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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言

在根據一九四九洋十二月八H 决議案三0  
二 ( 四 )第二十一段規定 is]大會提出聯合國近東巴勒 

斯坦J i 民救濟工暇處工作報告書。這是第四次提'出 

的報告# , 論述自一九玉三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五0  
年六月三十日期間的工作情形。

二 . 自 Mr. John B. Bkindford, J r . ,於一'九五三年 

三月七日辭職後，Mr. Henry R. Labouisse於一九五 

四年六月十五日奉派繼任工暇處主任，在中間一段 
期間，工娠處工作由副主任Mr. Leslie J . C arv er主 

持。

三，關於工暇處起源及聯合國對於来自巴勒斯 

组的亜拉伯難民間題歴来所採措施的詳情，讀者可 

參閱工眼處主任所提各常年報告書、主任及諮詢委 

員會向大會所提各特別報告書以及其他聯合國文

件 1。

四 . 本報吿書分爲兩部汾，一爲槪論部份，另 

一部设爲若干附件。各種業務的工作情形在附件內 

有較詳盡的論述。

賣.工服處之任務

玉 . 聯合國救濟工暇處係大會一九ra九年十二 

月八日通過的決譲案三0 二（国）所誌立。工娠處的 

規定任務爲，第一,,與地力政府共同實施近東巴勒 

斯坦難民救濟工暇許割；第二，與近東各關係國政 

府會商在國際救濟協會及工振計割結束前各該政府 

應採何種措施預事準備。

六 . 救濟許劃大部汾爲對約九五 0 , 0 0 0 人 

免費供給慑食，及對J 述數目約三分之一的人供給 

樓身之所。最初多數難民均住在蓬帳內。工眼計割 

係根據一九四九年秋聯合國中東經濟調査圓所作建 

譲，大 部 爲 建築 公 路 、植林及各種小规模工程。

>A.聯合國中東輕齊調查團最後報吿書（一九m 化年十二 
月二十'\ EP，* 件A /A C 25 /6 ,第一編及第二編。

B .跋書摄關’於;懷助勒斯坦難民 ’題之報告書：大會Œ 
式纪錄，第呵同舍，專設:a?洽委員會，附件,第二卷原 
本第十Pqfi，文件A/1060。

C.辨合國救齊工暇曹主任向大舍所提顿吿書以及主住與 
絡 甸 委 # ■向;^會所X是 特 報 書 ：
(a)同_h, 第五画會》捕編第十化號，文件A/1451 /Rev. 

1；
(b)同_ h , 第六罔會，捕編第十六號及第+ 六號A , 
文件 A/1905 and Add.l；

(c)同_ h ,第七闻舍，辅編第十三號及第+ 三號A，文 
件A/2171and Add.，；

(0»同1 1 ,寨八同會, 捕編第十二號及第+ 二號A，文伴 
A/2470 and A d d .l。

D .有11之大會决議案：
年十二月十一 H之決議案一九W (三)；

一丸m i/\ 0十一月十九S 之决議案二二 (三)！
一九PR 年十二月A 日之決:議案三tD二(四)；
一化H O 年十二月：：a 之決議案三化三( S ) ;
一九S  二年一月二十六S 之 决 議 案 三 (六)；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六S之決議案六一四(七)；
一九五三年^*-*月二十七日之決議案七二 0 (八

七 . 由於種種原因，工娠計割成績不佳。更有 

一點，工娠不能使難民永遠不需救濟，正與難民營 

中新舆的小額貿易或好些難民所找到的季節及臨時 

就業不唯使他們永遠不雷救濟一様。因此大會於其 

— 九五0 年十二月二日新通過的決譲案三九三（5  ) 
內認爲，在不妨礙以前就遣送回籍或補僖間題所通 

過的各決譲案的原則下》"使難民在近東經濟生活中 

重得其所，實爲準備應付將来國際援助不復可得及 

實現該展和平與穩定情况之裏舉… … "U故大會 a 着 

重於藉工娠促成重建，而不以其爲供給臨時工作的 

辦法。大會一九Ï 二年一月二十六日通過的決議案 

五一三 (六 )亦着重此點，並核准一項新計割，指導 

工娠處在以後約三年內一一至一九玉0 年六月三十 

0  ih—— 的 工 作 （大會第八眉會的這個期限復又延 

長一年)。

八. 此項許割的大政目標爲使難民股:離配給生 

活而找到自立的生許，並使他們成爲近東各國的經 

濟資逢。按照許劃，工娠處應路助難民琴找職業;給 

予貸款及訓練；建造住宅；開鬪耕地。該許割之用 

意在規定終Ik救濟工作的日期，及避免牽入亜拉伯 

國家與以色列間或難民與以色列間的政治糾紛；尤 

其不得妨礙以前各決譲案中所撮及的遺送回籍或補 

償間題。該決譲案假定各國政府將合作推行此項許 

割，使其成爲收容難民各國經濟齋展中不可劃分的 

- 部汾。爲供支持此項計劃之需，該決譲案指定以 

二億美元爲經濟復原《用 （但它也承認尙需其他各 

方供給經額經费方能協助一般輕濟發展),並在預算 

內指定經暴繼續辨理救濟事務。工眼處應黎法接洽 

使收容難民的各國政府儘早接辦關於救濟及重建工 

作的行政事務。



咸.救濟情形

九 . 由於本報告書中提及的種糧原因，各力發 

覺實無法取消工娠處的救濟工作及顏算，或加以相 

當裁滅。照料及維持難民繼續爲其重要基本職務之 

― 。且因工娠處日猛明瞭救濟工作尙須長期進行，所 

辦業務的種類及標準必填而且應行逐漸改善。

( « )登記及難民人數

一 0 . 收納難民列入救濟名册上的標準卽此等 

人應爲眞正難民，在一九四八年發生銜突前B 居住 

巴勒斯坦達兩年以上，並因發生銜突之故致使無家 

可歸，旦無以爲生。名册丄偶有增加則係新生《l a  

及在某種情形之下喪失進款的難民。名册J 被註館 

者其最重要的原因爲死亡、移出，及收入已足夠自 

給。

— . 當然也有許多不正當的人登記爲難民。 

：n « 5處發覺頗難訂定安善制度將不應向工娠處領取 

配給品或他種協助的人全部註館，且遇有若干精形 

竟無法辦理。工眼處仍在繼績努力與收容難民的各 

國政府及各難民商訂一種可以施行的適當制度，‘俾 

可保護有關各方的合法利益。它尙未能使應受協助 

的難民及仍咸懷疑的各國政府明瞭工眼處的宗旨係 

求以最善力法蓮用以動用的款項，且受不正當或虛 

德登記之害者實爲難民本身《

— 二 . 本報吿書附件A 表一表示向工眼處登記 

之難民人數。登記的難民總數中一半以上—— 四八 

七 , 0 0 0 人一 ☆ 住在約但，內中二七一 , 0 0 0  

人住在西約但，約有四分之则住在旌薩區內。西 

約但前爲巴勒斯坦委任統治領土，於一九四九年併 

入約但；堀薩展以前亦爲委任統治地，現受埃及軍 

事 管 轄 附 件 A 表二表示難民年®;在工暇處登記 

的大約半數難民年齡均在十五歲以下C 此處應雅調 

一點，卽人口自然增■加率之大爲工眼處露理此問題 

感覺棘手的重要原因之一。更有一點應行注意的,卽 

除向工阪處登記的難民不計外，黎巴嫩的本地居民 

約有一 , 三四六 , 0 0 0 人，叙刹亜約有三，七九五， 

0 0 0 人，約但約有八八0 , 0 0 0 人(其中半數以 

上住在西約但），伽薩約有一0 0 , 0 0 0 人。

(&)配給品

- S . 除下面各段內所舉的例外情形外，基本 

綴食配給並未更動 , 卽冬季施發粮食約合一 ,六O Q  

卡路里，夏季約合一 , 5 0 0 卡路里。

一四.檢討中一年度的救濟經费預算經大會第 

八眉會通過，使以前紙能領半设配，給品的若干類難 

民 (包括一歲至七歲的兒 董̂在內）現已能領全份。

— 五.除向全體難民施發基本乾綴及另發副食 

外一一在丄一會計年度中副食成分業B 改善，施發 

範圍亦已擴大—— 工娠處發給一歲以下的嬰兒（此 

等嬰見不能領基本配給品 )每人每日全脂奶粉一，二 

0 0 公分，一歲至十Ï 歲的兒 董̂、摩婦及自己喂乳 

的婦女每人每日去脂奶粉一 , 0 四0 公分。大多數難 

民除所領乾银外另有肉類、水葉、蔬菜》雞蛋等食 

物。此等食物或由難民自種，或以一部分配給品與 

他人交換，或以其偶獲之少量收入自行購取。但世 

界衞生組織及懷食農業艇纖各營養專家a 在呼蕭人 

們注意若于類兒董中日益明顯的營養不足現象。

(c) 宿所

—六 . 在檢討的期間中，約有比例與以前相同 

的難民人數 (約爲三分之- * ) 住在遂帳內。但大會第 

八届會所涯過的預算a 可增加改善伽薩、約但、黎巴 

嫩及叙利亜各地難民營殷備6 但因大會開會時係在 

每年下半年，正在工眼處會計年度的中間，故須待 

至一九玉四年方着手辦理，继薩的難民營a 在開 

始建築中，本年秋季當可落成，但在其他各國內擴 

大難民營的工程則最早須至一九Ï Ï 年春季力能完 

工。所有增建各國難民營赛用均a 列入工娠處一九 

玉因至一九五五年庚預算內。

— 七 . 儘管略有延欄，至一九 Ï 四年三月間住 

在蓬帳內的各營難民a 紙百分之三十二。一九玉三 

年二月閩住在蓬帳內的達百分之三十九，一九玉一 

年三月間則逢百分之八十七。因此難民營E 翻具村 

落城鎭規模，有學校、小工廠、浴常及娱樂場所等社 

廣誌備，及富於進取心的難民所開的各種小店<-
—八. 許多難民的生活狀况雖業已改善，，仍有 

—大部分難民的生活狀况頗爲惡劣。這是一部分因 

爲若干難民寧願樁.lb於最臨時及過渡性廣的宿所， 

而不願有所改善d大槪他們以爲生活狀況一經改善’ 
則將来遣送回籍的機會多少將受其影響< 另一部分 

的原因是工娠處因經赛支細及難獲適當地址之故未 

能在難民營內容納許多需要收容的難民

(d) 衞生

- 九.工娠處的衞生事務除根據經驗及因訓練 

進步而赂有改善外，大體上與以前相同。本報吿書 

附件Ê 內另有詳細12■載。



二o . 在檢討期間中，難民的衞生教育及防蟲 

工作曾受特別注意。衞生教育人員的特別訓練業S  

開始。此等人員將參加與其他各種社會事務機構代 

表合組的衞生組工作<_防蟲計劃亦爲衛生教育的一 

種，但其主要目標則爲預防蟲顔傳染的疾病。工娠 

處 a 在約但河流域推行-^項® 要的撲疲運動，爲雅 

木克及約但河流域 (Yarmuk-Jordan Valley) 發展方案 

的先導措施0

二一. 工娠處的衞生計割在此種情形下雖成績 

極佳，但仍有若千重大缺械，有待補救。例如各種 

受有訓練的醫務人員及衛生人員均感不敷；難民營 

內的廝所現均用坑，必須改建催腐池；約但的難坡 

幾完全無肺病醫院，必須增建；黎巴嫩的肺病醫院 

現均篇蓬帳亦商須增建適當房舍。

(e) 福利

二二 . 後面的附件F 有關於工眼處福利事務的 

敍述，此等事務是爲了琪補正常例行工作所未能照 

顧的需要。

二三.工暇處的福利司係該處與許多很重裏的 

慈善機蘭的接觸點。這些慈善機開的工作可以補充 

工眼處約整個工作，對於難民生活極爲重裏。附件 

F 內並撮舉這些機圃伪給難民的各種物品及服務。 

工眼處願藉此機會對各慈善機關的重大幫助表示感 

謝。

(/)衣服

二四 . 工娠處經費不足，對於它所收容的難民 

向来均無力供給衣服。難民須自行12•法威藉外廣捐 

助。流光如箭，難民們從家中帶来的衣服大部儉都 

a 用完，故需裏外界援助之處與日俱增，更見急追。

若非各慈善機閩® 力誌法，惊慨輸將，難民景況當 

更爲痛苦。但經由各慈善機關捐給難民的衣服雜塵 

年来頗見清加，尙不能満足最低限度的需要。兒灌 

們的衣服鑑樓尤為引人注意。希望慈善機關更能供 

給較多衣服。此外，工眼處亦在考慮施發棉布的可 

能性。爲難民的健康着想及就其心理方面的彰響而 

論，此項指施似頗重襄C

(g) 救濟費用

二五 . 簡言之，工娠處在過去一年中對約八八 

七 , 0 0 0 個難民—— 年終難民人數—— 供給配徐 

品、衞生事務及若千福利及補充事務，並對約三二 

0 , 0 0 0 個難民供給住處 , 共用款項二三，九 0 0 ,  
0 0 0 美元。這筆養用計算起來，每人每年平均紙 

達二十七美元的微小數額。 .

二六 . 依照目前水準，一九玉四至一九玉玉年 

度救齋赛用估計當需二千六百萬美元。此數與大會 

第八届會暫時核准的一千八拜萬美元相較，起出達 

八存萬美元之多 „ 但有一點應當牢記的，卽一千八存 

萬美元的數字係假定各項許割將 » 用 六 0 0 0  

個難民，且維持這些難民及其家族一一大槪共約三 

二五，0 0 0 人 —— 的費用可不必從救濟費預算內 

支付。但實際上，從本報吿書附件 C 可以看出，施 

發配給品名單 J 永遠註館的難民人數紙八， O O 0  

左右，故就配給品與月數之積數而論厥能暫時減少 

二五，0 0 0 份左右下面一節指出在最近的將来難 

盼多數難民找到工作假定目前救濟標準仍予維持， 

由 於 述 原 因 ，以及因人口自然增加頗速之故 ， —  

九五四至一九五玉年度的救濟費用勢難减少。若再 

把救濟標準提高，則赛用當然亦將更大。

參.重建方案

二七 . 經大會第六眉會核淮及在面第 â 節內 

提起的方案，其目的爲採取重建措施逐漸减少救濟 

費用而最後完全取悄救濟。原来規定應於一九五四 

年六月三十日左右達到此項目的 C

二八 . 雖然事後回想，襄在如此短促的期間內 

達成這樣目的實際 3 殊不可能，但大會當時無疑地 

希望並預期當可 .唯朝這個目標有藍大進步。因所獲 

進步顯然似乎傲不足道，大會務須就過去的工作加 

以檢訪重予估計，參酌當前的阻礙考慮將来的可能 

發展。

二九. 本報吿書重建工作附件（附件 C )內撮載 

關於工眼處所舉辦或由工膜處支持的各主要計割的

資料。它表示許多件規模較小的計割確有進展’尙 

有雨件重裏計劃雖在初創時期，a 頗可樂觀。

三0 .  J 述後兩項計割係指赛奈西北部灌概計 

劃及雅木克約但河琉域發展計割。關於這兩項計劃 

頗费時日，但頗重要的調査工作，以及有閥的農業及 

經濟研究，業 a 完成，預許工娠處當可於以後幾個 

月內確定這兩項計劃可以具體執行到如何程度，並 

在實際開工之前預作一切準備。假定具體執行毫無 

間題，這兩項計劃究竟是否舉辦尙須看能否與有關 

各國政府議訂安善協定力能作最後決定e

三一 . 但有一點應行注意的，卽依照目前估計， 

紙有約—s o , 0 0 0 至二0 0 , 0 0 0 人可在這兩



項許劃完成之後疆得生計，更須數年後方可認這些 

人能完全自給據最延計算賽奈計劃的進展巷度，其 

工程部分需兩年方能完成 , 而安頓一 0 , 0 0 0 戶難 

民，使他們從事農業，能完全自給，更需許多年。約 

但河流域計劃所需時閩不見得會少於賽奈計割

三二 . 至於對達成大會預定目標的各種阻礙， 

其中最重裏之一便是無法依照大會閥於遣送回籍及 

補償問題的決譲案的指示，解決各該間題。此外， 

可供發展之用的物資的貧乏亦爲進步遲緩的重大原 

因 3 難民們的態度以及有時各國政府的態度亦爲進 

展困難的一部分原因。

三三 . 至於難民們，多數難民雜 a 流亡達六年 

久，但時閩未货冲淡 f È 們家破人離的辛酸。至少

在年齡較大的難民中間，一般情緒均希望重返敌里。 

若無其他可使他們接受的解決辦法，全體難民的態 

度將受此種情緒的支配。吾人若輕估此種情緒的力 

量將爲一嚴重錯誤。

三四.不幸難民全體尙未明瞭卽使找到一 

糖各力所能接受的迅速政治解決辦法，合槪尙需有 

許多年的調整方能使他們重新獲得完満的生活。他 

們不療解重建計劃可使此種就整容易得多，並可幫 

助他們準備恢復正常生活。他們不但不作此想，許 

多難民以爲 " 重建 " 將剝奪他們的若干機會。因此， 

雜 經 難民們說明，參加重建計劃不致妨害們受 

遺送回籍或補償的權利，他們尙未能完全覺悟：參 

加及歡迎此等許劃是對他們一一尤其是對他們的子 

女  有利的。

三五 . ※ 且，不論安頓難民的時間如何短暫， 

若未經收容國政府同意卽無從辦理。收容國政府當 

然須先顧到自己士著人民的利益。它們也明瞭雞民 

的情緒，顯然不願採取或贊同難民們或將誕爲可以 

妨害他們的權利一 -尤其是關於遣送回籍及補償間 

題的權利—— 的任何措施 3 雖然工娠處所提的計劃 

決無妨害此等權利之處，.但若干關係國政府尙未決 

定與工眼處公同發展幾種希望頗佳的重建計割。但 

有時關係國政府亦承認此等計劃確實是爲它們的人

民—— 包括難民在內一 ■的最高利益着想;新以附 

件 C 內表示尙有若于進展。

三六 . J ：面業B 指出，對於達成大會就重建簡 

題所規定的目標最嚴董的胆礙之一便是物資缺乏。 

在難民前可以前往的地展內供農業發展用的大部 

分土地紙勉強適用，有時貴不堪耕種3 雅木克約 

但河流域計劃及賽奈計劃之外，在現在最多數難民 

聚居的地廣內似無舉辦任何主要重建許劃的實際可 

能性。

三七 . 重建方案雜有許多阻礙及困難，仍應盡 

力誰法繼績進行。廣於這一點，若要，到人民K 最 

高利盡去處理人口問題一 •難民問題亦包括在內 

一則近東及中東方面實需有其他主裏計劃，加以 

發鹿 .並且 , 若從純粹經濟觀點着想，則必須承認這 

是一個長期問題，需裏許多年的發展及工程工作。

三八 . 根據工暇處就該區域的計，經濟發展最 

近所完成的一項研究，這種發嚴的途徑大部分當爲 

墙加耕地面積。這是因爲單靠擴展當地工業不能使 

人口激增對於生產所資生的應力減少多少。該項研 

究更顯示，根據 a 在進行中的計劃，紙有伊拉克尙 

可於一九七玉年使耕地面積越過維待其人口  K 需襄 

—— 包括自然墙加之人口在內，而且是按目前生活 

程度計算。除非埃及，約但、黎巴嫩及敍利亞等K 除 

正在考慮中的各項計劃外能另行擬訂其他新計割， 

到了一九七五年這些國家內B 獲灌御之利的土地每 

一單位所須維持的人口均將較目前爲多。這四個國 

家均須加速其現在a 在實施或力在計割中的發展計 

劃時間表。這是它們的一個急追問題。

三九 . 加速率及發展新許，的能力端視經《有 

無着落及能否獲得受有訓練的人員爲斷。若要造随 

着人口的增加並使難民均能自給，該地展各國必鎭 

從國外或國內壽措更多經費，俾可增加目前這種發 

展費用比例。立卽可以動用的一種國外款項便是工 

振處重建力案基金的結餘。但有一個間題，卽此項 

結餘是否可供似有成功希望的計劃之用?

肆.敎育及訓練政策

四0 . 工娠處參酌J ：面所討論過的各種因素， 

尤因其更爲明瞭難民間題的長期性質之故，認爲必 

須而且應就其教育及訓練政策作若干修改。本報告 

書附件D 內截述此種修改的性質，以及一切教育事 

務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度中廣展的程度，較爲 

靜，。另一點應行注意的，卽在聯合國救濟工眼處

所辦小學及中學的註册學生數B 有清加。因J 述各 

學校學生增加及因工娠處給予補助金與各國政府及 

各私立學校之故 , 受學識教育的55*童已約達一五五， 

0 0 0 人。

四一.向聯合國救濟工暇處所辦學校或向受其 

資助的學校報名入學的男女童人數的激樓使工娠



處的經释肖擔及其責任均更爲加重。值由於這種情 

形，工娠處獲得更多機會與各收容國政府合作，準 

傭此等^ 童開始有用的生命。

四二 . 不幸若于收容國雖抱着善意，它們現在 

的經濟無法吸收出於意外地湧入勞工市場的多數難 

民g 但預料在將来一、二十年內近東經濟的發展將 

需要各種勞工的供應，包括熟練農業人員、工人及 

技工在内。人們必須承認，近東的手藝素質量並不 

很高，必須不斷地糟加熟練工人及技工，且其所受 

訓練須較目前之普通水準爲高，方能提高一般標 

準。

四三.這個區域以後二十年內在經濟方面的可 

能擴廣一一大家也希望它能夠擴展一一是對該地爾 

所有各國教育制度的一種桃激。因工娠處所訂教盲 

制度歷時未久，比較有伸縮餘地，故它特別適宜於 

採取可以有助於應付此種桃激的措施。它的計劃是

儘速擴展職業訓練中心的設立。此種訓練中心與耶 

路撒冷附纸及伽薩地帶內 a 在辦理中的兩個中心相 

同。目前的計劃爲增載訓練中心八所，其中玉所專 

重農業。這些訓練中心可供給受較高程度訓練的技 

工、農業專家及領袖人才。此外，它們尙可供三個 

其他目標之用。第一是訓練教師。訓練設施如須迅 

速擴展時，此等師資卽可隨時利用。第二是如遇技 

工因長期失業之敌而技能退化時可予以重受訓練的 

使利。第三爲供給各業測驗的便刹俾«主在徵求熟 

練工人時可測驗此等工人是否適宜於其應徵的工 

作。

西四 . 爲求保證載業訓練中心的學生角 I 具有必 

要的能力傾向，工娠處擬推行一* 種手工方案。一九 

五四至一九五五年度內將紙在您薩地帶推行此一方 

案。工娠處正在該地帶內建築特別教室並訓練巴勒 

斯坦籍之教颇 G

伍 ，工販處的地位

( « )財務

四五.工狼處將另向大會提出截至九五四年 

六月三十日爲止的會許年度財務報吿，並同時提出 

審許委員會的報吿書。後面附件B 內有關於財務報 

吿的簡襄說明。

四六.工暇處將在另告書内提出其一九五 

四至一九五五年度詳細支出許割以及其開於捐募現 

款的請求。附件B 內亦載有此一報吿書的撮要。

四七 . 附件B 內並促請大家注意因大會須在工 

眼處預算會許年度開始幾個月之後力能加以核准 

( 這是由於大會涯常舉行屆會的日期之故)所引起的 

困難。該附件內提出若干項建議，以求避免此種困

難。

(6) 艇織

四八 . 過去十二個月內，工眼處在艇織方面會 

有若干重要變更；經將各項職務分錄三部，每部由 

副主任一人主持。 項具有若千重要性的行政措施 

爲工眼處a 與聯合國拓童基金會議妥，由後者擔任 

聯合國救濟工暇處的代表，代爲購辦須海外輸入 

的供應物品。此項試驗尙在初期，至現在爲.Ik的成 

績檢討现& 完畢工眼處所需大部分物品將繼續在 

當地採購。

四九 . 在檢前的一年中，工眼處對於傷主與懦 

員閩的關係事項曾作若干修改，或 B 擬定修改辦法， 

使其能與聯合國秘書處本部的辨法較爲一致。現已

訂定對被解傭的人員給予償金，服務每滿一年給予 

薪金一個月C 說立節約儲金一事正在討論中。就若 

千條例施行方面向主任提供意見的申訴委員會B 較 

爲確定。臨時的職員委員會業a 成立。

(c)前途

玉 0 . 大會第八届會議決將工暇處的設置期限 

延長至一九玉五年六月三十日，並在第九屆會時檢 

財工娠處的方案。

五一 . 本報吿書以前各節中業a 指出，卽使依 

照最有利的假定，將近東經薛情形改善至難民不需 

協助的S 度尙要許多年e 在這許多年中間，至少有 

— 部分難民的食，宿及其他基本需要必須依賴他 

人。

五二 . 工振處業a 向各收容國政府探詢，它們 

是杏願意負擔救液方案的行政責任。雨國政府業B  

正式答覆不願負此種責任。吾人有種種理由可以相 

信其也兩國政府目前也不願接受此種責任。雜然它 

們並未說明確切理由，而且各國情形不同，但可以 

猜想得到，不願接受或不能接受照料及維持難民的 

責任之故大部分是由於政治及經濟原因。

五三.一部分原因或係各收容國政府以爲擔任 

此種責任須採収措施，擴大行政事務，但目前殊不 

適宜。吾人須承認，供給難民的基本需要牽涉到種 

種不同的問题，將使若干國政府—— 若非所有各國 

政府—— 的現有行政機構擔負厳重而困難的重任。

5



五四 . 工眼處無從估計各收容國政府實際J ■是 

杏能承擔救濟的責任，因爲有許多地方不完全是工 

眼處權限所及的，因爲各國過去向未完全承認工娠 

處爲一國際組織及聯合國的個輔助機闇的法律地 

位，故各收容國政府若能負起此種責任，工娠處在 

業務方面所面臨的若干困難當可消除。並且，若能 

把救濟責任移交各國政府，大會卽可將工娠處工作 

的 其 餘 部 •集中於男一機構，予以他種較爲確定的 

責任。

五玉.但從工暇處職員的工作效率及精雜方面 

着想，大會務須就這個間題作一迅速決定。因工眼 

處工作的範圍及年限，以及它的法律地位均未確定， 

它雖自知必須而且應當盡力後揮它的效力，但其工 

作能力仍受到嚴重影響。

五六 . 所以若同意聯合國胳繼續，巴勒斯坦的 

æ 拉伯難民綠予經濟及行政協助，且聯合國救濟工 

娠處將仍爲執行其此項工作的代表機構，則大會必 

須採取•若干措施，俾工眼處能較爲有效地執行其職 

務。其中一種措施便是受懷的期限及條件。爲效率 

計 , 職員不但須品學索優，並須準備在該地廣居留相 

當長久的時期使他們能熟悉他們的載務，則工娠處 

方能得到盤處3 以一年爲期徵聘職員殊難獲得所需 

素寶的人選。所以大會本年若再決定延長聯合國救 

濟工眼處的誰置期限，應將它延長若干合理年數，但 

當然裏附帶一個條件，卽若能與各收容國政府議定

安善辦法將工眼處全部或一部设職務移交給^們負

責，則自當由它們接辦。

五 七 .工娠處在過去十二個月中會遇到若干其 

他困難，雜然這不雷要大會採取特別行動，但不得 

不予指出。工娠處若將繼續存在、有效地執行載務、 

並爲難民的最高利益服務 , 則這些困難必須克服。下 

面是幾個例子：反對擬訂妥善制 .度，俾可在名册上 

註館不應向工眼處領取配給品或漠得其他協助的人 

名；不准輸入1ÎÏ'海外採購的物品；企圖控制工娠處 

內部行政；Jh付若干銀行存款；繼續企圖對工娠處 

業務方面所需或工娠處自有的物資及財産抽税。在 

仍有j 述情事之處，工娠處希望能纏妥善解決，克 

服此類困難。

五八 . 工娠處的設置期限若得延長，則除第玉 

十六段及第五十七段內所指出的各重要先決條件 

外 ,尙有若干其他重要問題需要大會的指示或訓令， 

庶使工眼處能有效地進行工作。此類重要間題爲：明 

白宣吿工娠處的目標及載權範圍；採取措施，俾工 

振處作較爲長期的預算計劃，提請® 過；指示應 

供給的救濟標準；所謂 "經濟難民 " 間題；除對於領 

取配給品的人們能獲得直接利卷的許劃之外，若能 

將重建工作基金用於使難民可問接獲得利益的一般 

經濟及農業改善計割時，究竟可動用多少。工眼處 

主任擬將所有J 述各間題與諮詢委員會共同前論， 

倘大會願延長工眼處之就置期限，.擬向大會提具建 

譲。



難民

份數 人數

99,903 102,095
80,674 85,473

438,775 475,620
198,427 208,560

17,176 b

共計  8,143 7,495 220,483 195,873 217,955 237,109

刚 件 B  

財 務

決算表 三 . 資塵淨額减少係由於支出超過收入玉，六

0 0 , 0 0 0 美元和週轉資金的調整數二 G G , 0 0  
— . —九五四年六月二十日終r 的會許年度決 養f

算表將連同審許委員會報吿書另向大會提出；因此

本報吿書未予複载a但莊就各項決算表評論如下： （& )收入

四 . 工暇處未收到任何供重建力案用的現金； 

(®)資產負債表  重建支出係自工眼處累積資金項下撥充，本會許年

二 . 本會計年度內工娠處資塵淨額約:減少玉， 度收入總全部供救濟力案用 )約許二三，六 c > o ,  

八 0 0 , 0 0 0 美元，情形如下： 0 0 0 美元，其來源如次：
單位：（百寓美兀、

二 二 各國政廣所摘現金 ....................  22.6

， (單£ l ï i 元） 各國政府所捐實物 ...................... 0 .4
忽容献城 其他方面的捐款 ........................ 0.2
資産維額  41.Ô 46.7  5.1 雜項收人 .........................................  0 .5
減去負債額及準  雜觸媒八  —

  J ：!  ^  减：腫兌調盤數  0 .1
資產淨額  39 .6  45 .4  5 .8 共許  23 .6

7

___________________960,021 959,315 879,667 851,637 881,673 834,955 871,748 807,620 887,058 834.287

a i 表所示配給☆ 敷業經調整爲整份配給品的相等救目，因若干登IE難民(不滿一週歲的兒童, 在若干地K 三歲半以下的兒 
童)不得領乾配給品，其他若干難民(邊境村民)œ 镇f t半f分IE絵品。大舍第八画會前,不滿七歲的兒童及若干沙漠地帶中 
以游f t爲生的亜拉伯人也紙镇取半份，而沒有镇取整份配給品。 

b 不再由近東工娠處鱼責。

表二

__________________ — 九玉四年六月三十日按年働、性別及各居留國計算的難民分配情形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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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難民人數及施發之配給品檢數a

'九五0 年六月 一丸五一年六月 ‘九五二年六月 一丸五三年六月 一九S ira年六月

» ?
人數

01,636
86,191
r86,631
:12,600

m s
人數

.04,901
84,224
169,576
：04,356
19,616

一
給
激

(68
9̂9

K)3
133
m

酣給  雞民  m
份數  人數 份 :
29,041 106,896 106,1
82,824 82,861 80,'
103,423 465,741 444,'
.88,227 199,789 197；
45,800 24,380 23, ‘

ms：
人數

.27,600
82,194
;06,200
[98,227
45,800

嫩

亜

，/

列
 

巴
料
但
色

 

黎
叙
約

题
以

7

 
0

^

5

 

4

 î£>

 
0

 
0

 

3

 
9

 
7

 
1

6
,
 2
,
 gC

 oT

 

2

 
2

^

5

(
L
 
u

2

 
2

 
6

 
4

 

^

 
0
^
 
^

 1

 

i/"T

 

c
T

 

c
T

 

2

 
2

 
2

 
5

9

 
8

 7

 
9

 

^

 
^

 
^

 ̂

 

2
,
 
8,
 7
,
 6
,
 

2

 
1

0

 
4

t

 y

 

S'*

 

y
c

0

 
4

 
9

 
6

 

3
,
 
4
,
 
2
,
 4
,

S

 S

 
■

4

 p

 
9

 
2

 

9

 
7

 
0

 
2

 

6

 
3
,
力

 

T
?

 

1
,
 ̂

 2
,

1

 
^

 
^

 5

 

4

 
9

 
0

 
0

 

8

 

3

 
6

 

1
,
 
3
,
 2
>

é

亜

î

 5

G

利
但
薩

 

黎
叙
約
伽



五 . 各國政麻所捐現款二二，六 o o , o o o 美 

元較預料中的此項捐款數額少二，二 0 0 ，0 0 0 美 

元。

六.莊將一九五四年六月三十日各國政府認捐 

款項的狀況列表如次：

年度開始 
時已認捐 

款
項總額》
加本年度

內 認 捐  一九冗三
額，減本 至一化五
年度內撤 四年度內 預期可

認捐者 銷之認振額 所牧金額 牧餘額
(軍位：百萬美7É、

美利堅合衆國  45 .9  15 .0  30 .9

大不列顏及北愛爾
聯合王國  14.9 5 .6 9.8

法 蘭西 ......................... 3.0  1,5 1.5

各收容國政府   0 .6 0 .3  0 .3

其他政府 ...................  1.9 1.1 0 .8

其他認捐者  _ 0 £  _ 0 ^  二
共計  66.4  2 3 .1 43 .3

七.第六段第一欄數字顯示一九五三至一九玉 

四年度內美國依照其捐款不超過繊捐額百分之七十 

的政策，將其未纖付的認捐額減少了一三，二00 , 
000美元；又在該年度內法國將其一九玉二至一 

九五三年度的認捐額減少了五00,000美元。

八 . 主要的特纖認捐額—— 美國和英聯王國的 

認捐額—— 係留供重建力案協定用的款項；由於目 

下倚未簽訂具體計劃協定，故無需現款。

九.各收容國政府未就一九玉三年至一九玉四 

年度方案認报现金；至於此等政府以前各年未纖淸 

的認捐額，本年度亦未收到现金。但所有收容國政 

府對於工暇處以及直接對於難民本身，均曾以各種 

服務方式予以協助。這些包括若干種醫院補助金、碼 

頭費用、落梭、搬運費、工娠處辦公場所及難民營地 

祖金，供應pS之蓮輸，以及若干醫療及教育服務。

— Q . 若干捐助國政府限制其現金捐款運用範 

圍的趨勢，似奥日俱播；它們規定捐款必須用在原 

捐助國巧。工眼處在可想範園內力圖作此種安徘，但 

嚴格地堅持此種辦法有礙工娠處的商業活動，並使 

工振處所採辦的若干商品的成本增至世界市場慣格 

以上。爲整個力案着想，此種限制辦法深望能予取 

清。

{c) 支出

— . 依據大會核准的新潘現金捐款額四二， 

八0 0 , 0 0 0 美元,一九玉三年至一九五四年度的 

救濟支出預算經定爲二七，三0 0 , 0 0 0 美元。實 

支數爲二三，九0 0 , 0 0 0 美元 ,較預計數少三，四 

0 0 , 0 0 0 美元。此項節餘大半係由於H 用必需 

能—— 特別是麵粉~ 價格跌落的緣故。

— 二.將難民安置於避難所和茅屋中的支出較 

預算數額少一弃萬美元以上，供這是由於若干項建 

築工@ 發生不可避免的延擺；此項工作與支出將移 

入一九五四年至一九玉五年度。惟此項箭餘數爲另 

— 事實所抵館：若干項帳目下的必要開支較預計數 

多出近一百萬美元；此等帳目包括墙發各醫院的補 

助金 (一五0 , 0 0 0 美元 )，捐贈衣服的運 .費（二六 

0 , 0 0 0 美元 )及當地徵聘載員的解繊費用（四0  

o , o o o  美元)。

三.受救濟的難民毎人平均維費用約爲每年 

十七美元，這是十分低的數字。

- 0 . 重建工作支出預算，包括教育一項在內， 

爲七，八 0 0 , 0 0 0 美元；實支數則爲5 , 三0 0 ,  

0 0 0 美元 3 此項差數大部设由於在各項許劃上的 

數額較預算數字少二，二0 0 , 0 0 0 美元。

二 . 一九五四至~九五五年度的擬譲支出

— 五 . I t 娠處一九五四至一九玉玉年度支出的 

詳細許劃及其蘭於現金捐款與認捐額的請求，將以 

另一文件向大會提出e 因此，获僅將該項計劃摘述 

如下e

— 六 . 救濟方案的預算定爲二六，o o o , o o  

0 美元 ; 一九玉三至一九玉四年度實支數則爲二三， 

九 0 0 , 0 0 0 美元-此項預算超出一九五三至一九 

玉四年度數額的原因大致由於兩個項目：（a) 避雞 

所及營房的維持凝頸算爲二，七 0 0 , 0 0 0 美元， 

而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度的支出則爲一 ,六 0  0 , 

0 0 0 美元 ; （b )業務準備金約爲八0 0 , 0 0 0 美 

元，此款之所以需要，一部儉是由於人口的自然增 

加，因而更多人需要配給品與服務，同時也由於要 

應付其他臨時费用的緣故 j 兹假定同様的最低限度 

營養標準仍將繼績適用。嗣後如決定此項標準應稍 

予提高，或決定以衣服發給難民（目前彼等的衣服 

全仗外界自動捐助），则救濟預算自須增加。

一•七 . 重建方案預算爲三千六存萬美元，其中 

六存萬美元係供已着手辦理的各項許割與工作之用 

(包 括 教 育 項 下 的 H■萬美元)，三千萬美元係供希

8



望於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度內簽訂的其他計劃協 

定 ( 卽契約 )之用 j此三千寓美元中，一三，二 00,0 
0 0 美元係撥充維木克一約但河流域計劃之用，一 

千一弃萬美元係供S in a i沙漢灌翻計劃之用；其餘 

五，八0 0 ，0 0 0 美元大半係供各項fi【練計劃及希 

望與利比亞政府綿訂的重建許割之用。

三 . 救濟與重建支出所需款項的»供

— 八 . 大會於核定一九五三至一九玉0 年度救 

濟預算時，會暫定•一千八存萬美元爲一九五四至 

九玉五年度所需裏的經費。此項預計數字訂立時懷 

有一種希望，卽：各項重建工作將使領取配給品的 

人數較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度大爲減少,這種希 

望並未實現，且现須認淸一種事實：此項希镇在以 

後若干年中亦恐難實現。假定現在世界商價格維 

持不變、現在這種最低限度的救濟標準亦不提高，則 

以後若干年中救濟費用每年約需二千五存萬 ,美元； 

此項意斷較切實摩。

— 九.一九五四年六月三十日工眼處的週轉基 

金總共約爲三九，五0 0 , 0 0 0 美元，：內三千因百 

萬美元爲現金，其鋒 ( 五，五00 ,000美元)主要 

爲存倉物資、設備及在蓮輸中的物品。

二0 . 在三千0 存萬美元现金中，留供重建工 

作之用者約爲二五 , 五0 0 , O O 0 美元，尙餘八,五 

0 0 ，O O 0 美元可供救濟事業之用。由於救濟力案 

的進度大致維持一定的水準，存倉物資與待交货品 

的數量亦將維持常態，該力案所需現款自可預加估 

計，且應及時付交工眼處以便IT購物品。

二一 . 大會係在曆年將告終了時舉行會譲，它 

所授權撥用的款項和捐助國缴付認損款項的現金須 

待至次年中力供工暇處之用。因此工娠處在其會 

許年度開始時 ( 卽七月一日）顯須握有足夠現金，藉 

充救濟方案八個月左右所雷的資金—— 約許一千七 

存萬美元之數 j ― 九五 r a 至一九五五年度開始時工 

暇處所握有的供救濟用的現金實數旣然紙有八，五

0 0 , 0 0 0 美元，則在曆年終了時此數顯將吿磐； 

在各國政府纖付捐款前救濟力案所需資金顯須自撥 

充重建用的資金 ( 卽 述 二 五 ，五0 0 , 0 0 0 美元） 

項下 "借用"。此種壽措救濟資金的方法雖或非全按 

常例，但目下重建方案當在初辦時期，此法自尙可 

行。將来重建方案充分展開時，不免時時需要充分 

利用其 "準備金 "，供其本身的用途 ; 屆時霉向其"借 

貸 "供救濟之用，勢難辦到。

二二.提出這一點的目的在顯示工眼處如繼續 

設:立，將來( 雖非本洋度)當須請求大會在供實際常 

年支出用的數額外另行核撥現金一筆，充此種救濟 

過轉基金之用，其數額或應爲九 f ï萬美元。

二三 . 另種辦法或許是更好的辨法：工暇處 

如仍繼續m 立，可於一九五五年一月編製一^九五五 

至一九五六年度的臨時預算經諮詢委員會同意後， 

可請各捐助國於一九五五年七月一日前就此種臨時 

預算所載的現金需裏預缴Î?分之五十左右正式預 

算將於通常時間編製，於一九五五年終前向大會眉 

會提出。在工眼處繼績誌立期間，此種辦法可每年 

循例實行。

四 .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度的现金需要

二四 . 如上所示，救濟支出經估計爲二六，一0  

0 , 0 0 0 美元 ; 工眼處需要捐款二五，六 0 0 , 0 0  

0 美元 (莊假定雜項收鉴約爲五0 0 , 0 0 0 美元）。

二五 . 就重建工作而論，工眼處預計在該會計 

年度內支用或約定支用三千六百萬美元指定供重 

建用的現有準備金爲二五，五0 0 , 0 0 0 美元；據 

估 計 (尤瘦於救濟事業所需資金自此種準備金項下 

養借）此項準備金額最低應維持於一千五百萬美元 

之數。

二六.工眼處擬於需襄時請各力纖付未纖淸的 

認捐額，藉充重建方案所需的餘額，卽二千六百萬 

美冗G

附 件 C

重建工作

：r 眼處主任以前提送大會的常年報吿書會 

敍述二萬萬美元的重建基金的誌置和運用情形。此 

項基金與救濟難民所需現金有別，係專供舉辦旨在 

使I f 取：配給品之難民自給自足的各種計割（包括廣 

泛的教育方案在內），俾此等難民不再需襄依賴工眼 

處的救濟服容。

二.所有這些許劃幾乎都由工眼處殷在各收容 

國的辦事處負責執行，同時當然須受總處的節制;莊 

將它們按國別錢述如下但有種顏爲成功的計劃， 

由於其一般性和在幾個國家進行的綠故，遂由總處 

孰行，在本報告書內單獨加以鉄述。



一*•約但

三.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二日近束工眼處簽訂了 

第 件 方 案 協 定 。它在重建基金項下指定一千一存 

萬美元供約但發展許劃之用(一切関於維木克一約 

但河流域發展事宜的許劃除外)。該項一千一存萬美 

元的準備金係專供辦理約但一切補充計劃之用，包 

括一般經濟及農業發展、約但建誌銀行的業務經營 

及載業訓練工作。終止日期未經明確規定。截至一 

九五四年六月三十日爲止，一千一百萬美元中B 有 

三 ,六八七，八三九美元經約定充協定所載用途的承 

'付款項。

四.一九五三年三月三十日工眼處和約但政府 

簽訂了第二件力案读定，规定以四千萬美元充維木 

克一約但河流發展工作之用。該協定原定終止日期 

爲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但嗣 a 延展至一九五 

五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此項協定B 就下述各事項擬 

訂具計體：如防治攝疾、初步工程測量、 Irbed- 
M aq arin公路、土壤分析、土地分類及地形測量截 

至一九五四年六月底止，此協定下的承付款項a 達 

八六六，一*八九美元0

五 . 范將約但的重裏許劃錢述如次：

(«)雅木克一約但河流域發展計劃

六.就所知者而言，利用æ 木克和約但雨河之 

水以發展約但河流域實爲使約但境內大批難民獲得 

諶生方法的最佳途徑。據估計該兩河之水可能灌觀 

旧六0 , 0 0 0 達納 (猶談）的土地；此項經過灌翻的 

地區，由於其直接或間接造成種種就業機會,可維持 

較現在住於約但河流者多一0 0 , 0 0 0 至一五0 ,  

0 0 0 人的生計C 在若干年的期閩水闇運河及其 

他工程的奥建復可使一二 , 0 0 0 人獲得直接就業 

機會G 因此近東工眼處正在從事或读助從事若干按 

獨性調査及輔助計劃；一俟目下延遲此等河道開發 

工作的重大政治異見悄除後，前述工作卽可使實際 

齋展事業加速進行。在就此類調査與計劃舉出數項 

如下：

(―)工薛測量

七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因日約但政麻與若干 

美國工程師簽訂合同，從事測量約但和雜木克河流 

域，藉以確定水闇及適當灌職運河網最佳所在地，並 

査明此項計劃大槪需要的費用。鎭孔工作B 於一九 

五三年秋在擬譲建造的Adasiyeh轉向傻開始；工程 

師現正研究能否以M aqarin及 Wadi K h alid爲雅木 

克河水鬧所在地3 原訂合同所需.費用由美國派往約 

但之工作團囊供者達一萬美元；由近東工眼處囊供

者達二九0 , 0 0 0 美元;由約但發展委員會壽供者 

達二一0 , 0 0 0 美元。在檢討時期終結前不久，又 

曾請工娠處境撥四0 0 , 0 0 0 美元,充繼績辦理測 

量 之 用 據 了 解 ：在工程測量依照估計於一九五五 

年三月底完成前，尙鎮請撥更多款項。

( 二)公路

八 . 由於以前所作察勘研究似a 表 明 Maqarin 

或 Wadi K h alid可爲满意的水購所在地，約但政 

府促請修築涯逢此兩地點的公路。依據九五二年  

十二月三日和約但政府所訂協定，近東n：眼處撥割 

玉一五，七 0 0 美元充自 M æ d至 Maqarin的公路修 

築費用；迄一九五四年六月三十日，約已支用三八 

0 , 0 0 0 美元 3 此路現已大致完成，尙 有 條 潘 至  

Wadi K halid計長二十五公里的支路正在修築中。

(三)癒疾防治

九. 數tft紀以來，瘾疾爲該地廣盛行的疾病。爲 

了有效地發凰雜木克一約但河流域，這種疾病的防 

治異常重要，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工娠處與約但政府 

譲定在該流域發起一種小規模的防« 運動《此項工 

作的進行甚爲順利，因此工娠處現擬擴大此項蓮動 

爲五年力案，其費用約爲四0 四，0 0 0 美元。.
- 0 . 工娠處復與敍利亜當局譲定推廣防治工 

作至維木克河的兩岸3 此項運動係由位世界衞生 

組織借調的埃及籍癒疾學家負責主持。近東工娠處 

工作隊與約但衞生部密切合作，已在大體_1順利地 

根絕了若于十分遏嫩地區的癔疾。預期工娠處工作 

隊及其業務的監督權將逐漸移交約但衞生部，俾於 

五年期間終了時，約但政麻將有一批技術熟練的有 

效工作人員，辦理經常的防治工作。

( 四）土壤調査

— . 整個約但河流域的土地分類與土壞分祈 

於一九五三年內開始進行。此項調査工作現約已完 

成三分之一，預定於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可全部完 

成。

(五)農業調査

— 二.爲了估計約但河琉域的經濟潜力同時對 

因該流域的發® 而可能速帶發生的經濟間題預作準 

備起見，近東工娠處a 在該展域着手舉行農業調査， 

此項工作預定於一九五四年七月完成a 經査明： a  

有難民九三，o o o 人及非難民五三，o o o 人住於 

雅木克一約但河流域的約但部汾。在非難民中，約 

有二D ，0 0 0 人係農業業主或個戶_經考慮了所牽 

涉的一切因素後，據估計毎戶如能平均耕種經過灌



移居 面積 

意戶數健納 )
13 1,330  20,626 19,795  業 已 完

(雨水 成；一九

灌觀） 五二年九

月，B 有 

九十九人 

不真仰賴 

配絵。

24  750  125,858 119,699  業 已 完

(人工 成；—九

灌激） 五四年七

月起，各 

戶卽將不 

再仰賴配 

給。

40  2,800  64,112  32,155  房屋已全

(雨水 部完成。

灌靓）

80  6 ,870  145,018 91,482  房屋B 全

(雨水 部完成。

灌就）

18 900  36 ,554  12,877 房屋已有

(雨水 百分之六

灌靓） 十 五 完

(&)約但的農業居留地

工振處已在約但完成了農業居留地和住 

男有四處亦卽將完成。

获將上述地區列表如下：

— 三 .
宅廣兩處 ;

— pg.

Beit Qad*

Marj Na’ja

Jin- el 

Majameh …

Hebeileh

Kalonia

鎭士地二十達納 (猶談 ) ，卽可自給自足。再者，農業 

工資勞動和其他間接就業當可因該流域的發展而産 

生。因此，約但全部難民人口中約有三分之一可望 

藉以維持生計。

Kalandia… 125 6 ,400  206 ,919

(雨水 

灌靓）

成G
房星尙未 

動工。

共許  300  19,050  599,087  276 ,008

a土地由約但政府供給？估計數及實支敷包括工暇處在改 

善土地及房屋設備;St下的一切支出0

— 五 . 上一年度報吿書中所敍述的Beit Q a d居 

留地計割正在順利地進展中C
— 六 . Marj Na’i a 居留地在技術上業a 完成；自 

― 九五0 年七月起 , 所有移居者均將不再仰賴配給 ; 

將該計劃的行政責任移交約但政府的談制現正在進 

行中C 該地許有建築物三十四幢，現供二十四片居 

住，並有弁泉兩口 ,其水量足供灌七五 0 達納。每 

戶有經過灌靓的土地二十五達納，約値一千美元的 

房屋- * 幢，並有驟、羊及若干農具。一九五二、 —  
九五三及一九五四年內均會種植農作物。就一•九五 

四年春季收種的農作物而言，每戶純收益平均爲一 

百二十三約但盤納爾，預期一九五0 年夏季菜蔬收 

稽可使每戶再得純收益百二十約但綴納爾。査約 

但河流域每一農戶每年平均純收益爲六十七約但碗 

納爾。

- 七.其餘四種許割所需資金係由近東工娠處 

囊供，但其工作則由約但政府負責執行。土地正在 

丈量中，但在有些計劃下，可供利用的土地的實際 

面積尙有疑間。

— 八.由辦理此等試驗性農業居留地而獲得的 

經驗，指出若干一般性結論。第一，不論 /J、規模計 

劃本身如何有用，它們對於整個難民問題並無很大 

影響。成本和其他因素顯示 : 爲了應付重建間題，大 

規模的計劃是必需的。第二，在將難民安置於居留 

地前，必先確實保證土地與水均有肴落。否則，每 

— 移居者所得土地數量不能確定，盤個計劃恐亦將 

感購搖。最後，審愼選揮移居者實爲使居留地産生 

良好成績的先决條件。

(c) 房屋計劃

— 九 . 由於大多數約《城鎭有房荒間題，住屋 

—項在意欲自維生許的難民的預算中實爲費用甚大 

的因素。因此低價房屋的供應實廣急需。除於一九五 

三年完成的亞曼住屋許劃下有五十所供二百五十三 

個仰賴配給的難民居住外，远東工娠處現正計割另 

建一批廉價城市房屋，供亞曼、耶路撒冷、希伯偷和 

A q a b a等地難民 : r-百戶之用。此等房屋將由B 能肩 

部自給自足的難民居住，使他們得到低廉祖金的方 

便後便可完全自給自足不再仰赖配給。建築圖棟正 

在槍製中；選擇適當地點間題亦正與約但政麻藥商 

中。此等房屋所需資金由近東工眼處囊供，難民紙 

付極微的祖金；土地由政府誌法供給。

(d) Ghor N im rin帳幕製造厥

二G . 工眼處所進行的另一種成績良好的計割 

是 Jerich o附近的 Ghor Nimrin帳幕製造廠。該廠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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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建資金建築，計支出八0 , 0 0 0 美元。誅置該 

廠的原來目的在確保供應工暇處救濟事務需用的大 

量帳幕該廠現 a 能按競爭價格，以帳幕供應近東其 

他使用者C 該廠經常雇用難民一百旧十二名，其中 

有許多人在英國委任統治時代卽已在此力面養成按 

能；此外在各方訂货最爲繁多約時期中，尙按日添 

雇一存個工人3 難民在厥中工作均領工資；他們所 

得工資如越過一定數額，卽不得領取配給品。若干 

難民住於附近由政府建築的Ghor N im rin住宅廣。 

所付祖金極微。其難民住於附抵的工販處難民營 

中，或住於説在厥內的帳幕中。

二一 . 在該厥一九五四年六月三十日終了的年 

度中所出進的帳慕逾六，三0 0 件。

(e) 約但建設銀行

二二.約但建設銀行是依據一九五一年六月八 

日約但政府和近東工娠處所訂協定設立的，其載務 

爲以長期貸款放與能使難民猎得職業約農業和工業 

方面的生産性企業該銀行的核定資本爲五00,0 
O 0 ‘約但桂納爾 (一,因 0 0 , 0 0 0 美元)，其中四 

0 0 , 0 0 0 約‘但能納爾来自近束工眼處，五0 , 0  

00約但碗納爾来自約但政府，五0,000約但艇 

納爾来自商辦的銀行。

二三 . 莊將該韻行在一九五0 年三月三i 曰 

終了的會許年度內的業務情形，摘述如次：

二因，在已纖資本三— ，三五七約但綴納爾 

(近束工娠處& 纖二五0 , 0 0 0 約但綴納爾，約但 

政府已纖三一 , 三五0 約但鍵納爾 , 約但的商辦銀行 

S 缴三0 , 0 0 七約但症納爾）中，計齋放了一百筆 

貸款，總共二五八，四三九約但旋納爾。在這些貸款 

中，供農業用途者有八十五筆，許 一 四 九 八 七 約  

恒餘納爾，供工業用途者有十五筆，許一一五，四五 

二約但錄納爾 C

五.農業貸款主要係供私有七地長觀發展之 

用；這些貸款的數額視所涉土地的面積和品質而定0 

—般言之，銀行所貸放的款項係供下述用途：建造 

臺地，挖掘和改善井水，建造或修理灌辦蓮河，建 

造雨水蓄貯池，購置機械誅傭、牲畜等，栽植寨樹， 

建造供農場雇工居住約房屋，等等 e

: : :六 . 工業貸款包括若干較重要的許割（逾二 

0,000約但餘納爾的貸款 )及若干較小的許割。 

第一類中可提到煙草工業 ; 該工業曾獲得一筆貸款， 

用以採購機器，清加美國煙葉的存货及對約但煙草 

種植，貸放的預支款項；因此該工業遂能大量擴展

其業務。遺有一大理石廠疲得資款一^,供採購機器 

及鄰近土地等用k ; 該厥現正出産品質十分細綴的 

大理石。有一旅館公司曾獲得一筆貸款，充在耶路撒 

冷建築- * 大旅館所需的一部份费用（包括購置所需 

的士地）；此項建築旨在促進旅行業務。較小計劃包 

括一筆用以改善亞曼一家小規模玻璃廠的貸款，藉 

使該厥能將破碎玻璃改造成悉明玻璃器皿；~筆 放  

給3S曼•一家牛乳厥的貸款，供生産消毒牛乳、牛油、 

乾酪》labaneh及冰其淋之用；尙有一筆放給Kalandia 

一家製 î i 廠的貸款，供输入所雷鐵絲之用C

二七 . 一切貸款雖均按厳格商業標準藥放（例 

如必須提出充分擔保品，計割必須有獲敦相當利潤 

的希望 ) , 但該銀行是約供境內首先及唯按較抵利 

率 (通常爲六簾 , 但有時更少 )幾■放長期貸款(五年至 

十年 )的銀行。這項事實，在一個因缺乏資本而妨礙 

發展的國家中，無疑地在經濟方面發生激擲作用。

二八 . 自該銀行借得款項者均儒用難民勞工； 

此等貸款糖共B 使近一 , 0 0 0 個難民勞動者纏得 

職業。但目前遺沒有使任何難民因而不再領取配給 

品。不過該銀行董事會已於一九五四年五月採取新 

的辦法；依照此種辦法，工娠處將就過去及未来的 

貸款，作一種特別的檢討，以期確定受益者&達到 

或將達到的自給蓉度，俾可合理地使若干難民不再 

領取配給品。

二九.該索行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終 7  

的會許年度中所得的純盤爲五，五九0 約 但 納 爾 ， 

前一年度則腐損六二0 約但餘納爾。

(/)其他重建計劃

( i ) 小額補助金力案

三0 . 在約但所推行的小額補助金方案係以近 

東工振處在敍利亜實施铺助金方案的經驗爲根據， 

其目的是要使赂備資逢的難民可以從部檢自給達到 

完全自給的階段。工匠得到辅助金可以購置工具，店 

主可以質進货物與供應品，B 經得到粗個契約的農 

家可以購置住屋與農具。方案的規模並不很大，因 

爲在約但的謀生機會並不很多，但是對於漸能自營 

生計的人，補助金?g給他們新希望。

( i i ) 行政與技術協助

三— . 工振處認爲在« 摩J r 可行時，所在國家 

自身亦宜誰許並實施復原計割爲實現這個目的計， 

工眼處業已在約但政廣的發展與建設郁內資助設立 

- 個單位 , 稱爲行政與技術E 計處，員額® 十名m  

約但政麻負責而不對聯合國救濟工販處負責，: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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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策働並實施由工娠處資教的個別重建計劃。在 

該單位劍辦初期，工娠處並調派國際工程專家以及 

財政與行政人員各一人協助工作。直至一九五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由工娠處撥付的該單位經費許七0 ,  

r a o o 美元。

(ÎÜ) 經濟設許

三二.約但政府經濟部內設置了一個輕濟載許 

處，由工暇處負擔該處的一部汾經費;該處負責擬 

IT發展約但經濟的長期許割。處內大部份職員，原 

擬由聯合國技術協助管理處調派。但是該處迄今尙 

未徵得必要技術專家以進行原定任務，所以前途如 

何尙不可知。

二.敍利亜

三三 . 錢利亜政府於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三日與 

聯合國救濟工娠處簽訂了方案協定，敍利亜政府表 

示願意與工眼處合作爲該國登記難民約八五， 0 0  

0 人去發展重建許割。依照該協定的規定，聯合國 

救濟工眼處爲力案栽展工作特撥三千襄美元。該協 

定原定於一九五四年六月三十日結束，但在六月底 

已進行譲制，擬將該協定延長六個月。三千萬美元 

之中，二千四百离美元原擬供農業發展許，之用。但 

迄今厥實現兩個農業發展計割，詳情見下文。這些 

都是小許割，所利用的土地是效用極低的，必須付 

出高昂的代慣始能推進發展工作。

(a) 拉馬當

三四.叙利亜政府撥供難民之用的兩廣農地之 

是在敍利亞沙漠的邊緣，大馬士革以東四十公里

拉馬當地力的墮沼大草原，面積計一六0 , 0 0 0 達 

納，幾爲人煙絕跡之地。這個地廣是一九五二年未 

提供的。雖然工娠處知道此種土地的發展《用是很 

高約，但仍負責進行此項許割，因爲這是敍利亜初 

次具體提出給難民利用的土地，而從試驗的立場看 

来，也宜如此辦理。

三五.工暇處聘用地質學諮譲若干人並且進行 

土壞厕驗 ; 測驗結果認爲如果可以開整若干淡水弁， 

大槪有一o , o o o 達納士地可供開發.廣至一九玉 

四年六月止，共許盤成三十二個井，其中紙有六個 

弁有足量的淡水値得裝置噴]筒。這六個弁每天卿水 

+ 六小時 , 毎小時出水維，赂超過二 O 0 立方米突。 

其餘的弁或者沒有水，或者有水而飼1味過濃不能供 

植物或動物之用。

三六.當一九五三年發現第一個弁內有淡水 

時，工暇處使開始農業試驗去確定應種植何種農作

物與採用何種方法。一九五三年期間有六0 0 達納 

的士地種植了玉獨泰、棉花、大巢菜、胡瓜、挪菜、甜 

瓜、大麻、甘喜、甘藤、向日奠、稻，結果都很良好。一 

九五四年種九四0 達納，其中七0 0 達納種麥，三 

0 達納種玉葡泰，其他尙有小量土地分種蔬菜、菊 

萄樹、 f 樹、白楊等。一九五四年的農作物是利用 

難民工資勞》者去收割的，結果也很良好。

三七 . 同時，工眼處因爲預期井水將源源不斷 

而來所以正在從事建築五十棟派碑戾屋（二十棟現 

& 完工)。

三八 . 截至一九五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工眼處 

尙在與截利亜政府商討一項計劃協定，依照該項協 

定 , 五十個或六十個家庭可以佔有士地，但迄今尙無 

難民遷入。工眼處的希望是先選揮五十個家庭及時 

種植農作物準備一九五五年去收割。依照此項計 

劃，由工娠處資助發給每個家庭（平均每個家庭六 

人 )二十達納可施灌瓶的土地，一所派碑房屋,一隻 

驟，三十隻牧羊，以及若干耕作用具。依照該許劃， 

難民將生塵足夠的食物去供養自己以及他們的牲畜 

( 桂畜並可在二十達納以外的大草原J : 放牧），他們 

的現金收入是以出賣羊肉、獸肉、羊毛爲主。據估計 , 

每年從每隻妆羊可獲收益四十截利亜镑，這樣每個 

家庭每年現金收入總額可達一,二 0 0 敍利亜镑。因 

有範圍頗廣的水源研究、髮井、農場試驗以及其他工 

作，所以就预期可以容納的農家數目而論，此項計劃 

的全盤費用是相當高的。拉馬當計劃的廣用總額預 

期將達四0 0 , 0 0 0 美元以J  ;所以事實上根據拉 

馬當力面得來的經驗，去開發新開塑的面積旣小而 

效用又低的沙漠土地以從事大規横難民重建工作顧 

然不籍濟也不切實際。如此î f 地展不能以合理代價 

確保水量供應足敷需用，那未上述情形尤爲確實。

(b)達巴（Z M c w )

三九 * 九五二年未 ,錢利亞政府撥出約一，七 

O 0 達納的國家士地供難民使用，這塊地就是達巴 

以前的軍用飛機場 , 在荷姆 ( Homs )西南約r i 十公里。 

政府建譲以前的軍事營房可以改建爲孤見院以牧容 

八十名難董。政府也建譲二十戶避難農民可以在土 

地上安居工作；土地的塵物也許不但可以供養該孤 

51院而且可以供養這二十個家庭。依照該計劃工娠 

處須開塾水弁，灌靓約三0 0 遂納的土地，以便種 

植棉花與蔬榮。另外遺有六0 0 達納的雨水灌激的 

士地則可種植小麥、大麥、盧粟、杏仁與葡萄。

四0 . 該地原有一個水井，每小時出水五立方 

米突，紙夠供給移殖者的家庭需要。在 達 其 他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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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設法覓取水源，均無成效，所以在一九五四年春 

季便放棄髮井工作。

四一 . 因爲士壤廣地大差而且水源不足，所以 

斷 定 該 地 不 能 供 養 所 難 民 孤 院 ，甚至供養二十 

戶難民也極勉银，現在& 擬成一項計翁'協定使十 

七戶難民有土地耕種，至於原擬IL置孤見院一事業 

a 放棄。一如拉馬當計劃，達巴計割的费用也很 

高。

( r ) 小額補助金方案

四二 . 工眼處仍然廣續一九 五 二 年 ^月在敍 

利亜開始實施的小額補助金力案。凡個別難民a 在 

經營小本生意，或已有確定工作機會，或在遠地有 

覓得職業的可能但目前仍雷經濟读助俾能渡撮艱岡 

以達到完全自立的地步者 , 都得到補助金，每人數額 

不超過四0 0 敍利亞镑。在接受辅助金時，JÈÎ須纖 

出定量配給證。申請補助金的難民的人數恰等於工 

眼處所許可的人數的五倍一這表示他們都希望達 

到自立C 最近，工娠處對於過去接受補助金的難民 

舉行特別調査，發現他們大多數都& 漸能夠自食其 

力。領得補助金的共計四六六戶, 平均每戶費用一 

0 0 美元。

三.埃及與伽薩廣

四三.题薩展域的人民爲漆漠以及分界線所阻 

礙不能建立通常的經濟關係，現在其中三分之二以 

上約人民 ( 將近二一三，O 0 O 人）都是由工娠處協 

助的難民。因爲要使人民得到經濟獨立的機會，工 

眼處一力面調査是杏可熊用灌觀力法使部汾賽奈 

沙漠變成沃士，他方面並a 載法去改善伽薩地標本 

身的經濟情形。在埃及與 ]fis薩並無其他的重建業 

務 e

( « )賽奈計割

四0 , —九五一洋埃及政府表示願意在赛奈半 

島接受五0 , 0 0 0 左右的難民。工 阪 處 曾 在 El 
A rish地域査勘水源，但不幸都沒有赫果。一九五三 

年六月三十日，埃及政府與聯合國救濟工娠處簽訂 

—項方案協定想定在工娠處重建基金項下保留三千 

萬美元，其中玉十萬美元用来査勘迴薩與赛奈半島 

以便擬訂建說許割；其餘數額在初步査勘認爲可以 

切實推進建行許割時始可動用 -d —九五三年十月十 

0 日，埃及政府與聯合國救濟工眼處簽訂一項特種 

計劃協定，由埃及政府提供蘇葬士蓮河以東賽奈半 

島沙漠土地二三0 , 0 0 0 費丹（feddans) 供査勘研

梵之用3 埃及政府宣稱，在此二三0,000费丹之 

中，工娠處可以選擇五0,000费丹供難民農業發 

展之用，但埃及必須從尼羅河供應足夠水量（少於 

尼羅河常年平均流動水量百分之一）去灌瓶這些土 

地 3當時認這個地域經過灌瓶後可以供養一  0,00 
0戶至"-二,000戶週薩方面的難民（許五0,0 
00至七。,000人)。

四五 . 埃及技術人員與工娠處專家業a 並仍正 

在合作研究此項計劃在土地性質上與經濟J 是否可 

以切實推行。這個計割包括擴大 Ismailia蓮河，並建築 

更多的蓮河去導引尼羅河的淡水到蘇« 士河去。這 

標，尼羅河水便在蘇葬士蓮河之下經過譽臂流出；在 

選定的地域便可以佈置灌御河道。實地調査在技術 

上是否可以實施此項計割的 in 作B 於•一九五四年六 

月底完竣，調査資料現正在分析中預期報吿書可 

在九五四年年底前出版。

四六.此項計劃舉辦後必須經過數年期閩始可 

完成。建築勞工大部汾將由難民充任。聯合國救濟 

工娠處將對難民家庭供給一切物填便利。如果赛奈 

的沙士依照蘇葬士蓮河以西的類似土地施以同様改 

造力法應可生長桃橘頻水葉、色果、菜蔬、荷蘭夢搖、 

禾穀、花生以及襄子等。由於此項計劃的規模遺可 

以發腰若于種副業。

四七.此項計割的全部査勘研究費用截至一九 

五四年六月三十日止計------- 二，八0 0 美元。

(6) 题薩織工

pg八 . 题薩難民中有許多從巴勒斯坦Majdal地 

方來的織工，他們的瓶肅、妨織與織造地隨的按術 

著稱赞中東各地。他們成立了個組織不狠嚴密的 

聯合會，卽伽薩織工聯合會，有三0 0 0 架手織機， 

企圖推勤他們產物的製造與館售。

四 九 .一九五三年織工聯合會代表得工娠處的 

資助前往約但視察，並與約但政府雜有約定准許每 

年由伽薩向約但輸出慣値一五0 , 0 0 0 約但元的 

妨織物，纖时極低關親根據現在業 a 完竣的市場 

調査，推館産物的前途非常樂觀。但聯合會需要更 

多的周轉資金去擴充業務，現已擬定計，由埃及政 

，與工娠處徐予貸款。預斯千至二千織工可因此 

覚得職業，而且使其中一部份可以自立。除此項計 

割 j H * ,另有题薩總織所，有四存名避難少女與年青 

婦女在織製可以錯售的刺鎌與其他工靈物品；但她 

們每人所得的牧入往往極抵尙不足以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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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週薩計劃

五o . 雖然伽薩的經濟機會極其有限，工娠處 

a 誅法發動許多小計劃，至少略可緩和這個人口獨 

密地帶的經濟腰力C

五一 . 工娠處業a 準備塾款二0 , 0 0  0 美元 

作爲在埃及欧府一五 , 0 0 0 達納公地實施三年造 

林方案 (亞拉P1 比亞護請樹與有加利樹)之用，但尙須 

與埃及政府綺結一項計劃協定.造林可以阻止爲風 

所吹積的沙岗的移動並防禦沙漠熱風，因此又可潘 

加一五 , 0 0 0 達納的耕田這個受保護的展域將加 

以發展，而使難民成爲自食其力的農民e 聯合國救 

濟工眼處將供給房屋與通常物質便利爲此種發展工 

作之用。

五二.工娠處也在計劃査勘题薩地標的農業潜 

伏力量，並且特別注意土壤類別以及地下水源供應。 

査勘的目的是要査明現有耕地如何可以改良，生産 

如何可以墙加，俾使更多的難民家庭可以自維生計。 

此外，對於佔迴薩地帶全部面積三分之二且大部尙 

未開發的沙岗地域的森林與農業濱伏力量，亦將加 

以調査e
五三 . 現在正與大伯都安族 (Bedouin)之一的族 

長協商辦法使該族五十家難民可以在該族長所有而 

尙未充分開發的二,000達納土地a 取得終身祖 

個權U 此項土地的發展將由工眼處資助；發展工作 

包括靈井，並供應卿筒房屋》牲畜、工具》設備、肥 

料與種轩。希望到一九五五年六月三十日所有各戶 

難民都可安頓完畢。

四 - 伊拉克、黎巴嫩與利比亜

五四 . 在巴勒斯组衝突期間以及銜突結束後， 

約有五千難民遷居伊拉克；凡貧苦無吿者均由伊拉 

克政府加以照S 。工眼處與伊拉克政府並無一般協 

定，紙派聯絡員一名駐巴格達。

五五.凡以前在其他國家登錄工娠處救濟名册 

而現 a 遷居伊拉克的難民均由工娠處代爲覓取工作 

機會；工眼處業a 主辦一個貸款力案以便設立新企 

業或發展原有企業。借款者必須負責曆傭以前登錄 

工阪處救濟名册但現a 遷居伊枚克的難民，或特来 

伊拉袁覓取職業企圖自立的難民。

五六.黎巴嫩政府認爲該國目前尙不能授權在 

黎巴嫩進行任何Ü：接重建計劃。直至一九五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工眼處 a 在它的重建基金項下撥二0  

0 , 0 0 0 美元在黎巴嫩舉辦職業訓練、職 業 紹 、 

特別福利計劃等去間接推進難民的重建工作。

五七.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利比亜政府 

與工眼處簽訂一項協定，確認必須與工娠處合作以

使在利比亜爲難民創造重建機會。爲完成J ：述計劃 

便必須誰法准許從事農業與工藝的家庭入境，工娠 

處正與利比亜政庶進行此項談制。

五.介紹載業的服務

五八.從實際情形可以看到現在難民對於這個 
將職業與申請人聯繁起来的服務比三年以前創辦此 

項服務時具有更大的熱忧工眼處感於當地的困難 

故 & 暫時停辦在敍利亜的職業介紹工作；但在黎a  

嫩與約但的此等機關業a 幫助許多難民離開這些國 

家，而常在伊拉克覓得工作。

五九.此項服務是由工娠處總部在各地域一律 

辦理的；在所檢討的年度內，代爲覓取画定載業者 

計二，一二八人；又因爲代難民覓取臨時載業，復節 

省一 , o 六 ® 個配給證月數。此外，將難民遣送他國 

或遣返原籍又使救濟名册^ 減少一0 二人，如將這 

些業務依難民人數平均擁算，那未職業介紹服務每 

每人平均赛用一九 . 八二美元,遣往他國或遺送回籍 

每人八一 . 八一美元 .

六 0 . 現在似乎所有熟練與專業難民幾a 全部 

找到職業。同時，在中東各地的營造行業力面尙有 

許多工作機會a 工販處因爲這件事便規定了® 業訓 

練計劃的方針，並且特別重視嚴格職藥測驗的需要。

六 .業務上的問題 

(«)大規模許割之缺乏農田

六一 . 從本報告書所說明的計劃，不論是有希 

望 的 (類如赛奈灌翻計劃）或困難的（類如在敍利 

亜效用極低的土地^ 的計劃）都可明白看到缺乏可 

供雞民董建之用的物質資源情形。若干面積極大而 

雨水滋潤的或易於灌職的國家公地迄未撥供難民之 

用；同時因爲不能譲定一•種辦法保證難民可以得到 

工娠處基金項下支出款項断獲利益的合理部汾，所 

以難民迄不能發展並利用小塊私有土地。

(b) 各項計劃的技術監督

六二.工娠處的一貫方針是要儘量避免自己去 

實地進行所計劃的工作。聯合國救濟工娠處深願各 

項許劃由各政府機閩或準政府機關去發展輕辦，但 

由工娠處擔負技術與財政读助並保留審計的權利。 

現在各國政府部門的合格技術人員人數有限技師、 

工程瓶、熟練工匠與行政人員都非常缺乏。聯合國 

救濟工暇處業B 撥款在約但政府發展部內成立一個 

行政與技術誌計處，所以這個問題在該國已經解決 

了一部设。工作進展特很緩慢；但經驗愈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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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愈改善<^不但所在國缺乏合格技術人員，工阪處 

本身亦缺乏此等人員，徵聘的困難現在纖遲遽漸變 

解決 .

( c ) 定量配給謙之社會保障作用

六三，甚至在満意的計劃業經推行的地方，難 

民往往極其不靡缴出定量配，給證去參加此等計劃。 

幾近五年以來，配給證在持有者看来是社會保障的 

具體證件a 有了此種證件，他們從来不翼莫感到飢 

餓，他們可以到工眼處診所與醫院免費療治疾病，他 

們的子女可以進學校，父母不必纖納任何費用，他 

們也不納稷：，他們往往有房屋可住《供養難民之成 

爲一種制度，實爲阻礙重建計劃發展的雄有力因素。 

定量配給 I t 事實工 a 經成爲難民的生活與經濟的一 

個重要部 { ^ , 因此將此證作爲具體資逢的證件，憑 

以借用數額可觀的款項，並非不常見的事。

七 .總結

六四.自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至九五四年六

月三十日工娠處二萬离美元基金項下爲各項計割、 

特別業務、教育與職業訓練所撥的直接經費約七百 

萬美元，共許取消約八0 0 0 張長期定量S ,給證。 

此外，在同一期間，與復原方案之發展與執行有闕 

的行政以及總務費用也有大量支出。'取消毎張廣，給 

證的平均代價固然很高，但是研梵、試驗以及殺•計 

的赛用是實施重要計劃前的必要初步投資。此外尙 

有其他因素：載業訓練與高等教育最後確可使較多 

數的難民達到自食其力；過去列名工暇處救濟名册 

的雞民很大一部分現在實摩已經自立 ; 重建支出 

與計劃發展也必然造成許多次襄的職業。

六五.所附四表撮述重建基金項下所承擔費用 

與開支狀况以及從而取消定量配 ,給證的情形如下：

表一：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五四年六月 

三十日二离萬美元基金項下教育、載業訓練、計劃 

與特種業務之直接開支摘要。

表二：截至— 九‘五四年六月三十日丘之力案協

定狀a i。

表三： 九五三年七月一 日至一九五四年六月 

三十日期閩各項計劃進行狀※。

表四：一九五一年一月一 日至~九五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進行各計劃後定量配給證作廢數（ .

六六 . 在檢討所附各表時，應請注意下列定

義：

方案读定

六七.方案協定是聯合國救濟工眼處與行將舉 

辦工娠處重建工作的國家閩所飾結的一般槪括读 

定，工眼處承允在其重建基金總額下指定金額以充 

有鬪國家進行許割業務之用。歸結力案墙定並不實 

摩承允支付任何金額3 此等協定明白規定就在依照 

力案協定條款譲定計劃時始承允支付款項。

許劃協定

六八.許劃協定是工娠處與各國政府涯常依照 

方案協定條款所雜結的特定業務協定。計劃協定均 

詳細謎明所擬舉辦的特定業務C 爲證明動用重建某 

金確具理由起見，此等協定均說明該計劃預期可以 

促成自立並取消其配給證的難民人數。此等協定亦 

載有詳細預算，工作定斯表，以及行政計劃。

特種業務

六九 . " 特種業務"是新定的類別以便包括凡目 

的並不在直接促成難民董建，但爲維持難民情緒準 

備難民重建所必需的重建基金項下的業務費用。舉 

例言之，某本教育卽係由重建基金項下撥款支付的 

特種業務之一。爲難民中年青女子的重建所經辦的 

繊織縫域所亦屬此類，特種業務亦包括必妻的保健 

計劃，俾使難民在將来時機来臨時’生理丄與心理 

上均具有接受重建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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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4,502
92,900

662,630
398,696
363,360

29,670
39,812

125,767

小學及中學敎育 ..............................- 一
m m w   ............................................   -

各 SfSll
鞭 、試驗 i  A h ，…， .................................................................................................  -

職« P 練與高等敎官................................................ ...........
與土地發展…  ............ .......... ...............................

城市往宅與社鞭利........................................................-
商業、金融、工 業  .........................................    一
職業介綴t 務"  '■..................................   一
貸款、補助金、對個人之陵助........................................68,892
雜項— 不分類  ........................................................ -

各臭計劃 合 計 68,892

總 計 68,892

923,365

928,255

1,479,187

1,627,071

1,619,935

4,227,337

4,091,379

6,851,555

一丸五三至一丸冗刚會fi浑度期間已在進行中的特種業務方案共IH*九成《自創辦特I 
款A計四化三, 七四五美7Û;已付款項計二四五》六七四美元e

表 二

截至一九五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之方集協定a 狀en

I務方案時起(定義見Jb文)，廣付

國別與協助類別 簽字旧期 緒束S 期 協定數額 
S

截至 
一九五四 
年 1六月三 
十S 止之 
承付數額 

$

依照 
方案樣定 
條款截至 
■—化五■四 
年六月三 
十日止之 
實付數額 

$
w m.

一 . 約但
( a )—般經濟與農業發展以及

職業訓練 ...................................

( b )維木克（Yaraïuk)— 約，但流

—九五二年 

五月十二日
未定日期 11,000,000 3,687,839 1,900,189

域U：程 … … … …，" … —九五三年 
三月三十日

—•九五五 

年六月三 
十 H

40,000,000 866,189 735,175 原定於一九五三 
年十二月三 i  
曰結束^後延長

•,敍利亞

般經濟與農業發族以 
細 業 訓 練  .................. -*九五二年 

十月十三日

—九五四 

年六月三 

十 B
17

十八個月至一九 

五五年六月三十

0 iko

30,000,000 1,903,980 699,725 —九五四年六月

進行談制將協定 
延長六個月。

附錄

表 一》

—九五一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五四年六月三十日二萬萬美元基金項下

教育，載業訓練、計劃 ,與特種業務之直接開支摘要

類 別

—九K  一年 

一月-* 0至 
一九五一年 

六月= 十f i
美元

*九五一年 -九S 二年
七月一旧至 七月一H至 

一 :fLK 二年 -*化五三年

六月三十f i  六月三十f l
美Æ 美7t

—九五三年 
七月一 S 至 
一化五m年 
六月三十a

美元

'至一九五四 

年六月三十 

旧Jh之總數
美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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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績前）

截至一九五 iza年六月三十日止之方案協定a 狀況

國別與陵助類別 簽字H期 結束H期

位照 
方案欧定 

截至 條款截至 
一九五•四 一九3L因 
年六月三年六月三 
十H止之十S 止之 

協定數額承付數額實付數額 
 $ $ $

聰

三 .埃及

赛奈與伽薩地域一般經

濟與農業發展 ...................一九五三年

六月三十日
—九五三 

年十二月 
三i 日

30,000,000 534,505 239,734 現正進行制將協 

定延長至完成調 

査報告時爲止。 

— 九五一•年及一* 
九五二年奏祭地 

域之調査费用許 

— 0 三，四一三 

美元並未記入特 
種 方 案 读 定 帳  

戶。

共許 111,000,000 6,992,513 3,574,823

a參関第+ 六直定義0除_h列欧定外,工娠處業已簽箸一項迴萨技衛訓練飽定，由 重 建 基 金 撥 ，進行訓練工作，但不計 

入與埃及所訂之三千萬美兀感定之內。依照遲f 技術訓練協定》預期須承付五0 0 , 0 0 0 美冗，截至一九五四年六月三 
十f i止承付實數計三0 0 ,  二九六美兀,已付實數計一 0 五，一三三美X 。

表 三

— 九五三年七月日至一九五 IS年六月三十日期閩各項許劃a 進行狀況 

(包括方案協定規定以外之進行中的計劃）

實付敷額以及配給證作廢數均自計劃開始日起累積計算。

截至一 截至一九五四年
行將作廢之 九五四 六月三十B止業

œ絵證槪數 年六月 已作廢之配給證數
暫時作 三十B 暫時作

直接費 廢—— 止之實 廢
國別 計 劃 數 nj槪 數 àc久作廢配給月數

$ '
付總數

$
永久作磨配給月數 附註及說明

約但 .

敍利亜 .

黎巴嫩 ‘

32 4,248,071 8,643 27,856 2,480,853 2,720 18,877 約但三十二項許劃之中，五

項 ;i 研究計割，十四項職業 

訓練計劃 ,七項農業發嚴，二 
項工商企業，二項貸款許劃， 

二項職業介紹工作。
17 1,887,078 2,389 6,128 696.215 2,171 2,169 包括一項研究許割，十一項

訓練許割，二項農業藥展計 

劃，貸敦與補助金力案，以 

及一項職業介紹工作計劃。
9 188,746 一  3,603 132,497 1,757 2,011 其中一項研究許劃，六項訓

練計劃，以及職業<^^雜服務

18



1,271,399

4,091,379

研究、試驗、設計， 

職業訓練… … … -
農 業費艮 ............................ ， •

工業與商業 ...........
對個入的協助…，

職I I 介紹 ................
城市住宅 ................
雜項 . ........................

總許

12 10,250

889 5,440
108 5,585
747 2,283

2,663 221
2,735 882

253 —

371 —

7,778 24,66P

a 因難民在臨時計割之下獲得幡業, 故将其配給É W 時作廣;報告時以《配給月數，，計尊，卽個別難民每月® 給省去之數。 
h -  a s .三基一九五四年度S i園永A 作魔數計四，五o 七，暫時作廢數計一八，五三 /L ; 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度底所報吿 

之永久作廢數計三》二七一»暫時作廣數計六》—二二。

19

表三 ( 續前）

— 九五三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五因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各項許割a進行狀况 

( 包括方案盛定規定以外之進行中的計劃）

實付數額以及配給證作廣數均自計劃開始日起累積許算。

截 至 一 截 至 一 九 五 四 年

行 將 作 廢 之 九 五 四 六 月 三 十 B 止 業

配 給 證 f f i 數 年 六 月 已 作 廢 之 配 給 證 數

暫 時 作 三 中 f i 暫 時

直 接 费 廢 止 之 實 廢

職 及 說 明國 別  計 割 數 用 槪 數 永 久 作 廢 配 給 月 敷

$

时 總 數 水 久 作 廢 配 給 月 數

$

埃及(包括伽薩〉… 15 571,971 215,976

利比5Ê.... ........... 1 28,460 115 _ _ 4,562 一 一

伊拉克.......................... 3 85,068 290 一 77,417 58 一

維部以及雜項許劃 18 278,582 203 1,671 162,758 121 397

總計 95 7,287,976 11,640 39,258 3,770,278 6,827 23,455

其中赛奈調査，以及伽赛十 

—項訓練計割與一項農業計 

割計承付數額二六七，七五
五美元，實付數額--------二，八

— 九美元。

對遷居他地的難民的貸款 
—— 原擬計割現a 放棄 

對商業機關的貸款 
其中有三項研究計割，七項 

特種訓練課程， 二項補助金 

許割，六項預算撥款各不足 

-*千元的雜項許割

: 參 閱 第 十 六 頁 定 義 e

表 四

— 九五一年一月— 日至一九五r a 年六月三十日期間進行各計劃後定量配給證作廣數

類 別

一 ■九 五 一 年 一 ■ 月 一 ■

H 至 一 九 五 0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之 支 出 數 額 永 久 作 廢 鼓

配 給 證 惟 廢 敏

ÿ 時 作 廢

714,164
619,180

,028,616
298,577
81,537
68,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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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域 ，

區域  薪建學校

桌椅 桌子 黑板

2 , 0 0 0 2 0 0 4 0

1 3 , 5 3 9 5 9 1 6 3 1 )

2 , 3 8 5 1 2 1 . 1 2 9

8 6 0 1 0 0 1 2 0 *

1 8 , 7 8 4 1 , 0 1 2 9 2 0

趟數目

现有學梭 

中墙闘敎室

租 ffl 

的^?舍

7 5 9 1

8 9 5 4 8 3

9 1 一 2 4

— 2 8 3 8  .

1 8 7 l i î 1 4 6

. 對於所有工娠處文教粗模所載學校小學 

生均供檢教科書 in文具,所有进次都有適愈的桌子 

和黑板 [

20

— 0 . 下表說明學校用具亦隨之改進：

六.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內開辦了一個職 

業訓練中心，另一職業中心差不多已經就緒。預計 

今後一兩年內的教育發度主襄是在這方面’目前的 

目標，最低限度是殷立五個赚業訓練中心、五個農 

業訓練中心受過訓練的工匠和農業工作者是促進 

經濟發展所必需的，這一類工作者是近東所追切雷 

裏的。師資異常缺乏，現正考盧設立一個由本處主 

持的師資訓練機關，至少每年可訓練兩存名學生。該 

展域內的師資訓練監備，已加充分到用, 但是和許 

多國家一様，近東的師資訓練機開很缺乏。

二.初等教育

七 . 本處自一九五0 年成立以来，所訂教育方 

案主要在使四個協助國的難重货受到適當的初等教 

育。本報吿書未尾所截表格中譲:明在九五三至一  

九五四學年內就學工眼處文教紐織所誅各班的小學 

生有九0 , 七四八名，中學生有三 , À 四一名。

八，就一般而言，過去一年中，所有工娠處文 

教維織所誅學校均照常進行，紙是在冬季裏有幾天 

暴風雨襲擊中東》有些學校被追関閉C
九 . 但是物質條件繼續在改進中，在次一學年 

開始的時候，遺有比较少數的 /J、學班次仍奮要在帳 

蓬 內 課 。在最近學年終了時，迴薩 (Ç aza)已無帳 

蓬學校，紙是在黎巴嫩遺有兩個、敍利亜遺有三個、 

約但遺有十六個。•-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學年內本處 

所建立和祖用的新校舍數字見下表：

~ *•槪述

—, 教育訓練司於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學年內 

的工作注重年度工作的整理和新計劃的發展（ —  

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在誰備力面鶴力誅法，因陋 

就簡，初級各进收納了好幾千學生。有些班次在帳 

蓬襄^ 課，有些 ÏÏ次在祖用的房量中」課，許多學 

校都採行兩 Ï 輪 流 課 辦 法 ，在同一教室中，上午 

教授 -<批 2̂̂ 董，下 午 教 授 另 兄 董 。在一九五三 

至一九五四年度中，除加收兩萬學生外，遺實施了 

擴充校舍許劃，其目的在改善所有初級班次的學校 

誌傭。過去平均每一教真照管學生的數目很高，目 

前 a 减低到確可照管遇全的數目。這様一来，就要 

播聘大批教員，這不但是由於學生的數目增加，而 

且是由於各班學生數目減少，班數隨之墙加的綠 

故。

二 . 在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度內，許多教室 

內檢安放製蓮输德用粗木所製桌椅，而有些教室內 

僅安放同様木料所製椅子。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 

年度內，有數套桌椅供各校使用 a.希望在一九五 

四至一九五五學年終了時，所有莊次都可以在教室 

內0 *課，所有教室桌椅都齊全。關於這一點，我們 

必須強調所有建築物和設備都是極其簡陋的。這一 

點，我們看了以下的數字就可了解，一個教室的建築 

費用，因區域不同的闇係，在五百美元以^ 至一千 

美元以下，供學生三名使用的桌椅套的費用在八 

美元至十二美元之閩。

三 . 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度內，第一次向 

就學公立及私立小學的難生發放小額津貼0 對於就 

學公立學校的學生 , 每名津貼二 . 五0 美元,充書籍 

費。é 於就學私立學磁的學生，每名津貼七 . 0 2 3 美 

元，充書籍費及費用。

四 . 由於本處所辦學校開誅若干中學班次，並 

對就學公立及私立學校指定數目的學生每名發給津 

貼四十美元的緣故，受中等教育的學生自三，四一三 

名増•加到七 , 一二七名。

五 . 我們分析一下顏算就可知道平均每—學生 

«用的滑加大部分是由於上述理由資本支出不成比 

例地堆加。假定本處的職權繼績 , 資本帳下的支出 

數 字 應 速 減 低 , 將来在教育預算中就會佔極小的 

比例 , M 在今à r a 年中此項童出不會滅征，因爲這 

- 段期間小學各班註册人數可能增加五萬。

附件D

教育與訓練

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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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1953 1954
六月 六 月 ， 五月

5,410 6 ,189 8 ,652
4,526 10,035 14,249
2,076 3,169 4,154

727 2,074 3,585

12,739 21,467 30,640

26.6 30.3 32 .3

- A . 請注意本附件內附表二，該表說明每 - *  

區域內每班就讀人數

— 九.本處教育方案過去一年來在一般方面最 

重要的發凰或者要算詳擬對於受初等教育的學# 提 

供多元教育方式的制度。根據這種符合現代教舉法 

的制度，每週授課三十小時，其中十五小時教授學 

科，十五小時則施以木工和金工力面的手工訓練這 

種稱爲新 "活動方案"的基本目標在使巴勒斯组難民 

下一代逐漸了解需要手腦並用的工作和那種特殊訓 

練力式在合理教肯制度中新具慣値C

二0 . 爲訓練非理論教育師資的特種訓練中心 

已在题薩誌立3 這個中心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五日 

以前要訓練這類教員四十名，這些教眞在下一學 

年接着要把新獲技能傳授题薩调域內就學二十個個 

別單位的學生二千名。將来準備按照經驗作必要修 

改，把這項計劃推廣到其他廣域，並且把它列入小 

學五、六年級的課程。

三.中等教育

二一 . 在小學教育制度尙未確立以前，本處認 

爲不能爲中等教育提供教育便利3 但是，由於完成 

小學教育學生的數自增加，在各處使開辦了若于中

學班次。

二二 . 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度內，我們認 

爲，就客觀情形而言，須使少鹤的優秀學生有機會 

享受中等教育。在工眼處文教航織所設學校內又開 

誌了若于中學班次，在敍利亜誌立了兩個中學，在 

黎巴嫩載立了一個男子中學。居往在許多村鎭內的 

難董可以進入公立或私立中學班次，本處在一九五 

三至一九五四年度開始時採取津貼這類學生的新辦 

法 3凡是具有有效配給•證的學生都發給津貼四十元， 

镇受這種津貼的學生的數目滅限於小學註册學生數 

目百分之五。

二三 . 附表二和附表三說明就讀I t 瞧處文教組 

織所誌學校、公立和私立學校中學各班學生的數目。

- 七 . 下表能明自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 r a 年期 

間每— 處域女學生糖數：

21

— 雖然工娠處文教艇織所誰學校在一•九五 

三至一九五四年中有教員二千名以上，但是我們必 

須承認這些教員中多數都不夠通常別處教員的水 

準。一九五四年一月所提出的這類教員二 , o —九名 

的學曆可列表如下：

持有巴勒斯组或倫敦肆業證書、學士文憑 

(黎巴嫩及叙利亜U ^Taqjihi"( 题薩）或

更高學業證書的教員   ............................ 643
持有《Brevet"、"Thaqafa"和低級教師諧書的 

教員（在a 勒斯坦相當於中學三年級 ) …  596
完成中學二年級的教員 .................... 549
完成中學一年級的教員 .................... 145

完成初等教育的教員   ...............................................86

總許  2,019

一三.本處會企圖以相當於協糖國通常薪酬數 

額延聘經驗豊富的教員。但是許多教員都寧願到像 

利比亞、巴林 ( Bahrain ) 、庫威持 ( Kuwak )、伊拉克一類 

亞拉伯其他國家去，因爲在那些國家可獲得較高薪 

酬和較優工作條件。

— 四 . 對於改進教員按術方面的效力& 採用若 

干種措施3 差不多所有學校圖書館的書架>^都放了 

教學法的一般書籍_ 督學的數目增加，他們在視察 

各梭 - , 特別注意對經驗較差的教員，就他們的間 

題加以指導。最後，並着重在所有廣域爲男女教員 

分別開辦的敎員暑期補習課薛。這些課葉爲期五遇 

或六週，視當地情況而定，是特別爲應付資格較差、 

經驗不足的教員的需要而誌的。

- 五.本處在過去一年中會努力培養女子教育 

並在以前女子教育並不存在的地方開辦女子學校。 

此舉的結展，女子學校的數目和就讀工眼處文教組 

織所設學校女子的總數都逐漸增加。就讀初等教育、 

較低进次的女子已經很多。但是班次增高，就讀的 

女子便隨着滅少，目前她們完成初等教育的存分比

—六.下表說明一九五四年五月間工暇處文教 

組織所誌學校的種頻：

區域 男女合校男子學校女子學校總計

M

 月

 

5
：

 

9

 1
、

3

 
3

 
0

 
9

 

1

 

5
,
 
4
,
 
1
.

T i ,6

i

 i

 i

 i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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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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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嫩
亞
總
生
體
中

i

 

薩
但
巴
利

 

學
全
生
估
比

 

週
約
黎
敍

 

女

38
18
35
51

4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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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大事教育

二四 .爲求在巴勒斯坦難民中培植具備技能與 

學識、將來可 IE成爲社會鎭袖的靑年起見，對於貝 

魯特 ( Beirut ) 、開羅（Cairo ) 、亞歷山大 (Alexandria )、達 

馬 斯 加 (Damascus) 各地大學學生誅有獎學金二存 

名o'

二五 . 所發獎學金，包括學費、書籍和腾宿費 

用。所有領受這種獎學金的學生，都必須是&.給證 

持有人，而且是根據他們的學業成績決定的，對货 

在大學最後年級的學生，給 f 優先考慮。獎學金持 

有人係選讀下列課淫者 : 醫學、製藥學、工程學、獸醫 

學、農業、商業、以及文理課摆。

五.基本教育

二六 . 貝魯特附近 D ikw aneh中心所實施的基 

本教育技術對於悄沈地在難民營中度過六個年頭的 

難民確實具有廣値，而且在物質方面改變了他們對 

環境的態度3 受了這種試驗的鼓勵，本處決定把基 

本教育推廣到其他展域，在黎巴嫩和敍利亜每區設 

立四個中心，在题薩和約但每廣誅立六個中心。

二七 . 因此，便 在 Kalandia設立了一個訓練中 

心，以使發展基本教育技術和訓練行將在約但設立 

的各中心管理人。受過兩個月左右的訓練後，他們 

便到約但的其他五個中心去開始工作。約但和继薩 

的每一個中心附誅個別女子中心。在冬季萬，在約 

但各中心註册的難民有五千名左右，在题薩各中心 

註册的， 有二千五存名左右。

二八.基本教育管理人儀可能使他們受實習訓 

練，他們的進度受基本教育人員密切注意。_ 有人建 

譲 在 Rimai( 週薩 ) 開誌完全的女子技藝中心,現正從 

事囊備中 0

二九.在錢利亞的巴勒斯坦學院內開設了一個 

訓練中心，註册的人在三存左右。這個中心享有名 

聲，最近有来自其他中心的學員。

三 0 . Dikwaneh 繼續進行試驗工作，該處所設 

技藝中心 (製鞋、成衣、木作 )現正製造S 開始有館路 

的貨物a 並經增辦童子軍教育，反應良好。其他中 

心的管理人是在Dikwaneh訓練的，他們隨着在黎巴 

嫩又開敦了三個中心。

三一 . 基本教育的抵抗力量a 漸消失，希望在 

来年能擎固迄今完成的工作。

六.職業教育

三二 . Kalandia的職業f l【練中心是工娠處的一 

項計割 ; 它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底便開始工作了，雜 

然一 È ；到一九五四年七月鎭正式開誌e 道個中心爲 

下列各種人闇課 : 電氣工糖師、無線電 : t 匠、電線工

人、装配工匠、鐵E 、鈴接工匠、船管匠、木匠、營造工 

人、晝圖人、自》機工程師，其目的在訓練遠過於目 

前該區水準的匠人。載員中，有K 名專家是國際勞 

工組織供給的，卽高級顧間一名及電學、機械工程、 

木工和建築的專家。主任是巴勒斯.坦人。中心的前 

途很樂觀。學員共計一拜二十七名，擬於不久的將 

来增加到二0 八名。

三三 . 题薩的職業訓練中心和 K a la n d ia的不 

同，它並不是寄宿學校。它將爲種種類似的載業開 

課，並將包括一個錯造厥。它同時截《有頭等自動機 

部門，那一部門開課a 經有相當時候。這個中心的 

設備正在運輸途中，預計不久它便可以完全進行工 

作。工廠廠所要比 Kalandia的好些，因爲它的建築 

材料完全是三和士 (包括屋頂在內）；而 K alandia的 

工廠是波形鐵板屋頂的稍形建築物。题薩中心可容 

納學員二存名，授課時期從六個月到兩年。載員中 

包括本處所聘四位國際專家，他們的資格和  Kalan- 
d i a 中心的專家相當。

三四 .貝魯特的 Hazmieh職業訓練中心爲 Ma- 

ronite 派的神乂所主持。這個中心正訓練一 f f O 四 

名難量爲電氣工程師、木工、鐵匠和装配工匠。這個 

學校自前聘請教師感到困難。

三五 . 除了這些主要計割外，另有若干同様重 

廣的小規模計割也在實施。下表說明受敏業訓練學 

貢的人數：

師資訓練 .............................................................. 85
工程力面的載業… ........................................ 111

秘書 ..........................................................................308
保健護士、藥翔師等 .......................................130
農業 ..........................................................   64
製衣 … .................................................................. 36
民用航空 ....................   5
統計 .........................................................................._ 2 _

共計  ^

七.教育性填的廣播

三六 . 本處很久以来就認爲對於分散各處、很 

多居住在隔絕和遙遠的難民營或村莊的難民，從事 

教育性質的廣播一*定會收到很大的效果。本處有襄 

於此 , 使和塞浦路斯 (C yprus)的近東廣播電臺 ’’Shark 

d  A d n a"訂定辦法，向難民作一連串的廣播。節目 

的內容是那個電臺的巴勒斯坦載員在空唯時間內寫 

成的。從事這種廣播已經兩年了。這種廣播是短短 

二十分鐘教育性填的廣播a 許多學校的兒董都被送 

到播昔室，爲教師監督下所準備的節灌晋。迄今 

a 在工娠處文教組織所誌各校和各基本教育中心裝 

廣T 一存三十六架收昔機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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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衞 生

— 組織

— . 衞生司的雜織不論在總處分處，大敦都和 

工振處主任致大會第八眉會常年報吿書（A /2470 
and A d d .l )所述之情形相同。世界衞生組織與工娠 

處訂有協定，負責委派工振處的醫務主任及若干高 

級醫務人員，主持衞生方面的技術 I E 作。（參閱附 

件 H )

二.人員

二 . 表一所载爲按國別、載司及係屬國際徵聘 

人員抑係當地徽聘人員等項分別編列之員額情形。 

"其他 " 一欄包括行政、文腊、試驗室、藥爽及供應 

人員，以及工人載類以 .上之淸潔衞生、輔助腾食及發 

放牛奶人員。此表所載僅以工振處所雇11̂ •的人員爲 

限；至於受本處津貼爲難民服務之各醫院所聘的大 

批職工倚不在內。

表一

- 九玉0 年六月十五日載員人數

總處黎 *Ü 叙利約但题薩總計 
缴 亜

工人職類：當地徵

聘。.........................
工人載類：當地徵 

聘 C .........................

0 93 S3 325 396 867

0 132 112 479

總計

225 948

2,900

0 盤雄 T / f e

b .衞 ^及 營 房 維 持 工 作  

C.輔助腾食及發放牛奶工作

三.診所及醫院

三.兹將在本報吿書所及的十二個月中工阪處 

在其工作範圍以內各國所辦八十一個診所及門診部 

之診病情形，表列於下：

表二

就診次數，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六日至一九五四年六
總處黎 e 截河約但 a 薩 總計 月十玉日

嫩 亜

醫師：國際徵聘 … 3 1 1 1 1 7 m e m 截利亜 約但 劍薩 總計

醫師：當地徵聘… 0 18 15 39 13 85 施敦範圍內

牙醫：赏地徵聘… 0 1 2 7 2 12 之人口 a lOOfiOO 86,000 441,000 300,000̂ 927,000

譲士：國摩徵聘… 1 1 1 2 1 6 普道科… … 426,578 363,042 571,915 385,578 1,747,113

護士二當地徵聘… 1 16 14 32 19 82 敷傷及皮膚

護士 : 非正式護士、 m .............. 216,560 225,537 680,846 591,324 1,714,267

助理士、助產 眼科•，… ，… 216,759 110,208 912,930 760,587 2,000,484

士：當地徵聘 0 42 36 118 49 245 學校衞生… 15,030 48,543 142,321 640,030 845,924

衞生人員：國際徵 貞科.............. 12,184 14,733 13,692 55,259 95,868

I I .............................. 1 0 0 0 0 1 小51科… … 68,490 70,758 149,447 165,407 454,102

衞生人員：當地缴 花柳科… … 1,159 3,437 940 476 6,012

聘 ............................. 0 1 1 3 1 6 牙斜 .............. 40,218 45,448 31,735 27,924 145,325

實驗室技士二當地 總計 7,009,095
m M — .................. 0 2 2 2 2 8

藥翔歸：當地徵聘 1 1 1 2 1 6
甘 滿 膨 激 恤 ••• a 此•歡字係據外勤衛生人員 九五叩年六月+ S Æ 以
其他，國除徵聘… 3 0 0 1 0 4

前時期之月雜而得》乃工暇處施診範圍內之難民及居良人
其他:當地徵聘a — 9 12 11 208 34 274 數，並非各國之難民總數C1
其他:當地徵聘b… 0 21 10 51 40 122 b 包括受週产公共衛生局及杠新月會服務之難民，以及受

其他 : 當地徵聘C，-， 0 26 6 33 18 83
工娠處'很務之非難民人數G

工人職類：當地徵 r a . 病床：一九五四年六月，本處所有及留供
聘 a .................... 0 45 24 0 75 144 本處使用之醫院病床數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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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公分數 

10,000 
600  

375 

600  

250  

275

每月卡洛里數 

35,000  

2,100

3 .300
2 .300  

900  

800

共計  4 4 ,4 0 0

冬季的額外食品：

m ...................................

S 頻 ............................

500

300

總計

1,400

1,000

46 ,800

- 0 . 在輔助瞎食計劃下，工娠處對經醫生指 

定的難民供給備有新鮮蔬栗(或水葉)及動物蛋白廣 

的 熱 餐 次 ，每星期六天，爲期兩月（在約 { g 爲三 

月 期 滿 後 ，受惠人再經醫生檢査。發放牛奶工 

作係將原質奶粉冲成液體發給一簾以下的兒董，並 

將去脂奶粉發給一歲至十五歲之見量及孕婦、乳 

婦。

玉.本時期內在小見衞生所及産婦醫所就診之 

次數，在小兒*方面爲四五四，一 0 二 次 （每月平均 

三七，八四二次），在產婦力面爲九五，八六八次 

(每月平均七，八二二次 ) 0 現在各國都在儘量以各 

種方法清加助逢士的知識，提高助產士的標準；例 

如按期檢査接生用具，解釋接生時消毒的重要並鼓 

勵其至小就衞生所、逢前診所以及難民營內的產婦 

病房見習，一面幫助主管謹士，一面語此得到她們 

在工作上的實際訓練。

六 . 在所有各國，逢科及小％科護士在職訓練 

的一部分是派護士至特設的小5!*衞生所受短期訓 

練，以便她們在回到原來工作地點時，能夠改進工 

作標準。

七.所有至產前診所的孕婦都裏受到定期的例 

行檢査。第一次檢査時就要經過康氏試驗；如果發 

現有病，就用盤尼西林標準療法進行醫治。此後遺 

要隨時做血淸檢驗；在可能情形之下，家屬也裏受 

到檢査。

五.營養

八.本年中世界衞生組織營養維主任及糧農組 

織營養司高級督察員曾各至工眼處所管展域進行營 

養調査雨次。據査難民的營養情形除了一類人以外 

大致尙稱満意，這一類就是從六個月至兩歲的小孩， 

他們大部分都似患有慢性的德症；據認爲這是在腾 

食中缺乏蛋白質所政。症象的開始，往往先是一種 

急性的腹漠，有時候隨着嫁'療這一類的傅染病同来。 

嗣後原来的傅染病好了，遺是經常 IS'德。工娠處一 

面雄調去脂牛奶的重要，一面提倡用一種本地出座 

叫 burghol的麥製品與另外一種叫hom m os的芽豆 

製品做成一種植物油蛋白質合量非常豊富的食品。 

這個建議現B 在採用 > Burghol a 經成爲醫院配給 

表中的一項食品，漸漸地就裏成爲基本配給表丄的 

一項必有品。據最近調査，學董中發現有膚炎、口 

角炎以及在角膜^生比托 (B ito t)氏斑點足見缺少甲 

種維他命的疲象。工眼處a 對十歲以下的幼童發給 

淸魚肝油丸，不織由於分發工作的因難以及兒童之 

不肯服用，很容展使有些人或某種人因缺少甲種維

 . 爲使輔助餐之新鮮食品部分增多起見，

輔助腾食配給表^ 有些物品的數量現a 减少，以便 

把這一筆« 下來的錢變成新鮮食品的現金津貼；這 

棟可使瞎食更爲豊富平衡d 同時這一年內工娠處遺 

按月對許多孕婦和若干乳婦發放額外的乾製食品。 

對於未住院的肺結核病人，也藥給額外的乾製食品 

(照基本配給量加倍)。

- 二. 可供辅助瞎食的配給品總量約'等於驚個 

配給量的百分之六。不過有一重裏原因使現在所有 

的配給品不能充分利用，就是因爲現有供購處的位 

置數目均有限制不能使所有經醫生證明需裏的人均 

受其惠現在希望在下一年可以另載JÜ個供購處，特 

別是在約但，因爲該國的若干難民營及一些人烟稀 

少的地厕尙無足夠的供瞎處，甚至於一個都沒有通 

常就是在這些地方，對於營養的雷要最爲追切，特 

別是斷乳16 及經醫生證明有此需要的病人更應該 

受到輔助藤食的待遇。工眼處正預備在明年推行-  
個墳添供藤處所的fi■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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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缴 ................................................................326

敍利亞  .............................................................. 180
約但 .................................................................... 908

堀薩 ............................. ..................................一6 ^

總 許 2,052

四，產婦及兒 董̂衞生

他命而有現在這種症条。要解決道個簡題，一é 宴 

更廣泛而經常地分發魚肝油和魚肝油九，同時在輔 

助瞎食計劃下供給新鮮的蔬榮。

九 . 兹將基本配給食品列表於下’表示本年度 

以 burghol代替一部分米糧配給後之改變情形。



六.特種蓮動

— 三，各地的防瘦工作一直都在繼續進行。其 

改進之處許有：黎巴嫩進迴防療隊之SS«棄，鞍利亜 

阿塵波诚國立脑病診療院之開幕，诞薩脑病醫院工 

作人員之增加，以及世界衞生組織在約但對於肺療 

注射之推行 ( 包括難民在內）。最新化學治療藥翔都 

在各醫院及療賽院普遍使用3 據在缠薩調査結果發 

現作結核菌試驗而得正結果的百分數，弗常之高 

(百分之九十四），一部分乃由於一九四九年的防瘦 

注射運動。最財厭的一件事情就是約但遺等於沒有 

— 個爲難民使用的肺病病床，對於公共衞生的妨礙 

實在很大。在過去兩年中，工娠處備有專款預備糾 

正這種情形，奈因約但政府未能供給適當地址，以 

致無法使用。工眼處希望在不久的將来，這個困難 

可以克服。

— 四 .工娠處對於入學年嫩或未達入學年断之 

兒童，均曾進行過大規模的白喉、天花及腸熱病的 

頸防注射。總共此種預防注射約有七十萬次；這一 

方面的工作明年大約可以减少而不至於發生什麼間 

題。

- •五 . 本年中防 I t性病的工作仍在繼績進行。 

患有梅毒的人數，根據日常傳染病報告書及血淸檢 

驗的結果 , 在全部人口中約估萬分之玉至萬分之九。 

過去所用三百萬舉位標準治療法現a 照世界衞生組 

織專家委員會的建譲加以修改；對普通花柳病人現 

在使用較前增加一倍的藥劑。花柳病研究試驗所的 

試驗法B 用爲康氏 (K ahn)試驗的査核標準。同時又 

將各地取樣來的血淸按期作Æ 較的檢査試驗。

- 六.護理處繼績以譲理人員供給各醫院及產 

綠醫所以及工娠處所辦的八十一個診所。此外，公 

共衞生譲理工作也是各專科診所、逢前衞生、小見衞 

生、學梭體洛檢査、性病及結核病之防止等方面的重 

要部分。公共衞生謹士同時乂在特種營養計割 V 訪 

問病人家庭及防疫各方面，協助工作。

七 .衞生教育

■—b . 去年工眼處與世界衞生組織商洽以後， 

雙方簽訂了一個協定，由世界衞生組纖誅立十個爲 

期六月的衞生教育研究金額同時供翁訓練器材並派 

—îi生教育專家主辦訓練課程兩年。工眼處則同意 

撥付足夠經另供此類腾選受P1學生績受六個月 

訓練之用0 根據此項計劃所訓練出来的衞生教育人 

員在廣大難民羣的衞生及淸潔教育蓮動中當必處一 

重襄地位。同時對此類衞生教育人員如何與其他專

業衞生人員、學校教員、社展及社會工作的镇袖、慈 

善團體人員及政府官員等共同推進衞生工作一點， 

擬有合作方武。

八.流行病

- 八 . 在過去的一年中，難民遺沒有患過根據 

國摩公約必須申報的疾病 (霍i u 黃熱病、天花、斑參 

傷寒及風傅回歸熱）。所有發現的回歸熱病從流行 

病學„ 来看都是由篇蛋傳染的。下表是九五三年 

六月十E 日至一九玉四年六月十二日期閩難民生傅 

染病的情形：

表四

. 傳染病

—九五三年六月十四日至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二日

寨巴嫩叙利亜約但  激i瞎 總計

可能被傅染之

人口 1 .........  100,000 86,000 476,000 270,000 932,000

黑色病   0 0 0 0 0

霍亂 .................. 0 0 0 0 0

黄熱病   0 0 0 0 0

天花...................  0 0 0 . 0  0

斑參傷寒

(風傅)......  0 0 0 0 0

斑M 寒

( 風 土 病 0 0  0 0 0

回 歸 熱 . . . . . .  0 2 84 2 88
白喉...................  2 21 51 3 77

0  參 ..................  537 429 1,138 97 2,201

百日.咳  1,931 357 3,083 720 6,091
水痕  .......  156 27 719 1,642 2,544

耳下7.S 炎  182 255 1,032 26 1,495

腦膜炎…    8 0 39 34 81

脊髓炎，  1 2 . 22 1 26

傷寒 

(甲種蘭傷 

寒、乙種副

傷寒） … …  174 179 368 289 1,010
摘疾   34,094 21,472 23,599 14,105 93,270

癔疾   3,327 4,626 21,180 34 29,,167
J&L吸蟲症，••… .，：0 0 3 _ lis  118
鲍蟲病   1.1 0 0 13 24••• . ' • .
⑩眼… . . . . . . — 13,395 5,438 163,047 17,494 ■ 199,374

結 膜 炎 37,872 15,731 129,639 24,655 207,897

28



脑結核• 
梅毒… .

塞巴缴 敦利亜 約但 : à î薛 總計

235 103 949 232 1,519

53 45 109 286 493

a 此填數字包括已登ÎE舆未登記之難民人數以及届處外 
勤衞生人員得有其傳染病率紀錄之居民（例如à F 居民）人 
數; 其他可能患染傳病的萨居民，另由公共衡生部申報。

b各該旧歸熟病之患者，從流行病學J；來看，係由雇蛋傳染 
而得的0

— 九.白喉及傷寒族疾病的預防工作經隨時不 

斷地進行並按季節加聚推勸，B 有成效a 小孩疾病 

中，百日咳發生次敷較前堆多》因此工暇處專爲最 

幼％董舉辦血淸注射。其他疾病發生次數除就醫處 

疾外並無多大的變嚴。 年来就醫慮疾的次數業已 

大滤 , 約較去年減少九，五0 O 次。其他傅染病仍 

以额疾及眼傅染病最爲流行。此類疾病所以發生較 

多之原因是由於此類疾病之預防主要有賴於健康教

育及壞境衞生方商的努力，而键康教育一項询待傲

底推翁。

九.減蟲及防疲

二0 . 减蟲工作的主要目的在於防止由昆蟲傅 

染的疾病，餘如贼傅攝疾、繩傳病疾、眼傳染病及風 

傳約斑廣傷寒與回歸熱3 其他在難民居處的臭蟲灰 

跳蛋也須加以減殺，以免難民受擾。這種減蟲工作 

總是爲人民所歡迎的，藉此並可督促他們進行其他 

的淸潔衞生運動；同時遺可以向他們宣傳開於昆蟲 

傅佈疾病的知識及合力加以滅殺之董要，從而成爲 

推進健康教育的一種力法。

二一 . 疲疾本来在難民中爲害最烈，可是現在 

由於流行?i 度逐漸减低，a 經不像過去那様屑害了。 

按月査考工暇處在各國所殷診所內就醫癔疾詠治情 

形的紀錄可使我們對於這一種病在就醫難民中流行 

的情形有- * 槪念。下表卽爲就醫瘾疾的患者在就醫 

難民中所估的百分比：

表 五

國別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 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三肖 四月

黎巴嫩
1952-1953 . . 1 . 3 1.5 1.5 1.2 1.3 1.4 1.6 1.1 1.05 0.97 1.1 0.8
1953-1954 . .0 .1 3 1.04 1.2 1.5 1.13 1.5 0.77 0.53 0.23 0.33 0.48 0.62

叙河55 
1952-1953 - . 0 . 3 1.0 0.8 0.7 1.0 0.84 1.4 0.9 0.4 0.27 0.2 0.3
1953-1954 . .0 .2 9 0.3 0.35 3.4 2.6 3.4 1.8 0.97 .0.74 ..0 .48 1.04 . 1.2 „

東約但
1952-1953 . . 9 . 3 8.9 10.6 6.4 10.5 13.0 18.5 12.7 8.6 6.1 4.4 3.8
1953-1954 . .5 .1 7 5.8 8.5 8.25 7.49 8.25 6.02 5.07 3.29 3.04 3.3 3,6

西約但 
1952-1953 . . 2 . 2 3.1 4.6 5.4 5.0 4.5 5.6 4.4 3.7 2.9 2.5 2,3
1953-1954 . . 1 . 9 2.0 2.1 2.35 2.67 2.35 2.19 1.0 1.18 1,32 1.5 1.7

驰薩
1952-1953 . . 0 . 0 0.0 0.0 0.01 0.01 0.05 0.00 0,03 0.0 0.0 0.0 0.0
1953-1954 . . . 0 . 0 0.0 0.0 0.01 0.02 0.01 0,01 0.00 0.0 0.0 0,0 0.0

二二 . 由上表中可以看出一九;玉三年至一九五 

四年癒疾發生次數較九玉二年至一九五三年的後 

生次數遂期均有减少。此種情形在約但最爲明顯;這 

應歸功於雅木克約但河流域的防療許割。

二三.雜木克約但河流域的防疲計劃除了在躇 

疾流行地廣噴疆黏附D D T 外並連續八個月在雅木 

克、約但河流域全境每屋期積極進行撲殺幼蟲工作， 

同時又在黎 巴 嫩 (Nahr e l-B ared )v殺到 ®  (Khan 

esh-Shieh ) :及約但（Z e rk a )三地重要難民營附近的可

能有瘾政幼蟲蛛育的溪流，從事小規模的撲殺 IE作。 

伽薩地力所作的撲殺工作大部分是以悄除普通!^蟲 

的騒害爲目的，因爲自從一九四九年悄減瘾較以来， 

至今遺沒有發現過癔政的存在。

二因.雅木克約但河流域的一九五三年防癔計 

割，最初以一年爲期,設法在设界上癔疾最爲猶藤的 

地展對該病的流行，進行控制。這個蓮動是以工娠 

處流行病專家前三年在附近各亜拉伯國家防癔的經 

驗爲基礎的。工作人員有七個是工眼處訓練的防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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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導鼻 , 二+ — 個領斑，及約八十個防疲工人，三 

個司機。所有這些領班、工人及司機都是從難民中 

間選出來的。他們在約但河流域那種困難的氣候、政 

洽和社會的環境之第一次成功地進行了可謂世界 

上最棘手的防癔工作。這次防癔工作，已使難民街 

於這個地廣的舆趣漸形增加。移去的人，漸形增多。 

美國派到該流域工作的工人中至今還沒有發現過一 

次癔疾；在政府主持下從事灌翻和農業工作的人及 

防癔的工人中也都沒有發現過癒疾的患者。經檢驗 

ü 就血液的結果，査出在沿雅木克河敍利5 5境內大 

幾模種滔厲的附近地展，在以色列境約.但流域尙未 

進行防癔工作部汾的對面地愿以及大'系地附近的地 

満遺有傳染瘾疾的現象。這些地方都是無法在第一 

年就把它做好的。防攝工作，主要是在一年之中，有 

八個月，每是期對凡是可能逢生處敏的河水濃以加 

了散怖翔的百分之二  D D T 油溶液a 把整個展域分 

成五十六區；把每展的河道、潤流、水池都在地圖上 

晝明；訓練工人及懷班；裁換工作不力人員；對各 

級載員擬訂考績辦法；擬訂根據事後昆蟲調査及流 

行病調査考核工作成績的辦法等等都是今年所傲的 

重要工作。

二五.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雞木克約但河 

流域防癔工作的詳細情形，大政如下：

表六

' \個月中用所用百分之緋水時所捨抽乾土地的面 
噴灌的迪積、方 二  D D T油泥土的體積積 (方公尺數） 
公尺數） 港液量的數（立方公尺

量公升數） 數）

25,460,900  62,244  40,017  3 ,288 ,588

由於去年防處工作之成功，工振處與約但政府簽訂 

了一個爲期五年的防癔許劃協定。在協定中所定的 

觀費約爲四0 四，O 0 O 美元，用於約但、雅木克河 

流域和其他支河流域0

二六.同時正在進行新的有效殺蟲翔的研究與 

試用,以克服蒼繩對曹用殺蟲翔所增加的抵抗力這 

種工作僅限於難民營中，就是每星期在蒼繩羣聚及 

繁殖的地方麗以百分之西 ,的碌榻油溶劑或懸浮额。 

在蒼繩叢聚的難民營中，所有供乳處及供瞎處都每 

天偏濃藥劑解決蒼繩繁殖間題的唯一方法在於切 

實推進衞生教育工作，誌置一種沒有蒼!® 的公共厕 

所供大家使用，再有若干幹練的外動衞生人員共同 

努力。現在這三方面都已有了進步，不過要有可觀 

的結果，遺需要招當時閩。

二七.在過去的一年能夠使約一存萬生活在困 

苦擁携環境之中的難民完圣沒有傳染到斑療傷寒，

實在是一件很大的成就。這件事情要歸功於存分之 

十 D D T 的效力及幹練的 ; 勸衞生人員；這批衞生 

人員完全明瞭這種幾千年来一向爲患於亜拉伯國家 

的疾病的危臉性過去曾經有人就心過或子可能對 

於 D D T 逐漸生産抵抗能力，可是經週工娠處在各 

地用殺蟲劑試驗後，這種疑慮El經大部消除。在撲 

風蓮動中受D D T 噴麗者計有四十餘萬人，用去存 

分 之 十 D D T 粉 . 三嚼。

十.環境衞生

二八.各專誌難民營及工暇處所辦其他若千院 

所的淸潔維持工作，亦由衞生司負責環境衞生工 

作係由外動的難民營管理及淸潔人員在世界衞生組 

織所派一位公共衞生按士指導之下負責進行。淸潔 

'工人數目雖然視個別情形頗有不同，但約計每E9拜 

個難民有淸潔工人一人。這一類人員的工作是：淸 

掃公共動所，管理公共浴堂，淸除垃极，維持鄭民 

營廣、店铺及麵包房的衞生，維持足夠而淸潔的水 

源，撲殺見蟲等。

二九 . 在過去一年裏，難民營的供水a 經有了 

一個經常檢査徵菌的制度。一般說来，全年內供水 

尙稱充足淸潔。

三 0 . 在某些地力，公共浴室的便利R 經增加 

而且爲較多的人所接受。把坑ü 改成腐，也是這一 

年的重要工作之一 , 尤其是在黎巴嫩及题薩兩地。這 

種工作除仍繼續進行外，尙擬推廣至約但境內。

十一，醫學教育及訓練

三一 .本處的流行病學專家曾參加在伊斯坦堡 

舉行的熱帶醫學及癔疾學會譲，並在會譲中宣讀關 

於約•但河流域防癔計劃的一篇專文。本處的若于衞 

生人員亦曾參加黎巴嫩- 法蘭西醫學會的會譲，並 

宣讀專文若干當。第四屆中東醫學大會於一九五四 

年四月九日至^ 日在貝魯特尊國大學舉行。該大 

會對醫學畢業生給予高等訓練，成績極佳；本處有 

醫生七十餘人前往參與5 此次大會的行政費用由本 

處局部津貼；貝魯特美國大學醫學院»劃及主持大 

會的工作亦經本處予以協助。

三二 . 一九五四年四月七日爲世界衞生日。本 

年紀念此日係以護理學爲主旨。本處在屬於本處工 

作範園的各國內均會會同各地衞生當局紀念是日。 

主要紀念會係在耶路撒冷Augusta V icto ria醫院的 

俱樂廳中舉行。

三三 .一九五三四年度中在訓練醫藥輔助  

人員方面亦與往年相同，大有進展。表七所列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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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案顯示受衞生訓練的專業人員種類甚多。表中所 

列力紫包括在檢討時期內進行及完成者。

表七 

訓練課赁

類別 期限(若干月） 受訓、數

衞生教育  12 10
普通護理學   36 76

精神病護理學  36 2
接生學 ...........................................................1S 7

肺病護理學   9 3

醫院看護員 ........................................ 9 12

服科着護員   3 10
接生服務員  6 /9  16

實驗室按士 ........................................ 12 /2 4  15

«疾技士   3 5
配藥所服務員 ................................... 9 24
衞生檢査員 ..................................  6 /1 2  一 24

總許 204

三四 . 本報吿書前a 提及本處與世界衞生艇織

合辦的衞生教育訓練方案。普涯護理學的訓練現仍 

在下列各處繼續辦理：耶路撒冷的 Augusta Victoria 

醫院 (與路德教派世界聯合會合辦 ) ；敍利 5S大學醫 

院 ; 貝魯特國立護士學校 ; 伽薩奮有的教會醫院。

三五 . 除表七所列受訓者係在本處常霞:訓練班 

中受訓外，另尙有若干人領有本處及其他力面所發 

的衞生獎學金0

十二.醫藥及衞生物資

三六.醫藥物資的採購在本年度中有一大改 

變。醫藥物資前此係由世界衞生艇織代爲採購。嗣 

於一九五三年七月間與量基金會洽妥改由該會代 

在國外採購醫藥物資。在目下檢討的時期內，計收 

到纏値二二一，四二三美元的物資，內有計値三一， 

七五0 美元的物資係由兒 量̂基金會捐贈。各國雖時 

常缺乏某數種藥品，但大體"從會所供應及就地採 

購的醫藥物資足敷診所及醫院的需要。现 & 在各地 

域內說立醫藥物資的中夹堆梭並附設配藥所。實行 

此種辦法後分發制度已大見改進。

附件 F

福 利

總論

—. 福利司的職責是在需要孔亟的各方面辦理 

輔助照料工作 ; 這項工作可能是協助個人應付悬難， 

供應營房娱樂設施，辦理婦女職業活動及（直至一 

九五四洋五月爲止）供應輔助騰食。

二 . 工眼處一切福利工作，不但獲得慈善機蘭 

所辦補充力案的極大協助，而旦獲得個人或各國政 

府特別横贈的極大協助3 例如在過去一年間，故王 

Ibn S au d及其代表曾以金錢及衣服捐贈所有收容國 

內的難民。這些捐贈品均由工娠處福利工作人員協 

同地方當局發放。

三 . 同時，工眼處也疆得各專門機圃及聯合國 

本身的協助，駐於本展的聯合國按術協助管理處福 

利額問B 經詳細研究工娠處的福利工作，其建譲現 

B 大部採行。那些建譲中計有：改善工娠處與慈善 

機圃的聯懷，舉辦特別計劃例如工藝所，及訓練外 

動福利工作人員。

二.工眼處福利工作計割

0 . 工眼處認爲輔助瞎食及發放牛奶雨項工作 

與防 Jh疾病間題闇係密切，故於會許年度將吿結束

之際，將這些工作移交衞生司負責辦理。附件 E 業 

B 較爲詳盡地载述這些工作，並 &說明必須辦理這 

些工作的理由；惟因截至一九五四年五月止此雨項 

工作係由福利司擔任 , 在特將有關统許载述於下：

( « )輔明瞎食

(―)發放牛奶計劃

五 . 過去一年期間，工振處將牛奶發給兒置、孕 

婦及乳婦。所發牛奶多半是液體牛奶，不過居於偏 

僻村落的4 ?數難民則改領奶粉。在將一九五0 年五 

月汾每日平均受惠人數表列於下：

表一

發放牛奶 

國 別  發放站數 工作人數

黎巴嫩 ......................... 71 58
截利亜… … ，… 31 72
約但 .............................. 97 334

伽薩 ..................................................... 108

總 許 211 572

每a 平均 
受惠人數 

48 ,854  

44,058  

160,258  

56 ,762

309,932

31



或則因爲他

( 二)中午熱餐

六 . 在輔助購食方案下供應中午熱餐的目的， 

是在協妨某幾類需裏特殊食物的難民。他們需要特 

殊食物，或則因爲臨時醫藥J 的原因，

們是嬰孩，不能領到基本配給品。

表二 

辅助藤食

«別 輔食站數 受惠人數 

二歲以下其他

受惠者總數

黎巴缴，，，-…  25 880 5,430 6 ,310

殺利亞 - 488 2,100 2,588

3,233 17,975 21,208

堀薩… • 3,007 8 ,834 11,841

總 許 116 7,608 34,339 41,947

(&)協糖特種難民

七. 工暇處給與艱苦難民的協助，自供給義坡、 

眼鏡及足以協明難民正常生活最後成爲自立的其他 

援助，.以至於安置孤兒盲置及老年人至適當的院 

所,不一而足。此項協助並且包括難民遇有個人困難 

時工眼處所給與的鼓勵、協助及猎導。福利工作人 

員平均每月與難民會晤約六，八0 0 次，他們a 在 

這種工作方面獲有長足的進展。

八，工娠處在這方面也經常和慈善機圃合作。 

慈善機蘭往往可以協助工娠處，供應特種物品或使 

患重病者可以延請專家診治的款項，或者捐贈工具 

及貌備俾使難民得以重理故業。

九. 工暇處本身協助特種難民的良好例證，爲 

董建盲目難量的福利許割。這項許割使盲目孤見十 

四人獲得耶路撒冷路德教派世界聯合會所辦盲人院 

的牧容。盲人院不但供給他們瞎宿，而且以點字法 

教育他們並授以足使謀生的手藝e

- 0 . 每當狂風暴面、洪水沉濫、或邊境村莊遭 

受襲擊等頻緊急事件發生時，福利工作人員總是首 

先馳赴出事地點，協助災民過去一年間這種迅速行 

斷的卓越例子，就是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四日Qibya 

村遭受七小時襲擊後福利工作人貴立卽完成的工 

作 , 那次襲擊計有六十七人死亡( 內有難民十三人）， 

許多^ 他人們無處樁身。一連0 日,工眼處載員是 

親臨被毀村莊的唯一救糖者；附近難民營的福利唐 

房烹調熱餐，供應辦難該營的六 i ï餘人。發放炎民 

的物品，許有截想約一千張，, 紛一嚼半,及大量 

豆、来、油、肥鬼及牛奶。十月十九日路德教派世界

聯合會已能派遺流Sr食堂一隊至 Qîbya; 從是時起 

工振處的協助便僅限於* 接受災的難民家屬。

{c) 换樂活動

— 一 . 娘樂許割對成人及化董同様注重，計有 

男孩及靑年男子團體蓮動、成人俱樂部、公開演講》 

影片、夜 ® 、圖書館、兒Æ 遊戯場，並且割定地址(縱 

令有時紙是一個營帳)，使難民營居民能在該處閱報 

收聽無錢電廣播及舉行討論。

— 二 . 四國內許有福利站二十三個，經常利用 

福利站的人達三0 ,  O 0 O 人以J ：; 利用i *九個圖 

書館及閱覽室者約有八，五0 0 人。

— 三 . 過去一年間，除了現在擁有隊員約四，九 

0 0 人的男童子軍及其附屬圓隊外> 黎巴嫩及题薩 

兩地已在福利司贊助之下成立女童子軍。女董子軍 

读會世界總會贈給® 薩女《手軍操鞋一五0 雙，使 

美 國 T e x a s州 D a lla s城女«子軍原来捐贈的制服 

得吿齊備。题薩女董子軍極爲喜歡她們的制服和操 

鞋。有了制服和操鞋，她們便能第一次參加伽薩蓮 

動會的遊行。

—九五三年七月题薩蓮動會派出若千蓮動障前 

往 Alexandria參加亜拉伯同盟主辦的沉亞拉伯蓮動 

大會。他們在足球、藍球、舉重、田徑方面成績普然 ; 

有些蓮動隊並曾奪得獎品歸去。

(.d) 工藝

— 四 . 這種工作是爲婦女壽辦的C 原設縫纽中 

心的规模現已擴大，不便舉辦若千生廣可供館售货 

物的社展力案，而且請授像調製食物一顏的家事科 

目和急救、窗生導項。J 課人數較去年增加極多;許 

多中心因報名者極爲踊躍，現在已有候辅人名單。

— 五，教授女孩普道縫組及製衣的中心，也完 

成極其實用的任務，因爲學生在學習期閩已可製造 

嬰兒的衣服被棒和學齡就置的工装外衣（在有些國 

家內這是學生的制服 ) 、醫院睡衣、及其他爲福利及 

醫務計劃所雷用的物品。

- 六 . 除了這種純粹講習性質的活動外，工暇 

處並a 創辦若干力案，生塵可供館售的用品，俾使 

婦女獲得額外收入，補助其家庭。迴薩繼續出産刺 

總 ; 一年来出售刺输所得約達一二，五0 0 美元;敍 

利亜專門製造皮第用品；黎巴嫩專門從事製衣、編 

織及刺输 ; 約但則教授難民如何製造十字軍式J 衣、 

燈罩及其他用品。品廣優良的塵品將由工娠處福利 

司所誌的館售所蓮館；蓮錯視導員也會就此類货物 

的需求情形及所需原料的採購簡題提出意見。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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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年度结束時約但及题薩的中心業B 開始工作；敍 

利亞及黎巴嫩中心則仍在壽備中。

三.慈善機圓的協助

t：. 難民在許多方面獲得的福利協助，是由 

於各種教派及不同國籍的許多慈善機駒不辭勞苦努 

力協助的結果那些慈善機關的工作，範圍廣泛， 

種類聚多；其貫獻恐尙未週知。難民數目旣然如此 

鹿大，工暇處所能用於福利協助的經《總是極其有 

限，因此工眼處對於各慈善機閲在道力面所作異常 

寶貴的協助，至深銘感。

— 八 . 過去一•年来工暇處和各慈善機關閩的合 

作愈形密切，合作的方法愈加完善a 福利司a 委派

福利高等專員一人，與各慈善機圃建立聯繁;各 

慈善機關也B 誌立中夹協調姜員會，監察及指掉各 

慈善機關的共同工作，期以最完善的方法協助難 

民。 . .

— 九.各慈善機開最重裏最不可缺的貢獻之一 

县供應雞民的衣服。截至现在爲止，工眼處無法滑 

加其有限的救濟預算，去應付這種需要；如果沒有 

慈善機開的協助，良恐許多難民在離鄉背井六年後 

的今天，已無一襲衣服可以蔽體。输入收容國內發 

給難民的一切衣服的海洋蓮養都由工娠處擔負；過 

去一年閩爲此用去的款項B 想過二六0 ,  O O 0 美

yüo

二0 . 過去一年間近東以外地廣非政府組織捐 

晴衣鞋的總數，計有衣照二，三一七，0 0 0 公斤， 

鞋子一四三，0 0 0 公斤。工暇處a 將那些物品分 

別交由各地外動代表發給巴勒斯坦難民。鼓將主要 

捐贈物品列下：

表三 

衣着捐贈品

公庁 
衣 鞋

—«>. Albarian— The Reverend
Sarkis—      241 —

二 . 美國公I t 會服務委員

.會    2,751  579

三 . 美國中東眼濟會… 27, 498 1,660
亞美石油公司   2,596 81

五 . 英國紅十字會 . . . … …  48 ,573  —

六.英國婦女志願服務隊  1,112,899  41,590

七 . 加拿大紅十字會… …  4,340  一

八 . 教堂傅信會… ■ • •• 2,684  一

九.教會世界服務 會  295,367  22,468

w ~

一0 . 細面蘭海外救濟圓體

理事會   2,141 一

 . 斯干的那維亜委員會  70,000  6 ,647
二 .公 i t 服務會   4,064  838

— 三 . 無家可歸者狀容所… 343  一

— 四 . 養大利紅十字會… . . .  1.635  1,685
— 五.路德教派世界聯合會  221,949  13, 118

—六 . P弓諾教派中夹委員會 42,492  4 ,808
— t：. 基督會全體理♦ 會…  8 ,917  1,068

- A . 近東基督教理事會執

行委員會     9,338 907

一九. 教廷傅信會    416 ,119  38 ,305

二0 . 场救a 置基金會… … 773  87
二一 .瑞典紅十字 會   3,012  91

二二.加拿大聯合教會海外

振濟委員會… •… …  17,758 133

二三 .世界娠濟委員會 …  3,428 一

共計 2,298 ,918 134,065

二工娠處在週去十二個月內會收到及分栽 

英國婦女志願服務隊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間捐 

贈的衣腹二 fi•五十萬件。這是: r 娠處收到的最大一 

宗衣服贈品；這些贈品使分配者可以發給每個難民 

衣服兩件。實地工作的慈善機闕擔任分類、包挺及 

發放衣服的大部工作；工振處則擔任必需的蓮輸。

二二.慈善機鬪捐贈的其他物品及服務正足 

辅充工振處其他各司所辨的類似I t 作，工眼處至深 , 

欣截a J 述其他各顏贈品及服務包括 : 捐購•藥品、開 

辦診所及施食所、發放牛奶、辦理教育及實施重建工 

作。

二三 . 在本愿工作的各種慈善機開，爲數極多；

因此工暇處實難列舉所有慈善機開，向其------- 致謝a

此處僅能提及 : r 眼處最常接觸的若千慈善機関。

二四 . 近東某督教理事會執行委員#補充及協 

調在本展工作的一切某督新教、英格蘭教會、ïE教會 

所屬機閩辦理的暖濟難民工作。該委員會在四個主 

要牧容國以及埃及境內，誰有展域委員會。工暇處 

在埃及並無振濟力案，供自一九四八年巴勒斯Ü 戰 

爭爆毅以來，離開巴勒斯坦而至埃及的人恐有一萬 

至一寓二千人之多。近東基督教理事會執行委員會 

每年業務預算定爲二七0 ,  0 0 0 美元，其Æ 途如 

下 : 疆放衣服 ; 糧食 ; 藥品 ; 患療病、肺病及精祥病者 

的急救 ; 師範、簿記、打字及英文的訓線;供錄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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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息貸款，其中有存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貸款業經償

遺。

二五.近東基督教理事會組成儉子中的慈善機 

關爲路德教派世界聯合會；該會在敍利亞及約但工 

作，用於該區的款項約達八00,000美元3 聯合 

會辦理工藝學梭、孤览院、冒人院、醫院(最著名的是 

工暇處津貼的 Augusta V icto ria醫院）及存科醫院； 

聯合會也將衣服及蛋粉、食糖、牛奶一類的食物直接 

發給難民或發交工眼處施食所。

二六 . 過 去 年 間 ，聯合會特別注重读助邊境 

村莊；該會已在邊境村莊開瑟牛奶站約二十處，調製 

並發放液體牛奶給難民和非灘民；此外並在伯利僮 

區誅置施食所一所；a 童四百五十人每天在該所獲 

得熱餐一頓。在遞去十二個月期閩發生若千軍事事 

件後,聯合會駐約但工作小艇業已給與Qibya及約但 

其他邊境村莊居民極有慣値的協助G 聯合會駐敍利 

亜代表除了發給敍利亞境內難民大批衣服及其他用 

品外，並以衣服和其他用品發給位於  Lake Tiberias 

附近非武装地帶的各村人民。

二七 . 從事變初期開始，基督教男靑年會便在 

工娠處難民營內推行教育、娱樂及職業訓練許割，並 

曾協同擬具题薩地帶的詳盡碱利計劃。青年會擬以 

近東某督教理事會所捐款項，在面積達十二達納的 

地廣建造福利社一所；地方當局業B 批准祖借該地 

的長斯祖約。工振處則捐贈福利社的建築圍案。靑 

年會福利社除了給與難民Ê 接服務之外，尙擬從事 

領雄人材的訓練。

二八.英格蘭教會耶路撒冷主教公署除了辦理 

各種眼濟工作外，復曾實施住宅許劃，成績襄然；

結果 & 在 Bethany附 近 山 築 成 村 莊 兩 處 ，足容 

三 Î ?人左右。主教公署另在 Z e rk a建築房崖六所； 

近東基督教理事會內另一參加機關教堂傅信會則正 

在舉辦稱爲 "Z erka救濟及工業 " 的方案；在難民重 

建事宜方面這是一件値得注意的工作。

二九.教廷傅信會是沒有參加近東基督教理事 

會的一個較大的慈善機關，該會除了捐給新有四國 

難民普通的藥品及衣服外，並且捐贈大批孰酪、食 

糖、其他食物、及現款。該會現B 擴大原有誅備，且 

已建造若千新的載傭，主要供施行該會教育衞生計 

劃之用。

三 0 . 美國中東振濟會是由黎巴嫩裔及被利亜 

裔的美國人捐出大部經费組成的團體。該眼濟會於 

— 九五四年初派遺代表一人前柱貝魯特，«辦 関於 

難民及當地居民的方案娠濟會選定 S aid a展 Mar- 

jayoun 鎭爲誅立工藝所的地點，訓練婦女各種工藝。 

工眼處借給他們開辦時必需的設備，及推展力案所 

需書籍材料的購置款項。工藝所所製衣服均經後給 

附抵難民。美國中東眼濟會並以乳油約九0 0 嘲捐 

助工暇處計劃。

三一 . 此外遺有許多其他慈善機關，在本偶工 

作，成績草著。這些慈善機關中計有：國外及當地 

各紅十字會及紅新月會、揉救見董基金會（特別注重 

約 但 H ebron厲邊境村莊的’醫務工作），教會ifr界服 

務會（在 N ablus廣邊境村莊設有娠濟工作小艇 ) , Pg 

諾教派中夹委員會（在 H ebron及 Jerich o敦有娠濟 

工作小艇，在 Jericho並誅有青年職業訓練所),及美 

國公I t 會服務委員會。

附件 G

工娠處工作的法律間题

工暇處的法律地位

— . 本處與業務所在地的其中幾國政府對本處 

的法律地位間題聚載不a 。有一種意見認爲本處格 

於業務工作的關係，已喪失了純粹的國際性，變成爲 

國際性與國內性相會雜的機駒，從而在某些力面，諸 

如本處職員的徵聘及懷用條件、職員薪停的缴稷義 

務、以及本處服從當地法院管轄的責任等，必須受 

政麻機闕的管制。

二 . 本處反對± 述這種意見，這不但是因爲其 

影審所及對於本處以公共國摩親織及聯合國  辅助機 

圃地位獨立行使職務•一事有嚴重的後患，而且也因

爲在實際J 如照此辦理，不免有損難民的利益並且 

有礙本處救濟方資的有效施行。

三 . 若干協助國政府採取各種限制措施，以致 

救濟力紫的施行受到妨礙，轉酸糾葛，所《更ffi。是 

以，由於限定本處必須交鐵路蓮輸某幾種散裝的物 

品而不許交蓮费較® 的公路蓮輸，結果本處經赛損 

失不費。.雖然約但與黎巴嫩閩及約但與敍利亞間所 

訂有蘭運送救濟品的雙邊協定明文想定减低鐵路蓮 

廣率使之與公路蓮費率相當，本處卻迄今未蒙償遺 

普攝運費率與減低蓮费率的差額，以致尙未能獲得 

這種減抵蓮费率的實惠。此外，不但因爲iÈi須利用 

緩慢得多的鐵路交通誌施而有遲延耽欄的情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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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本處還不得不冒較大的風險，因公路蓮送的承擅 

人對貨物的安全運達負全部責任，而黎巴嫩、厳利 

亞及約•但的國家鐵路局依照現行章薛的規定紙負居 

部的責任，何況在實瞭.j舉證以確立向這些鐵路局 

索収賠償的權利殊屬困難，因此，這種責任更屬有 

限。

四.另外一點不斷發生的嚴重困難係因採購救 

濟品間題而起有些協助國企圖勸誘本處就地採購 

救濟品，縱使當地市價高於世界市場價格亦在所不 

惜，結果使本處的有眼資金蒙受無謂的損失。這些 

政府所持的理由是本處應當儘可能設法解除它們的 

經濟因收容難民而承受的奇重負擔有幾次，某些 

^府實行或企圖實行禁止供應品輸入的辦法。關於 

這方面的曆次案件情形，請參園下文依國別分類的 

各節：本處不爲這種壓力所屈，堅決表示爲難民利 

益着想，當地物產唯有在其出售條件、品質及偵格 

與ffi:界市場商品同樣可取時，力可優先予以採購，並 

表示不應限定本處購買漲價的士產供應品，致使救 

濟方案的經費®損。

五.至於供應品的自由運送間題，有時因爲本 

處在業務所在地的若干國家內必須爲每批裝運的供 

應品— 申請進口或出口許可證，所以間有遲延情 

事。一般言之，這類許可證的發給並無多大困難，然 

而遲延發給以政礙及本處的救濟方案，也是數見不 

鮮的事。這類間題的具體實例在下文依國別分類的 

各節中叙及。

二.法律事務廳的一般工作及間題

六.由於本處業務遍及數國、工作種類魔雜、職 

員人數衆多，自難免經常引起規模浩大、性廣繁複 

的法律工作。本處每年花费大批金錢採購供應品或 

傷用勞役，處處都得訂結契約。這些契約有時引起 

爭端或要求，遇此情形如不能以直接談制方法解決， 

通常均交公斷裁決2本處目前j£在應付若干公斷案 

件。舉例言之，在黎巴嫩有一關於貸款協約的案件； 

在叙利亞有一關於鎭藝自流弁契約的案件；在約但 

有關於運送契約的案件等3本處所採政策是所有 

商務契約都栽有一項公斷條款。

七.在有幾起案件中，本處以原吿地位向當地 

法院提起就訟：在黎B嫩請求海事法院制令海運經 

紀人賠償摸害；在叙利亜要求收回積欠的分期償遺 

的貸款，這些貸款原係本處依據其與巴勒斯组難民 

間的協約爲協助他們重建而放給的；又在約也要 

求收回積欠的分期償遺的貸款。此外目前在各協助 

國的法院內尙有幾起涉及本處司機的案件，他們或 

係被控達反交涯規則，或被控駕車攀事。

八 . 再者，本處會與各读助國雜結許多圃於方 

案或計劃的協定，這些協定於草擬時也引起一聯串 

的法律間題。

九.本處因在幾個法制互不相同的國家內傷用 

有總敷約計七千五百名的人員，所以遺經常遭遇到 

國際行政法方面的問題。常常發生的一個間題是，本 

處以公共國條組織的地位遇有因其內部行政而起的 

爭執事項時，應該在那種巷度內參照國內勞工法辦 

理 j 本處每遇涉及其與«用人員間關係的事項，向來 

遵照國摩法上闇於國際組織的公認原則，拒絕受當 

地法院營轄。但本處允許假用人員援用處內的厳種 

救濟手段其方式大致與其他聯合國機關採行的程序 

及辦法相同。專設申訴事宜委員會業a 誌立，負責 

審査本處與« 用人員間相互的要求或爭端，並向主 

任 建 議 決 辦 法 。在解決這類要求及爭端時，本處 

的方針是，凡本處及聯合國條例無規定者，悉以當 

地法津爲準繩。

(«)埃及

— 0 . 埃及政府與本處交往相處在在充分承認 

本處的國際組織地位，並遵守 - •九五 0 年九月十二 

日該政府與：r 娠處所訂協定的規定以及聯合國特權 

豁免公約的規定。不時發生的唯一值得重視的間題 

係與题薩展域有關，諸如該展與埃及在法律W 有何 

關係以及埃及爲蹄約國之一的公約可否適用於該展 

等，但這些間題通常均賴互相該解與合作的精神獲

( 6 ) 約但

 . 本處在約但所遇種種困難有一部分挟其

原因係由於約但並非聯合國會員國，並由於約但雜 

然容許國際組織在其本國領土內工作，卻始終不願 

充分承認其以這類國家的地位依國際法所必須負擔 

的義齋。本處不得不堅決表示其工作的業務性填毫 

不妨礙其以公共國際組織名義爲實現其宗旨計所享 

受的法律地位：是以，每遇政府企■限制本處主任 

任命、懦用及解« 載晨的權力，限制本處自由輸入 

其方案所需物品的耀利，或追使本處受當地法院的 

管轄時，本處不得不租絕聽從C 由下列各例可以槪 

見去年所遇若干困難的性質。

( i ) —'九五四年一'月間，前任t e 員一人不但取 

得了當地法院的制決，翁本處償付一宗據他所稱依 

政府法令（有別於工娠處戰員服務條例）應付的款 

項，而且遺取得對於工娠處基金之雅制執行仓，使 

本處存放在一家約但銀行的資塵受扣押並自其中撥 

款償付以執行制決。公共國條姐織的資章遭扣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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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執行，威許以此次爲創擧。前後三次抗譲的節 

略迄無效果0 — 九五四年0 月二十三日發出的節略 

促請灼但政庶注意本案係屬嚴重違反國際法乂附帶 

可注意者，這個前任僵員完全不曾遵循本處行政上 

的法定達序援用處內的救濟手段。）

( i i ) 本處在約但工作人員的選選、任用及解懦 

問題素来引起本處與約但政府不斷磨擦，在去年尤 

其是如此，其原因在於約但政府主張它對所有這類 

事項應操決定之權。本處》這個間題的態度則爲這 

類事項係屬主任的職責，不過主任時時刻刻願意顏 

及約但政府的意見。這項原則特別是以憲章第一民 

條及大會決譲案三0 二 （四）第九段的規定爲根據 

的。況且，主任旣負執行方案的責任，就必須握有 

執行的權力，這也是很明顯的道理。

( iii ) 約但政府同樣要想限制本處將救濟品自由 

輸入約但的權利（這項權利係關於難民救濟方案的 

大會決譲案三0 二（四 )所默許，且爲約但政府與本 

處協定第五條明文所確認)，並不惜爲此的而禁止 

這類救濟品運輸進口。在這力面曾資生兩起顯著而 

嚴重的案件，涉及供難民用的肥鬼* 粉進口事宜。這 

兩起案件的有關禁令終於撤錯，但事先都經過長久 

的困難談制。

( iv)約但政府對在約但工作的工服處就地所傷 

職員 (幾乎全都具有約但國籍)的薪捧工資徵收所得 

税，並且堅持由本處代爲在發給時扣除。這替本處 

行政平添嚴重負擔而且也達背聯合國的慣例。

— 二.工娠處與約但政府閩的現行協定歸結於 

— 九五一年三月十r a 日。當事雙方都承認這項盛定 

並不妥善。約但政府在一九五三年表示意欲修訂這 

項協定，並於該年年底請本處指派一個談制委員會。 

談制旋於一九五四年二月開始舉行，迄今尙在進行。 

談制不無困難，因約但政府的態度是要對本處的業 

務加以更嚴格的管制，而本處則認爲：（甲）本處工 

作如 .货少受干擾，本處便能更有效地履行造福難民 

的任務；及 ( 乙 )本處在國際法i 所處的公共國際組 

織地位應充分予以確認。
，

(c)黎巴嫩

— 三 . 以前幾次報告書會經提到，本處a 往與 

黎巴嫩交往時遭遇到許多困難。由於本處的總處試 

在貝魯特，這些困難有嚴重的實際彰響。在本報吿 

書所論期間內，本處曾向黎巴嫩提出一項關於所有 

懸案的備忘錄 , 內建議這些懸案如不能纏得和解，似 

宜採用國際公斷â 序或是特權豁免公約第八條断 

定的解決爭端S 序。最近黎巴嫩政府a 表示其欲達 

成和解的願望；爲此目的，談制已在進行中，雜然

肯未完成,但在撰寫本報吿書時a 有長足的進展，可 

望不久卽能達成全部協譲。有此整個協譲以後，將 

来當可進而與黎巴嫩歸結關於總處的正式德定0

(<i) 敍利亞

四. 敍利亞境內去年的發展情形，除少數事 

件外，大致可以證明本處的處境a 見改善，而且本 

處的法律地位似& 較過去更受尊重。

一五，鼓利亜政府在一九五三年八月三日加入 

了聯合國特權豁免公約(第十二號命令），此舉長一 

大進步廣於敍利亞與本處之閩迄無任何基本協定 

可資調節本處在截利亞領土內的業務，此擧® 爲有 

用。加入公約的主裏效果是使敍利亞法院一反旣往 

的立場改爲承認本處在司法程序方面享受豁免權。

一六 . 若干爭點尙待解决，例如：

( 0 截利亞政府雖a 承認本處在司法程序方面 

享受豁免權（其根源在於聯合國憲章而並非特權豁 

免公約），但尙未在本報吿書断論期問內採取適當行 

動，以解決闕於請求給付解職償金案法院It往断作 

有利於本處前傷員的制決間題（參閱一九五二年至 

九五三年本處主任報吿書，A/2470 and Add.l)。 

按已柱爲所謂執行這類制決起見，本處基金曾因法 

院命令而受扣押.，迄今尙未發還。本處對這類案件 

的貫態度是認爲制決根本係屬無效，因爲破利亜 

法院無權受理控吿本處的訴訟，並認爲無論如何，扣 

押或凍結聯合國資金顯然是達反憲章第一百零五條 

的規定的2。

(îi)此外，敍利亜當局往往將本處視爲一個受 

敍利亞政府管制監督的準國家性社會而不當作一個 

聯合國機閩看特，本處也不得不抵抗這種趨勢本處 

尤其是不得不根據聯合國房屋不可懷犯的理由，對 

派遣敍利亞官員至本處房屋內調查業務及工作環境 

一事，提出抗譲。

(iii) 本處在敍利亞的載業介紹所也遇到同椅 

的困難；由於政府的態度，該所業務大受妨礙，而 

且其所享自由不如私營職業介紹所依當地法律所能 

享受者之多。結果本處決定暫停該所的工作；按其 

職務原爲協助巴勒斯坦難民在私營工商業行號中求 

得永久職業。

(iv)殺利亞政府雖a 承認本處對於存在錢利亜 

銀行中的基金所獲利息得免除納税的權利，卻始終 

拒絕將該政府在加入特權豁免公約以前所B 徵收的

2— 丸五m年八月於草擬本報告書之際本虐已與叙亜 
政府在原則商定一種互相認爲滿意的辦法J 所以這類案件 
可望於不久卽能視爲已吿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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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款償遺木處 V 這種拒絕態度似因誤解法律狀態断 

政，因豁免權源自憲章第一存零五條 ,大會以致  

同意所通過的，公約不過是加以詳細規定而 a 。殺 

利亞政府並 R •承認本處可免纖 a 往所收取的進口執 

照費。可是銀行存款結單及類似文件的印花賴:仍繼 

績在徵收。本處認爲這類規赛不當徵收。

( V ) 敍利亞政府最近主張有權對工娠處傷用在 

錢利亜工作的載員所得薪傳工資，不論其木人爲國 

際或就地徵聘者，一律徵税《遽於翁利亞事先業a  
加入聯合國特權豁免公約，這項要求格外令人驚奇。 

據政府辯稱，依當地法律有權免税者僅限於正式委 

派的外交官及其外國籍的随從人員；工娠處在敍利 

亞工作人員旣不在此範圍之內，故財政部主張有權 

對他們的薪，工資徵稅，並要求税款在發薪處卽予 

扣除。這雨項要求均遭拒絕；本處 a 於一九五風年 

六月二十三日 I n叙利亞政府提出一件備忘鋒，闇明 

工眼處職員在這方面的地位。

— 七.一俟敍利亞政府與本處終於歸成雙邊協 

定，對本處及其職員的地位加以較明晰的確定並對

本處工作有所規定，則J ：述種種困難諫必可以迎刃 

而解。蘭於這項協定的談制前因意件事故而吿越 

欄，但現已恢復進行。

三，結論

—八 . 總之，諸如工娠處這樣一個大規模的公 

共國際組織，受託擔負易滋爭端的複雜任務,其業務 

範園又遍及近東這個廣大廣域, 自難保其不遭遇種 

種困難；然而，a 往所遇到的有許多困難，以其性 

廣而論，照理遺是不應該發生的L 這些困難的影響 

所及，無疑if加了费用支出並減低了本處，行敏務 

的效率。爲了某些往往是辕斤6 .̂問題馆费時間精力 

不免有害於本處的方案。主要的遭狹者當然是難民。 

今後本處如果遺繼續翁行任務的話，但願J 述的許 

多問題能因關係政府與國際組織的基本性廣加以較 

播底的承認而随之逐漸消失。目前與若干读助國政 

府爲這些問題所進行的坦白商談或許可收有益的效 

果0

附 件 H  

與聯合國其他各組織的合作

— . 在過去一年內，本處繼續與聯合國其他各 

機圃及專門機關密切合作。承蒙各該機關以及聯合 

國會所各部門指導、協助及合作，本處於此再度表 

示感激之意。

聯合國機關

( < 0 聯合國兒®基金會

二 . 聯 合 國 基 金 會 (U N IC EF) 是亜拉伯人 

與猶太人敵對行爲終止後首先至當地工作的國際機 

闇之一 a 卞自一九四八年十月起至一九五三年九月 

止總共花费了一四，七二七，0 0 0 美元以读助亜 

拉伯難民並供應其需要從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起，它 

停止供給奶粉以充實施本處力案之用，但繼續捐助 

糧食及其他供應品。在去年一年內，它爲本處的力 

案捐助了~ 五嚼挪子油、一九六嚼榮子、一千萬顆 

魚肝油丸、五十嚼哥斯大黎加産的豆 .子、九敏魚肝油 

以及七十套助産士用具及其他醫藥供應品，總値約 

許一 0 — ,  0 0 0 美元。

三 . 見*基金會並且遺在主待一項惠及本處職 

掌之外幾類難民的力案，其中包括每日供給堀薩地 

帶三千名學董的糧食。此外並供給牛奶，受益者每 

日平均（六月汾）有伽薩居民及約但邊廣村民四萬 

人。

四 . 根據一九五三年七月及八月閩的換文，雙 

方商定凡本處雷在近東屑以外購買的供應品一槪應 

由兒^ «某金會作爲本處代理人包辦採購。這個辦法 

係與聯合國諶使其各組織的工作互相協調並合理化 

的政策相符，推迄今仍在試驗期間中，將來至適當 

期間可能予更改。

五.絶董某金會近東展域辦事處與工暇處總處 

誌在貝魯特市同一大樓內。工娠處對於蓮到貝德特 

的兒* 基金會供應品予以管理、倉庫及驗關各力面 

的便利。

六.本處曾不止一次於緊急危難時以供應品借 

檢％童基金會藉資協助。希騰地震時，本處供給見 

« 基金會十八嗽純牛奶、一0 八嚼脫脂牛奶及二萬 

條毛霞；又當伊拉克發生該國近代史，」最慘重的一 

次水炎時，絶，基金會向工娠處借了二十七嗽肥良 

及一  F f嘲脫脂牛奶蓮至巴格達。

(b) 聯合國休戰督察團

七.本處與聯合國休戰督察團頗多利害相共之 

處，因不但以色列與約但閩或以色列與伽薩間邊界 

— 曙的破壤停戰事件會影響到難民，而且各與武装 

地標特別是約但河東岸的法律地位及實際狀態也因 

事關日後可能實現的發展及重建當地計劃而爲本處

37



所鬪心。此外，休載督察團遇邊界事件狭及工娠處 

人 R 或財產時自表關切，去年卽曾數次發生這類情 

事。有兩次意外事件映及本處的飛機。

八 . 因此，有盡的辦法是由本處與休載督察團 

舉行定期，譲，並由和解委員會駐耶路撒冷聯絡員 

列鹿 (詳見下文 )以會商共同有關的事項。

九，在貝魯特的工娠處總處一向以辦公地點供 

給休戰督察團聯絡員之用。

( c)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和解委員會

— 0 . 大會決譲案三0 二（四）訓令本處與聯合 

國巴勒斯坦問題和解委員會互相協商，俾以最善力 

法分別完成雨者的任務，尤應注意大會決譲案一九 

四（三）第十一段的規定；本處遵照這項訓合，在本 

報告書所論期間內經常與該委賣會保持聯繁。

 . 這兩個維織在發遺受以色列政府凍結的

巴勒斯坦銀行存款之工作J 切實合作。和解委員會 

參預商訂的開於發遺一百离以色列镑作爲第一期償 

忖的計劃於一九五三年夏季付諸實施。本處代爲分 

發申請表格並將填具的表格集適交耶路撒冷的聯 

合管理處 , 藉以協助其事。由於和解委員會決定派聯 

路員一人駐在耶路撒冷，這項工作因而較爲簡便。 

雙力密切聯路的力法尙有舉行定期會議討論共同闘 

心的事項，特別是遣返及賠償問題。

(d) 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

— — . 一九五四年一月間，聯合國難民事宜高 

級專員前往在他管轄範圍內的小批難民諸如無國籍 

的阿米尼亞人、亜西里亞人、塞加西亞人及其他歐裔 

難民等所在的展域視察。他表示深盼也能參觀下 

本處爲巴勒斯坦難民所傲的工作；本處遂爲他安徘 

— 切使他能在巡視黎巴嫩、嚴利亞及約但的旅程中， 

訪間本處的幾所難民營a
- H . 同年十二月問，本處收到義大利及丹麥 

紅十字會分別捐贈的果醫及新衣服並依照附標的請 

求將其中一部分物品轉交高級專員駐近東展代表以 

供在他照額下的三四五名難民之用；此項請求業a  

照辦。

— 因.本處並以駐開羅辨事處的房屋供給新到 

任的高級專員駐開羅代表以資協助。

(e)按術協助局

- 五.本處繼續以辦公地點及某幾方面的行政 

服務供給技術協助局近東聯絡處；至於本處自一九 

五二年六月一日以来所供給的其他幾方面的服務， 

現已改由該局自理。

— 六，按術協助局常駐刮比亜代表曾爲本處開 

設駐利比亜辦事處多力協助，供給臨時辦公地點及 

行政服務並充任與利比政府談制的中閩人。

— 七.工娠處這力面則曾替常駐代表辦公廳代 

爲自巴勒斯组難民中聘得傳譯亜拉伯文與英文的譯 

員三名及行政人員二名，藉此亦能有所協助。

— 八.技術協助局常駐伊拉克代表在抵達巴格 

達後最初幾星期內亦曾獲得本處駐伊拉克聯絡員在 

運輸交通及徵聘載員力面的協助。

(/)技術協助管理處

— 九 . 在過去一年內，本處與技術協助管理處 

會積極合作以求實現關於約但政府請協助載立的經 

濟許劃司的方案。該司業經設立爲經濟部內的一*個 

單位，容納經濟I I 問一人以及公共行政、鎭務、錯 

售、人力、小规模工業等問題專家數人，負責協助政 

府編擬總計劃並決定各種長期力案的先後緩急。本 

處爲協助其事起見曾供給經濟學家及行政人員以及 

辦公地點、像具及設備。

二0 . 技術協助管理處在一九玉二年所派的社 

會藏利區域顔問繼續默本處福利方資有關事項提出 

Î咨詢意見。他曾應本處代理主任之請，對工娠處福 

利力素作槪括的檢討並擬具報吿書一件，載述關於 

調整及改良這個方集的建譲。

二.專門機關 

(«)世界衞生組織

二一 . 本處與世界衞生雜織於一九五0 年九月 

所訂某本工作協定的有效期限經一九五四年五月在 

日內冗開會的第七眉世界衞生大會再度延長。該屈 

會議授權衞生組織幹事長將協定期限虽至一九五五 

年六月三十日，或遇本處在此日期以前解散時，展 

至本處解散之日。原德定所载各項義務由於供給職 

員及提供衞生力面諮詢意見雨事繼續進行而且規模 

甚至更見擴大，而告履行，但衞些組織認爲不獨不 

自其一九五五年預算中將一九五四年底以前按年撥 

給的贈款四二，八五七美元一項劇除，因爲最初提 

譲贈此款項時是把它當作一時的聚急措施而並非歷 

年不斷的認捐0 可是，借調職員及提供技術J :的諮 

詢意見兩事依然繼續不輕3本處現有的醫務主任、傳 

染病學專家、公共衞生工程主任及衞生教育人員一 

人都是借調到本處来的。此外，衞生組織遺在其日 

內冗會所及駐亜歷山大里亜展域辦事處兩地備供諮 

商並提出專家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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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一九31；兰年八月簡，翁生報織與二暇處 

簽訂了一項補充協定，內規定衞生組織承允依據其 

技術盛廣大方案誌獎學金並供給訓練設備以訓練 

十名B 勒斯坦難民爲衞生教育人員C 這項許割的詳 

情見附件E。

二三.衞生組織營養科科長會兩度訪問近東展 

從事該維織毎年會同糧農組織所舉辦的調査難民營 

養 3 ：作。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

二四 . 一九五四年四為間，本處與聯合國教育 

科學文化組織雜結了項新協定，其有效期閩自一 

九五四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 0 j h 。以前在 

—九五二年初簽訂的協定曾由雙方以換文方式同意 

延長其有效期間至一九五三年。新協定與奮協定唯 

—不同之處在於文教親織從前承允捐款七离美元並 

免费供給教育人員雨名，現在則捐助九萬美元而不 

支付借調至本處服務的三名教育人員的薪傳津貼， 

這無異將現金捐款的數額略爲减少。

二五 . 可是，以前依照特別協定所規定的按術 

協助擴大方案而供給的載員及誌備卻出乎意料之外 

在一九五四年內不其:繼績供給。技術教育專家E 於 

- 九五三年內由工娠處一位職員接替；視覺教育專 

家 自 九 五 ® 年五月底起停止服務；基本教育專家 

的薪津則改由本處出資支忖。

二六 . 在 過 去 年 內 ，文教組織捐給本處所辦 

學校的贈券數値共計約合八千美元。

二七 . 文教躯織、兒量基金會與衞生親纖會同 

姐成的一個小組爲報告近東情況而巡視各地時，工 

版處曾以蓮输工具從旁協助並予以視察其難民營及 

其他誅施的便利。

( c )國際勞工組織

二八.一九五二年底簽訂的関於供給技術協助 

的基本協定以及男;項補充協定肖在去年付諸實 

施。依後適一項辅充協定的規定，國際勞工艇織允 

供給職業訓練專家人擔任  Kalandia 地方本處職

秦訓練中心主往的顿間，往 期 一 並 允 供 給 載 業  

訓練專家三人擔任工場管理指導員，其任期亦各爲 

—年G

二九.本處於九月間接到勞工艇織通知稱依據 

協定所誅的四份研究獎金有三汾業經撒面，第旧保 

獎金則歸巴勒斯坦的職業訓練中心主任懷得，該主 

任賴此得以於一九五四年春季在英國研究三個多 

月。自從三位職業訓練專家依協定規定的一年任期 

於一九五四年八月屈满後，本處EL魏法重新傷聘他 

們爲本處的職員。

三 0 . 本處曾於一九五三年下半年揉詢勞工組 

織可否在類似的條件下供給技術專家替本處擬在堀 

薩開里的職業訓練中心服務。無祭勞工組織不克供 

給這幾位專家，但允協助本處羅政竟聘》

(d) 糧食農業組織

三一 .糧農組織營養司高級管理員會應本處之 

請於一九五三年七月及一九五四年六月兩度訪間近 

東展，在第二次訪間時係偕糧農組織近東展域辦事 

處營養及家政專員同行。這兩次訪簡的目的有如上 

文附件E 所述，是爲了從事該組織與衞生組織合辨 

的常年營養調査工作。

三二.糧農組織管於一九五三年九月在関羅舉 

行一次K 域會譲，工眼處重建司代表一人經糧農細 

織幹事長邀請以觀察員身汾列席該次會譲。該艇織 

前會於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在亜曼舉行偶域會譲討論 

設立近東森林委員會問題，結果決定請近東各國參 

力!1國瞭白場委員會的工作。糧農組織嗣後依照這項 

建譲於一九五四年四月在大馬士暮召開近東展白揚 

會譲。

三三 . 工眼處因 &在敍 利 亞 R am ad an地力的 

農業重建許割展內種植數千株白楊並旦關心於白楊 

在將来方案中的用途，所以欣然接受幹事長的邀請 

參加這次會議，並派農業主任及敍利亞辦事分處思 

下的農業外勸事務員一同列席。本處並准糧農組織 

借用傳譯人員一名，藉以協助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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