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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報吿書 1 是安全理事會根據憲章第二十四條第三項和第十五條第一項 

向大會提出的。

本報告書本質上是一個提要，反映理事會辯論的梗槪，以便稽考，並非 

用以代替唯一正式詳盡記载討論情形的理事會紀錄。

關於本報吿書所述期間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國問題，大會於一九五五年十 

月十四日第五三四次全體會議推選了澳大利亞和古巴，又於一九五五年十二 

月二十日第五六0 次全體會議推選了南斯拉夫爲安全理事會非常任理事國， 

接替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滿卸任的巴西，絲西蘭和土耳其。這些新 

選出的安全理事會理事國同時也接替裁軍委員會的卸任委員國。裁軍委員會 

是按照大會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一日決議案五 0  二 （六)在安全理事會下設立的 

機構，其任務爲繼績原由原子能委員會和常规軍備委員會所担任的工作。

本報吿書的起訖日期爲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六日至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五 

日。理事會在此期間共舉行會議三十二次。

1 這是安全理事會提交大會的第十一次常年報吿書。以前所提各報吿書 

的編號是：A/93, A/366, A/620, A/945, A/1361, A/1873, A/2167, A/ 
2437, A/2712 和 A/2935。



n  m

安全理事會依據其雄持國際和平典安全的職審議的問超

第 章  

巴勒斯坦間題

A . 停 ih敵對行爲與防止伽薩地區 

再行發生事件的措施

一 . 以色列駐聯合國代理常任代表以九五  

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函（S/3425) 及其後五件來文 

(S/3426, S/3427, S/3428, S/3433 和 S/MM),請安 

全理事會注意题菌地區分界線上安全情勢嚴重悪 

化的現象；這賴現象是埃及在八月二十二日的夢 

件後停止它與以色列關於清除兩國邊界摩擦原 â  
的談判後産生的。他提睛理事會注意的新衝突並 

不是偶發的現象，而是埃及政府堅持不捨的預定 

政策的結果。

二 . 埃及代表以一九五五年九月六日函（S/ 
3431) 向安全理事會報吿稱自一九五五年八月二 

十二日起，以色列的武装力量發動了大規模的軍 

事行動，並於若于地點越過分界線。並且，埃及 

當局雖然立卽接受聯合國巴勒斯坦休戰督察圃參 

謀長所提於八月三十日起停火的提議，以色列.却 

未表贊成，並於次日在汗玉里斯 (KhanYunis)區 

" 造成自簽訂全面停戰協定以來最狂暴的事件"。 

這次行動的結果是埃及軍人十名和難民二十五名 

死亡，其他十九名負傷。

三 .休戰督察團參謀長於其一九五五年九月 

六曰分發的報吿書（S/3430) 中稱這一連串的衝突 

事件開始於八月二十二日發生的事件。在那一次 

事件中，以色列軍嫁估領了分界線附近的一處埃 

及笨營。他又說混合停戰委員會或不能決定何方 

應負孽事的貴任。

四 . 繼這個事件之後，就發生了一速串辦車 

輔、設備和人員的有組織攻擊，這是由許多襲擊 

摩深入以色列倾土內執行的。參謀長盡於舰薩地 

區精勢惡化，於八月二十六日要求訓令該地區的 

以色列負貴當局審愼行事，他於八月二十八日獲

得埃及當局的同意，在埃及方面的着干地點復 

派駐聯合國冗事觀察員。埃及應麥謀長要求雙方 

遵守包括一切敵歸行爲在內的絶對停火之猜，於 

八月三十日表斤同意， m謂如系對方參助任何f t  
霉行動，應由對方負其侵§ 的後系。以色列的答 

S 附有一項條件，要求埃及政府首先承想以色别 

鎭土內暴行的貴任。參課長想爲此項要求不合理r  
不能接受爲洛火的條件。他在八月三十一日得*  
以色列扣留了聯合國觀察員和其他人員。, 聚随赛 

限制聯合國觀察員^^16之後，就發生八月三十一 

日至九月一日的夜間以色列寒默在汗玉里斯的行 

勘，結果埃及人三十六名死亡, 十三名負傷。到 

了九月四日，經再度向雙方呼循停火之後，以色 

列和埃及接受停火，埃及重申其過去接受停火的 

諾言，仍然有效。參謀長認爲耍想避免自一九五 

五年二'月以来造成許多角^機的埃及前哨與以色列 

汽車巡邏隊間互相射龄的事件，必須沿分界線設 

立有效的障⑩物，分隔雨方的軍塚；並且應使雙方 

的防禦陣地和汽車巡邏默的位置至少矩離分界綠 

五0 0 公尺。

五 . 法蘭西，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画， 

和美利堅合衆國代表於九月七日敎函（S/3432)安 

全理事會主鹿，耍求召開安全理事會，審識"巴勒 

斯坦間題：停Jh歇對行爲與防止题薩地廣再行»  
生事件的措施"項目，並提出下開決議草案：

*■安全理事會，

" 億及其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日決議 

•*接獲休戰督察®參謀長報告寄，

'‘備悉該參謀長依據上逃決幾案召開么 

誤制，已吿停頓，殊深焦盧，

•*對於最近沿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劃定之埃及與以色列間停載分界線地區內所 
發生之衝突，至戚躇心，



" 一 . 欣悉當事雙方均已接受參謀長要 

求無條件停火之呼個；

" 二，請雙方立卽採取一切必要步驟， 

供復該地廣之我序與安定，尤須繼續充分並 

有效維持停火，避免再有任何暴 i 行動；

“ 三 . 赞同參謀長之意是， « 方軍:嫁應 

照-其所提譲之措施，切實並有效辆離；

" 四，宣怖聯合國觀察員於該地區內必 

須有行動自由權，使能履行其職責；

" 五 . 猜雙方指派代表，與參謀長會商， 

並篇此諸目的，與之充分合作；

" 六 ，請參謀長就執#本決議案所採取 

么行動，向安全理事會具報。"

六 . 在安全理事會第七 0 0 次 會 譲 （一九五 

五年九月八日）上，大不列類及北愛爾蘭聯合王 

國，美利堅合衆國，法蘭西，絲西蘭，伊耕，秘 

魯，比利時，中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的代表都强調最好不要在辯論中淡到最近各項 

事件的責任膊題，必須維持激薩地廣停火，以及 

必須恢復淡判，並遵守參謀長報告書中所提出的 

建譲，特別是陽離雙方累嫁的辦法。伊明代表指 

出以色列扣留聯合國人員，是一糖很嚴重的情勢， 

他相信此後不會再有這種情事。

七 . 以色列代表歸聯合決譲草案的目的.，表 

斤同意；但是他認篇要真正解決維持和平的問題》 

不僅在實際措施和技術上的辦法，而須雙方均認 

停載爲達政和平的過渡階段。

八 .埃及代表力稱依照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五 

年三月三十日決議案召開的誤判，中途停頓，應 

由以色列負貴。他眼調在參謀長向雙方提出停火 

的呼 «並在埃及接受停火後發生的攻盤汗玉里斯 

事件，極爲嚴重。埃及政府將對參雄長報吿書中 

所载的撮議，作有利的考盧, 雄且始終願與休載 

督審圃合作。

決譲：聯合決議草案經以一致同意通過（S/ 
3435)。

B.叙利亜關於提庇里亜湖以東 

地庭事件的控辦 (S/3505)

(一）項目列入議種

九，叙利亞駐聯合國常任代表以一九五五年 

十二月十三日函（S/3505)通知安全理事會主席， 

謂以色列軍朦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

日的夜間，對撮庇里盘湖以東的整個地嚴，大樂 

攻黎。經過缴載之後，以色列軍隊估領了叙利亜 

境內沿提庇里亞湖東岸的四處瞭望所。這一次有 

肝劃攻盤的結果，死軍官五名，兵士三十二名，平 

民十二名，其中包括婦女三名；此外兵士負傷者 

八名，被俘者三十名。在攻黎的過糖中，叙利亞 

村莊中房屋被毁者很多，村人有很多被思死。這 

系列的攻黎傅然遂反了叙利亞以色列全面停載 

協定，是一個公開優暮和挑資的行爲。因此，叙 

利亞要求安全理事會儘速召開會譲，採取必要措 

施，處理此項嚴重情勢。

—0 . 在第七0 七次會譲（一九五五年十二 

月十六日）上叙利亞控訴列入了安全理事會議 

糖 , 理事會猜叙利亞和以色列的代表參加討翁。土 

耳其，美利堅合衆國，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 

王國，栽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法蘭西，伊 

明，中國，秘魯，比利時的代表們，和以絲西蘭 

代表資格發言的理事會主席，均謂他們的政液對 

於叙利亞以色列邊界上所參生的慘痛事件，認篇 

是極堪焦盧的事項，他們的政府對於這種攻擊的 

行爲，甚爲痛心。他們想爲理事會應該等牧到休 

載督察圍參謀長的最後報吿書和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對此案的決議案文之後，再加審譲。

—— . 在同次會議上，叙利亞 '代表說以色列 

的武力侵暴毫無理由可言，因爲過去兩年來，沿 

停載線的精勢是比較平靜的，只有一些通常性質 

的偶發事件。以色列自己就観:過在一九五四年的 

頭六個月中，它 在 加 黎 利 海 上 的 傷 亡 人 數是二 

人死亡，七人負傷；它又就從一九五五年一月到 

十月間，發生了幾次不重要的事件。卽令接受此 

説，以色列也不能以此爲理由，進行大规模攻黎， 

造成這種互大的生命和財査損失。同樣地，卽令 

以色列因有關提庇里亞湖捕魚權的襄爭端而有所 

控餘，它也不應該訳諸武力。

一 二 .以 色 列 承 認 此 次 攻 擊 是 一 種 報 復 措  

施，但是報復原則業經理事會明白否定，它過去 

也會因爲這種行動而謎貴以色列。以色列顯然不 

斷地違反了憲章。因此，叙利亞代表悪向理事會 

指出依照憲章第六條，會員國有廣次遂犯憲章原 

則者，大會經安全理事會的建議，得將其由本組 

織除名。理事會僅一再謎責以色列握不足以應村 

這種情勢的。叙利亞要向理事會指出它有權建議 

將以色列除名。同樣地，叙利亞要請理事會照憲 

章的规定，決定經濟制裁。



一三 . 最後，叙利?&代表請理事會注意埃及 

總理致秘書長的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面（S/ 
3514)。埃及總理於画中通知秘書長說鑑於叙埃兩 

國間的條約義務，以色列攻擊叙利亞就是攻《埃 

及 。理事會旣然不能防业再發生這 I«攻擊，埃及 

就不得不自行應付這稿情勢，包括使用軍朦在內， 

以求保障它的安全，及維持該地區的和平。

一 K . 以色列代表說依照以色列叙利亞停戰 

協定的规定，盤個提庇里亞湖，連同其東岸的一 

窄長地帶，均在以色列領土之內，叙利亞在湖上 

毫無政治或地理地位。他指出叙利亞以色列混合 

停戰委員會曾以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五日通過的決 

譲案確定了提庇里亞湖的以色列性質，視同以色 

列慨土，並且杏定了叙利亞于涉湖上活動的權利， 

其中包括捕魚和使用東岸十公尺寬地帶的權利。 

但是在討論該決議案時，以色列曾建譲誤判續訂 

一九二三年的協定，規定叙利亞人在加黎利海上 

捕魚的辦法。叙利亞却拒絕擧行這稿談判。叙利 

亞反歸委員會的裁定，採取了堅定的途徑，破壞 

委員會的目的。安置在邊界附近的叙利亞大炮雄 

制了東岸的以色列碩土，也控制了幾百公尺的湖 

面。

一五 .停載事宜潭合委員會一再要求叙利亞 

實施其三月十五日裁定，叙利亞均置之不理.。結 

果就査生了一種必須斷然有所選擇的情勢：或者 

是湖上的和平活動必須在叙利亞大炮的威脅下， 

完全停止；或者是毁減叙利亞的大炮，俾得依復 

工作和發展的條件。在這稿情況下，於叙利亞大 

炮在十二月十日無故攻盤之後，以色列軍隙採取 

了十二月十一日的行動。以色列必須吿訴理事會， 

如果它對於意圖在以色列各地破壞其活動的企 

圓，不隨時採取自衞的手段，這些企圖就會愈来 

愈多，終非就地抵抗所能應付。

一六 . 論到挨及键理政秘書長的面件，以色 

列代表譲 :據他的政府看來，這是一個臉悪的函件， 

埃及糖理依P 該面行事是不利於中東和平的。以 

色列看到這k 画件，就必須向埃及政府宣稱，以 

色列如果受到攻擊，它將本其天賦權利，實行自 

衡0

(二）參謀長報吿書

一七.巴勒斯坦休載督察團參謀長在一■九五 

五年十二月十五日（S/3516) 的報吿書中就以色列 

將提庇里亞攻蟹事件和卞二月十日炮盤提庇里亞

湖上以色列漁船及其護航警艇連爲一事。過去提 

庇里亞湖因捕魚問題引起的事件不時增加以色列 

和叙利亞間的緊張局勢。以色列怨忿叙利亞干涉 

其捕魚活動；叙利亞因爲它的居民不復能行使他 

們在一九二三年三月七日英法協定下所有的捕魚 

權，也威覺怨忿。以色列表示願意談判綴訂一九 

二三年的協定，也建譲對叙利亞人個人予以捕魚 

許可證。叙利亞不接受這些建議。以色列警察不 

但保護以色列漁民，而且胆 Jfc叙利?&居民在湖上 

捕魚。因此，以色列警察時時受綴近湖岸的叙利 

亞陣地的射盤；以色列警察也對這些叙利亞陣地 

射 » 。以色列自稱在一九五四年頭六個月中，它 

在湖上的傷 ± 人數是死亡二人，負傷七人。在同 

期內，叙利亞的傷 t 人數是死亡婦女一名，負傷 

兵士四名。

一八 . 據以色列的控訴稱，叙利亞陣地的射 

盤目標多半不是以色列漁船，而 是 以色列警艇。 

這 些 警 艇 時 常 在 近 岸 處 巡 , PSjt叙利亞居民越 

過十公尺的地帶，到湖上捕魚，或汲用湖水。附 

近的叙利亞陣地認爲這稿巡^ 是挑置行爲，因此 

雙方時常對蟹。爲了防 Jh在漁季中發生事件，會 

通知叙利亞說在一九五五年的漁季中，以色列漁 

民的活動將集中該湖的東北部分。叙利亞根據此 

項情報，採取了行動，所以在漁季開始以来，以 

色列漁船就沒有受到射蟹。在十二月十一日至十 

二曰夜間舞叙利亞陣地作猛烈報復行動之前的十 

二月十日事件又是一個非漁船的以色列船隻與叙 

利亞陣地間的事件。在那次事件中，以色列和叙 

利æ 均無死傷，雙方也都沒有要求召開停戰事宜 

混合委員會聚急會議。參謀長說從當事雙方間的 

關係看来，以色列所謂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日夜 

間採取報復行動的理由，卽 叙 利 射 盤 提 庇 里 亞  

湖上以色列船隻的事件，似非其唯一原因。他解 

釋說除去雙方■ 於非武裝地帶所有的歧見外，它 

們中間的關係也因爲不能就在一九五五年 ?f 交換 

俘廣的問題達致協議而嚴重惡化。 ’

一九 .參謀長報吿說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日 

夜間的以色列行動嚴故意遂反全面停載協定的規 

定，包括關於非武裝地帶的條钦在內。以色列軍 

默在攻入叙利亞時越過了非武裝地帶。

二 0 . 和 吉 比 亞 (Q ib ya)與淑薩事件一様， 

以色列敦提庇里亞事件的解釋爲大規模的報復行 

動。但是，報復行動有一個^ 險,這就是攻黎者



或者不能照原訂計劃約束他們的行動範圍，並因 

被攻擊國的軍隙的抵抗，引起全面衝突。報復的 

範圍與以色列政府所述的挑資行爲，雨相比較，相 

去極遠。鑑於上述因素，參謀長認爲建議在以色 

列叙利亞全面停戰協定的範圍內達政協續，以求 

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似乎不合事賞耍求。但若 

雙方同意，將以色列捕 .负活動通知叙利亞方面，以 

免誤會射盤的非正式糖序，似可有助於防止在提 

庇里亞湖的東北部分再生事件。照一九五三年五 

月簽訂的君子協定 ,•再簽訂一個新君子協定,規定 

以色列警艇應以距湖岸若干距離的地點爲限，當 

不會對以色列遣派警艇至任何地點巡的權利， 

有任何損害。同樣地，讓叙利® 居民汲用湖水，和 

引牛飮水，也無損於以色列對沿岸十公尺地帶的 

權利。叙利亞當局也可以核准居任:在叙利亞的個 

入請領以色列當局發給的補魚許可 ® ,這也無損 

於他Tpg對這個問題的法律地位。

二一 . 最後，參謀長說早日交換俘據也可以 

有助於減輕緊張海勢。在現在情 35下，使用武力 

是應該厳加謎貴的，除此之外的辦法是實施全面 

停戰協定，並且假如可能的誌，径之以在停戰壤 

袁範圍內並符合其精神的君子協定。

二二 .參謀長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的 

捕充報吿書 (S/3516/Add.l)內說盤詢在提庇里亞 

攻黎事件中俘獲的一名叙利亞學兵，得悉在十二 

月十日，他從都加（Douga)陣地用火箭筒射盤距 

岸八十公尺的一艘以色列警艇。參謀長收到了若 

于附拉伯文文件的鈔本，據稱這些文件是在攻盤 

時掠得的。假定這些文件是眞的，，第一件文件的 

發出日期爲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四日，栽有叙利亞 

參謀長的命令，想定提庇里亞湖上叙利亞湖岸方 

面的水域界線應 fil距岸二五0 公尺爲準；以色列 

第隊用船隻驗至距岸不到二五 0 公尺時，應卽P  
之開火射》 ; 漁船若不參加登陸行動，不得射擊。 

參謀長謂全面停戰協定雖無任何條钦，授權叙利 

亞當局認爲提庇虽亞湖的任何部分爲叙利亞水 

域，但是應該注意叙利亞的命令是一九五四年三 

月中發出的，當時配傭有機關翁和炮的以色列警 

艇，被停載事宜混合委員會認爲是全面停載協定 

規定防禦地區中所不准有的海軍艦艇。在停熟事 

宜混合委員會作了這個決定之後 , 繼績在 fe湖東 

北声附近使用這種艦艇，可能被認爲挑® 或威脅， 

這^ 以就明爲什麥叙利5S★ 封驗至 æ 岸不到二五

0 公尺的以色列軍船隻開火射盤的叙令，雖然不 

能卽因此而原餘這種命令。

二三 .第二件文件是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八日 

發出的，栽有叙利æ 西南線指揮官關於一九五五 

年至一九五六年漁季的訓令，在沒有接到新的命 

令以前，不准叙利亞人民捕魚。以色列漁民如果 

不進入距岸二五0 公尺的水域，不得阻 J t 他 補  

魚。叙利亞人絕對不准捕魚，自該湖捕得的魚類 

均應沒收。

二四，最後，其中遺有其他文件，裁有關於 

都加陣地防禦以色列攻盤的訓令。在任何軍隊中， 

這緯訓令都是照例應有的東西。關於在湖岸十公 

尺以內架設火箭筒的間題，參謀長說在十公尺的 

地帶內架設火箭筒的命令是違反停戰協定的。

(三） 當事雙方與理事會各理事的意見

二五 . 在第七 0 九 次 會 議 （一九五五年十二 

月二十二日）上，叙利亞代表就以色列違反了停 

火安徘，破壞了停戰協定，犯了侵雾行爲，並且 

達背了它在憲章下的義務。以補魚權爲藉口，作 

爲大規模攻雙叙利亞的理由是强詞奪瑪。以色列 

◎泰提到邊界問題和以色列對提庇車亞的主權 

他又說:叙利亞黯該湖度有政洽和法律地位。這一 

切言譲t都大大違反了停載協定。叙利亞代表就，第 

—, 叙利亞與以色列之間並未規定邊界。其次，以 

色列舞提庇里亞湖並無主權，叙利亞對整個問題 

却有充分法律和政洽地位。耍知道在停載協定之 

下，只有分界線而沒有國際邊界。同樣地，以色 

列不但黯提庇里亞湖，而且對它所控制的每一时 

巴勒斯埋領土，都沒有法棒和政治地位。

二六，叙利亞代表提出了下開決議草案（S/ 
3 5 1 9 ) :

" 安全理事會

" 業經檢討聯合國巴勒斯導休戰督察画 

參謀長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B報吿書，

" 億及其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決譲案， 

" 復憶及其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 r a 日 

及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千九日決譲案中對以色 

列軍事行動所表玩之雜責，

" 査悉安全理事會於上述兩決譲案中曾 

請以色列採取有效措施，防 J t再有此類軍事 

行動發生，

••對於以色列未旗遵守上述兩決議寒 

殊深翻切 ,



認爲以色列再有軍事行動，卽將擾亂 

該地區之和平與安全，

" 一 . 關於以色列軍隊於一九五五年十 

二月十二日不法攻黎叙利亞領土及羣隙事， 

對以色列特加謎責；

" 二，決議上述行動違反一九K 八年七 

月十五日決議案，叙利亞以色列停戰協定，及 

以色列根據憲章應負之義務；

" 三 . 決議上述武裝攻《構成憲章第三 

十九條規定下之侵雾行爲；

" 四 .請 聯 合 國 各 會 員 國 採 取 必 要 措  

施，舞以色列實施經濟制裁；

" 五 ，決議依據憲章第六條之规定，以 

色列厘次違反憲章原則，將以色列 â 聯合國 

除名。

" 六 . 決議以色列對於上述攻《所造成 

之生命及財産損失，應作充分賠償；

" 七 * 請聯合國秘書長向安全理事會提 

出實施本決譲案之進度報吿書。"

二七，在同次會議上，以Ê 列代表說一個不 

承認其鄰邦立國權的國家，不配參加以所有會員 

國主權平等爲基礎的國際社會。叙利亞參加了以 

裁力摧毁以色列的企圖。在提庇里亞湖區內，叙利 

亞炮兵陣地的公然目的，县圖將以色列倾土的有 

效管制權從以色列手中奪過來，轉交給叙利æ 。叙 

刹亞對以色列國的領土完整使用了武力，並作武 

力威脅，.這種政策是髮章明文禁止的。

二八 .以色列送達理事會 (S / 3 5 1 S ) ,的搜獲 

叙利亞文件的內容，表現了叙利亞當局如何自認 

他們對提庇里亞湖水域的管轄權達到距岸二五 0  
公尺之處，有時遠及四 0 0 公尺之處。以色列代 

表團希望理事會能在它的決議案中明文限令叙利 

亞避免干P 以色列在該湖 _h及環湖以色列観土內 

之活動；k 明白規定禁 J t叙利亞在提庇里亞湖上 

及其四岸行使非法的管理。

二九 . 蘇 § 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於一 

九五六年一月日面請理事會主席依照理事會暫 

行議事規則第三十八條，將叙利亞決譲草案以下 

開方式 (S/3528)付 表 決 ：

" 安全理事會

•業經檢討聯合國巴勒斯坦休戰督察圃 

參謀長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報吿書，

" 億及其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決譲案，

" 復憶及其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及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決議案中對以色 

列軍事行動所表示之謎責，

" 査悉安全理事會於上述兩決譲案中曾 

請以色列採取有效指施，防止再有此類軍事 

行動發生，

" 對於以色列未能遵守上述雨決譲案 , 
殊深國切，

" 認爲以色列再有軍事行動，卽將擾飢 

該地區之和平與安全，

'‘ 一 .關於以色列軍隊於一九五五年十 

二月十二日不法攻盤叙利亞領土及軍隊事， 

動以色列特加謎責；

■■ 二 .決議上述行動違反一九四八年七 

月十五日決譲案，叙利亞以色列停戰協定，及 

以色列根據憲章應負之義務：

" 三 . 請以色列採取一切必要措施，防 

止此類行動；

‘‘ 四 . 警告以色列，此後如再有任何此 

類行動發生，卽將造成須耍安全理事會考慮 

實施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九條之問題之情勢；

‘‘ 五 .決議以色列對於上述攻盤所造成 

之生命及財産模失，應作充分賠慣；

‘‘ 六 .請聯合國越書長斷安全理事會提 

出實施本決議案之進度報吿書。"

三 0 . 法國，聯合王國和美國在一九五六年 

-月十一日發出下開決義草案 (S/3530):

‘‘安全理事會

" 憶及其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一九 

四九年八月十一日，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0 日及一九五五年三 

月二十九日各許議案，

'‘許及叙利亞與以色列代表各就叙利亞 

控訳以色列正規軍隊於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 

一  B在叙利亞慨土內攻擊叙利亞正規軍朦事 

所作之陳述，及休戰督察團參謀長之報吿書， 

**傭悉參謀長報吿書稱以色列此項行動 

係蓄意違反全商停戰協定之規定，包括有關 

非武裝地帶之^ 條欧；以色列第隊於攻入叙 

利亞時，越過非武裝地帶；

••並悉參謀長報吿書稱叙利亞當局對提 

庇 a 亞湖上之以色列活動，有所干涉，與以 

色列及叙利亞間全面停戰協定之規定不符 ,



‘‘ 一 . 提醒以色列政府，理事會對於違 

犯全面停戰協定之軍事行動，不論是否用爲 

報復，均曾加以謎責，並曾請以色列採取有 

效措施，防 Jh此類行動；

" 二 . 謎責十二月十一日之攻》, 認爲 

係傅然違反其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決議案 

中之停火條钦，以色列叙利亞間全面停戰協 

定之規定，與以色列根據憲章應負之義務；

‘‘ 三 . 對於以色列政府未能履行義務， 

表示厳重關切；

四 . 請以色列政府於今後履行義務， 

否則理事會卽不得不考盧需要何種進一步措 

施，以維持或恢復和平；

'‘ 五 .請當事雙方履行其在全而停戰協 

定第五條下之義務，尊重停戰分界線及非武 

裝地標；

'‘ 六 .請參謀長進行實現其改善提庇里 

亞湖地區情勢之建議，並隨時就其努力成功 

情形，向理事會具報；

"'七 . 請當事雙方在此方面及所有其他 

方面，與參謀長合作，竭誠實施全面停戰協 

定之規定，尤須於解釋及實施該協定谷條钦 

時，充分利用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之機構。"

三一 . 在第七一 0 次 會 議 （一九五六年一月 

十二日）上，聯合王國代表在間始就說關於已勒斯 

坦問題，英國政府的政策是竭盡一切努力，货現 

以色列與其鄰邦間的永久解決。但是，只要以色列 

政府圖以武力强令其阿拉伯鄰邦接受它的政策， 

就無從減輕聚張局勢，以求獲得更永久的解決。 

他指出在過去兩年內，理事會不得不處理吉比亞 

(Qibya), 那哈林（Nahhalin)和题薩的不幸事件， 

現在又耍處理提庇里亞湖的不幸事件；這些事件 

都是有計割的軍事攻 t t , 造成了平民生命損失，有 

的而且慘重。並且以色列政府也不否認這些攻撃 

都是它的軍隙發動的。

三二 . 參謀長報吿書證明了以色列對於叙利 

æ 在提庇里亞湖東北角上的活動，心懷不平，是 

有理由的。但是參謀長報吿書中所表現的最驚人 

的事實是以色列的攻撃规模和其激恐程度，以致 

造成這樣驚人的生命損失。聯合王國代表團一貫 

主張不論受到什喪挑置，整個報復原則在道義和 

政治方面都是錯誤的，理事會在它的決議案中，也 

時常提出這種主張。但是以色列未能遵守這種禁

令。現在以色列應該了解這稿道義上不許可的錯 

誤政策是沒有好結果的。如果再有一次同樣攻擊 

事件發生，理事會因爲其過去的禁令不生效力，就 

須要決定應該另採何糧猎施，以求恢復和平與秩 

序。

三三 .以色列代表在其十二月二十九日面  

(S/3524)中表示以色列政府將拒絕參謀長所提關 

於巡艇的提議，因爲它有損以色列的權利，英聯 

王國代表團對此威覺遺，戚。他認爲有理由請當事 

雙方與參謀長合作，以求實現其減輕該地區緊張 

局勢的最低限度的有效提譲。

三四 . 關於蘇聯修正的叙利亞決議草案，英 

國代表團認爲由理事會的一個理事國提出幾經改 

削，面目全非的當事方面的提案，不但奇怪，而 

且不宜。那個決議草案沒有提到叙利亞干涉以色 

列的活動，也完全沒有提到參謀長的有用的建譲。 

關於賠慣間題，英聯王國代表說三國決織草案中 

未作规定,但是斷某一個案件作此項规定是杏適 

當的問題，似有疑問。對於非法暴行所造成的傷 

害應予賠償，這在原則上是正確的，但是困難所 

在是如何對雙方公正適用這個原則。他表示在舉 

行表決時，他將S 求優先表決三國決議草案。

三五 .美國代表說美國代表團參加提出三國 

決議草案，並非對任何一方，有所鲍護；其唯一 

目的爲防 Jb再有像以色列在提庇里亞湖地區所採 

取的那稿行動發生，並爲巴勒斯坦地愿和中東各 

國人民求得和平解決。美國代表團已經一再宣稱 

任何國家的政府，均無權不顧法律一意孤行。一 

個聯合國會員國，一個聯合國建立的會員國，現在 

竟須理事會處理其兩年以來的第四次這糖罪行， 

這長極其嚴重的事件。以色列與其阿拉伯鄰邦繼 

續規避其在停戰協定和憲章下力求恢復該地區和 

平的義務，美國對此，頗爲關切。提庇里亞湖的 

攻盤事件僅足以火上添池，加深現有的敵對態度。 

以色列的行爲與其所受的挑悉完全不成比例，不 

能正確地稱之爲報復攻》。安全理事會除譲責以 

色列之外，必須更進一步。它應該警吿以色列，如 

果再有一次違法越紀的事，理事會就不得不考盧 

須要採取何種憲章下的措施，以維持或恢復和平。

三六 . 關於賠償的問題，美國代表餘美國政 

府認爲以色列的行動不當，應該賠償，所以它愼 

重考盧了叫以色列賠惯是否相宜的 rà題。但是因 

爲牽涉太多，未能擬定可以稱爲公平的辦法，來



決定這個行動的賠债數額。這不是說美國代表團 

不同意賠愤的原則，也不是說它不願爲將來設立 

這稿機構，例如請秘書長研究爲這 I«罪行规定賠 

償數額及支付手績的辦法。關於將來的問題，美 

國代表團認爲最重要者，當事各方應該遵守停戰 

協定，尊重停戰線和非武裝地帶，並與參謀長充 

分合作。當事雙方設立了叙利亞以色列停戰事宜 

混合委員會。其自的事爲解決雙方所有的歧見；該 

委員會禾能執行職權，其責任應由雙方負之。該 

委員會的議程上列有幾百個案件，但是雙方却不 

開會解決這些間題。雙方必須利用其停戰事宜混 

合委員會的機構。在通常情 ea下，理事會應該等 

待停戰事宜混合養員會的決議。理事會此次審議 

這個問題，是因爲十二月十一日狗攻擊事件，過 

於嚇人聽聞，所以不能引爲先例，處理未經停戰 

事宜混合委員會處理的其他控前。

三七 . 法國代表就提庇里亞湖的事件，不管 

任何一方所受的損失與傷害如何，就攻盤的性質 

言，當然是一個侵恶行爲，理事會如果不設法制 

止再有這 f € 事件發生，就是有腐職責 5參謀長已輕 

提出了若干有用建議，三國決議草案規定由理事 

會予以全力支持。但是如果當事驢方仍然繼績認 

爲分界線是對方不淮跨越的界限， 自己却可以轉 

意侵入這些建議就不能發生效力。

三八 . 法闕代表說明三國決議草案的內容， 

其中規定因十二月十二日的攻蟹事件對以色列加 

以謎責，他又指出叙利亞旣與以色列簽訂停戰協 

定，就無權越過分界線在以色例方面建立大炮或 

火箭'筒陣地。叙利亞軍隙在射盤提庇里亞湖上航 

行的艇船時，也違反了停戰協定。因此三國決議草 

案促請雙方履行其在停戰協定第五條下的義務， 

尊重停戰分界線和非武裝地帶。

三九，法國代表圓完全贊同任何國家對於因 

其本國入員的非法行 tl)而造成的損害應負金錢K  
任的原則。但是它不相信理事會在法律上有權或 

是最適當的機關，爲這榻案件安徘公平的賠惯。關 

於這一點，可以請國際法院處理。法國代表又說 

三國決議草案不僅處理過去的事件，而且以防止 

此後再有事件發生爲目的。

四0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以 

色列代表圓將提庇里亞湖的攻《事件解釋爲以色 

列有權採取的報復行爲，用以報復其所謂叙利亞 

歸以色列漁船的行動。這稀解釋是不能接受的，因

爲參謎長報吿書明白指出在通知叙利亞方面漁季 

業已間始之後，沒有一艘以色列漁船曾受叙利亞 

射 » 。安全理事會在它的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 

四日和〜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九日爲以色列在吉比 

亞區攻》約但和在伽薩展攻撃埃及的行動，曾表 

示最嚴厲的謎貴；以色列也圆以報復權爲這些行 

動辯諧，正如它爲提庇里亞湖地區的事件辯護一 

樣。蘇聯代表團考盧到以色列對於理事會週去謎 

責它的各決議案均置之不理，又考盧到以色列的 

軍事行動使阿拉伯與以色列邊界上的情勢更見嚴 

重，所以相信理事會應該請以色列採取一切必要 

指施，防 Jfc將来再有這《行動，並應同時警吿以 

色列，如果再有這稿行動發生，就可能造成須要 

理事會考盧實施憲章第三十九條的情勢。安全理 

事會也應該促請以色列絕對遵守停戰協定和安全 

理事會的決議案。

四一 . 此外，安全理事會應睛以色列賠慣叙 

利亞因此項攻《而受的損失。經蘇聯代表團修正 

的叙利亞決議草案町以充分達到這些耍求。蘇聯 

代表團認爲现事會的嚴重警吿，當可獲得以色列 

的慎重考盧。這《警吿是必要的，因爲理事會對 

於吉比亞和题薩事件的決議案均未能對以色列發 

生其應有的效力。

四二 .蘇聯代表又說理事會沒有理由將提庇 

里亞湖攻盤事件的一部分資任，推在叙利亞身上。 

聯合王國代表提到引起以色列報復的所謂叙利亞 

挑資行爲。但是參媒長報吿書証明了叙利亞當局 

並未射《以色列漁船，並且証明了所謂引起提庇 

里湖報復攻盤的十二月十日事件是一個萍漁船 

的以色列艇船與叙利亞陣地間的事件。參謀長又 

說在十二月十日事件中，以色列和叙利亞均無傷 

亡，雙方均未要求停載事宜混合委員會召開緊急 

會議。由此顯然可見像聯合王國代表那樣地說叙 

利亞有任何挑置行爲，基沒有理由的。

四三 . 在第七—— 次 會 議 （一月十二  B ) 上， 

南斯拉夫代表說對各項文件加以研究，就表明了 

以色列的攻《是全然沒有理由而且無緣無故的報 

復行爲。所謂以色列的攻》是十二月十日事件引 

起的之說是不能接受的。南斯拉失代表圍深悉參 

謀長的警吿，認爲這稿報復行動能引起厳重而 

且不能預料的後果。

•四四，南斯拉夫政府不贊同邊界事件或可能 

被認爲挑置行爲的任何其他行動。它也不能接受



以這種行動爲使用武力和報復的藉口和理由的情 

勢。就這個問題而言，報復行動不但有碍解決世 

界上那一個地愿的許多問題的努力，而且使改善 

一般國摩空氣的工作，更見困難。以色列應負那 

一次攻® 的責任，也應該負它所造成的生命和物 

質損失的責任，理事會應對它嚴加謎責，並請它採 

取一切措施，防 Jfc此後再有使情勢悪化的任何行 

動。此外，理事會的決議必須設法制 Jfc這種行動， 

並且造成可以使理事會無須再行考慮這種措'施和 

其他可能辦法的條件。

四五 . 關於根本的巴勒斯坦問題，南斯拉夫 

代表說必須早日求得主要以有關各國利猛爲基礎 

的解決辦法。但是不能强令當事各方接受解決辦 

法，尤其不能採用含有將來再發生緊張局勢的危 

險的措施。只有動這些國家的人民，視爲願意解 

決這些問題的獨À 和平等因素，解決這些問題的 

努力，方有成功的希望。安全理事會應對現有的 

案件作一致同意的決定，以求表現這稿政策。

四六 . 伊朗代表說在研究參謀長的報吿書â ; 
後，伊朗代表團認爲十二月十二日的以色列攻擊 

事件是一個侵暮行爲，傳然違反憲章和以色列叙 

利亞停載協定。理事會此時不能僅以在吉比亞和 

a 薩事件後所用的同樣辭句，對以色列加以指責， 

這是不够的。它必須大公無私地履行它的責任，它 

的決定必須公平正直。理事會應該在它的決議案 

中强調其對以色列的謎貴，必窗越爲最後警告，如 

果再★ 任何侵暮行爲，理事會就不得不考盧依據 

憲章條钦，實施制裁。並且此次攻擊旣然是預謀 

的行動，以色列就必須負生命和財逢損失的責任。 

理事會也應該設法減輕，最好是梢除，雙方的磨 

擦 。■ 於這一點，參謀長已在他的報吿書中建議 

了若千措施，伊朗代表團願在原則上予以支持。

四七 .伊朗代表接着說理事會現有雨個決議 

草案。伊朗代表團贊成三國決譲草案，但認爲有 

若干點欠妥，他將提出修正。他的代表團在原則 

上並不反對蘇聯決議草案。伊明代表團願對聯合 

決議草案提出下 f i 修正 (S/3532): (一）価|除前文 

第四段；（二）删磁正文第四段，代以下開案文：

'‘ 宣吿此後再有此項行爲，卽構成憲章 

第三十九條所指之破壞和平，須由安全理事 

會考盧憲章第七章所規定之措施。"
(三)删除正文第五段；（四）槽入下開新段：

" 決譲以色列 i i 對此項攻擊所造成之生 

命及財産損失，充分予以賠償。"

四八 . 比利時代表說據參謀長報吿書稱，叙 

利亞當局管干涉提庇里亞湖地區內的以色列活 

動。在另一方面，它又証明了在十二月十日的事 

件中，叙利亞陣地並未對漁船射雙。讀了公正的 

事實經過報吿之後，就不得不深感十二月十一日 

至十二日的軍事行動與據稱引起此項行動的事件 

之間，完全不成比例。對於在吉比亞和 i s 薩發生 

的類似^11^也有同樣的結論。從這三次攻《所得 

的印象是它們都嚴一種運續而且有計割的政策的 

結果。其目的爲以大规模報復行爲防止再有不符 

停戰協定的偶發事件發生。這種政策違背憲章的 

基本原則，違背全面停戰協定，違昔理事會各決 

議案，也達背全體文明人類共同接受的道義原則。

四九 .比利時代表相信參謀長提議的措施是 

合理的，他希望理事會能够一致同意通過這些措 

施。關於賠償的問題，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在 

實行時有許多嚴重困難。在倚未充分決定其在此 

案中的影響以前，很難對這個問題採取確實態度。

五 0 . 在第七一二次會議（一月十三曰）上， 

中國代表就不管從法津方面或章事和政治的必耍 

方面說， 提庇里亞湖的攻® 均無理由，應該加以 

識責。叙利亞對於以色列在提庇里亞湖上的活動 

雖然有無理由的干渉，却不能以這種干涉爲大規 

模攻《的藉口。幸而參謀長向當事雙方提出了若 

干提議，以求暫時協譲的辦法，理事會應該交持 

他的努力，以求改善情勢。

五一 .中國代表接着就中國代表圃將在原則 

上贊同三國決議草案。但是他指出其中沒有賠償 

叙利家庭 的生命傷亡和財査損失的規定。沒有 

這種規定是不公平而且令人遺懷的。因爲安徘賠 

慣，頗多困難， 中國代表團認爲最理想的解決辦 

银 , 是由以色列自動提出賠償的數額。以色列如 

此撮出賠慣，將爲政治家的行爲，如染它不如此 

提出賠償，中國代表團就要建譲理事會在它的決 

議案中，列入賠償的想定。

五二 . 奥大利 ffi代表說據他的代表圓看来， 

卽令叙利亞的所謂挑置更爲嚴重，也不能成爲以 

色列殘睡狂暴，致 令 叙 利 人 五十六名喪失生命  

的報復行動的藉口。奥大利亞代表團另外關切的 

一點是這種預有準備的軍事行動，只有在事先考 

盧Jffl事會各理事國能發生何種反應的情

方敢動手，因此其中含有親視停載協定和聯合國 

的因素。



五三.澳大利亞代表說在像提庇里亞湖地區 

所有的情勢中，使用武力，不能有助於掃除造成 

該地區各項事件的磨擦，反而加增現有的聚張局 

勢，造成其他猜忌。尤其重耍的是這種報復性質 

的軍事行動可能擴大成爲大规模敵對行爲。因此 

澳大利亞代表團贊成謎責以色列此次攻《的提 

譲，並且深信理事會必須準備在它的權力再受這 

種蔬觸時，考盧進一步的行動。

五四.但是必須承認這糧事件的起因必須求 

之於較提庇里亞湖的磨擦遺要深遠的情勢。使方 

都沒有嚴格遵守停戰協定，也沒有減輕地方聚張 

海勢的度强決心。

五五 . 謎責以色列的軍事攻盤行動，並非寬 

恕叙利亞過去干涉以色列在提庇里亞湖上的活動 

的行爲。依照停戰協定，該湖完全位於以色列境 

巧。提庇里亞湖事件的貴任雖然沒有問題地應由 

以色列負貴，澳大利亞代表團認爲這個問題的當 

事各方面應該採取新的態度，減輕該地僵的磨擦。 

因此，理事會在考盧所擬通過的決議案的內容時， 

應不但對以色列加以謎貴，並應就整個間題看a  
個事件，指出通過當事雙方利用現有聯合國機構， 

以求減輕其根本緊银局勢的途徑。

五六.古巴代麦説他的代表團對提庇里亞湖 

的事件，艇感痛心，因爲除自衞外，使用武力是 

違反憲章原則的；它違反停戰協定，增加該地所 

有的緊張局勢，以致更難達致和平谅解。這稿行 

動可能造成戰爭狀態，對世界和平有不可預測的 

後果，理事會必須採取步驟，防Jh再有這稿行勘 

發生。因此，理事會所應通過的決議案必須充分 

客觀，考盧周到，並且具有建設性，以求導致和 

平解決。

五七，參謀長的建議提供了叙利亞與以色列 

達致協譲的合理基礎，古巴代表團認爲理事會對 

之應該物別注意。理事會必須謎貴以色列的攻®。 

在現有情31下，對以色列作嚴重有力的警吿，固. 
然或可發生效力，同時亦似有認可對方挑覺行爲 

之意，所以必須採取莎•驟，防Jfc這種誤解。

五八 . 關於賠慣問題，古巴代表團雖然同意 

這個原則，却認爲這個問題當以由司法機關處理， 

更爲相宜。如果以色列能够接受中國提出的自動 

賠償的建議，古巴代表相信這稿表示可以造成解 

決這個閩題的有利空氣。

五九 . 主席以秘得代表的資格發言，說對於 

謎貴攻《行爲，及警吿以色列理事會將採取步驟 

以求保持和平等各點，有了一致同意的協議，他 

頗威欣慰。對於必須支持參謀長所採的措施一點， 

各方意見似亦一致。

六 0 . 關於賠償問題，秘魯代表認爲有若干 

嚴董困難，因爲憲章旣無规定，理事會過去亦無 

先例，所以無從決定賊信的程序和經手的機關。充 

其量，決議草案只能決定原則，由當事雙方決定如 

何行使他們的權利。

六一 . 在第七一三次會議（一月十七日）上， 

聯合王國代表提出了一個三國決議草案的訂正案 

(S/3530/Rev.2),截有新正文第一段，文 爲 ："認 

定此項干涉不能成爲以色列行動之理由"。聯合王 

國代表說聯合決議草案的提案人鑑於伊朗代表的 

陳速，耍想解除關於前文中提到叔利亞不符停戰 

協定的行動是杏公平的任何録問，他們無意將叙 

利亞在該湖偶作干涉的行動與十二月十一日至十 

二曰的以色列攻》相提並論。

六二，在同次會議上，叙利亞代表說聯合王 

國代表所謂以色列對於叙利亞在提庇里亞湖東北 

角上的活動，有理由表示不滿之說，與事賞不符。 

據參謀長的報告書稱，叙利亞並未干涉以色列的 

捕魚活動，而只與以色列海軍艦艇作戰；依照停 

戰協定的規定，該湖是防禦地區，不准駐有海軍 

艦艇。從參謀長報告書中也顯然可見叙利亞的居 

民被禁止行使他們在一九二三年英法協定下所享 

有的捕魚權。關於聯合王國表所謂提庇里亞湖  

及其東北岸十公尺宽的地带完全屬於以色列管轄 

之說，叙利亞代表說停戰的规定並未予以色列以 

這種管轄權。停戰協定所规定的分界線絶對不能 

解釋爲領土成政治邊界。

六三 .關於法國代表所謂叙利亞軍厥無權在 

停戰線的以色列方面建立炮兵陣地之說，叙利亞 

代表指出並無任何証據可以証明叙利亞的陣地設 

在分界線以外。叙利亞代表又指出以色列的漁船 

不得戰至距該湖東岸及東北岸二五0 公尺以內的 

規定，是叙利亞以色列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 

的命令，以色列原已同意遵守。

六四 . 關於賠慣的問題，在沒有協譲遵行何 

糧程序的情形之下，叙利亞代表團建議由理事會 

設立一個三國委員會，與秘書長合作，研究賠償 

問題的所有各方面，以及■於估價和執行的一切 

辦法。



六五 .叙利亞代表繼稱以色列的行爲使它在 

政治和道義方面爲國際艇會所共棄，並且因爲它 

一再違反憲章，所以應將以色列自聯合國除名。制 

裁是對以色列的唯一有效的抑制辦法。他力請理 

事會向各會員國建譲停止予以色列以經濟援助， 

時間暫以一年爲限，如果再有侵恶，就W 予延長。 

美國尤應停 J t援助，因爲以色列從美國得到的經 

濟援助最多。過去美闕曾經停 Jh援助，效果很好。

六六 .以色列代表在說明以色列必須自保其 

國家生存的情勢之後，說關於提庇里亞湖，以色 

列所必須選擇的途徑是或者放棄以該湖爲以色列 

主權事業的廣城，或抵抗叙利亞的公開浸累威脅。 

若干理事提到以色列的反應與事前那一個事件， 

顯然不成比例。但是這不是廣正的可綴的比較。以 

色列偶爾使用的對付手段，其規模奥範圍，是不 

能和厘次發生的事件的累積影雄，經常不斷的聚 

張局勢，以及其阿拉伯鄰邦的敞視和侵§ 相 >&的。 

不管理事會如何堅決反對交戰狀態的觀念，阿拉 

伯各國並未政棄這種觀念。以色列的政策是在它 

的領土和人民不受他人武力攻盤時，就避免任何 

武力行動。以色列代表說要結束關於以色列答覆 

挑資是否有理的討論，最好的辦法是制止桃置，並 

應由阿拉伯各國放棄交載態度，充分遵守它們與 

以色列簽訂的各項停戰協定。

六七 . 關於參謀長提出的提議，以色列政府 

特別同意交換俘廣的提議，並會表示願意維結協 

定，准許居件:叙利亞的個人向以色列申請在提庇 

里亞湖上捕魚的許可証。在這種情況下，他要着 

重指出叙利亞並無在提庇里亞湖上捕魚的旣得權 

利。以色列並沒有當然繼承委任統洽國的義務和 

契約。以色列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授予對岸 

的叙利亞人以使用提庇里亞湖 '水的權利。關於二 

五 0 公尺的限制，他指出以色列政府從來沒有同 

意不在該湖的某一區巡^ 或捕魚。事赞是在一九 

五一年，以色列會通知以色列叙利亞障戰事宜混 

合委員會主席說，因爲當時漁季的關係，以色列 

漁民將在æ 岸二五0 公尺以外工作，但是這個距 

離是可以隨漁季改變的。

六八 . ■ 於賠懷的問題，以色列代表說因違 

反停戰而政以色列平民喪失生命者， 多於呵拉伯 

各國喪命的人民。要想單挑選某一個衝突的受害 

人實施賠慣原則，而不對因隅拉伯人違反停戰協 

定而喪失生命•的幾百個以色列人作同樣规定，這 

是錯誤的。

六九，論到三國決議草案，以色列代表說其 

中所载關於謎責，關切，和警告的表示，與其所 

指的行動，完全不成比例。關於蘇聯決譲草案，以 

色列代表 III認爲其態度偏倚，深感遣城。它認爲 

這不幸是過去否決理事會兩個重要決議案所表現 

的態虔的延續。

七 0 . 在第七一四次會譲 :(一月十八日）上， 

南斯拉夫代表說雖然理事會對此案的看法大體相 

同，但是它有兩個決議草案，未能獲得一個協議 

的案文，這個原因不僅在形式方面的不同。他認 

爲對於此案若干因素意見相同之處，可以作爲努 

力探求共同接受的解決辨法的良好基礎。在另一 

方面，意見未能一致的一個因素是以色列攻》與 

雙方所有的若干邊界衝突間的連繁。理事會旣已 

對報復政策加以謎貴，南斯拉夫代表認爲將過去 

的衝突與提庇里亞湖的攻® 連繁起來是矛盾的， 

尤其因爲參謀長的報吿書指出了在十二月十一日 

攻擊事件發生以前，事態相當平靜，以色列的捕 

魚活動並未受干涉。理事會必須達致一政同意和 

共同接受的決譲。理事會意見對時的消極結果將 

不僅限於加重該地區的単端，而且可以很容易地 

加深各大國間意見對特的狀態。因此，他的代表 

團提出下開決議草案（S/3536), 以爲妥協案文，希 

望可以由此得到一致同意的決譲。

*•安全理事會

" 憶及其规定維持停戰與經由停戰事宜 

混合委員會解決举端之辦法之一九四八年七 

月十五日，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及一九 

五一年五月+ 八日各決譲案，

“憶及其過去於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 

四日及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決議案中所 

表示對報復行動之謎責， ’
計及叙利亞與以色列代表各就叙利亞 

控訳以色列正规軍陳於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 

— 日至十二日在叙利亞領土內攻雙叙利亞正 

规軍隙事所作之陳述，及沐載督察團參謀長 

之報吿書，

••備悉參謀長認定‘以色列此項行動係蓄 

意違反全面停戰協定之規定，包括有關非武 

装地帶之各條欧；以色列軍隊於攻入叙利亞 

時，越過非武裝地帶％

•* âè悉參謙長報吿稱因提庇里亞湖上活 

動而生之爭端，不能成爲任何一方達反全面 

停載協定之 é 由，



" 憶及過去曾促請以色列政府採取有效 

槽施，防止破壞全面停戰協定之軍事行動，以 

色列未能遵循此項靖求，特表示嚴重關切，

" 一.謎責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日之攻 

黎，認爲係俾然違反其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 

日決議案中之停火條欧，叙利亞以色列全面 

停戰協定之规定，與以色列在憲章下之義務； 

‘‘ 二.請以色列政府此後避免採取此類 

軍事行動，杏則理事會勢須考盧需掠憲章规 

定之何種其他措施，以維持或恢復和平；

‘‘ 三.認爲經査明確實之違反全面停戰 

協定情事，如有生命財産損失，應由造成損 

失之一方負賠償之貴任，因此在此案中，叙 

利亞有索取賠償之權；

" 四 . 請參謀長採取適當梦驟，以求釋 

政此次行動中被俘之俘廣；

*■五，並請參謀長設法實現其改善提庇 

里亞湖地區情勢之建譲，並就其努力成动情 

形，隨時向理事會具報；

" 六.表示深信當事雙方嚴格尊重全面 

停戰協定之條钦，在所有各方面與參謀長合 

作，及充分利用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之機構 

以解釋並實施該協定，乃該地區之穩定與安 

全之先決條件。"

七一，伊明代表說在三國決議草案中提到叙 

利亞當局干涉以色列在提庇里亞湖上的活動是不 

妥當的。不但是參謀長報告書中並未証實此項干 

涉行爲，而且將以色列的大規模攻擊與可由停載 

事宜混合委員會處理的所謂干涉行爲等量齊觀， 

也是不應該的。但是他的代表團爲求達成一致同 

意的決議計，決定撤囘文件S/3532中所载的修正 

案，改對三國決議草案（S/3530/Rev.2) 提出下開 

修正案（S/3537):

‘‘ 一 . 前文第四段 ‘並'字之後‘參謀長報 

吿書稱 ’ 七字改爲‘於不妨害當事雙方之最後 

權利，要求，及地位之條件下，備悉參謀長 

報告書中述及'。

"二 . 正文第七段'改善提庇里亞湖地區 

情勢之è 譲'句後，增入‘但不得妨害當事雙方 

之權利，耍求，及地位’。

‘‘ 三 . 在正文第七段及第八段之間，新 

堆一段，文 曰 ：‘促請以色列政府立卽釋敦其 

所監營之所有叙利亞軍事人員'。

■*四 . 正文第八段改爲第九段。"

七二.蘇維唉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討 

論的經過表現了理事會所有理事都達到了同樣的 

結論，認爲以色列完全無理由地優入了叙利亞倾 

土，因此它違反了憲章和它與叙利間的停戰協 

定。理事會的決議不僅應該謎責以色列的行動，而 

旦啤該提出警告，W有一次這《行動就會造成須 

要理事會考盧實施憲章第三十九條的情勢。叙利 

亞蘇聯決議草案載有這《警吿，蘇聯代表圃相信 

這槽警吿可以加强該地區的和平。蘇聯代表圓也 

認爲在理事會通過的任何決議案中，應該指出叙 

利亞政府在本案中所表現的自制態度。

七三 .蘇聯代表進一步指出三國聯合決議草 

案沒有提到賠慣問題，雖然理事會大多數理事在 

辯論中均不懷疑叙利亞有取得這賴賠償的權利。 

不作任何賠償規定是一個嚴重的缺點。此外，決議 

草案中含有一钦，, 可能被解釋爲圖使叙利亞至少 

承担以色列軍隊侵入叙利亞倾土  6^—部 分 貴 任 。 

這稿企圖是無理由的，也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爲 

事實明叙利亞是此次攻擊的受害者。因此，蘇 

聯代表團相信聯合決譲草案照它現有的形式，不 

能有助於防 JÎ:以色列冉有攻 ®阿拉伯各國領土的 

情事。

七四.法國代表說三國決譲草案的提案人爲 

求獲得一政同意起見，可以接受伊朗修正案中規 

定在前文第四段和正文第七段中堆入"不得妨害 

當事雙方之最後權利，要求，及地位"字樣的部 

分。但是提案人不能接受伊胡修正案述及叙利亞 

干涉以色列在提庇里亞湖上的活動的部分，因爲 

他們不能同意對參謀長報吿書的一部分另眼看 

待。法國代表願對南斯拉夫代表促成一致同意的 

努力，表示謝意。他希望訂正後的三國案文可以 

滿足南斯拉夫代表達成此項目標的願望。

七五，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說提案人同意當事 

雙方扣留具有軍人身汾的俘膚必然會引起其他磨 

擦和誤會。因此，他們願意接受在他們的決議草 

案中另檢一数，規定促請當事雙方‘'與參謀長安 

擁立卽交換所有軍事俘慮"。此項訂正條钦不得解 

釋爲以一名俘盧交換一名俘廣；相反地，其意義 

爲所有俘廣應全部交遺釋放。

七六 . 聯合王國代表在應蘇聯代，表要求閩明 

三國決議草案正文第五段的案文時，宣稱提案人 

願在"需要"二字後，增入"憲章下"字樣。



七七 . 在第七一五次會議（一月十九日）上， 

叙利亞代表評論理事會所有的各決譲案，說蘇聯 

決議草案和南斯拉夫決議草案最切合本案事實。 

三國決譲草案中有述及叙利亞在提庇'里亞湖上從 

事干涉之處。但是叙利在提庇里亞湖上及其湖  

岸補魚，航行，和引水灌觀的權利固然是古已有 

之，却也有國摩條約的根據。和平行使這些權利 

絕對不能稱之爲干涉；如果以色列阻镜叙利亞權 

利的行使，就是以色列在賞行干涉。關於俘慮問 

題，他解釋說以色列俘去的叙利亞軍事人員是因 

爲攻擊的結果 , 在叙利亞碩士之內被俘的；而叙利 

亞監管的以色列軍事人員却是在叙利亞倾土內從 

事間課和破壞活動被捕的。最後，這個決議草案 

沒有规定處罰，沒有實施制裁，也未能制 Jfc以色 

列好戰的趨勢。

七八 . 古巴代表說旭的代表團充分朦解南斯 

拉失決議草案所圖表現的崇高原則，但是它仍然 

認爲三鬪決議草案較佳，尤 其 是 前 文 第 四 段 案  

文。提庇里亞湖的事件至堪痛心，但是不能認之 

爲偶發的行爲，必須認之爲該地區存在已久的情 

勢的一稀後果。因此，他的代表團認爲決議草案 

應該提到對以色列在該湖上權利的干涉行爲。此 

外，南斯拉夫決議草案的正文中有一段提到給付 

賠债的問題。他的代表團仍然相信理事會是一個 

政治機關，無權決定取得賠償的權利。

七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他 

的代表閨仍然主張提庇里亞湖事件襄生以前的情 

事，完全不應該提到，因爲理事會對這些情事，沒 

有 充 分 報 。如果要提到這個問題，南斯拉夫決 

譲草案所反映的事實眞祝，比三國決譲草案所反 

映者遠較正確。但是，蘇聯代表團仍然認爲叙利 

亜蘇維唉決譲草案最適合理事會的目的。同時它 

又認爲南斯拉夫決譲草案可能使理事會取得一致 

同意的決議。因此，他願意不塗持曾先表決叙利 

亞藤維埃決議草案，两不反歸優先處理南斯拉夫 

草案^
八 0 . 以色列代表就他聽到叙利亞代表表斤 

叙利亞人民將繼績行使其所謂該湖上 6̂ 和平權 

利。関於這一點，他要指出叙利 te在提 Ê 里亞湖 

上沒有特毫權利。關於蘇聯代表在他的陳述中所 

謂以色ÿii自立國的第一天以來，就動其鄰邦採取 

威脅政策之就，以色列代表認爲此說遠超過了最 

近在提庇里亞湖上所發生的事件的範圍，頗感遺 

城。他宣談蘇聯代表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至

七月十四日之間在安全理事會上所作言論的若干 

部分，說據他的代表團看來，這些言論與蘇聯代 

表在上次會議上所述者自相矛盾。

八一 . 關於南斯拉夫決議草案，以色列代表 

相信如果通過該草案 , 就會加深中東的緊張局勢。 

第一，其中沒有特別提到觀利亞的違法行動，嚴 

重地破壞了草案的平銜。使他成爲進行此後維持 

提庇里亞湖地愿的和平工作的極不健全的基礎。 

第二，它沒有促請叙利亞或當事雙方尊 ®停戰分 

界線和非武裝地帶。第三，他的代表圓相信第四 

段的措辭，決不能解釋爲只有叙利亞俘廣應予釋 

放，而不釋政叙利亞所監管的以色列俘廣。最後， 

關於賠償的一段是越權的，是不合法的，因爲全 

面停戰協定不能解釋爲在以色列和叙利亞雨方同 

意者以外，授予任何權力。

八二 .法國代表說不管南斯拉夫決譲草案的 

優點如何，三國決譲草案的提案人不能接受該草 

案。三國決譲草案早於一月十一日就提出理事會， 

南斯拉夫草案與三國草案相比，其着重點與輕重 

平衡，均有不同。它度有提到參謀長報吿書中述 

及的叙利亞當局的干涉之處；也沒有說到應請當 

事雙方尊重停戰分界線。關於俘虞的一段比美國 

代表團所提譲的範圍小得多。爲了這許多理由，他 

的代表團相信修正後的三國決譲草案較優於南斯 

拉夫提案。

八三 .伊朗代表說他的代表團願意接受法國 

代表對於前文第四段的修正對案，以及■於交拷 

俘廣問題的正文第八段的美國修正案。但 是 ,這  

並不是說他的代表團政棄其關於所謂叙利亞當局 

干涉提庇里亞湖上活動的意見。他的代表團認爲  

三大國重視政治的考盧，高於其對法律的考盧，±  
以在聯合國的政洽機關中爲然， 由於這些政治考 

盧，所以怒 ff?力求保持現有的前文第四段。

八四 .澳大利亞代表說蟹於修正三國決議尊 

案所獲準展，該草案似可獲得普遍贊同，所以他 

的代表團認爲該草案應該保持其優先地位。雖然 

以色列鄰邦的一貫敞視態度不德成爲現在所審譲  

的攻盤事件的理由，他却要表^他的代表團對於 

解決以色列及其鄰邦間各項根本題方两之胰乏 

進展，深表關切。澳大利亞代表 ÿ 歡迎三國決譲 

草案的和緩條欺，俾歸於理事會未能在此時就 a  
一方面採取更有效 itj的步驟，深表簿爐。



八五 .蘇維埃耻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在答 

覆以色列代表的陳述時說以色列代表引述了蘇聯 

代表在安全理事會歴次討論巴勒斯坦問題時所作 

的若干陳述。他無意修改蘇聯代表過去對巴勒斯 

坦問題所說的話，他也未見有此必要；他只要指 

出這些陳述與他謝此事的言論，毫無衝突之處。爲 

了很明白的理由，以色列代表沒有提到從那個時 

侯以來，以色列造成了吉比亞和题薩事件。已經 

有人指出了提庇里亞湖攻 ®事件是以色列在雨年 

以巧，第四次在理事會上被指貴違反憲章和違反 

停戰協定。

八六 .南斯拉夫代表提到以色列代表陳述中 

所擧的幾點說，他所提決議案的第四段是以列爲 

理事會議糖項目的此次行動中俘獲的軍事俘虞爲 

對象。雙方所看管的其他俘廣則屬於睛參謀長實 

行其改善該地愿情勢的建譲的第五段的範圍。

八七 . 在簡短地討論了優先問題之後，理事 

會以八票對二票，棄權者一，決定優先表決三國 

決議草案。

決 議 ：

理事會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九日的第七一五 

次會譲上 , 一政同意通過了下開決議案（S/3538>:

" 安全理事會

‘‘ 億及其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一九 

四九年八月十一日，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及一九五五年三 

月二十九日各決譲案，

••許及叙利亞與以色列代表各就叙利亞 

控訴以色列正規軍隊於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 

— 日在叙利亞領土內攻盤叙利亞正規軍隊事 

所作之陳瘦，及休戰督察團參謀長之報吿書，

備悉據參謀長報告書稱，以色列此項 

行動係蓄意違反全面停載協定之规定，包括 

有圓非武裝地帶之各條钦；以色列軍:隙於攻 

入叙è j亞時，越過非武裝地帶，

途於不妨害當事雙方之最後權利，耍 

求，及地位之條件下，備悉參謀長報吿書中 

述及叙利亞當局對提庇里亞湖上之以色列活 

動，有所干涉，與以色列及叙利亞間全面停 

載協定之规定不符，

認定此項干涉不能成爲以色列行

助么理由；

‘‘ 二 . 提醒以色列政府，理事會對於遂 

犯全面停戰協定之軍事行動，不論是否用爲 

報復，均會加以謎責，並會請以色列採取有 

效措施，防 Jfc此類行動；

‘‘ 三，謎責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一曰之 

攻擊，認爲係傳然違反其一九四八年七月十 

五曰決議案中之停火條钦，以色列叙利亞間 

全面停戰協定之规定，與以色列在憲章下之 

義務；

‘‘ 四 . 對於以色列政府未能履行義務， 

表示嚴重關切；

" 五 . 促請以色列政府於今後履行義務， 

杏則理事會卽須考盧需採憲章下之何種進一 

步措施，.以維持或恢復和平；

" 六 . 促請當事 II方履行其在全面停戰 

協定第五條下之義務，尊重停戰分界綠及非 

武裝地帶；

" 七 ，請參謀長進行實現其改善提庇里 

亞湖地區情勢之建議，但不得妨害當事雙方 

之權利，要求，及地位，並嘴時就其努力成 

动情形，向理事會具報；

'‘ 八 .促睛當事雙方與參謀長安徘立卽 

交換所有軍事俘廣；

" 九 . 促請當事« 方在此方面及所有其 

他方面，與參謀長合作，竭誠實施全而停戰 

協定之规定，尤須於解釋及實施該協定各條 

欺時，充分利用停戰事宜混合養員會之機  

構 0"

C. 各方遵守全面停戰協定之實職情形 

及安全理事會一年來所通過之決議 

案

一 . 本項目之審議與一九五六年四月四日決議案 

之通過

/ y \ . 美利堅合棄國代表，於一九五六年三 

月二  + 日一面（S/3561)請安全理事會主席早行召 

集理事會會譲，審議下開譲程項目："巴勒斯坦問 

題 ：各方遵守全面停戰協定之货際情形及安全理 

事會一年来所通過之決譲案"。美國代表申言，因 

巴勒斯坦區內事態之發展大足危害國際和平與安 

全之維持 , 美國對此精形，憂 盧 日深。傳來關於停 

載軍事分界線上雨方武裝部隊遂漸加强的清息，



復使美國相信當事雙方也許並不是在遵守着它們 

間停戰協定所載的各項规定。雖經休戰督察團參 

謀長誠懇努力，當事雙方都沒有同意參謀長本人 

所自動提出的，或者根據理事會一九五五年三月 

三十日（S/3379), —九五五年九月八日（S/3435) 
與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九日（S/3538)等各項決議案 

所提出的各項建議。那些決議案，枉然是理事會所 

一政通過的，各理事國自應注意察究當事各方實 

際上遵守至何程庚。

八九 . 第七一七次會議（一九五六年三月二 

十六日），理事會將美國函內所提項目，依原有形 

式，列入理事會幾程。

九0 . 理事會主席，應埃及、以色列、約但、 

黎巴嫩及叙利亞之請求，邀請各該國參加討論，但 

無投票權。

九一 . 那時，理事會當前正待審議的是美國 

代表所提的如下決議草案 (S/3562):
" 安全理事會

" 孩按其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日，一九 

五五年九月八日及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九曰等 

各項決譲案，

" 追億在各該決議案中，理事會曾請休 

載督察團é 謀長及全面停戰協定有關各方， 

負責執行某種特殊步驟，其目的在保證沿停 

載分界線上之緊張形勢得趙和緩，

" 蹇於雖輕參謀長之種種努力，建議之 

步驟迄未執行，事屬嚴重，至感關切，

" 一.越爲在執行停戰協定及遵守上述 

理事會各決議案一事上，’使方間目前情勢如 

繼 存 在 ，大足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 

" 二 . 請秘書長認此爲迫切事項，負貴 

調査四項全面停戰協定與上引理事會決議案 

爲當事各方赞際執行與遵守之情形；

'‘ 三 . 復請秘書長與當事各方洽定辦法， 

凡任何措施，經秘書長與當事各方及參謀長 

討翁後認爲能滅輕沿停載分界線上目下聚張 

形勢者，卽予採用，其中包括下列各點：

" ( a )當事各方，胖軍隊撤離停載分界

族；

" 0>)沿停載分界線及在非武裝區與防 

禦區內，觀察員得完全自由往來；

‘‘ ( 0 成立地方辦法，防止事件之發生， 

並使任何達反停載協定之情形，得立被發覺；

■*四 . 促請全面停戰協定之當事各方， 

在本決議案之實施上，與秘書長合作；

•*五 . 請秘書長自行酌奪，隨時將本決 

議案之實施情形， 向理事會具報，俾理事會 

考盧需採何種進一步之行動時有所協助，但 

此項報吿之提出，從實施本決議案之日起算， 

不得遲於一個月。"

九二 . 美國代表說，直至最近爲 Jfc, 美國政 

府一向認爲從事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努力，已有 

若干進步，並認爲使巴勒斯坦境內休戰狀態不甚 

穩定的大 Ifp分基本問題，正日就解決。不幸這一 

趨勢，最赶已發生逆轉。但是如果由此便斷定聯合 

國在履行它的職責上已吿失敗，却是錯誤的。巴 

勒斯坦境內的臉惡形勢，使聯合國不得不努力去 

找出一個辦法來制止目下這個性質嚴重的趨勢。 

美國政府堅信必須由聯合國來消除緊張的情緒， 

恢復和平的希望。美國認爲第一步聯合國應集中 

力量使以色列和各阿拉伯國家全部遵守各項全面 

停載協定，並且切實遵行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曰， 

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以及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九日 

等決議案。這些決議案是輕一政通過的，倘使其 

中所建議的各項步驟，業經一一實行，那麼目前 

的嚴重精勢，是不會産生的。因此美國政府建議， 

秘書長應親此爲迫切事項，負責親自作一調査,探 

討可能藉以解決有礙和平的各項問題的種稿途徑 

和辨法，並與當事各方和休戰督察團參謀長討論 

如何使上述各決議案立卽生效。參謀長會 *次强 

調這舉決議案中所建譲的某數項措施，具有基本 

重要性，這些措施是値得眞心誠意地給它們一個 

實行的機會的。美國代表特別指出，美國所提決 

譲草案，並非欲使安全理事會在已勒斯坦問題上 

所負全面貴任有所減損。他敢信大家都能認識這 

建議是出於誠意，而以全力支持秘書長。

九三 . 法國代表表示贊成美國決議草案。他 

說安全理事會就巴勒斯坦問題最近所作的各項決 

定，當事各方顯然沒有遵守，而參謀長一直所從 

事洽商以防止事件的發生爲自的的各種措施，也 

顯然無從實行。因此， 由秘書長代表理事會就地 

舉行徹底調査，似屬必要。但法國代表警吿大家 

不要對秘書長這個任務，過抱奢望。無論怎樣能 

幹的人，都不能把巴勒斯坦問題a 速解決。

九四 .澳大利亞代表動於美國之發動召集理 

事會會議並提出決譲草案，極表歡迎。 目前形勢，



不獨會危害和平奥秀全，抑且爲有關各國的經濟 

發展奥中東一帶人民提高生活殺度的努力中當前 

最厳重的障礙。因此，理事會必須採取積極的行 

動。沿停戰分界線及在該線附近一帶的緊張形勢， 

如要使它緩和，大體上耍靠在當地有實際可行的 

辦法。這方面有了進步，成立範圓較廣的協議，便 

較有希望。

九五 .澳大利亞政府贊成把任務委託秘書長 

由他努力促使當事斧方遵守停戰協定的那個建 

議，而且它完全信 Ie秘書長的能力和責任心。澳 

大利亞政府對於勸吿當事各方在決議草案的實施 

上與秘書長合作的那個规定，也視爲異常重要。關 

於盤個巴勒斯坦問題，聯合 s i負有一個延續不斷 

的責任，當隨時準備，遇情勢有需要時，卽根據 

憲章，採行進一步的措施。

九六 . 秘魯代表說，f e 討論決議草養的時候， 

有三個基本要素。卽使在最初的階段中，也須得 

大衆的同意。這三個基本耍素就是：保持停戰狀 

況 , 增加參謀長的權力並使這權力發生充分效力， 

設法利用秘書長直接與事態接觸所得對該間題的 

經驗，主動能力與知識。秘魯代表團認爲倘若理 

事會通過該決譲草案，則對將來聯合國可能採取 

的其他有效措施會增加魔大的道義力量。

九七 .主席以大不列颠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代表的資格發言說，美國所採主動，英國政府極 

表歡迎。過去十二個月中，理事會已一政通過三 

個決議案，支持各項以和緩當事雙方間緊張形勢 

爲目的的實際建議，但沒有下過多大的功夫使這 

些建議生效。這一點使聯合王國政府深感關切。進 

一步的努力是必需的，而理事會請助於秘書長，使 

負實從事這困難的工作，也是歸的。理事會請秘 

# 長接受此項建議的新增工作，甚爲拾當。其理 

由 有 二 ：第一，理事會請聯合國那個永久組織的 

首長來負起這使命，就是要强調理事會對此事的 

重視；第二，因爲秘書長每天都和休戰督察團的 

工作發生接觸，所以他如要採取敏捷有效的行動， 

作成種種辦法，以和緩巴勒斯坦的聚張形勢，較 

任何人都易於爲力。雖則美國決議草案已將某數 

重耍目的特別指明，秘書長無疑的遺可以自行引 

據美國決議草案正文第三段中所予指導，在與有 

獨各方和參謀長討論中，盡力作成任何其他類似 

的實際辦法，以和緩沿停戰分界線上現存的聚張 

形勢。

九八 . 第七一八次會議（三月二十八 0 ) , 美

國代表聲明該代表團所提決議草案沒有隱含其他 

的意義。該決議案的目的，在使秘書長和當事é  
方，得以擧行討論，擬訂大家同意的措施，藉此 

緩和聚張的形勢，實施停戰協定。它唯一的目的 

是防 Jfc戰爭。美國政府不過是想理事會於面臨形 

勢厳重感化的情现下，採取敏捷行動，並從中指 

示秘書長和當事各方可以採行藉以實施停戰協定 

的某些步驟而已。這決議草案的唯一而有限制的 

目的，就是要使停戰部署有效地發揮它的功用。

九九 . 古巴代表說，他將投票贊成美國決議 

草案。該案是防止在Q勒斯坦地區發生戰事的一 

個値得贊許的努力。古巴代表團深信秘書長的明 

斷與才具，必能圓滿完成委付於他的使命。不過， 

要是秘書長獨力進行，則在謀求解決這問題當中， 

有不少嚴重的障礙》因此，所有會員國，尤其是 

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一定耍積極合作，来 

防 Jfc戰银的爆發。

一 0 0 . 比利時代表說，美國決議草案，並 

非想要就已勒斯坦問題的實體作何判斷，祖是請 

秘書長調査該展內目前形勢，特別是有關全面停 

戰協定和理事會最 iE各項決議案的實施和各方遵 

守情形。無可否認的，這樣的調査，現已成爲必 

耍，而負責去調査的，也沒有人能比秘書長更篇 

合格。理事會當前的決議草案，是比利時代表團 

大體上能够接受的。

一 0 — . 埃及代表，爲設法使意義淸楚起見 

說 ：埃及代表團對決議草案正文第三段的解釋是 

秘書長將來與當事各方和參謀長討論後所建議的 

"措施 '’，當係屬於一九四九年二月挨及與以色列 

所歸結的全面停戰協定的體系之內。考量應否實 

施Ê 文第三段分段 (a)、（b )和 (C)的規定的，似乎 

應是秘書長，.因爲這些規定並非對所有的停載協 

定都能適用。唉及代表團認爲正文第三段 0 )所提 

及的非軍事匿和防禦區，指的是全面停戰協定所 

訂明的非軍事區和防禦區。美國決議草案正文第 

五段，也須加以闇明，因爲它提起過理事會在審 

査秘書長的報吿書以後當進而採取何稿行動的問 

題 。埃及代表又親：，從決議草案的案文以及在辯 

論中各代表所作的申述看来，似乎提案人的目的 

是耍在停載協定的體系中，找出一個可以清除沿 

停載分界線上的聚張取況的辦法。

一 0 二 .叙利亞代表表示感激美國採取主動 

向理事會提出一個決譲草案。他舉出數點，請予



M 明，這是他認爲要有良好成績所必不可缺的。他 

說 ，叙利亞政府很想知道派給秘書長的工作，範 

圍如何。關於這方面，他指出調查實行遵守達何程 

度一事，與研究各稿用以解決有礙和平實現的間 

題的方法一事，兩者之簡很有點區別。他也指出， 

正文第二段請秘書長調查全面停戰協定赏施的 

"各方面"，這"各方面"一詞，可能包括有政治、輕 

濟或財政性質的問題在內。

一 O S . 叙利亞代表復陸續提出一速串的間 

題，並强調他之所以提出這些問題，唯一目的，爲 

求其意義的明朗化。叙利亞政府實至歡迎將各方 

遵守停戰協定和理事會一年來所通過的各決譲案 

的程庚作一調査。

- O 0 » 在第七一九次會議（四月三日）約但 

代表親:，約但政府，在困難萬端的情形下，恪守 

全面停戰協定，過去紀錄，無痛可摘，是以約但 

和它的正規軍隊，從未因違臂該協定而受理事會 

的謎責。約但軍隙沿前線各陣地駐守，不獨是爲 

了防禦的自的，也是爲了要執行它在全面停戰協 

定下所負的義務，以及在分界線上維持秩序與紀 

律 。這是一個重耍的事實，在想作任何撤退軍隙 

的提議前，必須先行顧到。危害約但政府的利益 

的，莫過於長期的不安定與無秩序。造成聚張形 

勢，殊非阿拉伯人之益。因此約但政府，贊成任 

何要在停戰協定體系內緩和分界線上聚張形勢的 

努力。它歡迎秘書長前往，並將盡力予以便利，助 

成他的使命。

一 0 五 . 黎巴嫩代表餘，黎巴嫩政府極歡迎 

美國之採取主動請秘書長代表理事會從事調査。 

但美國決議章案彻看似乎可能引起與原意不符的 

解釋。爲此； 黎巴嫩政府贊同唉及和叙利亞的要 

求，請將其意義閣明。他的瞭解是秘書長的任務 

並不趙出停戰協定的範圍以外，而且紙限於適用 

該等協定時在技術方面的需要。其次秘書長所擬 

取的措施，必須關係各方同意才能採行。

- 0 六，主席以美國代表的資格發言親:，他 

深信美國政府向理事會提出目前決譲草案一舉， 

無論是停戰協定的當事各方，或係理事會各理事 

國都沒有動它6^用意有什廣基本上的誤解。他援 

引他本人在理事會前兩次會議中所作陳述来答覆 

叙利亞和埃及兩代表所提出的問題，並就美國政 

府認爲除了規定辦法使各方嚴格遵守停戰協定和 

決譲草案中所提及的各項理事會決議案以外，別

無他法可以防Æ情勢的繼續悪化。更具體的來読， 

美國決議案想求實現的就是秘書長與當事各方和 

參謀長討論後，卽應擬訂各項完全屬於全面停載 

協定和理事會各決議案的體系以內的措施。決議 

案中所述的非軍事區和防禦區，就是那些在停戰 

協定內所業經明定的地區。美國代表又提出更正 

(S/3562/Corr.l),將正文第三段（b )內 "defensive 
areas"兩字的爲首字母，各改爲大寫。美國代表 

解釋說，請秘書長調査的停戰協定遵守情形的"各 

方面"，所指的紙是那些本應在聯合國体戰督察團 

權限以內的事項。至正文第三段 (C)所指的辨法， 

自當爲關係各方奥秘書長間所協議的辦法。秘書 

長自然不能把關係各方在停戰協定下所承擔的義 

務修改，或者把它作廢。決議草案宋段"自行酌 

奪"一句，係指秘書長報吿書之提出時間而言。美 

國代表又說，理事會通過美國代表團的決議草案， 

並不就是政棄了它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責 

任。根據秘書長的報吿和那個時候的形勢，理事 

會就得考盧是杏需要採取進一步的行動而且這行 

動又該是那一種的行動。不過，秉國政府希望在 

停戰協定和有關決譲案的遵守一事上，再無須作 

進一步的行動。

一 0 七 . 南斯拉夫代表說， 中東的目前形勢 

雖無須作驚人的舉措或者採取倉卒的行動，但進 

一步努力，以求和緩聚張的形勢，加强那重妻地 

區內的盤個和平機構，却是必需的。任何這樣的 

行動，都應通過聯合國來施行，因爲多年以來，巴 

'勒斯坦問題都是聯合國的 .責任，而該地的停戰制 

度，也是在聯合國的主持和協助下建立起來的。任 

何這樣的行動，也必要得到關係各方的同意和積 

極合作。該愿內的和平與穩定，要嵩各方自己克 

制其行動正視現實 , 而且決心祖採用和平方法。

一 0 八 . 理事會當前最實事求是的工作，就 

是保龍對停戰協定和有關決譲案的遵守能達更圓 

滿的糖庚，而停載制虔本身，也能举較圓滿的作 

用。南斯拉夫代表認爲執行這任務的人選，沒有 

能比秘書長更爲合式的了。根據以上所說的瞭解 , 
南斯拉夫代表團是贊成決譲草案的。

一 0 九 . 中國代表說，經過美國代表的圓釋， 

決議草案內所载建議於發生作用時將受何種的限 

制一點已輕是很淸楚了。這些建議所關涉的純思 

停戰協定和與實施該等協定有關的理事會各決譲 

案之範圍以內。中國代表團完全贊同這個目的，



將贊成該決議草案。中國代表團得聞埃及、約但 

和黎巴嫩代表在討論中提出保證，說他們所代表 

的政府，將與秘書長全力合作，中國長極表歡迎。

 0 . 第七二 0 次會議（四月三日），以色

列代表說，以色列政府向來主張盡量利用秘書長 

那個職位和秘書長本人，去做調査國際緊張情勢 

的工作。在這方面，秘書長將繼續獲得以色列政 

府的全力合作。以色列代表團認爲爲維護中東的 

安全而從事的工作，應比決議草案中所看到要做 

的工作遺耍多，雖則該草案所載，也很可以作爲 

一個有慣値的買獻。以色列政府主張早日採取措 

施恢復各全面停戰協定的作用，恢復它們的完整。 

在這些全面停戰協定的結構上，已經出了大大的 

破淀，因而危及它們基本上的穩定。以色列政府 

將把由於這些缺陷而査生的某些問題，提睛秘書 

長注意，例 如 ：各簽字瑪府應負毁防止爲了任何 

原因而越過軍事分界線的行爲，這點是否大家都 

完全明瞭；有沒有任何方面，在海面或陸上，仍 

雄績從事理事會所明定係屬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的 

作爲；是不是各方都完全知道在那些和召集會議 

以從事修改或檢討停載協定一問題有關的條文下 

它們必須執行的義務。並且也該問間，讓人進入 

各神重處所和文化，敎育中心狗便利，是杏足够， 

各防禦廣內，有沒有軍隊集中到超過停載協定 

有關條文上所定限額的情形。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

説 ，蘇聯代表圃贊同理事會應不斷細察各方執行 

理事會各項決定的情形的意見，尤以在危害國摩 

和平與安全的維持一類情事易於齋生的那些地區 

爲然。因此，蘇聯代表團並不反對美國決議草案 

所表示的意見，紙耍這暴篇一切關係各方所認爲  

基本上可予接受的。至於請秘書長進行調査各方 

之遵行停戰協定和有關的各现事會決議案達何程 

庚，並搂權秘書長在需耍採取和實施某稿措施以 

緩和沿停載分界線上聚張形勢的時候，卽可就此 

事上設法取得當事各方的同意一節，也是蘇聯代 

表團所認篇適當的。但是，蘇聯代表團贊成凡用 

以地緩巴勒斯坦境內目前繁張情勢的所有措施， 

思有在關係各方同意，並對它們的利益已作適當 

的顧盧的條件下，方可實行。這是要特予强調的， 

因《近有某些西方國家，遂漸有了一個很顔著的 

供向，以防 J t阿拉伯、以色列間的載爭篇藉口，許 

«直接武裝干涉阿拉伯各國的事務，破壊各該國 

的主權。蘇聯代表提起多稀新聞報德，其中載述

那些西方國家所採取，所計割耍在中東自取行動 

的各稿措施。據蘇聯代表團所知，關於西方國家在 

中東可能採収的行動，是沒有人向關係各國徵詢 

過意見的。因此，蘇聯代表團再度申明它的意見， 

就是任何足以影響中東各國利益的行動，其討論， 

其決定，必須有那些國家的參加，並對它們的利 

霖作適當的顧盧。凡影響該地區和平與安全的事 

情，也不應在聯合國以外来取決。

—— 二 . 塵於上述各項考盧，並參考關係各 

方所作的申述，蘇 聯 代 表 團 認 爲 下 述 修 正 （S/ 
3574 ),可對美國決議草案有所改善：

" 一 ，前文第一段，應並提及安全理事 

會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及一九五五年 

三月二十九日兩決議案。

" 二 . H文第一段中，’如繼續存在，大 

足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 ' 改 作 ‘殊使人 

不滿，。

" 修正後第一段如下：

‘' ‘一 . 認爲在執行停載協定及遵守上述 

理事會各決議案一事上，雙方間目前情勢，殊 

使人不满。’
" 三 * 正文第三段中 ‘討論後 ’ 代 以 ‘取 

得協調以後。'

第三段分段（b ) 中删去 ‘與防禦區’數

字。"

~ 三 . 論及這些修改，蘇聯代表指出，在 

決譲草案内揚到防禦展， 可能被人解釋爲把視察 

的職務擴大，因而認爲是干預關係國家的內政。如 

果關保各方認爲可以接受，那麼美國對該決議草 

案所作修正，也可以應付這個情形，就是說，把 

"Defensive A reas"兩字之爲首字母都改作大寫， 

藉以特別表明該詞所適用的地區就是停戰時定所 

明定的那些。他又指出，像正文第一段那樣把雙方 

同的情勢，說得十分確定，實屬爲時過早，最好是 

ï i 事會有了秘書長和參謀長的報吿以後，才表示 

它認爲巴勒斯坦區目下的形勢究思何種性質。經 

過上述的修正，蘇聯代表團將贊成美國的決議草 

案。

一一四 . 聯合王國代表就，如果理事會要把 

中東別的國家的責任和行動也加以討論，可說的 

話就多了。但這樣的辯論黯;^理事會現在想要達 

到的目的，卽緩和以色列與^拉伯各國間沿分界 

線上的聚張形勢，是不會有補签的。



*五 . 主席以美國代表資格發言，否認美 

國在中東從事任何不正當的行動，姑無論這所指 

的是鎮武式的行動抑或是擅行採取的片面行動， 

抑或是兩者兼而有之的行動。

i六 . 伊朗代表贊成美國代表的倡議。巴 

勒斯坦區內，情形日趨悪化，沿分界線發生的事 

件愈來愈多，因此，採取步驟以和緩當地聚張形 

勢一舉，實屬絕對必耍。而且，雖經參謀長最大 

的努力，原有停戰機構，在目前的情形下，已經 

證明無效。但是，如果因此就把這情勢誇大，說 

中東戰爭可能已經迫在眉隨，却也是一種錯誤。這 

將引起糧稿的猜疑，甚屬無謂，而且將使形勢變 

得更加嚴重。伊朗代表團確信各阿拉伯領袖存心 

和平，亦相信以色列政府將不致爲極端分子所左 

右。

一一七 . 根據美國代表的說明，理事會當前 

的佚議草案，是一個有建設性的呼翻，目的爲S  
新努力，謀保瞪各方比以往更能遵守停戰協定的 

規定， àfeft此可將分界線上與非軍事區內發生磨 

擦的原因除掉。沒有人比秘書長具有更良好的資 

格来負起該決議草案所規定的使命。雖然伊朗代 

表團深知欲使巴勒斯坦問題獲得永久解決，困難 

重重，但堅信如果秘書長能够把決義草案所栽述 

的各項措施一一實行，則在謀達永久解決的過程 

中現仍存在的障礙，是可能徘除的。

‘八 .法國代表於提到蘇聯代表所作陳述 

以後說，聯合國會員國有就共同關切的問題彼此 

洽商的權利。這種洽商 , 並未引起聚張的情勢，或 

者使聚張的情勢更加嚴重 ; 其實洽商之所以雷要， 

正是因爲聚張情勢本身的存在。

- •一九 . 主席以美國代表的資格發言說，蘇 

聯代表團所提的各項修正（S/3574) 不獨沒有必 

要，而且似乎很不合宜。第一項修正追溯旣往而 

無建設性。第二項則似是而非，因爲不遵守理事 

會一致通過的決議案，很淸楚的是 "大足"危害和 

卒 C 至於第三項修正，欲得協調，自必先有討静， 

復何待言。

一二 0 . 美國代表又読，美國代表團所提決 

譲草案正文第三段明明白白的表示，要採行和緩 

聚張情勢的槽摊，就廣先得關係各方的同意。"在 

防禦廣內" 歡^;根據它現在載入決議草案的形 

式 ，很淸楚的是指停載協定內所明定的地區。美 

國決議案的目的是很淸楚的，無可置疑。決議章

案斜斷着一個顯然的，現存的危險情形，計割派 

遣秘書長至該地區，以求和緩該地日趨緊張的情 

勢 。決議草案，以其現有的形式，已自足够了，而 

美國政府也相信該地區內各政府是準傭照該形式 

予以接受的。因此，美國政府，以提案人的地位》 

認爲以不接受修正爲宜。

一二一 . 第七二一次會議（四月四日），挨及 

代表對美國代表就決議草案所作蘭明，表示滿意。 

他說理事會各理事國，尤其是聯合王國、南斯拉 

夫、伊朗和蘇聯，已表示他們在秘書長受委任務 

的目的上，大體同意。蘇聯代表會建譲某種修正， 

其中有幾項和埃及先前所提的問題，頗相應合。挨 

及代表重申以前所作承諾，卽謂埃及政府將在參 

謀長與秘書長履行他們的新任務當中，全力和他 

們合作。埃及代表又說，埃及業已接納參謀長在理 

事會通過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以後所作的各 

項建議，並同樣的已接受秘書長請在El Auja — 
地的非軍事區緩和聚張情勢的建議。

一二二 . 叙利亞代表也表示感激美國代表所 

作的說明。他强調説，委給秘書長的任務，並不 

紙是調査，而是要同時設法實施停載協定的規定。 

舉例來說，秘書長可提議各項措施，保證分界線 

不爲武裝部隙所浸犯。第二，秘書長將發現非軍 

事區內已有違約情事。有些違約的情形是經常存 

在，而不是暫時性質的。例如，秘書長將在提庇 

里亞湖發現海軍，這是違反全面停載協定的明文 

规定的。問題主要不在調査違約情形，而在把這些 

情形實瞭消除，並建譲各糧辦法，以求達此目的。 

叙利亞代表又表示他贊同在決議草案正文第一段 

中提及四個停載協定。他說，叙利æ 素來主張停 

載協定雖有四個，但停戰體系本身 *却是不可分 

割的，某部分地區内發生違約情事，實際上就是 

破壊了整個停載體系。同樣的，一個區域內的聚 

張情勢，就變成了停載體系內一切區域的聚張情 

勢。

一二三 . 叙利亞代表論及蘇聯所提各項修正 

就 ，道些修正可改善決議草案的原有案文，並便 

利秘書長的工作。叙利亞對美國在理事會提出決 

譲草案一舉，甚爲感激。因爲這樣就使巴勒斯坦 

問題 151到理事會來，而該問題照理是應思於理事 

會的。

一二四 . 在同一會議，蘇維埃 i t 會主義井和 

國聯邦代表說，美國不能接受蘇聯代表圓所撮各



項修正，他極威遺域。美 國 建 議 將 "Defensive 
A reas"雨字爲首字母改作大寫，這可以滿足蘇聯 

就這一個問題提出修正的目的，所以如果理事會 

其他理事國寧取這一辦法，他也就不堅持他原來 

提出的修正。至■於蘇聯所提在正文第三段中所 

作的修正，蘇聯代表認爲在美國代表加以閩明之 

後，似乎兩者間在實體上並度有什廣分別，所以 

他不明白何以決議草案提案人不能接受該項修 

正，因有 ' ‘獲取協調以後"數字，就可以把那一點 

表現得淸楚多了。同樣的，美國決議草案紙提及某 

些理事會決議案，却沒有包括其他有關的決議案， 

特別是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和一九五五年 

三月二十九日的決譲案。各方對後一決議案的遵 

守情形，也是需耍査明的。

一二五. 蘇聯代表又指出決議草案正文第一 

段未，引用憲章內的詞句，似乎是要說明安全理 

事會對巴勒斯坦地區內的情勢備極重視，且認爲 

該情勢的繼續存在可能危及國際之和平與安全。 

蘇聯代表團不知道理事會有何根據可作這樣的表 

示。理事會遺沒有直接聽到當事各方的申述，也 

沒有得到參謀長的報吿。所以理事會手上遺沒有 

充分的事實可據而作一決定說中東的形勢大足危 

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雜持。因此，理事會祖應聲 

述中東的情形殊使人不滿。在接獲秘書長報告書 

以後，理事會才可斷定該情勢的繼續存在是杏大 

足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然後再進而驚定 

辨法以群應付。現在卽行斷定該情勢的性質，將 

来可能被人利用爲规避安全理事會而另採辦法的 

藉口。蘇聯的修正，使決譲草案內的詞句更淸楚、 

確切，藉此有所改善。同時也使安全理事會對此 

重耍問題的立填更見明確。爲了這些原因，他請 

大家於考盧蘇聯所提修正時，儘可能予以贊同。

一二六，秘魯代表說，秘魯代表團已表示大 

體贊同美國決譲草案，並準備投票贊成。根據該 

決譲草案，秘書長將客觀地研究各項事實，經與 

當事各方討論後，卽盡力和它們洽訂某些猎施（這 

自然也指耍得到當事各方的同意），以和緩巴勒斯 

坦區內的聚張情勢。因此，決議草案是要建議作 

一個客觀的事實調查，一個當事各方同意的解決， 

這是因爲以和解獲致和平，自勝於以外力强人接 

受0

一二七. 秘魯代表論及蘇聯所提各項修正 

譲:，秘魯代表團欣悉蘇聯代，團不堅持其所提關

於圓明防禦區一詞的修正。他希望蘇聯代表團也 

不堅持它所提的另一項修正，這就是要在決譲草 

案的前文中赦入理事會決議案兩項。假如接受這 

項修正，就也該提及很多很多其他的理事會決議 

案。秘，代表又認爲用"殊使人不滿"的說法来播 

述巴勒斯坦地區內的目前情勢，不獨把決議草案 

的詞句弄得含糊，而且使理事會之採取如此重要 

步驟卽派遣秘書長至該地區視察一擧沒有充分的 

理由。秘魯代表團認爲決議草案正文第一段並沒 

有明白援引憲章第七章筋三十九條。它不過描述 

某一情勢，而認其繼續存在，大足危及和平而已。 

這一句話並不限定理事會任何理事國以後必須採 

取行動。

一二八 . 第七二二次會議（四月四日）以色列 

代表說，當事各方中有一方，曾據單方面的見解， 

評定達反停戰協定之責任誰屬。道方論調的結果， 

也許已經使人對於全面停戰協定那個體制的性 

質，發生錯誤的觀念。停戰協定共有四個，不 Jfc 
一個。每一協定都有其個別的約文，個別的簽署 

國，而且個別的根據憲章第一百零二條向聯合國 

登記過。同樣的，分界線也有四條，決議草案提 

到分界線的時候，用的是多數，這是準確的說法。 

以色列代表又說，現有一種見解，認爲任何政府都 

可以過問該政府並非簽署國的一個協定的施行， 

以色歹Ü政府是不能接受的。

一二九 . 聯合王國代表說，聯合王國代表團 

不準備贊成蘇聯所提的各項修正。論及耍在決議 

草案中提及理事會從前就巴勒斯坦問題所作的兩 

個決議案的建議，他說，從目前決纖草案所涉 

整個事項的實際方面和其有限的性質而言，除了 

美國建議中所擧的三國決議案外，似無需提及任 

何其他的決議案。至於就正文第一段提出的修正， 

目前情勢，確思危臉，非紙使人不滿而已。

一三0 . 法國代表也認爲蘇聯各項修正並不 

雷耍。這些修正表示一種不信任的態度，與討論 

藥過中的和諧空氣不合。如果理事會不限制着紙 

k 用那三個最近通過的，烤議案，卽規定經由參謀 

長進行疆商的那三個決議案，那喪它就很可龍要 

囘溯到一九四七年或許比填更早的時候。紙謂情 

勢使人不滿，不足爲須派秘書長前往該地廣満察 

的理由。

一三一，澳大利亞代表認爲蘇聯所提各項修 

正，對於決譲草案現有的措群，並無改進。特別



在一點上，澳大利亞代表和其他的表同意，那 

就是叙述當地情勢，因原有詞句，赞較"殊使人 

不滿" 一語爲可取。他希望蘇聯不堅持其所提的 

修正。

一三二 . 南斯拉夫代表ÿ 成蘇聯對正文第一 

段的修正，因爲這使該段較能符合憲章第六章、尤 

其是第三十四條的精神。這修正和南斯拉夫代表 

團對該地情勢所持的見解大致相合，並且遺有一 

個優點：它可以消除一個可能有的印象，以爲秘 

書長受委的任務遺待執行，而安全理事會已對該 

項情勢預作判斷了。但在另一方面，他認爲有了 

美國代表所作的說明，蘇聯辦提的其他更動，就 

沒有眞正的需耍了。

一三三.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提 

起法國代表團的陳述中，會謂蘇聯的各項修正爲 

出於不必有的猜疑。他引述美國國務部所發新聞 

稿，瞪明美國，聯合王國和法國正在彼此諮商，藉 

以決定當取何種行動來防J t 中東發生戰事。蘇聯 

代表團指出，這三國沒有一國是中東的國家，而它 

們的舉行諮詢，是在安全理事會本身正從事審議 

各項措施以求改進該地區精勢的時候。塵於這種 

情形並盡於上次會議中蘇聯代表團所提出的理 

由，蘇聯代表認爲該代表團所提谷項修正實»需 

耍。

一三四 . 主席以美國代表資格發言説，美國 

代表團希望理事會一政通過決譲草案。美國政府 

看不出爲努力維持和平而與其他國家諮商有何害 

處。美國代表並謂將正文第三段（b )內 "Defensive 
Areas" 二字之爲首字母各改爲大寫，這並不是一 

項修正 , 祖是書寫形式上的一《訂正而已。美國 

代表團爲決議案的原提案人，是以根據議事規則 

第三十二條斯規定的權利，將反對蘇聯請求遂段 

表決的要求，並認爲該決議案自成一整體，必須 

整個的通過，要不然，就獲個的把它否決。

決 定 ：一九五六年四月四日，第七二二次會 

議，蘇聯對前文第一段的修正案，以兩票（古巴、 

秘魯）對一票 (蘇聯 ) 被否決，棄權者八。蘇聯對正 

文第一段的修正案以三真（澳大利亞、古巴1秘普） 

對兩票（蘇聯、南斯拉夫) 被杏決，棄權者六。蘇聯 

對正文第三段的第一部分修正，以兩票（古巴、秘 

魯) 歸一票 (蘇聯 ) 被否決，寨權者八。

美國決譲草案經一致通過。

一三五，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 

明他之所以贊成美國決議草案，是因爲得悉該案

已爲有關各方所接受，也因爲該案提案人已作各 

項閩明，特別是他曾指出決議案內規定的一切措 

施，將在各停戰協定的範圍內執行，並將先得有 

關各方和理事會的同意。

一三六 . 聯合王國代表說，使沿分界線上目 

前的緊張情勢趨於和緩一事，誠屬迫切。聯合王國 

代表團深望秘書長能獲得關係各方的竭誠合作， 

因爲非如此，這一任務是不會成功的。

一三七 . 同一會議中，越書長說，他本人與 

理事會各理事國一樣，對中東各項問題同感深刻 

的關切。在目前情勢下，他毫不猶豫，卽將負起 

理事會因他的職位關係而忖能於他的責任。理事 

會所作要求，其範圍之大小，已經表示得淸楚， 

並且於辯論過程中，有過進一步的闇明。所作要 

求中特別指明付託於秘書長的責任，是完全與秘 

書長職位的性質和應有的義務相符的。這顯然對 

於秘書長在憲章規定下所享的權力，旣沒有減削， 

也沒有增加。至問如就各《可以和緩分界線上聚 

張形勢的方法施行探討，耍實行起來，可能性有 

多大，這件工作査生永久成效的希望又如何，那 

就要看所有關係各方是否願意和秘書長全部合作 

由互相信任發而爲共同的努力了。他敢信他一定 

能獲得這 f t 合作，並且將見凡願該事有良好結果， 

但本身却非這個衝突的當事者的各方面，都能深 

自約束，以全大局。

二 . 秘書長依照安全理事會一九五六年 0 月四日

決議案提出之報吿

一三八 . 安全理事會一九五六年四月四曰決 

議案（S/3575)通過以後，秘書長卽於四月六曰啓 

程赴中東，就該決議案所提出的問題，與各有關 

政府，舉行諮商。一九五六年四月十日至五月三  

0 , 秘書長至有關各國訪察，並在該時期內將關 

於他本人和挨及與以色列當局擧行缺判的来往公 

文 （S/3584,S/3586及 S/3587) , 以及载述他執行 

任務情形的工作進度報告書（S/3594) , 遞送理事 

會。五月九日，他向理事會提送有關其整個任務 

經過的報吿書 (S/3596)。

一三九 . 在五月二日的報吿書（S/3594 )中， 

秘書長解釋說，他認爲除了調査和報吿各方對於 

四個全面停戰協定以及一九五六年四月四日理事 

會決譲案中所提的各項決議的遵守情形並與各方 

洽商如何採取辦法藉以和緩沿停戰分界線上的聚



暖情势以外，他的任務規定也包括他自己進行碰 

商使各方儘可能恢復全部遵守停載協定的狀態。 

他認爲任何要使各方確 1Ï-全部遵守全面停戰協定 

內有關箱序或者赞體的各項條文的措施，如果想 

它多點收權，想它發生持久的效力，就非得所有刚 

係各方重新確認它們在遵行停火辦法上所負的職 

責不可。秘書長報吿，他在中東的期間，爲求獲取 

各方作此稀保證而從事的健商，都得着肯定的結 

果。有了這個基礎，他就和各有關政府研究怎樣 

可能俠復全部遵守全面停戰協定其他各項條文的 

狀態。所有當事各方都有意做到全部遵守的地步。

一四 0 . 秘書長在他五月九日的報吿書中  

(S/3596), 將他出使的結果，參照PR事會一九五 

六年四月四日決議案內所裁有關的任務规定，作 

詳盡的叙述。他在一般觀察中說， 目前不遵守的 

情事，並不是因爲各政府方面不願意履行它們的 

義務。在那動撮不安的局面中所見到普遍不遵守 

的情形，是須以政治上和货際上的事態來解# 的。 

那些分界線，在很多地方是沒有歷史上的關係或 

者人口和私有財產的分佑情形來做根據的，而又 

耍在一個政治形勢極庚緊張的情巧下，遵守這些 

分界線所規定的限制。事件的發生日绩，就造成 

了一速串的行動和反應。秘書長又認爲停戰協定 

所定義務範圍之含糊不明，也是不幸的演變的原 

因之一。這種含糊不明的情形，必須盡量怯除。如 

果有人總是把停戰協定，包括停火條狀在內，當 

作是一個整體，那就可以解釋他何以覺得遇有違 

反協定內停火條款以外任何條款的時候，就可認 

爲有充分理由違宵停火條款而採収行動了。但是， 

停戰協定裏立論的整個系統，却表明違犯其他條 

款，並不是作爲違犯停火條敦的根據。停火條敦 

的遵守，祝能以對方同樣遵守爲條件。停火是在 

協定中與其他條就分離獨立的一項规定。因此，秘 

書長向有關各政府耍求保譜一一他業已得到每一 

政府給他這項保證一一擔允紙要對方也遵守停火 

條敦，它們就無條件遵守在該條下所負的義務，紙 

保留着它們在憲章第五十一條規定下所有的自衞 

權。

一四一 . 秘書長復稱有關各方旣經同意認定 

目前努力的目標爲對全體停戰協定一般地、充分 

地遵守，又接受了停火條钦在各停戰協定體系內 

規定的獨立的義務，就立下了一個基礎， 可進而 

研究如何均衡恢復全部货施其他條欧的辦法，並 

研究如何可藉此方法 , 保障今後遵守狀態之不變。

一四二 . 在他就問題所作的一般觀察中，秘 

書長也提到另外南個有一般重要性的問題。第一 

是■ 於沐載督察團和它的職務的問題。現在有一 

個傾向，把聯合國觀察員載當作是公正的調査員， 

紙於遇有向俘載事宜混合委員會提出控訴的時 

候，樓就事赞施行調査。這就嚴使休載督察圓純 

然錄屬於各停載事宜混合委員會之下，而把理事 

會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決議案（S/1367)所规定 

它應與各有關當局合作防止事件發生藉以保障停 

火條欧得受遵守的那個職務，加以跟制，或竟取 

清了。經與一切有關政府研究以後，它們表示根 

據各停戰協定以及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理事會 

決議案；它們願意R 情考盧參課長所作關於觀察 

員的工作的各項建議，這工作就是就助各方，俾 

能 ÎÏ行遵守停載協定。這樣，样書長認篇在各停 

戰協定和现事會各項決定之規定下觀察員所應享 

的行動與往来自由，就可得以货現。這棟自由，應 

够給休載督察圃去適當地執行它的職務。M於某 

些特殊情形和某些特殊地區，已和有關政府另訂 

觀察員行動與往来自由的辦法；這些辦法亦救入 

報吿書內。筑二個問題有關一九五六年四月四日 

決議案內所提及的"地方辦法"和"撤退軍隙"雨方 

面 。現已得各關係政府同k , 如 沐 戰 督 察 參 謀  

長認爲何時何地需訂定地方辦法一一包括軍隊的 

隔離辦法在內一一而提出建議時，各該政府當對 

此類建墙，予以同情的考盧。各有關政府並聲明 

它們在原則上不反對下列各棟可能的地方辦法： 

(a )設置有形的障礙物；（b)沿分界線和國際邊界 

上作標誌；（C)地方軍事指揮資間的協定；（d)聯 

合巡邏隙。

一四三 . 秘書長在他的報吿書中題爲‘‘停火 

辦法"一節裏面，申明他所瞭解的各有關政府對於 

珍火的保證，是屬無條件性賀的。他說，一九五 

六年四月十八日唉及和以色列向他通知它們已發 

出關於停火一事的嚴令，就是因爲它們曾提出這 

項保證的原故。這些命令使沿题薩停載分界線上 

的情勢稍趨和緩。此後，復接到各方關於停火無 

條件接受的書面保譜如下：約但，一九五六年四 

月二十六日；黎巴嫩，一九五六年五月一日；叙 

利亞，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秘書長又接獲以色 

列於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六0 及五月三日來函， 

就其與約但、黎巴嫩及欽利亞等各國間分別訂立 

的停戰協定，提供必雷的保礎。



一圓四，秘» 長指出，他所漠得的保瞪，都 

是在憲章的一般體系範圉內提出的，其中除受関 

於自衛的保留的跟制外，純思無條件性質；因此 

他申言，凡管提供此項保證的當事方，遇有歸方 

不遵守其在憲章或停戰協定下當守的義務時，貝！I 
該當事方所保留的自衛權的行使，紙有在這項不 

邀守情事，確已査明篇可據以行使憲章第五十一 

條所承認的自衛權的理由時方可。紙有安全理事 

會雄能作這樣的决定。這廣一來， 自衡保留權和 

它在遵守憲章、遵守停載協定其他各條钦或者遵 

守理事會各有關決定等方面上會査生若何意義， 

都純思安全理事會的管轄範圍，由它按業已成立 

的規則以爲處理。自糖權的保留在一個具體的情 

形內有何意義 , 紙有安全理事會能够決定。並且， 

對自衛保留的瞭解， 應與停火保瞪本身實質上不 

發生衝突，所以這種保留不容作爲採取報復行動 

的根據，這種行動是安全理事會所厘次謎責的。

一 0 五 . 雖然法定義務已重新規定，但停火 

辦法仍要受一殺形勢的影蜜。在各地人民都普遍 

地懷有可能遭受攻襲的恐懼的時候，如有任何事 

故發生，使某★ 感覺危險逼近，就會成爲對於停 

火狀態的一種威脅，而任何單一事件，無論其背 

景如何，在這個仍屬遠非穩定的情勢當中，也會 

發生同樣的影響。因此各有關政府應儘可能控制 

全部情勢，使事件發生的危臉盡量減少，或者得 

以消除。並且，各政府、一般人民以及世界舆論 

方面，也不要在遺沒有充分根據的時候便歸齋生 

的事件作種種解釋，因而動搖，他人對於停火辦法 

的信仰，或而把黯方的好意抹煞。

一四六 . 關於一般遵守的問題，秘書長報吿 

髓，他已得一切有關政府保證它們決將根據彼此 

共同遵守的原則，全部遵行停戰協定內的一切的 

條钦，但承認停火條钦有獨立性。在埃及和以色 

列兩者間所訂停戰協定的體系內，有極重要的兩 

點，已由該 '兩政府向秘書長特別提供保證。第一 

點包括一切越過分界線的情事，與和越界有關的 

强暴行爲。秘書長，就此點，請當事各方提.出保 

證，採取積極辦法，防 Jfc此I f必須認爲係違反停 

火保證精肿的事件發生。當事各方，已實行提供 

這項保 f t 。約但政府亦已作同樣的保證，表示願 

意執行積極指施，以防止一切越過分界線的情事 

與和越界有關的强暴行動。第二點則涉及雙方經 

常不遵守的情形。這是在所謂 El Auja•地區和各

防禦廣一•樓可以見到的情形，關於該等地廣的地 

位，以色列和埃及間的停載協定第七、第八兩條 

原有規定。

一 0 七 .以全部遵守停載協定爲目的而取的 

各步驟，其在時間上彼此御接的關係，已和各政 

府從事研究， 由此産生的種種問題，亦已和各政 

府加以討論。這問題並不是由任何兩個當事方去 

訂立一種明文協定就可以解決的，因爲這基本上 

是一個先要事態已見有趨向和平方而發展的可能 

於是信心增强乃發而爲遂步調整的單邊行動的問 

題。每一行動是爲對方所採同類的單邊行動所引 

起，也許又可轉而引起對方同頻的單邊行動。一 

旦停火辦法已發生效力，所有各方的立填亦已明 

朗化，就可藉各個步驟互有圓聯的單邊行動，以 

達停戰協定全部實施的目的。

一四八 . 幫•助各方全部導守停戰協定的雅序 

上措施，也是秘書長所考慮的一個題目。在一切 

發生的情形當中，■於各方在停載協定規定下巧 

負義務的解釋與執行上的爭端，從未有一個勝住 

的現行機構負責解決。遺有一個縣點就是從來沒 

有規定程序，來處理停戰協定內屬於一般性質的 

各項條钦所提及的那種衝突，例如好纖個協定中 

的第一條所規定的得享安全的權利與不虞遭受攻 

襲的權利等。秘書長認爲無論所考盧的是何種解 

決辦法，最好是不在艇織上弄出什摩新花樣來，而 

在聯合國的體系範圍内去努力。

一四九 . 論及以色列和埃及間經常不遵守停 

戰協定第七、第八兩條的情形，秘書長報吿稱以 

El Auja爲中心的非軍事廣，以 及 ElQuseima-Abu 
A w eigik—線與非軍事廣之間一帶， 目前有以色 

列和埃及的軍朦，又或聞說它們是在那裏佔領着， 

所以當地的形勢，就是雙方都多少有違反協定第

七、第八雨條的情事，或者可以說由此該可臆斷 

它們有違反這兩條的情事。當秘書長奉派在該地 

執行使命的時候，他管獲得雙方特予保證，表亲 

在完全恢復停戰協定所规定的情狀那個工作的體 

系內，它決將努力造成全部遵守第七、和第八 

兩條的狀態。參謀長業經擬訂一個計劃，這計割 

以恢復遵守該兩條爲目的，雙方對這樣作成的計 

劃沒有提出反對，現已將它载入報# 書中。實施 

該兩條一事，是該優先辦理的，因爲該兩條所擬 

行恢復的情狀，將大爲減輕雙方目前所懷對於遭 

受攻襲的恐懼。



一五 o , 秘書長報吿書下一節所論是地方辦 

法問題。這些辦法是耍遵守停戰協定中各項實體 

規定所必需的，也是實行遵守的一種助力。秘書 

長把參謀長就這方面所作的幾個建譲，大恶叙述。 

這些建譲，大部分已爲有關政府所接受。秘書長 

贊同參謀長的意見，認爲這些建議如果能够全部 

實施，就很足够。主要的在三個地展上，這些建 

議有直接的重要性，那就是题菌區內沿着分界線 

一帯，在 El A u ja的非軍事廣和西面前線上的防 

禦區，以及在提庇里亞湖。

一五一 . 在题薩區，要在分界線兩旁各設六 

個固定的聯合國觀察站的辦法，遺待停載事宜混 

合委員會的正式通過，但.這辦法已爲埃及和以色 

列所接受；這些觀察員的工作，是在全面停戰協 

定所規定的工作以外附加的。聯合國觀察員得經 

由一條預先指定的路線，隨時自由到達各觀察站， 

而休戰督察團亦得於需耍時遣派巡邏隊，在各觀 

察站之間沿分界線巡邏。至於一九五六年四月四 

曰決譲案所提及的爲防 Jfc事件的發生並爲檢發遂 

約情事而作的有關淑薩區地方辦法的各建譲， 目 

前的情形如下： 着雙方將武裝部隊從分界線 

撤退藉免發生凝撥而政開火的情形，或使這種情 

形發生的機會減少的那個建譲已爲埃及接受，不 

具保留，至於以色列方面，據知將避免派遣巡遞 

隙前往該線，除非是爲着保護以色列移殖該地的 

人民的農事活動或者爲防範外方入侵。假如將來 

認爲以色列所採的政策不够徹底的話，秘書長或 

須重新考盧這事項。（b)參謀長曾提出由休戰督察 

團沿分界線設置有形障礙物的一個建議，以色列 

已準備考盧，至於埃及則同意選擇該分界線的數 

段，設置此種障礙物。參謀長目下不擬提具設置 

此種障礙物的詳細建譲。（C)雙方同意由休戰督察 

圓沿分界線設置易於識別的標誌。（d)在經過一個 

相當的寧靜期間以後，參謀長擬提議恢復進行键  

商，擬訂各項辦法，包括成立一個地方軍事指揮 

官的協議在內，藉此維護沿分界線上的安全。（e) 
組織聯合巡邏隊，現似尙菲其時，雙方亦似無接 

受此辦法之意。

一五二。關 於 El A u ja非軍事區及西部前線 

上的防禦區，雙方都沒有反對准許聯合國軍事觀 

察員自由往来以從事核査雙方是杏確行遵守停載 

協定第七條的那些建議，所以在雙方已互取行動 

来造疼實際遵守協定第七、第八兩條的狀態時，就 

應儘速使這些建議發生效力。

一五三 . 在提庇里亞湖東面和東北面一;®地 

區，擬設固定觀察站於湖之東岸和東 ;《：岸，並慨 

備聯合國觀察員，他們得乘坐聯合國專船，自由 

往來於各觀察站之間，或馳赴任何有困難事故發 

生須行干預的地點。叙利亞已接受此稿建議，推 

以色列則否，因它認爲在提庇里亞湖有此一船，復 

在以色列境内設一觀察站，都屬無雷，抑且以色 

列對於盤個提庇里亞湖和該湖以北及以東的領土 

所認爲當然擁有的權利，對因此而受侵削。但秘 

書長聲述他認爲這些建議仍有保留的必要。

一五四，參謀長復建議請早日俠復進行洽訂 

一個約但與埃及間的地方指揮官協定，其效力所 

及，包括它們兩者間分界線的全部。現在 I I方都 

已表斤準備同意訂立一項條欧， 申明如任何一方 

有此意願，則於雙方地方指揮官和區域指揮官會 

商時，應有聯合國觀察員一人與會。

一五五 . 除 了 就 El Auja、 题薩和提庇里亞 

湖等地洽訂特殊協定以外，埃及，約但、叙利亞 

和黎巴嫩爲賞際表示其承認參誌長和軍事觀察員 

的地位與職務起見，也提供保證，允隨時承認在 

各有關地區內軍事觀察員自由往来的原則。以色 

列的立填是這樣：它將繼績把給予一切住居於以 

色列或來訪以色列的人所享在以色列境內的往來 

自由權，同樣的給予聯合國觀察員，同時因觀察 

員須在某幾個觀察站服務又因在躯薩區有巡邏隊 

的措施，所以他們也並得享有在辦理此等事務上 

所需的往來自由。

一五六 . 秘書長在他的報吿書中提請注意他 

在執行奉滅使命時面臨的兩個特殊問題。以色巧 

提出安全理事會前會於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決譲 

案中（S/2322) 加以處理的埃及干涉以色列船隻行

蘇舞 士運河及在 T ir a n 海峡施行干涉的問題。 

秘書長對此事的態庚是：理事會會作裁定的蘇舞 

士運河問題，就他現有使命所授權力的意義上来 

說，並非一個和遵守停戰協定有關的間題。因此 

他度有和埃及討論這問題，也沒有將以色列所提 

認該項封傲爲對停戰協定第一條經常不遵守的一 

例的部些法律理由，作價値上的評定。不過，秘 

書長認爲如若把目光放宽，桓出當前的各問題，那 

喪就應參照理事會於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決議案 

所得結論，卽認;^該項封鎖行爲係與停戰辦法不 

合 ，因該辦法終 Jh了埃及在其中取得交戰國權  

利的情狀，而將以色列所提的問題加以考盧。據秘



書長對於一九五六年四月四日決議案所有的瞭 

解，這也是理事會的原意。

一五七 . 另外一個問題，是約但、 漠巴嫩和 

叙利亞提請秘書長注意的，那就是以色列欲將約 

但河水他引的計劃。關於這問題，秘書長的認識是 

在他所受的權力規定下，他的正式立墙應是請各 

方遵守安全理事會就這事項所作的或者是根據叙 

利亞和以色列間所訂停戰協定所作的各項決定， 

並强調如遏有各方對一個理事會決議案的解釋意 

見不一的時候，紙有理事會後能够解釋其本身所 

作的決譲案的意義。除了有關法律的考盧而外，秘 

書長認爲大家所懼怕的爲了約但河水他引的工作 

恢復進行而產生的緊張情形，必須使其不政危害 

停火措施，但他也同樣深切的覺着，參加現在這 

一努力的當事各方的責任，是要避免任何足以造 

成更加緊張的情勢的行動。

一五八 . 在結束他的報吿的時候，秘書長說， 

他已集中全部注意力在他所辦的那項有限制性的 

工作上一一這種限制，是他的任務规定所要求的 

一一這工作就是要重新確立一個停火狀態，然後 

以停火的實現爲基礎，再重新瞎立各方全部遵守 

停戰協定的狀態。因此，他就把那些深切影響中 

東形勢的基本問題，暫欄一旁。據他的意見一一這 

意見已在他於當地所從事輯討論中得到證實一一 

重新確立全部遵守停戰協定的狀態，乃係一個必 

須先經過的階段，然後才能就他所認爲他的任務 

規定以外的那些主要問題上，求得進步。

一五九，秘書長旣已在執行他的使命當中， 

盡過一番努力，今後工作的主動，就在要看那些 

爲停戰協定當事者的各國政府了。秘書長知道各 

方求致和平的志颜甚爲普遍，這志願應該加以培 

植、加以鼓勵，但這並不是要從外方把目的在解決 

當地人民所共認爲異常重要的問題的各種辦法， 

强制施行，而是要經由合作，以便利有關政府各取 

單邊行動，以增强信心，表示希求和平的意願。至 

於一切的努力和這些努力所産生的效果將會有怎 

様的價値，那就第一要靠直接有關各政府的善意 

和它們所取的行動，其次就要看其他的政府以及 

以聯合國爲代表的那個世界社會怎樣對它們給予 

支持。秘書長表示他深信現在也許可能發動起一 

串連鎮式的反應，從此情勢可以繼攀，不斷的改準， 

所以他的 '結 論 是 ：最後的解決，也許遺在遙遠的 

將來，但發生於這個地區內使人困惱的種種問題，

卽使祖能得部分的解決，也將是對當地人民的福 

利和世界和平的一種買敷。

三 .安全理事會審譲秘書長報吿書

一六 0 . 安全理事會於第七二三次會議（一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開始審議秘書長報吿 

書 (S/3396)。唉及、約但、 ■̂参巴嫩、叙利亞及以 

色列代表應邀參加討論。聯合王國代表曾於五月 

二十五日分發決譲草案（S/3600)—件，此次提出 

下列訂正決譲草案（S/3600/Rev.l) , 內載前文第 

一段、第二段及正文第二段的新擬辭句如下：

*■安全理事會，

" 覆按其一九五六年四月四日決議案 

(S/3575)及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決議案，

" 業已收悉秘書長關於其最近代表安全 

理事會所負使命之報吿書 (S/3596),

‘‘備悉該報吿書內敎及停戰協定維約各 

方一致向秘書長作無條件遵守停火之保證各 

節（第卷節及附件查至肆），

‘‘並悉採行安全理事會一九五六年四月 

四日決議案正文第三段所述各項特定辦法一 

事已有進展，

‘‘惟査全面停戰協定及理事會一九五五 

年三月三十日、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及一九 

五六年一釋十九日決議案尙未充分遵行，並 

査理事會一九五六年四月 j 四日決議案正文第 

三段所規定各項辦法旣未經完全商定，亦未 

充分付鎭實施，

深知必須造成適當環境，使當事各方 

之爭端得在彼此均:，可接受之基礎上達成和平 

解決，

" 認爲如在目前進而將秘書長所負使命 

之收稽加以輩固並策使停戰協定蹄約各方充 

分實施此等協定，當可有助於造成此種環境，

" 一 . 讚揚秘書長及當事各方所促成之 

進展；

" 二 .宣吿停戰協定綺約各方應迅速施 

行寒已與秘書長商定之辦法，且應依照一九 

五六年四月四日決譲案規定，與秘書長及聯 

合國休戰督察團參謀長合作實施彼等進一步 

提出之實際提譲，俾該決譲案得以充分實施， 

停載德定獲得充分遵守 Î



" 三 .宣告聯合國觀察員在停載界線一 

普、解除武裝區域及停戰協定所規定防守展 

域內所有各地來往行勘之充分自由須予尊 

重，藉使彼等能履行職務；

四 . 贊同秘書長之意見，卽恢復停戰 

協定之充分遵守，货爲一必經階段，然後當 

事各方間主要审端之解決始能有所進展；

" 五 . 請參謀長繼續依照理事會… 九四 

九年八月十一日決議案規定對停火事宜加以 

督察，遇有停戰協定婦約一方所採任何行動 

嚴重達反該協定或停火令之情事，於其認爲 

須由安全理事會立卽審議時，向理事會具報： 

" 六 .促請停戰協定婦約各方採取必要 

步驟實施本決議案之规定，藉以播加信心並 

具體表現其求建立和平狀3 1之意願；

" 七 .請秘書長繼續在當事各方間從中 

餘旋，放於適當時機向安全理事會具報。"

一六一 . 秘書長在作叙步陳速時稱讚關係各 

方在他擔任使命期間所表現的合作。他很據在中 

東的輕驗，已在他的報吿書結論中 f ê 出，以當地 

的現狀而論，旣往接速發生的事仲 *̂]"能吿一段落。 

他深信所有各方均願設法探索其在目前能作何片 

面的買敷，以鬪恢復安譜與秩序。

一六二 . 聯合王國代表提及秘書長所負使命 

的主要目標原在於緩和停戰界線一帶的緊張局 

勢，至合秘書長及當事各方已能議定赞現道項目 

標的實際辦法蓝將其中數項辨法付諸赞施，在這 

兩方商有所進展，令人欣慰。此外，秘書長遺能 

使當事各方堅決重申停火之意，而且除了幾起輕 

微的事件外，各方也都充分信守它們的保證。這 

種進展成績使情勢化臉爲夷，氣氛隨之改善。聯 

合王國代表團認爲，秘書長的人格、他的崇高職 

位所有的威望、以及他與中東倾軸們彼此所能建 

立的寶貴的關係，都無疑地大有助於遂到這種改 

善的地涉。现 事 會 職 所 在 ，必須繼績不斷積極 

努力以求進一步的普遍改善。 tit一，當事各方應 

協同秘書長及休戰督察闇參謀長議定進一炎的焚 

瞭辨法，以改善停戰界線一帶的情勢。但當前需 

要尙不 Jfc此 而 已 ：理事會現在應以求得當事各方 

充分遵守停戰協定爲目標。聯合王國代表團贊同 

秘書長的意見，也認爲充分遵守停戰協定係一必 

經階段，然後當事各方間主耍爭端的解決綠有進 

展的可能。不過，理事會不應當就此忽視了以色

列奥其阿拉伯媒邦間糾紛求得彼此均可接荣的解 

決辦法之需要。聯合王國代表W因此举爲理事會 

曾先應該利用耗書長與當事各方間圓滿的聯策来 

聚固已有的成就，並因勢利雄以缀廣正和平的局 

面 （推现事會應限於推動其事，而不應强迫關係 

各方遵辦。理事會且應盡力促使紫已議定的货際 

辦法付議赏施，渡使更多的這類辦法一一譲定實 

施。

一六三 . 聯合工國代表湖蹇於上述各節，越 

爲理事會所能採取的最有碑益的步  •驟厥爲待先請 

秘書長本着這 些 目 備供當事各方商沧。聯合王 

國代表闻決議草案枉非提議新的使命或新的任 

務，亦非提議秘書長立 ap返中東一行或採取任何 

特定行動。所提議者紙是现事會應請秘書長繼績 

在當事各方間從中幹旋，以SÎ助宾們遂漸進而速 

到充分施理事會四月四日決議 ë 及充分 ÎS守停 

載協定的地步。

一六四 . 法蘭西代表說，巴勒斯坦情勢現已 

改善，這要歸功於當事各方的善意與秘書長的無 

斯 盡 的 耐 心 及 念 。秘書長 的 大 成 就 在 於 他 盡  

於聯合國爲維護中束和 -'I 所 雄 立 的 千 之 久 的 W
趨於崩?rî, 了解到這個也勢的極度危險。秘書長 

使關係各n 明險他所成覺到的正當的変懼，並且 

博得它們同意JtllX中J fc il神情勢。此外，秘書長 

遺依照现事會四月四日決議案的规定，獲得各方 

對邵事會所建述的極大部分辦法凉 ill]上的協議； 

至於其除各項辦法，他似乎也大有成功的把握。法 

國代表闽對P 項進展認爲滿意並擬贊成英聯Ï-:國 

決雄草案。這項草案孔有建設1 ^ : ,其中☆ 叨，繼 

建立持久和小各項來驟之後必須進一來採収其他 

梦驟；秘書長的功績不應有受拟® 之虞。

一六五. 美國代表說，关國代农博1擬贊成聯 

合王國決議草案，因爲這是根據现事资W/3四曰 

決議案及秘書長所負成績迎然的使命而来的合乎 

邏輯之舉。秘書長報吿書證明，充分施行停戰協 

定一事是可能有所進腰的 。 关國已在卵.事會以前 

歷次辯論時說明，它所關心表爲務使聯A 碑的努 

力集中於促成當事各方充分邀守fÿ戰協定並求理 

事會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日、一九五五体九月八 

日及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九日決講案之徹底Ï1：施。 

聯合王國決議草案的基本目標在强調理事會的意 

願，卽凡已歸钻的協定應迅予 ï f 施，理事會歴次 

決譲案所主張的其餘辦法亦應速卽採取。是以，理



事會的任務在於擎固秘書長的收養，並防 Jfc本年 

早期的情勢重演。因此，靖秘書長本此目的與當 

事各方妻績合作努力，似爲合宜明智之舉。

一六六，比利時代表稱，秘書長報告書指出 

一個要點，就是說不遵守停戰協定的原因並不在 

關係各方不願遵守，而主耍在於這些協定所規定 

的義務含糊不明。談判人員因而竭力要糾正這種 

含糊之處，特別是確切說明‘‘契約一方以他方不 

履行爲詞而解除契約"的原則如何方可適用於當 

地情勢。秘書長已建議若于實際辦法，藉此當可 

防 Jfc停載界線上意外事件的重演，而關係各方亦 

已表承對這些辦法在原則上槪無異議。比利時代 

表髓，前途如何有待這些政府決定。聯合王國決 

議草案以明智的方式規定由秘書長繼績在關係各 

方閩從中幹旋；比利時代表團相信當事各方是要 

银量利用秘書長的幣助的。

一六七 . 澳大利亞代表說，澳大利亞代表團 

特別重跋秘書長自當事各方所取得的無條件贊助 

停火的保證。由於秘書長的努力及當事各方的善 

意，遂有機會可使巴勒斯坦境內戰爭危機大爲减 

少，並可預作準備工作以便按步就班的審査以色 

列與其鄰邦間根深截固的糾紛。澳大利亞代表團 

歡迎聯合王國決幾草案，而且贊成其中所載的一 

般原則。澳大利亞代表强調這個地區內經濟發展 

的需要，已往由於巴勒斯坦爭端繼續存在，這方 

面的發展已受PI礙。他說，期望當事各方合作的 

事項不僅限於減少戰爭危機的辦法，而且也在於 

造成適當環境使其人民能分享經濟進展的益處。

一六八 . 伊朗代表稱，由於秘* 長的努力及 

當事各方所表現的善意，停戰界線一帶聚張情勢 

顯見緩和，各方亦已提出停火的保證。這些保證 

業已實現，同時已採取有效辦法以確保停戰協定 

視爲整體而施行。然而，秘書長的積極成就倚須 

由其報吿書所迹的其他辦法加以捕充。關於這一 

點，伊朗代表强調保證聯合國觀察員行動完全自 

由及實施參謀長提議兩事，甚關重要。他並且認 

爲，充分遵守停戰協定必須視爲公平解決巴勒斯 

坦問題的初梦條件，如贸然企圖勉强當事各方接 

受其彼此主要爭點的解決辦法 , 未免不合時宜，有 

礙整個間題的最後解決。

, 一六九 . 伊朗代表根據上述各項考盧，宣吿 

不論任何決議草案如表示理事會嘉許秘書長及當 

事 各 方 所 達 成 的 進 睛 關 係 各 方 賞 施 業 已 議 定

的辦法並實行其他旨在求得停載協定充分遵行的 

實療提議，並請秘書長繼續努力策使停載協定充 

分實施， 助伊解代表團均願贊助。就聯合王國決 

譲草案而言，他贊同其中與他所述各節榻符的幾 

點，不過他也許會在討論後期提出一些譲。

一七 0 . 古巴代表同意秘書長的觀點，就是 

就爲恢復停載協定起見，■係各方務須充分遵守 

這些協定的條钦渡促成彼此間一般政洽關係的改 

善。他希望秘書長赴中東的使命開一新的紀元，從 

此可査生較持久的結果。他積稱古巴代表團在原 

則上贊成聯合王國決譲草案。

一七一 . 秘魯代表說，理事會最近一次審議 

巴勒斯坦廣的危急情勢時，曾有雨種辦法供其挟 

擇 ：一項是重申其管轄權限並採取其依據憲章有 

權採行的一切措施，另一項是派秘書長爲其代表 

前往該區，設法拉橋當事各方。在美國代爽團的 

主動下，理事會選擇了第二條途徑。秘書長所提 : 
出的公正報吿書及有■文件充分證明理事會對他 

的信頼是確當的，此外也表明了關係各方與他合 

作的情形。秘得代表績稱，秘鲁代表團在原則上 

接受聯合王國決議草案，惟在細節方面保留其立 

填。

一七二 . 在第 七 二 四 次 會 議 （一九五六年五 

月三十一日）時，中國代表說秘書長赴中東所負使 

命已使四項停戰協定的效力加强。由於這些協定 

與中東和平前途關係深銀，又塞於該地情勢在三 

月間及四月初大見惡化，所以這是重要的建樹。關 

係各方的合作對此成就亦有貢戯。

一七三 . 中國代表指出秘書長在其報吿書中 

强調一點，卽停戰協定的停火條款自成一體，不 

因其中旁的條款遭違反而滅損效力或受限制。秘 

書長並且說明，不論當事各方對停戰協定作何解 

釋，遵守停火一事畢竟是憲章上的義務。他並未 

强求傅到不可能的事，庶不政因而妨害可德辦到 

的事。

一七四 . 在此情巧下，中國代表團認爲秘書 

長受託所負任務爲期旣未終了， 目前無需新的決 

議案。不過，由於聯合王國決議草案旨在擎固秘 

書長所負使命的收稚， 中國代表團擬予贊成。

一七五 . 主席以南斯拉夫代表資格發言說， 

秘書長報吿書具體表現出應付巴勒斯坦問題的新 

態度，正與理事會審譲及通過K 月0 日決譲案的 

一貫態度相同。秘書長在其報吿書中從獲個巴勒



斯坦問題大處着眼，對停戰局面作可貴的分析， 

並且重新確定了聯合國對當地情勢所負的積極任 

務。他亦强調當事各方本身在賞施停火與停戰協 

定及普遍改善當地情兩方面必須積極擔負的職 

責。秘書長使命吿成的重要原因之一爲關係各方 

與他合作。

一七六，南斯拉夫代表說，秘書長的報吿書 

及其在中東的活動尙有一項重要的特徵，這便是 

兩者俱以深遂的現實主義爲主旨。秘書長並不想 

一下子就把所有事情都做到，而是謹愼將事，遂 

漸進行，因此縫建議由當地各國政府採取一系列 

的"相關的片面行動"以圖進展。是以，停戰制度 

妥善施行的基礎業已奠定。理事會應贊許旣有的 

成就並敦促當事各方採取進一步的步驟，尤以秘 

書長與參謀長所建議者爲然。同時並應請秘書長 

會同當事各方廣續努力，並提供必要的協助。關 

於這一切，理事會方面必須力求保持一致同意，也 

就是理事會內部的意見一政及當事各方的協議。 

已往的進展大部分有賴於這種一政同意。

一七七. 叙利亞代表曾先評論秘書長報吿書 

就 , 秘書長認爲勢非以恢復停戰爲出發點不可。在 

他出任使命時，巴勒斯坦區域情勢聚張，一觸卽 

發。因此，他第一步就集中力量謀求獲得嚴格遵 

守停火的保證；他在這方面所作的努力幸而成功， 

停戰界線一帶聚張情勢顯見緩和。殺利亞政府甚 

爲重觸停火宣言。不過，敍利亞總理已在一九五 

六年五月二日致秘書長函中聲明，停火宣言是根 

據聯合國憲章及理事會歴次決議案而發表的，特 

別是與憲章第二十五條及理事會一九五三年十月 

二十七日關於約但河問題的決譲案規定有聯帶關 

係。由於停火與約但河改道兩事現有的關係，所 

以必須引述這些規定。主要關鍵在於解除武裝區 

域的不可侵犯；將約但河改道就等於把解除武裝 

區域取清。

一七八 . 敍利亞代表繼稱，秘書長柜絕將休 

戰督察團改爲專歸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管轄。觀 

察員在停戰界線一帶解除武裝區域內行動的自由 

並非聽憑挟擇取拾的事。這是以防Æ及a 速査察 

薄約情事爲目標的權力。秘書長報吿♦在這方面 

殺述得很淸楚。秘書長通知理事會說，敍利亞已 

接受了爲執行溺事會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九日決議 

案起見擬在撮庇里亞湖（Lake Tiberias)東岸施行 

的措施，可是他造旣不同意聯合國巡邏艇在提庇

里亞湖行驗，又不同意設立軍事觀察哨，而認篇 

這些措施有損其主權。關於這一點，他指出糖個 

主權問題業已在停戰協定中確赞加以抑制而不成 

立。敍利亞代表講理事會特別注意報告書中述及 

停戰界線往往並非根據歷史或按照人口或私人財 

產分怖狀3Ï而劃定一節。這一點事關巴勒斯坦問 

題所涉的根本爭端，殊港重視。

一七九 . 在第七二五次會議（五月三十一曰） 

時，叙利亞代表評論聯合王國決議草案說，這項 

草案現有案文似不免破壊秘書長的建樹，並有損 

其報吿書的功效擧例言之，前文第三段紙對報 

吿書中述及當事各方遵守停火的保龍一郁分表示 

備悉，殊不知該段應對整個報告書表示備悉，不應 

僅以其中次耍的一部分爲限。秘書長曾詳細論列 

停火的保證問題，包括關於自衞的保留條件，阿 

拉伯各國政府所聲明的一般範圍及停火工作的客 

觀環境等事項在內，可是決議草案對這些事項一 

槪未提。前文第六段述及"在彼此均可接受之基 

礎 上 .解決"一語似乎甚至更有危臉性。聯合國 

業已就遣返難民、耶路撒冷完全國際化、及巴勒 

斯坦的倾土劃分計割，作有決定。以色列反對所 

有這些決定。如 主 張 "彼此均可接受之"解決辨 

法，就必然會使大會與安全理事會已往所通過的 

決議案全部推翻。從此又得重新開始，自一九四七 

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來的成績不得不一筆勾銷。

一八0 . 至於決譲草案的正文，救利亞代表 

說，其中第K 段表示理事會紙限於贊同秘書長關 

於恢復停戰協定的充分遵守一事的單獨一項意 

見。單是挑選一項意見而漠視其他意見未免損毁 

秘書長報吿書整體的均衡。理事會應該專心注意 

的是恢復停載協定所必需的措施，坪並非意見。他 

指出理事會所譲的項目在性質上係有限制。第七 

段所截請秘書長繼續幹旋一節措辭含糊晦鑑。聯 

合王國代表曾謂該段所稱的幹旋並非新的任務或 

使命。被利亞代表塞於這點說明，不明白究竟該 

段指望秘書長傲些什喪。根據理事會四月四日決 

議案的規定，秘書長負有確定的任務；由他繼續 

擔任同樣的任務是可理解的。目下所議項目最勒 

係應美國代表團之請而列入理事會議糖。當時所 

期望者爲秘書長所負使命保隋停戰，而別無其 

他用意。如今妥當之計似爲由理事會通過一項決 

議案，備悉秘書長的報吿書，成謝他所作的努力， 

促請當事各方實行參謀長所提議的措施，並進一



步請秘書長繼績努力執行理事會一九五六年四月 

四日決議案的規定。這類決議案有稗於秘書長所 

促成的情勢，而不致迫得它趨於聚張。

一八一. 以色列代表說，以色列政府前於秘 

書長擔任使命之際，在與他商淡時，會將以色列 

與其鄰邦間關係聚張的原因—— 加以仔細檢討。 

雖然在這規次商誤時，彼此對若干特定問題的見 

解間有出入，而且以色列對秘書長報吿書中某幾 

點亦有所保留，但以色列政府畢竟是以掠解及合 

作想度相見的。秘書長此行最重要的成績是關係 

各方全體提出無條件遵守停火的保賺。以色列政 

府甚爲重視關於停火的保證不附任何條件的性 

質。以色列代表因而不能接受叙利亞代表所稱關 

於利用約但?河水的行動足以影響叙利亞遵守停 

火之義務一節。秘書長已否認停火的義務附有憲 

章第五十一條明文规定以外的任何條件。

一八二. 以色列代表說，停火協定雖»必不 

可少，却不能視爲替代和平的適當辦法。以色列 

代表團因此也認爲應藉驚固秘書長所負使命的收 

稽續求進展，以冀徹底货施停戰協定。不過，欲求 

這類措施成功，當事各方的協議及全面互惠原則 

是不可成缺的條件。在上理過程中，訂立地方協 

定無疑有其適當的功用，à地方協定畢竟係屬次 

要，須受綠約各方關於維持停戰及防止非法逾越 

停戰界線的政治決策所左右。他捕充說，停戰界 

線對於人口或財産問題的關係與當事各方尊重界 

綠完整及避免越界情事之義務毫不相干。界線地 

位在未經雙方同意變更之前是絕對固定的。安全 

理事會現在努力的目標在使停戰協定獲得充分遵 

守，道就是說使當事各方均可享受安全及不虞他 

方軍隙攻《的自由。欲達到充分實施協定的目標， 

就必須將安全理事會斷定爲不符停戰制度的陸地 

或海上交戰行爲予以廢棄；不論在理論上或實際 

上主張交戰狀態，都是不合這項目標的。再者，如 

其尊重停戰協定，就得了解這些協定無非爲趨向 

持久和平的梦驟，從而亦得了解歸約各方商譲最 

後解決辦法以推廣各該協定範圍之義務。

一八三. 以色列代表繼稱，中東局勢仍甚嚴 

重。在若干阿拉伯國家內，公康的討論依然是將毁 

減聯合國會員國之一懸爲國家政策的肯定目標。 

建立正常關係所涉的各項主要問題則均禾積極加 

以應付。在此情況下，以色列代表團認爲理事會 

亟應表示其深知必須造成適當環境，-俾在彼此為

可接受的基礎上達成和平解決。爲達到此目的，以 

色列願在最高負責當局階層與任何或所有鄰邦談 

判任何或所有懸而未決的問題。

一八四. 埃及代表說，埃及政府一秉其合作 

力求緩和及消除停戰界線上聚張情勢的政策，已 

在停戰協定範圍內對秘書長執行其受理事會所託 

任務，予以充分的協助。唉及政府已同意秘書長 

所闇述的觀察員的職司，並且同意參謀長與秘書 

長的提讓，甚至願意進一步審酌其他旨在消除停 

戰界線一帶及解除步装區域內聚張情勢的提議。 

關於挨及政府的停火保證，唉及代表指出唉及政 

府認爲約但河水流改道有使局勢益趨聚银之虞， 

可能對中東情勢發生嚴重的後果。

一八五. 至於聯合王國決議草案，埃及代表 

說埃及代表團爲避免惹起是非爭執起見，寧願該 

草案不超過秘書長報吿書及理事會一九五六年四 

月四日決議案範圍之外。例如前文第六段就桓出 

秘書長報吿書的範圍，而可作幾種大不相同的解 

釋。該段文字雖係摘自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曰 

寒蘇聯合宣言，但此事實並不成其爲將其載入決 

é 草案的充分理由。

一八六. 埃及代表其次指出正文第七段亦有 

待闇明。塵於決議草案提案人的說明，唉及代表 

疑問何以不能將該段照此意旨加以修正，俾將秘 

書長的幹旋工作限於幫助當事各方遂漸求得理事 

會四月四日決議案的充分實施及停戰協定的充分 

遵守。

一八七. 約但代表强調約但政府在提出遵守 

停火的保體之際，曾附加鄭重的保留，卽促請秘 

書長注意以色列一旦恢復約但河改道工程可能引 

起的嚴重後条。約但代表在提及約但總理致秘書 

長面後，重申約但政府的立填，雾謂以色列如在 

這方面採取任何片面行動，則不僅違反理事會一 

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決議案的規定，而且也是 

蔑蔵秘書長所表明的唯安全理事會始能解釋其決 

議案之原則。

一八八. 約但代表續稱，秘書長並未桓出理 

事會四月四日決議案明確規定的範圍；正因爲秘 

書長對其使命的特殊性質有此明白的了解，他樓 

有相當可觀的成就，而且避免了不然就可能引起 

的糾葛及猜疑。盡於這項成就，理事會在審議關 

於秘書長報吿書的決議案時應採的正常途徑似爲 

以其四月四0決議案爲限度，而不惹起新的問填



以致影« 恢復停火以来的情勢。據約但代表圓看 

來，骤合王國決譲草案引起了這類新的間超。正 

文第四段提及祐書長所作的幾點結論之一，然而 

單將這一點結論轉裁是並無理由可言的。正文第 

七段同樣也欠明晰。約但代表團認爲不如請秘書 

長雄殺在當事各方間從中努力以求赏施理事會一 

九五六年四月四日決譲案爲妥。第七段現有的辭 

句可能解釋爲主張一種關於當事各方和平解決的 

新理論。同樣的主張也明白表現在決譲草案前文 

第六段內。這項關於在彼此均可接受的基碰上求 

得解決的新理論甚篇不切實際。眞正解決巴勒斯 

坦問題唯有執行聯合國決議案一途可循。約但-代 

表闻睛求删除該段。

一八九 . 黎巴嫩代表稱， 臂巴嫩政府深願鬆 

助秘書長充實他的顯赫功績，並願向他保瞪今後 

雄模合作以謀實施旨在消除停戰界線一帶緊張情 

勞的其他實際辦法。停載界線一帶情勢聚張的主 

耍原因依然在於以色列意圓恢復約但河改道工糖 

葡不顧理事會的明白禁令。情勢緊張的原因及對 

和平最嚴重的威脅尙未消除。秘書長在這方面的 

交涉並無效果。在此情 5L下，阿拉伯國家無可奈 

何，紙得對此問題保留立填，同時則提出停火的 

保證。約但河水流改道並非單嚴一項經濟計劃，其 

目的其實是在破壞敵對：R 力的均勢，並使以色列 

獲得在全面停戰協定禁止之列的載§ •上及政洽上 

利益。水流改道實際上會使難民遭换。以色列就此 

想造成旣成事實 , 這 t f 情形總是對它有利的。

一九 0 . 黎已嫩代表繼稱，秘書長原有的使 

命因形成聚張局勢的主要原因之一依然存在而未 

克完成，如今英聯王國決議草案竟又擬擴大他的 

使命範圍及於新的事項。正文第七段所稱的幹旋 

目的何在未見載明，其涵義似乎是說，凡有待解 

決的問題，不論是政治、經濟或法律問題，秘書 

長必須一一處理。將秘書長所負使命擴大至停戰 

協定範圍之外一事後患可盧，理事會前於通過四 

月0 日決議案時卽已察及。前文第六段也會重新 

引起業經大會在若干決議案中規定解決辦法的一 

些問題。又按該段规定，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可 

逕自會同決定事關他人權利的問題，諾如巴勒斯 

坦難民的前途及耶路撒冷的前途é , 而挟請赞際， 

這些難民的權利及法律地位業經大會一九四八年 

十二月十一日決議案確切規定，耶路撒冷的國際 

地位亦已在大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決議案中

確定。因此，在草案中保存該段並無益處。由於 

該段教勵以色列組模蔑視聯合國決議案跋堅持It 
成事實，它構成一種對和平的威脅。

一九一 . 蘇維埃社會主義^ |^和國聯邦代表 

就，秘寄長已取得當事各方停火的協議，而各方 

亦已向他提出保證表示顯意遵守俘敏協定，這實 

在是重耍的事。現在可以懷着充分的信心肯定的 

說，就要當事务方履行其所承擴的義務，不因桃 

置而率爾捲入軍事行動，那麥中東武裝街突就極 

有避免的可能。爲蒙固國際和平及安全着想，理 

事會必須繼績努力，直至整個巴勒斯坦問題雄政 

持久和平解決而後已。聯合國緩和巴勒斯坦廣域 

聚張情勢的各項措施所以能够成功，顯然是主要 

有組於當事各方合作；因此， 由理事會促請當事 

各方勿採任何違反停載協定及有闕各項聯合國決 

議案的行動，不失爲妥當之計。'聯合國對該區域 

所採的惜施能有多大功效，端視聯合國全體會員 

國，特別是安全现事會现事國，盡心竭力協助聯 

合國達成和平解決的箱庚如何而定。以蘇聯政府 

而言，紙要所採各項措施充分顧及中取國家的意 

願而不干涉其國內事務，它都願意在這方面對聯 

合國予以必要的支持。可惜，在向理事會提出決 

議草案之前，未先就其內容與關係各方及理事會 

中若干现事國嗟商，以致該草案有幾項規定尙須 

顾釋，而且其現有措磁亦非關係各方所能接受。

—九二 . 蘇聯代表繼稱，這項決議草案有幾 

項重要规定爲蘇聯代表圉所贊同，但另有若千規 

定不無疑問。關於正文翦七段，據英聯王國代表 

稱，秘書長從事"幹旋'’的任務規定並不超過理事 

會四月四日決議案所賦予表；該段意義輕此解釋 

後較爲淸楚。旣然如此，蘇聯代表 HI疑問何不就 

在決譲草案中明赚的表示出来。蘇聯代表蹇於聯 

合王國代表閣已訂正其決議草案，將 項 建 議 容  

納在內，對此表示欣慰，並且希望該代表圃能進 

T*步顧及各方所表雄的願望，卽務期對決議•案的 

措辭安加辩酌，使之能爲 , 1 係各方接受並且能够 

博得一致的認可。

一九三 . 在第七二六次會議（一九五六年六 

月一日）時，聯合王國代表就其本國代表HI所提出 

的決譲草案作進一步的購釋。他向理事會理事保 

證，這項草案正文第七段並無跪詐之處。聯合王 

隣代表阐採用"繼續在當事各方間從中幹旋"字樣 

的用意在表明耍請秘書長繼績其爲促進理事會四



月四 B 決議案的充分實施及停載協定的充分遵守 

所已開始作的努力。至於前文第六段，聯合王國 

代表指出它無非是一段引言，其目的在表明將来 

當事各方間的終局解決應係協議而成者，而不應 

爲被迫接受者。該段決無礙及日後解決的性質之 

處。關於正文第三段，聯合王國代表請理事會注 

意該段訂正案文的明確措辭，並且補充說，"所有 

各地"一語本來並無將該段適用範圍擴充至停載 

德定所規定地區以外的意思。

一九四 . 聯合王國代表績稱，聯合王國代表 

圓雜不擬修正或删除前文第六段，却可接受關於 

正文第三段及第七段的建議，將這兩段訂正如 

下 ：

" 三 . 宣告聯合國觀察員在停載界線一

解除武裝區域及停載協定所規定防守廣 

域內来往行動之充分自由須予尊重，藉使彼 

夢能履行職務 ;"
" 七 ，猜秘書長繼糖在當事各方間從中 

幹旋以期理事會四月四日決議案充分實施， 

停載協定獲得充分遵守，並於適當時機向安 

全理事會具報。"

九五 . .伊明代表表示伊朗代表團贊許聯合 

王國代表團在其決議草案中所採納的各項修正 

案 。他並且說伊明代表團認爲阿拉伯國家代表所 

表示的養懼確有理由，理事會在作決定時，務須 

顧及他們的意見。理事會亦應避免在決議案中包 

含易滋爭厳的見解，庶不致助長聚張的局勢，而無 

稗於現在的有利氣氛。因此必須將現有決議草案 

酌加修正，使之能由理事會理事國予以通過雄可 

篇當事各方接受。因游這個緣故，伊朗代表圓盡 

於前文第六段超出理事會應當通過的決議案範圍 

之外，而且可能妨害已往關於巴勒斯坦的聯合國 

決譲案，故擬提議删除該段。

一九六，秘魯代表斜於關係各方一致表達的 

充分遵守停戰協定的意顯，表示欣慰，並稱關於 

自衞的保留條件毫不减損停火保證的效力。據他 

看來，前文第六段不能視爲動大會決議案有所妨 

害，大會決議案是祖有大會本身緣能更改的。

一九七 . 美國代表說，美國代表圓的立填自 

一九五六年四月四日以来迄無變更。聯合王國決 

議草案有一些辭句的旨趣可能被入誤解，以致引 

引起種糧藤盧，他對此引以爲械。美國代表團的 

看法是，現有決譲草案完全符合理事會一九五六

年四月四日決譲案；他敢斷言這也是联合王國代 

表的看法。

一九八 . 理事會在第七二七次會議（一九五 

六年六月一日）時繼鎭討臉這項決議草案。伊腐代 

表提出的修正案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中國及南斯拉夫代表發言支持。他W指出前文第 

六段越出一九五六年四月 0 日決議案的範圍，而 

且用一項彼此不能同意接受的決議案来促進建立 

在彼此均可接受的基雄上的和平解決，亦未免自 

相矛盾。古巴、法蘭西、秘魯及美國代表則始終想 

爲前文第六段的意思並不是説理事會通過了該段 

就會削減大會決議案的權威及效力。聯合王國決 

議草案與理事會 0 月四日決譲案在精神上並無差 

別 。秘得代表遺捕充餘，载在理事會決議案前文 

中的一段話並不能影赛到聯合國另一機關的決議 

案 。不過，他請聯合王國代表考盧伊觸代表的呼 

循，卽爲遷就實際情形起見不妨將那一段删除。

一九九 . 埃及、約但V黎巴嫩及被利亞代à 再 

度堅決表示反黯將決譲草案前文第六段载入。

二 0 0 . 在第七二八次會議（一九五六年七 

月四日）時，聯合王國代表稱，爲求一政同意起見 

並應伊朗代表之請，他接受伊解修正案，將前文 

第六段删除。他聯带將決譲草案前文第七段訂正 

如 下 ：

‘‘認爲目前應進而將秘書長所負使命之

收稽加以蒙固並策使停載協定雜約各方充分

實施此等協定。"

二 0 — .在表決聯合王國決譲草案經訂正及 

修正後的案文之前，伊朗、美國、法蘭西，比利時、 

古巴、蘇維唉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及秘得代表都 

表承擬投票贊成這項草案。伊明代表稱讚聯合王 

國代表本着和k 的精神接受關於前文第六段的伊 

明修正案。- 國代表以不得不將前文第六段删除 

爲城，但希望理事會一政同意的決議能促成當地 

進一梦的合作行動，使巴勒斯坦問題終於獲得和 

平解決。法蘭西代表對删臉前文第六段引以爲憾， 

並强調該段之删專並不就表示杏決以其所载原則 

爲基礎的解決辦法。比利時代表稱，比利時代表 

團確實相信前文第六段並沒有反對保存該段者所 

認定的那種性質。古巴代表要在紀錄中尊明，倘 

若伊朗修正案付諸表決，古巴代表團是不會贊成 

的。蘇維埃紙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對聯合王國 

代表團接受伊朗修正案、將前文第六段删除的和



協作風表示歡迎。秘魯代表稱，雖然秘魯代表團

始終並不認爲前文第六段有礙理事會與大會所核 

可的決議案，但他遺是歡迎聯合王國代表爲求得 

理事會全體一致的決定着想，同意删除該段的解 

決辦法。

決 議 ：

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四日第七二八次會議

時，修正後的聯合王國決議草案輕一致同意

通過 (S/3605)。

二 0 二 . 聯合王國代表說，據聯合王國政府 

看來,删襄前文第六段決不可以解釋爲理事會認 

爲問題應在彼此均可接受的基礎以沫求解決。理 

事會此次決定祖是表示它對這一點不採任何立 

填 。有關的一段並非決議草案必不可少的部分，而 

是附在草案前文上的適當合宜的規定。聯合王國 

代表團所以接受修正案，原因在於他認爲決議案 

之目的旣然是請代表聯合國整體的秘書長繼續爲  

巴勒斯坦間題效勞，故如理事會理事國有所異議 

或不予支持，秘書長的任務就不免受到妨礙，在此 

情形下聯合王國代表認爲他不應該冒這糧危臉。 

他相信所通過的決譲案是進而實現理事會目標的 

一大步驟。

二 0 三 .以色列代表以前文第六段不得不自 

決議草案中删去爲爐。關於決議草案的辯論情形 

令人對中東情勢的看法不如一星期以前之鎭靜。 

以色列人民誠宜洞燭機先， 由此次辯論斷定其本 

國安全受嚴重的威脅。惟以色列代表圓深信無M, 
不論阿拉伯國家代表如何演說，世人良心遺是要 

求以色列與其阿拉伯鄰邦獲致協譲的解決，將擾 

亂中東局面的恐懸及無益的怨恨扶除。

二 0 四 . 以色列政府及人民擁護和平。除武 

力解決不論外，任何解決都必須以當事各方同意 

爲根據，而且這也是符合大會、安全理事會及停 

載協定本身的法律基礎的。

二 0 五，以色列代表捕充說，據以色列政府 

看來，接受伊朗修正案 e 使秘書長繼績擔任使命 

的成功希望減少。理事^愈是拘泥於墨守停載範 

圍而不求取較持久的解決之成見，則幹旋及和解 

工作便愈難在中東桓脫當前危臉緊張的局面而有 

所作爲。

二 0 六 .以色列政府對決譲案所載各節並無 

癒議，但斜其删雾之處則表遺城。

二 0 七 . 敍利亞、雲巴嫩、約但及埃及代表杏 

認以色列代表指控阿拉伯國家對巴勒斯坦問題的 

和平解決漠不關心一節。敍利亞代表指出，三年 

來經理事會四次以建反停戰協定相謎责者是以色 

列。他說以色列已對巴勒斯坦問題的三個根本爭 

點採取了十分確定的立填：（一）難民問題；（二） 

耶路撒冷問題；及 （三）倾土問題。■於所有這些 

問題，以色列都違抗了聯合國機關的命令，並且 

宣吿不遣返難民，不實施大會關於耶路撒冷國瞭 

化的決議案， 不從領土界線上退讓。這一些都不 

是和平政策。

二 0 八 . 黎巴嫩代表稱，呵拉伯务國政府對 

秘書長所負使命已盡量予以協助，可是秘書長却 

得不到以色列的保證、表示其願意傘重理事會關 

於禁止約但河改道計割復工的決議，而這一點正 

是秘書長和平使命的根本任務。黎巴嫩代表續稱， 

以色列廢寨了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簽訂的洛桑譲 

定書，其中就實施聯合國關於解決巴勒斯坦問輯 

的決譲案一事訂有规定。耍與這樣的一方在彼此 

均可接受的基礎上達成協議是很困難的。

二 0 九，約但代表說，約但政府願繼績斷理 

事會四月四日決議案所稱的秘書長使命予以便 

利， â i稱阿拉伯國家所斯求的和平，是以正義爲 

基礎而且顧全到巴勒斯坦原有居民的正當權利的 

和平。

二一 0 . 唉及代表在指出以色列背棄洛桑譲 

定書後，强調阿拉伯國家擁護和平。

二一一 • 秘書長說，理事會的決議使他有機 

會本着擔任工作以來一貫的精神繼績努力。理事 

會的辯論顯著的反映出意見歧異之處。他希望這 

些紛歧的意見不致於妨害聯合國在當事各方合作 

下着手所作的努力。

二一二 . 主席說，理事會所通過的決譲案就 

其目標而言是有限度的。它的主要用意在策使當 

事各方充分履行其於接受停戰摄定時所已承擔的 

義務。安全理事會期望所有當事各方全力支持理 

事會、秘書長及參謀長執行該項決議案。



第 二 編  

理事會審議的其他事項

，|-||‘
第 一 章  

申請國入會問題

A . 審議大會決議案八一七(九)及九一 

八 〔十）及西斑牙的申請書；推薦十 

六個申請國入會

二一三，安全理事會第七0 —次 會 議 （一九 

五五年十二月十日）通過一個議程，內截秘書長遞 

送大會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決議案八一七 

(九）及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八日決議案九一八 (十） 

的來函（S/3324) (S/3467)及西班牙請求加入聯合 

國的申請書（S/3441/Rev.l)。理事會在該次會議 

中接到中國提出的十三件決載草案（S/3468-S/ 
3480),其中分別规定理事會收到並審譲了下列各 

國的入會申請，建譲大會准許義大利、日本、西班 

牙、大韓民國、越南共和國、高棉 1 察國、葡荀牙、 

錫蘭、約但、利比亞、奧地利、及愛爾蘭入會。下 

面是關於義大利申請書的決譲案（S/3468) , 所有 

其他決議草案除國名外都和這個決議案相同：

" 安全理事會，

" 業已接到並已審譲義大利之申請書，

‘‘鼓建議大會准許義大利加入聯合國爲 

會員國。"

二一四，主席 (親西蘭)說理事會此次會議是 

遵照大會正式表示的願望召開， 目的在參酌主張 

聯合國會籍應予儘量推廣的一般舆論，審議不發 

生統一問題的所有十八國申請入會未決各案。他 

着重指出安全理事會應該注意：此次大會通過決 

議案九一八 (十），獲得廣泛贊助，對於打開這個 

遷延已久， 日益嚴重的僵局，實爲一個空前的機 

會。理事會各位理事所負責任之重大毋待多資。

二一五 . 秘鲁代表說大會和安全理事會步調 

一致對於本組織極爲重要。此次大會決議案是多

年努力的結果，代表一項不犧牲原則而獲致妥協 

的政策。此決議案所根據的政治辦法已盡最大可 

能務求违到充分普及會籍之目的。此辦法對於越 

南、朝鮮任何其他於達到統一後申請加入聯合  

國的國家含有准許入會之意。再者，此大會決議案 

嚴格遵守憲章第四條的規定。憲章第四條所要求 

之判斷，必須客觀，必須根據崇高之道義原則，而 

不可根擦某種特殊利益。此乃是國際法院一九四 

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諮詢意見2的眞正意義。他指出 

這種解釋是和普及原則完全一致的。普及是聯合 

國的宗旨，第四條必須依這個意義去解釋。當此 

原子時代，沒有人可以說世界上任何人民，尤其 

是小國人民，是不愛好和平的。

二一六 . 一個符合此項大會決議的表決將是 

一項促成本組織會籍普及與解除國際緊張局勢的 

行動。相反的，一個不符合此項大會決議的表決 

將造成本組織的一個重大危機，打聲本組織的威 

望。

二一七 . 大不列顕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代表 

說安全理事會對於大會在決議案九一八 (十）內所 

表示的堅決意見必須予以最慎重的考盧。根據憲 

章，理事會必須首先審譲入會申請書，然後就這 

座申請書向大會提出建議，故理事會負有重大的 

貴任。根據英國代表的意見，理事會當前第一要 

務是勤大會決議案所稱十八個國家的申請案覓政 

一個有充分法律根據的審譲程序。此外，各代表 

團必須注意：大多數其他理事均贊成聯合國會籍 

愈普及愈好。

2 准許國家加入聯合國（憲章第四條)， 諮詢意 

見 ：國瞭法院着報。一九四八年，英文本第五十 

七頁。



二一À . 英國政府徒不把聯合國視爲志同道 

合國家的組合，而應當徘除政治與社會制度非聯 

合國所贊可的國家。憲章第四條並不禁 Jfc每個會 

員國以宽大的精神来判斷一申請 I國 的 入 會 資 格 ； 

英國代表團的態庚就是力持寬大。理事會各理事 

並應牢記國際法院的意見， ÊP—聯合國會員國不 

得以一申請國的入會作爲同意另一申請國入會的 

條件。同時，此次目的是打破會籍問題上的僵局， 

故理事會各位理事顯然務須設法使所有十八國都 

能入會。他奉命投襄贊成准許所有十八國入會。

二一九 . 他不建議任何具體的程序，但是他 

覺得理事會到達表決階段後如果就開始表決中國 

決議草案，那是錯譲的程序，因爲中國決議草案 

紙建譲准許十八國中的十一國入會，而且他所提 

議對這十一國的表決次序也是武斷的。

二二 0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  

譲：，今年和已往幾年不同， 申請國入會問題僵局 

現 î S 總算有了最後解決的希望。這個情勢是和最 

近國際聚張局勢緩和及國療關係普遍改善直接有 

關。專設政治委員會及大會的討論證明聯合國絕 

大多數會員國均明白表示贊成准許十八國入會， 

安全理事會不可漠視它們的意見。蘇聯會在大會 

内無保留地贊成通過這個■於會籍問題的決議 

案，現在又堅決主張准許所有十八國入會，不得 

有任何例外。安全 ïei事會及各位理事，職貴所在， 

應當响應大會的呼翻，就准許十八國入會問題，通 

過一掘積極的決定。

二二一 . 理事會必須議定一項程序及表決次 

序，保證所有十八國都得入會，並須在安全理é  
會的表決及在大會接着進行的表決內防 Jfc任何偶 

然事件或出乎意外事件之發生。根據過去輕驗，有 

些國家的所謂寨權使此問題不能盤個獲得解決， 

又塵於现事會若于预事國在大會辯論這個問題時 

所採取的立填，所以非有此種保障不可。理事會 

及大會應根據一項事先決定的計割動此問題採取 

彼此同意的行動。

二二二 . 因此，他 提 出 下 列 決 譲 草 案 （S/ 
3 4 8 2 ) :

• • 安全理事會，

•‘蹇於大會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八日關於

淮許申請國加入聯合國間題之決議案九一八

(十)，

" 一 . 鼓決定審議上述大會决議案所稱 

十八國請求加入聯合國之申請書，審議時以 

此項申請書收到日期之先後爲序；理事會應 

注意對每件申請書遂一通過決議，並俟大會 

完成審議理事會對於前一項申請書之建議 

後，始審議下件申請書；

" 二.授權安全理事會主席就上述審議 

申請書之殺序與大會主席獲政協議。"

二二三 . 蘇聯代表然後提出十八個決議草案 

(S/3484-S/3501), 其中分別规定理事會審譲了下 

列各國請求加入聯合國之申請書後，建議准許阿 

爾巴尼亞、蒙古人民共和圃，約但、愛爾蘭、葡萄 

牙、命牙利^ 義大利、奥地利 '•羅馬尼亞、保加利 

亞、芬蘭、錫蘭、尼泊爾、利比亞、高棉、日本、察 

國及西班牙入會。每件決譲草案的措詞都和下列 

關於阿爾巴尼亞的決議草案（S/3484) 样 似 ：

" 安全理事會，

‘‘業已審譲阿爾巴尼亞請求加入聯合國 

之申請書，

" 莎建議大會淮許阿爾巴足亞加八聯合 

國爲會員國。"

二二四 . 中國代表着重指出安全理事會是聯 

合國的主要和獨立機關之一，有其自己的職權及 

其自己的議事规則。他承認安全理事會各理事黯 

大會的意志應予適當的考庫，但是理事會執行職 

務應當嚴格遵守憲章的規定和原則。中國代表團 

杀投票贊成此項大會決議案， i s 將在憲章第四條 

之意義範圍內盡力謀此決譲案的實施。

二二五 . 他提到中國代表團所提出的十三個 

決譲草案，解釋読中國代表團無意將這些決議案 

來限制理事會，並說這些決議案的提出次序並轉 

特殊意義。理事會之慣例向來是表決決譲草案，而 

非將申請書直接付表決。譲事規則中和表決次序 

有關的條文是第三十二條，根據該條規定，提案 

的表決應依提出先後爲序。

二二六，美利堅合棄國代表說美代表圍對 

於入會問題繼績信守下列三個基本原則，那就 

是 ：（一 ) 使所有合格的申請國均入會；（二)判斷 

申請國的資格時遵照憲章的規定；（三)避免在安 

全理事會內使用杏決權來妨碍一正當多數之意 

志。

二二七 . 美國所認爲顯然合格並予支持的國 

家包括六個夢：洲申請國，卽奥地利、芬蘭、愛爾



蘭、義大利、葡萄牙、及西班牙，及萬隆會議向大 

會本屆會推薦推許加入的七個亜非申請B , 卽高 

棉、錫蘭、日本、約但、察國、利比亞、及尼泊爾。 

若非受蘇聯杏決權或否決權的威脅之阻镜，這些 

國家現在早已經是會員國了。另外尙有其他合格 

的申請國。朝鮮政府管經聯合國稱爲唯一由合法 

選舉査生的政府。美國認爲大韓民國不應僅由於 

其一部分領土被人其政府營轄下以不正當武力 

方式奪去就不得加入聯合國。越南共和國是祖因 

蘇聯否決權而不得加入的另一合格申睛國。美國 

不預備贊成阿爾尼西亞、保加利亞、匈牙刹、外蒙 

古、及羅馬尼亞的申請書，因爲這些國家的現政 

府尙非獨立政府，並且因爲這些政府之附庸地位 

構成或起自破壞條約及其他國際協定的行爲。不 

過美國也承認關於這些問題大家可有眞正不同的 

意見，故不擬在理事會內行使否決權來妨碍一正 

當多數之意志。

二二八 . 主席以紐西蘭表資格發言說鼓西  

蘭代表團贊成立劉准許大會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八 

日決議案所稱的十八國入會。紐西蘭代表團認爲 

該決議案內建譲的解決辦法並不違反憲章第四 

條。憲章第四條所规定的標準無法有客觀的證明， 

所以必須依主觀的判斷，制斷時應當如憲章所囑 

咐，力行容恕。所以紐西蘭政府雖對若干申請國 

是芦具有入會資格深表懷疑，但仍決定投票贊成 

淮許所有十八國入會。

二二九 . 理事會必須注意：大會希建理事會 

全體理事達成一項諫解，准許所有十八個申請國 

立到入會；倘使沒有這種琼解，恐怕一個申請國 

都不得入會。所以他認爲理事會一方面必須對每 

個申請國遂一舉行表決，另一方面也必須作一次 

糖表決。這個辦法旣可達到蘇聯提案所欲達到的 

一切目的，且可獲得更普遍的接受。

二三 0 . 因此，絲西蘭和巴西代表團聯合提 

出下列聯合決議草案 (S/3502):

" 安全理事會，

" 査悉大會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八日決議 

素 九 一 八 （十）請安全理事會‘參酌主張聯合 

國會籍應予儘量推廣之一般舆論審議不發生 

統一問題之所有十八國申請入會東決各案'，

" 業已逐一審議下列國家之入會申請 

書 ：阿爾巴民亞、蒙古人民共和國、約但、愛 

爾蘭、葡萄牙，匈牙利、義大利，奧地利、羅

馬尼亞、保加利亞、芬蘭、錫蘭、尼泊爾、利

比亞、高棉、日本、察國、及西班牙，

" 鼓建譲大會准許上列國家入會。"

二三一 . 主席以紐西蘭代表資格答覆美國代 

表的一個問題，餘此項決議草案將遂段付表決,並 

說名單內所列國家將遂一付表決，然後表決該有 

關之段全段，最後表決此決議草案全案。

二三二 . 法蘭西代表說法國代表團擁護會籍 

普及原則，並贊成准許申請國中大多數國家入會。 

法國代表說憲章的規則不應當受犧牲。法國代表 

圓塵於此聯合決議草案尊重憲章的基本原則，故 

將予以贊助。他在檢討各申請國的入會資格時，表 

斤贊成准許義大利、愛爾蘭、葡葡牙、與地利、西 

班牙、高棉、察國、芬蘭、日本、錫蘭、尼泊爾、約 

但、及利比亞入會，並希望最近將來情勢演變結 

果亦可准許越南入會。

二三三 . 在第七 0 二次會譲 (十二月十日）中 

主席答覆蘇聯代表提出的一個問題說倫使理事會 

推寓這十八國入會，他難想像大會除立劉以絕大 

多數同意此種推薦以外會採取其他不同行動。

二三四 . 巴西代表强調理事會行將通過的決 

譲之重要。巴西及紐西蘭聯合決譲草案（S/3502) 
所提議的程序可使理事會尊重憲章的规定，以及 

國際法院的諮詢意見。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案並不 

遂反憲章，同時，理事會遂一審査各申請書時不 

必考盧第四條规定以外的事項。

二三五 . 伊明代表認爲最好的程序是對十八 

個申睛國個別表決其入會問題，然後表決推奠所 

有此十八國入會的一決議草案全案。他贊助此聯 

合決議草案，要求予以優先表決。伊朗代表團將個 

別地投票贊成准許此決議草案內所載十八個國家 

入會。

二三六 . 秘祭代表團亦贊成此項聯合決議草 

案，並將投票贊成予以優先表決。

二三七 . 比利時代表靓:比利時代表團繼續採 

取國際法院一九四八年諮詢意見所支持的立填， 

卽各個申請書應個別的審議和表決。因爲理事會 

當前幾個提案內建議的程序都规定要個別舉行表 

決，故他將贊助理事會决定予以優先表決的任何 

提案。

二三八 . 理事會第七0 三次會議（十二月十 

三 日 ）中蘇維挨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黯優先



問題又作了一番討瑜之後，說他的了解是巴西及

絲西蘭所提出的這個聯合決譲草案構成一個整 

體，一個單一的建議，大會必須從這個意義上去 

加以審議。偷使大會以任何方式修改這個建議，它 

就喪失其作爲一個盤體的意義，應卽錢遺理事會。 

因此他不再堅持理事會應予蘇聯所提議的荐序以 

優先權。

二三九 . 英聯王國代表說英國政府的態度是 

受主張打開僵局的重大舆論的影響。英國一向贊 

助這些申請國中的十二個國家。此中六個國家是 

亞溯國家，其中之一是不列願聯邦會員之一的錫 

蘭 , 而亞洲尙未在本組織内獲得充分的代表權。此 

外，其餘六個是原有的申請國，尙有一個新申請 

國，都是歐洲國家。聯合王國對所有這些申請國 

均予支持。

二四 0 . 聯合王國現在準傭投票贊成蘇聯支 

持下的五個申 i l 國入會，此舉不得解釋爲在任何 

方面含有贊可這些國家過去行動和態庚之意。菜 

國現在嵐意支持這些國家入會，多少乃是信賴它 

們將來加入聯合國之後會遵守根據憲章所担負的 

義務。英國政府對於外蒙古的主權, 以及河爾巴 

尼亞之是否愛好和平，深表懷疑。可是英聯王國 

將本着É 個信念投票贊成淮許這兩國入會。

二四一 . 中國代表認爲斷聯合決譲草案第二 

段內所列十八個申請國遂一舉行表決，乃是使此 

部分符合憲章之規定，表示歡迎。可是這個名單 

內未包括朝鮮及越南的申請，而且將此表內所列 

申請次序作爲表決次序不菅就是向蘇聯的意見屈 

服。蘇聯的立填是如不准許所有十八個申請國都 

入會，便一個都不准入會，這也就是聯合決議草 

案所採取的立填。最後一段似乎欲使"整批交易" 
成爲合法化，然而大家都承認這種辦法違反憲章 

及國際法院的諮詢意見。倘使理事會接受蘇聯代 

表所加於這一段的解釋，那將尤其如此。删去這 

一段可大大改進這個提案。基於這些理由，他不 

能贊成優先表決這個聯合，決議草案。

二四二 • 中國代表又囘到一般簡題上譲:，聯 

合國雖然必賓在會員國間容忍不同的制度和政 

策，可是若要生存，聯合國必須在若干基本問題 

方面有最低限度的共同認識。憲章要求所有會員 

國必須都是愛好和平國家。憲章並規定各國主權 

平等，這句話的意思是髓，一國不得在任何方面 

控制另一 É 。憲章所規定的第三點共同認識乃查

尉人權和基本自由的遵守和尊重。沒有這些最低 

限度的共同認識，本組織就不能自存。

二四三 . 不幸，憲章所根據的天下一家觀念 

自從一九四五年以來漸漸失去力量。事勢所趨一 

方面有符合憲章方向的發凰：許多新國家先後宣 

吿獨立；但在另一方面，也有違反憲章方向的發 

展 ；許多國家如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波 

蘭、捷克斯洛伐克，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匈牙 

利、羅馬尼亞、及蒙古喪失了它們原有的主權和 

獨立。這兩個趨勢的衝突是現世界的中心問題，祐 

有其他問題，比較起來，都變成不重要了。

二四四 . 聯合決議草案提議准許入會的十八 

個國家中，包括 0 個歐洲衛星國，最近管因侵恶 

希腿，受聯合國謎責。至於外蒙古，他指出蒙古 

軍隙曾於一九四七年侵犯中國，深入一百公里。外 

蒙古，和中國及朝鮮共産黨人在朝鮮戰爭中割抗 

聯合國。

二四五 . 雖然大會內絕大多數的代表團都贊 

成"整批交易"，但他懷疑世界人民是杏也贊成這 

糖交易。他認爲世界人民都希望聯合國堅守原則。 

倫使本組織犧牲原則，那不菅是精輔自殺。

二四六 . 他提出一個修正案（S/3506) , 提議 

在聯合決議草案內增列大韓民國及越南共和國兩 

國。

決 議 ：

伊解所提優先表決巴西及細西蘭聯合決

議草案的提案以八襄黯一襄（中國）通過，棄

權者二（比利時、美利堅合康國）。

二 ra七 . 理事會第七 0 四次會譲（十二月十 

三日 ）中主席以親西蘭代表資格醫言說倘使理事 

會接受中國修正案，那是採取與大會要求不符的 

行動，成功希望就黯淡了。所以，細西蘭代表圓 

雖然贊成大韓民國及越南共和國的申請書，但他 

不預備投票贊成中國修正案而將在表決時棄權。

二 H八 .美國代表先說理事會並無義務定須 

執行大會所表決的任何決定，又說他了解這個聯 

合決譲草案的基本目的是规定一個按步就班的表 

決方法 , 及一項按步就班的程序。由於理事會過去 

一向贊成大韓民國及越南共和國的申請書，故中 

國代表完全有權動譲這個修正案。美國和過去一 

樣仍然覺得倫使一個國家的不統一僅因其他國家 

的侵暴行動所致，理事會不應當藉口此種非法的 

割製不准這個國家入會。大韓民國必須永在聯合



國內估一特殊地位，因爲大韓民國在人類歷史上 

是國摩組織第一次採取集體軍事行動暫退侵襄的 

例賊。

四九 .聯合王國代表指出理事會面前仍有 

大會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決議案八一七 

(九），該決議案請理事會繼續審議所有申請入會 

未決各案，其中包括大韓民國及越南共和國的申 

請書。英國政府此次並未採取主動促成這兩個國 

家入會者，乃是因爲根據英國政府的判斷這個行 

動不合現實政治。他將投票贊成這兩個國家的申 

請書。在投票贊成越南共和國的申請書時他講爲  

他並非在任何方面彰響一九五四年日內S 協議辦 

法之實施。

二五 0 . 法蘭西代表也認爲理事會可以表決 

中國修正案，並說他將投真贊成越南共和國及大 

韓民國。

二五一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 

這個在十八國名單內增列兩個申靖國的修正案不 

是一個通常意義的修正案，而完全是一個新提案， 

其目的顯然是要妨礙安全理事會通過決議。這個 

安全理事會議席上非法佔據中國位置的人對於蒙 

古人民共和國所作的誰膀識言，他認爲沒有予以 

答覆的需要。

二五二 . 土耳其代表將投票贊成推許大韓民 

國及越南共和國入會, 並將投票贊成聯合決議草 

案內的全部國家。

二五三，主席說，根據理事會暫行譲事規則 

第三十六條，他將在"業已遂一審譲下列國家之 

入會申猜書"數字之後將中國修正案付表決，表決 

時將個別表決中國修正案內所稱的兩個國家，然 

後遂一表決聯合決譲草案內所裁的十八個國家。

二五四，蘇維埃社會主義與和國聯邦代表認 

爲主席所擬採用的稚序不正確，認爲應將中國修 

正案所載的申請國按收到申睛書的日期先後列入 

名單內，然後依次加以表決。他提議理事會應當 

根據這個次序來表決中國修正案。

決 議 ：

蘇聯提案以八票對一票 (蘇聯）杏決，棄

權者二  (伊朗，土耳其）。

理事會繼而表決巴西及鼓商蘭所提聯合

決議草案（S/3502)及中國修正案（S/3506),
結果如下：

前文第一段以八票對零通過，蹇權者三

(比利時、中國、美利堅合康國）。

前文第二段的最切數字以九塞對奪通 

過，寨權者二（中國、美利堅合衆國）。

中國修正案所稱兩個 闺 家 （大韓民國及 

越南共和國）之是否列入，輕分別表決 , 所得 

结果相同，計贊成者九票、反歸者一票（蘇 

聯）、棄權者一 (紐西蘭）。因投反對票者係理 

事會一常任理事國，故此兩國不獲列入。

阿爾巴尼亞以七專對零通過列入，棄權 

者 0  (比利時、中國、法蘭西、美利堅合来 

國)。

蒙古人民共和國之是否列入，經表決結 

莱 ，計贊成者八襄，反對者一票（中國），棄 

權者二（比利時、美利堅合衆國）。因投反黯 

票者係理事會一常任理事國，故蒙古人民共 

和國不獲列入。

約但、愛爾蘭及葡葡牙之是杏列入，經 

遂一表決，所得結果相同，計贊成者十票，反 

對者一票（蘇聯）。因投反斷票者係理事會一 

常任a 事國，故約但、愛爾蘭，及葡葡牙不 

獲列入。

匈牙利以九票對零通過列入，棄權者二 

(中國、美利堅合棄國）。

義大利及奧地利之是否列入，經遂一表 

決，所得結果相同，計贊成者十票，反對者 

一票（蘇聯）。因投反對票者係理事會一常任 

理事國，故義大利及奧地利不獲列入。

羅 ü 尼亞及保加利亞均以九票動零，通 

過列入，棄權者二（中國、美利堅合衆國）。

芬蘭、錫蘭、尼泊爾、利比亞、高棉、 日 

本及，國之是否列入，經遂一表決，所得結 

系相同，計贊成者十票，反對者一襄（蘇聯）。 

因投反對票者係理事會一常任理事國，故芬

錫蘭、尼泊爾，利比亞、高棉， 日本及察 

不獲列入。

西班牙之是否列入，經表決結果，計贊 

成者九票、反封者一票（蘇聯> 棄權者一（比 

利時）。因投反對票者係理事會一常任理事 

國，故西班牙不獲列入。

前文第二段全段依修正未獲通過，許贊 

成者一票（蘇聯），反對者四票（巴西、 中國、 

秘魯、土耳其），棄權者六票（比利時、法蘭 

西、伊明、絲西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 

國）。



二五五 . 主鹿說他不把末段付表決了，因《 

理事會無可向大會建譲者。

二五六. 理事會第七0 五次會議（十二月十 

四 0 ) 拘蘇雄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的請求 

召開。蘇聯代表就關於申請國入會問題必須用新 

方法来解決。所以，蘇聯現在恥意撤囘對若千國- 
家所投的反對票，改爲贊成准許它們入會，但附 

如下療解及希望：卽日本及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入 

會間題，上次會議旣未通過精極辦法，應延至大 

會下眉會審譲。蘇聯提案係根據一項説解，卽各 

H將在此雨屆會間隔期間，同心努力，採取措施， 

使這兩個國家都能在大會下屆會入會。這個提案 

絕未在任何方面改變蘇聯對准許0 本加入聯合國 

間題採取的積極態庚，而只是就日本的入會問題 

將延至大會下眉會決定，至於其原因大家都已知 

邀。他於是提出下列決議草案(S/3509):

" 安全理事會，

" 塞於大會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八日關於 

申請國入會問題之決議案九一八(十），

" 業已遂一審譲下列國家之入會申請 

書 ：阿爾巴尼亞、約但、愛爾蘭、葡荀牙、匈 

牙利、義大利、奧地利、羅馬尼亜、保加利 

亞、芬蘭 ' 錫蘭、尼泊爾、利比亞、高福、察 

國及西班牙，

" 兹建議大會准許上列國家加入聯合國 

爲會員國。"
二五七 . 美國代表動譲將B本场入蘇聯決譲 

草案的第二段内。

二五八.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 

蘇聯代表團認其決議草案是一整體，故反對美國 

修正案。

二五九 . 聯合王國、巴西、土耳其、秘鲁、法 

蘭西、及中國代表贊成美國修正案。

二六 0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 

他將投票反對美國修正案，此並非説蘇聯代表圓 

已改變関於日本入會問題的態度；蘇聯和從前一 

様贊成准許日本加入。理事會現在卽將採取的行 

動只是說日本的入會將延到大會下屆會決定。

二六一 . 主席親:他擬根據上次會譲採用的糖 

序將蘇聯決議草案（S/3509) 及美國修正案付表 

決。

決幾：
蘇聯決譲阜案（S/3509)前文第一段以八 

真對奪通邁，寨播者三（比利時、中 美 利  

整合染國）。

前文第二段最切敦字以九裏對奪通 » ,  
寨權者二（中 美 利 塾 合 棄 國 ）。

美國所提堆列日本之修正案肝得 «成者 

十票，反料者一  n e 蘇雄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因投反對票者係理事會一常任理事H, 
故美國修正索不雄通 '遏。

阿爾巴尼æ 之 入會資格以八票 » 零通 

過，棄權者三（比利時、中國美利堅合衆H)。

約但、愛爾蘭及葡荀牙之入會資格均獲 

得一敦通遏。

匈牙利之入會資格以九票對零通遏，寨 

權者二（中國、美利堅合劳觸）。

義大利及奥地利之入會資格均獲得一致 

通遏。

嚴馬尼亜及保加利亜之入會資格均以九 

襄對零通遏，寨播者二（中，國、義利堅合棄

國）。

芬蘭、錫蘭、尼泊爾、利化亞、高棉及察 

國之入會資格均獲得一致通過。

西班牙之入會資 .格以十真舞奪通通，寨 

權者一（比利時）。

前文第二段全段以八襄謝奪通過，寨權 

者三（比利時、中國、美利堅合棄國）。

蘇聯決議草案末段以八票斷零通過，寨 

權者与（比利時、中國、美利堅合衆國）。

iüsi聯決議草案全案以八襄對零通通，寒 

權者三（比利時、 中國、美利堅合衆画）。

B.審議關於日本及蒙古人民 

共和國的提案

二六二 . 美國代表指出蘇聯代表會稱應准許 

日本在大會第十一屆會入會, 故提出下列決譲草 

案 (S/3510):
" 安全理事會，

" 鼓建議大會准許日本於大會第十一盾 

常會時加入聯合國。

二六三 . 在第七 0 六次會幾（十二月十五 B) 
中蘇維埃社會主義典和國聯邦表說，大會十二 

月八日決議案已確切宣條大會^成准許十八國入 

會，其中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國及日本在约。此最



後兩國是唯一仍待通過決議的國家。此兩國已在 

安全理事會內得到通過有利決定所必雷的票數， 

思因一非法估有理事會內思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席 

位的人對蒙古人民共和國行使否決權，雄使理事 

會不宽對這兩倘國家的入會問題通過一個有利的 

決議。所以理事會沒有單獨重新審議日本入會間 

題的理由。他已在上次發言內指出：日本和蒙古 

人民共和國的入會問題一一不僅是日本一國的入 

會間題一一是由於理事會未會能够在本屆會內推 

荐它們入會所以雷耍延到大會下屆會審譲。美國 

希望理事會歸日本於大會第十一屆會入會問題預 

先表示意見，那麥理事會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入 ' 
會問題沒有不作同樣表示的理由。所 以 他 提 下  

列決議草案 (S/351Z):

‘‘ 安全理事會，

'‘兹建議大會准許蒙古人民共和國及曰

本於大會第十一屆會時加入聯合國。"

二六四 . 美國代表說他對於所謂美國決議草 

策的目的不是解決申請國入會問題的說法難以了 

解。 日本是一個不醫生統一間題，而且尙非聯合 

國會員國的大國，所以大家對美國決議草案的目 

的必須作與上述相反的看法才對。安全理事會不 

受大會所通過決議案的拘束，而且大會決議案僅 

耍求理事會加以審譲。他不接受將日本及外蒙古 

列於一類。除開這兩個國家在世界上的比較重耍 

性不論外，住何熟悉日本斷世界文明的貢敷者對 

於如此相提並論一定表示震驚。

二六五 . 他提到蘇聯代表在第七0 五次會議 

中所稱蘇聯提案之意爲日本的入會問題要延到大 

會下屆會才能決定一節。美國決議草案卽係基於 

此項言論。他在提出美國決議草案時原來希望這 

個草案會立刻得到蘇聯代表的接受，並希望大家 

會歸這個決議草案表現國際和諧與善意。

二六六 . 蘇維唉艇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着 

重 指 出 ：美國 f ：表所引的言論如果與有關部分一 

併閱談，便可明瞭日本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兩個國 

家的入會問題將要延到大會下屆會才能決定。

二六七 . 土耳其代表顯請蘇聯代表此刻不要 

堅促理事會表決蘇聯提出的關於外蒙古的決譲草 ' 
案 。 日本是唯一由於上次會議表決結果其申請書 

遭担絕的國家。 日本是世界大國之一，加入聯合 

國後可斷和平及友好合作有重耍貢獻。如將外蒙 

古堆入美國提案，必致完全改變美國提案的意義

和範圍，使它成爲一項十分奇怪的"整批交易"。聯 

合國不可不注意日本在國際關係上的地位，也不 

可不注意日本加入本組織之後會給奥本組織的寶

贵貢戯。

二六八 . 主席以組西蘭代表資格發言餘顏西 

蘭代表H將在表決理事會現有這兩個決議草案時 

寨權。紐商蘭之準備在表決美國決議草案時寨權 

並不彰响钮西蘭所持的主張，卽日本是一個資格 

極好的申請國，應立卽准其入會。他認爲根據憲 

章規定理事會不可在其推荐上而附加任何條件； 

基於這個理由，美國決議草案是不合法的。同時， 

這種"延遲行é "式的推赛尙有其他可以反動的實 

摩理由。這些評論同樣適用於蘇聯提案。 西菌 

過去曾投襄贊成准許蒙古人民共和國入會，可是 

並不熟心。紐西蘭現在準備對蘇聯決議草案棄權， 

並非基於紐西蘭對這個申請國的態度，而是因爲 

這個提案是杏合法頗可疑問，恐怕會造成惡劣的 

先例。

二六九 . 中國代表説日本充分具備入會資格 

是大家所公認的。連蘇聯也從未對 0 本的資格辑  

出異議。另一方面，外蒙古則不是一個獨立主權 

國。外蒙古是一個蘇聯殖民地，蘇聯，在一九 0  
七年用以浸暮中國，後來又用以慢雾朝鮮，並用 

以在朝鮮載爭中對抗聯合國。大會各會員國雖然 

持極寬大的態庚來解釋與適用憲章第四條，但紙 

有六個代表團企圖證明外蒙古具傭憲章第K 條所 

要求的資格。如將日本之能杏入會以任何其他國 

家的入會爲條件，那是達反憲章的行爲，是理事 

會所應當慎重避免的。

二七 0 . 巴西代表團對日本未得到理事會两 

推荐表示遺懷。全世界都承認日本可對聯合國作 

重耍的貢默。可是，他認爲理事會當前的兩個決 

譲草案在形式上都不盡適當。偷有人另外提出〜 

草案，他準備投襄贊成准許日本及外蒙古入會。

二七一 . 聯合王國代表將投票贊成美國決議 

草案，並將在表決蘇聯決譲草案關於外蒙古的部 

時寨權。關於此事他指出：目前的情勢和理事 

"é■第七0 四次會譲所面臨的情勢頗有不同。英國 

代表團對外蒙古 6^入會資格從未持十分熟心的態 

度，也從未承認這兩個國家的入會必須連在一起。 

他不願意在現階段說外蒙古應准於大會下届會入 

會。另一方面日本的申請書所遭受的惡運應當趕 

緊設法補救。



二七二 . 秘翁代表說大家原本是根據兩個協 

議，採取折哀辦法：一個協譲是根據對於憲章第 

四條的多少比較寬大的解釋，准許某五個國家入 

會 ；這種解釋是合法的，並且是在當時情勢之下 

所必需的；另一個協議是准許所有顯然具傭憲章 

第 0 條所要求資格的十三個國家入會。這個折衷 

辦法顯然已被破壞了，破壞原因和大會決議案的 

基本宗旨並無關係。維持和平及實施國際合作非 

需要日本不可，所以他對於蘇聯的新態度很不合 

理地徘斥像日本這樣一個重要國家表示深切遺 

懷。他雖贊成淮許外蒙古入會，但他不能同意以 

外蒙古的入會作爲准許日本入會的條件。

二七三 . 至於美國決譲草案是杏合法，秘魯 

代表指出安全理事會和大會不一樣，其執行職務， 

永不間斷。因此，理事會可表示一項意見，此項 

意見除非收同可一直有效至大會第十一屆會。所 

以他贊成美國提案，同時，他惋惜一個關於外蒙 

古的同樣提案不幸沒有通過的希望，否則他也將 

投真予以贊成。

二七四 . 比利時代表建議用下列辦法來解決 

關於美國決譲草案是否合法所引起的困難，就是 

說日本至遲應於大會第十一屆會准許入會。至於 

蘇聯決議草案之目的，顯然是要把日本扣留作爲  

"人質"，以確保外蒙古也能在明年度入會。此稿 

目的顯然違反憲章第四條。僅此一事就已使比利 

時代表團決定不投票贊成蘇聯提案。

二七五 . 美國代表說美國決議草案不過是根 

據他的了解信粗蘇聯代表所說的話，卽曰本因本 

届會未獲准許入會，Ü 准其在第十一屆會入會。這 

裏沒有任何條件問題，當然也絶對沒有任何不合 

法處。 ‘
二七六 . 法蘭西代表重申法國代表團贊成立 

剰准許日本加入。他認爲美國決議草案是一項最 

後努力，此草案在任何方面並無違反憲章規則之 

處。同時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將任何其他申請 

國的入會尤其是將蘇聯提出的申請國之入會作爲  

曰本能芦入會的條件。倘使理事會對蘇聯決議草 

案所稱國家舉行個別表決，他將投票贊成日本入 

會，而對外蒙古寨權。

二七七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 

理事會最初審議十八個國家同時入會問題，後來 

又審議十六個國家的同時入會問題。何以現在不 

可繼績照此方式通過一個決議，建譲同時准許蒙

古人民共和國及日本入會，以幫助下屆大會解決

這個問越。他反對將蘇聯決譲草案分部表決。

二七八 . 秘魯代表指出理事會上次表決並非 

是 "有條件"的，並說理事會雖然同時審議許多申 

請書，但表決還是個別舉行的。理事會顯然並未 

舉行以一國之入會視另一國之能否入會而定之同 

時表決。

二七九 . 伊朗代表說他將投襄贊成美國決議 

草案，並說倫使蘇聯同意理事會將其決議草案分 

部表決，又如蘇聯願意就外蒙古提出另一決議草 

案，他也將投票贊成蘇聯決議草案。他同意秘魯代 

表關於"有條件表決"的解釋。

二八 0 . 美國代表囘答主席的一個問題說他 

認爲比利時代表對美國提案所建議的修正並非必 

耍。他不反對理事會分部表決美國決譲草案。

二八一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 

蘇聯代表團將投裏反對美國提案，但此舉不應被 

解釋爲蘇聯投襄反對准許日本在大會第十一届會 

時入會。蘇聯代表團關於這個問題的能度已表明 

在蘇聯決議草案內。

決 譲 ：

美國決譲草案（S/351Q)除"於大會第十 

一眉會時"數字外的第一部分，經表決結果， 

計贊成者十裏，反對者一票（蘇聯）。因投反 

對票者係理事會一常任理事國，此部分不通 

過。美國決譲草案之其錄部分因第一部分不 

通過未付表決。

蘇聯決譲草案（S/3512)全案时表決，不 

獲通過；計贊成者一票（蘇聯），反對者奪，寨 

權者千票。

二八二 . 聯合王國代表說，英國代表同舞於 

剛才表決的結果深表參盧。爲了希望理事‘能竟 

致大家可共同接受的另一途徑起見，他提出下列 

決議草案 (S/3513):

* '安全理事會，

" 査悉日本充分具備聯合國會員國資  

格，希望日本早日獲淮加入聯合國。"

二八三 . 美國代表對蘇聯濫用否決權PftJfc日 
本獲得推荐表示遺城。他歡迎英聯王國提出的決 

譲草案，認爲是正確方向下 6^—個步驟。

二八四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弗代表提 

到美國代表的言論說許多最複雜的問題都可以建



商方法解決，此爲大家知道的，但美國代表團所 

選用之方法却不能不令入認爲在故意激起另一次 

反對票；此棟手段在當前情勢下，旣不正當，也 

非必要。

二八五 . 在第七 0 八 次 會 議 （十二月二十一 

日） 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提出一個 

修正案（S/3517) , 將蒙古人民共和國及日本並列 

在聯合王國決譲草案 (S/3513)內。

二八六 . 聯合王國代表說蘇聯修正案完全改 

變了英國決議草案的性質並破® 其宗旨。根據蘇 

聯代表所鼓的話，蘇聯代表也認爲理事會所有十 

一個理^ 國都希望推荐日本入會；英國決譲草案 

不過是把這個希望記錄下來而已。因此，除非蘇 

聯代表存心要將外蒙古之入會作爲准許日本入會 

的條件，他甚難了解蘇聯代表怎喪會反對這個提 

案 。可是這種交易不僅是盡嘲弄之能事，亦爲對 

日本之不正義行爲。 日本是亞洲大國之一，而外 

蒙古則是一個甚少人知道，對世界事務無甚重大 

影響，且其獨立和主é 尙足令人深剰懷疑的國家。 

上述舉動不菅耍把此兩國可能提出的貢獻相提並 

論。蘇聯代表在前一次會譲內辯說這兩個國家之 

入會應當速在一起，其理由謂安全理事會和大會 

都會投票贊成准許它們同時入會。可是事實從非 

如此。理事會對各申請國的表決是個別擧行的。現 

在蘇聯代表耍請理事會作一筆牽涉兩個申請國的 

"整批交易"。除了蘇聯代表之外，他不相信理事會 

任何理事國願意參加這種行動。他認爲這種行動 

是很不合法的，很不道德的。

二八七，法蘭西代表也認爲蘇聯修正案是一 

項不可接受的"整批交易"。這兩個國家不能互相 

比較。法國代表 è 於日本在亞洲的文化及經濟地 

位，以及其政治重要性，並因爲日本的現行制度 

證明它充分具備會員國資格，所以希望推荐曰本 

入會。他將贊成英聯王國提出的決議草案，但不 

贊成蘇聯的捕充。

二八八 . 美國代表認爲解決這個問題的理想 

辦法原本是通過美國決譲草案，可惜該決議草案 

已被蘇聯杏決。蘇聯因其否決票已受全世界的不 

利指摘，他相信蘇聯決不能繼續漠視絕大多數人 

類的意志。他將投裏贊成英聯王國決譲草案，但 

將反黯蘇聯修正案，因蘇聯修正案强把大國日本， 

和一個象地理名辭外蒙古連在一起。

二八九 . 比利時代表重申比利時代表團贊成 

准許日本入會。他就他將投惠贊成英聯王國決譲

草案，認爲這是理事會在當前情形下至少可以傲

到的事。比利時代表團當然不贊成在英聯王國決 

譲草案所表示的希望中使日本和另一國家列在一 

起。所以他不能投票贊成蘇聯修正案。

二九 0 , 巴西代表也重申巴西代表團贊成淮 

許曰本入會，相信日本對本組織的工作可盡十分 

有價値的貢獻。巴西向來願意投票贊成外蒙古入 

會，但巴西不願意在每次有一申請書提出時接受 

一次 "整批交易"。

二九一 . 中國代表贊成巴西代表的意見，認 

爲"整批交易"的日子已經過去，世界舆論都謎責 

這種交易。中國向来特別願意日本獲准入會，今 

後將繼續爲此目的而努力。延遲淮許日本入會極 

不公平，應當儘速補救。

二九二 . 秘魯代表提到日本和秘魯間的密切 

關係，他說'秘魯代表團始終投票贊成准許日本入 

會 。聯合王國決譲草案紙不過是推重日本而已。任 

何人都不能加以反對，尤其是蘇聯更不能反對，因 

爲蘇聯從前的提案及其態度都承認日本具備入會 

資格。他將投票贊成聯合王國提案，但不贊成蘇 

聯修正案。

二九三 . 士耳其代表歡迎聯合王國決議草  

案，說該草案把全體接受的一項意思和戚想記錄 

了下來。所以他將投贊成英國草案。他不贊成蘇 

聯修正案，因該修正案把日本和外蒙古等量齊觀。

二九四 . 伊朗代表說他將贊成聯合王國決議 

草案，並說英國草案雖不盡滿人意，但在目前情 

勢下不失爲淮許日本入會過雅上的一個步驟。蘇 

聯代表團的態度令他失望。他將在表決蘇聯修正 

案時棄權，因爲該修正案破壞英聯王國決議草案 

的宗旨。

二九五 . 主席以紐西蘭代表資格發言説日本 

是亞洲和太平洋重要國家之一，早應獲准入會。關 

於曰本的資格理事會和大會都沒有異譲。紐西蘭 

代表團曾準備投票逐一准許十八個申請國入會， 

但這個態庚決不可解釋爲 I I 西蘭同意安全理事會 

一常任理事國在法律上可將一國之同時入會作爲 

准許另一國入會的條件。至於說新申猜國入會問 

題之解決主要視諸大國間能否達成琼解而定，那 

是另一囘事。紐西蘭代表圓已說過倘使諸大國達 

不到感解，它保留其對個別申請國的立编。將來 

大會任何一屆會內這個問題發生時，紐商蘭代表 

團將重新考盧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申請。細西蘭之



廣意投襄赞成該申請國，並不長誰西菌已對該  

申請國的資格完沒有懷疑。因此紐西菌想爲蘇 

勝所提出的"小型整批交易"是不適當的，錯誤的。

二九六. 蘇維挨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不 

能了解英聯王國決譲草案舞於日本所欲表示的願 

望爲甚麥不能推及外蒙古人民共和國。所謂日本 

是一個大國，蒙古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小國，此項 

理由是禁不起批評的，因爲聯合國是一個兼容大 

小國家的組織。理事會大多數理事國於十二月十 

三 0 處Eli淮許十八國入會提案時曾把那個提案作 

教一個à 體看。美國及英聯王國代表企圆推卸日 

本沒有能够在本屆會獲准入會的貴任。可是日本 

之未É 入會乃是由於安全理事會內一個除他自己 

外甚麼都不代表的人在美Î Î的支持下違抗大會及 

安全理事會大多數理事國的意志的結果。公共舆 

論早已了解誰應負胆碍日本入會的責住。

二九七，美國代表說美國代表團不準備投裹 

« 成外蒙古入會，美國原來就沒有支持過它。 日 

本不獲入會的責任顯然應當由投否決票的蘇聯担 

負。

二九八. 中國代表譲:全世界都知道所謂美國 

煽動或指使中國代表圓投襄反對外蒙古入會的就 

法是與事實不符的。

二九九 . 聯合王國代表說一個決議案包括許 

多申請國的事實並不構成"整批交易"，因爲理事 

會各理事國仍是遂一審譲並表決各申請國的。蘇 

聯代表所稱那次情形的實情就是如此。他並指 a  
蘇聯開始投杏決票之後英聯王國及其他代表圓仍 

投真贊成淮許保加利亞及其他共査黨申請國入 

會，豈能說這個態庚符合 ‘‘體批交易"。

決譲：

蘇聯歸聯合王國決譲草案的修正案不獲

通過。該修正案獲得贊成者一票 (蘇聯），棄

權者十。

三 0 0 . 聯合王國代表於是說他認爲進一步 

行動並不能幫助促進理事會及本組織大多數會員 

國所贊成的主張。此次辯論淸楚証明蘇聯雖然自 

稱對准許日本入會採取積極態虔，可是仍堅欲阻 

Jh英聯王國決譲草案獲得通過，强在英國決譲草 

案內增列另一申請國，而這一申請國的資格及其 

購求之迫切性都是不能和日本相提並論的。所以 

他提議理事會展緩審議聯合王國決議草案。

三 0 - . 蘇雄挨》會主義共和國联邦代表要 

聲 明 在 案 ：蘇聯代表圓對關於展緩表決聯合王H 
決譲草案的提案將棄權不投票。

决 議 :

主席說旣然沒有異議，英聯王國所提関

於展緩審譲英國決議草案的提索獲得通遏，

寨播者一 (蘇聯）。

C. 蘇丹的申請

三0 二,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一日蘇丹外交 

部長来面（S/3543) , 提出蘇丹猜求加入聯合國的 

申 請 連 同 一 項 表 示 接 受 憲 章 所 战 義 務 的 « 明。

三 0 三 . 安全理事會第七一六次會議（一灰 

五六年二月六日）通過一項避程,內赦美國代表我 

安全理事會à 席函 (S / 3 5 4 4 ) ,請求理事會審議 i l  
丹 6̂ ，申辦書。理事會又接到法蘭西、聯合王國及 

美國提出的下列決議草案（S/3545):
* •安全理事會，

‘‘業已審議蘇丹之申輯 

" 3$ 建墙大會准許蘇丹加入聯合國爲會

員國 0"

三o r a . 主席以鶴維埃社會主義纯和國聯邦 

代表資格發言說蘇聯代表圓完全支助並贊同這個 

聯合決議草案 (S/3545)。

三 0 五 . 聯 é •王國代表說理事會審議非洲一 

新獨立國的尽 '會申睛♦ 是理事會的一件大事。英 

國是前共管 è 丹的雨個國家之一，故對於蘇丹完 

成立憲程序獲得完全獨立特別感覺愉快。他希望 

理事會全體理事國都能承認蘇丹充分具備入會資 

格，並希望大家一政贊成他和法國及美國代表聯 

合提出的決議草案。他越爲理事會在這種情形下 

不必將蘇丹的申請書發交其所思的申請入會國資 

格審査委員會。最後，他引英國外交部部長所説的 

一段話，其中說聯合王國斷於蘇丹加入聯合國特 

別感覺欣慰，又聯合王國希望英國和蘇丹今後在 

聯合國內永遠合作無間。

三 0 六 .美國代表說美國注意蘇丹人民的進 

展，深感典趣，而且認爲兩國之間有許多共同特 

點。他希望聯合決譲草案可在此次會議中通過，俾 

蘇丹可以正式會員國的資格參加聯合國大會。

三 0 七 .法蘭西代表說法國政府參加提出這 

個聯合決議草案極爲偷快。法國政府深信蘇丹政 

府具備第 ta條的條件，並深信大會下屆會一定g



核灌理事會的推荐。法國一向和蘇丹人民維持友 

好關係。法國管關懷蘇丹人民趨向搞立的進展，並 

且是最先承認蘇丹的國家之一。

三 0 八，伊朗代表說蘇丹共和國完全具備憲 

章所规定的資格；該國可對本組織盡有價値的貢 

m ,同時聯合國的會籍對於該國也有極大的利養。 

伊朗代表團塵於蘇丹是一非洲國家，並塵於非洲 

過去在本& 織內的代表權尙不充分，放特別希望 

蘇丹能獲推入會。他指出蘇丹是循憲章第七十三 

條範圉內的民主及和平方法獲得獨立的，希望其 

他非洲國家不久能步該國之後塵。

三 0 九 .比 利 時 代 表說比利政府是首先承  

認蘇丹的國家之一，並認爲蘇丹具備憲章所规定 

的入會條件。蘇丹達成獨立的方式證明它是一個 

愛好和平的國家。准許蘇丹入會不是一項優想，而 

是合理實施憲章所需要的一項正義行動。

三一Û . 古巴代表說蘇丹自一九五六年一月 

一日起已是一獨立主權國；蘇丹愛好和平可以該 

國達到獨立的過殺及該國的臨時憲法爲證；蘇丹 

已接受憲章所截義務，蘇丹之願意並且確能履行 

此種義務可從該國的政治制庚及從該國宣布實行 

法治得到充分證明。所以他將投票贊成聯合決議 

草案。

三一一 . 南斯拉夫代表説推許蘇丹加入職合 

國可助蘇丹穀固其新得到的獨立，而對於普及 

聯合國的會籍也是一項重耍步驟。理事會內一致 

表示的意向謝於未來是一個良好臉兆，表示理事 

會今後將以更客觀的態庚處理申請國入會間題。 

他將贊成這個聯合決議草案。

三一二 . 澳大利亞代表表示樂於贊助蘇丹的 

申請。由於英國和蘇丹間有長期的密切關係，最 

後於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促成了蘇丹足可自傲的 

獨立，故澳大利亞始終對蘇丹懷有熟烈的善意。他 

也認爲理事會可不必將蘇丹的申請書發交申請入 

會國資格審査委員會，因爲理事會各理事都認爲 

蘇丹的資格毫無問題。同時他指出，根據奥大利 

亞的意見，這個糖序並不構成一項先例，並說倘 

使理事會今後將一國的申請書醫交該委員會，此 

擧本身絕不含有非難該國之意。

三一三 . 中國代表說蘇丹獲得獨立應歸功於 

該國人民及埃及和英聯王國。由於中國和阿拉伯 

人民間的密切關係，他對於鬆助蘇丹的申請特別 

引爲偷快。他認爲蘇丹充分具傭入會資格。

三一四 . 秘魯代表贊成推荐蘇丹入會的聯合

決議草案。秘得政府已經承認蘇丹。他對於蘇丹 

達成獨立的情形，並歸於埃及和聯合王國依照一 

八九九年議定書履行職責的情形，深表滿意。

三一五 . 主席以蘇維唉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代表資格發言說，蘇丹於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宣 

怖成爲一獨立共和國，對於蘇丹人民，以及所有爭 

取自由及國家獨立的殖民地人民，這是一項偉大 

的膊利。此項宣怖表示蘇丹人民爭取民族解放載 

爭已經擅得勝利，並已建立自己的主權國。可是 

這個新典國家篇要解股殖民地統治的遺害，今後 

仍面臨不少的障碍。他深信蘇丹一定能膝克服這 

些障碍，並認爲聯合國應竭力幫助蘇丹達到這個 

自的。根據蘇聯政府的意見，蘇丹充分具備入會 

資格，應成爲聯合國大家庭的一份子。所以蘇聯 

將投真贊成准許蘇丹入會。

三一六 . 他改以主席資格發言睡旣然沒有異 

議，安全理事會議決不將蘇丹的申請書發交申請 

入會國資格審査委員會。

決定如議。

三一七 . 聯合王國代表聽到蘇聯代表將蘇丹 

之加入聯合國，稱頌爲從所謂殖民地統治下獲得 

解放, 表示驚詳。蘇丹的別一前共管國一定也會 

越爲此種態度並無理由。英聯王國幫助附屬人民 

建國已有一世紀多的歷史，對此紀錄足可自傲，而 

相反的過程却是蘇聯政策的特色。

決 議 ：

聯合決譲草案（S/3545)獲得一政通過。

三一八 . 在通過這個決議後的討論中，美國、 

聯合王國、澳大利亞、法蘭西、及伊朗各國代表 

對於日本未曾獲得同樣的推蒋表示遺城。主席以 

蘇 維 唉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代 表 資 格 發 言 偷  

使理事會各理事謎爲日本及蒙古入民共和國入會 

的障礙已經移除，蘇聯代表團廣意和大家討論此 

兩國的入會問題。

D . 摩洛哥的申請

三一九 . 一九五六年七月H 日摩洛哥外交部 

部長政函（S/3617)秘書長， 提出該國請求加入聯 

合國的申請書。



第 三 章  

召開聯合國會員國全體會議檢討憲章的提案

三二0 .  —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大會通 

過決議案九九二 (十），內稱大會塵於憲章第一百 

0 九條第三項各欲規走，深信檢討憲章允宜審酌 ' 
施行中所得的經驗並且承認應在順利的國際環境 

中進行此項檢討，（1)決定檢討憲章的全體會譲應 

在適當時間擧行；（2)而且決定由聯合國全體會員 

國組織一委員會與秘書長商議決定會譲日期與地 

點以及組織與程序問題；（3)請該委員會向大會第 

十二屆會提出報吿書及建議；（4)決定本決議案應 

送交安全理事會。

三二一 . 秘書長將決議案全文（S/3503)遞送 

安全理事會，理事會於第七0 七次會議（一九五 

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討論此事 .

三二二 . 巴西，伊明，大不列颠及北愛爾蘭 

聯合王國，以及美利堅合衆國代表提出下列聯合 

決議草案 (S/3504):

" 安全理事會，

*■塵於聯合國憲章第一百0 九條第三項 

規定聯合國檢討憲章之會員國全體會議在大 

會第十屆會前尙未舉行時如經大會會員國 

過半數及安全理事會任何七理事國之可決， 

此項會議應卽舉行，

" 業已審議大會於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廿 

一日所通過之決譲案九九二 (十）內稱大會決 

定檢討憲章之全體會議應在適當期間擧行，

*■表示贊同大會決議案九九二  (十）中所 

載之決定。"

三二三. 聯合王國代表在提出決譲草案時宣 

稱大會已經設置了一個委員會負責討論擧行上述

全體會議之時間地點問題。那個委員會nr在一九 

五七年提出其愿爲適當之報吿。聯合國並無在時 

機偉未成熟時倉卒舉行上述會議之危險。

三二四.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宣 

稱，蘇聯代表團反對召開檢討會識，因之他將投 

票反對聯合決議草案。蘇聯代表認爲憲章經過一 

切考驗，是一個完全能令人滿意的文仲，無須更 

改。他說聯合國的主要宗旨及基本原則，全體會 

員國所承担的主要義務以及安全理事會五常任理 

事國必須一致的原則爲有效的國際合作立下了一 

個健全的基礎。聯合決譲草案如果通過，蘇聯決 

不會參與委員會的工作。

三二五. 美國代表提出大會已以絕大多數決 

定應於適當時間舉行檢討憲章的全體會議。他對 

蘇聯代表所採取的立填引以爲诚。美國代表說明 

大會所作的決定以及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決議草 

案幷非要在任何方面修改憲章的一個決定，也非 

憲章的一般和定規定須加修正的一個決定。上 

述決議草案紙是提譲全體會員國，包括新會員國 

在 應 該 考 盧 此 事 的 所 有 方 面 ，然後就召開檢 

討會議的時間地點問題向大會第十二屆會提出建 

議。

三二六，比利時代表宣稱比利時代表團願意 

投票贊成聯合決譲草案但不影響憲章第一百0 九 

條的規定；根據上述规定，在大會所派委員會提 

出建議後發生召開檢討會議的實際問題時，也許 

需要安全理事會作決定。

決 議 ：

四國聯合決議草案以九票對- 
通過，棄權者一 (法蘭西）。

-票 （蘇聯）



第 三 編  

軍事參謀團 

第四章 

軍事參謀團的工作

A . 軍事參認團工作狀祝

三二七 . 在本報吿書所檢討的時期內，軍事參謀團依據暫行譲事規則繼續工作前後共開 

會二十六次，但是對於實體事項幷無進展。



第 圓 箱

提交安全理事會而未予列入議程的事項

第五章 

‘九五六年六月十三日阿富汗、埃及、印度尼西亜、伊朗、伊拉克、豹但、 

黎巴嫩、利比亜、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叙利亜、泰國及葉門爲 

阿爾及利亜間題数安全理事會主席面

一 .十三會員國來文

三二八 . 阿富汗，埃及，印度尼西亞，伊朗，伊 

拉克，約但，黎巴嫩，利比亞，巴基斯坦，沙'烏地阿 

拉伯，叙利亞，泰國及葉門等國代表於一九五六年 

六月十三日面（S/3609) 中請求安全理事會早日開 

會，依據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五條 îjt一項规定審譲 ' 
阿爾及利亞的嚴重情勢。上述代表追述在一九五 

六年四月已有入將阿爾及利亞的情勢提請安全理 

事會注意。當時十七個會員國代表在所提說明節 

暮 (S/3583 and a d d .) 中，指出該地的情勢悪化， 

聯合國對和平安全遭受威脅，民族自決的基本權 

利以及其他基本人權公然遭受浸犯，不能熟服無 

睹。上述十三會員國的代表續稱， 自從此項節暴 

提出以來， 由於法國最近採取軍事行助，人民傷 

亡慘重以致阿爾及利亞的情勢更形惡化。

二 .蘇維唉社會主義戎和國聯邦代表所提出的程

序問題。

三二九，十三會員國關於阿爾及利亞間題'来 

面經列入安全理事會第七二九次會議臨時議程 

(—'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三三 0 . 會譲開始之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代表在討論應否通過議程之前，正式依安 

全理事會暫行譲事规則第三十三條提議無限期展 

期討論這個問題。蘇聯代表認爲那個問題非常重 

要，因此理事會需耍更多時間來討論此項情勢幷 

且英集必耍的情報。

三三一 . 法蘭西代表反對主張延會的蘇聯提 

案幷且指出十三會員國在六月十三日函中曾請安

全理事會立卽討論阿爾及利亞問題。因此安全理 

事 會 必 須 立 卽 決 定 程 ，否則十三會員國所提出 

的睛求應該撤囘。但是此項請求未經請求撤旧。而 

且，就 一 個 連 程 都 沒 有 決 定 的 會 来 說 ，根本 

談不到延會的問題。

三三二 . 併朗代表稱伊胡代表閣雖願理事會 

將阿爾及里問題視爲紧急事項而加以討論， 值 

願一本合作精神接受主張展期討論該項自的蘇聯 

提案。併胡代表績稱十三會員國無意徹囘向理事 

會提出的請求。

三三三 . 比利時代表認爲當前的問題並非是 

否討論阿爾及利尼亞問題而是該項問題應否列入 

理事會議程。在該項 flij題列入现事會議程之前，無 

從考盧延會問題。

三三 0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稱 

有人根據程序對蘇聯代表闽的提案，表示異議，但 

是蘇聯代表要指出這次會議的臨時竊程共有兩個 

項目，而他是完全依據議事规則第三十三條，在 

理事會討論第一項目，卽通過議程之前，就耍求

延會。*
三三五 . 大不列類及北使爾蘭聯合王國代表 

宣稱，理事會當前的第一個問題是通過臨時議糖。 

理事會在決定討論某一問題之前，無從決定展期 

討論那個事項。

決 議 ：

蘇聯提案以七襄對一票（蘇聯）被査決，

棄權者三（中國，伊明及南斯拉夫）。



三 .逼過譲糖問題

三三六 . 法蘭西代表宣稱法蘭西代表團擬請 

安全理事會不將十三會員國六月十三 0 面內所提 

出的控訴列入議程。法蘭西政府認爲阿爾及利亞 

事件，在本質上屬於法國國內管轄範圍。

三三七 . 伊朗代表說伊朗代表陶會同亞、非 

兩洲其他十二個會員國經過鄭重考慮之後申請安 

全理事會立卽審査阿爾及利亞的嚴重情勢，因爲 

è 們覺得上述情勢就其性質言， 可能引起國際举 

端，而且如果不予解決，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 

全。他們也深信安全理事會如果討論河爾及利亞 

問題當可敦促法蘭西政府以及阿爾及利亞人民設 

法求得一個公允而合理的解決。

三三八 . 伊朗代表表斤併朗政府對法蘭西以 

開明態庚尉待摩洛哥及突培西亞認爲滿意。又稱 

根據同一精神法蘭西對阿爾及利亞人民爲取得自 

決權所作的，圃，不能永遠無動於中。他指出萬隆 

會議骨表示贊助何爾及利亞人民取得自決權，幷 

且說亞非國家在上屆大會會經同意展期討論阿爾 

及利亞問題，而且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促請安全理 

事會注意上述問題aÿ亦未要求開會討論，因爲它 

們希望法蘭西終於會了解該地情勢非常嚴重，因 

此會決心與阿爾及利亞人民同謀解決。可是，法 

蘭西在阿爾及利亞所推行的政策，使那些希望成 

爲泡影，幷引起怨恨與曼懼，殊屬不幸。

三三九 . 法蘭西政府柜不注意亞非國家所表 

示的憂懼，阿爾及利亞的戰圃頗形劇烈，而且在 

該地赏行的鎭厘措施， 日見厳厲，以致上述十三 

會員國不得不將阿爾及利問題提靖安全理事會 

處理。提出河爾及利亞問題的會員國，數不在少， 

而且地位相當重耍，同時它們在文化與宗敎上與 

阿爾及利亞人民密切相關，因此理事會務必依據 

憲章馆三十五條規定將該項目列入議程，使十三 

會員國有機會表雄意見。併朗代表提醒理事會全 

體理事說依據憲章筑二十M條規定理事會必須代 

表全體會員國行事。

三四 0 . 伊朗代表提到法蘭西代表所稱阿爾 

及利亞間題屬於法蘭西國內管轄範圍一節，指 

在一八三 0 年以前阿爾及和j 亞原是獨立國家。阿 

爾 及 利 亞 以 獨 立 國 家 的 曾 經 與 許 多 國 家 建 立  

外交關係幷簽訂條約，卽在該國被法蘭西征服之 

後，歸屬阿爾及利gg人民的不可譲與的主權未管 

悄失，只是暫時潛伏隨時可因民族運動的激發而

重行伸張，由此可知阿爾及利亞問題純粹是一個

殖民地問題。事赏上阿爾及利亞人民幷不享有法 

蘭西公民的平等權利。甚至法蘭西總理曾經承認 

阿爾及利亞有其不可忽視的特性，無法使其成爲 

法蘭西的一省。

三四一. 不准阿爾及利亞人民享有自決權利 

就是違反憲章，尤其第一條第二項規定。而且就 

阿爾及利亞的國際地位來說，不論其爲法蘭西不 

可分的一部汾或爲法蘭西的殖民地，人權宣言同 

樣適用，而且聯合國同樣有權過問。關於那一點， 

伊朗代表追述聯合國會經宣怖有權處理南非聯邦 

印裔人民所受待遇問題，印度尼西亞問題以及一 

九四八年智利就捷克國內情事所提出的請求。這 

稍態度與憲章所载原則完全相符。此外根據憲章 

第二條第七項"在本質上"四字，該條規定可以從 

寬解釋。由此可見該項規定不能適用於某一會員 

國管轄權範圍內一切事項而祖適用於"本質上"厲 

於岡內管轄範園的事項。與優犯人權有關而且影 

I iiîij會員國間關係的一個間題在本質上決不屬於國 

內管轄範圍之內。而且，就憲章 ?i ï二條第七項規 

定的意義而言，將阿爾及利亞間題列入安全理事 

會議程決非"干涉"法蘭西的6 政。同時理事會是 

否有權從事討論的問題也不受影晰h 因爲阿爾及 

利 iîJi問題一經列入理事會議程之後，管轄權問題 

可在日後加以討論。

三四二，法蘭西代表宣稱關於聯合國是否有 

權討論屬於會員國國內管轄範圍內事項的間題， 

法蘭西政府的立墙幷無改變。

三四三. 何爾及利亞問題在本質上是屬於法 

蘭西國內管轄的事項不容置疑。法蘭西在阿爾及 

利亞行使主權已有一百二十年而且世界各國公認 

或默認那個事货。法蘭西在柯爾及利亞單獨依法 

行使主權，而行使主權在本質上就是屬於法蘭西 

國內管轄的事項。

三四四. 法蘭西在阿爾及利亞紙是履行國家 

主權的一項最通常固有的義務，就是維持受叛民 

擾亂的治安，如果承認聯合國有權在一國政府與 

其亂民之間從事干卽將是一個危險的先例，不 

但違犯憲章筋二條m七項而且也違犯憲章第三十 

四條规定，因爲前表特別載明不干涉原則，後者 

规定安全理事會的管轄權祖限於處现其繼續存在 

足以危及國際和平安全的爭端和情勢。法蘭西代 

表不知阿爾及利亞的情勢是否危及國際和平與安



全，甚至十三會員國函內也只用"威脅和平安全" 
而幷未加用憲章筋六及第七章所用"國際"這個形 

容詞。任何會員國在國內維持治安一事本身決不 

影響國際和平安全，因此安全理事會無權過問。同 

樣，俊犯基本人權和不淮人民享有自決權的事情， 

也非安全理事會所能過問。

三四五. 法蘭西代表否認法蘭西在呵爾及利 

亞推行殖民政策。殖民主義的目標決非廣設學校， 

促進征會經濟改革以及提高落後人民的水準以便 

他們能够決定他們本身的命運。法蘭西代表引述 

法蘭西總理的聲明，指出在何爾及利亞治安恢復 

之後法蘭西政府有意擧行公正的選舉，幷與全體 

阿爾及利亞人民自由選定的代表共同研究密不可 

分的法蘭西與151民社區今後的結構。

三四六，根據上述理由，法蘭西代表團擬請 

理事會拒絕將十三個河拉伯與亞洲國家所提控訳 

列入議巷。

三四七 . 第七三 0 次 會 議 時 （六月二十六 

曰），伊胡代表聲稱就決定譲程一事來說理事會從 

頭就採行一個開明的政策。而且目前反對將附爾 

及利亞問題列入理事會議程的那些國家已往都會 

贊助那種政策。舉例来說，在一九四八年討論智利 

關於捷克國內情勢來面期間法蘭西，美國及比利 

時三國當時的代表都曾辯稱一個項目必須首先將 

其列入譲糖，以便決定那個項目與憲章第二條規 

定的意義是否相合。理事會會將問題列入議程，同 

時强調此舉決不影響理事會是杏有權處理的問題 

或是列入議箱的問題的實體部汾。這種實例很多。

三四八. 中國代表表示中國代表團考盧應否 

將此項目列入議程的問題只根據一個觀點：此舉 

是否有助於重新建立阿爾及利亞的和平與和睦關 

係。在目前的形勢之下理事會如果根據憲章第三 

十四及第三十五條規定採取行動而希望獲得效果 

的話，必須得到法蘭西的合作。可是關於那一點， 

法蘭西顯然不會與理事會進行合作。同時法蘭西 

已經宣布願意儘早推行一個開明的改革方案。因 

此，中國代表團雖然在大體上贊成理事會採取開 

明的態度，將引起理事會是否有權過問問題的事 

項列入議程，但是深信目前將河爾及利亞問題列 

入議程，於事無補。

三四九. 古巴代表謎爲何爾及利亞是法蘭西 

在海外的一省，安全理事會干預屬於一國內政的 

問題，有害無益。

三五0 . 秘得代表說，M. Guy M ollet奥Mr. 
Bulganin在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九日發表的法蘇聯 

合聲明中表示希望法 蘭 ®政府能够根據這個時代 

的精神與關係人民的利益找到適當的方法解決阿 

爾及利亞問題，秘势代表闇也懷有這树希望，而 

且深信法蘭西會信守霜言，因此覺得討論阿爾及 

利亞問題不會獲得赞效。

三五一 . 聯合王國代表宣稱依據齋章m二條 

第七項规定理事會不得討論附爾及利亞問題，因 

爲該地依據.法蘭西憲法構成法蘭西不s f分的一部 

份。聯合國的一個基本原則是聯合國不應該干預 

會員國的內政而且就許多倡議建立聯合國的隣家 

來說—— 如果沒有他們的合作，聯合网根本不會 

成立一一它們只是在知道這個原則已經載入憲章 

之後才努力促成這個你大的事業。在世界各地的 

新舊國家中就可能有一部设人民不時對依法成立 

的政府公開表示强烈反抗的情事，a 是很不幸的。 

聯合國決不可聽任會員國利用它來鼓勵其他國家 

人民使用暴力從事叛亂。反對將此題列入现事 

會継程的法律上的論據確盤信。但是英國政府， 

幷不專根據這些理由反對討論這個項目。理事會 

餘論這個問題不能促成和平解決，祖會使各方的 

情 緒 更 趨 激 。聯合王隣政府認爲 iwi爾及利亞的 

前途問題只能由法蘭西政府與當地居民代表進行 

碰商共同解決。聯合王國政 ffî絕對祐信法蘭西政 

府的勇氣與智慧一定能使這個問題得到解決。

三五二. 比利時代表宣稱比利時認爲根據憲 

章第二條第七項规定聯合國無權處理此事。關於 

此點，憲章的规定非常明確。他又指出至於聯合 

國是否有«處理阿爾及利亞問題業經大會第十屆 

會從長討論。因此他覺得不必W對此項問題進行 

辯論。

三五三. 南斯拉夫代表稱阿爾及利亞的形勢 

顯然非常嚴重，自然成爲一個國際關懷的問題，必 

須顧及驢方的合法利益，才能予以解決。趨向這 

糧解決的途徑，數不在少，但是沒有一條經過充 

分試探。雙方必須盡心竭力謀求解決，而且爲了 

那個理由É 斯拉夫代表團覺得理事會目前舉行辯 

論，幷不能促使阿爾及利亞問題及早獲得滿意的 

解決。

三五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稱 

理事會對十三會員H 請求討論河爾及利亞情勢一 

節不應忽視，尤其因爲那些會員國指稱，該地的



和平安全已經受到威脅。爲了斷定該地和平是杏 

確受威脅，理事會必須聽取關係方面的意見，幷 

以客觀態度審査此事以便謀求解決之道。因此蘇 

維埃代表画擬投票贊成將十三會員國所提之請求 

列入安全理事會譲程。

5 五五，美隨代表指稱：阿爾及利亞問題錯 

綜複雜，不易解決。聯合國是一個富於人道主義 

精神的組織，全體會員國自須深切關懷附爾及利 

亞境內的每一個人，希望有一0 找到開明而公正 

的解決方法，使阿爾及利亞全體人民能在和平融 

洽的空氣中生活工作。美國代表希望這個日子已 

不在遠。美國代表認爲應該儘速尋求具有建設性 

的方法來解決阿爾及利亞問題。美國代表團已詳

細考盧一切因素，其結論爲理事會如在目前M論 

阿爾及利亞情勢，不會促成其解決。

決 譲 :
通過臨時議程 (S/Agenda/730)這個項目 

以七票對雨票（伊朗，蘇聯）否決，寨權者二 

( 中國，捷克）。

三五六. 主席宣稱根據各代表所發表的陳述 

BJ知理事會的決定幷非是它對何爾及利亞情勢所 

引起的許多苦痛毫不關心。理事會權衝它依據憲 

章所承担的責任後，才作成此項決定。而且各位 

代表對將該項目列入譲程是否有助於該項問題之 

解決以及理事會依法是否有權討論該項問題，表 

示懷疑。每一位代表當然都希望根據法蘭西政府 

所表示的決心，這個問題會儘速獲得和平解決。



第 編  

提請理事會注意個未經討論的事項 

第六章 

有関太平洋島魄託管領土的報吿書

三五七 . 託管理事會就太平详島喷託管傾土 

向安全理事會所提叙述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七日至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期間工作情形的報吿書 

(S/3416) 已經在一九五五年八月二日遞交理事 

會。該報吿書叙述能管理事會如何代表安全理事 

會履行聯合國在國際託管制度之下所承担與該戰 

暮託管倾土居民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敎育進展 

有關的各項任務。

三五八，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及三月二 

十四日，秘書長通知安全理事會理事稱，已經接 

到來自太二个:洋島喷託管倾土或與該託管領土有關 

的睛®  書 (S/3540 and S/3563)。
三五九 . 一九五六年四月三十日，秘書長將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就一九五四年七月一日至一九 

五五年六月三十日期間管理該託管領土情形所提 

出的報吿書（S/3593)遞送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

第七章 

美洲國家組織來文

三六 0 .  —九五五年九月八日，美洲國家組 

織理事會主鹿將該理事會依據二九五五年二月二 

十四日第三號決議案爲與哥斯大※加及足加拉瓜 

南國政府代表合作所設特別委員會提交理事會的 

報 吿 書 （S/3438 ) 遞送秘書長以供安全理事會參 

考。美洲國家組織理事會主席又將該理事會暫以 

諮商機關身汾於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所通過的決 

藥案一仲遞送秘書長；上述決議案规定一九五五 

年七月十一日所發邀請美洲國家外交部長舉行諮 

商會議的通知應予取消幷且決定在譲 IX雙邊協 

定期間保留特別委員會，以便該養員會雄績與哥 

斯大塞加及尼加拉瓜兩國代表進行合作。

三六一 .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美洲國 

家間和平委員會主席依據憲章第五十四條規定將 

該委員會於四月二十日討論二月二十七日古巴政 

府所提案件（S/3591)的會議紀錄抄本一汾遞送秘 

書長，以供安全理事會參考。該委員會曾收到古 

巴就其與多明尼加共和國關係上若于困難所提出 

的控訴一件已將該項控訳遞送多明尼加共和國 

幷已隨時使® 方獲悉對方對此事所發表的意鬼。 

該委貫會又與雨方代表保持接觸，以便幫助雙方 

認淸問題，因而增進誌解。該養員會顧及此事的 

所有方面，表承希望兩國政府在短期內當能經由 

正常外交途徑解決彼此間的困 fel。

第八章 

有蘭朝鮮問題的來文

三六二，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美利堅  年 六 月 五 日 General Lyman L. Lcm nitzcr替代

合棄國代表通知秘寄長稱朝鮮聯合統帥部所轄聯  General Maxwell B. T a y lo r之 日 （S/3402/add.
合國會員國部嫁更换统帥的有效日期爲一九五五  1)。



第九章 

有關摩洛哥情勢的來文

三六三 .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八日阿富汗， 

栖甸，埃及，印度，印庚尼西亞，伊朗，伊拉克，黎巴 

嫩，巴基斯坦，菲律賓，沙烏地阿拉伯，叙利亞，泰 

國及葉門代表致函安全理事會主席（S/3414)依據 

憲章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规定提請理事會注意摩洛 

哥尤其 Casablanca城內及四周的嚴重情勢。那種 

情勢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前在一九 

五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請求安全理事會審議此事的 

十五個會員國（S/3085)在理事會未能膊該項目列 

入譲程時深表憂懼，其後的情事已經證明那些憂 

懼確有根據，這是很不幸的事情，而且大會在決議 

案六一二  (七）中提出的各項建議迄今尙未實施。

不但如此，法方竟對沒有基本É 由權利的摩洛哥 

人民採行最嚴厲的鎭壓辦法，同時因爲有組織的 

法蘭西恐怖份子擁有充分現代裝傭，白晝行 ]̂ 1以 

至該地的情勢益形惡化。上述十四國政府，認爲 

摩洛哥的情勢，臉象環生，一觸卽發，勢必在亞 

非雨洲引起最嚴重的影响，幷使國際緊張局勢益 

形聚張，以致危及國際和平安全的維持，因之深 

感憂盧不安。他們殷切希望理事會會將此項嚴重 

情勢蔵爲聚急事項而以全力加以處 Ï5Î, 定會找到 

適當途徑重新建立足以使摩洛哥人民的合法願望 

獲得實現的正常情勢。

第十章 

裁軍委員會報吿書

三六四，裁軍委員會主席以一九五五年十一 

月二十五日公® —件 （S/3463) , 將裁軍養員會小

組委員會第二報告書（DC/7Ï)以及委員會有關會 

譲速記紀錄送達秘書長，以便遞送安全理事會。

第十"-章

•九五四年在海牙議定的武装銜突期間文物保護公約

三六五 .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三日秘書長印發 

節襄一件（S/3557) , 其中提及一九五五年二月十 

六 B文敎組織理事長就一九五四年在海牙舉行之 

政府間會議所擬武裝衝突期間文物保護公約致秘

長書的公文一件。秘書長循文敎組織理事長之請 

將上述政府間會議決議案全文及文敎組織全體大 

會決議案全文附送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參考。

第十二^
有圓東阿拉伯情勢的來文

三六六，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沙鳥地河 

拉伯代表致函安全理事會主席（S/3450) , 依據憲 

章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促請理事會注意十月二 

十六日受聯合王國指揮的部隊從事武裝侵暮，强 

估東阿拉伯大片領土以致造成布萊密（Buraimi) 
綠洲及附近地區的厳重情勢。該代表在函中指控 

上述部隊不顧現行有效的公斷協定，從事侵奪；這 

個協定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三十日由沙鳥地阿拉伯

及聯合王國政府簽訂，但因依據此項協定所設公 

斷法庭因聯合王國法官辭職，尙未實施。事實上， 

沙鳥地阿拉伯政府在上述侵雾事件發生時，正在 

等待公謝法庭新任聯合王國法官就職，以便公斷 

工作得以繼績進行。沙烏地何拉伯政府雖然繼績 

努力謀求和平解決，但是認篇該地情勢足以危及 

國 際 和 安 全 的 維 持 ，故保留今後請求安全理事 

會開會討論此事並採取任何必要措施的權利。



三六七. 聯合王國代表於十月二十九日面中 

(S/3452)答稱聯合王國政府負責處理Abu Dhabi 
國的國際關係，又 因 M u scat囘王之請爲其代表 

多年來不斷努力試圆經由友好德商就沙烏地阿拉 

伯與Abu D habi及 M uscat兩國疆界問題與沙鳥 

地阿拉伯政府達成協議。布萊密綠洲的一部份位 

於 Abu D h a b i ,其餘部汾則在Muscat。一九五 

二年，沙烏地向拉伯官員一人强估布萊密附近屬 

於 M u sca t囘王的一個邮落，雨年以後公斷裁定 

成立，原望此項問題可因以獲得解決。但是沙烏 

地卿拉伯當局始終漠視上述協定的條件，以政無 

法從事公正無私的公斷，而且聯合王國政府已獲 

得結論，沙烏地阿拉伯政府以前不願用德商方法 

獲政公允的解決，現在同樣不願用公斷方法來謀 

求解決。根據該國政府的行動可餘公斷協定已遭 

拋寨，而且依協定所設法庭進行的程序，也因庭 

長與法官二人辭職而失效。聯合王國政府爲履行 

其保護Abu D hab i及 M uscat兩地囘王合法利益 

的義務起見，不得不吿訳他們以公斷方法獲政公 

允解決的企圖已經失敗，因此，上述囘王的部嫁在 

Tracial Oman部隙協助之下已收復失地重行控制 

B u ra im i綠洲及其以西地區，但僅使用爲解除沙 

鳥地阿拉伯警察隊武裝所必需的最低限武力，並

已將此等人員遗送囘籍。就聯合王國政府最後獲 

得上述囘王同意以後所宣布的疆界來說，對沙烏 

地河拉伯人已作極大的讓涉。聯合王國政府不得 

不採取上述行動深以爲爐，但是認爲灌商與公斷 

兩種方法旣然都已失敗，實無履行其對上述兩阿 

拉伯囘王所負義務的其他途徑。

三六八 . 十一月三十日，沙鳥地阿拉伯代表 

將聯合王國軍用機一再侵犯淡烏地呵拉伯領空的 

事件通知安全理事會主廣 (S/3465)0沙烏地阿拉 

伯政府不斷努力，期與聯合王國商定和平辦法解 

決兩國在東阿拉伯的爭，端。上述事件則使沙烏地 

阿拉伯政府愈感棘手。

三六九. 聯合王國代表於十二月六日画中 

(S/3481 )對藥經調査屬實的侵犯沙烏地阿拉伯領 

空事件，表示遺城。

三七0 . 沙烏地阿拉伯代表於一九五六年二 

月十日面中（S/3548)報告聯合王國飛機侵犯該國 

領空的另一事件。根據此糧一再發生的事件，可 

知聯合王國仍然漠視沙鳥地阿拉伯的權利，而且 

此稿行爲紙會使目前的緊張局勢，更形嚴重。

三七一 . 聯合王國代表於二月十五H復文中 

(S/3550)稱沙鳥地阿拉伯代表所指事件發生於淡 

鳥地阿拉伯領土以外某地。

第十三章 

- 九五六年七月十二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 

致安全雍事會主席面

三七二，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二0 蘇維埃社會 

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政面理事會主席（S/3616), 
內稱美國飛機近曾一再浸犯蘇聯領空，公然侵犯 

該國主權並違犯舉世公認的國際法原則。那些行 

爲顯廣故意，係篇進行偵察而作，因此影PIS蘇聯

的安全，蘇聯政府已向美國政府提出抗譲。蘇聯 

代表最後宣稱此稿不可容許的事件，如再發生，蘇 

聯政府將不得不請求安全理事會舉行會譲加以討 

諧。



附 錄

奉派出席安全理事會的代表、副代表及代理代表

本報吿書起訖期間奉派出席安全则事會的代 

表、副代表及代理代表如下：

澳大利亞 1

Dr. E. Ronald Walker
Mr. W illiam  Douglass Forsyth
Mr. Brian C. H ill

比利時

M . Fernand van Langcnhove 
M . Joseph Nisot 
M . Georges Cassiers

巴西 2
M . Cyro de Freitas-Valle 
M . Jayme de Barros Gomes

中國

蔣廷微博士 

徐淑希博士 

江季平先生

古巴 1
Dr. Emillio Nuncz-Portuondo 
Dr. Carlos Blanco Sânchcz 
Sr. José Miguel Ribas 
Dr. Uldarica Manas

法蘭西 

M . Henri Hoppenot
(至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ih)

M . Hervé Alphand
( 自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始）

M . Charles Lucet
(至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日止）

1 任期自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起。

» 任期至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M . Louis de Guiringaud
( 自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日始）

M . Pierre Ordonneau

伊朗

Mr. Nasrollah Entezam 
Dr, D jalal Abdoh
Dr. Mohammed Ali Massoud-Ansari

紐西蘭 2

Sir Leslie Munro 
M r. A . R . Perry

秘魯

Sr. Victor A. Belaunde
Sr. Carlos Holguin de Lavalle

土耳其 2

Mr. Selim Sarper
Mr. Turgut Menemencioglu

蘇維境社會 :Ë義非和國聯邦

Mr. Arkady Aleksandrovich Sobolev 
Mr. Georgy Filipovich Saksin

大不列類及北®爾蘭聯合王國 

Sir Pierson Dixon 
Mr. P, M . Crosthwaitc

美利堅合衆國 

Mr. Henry Cabot Lodge, Jr.
Mr. James J . Wadsworth 
M , James W . Barco

南斯拉夫 1

Dr. Joza Brilej 
Dr. Djura Nincic 
Mr. Dimce Belovski



I :.安全理事會主席

本報吿書起訖期間擔任安全理事會主席的代

表如下：

比利時

M. Fernand van Langenhovc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

巴西

M. Cyro de Frcitas-Vallc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至三十一  0 )

中國

蔣廷微博士

(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至三十 0 )

法蘭西

M. Hervé Alphand
(一九五五年十月一日至三十一日）

伊助

M. Nasrollah Eritezam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至三十日）

紐西蘭

Sir Leslie Munro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曰至三+ — 0 )

秘鲁

Sr, Victor A. Belaûnde
(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至三十一 日）

蘇維埃社會主義 ;ifc和國聯邦

Mr. Arkady Aleksandrovich Sobolev 
(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至二十九曰）

大不列艱及北盤爾蘭聯合王國 

Sir Pierson Dixon
(一九五六年三月一日至三十一日) 

美利堅合衆國 

Mr. Henry Cabot Lodge, Jr.
(一九五六年四月一  B至三十日）

南斯拉夫 

Dr. Joza Brilej
(一九五六年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

奥大利亞 

Dr. E. Ronald Walker
(一 九 五 六 年 六 一 日 至 三 十日 ）

比利時 

Mr. Joseph Nisot
(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至十五日）

—九五五年七月千六日至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五日期間安全理事會會議

會議 議題 曰期 會義 譲題 曰期

— 九五五年八月 一 .九五五年十二月

第六九九次 安全理事會提交 十一日
第七 0 七次 È 勒斯坦問題 十六日

(非公開） 大會的報吿書
召開聯合國會

—九五五年九月 員國全體會議

第七 0 0 次 巴勒斯坦問題 八日 檢討憲章的提

一 .九五五年十二月 案

第七 0 —'次 申購國入會問題 十日 第七0 八次 申睛國入會問題 二十一曰

第七 0  二次 申請國入會問題 十日 第七 0 九次 巴勒斯坦問題 二十二日

第七 0 三次 申請國入會問題 十三日 —■九五六年一■月

第七 0 四次 申請國入會問題 十三日 第七一  0 次 巴勒斯坦問題 十二  B
第七 0 五次 申請國入會問題 十 K 日 第七一■一次 巴勒斯坦問題 十二曰

第七 0 六次 申請國入會問題 十五日 第七一二次 巴勒斯坦問題 十三日



會議 譲題 日期 

—九五六年一月

會議 議題 B期

一九五六年五月

第七一三次 巴勒斯坦問題 十七曰 第七二五次 巴勒斯坦問題 三十一日

第七一■四次 

第七一■五次

巴勒斯坦問題 

巴勒斯坦問題

十八日

十九日 第七二六次 巴勒斯坦問題

一九五六年六月 

— 日

—九五六年二月 第七二七次 巴勒斯坦問題 一日

第七一六次 申請國入會問題 六日 第七二八次 巴勒斯坦間題 西日

一九五六年三月 第七二九次 通 過 議 糖 （關於 二十六日

第七一七次 

第七一■八次

第七一九次

巴勒斯坦問題 

巴勒斯坦問題

巴勒斯坦問題

二十六日 

二 十 八 0

一九四六 年 ® 月 

三日

一九五六年六 

月十三日爲阿 

爾及利亞問題 

之來画  （S/ 
3609)事）

通 過 譲 程 （關於 

一九五六年六 

月十三日爲阿 

爾及利亞問題

第七二  0 次 

第七二一次 

第七二二次

巴勒斯坦問題 

巴勒斯坦問題 

巴勒斯坦問題

三日 

四日 

K  B

一九五六年五月

第七三 0 次 二十六日

第七二三次 B 勒斯坦問題 二十九曰 之來函  （3/
第七二四次 巴勒斯坦問題 三十一日 3609)事）

四. 軍事參諶團代表、主席及主任秘書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六日至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五日）

A . 陸海空軍代表

中國代表團 

何世禮中將，中國陸軍 

陳在和中校，中國海軍

法蘭西代表團 

Général de Brigade M. P é o c tte ,法國陸第 

Capitaine de Frégate M. Sanoner,法國海軍

Capitaine de Vaisseau E. Gagne,法國海軍

蘇維埃紙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團

Major-General I. M. S a ra ie v ,蘇聯腾軍 

Lt. Colonel A. M. Kuchumov,蘇聯容軍 

Captain 2nd Grade B. F. G la d k o v ,蘇聯海軍

任職期聞

自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六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六 é 至現在

自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六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六曰至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自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六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五年十月五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六日至現在



大不列顔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代表團 

Vice Admiral G, Barnard, 皇家海軍 

Air Vice Marshal R. L. R. Atcherley, 皇家空軍

Air Vice Marshal A. D. Selway, 皇家空軍 

Major-General G. E. Prior-Palmer, 英國陸東

Major-General V. Boucher, 英國陸軍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圓 

Vice Admiral A. D. Struble, 美國海軍

Vice Admiral F. W. McMahon, 美國海軍 

Lt, General L. W. Johnson, 美國空軍

Lt. General C. B. Stone III, 美國空軍 

Lt. General T. W. Herren, 美國腾軍

自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六 0 至現在

自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六日至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自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六曰至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五曰

自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六曰至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曰

自一九五六年七月二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六曰至 

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一曰

自一九五六年四月一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六日至現在

B. 主席一覽表 

(― 九五五年七月十六日至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五日）

會議 日期 主席 代表團

第二六五次 —■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Général de Brigade M. Pénette,法國陸軍 法蘭西

第二六六次 一九五五年八月四日 Major-General I. M. Saraiev,蘇聯陸軍 蘇聯

第二六七次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八日 Major-General I. M. Saraiev,蘇聯障軍 蘇聯

第二六八次 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 Vice Admiral G. Barnard,皇家海軍 聯合王國

'第二六九次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曰 Vice Admiral G. Barnard,皇家海軍 聯合王國

第二七 0 次 一九五五年九且二十九日 Air Marshal R. L. R. Atcherley,皇家空軍 聯合王國

第一•七一'次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三日 Vice Admiral A. D. Struble,美國海軍 美國

第二七二次 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Vice Admiral A. D. Struble,美國海軍 美國

第二七三次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日 何世禮中將，中國陸軍 中國

第二七四次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何世禮中將，中國陸軍 中國

第二七五次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八日 Général de Brigade M. Pénette, 法國陸軍 法蘭西

第二七六次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Capitaine de Vaisseau E. Cagne,'法國海軍 法蘭西

第二七七次 一九五六年一月五H Major-General I. M. Saraiev.蘇聯陸軍 蘇聯

第二七八次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九B Major-General I. M. Saraiev,蘇聯陸軍 蘇聯

第二七九次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日 Vice Admiral G. Barnard,皇家海軍 聯合主國

第二八 0 次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六日 Major-General G.E. Prior-Palmcr,英國陸軍 聯合王國



代表團

法蘭西

德聯

蘇聯

聯合王國

聯合王國

聯合王國

美國

美國

中國

中國

法蘭西

法蘭西

蘇聯

蘇聯

聯合王國

聯合王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中國

中國

法蘭西

法蘭西

蘇聯

蘇聯

聯合王國

第二八一次一九五六年三月一日 

第 二 八 二 次 一 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 

第二八三次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九曰 

第二八四次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二曰 

第 二 八 五 次 一 九 五 六 年 旧月二十六日 

第二八六次一九五六年五月十日 

第二八七次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 K 日 

第二八八次一十五六年六月七日 

第二八九次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二九 0 次一九五六年七月五日

Colonel R. F. C. Vance,美國空軍 

Lt. General T. W. Herren,美國隨軍 

Colonel R. F. C. Vance,美國空軍 

何世禮中將，中國陸軍 

何世禮中將，中國陸軍 

Général de Brigade M, Pénette,法國陸軍 

Général de Brigade M. Pénette,法國錄軍 

Lt. Colonel A. M. Kuchumov,蘇聯空軍 

Lt. Colonel A. M. Kuchumov,蘇聯空軍 

Air Vice Marshal A. D. Sel way,皇家空軍

C. 主任秘書一覽表 

-九五五年七月十六日至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五曰 )

會議  曰期

第二六五次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第二六六次一九五五年八月旧曰 

第 二 六 七次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八 0 
第一•六八次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 

第二六九次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 

第二七 0 次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第二七一次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三曰 

第二七二次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第二七三次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曰 

第二七四次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曰 

第二七五次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八日 

第二七六次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第二七七次一九五六年一月五曰 

第二七八次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九日 

第二七九次一九五六年二月二日 

第二八 0 次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六日 

第二八一'次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 

第二八二次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 

第二八三次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九 0 
第二八四次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二日 

第二八五次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二八六次一九五六年五月十日 

第二八七次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第二八八次一九五六年六月七日 

第二八九次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二九0 次一九五六年七月五日

主任秘書

Chef d'Escadron G. Buchet,法國陸軍 

Lt. Colonel D. F. Polyakov.蘇聯陸軍 

Lt. Colonel. D. F. Polyakov,蘇聯陸軍 

Commander W. A. Juniper,皇家海軍 

Commander W. A. Juniper,皇家海軍 

Commander W. A. Juniper,皇家海軍 

Commander B. J. Lauff,美P 海軍 

Commander B. J. Lauff 美國海軍 

盧鄂民中校，中國陸軍 

盧鄂民中校，中國陸軍 

Lt. Colonel G. Buchet,法國瞎第 

Lt. Colonel G. Buchet,法國睦軍 

Lt. Colonel D. F. Polyakov,蘇聯陸軍 

Lt. Colonel D. F. Polyakov,蘇聯陸軍 

Commander W. A. Juniper,皇家海軍 

Lt. Colnel K. R. Farquhar,英國賺軍 

Colonel J. J. Gorm ley,美國海軍陸戰隊 - 
Lt. Colonel E. C. Acuff 美國陸軍 

Lt. Colonel E. C. Acuff 美國陸軍 

盧鄂民中校，中國陸軍 

盧鄂民中校，中國陸軍 

Lt. Colonel G. Buchet,法國陸軍 

Lt. Colonel G. Buchet,法國陸軍 

Lt. Colonel D. F. Polyakov,蘇聯陸軍 

Lt. Colonel D. F. Polyakov,蘇聯陸軍 

Lt. Colonel K. R. Farquhar,英國陸軍

美國

美國

美國

中國

中國

西西蘭蘭聯聯
 

法法寐蘇

聯合王國



聯 合 國 出 版 物 經 售 處

Markus Sitfikusstrasse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ona S.A., Alsina 500, 
Buenos Aîres.

澳大利亞
H. A. Goddard/ 255a George St., Sydney; 
90 Queen St.,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u, Carlton N.3, 
Victoria.

奥地利
B. Wüllerstorff,
10, Salzburg.
Gerold & Co., Grab«n 31, Wîan.

比利時
Agence et Meuagerî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W . H. Smith & Son, 71-75, boulevard 
Adolphe-Max, Bruxelles.

坡利維
Libreria Selecciones, Casîlla 972, La Par.

巴西
LIvraria Agir, Rio de Janeiro, Sâo Paulo 
and Belo Horizonte.

高棉
Papeterie>Librairia Nouvelle, Albert Por
ta il, 14 Avenue Bouiloche, Pnom*Penh.

加拿大
Ryerson Press, 299 Queen St. W«»t, 
Toronto.
Periodica, Inc., 5112 Ave. Papineau, 
Montreal.

錫蘭 .
Lake Hous« Bookshop，The Associated 
Newspapers of Ceyion, Ltd., P. O . Box 
244, Colombo.

智利 .
Librerf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Editorial del Paci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中國
臺海，臺北，重慶路，
一段九十九號 
世界書局
上海河南路二—— 號 
商務印書館

哥命比亞
Libreria Amérîca,
Librerki Nacionol 
Librerfa Buchholz

哥斯大黎加
Trejos Hermanos,
José.

Medelifn.
Ltda,, Barranquiila. 
Galerfa, Bogotà.

Apartado 1313, San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iy 455, La Habana,

捷克斯洛伐克
Ceskoslovensky Splsovate l, N àrodn f 
Tr(da 9, Praha 1.

丹麥
Ei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obenhavn, K.

多明尼加典和國
Libreri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
dad Trujillo.

厄瓜多
Librerfa Cientffica, Guayaquil and Quito.

埃及
Libroirie "L。 Renaissance d'Egypt，, "  9 
Sh. Adiy Pasha, Cairo.

薩爾褒多
Manuel Navas y C(a., la .  Avenlda sur 
37, San Salvador.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skuskahi, 
Helsinki.
法w
Editions A. P«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

德國
Elwert & M eurer, H 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oneberg.
W. E, Soarbach, GereonstrasM 25>29,
Koln (22c).
Alexander Horn, Spiegeigaue 9, Wies
baden.

希腿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ens.

海地
Librairie "A  lo .Carovolltt", Boît« posfole 
111-B, Port-ou-Prmee.

洪都拉斯
Librerf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uonor H, 
F., Austurstraeti 18, Rtykjavik.

印度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Ud., Gunung Sahar! 84, 
Djokarta.

便朝
Ketab-Khaneh Danesh, 293 Saac2i Ave
nue, Teheran.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Ltd., 35 Allenby 
Road, Tel-Avîv.
義大利
Libreria CommUsionarla Sanson!, Via 
Gmo Capponi 26. Firenze.
0 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UNichom*/ 
Nihonbashi, Tokyo.

黎巴嫩
Librairie Universelle, Beyrouth.
利比里亞
J. MomoUi Kamara, Mgnrovia.

慮森僅
Librairie J. Schummer, Luxembourg.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A., ignacio Mariscai 
4 】，México, D.F.
荷蘭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oge.

^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fon of New Z，a. 
land, C.P.O. 1 0 " ,  Wellington.

那威
Johan Grundf Tanum Porlog, Kr. Au- 
gustsgt. 7A, Oslo.

巴基斯组
Thomas &  Thoma，，Karochi*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
Tha Pakistan CooperativA Book Society, 
Dacca and Chittagorig (East Pcik.),

巴，馬
José Menéndez, Plozo d» Arango, Pan* 
amâ.

巴拉圭
Ageticia de Lîbr«rfas d« Salvador Nizzo, 
Calie Pt«. Franco No. 39*43, Asunciôn.

秘鲁
Librer/a Internacîonal d«l Perâ, $J<,, 
Lima and Ar«quipa.

苑律賓
Alemar^s Book Store, 749 RîzaI Avenu», 
Manila.

葡萄牙
Uvrarid Rodrigues, 186 Rua Aur«o, Lls- 
bôa.

新嘉坡
Thtt City Book Stor«, Ltd., W tnchttt«r 
House, Collyer Quay.

西班牙
Librerfa Bosch, 11 Ronda Unlversldod, 
Barcelona.
Lîbrerfa Mundi«Prensa, Lagasca 08« Ma
drid .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îrchgasse 17, Zürich 1.

叙利亞
Librairie Unîvarselle, Damai.

泰國
Pramuan Mî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Librairie Hachatto, 469 Utikial Caddvsl, 
Beyoglu, Istanbul.

南非聯邦
Van Schciik'，Bookstore (Pty.)# Ltd., Box 
724, Pretoria.

英國
H.M, Stationary Office, P. 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at H.M.S.O. Shop»),

美國
International Documents Servie», Colum
bia University Pr«$i, 2960 Broadway, 
New York 27, N. Y.

烏拉圭
Representaci6n de Editoria l», Prof. H, 
D'Elb, Av. 18 de Juilo 1333, 
video.

委內瑞枚
Librerfa del E，t，，Av. Miranda No. 52, 
Edf. Ga'ipén, Caracos.

越南
Papeterio-Ubrairle Nouvelle A lb tr t Por
ta il, Boîte postale 283, Soîgon.

南斯拉夫
Drzovno  Preduzdce, Jugo ilov«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aograd. 
Cankar|eva Zalozba, Ijublianày Slovt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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