三分之一雄。他 

注意到許多人都向理事會提出請願書，要求齋遺從 

土著人民手中収去之士地，他並說管理當局用以外 

讓土著人民所有土地之力法頗多，內有一種便是把 

這些土地列爲森林保留廣。一九五一年中，列爲森 

林保留廣之士地總面積共達八，八六0 方哩，其中 

四八七方哩全是在… 九五一年中核淮外譲的。據視 

察画報告書所載，森林保留展將来要墙加到二0 ,  
0 0 0 方哩。一九五一年德計以伐木特許權授與歐

洲籍人之士地共達三二，五0 0 力哩，這也是管斑 

當局外讓土著居民所有土地的男一種方法e 理事會 

應當建譲管理當局將此種土地發遺士著人民3 理事 

會並應建譲：營理當局將當初不論以何種力法從土 

著居民手中取来之外讓土地，一律發遺土著居民，並 

且將來不得再行外讓嵐於土著人民之土地3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也許只襄追述蘇聯代表 

所云關於森林保留展各節，使足以批評他所持意見 

的慣値了。倘如蘇聯代表果眞相信管理當局在组干 

伊隨領土內爲該領土及其居民的利益誌立及保議森 

林保留展的措施，等於一種大逆不道的外讓士地行 

爲，那麼特派代表本人算是失敗了。蘇聯代表對於 

伐木特許權究作何解問題顯然也有一個十分錯誤的 

印象。授予伐木特許權就是授予開採林産的權利， 

准許砍伐木材或牧取其他産物，但並未授予士地外 

讓權，特派代表並說，蘇聯代表會稱該領土中外讓 

土地之面積超過業經開發之士地纏面積之三分一。 

蘇聯代表爲湊成這個數字起見，只將外籍人所耕翁 

土地的面積，和非洲籍農人實際耕浜之士地面積比 

較，而未計及下述一個事實，就是，目前非洲農民 

大部汾仍靠働頭耕植，其所能耕種的旧地面積極小） 

可是，該領土中正在發風的大規模農業組織卻利用 

各種機械設備 ’ 其所能耕種的田地甚大 . 91且目前 

正由外籍人所營企業予以開發的許多士地過去都從 

未爲非洲人或任何人所佔用，其中毒繩繁殖，野獸 

匿居，在外籍人所營企業運用資本載法彌壁這些 

地使其成爲生産之地以利該領士及其居民以前，這 

些地展根本不能爲任何人所佔用3 但是，蘇聯代表 

也不曾許及這個♦ 實 a

四.社會進展

槪况及託管埋事會建議

一般情况

特設委員會檢試社會福利部工作以後，乃有社 

會發展部之設立。國務部社會福利顧問曾於一九五 

一年視察該領土，其報告書內所載關於社會發腰部 

將来工作的建議a 在審譲中，管理當局稱開於實施 

其若干建譲一層業已作了不少工作，且現正誰法加 

厳該部組織。

管理當局爲鼓勵及促進t iJ S發展中自助精神之 

增長，a 决定於五年內撥款十萬錢充協助鄉村社 

會發展之用，其第一斯經費a 定爲二萬镑3 此一措



施的主要目的在求幫助農村及其他社廣寶行其自颜 

與之出勞力的次裏社會發風計劃。

婦女地位

該領土的法律對於任何種族的婦女不因性別関 

係而歧視。非洲婦女的社會地位各部落互不相同，但 

一般言之，士著風俗認爲婦女地位次於男子。一夫 

多妻制及賈賣式婚姻仍然風行，且據一九五一年視 

察團所稱，農村內大部分苦工都由婦女擔任，婦女 

自昔相沿卽不能參與政治生活，其受教育之機會亦 

遠不及男子3 但管理當局聲稱在過去幾年內已有改 

變的跡象，若干US域內a 有婦女參加地力參譲會代 

表的選舉，而在其他廣域內a 承認她們有當選爲參 

譲員的資格。領土內有一坦干伊嘴婦女會的組織，參 

加者有各種族的婦女’而且據稱非洲婦女由於婦女 

俱樂部、女童子軍、婦女服務聯盟及成人識字班等 

組織的活動，業對於公衆事務的興趣a 在逐漸增長 

中。

理事會及一九五一年視察團均促請管理當局繼 

續採取一切可能步驟，特別是在教育力面，來改進 

婦女地位。

管理當局於一九玉一年度報吿書內稱其完全明 

瞭改進婦女地位的重要，並指明婦女教育經費a 有 

潜加。

視察團特別提到B ukoba廣內婦女地位。在最 

近幾年內 H aya婦女出境就業的趨勢日益增高，其 

中且有爲娼者。 Haya 男子因此卽■ 組止婦女離境。 

管理當局報吿稱經調査後a 知其某本原因在於Bu
koba 展內社會情況 ♦ 人不滿， 且現B 採取特別措施 

( 包括派一婦女福利官員至該區)處理此問題，以改 

善 H aya婦女地位。_

坦干伊嘴總督向理事會第十一眉會報吿他認爲 

，女地位的改進或爲行政當局所遭遇的最重要的社 

會問題非洲婦女爲坦千伊勝將来的關條；她們常 

敦促男子接受進步的方法，例如耕働新法，且在现 

時正在力求改善她們自己的境遇，總督並稱他B 在 

體法舉辦一次調査，研究可輸入何種消費品以改善 

非洲家庭婦女的境遇。他說現時在社會及教育方面 

雜B 採行措施，但他覺得行政當局應採取更積極的 

辦法以改善婦女地位，旦爲促成這種辦法起見，應 

勸導某一部落對於綠女之正當待遇立一榜様：他擬 

請 W apare部落立此榜様。

理事會於第十一眉會中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承認非洲婦女解放的重要及其對士著社 

會 進 展 的 影 響 於 I®督就此問題的聲明表示欣慰， 

並希望管理當局繼續注重婦女地位的改進。

移民

理事會第十一屆會收到三個請願書，均係有關 

該® 土移民入境的問題，一請願書反對在該領士 

獲得獨立以前再准移民入境，並稱坦干伊嗔境內所 

傷用的外國工人於其服務期滿後卽不應容其居留境

內<；

第二個請願書訴稱移民條例歧視盘洲人而偏 

組歐洲人，甚至關於按術人員及技工的入境籍亦是 

如此3 第三個請願書稱政府不歡迎歐洲及亞洲人 

移入境內。

管理當局》於上列各請願書所表示的意見 

爲移民入境管制的要旨係在保護領士居民的利 

益，而非根據種族的不同而有差異。至對於技術人 

員及技工，法律中a 有明白規定：臨時«真不超過 

四年期限者可發給入境證，但須合於下列條件：（a) 
申請人具有其本行或本業的合格按能；（b ) 境內有 

同様技能人員中無失業者；及(C) 此項職業之擔任 

一般而論不致妨害領士的居民。

開於非洲人的憂懼，視察團養稱這種憂懼常因 

對政府的土地政策不满而生。至於對亞洲人歧視一 

點，視察画稱管理留局對其移民入境政策之執行係 

屬審愼從事，並無妓視情形，希望其繼續如此。

種族歧視

大會及託管理事會均曾數次建譲以適當立法或 

其他措施消除該領土內種族歧視現象。

管理當局所發表的政策爲該領土內不應有種族 

歧視現象，全體人民均應有平等機會管理當局稱 

過去在就業、工資與薪給等方面所有的差異，不是 

由於歧視而是由於個人經驗及資藤的不同所政，管 

理當局又稱法律上除爲維譲士著居民利益者外，另 

無其他妓視待遇。至於個人或個人力面的種族偏見， 

當盡力求其消除和促其泥减。但若圖以直接立法糾 

正此種現象，則不僅無效，且或將加維某些方面的 

偏見並胆礙種族間充分和諧的墙進。

19» T/Pet.2 /130o
2D。T /P et，2 / l l 6 o 繊於iE 曾理事會對此請願書所縱行l b 參 

閱快議案四七n (十一 )o 
201 T/Pet.2 /124o 
咖 T /953 /Adds 2 及 4。



理事會第十一届會收到三個請願書均稱组  

干伊勝境巧現有種族妓視情形出現，旦無立法加以 

制止；並請採取措施終止此種現象。一個請願書 

» 於現無一個促進種族間和諧及合作的機構，表示 

遺械。男外兩個請願書控稱非洲人均不准加入歐 

洲人及洲人的俱樂部，這些請願書並指按有些醫 

藥及衞生設備均不供非洲人之用，且在城市中非洲 

人居住展域內公共事務之供應亦不充足a 管理當局 

對於這些請願書的意見與上述者相同3 營理當局 

並稱所謂在城市享受與醫藥就備兩力面均有歧視情 

形之読，完全不確實。

一九五一年視察團與一九四八年視察圓均曾報 

稱：指控領土境内在社會方面有種族歧視者都是一 

些受教育的非洲人和亞洲人的會社3 這類指控主襄 

都是與住旅館及加入俱樂部間題有關。一九五一年 

視察團同意管理當局的意見，也認爲政府在這力面 

的行動，效果是有限度的，俱樂部會員問題係一私 

人紐織間題,雜然有些組織的徘; 顯係因種族關係, 
但視察團欣悉由各種族人士組成的ftfc會組織，數目 

日漸增多。視察團覺得旅館居住間题似屬另一間題。 

ffls察團獲悉東非鐵路局經營若干旅館，其政策與火 

車上所採者相同，均不容有歧視的存在。視察團認 

爲管理當局對其他旅館發給開業執照時應採取辦法 

以確保同棟政策的採行。

管理當局對於視察團報吿書的意見，謂深信視 

察團根據其在該領士境內所得經驗當相信ff±會力面 

的妓視並不構成一嚴重問題，管理當局同意視察團 

對於俱樂部會員一事的意見。關於私營旅館，管理 

當局仍覺補救辦法不在直接行嚴，而且凡圖以直接 

方法消除這種仍然存在的種族偏見，不僅無放，並 

在某力面恐將加強偏見，普於促進種族間的和諧，不 

但無益，反槽長障礙。同時管理當局當盡力在言行 

兩方面迅速悄減這種實S 日漸减少的種族偏見，

新聞自由

管理當局聲稱一般所認爲的新聞紙在境巧仍然 

爲數極少。新聞紙法案规定凡願出版新聞紙的任何 

個人，倘若經過總督在行政會譲中決定必須缴付保

2。3 T/Pet.2 /134^  T/Pet.2 /137^  T /Pet.2 /138o 關於託，理事 
會對請願書T / P e U / m 及T /P et.2/ m 所採行動;》請 

分別參閱決議案® A 0 (+—)及四八二 (+—)。 
T/Pet.2 /138o 

2。5 T/Pet.2 /114^  T /Pet.2 /130o 
200 T/9S3/Adds.2  及 4。

證金者，則必須纖付是項保證金，其最高額爲三千 

先令3 管理當局謂缴付保證金的規定決不妨礙新聞 

自由。這不過是一種預防的措施，以使保證各報館 

遇有緋誇案件發生時能夠償付法院所制決的賠償 

費。

達爾埃沙蘭 (D  Er-cs-SâlciciiTî )有兩 私 > )Itfc 
會關係部並發行三種斯冗希利 (S w ah ili)語文報紙。 

一九五一年年初有非洲人辦的雨種每日簡報在達爾 

埃沙蘭出版；可是到了年中都已停版3

一九五一年内該領土全境共有十四種"地力新 

聞紙" 其館行額自五百檢至三千檢以上。這些月刊 

主要係以當地事務爲對象，幾均爲非洲人負責編輯， 

土著當局及廣專員則予以指示及協助>
一九五一年視察團稱境內各社廣a 有不少人士 

認爲在該領七內有出版一種報紙à 表現各方面的意 

見並由各族人士共同舉辦的可能。該視察園認爲出 

腹這種報紙對於該領士的將來發S 極爲有利。

生活程度

一九五一年視察團與一九四八年視察圓都也認 

爲該領士內許多地方的生活程度均低。一九五一年 

視察團樓明非洲人確有自鄉村移至市區的情勢，這 

班人的生活程度及其他社會情況問題乃日益重要。

一九五一年內生活費增漲問題委員會a 對此問 

題的某些方面加以研究。視察團稱此項調査範圍有 

限，故不能得到確定結論，但它的確表示牧入較低 

且居住於城市內之非洲人實在不容易維持生活。視 

察®認爲坦干伊勝政府應資這植種情况加以較詳盡 

的研究，以確保一般工資有合理的最低限額，

管理當局對於視察團報吿書的意見，謂根據較 

發達的國家的標準来看，該領土內非洲人民的一般 

生活程度雜譲:是低，但在延數年內已大有改進。鄉 

村人民的需要多能自給，旦 因 農 產 價 高 ，售出可 

得厚利，故其所感覺之生活費增高之影響不及市展 

人民之甚，收入較低且居住於城市中之非洲人其境 

遇柜當困難，自» 事實3 管理當局深覺實有詳盡研 

究此種情況之必要，且正對此間題加以注意，

管理當局於一九五一年報吿書中稱該年內生活 

費繼續增高，領工資者及其他依固定收入爲生者均 

深受影響，尤以居住於市廣者爲然。大體言之，該 

年巧一•般趨勢係城市中缺乏貨幣而鄉村中則缺乏貨 

物 3

理事會於第十一屆會中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得悉視察圓所報該領土內許多地力目前 

生活程度均低一點，甚爲關懷，贊同視察團之建譲 

所稱管理當局應業J生活費及生活程度作較詳盡之研 

究，以求保證一般工資有合理的最低限額，並希望 

管理當局將採其他辦法以改進收入較低的非洲人的 

生活困難，尤以居住於市展者爲然3

城市住宅問题

理事會於第九屆會中雜表示欣悉修正後之十年 

計劃中爲城市房屋間題規定之撥款, 較原定額爲多， 

但凿目前在城市內供非洲人居住房屋之缺乏，深爲 

關注，並促請管理當局加緊實施該計劃。管理當局 

答稱它深知該間題之追切，且正盡力從速實現該計 

割

管理當局於一九五一年報稱工務部建築人員業 

a 增加，私人建築師與承撞營造商人數目亦在增加 

中。除已爲住宅間題撥款一，二三0 , 0 0 0 镑外， 

並已採取辦法以减輕房荒。管理當局並稱自彼以後 

益覺需襄更完備的計劃。現時計劃擬每年化費二十 

五萬镑,以爲建築達爾埃沙蘭及其他市调內房屋，發 

展新住宅展並改進現有住宅展，及協助非洲人建築 

住宅之用。所定目標係每年建築新房屋八百所。達爾 

埃沙蘭市內已完成半永久式房屋三百所及臨時房屋 

八十所，且正進行再建三百所，其他市廣內卽將開 

工舆建房屋三百所。

一九五一年視察團希望政府加緊實施其住宅許 

劃並鼓勵適當之私人建築。視察團認爲其所收到的 

非洲文官因無適當住宅而提出之怨餅，尤需予以密 

切注意，因其中許多人所感覺的尋觉房屋之困難並 

不亞於外國官員3

管理當局對於視察團報吿書表示意見時稱現正 

竭盡全力加速實現住宅許割且將特別注意非洲及5 5  

洲文官的需要。

理事會於第十一眉會中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備悉管理當局保證現正力求改善住宅計 

割，希望行政當局加聚實施其住宅許劃並鼓勵適當 

之私人建築；並贊同視察團所稱非洲文官《於適當 

住宅之宴求應切實予以注意。

營養間題

理事會於第七眉會中邀請管理當局與各專p g機 

關及有經驗之科學圓體揉前關於利用及廣充改良營 

養標準最新辦法的可能。

管理當局聲稱一九五一年內未進行有系統的營 

養調査，但& 於該年內指派一營養事務官暫時織屬 

東非醫務調査暨絲蟲傳染症研梵股以研究維多利亞 

湖 Ukara 島上的營養標準。現在 a 經收集到大量 

資料，這些資料表示一般言之非洲人民中大部分營 

養水準均低。對於勞工的飮食法律上a 有規定。曰 

校兄《的佐腾辦法仍® 有限，但少數學校內則由學 

校牛奶場供應牛奶。

勞工問題

槪述

管理當局稱勞工供應不足，且該領土經濟迅速 

發風，致境內有_些勞工問題更形嚴重。管理當局並 

稱若求發展順利無阻礙，顯須將領土內可用之人力 

加以適當組織並充分予以利用，以境加勞工生產力 

之穩定與效率S — 九五一年內對於此等問題B 經作 

過調査，並 a 出版一報吿書題爲"一九五一年人力 

情況之初步調査"。現在有一個委員會在根據此調査 

從事工作，其建譲正在領土政府的考慮中。視察圓 

對於這些建譲的意見載於以下有關各分節。

一九五一年七月統計勞工數目計有四五五，三 

九八非洲人在擔任有薪給的職業，較一九四九年約 

少一九， 0 0 0 人，該年內因收成不佳及糧食不足， 

謀工作者人數特多3

一九五一年傷用工人最多的力面是農業（二三 

二，四八一人）、建 築 （四五，0 三四人）、製造業包 

括 電 力 （二六，0 二二人）、蓮输（二四，一二0 人）、 

批發及奪售業 (一九，九四九人）、績業及採石業(一 

八，三二九人）、政府，主要爲行政力面（一七，四 

一五人）、及地方政府（一三，七九七人 )。此外，屬 

於 "其他事務者" 五一，四八四人。

理事會於第十一眉會中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建譲管理當局繼續切實注意穩定勞工人 

力及增加其生逢力的問題，同時並應考慮增加工資 

以及改善居住及其他工作環境的辦法3

勞工出境

管理當局雖無確實數字，但估計任何一個時斯 

該領士工人之在境外者均不下一萬二千人3 出境工 

人主要者係往中非領土及南非聯邦。

理事會於第九屆會中曾建譲管理當局鎭密注意 

在該領土以外就業之坦于伊雄居民之工資及工作情 

况，並請管理當局準備保護他們的利益的適當辦法，



包括誰立…■工人諮詢處的可能，俾有關他們就業的 

條件及情况等事項提供協助及建譲，

據初步調査所示 , 禁止勞工出境是不可能的，但 

可研究其他方法以減少或管制勞工出境，

一九五一年視察團覺得一般言之宜鼓勵勞工， 

留於想千伊嘴，俾對該領土的進展作最大貢獻，視 

察團認爲該領土政府對此事應採積極行動，尤應與 

工人移往之各領土政府商洽，俾得詳悉移往工人之 

工資與工作情況3 視察團並認爲减少工人出境的最 

好力法，基筑干伊勝境內傷主所給之工資及其所提 

供之工作條件應不低於工人移往他領士內可得之工 

資及工作條件。

管理當局答覆理事會及視察圓稱移居純屬自 

願，且此種風氣爲時a 久，不能禁止。同時亦不能 

加以鼓勵，因領土內日益需要勞工，工人自宜留居 

境內，行政當局對於坦千伊勝工人慣常移往之區域 

內的工資及工作條件，a 有詳細情報，並欣悉其利 

益 a 妥受保護3 任何工人於雷要時隨時可得到此項 

情報及意見，但實際上此項移徒蓮動爲時a 久，凡 

離境者均詳知其移往展域所可得到的恃遇，勞工部 

職員a 向工人提供意見及協助，且所誰勞工過境服 

務處亦對工人諸多助翁，管理當局當注意改善現况 

之可能情形，但對於現在是杏必需或宜否截一諮詢 

處一事，則表示懷疑3 事實上境內如有適當就業機 

會，除他處待遇特別優厚外，工人卽不致前往謀事。 

若特別誅法使工人明險在南非及羅歸西亞( Rhodesia ) 
等地境內極發達的採鎭業中可得較高工資，卽不菅 

鼓勵更多工Æ移往這些區域，那是有乖該領土之最 

大利益的，

理事會於第十一眉會中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前於第九眉會中對勞工出境間題已通過 

一建譲，莊特建譲管理當局考慮會同其他有關政府 

採取必要辨法，俾於可能時保證在境外就業之坦干 

伊勝勞工得有满意之就業條件。

勞工之合理分配及徵傷

該領土內勞工之徵傷係由胜人直接傷用及職業 

介紹所代辨，勞工部所加的管制則在於傷工執照的 

發給，以及於必要時實施定額辦法。

據初步調査所示，將來的徵傷問題將不如過去 

之重要，但利來對於此事仍宜切實加以有效組織， 

且同時力求嚴守條例。爲達此目的，最有效的力法 

爲設立统一機構，此機構非法定亦非官辦，但爲代

表所有欲徵傷勞工之傭主的組織、，該調査報吿對於 

是杏可採行« 主間定額分配辦法表示懷疑。政府除 

在宣布聚急情勢時不擬指派人民的工作，工人必須 

有選揮其傷主之自由。

一九五一年視察圓提到北部者勞工傷用局採行 

的勞工徵傷之合理分配辦法 II)與所建譲的辦法相 

似。視察圓覺得該局未能学許多效率較高的傷主之 

望。北部省內 "棄職率 "確實甚高。

視察圓塵於事實上該領士內工會尙在初創時 

期，且土次視察團視察時所存在的少數；E會，除一 

個外，均因會務辦理不當及阪目不清而被撤館登記 

證，故認爲所謂領土全境如有此組織卽可使各力懦 

主較易對工資達成協譲之譲:，實難令人置信。視察 

團塵於勞資雙方請慣力量之懸殊，所以覺得任何譲 

定工資的行動應在政府切實監督下爲之3 視察圓認 

爲政府如鼓勵組織统一的 "傷主協會",其結果就會 

保護效率較差的傷主，並礙生産力之增進，因而 

亦妨礙工資及工作條件之改善。

管理當局對於視察圓報告書的意見稱對於設一 

非法定組織以促進现有人力之合理利用及分配，尙 

未作任何決定，人力委員會未建譲以立法實行合理 

分配勞工，而且整個間題需要極審慎的考慮3 視察 

團所提到的北郁奢勞: r 傷用局在該省頗受批評。該 

省內傷主正在討論整個情況，政府現正等待其討論 

結果。

管理當局於一九五一年報吿書內稱工業或私人 

«主自行載法解決其勞工需要的制度仍在繼續實行 

中，但就實際情况觀之，這種制度能應付現況至多 

久 , 街係一個疑問。勞工的供應急需有合理及協調的 

辦法，目前這個間題及工人方面生座力的增加以及 

在利用现有勞工方面避免浪費與效率低下情形，均 

正在密切注意中。

理事會第十一属會中收到一請願書 «於北 

部省勞工傷用局的辦事情形提出抗譲，其理由係因 

該局傷用遠離家鄉的非洲人作势工，待遇恶劣，旦 

政府對每一新傷工人徵税。據稱各方對該局工作不 

满之處甚多，該請願書請求撤裁該局，

管理當局 «稱該局係一法定機關，其主要目的 

在求對於現有勞工之合理應用。工人應傷係屬自願， 

且厳格遵照« 用土著工人公約辦理3 大部分新傷人

T /P e t .2 /1 3 4 o關於fE管會對此請願書所採行動_»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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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均来自較近區域，並供以交通使利及休嚴處，一 

九五一年視察團曾往各休息處視察並表示稱許。所 

謂政府對每一新傷工人徵税之說，並不確實；傷得 

勞工的傷主所應付的PU —款項係償付該局所化費 

用。黃於該局所加的這種批評係出自不满意的傷主。 

« 於該局工作的檢討郎將開始，那時自當討論其是 

杏繼續說立的問題，，

身汾證制度

初步調査報吿中建譲對於傷工身汾證制度之實 

行應予切實考慮。這類«工必須攝帶載有指印及照 

片的身汾證，並於負責官員索閱時卽行呈驗。行政 

當局曾通知視察團稱此種登記不僅應視爲與勞工供 

應有開或主要爲核査棄載的方法；而且亦有助於各 

種社會服務的有效管理、視察画指出登記之業經 

组干伊嚷非洲協會極力反對，該協會認爲這是在安 

慰移殖者3 視察團雖承認人民登記或有助於某種特 

殊f t 會目的，但懷難宜否在領士內作像所擬辦的勞 

工總登記，尤其襄於非洲人會表示反對，不能不有 

此疑慮3

管理當局對於視察團報告書所表示的意見稱某 

種形武的登記實係需要，這不僅就勞工供應而言， 

旦就一般發晨而言 ’ 尤在社會事務的管理上，均表 

示實需如此，現正考盧於領土內採行不分種族的總 

登記，包括全體男子，且不限於工業。這種計劃顯 

係一難事，但以其他方法来舉行登記是否可圓满辦 

到，亦係一疑問3

理♦ 會於第十一眉會中會審譲一請願書侧，其 

中對於任何勞工登記或指定勞工就業都表示反對， 

因恐會干涉工人自由a

管理當局稱凡會千涉個人自由的登記或工人 

身{3*證辦法都不擬舉辦，並謂指定勞工就業的事是 

決不會有的。

工資標準，勞工情況

託管理事會於前數次眉會中曾提到該領土內工 

資水準低微，並建譲提高工資標準以求改善居民生 

活程度。一九四八年視察團亦持同様意見。

初步調査報吿中特別指明現時工人工作效率甚 

低，實須境加效率與生產力，並稱非洲土著人民的 

營養不良與疾病頻仍都是现時逢量不能墙高的重要

挪 T /Pet.2 /12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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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該報告書着重指出非洲勞工的口糧實有政善 

的必要。該報告書聲言生產力低微的另一原因是非 

熟練工人的更替率甚大 > 目前必須誅法供給合宜住 

宅及其他寧受，以使勞工安於工作，如此且可使許多 

在邊際土地作農業生逢的非洲人改業，而成長期領 

工資的勞工。：c 資是一個重要的引誘，但镜相增加 

工資以爭取不生産的勞工亦非所宜。如果非洲人尙 

有付税能力，增加課賴:卽可視爲勸講他們做工的辦 

法，應該有較富吸引力的消費品供工人購賈，遺應 

該明白規定在某種情％下工人可得到照付工資的假 

曰3

一九五一年視察圓同意非洲勞工生產額應該增 

加，但達成這個目的之最佳的力法爲穩定勞工。穩 

定勞工須有充汾的股引條件，但非洲勞工的工資及 

工作條件若無顯著改善，則是杏能達此目的卽顏成 

間題3

居住間题或爲最重裏的一個因素，但在這力面 

若求發生重裏的穩定作用，則不但須對工人本人且 

須對其家屬供給住宅，視察®並認爲初步調査中低 

估了工資的重要性，而且談到非洲人工資可能會大 

增時反存疑懼心理3 視察圓認爲現時工資標準之低 

似使® 主不願提高其傷工的生座力cT再者，雜然工 

資近来B 經樓加，但尙不能爆上領土逢物價格的增 

漲。

管理當局於其對視察團報告書的意見中表示在 

本質上同意視察f fl的意見3 目前最急要務無疑地當 

在求勞力的穩定，但在這方面能有多大成就，主要 

須視工作情况之能否改善而定。近幾年来工作情况 

已有顯著改善，且仍在繼續改善中。現正力求給已 

婚工人以適當住所。新立法不久卽將制定，若得通 

過，工人有妻眷者卽能訂達三年之合同。懼主根據 

此項合同卽須依照規定標準對工人眷屬供給定額分 

配物品。

至於工資標準，管理當局與視察團的意見相同， 

也認爲有改善的必裏’但覺得在經濟上需要保持工 

資與生産力的適當關係。這問题現正在詳加考慮中， 

其間至裏的因素爲提高一般健康及教育標準，清力n 
訓練m 備及保持適當監督。管理當局於一九五一年 

報吿書中稱一九五一年驚定工資及傷用條件法令第 

十五號規定誅置最低工資委員會負規定最低工資之 

貴’及設立工資評譲會對於特定的事業親定其報酬 

及服務條件。

理事會於第九眉會中促請管理當局特別注意非 

籍工人的社會福利及就業情形之各項規定，偉使振



光令 先令 先令

，， 8至 30 15至 30 18至 4 0

•• 15至 65 3 0至 50 3 0至 60

.• 21 至 100 50 至 150 60 至 200

， 8至 30 3 0至 60 3 0至 60
，15至 80 6 0至 90 6 0至 90

， 21 至100 75至 200 75 至 300

干伊味的工業發展得爲人民播加幸福，而不致使其

蒙受艱苦。

管理當局答稱t 深信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告書中 

所載情形卽可表明它資此等事項均B 極予注重。

•一■九四七年、一•九五0 年及一'九五— 年的平均 

工資標準如下：

一九四七 一九五0  —九冗一

職業 （按月工資）（毎三十個工）（每g 十個工）

農業 

非熟練工人- 
半熟練工人•
熟練工人… .

商業、蓮輸 

及工業機構 

非熟練工人.
半熟練工人•
熟練工人… .

鎭業 

半熟練工人 .
非熟練工人… 15至 80 

熟練工人 21至100

農業及鎭業中並發給工人定額分配物品；若千 

農業及鎭業工人尙領受額外獎金。

理事會於第十一届會中會審査請願書七件 " S  
各件均指責非洲工資標準不足以應付與日俱增的生 

活費用3 並稱粗工工人的工資尤不足維持適當的生 

活標準，結果許多坦干伊勝人營養不足，揚染疾病。 

這些請願書又稱在工資方面有種族歧視情形，歐 

洲人及亞洲人所得報酬較具有同様資格的非洲人爲 

多。請願人蘭講隨生活費用的清漲普遍增加工資水 

準，並採行同工同酬原則。

管理當局對於這些請願書的意見稱；一般言 

之，非洲人所得工資及薪捧與其他種族相較實屬低 

微 3 但非洲勞工不能視爲慣廉，亦® 事實。一般承 

認工資標準有改善的必要，且在近數年中B 有持續 

增加的趨勢，但事實上不論傷用何種人員，其報酬 

當須根據經濟原則来決定。工資與薪捧上開支的多 

寡須随産量而定，乃是一必然原則，旦目前工資方面

8至 30 15至 30 

20至 65 

50 至 160

12至 30 

3 0至 50 

50 至 200

1 T/Pet.2 /108 ,, 115^ 122^ 123^ 127^ 149> 156。關於託骨
理事舍對請願，T/Pet.2/108_» 115_> 122j  127 及 156 所
採行動，請分別參閱决議案四七一(十一) , 四七二（十

一) 四七六(十一四七七(十一)_»及四九0 (十一)o
，T /953 /A dd .lo

的差異並非由於種族歧視。此乃教育程度、經驗、效 

率、以及個人性格如責任心等不同的必然結果。若能 

改進一般健康及教育以及供給較多的訓練載備一  

凡此均爲政府對該領土發展計劃中的主要事項——  
卽可望非籍工人的工作有所改進。私人傷用之非洲 

人願與其« 主直接談制以求墳加工資時，政府力面 

卽可依據最近實施的驚定工資及傷用條件法令組織 

一工資評議會參與其事。

有一請願書藥言勞工之缺乏一部分由於工作 

條件之不良，並謂政府不應忽視傷主力面的觸犯法 

令情事。該請願書對於實行任何形式的勞工登記亦 

表示反S h

管理當局對於該請願書的意見稱勞 ;E的週斯 

缺乏不是由於對工作條件不满而是因爲勞工供應受 

收種波爵的影響。傷主方面的觸犯法冷*情事確未被 

忽視；反之，官力統許表明對於傷主的過失較對於 

工人的過失處理更嚴。

非洲唐師、洗衣工人及傭僕協會所提出的請願 

書215餅稱家庭傭僕均無假日，未蒙供給住處衣着，旦 

甚至經長久工作期以後竟無理由而被辭退3 該協會 

並餅稱其工會登記證a 被撤館。

管 理 當 局 6稱圃於家庭傷工服役情况並無任何 

條例規定，全由傷主與« 工個人間彼此商定。有雙 

譽的傷主家的傭僕均有假期，且多有供給住所者。 

有陛工人享受定額配給物品，且有取得衣着者；但 

有些人家則認爲工資卽足以應付此等需要。近數年 

內家庭傭僕的工資標準一般均B 激增。凡家庭傭僕 

遇到傷主達約或眞實困難者，均可請勞工部官員予 

以協助，且有工作介紹所代求業者介紹@ 業。

關於該協會被撤館工會登記證事，管理當局聲 

言該協會係由少數專圖私利的負責人所把持，這班 

人人格均有問題，尤在處理银鎮力面極不可嵩。因 

此最後不得不撤館該協會的工會登記證’管理當局 

® 該協會中夹委員會之請願書及其他陳通加以審愼 

考慮後，仍維持原決定。

工業意外事件

一九五一年內共發生工業意外之事件一，六一 

三起，其中九十一人致死，一人終身殘廢，四八三

T/Pet.2 /123o 
T /953 /A dd .lo

213 T /P e t.2 /1 2 1 o關於託管理事舍對此請願書所採行動*»請 
參御決議案四七五(十一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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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局部殘廢，一，0 三八人暫時殘廣》該年度更有 

染炭痕熱症者八人。一九五0 年內共發生工業意外 

事件八三六起，其中五十七人致死。

管理當局報吿稱擬於一•九五二年四月將一九五 

0 年十二月制定之工廠法規付諸實施，該法規规定 

一切現有及將設的工廠均須登記，且 # 一切機器、升 

降機、起重機等均列有預保安全的完備規定。對於 

具有危險性的工作，亦均特別定有保健及安全辦  

法。

工會，工業關係

管理當局稱非洲人對於工會仍不甚熱心，旦一 

般人肖無意立卽組織工會。一九 0 九年該領土內有 

七個登記的工會，其中五個是非洲人組織的。一•九 

五 一 年 年 底 紙 有 一 個 工 會 （亜洲人的 )。管理當局 

稱將來仍須繼續努力向工人講解工會制度的某本原 

則 ，直至各項原則均經充分瞭解及普遍實行時爲  

jfco

管理當局報告稱一九五一年內共發生工業爭端 

七十三次，奄涉工人七，八玉一名，結果損失一二， 

七七五個工。 糾紛時期少則一日，多至四日。

觸犯勞工法命

一九五一年內懦主違犯該領土勞工法而被制罪 

者共計一0 七人，其中一0 二人罰款，三人具結開 

释，二人被制徒刑。其主要達法事件係不付工資及 

傷用曹工。受« 人違法被制罪者共計三三九人，其 

中七十六人罰款，二五六人被制徒刑，七人具結開 

释。

理事會於第六眉會中曾建譲管理當局應考慮廣 

除適用於破壞勞工契約案件的刑事處分辦法的可 

能。

管理當盾猎出在實施一九三九年刑事處分（土 

著工人）公約中仍膊有效的唯一保留就是關於受傭 

人非法離開« 主並存心不返的規定。在該領土內非 

法離開《主是一項特殊的間題，在那嘉契約工人常 

是從遠道運来，傷主所費甚大，行政當局並覺得工 

人在免費受領毛敷及其他用品並利用免費蓮輸及其 

他款備以後在道義上有履行契約的義務。管理當 

局經常考慮取消這項保留的可能，但是目前情形尙 

未躇到應該取消的地步。

童工

一九五一年內男童受傷者共有二 0 , 五二三人， 

主襄均在農業力面。據管理當局一九五0 年內報告， 

董工每月工資自五先令至十五先令者有二一，五八 

八人，自一0 — 先令至二0 0 先 ♦ 者有二人。其中 

許多人除工資外並獲得定量配給物品。

管理當局稱* 工均以按日計酬及按日« 用辦法 

傷用,並且每晚均須回至其雙親或監護人住所過宿， 

否則不得懦用。

理事會於第三盾會中曾表示應採行禁止《工， 

並在農場及工業機鬪內限制傷用未成年人並予保障 

的政策。

管理當局答稱：管理青年人及兒量受傷的規則 

是極嚴的，在目前管理當局雖認爲尙不能完全禁止 

傷用量工，但正式受傷普工的數額a 減至最少限度， 

並且當局的政策係決定最後必須禁止傷用董工。

體刑

法院對於三十三種罪過可制施體刑，在獄中亦 

可以體刑爲一種徽戒辦法3 未成年人受笞最多不得 

過十二下，成年人不得過二十四下，一九五一年內 

高等法院曾制決應受體刑者一起，地方法院制決應 

受體刑者五八五起，其中有十六起業予取消，一起 

因身體键康關係未曾執行。制處此刑之未成年人共 

有四二三名土著地力法院於一九五0 年內制決應 

受鞭笞者計有七三六起3 —九五一年內有一人因違 

犯監激條例而受體刑。

理事會及大會前曾數次建譲儘早廢除體刑；一 

九0 八年視察® 亦曾作同様建譲。

大會於第六眉會中表示察悉體刑何以尙未完全 

廢除的理由；但認爲不應因此種種理由而不求體刑 

之完全廢除；促請在所有獄中應該完全廢除以體刑 

爲懲戒辦法；並建議應卽實施法律依現代刑霸學規 

定罰法代替一切體刑；重申其前此所作建譲，並促 

請從速遵行0

管理當局於一九五一年報吿書内稱其政策仍係 

求領士內法律與英聯王國之法律一政，並廢除以體 

刑爲法院之制裁辦法，領土政府深知允宜儘早實現 

此項目的，但管理當局報稱立卽廢除體刑在實際上 

係不可能，因舞論界極力反對此一步驟，旦事實上 

尙無適當之現代刑ü 力法可以施用，管理當局於該 

年內曾圖實行種種辦法，以減少可制體刑之罪過。



因此，行政當局乃向立法會譲提出一法案以達此目 

的。：* 法會譲未潘過該法案，且非官派譲員中僅有 

一人 '一~ 一歐洲人一一贊成此辦法，其他各種族的 

非官派譲員均認爲此時實施該辦法尙嫌® 早。總督 

塵於其向立法會譲提出之法案經多數堅決反對，覺 

得不應利用官派譲員的多數，強以不民主程序通過 

此種辦法。於是不得已卽撤館該法案，此間題现正 

在再加考盧中3 行政當局的目的仍在儘速廢除體刑 

而不致對大多敷守法的公民發生不良的影響。

理事會於第十一眉會中會審譲三個請願書217, 
其中均請求廢除體刑，否則卽請不分種族一律施 

行。

管理當局對於這些請願書的意見«稱理事會完 

全明悉管理當局對體刑的政策及其爲求最後廢除此 

種德罰所採的行勤。管理當局並雜體刑非專施之於 

非洲人者。

刑罰制度

一九五一年視察画與一九四八年視察團相同， 

亦報稱會視察數處監獄及撒戒處所，所得印象均®  
良好。該視察團稱領土全境監織建築計割可稱業B  
完成，坦干伊勝境內主要監獄大部分现均爲建築優 

良的新武屋宇。視察團覺得道些監獄中並不擁携，供 

給非洲囚犯的食物亦屬充足。現已採適當辦法將初 

犯與累犯分開。視察團對於Kingolwira監激尤有深 

刻印象，該監獄係一"無牆監獄"。

理事會第十一雇會曾收到一請願書=*1® ,指按當 

局未赏法感化H 犯 , 亦未設法將初犯與累犯分開。該 

請願書請政麻或改軍目前監繊制度，或建築與 King- 
olwira相似之較新式監職。

管理當局對該請願書所表示的意見23。稱主要間 

題在於誅備不足，但此種情形B 在迅速改善中。管 

理當局的政策係將犯人分開1 現時建築計割的主要 

目標係在鄉村中建造新式宽大屋宇以代替奮有屋

宇。

視察團報稱因市人口迅速境加，未成年人犯 

罪成爲一嚴重間題，政府正擬m —機關以感化靑年 

罪犯。達爾埃沙蘭原內實行緩刑察看制度，收效圓 

満，政府希望推廣施行之。

有一請颜書聲稱因靑年人移往城廣，未成年 

人犯罪案件迅速境加。該請願書特別提及應潘加教 

育及娱樂設備以糾正此種情勢。

管理當局窗該報告書所表示的意見222雜力同意 

糾正辦法係屬重要，但認爲處理此問題的最有效辦 

法是緩刑察看制度，且擬大事推行此項制度。

醫藥及衞生服務

一九四九、一九五0 及一九五一年內該領七內 

醫藥人員數額列表比較如下：

1949 1950 1951

登記及領有執照的

醫師
官力......................................... 127 135 155

非官方.....................................139 166  153

合格護士
官方......................................... 128 142 205

非官力 140 191 217

牙醫

官方 ..............................  3 4  5

非官方 ..................................10 12 9

上列數字不包括醫藥助理員、化驗室助理員、衞 

生視察員及衞生敦備視察員等。

一九五一年時醫院及診療所數目與一九四九年 

及一九五0 年列表比較如下：

1949 1950 1951

有住院診療設備的醫院及 

醫療中心

政府設立............................. 74 74 74

教會、‘私人及工廠設
立  90  93 93

診療所一鄉村醫療中心

政府誅立 ..................................21 15 21a

教會、私人及工麻設 

立  345  363  362

土著當局m 立  401 418  414

産科及s a 門診所

政府設立 ..................................12 13 14

教會鼓立 ................................. 52 52 59

土著當局設立 20 15 31

217 T/Pet.2/lll_> T/Pet.2/130, T/Pet.2/149^
«8 T/953/Add.4o
21» T/Pet.2/130o

T/953/Add.4o

a 普通醫院+ 所；睡昏病院十一所o 
"1 T/Pet.2/130。

T/9S3/Add.4o



一九ra九、一九五o 及一九五一等年度預算內

關於衞生服務方面所核撥的經費列表比較如下：

—般牧入 發展基金 土著財® 總計

醫藥部

英餘 英镑 英餘 英鎭

1949… 5 9 3 ,4 0 0 7 5 ,1 8 5 7 7 ,4 3 0 7 4 6 ,0 1 5

1950… 6 8 9 ,9 9 0 9 8 ,7 3 0 8 2 ,3 6 9 8 7 1 ,0 8 9

1951… 8 5 3 ,2 9 5 1 8 2 ,8 2 6 1 0 8 ,8 0 4 1 ,1 4 4 ,9 2 5

理事會與一九旧八年視察圓„ 樣，曾數次指出 

醫藥與衞生人員及設備必須迅速大爲增加。

管理當局稱正在盡全力推進醫藥及衞生照務之 

發展計劃。

理事會於第九屑會中對於醫務費之大爲增加表 

示欣慰，並希望再增加預算經費以應擴充各種醫藥 

服務之需要，尤望增加訓練土著醫務人員的經費。

管理當局於一九五一年報吿書中指出近數年內 

醫務經費之墳加。一九五二年度士著財庫所撥經費 

.將較一九五一年大爲增加。一九五二年度一般收入 

內撥付經費爲九四0 , 七一0 錄，而一九五一年则 

爲八五三，二九五镑；後展某金中撥付款項亦有增 

加，… 九五一年原定槪數爲一八二，八二六镑，在 

一九五二年核定概數中增至二七一，七二0 镑。

一九五一年視察團認爲醫院數目不足以應領土 

內衞生事務之官大需裏。視察圓並稱醫院之建築標 

準一般言之均較其他政府屋宇如學枝及監截之建築 

標準爲低，旦政府在醫務力面的建築亦較其他方面 

建築爲少。

視察團見到各醫院或同一醫院內各病房的設備 

標準彼此各有不同。其展別顯係完全根據種族關係， 

卽醫院或病房有 "歐洲人的"、 "亜洲人的 " 或 "非  

洲人的 " 之分。視察團雜知因文化及督俗之不同，自 

然應有此種廣分 ’ f fl認爲管理當局應注意確保此種 

展分並非以種族爲理由。

視察團赚解欲求大事廣充現時之簡陋醫務實有 

許多困難，並深知短期內的主要困難在於徵«必需 

人員。但視察團認爲在這方面尙未盡到全部力量。 

過去的政策似欠明確目標，甚至當視察®在領士內 

視察時，曾見到有些政府官員對於醫務情況顯有自 

喜之色, 視察團欣悉有些訓練機開中畢業的非洲籍 

醫藥人真數目大有滑加，但覺得若求農村展域診療 

所制度完傭而有效，則臀藥人員數目之樓加率卽須 

較此遠爲迅速。卽使單從經濟上着想，爲長久之計， 

似須訓練一批非籍醫生，其敷目應大大超猶迄 

今 Materere學院畢業的少數醫生。在非洲人中學畢

業生人數未有顯著增加以前，醫生人數當難如此大

量增加3

最後，視察團希望管理當局將繼續撥出充足款 

項供擴充醫務之用，並以相當之高薪吸引必需人員。 

視察團對於擴充計劃是杏有充分具體的基礎倚感懷 

疑，旦認爲修訂之發展計劃中應包含有較完備的醫 

藥發展計割。

營理當局對於視察® 的意見稱就建築而言，進 

展速度因工務部及營造商的力量有限而受限制，但 

實際J:•日有進展，有些地展視察團未克前往，因而 

未曾見到其進展情形3 現已詳細擬定了一個分期建 

築許劃，並B 核定了一個各方協譲的標準醫院計劃。

除 在 K ibongoto進行大規模建築工程及對現有 

醫院添加建築外，哥 羅 格 維 （Korogwe) 及伊林加 

( Irlnga)兩地均B 建有新醫院 , 則加 ( Nzega)有一所新 

醫院業a 開工，當前計劃擬建新醫院五所，且將儘 

速開工，随後再建二所。現正擬將坦加（Tanga) 醫 

院重建爲一單位，包括譲士及非洲籍護士修道女宿 

舍各一所，其初步工作卽吿完竣。達爾埃沙蘭展內 

卽將建一新團體《院，丑不久卽將在對非洲人民最 

方便之地偶內開工與建若干門診所。

擴 充 *藥及衞生事務一般許劃中的首襄事項之 

一，爲訓練所的筆誌，谨 波 拉 （Tabora) 的一個新 

訓練所—— 包括產科及兒*童福利訓練—— 定於一九 

五二年興建。都古尤 (Tukuyu)之土著行政當局所辦 

訓練所正在接收、廣大、並現代化中。

管理當局稱將醫院或病房分爲"歐洲人的"、成 

«亞洲人的"或 "非洲人的" ，自息引起誤會。例如達 

爾埃沙蘭的所謂歐洲人的醫院，卻收容各種族的病 

人3 病人在醫院中通常都想依照他們自己的生活方 

式 ; 在飮食方面尤成問題。在這種情形下間題之複雜 

以及實際上不能有浪合病房，自不須多加解釋。現在 

有人請求推行業經採用的普潘或團體醫院辦法，但 

無人要求載合病房 3 可是，不僅種族與種族閩，卽 

在一種族之內亦有文化與督俗之不同，故爲應付這 

種困難起見，現擬爲出費病人誰特別病房。

過去徵聘醫務人員之種種困難實爲一障礙，但 

目前情形較前大爲改變。薪捧間題B 不復爲一間題， 

就全年整個看来，徵聘率極令人滿意。該年內B 有 

新醫官二十人到達領土，另有十人或 a 接受聘約， 

或已得到聘約，年終時除高級醫官五人及專家八人 

外，尙有醫官六十七人。此外尙有亜洲籍醫生約六 

十名及非洲籍醫生九名。各廣醫療所均另派有醫官， 

有些醫官被派往之區域內原無政府醫官。



殖民地♦ 務處醫務主任 Dr. Pridie至各地視察 

後建譲醫官總數定爲一百二十人，现時目的仍在求 

達此數，但在一般醫務發展許劃尙無極大進展及尙 

無更多區醫院及其他備以前，卽不能聘用如此多 

的醫官。在目前必須暫緩徵聘, 此乃無可如何之事。

管理當局完全明悉现時醫藥服務之不足及待辦 

之事甚多，實無感覺自满的理由，視察團認爲有些 

官員持此態度，實♦ 人引以爲憾，但此種態度決不 

代表管理當局或坦千伊勝政府的態度。

理事會於第十一届會中曾審譲爾個請願書 

其中指責醫藥服務之不足，並請增加醫務人員及設 

備，且提出關於獲得更多醫藥經費的建譲

管理當局對此二請願書的意見224稱醫藥設備的 

擴充及改進係領土發展計劃中要務之一。增加醫藥 

經費的方法經常在考慮中。就該展而言，其醫務的 

擴充所受到的限制係因人員不敷應用，並非因爲經 

費不足。

布 可 巴 ( B u koba )展的請願書225建譲爲抵制普 

遍流行的花柳病起見，應設立醫療中心並利用影片、 

招貼及演講。

管理當局稱226正在切實注意布可巴（Bukoba)展 

內花柳病的問題，現正考慮由東非醫務調査團推進 

防止花柳病運斯。對於該嚴已經增派了醫官一人，並 

a 派一 H aya助理醫官至該地，該展内所駐衞生視 

察人員數目可望泡予滑加， 此問題大部分爲一社會 

間題，在道方面應發動一■特別宣傳運動。

理事會對該請願書通過一決譲案內稱理事 

會認爲行政當局對娼妓及花柳病間題所採辦法明認 

須從社會改革上着手，當可因此而得一解决辦法，並 

稱理事會希望H a y a男子均能瞭解此問題乃係一社 

會問題，各能認淸責任，努力合作，以求改善布可 

巴展內社會情％。

有一請願書228指責在醫藥誅備供應力面有種族 

歧視情形，並稱非洲病人患攝疾者由於試驗的理由 

醫生不予以金鶴納霜注射，該請願書對於徵聘® 洲 

醫生亦表示反對，並指稱亞洲醫生紙注意其私人醫 

業而完全不注意非洲病人。

T /P et.2/104，T /P et.2/ l l l o 闘於託，理事會對請願書T /  
Pet.2/104 所採行動，請參閱決議案四六九(十一)o  
T /953 /Add.3  及 4q 
T/Pet.2 /104o 
T /953 /Add.3o 

" 7 決議案El六九( + —)。
T /Pet.2 /130o

管理當局稱229開於醫藥誌備以及瘾疾治療方面 

的指按均屬不正確。關於5&洲醫生的指責簡直是一 

種重大的緋誇。

理事會於第十一屆會中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核悉在現所檢討之年度內醫務人員a 有 

增加，旦同意視察團及管理當局的意昆，亦i忍爲現 

時醫藥及衞生設備不敷領土的需要。理事會復知悉 

視察團關於醫務訓練及醫院建築標準的陳述，對此 

表示關懷，特建議應盡全力從速實现行政當局所定 

醫務發展計劃之目標。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婦女地位

絲西蘭代表對於總督聲明中所述管理當局在改 

進領土內非洲婦女地位方面的開明政策，表示讚揚。

法蘭西代表聞悉領土總督重視非洲婦女的:解放 

後，表示欣慰。非洲其他地方的情形業已表明婦女 

是極重要的進步力量。

薩爾冗多代表對於改進婦女地位方面的進展表 

示欣慰，並希望此種情況能夠順利地繼續下去。

人權及基本自由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稱ffi千伊睹的 

刑法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八條授權任何警察得不憑 

拘票逮捕（一 ）在他的面前破壞和平的任何人;（二） 

他在夜間在路上或其他地方所見到的而且認爲a 經 

犯了罪或有了失當行爲或有此企圖的任何人；及

(三）他有相當理由相信& 經有拘票捉拿的任何人。 

再者，任何人均可建捕其認爲B 經驱罪或有理由認 

爲其有犯罪嫌疑之人3 刑法中這些規定對於領土內 

土著居民顯然不利，他們對於警察或歐洲人移殖境 

內者的專橫行爲，毫無保障。理事會應建議管理當 

局終止其野蠻懷现土著人民權利及利盡的政策。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他a 膀悉若干代表對於領 

土內言論自由的意見。關於此黯，理事會a 知悉一 

九五一年視察團之陳述，該項陳述完全誰實第一次 

視察團的意見，此項獨立而公平的證據當可完全殿 

斥一切相反的指責。

該代表復稱逮捕權力與其他文明國家內所施行 

者並無不同；在性質上無種族之別，這是一種正常



規定,非以任何一部分人民篇對象。蘇聯代表引述這 

些規定時未繼續引述其中必須執行的一項規定，卽 

所有被捕的人均須送請法官審斷。

種族歧視

蘇維埃ffdr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譲：：該領土之 

刑法、體刑之攝行、歐洲人及非溯人教育費用之不 

均、以及歐溯人及非洲人教員薪額之不同，均表明 

管理當局紫土著居民採行種族歧視政策0 理事會應 

建譲管理當局終止其對於當地土著居民所採行的反 

民主政策，這種政策的特點是種族妓視及野蠻懷犯 

a 干伊瞎土著人民的權利及利益。

牛活程度

絲西蘭代表希望管理當局能採取辦法以改善收 

入較低的弗洲人的生活困難情形，尤以居住於市展 

者爲然，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稱視察團a 證 

明坦干伊勝土著居民的生活程度肖低。其報吿書謂 

Sukumaland鼠內一家的平均牧入爲每年一百四十先 

令。這種低徵的收入顯然表示人民是在飢餓錄上捧 

扎。再者，視察團報吿書第三四四段說每一中學生 

每年教育費約爲二百先令， Makerere學院學生每年 

需八百先因此這班窮的人民連其子女的最低教 

育需要也無法供應。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稱：蘇聯代表發表意見時未 

提到初等教育均係免費。蘇聯代表提到中學及Ma- 

kerere 學院的學費，但未提到免費的規定，也沒有 

謎到在這些學校襄，尤其在 Makerere 學院襄，有多 

少費用是由領土政府負擔的，而不是由學生或其家 

摩負擔的3 再者，所 述 Sukumaland廣一個家庭的 

平均收入紙县指現款收入而E o 現款收入是用以應 

付必需現款的需要，而非用以維持生活，非洲農人 

常靠其旧逢及畜牧爲生。

城市住宅間題

紐西蘭代表說襄於管理當局保證將盡全力改進 

住宅計劃，希望它能採取辦法以改進房崖標準。

體刑

中國代表說行政當局不僅未採取進一步辦法實 

施大會及託管理事會的建譲，並且撤館其旨在减少 

可以施用體刑的罪項的法案，他對此表示失望；大 

會及理事會旣請立卽廢除體刑，此一措施無論如何

就是一種不撒底的辦法。他說視察團所牧到的請願 

書卽證明這個間題的緊急，並認爲管理當局雖聲稱 

這些請願書不代表領土人民的一般意見，但立法會 

譲，就其多數譲員均非土著人民及其非洲籍譲員選 

派辦法視之，亦不能認爲可代表多數人民的意見。他 

希望管理當局對此間題再加以極鄭重的考慮，大會 

及理事會對此間題均極重視g 中國代表欣悉總督聲 

明a 指派一委員會凿此整個間題加以詳盡研究，尤 

其要徵詢非洲人的意見，他盼望隨後能得知此項研 

究的結果，並於可能時得知行政當易以大家滿意的 

辨法解決此間題的最後决定。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稱該領土內仍 

有體刑存在，管理當局未曾執行大會决譲案請其立 

卽廢除體刑的规定。

醫藥及衞生服務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稱衞生情％仍 

不能令人满意，管理當局並未採取辦法以改進這種 

情況，許多疾病均在流行，在現所檢討的期間內曾 

發生嚴董的天花與瘾疫傳染病。該領土內患麻媒病 

者十萬人，其中僅五千人得入特別醫院接受醫療。據 

視察團報吿，該領土人口約八百萬人，而醫生僅有 

五十人，卽每十六萬人有一醫生。自一九四八年以 

来政府津貼的醫院及醫療中心敷目並未增加3 —•九 

五0 年登記醫師爲九人，至一九五一年减至七人，一 

九五一年所有醫院病床數目與一九四六年相較，亦 

自四，K 六五張减至四，四三六張。視察團於其報 

吿書第三0 二段中猎出醫院數目不敷醫療之重大需 

要，且醫院之建築標準亦較其他政府建築物如監獄 

之標準爲低，領土內雜深感醫務人員之不足，但無 

醫科學校3 理事會應建譲管理當局增加衞生服務的 

預算款項。

管理當肩特派代表稱就醫藥需裏而言，管理當 

局自知須要增加醫院及設備，並須力求»敦訓練非 

洲籍人員的機構。這方面的工作已於常年報吿書中 

詳加說明。

他又說蘇聯代表的意見多與事實不符C例如:蘇 

聯代表說該領土內僅有醫生五十人；而常年報吿書 

則稱境內登記之官力醫師一百零九人，私人醫師一 

百四十人，領有執照的官方醫師四十六人，非官方 

醫師十三人。至於一九五一年内非洲籍官方醫師的 

減少，他業已解释過這種一時减少的原因，包括一 

位著名非洲籍醫師溺死的不幸事件。因此，醫科學 

生畢業人敷雖有播加，但政府内醫師人敷反不幸而 

减少。蘇聯代表說患《痕病者中紙有五千人接受醫



療。這僅是麻痕病院內常住病人的數目，此外尙有 

在各醫療處及円診所醫治者，蘇聯代表翁於後者的 

情報則完全不提。醫院及醫藥誅備均須予以增加,乃 

是公認事實，但是要說現在的醫院尙不如監織，則 

殊難令人置信。

五* 敎育進展 

職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般情况

本領土內非洲、Î Ê洲及歐洲社展各有其教育設 

施，政府於每一社展中雖均說有若干學校，然大部 

教育工作係由政府公款津貼之私人團體辦理，非洲 

人教育方面，大部私人團體均爲敎會。私立學校必 

須遵守確定標準，採用教育部訂定課程並接受政府 

« 學督導，始能獲得津貼。非洲人教育制度由教育 

部通盤許劃，一九0 九年成立且大部由非官力委員 

組成之歐洲人及印度人教育局則於其各該社展內確 

定教育制度並分配所有款項。

一■九四七、一九五0 、一九五一及一■九五二年非 

溯人、‘亞洲人及歐洲人教育經費—— 由本領土一般 

賴:收發展款項、非土著教育捐或領土金庫撥充~—  

及一九四七、一九五0 與一九五一年學生人數均見 

下表：

非洲人 亜洲人 a, 欧洲人 總數

經費 £ £ £ £
一九叩七… 382,209 57,013 46,838 486,060

一- 九五0 "， 868,393 372,389b 262,725b 1,503,505
-■^^五一 (估計 )1 ,114,986 60i,241b 359,049b 2,075,276

一九冗二  (估計） (無是項資料 ) 2,397,971

在學兒童 

一丸 ® 七 ，，• 119,26? 10,499 884 130/>：5

一九五 0 … 182,942 13,286 1,417 197,645

一九五一… 210,949 14,445 1,655 227,049

a 包括不屬印度人敎育局主管之亜洲人敎育數字。 
b 凡此數字均包括主耍工稗貸款及非ih著敎盲捐牧入。非 

土著敎育捐率於本報告書論及之年虔f t 已提高0

管理當局謂建立能充分擔負社會、輕濟及政治 

責任之社區，胥賴該社廣中較落後部fô*之教育進属。 

爲擴大達成此項目的之努力而擬具之修IE非洲人教 

育十年計割經於一九五一年通過。

下列各表爲一九四七、一九五0 及一九五一各

年非洲人小學、初中及中學數量，各該年各種學校 

在學學生人數及該計劃最後一年卽一九五六年擬達 

成之在學學生人數3'

小學 ( 一年級至六年級）

公立及土人  私立  總數 

當局所立

學校

一九四七   267 823 1 ,090
一九五0 ........  354 |1 ,024  1 ,378
一九玉一   388 1 ,079 1 ,467

學生

一九四七  30 ,830 92 ,301 123, 131
…九五0   44 ,591 132 ,050 176 ,641
一九五一  50 ,822  149 ,229 200,051
一九五六（目標） （無此項資料） 310 ,000

初中（五年級至八年級）

(此類學校爲依操修正計劃誅立以代替展域小 

學（五年級及六年級 )者。）

學校

— 九五一   20 57 77

學生

— 九五一  1, 720 4 ,218  5 ,938
一九五六（目標） （無此項資料） 32 ,100

中學(七年級至十二年級）

學校

一九四七   10 13 23
—九五 0   10 17 27
一九五一  11 17 28

學生

一九四七  768 762 1 ,530
一九五 0 ........ 1, 186 1,219 2 ,405
一九五 ........  1 ,360 1,365 2, 725
一九五六( 目標） （無此項資料） 3 ,720

工業及職業教育、蹄範教育、高等教育及女子教 

育之現狀及許劃中之目標俱見以下各分箭。

大會、託管理事會及一九四八年視察團均曾適 

調廣腰非洲人各級教育設施之需要；同時因注意到 

各種族兒*童教育説施及經費之差別，並建譲似可於 

環境允許時設立各種族共同肆業之初等及中等教育 

機關。



理事會第九眉會對修正十年許劃中所栽之政 

策、目標及清加輕費等表示满意並希望修正方集如 

可能時，可於預定日期之前完成。

一九五一年視察圓認爲該領土教育機蘭素質良 

好，教育制度能充分發揮其效能，且十年計劃亦經 

認眞執行。惟視察團由非洲人向之提出之教育問題 

請願書十八件2®»及其他不少意見書察悉非洲人普遍 

渴盼能大量增加各種教育設施0

視察團雖認爲於一九五六年達成使全部學齡a  
量中百分之三十六能入小學肆業之標的爲極大之成 

就，然希望此項標的可因該領土之一般發展而再予 

增加。

非洲人最常認爲不满者，爲依據十年計割，完 

成小學四年課程之學生中，每五人紙有一人能有升 

學機會，故許多請願人要求增款高小。關於此點，視 

察團，認爲是項計劃對高小教育所懸目標殊覺大低。 

該團深悉爲再增誌學校壽撥互大經費之種種困難， 

然確信當局於分撥發展該領土之款項時，# 教育殊 

未予以充分重視。

該項許劃限制較進步地展之教育發展，此亦爲 

非洲人常認爲不満之點。視察團備悉該地政府認爲 

是項計劃主裏工作應爲擴展較落後地展之教育載 

施，然亦同意將較進步地展之教育誅施略予境加。 

視察團認爲政府一方面應稍增其對較進步地內 

Chagga族等之補助,一方面令各該族境加捐款數 

目。然該画悉政府方面認爲主要困難厥爲師資之缺 

乏。

理事會於其對C hagga族麥政會請願書通過之 

决譲案中察悉請願人願播助 Moshi區教育迅速發 

腰，至覺满意，並表示深信 C hagga人將與區教育 

委員會充分合作，而後者亦將繼續適當注意Chagga 
土人當局所辦學校之需要。

視察圓讚揚教會凿教育: r 作之官大買獻，同時 

認爲於進一步實施十年許割時，應更重視潘誰公立 

及土人當局主辦之學校，尤以大部爲回教徒之城市 

及沿海地展爲然。

視察画收到弗洲人及亞洲人方面提出之三件請 

颜書232及不少其他意昆書，爲最少應於中學階段開

T/Pet.2 /103 j lO ij  106j 110> U l j  Uù_, 127_> 130_>132j 
134  ̂ 137, UO ,  m ,  144j, 148, 151_» 153；, 154o 託管理 
事會對T/Pet,2/104_» m ,  144, 148及154所採行動參 
関» 議案四六九(十一b 四七七(十一)> 四八三(十一 b  
四八五K十一) 及四八八H ' ) o  
決議案四八二 (十一 )o
T/Pet.2/112^116and 120^ 託管理事會對T /P et.2 /116所 
採行動參関決議案四七三( + - )  0

始施行各種族共同嫁業之教育。該團察悉管理當局 

認爲由於語言之困難，在目前無法實施各種族共同 

肆業之初等教育，且唯有於該領土B 設;有適當高等 

教育機構及人民普遍了解英語之時，始能考慮實施 

此項制度之意見。關於此點，視察團纏悉該地政府 
擬於一九五二年爲東非亜洲人民於Makerere學院設 

置六名學額一事）該圓雜認爲在坦于伊勝設立不分 

種族之教育機関間題，必須逐漸進行，然塵於亟宜 

促使各種族和諧共處’並移除因種族差異而有之摩 

擦，故對管理當局如是緩慢之進度是否夠積極，殊 

覺懷疑cT

視察圓襄於坦干伊勝亞洲人及非洲人中學较高 

年級學生所表現之英語能力，相信當地政府應認眞 

考慮說立各社K 學生均得申請入學之高級中學一 

所。

管理當局於其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吿書及其對視 

察團報告書及各項請願書所提意見中稱：修正十年 

計劃中若于目標雖確有理由可望於一九五六年以前 

實現，然一般論之，是項力案實係以當地情況及該 

領土擴展教育機構之能力之正確估評爲根據> 惟該 

當局承認此項計割並未能全部解决教育間題，一俟 

所雷之教育工作人員、款項及物質獲得解決之後，該 

力案實施之進度及範圍均將予以提高擴大。

由 Nuffield Foundation遺派之教育視察團最抵 

曾至坦干伊勝視察，對四年爲期之初等教育是否足 

夠一間题，曾特加研衬。同時當地政府正盡力加速 

施行提供適當"進修 "課本之方案，

管理當局完全同意關於非洲人受較高等教育之 

需要之視察團意見，並謂將於可能範圍內盡力擴展 

高小教育力案。

至於壽撥經費間題，管理當局對視察團認爲分 

配發展該領士之款項時未充分重視教育事項一節意 

見，不能同意，然謂將時時注意盡量增加此類經費 

之需要。管理當局申明：若任何地展教育進度能超 

過目前所懸標的時，將以直接辅助及蓮用彼等自有 

之資金等力式全力協助其教育進展。然現有教育進 

展程度之懸殊實爲一嚴重問題。

至於各種族共同受教育之問题，管理當局謂爲 

對於在MaJrerere學院實施此項制度之前開載其他各 

種族共同教育機開一事是杏有當，實感懷疑。

理事會於第十一屆會時通攝下列之結論與建

譲：



理 斜

(®)察悉修正非洲人教育十年計劃較原有計劃， 

尤在初等教育所懸標的方面 , 大爲改善，且該項計劃 

正在竭力施行中，至感欣慰；

( b )同意視察® 之意見，認爲修正十年計劃對 

高小教育所感標的過低，希望管理當局檢討該計割 

對高小教育之規定，以廣座方案內此一郁汾；

( C ) 欣悉在 Makerere大舉院及英聯王國，坦干 

伊嗽籍學生均有墙加，並塵於該領土日後誌立大學 

一所之需要，歡迎管理當局所稱正積極考慮於J B干 

伊嗽設立大學學院間題之聲明；

( d )又悉該領土職業及技術訓練設施B 有增加， 

至戚欣慰，並確信襄於有技術訓練之非洲人至感雷 

要，管理當局將繼績其對此一董要教育部門之努 

力。

工業及職業訓練

一九四七、一九五0 及一九五一各年工業及載 

業學梭敷目及各該校在學學生人數均見下表：

學校 公立 私立 德數

一九四七  6 7 13

一九五 0   7 18 25

•—'九 5Ê— 8 14 22

學生

一九四七  265 187 452

一九五0   262 524 786

一■九 五 -  535 556 1, 091

理事會及其所遺派之視察®對於成立此項訓練 

之設施一事，向極關懷。理事會第九屈會對管理當 

局擬誌立天然資源學校一事會予讚許，並表示希望 

修正十年計劃中關於設立與Ifunda之職業學枝相類 

之學校雨所或三所之建譲能被採納，對增力IT設施以 

訓練非洲人從事行政及技術事務之需要，能特予注 

意G

視察團接纏之請願書中有十一件23消有墙加商 

業、工業及技術教育設拖之請求。

管理當局於理事會審譲中之常年報吿書及其對 

此等請願書所提意見中稱該當局充分認識樓加非洲

"8 T /P et.2 /103 j 111_> 112：, 113j  130_» 134^ 137j 140 ,144 , 
149 及 151.-,託管理事會對 T/Pet.2/134^  137 and 144 所 
拨行動分別參閱決議案四八一(十一)，四A 三（+ — )及 

" Z 四八四(十- * )o

人按術教育設施一事之重要3 修正十年計劃中主張 

於现a 進行建築之 Ifunda職業學校之外，誰立同類 

學校兩所或三所之建譲，業經採納，而天然資源學 

校之校舍亦a 動工建築中。此外並將設置高級技術 

及商業教育機關一所。在常年報吿書論及之時期內 

並已設有按術教育督導員一名。

敎師及師資訓練

管理當局謂教育發嚴之一項主要間題爲師資之 

練乏。

一九四七、一九五0 、一九五一■各年從事非洲人 

教育之各級教師人數及一九四六年時期望養成之教 

師人數均見下表：

公立及土人 私立 總數

當局所立

一九四七… … （無此項資料） 3,910

一九五 0 ....  1,411 3,2 44 4,645

一 九五一  1,410 3,439 4,849

一九五六（目標） （無此項資料）約 爲 8 , 5 00

一九Ï 一年聘用之教師中，有二七八位歐洲籍 

教卸，其餘均爲非洲籍教師。

領有證書之非洲籍男教師分一、二雨級。前者 

爲於修完至第十級之中等課程以後再受兩年專業訓 

練之教師，彼等得於中學及師資訓練所執教，並可 

以教授英文。修完至第八級之普通課程後復受兩年 

專業訓練之獲有第二級誰書之教師，得以士語教授 

小學3 領有證書之非洲籍女教師須於完成七年課程 

後最少受一年專業訓練。

一九五一年時，三十五所師資訓練所中有學生 

一，一四四人，其中在六所公立師資訓練所肆業者 

有二七三人，在二十九所私立師資訓練所律業者有 

八七一人。以往各年此類數字無從稽政。本報吿書 

所論及之年度內領得教師證書者有一級教師三十九 

人，二級教師四八一人。此外，前此未領得教師證 

書之男性助教二十六人亦已領得二級教師證書。有 

女生三十七人B 領得二級教師證書，而另有七人則 

已考試及格，得領取低級女教師證書。該計劃所懸 

目標爲自一九玉一年至一九五六年間，每年平均養 

成一級教師六十人左右，一級 ( 農業)教師七十七人 

及二級男教師七五0 人，二級女教蹄三七五人3

大會、託管理事會及其所派視察團均強調颜範 

教育設拖之重要並對其擴展不斷予以注意。



蘭於此點’管理當局於其一九五一年废常年報 

吿書中曾謂將依據修正十年計劃全力加速師範教育 

設施之擴腰。

高等敎育

本領土並無高等教育機關，然政入鳥千達Ma- 
kerere 大學院之學生，其在該學院鋳業期間內全郁 

費用均由政麻津貼。合格學生之願赴英聯王國研讀 

者，亦由政府予以補助。一九五一年，在 Makerere 
學院肆業者有非洲籍學生四十九人，在海外留學者 

則有二十二人，一九五0 年時則各爲四十二人與十 

四人。

千年計割預期至一•九五六年時 Makerere 學院， 

可有坦干伊嘴學生二0 0 人，並謂如  Makerere 學 

院之學額及所需款項許可時，此項標的似無不能達 

到甚或超過之理。

大會、託管理事會及一九四八年視察團均曾建 

譲管理當盾考慮在坦干伊嘴本身載立高級教育機構 

並增誅海外研究獎學金額，理事會第九届會認爲在 

Makerere 學院肆業之學生人數仍不足應特該領土之 

需要，並软促儘力增加得受高級教育之學生人數。

一九五一年視察團接獲之講願書中有四件裏 

求潜加赴海外—— 不僅限於英聯王國—— 大學研究 

之機會3 非洲協會襄求由聯合國誅置此項獎學金。 

有九件請願書235載有在該領土誅立大學程度之學院 

一所之裏求。

視察画獲悉一九五一年有非洲人三人獲得政麻 

獎學金赴國外研究，並希望管理當局此後對此一方 

面能採取更積極之行動。

目前 Makerere 事院及海外之研究便利雜足可 

分配，視察團獲悉當地政J t B 考慮在適當時期內在 

坦千伊嘴誅立高等教育機關之可能性，視察團認爲 

管理當局應早日詳盖考慮此事。視察圓希望管理當 

局用或在束非設立法科學校，或准許人民於律師處 

學督後得執行律師業務等方法，予非洲人以法律訓 

練。

管理當局於其對視察團報吿書所提意見中，稱 

該當局確信獲得獎學金之學生將有填加，然前此派

浏 T /P e t .2 /1 0 3 ,  112〉120 , 130。
咖 T /P e t .2 /1 0 6 ,  108^ l l l j  1 1 3 ,1 2 0 , 130_» 1 3 4 /1 4 0 ,  144。 

託管理事會對T /P e U /lO S ^  134^ 1 4 4等請願書所採行 
動分別參閱決議案四六九(十一)•》四八0 (十一及四 

八四(十一)o '

遺學生前往海外之成績確不盡满意，殊可惋惜。Ma
kerere 學院現已設有全部大學課程 ’ 可不必》派學 

生前往海外取得學位，除遇可逕修專Pg課程之成積 

特優學生外•，最善之法莫如使學生於Makerere取得 

學位並求得其自選專業之若干實摩經驗後，始赴海 

外研讀研究院課程。

管理當局稱B 對在坦千伊嘴設立大學院間題積 

極注意。此種措施自須逐步施行，當局擬於劍辦初 

期先設立現於Makerere傳授之最初兩年課程，然後 

遂漸誅立大學院之全部課程。

女子敎育

管理當局謂農村廣域人民對女子教育尤其高小 

教育有若干反對意見。理事會第六届會建議管理當 

局特別注意此項問題。

大部小學均男女同學，此等小學之女生一九四 

七年時有二七，八四五名，一九五一年已滑爲五五， 

一四三名3 此外，一九五一年時初中女生有二，三 

二八人，中學有女生一四一人，一九四七年時僅有 

高小女生三八0 人一九五一年視察團對其所視察 

女子中學及初中教師與學生之熱心情形印象最深。

學費

公立學校內初等教育為屬免費。中學則年收瞎 

宿費一0 0 先令 ( Tabora中學收二0 0 先令 ) Makerere 
學院之學生則年交費用八0 0 先令。若千士人當局 

所辦學校收取學費，大部服立學校亦收費，數目多 

少不一 3 印度人及歐洲人學校通常均收學費。

大會及託管理事會均曾宣稱初等教育應一律免 

費，而受較高等教育之機會亦不應視金錢而定3 —  
九玉一年視察團收到兩項請願書286及不少意見書， 

內均提及學校徵收學費之事，並謂中等教育及高等 

教育之費用對非洲人爲極重之負擔。視察團獲悉對 

貧苦學生有减少一部或免除全部費用之規定，且 

此項规定時常實施，而在 Makerere 學院肆業之非洲 

籍學生，卽有交付學費者，其人數亦至有限。

視察團提及在布可巴（Bukoba)所收到人民反對 

該展土人當局學校擬每年徵收學費五至十先令一事 

之請願，謂難悉土人當局之»释爲在某等地展內宜 

於徵收教育及其他社會服務之費用，庶使士人能重 

視教育之價値，然終認爲初等教育不應收費，而在 

布可巴展尤應以其他力法憲抬教育款項。

咖T/Pet.2 /142；, 1 4 8 o託管理事會對' T /P e t .2 /1 4 8所採行 
動參閱決議案四八0£(十一 )o



管理當局於對視察團報吿書及上述請願書發表 

意見時指稱徵收學費一事，爲當地教育委員會與各 

族參議會詳盡研討後所決定，並係基於對淸寒學生 

可缺收費用之諫解；當時管理當局認爲布可巴地區 

之建譲應聽其自然餐展，視爲一項有意義之試驗。

成人及民衆敎育

管理當局於其一九五一年度常年報吿書中稱社 

會教育就其敷個意義言之蓋與社會發展同義，因此 

實爲一般發展許劃不可少之一部汾。此外，fftfc會發 

展部正經由各社區福利處從事專門之工作。

管理當局謂在若干區域內已發生民衆識字蓮 

聽，並經政府官吏及教會予以協助。坦 加 （Tanga) 
省 P a r e區之識字運斯實驗計劃曾特著成效，視察 

團提及此項運動所引起之熱烈情況，表示希望該地 

展所得經驗可更廣泛應用，並認此項運動爲任何一 

般發座計割之最有用部門。

託管理事會第九眉會對在Dar-es-Salaam設立廣 

播台之許劃至感興趣。管理當局於其最近之常年報 

告書中稱已於報吿書所論及之年度中順利設立廣播 

事務，並希望早日將之大量擴展。

傳播關於聯合國的情報

理事會第十一屆會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備悉關於傅播有關國隙託管制度及聯合 

國的情報之本理事會決議案，其實施頗有成就，莊 

對視察團及管理當局之切實建譲，尤其關於將此種 

情報譯爲斯Æ 希利（Swahili) 文以便在坦干伊嘴大都 

居民中傅播一節，表示贊同。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一般情况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該領土最近由殖民部及 

Nuffield某金會主持之教育政策研究甚表興趣，希望 

下次常年報吿書對此項研究之結論能詳加叙述3

絲西蘭代表謂教育力面之工作仍百端待舉3 彼 

« 深知管理當局論及視察團報吿書時所簡賊提及之 

種種困難，然深信管理當局將繼績其前此之最大努 

力以克服此種種困難。

法蘭西代表後悉該懷土總督對教育之重視，極 

表滿意。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謂該領土教育 

情況仍使人極不滿意 , 當地居民雜幾全部均爲文盲， 

管理當局並未採取確保教育進步之措施a 十年計劃 

卽或能全部實施，至十年之後全部學齢就普中亦紙 

有百分之三十六能於小學受四年教育。修完四年級 

課程之非洲學生中；紙有五分之一能有機會繼續受 

教育。

彼又謂在教育經費力面亦對土人施行種族歧 

視 3 視察團報吿書所舉數学表明爲歐洲籍學生支出 

之費用多出用於非洲籍者三十九倍，理事會應建議 

管理當局增加預算中教育及其他文化需要之撥款。 

薩爾冗多代表認爲教育方面已有極大進步。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謂蘇聯代表對教育情况之評 

*&極多認誤。蘇聯代表會謂管理當肩毫不進行教育 

工作，復輕視發腰計劃，且對用於不同社區每一學 

生之款項之差異發表償有之批評。特派代表謂此項 

問題於質詢期間a 會論及，當時彼骨解释謂依據現 

行辦法，外籍人社展對各該社展％貴之教育需自行 

負擔其大量支出。彼等自» 款項，並自設機關加以 

管理。蘇聯代表曾引述此等fd：原之全部教育費數目， 

然對此項款項之壽措則毫未提及。

敎師及師資訓練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謂由歐洲籍及 

非洲籍教師所得薪金觀之，顧見土人受有歧視。非 

洲籍教師之最低薪給幾僅爲歐溯籍教師最低薪給之 

十分之一 5

高等敎育

蘇維埃fftfc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謂該領土居民 

將近八百萬，然並無高等教育機關，

薩爾冗多代表希望管理當局加聚爲土人設立高 

等教育機關之努力，謂雖深悉此事之種種困難，然 

相信如有誠意，則在此力面必能早日有成。

傳播關於聯合《 的情報

中國代表認爲管理當局傅播關於聯合國之情報 

的努力 , 極堪嘉許，並認爲聯合國新聞部應供給管理 

當局所需;2：其他資料。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備悉管理當局傳播關於聯 

合國的情報的工作，認爲必須使當地社展與聯合國 

發生更密切之連驚，並希望能極力傳怖對託管理事 

會之了解及關於理事會工作尤其有關坦干伊嘴之:n  
作的情報3



第 二 章  

盧 安 達 鳥 I t 提

— 總論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地勢與人n

盧安達烏隆提位於非洲中郁，南 緯 1°04’30"至  

4 «2 8 '3 0 '^東 經 28050’ 至 30O53’ 30"之間，總面積五 

四，一七二平方公里。北鄰鳥于達，東南挪坦干伊雄 

託管鎭士，西鄰比屬剛果。

境內多山，峯高有至拔海二，五0 O 公尺者3 領 

土大部汾爲高原， 高度自一j 二0 0 至二, O Q C > &  
尺不等，氣候温和。首麻 Usumbura 濱坦干伊嘴湖， 

拔海七0 0 公尺，氣候屬熱帶性，

雨量各地不同，降雨多寡及雨量分條情形極相 

懸殊。

依照一九五二年月三日统計J 非土著居民計 

有:歐籍居民四j三二五人（一九五0 年有三，七三三 

人），亞籍居民一，四九八人(一九五0 年有一，八九 

玉人），非士著的非籍居民一o > o人 （一九五0 年有 

六 八 人 血 種 … ，三七0 人 （一九五0 年有一J二 

0 七人 )。會長管轄下的土著居民一九五0 年計有 

三，九0 四，七七九人。此外，居於部落展域外不受會 

長管轄的土著居民在一九五一年間計有六二，二六 

一 人 （一九五0 年有五三j O —五人)。在正常情形 

下，盧安達鳥隆提人口每年約增一0 0 , 0 0 0 人； 

依此比例計算，則其人口不满四十年卽可境加一倍C

土著人口中大部汾屬於班圖族 (the Bahutu)_4é 
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赫買提族（the Batutsi) 人 

數雜小，但爲管理該镇土的貴族，盧安達烏陸提兩 

地的統治家族及遊牧部落貴族都出自該族；此外尙 

有數千驅體矮小的黑人（Batwa)。該領土分爲盧安 

達及鳥隨提兩土邦(p a y s ) ,每邦各有一食王(單數爲 

Mwami_»複 數 爲 Bami)爲首。

該領土的行政首廣爲 Usumbura^ 一•九五—*年該 

地人口計有歐籍居民一  ̂ 八六八人,5 &籍居民九七一 

人，土著居民二 0 , 旧五0 人。

盧安達鳥隆提係前德» 東非的一部份。一•九二 

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國際聯合會決定委任比利時統 

治。聯合國大會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核准盧 

安達烏隆提託管協定J 該墙定並經比利時以一九四 

九年四月二+ 五日法令批准。

一九四八年託管理事會第一次視察園前往盧安 

達鳥隆提視察。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十 

三日復派第二次視察團前往該領土視察j 據稱該領 

土自第一次視察之後3 B 有長足的進步。

十年計劃

盧安達鳥隆提纏濟社會齋展十年計割係於一九 

四九年至一九五0 年間擬具，經殖民都於一九5E—  
年間核准公佈a 該計劃並不像法規的一成不變，亦 

非強制性質1 該計劃擬於一九五二年起 j 逐漸推行， 

其經養則由比利時譲會所通過的特別預算中撥絵。 

該計劃大綱附於比利時政麻一九五一年度管理盧安 

達鳥睡提常年報吿書内，但是管理當局於提送該報 

吿書時，聲明該國政府並不欲理事會於審譲常年報 

吿書時討論該計劃。該當局復謂：託管理事會可由 

嗣後的常年報吿書中 j 獲悉並估評該計劃的進展。

該計劃的主要各點，將於本章各節有關各點的 

標題下簡略摘述；一九五一年度視察團所發表的有 

關意見，亦經轉载。

視察團力言該計劃偷無七著居民合作，不能有 

成，管理當局業a 認淸這點的重襄，視察團殊感欣 

慰 3 該計劃書導言中說："我們必須譜淸，倘無士著 

居民通力合作，我們絕對不會有所成就，也沒有一 

件事値得我們嘗試。"

託管理事會第十一屆會通過下述結論：

理事會襄悉該託管領七在檢前期間a 有相當進 

展；理事會審譲常年報吿書時，因一九五一年視察 

團提出富有價値之報告書J 頗得助盤^殊表欣慰;理 

事會並襄悉經濟社會發風十年計割 - 業經公债，土 

著政治機構卽將實行重裏改革，尤感關切。



託 管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的 個 別 意 見

視 察 團 報 告 書

泰國代表贊成視察 H1的意見及及建譲，並說該 

報告書所载結論， 均係經視察團審愼考慮認爲有充 

足理由者。

中國代表以視察圃所作報吿書，殊爲完美，表 

示嘉許；一般說來，他贊同該報吿書所有意見及結

論。

細西蘭代表認爲託管理事會必願核准視察團報 

吿書所载的建譲及意見。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說， 美國代表圃大體贊成視 

察團的結論及建譲。

一 般 意 見

泰國代表說，管理當局在經濟及社會力面造就 

的進展，至可滿意而在居民物質福利方面工作的成  

就 ，亦足稱道。他特別指出比利時政府及人民慨懷 

解 囊 ，以土著藏利某金會惠給金資助人民，使該領 

土沾受其惠。

法蘭西代表認爲該領土對於達致憲章第七十六 

條所揭葉的目標，處處均有成就， 尤以經濟方面爲  

然 他 根 據 審 査 常 年 報 告 書 的 結 果 ，離爲大家對於 

該領士的前途，無庸焦慮，該領士的問題，業經正 

確地估評分析，適當的解決辦法，亦經採用 C此外， 

他認爲管理當局有條不泰， 實事求是，抱着涵容的 

精碑，魏法採行有效的解決方法， B 將該領士最某 

本的人口過密間題，予以圓滿探討及分析。

紐西蘭代表說，管理當局在經濟及社會方面的 

成就，至足稱道，該領士進步的紀錄，殊可欽佩，他 

認爲理當局進行艱百的工作，未嘗稍解，該地人口 

糖密，兼以土地肥，極不均 ^ 5 ,故當天旱，可能引 

起糧食不足的基本問題。 也許由於該問題，致使管 

理當局集中力量促進人民的經濟及社會福利，而未 

能兼額並進， 充分鼓働他們的政治發展。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說，美國代表圃認爲管理當 

局促成的進展， 至足欣慰，尤以經'濟及社會方面的 

進展爲然。 政治力面雜亦有可喜的進步 A S不顯著。 

一般說来，理事會可以斷言，管理當局對其所面臨 

的棘手問題，正審愼努力予以處理。 美國代表圓認 

爲視察圃報吿書所栽，大體與此種令人鼓舞的印象 

相符。

英聯王國代表深信國隙託管制度目標的達到， 

日有進展&管理當局繼續推行逐漸改進現行根深蒂 

固的制度，使成較爲現代的社會組織，甚著成效。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說，管理當局尙未就視察 

團的結論提出若干意見，而其所提出的意見，似更 

顯示管理當局對於管理領土的觀念與理事會及大會 

直接解释憲章第十三章而得的觀念，兩者之間大有 

不同，一般說來，比利時當局在該領土確B 造成重 

大具體的進展。該領土在經濟及農業力面都有進步， 

對於覓求辦法，解決該領士永患的問題，尤其是該領 

土常患的長期旱炎，亦有進展3 有一部分ff±會工作 

一一雜然不是該力面的整個部門盡皆如此—— , 初 

小教育、及辦理完善的 Astrida各級學校_>均有進 

步。但是重要的缺點亦多，必須認眞迅速採取行動C 

該領土必須改革關係該領士整個政治制度、領 i 地 

位、及居民地位的法律；必須使保障發展自由的法 

律不僅爲一紙公文，而實際的確有效。大家不應使 

人以爲現在正考慮替盧安達烏隆提規定長達五十年 

或一存年的託管時期。殖民主義的幽靈業a 煙消雲 

散，因此該領土內應該着重的事情有二：第 一 ,土  

著居民逐漸參與政麻，奥歐籍人合作；第二，行使 

及保證請願權。多明尼加代表團及視察團均未要求 

該領士須採取劇烈的措施；可是該領土有不少進步 

人士，知道他們的目的何在，也深悉他們的理想及 

機會所受到的限制。多明尼加代表團對於該領土內 

的比利時官員解釋託管制度的原則得當擬向他們 

致敬 ) 該代表團深知管理當局的工作7極有慣値3管 

理當局對於各力面的工作，均全力以赴，該代表圃不 

願低估這種努力。t 相信管理當局一片至誠,這點顯 

然可由十年計劃及：h著福利基金會等機關看出1 問 

題 雜 屬 艱 但 這 任 務 B 交給一個有光榮傳統的管 

理當局擔負，該當局在世界文明方面的成就是舉世 

皆知的。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由於管理 

當局的政策，土著居民生活極其艱苦。僅從報告書 

所能看到的殘缺不全的資料，及請願書及視察圃報 

告書所提出的事實，就可得一結論，卽比利時並未 

實行聯合國憲章的規定 ,並未推進士著居民的政治、 

經濟、社會、教育等方面的發展。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 該當局的目標，與理事 

會同，而該當局處理各種困難，更屬身當其境，現 

a 略有成就。該當局必定充分注意理事會的建譲， 

儘量兼顏到那些建譲。視察圓報告書所載建譲J 亦 

將奉爲南碱。他說，視察團及若于代表團大都論斷



說，該懷:h a 確有進展，惟在政治方面, 進展則屬 

大慢。該當盾認爲人民在經濟方面最低限度的安全， 

必須予以確保。政治及社會的進展無疑必須和其他 

方面的進展同時並進，不過根據經驗，經濟發展可 

以左右其他力面的發展正如十年計劃書所說的，該 

領士在未獲自主之前，必須將其經濟制度建立在穩 

固的基礎上；f t 會體制必須與民主原則配合，人民 

一力面要受教育，一力面須獲得充分的政治訓練。

十年計劃

中國代表希望管理當局會掘其所能，儘量按步 

實施十年許割。在教育進廣力面, 該計劃的性賓，頗 

多合人満意之處0 他希望該計割關於中等教育及高 

等教育的規定、以及關於學術整個廣大部門的其他 

方面，均能儘速實施。

法國代表說/ 從該計劃看來，尤足令人深信營 

理當局業已有條不奢，實事求是，抱着涵容的精蹄3 
圓満地探封分析了該領土所遭遇的間題。

紐西蘭代表謂該計割載想長遠而周詳，殊堪嘉 

許，他並認爲該計劃對於該領土必定極爲重要。他 

認爲該計劃深謀遠慮）攀割周詳，理事會理應褒奨 

管理當局，他於欣悉這個計割之餘，希望當局能循 

力予以實施，並盼望能在以後的常年報告書中看到 

施該計劃的情報。

英聯王國代表認爲該許劃的公佑，是本檢討期 

間最可注意的發展0 從經費概算看来，用於經濟發 

展的經費，不下百分之六十八；用於研究J 主要爲 

經濟方面的研究者佔百分之八；用於ff±會服務者僅 

估存分之二十四。該計劃着重生產的程度，遼過英聯 

王國政府對負責非洲領土所定計劃的一般情形。可 

是^ 英國的計劃最近有許多卻不能不加以修改，俾 

集中力量辦理將來能夠清加政府索收的工作，以供 

廣大;T±會服務之用。因此，比利時計劃可能是處理 

該間題較爲切合實際的模型，不 過 )紙有在人民生 

活水準能夠提高，人民保持健康接受教育能夠有更 

多的機會和便利時，經濟的發展緩能使人民完全滿 

Mo

二.政治進展 

槪况及詳管理事會建議

一般情況

管理當局曾於一九四九年報吿書內指出使該懷 

土享有全部政治權能問題，是在時閩上最後達成的

一個目標- 這點是不容忽視的，而先决條件是土著 

人民在經濟、ff±會、與教育方面，必須有充分的發

展。

管理當局並說 , 除了少數受撮教育的人以外  ̂士 

著居民所關懷的紙是最切身的問題，因此對於爲了 

他們的利翁而採取的政治措施，他們並不感覺舆趣  ̂
卽對經濟措摊亦是漠不關心。

託管理事會在第九眉會中說，該領土的基本間 

題 , 計有：發展有組織的選民團體及地方性的代譲 

政治機構，及組織確有實權確能負責的中央代譲機

關。

一九五一年視察厕說，管理當局一直認爲它應 

該優先注意經濟、社會、及教育等力面的發展，又說 

政治後廣，極爲遲緩。該視察團認爲從土著居民之 

參與十年計割，應該得一推論^卽他們將多多參加 

該領土的行政；該視察H!又謂管理當局擬提出一個 

改革政治機構的計割。

與 比 《剛果的行政聯合

根據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制定的法律，慮 

安達烏隆提領土與比屬剛果殖民地在行政上是聯合

一體的237。

領土居民的地位

該懷土土人通稱爲盧安達烏隆提士著盾民 

digènes du Ruanda-Urundi )。他們的法律地位業經一-九 

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所碩佈的法令第五條決定，該 

條规定比屬剛果法律賦予該鎭士居民的權利，盧安 

達烏隆提管轄下的人民（ressortissants)同様享受之， 

推以符合該條文所載條件爲限。"盧安達烏隆提土著 

居民 "一詞，未經法律明文解释，因此費生的問題， 

均由行政當局或法院制決，這類刺決便逐漸形成一 

派學說及法理。

一九五一年度視察簡塵於該託管懷土的地位特 

別，認爲管理當局應該注意將盧安達烏塵提居民的 

地位> 加以更明確的规定，土著居民應由盧安達烏 

隆提的法律地位得到他們的權利，而不應由比屬剛 

果土著居民所享的權利中得来

理事會詳細研究盧安達烏隆提與比® 剛果行政Sfî法的結 
果_»見理事會關於行政聯合影響筋管領土間題的特su報 
告書A /2 1 5 1 '大會正式紀錄第七屆■#_>補獨第+二



立法權及行政權

最高立法權操於比國譲會；譲會所制定的稱爲 

"法律 " （lois)。普通立法權力由比王以類發敕♦的 

方式来行使，除遇緊急情形以外，這種敕命應先提 

交殖民事宜諮議院（此係一諮詢機設於比利時 )。

遇有聚急情形j 比屬剛果總督有權碩佑法分。此項敕 

令與法令除經明文規定可以劉•盧安達烏蔭提適用，

或經盧安達烏隆提總督以命令規定適用者外，不適 

用於該領士。

都督得於聚急時暫停此種敕令的效力，並将類 

怖法令，其效力與法律同。

行政權力依法由都督以頒佈法令的方式行使0

自一九四七年以来，盧安達烏塵提設有副總督 

府諮譲會。該諮譲會純粹是一個諮詢機棒，每年集會 

數天，審査預算方面的提案，和都督交譲的間題，它 

也有權向政府提出建譲C諮譲會原有諮譲二十二人，

七人是依載擔任的當然諮譲，其餘十五人則是委派 

的，他們都是歐籍居民，其中五人特別代表土著居 

民的利益。

託管理事會第三眉會認爲管理當局似可准許士 

著居民直接遇選代表參加諮譲會。一九四八年第一 

次視察圓會建議管理當局派盧安達鳥隆提二會王、

及甫地名琉或會長各三四人擔任諮譲會諮譲，並且 

應將此項諮譲會在不久的將來發展成爲立法機構。

一九四九年管理當局指派雨會王爲諮議會當然 

諮譲，並派土著名流爲副雜譲3 — 九五0 年非籍牧 

師一人及重要會長三人應邀出席會譲；一九五一年 行政

重新審譲諮譲會諮譲的任期時，該牧歸復奉派爲正 

諮譲，會長一人奉派爲副諮譲。士著居民其他二位代 

表爲歐籍人，卽烏隆提的名譽主教，及盧安達烏蔭 

提基督教會•聯盟的法定代表。一九五一年四月會長

五人應邀出席諮譲會會譲。 '

託管理事會塵於副德督府諮譲會遺是一個諮詢 

機構，認爲該機構可能成爲實施政治教育的良好媒 

介 j 爱於第九眉會中建譲管理當局繼續研究可否發 

展這個政治機構的重要性，並希望管理當局迅速檢 

討諮譲會的載掌，以便授予若千立法權力。理事會 

並建譲非籍諮譲的人數，應再予i f 加。

一九五一年度視察圓認爲現有的副II督府諮譲 

會在政治方面毫不重要，不能代表盤個人民J 其豁 

譲亦未從兩七邦 (p a y s )的機構中遇選3 該視察圓認 

爲諮譲會如不能將其人選大事調盤，以表明其與二 

土邦土著機鬪的關係，則諮譲會實難順利爲整個顏

土行使立法權。在二土邦政治機構倚未進一步發展J 

而各政治機構與中央立法機構間的關係又尙未仔細 

研究之前，該諮譲會非籍代表旣a 日多，故可將之 

妥爲保留，當作一個諮詢機關，及一個供給土著人 

民獲得行政經驗的機關。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在託管理事會第十一屆會中 

說，副總督府諮譲會•的組成分子業經管理當局研究， 

目的使土著居民的利盤佔絕對優勢。結果，諮議會 

二十二位諮譲中，紙有九位是代表非士著居民利益 

的/就是那一點也紙是理論如此 , 因爲商會代表、農 

會代表、及雇主雇員代表的選出，係由於他們熟智 

非洲事務 j 他們代表某種非土著居民，完全了解土 

著居民及非土著居民的通力合作是何等重裏，二者 

的利益是如何的息息相關。士著居民的利益，由官 

吏、法官、傳道士等維護 j 比他們自己維譲更爲有效。 

目前極少非洲人有能力參加諮譲會。非籍諮譲的人 

數，須相機漸漸增加,可是現在如以非洲人代截諮 

譲會中若干諮譲，則將« 成大錯。觸察 !11認爲諮議 

會的組成沒有顧及二土邦的機構，特派代表不同意 

那種意見6 二土邦在諮譲會中B 有代表。翁王二人、 

省長二人及宗教當局都是諮譲 :會王是當然識譲，宗 

教當局則爲事實上的諮譲。他不明白要怎様緣算是 

更妥善地顏及二土邦的機構。

託管理事t ■第十一眉會涯週下述建譲：

理事會欣悉副總督府諮講會的價値，足以訓練 

土著居民行政的經驗，爱建譲管理當局考慮增加諮 

譲會諮譲人數，務求各重要土著派系均有代表參加。

該領土的行政權操於都督之手a 都督之下設有 

地力專員一人及各行政部的官員若千人，協助辦 

理事務。一九五一年行政總署的歐籍載員共有一二 

。人，一九五0 年則有一三一人0 '全部領土分爲盧 

安達鳥隨提二省 j 前者分八區 (territoires) ^後者分 

九展。一九五0 年擔任盧安達洛’地力行政工作的歐 

籍職員計有一二七人，一九五一年墙至一五六人； 

在鳥蔭提服務的歐籍載員則由一四六人增至二 0 —

A 3

一九五一年 j 識字土著居民經政府機關雇用，屬 

於常任職員一類的共計四九三人，他們擔任簿記員、 

事務員等低級職務。管理當局另有土著雙察二九八 

人，此外尙有許多土著人民充當醫院中的侍應生及 

工人等。一九五0 年計有常任職員四五一人，土著 

警察二八二人。



託管理事會在第三屆會及第九盾會中，曾力言 

增加士著人民擔負行政責任的重要；理事會第九眉 

會且特別建譲資赛合適的非籍職員，應有更多機會 

擢升至現由歐籍人士擔任的較高行政職位，並爲達 

到此植目的起見，考慮設立非籍人員訓練班，並考 

慮遺派人員赴外國接受專門訓練。

一九五一年視察圃認爲，資碌合適的非籍人員， 

能否疆得重要的載位，第一要看他們有否準備擔任 

那種載位的機會而定，第二d 管理當局雜然囊備發 

展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可是在目前非籍人員擔任 

高級載位的可能卻極有限。如果使他們有在非洲或 

外國接受速成訓練的機會，則 Astrida學校若干分部 

的學生，都必能作更有慣値的買獻，最後必能權升至 

重裏的職位。視察團最後說，管理當局應設法設置或 

洽款獎學金，俾該領土土著居民可往外國深造；該 

視察團並認爲關於此事，當局最好和文教組織及聯 

合國技術读助管理處諮商。

視察簡又說，該圓曾接到服務於中夹當局的土 

著居民適来控訴，說薪傳過於微薄。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在理事會第十一届會中說， 

視察團對於管理當局任用非籍人員這一問題，mm 
並不正確。盧安達烏隆提是委託比利時當局管理的 

領土。管理人員自然是比利時人；在該領土託管期 

間，土著居民紙擔任職位較抵的工作,這是很平常的 

事。可是該領士除了管理當局之外，奥其平行的尙 

有強有力量的土著組織，從小會長一直到會王。如 

果大家顧及該領土將来的獨立，則獨立的獲得，應 

由非土著當局逐漸將權力移交絵士著當局，而不是 

在比利時管理機構中, 容納若干土著人士；因爲如果 

那樣，便會使南種當局 - 永遠並存，並使土著官吏分 

爲兩派，這兩派可能會處於敵對的地位。此外，視 

察團曾說，目前紙有中央當局可使大多數非洲人獲 

得將来擢升至重要載位的機會，此說不確，在盧安 

達烏塵提，非土著職員總，共緩有四0 四人，而該地 

除兩土邦不計外3 尙有部落八十七個7小部落一,一 

一八個因此土著當局重要職位的數目，遠較中夹 

當局爲多。中央當局載員放棄其載位而就任會長或 

小會長等較有意義的載位者，數見不鮮0

理事會第十… 眉會通過下述建譲：

理事會億及其第三届，及第九届會曾力言增加 

土著人民參加擔任管理責任的重要，爱提請管理當 

局注意理事會各理事國在第十一届會就下列二事所 

發表的意見：現行雙重行政機構的間題，以及這種 

情形對於發展全國性的政府由土著居民充分參加問

題所造成的困難；理事會並請管理當局於下次常年 

報告書中，洋細說明該當局對於此事的政策，及克 

服因此引起之困難的方法。

理事會億及以前就此事作的建譲-備悉管理當 

局所雇用的士著居民V 爲數B 有堵加，並 B 具備訓 

練的便利，爱建譲管理當局應繼續敦法增加土著居 

民參加公務的機會，其辦法可以發給獎學金以供土 

著居民往外國求學及接受訓練等力式出之，目的尤 

在訓練土著居民俾在管理機構中擔任較高載位。理 

事會因而請管理當局檢討管理機構中職員的工資及 

薪捧表，俾從現下生活費及鼓勵合格人員擔任公職 

兩種觀點，決定該項工資薪傳是杏適宜，並請管理 

當局在下次常年報告書內载明有關此事的情報。

土著政洽機構

該領土分爲盧安達及鳥隆提兩土邦A 各有一會 

王爲首，會王係照當地習償選定，由都督授職。政 

治親織以部落 (chefferie)爲某幹，並以間接統洽爲 

原則，兩土邦各分爲若干部蜜 , 均由會長統治，各部 

落的會長由會王依督慣法指派，由都督授職。盧安 

達共有會長五+ — 人，烏僅提則有會長三十六人。各 

部落又分成若干小部落，其會長由會王指派，由者 

長授職，盧安達共有小部落會長六二八人，鳥隆提 

則有四九九人。

盧安達烏隆提兩邦及各部落的諮譲會輔佐各該 

地的會王會長辦事，遇有某種情形，會王和會長必 

須奥諮譲會相商。

各土邦奥各部落均有獨立的預算及財庫，在原 

則上由土著當局自行管理，但因士著當局缺乏經驗， 

無法自行掌管財庫，爲權宜起見3 土邦財庫暫由省 

長管理，各部落財庫則由展行政專員管理並與土著 

當局合作。一九五一年新會計制度業E 訂定並E *施 

行，土著當局對於所轄展域內大部分財政事宜均可 

自行管理。行政費用均經分配撥定，各地力單位均 

有其單獨帳目。管理當局認爲那種試驗B 證明令人 

失望，他們發覺土著事務員計算最簡單的帳目，亦 

I I 誤百出，侵盜情事，也數見不鮮3 他們應該另行 

囊割妥善的制度。

會王、會長和小會長擔任土著行政工作以及法 

律规定的許多其他職務。例如他們有責向本廣居民 

報告上級當局所制定的規程及決譲，並將人民意見 

轉陳上級當局 ; 除其他事項外，他們並須協同管理當 

局徵收賦税，向法院當局報告達法的事件，留意土 

著廣域應辦的工作，a 否完成。對於例行公事^除



非法律另有明文規定，會王、會長、及小翁長可以 

遵行奮督所定的範圍及方法，行使權力，但以奮習 

不達反公共治安者爲限。歐洲當局則藉提供建譲或 

行使否決權以按制土著當局。

一九五一年視察團認爲：對於有関土著居民的 

指施j 歐洲當局雜然通常都和â •王或若干會長諮商， 

可是一般說来J 土著當局處理事務的範圍，極其有 

限；他們除了行使司法職權之外，紙居於附庸的地 

位。

部落由會長管理，翁長之下，誅有秘書、部落 

警察及差役等。一九五一年視察圃認爲傳統土著組 

織下公務人員的重要性^ 視地力政府的發展程度而 

定；該團最後並稱，地方政府的責任^將隨該領士 

的政洽發展而日益增加，爲適應此種情形，必須有 

更合格的公務員去服務。因此，設法羅致教育程度 

較高的非洲人，去參加地方政府的工作，實爲首要 

之舉，關於土著,粗織所雇用的非籍人員J 其薪額若 

干，其他服務條件如何，視察團所獲情報甚少，但 

它認爲管理當局應採取步驟，經常雇用他們^ 俾改 

善他們的薪給，調盤他們的其他服務條件。這樣一 

来 ^ 到了相當時候，便有機會爲地力政府職員擬訂 

一個统一服務的辦法J 使各職H 可在地方政廣各機 

關互相調用。

土著居民向例要業i 會王、會長及小會長以實物 

或勞役缴納各種賦税或貢殺：。此種賦税a 由比國管 

理當局逐漸減少。一九四七年向會王及各會長纖納 

的實物一律必須瞻回^ 另以現款缴付。一九四八年 

並規定凡是以勞役纖納的賦稅，必須改纖現金，所 

以現時各部落的種種税捐一律改以现款缴付了。

政洽改革

託管理事會在第三屆會曾請管理當局研究宜否 

及可否逐漸誅立一種政府制度，使歐籍及士著居民 

均可參加 j 並使土著居民終能擔任主要職責，

一九四八年第一次視察團認爲該懷土所保留的 

原有機構，並不再是阻 jk聯合國憲章所稱政治進展 

的障礙，因爲現有的土著社會B 經净育了新的民主 

組織的胚胎，可使領土居民將来實行自治。因此，視 

察團認爲應使土著當局逐漸更充分地參加管理該領 

土的事務，視察團建譲：閩於顯然超出地方性《的 

事項 , 應逐漸與土著當局更密切地相商;關於全懷土 

而並非專與非洲人事務有關的問題，亦應與土著當 

局相商；關於地方行政較高階層所有的行政與一般 

政治間題，應准土著當局參加處理3

視察團並認爲歐籍行政人員對土著當局所採取 

的訓導態度J 似應載法糾正，並應使士著當局逐漸 

明瞭日後有與管理當局處於同等地位處理政治事務 

的可能。

管理當局曾於其一九四八年報吿書內提到該當 

局正在研梵一項重要改第計並稱該項改革可能 

在一九四九年實行。管理當局在一九五一年報告書 

中又說^ 盧安達烏隆提都督於一九五0 年曾將撒底 

改革盧安達烏廣提行政組織的計劃，提交比屬剛果 

總督，該計割a 於一九五一年提到殖民事宜識譲 

院。

根據敕♦ 草稿所栽的該計劃，盧安達烏隆提領 

土仍循《章，分爲兩土邦及若干部落及小部落。

每一土著行政小單位都有諮譲會，依據適合於 

該地人民進步程度和土人觀念的代譲制度審愼姐 

成。此外- 每展亦將成立一諮譲會，以處理組成各 

展的地力單位所共有的間題。

每一小部落的諮譲會將由名流五人里九人組 

成，自該小部落名流中遇選，以小會長爲主席。每 

一部落諮譲會則由部落小會長中選出五人至九人， 

另有由每™小部落諮譲會各派名淹三人組成的選舉 

圓體選出名流五人至九人組成之；主廣由會長擔 

任。

展諮譲會主席係由諮譲會自其諮譲中選出會長 

一人充任;展諮譲會的組成包括該展所有其他會長， 

由各小會長互相選出與翁長人數同等的小會長，及 

由每一部落諮譲會各派名流三名組成選舉團體選出 

奥會長及小會長人數同等的名统。

最後  ̂ 土邦諮議會以會王爲主席，其組成包括 

所有區諮譲會的主席J 由原諮譲會選出與展諮譲會 

主鹿人數同等的名统^ 及由土邦諮議會其他諮譲票 

選出来的諮譲七人，其中四人係取其熟習當地社會 

問題及居民宗教願望，三人須爲執有公民褒奨狀的 

土著人民代表。凡有関各區事件，必須與各諮譲會 

諮商；在若干情形下 j 會王或會長在敕令許可的權 

力範圍內所作的决定 j 均須得到土邦諮譲會及部落 

諮譲會的同意，幾算有效。

由於那些譲會可以控制土著當局的行動，敕令 

章稿遂相對地擴大土著當局的權力> 尤其是前此爲 

歐洲當局保留的闕於若干事務的權力，例如劃定部 

落及小部落的界限，禁止人民在若千展域居住，決 

定警察的人數及薪， J 決定農業計劃及個人工作計 

劃，購回依照習慣貫納的賦税，徵收特捐 （centimes 
additionnels)J 核准經養等等。



土邦諮譲會常駐代表一人負責監督部落鶴譲會 

及小部落諮譲會並執行會王得土邦諮譲會同意後頒 

布的決定及規則3

一九五一年視察團因爲沒有收到敕令草稿全 

文 , 敌不能詳細前論該草案3 可是j .它卻說它認爲 

盧安達及烏隆提雨邦的土著當局間j 在目前毫無聯 

絡 ; 根據所得情報，行政改革許劃並未載有關於該雨 

土邦關係的任何規定。因此視察團認爲管理當局宜 

趕快立剑開始鼓勵兩士邦人民及機閩通力合作，密 

切聯絡，以促使雨者變成一個共同的機構，視察®  
襄於管理當局極其重視行政改革計割中土著行政機 

構的發展，故建議該當局同樣注意中央立法機鬪的 

mm. 俾兩者可以平衡7 惟該立法機關的權力，在 

初期自應有限度。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通過下述結論 :
理事會欣悉管理當局所提土著行政機構的改革 

計劃，亜盼續獲實行該計割進展情形的報吿書。

人民代表及選舉制度

地方人士並不直接行使立法權，’盧安達鳥發提 

也沒有人民代表或任何選舉機關。營理當局說，這 

是由於人民的發展，未達到相當程度之故。

託管理事會第三眉會曾建議管理當局至少須初 

步建立某種方式的選舉制度。一九四九年管理當局 

曾 在 Usumbura部落席域外的鄉鎭 (centre extra-con- 
tumier)試行選舉諮譲會的若千諮譲，試驗結果，管 

理當局頗爲失望，因爲非洲人認爲選舉是一傳負擔j  
絲毫不感興趣。託管理事會在第六屆會中曾表示盼 

望將来人民得到適當的教育之後，會使那類試驗較 

爲成功。

一九五0 年 Rumonge會試行投票選舉諮譲會諮 

譲3 ，據一九五0 年常年報告書所載，不幸無數選民 

都是文，，以致無法充分確保選票的秘密；由於這 

種情形，政使選民不能盡其責任。

託管理事會第九眉會對於Usumbura及 Rumonge 
兩地選舉試驗的失取，殊表遺城，但對於管理當局 

驚 備 Usumbura部落嚴域外的鄉鎭選舉，審愼周到， 

则極表欣獄。理事會並表示希望管理當局能克服以 

前使選舉不能成功的障礙，並誅法以後在全領土其 

他各部落展域外各鄉鎭舉行選舉。，

管理當局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告書中曾詳述地方 

當局» 備選舉諮譲六人，以補一九五一年九月任期 

屑滿的 Usumbura部落属域外各鄉鎭諮譲的遺缺。儘 

管當局事先廣爲宣傳，結果紙有一位候選人自動報

名，當局紙好另指十七位候選人。據戶口調査該地 

共有六 , 0 0 0 人 ，選舉前八天，紙有二十五人領取 

了選民證。 由於自動領取選民證的制度失敢，故決 

定一一通知符合選民居留條件的居民：發出的通知 

單有五，六九0 張 ；前來領取選民證者計二 , 九七一 

人，而到場投票的人數，則爲二，五五九人。

管理當局根據所藩情報，認爲大部分人民都覺 

得各鄉鎭居民沒有達到可以參加選舉的程度，諮譲 

應由管理當局直接指定。 該當局最後說 7 任何吸引 

民衆對於參加政治生活發生興趣的希望，都嫌言之 

過早 ,，就是受過教育的土著居民，亦復如此。

一九 3 ：— 年視察團承認推行選舉制度，確有困 

難 ，管理當局首次在部落展域外的鄉鎭推行選舉制 

度 ，殊可稱道。 視察團又說，單靠一種掠施，顯然 

不能達到人民行使代表權的目標；當前須有周詳的 

m m . 擬定各種步驟，以消除阻止部落廣域外各鄉 

鎭政治進展的殘餘障礙 - 並將這種辦法推廣至居於 

傳统制度下的人民。

管 理當局特派代表在託管理事會第十一屆會  

說，管理當局此後自當繼續努力，並說各部落的行 

政改組將使土著人民可以熟暂選舉諮譲會諮議的民 

主方法 3 辦理選舉並非難事 ^ 所難者是使土著居民 

具有政 '治意識。

理事會第十一届會通過下述建譲：

理事會塵悉管 理 當 局 再 度 載 法 在 Usumbura部 

落腐域外各鄉鎭推行選舉豁譲會的原則，而有關土 

著居民並未表示充分與趣或熱心 j 妹表遺城，爱請 

管理當局考慮視察 H 就推行選舉方法的一般問題所 

發表的意見，並請其考慮採取可能的辦法，以造成 

一種舆論 3 有利於逐漸擴大的選舉試驗。

司法組纖

該領土設有非土著居民的刑事民事法院，及土 

著法院，後者的職權限於受理非籍居民的民事與部 

落間題，並對刑事案件具有有限的權力。

從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八 H起,，管理當局不再 

授權士著法院施行鞭键之刑，而在該日以前 j  土著 

法院在一九五一年度制處鞭捷的案件計有二，六 0  
0 件 。

營理當局認爲分別管轄士著居民奥非土著居民 

是有正當理由的，因爲非土著居民法院是照成文法 

審理案件 j 而士 著 居 民 法 院 則 按 照 習 慣 法 解 决 爭  

端。



就非土著居民的法院而論，一九四八年七月五 

日碩怖的敕於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起生效，該 

敕令维調行政權與司法權的劃分，因此司法組織頗 

有改變。盧安達烏隆提都督不再兼任首席檢察官 

(Chef du parquet)和上訴法院院長之職，其職務另由 

司法人員擔任3 省法院由普通文官主持，其職權亦 

經減削。

託管理事會第九屆會摩悉一九四八年七月五日 

敕令a 使行政權與司法權的分立程度增加，甚表欣

慰 ，

閩於土著法院，視察團會於一九四八年就會長 

兼理司法一事提出劃分權力的間題一一那是一項難 

於解決的問題，因爲該原則尙非B a n t u人所能.了解。 

士著法院的艇織和編制自一九四三年以来迄無改 

變 ,推管理當局曾於其一九四八年報告書巧稱^ 該 

當局正擬考慮修改此項司法艇織，以使將土著司法 

權與立法行政權分開管理當局並認爲對付這種困 

難事項的最妥善的方法，是讓人民的代表自行決定 

採取何種步驟来保證獲特進步。

一九五一年視察團據報J 閩於劃分土著當局所 

有權力一事，行政上的慣例事實上a 比現行法律進 

步。例如，自一九五0 年以来，會長原爲部落法院 

的當然院長，現在則委派助理專任其事，這種趨勢 

愈來愈爲普遍。會王的情形亦復如此，會王原來兼 

任會王法院院長，現在则由助理推事經常主持院 

務。

視察團認爲那些措施赚然仍屬草創時期.，卻是 

一個令人鼓舞的趨勢。管理當局應加聚努力， 期將 

行政權及司法權，不管是管轄土著居民的或是管轄 

歐洲人的，一律確予劃分， 並確保司法的獨立。

視察團注意到候審人^或上餅人的拘留期簡，均 

極長久。關於這點^管理當局解释兩件請願書238說， 

處理手續所以延欄，係因尙未收到比屬剛果筆跡鑑 

定人的報吿，此後該當局當採取步驟,以免審制前拘 

留時間過長。託管理事會在第十眉會中會就該二請 

願書表示希望管理當局能儘量採取適宜的行動，使 

候審前的拘留期間減至最低限度，並須迅速取得 

必要的鑑定人意見

請願權

一九五一年視察圓認爲該領土人民似未普遍熟 

悉請願權；若千晉謁視察團的土著居民向視察團表 

示，如果他們向視察園陳述意見或苦※，深恐會遭 

受直接或簡接的報復。視察圓認爲那些恐懼是無稽

训 T/Pet.3/40,T/Pet.3/43o
決議案四三九(十)及四四二(十)o

的，但認爲管理當肩爲了消除那種恐懼 >  應該週告 

該領土居民，根據託管協定的規定，他們享有請願

權。

根據一九五一年度常年報告書所載，盧安達烏 

應提的居民，a 完全明白向聯合國提出請願書的特 

權 J 不復有所顧慮。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在第十一屆會中說，管理當 

局業已通力合作，使大會及理事會能夠履行所有職 

責，特別是關於請願書的職責。以前管理當局曾說， 

向聯合國請願之權，是非常的步驟，它的本意並非 

要請願人援用請願權時，須先向當局報吿。當局認 

爲每一土著居民有權直接向理事會請願，不必先向 

地力當局或管理當局提出。當局同時認爲 t 有向他 

們報吿請願權的責任，J E 如它必須使土著居民明白 

其他權利義務。

理事會第十一屆會通攝下述建譲：

理事會對於視察團認爲該領士居民並未充分了 

解請願權亦未有效行，請願權一•事 殊 感 關 切 ；對 

於管理當局不 f f i 礙土著居民行使此項B 得權利的保 

證，表示欣慰；爱促請管理當局採取適當行動^保證 

該領土居民完全了解請願權在國際託管制度中的地 

位，並建譲此項努力須與傅佈聯合國悄息的工作，協 

調辦理3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一般:t 見

泰國代表說，他認爲管理當局此時可以着重政 

治方面的發展了。因此他促請該當局顧及那種發 

腰。

紐西蘭代表以該領土人民的政治教育，進步殊 

屬遲緩頗表関懷。土著居民某某部分也許完全缺 

乏改善自a 的意志，可是那並不是說該項任務，不 

應嘗試。他追述託管理事會在第九屆會曾稱該領土 

的基本間題，除建立確具權力確負責任的中夾代議 

立法機構外，首須發展各地有組織的選舉及代譲的 

政治機關。當局認爲該領土在經濟方面及社會方面， 

應該辦理的事項尙多 ^ 所以此二部p g 必須優先齋展， 

可是該懷土趨向自治或獨立的發展，能否如此欄置 

不顧，則殊可置疑。政治責任是生命的活力，爲全 

民各方面生活的原動力。該領土人民如不能同時逐 

漸參與管理政治，則不易使經濟充分發展3 細西蘭 

代表完全承認管理當局有尊重土著人民傳統督慣的 

責任，同時認爲管理當局依照憲章及託管協定均須 

鼓勵該領土創立更多的民主政治機關。他說在 A s -



trida 的某校，& 有鬪於政治間題的教育，故他促請 

管理當局廣充是項教育的範圍，

蘇聯代表説，管理當局完全不准土著居民參加 

立法、行政及司法機構；他指出常年報告書曾載述 

當地人民因進展程度的關係^故未直接行使立法權， 

且該領土並無人民代表，亦無選舉機關。一•切權力 

全操諸副總督之手，副總督則爲比屬剛果總督的屬 

賣•î

與比屬剛果的行政聯合；居民的地位

中國代表說，根據視察團報吿書所載，該領土 

除了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所制定的法律外，並 

無任何組織法。比利時代表辯稱，批准託管協定的一 

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所頒怖的法律，便是盧安達 

烏隆提的組織法，中國代表對於這種解释，不能满 

意。他認爲該項法律紙是正式核准託管協定，並認 

爲該領土的地位的決定不能根據一件不合時宜的法 

# 3 其閩似有漏洞，必須予以填補，試觀該領士居 

民地位尙闕定義，尤足證明；關於那一點，他完全 

贊成視察團的意見。'僅從那一點，便可證明當局必 

須爲該領土通週一個某本法律，該法律須比現行法 

律更爲明白。'

紐西蘭代表促請大家注意視察團的意見，視察 

圓認爲當局須注意明確規定該該土居民地位的問

題3

蘇聯代表宣稱，比利時政府在盧安達烏隆提所 

行政策的目標，是藉所謂該領士與比屬剛果顯民地 

聞的行政聯合，以永遠保留其殖民政權。該領土的地 

位，仍奮受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所制定的法律 

及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一日所® 布的國王敕 ♦ 支配。 

那些法津規定盧安達烏廣提奥比屬剛果統一，將該 

託管領土附屬於比屬剛果殖民地之下；從常年報告 

書看來，該項法律，絲毫未改。常年報告書引述一 

九二五年法律的規定如下："盧安達烏隆提領土奥比 

屬剛果在行政上聯合一體，載副總督一人，該鎭土

受比屬剛果法律之管轄  ，’。就是在預算方面，

該領土也是附屬於比屬剛果；據報告書所载，概算 

書初稿先由當局擬定，然後提送比屬剛果總督；比 

屬剛果總督於其上簽註意見後，將初稿轉呈殖民部 

部長，最後該槪算經比利時譲會通過後，由比屬剛 

果總督執行，該總督爲此以必需的權力授給盧安達 

烏塵提都督。不獨如此，公共治安的維持，亦由比 

屬剛果公安部朦的分隊擔任，該隊由比利時官員率 

領，隊員則爲比屬剛果公民，其經費在一九五0 年

至一九五一年間B 增加一百萬法郞以上。由此可見 

管理當局正在加強其殖民制度，將該領士附屬於其 

S比鄰的殖民地，使之爲該殖民地之一省n 關於這一 

點，一九五一年視察團說，爲了行政丄的目的，盧 

安達烏隆提a 類乎比屬剛果的一者，理事會應該建 

譲營理當局在託管領土內設立立法及行政機構，各 

該機構不附屬於該託管領士及比屬剛果行政聯合內 

的任何機構，同時，管理當局並須爲此採取立法或 

其他措施 , 以確保土著居民參加該託管領土的立法、 

行政、及司法機構0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比利時代表業向理事會 

說明，一九二五年所制定的法律舆託管協定的规定， 

絶無矛盾之處。-該法律的规定，極富伸縮性，足使 

該領士的司法及行政機構撒底改革3 事實上，從寬 

解释該法律的條文，a 成爲一向的慣例。雄然加此， 

當局一定會審愼顧及託管理事會有開此事的意見。 

此外，與剛果的行政聯合是有利於盧安達鳥隆提的C 
該託管領土並沒有附屬於剛果，如謂現正設:法使該 

領土附屬於殖民制度，亦屬霊誤，因爲在剛果本身， 

殖民制度a 不後存在。十年計劃書中說，該計割和 

剛果計劃必須有所展別，因爲二領土在法律上的地 

位M 然不同，預算都是獨立^最主要的 , t 們的問題， 

根本使不相同。特派代表也曾說過，軍養雜有一千 

零五十离法郎，每人不過負擔五分錢而已。~公安隊 

計有歐洲人八名，非洲人六四九名；而醫務人員卻 

有歐洲人一八九名，非洲人一^一一0 名。

立 法 權 及 行 政 權 .

泰國代表提起視察團所建譲副總督麻諮譲會組 

成的變更，說根據卽將施行的行政改革，兩土邦有 

相同的諮譲會制度，可是雨土著諮譲會之閩卻沒有 

聯絡的機構，也沒有一個機關，足以賦與目前管理 

當局行使的立法權，託管理事會業a 建譲以更多的 

權力賦與副總督府諮譲會，因爲它假定該諮議會最 

後會成爲該領土的立法議會。同時視察團卻得一結 

論說，如果不先行改變諮議會的組成，則不能將立 

法權賦給該諮譲會。視察團作是項建議時，並未建 

譲將該請譲會的非士著諮譲的名額減少，而紙建議 

將非籍諮議增加，以便土著諮譲獲得政治經驗。

中國代表說，他同意視察圃的意見，卽副總■督 

府諮譲會在士著諮譲的名額增加之後，很可保留作 

爲諮詢機鬪及一個訓練土著人民政治經驗的場所。

細西蘭代表贊同視察團的建譲，卽土著居民應 

有機會多多參奥該懷土的行政。他認爲將副總督府



諮譲會非籍代表增加，不一定是以非籍人代替該諮 

譲會若干諮譲，該問題確可以增派非籍諮譲而處理 

之。該諮譲會中誠a 有若干諮譲代表非洲人的利益J 

不過那種代表是閩接的，而非直接的。他促請管理 

當局在該領土誌立中夹土著行政機關，到了相當時 

候—— 也許會經過很長的時閩—— 賦以完全的立法 

權及行政權，他同意視察團的意見，卽副總督府路 

譲會的組成，如果不大事改變，則該機關實不能圓 

满執行該領土的立法權。

蘇聯代表指出副總督府諮譲會並無實權。該機 

閩現任二十二位諮譲中，紙有三位是非籍，而其中 

沒有一位是由士著人民選出的，由此可見該機閩的 

不民主3 視察B 曾說7 現行編制下的諮議會，不足 

代表全部人民，如其組成不大事改變，則該諮譲會 

便不能圓滿地執行該鎭土的立法權。'

管埋當局特派代表說，目前的政治改車擬將諮 

譲會的…部汾諮譲，以選舉的力式産生，這類諮譲 

會的工作無疑地會廣響副總督府諮譲會的工作，同 

時遺可能影響它的紐成。當局目前的計劃，是墳加 

副總督府諮譲會土著諮譲名額> 並使各級新諮譲會 

得以經常工作上述工作完成之後，當局自當顧及 

託管協定所規定的義務，使其政策配.合時代的需 

要。

行政

法國代表說，特派代表曾就比利時在該領士施 

行的政策的基本觀念，發表意見7他特別感到興趣； 

特派代表的意見是："要獲得政治進展，必須由非土 

著當局逐漸將權力移交土著當局，而不是在比利時 

管理機構中容納若于土著人士便可健致；因爲如果 

那樣，便會使兩種當局，永遼並存，並使土著官吏 

分爲雨派，這兩派可能會處於敵對的地位"。比利時 

當局靈活有效地利用現行傅統制度。比利時實屬幸 

蓮，能在盧安達鳥降提找到一個旣穩定而尙有功效 

的社會及政治機構，此點可由土著階級制度中高級 

人員的進取的精钟予以諧明。反之，大家也可同棟 

相信* 由於比利時當局的見識、機，、以及善於把 

握時機，故該當局有此好運，實可當之無愧。法國 

代表熱誠地贊同營理當局所選擇的途徑。他認爲要 

得到協調的進展，使該領土人民免於浪亂及變動， 

其秘説在於改善现有機構，使其儲備擔負職權及適 

應@ 權的能力。從理智及道德的觀點看来，他同然 

認爲那是一條最好的途徑，可是他也知道那也許是 

野心最大困難最多的一條途徑。該領土在不削弱傳 

統階級制度權力的條件下，必須逐漸掃除所有殘餘

的不合時宜而且不能適應的事物，那就是說，封建 

及部落的特質必須掃除。其間當然有微妙的平衡應 

予保留—— 在某一期間，那種平衡幾乎無法維持。最 

困難的間題，自然是在實行所擬譲的移交權力時_»須 

恰到好處，一點也不遲，一點也不早。可是3 傳統 

載權仍具有政引力，爲人敬重的，從此以後必可吸 

引比利時當局訓練出來的優秀非籍人員> 去擔任那 

些傳統的職務。像這様經常流用人才- 便可在人才 

和機構兩方面同時有所準備，来迎接那偉大的藤史 

轉擴點。

泰國代表欣悉管理當局所作保證，謂該當局擬 

將資藤合格的土著人員擢升至重要職位。土著居民 

可在非洲接受速成訓練或在外國修替特種課程，以 

取得此項資歷。他說管理當局寧願先行在該領土建 

立高等教育的便利，因爲獎學金所費不賀，可能浪 

費金錢。他固然承認反對獎學金的理由，但是他從 

泰國的經驗，卻主張那種養用，縱使可能浪費，也 

是値得一試。如果該値土高等教育的便利，一旦齊 

備，又如果該領土遺送最有希望的畢業生出洋深造， 

返國後取得主管的職位，則該領土現有的中學畢業 

生’ 原在管理機禱擔任低級載位’不但不能升到較 

高的@ 位，而且服看較高的載位，盡爲後輩青年所 

估，心中定會感到羞暴，這種結果將有礙精神風紀， 

使公務不能順利進行。因此他贊成觸察團的建議， 

說置速成班，並設置專門訓練獎學金。’至於非洲人 

擔任重要職位的機會，視察團曾作結論說，非洲人 

在中夹機構擔任重要職位的機會，遠較他們在r h著 

機構的機會爲多，特派代表不同意那種結論。泰國 

代表則認爲這種意見的不同J係由於解释不同之故。 

視察K 所指的是大多數非洲人會長及小會長的職 

位在理諭上原是人人可以擔任，可是，在實摩上3正 

如營理當局在常年報告書所明白指出的，那些職位 

紙有某一階級的人，鎭能擔任。

紐西蘭代表提請各理事注意視察團的意見，卽 

管理當局須審慎考慮土著公務人員的加薪問題。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說，該託管領土正在發展 

一種雙董管理機構—— 比利時當局和土著當局——  

似使該領土無法成爲獨立的國家或國際單位。特派 

代表向理事會開始政詞時，凿於土著居民參加政府 

的問題，僅略加前論，他殊引爲械。社會組織及當 

局政策均足使該領土兩土邦現有古老的社會形態J 

無限期地保留下去。該領土應實行廣泛的行政改革， 

俾土著居民能有適當的代表；當局必須深信，特派 

代表就此事醫表的意見，與憲章原則及託管協定所 

定的目標，均不相符。



蘇聯代表引證常年報告書說，歐籍當局及所謂 

土著當眉所任用的土著人員，僅擔任極低的職位，例 

如事務員、助教、雜差、警察等等。視察團也說非 

洲人民目前僅擔任最低級的職位，土著人民在該領 

土無法得到足以擔任重要職位的資歷。該團又指出 

該領土中等教育的便利極其有限，而高等教育的便 

利，則全付闕如。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他解释當局對於土著居 

民升任重要職位的態度，甚爲簡赂,也許因此引起 

若千人士的焦慮3 他追述他前此在理事會所作的聲 

明，力言當肩首長除實際擔任行政責任的官員如副 

總督、二位省長及十八位廣專員之外，尙有專員若 

千人，擔任都督顧間的責任。紙有在土著居民能有 

擔任那些專員的機會，幾能有利；不過當行政機構 

的權力，由歐籍政廣移交土著政麻時，則此實摩行 

政機構便應取消。副總督曾向視察圓解释道個觀點， 

他說政治發展計有二途，一是當局逐漸增聘受過專 

pg訓練的年青土著居民（獸醫、醫歸、工程師等等)， 

二是實行更根本的改革，如將管理當局的權力，逐 

漸移交權力日清的傳統機關及當局。都督贊成這兩 

種方法同時並進，並認爲第二種方法可以造成較爲 

調和而遠大的發風。當局至今仍持此種觀念3 特派 

代表又說，或謂土著人民紙能擔任低級載位，那是 

錯誤的。會王、會長及小會長的職位，均非卑官間 

曹 7而是責任重大報酬優厚的職位。—該制度的缺點， 

不在於無董要職位可由土著居民擔任，而在於任載 

的方法不良 ; 管理當局現正誅法使這制度民主化。這 

是該當局所以提義改革的理由，蘇聯代表不明白該 

領土基本法律，亦未目睹那些改革計劃的實施情形， 

竟信口魏膀那些改革計割。

土著政治機構；政治改革

中國代表贊同視察圃的建譲，卽在政治發展的 

計劃中，除了改組各諮譲會外，應該加雄發展中夹 

立法機關，爲協調所有土著當局共同事務的機關。 

比利時管理該領土B 有多年，而盧安達及烏隆提二 

土邦仍各不相謀，他殊引爲械。不過，由於管理當 

局是溝通兩邦的途徑，故兩者閩的連繁 , a 顯有進 

展，他深信由於該二土邦彼此逐漸了解，它俩總有 

一天可以造成彼此和諧合作，可以據此誅立中夹立 

法機關，以便考慮全部領土的所有共同間題。他希 

望管理當局會審愼考慮該問題，從速設法實現視察 

團所擬譲的改革0 託管理事會可就此♦提出建譲C

政治改革

法國代表欣悉關於該領土政治改組的敕令卽將 

擬就，希望託管理事會下一年度可以得到施行該敕 

令初步結果的情報。該領土在法律上顯然分二個不 

同的価體，因有此種雙重制度，引起許多困難，法 

國代表提及此點時說，那種困難絕非不能克服。特 

派代表 a 恰當地說明該事的重裏程度。

紐西蘭代表說，盧安達烏塵提之閩，雜a 有合 

作的地方，但是唯一眞正的聯繁^卻是比利時當局。 

他認爲那種情形是有藤史上的理由，但是相信如能 

盡力打破二展域閩的障礙，鼓勵二土邦凿於彼此均 

有關係的事情，不論是屬於那一級政府，不論屬於 

那一方面，都能更加密切地合作，則不但有利於土 

著居民的基本利益，而旦會有助於當局本身。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說，美國代表圃欣悉土著行 

政機構改革計劃，一俟比國國王批淮之後，便將付 

潇實施。美國代表團希望現在使可以施行該計劃的 

各部分，由此建立基礎^發展成一個代表性較廣的中 

夹立法機構。該機關的權力將逐漸墙加，與低級或 

附屬諮譲會的開係，亦將明確規定。

蘇聯代表說，管理當局繼續鼓勵部落制度，而 

不管該制度與土著人民逐漸趨向自治及獨立的政治 

發展正是背道而馳3 管理當局並未擬具辦法，創立 

土著居民參與的自治機關3 試一考査擬譲中的諮譲 

會，便知那些諮譲會是反民主的，諮議紙由會長及 

部落名流充任。現行部落階級制度顯因各該諮議會 

的創立，大形輩面。託管理事會應建鶴管理當局採 

取措施，以確保該廣土能從部落制度進化到基於民 

主原則的自治制度。

請願權

泰國代表說，特派代表將視察圓就請願權所作 

的建譲，作了一個極端的解释，珠可遺域。視察圓 

團員曾說^ 大部⑥曾謁見各團員的請願者，都表示 

害怕當局的報復；視察團虞作保證，他們決不政因 

爲適送請願書而惹起事端，而此項保誰，並不能減 

輕他們的恐懼。視察團深信如將請願權曉諭居民， 

並將視察圓液境視察的消息，妥爲通知，則這種不 

健全的態度，可以消滅。視察團的建譲，非欲难迫 

管理當局負責推進宣傅行使請願權的計劃；該建議 

不過希望管理當局會使人民明白有這種權利的存 

在。



中國代表說，特派代表及比利時代表就請願權 

所作的聲明，使他感覺不安。他指出請願權爲國際 

託管制度中最主要的一種權利，除非請願案件事關 

不服主管法院的制決，否則不應加以眼制。根據管 

理當局的意見，請願權應該加以限制，同時向管理 

當局或管理國政府的請願，如何線算告一段落，何 

時繞算有權向聯合國請願，亦應有所规定：中國代 

表則認爲管理當局沒有任何理由規定各該限制。 不 

論在憲章、託管理事會譲事規則、或託管協定中，均 

不能找到根據，將請願權如此廣分。該領土所有居 

民顯然度有完全熟督請願權。他指出在分發各校敍 

述聯合國情形的四頁傳單中，便完全沒有提到請願 

權。他說特派代表業 a 承諾將該傅單修正，補救此 

種缺陷。

細面蘭代表同意視察團的意見，卽請願者害惊 

管理當局採取報復手段，實爲過慮，他也同意特派 

代表的意見，卽在援用請願權之前，必先儘量在當 

地諶求解決。誠然 ’託管理事會沒有積極鼓勵人民 

提出請願書的責任，可是它卻有注意該鎭土居民是 

否確已了解請願權的責任 b 這是一個如何妥爲保持 

平衡的問題，一力面須確保土著居民確已在當地用 

盡了他們應有的權利，一方面須注意他們適當使用 

向理事會請願之權。 居民如有不必要的恐懼，則當 

局應該盡力向他們解释請願權，以消除此類恐懼 3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力言管理當局必須加強保 

證行使請願的權利，必須在該領土設立若干傅他聯 

合國悄息的新聞處。 過去忽視傳佈此類消息的，並 

非政府的高級官員 , 而是赏地的低級官員，他們也許 

不完全了解管理當局所負的國際負任。當局必須保 

證它不會以聯合國會干涉該領土的內政爲藉口，而 

將是類情報秘而不宣 1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復稱，士著居民每有事情發 

生， 常常第一步便餅諸最高當局；這些請求，往往 

紙要蔣蒲地方當局，便可解決，如果理事會每天據 

有這種請求，便將無法應付。 細西蘭代表談到行使 

請願權無須求其平衡一節 , 表示他確已了解問題，他 

的意見亦經其他代表贊助。

司法姐纖

紐西蘭代表提請理事，注意視察團的意見，卽 

管理當局應特別注意，保證候審或上就人的拘留斯 

閩，應予減至最低限度。

三.經濟進展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般情况

據常年報告書所載，一九五一年盧安達烏隆提 

之經濟情形十分良好。生產及進出口貸量之不斷增 

加，交通力面之重大後展，以及各種活動之新舆蓬 

勃，皆足以表現近年來經濟進展之趨勢。其結果爲： 

人民福利有了顯著的進展。

盧安達烏隆提人口獨密異常（每平方公里居民 

七一 . 六人），人數不斷樓加 ^ 更兼土地使用過度 J 土 

壤剝靓，氣候惡劣，水源欠缺以政生產不足，人口 

間題極其嚴重。糧食供應問題尤其迫切；這個間題 

對於該镇土的經濟社會發風可說是關係十分重大。 

據一九五一年的視察團報告：該領土雜生産大量糧 

食 , 但仍時有糧荒或懂鎭之虞。但是，管理當局說， 

由於糧食生逢增多及建築之公路密怖，餓荒危險業 

B 大減，且該領土中 a 建有糧食倉庫，故此種危臉 

益發減少G

據一九五一年度報吿書所載，土著居民在經濟 

生活中所佔的地位日漸重要，他們由於在學校中受 

有訓練及與歐洲人民接觸之故，現 a 漸能承擔日益

繁董的載責。

一九五一年的視察團認爲土著人 à 在該領土經 

濟生活中紙估一個不重要的地位，他們實應更進一 

步參加經濟活動並擔負較大的責任。關於此節，視 

察團欣悉十計劃中也有同揉的主張。

視察Ü 深知管理當局的政策是要鼓勵土著居民 

參加各方面的經濟活動。不過，視察團提請注意十 

年計劃中開於歐籍定居者及土著居民所估地位問題 

的若千意見。該計劃中載有下述一段，其辭句與比 

屬剛果十年許劃中所載者相同："非土著人民之定居 

發展將因士著製造合作社之林立而大受阻礙；況且 

此等合作社亦仍須雇用歐籍載員協助。在目前情形 

下 j 合理分配利潤及儘量利用技術的最好力法使是： 

使土著合作社與非土著移民中之從事工業者擴手合 

作，前者負責生，，後者負責製造"。視察團說這一 

段似乎限定了  土著居民在該領土經濟生活中所估的 

地位，但不擬單就這一段，逕作廣泛的緒論。

管理當局常年報告書中說，政府所採取的經濟 

政策並不打算替非土著居民保留地位。他們如有襲 

斷若千事業的現象，其原因不外是由於他們的學識 

經驗豊富和他們所能蓮用的資金充足，紙有他們能



夠行使這種 î l 斷權。目前，士著居民經政府與辦及 

發展教育，並教以個人及社會倫理學原理後， a t î  
能在領土經濟生活中佔一較重要之地位。

理事會第十一届會通過了下述建譲：

理事會塵於土著居民在該領土經濟生活中所參 

加的活動確B 日盤增多，並塵於土著貿易場所之境 

加及管理當局爲組織七著合作社而採取之各種步 

驟，深望管理當局於此等措施以及其他措施規模漸 

廣，某礎漸穩時，採取步驟協助土著居民參加十年 

計劃所促進經濟活動之一部汾之其他工作，例如發 

展次級工業。

農業

盧安達烏隆提乃是一個以農爲主的領士3 —九 

五一年，全部耕地估計達一 , 三三七 , 六0 六公頃 ,^^ 
該鎭土面積百分之二四 .七。其中爲當地居民用以種 

植糧食者達一 j 二九九 , 0 0 0 公頃，佔全部耕地面 

積百分之九七 .二。

種植各種糧食的土地，較諸一九五0 年雖僅略 

有 增 加 （百分之一 .二五），但生產總量則增加甚多 

( 百分之三十六)。

每一部落的成年壯丁均須耕種三十五英献的季 

節性穀物。及二十五英献的非季節性穀物1 這種強 

制式耕種辦法之目的在預防鍵荒。管理當局力言此 

法係專爲耕種者的利益，因爲他們有自行處置所得 

穀物的自由。

政府雖鼓勵推廣供工業用之農逢物，但並不強 

迫人民種植；管理當局指出，種植供工業用之農逢 

物，對於人民雖有不容否體的好處，但政麻須用不 

斷鼓吹宣傳的力法，繞能做到這一•點。

一九五一年，食物産量 ( 依其數量多寡别次:參 

茨 （manioc)、番襄、香葡、互類）共達五^一六0 ,  
七五0 嚼；一九五0 年則爲三, 七八三，三0 0 嚼。

一九玉一年，土著人民共生産 arabica咖啡豆 

一七，五0 0 « ; 棉花子三v 'V三五嫩 ; 綜欄油一，二 

六五《及黃赚油二，九六0 晰；一九五0 年數字爲： 

arabica咖啡豆一五，六七五顿；棉花子三_>二二0  
m；掠棚油五五0 嚼及麗麻油二，三九0 敏。

非土著企業之農業生廣自一九$ o 年以来並無

大量增減；一九五一•年計庫有 arabica 咖啡'一•二九 

順 , r obus ta 咖啡二八七嚼，除蟲藥（pyrethrum) 九 

三四嚼，金雞納樹皮一七三敏及西漆爾麻一二二 

嚼。

管理當局的農業專家經常指導士著居民；此外 

比屬剛果國立農藝研究所主辦的農業試驗站並供給 

精選種軒。

管理當局爲求墳加耕地面積曾推行工作計劃， 

於一九五一年內達成下列結果：

(一)徘除一V 九一■三公頃低?8 地帶積水_>邀計開 

拓專供土人農作之用的土地面積a 達八六，四七三 

公頃。

(二 )旱季中可供種植的灌激耕地達六，六一三 

公頃，較一九玉0 多出一，o o o 公頃。

(二）在防止剝靓力面，一九五一年完成修藥溝 

吨工作二七，九0 0 公里，因得開塾三七• Ô六九公 

頃的山田，使溝睡長度共達一三八，0 0 0 公里，並 

使不政剝靓之土地總面積達一八0  0 0 0 公頃。

一九四八年及一九五一年之視察團對於比利時 

管理當局在一般農業方面，尤其是在糧貪生產力面 

的努力，甚爲嘉許。

不過，管理當局承認：雜然想盡方法，但該領 

土因雨量極不規則，仍不無機懂之虞、

第三届會曾對將来可能仍有機荒一節表示憂慮，並 

認爲應盡力防止此種情事

土著福利基金會曾撥仍五五，八二 0 , 0 0 0 法 

郎，充預防機荒計劃之用。在這個計劃下業B 興建 

倉庫三十所，共可儲藏糧貪一二，ô o o 嚼。

至於供工業用之農産物方面，該領士中誅有若 

干組織，運用平準基金以穩定士著生逢者所得之售 

慣，藉使他們不政受到世界市場丄咖啡及棉花價格 

漲落的惠響。盧安達鳥塵提士著咖啡局也力課改良 

咖蛛的品質並使其產品符合標準，該局之平準基金 

一九五一年總數爲一萬萬七千六存萬法郞；一九五 

0 年則紙有九千七存萬法郎比屬剛果及盧安達鳥 

隆提棉花準備基金會免養分送農具與種植棉花者"》 

並撥付款額J 以充對於棉花工業有用之各地道路之 

維持費。一九五0 年以來，依據新法律規定，凡由 

館售棉花及其副產品所得之利潤槪歸土著種植者所 

有；棉花公司紙是替種植者製作及寄運棉花，並商 

訂由一個總機關代售的辦法3 此外，R u ziz i公司並 

經常免費分送精選種I子與土著居民，這點亦堪注 

意 3

託管理事會第九屆會對於管理當局聘請兩個土 

著咖蛛種植者參加管理盧安達烏隆提土著咖啡局一 

舉 _>表示贊許，並希望管理當局將考慮准許棉花種 

植者在棉花組織中亦享有類似之代表權。



盧安達烏隆提十年計劃中離爲農業發展，也像 

牲畜發虽一様，備受人口過剩及牧草消耗過度兩間 

題的影響3 根據槪略的土地利用調査所得緒果，一  

九四九年終情形如下：不宜於耕種及飼養牲畜之土 

地佔全領土面積百分之二五 . 二八；宜於飼養牲畜 

^ 土地估存分之四一 . 四三，森林地展面積估百分之

三 .九九。盧安達烏隨提中共有人家七八0,000 
戶j 牲畜九七0 , 0 0 0 頭；假定每戶人家所需之耕 

地爲二公頃至五公頃不等，每頭牲畜所需牧場面積 

平均爲三公頃j那麼該領士中便有一四五 , 000戶 

人^及四四0 , 000顔牲畜是過剩的。十年計劃認 

爲這種情形十分嚴重，爲補救人口週剩及牧草消耗 

週度的情形起見 , 乃根據下述原别擬定發展方案:保 

謹土地 , 改進土著農業，勵行œ 防機荒蓮動,劃殷輔 

助展及舉辦各種物品的大量生逢。該計劃並訂有下 

述準則，卽：唯有可以獲利的農產品繞准予輸出，這 

些農產品應在當地儘量多加人工，俾其商業慣値得 

以提高。這個原則的目的是要使種植者得因種植這 

些農産品而博得相當大的購買力，能夠境購許多種 

糧食^較諸以生産這些输出品的土地種植糧食自給J 

尤有收健0 所以，十年計劃的大綱可予簡述如下:保 

護土;t e ,提尚每公頃之產量；設立若干輔助展，其中 

一部汾供精耕糧貪作物之用，其餘則用以種植供工 

業用之農産品或用以發展工業；開廣土地^以備新移 

入人民定居之用；减除不宜於種植農業輸出物或醫 

展工業之人口過剰展中之人口壓力， 鼓勵其居民移 

往人口較稀之地廣3 今後十年中可望得到的結果如 

下：土著人民加聚種植 arabica 咖啡使每年所，之可 

售咖啡達一五, 0 0 0 嚼；潜種棉花，使棉花子之產 

量得達九，0 0 0 公嚼；改善種植煙草的方法，並在 

可能範圍內增•種煙草；增種稻禾，俾其產量得達二， 

一五0 嚼；增種檢樹，使其數目得達一百萬株，生 

產綜油三，0 0 0 1 « 及綜欄仁一，二0 0 嚼；增種小 

麥及改良植麥方法，使其，量得達三八j O O O 嚼； 

增種大麥；廣展金雞納樹園，使其生Æ金雞納樹皮 

七 0 0 嚼；精種或增種油質農作物；在可望變成糧 

食經常供應来源之地展中加緊發展糧食生産，以應 

其他地展之需要；成立土著農民社廣；逐漸疏散人 

口；發展灌瓶工事等a 該項計劃並考盧到能否發展 

或興辦地方工業^從事於咖啡、棉花、綜油及綜仁、小 

麥、纖維及其他産品之加工。

在這個十年計割之下，耕地面積將墙加百分之 

十，土著糧食產量將增■加 S■分之三十一，土著人良 

所產之農產输出品數量將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五。

爲施行這個計割起見，實有增加歐洲籍職員之 

必要。土著農業人員亦應予增多，土著農業助理員

人數應自二十六人增至一一八人，指導員人數應自 

六二九人增至一7四七二人C•非洲中部科舉研究所及 

比屬剛果國立農藝研究所現正主辦各種料學研究工 

作，此種工作之發展當可促進這個計劃之實現。

一 九五一年的視察團說管理當局積極從事研 

究 ,以求改進該領士之農業地位，實堪嘉許。視察團 

認爲重新分配人口計割，尤其是設立土著農業社展 

一節，實是一種果敢的計劃。

視察画察悉盧安達烏陸提中完全缺乏村落組 

織。三五人家合羣而居，他們的茅象都是隱藏在種 

植園內的。據管理當局說，這種散居情形* 於傅播 

文明的工作實是一積最大和最棘手的障礙。重新合 

羣計割對於農業發展尤有稗益。

畜牧

一 九五一年該領土畜牛總數爲九七二九 0  

頭。牲畜全數爲士著人民所有,認爲是有錢的表示， 

飼養牲畜者通常有牛一頭至五頭；擁有五十頭或五 

十頭以上者僅存分之一。

該® 士中另尙有山羊一，二0 四，三0 八顔；縣 

羊三八四，八0 八頭，猪三一，三二七頭。

十年許劃中說盧安達鳥陸提中養牛過多。深受 

其累每頭中通常所需之草地面積爲平均三公頃,可 

是，該領土中每頭牛紙有一 .六三公頃的飼草之地。 

一般而言，牲畜大多營養不足，染有疾病j 以致其經 

濟慣値大受泰響；旦士著居民認爲擁有牲畜完全是 

一種有錢和有地位的表示，他們不惜探用一切力法 

来阻止消除有病或老弱的牲畜^所以情形更加嚴重。 

目前谱宰及輸出錯售之牲畜數目仍然遠遞牲口的 

天然繁殖數目，所以，牲畜過多的情形正在每下愈 

況，十年計劃書、中並認爲應連續九年，每年消除牲 

畜五0 ^ 0 0 0 顔及因天然繁殖而增加的所有牲口 

( 約一二0 , 0 0 0 頭 )。如此，每年所應消除的瘾數 

約爲一七0 , 0 0 0 頭 ; 可是，目前屠宰與輸出館售 

之牲畜數目卻不超出一0 0 , 0 0 0 頭。所以，依照 

這個計劃的規定，廣宰及輸出鲍售之牲畜數目實應 

增加。

該領士中有一種習俗，叫做 ubuhake, 乃是具 

體表現妆牛曆来在土著人民的法律、政治及社會結 

構中所估地位的一種制度，管理當局深望廣除這種 

習俗將爲減少牲畜的主要力法之一。一九五一年的 

視察圃査悉土著當局本身曾提議廣除 ubuhake。 他們 

擬於每個地區中由會王發出卽將廢除ubuhake的通 

知，並請所有土著居民廣止此種契約。同時，會王



並宣怖瓜分其所有牲畜，由其本人及直接練屬於其

本人之 ubagaragu( 門客及農僕）各分得若干。會長及 

小會長也可望遵照辨理，而旦這種運動當可引起下 

膚的應響。在 ubuhake制度下得有性畜的 abagaragu 
當必開始裏求取消此等契約，並 要 求 Shebuia (宗主 

或家主）將其牲畜之一部分與他們。因此，土著人 

民在i t 會上，及政治上對於擁有牲畜一事之董視可 

望逐漸減除，而擁有牲畜者由於牲畜之歸遺Shebuja 
所有，並由於缺乏牧場與傷工，亦可望因此而不得 

不出賣劣種牲省從而減少其牲畜數目。

關於處置過剰牲畜的事宜將由一個士著合作Sfc 
負責辦理J 這個合作f ± 的主裏任務爲：向社員中之 

筒養牲畜者購買牲畜然後收集所購之牲畜蓮送至屠 

宰廠；該廠係由一歐洲公司經營，其所得利潤分歸 

該厥經理人及合作社及各社員所有。此外，十年計 

割中並擬有一個方案以便選揮及改良牲畜品種，改 

善飼草場地，改進牲畜飼養情形，發動防疫防蟲蓮 

動及壽劃生産肉類、乳汁、奶酪産品及皮革之畜牧 

業。

用以實现這個十年許劃的方法包括：大量墙加 

歐洲籍獸醫人數並添用士著助理人員，使其人數從 

四十四人清至一二二人。

一九五一年的視察團說管理當局所擬計割實是 

解決性畜問題的一種巧妙辦法，並謂此項問題如果 

不能解決，則任何進展均不可能。視察團又稱管理 

當局現旣擬有具體許劃，深望該當局儘速着手進行 

以求解決上述間題。視察團認爲雜然這種解決辦法 

不免引起社會騒亂狀態，並可能使若于人民受到一 

些困苦。但是3大家卻必須權其利弊得失；因爲，一 

般而言，其結果對於該領士及其居民無疑地是有利 

的=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涯過了下述建譲：

理事會念及前對土著牲畜間題所引起之社會及 

政治問題素表重視，欣悉管理當局於再行考慮這些 

間題後，業已採取措施，藉圍減少牲畜數目，取歸 

u bu h ake卽聯合所有權契豹制度，從而減少牲畜在 

i t 會上及政治上之董要性；復悉此等措施之施行與 

成立土著合作社負責購買及屠宰週剩牲畜之譲及改 

良牲畜品種許劃，組織牲畜市場，驚定償格及擬譲 

增設屠宰所等步驟均有連標關係，爱請管理當局卽 

將此等措施付諸實施，勿稍遲延。

土地制度及歐洲移民

按現行法律规定，紙有該領土之管理當局得與 

土著居民訂立契約，購買或佔用其土地之一部份J或 

轉讓其對非公有土地之權利。

據管理當局一九五一年度報吿書稱，土著居民 

擁有土地約計三六, 0 0 0 力公里。政府擁有土地一 

二九方公里（外派公所、市鎭機關、飛機場等)。非 

土著居民估地二一八方公里，其中九十二方公里歸 

非土著居民所有，其餘之一二六方公里則係祖賞的 

士地，上述二一八力公里中計爲教會所設教育或傳 

教機閲所估有者達四十三力公里。

按一九0 八年度報吿書所載，該年度盧安達鳥 

塵提內共有歐洲移入農民一五二人及Si洲移入農民 

七人，他們共佔用土地一0 五 .一七力公里。據一九 

五一年度報吿書稱，依據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的統計，移民總數共達三九九人，其中六十七人爲 

農業移民,其餘從事商業、工業、手工業或自由職業。

關於歐洲移民問題，一九四八年的視察圓認爲 

管理當局宣依對於歐洲人殖民不予鼓勵的政策極爲 

明智，且爲該人口過多領士的土著居民的利益着想， 

實屬必不可少。視察團向託管理事會建譲對此問題 

加以密切注意，又因該領土與比屬剛果紙連，故請 

理♦會協助管理當局抵制因該歐洲殖展大規模擴 

充而隨時可能發生的壓力。

理事會於第六届會時，因對於無人居住及尙未 

耕種的士地在原則上應爲土著人民保留一層認、爲極 

其重要  ̂ .故促請管理當局維持對於非士著人民在農 

地上定居之限制3 管理當局於一九四八年度報告書 

中聲明資歐洲殖民的政策加下：對於大規模農業移 

民不予鼓勵，推在與土著居民至高利益不發生銜突 

的限度以內准許小規模的農業移民 並̂歡迎商業、手 

工業及工業的移民3 関於農業上的祖讓，管理當局 

於一九四九年度報告書中聲明決定今後紙准許祖讓 

五公頃以內的土地爲居住之用。管理當局於一九五 

0 年度報告書中稱政府方面已決定暫時停止祖讓農 

業及森林權利，卽對面積甚小的展域亦不例外，但 

爲估用政庶在以往a 經允予祖讓的田地而訂立某種 

契約，則不受限制。

理事會於第九屆會時對於管理當局停止將權利 

讓與非土著農業移民的決定，予以讚許6
十年計劃中認爲盧安達烏隆提內雜然機會無 

多，但可准許移民入境從事農業及畜牧，其主要原 

因爲：此種移民實富有教育的價値。這個計劃中關 

於此力面之計劃大綱如下：

(一 )倘對當地居民具有教育示範慣値，則可在 

人口獨密的地展內祖讓面積有限之農地（不超過五 

0 公頃）或在人口稀疏之地展中祖讓面積較大的士 

地；如在無人居住之地區裏-則以二0 0 公頃爲限。



(二 )將紙宜於林業旦經劃充造林廣之土地長期 

祖賃（三十年）；

( 三 )設立模範農場，使土著居民得有飼養牲畜 

之知識，此種農場之面積最大者可達二O G 公頃，六 

個大畜牧廣內每廣可鼓模範農場二所；

( 四）祖讓面積較小之土地（不趙過五公頃）充 

作苗圃、菜園或用以種植花木，飼養雞鴨及小規模 

飼養牲畜。

一九五一年的視察團深知移民對於該領士之經 

濟及農業發展頗多貢獻，且對於教育土著居民實具 

有示範之值値，惟盡於該領土士地與人口比例之特 

殊問題，及此項問題之因牲畜問題而愈益複雜，故 

就士地拓殖方面作成三個一般結論：

( … ）關於模範姓畜農場之提議，視察團認爲這 

個許劃最好由管理當局或由比屬剛果國立農藝研究 

所主持—— 十年計劃中所述之雨種辦法。

( 二 )視察® 並認爲，造林應爲中夹當局或地力 

當局的一個主耍@ 責，俾士著居民確能享有造林之 

最大利益。惟造林工作® 須儘量大規模進行，故在 

若千情形下如將植林或監督植林之事宜委交現居該 

傲士之移民辦理，則實爲有利，這些移民得因此享 

有伐木的權利，但管理當局應訂有合理的保障辦法 

以保護土著人民之利盡及未來權利。不過，視察團 

認爲就該領土中森林資源之發展間題而言並無理由 

允許更多的歐洲移民入境。

( 三）關於祖讓若干人口稀少展中之土地問題， 

視察團認爲管理當局在考慮准許歐洲移民入境之 

前，應先詳盡研究能否以其他方法發展各關係地廣， 

例如妥善安頓合格之土著人民於各該地展之，地， 

及誅立合作fftb在必要時由歐籍人員主持初期業務 

可是，視察團認爲擬設食糖工業的地嚴*似有需要 

在妥善的保障下祖讓土地。

管理赏局特k 代表在理事會第十一眉會中稱， 

關於非土著人民的農業移殖一節，管理當局認爲必 

須堅持下通意見，卽：外来的移民在人口稀少的展 

域中頗具吸引土人的力量，故對於該領土實爲有利； 

管理當局並力主組織若千模範農場且主張祖讓土 

地，藉以提倡造林，他說，大家應當記住j 該領土 

面積共達五四7— 七二方公里,其中爲非土著人民所 

佔用者僅二一八方公里7約佔全部面積三S 分之一， 

實是一個極細微的部份。

鎭産

盧安達烏隆提從来不准人民自由探掘鎭藏；凡 

願意從事採掘者都必須與盧安達烏隆提政府訂立一 

個協定。

依據法律及各項協定的趣定，管理當局有權控 

制及監督當地的鎭業，並有權取得擴業公司的一部 

分股票或以其他方式分享利潤。

自一九五0 年六月一日以来，一九四一年停止 

的採掘權業已恢復。據管理當局報告，該領土a 進 

入積極探掘的新階段。

產量數字 (以《計 )如下：

產物 一九五0 年 一■九五一年

黃金  C.23S 0.170
錫.....................................2,340,287 2 ,6ir,838
錫 ............................... 164,631 277,494
雜鎭 ..........................  92,170 161,865

上述鎭產的價値，一九五0 年爲一八 0 , 六 0  
0 , 五四0 法郞 ; 一九五一年爲二七0 ^ 0 九七，六七

0 法郎。

各鎭，公司所雇用之土著工人總數約爲一五， 

0 0 0 人。

大部分的鎭產都是由各鎭業公司開採出來的J 
但是，該廣士中也有若千由外來移民經營的擴場„一 

九四八年，該領土內成立一個新公司，名叫盧安達 

烏隆提鎭產研究及開採公司（COREM) , 由該便土充 

任大股東，專事探掘鎭藏及經營鎭業，一九五一年 

的視察團根據當時所得情報，不能斷定這個公司目 

前及今後在該領土鎭業發展中究竟佔何地位，故提 

譲託管理事會隨時探取關於此事之情報。

託管理事會第九眉會塵悉鎭業對於該領土之預 

算收入大有補勒，特請管理當局於將来之常年報吿 

書中載列關於鎭業對全預算補助之比例以及此項補 

助與各鎭業公司利潤之比較等事之較詳細資料。

據管理當局報告：估用擴山者a 付及應付之款 

項，包括個人税》探掘費、勘測費、營業税、佔用 

税、及所得税:，計一九五0 年缴款總數爲二四 

四0 , 七四五，四0 法郎，一九五一年達 r a九，八B9 
0 , 四五三 . 0 五法郎。一九五一年的數字並非最後 

的數字，且其中不包括各鎭業公司所纖付之所得税 

款。此外，該顔土並從其所持有的證券得有收入。至 

於鎭藥公司缴付國庫款額與各該公司所得利潤之關 

係，一九五一年的視察團報吿說，尙未得有詳細之資 

料。

十年計割中規定加聚進行査勘及探掘工作；載 

法增加土著工人生產力；改善公路綱，並在電力化 

計劃下供給低慣電力，以造成有利於經營鎭業之經 

濟條件G



理事會第十一雇會道過了下述結論：

理事會億及第九眉會時曾請管理當局於將来之 

常年報告書中载列關於鎭業公司利潤及其纖充該領 

士歲入款額之詳細資料，對於管理當局保證將於下 

年度常年報告書中列載此種資料一舉，表示讚許。

交通及運輪

盧安達烏隆提有公路八，三三二公里及自動脚 

踏車路二，二二 0 公里;毎平力公里計有道路一四四 

公里 , 爲非洲中部爲最密之公路網。但是^不幸得很j  
這些道路實際上不合現代標準，而且不適宜於行驗 

大批車輔。十年計割中之造路計劃想定建藥现代化 

公路一，四二一公里：內計改善現有公路九0 六公 

里，及建造新路五一五公里。十年計劃並規定改善 

及擴大 Usumbura港口，並在該領土內建築及装備 

飛機場，

一九五一年的視察® 巡視該領土時看到，除 

Astrida附近jE 在興建之一段公路係以現代造路工具 

建築外 , 其餘之道路則均紙用最簡單之工具修造C視 

察團深望管理當局所述擬以半機械化及完全機械化 

之築路隊進行造路計割之譲將早日付諸實施 j

視察團並看到，土著居民大都不用或極少使用 

有輪之交通工具，視察圓認爲管理當局對於士著蓮 

输問題尙不十分注意，並覺得管理當局應進一步研 

究這個問題。

視察團收到許多詳稱內地郵政—— 尤其是主要 

公路廣以外各地方郵政有欠完善之面件。這些地方 

大都紙用信差徒步聽送郵件。

對外賈易

盧安達烏塵提與比屬剛果之間有關税同盟。貨 

品来自或蓮經關親:同盟以外所有國家( 比利時在內） 

者，均纖相同的入口我:或出口税:。

出入口商業全歸私營。事實上，出入口商業幾 

全部操於非土著居民之手 j 惟亦有若千土著商人自 

坦千伊勝購辦魚祭，老千出逢如咖啡、畫廉油，胡 

椒及皮革，係由政府統制，以保證出口産品的良好 

品質，一九五一年輸入數量達九五，四九一嚼4 思假 

一，三九0 , 0 0 0 法郎；一九五0 年之輸入量則爲 

七九，七七一嚼，共値一 , 一七五 , 0 0 0 法郎。一九 

五 一 年 輸 出 數 量 達 八 二 八 六 嗽 値 一  五一九， 

0 0 0 法郞 j一九五0 年則爲七0 , 四四0 嚼，共値 

一 八 三 ，0 0 0 法郎。

生宴輸入品篇棉織物、三合士、汽油、工真、農業 

及工業機械、車輔等。土裏输出品爲咖啡、牲畜、皮 

第、錫石、黄金及棉花。

一九五一年輸入品按慣値計算有百分之三十四 

係由比屬剛果供給供絵輸入品之其他主要國家爲 

比利時、美利堅合衆國、英聯王國、德意志、日本、 

肯亞及烏于達。輸出品按價値計算有百分之二十係 

蓮往比屬剛果。其他主要輸出國爲美利堅合衆國、 

比利時、英聯王國、肯亞、烏干達、德意志及法蘭 

西。

一九五0 年，比利時國外貿易局在 Leopoldville 
( 比屬剛果 )開誌辦事處，推進比屬剛果及盧安達烏 

隨提之貿易。

本土貿易

本土貿爲大部汾是採睛士產及館售商品，商店 

中由歐洲人經營者約及存分之二十二（希騰人估其 

半），由55洲 人 （包括印度人及亞拉伯人)經營者估 

百分之因十一。其餘之分三十七則操詣土著居民 

手中。

據一九五一年度報告書所栽，土著獨立商家a  
曰漸播多。一九四八年，該領土中共有士著商二十 

一家，一九四九年增至五十家，一九 Ï O 復增至二 

二八家，一九五一年再增至六四七家。

士著商家之所以逐漸增加，以及參加零售事業 

者之所以日猛衆多，皆由於管理當局添設貿具中心 

K 以劃分本士貿易及鼓勵士著商業之故，這些貿易 

中心展.裏，所有商店都必須由士著居民獨立管理或 

代主要商業展中之商家管理3

土著居民中，除掉正式叫做商家者外，從業蓮 

输、製碑、木工及各種手工業者亦日有增加。

在牲畜貿具方面，土著商人充任經紀人者a 佔 

有穩善地位。士著經紀人爲操同業的歐洲殖民商人 

的有力對手。

一九五一年的視察團知道土著商人缺乏充足資 

金来經營任何大規模的商業，因此認爲宜於各貿易 

中心展裏 . 經由官立或半官立機關之代辦處,劍辦一 

種特別貸款制度，以適應土著商人之需要3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於理事會第十一眉會時稱  ̂
一九五一!•年士著人民所經營之公司，數目大有增加。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該領土內計有非洲人公司七 

七六家共誌店鋪八一九所，而一九五0 年十二月中 

則紙有公司三四二家共敦店鋪三六三所—— 約增加 

拜分之一 二十五。



工業

一九玉一年，非土著：E廠計有八一四家，分列 

如下：

提凍工業............................................. A 四家

農業及有關工業............................... 二五一家

機器工業............................................. 二三家

營造及建築........................................二七二家

妨織、衣服及鞋靴............................... 二-家

化學工業............................................. 一二 g
水、電、動力........................................  八家
食品工業............................................  E S 家

蓮输  ........    六四家

雜項...................................................... 三0 家

此外男有，士著工廠二二六家，其中一七0 家係 

受盧安達鳥隆提各土邦所控制，其業務爲營造及建 

築，其餘三十一家則經營搬蓮業。

十年計劃中插調盧安達烏隆提工業化之重要。 

管理當局認爲盧安達烏隆提位於非洲中心，就像比 

利時一様j 地小人多，糧食生產不夠自給，而其 f t  
鄰各領土則面積廣大，人工缺乏；所以，實可專事 

輸入這些領土所產的原料，加工製造成品。該領士 

當可藉其人民之努力製造出口货品而漸趨繁榮，並 

可將這些出口貨品所纏利潤向外商購買其所需糧貪 

及其他各種必要貨物，以促進該領土之充分發展及 

繁榮。

十年許割中並提譲載立盧安達鳥隆提土著農作 

品及牲畜評债處，以加 : c 方法提高盧安達烏塵提內 

土著農作物及畜牧產品之價値，並發展該領士之內 

外市場3 十年計割並擬組織土著合作社，例如飼養 

牲畜及種植棉花、咖蛛者之合作社。該計劃並擬廣 

展盧安達鳥隆提之供電設備，藉以促進該領土之工 

業化；爲達到此目的起見，該許劃擬利用Ruzizi河 

水電資源（水力約及六0 0 , 0 0 0 匹馬力），建立 

一個發電廠，供給該懷士及比屬剛果K iv u奢內一 

部汾地方的用電，該電廠將於一九五四年年底或一• 
九S 五年年初開始營業7其電力平均約爲一八7 \四 

0 冗。

按十年許劃所载，該領土之特殊經濟情形對於 

下述三i種主要工業似頗有利：肉類及牲畜副産品之 

加工工業，肥料製造工業及食糖製嫌工業。該計割 

中並提到通常由於擴大種植供工業用之農作物而產 

生的各種工業；此外，復提議舉辦若干手工業，以 

應本地市場的需要，管理當局認爲此項計劃必能大 

大增加資本財及建築材料的生産數量。

一九五一年視察團表示希望管理當局於施行十 

年許劃時，採取特別措施以促進使該地工業化，並 

將此等猎施列爲儘先辦理的項目。視察團認爲營理 

當局實應極力提倡在該懷士內設力:棉紗妨織廠。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於理事會第十一屆會時稱， 

管理當局並不反動在該領士內設立一個棉紗坊織 

廠，但認爲目前時機尙未成熟。一九四八年，盧安 

達烏塵提附近之 Albertville 2* 誅有一個棉紗妨織廠， 

資本共計八千八Î? 萬法郎由於比屬剛果與盧安達 

鳥隆提之間訂有關稅同盟，故自該廠輸入盧安達烏 

隆提之货物一律免徵進口税，旦輸入的數量亦足夠 

供應目前的當地需裏，將来這種需要如果增多’那 

麼管理當局當再重新考慮這個問題。

理事會在同一屆會中通過了下述結論：

理事會對於管理當局提送關於成立企業聯合組 

織以促進 Kivu( 比屬剛果）及盧安達烏隆提境內電 

業發展之協定全文一舉，表示嘉許；並悉此種企業 

對於該領土實有莫大之利益。

財政

管理當局現有的資料尙不足爲估計該領士全國 

所得的準確根據。

盧安達鳥隨提的預算是由該領士行政機關編製 

的，是項預算經盧安達鳥隆提副總督府諮譲會審核 

後送交比屬剛果的總督，由其簽署意見送呈比京的 

殖民事務部部長。是後，此項預算經比利時國會通 

過，得比國國王核准後始行公傩。

一九五一年歲入，原來估計爲三萬萬二千一 i?  
萬法郎 ;一九五0 年則爲二萬萬七千七百萬法郞。一 

九五0 年的實牧數額爲三萬萬八千六存萬法郎；一 

九五一年的歲入暫計數額則爲四萬萬九千萬法郞， 

其中士著税收 ( 人頭税:、多妻税及牲口税:)達一萬萬 

- •千萬法郎( 佔歲入總額拜分之二十二），關积達一 

萬萬八千九F f萬法郞(約合百分之三十八

一九五一年支出原來估計爲三萬萬六千四存萬 

法郞3 — 九Ï ： 一年度預算中預計將有四千三存萬法 

郎的赤字，但將来收支結算時一九五一年度經常預 

算上或有盈餘可能。一九玉0 年結算時不但未如當 

初所想像的細四千八存萬法郞，而旦反而腹餘了 

五千萬法郎

據管理當局估計，一九五0 年經常支出及非常 

支出中計有百分之六0 . 三三係用於士著居民的Ê  
接福利上；這個數字，如果不包括撥充土著咖啡平 

準基金之款額在內，則紙達两分之四0 . 二二，嚴格 

地能，撥充此項基金之款是不應算作支出的e —九



四九毎及一九因八年此項開支的斤分比各爲R■分之 

四一 .七三及存分之四六 .三四。

此項數字並不包括兩土邦（pays) 及各會長轄 

區的土著財庫的預算，亦不包括土著福利基金會的 

補助金。一九四八年該某金會共铺助五千六存萬法 

郞 ;一九四九年六千六百萬法郞 ;一九五0 年五千四 

存萬法郞。該基金會預許一九五一年度撥款額爲五 

千萬法郎3 依據一九五一年度士著財庫預算項下所 

列數字，收入德額爲六千萬法郞，而支出總額則爲 

五千五存萬法郞。

一九五一年度非常預算的支出估許爲一萬萬六 

千一S '萬法郞，其中大部汾充修路、藥港及雜項營 

造之用> .此項支出先由比利時國庫》借盧安達烏隆 

提，日後由該領土償遺，但不付息。

一九四四年，盧安達鳥隨提的公債共達一萬萬 

七千五百萬法郞，，但至一九四七年減爲二千萬法 

郎。一九五0 年^該領土因向比利時新借一筆款項， 

政公債復增至一萬萬七千萬法郞，一九五一年再增 

至三萬萬二千萬法郎。

十年許劃所需的投資總額約爲三 j 六七0 , 0 0  
0 , 0 0 0 法郎，其中二，二七0 , 0 0 0 , 0 0 0 法 

郞將由國庫塾付。這擎借款從一九五九年分期償遺， 

限二十五年遺淸；利息大約由比利時負貴付給，盧 

安達烏隆提負責遺本。

比屬剛果及盧安達烏瞻提儲蓄銀行的德行m 於 

Leopoldville ,該行於一九五一年中在Usumbura開誌 

一個辦事處，根據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统 

t h 龍人存款共達八两七十萬法郎，其中二存六十 

萬法郞乃是土著居民二，三七七人的存款。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一般意見

紐西蘭代表認爲，就一般情形而言，該領土經 

濟發展方面的進展實在就像大家所能希望的那般満 

意，這點是要歸功於管理當局處置有方。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 

所採取的政策，使土著居民不得不繼續保持一個極 

原始性的農業經濟，不能積極地參加該地的經'濟生 

活。他請理事會注意視察画所作的陳述，卽土著居 

民除飼養牲畜及種植僅足働口的農作物及若千可以 

換錢的農作物外，在經濟生活上紙估一個極低微的 

地位，蘇聯代表並說，歐洲公司和歐洲人在該領土 

經濟上佔有優越地位，例如，採鎭工業中共有八十

四個由歐洲人經營的企業組織，而非洲人經營的企 

卻一個也沒有。常年報吿書指出：從事商業、農業 

及工業的艇織共有九十七個，而屬於土著居民者卻 

紙有一個農場。管理當局紙圖儘量樓取該領土的 

原料，所以極力胆撞有利於土著人民的經濟發展。 

Ruzizi棉花公司，有棉花加工及分配棉花的專業權， 

而且棉花經過加工後大部汾運到國外去。第九届會 

時J 特派代表曾■經承認：管理當局不擬在該領土內 

建立祐織工業，因此，該領土不能利用土產棉花製 

造成品，不得不從比* 剛果輸進棉製品，其所處地 

位紙是比屬剛果取給原料的附庸而B 。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指出，目前土著居民除從事 

農業及飼養牲畜外，其與趣似在經營商業而不在經 

營工業。至於所云管理當局限制他ff!的經濟活動一 

節，十年計劃中說，欲求該領土之和諧發展，則土 

著居民必須和生產發® 所需要的複雜經濟制度打成 

一片。這種過程可能要慢慢進行，而管理當局在這 

方面實有一種極重要的任務。 ■

農業

中國代表欣悉管理當局採取步驟以實行重新合 

羣計劃，俾離羣索居的人民得以組纖村落，發展社 

區生活。他深信託管理事會全體理事都十分希望收 

到關於逐漸施行這個計劃的資料0

絲西蘭代表贊成視察團的建議，認爲管理當局 

應設法消除士著人民所過的隔離生活。l l i l說管理當 

局充宜依據英管嘴麥龍Man-Of-War B a y 學校所採 

取的方針，遇選土著人民加以訓練使成爲從事社會 

發展和領導大衆的人才。

畜牧

泰國代表力言牲畜問題之重裏，他說從社會、經 

濟、及政洽觀點上言，解決這個間題實是一件最重 

裏的事3 目下管理當局初次擬有計劃以求解決這個 

間題，他促請立將此項許割付諸實施，勿稍遽延。

紐西蘭代表贊成視察團的意見，認爲管理當局 

應儘速着手解決牲香問題。他深知這個間題之能否 

迅速解決，主要藥於管理當局之能否改變土著人民 

的觀念，因此，他希望管理當局設法鼓勵當地人民 

改變觀念。

土地制度及歐洲移民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從管理當 

局及視察圓的報吿書上看来，管理當局似仍繼續施



行其將士著人民所有土地逕予 ;^ 讓的政策0 管理當 

局依據一九三二年二月3 [ 日法♦ 之規定，有權藉口 

促進該領土之公 ‘共利益，祖借土著人民的土地。一 

九五一年，管理當肩外讓土地二九二公頃，並外讓 

土著人民之土地十二公敏，因此，共估土地一二九 

力公里。非土著居民擁有的土地共計二一八方公里。 

再則，視察團報吿書中說，管理當局的十年計劃並 

訂有在各種藉口下外讓新土地的辦法。託管理事會 

實應建譲管理當局撥遺其以任何力式從土著人民手 

中外讓的土地，並禁止以後再行外讓任何屬於土著 

人民的土地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答稱：要求將外讓土地發遺 

土著居民，等於指稱這些土地係以不合法的手段取 

來的a 可是，盧安達烏塵提裹卻沒有這種非法奪取 

土地的事情。蘇聯代表提到了屬於國家的土地，如 

公路、飛機場、碼頭、辦公房禽及森林保留廣所估土 

地等，但是，這些土地也是屬於土著人民的，因爲 

土著居民與其他居民同様享有這些土地的利益。非 

土著私人所得到的土地全經過關係方面同意，並在 

司法機關管轄之下依正常辦法以金錢購来的。所以J 
如將這些土地歸遺土著人民，其不合理實不®如將 

非洲人在比京所取得的土地與建築物撥遺比利時人 

民。

交通及運輸

中國代表注意到視察圓曾稱管理當局對於士著 

運輸間題或未十分注意。他希望管理當局不但要設 

法購置更多機械器材以供修造道路之用，而且也要 

力求普遍使用這種器財。總之，他希望管理當局對 

於運愉間題多加注意a

財政

中國代表欣悉凡缴付所得税者卽無需缴納人頭 

税。他說，如果管理當局能夠擴大征收所得親:，那 

麼一般人所認爲不該課收的人頭税最後是會取消 

的0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指出管理當局 

繼續厳追纖納人頭税，且並未採用許及人.民納税能 

力的累進所得税制度3 每個土著居民，卽使毫無收 

入，亦都必須纖税。同時，每年從管理當局領獨- 匕， 

0 0 0 法郎至二二五，0 0 0 法郞年薪的會長及小 

會長則免交此種税款。託營理事會應向管理當局建 

譲採取步驟，以累進所得税制度代替人頭税，最低 

限度亦應採用一種顏及人民財產情巧及納税能力的 

所得税制度。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解釋說因會長等負有重大責 

任，故前此規定免交人頭税，且人頭税制度的主裏 

目的之一 j原是裏使居民必須出賣産品或就業受雇， 

以換取有限數量之金錢，俾糊口經濟得逐漸變成現 

代之货幣經濟。可是，倉長免税的規定現B 失去作 

用，因爲他們每年收入旣然超過九, 0 0 0 法郞，卽 

須纖納別種税款。在另一力面7他們又都擁的牲畜J 

而牲畜是要課税的。至於一般的土著人民如經證實 

因病而有六個月不能工作，亦得免交人頭税。特派 

代表並強調指出，凡缴付別種個人税者概不纖納人 

頭税，且人頭税税率係按廣域観其地方財力驚定的； 

另對擁有牲畜者按其牲畜之多寡照比例增加課税。

四.社會進展 

槪况及託管® 事會建議 

人口過剩;移民;勞工流動

盧安達烏陸提人口的特別糖密（平均密度爲每 

平方公里居民七一，六七人，但各地人口分條極不平 

均）和t 的繁殖情形已形成嚴重的人口間題。託管 

理全會在其第六屆會和第九屆會時曾希望管理當局 

繼續研究有無於盧安達鳥隆提境內將人口過於稍密 

區域之一部分居民移至其人口較稀廣域或移至鄰近 

領土之可能。

自從一九四七年起向比屬剛果的移民B 使該領 

土的人口過剩情形略見和緩。截至目前爲止，約有 

二四，0 0 O 人 a 在 Gishari M  (比屬剛果）內安頓。 

一九五0 和一九五一兩年中間尙有盧安達烏隨提土 

著一六> 0 0 0 人以上移至比屬剛果的另一紙鄰地 

廣。在以後十年中當局方面計劃擬《行安頓士著約 

一 0 0 , 0 0 0 人D但管理當局覺得單是實施業a 研 

究過的或正在研究中的移民許劃尙不能使情勢大爲 

改善，他們必須設法把該領土的生産力大大地提高， 

否則將來必須把大批人民移徙他處0

勞工的移徙仍趨兩個方向：卽移往比屬剛果和 

坦干伊略與鳥干達(季節工人)。

移往比膚剛果的工人數目，一九四八年爲一八J 
四五二人，一九四九年爲一四，三七一人 , 一九五0  
年爲'~•—V 二九四人，一■九五一■年爲一■— ，二一■九人。 

移往坦干伊勝和鳥干達雨地的工人數目，一九ra七 

年爲四一，三八七人，一九四八年爲三一 , 六二一人， 

一九西九年爲二七五九六人，一九五0 年爲二四， 

二二九人，一九五一年爲二五，二六九人。據管理當 

局稱，移出工人數目的減少特別是因爲盧安達烏隆



提習用的抽税辦法中所施的改第所致，尤其是用勞 

役方式抽税辦法的改革；此項勞役於一九西九年爲 

當然可抵償賦税。

盧安達烏塵提、烏干達和坦千伊嘴三地政府於 

一九四八年創立每年開常會的辦法，舉凡有關季節 

移民的事項均於該會譲中討論解決。該會議的決譲 

由三方當局分別在其邊境內實施，以期爲此類移民 

提供最高度的安全的保障，尤其是招工'的管制、轉蓮 

營的設立、及醫藥服務的供應等等。

一九五一年視察闇承認在目前情形之下，季節 

移徙可以吸收盧安達烏塵提的一部分過剩勞工，暫 

時使人口的壓力和緩一下；但因爲它會附帶招致社 

會股節情形，所以視察B!覺得盧安達鳥隆提勞工的 

大規模季節移徙是不妥善的0

歧視 4寺遇

常年報吿書中指出，該領土全體人民在享受人 

權及基本自由方面不分種族、性別、語文或宗教一 

律受一九0 八年十月十八日比膚剛果政府法令的保 

障，該法令同様適用於盧安達烏塵提。

託管理事會第四屆會及第六眉會於收到盧安達 

烏陸提亞洲人民的若干請願書後，曾向管理當局建 

譲重行檢討涉及種族歧視的一切盧安達烏陸提立 

法，尤其是關於居住、土地祖個、酒精飮料、槍械、 

監激制度、移民等事項的法律。

託管理事會接到管理當局的報告後，於第九眉 

會表示襄悉管理當局對於搶械的法律已加檢討，並 

將其中任何有種族妓視之處悉予取消，又悉管理當 

局劍在研究修正有闕監織制度及酒精飮料的立法， 

俾便取消其中任何有種族妓視之處，理事會對此至 

感滿意；但理事會再度提出前此所作建譲，請管理 

當局繼續檢封涉及歧視待遇的一切立法，包括關於 

居住和移民的立法。

依照一九四八年關於移民事項的立法，凡不是 

剛果居民或盧安達烏隆提土人，且因未受教育，致 

無閱讀或書寫一種歐洲語文的相當能力者，都被視 

爲不相宜，不得進入盧安達鳥隆提。但此項規定並不 

適用於随夫入境或以眷» 資格入境的a 婚婦女，亦 

不適用於十四歲或十四歲以下的見童。

關於居住力面，管理當局在一九因八年常年報 

告書内指出，各城市展歐洲、亞洲和土著居民目前 

的隔離係因彼此生活方武不同所政，絕無片面地禁 

止亞洲人在歐洲人地展居住之事3

改良監獄制度的許劃正在擬訂中；關於精酒飮 

料的法規也尙在研究修正中，

一九五一年視察團曾收到若千件閲於限制在該 

領土內行動自由的控餅，允其是開於城市展域禁止 

土著居民夜晚行動自由的種種限制。

依照該領土內現行條例，凡士着居民未經向， 

長或其委派人員領取"移動護照"者，不得離開該管 

食長轄境速續達三十天以上C 一個土著居民若要離 

開他自a 的住處到該管會長轄境內爲非土著居民擁 

有私人所有權的地方速續居住三十天以上者，亦須 

領取此項護照。

再者  ̂士著居民若非因其公務所必需，在午後十 

時至午前四時半不得在城市展域、歐洲人展域、或 

此等廣域中經區專員指定的那些地力行動。

當局曾向視察團提出不得不採取此項措施的若 

干理由，其一爲必須對於偷竊和其他犯法情事作適 

當防範。視察K 表示，用其他同様有效但不會予人 

以種族歧視的印象或不致太随意限制個人自由的措 

施，也可以得到所希望的結果。

管理當局的特派代表在理事會第十一届會時稱 

関於都市區域土著人民夜晚行動的規定，紙是防範 

盜賊的一種措施，這種措施與妓視待遇沒有计麼關 

係，因爲在紙有土著人民居住的特別區內亦須採用 

這棟措施，一俟管理當局能夠完成路燈設備，並組 

成熱心職責的土著警察隊時，取消這種條例是輕而 

慕舉的。

一九五一*年視察H 所牧到的請願書中有幾件控 

i f 在司法方面及進旅館餐館力面對於非洲人的歧 

視 另 一 方 面 ，盧安達烏隆提居留民墙會則稱白 

種人在許多力面都受到種族妓視，例如在司法、社 

會和勞工法規、驅逐出境和選舉等方面1«。

理事會於第十一雇會時通過了下面一項建譲：

理事會億及在其第四、第六及第九屆會時會建 

譲管理當局檢討該託管領土內涉及歧視待遇之所有 

立法，備悉該領士內仍在實施限制人民行動之條例； 

塵悉管理當局之陳述謂該項跟制係特別爲防範偷竊 

及其他犯法情事而設；但仍建譲管理當局考慮有無 

說法早日採用不致予人以歧視印象之替代辦法之可 

能，並請管理當局《行檢討足以限制居民個人自由 

一切有關人民行動的條例3

勞工及人力

長期受傷的土著工人總數B 從一九四七年的五 

一九四八人增至 '~■九五一■年的八一V一■九 0 人6 —■

T/Pet.3 /48 ,T/Pet.3 /50 ,T/Pet.3 /S  1,T /P et.3 /53。 
T /P et.3 /39 ,T /P et.3 /S 5o關於託管理事會所採行動請 

參閱決議案ER九一(十一)。



九五一年受® 於：!：業方面者有二四，四三四人;受傷 

於農業方面者有一  0 , 七三八人;受傷於商業力而者 

有一 0 , 0 0 二人；受傷於教會圓體者有一五 3—九 

五人；受懦於行政機開者有一四 j 三四四人；受傷於 

其他各種職業者有六 , 四七七人。

一九五一年受 « 於 非長期工作的土著工人共有 

ra六 ，二六六人， 内中受傷於管理當局者有一五，二 

一六人，受傷於各教會 ® 體者有一 0 , 三二三人，受 

傷於私人者有二  0  j 七二七人。

開於土著勞工的立法係以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六 

曰所頒怖的法分爲根據。 該項法令規定主人和僕人 

雙方的權利和義務。

託管理事會在第六眉會時建譲，該項立法中關 

於破壞傷用契約的徹罰辦法應視實際情形儘速予以 

廣止。

管理赏局會報吿能管理事會第九屆會，謂關於 

« 用契約的訂正法律中將規定一部分土著工人 ——  
例如具有相當教育程度和連續受傷三年未受控告的 

工 人 一 一 將 来 如 有 不 履 行 契 約 義 務 之 處 ，無須受 

罰。

一九五一年度常年報告書指出，一九五一年因 

逃：r 或其他失職行爲被制處徒刑的土著工人共一， 

二四六人；因同様過失被制罰金者共二八八人；被 

制無罪释放者三人，一九五 0 年，制處徒刑者爲九 

七四人，制處罰金者爲二 0 六人，無罪释放者爲八 

十七人 3 — 九五一年有 «主十三人因蓮反勞工契約 

被制處罰金。

在理事會第十一届會時，管理當局的特派代表 

聲稱當局正在研究一件法令草案；該草案可減少因 

破壤傭用契約而受刑事處分的案件數目。

關於土著工人因工業意外和職業疾病受害的賠 

償辦法的法律，自一九四九年起卽 B 實施。

當局在一九五一年委派了一個勞工督察員，監 

督各力切實遵守傷用條件。一九五二年將加派督察

R 一'人。

自一九 r a六年以來，開於土著工會、各地方工

人委員會、各土著勞工及社會進展委員會、集體勞 

資糾紛及集體罷工等事均須遵守工會立法的 '規定。 

盧安達鳥隨提现在尙無任何土著工會請求予以承

認。

一 九 四 九年成立了一個勞工及 ffii會進凰委員  

會 ，並在盧安達和鳥塵提各說一展域妻員會。 這些 

委員會的任務之一爲啓發工人及其家庭凿其本身利 

益與社會責任有進一步的認 識 -並對其工作有較高

的責任感。這三個委員會都曾在一九五一年舉行過 

兩次會譲0

由於土著工人代表們的缺乏訓練和工會經驗以 

及他們涯常不好發言，一■九玉一年視察團覺得保護 

土著工人利益的實任無疑的落在委員會內管理當局 

代表的肩上。但是土著代表之參加這些委員會，在 

教育方面意義非常重大。視察園覺得應進一步發展 

工會活動，而旦當局應多方獎勵工人們去研究對其 

本身利益有影響的各種問題。

關於土著工人的工資問題，理事會在第六届會 

和第九屆會時曾表示知悉工資水準仍奮極低，並建 

譲請管理當局膚續研究土著居民的生活程度和工資 

標準，以求改善居民在這些方面的地位。

管理當局指出J 當局自一九五一年起在該領土 

內調査居民財力, 發覺他們的生活程度有顯著進步。 

居民向各貿易站購買數量的增加可爲佐證。

依照統許，一九五一年在 Usumbura 一地一個 

勞工的每天平均工資是十法郎至十二法郞，一個農 

業工人的每天平均工資是七法郎至十法郎；熟練工 

人工資較高，例如駕驗員可得四十法郎至一拜法郎， 

打字員可得二十五法郞至一存五十法郎3

一九五一•年視察團知悉自從前次視察團於一九 

四八年訪問該領土以來，工資已見增加，但認爲與 

該領土的生産力招較^現在的工資水準仍嫌太低，並 

表示相信爲促成該領土及其居民的進展起見，必非 

再提高一般工資標準不可。

視察圓得有一種印象，認爲至少在若干懦主中 

有一種傾向，卽他俩主張維持以低微工資爲基礎的 

經濟，並以土著工人生産力薄弱作爲維持目前工資 

水準的理由。勞工生逢力確須大爲提高，那是不錯 

的。但視察画覺得許多傷主雖因供給較好住處、醫 

藥設備、食物、教育等而大大提高工人生逢力，惟他 

們對於其他在長期閩可能逢生有益結果的措施尙未 

充分注意0 因此，視察圓認爲應設法激發工人，使 

他們學得新的技能，俾可適合責任較大和待遇較高 

的職業,

依照十年計割，從經濟立場看，因爲多數工人 

素質太差，現在的工資標準是合理的，但自社會立 

場看^這種標準是不合理的。政府的政策是逐漸和逐 

步把工資提高到可以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改善 

人力素質的各種步驟B 能發生效力的時候，可再進 

一步。最低生活工資是由當局按期計算的，並由盧安 

達烏隨提勞工及社會進展委員會把f i•算出来的數字 

加以研究。一九五一年在 Usumbura 一地，法定最低



工資爲最低生活工資的存分之六十六，在內地則爲 

最低生活工資的分之六十四。這些數字在一九五 

二年將分別增加至存分之七十二及百分之七十一。 

但應該注意，在實際上，一般工資均較法定最低工 

資爲高。

低。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是，第一，與暂俗有關的 

障礙；第二，由於身體健康不佳和營養不良；第三J 
由於缺乏載業訓練和缺乏技能。十年計劃內列有克 

服這些障礙的行動計割。特別開於職業訓練，該計 

劃提譲初等教育應較爲側重實際，載業教育應加擴 

充；該計割希望組織 ’資格審査會"可以補救工人 

缺乏技能的缺點。関於這件事情，一九玉一年視察 

團覺得利用資格審査會可能會造成一種大複雜的制 

度，反致稽延生逢力較高勞工的産生。但無論如何 

視察團認爲十年計劃的起草人a 能注意到人力間 

題，因而感覺满意。視察團的結論是政府力面務須 

力求墙加勞工生逢力並提高目前工資水準C

合作制度

一九四八年視察團和託管理事會第九屆會都希 

m該領土內能建立合作事業。

依照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六日的法令，政府可核 

准土著合作社 , 准許它f f l免付利息，預支款項。合作 

社由土著經理或非土著經理主持一切，並由純土著 

居民組成的委員會協助之此外^盧安達烏蔭提政府 

得派一教育委員會附屬於其核准的每個合作社，總 

督 S 委派代表一人，專司獎勵土著合作社之設立和 

發展，並監督其業務C 該代表a 於一九五一年四月 

間就職3 這位代表有無服制的檢査權利，但無權干 

涉合作社的業務。當局相信_>因爲合作社對於土著 

居民尙屬新鮮事業，土著居民對此缺乏經驗,這種制 

度可以保護他們。一俟土著居民知識較爲豊富並對 

於合作社之管理能表示較大主動能力時，這種監督 

制度卽將廢止。

Kigali 一地EL成立一個悄費合作社A l 尙未開始 

營業。 Usumbura亦 B 成立一個消費合作社，將於一 

九五二年開始營業；有一個工匠合作社和兩個棉花 

及糧食生達人合作社卽將成力：，遺有許多其他計劃 

正在研究中，如消《協會、煙草種植者合作社、蔬 

榮種植者合作社、房屋營造業合作社、合作牛乳場、 

咖蛛種植者協會等。 '

十年許割擬說立一個畜牧業協會、棉花及咖啡 

生産者合作社、植物油生產者合作社、桃生廣笔合 

作社、旅館和公共運輸事業。

公共衛生

一九五一年普道預算項下撥給公共衞生的全部 

經《共計六四，三 七 三 法 郎 。各土邦行政當 

局公庫及各展公庫灘缴款項共達八，二八三,三一四 

法郎。此外，土著福利基金會於一九五一年捐助一 

二，五三0 , 0 0 0 法郞，各私營公司捐助款項達八J 
O 0 0 . 0 0 0 法郞以上。除了由公共建築顏算項下 

支付的若千S 務建築費件，一九五一年撥充齋藥事 

務的經費約爲九千三存萬法郎；一九五0 年則爲九 

千萬法郞3
該領土內在一九五一年有收容歐洲人和亞洲人 

的混合醫院一所和收容土著居民的醫院三十Ï 所。 

一九五一年各醫院內爲土著居民所載病床共有二， 

七二五張，較一九五0 年增加0 — 0 張。 Usumbura 

爲非洲人所設的新醫院a 於一九五一年七月開慕。 

該醫院B 有病床三一六張，在一九五二年將增至四 

六 0 張。此外，該領土尙有診療所八十九處、逢科 

醫院六所、昏睡病隔離醫院一所。現有鄉村診療所八 

個、逢科醫院三所、療養院一所正在建築中，另有 

一所新療養院力開工興建。

一九五一年年底，政府 «用的歐洲籍載員計醫 

療人員二十六人、牙醫一人、醫師助理或衞生員三 

十五人，該領土共有醫療人員六十三人（一九五0  
年爲五十四人）、藥翔師三人（一九五0 年爲二人）、 

牙醫二人 (一九玉0 年亦爲二人) 、助産士十九人（一 

九五0 年爲十八人）、護士二十八人 (一九五0 年爲 

三十人）、殖民地助理護士十0 人 （一九五0 年爲十 

二人 ) 、醫師助理及衞生員六十人（一九五0 年爲三 

十七人 )。除歐洲籍職員外，尙有土著醫師助理二十 

八 人 （一九五0 年爲十七人）、領有證書之男護士四 

十人 (一九五0 年爲四十七人）、助理護士四八二人 

(一九五0 年爲0 四三人）、和助理助產士七十八人 

(一九五0 年爲六十七人)。

一九五一年土著人民診病次數共達七八旧， 

六六三次，歐洲人診病次數共一八，二三0 次，亞洲 

人診病次數共七，二四三次，歐亞浪血種人診病次數 

共一•_> B3六六次。

士著醫漸助理係由Astrida學校的醫藥Ü 訓練， 

學替時期爲四年，試用訓練時期爲兩年。 Usumbura 
a 開辦公立護士學校一所，K ig a li亦已成立此種學 

校一所，Ruhengeri將於一九五二年設立此種學校一 

所。土著助理護士學校共有四所，土著助理助產士 

學校亦有四所。一九五一年有土著醫師助理五人、助 

理助產士二十九人和助理謹士六十六人領到畢業證 

書。



一九五一年度報告書中列舉與公共維康與衞生 

有關的其他措施：繼績辦理在 Usum bura的教導工 

作；改善對於 i i 圾的處置；廣續推行減挨回歸熱病 

和昏睡病的蓮動；由布魯塞爾大學醫藥研究所派遺 

並由土著福利基金會給予津貼的防瘦工作團& 檢査 

週一三0 ^ 0 0 0 個土著居民，發現了二^四二三個 

肺廣患者；一九五一年四十六個兒診所的診病 

次敷共達八0 0 , 二三七次，一九玉0 年爲六九二， 

五二二次；繼續在各學枝、社會服務處、孕婦門診所 

和51* 門診所教授衞生學。

A strida設有細菌及血淸診斷實驗室一所0 中非 

'洲科學研究所於一九五一年四月簡開始作傅染病研 

究，第一種係研究癔紋和處疾，第二種係研究毒ffi 
和維形蟲病。

十年許割建譲改善、擴充和增加公共衞生設備  ̂
使該領土的四個主要中心點各有土著人民、歐洲人 

和æ 洲人的醫院；每廣應有二個鄉村醫院（因此須 

增建新醫院十七所，使德數清至三十九所）；堵加鄉 

村診療所使仔一地點最多十公里以內可有一個診療 

所 ( 因此須堵建九十八個新診療所，使總數增至一八 

二所 )。十年許劃並建譲加聚推行產婦和a * 福利工 

作；建築兩個肺病療養院、一 個神經病院和兩個麻 

痕農村 ; 加強努力> 改善衞生 ; 購置救護単三十輔;在 

A strid a建築新醫藥實驗室一所，在 Usumbura建築 

公共衞生實驗室一所和藥品儲藏庫一所。該計劃並 

擬將歐洲籍醫療人員自三十八人墙至八十一人、歐 

洲籍醫師助理和衞生員自四十二人墙至玉十!四人、 

土著醫師助理自二十六人清至一0 八人、土著男護 

士自三十九人增至四三0 人、土著助理護士自二一 

四人增至六四二人、助理助產士自十八人清至九十 

三人0

一九五一年視察團覺得比利時管理當局在醫藥 

和公共衞生服務方面B 獲有重大成效，對於它所訪 

問週的各醫院、診療所和逢科醫院也得到很良好的 

印象。但它覺得政府傷用牙醫人敷應行增加，俾可 

改善牙科脇務。它希望政府當局能特別考廣設法訓 

練土著醫生的可能性。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通過下開一項建譲：

理事會塵悉視察團認爲管理當局在醫藥及公共 

衞生服務方面已獲有重大成效，至表満意；塵悉該 

領土母國之私人機闕及科學團體曾對此等服務絵予 

重要協助；尤其資於管理當局爲防止肺病、癔疾及 

其他疾病而推行之特別蓮動，深致嘉許；認爲醫藥 

及衞生服務亜需繼續擴充，對於十年計劃之重視此

項問題，表示歡迎，並促請管理當局繼續注意此間 

題並考慮在其將來之計劃中列入以較大規模訓練土 

著居民爲醫療人員之辦法。

居住、糧食、水源供給

在 普 潘 廣 域 塞 面 ， 盧 安 達 烏 塵 提 土 著 人 民 中 閩  

唯 一 的 社 會 組 織 就 是 家 族 M 體 ； 存 姓 都 散 居 山 中 沒̂  

有 一 個 村 莊 C 多 數 人 民 仍 奮 住 在 罩 棚 襄 面 。 政 府 方  

面 於 一 九 K 八 年 開 始 建 造 適 合 衞 生 的 房 屋 ， 並 訂 定  

長 期 付 款 力 法 售 與 土 著 人 民 ， 但 這 項 試 驗 除 少 敷 零  

星 地 區 而 外 ， 一 般 與 此 有 岡 的 土 著 人 民 絶 不 感 覺 舆  

趣 。 截 至 一 九 五 一 年 年 底 ， 在 市 區 以 外 業 a 完 成 了  

一 ， 九 0 三 所 房 屋 。 目 前 正 是 在 擬 訂 重 行 組 合 居 民 的  

最 後 計 劃 的 時 候 ， 在 這 個 期 間 建 築 房 崖 許 劃 a 暫 吿  

停 顿 。 重 行 組 合 居 民 的 計 割 將 分 幾 十 年 逐 步 執 行 ， 擬  

先 作 少 數 試 驗 ， 隨 後 再 逐 漸 增 加 試 驗 廣 域 C 目 前 由  

於 政 府 與 二 土 邦 財 庫 所 訂 協 譲 ， 和 由 於 士 著 福 利 基  

余 會 的 捐 助 ， 若 建 築 房 塵 計 劃 重 行 開 始 ， 每 一 士 邦  

約 有 一 千 萬 法 郞 可 供 此 項 用 途 。

土著特別區域和城市地阔襄面a 有三，六七0  

所房屋。這些地力的問題就不同了。Usumbura有一 

個特別展域辨事處，其目的在於處理居住和城市誅 

許的問題。該辦事處差不多把一九 Ï 一年的全部時 

間都用在擬訂城市設計和建築計劃上面。一九五二 

年的計劃襄面包括建築四七0 所房屋和較大建築六 

所，每所可容未婚者十二人居住。

至於懷食間題，十年許割裏面提起盧安達烏隆 

提向来是一個常會齋生飢荒和慑食廣乏情形的地 

方。當局方面除採取預防飢荒的措施和農業發展許 

劃以外，並擬使土著人民的貪物中潜加脂肪和動物 

蛋白質 , 以改善其食物素質。十年計割一經實施^卽 

或人口增加，亦可希望土著人民的食物能夠較前更 

爲平衡。 Astrida 的中非洲科學研究所在一九五一年 

繼續研究營養問題 ,

十年計劃對於水源供給問題亦相當注意。水利 

調査園曾於一九五一年在鄉村廣域安装水管，引導 

一，五0 O 處泉水 , 並掘了約二十個貯水池。依照十 

年計劃，土著福利基金會將負擔使普潘地廣有水可 

用的全部估許費用，其總數爲四億五千萬法郞。一 

九五二年水利調査團可有經費九千一色萬法郞，作 

購置必需的重載備之用

婦女地位及社會福利

管理當局報吿稱最近頒他的兩項法令當可提高 

婦女地位：一九四九年起適用於盧安達烏隆提的一



九四八年七月五日法令，規定奮藏法的婚姻須行登 

記，法律承認宗教婚姻，藉以保譲一夫一妻式的婚 

姻；及一九五一年起適用於盧安達鳥僅提的一九五 

0 年四月五日法規定自一九五二年五月一日起 

禁 Jfc多妻制

各社會福利站繼續向a 婚婦女傅授助産和保育 

兒1® 的知識。Usumbura和 Astrida兩地將於一九五 

二年爲fft會福利站建築新崖。

十年計劃並擬把社會福利工作推廣到該領士的 

其他四個特別展域襄面去。

監獄制度的改革及體刑

監獄制度目前正在修改之中。新制度裹面所採 

用的原則將爲對於應受隔離的H 犯從嚴選擇，並予 

以有效隔離與嚴密禁麵，較有計劃地和合理地分配 

工作，和訓練職員擔任監截裏面重裏載務和其他載 

務。

H 犯一律須經常繼續工作，但如屬可能，將儘 

量使其擔任偷快的工作。囚犯應獲的報酬在出鶴時 

付翰他們，或交給他們的家族作爲救濟金。監織工 

場將擴充和改善，俾可教授載業技能，幫助W 犯出 

獄後重新生活。

關於未成年犯，根據未滿十八歲的未成年人不 

應受處分一原則而制定的一九五0 年十二月六日法 

令，設立了一個未成年人法庭，並規定月監督、重 

新教育和社會救濟等辦法代替德罰。此項法令目前 

尙未實施j 因爲尙有許多問题須先行研究，並須預 

作若干物賓方面的怖置方能予以實行。管理當局又 

稱截至目前爲止，未成年犯罪案件殊不多觀；在一 

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有十五歲至十八歲的未成年 

船二十九人和十二歲至十四歲的未成年犯二十八人 

購在該領士的監徽裏面。

至於鞭笞，聯合國大會第0 屆會和第六眉會及 

託管理事會第六眉會和第九届會都曾建議應立卽完 

全廢除。以前紙有土著法庭可以制處笞刑，但自一 

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起土著法庭a 不准再行制處 

笞刑。

對於在土著廣域內服務的人以及士著當局對於 

其治下人民採用鞭笞作爲德戒辦法的事情早B 禁止 

了。但對於二等兵和在監獄襄面，執行鞭答仍奮是 

合法的，不過也有若干眼制。監織裏面仍准許用飄 

笞作爲維持紀律的方法，但自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 

日起，鞭笞最多下數B 自八下减爲四下。一九五一 

洋，該領土監獄內以鞭笞作爲維持紀律之措施者共 

有四，三八0 起，鞭笞下數自一下至八下。

一九五一年視察圓曾視察Usumbura的中夹監 

獄 和 Kitega的地方監獄。它看見各該監獄相當淸潔 

盤齊，食宿和一般衞生情形大致尙可滿意。視察團 

會接到請願書若干件，控餅監獄裏面的鞭笞和待遇 
情形

管理當局的特派代表在理事會第十一眉會時聲 

稱當局很願意完全廣除笞刑，但在未能改建現有監 

獄俾能執行獨居監禁以代替鞭笞之前，當盾在原則 

上目前擬暫予維持。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歧視待遇

中國代表對於限制行動自由的條例表示不滿 

意。他贊成視察團所表示的意見，卽"用其他同標有 

效但不會予人以種族妓視的印象或不政太隨意跟制 

個人自由的措施，也可以得到所希望的結果"。中國 

代表並稱當局尙未完全實行託管理事會的建譲，檢 

評有闕歧視待遇的一切立法。他特別提起一九四八 

年移民法的歧視性質，依照該移民法，任何人若沒 

有蘭讀或書寫一種歐洲語文的相當能力者，都被視 

爲不宜進入該領土。他》於當局特派代表就本問題 

所作的說明，表示不満意，因爲識字與否不能以一 

種語文或若干語文爲標準。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稱管理當局准 

許種族歧視並横暴地違反土著人民的權利和利卷， 

這是在執行反民主的政策。一九四八年視察團的報 

吿書業a 指出，該領土內現行的法律卽可反映這種 

政策。根據一九® 五年九月十一日所顔债的法令J各 

城市嘉面都已劃定廣域專供歐洲人居住。依照該法 

令，城市廣域都裏劃分爲歐洲人、亜洲人、和非洲 

人居住廣。地方法律亦定有兩種不同的撒戒制度， 

一種適用於歐洲人，一種適用於非洲人3 依照第二 

次視察團卽一九五一年視察團的報告，該領士的立 

法裏面尙有其他無禮歧視土著人民的規定。依照一 

九四三年十月四日的347 /A IM O號法令，土著人民 

凡未向會長或其代表領得 "移動護照"者，一槪不得 

擅離該會長轄境連續達三十天以上。視察團又稱闕 

於在诚市属域裏的行載力面，一九三七年所頼佈並 

於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七年先後修正過的一項法 

令，規定土著居民若沒有歐洲籍主管當局或其歐洲 

籍傷主所發的許可證 , 從午後十時到午前四時半，不

T /Fet.3 /44、T/P et.3 /50、T/Pet.3 /51 及 T /Pet.3 /53oSSfô 
託管理事會對T /P e t .3 /4 4所採行動，請參閱決議案四 
九二 (十一)o



得在城市展域和歐洲人廣域、或此等區域之某些地 

力行動；該法令第二條並规定卽是領得許可證的土 

著居民仍須隨帶燈火。士著居民送來的請願書赛面 

有許多件都是控訳管理當局所施行的種族歧視政策 

的。例如據請願書T /P e t .3 /5 3所稱,法院襄面便公 

然有種族妓視情形 ; 該請顏書稱遇有審凯時,當事人 

若爲非洲人而法官爲歐洲人時，法官便說非洲人不 

會講實新，並多力加以侮專。依照請颜書T/Pet-3/  
38、T/R^ t.3 /52、及其他請願書所稱，白人可以進去 

的旅館和餐館，不許土著人民進去。託管理事會應 

向營理當局建譲，請它放棄對該地土著人民所施行 

的反民主政策。那種政策的特色便是種族歧視和嚴 

重遂反盧安達烏隆提土著人民的權利和利盤。

管理當盾的特派代表答稱，若說法院的制决都 

自然而然地偏組非土著居民，那是不確的。請願人雖 

然這様講，歐洲居留民協會則提出與此相反的控新。 

他指出，一九五一年，在七，二九三個非土著居民中 

間被監禁的有二十七人，卽每一千人中間有二 . 0  
七人；同時在三，九0 四，七七九個土著人民中間被 

監禁的有一0 , 九0 八人，卽每一千人中間有三.七 

人；他希望理事會原谅他傲照蘇聯代表的力法提出 

這些统計數字来該特派代表义稱，說土著居民不 

能進旅館也是不確的。他 自 就 曾 在  Usumbura、As- 
trida、K igali和 K itega等地旅館襄面與土著居民同 

庶過許多次、他承認這種情形不多，但卽使紙有一 

次也足可證明這些族視不是由於種族觀念而是以教 

育程度爲出發點的。

勞工及人力

中國代表覺得管理當局應盡力誌法養成和吸引 

熟練工人。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稱該領土內所 

付工資低得使工人或他的家族速半飽都難於維持。 

依照視察團的報吿書，一個非熟練工人的工資每天 

是五法郎到八法郞。這個數自蓮賈一席火紫都不夠， 

一風火柴的售價爲七法郞到七法郞半。據理事會所 

接到的請願書所稱，工資遺有比這個更低的。舉例 

言之，據一九五一年六月二+ 七日的請願書T/Pet. 
3 / 4 4 所稱，政府傷用的普通非洲工人每月紙得到九 

十® 法郞。因爲這種無法維持的生活狀况，一九五 

0 年便有三五, 0 0 0 以上的士著居民被追向坦千 

伊略、比爵劇果和其他地力另課生路。這些人顯然 

都備受剝削；據視察團的報吿書所稱，比屬剛果歐 

洲人企業襄面的工人每天紙能得到三法郞半至五法 

郎。

管理當局的特派代表答稱他業B 承認工資太 

低。當局正在採取一項積極政策，設法提高士著的 

工資。他指出五法郞一席的火柴實際上是十两的一 

包；並且土著居民用火柴之處很少，他若不颜意自 

己去砍柴，五法郞可以買很多柴燒昵。

合作制度

中國代表對於合作社數目的播加和新貿易中心 

的設立，表示滿意，並對於管理當局爲使土著人民œ  
極參加該領土經濟的發展所採取的步驟3深表嘉許。 

他希望當局叢力推進這些措施。

公共衛生

視察團會希望管理當局在其將来計劃中對於有 

志做醫師的非洲人應予以訓練，細西蘭代表對此表 

>示同意C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稱美國代表團襄及管理當局 

以滑撥經常預算、土著福利基金會、和十年計劃的 

經費等方法，尤其是擬把歐洲和土著醫療人員大爲 

i t 加，藉SSi擴充 i t 會服務，至感欣慰。美國代表團 

希望管理當局能再行考慮訓線具有完全資格的非洲 

醫師的需要，並請當局考慮能否幫助一、二位卓越 

的非洲醫師助理去研讀較爲高深的醫學知識，作爲 

試驗。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稱管理當局對 

於土著人民在衞生和教育力面的需要毫無関切之 

意。該領士« 面糖眞沒有一個醫師是土人。視察團 

曾指出現在並無土著居民在受醫肺的訓練，且照該 

領土裹面目前的教育水準，訓練土著醫師是不可能 

的。一九五0 年度用於衞生方面的經《非常之少，每 

人紙合到0 . 二八美元左右。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吿書 

內所載鬪於疾病的資料卽可誰明公共衞生的情形如 

何有欠完美了C 那一年患淹行性疾病者爲三九，七 

九五人，患風土性疾病者爲六七二7三二七人 j 病冗 

者爲一 r 七三五人。理事會應建譲管理當局在預算內 

增撥衞生力面所需要的經俾可爲土著人民建立 

適當的醫藥和衞生服務。

管理當局的特派代表指出當局能夠發現七一 

二 ,  一二二起流行性和風土性疾病之故，是因爲醫藥 

BS務人員檢査了七>九0 0 , 0 0 0 個人的結果。到 

防瘦運動工作完畢時，它所發現的瘦病病人也許會 

加上一倍，蘇聯代表到那個時候一定可以根據該項 

事實批評我們的醫藥服務了。在一個可以假定爲向 

不注意 '衞生的國家襄面有一*^七三五個病死的人J卽



病人海千人中死二 . r a 三人 , 這個比率並不大高。關 

於公共衛生的經費，他指出到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爲止雖紙用了四千一S 五十萬法郞，但到一 

九五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爲止的整個會計年度中則共 

用去約六千五百萬法郎；除此以外土著當局遺支出 

了八百萬法郎、土著福利某金會支出了一千二百五 

十离法郞、私人組織支出了八存萬法郞、以及用於建 

築醫院和診療所的遺有一千七百萬法郎，這些蘇聯 

代表都忽略了。因此蘇聯代表是根據大約四千一百 

萬法郞的數目計算的，而不是根據一•億一•千萬法郞 

以上的數目計算的。

婦女地位及社會臨利

細西蘭代表說管理當局業a 制定禁止一夫多妻 

的立法，他對此表示满意。

乾獄制度的改革及體刑 .

中國代表稱管理當盾雖& 將鞭答的次數減少了 

一半，但仍未遵照大會決議案廣止體刑，因此他深 

咸失望。改革監獄制度是一件急追的事情，所以他 

希望當局能誅法加速予以改草，傅可速卽完全廣除 

體刑，不再拖延時日。

絲西蘭代表對於當局所採逐漸廢止體刑的步 

驟，殊爲感慰。他希望當盾能夠迅速廣止這種刑

葡。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稱該領土內仍 

舊保留着中古時代的那種體刑。例如，據一九四八 

年視察圓稱，會長和他們的下屬，甚至少數歐洲籍 

官吏^尤其是對於農務工人和雄迫築路的勞工，都普 

遍執行笞刑。管理當局尙未實施大會和託營理事會 

關於立卽廢止體刑的各決譲案。

管理當局的特派代表答稱關於體刑的情形，他 

已經解释過了0 若說會長和他們的下屬以及若干歐 

洲人仍在執行那種刑動，那是完全不確的。任何人 

若有這種事情將受刑事處分。

五.敎育進展 

擲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小學以前之敎育

爲未達學齡之就量誌立之幼董教養學校仍未普 

遍設立，僅重裏城鎭有之。一九五一年僅有幼雜園 

二十班，入學兒*童一，八六七人C一九四八年則有幼

稚圃八三0 班，入學兒*童四五, 0 0 0 人。因辦理成 

績不佳， 量上課漫無定則，父母又不於學年開始 

時遺送a 女加入正常班級，小學前之教育遂幾乎全 

部停頓。

勒等敎育

常年報吿書稱初等教育之自的有二：（a) 教育 

土著居民，使致力於文明之進步，並爲本身與本地 

社展諶福利，暨 ( b )對將爲日後知識界及技匠中堅檢 

子之特有襄賦之非洲人給予適當之初步訓練。初等 

教育許劃側重初級手工教育與農業教育，理論與實 

際衞生及一般教育。女子中心小學新誅家政科以後_> 
家政之教學業a 改善。高級小學一般均教授法文，作 

爲第二種語言，然土著語言仍爲教學用語。

爲非洲人而設之公立學校，卽 Astrida 學校及 

附屬各部，誰有初等教育部，共有學生六七 0 人。 

教員有屬各教派之歐籍教師十五人及土著助教十五 

人。其他各處初等教育激純由教會主持；其課程均 

據政府與教會之協定由政府规定。此等學梭均由一 

初等教育督學及四教會督學視導。

由政府補助然由教派主持之非洲人民教育制度 

經改組後得教會協糖& 於一九K 九年一月施行。 此 

項制度包括填加對辦理學校各教會之補助金，使教 

會能擔負新協定中增訂之義務。

一如一九三八年之制度，凡接受政府津貼之學 

校均不得雄迫施行宗教教學。

一九五一年教派小學之學生總敷爲一三九，三 

二七人，其分條情形如下：

天主敎敎會 
男生 女生 基《敎敎會紘數

分校 ..........................67,734 10,996 1,177 79,907
中心學梭 32,013 18,989 4,471 55,473
高級小學飘別 "

班 ............................ 3,605 —  168 3,773
第六預科  -  168 6 174

103,352 30,153 5,822 139,327

(最少有一位歐洲籍或土著牧師常川居留之教 

展所在地學校爲中心小學；分載主要教廣所轄各地 

之小學校爲分校)。

小學校包括初級小學（第一第二兩年級爲描追 

教育，第三年級爲非插迫教育高級小學 (第三、第 

四及第五年級）高級小學觀別班（第玉及第六年級） 

及一非強迫入舉之中間班級3 —九五一年時有初小



二, r a o o 班 , 高小七o o 班以上，高小頸別班一0
三班。♦

政府對教堂學校，或稱讀經學校，不予铺助，而 

此類學校亦不受政府督導。彼等無需傅授官定課程  ̂
其組織亦因教會不同而大有差異。此類學梭主要之 

目的爲傅授教義並f il練年齡不同之人等使可領受洗 

禮。此外並教授極基本之関讀，間有教授基本書法 

及算術者。

各教會報告謂彼等之教堂學校及讀經學校有學 

生三二五，五五二人（天主教學校有學生二四五3—  

八五人，基督教學校有學生八0 , 三六七人)。從此 

項不甚精確之數字估計，學生總數中百分之六十爲 

女孩及婦女 ; 六歲至十0 歲之兒約佔百分之千;十 

四歲至二十一歲之靑年估百分之玉十；而存分之®  
十則爲成人。 ,,

回教學校有學生九八八人。

中等敎育

土著居民在公立 Astrida 學校中心接受中等教 

育，一九玉一年時在該校受中等教育者（科學及現 

代人文科目）有男生二八六人，修習行政、農業、醫 

藥及獸醫等科者有學生一七0 人。教員有屬於各教 

派之歐洲籍教員十五人及歐溯籍非教會教師七人 

( 醫生三人、獸醫二人、農業專家一人及行政專家一 

人)。

在盧安達烏隆提拉丁中學落成之前，現有該地 

學生六十人在邊境附近之Kivu ( 比爵剛果)枚丁中 

學肆業。

師資訓練爲一種"受政府辅助之教派教育"。一 

九五一年，天主教師範學校（écoles de moniteurs) 有 

男生二七七人，女生一三二人；基督教師範學校有 

勇生九六人，女生三人。天主教之糖具師範學校 

( écoles d'apprentissage pédagogique)有男生八十人, 女 

生六十二人；基督教會所設者則有男生四十人，女 

生二二人。 Astrida 學校中心於一九五二年說立師範 

科一事别亦在許割中。

天主教會設立之七所家政學校有學生一四0  
A ,  一九五一年在Usumbura開設之公立載業學校 

有學生四十四人。天主教藝徒學校及辅助學校有學 

生四五三人。

負責組織及督導師資訓練者有督學一人，另一 

督學則負責按術及職業訓練。

高等敎育

目前高等教育紙限於神學院及A str id a學校中 

心之各科系。於一九六0 年左右設立大學院一事a  
在計劃中。

一九五一年，有盧安達烏隆提土著學生十六人 

在比屬剛果Lovanium大學院肆業，另有學生五人 

則在比屬剛梁 Leopoldville之郵政電訊學校肆業；前 

者之旅費及後者之全部費用均由盧安達烏隆提當局 

負擔。盧安達烏隆提有學生一人現在比利時接受高 

等教育。有若千土著天主教神父曾赴羅馬深造。另 

有土著基督教牧師一人曾在英國大學攻讀。

一般批評

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告書稱一九五0 年經常及特 

別教育費用爲三千二存一十萬法郎，卽該領土總支 

出之百分之九點五八。此全部費用中，對教會之補 

助爲二千四百七十萬法郞。一九五一年之費用（不 

完全之數字）爲二千七百萬法郎，包括一千九百八 

十萬法郎捕助金]此項數字必須再加一九五一年特 

別預算中用以建築校舍之一千二百萬法郎，其中包 

括《教會之铺助五百萬法郎。福利基金會於一九五 

0 年及一九五一年捐款二千三百三十萬法郎爲教會 

學校建築校^ ^ ^用。

就該領土全部而言，一九五一年各教會爲校舍 

建築用款四百一十萬法郎，爲學校保具及誰備用款 

一百六十萬法郞；彼等爲經常項目如教員薪金、寄 

宿生費用等等支出一千五百五十萬法郎。各級教育 

均屬免費，而寄宿生中百分之七十五均不需交腾宿 

費。

一九四八年視察團及能管理事會第三與第六眉 

會均承認盧安達及烏隆提確有此等成績，然察悉教 

育事實上爲教會所包辦，行政當局所做幾全爲簡接 

工作；初等教育仍於相當低之年級卽告終I t, 而除 

極少人數外，中等教育事實上並不存在。

理事會第九届會贊許管理當局增加預算中教育 

部門之經費。理事會覆述其前此對此一間題之建譲， 

因建譲管理當局開設;非教會之公立小學，修業年限 

爲六年，俾見童得進而受中等教育。

理事會第九屆會對學生中能接受初等以上教育 

在人數極少一事亦表示關懷，並建譲營理當局再行 

考慮給予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獎學金，及派遺學生 

赴國外留學之可能。理事會亦覺師資訓練計劃仍欠 

安善，並敦促營理當盾盡力加維實施小學師資暨中



學及載業學校師資之訓練計劃，理事會對管理當局 

之注重女子教育甚感舆趣，並請求獲得此一力面之 

更詳盡報告。

一九五一年視察團提及盧安達烏隆提之教育雖 

有極大進展，然仍須極力掃除文冒，並建立全領土 

之完備教育制度。視察團謂，就初等教育而言，因 

無完備之統計數字用以粗當詳確獲知每學年學生分 

怖之情况 , 故不能評定學生所受教育之程度及內容。 

該團因建譲管理當肩提具更詳細之统許數字。該圓 

並覺其所視察之許多班級中，教學方法並不完善，而 

現有學校程度亦應大量提高。該團建譲逐漸延長小 

學上課時間，並認爲應特別注意教堂學校及讀經學 

校，政府與教會若能同意採行由教育部督導此等學 

梭及改善其設備及教學水準之計割，則此類學校頗 

可用爲建立擴大小學制度之極方便之基礎。

就蹄資訓練而論，視察團感覺接受師資訓練之 

學生，尤其簡易師範學校學生，其一般教育程度殊 

思大低，入學標準應儘速提高。

就高等教育而言，視察團察悉一九玉四至一九 

Ï 五年以前將無中學畢業生，亦無一學生所受之教 

育足以進入歐洲大學或高等教育機關肆業，而將来 

之大學院於一九六0 年之前亦將無學生畢業。視察 

圓認爲此一期間內似宜觀選一羣有能力之青年非洲 

人，予以若千較高深之訓練J 因建譲管理當局對此 

一問題就商聯合國文教組織及聯合國之技術協助管 

理處。

視察團提及若干官方之聲明，意謂派遺非洲學 

生赴國外未必妥當 j 因彼等與國外環境不能適應云 

云。該團認爲此種論據理由並不充分。該團認爲學 

生成績，♦ 人失望之情事自必有之，相當之浪費亦 

勢所難免，就任何求取自治或獨立之國家與他種文 

化發生接觸並使其未來領袖學習比較行政力法之需 

裏而言J 凡此種種情况顯均不足重視。

視察團承認天主教教會及基督教教會在教育方 

面之成就至爲卓著，而價値亦至g 大。該團對其所 

視察之許多學校辦理之完善及傅教士顧著之能力與 

獻身教育之精神均有甚佳之印象。若無教會合作d û  
盧安達烏塵提說立之學校 , 顯不能如現有之衆多 j然 

而該圓詳細研究該領土之教育情况後，認爲管理當 

mm由誅立非教會性之公立學枝及更週密督導現有 

學枝之力式入手，比較直接參與教育工作。該圓又 

謂爲促使盧安達烏隆提教育獲得進步，管理當局必 

須說置直轄之學校，俾教育當局得於校內進行課程 

大綱及教學法之實驗，並訂定該領土內其他學校應 

有之水 îp 。

視察B 於他處曾詢間該託管領土之教育政策爲 

比屬剛果當局影響並使與該非自治領土之教育政策 

一政之情形如何。該圓得悉盧安達烏隆提教育é 織 

之依據爲一九四八年剛果I I督所計劃_0载 於 Organi- 
sation de renseignement libre subsidié pour indigènes avec 
le concours de sociétés de missions chrétiennes 小册內之

制度。視察團促請注意此二银土有一共同教育制庚 

一事所造成之情況；該團感覺託管領土管理當局應 

依據該領土之國際地位及其现狀，訂定專適應該領 

土需要之教育許割，以履行其教育方面之義務。

管理當局爲答覆理事會及視察團所提間題，提 

供下列詳細報吿。

管理當局於理事會第九雇會提出解释謂，當局 

之所以尙未設立非教會公立學校，原因純在完全不 

感覺有此種需裏。管理當局認爲盧安達烏隆提之土 

著居民本性均虔信宗教，現有學校完全適合彼等之 

雷要，再則各教派傳教士之獻身教育者均有極崇高 

之理想，彼等有至低微之薪金，卽覺滿足，公庫在 

此方面負擔遠較爲非教會性學校聘請教師之費用爲 

少。管理當局覺與其誌立尙無明確需要之學校，不 

如以現有款項擴展全領士之教育。倘遇需要時，管 

理當局自將設立非教會姓之學校。

開於中等教育，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告書糖學額 

與有資格請求入學之人數，现 & 數目相稱。管理當 

局採行之政策爲造成此種盾勢之一部汾原因，該當 

局認爲塵於現有教育情况，必須於最sa幾年中分別 

依照學校規定標準、就業機會及物填設備限制中學 

人數。一俟物力及情况許可時，當節以較寬之政策 

代替此種限制政策。

至於高等教育，管理當局稱政府雜的確急欲取 

錄更多學生，然因 Astrida 學校中心物質條件之限 

制^ 取錄者僅限於有適當能力之考生、若不合格者 

亦得入學訓練未來之土著領袖，恐將於社會不利並 

將妨礙該領土之前途。管理當局又謂雜比較注重學 

生在本簡土接受教育，然如依學生之能力及以前所 

受教育，碱可赴海外深造者，則亦予以鼓勵

十年計劃中包括下列各項教育計劃：

(<1)在男子教育方面^該許劃謂以往之目的爲使 

土著民衆獲得基本教育並養成當地知識界中堅汾 

子 , 此後目標則逐漸養成中級按術工人幹部。計劃設 

立者有初小一二八班（使總數由二 , 三三四堵爲二， 

四六二 ) ,並爲不進入翻別學梭之學生增誌"普通"高 

小一一0 班 （由五四九班增爲六五九班）； 別 " 
高小一0 二班（由二四班增爲一二六班）；四所師範



學校（由兩所增爲六所) ，俾可在十年內 fll練助教八 

百名；兩所中間學校（可於十年内訓練合格書記一 

五0 人）；在 Astrida 學校中心外增誅现代中學一•所 

( 可於十年內有畢業生六百人）；於盧安達拉丁中 

學一所，以後再於烏隆提誅第二所拉丁中學。是項 

許劃亦考盧敦立五所簡易師範學梭(使總數由五所增 

爲十所 ) ，在十年之內養成二，四0 0 名助教，並於此 

兩所摘具師範學校外設立兩所助理人員學校。

(b)在女子教育方面，計劃之主裏目的爲逐漸 

減少男女教育設施之差別。該計割擬增截初小八十 

班 ( 總數由一四八班清爲二二八班）；高小一二0 班 

( 纏數由一六0 班墙爲二八0 班）；十四所見量教養 

學校 ( 總數由一,所增爲十玉所）；六所中等家政學校 

及六所簡易師範學校（使能訓練四0 0 名以上之助 

教 )。此外並擬誌立兩所中間家政學校（總數由一所 

增爲三所）及兩所師範學校（總數由兩所^增爲四所 

使能訓練六五0 名肪教)。

{c) 在專門適應盧安達鳥隆提有限經濟需要之 

職業教育力面，是項計劃 擬 於 Usumbura及 Kigali兩 

地均説職業學校一所，從事學徒及職業訓練（木工、 

鐵工、建築工程、鎭工及公共工程)。該計劃並擬在 

K itega設立木教育機構；於教會附誰二十一所木：T 
訓練場；實行訓練路工及工頭之計劃四起；於Usum- 
bura說工場以滿足本地需要，並誌立一職業指導 

處。

一九玉一年視察團認爲十年計劃中所訂步驟確 

能改進規有學校設施。然該團認爲此等步驟範圍太 

狭，且未處理兩項董要問題：初級小學修業年限及 

教堂學校與讀經學校之改進。該團認爲中等教育計 

劃實施後可大大改善現有情况，然主張應設立三所 

( 弗兩所）現代中學，其一應設於 Usumbula。至於 

女子教育，視察團所得印像爲十年許劃旣未提及設 

立與男子中學相同之女子中學，女生將於中間家政 

學梭及女子師範學校接受一般中等教育，由此似可 

推斷女生無法經由中學進而接受高等教育。假使此 

種解释正確，則視察團甚望管理當局能重新考慮其 

計割，俾該倾土之婦女能受更良好之教育。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於理事會第十一屆會時表示 

同意視察圃之看法，認爲商範學校入學水準確屬太 

低。彼謂如於目前提高入學水準，必將大量減少助 

敎之人數，管理當局甚望擴廣並改進教育，然此項 

工作需時至久，且須堅忍不移始克有成。

管理當局對遣送土著學生赴國外大學研讀一事 

提出若干保留。管理當局雖不正式反辑此項掠施，

然深 f t 學生之赴國外大學就讀者必先受有中等教 

育。在目前情※ 之下，卽必須遺送彼等入中學而非 

大學肆業。如此則必需有相當之經養， 有彼等不 

能考入大學攻讀之虞其次，該倾土所需之中廣设 

子不能全部在海外培養。因之管理當肩深覺此一間 

題之異正解決辦法爲在當地囊辦與海外同頻學校程 

度相等之中等及高等教育機鬪，管理當局須至此時 

始能爲已完成高等教育之學生誅置獎學余使得赴海 

外留學，

至於設立非教會學校一節，管理當局極欲大量 

廣展教育，然不欲遽然建立並無實朦需奥之學校。該 

地當局認爲必須利用其資金使最大多數之士著人民 

獲得受教育之便利，而在原則上不說立極端耗眷且 

尙無需宴之學校。非教會學校於有需要時，自將設 

置。

理事會於第十一屆會時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確認教會激教育貢獻"g大，然認爲政麻 

應更直接參與居民之教育工作；並促請管理當局對 

教會小學（讀經學校）作更密切之督導，並於需要 

時，境設公立學校。

理事會建議管理當肩擴嚴該領土現有中等及高 

等教育誌施，並於實施此項針割時，爲土著學生铁 

置獎學金使能赴海外傑造。理事會並請管理當局採 

取必要步驟改進該锁土之師雜教育。

非土著居民學校，

一九玉一年，Usumbura有爲歐洲人所設•之公立 

小學一所，學生一二九人；及爲亜洲人所誌之公立 

學梭一所，學生二一S 人，爲歐洲見，而誌者尙有 

教會小學甫所，一所設•於 Usumbura^»有學生一一七 

人，另'~•所载 於 A strida ,有學生■一-一■四人。此外3Ê 
於其他各地誌有æ 洲人之若干班級，有學生七十一 

人。

應當地印度人社展之請而載立之Usumbura公 

立 洲 人 舉 校 ，其校舍係臨時性質，該校永久校舍 

第一部汾E 於一九五一年完工，建築養一^九七五> 
0 0 0 法郎。一九五二年B i t 撥三 , 二三一，0 0 0  

法郞 ; 襄於該校成績甚佳  ̂一九五三年亦將境撥同數 

款額。該校用法文授課,其課程大綱與歐洲人學校相 

同。一九五一年視察團報吿稱對亞洲人及歐非泥合 

種受初等教育問題應予特別注意。居於 Usumbura地 

廣以外之亞洲人向視察圃所提若千斬狀均有關其子 

女受教育之困難，此等訳狀並引述若干學校不准亞



洲 « 入學之事件。歐非浪 jk 種量之爲其父栽所 

E忍領或經歐洲人正式收養者經新生頸別委員會接受 

後得入歐洲人學梭肆業。其不能進入歐洲人學校者 

可入教會主辦之普道或特設教育機關。例如在 Save 
卽設有歐非浪血種5?̂ 普教養院，政府於一九五一年 

特別預算中曾撥款五十萬法郞作爲擴充該院之用。 

視察画戚覺亞洲及歐非浪血種兒量入學之情形顯示 

需要設立若干各種族各宗教之％童均可申請入學之 

非教會性公立學校。

文育及成人敎育;娱樂

據管理當盾報告 : 掃除文盲尙無一潘盤計割，然 

基督教會堅持饭依各該教者之女必須經常上課 J 
旦除極年老者外，僅凿識字者施行洗禮，故對文盲 

之掃除買獻至大。若千教會曾爲文盲及半文盲成人 

開誌班級。 盧安達烏陸提曾參加一九五一年八月在 

那魯比 (N a irob i)(肯亞 )舉行之教育會譲，該會譲有 

聯合國文教組織代表一人參加，其主要目的爲在東 

非及中非領土中就基礎教育事宜課採取一敎行動之 

力法。

會受教育之非洲人a 在許多地廣紐織研究小 

組，政府曾於 Usumbura及 Astrida撥款爲已受教育 

之非洲人建造俱樂部；此等俱樂部設有會譲廳、圖 

書館、電影院等等。一九五一年有進迴放映除兩隊 

週遊全部領土，放映彰片二二玉場，觀衆約有一九 

六 _ » 0 0 0 人。

爲土著居民設立之公共圖書館有十八所，其中 

一所爲一九五一年所誰。若干教會亦設有圖書館。管 

理當局稱雖則所有書籍均甚良好且種類繁多，然土 

著居民目前極少讀書，且一般而論，彼等求智之懒 

情簡直爲文明國民所不能想像。

一九五一年，Usumbura會誌置公衆播晋台，轉 

播比屬剛果電台廣播節目。

土著人民中最流行之蓮動爲足球。 Usumbura 之 

游泳池，用者並不如預期之多。

—九五一年視察圓希望實施成人教育計劃時應 

冬利用無錢電、電影、幻燈及流動圖書館等工具。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臂土著Av民敎育設施之一般評論

泰國代表謂備悉特派代表之養明，卽倘有需裏 

時，管理當局將設立非教會學校。彼同意該領土之 

教會學校並非純屬天主教，然謂並非每一董要城鎭

均設有所有各教派之學校。彼謂可能齋生某一教滅 

之人民因當地無彼等所信教派之學梭以政不能遺送 

子女入學，以及卽使彼等願遺送子女進入其他教派 

之學校，亦遭拒雜等情事。

細西蘭代表認爲人民之教育爲營理當局之一■種 

主裏義務。彼雖極讚佩教會在教育力面之可貴成就， 

然甚盼政府能以更多督導或協助教會學校之方式或 

以在教會學校之外同時誅立非教會性學校之更好力 

式：，多多直接參與教育人民之工作。是以，彼贊成 

視察團之意見，認爲教堂學校及讀經學校爲可據以 

建立擴大小學制度之现有基礎，教育當局應予特別 

注意。倘如此則管理當局卽須負責認眞加緊訓練師 

資之工作。

中國代表備悉該領士一九五一年在教育力面之 

重大進展，然對其初等教育大體上尙不足應付需要 

一節，表示岡懷。彼指出在學m â 之數目固遠較全 

部 學 董 爲 少 ，而在學猪童中百分之七十五又爲 

教堂學校及讀經學校之學生。再則，此等學校究非 

異正之小學 ’ 而政府亦無權加以管理。靡於上述種 

種情形，彼希望管理當局能接受視察團之建譲，卽 

與教會取得協議，得對教堂學校與讀經學校加以若 

干督導，並改進其設備與教學水準。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與視察團同棟希望管理當 

盾能於其教育計劃中糖重視對婦女普及教育之規 

定。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讚許管理當肩在初等教育 

方面之進步及，土著語言之注意。管理當肩所從事 

用以決定 Kirundi_>Kinyarwanda及 Sw ahili等語言之 

值値及內涵之積極語言學工作至有意義，多明尼加 

代表B 雖與視察圓同様謎爲學校及教會均應由教育 

部管轄，然營理當局能對傳教士之工作不分教派，一 

律予以保譲，實應予以贊揚。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謂極大多數土 

著居民仍爲文盲。學校則幾全爲教會包辦。據視察 

画報告書稱，全部學離51童中■ 據大略估計有八 

0 0 , 0 0 0 人—— 紙有半數入學,而入學童中有  

四分之三以上在所授教育極其粗淺之教堂學校或簡 

陋之讀經學校律業。此種學習之特徵爲全無眞正之 

教育；多數由此等學校畢業之學生仍不能書寫彼等 

之姓名。此等宗教學校毫無政，補助。彼等純由有 

開教會管轄，教育部完全不予視導。 由聯合國文教 

組織一九五一年向理事會提出之評論2«可見管理當



局故意ü 挨中等教育之發鹿，並有意不在託管領士 

內設立高等教育程度之學校。聯合國文教組織稱由 

於營理當肩不願因許多學生畢業離校後不能覓得工 

作，而致擾亂社會秩序，遂使僅具有規定之品行及 

智力標準者^ 始得進入中學肆業。一如以前各年,一 

九五一年I t 管領土仍紙有學生一人往海外接受高等 

教育，一九五一年每一國民教育《用約等於美金一 

角六分。理事會應向管理當局建譲設立非教會性之

初等、中等及高等教育制度，並爲此目的大量堵加 

預算中姆教育及其他文化需要之撥款。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向理事會重行提及：第九眉 

會時，管理當局代表K 曾担絕接受自聯合國文教組 

模聲明中所引一節。至於教育養用一i î b 蘇聯代表 

竟未提及總計一千九百萬法郎之校舍建築特別費用 

及土著福利基金所負擔之費用。



第 三 章

義營索馬利蘭

一 .總論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地勢與人口 

義管索馬利蘭位於非洲的極東北海岸，形狀狭 

長，縣延達一千九百公里。總面積約爲五十萬方公 

里。束、南、北三面激印度洋，西鄰肯亜 j 西北與阿 

比西尼亞及英屬索馬利蘭接境。

索馬利蘭在地理上可分爲四個主要廣域。東北 

部 稱 爲 Midjertein, 是一個極乾燥的高原， 最高處拔 

海達二千二百公尺，遍地盛長短叢灌木，居民多遊 

牧爲生，由此往南往西至Uebi、Scebeli河的一廣，地 

勢較低，但在許多方面酷肖上區，居民多爲遊牧人 

民0 介 乎 Uebi Scebeli與 G iuba兩河之間的一展，是 

一塊沖積平原，雜長駒遂花屬及大戟屬植物3 此廣 

最適農作，居民種植各式農作物。最後，在 G iuba以 

西，躯至肯亞邊境的一展， 因多雨之故，動植物種 

類較其餘數展豊富。

氣候方面，以季候風見稱，通年藤八、九個月 

之久。雨量從北至南逐漸增加，但多數地爾®半乾 

燥展，若干地力，每年雨量鮮逾九十耗C 

土著人口在一九五一年底時估計共一，二四二， 

一九九人 j 大多數爲索馬利人^係遊牧與半遊牧人 

民。沿 Uebi Scebeli與 G iu b a兩河，閩有非索馬利 

人的土著，務農爲業。 

非土著人口中，有亞拉伯人約二三 , 0 0 0 人J 
印度及巴基斯坦人約一，0 0 0 人，義大利居民四， 

七四四人 (一九五0 年爲四  ̂二三五人)。 

摩加地司阿 (M ogadiscio ),位顔海岸，乃管理政 

所在地0 .

一般意見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通過如下建譲： 

理事會，案査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関於義大利充分參加理事會工作問題之決譲案三一 

0  ( 八）及理事會第九眉會所通過關於此間題之結

論，以及大會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七日決譲案五五0  

(六 ) ；塵於義大利充任領土管理當局所擔負之責任， 

莊希望大會繼續研究各種方法，俾義大利得充分參 

加理事會之工作。

託管協定的遥過與批准

義大利國會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0 日批^託管 

協定。因此附於託管協定後面的憲政原則宣言遂構 

成義大利法律的一郁分，可視爲今後一切立法的法 

津基礎。

聯合國參議會

聯合國參譲會係根據託管德定第八條誅立，由 

哥命比亞、埃及、菲津賓三國代表組成，會所m 在 

摩加地司阿，參譲會向託管理事會提出了一件起一 

九五一年四月一日訖一九五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工 

作報吿書。

該報吿書稱，聯合國參譲會在一九五0 年四月 

一日至一九五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閩，共舉行了五 

十五次會譲。 三國代表齊集摩加地司阿的日子紙有 

一百二十三日；會譲出席人敷满法定人數的日子，三 

百五十四日；但報告書稱，參譲會遇紙有兩位委員 

出席時，由於意見紛妓，無法正常地行使職務2"。

參譲會報吿書稱，管理當局會就下列事項徵詢 

參譲會的意見，經參譲會予以答覆:摩加地司阿及各 

主襄市鎭設立市參譲會；改善自治機構 ;採鎭條例； 

載立新企業條例；捕魚權條例；農業收入徵收入息 

税法令草稿；私營保臉公司管制條例；誌立索馬利 

蘭輕濟委員會；誌立中夹健康委員會 ; 勞工事務處； 

勞工檢察處；工業事故雄追保險；當地徵聘教師的 

mm；特赦權的移交；向 贊 輕 巴 回 王 付 費 管 理  

當局在其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告書內稱，管理當局接 

納了參譲會在這年內提供的意見大部分。參儀會報 

告書又稱，參譲會在領土內常與個人、圓體舉行會 

譲，曾在聯合國日和人權日特机節目，並作訪問旅

* T /9 7 9第0 至第五K j 第十一至三十三頁。



行，藉與民衆保持接觸。關於領士各種情形和問題 

的面件，幾乎每日都有收到。

參讓會報吿書稱，在程序間題上，參譲會委員 

對於如何處理此項直接收到的面件，意見不一。哥 

命比亞和埃及代表認爲，紙要管理當局一日肯秉合 

作精神與參譲會委員一起前論其中所«各 種 控就事 

項，參譲會應以非正式:方式處理此項来文。菲律賓代 

表則認爲，這些來文要求參譲會直接干涉與領士內 

情形或間題有關的事項j參譲會對之採取行動 > 根據 

參譲會譲事規則第四十五條，是參譲會協助管理當 

局，貢獻意見的職責的要點，因此，翁譲會應與管 

理當局正式處理這些来文245。

參譲會報吿書並檢財參議會與聯合國的其他機 

關的關係，結論認爲如遇需襄與大會作直接接觸的 

事項發生時，參譲會有權與大會直接接觸2«。

菲律賓代表在參譲會報吿書後面附載聲明一 

件，表示其對該會工作的若干力面及其對管理當局 

行政政策與方法所持的意見247。菲律賓代表意見中 

最重要的部分，見本報吿書內有關各節。

一九五一年視察團，根據其在領土內所作觀察 

和所得經驗，認爲參《會的工作效率迄今遺受若干 

因素的限制。據視察團看，參議會諸代表的意見相 

當不一政，而且,一位乃至一位以上代表常常長期不 

駐在摩加地司阿。 在有雨個時期參譲會不足兩位代 

表出席的法定人數,前後共達六個半月。參鶴會在其 

成立以後的最初十八個月內，總共紙舉行了四十次 

會譲左右，這個事實就足反映上項困難。最後視察 

團注意到土著居民中一部分人，對於參譲會與管理 

當局的地位，持着不正確的看法，一遇不满意管理 

當局的時候，立卽申訴參譲會或其個別代表，鶴請 

向管理當局干涉，以爲如此必能満足其願望。視察 

圓覺得，上述情形的困難危臉之處，頗爲顧著，因此， 

參譲會的責任實在艱重，視察團在領士逗留期間所 

膀若干對於參譲會委員的控餅，適足反映土著人民 

不了解參譲會的職責。

理事會第十一屆會通過如下結論：

理事會，襄於索馬利蘭託管協定第二條所規定 

索馬利蘭參譲會之任務乃在協助管理當局並向其買 

獻意見，获希望該參議會所有三位委員全體參加參 

議會之工作，在索馬利蘭境內多事留駐，俾該機構 

得在最有效與最和諧之情形下，執行職務。

»  T /9 7 9第四十二及第四十三貢( 
•'同 i第四;+ 七頁。

2« 同i l，附件登o

與阿比西尼亞的邊界問經

因爲索馬利蘭與阿比西尼亞閩尙未確實割定疆 

界 , 一九五一年視察画膀悉無數因此而引起的控訴。 

除其他申餅外，據稱在管理權力移交義大利前不久 

雙力劃定的那條臨時行政界錢，使若干部落人民不 

能前往他們憤用的水弁和草原。另有若干其他控餅， 

則係開於劫掠牲畜及牲畜被掠過界後無法追回的 

事。理事會第十一屆會共接到關於這些事由的請願 

書七件24̂ ^

視察團査得，目前這個邊界問題使得領土北部 

所特有的部族與部族間的緊張情勢及人口厭力情况 

爲之惡化，據視察團看，這個問題的解決，實屬迫 

不及待。視察® 希望，一個確切的邊界錢能夠按照大 

會一九五0 年十二月十五日決譲案三九二( 五）所定 

程序迅速勘立。偷使初步直接f炎制不獲進展，卽應 

立劍採取調停和公斷等步驟。 視察團覺得，所謂一 

個解決必須關係政府簡對於人、货、牲畜於經過邊界 

及邊界展域內水源之利用，達成寬宏的了解。 視察 

國認爲，倘使能管協定所望建立的這個獨立國，將 

来遺要承繼一個懸而不決的邊界問題，那將是很不 

幸的事。

管理當局報吿稱，一九五一年 M udugh廣域內 

的 Averghedir與 D a ro t兩個部族簡，重有流血掠奪 

情事發生，經警察和行政官長立卽干涉，敵對行爲 

始吿終止 ; 現爲防止衝突重演起見，M udugh展域a  
劃爲獨立的一區，自置警察。管理當局稱，這些部 

族閩劍拔營張的情勢，起因於 M udugh展域內缺乏 

足夠的水源和牧場，自從那條臨時行政錢將此展與 

阿比西尼亞照開後，缺乏情形更見厳重。管理當局 

希望，播掘水井之後，情勢能見改善。

管理當局在其對理事會所接請願書表示的意見 

內稱，邊界沿錢居民閩的不和，當地行政當局正予 

密切注意。此項情勢，一俟索馬利蘭與阿比西尼亞 

閩的政治邊界按照大會在決識案三九二 ( 五）內所指 

示程序確定，卽可恢復正常2«。

理事會第十一盾會通過如下結論：

理事會査悉一九五一年視察團之陳述，略謂邊 

界間題之解決實屬迫不及待，査得理事會接到請願 

書多件顯示甚多問題係由邊界之未確定而起，備悉 

能管理事會理事對於此項間題所表示之開懷，又據 

義大利代表稱，義大利政府與阿比西尼亞政府間爲 

解決此項問題a 開始舉行談話，鼓希望上項談話能 

促成滿意之解決。

248T/Pet.ll/73,172,193,204,2i2,213,24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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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與秩序

索馬利蘭》察部隊擁有警察二 , o o o 名，皆爲 

索馬利人。除此以外，在本報吿書所論這年年底時 

領土內另有義大利憲兵三六三名，每価展內各有一 

支地方警察部隊，稱爲 Halos, 一九五一年底時，其 

人數約爲一，五0 0 名，索馬利蘭的軍隊，稱爲索馬 

利蘭保安部隊，計有義大利籍官佐士兵一 , 一o 八 

K ,索馬利籍下級軍官及士兵三，二二0 人。一九五 

一年間，保安部隊內義大利籍人員減少了二，一二二 

人。

居民的國民地位

託管镜定後面所附的憲政原則宣言第二條規 

定，管理當局應採取必要步驟，予領土人民以公民 

地位，並遇領土人民不在領土及管理當局所屬土地 

境內時，予以外交及領事的保障。

土著居民的國民地位至今尙未ÏE式確定。一九 

五一年提交領土參政會常說委員會的一個法津草 

案，其中規定承認凡在領土內誕生之人具有領土的 

國籍，並规定凡非其他國家的國民而居留於領士內 

已逾若干時閲者得有取得領土國籍的可能性。至在 

目前，凡無其他國家國籍而係誕生並居留在領土內 

者，或自一九r a o 年起卽a 居留在領士內者，管理 

當盾一律視爲 "義管索馬利蘭領土"之人，在其講照 

及其他旅行文件中註明。

視察圓覺得，這個地位應予正式確定。

管理當局在其對視察團報吿書的意見內稱，當 

居民地位間題提出於領土參政會常設委員會之時， 

該妻員會的委員意見紛転；若干委員建譲，主張待 

立法大會成立後，再行討論這個間題。不過，管理 

當盾的意思，希望先能獲得懷土參政會的意見，然 

後再諮詢麥譲會，起草一個公民法。

領土的一般發展

根據大會決識案二八九（四），索馬利蘭這塊託 

管領土，必須在一九五0 年十二月二日託管協定邀 

過之日起千年內，獲准獨立。一九五一年視察圓在 

考慮這個規定對領土目下發展的影響時說，一力面， 

管理當局必須就一切部門擬訂通盤協調的計劃，那 

個工作通常需要長時期的仔細研究；另一力面，由 

於託管時期有限，管理當盾必須在短期內促成相當 

的進風。據視察團看，這個難題不复解決的；視察 

團認爲管理當局必須在政治、經濟、社會及教育方

面，繼績採取雄力行動，同時必須說法協調這些行 

動而有一個通盤協調的計劃。

管理當盾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吿書說，圃於教育 

工作的長期許劃不久卽將實施，關於經濟發展的計 

割正在擬訂之中 / 衞生計劃不久卽將考慮。不過，管 

理當局促箫理事會注意其中牽涉的問題，卽那些計 

割的實施需裏淮大的經費支出，需要大量的技術人 

員，而領土的預算不能擴播至於非領土的有限資源 

所能負擔的程度。

索馬利靑年聯盟總務委員會對託管理事會第十 

一屆會提出請願書稱，索馬利靑年聯盟認爲聯合國 

所設立來監督該領士發展情形的機構，不夠完備，裏 

求：

( « ) 專爲索馬利蘭發怖一個特別的間题單；

( 6 ) 專爲審譲来自索馬利蘭的常;年報告書和請 

願書通過一個非常的程序；

{c) 每兩年專派一個聯合國視察圓前往索馬利 

蘭，爲期至少六十天；

( ( ) 予聯合國參譲會以更多的權力；

(e) 准許索馬利靑年聯盟參加託管理事會關於 

索馬利蘭的辯論250。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晃 

~'般意見

中國代表說，中國代表團完全贊同一九五一年 

視察魔提出的一切意見和建議，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提到大會開於義大利申請 

加入聯合國事的決譲案五五o ( 六），希望僵局不久 

卽會打開，俾義大利能在託管理事會內行使一切權 

力和職務。

統西蘭代表表示意見說，管理當局力使領士進 

步，深表嘉獎。

比利時代表建譲理事會對義大利履行其依託管 

協定所負之義務的情形，表示滿意。 義大利政麻之 

管理索馬利蘭，完全不爲着自己的利签；索馬利蘭 

旣乏豊富的原料^义非義大利工業的一個大市場。義 

大利管理索馬利蘭唯一可引以爲傲的光榮，就是t  
把文化傳給了索馬利蘭。 理事會面前的報吿書證明 

義大利已忠實地履了這項責任。

法蘭西代表說，索馬利蘭是一塊貧潜之地，兼 

因情勢相赏不穩定的緣故，以致政治、經濟和社會

> T /Pet. 11/120。託營理事會對此請願書所竣行動，參閱理 
事舍決議第五四o ( 十一)。



方面營展遲滞3 他認爲過去兩年的事實證明義大利 

政庶的目的在謀改善領土內的情形。他査悉管理當 

局執行這項任務，旣不因循拖延 , 亦不操之過急J感 

覺欣慰。他所引爲遺械的是義大利雜可以管理當局 

資格放手行事，雖 a 以事實證明它對所負職責具有 

了解，但仍非聯合國的一個會員國，不能儘量參加 

聯合國的工作。

蘇維埃fftfc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 

的報告書雖未從實叙述土著居民的極困難的狀况， 

但據託管理事會所得無數事實證明，管理當局所行 

政策對於土著居民而言是一種反民主的政策，肆行 

破壞土著居民的權利和利# 。無數事實均證明，義 

大利政府所推行的政策，是要想在託管領土內擎同 

一個殘暴的殖民地政權。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義大利政府自當不遺餘 

力，務使其在索馬利蘭的工作纏得完全的成功。

報告書的格式

英國代表就管理當局的報吿書對管理當局表示 

讚揚。不週，他發覺那個報告書就通篇而言頗不易 

讀，因爲其編製是採取對臨時問題單內的問題逐個 

答覆的方式。認爲這種編製方式不足以反映管理當 

局在這個期間的眞正成就；如果該報吿書採取一種 

更活激的報吿方式，將可使理事會更能淸楚了解這 

塊託管領士的主要特徵和問题。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 

一九五一年度的報告並未充分叙述領土內的正確情 

形。

請願書的處理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認爲託管理事會是研究與 

處理託管領土所遞請願書的唯一機鬪，不週，由於 

索馬利蘭定期於若千年後獨立，所以從索馬利蘭来 

的請願書與從其他託管領土来的箫願書，其間有一 

種政治和心理上的差別。 因此他覺得這些請願書不 

得以照章例行力式處理。

聯合國參議會

紐西蘭代表希望聯合國參議會將来能夠和洽工 

作，並希望全體委員都出席會議。大會設立該參譲 

會，是要它去協助義大利政府。假使該參續會不能夠 

那棟做，顯然未盡其功能，反足以引起領土內的不 

安。

英國代表說，聯合國參譲會顯未能夠克盡其在 

實施託營協定一事上所負的責任。託管協定第八條

至第十一條對參譲會的職權有明確的規定。據英國 

代表的意見，參議會無權僧估任何非那幾條條款所 

规定的職權，假使它那様做，乃是違反託管辕定。 

因此，聯合國參譲會在其读助管理當局並向之貢獻 

意見一職務上，雜可經管理當局的請求，幫助管理 

當局消讯所以引起請願書的爭執或問题，但它無權 

正式處理請願書或加以制斷。 同棟的，參譲食的姜 

員，雖可以大會一汾子的資格，在大會內提出有關 

他們在索馬利蘭所擔任的工作的事項，但參議會本 

身對於大會並無任何特殊的地位，索馬利蘭境內的 

政治情形使索馬利蘭居民以爲參議會可以參預領土 

的行政，或對管理當局的行動似乎可以發揮上餅法 

庭的權力，這實在是不幸的情形。英國代表舉索馬 

利靑年聯盟所遞的一件請願書爲上述那種見解的例 

證，那件請願書的意略謂，聯合國應逐漸逐漸地 

成爲雄追管理當局接受領土內任何某個機構意見的 

一種第三勢力。這是對聯合國在國際託管制度下所 

負的任務的誤解。 英國代表團非待聯合國參議會在 

a 定的權力範圍內有效地順利工作，不願考慮擴展 

該參譲會在託管協定下所有的權力。

英國代表又說，參譲會在討論程序間題上消耗 

了百量的時間，參譲會所有三位委員今後應比過去 

多在摩加地司阿逗留。他認爲，有助於參譲會正常 

行使職務的因素，無過於此。

比利時代表對於參譲會內意見不協爲外界所知 

一點，表示深切遺械。他說參譲會的委員是否旣可 

代表他們的政府同時乂可代表聯合國，此點固可疑 

間，但他們個人並非索馬利蘭境內義大利當盾的顧 

間, au爵確定不移，參譲會是一個集體性的機構，必 

須以集體的資格行默。假使某某委員與政治黨派打 

成一片，實爲可城的事，因爲那種行爲不合託管協 

定與大會決譲案所規定參譲會的任務在協助和幫助 

當局，

薩爾冗多代表說該國代表圃完全贊同其他代表 

圓所表示開於參譲會的一切見解。參譲會若不因若 

千委員缺席^其工作當更圓满，他對此表示惋惜。參 

譲會委員之間若不密切合作，參譲會成就必將欠佳， 
並將與其所根據原則大相逕庭。認爲紙有託管理事 

會鎭有權處理請願書 , 並認爲除在極稀少情形下，由 

於特殊原因，需要參議會的合作外，參譲會無處理 

請願書之權。

法國代表說，義大利當局與參譲會之閩並不發 

生權力劃分的問題。參議會的職責是在提供意見，至 

於決定，則須由與良衆發生直接正式接觸的管理當 

局去作。參譲會在其與管理當局的關係上，唯可以



整個參譲會的資格行動。委員個人並不享有權利。參 

譲會的委貴應儘可能多在領土境内駐留，他並認爲。 

根據託管協定的規定，參譲會無權正式審譲請願書。 

法國代表團認爲託管理事會或大會都不得將審議請 

願書之權付交該參譲，。但這個意思並不是說請願 

書內所引起的若千間題不可由參譲會向管理當局提 

出建議的方武来解決。

管理當局代廣說，義大利當局過去曾竭盡所能， 

謀與參譲會順利諧和合作，將来仍當« 續努力。義 

大利根據託管協定對於參譲會的執行任務負有若干 

任務。義大利政府願意並且深欲充分履行那些義務， 

但不能接受任何與託管協定的精神和字義發生偏差 

的解釋。

與阿比西尼亞的邊界問題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說，索馬利蘭與阿比西尼 

亞之間邊界的間題嚴重，將来可能引起種種困難。他 

主張在任何時候不妨請託管理事會對此間題貢獻意 

廷，幫助雙方建立善意和該解。

細西蘭代表則認爲，由於這個間題極形複雜^託 

管理事會切不可作任何具體的建譲。不週，理事會 

可促請管事當局努力誌法霖取解決，儘量消除雙力 

開於目前臨時邊界錢附近展域內水源和牧場之使用 

的摩擦。雙方劃定一個互相同意的愿域，乃亦未始 

不可能的事。

管理當局代表說，義大利大使最近方抵亞的斯 

亞比巴就任，他所奉的第一件任務^便是向阿比西尼 

SS政府表示：義大利政府.亟欲儘早對邊界問題諶取 

一個满意的解決。義大使已將此意轉達了。雨國問 

的討論迄今爲止尙未越過初步階段，但義大利政府 

決意竭盡一切努力，或由直接談制，或如大會決譲 

所囊譲，經由一個聯合國調解員折衝，務期早日謀 

得解決。

紐西蘭代表的意見，認爲裏開發如索馬利蘭那 

標一塊人民落後文盲衆多的領土，要把它從其攝去 

歴史所藤成的停滞狀態轉爲一個有生機的獨立國 

家，八年半的時閩實在是大短促了。這》於許多人， 

看来像是一件不可能的工作。不過，決定B 經作了3 
理事會現在的責任應是儘》鼓勵並幫助管理當局去 

完成這件最困難的工作。管理當局擔任這項工作3態 

度似極認眞。管理當局在其有限的託管時期內，顯 

然不能做完最好必須完成的工作，使索馬利蘭將来 

成爲一個獨立國家後免受許多最近方線成立的國家 

遭逢的苦惱。但在一切方面，管理當局必須竭力爲 

之。

英聯王國代表希望託營理事會在一九玉三年能 

夠接到管理當盾現在設計中一切計劃的最後定本。 

屆時，理事會鐘可考量索馬利蘭是否能夠在十年期 

內建立獨立的索馬利蘭國所必不可缺的政治機構、 

經濟資源及社會和教育制度。

二.政治進展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一般情况；行政組織

管理當肩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吿書報吿說，政治 

進展，頗爲迅速。政府代譲機構的任務和作用在逐 

漸擴大。

領土參政會內的辯論情形，—— 領土參政會是 

一個新成立的諮詢機構，爲居民參預政治的主要機 

關—— 及公衆凿辯論逐漸發生舆趣的現象，均使管 

理當局引爲满意。

在摩加地司阿及在領土内的其他三十二處地 

力 , 市參譲會業已成立。愿參譲會及領土參政會的構 

成，業 a 以法律修改，俾政黨及一般人民更能充分參 

加。按照新法律,區參譲會的譲員名額已從九六七人 

增爲一，一四六人7其中分配奥政黨代表的席數從六 

十五席增至一九七席。領土參政會的參譲員名額a  
從三十五人i f 爲四十玉人，其中分配與索馬利蘭人 

的席數在一九五一年爲二十八席，在一九五二年爲 

三十七席。

領土行政組織在本年度內無大變動。首腦是代 

表管理當局的行政長官。行政長官擁有立法權並爲 

領土的行政首長。下設秘書長一人，協助辦事，並 

得代執行其職權,另有分成十六個郁的行政體系C這 

十六個部的名稱如次：行政長官辦公廳，祐書長辦 

公廳，保安司分部，國際蘭係部j 內政部，人事及 

總務部，財政部，農業及普牧部，工業,國內貿易 

及勞工部，幣制及國外貿具部，司法部，教育及公 

共衞生部）公用事業及交通部 , 新聞及统許部，印刷 

局，會許部。

六大展域行政公署及二十七個廣行政公署，分 

由行政長官任命的區域行政長官及區行政專員管

轄。

政治團體

由於居民在政府代譲機闕—— 這些代譲機関目 

前係屬諮詢性質^~■內的代表權大部分基於營理當



局對各政黨地位的承認，芬請略叙領土内各政治團 

體的情形。

管理當局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告書說，領：h 內在 

法律上獲得承認的政黨計有十三個，ffl其中八個嚴 

格IÎÎÎ言並非政黨一一三個是部落® 體，三個有名無 

實，二個其活動紙以二、三處地方爲限。

活動的政黨許有五個。這五個政黨是索馬利青 

年聯盟、Hisbia、Dighil and Mirifie、 Lega Progressista 
Somala、 Unione Africani Somalia 及 Unione Nazionale 
Somala  ̂ 此中第一個卽索馬利靑年聯盟，據管理當局 

云，擁有會員約一二 , 0 0 0 人，其綱領主張急速和 

劇烈的革新j 包括廢除傳統機構。其餘四個政黨，乃 

是正在解散中的會議黨的核心，據管理當局云，它 

們主張緩進，逐漸廢除傳統機構，同時謀取領土的 

自治和獨立。根據管理當肩的估計，那四個政黨擁 

有會員約二 0 , 0 0 0 人。

一九五一年視察團認爲管理當局凿各政黨會員 

人數的估許，可能失之過低2«。

託管理事會第九屆會會促請管理當局和領土內 

各黨派在託管協定所訂制度範圍內繼續合作，並望 

管理當局繼續獎進眞正代表領土民意之各政黨參與 

各級參政會。

後来，管理當局報吿說，按照修改政府機關姐 

織的法律規定，領土參政會內保留予政黨代表的席 

數業B 從一九五一年的七席增爲一九五二年的十二 

席。關於政黨代表在廣參譲會内的席數，亦 a 作有 

規定1

一九五一年視察團指出，索馬利人生活襄面最 

可注意的特徵之一是其政黨活動的高度發展。過去 

三十年的演變對於傅统的觀念及生活力式曾起深劍 

的影響, 第一個民族主義黨在一九® 三年卽具維型。 

義大利統治之恢復, 成爲政黨間的一個主要問題。視 

察團察覺，某些除了歷史意義外現在B 毫無其他重 

要性的政治間題對於許多人及許多集圃仍然是它們 

的政治看法的中心，而它們在數年前對於義大利維 

治之恢復所抱的態度，在決定各政黨的立場上，仍 

然起着過度的重大作用。不過，視察圓察覺，各政 

治團體對於部落組織傳统形式所持的態度，是一個 

重要性日墙的因素，將來託管結束日期迫近，可能 

變得更加重要。

視察團指出j 領土內目前的政治活l b 其反映居 

民生氣和政治自覺之處同可令人欣慰，tB其大部分

似乎缺乏力針和目的。紙有各政黨領袖向着積極方 

向輝精竭盧，不作目前的無益活動，而以同様的熱 

誠諷求如何解決社會和經濟問題之時，當前的政洽 

性的聚張情勢錄會當她。視察®希望政黨領補逐漸 

着重彼等任務的建設<性的方面 , 視察圓並覺得。應制 

訂新法律3要求每個政黨向管理當局登記，提供關於 

其規程的詳情，並向其會員提出週期性的財務報吿， 

各黨派並應雜定其負責人對於會員的責任。防J t達 

背公共秩序及安寧的活動的辦法，應訂在一般適用 

的法律之內。

託管理事會第十一屆會接到索馬利青年聯盟所 

遞的若干請願書控稱索馬利青年聯盟的會員遭 

受管理當局的追害。另有九件請願書則稱，管理當 

局因爲不欲表示偏私，致在間接上幫助了反對管理 

當局的汾子。他 ff!要求管理當局終止這種優惠待

遇咖。

管理當局對這些請願書的批評說，這些請願書 

所控管理當局任意逮捕並虐待索馬利青年聯盟會員 

及同情者一節，全屬無稽岡於另外一些請願書 

謂管理當盾縱容反對分子一節，管理當局指出，從 

這些控f î 可見反對黨所謂受管理當盾歧視一節，殊 

無根據。管理當局稱，管理當局對兩對抗政治集®  
內的每一個建誌性分子，都是抱不偏不倚，一視同 

仁的態度，管理當局所關懷者紙是如何履行其依託 

管協定所負的義務2®®。

理事會第十一屆會通過如下結論和建譲。

理事會査悉管理當局所採步驟，使政黨在領士 

政洽機開内多負任務，對此表示滿意，贊同一九玉 

一年視察團所表示希望，深盼各政黨領軸逐漸重視 

其所負任務的建設性的力面。

理事會察悉目前管制政黨活動的辦法係前在軍 

事管理斯簡制訂，不久將另訂新法，爱請管理當局 

儘可能從速將該新法律付諸實施。

理事會察悉視察圓對政治機閩巧的政黨比例代 

表制表示憂慮，又據管理當局聲明，該項制度係臨 

時辦法，將来將在市鎭中心實行直接選舉，爱建譲 

管理當局進行其在鄉鎭直接選舉市參譲會及領土參 

政會之委員的許劃，蓋是項選舉不特係促進鎭土居 

民充分參與領土政治的一個重要步驟，且頗可消除 

目前比例代表制所引起的困難。

T /P et.ll/40 ,T /P et.ll/120。
263 T/Pet.11/74,76,110,111,155,161,193,201,243。
254 T/952

T /978I託曾理事舍對其中一件請願書所採之行動J參関 
決議案五四0 (十-* )o



領土參政會、區參議會、市參議會

領土參政會經於一九五0 年底公怖法命成立。 

在本報吿書所檢前這一年內，它舉行了三眉會，共 

許三十六次會譲。

管理當局誌立領土參政會的目的，是要t 成爲 

領土全境的一個中夹諮詢及代表機關，使索馬利人 

對有關政麻各力面的問題，除外交及防務外，能有 

討論的機會。

立法權在選舉的立法機關未産生前，仍屬於行 

政長官。懷士參政會下誅一■個常設委員會，由參政 

員互選十人組成，其職務爲在雨屆會的間隔期閲爲 

下屆會辦理» 備工作並向行政長官貢獻意見。

託管理事會第九屆會曾建譲管理當局應採取進 

一層辦法 j 增加土著居民在領土參政會內的代表，並 

應不斷擴大領土參政會的權限，藉以發展居民的政 

洽經驗，以應將來建立獨立國家之需。

管理當局通知一九五一年視察團說，管理當局 

目下尙無授予領土參政會以立法權之意，但將来可 

能向着那個力向發展。管理當局現正在考慮採取步 

驟_»規定管理當局所擬若于辦法，在付諸實施前，須 

先得領土參政會大多數參政員的同意，作爲初步舉 

動。観察圓則認爲，憲政原則宣言第四條並未禁止 

管理當局一面逐漸給與領土，政會以有限的立法權 

力，一面實行選舉原則。視察團認爲，假使索馬利 

蘭要在託管短時期內對立法組織的運用培養豊富的 

經驗，此種步驟是實際必需的。

領土參政會的組織，一九五二年內略有變動。下 

表顧示主要的變動情形。

代表 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

廣域 ( 前爲部落 ).......  21 21

政黨 ....................................  7 12

經濟團體 .................. 2 8
文化團體 .................. 一 1
義大利社展.............. 2 1
5S拉伯社展 .............. 2 1
印度巴基斯坦社廣… … 」

共計  35 45

堪注意者是政黨和經濟團體的代表人數增加 

了。管理當局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吿書說，區域代表 

制業B 代替了從前的種族代表制，又說文化團體也 

獲得了一席位同時，属域代表的產生，採取了無 

記名投票制度。候選人必須能寫讀義大利文或亜拉 

伯文。代表的圈定係由行政長官在一張合有雙倍於

譲席數目的候選人的名單中爲之j代表任斯爲一年  ̂
得被連選。指定給政黨的十一席，其分配情形如下：

索馬利靑年聯盟五席； Hisbia Dighil M ir i f le ,三席； 

Unione Nazionale Somala 二席；Unione Africani Somalia 
及 Lega Progressista Somala各一席。各黨派所得席數 

與其分支黨部的數目有直接闕係。

管理當局會就改變領土參政會的艇織事諮商聯 

合國參譲會。聯合國參譲會的多數建譲，管理當局 

均表接受，但管理當局拒絶了參譲會的如下建議：

( « ) "進步 "黨及 "温和進步"黨應予同様數目的 

席位；

(d)承 認 Hamar Youtb C lu b爲一政黨_>予以一

席；

( c ) 廢止所謂 "加倍名單"，卽行政長官從雙倍 

於議席數目的候選人名單中圈定代表的那張名單 j  
紙需要譲席與候選人數目相同的一張名單就夠了；

(d) 領土參政會在甚麼情形下得舉行特別屆 

會，應作有規定。

一九五一年視察画査覺，領土參政會尙非一個 

名副其實的眞正代譲機構，該參政會目下並無任何 

立法權力。視察團並認爲，領士參政會的內部組織 

及譲事程序，不夠織全，假使該參政會眞要在九年 

之內變成一個立法機關，實有待於作更大更a 速的 

發展。不過, 視察® 覺得 , 在託管當局管理之下^進 

步B 有可觀。

視察画覺得，目前將政黨比例代表權和職業圓 

體代表權合併的辦法是一種不必要的複雜制度，這 

種制度鼓勵政黨多立名目^ 多設分支機構，因而加 

重政治親織支離破碎的情形。 視察團認爲將来最好 

能更充分採用地域代表制，那個原則在闕於廣域代 

表權的規定早a 實施了。其實，領土參政會從城鎭 

產生的參政員，一開始就可從城鎭的選廣內選舉^鄉 

村逢生的參政真，則可由提名或由間接選舉產生視 

察B 指出，領土參政會的譲事程序，發展尙在初階。 

專門委員會是立法程序所必要的機構，視察H 堅決 

主張領土參政會內應誌立這種委員會。

管理當局對視察團報告書的意更說，領土參政 

會一九五二年第一届會曾有過一番廣泛詳盡的辯 

論，乂說該參政會的常設委員會業a 變成爲一個專 

門委員會, 最短期内並將分爲政治和經濟雨組。至於 

決定代表權的制度，將随第一次選舉試驗而告簡化， 

一俟卽將進行的普査吿竣，卽在城鎭內舉行選舉。

菲律賓代表在其附於參譲會報告書之後的聲明 

內表示意:見說’領土參政會內應當多選一批生氣蓬



勃的Ü 步 "靑年，替代那些部落會長。他並認爲領 

•h參政會的議事程序有改善鶴地

託管理事會第十一眉會所接到的六件請願書蔣 

稱，眞正的會長和人民代表都被徘，於領士參政會 

之外2®7。索馬利靑年聯盟要求領士，政會儘速實行 

選舉代表制，獲得立法權，並要求在過渡期間，改 

善參政會代表的產生力法258。

管理當局對這些請願書的批評說，由於索馬利 

人民的教育水準過抵，不能採取近代化的選舉方法， 

因此，管埋當局不得a 紙好採用某種翻織和桃選的 

方法在可能範圍內力求能夠正確反映索馬利 ffifc會 

目前結構。索馬利社會四分之三的人，其思想是守奮 

和部落性的，懷 "進步"思想的人不滿四分之一

管理當局報吿說，領士各属在一九五一年內均 

有席參譲會行使職務。廣參譲會由部落倉長、賈建、 

廣內活動政黨代表及著名或有教育之士親成。 腐參 

譲會係由廣行政專員召集，得對有關谅內利益的一 

切事項，如水源、市集、f fi會公益、貧易及農業等 

間題，表示意昆。愿參譲會議員得要求原行政專員 

召開區參譲會會譲。

託管理事會會在第九眉會建譲，管理當肩應進 

而採取辦法，使土著居民多參加廣參譲會，並應不 

斷擴大展參譲會的權限，藉以發展居民的政治經驗， 

以應將来建立獨立國家之需。

區參譲會的組成份子  ̂一九五二年度有了改變， 

規定增•加展內各政黨支部的代表權。

據一九五一年視察圓看，廣參譲會在該年內的 

表現，不如管理當局的期望。會內討論很難進行^多 

數意見更不容具得到。據視察園的意見參譲員不了 

解現代行政程序 , 大多數索馬利人政洽目光狭隨，這 

雨點嚴重地妨礙了參譲會工作的有效推行，參譲會 

的會譲常常因爲參譲員不了解譲程項目或猶豫不肯 

負起採取行動的責任而散會。視察團希望管理當局 

官員繼續向參議會譲員請解議事和採取行動的力 

法，並把這些講解推廣至於全領土，視察團希望管 

理當局採取一切其他必要的辦法，務期這些地方組 

織能夠迅速發凰成爲真正的民主代議機構。

管理當局在其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吿書內稱，若 

干地方的展參譲會工作雜因互不信任而受胆礙，插

譲員拒雜辯論譲程上的項目的情事，發生次數業已 

減少。

託管理事會第十一眉會接獲七件請願書稱，眞 

正的會長和人民代表都被徘濟於展參譲會之外，廣 

參譲會全是由管理當局指定的観義份子和無知識的 

人組成的

管理當盾對這些請願書的批評則說，區參譲會 

是由部落大會所選舉的會長和各政黨所推舉的代表 

組成的，因此，這是索馬利人自己以民主方式選出 

正式代表，管理當局紙是加以認可而a 2*»。

管理當局報吿說，管理當局於一九五一年內，在 

遍及全領土的三十二處地方，誌立了市政廣；市參 

議會形成市政府的一部分，摩加地司阿的市參譲會 

亦已成立，該地的市政府成立B 有相當時日。

市政管理權委諸合格的區行政專員，它受一個 

由譲員六人至十二人組成的參譲會的協助。參譲會 

的譲員，多數係由腐參譲會從聞人、經濟利益集團、 

文化團體的代表中指定，該地如有非土著社K 的話， 

其代表亦在此列。

市參譲會的職務目下純屬諮詢性質。不過，遇 

有若干重要事項，必須徵求市參譲會的意見。

市政經費取自地方税。不過，紙有十一個市政府 

在預算上自絵自足。中夹管理當局對入不敷出的市 

政府，給與直接津貼。在目前這個財政年度內，據 

估許管理當局給與領土內地的諸市政府的此項津貼 

達索馬利幣二 0 0 , 0 0 0 元給與摩加地司阿市  

的此項津貼達二六0 , 0 0 0 元。

理事會第九屆會會建譲，管理當局應進而採取 

步驟，增加土著居民參加市參譲會的人數和代表權； 

市參譲會的權限應予不斷擴大，以發展居民的政治 

經驗，以應將来建立獨立國家之需。

由於各市政府紙是在一九五一年視察團視察索 

馬利蘭前不久鐘成立的，視察B 對其工作不克有所 

批評，視察I I査得，市行政權力全部屬諸展行政專 

員，市在司法上似乎並無法人的地位。不過，視察 

團査悉，管理當局盼望在市政府管理力面能夠有穩 

定和陸續的發展，希望管理當局能夠採取一切必要 

的步驟，務期早日成立在行政和財政上具有自治權 

的市政府。視察團並建譲，應擬訂發展市展的具體 

計劃。

256 T/979 annex I。
257 T/Pet.11/40,41.103,112 and Add.2’ 120,121。
咖 T /Pet.l 1/120。
託管理事舍對道些請願書之中的三件所採行動j 參簡決
議案ra九七(十一) 、£ 三五( + — )及五四o (+—)。

260 T/Pet.11/70’79,80,81,112 and Add.2,157,230o 
T/978o ^ 當局對道些請願書中的® 仲所k 行動3 參 

閱说議案五一六(十- * )、$ 三ÏT (十一)、五七0 ( 十一） 
及五九九("f^一)o
索馬利常七•一四二八元合美金一元0



理事會第十一届會接到的七件請顏書控訴稱， 

眞正的會長和人民代表被徘携於市參譲會之外，市 

參譲會全是由管理當局所指定的観義汾子及無知識 

的人f t成的管理當局對這些請顏書的批評則說， 

市參譲會是由區參譲會所指定人組成的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通過如下結論和建譲：

理事會査得在檢前中的這一年內，市參議會業 

在領土各市鎭中心成立，領土參政會B 設立一個專 

門委員會，該專門委員會將於最短可能期內分爲政 

治、經濟雨組，對此引爲満意，兹建譲管理當局特 

別注意不僅在領土參政會內而且在展參政會及市参 

譲會內繼續發展此種專門委員會的使用，俾此諸機 

閩的代表增加實際政治經驗，理事會並希望：索馬 

利人政洽經驗之漸趨豊富，及政治機構之日具代表 

性質，將爲彼等權力逐漸擴展之基礎。

行政機構

託管理事會第九盾會曾向管理當局建譲，請管 

理當局利用領土境內境外的技術和教育便利，竭盡 

一切力量於可能範圍内儘速建立一個雄壯的土著行 

政機構。

一九五一年，管理當局傷用的四，五0 四名工作 

人員中，三，七三0 名是索馬利人，三八七名是當地 

傷用的或曾在英國軍事管理下工作過的義大利及其 

他國籍人，三六三名是從義大利聘來的義大利人。至 

今尙無一個索馬利人在行政機構內擔任高級位置j 

但管理當局報吿說，行政長官在其一九五一年三月 

二十八日致領土行政機構各部円的通告中，業已訓 

令各部門研究擴充索馬利籍工作人員名額及墙加其 

責任的方法。政府各部門首長、區域行政長官和廣 

行政專員奉命擬訂逐漸達向這個目標的計劃，不斷 

指導屬下的土著工作人員，以便它們的知識、經驗 

及能力得以擴展。

各部門答覆這個指示的報吿，正由管理當局研 

究中，據管理當局稱，在不久的將来，它當能根據 

託管理事會的建譲，擬訂一個使土著人民多參與公 

務的總方案。

在若干政府機構如海關、郵局、警署及展行政 

公署內J 索馬利人擔任重要載位者逐在漸填加。政 

治學校至今尙無畢業生可以參加公務機構，蓋該校 

成立方二年，而其學制須三年修業期満。希望該校

的成績優良的學生能在一九五二年假期內，擔任政 

府各部円科長的助理載務。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在理事會第十一眉會內稱， 

政治學校學生十二人業B 升級，被委擔任負有行政 

職務的較高級位置^所替代者均爲義大利籍官員。這 

十二人之中的二人，掌管中夹營理機構內雨個重要 

的科，另一人擔任某展行政專員的行政助理，另一 

人不久將委派同様職位。索馬利籍警署督察長主營 

警察局者有四人，索馬利人主管開税局及郵政局者 

人數亦多。

視察團認爲假使索馬利蘭要在九年內達成獨 

立，則營理當局務須擬具力法,加速建立一個文官制 

度，主要由索馬利人組成之。管理當局發起設立一 

個政治學校，期在規定的有限期間，至少產生一批 

足以成爲這個文官制度核心的人材，此舉堪予讚揚。

視察® 並指出，在某一職類之内，當地傷用職 

員的薪給常常紙及從義大利聘来的職員薪給的三分 

之一或四分之一。視察B 承認這個差額無疑的是基 

於離國服務津貼和所受訓練不同，但認爲相差如此， 

未免過互。管理當局應檢討各級薪給，消除不公平 

現象。視察團並建譲管理當肩應設法對索馬利籍人 

施行在載訓練，以加速完成增加土著人員名額及提 

高效率的過程。

視察團並覺得，管理機構各級部 門 ®然需要大 

批幹練的行政人員，但爲了託管期間要實施種種發 

展計劃 , 同時遺需要大批技術人員。視察團認爲，關 

於技術及一般行政人員間題，必須採取特別辦法予 

以解決。

菲律賓代表在其附於聯合國參譲會報吿書之後 

的聲明內，表示意見說，管理當局訓練索馬利人替 

代義大利人公務員的努力尙嫌不夠，應用擴充海外 

留學獎學金名額的方法加速進行。他並希望管理當 

局採取一切可能的步驟，簡化各行政部門並減少其 

數目，减少海外徵聘人員的人數，並以合格的索馬 

利人替代較低級位置的外國籍官員

理事會第十一屆會接到的若干請願書稱，自從 

義大利恢復管理該領土以来，各級行政機構包括警 

察部朦內a 有許多索馬利人被解載，其位置被義大 

利人佔據，請願書要求管理當局改變這個政策，並 

加速聘用索馬利人擔任公務職位

一部分請願書並抗議稱，前法西斯汾子及殖民 

地官員在管理機構內佔據高位。七件請願書則控就

263 T/Pet.11/70,79,80,81,11 2 and Add.2,157,230。
264T /9 7 8 o託管理事會對道些請願書中之四件所探行動， 
參閱決議案五一六(十一)、五三五（+ — )、五七0 (十 

一)及五九九(十一 )o

265 t/979 annex I。
266 T/Pet.11/40,66,67,101, 103, 108, 112 and Add.l and 2,116, 

117,120,121,157,176,209,216o [ ：



說，義大利管理當局接收過来的是一個反義大利 

而富民族主義色黎的官僚機構，並說文官中紙有百 

分之五的職位可錄用Unione Africani S om alia的會 
員抓。

管理當局對這些請願書的批評說，參加管理機 

構各部門工作的索馬利人人數正在堵加，並說索馬 

利人正在逐漸主管郵局、閩親:局及警察局。除一些 

需要技術知識或涉及政治責任的職位外，其他負直 

接責任的職位早a 都有索馬利人員。至於外國籍 

人和索馬利人間待遇的不同，擬譲中的當地聘用人 

員新條例a 將此種妓異一律取悄。紙要能力和教育 

資格相同，外國籍人和索馬利人的基本薪給將是一 

樣 管 理 當 局 指 出 ，從義大利聘来的官員紙有三 

六三人，多數義大利籍官員是過去英國軍事管理當 
局聘用的

關 於 Unbne Africani Somalia的控訴管理當局 

說，它傷用人員唯以品格及才幹爲考慮，不問政治 

主張或黨派關係。 因此，它不能允准人員平均分配

的要求27<̂。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通過如下結論和建譲：

理事會査悉管理當局爲增加索馬利人參加行政 

機構而採取的辦法，如派索馬利人擔任中夹管理機 

構內的科長、廣行政專員的行政糖理、關稅局、郵政 

局及警察盾的主管人員等重要職位,對此表示満意， 

在希望管理當局能將此種辦法擴展至於一切行政機 

構。

理事會査悉管理當局達派軍嫁及警察部隊內的 

索馬利人員前往海外受特殊厕練的行動，兹建譲管 

理當盾將此種辦法擴展至於行政機構同的其他郁 

門。

選舉權

選舉制度至今尙未確立。管理當局在一九五一 

年常年報告書內說，公民登記制度將首先在麼加地 

司阿實施，然後推廣至其他市展，一俟這個制度建 

立，這個地廣就可實行選舉。

視察W則認爲，不管公民登記制度對一般社會 

工作怎樣有用，該制度的建立不得作爲實行選舉的 

先決條件，就選舉来說，所需要的不過是一個選舉

« ^ T /P e t .l l /7 S ,78,91,93,94,95,900
T /9S2o

，似 T /9 8 2 ^律二+四頁c

=7»理事會對這些請願書中之EH牛採取的行動，參閱理事
會決議案五H 三(+—)、五三五,(+-*)、五/四0 (十一)及
五七(Û1十一)CO

人登記制度。假使以此爲某礎，而不等恃全領土公 

民登記制度的建立，則領土内各主要地展就可早日 

實行選舉。

聯合國參譲會亦在一九五一年內建譲管理當 

局應注意發展一個選舉市參譲會參譲員的選舉制 
度 371。

土著政治機構

氏族272和部落爲士著政治組織的單位。會長係 

由部落大會選出，被選人須經行政當局批准。會長 

對於領導部落事務、傳達及執行有開該部落的所有 

行政法令等對展行政專員負責。會長又協助廣行政 

專員維持秩序及公安，並隨時向展行政專員報吿該 

領士常有的週期性人口移動。

一九五一年提出領士參政會的修改政麻機關組 

織法草案，裹面有一個規定，要部落大會每兩年或 

三年舉行會譲一次，選舉食長或展其任期，如是使 

索馬利人》部落領袖間題更能常常表示意見。領土 

，政會參政員多數反對那個法律。但管理當局擬待 

修改領土參政會職權及紐織的法案提出時，把那個 

規定，重行提出。

視察圃的意見是，營理當局應用盡一切可能辦 

法，解決地方的經濟及社會間題；展參議會的成立 

面然是長期性的好現象，但土著雜織的利用在目前 

似乎遺不可避免，因此緣故，視察團認爲，宜多得 

一垂受有訓練而對土著社會的看法和利益有深刻了 

解的人員協助，這些人員最好是土著。

理事會第十一屆會通過如下結論和建譲：

理事會査悉管理當局曾努力使部落大會採用民 

主制度，並査悉此種制度未被領土參政會接受，託 

管理事會認爲此種制度對於領土利益至多，莊促請 

該領土參政會及奥論界代表加以注意，並請營理當 

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

司法制度

司法行政係基於義大利刑法和民法及索馬利蘭 

司法條例。民事案件中，可蘭法及督償法是被承認 

的, 但以不蓮货法律一•般原則爲限。刑事案件中3如 

當事人雙力都信仰回教，則用可蘭法及智慣法。迪 

有案件當事人一力或數方不信仰回教，則由義大利 

法院審理。法律對於種族及性別，一律特遇，不加

' T / 9 7 9 j第十二至十西貢o、
，氏族爲同宗親屬的組合0 部落則由許多不同的氏族組 

成C



展別。但可蘭法及習慣法在適用方面須遵守若千程 

序及實質上的規則，根據那些規則，婦女地位是被 

視爲較低的。

在民事方面，義大利人及外國人的訴訟案件受 

展法院、展域行政長官法庭、領 :h 法官、羅馬上餅 

法院及最高法院管轄. 士著與具有同樣身汾的外人 

間的訴敦受回教審制官、回教審制官法庭及行政長

官的管轄。<
涉及外國人的刑事案件受展法院、廣域行政長 

官法庭、領土法官、巡迴法庭，羅馬上斬法院及最 

高法院管轄。土著與具有同樣身份的外人閩的刑事 

案件則受回教審制官、回教審制官法庭、展域行政 

長官法庭、行政長官、領土法官巡迴法庭及最高法 

院管轄。

土著集團閩的爭執，其閩個人責任舆種族或家 

族集團相牵連者，歸展域行政長官法庭裁決。廣域 

行政長官法庭的管轄權並及於集體性質的或與地力 

習慣有蘭的犯罪，展域行政長官法庭得刺決集體性 

質的徽罰。不服展域行政長官法庭制決的上訴，向 

領土行政長官爲之。

管理當局會向領土參政會及聯合國參譲會提出 

一個領土司法行政法草稿，徵取它們的意見。根據該 

法津回教審制官的權限將紙限於個人地位及承繼等 

問題。所有其他關於土著及外人的事項將都受正常 

義大利法院的管轄，各級法院將都有土著參加。領 

七內將設立一個上訴法院。

視察團指出，按照目前的司法制度，展行政專 

員、展域行政長官及領土行政長官均在執行--部分 

司法職務。視察團認爲新條例最好能將行政和司法 

職務劃分，以合託管協定後面的憲政原則宣言第七 

條的規定。

管理當局在其一九五一年度常年報吿書內說 j  
司法條例草稿a 規定，凡負有司法職務的行政官吏， 

在其擔任司法職務期間，應列於行政組織以外。

視察圓脸到若干控告管理當局長期拘留人民不 

加審判及長期拘禁人民而不吿知原因的控訴。視察 

團並膀到控稱，人民有時不經法庭審凯卽被定罪e 
視察圓認爲管理當局應迫切注意如何通過辦法，確 

保被捕之人迅卽交付審制。

託管理事會第十一眉會所接請願書中，五件按 

告說法西斯法律和條例仍在適用3要求予以廣止 

K 件控餅司法機構聽命於行政當盾及警察，要求使

司法超然於政洽之外274。兩件控餅被捕人依刑事法 

♦ 審制定罪，不獲一辯其理由的機會275。請願書中 

並控詳說索馬利人無理遭受拘捕監禁

管理當局對這驻請願書的批評說，任何人除非 

按照領七內施行的法律被控有犯罪行爲，決不會遭 

受逮捕27'。至於不經審訳卽按刑事法合制罪，那紙 

限於刑罰不逾三個月拘禁的犯罪行爲，而且被控人 

有向同一法官申斬之權。這個辦法，實際執行情形 

極少，按照擬譲中的新司法條例其使用將紙限於少 

量罰錢的制處

在理事會第十一屆會中^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 

管理當局已頒怖一項法令，規定除案情極重大的罪 

行外，預防的拘留，視關係法院的權限，分別不得 

超過二、三及五個月。他又稱，關於按照刑事法合 

處罪的辦法，卽將顔怖法令予以廢止。

理事會第十一屆會通過如下結論：

理事會研究領七的司法制度’査得有若干請願 

書表示犯人交付審制常有稽延情事，又據特派代表 

稱限制審判前偵凯時限，因此亦卽限制審制前拘留 

時限的法律，業於一九五二年四月顏怖，並謂按照 

義大利法律，任何人被拘留满四十八小時，必須立 

卽释放或解送司法機關云云；査悉有若千情形，拘 

捕與審判之間確有相當稽延，對之表示關慮，莊希 

望管理當局竭盡一切努力，補救此種情形。

理事會査悉管理當局爲求達成行政與司法職務 

的劃分，業 a 進而採取步驟，在展域行政長官公署 

內設置法官，莊表示贊同視察® 的意見，認爲新司 

法條例務须確保司法之絶對獨立，以符託管協定之 

後所附憲政原則宣言第七條之規定。

集體懲罰

一九五一年視察團査得，部落及部落分支單位 

常有被集體懲罰情事。據管理當局吿視察團稱，管 

理當局在起草擬譲中的新司法條例之時，會考慮能 

否廣Æ 集體懲罰。但最後仍決定予以保留，蓋因在 

甚多情形下，個人責任常常無法査明，縱使査出犯 

罪之人，其中多數經察覺乃是奉了部落集®之命而

274 T/Pet.ll/40,66,90,157o
275 T/Pet. 11 /66,T/Pet. 11/112 and Add.2。
276 T /P et.n 540 ,T /P et.n /120o
277 T/952,第十七寅c
同第二十五頁。託營理事會對這些講願書中的四 

件所採行動參閱決議案五■二六（十一)、五兰Æ* (十 
一)、五四0  ( + — )及五七0  (十一)



行的。管理當局明悉集體懲罰制度常致發生不公平 

情形，視察® 對此表示欣慰，希望管當局能夠積極 

推進目前政策，冀最後達到廣除這個制度的目的。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一般情况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 

並未採取任何立法或其他辦法，確保土著居民參加 

領土的立法、行政及司法機關，亦未採取任何步驟 j  
建立土著居民可以參加的自治機駒。由是，管理當 

盾是在阻礙領土向着獨立發银，並在破壤聯合國憲 

章所建立的國際託管制度的原則和目的。

政洽 ®體

紐西蘭代表說，紐西蘭代表團把索馬利蘭領土 

內政黨如雨後春箱般的出現親爲索馬利人民政治活 

力蓬勃發風的一種可喜現 '象，f fl對那些黨派之仍被 

分爲親義大利黨及反對黨一點，感覺失望，認爲那 

種K 分所針對的一個間題現在早a 毫無意義。他覺 

得託管理事會最好對若干變動現象，如索馬利靑年 

聯盟之逐漸願意與管理當局合作及會議黨之解體 

等，表示査悉並贊可3 由於會譲黨解體結果，其若 

干原無實摩民意擁護的分子，已在漸漸變成不董要 

了。

比利時代表建譲理事會對索馬利蘭內各黨派間 

關係的改善表示欣慰。他促請大家注意一九五一年 

視察B 所云各政治黨派仍在Î+較着如索馬利蘭應由 

那個國家管理等一些除睛史意義外豪無別的重要性 

的間題的意見。他希望各政黨接受憲法並與義大利 

管理當局合作直至託管協定期滿爲 .It, 並希望各政 

霞對義大利管理當局的反對是一種建誌性的反對。 

他建議理事會建譲各政黨與管理當盾合作，並對請 

願書內提出的無數間題，其中最顯著的是若干政黨 

與管理當局間的銜突，a 吿解決一點表示滿意。

法蘭西代表對各政黨原来反對管理當局者现a  
開始積極與管理當局合作，表示满意。他希望領土 

內各政黨逐漸了解自由制度的運行情形及其規則和 

限制，並希望獨立性獲有保障的各政黨，在此政治 

能力遠未成熟的時期內，保證不濫用權力，造成困 

難，最重要之點是切不可使若干政黨感覺自以爲a  
經操縱民意或a 經控制領士內的政治。因爲這個緣 

故’他認爲最宜培養居民行政機能的階層莫過於地 

方階層，並認爲市參譲會是使士著居民明瞭其凿於 

懷土的眞正資任的最好處册。

蘇維埃f i 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無數請願 

書都異口同聲地提到妓視和迫害行爲，主要是對索 

馬利靑年聯盟和其他圓體的f f l員的追害行爲。管理 

當局與進步份子鬪爭，不僅用警察搜査、逮植和鞭 

键的手段，而且一面遺建立並資助許多観義大利的 

黨派，那些黨派 , 一旦管理當局的經濟支持停止,使 

立卽崩清。託管理事會應建譲管理當局停Jk對索馬 

利蘭土著居民的反民主政策，那種政策彰明昭著地 

破壞土著居民的權利和利益。

領土參政會、愿參議會、市參議會

中國代表査悉管理當局a 通過並實行了一個改 

進領土參政會 '組織的許劃，表示满意；由於那個許 

劃實行結果，索馬利籍类員的人數a 從二十八人增 

至三十五六人。他又査悉若干席係分配給歐洲t u s  
以外的外國社展，表示欣慰。他贊同視察W 的意見， 

認爲參政員人選應採取選舉程序，並認爲領土參政 

會的權力應逐漸擴大。予參政會以更廣泛的權力可 

使索馬利人多得實療經驗，由於索馬利人普遍缺乏 

教育之故，那是非常必要的。管理當局應在實際可 

行及確有稗益的範圍內，儘®多多指導參政會内的 

士著參政員。這些意見對展參譲會及市參譲會同様 

適用。

中國代表又稱，他從視察團膀悉廣，譲會過去 

一年的工作不能合人満意，與此感覺失望。他覺得 

這是一個教育間題，因此，管理當局應該予以指導J 
是極® 要的。他對市參譲會數量的增加表示满意，但 

對市患譲會的職務限備諮詢，表示遺城。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對營理當局正在努力解決 

託管領土的市鎭發展間題的情形表示満意。他指出 

這種發展必須繼續，因爲紙有依靠市鎭發展，索馬 

利蘭的一切行政及政廣機構維能協調，從而成立一 

個獨立國家。他因這個理由，贊成視察團關於市鎭 

的結論。

紐西蘭代表說，託營理事會最好促肅管理當局 

注意宜重行考慮其於領士參政會的政策的若干方 

面。託營理事會宜表示憂慮，指出黨派參加領士參政 

會現行辦法似乎不能鼓勵黨派數目的減少；索馬利 

蘭內現有黨派的數目，對於如索馬利蘭這様大小的 

領土来說 ’ 實在週多。他建譲能管理事會應考慮建 

譲管理當肩繼續其所作的努力，榮展一個蓬勃的、 

代表領土內主要民意的政黨制度，藉以避免由於政 

黨數目過多而必然齋生的政治不安定現象。由於營 

理當局必須短時期內爲領土創造獨立的條件，故必 

須從速予領土參政會以若干立法權。他承認這襄面



舍有危險，但認爲裏在規定時期內使索馬利人得到 

經驗，唯一辨法力是把一切事情讓索馬利人自己去 

做 ; 這個危險是必須冒的。領土參政會內宜發展委 

員會制，他建譲管理當局應考慮使用那種制度。他 

覺得對管理當局所作擴大領土參政會內代表權某礎 

的努力，應予讚揚。

比利時代表說’區參譲會內席敷的樓加是一項 

良好的發展。

法蘭西代表說，他對領士參政會人選的提名制 

度，極爲注意 ; 這個制度在現狀下可能極有債i L 不 

過，他要着重指出政洽封建制度的危臉，那種制度 

一旦造成，可能限制個別意見的表示，並可能妨礙 

中央權力。他希望管理當局能夠指明，目前這種制 

度紙是暫時性的，紙是適應領士目前情形的一個試 

驗。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領七内甚 

至連紙有諮詢職務而爲士著居民所可參加的機開都 

沒有。領土參政會是義大利當局指定的，不能福爲 

一個眞正代表土著居民的機關。這個參譲會的參政 

員，大多數是管理當局發給薪，的部落會長a 其餘 

也是義大利當局所任命的。正如視察B 報吿內指出 

的，懷土參政會並無實際權力，而管理當局a 說明 

目下並無予該參政會以任何立法權的計劃。索馬利 

青年聯盟中夹委員會的請願書279說，那個領土參政 

會幾乎全由義大利當局所指定自稱部落代表的一些 

無知無識的親義大利分子組成，關於這點，他提譲託 

管理事會應建譲管理當局在託管領土內誌立立法和 

行政機閩，並採取立法及其他辦法，一面確保士著 

居民麥® 立法、行政及司法機關，一面促進地力士 

著自洽機構的發展0 他又稱展參譲會也不得視爲民 

主姓的代表機構。區參譲會在一九五一年時全是些 

會長、鄉村會長、市集監督及類似官吏組成的，視 

察團的報吿已指出這點。據視察圓報吿所載，領土 

內若于地方已建立的市參譲會並無實權。照目下情 

形，實權完全集中在作爲市參譲會會長的K 行政專 

貝之手。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領士參政會的職務雜然 

尙是諮詢性賓的，但管理當局正在逐漸授予更膚泛 

的職務。管理當局不但幾乎完全聽從鎭士參政會所 

提出的一切意見，而旦始終鼓勵該參政會在立法及 

行政事項方面採取主動。管理當局用這個辨法，同 

時用鼓立專門委員會的辦法，使這個主要的領土機 

開逐漸迅速負起其最後必須擔負的職務。

他又稱，在領土市鎭中心實行選舉，將可大大 

簡化選揮領土參政員的制度。關於政治黨派* 床架 

屋的危臉，據他看来，毋庸過分憂慮，因爲自從最 

近開於領七參政會的法律顏怖之後，並無一個新政 

黨成立；顯示具有活力的政黨仍紙是那五個主襄政 

黨。

管理當局發展市參譲會的目的，是希望它們迅 

速負起其最後必镇擔負的載務。明年度在市行政力 

面將實行第一次選舉經驗，那次選舉完成之後，管 

理當盾將授予那些直接民選出来的市參譲會以更大 

的權力G

行政機構

中國代表對管理當局努力使士著人民多參加行 

政機構表示満意，並認爲應加聚這種努力。政治學 

校的課程應予充實，五年計割關於教育方面所擬的 

其他重裏教育辦法應予採行。他說託管理事會不妨 

重新雄調訓練幹練士著文官一事的必要，建譲管理 

當局賜盡可能堆加獎學金數目，俾使學生能夠前柱 

義大刹及別處的中等和高等學校就學，

細西蘭代表希望管理當局繼績努力使索馬利蘭 

得有幹練人真，包括技:術人員，並希望管理當局舉 

辦特殊訓練班，專門研究領士內的問題及如何綠是 

應付索馬利人的最佳方法。他又建譲，政治學校應 

招收更多的學生，以索馬利人代替義大利人的計劃 

應加速進行。 他覺得，發展一個银量由士著居民負 

賓的生氣蓬勃政府系棘，加上一個健全的文官制 

度，實是一■件要廣先辦理的事。

英聯王國代表說，從保安部隊內義大利籍人員 

的減少，可見管理當局是在推行一個使索馬利人逐 

漸參加一切行政機構的政策。爲解決這個極困難的 

問題，他建譲雨個方法。第一個力法是，管理當局 

估計，如要替代當前行政組織內的義大利人，需要 

多少索馬利人，需要何種程度的教育和經驗，如此 

可以確定教育和訓練問題的規模。不過，實行這個 

方法結果，可能發覺這件工作规模浩大，非管理當 

局的資力所能及0 另一個方法是管理當局不妨估計 

在规定期限內可能訓練出來的索馬利人的數量和能 

力，征而據以調盤管理機構的規模和職務。後一方 

法無疑的將會降低行政機構的規模和效力，但也許 

可能是切合實條的辦法。

法蘭西代表說，託管理事會不妨對管理當局減 

少外籍« 員增加土著f S 員的努力，予以鼓勵。不過， 

外籍爆員的逐漸减少不得影響至今爲 .Ik由它們負責 

的行政機構的效率，這點必須注意。



蘇維埃社會生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法西斯政 

權時在索馬利蘭工作的義大利官員現在又回到索馬 

利蘭了D 特派代表自己也承認，目前的義大利官員 

大部分過去都是法西斯黨黨員，卽連目前義大利管 

理機構的維織，也和法西斯政權底下當時的組織相 

像。展行政專員、展域行政長官的《制度又復活了。 

所有權力在中夹操之於領土行政長官，在地力，操 

之於展域行政長官和展行政專員，它們指揮着領土 

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

管理當局征未作過使士著居民參加管理機構的 

努力。管理機構內一切重要的職位都爲義大利人霸 

佔，土著居民降爲事務人員。據觸察團的報告，一 

切重要職位均由義大利人擔任，索馬利靑年聯盟中 

央委員會的請願書28。就稱，管理機構毫無"索馬利 

化 " 的徵象，國家行政不容索馬利人擔任任何責任， 

索馬利人並且在不斷地被解傷由義大利人来巷代。 

蘇聯代衷接着說，據聯合國參議會的菲律賓代表報 

導，目前的義大利管理當局將那些過去曾在英國管 

理下擔任過重要職位的索馬利人非解職便是降而擔 

任最低級的職位，遺缺悉絵義大利人擔任目下管理 

機構中約有七五0 至八0 0 位官員是義大利人，其 

中很多是高官的栽屬，它們之中有若干人，地位不 

過是書記之類，有時尙且是索馬利籍工作人員指揮 

下的練習員，但是，它們的薪捧卻高出索馬利籍傷 

員三倍至,四倍。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所傳管理當局將位居重 

要職位的索馬利籍文官解職或降職一節，毫無事實 

根據：相反的，管理當局相當時閩以来正在不斷把 

優秀的土著分子升任重要職位，如中哭管理機構內 

的科長或展行政專員的行政助理等職。

開於索馬利籍工作人員的薪傳，特派代表請理 

事會注意聯合國參譲會的埃及代表所云薪捧似屬過 

局的意見

他向理事會保證，按照目下計劃，一九五三年 

內將有大量索馬利人被任爲副展行政專員、區行政 

專員、以及中央管理機構內重要科單位的首長。中 

等及專門學校正在説立中；派學生赴海外留學的計 

劃也正在擬訂中7俾領土得有受過最低準備的分子， 

可以擔當重要的職位1 道些努力正在維持各機構的 

效率的可能範圍內積極推進。

選舉權

中國代表說，他贊同聯合國譲會和一九五一 

年視察画的見解，認爲應當儘速建立選舉制度。他

同意視察園的意覓，認篇公民登記同應實行，《卞 

可視爲實行選舉的先決條件。託管理事會不妨建譲 

管理當局在領土內早日建立選舉制度

英聯王國代表對於政黨紙要存在便可在立法及 

諮詢機關内穩有代表權的辦法 ’ 表示不滿意。

土著政洽機構

薩爾冗多代表說，他相信管理當局會竭盡一切 

努力，促成部落與部落間的更大統一4 突有統一，便 

不可能有強烈的民族主義3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從管理 

當局和視察®的報吿書可知管理當局一直在贊助鼓 

勵領土內原有的部落制度，管理當局企圖利用部落 

制度来達成其綺治領土的目的。從請願書可以看出， 

管理當局用德罰爲威脅，正在难迫每個土著居民決 

定自己屬於何個部落。實摩上，那®土著會長全是 

拿管理當局的錢的官吏，是由義大利當局任命的。 

視察團的報吿書指出，會長在部落事務的指揮上及 

在一切關於部落的行政法令的傳達和執行上，對區 

行政專員負責。管理當局一面鼓勵部落制度，同時 

一面迫害居民中的進步设子。他說，I t然現在存在 

於託管懷土之內並爲管理當局所獎鯽的那種部落制 

度不合託管領土人民朝向獨立的逐漸政治發展，託 

管理事會應建譲管理當局，着令必須採取辦法，使 

部落制度逐漸轉變成爲一種基於民主原則的自治 

制度。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管理當局的政策是在加 

速部落的崎變，使成一個領土姓的政治組織，

司法制度

細西蘭代表說，遲遲不把犯人交付審制是一件 

極嚴重的事。他知道管理當局亦明瞭保證迅速審制 

的必要，這事必須採取實際補救辦法，而不是官怖 

廣泛的原則可辦，他希望那些實際辦法能確保犯人 

迅速交付審制。

比利時代表說，在領土内設立一個如司法條例 

草稿所規定的上就法庭是一項値得注意的進展。

薩爾冗多代表說，新司法條例可使管理當局， 

其所面臨的若干問題，特別是關於被拘禁之人的間 

題，達到符合現代刑法原則的解決，所以應儘早施 

行。

法蘭西代表塵於許多請願書都提到逮捕及預防 

的拘留情事，說他聽了特派代表所叙的辦法纖覺得 

安心。他明瞭士著居民難免把管理當局所採若干猎



蜜歸因於政治動機，認爲那個關於建捕及預防的拘 

留的新想則的實施是纖請願人最好的答覆 3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盟 代 表 說 ， 索 馬 利 蘭  

^ 法 西 斯 殖 民 地 政 權 统 治 時 斯 顏 行 的 法 律 ， 现 在 在  

這 塊 能 管 領 土 內 仍 奮 適 用 。 管 理 當 局 在 索 馬 利 蘭 建  

立 了 一 個 軍 事 和 警 察 政 權 ， 那 些 義 大 利 警 察 憲 兵 横  

行 無 忌 ， 館 直 沒 有 絲 毫 約 束 。 許 多 士 著 居 民 的 請 願  

書 都 斬 說 義 大 利 當 局 對 土 著 居 民 任 意 逮 捕 ， 非 法 監  

禁 及 拘 撥 出 境 ， 他 引 參 譲 會 菲 津 賓 代 表 的 話 ， 敍 述  

義 大 利 憲 兵 因 一 個 名 P斗 O s m a n 的 人 被 襲 擊 而 實 行  

大 批 建 捕 的 事 。 犯 罪 者 並 未 遭 拘 禁 j 但 在 當 天 晚 上 ，  

憲 兵 非 法 逮 捕 二 千 至 三 千 人 之 多 ， 被 拘 留 者 多 半 是  

索 馬 利 青 年 聯 盟 的 會 員 ， 當 他 們 拒 絕 說 明 屬 於 何 個  

部 露 的 時 候 ， 便 遭 鞭 键 ， 若 干 人 的 肋 骨 、 鼻 子 和 牙  

齒 至 於 斷 折 。 他 們 被 拘 留 了 甚 多 天 之 後 縫 提 解 審 朝 。  

約有一五0 至二0 0 人 , 其 家 和 眷 屬 都 在 摩 加 地 司  

阿 ， 不 經 審 制 卽 被 分 撥 遮 解 至 領 士 別 處 。

蘇聯代表稱，管理當局在領土內維持了大批軍 

隊，無數警察。在一九五0 至一九五一年度的預算 

內，軍事費用達達八千一百萬索馬利幣，而一切民 

事養用 ， 諸如行政、衞生、司法、教育、公共事業 

等等，紙有五千五百萬索馬利幣。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 ， 所傅政治追害、任意逮 

捕及拘撥出境等一節 ， 事» 荒認，管理當局不能承 

認。他說他在審査請願書期閩曾有機會證明，任何 

人在懷土內如被逮捕審訊，均係根據現行法律爲之， 

受现行法律的一切保障。領土內逮捕及定罪情事並 

不過多 ， 這可由下列一點事實證明，卽，土監獄內 

目前人數一 約一千人一 與管理當局接牧管理權 

時的人數，極爲相近，這個數字是鎭土犯人的正常 

平均敷。管理當局希望 ， 隨着居民在社會及文化方 

面的逐漸發展 ， 這個數字將會減少。

大批逮捕成千居民的事，根本沒有發生過。m 
有一次 ， 警察爲追査一宗企圖睹殺案的行児者，會 

在摩加地司阿盤間了二百三十四人；這些人在數小 

時後卽吿釋放， 紙有玉個人因有參加犯罪嫌疑或因 

其他罪案須緯拿歸案 ， 未予釋放 ; 另有五十人左右_> 
因在摩加地司阿旣無家屬，又無生計，且與當地地 

下組織發生關係，故在以後數日內被遣返原籍， 但 

非拘撥。

特派代表又稱， 爲劃分行政和司法載務正在採 

取中的第一個步驟，是在所有各廣域行政長官公署 

內指派法官，那些法官將是義大利籍的職業法官或 

律師^ 管理當局希望，在不久的將来，領土內其他 

比較重要的地方也將都駐有法官。

他說預防毫♦而予拘留經久不放的實際情事極 

少，至於拘留人民而不加審訊，更無其事。有時拖 

延過久，乃是司法程序繁複問題，其原因他a 向理 

事會解释過，他說最近的一個法律對於那種程序的 

完成，已有合理的規定>>

集體懲罰

中國代表認爲集體罰款和集體制裁制度應予廢 

除，建議託管理事會作此建譲。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管理當局也深知廣除這 

個傳統制度的需要，但覺得宜先逐漸改變具有此項 

管轄權的司法組織。

H . 經濟發展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般情况

該領土的士著經濟係屬游牧農業型。居民泰半 

爲游牧民族或半游牧民族，較少數的同定農民大部 

聚居於 Uebi Scebeli河 及 G iuba河的兩岸。土著人 

民的生産能力大部分是用来滿足他們眼前的需要， 

紙有很少數人致力於生逢館售到遠地市場的產物。 

個人可能擁有無數姓畜，但是這些牲畜通常都被視 

爲固定的資產，與個人聲望有闕，並不用以交換別 

種財富。

據常年報告書所載，管理當局在檢封期間的努 

力集中於獎勵及協調領土工業、商業及 f t 業之藥展 

方面，在本年度未B 設置了一個廣泛代表領土經清 

利益的經濟酪議會。當局爲獎勵領土農業及工業發 

展起見， 特對一九五四年六月底以前進口之農工業 

機械豁免入口我：，且 a 減低堆梭費，豁免新設工廠 

成立十年內之所得税，並將領土製造品之出口税予 

以贼低。

在農業方面，本年度穀物之收成頗豐，因此殼 

價下肤。植棉方面的合夥契約制度業B 大有擴展 j  
棉花生逢量現a 超過二萬擔。農業生逢大體上較去 

年高出甚多，據常年報吿書載稱：當地達品的價格 

大都較一九五0 年爲低，加以領土工資水準逐漸上 

升，並且積欠退伍軍人及戰前領土當局職員之薪絵 

業 a 償淸，故領土居民的購賈力a 見增加，因而領 

土的進口數量亦有增加。

本年度進口貨物較一九s o 年增加百分之三 

十五，如按進口货之實値許算，則較一九s o 年度

m



墙加百分之四十四。此項播加係由於大量購置工業 

及農業機器、設備、及大量購取以糧食爲主的消費 

品之故，本年度出口貨物以數量計，較一九玉0 年 

高百分之八 . 四，以價値計則較一九五0 年清加百分 

之二十三。

據管理當局報吿，領土工業a 有若干發展；領 

土內新漆企業許有妨織廠一所，設於義索農業公司 

( Società Agricola Italo-Somala, 糖稱  SAIS) 種植場上 

設備新親完善之機械工場一所，及許多亂棉廠。此 

外，製每、織布、雕剣象牙等小型工廠亦大有發展。 

至 於 H afim地方糧場的重建及肉類装赚與冷藏廠的 

» 設兩事，則正在研究之中。

本年度領土創辦了一個漁業公司，美國經濟合 

作署之特派® 不日卽將浪臨該領土，研究該地漁業 

間題。關於漁業及鎭藏之特許權方面現B 訂有新法 

律。由經濟、畜牧、農業、社會發凰、衞生及教育各 

部門專家組成之聯合國技術協助®曾狗管理當局之 

請，於一九玉一年內在領土內工作兩月以上。

據營理當局報吿 : 該當局力求用誌立合作社、種 

植棉花與其他可以出售的作物、及舉辦具有灌®e誌 

備的農場等方法，来協助索馬利蘭人發展生ÿ 效率 

較高的農業。管理當局並鼓勵索馬利蘭人投資工業 

及更普遍地參加商業活動。

管理當肩的特派代表在理事會第十一眉會中申 

述：過去三個月內管理當局仍繼續鼓勵並協助種種 

開發領土資源之私人事業，領土中部及南部兩展域 

之棉花種植已見增■加。G iu b a地鼠的西沙爾麻種植 

試驗正在大規模進行中；再者義索農業公司的媒糖 

廠亦經改造完成。現有兩個公司在領土內覓探石油， 

其一爲美國籍人所誰，另一爲義大利籍人所誌。

他續稱領土經濟的逐漸發腰業使居民生活程度 

大爲提高，這可從進出口貿易量的清加上看出，一 

九五0 至一九五一會許年度領土財政收入總數爲三 

百五十萬美元，然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會計年度的 

收入& 接近五百萬美元之數。不僅如此，其中直接 

賴:之收入遠超出間接税之收入。

但該代表續稱 :領土在經濟方面尙有若干間題， 

以領土現有資源而論，雖有義大利每年資助爲數可 

觀之款項，仍難望得到徹底的解決:，其中若千重要 

問題，諸如鋪造永久路面，建築港口之類，需要飯 

額投資方能完成，其所需投資數額達數千萬美元之 

經，æ 非該領土現有經濟能力所能擔任，所以必須 

獲得不純以生利爲目的的長期投資鎭行。倘獲有國 

際財政機關的協助，管理當局可望在不政延緩其方

他面成就的條件下，針對着這些問題求取解決。假 

使託管理事會認爲宜就此點提出建譲，結果或可藉 

國際財政機關的協助，找到一個使這些問題從檢封 

階段進入實際解決階段的方法】

理事會第九屆會曾建譲管理當局取得有開國際 

機開的協助，擬具該領土經濟發腰計劃，並就此事 

儘早向理事會提出報吿。

管理當局在其一九五一年度報告書中稱：該當 

局業已採取擬具領土一般經濟發展計劃之初步行 

動 ; 一俟該當局收到聯合國技術協助團的報吿書，就 

可將此項計劃的定稿擬就提交託管理事會。

理事會亦會請管理當局採取種種適當辨法，獎 

勵公私投資，並建譲該管理當局會同聯合國技術協 

助團對於該問題之各方面加以研究，尤應研究充分 

保障外來私人投資的力法3 理事會復建譲：管理當 

局應諮商國際復興建設銀行，研討如何充實該領土 

公共投資来源之辦法。一九五一年的視察團也感覺 

到領土如何吸收新資本問題顧然事關切要。

管理當局在其一九五一年度報吿書中稱：在該 

當局會同國際經濟機關所訂關於發展領土資源方面 

的確切許劃尙未擬安以前，該當局正在誌法促使義 

大利各銀行更進一步土放款。再者，該當局亦 

正洽請美國經濟合作署絵予按術及財政協助。

託管理事會第十一屆會收到請願書八件，其中 

就稱管理當局在顔士一般經濟發展力面毫無建樹。 

此等請願書內稱：從一九五0 年四月以来懷士物價 

業已上漲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其原因係由於從義大 

利進口的货物便格高昂，同時軍事組織費用及公務 

人員薪給支出浩大之故2«1。另有十二個請願人向聯 

合國請求財政及按術協助

管理當局對上她各請願書發表意見時述稱：從 

常年報吿書中極易證實一九五一年內領土在經濟發 

辰方面業已大有進步。管理當局對各地農民合作社 

曾給予技術協助及所需機器，再者農業知識的推廣 

工作亦正在進行中。領土植棉事業已見擴展；此外 

並已獲得若干按術協助。管理當局復稱：該當局之 

主襄希寄託於聯合國技術協助圓在一九五一年內 

所作的各項研究，該當局並希望能夠吸收外國私人 

資本及各國際組織之投資，因爲上述兩種資本對於 

領土經濟發展全盤計劃的實現都是不可缺少的

"1 T /P e t .n /6 9 ,79,105,109,117,120,157,172o
T /P et. 11/74 , 104, 117, 153, 157, 189,194, 195, 199, 200,201, 
204o
T /9 7 8 o 託管理事會對於其中三件請願書所採之行動見 

理事會決議 » 五三、四 ) 、 四0  (十一 ) X 五七 0  
; (十一 )o



理♦ 會第 + — 眉會通過下到各項結論：

理事會欣悉領土經濟情况在過去一年內a 有進 

步，深望來年續有進展。

理事會得悉聯合國技術協助團之報告書卽將提 

出，且管理當局擬於審譲該報告書後驚訂一項詳盡 

之經濟發展計劃，並向理事會具報;理事會嘉許管理 

當局與聯合國各專門機圃及其他國際技術機關通力 

合作之努力；深望管理當局能將上述計割與該領土 

下年度報吿書同時向託管理事會提出；並望此項許 

割能爲領土之經濟發展奠立足以獎勵外来投資及促 

進國際機關給予其他協助之基礎。

財 政 賦 税

據一九五一年度報吿書所栽：領士一九玉0 至 

一九五一會計年度的全部收入及支出各爲三千二百 

三十萬索馬洛及六千玉百五十萬索馬洛計收入 

不敷支出數爲三千三百二十萬索馬洛，相當於領土 

全部支出百分之五0  .六 ，管理當局當初預料該年度 

赤字將達三千零五十萬索馬洛，相當於領士支出佑 

計總數五千五百九十萬索馬洛的百分之五r a .五；因 

此在比例上實際赤字較顏計者爲低。

收入播加的原因是由於關賴：、生逢親：、消費税 

及雜項收入均見堵加之故。收入的最大来源是關税 

及生産税計一千七百二十萬索馬洛，消費税計三百 

四十萬索馬洛，及煙草與火柴專賣收入五百十萬索 

馬洛。支出力面計有各部門公務人員費用達三千零 

十萬索馬洛；各郁門購置一般公物《用三百萬索馬 

洛;及辅助 Mogadiscio市政府款項四十萬索馬洛^其 

餘三千二存萬索馬洛係所有不屬於上述各類費用的 

支出。

管理當局預計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會計年度之 

收入與支出各爲二千八百六十萬索馬洛及六千五百 

七十萬索馬洛。預計赤字三千七百十萬索馬洛，占 

全部支出百分之五六 . 四。

事實上較其他一切費用均高的軍事費用並不在 

預算範圍之內，一九五0 至一九五一會計年度許爲 

七千五@■四十萬索馬洛（內義大利籍部昧費用六千 

七百四十萬索馬洛，索馬利蘭籍部隊費用八百萬索 

馬洛)。一九五一至一九玉二會計年度槪算預料因保 

安隊中義大利籍官兵之減少，總計軍事費用可減至 

三千一百四十萬索馬洛（內義大利籍部隊費用一千 

八百二十萬索馬洛，索馬利蘭籍部隊費用一千三百 

二十萬索馬洛

* 2 0 索馬格 = 2 0 東非先令= 1 英錢= 2 . 8 0美冗。

營理當局爲彌補一九五0 至一九五一會計年度 

顏算赤字起見曾撥給辅助金三千三百萬索馬洛；預 

許彌補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會計年度赤字所需補助 

金爲三千七百十萬索馬洛。關於軍事項目之養用均 

未包括於上述兩項總數之巧。這同軍事費用在內，管 

理當局之補助金總數在一九五0 至一九五一年度計 

達一萬一千二百萬索馬洛。 一 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 

度補助金總數預計爲六千八百六十萬索馬洛。

凡在二千四百索馬洛以上不能免税:的收入均須 

缴納所得税，税率按收入數累進。專門職業或勞工收 

入自二千四百■索馬洛至九千六百索馬洛徵收所得税 

百分之四，收入越過九千六百索馬洛者則徵收百分 

之八，至於其他種類的收入^税率累增從二，四0 0  
至三，六0 0 索馬洛的所得徵收百分之六起至超過 

一 0 , 八0 0 索馬洛的所得徵收百分之二十爲.lb。

凡年満十八歲之士著成年人及其居所一律徵收 

茅屋税。此項茅屋親:有三種不同税率，按不同廣域 

每年徵收五，七 . 五及一 0 索馬洛不等。

各項農業收入應缴之所得税業a 不再豁免。管 

理當局正在誌法改進現行收税方法，預備對於所有 

耕地一律徵稅，並徵取一種牲畜税。

能管理事會第九届會曾提出建譲如下：該領土 

今後編造預算時 , 應分別列明兩種細目：（一)管理當 

局直接負擔之初期費用或常支費用，以後不歸索馬 

刹蘭獨立國負擔者；及 ( 二)屬於置産或常支費用類 

之支出，最後須由未来索馬利蘭國的財政收入負擔 

者。管理當局在其一九五一年度報告書中聲稱：該 

當局贊同託管理事會在這力面所表示的意見。

一九五一年聯合國視察團認爲領土的一大問題 

是在收入上設法開源，俾義大利政府现在撥給領土 

的m 額津貼可以取悄。視察團認爲管理當局在擔任 

託管職務期閩應以增加領土生產力，充分利用領土 

人民納税能力,改進行政結構,及訓練索馬利蘭籍人 

以代替現在擔任行政載務的義大利籍人等力法，来 

儘量减少領土預算的赤字3 視察圓深知索馬利蘭在 

獨立初期恐需外来協助，所以認爲應該及早考慮這 

個問題。視察團建議在能管理事會下次遣派視察團 

前往領土以前，應對此事作一初步研究，尤應注重 

索馬利蘭資源所能維持的政府規模問題；下次視察 

大概將於一九Ï 四年舉行。

視察圓並建譲：管理當局應考慮能否誅立地方 

金庫，藉以培養地方政麻的責任心及自動創辦事業 

的精神。視察圓欣悉管理當局a 將賦税權絵予地方 

躁府，所以在這力面a 經開始努力。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作有如下各項決譲：

理事會襄悉管理當局對於領士預算每年津貼能 

款，並悉該當盾正在考慮採取理事會第九盾會關於 

今後預算編製方式所作之建譲，理事會念及一九五 

一年所派視察團稱：建立獨立國家之惟一健全基礎 

厥爲財政自給；認爲營理當局應逐漸採取步驟，達 

成此項目標；爱請領土居民及管理當局注意領土要 

圖爲清加各階層居民對於領土支出所應作之財政貢 

獻。

貿易

本土貿易主要爲穀顔、奶油、種好、及牲畜的交 

易3 主要進口貸爲棉織品、營料、茶葉、咖啡、石油及 

家用品）

經營進口貿易者有亞拉伯、美國、印度、義大利 

及索馬利蘭商行若干家，管理當局謂索馬利蘭籍商 

人之從事進出口貿易者日見增加，一部分原因是由 

於當局在碩發進口執照時，予索馬利蘭籍人以特別 

使利之故。許此項執照之發給截至一九五0 年四月 

一日止共有二十九起，追一九玉一年底已增至六十 

一起。

一九五一年度索馬利蘭商品進出口的入趙相當 

於三千八百十萬索馬洛（進口九千三百六十萬索馬 

洛，出口五千五百五十萬索馬洛)。索馬利蘭與義大 

利及美元廣域的貿易雜屬少數出超，但其整個對外 

質易成爲入趙的原因係由於索馬利蘭與英镑鼠域的 

貿易入超數達四千离索馬洛。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收到稱管理當局箱制對外 

貿易的請願書二十一件。請願書中聲稱：因爲外腫 

缺乏，管理當局》於與義大利以外國家進行進出口 

貿易執照的發絵限制頗嚴。請願人對於管理當局限 

制領土與各鄰國的傳统貿揚一點，尤爲不滿。他們 

說：因爲索馬利蘭從義大利進口的商品價格較從別 

國進口者爲高，結果是當地物價上漲，同時領土海 

外貿易量大爲削減，以貨易貨的貿易方面也有同様 

厳格限制，這是不能用領土外腫困難爲理由来解释 

的。他們遺訴稱管理當局在頒發進出口貿易執照時 

特別偏树義大利籍及索馬利籍商人，結果是領土一 

大部分的要i 外貿易操於義大利籍商人之手；並且發 

餘索馬利籍商人的貿易執照概由當地會長及其他名 

流支配，他在分配時一憑政治喜惡爲準。據上述 

請願書聲稱：凡從義大利以外國家進口之货物均須 

缴納重賴：，再者管理當局對於當地逢物的出口亦施

以其他種種限制。進出口貿易執照殺及堆梭《據稱

均已墙加2®®。

一部分請願人請對索馬利蘭籍商人予以外籍商 

人所無的特權，以示優待280。

管理當局對上述各請願書所提意見中稱：該當 

局對於索馬利籍人所設或索馬利籍A 與歐溯籍人合 

説的商業組織，在發給進出口貿易執照時均予以優 

惠待遇2®7。 管理當局復稱：領土北部與亞丁、桑西 

巴及其他口岸的貿易現在照常進行；管理當局所頒 

法规並未使商人感覺困難。 剛剛相反，領土海路資 

易&見墙加

就各請願人所稱無法獲取進口執照與英镑愿域 

進行貿具一點而言，管理當局指出：官方統計裁明 

自一九五0 年四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從英錢區域進口貸物之價値超過領土進'口總額之 

半；一九五一年度英錢展域進口之貨物亦估領土進 

口總額三分之一以上28«。管理當局稱：貿易執照費 

從未提高2»»。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通過如下一項決譲：

理事會察及一九五一年領土居民所M 送之若干 

件請願書詳稱管理當局限制對外貿易，復察及一九 

五一年理事會視察團對該問題所提出之意見，備悉 

管理當局所稱 : 該當局對於進出口商現可發給外應， 

該當局在頒發進出口執照時對於索馬利籍商人特予 

優惠待遇，且領土進出口兩項貿易量均有增加，對 

於居民生活程度具有良好膨響各點，甚表欣慰。

蓮輸及交通

領土境內共有大小道路九千公里以上。其中以 

碎石鋪成或塗灌祐油之公路不足七百公里。一九五 

一年度領土築路支出計爲一 , 八九八，0 0 0 索馬 

洛，沿海蓮輸主要係靠小帆船及少數較大船隻。管 

理當局會設法鼓勵報人創海岸船運事業，迄今尙無 

成果，領土境內已有空運事業。

T/Pet.11/40 ,79 ,80 ,81 ,87 ,89 ,90 ,92 ,101,103,105,109, 110, 112 
and Add.l and2 ,114,117,120,131,141,152,1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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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察團發現當領土每年兩季下雨期閩公路旅行 

甚爲困難 , 在若干情形下簡直無法通行。視察團認爲 

道路方面的困難情形是領土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 

希望領土發風許劃中能夠列有改進道路的項目。視 

察團並建譲管理當肩應研究能否創辦定期沿海船運 

事業，刹用可以兼載乘客和貨物的小型船隻，航行 

於領士各口岸閩。

理事會第十一屆會收到訴稱通凯設備有欠完善 

的請願書五件3 上述請願書內稱：領土境內的唯一 

鐵路前爲英國駐軍當局拆除，迄今尙未重鋪；領土 

港口説備不良；又稱領土公路每逢雨季往往阻塞不

通 2»»。

管理當局對上述各請願書提出下列答復：截至 

一九五一年底該當局爲維持 Brava 一地的船填a 用 

去二五 , 0 0 0 索馬洛，此外並a 撥款二0 0 , 0 0  
0 索馬洛，作爲修復碼頭之用。一九S —年度爲修理 

G alcaio、G a r d o及 Bender C a ss im 三地閩的公路。計支 

出二四0 ^ 0 0 0 索馬洛292̂

土地

依據載前制訂現仍有效的立法，所有各族土著 

居民擁有的士地都是不能由管理當局支配的> 按照 

當地習慣法的規定，土地的私有權是有限制的，並 

且與個人在社團中所居的地位有密切關係。因此如 

果某人與其社團脱離關係，他同時亦卽喪失使用土 

地的權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殖民地政府之下曾設 

有若干委員會負責斷定何種未經直接占有或開發的 

土地可由當局支配，關於社團公有士地的爭執一依 

習慣法處理‘開於非土著人民的土地所有權及割讓 

權方面之現行法規，將按託管協定第十四條規定予 

以修正。

依據戰前制訂现仍有效的立法規定，爲實行精 

耕起見，管理當局對可以支配的土地得批准特許權。 

特許權計分三種：

( « ) 爲開蹇土地而批准的永久特許權，承受權 

利者每年須纖納祖金或對土地作相當數目的投資； 

如承受權利者並不開壁土地，則其特許權可以撤 

消；

291 T/Pet.11/77,90,112 and Add.2,120,121。
T /9 8 2託管理事會對於以_h四件請願書所辣取之行動

見理事會炎議案五二六H — )、五一九(十一) 、五三Æ
(十一 )及五'四' 0 (十一 )o

(b)徵付規定慣格後土地主權易手時批准的特 

許權3 契約中IT有專款一條，規定承受權利者必須 

開藥土地。承受權利者於履行所有規定義務以後，對 

該土地卽取得自由及絕對的主權，

(c)每年必須纖納祖金之臨時特許權。此項特 

許權契約內载有期满如何交遺土地及關於土地開塾 

方式之條款。

據管理當局報告，在一九五一年內並無批准農 

地特許權情事"g —九五一年底領土土地所有權之分 

配情形如下：所有現由土著部族占有或藥.殖的土地 

卽一津視爲彼等之財逢：非土著居民之擁有土地者 

許有亞拉伯人（一，玉0 0 公頃）、印度人( 五公頃） 

及義大利人（七二，八四二公頃)。據常年報吿書所 

载：非土著居民占有之土地約相當於領土可耕地及 

a 耕地百分之二，這些土地的特許權均係於一九四 

一年三月以前批准，

視察團認爲參照託管協定第十四倘之规定，領 

土現行有關土地之立法原則及立法程序均須修正。 

視察團塵於領土內可耕地不多，並塵及領士託管協 

定的特色，對於管理當肩以後應否繼續批准農地特 

許權一點，甚表懷疑。

菲律賓代表在其栽入索馬利蘭參譲會報告書附 

件的聲明內稱：領土所餘可耕土地均應保留絵未来 

的索馬利蘭國利用，不應再事外讓3 他認爲這些土 

地可以租與非索馬利蘭籍人，但祖讓條件必須對承 

租人及士著居民雙方均有利翁，並能吸引人民定居 

一地，爲了上述原因，他認教關於這方面的土地法 

應該儘早頒佈

管理當局聲稱：該當局正在研究上項間題，以 

求擬訂符合能管協定條款的新法律。

託管理事會第十一屆會收到餅稱管理當局將土 

地外讓與義大利籍人的請願書共十一件》請願人說 

沿河的最好土地都歸義大利籍人所有，索馬利蘭人 

紙好筹居於內陸貧療之地，無法引水灌翻3 據他們 

詣:營理當局任意外讓土地，並且往往根據前義大利 

政權所給予的特許權，承認移殖者遠在十一年後鐵 

提出申請的土地權

管理當局在其對各請願書所作答復內稱：在義 

大利治下並未曾發生土地外讓情事；至於請願書中 

所舉之五件糾紛均係關於祖貧條件、地界及早已取 

得之特許權方面的爭執。管理當局復稱請願書所稱

"3 t /979 o

294T /P e t . l l /R , l ,T /P e t .  11/40, 80,88,120, 121, 141, 169, 170,
173,209。



領土沃地a 全歸義大利籍人所有一箭完全荒認，並 

說明非土著居民在三地展內所*有的土地大都屬於 

中等a 歐洲籍農民所占有之土地估計不足領土a 耕 

地 及 可 耕 地 百 分 之 二 G iu b a河流域內最優良的 

土地均經留給土著居民

理事會第十一届會曾通過下列决譲：

理事會業B 察悉關於領土土地之各方面問題， 

包括領士居民之請願書內所载関於土地糾紛之餅願 

在內；並悉管理當眉業B 提出保證，在依據能管協 

定所栽原則而制定之新土地法尙未頒行以前，該當 

局政策不擬根據現行土地法規批准士地特許權；理 

事會敦請管理當局採取一切必要步驟，迅卽制定此 

項法律3

農業及畜牧

領土的主要富源是牲畜—— 大部分爲驗蛇、牛 

及雜羊，居民泰半賴畜牧爲生，就一般来說，案養 

牲口非爲營利，而是把t 們當作一種資産；牲口越 

多，主人在社會上的地位越高。在雨量稀少、種植 

困難的廣域中，畜牧是唯一的經濟活動。但因水弁 

數目有限，雨量時缺，畜羣往往集聚於有限的幾個 

地展，以政引起水井牧場力面的爭執。

據估許懷土百分之四十的土地是不適於耕種 

的，百分之五十是牧場，其中一部分可以種植若干 

種穀物 , 其餘百分之十是可以耕糧或種耕的土地。 

領士主要農逢品爲高梁、玉蜀泰、豆、花生、香菊、芝 

麻、甘簾、棉花及来。棉花產量&因種植面稽擴展 

而增加。土人的耕種力法是用働乾爲工具，紙有歐 

洲人所辦的種植場是機械化的。

理事會第九盾會會建譲：管理當局應採取一切 

可能方法，鼓勵該領土基本食糧的生產，以期達到 

相當的自足程度，理事會復建譲管理當局應繼續採 

行措施，力求墙加用水的供應及糧食的儲藏，藉以 

减消旱炎彰響；並應就以上各方面進展情形，於下 

一年度報告書中提出報吿；

管理當局謂：一九五一年底爲防備未來缺乏存 

儲於倉庫中的玉蜀泰在一萬五千擔以上；當局œ 備 

將倉庫容量擴充到五萬擔3 高骤總逢量已從一九五 

0 年的十二萬七千擔增至一九五一年的四十五萬 

擔，同期玉蜀泰瘾產量a 從九萬六千擔增至二十八 

萬» )

295 t / 9 52 o

T /9 8 2 o託，理事會對於雨件請願書所梭取之行動 

見理事會決議案五二四(十一)及五四0  (十一)。

視察團認爲創設農業知識推廣處一事對於土著 

農民生產的改進可以發生很大的作用；該推廣處速 

同管理當局現已舉辦的試驗設計工作，可將農業上 

的新方法傅播居民，並且也使各地力發生的問題都 

會有人去研究> 視察團並認爲領土旱地農業區的發 

展工作應與沿河地區一様地積極進行。

據常年報吿書所載，領土一九五一年設有試驗 

農場及農業實驗所五處，另有畜牧實驗所一處。管 

理當局會協助土著居民在兩河梳域舉辦農業合作， 

现正» 設的合作社有七，共許耕地面積三千二百五 

十公頃，管理當肩亦曾以建造灌御溝渠所需之技術 

協助及機器供給各合作社，管理當局並曾獎勵、協 

助及監督合夥耕種制度之推行，領土內已有若千區 

域採行此項制度種植棉花、花生及芝麻。

視察圓認爲領士學校應更加注重農業訓練課 

程，欣悉領土將於一九五二年年中誅立一農業及畜 

牧學枝。

視察®認爲合察耕種制度已經大大增進了棉花 

的種植， 這種制度可以作爲發展土著農民合作社的 

基礎。視察圓並認爲管理當局應審査能否訂立一錯 

售合作辦法 , 並應採取增加領土作物種類的措施，俾 

离一棉花市價下跌過互時，亦不致發生困難g

視察團獲悉自一九五0 年四月起至十二月止期 

間占懷土出口總値百分之二九 . 二五的香廣，因爲装 

箱和運輸的成本過高，在義大利市場的售價較之世 

界市慣爲高。視察團欣悉管理當局現正採取步驟，减 

低香薫成本，並另蘭市場，視察團並認爲管理當局 

應進行調査，藉以斷定能否使歐洲籍農民所辦種植 

場之作物種類增加，俾此等種植場無須再全部依賴 

香薫及甘蕭兩種作物的種植。

視察團覺得適當牲畜業之建立，不但爲增加領 

土收入来源之要圖’並且也會使領土內游牧或半游 

牧民族的生活大大地穩定下來。

管理當局在其一九五一年度報吿書內稱：該當 

盾在許劃領土經濟發展時當特別注重畜牧間題，並 

稱該當局對美國經濟合作署就利用地下水源一事所 

作之建譲，以及聯合國技術協助團所作之建譲，均 

擬予以極I I 密的考慮。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收到領土居民請願書十二 

件，其中就稱領土農業非常落後，並指責管理當局 

在促進領土的農業發展方面不夠努力。各請願人力 

稱管理當局必須爲領士農業發展訂一通盤驚劃的力 

案，其中應包括供應新式m 傭、建造灌號溝渠、擴



張農業研究、及供給技術與財政協助等項。有幾件 

請願書要求管理當局改進領土巧關於農業貸款的就

施  397)

此外並有若于請願人訴稱索馬利蘭的棉花生逢 

者紙能將棉花售與義大利公司或義大利籍商人，而 

他們所付的價格極® 3 請願人要求管理當局准許 

棉花生產者將其産品售與任何買主，並請理事會软 

勸管理當局敦立由索馬利蘭藉人主辦的BS域棉花合 

作社，經營棉花館售業務

管理當局在其就各請願書所提的意見內稱：該 

當局正用誰置農業合作社以便農民獲得耕種機械的 

方法，来協助土著農民改進農業。營理當局說：此 

種協助a 成爲領土預算中的一項重要負擔。當局已 

將農業機器供給四個合作社，此外，當盾並B 成立 

農業機械中心六處，其主要任務爲協助土著農民耕 

種他們的土地

至就棉花餘售問題而言，管理當眉說：土著農 

民及歐洲籍商人所訂植棉契約內訂有棉花的最低購 

買價，並且也列有可在採摘棉花時預定售價的條款， 

«以顧及棉花的國際市場價格爲條件農民儘可 

自由出售他的棉花。因此管理當局認爲領土居民絶 

無可以就苦的理由，並請大家注意該當局在棉花産 

館方面業a 頒佈各項新法規

理事會第十一盾會曾作下列結論及建譲：

理事會欣悉管理當局業已採取種種促進農業訓 

練之措施，其中包括設立農業學校及創辦農民合作 

励兩端；理事會深望管理當局能擴展此項棺施。

理事會促請管理當局加強其在境加領土作物種 

類一事上所作之努力，俾一旦領土主要作物市慣下 

跌，所生困難可望減輕。

水源供絵

視察團認爲管理當局應盡力設法改進領土用水 

的供應，並應繼績努力取得領土居民在這方面的合 

作 ，視察團建譲管理當局應研梵領士現在用以截取 

地面水的各種方法能否改進？管理當局在其一九五 

一年度報吿書內聲稱：該當局早已舉行關於領土地

下水源的調査，偶是該當局在挖井工程力面原望可 

從美國經濟合作署得到的協助卻未經該署撥給，因 

爲嚴格說來，挖井工程不能認爲屬於技術協助方案

的範圍。

理事會第十一屆會收到領土居民的請願書十五 

件，其中詳稱領土用水供應不足，一遇旱僚，居民 

艱困萬狀。̂各請願人要求管理當局增挖水井，並建

造灌翻溝渠《°2。

管理當局在其參i 上述各請願書所答復內稱：在 

G iuba河上游各地挖掘新井十三口的工程正在進行 
中^計需經費七0 , 0 0 0 索馬洛=^33関於領土地下 

水源的調査，則 a 由專家三名着手進行在 Mudugh 
展域，管理當局正在開掘新井十六口，另有水井三 

十五口正在修復中，共需經費一四 0 , 0 0 0 索 

馬洛3»®。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曾作下列結論及摩譲：

理事會傭悉管理當局所擬發展領土水利資源之 

各項許劃；勘勉管理當局繼續進行此項工作，同時 

鼓促索馬利蘭各階層居民在此項工作上與管理當局 

全力合作。

工業

領土工業發S — 向有限，主裏企業☆係非索馬 

利蘭籍人所辦r 旧管理當局聲稱：該當局正在獎勵 

索馬利蘭資本與外来資本聯合投資。

領土的主要工廠是義索農業公司所辦的燥糖 

廠，該廠不久卽將擴充。此外，尙有大規模的鎭木 

廠兩所，製革廠兩所，贿魚装耀廠三所，植物油製 

燥厥若干所，機械工場若千所，及若千從事貪物加 

工與製造飮料、肥良的小工廠

管理當局認爲領士工業如無外來資本的協助J 
難望得有顯著擴展，營理當局在現階段不擬Ü：接資 

助領土工業，悄管理當局現正考慮如何囊措領士工 

農事業所需資金的計劃3 前B 提及，管理當局現在 

准許領土工業機器免税進口，並且免徵新誅工業成 

立十年內的所得税，

29^T/Pet.ll/40,69,74,89,101,110,120,157,163,172,176,210o
298 T /Pet.11/40 ,88,109,l59o
299 t /982o
300 t / 952 o
SOI T /9 8 2 o託管理事會對於以六件譜願書所採教之行動 

見理事會決議案五三四(十一)、五七一(十一)、五C：四 
(十一)、五二五(十一)、五四0 (十一）及五，七0 (十一 )o

302 T /P e t .  U /R .i.T /P e t .1 1 /9 0 ,  110, 112 and Add.2, 157,163,
169,170,172,176,184,205,210,212,2 i3o

303 t /982o
304 t /978o

3。5 T /9 9l o 託管理事會對於以四件請願書所採取之行動 

見理事會決:議翁五八六(十一)、五二六(十一)、五三五 
(十一)及五七o ( 十一)。



鎭產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探勘採掘的結果，發現領土 

藏有若干錫、館、鐵及揭炭鎭產，並發现可能蕴藏石 

油的地質結構，某一義大利鎭廣公司於一九五一年 

獲准在領土境內探勘鐵、船、録及媪炭鎭藏；該公司 

原已於上年獲准探勘錫、鶴、雜、錯四種錢産。

管理當局業S 頒佑關於特許採鎭權及探勘執照 

的法規，此項法規有一條重要規定，其中確立領土 

鎭產資源不得外讓的原則，採鎭的人紙可取得特許 

權而已。但特許權的有效期間以四十年爲限。自從 

管理當局擔負領土管理責任以来，* 到一九五一•年 

底爲止遺沒有核准過這種開鎭特許權。

漁業

在檢討下的年度內有四個漁業公司取得了爲期 

九年的特許權，經營領土漁業。大規模的捕漁不得 

在距海岸五百公尺以內的海面進行，藉以保譲從事 

小規模漁業的士著居民之利益。

管理當局擬會同糧貪農業組織，於最近期間調 

査懷土漁業發展的可能性》核准漁業特許權時所應 

遵循的法規a 於一九五一年簡® 怖；特許權的最長 

有效斯間以九年爲限^

森林

懷土森林資源不豊^所以訂有保護林産的法律， 

紙有領得執照的人，纖可採伐林木3 收集香料業在 

領土北郁的經濟上占有重要地位》管理當局在其一 

九五一年度報吿書內稱：該當局正'在設法增進香料 

的產量和品質。

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一般意見

紐西蘭代表深知領土欲求平衡境內預算及海外 

付款問題匪易，認爲在一個國家的經濟資源肯未充 

分査明，而其政治前途亦未確定之際，擁有資金的 

資本家不願率爾在該領土投資j 自係情理中事;但是 

此項事實使得領土的經濟平衡問題更形嚴重，管理 

當局設■法取得境外機關協助一舉値得稱頗）細西蘭 

代表認爲託管理事會似可表示希望將来按術協助團 

的報吿書能夠指示發凰領土經濟的最有利途徑’並 

望管理當局能夠以此項報吿書爲根據鼓勵外來資本 

的內流。

英聯王國代表說：他雜热不願意影響技術協助 

画所將提出的建譲，但是他認爲該領土的産品和工 

業《有少數前途有望；管理當眉最好集中力量来改 

進和擴凰這些産品或工業，不必化費時間與資源去 

求多方面的經濟發凰，因爲這件事根本很少成功之 

望0

比利時代表在談到投資問題時說：RasHafmn地 

方的瞧:場應該儘早恢復3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 

未會採取補救土著居民經濟困難的必要步驟。管理 

當局也沒有採取行動来保誰領土的經濟發展。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 :領土收入正在繼續增加） 

領土對外貿易亦在不斷發展，該當局所訂的領土經 

濟發展大綱可以有許劃地敦勵土著居民舉辦各種事 

業，此外,領土若于重大間題的圓满解決能使領土經 

濟發展大爲改觀，管理當局深信藉國際艇織之財政 

及按術協助必能把握此等間題，

財政賦親：

中國代表說：最困難的間題恐怕遺是懷土顏算 

上的組額赤字S 此項間題必須圓满解決，否則如無 

大量外援，未来的索馬利蘭獨立國勢必不能維持生 

存 9 他獲悉管理當局已用减少義大利籍部隊及義大 

利籍雙察的力法来減少領土的支出，甚表欣慰。可 

是，若干初步壽劃的工作應該立卽進行，庶斯於索 

馬利蘭領土成爲獨立國時間題可吿解決3 他因此贊 

同視察團所作的建譲’就是管理當局在理事會所派 

視察圓大槪於一九五四年再度液臨是土以前，應該 

先作一初步研究，尤應研究領土现有資源可望支持 

的政府規模間题。理事會在草擬下次視察團的任務 

規定時，最好記住這一點。理事會素對領土內的芽 

屋税表示不滿，他建譲管理當局最好研究能否用別 

種税收来代替茅崖税。

細西蘭代表說：義大利政府用直接津貼辦法来 

彌補的領土預算赤字高得驚人，管理當局應誅法铺 

救此種情形

英聯王國代表欣悉管理當局備接受英國代表 

画在理事會第九届會中所作的建譲，就是該當局在 

編造預算時，應將最後須由索馬利蘭國承接負擔的 

費用及專歸管理當局負擔的費用分別列明。此種編 

製方法可使人們對索馬利蘭將来立國後的財政收支 

情形作一個更淸楚的倍許> 英國王國代表獲悉本檢 

前年度的領土預算赤字並不如預期那様的大，亦頗 

感到欣慰。



比利時代表建譲理事會表示獲悉義大利政府現 

在，領士預算捐助互款，深感欣慰。然領土經濟仍 

不應倚恃管理當盾之撥款接濟，管理當局撥款所付 

費用中不屬經常支出性資者，對於未來索馬利蘭獨 

立國之預算平衡自不致發生惠響。但在另一力面， 

如將醫藥衞生事務擴充到領土資源所不能維持的程 

度，則顯有危機= =因此，管理當局殊須在兩者間維 

持一種平衡，庶將来不政醫生困難，

他又說：按照現行辦法，領土所編的預算格式 

並不能使人們査明各項支出的準確用途，可是，管 

理赏局前B 聲明：此項缺點擬在下次常年報吿書中 

改正。

比利時代表提出領土賦税是否夠高的間題，特 

別是卽使顯到管理當局獎勵投資的苦心，所得税及 

利潤税的税率是否夠高的問題3

法蘭西代表認爲平衡領土預算是一個極重要的 

間題，解決殊非易易。外國資本對於領土上的未来 

稗助甚大，但是此項外資必須在政治穩定的條件下 

力能源源而来，所以在大體上最後遺是要看領土內 

的各政黨能否和衷共濟3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指出：管理當 

局，年在十八歲以上之士著居民一律視其所有房屋 

多寡徵取茅屋親：。一九rara年的第十四號法♦ 規定： 

如納賴:人到期不能照納，得以該納税人所有之其他 

財産抵充税金，如欠税人並無此項其他財產，那未 

他就可制處監禁，其期限以每欠税一年拘禁三月計 

算。他主張能管理事會應建譲管理當局採取步驟，以 

一種累進的所得税制來代替茅屋税，至少亦應改用 

一種能夠顯到土著居民財産多寡和納税能力的所得 

税制。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該當局現在計劃中的税 

制改造及現代化方案，不但可以墙加和穩定領土的 

牧入，並旦遺可成爲一種達到社會公義的有效辦法， 

使領士居民的收入分配更爲均々。

貿易

比利時代表說：理事會似可表示欣悉領士居民 

前在許多請願書中所述極難獲得從遠東輸入廉價貨 

物執照的那種情形，業B 得到解決，並普管理當局 

在核後進出口執照時，予索馬利蘭籍商人以優惠待 

遇一節表示欣想。

土地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領土境內 

最好的土地已被義大利當局從土著居民手中奪去。 

管理當局不但未將託管制度成立以前所外讓的土地 

歸遺絵土著居民，並丑遺一貫進行它奮日的殖民地 

政策，繼續利用各種藉口將土著居民的土地權外讓。 

據管理當局報吿書栽稱：領土境內屬於義大利籍人 

的土地爲八八，三四二公頃7而領土的可耕地面積估 

計僅占該領土全部面積百分之十。他提到領土居民 

所感送的許多請願書，都就稱管理當局繼續將士地 

外讓他認爲託管理事會應建譲管理當局，將前 

以任何方式:外讓之領土土地歸還土著居民，以後並 

不得再將屬於土著居民的土地外讓 ,

農業及畜牧

紐酉蘭代表說：理事會似可建譲管理當局對減 

低香蒲業成本一事，繼續特予注意，俾以後無須再 

倚賴與義大利訂立的特殊銷售辦法，並使索馬利蘭 

之香薫可以出口各國， 親頑於世界市場。

法蘭西代表希望管理當局能翻領土畜牧間題繼 

續深切注意 , 尤應採取墳腐水井之各項必要步驟。他 

稱頌管理理當局在農業生逢方面所已暖得的進展0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 

對於能管領土的原始農業制度未曾採取任何改進措 

施，土著居民的生活狀，況自然無從改善，視察圃的 

報吿，內稱：索馬利蘭北部各展在過去三0 年內都 

是遍地餓懂，管理當局並沒有集中財力在糧食增産 

方面努力，而紙求增加像棉花、香蕃之類出口作物 

的生産，土著居民業a 飽嘗旱炎頻仍、收成歉劣之 

害，管理當局的上項政策使士著居民的情况更爲艱 

困，他並且指出所謂合厳植棉制度，事實上是義大 

利人用来剝削_七著居民的一種最壞力式，取得特許 

權的歐洲人用塾借種好、資金與土著居民的方法， 

換取了幾乎可以不費一錢地購賈全部棉花收成之 

權 a

四.社會進展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般情况

大部分索馬利人都屬游牧人民，這項事實貴於 

ffd：會進展問題有很直接的影響；理事會在第九盾會



時曾•建譲管理當局激於游牧問題加以徹底研究並於 

下年度報吿書中向理事會提出報吿，

一九五一年視察團於參照託管理事會的規定研 

究該領土社會狀況之後，希望管理當局明年卽可將 

未来九年內發展社會福利、勞工立法、醫藥和衞生服 

務的確切許割報告理事會3 視察®發現生活程度之 

低和疾病之多是胆礙普遍發展的因素，視察團猎出 

另外一個問题便是如何使游牧人民和半游牧人民參 

加該領土的政治和經濟生活，當局必須經由現代的 

地力政庇機構和教育以及藉鼓勵發恳畜牧事業的辦 

法 , 向他們灌輸新的經濟和社會慣ÏÊ,畜牧事業發展 

後卽可提高他們的生活稱度，並使這一大部分人民 

對於該領土的税收能有所貫獻。

管理當局在其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吿書中稱它正 

在研究這些問題，最遲在明年的常年報告書中必可 

把砰究結果報告理事會。管理當局指出該領土的大 

部分環境狀況使得土著除了游牧組織之外不能逢生 

其他組織力式，所以當局的意見認爲多數人民在若 

干時閩內仍將從事游牧生涯，但管理當局覺得它仍 

能在該領土各處地方採取若干措施，改善許多游牧 

人民的社會和經濟狀况 , 使他們能獲得更大的保障。 

因此，在該領土的極北部分，主要的間題是要悄減 

該廣域人口逐漸識少的因素。在 極 南 部 的 Mudugh 
一帶地方，其人民大多數均從事畜牧，當局力面便 

必須解決因與阿比西尼亞劃分臨時行政疆界而發生 

的閩題。牲畜數額與牧場和水源必須能保持平衡;在 

經资上可以利用牲畜的商業途徑也必須加以開發•

理事會在第十一履會時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億及第九届會時就索馬利蘭游牧生活之 

社，狀況所通過之建譲，備悉管理當局正在等待聯 

合國技術協助圓之報吿書俾可結束其對本間題之研 

究，並將於下次常年報告書中報告其研究結果，復 

悉管理當局正在從基本教育力面處理游牧生活問 

題，並因此曾請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予以協助> 
希望管理當盾將其處理游牧生活問題所作之一切努 

力向理事會提供全部情報，並採取綜合許劃，藉課 

解決因游牧生活而起之政洽、社會及經濟問题0

牛活程度

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告書中稱居民生活程度業經 

改善3 例如爲游牧人民主要食品的牛筑和牛油，懷 

錢業已降落，農民因爲收成很好和可以換得現款的 

農廣品增加了所以也受到猛處。薪水階級的地位似

乎也有進步。银食價錢的降落對於人民也是有益的。 

Mogadiscio 地方月入約一五0 索馬利赞的一個標準 

家庭，其食物、衣服、居住、燃料、燈火和其他各種 ,  
用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六。

理事會第十一屆會所接到的若干請願書於索 

馬利人民的貧苦和生活程度之低提出怨餅3 請願入 

稱生活費非常之高，旦每天都在上漲®。7。有一件請 

願書請當局採用緊縮通货措施去膝平高慣，並建譲 

當局提倡誰立消費合作社，以求達到同樣目的3。̂3

管理當局在就郝些請願書表示意見時，提起一 

九五一年常年報告書裏面的有關各節。管制物價的 

條例並未更動；靈賣和零售的價錢是受監督的

.移民

管理當局在其致理事會第九眉會報告書襄面稱 

當局對於准許移民入境■-一包括義大利公民在內 

— & 加以管理 ’ 紙有t f 於該懷土的經濟發展能作 

有益貢獻的人方准入境。在檢討下的時期中，淮許 

入境者有亞拉伯人二0 三人、印度人八三人、義大 

利人玉五九人（包括管理當局和保安隊的職員及其 

家屬 ) 、其他歐洲人十四人和其他國籍人七人。

—九五一年視察團獲悉義大利政府雜無意於獎 

勵或贊助把各色人等移入該託管領士的政策，但它 

也不限制技術人員和資本家入境，視察團雖認爲在 

某些力面德需有專技能的歐洲人，但懷疑宜否獎 

勵更多的歐洲人来辦農業塾殖，

人權及基本自由

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告書內稱，依照適用於該領 

土的義大利刑事訴訟法，非有法院命令不得對任何 

人加以逮捕，此項法律的唯一例外是遇有若干嚴董 

案情或發現某人正在作犯罪行爲的時候；在此種情 

形下，，察得無法院命分逕行逮捕，但他們必須把 

犯人立卽解交有蘭司法當局

據管理當局稱，請願權是被承認的，且全體居 

民的身體和財產一津狗受法律保障。土著居民幾乎 

全體信仰回教，因此管理當局認爲無須採取保障當 

地宗教的掠施。

T/Pet.U/40,101,105,l09,116,120,121,184,192o
308 T /P et.l 1/192。

T /95 2 ,T /959 /A d d .l,T /9 96 o關於託管理事會就內，中兩 
件請願書所探行動，請參閱狹:議案五三四（千一）和決 

議案五四0 (十- ，)o



理事會在第十一眉會時接到的若干件請願書， 

斬稱有種族歧視情事存在有幾件請願書特別控訴 

在就業和供給衞生與教育誌備力面的妓視，據稱在 

政麻機鬪擔任同様職務的索馬利人和義大別人所得 

報酬不同。請願人促請當局採取同工同酬政策 

有兩件請願書则對政府提高政府內索馬利傷員的工 

資，加以稱頌311。

管理當肩對這些請願書表示意見時稱英國軍事 

管理當局所傷用的義大利人現均請其留載，並給予 

兩年臨時合同，因爲他們的® 用係隱臨時性質，所 

以他們的薪水較無限期傷用的索馬利人爲高。當局 

又稱它擬在關於當地徵聘人員的新條例襄面取悄外 

國人與索馬利人中間的差別待遇；紙須他們的能力 

和學歷證件相等，便可得同樣的基本薪捧S12。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收到的一件請願書訴稱該領 

土內無言論自由~管理當局就該請願書表示意見 

時稱該領土內全體居民均有最大限度言論自由之保

障3"。

婦女地位

一九五一年視察圓塵及農業和工業方面普涯都 

傷用婦女，因此建譲政府當局在起草該領士勞工法 

時採用各項措施以保證 : 女工在生逢前後應獲保護、 

規定最抵工資、如規定家屬津貼時應將女工包括在 

内、婦女工作應行減輕、及婦女應與男子享受同様 

的職業訓練之便利。管理當局在其一九五一年常年 

報告書中稱改善婦女地位及狀況係一困難問題，需 

襄很多時閩，但政府正在擬訂關於保護女工的立法。 

當局指出學校內的女生人數自一九五0 年至一九玉 

一年之聞B i t 加了三倍，且當局力面已傷用了很多 

婦女，多數係在醫藥和衞生服務機關內辦事〕

居住問題

理事會在第十一眉會接到的一件請願書稱房屋 

非常缺少，因此祖金不斷在增高3 該請願書建譲請

31。T /P et.11 /90 ,101,104,108,110,117,119,120,121,146,157,169, 
175,176,209o 

811 T /Pet. i l  /1 63 ,T/Pet. 11 /204o
T /952o 關於託管理事會就h 件請願書所複行動，請參 

閩決議第五二六(十一)、五三、三( + — )、五四o (+—)及 
五七0 H — )o 

3̂ 3 T /P e t.ll /6 6 o  
T/952 ,T /982o

當局擬t r  一項房崖營造許劃，並應協助營造房崖者， 

促成營造合作社之說立

管理當局就該請願書表示意見時稱a 盡很大努 

力 發 展 Mogadiscio的索馬利人住宅區。在該城某一 

廣域裹面，一九玉一年用於改善市政的費用就達一 

六 0 , 0 0 0 索馬利幣；一九五二年度將用六一 

0 O 索馬利幣建築一個模範村9 這些都是城市設計 

方案的一部分《1**。爲解決房荒問题起見，政府a 於 

一九五0 年制定法津，管制祖金和祖約，並限制房 

東驅逐房客的權力，管理當局稱它會免費發給土地， 

獎勵造屋，並曾撥款協助Mogadiscio政廣所«索馬 

利職員第一個營造合作社之設立，該合作社業a 造 

成了四所公寓房屋317。

新聞事業及無線電廣播

政府在該領土發行一汾日報，其名稱爲 IICor- 
Here della Somalia。 該日報的一部汾資料係用5&拉伯 

文刊印 / 它刊登讀者来信，並另蘭專欄供給義大利 

人和索馬利人討■論各種間題之用3
在檢討中的這一年內_>Mogadiscio開辦了一■個無 

線電廣播電台，每天有四小時的義大利語和索馬利 

語廣播節目， 索馬利語的廣播節目爲一段新聞報告 

和土著音樂歌f t , 每星期有關於農業、畜牧業和衞 

生等題目的教育演講一次。

勞工

管理當肩在其一九五一年報告書中稱， 由於索 

馬利人的文化背景、 體《和键康情形，他們不習慣 

於繁重的勞工生逢，該領土襄面一•向都缺少農務工 

人；政庇當肩正想在農業方面境用機器和誌立技術 

訓練課程，以謀補救》— 般而論，旱季時勞工足敷 

應用，因爲在這個時候土著的農務減少了3 但在雨 

季，和在雨水豊富時的年頭，工人們願意種他們自 

己的地而不願做拿工資的農務工人3

在现在檢討下的一年中，國際勞工組織有一位 

代表在該領土研究勞工間題 > 管理當肩稱它正在實 

施國際勞工組織所提的建譲，當局爲欲制定勞工法 

而所採取的最初步驟便是在每一展同成立一個勞工 

局，在每一省內鼓立一個勞工督察處，並制定工業 

工人工作意外的強迫保臉制度3 管理當局B 取消英

315 T /P et.ll/192c
316 T /9 8 2 o

317 t /996o



嵐軍事營理當局的怖告。該佈告規定關於破壞勞工 

契約的刑事處分3 當局並聲稱擬行批准適當的國際 

勞：]Ç公約。該領土並無関於女工及量工的特別條例； 

但這些勞工平常都用於輕鬆工作，規定保護這些勞 

工的法律正在擬訂中^

管理當盾的特派代表在理事會第十一盾會中 

稱，管理當肩業a 派遺該债士勞工局局長赴曰內冗， 

請國摩勞工組織幫助奠立新勞工法的基礎，

一九五一年視察國贊成綜合性勞工法的觀念， 

並認爲發展一種穩定和有效率的勞工對於經濟發展 

特別重裏，視察團也覺得激發勞工自發努力的問題 

也 得 詳細砰究，其唯一確實解決辦法便是獎勵奴 

率高的勞工並刺激勞工》於較高生活標準的飲望， 

以増•加其對於工作的興趣。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所收到的幾件請願書中蔣稱 

該領土內尙無關於索馬利工人傷用條件的適當立 

法。請願書稱該領土內對於最低工資標準和工作鐘 

點、殘廢保障、ff±會保臉、失業者生活費津貼等均 

無條例。請願人並餅稱該倾土內無一工會有一 

件請願書指稱義大利農場主人會想恢復以前的睡追 

勞工制度，並說採用聯合塾殖企業就是這制度的變 

相 31»。

管理當盾就各該請願書表示意見時稱它正在擬 

IT完備的社會立法，對於勞工及社會保臉的基本標 

準的遵守情形，如，於適當工資、八小時工作日、和 

工業意外強迫保臉等標準的遵守情形，槪由勞工督 

察處及勞工局監督 ' 勞工督察處a 在各省長公署內 

設立分處，勞工局則將設在每厲的廣行政專員辦公 

處內。勞工局並負責爲失業工人尋覓工作及設法和 

平解決勞工糾紛

有若干請願書斬稱有普遍的失業現象存在321。 
管理當局就此等請願書表示意見時稱該領土全境内 

關於失業的一般情形妹爲良好，人民均有工作可做。 

最近招傷做公路工作的工人，竟無人應傷當局叉 

稱在城市襄面，許多索馬利工人喜歡做輕鬆的工

作咖。

T/Pet.11/101,104,108,117,120,141。
T /P et.ll/12 0o
T /9 7 8 o繊於託管理事會就內中雨件請願書所採行動 
請參閱決:議築五三三(十一)及五M O (十一 )c  

"1 T/Pet.11/40,86,101.102, 103, 105, 112 and Add.2, 114, 116, 
m , 120,121,141,1%。

"2T /978 ‘。I»於託管理事會就內中® 件講願書所按行動,  
請參閱決議第五三五(十一)、五三七（+ — )、五四0 (十 

- ) 及五八三( + - ) o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通週下開結論：

理事會備悉管理當局於國際勞工組織派遣圓就 

勞工間題舉行調査後，業已採取步驟，以實施該圃 

報吿書所載建譲，至威滿意，尤悉管理當局B 與國 

際勞工紐織接洽，請其協助擬訂可以遂步實施之綜 

合勞工法，請營理當局將此力面發展情形隨時詳細 

報吿理事會。

理事會希望管理當盾爲保譲女工及董工尤其農 

業方面所僵用之女工及童工所擬制定之條例，不久 

卽可草成並付諸實施。

勞IT關係

義大利憲法承認罷工的權利和工人紐織起來的 

權利，在檢討中的一年內，土著工人有兩個組織。據 

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告書稱，該年内未發生嚴重的勞 

工街突，按照本年通過的新立法，忡裁勞工糾紛案 

件是勞工事務員的職務3

醫藥及衞生服務

Mogadiscio 有四個醫院，內地有八個次級醫院。 

該領士巧共有十六個病院，每所有病床六張至二十 

張；遺有七十二個診療所，在檢剖:中的一年內，當 

局 a 設立一個衞生委員會，研究發展醫藥及衞生服 

務的許劃及就這一方面的問題提供意見

理事會在第九屆會時建譲管理當局繼績採取措 

施擴充醫藥及衞生服務，並特別側重於醫療人員的 

訓練及增加醫師人數，在檢討中的一年內，醫院a  
增加了兩所 , 診療所EL從六十一新增爲七十二所。現 

有醫生E 十七人，較去年增加十人，不久可望》增 

加四人3 病床數目a 從去年的一，四0 八張填至一V 
主一三張，

管理當局的特派代表在理事會第十一雇會時養 

稱各醫院均經重行装修，且B 建有若干大規模病院。 

一九五一年內受診療者較去年增■加一倍以上。输入 

醫藥品價値的大量增加卽可證明在這一力面的可能 

性很大。醫飾人數a 增加很多3 該領士R 現有醫師 

五十人以上。

管理當肩在其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吿書中指出該 

領士內教育水準不夠高，不宜設立醫科學校，S 師 

助理的兩年訓棟班業S 開始，在五十個投考人中聞 

共錄取了十九人3 該年度並a 開辦包黎員和議i 的 

一年劇練班

一九玉一至一九五二年度中，公共衞生項下估 

許費用爲三, 三一四，二七0 索馬利幣。此外，載員



的指定經費是三，二0 0 , 0 0 0 索馬利粮，撥付建 

築、維持和修理房屋的經費約爲一百离索馬利幣。 

用於公共衞生的全部費用估計超過八百萬索馬利 

幣a 將於一九五二年通過的一項發展醫藥及衞生服 

務許割預定要增加病院、診療所、職員及醫藥設備 

的數量3 醫院業務將要擴充起来。內地的醫院將獲 

得足用的救護車，使較遠社區也能使用這些醫院。治 

療肺療、癔疾、梅毒等主要疾病的中心亦將誌立起 

來。

一九五一年視察團表示意見，謂務須在公共衞 

生方面採用有效措施，並特別建譲必須满力减少飮 

水水源汚獨的危臉3 它希望當局在供給治療處疾的 

藥品和摸诚紋蟲方面能較前更加努力r 它認爲若能 

在現在的分配藥品制度之下使人民更易於獲得那些 

藥品的供應，在撲滅流行疾病方面必可得到很大的 

進步。視察團因察悉若于地® 有營養不足的嚴重情 

形，北力且有定期性飢懂狀況，建議當局應卽研究 

營養狀況，以便決定應需何種補救措施，觸察團塵 

悉慢性飢僵已成爲該領士北部的特殊問題，希望當 

盾能就其力之所及，儘量使受營養不良之害者獲得 

特別待遇。它建譲管理當局應向世界謝生組織、糧 

食農業組織、及聯合國國際見置聚急救濟基金會請 

求協助，並請其提供意見。

理事會在第十一屆會時所收到約三十一件請願 

書襄面均餅稱醫藥服務不足。請願書中稱醫院和診 

療所太少，紙有某些城市區有醫院、醫院病床太少、 

藥品非常缺乏、有些索馬利人無力質藥，但亦得不 

到免費藥品，及醫院襄面的伙食很壞 ,請願人促請政 

府應指撥較多經費以爲建築醫院、pg診所及訓練護 

士之用有四件請願書對於管理當盾在醫藥方面 

的改善，加以讚許324。

管理當局就各該請願♦ 表示意見時稱，在一九 

五0 至一九五一會計年度中用於醫藥服務的經費共 

許在八百萬索馬利粮以上，上一會許年度紙有二，二 

二九 , 0 0 0 索馬利幣。差不多一■切現有病院及醫院 

均 a 盤頓就緒，病床數目在繼續增加中,醫生人動 

a 從二十一入增加至四十人左右，一九五二年約有 

五十九人，- 訓練醫師助理的學校a 開始授課

323 T /P e t .l  1/40,74,77,81,88,89, 90, lOt, 103, 108, 109, 110, 112 
and Add.2,114,116,119,120,121,157,169, 170,172, 173, 176’
187,205,207,208,210,212,213o 
T/Pet.ll/163,192,193,199o 

'^^T /9S2 'o歸於託管理事會就內中十件請願書所拨行動_» 
請參閱決議案五二六(十- * ) ( 十一)、五一九（十 
-)、五二 ©(+-*)、五二 E (十一)、五三三(+—)、五三五 
( + — )、五三七(十一K 五四C )(十一)及五七o ( 十一)*>

理事會在第十一屆會時通過下列結論及建譲二

理事會備悉衞生狀％爲阻礙社會及輕濟發展之 

厳重間題，傭悉管理當局正在擬訂發展醫藥及衞生 

服務之計割，備悉在檢討中之一年內醫師人數&增 

加十人，備悉當局業a 建築新鼓備並修續或擴充現 

有誅備，希望管理當局在其下次常年報告書中就此 

等許劃提供詳細資料，

理事會塵於若干區域内，尤其在北方，有營養 

不良之嚴重情形，爱建譲營理當局請世界衞生組織、 

糧食農業翻_織、及聯合國國際緊急救濟某金會 

協助研究處理此等問题之方法並請其提供意見。

監獄制度

M ogadiscio和每省都誅有監獄，一九五一年視 

視察圓發现那些監獄一般都過分擁換，犯人們一點 

♦情也不做3 它覺得獄室面積應當較爲寬敞，並旦 

就一般而論，其日常生活之組織，應可使犯人們有 

較多工作可做，並以有酬給的勞工和職業訓練等力 

法使他們能在a t會上重得其所，視察圓察悉在現有 

條例之下 , 有些人或須在牢織襄面監禁多時,等待審 

訊 、它認爲當局應賜力誅法把這類人與業B 制決的 

犯人隔離開来視察團稱關於女犯的誅備很不完善， 

並促請當盾採取必要步驟爲婦女設立一個特別德戒 

所。視察團並發覺，在 Mogadiscio,未成年犯感化所 

爲中央監獄的一部分。它認爲現有誰傭太欠完善，並 

希望能誅法把當局所計劃的新未成年犯感化所提前 

完成®

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吿書中稱，一般而論，、犯人 

都在監職襄面做修縫和擴大獄^^以及製造衣服和像 

俱等工作3Mogadiscio中夹監截裹面尙有絲織和製造 

肥鬼的誅傭3 — 俟 Balaci地力的懲戒感化農場完成 

之後，Mogadiscio監獄內的犯人人數卽將减少3

管理當局的特派代表在理事會第十一眉會時聲 

稱當局最近對於監獄狀況特別注意> 當局a 指撥適 

當經費在 Balad區內設立一個戀戒農場，另外還誌 

立一個未成年犯感化所，並改造三個監織。

理事會在第十一届會時收到的三件請願書，按 

詳監灘情況的不良。據稱各醫院不請衞生，犯人猶 

於擁掛，奇待犯人，食物不堪下咽，刑事犯和政治 

犯不加廣別，未成洋犯不予隔離

管理當盾就此三請願書表示意見時稱，一九五 

一 年共拘捕二六四人，其中被釋放者一二三



人，受審凯者一，八四一人，他們所犯的罪差不多都

是關於財逢或爲了願殴，沒有一個是因爲政治罪被 

捕的當局又稱，Mogadiscio監激有一•個病院 j 有病 

床五十張，由醫師一人主持；在其他各醫院裏面每 

天均有醫卿執行衞生檢査

理事會第十一届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塵悉監獄制度之不能令人満意大部分係 

因現有房屋不敷應用之故，備悉管理當局保證將設 

立監獄農場一類之現代懲戒感化機構以補救此等情 

况，備悉在設置關於未成年犯之新誅備及擴充鬪於 

女犯之設備力面所B 採取之步驟，傭悉就經由職業 

訓練使K 犯能在社會上重得其所將採取之其他步 

驟J 請當局在其下次常年報告書中就此等措施提出 

較切實之詳細報吿。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 般意見

法蘭西代表稱在社會力面顯然a 有確實進步3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稱，土著居民 

的一般生活狀况及康情形證明管理當局並未履行 

憲章和託管協定所規定的義務。視察團會在其報吿 

書中表示該領土的社會狀％落後生活，程度很低 > 人 

民患着各種不同的疾病。復因一》發生的旱而造  

成的營養不良狀態，使原来a 高的死亡率及患病率 

更爲增高) 視察團並注意到該領土北部土著人民的 

長期營養不良情形。

入權及基本自由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稱管理當局在 

社會保險方面採取毫無掩飾的種族歧視政策。ff±會 

保險法使受益者僅義大利人而a .

勞工

中國代表稱，工載和工作狀况若較爲美滿，則 

士著勞工的供應當可墙加，並促請管理當局就本問 

@加以研究並盡力減少土著工人與非土著工人閩工 

資的距離。

法蘭西代表認爲工人的狀况已因保證他們獲得 

现代立法利益的若干規定，尤其是關於工業意外的 

立法，大爲改善3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稱管理當局在 

工資方面採取毫無掩飾的種族歧視政策3 視察圓曾 

在其報告書中稱義大利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裏比土 

著工作人員高三四倍蘇聯代表又稱，士著勞工所 

得工資極爲低微3 例如農場工人每天的工資紙有四 

索馬利幣，約等於二角美粮3 這種工資紙能購賈一 

公斤番墓或半公斤米。

醫藥及衛生眼蔡

中國代表稱，拓童及少年慢慢地饿死的現象非 

常錄慘和可怕，中國代表團覺特當局應對視察圓所 

作建譲詳加考盧，並速卽與視察圃報吿書內所舉出 

来的各機圃舉行商討3

紐西蘭代表提起該領土襄面的游牧人民，建譲 

開於成立飛行的醫師服務一事，大可加以考慮。

法蘭西代表稱若千^^施也有助於醫藥及衞生敦 

傭之姐織。他所認爲満意的是赴醫院就診人數及醫 

療人員數目均a 大爲墙加，並希望該領土內各色人 

等都可以得到道種進步的利益。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稱，管理當盾 

並未採取旨在建立適當衞生服務制度的步驟3 衞生 

狀况雖然非常之壞，雜然上一年度的公共衞生經費 

尙不到全部® 算百分之三，而一九五一至一九玉二 

年度的這項經費反較去年少了五九四六五索馬 

利幣。旦在一九五一洋，Mudugh、Midjertein和其 

他苦千區域的衞生服務處均B 減少。依照管理當局 

一九五0 年的報告書， Garoe 地力在該年內應已成 

立救護服務，但到一九五一年尙未成立。開於公共 

衞生的情形很使人不滿，亜需採取緊急及有效的措 

施。託管理事會應建譲管理當局大量增加公共衞生 

經費。

監獄制度

薩爾冗多代表稱當局必將敦立新德戒機開 

及未成年犯學校，庶可緩和該領土內的監獄間 

題。

管理當局的特派代表稱當局現正擬訂今後八年 

內可使該領土能有充分建築及適當設備以供人民需 

要的許割。詳情將於下次常年報吿書內報告理事 

會。



五.敎育進展 

概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般情况

營理當局於其一九五一年度常年報吿書中稱教 

育制度之改雜與擴里仍在繼績進行中，且E 擬具發 

展教育五年計劃分呈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聯 

合國參譲會及領土參政會。該項許劃預計至一九五 

五年時全部在校學生可達四0 ^ 0 0 0 人。

管理當盾於其前次常年報吿書中a 指出，該領 

土人口密度之低，加以游牧及半游牧生活方式之普 

遍，使該領土全境教育之發展遭遇若干問題。然本報 

吿書論及之年度內，在居民大部爲遊牧人民之區域 

內，各學校註册與上課人數& 較增高3 管理當盾謂 

將請求聯合國文教組織協助研究遊牧生活及民衆教 

育問題。

索馬利學校及義大利人小學對不收學費。理事 

事會第九眉會曾建譲管理當局增力Ü預算中教育部門 

撥款，擴充師資訓練誌施，增誅學梭並採行其他適 

當措施，以擴充教育設拖並提高教育水準。

一九五一年視察團深覺本領土教育發■展仍在孕 

育階段，學校画少，而在摩加地司阿之外各項誅施 

亦至® 陋。雜大多數51量均無入學機會，文盲所佔 

比率至高3徵聘教職員之間題亦不易解決^此項間题 

自兼採亞拉伯語及義大利語爲正式教學用語後，更 

趨嚴重。視察® 因時間勿促，未克全盤檢討五年教 

育計劃3 該圓相信至討論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吿書時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國當可看到是項許劃之抄本3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於理事會第十一屆會時稱一 

九五二年可有足夠之課本應用3

理事會第十一盾會收到四十六件請願書內，均 

激索馬利人之教育赞施不敷應用一節，表示不満3若 

干請願書謂預算款項大部用於義大利 * 之教育。 

亦有謂索馬利學生與義大利學生全部隔離者，各請 

願書要求建立健全教育制度，傳授回教教義綱領，並 

貌法使學生得赴其他回教國家之教育機関攻讀

管理當盾對箫 .願書發表意見時稱大部教育經， 

均用於教員薪給3 小學制度中，義大利式小學有教

師十九人，索馬利式學校則有教師一九P9人 （七十

七名義大利人，六名爲利比亜人， 名則爲索

馬利人。由此顯热可見教師薪金大部均用於索馬利 

就讀之學校：關於校舍及m 備之支出情形亦復如

管理當局又謂索馬利學生得進該領土B 截之六 

所義大利式中學肆業，發展教育五年計劃並擬增設 

此類中學，從本年開始，管理當局將經常派遣學生 

赴義大利進修管理當局設有可蘭經學校，傳授 

回教教義，並對不少此類事校不時予以補助，管理 

當肩旦鼓勵索馬利學生入回教大學攻讀。然迄今爲 

止該領土並無學生擬從事此項研究 .

理♦ 會於第十一届會時通過下列建譲：

理♦ 會覆按第九屆會對教育發展之建議，欣悉 

一九五0 至一九五一年度原有小學七十所，至一■九 

五一至一九五二年度已境爲一一三所，一九五0 至 

一九五一年度教育經費約爲三百萬索馬洛，至一九 

五一至一九五二年度a 增爲四百六十萬索馬洛；一 

九五0 至一九五一年度在學人數爲七，四七九人，至 

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度E 请爲— ，六四六人？將 

来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度在學人數可望增■至一 

七 , 。。0 人 ; 小學教師I t 數亦已大量增加；又悉一 

九五二年內將予六十名以上索馬利蘭人以獎學金， 

使能赴義大利及埃及研统’理事會爱建譲管理當盾 

加倍努力使教育設施之擴展能更迅速，尤應注意增 

加索馬利教師人數問題，

敎學用語

學校之教學用語爲義大利文與5&拉伯文。索馬 

利語言不用於書寫，然可口頭應用o '管理當盾於其 

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吿書中稱鬪於發度索馬利文字問 

題，索馬利人意見亦多歧異，視察圓雖覺目前除繼 

續於學梭中採用義大利文及亞拉伯文爲教學用語外 

別無他法，然覺必須逐漸注重發展索馬利語文。視察 

圓認爲土著語言終須使之齋展爲文字，並於相當時 

期後在學校及政府中採用；該團認爲使語言成爲可 

書寫之文字並無不可克服之困難】視察圓認爲許多 

索馬利人之顯然不願採用彼等之語言爲教學用語，

’ 82S T /Pet.ll/R .l,T/Pet.ll/34 ,35 ,40 ,43 ,67 ,77 ,80 , 81,85, 86, 89, 
90,101,103,109,110,112 and Add.1-2,114,116,118, IIÇ», 120, 
121441457,169,170473,175,176,180,184,187,190, 191, 196, 
205,208,209,210,211,212,213,216,221o

329 T/952o
330 t /982o

«3^T /940o託管理事會對其中4 '三項請願書所採行動j 請

參閱決:議寨五二六(十一)、五三四(十一)、五三九（+
一)、五八八(十一)、五一九(-卜一)、五二三(十一)、五二
五(十一)、五三五(+—)、五三七(十一)、五■四C (十一)、
K  七 0 (  "h— )及E  八三 —  )o



實爲促進該領士教育進展工作之一項極嚴重之簡 

题 a 視察團以爲管理當局應與聯合國文教組織研討 

發展索馬利語言之具體計劃。

理事會第十一屆會收到二十六項請願書，提起 

以亞拉伯語文教事之間趙9 據稱當地人民雜a 明白 

表示其願望，各學校現仍未採用傳授5&拉伯語文，或 

正以義大利語文替代亜拉伯語文。此等箫願書裏求 

自鄰國聘請亞拉伯語文教歸並應使索馬利人能赴亜 

拉伯國家之大學錄業管理當局對此等請願書發 

表意見謂小學專以教授3&拉伯文之教學時數超過其 

他任何科目 ( 包括義大利文在內）之教學時明"g，而 

最初兩年內學校僅教授æ 拉伯文字，第二年以後始 

同時教授義大利文字與亞拉伯文字，然最初兩年內 

學校紙教授義大利語言而已

理事會於第十一屆會時通過下列結論：

理事會察悉土著語言並無文字，至爲關懷，爱 

希望管理當局能特別注意與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維 

織及其他教育機關合作使索馬利語言成爲可書寫之 

文字。理事會又悉管理當局所採擴大教授亞拉伯語 

文之步驟，並希望管理當局及居民能自長期發展索 

馬利土著文化之觀點考慮教學用語問題。

學校

當地學校共有兩大類：義大利學校與索馬利學 

校。前者採用義大利本國學校之課程，索馬利學生 

經入學考試後可入校攻讀3 管理當局曾謂索馬利學 

校爲適應當地情况之學校。該當局指稱此種措施並 

不影響學習水準而紙與教學力法有関，爲使土著學 

生得入義大利中學肆業起見，此等學校亦傳授S i拉 

伯語文。

索馬利學校又分爲下列各類：（a )初等學校，修 

業年限爲五年；初級中學，修業三年；( c ) 醫藥肋 

理、助塵士、航空工程專門人員、按術工人等類載 

業之初等及中等技術訓練學校。

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度本領土有初等日校七 

十所，一九五0 至一九五一年度僅有五十一所。此 

類學校有七十九名義大利籍教師，九十五名索馬利 

籍教蹄與六名亞拉伯及利比æ 籍教師，比一九五0

332 T/Pet,n/R.l,T/Pet.U/40,42,43’69,79,80,81,86,101,：U2A 
Add.l 及 2,116,141,157,169,170,171, 173, 176, 187,209, 212, 
213o

338 T/952o
" 4T /982o 託管理事會對其中六獨請願書所採行動，請參 

閱決議案五七七(十一)、五二三(十一)、五二四(十一)、 
五'二五（十一)、五三五( i一0及五七0 ( i ) o

至一九五一年度時& 增多五十三名教師。此奪學校 

中有四十三所設有夜班。

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度中，中等及技術學校 

有十四所。此類學校包括初級中學、Gymnasium中 

學 及 Lyceum中學、歸範學校、行政學校、航空工程 

專門學校以及商業學校、打字學校，其教職員共有 

七十三人3
本報吿書所檢財之年度內已擬具關於索馬刹蘭 

式小學之詳細許劃：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於理事會第十一眉會稱一九 

五二年內將設立航海及漁業學校一所，女子家政學 

校一所及農學院一所。增設三十四所學校之後，至 

一九五二年七月註册學生可望趙過一六 , 0 0 0 人， 

爲遊牧人民而設之實驗巡迴學校亦EJft成，其所用 

者爲以索馬利語言解释之教育影片。

學生

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學年各校註册之學生人數 

如下：

甲.初等學校

幼稚園，義大利式 ................................................130
小學，義大利式:.....................................................354
小學日校，索馬利式 ....................................... 4,790
成人夜校，索馬利式 ....................................... 5,451
印度及巴基斯坦式小學 ................................_ _ ^ 0

總 數 10,885

乙.中等學校

初級中學，義大利式 ........................................... 222
初級中學，索馬利式 ...........................................138
Gymnasium中學，義大利式 ..........................  31
文 科 Lyceum中學，義大利式 .................  20
實科 Lyceum 中學，義大利式 .................  55
師範學校 ............................................................ _ 7 1

w Z e Z

肉.技術及專門學校

初等職業學校 .................................................  53
航空工程專Pg學校 ........................................  8
打字學校 ..........................................................  n
商業班 ..............................   28
^^政學校 . . . ............................................................... ^

總數 2 2 4

初等學校註册土著學生纏數於一九五0 至一九 

五一學年時有六_»六 0 四人，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學 

年時& 清爲一。 - 三二一人。



敎師

管理當局於一九五一年度常年報吿書中稱襄於 

各種需要，索馬利籍教師之質與量均覺不足，此後 

數年中此種情形將爲一項極嚴重之問題。—本報吿書 

屬稿時，當地已施行一項初中程度之師資訓練計劃， 

高中程度之師範學校須至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學 

年有學生自初中畢業之後始能設立3 —九五一至一 

九五二學年時有師範生四十三人，本報吿書所檢封 

之一年度內，曾爲索馬利籍敎師二十八人設置爲期 

三月之請習班，

一九玉一年視察團漆覺玉年許劃應更注重索馬 

利籍教師之訓練，因是項計劃之成效，大部均視其 

能否吸引合格之師範生，並發展一項足以應付嚴重 

師資缺乏之訓練計劃a 視察團認爲至一九五六至一 

一九五七年時，全部索馬利籍教師當均得到臨時一 

年計劃所規定之訓練a

高等敦育

一九五一年度常年報吿書謂除極少數人外，所 

檢討之時斯中並無土人擬從事進一步之中等課程研

雕然，管理當局深覺將於一九玉三年畢業之行 

政學校高材生或可赴領土外之大學旁聽法律、經濟 

與政治科學等項課程 j 一九五二至一九玉三學年開 

始時，管理當盾將派遣學生約三十人赴義大利修習 

中等及師範課程3 —九五二年初有學生二十二人赴 

埃 及 E l-A zhar大學研讀^彼等之費用由其家庭及埃 

及政;8̂ 供給。

成人及民衆敎育

迄今爲 Ik，成人教育工作紙限於小學階段，一 

九五一至一九玉二學年中成人夜校學生有五，四五 

一人。管理當局謂上課情形及學生之努力均極堪滿 

意。

教育發展五年計劃未洋細論及民衆教育間題， 

管理當局將與聯合國文教組織合作另擬一項計劃處 

理此項間題，在本報吿書所檢封時期內廣播電台一 

座 a 開始廣播，當局並在考盧利用紀實影片及教育 

電影中。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般情况

中國代表強調教育工作對促使該懷士在八年半 

之後能得到獨立一事之重裏性> 彼稱中國代表Ü 等

待聯合國文教組織對五年敎育計割之意見，並希望 

是項計劃胳立卽予以實施3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認爲管理當盾對於聯合國 

文教艇織應允研訂五年計劃一事，應盡量利用3 彼 

希望管理當局將採適當措施，俾聯合國文教組織之 

專家得多4 ?自長期立場協助此項計劃之實施0

細西蘭代表謂應考慮教育遊牧人民之方法。管 

理當局似可設置巡迴教育卡車。

英聯王國代表稱在有時間詳盡研究五年教育計 

劃最後定稿之前，目前紙能說誌立此等教育機構及 

養成爲建立獨立國家所必需之索馬利人賢明奥論等 

工作，卽最樂觀之行政長官亦怯於擔任3

薩爾冗多代表認爲管理當局於其管理該領士之 

短促時期內會盡力解決此一嚴重之民衆教育間題。 

然管理當局仍應採収有力措施並全力以各種力法在 

領土全境推廣教育。彼認爲舉行掃除文盲及公民教 

育蓮動或可有良好效果。

法蘭面代表認爲教學水準及學生年齡力面均有 

顯著進步。學校數量與學生人數均已增加，五年計 

劃亦已擬具。彼對行政學校計劃亦甚覺舆趣。

法蘭西代表對管理當局能顧及訓練足夠之職業 

工人及技工，使土著居民能更積極參與領土之經濟 

生活一節，表示满意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謂依據所提報 

告, 顯然可見管理當局對土人之教育進展漠不關心。 

管理當肩不願於土著居民中養成能參與管理其本國 

之受教育中堅份子。一九五0 至一九五一年度內各 

項教育需要之撥款紙爲全部顏算之百分 . 0 七。一九 

五一至一九五二年度教育撥款少於警務部門撥款玉 

0 0 , 0 0 0 索馬洛，一九五三年度預算中教育部門 

撥款少於軍警部門撥款三倍。

同時，該領土人民幾全部爲文®。該領土之中 

等教育機構仍屬草働，而高等教育機關則全不存在。 

視察團曾察悉該領土並未採取任何措施使人民有受 

高等教育之機會。蘇聯代表指稱教育情況使人極不 

満意，必須採取緊急有效措置3 託管理事會應建譲 

管理當盾大量增加土著居民教育及其他文化需要之 

撥款，使該領土土人能獲一適當教育制度3

管理當局特源代表謂索馬利實驗之成功大部須 

視教育方面有否成果。管理當局曾特別注意教育工 

作，目前在校人數雖似甚少，然雨年之前學生人數 

僅二，八0 0 人而已C下一學年數週內卽將開始，註 

册學生可達一七 , 0 0 0 人。索馬利籍教師之缺乏使 

此後三K 年內無法迅速境加學生人數，然當盾將於



此時期内養成足數教師,使義大利管理之最後四五 

年開可i f 加 種設施 數 倍 ，期可於一九六0 年満足 

該鎭土大部受教育者之需要，

敎學用語

Ift西蘭代表雅調使索馬利語言成爲文字一事之 

需裏，如欲使該領土於預定之日期內成爲一獨立國 

家，則必須有該地居民在教育、通凯及政治事務各 

方面可以應用之文字。

比利時代表謂據管理當局報吿，索馬利龍言之 

文字形體已由一組著名科學家加以研究，彼認爲此 

並非高深之科學問題，而爲傳授操索馬利語言者如 

何書寫其語言，並採取一種書寫方式，一力面爲人 

民所能學習，一力面又須相當準確，使發昔可見諸 

文字之間題，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謂迄今爲化， 

管理當盾尙未從事擬訂索馬利語字母，同時，一如 

視察圓所指出，民衆教育若不以索馬利語言傅授，前 

途卽未可樂觀，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謂EL採取.措施擬訂索馬利之 

文字形體，並將全力改進亞拉伯文之教學。彼提及 

對此項工作協助不遺餘力，並謂EL向其他國家聘請 

亞拉伯文教師3

學校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謂義大利人於 

該託管領土全部人口中所估比率極小，然彼等接受 

中等教育之機會遠多於索馬利人> 據常年報吿書所 

載資料，爲索馬利人而設者有中等學校七所，共有 

十五班，而爲義大利人而設者亦有中等學校七所。

學生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謂爲索馬利人 

而設之中等學校紙有學生三四三人，教颜二十三人， 

而爲義大利人而說之中等學校則有學生三五一人， 

教師二十 '■ 人0

敎師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謂許多索馬利 

籍教師會向視察團申餅謂彼等薪金遠不及義大利籍 

教師，故裏求同等薪給。

傳播關於聯合國的情報

中國代表謂》管理當盾爲傳佈有關聯合國、託 

管制度及人權的情報所採範圍甚廣的措施，甚覺满 

意。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謂彼完全同意觸察團對此 

事之結論，彼深覺管理當局向土人傳佈託管制度情 

※ 及聯合國宗旨與親織之力式應予嘉許。



第 四 章  

英 營 嘴 麥 龍

—•.總 論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地勢奥人口

英管嘴麥龍是由雨塊形狀狭長、岗戀起伏的土 

地組成的，起察德湖，沿奈基利阿東部邊疆，至大 

西洋爲 It。那兩塊土地在朋流江（Benue River)附近 

分開，相距約四十S 哩，其閩無直接通路,領士全 

長約爲七百哩，平均廣度爲五十哩，總面積爲三四， 

0 八一平方哩。

一九五一年，土著人口據估計約爲一j O 八三， 

0 0 0 人。在領土的北部和中部，有被目爲"異教 " 
的非回教徒約一0 七 j O O O 人聚居於總面積爲一 j  
一五0 平方哩的未經聚族定居的區域內。那些展域 

在管理上與其他地® 無異，但凡非土著人民、公務人 

算及經特准者，任何人不得進入該廣3 據管理當局 

稱，所以要如此規定，是因爲若干居民每遇乾燥季 

節仍好恣意結集村人與鄰村械蘭之故3 爲了促使未 

定居區居民離開孤立地展起見，一九五一年，B 在 

G w ona附近開始實施一個懇殖許劃，那個計劃的資 

金是從北部廣域生産發展局的經費中囊来的。

邊界間題

一九四九年視察團在英管唾麥龍和法管勝麥龍 

兩地均會膀悉控詳多起，事緣兩領土之間劃有國際 

疆界，居民反凿該國際疆界而引起的限制，要求將 

兩領土合併，置於一個管理當局之下，理事會贊同 

視察圓的建譲，主張放寬邊界規程，並且儘可能將 

t 化繁 ;^ 簡，管理當局對此答稱’對於理事會之意 

見，卽時盤法管勝麥龍居民前往該領土，應予以力 

便，及爲此目的，於必要時洽商其他政府一節，深 

表同感，據稱，柱来於兩領土南部之人，早EL絡釋 

不絕3

理事會在第九屆會內，以後於接到更多情報後 

又於第十一届會內審譲關於這個問題的請願書多

件。有一個在一九五一年成立，以早日綺一兩揉麥龍 

爲其主要宗旨的組織，名叫嗽麥龍國民大會(Kame- 
run National Congress h 提出了若干請求並說那些 

請求是爲達成其宗旨而提出的初步請求。那些請求 

包括如下各項：除去當時所有對於行旅賃物自由通 

過邊界的一切限制；修改託營協定，保障兩啤麥龍 

的政治地位；在兩嘴麥龍的土著民衆間建立自由而 

不受限制的聯絡 ; 爲英管勝麥龍專誌一個譲會.並誌 

一個高級專員，該高級專員經由奈基利阿總督直接 

向託管理事會負責；在法管嘴麥龍內謎立一個衆譲 

院，不與法國國會發生闕係；在兩唾麥龍的學校內 

定法文和英文爲必修課程。

兩関係管理當局均對這些箫願書提出意見，內 

除其他各點外，並稱兩地居民對統一極少表示熱心 

者。兩管理當局稱邊界條例早& 放寬，尙有其他辦 

法也正在考慮中 ; 請願人所建譲的組織法J；的更動， 

恐將妨礙託管結束後兩領土的前途；又稱在小學校 

內同時教授兩種語文，不切實隙，但法語a 是英管 

隨麥龍內中學校的科目之一，英語則是法管勝麥龍 

內中學校的科目之一。

託管理事會在關於這些請願書的一件決譲  

內 提 到 管 理 當 盾 的1 述各點及其他意見，理事 

會闕於行政辦法、參加政府及理事會工作等事的建 

譲，以及有關兩領土發展的若干一般性間题。理事 

會表示希望管理當局正在採取中的辨法可消除邊界 

困難。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所審譲的若干其他請願書咖 

稱，從法管嘛麥龍移入英管唾麥龍的移民，在英管 

嘴麥龍的土著當局參譲會及法院內沒有足夠的代表 

權，參預政治活動時遭受徘携，在受教育及擔任公 

職等各方面亦被妓視，旣然同爲納税人，他們要求 

也有選舉權、法管嘴麥龍福利協會代表這些移民裏 

求理事會就廣 Ik邊界管制及兩唾麥龍統一間題，舉 

行複決3 福利協會並稱，該會雜知道獲取英聯王國

335 T /Pet.4 /79 ,T/Pet.S /105  and Add.l,T /P et.4/83c
« 決議案六二一（十一 )o
331 T /Pet.4 /70 ,T/Pet.4/71 and Add.l-5o



公良資格的手績，但法管味麥龍移民並不想獲得那 

種☆ 民資格，而認爲管理當局應對生在法管展和英 

管廣的人承認並一律適用嗽麥龍國籍。關於有一個 

移民會申請歸化英籍一事，請願人稱他之所以申請 

歸化，是爲了想獲得政府説在英國境内的一名獎學 

金，那獎學金需裏公民資格，鐵能申請。請願人曾 

向營理當局建譲，請管理當局依據總督得指定六人 

充特殊利益集圃或其他發言權，不足各社展之代表 

那一項條款的規定，允許移民得在中夹立法會譲內 

有代表權，但沒有得到答覆，該福利協會在另一件 

請 願 書 內 稱 ，舉行一次投票，卽可證明英管樓麥 

龍人民也都急切希望统一，他們憂慮目前的政治雄 

勢可能會使英管嘴麥龍與奈某利阿完全合併。略麥 

龍福利協會剛a  (K um ba )支部主席的請願書339擁護 

該協會上通立場3
管理當局對道些請願書表示意見，內稱英國臣 

民或英國保譲人的身份是享有選舉權的必要條件。 

管理當盾正在研究可否更改選舉法，使移民也得享 

有選舉權，但對能否克服法律困難，感覺殊無把握。 

除道一點外，移民享有完全的自由，無論在擔任公 

職或申請獎學金等各方面，郡不遭受任何妓視。管 

理當局並提到爲改善邊界困難所採取的辦法。

理事會在餅這些請願書所採的一件決譲內 

除其他各點外，請請願人注意管理當局的上速意見） 

以及視察團卽將前往該領土視察一事，並決定暫時 

無須通過建譲3

管理當局應理事會之請，在其一九五一年常年 

報告書內說明謂在北隨麥龍略有一些零星工人移 

入，但極少定居於安置沒有問題的Adamawa省者， 

而在迪克化（Dikwa)展，據約略估計，每年約有0  
百■至五百■人越過邊界，其中約百分之六十五定居該 

地，成爲農民3 目前，約有從法管嫁麥龍前往該領 

土者一七 , 0 0 0 人，生活在南嘴麥龍，其中多數在 

嗽麥寵潜。如裏有選舉權，就必須歸化，而申請歸 

化的資格是須居住奈甚利阿或英管勝麥龍满十二個 

月，同時申請人在過去七年內尙須有四年曾居住在 

英聯王國或其任何屬地境內。一九五一年有一件法 

管唆麥龍人所感的歸化申請書在管理當局考慮中。

南北兩部間的差別

理事會在前幾次盾會內會注意到該託管領土的 

北部蒲者，其發展遠較南部諸省爲落後，故建譲管 

理當局採取措施，迅速發族北部諸逢

»  T /Pet.4 /72o  
»  T /P et.4 /70 /A dd.lo  
… 決議案六一五( + — )©

管理當局答稱，管理當肩深知.亟宜提高北部的 

發展程度，但南郁因擁有港口、道路及河渠等說備 

之故，有一種經濟上的利便，能較北郁有更大的全 

面性的發展。欲求加速北郁的發展，首須建築道路， 

管理當盾請理事會注意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0 年內 

在這方面所渡的進步 ’ 並請â 事會注意公共衞生方 

面的重要發展，例如舆建北部第一個醫院的工程，業 

a 開始。

管理當盾所報導一九五一年內在這些力面的發 

展情形尙有下列諸端：從 巴 馬 （ Bama) 向南延長公 

路以貫通南北兩部，北部，民的境況欣欣向榮，目 

比 (M ubi)地力的醫院的建築工程在進展中，Mubi的 

師資訓練中心的工作續有廣展。

註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 般意見

薩爾冗多代表認爲，該託管領士的情况，除交 

潘和教育兩端外，一般而言差堪滿意。

法蘭西代表認爲負責領導該能管領土向憲章目 

的前進的人，對於其工作，具有把握，並且懷着信 

念3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肩 

並不是在履行憲章所規定的義務，而是在阻礙該懷 

土趨向自治或獨立的逐漸發展。

二.政洽進展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政策及一般情况

英營嘴麥龍在管理上與紙鄰的奈基刹阿保譲地 

合成一體，在親織法、預算、行政及按術事務各力 

面，不分彼此，管理當盾認爲：由於該託管領土在 

地理上分成兩個郁分，其地形艱臉，人種語言艇合 

之種類又極繁多，故將此領土與奈基利网分開管理， 

是辦不到的。管理當盾又認，這個合併符合託管協 

定第五條( a ) 和一九五一年奈基利阿( 組織法)權密 

院令的規定。

英管嘴麥龍的各郁分都在奈基利阿盤個組織法 

及行政機構之內。行政結構以地方土著行政機關卽 

所謂土著當局爲基礎。土著當局是由部落、氏族及 

其他傳统艇織逢生的，在當地的行政長官督導之下， 

執行職務。這棟一個行政官員，通常負責管理一廣 

或一個化區更小的單位，卽分展，其中包括一個或



一個以上的土著當盾管理區。區和分K 細合成着，每 

省m 有一省長3 省復併成三個區域組織（東、西、北 

三廣域），各設一副總督，合成整個奈基利阿。奈某 

利阿政府各技術部門在各展域內敦有分郁，派有官 

員，推行各項工作 . 各區域組織向拉哥斯(Lagos)市 

的中夹政府負責，中夹政麻以總督爲首，是爲行政 

首長，下設技術各部門首長。

勝麥龍在奈基利阿的行政組織內不是一個單一 

的行政單位，而是許多部分3 南部自成兩省，巴盟 

答和隨麥龍，構成一個較廣展域組織，卽奈基利阿 

東部區域的一郁分。該領士的其餘地方，割爲 Benue 
省一個展的一部分，Adamawa省一個廣的兩個部分 

及 Borun省的一個展；所有J：述各省屬另一個廣域 

親織，名爲奈某利阿北部區域。

爲承認該託管領士的特殊地位起見，英管略麥 

龍設有一專員，就有關整個領土的託管事宜，直接 

向總督負責；但其行政責任則紙限於南部的嘴麥寵 

和巴盟答兩省（各屬一省長管轄），向東部展域的副 

總督負責3 此領土的其餘地方屬北部展域副總督管
越

土著居民在區域、中夹和地方各階層上，與政 

府親織均有聯截。—奈基利阿三個展域，各有一個®  
域譲會，區域副總督於諮詢展域譲會意見並徵得其 

同意後，得就甚多事項及其他事先經中央立法會譲 

授權的事項，制訂適用於該展域的法律，該託管領 

土旣爲奈某利阿兩個展域的構成郁分，故有代表出 

席廣域譲會。在兩院制的北都展域譲會嘉，領土出 

席上譲院的代表是通克化（D ik w a )的大會長，出席 

衆議院的代表是三名由選舉産生的代表，衆譲院總 

共有代表九十人3 在東部展域譲會襄（總共代表敷 

爲八十人 )領土的代表十三人，計每展選出兩人，推 

巴盟答選出三人，

每個展域並各有一個行政委員會，該委員會在 

廣域行政權所管轄的事項上，爲展域內執行政策的 

主要機構a 該懷土出席東郁K 域行政委員會的代表 

有兩人，其中一人卽勝麥龍專員，另一人爲出鹿束 

郁廣域譲會的代表。在北部展域行政委員會襄，沒 

有該領士自己派去的代表。

展域譲會從其自己的議員中選出中央立法會譲 

代表一百三十六人；中夹立法議會亦卽奈基利阿的 

衆譲院，對殖民地、保護地及託管領土的支出和立 

法，有完全控制權。中夹立法會譲除上述一百三十 

六名代表外，肯有當然代表六人，敷目不超過六名 

的特別代表（代表尙無適當代言人的各派利益與各

社展）及主席一人，目下卽爲總督，執行政策的主 

要機構是郁長會譲，都長會譲有當然委員六人及部 

長十二人，由總督擔任主席。

嘴麥龍在中央衆譲院襄的直接代表是東郁展域 

譲會所選出的六名代表( 組織法規定至少可派四人) 
及北部展域譲會所選出的兩名代表。一該託管領土在 

部長會譲內由一不管部部長代表，他同時也是中央 

立法會譲的委員。

組繊法改革;選舉

在本報吿書所檢討這一年內，一個新的組織法 

a 開始施行3 管理當局指出：該託管領土居民在一 

九五一年第一次走進投票處，選舉廣域議會的譲員， 

而區域譲會的譲員亦第一次互選中夹衆譲院的代 

表。北郁展域和東部區域關於選舉權的規定都是:凡 

B 成年的奈基利阿納稅人，在選舉區內居住満一定 

時斯者，或係選舉愿的土著者, 均有選舉權。在東部 

區域內，初選産生的代表組成一個區選舉圓,這個展 

選舉團再從其分子中選出東郁區域譲會的代表。在 

北部區域內內，選舉K 是一者；在初選人和省選舉 

圃之簡另有至少兩個選舉團。

關於北部和東都展域譲會的選舉，管理當盾稱， 

在巴盟答和唾麥第兩者內，居民所表示的興趣，令人 

失望；選舉很少有読爭情事a 在託管領土的 Bornu 
者 ( 速克化 ( Dikwa)區爲其一部分 ) 內^平均投票人數 

爲百分之六十，而在 Adamawa 奮內，居民衡初選 

一般表示極大舆趣。

理事會週去曾對實施種種民主改第’與土著人 

民以選舉權，使他們能多多參加政府所屬行政、立 

法及司法機構，以爲自治或獨立的準備這件事，特 

別表示關切，並會在這力面向管理當局有所建譲0

理事會第九届會於獲悉管理當局不久卽將實施 

的組織法力面的改革後，曾表示希望管理當局盡力 

向居民解释彼等行將海加的選舉的程序和意義，並 

採取特別預防措施，確保該託管領土的利益不致因 

奈基利阿的利盤而受損害或漠視。

管理當局對此答稱，ffi會聯絡部、行政官員及 

土著當局的工作人員會在領土全境舉行宣傅，使居 

民明瞭選舉的程序，並向它們解释其意義。管理當 

局認爲，上面所述的改革將使該託管領土在中夹及 

展域會譲內得到前所未有的廣泛代表權3 據謂，按 

人口和代表權来比照許算，此託管領土的成年男子 

數爲奈基利阿成年男子總數的百分之五點六，但其 

在區域會譲內的總共代表權則佔百分之十四點四。



任領土北部，此項比例爲人口百分之三點六，代表 

權百分之三點三；在南部，人口則爲百分之十點八， 

代表權，百分之十六點二，管理當局並稱，霉麥龍 

發展基金之成立，保證凡取自該領土的收入,一槪須 

保留並用之於該領土，又稱與領土民選代表識商的 

辦法，a 漸漸發嚴成爲一種表達該領土民意的可靠 

方法3

關於此領土在奈基利阿中夹衆議院內的代表不 

單獨由東部展域議會內的南嘴麥龍代表選出，而由 

東部展域議會 '內的全體代表共同選出，這一項選舉 

制度，理事會在第九眉會會裏求管理當局作周詳考 

盧，務使代表此領土出席中夹衆譲院者確能表達領 

土居民的願望3

管理當局對此答稱，所有東郁廣域議會所選出 

席中夹立法機關六名代表，都是唾麥龍南部兩省的 

聲望卓著的人3

理事會第十一届會通過如下建譲：

理事會欣悉奈基利阿與勝麥龍新組織法業已施 

行，對於該組織法以展域與中夹政府行政與立法機 

構内之代表權授予託管懷士，使能享受惠益，mn 
採用現代選舉力法與民主政府制度力面之一般經驗 

等事，表示歡迎；惟悉該領土若干地方之土著居民 

對於第一次選舉態度冷淡，爱請管理當局繼續採取 

一切實際方法，推進居民之政治教育，鼓勵居民充 

分#加新政府機構之事務

領土與奈基利阿的行政合併

託營理事會曾在其關於行政聯合問題的研究 

中，一併審譲該託管領土與奈基利阿行政合併的情

形3«。

地方行政

在奈某利阿與味麥龍的整個行政組織範圍巧， 

略麥龍南部的行政事宜统由嘴麥龍專員主持，其下 

爲嫁麥龍與B 盟答兩省的省長，聽其指揮。嘴麥龍 

奢分成三區 , 每展各m 區長一人及助理廣長一人，巴 

盟答省以前原作爲一個大展管理，一九五0 年也分 

成三區，各誌區長一人，在巴盟答則另誅助理展長 

一人 3

' a 事會對英，落麥龍與奈基利阿間行政辦法所作研究 

的結果•*見理事會關於有關託管領土之行政聯合之特 
別報吿書A /215 1(參閱大舍正式紀錄第七屆會_»補 

編第十二號。

嘴麥龍北部，分成三部分，其一卽通克化，在 

行政上享有展的地位，置有區長一人；其餘兩部在 

行政上鎌屬於展公所誌在奈基利阿境内的幾個展。

奈基利阿中夹政府各部門在各展域內說有廣域 

分部，派員在各處實地工作；勝麥龍各處地方卽從 

這些展域分部獲得按術服務。士著當局在這些官員 

的監督和協助下^擔負純屬地方行政的責任和職務。 

土著當盾制度，各地不同；北部及巴盟答的土著當 

局爲幾個勢力較大的世襲會長及養老與其他傳統首 

領所組成的諮譲會，南部士著當局則爲氏族參譲會， 

數目且也較多些。他們在法律上有權制定並施行地 

方條例，並得在上峯督導下>編製並執行地方預算； 

至於地力收入大都爲土著纖納的税款以及中夹政府 

發給的津貝IÏ。

由於奈基利阿東部區域的土著當局不夠健全， 

東部展域議會所誅的一個委員會曾於一九四八年建 

譲加以改革，期以民選的地方參議會去代替土著當 

局制度3 託管理事會疆悉這些建譲後，會於第六屆 

會中建譲管理當局會商領土居民對士著當局制度實 

行基本改革，以斯加速地力政府單位向民主與進步 

力向發展。

一九五0 年，授權說立較合现代體制之譲會的 

法案通過了，使人民對於地方政務能負起更大的責 

任。該法律包括嘴麥龍南部在內，但至今尙未在該 

地施行，管理當局稱，該項法律的成敗，大抵要看 

是否能有足數的負責賢明的知識分子願意獻身地力 

公共事業。

另一力面，管理當局認爲一九玉一年因新艇織 

法而産生的政治發展過於重要，地力政府力面所發 

生的更動實不能與之比擬，在嘴麥龍蕩'的維多利亞 

(V icto ia )展，組織一個比較強有力的民主地方政府 

的工作，並無進展可言。在剛巴，很多人要求將許 

多個別的土著當局置於一個管轄全區的土著當局之 

下。 a 盟答省內四個新近聯合的土著當局，在一九 

四九年開始執行職務，其新的諮譲會內包括世襲首 

倾、進步與知識设子、以及婦女。管理當局稱，這 

些土著當局雖已較前進步並比較願意負起責任，但 

仍不能副管理當局對它們所寄的希望；並謂婦女出 

任譲員一事尤無成績，主要是因爲婦女自己缺乏服 

務精神。

在北部展域內，最重要的土著當局爲以Adama- 
w a 與通克化（D ik w a )大營長爲首的當局。一九五 

一選舉激發了居民對於其自己事務的興趣。 Adama- 
w a 省的一個特款委員會曾討論地方政府間题，其



提案正由 Adamawa 土著當局前論中，會長（Lamîd。） 
參譲會的擴大問題，也在審義中。通克化的大會長 

業於一九五一年正武就職，並 a 委任兩個受過教育 

的人補兩個分展長的懸缺。該展土著行政機関改善， 

包括增說五個分廣參識會，使各分展都能有一個參 

譲會，以及委任各村書記官，以改進村行政等事。

關於以訓練未來領袖人才的目的的 Man-o’-war 
B a y許割，理事會第九屆會認爲該計劃可促進地力 

政府的迅速發展，曾表示希望知道其施行結果是否 

將使這種訓練處擴大範圍。管理當局在其一九五一 

年報告書內答稱，此項計劃實施開端極爲良好，一 

九五一年曾舉行了雨班，成績角甚圓满，至於將否 

在別處開載類似的訓練所，此時尙難斷言。

理事會第十一屆會通過如下結論：

理事會塵於欲求居民之政治上平衡發展，必須 

在擎固新雜織法各項改革之時期內，地力政府亦有 

相等發展；並悉管理當局之政策在促使現有部落及 

其他地力政府機構逐漸向比較現代與民主之體制演 

進，在對管理當局在此力面業B 採取之步驟，表示 

歡迎，切盼關於進一步辦法及其施行進展情形之報 

告。

文官制度

除了中夹政府的職員外，每個土著當局各有其 

自己的按術和行政人員，這些載員純爲非洲人，大 

抵資藤較低，所得薪給也比正式文官爲低。

管理當局所宣佈的政策是：儘速物色合格的非 

洲人来充任高級載員，除非不能覓得合格適當的奈 

基利阿人，不聘用非奈某利阿人充任任何官職。不 

過，管理當局說陵麥龍的非洲人目前遺不能狗而旦 

在相當時間內也難望其能夠承乏行政和技糊方面的 

高級載位，因爲該領士現在紙有幾個人有必需的學 

歴。一九五一年的情形與一九五0 年同，該額士就 

有兩名土著擔任高級文官職位。

理事會第六眉會曾建譲：管理當局應採取一切 

可能措施，增加行政官員和技術人員的數額，藉向 

士著居民提供意見，並訓練彼等，使能逐漸擔負行 

政方面的各種責任。管理當盾對此答稱，管理當盾 

不但规定須雇用地方人士充任行政和技術人員，而 

旦遺遇選勝麥龍居民領取獎學金並參加訓練計割 

以及用教授技i術知識與委派地方人:±擔任如嗔麥龍 

爽業公司董事等重要職位等辦法，去確實達到此項 

目的。

理事會第九屆會曾表示希望廣設獎學金名額， 

俾膝麥龍人充任高級文官者能日益增多。管理當盾

在一九五一年報吿書內說，現有三十一名嘛麥龍人 

領到受高深教育的獎學金，按一九五0 年紙有二十 

一人；又說獎學金力案擴大後，非洲人擔任高級文 

官者的敷目亦必增加。

政治團體

一九四九至一九s o 年間，在該領士南部，知 

識階級的奧論突然顧得有力而積極，這件事對政治 

和社會進展，極關重要。主要的推動力似乎爲勝麥 

龍興業公司工會的諸領袖，他們在一九四九年很順 

利地把知識階級和半知識階級所組織的許多靑年團 

體合併起来，成爲一個團體7叫做瞎麥龍民族墙會U 
管理當局認爲在培養政治意識力面該協會的工作將 

来可能成爲一•個強有力的因素。

理事會第九眉會曾表示希望管理當局鼓働嗔麥 

龍民族協會及類似圓體在該領土在各地的政治生活 

中負起積極的任務。'管理當局答稱它亦懷有此種希 

望, 並稱》於此類M體的組織，從不加以赃 ih。

司法組織

該領土的司法組織採用兩種制度：（一)最高法 

院和地方法院^執行領土的法律和英國的法律乂二） 

土著法院，爲士著當局的司法部門，其主要任務爲 

執行當地土著法津及習慣，實摩上凡專關非洲人的 

案件大多數均歸其管理。

行政官員得出入於士著法院並有權覆核其制 

決。他們並時常被委派爲非專任法官所能立卽到達 

的各地力的二等或三等法官a

管理當局報吿稱，土著法院工作調査委員會主 

席未能照原定計劃於一九五一年赴膝麥龍視察，不 

週，他建譲派一特誌委員會去調査當地情勢。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組織法改革;選舉

細西蘭代表對奈基利阿包括英管略麥寵在內已 

實施新組織法，及嗽麥龍在奈基利阿的立法機關內 

有充分的代表權兩點，表示满意。他說像勝麥寵這樣 

一個領土能夠随着奈基利阿逐漸發展，實爲勝麥寵 

之幸 ' 他不知道政洽發展的速度是否已越過了該託 

管領士居民對管理當盾所採一切步驟的了解能力， 

惟證以領土南部居民對新選舉方法比較缺乏熱情， 

似確有此種情形。另一方面，他對領土北部居民政治 

意識的覺醒，特別是居民參i 選舉以及計劃中闕於調



盤土著管理機構一事所表示的舆趣，感覺欣撒，他希 

望管理當盾鼓勵北部的這種新發展。他覺得理事會 

不應再促管理當局繼績從事全國性的政洽進展，認 

爲現時似乎需要一個擎固時斯，讓地方階層亦能作 

同様程度的發展。

比利時代表認爲，東部廣域譲會可選舉六名嘴 

麥龍人，北部區域譲會可選舉二名嘴麥龍人出席中 

夹立法會譲，這件事完全證明管理當局a 履行了先 

前爲了答覆某些人對嘴麥龍可遣派多少代表出席中 

夹立法會譲一點所表示的憂慮而提出的保證。比利 

時代表並指出，中央行政委員會內有一委員是嘴麥 

龍人。

法蘭西代表欣悉嘴麥龍人業a 在新立法及行政 

機關內佔重要的地位，認爲他們由是得到了表現能 

力的良好機會。他提起管理當局爲了改革地方政府 

及壽組選舉所遭逢的困難，對於譲會內當選代表之 

活動是否足以促進特派代表所惋惜認爲尙屬缺乏的 

主動精碑，表示懷疑3 他認爲管理當局應採取.一切 

方法，尤其是直接和每日速續不斷的行動，去喚醒 

居民的理解e他相信不妨用像一九五二年在 Buea 舉 

行的那種會譲來傳播大家都贊成的意思，並在社會 

中堅分子間激赞主動精神。

中國代表對奈基利阿新組織法開始實施情形， 

表示相當満意，他認爲嘴麥龍在中夹立法會譲內的 

實際代表人數雖比預斯爲多，但因霉麥龍代表究係 

少數，他們能保障領土利盤到何種程度，尙待證明。 

立法會譲代表最多人數可爲一四九人，其中該領土 

代表紙佔八人，因此，他們對立法會譲的討論能發 

生何種作用，以及管理當局怎様可以如理事會第九 

届會所建譲確保該能管領土之利盤不因奈基利阿 

之利益而受損害或漠視％實可懷疑。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認爲新組織法的顔行無疑 

是管理當®過去數年間在該領士內所採取的最重要 

步驟。不過，塵於若干愿域的居民對選舉蓮動抱不 

關心態度，她認爲管理當局應竭力發展居民的教育， 

使他們明瞭在新組織法下的責任，也就是叫他們有 

行使權利的良好準備。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譲：，剛鎮聽到一位代表的意 

見，略謂在急速的組織上變動之後，應繼之以一般 

擎固時斯 , 管理當局赏此項意見定必加以相當注意。 

可是，這個擎固時斯內的主要目的必須是發展改革 

後的地方政府。他提出保證說勝麥龍所選出的代表 

似很有保障該鎭士利盤的能力，並說不管怎樣，因 

爲事涉條約養務，奈基利阿總督在這力面遺握有保

留權力。關於爲了教育人民使他們明瞭新組織法的 

運行起見，管理當局尙須多所努力這一點，他說管 

理當局自當注意，

領土與奈基利阿的行政合併

中國代表指出，常年報吿書內在提到關於選舉 

權之處，將略麥寵居民與祭基利阿居民一併籠統稱 

爲 "奈基利阿人％他認爲英國代表雖曾解释，謂道 

紙是就地理意義而言，然而略麥寵無論在地理上或 

政治上究竟都不是奈基利网的一部分。他並不是要 

人家懷疑管理當局的用意，紙是認爲單以道個例子 

而論，卽可證明因爲目下雨地聯合如此密切，人們 

很容易忘了該領土是個單獨的個體。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英國當局 

將嘴麥龍分裂成幾部，並把它們附屬於英屬奈基利 

阿保護地的各者及各廣之下，實際上就是吞併了該 

託管領土，無論從那一力面看，該領土都是那個與 

之》比鄰的英國保護地的附屬勝麥龍沒有立法、行 

政、司法或預算自主權，而見據特派代表稱，管理 

當局無意在領土內說置不附屬於奈基利阿保護地内 

類似機關的立法或其他行政機構。全部權力完全操 

在奈基利阿總督之手 , 他同時兼任嘴麥龍的總督。嫁 

麥龍專員紙負貴在行政上錄屬奈基利阿南部展域的 

該領土一部分地廣。專員受祭基利阿副總督節制,副 

總督又受總督節制]祭基利阿的立法和行政機關，其 

權力均及於嘴麥龍，而瞎麥龍在那些機開內均無爲 

全領土發言的代表3 奈基利阿的中夾立法機蘭共有 

委員一四九人，其中從該託管領士去的非洲人紙有 

八人3 該領土並無自己的預算。領士的最高司法當 

局是奈基利阿最高法院。維持該領土治安的責任亦 

在奈基利阿警察手中。

蘇聯代表認爲，英國當盾將該託管領土併入並 

附屬在與之紙鄰的英屬奈基利阿保護地之下，是公 

然達反憲章與大會決譲案二二四（三 ）的行動。於 

此，他覺得託管理事會應建譲管理當局在該託管倾 

土內誅置獨立立法與行政機關，不錄© 於任何以該 

託管領土與紙鄰英屬奈某利阿保議地間行政上合併 

爲原則 iffi組成的機關，並丑覺得管理當局應爲此目 

的採取立法及其他辦法，確保土著居民參加該託管 

領士的立法、行政及司法機關。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稱，託管協定自始卽確認構 

成該託管領土的那兩條互不相聯的土地，紙有與與 

之耻鄰的保護地合併，綠能加以有效的管理。其後3 
關於該領士因此種辦法而獲得的豊富利益，特別是



在政治教育方面的利益，每年都有新證據。此外3該 

領士的地位仍予保持，而其人民正在利用其新經驗 

去解決自己的特殊問題。如將該領_七與奈某利阿分 

開，一定會把領土人民向憲章爲他們所定目標邁進 

的速度枕誤了好幾代。

地方行政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該託管領 

土内的政治情形有一個特徵，便是土著居民的權利 

全被剝奪。全領土內沒有一個基於民主原則的士著 

居民可以參加的自治機関。一九四九年視察i î B 說 

過，略麥龍境內沒有高於土著當局的政府機構0 管 

理當局利用會長施行管理，徵收課親：。報吿書內說 

明：直接或按人頭課賴:辨法的某本原則就是管理當 

局應承認並維護傅統士著當局。他覺得，此種存在 

於該託管領土之內並爲管理當局所鼓勵的部营制度 

旣與託管領士人民趨向自治或獨立之漸進政治發展 

不容，託管理事會應建譲管理當盾採取措施，務使 

此種部落制度演進成爲一種基於民主原則的自治制 

度0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所謂地力政府的部落制 

度應代之以民主組織一節，真面合有一種理事會早 

知道是不適用於整個領士的籠統說法。就領土大部 

分地區的地力政府而言，主要困難就在缺乏可資發 

展的幹練部落鶴織3 假使果眞有適當的部落組織存 

在，那麼，管理當盾的目的和辦法當然便是使它民 

主化.、現代化，這可從業B 爲理事會所察悉的管理 

當局最近所採措置，得到證明。不管怎様，管理當 

商的力法是漸漸求進步，而非破壞與革命。

文管制度

中國代表得悉高等教育獎學金的名額業a 墙 

多，表示滿意，他希望此填獎學金逐漸增加後，將 

有大批人才可擔任高級公務員載位。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該領土政 

府機關內所有主裏職位均爲英國官員所霸佔，紙有 

一個土著擔任高級官載3 管理當局雖稱士著儘可擔 

任推事、法官或律師，不受任何限制，然事實上全 

託管領土之內並無一個土著法官、土著推事或土著 

律師。管理當盾也並不會採取步驟訓練居民積極參 

加镇土的行政。

三. 經濟進展 

槪况及W 管理事會建議

一般情况

管理當盾說：領士經濟政策之目的，在於提高 

一般生活水準，鼓勵土著居民努力各種方式的雜濟 

發展，並使士著居民逐漸擔任該領士之經濟督蕩工 

作。

爲說明這個政策的實施情形起見，管理當局特 

舉該當局於一九四七年設置的唾麥龍舆業公司爲例 

證。管理當局說：略麥龍興業公司的業務胳於適當 

時候交由該領士人民自行遇選的代表接辦。此外7奈 

基利阿錯售局的營業範圓也包括味麥龍在內。這®  
館售局都係政府明令說立的機關，負責館售可可、綜 

樹産品、棉花及落花生等物。其設置目的在於確保 

各該局所售產品能獲有安定市場與平穩價格，並供 

給資金以研究及發展各生逢工業，及促進各生産區 

域內人民之經濟利益。

領土人民，尤其是住在領土極南端的種植場地 

區以外者 , 泰半爲農民和牧畜者，他們大都用原始力 

法来生産他們生活所需的糧食，其生活程度據一九 

四九年視察ffl看来是很低的。管理當局說：該領土 

的經濟繁榮唯種植場是賴，這些種植場的産物，如 

緣皮、掠樹塵品、特別是香蒸爲勝麥龍的主裏輸出

上述各種植場收入的播加實爲一九四九年至一 

九五0 年度該託管領土在預算收支上初次獲得腹餘 

的主裏原因。一九五一年度的領土收入亦復超過支 

出。

現有五個英國貿易公司在該領土內營業；這些 

公司將進口貨批發與經紀人，再由經紀人分發與小 

商人，此等經紀人同時兼任上述各公司購買土逢出 

口的代理商<;

除了種植場區的綜樹品和棟皮製造工廠，及若 

干地方的家庭工業外，領士並無其他工業。該領土 

內並未發現一任何具有經濟價値的鎭逢蕴藏。管理 

當局說，就一般言：立卽發展當地工業或手工業的 

可能性不大，因爲該領土中缺乏可以負責訓練當地 

人民改進生産力法的人才，而旦將来愤納產品的市 

場也大小了。

管理當局用各種力法来鼓勵士著人民參加鎭土 

貿易，其中一種就是提倡組織合作社。一九五一年 

此種合作社共有三十四所，社員總數達一^五七九 

人，其中一，一0 八人係可可販賣合作社的社員。此



外，倚有由二十四所合作社組成之聯合會三個:另有 

鄉村合作商店一所於一九五一年在格握沙（Gwoza) 
開張，許有fftfc員三十八人。本年內領土可可産品約 

有百分之十係用合作社力式錯售。管理當局說：該 

當局爲顧及小規模可可生産者利益而》E 鄉村合作 

的種種努力，未會健得居民的熱烈反應0

一九五一年領土森林所逢木料及柴薪在五十萬 

立方尺以上，約與以前兩年的生塵數量相等，但因 

林産品的價格業經改訂，所以一九五一年領士林產 

品的« 値估計要較以前爾年爲高。一個法國公司領 

有特許證在該鎭土內砍伐樹木鎭成木料蓮輸出口。

勝麥龍的土地，事實上幾乎就是該領士僅有的 

天熱資源。管理當盾會很描調地指出：南部種植湯 

之經營與領土其他各地之農耕、畜牧，實係雄麥龍 

經濟基礎之所在。土著農民中亦有將旧產的一些農 

作物蓮至外國銷售者；如可可、棺樹達品及落花生 

的蓮館，均係經由奈某利阿以前明令設立的各館售 

維織之手，奈基利阿各技術部門及土著當局均已舉 

辦各種關於農業及牲畜飼養的服務事宜。在勝麥龍 

北部駐有受過專門訓練的非洲籍農業助理若干名， 

負責辦理此項工作。至於勝麥寵南部地展，則設有 

農業試驗場一所，小规模的示範農場五所，可可賦 

種場若于處，金雞納樹試種場兩處，及牲畜調査所 

一處 ; 一九五一年中服務人員計有高級農務員一名、 

及 駐 在 B u e a地方的可可調査員一名。在上述可可 

調査員的指導下，倾土內荒棄可可農場的重建及可 

可品質的改進兩端，均有進展。懷土獸醫人員計有 

高級獸醫一名，普通獸醫二名，另改良品質專家二 

名，以上各員均非專任人員。

一九四九年理事會所派的視察團會指出領土之 

農業生産方法大都趨於幼稚簡單。理事會第六眉會 

獲悉管理當局正在努力教導土人■採用現代力法，會 

敦促管理當局迅速推展並加緊進行此項計割。

各種新式種植力法的示範工作正在倾土各地進 

行，包括輪種、製遺及施用肥料、弧形築域及其他 

保養土壤之力法在內。領土北部從事浪合農業者人 

數a 見增加，管理當局並謂 ! Dikwa Emirate 地展免 

費分送肥料之結果，B 使一九五一年度該地農産品 

的收成大爲增加。在 Dikwa 進 行 的 Virginia煙草播 

種及接種拭驗，極有成功的希望。一九五0 年中管 

理當局共許發•放五次農貸；在一九五一年中，嘴麥 

龍南部農民之向東展生産發展處申請貸款者爲數甚 

多，但管理當局稱其中紙有極少數是値得絵予協助 

的。東展生產發® 處曾於一九五一年中以一六S ,

0 0 0 英镑之資助金撥供Bam enda焦'咖啤生産之 

用，此項資助金與貸款性質不同。北展的生逢發嚴 

處正在考慮核撥一筆資助金以充格濕沙(Gwoza) 農 

民移殖方案的經費，其目的在將完善的農業原則和 

生産力法教導 iÆ些移殖平原上的異教徒0

就畜牧業而言，管理當局說：Bamenda省 Jakiri 

地力所設的牲畜場正用示範力式傅授適用於土人所 

養牲畜的繁殖方法。領土北部的肉食供應並不缺乏， 

但是勝麥龍省的肉食供給至今尙感不足；Barsweri族 

的人民到现在還反對在勝麥龍山的草原上飼養牲

理事會第九眉會於塵悉領士經濟狀※ a 有改進 

之後，曾將該領土的經濟過分倚靠一種農作物一點 

提請當局法意，並表示希ë 管理當局能加緊努力，建 

立一個比較多元化的領土經濟。理事會當時特別建 

譲：管理當局應調査領土工業發展之可能性，獎勵 

合作蓮勒，並提倡用現代科學方法從事農業。管理 

當局答稱：領土繁榮泰半依賴香蒸生逢，所以正確 

的政策是不要採取，妨害香菊生產的行動。同時管理 

當盾指出顔土種植展出口之挪油逢品及様皮爲數不 

少，所以領土的農業生產也不是完全集中於一種農 

作 物 領 土 鎮 藏 、動力、原料及技工均嫌貧乏，因 

此，土工業發展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與奈甚利阿的 

情形不同。管理當局所採獎勵合作蓮動及改進農業 

技術之各項步驟，前 a 述及。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通過如下一項建譲：

理事會欣悉該託管領土經濟狀巧興盛不替，m 
於膝麥龍與業公司業務所作之重大貢獻7尤爲滿意； 

但請管理當局注意領士經濟現倚過分依厥香藉生 

産；建譲管理當局對於如何使領土農業生逢在多力 

面發展的間題，予以鎭密考盧•並請管理當局從下 

一常年報告書中敍述本問題進展之情形。

交通

一九五一年領士境內共有汽車路一- 四七0 哩， 

一九五0 年爲一，三六六哩，一九四九爲一，三四七 

哩，一九四八年爲一^一六四哩。在上述一，四七0  

哩中^有九五0 哩是全年可以通行的公路。一九五一 

年正在建築中的各條公路泰半均不在懷土境內，不 

過此等公路都是爲了配合嘴麥龍人民的需要而建築 

的。

管理當盾、視察圓、理事會和許多請願人M 去 

都曾雄調一點：就是堆築及改良公路的工作衡於懷 

土經濟栽展，關係至爲重大。理事會第九届會曾表



示希望管理當肩能因領土經濟繼續繁榮而加速進行 

其完成一個四季可用的幹路麵之計劃，尤望管理當 

局能早日建築貫通該領土南北雨部之連絡殺，勿事 

拖延。

管理當盾答稱：該當局贊同理事會所述公路建 

設力案應當儘速進行之意見。上項築路方案係因一 

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間領土財政情况好轉而優得 

了需用的經費，預定第一步應該執行的方案爲改進 

Victoria 至 Bamenda 的公路，建造一條直通現與外 

界隔絶的 Tigim-Ndoro-Kentu區域的公路（僅該部分 

工程一項卽需經費九0 0 , 0 0 0 镑），及改進 Bama 
以南速接f f i土南北雨部的一段公路。此等發展之 

所以可能不但由於領土財政收入增加，並且也因奈 

基利阿政府捐助百款一■如奈基利阿政府從戰時敵 

逢管理處經營Likomba種植場所獲利潤中撥款一四 

八，九一一镑，以充嗔麥龍發展基金的資金，郎其一 

例一 及英聯王國政府不客資助之故。英聯王國政 

庶前曾爲發展領土公路撥給特別資助金一五。 

0 0 镑，以後如有需要，仍擬考慮續撥此項資助 

金。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會通過如下一項建譲：

理事會億及前會表示公路交通對於領土經濟發 

展及領土之社會、教育後展同具重大關係；欣悉管 

理當盾在公路建設力面續有規劃，全力進行；並悉 

當局業爲上項目的續撥官額經費，包括奈基利阿政 

廣所撥之專款一四八，九一一镑及英聯王國政府所 

撥之資助金一五0 , 0 0 0 錄在內，尤感欣慰;促請 

管理當局繼續推行該當局之公路建誅方案。

土地;Bakweri間题;嘴麥龍奥業公

該領土面積共計三四 , o 八一平方英里,其中篇 

政府所估用者約十一個半平方英里，爲嗔麥龍興業 

公司、各貿易公司、教會及非土著人民所估有者約 

四百六十平力英里。其餘之土地842則全部稱爲土著 

土地，此種土地經由法律規定應由纏督掌管，供當 

地居民及公益事宜之用。各教會紐織在一九五一年 

估有土地約因七五英献，較上年許增一百七十九 

英 献 此 外 ，當局在一九五一年內尙核撥士著士地 

一二，五0 0 英献供牧養牲畜之用，另撥土著 rh地 

一  ̂  二0 0 英献供誅立麻疯療養院之用，以上兩塊土 

地均待測量劃界。當局並曾核撥士著土地一,二 0 0  
英献供東廣生逢發展處種植咖啡之用，另撥土著土 

地五，六0 0 英献供該機關飼養牲口力案之用3

租̂與時麥龍與業公司的土地也是土著土地。

管理當廣說：目前非士著人民可以雄得i ：地力 

面合法利益的惟一力法使是依照規定條件和祖金， 

取得土地估用權。上面所說的四百■六十平方英里中j  
事實上大部分都是在德國政權時代從南唾麥龍割讓 

的土地；這些土地的大部分—— 三百九十五平力英 

里—— 從一九四七年以来又被重割爲：h 著七地，祖 

與唾麥龍興業公司使用。這個公司是經政府00令設 

立的一個組織，負責經營及發展上面所說的這些士 

地，以利整個唾麥龍的居民0 嘴麥龍與業公司的艇 

織及營業詳情有如下過：

南部土地的割讓很引起了一些間題，道些間題 

也就是託管理事會所前論的許多請願書的主題。其 

中第一個請顏書是由Bakweri 土地委員會於一九四 

六年提出的，請願書內餅稱：這些割讓的土地原是 

德國人從 Bakweri 人民手中非法取去的，但英画管 

理當局對於此種情形卻任其存在; 該委貢會並訴稱： 

管理當局從這個領土的種植場上取去厚刹，而 Bak- 
w eri人民卻被追退居於貧療難耕的土地上，備嘗營 

養不足與生活艱難之苦。Bakwerî 土地委員會除要求 

將這些土地發遺Bakweri人民外，並要求給付賠償 

費 ) 勝麥龍舆業公司成立以後，該委員會又遞呈公 

面，堅待他們對於道些土地的所有權，並要求他們 

在經種植營場方面所操之控制權應較嘴麥龍興業公 

司一向所賦予他們者爲大。

理事會第四眉會箭令第一次派赴勝麥龍的視察 

B 對於這個問題特加研究。同時，管理當局進行就 

地調査的工作，察悉  Bakweri 人民所遇經濟及社會 

困難的程度，並宣依了一蓮串的力案，這些力案不 

特要從種植場中劃出二萬五千餘英献的士地，以充 

協助土著人民重新定居之用，而旦擬與嘴麥龍興業 

公司合作，舉辦促進當地人民雜濟及社會復與的計 

劃3

一九四九年的視察團說：管理當局決定誅立嘴 

麥龍興業公司，保證爲領土人民利益發展各種植場 

一舉，顯係管理當局所曾採取的一項最重要措施， 

其目的在於補救該託管領土及其居民在過去因外人 

割佔士地及從事剝削而受到的損害，此項決定表明 

管理當局具有誠意，且其所指士地政策允稱積極開 

明，視察 ®對於管理當局所擬進一步協助Bakweri 
人民的各種措施，表示同意，但請管理當局要特別 

注意：不但爲領土人民的經濟發展建立@固基礎是 

件極重要的事，比這件事的迫切性似乎有過無不及 

的，還在使領土人民的社會情况復舆改善3 視察 ffl 
並提出了許多辦法藉以向人民更淸楚地解释勝麥龍



舆業公司說立的意義，從而促使他們更進一步參加 

該公司的工作

託管理事會贊成視察團所作的結論，並根據視 

察 f f l的意見，通過許多建譲，內講營理當局對於從 

嘴麥龍舆業公司的收â 中特撥款項供復興 Bakweii 
之用一節 ’ 特加注意。理事會建譲管理當局應儘速 

實施其所擬的管制及協助重新定居許割；希 望 Bak- 
w eri人民將通力合作，實施這些許劃. 並建譲管理 

當盾應加聚努力向Bakweri人民解釋：以前敵人所 

估的土地事實上均已歸遺該託管領土人民，其所有 

權现已操於他們之手，

管理當局說：該 當 局 在 九 五 0 年內爲實施此 

等方案所作的努力因爲勝麥龍土著當局中比較守舊 

分子的反，對，在進行時受到障礙；雜經 » 次洽談， 

B akw eri的代表們仍堅稱這些土地屬於Bakweri人 

民，並對於理事會建譲中宣稱上項土地事實上業a  
歸遺該領土人民一節，表示不滿3 可是，他們指明： 

他們的所以採収這種態度並不是說他們對於管理當 

局的其他發展許劃和公盤許割都漠不關心^他們對 

於旨在訓練將来社展發鹿 f f i導 人 才 的 Man-o’-War 
B a y許劃，允其歡迎3 據管理當局說此項社® 發展 

許劃：現 a 在膝麥龍興業公司所供給的土地與建築 

物中竭力推行。

管理當局在其一九五一年度報吿書內稱：Bak
weri 土地委員會於一九五一年內繼續担絕在董新定 

居許劃的實施上與管理當局合作。但差宰  Bakweri 
其他方面舆論對於此事日表興趣，所以上項重新定 

居許劃將與 Victoria及 K u m b a兩展內願意參加的 

人民合作進行。

Bakweri 土 地 委 員 會 旋 復 提 出 請 願 書 否 認  

Bakweri人民對於重新定居計劃業已改變態度，並謂 

在施行該許劃以前/ 託管理事會應當明確地官怖:理 

事會承認 Bakweri人民爲該部族所居區域內各種植 

場的推一合法地主。他們要求理事會於下次遺派視 

察B 前往領土時，派一國際司法顧間團隨同調査本 

間題，

管理當局在評譲該講願書時說：Bakweri 土地 

委員會如再自稱是代表Bakweri全體人民的機關)似 

乎有失正確，因爲現在B 有 Bakweri 人民的其他代 

表與誉理當局接洽，要求實施重新定居許劃，所以 

該間題進展的希望業B 大爲增加。

管理當盾特派代表在理事會第十一眉會中報 

吿 : 該領土現a 成立一由七十個社責組成之合作社

定名爲 Bakweri農民聯合會，負責協助推行管理當 

局所擬訂的Bakweri重新定居許劃。上通聯合會業 

& 開始將該聯合會會員所産之香菊售與嘴麥寵興業 

公司。其最後目的爲協助Bakweri農民開塾嘴麥龍 

興業公司按照管理當局擬定計割所分譲之土地。管 

理當局特派代表說： 如果 Bakweri 農民聯合會能夠 

順利進行，那 未 Bakweri的復興方案可望獲得切實 

進展。

理事會就該請願書所通過之決譲案《44, 除譲及 

其他事項外，重申理事會第六届會決議案中所述各 

點，促請請願者與管理當局在重新定居及懷土復舆 

各力案上通力合作3

理事會過去曾審譲土著居民爲要求歸還除現由 

勝麥龍興業公司持有者外的割讓地一事所'遞送約請 

願書。理事會第十一屆會收到Bamenda地力協進會 

所 適 送 的 箫 願 書 內 稱 B a li族人民會非法擢取請 

願者的土地，此項控訳業經最高法院驳斥，但當時 

有許多居民在法官面前示威，現在提出請願書的圃 

體決定向 B a li族宣戰"據請願者宣稱最高法院判 

決以後所發生的騒擾是由於當盾措施不當之故，要 

求當局就此等骚擾情形按斯向奈塞利阿總督及報界 

提出報告。

管理當局在其對請願書所提意見內稱：因爲 

B a li人是歐洲人政權成立時的士地實際占有者，所 

以他們因戰勝而獲得的土地所有權是不得不予以承 

認的。當時約有五千武裝人民參加暴動，在 Bali m 
域內焚微住宅，並劫掠穀物及財産；旋經和平恢復 

秩序^ 奈基利阿總督會指派最高法院法官一名，調 

査爭執雙力的權利爭端所在，並就總督在土地及土 

著權利法下所秉持的權力究應如何行使問題，提出 

建譲，

理事會就該請願書所通過之決譲案除譲及 

其他事項外，敦請管理當局將調査結果具報，並認 

爲在未接J：項調査報吿以前，無須提出建譲。

B w inga七著社區在其所遞請願書347內提起另 

一镑土地爭執，反對鎭土政府將聯非公司（United 
Africa Company ) 佔用土地的補償金給予Victoria 土 

著當局，而不給予請願者。請願者要求理事會代表 

他們的利益，與管理當局■進行交涉。嗣據管理當盾 

報吿：該當局將相當於地祖的金額付給與該地最近

理事會爽議案六一六（十一)o 
845 T /Pet.4 /82o
理事會決議案六二0 ( ~ 1 )o

347 T /Pet.4 /81o



的最低級地方政庶，卽 Victoria 土著當盾時，言明 

該款係供全愿域土著居民公益之用；因此，理事會 

決 定 «不提任何建譲。

隨麥龍舆業公司之輕營情形

嫁麥寵興業公司的營業現已進入了第六年度。 

這個公司是一個經政府明令設立的公營企業組織J 
專事經營前德國人所佔有的各種植場，並以該託管 

領土人民的利益爲前提。

該公司計有二十五萬英献土地，其中經開發者 

約爲七八, 0 0 0 英献，其主要產物爲香蒸、掠油産 

品及橡皮3 各項生庫均不斷增加；香蒸爲該公司的 

主要産物，其生産增加率亦最高。香廣出口量已自 

一九四七年之一 7 二八一，三三0 董增■至一九五一年 

之五,七七三，二 0 八室;若不是爲了嚴董的風災，一 

九五0 年和一九五一年的出口數量遺要更高。香菊 

生逢的一大部分，（以一九五0 年幾近五百萬.塞的香 

廣出口量而論，其中約二@■萬董）来自領土內最大 

的種植場；該種植湯係由勝麥龍舆業公司發給執照 

的一個英画公司所辦。領土所產香舊係經一個商家 

之手售與英聯王國糧食部，其值格在一九四八年至 

一九五一年間從每顺二十七英镑增至每嚼三十二英 

镑。

嘴麥龍興業公司的常年報吿書中指出：該公司 

納税前的營業利潤計一九四七年爲一七八,二七五 

英镑，一九C9八年爲三四三，三九七英镑^一九0 九 

年爲三玉二j三七八英镑，一九五0 年爲三一七，四 

二六英镑。該公司按照對各私人公司所課的税率(每 

— 英镑征收九先♦ )，向奈基利阿政府缴納所得税； 

爲備供此項用途起見，該公司特在一九四七年中劃 

出一五八j O O O 英镑^ 在一九四八年中劃出二 0  

九 j O O O 英镑，在一九四九年中劃出二六0 , 0 0  

0 英 镑 （供一九五0 至一九五一年會計年度納税之 

用 )，在一九五0 年中劃出二八0 , 0 0 0 英镑(供一 

九五一至一九五二會計年度納税之用）。一九五0 至 

一九五一會計年度之實際納税額爲二四因，一三0  

英镑；原撥税款的剰餘數業經歸帳，正如一九四九 

至一九五0 年度多撥之約一 0 - 0 0 0 英镑歸帳辦 

法一様。該公司在纖付税款之前並劃撥一筆準傭金j 

以其中一部分興辦職員觸利事宜，包括住宅、醫院、 

教育說傭所需費用,另一部分備供抵補風風損失(計 

— 九四八年劃撥一0 0 0 ^ 0 0 0 英镑  ̂一九四九年 

劃撥八0 , 0 0 0 英镑，一九五0 年無j 一九五一年

割撥二三0 , 0 0 0 英镑)。根據該公司一九五一年 

度決算，營業利潤計爲六三五 , 0 0 0 英镑,其中二 

三0 , 0 0 0 英镑經撥充準備金，三五0 , 0 0 0 英 

镑經劃出備供缴付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會計年度所 

得税之用，其餘五五, 0 0 0 英镑則經指定爲勝麥龍 

人民公盤經《 0

該公司依法必須將每年剩餘利潤款額撥交奈基 

利阿瘾督，俾該總督得利用此款興辦該託管領土居 

民的公益事宜g 該公司從一九四八年度營業利潤中 

所撥款額爲五四7三五二英鋒，一九四九年度爲二 

二，五四因英镑 , 一九五0 年度爲五三，二九六英镑。 

在一九四八年所授付的款項中^計有四二 , 0 0 0 英 

鋒劃給南霉麥龍，此數的大部分係充南略麥龍實行 

地方後展計割的經費，餘款則係供在南睹麥龍誅置 

閱覽室及獎學金之用 ; 一九四八年撥款中另有一二， 

三五二英镑撥充在北嘴麥龍改進蓮輸設備之用。至 

於一九四九年之剩餘利潤，則有一六7四五0 英镑撥 

充南嗽麥龍辦理醫藥事務及獎學金之用另五 , 0 0  
0 英镑係充在北膝麥龍設立衞生所一處之用。関於 

一九四九年利潤結餘額之分配辦法及一九五0 年利 

潤之分配辦法，在一九五一年內均尙在討論之中。但 

以前各年度的利潤都是在諮商各地方發展委員會的 

意見以後鐵實行分配的。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在理事會第十一屆會中報 

吿：爲決定關於該公司一九五0 年度利潤分配辦法 

究應向總督提出何種建譲起見，曾 於 B u e a地力舉 

行領士代表會議。嘴麥龍南北兩部均曾派遣代表出 

席，其中包括 D ik w a回王、參加東展人民代表大會 

的南膝麥龍代表、及其他代表j 代表會譲在兩天的封 

論過程中通週了分配利潤時所應依據的原則，其目 

的在使鎭士各地都得到同等待遇 ; 並且無異譲地通 

過了若干関於領士社會及經濟發展計劃的建譲，這 

些建譲正在呈請總督核准中《

託管理事會對於該公司營業力面所最闕心的一 

點厥爲下列原則的實行：該公司應當爲該託管領士 

的利益而經營業務，理事會第四屆會曾特別注意該 

公司的一種財務指置此項辦法係將該公司士地的 

公認價修約計八五0 , 0 O O 英镑，劃作英聯王國所 

應得的德國賠款一部分；該公司須用分期交付祖金 

的辦法償付這筆款項，限三十5 年內付淸，欠款利 

息按照g ■分之三又四分一之利率纖付。

一九四九年的視察團注意到：用来辦理該託管 

懷土公盤事宜之公司利潤，將因上項辦法而減少了 

一筆與祖金相等的款額'此項祖金大約訂爲每年四 

Q O O 英镑。理事會建譲管理當局應當考慮縮短



這三十五年期限的可能性，因爲士著人民要在這個 

斯限眉满後繞能夠從該公司的盈餘中取得全部利 

龜管理當局答稱：縮短償忖地價的期限，對於镇 

士居民的利益將有損害，因爲這種辦法將使這一代 

的人民擔負一個不必需的重擔，並將使該領土居民 

目前所得的刺益反因此而減少。

託管理事會第六届會提譲：管理當局應該重新 

檢財該公司的納税:數額，以視究意能否增加該公司 

所獲利潤中可供發展該託管領士直接利盤之用的款 

額 ) 據管理當局說，最近該領土內財政肤ea好轉的 

主要原因便是爲了略麥龍舆業公司所交的税款；道 

些税款都是花在直接有利於該託管領土的事宜上， 

正如該公司所撥付的鄉餘利潤一様。

該公司的董事會自一九五0 年以來均係由九人 

組成，其中三人爲該託管領土的非洲籍居民。該公 

司設有資助非洲人獲得高等教育及技術教育的獎學 

金，並且也辦有訓練公司載員的課@。第一個派充 

該公司高級職員的非洲籍人係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間就任。至於中級載員之說置，其目的係在鼓勵勝 

麥龍人參加該公司的業務，在一九五0 年中B 自八 

名i f 至三十四名。

理事會第六屆會曾表示希望管理當局能儘速設 

立一個委員會，其性質與爲擬譲該司利潤分配辦 

法而設•置的地方發凰委員會相似，但地位較高，藉 

使該公司當局與士著人民保持更密切的聯繁。管理 

當肩指出：前已設立一由該公司與其工人各派代表 

組成的常設諮詢委員會，負責就勞工問題加以檢計 

並提出建譲。

理事會第九眉會表示欣悉管理當局業B 任命三 

個非籍居民爲嫁麥龍興業公司的董事，並表示深望 

管理當局逐漸墙加該公司及其他經濟組織中土著代 

表之人數。管理當局指出：具有充任該公司職員資 

格的土著人民數目有限，但該公司業務對於該託管 

領 :h 的關係非常重大，所以顯然不能以資格未年之 

人濫竿充敷，理事會贊同管理當局的現行政策，由 

該當局會同各地方發展委鼻會詳細擬訂該公司所獲 

利潤之支出許劃；並促請管理當局盡S 利用此種委 

員會，俾鎮土各項發展許劃可望加速實行。管理當 

局答稱：南嗔麥龍各地力發展委員會業E 提出多種 

建譲，其中一大部分正在付諸實施，其餘建譲則尙 

待當局決定> 至於諮商領土民衆的意見一事，現 a  
廣展至瞎麥龍北部各地，

理事會第十一盾會通過如下各項建譲：

理事會塵及嘴麥龍興業公司之本身業務及該公 

司爲領土全體利益«撥之剰餘利潤繼續有助於託管 

領土之經濟、社會及教育進展；對於管理當局召開 

領土代表會譲，藉以決定此種利潤在各項公共計割 

間究應如何分配一舉，尤表歉迎；希望管理當局能 

繼續舉行此種會商，並於其認爲適當時擴大前論之 

範圍。

理事會念及管理當肩之目的，在於最後將該公 

司的管理權與控制權移交土著居民；深知現行管理 

制度如改變過劇，對於該公司工作效率及該公司在 

懷士經濟上所處之重要地位，均有妨礙；建譲管理 

當盾一俟土著居民才堪勝任，立卽將彼等派充該公 

司董要職務；關於此點，理事會建譲：該公司現在 

所設成效優良之獎學金制度應儘量在實際可行程度 

內用以訓練該公司管理上所需之商業及技綱人才

森林地區

最大的森林區域都在領土南部。截至目前爲业， 

許劃作士著當局森林展的土地約估領土全部面積的 

存分之十三。

理事會第六屆會承認管理當局負有保護該懷土 

森林資源的責任；除核准該當局所已採取的各項有 

關步驟外並建譲管理當局應採取更積極的措施。管 

理當局說：如果目前所作勸導土著當局自動誅置森 

林區的各種努力不能奏效，那未管理當局便預備採 

取任何必要的強迫措施3

管理當盾在其一九五一年度報告書內復稱：因 

爲此事遭到反對，所以有人主張：如果利用其他方 

法都不能産生一個保譲安善的森林廣，那未管理當 

局在道義上便負有責任援用總督特權來劃誅森林

財政、賦殺

據管理當盾報吿：一九四九、一九五0 、及一 

九玉一年中可注意的事是：嘴麥龍的財政情況不斷 

好轉，最後兩年的收入都超過支出，財政上得有結

餘3

管理當局並沒有專爲勝麥龍編製預算，故凡該 

領土財政上應收應支的數字槪經籠維列於奈基利阿 

各展域預算及中央預算之內3 不過，常年報吿書中 

附有嚷麥龍領土歲入與支出的簡表。管理當局估計 

嘴麥龍領士在託管制度下五年來的財政狀況如下：



年度  歲入  支出  赤宇

(英镑） 〈英镑） （英錄）

1946-4 7............  241,000 471,000 230,000

1947-4 8............  301,000 541,000 240,000

1948-4 9 ............  519,000 647,000 128,000

結餘

1949-5 0...........  1,106,000 880,000 226,000

1950-5 1...........  1,202,000 998,000 204,000

歲入的要項爲直接税及閩接税，這兩種税收共 

估一九五0 至一九五一年度領土歲入總數的@•分之 

八五 .七。直接税牧獨估全部歲入百分之六四.九，其 

中最大一項爲各私人公司及勝麥龍興業公司纖付的 

所得稷：。個人缴付的所得税及土著税A 佔全部歲入 

的極小部分。惟有不交土著税的居民緣要纖納所得 

稅 ; 土著稷:的大部分均爲土著當局收用。各地所訂的 

土著税率大不相同，有些地力係按一個劃一的税率 

課税，但其他地方則係按社®或個人可以計算出来 

的每年所得多寡而分別徵税3

管理當质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簡領土 

財政情形的進步幾乎全因嘴麥龍興業公司種植場及 

Elders & Fyffes L td .商業公司所營Likom ba種植場 

曰益發達之故。從上述各種植場徵得的財政收入計 

有公司税、所得賴：、関税、付給奈基利阿政麻的出 

口税、及隊麥龍興業公司宣怖爲制餘部分的利潤。奈 

基利阿政府在勝麥寵領士徵收的所得税歉部分估許 

如下：各公司包括踏麥龍興業公司在內共付一九玉 

0 至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軟七五0 , 0 0 0 英镑;一 

九四九至一九五0 年度則爲六3 ■六 , 0 0 0 英镑。此 

外，各該公司於一九五0 至一九五一年度支付的関 

税約許二二九 , 0 0 0 英镑。

奈基利阿政府決定將現有及將来所有剩餘全部 

撥充嗔麥龍發•展基金，專供該領土福利事務及發展 

之用。此項基金係由總督參照膝麥龍行政專員的意 

見，並與各展域當局及該領土人民代表商封後，負責 

管理。該基金會於一九五一年三月成立，第一次撥款 

數爲三五0 , 0 0 0 英镑。其後經當局績撥二0 四J 

0 0 0 英镑及一四八，九—— 英錢兩筆款項。第一 

次撥款係来自一九五0 至一九五一年度勝麥龍領土 

的財政結餘，至於第二次撥款則係奈基利阿政府將 

敵査管理處接辦 Likomba 種植場時所獲的利潤撥充 

某金。奈基利阿政府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洋度槪算

中列有續以瞎麥龍財政結錄撥充發嚴基金之估計數 

字，但此項撥款之實數在唾麥龍財政結餘未曾確定 

以前^無法預知2 營理當局読:如將来略麥寵歲入槪 

數越過歲出槪數，管理當局當繼續撥款以充基金。

奈基利阿十年發展計劃中所規定的《用對於啤 

麥龍亦有稗益。這個計劃原於一九四六年核定，當時 

估許需款3 •千五百萬英镑以上，由託管領土灘付一， 

五0 0 , 0 0 0 英镑左右3 後来這個計劃重經修訂， 

改爲五年計劃；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此項發展 

基金的餘額約爲三千四百萬英镑。一九五一至一*九 

五二及一九五二至一九玉三雨會計年度中專備用於 

唾麥龍領土的各項發展計割之輕費爲三八0 ,三九 

二英镑，其中三九0 , 0 六0 英镑將用於勝麥龍北 

部0

其他收入來源可供勝麥龍發展之用者，許有睹 

麥龍興業公司的剩餘利潤；及奈基利阿可可館售局、 

掠油產品館售局、北展及東展兩生產發展處所撥給 

的資助金《根據新憲法的規定 , 奈基利阿各展，包括 

嚷麥寵託管領土在內,將可首次獲得本身收入，並可 

分別自訂法律分配支出，其權力不再限於支付奈墓 

利阿政府所核撥的款項而a , 膝麥龍的南部及北部 

分別歸東廣及北展兩生進發展處營轄；該爾機關卽 

擔任實行該託管領土各項發展計劃之責，各產品館 

售局過去所承擔的義務業由上述東K 及北展雨生逢 

發爲處接收，各該錯售局今後除將補助金撥與主管 

K 域生塵發展處不算直接辦理領土的發展許劃。 

管理當盾說：上述兩展域生達發風處中非洲籍代表 

願多，東嚴發展處的九位委員之一節係勝麥龍人。

除了從這些来源所得的經養外，凡在嚷麥龍執 

行職務及爲嘴麥龍而執行職務的土著當局各自編有 

葡算，其 牧 入 （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度估計爲二 

八二，六0 0 英镑 )大部分来自土著稅；其支出係充 

地力工作與服務事宜之經貴（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 

年度估許爲二六0 , — 0 0 英镑)。託管理事會第六 

屆會建譲：管理當局於審査嗽麥龍北部各土著當局 

之預算時應注意一點，卽行政费用與社會服務及其 

他切要服務事宜之費用間宜保持，一個合理的平衡。 

管理當局答復說，該當局，原a 隨時注意這一點3

土著當局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會計洋度槪算中 

最大的一項開支，與以往各年度一様，仍奮是行政 

費用 ; 德許領士全部的土著當局行政費用爲三六j O  
0 0 英镑，其中最小的是南部當局的四，九0 0 英 

镑，最大的是北部當局的一五，二0 0 英镑。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般意見

紐西蘭代表說：領七經濟繁榮大部分係因領土 

出口的農作物慣格上漲及勝麥龍舆業公司管理優良 

之故0
比利時代表認爲下一常年報吿書內應將管理當 

肩對可可選種一事所採取的政策，及該當局指示各 

種植者如何改進奮式種植場之情形，一併加以錢 

她。

中國代表欣悉在檢討下之年度內由於領土農産 

品價格上漲的結果, 領士經濟一般均呈繁榮之象。他 

深切注意管理當局業B 採取使領土生産在多力面發 

展的各項措施，同時並不擬因此而打擊領土主要農 

作物香菊一項所居的重要地位，他聽到管理當局的 

特派代表說：因爲領土的生逢在各館售局所經錯的 

逢品數量上紙佔極微小的比例，所以現在各館售局 

內尙未派有嘴麥龍人代表；中國代表深信在勝麥龍 

懷土的逢品數量達到一定的比例時，管理當局將董 

新考盧這個問題。

多明尼加代表欣悉管理當局在經濟力面努力頗 

多，但力稱現在要圖爲將財政權力歸遺領土，尤其 

應該利用讓土著居民參加嘴麥龍興業公司及各館售 

局工作的方法，来達到這個目的。

法蘭西代表指出：管理當局的特派代表在談到 

勝麥龍興業公司的業務時，會對領土的經濟前途很 

審愼地表示未可完全樂觀，但該代表認爲領土經濟 

基礎旣屬键全，管理當局儘可勇往直前地進行t 的 

發展計劃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 

並不是爲了土著居民的利益来後展該託管領土的經 

濟，領土經濟的主脈迄爲政府所誰的隊麥龍興業公 

司及另一稱爲Elders & Fyffes, U d .的私人公司所把 

持。-管理當局爲造成一個專以生産出口物品爲目的 

之大規樓種植場經濟起見，業將土著居民所有的肥 

沃土地大批外讓，領土産品的出口均係經由政麻誅 

立的若干組織之手，它們獨占了可可、掠欄、油類 

及落花生等物品的館售事宜3 各該組織並無土著居 

民的代表參加工作 , 唾麥龍興業公司所誅的香駕、綠 

皮、掠油及其他種植場在領土的經濟上都居主要地 

位，同時也估用了嘴麥龍境內最肥沃的土地3

交通

細西蘭代表認爲理事會或願鼓勵管理當局繼續 

錢廣各種交通事業，特別是領土全境空航的發展3

蔭爾冗多代表襄於發展交通一事© 於領士闕搞 

至大^促請管理當局利用各專門機關所給予的協助， 

在這方面加倍努力。

法蘭西代表同意築路力案對於領土各方面的發 

展都是很重要的。可是，公路建築並不是經齋進展 

的惟一條件；領土居民對於具有建設性的發展力案 

的興趣，也須予以鼓勵a

土地、Bakweri問題、嘴麥龍興業公司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對於管理當馬擬從嘴麥龍舆 

業公司劃出土地二离五千英献，以供 Bakweri —部分 

人民重新定居之用）並 藉 M an -o ’-W ar Bay 一類的力 

案供給彼等在教育、 會及農業發® 上所需各項便 

利之計劃，表示欣慰。但他膀悉 Bakwei i 士地委員 

會繼績反對此項重新定居計割，甚爲關慮；因此他 

促請營理當局竭盡努力，與 Bakweri 土地委員會耐 

心諮商，務求該項許割獲得贊同3 他假定管理當局 

於提出此項許劃時 ’ 將繼續以自願合作爲條件。

中國代表欣悉 Bakweri ,重新定居計割a 暖 Bak- 

w e r i族中比較前進分子的贊同，並悉管理當局a 決 

定繼續推行上通計劃。

法蘭西代表看到B a k w eri間題的解決已有端悅  ̂

對於管理當局在基本教育力面所採的各項措施很感 

興趣；他尤其關心該部族婦女的基本教育間題，因 

爲要 Bakweri 人民能有眞正的進步，她們的合作是 

必不可少的。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德國殖民 

者從土著居民手中播取去的最肥沃土地，迄尙未經 

管理當肩退遺土著人民。一九四九年的視察團說:從 

土著人民手中割讓現由勝麥龍與業公司估有的土地 

面積甚大，各私人公司及各教會亦B 從土著人民手 

中獲得敏數較少的士地；此種外讓土地對於住在各 

種植場鄰近展域的若千土著部族，B 經發生了具有 

嚴董經濟及社會廣響的土地間題據官力資料所載： 

領土政府、各私人公司及歐洲籍人所佔有原從土著 

人民手中割讓而得的土地許共四百六十二卒方英里 

( 參閱管理當局報告* 第八十三頁）3 這項記載表明 

管理當局繼續在進行將土著人民土地外讓的政策。 

管理當局在一九五一年中會決定再將二  五 0 0
英敏外讓，管理當局藉口説置森林展，已經從土著 

人民手中割讓了二千一百六十四平方英里的土地 

了。

Bakweri 部族及其他小部族的最肥沃士地旣 

被剝奪，所以紙好坐以待黯。一九四九年的視察B  
會觀察到居住於種植場廣域的 Bakweri 族及其他社



廣在經濟及ffi會为面均呈瑰嚴重的衰败狀態a Bak
weri 族的代表在他們最赶所遞請願書8«中再度要求 

管理當盾承認  Bakweri 族是以前外讓土地的合法所 

有人3 他們並且說，由於 Bakweri 人民貧廣萬狀， 

所以他們並沒有在當地法院中出庭申辯權利的能 

力 託管理事會應該建譲管理當局將以前用各種 

方法從土著人民手中割讓的土地歸遺士人，以後並 

不得再將屬於土著人民所有之土地外讓3
管理當盾的特派代表說：就所有割讓土地均應 

歸遺且以後不得再有土地外讓情事的建譲而言，現 

在各商業組織手中所有的土地僅估領土全部面積的 

百分之0 . — 七，而此項土地的發風對於其鄰近展域 

及領土的一般繁榮具有莫大的慣値。再者，差不多 

所有官力列爲外讓的土地事實上均係由公共機關進 

行開發的土地，或係政府或教會組織爲行政、社會 

或教育目的所佔用的土地，他相信理事會一定會毫 

不遲疑地裁定 : Bakweri族代表認爲所有現爲公共利 

â 而善意佔有的土地均應歸遺土著人民一譲，實屬 

毫無道理；因爲沒有任何舉動比此譲再能切實摧毀 

領士前此的進展，也沒有任何舉動比此譲再能妨害 

領土未来的進展了3 特派代表並謂：管理當局擬將 

Bakweri重新定居計劃的進展情形 j 随時報吿理事 

會。

陰麥龍舆業公司的業務

紐西蘭代表說：嘴麥龍與業公司管理優良，理 

事會不應率爾促成該公司營理力面的更張，雖然土 

著人民對該公司的控制力及其參與工作的範圍均應 

予以擴展，但如更動過劇，對於公司的昌盛恐將成 

爲一個政命傷，因而對於領土人民的繁榮亦大爲不 

利3 他稱頌管理國政府及膝麥龍舆業公司在改進及 

增加領土農作物種類上所作的種種努力。他對管理 

當盾a 在 B uea地力創設人民代表會譲俾就該公司 

一九五0 年度利潤在該土內支用的辦法，向總督提 

出適當建譲一點，亦表欣慰3 非洲籍代表與領土官 

員共聚一堂，討論有關領土的共同利益，對於現在 

唯麥龍南北兩部間的意見爭執，必能消饼不少d 他 

希望嗣後繼續舉行此種會商，並望管理當局能視此 

等會譲成功之程度，酌將討論範圍廣大3
比利時代表深信一九五二年的視察團必能充分 

利用就地研究勝麥龍興業公，司實摩經營情形的機 

會，並深信視察團必能注意土著人民及歐洲籍人對 

該公司業務所作之買獻，因爲在極爲重要的財務因

T/Pet.4/76 and Ad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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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背後，達有人的因素。他認爲該公司的業務在各 

方面都發生影響，相信理事會一定會繼續很密切地 

注意這個試驗 ' 他雖然聽見特派代表雙吿大家不要 

對該公司利潤以後能否經常保持一點，預抱過分的 

樂觀，但他仍認爲該公司的管理及其辦事精#比每 

年損盤的大小遺要重要。

財政、賦 S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據一九四 

九年的視察團報吿書所載：管理當局並沒有專爲該 

託管領土編造預算，並且它也沒有爲該領士經常設 

立專門帳目，政府從該領土所獲的收入均被整個併 

入奈基利阿的預算，不加區別；至於列入託管領土 

項下的各項支出，則並非以該領土的通盤需要爲根 

據，而係分別以勝麥龍在行政上所錄屬的奈基利阿 

各展的需要爲根據。他並說:領土內的人頭税仍未廢 

除，其收税辦法並不顧及土著人民的財産多寡及納 

稅能力0 他認爲託管理事會應該建譲管理當局採取 

必要步驟，以一種累進所得税制来代替人頭税：，至 

少亦應以一種能夠充分顯及人民財座狀况及納税能 

力的所得税制來代替人頭我：。

管理當局的特派代表說：管理當局的政策爲在 

充分願及領土各廣域目前 fÉ會狀现的條件下從現行 

税制進向累進的所得税制；領士一半以上的地廣均 

B 施行此項政策。

四 .社 會 進 展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理事建議 

一般情况

據管理當局稱，政府、土著當局以及各教會的 

工作，多數均與改善廣義的社會福利有直接關係， 

管理當局並力陳各種政治、經濟、教育措施均與當地 

人民的社會進展有相互闕係。從特殊力面說，管理 

當局則謂該能管領土的一切社會福利棺施均以改善 

人民的生活狀况、衞生及教育爲目標。管理當局解 

释：所謂社會安全及福利是指對老年人、赤貧人、孤 

絶、身心有缺陷的人、傷殘者及犯輕罪者，那一類 

人的一種特別護理iffi言，管理當局認爲這種護理應 

由那一類人的家人和観戚去負責任，當地旣無都市 

人口密集的現象，f±展人士之閩在這些事體上仍有 

遇事相助的義務之感，故管理當局並未設立或計擬 

設立遺耀及老年人養邮金等制度。



婦女地位

該領土内之婦女有在政府及商業機閩中擔任工 

作者，在 Bamenda省婦女有當選新聯邦參議會譲員 

者。管理當局謎多數土著法院至少各有女法官一人」 

在一九五一年內離麥龍婦女二人在英聯王國受高深 

訓練3 嘴麥龍南部已設立若干家政訓練所^Bamenda 
婦女協進會亦繼續發展。

理事會在第十一屆會中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襄於管理當局對於改進婦女地位問題業 

已加以注意，並已爲此目的採取若千措施，例如:設 

立家政訓練所，舉辦特種婦女衞生工作，委派婦女 

教育職員 ; 爱建譲誉理當盾繼績努力改進婦女地位j  
並於下次常年報告書中就所採措施，提供情報。

理事會襄於重婚制度繼績存在，建議管理當局 

繼續努力，以期逐漸廢除此制度。

新聞自由

託管理事會前曾提出關於新聞紙財政責任的問 

題。此類新聞紙在該領土巧迄未出版。奈基利阿的 

新聞紙出版法規定所有人、印刷人及發行人必須纖 

存押金二百五十镑，作爲賠償破壞名譽之保證。理 

事會第六屆會建譲管理當局務必使此項規定不致壓 

制新聞自由，並切記允宜儘旱修改此項規定。管理 

當局聲稱，它認爲此項规定不過曼必須絵與民衆的 

最低限度的保障，而且絕不妨礙新聞自由，故不宜 

加以修改' The Eastern Outlook and Cameroon s Star 新
週報在一九五一年初次出版，嘴麥龍南部各省有其 

涯訊員，編輯部人員中有Bakweri籍靑年一人。

醫藥及衛生服務

嚷麥龍的醫藥事務由四個機關負責辦理a 這四 

個機關就是奈某利阿政府醫務部、土著當局、教會 

及嘛麥寵舆業公司。

一九五一年該領土共有醫師十五人，譲i 長十 

八人，及非籍合格護士五十人3 —九五一年醫務人 

員鐵許共四二三人，而一九五0 年僅有三九六人。嘴 

麥龍舆業公司職員中有醫師六人, 歐籍譲士十人，管 

理當局聲明醫務人員實數尙有過於此，因爲有些在 

該領土境外工作的奈基利阿醫務人員也時時爲嚷麥 

龍服務。

略麥龍北部 Dikwa 回王管治愿內尙無醫院^最 

近的醫院在四十哩以外，但該處許有診療所七處、教 

會設立的診療所一處及麻瘾治療所一處，爲本區服

務。B a m a 有常任醫務人員一人，及由嘻麥龍興業 

公司赢利項下撥資辦理的門診處一所，該領土內 

Adamawa 一地亦無醫院，ffl M u b i正在建築可容四 

十八張病床的新醫院一所3 在該院未落成以前，最 

近的醫院爲設於奈基利阿 Vola • ■地的公立醫院距 

離 Mubi —百二十七哩，距離嘴麥龍 Adamawa 區 

南部最近的重要市鎭六十二哩。該院備有救護車，接 

送病人3 —九五一年所收容的病人中百分之十來自 

嘴麥龍託管領士。嘴麥龍邊境附近有一教，醫院，一 

九五一年內約有一半病人来自該領土 Adamawa廣 

域內並有土著當局所說診療所六處，教會所設診療 

所一處。在地小而偏僻的Benue展附近並無醫院，當 

地的醫藥誌備有教會所設診療所一處3

該ffî土南端嘴麥龍及Bamenda兩者計有教會醫 

院一所，公立醫院七所，據管理當盾稱，維多利亞 

一地的那個醫院規模最大( 有一百因十張病床)，爲 

奈基利阿以及盤個託管領土內設備最完善的一個醫 

院3 嘴麥龍興業公司在T ik o誅有德醫院一所，現 

正在擴充中，擬增至二百六十張病床，該公司另設 

醫院四所。土著當局在這兩省內設有診療所二十處， 

興業公司則說有三十處，外勸醫務組亦在這一帶地 

區施診：鼠疫研究計劃正在進行中。

理事會以前各次屆會塵於當地醫務人員及m 備 

均不足以應付推行合理的醫藥衞生計劃之需，妹表 

關切；乃建請管理當局採収必要措施，以應付此項 

需要，同時並增撥此方面所需的經費，一九四九年 

的視察團曾收到若干件申餅書，對於醫藥衞生等設 

備表示不滿3 理事會週去也收到請求改善醫藥設備 

的請願書數件。管理當局答稱，一九五0 年醫藥及 

衞生事務頗有廣展，又 謂 M u b i醫院的建築工作曾 

因供水困難暫時停頓。據誉理當局稱，政府及土著 

當局在醫藥及衞生事務方面的開支槪數B i t —— 政 

府的開支從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度的三萬錄填爲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0 年度的五萬二千镑；膝麥龍 

與業公司一九五0 年的醫藥事務費用計四萬六千 

镑，政府在一九S O 至一九五一年度內用於醫藥事 

務的開支約計八萬二千三百镑，其中包括發展及福 

利許劃經，在內。

理事會於其第九屆會時曾建譲管理當局繼續努 

力，以設置更多流動醫務組及地力診療所與訓練更 

多非籍醫務助理員等方法，去改善該領土—— 尤其 

是該領土北部—— 的醫錯及公共衞生設備，

管理當局答稱，它跟理事會一様，也希望能夠 

改善霉麥龍北部的醫藥設備。M u b i醫院的建築工程



在一九五一年内頗有進m 流動醫務t o也很活藤3營 

理當盾希望在祭基利阿 Kano 一地及早建立醫務助 

理員訓練學校的許劃完成後，就可以多多訓練該領 

土北部的非籍醫務助理員3

理事會第十一屆會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促請資理當局繼續努力，以廣充該懷土 

的醫藥及衞生鼓備一~^尤以在該領土北部者爲然 

—— 並推進以新法診療痛痕的種種槽施，

理事會塵於該領土嬰兒死亡數字及原因缺乏詳 

確情報，復襄於探得查項情報困難衆多，爱猜管理 

當局於將来之常年報吿書中，儘量詳細分析公共衞 

生的此方面情形。

營養間题

根據外勸醫務組的調査，該領土各部分多少都 

有營養不良的現象。理事會於其第七屆會時曾請管 

理當局研究能否利用和推廣最新料學方法，以提高 

領士居民的營養標準。

管理當盾聲明完全贊同土述建譲，並謂正在敦 

法採取進一步的指施a & 採取的措施中有：藉農業 

貸款使農人種植更多糧貪；嘴麥龍興業公司按成本 

或低於成本之慣格將必要食品賣給其工人；在學校 

師資訓練中心及家政訓練所内授與開於調自飮食的 

知識；E 立學校菜園；改良交通，以便利肉類及其 

他食物之運輸2

生活程度;勞工;工資標準

一般說來，一九四九年的視察團認爲踏麥龍的 

生活程度頗低，與經濟發度的一般水準成正比。管 

理當局報稱，農場展的生活程度a 因工資的增加及 

農場商店的開霞而大爲提高3 該領土並未就生活程 

度或生活費用進行定期調査及全境性調査。開於理 

事會請管理當局儘速進行生活養用調査的建譲，管 

理當盾答稱，屯雖同意此項調査實屬需襄，但因經 

費短細及人力不足闕係，不能承諾於短期內進行此 

項工作，一九五一年內售調査祭基利阿的國民總所 

得，參加此項調査工作的人員中有一人曾於一九Ï  
一年內訪査該债士，

嚷麥龍唯一大批工資勞動者是在該領士南部， 

允其長農場展一帯3 —九五一年靠工資爲生者總計 

約三萬r a 千六百人，其中約有二离五千人從事農業， 

多數爲鳥場懷工，此數農場工人多數爲勝麥龍與業 

公司工人聯合會會員，以 及 Elder and F y ffe s工人 

聯合會會員；前者擁有會員一萬七千人，後者有會

員三i V u 另有少數靠工資爲生者爲蓮輸及公A 事 

務工人工會的會員3 該領士內第三大工會在一九玉 

0 年十二月商業工人總罷工打消後工作a 吿停頓。

一九五一年共發生過ra次勞資糾紛，因停工而 

損失四千零五十六人日，一九五。年則發生六次勞 

資糾紛，損失一萬四千二百二十六人日3 其中有三 

次是舆業公司勞方與資方之爭執；最厳重的一次牽 

涉工人七百人，事關請求更動工作時閩及五個被裁 

工人復職問题，所請均予核准，另一次停工事件歷 

二十六天，那是因工人對工作大繁重提出抗譲而引 

起的，第三次工潮是關係工資間題，牽涉十八個工 

人，一九五0 年各次勞資糾紛的主襄間题都是增加 

工資一事，又有一次糾紛也是因爲要求增加工資^工 

作一度中斷後始吿復工。

管理當局稱，該領士內許多傷用大批工人的事 

業均設有協商委員會足以改善工作環境3 協商委員 

會是解決工會需襄鎮導間題的一種辦法。管理當局 

提請注意此問題。

理事會於以前數次盾會中曾建讓營理當局訂定 

工資水準，務使土著居民的生活程度得以提高。理 

事會第六眉會贊同視察團的結論，認爲與消養品價 

格比較之下，該領土的工資率殊低，並建譲管理當 

局採取各種措施，以保證必需悄費品的售值爲一般 

工資勞動者的購賈力所能及。

營理當盾請理事會注意當地工資B » 次增加 

略麥寵舆業公司亦已採取i t 進願利的措施。凡此對 

於提高農場工人的生活程度均有助益。至於該領士 

其他各地生活巷度的提高大部分有賴於農業生逢及 

交通的改進，俾各種物産能以更低廉的蓮費迅速蓮 

往各市場出售。

理事會第九屆會深盼有開方面能夠繼績清加實 

« 工資與提高該領土之生活程度，尤望能藉提高工 

人生產力，以達成此目標1 理事會並盼其他工會能 

逐漸受到嗔麥龍興業公司工會的此種領導的影譽。

管理當局報稱在所檢財年度內勞資闕係續稱圓 

满 3 — 般農産品價格驟漲，所以農人境％亦轉佳乂？ 

是提高生逢力自是一種緩進的過程 .

體刑;勒命出境

嘛麥龍的合法刑罰通常爲■ 鎮與徒刑，但最高 

法院及地力法院得衡犯某種重罪—— 如雄蟲及檢 

奪、描盜罪一一者判處笞刑/ 未満十七歲的男子亦 

得由法院酌量情形制處笞刑。常年報吿書內稱，一• 

九五0 年計有成年人體刑集件二十五起，少年體刑



案件十一■起；•~ '九五■ ■年有成年案件一'起，少年案 

件十七起。所有此等案件均係由嘴麥龍及 Bamenda 
二者的地方法院制處者。

土著法院對於刑事犯亦得制處笞刑。北部回教 

法院得對某種殺人罪、通赛罪及酸酒罪處以徒具形 

式的體刑，由土著法院制處的案件，一九五一年計 

有七十一起，一九五Q 年許有六十起，其中六十五 

起是少年犯罪案。

大會與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替幾度建譲管理當局 

立卽廢 il•體刑制度。

據管理當局稱，儘早實施廢止體刑政策之主要 

困難如下：（a ) 許多展域的的地力舆論對某種犯罪 

尙'不容處以其他實摩上足以代替的刑罰. 如果完全 

廢除體刑，民衆有擅自施罰的危臉；（b ) t |於成年人 

其他犯罪案件雖可以罰錄與徒刑替代體刑，但對少 

年犯則無任何其他妥善刑罰可供挟擇；徒刑對於少 

年犯之性格可能Æ 生很壊的影響，對於散居人口礙 

難執行假释辦法。雜然如此，管理當局撑稱，正在 

採取某種行動，再進一步限制可以制處體刑的罪行。 

這些行動中包括下列各項措施：提出法案，期以廢 

Ü*允許對某種案件以體刑替代徒刑之規定：限制土 

著法院制決體刑；逐漸廢 .11■土著法院在奈基利阿東 

部 展 域 （包括嚼麥龍南部在內）對成年人制處體刑 

之權。

大會第六屆會通過決議案內稱，大會& 察悉 

各管理當局現EL採取措施，以減少得科以體刑之罪 

行，但仍認爲各管理當局所陳體刑何以尙未盡廢之 

理由，不應容其阻礙此種刑罰的完全廢除，大會促 

將現仍以體刑爲德戒處分之所有監織之此種刑罰完 

全廢除，並建譲各管理當局應卽實施法律，期以現代 

刑罰替代一切體刑，大會又重申前此所作建譲，促 

請各有關管理當局從速遵行。

管理當盾於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吿書中答稱自將 

繼續政力促成完全廢除體刑，但是能否達成上述目 

標須視非洲奥論的背向及有無可以替代的刑罰面 

定。

在某種情形之下，對於罪犯亦得制處勒令出境。 

管理當盾解釋稱，就土著居民而論，所謂"勒令出 

境"是將犯罪者從其犯罪或審制地點移至奈基利阿 

或嚷麥龍託管領 :h 內的任何其他地點。

理事會第四届會建議管理當局廢j l*勒令土著居 

民出境的處分。管理當局答稱，奈基利阿及踏麥龍 

境內並無勒令土著居民出境的情事。

，決議案五六二 (六)o

理事會第十一届會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襄於管理當局爲限制體刑處分，以及取 

消土著法院對勝麥龍東部成年罪犯制處體刑的權力 

而於近時採取的行動，再度提請管理當局注意理事 

會及大會以前就此問題所作建議一一特別是大會決 

譲案五六二( 六 ），並促請營理當局盡力促成體刑之 

完全廢JK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婦女地位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摩於該領土的婦女地位非 

常低微 , 認爲管理當局有努力改進婦女地位的責任， 

而不應坐特» 女自己起來爭取其權利。須知簽I I 憲 

章及及人權宣言的各會員國政府，有實施丄述二文 

件交由各該國履行之責任的義務。多明尼加代表注 

意到傷用於薪水載業的婦女爲數很少，所以她希望 

管理當局將盡力保證同工同酬原則的適用。開於置 

婚問題，雜然土著法律及傅統習慣的力量使置婚制 

度仍告存在，管理當局卻應繼續努力以求逐漸廣除 

此植制度。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J：述意見當予細審。

醫藥及衞生服務

比利時代表認爲管理當局推進北部醫藥事務之 

努力，殊堪嘉許。他對北部人民對於這個間題的態 

度，深望續有所聞，並希望全體會譲（如一九五二 

年 在 B uea舉行之全體會譲）能夠表現這種態度。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對該領士若千展域a 建立 

産後診療所，表示滿意，並促請管理當局繼續鼓勵 

在該領士各地多設這種診療所。她對於管理當局用 

现代力法診治《« 病之努力，很感興趣。關於嬰私 

死亡問題，她希望管理當局能於將来報吿書中提述 

詳確情形。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該領土之衞 

生情形仍奮完全不能使人滿意。比較過去幾年的資 

料就可見管理當局不曾採取必要措施，以增進土著 

居民之衞生設備3 該託管領士並沒有自己的醫藥事 

務處所3 整個領土內紙有十五個醫院，而北部各區 

速一個都沒有。Maiduguri醫務展包括奈基利网及嘴 

麥龍的幾個區域在內，其人口約有二五0 , 0 0 0 人 

之多，但沒有一個醫院。 Adamawa 之北部人口達二 

— 0 ^ 0 0 0 人，Adamawa 之南部人 口 達一 0  二;> 0 0  
0 人，也沒有醫院，醫院病床數目亦a 減少。一九 

五0 年時各醫院共有八四七張病床，耐一九五一年



紙有八o 八張病床„根據管理當局在 Bamenda 者舉 

行醫藥調査的結果，可見士著居民處境惡劣，大多 

數居民都缺乏必需之醫藥服務，所以疾病蔓延，尤 

以營養不良而引起之疾病爲甚。

一九四九年之視察圓會收到無數控斬，都是說 

該領土內醫務人員大少，醫院數目旣少，距離大多 

數人民又太建，由土著人員充任敏員的診療所數目 

很少，體備又非常簡陋。醫藥事務情形如此悪劣，而 

管理當盾卻未劃撥必要款項，以改良這種情形。一 

九五一年內警察法院及朦獄經費比® 藥事務费多一 

萬八千镑3 他覺得託管理事會應建議管理當局增加 

衞生事務所需預算撥款。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聲稱，關於衞生事務所需預 

算撥款應予增加的建譲，理事會B 經知道管理當局 

在此力面實無需督促。過去三年內，僅政府所撥款 

額 （唾麥龍興業公司之撥款尙未包括在內）差不多 

槽加了一倍，預料將來在這力面之撥款仍將繼績增 

力口。

生活程度;勞:T ;工資標準 *

中國代表注意到a 在進行中的祭基利阿及該託 

管® 土國民總所得的研究，並希望管理當局將採取 

措施，以調査並改進該領土居民之生活程度。他注 

意到工資雖a 赂爲提高，但認爲仍能採取進一步指 

施以改善®  土人口之生活情況，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根據管理 

當局之報告，土著居民之生活程度極低。例如，非 

籍工人所得工資之薄，使土著居民及其家屬紙能半 

飢半食，自然談不到滿足其文化需要。根據官力之统 

計，嘴麥龍及 Bamenda兩灌有非熟練工人二0 , 0  
0 0 人以上，在一九五一年內每人每月僅得工資六 

十二先♦ 八便士。北部區域內擔任公共事務的非熟 

練工人每月紙鎭到二十八先♦ ，一日遺不及一先令。 

根據報吿書所載慣格，非籍工人每日所得不夠購買 

半癒肉或魚，可見其工資之慘薄。

管理當局代表說將来擬具報吿書時一定多多提 

供開於勞工情況之詳細情報-,

體刑

中國代表對於管理當局就體刑間題所採措施， 

頗爲歸注，不幸管理當局以爲不能依理事會及大會 

的決譲案予以廢除。他再度養明他對於該領士不 

良情形仍未改善一事，深感閩切，並申他深信營理 

當局應盡力促成體刑之完全廢除。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仍 

未實施關於廢除體刑之大會決譲卖。根據報吿書中 

所載情報，現所檢財之年度內由法院制處體刑之士 

著居民共有八十九人之多。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提請注意管理當局最 '  近爲取 

消該領土南部士著法院制處體刑之權力而採取的行

動G

五.敎育進展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一般情况

教育制度以奈某利阿教育總監爲主管首長，並 

以中夹及展域諮肅委員會輔之。當局未選派託管領 

士代表擔任上述委員會委員。管理當局的政策是與 

各教會合作，並用切實經濟援助去積極鼓勵他們發 

腰教育。各私立學校非經校董遵照管理當局所特定 

必需條件取得核准私立機圃地位者’不得申請補助 

費 , 現在多數教會學校業經依上述規定立案；略麥
龍興業公司（Cameroon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 及 

Elder and Fyffes有限公司均已准予立案辦理教育。 

政府補助數額係根據一定公式計算，而地力捐助數 

額則係按照視當地社會付款能力IÜÎ定的預期學費收 

入徵收厂一九五0 年至五二年的補助費，內有發展 

及碱利補助金，計達九四，二0 0 镑;一九五一年內 

單是各教會® 體，卽領到辅助金五六j 六0 0 錢。

一九五一年該値士內計有學校三一二所，其中 

六十所係由政麻及士著當局主辦，二五二所由各黏 

立機蘭主辦；按一九五0 年有學梭三0 四断，一九 

四九年有二九五所。一九五一•年的總數中，計有小 

學及土著學校三0 二所，中學二所，師資訓練學校 

七所；與一九五0 年相較j 新填的主襄的是小學校。 

本偶土內的學校總數之中，誅於北部的計有小學校 

三十六所及師資訓練學校一所。睹麥龍及 Bamenda 
兩州學齢兒量之入學者約佔百分之二四 .五(按一九 

五0 年約佔百分之二三，八，而一九四九年約佔百分 

之二二 . 二），而在北部各區則僅估百分之一.五(按 

一九五0 年估百分之一. 三，而一九四九年佔百分之 

一）j一九’五一年全領士平均數爲百分之一二.一，比 

一九五0 年略有增加。一九2 0 年至五一•年閩入學 

人敷自三0 , 七0 0 人i t 至三二>六八0 人，而一九 

四九年則僅爲二七，七三五人。管理當局稱 j 維多利 

亞展以外的文® 百分比大槪在百分之九十以J *，而 

婦女及老年人文盲的百分比當然更高。



一九四九年觸察® 認爲大，需要教育之情形日 

急，读非現有設備供應速率所能满足，故結論謂實 

有境加教育載備之雷要而且公衆亦有此種要求。

管理當局的答復是：各受補助的私立機關經辦 

的小學教育設備情形雜未達到管理當局及人民中開 

明汾子的願望，但已超過了一般人民眞正欲受學校 

教育的願望之增長速率。管理當局想到南瞎麥龍各 

小學校中教育"浪《 "數字之高，於是深信引起視察 

圓注意的受教育要求實際不過是少數人民的願望而 

a , 可是，，管理當盾仍擬厲行教育擴充政策並鼓勵 

要求受教育的切實願望。

理事會除闇悉視察團的結論及其所收到的各項 

請願書中的控詳而外，在J：次眉會期間已經提及一 

般設備之不足情形並建譲應立卽加聚努力補救缺 

域，尤其是在北部管理當盾於必要時應多直接參加 

教 '育發虽工作。理事會並認爲日後更應注意多開辦 

公立學校之需要，尤以在各私立學校目前照顧不到 

之區域內爲然。

管理當局於促請注意一九五0 年的教育工作 

時，特別提及北部第一處歸資訓練所的開辦，獎學 

金額之增設，新學校校禽建築進行情形，小學入學 

人數之增加, 種植展域各成人識字班成績之優良，以 

及婦女家政傅習處之繼續大受歡迎等事。管理當肩 

並稱在南部如現有各學校收足學生名額，則小學入 

學人數幾可堆加一倍。

理事會於第九屆會中曾對學置人數& 增加百分 

之二十一事表示欣慰，保此數與舉齡兒Æ 總數相較 

仍屬微小，尤以在本領土之北部爲然。理事會又悉 

管理當局已對颜資訓練，技術訓練及學校建築等更 

加重視，並悉教育經費B 增加百分之七十以上。理 

事會襄於該領土大量需要受過訓練的土著人員，故 

建議應擴充教育設備。

管理當盾回答說它完全贊同理事會的建譲，並 

提及一年來的其他進步情形，其中包括入學兒^«的 

總數之增加，在北部的 M u b i師資訓練所正在擴充 

中，而在南部亦正在進行類似的擴充工作。O m be的 

技術訓練所定於一九五二年開辦，嘴麥龍人並將因 

奈基利阿境內技術訓練設備的大量擴充面受到益 

處。教育經費亦已增加了。

理事會於第十一屆會時Ü 週下列建議二

理事會備悉雜然預算中教育經《續有增加，但 

該領士內文盲估許比率依然甚高，並悉管理當局可 

以査用文教組織及其他組織對於教育間題的研究結 

系，故希望管理當局將来利用文教紐織及其他組織

之專門知識，並建譲管理當局採取進一步措施滿足 

本領土之教育需裏。

理事會特別重視婦女之進步教育，故要求日後 

常年報吿書中應將男生及女生人敷之統許數字分別 

開列。

初等敎育

管理當局所宣條的關於初等教育的政策是初等 

教育應盡量由各私立機關由管理當局檢它們以 

補助費一一並由士著當局辦理，而不関誅新的公立 

學校3 — 九五一年本領土內之全數小學校中，計有 

受辅助之教會小學校一■五五所，未受補助之教會小 

學校九十所，及政府與士著當局辦理的學校五十七 

所 3 這些學校的大多數都誅在南部的略麥龍及Ba- 
menda 等州，其學生人數共計二八^九六0 人(按一 

九五0 年共許二八，三三三人）；在北部各廣計有小 

學校三十六所，其 學 生 人 數 爲 二 六 0 人(按一九 

五0 年爲一，八一八人)。

理事會於第十一屆會時® 過下列建譲二

理事會建譲管理當局加聚努力添置小學教育設 

備，尤以在該領土之北部爲然，並請管理當局採取 

步驟保證在本領土北部負教育責任之地力當局切實 

執行管理當局所付託之任務。

中等及高等敎育

該領土之南部一九五一年計有中學校二所，共 

有學生三一七人（按一九五0 年僅有二六二人)，而 

北部則無中學校。― 此兩校均係由教會辦理。管理當 

局稱此兩校之容量在目前B 足收容各小學梭畢業的 

有限數目之合格託，。在該領土及奈JE利阿境內^政 

府、土著當局及嘴麥龍舆業公司均爲勝麥龍人設有 

中舉獎學金；膝麥龍興業公司於一九五一年除爲該 

公司載工子女專設者外另設有獎學金十八名。

領土内尙無高等教育機關，t曰膝麥龍的合格學 

生得倾取獎學金赴奈基利两（Ibadan ) 大學院及英聯 

王國各大學肆業。

理事會於過去各次屆會中曾建譲管理當局應採 

取步驟增加嘴麥龍學生獎學金名額。理事會第九屆 

會欣悉獎學金計劃多因勝麥龍潔業公司經營得法業 

a 擴大，於是建譲管理當局應給與該顔士內爲數日 

增之合格學生以更多的受中等及高等教育的機會。

管理當局稱一九玉一年內膝麥龍學生領獎學金 

入祭基利阿或海外大學求學者計有三+ — 人，其中 

領政府及英國文化協會 (British Council)獎學金者十 

五人，其餘各人則領取每年撥專款五千镑所設立的



勝麥龍興業公司獎學金。在過去一年内，中等學校 

學生人數已有塘加，並且有相當數目的中學獎學金 

名額，此外，祭某利阿及其他地力的廣大的而且曰 

漸增加的中等及高等教育設備都完全可供給該領土 

居民利用3

學費

除土人學校外，所有學校均收學費。一九五一 

年內政府設立的初級小學低年級每年收學費十二先 

冷'六辨士而高年級則每年牧二十五先令；土著當盾 

及教會辦的學校所收學費數目則因展域各有不同J 
按照其區域係"原始 "、"貧窮 "或 "富庶 " 而定。中等學 

校之學費，有一梭每年收學腾費十八镑及書籍制服 

費三镑，另一校每年收十二錄並對新生加收書籍費 

四镑。唾麥龍舆業公司現在發動全公司職工子女小 

學教育免費計劃；該公司提譲實行此種計割的辦法 

是公司自己創辦免費學校及代付入私立學校的職工 

子女之學費。

理事會第四眉會會請管理當局設法儘量減抵舉 

費，務使初等教育終能完全免費，中等教育不必非 

有缴納學費能力不能入學 . 管理當盾答稱，該領土 

南部初等教育收費極廉。在該土任何地方，窮困 

並不是入學的障礙北部遼遠地學校雖免費，然 

而此一箱地展教育事業最難有所進展，因爲當地家 

長不願見景因受而荒廢了農作。

理事會於第十一眉會時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復按過去颇於希望最後能辨到免費初等 

教育的建譲，並塞於該領土南部小學校現仍繼績徵 

收學費，爱建譲管理當局改訂其關於此事之政策J以 

求採取漸進辦法，如逐漸增設免費生名領等，以達 

到免費教育的最終目的。

經費

一九五0 年至五一年教育經費估計達一三三， 

二 0 0 錄，其中估許有二四，0 0 0 镑由土著當局擔 

負，其餘由政府支付；按一九四九年至五0 年之教 

育經養爲一一八，二0 0 镑。教會H 體所費亦不賀， 

但數字未詳，

大會及託管理事會均建譲管理當局墙加專供教 

育及其他文化需襄用途的預算，管理當局指出於一 

九五0 年內教育經費已續有i t 加，並謂關於財政援 

助的其他来源，在教育力面與政麻及土著當局以財 

政援助的唯一私人組織紙有各教會B 體。

敎師

管理當局稱，在南部地展檢定合格的初小教員 

現已供求相等, 但檢定合格的高小教員則仍感缺乏， 

管理當局希望嗽麥寵州之訓練所於一■九五二年新招 

一高小教員訓練班，以便至一九五四年師資缺乏情 

形可以舒緩<T在北部地展，士著教員仍感不足3 殷 

在該領土北部的第一處師資訓練所已於一九Ï O 年 

在 M u b i開辦，以後當可改進供應情形。此外，農 

科教師訓練所一處可望於一九五二年一月在  Bam- 
b u i開設起来。一九五一年共計有師資訓練學校七 

所，學生共三四0 人；按一九五0 年僅有學校六所J 
學生二八四人。

理事會對於訓練士著教師的設施及改進與擴充 

此種殷施之需要，表示繼續關心> 理事會第九盾會 

贫通過建譲案，對行政當局特別注重擴充師資訓練 

誅施，且於一九五0 年在該倾土北部藥展落後地K  
開辦小學教師訓練所一處，表示嘉獎，並建譲擴充 

土著教師訓練許劃。

管理當局答稱誅在北部的M u b i師資訓練所將 

依照訂正發展計劃繼續擴充。

理事會於第十一盾會時涯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塵货檢討期間教師人數之低械，希望此 

種低減僅爲暫時現象，並希望管理當局所期望優秀 

教員之加速供應將使目前情形逐步改善。

專門訓練

照管理當局看来，該領土在教育力面最迫切的 

需裏爲多辦專門教育。

一九0 九年視察團接優若干請願書，內請求擴 

充職業訓練，以爲合格青年升任各種載業中較高職 

位的階棟、理事會第六届會塵悉此等請願書所表录 

的圃切, 乃建譲管理當局擴充並推廣專門訓練設備。 

管理當局答稱,O m b e技術訓練所可望於一九五一年 

年中開課，並稱膝麥龍人民亦各利用目前正大量增 

加的奈基利网專門教育設備。該訓練所將由歐籍教 

師十人主持，開説五年制的木工、⑩碑工人、電氣工 

人等訓練班，預備將来最後可每年造就熟練工人三 

十玉人、

管理當局於其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吿書中又謂職 

業訓練所之開辦工作於一九五一•年內殆B 完成，該 

訓練所定於一九五二年年初開課。

成人及社會敎育

據管理當局報告，隨麥龍興業公司勞工營中之 

教育工作有極顯著的進展；營內各成人教育所現有



註册正式學生二，二八三人。學生每星斯上課三次或 

五次，每次上課二小時，全部課程十五個月讀完。該 

公司現傷有專負教育工作之組織員五人，並傷有專 

任教05六人，主持爲農場載工的妻子所載的縫紅班 

二十二班。N dian農場 (K u m ba展）之成人識字班頗 

能吸引學生，該處现有教師四人，學生七九玉人。

北部地® a 派定成人教育組織員五人，並且用 

Fulfulde文寫的初級教本亦於一九玉一年着手編訂； 

M u b i區內對於J •述計劃顯然頗爲關心。政府、土著 

當盾及教會所辦的家政訓練所多處仍繼續吸引大批 

學生入學,偶 Bamenda 各成年婦女訓練所因無人督 

辦E 有三所不得不於一九五一年停辦。

該領土有圖書館數處，皆爲學校、士著當局及 

訓練所所有。Tiko並有收藏成人教育書籍之小圖書 

館一所。嘴麥龍興業公司现誅有藏書一千六百册之 

港迴圖書館一所以供各農場勞工營應用。

理事會第九眉會曾嘉許勝麥龍興業公司在成人 

教育工作方面之工作，並建譲應獎勵促進成人教育 

的一切其他可能辦法。理事會曾對管理當局擬設西 

非文藝局一事表示欣慰，並深盼該局能幫助當地人 

民保持或增進其在學校內所得的識字能力:，

據管理當局報吿，一九五一年閩種植展域內成 

人教育力面進步極速，並謂在其他處朋^~^包括北 

部 的 Mubi—— 進步亦速。

理事會於第十一眉會時通過下列建議：

理事會襄悉於現所檢討的一年內在成人教育力 

面特別因膝麥龍興業公司的影響及工作而更有進 

步，深盼管理當局顧念該領土內文盲百分比之高，在 

此力面繼續努力。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一般情况

紐西蘭代表促請管理當局擴充所有各種教育設 

施，尤其是初等教育設施，他認爲管理當局恐須更 

直接參加教育機關的發展工作3 他雜然承認各私立 

機關所辦的與興業公司及EWer and Fyffes有限公司 

所主持的工作成續之卓越，但認爲文&之掃除仍爲 

一躯大工作，但認爲管理當局可更進一步審譲其過 

去所用掃除文盲的力法。

比利時代表稱管理當局在教育力面的艱飯工作 

無疑B 有進展，並 認 爲 O m be訓練所的設立是向前 

途邁進的指標。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說，爲使居民可得到憲政改 

革的充分â 處起見，管理當局目前更應在該懷土內

實施一種積極推行的教育方案；在這個方案中管理 

當局自身很可負起一種更大而且逐漸播重的責任。

薩爾冗多代表認爲管理當局在教育方面的努力 

情形，至今爲J P ,是値得嘉許的，但尙未完全滿足 

該領土的需要。所以他請管理當局加倍努力，並利 

用如文教組織一類機關現有的墙助。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認爲文，問題是該領士當 

前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她說，在有的區域內文窗達 

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塵於管理當局主持該領士a  
有相當時曰，上述數字實屬驚人。她認爲應採取更有 

效的辦法来解決這個間題，並建譲爲建此目的，可 

請求如文教組織一類的機岡的技術德助，因爲它們 

在現代民衆教育力法的應用力面有很宏富的經驗 j 
關於學量註册人數的統計，她希望管理當局在日後 

報吿書中分別列明男女生人數她認爲有一件事値 

得向管理當局建議，卽由管理當局備辦最優良的交 

潘工具載蓮 ! 2̂養往返，藉以便利學校管理。她對該 

，土內各教會團體在教育及其他力面所辦的工作表 

示感佩。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教育情形仍 

完全不能冷^ ^滿意。把過去數年的材料一比較，便 

知管理當局並未實行必需的辦法，使土著居民確有 

受教育機會。這個託管領士依然是遍地文資。依一 

九五一年該領土全境的平均數，學餘見《約紙有百 

分之十二進學校，而在北部各展學徵％喬受學校教 

育的紙有約百分之一 . 五。再者，學齢51量中紙有一 

個無足輕重的百分數—— 或許曼百分之一或二——  
有機會完成初等教育0— 九五一年 Bornu州的六Oj* 
O O 0 學離5L董中紙有八二0 人進學校，而 Benue 
州的三千學働兒*« 中僅有六十人有進學校的機會。 

一■九四九年、- ^九五0 年及一■九五一■年襄中學校的 

數目並無增加；這種學校一共紙有兩所^^該領士內 

全無高等教育機鬪。據一九五一年報吿書所稱，該 

懷士教蹄總數比前數年a 減少了，並且略麥龍及 

Bamenda兩州各公立學校的教麻人數自一九四八年 

以來一貫的有減無墙^一九四八年有教師二九六人； 

一■九四九年一■八九人；一•九五0 年一一■七人；一.九 

五一年 '~■九六人©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稱，管理當局亦認爲雖然在 

師資訓練這個重要事項及專門與農村科目的教育力 

面已採取有力的辦法，初等教育擴充的速率依然令 

人失望，不過標準一直在提高着。

勒等敎育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認爲在初等教育方面應有 

更大的發展g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稱，大家對擴充初等教育進 

步遲緩一事的関切，管理當局完全表示同感。管理 

當局將極密切注意採行一切可行的新辦法去補救這 

種情形。不過，他認爲目前在該領士全境舉辦普及 

初等教育一節,縱使在今日社會條件下是可能的事j 

也需要比現有預算* 總數高出若干倍的經費鐵行。 

他並指出，就今日公衆裏求而言，初等教育機關並 

非不敷應用3

學費

.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認爲該領土應注重»辦免 

費教育。

法蘭西代表認爲不管目前有什麽嚴重的顧慮， 

免費教育總是應注意與裏求達到的適當目的；所以 

他願見到大部分人都可以免費入學。

經費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認爲理事會應 

建譲管理當局增加教育及其他文化力面所需經費的 

顏算。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稱，關於增加教育經養預算 

的建譲，理事會業a 明瞭管理當局在這一力面县無 

須催促的。過去三年閩單是政府經費墙加B 不Ji*—  
倍，略麥龍舆業公司的經費尙未在內；這力面的經 

費以後遺可望繼續填加。

敎師

中國代表謂教員的供應情形雖佳，但此種有利 

情形紙限於初級小學階段，並謂須再努力満足高級 

小學的需要。

成人及社會敎育

中國代表對現在檢討的一年內在成年教育方面 

的進步情形表示滿意，對勝麥龍興業公司勞工營中 

的進步情形更表满意。不過，憲於該領士內文窗百 

分比之高，成人教育及其他教育力面之工作仍甚艱 

趣，而南北差異之大尤堪注意；所以他認爲應特別 

注重北部的發展。



第 五 章  

法 營 唁 麥 龍

H冊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地勢與人口

法管唆麥龍，面積因十三离二千力公里，南部 

近赤道，西部瀬大西洋，海岸錢長達二百公里，自 

大西洋伸張至察德湖，寬度逐漸縮小，它包含德意 

志於一八八四年所成立，後被英法兩國於一九一六 

年估懷的前保譲地的大部。

法管嘴麥龍尙在過渡時期，就地理或人種言， 

並非一個眞正的單一體。但就地形及氣候觀點言， 

可分爲四個不同區域：南部是炎熱潮潘的高原森林 

區；中部是高餐的阿大馬烏亞（Adam aoua)高原，較 

爲乾燥涼爽；北部是乾燥溫暖的草原；西部是寒冷 

多霧的山嶺地?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時，此領士居民許爲非洲人 

三 六 二 ，八三五人，歐 洲 人 三 ，七三三人，其中 

中一 一 ,四八二人爲法國人。

南部居民屬班圖族（Bantu) , 操班圖語，大半信 

奉基督教，從事漁獵和農業。北部居民膚蘇丹種，操 

蘇丹語，多數信奉回教，從事畜牧、貿易和手工業。 

阿★ 馬烏亞的居民介乎上述兩類之閩。西南山嶺地 

譜的巴美勒克（Bamiléké)人，則其特性與南部諸族 

相同。

與英管隨麥龍fe管領土的邊界

一九ra九年前往法管嘴麥龍的蔵察團，曾在其 

報吿書內表示意見說，該視察團前接獲報導，內有 

關因兩赎麥龍間誌有關卡致邊境居民感受不便，該 

圓覺得那個間題似乎並不嚴重，旦似不爲法管嘴麥 

龍人民所關心。

託管理事會第十一屆會所接請願書中，內有兩

件来自勝度龍民衆協會  ( Union des populations du 
Camerouns) 3 5 2 ,襄求使嘴麥龍兩託管領土統一。理

36. T/Pet.5/97, T/Pet.5/99.關於理事會對這些請願書拨 
取的行ffiU參閱決議案六二二( + — ）> 六二三( + —)o

事會在審査其中之一 的時候，據管理當盾截稱， 

兩領土之間並無文化聯繁，並稱所謂法管唾麥龍人 

民大批離開法管嗔麥龍移往英管領土之說，與事實 

不符。若干年前移出的巴美勒克人幾乎全部都a 面 

返他們的原籍地。所謂法管膝麥龍巧人民甚本自由 

遭受漠視一說，更屬荒認無稽。

関於另 一 請 願 書 管 理 當 局 稱 ，事實與請願 

人所陳適巧相反，所謂嘴麥龍人民曾投票一致表示 

襄求實行若干改革，特別是要求統一兩唁麥龍一節， 

根本沒有那回事。

另一件向理事會第十一眉會提出的請願書 

来自唯麥龍聯合國民大會 ( Kamerun United National 
Congress),亦主張統一兩託管領土，管理當盾提起視 

察圓關於此事所表示的意見，並聲稱該聯合國民大 

會並不能代表體個啤麥龍的民意。管理當局的意見 

認爲，法管嘴麥龍原是驻性質全異的種族組成的， 

毫無民族意識之可言，民族意識之形成，遺是最近 

緩開始的事，但其結果a 很可令人興奮，營理當局 

S忍爲，管理當局不應事先作主 , 擅作政體上的變更； 

任何政體J：的變更應由當事人民在託管制度目的實 

现後，自行掛酌決定。 此外，在那些極狹隙地廣， 

目前的邊界對於関係人民形成一項障礙者，邊界條 

例業a 放寬到實際上幾乎看不見有邊界存在的程 

度。最近的將来遺將採取其他更寬大的措置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般意見

絲西蘭代表說，法管略麥龍在地理人種上雜非 

一個單一體，但因面積廣大，人口衆多，故就實现 

託管制度的最終目的来說，實有其天然的利便。他 

覺得管理當局正在逐漸採取步驟，使此託管領土遂

成自治。

353T/Pet.5/97o
3>i4T/Pet.5/99o
3=^5T/Pet.4/79^ T/Pet.5 /105  及T /Pet.5 /105 /A dd.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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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 

並不在採取必襄步驟履行其依憲章及託管協定所負 

的義務，它並不在促使這塊託管領士向着自治和獨 

立發展，而是在施行一個擎固殖民地政權、貪得無 

魔地剝削領土天然財富及壓祷土著的政策。

報吿書形式

紐西蘭代表認爲管理當盾提出的圃於法管勝麥 

龍的常年報告書，形武內容，兩皆優美，特向管理 

當局道貧。他説此報吿書不但與向來一様有很高的 

標準，而且舍有很可寶貴的資料和極爲有用的■ 表。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說，開於此託管領土與其 

耻鄰廣域閩之鬪係的性質、特徵和實際重襄性，報 

吿書最好能提出更詳盡的資料。如有這種資料，他 

們就可以採取具體辦法，管制並改善領土際關係， 

俾此託管領土能更读繁榮，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闕於此領土與其》鄰展 

域間的關係，下年度的常年報吿書當載入更詳細的

資料。

二.政治進展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一般情况

據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告書稱，瞎麥龍自從一九 

四六年政治組織改革以来，政治發展頗大。在短短 

幾年中，它 a 從從爵階段進入合作階段。截凡選舉 

人數的擴大、代表大會的活動及法國衆譲院譲員的 

選舉，都是一九五一年度値得注意的政治大事。

一九五一年報告書敍述謀全領士政治平均發展 

一事的困難，特別促請注意管理當局在北部須爲宗 

教、来源及生活方式極度不同的各居民集團消讯彼 

此的爭執，在南部則須將會長所代表的非洲傳统和 

新f ± 會階層所代表的歐洲制度融爲一體。

嘴麥寵併入法蘭西聯盟

法管踏麥龍併入法蘭面聯盟間題尙在理事會作 
專門研究中《67。

理事會對法管糖麥龍與法P 西聯盟間的行政鎭法所作 

研究的結果,見理事舍關於有關託營領土之行政聯合 
的特別報告書A/2151 (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3 第七届 

會，補編第+  二號）。

在議會等機構內的代表權

法營唾麥龍士著業a 獲得法蘭西聯盟公民的地 

位；它們的個人地位則可在"法蘭西管理當局管轄 

之人 " 的個人地位和法蘭西公民地位兩者之間，任 

擇一種；法蘭西公民地位，可用歸化手續取得。m 
麥龍士著以法蘭西聯盟公民資格享有一九四六年憲 

法所規定的權利和某本自由，在領土內得參加領土 

內的政冶活動，在法蘭西聯盟內得參加法國國內的 

譲會政洽活動。

嗔麥龍選舉譲員四人，出席握有立法權的法國 

衆譲院，其中一人由 '第一選民® 選出，三人由第二 

選民® 選出，唾麥龍並選舉代表三人，出席共和國 

參譲院，其中二人爲非洲人；代表五人出席法蘭西 

聯盟資政院，其中三人爲非洲人；代表二人，出席 

經濟會議，均爲非洲人，

培養廣土意識

託管理事會第四屆t •曾建譲管理當局應用一切 

可能方法，如加聚推廣教育、改進交通及鼓勵公共 

政治活動等，以激勵領土意識的發艮

據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吿書稱，發展領土意識的 

主要障礙 , 是該廣土的人爲疆界及居民種族之繁多。 

不過，由於交通a 速迅發達，而十年計劃所發動的 

蓬勃的新經濟和工業活癒，使居民在各力面能互相 

混合，那種意識現JÊ在激發中 >̂ 一九五一年報告書 

並指出，除社會事務方面的努力外，當筒準備積極 

改善學校款傭；報告書特別指出，一般而言，睹麥 

龍居民參加國家政治活動的舆趣正在逐漸發展中。

管理當局正在砰梵並仍在誌法決定嫁麥龍各展 

行政和政治結構的最後形式。管理當局報吿書指出， 

從參加一•九五一年譲會選舉的候選人人數和其代表 

各力的性賓来看，可知當局目的不在裏人民信奉一 

種主義或一種綱領，而在要他們忠實日常地參加公 

共事務的管理。

政洽權利的行使

託管理事會第九屆會査悉成人選舉權業a 擴 

展，會建譲管理當局繼續推廣非洲人的選舉權。理 

事會並會建譲用單一選民團制度代替雙董還民團制 

度。

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吿書指出，一九四六年十月 

五日的法律將有選舉資格的選民分成十二顔，一•九 

四七年八月二十七日的法律又添上凡能證明有能力



魔讀法語或亞拉伯語的人。另有一項新法冷'規定凡 

恩家長、兩個兒女的毋親及領養恤金者都可以參加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七日的議會選舉。此外，當局並 

曾採取特別行動，使投票比較容易，並鼓勵列名選 

舉名册J :的人前往選舉所投票，例如爲每一千五百 

個選民説一選舉所，採用載有代表性符號的彩色投 

票紙，及由法國擔負一部分養用等。

一九五一年六月，會有五三二，四七九個非洲人 

登入有個人地位之公民的選舉画名册r 其中有二三 

四，六一一個選舉人投了票。據常年報吿書解释，名 

册上選舉人所以有百分之四十五不投票，係由於交 

通困難、人民發展程度不足、尤其由於某些風俗頑 

強反對婦女解放之故。同時期，具有法蘭西公民地 

位者之選舉團許有六，一四0 名選舉人，

非洲籍選民人數的發展情形如下：

年 f 分 登 f f i選擧人

一*九四六年............................15,896

一九四七年............... f......  30,192

一九四八年........................... 40,913

一九四九年 ...............................................46,676
一九玉0 年........................... 70,874

一九五一年（三月）...............................116,566
一九五一年 (六月）..................532,475

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告書請理事會注意，謂在一 

九五一年六月舉行的選舉中，會有很多候選人紛紛 

爭取選民的票。報吿書並指出，主要由於公民登記 

制度的不斷發展，略麥龍選民對於其公民權利的認 

識，正在逐漸覺醒中3

根據該報告書，略麥龍政黨有下面幾個：嚷麥 

龍民衆協會（Union des population du Cameroun),該協 

會自從非洲民主同盟（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afri- 
cain)脱離共逢黨後卽與之不和，其代表在上次選舉 

會譲的一六，九五0 張 票 中 得 到 三 七 七 襄 ；巴美 

勒克人民傳统大會（K u m szé ) ,該會B 與嘴麥籠民衆 

協會分離，但仍在巴美勒克人民間從事地方性的積 

極活動；嘴麥龍工會聯盟（Union des syndicats Carfé- 
dérés du Cameroun),該聯盟已分裂成爲兩個集團，其 

一仍對法國纏工會（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效忠，另一組成一個土著工會聯盟；嘴麥龍社會黨 

(Union sociale camerounaise), 一個非革命性的進步 

黨派；嗽麥龍後舆黨（Renaissance camerounaise) , 中 

部的一個進步黨 ; 嗔麥龍民主集圓（Bloc démocratique 
camerounais) , 爲中西部的知識汾子新指揮的一個新 

黨；其他如 Solibobi或 N ’Tem -Kribri部落聯盟則純 

爲地方性的黨派。

勝麥龍民衆協會會向託管理事會第十一雇會提 

出若于件請ffi書，其中之一餅述管理當局編選舉 

人名册時，故意使之有利於其自己的候選人。管理當 

盾對此則答稱選舉人名册最近一次的增補是正式公 

開辦理的，並稱編造該名册時 , 各政黨代表都在場。

嘴麥龍民衆協會向理事會第十一属會提出的另 

一請願書 ^̂^̂要求說立單一的選舉團，對m 置三個選 

舉廣一事表示抗譲，並 餅 述 Mr. Louis Aujoulat之當 

選全係當局官員爲他宣傳所政。管理當盾則解释說，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一日法律賊規定膝麥龍得選舉衆 

譲院譲員三名7 則把嘴麥龍劃爲三個選舉廣，實很 

正當。Mr. Aujoulat在—— 四，一七三張票中，得二 

八，三0 九票，佔比較多數，其餘的票爲十四個其 

他候選人分去，所以，縱使當盾曾加行政腰力，大 

多數投蔑人一定是沒有受其影響。

理事會在對這件請願書所通過的決譲案 8̂ 中， 

説& 悉特派代表的聲明，略謂管理當肩希望一俟該 

領土發嚴到足夠程度，卽霖立單一的選舉圓,但必須 

法管多哥蘭辦理單一選民画的成績良好，可資借鏡； 

理事會提起理事會第九屆會所通過的建譲，卽管理 

當局應廢止現有的雙重選舉團制度，代以單一選舉 

團。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並牧到一件旅巴黎膝麥龍德

民協會（Ressortissants camerounais de Paris ) 所提的請

願書內抗議規定多哥蘭設一個單一選舉團而嗔 

麥龍則爲領土大會的選舉繼續採用雙重選舉團制度 

的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法律。管理當局認爲j  
那些請願人，不論是否領獎學金的學生都不能自稱 

爲受有地方人民之付託，而譲員、參譲員及其他譲 

會代表以及領土大會的會員比他們更有資格爲路麥 

龍的利益說話。其次，代表大會自己也要求維持雙 

重選舉團制度，而且遺要求繼恃兩個選舉團的大會 

譲席原定分配比例，那個比例國會倒未爲保留。再 

者，託管協定襄面亦未規定凡鳳託管領土必須採用 

同様措施3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通過如下建譲：

託管理事會案査其第四、第九兩屆會關於此事 

之建譲，認爲管理當局在一九五一年六月顏佈法律 

將選舉權續予廣展一事，深堪嘉許，並悉一九五一 

年登記選民人數業有顯著墙加，表示满意；理事會 

並悉管理當局認爲其所採措施爲向實行普選之終極

»« T/Pet.5 /97o歸於理事會對此報告書採取的行動，參閱 
決議案六二二（十一）o 
T/Pet.S/99o 

«6。决議案六二十 -O o  
301 T/Pet.5 /104。



目標前進之一重大進步，又土著代表在B 成立的民 

選機関內佔絕大多數；莊希望管理當局能繼續考慮 

其他辦法，俾在可能範圍內早日達成普選與單一選 

舉圓兩目的，並希望管理當局能用鼓勵與講授等力 

法，潘加目前選民中投票人之比例。

代表大會

託管理事會第四屑會會建譲擴大代表大會的權 

力，特別是立法方面的權力。-管理當局一九0 九年 

報告書則稱，在現行法律的利弊尙未由第一届代表 

大會的:r作而表顯之前，卽行考慮改革，時機未免 

過早。

理事會第六眉會根據觸察團所表示的意見，重 

行提出上項建譲a 管理當局一九五 0 年報吿書稱 

正依理事會之希望調盤它的政策，並考慮擴大代表 

大會的權力。託管理事會第九眉會對管理當馬的聲 

明及其擬修改代表大會內歐籍代表與土著代表之比 

例，使後者站在有利地位之意，表示贊同。理事會 

表示意見，希望當時在考慮中的擴大代表大會權力 

的法案能继通過，並希望管理當局在其下次常年報 

吿書內將代表大會職權的變更情形，報吿理事會。

管理當局在其一九玉一年報吿書內稱，設立勝 

麥龍代表大會的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法令，規 

定該大會的最後形式將另以法律定之。一九五二月 

六曰關於代表大會代表產生力法的法律是第一件這 

種法律，它把勝麥龍法蘭西公民地位譲員的數目從 

十六人增爲二十四人，把土著或個人地位議員的數 

目從十八人增爲三十二人，由是更改了席數的分配， 

使後者能佔多數，是項變動符合能管理事會第九屆 

會的建譲。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法令並规定了代表大 

會的職權3 能管理事會曾在第九屆會中重申其B 往 

# 管理當局所提出主張應擴大代表大會權力的建 

譲，並稱 a 悉管理當盾有將代表大會權力大事擴充 

之意：據一九五一年報吿書解釋，在提交國會的許 

多件法案中，紙有一件，就是上文所述的一九五二 

年二月六日法令，國會一接到卽加以辦論。'道個法 

令規定應廣大代表大會權力的法案至遲應於一九五 

二年七月前提出審譲3

代表大會每年舉行常會雨次，並得舉行特別屆 

會。代表大會財論並通過預算；動若干事項，包括 

一切有關公有動產與不動逢的事項，採取決定。至 

於其他事項，行政當局必須諮詢代表大會之意見， 

大會並得向政府買默意見，並If一切與領士有開的

非政治性事項通過決譲。據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告書 

解释，代表大會的工作範園比法國一個者的參譲會 

(Conseil Général)的工作範圍要大得多，這是因爲嘴 

麥龍自治m 制度尙在纖複時斯，國家沒有財政負擔 

緣故，該報吿書接着解释說，行政當局現正對代表 

大會的組織法> 採用愈来愈廣義的解释，俾代表大 

會變任何有關値士內一般政策的事項，均可有發言 

權 3

除森林區割及新選舉程序兩事外，報告書列舉 

了代表大會在一九五一年曾表示過意見的事項一■八 

二種，報吿書稱，代表大會在第一個立法時期內所 

做的工作，對傾土的發展已有了很大的買獻，並稱 

代表大會實摩上成了對大會代表和選民的一所政治 

和公民訓練學校，並在嚷麥龍人民中引起了濃厚興 

趣。

旅巴黎嘴麥龍條民協會提出一件請願書裏 

求予代表大會以政治權力，並在經濟及社會事項上 

予以更大的責任，嗔麥龍民衆協會亦提出一件請願 
書363要求設置一個立法制憲大會；該協會在另一件 

請願書內®64稱當盾不許代表大會的土著代表參加決 

Mo
理事會第十一履會通過如下建譲：

理事會復按其第0 、第六、第九盾會所提出之建 

譲， 欣悉代表大會業經以一九五二年二月六曰法 

律改爲韻土大會，並悉擴大該大會權力之法案， &  
由法蘭西國會封論中，預料不久卽可通過。

理事會査悉領土大會之代表人數業& 增加，並 

悉非籍與歐籍代表人數閩之比例業a 改變，使前者 

能估多數，甚爲満意，获希望管理當局能繼續增加 

非籍代表之人數，並希望在可能範圍內從速訂立擴 

大懷土大會權力之法案。

出生、婚姻與死t 登記

據一九五一年報吿書稱，選民人數主裏有賴於 

登記處數目之增加，登記處之組織及居民所表示之 

與趣、據稱領土南部居民對以辦理出生、婚姻及死 

亡登記等手績爲纏得選舉權之途徑一點 ,特別重視。 

報告書又稱 , 登記人數不足爲货行普選的唯一障礙。

管理當局稱正在繼續儘可能開敦登記處，並稱 

一九五一年内B 成立了四個大的新登記處。#登記一

T/Pet.5 /104。
363 T/Pet.5/99o
364 T /P et.5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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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指出，如欲加聚推進訓練非洲籍職員的 

工作，就要有歐洲籍人員較嚴密的督導，這一點可 

以說明歐洲籍職員的比例何以會遂漸墙加3 不猶 , 
歐洲籍職真是以合同和作爲輔佐人員聘用的，斯以 , 
將来由土著居民代替，不致發生困難。

嗽麥龍民衆協會向理事會•第十一屆會提出的請 

願 書 之 一 對 巴 美 勒 克 官 員 ，提出按餅3 管理當 

局稱，巴美勒克人官員確在它們的原籍地服務，他 

們的栽戚確在從事商業或政治活動，不過，除非不 

法行爲證據確塾，殊難將他們從原籍地趣走。

區、市行政

廣内權力由世襲食長在行政官長（廣長、分展 

長）監督下行使之。這些行政官長在審譲財政、輕 

濟和社會事項的時候，受名流參譲會 （Conseil de

也就是說無論従那一方面看，他們的地位與同級歐 

籍官員的地位，完全相同。

在營理當局所用訓練非洲人擔任重要職位同時 

並與他們以普通和專門教育的許多力法中3 報告 

書特別提到管理當盾在æ 翁 地 （Yaoundé) , 都亞那 

( Douala ) 及剛杉巴 （Nkongsamba )三地所設予學生以 

初中及高中程度教育的夜校，郵政、電孰、及鎭務人 

員訓練班，及派赴法國深造的獎學金等等。

一九五一年內，有若千非洲人擔任了幾個重裏 

敏位。一人被任爲分區長胁理之職，一人被任爲展 

農業主任，另有若干人被任爲分廣農業主任3 當盾 

並特別在財政部各地辨事處及類似機構以及氣象機 

構內拭用非洲人，以觀可否叫他們擔任原来只由歐 

洲人擔任的職位

管理當局在一九五一年報告書巧稱，參 加 翁  

地及都® 那兩地訓棟班的只是非洲人，並稱非洲籍 

工作人員在公共機關及普通行政機構（按術機構除 

外）的分怖情形如下：

高級官員( 高中畢業程度）：五十二人；中級官 

員( 初中畢業程度）：二七七人；低級官員(小學畢業 

程度 ) ：二九八人。

下表表示行政職員的分配情況( 常誌員額)：

事，在東北廣 K irdis人中，困難特多，蓋 Kîrdis人 

仍爲一羣原始人民，他們不能了解爲什麼需要或必 

須登記。另有若千處人民，因其傅統勢力仍極堅睡， 

不得不用多爲文盲的世襲會長爲書記，遂漸輔以識 

字的助理員，故辦理登記亦多困難

領土的管理與行政機構

託誉理事會第四眉會營建譲管理當盾加聚努 

力 ,使土著能在行政與司法機構內多擔任重要職位。 

一九五0 年報告書稱，財政部各地辦事處及類似機 

構 （agences spéciales)內的職位，除了四個例外，都 

由非洲人充任，並稱非洲人現a 可充任視察員及警 

察局長a 該報告書又稱，營理當盾業EL採取各種步 

驟，使行政機構多多聘用非洲人，並稱，規定所有 

行政職肩報酬津貼一律同等原則的Laraine-Guey法, 
業B 施行。

理事會第九届會贫表示希望管理當局款法逐漸 

以非洲人接充歐洲人所擔任的職位，特別是負責的 

高級職位。理事會並請管理當局舉辦一種規模較大 

的訓練許劃，使非洲人所能擔任的政府機關內職位 

一天比一天重要。

行政機構由享有共和國權力、向法蘭西海外領 

土事務部部長負責的高級專員（Haut Commissaire)指 

揮。高級專員並負責執行代表大會的決議。高級專 

員由縛書長一人及一個由文官六人，歐洲籍名流二 

人，非洲籍名流二人組成的諮詢委員會輔助。

據一九五一年的報吿書，該領士行政組織的騎 

展情形如何，現在尙不甚淸楚。各 區 （該領士內共 

有十八個區）的財政雜織正在逐漸齒向地方分權;至 

於各分展( Subdivisions )是否將僅爲行政單位J抑將成 

爲下級地力政府組織，則尙未確定。

行政組織在一九五一年內甚少變更，紙成立了 

一個新的我:務管理處，擴大了公逢管理處的規模， 

並增設了若千行政職位。

據一九五一年報告書說，地方行政的中心工作 

爲實行一項計割，提高非洲籍官員的地位，並使他 

們逐漸擔任重要位置

四月二日的命令恢復了徵聘人員擔任各廣事務 

員及技術職務的工作，該命令予那些人員以實際上 

與正常文官制度中相同的地位，並且使他們較爲得 

到此種地位。截至一九五一年底，這些機關的職員 

數目計爲三，一三八人，一九五0 年底則爲二，三四 

二人。該懷土政府機閥內的非洲籍職員，其所遵循 

的條例 ,與法國本部公務人員所遵循者蔑完全一様，

歐洲人 . . . . . .
非洲人… … 
歐洲人所估 

百分比••••••



N otables )的協JKf。改組名琉參議會一事曾經代表大 

會在一九五0 年內計論過若干次。一九五 0 年內 , 
曾在兩展舉行試驗，將名流參譲會由一權力較大委 

員人數較多的K 參譲會代替，但據管理當盾在理事 

會第九屆會內稱，代表大會尙未對此項改革，表示 

同意。

託管理事會第四届會曾建譲管理當局首先在文 

化程度較高的地方。實行普選制度，選舉擬譲中的 

新式廣參譲會及市參議會的代表。管理當局一九四 

九年報告書舉出它第一次設法在市選舉中實行普選 

制度所遭逢的困難3

託管理事會第六盾會請管理當盾對是否可値名 

流參譲會除買獻意見外，並得有决定若干種事項之 

權一點 ’ 加以充分考慮。理事會舉行第九眉會時， 

管理當盾稱它所享擬的改組名流參譲會的許劃曾經 

代表大會討論並且修改過幾次。

託管理事會第九眉會曾表示希望以權力較大人 

數較多的展參譲會來代替名流參譲會的改革事宜， 

能在理事會審譲下次常年報告書之前完成。

據一九五一年報吿書稱，組織K 參譲會的命令 

草紫, 代表大會在一■九五一年四月至五月又提出審 

譲，把管理當局提出的條文重行草擬了一下。照前 

論結果看，在實Ü 此項改第前 ’ 尙需再加以研究。

管理當盾以"村公所，，爲根據所進行的試驗仍在 

繼績中，預料結果可以十分圓満。保報吿書在說到 

55翁地區實施這些改革的情形時指出，這些改革的 

價値尙未爲代表大會所接受。

據一九五一年報告書稱，開於會長地位的法律 

草案，於向法蘭西聯盟資政院提出後，现已提交衆

譲院n

最後，在託管理事會第十一届會內，特派代表 

說管理當局業a 在研究一個許劃，這個計劃對於達 

成該領土內各展地力分權及行政自治兩個目的，是 

一項極重要的步驟。這個許劃规定誅立預算獨立的 

市鎭，將来與展參譲會制度合併。

勝麥龍民衆協會在一件提出理事會第十一届會 

的請願書內抗譲管理當局對待士著當局的態度。 

管理當局稱，請願書所述若千事情，其發生早在一 

九二四和一九三一兩年，當時法國政府a 在其政國 

際聯合會的報吿書內 j 有過詳細報蕩。至於一九五 

一年五月閩藥生有闕 Njikouotou 會長一案，管理當 

局曾竭力採取妥協方式，冀闕係各力都能滿意。

»  T /Pet.5 /108。關於理事會對道件請願書採取的行動見, 
決議案六二八(十一 )o

託管理事會在第九盾會內，曾表示希望能推廣 

市政庶制度，尤其是在該領土北部，並希望市政委 

員會的委員依選舉制度選出，其權力能予廣大。

一九五一年，在都亞那和蓝翁地二地，誅有兩 

個浪合市（commune; mixtes), 浪合市市政委員會的 

委員，不是由經濟團體指定，便是由管理當局指派。 

此外，尙有五個其他浪合市，浪合市市長任市政委 

員會主席；那些委員會內均是非籍委鼻佔多數。

一九五一年報吿書在提到一九五0 年報告書內 

所述的困難時稱，第一個浪合市設在嗔麥龍北部的 

加魯亞（G a r o u a ) ,報告書又稱，現有種種理由可以 

相信這個試驗將来定能推廣至北部的其他市展。此 

外 ,當盾正在考慮使市政府之逢生從委派變爲選舉。

理事會第十一屆會通過如下建譲：

理事會覆按其第九届會之建譲，對於管理當局 

所聲明，略謂希望在一九五二年巧將數年以來領土 

大會所審譲之K 參譲會改革事宜付諸實施，又謂由 

選舉産生之市政府亦將在同年內成立，査此等市政 

府由於廣預算之成力■,實爲達成地力分權之重要步 

驟等語表示歡迎，获希望管理當局發®區參譲會之 

努力早日成功。

司法制度

一九五一年報告書稱，味麥龍现在a 有一個完 

全獨立的司法制度，這個制度的根本原則爲司法權 

與行政權應截然分開。託管理事會前曾在第六屈會 

中請營理當局朝此方向加聚努力，尤應任命更多的 

專任法官。

據一九五一年報吿書說，執行法國法律的法院， 

其法官係由共和國總统經司法官瓶選最高委員會的 

推薦任命。

已成立的執行法國法律的法院爲：

亞翁地的上餅法院，該法院依一九五一年四月 

十一日的命令成立，於一九五二年初開幕，其任務 

爲確保領士司法的獨立（載院長一人，庭長一人， 

法官因人，檢察長一人，檢察官一人及推事二人）； 

都亞那的初審法院；權力擴大的保安官十三人；及 

具有簡貝r程序裁制權的保安官十二人，

這些法院依規定審制一切刑事案件，不問犯罪 

人是誰，並一律適用法國詳訟程序及法津。凡民事 

及商法案件，如餅訟一造爲歐洲人’或如兩造均爲 

非洲人但彼此同意歸上通法院審制者，亦受此等法



院審制。對此等案件，除非會事人另有输求，一律 

適用習慣法及慣例。

士著法院的管轄權紙及於兩造肖爲非洲人的民 

事蔣訟案件。調解法庭及替慣法庭全由非洲人組成。 

初級及二級法院( 初級管鄉，二級管厲）由行政官長 

主持，有非籍襄審官予以協助，襄審官亦得發言並 

投襄 r 不服剩決或要求撤錯制決的上m , 歸設在亞 

翁地的上餅法院的覆核庭處理>
理事會第六届會從一九四九年視察®的報告書 

得悉，管理當局亟欲將司法權從行政官吏之手移交 

專任法官，並從該領士所呈請願書得悉，該領士境 

內因有若千行政官員仍在代行法官載務，可能有人 

覺得奮有本地制度實際上並未廢除，爱促請管理當 

局加維努力，委派更多的專任法官。在第九眉會期 

閩，管理當局稱設立新司法制度一事正在進行中， 

專任法官正在陸續前來 , 代替蒙任法官的行政官吏。 

管理當局並稱，土著法官估隨麥龍境內全體法官人 

數的百分之六十，將來該懷土領受獎學金的學生自 

法國學成返國時，這個比例更將增加。

理事會第十一届會通過如下結論：

理事會覆按其第六屆會之建譲，莊悉司法與行 

政權之劃分業已完成，並悉領土之司法獨立業因亞 

翁地上訴法院之成立而吿成，引爲滿意。

維持秩序及治安

一九五一年內並無大規樓擾亂和平情事。

農村展域的治安由嚷麥龍» 衞朦共一，二 0 0  
人負責維待。此等警衞的費用由領士自負。因增薪 

結果：，此項費用已墙加了五千萬法屬非洲殖民地法 

郎。

費用由法國負擔的憲兵，負行政及司法警察的 

責任，其實力爲官長五人，軍士九十九人，士佐一 

三八人，後者往訓練後可升爲輔助憲兵。另有雙察 

保安隊，則由巡長，督察員，警官，衞士及書記等 

浪雜組成，其中多數係當地徵募。亞翁地一•地鼓有 

一所警官學校，就地予士著居民以專業訓練，土著 

居民得擔任一切職位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隐麥龍併人法蘭西聯盟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 

不顧憲章的規定和大會的決譲，竟將嘴麥龍列入所

讀 "法蘭西聯盟"。由是，該領土舆失了其特殊的國 

際地位，倫爲與法國殖民地一様的地位。該領土的 

權養J 特別是政治方面的權益，因此種合併而遭受 

損害。政治方面的行動權被從領土機關的手中奪去， 

改由法蘭西聯盟的中决=機關行使。士著永無管理其 

自己領土的希望，

法國代表答稱該領土的國際地位管理當局始終 

愼加維護。他指出該領土在法蘭西聯盟立法機鬪內 

所享的重宴的代表權使得哺麥龍人可有效地維護他 

們自己的權益。

在國會等機圓巧的代表權

細西蘭代表譲:法管唾麥龍繼續參與法國國内政 

府機開的工作，在過去一年內曾由第二選舉團選舉 

了三位立法大會代表，第一選舉圃選舉了一位代表。 

他覺得在領土大會沒有完全的立法權力以前，由該 

領土派代表參預法國國內的政治機構，是使它能對 

本身政洽表示意見的一個好辦法。

培養領土意識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力言管理當局爲培養領土 

意識所可採取的若千措置之重要性；當前的障礙画 

然甚大，但那種領土意識乃是發凰的基礎。他認爲 

除了經濟關係的發展，夜通的改善以及教育的推廣 

外，必須尙有政治活動的增加與之同時並進.、

遲擧權

紐西蘭代表注意到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法 

律所行的改革，a 使享有選舉權的人數從一一六 

0 0 人增至五三二, 0 0 0 人。他覺得應該爲此事向 

管理當盾道貧，普選制度固然最好能在合理的可能 

範圍內儘速做到，但他從特派代表的第一篇鶴明中 

得悉，上述數字實際上不會因此就墙加多少，然而， 

普選制度這個原則永遠是託管理事會爲所有託管領 

土所抱的一個最終目的。他並注意到只有二八0 ,  
0 0 0 個選舉人曾參加該領土一九五一年的選舉， 

而在一九五二年三月的大會選舉中，情形亦復相似。 

他確信將来居民逐漸克服全體參加投票的各種地理 

和社會障雜時，這個比例定會隨着提高，並且相信 

管理赏局雖然不能強迫居民投票，{目是可以而且一 

定正在激發他們S 於自己權利的認識，幫助達到這 

個目的。他說管理當局毫不干涉政黨的自由發展， 

選舉人可以隨着自己所喜自由投暴，此實爲管理當 

局之功。他又說土著代表和具有法蘭西公民地位者



的代表都達沒有感ÿ 有用一個選舉團来替代键重選 

舉團的需要。在這種情形之下，他覺稍以單一■選舉 

團爲最終目的固然是很好的事，但何時實行這項改 

革，則必須由居民自己去擬醉決定。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覺得，選舉人遺是視其是 

杏保留個人地位，分爲二個不同的選舉團。他希望 

管理當局能在最近的將来將這兩個選民團融合爲

中國代表對管理當局在推廣選舉權力面所獲的 

進展，表示欣慰。不過，他覺得享有選舉權者的人 

數從一一六 j O O O 人增到S 三二 , 0 0 0 人固屬可 

喜，但無限制的普選制度乃是莫正民主制度的一•個 

必要條件，未来的改革務須最先留意此點。他並希 

望法管嫁麥龍如同法管多哥蘭一樣，不久卽能採取 

單一選舉團制度，以代替雙重選舉團制度。他又説， 

在五三三，0 0 0 個合格選民中，投票者紙有二八 

0 , 0 0 0 人，棄權比例之高^未免令人失望，他希 

望這種情形能隨着教育的推進而改善。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譲:，代表大會 

的選舉和其組成，證實了一種對土著居民的種族妓 

視政策。代表大會的選舉仍由兩個選舉團辦理，第 

一個選舉團由法國籍選民組成，人人皆有選舉權； 

第二個選民團紙是由少數土著居民組成。這證明管 

理當局就是對一整a 失了實權的機構，尙且一定要 

使法國公民在其中估有優勢，並證明了管理當局繼 

續在實施着一種粗暴的種族歧視政策土著居民曾 

對管理當肩在領土內設二個選舉 ®—事 ^ 表示抗 

譲 « 稱這種制度的目的* 在保障維議法國的經 

濟利â 及法國殖民者在嚷麥龍的利益。他們要求誅 

置一個由全體選民組成的羣一選舉團，並主張應予 

嗔麥龍代表大會以更大的政治權力以及在經濟及社 

會事項上的更大責任。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答稱，予合格選民以選舉權， 

紙是向普選制度進展的另一個步驟，而普選爲管理 

當局的最後目的。將来普選制度建立之後，雙重選 

舉團制度自然會吿廢 i K 他又說，事實與蘇聯代表 

所云恰好相反，管理當局並不想在民選代表機構內 

使法國公民霸估優勢，這可從土著代表在那陛機構 

內總估多數一點得到證明3

領土大會

紐西蘭代表注意到管理當局正在研究並擬訂使 

領土大會成爲一個力:法譲會的辦法，表示满意，他

希望能不厳擴大直至瞎麥龍達成完全É 治爲.11。他 

又注意到在此次一九五二年的選舉中，代表人數業 

從四十人增加到五十人，而且代表比例現在是十八 

名由具有普通法地位之人的選舉圃選舉，三十二名 

則由具有個人地位之人的選舉画選舉，按從前的比 

例是二十四對十六，他對此項變更，表示满意r 他 

指出領土大會內的正式語言是法文，希望當局能讓 

領土大會有使用若于土語的機會，並希望大會最後 

准用傳譯員

中國代表對管理當局在改組領土大會這方面所 

獲的進展，表示讚美。該大會內非洲藉代表人數從 

二十四人增加到三十二人，意義固然重大，但他尙 

希望會內非洲籍代表的比例能有更大的增加非籍 

代表對歐籍代表的比例，應迅速提高，使與領士內 

土著居民與歐洲人的比例相接近，俾最後領土力法 

事宜全部可交由土著居民去辦理。他相信管理當局 

將来改艇領土大會時，必定會記取這一點。他並希 

望領土大會的權力能予擴大，以符合託管理事會第 

九屆會的建譲3

薩爾冗多代表看到領土大會的代表人數業a 增 

加，甚表满意。他希望能擴大該大會的權力。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目公的領 

土大會並無任何實權，紙是一個向高級專員貢獻意 

見的諮詢機關而a ,  — 九四九年視察團曾稱，代表 

大會的權力仍極有限，根據憲法，該大會仍無立法 

權，此後雖經提出若干改革，但情形並未改變。他 

主張託管理事會應建譲管理當局在該領土內設立獨 

立行政和立法機關，不錄恩於任何以該能管領土與 

法國殖民地聯合行政爲組織原則的其他機開；並建 

議管理當局爲此目的採取立法與其他措置，確保土 

著居民參加領土內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機構3

法國代表答稱’閩於廣大領土大會權力的改組 

辦法，正在詳細徹底研究中。他指出領士大會目前 

權力實較表面所見爲大。他又說，領土大會內非籍 

代表人數從二十0 人潜加到三十二人，使大會內士 

著居民原a 享有的多數，更爲穩固3

管理當肩特派代表义說，領土大會內非籍代表 

人數之堵加，是向全體公民代表權一律平等這個目 

標前進的一個重裏步驟。

出生、婚姻與死亡登記

比利時代表認爲公民身{3*的推廣是一項將来大 

家必定會認爲非常正確的良好措施3



領土的管理和行政機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譲:，領土一切 

權力全操於法國高級專員之手，高級專員經由其屬 

下的法國官吏治理全領土。正如報吿書所云，領土 

的行政權全在法國官員手中。政府機構內的一切主 

要職位都爲法國人所佔。

區 、市行政

絲西蘭代表希望新領土大會能夠譲出辦法，克 

服區參譲會代表産生力法上的困難，並希望下一年 

管理當局能報告在創立區參譲會工作上a 有進步。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 

不劇立民主的政府機構，卻在繼續扶植反民主的部 

落制度。那些會長是供管理當局差遺的假員。一九 

四九年視察圃稱，會長完全在管理當局官員的指揮 

之下，管理當局官員有權億詞甚至革除他們，法國 

當局保護那些部落機構，縱f ç 它們轉讓土著的土地， 

並實施其他違於士著居民利盡的措施<T若干請願 

書3*̂«控詳會長在法國當局支持下虐待土著居民，據 

請願人稱，管理當局庇譲會長，担雜調査土著居民 

的控詳，有一件勝麥龍民衆協會调班（Foumban) 展 

分會所適的請願書《«•稱，管理當局庇譲會長轉讓土 

著居民土地的行爲，並以武力爲會長的權力撑腰。 

有一件請願書稱，法國當局曾派遣軍塚，逮 捕 Fum- 
b o t 村的全體村民，硬要他們服從一個土著會長的 

權力，蘇聯代表塵於能管領土内所存在並爲管理當 

局所鼓勵的部落制度，與促進託管領土趨向自洽或 

獨立之逐漸發展一目的不容，故主張託管理事會應 

建議管理當局採取抬施）務使這種部落制度逐漸轉 

變爲以民主原則爲基礎的自治制度。

管理當盾特派代表答稱，他希望B 經審譲了數 

年的關於展參譲會的改革事宜，將在一九五二年内 

做到3 他回答蘇聯代表的話稱，審査蘇聯代表所提 

到的那幾件請願書，結果表明管理當局錫力使個人 

受到公平的待遇，有時不惜令其決譲損害到會長的 

威權，他指出理事會在第六眉會時曾嘉獎管理當盾 

不使傅統土著機構妨礙該領士的民主發展3

司法制度

絲西蘭代表對管理當局a 在亞翁地設立一個上 

就法院，使領土司法自主得吿完成，表示満意。

T/Pet.5 /97^  T /Pet.5 /101o 
3»» T /Pet.5 /108o

比郝時代表看到在現在所檢f t 的這一年熏，司 

法與行政權之劃分，司法制度的改組，特別是法院 

數量的i t 加，都 a 做到，對此引爲滿意。

三. 經濟進展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一般情况

據一九5 — 年度報吿書所栽，該領士於政府及 

私人投資的摘烈刺激下，現在a 從一個以農業及輕 

資本設備經濟爲主的階段進入了另一個促成傅統資 

源及生逢力法完全轉變的階段。

此項轉變過程的影響所及a 於一九五一洋庚報 

吿書中加以錢述。貿易差額指明入超現象，因爲擴 

充一般載備及促進工業化都需要生逢建設性質的投 

資，所以入趙是不可避免的結果。

一九五一年度農業方面呈现的趨勢是農民注重 

生産供出口用的售錢作物，並生產品質優良的作物， 

以求在読爭劇烈的市場中順利脫手；另一個特點使 

是趨向於耕種收稽量較高的作物，俾所用勞力及耕 

種面積均有所節省。

管理當局的報吿書結論稱：在嘴麥寵之經濟正 

在根本轉變斯中，嗽麥龍領土的各部門經濟活動都 

顯得生氣蓬勃。

安全理事會會於第十一屆會中通過了下列的建

議：

理事會認爲嘴麥龍之經濟發展正依妥善力針推 

進。理事會特別襄悉該領土貿易之擴展、十年發展 

許劃之推行、領土工業化之堵進、水力發電量之墙 

加、以及營理當局與私人投資之增加等情。理事會 

塵於居住該領土之歐洲人相當衆多，雜知管理當局 

在調和歐洲人及土著居民雙方經濟利益一事上工作 

困難，但仍確信管理當局對士著居民之經濟利益必 

能繼續妥予保障，尤其對於土著居民之土地權及森 

林資源權當能予以充分保障。

糧食及輪出作物

就大體言，糧食生逢仍能繼績應付需要3 糧食 

生產的微跌係因農民轉種售慣較高的出口作物之 

故3 領土農業事務處鼓勵農民種植 cassava 及棄樹 

之類産量較多的作物，藉以遏.止上項趨勢。懷士在 

境外推館的最重裏的售錢作物是可可，一九5 —年



度可可的出口達0 七 , o o o 嘲，均係士著種植者所 

出廣的。農業事務處正在繼續努力，維持# 改進可 

可的品質。咖啡生產續有增加，出口數額É 一 

三0 0 嘲，由非洲人種植的此種作物土地面積a 見 

播加，並正設法利用機械，改良種植方法。香莲的 

出口超過五五，0 0 0 嚼，土著所産者亦繼續逐步堵 

加3 煙草的種植日見擴展，現正鼓勵土著農民種植 

此物，頗有成效。非洲人的挪核, 收種量達二六，六 

5 。嚼。

Dschang 一地的農藥服務站仍在建立一個樹種 

選植場，藉以提倡由士著種植金鶴納樹。其他各農 

業服務站在可可、本地®米及落花生等作物的選種 

和保譲方I ® ,亦正在作同様的努力。

十年計劃中在農業方面成就最大的是若千業B  
誅置或正在整置的農業中心及農業服務祐。 Yaoundé 
的農業中心不久就要開幕，設在該地的農業學院亦 

然，該校並有招收寄宿生的誌傭，Maroua及Ebolowa 
雨地的農業實習中心卽將完成 ; 而 M aroua的農業實 

驗站及試驗農場以及Guétalé的機械化f t 業站工作亦 

有進展。領土農業許劃並預備大規模地舉行機械植 

棉試驗，促成七，五0 0 公頃的挪子種植場現代化， 

大規樓地舉行機械種稻試驗，並 擬 在 Dschang的金 

鶴納樹實驗站添廣一個面積達三百公頃的種植場、 

和另誌一每年生逢量達九十嚼的金鶴納霜製造廠e

一九五一年度報吿書中復述領士農業生產照常 

發展，因爲農產品的售慣上漲，略徵估到 便 宜m 
麥籠境內三口岸的出口纏額達三0 七，九0  二嚼，此 

數較諸一九三八年度的出口額計增百分之5 - . 九 

一，實爲以前從未達及之數字。這便是領土十年許 

劃下鼓勵農業生產的各項努力的第一批收種。

畜牧

嘴麥龍的牲畜共達六0 0 , 0 0 0 頭，由於領土 

牲畜的品質有改進必裏，所以a 在 Kounden 立第 

二個牲畜繁殖及選種場傅使研究及試驗工作能與 

當地農民的實摩教育工作可以同時進行。因領土北 

部養馬者的需求日增，所以已將Misshigléou的養馬 

場另誌他處，並改進其他各項誅備，

領土農業事務處所敦的各實驗室業B 重新配 

備，再者，列爲十年計劃一部分之 Wakwa Ngaoundéré 
人工受胎所若干防疫及治療中心，特別是 Kounden 
的養猪場，亦已分別設:置完成或大部已造完成。設 

置 Yaoundé及 Douala兩地廣宰場的工作已有頭緒， 

而拖拉機、農業機械、及冷藏車之類特殊載備的購置 

亦在進行中。前 a 開始的改進牧場的工作擬在所有

繁殖牲言的廣域內予以推進。領士北部的械井及建 

築水池工程亦繼續進行。

領土各牲畜繁殖廣域及領土南部各大消費中心 

之閩業a 設立了一連串的冷藏所，所以增進領士內 

肉類供應的工作頗爲踢腫。若干冷藏廠a 告成立， 

在運輸路線上的若干地段並a 實行空蓮。

漁業

領士漁業部誅有一特別實驗室及若干專供研究 

用的漁池 , 上述誅備在領士十年許劃下撥款建造的。 

十年計劃項下的其他撥款亦正充爲載置各育種場及 

在領土森林區域建造各養魚場之用。

商業性的養魚事業遺只在發IS時期。但是Douala 
及 Yacnmdé兩地冷藏廠的誅立，以及一九五二至一 

九Î 三年度增誅的特別研梵處，都是以促進此種漁 

業的發展。

節約互肋基金會及合作社

託管理事會對第六屆會會對管理當局促成士著 

居民誅立各種合作社一事表示嘉許，並深望管理當 

局能儘速使領土居民擔任各該艇織之重要載位。一 

九四九年度報告書指出：上述各合作社的經理人， 

仍往往有未受充分訓練，不願並不能適當地經營業 

務之情事；該報吿書復稱自從一九四八年以來， Le 
H a rre的殖民地學校業已開始訓練合作社管理人員 

的課程。

領土節約互助基金會中*監察委員會委員中有 

兩位是地方代表大會的代表。該中央監察委員會曾 

於一九五一年請求當局對領士內最重要的節約互助 

基金會分會予以財政獨立的地位。據一九五一年度 

報吿書所栽，則以前屬於國營合作社性賓的節約互 

助基金會行將完全不受行政上直接千涉；然而在它 

們未改變爲獨立性質的合作f t 以前，後者這一類合 

作社必須達成相當穩定—— 這一點它們至今遺沒有 

做到。

上述報吿書载稱：領士合作運動雖然仍在經過 

一段調整期閩，恒是它在唾麥龍領士內已經根深蒂 

固；各節約互助基金會在發展領士生產一事上顯出 

它們非常有用。，當局現正考盧修改領土節約互助基 

金會的組織法，俾士著住屋的改進亦可列爲這些基 

金會的目標之一。

管理當局曾於其一九五一年度報吿書中列入關 

於各合作社及各節約互助基金會的資料及統計，對



於各重要合作i t 的組織、資源及業務情形，亦在該報 

告書中詳細截述。一九五一年度執行業務的合作敏 

有八十四個 , 這些合作社登記社員約共有四0 , 八0  
0 人；其中Ï 十七個合作社是農業生，合作社，另 

外十六個是消費合作社，節約互助基金會共有會員 

七九一，九七一人 ; 他們在一九5 —年底所收貸款的 

總數達一萬四千七百萬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郎。

嗽麥龍民衆協會會向託管理事會第十一眉會 

提出請顏書，據稱節約互助基金會的經營只是替歐 

洲人利翁打算的。管理當局特別指出Mungo—地的 

節約;^助某金會曾用其自有的資源來開載一 個鎭木 

廠，這個雜木廠的經營完全是爲了會員的利翁着 

想的，至管理當局對於各節約互助某金會所施的監 

督則旨在保障以領土的公共利益而不以私人利益爲 

前題。

森林及鎭產

託管理事會的第六眉會曾請管理當局在授與森 

林特許權時固須考慮領土經濟利益，但亦須顔及土 

著居民在地方社會J：的傅統權利。理事會一■九四九 

年所派的視察團會經收到許多土著居民的請颜書， 

竭力反對管理當局所擬按期採植森林力案，理事會 

會審議土著居民爲》若干項上述按期採植辦法有關 

的事件表示抗譲所提出的各項請願書，並希望管理 

當局能誰法使森林保留地法律上之規定與士著居民 

企鬪儘量多留耕地供其使用之意願調和起来。

託管理事會的第九盾會襄於森林應妥予保存一 

事之重襄，並塵於土著居民及其出席代表大會之代 

表尙未能了解此舉之泰裏，會建譲管理當局應獲得 

土著居民之贊助，採取解決此項間題之有效措施。

一九五一年度報告書指出林產品在懷士經濟上 

極重裏的地位（林產品出口纏額達六离寓四千二 

百萬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郎，而本地用於建築和取暖 

的林産品亦繼績增加，據該報吿書所截：領土土壞 

局及林務處曾努力就與保議土壤一事有密切關係之 

森林保存及重建問題，教導當地居民。這些努力似 

B 健得圓满結果，尤以衡 Bamîléké的農民爲然，道 

些農民的士地已經發生特別困難的間題r 再者，現 

行條例a 充分》到土著居民的利益。在新法律未制 

定以前，不擬在領土內另外採植森林。

在另一方面，該報吿書載稱：十年許割內所擬 

施行的若干地展植林辦法，因爲在那些廣域內享有 

傅統權利的居民缺乏了解，並因代表大會會請求停

.11*施行此等辨法，所以未能進行。至於森林調査及 

研究，林務處養傭之購置，五十萬公頃林地之分斯 

採植，以及在廣大森林區域內加種及重植樹木詣端； 

則均經列爲十年許割之一部分，付諸實行。

理事會的第十一屆會會通過下列建議：

理事會襄及前在第六屆及第九届會中所作之建 

譲，對於士著居民反對森林分類一事深以爲械’誠 

望營理當局繼續努力，維持適當之林地面積，並望 

其政力克服土著居民對此事所抱之猜豫態度果吿成 

功。

能管理事會的第四屆會曾希望一九四八年內爲 

調査及採測領土資源而載之擴務局，能因其業務之 

不斷擴展而使領土居民所分享的纖產財富大爲墙 

力B。

領土的鎭産量，特別是金砂及鉢砂的廣量，因 

爲産品售慣鉄落，所以在一九3 ■—年內受到嚴重的 

打擊。管理當局及代表大會B 經採取了若干促進生 

產的步驟；現正在考慮採取促使領土健敦穩定鎭業 

的其他行動。

一九五一年度報告書並稱：該年度內曾在Dou
ala 展域積極地舉辦一項探索石油擴產的鎭井方案； 

此項工作係由一九Ï 一年九月成立的一個公司擔 

承，該公司股儉的百分之三十三係領土所有，百分 

之a 十一爲研究局所有，其餘百分之十六則係法蘭 

西■海外事務中央某金會 （Central Fund of Overseas 
France)所有 ' 據該報吿書所載：鎭務局擬請訂立一 

項經常程序，就是邀請嘴麥龍居民對爲開發該領土 

鎭産而誰的任何公司參加投資。’

土地制度

託管理事會的第六屆會曾請管理當局聘傷充足 

測量人員，藉以加速辦理土著居民申請確認彼等土 

地權之手續；管理當局聲稱該當局業取必裏步 

驟，使上述手續能夠儘速辦理。託管理事會並會請 

管理當局在原則上決定對於土著居民自辦之拓殖計 

劃予以優先考慮。

理事會亦曾請管理當局對於"無主荒地"一辭之 

意義作更精確之說明，並請該當局在其所擬制定之 

新法律中兼額到土著社廣之傅統權利及懷土之未來 

經濟需裏。

託管理事會的第九屆會會經建譲：管理當局在 

研討關於不動產的法案時，務須留意每逢以特讓權 

授予非土著居民的場合，均應充分保障當地居民的 

利症。



蘭於這一點，一九玉一年度報吿書載稱：特讓 

權的授予須先經代表大會批准，土著代表在該代表 

大會中占多數，

一九玉一年度報吿書提到地方聯合委員會曾就 

本間題向法蘭西海外镇土部提出建譲，該報告書並 

謂現在考慮中的許劃係某於分權原則，擬識劃成一 

展域範圍，此項計劃正與目前爲使擬設中的廣域參 

譲會經濟獨立而訂的展域改組辦法相購合。在此期 

間，管理當局正在儘量設法利用現行法令，並且賜 

力保證承認土著居民的士地權。

據一九五一年報吿書所载，膝麥龍的士地（總 

面積四三二 , 0 0 0 平方公里）約分爲下列幾類：

平方公里

( « ) 現在不能利用的士地（就是不 

以 B 資塾拓，仍屬無法利用 

的土地）...................................  80,000
(b )沙漠區域 ............................................95,000
(C)牧 地 ............................................. 80,000
( 8 )可以開採的森林地 ..........................82,000
( « ) 業經調査的鎭藏展域  25,000
(/)可耕士地

沃 地 ........................................ 60,000
棉花及花生種植場   10,000

一九玉一度報告書也會將該領土士地分成下面 

幾類：

( « ) 領土內的公有或私有土地 "無主荒地"不在 

內：計共一二，七五七公頃3

(b )根據當地習慣法保有之土地;包括一切已有 

財逢權利人，但非土地法規定所及而仍未經分類、 

特讓等之土地在內。

( C )土著居民所有並經關係人辦理申請承認財 

逢權之手續的土地：許都î f î土地四一一公頃；農村 

土地六 , 三五一公頃。

此外，業經特讓與土著居民之土地計有都市土 

地八十公頃，及農村土地二, 七二六公頃。

據管理當局的常年報吿書所载截至一九玉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爲該當局暫時或永久特譲與人 

民之士地共計有都市土地七四0 公頃，包括二，五0  
一起特讓；及農村士地一0 二，八七六公頃,包括八 

九八起特讓。

一九玉一年内管理當局食准許暫時性質的農村 

土地特讓二十二起，占地五二一公頃；又准許永久

性質的農村土地特讓二十二起，占地旧百五十八公 

頃a

一九五一年度報吿書復稱：土著居民深願當盾 

確認他們以前照習慣而取得的土地權利，因此管理 

當局曾收到許多請求確認土地財産權的申請書3 至 

一九五一年底j h B 發給的土地所有權證明書共計 

一，二二四设;土著居民的申請書现正由日在擴充中 

的土地登記處加以處理，

在理事會第十一眉會所收到嚷麥龍民衆協會的 

請願書中，有一件請願書控訳士地被管理當局或被 

利用管理當局名義的人奪去管理當局卻指出從 

未占有上述土地。管理當局並稱私人土地的所有權 

是逐漸分割的，並非突然更動；老食長們是爲了他 

們自己利益而想阻遏此項發展趨勢；再者，領土的 

習慣法庭有權判決這些間題。將土地轉讓歐洲籍人 

之事係於依法開會前論以後辦理的；請願書中所稱 

的土地以前是沙漠區域，所以並沒有人曾受到任何 

剝奪；倒是此項塾殖荒地的努力刺激了該區域經濟 

的進腰，助使該廣域慶有人煙。

貿易

一九五一年度資易的特點不但是進口數量劇 

增■,從一九三八年的五八J七七三« 和一九五0 年的 

二二六，四0 二嚼增爲四一三,一三七嚼，就是出口 

數量也有正常的i f 加 , 計出口總額達三0 七，九0  二 

嚼，如梁將在蓮货物及重行輸出的商品除外，那未 

輸出總額爲二三六, 0 0 0 觸。

進口數量的特增係由於實行十年計劃及土著居 

民的購賈力槽加之故。誅備器材估進口總額的百分 

之五九 . 五；食料進口的百分比也較以前增加。一 

般經濟的繁榮會使藤来爵於季節性的交易變成爲一 

種終年不斷潜加的貿易，不僅如此，一般農村人口 

因爲生產增加，應率對他們有利，情形都比以前爲 

好。

一九玉一年約原料ffi格也有顯著增加，批發物 

慣及工資都受其暴響。嘴麥龍領土各項批發物價增 

加的平均數是存分之三十，但因當地市場的情形特 

殊，領土的零售物價指數只增加了百分之一三 . 八。

財政及賦稷：

託管理事會的第九眉會曾建譲領土管理當局應 

推廣它過去棄已採取的措施，就是以一種累進的所

"1 T/Pet.5/108 ( 託理事會對於a 件書請願所取的行動 
參閱理事會決議案六二八（十一）)o



得耽制来代替領土的人頭税，俾領士內的一般所得 

我:制可於最短斯間訂立起来，

一九玉一年度報吿書载稱：領士內a 有許多居 

民纖付所得税，所以隨着稱@ 的税務人員的墙加， 

懷士的所得賴:制度就可大大擴腰。可是，在今後很 

長的期閩內，就文明程庚較低的民族而言，最捕單 

的賦税:仍屬最公平和最實際的賦税3 當局擬採的措 

施中特別列有工資勞動者完全免納等級税這一項。

一九五一年度的接税收入共計十一萬萬一千 

四百萬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郎其中紙有三萬萬一千 

萬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郎係人頭税收入） 財政總收 

入的百分之二0 . 四一，一九五0 年度的比例則爲 

百分之三0 , 玉O a 該報吿書並栽有代表大會就一 

九五二年度一般賦税所訂基本税率。'此等某本税率 

高至如 Yaoundé分區的九百法郎，低至如Rey-Couba 
分廣若干地力適用的八十法郎。一九五二年度領士 

的經費槪算爲一。 - 。二一，三七八 , 。。。法屬非 

洲殖民地法郎，一九四七年爲一 j 一五一 , o 六一， 

0 0 0 ,  — 九五一年爲六, 0 七一 , 四五七, 0 0 0 。

常年報告書復稱：以領士槪算撥款建造的住屋 

的分類與行政人員的等級相符，在分配此等住屋時 

並無歐洲籍人或非洲籍人之別。報吿書並載：非常 

赛用一項所列的金額係供購置非從經常®算牧入項 

下 ( 常年槪算書第七章及第八章)撥款應付的設備之 

用G

蓮輸及交通

託管理事會的第六肩會會嘉許管理當局之熱心 

改良路政，並希望它續求改進。

理事會在第九眉會中再度嘉許管理當局的努 

力 , 並常望管理當局能擴大及加速推行其築路方案。

現行築路力集曾經代表大會一政通過。此項力 

案分爲若干部分，將來全部完成時該領士便樹立了 

一個道路和橋梁系統，足以應付該領士迅速發展的 

經濟上的需要。許劃建築的三條幹錢—— Douala-Fort 
Lamy，Doua-Yaoundé-Garoua-Boulaî 及 Kribi-Ebolowa 
—— 共有主襄公路二 j 七六o 公里；男有次要公路 

一，七三0 公里，連絡上述三條幹錢。

至一九玉一年底止在此項方案下完成的工作的 

費用達三十萬萬法屬非溯殖民地法郎。

爲修補並使領土鐵路及車輔現代化而支付的費 

用 B 遂二十萬萬法屬非溯殖民地法郎，此等工作卽 

將完成當局並在重新考慮一項重要計劃，擬將鐵

路延長至Lake Chad, 一九五一年的鐵路蓮輸量(五 

三八 , 0 0 0 嚼 )較一九五0 年墙加百分之二九 .三。

D ouala港装卸貨物的數量已從一九三八年的二 

五0 , 0 0 0 嚼和一九五0 年的五0 0 , 0 0 0 顺糟 

加到一九五一年的六三三，0 0 0 « 3 爲使Douala港 

能夠運货一百萬喃而增建碼頭、港灣、及其他各種說 

備的工作正在進行中7再者，K rib i的輔助港亦霞添 

置誰備。

一九五一年的空蓮頗有增加，尤以貨蓮爲然。 

現 a 開始利用空蓮来運输建築材料、肉類、蔬菜及其 

他商品，從 C h ad展域用飛機裝蓮棉花至Douala的 

許劃亦在當局考盧之中a 爲了應付此項迅速發展的 

需襄，必須施行增加航空誰備的許劃，許所需《用 

II敷爲十离萬五千萬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郞。各主要 

飛機場a 在添載及改進地面誅備，俾可停放重型的 

蓮輸機。

該報吿書並謂該年度內B 經做了許多航空舆圖 

X 作。

理事會的第十一眉會會通過下列建議：

理事會億及以前在第六及第九兩眉會所作之建 

譲，認爲運输及通訊之發凰對於領士進步至爲重要； 

欣悉領士內地上和室中通凯及蓮輸Ü 備均在擴展改 

進中；建譲營理當局繼續擴展領土內此等載備，尤 

應擴展次等公路綱。

工業

託管理事會第四眉會因濃於領士內新工業之發 

展，曾•建譲管理當局盡力鼓勵並助使土著居民充分 

參加促進該領土之工業發展。

理事會在其第九屆會時希望管理當局增進推行 

領士的工業發展政策並在工業技能及管理力面加緊 

訓練七著居民俾與上述政策相配合。

據常年報吿書所栽，一般說来，領士的工業化 

a 在不斷進展中。Edea水鬧工程最初可以供給電力 

二0 , 0 0 0 ® , 後則可以供給電力八0 , 0 0 0 ®  
在 E dea水闇工程尙未完成而領土工業倚未键得所 

需低廉和充裕的動力来源以前，領土的工業化遺不 

能達到最高寒。業B 擬具而a 在研梵中的許割計有 

下列幾項：誅立一個每年出產量建三0 , 0 0 0 嘲的 

造紙廠，一個製造鐵片及銅條的銅鐵廠，一個製造 

一般機械的工厥，一個《頭廠 , 和一個水泥製品厥。

該報告書在答覆理事會的建譲時指稱：大體說 

來，在領土現階段經濟發展的情形之下，使土著居



民參加開發領土資源的最好方法似乎是合作蓮動。 

爲了達成這個目的，若干貸款機鬪曾依很優惠的條 

件貸款給那些信用可靠的合作f±。

該報吿書在提到一九五一年敦立Douala祐織廠 

一事時說：因爲勝麥龍境內建立專門工業，所以第 

一次發生了土著合格工人的訓練同題，但是這個問 

題只能逐漸解决；一旦這個問題得到解决，上述公 

司卽擬擴充業務3

該報吿書載稱 :D ibom bari工廠中有歐洲籍職工 

一名，非洲籍職工二十玉名。也擬誅於領士內而其 

業務情形與Dibom bari工 廠 相 同 的 E dea嫁油廠， 

快裏落成了，報吿書復稱一九五一年領土各合作社 

及各節約互助基金會所雇用的工人査明計有非洲籍 

人二百九十八名，歐洲籍人一名；

郵政及電報

領土郵政及電報在一九五一年內會經徹底改 

組，俾其在各部門業務上能獲致读調並使工作迅速 

而有效3 此外，一九五一年八月閩並會於Douala及 

Yaoundé誅立兩個專業訓練所。一第一期訓練課程爲 

斯一年，共收見智員一百三十四名，由歐洲籍及非 

洲籍的經常載員免費教授。有許多職鼻會請求加入 

受訓，此項訓練所用課本亦經印發領土各地。

一九五一年度報吿書內稱：領土人民因郵政局 

的清誅和改進而獲得種種以前所無的便利，電報錢 

數段業a 修理，電話及無錢電系统亦已增建房屋， 

添置m 備。這些工作的大部分都是從十年計劃的槪 

算中撥款辦理的。

十年計劃及投資

十年計割的主要目的有二：儘可能墙進國外及 

國內貿易，特別是法另鬪以前難於達到的展域， 

以便促進貿易；其次使是便利私人投資，藉以助長 

領土的幼稚工業。

一九五一年度報告書特別指出十年許劃對於居 

民生活所發生的下面兩項廣響，那就是産業工人的 

生活情％已有改進，再者，因爲土著工人和歐洲籍 

技工後生接觸，所以他們的工作品質a 有進步。

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0 年間開設及仍在建立中 

的各種新工業的私人投資數量超過以前成立的各種 

企業之投資數量。此項投資總額約爲三十六萬萬二 

千萬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郎，其中包括農業投資六萬 

萬零五S ■萬法郎，林業投資十五萬萬玉千萬法郞， 

工業投資十四萬萬六千五巨萬法郎，以及另外十二

萬萬五千萬法郎的再投資。在上述這個投資總數 

中，有十八萬萬法郎係法蘭西海外♦務中央基金會

( Caisse Centrale de la France d'Outre Mer) 及味麥龍 

信託銀行 (Ci'édit du Cameroun)的势款。

另一0 年計劃預定於一九五二年開始實行，其 

主要事項爲Douala的築港工程，開展領土北部的商 

業 （建築公路、建立冷藏庫制度，並 運 送 C h ad的 

逢品 )、以 及 Douala及 Yaoim dé兩地的徘水工程，

總而言之，已經舉辦的各項計劃就是在一九四 

七年七月至一九五二年六月斯間進行的初批工作， 

如依一九五一年十二月間之再估價計算，共計已由 

法蘭西投資一 g ■六十四萬萬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郎辦 

理道些工作。領土的經濟負擔至少已因此减少了百 

分之五十，再者各項科學研梵的費用也完全是由法 

國資助的。

到一九玉一年底爲止，在十年許割的頭四年一 

階段中業已完成或正在進行的各項工作可以簡述如 

下：

農業，特別是誅置研究學校及中心：撥款三四 

七 , 0 0 0 , 0 0 0 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郎，（以下糖稱 

法郎）已用二二二，八0 0 , 0 0 0 法郎，已付一六 

七，六0 0 , 0 0 0 法郎。

牲畜繁殖及漁業，特別是建造實驗室、漁池及 

水井：撥款一四二 , 0 0 0 , 0 0 0 法郎，已用一0  
五，九0 0 , 0 0 0 法郞，B 付三玉^八0 0 ^ 0 0 0  
法郞。

鎭産及森林，特別是建造實驗室及保存土壤及 

森林：撥飮八二/ooo,ooo法郞，a用八0,
六00 ,000法郞，已付六二j七00 ,000法 

郞。

電氣化及：r業化，特別是Yaoundé工場及五個 

中心的電氣化：撥款一,0五0 ,000 ,000法 
郎，a用一.^o—五，000 ,000法郞付八八 

七，六oo_>ooo法郞。

公路、輪渡及橋梁：幹錢，次等公路及Wouri 
河橋:撥款四，0五0 ,000 ,000法郞，EJ0四， 

五ora,000 ,000法郞，B付三jO六四^00 
o,ooo法郎。

海港：碼頭、浮橋及口岸殷備、進出水道、浮標、 

燈標:撥款二, 二七六,000 ,000法郞，B用二 >
 七 , 0 0 0 ^ 0 0 0 法郎，B 付一 , 四九五j O O
0 ^ 0 0 0 法郞。

水道及河灌特別是W ou ri河的水利工程及Gar- 
o n a 港工程：撥款六一，0 0 0 , 0 0 0 法郎，B 用



二六，五0 0 , 0 0 0 法郞，已付一七，一0 0 , 0 0  
0 法郎。

民用航空： Douala 飛機場 ( 二級)的誰備及其他 

六處飛機場（三級）的殷備：撥款二七r a , o o o >  
0 0 0 法郞，a 用一八八，六0 0 , 0 0 0 法郎， B  
付一 0  二 , 0 0 0 , 0 0 0 法郞。

公共衞生：建造醫院及研究所、購置材料及説 

備 :撥款四二九，五0 0 , 0 0 0 法郎，B 用三0 九， 

0 0 0 , 0 0 0 法郎，a  忖二二 0 , 0 0 0 , 0 0 0 法 

郎。

教育：建築學校及學院房舍，購置材料：撥款 

四0 五，九0 0 , 0 0 0 法郎，已用二九二，六0 0 ,  
0 0 0 法郞，a 付二二七，七0 0 , 0 0 0 法郎3

城市設許及住屋問題：誅計工作、建造十年計 

割工作人員住屋與建造示範住屋:撥款一五四  ̂0  0  
0 , 0 0 0 法郎，已用一三二>八0 0 , 0 0 0 法郞， 

已付一一四，0 0 0 ^ 0 0 0 法郎。

都市及農村工程：供水、排水及領土北部之掘 

井工程：撥款五五三 - 0 0 0 , 0 0 0 法郞，已用五 

玉七, 0 0 0 , 0 0 0 法郞，B 付四九八，三0 0 ^ 0  
0 0 法郞。

通訊：電話、電報及無錢電系統之改進及擴展： 

撥款二七三，0 0 0 , 0 0 0 法郎，B 用一三0 , 壬0  
0 , 0 0 0 法郞，a 付八七，七 0 0 ^ 0 0 0 法郞。

製圖：航空測量、地質圖：撥款一七O j 四0 0  
0 0 0 法郞，a 用一五六，九0 0 , 0 0 0 法郎，已 

付一一八，四0 0 , 0 0 0 法郞。

託營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般情况

絲西蘭代表認爲領土經濟發展正在邁進中，而 

且方針正確。使他感想最深的便是領土的水力發電 

業的大擴展、領土道路的改進，以及工業發展計劃 

的推行<T領土尊作物的生産量以及其居民的所得都 

能保持很高的水準。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希望管理當局在經濟力面 

所已採行的措施以後會續有所增進，藉以鼓勵士著 

居民多多參加促進領土的: r 業發展。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 

在經濟方面，並沒有採取任何有助於土著居民獲得 

進展的措施0 管理當局視該託管懷土爲供給法蘭西

本國原料和廉價勞工的一種来源。領士的經濟是崎 

形的一一這是殖民地經齋的特徵。

管理當局的特派代表在答覆蘇聯代表指責管理 

當局爲了本國利益而剝削能管領土那項陳述時說： 

管理當局確贫鼓勵種植出口作物以促進領土的經 

濟，但是此種鼓勵並未妨礙當地工寨的發展。

糧食及出口作物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申稱：管理當 

局會以全力來播加領土出口作物的生產。像可可、 

香慕、及咖啤之類産品的出口過去曾不斷增加，因 

此領土內專用來種植此等作物的土地面積亦繼續擴 

展。一九四八年此等作物的耕地爲一六三,七八六 

公頃，在一九五一年卻達四0 — j 九九壬公頃。此等 

作物的出口數量在一九四八年爲—— 八一玉顿， 

在一九5 — 年卻達一Ï 三 三 五 嚼 。另一方面，領 

.七內用來種植糧食的耕地卻自一九0 九年以後不斷 

減縮；在一九四九年此項耕地爲一，一九六,二六八 

公頃，在一九五一年則只有一, 一五一，六五0 公頃， 

减少了因四，0 0 0 公頃有奇。糧食的生産量亦已减 

少，一九因九年的糧食生産量爲二, 一 b 二，七5 0  
嚼 , 但是一九五一年只生產了一，九三六，玉九0颇 , 
减少了二三六, 0 0 0 順。蘇聯代表並謂領土殖民 

的出口作物的種植場，係利用現代化的耕種方法塾 

殖的，可是土著居民的士地的種植及其畜牧事業， 

卻仍奮用着原始的方法。因此，土著居民無法改進 

他們的生計，也無法可使他們自己和他們家族的生 

活達到人類應有的標準。

管理當局的特派代表答稱：工業用作物的耕地 

面積並沒有怎樣大增加而使糧食作物耕地减少。他 

說雖然一九四八年度的報吿書內未，提及轉植綜樹 

的土地面積，--九玉一年度的報吿書內卻會載明用 

来種植出口用作物的土地面積爲二0 八 , 0 0 0 公 

頃 ，因此，種植出口用作物土地面積的增力11並不會 

超過三二, 0 0 0 公頃，卽百分之九。至於種植糧食 

的耕地面積a 見减少這一點，這也是不足爲慮，因 

爲這方面的減少有一大部分B 爲糧食進口靖加所抵 

館。管理當局對於此事正在加以注意。

森林

細西蘭代表希望代表大會能悄除他們對於林地 

分類一事的疑慮，而在這力面和管理當局合作。

比利時代表以土著居民，反對森林的分類爲 

城。他認爲此種分類辦法是求得未来繁榮的必要條



條件，絕非徵收林地或將其割讓，希望管理當局對 

於土著居民的勸解能夠成功r

蘇維埃fftfc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 : M'Balmayo 
一地人民在其請願書872中曾對當局將彼等所有若干 

林地加以分類一事提出抗譲0 但管理當局仍不顧此 

等抗譲，繼續利用所謂林地分類的名義，實行以該 

偶土地讓與他人。此等士地早在一九四九年卽a 特 

讓與歐洲人，其面積相當於二，三0 0 , 0 0 0 公頃。

管領當局特派代表指出：森林特讓並沒有割讓 

.七著人民的土地3 此等特讓對於領土一項主裏資源 

之重建極有稗助，絕未减損該値土的財富。

土地制度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 

爲了歐洲籍人的利猿，繼續實行割讓土著居民士地 

的殖民政策3 — 九四九年視察W會接到土著居民對 

此賴政策表示抗譲的許多請願書。至今情形仍如是。 

Bamilékê 一展的會長及代表大會的代表曾對管理當 

局特讓土地與歐洲籍人的政策表示反對。視察團所 
牧的一件典型請願書373内稱：領土的豊富資源業經 

永久讓與歐洲籍人所誰的大公司或大企業而爲其獨 

有。維然領士的士地和森林均係唁麥龍人民的財產， 

味麥龍人民深恐有一天會一無所有，流 爲 乞 少  

數農業及森林公司及二十名左右大種殖場主人占有 

了領土森林及可耕地面積的五分之四。土著居民所 

表示的態度顧示他們對於營理當盾政策之惡感與債 

激。最近另有其他像T /P e t .5 /1 1 1之類的請願書，對 

於管理當局本身或管理當局所支助的士著會長實行 

土地割讓的政策提出抗譲。蘇聯代表說：託管理事 

會應建譲管理當局將其在各種情形下取之於士著居 

民的土地歸遺此等居民，並應建議管理當局以後不 

得將屬於士著居民的士地讓與他人。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某方雜責管理當局爲歐 

洲籍人利盤而割讓土著居民士地，此說實屬無稽。 

常年報吿書裏指出管理當局讓與的土地約爲一  0  
三J 0 0 0 公頃，僅古領土全部面積的百分之0 . A o

貿易

紐西蘭代表聲稱管理當盾並不以領土貿易的入 

越爲可慮，他認爲管理當局此種態度是不錯的3 但 

是細西蘭代表雜然完全了解目下大量資本設ü 的進 

口當能增加生産，他對於此種情形仍稍感不安。

"2 T /Pet.5 /98o
T/Pet.S/56—4 /31j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覺稍b 九五一年的入超是 

由於領士用在工業力面的投資和載備日見境加之 

故。雜然也相信領土在增置誅備和變成機械化以後， 

也許會更爲富裕，但他仍認爲不應因這力面的擴展 

而使領土財政負擔過重’因爲這樣可能造成領土入 

不敷出的現象，如果僅靠領土本身的資源，則極難 

消械此種现象3

比利時代表認爲從領土進口的數量和性質看 

来，都顯見管理當局對於領土的未來深具信心3 他 

覺得因爲領土當局計劃充實睹麥龍的資本殷備之 

故，進口暫時超過出口一事，應使人有所欣慰，管 

理當局對於誅法播加出口數量也是不遺餘力的。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領土當局擬在敷量及價 

値兩方面，歯力促進出口物品的生逢。

財政及賦親：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領土到現 

在爲止遺在繼續徵收人頭税。這種人頭税並非按照 

領土居民的納桃能力或是他們所有財逢的多寡而徵 

收 ，託管理事會應建譲營理當局採取各項步驟，以 

累進的所得我:制来代替人頭税，至少亦應採取一種 

能夠適當.顔及領土居民財逢多寡及納税能力的所得 

税制。

十年計劃及投資

細西蘭代表對於管理當局能供應十年計割專款 

項下百分之玉十的資本一點，表示貧意。他並旦說： 

上項資本的一部分係私人投資，足見私人資本家對 

於領土的經濟前途抱有極大的希望。

四.社會進展 

概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一般情况

嘴麥龍因爲發展迅速，所以社會間題亦日趨嚴 

重3 因爲公私各種事業播加，所以人口頗有遷動， 

並且逢生了一個必須適應新生活環境的無産階級。 

嘴麥籠境內又逢生了一個小康農民階級，他們的教 

育程度獨高，開明於改革，也感覺到新的需要3

ff±會事務之進展，尤其在生活情况及工人生産 

力之改進方面，管理當局認爲非常樂觀，並認爲是 

將来發展順利的徵兆。



一九五o 年時，ff±會事務費在該領土之預算中 

佔百分之二四 . 九二，.一九五一年則增加到百分之 

二九.四七，合 計 一 七 八 ，四0 八 , 0 0 0 法屬非 

洲殖民地法郎。

人口

一九五一年一月，該領土非籍人口共三，0 六 

二，八三五人，歐籍人口共一三，七三三人，其中法 

國人有一一，四八二人。

根據一九五一年報吿，歐籍人口在一九四六年 

時爲三，八七五人，雄來所以增加是因爲該領士發 

展迅速，尤以經濟發展爲最，需襄專門人員充任裏 

職，該報告書內载稱歐洲人士之源源而來起初頗使 

非洲人感覺不安，但是後来因爲在歐籍教員、財政 

家、技術人員、工業工人及商人的影響之下，嘴麥龍 

發嚴迅速，所以這種感覺已消失cT再者，代表大會 

並不一般反對歐人移入，只要求嚴禁品行可疑的人 

士入境而已。

比較貧乏展域之非籍居民仍繼續移往各市鎭。 

這些愿域因爲交通改良，與外界溝通，所以年靑人 

移居城市更加方便了。在另一方面，農逢富饒之區 

域，因爲生活狀％迅速改進，所以各村莊都呈現新 

的生活，而旦都在擴展中。

般統許， .生活程度

託管理事會第四屆會塵於土著工人之工資率往 

往很低，有時甚且不高於最低限度的生活水準，建 

譲管理當局對土著人民的工資及生活程度間題進行 

特別研究，並促請管理當局採取一切可能槽施以提 

高工資水準，改善生活程度1 理事會第六雇會重申 

上述建譲，並希望一九0 九年依管理當局之命在該 

領土内所作關於生活程度的研究的結果，能於一九 

五一年提交理事會檢討，

託管理事會於其第九届會時促請管理當局繼續 

研究該領土之生活程度，時時檢討最低工資率，並 

於各方面盡力使工資率繼續迅速提高，以抵館物價 

之高漲。 '

一九五一年之報告書稱，管理當局在這一年內 

舉辦初步調査，以制定調査生活程度之方法；初步 

調査完竣後，生活程度調査卽將推廣到所有分區。 

該報吿書又稱，管理當局以每年付給生産工人之所 

得鐵數爲全境總所得，估計一九五0 年之此項數字 

如下Ï

以法屬非洲殖 

民地法®—百

萬爲單位

百分率

農業及畜牧方面所将…  21,240 68.3

工資及薪給................  6,167 19.9

工業及商業公司  2,505 8.1

其他所得................... 1,155 3.7

全境總所得淨額  31,067 100

平均每人每年所得… … 10.117 (法屬非洲

殖民地法郞）

一九五一•年全境總所得淨額似乎请至三二，五 

0 0 , 0 0 0 ^ 0 0 0 法郎，計增加百分之五。

關於生活費用，统計處會編製零售物價猎數表。 

從此表可見一九五0 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一年十一月 

期間，物價增加了百分之十三 . 八，又可見由於B  
無利潤可纏關係，輸入物品價格只填加百分之九， 

而全年平均墙加則爲百分之二十八a 再者， Douala 
歐籍人零售物價指數雜墙加存分之十四，但非籍勞 

工消費者物慣猎數卻只增加百分之八 . 九。

根據一九五一年報吿書，生活費用之提高大部 

分會賴其他因素予以抵補。事實上土著居民的購買 

力反而有相當的增加。下表列明工資指敷及地力出 

品零售價格指數：

名義工資指 

物價指數 

購賈力指數

土著居民對於輸入食品，如麵粉、米、糖、糖果， 

以及其他物品如衣着及家常誌備等（以前H 有歐籍 

主觀的货物 ) ,需求日增，可見其購買力提高。

一九5 — 年內，在 Douala爲工人開辦之市立餐 

室，平均每天賣一•千客飯，每客二十法郞，六月以 

後並供應簡單早餐，每天平均賣一，六七0 察。爲有 

家庭工人開辦的特別商店，出售主要清費品，特別 

是鮮魚頻，索價非常低廉。

理事會於第十一眉會中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對於該領土统計事務之發展及進步已使 

管理當局能對土著居民各社會階層的生活程度舉行 

科學的和有系统的調査一事，殊表欣慰；對於一九 

五一年常年報吿書中所载數字亦已塵悉，頗感關注； 

深信管理當局下次提呈常年報告書時，必能提供更 

詳細的情報。

1938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Î950

100 250 334 1,000 1,250 2,000 2,667
100 266 361 475 806 1,118 1,383
100 94 92 210 155 178 193



勞m 及人力

特派代表曾於託管理事會第四雇會中發表陳 

述，謂法國譲會正政力勞工立法，以補救缺乏適當 

勞工法的缺陷，理事會對此深表满意，希鎮管理當 

局能完成此項立法，並早日頒俺施行。-理事會第六 

雇會深知管理當局必須招聘歐籍熟練工人前往該領 

土，並承認在該領土發展的現階段中，此種工人的 

協助當有利於該懷土，特促管理當局對於土著居民 

加速予以各種有關技術訓練。

該領士靠工資爲生者約計一二 0 , 0 0 0 人，估 

人口百分之三. 八。這些工人多密集 Douala附近展 

域，居該處者估百分之三十四，居於北部者爲最少 

敷，佔百分之0 . 六。莊按工作部門表列工人分配 

情形如下：

百分率

公共事業 I
一般行政工作.........................2.5

技術工作.............................26.3

私人事業

農業.................................. 17.8

森林業.................................6.8

鎭業及工業........................... 8.5

建藥及蓮輸.......................... 17-7

貿易及銀行.......................... 10.2

家僕.................................. 10.2

根據一九玉一年的報吿，嘴麥龍的主要勞工問 

題爲改進生產及職業訓練，這兩點對於工資間題都 

有影響。

教育事務處專心政力於促使可能是多數靑年人 

取得良好的載業訓練，但這是一個長期政策。爲避 

免浪費時間，a 在 Douala成立成年人訓練中心。其 

組織 a 在一九五一年完成。

這一年內勞工供應仍感供多於求。同工同酬原 

則很少引起爭執，各« 主都能自動實行此項原則。 

破壤勞工法則的事也很少，大都和减無事。.一九玉 

一年罷工不満一天的工潮共有玉起，滿一天至三天 

的共二起，各次工潮都由勞J ：監督從中調解。

一九玉一年該領土內共有一百二十八個工會， 

一九玉0 年有一百三十九個，但工會會員數目則未 

變，約爲二0 , 三五五人。報吿書提請注意勝麥龍之 

工會有脱離母國總工會而自行發展其特徵的趨勢。 

報吿書稱，非籍工人不願纖納工會會養，認爲纖納 

會費不能立卽獲得具體效果，報吿書又說工會缺乏 

受過教育的债軸0

傷主及傷員雙力於一九玉一年一月綺結一九五 

0 年協定之補充協定，以訂定該領土內陸各市鎭及 

各展域之工資率。

関於勞工立法方面，一九S —年沒有什摩新營 

展 3 根據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一日的法律，勞工有應 

聘、受« 、移動等自由。

勞工法草案現正由譲會二讀中，大約在一九五 

二年內可以頒依施行。

人權及基本自由

據一九五一年報吿書稱，該領士人民之權利與 

自由沒有改變3

嘴麥龍民衆協會的請願書874按訴領土內沒有言 

論自由。理事會就該請願書所通過之決譲案875會請 

請願人注意據管理當局稱所提控餅毫無根據é

婦女地位

婦女解放一事所引起的最重襄間題之一爲嫁産 

間題。一般人認爲多妻制及以嫁童絵與妻力父母的 

風傷似爲非洲婦女地位卑下的原因。一九五一年九 

月十四日之法令规定一夫一妻制，並规定成年女子 

可以不顧父母的反對，自由嫁人。

據常年報告書稱，授予獎學金，訓練護士、教 

員、打字員及學生，派遣家政學教員及社會工作人 

員前往各村落等舉，望能加速婦女之解放1 但是間 

題之解決須視傳统習俗的根本改變，裏辦到這一點， 

必須推勸有力的舆論。

理事會於其第九屆會中建譲菅理當局採取一切 

可實行措施，以改善領土內之婦女地位。

此外，關於士著婦女中多少人有選舉權，多少 

人曾行使此權的情報，理事會亦請管理當局詳細具 

報。常年報吿書答稱，此項數目不詳，因摆舉人登 

記時不具明性別3 男女選舉人大槪成六十與四十之 

比。行使選舉權之婦女人數比例和男字相等，放棄 

選舉權的婦女佔小半數。

理事會第十一屑會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重申前於第九肩會時所作之建譲，對於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0 日所通過之法令，規定一夫一 

妻制，並規定成年女子可以不顏父母反盤而自由婚 

嫁一事，殊表欣慰；又理事會對於婦女地位之改進

"4  T/Pet.5 /97o
875 .厥議案六二二（十一） o



雄認爲潇意，但希望管理當局仍繼續努力，進一步 

改善該領土两之婦女地位

種族歧視

託管理事會第ra及第六届會中與管理當局爲掃 

除個人方面的歧視行爲所採措施，特別讚許，並促 

請管理當局繼續努力， 除領土內所有各種種族妓 

視行爲j 管理當肩特派代表在第九眉會中稱：管理 

當局I f 於或可視爲種族歧視的殘迹，正在設法劃除 

中 。

一九玉一洋之報吿書稱，法國法律不容許因種 

族、性別或宗教而有所歧視。在地方上，政府仍繼 

續盡力處處嚴格遵守此項原則。

嫁麥龍民衆读會所S 請願書之一376力言略麥f  I 

境內仍有歧視非洲人之情事。管理當局解釋說請願 

書中所提到的兩個團體都在Nkongsamba, —個是私 

立俱樂部，它完全有權不許非會員出入，一個是旅 

館，它接待所有衣冠整齊之非籍及歐洲籍客人。 Ds  

chang Cure Centre是一個供人休養的處所;*其誅備容 

不下那許多申請居留的人。

醫藥服務

託管理事會第0 届會對於管理當局所稱决心敦 

法i f加醫師及護士人數而使該領士能在此方面纏得 

充分服務一點，深感欣鍵。理事會第六屆會備悉： 

根據一九0 九年視察圓的意見，非籍居民對該領土 

內的醫藥服務深爲信賴，並悉若干缺點現仍存在， 

故希望管理當局能夠竭盡所能，堵加非籍醫藥人員 

敷目，並建譲加緊努力，務使所有居民均能獲得適 

當的醫藥服務。

理事會第九屆會曾請管理當局繼續努力，確保 

於該領土内龜量供應醫藥使利，並爲達到此目的計j 

加緊努力訓練非籍醫藥人員。

一九五一年巧，醫藥事務費爲六玉二 

0 0 0 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郞，佔該領土預算的百分 

之十二. 九，一九S O 年此項經費只估預算的百分 

之十二。此外，十年許劃的特別預算中又劃撥四三 

3 , 五0 0 , 0 0 0 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郞，以供建築 

及購賈按術載備及車輔之用。

到一九五一年底時,醫藥人員增加到三，二一 

六人，其中有歐籍人員一5 0人。

一九五一年報吿書稱，一九五一年年底熟練醫 

藥人員爲數如下：

公立醫獨立開私立醫 

' 藥機關業醫師藥機開 - ■
圖 > 私營事 y

… ™ ， 業 敎會總數

醫師............................53 8 2 16 137
非籍醫師 58
藥劑師......................... 5 12 1 18
牙科醫蹄 2 3 1 6
助產士及護士…  34 1 27 62

在該年度內共填加醫師九人，牙醫二人，母國 

訓練之護士六人，地力護士二十一人，預料一九五 

二年內將績有增加。上逃醫藥人員中包括懷有母國 

所發證書之非籍人員（醫師三人，助産士三人以  

及領有本地所發證書之非籍醫師及藥翔師共六十六 

A o 非籍人員中有數人（內有醫師三人）往法國繼 

續深造，以便領得母國證書3 另有非籍醫師四人受 

醫藥事務處資助，在味麥龍繼續研究，以求深造C 
此外，領到獎學金在法國受中等及高等教育之二百 

六十人中有若干人擬研究醫學。

根據一九五一年報吿書，衞生事務繼續政力推 

進極重要之逢婦及兒*置福利工作，但地力力面對於 

這種工作仍常有不願接受或抱着被動順受態度的 

人d

Douala及 Yaoundé的産婦及兒i量福利中心均於 

一九五一年內改組，由女醫學專家負責管理。Douala 

的各愿域共設立八個門診所。因設有特別某金（一 

九五一年爲七百萬法郞故能分發下列物資 : 肥良、 

食酸、肉類、牛奶、嬰兒衣服及毛截等。'

報吿書稱，除各醫務中心診治在學51量外，另 

有保護在學見重的特別計割，由獨立的學校醫藥檢 

査處負責，負責人爲一女醫學專家，

每一個在學見S 都有詳細的體格紀錄，一九五 

一年最後三個月內， Douala 各校註册之五 3 二五0  

學置中有四，八七旧人受體格檢査，結果都 a 登入 

記錄。這些兒*普中有五三八個是歐洲人。有八十七 

個教員及級長得到全部體格檢査及血液檢驗。一九 

五一年内盤個領土中受檢査的絶養共七0 , 八0 八 

人，受診治的共二一三，二因二人。

根據一九五一年報告書，一九五一年年底醫藥 

事務情形如下：



(a)公立醫藥事務機關 敷目

中夹醫院 .................... 4 1,165
K 域要鎭醫務處… … 17 1,700
各分席要鎭醫務處… 19 1,111
診療所 ......................... 18 120
大規模診療所 ............ 61 —
小規模鄉村診療所… 120 一

睡眠症診療所............ 2 130
mmmmmm............ 32 4,120
精神病院，................... 3 31

總計 134 8,377

a .包括一三四張頭等病牀。

(b)私立醫藥事餘機關 數目

病脉數目

8 ,377至 8 ,4 6 2張病牀

醫 院  ....
診 療 所 ...............
鄉 村 診 療 所 … • 
痛 痛 症 讓 療 所 •

11

5
36

總計 61

病牀數目 

1,598 
234

2,470
4,302

一九五一年報告書稱，盤個譚來，住院病人數 

目逐年减少（一九五一年非籍住院病人有二，一二 

三，九0 五人，一九四七年共二 , 四四三，八三四人） 

普涯醫院及睡眠疲與麻痕症診療處都有這糖情形 

( 一九五一年共一 , 一二八3七四二人，一九四七年共 

一 , 五五三，七九0 人)。住院病人人數減少的原因一 

部分是睡眠症傅染中心業經劃出，而且遠不如以前 

那麽猶織，從使用新洽療術以来，病情嚴重者亦大 

減，另一部分又因自輕便巡迴醫療嫁誅立後，凡需 

長斯治療的病人可以在家受診洽。

一九五一年就診次數a 增，許有非籍病人一， 

五九四，四六五人。就診五，一三六，四® 七次，一九 

0 七年非籍病人一，二二七，五四九人 , 就診三，九一 

五，五七0 次。除上述數目外遺須另加遇迴醫療及預 

防隊施診次數。在一九五一年内，八個醫療隊所調 

査的區域約五0,000方公里，所視查的居民共三 

八0 , 五七八人，其中受檢査、診療或注射的共二九 

八，二二二人。

理事會在第十一屆會中通攝下列建譲 :

理♦ 會傭悉關於公共衞生的經費業已增加，佔 

領土經常預計總數的百分之十二 . 九，又悉除上項 

撥款外，又從+ 年計劃之特別® 算項下撥四三五， 

五0 0 , 0 0 0 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郞,充建築及採購

公共衞生事務技術上敦備之用，後悉管理當局在公 

共衞生工作力面業與世界衞生組織取得合作，爱特 

重申前於第四及第九眉會中通過之建譲，並特別建 

譲管理當局繼續努力，確保於該領土內儘量供應醫 

藥便利，並爲達此目的計，加緊努力訓練非籍醫藥 

人員。

營養間題

託管理事會 '决譲案三o o ( 七)會請管理當局與 

專門機關及著名科學團體合作，繼續研究能杏利用 

最新科學力法，以提高託管領土居民之營養標準。

一九五一年報告書稱，管理當局會盡力增加居 

民食物中之蛋白質之供應，其辦法爲將北部所產肉 

類運往人口糖密之南方展域，製造赚肉工作在該領 

土協助之下已於一九五一年開始，並免費贈送小魚 

以增加魚之供應。農村人口雜然悄耗大量食物，但 

他們的營養中蛋白質與炭水化合物之比例仍屬不 

妥。

Yaoundé各大中心用水供應工程B 經 完 成 Dou- 
a la 的工程則仍在進行中，預料該地不久以後每日 

所得水量將從0 , 五0 0 立力公尺增加到九，五0 0  
立力公尺 , 這是所擬許劃的第一步。Nkoungsamba及 

E d éa的工巷都a 完竣。此外，並計劃用S 型機械設 

備在北部開掘水弁。

社會事務

代表大會會就社會事務增撥大宗款項，社會工 

作遂能擴充。一九五一年，根 據 D ou a la試驗計劃的 

結果，組織 "社會、家庭及教育中心"分誅六個新廣 

域內。励會工作大都由九位社會工作人員主持，另 

有非籍女助理員約五十人。報吿書稱，這些工作人 

員大都具有奮蘭的社會精神，這是有效工作的必裏 

條件。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天主教會在行政當局的協助 

下，在 Douala成立一社會工作中心，以訓練學生參 

加社會及家庭證書初級及二級考試。上述中心是爲 

有意繼續深造，期能在各種公私事業力面擔任社會 

及醫藥社會工作者而敦的。

此外，fftfc會事務部又組織幼雅圃簡易課程3 報 

名上課的人數很多，每週授課兩次，教授家政、兒 

量« 理、衞生及急救課程。幼稚園共有七個，五個 

在 Douala。申請入學人數遠在各梭所能容納者之上。

社會事務之撥款差不多有0 千萬法屬非洲殖民 

地法郎，這種事務機關維織了家庭拜訪及詢間，並



設立收容所及小想模診療所，又辦理無數次調査工 

作，尤以工業事件爲多，天主教及新教教會所舉辦 

之社會福利工作都得到領土當局之協助。開於這力 

面的工作，報告書特別提到"社會秘書處"之有趣工 

作，該組織之目的在噴起歐洲人及高等非洲人注意 

會間題之存在，使雙方因共同審査上述間題而更 

加接近0

監獄制度

flE管理事會第四眉會曾建譲管理當盾應該注意 

兒̂董犯罪的教導間題。又建議管理當局研究監激制 

度，藉使土著人犯在監織中所受之待遇不比歐籍人 

犯所受者爲劣。

一九五一年報吿書謎, 開於事實上只限於Douala 
一地的兒*董犯罪問題，管理當局仍繼續努力教導兒* 
董犯罪，幸賴ftfc會事務之發展，防œ 指施乃吿增加。 

不過，直到一九五一年年底才能聘到必要的專門人 

員。代表大會已通過必要款項以成立不幸％«與道 

德墮落兒^ « 教導院3 報吿書又說一九五二年年初時 

當能整個改良量犯罪教遵法，把他們分成幾組， 

散處於幾個專設中心。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五日當盾命令在E d é a水堤 

建築區附近誌一監截。由建築公司負責訓練各囚犯， 

並由行政、司法、醫藥、技術當局、及代表大會代表二 

人所組成之委員會加以監》。

唾麥龍民衆協會提呈理事會第十一眉會之請願 

書377稱，歐籍犯人在監獄中享受非籍犯人所不能得 

到的特別待遇。管理當局謎請願書內所載與Dschang 
及 Nkongsamba監獄管理委員會最 j g 報吿不符，委 

員會是由管理當肩以外之人士組成的，由保安官主 

持。每一個犯人都有牀、被、衣着及個別食具及湯 

S-fco"治水工作並不過重，將来用水供應系統建築完 

竣後卽將取消。-

理事會就上述請願書通過決譲案378, 希望管理 

當局繼續改良該託管領土之監獄情形。

理事會在第十一眉會中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備悉管理當局擬改善該領土之監獄制 

度，殊表满意，並希望所擬改革計劃能於最近之將 

来付諸實拖，又請管理當局於下次常年報吿書中就 

此問題提供詳細情報。

T/Pet.5 /97。
™ 決議第六二二（十一）

房屋間題及市鎭設計

因爲市鎭人口過剩，所以非洲人及歐洲人之房 

屋問題仍屬嚴重。一九五一年爲非籍載員建築之住 

宅共一二九所。由十年許劃預算項下撥款組織之建 

築協會B 經成立，以協助非洲人購置適當之住宅 , 
各節約闇體也很注意建築事業3

Douala 及 Yaoundé 兩地住宅建築力面之私人投 

資自一九四五年以来估許爲三，六五二，0 0 0 , 0  
0 0 法屬殖民地法郞。常年報吿書說建築公司在 

Edéa及 Eseka兩地亦爲其® 員建築舒適之住宅廣。

理事會在第十眉會中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塵於各主裏市鎭因人口過剩，使非籍及 

歐籍人續感居住情形困難，復盡於管理當局除建築 

新住宅外，並採取其他種種措施以解決房荒問題， 

並擬定計劃以改良整個領土之房屋間題，但認爲與 

房屋有關的許多問題仍待研究並採取行動，希望管 

理當局積極推進鬪於房屋問題之計割。

理事會請管理當局於下年常年報吿書中就此問

題提供詳細情報。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一般情形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說在現所檢財的年度內，社 

會工作a 有很重要的發展，例如衞生及社會事務之 

改進，以及爲克服人口增加所引起之問題而作的努 

力等。他雖然充分賞識上逮進展之慣値，又深知管 

理當局努力改進社會事務所遭遇之困難，但希望管 

理當局對於都市區域之房屋間題，以及一般 ;î±會事 

務之廣充間题等，多多加以注意。

生活程度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根據某件 

請 願 書 所 稱 ，工人生活程度極低，這種情形是因 

爲當地所施行的政策而引起的，而此項政策是以該 

領土內之土著居民與歐洲人地位不平等之原則爲根 

據。此項原則根深蒂固，土著居民爭取改進其生活 

程度之一般努力竟全被忽視。

勞工及人力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該領土內傷 

工之工資奇薄。例如在一九五一年，Douala的一個 

非熟練工人每日所得只合美金四角四分錢。



婦女地位

細面蘭代表對於婦女地位因受一九五一年法令 

的影響而見改進，認爲满意。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餐於該領士之婦女地位表 

示關心0 他譲:一九五一年内雜已有進展，但希望管 

理當局仍繼續注意這個間題，並繼續努力，多多改 

進婦女地位。

種族歧親

蘇維埃f ± 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謎，管理當局 

在該託管領土內採行反民主政策，容許種族妓視行 

爲及違反土著居民刺盡的情事存在。某件請願書 

內載稱該領土內繼續有種族歧視情形之存在，關於 

工資以及社會及經濟關係等間題，特別是在視爲最 

進步之Douala城，各辦事處及商店內仍標明那些ffi 
台是應接歐洲人的，那些是應接非洲人的，一九四 

九年的視察團曾聽取闕於醫藥事務方面種族歧視情 

形之控就，據謂歐洲人享有非洲人所不能享受的若 

干種利益。視 察 ®又發現該領士之監獄內亦有種族 

歧視情形。另一項請願書內載稱該託管領土有些 

旅館及俱樂部不收非洲人，又読各監職內亦有種族 

族視情形，土著犯人的飮食遠不及歐籍犯人，而旦 

土著須服不堪其苦的勞役。該請願書又說行政及司 

法當局對於非洲人爲責難歐洲人而提出的控餅，都 

置之不理3 蘇聯代表說託管理事會應建譲管理當局 

停 il*其對土著居民所推行之反民主政策，是項政策 

的特徵爲種族歧視及重大破壞該能管領土土著居民 

之權刺與利â 。’

管理當肩特派代表說関於種族妓視之控訴完全 

無稽，又說法蘭西共和國第二要員，卽共和國參譲 

院譲長，就不是歐洲人。

公共衡生

細西蘭代表注意到公共衞生之經費業a i t 加， 

計合預算總數百分之十二 . 九，旦衞生事務確有長 

足之進展。他對於管理當局與世界衞生組織之合作， 

認爲滿意。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當地之衞生 

情形仍不佳，而且管理當局未曾採取必要措施以求 

改善3 死亡率高是因爲當地缺乏必要的醫藥事務以 

及人民之無知與貧窮，這也是整個部落逐漸消減的

38» T/Pet.5/89 and Add.lC
381 T/Pet.5/97 and Add.l(

原因0 管理當局自己於其報告書內曾提到Foulbé部 

落之悄滅以及所謂異教部落死亡率極高，合格督務 

人員爲數不足以應付該領土之需襄，一九五一年共 

有醫師五十三人，而一九三三年卻有五十六人。十 

八年以来醫師數目非但沒有增加且反而减少三人， 

須知該領土人口總數在三百萬人以上，託管理事會 

應該建譲管理當局增加衞生工作所需預算撥款。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一九三三年的五十六個醫 

師包括當時該領土內所有開業醫師在內，而一九五 

一年的五十三個醫師只包括管理當局所聘用醫師。 

除此以外遺有開業醫師十六名，及非籍Ü 師五十八 

名，因此一九五一年境內醫師總數爲一二"h人3 關 

於盤個部落絶減之按蔣，他說報告書只說Foulbé部 

落因受同化及與外族通婚關係B 不存在。這與蘇聯 

代表按管理當局危害種族之罪有很大展別。

監獄制度

薩爾冗多代表說管理當局確有改良監截制度之 

決心。他希望增加訪査各監截的次數，並於最抵的 

將来實施監獄改革3

五.敎育進展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般情况

理事會第六眉會據視察團報吿書稱該領土內受 

中等學校及師資訓練與專ra訓練學校的機會均屬有 

限，故會建譲管理當局應加緊努力以求發風3

託管理事會第九屆會塵於政洽、經濟及i t 會等 

方面之進步有賴於教育者至多，對該，土內之免費 

公共教育極爲嘉許> 並對其學生人數及教育經《數 

額均有境加一點，亦傭致讚揚，但對很多拓量及成 

年人仍然目不識丁之事實極表関切，故表示希望當 

局採取適當步驟辦理各級教育設施，並特別注意促 

成截迪初等教育之成立。

據一九五一年報吿書稱，管理當局教育政策之 

般目標依然未變：卽將小學教育逐漸推廣到國內 

所有兒 童̂，及引導天資極高之青年由小學升入中學、 

工藝學校及專ra學梭。不過，一九五一年因種種緊 

急教育問題發生而須先於三種特殊力面加緊工作： 

( a ) 加緊中等學校低年級的教學，以便迅速爲國家 

造就受過教育的人員，以應行政人員、教師及專門 

人員等力面的日翁墙加的需裏; （b )增加擴充女子教



育的速率；（C)一九五一年七月決定採行一糧力索， 

期於五年之內將現有受過教育的人數增加一倍。’此 

項目的之達到已成了該倾土教育政策的要務之一。

爲支持這種加強教育的政策起見，於一九五一 

年十月立了一所教育研究局，其工作包括適於嚷 

麥龍應用的各種手册的研究及編訂，與基本教育制 

度的研忠= 此外並委派了第五位小學教育視察員一 

人。

理事會於第十一眉會時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對於教育力面續有進步，尤其對於教育 

經費預算之增加與繼續努力墙加教師人數及改進教 

師品質等情形，均甚嘉許；悄認爲在此力面仍應加 

緊努力。理♦會建譲管理當局促進該領土教育力面 

之進展，尤應採用推廣婦女教育與推廣專門教育及 

師資訓練力案等辦法，並用提倡職業教育及成人教 

育辦法，以促進教育。

公共敎育預算

一九五一年當地教育經養預算總數爲四萬萬八 

千萬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郞，卽估預算的百分之十二； 

按一九五0 年僅爲三萬萬三千二i? 萬3 上述總數之 

大部分係業務費。一九五一年撥款中有八千萬係用 

於新建小學的建築工程。學校預算幾有四分之一， 

卽一萬萬一千七百萬，係撥充私立學校經養，以辅 

助費方式作爲各校購置用品，建築校舍，津貼所有 

持有正式文憑的教師等用途0 现由新校舍建築及誌 

備十年計劃的頭四年經費中a 劃定了二十五萬萬法 

屬非洲殖民地法郎。此項總數中，至一九五一年底 

爲J 紙撥出了三萬萬七千二存九十萬。一九五--年 

報告書說明這項計劃好的力案，其執行因開始時難 

於招商承辦浩大工程而耽誤。該報吿書指出，此種 

情形現a 相當改進，所以這項許劃好的校舍建築力 

案之執行不會再因這種困難而政耽誤了。

射等敎育

據一九五一年報吿書稱，現在各小學均開設公 

共初等教育完全課程。各班係依下列辦法分類：

年齢
初級語文科 .............................................六至十

預科 ...........................................................八至十一

初級課程一 .............................................九至十二

初級課程二 .............................................十至十三

中級課程一 ........................................十一至十四

中級課程二........................................ 十二至十六

公叙立各小學在校學董瘾數a 由一二八，九一 

四人( 一九五0 年）增至一四0 , 五八二人(一九五一 

洋 )。下表爲與一九五0 年數目分配的比較情形：

公立學校 私立學校

男生人數 女生人數 男生人數 女生人數

1950 1951 1950 1951 1950 1951 1950 1951
21,776 22,185 4,906 6,409 87,308 94,646 14,923 17,M2

學校數目自一八一校(一九五0 年）清至二 0 三 

校 (一九五一年），卽增加了六十六班。由當地預算 

內撥款協助各教會的結嚴，& 使t 們能夠改進若千 

小的學校；道些學校過去紙授宗教學科，故不能領 

到補助費。

初等教育目前仍然有三個主要的問題：學校的 

均衡分佈 ( 北展學校速不如南展多）; 齋展女子教育， 

此爲實現婦女社會進展之最有效的辦法；改進教會 

學校的教學程度。

公立學校中初等教育完全免費。私立學校收學 

費的數目各有不同，但均爲數甚微。對於不得不在 

公立及私立學校寄宿的學生設有一種獎學金辦法； 

一九五一年發給的這種獎學金在六存名以上。

中等敎育

據一九五一年報吿書稱，該領土現有兩種中等 

教育 .：第一"種爲Y a o u n d é的 L e c le r c中學與 Douala 

的文學院所授長期古典科目或現代科目，與法蘭西 

國內的完全相同；第二種爲其他中等學校所授短斯 

現代科目，修完可得初級證書或始業證書。

一九五…年報吿書內開列一九五一年內所有中 

等教育機關及其學生人數如下：

公立中等學梓 學生人數

Yaoundé 之 Lederc 中學...............................581

Nkongsamba 學院  ............................  274

D o u a la現代女子學院 ..................................92

G a r o u a補修班..............................................  70

Bertoua 補修班 ............................................... 25

Douala 國立載業學校   ....................162
1 ,2 0 4

私立中等學特

Fouiasi 師資訓練學校 ..................................64

F o u ia s i高等小學...................................  61
美國基赞教會（L ilam ba ).........................  190

法國基骨教會（M e g r e t ) .........................  50
365



J :述德敷之外尙須加上與天主教會有鬪的五桐 

學院與中學的學生，這五個學校未報告學生人數。

一九五一年內中學會考及格領到文憑者共有五 

十八人，其中四十三人係會考第一部及格，十五人 

係會考第二步及格；這一年内發給赴異鄉求學的中 

學生之獎學金共有五六八名 .

Douala的 Leclerc中學設在高等學校奮址；道次 

是該校誅備改進與擴充的第一次。不過，該校學生 

人敷卽須墙加一倍，故顯然須遷移校舍，這個中學 

現有學生近六巧人，其中有在校寄宿之非洲學生四 

两五十名；现因預科入學年離降低，結果:數年之內 

申請入學的學生必將如拖7jC— 樣的湧至。預料到一 

九五二年七月申請入六年級的學生人數將境至一， 

二0 0 人或一，四0 0 人。現 a 擬定一擴充校舍方 

案，定於三年内完成，並 a 撥出經費以備立卽開工。

一九五一年內在B ertoua開辦了一個補修班。 

同年內枉 Foumban, Dschang及 Ebolowa囊辦了三 

個補修班，定於一九五二年開課。

高等敎育

一九五一年報吿書指出，受過中等教育的嘴麥 

龍人數目仍屬過少，尙不足以充實該領士內的高等 

教育機關。目前，所有中學會考及格的嘴麥龍學生 

均經派柱法蘭西受高等教育。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内，該領土有領獎學金在法 

蘭西留學的學生共二百六+ 人，其中受中筆教育者 

二百三十九人，受專門教育者八十人，受高等教育 

者五十七人。

該領土內的中等教育及專門教育機闘漸漸發凰 

之後，這兩個部門領獎學金的人數就應减iJ? , 使大 

學、高等專門學校及各主要學術機關的獎學金名額 

可以播多3 — 九五一年十月襄，代表大會要求將来 

應多設專門科目獎學金以應國家的需要，

此件有獎學金二十一名仍然發給才力優異的年 

輕公務員以資赴法蘭西入政府各主要行政部門實習 

或入專門機關進修。有若干面授課程獎學金則係爲 

當地年輕公務員之欲於在職期間從事進修者而敦。 

南授課程係由國家管理。

理事會於第十一眉會時通過下列建譲：

理♦ 會復按其第五及第六兩届會之各項建譲， 

並襄悉管理當局認爲目前不宜在該領土內創辦大 

學，爱建譲管理當局按實際情形摩速對創設高等教

育機關間題作初步挤虎；並裏求管理當局於其下次 

常年報吿書中對此事提出詳細報吿。

專門及職業敎育

託管理事會第九屆會曾對Yaoundé, Douala及 

Garoua等地已開辦@ 業學校一事表示満意，並建譲 

應加聚努力推進工作。

一九五一年報告書指出，一九五一年中政府當 

局及私立機關確a 開始實行過去擬定的發展專門教 

育方案。

在中學專門教育方面， Douala職業學校的新H： 
場 a 有幾處落成，使學生人數得由一一七人堵至一* 
六二人，在這個學年之終，有學生十二名獲准參ÎH 
相當於法蘭西專門學院文憑的工業教育證書考試， 

此在該領土尙爲第一次。考試及格者五人，其中有 

歐籍學生一人。學校校舍繼續擴充後，該校於一九 

五二年可牧學生二百人。

在公共職業教育方面，第一個學徒訓練所B 於 

一九五一年十月在Nkongsamba開誅；第一艇學徒二 

+ 五人係由各小學校附設的學徒預備班招收来的。

Bafoussam, Edéa 及 Garoua 等地計割於一九五二年 

開設■學徒訓練所三所。Garoua, Y aoundé及 Abong- 
M bang等地於一九冗一年a 開課的學徒預傭班有 

三班，計共有學生一* 0 七人’另有三班亦在這一年 

之內開誅中。

私人辦理職業教育的，有 在 E la t及 Ndoungué 
地方的兩所基督教會學校;此外在Douala, Neiganga 
及 Maroua 地方一九五一年內又添誌了三所天主教 

學徒訓練所。除此而外，有一個非洲商人在Douala 
全力辦理一個三年畢業的建築工人訓線班。J：她各 

學枝角受當地預算經費的大量補助。

Douala有一所商會所壽辦並由該領士補助的職 

業教育所，開誌夜課訓練速記打# 員、辦事員及書 

店店員等3

女子敎育

因有發展女子教育的需要，當盾現計割一種以 

現代力法爲根據並以家政課程爲輔助的更積極而實 

際的教育，並創誰由女性教職員主持的獨立女子學 

校 ，各小學校女生人數自一九五0 年至一九五一年 

由一九, 0 0 0 人增至二因，0 0 0 人，並竭力鼓勵 

最優秀的學生升學受中等教育。



Douala女子學院之說備已有改進，以後能收住 

宿生一存五十名。

一九五一年約有女生二十人領得獎學金被派赴 

法蘭西繼績深造3

師資

託管理事會第四届會曾向管理當局建譲應改進 

並廣充當時所有的訓練土著教師的誅備。

理事會第九眉會會表示希望管理當局在師資訓 

練這非常重要的工作力面加速努力。

一九五一年報吿書指出，爲實行迅速訓練大批 

持有適當證書的教員起見，已改組了 Douala 中學， 

並大加擴充。天主教會於Yaoundé及 E p o k開誌學 

院，也是爲了訓練師資的緣故，而基督教會亦B 於 

Lilamba-Makak 敦立學校。

兹將一九五0 年與一九五一•年之小學教學人員 

數目分別列入下表以資比較:

男敎員人數女敎員人數歐— 員人數 

1050 1951 1950 1951 1950 1951

公立學校 493 627 79 76 129 97

私立學校 2,101 2,516 63 87 120 79

2,594 3,143 142 163 249 176

上列表內共許有教員三，三0 六人，其中歐籍教 

員一七六人；而一九五0 年內則共計二，七三六人， 

其中歐籍者二四九人。上述總數之外，另有教學人 

員十七人，其中有歐籍教員十四人，負責辦理公共教 

育部的行政事務。上述教員總數三，三二三人之中， 

有一七九人在私立學校任教，未持有文憑。

莊將中學及專門學校教員人數開列如下：

男敎員人數 女敎員人數

公立中學 ...............................  28 22
私立中學..................  24 10

專門學梭............................... 36 6

上列表內共計有教員一二六人，另有擔任行政 

事務教員十五人未許在內。按一九五0 年教員人數 

共計一二三人3

一九五一年報吿書指出，是年十一月非洲籍教 

員組織了一個教員協會，其目的在完成各教員的道 

德、知識、社會及技術方面的訓練。

社會敦育

一九五一年報告書指出，二十一歲以下有寫讀 

能力者，計共有一二二，八六四人。

一九五0 年襄B 簡始了囊辦基本教育的工作、 

其辦法以傳播新的觀念、衞生原則及求學需要爲主； 

這種工作於一九五二年內又擴充了> 工作的進行分 

兩力面：一爲闇款成人班以掃除文盲，按一九五一 

年入成人班者計有約一萬人；一爲用電廣傳播基本 

衞生觀念。

學生離校後的進修則有賴於各圖書館附近艇織 

的研究 小 艇 （各圖書館分怖該領土全境之書籍約有 

一萬册）以及函授學校與夜校，面授學校與夜校爲 

公務人員有各種高級課程，就業者甚爲踊躍：在 

Yaoundé開說的課程，一九五一年註册的學生近二 

存五十人，並且學生極沙缺席情事3

有關聯合國的情報

該領土各校均有關於聯合國的尤其關於託管 

制度施行情形的功課，一九五一年報吿書指出，各 

地當馬會»次面聯合國會所索取可以分發各教育機 

關的文件《

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槪况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對下述一，點極表满意：就 

是管理當盾所定目的是以下面二點爲根據的；第一 

承認有將初等教育普及於該領土所有兒董的需裏； 

第二，當局顯有引導多數有學力的靑年去受工藝教 

育之意。他並力言婦女教育必須儘量擴充。不過， 

他認爲在校學生人敷顯屬有限，並且文盲存分比亦 

高，所以管理當局在這方面應繼續加聚努力，以資 

鼓勵境加在梭學生人數 , 並繼續推進掃除文冒運動。

中國代表對管理當局這一年內在教育力面所纏 

全面進步情形極表欽佩，他請管理當局繼續努力從 

事於這種很基本的工作，尤應努力再擴大師資訓練 

方案，因爲師資訓練仍爲管理當局當前的最重要的 

問題，他深知管理當局在改進師資供應情形方面B  
有的成績，但是他敢說距解決該領土的雷要問題， 

遺遠得很，所以管理當局仍須加緊努力。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謂土著人口的 

極大多敷依然目不識丁，並謂學離％董事實上入學 

梭的紙有存分之十八。而且j 上述入學55*童多數ÜR 
進兩年或三年鄉村學校。一個讀完這種課程的人殆 

不能稱爲識字的人，尤其是假如把上述鄉村摩校的 

教育水準計算進去。~管理當眉對於當地方言及文化 

的發展漠不關心。一九四九年視察圓謂授課悉用法 

文，各公立學校內本地語文旣無地位又不受獎勵。



託管理«■會應建譲營理當眉请加教育及其他文化雷 

要的經費預算。

公共敎育預算

紐西蘭代表稱教育預算已增加至總預算的g •分 

之十二，並稱管理當局深知在這力面仍需辨理的工 

作很多3 他說他深信管理當局會努力保持數年以来 

繼續不斷的改進情形=

高等敎育

紐西蘭代表稱法蘭西代表曾云目前在這展域內 

誅立大學一事雜尙不能認爲可行，然而開辦法科學

校或醫科學校一頻的事校都有相當理由0 他請營理 

當局早日考慮是否宜在該傲土內開辦替料學校一所 

及獸醫學校一所。

薩爾冗多代表對教育方面所獲進展情形極表满 

意。他維知據法國代表的意見各種困難情形使創辦 

大學一■事無法辨到，恒仍希望管理當局S i開辦這種 

大學一事^ 加以考慮U

管理當廣特派代表說，在該領土內養辦高等教 

育機關的問題，將參酷該領土的需裏及霞濟能力加 

以檢前。



第 六 章  

英管多哥蘭

—* • 總 論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地勢與人口

英管多哥蘭爲一狭長地帶，東北與法管多哥蘭 

爲鄰，西南與黄金海岸接壤。在行政上該懷士爲黄 

金海岸的一部分。

根據最近的人口調査（一九四八年），非洲籍人 

民許有三八三，五六三人。種族繁多，但可分爲兩大 

類：北部人民屬於蘇丹種，南部人民屬黑種、就種 

族上與文化上的關係而論，該兩部人民有橫越疆界 

與紙鄰各領土人民浪爲一片的趙勢。

與南部人民相較 , 北部人民在政治、經濟和社會 

力面的發ü 比較遲緩。託管理事會以前提出的建譲 

曾論及此項問題 (第四及第七屆會）。管理當局對於 

這些建譲的答復，是將爲改善北多哥蘭的教育及經 

濟情※ ，並爲在該廣推行政治改革，如創立選舉制 

度等，而採取的種種措施，詳細報告理事會。

統一間題

英管多哥蘭、法管多哥蘭及黃金海岸的人民在 

一九四六年in 已向聯合國提出請求，要求由一個行 

政當盾統一管理該展的最大部落民族一 埃威族, 
以及兩多哥蘭託管倾土因爲此種請求，兩有闕管 

理當局乃聯合對兩託管領土採取若干措施，其中一 

項計割爲誅立機構，負責調盤該兩領士在某规方面 

的發展《

然而，因爲埃威族及多哥蘭統一間題當時仍在 

特別審査中理事會於第十一眉會審査關於一九 

五一年多哥蘭管理情形的常年報吿書時，未審譲此 

項間題3

，理事會第十周會溶於大會決議第(六)，決定一 
九五:二年的視察團應就統一問題提出報告J 以便理事 

會可最纏於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七归召開的第+—屛舍 

第二期舍議加以審議〔決露案K  二四（十）〕o

安全及秩序

管理當局稱該領土並無駐軍，維持內部秩序的 

責任大部分由黄金海岸，隊擔負。一九五一年服務 

於倾土者計有高級警官一人，赞察西人，警員及警 

士九十二人3 此外，南部士著當肩的警隊有警員十 

八人j 警士六十九人。北部士著當局有警員九人，警 

i r a 十六人。

管理當盾報稱該年度無任何騒動事件後生3 —  
九五一年七月南部邊展曾有發生骚動的危臉，根據 

警察法的規定，舉行公共集會及遊行必須事先獲得 

行政當局的准許，但實摩上，當局從未批殿集會的

申請。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一般意見

紐西蘭代表認爲該領士在各力面顯然皆有長足 

進展。此種進步令人至感樂觀。細西蘭代表團認爲 

管理當局一 f t五一年的政績誠堪嘉獎，並欣悉管理 

當局所提出的統計資料a 更读準確完備。就託管理 

事會於上年度表示特別關切的一切事項而論，管理 

當盾能夠盡量實行上年度的各項建譲；此糖情形亦 

堪吿邀。

法蘭西代表認爲在本報吿書所檢討的年度內， 

該鎭士在各力面的工作皆非常積極。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稱管理當局的 

報吿書未就該領土現時的實際情况提出詳盡準確的 

情報。尤其該報告書完全缺乏關於下列各項的情報： 

土著人民的生活程度，該領土全國所得，全國所得 

分配於各族人民的情形，識字人數，在學兒董的百 

分化以及其他有開事項。然而，卽根據現有的不完 

備的情報，亦可斷定管理當局未履行它在憲章及託 

管協定下所擔任的種種義務。

管理當盾特派代表敍述改善统計事務的種種努 

力（見下文），並謂在該領土目前的發展階段，行政 

當盾不能將多數人員、力量和經費用於整理蘇聯代 

表街索的許多統計資料。



二.政洽進展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政策及一般情况

在行政方面上，多哥蘭在本報吿書所論的期間 

內仍爲黃金海岸的一部分，與該領土共有同一組織 

法，同一預算以及同一行政及技術事務，

一九五一年黃金海岸實行新組織法該組織 

法並適用於多哥蘭。詳細情形B 於理事會上次向大 

會提出的報吿書384中予以栽述，該組織法有下列特 

點：第一，繼續將黄金海岸與多哥蘭整個地區的行 

政權及立法權移交該領土政麻機構；第二，改變上 

述機構的組成分子，事實上，使黃金海岸與多哥蘭 

盤個地區的土著人民能大部分根據普選辦法享有多 

數地位>

J：述機構擬定多哥蘭的施政力針，並制定適用 

於多哥蘭的法律 , 一若多哥蘭爲黄金海岸的一部分。 

此等機構並無多哥蘭全領土的代表，但多哥蘭若干 

部分a 劃爲選展（南部）; 若干其他部分則派有代表， 

參加聯合地廣的選舉團( 北部 )。同時，最高的行政 

權及立法權仍由管理當局保留，大抵操於黄金海岸 

總骨之手。新組織法載有條款，規定違背託營協定 

的法律一槪無效。

該領土的行政機構爲黄金海岸行政委員會。事 

實上，該委員會由非籍部長八人及當然部長三人組 

成。非籍部長由立法譲會委員中遊選須經立法譲 

會核准a 當然部長现時由負責國防外交（包括行政 

管理在內）、財政、司法等事務的高級殖民事務官員 

充任I，行政委員會的權力雜依法受管理當盾所保留 

的各項權力所限制，但管理當局報稱新組織法規定 

總督對大多數問題須根據該委員會所提出的意見行 

事，這樣就使行政委員會能眞正控制施政方針。

管理當局因此稱行政委員會爲黄金海岸及多哥 

蘭的重要決策機構。政府方面的立法提紫由該委員 

會向立法譲會提出3 立法譲會由譲長一人及委員八 

十四人組成，其中七十五人係從各種選舉制度推選 

而来3 现時有議R 五人爲多哥蘭人，立法議會握有 

對黄金海岸及多哥蘭全境的立法權，但所有法律皆

883關於新11掘法的文件計有一九五0 年黃金海岸（組趣 
法 ;框密院令; 經由管，理當局交付總督的特許狀和識旨； 
- 九五0 年黄金海岸北部鎮土植密院令；一九四化年及 

- 化五0 年英聯王國受託菅理多哥蘭福密院令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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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先經總督同意，若干特殊法律且須經英聯王國政 

府核准3

政黨間題對於上述兩機構職務的實際行使颇有 

影響。在一九五一年舉行的立法譲會譲員第一次普 

選中，稱爲人民會譲黨(Convention People's Party)的 

艇織獲勝。黃金海岸北部及多哥蘭北部的當選代表 

雖大部分不是以政黨爲後盾，旦被視爲獨立分子J 
但在三十八位鄉村譲員中，人民會譲黨估了三十0  
席，包括多哥蘭南部所估兩席之一。人民會譲黨領 

袖 Dr. Kwame Nkrumah因此成爲政府事務領軸(該 

名稱後由修正組織法改爲總理),並與該黨黨眞五人 

同在行政委員會擔任部長職務。該黨公怖的目標爲 

在最短期間內使黄金海岸取得英邦協自治領的地 

位r

就多哥蘭能管領土而論 , 根據新組織法的規定J 
聯合領土的行政制度並無任何基本變動。多揮蘭北 

部的疆界與各部族聚居廣域的分界線和行政區域的 

分界線縱横相交。該部土地與黃金海岸北部領士併 

而爲一，構成橫貫該兩領土的各行政區的一部分。南 

部 自 Krachi—帶以至南端邊疆則視爲黄金海岸殖民 

地的一展加以管理3 —九五一年闕於改組地力政府 

的決定( 見下文 )並未改變原来在行政上，視多哥蘭 

爲黄金海岸一部分加以管理的一般政策。

該託管領土在黄金海岸組織系統與行政制度中 

的地位，以前會爲託管理事會研究的對象，理事會並 

替對此問題提出建譲。理事會第四眉會對於行政聯 

合在理事會執行監督託管領土載務上所引起的困 

難> 殊感關切，乃促請管理當局提送單獨關於多哥蘭 

的精確情報，並建譲管理當局暫先採取預算獨立等 

措施 , 理事會第七届會又提出同樣請求3 因此，管 

理當局a 設法在每年的報吿書中，提送單獨關於多 

哥蘭的較詳盡的情報和统計資料。但管理當局仍繼 

續認爲多哥蘭與黄金海岸的合併不但符合託管協定 

的規定，而且由於經濟、種族等等理由，一方面固 

有便於管理，一方面亦有利於當地居民。

多哥蘭的地位經理事會及行政聯合問題常設委 

員會於託管理事會第九届會中參照新®黃金海岸組 

織法加以審査後，理事會獲得兩親結論及建譲3 在 

第一組結論中，理事會認爲管理當局公俺新姐織法 

實爲促使該託管領土逢生負責政府的一重要步驟 j  
殊堪嘉許；理事會並欣悉：（一)依照該親織法的規 

定，該領土居民可獲較豊富的政治經驗；（二)該組 

織法規定( a )黄金海岸法律中有與託管協定抵觸者j  
其抵觸部分一槪不發生效力；（Ô) 總督得行使他所 

保留的權力2以確保不致發生違背託管責任的情事；



( c ) 多哥蘭得遺派代表參加黃金海岸立法譲會，關 

於這一點，理事會在第二組結論中表示：多哥蘭在 

國際法上旣有特殊地位，託管理事會動於新訂辦法 

的實施情形自應經常加以檢討。

理事會並悉管理當局不僅保證維持該託管領土 

現有的地位，並正採取特別抬施，以碱保該領土居 

民的利â 繼續« 得充分的注意。理事會獲悉過去兩 

會許年度該託管領土在行政、藤利及開發等事務方 

面的總開支並不低於該鎭士的公共收入總額，理事 

會並表示盼望管理當局採取一切可能指施，保證多 

哥蘭人民的利症確爲黄金海岸政府採用的政策及計 

劃所充分承認’並保證多舟蘭人民確能充分參與黄 

金海岸所有各力面的進步。

多哥蘭聯合會及多哥蘭靑年協會所適的請願書 

抗議新組織法所規定的各項辨法，並要求該託管領 

土在未與法管多齊蘭合併以前，在行政及預算方面 

獨立。理事會於處理上項請願書時，讀請願人參考 

理事會所通過的上列各項建譲及其他有関建|«。

管理當局於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吿書中報稱，多 

哥蘭人民的利益繼續爲黃金海岸政府採用的政策及 

計劃所承認，該託管領土並繼續參與黃金海岸所有 

各方面的進步。

理事會審査該報吿書後，於第十一眉會通過下 

列決譲案38®:

理事會塵於理事會第九屆會對當時正在黃金海 

岸及多哥蘭整個地展賞行的政治改革，殊表關切;認 

爲管理當局於本次所檢討的斯間內實行改革，續有 

進度，殊堪嘉許；並欣悉新截行政及立法機構皆能 

順利執行任務，展域行政機構業已改組，全部地力 

政府制度亦已改革。

理事會獲悉管理當局繼續設法提供特殊資料， 

以便理事會據以審查該託管領土的情况；深盼在將 

来的常年報告書中的，關於該能管領土的單獨统計 

資料能更漆詳盡，適用於該領士及黃金海岸的資料 

亦能註明，以免誤會。

政府機構內的代表

黄金海岸的行政及立法機構的權力，雜及乎多 

哥蘭託管領土，但此兩機構內並無該値士作爲一個 

單位所派的代表。関於此點，上文a 有所叙述。然 

而，事實上，在新組織法規定成立的第一眉立法議

理事會對多哥蘭與黃金海岸的行政措施E ;作W 究的結 
果，見理事會就有闘託管領土的行政聯合間题所提出 
的特別報吿書 a / 2 1 5 1 ^ 大 舍 式 紀 錄 第 七 屆 會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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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八十四位譲員中，五人爲多哥蘭人。此外更有

譲賛一人正常居留於多哥蘭3

南北兩部推選譲員的力法不同。在行政上與多 

齋蘭南部合併的黃金海岸殖民地鄉村展域，共劃爲 

二十一個鄉村選廣，多哥蘭南部估其中兩展。是兩 

廣各選譲員一人參加立法譲會。另有議員一人則由 

南多哥蘭參譲會推選。南多蘭參譲會爲自土著當局 

產生的臨時諮詢機構。

多哥蘭北部則無此種可派譲員出席譲會的保 

證。就選舉而論，該部爲黄金海岸北部領土的一部 

分 3 此一•地廣採用另一種選舉制度。出席立法譲會 

的譲員係由自區參譲會達生的選舉團推選。展參譲 

會則自各部族當局產生，其管轄範圍往往跨越多齊 

蘭的疆界3 事實上，一九五一年北部領土的二十四 

位候選人中，三人出生於多哥蘭；其中二人在實際 

當選的十九位譲員之列。另有譲員一人正常居留於 

多哥蘭，此外，尙、有譲員五人来自部分聚居於多哥 

蘭的各部族。

關於航織法的文件亦未規定黃金海岸行政委員 

會內應有多哥蘭託管領土的代表。該委員會的八位 

委員係由纏f f 邊選，旦須經立法譲會核准。因人民 

譲會黨在一九五一年普選中疆勝，總赞於綴選新組 

織法規定成立的行政委員會的第一任委員時，货徵 

求該黨領軸的意見。此次選出的委員，並無多哥蘭 

的立法譲會譲員。但後来自其他講員中選派的各部 

秘書中，有一人爲多奇蘭人，另有一人則曾居留多 

哥蘭多年。

就南部而論，黃金海岸的若干法定委員會及中 

央委員會皆有多哥蘭籍代表，雜然此等代表並不代 

表該領土全部。就北部而論，該託管領士派有代表 

參加具有諮詢資格的黃金海岸北部領土參議會及若 

千區參譲會。南多哥蘭代表大部分係由南多哥蘭參 

譲會推選。一九五一年下列黄金海岸機構各有南多 

哥蘭代表一人：農産館售委員會、農業唐誰公司、圖 

書館諮調委員會、本地語文書籍委員會、獎學金審 

査委員會，以及負責教育、學生、衞生及社會發展等 

事宜的中央諮詢委員會。一九五0 年曾授權南多哥 

蘭參譲會遊選該會委員一人出鹿黄金海岸可可館售 

委員會。但一九五一年則改爲與種植可可的農民會 

商委派。

在該託管領土P3, 土著當局以上的唯一•代譲機 

構爲南多哥蘭參譲會。該參譲會爲一九四九年É 立 

的臨時機構，辦理諮詢及選舉事務。依照合併南多 

哥蘭與P!比鄰黄金海岸各區的嚴域行政新辦法，該參 

譲會將予裁撒 ( 參閱下文展域及地力行政制度)。



託管理事會前a j s 次注意多舟蘭人民參預政府 

機構工作間題r 理事會第四屆會建譲提高土著居民 

參預行政、司法及立法機構工作的程度，以爲自治 

或獨立的準備。理事會第七届會鑑於修改組織法的 

計劃，表示出席黃金海岸立法及諮詢機構的多哥蘭 

代表’其名額應與該託管領土的人口和利翁成正比 

例。

區城及地方行政制度

理事會第四届會會注意到該託管領土在行政上 

併入耻鄰黃金海岸各地區一事遍及各級行政機構。

黄金海岸劃分爲若干主要行政展域，各由主任 

專員負責管理。多齊蘭被割入兩個行政廣域內。在 

一九五二年以前，該懷土南部爲黃金海岸殖民地K  
域主任專員負責管理的行政展之一3 北多哥蘭則爲 

北部領土廣域主任專員管轄下的三個行政展的一部 

分。

每一行政展有行政專員 ( 展專員）一人或數人 

向上級主任專員負責，技術事務則由黄金海岸政廣 

各主管部門辦理。一九五一年，在多哥蘭境內服務 

的高級官員數目並無重大變動。北部的行政及技術 

事務大部分由設在該託管領土境外的機關負責辦 

理；該廣計有行政、醫務及林務人員各一人3 南部原 

有行政人員五人 , 但因載員短缺，過去大半年中紙有 

四人。此外尙有醫務人員二人，教育人員一人，警政 

人員一人，農務人員一人，可可調査員四人，税務 

人員一人，林務人員一人，地方法官一人，農廣檢 

驗員一•'人，農村水利視察員一人。

行政人員的職務包括監督每一行政展現有的一 

個或一個以上士著當局的工作。此種士著當局一般 

係由一個或一羣村落、或整個部族內以會部及番老 

爲核心的傳統組織發展而成。土著當局有法定的權 

力和責任，且在地方行政方面，擔任許多工作——  
此種情形在北部尤爲顯著。

可是，廣域組織及地力政府制度在一九五一年 

皆有重要改革。據管理當局稱，後者尤將全部改航。 

此次改組將廢除整個士著當局制度，而代之以符合 

民主原則的新式地方政府制度，並一力面提高地力 

權力，另一方面減低傅統組織的重要性（參閱下文 

地方政府的改艇)。

關於區域艇織的改革：全 非 （Coussey) 委員會 

所擬的修改組織法的提案) 初時建譲不僅政府事務， 

而且地方上的行政權及立法權皆應由四個K 域各自 

負責，此四展域爲北部領土，亞 桑 地 （Ashanti) 展

域、黃金海岸殖民地的一部分以及合併南多哥蘭與 

紙鄰黄金海岸殖民地內埃威族聚居的各展的新誌廣 

域。關於最後一點，管理當局曾立卽表示：因爲多 

齋蘭人民的抗譲，並因爲該託管領土的特殊地位，此 

項決定的取捨顯然必須視其是否符合有關人民的利 

益而定0

一九五0 年南多哥蘭參譲會就上項提案進行討 

論，但無結果。其後，政府當局在研究分廣提案對 

於黄金海岸及多哥蘭整個地展的影響後，認爲代譲 

性質的展域組織制度過於複雜，決定不予採用。政 

麻當局並誕爲展域機構應爲純粹的官力組織，雜然 

若干地展仍有設立諮詢性參譲會的雷裏。在此原則 

之下，管理當局稱現a 決定採納 Coussey 委員會關 

於合併南多齊蘭及黃金海岸殖民地東部 Anlo^Peki 

Tongu各邦埃威族地展，另設■爲一新展域的建譲®

新設地展名爲 Volta河流域多哥蘭廣域，有代 

表會譲，設於多哥蘭託管領土 H o 鎭。該會譲的代 

表將由地力參譲會及偶參譲會推選。就其對南多哥  ̂

蘭事務的諮詢地位而論，代表會議接辦南多哥蘭參 

譲會的職務。南多寄蘭參議會在選舉（立法譲會譲 

員一人）力面的職務將由另一機構接辦。該機構的 

組成分子大部分將爲世襲官員的代表。至於僅由南 

多哥蘭的世襲官員，抑或由截個新說廣域的世襲官 

員遣派代表，則尙待决定。

特派代表於第十一屋會中通知託管理事會，謂 

已於一九五二年六月一日派高級行政人員一人往Ho 

爲展域專員，囊備設立新翻展域的各機棒a 該展域 

專員Ê 接向總督及說在Accra的中夹政府負責。

北多哥蘭仍爲北部懷士展域的一部分。管理當 

局報稱，原有北部領土參譲會—— 內有北多奇蘭各 

部分所在行政展的代表—— 的組織將略有改動：該 

參譲會的代表嗣後將由卽行設立的展參譲會推選， 

而不再由現時的士著局推選。

託管領土在以前各屆會內曾密切注意展域機構 

改組的進行情形3 理事會第七届會欣悉南多哥蘭參 

譲會B 吿成立，並表示盼望該參議會能使當地居民 

有更多發慶自治能力的機會。理事會並歡迎當時所 

接養的保證—— 卽管理當局在就有關該領土的展域 

辦法有所決定以前，必將充分顧及多哥蘭所有人民 

的願望a 理事會第九眉會復建譲管理當局考慮將南 

多舟蘭單獨劃爲一展域。

管理當局於一九五一年的常年報吿書中，表示 

南多哥蘭面積大小，不能自成一展域，並再提出兩 

項理由，說明何以决定將南多哥蘭與黃金海岸埃威



族地席合併a 常年報告書某段稱，所以採取此項決 

定，是爲了裏满足埃威人民關於密切聯合的裏求。另 

有一段論及理事會的建譲，並稱所以將該殖民地與 

多哥蘭領土劃爲兩展域單位，其主要理由爲便於監 

督擬設的區參譲會及地力參譲會。

管理當局又謂上項辦法係由管理當局與南多哥 

蘭參譲會及黄金海岸有開地展的埃威族土著當局諮 

商後決定，該兩機構於表示同意時，曾提出若干關 

於詳細辨法的建譲。管理當局現正考盧將此種詳細 

辦法列入開於說立新簡展域參譲會的法律條款內。

關於北多哥蘭併入北部領土展域問題，管理當 

局以前會通知理事會謂有圃人民歡迎此項辦法。 一  

九五一年管理當局的報吿書於論及統一間題時稱J 
北多奇蘭人民要求將該部地區完全併入黃金海岸北 

部値士，其堅決爲前所未見。

理事會於第十一眉會就上述各項發展涯週下列 

意見：

理事會a 獲悉展域行政機構改航辦法，對於浮 

爾他 ( Volta )河流域南多齊蘭行政K 域之成立特別重 

視，並對管理當局目前爲誅立該地展域參譲會所採 

種種措施，以及遺派廣域專員前往該託管領土 Ho 
鎭，作爲新彌區域之首府一節，特表嘉許。

地方政府的改組

黃金海岸及多哥蘭地方政府制度的全部改組係 

在本報吿書所檢封的期圓內開始3 在被一般人稱爲 

"間接統治"的制度下，地方政府一向係由部族組織 

或其他傳統組織構成。

在根據一九四八年第一次關於修改組織法的提 

案連績進行若干次調査後，黃金海岸立法譲會於一 

九五一年通過地方政府組織法令。據管理當局稱7該 

組織法分規定在黄金海岸及該託管領士各地普遍設 

立符合民主原則的新式地方機構。目前正在大約依 

照原有士著當局管轄範圍劃分的各地展，設立代議 

制的地力參譲會。每一參議會內有直接由全體成年 

居民推選的代表及傅統當局的代表，其比例通常爲 

前者佔三分二，後者估三分一。

地方參譲會將繼承原有土著當局的一切權力。 

地方政府部長且得授與該參譲會以下列各力面的其 

他權力：公共秩序、農業、林業、工業及貿揚統制、 

市場的經營及調節、土地保護、建築及市鎭設計、 

教育及公共衞生。各參譲會將用強制征牧基本地力 

税、其他捐稅、政府津貼及貸款等 «措其所需經 

費。

地方參譲會及目前僅設於黃金海岸各地的性質 

類似的市區參譲會，負責選舉廣參譲會的代表。展 

參譲會的管轄範圍甚廣。傅統當局代表與人民代表 

的化例和地力參譲會相同。展參議會經《的来源有 

三：一爲派定地方參譲會負擔的着用，一爲政府津 

貼，■ •爲貸款。

管理當局稱，新設各參譲會的代表及職員中，將 

無行政當局所推薦的任何人員。參譲會的主席將由 

當地會長擔任，但僅在舉行隆重典禮時，力始出席， 

•0無投票權。北部各地則屬例外，參譲會有權邀請 

會長出席會譲，擔任主席敏務a E*往的邦參譲會 "  
( 由會長、養老及其他人士組成）將與新制度下的地 

方當局完全分立。將來並擬制定法律，授權邦參譲 

會執行督俗及儀式上的職務。管理當局總括報稱，此 

次改紙的顯著特點爲原來提出制度內南、北兩郁的 

差別幾已完全消除。

管理當局在未設立新參譲會以前，售徵求有關 

人民的意見。在北多哥蘭，此項工作已於一九五二 

年七月一日完成。該部地區a 劃分入ra個展參譲會 

的管轄範圍內。其中三個的管轄範圍伸展至黄金海 

岸北部領土。該四行政區共有地方參譲會十七個j 幾 

乎全在多哥蘭託管領土內。在南多哥蘭，管理當局 

與有關人民的前論，使此種計割的最後實現枕誤了 

一些時候。而許劃誅置的地力參譲會也堵加了幾個。 

該展將有地方參譲會十五個，其中九個可望於一九 

五二年八月間開始工作，其餘亦可在本年內成立。多 

哥蘭南郁將有區參譲會兩個。

託管理事會於第九屆會中獲悉此種改艇計劃， 

^ 表示盼望立法譲會能於一九玉一年內採取行動， 

並儘速在該託管領土內開始實行改艇。

理事會於第十一届會中通過下列意見：

理事會襄於有效地方政府機構的發展，爲達成 

自治的方法，已往一向爲理事會所重視；兹悉管理 

當局業a 着手在該託管領土各地根據成年居民普選 

成立地力政府新機構，此等機構且較其k 替的士著 

當局有更廣泛的權力，特表嘉許;欣悉管理當局售徵 

求有關人民的意見，以期新設地方當局儘可能密切 

符合人民的願望，並欣悉訓練地力政府工作人員的 

截傭B 吿成立；欣悉由於設立新參譲會的關係，選 

舉制度 a 普及該託管領士北郁地展；希望設立新機 

構的工作能順利完成，不致稽遲過久，並盼新機構 

的權力及所代表範圍均能逐漸擴大

選舉權

一九五一年舉行黃金海岸立法譲會議員普選 

時，現代選舉方法首次在該託管領土内使用。在此



次普選中，南多哥蘭兩鄉村選展各選出.立法譲會譲 

員'■ 人。

法律規定此種選舉應分雨階段舉行。在第一階 

段中3每一分廣—— 約一千人—— 推選代表一人，參 

加全選调的選舉團。第二階段，卽最後階段，係由 

上述選舉團負責辦理。一九玉一年南多哥蘭人選展 

共分爲二0 五分展。其中四十八個分廣登記人數未 

及規定，無法舉行選舉。十二個分愿無候選人。九十 

一個分嚴僅有候選人一人。僅五十四個分® 會舉行 

読選。管理當局報稱，無廣選之分展數目雜多，但 

此不足表示人民漠不關心；代理選舉人多數係在鄉 

村會譲內依照替慣方法一 而不以投票力法—— 產 

生，且往往卽爲該鄉的發言人。

至於第二階段，在由七+ 三人組成的選舉圓中J 
投票者計有七十二人。在由七十二人組成的另一選 

舉圓中，投票者計有七十一人。前者有候選人三人， 

後者四人。

南多哥蘭出席立法譲會的另一譲員依照法律規 

定，係由南多哥蘭參譲會推選。

被視爲北部領土一部分的北多哥蘭則採用另一 

種選舉制度。全部地廣僅有一個選舉圍。除北部領 

土參譲會代表外，該選舉團係由現有各展參譲會按 

照每一萬居民遺派代表一人的規定，選派代表組成。 

在一九五一年第一次選舉中，北部選舉團自候選人 

三十四人中選出代表十九人3

地方政府改組計割規定推廣選舉制度（參閱上 

文 )。在各新誌地力參譲會內，直接由所有成年居民 

—— 不論國籍—— 選出的代表將估多數。

理事會在第四、第七、及第九屆會中會提出建 

譲，主張以選舉權授與多哥蘭居民。理事會復於第 

九眉會中，欣悉選舉制度及無記名投票辦法a 推行 

於南多哥蘭，並建譲管理當局迅速在北多哥蘭採用 

並施行此種制度。

理事會在對表示反對參加一九五一年南多齊蘭 

選舉的五件請願書所通過的決譲案內，表示居民力 

面的合作與管理當局方面選舉工作的»備皆極重 

要。

管理當局在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告書內稱，舉行 

地力政麻新機構內人民代表選舉，爲在北多哥蘭採 

用現時推行於南部的普選制度的一重要步驟。

文官制度

包括中夹政府行政及技術人鼻的文官制度爲黄 

金海岸及多哥蘭所共有。該制度現由總督管理，並

有公務員委真會向總督提供諮詢意見。該委員會由 

委員三人組成，其中有非籍委員一人。

管理當局報稱，關於委派文官的各項原則業a  
於一九五一年由行政當局重新確認3 實際上，此種 

原則的目的爲優先任用黃金海岸( 包括多哥蘭在內） 

非籍人民，但須視其是否合格、適當並符合公衆利 

益，而同時並無裁撤外籍人員（卽歐洲人)以便改用 

當地職員之意。

一九五0 年，行政當局任命一非洲人爲非洲人 

任用事宜專員，其任務爲設法盡量羅致資藤適當的 

非籍人士，以使當局委派爲高級職員。

管理當局向理事會報稱，該領土各地普遍缺少'  
訓練成熟，資藤合格，能立卽擔任高級職務的非洲 

人士。當局正加聚努力，將所有機會通知有志應聘 

的人士，並對中等教育、專門教育及高等教育計劃 

加以檢討，以期儘速 i t 加訓練成熟的人員。

由於新地方政府制度的設立，迅速培養效力優 

良的高級職貢一事更見追切需要。地方行政人員訓 

練學校一所a 在黃金海岸南設。該校能容學生二十 

六人，槪須寄宿，訓練期閩共十二週。至一九五二 

年八月，學生容量可加倍。每年成績最佳的學生十 

名得領取獎學金，前往英聯王國留學乂ft學成以後， 

須在地方當局服務。

理事會在第九届會中，欣悉B 任命非籍載員一 

人爲非洲人任用事宜專員，理事會復襄於一九四八 

年黃金海岸文官制度內共有多哥蘭人九四0 人，乃 

促請管理當局繼續採取必裏棺施，以確保所有各部 

門尤其各高級部門内多多任用資廣適當的多哥蘭 

人。

關於此點，管理當局報稱，一九五一年底在文 

官制度內擔任高級載位的四七0 非洲人中，九人爲 

該託管領士人民。此一比例諷極細小,但教育設備逐 

漸改善後，將来自可望大大境高。上述多哥蘭職貫 

中，有行政人員一人。該員曾患重病，否則當a 被 

派往多哥蘭託管領土服務。此外，尙有醫務人員一 

人，中學校長二人，公用事業工程師一人。非洲人 

任用事宜專員曾於本洋度內前柱多哥蘭，與代表人 

民的團體討論徵聘人員間題除各部在職受訓者外， 

現受高級人員訓練的多哥蘭人總許共二六三人，其 

中受師資訓練者二 0 六人。

現在新近霞立的地方行政人員訓練學校受初級 

訓練的學生二十六人中，有多舟蘭人二人。

理事會在第十一届會中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對黃金海岸及多哥蘭文官制度之續有改 

進，尤其誌立公務真委員會、改革組織及薪金制度、



普遍任用非籍人員政策之繼續實施等等j深感欣慰； 

並希望管理當局擴充訓練設備，推廣其他措施，使 

該託管領土的土著居民有在行政當局內擔任更高載 

位的能力3

司法組織

多哥蘭與黃金海岸採用同一兩重制司法制度： 

一方面有執行英國法律的黃金海岸最高法院及地力 

法院，另一方面有執行土著法律及督慣的土著法 

院。

行政人'員在司法制度中仍有地位，且握有裁制 

權，雖其權力較專任法官爲小。對於士著法庭，行 

政人員有覆核其制決及決定移審之權。一九五一年 

南多哥蘭仍有專任法官一人。理事會第七屆會，對 

委派法官一事表示歡迎。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政策及一般情况

紐西蘭代表說無論是誰對於該領士的政治進 

展，必有良好印象，管理當局在黄金海岸設立譲會 

制度，其決斷之系敢，見解的賢明，實足自豪。該 

託管領土派有代表出席立法譲會，故實爲譲會制度 

內的一分子，且可因此而獲得種種稗益據管理當 

局稱，該制度的蓮行 " 非常順利"。此種成就誠可使 

管理當局及立法譲會各譲員獲得莫大榮譽。細西蘭 

代表又說，由於該託管領士的面積及所處地位——  
經濟上的需要更不必說—— 多哥蘭在現階段及極長 

斯間內，實無法不與黄金海岸的政治制度保持密切 

關聯。

比利時代表說，理事會定會承認多舟蘭在行政 

上與較之富裕且進步的黃金海岸領土聯合；顯然可 

以獲得許多利益，其中最顧著者爲可以共同利用高 

等教育設備、醫務人員訓練設備、麻痕療養所、及 

黄金海岸館售盾等董要經濟機關。此等利益大可抵 

消該託管領土與地位不同約另一領土在行政上聯合 

起来一事可能產生的弊端。

薩爾冗多代表討論一般的行政聯合問題，說薩 

爾冗多代表® 不願否認依照託管德定，管理當局有 

如此管理各託管領土的權利，但有關兩地展關係的 

密切，使薩爾冗多代表團不得不表示關切。此種關 

係使託管領土更難獲得達成最後獨立所必須具備的 

獨立性、民族性和民族意識。薩爾冗多代表希望管 

理當局盡力誌法在該託管領土內載立無須過分倚賴 

黄金海岸中夹政府的機關。

中國代表注意到管理當局業已遵照託管理事會 

所表示的願望，設法提供單獨關於該託管領土的贸 

易數字，深表欣慰，惟此等數字仍不過爲約赂數字， 

中國代表盼望管理當局以後多注意此項問題，並盼 

行政當局改善提供更準確統計數字的力法。

蘇維埃 i t 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英聯王國 

當局蓮反憲章及託管協定的規定，存併了該託管領 

士，將之劃分爲南北雨部，歸併入黃金海岸的南北 

兩區，致該領士無法盤個地向着自治與獨立的目標 

前進。英聯王國當局援引託管協定，企圓爲此種政 

策辯譲，然而該協定絕未提及准許管理當局劃分該 

懷士爲若千部分，將之併入耻鄰的英屬殖民地。該 

託管領土在各方面皆B 成了黃金海岸領土的従屬。 

多哥蘭並無獨立的立法、行政或司法機構；管理當 

局亦不打算設立此種機構。該領土內一切權力完全 

操於黃金海岸英國政府之手。該政府透過黄金海岸 

北部領士主任專員，管理多哥蘭北部；透過黃金海 

岸殖民地主任專員管理多哥蘭南部。一九四九年的 

視察團報稱：多哥蘭爲黃金海岸的一部分，與黃金 

海岸有同一預算，同一行政及技術事務，同一立法 

機構；從該託管領土得来的政府收入全部撥入黃金 

海岸顏算，不加展別，開支款項的撥劃不以該ffi土 

盤個需要爲標準，而以黄金海岸在行政上與該領士 

聯合地展的需要爲根據。 此種情形業爲一九五一年 

常年報告書所承認。黄金海岸立法譲會並無代表多 

哥蘭全領士的代表，但有制定該託管領士法律的權 

力。黄金海岸行政委員會亦無該託管領士的代表^卻 

爲 "黃金海岸及該領士整個地區的主要決策機構"。 

在財政及行政力面，該託管領士與黃金海岸合併構 

成一個單位。就該領土的政治情巧而論，其特徵爲 

土著人民喪失了一切權利，絶無參預該懷土行政的 

機會。該領土並無土著人民能夠麥預且係根據民主 

原則而設立的地力行政機圃。託，理事會應建譲管 

理當局在該託管領土内另誌立法及行政機構，不受 

根據該託管領土與紙娜英屬黃金海岸殖民地合併辦 

法而設的任何機構管轄，並爲此目的制定法律並採 

取其他措施，以保證土著人民確能參預該託管領土 

的立法、行政及司法機構。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管理當局正盡力改善黄 

金海岸及多哥蘭的统計工作。此種工作在最近幾年 

內B 大有改進。一九五一年根據憲章第七十一條辰 

款規定所提出關於黃金海岸的情報，證明統計工作 

所包括的範圍B 普遍擴充。可是，此種工作大部分 

共同適用於黃金海岸及多哥蘭，所以就該託管倾土 

而論，改善情形並不顯著。然管理當局B 決定盡力



改善所有各方面的統計工作，無論其爲關於黃金海 

岸及該託管領土的共同统許，抑爲關於該領土貿易 

及財政的特殊括計，槪將予以改善’務使此種情報 

一年比一年準確，一年比一年有價値。至於一般的 

行政聯合問題，管理當局一向將管理多哥蘭的政策 

坦白通知理事會及聯合國。第一次世界大載結束後 ’  
當地人民首先請求與黃金海岸聯合，管理當局所採 

措施無非是當地人民裏它做的事《託管協定第五條

( a ) 款證明將該領土與黄金海岸合併管理的现行力 

法是完全有根據的。聯合地展的新立法機構內有多 

哥蘭的代表。雖然多哥蘭尙無獨立預算，聯合地展 

的預算向由該兩地區共有的立法譲會商討並辯論。 

多齊蘭代表不特積極參加封論該預算，而且積極參 

加封論開發計劃內* 裏的經費分配,。特派代表並指 

出，多哥蘭南部現由駐在該託管領土 H o鎭的廣域 

專員管理3 所以，該領土的一半由居留於該領土的 

官員管治，其餘一半則由居留於該領土境外的官員 

管治g 關於在該領土內設立新機構之譲，他認爲行 

政當局必須首先集中精#使新誅的各地方民主政府 

能順利執行職務，並認爲多哥蘭北部首次推行現代 

選舉力法一事爲極重要的發展步驟0 此項工作倘能 

繼績順利進行，則進一步採用目前施行於北部的選 

舉方法定必爲斯不遠一大槪在選舉中夹立法委員 

時，卽可實現。

政府機構內的代表

薩爾冗多代表於討論黄金海岸行政委員會組成 

分子問題時稱，各部秘書職位中，至少有一個位置 

由該託管領土代表充任，他對此事實覺欣慰。

區域及地方行政制度

中國代表認爲管理當局在改革展域行政制度方 

面確已採取重要步驟，並認爲遣派廣域專員常駐南 

多哥蘭及誌置區域參譲會等措施均極堪嘉許。然而  ̂
他認爲爲使士著人民獲得最後達成自治或獨立所必 

需的實際經驗起見，此種機構應具有眞正權力。

薩爾冗多代表認爲新蘭V olta河流域南多哥蘭 

行政嚴域的設立至堪重視。此項指施爲满足埃威族 

人民願望的重要步驟。

地方政府的改組

細西蘭代表認爲在政治力面的重裏發展爲地方 

政府的改組；對於此點，託管理事會定願意表揚管 

理赏局。管理當局能使該領士所有成年居民普遍參

加選舉，不受國籍限制，並根據普選結果，設立新 

地方政府機構；此一事實本身卽爲値得稱許的成就j 
絲面蘭代表t i■於管理當局徵求當地人民—— 尤其是 

南多哥蘭人民一一意見，在北郁推行選舉制度（縱 

然尙有若干限制）；擴大新誌地力當局權限；以及訂 

立訓練地方行政人員辦法等措施，深表欣慰，並旦 

說細西蘭代表圓對該託管領土地方政府的圓満發展 

實爲重視3 符合民主原則的地方政府各部Pg, 偷能 

順利地執行職務，實爲逢生健全的全國性政治機構 

的最佳保證《細西蘭代表團對於營理當局慎重許割 

並圓满展開地力政府制度一舉深表嘉許，深信管理 

當局必將盡力培植並鼓勵此種新機構，而且此種機 

構定可獲得該領士居民的全力擁謹。

法蘭西代表注意到管理當局耐心地、謹慎地、有 

計劃地實行地力政府改組，深感欣慰。估計此次改 

組的成敗目前雖缘過早，但該領土人民的服務精»  
顯然已大有進步。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希望管理當局繼續誌法解 

決爲確保地方政府順利工作而產生的各項問題，並 

對减除引起土著政治制度內各黨派內部蘭爭的種種 

原 因 一 加 以 注 意 。

薩爾冗多代表認爲此次改組實至重裏。管理當 

局旣a 聲稱新地方政府制度將大有助於减少並悄除 

南北兩部閩的差別，薩爾冗多代表深盼管理當局能 

儘速誅立地方參譲會。

蘇維埃ifc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繼 

續在該託管領土內獎勵部落制度，利用此種制度爲 

向當地人民征收捐親:的辦法。他認爲現時存在於該 

託管領土且爲管理當局所獎勵的部落制度，旣然與 

促使該領土人民逐漸達成自治及獨立的政治進展不 

能雨立，託管理事會應建譲管理當局採取辦法將部 

落制度改爲以民主原則爲某確的自治制度。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稱，政府力面a 単備給予新 

地力當局以種種鼓勵，並將根據地力當局行使權力 

的能力，以及地力當眉負責人員和地方參譲會代表 

的辦事能力，繼績提高當局的權力。特派代表並猜 

出j 規定此次改組的新地方政麻艇織法，實爲將地 

力政府從部落制度改爲近代民主制度的確切步驟。

文官制度

紐西蘭代表說管理當局最近已批准閩於文官制 

度及薪金制度的種種改革，設立公務員妻員會，並 

繼續實施普遍任用非籍人民的政策，至可欣慰。他 

認爲上述政策現a 開始收效D 細西蘭代表更注意到



在所有改，中，管理當局並未忽赂保議外籍載員的 

辦法。細西蘭代表團雜撒底明瞭儘量優先任用非籍 

人民一事確甚得宜，但外籍職員EL往對該領土貢獻 

至躯，在當局現時採取的改革政策下，誠應有適當

保障。

管理當盾特派代表答稱英聯王國政府正密切注 

意訓練一般非籍人民及多齊蘭人民，使其能在文官 

制度內擔任高級載位的需裏。

司法細織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該託管領土 

的最高司法機構爲黄金海岸高等法院。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答稱，該領土因與黄金海岸 

聯合，縫不僅能在黄金海岸最高法院及其專門受理 

土地問題的部門內，而旦能在西非上訴法院內，獲 

得極優秀的司法人鼻3 如在該領土另誅獨立的司法 

制度，則限於財力閩係，該領士將無法猎得此種利 

益 3

三.經濟進展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般情况

多哥蘭是以農爲主的國家，其生逢者完全是非 

洲人，生産方法以現代標準来衡量，一般說来是原 

始的。成年人的正常載業爲生逢足量的糧食，以應 

家庭之需，可能時，並提供餘糧，在當地或黄金海 

岸出售。

可可逢於該領士的中部，是對外輸出的唯一重 

要的售錢作物；事實上，13是歲入的主裏来源，對 

於地方經濟有重要的影響，工業爲數無幾，旦性質 

簡單。零售進n 製造品的小販從事領土內唯一的另 

一種重裏的經濟活動。

該領士的非非洲人很少，但歐洲人的企業在貿 

易和商業方面居領導地位；英法商人所有的公司六 

家由黄金海岸輸入大量進口貨在該領士館售，並充 

作特別採購可可的經紀人。來自該領土境外的非洲 

人一九西八年爲數將近六萬五千人，或估總人口的 

六分之一，其中有® 人從事運輸、小販、營利漁業 

及可可種植等業，管理當局說：黃金海岸及多哥蘭 

現行移民法的目的，在對該兩領土的居民給予經濟 

保譲，免受来自其他一切區域的人們之害；凡政府 

認爲從事的職業證明對本領土居民經濟發展有害的

人，該法都禁 jh其入境。到現在爲 .I t , 禁 II*入境的 

僅有下列幾種人：立意經營零售生意的人，以及意 

欲開辦新的商業或從事某種自由職業的人，而道兩 

種人未分別具有資本5 千英镑及一千五百英镑。

多哥蘭的經濟與黄金海岸的經濟息息相關，有 

的是由於私人貿易的交流，有的則因施行其他辦法 

之故，如统一预算、貸幣制度、以及可可及其他廣品 

的推錯' 的管制等。多齊蘭在爲促進或參加大規模許 

割而設立的黃金海岸可可錯售局、，産品館售局以 

及農業發展公司等機開內都派有代表r 管理當局應 

託管理事會之請，货一九五一年曾想力提供該領士 

本身的貿易數字，並於其常年報吿書中載列據說是 

用比較簡陋與現成的方法編製的若干统計。進口數 

字更紙是一種估計或粗赂的猜測，此種统許並未計 

入相當可觀的走私數額，特別是有開力面認爲常在 

與法管多哥蘭交界地力進行的可可和咖啡走私，此 

項走私何去何來則視兩方的價格而定。，管理當局稱： 

大體說來，從各種估許可以看到明顯的順差，在黃 

金海岸和多哥蘭合許貿嚴數字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的 

情形，這種情形大部分是由於可可世界價格的高昂 

和難於壤得實施建設計劃所需的建築材料、消費品 

及工作人員。

營理當局於報吿一九五一年經濟狀况時，會說 

由於氣候的關係，北部收成較上年爲少。大體言之， 

可可市慎的上漲打破往年紀錄，使該領土流通的貨 

格堵多，輸入黃金海岸及多哥蘭的許多重要清費物 

品的進n 亦較過去爲多。

託管理事會第九屆會於嘉許管理當局鼓勵土著 

居民參與經濟建誌的政策時，特別提到居民都派有 

代表出席凡與他們的利益有關的會譲，並提到地力 

農業及鄉村建設各委員會的誅立。它希望亦能在其 

他經濟部門內設立類似委員會。管理當局表示完全 

同意這點意見3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涯過下述建譲：

理事會欣悉該託管領土一般經濟狀況繼續繁 

榮及黃金 , 海岸與多哥蘭建設 '許劃現終已確具规模。 

惟仍促請注意該領土經濟大部分依然仰賴唯一的商 

品—— 可可，力言增■多初級庫品植類及改良耕種力 

法的重要，並歡迎管理當局所提對於這些間題正加 

以密切注意的保證，

財政、賦税

該託管領土的歲入都列入黃金海岸的全盤預 

算，各項歲出則按其所需，視黃金海岸與多哥蘭全 

部需要情形，而酌予劃撥。



從多哥蘭本身的數字可見自一九四七年以来戴 

入歲出都逐漸墙加，常見的赤字也遂漸减少，甚至 

事實上不復存在了。這一年又跟前一年一様，一九 

五0 至一九五一年度的數字表明入多於出—— 據管 

理當局的意見，這種狀％不應解釋爲表示該託管領 

土  "有助於黃金海岸的財政",而應解釋爲該甫展域 

目前財政狀況良好的表現。

據估計週去四年的收支總鎮如下：

年度 歳入 歳出

英镑 英鋳

1947 -48 -.............. 363 ,900 625 ,540

1948-49..................... 489 ,569 614 ,443

1949-50..................... 799 ,753

1950-51..................... .........1 ,039 ,886 1 ,036 ,804

歲入的大宗爲進出口賴:，在最近一年，進口税 

估計在四三0 ^ 0 0 0 英镑以上（百分之四一 .玉）， 

出口稅估計在四0 八, 0 0 0 英镑以上(百分之三十 

九 )。出口税的大宗爲可可，出口税由一九四八至一 

九因九年度的七萬英镑左右增至現在的數目。

自一九五0 年起爲誌立特別建誅基金，徵收附 

加的税率很高的可可出口税，上述數字並未框明因 

此項来源而增加的大量新税收3 第一收成年度以黃 

金海岸和多哥蘭合爲一廣計算，所得此項税收的總 

額達八百萬英錄，該託管領土所逢不及總額的十分 

之 -<3
一九s o 至一九五一年度歲出最大項目如下：

款額 f t歲出總
英镑 額之百分比

教育費......................... 201 ,846 19.46

公共工程費.............. 198 ,444 19.14

軍事費a .................... 70.000 06 .75

土著當局補助費… 59 ,336 05 .72

a 曾理當局稱該領土軍事費並未明文劃撥；本現是指該領 
土分擔黄金海岸防® 經费的估計數額0

其他項目爲臨時生活費津貼約S 萬一千英镑， 

醫藥費五萬英錢，及農業費四萬八千英镑。

土著當局自設金庫；一九Ï O 至玉一年度南部 

六金庫歲入總額約七九，三玉九英镑j其中政府補助 

費估百分之三十七，賦我:、法院及其他規費、及通 

行税收入估百分之五十四。歲出總額中，非常費估 

百分之十七，教育費佔百分之十六，工程及勞務佔 

百分之十玉又半，行政費估百分之十一。

黄金海岸之称制是雙重的，政府和土著當局都 

徵收直接税和間接税j這種税制現仍適用於多哥蘭。 

多哥蘭的非洲人實摩上很少向政府纖納直接所得 

枕。土著當局徵税的税率多半是差別不大的，一九 

五一年南部男丁每年每人激納六先令至十二先令， 

婦女在大部分嚴域則納税二先令至四先令；這些税 

率較一九五0 年略高。在北郁，男丁税率由Ï 先分 

至八先令，婦女免税。

理事會第九眉會亜望管理當局對財政狀况能夠 

續求改進，並使該領土一切部門的建設經費均告增 

加。 開於所估歲入今又超週徽出一事，管理當局於 

其一九五一年度報吿書中說依所擬辦法，此項盈餘 

對於養指建設許割的經費是很有用處的。

建設計劃

多哥蘭a 列入黃金海岸建設總計劃之內，該計 

劃輕於一九五一年由立法會議修正通過3 據管理當 

局報告，修正計劃與原計劃草案主要不同之點在前 

者編列經費七千五百萬英镑，而原列經費則爲六千 

二百萬英錄，而且不再規定限於十年完成，

建誅資金的分配估計大致如下：經濟和生産業 

務一千三百萬英镑，交通二千六百萬英镑，社會服 

務二千四百萬英镑，普通事務和一般行政一千一百 

萬英镑。

管理當局宣稱所定經養究有多少用於託管領 

土，無法加以準確估計，但替列有擬在多哥蘭辦理 

的各項許劃一覽表。對該領土有最直接的彰響的若 

干項主要計劃中現B 着手辦理者計有增誅一個農業 

實驗站、兩個城鎭的管道自来7 X供應、一個鄉村訓 

練所、H o 城中等學校校舍等；若千擬就的計劃爲： 

調査公路及其他公路改良、建築兩所師範學院、一 

所中等學梭、四個诚鎭的鄉村住宅管道自来水供應、 

及擴境醫院。

該計割非卽正在審査中的另一大规模建設許劃 

—— 後者係在浮爾他 ( Volta )河建築水闇，主裏目的 

在以水力藥電，供應一製IS廠，但亦附有灌御、擴 

大配電區域，在黃金海岸建造新海港一處及改良交 

通等許割。政府諮譲的最後報告係於一九五一年製 

發。管理當局說 : 它 a 就這個許劃提出詳細報告，此 

計割如辦理成功，對於黄金海岸和英管多哥蘭的居 

民會有很大的利益。據估計，無能浮爾他河計劃實 

現與否，以未来的交Ü 而言，確需在 Accra 之東建 

造一個海港，而旦雞a 決定進行建造。管理當局說 

這對該領土有利’因爲該領土對於大部分進口和若 

干出口均可藉這個新港口的便利而能更有效更迅捷 

的加以辦理。



管理當局憑藉四個地方建説委員會，以繼續扶 

助地方建藍，該因委員會的設立，目的在鼓勵地力 

自聽改進社展j 這些委員會現在南北兩部執行職務  ̂
一九五一年辅助村莊許劃的款項遂一萬英錢；此數 

是過去各會許年度每年在建誌計劃之下資助他們的

一九五一年自黄金海岸可可館售局向建設準備 

金中支付的金額，該領土獲得一萬八千英錢。此數 

撥交南部多哥蘭鄉村建設委員會，用以與辦種植可 

可的農夫的福利事務，如道路、水井及診療所等。

理事會第九屆會表示希望最後核定的十年建誅 

計劃立付實施，管理當局答道：黃金海岸現任各部 

長並非沒有決心促使這個計劃儘早實施3

理事會第十一眉會通過下通意見二

理事會備悉建設許割業a 舉辦，浮爾他河計劃 

的誅許亦GL成熟。管理當局將這兩個許劃的詳情提 

供理事會參考，理事會在特表示感謝，並 f ?候此等 

許劃實施進度的報吿。

農業;土地;森林

農業爲該領土經濟的主要某礎，管理當局在改 

良農業方面所遭遇的間題，南北兩部各不相同。

北部的目標是在生逢可靠的售錢作物:，在道方 

面，有人認爲落花生是最有希望；其產量雖尙不足 

輸出海外，但據說業a 相當可觀。雜然如此,管理當 

局認爲先決條件在確保糧食的供應，而士壞保譲和 

一般農業方法的改良B 爲政府施政的主裏工作。一 

九五一■年多哥蘭北部和以前一棟，並無農業官員或 

助理實際留駐該地；管理當局說該地的監督和指導 

工作由黃金海岸北部領土的職員負責辦理，而土著 

當局造® 農業員則從事土著當局示範農場的監督。 

營理當局亦重視地方農業建説委員會在Kusasi展的 

工作，該委員會由政府及土著當局津貼，貸款給農 

民，使每人能購買耕幣一具，闇牛兩頭，並表演混 

合耕種方法、施放肥料、用，耕作及，品處理。該 

委員會又收賈會員所收權的落花生，以所蕩利潤償 

付農民的借款。北部土著當局中有兩個當局亦有類 

似的購買農具貸金制度。

管理當局發現北部農民是守奮的人民，不願採 

用新的力法和新的作物；但據管理當局報吿，一九 

五一年玉蜀黎、 Cassava、 米及蔬榮等作物的種植繼 

續擴充，而 且 在 K iisasi區，農業建誌委員會的多哥 

蘭委員增加七十三人，總共一五七人。管理當局認 

爲現在普遍推廣浪合耕種制的主要ffl礙是窮人在能

夠獲得牛和黎以前，難於继得所需的生逢建誅投

資。

在南多哥蘭，農業方法的改良亦認爲是普遍的 

基本問題，但可可素爲售錢作物，極屬重要,故農民 

特別注意可可的種植。一九S —年駐在南多哥蘭或 

附近的七位高級農業專員中，四位是調査專員，其 

主要任務在防治嫩枝腫眼疲，週去黄金海岸遭受此 

種炎害的嚴域甚廣。這種樹疫可用欧除a 受傅染的 

樹木一法加以控制；前此施行银追砍除，曾碰到若 

干抵抗，但一•九五一年改爲自聽砍除。依照在該年 

度後斯内舉辦的可可"新政 " ，補償率邮倍後給（每 

株樹由二先令至四先令），重植辅助費每株樹由六辦 

士墙至六先令。據管理當局報吿，是年年底有五處 

齋生樹疫的地力尙未獲救治，一九五三年内加緊舉 

辦宣傳工作。

在 K p e v e的政府農業實驗站，位於南部邊疆， 

爲多哥蘭南部辦理一般農方法業的示範工作。兩個 

地力農業委員會亦在該領土南部執行職務。

該領土養畜牛、羊、猪、馬及其他牲畜，北部畜 

養特多。一般說来，牲畜品質很壞。黃金海岸獸醫 

處有非洲籍助理人員駐於多哥蘭，業已集中力量以 

防治癔疫及改良牲畜。

該領土的土地大部分是可耕種的，但因有些展 

域缺水，故其用處受有限制。非經總《同意，土地 

不得轉讓，而旦非土著圓體所有的或祖用的地區相 

當小，這些非土著團體就是行政當局、宗教傅教會、 

貿易公司及来自多哥蘭境外的非洲人。

託管理事會於第七及第九届會作有建譲，主張 

塘多農産的數量和種類，並於第九會嘉許管理當局 

設立各地方農業委員會。管理當局於其一九五一年 

度常年報吿書中說：墙多生逢數量和種類一目標自 

將繼續求其實現，該報吿書又提到業推行一種蓮,動 

以鼓勵墙加糧食生産，並已説立一個從事大量賈購 

的組織，以擔保慣格購儲若干種指定食料的全部供 

應量，農業機械化試驗許割一九五一年內頗有所廣 

大，該許劃於黃金海岸北部開辦，但認爲在實驗上 

對北多哥蘭頗爲重裏，在南多哥蘭，許譲中的種稻 

許劃因専候水學資料的進一步寬集，無多進爲3

理事會於第十一眉會通攝下述關於可可嫩枝腫 

眼疫間題的建譲：

理事會纏悉可可産廣撲诚嫩枝腫張疫的蓮動業 

a 改I且, 並悉託管領土內發生此疫的災情頗輕,仍力 

言預防此種傅染病疫的蔓延對於該領士的經濟和居



民都很重襄，促請管理當局採取一切實際措施，以 

確保獲得可可生產者在這種工作上的合作。

可可;錯售計劃

售錢的主要輸出作物，卽可可以及掠棚仁和油、 

乾挪子肉、咖啡、及非洲樹a 等次要作物均計劃由各 

法定黄金海岸館售局購館，這是南多哥蘭經濟的特 

徵。多評蘭在兩個館售局中都有代表；該兩局的辦 

理情形相似。

兩個館售局中比較重要的黃金海岸可可館售局 

經於一九五一年改組，給予可可生逢者以更直接的 

代表權利，並便該局的政策與業務受政府更厳密的 

管制，該局以收成季節之前預定的保證價格收購黄 

金海岸和多哥蘭的所有可可。限定慣格時的一項主 

要考盧是儲存認爲足以維持該局業務的若干準備 

金，尤其是藉以穩定在世界市場逆轉時付給農民的 

價格。

該局在開辦以来的大部分年度內所定農場價 

格，遠較其錯售該逢品時所獲慣格爲低，業& 積儲 

相當可觀的淨利潤或盈餘。因此，一九五0 至一九 

五一年一季，付給農民的價格達每嚼約一百三十英 

錄這個最高紀鋒，但平均船上交貨售價每嗽爲二百 

七十英镑；扣除成本及增加很多的出口賴：（一千三 

百萬英镑以上，而Jb年僅三百五十萬英錄)之後，該 

局營業盈餘超過二千萬英镑，

平準基金原定爲三千萬英镑，但其目標B 逐漸 

潘至六千萬英錄；一九五一年底則爲五千一百萬英 

镑，另一種準備金係供復興工業之用，計達一千七 

百玉十萬英镑，貿易總準備金達九百萬英镑；暴動 

及民變保險費已增加百分之五十，計達一百S 十离 

英镑。

這些數字是根據黄金海岸和多哥蘭整個M 域內 

的業務合計的。多哥蘭的逢量正常估總產量的百分 

之十蘇，一九S O 至一九五一年多哥蘭逢量打破紀 

錄，達二三，0 二一顿.館售局經由牧佣金的經紀人 

購買這些可可，估計成本爲四百玉十萬英镑，其中 

三百餘离英镑付給生産者’而賣慣則爲六百三十萬 

英镑。

館售局的營業盈餘超過撥充各項準備金的敷額 

依法須專充似對可可生逢者有益的任何用途，但須 

呈經政府核准。一九玉0 年該局撥出一百萬英镑, 投 

放於有三驚利息的公債，其利息將充作黄金海岸和 

多哥蘭可可產區學生的獎學金。該局又貸與政府二 

百三十萬英镑以擴充黃金海岸的 Takaradi 海港。一

九五0 年和一九五一年撥充可可產展地方建設計割 

經費的款額共達三七五 , 0 0 0 英镑,從實際已支付 

的四萬英镑中，多哥蘭得到一萬八千英镑。

託管理事會於前此各眉會中，認爲允宜保譜多 

舟蘭生逢者在館售局內派有足夠的代表，以及保證 

託管領土能公平地分享自錯售其逢品所得的利益， 

故對此特別關切。理事會於第四及第七兩盾會會就 

此事提出建譲，並於第九眉會贊同錯售局的政策，歉 

迎該局的改組，並希望能使多哥蘭生産者在該局派 

有足夠的代表。在J*述後雨届會中，理事會接有多 

哥蘭種植可可的農民組織的請願書，對於爲該託營 

領土所定的辨法表示不満，並請求另設多哥蘭本身 

的館售組織。

管理當局於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告書中指出多哥 

蘭所逢可可赂少於總收成的十分之一，而在館售局 

生産者力面三個代表中，多哥蘭使有其一•，館售局 

的委員共有八人。代表多哥蘭的那個委員是住在該 

託管領土主裏可可廣的農民。

理事會於第十一届會就可可慣格作成下通建

譲：

理事會塵於黃金海岸可可館售局現a 自黄金海 

岸和多哥蘭所逢可可狂世界市場的售款中撥出相當 

可觀的物慣平準基金，塵於另撥有準備基金以供可 

可逢展經濟及其他建說之用，並承認由於徵收可可 

新出口税以充纏建赛計劃所需經費的結果，館售局 

將来因18:界值格與付與農民之價格有異而獲得之購 

款額勢必減少，特建譲管理當局記住這些情形並記 

住必須避免不當的通货膨腺的壓力，邀請館售局檢 

封該局付給生産者的慣格’以確保此項價格與世界 

市場慣格 , 並與紙鄰領土付給可可生產者的慣格，能 

保持遮當的開係。

TM
多舟蘭並無主要製造工業，僅有幾個小想模的 

工業。一個設在 H o 城由麻療病人經營的碑冗工廠 

因爐灶不適用，a 於一九五一年停辦。碑冗正由在 

K pan au的另一廠商製造；加轴陶器的生産& 於 Ve 
Kolenu 舉银。

幼織業在若干中心由南多哥蘭鄉村建設委員會 

支持，繼續以家庭工業方式進行。工業發展公司是 

黄金海岸的一個法定公司，秉有協助工業組織的權 

力，該公司繼績於 Awatime 動妨織人給予技術和資 

財的協助，並購錯地力木材及象牙雕工的進品。

在北多哥蘭，工業仍限於地力手工業奥家庭工



合作社

管理當局宣稱該當局會積極推行各種合作事 

業，認爲這是發展該倾土資源和經濟，以播進居民 

利盤的可靠力法。

託管理事會於第九眉會曾鼓勵管理當局續行這 

個政策。理事會於第十一届會時接獲報告：至一九 

五一年，合作社的數目已由一九四七年的十所增至 

二十六所 ;其中大部分是館售可可的主要合作社,計 

員總數達三,八六六人 -,消費合作社一所a 在該領 

土 的 Jasikan — 地誌立，受過特別訓練合作事業助 

理人員一人及合作社視察員三人a 派駐該領土。

理事會於第十一屆會Ü 過下述建譲：

案査理事會前會注意合作社運動的進展，並獲 

悉在所檢討工作期間復有進步，获希望管理當局繼 

續鼓勵這種蓮動的發展。

水源供給

用水的供應和改進是一個間題，一九四九年視 

察團替力言這個間題的意迫，託管理事會於第七眉 

會亦建譲管理當局應專心密切注意爲居民儘速謀獲 

適當的用水供應，理事會於第七眉會獲悉此方面工 

作的進展及繼續大事改進的計劃，認爲满意。理事 

會曾建譲用水供應，尤其是在氣候乾燥之北部應繼 

續擴充。

管理當局於報吿一九五一年度工作的繼續進展 

時說：該當局的政策是繼續在該領土的南北兩部儘 

速發展用水供應。但由於人口密集南部，故該部有 

較大的計割和較顯的進步，實爲勢所難免。雜然如 

此，在北部建造鄉村水弁、池塘等等許劃當能利用 

建設計割中撥充設;置次裏鄉村用水供應之用的充足 

款項而積極推行。

理事會於第十一屆會通過下述結論：

案査理事會》該領土用水供應計劃前極重視， 

获悉鄉村用水計劃的加速進行在建誌計劃中已視爲 

最急要的事項，殊堪嘉許3

交通

一九五一年由行政當局維持的公路全長許三0  
二英里；由土著當局維持但其費用由行政當局支付 

的四季通用公路計長二九二公里，另有土著當局自 

己出資維持的公路一二0 英里。與一九五0 年數字 

相較，可以看出雖然行政當局繼續供給款項，而相 

當長的公路a 交由土著當局負責維持了。

理事會於第七及第九兩雇會會建議加緊進行公 

路交潘許劃，特別注重四季通用公路及現有公路路 

面的修築。

管理當局於其一九五一年度常年報吿書中說： 

建設:許割中a 計劃大事擴充公路系統，其第一個目 

標是建築由Accra ( 黄金海岸）至 Papase四季通用 

的公路幹線，這個公路在多哥蘭境內的一段估計需 

費三十六萬英錄。一俟對於服爾诺河計割有所決定 

而其所涉間題充分明瞭的時候，那時就能夠計劃將 

該幹線延長至該領土的北部。

理事會於第十一眉會通週下述建議：

案査理事會前此對於改進和延長該領土公路系 

統的需要極爲重視，获備悉在理事會所檢討的工作 

斯間內此力面的進展情形，特向管理當局力陳允宜 

修築貫通該領土南北兩部的四季通用公路，並宜特 

別改善通達可可產展的道路3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般情况

薩爾冗多代表認爲該領土的經濟狀況大致尙稱

满意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 

使該託管領士在經濟上附屬黄金海岸後，並不關懷 

該領土的經濟建誌3 該當局並未增進多哥蘭這個託 

管領土的利翁；僅認爲該領士是黄金海岸殖民地的 

一個構成部分。營理當局歪曲了該地區的經濟發展 

的途徑 ,並使其成爲母國展域所需原料的来源地。所 

有可耕地的百分之六用於種植可可，二千献用於生 

逢咖蛛，而這兩種産品都是供輸出之用。該領土可 

可全部出逢都由管理當局誌立的獨占組織收購。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指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盟是大量輸入可可的國家之一，以數量言，它估 

第四位，所以，假如管理當局是爲了自身的利盤而 

剝削該領土，那未，它也是爲了那個其他國家的利 

益而剝削該領土，因爲那個其他國家以英美賈主所 

須付的同一價格，購賈大批可可。

財政;賦稷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在賦税力 

面，管理當局維持人頭稅制度，這個制度並未顧及 

土著人民的所得和付税能力C結果，賦税的主要負擔 

落在土著人民中估絕大多數的最窮人俩的肩上。在 

這力面，他覺得託管理事會應建議管理當局探取步 

驟，以累進所得税制度代替人頭税，或至少以一種



適當額戾人民財產狀況和付税能力的所得枕制度来 

代替。

建設計劃

細西蘭代表說：修正建誌計劃雖仍以經濟建截 

爲首裏任務，但特別注S ：教育建設。他說起該計劃 

所需經費主要來源爲可可附加出口税；可可價格仍 

如此高昂，不但爲生逢者帯来了繁榮，並便黃金海 

岸可可館售局及政府得有大筆款項，充爲這些遠大 

計劃所需的經* , 他認爲這是黃金海岸和託管領土 

的一件幸事。該代表又說：該代表團以浮爾他河計 

割進展報吿書附有此項情報，殊深感激。

法蘭西代表特別注意地力自動興辦建設計割， 

認爲熱心自動興辦建設的程度各地固不相同，而在 

該領土南部，由村民自辦鄉村建設這個主張得到 

良好的反響，殊足引以爲慰。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據一九四 

九年視察團說，擬訂各項建誌計劃時，紙參胺盤個 

黄金海岸的需要及其可以利用的資源，對於託管領 

土本身的雷求則未予分別壽劃。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向理事會保證：麓訂建設計 

割過程中各重要階段的情形以及與浮爾他柯計割有 

關的一切主要進展當隨時通知理事會。

農業；土地；傑林

絲西蘭代表說該代表團擬再力言允宜鼓勵增多 

該託管領土初級逢品的種類和改良農業方法。在這 

方面，地力和農業建設各委員會的工作似屬有益並 

具有激勵的作用；同時，管理當局於常年報吿書中 

保證對於這些目標自當繼續竭力以赴，實爲我們所 

樂聞。該代表又提到預防和制.It可可嫩枝腫膜疫的 

發生一事甚爲重要，並以種植可可的農民》於這些 

防治措施的重要似乎並未充分認識，表示惋惜。他 

深信託管理事會允宜促請他們在管理當局所倡導的 

防治措施方面與行政當局竭誠合作，否則該託管領 

土的唯一富源將有損壤的危臉。

法蘭西代表認爲一九五一年行政當局決定將染 

病可可樹的砍除改爲一種自願的工作，不再加以雄 

制，此舉是居民公德日昌的明證。他認爲更重裏的 

是土著當局a 深知護林的重要，而旦若干土著當局 

a 制定規則，以制 .Ü*或預防森林的焚微3

薩爾冗多代表欣悉理事會第七眉會和第九屆會 

的建譲業a 實行，該建譲大意是管理當局應增多農 

逢的數量和種類，並悉管理當局擬努力改良農業方

法並協助士著居民耕作。雜由於北部人民番i舉暂耕 

種新法缺乏合作精肿，政使北部面臨種種困難，但 

他相信這個間題當可解決，而且管理當局當能採取 

一切措施，以確保全體人民都學智新法，使北部可 

以達到和南部相同的水準。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在英聯王國和黄金海岸的 

負責當局都很關切增多農產種類問題，並擬續予密 

切注意。嫩枝腫眼疫問題亦擬繼續極力求得解決。

土地外讓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譲:管理當局繼 

續促使該託管領土土著人民讓與士地。該當局並未 

採取步驟將B 讓與的士地歸遺士著人民。一九五0  
年管理當局使土著居民讓與四英献多的土地；一九 

五一年復使其讓與0 英献。現在，行政當局持有五 

力哩有奇的土地。管理當局又以所謂土地設計及劃 

定森林保留地爲藉口，正在使人民讓與土地。建敦 

計劃單在北部卽規定森林保留地約二百五十力哩及 

土地就計廣約七十七方哩。在 Bawku廣J四十一力 

哩的保留地業a 割出。在南部，二百二十三力哩的 

森林保留地亦a 割定。他覺得託管理事會應建譲管 

理當局須將以任何方式a 自士著人民手中拿去的士 

地歸遺他們，將来並不應分土著人民讓與其土地。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力言讓與的土地面積甚小， 

並指出除非每年讓與一些小塊的士地，則種種經濟 

活動便無法繼續進行。例如，該領土a 誅立銀行一 

間，若不准銀行公司獲得幾献土地以建樓房，則此 

一銀行便無法立。完全禁 jh 轉讓是不可能的，對 

於轉讓之事B 加以非常嚴格的管制。劃定土地設計 

席和森林保留地的結果，絶未轉移所有權，而僅僅是 

對於耕種稍加管制而a 。一個得天獨厚而擁有廣大 

的未採伐森林地的國家的代表或者難於了解在熱帯 

國家應如何小心來保持森林保留地3

可可;館售計劃

絲西蘭代表完全贊同黄金海岸可可鋳售肩依照 

更能符合官辦公司的現代觀念及使該局在營業上對 

立法會譲負更大責任的力針，加以改組。

中國代表欣悉由於可可輸出增加以及可可在世 

界市場慣格高漲，結果嘉惠良多，特別是這種情形 

對於生活程度有良好憲響。然而，他認爲可可世界 

市場價格與實摩付與生産者的價格的差額應條可能 

减少，故覺得行政當局應仔細調査這個問題，以便 

給予種植可可的農民以可能的最優待遇。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政海設立 

可可館售局並未徵詢土著生逢者的意見 ; 在該局中， 

他f fi並無代表可爲其利益發言。這在請願書T/Pet. 
6 / 1 5 及 A d d . l及 T ,/P et.6 /204中就可以看到。依照 

^ 哥蘭農民同盟請願書《% 可可錯售獲利超過六千 

三百萬英镑，统未用以促進該領土的建設及該領土 

窮苦居民的願利3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蘭於可可慣格一節，他 

所能給予的保證就县可可錯售局將来誅立的各種準 

備金數額，當遠較去年該局平準基金設立時的數額 

爲少，但是他並不斯望農民在這方面的所得有很大 

的墳加，大部分是因爲政府現在的政策在徵收很重 

的可可出口税，以供作建設經費之用。因此，這就 

是諧政府因付與農民之價格與可可館慣有異而獲得 

之款額將較前此爲多，而可可館售局所獲得者則將 

較前此爲少3 下季收成價格可能於一九五二年宣佈 

增加若干，但他不以爲會境加很多，因爲除其他事 

情外，主要的理由是要制.Ü通货膨眼。

合作社

Itt西蘭代表以爲合作fftfc企業的擴充應爲理事會 

所歡迎，並應在這個以農爲主的領土內加以鼓勵。

交通

細西蘭代表認爲理事會當願繼續注意該領土新 

路的奥築與現有公路的修繞。 由 Accra 至 Papase 四 

季通用的幹路業a 計割修築，並可能延至託管領士 

的北部，這是該領土交通系统的一大墙進。

四.社會進展 

御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政策及一般情况

管理當局稱，社會一般進展是由各種不同的機 

關，不論是人民的、政府的、商業性的和地力性的， 

大家協力促成的。主要的政府機關爲黃金海岸醫務 

部、f fi會福利部和勞工部，前二者部派有人員在該 

領土内工作，而後者則未派有高級人員。 ffd：會福利 

部在多哥蘭展開民衆教育和推進社區工作，尤爲活 

躍（參閱下文教育進鹿一節)。社會福利部爲應付此 

各方面之需要起見，在一九玉一年內大量增加其派 

駐該領土或在領土內工作的職員數目。

婦女地位;社會習俗

婦女在當地市場經商，在領土經濟上估有重要 

地位。當地習償雖不正式承認婦女有參政權，但管 

理當局曾謂南部婦女裏求參政之呼養日高。

閩於理事會第四眉會主張應以法律明文禁現 

已逐漸消減之不文明習俗（例如貴婚）的建譲，管 

理當局稱，童婚事實上在多哥蘭並不多觀。管理當 

局並指出：就一般而言，法令上的禁.11不足以促使 

大部汾社會人士所不徘斥的社會習俗，革除不符文 

明思想之風尙的最有效方法，是普及一般教育和基 

督教教育。

理事會第九眉會旣促請管理當局衡於足以清進 

婦女地位之各種措施，繼續予以特別注意，管理當 

局遂稱它承認紙要推進教育就能使婦女充汾利用各 

種現有機會，管理當肩決定努力使各學校男女學生 

數目相等。民衆教育力案之成就，以婦女教育爲最 

顯著，管理當局說婦女之地位雜不在男子之下。根 

據新選舉法，婦女與男子完全平等，而且婦女也受 

訓練以擔任文官制度各部工作。好幾個土著當盾都 

有女職員。

理事會在第十一盾會中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襄於根據適用該領土之新選舉法，男女 

平等，殊屬可嘉，希望管理當局繼續鼓勵婦女多多 

參加該領土之公民及政治工作。

生命統計

H o 城所有出生及死亡都是描迫登記的:多哥蘭 

南部三個土著當局雜然都頒俺規定，就六十二個村 

鎭制定非洲人出生及死亡強迫登記辦法，但管理當 

局說是項規定並未普遍遵行，所以決定紙在十一個 

大中心施行此項规定。希望將来登記辦法推行有效 

後，新地方行政當局願推廣採行此項辦法，使全領 

土各廣域逐漸普遍照辦3

理事會在第十一屆會中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襄於推行該領土土著居民出生死亡登記 

以及其他生命統許辦法所遭遇之困難，希望管理當 

局將採取其他掠施，以保證此項统計登記能遍及盤 

個領土。

體刑

一九五一年以前，領土之法律准以體刑加諸犯 

雄态罪、独盜罪及若千類似罪行之成年犯，和犯所 

有重罪的十六歲以下的少年，對於成年犯，過去四 

年內，並無一人制處該刑，至於未成年犯，案件數



目亦a 減少，一 九四九年有十5 ■起，一九五一年紙 

有三起0 —九五一年制定之新法律保留體刑但須於 

遇有用武器入室行劫之案時，法院幾能對成年犯制 

處該刑。另有兩種蓮背監獄紀律罪亦得制處體刑。

理事會於第四眉會時會建譲廢除體刑。理事會 

復於第七届會時察悉多哥蘭處體刑情事的贼少，及 

管理當局稱其所循政策旨在逐漸减少體刑， 俾得儘 

速廢除之。理事會又重申是項前此建譲。大會第Ï  
眉會亦曾建譲立卽採取措施，俾於所有領土内完全 

廢除體刑3 大會第六屆會又再作此建譲。理事會第 

九屆會塵悉3 就多哥蘭而言，管理當局a 參照大會 

和理事會圃於體刑間題的各項決譲案，將其對於該 

間題之態度重加檢封；又悉黃金海岸行政會譲a 決 

定法庭對於成年犯不得制處體刑；爱促請管理當局 

立卽採取措施，以根本廢除體刑。

管理當局於其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吿書內稱， 黄 

金海岸政府關於法庭不得判處成年犯體刑的法案， 

業經譲會修訂， 規定對用武器入室行劫的犯人仍可 

制處體刑 3 譲會認爲在黃金海岸及該領土發展之现 

階段下 , 奥論方面不會贊成對上項罪行廢除體刑的。 

管理當局認爲塵於黃金海岸及該領土憲政發展之程 

度，除勸導以外，不應以其他辦法達成所斯望之目 

標，但自應盡最大努力，由教育辦法勸導舆論， 使 

其接受完全廢除體刑之譲D 保留這種刑罰—— 法院 

可制處體刑，監繊內亦可施以體刑—— 的目的在於 

用以警戒而非用以戀罰。關於少年犯，管理當局說 

將来能將假釋辦法推行於該領土時， 體刑案件必將 

再减，比在現行將業經定罪之少年送往 Borstal 感化 

院一辦法之下遺要少。該領士見量犯罪案件很少,而 

黄金海岸各市展所急需的執行假釋的監視官爲數非 

常有限， 不便將其調往該領土。

醫藥及衛生服務

多哥蘭現有醫藥事務由黃金海岸醫務部和士著 

當局辦理，教會方面亦辨理一小部汾。在一九五一* 
年年底時，宣俺於一九五二年初委派一調査委員會， 

以調査黄金海岸和該領土之衞生需要，並對在醫務 

及公共衞生力面a 經或許割採取的措施， 加以研究 

並提具建譲 3

領士南部醫藥事宜，由黄金海岸 Accra 的中夹 

醫院和在多哥蘭H o 展（有病床三十八具，並配得 

救護車一輔）及 H ohoe展 ( 原有病床十二具，預計 

設有病床四十具之新醫院，在一九五二年可以完成） 

的地方醫院，以 及 Worawora的教會醫院（有病床

十八真）予以辦理。北部則由 Y endi展的醫院一所 

( 有病床三十六具，現擬增至六十具)以及多哥蘭境 

外 不 遠 Bakw u及 S a la g a展的醫院兩所予以服務。

多哥蘭有二十一個診療所，兼辦治療，其中兩 

所說在多哥蘭境外，但離邊境不達。上述診療所多 

數是由土著當局經營的。此外,該領土內載有孕婦及 

兒*置門診所八處, 以及土著當局所辦的逢科Pg診所。 

流動逢科及見量診療朦各一，都設在多哥蘭南部。該 

領土內有麻痛病院及厳痕症門診所各一。一九五一 

年時，Kpandu之衞生事務處業a 完成，起初紙作診 

療所及産科門診所之用。

在一九四七到一九五一年期內，多哥蘭南部駐 

有政府醫務人員二人，自一九五0 年以後，北部 Yen
di 展亦駐有》 務人員一名。 一九五一•年內，在該領 

土服務之醫師總數a 填加兩名，他們不是政府所派 

的，都領有醫師執照。一九五0 年醫務人員總數爲 

七十八人，而一九^ 一年則增至八十九人。政府所 

派S 務人員包括醫師三名，助逢d；四人,及正式譲 

士二十三入。傳教士中從事醫藥工作的有十二人4 1  
常醫藥事務以診治印度瘦、各種皮膚病、«疾和肺 

炎等爲主。

政府的公共衞生支出許：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 

年爲五九，八六0 英镑,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爲四 

六，一四一英镑，一九四九至一九五0 年爲四七，三 

三0 英錄7— 九玉0 至一九五一年爲5 0 ,  二六六英 

镑，佔估針支出總額百分之四 . 八玉。

能管理事會以前曾就該領土之醫藥設備不夠用 

一節，提請注意。理事會在第四、第七、及第九屆會 

中均曾建譲營理當局載法予以改進。理事會第九屑 

會備悉衞生力面的工作進展雖堪嘉許，推醫師和醫 

院爲數仍嫌太少，尤以北部爲然，旦受有訓練的士 

著醫藥人員仍感不敷，爱建譲管理當局繼續擴充醫 

藥設備，訓練土著居民從事公共衞生工作，並繼續 

向聯合國各專門機關請求協助。

管理當局於其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吿書內報稱， 

衞生事務有很顧著的進展：該領土醫師人數堵至五 

名 f Worawora 增誅之醫院已落成，H ohoe新醫院亦 

B 完成 , Kpandu衞生事務處在建築中，診療所數目 

亦墳加，將来其他計劃完成後，醫院病床總數不久 

可由現在略超一百之數增加到一百八十具左右。管 

理當局說該領土內雖無官辦或私辦訓練說備，但黄 

金海岸各機關之特別設備可供合格之有志向學者利 

用，又說一九五一年時，該領土有婦女十三人在 

醫務部供載，正在受訓練的遺有三十三人。希望



Brazzaville 之世界衞生組織展域分處在不久的將来 

可以提供協尉及意見。

理事會在第十一届會中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對現所檢討之年度內之進展，雖然認爲 

滿意，但認爲在醫藥及衞生事務方面待辦事宜仍多  ̂
爱特別建議管理當局繼續努力增聘醫師爲該領土服 

務，並擴充訓練醫務人員之設備，以充實產婦及嬰 

a 譲理事務，並採取積極措施以消減印度瘦。

營養問題

管理當局說，就食物養料而言，該領士飲食中 

所欠缺者爲蛋白質、 質和乙種維他命。青榮和水 

系顯然缺乏，但希望可藉飮食調配、教育及改良農 

業技術，以資辅救。 黃金海岸之營養工作人員亦爲 

多哥蘭服務。

理事會在第七屆會時會請該託管領士之管理當 

局與專門機關及著名科學團體合作，繼續研究能否 

利用和擴充最新科學方法，以提高領土居民的營養 

標準。

管理當局報稱，Kwashiorkor大槪是非洲熱帶營 

養力面最普遍的病症，世界衞生組織和糧食農業組 

織於一九五0 年在黃金海岸舉辨調査，管理當局曾 

予以協助，特據從事上項調査之專家的建譲，醫務 

部 a 開始於各醫院中大量使用去脂牛奶，尤多用以 

診 治 Kwashiorkor症，現正在提倡家庭力面亦多多食 

用去脂牛奶。

所得及生活程度

管理當局稱，因爲可可及其他農産品之慣格繼 

續上漲，所以雖然入口貨價格也同時增加，但一九 

五一年南部廣域之一般生活程度仍與一九五0 年一 

様，續有提高3 北都獲盤於此種情形者較少，惟居 

民對於能以收稽換取現金的農作物，與趣日墙，採 

用混合種植法的農人都變成了富有階級。

一九四九年的視察圍言及多哥蘭境內尙無估定 

所得的正確辦法）管理當眉則稱土著居民之所得多 

至須纖納所得税者實參參無幾。就生産養用及程度 

而論，除南部展域地方市價臨時編製指數外，沒有 

其他調査或統計指數可供參考。

多哥蘭全都人口中，經常工資勞動者滅估一小 

部汾：> 除在可可種植場工作的季節性工人外（大約 

計有二萬到二萬五千）其餘工人大部汾均爲政府和 

土著當局所傷用。工資水準據謂係由政府规定。受傷 

於政府的工人，一九五一年每月所得同一九五0 年

時一樣，大槪從普通工人之三镑十八先令至最高收 

入的木匠之十一镑十七先令不等。臨時生活費津貼 

從一九四九年開始，現在則爲百分之二十。可可種 

植的工入，其報酬許算力法或依定量抽成之辦法，例 

如約定將逢量三分之一作爲報酬，或每一單位產量 

中，酌取佣金報酬若干( 最常用辦法），亦有簽訂合 

同每年給酬十二英镑至二十英镑不等者 3 此外遺有 

按零工許算者，工資每日約二先令六辦士，但不甚 

普遍。上述定量抽成辦法、佣金辦法或合同規定年 

酬辦法，其食宿、器具及工装等，均由農場主人供 

給0

託管理事會在第0 眉會中曾建譲管理當局採取 

適當措施 , 確立工資水準，此種水準不僅使工Æ能應 

付其日常生活費用,旦足以逐漸提高其生活程度 , 理 

事會3Î•建譲管理當局儘速從事生活費用之研究，以 

據此採取一切現實政策，保證土著人民之福利。

後管理當局聲稱，現有 : r 資標準.，就工人之需 

要及領土經濟情形而言，可稱公平合理。管理當局 

雖認爲允宜搜集生活費詳細資料，並擬於此後數年 

內進行此項研究工作，但對於是項資料可爲驚訂有 

閩大衆福利的切實政策的主要根據一節，不能同 

意。

理事會第九屆會襄於工資和生活程度實有繼續 

提高的必要，希望管理當局仍努力不解，以求改進 

土著居民的生活狀況，爱重申前此建譲，請管理當 

局從事研究生活費實況，並以研究所得，作爲檢討 

工資政策的根據。

管理當局於其一九五一年的常年報吿書內重申 

該領土全境之工資水準大都以管理當局所付工資爲 

準，又說黃金海岸之議會行將於一九五二年年初審 

譲通過新統一工資率r 關於勞工方面，此項工資率 

北部工人所得增加其基本工資及臨時津貼總數之百 

分之四十南部工人所得約增百分之十七，這樣 

一來，南北雨地工人所得工資卽可調整 .3 開於提高 

半熟練工入及工匠工資間題，亦在考慮中。後特派 

代表向理事會報告，所核定之工資增加辦法，正在 

行政機構許可範圍之內，迅速付諸實施，從下層工 

人開始，其工資增加率卽如上述 a

理事會在第十一盾會中通過下列建譲 :

理事會建譲營理當局徹底研究各季節勞工移動 

情形，尤其是可可工業力面工人之液動情形，以及 

季節性勞工的情況。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婦女地位

細西蘭代表說t t 西蘭代表画去年曾促請管理當 

局對於目的在改進婦女地位的措施 , 特別加以注意。 

他認爲理事會諫亦同意管理當局業EL柱意這個間 

題。據管理當局的報吿，民衆教育及大規模掃除文 

窗蓮動都很成功，尤以婦女力面爲最I,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雖對於婦女權利B 經得到 

承認一事加以贊許，但認爲婦女對於參加各種社會 

活動並不熱心，她認爲管理當局應鼓勵婦女參加該 

領土之公民及政治工作，並應對產婦及兒*養予以保 

障，實施同工同酬原則3 她希望管理當局多多給與 

婦女以教育機會，使她們能夠積極合作，參加社會 

X 作。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俯裏婦女多多參加政治 

工作，必須提高婦女教育，管理當局會盡力鼓勵各 

家長送女孩入學。政府的政策是男女同工同酬。政 

府傷用計劃在盤個傷用計劃中佔極大部汾，所以其 

他傷主都緊接追隨政府之後。

生命統計

薩爾冗多代表希望管理當局儘量保證出生及死 

亡登IE制度推行該領土全境。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其本國政府擬盡力督促新 

地方政府當局務必改進生命統計登記辦法。

體刑

紐西蘭代表認爲，譲會旣曾審譲闕於法院不得 

對成年犯制處體刑之法案, 而後来譲會予以修訂，規 

定對用武器入室行劫者仍得制處體刑，足見各管理 

當局要想於勸導與論採取上述斷然措施時，一舉而 

成 ’ 不管理事會認爲此種措施如何得當，它們必將 

遭遇種種困難。細西蘭代表團認爲管理當局紙能慢 

慢地用勸導方法及教育工作去啓發民衆，使民衆選 

出之代表欣然同意完全廢除體刑。新興民主國家紙 

可予以教導，而不能加以难追的。絲西蘭代表圃又 

柱意到一九五一年制處體刑的案件少得幾不足道。

中國代表對於管理當局所擬採取'闕於體刑問題 

之抬施，竟因多哥蘭與黄金海岸的合併而作罷，殊 

感失望，因爲政府所提廢业對成年犯制處體刑之法 

案業經譲會修訂，規定持武器入室行劫者仍得制處 

體刑他認爲政府方面顧然有意依大會和理事會的

意願辦理，但意爲某一個機開的決譲所祖，而該領 

土在這個機関中僅有少數代表，這個機關顯然是不 

會受多哥蘭幾個代表的影響的；此中情形明顯，用

不着解释。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廢除法院對成年犯制處 

體刑之譲的失敢，絶不是由於該領土與黃金海岸的 

關係。他深信多哥蘭人對犯武裝入室行劫罪者制處 

體刑一事與黃金海岸人士抱有同感。這兩個展域的 

人民都極不願動此項嚴重罪行，取清體刑，？&無以 

戒来者。政府力面因爲不願進反人民的意旨，所以 

目前不擬對這個間題有所堅持。

醫藥及衛生服務

比利時代表認爲醫藥事務仍有改進的必要比 

利時代 表 ®特別希望下次常年報吿書內能就各醫院 

以及誅在黃金海岸的其他醫藥入員訓練中心所訓練 

的輔助醫，人員提供情報。

絲西蘭代表說，該領士的衞生事務雜然a 有顯 

然的進展，醫師人數雜a 自三人增至五人，但是我 

們必須承認該辦的事項 '仍多。雜西蘭代表團希望繼 

續擴充醫藥人員訓練設備，並希望在醫務部供職的 

男女非籍職員人數明年將大爲堵加。管理當局很難 

請到醫師往該展域服務。我們必須承認此係實情。國 

外的醫師ÜE然不肯來，紙好在領土內訓練醫務人員。 

因此須裏從頭設立一個醫學院，但這不是一件說辦 

就立刻成功的事，而且所費不賀。但如就齋展計劃 

中關於醫務一節所载各項計劃而言，多哥蘭與黃金 

海岸之合併，對該領土實有很多助盤。

法蘭西代表認爲公共衞生工作力面a 有重要進

展。

中國代表對於現所檢封的年度內在衞生方面的 

進展，亦感满意，但認爲該領土的需要很多，遺未 

能 一 一 所 以 管 理 當 局 仍 須 加 聚 努 力 。他在等 

待調査黃金海岸及該領士衞生需要的調査委員會的 

工作結果。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注意到該領土最普遍的傳 

染病是印度瘦，並希望在下次常年報吿書中可以看 

到關於此種疾病數字减少的報告。她對於過去六年 

內嬰兒JE亡率增高一節，非常關心。她力稱調査委 

員會的重裏，認爲該委員會責任重大。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多哥蘭的公 

共衞生情形，一九二。年以来沒有什麼改變。比較 

英聯王國當局新供官方資料，尤其關於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一年及一九五一年的報吿，可見事實確是這



様，根據英聯王國關於多哥蘭委任統治地的報告，該 

領土在一九二九年時共有合格醫湖五人，在一九三 

一年時，根據該年度之報吿書，領土內共有醫院兩 

所。在二十年後的今天，根據一九五一年度的常年 

報吿書，多哥蘭有醫師五人，醫院E 所。蘇聯代表說 

管理當局未曾許割任何措施，以改進該領土之衞生 

設備。所謂十年發展許割，並無在領土內建設任何 

醫院的規定。目前平均每四千個居民纖有一個病床。 

醫藥人員雜然很缺，但是領士內31沒有訓練此項人 

員的誅傭。從報吿書所提情報足見醫藥誌備不良， 

居民生活狀况惡劣。H o 城是唯一有統許紀錄的城 

市，在一九五一年時，平均每一千嬰就中竟死亡二 

0 八人之多，而一九四九年紙有一四六人。他覺得 

託管理事會應建譲管理當局增•加衞生工作所需預算 

撥款。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調査領士衞生需要的調 

査委員會在幾個月之內當能編就報告書，該報吿書 

一定可以幫助管理當局決定各項確屬必裏之衞生事 

務改進工作的緩意次序<；目前政府在衞生事務上所 

用經貴也許曾引起誤會。H ohoe新建醫院 , Kpandu的 

衞生中心，以及其他力面的改良，都是由工務部通 

過舉辦的 , 所以在財政數字上歸入工務項下。如果把 

醫院建築費等列入常年報告書之醫務支出項下，這 

筆支出便不是五0 ^ 0 0 0 英镑，而變成差不多九 

八 , 0 0 0 英錄了，此外，地力政府機闕在衞生事務 

方面的支出差不多有一八30 0 0 英錢C雜然衞生事 

務之改進，在量方面尙不盡如人意，但是在賓方面， 

的確有長足的進展，因爲交涯的改良，低級@員人數 

的增加，一般說備的改良，所以同樣數目的醫生今天 

所能診洽病人要比一九二0 年多得多。關於希望能 

於將来報吿書中看到關於印度疲病人减♦的報告一 

說，報吿書中所載數字不是患印度疲病人總數，而 

是實際受診治病人之數。如果此數減低是表示患印 

度疲的人數减少，自然是非常可喜，很是如果紙表 

示患病人數目如前，而受診治之人數被少，情形便 

不同了。闕於領土內缺少輔助醫務人員訓練設備問 

題，他請理事會注意黃金海岸有許多訓練設備。這 

些設備及訓練機關對於領土居民及黄金海岸居民一 

視同仁。多哥蘭和黃金海岸相距不遠，而J:述機關 

大都説在A ccra和 Kum asi所以多哥蘭人往來沒有 

困難0

營養間題

比利時代表說，理事會對於研究該領士營養問 

题之結果，認爲非常满意。此項研究工作，對於所

有與多哥蘭氣候相同的各領土都有很大的幫助，而 

且一定助使改進許多其他非洲人的生活情况。

絲面蘭代表說，紐西蘭代表團慶悉漁業問題和 

授給居民的捕魚方法之訓練都經管理當局加以注 

意，他對此殊感興趣。理事會對於這力面的發展應 

當表示關注，因爲各方對魚類對該託管領土居民之 

營養價値似尙未充设認識。

法蘭西代表認爲a 進行的營養問題之研究旣屬 

實魔而又有一般價値，所以特別値得驻意，

勞工、所得及生活程度

中國代表對於薪f奉及工資之普遍提高，表示満 

意。 f f i因爲生活養用随可可和其他生産品之慣格而 

高漲，所以認爲管理當局必須不斷審査藥傳及工資 

間題。他覺得進一步研究生活程度問題確屬非常重 

要。

五.敎育進展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政策及一般情况:初等敎育

該領土教育制度係黃金海岸教育制度之一部 

分，一向依照六年前開始實施的十年計劃發展，據 

管理當局報吿，一九五二年一月襄開始實施一種教 

育加速發腰計割以代替上述的十年許劃。

新的計劃施行之前的政策是辦一種爲六歲至十 

二戴的兒初級課程 ( 幼稚、初級小學），繼之以四 

年制的高級小學，{目修完高級小學二年級課程者可 

升入中學。依照加速發展計劃，擬用公祭爲所有見 

* 辦一種某本小學課程（相當於現有的幼稚、初級 

小學）, 其後繼以相當於現有高小課程的 ’155中"課 

程，或令合格學生直接升入中學。不過，管理當局 

稱，由於改進小學課程所需的師資之缺乏，預料前 

有的改訂十年計劃不會有大量加速施行的可能。此 

外遺有經費J：的種種考慮；該領土於短時斯內尙不 

能維持足夠數目的初中以收容所有預斯的最適於學 

習此項課程的百分之七十五的小學生一一此項課程 

比中等學校課程偏重實用而較敏少學術性質。

多哥蘭境内一九Ï 一年有幼稚、初級小學校二 

八七所，高級小學校五十一所，中等學校一所，高 

小師資訓練學院二所。多數學校（三四一校中有三 

三0 校）誌在該領土的南部，並且極大多數是教會 

或教堂辦的學校。北部所有學校都是土著當局辦理 

的。



年份 

一九四九

—•九五0

—•九五'~~■

學校數目 

296 

15

312

ga

327

11

學生人數 

25,057 

877 

27,509 

42 ga

28,298

577

敎師人數 

935 

29 

985 

15» 

1,001 

24

a 人數減☆ 係 將 Krachi區由北部劃入南部的結果0

一九五一年在校學*  二八，八七五人中有二二， 

八八九人屬於幼稚、初 小 班 （五歲至十一歲）̂ 五,
九六八人屬於高小班(十二歲至十5 ■歲 ) ------- 高小班

除有六十八人在北部外，其餘均在南部0

自一九五二年一月起，初等學校一律免收學費， 

但家長將繼績忖書籍、文具及制服費。一九五一年 

度南部各校仍收學費；南部幼稚班每年學費大政爲 

十五至十八先初小班每年三十先令，高小班每 

年四十二先設在北部的土著當局主辨的曰校一 

律免費，載 於 Y en di的土著當局主辦的寄宿學校則 

依照學童的出身及其家長的收入徵收學費。

託管理事會在攝去及視察團在一九四九年所注 

意的一般教育方面的主要間題，除了需要普遍擴充 

誌備的間題外，遺有大部分教育皆非免費，北部教 

育的比較落後，及教會團體在南部與土著當局在北 

部教育中所佔地位之重要等事實。理事會於第四及 

第七屑會中^— 第七屑會收到有關上述事項的請願

該領土內沒有一所公立學校，並且管理當局曾 

稱不擬開設任何公立學校。不週，政府用依照规定 

條件發給補助費的辦法，並經由有中夹及地方委員 

供其諮詢的教育部管制各校。一九五一年小學校計 

分三類 : 補助學校一0 六所，登記學校七十九所，未 

登記學校一五三所。第一類學校合於一定標準後，得 

領受政府津貼；第二類學校較爲適色，不領政府Ü： 

接補助費，但仍受管理當局的一切其他協助；第三 

頻學校標準很低，紙領受土著當局的少量津貼一一 

有一部分登記學校也領受這種津貼。依照加速發展 

計劃，上述分類將減爲兩種：補助學校（包括所有 

補助與登記學校及若干所未登記學校）與非辅助學 

校》依照此項計劃，凡教會團體或私人用公款補助 

辦理之新的小學校非經當地主管政府當局事先核准 

者不得開辦。據管理當局稱，J:述當局將逐漸接任 

初等與初中教育的主要責任。

获將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初等教育發展情 

形列爲下表：

書多件一 會̂建譲種種辦法’主張發展小學階段的 

免費教育，境加管理當局紫於教育工作的實際管制， 

並加聚努力多哥蘭北部的教育工作。

關於教育費用閩題，管理當局在當時認爲如在 

經濟尙不能辦到普及小學教育之前，入學觉置的 

全部費用都由納税的公衆去負擔，未免有欠公允;並 

謂各校等候入學的託》的名單之長足資證明所收學 

費並沒有超過家長的負擔能力。關於教會在南部辦 

理學校所居首要地位的問題，管理當局指出各校均 

須接受管理當局之視察，其政策亦霞管理當局核准， 

並且各校均非以營利爲目的，而大部分係由公款維

關於北部教育情形，管理當局謂該部之有限設 

備 a 在極力增加中。

理事會第九屆會據管理當局報吿，黃金海岸的 

新政府a 決定初級小學教育應一律免費—— 此爲初 

等及中等教育最終律免養的政策之一部分。上 

文已述及初等教育免《開始的日斯a 定爲一九五二 

年一月。上文遺提及過，各力當時亦在和衷共濟地 

封論把各教會辦的小學移交當地政麻辦理的問題。

理事會第九眉會欣悉這些辦法均爲教育方面進 

步的證明，並嘉許小學校學生人數的增加及用以潘 

加北部教育設備的辦法。同時理事會又悉北部及南 

部教育進展情形仍大相懸殊，並悉级求全領土教育 

達到圓满狀巧 ,猶須多所努力。理事會爱建譲採取進 

一步辦法以適應該領土尤其是北部的教育需要，並 

建譲關於此點，管理當局應考慮開辦公立學校或地 

方當局主辦學校的需要。

管理當局於回答時提及依據上述新的加速發®  
計割所訂的擴充辦法，並復謂B 擬定計劃將初等教 

育的責任逐漸移歸地方當局。小學以外學校的維持 

經費不是各教會團體的責任。

理事會於第十一屆會時通週下列建譲：

理事會纏悉黃金海岸及該託管領土內初等教育 

應行免費的決定a 於一九五二年一月實行，極表欣 

慰 , 並希望上述免費初等教育於最短斯內卽將普及； 

惟悉在普遍»辦適當的教育誅備力面尙待努力之事 

仍然甚多，街採行加速發展計劃一事極表嘉許；獲 

悉南部及北部的誰備仍大相懸殊，特表闕切；因在 

北部一九五一年學餘兒^ »入學者僅有百五之一 .五， 

故再請管理當局採取步驟確保在該展域負教育責任 

的地方當局切實執行其所奉任務。

理事會念及該領土的經濟主要爲農業，爱建譲 

管理當局考慮學校課程中是否宜注重農業教育的重 

要性。

南部

北部

南部

北部

南部

北部



中等敎育

多哥蘭有一所中等學枝，設 在 Ho; 該校於一 

九五一年—— 卽其開辦的第二年一一有學生一九八 

人，其中有七十二人係多哥蘭籍。師資訓練學院計 

有二所：一所於一九五一年有受訓者七十三人（按 

一■九 Ï  0 年 有 ■■~ ' 0 人）_ »另一所有一•十九人 ( 按一■ 
九五0 年有五十二人)。丄通三校均係教會辦理。

管理當局指出，多哥蘭學生亦可入黃金海岸的 

高小；一九五一年在黃金海岸各補助中等學校註册 

的學生許有一六六人（按一九玉0 年有一四六人)。 

另有多哥蘭學生一 0 四人 (一九五0 年有一0 0 人） 

在黄金海岸的師資訓練學院驻册，並有三十七人在 

各專門教育機關鋒業。

管理當局力言開辦免費初等教育後，入學兒 

人數因而增加，飲清加教歸人數之需要亦成了很迫 

切的問題。在受過訓練的蹄資人員供不應求之際，紙 

得設法徵聘未經訓練的教員 , 使各校渡過難關;並爲 

吸引最優秀之人才起見，未經檢定合格的學暫教員 

的薪捧將由每年四十二镑增至六十镑，自一九五二 

年一月一日起實行。

H o 中等學校的學《爲每年四十三镑，瞎宿費在 

內。該梭因學費收入尙未達到最高額，故按照核准 

用《與收入數閩之差額領受補助費。一九五一年内 

黄金海岸之寄宿中等學校所收費用自三十五錄至四 

十五镑不等；有一閩日校每年收學費十二镑。專門 

學校之學費爲十八錄 , 而職業訓練所學費則爲九镑。 

師資訓練機關之學費自十镑至二十五镑不等。一九 

五一年多哥蘭人有七十五人獲有中學教育及大學预 

科第六年級教育獎學金，並另有五人獲有歸資訓練 

獎學金

託管理事會第四眉會曾請管理當局設法’務使 

將来受中等教育機會不應視財力而定；管理當局嗣 

後對此事答稱，因爲沒有獎學金及其他輔助費，故 

中學教育事實上並非完全視財力而定。理事會第七 

屆會會表示希望繼續擴大颜資訓練一一大會第三盾 

會亦會柱意到這點。理事會第九眉會欣悉H o 中等 

學校的開辦，建譲應儘速發展推廣與此類似的載循， 

由管理當局予以適當的監督r 理事會並悉在該領士 

北 部 P u d g a開辦一師資訓練學院的計割，旦希鎮是 

項計割能儘速付諸實施。

管理當局於其一九五一•年報吿書中稱擬在多哥 

蘭南部 Kpandu另|£一所中等學校，並許劃儘速進 

行 Pusiga學院的建築工程，悄謂因該展遼道，建築 

工程困難甚多。

理事會於第十一盾會時通過下列結論：

理事會贊成文教粗織的意見g®7, 卽在檢討斯內 

該領土中等教育的擴充可認k 頗爲迅速。

高等敎育

該領土內並無高等教育機關。管理當局稱，西 

非洲大學院及英聯王國均貌有獎學金額多名，凡合 

格之多哥蘭學生均可依據與黃金海岸學生完全相同 

之條件請懷是項獎學金。一九五一年內有多哥蘭學 

生二十五名領獎學金進大學；其中十八名進黄金海 

岸大學院，該校本科學生共有三四0 人。此外有該 

領土學生三名領管理當局的助學金進美國的大學留 

學G

託管理事會曾對管理當局過去努力獎勵高等教 

育情形表示讚許，並於第四、第七及第九屆會中通 

過種種建譲，主張在該倾土境內尙未誅立高等教育 

機關之前，應爲多哥蘭學生設置適當數目的留學獎 

學金名額。̂

管理當局極力說明多哥蘭學生均有資格依照黄 

金海岸學生申請獎學金的同樣的辦法，請求管理當 

局主辦的種種計劃而m 立的數目甚多的獎學金。

成人及社會敎育

管理當盾對於一九四八年在該領土南部開始實 

施的民衆教育實驗許割，相當重視cT

這個實驗於一九四九、一九五0 及- ^九五一•年 

均繼續辦理，其目的在表明Si:會服務爲受教育的領 

軸人才的重裏而有意義的載能；側董之點是在這種 

社會目的而不單是識字。現 a 由巡遞/I、組根據民衆 

識字蓮動辦法在郊外鄉村展域i l 織若干短期班教授 

士語、急救及衛生、討論團體工作、晋樂、公民常 

識等等，並 B 訓練出助理民衆教育視察員數名派往 

該領土繼續推進各巡迴小組的工作，同時視察各處 

識字班、，一 九五一年年底J：述識字班約有一二0 處 

在辦理中，平均每班J 課學生有四十人，多數爲婦 

女。

同年八月襄，在黃金海岸立法譲會中提出了包 

括黄金海岸與多哥蘭的一種民衆教育計劃，並且此 

項計劃立經列爲一般發展計割的一部分。此種蓮動 

的基本觀念是識字足使人民體會社會與經濟改進的 

需要，對於鄉村發展及農村生活標準應該有一種雄



烈的激勵效力。此外，由於黃金海岸及多哥蘭的政 

治及法律地位 , 選民識事的重襄性亦與日俱增； 

識字並可减少 "受教育者"與 "文背"之間一天比一天 

加深的不良社會鴻溝。 '

該託管領土的這種計劃一一被稱爲會服務 

方面的一種全國性的試輪"—— 中擬誰辦事人員八 

十名及農村訓練處一所。"一般程序是在一個展域集 

精力辦理三個月，斯満；© 轉入另一展域工作，在 

這斯間應完成初步識字運動；其後繼之以繼續推進 

時期，第二步的工作爲鄉村發展，然後在下一年重 

複整個程序。後斯工作注重自力進行鄉村發展,凡地 

方發展委員會、地方政府當局以及農村訓練處均參 

» 事。

在該領土的北部，民衆教育於一九五一年尙未 

開辦，但是a 經採取了各種預備步驟。一九五0 年 

在 T a m a le舉行了一次會譲 , 北部派有代表出席;會 

中會前論如何使民衆教育適應北部領土需要的間 

題，並提出通過各項提案。'據管理當局稱，一九五 

一年內會集中力量實行J：述會譲中所提譲的事。

成人識字夜班一九五一年內仍在該領土北部繼 

續辦理。黃金海岸大學院的校外教育部繼續並擴充 

其在該領土內的成人教育工作。用邀迴電影以廣公 

衆見聞的工作亦繼續辦理，第一個無線電轉播電台 

B 在多哥蘭的H o 區開辦了 , 有一四0 架收昔機;另 

有兩個電台擬在最近的將来開設。

託管理事會一向注意上述各項發展的進展情 

形。理事會於其第四屆會中曾促請營理當局訂立民 

衆與成人教育力案，嗣後又於其第七與第九屆會中 

嘉獎其實驗方案的成功。’理事會於第九眉會並建譲 

是項計割應在南部繼續推廣實施，並應在北部推行 

行民衆教育，以應急需。

理事會於第十一屆會時通過下列建譲： '

理事會再度表示其對該領土內成人教育工作之 

特別關切，並悉管理當局所採民衆教育方案的廣充 

情形與黄金海岸大學院所施行的成人教育方案，故 

以請管理當局繼續盡力獎勵推廣此類工作。

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政策及一般情况:初 等敎育

雜西蘭代表認爲管理當局自己深知託管領士内 

在教育方面尙未達到可以躇躇自满的時期。該領土 

內仍需更多的教蹄與更多的學校。紐西蘭代表團欣 

悉免費初等教育現a 實現，不過尙未普及；並希望 

政府，力把免費初等教育儘速普及於全體見童。-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認爲應更重視居民的教

育。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謂關於教育力 

面的情形依然完全不能令人滿意o'管理當局所供給 

的過去五年的材料證明它不會採取，並且也不想 

採取必需步驟以改進這方面的情形。常年報告書中 

沒有提出関於人口中識字人數及入學就置數目的材 

料。可是，視察團會報吿說,紙有三分之一的學齡a  

量實際進學校，有者說紙有全人口的百分之一*。關 

於初等教育的材料證明在這方面絶對不會有進步。 

反之，情形卻變壞了。雖然一九五0 年惠把 Krachi 

B 5改線於商部，而南郁一九五一年的小學校的數目 

卻比一九0 八年減少了。全部教育都讓各教會去辦 

理、管理當局並未管理過多奇蘭的任何學校，並且 

將來也不擬辦理或指導該領土的學校行政。所以管 

理當局沒有執行*"Ë在託管領土內提倡教育的職責。 

視察®曾謂土著居民曾再三要求管理當局接收該 

領士的教育誅施。該團於文件 T / P e t  6/ 2 1 2 中指 

出，管理當局在 N k o n y a區域沒有發過任何教育郁助 

費。在這展域內，管理當局對於建築校资方面沒有 

做過任何事，所以當地人民迫不得a 自己出俄来建 

校舍，而未得管理當局的任何補助。據請願者稱，凡 

此一切均十分淸楚地證明管理當局在其二十三年的 

管理期間不曾爲 N k o n y a展域人民的觸利做過任何 

事。管理當局在其報吿書中不得不承離多哥蘭的初 

等學校完全不足應付土著人民的需要。一九五0 至 

一九五一年的教育經費總數爲二 0  — ，八四六镑，而 

中等學校一所的建藥費用使在二0 0 ,0 0 0 錢以 

上，可見教育教育經費之不足。該領土應墙建立一種 

普及的、強追的並且免費的初等及中等教育制度。理 

事會應建議營理當局增加教育及其他文化經費之預 

算。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對於多哥蘭北部教育上的雷 

要應特別滑加一點表示完全同意，並謂英國政府願 

揭盡力量去辦理。他征教育加速發展計劃中引述其 

中特殊間題之一，卽南部各展的教師不願到北部領 

土去服務，以及因辩職而發生的大量浪費情形。目前 

問題似乎紙有一個解決辦法，便是繼續從其他展域 

徵聘教師，並且使北部工作情况足以使他們満意。特 

派代表於答覆其他各種質問時指出，一九四八至一 

九五一年間學校數目總數表面上減少是由於把同一 

地® 的幼稚與初級小學合併而將學校重行分類所 

致。教育在事實J:一直在擴充，這種擴充情形可以 

在校學生人數的不斷增加，教育程度確有改進等事 

去衡量3 若說截個教育都在各教會團體手裏，未免



過甚其詞：多哥蘭北部沒有一所教會學校，並且如 

各教會圓體決心在該展從事教育工作，則事實上該 

展教育可能會進步得多。特派代表並謂力緣提及的 

Nkonya請願書在過去早就解決了。他又指出，文教 

組織在其凿一九五一年的評語中«會謂教育公費槪 

算數額—— 二0 -，,八四六镑或全領土總槪算數額 

的百分之一九 .五，而且士著當局所用經费未許在內 

— 爲一相當可觀的數目。初等教育a 經辦成免費 

的了 ; 現正計劃使其普及;保並未許劃使其成爲非教 

會教育。

中等、高等及專門敎育

絲西蘭代表謂各種各類的獎學金辦法，尤其爲 

訓練工匠而設的獎學金，均甚可觀。他認•爲農秦教 

育在該領土內一定極爲重要，所以希望多有一點関 

於農業教育a 推進到什麼程度的情報。他並槪括地 

說，對於中等及高等教育必須更加注意。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認爲在該領土內增設中等 

學校是重要的事3 她並希望堵加爲赴領土以外留學 

學生而設的獎舉金名額。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宣讀加速教育發廣計割中的 

一段話云：大多數讀完小學課程的學生，也許有百 

分之七十五，以在初中受比較不偏於學《性的教育 

爲宜，初中課程的目的在培養兒^董解決實際生活間

8 M T / î 0 1 2 c

題的能力。學校必須與其學生的利卷及環境發生聯 

m,而且對全數學生'將來須擔任需襄高度專円 

教育訓練的少數人除外"一一最有益處的是範圍廣 

關，同時包括人生的實際方面與文藝力面的自由式 

課程，而不是普通公立學校的學究武課程。他認爲 

有了這種政策，將来新初中的課程中，相當程度的 

農業教育一定會估一重要位置。關於中等教育的一 

. 般情形，他徵引文教組織的評語云：多哥蘭的中等 

教育的廣充可稱頗爲迅速。

成人及社會敎育

法蘭西代表提及該領土南部的民衆教育 f i•割， 

並特別注意到大多數學生均爲婦女，此事指明此項 

許割很有達到目的機會；他說J：述的目的是社會的 

而不是文化的。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力言宜在該領土內誌立廣 

播電台，使居民對世界情勢，對聯合國工作，尤其 

是託管理事會的工作，能日益明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黃金海岸與該領士相隅如 

此的近，他看不出有在該領士內設立廣播電台的需 

要。Accra 地方的政府轉播台很容易傳昔到該領土 

的所有K 域；以後將記住以閩於聯合國及託管理事 

會的情報供給全領土之需要。舉例言之，他自己便 

擬廣播一次託管理事會第十一屆會開會前論的情 

形。眞正需要的是再誌立一個轉播電台，這a 在發 

展計« 中有所規定。



第 七 章  

法 營 多 哥 蘭

一 . 總 論

撫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譲 

地勢與人口

法管多哥蘭東鄰法屬西非的D ahom ey ,北接該 

領 土 的 Upper V o lt a ,西連英屬黃金海岸殖民地及英 

管多哥蘭。

據管理當局稱 , 該託管領土爲，滴割成的展域， 

而不是地理上的單位，在若千地點，該領土的邊疆 

橫越天然分界及歷代相沿的部落界線】據一九五一 

年的统計，土著人民共有一 , 0 — 三- 二0 四人，約 

可分爲甫大類：北部人民由許多不同種族構成，其 

中若干族部分奉行回教，各族皆有極有勢力的傳統 

fftfc會Ü 纖，此種組織由會長負責管理; 南部人民，種 

族較少，關係較爲密切，歐洲文化對該部人民的彰 

響亦較大。管理當局認爲，該領土各部雖無天然開 

係，但在行政方面，管理當局一向將該領土作爲一 

個單位，因此a 造成南北兩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關 

係。此種關係爲形成該領土團結意識的重裏因素。

多哥蘭幾可稱爲純碎的農業地调，多數人民皆 

以簡陋力法從事農作。歐洲移民甚少一九 2?—年 

多哥蘭境內歐籍及"同化，'人民計有一，四六五人，然 

大部分皆爲政府人員、傳教師及各貿易公司的傷員。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般意見

英聯王國代表爲一九五一年該領土的進展，向 

管理當局稱頗。

薩爾多代表認爲該懷土天然資源貧乏 ’  土壞 

瘦海，管理當局應多力努力，促進該領土及當地人 

民的進步。

報告書格式；統計

比利時代表認爲常年報吿書附錄所栽的若干表 

格及鬪表應列入報吿書本文內。

英聯王國代表認爲各種圖表及表格倘能列入報 

吿書本文內，當有更大稗助。

絲西蘭代表稱頗管理當B 的報吿書。他喜歉敍 

通體裁。他亦贊同比利時及英聯王國代表的意見。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希望管理當局將來能依照 

間題單的格式，編製常年報吿書，並對間題單內各 

項確定問題提出明確答案。

薩爾冗多代表認爲管理當局應採取必要措施改 

善统許工作 ’ 俾理事會能根據實際情況採取行動。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稱管理當局將儘量顯及各力 

對報告書格式間題所提出的建譲4

二.政治進展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領土的地位

管理當局於常年報吿書內稱，多哥蘭於一九玉 

一年仍由管理當局根據一九四六年的託管協定，予 

以管理，且仍以 '’協商値土"的名義，繼績爲法蘭西 

聯盟的一部分。

因爲此種協商關係，多哥蘭爲法蘭西聯盟譲會 

制度內的一分子。該制度將對該託管領士的立法權 

授與法蘭西聯盟各機構。在此等機構內，多哥蘭派 

有衆譲院代表一人，參譲院代表二人，法蘭西聯盟 

資政院代表一人。

多哥蘭在法蘭西聯盟內的地位，使一九四六年 

法蘭西憲法內的若于其他規定亦適用於該領土，其 

中尤以下列兩點爲顯著：多哥蘭得設立代表大會， 

該大會有權就地方上的預算及行政問題採取決定或 

提出意見 ; 多哥蘭居民取得法蘭西聯盟的公民資格， 

因此而獲得憲法所保證的一切權利及自由。管理當 

局並稱該託管領土在財政及預算力面已經獨立。

理事會以前在審査常年報吿書及研究託管領土 

在行政及其他方面與其他領土聯合所弓I起的種種問



題時，會研究多哥蘭與法蘭西聯盟的關係，尤其注 

意此種關係是否與該領土在國際託管制度下的地位 

及發展有所t e觸 ，理♦會第四眉會察悉管理當局所 

提出的保證，拘聲明關於願意繼續參加法蘭西聯盟 

或寧可獨立一點，當地人民在適當時機有權自决。 

理事會第九眉會表示誉理當局應繼續保持該領土的 

個別地位，俾該領土終能自治或獨立。

理事會於第十眉會中循大會之請繼續注意 

此項間題，並請理事會所屬的行政聯合間題常誅委 

員會起草報吿書，其中對於法管多哥蘭加入法蘭 

西聯盟後所處的地位應有透傲分析

統一間題

法管多哥蘭、英營多哥蘭及黃金海岸的人民在 

一九四六年卽a 向聯合國提出請求，要求由一個行 

政當局统一營理該厲的最大部落民族埃威族，以及 

兩多哥蘭託管領土。因爲此種請求，有關管理當局 

乃 » 該兩領土採取若干聯合措施，其中一項許劃爲 

誌立機構，負責調整兩領土在某幾力面的發展。

因爲埃威族及多哥蘭統一間題當時仍在特別研 

究中理事會於第十一屆會審査鬪於一九五一年 

多哥蘭營理情形的常年報告書時，未審譲此項問題。

安全;秩序的維持

管理當局報稱，自一九五0 年起，多哥蘭人底 

已不許在法屬西非以外地展服兵役。但有以前入伍 

的若干志願軍人會經或仍繼續在安南參加作戰。

一九五一年該領土的軍隊許有裁屬於Dahomey 
營的官兵一連 ( 共一E 七人）及土著地方警衛一隊。 

據管理當局稱，凡該連非籍軍人皆爲自願服役的多 

哥蘭居民，至於地力警衞則係從以前曾在該連服役 

的退伍軍人中招寡。

地力警衞的職務包括維持公共秩序及衞戌邊 

展，此外有武装警朦一•嫁，亦負有維持秩序、保護 

人民、執行法律等職務。一九五一年的武装警隊有 

警官一人，警員或歐籍警察十五人及非籍助理警察

大會決議案五六三（六)。

決議«四二 0 (十)o
參閱託菅理事舍就有蘭託管領土的行政聯合問題所提 

的特別報告書-  m i s i j 大會正式紀錄，第七唇會_« 
捕編第+  二號0

理事會第+  Pi會鑑於大會決議案S S 五（六)J 決定一 
九二年的視察團應就統一閲題提出報吿_»以便理事 

會最遲可於一九五二年+ —月七日召開的第+-*届會 

第二期會議加以審議〔決議案四二四( + ) 〕o

三十五人3 此外尙有警嫁，由警察及其他人員一四 

八人組成，

理事會於第十一屆會中曾■審査報吿一九五一年 

八月二十三日A n édio展 V ogan地村,民與治安部隊 

銜突經過 ( 此次銜突中死者七人）的請願書數件內容 

各不相同以及若干其他請願書主要請願人爲南 

多哥蘭兩敵對政黨—— 卽多哥蘭進步黨及多哥蘭統 

一黨—— 的黨員。進步黨控吿统一黨煽動此次銜突。 

统一黨則謂事件的發生係因行政當局皇持承認不依 

慣例選定的會長所政。管理當局於一九五一年的常 

年報吿書內稱，此次事件頗爲嚴重，當地警察會受 

暴衝人民酸打，致不得不使用武器，管理當局在後 

来就此次事件及其酸成原因所提詳細報告中，將銜 

突的發生歸咎於多哥蘭统一黨及全埃威會譲。

理事會在就上項請願書所通過的決譲案中， 

講管理當局將審問受此次事件牽速的四十四人的結 

果，通知理事會，並指出下次遺派的視察團已奉命 

於…九五二年九月傲底檢討埃威族及多哥蘭统一間

題。

理事會所審査的若干其他請願書395對於八月十 

日同一地偶Agbetiko村事件的齋生經過亦有不同錢 

述此次衝突亦起自閩於會長職位的爭執，死者一* 
人r 管理當局在就此等請願書所提出的意見內稱， 

事件起因亦爲多哥蘭統一黨的故意桃撥。

多哥蘭統一黨主席所適兩請願書陳訴北多哥 

蘭 Mango展居民六十二人或六十五人因反抗Tchoko- 
ssis族高級會長濫用職權及迫缴捐税，於一九五一年 

十月閩截捕下獄。

領土行政制度

多哥蘭行政首長爲共和國特派專員，負有在多 

哥蘭施行適用於該領土的法蘭西聯盟法律的責任。 

特跟專員代表法蘭西政府，並直接向法蘭西海外領 

土部長負責。

共和國特派專員有權自動或根據代表大會所 

採決定制定適用於該領士的規例。此種規例倘關涉

398 T /P et.7/264J 265及Add.lj 2 6 6 ,  Z & 1 ,及 Add.l_» 268-
269̂  m , m , m )  in ,  m ,  m , tn,
2 8 0 ,  2 8 1 j  2 8 2 ,  283_» 284  ̂ 287。

8" 決議案六三九（十一)o
T/Pet.7/265/Add.lj, T/Pet.7/269„

3»» T/Pet.6/312J T/Pet.7/290, T/Pet.7/302o S # 會就請 
願書7 /302所採的行動詳見決議案六tS lO (+ — )o

397代表大會已於一九五C：年中改S 全镇土大會 見下



特殊間题，特派專員應先與由高級人鼻及委任的土 

著聞人組成的諮譲院商譲3

依照領土行政制度，該託管領土共分爲七個行 

政展。每一行政展又由一個或兩個分展組成。大郁 

分行政區的人口在十离至二十萬之間。每一行政鼠 

有行政專員一人，握有若干採取決定的權力。中夹 

技術部門在各行政展的都會誅有分署或代表。

行政廣以下的行政責任，一部分由鄉村或較大 

單位（閲（quartiers)、郡 (cantons)或盤個部落）的土著 

會長擔任。按照當地暫慣截立的參譲會襄助會長執 

行職炼T 土著會長在行政力面的@ 務包括警政、護 

路、衞生、戶籍登記及稅收等項，與習慣上的職務截 

然不同。土著會長亦可充任土著良事法庭的審制長。 

一九® 九年以前，代表大會與其他方面曾提出抗譲， 

認爲會長於成爲行政當局的辦事人員後，a 喪失其 

原有權力。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的政令修正會長 

的法定地位g ■理事會於第九屆會中對於此種改革深 

表欣慰。管理當盾此種改革的目的在加雄會長的權 

力及會長任斯的習慣上根據。某幾方面在封論统一 

問題時曾再提出抗譲，認爲實際上會長仍爲行政職 

員；而另一方面，理事會於第九觸會中曾表示盼望 

管理當局能將會長併入行政制度內3 雜然如此，管 

理當局於一九五一年的常年報吿書內指出：由於會 

長在土著社會內的地位性質特殊，旦由於會長變成 

政麻官員後，勢將完全喪失其在道義上的力量，管 

理當局認爲此項措施旣不可能亦不得當。

管理當局認爲土著脅•長的將来完全視地方參議 

會一 廣參譲會及市參譲會( 見下頁)一一的發展情 

形而定。確具幹才的會長將纏得適當地位，其餘則 

將逐漸淘汰。

理事會於第十一眉會中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億及管理當局在理事會第九屆會中曾提 

具保證，聲明正在研究將諮譲院改爲更能代表人民 

的機構；爱請管理當局迅速改組諮譲院；並盼諮譲 

院能遂漸變爲與全倾土大會有組織法上關係的行政 

委員會。

义官制度

行政當局內的歐籍人員自一九五0 年的一七六 

人增爲一九五一年的一八八人除七人外，其餘皆 

爲高級人員。-土著高級人員自一八五人增爲二二三 

人；低級人員則自五五二人減爲四，六二七入。

關於土著人民參預公共事務間題—— 理事會於 

第四及第九眉會中曾就此間題建譲管理當局境加擔

任公載尤其是高級職位的土著人民數目管理當 

局報稱，地方人員併入上級職位的辦法不久卽可實 

現。管理當局列舉一九五一年內爲此目的而頒布或 

提出的種種政令，並指出一九五一年底有土著載員 

一 二八人擔任高級職位（內有警察局長三人，助産 

士及護士三十四人，非籍醫師二十三人，稳核及簿 

記人員十六人，教師二十三人)。管理當局並稱，二 

十三個通常由歐籍人士擔任的職位現a 改由土著人 

民擔任，其中包括組長、辦事處主任、特種辦事員 

及衞生分站主任等。

理事會於第十一屈會中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億及以前曾在第九眉會建譲管理當局繼 

續滑加擔任高級載位的土著人民的數目；获悉政府 

機關內土著職員的數目已略有墳加，旦政府機關內 

所有職位皆可由持有必需證件的土著人民擔任；同 

時»悉僅有少數土著居民在政府機開內擔任高級職 

位，爱請管理當局加緊訓練資歴適當的土著人民， 

俾能擔任行政及司法職位，並研虎鼓勵土著人民以 

從事公務爲事業的方法；並請管理當局於下次常年 

報告書內就此事提供詳盡情報。

地方議會

代表大會

在全法蘭西聯盟法津制度內，多哥蘭代表大會 

有參譲權及對該領土若干特定行政間題採取決定的 

權力。-一九五一年中，代表大會仍紙握有一九ra六 

年十月二十五日法♦ 所規定的權限。託管理事會在 

第四屆會中會注意到該代表大會的權力僅以財政及 

行政事宜爲限，創制法律的權力並不包括在內。

理事會在第四及第七屆會建譲管理當局逐漸廣 

大代表大會的權力，尤其是立法權力。代表大會本 

身所遞送的兩請願書亦論及此項問題。上項建譲在 

管理當局考慮中。管理當局在理事會第九屆會內稱， 

事實上代表大會對於許多地方間題握有實際等於立 

法權的權力，並稱a 向法蘭西國會提出法案一件，内 

規定代表大會有權對目前僅須與該大會諮商的許多 

問題，採取決定3

理事會會表示欣悉上項聲明，並表示希望一九 

五一年的常年報吿書能譲:明管理當局業已將更大的 

立法權力授與代表大會。然而，管理當局在本次報 

吿書中，僅通知理事會第十一屆會謂正在審査一件 

所授權力較上年所提辦法更大的提案。

理事會於第十一屆會中通過下列建譲。



理♦ 會億及以前在第四、第七及第九®會中所 

提的建譲；獲悉代表大會a 按一九五二年二月六曰 

法律改爲由一個選舉圓推選產生的全領土大會，並 

悉法蘭西當局正對一•擬授全領土大會以更大權力的 

法案加以研究中；爱希望上述法律不久卽可通過， 

並望該法律能规定以更大權力授與全領土大會；並 

請管理當局在下次常年報告書中繼續就此問題提送 

完備情報。

席參譲會及市參譲會

管理當局認爲一九五一年民選廣參譲會新制度 

的確立實爲多哥蘭達成獨立過程中最重要的步驟。 

託管理事會在第因、第七及第九肩會中會注意到在 

此方面所提出的提案及所採取的措施,並加以鼓勵。 

在代表大會對有關原則表示同意後，管理當局於一 

九五一年七月碩布誰立新參譲會的政令a 各愿選舉 

於同年八月及九月分兩斯舉行。各參議會a 於十月 

舉行第一屆會譲。

嚴參譲會係爲代替一九二四年法定誅立並由行 

政官員、會長及社會賢達組成的路譲機構（名流參 

譲會 )而設。每一行政展或分展各有一參譲會。代表 

人數自八人至二十六人不等，視當地人口多寡而定。 

管理當局報稱，由於此新制度的建立，各村選民所 

推選的機構乃首次獲得有效參預地力行政的機會。 

若干方面會批評此種新機構僅爲改頭換面的"名流 

參議會 "。營理當局詳細列舉新舊機構不同之點，以 

答覆上項批評，例如：名统參議會的代表完全由行 

政當局自翁長及社會賢達中選派，而新參譲會的代 

表則完全以普選方法產生，任何人皆有被選資格； 

名流參譲會係由行政官員主持，而新參譲會則自行 

選舉職員，且有重要權力n

管理當局所提送的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政令 

原文規定展參譲會通常每年舉行兩屆會譲，由行政 

當局召集。嚴行政專員或其代表出席參譲會所有會 

譲，於請求後得向參議會陳述意見。各展參譲會的 

譲♦ 規則亦由各該展行政專鼻核准。行政當局必須 

與參譲會諮詢的事項許有下列九類：該廣捐税的 

規定、征收及運用；市場租金；其他各種捐税的規 

定及征收；地方枕率；公用事業的誅計及開辦；保 

储及衞生措施；l ü ® 算的草擬；學校、診療所及産 

科醫院的說立；分展界線及村界線的修改3 行政當 

局於認爲適當時得就任何間題徵求參識會的意見。

區參譲會亦得就ff±會、經濟及一般行政等間題表示 

意見。

原參譲會如對行政當肩的提養提出反街，行政 

當局得請參譲會覆譲該問題.，如區參譲會繼續表示 

反對，行政當局有權加以決定，但以與代表大會對 

該間題的權力不相抵觸爲限。

管理當局報稱，各廣參譲會在第一眉會譲中曾 

對當地人民的一般藏利表示關切，且各區參議會的 

提案多數均經代表大會於上年年底審査預算的會識 

中表示贊同。管理當局並稱，目前正在草擬法律， 

規定以更大的權力授與K 參譲會並採用區預算制 

度，使廣參譲會能成爲握有財政權及負責處理地方 

事務的眞正T S域代表大會"。

截止一九五一年底爲止，該領土内取得混合Tfî 
( commune wirte )地位的市鎭計有五處，其中三處 

係在一九五一年內誅立3 每一市展各有以直接普選 

逢生的市政委員會，握有財政及市愿行政力面的實 

權 ]除  Sokodé 市市政委員會有委員一人爲歐籍傳 

教士外，其他各市政委員會實際上完全由土著人民 

組成。此外尙有市鎭一處，可望於一九五二年取得 

同等地位，一九五0 年當局會提譲將L om é市的地 

位升爲半自治市廣，市長由市政委員會自行推選。 

據管理當局稱，上項提案因適用於法蘭西全部海外 

領土的法案尙未通過，政受稽遲。

理事會於第十一屆中通過下列建議二

理事會歡迎廣參譲會的成立及市政委員會的墙 

力口；欣悉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的政令& 授與廣參 

譲會以重襄職權，並B 規定辦法，增加土著居民在 

地方政庶機關內參預工作的機會；更悉以更大責任 

授與各參譲會的法案目前正在草擬中；爱希望上述 

法案不久卽可通過，俾土著居民能有更多機會，參 

預地方政府的工作；並請管理當局就上述各點提送 

完備情報。

選舉制度；政治組織；選舉經過

法蘭西衆譲院、多哥蘭代表大會、新誌展參譲會 

及市政委員會等政府機構內的多哥蘭居民代表，現 

時皆以選舉方法產生；但所用程序則頗不相同3 —
九五一年常年報告書所列資料表明在出席此四個機 

關代表的最近數次選舉中，參加競選者大部分與政 

黨有關係。該領土出席法蘭西聯盟其他雨機構——  
參議院 ( 代表二人 )及資政院( 代表一人)-一的代表 

則係由代表大會選派。

管理當局於提報該領土人民在政治及fit會力面 

的進展槪況時，指出該領土人民大部分爲暴守成規 

的農民3 雜然由於政治改革以及合作運動和教育的



推廣，此廣大羣衆目前已有擺股E 往 "特權階級，'迫 

之保持的低劣地位的工具，但農村人民仍往往須倚 

賴逢品購買人，貿易公司職員等居間分子。管理當 

局並稱，南部地主階級勢力甚大，其中若干爲初期 

歐洲殖民者派柱該愿的非籍奴錄買賣人的後裔；此 

外，由非籍教育分子如商人、低級公務員、S 歸、工 

頭等親成的中產階級亦逐漸增多，且 a 形成一種"上 

淹社會 "0

上文會提及會長及其他部落制度仍有藤代相沿 

的地位。在上述種種情形下，多哥蘭目前共有三個 

政黨。進步黨主張維待現有政體，並要求—— 據管 

理當局稱一~ ■在法蘭西聯盟制度下達成自治。統一 

藥爲主張统一的中堅 , 亦堅決襄求早日自治或獨立， 

以便進而達到统一目的。至於第三個政黨則從未爲 

一九五一年以前的各次常年報告書所提及，其名稱 

爲北部會長聯合會，所持主張與多哥蘭進步黨相同。

管理當局認爲根據一九五一年所舉行的許多選 

舉調査，一般人對於埃威族問題的意見已有重大改 

變。管理當局並稱，無論所用選舉方法爲適用於廣 

參譲會的兩級普選制、適用於代表大會的直接選舉 

制或適用於新設市政委員會的直接選舉制，多哥蘭 

統一黨皆處於☆ 數地位，卽在南部及埃威族聚居的 

地展亦有此種情形。

一九五一年多哥蘭會舉行選舉，推選法蘭西衆 

譲院代表及多齊蘭代表大會代表。兩次選舉皆依照 

一九0 六年十月五日及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的 

法律辦理，一九五一年的法律，對於曾於一九四六 

年首次使用的選舉制度，訂有若千修改r 選民團仍 

有兩個—— 一個爲法蘭西公民而設，一個爲土著人 

思而說0 屬於後一選民團的土著人民以具有閱讀法 

文或® 拉伯文能力者佔大多數。有資格在該選民團 

内投票的人民現已增加下列兩類：一家之主及有子 

女二人的婦女。據管理當局稱，除此以外，上項新 

法律更規定墳誌投票處及修ST選民名單的委員會； 

規定爲不同候選人採用顏色不同的選舉票，以利便 

不識字的選民;規定候選人或鏡選政黨得遺派代表， 

駐守投票處並出席修訂選戾名單的委員會；並規定 

每年修訂選民名單的期限可延長一月。

管理當局提出下列臨時數字：選民數目在一九 

四六年爲七，九六三人，在一九五一年初增至二八， 

五八0 人，及至一九五二年一月則a ± t 爲五0 ,  0  
0 0 人以上。管理當局並稱此種增加爲達成奥正普 

選制度的步驟。

一九五一年六月多哥蘭選舉法蘭西衆譲院代 

表，由兩選民團聯合推選代表一人。有資格參加此

次選舉者共三二 , K 九六人，實際投票者許二六，八 

r a o 人。多哥蘭進步黨候選人當選（所得票數估 

南部襄數百分之五一 . 五，北部票數百分之七四 .  

八 ) 。多哥蘭统一黨候選人落選（所得票數佔百分之 

四八 . 五及百分之二八 . 二)。査自一九四六年以 

来，該代表職位向由後者擔任

管理當肩報稱，多哥蘭统一黨曾襄求此次選舉 

作廢，但衆譲院已承認選出的新代表。

十二月九日及三十日（L om é廣）選舉代表大會 

新任代表，選民資格與上相同，但兩選'民圓分別舉 

行 j 在第一選民團（法蘭西公民）中，所有六席皆爲 

宣言"維護地力福利"的一組候選人所估。在第二選 

民團中，南部十二席有十席爲多哥蘭進步黨所估， 

一席爲以前一向按制代表大會的多哥蘭統一黨所 

估，一席爲中立人士所估，北部十二席全部爲北部 

會長聯合會所化a 常年報告書未提及登記及實際參 

加選舉的人數，亦未提及競選人的多寡。

一九五二年初，法國國會通週二月六日的法 

律 ’ 上述選舉所採用的制度乃專有改變。據管理當 

局稱，該法律的主要規定爲改誌一個選民團，潘加 

選民數目（包括所有戶主在內），及劃定選廣3  —九 

五一年十二月選出的代表大會B 於一九五二年三月 

三十日任满；選舉新任代表亦a 於同日依照新法律 

的規定舉行。由於兩團制的廢除，五月十八曰選舉 

參譲院代表二人時，亦改用一個選舉團體的力法。 

該兩代表以前一向由代表大會的法籍代表及土著代 

表分別推選。

上述各事發生時，該領土某幾力面曾提出抗譲 

申訴主管機構未能適當修S T 選民名單，並表示反對 

於十二月閩舉行選舉。上項抗譲皆載於理事會第十 

一眉會所審譲的請願書內。多哥蘭青年運動及多 

哥蘭統一黨399申餅行政當局未將選舉權普遍晃予一 

切有參加選舉資格的人民，並指出在六月閩舉行的 

選舉中，多哥蘭全人口將及一百萬，然傳有三三 , o  

0 0 人列入選民名單，而f t 鄰 D a h o m e y  k 土人口不 

過在一百五十萬之譜，選民名單竟列有三三玉，0 0  

0 人。請願人申訴行政當局千預選舉機構，並表示 

反對在選民名單未全部修訂竣事及规定單誌一個選 

民圃的法律倚未制定以前於十二月間舉行選舉。

管理當局在就上述請願書及若干其他請願書所 

提出的意見書內稱，十二月閩的選舉a 如常舉行。 

管理當局並稱多哥蘭青年運動爲多哥蘭统一黨內活 

動較少的支派a

3̂ 8 T/Pet.7 /292j, T /Pet.7 /292 /A dd.lo  
3« T/Pet.6 /312— 7/290o



理♦會在就上列第一件請願書所通過的決譲 

案 表 示 ■ -九五二年三月間舉行的選舉似a 可 

満足關於採用新選舉法的請求。

五湿合市展選舉Tfî政委員與行政展選舉嚴參譲 

會代表各本不同的法律規定。前者採用直接普選制。 

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個新設市區的選舉中，僅有 

Atakpamé… 處係由兩個政黨読選。多哥蘭進步黨所 

提出的一組候選人以三八一票當選，多哥蘭統一黨 

候選人得三四一襄。在 Palim é及 Sokodé兩處，當 

選者皆僅有代表地力勢力的一組候選人。

就區參譲會而論，管理當局認爲無法仿照比較 

進步的市廣，採用直接普選制； "兩級普選制"似更 

能表達人民的意見3 —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的政令 

大政規定第一步由各村依照推選村長的惯例，選出 

各村選民代表，每村推定一人，每居民百人推定一 

人；第二步由選出的選民代表組織選民團，負責選 

舉實際出席有關行政廣愿參譲會的代表3

管理當局於提報八、九月明在全領土各地普遍 

舉行的第一次選舉廣參譲會代表的結果時稱，此種 

選舉旣全爲地方性的，故受政治影響較少。雖然如 

此，選舉結果仍爲：北部备廣參議會代表八十二席 

全爲北部會長聯合會所估。在南部各廣參譲會內， 

多哥蘭進步黨估四十八席，統一黨佔二十二席《

託管理事會在以前各屆會內，對於逐漸推行真 

正普選制度及爲代表大會設立單一選民團兩問題特 

加注意。理事會曾在第四、第七及第九屆會中對上 

述各方面提出建譲：

開於理事會的建議，管理當局在一九五一年的 

常年報告書中請理事會注意選舉法a 於一九玉二年 

二月六日續加修訂，並稱將選舉資格界予所有戶主 

以後 , 選民人數將大見滑加。管理當局並請理事會注 

意同一法律a 規定多哥蘭此後將僅設一個選民團。

理事會於第十一眉會中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億及以前在第五、第七及第九屆會所作 

建譲；獲悉管理當局業a 在所有選舉中均設立單一 

選民團制度，且 a 增加選民人數，深表嘉許；並促 

請管理當局加聚有力，務使所有可能選民皆有登記 

資格，並鼓勵所有登記選民行使其權利，庶幾普選 

制度得逐漸實現。

司法制度

託管理事會於第九届會中塵悉管理當局業已採 

取步驟，解除行政官員的司法權，深表欣截，並悉

決議案六三四（十一）

由;fc著法會姐成的法檢a 有墙加；又悉管理當局會 

以法令■擴大保安官的職權，並計割增設專任法官， 

故建譲管理當局訓練足數專任土著人員，充任所有

司法載位3

多哥蘭的司法制度及適用於該領土的法律制度 

係根據私法及公法的根本展別-,

私法卽處理私人間開係的法津，分爲督慣法（適 

用於仍保存個人地位及固有習惯的大多數多哥蘭 

人）及成文法（適用於歐洲人及自願接受法蘭西法 

律管轄或聲明接受法蘭西法律的多齊蘭人)C'民事力 

面卽私法力面的司法機關如下：

法蘭西司法機関：有 誅 在 L o m é的初審法薛。 

該處僅執行法蘭西法律。

土著司法機開：有一級及二級民事法庭，執行 

民事暫慣法3 上訴案件由設在L o m é的殖民地上 

法 庭 （Tribunal colonial d ’a p p e l )受理。當事人如不 

服該法庭的制决，可援用翻案程序，向 D a k a r的上 

餅法院 (C ou r d ’appel)提 3

在公法，卽處理私人及社會間關係的法律方面， 

法律制度及司法制度皆不採用二重制。刑法僅有一 

種，對於所有人民一律適用。司法機關亦僅有法西 

蘭法院一種，其組織如下：

說 在 L o m é的懲戒法庭；

Anecho, Atakpamé 及 Sokodé 三地的保安官。一 

九五一年五月十日的法令將上述載位改爲特權保安

鬼(Justices de paix à compétence 由專任法官

擔任；

設 在 D a k a r的上餅法院；

設 在 L o m é的多寄蘭巡迴法院、Cour d’assises), 
受理刑法定爲犯罪行爲的案件，由多哥蘭人及歐洲 

人組成的陪審團襄助。當事人如不服該法院的制決， 

必須援用翻案程序，向巴黎提出上新3

一•九五一年的報告書指出，因爲完全由土著人 

民組成的習慣法庭成績優良，管理當局已於一九五 

一年在該領土增設四個此種法庭，並許劃於一九五 

二年增誅六處 , 如此該領土將有二十五個習慣法庭， 

幾乎遍及全境各展。

該報吿書又猎出，爲使法蘭西刑事法規適用於 

該領土全部人民起見，負責當局尙須不斷努力，設 

法使法律條款適合於多哥蘭人民生活的發廣情况。 

在必襄或適當的修改尙未確定以前，此項工作現由 

法官於執行法律時負責辦理0



常年報吿書並稱，依照現行法津的規定，僅有 

享有公權的法蘭西人民始有受委爲正式法官的資 

格 3 但特派代表在理事會第十一眉會中曾作下列說 

明：該託管佩士旣爲法蘭直聯盟的一部分，多哥蘭 

人實與法蘭西聯盟的公民有同等地位；此種地位無 

限制地授與他們以一九四六年憲法所保證的權利及 

自由，並授與他們以憲法序言所規定的擔任公職的 

平等機會。

該報告書並稱多哥蘭獎舉金學生四人仍繼續在 

法蘭西研梵法律3 最近有某多哥蘭人入巴黎最高法 

法院見習，將来可能在多哥蘭纏得法官職位。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一殷意見

® 西蘭代表說，管理當局曾謂該領士行政的统 

一 B 造成除地勢接近以外的其他關係，且漸成爲集 

體民族意識的襄素；鑑於該領土部落繁多，地理環 

境亦極特殊，管理當局此種聲明令人至感快慰。該 

領土俯欲逢到託管制度的最終目標，必須培植此種 

利害相共的関係。他並不是認爲該領土結無與其他 

領士合併的可能。紐西蘭代表常常注意到有人在理 

事會內主張推行該領土的獨立運動。他着重指出此 

種運斯可能有造成在現代世界上極難自立的不自然 

單位的危險。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違 

反憲章及託管協定的規定，將該託管領土及其他法 

蘭西殖民地歸併入所謂法蘭西聯盟內，因此損害多 

哥蘭託管領土的特殊地位3 此項措施不f f l阻礙該託 

管領土，而且事實上使該託管領士無法在政治方面 

向自洽或獨立的目標單獨發展。凡對該領士前途有 

重大影響的間題概由設在法蘭西國內的機構決定， 

該領土無權過間。爲該領土所訂法律亦在法國本國 

通過.一九四九年的視察團注意到代表大會代表的 

宣言，內謂法蘭西衆譲院所通過的法律有存分之九 

十完全忽赂T 該託管領土人民的基本利龜土著人 

民的權利和利益在法蘭西聯盟內受到侵害。

蘇聯代表認爲託管理事會應建譲管理當局在法 

管多哥蘭託管領士內就立不受根據該託管領土與法 

蘭西殖民地聯合管治辦法而成立的任何機構管轄的 

立法及行政機構，並爲此目的，制定法律並採取其 

他措施，以« 保土著人民能參預該能管領土的立法、 

行政及司法機構。

法蘭西代表稱一九四六年憲法的第二十六條旣 

宣布國際條約效力較國內法爲優，第六十條的規定

僅說明读商領i ( Territoires Associés),並未擴定此種 

領土的地位3 他並說多哥蘭並未與法屬西非聯盟在 

行政上聯合。託管理事會曾察悉該領士當初雖係牽 

雄劃定，但現a 開始有民族意識，他董申以前所提 

的保證，卽法蘭西將依照託管協定的規定，尊重當 

地人民的願望3

關税制度

比利時代表注意到該領士兩邊境皆有税闕，設 

在Dahomey展者幾乎可謂爲正式機構，設在英管多 

哥蘭邊境者雖較隨便，然而實際存在，他不知雨多 

哥蘭的管理當局能杏沿此途徑再進一步，訂立新的 

通用制度，如此當可消除因邊境的存在而引起的許 

多困難3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贊同比利時代表的意見，亦 

認爲在實際可行範圍內應儘量去除一切障礙，以使 

利商品及人民自由越過甫多哥蘭的邊界。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稱，兩多哥蘭間的關税辦法 

非常簡單。邊境谷地差不多完全採用免税辦法，邊 

境税關僅誅於柱来頻繁的通衝大道。他着重指出管 

理當局樂於廢除目前最多不過是表徵的関税制度， 

可惜因爲世界貿易間題，無法採取此最後步驟0

法律與秩序的維持

薩爾冗多代表稱管理當局應採取防範指施，以 

避免再發生此種居民喪生的事件。他認爲此種意外 

事件往往留下不可磨滅的傷痕，足以在政治和社會 

方面引起厳重的變動。此種事件如再發生，勢將 

厳重妨礙該領土將来的政治和平。

法蘭西代表於討論Vogan事件時，着重指出行 

政及司法當局於詳細調査後，a 宣布此次事件所牽 

涉及的官員無罪當事官員並未雄追解散集會或遏 

制示威遊行。此次事件不過是處在危臉情勢下的少 

數警衞隊的自® 行動而已。’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他尙未討論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在Vogan村發生的意外事 

件，旣然法蘭西代表提及此次事件，他要指出一九 

五一年八月二十三日當地警察曾在Vogan村槍殺若 

千土著人民= 根據官力情報，死者七人，受傷者在 

十五人或十五人以上0 根據請願人所提供的非官力 

情報，死者共十人，此次♦件發生至今，a 將近十 

一個月，殺害 Vogan村土著人民的罪犯仍道遙法外。 

蘇聯代表圓曾在請願書審査委員會內要求管理當局



認眞調査此次事件，並德13殺害士著人良的官員， 

現又在理事會內提出此項裏求。他所述的事實係以 

管理當局所提供的官力情報爲根據，蘇聯代表對於 

該託管領土的情勢及當地土著人民的狀况特感闕 

切，認爲託管理事會應通過關於改善土著人民生活 

的建議3 蘇聯代表 ffl曾根據此種見解，在請願書審 

査委員會內提出適切提案。

政治進展

薩爾冗多代表獲悉管理當局在法律方面曾作種 

種努力，且改革該領士根深蒂固的風恪督慣的工作 

亦有進展，殊覺欣慰。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法蘭西政府 

並未依照憲章的規定，促進多哥蘭向着自治及獨立 

的目標逐漸發展，

蘇聯代表並着重指出在政治方面J 該領士的特 

徵爲土著人民無任何權利可言。' 管理當局正對土著 

人民施行蓮反民主原則的種族妓視政策。在多哥蘭 

境內一切權力皆操於法蘭西共和國特派專員之手。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稱，該領土雖無圓結之可言， 

營理當局仍造成確實的團結觀念及圓體意識。理事 

會以前曾對此表示欣慰。在各次選舉中，此種團體 

意識已有表示多數人民眞正願望的具體表現。多數 

人民堅决表示願在未解放以前，繼續委託法蘭西管 

理0

部落制度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稱管理當局的 

報告書及特派代表的答覆證明管理當局仍繼續鼓勵 

部落制度，並制定法律使此種制度更形穩固3 —九 

旧九年十二月二日關於改革多哥蘭地方行政制度的 

第 951— 49/ A P A 號政令並未在此力面提出任何改 

革。該政令的條款，尤其是第一、第二及第二十五 

條的規定，證明鼓勵該領土的落後的部落制度爲管 

理當局的政策，縱然此種制度與該領土誰求自治及 

獨立的逐漸進展極不相符。

蘇聯代表認爲託管理事會應建議管理當局採取 

措施，確保部落制度終能變爲以民主原則爲基礎的 

自治制度。

營理當局特派代表答稱，管理當局的政策並未 

輩画會長制度，紙是說明何爲食長制度，並加以限 

制。推翻部落制度的工作a 有長足進鹿；此種情形 

在南部尤其顯著。地方代譲機構、參譲會、促合市调

等等的逐漸清加不個爲推翻部落制度的證明，而且 

是以符合民主原則的程序代替傳统習慣，從而促進 

此種工作的完成。

該領土參加法蘭西聯盟議會的情形

細西蘭代表說該領土仍繼續經由出鹿衆議院的 

代表一人，出鹿參譲院的代表兩人及出席法蘭西聯 

盟資政院的代表一人，參預法蘭西本國的政治組織。 

他願意知道（《)該託管領土各代表與法國國會內各 

政黨一致的糖度如何，（&)該領土代表有無行動一致 

的傾向，（f ) 該領土各代表是否與法屬# 道非洲各代 

表採取聯合行動。

營理當局特派代表答稱，該領土出席國會的代 

表在巴黎積極參加工作。雖然如此，他們並未與該 

領土的人民失去聯絡。一般而論，他們都不顏參加 

法蘭西本國內的政黨，而願意繼續保持他們與海外 

政黨組織的關係。

諮議院

細西蘭代表盼望管理當局採取推施，革新諮譲 

院，務使諮譲院能逐漸成爲與全領土大會有組織法 

上關係的行政委員會。

全領土大會

細西蘭代表認爲進一步鼓勵當地人民在政治方 

面負擔責任的時機a 經成熟。他注意到擴大全領土 

大會權力的法案一件現正由法蘭西當局審査中。他 

深知此爲複雜間題，個仍相信此項許割絕不政稽連 

過久。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全領士大會 

a 喪失一切實際權利及權力，所以實際上不過是一 

個路詢械構。該大會與以前所謂代表大會紙是名義 

上不同而a 。一九四九年的視察團曾謂代表大會旣 

不能創制法律，亦不能討論政洽間題> 全領土大會 

亦復如此。該大會所審査的預算完全爲必須通過的 

項目 : 該預算由共和國特派專員擬定並執行。全領 

土大會無權監督該領土的支出。

法蘭西代表答稱，根據關於組織法的政合，全 

領土大會顯然激許多問題有審識權力，亦有決定應 

杏征税的基本權利。此種權利爲所有民主政體及國 

會的開端。法國代表並稱，全領土大會經由一常就 

委員會密切注意預算的執行，而且最後決算必須由 

它核定館案g



區域參議會及市政委員會

紐西蘭代表認爲在七個行政展或各分展的重裏 

市鎭內設立展域參譲會的辦法實爲重要的政治進 

展 3 他得悉此等參議會係以普選制度由選民團推選 

逢生，深表欣慰,他說根據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 

的 政 各 展 參 譲 會 對 於 預 算 、公用事業及地方捐 

税等間題負有重要職務，且目前仍在起草中的法案 

一件將授與各參譲會以更大權力，並規定採用展域 

預算制度。他認爲託管理事會應請管理當局就此項 

可喜的發展随時提供詳盡情報。

他又說在市政方面亦續有進步。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希望管理當局不久卽能實 

施以更大權力授與各區參譲會的法律。

土著人民參預行政及司法機關

中國代表說擔任重裏高級職位的土著人民爲數 

極少。他認爲管理當肩仍須在此方面繼續努力。

紐西蘭代表稱過去一年在增派多哥蘭人擔任高 

級行政職位方面似乎頗有進展。他願請管理當局繼 

績注意此項問题。

薩爾冗多代表稱，他對於以廢除禁J 非法蘭西 

公民的土著人民擔任法官職務的一切法律及規例爲 

宗旨的任何措施，皆表歡迎。管理當局應增派土著 

人民擔任重要職位7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稱，常年報吿 

書所載的情報證明政府機關内所有重裏@位皆爲歐 

洲人所佔，土著人民僅能擔任次裏或純屬技術性質 

的職位

法蘭西代表答稱，根據統計數字，顧然可見土 

著人民在該領土政府機關內所佔的地位正在不斷提 

高。所有職位皆可由土著人民擔任，絕無妓視，唯 

一的條件爲應聘人必須持有必襄的證書。佣是，法 

國代表指出自法國本國留學返國的第一批多哥蘭人 

皆願從事自由載業，一部分a 自行開業，一部分則 

從事政治活敷，管理當局a 多方載法使公務人員的 

載位有更大的吸引力。譬如一九五0 年六月三十日 

的Laraine-Gueye法卽爲一例。該法律規定所有官員， 

不論種族，應有絕對平等的報酬。

選舉制度

中國代表說理事會應表示盼望行政當局認莫考 

慮能杏廢除限制舉選制度，而採用所有成年居民皆 

可參加的無限制普選制度。

紐西蘭代表說管理當局業a 實行理事會關於設 

立單一選民團的建議，且一九玉二年所舉行的各次 

選舉亦採用單一選民名單辦法，此等表現令人殊感 

快慰3

紐西蘭代表又注意到全領土大會內的可喜現 

%,如放棄投票權者極iî? , 所有主襄政黨皆有代表 

參加専。選民團體的遂漸廣大亦爲値得嘉許的現象。 

另一重要步驟爲一九五二年二月六日的法律；該法 

律准許所有戶主參加選舉。® 西蘭代表希望選民團 

體能繼續擴大，直至該領土所有成年居民皆有選舉 

權爲 .11。

紐西蘭代表認爲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的法 

律規定政黨或候選人得遺派代表出席修改選民名單 

的委員會並駐守投票處，並且規定增誅上述委員會 

及投票處；此等措施似極爲賢明。

薩爾冗多代表得悉由於一九五一及一九五二年 

的法律新訂雨種選民資格，該領土的選民人數幾乎 

已墙加一倍，深表欣慰。

司法制度

薩爾冗多代表說新土著法庭的誌立實爲一項重 

要進展3

細西蘭代表說，管理當局應對訓練擔任高級司 

法載位的適當人選以及提供足可服引合格人選使之 

不致求去的任用條件二事，加以注意。他相信管理 

當局必能注重此兩項問題。

三 .經 濟 進 展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 般情况

該領土一九五一年度經濟生活最重襄的一個特 

點就是對外貿易的順差；輸出輸入量也比較去年有 

大增加>

據常年報吿書稱，該領土建誰的進展速度，頼 

令人满意；因在十年計劃之下，撥款舉辦各種工巷。 

故通凯、公路、港填、鐵道及公共事業均有改進3

在該領士內繼續舉行勘査並進一步研究最適合 

當地情況之農業方法的結果，現 a 能對於該領土將 

來種種可能發展加以估量。今後技術工作的主裏任 

務是要使一般平民諧督各種旣能境加逢量而又不損 

害土壞肥沃的力法。現旣以節約豆助基金會的公款



舉辦農村貸款，非洲農民能獲得資金，以促成種 

植農作物及飼養牲畜上所必需的改良0

管理當局認爲領土鎭業前途似乎極爲有限，故 

必須增加農產，俾能獲得必裏額外資金以充購置及 

蓮用新式設備之費用3

大會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決議案三二二 

( 四）中表示完全贊同託管理事會的建譲，卽士著居 

民對於從事開發天然資源的公私事業或從事與該託 

管倾土經濟有基本圃係的料與商品之生産或貿具 

的公觀企業 ,應享受較多利潤 , 並取得較大管理權。

託管理事會於第九眉會時襄悉管理當局曾努力 

增加該二土的生産並塵悉經濟發展十年許劃業已獲

圓満成就，遂建譲管理當局應鼓勵土著居民積 

極參加該領土經濟生活之一切方面，尤其是決定政 

策及管理方面的工作。

一九五一年度報吿書稱對於如何利用十年計劃 

項下指撥的資金一問題均會依法徵求代表大會的意 

見。"此後將續行促進土著居民參加決定政策力面的 

工作0 至於土著居民參加管理工作一事，Pi—的條 

件就是個人才能。一九五一年，多哥蘭有士著商人 

八存人，最大出口商行之一是由一位多哥蘭人管理。

託管理事會在同一眉會建議管理當局應考慮該 

地商會主席及司庫二載是否可由土著居民擔任。

根據管理當局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日頒布的 

政嗣後上述二載可由多哥蘭人擔任。

理事會於第十一眉會時通過結論如下：

理事會襄悉管理當局業a 履行本理事會第九眉 

會所通過有關此項問題之建議案而允許得由土著居 

民充任該地商會主席及司庫二職，對於此事頗爲贊 

許。

農業

託管理事會第七届會會建譲管理當局應擬定土 

地開塾及土壤養譲的詳細許劃，並 B 獲悉此種許劃 

B 付實施，同時仍希望能儘速推行此種計劃。

理事會於第九眉會時讚許管理當局對於促進經 

濟發展，尤其對於盡量消除飢儀之虞，業B 採取措 

m；建譲管理當肩應重申鼓勵增加糧食生廣的政策， 

並應繼續注意使土著農民獲得農事上的協助。

一九五一年報吿書稱若干種農產物產量雜下 

降，ffl領土內的糧食生逢情形大體上都極爲良好； 

一九五0 年產量共六四二 ,六九八嚼,一九五一年則 

增■至六六五, 五一六嚼。一九五0 年工業農作物彦量

共八二，二三八顺，一九五一年産量略爲減低，僅 

七九，四八0 嚼。

糧貪農作物 m 數

1950 1951

玉蜀泰.....................................42 ,215  38 ,740

蕃項• • 2 59 ,150 27 0 ,250

豆  4 ,500 5 ,300

踢及盧粟............................... 83 ,750 84 ,000

Cassava...............................  229 ,700 245 ,000

米  6 ,730 6 ,300

Fonio ................................ 2 ,180 2 ,600

V oa n d zou   9 ,320 9 ,600

孕.........................................  220 240

甜襄.................................... 4 ,900 4 ,450

芝族 .................................... 33 36

一九五0 及一•九五一兩年，因植物害蟲循糖一 

時，玉蜀泰收成劇降，f f l—■部份是因爲土壤逐漸耗 

損之故，當局满力設法，尤其是採行農作物輪替種 

植辦法，以期城輕土壤耗損的影響。報吿書稱此類 

辦法成效卓著，農人極感興趣3 Cassava、暮療、鞭及 

盧粟的生産有大量的墳加，但米的産量减少—— 這 

是好的現象，因爲山米的種植對於土壞養譲有極壞 

的影響。

工業農作物 m 數

1950 1951

可可    4 ,600 4 ,500

咖啤........................    1 ,555  3 ,500

掠棚油....................................... 3 ,000 2 ,500

綜欄仁.....................................12 ,800 10,000

落花生(去殼 ) .....................10 ,570 12 .000

Karita 杏仁 42 ,000 35 ,000

挪子仁  4 ,950 7,000

蔑麻子樹   188 180

絲棉樹軒......................... 275  1,000

棉料............................................ 1 ,600 3 ,750

灘粉質食料   700 50

落花生因每一公頃産量增加，且農人認爲此項 

農作物有利可圖，所以總產量也增加3 挪子仁市價 

高漲，所以輒子的種植也更爲普遍，栋欄仁和Karite 

杏仁的貿易較前稍降，故塵量嚼數也減少。另一力 

面，咖啡逢量幾乎等於一九五0 年逢量的三倍，這 

是撲減* 蟲運動的結果。

據常年報吿書稱，各有關農政機關所努力實施 

的農業方案包括下列主要事項：土壞復度土壞保護



方法之調査、人造肥料之研究、農作物輪替稿植耕種 

力法、牲畜繁殖、牲畜利用等改善間題之研究、優 

良樹苗與種;^?之供應、以及害蟲之摸減。一審常年 

報吿書所述各種耕種力法，卽知大多數廣域的耕種 

方法仍然側重粗廣耕種，且時常具地耕種。農政機 

闕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改軍世代相傳的耕種方法，轉 

而注重密集耕種，合理利用牲畜，期使土« 復原。這 

是一積眞正的革命，希望以宣傳與誘導的力法達成 

目的。

創辦農場學校及小型試輪所的主裏目的之一就 

是上文所請的農業方法的改第。現在正設法增誰此 

種學校及試驗所，這些工作亦爲十年計劃的一部分。 

常年報吿書稱農業事務處改進並推廣大型農場的工 

作在一九五一年度或a 完成，或尙在繼續進行中。 

G lid ji農場專門研究防止耕地土壤腐靓的最好辦法； 

T o v é 農場研究糧食農作物、咖啡樹、稼棚油之改進； 

在 Cabrais區域（Lama-Kara)中心點所辦之Sotouboua 

農場，因該區域士地耕種過度以政土質非常貧療且 

該展人口獨密，故正在研究獲政士壤稷原及防il 土 

壞腐飯的指施，特別是利用牲畜來達此目的3 Bar- 
koissi試驗所的工作旨在指示當地土著農人如何利 

用他們已有的辦法，尤其是利用牲畜，来採行足以 

保譲土壤的耕種力法。Atilakoutsé農事站繼續研究 

各種最好的規那樹種。最後，農場學校必須全部改 

組，使學生集中在Tové— 地3 報吿書稱，G lid ji及 

Sotouboua各學校勢非停辦不可，因多哥蘭青年對農 

業毫無熱枕。

這些試驗所的工作，除進行專門實際試驗並請 

授外，遺分發樹苗、種好、肥料，並在農民所獲小 

塊土地上虞行試驗，此外尙舉行樹木保譲蓮動，摸 

減挪子樹的疾病、核欄樹的寄生蟲、玉蜀泰害蟲以 

及* 蟲等，最後尙須撲減幼蟲，檢査農場，洽療等。

當地維待農業生逢及增進誰備基金會的款項仰 

給出口商所纖之費，其目的在鼓勵並維持農業生産。 

此外，復以各節約互助基金會的聯合基金向農民舉 

辦貸款。

十年計劃下之農業撥款總數達六三七，一 0 0 ,  
0 0 0 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郎，其中 a 用一四二，七 

0 0 , 0 0 0 法郎，已付一二七，二六 0 , 0 0 0 法 

郞。

本理事會在第十一眉會時通過建譲如下：

本理事會旣塵於該領土自然資源貧乏，土質曉 

m,復感以該土壤性質而言，機械耕種或非所宜； 

並塵悉管理當局鋭意研究促進農業的間題，尤其注

意農業砰究及試驗工作，故希望管理當局加緊努力 

向土著農民普遍灌輸農業知識，務求養護土壞並使 

其復原，同時摸滅植物疾病；並請管理當局將其爲 

改進土壤肥沃以及其他一切方面農業工作所業已採 

取或正在計劃的措施隨時報告本理事會。

牲畜繁殖

Lomé牲畜繁殖處在一九五一年初卽a 開辦，設 

實驗室一、療診所一 ’ 尙有其他衞生m 備等。達般 

果 （Dapango)牲畜繁殖處於一九五0 年受風風的嚴 

重毁壞，一九五一年重行修縫。在所檢討的這一年 

期間，牲畜保譲措施方案以及農村水力工程計劃均 

a 擬就，準傭一九玉二年開始進行。

十年許劃之下所撥款項0 千七存萬法屬非洲殖 

民地法郞，其中a 用二千二存萬法郞，a 时一千六 

百五十萬法郞。

常年報告書稱，牲畜繁殖事務處所的敦備大有 

進步，现有技術設備顏多。

牲畜的品質間題遠較牲畜的數量間題爲大，據 

報告書稱 , 數量方面現a 達到足以應付的最高限度。 

除防獸類流行病外，牲畜繁殖事務處所現正在實 

施選種及異種交配有系統的方案，雖然農人對此也 

表示頗有興趣 , 但心理上和社會上的障礙仍然很多， 

因爲多哥蘭大羣的牛羊柱往都是由Peuths經營的一 

種投資事業，此類牛羊未成長以前卽喂飼不足，且 

在貧海地標週期放牧。

漁業 *

根據一九五一年報告書，多哥蘭整個沿海各地 

通年都在從事捕魚，但內河捕魚在海潮退落時卽停 

Ü。目前暫無擴展漁業的計劃。

乾魚 !« 魚的貿易頗爲旺盛，一九五一年對黄金 

海岸输出一，四七七碟。一部汾也蓮送到多哥蘭內 

地，使當地日常食料墙加大量淡化物質。

土地與土地制度

據一九五一年度報告書稱，士地登記的普遍施 

行無於以農業爲主的多哥蘭一類領土關係至大。土 

地耕種情形的改善有賴獲得借款，但欲瘦得借款， 

則必須呈缴附帶擔保品作爲抵押。但以地逢作爲抵 

押，該地逢必須先在土地登記簿備案。履行土地登 

記種種手續之後，卽可享有民法上所保證的土地所 

有權，土著居民中體會此事之重要者日多，甚至依



據慣例握有土地所有權的人也重視此事。士地登記 

件數在一九五一年達到最高紀錄，旦仍在不新增加 

中，如下表所示：

一九四五年 ...................................  二七

一九四六年 ...................................  三七

一九四七年 ...................................  四八

一九四八年 ...................................  九0
一九四九年 ...................................一••b 三

一九五0 年 ................................ .二 0 —
•~■九五一年.........................................二二六

使土地登記不能更爲普遍施行的障礙之一就是 

登記費用大高，而大部汾是因爲敢人土地測量師的 

收費高昂。管理當局正在考慮擬訂收費表條例章案； 

目前根據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的政令，管理當 

局所派一位測量師也可代爲測量，由官方嫁定收費 

多少。

一九五一年度的士地估有情形之唯一正確統計 

係指業已登記的土地而言，有如下表：

非洲人 非非洲人 領土私有地

登記 公頃 登記 公頃 登記 公頃

件數 面積 件數 面積 件數 固積

2,276 7,006 271 565 2,268 10,973

一九五一年，凡不復爲公衆利益而使用之地經 

公開拍賣後特讓者，有如下表：

( a )城市士地

暫時特》 水久特》

國籍 件數公頃面積件數 公頃面積

法蘭西  39 14.42 41 19.39
英聯王國  14 5.18 15 2.88
德意志  1® .22 3 黎巴嫩  .35
非洲  285 27.19 157 17.88

( b )鄉村士地

暫時特譲 永久特譲

法蘭西   1 1.67a 4 324.75»
比利時   1 34.50
非洲 .................  2 14 3 12

a 包括特讓傳敎團體的土地0

森林

理事會在第九眉會時査悉多哥蘭當地居民倚未 

充分了解森林分類與森林保存之重襄，曾表示希望 

管理當局繼續採取措施，俾能教育當地居民而使其 

明瞭爲該領土福利許實有保存森林之必要，以便克 

服當地人民對於此事的反對。

據一九五一年度報吿書稱，該領士的森林土地 

面積有一 0 五 , 0 0 0 公頃C雖然此數顧B 較一九五 

0 年 度 （三八，四五0 公頃）爲高，但此數紙佔多哥 

蘭全部面積拜分之一，九，而紙佔有林地存分之四 . 
六六，所以認爲仍然很低0 此數之低，其一部汾原 

因是森林局尙屬新辦，且因當地依據慣例佔有士地 

之人以前曾反對未耕土地的分類辦法。該報告書指 

陳自森林局推行宣傳運動而力言森林對於土壞及溪 

潤之保護都有極重要的作用後，一九五一年內當地 

居民的態度顯然大變。一九五一年有六六，五0 0  
公頃土地業經分類，此中一切工作的進行均健得當 

地居民的全力支持。

八0 , 0 0 0 公頃士地的分類的初步許割，特別 

是與有人烟的山林地廣有關者，連同其他促進土壊 

復原的措施，在一九五一年內均已加以研究3

一九五一年初次將人工培植的麻栗樹下的大批 

樹木加以砍除，伐倒的木料一部ta•交土著居民，其 

餘則歸多哥蘭領土所有。

工業與鎭產

多哥蘭根本是農業國，旣無鎭産資源，又無勤 

力源泉。除鐵路工場、各種汽車修理廠、以及該地獨 

一無二的 L om é電力廠外，其他一切工廠誌備——  
棉花絲棉風機廠、肥良廠、磨挪廠、以 及 Alokouegbé 
採油廠—— 無一不是在加工製造農産物，以供輸出 

或當地消費之用。

一九玉一年農民曾蓮用三十六架綜欄仁壓碎 

機、二十六架咖啡S 除殼機、二五七所玉蜀泰廠、若 

千 tapioca磨攝機> Alkouegbé廠業在一九玉一年內已 

行試辦，期望於一九五二年開始業務。

就鎭業而言，託管理事會於第九届會時曾表示 

希望管理當局能進一步供給關於爲勘定多哥蘭領土 

鎭藏數量及價値所採措施之報導，應特別提及路鐵 

及鐵營鎮源之開發。

根據一九五一年度報吿書，A hito山路鎭開發許 

可證之持有曾向法國海外鎭產委員會提出申請。 

開鎭前的最後査勘業a 舉行；擬卽開始放寬公路並 

建築通達 Ahito 山公路的永久橋擁。管理當局於理 

事會第十一眉會期閩稱開鎭許可證業以政令《發。 

就鐵營鎭而言，南方鐵響鎭公司a 健得探錢特別許 

可證，但尙未開始探鎭工作3

理事會於第十一雇會時通過建議如下：

本理事會欣悉多哥蘭領土次要工業的發凰已有 

進展，並表示希望此種進展的趨勢將繼續不變，俾 

該領土經濟能從較多力面發展。



對外貿易

获將一九五一年度輸出输入數字與a 往三年比 

較列表於下：

( a )输出

嚷數 價 値 （以弃萬法屬

非洲殖民地法郞計）

一九0 八年 23,284 877.56

一九四九年 38,431 1,454.42

—九五0 年 45,105 1,624.02

一九五一年 57,115 2,331.24

( b )输入

一九四八年 39,314 1,168.53

一九四九年 27,322 844.71

一九五0 年 44,488 1,528.14

— 九五一年 43,930 2,968.84

常年報吿書指稱一九冗一年出口嚼數仍較戰前 

爲低，因玉蜀泰出口業a 終 一 九 五 一 年 度 玉 蜀  

泰生產共許三八，七四0 « 。

下列各項係多哥蘭經濟中主要産物，佔出口總 

値存分之八十四：

順數 價値 ( 一九五一年）

(以百萬法屬非洲 

殖民地法郎計）

逢物類別 桃 0 1951
可可............ 4,249 5,250 640.783

咖啡 1,117 3,432 555.204

棉花（亂過）..， 498 2,187 369.603

挪子仁..........4,4(50 6,212 288.524

综棚仁.........12,717 7,526 266.346

落花生 ( 去殼） 2,145 3,473 145.230

輸出德額百分之六十三是向法蘭西及法蘭西各 

國輸出的；餘則亦有向黄金海岸、德意志及荷蘭输 

出者。上述各國估多哥蘭出口總嚼敷百分之九十八。

以輸入而言，一九五一年度較一九五0 年度清 

加頗互，食糧、棉織物、燃料以及蓮貨汽車均有播 

力口；但鎮、鐵、水派、麻柴輸入贼少。一九五一年 

度輸入數額與以往各年比較，有如下表：

嚼數 慣 値 （以法屬非洲殖 

民;^ 法郞許算）

一九四八年 23,284 877,560,936

一九四九年......... 38,341 1,454,429,577

一九五0 年 45,105 1,624,020,366

一九五一年 57,115 2,331,246,395

向多哥蘭輸出的主襄國家係：法蘭西及法蘭西 

同盟巧各國家、黃金海岸、美洲荷蘭屬地、西班牙、丹 

麥、美利堅合衆國、那威、及英聯王國。

理事會於第十一眉會時通過結論如下：

本理事會塵及對外貿易a 有順差，頗感欣慰， 

希望今後仍將如此，

土著節約瓦肋基金會與合作社

能管理事會於第六屆會時會盛讚管理當局成立 

土著居民合作社之事，並希望管理當局將儘速使土 

著居民在合作社中擔任日翁重要的職位。

一九四九年度報告書指陳自一九® 八年以來， 

H avre殖民學校曾開辦若干課程，以訓練合格技師， 

预備將来去指導並管理海外合作社。

託營理事會於第九眉會時塵悉管理當局爲倡導 

合作社運勤而作的努力並未成功，顏感失望，但仍 

希望管理當局在這方面繼績努力，並建議管理當局 

應教育土著居民，使他們對合作社發生興趣並有所

了解。

一九五… 年度報吿書稱，管理當局仍繼續努力 

提倡成立合作 i t 。一九五一年中已有兩個新設的生 

産合作社將社章備案；由多哥蘭工會聯合會組織的 

一個新的悄費合作®將於一九五二年內開始其業 

務。合作社的士著經理二人將於一九五二年內到法 

國去參加高級訓練課程此項辦法業a 商妥。

土著節約互助聯合基金會 ( Fonds Commun des 
Sociétés indigènes de prévoyance)一九五■年增加其放 

款業務；曾審査二十五件借款申請書，核准十六件： 

農業借款八件，德許二,九八五,000法屬非洲殖 

民地法郎；工E—人情款四0 0 ,0 0 0 法郎，雜項 

借款七件，總計四，三00,000法郎。

該聯合基金會是否應改組爲農工暨地塵信用機 

關一問題a 在考慮中，促成此舉的政令稿a 交部長

會譲審譲。

報告書繼稱 , 雜然依法成立的合作f i 並不很多， 

但實際上生産者出售其生產物時便請會長成立合作 

画體；此種圓體辦理並按制館售事務，使生産者得 

避免中間人的苟求。

理事會於第十一•届會時通過結論如下： '
本理事會襄及前在第七眉會及第九眉會時所作 

有關此事的建譲，並靈及合作社之發展仍嫌》緩，頗 

感遺械，但本理事會同時獲悉管理當局保證今後必 

密切注意促進合作jf±發展的問題，並將盡可能力求



增加在說立並管理合作社方面受有訓練的人員名 

額3

財政與賦税

託管理事會第九眉會曾讚許管理當局以累進所 

得税代替人頭耽的措施，並曾向其建譲儘速制定普 

通所得税制度。

據報告書所稱，一九五一年度預算，因薪額之 

通盤改訂、教育及衞生事務之發展、工務之擴充、 

一般物價之高漲，故總額a 達一 , o 二四，五 0 0 ,  
0 0 0 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郞，較一九五0 年度增一• 
五八 , 三九九，0 0 0 法郞，從準備某金內挪用一二 

0 , 0 0 0 , 0 0 0 法郎，遂使預算平衡。

多哥蘭領土財政制度在一九五一年內並無多大 

變更；直接及類似税收共計一四四，五0 0 , 0 0 0  
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郞，以及公産變賣所得熬項五五 

七 , 0 0 0 , 0 0 0 法郎，均劃歸預算項下。

該領土主要賦枕係：分類所 得 税 (工業及商業 

等），及普通所得賴:；人身賴:或所謂 "最低我:"，凡無 

須缴納所得親:者皆須納之；土地税，許可證及執照 

費；以及其他各種稅捐如地位税等。

代表大會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問屆會中大量墙 

加酒類批發執照税率及零活酒館執照税率„ 此種措 

施係制Ü增加飲酒的運動的一部汾。

一九五一年度常年報吿書指陳，一九五一年曾 

將 在 Lomé 雜居社展內徵收人身税用之人口名册跟 

力加以改編。業B 舉行的人口調査於一九五二年度 

將初次充作徵税名册之用。

經濟發展計劃

一九五0 年至一九五一年會許年度內在十年計 

劃項下共支出四二五, 七八九,八二八法屬非洲殖民 

地法郞。據常年報吿書所稱，以尙在進行中之主要

工程而言，尤其是自 Lomé 至 Anécho 之公路以及 

TokoiiZ普通醫院，非至一九五二年不能竣工。

截至一九五一年度爲止，a 壽備下列各項經濟 

投資 ( 以百萬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郞計算）;

撥款總額纖認資金  B 付數額

農業生產 637 .100 142 .700 127 .260

森林...................  47 .250 11.970 11.970

飼育牲畜  47 .275  22 .000 17 .500

鐵道  1 ,291.800 509.700 402 .700

撥款總項缴認資金  a 付數額

公路與橋極… 1 ,233 .700 599.000  399.200

港捧.................... 51.500 151.000 61.000

通凯........................  168 .850 117 .250 44 .400

在第，、一、二、三各號现行工作方案之後，將 

繼之以四年工作方案，其初精大概在一九五二年初 

卽可最後完成。

理事會於第十一眉會時通過建譲如下：

本理事會對於十年發展計劃頗感興趣，並促請 

管理當局加緊努力促其實現；本理事會亦促請管理 

當局採収改進统許工作之必要措施，侮使今後之載 

計工作可以獲得日盤詳盡之事實根據。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一般情况

比利時代表稱，該領士正在享受…個繁榮的時 

期，此於棉織品與糖、赚输入之大量增加尤可顯見， 

這些都是土著居民所用的物品。

中國代表塵及在所衬論的斯閩該領土確是欣欣

向榮，頗感欣慰。

細西蘭代表認爲該領土的資源，業已獲得審愼 

之處理。他以爲管理當局竭力保譲出口作物生産者 

的收益，而使其不受海外時價上落的摄響，誠堪讚

許。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對於該値土的經濟進腰頗 

感興趣。他也注意到薪資的增加實有過於物價的上

漲。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稱，管理當局 

紙是說法增加可以出口的農作物的生廣，如可可、 

咖蛛、橡欄、油棉花及落花生。報吿書指陳落花生 

的產量有大量增加，而落花生是重要出口農作物之 

一；但該報吿書亦指出玉蜀泰及米的耕種面積在一 

九五一年均大量縮小。

他又說該領土經濟情况的特色在於工業完全缺 

乏而農業極端落後。管理當肩並不関心該領土的工 

業發展，也不關心土著居民在這方面的利盤。管理 

當局只是《力增加可以出口的農作物的生產，在所 

檢計的這一年期間，農作物估出口總額百分之八十

四。一九五一年度多哥蘭出口總値較一九五0 年庚 

清加十萬萬法郞以上。

截至目前爲I t, 管理當局尙未採取在多哥蘭設 

置德製原料的工業的步驟。生棉自多哥蘭出口。因



當地並無妨織工業，故大部必需的棉織物必須仰 

賴输入。一九五一年度多哥蘭生棉出口總値達三六 

九，六 0 三，八2 0 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郎，棉織物進 

口總値達二六因，四五九 , 五五九法郎。這是表示管 

理當局利用該領土作爲原料的来源，而並未依照憲 

章規定去促進該領士的經濟發展。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稱，所謂爲了增加出口農作 

物之生逢而犧牲耕地與牲畜，實係無稽之談，一九 

五一年度該領土食物情況異常良好。他認爲如果週 

去眞的將多哥蘭紙當作原料補助来源，那未爲此目 

的而選擇多哥蘭實爲不智。

十年計劃

中國代表促請管理當局想力推進實施十年計 

割，尤其應注意農業。

賦税制度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稱’截至目前 

爲 I t , 該領土尙在施行人頭税或人身税。在此種制 

度之下，賦税主襄部汾是由最窮的一部汾人民,就是 

雜大多數的土著居民，來負擔的。能管理事會應建 

譲管理當局採取步驟，以累進所得税制度代替人丁 

税，或至少亦須採行能充分顧到居民財產情況及其 

納税能力的一種所得税制度。

農業

(.一• )■一■般情现

英聯王國代表稱，託管理事會應始終記住多哥 

蘭的經濟必需以農業爲主。再者，理事會也應當明 

白多哥蘭的若干種困難3 特派代表業已指陳多哥蘭 

士壞貧療，我們所認爲現代進步的農作力法未必就 

是最適宜於多哥蘭現有情％的方法，他認爲討論到 

非洲任何託管懷土的土地與農業間題時，我們都必 

須記住這一件事實。

絲西蘭代表希望管理當局供給理事會以有開多 

哥蘭土壤的進一步的情報，以及有關今後所擬採取 

的養護並改進土壤肥沃，及撲減植物疾病等等的措 

施。

管理當肩特派代表稱，促進農業發展的問題素 

爲管理當局主管官署時刻關懷之事a 管理當局所辦 

理的各種力法的研先與試驗，教師與訓練人員的工 

作，以及一般農業知識的傳播，凡此都足以繼續保 

證土壞之養護與復原以及多哥蘭財富之滑進。

( 二 )機械耕種

中國代表稱機械耕種方法的應用在若干方面a  
獲得成效，使他感到欣播3 他並希望此種方法的應 

用可以逐漸推廣，以增加生，。

( 三）植物疾病

薩爾冗多代表盡及管理當局業B 採行撲減各種 

植物疾病的措施。他認爲管理當局應推廣此種措施。

土地割 ®;森林分類

比利時代表欣悉當地居民對於森林分類的反對 

業 a 克服，若干地廣現a 劃分爲護林1̂ , 此舉會獲 

土著居民完全同意。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稱，管理當局 

非但不將睡令土著居民割讓的土地遺給土著居民， 

而且仍繼續割讓爲土著居民所有的土地。割讓之 

士地B 爲歐洲人或管理當肩所估有者，其總面積達 

四千公頃左右。他指陳此數只包括正式向官力登記 

的士地3 管理當局也繼續以森林分類爲口實而使居 

民割讓土地，蘭爲護林區之面積自一九五0 年度之 

三八，四五0 公頃增至一九五一年度一0 五，0 0  
0 公頃。他認爲託管理事會應建譲營理當局將不論 

以何種力式使土著居民力面割讓之士地交遺土著居 

民。並且今後不應再行割讓土著居民的土地。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稱 , 割讓土地四千公頃之數， 

係報吿書第八十八真所提及的非土著人民所有士地 

五六五公頃，加上多哥蘭私有地三，四0 二公頃e 

但他力言法國在該託管領土中並無私有地。依一九 

二六年三月十三日政令，一切公有及私有地均爲多 

哥蘭領土所有3 非土著居民所有土地五六五公頃之 

中，四0 三公頃係私有地；五存餘公頃係購取的土 

地，非以欺詐手段獲得的。' 多哥蘭領土紙有五五， 

0 0 0 平力公里的土地。他認爲這些數字自身已能 

說明一切。

至以森林分類而言，管理當局特派代表稱在道 

方面也並無難爲士著居民之處3 財政制度旣然紙襄 

求土著居民纖納公家預算項下的極徵税額，實無從 

竊取士著居民的土地或産物 , 至於取之以其他力法， 

也是不可能的。

畜牧

細西蘭代表希望管理當局能供給理事會以有闕 

今後其所擬採取而旨在擴大利用载重牲畜的措施的



報導3 他認爲管理當局必須繼續努力克服當地居民 

於牲畜的傅統態度。

薩爾冗多代表指陳，管理當局業B 採取撲械各 

種牲畜疾病的措施，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稱，根據報吿 

書所稱，一九五一年度多哥蘭牲畜數額 a 大量減 

少。

貿易差額

細西蘭代表稱多哥蘭領土對外貿易B 有順差。 

他認爲此事應予讚許。他想理事會也許要表示傭悉 

此事並表示希望對外貿易情況的改進能繼續維持下 

去。

貿易

絲西蘭代表稱，以多哥蘭與外國交易而言，多 

哥蘭負債淨額達三百萬美元左右，他猜想此項腐欠 

諫靠母國財源予以抵補。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及外腫處欠時稱此項應欠 

對於多哥蘭或其在購置設傭方面之需要，角不足爲 

盧，因爲管理當局藉其外應&織頗有辦法應忖其管 

理領土的一切外腫需要。但此事自當提請主管當局 

注意，俾能在下次報吿書中向理事會提送更爲充汾 

的情報。

商會

薩爾冗多代表盛讚管理當局業&廢以前不准 

土著居民擔任多哥蘭商會主席或高級職員載位的限 

制。

-T業

薩爾冗多代表欣悉有開方面a 在多哥蘭境内政 

力促進農產物工業，旦未設置何種龍斷機構。

四.社曾進展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基本自由

據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吿書所載，法律保證領土 

所有居民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敎，角得享受人

權與基本自由，正如聯合國憲章第七十六條( 寅)款 

所規定者，

報吿書說，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之政:令是與諮 

譲院會商後顔怖的，該政♦ 禁 jfc在 Accra 出版之 

"Ghana日報" 在該領土內行錯。此項禁令的頒發是 

因爲該報紙會刊載撞造事實而別有用意的新聞，意 

圖引起暴動。

常年報吿書又髓，關於集會、結社、思想、信仰 

及崇拜之自由，以及一九0 六年之憲法和以前法律 

所保證之其他種種個人自由的規定均無改變，管理 

當局無須就此力面採取任何特別措施3

婦女地位

託管理事會第七眉會希望管理當局將採取措 

施，以改進該領土內婦女的地位0

一九五一年的常年報吿書謎，多哥蘭之婦女業 

a 獲得法蘭面婦女所享有的公民權利，但大體而論， 

她們仍不免受風俗所定規則的約束。暫俗限制了她 

們的權利。關於該領土各地婦女之法律地位的調査， 

一九五一年內已經開始a

常年報吿書說，一九五一年九月九日會類怖政

以限制妹意制度可能引起的流弊，所謂嫁ê 是 

付給妻方父母的。是項政♦又规定成年女子有不遵 

父母之命而自由婚嫁之權。

婦女得充任文官並得操自由職業，在文官制度 

下婦女與男子享受同等權利。實際上，婦女不得在 

土著法院中任職。婦女有選舉和被選舉權：一九五 

0 年有婦女一人當選L om é市參譲會譲員，在一九 

五一年內又有婦女二人在Palimé和 Atakpamé，選。

理事會在第十一屆會中通過下列建議：

理事會覆按第七眉會之建譲，欣悉一九五一年 

九月九日通過之政分除涉及其他事外會， "新娘身 

價 "制度加以節制，以取歸此制度最惡劣之特徵;備 

悉一九五一年宋發生量婚案; 並對婦女地位之改進， 

表示満意，

勞工情形

託管理事會第九届會覆按第七届會之建譲，備 

悉管理當局對勞工法問題之陳述，請管理當局儘早 

將是項文件送達理事會，並希望將来是項法律頒佈 

後卽足據以保護土著勞工的權利與利益。

一九五一年常年報吿書說，衆譲院正在二讀法 

蘭西海外領土勞工法，大約在一九五二年內可予頒



根據勞工監督之報吿，一 九五一年內未發生任 

何達犯規定之案件3 凡«員在十人以上的各組織都 

就有職員代表，各工會戒備周密，所以監察工作進 

行非常順利。據常年報吿書稱，非籍工人與非籍及 

敍利亞籍懦主之閩曾發生幾次爭執，尙所解決。希 

望在保障工人權利時，不必採取強制辦法。

多哥蘭勞工介紹所（Office Territorial de Place- 
ment) 是根據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之政令而設 

立的，目的在幫助工人尋找職業。工人在該領土內 

之行動是不受限制的。工人仍有繼續移徙他地者， 

以英屬及法屬奈某刺阿和法屬加蓬爲主，但這紙是 

個人的暫時的行動。

常年報告書說，一九五一年傷主和«員之間關 

係正常。各工會的代表在五月、六月及七月時曾舉 

行討論會，商討提高工資間題，工人對於討論結果 

頗爲满意。勞資委員會是由營理當局和公務員工會 

的代表組成的，受命砰究地方政麻傷員新規程3 實 

施此項規程所引起的若干困難，因爲該委員會努力 

之結果，都 a 解決。

一九五一年內，工會繼續增加，B 在該領土內 

登記的t l•有傭主公會六個，工人工會三十五個，職

業協會五個3 多齋蘭工會聯盟  ( Union des syndicats 
confédérés du Togo )的會員有二十個工會，屬於基督 

教工人大同盟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 des travailleurs 
chréstiens)的有九個工會，獨立工會共有六個。

工人工會會員總數共六，四二五人，悄紙有半 

數以下的會員B 徽納會費。

現所檢財的年度內沒有厳重的罷工事件，紙有 

L om é之電力廠會停工一次，但厥達兩小時之久，由 

勞工監督出来干涉後便解決了。

下表列明一•九五一年法管多哥蘭勞工之實力： 

一般人員 文書人員

傷員.................. 2,800 包括 404

熟練工人............. 3,000 " 906

半熟練工人 4,000 " 1.043

非熟練工人 34,000 " 1,420

其他...............  800

多哥蘭靑年運動（Mouvement de la Jeunesse togo- 
laiæ) 所提請願書內對於足使無知或暴虐倉長剝削 

或奴役整個多哥蘭的任何強迫勞役制度，加以髓責。 

管理當局說法管多哥蘭境內並沒有強追勞役制度。

理事會在第十一屆會中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塵及前於第五、第七及第九屋會中所作 

的建譲，對於法蘭西議會迄未批准關於制定該領士 

勞工法之法案一事，深表遺城，希望就此項法律所 

採行動不久卽將完成，並請管理當局於下年常年報 

告書內就此問題提供詳細情報。

理事會請管理當局徹底研究移徙工人之間題， 

對於移往鄰近各領土收割及運輸可可的工人，包括 

此種移徙運動之適當監督間題，尤須加以研究，並 

請管理當局於下年常年報吿書內就此問題提供詳細

情報。

工資及生活程度

託管理事會第九届會塵於生活費用有上漲之趨 

勢 , 建譲管理當盾隨時審査工資與生活費用之關係， 

並採取必要措施以保證繼續改進士著居民之生活程 

度 3

一九五一年報告書稱，勞工霞詢委員會（Com- 

mission consultative du travail ) 會依最低生活水準計 

算，制定基本工資率，所根據的資料爲：勞工監赞 

就 L o m é  及其他各中心的基本商品價格新公佈之報 

吿，以及工人及傷主工會之研究。勞工諮詢委員會 

根據所得意見，隨時審査最低工資率，以補償費用 

之清加3

最近一次的調整將一九五0 年一月一日每日八 

千二法郞之最低工資率提高到每日一一因法郞，自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起實行，從總指數方面而論 

這比基年一九三八年之數（指數爲一0 0 ) 增加了 

二，二八0 , 比一九四七年樓加了三八0 。

自一九四七年以來，非熟練工人最低工資率增 

加情形如下：

第一愿 第二區 第三愿

(每日所得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郎）

一 九 ®七年  30 25 20

( 35 25 20

一九四八年.......... \ 45 33 26

[ 53 38 30

一九 ®九年  72 52 40

(82 60 45

一九五。年 (95 72 52

一九五一年 114 80 57

行政當局所傷逐日給酬工人每日最低工資率之 

增加情形如下：



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第四級趙級 

( 每日所得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郞） 

一九四七年. . .  S3 66 88 110 220
一九五一年. . . 158 188 232 269 463

關於工資和生活費用之關係間題，報吿書稱， 

審定最低生活水準而據以決定最低工資之方法，足 

以保證_七著工人之主要需要能夠満足。報告書又稱， 

最近一次修ÏT現金工資時，正値食物價格回跌，所 

以實質工資略較自上次調整工資以來有所增加之生 

活費用爲高。除 L om é外，最並現金工資之提高都 

遠比生費用之增加爲高。

公共衞生

託管理事會第七眉會會促請管理當局加緊努 

力，以預防脑膜炎時疫蔓雍，對管理當局在公共衞 

生方面的措施，至表嘉許，並希望管理當局應對多 

多訓練非籍醫藥人員一事，特別注意。

理事會第九盾會廣於衞生事務方面之重大進 

展，尤以靖撥經費供建築醫院，充實設備，及傷用 

人員等之收效爲大（査就此力面所撥款項在一九五 

0 年時佔總預算之百分之二十);又廣於巡迴隊之成 

立使，藥設備擴增不少，深爲嘉許；希望管理當局 

能進一步增加醫院數目及其他醫藥設備。

理事會欣悉達卡爾訓練醫務人員之設施擴增， 

又悉土著居民得在法蘭西懷取國家所發證書，希望 

管理當局能蒋增加誌備，使土著居民得受高深訓練 

包括獎學金以及他種經濟上的協助在內。

土著醫藥協助處（a m i )辦理常說醫院及診療所 

等多所，在一九五一年內又擴充其醫藥洽療事務，改 

革其公共衞生工作單位a 下列主要工作計劃a 於一 

九五一年開始：Sokodé新建的三個® 院，Lama-Kara 
和 Naiigo 的兩個門診所，Dapango, Niamtougou 和 

Vogan的三個蠻務所; 六個新診療所，在 Anécho建築 

一個可容一百二十張病床的醫院之初步工作，推進 

L om é普通醫院之工程 , 這個醫院一部分已經使用。

防疾衞生流動事務所 ( SHMP )是推行預防醫藥 

及防治主要流行性疾病運動之流動組織，在一九五 

一年中除從事流動醫務隊之主要任務外，遺辦理公 

共衞生教育工作。

一九五一年之衞生事務顏算爲二 0 五，九二 0 ,  
0 0 0 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郞，佔地方預算之百分之 

二十，一九五0 年爲一八六，六八六 , 0 0 0 法郞， 

一九四九年爲一0 八 , 九九四，0 0 0 法郎。關於十

年許割就醫藥事務所撥之七一六,六二五,0 0 0 法 

郞，在一九五一年年底時情形如下：劃撥四七一，九 

0 0 , 0 0 0 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郎；支出四一八，三 

六六 ,0 0 0 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郞。

一九五一年中一般就診次數總計四，七0  0 ,0  
0 0 次，住院病人共一六，一四九，每日診治之病 

人共五二三，一三四人。

常年報吿書說，庫婦及拓董蔬利事務業a 擴充， 

所服務之中心a 逐漸增加，其辦法爲加多訪間産婦 

醫院及訓練協理助産士。在一九五一年內經予醫藥 

協助的接生共七，二三六起，一九四七年爲四，因一 

二起。就診次數如下：

產前就診産後就診兩歲以下兩歲至五歲

兒i量 兒4童

46,641 66,513 413,875 599,775

此項事務人員有助産士二十七人，協理助逢士 

五十九人。

醫藥與教育當局曾密切合作，辦理學校學生身 

體檢査工作。a 量各有身體檢査記錄簿，每季檢査 

體格時，記明最近發虽情形、

蠻務人員如下：

高級合格醫師（其中二

人爲非籍醫蹄）........................................ 11
非籍醫師（當地訓練的）.................. 16

衞生事務助產士 ........................................  1
非籍助產士（當地訓練的）................27

區護士 .......................................................... 3
衞生工作職員............................. 25

男女護士...............................  343

藥翔師 .......................................................... 1
mmm.....................................................  i
非籍藥齊眼ü( 當地訓練的 ) ............................. 2

常年報吿書說,非洲人在法國深造的有二十人； 

其中研究醫學的有十二人，研究藥剑學的有七人， 

研究牙科醫學的一人7 非籍f f 藥人員經過特別觀別 

考試後，可以往法國深造，以取得法國國家證書； 

此外，經過 baccalauréat ( 大學入學考試）考試及格 

者，可住一九五0 年十月成立的達卡爾學校攻讀醫 

學，在那襄受訓練後可取得國家證書。

理事會在第十一屈會中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襄於醫藥及衞生事務續經擴充’特別是 

該領土醫務診視總敷在一九五一年已達四，七0 0 ,  
0 0 0 次，復塵於二十年以來，人民患睡眠症者已



從百分之十七減到百分之o .  二，但認爲衞生方面 

尙待辦理之工作仍多，並希望管理當局繼續努力多 

多改進醫藥誌傭，尤須注重土著學生充分訓練設備 

之擴充。

理事會塵於管理當局a 對嬰兒JE亡間題加以注 

意，促請管理當盾進一步研究此問題，並請管理當 

局於下年報吿書內就此間題提供詳細情報。

燒酒類

上文財政及賦賴:一節a 說明託管理事會第七盾 

會曾請代表大會注意必須與營理當局合作，推行節 

制燒酒消耗運動，代表大會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時 

曾提高燒酒館售執照費。但常年報告書說管理當局 

原擬將零售執照費從三千法郎境至一萬法郞，而大 

會则認爲播加太多，有傷許多小規模店主的刹益， 

此類小店勢將減少。

報吿書又說代表大會所採措施，引起地方該商 

業中人的反對，他們恐怕難與法屬西非鏡爭，因法 

屬西非所定相似執照費略低於多哥蘭3

城鄉設計及住屋間題

據常年報吿書稱，一九五一年內仍繼績進行 

L om é城现代化之市鎭針劃，非洲人並曾建築許多現 

代式的住宅。電燈系統a 装置完竣、新屠場亦a 完 

成。

內地之建築及市鎭設計工作也在進展中，尤以 

Sokodé, Palimé 及 Tsévié 爲然。

在一九五一年年底時，十年計劃就城市及農村 

工作所撥貸款如下：

以法屬非洲殖民地 

法郎一百萬爲單位

指定貸款總數 ...................................  359
B 撥貸款 ............................................  257
B 忖貸款 ............................................  166

正在進行中主要之計劃爲人口獨密中心之供水

m 備，開掘水井及 L om é淺水湖之徘汲工程。

人事登記

據常年報吿書稱，爲土著居民而壽説之人事登 

記辦法旨在推廣登記並使其手續簡使。託管理事會 

第七届會曾建譲在B E 有登記處之若干赦區實行难 

追登記辦法，管理當盾報吿業已採取措施以達成此 

目的。

一九五一年報告書譲:，一年以来各人事登記處 

工作進行順利，共有二五六登記處，而一九五0 年 

年紙有二四六所。管理當局希望在南部一帶，尤其 

是Lomé, K louto及 A n é ch o各廣，每一•村莊不久都 

將說立人事登記處，北郁的間題是物色識学而相當 

可靠的書記，由其管理登記册3

託管理，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童婚

薩爾冗地代表塵悉一九五一年內並無*婚情

事a

婦女地位

細西蘭代表塵悉婦女地位之改進，以及"新娘 

身價" 制度最惡劣之特徵B 予廣除3

勞工法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塵悉母國力面B 在審譲法 

律草案以使制定勞工法，希望此項法律措施不久卽 

可實行。

移徙工人

比利時代表請徹底研究移徙工人問題，這種工 

人顯爲收割可可及運輸可可收稽而大量移往娜近各 

領土。他對管理當局對工人移動曾否妥予督導，有 

所置疑，因爲此類工人大都受Ü 於土著傷主，而土 

著傷主往往不充分遵守保護工人之法律。

工人技術之訓練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覺得理事會對於管理當局 

辦理技術及職業訓練之努力，應予嘉許a 優秀工人 

及工匠會使工作情形大爲改善，並能改進人民之福 

利及生活情度。

生活程度

雜西蘭代表講，生活薛度似乎略見改善。输入 

品B 增加，供地力清費之食物亦不缺乏。工資似能 

與物價相調適。

公共衛生

細西蘭代表對於公共衞生經費估一九五二年顏 

算百分之二十，殊表嘉許。他覺得醫師比例仍嫌太 

低，理事會應促請營理當局績予凡可造就之醫學生



以各種便利，使他們能完成學業。他又認他知道管 

理當局衡於嬰見死亡間題，非常注意，並希望此項 

工作將繼續廣充3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管理當局必定繼續政力 

公共衞生工作。現在諸事固尙非盡善，例如，醫師 

人數看去似乎很少、，其實許多醫學生現正在法國繼 

續砰究，以求完成其學業。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該領土之 

衞生情形完全不能令人潇意 , 管理當局未曾採取必 

裏措施去改進衞生情形，此由下列事實可以證明： 

一九五一年盤個託管領土內《有一個醫院，同一九 

三一年一様;一九三二年遺有十二個合格歐籍醫師， 

而一九五一•年紙有十一個 :5

從一九五一年的報吿書可見嬰兒死亡率是使該 

領土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又可見在共有土著居民 

約一五七 , 0 0 0 人和歐籍人約一 , 0 0 0 人或有奇 

的 Lomé —展內，平均每五十五個歐洲人有一•個病 

床，而土著居民平均每五二四人有一個病床。在一 

九四一年至一九五一年間，爲歐洲人説的病床雖然 

填加，但土著居民病床數目反而減少了。託管理事 

會應建譲管理當局增加衞生工作所需預算撥款。

管理當局特別代表說，除政府醫師外，該領土 

內有私人開業醫師三人。他並舉例說明，管理當局 

在二十年內將患睡眠症之人數百分之十七減至千分 

之二，

懲戒辦法

薩爾冗多代表對於一九五0 年之政令a 將私人 

企業得據以利用罪犯勞力之規定廢除，表示贊許。

五 ,敎育進展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一般情况

照一九五一年報告書所述，管理當局的教育政 

策是摄速使多哥蘭學生達到法蘭西本土所適用的鏡 

試標準，以便使他們能與法蘭西聯盟中其他人民之 

課求須經読試及格力可充任之職位者享有同等機 

會。大體譲:来，此種政策之執行辦法是由政府辦理 

完全免費的初等、中等及高等教育，並逐步擴充教 

育 備 3 關於擴充設備力面，託管理事會於其第九 

屆會期中曾述及其目的是在五年斯限之內完成普及 

初等教育。

常年報告書框明一九五一洋的教育服務處工作 

特別注重改組與改進教學方法，以便在學校工作上 

獲得更優的成績，過去數年中學生註册人數增加甚 

速，以政教師所教的各班人數甚多，有時每班竟多 

至一百五十個學生。校舍均係匆促建成，且設備亦 

甚缺乏。所以一九五一年內會努力i f 加班數並分散 

學生，使每班學生不趙過五十五人；努力改進教師 

食浮力；並努力平均分配學校m 備。

託管理事會第四眉會對營理當局在公立學校內 

設立免費教育制度一事頗爲嘉許；理事會暖悉教育 

的十年發展計劃，認爲對此種發展應更進一步加释 

努力，並建譲應特別注意土著賊資之訓練。理事會 

第七眉會曾復述是項建譲，並旦建譲應努力多招收 

女生入學並推進掃除文盲蓮動。

理事會第九眉會廳於進一步發展初等教育設施 

之主襄障礙爲採購校舍建築材料之困難以及教員之 

缺乏，爱希望十年計劃所制定之補助校舍建築力案 

不政欄置，並希望管理當局仍繼續擴充L om é學梭 

及其他地方的師資訓練誌備。

預算及工作

一九五一年撥充教育.方面的經費計達一玉六， 

八00 , 000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郞，爲全部預算 

的百分之十五；按一九五0 年撥一萬萬一千三百萬 

法郎充教育經費但用去了一四二,五一六,000法 

郞。

學校信具從南部各展的主裏城鎭襄所開設的工 

厥裹購置頗息，但在北部由於可用的木料缺乏，比 

較不見購得a 有的金* 學校保具須從國外訂購。希 

望到一九五二年所有的餘室都會有充分的設備3

關於校舍建築，常年報吿書開列在一九五一年 

年底從十年計劃中撥用款項的支配情形如下：

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郞

撥用款項總數 ..................................  686,000,000

a 定用途款項總數 .....................  233,500,000
B 用款項總數 ..............................  116,140,000

Lomé學院的新大度二所業a 完成。Atakpamé的 

師範學院及Nyekonakpoe的小學校均已於一九五一 

年年初開課。Nyekonakpoe城的女子學枝亦在擴充 

中。

tJ等及中等敎育

获將一九五一年及一九玉0 年各公私立小學校 

學生人敷«照分列如下二



班數 男生人數 女生人數

1950 1951 1950 1951 1950 1951

公立學校 345 399 17,703 18,253 3,801 4,046

私立學校 353 391 15,282 16,427 4,047 4,425

698 
__■ 790 32,985 34,680 7,848 ^,472

上列數字指明一九五一年共有初等學校學生四 

三 , 一玉一名 , 而一九五0 年則共有四0 , 八三三名。

益將中等學校學生人數開列如下：

班數 男生人數 女生人數

1950 1951 1950 m i 1950 195 Ï

公立學梭… 20 21 399 460 28 56

私立學校… 16 15 298 331 100 108
•1 ■'， 
36 36 697 791 T â s  164

依上逃數字，一九五一年共有學生九五五名， 

而一九五0 年則共有學生八三五名。

在所檢財的一年之中，有公立學校學生二名經 

中學畢業會考第二部考試及格，並有公立學校學生 

九名經第一部考試及格。參加小學畢業會考及小學 

畢業會考第一部之學生共許五十五名；初級小學畢 

業考試合格之學生共計一，二五二名,其中許有公立 

學校學生八二七名，私立學校學生三0 五名。

莊將受私立教會學校教育的學生人數分怖情形 

表列如次：

初等學校 中等學梭

班數 學生人數 班數 學生人數

天主教會 318 17,574 12 262

基 督 教 會 73 3:278 3 69

據常年報吿稱，各天主教會及基督敎會學校一 

九五一年從地力預算經費中領到的補助費計達三 

七 ,一二三，八五0 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郎。各敎會團 

體於受補助的立案學校之外，並辦有若干傅暂所， 

傳授宗教與淺近知識3 常年報告書中謂入此種傅替 

所的學生許有八，五九二名入天主教會傳暂所，四， 

一六0 名入基督教會傳習所。

多數進中等學校與專ra學梭的學生均領受生活 

津貼 3 九五一年內共頒發獎學金名額三四三名， 

凡公立與私立學梭學生均得申請獎學金。

高等敎育

學生完成中學教育後得領獎學金赴法國留學入 

大學或高等專門學校。一九五一年僅有學生一名自 

颜進達卡爾（Dakar)大學。

一九玉一年t l•設有高等教育獎學金八十二名， 

科目分配如下：藝術：七名；科學：十六名 ; 醫學： 

十五名；藥《學：七名；法律：五名；牙醫 : 三名； 

專門技術訓練：二十九名。此外，另有爲入中等學 

校受教育者而餘之獎學金十五名。

一九五一年每名獎學金之每年金額a 请至三0  

0 ,  0 0 0 法郞，

專門訓練

获將一•九五一年內受專pg訓練（中等學校）之學 

生人數開列如下：

L o m é  學院商科 :一年級學生三十六名；二年級 

學生二十七名。

S o k o d é學院工科：一 年級學生二十二名；二年 

級學生十四名；三年級學生三十三名。

L o m é  女子學校家政科：一年級學生十六名；二 

年級學生十二名；實習生四名。

各 f t務機關及各植技術管理機關亦准許練暂生 

前往實習。

最後，在天主教會載業訓練學校、私人機關、特 

別是許多非洲工匠指導下的練暂生一共有數百人。

有多哥蘭青年十三人在法國留學，由地力公費 

維持，使能完成其專門訓練3

師資

一九五一年內公立中等學校教員計有中學督學 

一人，檢定合格之教師十五人，助教一人，教員六

公立初等學校教師計有所謂法國本部檢定的 

( 持有中學畢業會考及格證書，或小學畢業會考及 

格證書，及師資檢定合格證書者)教員四十二人（內 

有女教員九人）；地力等級較高的男教員八十二人及 

女教員十一人；學督教員二九二人（內有女教員四 

十三人），他們都持有初等教育證者，有資格教授 

基本及初級課程，他們於教學期閩同時準備小學畢 

業會考，上述教員有的從法國或法屬西非洲的學校 

及學院出身，有的從 L o m é 的中等學院或Atakpamé 

的師範學院出身3 現正從事廣充的 Lo m é  學院在一 

九五一年內有新校舍二所落成，ffiîAtakpamé的師範 

學院共有六班，係於一九五一年學年関始授課。

一九五一 ;^報吿書稱，a 受適當訓練的第一艇 

教員將於一九五二年內在A t a k p a m ê的學校畢業。 一  

九五一年嘉曾努力用職業課程、演請等等說法改進



青年教員的專業訓練，其中有二十名EL經推薦爲接 

受學位的候選人，

報吿書並指明，因爲蓋了新的學校及舒適的住 

所，近幾年来教師的環境有相當的改進。

私立學校的教師許有檢定合格的教員七人，助 

理教員十一人，副教員二十九人，學暫教員一三一 

人，及助理學習教員二四三人。

女子敎育

據常年報吿書稱，一九五一年內曾極力* 辦女 

予教育；女生受初等教育者計有八，四七一人，受中 

等教育者許有一六四人；受專門訓練者計有三十八 

A o 在若干區內新班均B 開課；天主教會在經濟及 

社會發展投資基金資助之下組織了一科新的家政課 

程；代表大會a 核准建築一所女子學院，可望於一 

九五二年P3開工。

一九五一年有女生三五0 人參加初等小學暴業 

考試，三人參加小學畢業會考，十一人參加小學畢 

業會考第一部，二人參加中學畢業會考。二人經師 

範學院錄取入學3

成人敎育

託管理事會第九屆會襄於推進民衆教育與掃除 

文S 事關重要，會建譲應擴充影片及書庫巡迴展映 

車隊之工作。

據常年報吿書稱，民衆教育的最盛行的方式是 

成人教育班一九五一年內共開辦了一三五班。初 

級班由學習教員指導，而較高級班次則由副教員指 

導。進上述成人班的學生有四八九人參加畢業考試； 

經考試及格領獲證書者有六十人，

影片及書庫巡廻展映車繼續周遊各地四季不 

息，並又增加影片十五套。在 Tsévié艇織了一個靑 

年寄宿舍，附有… 個圖書館，幾個網球場，並有其 

他種種活動。

多哥蘭公共圖書館計有黑人非洲法蘭西學院的 

圖書館，藏書六千册；教育局圖書館，藏書二，一  

七0 册；及其他初等及中等學校圖書館多處。一九 

五一年内，有一出版公司組織一•巡迴圖書館往該領 

土內巡行，售出大批古典文學、文法及其他書籍。 

道種實驗及教育服務處巡迴圖書館的工作均證明居 

民因沒有其他娱樂，故極愛閱讀。教育服務處a 決 

定設立一種出借圖書制度以便讀者借書回家閱讀。

常年報告書並指出，一九五一年代表大會因管 

理當局之請a 核准必雷經費以資辦理與聯合國教育

料學文化組織所辦者相似之某本教育實驗。此項會 

驗中所辦理的許有學校一所，診療處一0 ?，手工室 

一所，模範花園一座，自来水站一處，並囊辦展域 

産品展寶會一次，其中附有講演、封論、電影、運 

動等等。

當地語文

能管理事會於其第七盾會斯中曾對管理當局所 

報吿依理事會之請辦理方言教育的努力情形表示嘉 

許，並請管理當局於日後報告書中對於此項間題繼 

績儘量詳細報告3

據一九五一年報吿書稱，教育局曾於一九五一 

年六月嘉廣爲徵詢各種方言的著名專家的意見。在 

二十二種重要方言中要決定那幾種是主襄語文—  
Ewe_> Mina, Cabrais 或是 Müba .方言一.一■是不可能 

的事。所以决定在可能範圍內教師應在他們的自己 

的展域內工作，並用當地力言作偷理教學，實習訓 

練及歌唱教學；他們並得教授成人班，學校課本應 

用當地方言編訂。此類力言仍得用於初級班次。

多哥蘭青年運動組織（Mouvement de la Jeunesse 

togolaise) 的請願書申明該組織願意採取所有合 

法行動促進該國南部、中部及北部靑年間的文化交 

換。管理當局說•■Ë認爲此種文化交換是極有益處的， 

並且說它絶未阻礙其發展，

理事會於第十一眉會時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對於教育力面之續有進步，尤其對於預 

算百分之十五係用於教育，以及新校舍之建築與校 

數之增加，甚表満意；唯理事會認爲在教育方面， 

尤其對於師資訓練、工人技術及載業訓練與成人教 

育等等應加緊努力。理事會建譲管理當局應多發展 

北部教育m 備，籍以逐漸使該領土內教育進腰平均。 

理事會並欣悉文教組織對該領土教育進展之評語， 

並請營理當局細加考慮，

關於聯合國的情報

據常年報吿書稱，鬪於聯合國的工作、宗旨、原 

則及組織的各種小册a 向所有學枝分發，所有公立 

學校內均誅有關於上述題目的功課，並旦所有學校 

均慶祝聯合國紀念日，並於是日開會討論聯合國及 

託管理事會的工作。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般意見

細西蘭代表說管理當局在教育進里力面的努力 

依然未減並謂預算的百分之一五 . 四係用於教育。 

不過他認爲尙有相當數目的學齢兒 量̂未進學校，所 

以需要相當努力以克服此項困難間題。他促請管理 

當局研究文教組織的評語，其中通及該鎮土的各種 

主要事項及間題。

薩爾冗多代表謂學校數目業a 增加，並謂Lomé 
的學校數目亦已廣充。他希望下一年管理當局能向 

理事會報吿資解決該領土教育统一間題所採行的辦 

法。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稱：營理當局 

迄未採収必需步驟改進教育情形，結果大部分人口 

依然目不識丁。極大多數之學齢見童均未受學校教 

育。然而儘管有此種事實，一九五一年度之預算經 

費竟比一九五0 年度預算减少了五百餘萬法郞3 託 

管理事會應建譲管理當局增加教育及其他文化事業 

所需之預算經費。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管理當局在教育方面的努 

力自當繼續下去。雜然入學兄â 人數尙不能令人满 

意，但就現有入學人數之增加速率看来，在不久的 

將来是會獲得圓满的結果的。教育政策的宗旨是給 

人民以優良的教育並逐漸將其標準提高到與法國相 

等的程度，使土著居民不再居於低劣地位，並較易 

就業及獲得高級職位）

蘭於去年教育顏算减少了五百萬法郎的話，特 

派代表說他用的是文教組織報吿書中的該年度的一 

萬萬五千六百萬法郎的數字，所以聽到有人追究此 

點，未免覺得奇怪。因爲這紙是報吿書裏的手民之 

誤才引起這項討論，所以他認眞以爲這間題早已解 

決了。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答稱，他徵引 

的事實指明紙有很小數目的學齡兒量一一約有四 

三 , 0 0 0 人—— 受着初等教育。他說管理當局所 

提出的初等教育數字並未表明眞相3 就管理當局提 

出的數字看来，也許以爲有學生四三,一五一人進初 

等學校並由學校畢業—— 得到了初等教育。他說該 

託營領土內的情形不是這様一回事；似乎是多數土 

著居民並未眞正受到初等教育。文教組織報吿書中 

斜此間題是這樣說的：

" -•••，，可注意的是畢業學生的比例數極低。 

四三，一五一個初等學校學生中，紙有一，二五 

二人—— 卽百分之三—— 得到初等學校畢業證

書。"

他從管理當局的報吿書中徵引種種數字及事 

實，說明本年度的教育經費比上一年減少了五百萬 

法郞，這些敷字是不能否認的；它們載在報吿書裹

面cT

民衆敎育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欣悉在該領土的各個展域裏 

對於成人教育都在努力發展3



八章

西薩摩亞

一 .總 論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細西蘭政府所提交並經託管理事會第十屆會審 

査之管理西薩摩55情形報吿書，僅僅叙述一九五0  
年四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九個月內之管理情 

形3 據管理當局解释，此舉在使紐西蘭政府得以改 

變其會計年度，俾與普通曆年一致，管理當局今後 

將依照自一月一日起算的會計年度提交常年報吿 

書。

理事會第十眉會業B 審査西薩摩亞的情况，頗 

爲詳盡0 理事會認爲必須提出的意見及建譲，分別 

載於本報吿. 有關各節中。

地勢與人口

西薩摩亞位於赤道以南緯度十三度至十五度， 

西經一七一度至一七三度之間，由 U polu及 Savai’i 
兩個大島以及若干小島組成，總面積約一，一三0 平 

力哩。各島均由火山厳構成，崎螺多山。熱廣草木 

遍生各地，異常茂密，但土壞繞碌貧寐3 雨水甚 

多。

該領土一•九五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口計爲 

薩 摩 人 七 四 ，六六三人,具有歐洲人地位的薩摩亞 

浪種人五，八六六人，歐洲人三二七人，中國人一七 

一人，美拉尼西亞人六十三人。在檢討期間的九個 

月內，該領土人口增加二，三九九人,卽百分之三點 

七五。首府及主要港口是U polu島 的 Apia,人口約 

計一萬。

根據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戶口調査的暫定 

結果，具有薩摩亞人地位的居民計七八，三七二人， 

具有歐洲人地位者計四，七五六人，合許八三，一二 

八人。

託管理事會第八届會會衡管理當局在報吿年度 

內管理該領土的成績，表示嘉許，並認爲管理當局 

繼續保留該領土社會制度的優點而同時使當地居民 

蒙受現代文明的利益，頗爲成功。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比利時代表認爲管理當局履行其管理該託管領 

土的重責之情形令人満意，並認爲該當局所獲進展 

至足慶賀。

英聯王國代表表示確信管理當局在忠實地努力 

工作，以達成託管制度的各項目的3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對'於管理當局提出本身採納 

理事會結論及建譲的有關情報一事，表示嘉許。他 

盼望各管理當局均能承認這是可取的辦法。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稱：他研究細 

西蘭政府關於一九五0 年K 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九個月期間管理薩摩亞託管領土情形的報吿書 

後，斷定這個報吿書對當地居民生活的若干相當重 

要的力面並未提交情報 , 或所提情報過於空泛。他說 

這個報告書對臨時間題單所列若干問題，例如第二 

十三項及第二十五項，有關士著人民參加託管領土 

政府行政的情形以及行政組織改革情形者，均未提 

交情報，縱或有之亦極有限。報吿書內並無開於國民 

所得以及此種所得按各組人民分配情形的情報；關 

於土著居民生活水準的情報並不充分；它亦未提交 

關於防.11於«用勞工時存有種族或他種妓視等重要 

問題的情報。蘇聯代表認爲管理當局應採取必要的 

措施，確保其將未提交的報吿書載有詳盡正確的情 

報 , 並對臨時間題單所列問題提出答覆3

蘇聯代表猎出管理當局在報吿年度以及過去各 

年內均未採取有效措施，實施憲章中關於促進託管 

領土土著人民的政洽、經濟、 會及教育進展以及促 

使其逐漸趨向自治或獨立的規定。

二.政洽進展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般情况

一•九二一年薩摩亞法、一九四七年及一九四九 

年修正薩摩亞法爲該領土法律及政治制度之基礎。



紐西蘭議會仍樣留固有的爲該領土立法之權；且總 

督經藉國務會譲之同意，有權爲該領土的和平、秩 

序及良好政洽而訂立規章。管理當局聲明這些權利 

旨在保障細西蘭的受託人地位，並非爲通常立法所 

用的手段。

管理當局稱：一九五0 年四月至十二月斯間並 

未爲促進該領土政治進展特別制定法律。但是管理 

當局認爲鄉村及各展行政問題的解決是該領土逐漸 

趨向自治的一個必要步驟。這些間题業經專責研究 

西薩摩亞全境自洽問題的調査團予以調査。

該領土人民的領勒及代表會兩度提請託管理事 

會注意其立卽自治的願望。第一次請求係於一九四 

六至四七年間提出，結果理事會派遺特派圓前往該 

地。第二次請求則係於一九五0 年首次定期視察團 

瓶臨該領土提出的。託管理事會上次報告書業a 說 

明：該兩訪詢團均認爲當地人民尙未镜充分自治的 

程度。

管理當局爲副薩摩亞人的願望，提譲修改法律； 

各項修改嗣經訂入一九四七年修正薩摩亞法，於一 

九四八年三月十日生效。關於此事的詳情，請関理 

事會前次的報吿書《3。 九五0 年視察團評論這些 

法律上的變更時說明目前固須着重如何使现有機構 

推進工作，但這不是說毋須再作進一步的政洽發

該視察團認爲管理當局尤應誌法使薩摩亞人更 

積極參與政府各行政部門。理事會在第八屆會中表 

示：管理當局所實施的政治改革頗有進展，可稱满 

意；尙請管理當局注意視察團就該領土及居民的一 

般政洽進展所發表的意見。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向理事會第十届會報吿：立 

法大會舉行選舉後，有一政黨出現，名曰薩摩亜民 

主黨，據稱黨員約有三百薩摩亞人，其主要目的爲 

改革選舉制度，俾年赚満二十一歲的薩摩亜人均可 

從家長中選出立法大會內的薩摩亞人代表，並將薩 

摩亞人代表堵至四十一人，以取消長老會譲3

理事會第十屆會通過下列建譲：

關於設立行政會譲及推進其他憲政上醫展的間 

題，理事會切盼管理當肩繼續注意確保薩摩亞人傅 

統觀念有充分機會適應代譲自治制度的需要，此事 

至關重要r

行政

領土政府的行政部門由高級專員管理。高級專 

員爲國務會譲及立法大會之主席，在長老會譲開會

« « 參閱大會 JF式紀錄， 第六届會 J 補編第四號 J 英文本 

第二Û 二至二 0 三貢0

時並任該會生席。所有動Æ 公祭的財政法秦須經高 

級專員建譲後始能由立法大會通週；立法大會所通 

過的法令必須經高級專員同意後力成法律。高級專 

員依據種種法令7有權就各種事項着訂細則;有關細 

西蘭之極密院♦ 復授權該專員頭凝若干行政命令。

國務會議由高級專員及最高族長二人組成，並 

非行政機關 , 但是依照規定。高級專員就一切與薩摩 

亞風俗密切有關事項擬向立法大會提出法案時，以 

及關於其他一切與西薩摩亜®i利有關的任何事項在 

其誕爲適當時，均須徵詢國務會譲的意見。'
理事會第八屆會察及視察團就該領土允宜誰立 

行政會譲一事所發表的意見，認爲設立此種機關當 

可促進居民的政治教育，乃建譲管理當局考慮m 立 

薩摩亞人亦得參加的行政會譲r

理事會第十屆會審査管理當局的報告書時得悉 

該當局與薩摩亞政府已考慮誅立此種行政會譲’由 

若干官員以及指定的和選出的機關代表若干人粗 

成 ，理事會封論此報吿書時，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 

明該當局擬於一九五二年制定法律，敦立行政會 

譲0

理事會第十眉會通過下述結論：

理事會察悉管理當局擬於一九五二年立法設置 

行政會譲，殷切期待該當局就此項措施及行政會譲 

之組織與權力提送情報。

文官制度

一九四九年修正薩摩亞法規定建立一個獨立的 

西薩摩亜文官制度，該法a 於一九五0 年四月一日 

起生效，其中規定由細西蘭總督委派西薩摩亜<&務 

專員一人，該員在處理與文官制度施行條例有關以 

及與島填領土部部長認爲足以影響管理當局的政策 

有關的一切事項時受細西蘭島喷領土部部長的節 

制 -3

該法又规定公務專員應"顧及管理當局根據託 

管協定所負的責任，確保西薩摩æ 居民逐漸增加擔 

任該領土行政及其他工作，而不影響西薩摩æ 政府 

工作的效率。"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在理事會第十眉會中說明文 

官制度重訂等級的初步工作業a 完成，經過此項調 

整後，多數職位的薪額B 大爲提高。據本届會所審 

査的報吿書稱：管理當局認爲此項調藥不無武斷之 

處，因爲該領土尙未編製生活費指數。該當局剑正 

寬集資料，準備編製此種指數，

截 JÏ 一九五0 年底，公務員共有一，一六四人。 

與同年三月汾相較計墳加九十八人，其中六十七入



係細西蘭賠償資産管理處«員3 該管理處除總經理 

外，其餘職員現均列爲公務員，受公務專員管轄。在 

海外徵聘的公務員共計七十六名；就地傷用者則有 

一，o 八三名>
一九四七年及一九五0 年的聯合國視察團及理 

事會第七屆會曾先後表示宜有薩摩亞人擔任責任較 

重的載位。理事會第八眉會催促管理當局加緊推行 

其訓練許割，俾確保更多的薩摩亞人具有擔任此種 

職位的資格。

管理當局在一九玉0 年度報吿書中稱：領土政 

府內三個部門的高級官員於一九五0 年底已由薩摩 

亞人或半薩摩亞充任。該當局並說明領有獎學金的 

薩摩亞靑年四名在紐西蘭學成返該領土爲政麻服 

務。

理事會第十眉會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得悉西薩摩35文官制度業a 改艇及重訂 

等級，深爲欣慰，尙請管理當局繼續努力，就地並 

在雜西蘭訓練行政人員。

立法

( « )立法大會

目前的立法大會係於一九0 八年重新艇織的， 

由國務會譲各代表、長老會譲所推選的薩摩© 代表 

十二人、歐人推選的代表五人、及官力代表六人組 

成。立法大會於一九五0 年會舉行兩眉會譲。第一 

屆會討能、修改並核定一九五0 會許年度的概算。第 

二屆會通過十三項法令 , 均經高級專員表示同意。立 

法大會原有財政、教育、工務、衞生四常設委員會， 

嗣於一九五0 年增誅廣播事宜常誌委員會。

管理當局在一九四九至五0 年度報吿書中稱： 

立法大會對經費間題仍如去年一様，顯示一種主張 

節用的趨勢。立法大會並嚴格審査政府帳目。管理 

當局復稱各選舉出來的代表在一般辯論中均有寶貴 

的貢獻，其中一部汾代表雖未全諧如何討論有關一 

般法律問題的事項，t目是全體代表都a 逐漸了解他 

們的職責。

託管理事會第八届會察及立法大會工作順利， 

並請管理當局随時檢前是否可能繼續進行對當地居 

民有利的改革0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向理事會第十眉會報告：立 

法大會代表的選舉業於一九五一年0 月舉行，而在 

長老會譲中舉行的選舉對於有一個以上競選人的譲 

席則a 首次使用無記名投票法選舉。特派代表繼稱 

立法大會經過此次選舉後，年輕代表的人數a 有增 

力Uo

理事會第十屆會通過下列結論：

理事會得悉長老會譲於一九五一年推選立法大 

會代表時對於有一個以上競選人之譲席已首次使用 

無記名投票法選舉，並悉立法大會內年輕代表的人 

數逐漸增加，深感満意。

(b)長老會譲

長老會譲由以西薩摩æ 傅統上所分调域爲甚礎 

之選舉廣推選代表四十-一人組成，是一■個諮商機關。 

長老會譲有法定權力就各種有闕薩摩亞人福利的事 

項表示意見，並向高級專員提出建議。~該會譲又負 

責推薦地方法院薩摩亞法官、薩摩亞農場視察員、和 

地權及職銜法院的薩摩亞陪審員、推選立法大會的 

薩摩3S代表。

一九五0 年視察團報吿：薩摩亞人渴望長老會 

譲就一般福利間題所作決議能發生法律效力。’理事 

會第八屆會a 悉高級專員願將長老會譲與該專員商 

財後B 作決定的有關全體人民福利的一切事項，提 

交立法大會。'管理當局在理事會第十屈會所審査的 

報吿書中表示願將日後促使長老會譲與立法大會的 

工作更趨協調的指施通知理事會。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在理事會第十屆會中說明長 

老會譲與立法大會現有融和的工作關係。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制度之改革問題剑在研究中。過去的 

地方行政工作係由各展各村的薩摩亞官員在薩摩亞 

事務部督導下執行。這些官員都由薩摩亜代表提名 

或選出，但向西薩摩亞政府支領栽傅。這些官員通 

常包括各地方法院法官、農場視察員、警務兼傳達 

員、及村長。管理當局說明它早己深知必須有更完 

善的地方政府制度，該領土始能擔負重大的政治責 

任。

一九五0 年三月設立的調査委員會負責審査西 

薩摩亞全境® 村政府的親織間題並具報。該委員會 

a 於一九五0 年十一月三十日提交報吿

管理當局在理事會第十屆會所審查的報吿書中 

述明該當局正在考慮調査委員會的報吿。因爲該委 

員會的建譲頗爲雜模，而且誌立它所建譲的機構時 

將發生行政上的困難，故管理當局必須審愼研究此 

項報吿。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在理事會第十屆會中稱：如 

果接受全部建譲，則等於在此正需薩摩亞暫俗充分

該報吿書編爲文件T/941分發理事會各理事國0 文件 
T/L.121載有該報告書的撮耍。



發揮其適應環境的天然本能的時候 , 將其訂爲定制， 

編成法典。

理事會第十届會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察悉管理當局正在繼續研究調査委員會 

關於展村政麻間題的報告書，並悉展村政府委員會 

亦在繼續調査地方政府情形，爱請營理當局及展村 

政府委員會注意本報吿書內有關一般政治進展的結 

論，並將關於地力政廣問題的決策及齋展情形î i 知 

理事會，尤望管理當局爲A p i a 市展成立地方政府 

一事有所進展。

選舉權

薩摩亞目前依然紙是家長緩有選舉權，大約四 

個成年男子中，有一個是家長。家長係各家持有尊 

號的人，遇有家庭以外的事項發生，向充代表。他 

們選出長老會譲的代表，而這些代表又推選立法大 

會的薩摩亜代表。立法大會最初的代表照例沿用固 

有的選舉力法選出，不用無記名投票法。但是長老會 

譲最近舉行選舉時B 採用無記名投票法。管理當局 

E忍爲此項選舉力法可能深入薩摩亞人的腦海中，頗 

有普遍採用的希望。

所有在選舉前居留該領土& 満一年的歐洲人， 

不論國籍肖有選舉權。他們用無記名投票法選舉立 

法大會歐籍代表。

託管理事會第四眉會曾建譲管理當局考慮採用 

適用於西薩摩亜全體居民的普選制度。理事會第七 

届會復希望管理當局能提出其他改革，以期在適當 

時期內以普選制度選舉長老會譲的代表。就另一方 

面而言，一九玉0 年視察團則認爲很難希望薩摩亞 

人在短期內同意讓更多人民獲得選舉權。

管理當局在一九五0 年度報告書中稱：管理當 

局雜深知採用普選方法選舉長老會譲及立法大會代 

表之利，但認爲必須尊重薩摩亜暂俗，故不欲於時 

機未熟之時遽使薩摩亞人採用一個與他們饼風俗習 

慣迴異的制度。管理當局認爲唯顆政治教育，緩能 

使薩摩5S人接受此項原則，且此項教育恐需相當時 

日始能收效。不過一•部分人民的觀感業a 改變，他 

們察悉立法大會歐籍代表係用無記名普選方法選出 

後，渴望能以相似的力法選舉薩摩亞代表。

理事會第十雇會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察悉薩摩亞人對普選制度的態度，建譲 

管理當局經常注意教化薩摩亜人民，以斯確立普選 

權在民主自治制度中的地位。

司法

西薩摩亞最高法院具有充分的民事及刑事管轄 

權。最高法院計有首席法官一人，承審員五人，地 

方法院薩摩® 法官十四人, 及薩摩亞陪審法官三人。 

首席法官及承審員由島崎領士部部長委任。'地方法 

院法官及陪審法官則由長老會譲提名，經高級專員 

同意任命之，任期三年；長老會譲通常不提名他們 

連任。

最高法院審理情節重大的刑事案時，聘用襄審 

官四人，以諮譲資格與首席法官一同出庭，首席法 

官得接納襄審官三人所提出的多數意見。一九壬0  
年，薩摩亞人要求堵加薩摩亞襄審官出庭人數。管 

理當局說明此事須由首席法官決定。首席法官攝去 

a 决定，遇被吿爲薩摩亞人時，則用同數之薩摩3S 
籍及非薩摩亞籍襄審官。

管理當局在一九s o 年度報告書中稱：管理當 

局 a 促請長老會議注意准許薩摩亞法官留任較久的 

優點，它又說明業於一九五0 年通過法案，提高這 

些法官的地位並擴充其裁制權3

另一依法組織的司法機關就是土著地權及職銜 

法院。這個法院對士著地權爭執及繼承薩摩亞傳統 

載銜的爭端有管轄權。最高法院首廣法官兼任此法 

院院長，由歐籍襄審官及薩摩亞法官各二人或三人 

助理之。這些薩摩亞法官亦爲最高法院的陪審法官 

薩摩亜人請求一九玉0 年視察®建議將地權及職銜 

法院改組，不誅歐籍襄審官，但是視察團及管理當 

局均認爲目前應採用的適當辦法厥爲准許薩摩亜法 

官取得與歐籍襄審官平等的正常地位。̂

理事會第八眉會對立法大會道過法津實施J：述 

辦法一事，表示嘉許。

居民地位

就居民在領土以外的權利來說，他們的國民地 

位或爲紐西蘭的保譲人民，或爲主權國的國民，或 

爲無國籍人。在往日，極大多數薩摩æ 人係英國的 

保護人民，但管理當局根據薩摩æ 代表的願望， a  
以一九5  0 年西薩摩亞雜西蘭保謹人民分將這些薩 

摩亞人的地位改爲細西蘭保護人民。

當地法中有若干部汾係將該領士居民分爲"薩 

摩蓝人 "及 "歐洲人" 雨類3 薩摩亞人的定義爲"屬 

於一個或數価包蘭尼西3&種族之人",而法律也將具 

有四分之三以上包蘭尼西亞血統的人列爲薩摩亞 

人，但經依據规章或法令，被特別宣吿爲具有薩摩 

亞人以外某種地位者不在此限個人得根據規定請



求最高法院更改其國民地位。截至一九五0 年十二 

月三十一曰止，最高法院業a 宣吿五五三薩摩亞人 

爲歐洲人，四十三歐洲人爲薩摩人《■

這種地位上的差別在法律方面所引起的主要後 

嚴爲薩摩亞人通常不得成爲貿爲債務案件的被吿 

其他債務方面,薩摩亞人可否成爲被吿一事由最 

高法院核奪）,也不得未經高級專員許可而爲公司或 

合嚴組織的股東，也不得登記爲歐籍選民；而歐洲 

人則無權使用薩摩亞土地，或分享地祖及自土地所 

得的利益，也不得承繼薩摩亞人的士地，或未經許 

可而接受薩摩亞的職銜，更不得行使與載銜有圃的 

權f i j。這種地位上的差別在社會力面所引起的後果， 

都在第四節( f i 會進展）中述明。

理事會第七及第八兩盾會譲建管理當局加聚努 

力解決地位上差別的問題，並請管理當局儘量協助 

及鼓勵居民，以期及早獲政解決。

管理當局在一九五0 年度報吿書中稱：管理當 

局曾•試圖使該領土居民逐漸取得一律相同的地位， 

藉使各種各類的人民因共居西薩摩亞的關係，利益 

觀點益趨一•政，但此舉迄今毫無成就。'管理當局仍 

將依照國摩法及慣例，繼續努力。

理事會第十眉會通週下列建譲：

理事會億及前於第七及第八兩眉會中就居民地 

位間題所作建譲，察悉居民之國摩地位B 因一九五 

0 年西薩摩亜細西蘭保護人民令之公佈而有所改 

變，顏表满意。關於國內地位問題，理事會察悉管 

理當局試圖使全體居民逐漸取得相同地位一舉迄今 

毫無成就，爱請管理當局繼續研究此項問題，並向 

理事會報告研究結果。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 般情况

薩爾冗多代表襄於該領土的政制上改革，認爲 

管理當局業已採取重要步驟，改良政治、經濟、i t 會 

及教育上之設施。

泰國代表說薩摩亞政洽凝展於過去兩年間突飛 

猛進，他認爲薩摩亞民主黨之成立是該領土的政治 

漸趨成熟的佳兆。他希望管理當局盡力指導及協助 

成立健全的政黨，並請該當局考慮通過有關組織政 

黨事宜的立法，以確定各政黨與其，員的責任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並 

未採取足以保證託管領土土著居民之政治發展的步 

驟。雜然土著人民遠在五年之前卽B 提出請願書，要

求立卽准許西薩摩亞自治，而且聯合國視察團對此 

問題a 有明確的結論，可見管理當局迄今尙未接納 

薩摩亜人的合法要求。該託管領士內並無依民主度 

則艇成傳土著人民可以參加的立法、行政及司法機

關<3

他認爲託營理事會應建譲管理當局採取立法及 

其他措施，以確保土著人民參加該領土的立法、行 

政及司法機關。

行政

伊拉克代表認爲理事會對於管理當局擬設立行 

政會議一事應予嘉許。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該託管領士 

的行政權全部操於高級專員及其所屬歐籍官員之 

手。雜然聯合國視察團曾於一九五0 年指出"薩摩 

亞入急切希望能更積極參與政府行政部門的工作"， 

供是土著人民仍被徘斥，不能參與本國的行政工 

作。

文官制度

泰國代表對管理當局准許少數就地懷用的公務 

員於休假期間前往雜西蘭政府有關機關受訓一事， 

表示贊許，並希望管理當局考慮擴大此項特許辦 

法G

中國代表以文官制度業經改革，深表快慰，並 

希望士著職員充任各部門高級官員的人數，能雜專 

門訓練計割之進展而增加。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希望管理當局能夠獎勵就地 

權用的公務員自求深造，並廣充其訓練行政人員的 

工作。

中國代表欲知回國爲政府服務的薩摩亜留學生 

的地位及就業詳情。

立法

薩爾冗多代表表示願見純粹薩摩亜人有更多的 

機會積極參加領土政府的立法、司法及行政部門。

泰國代表贊揚管理當局將立法大會的辯論情形 

用兩種語言廣播的辦法，並認爲如以兩種文宇刊印 

立法大會辯論紀錄，免费分發，諫非無利。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明薩摩亜政府現在所用辦 

法爲將立法大會會譲及辯論的英文紀錄在該領土內 

普遍分發。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所謂"立法 

大會 " 實係… 個路詢機關 ’ 毫無立法權力，這個機 

關以對土著人民肆行種族妓視爲基礎，不能視爲這 

些人民的自治機關。他又說立法大會內的土著代表 

爲數尙不足以使他們齋生重大作用，

管理當局代表說，如果漠視西薩摩亞最近的民 

主制度的發展，便是輕蔑Ift西蘭政府依託管理事會 

的意願在西薩亞成立自治政府的努力及陸續採行的 

措施此種態度意餓使世界舆論，尤其是細西蘭及 

西薩摩亞的舆論，對管理當局的政策及行動發生誤

地方政府

法國代表認爲管理當局不斷努力引起當地人民 

對鄉村以至全領土公共事務的舆趣，似頗成功，理 

應由理事會嘉許，並予勉勵。

英聯王國代表認爲在A p ia 城以開明的方式設 

立市政府，可能樹立榜様，促使較爲保守的西薩摩 

亜鄉野地展的自治加速發展進步。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說他殷切期待卽將進行的 

調査所得結果，並欲得知一九五0 年三月設立的調 

査委員會所作結論。他對於成立地方政府及任何足 

使該能管領土的地力自治制度漸次完備的措施，均 

感興趣。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不 

伊沒有在該託管領土根據民主原則誌立自治機構， 

倒反多方贊助不民主的部族制度。

管理當局爲調査西薩摩亜地力政府問題所殷調 

査委員會的報吿書確切證明管理當局將來仍欲保留 

落後的部落制度，並證明管理當局無意確保此種部 

落制度轉變爲以民主原則爲某礎的自治制度。

襄於管理當局所贊助的部落制度妨礙該託管領 

土人民趨向自治或獨立的逐漸發展，託管理事會應 

建譲管理當局採取必要的措施，確保現有的部落制 

度轉變爲以民主原則爲基礎的自洽制度。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管理當局已採取步驟實 

施調査委員會有關設立區村管理局的建議，其餘各 

項建譲則在繼續研究中。碼村管理局成立後當可協 

助此項研究工作。尙未實施的建譲涉及西薩摩亜未 

來政治發展的艱g 問題，至關重要，管理當局認爲 

必須繼續詳加研究3

選舉權

英聯王國代表說提倡普選制度面然是可取的， 

但不應操之過急，更不應採取不尊重薩摩人意見 

的行動，

伊拉克代表認爲理事會應促請管理當局經常注 

意選舉制度的問題。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西薩摩亞現 

仍沿用不民主的選舉制度，根據這個制度，僅估成 

年男子總數四分之一的家長緩有選舉權。'其餘的男 

子及全體女子均無選舉權。管理當局所稱土著人民 

採用普選制度的時機尙未成熟一節，業經下列事實 

證明不確，因爲正如管理當局不得不在其常年報吿 

書中所承認者卽西薩摩亜士著本身面B 要求取得選 

舉權也。

管理當局代表說他曾請理事會就普選及無記名 

投票制度之採用是否應視爲該領土自治之先決條件 

一間題發表意見，並說立法大會對於這個問題亦正 

在考慮中。但是他覺得理事會目前似乎無暇顧及這 

個困難的間題。

居民地位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說細西蘭政府應審慎研討 

薩摩亞居民的地位間題及因地位上的差別所引起的 

一切法律問題。

薩爾冗多代表認爲歐洲人與薩摩亜人閩現有的 

政治地位上差別宜加整頓，倘能根本消除，自屬更 

佳。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一九五一年的特派代表曾 

吿理事會：管理當局法律顧問講爲在現行國際法及 

智俗下，像 "西薩摩亜公民"這一種劃一的國民地 

位，是不能亦不會爲國際所承認的，因爲西薩摩亜 

是一個託管領土，而不是一個自主國3 他繼稱：m 
然有關居民地位的法律相當複雜，但是現行法律畢 

竟 a 有明文規定各居民在領土中日常生活及在國瞭 

旅行時的正式地位3 管理當局將在符合國際法及慣 

例的原則下，繼續努力使全體居民的地位劃一。

三.經濟進展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般經濟情况

這一領土的經濟以農業爲主，絶大部汾人民主 

要從事種植爲自己生活所需的農作物。籍及家禽的



飼養也是供當地消費之用。薩摩亜人除生產當地食 

用物品外，遺生產乾挪子肉、可可、及香舊等輸出 

品3 該領土的出產幾乎全爲農産品，所以》於各種 

製造品及領土內不能生産的食物及原料，均須仰給 

於境外。

工業發凰微不足道。紐西蘭賠償資産管理處是 

細西蘭政府的一個機構，負責經營自德國人處接收 

得來的農園和其他土地，現擁有鎭木工廠一所和擬 

加廣充的可可赔乾廠一所。~另有鎭木工廠一所係由 

— 歐洲人經營。A pia城有小规模的地方手工業。管理 

當局最近派遣專家調査領土內森林狀况後，認定該 

領土每年所需木材，大部彼仍須仰給輸入。領土內 

尙未發現有商業慣値的擴藏。管理當局稱商業性質 

的捕魚事業規模不大，而在現有來源的限度下，發 

展漁業的希望也是很少的。

初級產品的暢館及輸入品慣格之依然昂高並未 

少抑該領土通货膨眼的趨勢。一九五0 年的輸出値 

一，三0 三，七六一镑，較上年略少，其原因在於生 

産退減，船隻不足。輸入値一 , o 九五，一二一镑，超 

出上年達二0 0 , 0 0 0 镑以上。貿爲總値爲二，三 

九八 , 八八二镑d 良據特派代表在理事會第十眉會提 

出的情報，一九 Ï 一年的貿易總値a 趙出上述數字， 

剛達三, 0 0 0 , 0 0 0 镑。

託管理事會第四屆會建譲管理當局繼續採取一 

切可能步驟，如創辦次級工業及實施其他可行的辦 

法，俾使作物生塵綜錯配合，同時加緊努力開發及 

利用該領土的資源，以求提高士著居民的生活程度。 

理事會第四届會復請管理當局詳訂該領土經濟發展 

之通盤計劃。

大會第四雇會贊同理事會所提須爲西薩摩亞蹇 

割方案以奠定健全經濟某礎之各項建譲。

管理當局後來報告，它已進行各種調査，以期 

加速該領土的經濟發展。管理當局所作努力，許有 

以下各端：領土農業之普査；森林資源之調査；新 

水電廠之全部供電；港務發展報吿書之完成；再度 

設立的農業部所辦工作之報告。南大平洋委員會亦 

於一九五0 年與西薩摩亞政府密切合作，交換情報 

及考盧技術間題。管理當局稱：該委員會在經濟方 

面的工作進愿，對於西薩摩亞的經濟進步可望有極 

大的稗助3

大會第五眉會曾通過一決譲案（決譲案四三九 

( 五）），提請各管理當局注意發展落後各國經濟發 

展之按術協助擴大方案以及聯合國和各專門機圃的 

經常方案下所可供給的種種便利。大會建譲由各管

理當局代各託管領土充分利用上述各種技術協助並 

向各有關機關酌爲申請。大會又建譲由各管理當局 

就一切申請情形，並就其將所獲按術協助併入託管 

領土長期開發許劃之情形，向託管ffl事會具報。

管理當局在理事會第十屆會中宣稱：管理當局 

雖曾考慮於該託管領土舉行經濟普査時請聯合國予 

以技術協助，但是此種調査計劃倚在擬訂中，故管 

理當局仍未正式請求聯合國給予此種協助。管理當 

局的政策爲儘可能自行供應託管領土所需的按術協 

助，倘本身不能供給全部協助，自當考慮向其他方 

面，包括聯合國在內，覓取更多的協助。

理事會第十履會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察悉該領土的經濟發展頗有進展，認爲 

由於人口繼續增加，該領土的經濟基礎實有廣充及 

變化的必要，爱請管理當局繼續進行許劃中的經濟 

普査事宜，包括土地及地質之調査在內。

輸出品生產及貿易

輸出品的錯售，一部汾依政府所簽訂的合約辨 

理，一部设在市場公開發售。乾挪子肉是主要的輸出 

品；薩摩亜人所出逢的挪肉估全部的百分之九十以 

上。一九四九年乾挪子肉的輸出爲一六，四五五嚼， 

一九五0 年則爲一•三，九一七頓。據管理當局解釋， 

輸出量減少的原因並非由於產量退減，而是由於航 

蓮稀疏的緣故/ 每年輸出量的增減須視航蓮情形而 

定，道是正常的现象。該領土於一九因九年與英聯 

王國糧食部簽訂的乾挪子肉九年購售合約（詳見託 

管理事會前次報吿書），在本報告年度內繼續生效。 

一九五0 年中，乾挪子肉在 A p ia 港免費交貨上船 

的價格定爲每《四十八镑十先令，其中二镑五先令 

存入平準$ 金。一九五一年乾挪子肉免費交货上船 

的ffi格已播加到每嘯五十三镑十五先令。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在理事會第十届會中稱：一 

九五二年乾挪子肉在A p ia 港免費交貨上船的譲定 

價格爲每嘲六十五镑，較一九五一年時每嚼五十三 

镑十玉先令的慣格已境加百分之十以上。

在商業慣値上居第二位的輸出品是可可。本報 

吿年度可可的輸出量爲一，八八0 嚼。由於季箭上的 

關係，可可的收成及輸出較去年城少約一 , 0 0 0  
嘲。根據一九四玉年的估計，薩摩亞人所出逢的可 

可佔全部的百分之四十一。管理當局稱個別耕作者 

现可使用賠償資産管理處各農園內所裝置的新武提 

嫌機器，此項誰備使薩摩亞可可的價値大增。管理 

當局並稱由於可可偵格繼續上漲，種植此項農作物



者大爲i t 加。根據特派代表在理事會第十屆會中提

出的情報，一九五一年可可的輸出爲三，二一二啦， 

共値八0 — , 0 0 0 镑。

薩摩亞人所種植的香嘉估全部香莲輸出量的百 

分之九十五。一九五0 年的輸出量爲九七,三五七 

箱，較一九0 九年增加一0 , 0 0 0 箱以上。香蒸的 

输出以柱由管理當局管制，按 照 不 時 改 訂的在Apia 
港免費交货上船的價格售與》西蘭貿易部。但自一 

九五一年一月一日起，香黑輸入細西蘭的業務由一■ 
家新誌的公司負責，這家公司的名稱是系實批發公 

司。據管理當局稱，該公司已提出保證，決意保護 

生産者的利益。因爲生產者預料明年將可增加專運 

果實的船隻一艘，香莲的種植正在擴展中。y 管理當 

局刻在考慮由薩摩亜政府接管香莲的生產，並由農 

業部或專設的管制局予以監督。

管理當局認爲政府無須多覓市場来推進對外貿 

易，因爲該領士固定的輸出品依然有很好的館路。 

它餘目前的政策和農業部大郁设的工作均側董於提 

高瑜出物的品質，使義上乘，俾现有的市場更爲穩 

固。

土地:賠償資產

該領土內規模最大、納賴:亦最多的農園經營者 

是紐西蘭賠償資産管理處r 該管理處的土地原係德 

國人所有，嗣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錄西蘭政府沒 

收，充作賠償。這些土地現由® 西蘭政，負責的管 

理處經營，從事種植、製酪、實驗及其他工作。有 

些地産a 撥給薩摩亞人，尤其在該領土的人煙最獨 

密的展域，以疏散過密的人口。此項士地在一九四 

八年有七五 , 三六0 英献之多 , 其中大部汾在管理當 

局看来未免過於貧療，不堪發展以圖盈利。資産管 

理處所獲利潤撥充細西蘭統一基金 ; 但管理當局稱， 

實際上薩摩亜政府獲得與資逢管理處利潤相等的補 

助金 ’ 作爲實施社會及經濟發展計劃之用。

託管理事會第七眉會曾建譲管理當局考慮可否 

將資逢管理處全部盈餘移作增進西薩摩亞人民福利 

的辨法訂入法令。

管理當局在一九五0 年度報吿書中答稱：管理 

當局仍必本其政策，續將此項收入移作促進西薩摩 

亜 ff±會及經濟發展之用，但是就這些資產的來源而 

言，營理當局在法律及道義上均無此項收入移充上 

述用途的責任。

一九五0 年視察團對於管理當局將賠償資産管 

理處夙獲®餘掃數移作增進西薩摩亜人民福利之用

一舉，頗爲稱道。理事會第八盾會與視察團同意，亦 

表示嘉許之意，同時希望管理當局繼續將資産管理 

處多餘土地分給需裏土地的農村。

閩於此事，管理當局在其一九五0 年度報告書 

中稱：管理當局於一九五0 年底決定將賠償資産管 

理處多餘土地約四三，0 0 0 英献撥給薩摩亞政庶。 

這幅土地的用途雖由薩摩亞政麻決定，但管理當局 

認爲其中大部份宜留作備用土地。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在理事會第十屆會中宣稱： 

管理當局a 於一九五一年完成移交土地四一，六一 

五英献的工作，3 Ê B訂定長期計割，將 A p ia 展域 

的土地陸續移交，俾便有計劃地擴充Apia市孫。

土地 :人口壁力

管理當局在政託管領土農村經濟發展委員會的 

備忘錄中提出下列關於土地利用情形的情報。該 

領土擁有七二五，0 0 O 英献土地，其中百分之玉十 

五係荒地，包括臉峻山玻、鈴石積層、和不毛之地， 

未開i l 的土地許有鋳石賓旧地約二四，0 0 0 英献 

及多雨地帶的森林五七八，四九0 英献。除了多雨地 

密的森林的八分之一外，其餘未開壁的士地皆係薩 

摩亜人所估有。據管理當局估計，該領士的耕地及 

牧地一二二 ,五九一英献的分配情形如下：

英献

紐西蘭賠償資產管理處

( 自由保有之不動產）.....................................12 ,619

細西蘭賠償資產管理處

( 祖t t  産）.........................................................2,000
薩摩亞人 ....................................................................80 ,472

歐洲人( 祖賃産）.......................................................2 ,500

歐洲人及教會 (自由保

有之不動逢） ....................................................25 ,000

薩摩亜人的土地約有五六五 , 六四0 英献 , 歐洲 

人及傅道會的土地約有四0 , 0 0 0 英献，英王的土 

地 ( 包括蘇西蘭賠償資產管理處的土地在內）計爲一 

一九 , 三六0 英献。

由於人口滑加，u p o iu島北部沿海地展a 有人口 

過於糖密之勢。管理當局稱，由於築路工程的進愿， 

人民a 可在新輝地廣內定居，並稱此項發展以及管 

理當局將英王土地撥給人煙积密的鄉村的政策， a  
人口壓力問題糖趨和緩。但是因爲該懷士的人口逐 

年聽增 ( 達百分之四）。此項問題仍將使政府憂慮不

T/AC.36 /L .32英文本第二貢至第四頁 c



a - . 薩摩亜人向居海濱，出海便利，仰海爲生。■̂是 

以管理當局認爲在內地建立新鄉村一事，必須經過 

鎭密的調査，耐心策劃，始能成功。管理當局又認 

爲必須事先妥爲準備，始能使居民移徙時井然有 

序。

Æ 事會第十屆會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欣悉管理當局B 將Iffi西蘭賠償資産管理 

處土地四一 ,六一五英敏移交西薩摩亞政府,並悉該 

當局a 訂定長期計劃，睦續移交 Apia展的土地以供 

有計劃地擴充A p ia市廣之用，深望該當局能繼續 

轉讓土地，以應薩摩亞人因人口過密而生的需要。

內地貿易及商業

據管理當局稱，該領士的商業，就領土人口和 

資源而言，堪謂十分發達，輸入商品的銷售大部汾 

操於各色半歐洲人後裔所經營的公司手中。四大商 

行操縱全部貿易的大半，包括分配及賣售各種商品， 

經營蓮输、保險及其他代辦業務在內。這K 大商行 

及其他商行貿易總額的大部檢是從經售乾挪子肉及 

可可得来的。

上述四家商行中，兩家是本地的，兩家是外地 

的, 其總行分別設在澳大利亞及裴濟。其他設於Apia 
的商業機閩有» 西蘭飯行的支行，細西蘭營造商所 

分設的公司，蓮輸公司若干，電影公司一家，印刷 

出版公司一家。

優惠待遇

自一九二 0 年以來，輸入該領土的英國货品，在 

缴納關稷:上按慣受百分之十一的優惠待遇，

理事會第四届會及第七眉會備悉對於此項優惠 

待遇正在進行調查，並盼得知調査結果。理事會第 

八屆會獲悉調査此事的特設委員會認爲現行税率表 

訂有不同的税率與附加税，應予修訂整理，以便取 

悄所謂優惠賴:率，並各項的某本標準商品規定一 

適用的税率後，乃請管理當局參度特設委員會所提 

関於取消根據原產國而定輸入優惠待遇的建譲，將 

其所採的步驟 ’ 報告理事會。

管理當局在一九五0 年度報吿書中論及這些建 

譲時稱：它雜然確知取清現行優惠稅率不政損害該 

領土的經濟，亦不政改變西薩摩亞的貿易方式，但 

是它認爲此時.亟須愼重考慮優惠税率之取消對於該 

領土 a 對其他國家擔承的義務所生的實際，響。

管理當局代表在理事會第十眉會中說明優惠原 

則之維持並不破壤憲章或託管協定，因爲這兩文件

亦保護此項原則。他又說在進行任何更勤以前，管 

理當局恐須先與其他政府商洽。‘他說管理當局將於 

理事會審譲下年度報吿書時績提關於此事的情報。

理事會第十眉會通過下述結論：

理事會備悉管理當局就優惠関稅問題所作養 

明，深望該當局能將對此事所採取的行動具報理事 

會。

財政;賦親；

該領土的預算係根據政府各部pg分別提出的槪 

算編造的。衞生、工務及教育費用的槪算由立法大 

會各有關委員會審査，春査後行政當局仍可加以調 

整，俾符一般財政狀况；然後各部円的槪算一律送 

交立法大會財政委員會詳細審査；最後行政當局將 

全部槪算提交立法大會討論核淮。立法大會於必要 

時亦可加以修正。

由於政府會許年度現a 改與普通曆年一政，常 

年報吿書所提出者僅爲截至一九五0 年十二月三十 

一曰 .Ü•九個月閩的統計及其他資料。這個時期内的 

收入總戴爲四七一，o 八七镑，支出爲四四四，二0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告知理事會：一九五一年度 

盈餘爲四八 , 0 0 0 镑。

管理當局在報吿書中稱：管理當局貫徹其將絲 

西蘭赔償資塵管理處所纏利潤掃數用於增進西薩摩 

亞人《I 利的政策，繼續補助該領士。

剩餘的公款逐年累積 , 一九四六年時爲三0 0 , 
0 0 0 镑有奇，至一九五0 年底增至七三三,六四二 

镑大部份公積金現投資於 » 西蘭。政府的政策是以 

五0 0 , 0 0 0 镑爲準備金，越出的餘歌則充各種齋 

展計割的費用。

在報告書所述時期內，該領土預算的主要支出 

如下：工務，一六0 , 六二八镑 ; 公共衞生，九三，六 

六七镑 ; 教育，七四 ,一九七镑。̂

該領土財政收入的最重要來源是輸入貌及輸出 

税。一九五0 年中，輸入親:爲一九六，六八一錄，輸 

出稷:爲九r a ,六八三镑。其後可可輸出税自百分之三 

i f 爲百分之十，使與乾挪子肉及其他輸出品的税率 

相等。主要直接税是對貨物售慣總額徵收的一種稷：， 

本年共徵得六五，七八九镑。對收入在二百镑以上者 

所徵薪給共徵得四，九六0 鋒。其他直接親:爲執照 

費、規費、建築親:、自來水《、娱樂税、及印花親

一九冗0 年視察團斷言：如欲應付衞生及教育 

事務將来的實際需要，必須大量增加該領士的收入，



而對住在農村的薩摩亞人徵收某種直接税以維持農 

村學校及其他事務，也就要成爲必需的了。視察圓 

獲悉開於稅制改革問題管理當局尙無决策。

託管理事會第七屆會及第八眉會藥悉管理當局 

正在研究徵稅問題，深欲得知徵税方面因此項研究 

而引起的任何改革。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在理事會第十眉會中稱：立 

法大會財政委員會在原則上贊同紐西蘭土地e 所得 

我:部總監的建議，取消薪級稅及商品稅（按資物售 

價總額徵收）, 而改徵所得积：。特有關若于細節問題 

的資料交到後，卽可開始立法，如意修訂該領士的 

税則。

理事會第十屆會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認爲賦稅政策之決定，應充分計及國民 

所得、未來經濟發腰可能性及人口趨勢。理事會察 

悉薩摩55政府正在研究賦稅問題，希望修訂税制的 

提案不政拖延大久。

工務

管理當局在理事會第十屈會所審査的報告書中 

說明：新水電廠B 於二九五0 年十二月全部供電;築 

路計劃續在實施中；A p i a 港口設備工程業a 動工， 

海港發展的其餘部汾亦a 訂有計劃；對於自来水的 

擴充問題極爲注意。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在理事會第十屆會中稱：爲 

求補充現有的電力供應起見，政府a 另外訂購發電 

機一座，顏料一九五三年五月卽可使用。工務局長 

業 a 建譲境築水電廠一所。 B 築成的各種公路共長 

二0 五英里。刻在開工建築橋概兩座。政府已爲兩 

個村落新誌自來水管道，並將男兩個村落中的自来 

水管道擴充。此外，政府復訂購水管，準備增載十 

個系統。

理事會第十届會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備悉利用水力發電所獲進展，深望以自 

来水供給各農村的工作亦將有同棟的進展。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般經濟情况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希望管理當局能就利用聯合 

國或專pg機關的技術協助的各項許劃向理事會提送 

詳盡的情報。 ‘

伊拉克代表認爲理事會不妨建譲管理當局從速 

進行土地調査。他對於管理當局墙進農作物生，的

工作及其殺除植物害蟲的計劃，表示嘉許，並認爲 

理事會應請管理當局繼續熱烈推行除蟲計劃。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指出給養經濟 

在西薩摩亞估主要地位，這是該領土經濟上的最特 

殊之點。管理當局並未採取任何有效措施使土著人 

民積極參預該領土的經濟生活，致大郁份土著人民 

仍潘留於半開化隙段。

輸出品生產及實易

比利時代表認爲必須厳密監視乾挪子肉業所訂 

價格，如果定價與世界市場的價格柜差過遠，實有 

共同協譲修改合約或協定的必要。

內地貿易及商業

中國代表請管理當局今後在報吿書中詳述外資 

在該領土投資的情形。

優惠待遇

比利時代表促請管理當局注意優惠關税間題。 

他說管理當局# 聯合國負有憲章所載之義務，應確 

保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在該領土享受商業上平等待

遇0
絲西蘭代表稱：優惠原則之維持並不破壞憲章 

或託管協定，因爲該二文件明文規定保護此項原 

則

土地及人口壓力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迄 

今尙未將德意志殖民者奪自薩摩亜人的最佳土地歸 

遺土著居民，這些土地在 "細西蘭賠償資産"的名目 

下，仍然操於細西蘭政府手中。'西薩摩亞土著居民 

現在完全不能參加管理這些資産。他們喪失了最肥 

沃的土地，紙有依靠不適於耕植達三分之二的土地 

來勉魂過活。

蘇聯代表團認爲託管理事會應建議管理當局將 

以前不論以何種手段奪自該託管領土人民的土地全 

部交遺士著居民，以後不許再將土著人民的土地割

讓。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餅西蘭政府最近a 將紐西 

蘭賠償資産營理處土地四一,六一五英軟移交薩摩 

亜政府，並 a 訂定長期訂割，陸續移交 A p ia愿的 

腹地，以供有計劃地擴充A p ia市K 之用。他叉說： 

一九四七年視察®會謂營理當局對於賠償資棄管理 

處的土地，是不容否認的所有人；管理當局現B 重



申决心，續將道些資Æ 的全部盈餘充作該領土重要 

發展之用。

四.社會進展 

概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政策

管理當局稱f i 會進展的目標目前主要是在公共 

衞生、營養及改善嬰孩譲理力面。爲求達成這些目 

標而採用的主要力法是：增加受有訓練的人員，調 

査飮食情況，繼續鼓働婦女鄉村委員會及改良教育 

說備等。

營理當局認爲如果在該領土載立所需經費爲該 

領土自治後的經濟能力所不能負擔之想模宏大的社 

會服務機構，實屬不智的掠施，並旦對該領土也是 

無益的。管理當局說薩摩亜人深知這是危臉的政策， 

所以始終反對細西蘭撥款補助其他重要的發

理事會第十屆會通週下述結論：

理事會察悉薩摩亜人顧慮深遠，亟欲將政府在 

社會事務力面的支出維持在他們無論何時均能應付 

的數額內。但是，理事會認爲管理當局宜鼓勵薩摩 

亞人避免使政麻支出保持不變，並確保政府在社會 

事務力面的支出，足爲該懷土日益繁榮的反映。

社會狀况

管理當局曾反複說明薩摩亞人的社會事事不離 

傳统 , 並說薩摩蓝社會雜然B 接受現代的生活方式， 

f f l是歷代相傅的價値觀念在實質上仍無改變。

薩摩亞fftfc會是建立在家庭單位的團結之上的， 

這種家庭單位不僅是一種生物團體，如歐洲所了解 

的部様，而且是一種更大的基於血統、婚姻乃至於 

收養關係的家族。這種團體各汾子公認一人爲家長。 

家長是一個有頭銜的家長，如非首領就是發言人， 

他以領導及照顧受他管束的家族爲主要載責。同時， 

家族內各汾子都有侍奉家長和提供合作的義務，以 

報答他主持族務的辛勞。視察團指出此種家庭內的 

汾子多少受着家長的管束，但是家長亦須相當顧及 

他們的意願。家長以其名義握着家庭士地的所有權； 

選舉鄉村官吏時，紙他一人有投票權。家長繼承人 

是由家庭中所有成年人選定的，不一定是世襲的職 

位 ?..
薩摩亞人口中，除薩摩亞人外，大部份爲享有 

歐洲人地位的人，其中有歐洲人三二七名，半薩摩 

亞人五 , 八六六名，半薩摩亞人中有一大部汾是屬於

三代或四代以前他們的歐洲人 ;m 先所成立的家庭。 

大多數享有歐洲人地位的人住在A p ia 區內，在該 

地的貿易及熟練職業丄居領導地位。-其中許多人旦 

擁有農場或小量地逢， f f l是如果就這一方面與薩摩 

亞人相較，歐洲人是處於不利地位的，因爲他們如 

非娶有薩摩籍妻子，或想藉薩摩亜籍観屬的闕係， 

則不能養得土著的土地。

生活程度

該領土至今仍未舉行過家庭生活調查。管理當 

局稱該領土的經濟制度尙非一種十足的賀粮經濟制 

度所，以編製生活費用框數實無稗 ®。管理當局注意 

確保薩摩亞人所購物品的價格不政有劇烈變動，故 

EL货一九四0 年起採行物價統制制度。

託管理事會第四眉會會請管理當局考慮能杏對 

居民生活程度作取様研究；理♦會第七屆會亦請管 

理當局儘速研究生活程度。理事會第八眉會纏悉糧 

食農業組織最近舉行的世界農業調査可能就此事提 

供一些資料後，請求管理當局在下次常年報吿書内 

提供此項資料，並進行其他必要的研究，俾使理事 

會能夠估評居民的生活程度。

理事會第十眉會所審査的報吿書載稱上述的農 

業普査劍在列成表式，此項調査結果:當有助於適當 

斷定居民的生活程度。管理當局又說公務專員正在 

研究該領土的生活費用；此項研究的結果雖然主要 

是用来幫助公務專員訂定各公務員的薪，和津貼， 

«3亦有助於估定生活費用一般的漲落情形。

理事會第十屆會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得悉農業普査及公務專員所進行的生活 

費用調査預料能就生活程度的間題提供更多的資 

料，在請管理當局在下次常年報吿書中敍述此兩種 

調査所得的結果。

婦女地位

在法律上，婦女與男子所享的權利並無差別。管 

理當局稱，依法律規定，女子與男子參加該領土政 

治生活的權利是相同的。但管理當局說明，婦女雜 

然得爲立法大會委員，薩摩亞習俗對於婦女行使此 

類權利卻是一種實際上的障礙。遇有適當職位出缺 

時，婦女亦得擔任公職。’鄉村中的婦女委員會在嬰 

孩護理及鄉村衞生方面的工作，以及使會員稍有治 

理村政經驗的努力，據稱均有優良的成績。

託管理事會第七眉會對管理當局政力於消除男 

女在權利上的差別一•事，表示嘉許，建譲管理當局



繼續採取一切措施，以確保薩摩5&婦女能有充分機 

會參加該領土的政治活斯。

誉理當盾在嗣經理♦會第十眉會所審査的報吿 

書中說明它贊同積極支持並擴張各婦女委員會在鄉 

村生活a t t •方面現有的力量, 但是理事會應要知遺， 

爲支持此種力量而操取的措施必須以薩摩亞民意爲 

後盾，而薩摩亜人卻已表明極不願拋棄他們的傳統 

觀念。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又強調西薩摩亞的婦女絶非 

是社展內未能享受充分權利的人。

人權及基本自由

( « )具有妓視性質的法津

管理當局稱薩摩亜各界人民無分種族、性別、語 

言或宗教都安享人權和某本自由，一如聯合國憲章 

第七十六條 ( 寅）款所規定。

大會第0 届會曾建譲管理當局廢除一切違反憲 

章原則和託管读定的現行具有歧視性質的法律和慣 

例。

管理當局後来就這個建譲向理事會聲稱該領土 

甚少族視现象3 僅有的一些差別情形係因薩摩亜入 

和欧洲人地位不同所致。管理當局覺得這些情形須 

經核當時閩始能完全消除，且此事顯然須待其他間 

題先獲解決始可着手。

(b) 華條的權利

領土居民中有中國人一七一名，爲德國綺治時 

代移入的一批勞工中留居該地者。據高級專員報吿 

立法大會稱，按照現行法律，這些中國人在法律上 

似乎享有自由公民的地位>

理事會第八眉會在有開薩摩亜華人協會所適請 

願書的決議案三一二（八）中請管理當局務必將華人 

董返薩摩亜申請♦ 迅速提出於薩摩亞國務會譲，並 

請其提交關於華籍昆置的人數、地位及情況的其他 

資料和關於移入華人及該領土華籍居民的地位的資 

料。

管理當局在嗣經理事會第十眉會審査的報吿書 

中稱：薩摩？&政府業a 注意理事會爲華人重返薩摩 

亞申箫書事所作請求。管理當局又說明它未能在本 

年度的報告書中提交理事會所索取的關於該領土內 

華籍居民生活情形的資料，但是t 預料可於將來的 

報吿書中附列此項資料。

勞工

該領土尙未組織勞工部，皇家民事檢察官兼任 

勞工事務專員。由於領土缺乏可藉以執行勞工法律 

的行政説備，管理當局認爲該領土尙不能開始推行 

任何宏大的勞工立法計割。管理當局S 於依靠工資 

過活的人就佔居民人口中一小部汾，認爲維持一專 

設行政機構及制定詳確的勞工法一■舉，實非必裏。據 

管理當局解驛，直接支付工資的工作一■大部汾是由 

各家長所領導的家庭團體擔任的。管理當局稱，那些 

家庭B 體的fô*子爲家外人士所傷用的期閩極翅，而 

他們的生計並不仰賴此種就業，這就是他們接受家 

外工作時不致受人剝削的一種保障據一九四五年 

人口普査，薩摩亞人口中經常從事工資勞動的紙估 

百分之三。

但管理當局認爲随着經濟制度的逐漸發展，領 

土內使日â 需要更密切地注意對於现有勞工的督導 

事宜。'工資率及零工時閩間題業經特爲此目的而設 

的一個委員會加以研究，並作過某種調雙。

自一九五0 年十月三十日起，政府傷用的零工 

每週工作時閩由四十四小時减爲四十二小時半0 管 

理當局稱，政府擬於一九五一年將此項時閩減爲四 

十小時，並將最低工資由每小時十辨士增爲一先 

令0

理事會第七屆會曾建譲管理當局儘速提出基本 

的社會立法，包括勞工立法在內。

管理當局在嗣經理事會第十眉會審査的報吿書 

中說明在目前情形之下，該領土實無詳訂勞工法的 

必要 ( 參閱上文 )。管理當局稱它曾於一九五0 年調 

査勞工狀況，結果認爲誅立一個概括的勞工補償制 

度，此項制度當可於短期內建立。 ■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通知理事會第十眉會：Ift西 

蘭政府刻在考慮關於勞工補償問题的法案。

公共衞生

在其他熱帶地展引起嚴重衞生間題的多種疾 

病，幸未在西薩摩亞出現。西薩摩亞的氣候卽資不 

ta：炎熱潮浑的歐洲人亦甚適宜 ,據管理當局的制斷， 

一般營養水準亦較大多敷熱帶區域爲满意。領士內 

最流行的疾病爲十二指腸蟲病、蕃狀腫和絲蟲病，以 

及緣於不講衞生的疾病如傷寒、第疾、和小张'潟擴。 

肺病亦爲一重要間題，而胸腔疾病如脑炎等也是常 

見的 3 管理當局稱，若 以 "西方 " 標準來衡量，該 

懷土一般死亡率和嬰孩死亡率均甚高，可是較太平 

洋展其他大多數地力爲低。



醫藥服務以首府A p ia的一醫院爲中心。 那個 

醫院擔任主要的診斷工作並有規模最大的外科誅 

備。所有歐籍醫官均在該院IE作。除醫師外，一切 

薩摩亞籍醫務人員均由該院訓練。該院正在按照計 

劃 .^建中；誌有病床三十張的女病房& 於一九五0  
年啓用，設有病床六十張的肺病病房卽將竣工。

十H 所 診 療 所 "，卽所謂有病床十二張的 

病房及備有pg診設備的診療所，a 成立多時。按照 

擴充許劃 , 管理當局擬在五個醫廣內各款展醫院(n 
有病床十二張的病房爾間）一所，另附以規模較小 

的診療所。展醫院係以現有診療所爲擴充的基礎 , 其 

建築費用由政府及各偶分負一半 流動診療隊聘有 

薩摩亞醫生一人或二人，薩摩亜牙科醫生一人，薩 

摩亞譲士一人及司機一人 ,並常有一衞生隊伴随，訪 

間交通比較方使的各村莊。現在EL有兩個流動診療 

隊在，工作第三個正在誌置中。衞生服務除A p ia醫 

院收住院費用及少許藥費外 , 多半均係免費供給;據 

管理當局稱，醫院從未因病人無力納費而拒雜給與 

藥物或治療。

管理當局向理事會第十眉會報吿：在檢討期閩 

的九個月內，會受醫院及診療所診治的住院病人共 

許四，二一六人 ,p g診病人一四九，三二三人,總數較 

上年全年爲多。求診人數的增加主耍因爲各醫院及 

展診療所的門診病人激增所致，管理當局認爲此項 

增加足以證明居民對現代醫藥的信心與日俱增，深 

欲享受現代醫藥的利益。

醫務人員的總數原爲一二一人，至一九五0 年 

廣則增爲一三四人0 薩摩亞籍醫生三人B 在裴濟的 

中央醫學校受訓完畢，另有四人則開始受訓。學生 

三名正在接受完全合格的護士訓練。政液復捷勵现 

在雜西蘭領有獎學金的學生依紐西蘭標準學任醫官 

及牙醫官。

能管理事會第七屆會對管理當局在公共衞生方 

面所獲的進步，表示嘉許，但請其加聚實施各項防 

瘦措施及努力徵聘醫務人員。理事會第八屆會對管 

理當局在預防及治療的醫藥和衞生服務方面所養的 

進步表̂示嘉許， 於業a 呈報的患肺病者人數a 减 

少百分之五十一事，尤爲稱道。管理當局備悉裴濟 

中央醫學校內薩摩æ 學生人數續有滑加，促請管理 

當局益加努力，以下列一類方法来增進醫藥及衞生 

服務：繼續充分利用裴濟的訓練設備並與南大平洋 

醫務處合作，以解決業i 於完全合格的醫生的需襄問 

題。

營理當局在嗣經理事會第十屆會審査的報吿書 

中稱它深知必須加聚採取各項防廣指施，並說贈給 

該領土的肺病療養院B 吿落成。此外，南太平洋委 

員會售派一研究昧前往該領土，進行研究治療脑病 

的力法以及與肺病有關的若干間題。另一醫務研究 

朦亦售到該領土研究幕狀腫及十二指腸蟲病。管理 

當局所參加的商大平洋醫務處，常備醫師多名，可 

供該領土調用。

一九五一年修正薩摩亞法規定：凡經細西蘭醫 

務局證明爲具有在細西蘭登記所需的行醫標準者， 

雖未在雜西蘭或英聯王國登記爲醫師，仍得奉委爲

醫官。

理事會第十屆會通過下列建譲二

理事會對於醫務人員總數之增加及有關醫官任 

用條件的立法之通過( 此項立法使該領土能墙醫官） 

表示欣慰。理事會又渡悉治療肺病的誰備更見充實， 

認爲管理當局應悉心考盧舉行民教運動，使薩摩亜 

人深知肺病的嚴重性。

註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政策

美利墮合衆國代表認爲宜鼓勵薩摩亜人利用該 

領土目前的繁榮時機，按照擴密的計割来擴充各項 

政府事業，以適應人口激墙所造成的需要。

社會狀况

英聯王國代表以傳统的家庭組織極有價値，認 

爲管理當局面然要防止一切足以a 礙十足民主生活 

方式的進展的特徵，但仍應以此種家庭組織爲基礎， 

不宜城損或消減它的功能。

生活程度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覺得該領土有通貨膨眼的趨 

勢，希望管理當局於必要時採取措施，俾支薪階級 

及工人得以保持粗對的生活程度，並使他們有適當 

的機會改善本身生活。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察悉該託管領 

土土著居民的生活極爲艱苦。土著工人所得工資實 

微乎其微。聯合國視察画贫作報吿，農場工人每日 

的工資僅合三先分，紙夠購買四镑洋蕃。土著居民 

生活艱苦實爲管理當局報吿書第十四貫所稱犯罪增 

加的原因。



婦女地位 五.敎育進展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認爲管理當局應擬訂通盤 

計割，使薩摩亞婦女得以參加該領土的社會及教育 

生活。

蘇維埃fit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西薩摩亞全 

境婦女截剝奪了一切參政#。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強調西薩摩亞婦女正如報吿 

書所說的那様，絶非是社展內未能享受充分權利的 

人。

人權及基本自由

關於華籍居民重返薩摩亞的問題，中國代表促 

請特派代表注意管理當局對視察團所發表的意見， 

卽 "薩摩5&人雖反對今後再從其他任何地方移入人 

口，但對於少數華人重返該地一事，經勸吿後當能 

同意" 等語。管理當肩後来在理事會中對此項陳述 

B 予承認。中國代表說這些中國人重返該領土的希 

望不多，至少、不如管理當局兩度發表的意見那棟樂 

觀。

勞工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目 

前所推行的政策旨在保持該領土爲英聯王國的征廉 

農逢品取給地。英國以低賤的襲斷價格收購這些農 

逢品&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聲稱，該地工資自一九C9七 

年至本洋一月期間並無任何境加一說，全屬子虛。該 

顔土的工資曾於一九五0 年四月一日及一九五一年 

一月一日先後墙加兩次。

公共衛生

中國代表以管理當局繼續注意公共衞生事務， 

尤其是注意填加衞生工作人員及促進醫院的擴充， 

表示欣獄。他認爲管理當局在這幾方面所作的努力， 

不容箱解。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託管理事會 

第四届會曾建議管理當局加緊努力以改進該領土的 

醫藥服務及社會觸刹事務，可是管理當局未會實行 

理事會的建譲，他說醫務人員，診療所及醫院的數 

目仍嫌過少，而營理當局雜a 知道這些缺點，卻不 

誅法訓練合格的S 務人員。死 亡 率 （特別是嬰孩死 

亡率）的增高證明衞生服務未如人意，居民生活艱 

苦0託管理事會應建譲管理當局增撥公共衞生費。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政策及槪况

管理當局稱，養成薩摩亞人充分參與其本土的 

公共生活的能力是當局的長期目標，此項目標的達 

成，有賴下列兩項短期目標的實現：卽提高各級教 

育的標準，以及擴充學校制度，直至全部兒*董均能 

享受免費的強迫教育。

西薩摩亞教育係由政府及在該領土內積極工作 

的五個教會分別推行。許多a 量兼在教會學校和公 

立學校就讀。

在本報吿書所述及的期間內，公立學校計有一 

一四所，教師三九九人，學生一三，八九九人。大部 

汾學生 (一二，六三七人）係在一0 五所鄉村小學中 

就讀3 中學生計有四十人; 師範生計有— 九人;入 

成人夜校者四千三人<T其餘學生一 , 0 六 0 人(包括 

歐籍兄童小學學生六二0 人在內）係在水準較鄉村 

小學爲高的初級學校就讀。在本報告書所述及ËT期 

間內，公立小學教師自三五八人填至三九九人，其 

中薩摩5&籍教師自三0 四人增至三K O 人。

管理當局在嗣經理事會第十眉會審査的報吿書 

中稱，郎使管理當局努力增加見督教師每年的錄取 

人數並使今後各年畢業生人數增加一倍，此類辦法 

仍不足以應付日在增長中的人口的教育需襄。由於 

經費困難，以及領土內的兒童繼續播加，而該領士 

國民所得的增加卻未能與人口的播長成正比。

根據管理當局的報吿，教育發展許劃續有進展， 

學生、教師以及一般薩摩亞人對教育的黙忧亦與時 

俱增。社會名流贊助建築校舍計劃，熱心可嘉。 B  
落成或卽將完成的鄉村學校共十六所。另建鄉村學 

校數所所需的建藥費用，業已交存教育部。政府所 

主持的積極計割E 有下列成績 :師範學校規模擴大； 

V a ip ou li學校重建工作 ( 包括敦置發電廠一所在內） 

續有進展；A vele學梭三合土的新式課室多閩卽將落 

成；中等學校衞生誌傭的增建；M alifa學校廣播室 

及圖書館的建築；在A p ia附近誅立薩摩亞大學的初 

步工作& 告完成。薩摩亞大學已有基金，刻在一三 

0 英献的校址上舆築校含。

在本報告書所述及的期閩內，該領士新支出的 

教育費用達七四，0 0 0 錢有奇。其中二萬餘镑係用 

於擴充永久誌備 ’ 四五 , o 。。镑爲教職員薪金。



理♦會第八雇會街於營理當局在教育方面所健 

的進展（尤其是薩摩亞大學之創貌及新式速成學梭 

之開辦），表示嘉許，但亦促請營理當局注意：該領 

土人口逐漸增加，今後教育方面自非再作重大努力 

不可。

管理當局在嗣經理事會第十眉會審査的報告書 

中論列這個問題( 參圓上文,），並請理事會注意管理 

當局爲滑加教育部的助力所採取的各種措施。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代表在理事會第十眉 

會中稱，包括東南亞及大平洋愿在內的展域會譲，將 

於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召開，討論推廣免費雜迫教育 

的各項間題3

理♦ 會第十届會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請管理當局顧及入學人數之增加及該領 

土將来之一般收入，斷定該領土所能負擔之常年教 

育經費，考慮擬定教育事業長期計劃。理事會復建 

譲管理當局考慮推行一個組織更爲完密的學校制 

度 ’ 並請其就這些事項向理事會具報。

敎會學校

教會學校一九五0 年學生總數爲二三，三三一 

人，其中一四，九三七人並不同時在公立學校就讀。 

教會舉校多數係初級小學( 三四五），由牧商或傅道 

師辦理，其餘則爲聖經學校（五），小學 ( 四0 ) , 及 

中學( 四 ）。這些學校共有教歸一 , 0 0 二人,其中八 

十六人爲歐籍教肺 , 三六九人爲薩摩亜牧師教師，五 

五七人爲薩摩亞普通教師。

管理當肩稱，鄉村的公立及教會學校在編制及 

課程方面已漸撮统一。少數教會鄉村學校現歸教育 

部直轄，教職員薪傳由政府發給。

託管理事會第七眉理會建譲管理當局採取步 

驟，使公立學校與教會學校在編制、教職員和課程 

方面有更密切的聯繁。理事會第八屆會則請管理當 

局將辦理此事之進一步措施，報吿理事會。

管理當局在嗣經理事會第十眉會審査的報告書 

中稱：在薩摩亞政府本身未能提供普及教育制度之 

前，t 厥有在編制、教職員和課程方面徵求教會的 

合作，管理當局繼稱政麻與五個教會在教育方面密 

切合作，教肯部多方協助教會學校，包括教育廣播， 

供給教科書 ’ 及爲教師設立複暫班等。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向理事會報告：一個由教會 

及教育部代表組成的委員會B 於一九五一年底着手 

編訂課程綱要，俾各校學生讀完第二級後卽達到同 

一標準《

中等敎育與高等敎育

管理當局稱，A pia廣學校，除中學外，較高班 

次着重於@ 業訓練。中學的課程係以細西蘭縣展中 

學爲藍本，所授普通或商業學科相當於》西蘭中學 

畢業程度。一九五0 年該校有學生四十人，細西蘭 

教師二人。̂

除訓練師資外，政府在西薩摩SÜ領土內所辦的 

正式教育，就沒有比中學程度再高的了。但是自一 

九四五年起，至一九五0 年底止，練西蘭政府設立 

獎學金制度，每年頒發獎學金約十名。公立學校和 

教會學校的薩摩亞和半薩摩亞學生六十九名，憑着 

獎學金的補助，先後前往細西蘭深造。其中五人於 

一九五0 年底返回西薩摩亜，一人係因健康不良，四 

人則在政府機關中充任文員。四十一人仍爲預科生 

或中學生。其餘各人a 畢業中學，除二人外，其他 

畢業生接受下列各種專pg訓練：一人爲大學醫科學 

生，一人爲大學牙科學生，一人爲見習藥劑師，五 

人爲油漆、電氣、無線電、及工程等簾的學徒，五人 

爲師範學院學生，五人爲見智文員，三人爲見習譲 

士。這些學生受訓完畢後 , 都要回到薩摩æ 服務;在 

本報吿書所述及的期間內，有薩摩亞學生五人得到 

醫藥獎學金，入斐濟中夹醫學校就讀。現在該校肆 

業的薩摩亞學生共有十七人，其中四人正在接受最 

後… 年的訓練。

理事會第八眉會曾請管理當局將發展載業及按 

藝教育以便薩摩亜人民大量參與該領土行政、司法 

及技術工作的情形通知理事會。

除上述高等教育設施外，管理當局在嗣經理事 

會第十屆會審査的報吿書中稱：管理當局刻在研究 

南大平洋委員會繼續調査南大平洋展內職業訓練設 

備，各領土將来的個別需要及應付這些需要的方法 

等問題而提出的建譲。

特派代表在第十眉會中說，截至一九五一年底 

爲止，領受細西蘭政府獎學金（某金由賊西蘭賠償 

資逢管理處的收入撥充）的學生共許七十五人，其 

中八人業a 返回薩摩亞，在政府機關任載，十七人 

已完成學業，刻在細西蘭受專門訓練。特派代表又 

說新誌薩摩大學正校舍一座卽將竣工，一部汾校 

舍預料於九五二年三月中旬卽可使用。

理事會第十屆會通過下列建譲：

理♦ 會備悉薩摩亜大學的建築漸次完成，認爲 

管理當局在推行組織更爲完密，規模擴大的教育制 

度的過程中 , 應該加緊努力改良中等教育的說備，播 

加出境研究獎學金的名額。



成人敎育及民衆敎育

成人夜校繼績舉辦普通科及商科夜班。一九五 

0 年底肆業人數爲四十三人，在檢討期閩的九個月 

內減少了三十三人。該校學生七人參加薩摩亞公務 

員考試及格。

理事會第七届會肩對利用無線電爲民衆教育工 

具一節，表示贊許，同時希望管理當局將辨理此事 

的經驗提供理事會參考。管理當局在嗣經理事會第 

十眉會審査的報吿書中詳述這一方面的工作及改進 

情形。

管理當局已在原則上同意樓加廣播部的職員， 

俾能廣播更多的成人教育節目；立法大會開會情形， 

都用薩摩亜語及英語廣播。據管理當局稱：對學校 

的廣播的工作繼續辦理，成績裴然。

Samoa Bulletin週報創刊號已於十一月出版。這 

個新出版物兼栽英文和薩摩亞文的稿件，其中有些 

是薩摩亞人的寫作。

理事會第十届會通過下列建譲：

理事會對於成人教育及民衆教育的擴展深感與 

趣，但塵於成人夜班學生人數逐漸减少，在請管理 

當局盡力鼓勵人民利用現有的成人教育設備。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政策及槪况

中國代表稱，管理當局應加倍努力擬訂並實施 

一個適當的師資訓練計劃，以解決該領土的需要。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認爲必須繼續擴充師範學院 

的誌備，在該學院未能充分供給各學校所需的自市資 

之前，出洋研究獎學金制度實有擴大的必要。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並 

未採取必要的措施来改良教育狀况（尤其是中等教 

育及高等教育的狀况)。營理當局沒有«撥充足的款 

項来擴充教育設備。託管理事會應建譲管理當局在 

預算項下增撥款項以應付教育、i t 會及其他文化事

業的需襄，尤應建議管理當局補助所謂鄉村學枝， 

這® 學校目前未獲管理當局絲毫的幫助，情形恶 

劣。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明教育事業的經費間題不 

不是永不改變的，因爲根據統許數字,面薩摩亜的教 

育經費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度預算內估全部預 

算的百分之十點三，在一九五0 年度預算內則估百 

分之十六點七 ; 一九五一•年度的教育經費爲一一三， 

0 0 0 镑，佔全部預算的百分之十八，由於教師薪 

捧的增■加，一九五二年的經費預料尙不il*此數。立 

法大會財政委員會認爲可以將全部預算百分之二十 

左右的款項撥給教育部。特派代表說管理當局、立 

法大會及該領士政府對於教育經費的一般原則，意 

見一政J 這三方面都認爲教育是必要的，但是它們 

也同意下列一點：若欲離真推進自洽，則教育政策 

必須與該領土經濟狀況配合。

敎會學校

比利時代表認爲管理當局若能與願以人力物力 

政力於公共教育的慈善團體進行更密切的合作，當 

可促進教育發展，而無須政府劃撥該領土所不能負 

擔的大量輕費。

中等敎育與高等敎育

泰國代表說中等教育的設備仍甚缺乏。他認爲 

遣送學生前往紐西蘭留學的獎學金名額大可增加， 

並希望管理當局能考慮菌增獎學金名額。

伊拉克代表認爲住讀學校學生應免徵學費。

中國代表說理事會不妨請管理當局重新考慮學 

費間題。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稱，管理當局以在該領土内 

施行免費教育爲政策。男生住讀學校所收學費微乎 

其微，是領土內任何薩摩ffi人都能夠纖付的。這些 

學費並不列爲該懷士的 ‘歲入 ’，而是撥入"學校保管 

基金 "的。此項基金用来購買學生蓮動器械及支付否 

則須由家長負擔的其他，碎費用。



第 九 章  

那 烏 魯

— 總論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地勢與人口

那鳥魯託管懷土係一孤立珊糊小島，位於南緯 

奪度三十二分及東經一百六十六度五十五分3 面積 

五一，二六三英献，週圍約十二英里，四面有珊糊碟 

園繞。

該領土雖近蒸道，但氣候爲亞熱帶性。每年雨 

量平均八0 . 五时，但不一定，且不規則。該顔土無 

天然貯水處，土壞多孔。

蕴藏於中部高原之憐酸酸層爲其主要天然資 

源。該島土地除可供小規模家庭農作外不適宜於農 

業。

那烏魯人口依社K 分類如下：

鄧烏魯人直爾布說人 歐洲人中國人總計

(Gilbertese)

一九支0 年

六月三十日… 1,582 81

一九五一年 

六月三十日••1,618 131

278 1,491 3,432

274 1,411 3,434

直爾布脱人與那烏魯人的種源大政相同。他們 

来到這倾土的主要県因槪與憐酸墮工業有關，其他 

移a 社團亦復如此3

託管理事會第五屆會認爲該領土面積狭小，天 

然資源豊富，居民稀少，管理當局能應以若干其他 

領土情況所不許可之高速度加以發展3 理事會於是 

建譲管理當局以遠較週去爲高之速度，說法增進居 

民之各方面發展，並務須以居民需要爲至上，然後 

始可慮及憐酸魔工業之需要。理事會襄於該領士及 

那烏魯人民所受到的戰事影響’認爲對於管理當局 

在復舆工作上之努力，殊堪嘉許。

理事會第七届會認爲特派代表所適情報顯示管 

理當局誠意實行上述各項建譲3

理事會所派之廣察團於一九五0 年五月間訪問 

那鳥魯，並指出一個事實以爲將来對若千特定間題

作一結論之根據，這個事實便是：行政當局的大部 

努力仍集中於載時被毀各項設備之重建。那烏魯人 

民i t 團的民氣雖a 大部恢復，但那烏魯人對於憐酸 

酸工業之逐漸侵靓美麗小島，則不無憂慮。

理事會於第八届會中並悉管理當局之誠懇努 

力，B 使該領土在現所檢前之年度中獲有不斷的進 

步。

理事會在第十雇會中道過下述建譲：

託管理事會深望將来報吿書中將詳載關於該領 

土各方面管理情形的資料。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盛贊管理當局在各項設施 

上所作之努力，並認爲理事會應對於開後廣酸應一 

事加以注意。

薩爾多代表亦稱贊管理當局在載後艱難湖中 

所作之努力。

法蘭西代表對於管理當局在該領土中所獲致之 

進展深表嘉許。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並 

未達成憲章所裁之各某本目的，亦未採取必要猎施 

以促進該託管領土土著人民之政治、經濟、社會及教 

育進度。’

二.政洽進展 

撫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一般情况

該領士係依據託管協定之规定，由澳大利S i聯 

邦代表澳大利亞、絲西蘭、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 

合王國政府予以管理。這是沿用國際聯合會所行的 

辦法。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日，該三國政府訂立協定，規 

定那烏魯的行政應由澳大利亞政府委派一行政專員 

主管，並設立一個委員會，名爲英國廣酸墜業務委 

員會，由三國政府各派一人組成，負責開發及館售



繞酸懷 jÉ 品，一■九二三♦五月三十日三國政海又訂 

立補充協定，對於該島之行政有進一步之規定》

根據這些協定，行政專員操有立法、行政及司 

法之全權。但必須遵照澳大利æ 政府訓示行事,其所 

頒法令亦得由澳大利亞政府予以廣 lb。行政專員並 

應就本地事務向那烏魯地方政府譲會徵求意見，這 

個譲會係一新成立之九人團體，爲以前十二人族長 

會譲改組而成者。

行政人員共分六部，襄助行政專員辦事，據一 

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统計，行政人員共計三0  二人， 

內十四人爲歐籍人，三+ 人爲中國人，二五八人爲 

那烏魯或霞爾布脱人3

行政專員審理一切上餅案件，並操有任免初級 

法院法官之權。初級法院包括一個中央法院，一個 

地方法院及十四個土著法院。中夹法院中計有不常 

川居住該島之歐籍法官二人，歐籍推事二人；地方 

法院中有推事二人（一爲歐籍人，一爲那鳥魯總族 

長），土著法院則每廣各由族長主其事，共十四人， 

行政公署中有職員二人兼任推事（中夹法院及地方 

法院各一人）,其中一人並兼任驗尸官之載。中夹法 

院及地方法院均掌有民事及刑事司法權，但那烏魯 

人所犯的輕徵罪案，則由土著法院處理3

視察團認爲，英國擴酸應業務委員會各委員在 

該島的經濟上估有重襄地位，且事實上，享有行政 

上的完全獨立，以政行政專員在與彼等之關係上似 

乎處於一個困難的地位。

第八届會時，管理當局特派代表通知託管理事 

會謂，英國憐艘酸業務委員會各委員僅在工業活動 

與本身組織範圍內以工人傭主的立場，行使其行政 

權限，雜然在一切有開行政及政策的事件上，行政 

當局徵詢該委員會的意見—— 就像徵詢族長會譲的 

意見一様一一f f i是，負責該領土全部行政及立法的 

遺是行政當盾。

理事會在第八盾會中，特請管理當局保證憐酸 

墮工業之優越經濟地位不政妨害一般土著居民之利

管理當局於論及第十眉會所檢前報吿書中此項 

建譲時稱，那烏魯人民多在憐酸應工業工作，並從 

輸出之辨酸墜中課取產權税:，故此項工業對於他們 

是有益的。

土著參政

舉凡族長會譲 ( 现改爲那烏魯地力政府譲會)之 

存在，各 族 長 （現稱譲員）之在其傅统展內執行任

務 , I I族長之受任爲士著事務官及地为法院推事,以 

及行政公署之雇用二百五十個那鳥魯人等事實均足 

以表現該領土中土著參政之情形3

託管理事會’於第五眉會中，建譲管理當局採 

取各項措施，俾居民得因參與該領士内立法、行政、 

及司法事務與機構而達較高之自治程度。理事會復 

建譲管理當局對於那鳥魯人擔任行政載位之訓練供 

以更多之便利，並予以種種機會，俾其得有服公載 

之經驗。

理事會於第七屆會時接獲管理當局的通知，謂 

業 a 商定改組族長會譲的方案，並謂這個新機構蔣 

於每0 年改選一次，且於行政及財政力面暖得更多 

的權力。理事會對此項方案備加讚許，並請管理當 

局將這個機構改組爲眞正自治機闕 ’ 不僅授以I咨南 

權，並且逐漸境加其立法權。

視察團認爲理事會應以更大之責任授予族長會 

譲，並考慮於訂有適當防範辦法下授予新機構關於 

純屬那鳥魯事務的立法權，尤其是關於從預算項下 

及那烏魯産權税信託基金項下決定撥款的權力。

特派代表通知理事會第八届會謂，族長會譲同 

意這個新機構在现階段中仍應負立法事項方面的諮 

詢職務，但對於維持那鳥魯人民的和平與良好秩序， 

及管理産權税信託基金的工作方面，則應處於一個 

有執行及管制權力的地位。'

理事會第八屆會贊成以擬譲中改組族長會譲之 

辦法爲獲取翼正立法權之第一步，並建譲管理當局 

商詢那烏魯人民後，考慮逐漸增加該新機構之權力 

與責任。理事會復建譲擬定一個更完備的訓練計劃， 

訓練那烏魯人充任高級行政職位，以實践理事會以 

前就這問題所作的建譲。’

在理事會第十屆會所審査之報吿書中，管理當 

局聲稱，行政專員a 與族長譲會就該機構之改艇問 

題商討竣事，並於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日製定那烏 

魯地方政府譲會一九五一年法令。特派代表道知理 

事會第十届會謂，第一次選舉業於一九五一年十二 

月十五日舉行。

依據這個法分的規定，那烏魯地方政府譲會由 

該領土各選展成年人以無記名投票方法，選舉九人 

組成之，譲員任期不得超過四年。譲員彼此互選一 

人，充任總族長3 該譲會且得就一切有關那烏魯人 

民之事項，以及有關製定新法令等事務，向管理專 

員提供諮詢意見，並有權製定不違背該領土法律之 

規則 , 以規定如何進行工作及維持那鳥魯之和平、洽 

案與人民福利，但須經行政專員核定之。該譲會並



得資助或從事任何商業或企業，舉辦或與行政專員 

合作舉辦，任何公共或社會事務。該譲會於獲得行 

政專員之書面許可後，得索取規費或他種費用，以 

酬該譲會或其傷員之服勞。該領士誰有那烏魯地方 

政府譲會基金會，由譲會編製概算，呈交行政專員 

核定 j某金會之經費未從譲會之收入項下撥付者,應 

由那鳥魯産權稅信託某金項下撥款支付之r

管理當局於答覆託管理事會所作關於訓練那烏 

魯人擔任高級職位之建譲時，在同一報吿書中稱一 

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行政公署職員三0 二人中計有 

二百五十人爲那烏魯人。許多那烏魯學生都在外國 

就學，他們選督學科時並顧到應受何種訓練，俾將 

來回到該島後能夠勝任重要的職位，

理事會第十屆會通過下列建譲 :

理事會對於管理當局改組族長會譲一舉極爲贊 

許，但希望下年度之常年報吿書中將詳栽有關該機 

構工作情况之資料。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般情况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對目前所 

審査的報吿書及以前各報吿書加以分析後，我們可 

以看出，管理當局並不曾採取各種必要措施以促進 

該領土居民之政治、經濟、fftfc會及教育進展。

土蕃參政

中國代表盛讚營理當局之載立那烏魯地力政府 

譲會，及擬定訓練那烏魯人充任較高行政職位之訓 

練許劃。

伊拉克代表對於管理當局決定改組族長會譲及 

擴大該機構權力一節，表示歡迎。

蘇維埃社會主# 共和國聯盟代表說，那烏魯中 

並沒有土著人民所能參加的立法、行政或司法機構， 

而且那烏魯人在該領土行政機關中所擔任的載位也 

紙是一些次要的，或屬於技術方面的職位。族長會 

譲的改組也紙是名義的改變，這個機構遺紙是一個 

諮詢機開而他認爲託管理事會應建譲管理當局 

採取必襄之立法及他種措施以確保土著居民之參加 

該領土内各立法、行政及司法機構。

澳大利亞代表指出，行政機關中那鳥魯人數a  
曰漸壇多，而且地方政府譲會的選舉制度a 經篮 

定。

經濟進展

槪况及託管ïi事會建議

柳淸况

那烏魯領土的經濟幾乎全颗德酸酸工業，此項 

工業爲土著及大量移入人民直接或間接的工作收入 

來源。依據管理當局估計，擁酸酸鎭藏約於七十年 

後卽將採盡。 '

那烏魯實別無其他天然資源，挪乾的生産，經 

多年停業後，復於一九五0 年初恢復；截至一九五 

一年六月三十日Jh, 挪乾的出口量達七 . 三嚼。Buada 
展域及沿海展域若干部汾的小塊土地B 經開塑，佈 

種蔬榮葉實，以供種植者之用。若干那鳥魯人則以 

捕魚就地出售爲生。

那鳥普人所經營之合作社 , 在族長會譲督導下， 

從事一般貿揚及開辦養藉、雞、鴨的農場，《包房 

等3
第五届會時，管理當局通知理事會謂：管理當 

局深悉在憐酸酸鎭藏採盡後，那鳥魯島可能不足再 

爲土著人民安身立業之所，因此，似須給予士著人 

民以移殖他島之機會。理事會對於此節深表關切，故 

特建譲管理當局應擬具計劃，爲土著人民之將來經 

濟奠定擎固3 &礎，並訓練士著居民使其參加一切有 

關憐酸履工業之政府活動。此項建譲並經大會第四 

届會於其決譲案三二二（四 ) 中，表示完全贊成。

管理當局於答覆此項建譲時說，這個間題雖爲 

一個久遠間題 , f f l在計割那鳥魯人民之未来發廣時， 

自宜加以法意。管理當局更稱，政府的一切活動對 

於德酸墮工業都有一種間接影響，並謂管理當局竭 

力設法使那鳥魯人民多多參加政府的一切活斷。

託管理事會在第七眉會時，建譲管理當局應從 

事研究，以決定癖酸應鎭藏將蓄後，該島是否仍可 

居住；尤應特別探究有無發展挪乾工業，建立營利 

性土著捕魚工業，及擴大糧食生逢之可能。理事會 

並表示希望管理當局將繼續賦予那鳥魯合作社種種 

便利，以助其發展cT

視察® 於訪間那鳥魯時，認爲：除非研究結果 

覓得其他可能謀生方法外，唯一妥善的根本解決辦 

法便是使那烏魯人重新定居於其他島喷或領土。

第八届會時，特派代表通知理事會謂：管理當 

局正在進行研究工作，以決定能否生産絲棉樹毛及 

à 子皮纖維，同時，並試行種植他種挪子及波羅苗。 

可是 , 農業發腰卻不無重大困難。理事會於是建譲：



營理當局應繼績砰究該領土之各種輕濟發辰之可 

能，俾爲居民之未来輕濟奠定更擎面的某礎。

在理事會第十屆會所檢封報吿書中，管理當局 

申稱，現正繼續砰究携酸蠻鎭藏採磐後土著居民之 

前途問題。'
理事會第十屆會通過下通的建議：

託管理事會深虞廣酸賺績藏終有採磐之一曰， 

故重申以前所作建議，請營理當局繼續研究居民謀 

生之其他種種可能辦法，俾爲彼等前途奠定一個輩 

固的經濟基礎。

憐酸塵工業

自一九二0 年英聯王國、澳大利亜及»西蘭政 

府出資三，五0 0 , 0 0 0 英镑，以商業交场力式購 

得大平洋憐酸嚷有限公司的業務後，那鳥魯之憐酸 

應績藏遂處於該三國政府管制之下。根據三國政府 

所訂協約的規定，廣酸隱鎭藏之開採事宜槪經妻交 

三人委員會辦理，該三委員由合夥之三國政府各派 

• -人充任之。' 上述協約中並規定，此項鎭藏之開採 

與餘售應由該委員會予以督導、控制與管理：其免 

費装絶後之慣格亦應由各委員驚定，以足敷成本及 

償遺塵業購置費爲最低限度。

按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统計，那鳥魯廣酸 

隱工業所傷用的職工中，計有歐籍人一百十一人，中 

國人一千三百八十一人及那鳥魯人一百0 五人。該 

工業的載後復舆建設業a 完竣，目前生逢率較戰前 

略高，約達每年一百萬顿的譜。過去數年中，該領 

士输出之憐酸赚敷量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 

爲 .il*之年度 數量 慣値

一九四七年.......... 96,473 嚼 1 9 2 , 9 4 6 0

一九四八年..........263,507嘲  527,014镑

一九四九年..........680,746喷 1,174,287镑

…九五 0  年 ..........1,009,266嚼  1,589,594 錄

一九玉一年.......... 950,744 嚼 1,378,579錄

這些輸出量全是蓮往澳大利亜或絲西蘭去的。

理事會在第五屆會時，會請管理當局於下年度 

之常報吿書中詳载有圃英國構酸廣業務委員會營業 

情形之一切情報及財務帳目。

理事會在第八盾會中，表示德酸購生廣力之全 

部恢復a 使該領土普遍受惠 , 但理事會因缺乏情報，

4。》本章數字槪按澳大利亜貨幣計算。毎一 •二五澳镑等於
二.八0 美元0

尤因缺乏餘明英國憐酸魔業務委員會在那烏魯工作 

力面之財務情報，以及關於憐酸瘦售得之實際價格 

與市場價格對比之情報，致理事會對於那烏魯經濟 

情 仍 難 評定。

視察團會誌法探知從各逢地蓮往澳大利亞及触 

西蘭的捧酸盧的成本，但據燒酸靡業總經理稱，英 

國憐酸酸業務委員會恐未必能提供此項情報云。

理事會在第八屆會時重申：理事會因缺乏情報， 

尤因缺乏譲:明英國德酸應業務委員會在那鳥魯工作 

方面之財務情報，以及關於憐酸盧售得之實際價格 

與世界市場f fi格比較之情報，致對那烏兽經濟情祝 

仍難評定。

一九五0 至五一年度之常年報告書，也和上年 

度的報吿書一様 ,载有擁酸赚的輸出總顿數與價値， 

以及英國憐酸直業務委員會關於那烏魯和海洋島兩 

地的最近報吿。

憐酸菌產權殺

一九四九至一九五0 及… 九五0 至一•九五一兩 

年度內輸出之憐酸墮每顿應缴產權税數額如下：

付與行政當局或付在行政一九四九年一九五0 年 
當局名下之產權稚 至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年

撥充行政當局經常費
用；  6d, Is.

償還復興塾款；… …  6d. 9d.

償遺那烏魯舆建住宅

許 劃 款 .................一 _^  ^
ls .6d. 2s. 3d,

付與那烏魯人或付在那烏 

魯人名下之産權糖

付給生逢該嘲德酸魔

之地主；  6d. 6d.

付給那烏魯産權税信 

託基金，專充那鳥

魯人民福利之用； 3d. 3d.

在那烏魯地主產權稅 

信託某金內投資以 

供各地主福利之

用；  2d. 2d.

在那烏魯人民長斯投 

資基金內投資以供 

那烏魯人福利之

用0 ..............................  2d. 5d.

Is. Id. ls.4d.

產權称總計 2s. 7d, 3s.7d.



此外，英國憐酸墮業務委貴會每年支付應纖關 

賴:及行政當局所缴其他税款之折算額共達一二 , 0  
0 0 镑。一九五0 至一九五一年度，此項税款增至 

二四，0 0 0 镑。

一九五0 至一九五一年內，憐酸魔賣得金中應 

纖行政當局及那鳥魯人之款項總數計一九四，三四 

二镑 , 而一九四九至一九五0 年則爲一四二, 三六四 

镑，實際付與那鳥•魯人或轉入各種信託基金之產權 

税款達五五，二六八镑，而去年則爲四因，o 四五镑。 

地主産權税:信託基金之結餘已較前增加一 一 ，九二 

四镑，現達一二四，0 0 五镑，至於最近設立的那烏 

魯人民長斯投資基金之結餘亦B i t 加一八,三一六 

镑，共達三二 , 五0 六镑。（關於那烏魯，權税信託基 

金的情形，請參閱下列財政一節。）

一九五0 至一九五一年度內，儲蓄銀行的那烏 

魯人存戶增加了四t 二戶，那鳥魯人的存款淨額也 

增加了八七四镑。去年的相對數字則爲九十一戶及 

六，九因九镑。

理事會在第五眉會時，襄於憐酸蠻逢權親:分配 

不均，故對於管理當局保證是後力圖廣大分配産權 

税一節 > 表示欣截《

理事會在第八眉會時，爱對最近解缴那烏魯人 

民長斯投資基金廣酸魔廣權税之增加，表示贊許，並 

請管理當局考慮再行增付逢權我:，以充居民福利事 

宜之用cT同時，理事會欣悉儲菩銀行之那烏魯人存 

款數額較前大增,足見憐酸酸產權税纖款之增加 , B  
使居民之經濟情形有所改進。

管理當局在呈交理事會第十届會檢討之報告書 

中譲:，當大平洋擲酸應有限公司售出其鎭沙時，那 

烏魯地主應得之產權税爲每嚼半辨士。很自一九五 

一年六月三十日起，應缴那烏魯人或付在那烏魯人 

名下的産權税則爲每顿一先令西辨士。此項産權税 

時經審定，以應那鳥魯人民目前及將来之需裏。

特派代表吿知能管理事會第十届會，該項産權 

税税率並非依照憐酸墜的出口價格訂定，而以那烏 

魯人良目前及將来需要爲準。

1948-49 1949-50 1950-51 W51-52(預 算 ）

年度開始結

£ £ £

餘 ............ 4,175 5,706 -3,759 10,769
加 ：歲入 … 34,204 42,103 85,019 95,000

38,379 47,809 81,260 105,769
减：歲出… 105,673 68,568 130,491-161,000

加 ：復興塾

-67,294 -20,759 -49,231 -55,231

款 " •，，..，• 73,000 17,000 60,000 60,000

年終結餘： 5,706 -3,759 10,769 4,769

財政

該領土之財政情形如下：

該領土在目前檢討年度內所收到的一  0 五 , 0  
一九镑中，許有一三七，一三八镑係由英國憐酸應業 

務委員會直接缴納者（產權税五三 ,一三八镑，折算 

額二四，0 0 0 镑，復興塾款六0 , 0 0 0 镑)。

一般款項中直接撥充那烏魯人民福利事宜之用 

的款額共達二三，一六0 镑，而去年則爲一三，八五 

九镑0

那烏魯人教育經費及其他若千社會工作經費槪 

係從那烏魯產權税:信託基金中支付。 目前檢射的年 

度內，共從此項信託基金中支付八 , o 四八錢，而上 

年度中則共支六 , 三六五镑。

託管理事會，在第五屆會時，襄於此種經費槪 

從信託基金項下支付，特建譲此後應從顏算款內支 

付，而不應再從信託基金內撥付。’ 理事會復建譲， 

管理當局應對以所得税代替人丁税一問題，加以研

在 第 十 屆 會 所 檢 討 之 報 吿 書 中 ， 管 理 當 局 稱 B  

決 定 於 一 九 五 0 至 一 九 五 一 年 度 中 廢 除 人 丁 親 ：。 特  

派 代 表 在 第 十 眉 會 時 通 知 理 事 會 謂 ，這 個 年 度 終 了  

時 ， a 通 過 了 一 個 廣 除 人 丁 親 : 的 法 令 ， 叫 做 人 丁 稅  

法 可 是 j 現 在 遺 沒 有 擬 定 其 他 徵 稅 辦 法 来 代 替  

這 轉 收 。

理事會第十眉會時，通過下述結論：

託管理事會對於取歸人丁税一舉極表滿意。

土 地

全部面積五，二六三英敏中，有一，一四七英献 

爲清渾，種植挪子或不産廣酸赚之地，六0 二英献 

爲無法開採之德酸醒產地。其餘三，五一® 英献，位 

於中夹高原，全屬可供開採之憐酸醒産地，截至一 

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Ih, 其中業經開採或部汾開採 

者許五八二英献，而截至一九五0 年六月三十日Jt 
貝IJ爲五四五英献。



全部土地，除一小部汾屬於管理當局及教會外， 

槪爲那烏魯人所有。根據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那烏魯地主、行政專員與英國憐酸赚業務委員會閩 

所訂之協定，該委員會有權祖賃島上任何產憐酸直 

之土地加以開發，並將擁酸墮輸出之權。’悄對於其 

所租貧之土地 j 除産權税外，應支付一筆總數，以每 

英献四十五錄許算。不產廣酸直之土地，於徵得行政 

專員之許可後，亦得由英國隣酸腹業務委員會以每 

献三錢之祖金祖賃。該領土內並無雄迫徵發士地以 

充公用之法律。截至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J l, 經 

祖賃不產爐酸糧土地計一八六英献，產憐酸墮之土 

地許一 ,一六九英献）

理事會第八届會認爲宜從事專門研虎，俾決定 

擁酸墜開採完盡後之土地是否尙能利用；又管理當 

局如於日後常年報吿書中備載此項研究之結果，則 

當爲理事會所樂聞。

管理當局於理事會第十眉會所檢前之報吿書中 

說，截至目前 i t , 調査所得結果爲 : 就一般而論，利 

用憐酸醒開採完盡後之土地，是不合實際的。

關 於 Yarren及 B o e鄰廣居民上書反對澳大利 

亜政府利用及永久徵用前日本人在該廣內最好地廣 

所建之飛機場一節 , 視察團認爲應採取聚急指施，以 

償付地慣及淸遺祖欠之辦法，以求解決此間題《7。

管理當盾就此項請願書發表意見時說，行政專 

員與族長會譲協商償付地價間題後，會於一九五0  
年十二月提出關於淸還租欠之提譲。

理事會在第八屆會時，備悉管理當局業B 採取 

步.驟，與那烏魯族長會譲商封解決辦法，特建議管 

理當局應立卽執行此項解決辦法，並向能管理事會 

下届會譲具報

第十眉會時，特派代表通知理事會謂，飛機場 

問題包括機場由0 千択展至五千択之問題在內，各 

方業a 同意，行政專員有决定究須若干土地及應付 

那烏魯地主若干地價之全權。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般情况

伊拉克代表希望管理當局繼續研究計劃，俾爲 

該領土將来憐酸墮開採完盡後》劃生許。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說，除非經濟生産力面能 

有眞正的調協，和管理當局確能計及居民的需裏外，

«7 T /P et.9 /7o
決議案三二E (八)0

否則那烏魯將来之成爲自治國家，實紙是一個幻想 

而已3

薩爾冗多代表盛贊管理當局對憐酸蠻可能開採 

完盡一•節所取之態度3

比利時代表雖然對於憐酸墮資源將来必有窮盡 

之 H—節十分關切， ffl對於目前能杏擬具一個具體 

的七十年後計劃，表示懷疑。

澳大利亜代表也具有 i t 利時代表所表示的懷 

疑，並指出：研究和調査各種生產方法，也許能夠 

尋出其他措施来代替移民和重新定居的辦法。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指出，管理當 

局並沒有採取必要措施，以促進對於土著人民有利 

之該領土經濟發展，而且，事實上，反把那烏魯偷 

爲該島所逢原料的附屬品。

憐酸菌工業

蘇維埃能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備悉，英國 

酸隱業務委員會採取剝削政策，掠奪該託管領士之 

憐酸墮鎭藏，並從中漁取E 利，致使該領土之經濟 

生命完全操在這個專利公司的手中。

澳大利亞代表認爲，過汾好間的態度對於該地 

經濟發展所不可或铁的工業粗織，或有不良的影

憐酸廳產權親：

中國代表對於管理當局提高應纖付行政當局及 

那鳥魯人之產權税一舉備加讚揚。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説行政當局並 

未採取任何措施，以保證該領土土著居民之前途，或 

採取任何必襄步驟，以確保燒酸魔經開採後所應交 

產權税之纖付，俾助使土著居民傻得目前及將来生 

活上之保證。

澳大利亞代表指出，那烏魯地主從廣權税上直 

接獲得利養 ’ 而且現正» 集一筆信託基金，以維護 

那烏魯人民之經濟前途。

財政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希望將来報吿書將詳载統計 

附表中各項下所用各款之確實動用情形。

土地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 

施行土地外讓政策以擢取土著人民之土地，故託管



理事會應建譲營理當局歸遺其不論以何種方法從士 

著居民取来之土地，並須禁Jh將來再行外讓屬於士 

著居民之一切土地。

四.社會進展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般情况

那烏魯的社會組織在若千方面雜仍沿襲傳統制 

度，推生活方式因受憐酸廣工業廣響 , & 有變更。一 

部汾人民享有直接産權收入；那烏魯的壯丁幾乎全 

部被傷，成爲工資勞動者，以致週去所從事的各種 

事業多經廣棄。目前，那烏魯人之糧食係以外來食 

物爲主，但本地所逢之籍肉、雞、挪子、熱帶葉實、榮 

雜與魚類亦略供居民之消費。

歐籍居民中許有行政官員及英國磷酸應業務委 

員會所傷用之職員與技工及其眷屬，其外另有傅教 

士若干人。

霞爾布脱籍居民則全爲英國憐酸腹業務委員會 

及行政公署所雇用之非技術工人。

華籍居民均爲技工及艇工，多數係英國憐酸酸 

業務委員會所雇用，行政機構亦雇用少數。華工不 

得攝眷屬入境其傭傷合同定斯一年，斯満後，除 

重新受傷外，一律被遣回國。

移入人民紙能居住於特別指定之地區e 此地有 

一項法律規定 (士人行動法）：自晚間十時起至次晨 

日出時.11, 土著居民之行動均受管制；但華人在其 

居留展以外之行動則不論何時均受限制。據管理當 

局稱，這個法律規定向是從寬加以解釋的。在本檢 

前期閩中違犯這個法律的計有華人二十六人，那烏 

藩人六人G

理事會第五届會襄於若千法律及法令，包括華 

工及土著勞工法令在內，均合有歧視性的規定，故 

請營理當局檢討現行法律，以諷廢除進反憲章及託 

管協定的一切歧視規定r

管理當局於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度之報吿書 

中通知理事會謂：當局a 着手進行是項檢前工作,理 

事會乃請以檢討工作之進展情形相吿，並請將開於 

影片雙重檢査的規則一併加以審査。

視察團認爲島上三個居民集團的生活環境幾乎 

是 完 全 離 ，而且行政公署與英國憐酸墮業務委員 

會對於這三種人的待遇亦有極大的分別。視察團深 

知那烏魯面積狹小，暫時移入之華人爲數與土人相 

等；在此種情形下，如欲實行不隔離與無歧視的理

想政策，可能引起困難，但是它認爲現行的種種限 

制過於奇剑，並認爲土著人行動法♦中的各項規定 

應該大大地放寬。

管理當局於理事會第八屆會中後表意見時說， 

對於行動加以限制乃是爲了盤個社會的利猿與福 

利。管理當局並再度指出，動於該法令的各項規定 

一■向從寬解釋，紙裏有正當理由，便極思領得在指 

定住展以外行動的許可證。

託管理事會在第八届會時襄於以前就華工及土 

著勞工法令及土人行動法冷‘所提出的建譲，請管理 

當局加緊檢討目前情形，以使修正各該法令之規定， 

並將其努力結果報吿理事會。理事會更特別建譲，放 

寬土人行動法令之规定，以使取館加於中國工人之 

種種限制。

管理當局於提交理事會第十屆會審査之報吿書 

中說，各該法♦ 業經審査歧事。.

特派代表於第八眉會時通知理事會謂：行政專 

員認爲，在現階段中不論就现行之從寛解释土人行 

動法令的程序上，或就此項法♦本身^作何更改，都 

是不合實療的。

理事會第十眉會中通過下述建譲：

託管理事會愛請管理當局對於修改華工與土著 

勞工法令及土人行動法令中各項規定一譲，重加考 

慮，以期取館加諸華人及土人之種種行動限制。

華工之社會狀况

那烏魯華工之社會狀況間題乃是理事會第五届 

會及第七眉會所通過建譲的標題當時，理事會認 

爲，不准移入華工擴帶眷屬入境的辦法，可能引起 

嚴董的結果，因此建譲管理當局致力於覓取符合人 

道的辦法，來解決此間題。

那烏魯華籍居民在政一九五0 年視察團的請願 

書中，除對上述限制提出抗議外，並力請管理當局 

准許華籍居民擴帶眷屬入境。

視察團指出中國人》 該島經濟之重要，並認 

爲在若干特定條件下，此項請求應予照准。這些特 

定條件中以較長之傭傷期間，及最後合同满期後工 

人及其眷屬遺送回籍爲最重要觸察團認爲，m- 
般情形而論，華籍居民的社會生活狀祝殊欠妥善， 

其居住展內賭傅風行，處處皆是。不過，視察團探 

悉，合同満期之華人中約有百分之六十五簽有新合 

同，

管理當局於一九四九至一九五0 年度報吿書中 

稱 , a 對於准許華工擴帶眷屬入境的間題詳加研究，



但截至目前 It尙未纏得實際的解決辦法。主裏的困 

難爲如何取得額外土地以供新来人民居住之用，而 

旦總族長曾代表那烏魯人表示，可供那烏魯人居住 

之土地棄已十分有限，殊不應再予侵佔云云。

理事會在第八届會時建譲，管理當局應依照視 

察團所提譲的方針，誌法獲政辦法以解決華工春屬 

問題。

此外，理事會更對華籍社K 內賭風盛行，表示 

關切，並對於視察® 的意見極表贊成，S忍爲應儘量 

培植其他娱樂及建立正常家庭生活，以消欽賭風。

管理當局於理事會第十届會所審査報吿書中論 

及此項建譲時稱，管理當局業a 採取各項實瞭步驟， 

增加華人的社交活動（包括每週放映免費電彰，及 

添就各種體育及胰樂誅備) , 冀以悄除賭風。

關於華工眷屬問题，特派代表於第十眉會中重 

申管理當局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0 年度報吿書中所 

尊明之立場。

理事會第十届會通過下述的建譲：

託管理事會請管理當局》於進一步改善華工社 

會狀況的事宜，尤其對於有關可使華工得能攝標眷 

肩之可能性的研究工作，加以密切注意。

勞工

華工及土著勞工法令乃是該領士中基本的勞工 

法律a 依照這個法♦規定，凡屬中國人、那烏魯人 

及其他大平洋各島人民在那鳥魯內所訂工作合同均 

均須於行政專員在場時簽訂，並必須疆得行政專員 

的同意a 承傷工人均得受當地刑法的制裁，在本檢 

封斯間中，依照這個法令中國人被制有罪者共二十 

人。據視察團報告，凡有關工資及工作條件事宜槪 

由族長會譲代表那烏魯人出面辦理，但該領士中並 

無正式成立傷主或《員組織。

… 九玉0 至一九五一年度報告書所包括的斯閩 

中，行政公署所«用那鳥魯人之基本工資爲每年一 

0 0 镑，較上年度增多二十七镑。此外，每個受扶 

養人並按月領有津貼七先♦ 六辨士。報告書中雖未 

載有英國憐酸塵業務委員會所雇用那烏魯工人之基 

本工資數額，但視察œ 探知，從一九五0 年七月一 

曰起，工人之基本工資改爲每小時十辣士，受扶養 

人的津貼如舊、工作時間爲每週四十西小時，惟行 

政公署所傷用之文書與輪班工人例外，前者每週工 

作三十六小時，後者四十小時，有固定工作的那烏 

魯人每年得休假十四日，外加公共例假十日。’

目前所檢討報告書中雖未詳及華籍鼻工之工 

資，但視察團査悉，自一九五0 年七月一日起，華

工每月所得工資a 自六镑十先♦ 增至八镑，華籍技 

工及機匠之每月工資則從十四镑增至十六镑。華籍 

員工皆由« 主供藤宿，每週工作四十四小時，每年 

得中國例假六日。

島上工作的歐籍人員均係薪水階級的職員或按 

工。無論其爲前者或後者，所得薪捧或工資均比一 

般付給那烏魯人或中國人者爲多。̂國擁酸盧業務  

委員會所傷用之歐籍人員每週工作四十小時，服務 

二十一個月後，可得假三個月。

理事會第五雇會æ 於士著工人、華工及歐籍工 

人閩之工資不等，特建譲由行政當局檢前該問題，以 

期工資之發給得以同工同酬之原則爲根據，工人得 

參與關於工資間題之決定，並獲有較高工資水準以 

改善其生活程度之機會。

行政當局於一九八至一九四九年度之報告書 

中稱：在儒傭方面並無因國籍關係而生有歧視之情 

事。凡那烏替人所能勝任的各種工作都儘量傭傷那 

鳥魯人擔任，紙有在土著工人不敷應用或不能勝任 

時鐘《用移入的工人。

託管理事會在第七眉會時建譲：管理當局應採 

取必裏措施以提高工資，並務使華籍、直布脱爾籍 

及那鳥魯籍工人享有一種優厚的假期制度。

一九五0 年視察圓收到許多那烏魯人提出的請 

願書，要求改善工資與工作條件，並恋言歐籍工人 

與那鳥魯工人閩之特遇不等。視察I I認爲，就一般 

而論，那鳥魯人的工作固與歐洲人或中國人的工作 

不同，但每週工作四十小時的制度如能適用於所有 

工人，則定可悄除眞切的歧視感覺。

管理當局於論及此種請願書時稱：每週工作四 

十旧小時之制度對於那烏魯之廣酸酸工業甚爲適 

當，但爲羅致不可缺少歐籍員工起見，卻不得不依 

照各該員工本國之傷傭條件，以每週工作四十小時 

爲標準。

上述之華籍員工所遞請願書中亦附有改善工資 

與工作條件之請求。管理當局於理事會第八届會中 

論及此事時，告知理事會，上述之提高工資，已於 

一•九五0 年七月一日實施了。

理事會欣悉那鳥魯籍及華籍工人之工資業經增 

加；但盼管理當局及英國廣酸赚業務委員會續對那 

鳥魯工人之工資等級問題妥予注意；並促請管理當 

局，及經由管理當肩轉請英國憐酸直業務委員會,随 

時檢W 華工工資問題，以斯調整工資，並就憐酸魔 

工業能力許可範圍之內規定最高之工資水準。

管理當局在理事會第十屆會所檢討之報吿書中 

復稱：從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起，那烏魯員工之年



捧又增加二十六镑。英國憐酸魔業務委員會雇員之 

工資亦於同日起增加，

居住問題

一九四九年四月，管理當局擬定辦法，建造歐 

式住宅二百五十所祖與那鳥魯人，其建築費用約計 

二0 0 , 0 0 0 镑。房祖爲每週五先命。管理當局及 

視察團都認爲祖金極其低廉。但那烏魯人卻無力購 

置所需塚具；管理當局與族長會譲建商日本估據後 

那烏憑島所遭受之載炎的赔償問題，結条管理當局 

同意支付一五,000镑 ,充嫁具某金。那烏魯合作 

社誌有木工廠一所，從事製造新住宅所需之像具。

理事會第八眉會對於那烏魯人住宅許劃之進 

展，以及那烏魯合作社製造住宅稼具之事業，均表 

满意。

管理當局在理事第十屆會所檢討之報吿書中 

稱 :原定計劃業已完成，現正着手另建住宅一百所。

第十届會時，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告理事會稱： 

已落成之二百五十所住宅中B 租出者有二百四十四 

所，未粗出者有六所。保具間題實是一個困難問題， 

管理當局現正設法確定究應採取何種必要步驟，供 

給全部新住宅所雷之嫁具。

託管理事會第十屆會通過下述的結論：

託管理事會對於那烏魯人住宅首次計割之完 

成，極表滿意。

衞生

衞生部負責供應適當之内外科及住院等服務設 

備，以備土著居民之需，並負責促進全體士著居民 

的醫藥福利事宜。̂歐籍及華籍人民所需之醫務服務 

則由英國憐酸盧業務委員會負責供應。

行政公署於现所檢討年度中用於公共衞生方面 

之費用許一九，七一二镑，而上年度之費用則爲一 

0 ,八r a — 镑。行政公署設有一小規模之普通醫院， 

供那鳥魯人之用，一九五0 至一九五一年度中計診 

治住院病人五二一人，門診病人二，六五八人,上年 

度所診治之住院病人及門診病人則各爲三六三人及 

三 , o 五七人。此外，另有三個門診所 ,一個麻《療 

養院,一個預防診所 , 一個肺病療養院 , 一個檢疫所， 

一個牙科診所及一個小％科診所。一九五0 至一九 

五一年度裏並裝置愛克司光及其他設備。衞生部所 

傷用之職員人數已由二十五人增至二十七人。

英國憐酸酸業務委員會穀:有醫院二所，一供歐 

籍病人之用，一供華籍病人之用，B 診治住院病人 

計有六八五人， 診病人許有三，九四0 人。

就醫於行政公署所設醫院之病人中以患《嫁 

( 七十一人），氣管炎及氣管肺炎( 七十一人），涨行 

性感冒（六十九人）及肺瘦（二十九人 )者爲最多。n 
於行政公署所設醫院者共十五人，其中患脑療者五 

人，患氣管肺炎者及心臓病者各三人。

理事會第八盾會對於營理當局之擴展衞生事 

務，深表嘉許，並請管理當局推進那烏魯人之醫務 

訓練。

澳大利亞代表於理事會第十届會時稱，裴濟島 

之 M akogai麻痕療養院院長Dr. Austin最近前往那 

烏魯視察，並提出一'個關於那烏魯內麻《病治療法 

之報吿書。

理事會第十届會通過下述建譲：

能管理事會備悉麻痕病人甚多，並知管理當局 

最近曾進行調査麻痕之治療力法，故深望下度之 

常年報告中將詳载關於此項調査結果之情報，備供 

理事會參考。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一般情况

中國代表說，各方對於中國人及士著人民在華 

工及土著勞Ï 法令，及土人行動法分下所受到的妓 

視， a — 再加以批評了。他誠懇地請求管理當局切 

實設法補救這種情形，並向理事會報導一些較前略 

好的消息。

伊拉克代表於現行之戒嚴命表示開切。

澳大利亞代表說，爲保護那鳥魯式的生活起見， 

似有對華工赂加限制之必要。

蘇維埃f t 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指出，管理當 

局對該託管領土之土著人民及華工實施反民主和厳 

重破壞士著居民權S 的種族歧視政策。土著居民在 

行動上沒有自由；所領的工資又比做同様工作的歐 

籍工人所得者爲少 , 這些事實都是種族歧視的明證。 

断以，託管理事會應建議，管理當局停止種族歧視 

和損害該託管懷士內土著居民權签的行動。

華工之社會狀况

中國代表深望，管理當局取歸在工資及工作鐘 

點方面凿華工之種種歧視待遇，並早日覓取一個合 

乎人道的辦法，来解決這個久懸的華工春屬間題。

伊拉克代表譲：，華工與其眷屬重聚間題實値得 

管理當局加以十分注意。他希望理事會將通過一個 

有閩這一點的建譲。



勞工

蘇維埃a t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餘，該領土內 

土著工人所得工資比傲同様工作的歐籍工人所得者 

爲4 ? , 這個事實實指出了該領士內的種族歧視。他 

並旦注意到土著工人所得的工資是少得可憐的。

五 .敎 ■ 展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那烏魯人之教育經費由從那烏魯産權税基金支 

付，而歐籍人民之教育費則從行政公署之普通經費 

內撥充，至於督學之薪捧及其他一般費用等則亦由 

此次普通經費內支付。在現所檢討之年度中，那烏 

魯人之教育經費計爲五，九三六镑，而J：年度之經費 

烟爲四，四七0 镑。歐籍人民教育經費及一般費用共 

達四 ,一一九镑，較前增加一，三六一镑。

凡年餘六歲至十六歲之那烏魯絶童都必須入 

學。所有學校一律免收學費。學生如經選送海外深 

造，則其所需費用由那烏魯產權税某金支付。整個 

教育制度歸由一個歐籍督學主持，另有歐籍教師三 

人 ( 包括新近委定之育® 堂教員一人)及那烏魯籍職 

員二十七人德助督學辦理。'

該懷土共有公立小學六所，新成立之中等學校 

一所，所謂麻媒病院附設特種學校一所，及爲歐籍 

兒® 而設的小學一所。該領士之唯私立學校爲Aru- 
b o教會學校，係由聖心教會之女傅教士三人主持。

截至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公立各學校中之 

那烏魯學生共有二八七人（就學於特種學校者五 

人）, 較上年度增多二十二人。私立之教會學校中共 

有那烏魯學生九十三人。歐籍兒量學校中計有歐籍 

學生四十五人( 包括中國學生一人)。

負笼海外的學生共十八人，其中就學澳大利亜 

各中等學校者計有女生三人及男生十一人，較J：年 

度共增八人。在斐濟島 S u v a中夹醫學院之最高班 

肆業者二人；在澳大利亞蹄學院中肆業者二人。'
成人及民衆教育着重視覺教育，以影片及電影 

短片爲主但據稱許多那烏魯人都就學於爲成人而 

設的夜校。該領土內現有圖書館二所。當局並提倡 

耿泳節目及昔樂會等。

理事會在第五及第七兩屆會時促請營理當局採 

取適當措施，以境加該領土內之教育設備並儘早重 

建各中等學校。

視察團接蜜通知云，管會當局之目的爲設立一 

個中夹小學，及女子家政講督所與男子專料學校各 

一，後者特別着重各種專門科目。視 察 ®雜認爲這 

個計劃，再加J：留學澳大刹亞及斐濟之獎學金制， 

a 足夠了j 但指出，管理當局並未採取有效措施来 

實施這個計劃。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告知理事會謂，督學爲島內 

將來舆辦中等教育起見，特爲那鳥魯人開辦一個師 

資訓練班。那烏魯成年訓練班每兩週上課■一次，見 

習生每週上課一次以增進其一般知識。—
託管理事會第八屆會雖備悉留學海外之學生人 

數B 有潜加，仍建議管理當局將擴充那烏魯島教育 

載施 ( 包括中等教育在内）的計劃視作緊急事項趕速 

完成。理事會並建譲，管理當局增辦師資專門訓練。 

並於下年度之常年報吿書中詳述中等教育之發展情 

形。

管理當局在理事會第十眉會所檢討之報告書中 

稱：那烏魯內已恢復中等教育，註册學生共三十人， 

現在臨時校舍內上課。

特派代表於理事會第十届會時吿知理事會稱， 

十八個留學生中許有九人在奥大利亞受師資訓練。

理事會第十屆會通週下述建譲：

託理管事會深望管理當局對於師資訓練間題多 

加注意，並於下年度之常年報吿書中詳述中等教育 

之情形。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中國代表表示丽宜詳細報吿中等教育之情形， 

並希望管理當盾對於師資訓練間題多加注意。伊拉 

克代表亦希望如此。

美利整合衆國代表對於本年度教育經費之較上 

年度增多，表示满意，但希望下年度之報告書將詳 

述對於中等教育方面究竟作何計劃及有何收粮。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指出，管理當 

局並未對土著人民之教育問題，加以充分注意。視 

察®報吿書中指出目前那烏魯境內人民受教育的機 

會育較戰前尤爲稀少。蘇聯代表更稱，管理當局在 

教力面也對土著人民實施種族歧視政策，並謂按視 

察® 報告書所载；一個歐籍學生的教育經費要比一 

個那烏魯學生高出四倍。



第 十 章  

新 幾 內 亞

總 論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地勢與人口

新幾內亞領土地顏，道，係六百餘島嗅所組成。 

其中最重要的展域爲新幾內亞島西接荷屬新幾內 

亞，南臨包布亞之部设，及附近之新不列顏，新愛 

爾蘭及 Bongainville諸島。領土内崇山峻嶺熱帶草 

木葱寵之展佔極大部汾，面積約達九萬三千方里。

.七壞一般宜於多數熱農逢物之生長。屬熱帶氣候, 
惟各地展之雨量、氣温及溜度頗不相同，

該領土一九四九至一九五0 年度，及一九五0  
至一九五一年度內之人口統計如下：

一九四九至一九五0 至 

土著人民 一九五0 年一九五年

B 調査者確數   770,055 811,714
未調査者約計   301,050 282,300

共 許 . 1,071,105 1,094,014

非土著人民

歐籍人民   6,201 6,429
非歐籍人民   2,479 2,527

共計  8,680 8,956

士著居民，按其體格及言語之特性，大約分爲

Papuans, Papua-MelanesiansNegritos  ̂ Micronesians) 及 

Polyæsîans等種族3 該領土內所用之巴布亞語言，種 

類多不勝計，據 云 M eknesian語言已達五十三種， 

但較諸前者則猶有遞色。一夾雜英語之Melanesian語 

言現已成爲全島之通用語言0

一般意見

理事會第五屆會對於管理當局所已獲之成就， 

尤其對於復舆事宜力面之所獲成就，備加讚揚，但 

認爲管理當局必須更加努力，以期於最近將来達成 

其所自訂目的，以促進居民利益。

一九五0 年視察團認爲該領土前途極有希望， 

但從發展的觀點上言，目前幾乎仍處於未經開拓的 

狀態中。所有道路交通幾乎都待修建，所需投資篇 

數至百。

理事會第八屆會襄於管理當局在該領土政治、 

經濟、社會及教育發展上所遇之重大困難，故對於 

其所健之成就深表嘉許，惟望管理當局繼續加緊努 

力，以求該領土之發展。

報吿書<^格式與內容

理事會第十届會通過下通建譲：

理事會請管理當局對於所提常年報告書中需裏 

詳載情報一節加以注意3 査管理當局所遞關於實施 

理事會及大會以前各項建譲之情報往往不夠詳確， 

爱請管理當局特別於將来所m 常年報吿書中詳述其 

所採之行》。

和平漠入

該領土中不受管理當局管理之若干面積，在和 

平渗入政策下，繼續於現檢封年度內减少。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該領土中受管理當局管 

理之面積共達六五，五七0 力哩 , 而一九s o 年六月 

三十日則爲六0 , 八二0 方哩。不受管理的面積中， 

計有受行政當局影響的地廣九，二五二力哩，受行 

政當局局部影響的地區三，五三0 力哩及經巡査員 

渗入的地區一四，六四八方哩。管理當局預期該領 

土全境將於一九五四年年終時統歸政;t 管理。

理事會於第五屆會時會建譲管理當局 : （a)檢討 

實施和平渗入政策的實際情形；（b )徵慕較老練及受 

有較好訓練的巡査員，並授以該政策之原理與實施 

之妥善辦法 ; ( C)採取一切可能辦法，於受管理區域 

內善樹政默，俾使未受管理展域居民明瞭在現代管 

理制度下所能享受的利益。

第八屆會時，特派代表吿知理事會謂，强査員 

於出發前都奉有關於其所將渗入各地展及所將採取 

各行動的詳細指示，且由經驗豊富的官員率領。

理事會在第八屆會時欣悉該懷土中更有許多部 

汾現亦歸受行政當局營理，旦管理當局並預定於一



九五因年底使該領土全境完全受其管轄；深望管理 

當局盡力完成此項工作3

管理當盾於理事會第十屆會所審査的報吿書中 

稱：在現檢前期閩內巡査員分在各廣中工作並巡視 

列爲不受管理展之各地，因此，不受管理爾域之面 

積大見減少。不過，截至該期間終了時，取歸所稱 

不受管理展域之正式行動尙未告梭3

理♦ 會第十盾會時，通過下述結論：

理事會備悉管理當局的當前重大任務之一乃是 

管治該領土之全部區域，故對於管理當局於現檢封 

年度內之力求完成此工作，至爲欣慰；並望是項 

任務能於一九五四年年終時完成。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一般意晃

m Ji蘭代表認爲管理當肩現檢討年度內誠懇致 

力營理一個蠻荒難御的廣大韻土，實堪嘉許。

法蘭西代表認爲管理當局確係依據合理方針發 

展該領土，但盼該當局將採取一個略爲勇敢的政策， 

卽使土著居民麥加該領土的各力面生活。

泰國代表認爲管理當局在該領土行政上顯然a  
有進步。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深信管理當局將竭力獲政土 

著居民與移入人民間之利益均衡，以促進土著居民 

之進虽及趨向自治的逐漸發展。

伊拉克代表說營理當局之不曾採取適當指施以 

促進土著人民之進展，實不能以該領土情形落後爲 

理由3 據最近情報及政策說明中所載，管理當局現 

正依循殖民地主義的學理来發展該領土r 伊拉克代 

表箭於管理當局之» 次嬉視理事會建譲，頗以爲慮， 

且認爲理事會應請管理當局於下年度之常年報吿書 

中詳細檢討以前各項建譲，並說明其所取行動或未 

會採取行動之理由。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表示多明尼加代表圓對於 

管理當局履行憲章所載義務及促成所管領土逐漸發 

展之道，表示满意。他希望下年度之常年報吿書中 

將詳載有關長期發里計劃之消息3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 

所遞情報雜然不夠詳盡，但顯a 指出，管理當局並 

未履行憲章所載義務及採取必要步驟以實现憲章之 

基本目的。

薩爾多代表對於管理當局所作之各項努力大 

都表示满意。在現檢討年度中，該領土雜無顯著進 

步，但此實多由於土著居民性格所致0

管理當局代表說該領土地荒民蠻，迅速骑展旣 

不可能，而和平渗入力法亦頗雷時日，保因工作勸 

奮，數年来已獲有極大進展。可予批評之處固有， 

不過有些批評卻是過甚且無助益的，管理當局在大 

多數的情形下 , 毫無疑地是依照理事會之建譲行事, 
可是，憲章並未機械性地規定，營理當肩不論在何 

情形下都必須如此做。

二.政治進展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巴布亞及新幾內亜之行政聯合

依據一九四九至一九五0 年巴布亞及新幾內亜 

法令之規定 ’ 該託管領土及f t 鄰之巴布ffi領土係由 

一單獨行政機關予以合併管理，此項法分經於一九 

四九年七月一日實施，並於一九五0 年重經修正。

理事會曾對於這個行政聯合加以審査，其審査

結果載昆有關各託管倾土之行政聯合間题特別報吿
書 409。

一般行政

依據巴布亞及新幾內亜法♦ 的規定，行政專員 

負有主管巴布亞及新幾内亞聯合領土政府之責。另 

由總f t 誌立一個行政會譲，以協助行政專員辦理事 

務及向行政專員提供意見。一九五一年時行政會譲 

係由聯合行政公署十一個官員組成。法♦中所規定 

就立之聯合立法會譲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正式成立，且爲該領土之和平、秩序及洽安制定法 

令的權力<5在立法會譲未成立前，此項權力則操於 

總督手中。

行政專員之下分設十一個部円，爲巴布亜及新 

幾內亞聯合領土辨理行政及技術事務。該託管領土 

本身復分爲八個行政廣，每展置有區長（現稱展行 

政專員）一人，助理及進査員數人7

理事會在第五屆會時，襄於該領土中辦事人員 

缺乏有礙該領土之發展，故建譲營理當肩考慮其所 

訂服務條件是否足以吸引相當敷量之最適當人才。

理事會，在第八届會時，備悉行政官員之人數 

與薪津均& 填加，並悉視察員認爲行政公署載員之 

薪捧，家屬津貼及居住條件均應予以改善，故深望

40® A /2 1 5 1 ^參閱;^會正式紀錄■>第七屆補編第十二 

號。 _ -



管理當局將繼續改善行政公署載員之服務條件，尤 

應注重彼等住屋間題之改善。

據理事會第十届會審査之報吿書所載，巴布亜 

及新幾内亞領土之行政人員組織截至一九五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共有各級員額一，五八一名（歐籍人充 

任 ) ，其中a 實育許一，二八0 名，而上年度所有之 

一，五七三員額，其中已實者則達一，三一四名《。。 

各級員額中爲該託管領土及巴布亞領土所公用者許 

西一三名，分發至該託管倾土者七七四名，分發至 

巴布亞領土者三九四名。

管理當局稱，在本檢討期間内a 實行一種新分 

類辦法a 大部分員額之薪捧都因一九五0 至一九玉 

一年內所核准之此種分類辦法而獲得墙加，旦此項 

增加經補訂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起算0 此 

外，本年度中並添設新員額八名，增加生活費津貼。 

管理當局並稱，本年內將繼續依照一九0 九至一九 

五0 年度常年報告書中所簡述之原則，在澳大利亞 

大平洋展行政人員學校中舉辦職員訓練班。

土著居民之參與行政

一九五0 年及一九五一年內，新幾內亞領土中 

受» 於行政當局的土著居民計有 ;

1950 1951

警察部隊........................ 1,544 1,246

普道工人........................ 7,172 5,757

農業工人  444 114

醫藥及衞生助理人員  735 1,145

文書及有關工作者  ....  135 397

技工、海員、廣夫............  848 859

教員及教育助理人員  101 137

總計 10,979 9,655

此外，尙有土著居民—— ， 四九0 人經行政當

局委充鄉村辦事員，擔任村長 (Muais ), tultuls及蠻 

務 等 職 。

據一九五0 年視察團報吿， 只有最高村長支領 

薪捧 (每年三镑），通常之 WWM'S並不領薪。據報管 

理當局現正在考慮鄉村辦事人員薪給問題。理事會 

於第七届會時，會請管理當局對於亟宜訓線士著居 

民一節加以注意 , 俾遂漸墳加擔任負責戟位之人員。 

並使土著居民參與領士行政之範圍得因此而廣大。

41»歸由澳大利匪聯邦工》居住郁管轄之工務部職Ü 額 

未列在內。工務部說有分類員額二十六名_>但在 

利亜聯邦管轄期間毫無活i l j。 ，

第八屆會時，特派代表告理事會：行政當局及 

教會在過去與现在，都予工人以專門職業及其他揉 

術工作之訓練機會，並請理事會對於常年報吿書中 

衞生及教育各節所述關於載業及醫藥訓練之誅備， 

加以注意）理事會在第八眉會中建譲管理當局採取 

各種必要步驟，訓練該領土之土著居民，冀使彼等 

得能儘速充任該惯土行政力面責任較重之職位。

管理當局於理事會第十眉會所審査報告書中論 

及上述建譲時稱，關於目前爲訓練土著居民擔任一 

般及專pg工作方面職務而採収之各種步驟散見報吿 

書各節中。（參看下文第五節，教育進鹿）

該報吿書中關於巴布亞及新幾內亜鎭土公務員 

職位之分類員額表中所載各联M i係指可由歐籍人民 

充任之職位而言。

理事會第十届會通過下述建譲。

理事會襄於本檢前年度內，管理當肩在土著居 

民擔任領土行政力面若干職位間題上所獲之進展程 

度，爱特重申其於第八届會時所通過之建譲，並希 

望管理當局加聚訓練土著居民充任行政公署中責任 

較重要之職位，並採取更積極之政策，使土著居民 

參加該領士之各力面生活。

立法會議

一九0 九至一九五0 年巴布亞及新幾內亜法規 

定：巴布5S及新幾內亞聯合領土設霞立法會譲，由 

委員二十九人組成，其中三人爲非官力土著委員。

託管理事會在第五屆會時建譲管理當局（a)研 

究增加聯合立法機圃內土著委員名額之可能；（b )研 

究能否爲該託營領土另立法機關；( C)逐漸墙加土 

著居民參加立法會譲之機會，俾將来得估有多數譲 

席。

管理當局答稱：立法會譲之組織問題當於該會 

譲成立前續加審譲，關於該託營颜土另設立法機閩 

一節，目前尙無任何决定；土著居良之代表名額當 

俟彼等確能承擔此項責任時，予以逐漸聽增。

理事會在第七屆會時，表示希望管理當局於檢 

討此間題時許及理事會第五届會所作之各有關建 

譲，並將其檢前結果具報理事會。

特派代表於第八眉會時通知理事會謂，立法會 

譲之截置問題目前尙在考盧中。

理事會於第八眉會時促請管理當局儘速進行m  
置立法會譲，毋稍稽延，並依據理事會第五届會之 

建譲，及早採取步驟，墙加土著居民參加立法會譲 

之人數。 -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於第十眉會時告知理事會， 

巴布亞及新幾內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0 年法所規 

定設置的立法會譲業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間正式成 

立，由委員二十九人組成，內中包括行政專員、十 

六名官力委員及十二名非官方委員。非官力委員十 

二人係選出之歐籍人民三人及指派者九人。該九人 

中代表基督教、非土著居民及土著居民者各三人。 

土著居民之代表中，来自託管領土者二人。二十九 

名委員中居住於新幾內亞者計十人。立法會譲委員 

之任斯爲三年。

理事會第十屆會通過下述建譲：

理事會備悉立法會譲業a 成立，其中且包括該 

託管領土之土著人民代表二人。査土著人民參加託 

管領土之立法機構，尙以此爲首次，故深望管理當 

局繼績誌法使土著代表進一步參加該領土之立法組 

織。

地方行政

該領土共分九廣，每展置有展行政長官一人， 

主管地方行政。’此種制度以一個村落或數個村落爲 

單位，由 政 府 所 派 定 之 村 長 代 表 政 府 行 使  

其對各村之管理權。

理事會在第五及第七屆會時曾建譲管理當局誰 

法，俾使該镇土由部落制度遂漸改爲現代之自治制 

度。

管理當局隨後申稱，目前一般政策仍着重部落 

制度。除遇有當地風俗有違人道之情形外，對於此 

種制度不擬予以變動，蓋當局之目的在求於可能範 

圍內依照能使該制度發展之途徑，加以改造而a 。

一九五0 年視察團纏悉現行之村長制度將繼續 

存在，直至鄉村會譲成立時爲止3 行政專員有權誅 

立一九旧九年土人鄉村會譲法分所規定之各種會 

譲，此等會譲有權制定維持和平、秩序及治安之條 

例以及舉辦社會暨公共服務事宜，並驚定税率税賦 

及其他規費等 ’ 但事前必須徵得政府的准許。更進 

一層，巴布5Ê及新幾内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0 年 

法中規定誌立諮詢會譲以處理士人問題, 該會議"對 

於一切有關其所錄屬地展中土人福利之問題均有權 

加以考慮，並得就此等間題向行政專員提供諮詢意 

見"。

理事會第三盾會於審譲管理當肩提譲設立'± 
著諮詢會譲及村落會譲" 後會建譲，所擬誰士著諮 

詢會譲及村落會譲之姐織與載權，應重加檢討，准 

許該等機關對於本身事務之處置多所主動’並使居

民對於逐漸擴大參加立法及高級行政機關有所準 

備。

理事會第五雇會時復建識管理當局於擬訂規定 

村落會譲載權之法令時，應許及理事會以前所作之 

各項建譲0 又建譲：法♦ 中應規定予該會譲以處S  
財政間題之某本訓練 ,並賦予若干財政方面之責任C

規定設立村落會譲及驚訂該會載權之一九四九 

年法令，業於上文中提到。理事會在第七届會時， 

塵於第一村落會譲行將成立 ’ 並定於一九五。年六 

月前開始工作，爱促箫管理當局|^来年內儘量增加 

村落會議，陸續使境內各地皆有，並逐渐加重該會 

譲之職責。

理事會在第八眉會時欣悉該領土中禁S 成立三 

個土人村落會譲a 當時管理當局特派代表並謂：依 

村落、地域、廣及展域之次序成立各級會譲，目的在 

使人民對於行政貴任及代譲制度獲得逐漸的進展。 

各級會譲各卽係其上級會譲之選舉機鬪。立法會譲 

的委員卽由原會議選舉，於是完成可稱爲金字堪式 

之分層選舉制度。

理事會在第八屆會時曾建譲管理當局，竭盡一 

切努力增說村落會譲，並於實摩可能範圍內在該領 

土比較前進之部汾成立地域會譲3

管理當局於理事會第十屆會所審査之報吿書中 

稱：截至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止，a 成立之士人 

村落會譲共有四個，並謂其他各地之非正式村落會 

議仍繼續執行載務，爲純屬諮詢性質的機関。報吿 

書中並未提及其他各種土著會譲一事，但管理當局 

稱，B 於本年度內批准組織展諮詢會譲及鎭諮詢會 

譲，此等會譲的委員槪以非土著居民充任爲限。據 

說，該領土所» 八廣各組成一個厕諮詢會譲，由廣 

行政長官兼任主席，就有鬪該佩行政事宜上向调行 

政長官提供諮詢意見3 其餘八個委員則由行政專員 

就展行政長官所提名單中圏定。鎭諮詢會譲係由人 

民代表及行政官員組成，得就有闕該鎭之事項向行 

政當局提供路詢意見，目前，五個較大之市鎭中a  
設有鎭諮詢會譲。

理事會第十屆會中通過下述建譲：

理事會欣悉，自從上年度常年報告書經審査竣 

事後，第四個土人村落會譲a 吿成立，且另有兩個 

會譲亦可望於短期內設置，愛建譲請營理當局繼績 

努力以促進村落會譲之成立。

理事會爱請管理當局於下年度常年報吿書中述 

及以土著居民利益爲前提，分誅土著及非土著居民 

諮詢會譲一政策之實施情形，並建議管理當局掛酌 

委派土人充當區、鎭諮詢會譲委員。



選舉權

在一九四九年巴布亞及新幾內亞法未經通過 

前，該鎭土尙無民選之機關，因此亦無選舉法。理 

事會第七眉會時，曾建譲管理當局開始採行選舉力 

法，俾最後能確立以普選爲某確之現代選舉制度。

巴布亞及新幾內亞法中訂有"由該領土選民依 

照法分"選舉非官方代表三人充任立法會譲委員之 

規定管理當局特派代表於第十届會時吿理事會:上 

述法令一一卽係一九玉一年立法會譲法令一一已於 

一九五一年九月問通過內中規定除土人或爲一 

九四八年及一九五0 年國籍公民權法第五節所指之 

外籍人外，凡於申請登記前連續居住於該領土內至 

少満十二個月之居民，而年齡非满二十一歲者，皆 

得爲選民之登記"。凡非英國人、愛爾蘭公民或澳大 

利亞保譲人( 生於新幾內亞或那烏魯之人)都被稱爲 

外籍人，

閲於成立土人村落會譲之選舉方法，理事會第 

十屆會所審査之報吿書中載有在某種情形下所用之 

程序，並指出選舉會譲委員時係採用公開或無記名 

的投票方法。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於第十屆會時吿理事會：村 

落中凡應當納税的成年男人都有投票權，婦女如欲 

投票則亦可照辦，但須前往登記爲納税:人。 abaul 
村落會譲向每個男子課取税款® 镑，向那些登記爲 

納税人的婦女每人課取税款一镑。

土著之司法權

純由土著居民組成之司法審制機閩尙未經認爲 

是該倾土司法制度之一部汾。現雖有村法院之存在, 
但僅按傅统習俗行使職權而已。

理事會在第五眉會時建譲，管理當局探取適善 

辦法，於適當時期予傅統之土著法院及慣例以法律 

地位，並使其與現行之法院制度發生聯繁é

管理當局稱，一九四九年巴布亞新幾內亞法第 

六十三節B 核准設置土著法院：此種法院槪由土著 

居民組成 ,藉以輔助該領土內現有之土著事務法院。

理事會在第七眉會中欣悉管理當局擬正式承認 

傳統之土著司法權，且同時使之受行政當局之有效 

監督。

理事會第八眉會因據管理當局稱規定載置土著 

法院之法令尙未公傩，爱請管理當局實施巴布亞新 

幾內亞法中各有關規定，並向託營理事會具報。

營理會局於理事會第十雇會所審查報舍書中 

稱 , 在本檢討期間終了時，管理當局正在考慮法令條 

例中所應载之規定，俾使此種士著村法院得以成立。

理事會第十届會中通過下述建議：

理事會襄於管理當局在本檢封期間終了時曾考 

慮制定法规籍使土著村法院得能成立，爱促請管理 

當局於最近將來中採取此種行勤。

居民地位

該領土內土著居民之國民地位至今未得法津上 

之承認。非土著居民均保持其個人之國民地位及公 

民權。

理事會在第七屆會時曾促請管理當局考慮採取 

辦法，給予領土內居民以明確之國民地位。

管理當局於理事會第十届會所審査之報吿書中 

稱，士著居民之國民地位在法律上尙未確定。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於第十屆會時吿理事會：依 

據一九玉一年十月公民權條例之修正條款的規定， 

土著居民、中國人及出生於新幾內亞之其他非英籍 

人民，在一九四八至一九五0 年國籍公民權法的規 

定下，一律享有"澳大利亜保譲人"的地位。

公民登記

該領土內迄無公民登記。現行之出生與死亡独 

追登記僅以非土著居民爲限，行政當局認爲，就該 

領士之發展现況而論，欲雄迫土著居民作出生與死 

亡之登記，實不可能。

理事會在第七屆會中建譲管理當局作舉辦公民 

登記之準備。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於第十眉會中通知理事會： 

擬令土著村落會譲編製其所在地廣人民之生死統 

計，藉作土著居民公民登記之先聲。

法律與秩序之維持

視察團提請注意M an u s展內之不安情形，卽 

所謂 "Paliau運動 視 察 團 認 爲 此項 運 動 斷 非 因  

戰時脫節政一時發生之地力騒動而已。據稱 Madang 
廣內亦有類似之運動，而大平洋許多島喷上又有所 

謂 "好貨黨"。視察圃認爲Paliau蓮動及其他反對社 

會組織之傾向均帶有極深重之宗教、政治、a t會及經

視察團之主耍意見經載於託管理事會報告書-第三特別 

與會《第八及第九阔會會議經過(參看大會JF式紀錄 
第六榻會J 補編第四號英文本第二四四貢) o 參関視 
團報告書，託管理事會JF K紀錄：第八屆會_»補編第 
四號(T/899)。



濟意義，蔭宜嚴密注:É , 究其根源，禅得採取適會 

補救辦法3

理事會第八屆請管理當局將有關Paliau蓮動， 

所謂 "好貨黨"，及領土內其他類似運衝之全部情報 

列入下年常年報吿書；理事會並請求提供有闕此等 

蓮動間之鬪係之情報。

營理當局於理事會第十眉會所檢前之報告書中 

提出了此項情報。

開於"好貨黨"一節，管理當局說此實爲一•種土 

著 "祭祀傳统 "的現代演變而B , 査此種傳統顯然在 

與歐式生活接觸之前，及歐洲人尙未来到之時，早 

a 存在。這種好货運動發生時，通常由村中一個或 

數個居民自稱先人顯靈，告知將有輪船满栽貨物而 

来，於是人民廢棄田園，宰殺猪厥鶴鴨，引領鎮望 

那艘船隻的来臨，可是，久候而船不至，遂》他們 

的領軸完全失去了信心，而此種運動也就土崩冗解C
M anus區 內 當 Pal a u s 運動發生時雜曾發生緩 

和的 "好貨運斯 "，但在該傲土之其他各部中，這二 

種運動之閩似無確盤之相互關係。

管理當局稱，M anus展內土著居民約一三， 0  
0 0 人，其中受 Paliau運勤組織之影響者達三分 

之一。領軸名Paliau,曾任新幾內亞警察隊巡官，在 

曰本估領期中居住於 Rabual；待 回 到 Baluan村故 

鄉後，於一九四六至一九五0 年閩在Mamis南部大 

部设地展中創立一個半政治、半宗教的組織。

他的信徒除受到他所教海的教義的感召外，更 

因未能悄除土著與歐籍人民在生活方式與技能上之 

懸殊 ,而感到顏喪。Paliau把若干某督教教義及正統 

的土著管理政策要素® 合起来，成爲一種半政治半 

宗教的制度。其爲人勸勞好動，善於詞令，富有組 

織能力，並 精 通 Melanesian浪合語文，其所交柱的 

人民則爲一個不安定、不滿足和熱望進步的民族e
管理當局說，一九四六年，Baluan及附近各島 

m內曾發生"好貨黨"運動 , 這種運動中雜然淑有Pa. 
l ia u的黨徒參加。但卻與 Paliau運動無關。當時營 

理當局曾將若干經指定之土人帶到  Port Moresby, 
並向他們解释土著人民之輕濟、a t會及政治發展計 

割 , Paliau 亦® 其中之'一0

一九B9九年玉月，Paliau被委爲 Baluan的村長 

(tom S )。' 造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他E 能使糧食的 

供應有所剰餘，並顯著地改善了所管轄人民的居住 

情形a

當時謠傳若干土著領袖企岡奪取司法權，經行 

政當局於 Baluan 鳥上某村落進行調査後,於一九五 

0 年西月宣制Paliau有罪，罪狀爲Paliau意圖引起

民間騒i L , 特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散齋虛德银舍，

內 稱 Paliau曾 吿 P a m 之 Malai謂 Paliau有權任命 

M a k i爲有權委派法官之官員，一切案件均無需提 

交政府法官。Paliau被制處徒刑六個月a 释放後，復 

被送至 Port Moresby, 由各官員與之就土著人民逐 

漸進化一問題商討其所能擔負之有用工作。 Paliau 
並曾參加各衬落會譲及教育與合作社等會譲，

管理當局稱，P a lia u自返抵Baluan後，行爲十 

分檢點，向人民講述識字之重裏。請求就學於行政 

當局所辦學校之見童人數因此大增，而且人民全都 

非常合作。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於第十屆會中吿知理事會： 

在現檢前年度終了後， Paliau腾選爲 Baluan村落會 

譲的委員，後來又被派爲該會議主席。他十分理智 

地和熱誠地執行他的載責，但在一九五一年十月被 

制觸犯土著行政條例八十四（二 ) 的規定，制處徒刑 

三個月，這個犯罪行爲只涉及他個人的道德間題， 

和他的公務雜不相關，故管理當局決定，在其釋放 

後，將不禁止限制其續任Baluan村落會譲主席或參 

加該地展之事務。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巴布亜及新幾內亞行政聯合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企 

圓以所謂該託管領土及其f t 鄰a 布亞殖民地間之行 

政聯合辦法，来加維其在該領土內的殖民地政權。 

事實上，這種聯合乃是一種極密切的政治及經濟聯 

合 3 管理當局利用這種違反憲章規定的聯合辦法来 

阻止該領土發展成憲章所規定自治或獨立的單獨整 

體。蘇聯代表團重申其在第五及第八雇會中所作的 

提譲，認爲理事會應向管理當局建議置誌不線屬於 

該託管領土及巴布亜殖民地行政聯合制度下所設各 

機關的立法及行政機構，爲此目的且應以立法及其 

他辦法保證土著居民參加該託管領土之立法、行政 

及司法機構。

一■般行政

紐西蘭代表欣悉各級公務員所領薪津業 a i t
力Bo

土著居民义參與行政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注意到，土著 

居民中並無一人參加該領土之行政工作，旦管理當 

局亦未採取任何措施促使土著居民參與行政。



管理當局代表說，目前行政職務必須大都檢由 

澳大利亜人擔任，因爲唯有文化前進的民族籍能夠 

以身作則。至於訓練土著居民一節，他深信，訓練 

少數人員也許會造成一個和勞動大衆分開的特殊階 

級；走向民主自治的較好發展途徑實爲訓練所有人 

民如何行使公民權。目前，行政公署中已«用土人 

充當彼等所能勝任的職路，此後並將子以逐步擢升。

立法會議

細西蘭代表欣悉立法會譲以及各地方政府會議 

業B 成立 , 並深信該領土之政治茶礎業經妥善奠定》

泰國代表對於管理當局之未會爲該託管領土另 

設一個立法會譲，表示遺械，但認爲敦立聯合立法 

會譲並使若千土著人民充當委員顯然是一大進步。 

他促箫管理當局爲了教育的價値，應考慮添委土人 

充當立法委員。

中國代表認爲管理當局誅立聯合立法會譲實堪 

嘉許，但猎出理事會前所通週關於另誅立法會譲及 

增加土著委員人數之建譲都未經付之實施。他認爲 

理事會應重申此項建議。

中國代表認爲非土著居民中之亜洲人民亦頗重 

要，應准其有代表充任立法會譲中民選及政府委派 

之非官方委員3 他提識，理事會應通過一個闕於道 

方面的建譲。

伊拉克代表對於聯郝所派行政專員在立法會識 

成立時所作之政策聲明頗以爲慮，該次《明將該領 

土中澳大利亞居民所懷願望置於首要地位，而憲章 

所載對於絶大多數土著人民所應負之義務則反列居 

其次。該項申明中並謂當局對於土著人民備加鼓勵, 
使其遂漸擴大參加該領土之工作，但伊拉克代表認 

爲，只要歐籍人民在所申請之提倡定居政策下繼續 

增多，則立法會譲所受之厥力亦必愈大，其結果不 

得不以歐籍人民之利益爲前提。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土著居民 

完全不能在他們的國內行使立法、行政及司法的權 

力。

薩爾冗多代表希望管理當局將迅速施行託管理 

事會的建譲，俾使土著人民逐多參加立法會譲之工 

作 j

地方行政

比利時代表說，比利時代表圓對於有蘭土著行 

政問題的若干點，不能完全满意，尤其是，管理當 

當肩並未明白樓出各村長（Luluaü)是杏卽爲能負相

會責任之傳統制度下之官吏，抑爲管理會局所委定 

政不能負擔責任之官吏。

管理當局特《代 表 說 村 長 通 常 爲 公 認  

之村落生活領袖，故能承擔各種責任，

紐西蘭代表資於管理當局之以投票選舉法成立 

若干土著村落會譲並以課賴：》款權授予各該會識， 

表示滿意。

法蘭西代表認爲，立卽委派若千土人充任各展 

諮詢會譲及鎭諮詢會譲之委員，當有利地力。

泰國代表表示希望管理當局勿忘亟宜儘早誌立 

土著區會譲及地展會議。

伊拉克代表對於鎭諮詢會譲及K I T 詢會譲之專 

爲歐洲人利益而設，及土著人民在政治上之被ü i爲 

村落小吏並備受歐洲人之嚴属管制一節 , 表示遺域。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鎭誦F詢會譲 

及展IT詢會譲的設置公然是以種族歧視原則爲基礎 

的。土著居民甚旦不能參加這些諮詢會譲。

薩爾％多代表認爲，管理當局誰立村落會譲一 

舉應予嘉獎。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認爲，該能管 

镇土之現行部落制度雜爲管理當局所提倡，但事實 

上卻不合該託管領土人民自治獨立爲目的之政洽 

前進發展，所以,理事會應向管理當局建譲採取措施 

確保部落制度將變成以民主原則爲本之自治制度。

管理當局代表說，部落組織雖然未經高度發展， 

但'奥大利亞政府卻打算利用這種維織的現有各部 

汾，作爲逐漸形成自治的基礎，

薩爾冗多代表注意到土著居民在司法力面只以 

參加各村落法院的工作爲限

居 民 地 位 .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t f 於管理當局爲確定該領 

土人民公民權及國籍而採行之辦法，表示鬪切

法律與秩序之維持

英聯王國代表對於管理當局詳細報吿Paliau蓮 

動及"好貨黨 "蓮動經過，備加贊揚。

三 .經 濟 進 展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一般經濟情况

該領土之經濟以耕植、採鎭及若干農產品之加 

工製造爲主。該懷土內無主要的二級工業，農作物



之製造則K 限於乾挪子由之操割與拱乾、可可豆之 

發酵與姥乾、及比較小規模之乾挪子製造。金鎭開 

採在該領土經液生活上佔一重裏地位，但泰半操諸 

非土著公司手中，領土內所需之一切製造品及非土 

著人民所消費之大部分食品實際上皆仰外給。從事 

於貿具、航蓮、空蓮、農產品及鎭業之商號及公司大 

部份■都爲非土著之歐裔人民所控制，其中所用之職 

員亦多爲非士著之歐裔人民C 至於小型商店及貿思 

組織、成衣業及木工業則係中國人經營。

土著居民大都只求糊口。但管理當局稱土著居 

民對於館售農作物之興趣日S 濃厚，而旦組織合作 

社的趨向亦日漸顯著。他們在一九五一年內生產乾 

挪子肉約及輸出總量六分之一，並在農業部盛助之 

下，開始種植可可樹及咖啡豆。fit展組織所發展之 

A m ele米展目前擁地一百五十英献，業以開始售米， 

並以社區某金購置礦米設備。種植園、鎭場及私人 

家中亦大量® 用土著工人，

大會在第四眉會時表示完全贊助凡足使土著居 

民對從事開發鎭產及其他天然資源或從事生產或貿 

思託管値土經濟生活中某本商品與原料之公私組織 

之利潤與管理力面多多參與之一切步驟0

能管理事會第七届會時備悉管理當局曾提供 

保證，謂深知經濟發展之重要。理事會當時建譲 J 
管理當局採収步驟鼓勵地方工業利用託管領土之豊 

富資源；英集及編製關於投資的統計；並正式取消 

該領土現行法律中關於插迫種植糧食之一九二一年 

至一九三八年土著行政法令3

一九五0 年視察團認爲該領士倚未完全修復其 

在戰時所遭之重大破壞。並認爲該領士須有大規模 

的公路網；私人企業應予鼓勵以發展新幾內亜的資 

源；技術人員、機匠、木匠及其他技工之訓練亦應加 

以注意

託管理事會第八眉會希望管理當局將推行該領 

土發展許劃，並望此種許劃將使土著居民多多參與 

生逢經濟方面之工作。

管理當局於理事會第十眉會所檢討之報吿書中 

稱，農業發展及土地資源發展將因個別土著人民， 

類如合作社社員等 ,之努力而獲有若干限度之成就 ,  

但主要之發虽則一時仍爲擁有必要資本、專門知識、 

技術及組織能力的歐籍人民所按制各工業的營展， 

行政當局的政策是：提倡私人企業的發展，但以尊 

重及保護土著人民之權益爲原則。

管理當局更稱， 由於非土著私人企業組織之傷 

用土著人民，故使土著工人得能猿得經驗與專門按

能，旦非i 著人民，睡具有高超之專技術與才能 

並擁有 Ê 大之資源外，在該領土經濟上並未享有特 

殊的地位。管理當局並謂，經濟發展的程度與速度 

大部保要看有無土著工人可用而定。目前當局正在 

所認爲最宜於經濟發展的各展域内誅法調査資源。

理事會第十眉會通過下逃結論與建譲：

理事會深望管理當局鼓勵私人企業發展之政策 

不政使行欧當局抛棄其對該領土發展事宜所負之一 

部设直接責任。

理事會建譲管理當局將所擬譲之資源調査，擴 

大爲一種全面經濟調査,藉作廣泛發展許劃之根據。 

理事會並認爲，管理當局於許劃該領土之發展時， 

應特別注董土著居民參加該領土經濟活動之間題。

理事會對於管理當局試法介紹宜於土著人民耕 

植之新作物，表示嘉許，並促其鼓勵土著合作企業 

之發展，俾得儘可能就此方面採取協調政策。

理事會建譲管理當局誅法使土著居民能取得適 

當貸款，供充經濟發展之用。

輸出品生産及貿易

最近兩年輸出及輸入之統計數字如下：

一九四九至 一九五0 至

一九玉0 年 一九五一年

£  £
輸入........... 4,791,799 6.186,669

輸出........... 4,234,979 5,436,617

入超........  556,821 . 750,052

當地逢品之輸出値較上年度增加一,三九八，三 

八七镑3 構成此項增加之主要貸物爲乾挪子肉（九 

三六，六0 —镑）、黃 金 （一四五，三九三镑）、乾挪 

子 (九五, o 二四錄）、m 螺殼(九五，七0 九镑)及可 

可豆(六0 , 九三四镑)。

農逢品之输出數字如下：

一九四九至 一九五0 至

一九五0 年 一九五一年

嚼 嘲

乾挪子肉 47,094 64,301

咖啡..........  15 32

可可........... 207 317

除土逢之乾挪子肉外，輸出之農逢品全部来自 

非土著人民所經營之種植圓3

本章所載款額槪以澳大利亜貨幣計。每百英镑 

- 百二十五澳錄= 二百八十美元。



理事會在第三届會時曾建譲管理當局勸導士著 

居民種植可供出口用的農作品，以便他們能參與該 

懷土之出口貿息。

特派代表於第十眉會時吿理事會：一九五0 年 

至一九五…年度輸出之乾挪子肉中約有一0 ,  0 0  
0 嗤係土著居民所產，又參加生產乾挪子肉的人數 

也迅速地不斷加糟"a R u bau l地廣中士著居民現正 

開始種植可可樹，但可可需時五、六年力能結實，所 

以，裏有士著人民所產可可輸出當需數年時間。咖 

啤的情形也是如此。

本土貿易、商務及工業

截至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計有六十四家 

"本地 "商行及公司經營業務，名義資本共達ra , 二 

一五，八五0 镑。本檢討期間內登記之新 "外國"公 

司共許有二家，故現在該領土中營業之"外國"公司 

共許四十七家，共有名義資本六六 , 0 五六,三八八 

镑，又六 , 0 0 0 , 0 0 0 美元，至於實際投資於該 

倾土內之資本確額，管理當局尙不得知。

乾挪子乃是該領土製造品中的一個主要項目。 

一九五0 至一•九五一年中產量a 由六五二顿i f 加到 

九三九嘲。

關親：

管理當局稱所有由該領土進出口商品所收的税 

收槪經分別記载該領士與母國或管理當局所管轄之 

紙鄰領土閩並無任何關税同盟。而各領土間亦未訂 

有任何關税協定，該懷土的關税 親 别 於所有進口 

货都一視同仁並未給予任何進口貨以優惠待遇。

觸察画注意到管理當肩的用意在於劃一新幾內 

亞及巴布亞的關税税則，並同時修ST税率表，藉將 

發展該領士所不可或缺之必需品所負擔的税:由次要 

貨物負擔之。新賴:則經於一九五0 年七月一日起生 

效。

財政： m m

一九五0 至一九五一年度行政機關的豫入来源 

如下：

£

澳大利聯邦政府之直接協款 ............. 2,356,310

該領土所收之税款...........................1,219,411

二八一，一四0 镑a 本檢封期中之歲出計爲三，五七 

五，七二一镑，而上年度之歲出則爲三，二二三，二

一■七緣a
管理當局說並未課取所得税或-營業税。特派代 

表於第十眉會時吿知理事會：自從一九四五至一九 

四六年度重設民政機關後迄未征收人頭税：。恨新成 

立之村落會譲則向每人課取税:款以應當地之需。

理事會在第三届會時建譲對於增加該領土收入 

之方法加以切實考慮3
理事會在第三及第五届會時建議管理當局檢討 

該領土之整個財政制度，藉減輕問接税之負擔；按 

人民之個別付款能力，課 直 接 税 ；並廢除土著人 

頭賴：。理事會在第七届會中對於管理當肩意欲在該 

領土舉辦新税之聲明，表示欣慰，並希望管理當局 

告以所採取之有關步驟。

一九五0 年視察團對於管理當廣所採取關於課 

取所得稅及廢除人頭税規定之政策，加以調査後， 

纏悉各該間題尙在研究之中。

理事會於第八屆會時請管理當局就財政政策間 

題 ’ 向理事會具報3
管理當局於理事會第十届會所審査之報吿書中 

稱，對於該領土財政政策之各方面業a 進行審査多 

時，但迄今尙未竣事。

理事會第十眉會通過下述結論及建議：

理事會備悉管理當局曾劃撥g 款以充該領土之 

行政費用。

理事會建譲，管理當局儘早完成其就財政政策 

各方面間题所作之探討，並深望下年度之常年報吿 

書中將詳載管理當局所作之決譲3

貨幣

澳大利亜貨粮及該領土所鶴錢幣均爲該領士內 

適用之法幣。货幣之發行與流通槪受一九二二至一 

九三八年通貨、《粮與輔幣法令之管制。關於流動 

中之貸幣數額，以及儲蓄與银行存款總額，目前尙 

無確報。

管理當局竭力鼓勵土著人民將所得工資及其他 

積菩儲存於儲菩銀行，截至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曰 

止，土著人民存戶共有二五,六八一戶存款達四八 

一，九四二镑。

共許 3,575,721 土地

澳大利3 Ê政麻的直接協款無需償遺，亦不收取 

利息。一九旧九至一九五0 年度中此項協款共達二，

該領土面積估許共達九三，0 0 0 方英哩(合五 

九，五二0 ,0 0 0 英献)，其中經土著居民出讓的土



地達九四o ,  二六二英献。外出讓士地中許自由保有 

土地五一九，三八0 英献，祖賃的土地七0 ,二二二 

英献，行政當局所佔有者二二0 , 0 因九英献，又地 

方公盤及土著事務局局長以士民受託人資格所佔有 

的土地佔二六 , 六—— 英敏。此種土地較一九因九至 

一九五0 年度者增加二四，四五八英献，其中祖賃的 

土地佔九，六四九英献，由行政當局佔有者一四，八 

0 九英献。

管理當局說，一般土地都屬於土著人民，唯有 

經行政當局認爲土著地主並不需用該地時鏡可以向 

其徵收。可供定居之用的土地實爲該領土醫展之一 

重大因素，故行政當局現正採取步驟以擴定土著人 

民之眞實士地所有權，及不缺可供平安定居之用的 

其他地展。一九五一年的土著土地登記法規定設立 

一個土著土地間題委員會，由其根據土著傅統法權， 

決定何者爲土著人民或土著社展之合法世襲財產， 

並由其確定此種土地現歸何人所有。

理事會在第八眉會中表示：希望能隨時獲知關 

於土地間題委員會的工作情形。

據理事會第十眉會所審查之報吿書中所載，截 

至本檢討期間終了時，該委員會尙未成立。

理事會第十届會通過下述建譲：

理事會建譲管理當局審愼施行関於購貿及出讓 

土著土地之政策，俾能確保土著人民之利S 。

理事會因知適當閩明與士地所有權有關之居民 

權利，以及加以登記辦法之重要，爱建議管理當局 

立卽組織一九五一年法♦中所稱之土著土地問題委 

員會，勿稍遏延。

森林

據一九五0 年視察團稱，該領土之森林雖多， 

但 a 有採取譲林政策之必要。戰時及載後復興時期 

需用木財甚多，敌鎭木工業B 較載前i t 加數倍。將 

来木料之需要顏料仍將大增。

視察團並稱，行政當局所擬採之政策，有如國 

外領土部部長所說的 ’ 包括："依據正當之植林原則 

及重植森林之規定，逐步發展木業",通常非經公開 

投標不能取得林展之地權，對於所砍伐之木材一律 

課以産權税。

鎮產

現時由商人開養之鎭逢資源僅有黃金及金銀混 

合物二種。

關於地上及地下資源之所有權悉依該領土之鎭 

業法令中之規定定之。該法令並规定權利、執照及 

租約等規費的給忖，以及所得黃金纖付逢權税百分 

之五。規費及產權税悉缴付行政當局，供該領土福 

利等事宜之用。

黄金以輸往澳大利亞爲限。一九五0 至一九五 

一年度中黃金產量共達八七，五九三恭斯淨重，共値 

一 , 三五六，九六二镑。從黃金産權税所得之收入共 

計六七，八四四镑。該年度中黃金慣格仍爲每& 斯十 

五镑九先令十辨士。

託管理事會第七屆會塵於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 

年度中黃金一項獨佔該領土輸出品總値三分之一 

雄，特促請管理當局無論以提高現行百分之五逢權 

税的辦法，或以對黄金工業別課所得賴:、營業税及 

其他賦税的辦法，鄭重考慮清加該領士從黃金生逢 

上所得之税收《理事會於第八眉會時重申此項建議 

並另請管理當肩儘可能提供關於採金工業之詳細情 

報。

管理當局在提交理事會第十眉會審査之報告書 

中稱，管理當局正在考慮增加黃金產權税親 :率中， 

但尙未改變現行之親:率；該領士之財政政策目前亦 

正由管理當局加以通盤檢討，此項檢討且包括從採 

金工業所得税收一問題在內。該報吿書中並載有關 

於各産金場地之生產情形、擴場所發生之意外事件、 

以及土著人民從事採鎭之情報。

理事會第十眉會通過下述建譲：

理事會因以前曾數請提供情報，爱建譲管理當 

局於下年度常年報告書中詳述関於産金費用及採金 

工業所得利潤之情報，俾理事會得斷定此種工業現 

對該領土歲入所作之買獻是否適當。

理事會復建譲管理當局考慮採取按獲利多寡增 

減産權賴:率之辦法，作爲一種臨時措施。

乾娜子肉

一九四九至一九五0 年度中輸出之乾挪子肉共 

達四七, o 九四嚼 , 一九五0 至一九五一年度之輸出 

量則i t 爲六四，三0 — 嚼;其價値則從二 , 二六四，一 

一四镑墙至三，二0 0 , 七一五镑。乾挪子肉之館售 

悉由澳大利亞新幾內亜生産管制委員會經手，該委 

員會係一政府組織，有三委員係種植者所派之代表。 

英聯王國糧食部部長曾與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歸訂協 

約，規定該領士所產之乾挪子肉除供應該領土之需 

裏及澳大利亜國內之消費外，如有剰餘，則應全部 

售與英國糧食部，此項協約於一九0 九年三月一日 

起生效，有效期間九年。第一■年中，品質優良、Mr 
於推錯之乾挪子肉在該領土所屬各海口免費装货入



输後之價格經雙方訂爲每嘲ra十八英镑（六十澳大 

利5S镑)。該協約並規定嗣後各年之每年慣格應於上 

年度終了前商定，但不得較上年偵格增高或減低百 

分之十以上。 自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開始之第三年 

度慣格經訂爲每嚼玉十三英镑十先令（合六十七澳 

镑三先令九辨士 )。特派代表於第十屆會中通知理事 

會：一九五三年度之慣格將爲六十玉英镑（合八十 

一澳镑五先令供該領士及澳大利亜國內悄費之 

乾挪子肉之售慣亦按該協定之規定予以驚定。上述 

慣格扣去圃税代館費及其他費用，以及平準基金征 

課後卽爲生産者所得之售慣。平準某金係於^九四 

六至一九四七年度中成立，以征課力法就輸出之乾 

挪子肉每嘲課取五澳錄；截至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 

日此項某金之總結存共達一 •，二0 二，四0 九澳 

镑。

一九五0 年視察團表示希望管理當局將依據其 

與私營企業所擬定之新辦法，採取各種預防步驟，務 

使小規模生産者享有一 0]利便，俾得以合理價格館 

售其所塵之乾挪子肉。

蓮輪及交通

該領士內共有汽車路一，九八0 英里及驛路一 

九，七 0 四英里。該地時降大雨，常常發生山崩， 

故養路願成間題，橋権則多因河渠之沉濫而時受損 

壞。

管理當局稱，該領土之空中交通就像往返澳大 

利亞間的空中交通一様地續有改進。一九五一年該 

領土內共有六十一個飛機場，而上年則有七十五個。

澳大利亞與該領土閩並有定期航行之客貨輪

船。

在澳大利31政府所擬壽辦的各項主襄規割中視 

察團並未見到有任何大規模之築路計劃。視察 ®深 

信建路乃當務之急，並認爲管理當局應囊措款項， 

招請營造商承辦大規樓之造路許割。

理事會第八眉會備悉視察團之意見；欣悉航空 

蓮输a 有長足進展，但聞道路之修築尙嫌不足；認 

爲充汾發展之道路網對於該領士之合理經濟發風至 

爲需要，而對於維持適當之社會及教育服務事宜則 

尤屬不可或缺，爱請管理當局努力促進交通發展， 

尤須改進及發展該値土之道:路綱。

管理當局在提交理事會第十屆會審査之報吿書 

中稱，管理當局雖深知該領土之發展端賴有充分發 

展之道路網，但認爲由於該領土之天然情形，政使 

造路與養路不特困難而旦.需費甚多，管理當局並謂。 

現正進行一種穩健之造路許割，旦本年度中各種道

路之長度共增四十九英里，一九五0 至一九五一年

度之修養道路橋榻費用共達七五 , 三三三镑。

理事會第十盾會嚴過下述建譲：

理事會備悉本檢討年度中，所造道路僅長四十 

九英里，爱建譲管理當局加聚努力，徵展該領土之 

道路網。

託管埋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一般經濟情况

ift西蘭代表請理事會對於行政當局之致力於擴 

增該領土農業經濟範圍及種類，以及對於土著人民 

在稻米生産方面所估之地位，加以注意。他提譲管 

理當局對於稻米生產及其他新興基本工業之應否變 

爲土著合作企業加以考慮，並對於最後設立一個訓 

練學校以教授合作社力法一節，予以注意。

法蘭西代表認爲管理當局之致力於設立士著居 

民合作社，已略有成就，但仍應加聚努力。

泰國代表力陳長期發風計劃之需襄，並望管理 

當局委派受有特別訓練之官員，促成土著居民所進 

行之地力發展計劃。泰國代表並贊成設立學校，訓 

練合作社人員。

他對於管理當局發霞產米許劃一舉備加贊許， 

並促其施行一種協調政策，鼓勵士著人民之此類經 

濟企業。

伊拉克代表認爲理事會應注意及歐籍與土著居 

民之機會不均 , 並應建譲管理當局在各方協助之下， 

進行詳細的經濟調査，作爲新發展政策之基礎，俾 

使土著人民在此種發展中得估相當重襄之地位。理 

事會並應建譲管理當局於下年度常年度常年報吿書 

中提出一•個極完備之發展許劃。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表示多明尼加代表團對於 

所能採収以發® 該領土之一切措施，J t其對凡能增 

加土著居民參與該領土經濟活動之措施，都十分關 

心。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指出管理當局 

並未採収任何步驟以促進土著居民之經濟進族，致 

使土著居民不得不續處於完全原始的生活中。不但 

如此，管理當局更將該領土變爲原料来源地供其本 

身取用，並 R 對私營公司之發嚴加以倡導，以資剝 

削該領土之資源。

薩爾冗多代表認爲管理當局所採的政策是：鼓 

勵歐籍人民興辦工業及提倡由私營企業發展工業， 

但施用此種政策卻不是實行託管读定各項規定的妥



善辦法 , 蓋此種政策將使土著居民之地位猛趨悪劣。 

因此，他認爲當局應當供給土著居民以適當之貸款 

便利，俾助其經營商業及誰立合作社0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稱，行政當局的政策是：同 

時提倡歐籍與土著人民之經濟發展，並以土著居民 

之權利與利益爲前提。

管理當局代表說，若謂管理當扁將一切工商業 

發展悉數委諸私營企業，則殊不盡然，因政府操有 

工業齋所需之大部分資本及其他商之一部汾股 

本，譬如供給航蓮服務卽是一例。

財政

紐西蘭代表對於管理當局懷慨捐輸以補助該領 

土歲入一舉表示嘉許。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稱，管理當局 

迄未廢除人頭税，亦未實行理事會所建譲之所得税:。 

理事會應建譲管理當局採取步驟，以累進所得税， 

或至少以按照人民財逢與付税能力課取所得税的辦 

法，來代替人頭親

土地

紐西蘭代表認爲理事會對於士著土地問題委員 

會之今後活動極爲關心，並且》於管理當局着重保 

護土著人民土地所有權一事表示贊成。

伊拉克代表說凡士著人民所不能宣稱爲己有之 

土地，槪由管理當局劃充歐籍人民定居及開拓之用， 

他對於這種政策表示關切。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現 

正對土著居民加緊施行土地出讓政策，並謂一九五 

0 至一九五一年度中出讓之土地墙至九四0 ,  二六 

二英献3 癖聯代表團提議，理事會建譲管理當局， 

不論以何種方式向土著居民取得之出讓土地均應發 

遺土著居民，且此後不得再令土著居民讓與土地。

薩爾冗多代表說，售與非土著人民或公司的士 

地似係先由管理當局向土著人民取来的。土著居民 

現時只膀下了生逢不豊及不宜於採鎭或耕植之土 

地3 他認爲理事會應建譲管理當局消除這種悲慘情 

形，並儘早|£立土著土地問題类員會以閩明及保障 

土地所有權。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土地登記法並未改變行政 

當局之基本政策，唯有土著人民所不需要之多餘土 

地雄可以由管理當局予以取用。

森林

統西蘭代表希望管理當局愼重考慮護林及造林 

間題，並於今後之報吿書中詳述有關培養森林之政 

策。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管理當局深知造林之重 

裏，故於准許伐木時皆附帶有應在該地重行培植森 

林的條件。

鎭產

細西蘭代表襄於世界市場上黃金慣格低落而生 

逢費用滑高，認爲管理當局決定在對税賦制度加以 

總檢討前不改變黃金產權税，至爲有理。

中國代表對於管理當局未曾圓满解释何以不遵 

理事會叠次所作關於增加黃金逢權税之建譲，表示 

失望 ; 提譲理事會請管理當局重新考慮此項間題，並 

於下年度常年報吿書中提供較詳盡之情報。

伊拉克代表塵於黃金慣値百分之九十五不由該 

領土享有，又襄於該領士需裏增辦社會服務事宜， 

故認爲管理當局在理事會一再建譲之下依然不肯提 

高黃金產權税税率，殊欠理由。理事會實應建譲管 

理當局將此項塵權税至少提高一倍。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採金 :n 業 

完全操詣歐籍人所辦各公司手中，那些公司由於剝 

削該領土之土著居民及天然資源而賺得重利。

管理當局代表於答覆伊拉克代表所云黄金價値 

百汾九十五不由該領土享有一節時，猎出此種指控 

實未計及鹿大之生産費用及以缴納閩接税方式對歲 

收所作之捐獻。

乾娜子肉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指出，管理當 

局曾與英聯王國訂有協定，按該協定之規定，新幾 

內亞所產之乾挪子肉應全部由英聯王國以專利者所 

訂的低價收賈，而不得蓮館其他市場。但英聯王國 

所計之乾挪子肉慣格卻較世界市場價格低二十镑至 

三十镑。

四.社會進展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一般政策

據管理當局稱，行政當局的一切工作幾乎全以 

直接間接促進土居人民的社會福利爲宗旨，其政策 

在改善土著人民的健康和教育a 管理當局並稱，因



該領rh土著fftt會的社會制度的關係，當地對社會服 

務的雷要不如若千國家那様迫切。

人口遷徙

管理當局稱，就一般情形說，該懷士中人民之 

移動並不受任何限制，不過，土著居民，除因各部 

落間貿易之需要外，很少旅行到他們的語言疆界以 

•的地方，但工人之往返其受雇場所，則屬例外情 

形, 5 爲保全土著經濟及避免村落生活脱節起見，管 

理當局特對自任何村落雇来工作的土著人數加以管 

制。非土著人民之移入非管制地區法命所宣佈的地 

展，亦有限制。

移民

關於移入新规内亞的移民，一九三二至一九四 

0 年的移民法令以及嗣後所顏怖的各條例對於此事 

有所规定。

理事會第七眉會塵於一九三二至一九四0 年的 

移民法令內規定凡參加任何一種語文默窝考試而不 

及格者，不准進入該領土，爱建議管理當局»動可 

否從法律中删去上述規定，並將所採行動及時具報 

理事會，以便理事會在一九五一年六月眉會中加以 

審譲。

一九五0 年視察B 曾在 Rabaul接纏中國居民所 

適請願書一件《% 其中述及移民問題等間題。視察 

團 在 Rabual,Kavieng及 L ae與中國居民討論後，得 

悉由於移民所受限制而引起的各種困難情形《̂ ^視  

察團除就若千特別情形發表意見外，並希攀管理當 

局一本同情的精祥，整個移入人民間題作全面的檢 

討。

管理當局於其就此項請願書所提出的意見書 

中稱此項問題正由該懷土行政當局及澳大利亞政府 

加以審査，但尙未有所决定，

請願書專款審査委員會於其關於此項請願書的 

報吿書中《® 表示希望管理當局於審査該請願書時， 

對視察團就其中各項間題所作的建譲，加以注意。 

專設委員會並建譲理事會請管理當局將有關其所摆 

致各項結論的一切必要情報列入下年度之常年報吿 

書中。

但理事會第八屆會决譲展緩審譲此項請願書。

418 T/PET.8/4 及 T/PET.8/VAdd.l。
詳見大會正式紀錄，第六届會J 補編第四號，英文本

第二五三寅至第二五四頁0
T/859。

41» T/L.1S2>英文本第六頁。

理事會作此決表後請願者又上一画《% 重申其 

對於若千中國人在該領土內之永久居留權間題所具 

的意見，放閩明土生華人的國民地位。

管理當局於其就此項請願書所提出的意昆書41« 
中稱，永久居留權問題關係二百多個中國人，他們 

當時在免受移民律限制的規定下進入該領土，曾在 

該領土內居住十年至十八年不等。他們因爲載事所 

造成的戰時及戰後情形 , 不能於期满之後® 其® 國。 

這種豁免期閩» 經當局予以延長，目前有效期經延 

至一九五二年六年j K 目下，當局正在檢討整個情 

形中，》於一切因素以及請願書所作的陳述，亦將 

予以考慮。

關於士生華人之地位問題，一九五一年十月所 

訂之公民權條例修正條款規定：在一九K 八至一九 

五0 年的國籍及公民權法下賦予外籍人民在當地所 

生子女以 "澳大利亞保護人"的地位<；

理事會以第十届會所通過關於此項請願書的決 

譲案建譲管理當局在對二百個華人申請永久居 

住閩题未有決定前，再准其免受移民律限制/理事 

會表示希望管理當局對請願者所提各問題，立予審 

討竣事，勿再拖延，並請管理當局於其下年度常年 

報吿書中將審前結果及所採取或T 在採取之行勤通 

知理事會G

生活程度

理事會於第五及第七兩屆會中曾請管理當局儘 

速進行生活費用調査，先在典型的農村都市或鎭場 

f ± 展開始’並將此項調查結果報吿理事會。理事會 

後於第七屆會中得悉管理當局保證將在若干大城鎭 

中作生活費用調査，乃請管理當局及早向理事會報 

吿調査結果，以便連同下年度該領土常年報告書一 

併審査。

一九五0 年視察團亦建譲應儘速進行生活費用 

調査 ,並從生活費用與工資的關係一觀點加以研究。

理事會於第八屆會時纏悉下年度常年報報書中 

將栽有關於若千大城鎭内生活費用調査之情報。

管理當局於理事會第十屆會所審査之報吿書中 

稱，土著人民大都只求働口，以其所腹息其所無。 

故進行一個普遍的生活費用調査殊不合實際。除較 

大城鎭附近之一二市展外，各村落中土著居民實際 

上都不大需要，甚或不用製造品或消費品3 卽連最 

都市化的地展中，土著人民也遺是地主，他們的大

417 T/PET.8/4/Add.2o 
<1* T/965。
4»»決議案四二八(十)o



郁食物、家具用器皆仰給他們地上和水中的逢物，多 

少亦從商店中購買物品以資補助，但爲數甚寡。至 

於受傷之人，一九五0 年土著勞工法令規定傷主必 

須供給每個懦工以適當之藤宿衣着及燈火。行政當 

盾則截有免費學校及醫藥服務以供a 量及成人之 

需。法津並规定：如懷工擴帶妻兒•至工作地點，則 

« 主亦須供以腾宿。

管理當局並稱，默業於較大城鎭附近之大部汾 

土著人民可分爲五大類：（a)工人，爲數最多，其中 

多爲志在賺錢的青年人；（b)技匠與事務人員，這種 

人通常擴帶眷屬來至城鎭，年事稍長但較有按能；

( c ) 拋棄家園而永居於城鎭之人，此種人通常爲行 

政機閩之老公務員或大公司之老« 員；（d )販賣農作 

物者，這種人除耕種自給外，並另行塾植田地將腊 

餘逢品出售;（e)承辦商，這種人自創生意，爲數最 

少0

管理當局表示，尙未對（e) 類中各個別家庭之 

生活養用作一科學化的調査；此類人也享有免費就 

醫、住院及就學之利惠。

人權及基本自由

管理當局說，當地所有居民均享有各種人權及 

某本自由，不因種族、性別、語言及宗教而有所歧

視。

理事會於第五眉會中建譲管理當局修訂達警罰 

則，及関於逮捕與戒嚴權力的其他法律、想程與慣 

例，3 Ê檢前一切法規，以謀廢Jt任何違反憲章或能 

管協定的歧視待遇。

大會於第四眉會中建譲：凡託管領士現仍有蓬 

反憲章原則與託管協定的不公平法律及慣例者應廢 

除此種法律及慣例。

理事會在第八屑會中促請管理當局完成其檢討 

刑法及達警K 則的工作。

管理當盾於理事會第十眉會所審査之報吿書中 

稱，現正對刑法及達警寵則作一般檢討中，tg尙未 

告完竣。

勞工

一九五0 年土著勞工法命於一九玉一年一月一 

日起生效，一九四六年土著勞工法分則於同日廢Jh。 

一九五0 年的法令麓訂一種读約制度以代替前所施 

行之契約‘制度，規定最後契約應在一九玉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以前作廣。這個法令的效力可於契約工 

人人數之减少窺見一般，査一九玉一年六月三十日

的統計，受懦之土著工人總數雖增加二，一六八人， 

但契約工人反減少四，七二三人。該法♦並涉及臨 

時工人之就業間題，士著人民在該領土以外之移動 

問題以及闘於受傷之一般條件。

按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統計，該領土内受 

懷之士著工人共計三四，四一九人。一般之就業情 

形如下：

一 九 四 九 至 一 九 五 0 至

一九五0 年 一九五一年

契約工人............. 11,236 6,513

協約工人............. 一 7,382

臨時工人............. 11,580 12,115

行政機閩傷員 9,435 8,409

共計 ~^2,251 34,419
.. ■' ' , .  ■

自管理當局准許各力傷用中夹高原工人以來， 

該區之土著人民尋求工作者日衆。按一九五一•年六 

月三十日之統許，中决:高原工人受®於該能管懷土 

中者計有五，三六三人，受傷於巴布S i領土中者計 

有- ■, 七八.四人。

一九五0 年視察團稱，該領土經過戰爭破壞後 

所必須辦理之許多善後工作業已告成。但如欲完成 

其他尙待辦理的工作，及準行政府所計劃的一切發 

展工作一 ■更不必說潘加私人企業—— 則所雷之土 

著勞工實遠較現有人力爲多。

管理當局於理事會第十眉會所審査之報吿書中 

稱，勞工情形依然是供不應求，但過去幾年中卻都 

在逐漸好轉中。據稱一九五0 至一九五一年度中所 

短少的勞工人數約爲二，一 O 0 人，而一九四九至一 

九五0 年度中則爲八,0 0 0 人。

廢除契約勞in制度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於理事會第八屆會中稱，一 

九四六年勞工法命業爲一九五0 年勞工法令所代 

替。後者訂有一種簡單的民事協約格式並規定傷用 

臨時工人之辦法; 這個法分和奮法令不同，並無懲 

罰破壞協約者的規定。凡依據奮法令規定所訂的服 

務契約，如在新法♦ 開始施行前業a 生效，則將繼 

續有效。這就是說，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曰以 

後便沒有有效的服務契約。

工資及生活費用

土著勞工法命第五十八節規定工人的每月最低 

工資爲十五先分。管理當局並於一九四八至一九四 

九年度報告書中稱，工人平均工資約爲十七先令六



辨士 (外供腾宿等 )。新訂之公務人員 :n 資率自一九 

五0 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一般工人在受傷第一年中 

所倾工資經訂爲每月一镑。

理事會於第三盾會中建譲：管理當局將來驚訂 

工資率，不獨應使其與土著居民目前生活程度下的 

生活費用相稱，並應使其能改進士著居民的生活程 

度；且於將来篮訂土著居民及非土著居民工資率時 

應隨時遵循同工同酬原則。理事會復於第五眉會中 

重申關於同工同酬的建譲，並建譲採取一切可能辦 

法調盤現行薪f奉與：E資率，俾除因技能上理由外不 

容有其他差別待遇，此外，管理當盾並應齒於能杏 

使土著工人的每月十五先♦最低工資有所墙加一事 

加以研究。

理事會於第七眉會中察悉管理當局自一九五0  
年一月一日起動於該領土內公務員採用新工資率， 

並促請管理當局對於土著工作人員的最抵工資有無 

增加可能一問題繼續加以研究。

理事會第八眉會對於確定眞實工資與當地生活 

費用間的關係，頗感困難；愛請管理當局向理事會 

提供鬪於眞實工資與生活費用間之關係的詳細資 

料。同時，理事會並請管理當局對於能否繼續提高 

最低現款工資一節加以審愼考慮。 '

理事會第十屆會所審査之報吿書中載有七著工 

人在受懷期中所得之工資3 由私人立約傷用之普通 

工人工資平均爲每人每月十六先♦ 三 辨 士 （另供瞻 

食、衣着、用具、醫院及其他服務事宜等)。管理當 

局於上述報吿書中稱，B 閱悉理事會之請求，並謂 

當於獲得有關此項問題之資料時向理事會具報。

勞資關係

管理當局於其一九四七至一九0 八年報吿書中 

稱，該領土內並無關於結社自由，調停及伸裁的有 

效法律。

理事會於第三及第五兩眉會中曾建譲管理當局 

鼓働與訓練土著居民，俾便建立某種方式的集體講 

價，及於可能時設立工會。

國際勞工公約

在該領土實施的三個國際勞工公約與下列事項 

有關：輪船失事或沉沒時之失業賠償；海運笨重物 

件的重量標記法；gâ制勞工《

理事會於第七屆會時會促請管理當局對於其會 

參加簽釘的國際公約，尤其是與勞工及其他ff±會間 

題有閩的公約，應在可能範圍內儘速辦理批准手續， 

並在該領土內實施該奪公約的規定。

管理當局於提交理♦會第十眉會審査之報吿書 

中稱，一九四九至一九五0 年之巴布亜新幾內5S法 

規定，除有關公約所許可之情形外，禁 .Ü*該領土有 

強制勞工0 關於上述情形之條例，在本檢討期中曾 

經修正，内中規定在管理當局所認爲呈有線荒現象 

或缺乏糧食供給之地廣內得«用雄制工人種植及耕 

転糧食。一九三七年之海商法( 海 事 •約 )亦經修JÉ, 
其中閩於輸船失事或沉沒時之賠償規定亦得適用於 

土著海員。

公共衡生

理事會前會請管理當局對於領土內公共衞生截 

備簡陋一事，加以注意，故管理當局特向理事會報 

吿一九五0 至一九五一年度內公共衞生各方面之一 

再改善。

理事會於第三及第五兩屆會中曾通過許多關於 

改進醫藥及衞生事務之建譲，

理事會於第七屆會時欣悉該領土醫藥及衞生服 

務的經費均有增加；並對於管理當局爲加速招聘醫 

藥人員所採取的步驟，表承嘉許，尤其欣悉管理當 

局已從失所之歐籍人民中募得醫師三十八人，其中 

二十四人已於一九五0 年五月三十一日以前在該領 

土內任可是理事會認爲該領土內之醫藥服務仍 

嫌不足，乃建譲管理當局在此方面採取進一步的措 

施

特派代表於理事會第八眉會時稱，醫院建築計 

割目前業經核准。該許劃擬m 立中心醫院二所、 —  
等展域醫院四所、二等席域醫院四所、分展醫院三 

十四所、肺病療養院四所、麻;《醫院四所及大藥庫 

二所。估計需款四，五0 0 ,  0 0 0 澳錄，外加五 

0 0 ,  0 0 0 镑爲購置設備之用。這個計劃預計在 

五年內完成。

理事會在第八届會時備悉醫藥及衞生服務、醫 

務人員與醫藥遇迴隊均有增加；復悉管理當局已擬 

有醫院建築五年計劃；嘉許管理當局在公共衞生方 

面的工作進展；希望管理當局繼續此項工作，並盼 

醫院建築許劃如不能提早實現，亦應按期完成。

管理當局在提交理事會第十眉會審査之報吿書 

中稱，管理當局已獲悉理事會》於醫院許劃所具之 

意見。管理當局並謂：就一般情形論，醫藥服務在 

本檢討年度中約計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當局並特別 

注意預防疾病之方法、如撲減肺癖運勤、注射百曰 

咳預防針、繼續研究消除疲疾之最佳方法、研究治 

療熱帶清揚之最有效方法、增加嬰兒健康服務施載、 

及促成Ninigo島上之衞生發展等等。



一九四九至一九五o 年度內公共衞生費用總許 

六 0 八，六七0 镑，但在一九五0 至一九五一年度 

中則增爲八六八，九七二镑（不包括醫院建築費在 

內)。

在本檢討時期中入院診治之土著病人清加百分 

之二一 .六 , 卽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0 年診治次數爲 

五七，三六六而一九五0 年至一九五一年已爲六九， 

^ ^ 八 'a

醫院及門診所之總數在一九圓九至一九五0 年 

度中僅爲四二四所，但在一九五0 年至一九五一年 

度內別增至五九九所，此外尙有B 成立之公立小a  
科及産科診所六所，以及其他非全時服務之pg診所 

等。

該領土內共有二一一個村落救護所，中有醫務 

人員及衞生助理二百四十人。目前B 成立之村落會 

譲業B 接受了支付其所 «用助理員工資之財務責 

任；管理當局深信，這種辦法將使各力重視社會服 

務，養成大衆有及早求診之願望。

撥給教會醫藥服務之補助費亦從二五，七四六 

錢潜至三一，一 0 七镑，較一九四九至一九五0 年 

度增加百分之二十。

現在進行中之特種衞生許劃包括新愛爾蘭中居 

民絶诚問題之研究，西部羣島(M am is展 )醫務調査， 

及對於大量試驗種疲辦法清減肺瘦之砰究等在內。

公共衞生部之醫官人數，因有若干人辭職，故 

從三十五人贼至三十人3 醫務助理員之人數亦從七 

十一人减至五十八人，其主襄原因亦如上述，經過 

訓練之看譲人數則從三十一人增至四十一人。

理事會第十屆會中通過下列結論與建譲：

理事會雜悉本檢討年度內整個醫藥服務B 有增 

加，但對於醫務職員人數因若干醫師及歐籍醫務助 

理員之辭職而反減少一節，至爲開切。爱促請管理 

當局採取一切可能步驟藉以大量增加此種職員，並 

建議加緊訓練土著醫務人員。理事會更促請管理當 

局進行関於産婦及兒*量福利之教導蓮動。

醫藥巡迴朦

理事會於第七届會中塵悉該領土以陸、海、空蓮 

輸工具蓮送醫藥巡迴隊，會建譲管理當局研究有無 

擴充此等旌之可能。

據理事會第十屆會所審査之報告書中稱：在一 

九四九至一九五0 年度內經醫藥巡迴隊歐籍醫官診 

治之土著居民人數許爲二一，K 五三人，但在一九 

玉0 至一九五一年度中則爲三一，四六一•人，較約 

增加百分之四十六。此外，尙有土著醫務人員出造

該治二九七次。六十五嚼之船資一艘並經改充醫藥 

進迴之用，又在道路情形許可下，則以汽車充當巡 

迴診所。因有一醫官乘自備飛機往返治病，故使 

Sepik區病人便利不少。

刑法

按該領土刑法的規定，經法院制爲有罪的人， 

在某種情形下，得截宣告爲習慣犯。督慣犯如因其 

所犯某罪而制處徒刑，於監禁期满時，得績予拘留 

直至行政專真認爲適當時始行释放。當地刑法中並 

載有關於施用體刑的規定。

理事會於第五眉會中建譲管理當局廢止體刑並 

檢前一切法津，以期規定習慣犯之宣制應由司法機 

關爲之，又對於延長徒刑期間的最高與最低期限亦 

有所規定。大會第五盾會亦建譲管理當局立卽採取 

措施，廢止體刑3

理事會於第八眉會時æ 於管理當局所稱該領土 

事實上並不施用體刑，但刑法中尙有施用該項刑罰 

之規定一箭，建譲管理當局正式廢止體刑。

管理當局於提交理事會第十届會審査之報告書 

中稱，在本檢前期中曾對於有關智慣犯間題之法律 

規定加以考慮，並准予添訂一條規定：由最高法院 

或其法官每隔六個月對此種案件重予審査一次。在 

本檢前期間終了時，此項法律之必要修正尙未完成。 

該領士紀錄上未有一個被宣告爲習慣犯的罪船。關 

於體刑一節，管理當局稱，關於體刑之修正法（一 

九五一年之第四十二號及第四十四號法合）業經於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制定。

這些法♦ 之目的，在於减少可施體刑之犯罪行 

爲，並在若干情形下減少鞭糖之數目。

理事會第十屆會中通過下述結論及建譲：

理事會備悉，依刑法規定可施體刑之犯罪行爲 

業 a 減少，並悉特派代表曾稱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以来該領土迄無施用體刑之情事，爱重申大會 

決譲案四四o ( 五)及五一二 (六），以及理事會第五、 

第八兩屆會建譲中所表示之意見，請管理當局正式 

廢止體刑。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人權及基本自由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正 

在施行種族妓視政策並公開懷害土著居民之權益。 

卽蓮土著居民的基本權利與自由，尤其是在該領土



內遷徙自由的â 利都被剝奪。所以，託管理事會赏 

應建譲管理當局廢除一切具有歧視性質的法令，並 

禁 jh 將來再對土著居民作任何具有種族歧視的措 

置。

薩爾冗多代表認爲，婦女必須納親:然後纖能投 

襄選舉村落會譲一節實爲參政權上的一種歧視。

勞工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認爲土著勞工間題，尤其是 

來自中夹高原地的勞斯團體的間題，至關重要，理 

事會當盼將来能得有比較詳盡之情報3 不過，行政 

當局現正竭力誌法使土著居民之長期利益不致反居 

於非土著經濟活動之目前利益之下自屬無疑之事。

工資及生活費用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土著居民仍 

續處於貧苦窮困之中。受懷之工人只領有極低徵之 

工資。

四口之家的收入只合每人每日一個半辨士。道 

個敷額遺不夠購賈一包定價二辨士的火柴。這種低 

徵工資以及一般困苦生活情形注定了土著居民機餓 

與減亡的命蓮。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指出，土著工人除領有现款 

工資外，並享有住宅、衣着及醫藥等供應。

公共衞生

統西蘭代表欣悉盤個醫藥服務較前清加百分之 

旦管理當局對於公共衞生♦ 宜極爲董視。不 

過，他認爲尙須加聚努力訓練土著人員，爱特建議 

管理當局進行關於逢婦及見量福利之教導蓮動。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對於注射脑癒预防針蓮動之 

頗著功效 , 及對於村落救護所傷用醫務助理之計劃。 

都甚感奥趣。他非常關心醫官及助理員人數減少一 

事 ,故提譲管理當局對於此種減少之原因加以研究。

英聯王國代表請管理當局注意西部羣島中之醫 

務調査及社厲栽展計劃，並認爲應提倡此種改進營 

養及衞生之力法。

伊拉克代表認爲理事會應建譲管理當局擬具該 

領土衞生許割a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管理當局 

對於該領土土著居民之醫務及衞生情形漠不關心。 

該馈土之婴就死亡率平均約爲每一，0 0 0 出生嬰 

兒中有二五0 至三0 0 死亡，且 Middle Sepik地展 

中此項死亡率竟達到出生嬰兒*每千人中約有四五四 

個死亡之驚人數字。由於營養不足而政死亡者之死

亡率亦由百分之九點一增至百分之十三點一七。蘇 

聯代表並提到人類學家Chinnery在新愛爾蘭中所作 

的人口調査，該項調査指出該地人口自一九二九至 

一九三0 年度以来減少百分之二十七點一。管理當 

局且不顧歐籍醫師人數之減少及醫藥人員之奇缺情 

形，不肯設法使土著居民受醫務訓練。蘇聯代表襄 

於衞生方面情形完全不能使人满意，爱建議理事會 

應向管理當局提譲加增醫藥服務之頼算撥款。

薩爾冗多代表對於該領土內醫師人數之滅少表 

示霞驚。他認爲管理當局應立卽镜正此種情形0

刑法

薩爾冗多代表認爲依據理事會之建譲，管理當 

局應完全廢 il■體刑。

五 .敎 育 進 展

槪况及託管理事會建議  

政策及一般情况

據管理當局稱新幾巧亞現行教育計劃具有六個 

目的，莊略述於下：

( « ) 使全體人民識字，並儘可能提高大衆教育 

程度；

( & )訓練專門技藝及職業人才；

C 0 着重有鬪a 擬就之各社展發風計劃之教育 

設施；

id)確認教育機關乃爲社會利益之中心；

( 0 提倡男量子軍、女*子軍及土著合作蓮動 

等項活動。

教育免費，但非插迫教育。管理當局在詳述士 

著學校之課葉時，稱課業共分四級0 最抵級爲鄉村 

小學，包括四年課程，以土著語言授課，促若干學 

梭，尤其是在鋳業初期及學生來自不同地語文之ff± 
展時，則用夾雜土話之英語教授3 直至鄉村小學第 

四年級時，學生纖開始學習寫讀英語。

次低級之教育爲鄉村高等小學，或爲收受附近 

各鄉學量之地展小學，此等學校繼鄉村小學之後續 

授旧年課程，以土著語言或英語教授，其主裏課目 

中包括英文閱讀及寫作3

更進一級的教育便是中央學梭，課巷二年，以 

英語教授。每個中夹學校並擬附設一個手藝訓練班。

最高級的教育爲高等訓練所，課程三年。此等 

訓練所並各m 職業先修班，課程一年 , 以培植師範、 

醫學及其他技術之學生。



該領土內除説有高等訓練所外，並無中等學校。 

至於歐籍a 量之教育間題，營理當局稱，一九五一 

年內對於當盾核准遺送子女前往澳大利亞受中等教 

育的父母們會予資助。

該領土學梭共有雨個系統卽：行政當局主辦之 

學校，及教會主辦之學校，後者受有行政當局之津 

貼，並由行政當局派員予以監察3

行政當局所辦學校多屬歐籍兒* 之初等教育， 

及爲土著學生而設立之高等小學教育以及手工、專 

門按術及颜資之訓練等3 —九五一年中公立學校共 

計六十五所，其主要種類如下：歐籍兒量初等小學 

( 計十所共有學生二0 三人），鄉村高専小學及被列 

爲小學之其他學校(共三十四所，許有學生二 , o 三 

四人) ，高等小學( 計七所共有學生六七0 人），及被 

列爲中等學梭之職業先修學校（計八所共有學生三 

六七人 )。就學於該六十五所公立學校者總計三，六 

七五人0

就學於教會學校之兒 貴̂爲敷甚多，教會學校中 

以鄉村小學爲最多。一九五一年中教會鄉村小學共 

計二，二八四所，擁有學生七七，七一八人3 教會學 

校中次多的學校便是中級學校，計九十三所，共有 

學生八，一八七人。訓練學校共二十0 所，就學者凡 

一，二一九人。一九五一年中，教會所辦學校共計 

二，四0 七所，學生共達八七，一三四人。

理事會前在審査該託管領土情形時曾提供若干 

具有一般性質的建譲 , 希望管理當局廣展教育設施。 

第三屆會時，理事會對於教育設施欠缺致使文S 衆 

多的現象，表示關切，故對於管理當局保證將教育 

列爲鎮土未來發展方案主要項目之舉極表欣慰，並 

促請管理當局督促此等力案之實行。理事會在該盾 

會中並建譲管理當局對於供給初等程度以上的教育 

機會，如謎置獎學金或供給其他出洋進修的便利， 

應特別注意0

理事會於第五屆會時承認管理當局在教育方面 

a 切實努力。於第八屆會時復建譲管理當局採取必 

要步驟，發展初等教育，並多予土著居民以受中等 

及高等教育的機會。理事會並建譲管理當肩對於若 

干事項特加注意，其中之一爲誅置相當名額的獎學 

金，俾學生得在新幾內亜境內及境外就學。

關於教育力面各項間題之理事會建譲，在本節 

以下各部分中均將述及3

管理當局於理事會第十屆會所審査之報吿書中 

稱，在本檢討年度中，公立學校從十五所增至六十 

五所，教會學校從九十七所增至二，四0 七所。若

廣k 般情形和以前數年相比 ,則從數字上可以看出, 
就學各植學校之學生在一九0 八至一九四九年度中 

共爲六七，三八五人，而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0 年 

度 中 增 至 八 八 ，七二六人，及自一九五0 至一九五 

一年度中則又增至九0 , 八0 九人。本檢封期內之教 

育進展包括建築校舍八座；Dregerhafen設立多重目 

的之教育機關，其中包括鄉村高等小學一所，中心 

學校一所，師資訓練高等訓練所一所 ,訓練事務、專 

門及其他人員之一般教育誌備；土著婦女講習班及 

非 全 時 之 歐 籍 學 校 3

理事會第十盾會中通過下述建譲：

理事會促請管理當局加緊努力，擬具一妥善之 

教育力案，以期填誌小學，儘速開辦中學，及成立 

獎學金制度俾使土著居民得在國外受中等及高等教

育。

理事會塵於師資之嚴重缺乏，爱建譲管理當局 

盡力擴展師資訓練誌施，並利用教會所有之此種誰

敎會敎育

教會在士著居民教育工作方面所估之地位亦爲 

過去理事會所注意之教育政策及一般教育情況之一 

部汾。

理事會第三屆會靈於教會所佔之重襄地位，曾 

建譲管理當局今後多負責任，多所倡導。理事會第 

五眉會對於管理當局監督整個教育計劃之現行辦法 

極表讚許，理事會第八届會深望擬譲中之新教育條 

例將明文規定：由管理當局對教育事宜及一切教育 

機關實施此種監督，並建譲管理當局添誅公立學校。

關於此節，營理當局於提交理事會第十届會審 

査之報告書中指稱，此項教育條例正在擬具之中， 

並謂一九五0 至一九五一年度中公立學校共播多十 

五所，內包括土著兒A 學校十四所。

師資

過去，理事會及管理當局都a 注意到：該領土 

內缺乏合格師資，實爲教育情形欠佳的原因之一。 

一九五0 年視察團放認爲因此致使學校不克境多， 

學校教育程度不克加高。

理事會在第三、第四及第八眉會中曾建譲管理 

當局擴充土著師資訓練之載施。第八屆會時，理事 

會對於當時所行之師資訓練計劃表示满意，但同時 , 
在其他兩個場合中建譲管理當局對於土著4 資之訓 

練，應特加注意。理事會尤其希望管理當局迅速完



成所擬設於 Flnschhefen之新歸資訓練所，並擴晨現 

有之設施à

據理事會第十屆會所審査之報吿書中所栽，公 

立學校之教員人數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一年期中 

許由一一九人潜至一九一人，教會學校之教員人數 

亦從二，四二一人增至二，九四八人，其中且不包括 

經有關教會指爲不夠教員資格 "之士著教師三0 0  
人在內。

管理當局說，公立學校之歐籍教員全都合格， 

一九五一年中此種教員共有四十九人，其中十四人 

執教於歐籍兄量小學，其餘則執教於公立之土著及 

亞洲絶童學校3 教會學校中亦擁有歐籍教員一九七

A,

關於士著教員，管理當局說公立學校所聘之教 

員中，有許多都是戰前在公立或教會學校裏受教育 

的學生。所以，在可能範圍內儘量開說進修班a

公立學校中歐籍教員的薪捧不等，最低班之女 

教員薪f奉爲三五四镑，最高斑之教員薪捧則爲八六 

0 镑，外加生活赛津貼及領土津贴3 至於士著教員 

之薪傳，據管理當局稱，他們每月可有十六镑之多， 

外加維持費；較高級的督導教員之最高薪傳可達二 

十镑，外加本人及眷屬之維持費。

_ 該領土中有兩個機歸辦理土著肺資訓練3 —爲 

筒級訓練所，設於K em vat ,共有學生九十人，在本 

檢討期中有三十四人畢業，現在公立學校任教；男 

一則爲設立於  Finschhefen 附近之 Dregerhafen 之新 

教育所，在第一年度中共有學生二十六人。管理當 

肩並謂现正訓練教員家室，俾能從中傷用若干人充 

當助教，擔任一般婦女願利工作a

敎育經費

理事會第五届會得悉自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度 

及一九四七至一九®八年度的數年閩教育經費增加 

頗多，但襄於此項經費仍嫌過少，乃建譲管理當盾 

續予墙加，俾可掃除文盲普遍的現象，並辦理中等 

與高等教育及其他有關文化的事宜。

理事會第七屆會欣悉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度 

之教育經費ffi有樓加，但認爲所供給之教育試施尙 

不足應該領土之需裏。

行政當局及教會在本檢前期中撥充教育經費之 

款額共達三三四，一0 0 镑 （學校建築《未包括在 

內），而一九四九至一九五0 年度中則爲三四八，五 

九二镑，教育部所撥之經費共達二四五，二七0 錄， 

而一九0 九至一九五0 年度中則爲二四二 , 0 三一

镑；撥給敎會學校之教育補助費共爲六三，六五0  
镑 , 而一九四九至一九五0 年度中則爲八二，三一 0  
镑《教會所負擔之教育經費共計一二七，二五玉镑， 

而一九四九至一九五0 年度中則爲一四八，二三三

镑0

成人敎育及民衆敎育

據管理當局稱，爲成人或民衆教育所擬定的許 

割，規定由若干部合作推行，並规定利用無線電、影 

片、出版物及其他各種宣傅媒介。在 M aprik教育 

展中業已繼續進行工作，並 : 設地调學校一所。婦 

女教育司亦在Dregerhafen及 Madang兩地添説婦女 

教育所。

理事會在第八届會中建譲管理當局加緊努力， 

擴大民衆識字運動。

土著藝衛及文化

理事會第八雇會對於管理當局爲獎働發展土著 

藝術及文化而採取的步驟，表示嘉許，並希望營理 

當局繼續朝這方向努力。

管理當局於提交理事會第十眉會審査之報吿書 

中提到上年度報吿書中所栽闕於此種活動之情報。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政策及一般情況

中國代表對於公立及教會學校中教員人數之增 

多，表示满意，但對於本檢討年度內教育費用之減 

少，則深感失望。他認爲，目前實施雄迫教育制度 

雜屬不可能，但管理當局實應從事預備;r 作，以求 

達到此最終目的3 他力言管理當盾必須遵行理事會 

所作關於國外獎學金之建譲，並希望管理當局儘可 

能給予土著學生獎學金，冀使彼等得受中等或高等 

教育0
他更望管理當局對於該領土內師資人才之供應 

間題多加注意0 他對於歐籍與土著教員所領薪相 

差懸殊，引以爲城，並請管理當局提供闘於亞洲人 

教員及混種教員所領薪給之情報。

泰國代表希望管理當局加緊努力以求改進教育 

情形，尤其是，儘早誌立中等學校，誅置留學獎學 

金及滑加初等小學3
英聯王國代表認爲，在現階段中管理當局實應 

協助並鼓勵教會之此項工作。

伊拉克代表認爲士著居民受教育之機會較差。 

因此，他們也只能諶得卑下或從鳳的職位3 他提譲 

理事會建譲管理當局立卽實施擴充學校的計劃。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該债土的 

教育情形完全不能令人满意，而且營理當局在教育 

機會上更《土著居民實行種族歧視3 教員人數在本 

檢封期中較前大減；一九五0 至一九五一年度之教 

育經費總額亦較上斯所報吿者减少一四，四九二镑。 

他認爲理事會應建譲管理當局採取必要步驟，使該 

領士兄量普受初等教育，並使土著居民得受中等及 

高等教育，理事會更應建譲管理當局增加劃充教育 

及其他文化用途的算撥款。

薩爾冗多代表請管理當局設法 i t 添舉梭及教 

員，並增加土著教員之 ‘薪給0 他也認爲應當有系统 

地利用無線電廣播及《影。

管理當局代表說，目前雜有許多B 眉學齡的兄 

童沒有上學，但管理當局的目的實爲：在領土內遍 

貌學檢a 他謎，遺成目前情形的原因有二，一是：許 

多地展遠處邊睡交通不便；二是：許多居民尙未享 

得該領土經濟發嚴之惠。



1 II III i
^

g

■ ■ ■ 画園111111

u
<M
宾S «  2



3 4。 ；35®
ttjffHTrWTr~*~ll~-"*T , —.，

MAP NO. 370,1  ( C )  U N ITED  NATIONS





MAP NO. 343 (C) UNITED NATIONS 
A l^ S T  1953



略 麥 龍 託 管 領 土

{歸法蘭 西及 英糖王 画 « 理)

*̂ WS1 !•»»



多哥蘭託管領士

(歸 法 蘭 西 及 英 徐 管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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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合 國 出 版 物 經 售 處

Editorial Sudâm«fîCdna S.A., Alsiriâ 500, 
Buenos Aires.
澳大綱
H. A. Soddard. 2S5a ©oorgs St.. Sydney, 
比利時
Agence Messageries da la Presîô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W. H. Sr.nî+h & Son. 71-75, boulevard 
Adolphô-Max, Bruxelles,
玻利維西
Ubrerîa Seleccione», Cdsilld 972. la Par. 
巴西
Ltvrarîô Agir. Ru« Mexico 98-B, Rio da 
Janetroî Sao Pauîo, Belo HorîîonH. 
加拿大
Ryerson Pr«ii. 29^ Qu«en Sv. W«st. 
Toronto.
Perîodîca. 4234 Ja Roche. Moo+real.
錫蘭
The Associafâd Nawspapsrs of Côyloa 
Lid., Laite House, Colombo.mm
librerîd  {vens, Moneda 822, Santiago. 
Editorial <Jôl Pacf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中國
察满，mtt 
辕慶路，一段-
悅界香局

Æ當路二- - -w
商務印書IS 
揮命比3S
Libreffd LàKna. Carrer® 6*<> I,-OS, 
8ogot4.
Ubrertd Afnér5cd, M«d«ilîn. '
Lîbrerîa Nacîonal Lida., Barranquflta.
得斯大黎加
Tfe|os Hermanoi. Apartado (313,
Jcwé.
古巴
La Casa 8elgô, O'RsUiy 4SS, Id  Haban*.
捷克斯贼
Ceskosloveniky Spi$ov«t«l, N4rodnf TrfcU 
9. Praha I.m：
Einar Munfcsgaar<i, tfd,. Norrsgads 6, 
Kobenhavn, K.
多明力n共和國
Librerfa Oominicand. Mdrc«d«i 49. Ciu
dad Truiillo.
厄风多
Librerfa Cienfffîcê. Guayaquil «nd Quito,
埃及
ÜbraîHft "La R@naiss«nc« d'Egypt*,'* 9 
Sh. Adty Pasha, Cairo.
IT溺冗多
f/lânuei Navas y Cîa., Id.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何比西尼IS
Agsnce Gthiopîdnne de Publicité, Box 128, 
Addis Abôb».

芬晴 .
Abteemînen Kîrfôkâuppa, 2, Kes5:usK«fy, 
Helsinki.
法國
Edition! A, Pôdofie, (3, rtiQ Souffi。*, 
Paris V.
«
"ÇleffhsroLjdakis/' Piacâ de la Consfifu* 
tîûf), Athènos.
瓜地馬粒
Goubaud Se Cfô. ttcto.i 5«. Avônida sur 
28. Guatemala,
海地
Ubrairk  "A  la Caravelle.'' 8oîH postale 
111 -8, Port-âu-Prince.
洪 都 斯
Librerfô PanâfTiQrlcaAâ. Caüa de la Fuôntd, 
Tegucigalpa.

印虔Oxford Book & StaHonery Co., Scindia 
House. New Delhi, and ! 7 Park Street, 
Câlcutfa.
P‘ Varadachary 3; Co.. 8 tinghi Ch©"y 
S+M Madras I,
印声尼西亜
Jaîasan Pçmbangunan. Gununq Sâhari 84. 
0|alcarta.

併朗
Ketab-Khanôh Oânssli, 293 Sââdi Ava- 
RUd. Tehran.
■技克

Mackonzîô*s 8ookshop, Baghdad.
以色列
filumstein's BooMo^ôs Ltd., 35 Âllenby 
Road, Tel Avtv,
義大利
Colibri S.A., VId Mercôlll 36. MHano. 
赛巴缴
Libraîriô Universdild. Beyrouth.
利比里照
J. Momolu Kamafd, Monrovia.
盧森®
Librairie J. Schummer. Luxembourg.
m m w  ‘

Editorial Hermes S.A., Ignacio Miriscdl 
41, Mexico. O.P.
荷閩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 Voorhout 9. 
's*Grav©nh«ge.

絲西蘭 .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d* 
iand. C.P.O. {O il, V/altînglon.
m m
Johan Grurtdt Tanum Forlag, Kr. Au- 
gustsgi. 7 A ,  0$lo.
巴基斯祖
Thomas & Thomas. Fort Mansion, Prers 
Road, Karachi. 3.
Publisfiers United Ud.. 176 AnarkaÜ, 
tahor©.

e ，馬
José Menéndôz. Plazâ de Arango. Pdnamé.

巴後圭
Moreno Hermanos, Atuncîôn.
膊魯
llbrerfa Internaclonal d«t Perô, S*A,, 
Lima and Arequipa.
» 筑
Alemer's 5oo!c Store, 749 Rixai
Manila.
葡萄劳
Uwaria Rodrigues, (86 Rua Auras, Usbo«.
新嘉坡
îhô City 8ool: Siora, W 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瑞典
C. Ë. Frifze's Kuogl. Hovbdlchdnda! A-B, 
Fredsgatan 2-, Sfocfcholm.
瑞士
Librôirls Payot S.A., Lâui«nn«, ©enèv，， 
Hans Rdunhardf. Kîrchg«ji» 17, Zurîeh I.

Librairie Universelle, D«ma，，
赛國
Pfâmuan Mif Ud.. 55 Chakrawat ftoael. 
Wat Tuic, Sangkolc.
土耳其
Lîbraîrie Hachefte. 469 f"îWa! CacfdletI,
Beyogîu, Istanbul.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Pty,,, Ud». So» 
724, Pretoria.'■
英國
H.M. Stationery Office. P. O. Bdx 
London, S.E. 1 (and sf H.M.5.O. Shops)■
美國
Int'l Documents Sdfvîc®. Columbia Univ. 
Press, 2960 Broadway. Nôw Yori: 27, N. Y.
烏"të圭
Representaciôn dd Edîtoriaf«s. Prof. H, 
D'Èlfa. Av. 18 Julio 1333, Monfavideo.
委同瑜枕
Disfribuidora Êscolor S.A., Farrenqufn 9  
Cruz de Candelarid 173 Cdracas.
南期拉夫
Orzavno Preduzece, Jugoslovanska Knjiga, 
Marsala Tita 23-11, Ssograd.

United Nafhns publicaUont con af#o b0 obiained from fhe fof(ow>n0 fîrmt;
奥地利
8. WtiHerstofff, Waagpla+r, 4. Saizburg. 
Gôrold & Co., I. Graban 3t, Wien.
德國
Elwert & Meurar, Haupfstrastd iOl, Berlin 

Schonaberg.
W. Ë. Saarbach. Frank«rtstrassd 14, iColn 
—Junkersdorf.
Alex. Horn, Spîege(<3®«ê 9. Wiesbaden.
曰本 '
Maryzen Company, b  TorJ-Nîchoma 
Nihonbashi. Tokyo.

牙
Ufarerfâ Bosch, \ } Roncfa Unîvdr$tdad. 
Barcelona. ipCi]

O rders  and  inquiries from  countries where  soles agents have  not yet been appdintdcf m ay be  sent to ： Sales 
ond  C ircu la tion  Sect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 os* Sat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O ffice , Patal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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