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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 . 槪 言

一 . 西南萍洲問題委員會是依據一九五三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大會決譲案七四九甲（八）成立 

的，按照該決議案的條欲，本委員會應繼續存在， 

直到"聯合國與南非聯邦達成協譲時爲Jfc"委員會 

的任務規定，照該決議案爲：

" ( 甲）就國際聯合會常設委任綺治委員會一 

九二六年所通過問題單之範圍，審査所有關於西 

南非領土之情報及文件；

" ( 乙）儘量依照前委任統治制度之糖序，審 

査可能向委員會或秘書長提出之報吿書及請願 

書；

" (丙）儘量參照國際聯合會常設委任統治委 

員會報吿書之範圍，向大會提出關於該領土情 

之報吿書；

" (丁）擬定審査報告書及請願書之程序，以 

備大會審議；所擬涯序應儘可能遵循國際聯合會 

之大會、行政院及常設委任統洽委員會在此方面 

所採用之程序。"
該決議案並授權委員會與南非聯邦繼續談 

刹，以期徹底實施國際法院關於西南非洲間題的 

諮詢意見，並請委員會就工作情形向大會各屆常 

會提出報吿。 1
二 .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大會通過決 

議案八五一（九），其中第五段請"南非聯邦政府與 

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合作，尤盼該國政府向該委 

員會提出關於管理西南非洲領土情形之報吿，並 

請協助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審査該委員會所接獲 

之此種報吿或此種情報及文件。"照該決議案第六 

段，委員會奉命 "將大會第四.委員會就西南非溯 

問題擧行之實體討論分析提要，並將此項分析及 

提耍送供南非聯邦政府參考。"照其中第七段，委 

員會遺奉命"研究各專門機關及聯合國預算以外

1 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第一眉會工作報告書， 
見大會第九屈會正式紀錄，捕編第十四號，文件 
A/2666。

之機關可以協助促進該倾土居民魅會，經濟敎育 

發度之程度及方式。"
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包括七個委員國—— 巴 

西、墨西哥、巴斯基组、叙利亞、泰國、美利堅合衆 

國和烏拉圭。2奉派爲代表者如次：

巴西 : Mr. Sérgio Armando Frazâo, Mr. 
Donatello Grieeo。

墨西哥：Mr. Luciano Joublanc Rivas。
巴基斯坦. : Mr. Viqar Ahmed Hamdani。
叙 利 亞 ：Mr. Najmuddine Rifai。
泰 國 ：Mr. Thanat Khoman。
美利堅合♦國：Mr. Benjamin Gerig。
烏 拉 圭 ：Mr.Enrique Rodriguez Fabregato
四 . 委員會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四B第四 

十一次會議選 Mr. Thanat Khoman (泰國）爲主 

席，Mr. Luciano Joubknc Rivas 爲副主席兼報 

吿員。

五.委員會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至六 

月八日間舉行會議十四次。委員會在一月二十四 

日開始一九五五年屆會以前，向大會提出第一屆 

會工作報吿的捕充以後 (A /2666 /A dd .l),8在一九 

五四年十月十二日舉行一次非公開會譲。委員會 

決議在審譲若干問題時，包括與南非聯邦進行談 

劍一事在內，以舉行非公開會譲對其工作較爲有 

利。委員會共舉行此種會譲四次—— 第四十一次 

(第二部汾 ) 、第四十二次，第五十二次 (第二部汾） 

及第五十四次（第一部汾)—— 日期是一九五五年 

一月二十四日與二十六日，六月二日及八日。

六.委員會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八日第五十四 

次會譲通過了提交大會的報吿書。

2 — 九五0 年十二月十四日大會依據第四委員

會向大會主席所提出的建議核准以泰國及美利堅
合衆國遞捕委員會的缺額。

3 大會第九眉會正式紀錄咐件，譲程項目三十

四。

式.與南非聯邦談判經過

七 . 大會決議案八五一（九）的第五段再度請 

南非聯邦政府與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合作，允盼 

該國政府向委員會提出關於一九五四年度管理西 

南非洲領土情形的報吿並請其協助委員會審査所 

接獲的這種報吿或情報與文件，委員會爱於一九

五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舉行第四十一次的非公開會 

議時，請主席向聯邦政府重新發出上年早已遞送 

過的邀請。4委員會不僅表示準備與該聯邦繼續談 

判以期徹底實施國際法院關於西南非洲問題的諮 

4 參閱 A/2666附件査（甲）。



詢意見，而且强調依然懇切相信繼續此種談刺就 

會獲得確赏圓滿的結果，所以請聯邦政府指派代 

表一人與委員會會商。一月二十四日委員會主席 

政聯邦外交部長一信，此信已錄爲本報吿書附件 

查（甲）。
八.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一日南非聯邦駐聯合 

國常任副代表面復主席一月二十四日面業已收到 

並已送請聯邦政府核示，待聯邦政府有所決定當 

卽奉吿云云。此函已錄爲下文附件毫（乙）。

九.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該常任副代表 

奉聯邦政府外交部長命答覆一月二十四日一函， 

首先聲明該國政府關於向委員會提具報吿書一事 

的態庚已經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政主席的 

公文中說明 5而且迄未改變。關於委員會準備繼續 

與該聯邦跋判以期徹底霖施國際法院的諮詢意見 

一節，其中指出，聯邦政府向來主張西南非洲的委 

任統治早已失效，自國際聯合會結束後聯邦政府 

已無其他國際義務。信中追溯聯邦政府爲了尋求 

解決使此問題毋庸由聯合國處理起見, 管經提議

5 參閱 A /2 6 6 6 ,附件査（丙）。

與其餘三個主要協約國及參戰國商訂一種辦法， 

可是已被聯合國厘次柜絕。該面更誤：,"在這種情 

形之下，此項提譲業已失效。一九五四年三月二 

十五日函所陳立場旣無實際改變，聯邦政府所得 

結論仍與上年相同，認爲繼續談判不能獲得任何 

切實之結果 " 。該面業已錄爲下文附件查（两）。

一 0 . 委員會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二日及八曰 

舉行筋五十二次及第五十四次（非公開）會議時已 

經把上述面件加以討論。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委 

員會面復南非聯邦駐聯合國常任副代表，內稱委 

員會已經看到聯邦政府不明白何以再行談判會有 

赏在結果的意見。從這糧意見中委員會祖能得出 

一個結論，就是南非聯邦不擬幫助委員會履行大 

會所交下的任務，聯邦政府甚至不願與委員會談 

判以便充汾實施國際法院的諮詢意見。委員會聲 

明不能同意這種態度，傑感遺爐；可是吿訳聯邦 

政府說，它如果決定改變度有立填的話，委員會 

隨時準備依照任務规定與它淡判有關西南非洲的 

問題。該函已錄爲下文附件查（丁）。

卷.大會第九屑會第四委員會封論西南非洲問題的分析與提要

一一 . 委員會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曰第 

四十二次會議決定把一九五四年庚第四委員會會 

議討論西南非洲問題的簡要紀鋒，連同其中實體 

討論的提要分析索引，遵照大會決譲案八五一

( 九）第六段送交南非聯邦政府。一月三十一曰委 

員會主席把上列簡要紀鋒及分析索引送交南非聯 

邦外交部長。

肆.西南非洲問题委員會議事規則

一二 . 委員會在一九五H 年二月十一日第十 

三次會議專爲審査有關西南非洲領土的報吿及請 

願書通過了暫行譲事规則。6主席於一九五0 年二 

月十一日把暫行議事規則函送7南非聯邦政府並

« A/2666,附件威。
7 參閱A/2666,附件査（乙）。

且表斤聯邦政府對於此項暫行議事規則如果願意 

表示任何意見委員會自當加以考盧。但委員會從 

未收到聯邦政府對於此信的答複。委員會在一九 

五五年六月一日第五十一次會議決議以上年所通 

過的暫行譲事規則爲委賛會議事規則。

伍.南非聯邦的常年報告書

一三.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主席依據大會決 

議案七四九甲（八）第十二段及大會決議案八五一 

(九）第五段，於一九五五年^月二十四日函請南 

非聯弗政府協助工作，尤盼該國政府提出有關一 

九五四年度西南非洲領土情形的報吿書。聯邦政 

府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一旧復函中（見附件查

(丙) 聲稱關於向委員會提具報吿書一事，已在一 

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政委員會面中說明意見， 

聯邦政府的態度迄未改變。8委員會妻於聯邦政府 

的態度堅決，關於審查報吿書一事遂決定適用議 

事规則中的變通程序。

« A/2666,附件查（丙）。



陸.有關西南非洲的情報與文件的審査

一四.養員會決定適用審査報吿書的變通程 

序之後，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第四十一次 

會的第二部汾（非公開）會議中，決定請秘書長提 

出有關西南非洲最近所接獲的情報。委員會在五 

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間和六月二日、三日與八 

日所擧行的第四十四次至第五十次會議，第五十 

二次至第五十四次會議中，審査有關西南非洲的 

所有情報和文件，以備遵照決議案七四九甲（八） 

第十二段（甲）（丙）兩款擬製提交大會的該領土情 

现報吿書。委員會原有秘書長依據議事规則第二 

十二條（A/AC .73 /L .7andAdd .l) 所編製的有關

該顏土一九五四年情祝的文件。一九五四年所製 

文件截有有關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三年度情形的 

情報，而一九五五年所搜集的文件不過儘量截述 

一 九五四年庚一年中西南非洲的情形以及在初次 

研究之後，關於歷年情形所得到的其他情報。此 

外關於土地及土地權利關係問題都管依據委員會 

在一九五四年的決譲（A/2666,附件伍，第八十四 

段）更加詳細研討。委員會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八日 

第五十四次會議通過了提交大會的西南非洲領土 

情況報吿書 (見附件武）。

築.各專門機關協助促進西南非洲居民發展的程度與方式

一五 . 大會決譲案八五一（九）第七段請西南 

弗洲問題委員會研究各專門機關及聯合國預算以 

外的機關可以協助促進西南非洲領土居民社會、 

經濟，敎育發展的程度和方式。

一六 . 委員會在一九五五年二月三 ‘ 0 第四十 

三次會議，決定請秘書長函請各專門機■考盧該 

領土的雷耍，表明它們所能提供的幫助，同時把 

它們越爲足以幫助婆員會赞施上述決議案第七段 

的這糧情報供給本委員會。以後這《專門機關可 

以派遣代表應邀與委員會討論這個問題。

一七.所以在二月八日向下列十個專門機關 

發出了一封信：國際勞工局、糧食農業組織，聯合 

國敎盲科學文化組織、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國際復 

典建設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衞生組織、萬 

國郵政聯盟、國際電凯同盟和世界氣象組織。此 

外，同樣的信也管送交聯合國國際兒董基金會執 

行幹事和技術協助局局長。上述專門機關以及聯 

合國國際兒童基金會和技術協助局都已答覆，鼓 

特提耍暮陳於次：

一八，國際勞工局三月十六日函稱，就國際 

勞工組織言，西南非洲是一個非本土地域，是在 

理事院所核定的非本土地域社會政策的一般工作 

計割的範圍以內的，國際勞工局依據技術協助擴 

大計劃或其他計劃，準備在經濟能力所及的限度 

內凡與其職貴範圍或某一非本土地域有關的社 

會或勞工政策的任何問題，遇有耍求時，照通常 

辦法提供諮詢與協助。

一九，糧食農業組織三月二十三日面稱，關 

於西南非洲問題，目前尙無及時的充说情叙足供 

委員會參考。

二0 . 聯合國数育科學文化組織三月三日面 

稱 ，發展不足的非洲領土的負責當局如果提出要 

求，該組織準備在其職務範圍內，爲非洲領土的 

居民服務。該組織四月二十日函復稱，其執行委 

員會業已授權-幹事長把該組織遇有要求時爲促進 

與西南非洲具有同樣特點的領土的居民在社會經 

濟及敎育方面的發展起見，所能提供的服務詳列 

淸單送交秘書長轉委員會備用。

二一，國際民用航容組織三月十四H面稱不 

克向委員會提供任何有所捕签的情報。

二二 . 國際銀行三月二十九S 函稱，該銀行 

沒有西南非洲的直接情報足以捕充委員會其他來 

源所有的情報。

二三 . 貨幣基金會三月四0 画稱該基金會並 

未收到關於西南非洲的單行統計冗物。基金會所 

關注者主要在於國際收支差額，貨幣與銀行和画 

兌的限制。關於這許多方面，基金會沒有有關該 

領土的重要新情報。

二四 . 世界衞生組織三月十八日函稱，該組 

織協助促進値土居民發展的程度與方式要看它牧 

到關係政府的要求，以及世界衞生會譲關於長期 

計割常年計劃和該組織預算所作的決定綴能確 

定。該組織依據爲了協助託管理事會並且就影響 

非自治慨土居民的福利與發展的問題與聯合國合 

作而與聯合國所簽訂的協定，已經就提交該理事



會的報吿書裏的衞生問題提供意見，並且向該機 

關報吿在有關領士內所作的活動。

二五.萬國政郵聯盟三月十日面稱該聯盟並 

無任何意見足資貢獻。

二六 . 國際電飢同盟二月二十六日函稱，一 

九五二年倍諾斯愛勒的國際電飢公約，管經由南 

非聯盟政府爲該聯邦及西南非洲観土簽訂1批淮。 

實際上，關於該領土的公文，例如有關電飢設備 

的通知書都從聯邦政府而來。國際電飢同盟不像 

其他若干專門機關那樣有什麼經濟和社會計劃。 

不過該同盟，經參加技術協助擴大計劃作爲它的 

通常職務的一部汾。但是要求電飢方面的技術協 

助應由需耍協助的政府自己發起。

二七.世界衞生組織三月二十三日函稱該組

織如何能够協助委員會實施大會決譲案八五一 

( 九）的第七段殊感模糊。

二八.聯合國國際兒童基金會四月二十曰面 

稱該基金會給與援助必須根據政府的正式請求， 

它準備接受援助西南非洲的請求。

二九 . 技術協助局五月三十一日面稱，據該 

局局長從參加協助的各組織所提供的精報，有關 

國政府尙未爲西南非洲提出技術協助的請求。該 

局如果收到此項請求一定照其他國家與非自治領 

土的請求那樣同樣考盧。

三0 . 委員會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三十一曰及 

六月一日舉行的第五十次及第五十一次會譲中審 

査了各專門機關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及技術協助局 

的答復。復函全文都已錄入下文附件卷。

挪.有關西南非洲領土的請願書

三一.委員會遵照大會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 

千八日決議案七四九（八）第十二段（乙）在一九五 

五年二月三日、六月一日及二日所舉行的第四十 

三次、第五十一次及第五十二次會議中審議提交 

委員會及秘書長的有關西南非洲領土的公文與請 

願書 (關於此項會議的簡耍紀錄，參閱文件A/AC . 
73/SR.43, 51 及 52)。

A . 西南非洲領土以外其他方面的來文

三二.自從向大會第九屆會提出報吿書及捕 

告書9以後，委員會收到西南非洲韻土以外其他方 

面的下列来文並且加以審議：

(i) 一九五H 年十二月十六日Reverend Mi
chael S cott政主席函（附件肆）；

(Ü)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五日Reverend Mi
chael Scott 致主席函,附  Jariretundu Kozonguizi 
函提要（Pif件伍)。

三三，委員會在一九五笠年二月三日第四十 

三次會議決議在研究西南非洲領土的情況時審査 

這些來文。

B. 西南非洲領土內各方面的來文及請願書

三四.自從向大會第九届會提出報吿書及捕 

充報吿書之後，委員會收到西南非洲領土內各方 

面的來文如次，且已加以審議：

(i)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二日Hosea Kutako、

» A/2666 and Add .l.

David Roos 及 Erastus Amgabcb 致:秘書長画（附

件柴（甲））；
(ii)Rehoboth 社區來文：

0 ) — 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 Rehoboth社
區致聯合國電（附件践（乙））；

(-b)—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Jacobus Beu-
k e s政辦合國面（附件陸 (丙)）；

(iii)Reverend Michael Scott 轉交委員會秘

書 O vam boknd聖瑪利傳敎會 Reverend T. H. 
Hamtumbangela 一九五四年十月五日請願書（附

件棚（甲））；
(iv)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四日Hosea Kutako

致秘書長面（附件柴（丙)）；
0 ) 非洲局副局長 Jane Sprouds轉來一九五 

五年二月十九日 Reverend T. H. Hamtumbangela
政秘書長函（附件糊（丁)）。

三五 . 此外，下列請願書業經本委員會審譲

完 畢 ： .
(i)A . J. Beukes, P. Diegaard 及 A. van Wyk

上西南非洲問題專設委員會主席的請願書，無曰

斯（附件隨（甲））；
(Ü) 一九五 0 年 九 月 二 日 Hosea Kutako、

David R oos及 Erastus Amgabeb上聯合國秘書長

的請願書（附件梁（乙））。

三六.提交大會第九屆會的報吿書及補充報 

吿書中已經請過 , 1。委員會在一九五四年度裏斷

W A /2666 ,第五十五段至第五十七段，A /2666/ 
A d d .l第十二段至第十ra段 9



於這.些請願書已經缠用變通議事规則的第二十六 

條（a ) (b )兩数。該條原文如次：

" 倘關於傳遞西南非洲領土居民所提請

願書一事南非聯邦政府不予合作，政委員會

不能g  一照第八條之规定接獲西南非洲領土居

民之請願書，西南非洲領土居民所提請願書

應按下述辦法處理：

" 0 ) 聯合國秘書長接到請願書時，應請簽字 

人將該請嵐書經由南非聯邦政府提交委員會。同 

時，秘書長應將本條规則抄送簽字人。

" (b)秘書長應將請鳳書及致簽字人面之抄本 

遞送南非聯邦政府。

" (c)倘雨個月後該項請願書尙未經南非聯邦 

政府轉到，委員會應視爲該項請願書業已依法收 

到。

<‘ (d)委員會應將就該項請願書達成之結論通 

知南非聯邦政府"。

三七 . 委員會對於有■西南非洲領土的上述 

來文與請願書，採取下列指施：

(一)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二日Hosea Kutako'* 
David Roos 及 Erastus Amgabeb 來函。

三八.委員會在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第四十 

三次會議，決定在研究西南非洲領土情32時審議 

該画（附件柴（甲））。

(二 ) 關於 R ehoboth社區的來文及請願書。

(a)A . J. Beukes,P. Diegaard 及 A. van Wyk 
上西南非洲問題專設委員會主席的請願書，無曰 

期 (在一九五二年收到）（附件陸（甲））。

(b) Rehoboth社區來文（i)一九五四年十 一  

月二十 二 日 R ehoboth社區簽署的電報（附件陸 

(乙））； (Ü)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曰Jacobus 
Beukes來函（附# 陸 (丙））。

三九.委員會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九日第三十 

七次會議決定承認上述請服書爲依據議事規則第 

—•十六條（C )欺而.依法受理的請膨書，並且在一■ 
九五四年九月十日第三十八次會議決定請南非聯 : 
邦政府惠送其認爲足以幫助本委員會審査該請願 

書的意見與抵評 11, 又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及 

二 B的第五十一次及第五十二次會譲，審議此項 

請願書。

m o . 同時委員會又從Rehoboth社區方面 

收到上述來文，卽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該

A /2666 /A dd .l,第十二段至第十三段。

社區來電和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Jacobus 
Beukes来函。委貫會在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第四 

十三次會議決定此項電報及來函應該視爲原請願 

書的補充文件。委員會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一0 及 

二曰在第五十一次及第五十二次會議中把它們與 

請願書一併審譲。

H—.報吿員在委員會第五十二次會議爲此 

項猜願書及来文提出了一個決議草案的前文，巴 

基斯坦代表提出了決議案的正文部份，插在報吿 

員所提前文的各段後面。當時大家同意把該決議 

案分爲三部汾。該決議案墓經修正後在一九五五 

年六月二日委員會第五十二次會議一致通過。

0 二 . 委員會向大會建議通過這個決議案。 

該決議案已錄爲本報吿書附件陸（丁）。

四三.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三日委員會依照議 

事規則第二十六條（d) 钦將該決議草案的副本面 

送南非聯邦政府（附件陸 (戊)）。

(三）一九五四年九月二日Hosea Kutako、 
David Roos 及 Erastus Amgabeb 的請願書和一 

九五五年一月十四日Hosea Kutako來面。

四四.委員會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十日第三十 

八次會譲決定對一九五0 年九月二日 Hosea Ku- 
tako、 David Roos 及 Erastus Amgabeb 的請願書 . 
適用譲事規則第二十六條（a ) ( b )兩钦，在一九五 

五年二月三日第K 十三次會議決定該請願書應視 

爲依照議事规則第二十六條（C) 钦依法受理的請 

願書。委員會又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及二日的 

第五十一次及第五十二次會譲中審議該請願書。

四五.同時委員會又收到一九五五年一月十 

四 B Hosea Kutako的來面（附件染（丙））委員會 

在第五十一次會議議決此項請願書不必另案辦理 

而應該與上述請願案併案辨理。委員會在該次會 

議中請報吿員依據委員會同仁在該次會議中所發 

表的意見與建議，摄具一佚譲草案。

0 六.委員會在第五十二次會議一政通過報 

吿員所提出的決譲草案。

四七 . 委員會向大會建議通過該決譲草案。 

該決議草案已列爲本報告書附件柴（丁）。

四八.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三日委員會依照議 

事規則第二十六條（d) 钦將該決議草案副本送交 

南非聯邦政府（附件榮 (戌)）。

( 四）Reverend T. H. Hamtumbangela —■九五

四年十月五日的請願書和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九a 
来面。



四九 . 委員會在第四十三次會議承認Reve
rend T. H. Hamtumbangela 一九五四年十月.五曰 

來 文 （附件棚（甲））爲西南非洲領土內來的請願 

書，並且決定適用議事規則第二十六條（a) (b) 
兩欺。所以委員會請秘書長將議事规則第二十六 

條條文一檢送交請願人，將該請願書副本送交南 

非聯邦政府，並將秘書長此項面件的副本送交該 

請願人（見附件挪（乙) 與（两)）。

五 0 . 委員會在第五十一次會議決定把該請 

顏書視爲位據議事規則第二十六條（C) 欲依法受 

理的請願書。委員會在同一次會議中認爲Rever-

end T. H. Hamtumbangela 後來 一 九五五年二月 

十九日的來文（附件棚（丁)）實體上與上列請願 

書相同，決定毋庸另案辦理。委員會請報告員依 

據各委員在會議中所醫表的意見及建議擬具一決 

議草案。

五一.養員會在第五十二次會議中一致通過 

報吿員所提出的決議草案。
五二 . 委員會向大會建議通過該決譲案，該 

決議案已列爲本報吿書=附件棚 (戊）。

五三.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三日委員會依照議 

事規則第二十六條（d) 欲把該決議草案副本函送 

聯邦政府（附件挪（己））。

附件豪 

與南非聯邦政府的往來函件

(a)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西南非洲問題委員

會主席政南非聯邦外突部長函

敬啓者 : 依聯合國大會決議案七四九甲（八） 

設立之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於一九五五年一月二 

十四日舉行第四十一次會議時着令本人將大會決 

議案八五一（九）之第五段提請閣下注意，其中规 

定請南非聯邦政府 ‘ ‘與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合作， 

尤盼該國政府向該委員會提出關於管理西南非洲 

値土情形之報吿，並請協助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 

審査該委員會所接獲之此種報吿或此種情報及文 

件。"

二.委員會並合本人將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 

一  0 政貴國政府公面中所作之邀請，重新提出。 

委員會函願本人再度奉吿，委員會遵照大會決譲 

案七四九 (八）第十三段，準備"繼續與南非聯邦 

進行談斜以斯徹底實施國際法院關於西南非洲問 

題之諮詢意見"。

三.委員會願强調読明現仍繼續誠懇希望續 

行此項談刹當能獲得確切圓滿的結果，是以務請 

貴國政府指派代表一人與委員會會商。

四，委員會且遵照大會決譲案七K 九甲（八） 

第十二段及大會決議案八五一（九）第五段請貴國 

政府協助工作，尤膀提具有■一九五四年度西南 

非洲領土情形的報吿書。

(簽名）Thanat K hom an

(b)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一日南非聯邦駐聯合國常

任副代表政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主席函

敬啓者：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四日閣下請南 

弗聯邦政府與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合作一面（TRI 
132/1/06)業已收到並轉呈南非聯邦政麻镑示。

聯邦政府一有決定當卽奉吿。

(簽名）JORDAAN
(C)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一 0南非聯邦駐聯合國

常任副代表政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主席菌

敬啓者：兹奉南非聯邦外交部長命奉吿閣下，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大函 （TRI 132/1/06)業 

已收到，其中提及大會決議案八五一（九）第五段， 

請聯邦政府與貴委員會合作，尤盼向貴委員會提 

出關於聯邦管理西南非洲情形的報吿並協助審査 

貴委員會所接獲的此種報告、情報及文件。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奉上一函已將本國 

政府對於提具報吿一事的意見奉吿閣下。聯邦政 

府對於此事所抱的態度仍無改變。

面且管述及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準備與本 

聯邦繼續談判以期徹徹實施國際法院關於西南非 

洲問題的諮詢意見，貴委員會並請聯邦政府指派 

代表一人負實會商。

聯邦政府向來認爲西南非洲的委任統治早已 

失效，自國際聯合會結束後聯邦政府已無其他國 

際義務。但是爲了尋求解決使此問題毋庸由聯合 

國處理起見，聯邦政府提議與其餘三個主要協約 

國及參戰國商訂一種辦法。此項提議厘經聯合國 

拒絶，據謂係因實施國際法院諮詢意見之規定。 

在此種情现之下，此項提議現在自已無效。一九 

五四年三月二十五日面所陳立填旣無實際改變，



聯邦政府所得結論仍與上年相同，認爲繼續討論 

不能獲得任何切實之結果。

常任副代表 

(簽名)D . S. Fran k lin

(d)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主 

席致南非聯邦駐聯合國常任副代表面

敬移者：頃接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大面 

承轉下南非聯邦外交部長對於一九五五年一月二 

十H 日本人一面之答復。

二.本委員會已於一九五五年六月二日及八 

日第五十二次及第五十四次會議討論該函，在特 

奉吿閣下，本委員會業已察核該函，尤其注意其

中結論所稱南非聯邦政府"認爲繼續談刹不能獲 

得任何切實結果 "云云。根據此項聲明本委員會紙 

能得到一稿結論卽南非聯邦不擬協助本委員會履 

行大會交下之任務，南非聯邦政府甚至不願擧行 

談判以便充份實施國際法院關於西南非洲問題之 

諮詢意見。本委員會礙難同意南非聯邦政府此種 

態度殊感遺憾。

三 . 获特代表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聲明，聯 

邦政府如決定改變其目前之立壊，本委員會仍願 

遵照任務规定隨時與南非聯邦政府談刹西南非渊 

間題。

(簽名)Thanat K h o m an

附件戴 

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關於西南非洲領土情祝之報告及意見書

一 . 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案奉大會決議案七 

四九甲（八）第十二段（甲）項着令就國際聯合會常 

設委任綺治委員會一九二六年所通過問題單之範 

圍，審査所有關於西南非洲領土之情報及文件，第 

十二段（丙)項並着令儘量參照國際聯合會常設委 

任統治委員會報吿書之範圍，向大會提出關於該 

領土情5S之報告書，業於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千三 

0 至三十一日擧行第四十四次至第五十次會議及 

六月二日、三日及八日舉行第五十二次至第五十 

四次會議時，審査秘書長依據委員會議事規則第 

二十二條所編製之文件題曰"關於西南非洲領土 

之情報及文件" 之文件。I2委員會請大會注意此項 

文件，其中已儘量列入關於一九五四年之情報以 

及自委員會關於倾土情祝之第一次報吿書1®以來 

所有歷年關於領土情ga之捕充情報。

二 . 關於西南非洲領土情?a 之本報吿書係由 

委員會根據此種從南非聯邦政府及奉該政府授權 

之西南非洲領土發表之正式文件中所得情報以及 

其他有關情報 (如新聞報導 ) 編成。

三 . 委員會認爲關於" 歐裔人" ，" 非歐裔人"， 

"有色人"及 '‘土人"等名詞的應用，有加以說明的 

必要；此種用法不過是依從現有關於西南非洲領 

土的文件和出版物中一般應用的名詞。委員會願 

聲明對於此種名詞的用法並不贊成。在領土內'‘歐 

裔人" 一詞一般是指" 白種"人而言，不論其原籍

國家或居留地爲何。" 非歐裔人"一詞是指値土內 

所謂“歐裔人" 以外的任何其他的人。"有色人"之 

一般定義爲歐裔人與土人混種之任何人，並包括 

屬於被稱爲 "開普馬來人 "(CapeMalays)的一種 

人。 ‘ ‘土人"一詞的一般了解爲非洲的土著種族及 

集團之一的成員，但在某些法规中包括歐裔人以 

外的其他任何人。

四 . ‘ ‘土人"一詞的法律定義是不一致的。就 

法律上的定義而言，"土人" ，‘ ‘有色人" 及 ‘‘非歐 

裔人"等詞 , 就有些情形說是旧義字，但在別的情 

形下則不然。擧例而言，依擔有關土務行政的主 

要法律，凡居於爲 "土人 ’ ’ 割出之區域的"有色 

人"，無論是否居於土人特留地或都市區域或其他 

處所，均爲 ‘ ‘土人" 。在另一方而，规定徵收個人、住 

所或一般收入的捐稅的任何立法大會法令雖均不 

適用於土人，而西南非洲高等法院却於一九五三 

年制決就一九四二年所得积:法令而言，有色人雖 

居住於土人特留地亦不得諷爲土人並且有責任缴 

納所得我：。14
五 . 依據一九二二年土務行政公吿，土著懷 

員欲在慨土內旅行者須持有其歐籍偏主所發給之 

通行證；依據此項公告爲對土著値員發給通行瞪 

以便在Rehoboth f t 區境内旅行起見，一 般認爲 

是 "有 色 人 "的 Rehoboth社區的區民却被視爲 

" 歐裔人"。

14 R. V. Neumann著"南非法律報吿"， 

三年 ( 3 ) , 第六五頁。

-九五



晝.糖論 

A . 該領土在國際法上之地位

六 . 一九一九年，主要協約闘及參戰國協議 

西南非洲値土應委任不列颠英王陛下交由南非聯 

邦代爲統治並提委任統治之條件。不列願英王代 

表南非聯邦政府同意，接受此項委任並擔允依照 

所提條件爲國摩聯合會實施統治。一九二0 年十 

二月十七日國際聯合會行政院追認此項委任，並 

規定其條件。

七 . 一九五0 年七月十一B國際法院之諮詢 

意見節稱：

" 西南非洲仍應視爲依德一九二0 年十

二月卞七日委任統治書所管理之頓土。[聯合

國 ] 會之行使監督不應超過在委任統治制

度下之稚度，並應儘量遵照國際聯合會行政

院爲此事所遵循之糖序"。

八 . 委員會請大會注意：因南非聯邦的主動， 

此® 土在萬國郵政聯盟 i 正式登記名稱已於一九 

五四年從 "委任統洽領土" 改爲 "聯邦政府管理 

領土" \ 委員會越爲領土在正式登E 名稱方面的 

這種改變決不應福爲値土地位的改變;.該領土仍 

然是上通國摩法院諮詢意見裏所稱的"依據一九 

二 0 年十二月十七日委任統治書所管理之領土。"
九.委員會億及聯邦政府有幾次在聯合國所 

屬機關之前認爲委任統治現已過期，請大會注意 

聯邦政府各部長在聯邦議會的陳述裏，於一九五 

三年及一九五四年均確認西南非洲的地位爲" 丙" 
種委任統治領土。1®

B. 該領土槪況

一 0 . 西南非洲領土之面積爲三一七、九ra 
0 平方英里（八二、三四七、八四一公頃）17oWdvis 
海計三七四平方英里（九六、八六七公頃），現由西 

南非洲管理局管理 , 但仍係好望角省之一部分。

一一，該領土可謂由一徘婉輕漸高之沿海沙 

地，距海岸六十至一百英皇之约部高原及東部一 

帶遂漸低落而與Kalahari平原相齊之沙地所構

A /A C .73 /L .7 ,問題一，第四段6 
1» A /A C .73 /L .3 ,問題一，第一0 段 ; A/AC . 73/ 

L .7 ,問題二，第二四至第二五段。

I7 表示領土面積之資料已依照正式文件內所載 
訂正資料訂正（參閱 A /A C .73 /L .7 ,第 S章 ，第一 

七三段。

成。該倾土大郁汾爲乾操地帶.境內除據以爲界 

之河道外，別無四季常流之川泉。若干沙江，河 

床法個，偶遏急雨，則讯濫橫流，但除雨季外，源 

流稍長老，家寒可數。終年割然分爲兩季，十月 

至四月爲常雨之夏季，五月至九月爲冬季，萬里 

無雲，全季乾燥。境內各1 S ,南量無定，不足賴 

以供應。. 是以水源類皆利賴弁泉，地面上下及模 

跨沙江河床之墙闇。

C. 人口

一二 . 據管理當局於一九五H 年年中所作之 

人口估計，値土內計有三九兰，七 0 0 非歐裔人 

及五三、六 0 0 歐裔人，而據上次於一九五一年所 

作之人口調査則有三六六、 0 —三非歐裔人及四 

八1五八八歐裔人。委員會盡悉在此期間歐裔人口 

增加約五、0 0 0 成大約百分之十，非歐裔人口增 

加約二七、七 0 0 或大約百分之七。一九五一年 

人口調査所得臨時數字是人口總數約爲四一四、 

六0 0 ; 表示自一九四六年以來每年平均增加百 

分之三。當時計有三四九，—— 0 土人（入口總數 

之百分之八一點七八），旧八、五八八歐裔人，一

六、八八一有色人，一九開普馬来人，及三亞裔 

人。一九五一年的總數之中，約有二o o 、o o o  
( 內有約一五0 、 0 0 0 非歐裔人）居化於所謂警 

管區的區域內，其静的人，差不多全是土人，則居 

住於警管區以外，其人.數祖有估計數而已。警管 

E 內的七十個縣於一九五一年在人口數字方面懸 

殊甚遠'；人口多最者爲Windhoek,計有二九、七 

一七人。七個主耍縣的人口共計一三五、三0 三 

人，每區有一0 、0 0 0 以上。警管愿以外的三 

個主要匿域内一九五一年人口約數爲：Ovambo- 
land, 一九0 、0 0 0 ;  Okavango, 二 O 、O O  
O; Kaokovcld 九、O O O 。

武.政洽狀

A . 該領土之地位

一三.該領土之地位及其與受委統洽國聯邦 

政府在財政及行政上之關係均根據西南非洲委任 

統治書第二條之规定，內 稱 ：

" 受委統洽國對本委任統治書所载領土 

得雕爲南非聯邦之構成部份享有行政及立法 

之全權，族得將南.非聯邦之法律適用於該領 

土，必耍時得位當地需要加以修正。



‘‘受委統治國應遵照本委任統洽書儘量 

促進該領土居民物質與精神上之福利及其社 

會之進步。"
一四.委員會靈於國際聯合會盟約第二十二 

條第一項，除其他事項外，规定該條適用於"居民 

在現代世界之聚張情现中尙未能自立" 之領土，認 

爲該委任統治書第二條之第二郁份似乎主要與西 

南非洲領土之土著居民有關。

一五.該委任統治領土之地位在一九一九年 

和約及西南非洲委任統治法（一九一九年法律第 

四十九號）及一九二五年西南非洲修正憲政法(一 

九二五年法律第四十二號）均有规定。依據此二 

項法律，該領土之行政與立法之權由聯邦國會，聯 

邦總督，領土行政長官，執行委員會及立法會議 

行使。

B .該領土土著居民之地位

一六.委員會未知有任何法规確定非歐洲人 

種居民之地位，但據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提 

交國際聯合會之備忘錄一件，土著居民 "視爲在 

受委統治國保護下之無國籍人,在其護照內應稱 

爲南非聯邦保護下之西南非洲土著居民"。鼓備忘 

錄續稱但土著居民申請歸化並無任何不便…
在此方面其他地位與歐裔外國人地位相同。"1®

一七 . 委員會兹界請注意一九二三年0 月二 

十三日國際聯合會行政院通過之決議案中所定之 

下列原則：

" 一 ， 委任統治領土土著居民之地位與 

受委統治國國民之地位有別，不能以普遍適 

用之任何法規服爲同類。

** 二.委任統治領土之土著居民不因受 

保護而卽據有受委統洽國之國籍。

" 三.委任統治領土之居民各憑自願遵 

照受委統洽國依據該國法律所得规定之歸化 

辦法而入籍，與上列兩項並無不合。

" m . .受委統洽國保護下之土著居民各 

應予以表明其在委任統治下所處地位之名 

稱 。 "1 9

一八.委員會認爲规定委任統治領土非歐裔 

居民地位之法律應盡量早日頒怖，並認爲此種法 

律所規定之地位至少應與領土的移入居民的地位 

平等。委員會並深信任何辦法將來施及非歐裔人 

民之權利給予歐裔人一一包括最近的移民一一

國際聯合會公報第十年第八二七頁。 
1**國際聯合會公報第四年第六0 四頁C

者，均不合委任統洽書及國際聯合會盟約第二十 

二條之原則。

C. 行政

一九.該領土之行政由聯邦政府及聯邦總督 

任命之西南非洲行政長官處理。

二0 . 聯邦政府保留委任統治書第二條所賦 

予以該領土爲聯邦構成部份之行政全權。

二一 . 除此項一般保留外，行政全權授與聯 

邦總督，且實際上大體由西南非洲行政長官行使。 

不過，塵於一九五圓年西南非洲土人事務管理法 

於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才付議實施，委員會尙未 

能評劍行政A 官對於土人事務甚否繼續掌有他過 

去所有的權力（參閱第二四及第四五段）。2°
聯邦政府

二二.聯邦政府解釋委任統治書第二條所賦 

予該政府之權力爲：

(a) 有權將西南非洲行政之下列各部門併入 

聯邦行政：土人事務、關稷:及清費賴：，鐵道及港 

口 1警察、國防，公務、外交、航空事務及移民。

( b ) 有權將屬於西南非洲一部分的Eastem 
Caprivi Z ip fe l作爲聯邦之一構成部分管理。

二三 . 關於東Caprivi Z ip fel之管理問題，養 

員會仍懷疑該領土之任何部设如果分開管理是杏 

能使委任統洽之目的易於實現。一九三一年九月 

四曰國聯行政院通過 " 委任統'洽國之委任統治在 

結束以前必須具有之一般條件" （b )稱 ："必須確 

能保持其領土之完整及政洽之獨立 "委員會認 

爲分開管理實足妨礙此項條件。委員會認爲委任 

統洽値土之任何部份如果分開管理歸於國摩聯合 

會所定此項重要條件之實現大有妨礙。査聯邦總 

理於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管在國會宣稱，所以將 

東 Caprivi Z ip fe l置於聯邦直接管理之下，乃因 

西南非洲與該廣域間來往不便之故。委員會深知 

由聯邦之行政中植抵達該區必須經過非聯邦之値 

土，若云直接管理卽能往返便利殊難置信。

二四.自從一九五四年西南非洲土人事務管 

理法於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開始施行以來，行政 

長 官 （在總督指導及管制之下）管理立法會議職 

權範国以外一切事項的權力已因修正憲法除開土 

人事務而受 減 削 (參閱第四三段）。塵於一九五

參閱本附件附錄所载一九五四年西南非洲土 
人事務管理法弁言及第二與第三節。

國摩聯合會，公報，第十二年，第二0 五六至 
第二 0 五八頁。



四年法令僅於最近才生效，委員會尙無充分情報 

足以評定這次修改憲法的意義，但是發見面南非 

洲行政的其他部分在過去雖已有併入聯邦行政情 

事，而行政合併事之牽涉此稿憲法修正者此尙爲 

第一次。

執行委員會

二五 . 該領士內有一執行委員會，委員五人， 

以行政長官爲主席，其錄四委艮均由立法會議推 

選聯邦歐裔國民擔任。行政長官在執行委員會內 

實施立法會議職權範圍以内一切事項之行政。

公務

二六 . 各 行 政 部 門 如 敎 育 共 衞 生 、土人事 

務，所有職員均以歐裔公務員爲主，而公務員制 

度則爲聯邦所主持，非歐裔人應聘爲公務員者，職 

位均低，又西南非洲管理局之職員並不全在公務 

員制度之內，例如敎員卽明文规定除外。按營理 

局之職員在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間共二千一百 

三十八人，其中非歐裔人爲九百七十五人，一九五 

三至一九五四年間總數檢至六千一百六十三人， 

其中非歐裔人共三千六百六十三人，但委員會査 

悉紙有歐裔人員有資格被永久任命檔任市政級之 

公共行政官職，並認爲對於淮許合格之非歐裔人 

員享受歐裔人員之所享之同等權利及特權一事應 

予急切注意。

D . 立法

二七 . 關於該領土之立法權，在南非聯邦由 

聯邦國會及總督行使，在两南非洲傾土則由行政 

長官及立法會議行使。

二八 . 該領土爲聯邦構成部汾之一，凡委任 

統治書第二條所定之立法權，除財政方面之立法 

權業已授緒立法會譲外，全部仍由聯邦政府保留。

聯邦國會

二九 . 關於該領土之立法權，除大部汾財政 

問題外，均由聯邦國會保留。總督、行政長官及 

立法會議所公怖之法律不得與適用於該領土之國 

會法令歡觸。

三0 . 但聯邦國會通常行使立法權實際上僅 

以該値土行政部門已與聯邦合併者爲限。

三一.西南非洲自一九五一年以來卽已依照 

一九四九年西南非洲事務修正法，在聯邦衆議院 

內由聯邦歐裔國民六人代表，均於一九五0 年由 

西南非洲歐洲稿人選民選舉並於一九五三年連選 

速任，在參議院內由聯邦歐裔國民四人代表——

其中二人由聯邦衆議院議員六人與立法會議會同 

選舉，. 兩人由總督指派，其中一人之指派"主要 

係因其徹底明朦該領土混血種人之合理需求與顏 

望"。委員會備悉聯邦士人事務郁長在一九五四年 

於聯邦國會內被問及是杏將准許西南非洲土著居 

民在國會有直接代表權時，答 稱 ："在過去業已講 

得很明白，這不是我們的政策" 。"
三二.委員會燈及前向大會第九屆會提出之 

報吿書曾云：‘ ‘ [委員會]對此問題之嚴格法律觀 

點暫時保留意見，但深信西南非洲領土在聯邦國 

會內之代表如果繼續由聯邦歐裔國民擔任：對於 

該領土作爲獨立政治個體之發展，頗有妨礙。

三三 . 關於此點，番員會擬陳明傾土在聯邦 

國會之代表權其法律方面問題對於西南非洲之將 

來極關重耍，故建議大會應考盧閩明有關之法律 

問題，同時顧及西南非所具有之國際委任統治値 

土之地位。

總督及行政長官

三四.總督及行政長官在下列限制之下得爲 

該領土制定法律。

三五 .總督得爲東 CapriviZ ipfel之任何事 

項制定法律，但.爲該値土其他各地制定法律時僅 

以立法會譲解權制定法令之事項爲限。

三六.行政長官對於不在立法會議職權範圍 

以內之事項均得制定法律，但事赏上，行政長官 

之行政立法權通常以聯邦國會及總督所不處理者 

爲限。立法會議並會授權行政長官在其認爲急要 

時就立法會議職權範圍以內之事項制定法律。

立法會譲

三七，西南非洲之立法會議有權爲該領土之 

各項問題立法，連同財政事項在內，但.對下列在 

保留中之問題通常不得立法：土人事務1民航1鐵 

路與海港、公務、憲法、法院之組織管轄與程序；郵 

政、電報、電話、軍事組織或警察、聯邦國防軍力之 

調動與作戰、移民、gfi税與消费积：、貨幣與銀行。 

但如果事前取得總督之許可，立法會譲對於上述 

事項仍得立法，過去已有多次成例。23
三八.立法會議有譲賛十八人均係在該領土 

内居化之聯邦國民所推選之聯邦歐裔國民。土著 

居民無出席立法會議或選舉立法會議譲員之權 

利。

22 A /A C .7 3 /L .7間題二，第三四段。
23 A /A C .7 3 /L .3 ,問題二， 范一六段至第一八

段；A /A C .7 3 /L .7 ,問題二，?力一二至第一0 段。



E . 與聯邦之合併

三九 . 下列事項均與聯邦合併，聯邦政府均 

握有行政與立法之權：土人事務，關税與消费税、 

鐵路與海港、誓察，國肪、公務、外交、航容及移 

民。

F .行政區

四0 . 該値土警管區之設立適將全境割分爲 

二，警管之作用在表明警察執行職務之界限 (原 

係以前在德國管理時所劃分）。

四一.歐洲稿人在該領土居住者均在警管區 

内。七著居民亦有一部汾居於警管區內，或在專 

門割供土人居住之特留地內，或在特留地外之鄉 

區及市區。全境割爲十九縣（東 CapriviZipfel不 

在其内），其中十七縣均全部或一部位於警管區 

內，由縣長治理。除 Windhoek — 及由市政靡 

或土人無權參與之鄉村經理委員會所管理之市區 

外，縣長均有營理境內土人事務之權力。在特留 

地，市® 之土人愿，各縣之礦區及Windhoek縣 ， 

均另有其他歐裔官吏管理土人。

0 二 . 土著居民在警管區外居住者估大多 

數。在警管區內亦有爲土人專設之特留地，全在 

警 管 區 外 之 Kaokoveld及’ OvambolaEfd兩縣， 

Okavango 土人 展 及 Capfivi Z ip fe l之東西兩部 

土人事務均由歐裔官員管理。此項區域內之行政 

爲一種間接統治制。

G. 土人事務之管理

圆三，委員會察悉土著人民:事務過去並非由 

立法會議，或執行委員會處理，而由行政長官處 

理，由西南非洲秘書兼土人事務專員及領土政 

府的土人事務科協助。

四委員會察 悉自諮詢委員會於一九五 0  
年被裁撤之後，頼土行政長官處理士著人民事務 

已無屬於諮詢性質的任何會議向之提供意見，尤 

其不能利用前設諮詢委員會‘‘因其徹底明瞭該倾 

土非歐裔種族的合理需求與願望"而被任命的養 

員的經驗。

M 此界線又名 "紅線扁警管鼠之邊境線南藍 

域普通稱爲警營區、線北區域則稱爲警管區外之

四五.一九五四年風南非洲土人事務管理法 

生效以後，行政長官對於特別影響土人的任何事 

項，包括斷士人個人、土地、住所或收入徵税事項 

的各項權力均移歸聯邦土人事務部長，但須受總 

督 0 後所頒法令的限制。行政長官依據適用於値 

土之任何法律對於土人行使的權力及職權，於一 

九五五年四月一日ê 動歸遺總督，惟線督對於某 

種法律或此種法律之任何规定另有他種聲明者不 

在此例。一九五四年法令准許總費將依此法令歸 

遺他的權力及職權委諸土人事務部長，而後者又 

可將此種權力及職權再行養諸土人事務部的任何 

職員或領土的行政長官。所以委員會在未得到關 

於依據一九五四年法令所頒布的實施條例的進一 

步的情報以前，不能完全fô 定因此項法令而發生 

的變化。

四六.唯委員會備悉一九五四年在聯邦國會 

內辯論西南非洲土人事務管理法案時，土人事務 

部長宣稱擬將行政長官爲繼續管理土人事務所必 

需之權力交付行政長官。委員會並悉該部長聲言 

他擬命令行政長官對於有關土人的行政事宜與執 

行委真會商議。土人事務部長又謂他擬委派第七 

個 人 事 務 '專員任職聯邦土人事務科，以便解除 

西南非洲秘書之雙重職務。M
四七.土人事務部長稱土人事務之管理捉行 

政長官交出，純屬行政方面之安徘。"
四八.西南非洲領土依照一九五四年法令將 

來必須從其領土收入钦項內付出與該欲項內除爲 

發展目的而外每年支出維數的四十分之一相等的 

數目，作爲該領土的土人事務行政經費。委員會 

知悉此項數目並未包括爲土人所辦衞生或敎育事 

務之養用，並悉'‘土人行政"費用在過去主耍是用 

作歐籍行政官員的薪摩及有關勞工招募的付欺。

劃定土人特留地

四九 . 關於各地管理土著人民的情況，行政 

長官指撥警管區內外的若干地域爲專供土著人民 

使用及每住的特留地；這些特留地非經聯邦國會 

同意不能讓與他人。

警管區内之土著行政

五0 . 警管® 內的士著人民住在特留地及城 

市區域內外充當田莊、礦填、公路及鐵路的勞工。

區域。
2 5  I .

土著事務專員爲秉承領土行政長官命令主管 
土著人民事務之歐裔官員^

A/AC .73 /L .7 ,間題二，第 izg六至第四八段。
27 A /A C .7 3 /L .7 ,問題二，第二六段。



每一特留地的歐洲籍監督兼福利事務專眞均由特 

留地土著成年男人選舉並輕領土行政長官委派的 

土著頭目協助管理。

五一 . 除經特別推許者外，城市愿域的土著 

人民必須在指定之地區、土人鄉村或土人宿舍居 

住。每一指定地區或土人鄉村均設有由主席一人 

—— 得爲歐裔人民一一及選任或委派的委員三人 

以上組成的土著人民事務諮詢委員會，就所有影 

響該區居民的事項向城市地方當局提供諮詢意 

見。

五二 . 委員會再度察悉僅有這些比較下層的 

土著人民行政機構，卽特留地、指定地點及土人 

鄉村的土著人民事務委員會才有由土著人民選舉 

人員代表他們的利益的任何规定。、委員會雖深知 

這種委員會對非歐裔人民藉由參與管理本身事務 

而謀政治發展一事所作的貢獻，但認爲可擴大這 

些機關的職務範圍，使其權力不限於提供諮詢意 

見以加速這種發展。

部落會議

五三.現有法律规定設置部落會議使就管理 

部落信託基金及任何其他部落事務或與一般土著 

人民事務有關的事項提供請詢意見。然領土行政 

長官迄未征收供設置信託基金一一基金未設則部 

落會譲不能成立一一之用的賦税。委員會察悉目 

前似仍未設有這種會譲。委員會雖發現擬議設置 

的會議並無選任的委員且僅有提供諮詢意見的職 

權，然認爲這項容許土著人民對管理他們本身事 

務的方法提供意見的规定極可欣慰。

警營區外之土著行政

五四.警管區外土著人民接受間接方式統 

拾；若干地區由頭目會讚統治；另有若干地區則 

由倉長統治，並設有頭目會議以供諮詢。土著事 

務委員"在當地輔導統治者採取適當措施，並唯於 

土著人民向其上訳及査明確有不公平情事時始採 

于預行動

五五，委員會再鹿察悉警管區外的土著人民 

仍大多沿襲傳統方式處理他們的事務，仍認爲擔 

負監督此種地區行政的官員—— 三位土著事務專 

員及一位主管土著事務的委員一 一 人數實不足以 

促使這些人民發展他們得藉以"應付現代世界的 

艱難情3 T 的唯一的制度一 一 現代民主自治的制 

庚。

五六.委員會察悉倾土非歐裔人民在領土的 

立法會譲及執行委員會裏仍無直接的代表參加， 

而且他們在這兩個機關裏也沒有間接的代表。委 

員會詳加研究復認爲：在委任統治國家的營理之 

下已有三十餘年，西南非洲非歐裔人民的政洽發 

展迄未與非洲其他頼土的發展情形等量齊觀；委 

員會促請對於領土非歐裔人民的迅速政治進展更 

予着重。

H . 司法機關

五七.該領土司法機關分高級法院及低級法 

院兩種；前者包括西南非洲高等法院及雨巡迴法 

院，後者包括地方法院1定期法院、違警罪專設法 

院及土人事務專â 法院。

五八 . 東 Capdvi Z ip fe l之法院自一九五一 

年十月十七日歸南非最高法院脫蘭斯冗爾省分院 

管轄。

五九. 該領土法院之組織，除法律另有規定 

者外，每一法院設有由領土行政長官委任之司法 

官一人，然於處理刑事案件時，高級法院由高等 

法院法官一人及其他法官組成之，後述法官不得 

少於二人。

六0 . 關於該領土法院之管轄權，高級法院 

於其所轄地區 f t行使的管轄權與南非最高法院開 

普省分院法官於好望角省內行使者相同。人民對 

其裁決可向南非最高法院上訳分庭提出上訳； 低 

級法院僅能行使有限之管轄權對其裁決可向高等 

法院上訴，低級法院的刹決爲涉及三月以上的監 

禁，二十五镑以上的罰錢或鞭键未成年人時，卽 

必須交由高等法院或高等法院的任何法官重審。 

違警罪專設法院的裁決須向有關地區的地方法院 

上訳。

六一.至於土著事務委員審判礦壊工廠所傷 

土著工人的權力，請參閱下文第一六0 段。

部落法院

六二.在警管區外  Ovamboland, Okavango 
土著値土及 Kaokoveld等土著人民區域内，所有 

民事爭執及謀叛、免殺、强查等項罪行外之所有刑 

事行爲均由土著會長、頭目成部落會議依照部落 

法律及風俗審判之。謀级、见殺及强查等項罪行 

則由土人事務專員法院審理。不過，警管區所設 

司法機關內並無完全由土著人民組成的法院。



部落法律

六三.土人事務專員法院對於涉及土人風俗 

問題的所有土人訳誤案件，得於土人法律不違营 

公共政策或公平原則時，搏酌依照土人法律裁定。

土人參與司法機關情巧

六四. 委員會査悉除警管®外所設郁落法院 

外，該領土法院職員大部均由公務人員擔任，然 

非歐裔人民僅能充任低級公務員。因此，委員會 

認爲在未獲得與之相反的證據時，可斷言土著人 

民對於該嶺土警管區內的司法機I I , 一如對於其 

他公務部門並未如何參與。

六五. 但委員會察悉土人事務專.員é 院可請 

其認爲必耍之土著襄審員以諮詢地位予以協助， 

又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對於土人事務專員法院;^民 

事上斬案件亦可請襄審員協助，但人數不得趙過 

二人，由首席法官就熟督土著風俗之•人士中選任 

之0

體刑

下令甚至將犯有公吿中所列罪行的南非公民遂出 

領土。依襟此項公告的規定，凡被命令驅遂出境 

的人均有權向領土的移民局申訳。

監獄

六六 . 高叙法院'地方法院及定期法院至多 

可刹處男犯受木杖鞭键十五下，惟地方法院或定 

期法院僅可對劾次犯有若干種罪行—— 包括故 

殺、盜竊、傷害罪及妨害風化罪等一一之成年人施 

以此種刑罰。違警罪專設法院僅可於犯人爲未滿 

十六歲之男童時劍處鞭键 , 至多可判處鞭键八下。 

法院不得判處婦女使受鞭键。法院不僅可判處非 

軟裔人使受鞭键，且可對各種族之犯人判處庇種 

刑罰。委員會仍然極爲反對施行體刑，並認爲自 

該領土法律中删除體刑之规定爲極迫切之事項。 

眼迫居留及驅遂出境

六七. 法院不得着令犯人出境，强迫居留之 

情事亦唯於法院用爲刑罰時始有之，卽法院可宣 

吿將某人拘留於一田莊地區或監獄之內，或將居 

住某一地區爲假釋或緩刑之條件。

六八 . 不過，委員會獲悉法院雖無權力眞正 

執行驅態出境或强迫居留，但是依據一九五三年 

刑法修正法犯違抗法令罪者，或依據經一九五四 

年暴動集會及取縮共産主義修正法修正之一九五 

0 年取歸共産主義法被認爲有促進共産主義目的 

之嫌疑者，均得由政府之行政部門禁Jfc於规定區 

域內居留。再者,依據上述法令，行政長官得命令 

將被判有罪的犯人或共產黨徒移送出境，但因出 

生關係爲南非公民者不在此例。依據一九五四年 

驅遂不良汾子股離西南非洲之公吿，行政長官得

六九.委員會察悉該値土刑罰制虔似未充分 

發達，故仍須長途押解監犯就禁；一九五一年並 

通過立法容許押解成年人犯前往聯邦之監獄。

I. 警察

七0 . 西南非洲警察由南非警察中派駐；該 

領土每年以十一萬四千錄償遺聯邦所提供的警察 

服務。不過，該領士須負實撥建警察所需的房屋。 

一九五二年之全體警察爲四六0 人中有二0 四人 

爲非歐裔人，一九五三年槽至四八五人，其中二 

二四人爲非歐裔人。非歐裔人中一九五二年有一 

級上士二入，一九五三年有十六人。

J . 領土防務

七一.委貴會不能取得關於該領土防務的精 

報，益覆述西南非洲各國委任絲治協定第四條：

除爲該領土內部警傭及當地防務所需

者外，土人之軍事訓練應予禁止。領土內並

不得建立軍事或海軍基地或建造職台"。

卷. 經濟狀3E
A. 財政

七二. 該領土的預算，包括經常支出及資本 

支出布內，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會計年虔，仍 

在繼續堆加（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會計年度的總 

收入是八，九0 二，九二0 镑，總支出是七，八九 

一，五0 八镑，而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度的維收

入是九，0 六一■，一■六五鏡，總支出是九， '0  >
四一三镑）。自從一九四九至一九五0 年度以來， 

入不敷出遺是第一次。支出仍如歷年一樣全靠當 

地的歲收，委任統治國不給任何津貼或塾钦29。收 

入的主要來源仍是關税消費税等，尤其是對歐裔 

居民所徵收的所得税和讚石親:。仍如已往年度一 

樣，支出的主要項目包括給以資金存入若干基本 
帳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路政基金和與發展計劃 

有重大關係的領土發展及，備基金。

29該領土每年提供定額钦項（—— 0 , 0 0 0  
镑）以供維持該領土警政之用，不足之處由聯邦政 
府捕充，領土內鐵路營業上之損失亦由聯邦政府 
彌捕。聯邦政府爲舉行此棟合營事業所有之支出 
未列入該廣土之預算(A/AC. 73/L.7,問題一七）。



七三 . 該領土欠聯邦的債務，至一九五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爲止，計達二，一五八，五九二錄， 

除去本報吿起訖年度所償付的數額，截至一九五 

ra年三月三十一日爲 jh總數已經減至二，o 九八， 

七三三镑。此外，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 .至一九K 
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間積欠聯邦債息計達九0 0 , 
五五0 镑，尙無變化 ，經列爲未了帳戶 ^ 不計利息。

七四.委員會但葱手邊的文件與情報尙難確 

切斷定總支出中究有若干係專供非歐裔居民的社 

會與輕濟醫度之用。

B .直接親：

七五. 除人頭親：(年率)外，影響土人的直接 

税計有下列各種：向畜狗者徵收的狗稷：；向任何 

車輔所有人徵收的車輔親：；向牲畜所有人普遍徵 

收的牲畜稷：。這些捐稷:遂人分別估計，遂 年 （狗 

税與車輔我：）或遂月（牲畜稷：)徵收。欠税者不科 

强迫勞役。就非土人而論，課稷:以下列爲主：所 

得親:分通常及超過一定數額的過額所得稷:兩種； 

對讚石收入徵收的讚石稷：；照納稷:人收入分等及 

已婚未婚情形實徵的捐稷：；動城鄉財產所徵收的 

土地税，但是兩者税率不同；各種執照税，不動 

蜜過戶税,從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五的遺産稷:；和 

娱樂捐。在一九五四年虔內，直接税方面的主要 

變動就是斷公營公司及不在當地居住的股東所激 

所得稷:率的增加，以及在土人特留地內的畜牧捐 

也增加了兩倍。8。

C . 簡接税

七六 . 在西南非洲領土內，現時實際徵收出 

口税者計有讚石、盖皮、未 經 加 工 的 Snoek與 

K abeljon ,而 S n oek ,館魚油及赚頭 Crayfish却 

自一九五0 年以來已經不征出口税。進口貨征税 

者共三百三十五項計分十四類，每項所征進口税 

分爲上中下三等。除此糧捐税外，領土內下列出 

品都徵牧消養税 : 醋酸、焦木酸、醋精、哗酒，火 

柴、馬達燃料、紙牌，車胎、酒精烟草、醉粉及酒。 

出賣紙烟烟草及烈酒者都征JK；營業親：。該領土內 

現行的進口税與消数税都由聯邦规定而且也就是 

聯邦境內所征收的，西南非洲的出口积:和營業稷: 
通常均由行政長官規定或由西南非洲立法會議議 

決。在一九五四年內，間接税方面並無重大發展。

娱樂在三先令與四先令之間者原收税一先合 
改爲九便士，捐耽降低者僅此一項而已。

D . 國際聯合會會員國的經濟平等問題

七七 . 西南非洲是一個 "丙" 稿委任統洽地， 

結果，該領土的委任統治協定並未訂明國際聯合 

會會員國經濟平等的原則。例如，該領土的關税 

制度訂有各種優待辦法，賦予下列各國以各種特 

別待遇：南非聯邦高級專員管轄下之斯冗西蘭， 

已蘇陀蘭領土及伯楚阿那蘭保護地，北羅識西亞， 

南羅歸西亞、大不列顕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1愛爾 

蘭、加拿大、紐西蘭以及所有簽訂附有最惠國條欺 

條約的國家。在一九五四年內對於來自某些國家 

的若干貨物曾經征收倾銷稷：，受影響的國家與貨 

物如次：從法蘭西輸入的螺桂螺帽，與馬達，從奥 

國及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輸入的讚木螺釘，從比利 

時輸入的電氣馬達，從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進口的 

開關，從比利時、芬蘭、那威及瑞典進口的硬板。

E. 關税同盟

七八.西南非洲已與南非聯邦及一高級專員 

管轄下之巴蘇陀蘭，斯冗西蘭領土，伯楚河那保 

護地組成關税同盟，並已與南北羅歸西亞訂有特 

別關稷:辦法。凡在西南非洲徵收的關耽和消費税 

一律纖入聯邦統一歲又基金，並由該基金按照該 

領土在關稷:與消費稅:收入中所應得的部汾，遂年 

付交西南非洲歲入基金。聯邦與西南非洲所行的 

關税率和消費税:法一律相同。一九五四年內無新 

發展。

F . 黯外贸易

七九，委員會察悉該領土在本報告起訖年度 

內對外資易繼續出超 , 頗有爭取外瞎的能力。正 

如任何醫展不足的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的情形一 

樣，進口貨大部份是製成品，而出口貨却以初級 

商品爲主。讚石餘沙及盖皮仍是主要收入来源。 

而妨織品與五金製造品，包括機器與車輔在內，乃 

大宗支出。在一九五四年內，該領土的出口靈發 

偏重在四個國家，卽大不列類及北愛爾蘭聯合王

國，美利堅合衆國，南非聯邦及比利時四國---------
起估到出口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四。不過該領土與 

南非聯邦的贸易已漸趨平衡，在一九五四年最初 

九個月內，該領土從聯邦輸入的進口不能以該餅 

七對聯邦的出口來抵銷者僅佔百分之四十七，而 

一九五三年同時期內却佔百分之五十八。從聯邦 

輸入該領土的進口仍在增加，估到輸入總額的百 

分之六十三以上，但是該領土對聯邦的輸出所佔



出口職數的百分比在一九五四年最勒九個月內漲 

到百分之十九點六，而在一九五三年同時期內祖 

估百分之十六點六。由於聯邦的美金精现大有進 

步，戰後聯邦爲應付收支差額上的困難，對該領 

土輕濟所規定的進口限制，已在一九五四年內放 

鬆。在這一年內綺制出口的辨法已輕統一，對於 

許多商品，尤其是製造品所定的出口統制業已取 

銷。

G. 土地與土地權利關係

八0 . 關於土地的立法權係於一九K 九年賦 

諸立法會譲。按照該領土的現行法律，行政長官 

仍如過去一樣，有權處分皇室或政府的土地，以 

贈與、出售、出祖、或其他方式，把此稿土地與 

其他土地交換或者保留此糧土地以供公家使用C 
爲了公家的用、途，他有權把已經處分的土地收 

囘，取銷或者徹 lël土地的保留。領土內的任何土 

地得由行政長官牧歸公用，以供開懇之用，或由 

市政府徵收以供市政之用，或由鐵路管现局徵收 

以供鐵路之用，俾應各給償金。領士內的土地登 

記由地契登記處主持，辦理地産過戶。

八一.直至一九五四年西南非洲七人事務管 

理法通過時爲止，所有劃爲土人特留地的土地一 

直是西南非洲管理局的財産，以 Berseba及 Bon- 
dels特留地而論，則爲部落的財蜜。但是按照一 

九五四年的法律，所有割充專供土人使用和占有 

的土地一律屬於南非土人信託局。聯邦土人事務 

部長以受託人資格具有若干職權，一如此項土地 

係在聯邦之內。依照該法規定，此項土地的地契， 

並可轉讓與南非土人信託局。

八二 . 在這一問題上，委員會憶及常設委任 

統治委員會在一九二四年七月七日第四屆會所通 

過並經國聯行政院在一九二六年核定的下列決議 

案 ：

" 本婆員會認爲

" 委任統治國對於委任綺治下領土之任 

何部汾，按照凡爾赛條約第一百二十條及第 

二百五十條（第二項），除因受託管理該領土 

而享有的權利外，並無其他任何權利。

■*關於土地所有權之任何立法規定引起 

與此項原則相反之結論時，此項規定宜加修 

正，以免誤會。

八三，委員會査悉一九五四年西南非洲土人 

事務營理法規定西南非洲觸土的土地與其他資產 

屬於該委任統治地以外的一個政府機關叫做南非 

土人信能局。委員會基於常設委任絲洽委員會所 

顿發的原則，認爲西南非洲的領土資蜜必須保持 

完整，而且必須保持到該領土達成委任統洽制度 

所定目的時爲Jfc, 其所有資産不能屬於該領土本 

身以外的任何機關。委員會鄭重認爲決不能把委 

任統治書認爲授權委任統治國剝奪委任統治地的 

資産的任何部檢。委員會認爲這種情勢一定是西 

南非洲居民所深切關注的，應該採取適當步驟加 

以糾正。》2
八四 . 在土人特留地，或留備土人占有的其 

他地區內，無論歐裔或非歐裔人都不能取得所有 

權。不 過 在 Rehoboth G e b ie t ,個人財查權已經 

成立，R ehoboth社區成員土地所有權的移轉必 

須輕過行政長官核准。關於此事，委員會對於長 

期農業政策委員會的建議 (一九四八）33主張允許 

Rehoboth Gebiet社區的成員把農填售給歐裔人 , 
作爲增加該農揚區域增進生產的辦法一節，深以 

爲盧。

八五.委員會從未知道該領土內有任何土地 

乃七人私人所有。在所謂襄村或都市歐人區區內， 

混血稿人所有的土地計有四個農填，共二一，六二 

六公頃，在 Windhoek —地的市區土地上有七個 

農場，大約是六個混血稿人所有。

八六 . 土人特留地內居仔:耕作土地的占有制 

庚及.公用放牧和用水的權利都由政府法律或部落 

法律規定。長期豊業政策委員會認爲此稿制度對 

占有人之保有土地有適當的保障，加上轉移時土 

地堆値的捕慣，而且沒有抵押或沒收，足以確保 

土地經常適當耕種，隨時增値。這稿長期使用收 

^ 辦法只有遇有重大失檢，濫用土地或使用愿損 

時才會中Jh。委員會依據手邊所有情報，認爲土 

人的土地權利關係制度自從一九二九年以来，似 

乎並無變更。

八七 . 截至一九五二年底爲Jh, 非歐裔人的 

土地線面積已經從一九四六年的一五，二 0  二，三 

二四公頃增加到二一，八二五，九九七公頃，估該 

領土總面積百分之二六。從那時起到一九五四年

a i國際聯合會，公報，第 七 年 （一九二六年第八 
六七頁第九四四真至第九四六頁）。

" 美國代表保留該代表團對本段第二部汾所採 
取的立壊因爲這一部份對於委任統治書第二條的 
適當解釋可能引起法律上的疑問。 

a3 西南非洲的一個調査委員會。



底，有四四，四一三公頃輕割爲土人特習地。長期 

農業政策委員會認爲根據過去爲生產目的而使用 

土人土地的情形看來，爲適應非歐裔人的需要，供 

應已很充分。而且遂區看来，選定爲特留地都是 

良好的土地，管理局保證在蕴家土地尙未處分完 

畢以前，劃出充分土地以供非歐裔人需要的措施 

頗具卓見。

這裏，委員會注意到聯邦參議院中一位酉南 

非洲的參議員N el所說的一句話，就是在一九五 

四年割爲土人特留地的該領土北睡的三二， 0 0  
公頃土地甚至沒有默裔人能够居住 "。

八八.委員會査悉土人事務部長於一九五四 

年會在聯邦國會聲稱無意增減土人區域的而積。《 

一九五四年西南非洲土人事務管理法规定撤銷任 

何土人特留地或者爲土人保留的其他土地至少必 

廣國會兩院議決通過且另割之保留地區必須具有 

同等畜牧或農業價値。在該法未施行之前，爲土 

人保留的土地" 非經國會授權"37不能移轉C委員會 

査移轉土人的土地雖然仍須國會核准，而現在僅 

鎭國會決議而不必國會授權，而土人事務部長說 

明此項法律上的更改時，指出，過去要土人的土 

地與歐裔人的土地更換須經國會兩院決譲，而一 

九五四年的法律却採取了  "很筒單的手績…...一 

塊土人的土地能够變成歐裔人的土地，只耍給與 

同等價値的土地作爲賠償土人的土地因此就會 

爲了默裔居民的利益可能不,顔土著居民的利益願 

望與對土地的感情，而被隨便移轉。

默裔人的懇殖

八九.可供懇殖的政府或皇室土地分配給歐 

裔農民時，試祖一年，期滿可以續祖，然後續租 

五年或者價購，悉聽自便。承祖人必須親身使用 

此項土地，經常經營農填 ,實行保持土壤辦法。政 

府爲懇殖人定有經濟協助辦法，發放經營農填及 

購置牲畜的貸欺。在試祖期內，年收祖金一錄。 

在五年祖賃期內，第一年祖金從免，以後遂年織 

納，第二年及第三年之祖金爲土地售價百分之二，

其中三二，0 0 0 公頃乃一九五四年西.南非 
洲土人事務管理法所劃定，該法於一九五五年四 
月一日起施行。

A /A C .73 /L .7 ,問題二，第六二段。 
A /A C .73 /L .7 ,問題二，第六四段。

«  A /A C .73 /L .7 ,間題二，第六0 段。
38 A /A C .73 /L .7 ,間題二，第六五段。

第四及第五年海爲百分之三點五，以後續租至多 

五年，年祖爲地慣百分之四。決定購置時購價典 

利息每半年分撒一次，三十年付淸。

九0 . 廣告徵求歐裔人®殖的農傷在一九五 

二年至一九五三年間凡二六六處（二二處未载明 

大小），其中二 K 四處的平均售價爲每公頃0 先令 

兩便士，農填面積自二八一四公頃起大小不等，最 

大者達三三，八 0 0 公頃。平均面積爲八，九三 

五公頃。

九一 . 承租人卽使把購價全部付淸，除經使 

用土地千年以上而且是不列顏E 民者外，依然不 

能取得土地的自由所有權。遇特殊情形時經奉行 

政長官批准者在十年期滿前也能給與自由所有 

權，按所欠總數頒發抵押債券。39
九二 . 自從一九二0 年土地®殖法初度採行 

以後，土地就被分配以供懇殖之用，直到一九三 

九年，警管區內所有的皇家土地大多數已被分配， 

政府開始從擁有大片土地的公司購買土地，劃分 

鲁傷以供懇殖。除已購進之土地外，在一九三九 

年度，警管區內可供懇殖的土地尙未分配者，僅 

約二百萬公頃而已。

九三.懇殖土地的分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類皆停頓，其後就儘量加速進行，陸續擴展警管 

區的界線，因而有更多的土地可供分配，最近幾 

次的擴展是在一九五三年及一九五四年度。在這 

一時期內，歐裔人農填土地的面積，從一九H 六 

年的三一，九六一，0 九一公頃（共四，二八0 個農 

傷）增加到一九五0 年的三四，四0 三，九0 二公 

頃，（共四，六六三農傷）到一九五二年底又增加到 

三七，五七八，八六五公頃（農壊五0 四一處），這 

些土地現在的界線已經達到土人匿域的北部了。 

除歐裔農填地後來增加的面積不計外，一九五 

二年營面積d 估該領土總面積的百分之四十五。 

在土^ 懇殖計劃下因爲土地、開井、測量、祖金、爲 

農民熟钦而欠管理局的總數額已由一九四六——  
四七會計年度底的四二八，三六五镑，遂漸增加到 

一九五三—— 五四會計年度底的一，七一九，西八 

四鏡。

九四 . 委員會知道，西南非洲政府調査委員 

會在一九因八年及一九五二年都售•說東西兩方沙 

漠匿域裏的農壊原來不應該開放的也都已經分

— •  P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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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深恐這些襄民在那些區域內不能維持。過去 

留供乾旱時效牧之用的土地幾乎都已分配，或者 

正在分配中。委員會更看到此項分配雖然主要都 

以已在該領土的無地農民爲限，但是目前並無足 

够土地可供所有此稿農民懇殖之用。

九五.委員會在這一點上要請注意聯邦政府 

代表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常設委任統治委員會第三 

十四眉會中有人問起可供懇殖的土地大都已被分 

配，今後有無因而俊及土人特留地之危除時所作 

的答復：

" ……數字……證明尙未分配的皇家土 

地仍有二千一百萬公頃。此數與領土面積相 

較固然不見其大，，但是用以免除侵及土人特 

留地之危臉自屬縛縛有錄 "41。
九六 . 委員會塵及聯邦.政府在一九四八年曾 

經講過，土地懇殖法對於歐裔或非歐裔雖然同樣 

適用，"但是一般土人尙未發展到能够享受土地私 

有權的好處的階段，尤其是在農填方面"。42在這 

一間題上，委員會注意到，按照該領土的土地懇 

殖法承租人固然可以分租或者轉讓、轉移、或抵押 

其在祖賞土地所享有的利益，只要得有行政長官 

的書面許可，但是祖賞有一個條件，就是"如果抵 

押，轉讓，轉# 或分祖絵主人，亞洲人或混血種人 

絕對不予照淮而且承祖人如果與土人或混血種 

人結婚或同居，其租約立卽取銷。委員會而且遺 

有大惑不解的是據聯邦政府聲稱分配懇殖的土地 

乃皇家的空地，並不涉及土人的權利，但是祖賃 

却遺有一個條件，就是承租人在分配到的土地上 

如果住有土人或混血種人而不肯與承祖人簽訂合 

同爲其傷傭者有權加以驅遂。委員會認爲如果這 

些非歐裔人同意爲承祖人工作時，"其工作或服務 

的報酬所採取的方式可以劃定若干土地任其耕種 

或者任其畜牧或者兩者兼可" 。48

九七，委員會察及在一九五二年底，土地線 

面積八二，三四七，八四一公頃，其中歐裔人農壊

«  A/AC . 73 /L .7 ,問題 S ,第----------至第—— 二

段
« 國際聯合會常設委任綺洽委員會第三十四届 

會會議紀錄，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四日第十次會議， 
* 九十五頁。

42南非聯i s政府對託管理事會就一九四六年管
理西南非洲精形政聯合國報吿書所發問題單的答
復 (T /1 75問題十八）。

«  A/AC .73 /L .7 ,S章，第一五七段。
«  A/AC .73/L .7 ,S章，第一五七段。

的土地面積佔到三七，五七八，八六五公頃，而菲 

欧裔人的土地面積紙有二一，八二五，九九七公 

頃。這就表示大約土地總面積的百分之四五分配 

給了歐裔人，而歐裔人數只有四八，五八八人，在 

一九五一年佔總人口百分之十二遺不到，44分配給 

非歌裔人的土地則約合總面積的百分二六，而非 

歐裔的人數約計共達三六六，0 — 三人，估到一九 

五一年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八以上。委員會看到 

非歐裔居民的土地面積與歐裔居民的土地面積比 

較起來大相懸殊，而且歐裔農民之要求增加土地 

可能再度減縮爲非歐裔人所保留的面積，委員會 

深以爲盧。委員會不得不認爲管理局的現行土地 

政策似乎完全爲了歐裔人的利霖設想，而非歐裔 

居民目前及今後的利â 都未有充分的保障。

H. 天然資源的保存

九八，一九四八年長期農業政策委員會的結 

論餘 ‘ ‘文明開化方才兩代，自然資源已經達到急雷 

保存的境地，如果本領土的農業前途以及政治經 

濟要有所保證的話，國家與人民都要採取積極行 

動。 土壤已輕镑得更加乾酒，廣大地區的草木 

益發枯燥，被風水冲毁湊靓的地區日益廣泛。該 

委員會就這種情形在嚴重而爲期甚久的地方，其 

結果與氣候的改變彷佛。領土南部地面肥沃的土 

壞因爲風水冲® 而被浸飯的地愿不可勝計，北部 

除掉沿着西面崎壁的地帶以外，徘水較低草木茂 

密 ，土壤幸免過分浸触。最嚴重的危臉是深而肥 

沃的河床土壤已吿龜製。放牧過度，隨意揉赚，牲 

畜集中破壞了草木與氣候及土壞因素的平衡，因 

而多多少少損害了地面的草皮，結果土壞暴露，肥 

沃減損，盡被風水浸触。公路鐵路及水鬧的建築 

使得水源集中也是浸触土壞的原因之一。比較起 

來，耕作並非損失土壤的主耍原因。

九九 . 委員會明白，該領士.內土壤需要培養 

保存是大家所承認的，但是這一問題究應如何解 

決，各方意見頗不一致。

一 0 0 . 在一九K 七年，領土開發準備基金 

曾經立一帳戸，資助水及草原之保存及開懇計割。 

劃給這一帳戶的基金總數在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一 

年間共計三十萬零五千镑，但此钦從未動用，已 

於一九五二年取銷。到一九五三年又曾另立一戶，

44 一九五二年度並無人口數字。
«  A/AC .73 /L .7 ,S章，第一七七段。



撥欺調査領土內的水源供應情形並且發政經濟貸 

欺資助各市政府。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間， 

撥入該戶的钦額共計十萬錄，但是截至一九五四 

年三月三十一日爲Jh尙未動用。雖然會有兩個灌 

槪計割一度輕過審査，其中一個有關Swakop河， 

另一個有關F ish河，所需經暴一筆是三十萬镑， 

另一筆是八十萬錄，但嚴在一九五四年內該瓶土 

似乎並無灌激計割存在。在一九五四年五月立法 

會議曾請管理局考盧在Swakop河建造水間的計 

割，爲工業，W indhoek及灌廣供給水源。

一 0 —，同時在一九五二年會經通過一個七 

壤保存令（一九五二年第二十八號）規定耍擬訂一 

個保存士壤的詳盡計劃 , 割定土壞保存的區域，着 

令農民强制實行土壞保存計劃的规定並且由營理 

局採行土壤保存的措施。所需費用得由管理局或 

地主負担或由雙方共同負担，槪由行政長官酌奪。 

該令在一九五三年施行，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 

的會計年度內曾從慨土預算中撥出三萬錄，共用 

去一萬零三百九十鋳，其中三千七百二十八镑是 

根據該令爲土人特留地舉辦土壞保存的開支。

一 0 二 . 一■九五二年遺成立了一■個農業基 

金，向養民發放長期貸欺，以備建築水鬧、續掘 

泉穴> 離笛及其他水七保存辦法之用津貼農業 

研究或豊業生産，水 土 保 存 荒 1調査水之供應 

問題以及用以敎育羣衆灌輸農査知識。

一 0 三 . 保持水與草原帳戶內積存共三 0  
五，0 0 0 餘，一九五二年該戶取錯，悉數劃交 

農業基金。此外，所征屠宰稷:和盖皮出口税的百 

分七十五也都存入該基金。政府也可撥钦存入該 

基金。

一0 四.據聯邦政府調査聯邦奥該領土的輕 

濟關係的一個委員會說這個爲促進農業而設立的 

基金是西南非洲管理局所進行的"有關水源草地 

保存和土读接触問題的一個計劃"。46至於該基金 

的支出，截至一九五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爲丘，貸 

钦共計九一，一 0 五镑，律貼共計四八，一 0 0  
镑。此項津貼支出中計有四五，0 0 0 镑是盖皮 

在美國及歐洲的廣吿費。農業基金其餘支出究竟 

作何用途 , 委員會不悉。

一 0 五.委員會認爲地方政府的委員會認識 

了發展領土水源、S 荒、保存土 ffi等工作的艱巨， 

很可欽佩，但對已往在這方面的支出加此細微，深 

感關懷。委員會更注意到長期農業政策委員會認

爲因篇政府與農民雙方對於草原草木的成分甚至 

連基本知識也沒有，構成了畜牧過多和一般草原 

損壞的禍根。委員會塵於這些問題對於該領土的 

輕濟發展如此重耍，所以促請處於委任統治國地 

位的聯邦政府從聯合國和專門機關方面設法試探 

能杏取得技術與經濟協助來解決這些問題。

I. 農業産銷

一 0 六，領土內經營農業情形非常艱難，水 

旱之災習見爲常，而且無法正確預測。一九四六年 

度的旱荒中損失牲畜佔到農産總値的半數以上。 

領七內各地土壞肥，不一，一般而論，草木均極 

稀疏。在牧羊區域內，接近沙漠地德者土地負担 

能力爲十公頃養羊頭而最好的牧羊草原負担能 

力却是三分二公頃養羊一頭。一九四八年長期農 

業政策委員會認爲所使用的土地，就現有耕作方 

法而論，其負担能力已達最高限度。所以目前不 

能希望牲畜數量增多，要求進步只能在質量方面 

着手。據該委員會稱，自然條件限制了混合耕作 

法的推廣和農作物的生産，合後畜牧土地的分配 

也受着限制。

一 0 七 . 牲畜或肉類、盖皮、牛奶製品，乃三 

種主要農産，都有剩綠可供出口。領七的北部，有 

時尙能生査玉蜀泰、番襄及豆類等等，但須看雨量 

如何。在 極 北 部 O vam boknd及 Okavango 土 

人區内情形約雾好些。該區優良祉屬水菜尙能生 

産，但長期農業政策委員會認爲W屬水葉不易達 

到可供出口的规模。

一 0 八，管理局經營三個實驗農壊，在南部 

的是 GellapOst農填，在中部的是Neudam農傷， 

在收部的農填叫做Omatjeime。G e lk p O st專直 

短毛卷曲的盖坎，並且研究南方乾燥地帶的畜牧 

問題。Neudam是一個主要的實驗站，重點在於 

發展優良品質羊皮的生産，同時也飼養牲口，氣 

候許可時也稿農作物。Omatjenne主要負責牲畜 

的繁殖，並種飼料與蔬菜，而且也養一些盖羊。

一 0 九.該領土之歐裔豊民都於各地成立協 

會且有一中央聯合會參加南非農民聯合會。一九 

四八年底共有農民協會四十七個，會員人數共約 

二千人，大約佔領土內農民人數百分之四五（在 

一九五二年庚，領土內共有農填五0 四一處）。據 

長期農業政策委員會稱，此項組織已被公認爲農 

民之發言人，管理局欲諮商農業問題時此項組織 

頗有助益。



恙皮（波斯羊皮）

- 0 . 飼養盖羊乃該慨土農業中最重耍的 

一個部門，除 Rehoboth社愿飼養少數盖羊外，幾 

乎全由歐裔農墙經營。生恙羊皮在外國市揚公開 

競賣。一九五三年度該領土出口生皮二，八三八， 

四二二張，慣 fÉ五，0 三八，一九九镑。能生育的 

盖羊均由領土管制出口，藉以保護盖羊皮業，此 

種管制幾已成爲完全禁JI：出口，甚至不淮運往南 

非聯邦。該領土於一九五二年設立一盖皮業發展 

基金以期促進該業的利餘，基金百分二五出於盖 

皮的出口稷：，立法會議及農業基金所給津貼，行政 

長官所核淮的其他簿貼或贈與。在一九五二/ 一 

九五三及一九五三/ 一九五四年内已經撥交南非 

聯邦駐紐約的總鎮事七萬餘作爲在美國推銷盖皮 

的廣吿赛，另有一萬錄撥充歐洲的廣吿費。

牲 Ù 及小牲畜的飼養

 . 牲畜與力類，只有肉業管制局碩發

許可證之後，才能從該領土輸出。該局是一九三 

五年依據法律所成立的，目的在於關於肉類貿易 

的一切問題供行政長官諮詢，並且建譲促進領土 

內肉業福利的辦法。該局徵收基金以供必要時援 

助農壊紙區之用。正當農民或中間商的出口定額 

由該局酌奪分配。該局與聯邦牲畜及肉業統制局 

經常聯絡，該倾土在聯邦統制局內派有代表。聯 

邦統制局规定從西南非洲輸入性畜的定額。這軸 

定額是爲了聯邦在豊產時限制輸入缺貨時藉以捕 

充。一九五二年據該領土肉業管制局稱： "本年 

度已經明確證明聯邦不能货現其諾言，隨時吸收 

.西南非洲的全部牲畜"。47 —九五三年度西南非洲 

向聯邦輸出的牲畜共一五三，五四一頭，獸體二 

0 ,六三三具，共値三，八九一，二四七餘，另有牲 

畜K  0 頭輸往別地。專供屠宰的小牲畜共出口六 

0 ,八二八頭,全部輸往聯邦。關於領土內所清費 

的肉類，委員會無數字町稽。

 ■二 . 藥員會 請 注 意 Walvis B a y 肉類長

期推銷許割調査委員會報吿書 (一九五二年)所陳 

述 的 意 見 ：

■■本委員會不明白除掉採取戰時措施以 

外 ，聯邦政府對於領土的農業究寛有多少直 

接控制的權力。不過作爲一個委任統治地、

它的福利當然是聯邦所持类任統洽書內一個

最主耍的因素" 。"
因此該委員會的結論說"西南非洲除因聯邦 

國會宣怖戰時措施之限制外，有權從優處理其農 

産品。 在這一間題上，長期農業政策委員會報 

吿稱"西南非洲農民體驗到除掉波斯羊皮一項外， 

南非聯邦當然是他們唯一《了 m 的市場，所以無输 

聯邦管制方案前送如何都願意參與。"48西南非洲 

農業協會和肉類管制局也抱有同咸。

一一三.■於在該領土內設立一個屠宰牲畜 

及輸出牲畜中心的推銷肉類長期計割的提議，該 

領土調査委員會，經建議：（a) 這稍工揚在旺季 

要能每星期屠宰牲畜四千頭，所霞開辦及營業資 

金應由西南非洲管理局壽付，（b)領土內應建立肉 

食冷藏廠，製 I I廠每年須有處理牲畜兩萬五千頭 

的能力；（C)屠宰場地址設在內地有種桃優點，除 

Walvis B ay以外有無其他地址應予調査，並應特 

別注意Okahandja; ( d )從 Usakos通往北部的窄 

軌鐵路應該改鋪圓軌，如果此事不能辦到 Oka- 
h an d ja ;而做設在Okahandja的話，應該認眞考 

盧 沿 着 Usakos到 Okahandja的圓軌鐵路博敷設 

窄軌鐵道。

一一四 . 婆員會依撮手邊所有情報，認爲賞 

行這些建議對於該® 土確有益處。委 會 特 別 希  

望聯邦鐵路及港務管理局巧到標準軌道的鐵路對 

於該領土經濟福利的重要性，及早從俊考盧把 

Usakos以北的窄軌鐵路改成圓軌。

製乳業

—— 五 . 自從一九三一年以來，就成立了一 

個乳業管制局，負◎向行政長官提供有關乳業一 

切問®的意見並且建謠足以促進該業一般福利的 

措施。該局有權辨理乳製品生產者的登記，課徵 

奶油及乳胳税，管制奶油及？L胳的輸出倾土以外， 

規定領土內奶、iî!i及乳胳業的慣格，利用所徵收基 

金來鼓勵更廣泛地消践乳製品，並且普通地協助 

製乳業的發展。在一九五0  / — 九五一年間，聯 

邦物慣管制局規定該領土內奶、Ü !î 乳略價格的職 

權移交钮土的乳業管制局。行政長官從該爾土指 

派一人駐在聯邦乳業營制局內，關於影蓉該領土 

的問題，他與其他委《享有同樣權利。

—— 六 . 按照聯邦政府乳製品節奪計劃，該 

値士內所不能消费的奶油及筑醋槪由聯邦乳業管



制局所辦的合營所銷售。在一九五二/ 一九五三 

年內，該領七共産牛油六，六一六，七二0 镑，其 

中六，五五七 ,一七六餘輸往聯邦。頒土牛筑製品 

的總値在該年度內達一，四四三，五九四镑。

一一七.委員會注意到該値土的筑業管制局 

斷於輸往聯邦的乳製品，徵牧若干稀捐稷:，其中 

有一部说是織納聯邦管制局的。在一九五二/ 一 

九五三年內，該領土輸入聯邦的奶油，每條要緣 

給聯邦管制局0 . 0 四便士，而從聯邦財政部所收 

到的津貼却是每倏一 . 八八二便士。委員會請注 

意一九五二 / 一九五三年庚，該領七乳業管制局 

報吿書襄所截下列意見：" 現在因爲聯邦的生產 

在播加，所以領土就處於不利地位。聯邦的生産 

率高使生産成本減少，奶油的慣格也就低落，津 

貼也就減少。"49
一一•八.委員會注意到該領土努力從事胳素 

業的發展，至感欣獄，因爲此項盖品可能在世界 

市傷上找到一條出路。

J. 土人的實際福利

一一九.住在警管區內或警營區外特留地的 

非歐裔居民，按照長期農業政策委貫會的意見，都 

可說是小農，因爲除掉Ovamboland及'Okavango 
兩個土人展以外，絕大多數都是從事僅足維持生 

針的農業而且以遊牧爲主。只有在那兩個土人區 

內，土人常年所產穀物遺足以自給，但其結果也 

紙有一點餘糧售絵從磷填囘來的人們。

一二 0 . 在一九五三 /  一九五四年，爲了土 

人愿內的灌®E, 耕地示範和稻穀實驗所撥的欺項 

共一萬镑，而賞際化雙的僅五，一九 ra镑。

牲畜

一二一 . 委員會注意到管理局已經採取鼓勵 

畜牧改良並且在土人特留地內設立製乳廠的種種 

辦法。委員會依據所有關於六個Herrero特留地 

的情報看來，知道在一九五0 年內牲畜總數和出 

售的數目都比前年暴高，而且在那幾個特留地內 

土人所服用的牛乳據說頗豊，在北部三個特留地 

內 （Waterberg, Epukiro, 和 Otjituo) 大部说 

地方所種的玉蜀泰都告豊牧，不必另購食糧以資 

捕充，他們在一九五0 年出售乳脂所得的收入很 

多，而一九五一年甚至更多。在 這 三 個 Herrcro 
族的特留地內，居民有牲畜者共計一千六百三十 

六人，約估人口總數百分之二八。其中六百九十

二人或百分四二點三有牲口十五頭，列爲貧戶，有 

三十五頭至四十頭者列爲小康C 有牲口七十五頭 

者凡二十入，有牲口多至一百頭以上者凡兩人。 

都已經勸令他們把剩餘牲口設法擺脫。

一二二 . 一九五一年Watefbefg東部特留地 

出售奶油所得的收入共計九千0 三十六镑，而奶 

牛維數共計二五，四六 六 頭 （其他兩個特留地的 

收入遠較此數爲低，遺有另外特留地在一九五一 

年度並無收入數字）。委員會覺得這個數字表示奶 

牛每頭所得現金收入僅僅七先令，而歐裔人農填 

奶牛每百頭每年除掉雇用土工及土地成本等等以 

外淨得達三百錄之多。

一二三. 委員會注意到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 

五0 年之間，全領土內土人所有的牲畜總數減少 

達十萬頭以上，而歐裔人所有牲口的增加亦達此 

數。委員會更注意到在一九五四年，對於土人所 

有大牲口的數目，有進一梦的限制，固然我們明 

白這些限制目的在於減少政牧過度的危臉並且要 

藉以改良牲口的質素，但是有許多更廣泛的歐裔 

農填早已達到有些甚至趙過了土地負担能力的限 

虔，他們却沒有這稿限制。相反的，在歐裔人區 

域內，政府却熟钦給農民購買牲口，而且甚至向 

暫粗皇家土地政牧的無地農民熟欺，看來却在鼓 

勵放牧過度。關於這一點，委員會注意到在一九 

五二 / 一九五三和一九五三 / 一九五四年內，除 

掉給與歐裔農民的其他輕濟協助不計外，政府單 

單爲了幫助無地農民購買牲口作爲一M救濟措施 

的三百二十筆熟钦就達一五四，二九 0 镑之座。 

這些熟钦是西南非洲土地農業銀行經手的，這是 

一個法定的代理商，它答應經管钦項，但是拒絕 

負担任何責任，在一九五四年報吿稱，它不能預 

斷討囘這許多債務能有多少成功，因爲豊民們有 

時 "把牲口託付別人代爲看管，自己到別地另外 

就業" 。 委員會察悉，比較起來，政府爲求土人 

區內各種發展在那兩年裏可能撥出的總數却紙有 

十萬镑强。

一二四. 委員會注意到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 

五0 年間土人所有的牲口總數因有減少，但是在 

這一時期内土人所有的山羊總數却增加了十萬 

頭。委員會更注意到長期農業政策委員會在一九 

四八年的結論要求遂漸減少山羊的數目，因爲這 

是對領土內牧揚破壞力最大的牲畜。該委員會建 

議特留地內所飼養的山羊遂漸改爲盖羊，事先加



以指導並且在繁殖和蒸皮的銷售方法上不斷加以 

指示。在此項建議並非實際可行的地方，該養員 

會主張着® 生査小山羊皮，這樣特留地內的M【羊 

總數就能減少而且農民也不會有損失。委員會贊 

成該委員會的這些建議並且表示希望現在已在採 

行實行這些建譲的辦法。

水的供應

一二五. 委員會記得在提交大會第九屆會的 

報吿書內對於管理局在土人特留地而建築隨壞讚 

態水弁工作表示注意。委員會固然注意到管理局 

鶴續在士人特留地内努力發展水的供應，可是同 

時也看到政府爲土人區域各項發展在一九五三 /  
一九五四年虔所增加的支出與前幾年比較起來遺 

不及政府在該年度內爲歐裔懇殖區讚襲水井所受 

的損失那變大。

士人的經濟地位

一二六. 委員會注意到長期農業政策委員會 

的觀察，認爲居民中葬歐裔部份的購買力很低而 

默裔居民爲數較少，因此當地農産品的消費甚爲 

有限。

一二七. 委員會注意到長期農業政策委員會 

的建議主張土人特留地內的居民應該在農産品的 

産銷方面，照區外農民一樣。給以同樣的方便和 

保障；按照水土保持的適當辦法，生，其生活所 

需的各種食糧；而且若干特留地旣不僅可供自給， 

所以應該協助其發展以便生査剩餘農産以供該領 

土清養以及出口之用。

一二八 . 委員會贊成這些建議，不過不能忽 

視一種推論，就是管理局已往爲發展土人展域所 

作的有限努力反映出一種政策卽：强追土人向礦 

填與歐裔農場就業以捕救常有的勞工缺乏現象。 

委員會認爲土人區域的遵業和其他一切發展與西 

南非洲其餘各地的發展分離，大爲胆碍了該領士 

的經濟發展。

土著信託基金及其他爲土 

著人民設立的特別帳戶

一二九 . 在警管展內的特留地以及在 Kao- 
koveld, Ovamboland, Okavan go土人愿和Caprivi 
Z ip fe l內，都設有土著信託基金，全是爲了土人的 

利益。在都市地區則設有土著收入帳戶。近幾年 

來，在土著信託基金制庚之下，徵收與支出都有 

增加。一九五二 / 一九五三年的支出是五一，九 

七六镑，一九五三 / 五K 年是六三，一五三镑， 

而一九五一  / 五二年却紙有三0 , 六六八镑。

一三0 . 在 Kaokoveld, Ovamboland', Oka
vango 士人區和Caprivi Zipfel, 一七人成年男丁每 

年耍向各該地土著信託基金納稷：。K aokovdd從 

一九五四年一月一B起鬪征的捐税是該區土人第 

一次納税的行動，其課徵是根據着一個公吿，其 

中規定各特留地內成年的土人男丁如果有過多數 

同意卽可向他們課牧年捐。委員會按所有情報依 

然未能斷定在其他特留地内是否也依據這個公吿 

徵收年捐。此外如遇土著信託基金下铁額不敷支 

付建築特留地擁牆之栽用時，可無須徵得有關土 

著人民過半數之同意，另行課取附加年捐以充此 

糧费用。按照有關Ovamboknd,Okavango 土人 

區及 Caprivi Z ip fe l的公吿，課征年滑不必先得 

過半數土人的同意。在 Ovamboland及Okavango' 
土人區內，依據行政長官的公吿，如果不纖年捐 

便是違反部落的法律。

一三一 . 在 Okavango 土人區及西 Caprivi 
Zipfel, 從一九五四年十月一日起年捐從五先令 

增加到七先令六便士，Ovamboland各部落所缴 

的年捐從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起也同樣增加了， 

其中一個部落的稷:率已經増加到十先令。

一三二. 照一九五四年西南非洲土人事務管 

理法，西南非洲所有土人信託基金及其他特設的 

土人基金都要移交南非土人信託基金。移交的條 

件由行政長官與土人事務部長譲定，各基金所積 

存的钦項專門作爲西南非洲法律所定用途之用。 

聯邦土人事務部長得爲這些钦項另立帳戶。

一三三 . 一九四七年在領土發展及準備基金 

內設立的土人區域帳戶钦項係由領土歲入基金撥 

來，其支出總數在一九五三/ 五四年庚已增至五 

三，四七六鶴，前此兩年的支出爲四萬鏡强，再 

早一點的最高數字是一九四八/ 一九四九年的一 

八，六八九镑。

一'三四. 委員會看到這種支出的增多固然感 

覺欣獄，但是很關懷地注意到，按照一九五四年 

西南非洲土人事務管理法，在以後十年內，領土 

歲入基金每年爲發展西南非洲土人區所撥出的欺 

項，定額紙五萬镑。此項钦項也要列入南非土人 

信託基金專立戶内，專供西南非洲之用。委員會 

更注意到聯邦土人事務部長於一九五四年在聯邦 

國會裏曾經講過，就過去的支出而論，五萬鏡已 

經趙過所需之數或者說已經趙過已往實際支出之 

數 ，不過如果需要更多钦項的話，可再向西南非洲 

申請。51
«  A/AC .73 /L .7 ,問題二，第七四段。



K. 礦業

立法與政策

一三五. 在本報吿書起訖期內礦業法令的主 

要發展就是一九五四年的礦填與礦物法這個新法 

律的公怖（一九五四年第二十六號）。該法规定仍 

由營理局管轄一切礦藏資源，而且授權該局规定 

開採這些資源的辦法。委員會認爲此項管理似有 

必要俾得調節開發礦藏的産量和條件，確保經營 

的效率。

一三六. 一九五四年的法律主要目的是耍改 

正一九四0 年統一採礦及修正公吿（一九四0 年 

第四號）的缺點，並且適應農民的需求。新法中 

比較重要的革新包括：

( a ) 開礦人開始績探前，應將執照提請土地 

所有人或農填占有人同意，他們可以有一檢標明 

開礦人申請登記的地區坐落的簡圖，並且可以要 

求免養標明範圍。

(b) 探礦申請人經礦務監督認爲已與地主議 

妥賠價辦法或所有举議已經公斷解決時，可在申 

請範圍拘（三百米閩六百米長）採尋貴賤礦產。

( C ) 採礦人至少耍提供保證金五十镑（按照 

一九K O 年的公吿，保證金的最低額是十镑）以 

備恢復地面安全以及賠慣地主所愛損失之用。探 

礦人履行各項法定義務後，保證金卽可發遺。此 

外，每月應付給地主之费用已由一先令增至三先 

令，在開採區內每公頃每年應缴費用一先令至兩 

先令。探礦人無論其爲申請人或開採人，均應按 

照地主所雇人員灰所有卷屬與僕從的人數每人每 

月付地主兩先合。

( d ) 在同一地區內農礦不能同時進行者，礦 

務公司應卽價購其中農填或農填的必耍部份，售 

價由仲裁规定，但.應酌量農場對地主在精神上所 

具的價値。

( e ) 地主與探礦者，申請人或開採人間的爭 

端應由當地縣長主席並另由合格的行政官員兩人 

組成的委員會判斷之。

( f ) 每一採礦申請應每月緣申請費四先令， 

開採區内每年每公頃徽費用三先令, 不足一公頃 

者 同 (按照一九四0 年的公吿，貴礦査讚探每一 

申請每月應織申請费五先令，賤礦產讀探每一申 

請月織申請费二先令六便士。貴礦産開採區內每 

公頃每年緣納費用四十先令，賤礦査開採區內每 

公頃每年徽納費用二先令六便士，每年以四十先 

令爲最低限度。）

一三七. 委員會研究了一九五四年法令的上 

開规定以後，認爲營理局的礦業政策已經在這個 

法令裏反映出來，所定保障不應專爲歐裔農場，其 

主要方奸應該着服於發展該钮土人民的經濟及社 

會福利最重耍的就是非歐裔居民。

生蜜

一三八. 在一九五四年內領土的經濟仍以磷 

業爲主。最重耍的礦產是鎭石，鈴與鲜，全部操在 

瓶土以外的資本家手裹。採礦者與開採者所特別 

注意要開採的其他礦物計有銅、普石续、耐火金屬 

及鋳。Bethlehem採礦公司會經擧行一次鐵與揉 

的調査，結果勘定領土境內若干地方的鐵礦礦藏 

頗豊，很多是出於沖積的。從一九五三年至一九 

五五年一月至少已有四家大公司得到讚探或開採 

的許可。礦査總値的激滑就足以證明礦業的迅速 

擴展，一九五0 年總値一0 , 四四九，三九0 镑， 

到一九五三年遂漸增加到二一，九二八，七一七 

餘，到一九五四年上半年計達九，八五0 ,二五九 

镑。在一九五四年上半年計達九，八五0 ,二五九 

鋳。在一九五四年上半年內，主要礦産的價値計： 

讚石，’六，四五六，九四一錄；給，二，八五一，五八 

七镑；鲜 ,一‘九一■，二四一■镑；錫，八四，0 六九鋳， 

疑，八二，o —二镑。鐵石、錯、與鲜三者的重耍是 

顯然可知的。三者估礦査總慣値百分么九六點五 

0 。一九五四年一月至六月汾，所有礦產類皆二十 

家公司的成績，公司數目較之一九五三年少了三 

家，但是較一九五0 年多了五家。此外遺有軟籍 

移民所經營的賤礦産的礦壤。礦業獲利最豊的遺 

是西南非洲統一讚石有限公司的所有纖石礦。賤 

礦物主耍生蜜者是西南非洲有限公司和Tsumeb 
有限公司。委員會注意到這三家公司和其他幾家 

公司包转開採猛礦的唯—— 家公司卽南非礦務有 

限公司在內，全是外來的投資家所有。

肆.社會狀祝

A. 土人住宅

一三九.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一日The Wind 
hoek Advertiser 報曾報霉M 於在 Windhoek 建 

築一新土人居留地的計劃刻正在進行中，市政府 

業已獲得政府貸钦七五0 、0 0 0 镑，備作該項 

用途；是項計劃預期在最後將建築房屋約二，五 

0 0 幢，以備祖給土人居化。同一報紙又於一九 

五四年十一月二日報導在Karasburg之土人居留 

地正在怖置現代設備，且已有房屋四十至五十轉



建造完竣。該報在同日又報稱關於土著行政移交 

問題，各市政府曾獲得通知所有未來之居留地計 

割必須遵照聯邦榻族隔離法進行，在非歐裔人建 

築愿域與歐裔人建築區域之間必須保留五0 0 碼 

的緩衝區域。委員會對於在委任統洽頓土內實施 

住宅限制辦法表示餘異及遺爐，並認爲該項辦法 

違反世界人權宣言和委任統治制度。

B. — 九五三年禁Jfc異族通婚條例

— K O . 經修正後的一九三四年禁Jfc不道德 

行爲公吿黎Ut非歐裔人與歐裔人的 "不法性交"， 

而一九五三年的禁Jh異族通婚條例禁止歐裔人與 

非歐裔人結婚。委員會對於這稿糧族歧視 i 法的 

存在與度表泰遺械。

C. 奴錄制度

一四一，關於.奴餘制度，委員會條悉南非聯 

邦曾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代表其本身及 

西南非顿土簽署修改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在 

日内Æ疲訂的奴織公約的議定書，不曾提出保留。

D. 土著婦女地位

一四二. 在警營區以外的土人是實行多妻制 

的。在警管展內的多數土人部落，除在基督敎影 

響盛大的區域老外，亦實行多妻制。法律承認多 

妻制的範圓包括偷若一個男子另娶第二女子，則 

根據土著督慣其勒婚女子或其子女的財童權受法 

律的保障。

E. 行動自由與遊蕩問題

一 0 三.委員會察悉瓶士內土著及非歐籍人 

民之行動自由仍受嚴格限制。委員會尤其注意到 

行政長官得 "於必要時，或其認爲對於土著人民 

之妥善管理乃屬必要時，割定任何部落之區域或 

劃定任何地廣之界限，且得隨時加以修改，並得

將各部落或各部落之各部分合併爲一部落，或組 

成一新部落" ；行政長官且得"於其認爲有利於一 

般公共利養時，命令任何部液，一部落之任何部分 

或任何土著人民自委任統治倾土中之某一地遷至 

另一地，其條件 , 情现與辦法由行政長官決定之"。

一四四，少數例外情形如下：

0 ) 任何土著人民如無特許證不得擅離警管 

廣®2或進入狩獵區任何非歐籍人如無特許證不 

得進入警管區，

52
此項禁令對於各稍族之人民皆適用之。

( h ) 在警管區以外之土著人民，除 Ovambo- 
la n d當地居民外，如無特許謹，皆不得進入該 

地 ； 52

( c ) 居住於 Ovamboland 或 Okavango 土著 

廣域之土著婦女如無特許譜不得擅離各該區域；

(d) Ovamboland, Okavango 土著厲域， 

Caprivi Zip fel及 K aokoveld所有成年土著男子 

均須隨身携帶證明其已織納或免納常年捐积:之文 

件；

0 ) 警管區以外之七著人民在警管展内時皆 

須持有身汾證。依現行法律规定，凡在警管區內 

之此等土著人民皆須登記；在警管嚴內居住十年 

以上之土著人民准免登 ill時應發絵免除登記證， 

視爲警管區土著人民。其他土著人民僅於應雇服 

務時始能居留警管區內，居留期間以十八個月爲 

限，爲同一値主雇 ffl之土著人民服務斯限最多得 

延長六個月；嗣後此等土著人民必須縫返其原来 

化所，但經行政長官特准，並經有關土著當局同 

意者，其工作斯間可另定期限展延之。依一九五 

四年頒怖之修正法，行政長官得在"公 報 " 中 公  

吿方式改變法律所規定之十八個月及六個月之期 

間。

( f ) 警管愿內之非歐籍人除由其歐籍«主或 

其他依法规定之官員發給通行證外，不得購n 火 

車票，在警管區内旅行或離開警管愿。此等非歐 

籍人，如無通行譜，不得遂越其居化或受傷地區、 

特留地或農填之界眼。

( g ) 凡非居留該地之人民無特許證，皆不得 

進入、居留或訪問指定由土著人民居任之地區，特 

留地或其他區域。

四五 . 關於都市區域之土著人民。

( a ) 行政長官得宣布：都市愿域之土著人民 

必須居任:於若干地區、土著村落或土著宿舍；自 

一九五一年起並得指定土著人民於牧到通知三日 

R 卽移任:該處。而一九五一年以前則須有一個月 

以上之通知。一九五一年以前土著人民由其懷主 

供絵规定地區或土著宿舍以外之居所者可免受上 

述之限制，但一九五一年之後惟有下列情形始免 

受限制：

( i ) 擔任僕役工作之土著入民，由其 «主供 

給地方當局認爲滿意之居所者：此等土著人民須 

由其傷主給予證件證明其係擔任此稿工作者。

( Ü ) 居住於經行政長官指定或核准，並經當 

地市政當局同意之廣域之 .土著人民。



(iii)經地方當局准許免受上述規定限制之士 

著人民；此項豁免自一九五一年以後得由行政長 

官取銷之。

( J 0 自一九五一年以後，任何人不得在规定 

地區、土著村落或土著宿舍之外，於現有設施外， 

增設主要係供土著人民之用之學校、組織或换樂 

場所；行政長官並得指定任何人停辨在规定地愿 

土著村落或土著宿舍以外之此稿設施。

( 0 行政長官得宣布夜間於指定鍾點之内， 

任何士著人民如無特許證皆不得留於當地市政當 

局控制區域內之任何公共填所。

( d ) 自從一九五一年以來，行政長官得於"公 

報"中發怖通知除依照行政長官指定之條件外（參 

閱一 H 七段），土著人民不得進入都市區域就業或 

居住；任何非法進入都市區域之土著人民得令其 

歸返原籍或囘至進入都市E 域前都之居所。

(0  土著婦女，除非能證明其夫一一或未婚 

者之父一一管居留且無間斷受雇於都市區域兩年 

以上，且有必要之居處者，不得進入都市區域。

( / ) 凡合法進入經宣布之都市® 域之土著入 

民，如未能於十四日内覓得工作，則除非另行領 

得展延期限之登記證並織納規定之登記费外，行 

政長官得指定其離開該區域。

( g ) 自一九五一年以来，都市界線之外五英 

里內之歐籍地主或佔有土地者得不許土著入民在 

其土地上居住或聚集。

一四六. 養員會尤其察及行政長官倘認爲都 

市區域之土著人民數目桓過該區域之"合理勞工 

需耍" ，卽可指定那些土著人民，無論其是否合法 

居住於該區域，必須離境。在同樣原因之下，卽在 

都市區域内置有地產之土著人民亦得令其離境， 

其土地别申請地方市政當局購買之。

一四七，委員會注意到一九五四年曾通過關 

於限制土人進入都市廣域的更嚴格的法律，並於 

一 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  0 起施行。53該項法律對 

進入公報中所指某數都市區域雖已不加限制，但 

規定凡非永久居留或出生於關係區域之土人，卽 

不得停留在任何都市區域之內，惟每一個別土人 

獲得許可者則不在此服。

一四八. 委員會又注意到管理局爲加强管制 

都市區域所計擬之梦驟係根據一九五一年法的修

正案，那些措施嗣後又延至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 

年方始施行, 當時，爲遷移 "逾額土人"耗費一、 

一五八英镑 (較撥钦輯出一五八英镑）。委員會注 

意到該項超額费用係由於 "雨位管制都市區域臨 

時職員的工作成就超出大家所能預期的範圍之 

外。

一 K 九 . 遊蕩一一卽四處流浪，顯無合法收 

入 ，或合法收入不足維持生活—— 仍係刑事罪， 

應處十二個月以下徒刑，且得於一部份時間併科 

以苦役，减食及單獨監禁。在農填上閑蕩，或在 

任何建築物或農揚圍地附近逗留，或侵入建築物 

或農壊圍地者得科以極重之罰金（一百镑以下）。 

依法律規定，任何人劾次被判犯上述各項之罪者， 

得不予上述處分，而勒令其於相當期間內爲公共 

工程或指定之私人« 主工作，支頼法院認爲公平 

合理之工資。

一五0 . 據委員會所知，依據取歸遊蕩法令 

之規定，法官，警察、發現犯人之地主或土地估 

有人、或執行上述人員命令之人，無須拘票卽可 

逮捕犯人。農填所有人無須拘票卽可進入農填上 

之建築物搜査。

一五一 . 無權利而擅自居住於皇家荒地、敎 

會團體估有之地或土著地區者，如不能提出充汾 

理由，得立卽令其離開該處。不遵令遷移者，得 

依■ 於遊蕩之罰則予以懲處。

一五二. 委員會仍認爲上逃關於行動自由之 

限制與委任統治之宗旨與原則及世界人權宣言 

顯然不合。委員會在其向大會第九盾會所提報吿 

書內曾說明若W就這些限制提出意見货屬無捕於 

事。但委員會因南非聯邦代表在第四委員會55中 

管宣稱這些限制係輕土著居民申請或爲颜及其利 

益而規定的，故不得不說明它認爲該 i î 土法律所 

截關於行動自由的限制並非爲藤及該領土任何居 

民的利益而规定的。相反的，委釋會堅信這些限 

制將促成一糖社會及政治情现，^於鼓頼土的所 

有居民一定會産生不良的影響。因此委員會促請 

從該領土的法律及辦法中取消這稿有歧《性的限 

制。

« 一九五五年政府通吿第六十四號，一九五五 
年三月三十一日西南非公報第一八九一號。

A/AC .73/L. 7/Add. 1 , 第五十二號問題，第 

二十一至第二十二段。

« « 大會第九眉會正式紀錄，第四委員會，第四 

0 七次會議，第四十五至第五千一段。



F. 勞工

國際勞工公約

一五三 . 從一九四九年以來，聯邦政府不曾 

代表西南非値 i 接受任何其他的國際勞工公約。 

該政府於一九四九年曾代表該領土接受下列各公 

約 ：

(一)關於本國與外國工人享受在工人意外事 

件賠償辦法上應享平等待遇之公約第十九號；

(二）■於雇用婦女充任谷稿地下採礦工作之 

公約第四十五號。

一五四. 委員會欣悉一九五四年第二十六雜 

條例第一  0 四節赦有上述第四十五號公約的原 

則，卽任何鎭壊不得雇用在十六歲以下的兒童或 

任何婦女從事地下工作。

一五五 . 委員會備悉聯.邦政府業已通知國摩 

勞工組織不克接受非母國領土社會政策問題寡家 

委員會所提建議，卽取消屬地土著居民或與其有 

■ 之工人因破壞受雇合同而受之一切刑罰。

勞工供應

一五六 . 西南非土著工人委員會的一九K 五 

年至一九四八年報吿書在綜述當地勞工的供給問 

題時曾說明該領土內缺乏勞工，必須徵寡領土外 

的勞工一0 , 0 0 0 至一五，0 0 0 名，才能滿足 

其常年勞工需要。

一五七. 行政長官於一九五四年在立法會議 

中管読明 "人力的缺乏，特別是土著勞工，仍舊 

是一樁極嚴重的事" ，而估計 Ovam bo就業工人 

實際不敷數額爲：鎭填中購少四0 0 名，工廠及 

都市缺少五0 0 名，農場缺少一0 , 0 0 0 名。

一五八 . 關於這一點，委員會備悉長期農業 

政策委員會會於一九四八年說明"北部土著領土 

的勞工資源必須妥爲保護，且必須迅予採取改良 

社會及經濟措施，加以適當的宣傳辦法，以資保 

護農壊勞工的供應"。 對於土著居民的保譲似乎 

是根據其供應勞工的價値而不是根據委任統治書 

第二條所规定的義務，卽"促進領土居民物質及 

精神上最大的福利及其社會進步"，委員會對此表 

示遺械。

關於勞工的法令

- •五九. 委員會備悉關於該領土勞工的基本

立法措施可分爲五類：主人與僕役關係公告；鎭 

填土工及土著勞工的營制及待遇公告；營制倾土 

外及北方土人公吿；關於土人（都市區域）的公 

告；其他有關勞工法規。

一六 0 . 委員會又促請注意修正後的一九一 

七年第三號公吿第三節的規定，根據該項规定， 

負貴監督鎭場及工填工人的土著事務暮員得審刹 

凡，玩忽其職務以內的工作或在工作時間酣酒致 

未能正常工作，或不服從雇主或違犯管理方面所 

訂規則的受雇於鎭填及工填的任何土人。委真會 

又備悉經修正後的一九二0 年第三十四號主人與 

僕役關係公吿一 一 西南非領土關於勞工的基本立

法措施之 ----------載有許多不利於"僕役"並使其在

法官前處於不平等地位的規定，並且該公吿的定 

名與精神都是與現代勞工法不合的。

一六一 . 土人最低工資公吿（一九旧四年第 

一 號 ）尙未付諸實施，該公吿规定最低工資的數 

額甚低。立法會議於一九四九年建議從警營區外 

以合同徵募的勞工的最低工資（供給腾宿）的數額 

如 下 ：凡鎭壊、工填、及工廠雇用的工人第一年每 

班得酬一先令，第二年受雇於同一雇主者每班得 

酬一先令六辨士，" 乙級" 57農壊工人凡屬熟練者 

每月受酬一鋳，其他工人則第一年每月受酬十八 

先令至一镑不等，而第二年受雇於同一雇主者每 

月增酬二先令六辨士；"丙級 ""農揚工人凡屬熟 

練者每月受酬十七至十九先合，其他工人每月受 

酬十五至十七先令，而一年後受雇於同一雇主者 

每月增酬二先令六辨士；畜牧工人第一年每月受 

酬二十五先令，此後受雇於同一雇主者每月受酬 

三十先令；家庭僕役第一年每月受酬二十先令，此 

後受« 於同一雇主者受酬二十五先令。立法會議 

未建議爲當地（警管愿）土人58规定一定的工資。

一六二. 委員會極力主張將該領土內的勞工 

情形予以改良，並作各種努力來在該慨土内促進 

大家瞭解勞工並非商品的原則。委員會竭力建議 

應使該顏土的勞工法符合其他非母國領土的以地 

方法規或辦法或以關於工人在同等情形下進行同

«« A /A C .7 3 /L .7 ,第五十M號問題，第三段。

57該領土工人似乎分爲三類：凡適合於鎭填及 

工傷工作者爲" （甲殺)"；凡適合鎭壊及工填以外 

之填所工作者爲" （乙級）"；凡祖適合某種輕便工 

作者爲" （丙級）"。

58 A /A C .7 3 A -3 /A d d .l ,第五十四號問題，第 

一 0 五段。



等工作的國際公約所建立的標準，或至少符合國 

際勞工組織所建議在非母國領土内實施的最低標 

準 ，作爲彻步辦法。59
一六三 . 一九五二年的工廠，機器及建築工 

箱條例規定關於工廠的登記及管制辦法，工廠工 

作時間及情況的管理，使用機器的監督，防Jfc建 

築及抱掘工程工人發生意外辦法以及其他間題， 

該項條例於一九五三年生效。委員會認爲該項條 

例的實施以及一九五三年根據該項條例所訂細則 

可能促成該領土內勞工情?a 的某種進步P
一六四. 但委員會査悉工廠雇主對所雇傾土 

外及北方土人不須給予依該項條例其他工人所享 

受的全部有給假期，引爲遺懷。

一六五，一九五二年的工資及工業和解辦法 

條例（一九五二年第三十五號）於一九五三年八月 

一日生效，行政長官於一九五四年會根據該項條 

例指派三人調査西南非漁業情祝，向其具報並提 

出建議。

一六六. 根據一九五二年第四十八號條例的 

規定，西南非以合同雇用領土外及北方士人之農 

工雇主協會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一日成立。

一六七 . 根據一九五0 年公路建築委員會的 

報吿，委員會備悉該領土內正在建築中之公路上 

勞工情形殊不令人滿意，而視察辦法亦欠充分，引 

爲遺城。

徵募機關

一六八 . "西南非土著勞工有限責任（業主） 

聯合會" (SWANLA) 在本報吿書檢討的年庚內 

更名爲新西南非土著勞工有跟責任 (業主)聯合會 

(NuweSWANLA) ,該聯合會爲負責在警管區內 

徵募勞工的唯一機關；該聯合會之登記資本已由 

- •九、五0 0 镑堆至四八、七五0 镑。

一六九. 最近設立的西南非以合同雇用領土 

外及北方土人之農填雇主協會所定目標，除其他 

各項外，爲根據土著勞工委員會一九四五年至^  
九0 八年所作建譲獲得Nuwe SW AN LA理事會 

中的代表權。委員會因爲它們對於其所提建議未

« 國際勞工會譲第十三届會於一九四七年所通 

過的關於非母國値土內社會政策（一九四八年修 
正的第八十二號），勞工標準（第八十三號），集會 
權（第八十0 職）及勞工檢察制度（第八十五號).， 
及關於土著工人受雇合同（第八十六號）的各項國 
際勞工公約。

加考盧引爲遺懷，該項建議就是-徵募機關不應 fe  
由雇主團體組成，而應將特別與充分的代表權給 

乎處於土人利盤維護者地位的管理當局及有適當 

資格的土著居民代表。

一七0 . 關於將西南非領土土著事務轉交聯 

邦管理的問題，委員會備悉土著事務部部長於一 

九五四年聯邦國會中曾正式提出保證謂聯邦政府 

並沒有以西南非爲供給聯邦土著勞工的来源的意 

思。⑩

g虽迫勞工

一七一. 委員會又備悉根據土著保留地規則 

第二十七條的规定，任何管理人得命令保留地任 

何無法維持生計或閒蕩無事的男性居民受雇於主 

要公共工糖，並根據一九二  0 年禁止流浪公吿，凡 

首次犯該公吿所规定的罪行者得被强迪接受公共 

工糖之雇用或接受指定之私人之雇用，以替代該 

項公吿所規定之罰法。委員會文悉根據主人及僕 

役關係公吿的規定，一個工人在服徒刑期滿以後 

必須囘到原雇主處工作，除非他的合同業已取清， 

而一個僕役若不願或柜絕根據合同開始工作或從 

其雇主處出走均屬犯法行复。

工會

一七二，根據一九五二年工資及工業和解辦 

法條例而訂立的规則，除其他各點外，规定登記 

及管理工會及屠主組織辦法及防Jt並解決雇主及 

受雇人簡爭端的辦法。但是，關於這一點，委員 

會注意到自從行政長官於一九五二年三月發表他 

不知道在西南非有任何工會存在的陳述以後並未 

接獲關於設立工會的正式情報。

一七三 . 根據報紙的報導， 委員會備悉在 

一次警察搜査私酒並逮捕人犯以後，Tsum eb鎭 

填有鎭'工約二千人於一九五四年十月中實行罷 

工，隨卽發生衝突，結 果 O vam bo人死亡者一名 

受傷者三名。

G . 衡生

一七四. 委員會備悉該廣土醫藥工作績有擴 

充，政府在公共衞生方面的總費用從一九四六至

«0 A /A C .7 3 /L .7 ,第二個間題，第五十五，五十 

七段。强迫勞工。

«1是報（約翰尼斯堡 . 南非聯邦）一九五四年十 
月十八日，好望角時報（好望角城 . 南非聯邦)一九 

五四年十月十九日。



一九四七會計年度到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會計年 

度已增加三倍，認爲滿意。委員會特別注意到在 

Omafuru及 Okahandja地方又增設政府捕助的 

醫院兩所，並已採取措施在Bethanie及 Gobabis 
地方設立類似的醫院，政府醫院的設備已有擴充， 

並已訂立計割建築新的政府醫院。但委員會覺得 

醫院設傭業已完成的實際擴充仍舊不能滿足像西 

南非衞生委員會於一九四六年所指出的該領土的 

需要，特別是在非歐洲人的療病洽療設備方面，尤 

感缺乏，不但如此，若干重要建築方案似乎業已計 

割就緒，但未付諸實施。委員會又注意到多數關 

於設備方面的擴充似乎是限於警管區6^範圍內， 

然而爲促進各有關區域居民的平等待遇且爲改良 

該領土整個的衞生情形起見，進一步擴充警管區 

以外地區的醫藥工作實在是最嚴重的需要。

衞生及預防指 i l

一七五. 委員會歡迎在該値土內實施世界衞 

生大會於一九五一年五月所通週的國際衞生規 

則。它又注意到該領土內會根據Mariental市一 

九四九年市政條例的規定實施公共衞生规則。

H. 移民

—七六.在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二年間仍有人 

口向西南非移入及從該地移出；在這幾年內，曾 

有二、一四七人（包括移入民一，四六七名在內）入 

境，一 ，0 五二人（包括移出民五九名在內）出境。 

官方紀鋒證明一九五0 年以後的進出人口的數額 

較前兩年的數額爲大。自從一九四八年以來，該 

値土入境人口糖額：一九四八年爲一一0 名；一

九四九年爲一六一名；一九五0 年爲0 ------'名；一

九五一年爲五七二名；一九五二年爲八九三名；同 

一時期出境人口線額：一九0 八年爲五十七名；一 

九E9九年爲—•十一■名；一■九五0 年爲一■七—■名 Î 一' 
九五一年爲三三一名 ;一九五二年爲0 七一名。這 

些數額祖代表由海道進出的歐籍移民人數。在南 

非聯邦及西南非間旅行的人敷並無紀錄。

一七七 . 一九五三年的移民规則修正法（一 

九五三年第四十三聰法）已於一九五五年一月一 

日起實施。這個法令將一九一三年的聯邦移民管 

理法適用於該領土，經修正後的該法令，除其他 

各點外，規定聯邦的移民部負責管理移民入境事 

宜 ；某種" 被禁业的移民"得予拒絕入境或竟然可 

予驅遂出境 (包括西南非在內）；而在一九五六年 

二月十日以後居留人的妻及子女除非由內政部長

核准者外不再享受入境權。主要的效果就是根據 

經濟及其他種稿理由禁Jfc亞洲人一一不是歐洲人 

—— 進入南非聯邦及西南非的聯合領土。

一七八. 一九五四年聯邦第二六七號公告授 

權西南非行政長官從該領土內將生長於南非聯邦 

而犯某種罪行業輕定罪或經判決者作爲不良汾子 

驅撥出境。

伍 . 敎 育

敎育政策及行政

一七九 . 根據一九五三年爲Jh所修正的一九 

二六年敎育公吿的規定，行政長官負責關於敎育 

的一般管制1監督及指導事宜，由一敎育事宜諮詢 

委員會輔助，委員七人，其中無一非歐裔人。行 

政長官得對於經設立、協助或核淮的任何學校發 

給或撤消津貼，視這些學校是否管理得宜及有效， 

能杏達成其任務，是否爲促進15；育目糖所必需者 

而定。敎育局一一其局.長向行政長官負責一一對 

於學校制度的設置，維持與進行有管制之權。

一八0 . 該領土有爲0 ) 土人；（A)混血稿人 i 
及（0 歐裔人分別設立的三《學校。

一八一. 歐裔兒童自七歲至十五歲或至第六 

級（第八學年) 受强迫敎育。因人口稀少故産生學 

校的組織問題；並已採用住宿學校制度，以保證 

完成强迫敎育辦法。

一八二. 爲土人及混血種人兒童尙未實行强 

迫敎育制度。非歐裔人的學枝計分三類.卽敎會 

學校，m 經核淮的敎會學校及公立學校。後面的 

兩種學校所供絵的敎育的免費範圍爲行政當局擔 

付敎員薪水、供給設備及學校用品，免費或減價 

供給貧苦學生書籍及文具。公立學校由敎育局長 

管理，經核准的敎會學梭則由敎堂或敎會機關管 

理。■於各種學校的課程與敎授語文並無具體規 

定。

敎育費用

一八三. 委員會在過去管表示對於在一九四 

六至一九四七年度到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度內 

默裔人、混血糧人及土人敎育費用間的差別非常 

關注。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度內仍有該項差 

別，該年度內公共敎育，用糖數爲八九六、九七 

二镑，而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度的總數爲八0
三、八五三鎭。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度的總

62 這些學校的標準通常都是不合格的。



數內，六O 七、四0 0 镑®3或敎育费用維數中約 

百分之六十七是用在歐裔學生的敎育及宿舍方面 
的，而其中一五九、八六二镑M或敎育費用總數中 

約百分之十七是用在混血稿人及土著學生的敎 

育方而的。關於每年每一個學生平均費用的最近 

官方數字亦顯示出同樣的趨勢。從一九四八至一 

九四九年庚到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度的四個年 

庚中每一年度的平均每個單位栽用爲：爲歐裔人 

設立的公立學校：二十八镑三便士、三十镑十七 

先令六便士、三十一錢五先令一便士及三十一鎭 

八先令十一便士（宿舍盤用除外）；在警管區內爲 

混血稿人學生設立的學校：十三镑一便士，十六 

镑一先令十一便士，十六镑十二先令十一便士，及 

千八镑十六先各六便士；在警營區內爲土著學生 

設立的學校：七錄十九先令一便士，八鏡六先令， 

八镑八先令，及九镑十七先令一便士；爲警管區 

外土著學生設立的學梭：十三先令八便士，十四

此項數目包括：

(一）三一，0 0 0 镑左右之下列各項開支:學 

校所用的像具和器材、書籍、用品和材料、鐵路和 

其他車輔的蓮費、書籍折扣、接送學童的費用，打 

掃學校工人的工資、打掃學校所需的材料、學校所 

用西南非洲大掛圓，零星修理費用，修盤學校填地 

的費用、廣吿和印刷費用等等。

(二) 二八ra, 0 0 0 鋳左右的宿舍開支：包 

括用品和勞務1薪水、工資和津貼，旅費、設備、鐵 

路和其他車輔運費、修理費，對私人所辦宿舍的津 

貼等等。

(三）敎育人員的薪水、 工資及津貼約爲二九 

二，四0 0 镑 （此項數目係振管理局敎育部門總支 

出"薪捧、工資及津貼"項下減去不任敎人員之薪 

棒、工資及律貼而得）。

64此項數目包括五九，0 0 0 镑左右的混血種 

人敎育費用 ;一 0 0 , 0 0 0 鋳土著敎育養用，其 

中包括敎師的薪捧、津貼及旅费、依具和設備、書 

籍、學校用品及材料、手工器具及材料、鐵路及其 

他車輔的用費、淸潔费用、維持律貼、獎學金、書籍 

的折扣、學校基金的捐助、擴充敎育設備的費用、 

師範學校的維持養用、旅盤津貼、建築材料及建築 

捕助费、修截學校填地的费用、土著成人敎育的费 

用、尉敎會邮範學校的補明、對敎會邮範學校的貸 

钦、廣吿及印刷養等等。

敎育費用中的绘額，約總額中之百分之二十 

三，其用途除其他各項外，包括管理局敎育科非 

敎員的薪水、減價售給學生的書籍及文具的養用， 

及私立學梭的津貼等項。

先令八便士，十四先令九便士，及十四先令八便 

士。

敎育設備及入學入數

0 )槪祝

一八四. 歐裔兒童大部分嚴在政府設立的學 

校內受敎育，大多數是受初等敎育，0®但是在那裹 

亦有若'干私人設立的學梭。混血稿人及土著學生 

的敎育大部分是在各敎會的監督下進行，並由政 

府予以津貼。大多數爲非歐裔人設立的學校是勒 

等學校，但是亦有爲混血稿人設立的中等學校一 

所。在該領土除爲訓練師資的學梭外並無職業學 

校。

(&)爲混血稿兒童設立的學校

一八五.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間混血種 

兒童的敎育已有某稿進步。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 

年度內在警營區內混血糧兒童學校的入學入數已 

由二、七三0 名增至二、八五三名，一九四九年爲

二、三三六名。一九五二年，有爲混JÔL稿兒童設 

立的學校三十所，其中二所爲政府主持，二十八 

所爲宗敎敎會所主持，一九四九年時僅有二十八 

所（委員會未獲得一九五三年的數字）。根據一九 

五一年的普査 (臨時數字) 在這個時期內，混血稿 

社圈中約有六分之一入學，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 

組織認爲這個比例表示勒等學校的設備大致可稱 

足敷應用。

( 0 爲土著兒童設立的學校

一八六. 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間在警 

管區內外入學土著兒童人數續有增加，但是在一 

九五三年則稍有减少。在警管區內，一九五三年 

入學兒童人數爲七、0 八四名，一九五二年爲七、 

二九六名；一九五一年爲七、—— 四名；一九五0  
年爲六1六三三名；一九四九年爲六，二三一名。 

在警管區外，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間入學兒 

童人數爲：一九四九年爲一四、七五一名；一九

66 — 九四0 年時，該領土歐裔人學齡兒童中約 
百分之五是受中等敎育的。委員會未曾獲得關於 
一九四六年以来歐裔兒童入中等學校的人數，該 
領土內爲歐裔人設立的中等學校的數額以及在南 
非聯邦中等學校内受敎育的該廣土的歐裔兒童人 
數的統計數字。

" 以入學人數和學齡兒童作比例是有因難的， 
因爲在所作普査數字中沒有一致地將混血種人予 
以區別。



s o 年禁一六、o 二六名；一九五一年爲一七、四 

一三名；一九五二年爲一九、九四五名；一九五三 

年爲一八、八五五名。關於這一點，委員會表示希 

望這賴減少是暫時性的，而在不久的將來將作各 

種努力來加以改進。

一八七. 一九五二年在警營區內有爲土著兒 

童設立的學校八十四所，較一九四九年時多五所。 

一九五三年爲土著兒童設立的學校數字不詳。在 

一九五二年所有的學校中，六所爲公立學校，兩 

所爲師範學校(在Okahandja的公立師範學校和 

在 Doebra的天主敎邮範學校），其餘皆係敎會學 

校 ,在一九 ra九年以後槽設的學校均係敎會學校。 

根據一九五一年的普査 (臨時數字），在盤個的土 

著居民中約有二十分之一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三 

年之間是在這些學校內入學的。08委員會有塵於 

此，認爲土著學生的敎育設備仍舊不足應忖該》 

區的需要，而一九四九年時管有學生一三一名的 

兩個師範學校似乎仍不能供給學梭方面任何顯著 

擴充所需的人才。委員會知悉幾乎所有土著學生 

均在初等學校求學，並顧及浪費的因素，它認爲 

在掃除文营的工作方面似乎很少進步。關於這一 

點，委員會贊成文敎組織的意見認爲在警管®內 

的問題似乎在於增加經費和邮資訓練設備以應有 

肝劃地擴充土人敎育之需。

一八八. 一九五二年在警管區外共有敎會學 

校一五四所，其中包括受簿貼者十四所、 日梭一 

0 四所，敎會支站學校十一所及叢林學校二十五 

所，而在一九五0 年時共有學校一六二所。在一■ 
九五二年的總數中，在 Ovamboland計有一一八 

所（較一九五0 年少六所），在 Okavango 土著領 

土計有三十六所（較一九五0 年少一所）。在 Kao- 
koveld 土著保留地並無學校，與在一九五O 年時 

相同。委員會雖注意到在一九五三年時居民約計 

總數中十一分之一曾入學—— 這個比例較譽營區 

內的比例爲高—— 但是它億及根據一九五0 年調 

査委員會的報吿日校、敎會支站學校及叢林學校 

的敎學糖準甚低，這些學校紙開課到筑三級（第 

五學年），而技術方面的監督工作亦頗缺乏。委員 

會塵於這種情形，認爲行政當局必須採取一切可 

能措施來增設學校，特別是在此刻沒有私立敎育

在這方面與混血稍人的肚區相同，不容易獲 
得確切的人口數字，但是爲與入學人數作比較起 

見，在這個期間內在警管區內外土著居民的總數 
可分別視爲係一四0 ,  0 0 0 及二0 0 ,  0 0 0  
名0

機 關 的 Kaokoveld尤有此需耍，並以堆伽官方

督入員辦法來提高敎育標举及對於業已適合核定 

標準的敎會學校由政府多予支持。

高等敎育

一八九，在目前除在前第一八四段內所述者 

外 ，該領土內並無高等敎育的設備。若干西南非 

學生是在南非聯邦的這種學校內受敎育。一九四 

九至一九五0 年度公路建築委員會曾發覺該領土 

內非常敏乏技術人員。它建譲行政當局應鼓勵靑 

年學習土木工程；它應當廣爲宣告凡學土木工殺 

者有津貼，土木工箱師在西南非的前途光明，而 

其薪水敷亦應使各個大學知悉。在一九五一至一 

九五二年度內，執行委員會決定給前赴聯邦受職 

業訓辣的貧苦學生以經濟援助。自一九五一至一 

九五二年度到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度中，所發 

庫貼數額及受津貼人數（括弧內）如 下 ：四0 三镑 

(十八）；八四一膀四先令（三0 ) 及一、二0 七镑 

(三六）。在一九五三年，該領土共有歐裔學生二 

六一名在南非聯邦大學求學。委員會不曾獲得關 

於在南非大學求學的西南非非歐裔學生的人數。

敎員

0 )  土著敎員人數

一九0 .  —九四九年在警管廣內任敎的土著 

敎員爲一九五名；一九五0 年爲二0 六名；一九 

五一年爲二三五名；一九五二年二H —名；一九 

五三年二三九名。在警管區外，在同一期間内土 

著敎員的總數：一九四九年爲三九0 名；一九五 

0 年 四 二 二 名 （包括不合格及沒有訓練的敎員一 

五七名）；一九五一年四三四名；一九五二年四六 

四名；一 九五三年四八九名。

(A) 土著兒童學校中敎員的薪級

一九一 . 一九五三年在土著敎育方面的一項 

主要發展就是在爲土著學生的公立初等學校及經 

核准的敎會初等學校中的多數敎員不論其爲土 

著或歐裔人，薪水均已增加，而在警管區外土著 

敎員的薪水津貼已增加一倍。

一九二. 在爲土著學生設立的經核准的敎會 

勒等學校中的敎M , 除有特別職位的敎員外，其 

年薪等級已自一九五三年四月一日起改訂。在爲 

土著學生的公立初等學校及在爲土著學生設立的 

經核淮的敎會彻等學校任特設職位的合格歐裔敎 

員的薪級亦已於一九五二年四月一日起修正。根



據新的薪級表，士著助理敎員按資格分爲八等，而

歐裔助理敎員按資格分爲六等。在警管區內爲土 

人設立的學梭中歐裔及土著敎員的薪給表（在括 

弧內者爲奮額）如 下 ：

0 ) 在核准的初等敎會學校內歐裔敎員（資格 

未规定）：男性（無改變）最低額二0 0 镑,每年槽 

二十镑至最高額三六0 镑。女性（無改變），最低 

額一六0 鏡 ,每年增十五镑至最高額二八0 鏡。

(A)在公立勒等學校內的最低級歐裔敎員（在 

得合格標準以後又上一年核淮的課糖者）：男性， 

最低額三二五镑（三0 0 镑），每年增二十五镑（二 

十五鎭 ) 至最高額七五0 镑（五七五镑）。女性，最 

低額二八0 镑 (二七0 镑），每年增二十镑（二十 

镑) 至最高額六百镑（四五0 镑）。

0 )在公立勒等學校內的最高級歐裔敎員（在 

得合格標举以後又上六年核准的課释者）（在奮薪 

級表內無此級）：男性，最低額五七五镑，每年增 

二十五镑至最高額九五0 镑。女性，最低額四八 

0 镑，每年增二十镑至最高額七六0 镑。

i d ) 在經核准的敎會;^等學梭內的最低級土 

著敎員 (在第六級以下）：男性，最低額七十二镑 

(六十镑），每年增八镑（四鏡) 至最高額一一四镑 

(八十四镑）。女性，最低額七十二鎭（六十镑），每 

年堆八镑（四镑）至最高額—— 四鏡（八十K 镑）。

0 ) 在經核淮的敎會彻等學校內的最高級土 

著敎員（在第六級以後又上六年核淮的課糖者）： 

男性，最低額一五五錄 (一四四镑），每年增十五镑 

(十镑 ) 至最高額二三0 鋳（二一四镑）。女性，最 

低額一三八镑 (一三二镑），每年增十二镑（八镑） 

至最高額一九八镑 (一九六鏡）。

一九三. 委員會備悉在修正薪級表內在警管 

IS內爲土著兒童設立的學校中做同樣工作的土著 

及歐裔敎員的薪給 {?2̂有差別。委員會又注意到除 

最低級的土著敎員外，男女敎員的薪給仍有差別， 

而在其他報酬方面，如旅费等，土著與歐裔敎員仍 

享受不同的待遏。

一九四，警管區外敎員的情形亦復如此；在 

待遇方而来講，他們所處地位顯較在警管區內的 

敎員所處者爲差。在警管區外的土著敎員僅得普 

通津貼，沒有薪水。這種津貼在一九四九年至一 

九五三年時爲每年二十四镑，從一九五三年七月 

一日起堆加一倍，而根據一九五0 年調査委員會 

的報吿，在多數敎會機關內歐裔敎員每年的津貼 

有- - 二0 镑。

一般敎育發展

一九五. 委員會在研究了目前的敎育狀及 

行政當局政策以後，促請木家特別注意在該値土 

內各個紙區所有的敎育經费及設備以及敎員的薪 

給及其他報酬均因種族關係而有歧視的情形，並 

相信若繼續施行這個辦法則纖於土著居民敎育必 

有妨礙。

一九六. 養員會備悉有爲土著居民準傭更多 

及較佳敎育設備的雷要及行政當局在這方面所作 

努力，建譲行政當局應設法增加土著敎育撥钦， 

採取更有力的辦法來廣充勒等、 中等敎育及訓辣 

非洲敎員的現有設備，嚴重考盧在Kaokoveld設 

立學校間題，慑助有資格土著學生利用國外或行 

政當局所供給的研究獎金及'獎學金使得受中等技 

術及高等敎育，並加聚努力來發展成人敎育。

一九七 . 因此，一般地說來，委員會不得不 

認爲敎育狀況不是盡如人意，特別是继積極準備 

土著居民多參加政府的責任，促進在藝術、手工 

及職業方面的發展以及達成該値土整個的進步種 

種目標方面看起來，尤見確切。

陸 . 結 論

一九八，委員會耍再譲:明該領土在委任統治 

制度下幾及四十年，土著居民仍未參加該領土的 

政治發展，他們對於經濟發展的參加紙限於工人 

階級，爲他們所推廣的社會及敎育服務亦很不能 

令人滿意。該廣土全境都有種族歧雕的現象。矣 

員會在繼續研究該領土情形第二個年度以後，發 

覺在促進土著居民的精神及物質福利方面實無重 

大進步。顯然行政當局的主耍努力幾乎完全集中 

在增加該廣土軟裔居民的利益，並時常損害土著 

居民的利益。

一九九 . 在另一方面，委員會備悉各方正在 

努力估量該領士的問題，可用土著勞工委員會(一 

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長期農業政策委員會 

(一九四八年），調査 Walvis港肉類長斯銷售計劃 

委員會 (一九五二年 ) 及公路建築養員會（一九耳 

0 年；r 等報吿書以及各地方農工業諮詢及錯售委 

員會的常年報吿書爲證。委員會業已表斤贊許土

除土著勞工委員會報吿書外，這些領土調査 
委員會的報吿書都是在委員會關於西南非領土情 
形的第一次報吿書發表以後才到達秘書處然後到 
達委員會的。



著勞工婆貫會 (參閱 a /2 6 6 6 ,附件伍，第一 一 七、

一二三、一二六及一二七段），長期農業政策委員 

會 (參 閱 本 報 吿 書 第 一 二 —二七及一二八段） 

及調査W alvis港肉類長期銷售計割委員會(參閱 

本報吿書第一一三及一一四段）所提出的某數項 

建議 , 並希望這些建議能付諸實施。

二0 0 . 委員會已盡各種努力來向大會提出 

一個關於西南非託營領土情形的最完備最客觀的 

報吿書。委員會認爲倘若聯邦政府管根據大會決 

議案七四九甲（八）第七段摩決議案八五一（九）第 

五段的規定提出關於檢討年度情形的報吿書，偷 

若曾有一南非聯邦代表在委員會研究該領土情形 

時參加其工作的話，那未委員會就可以更順利地 

達成它的任務。委員會沒有得到這種協助，引爲 

遺懷。委員會億及在大會第九眉會第四委員會中 

南非聯邦代表參加西南非洲問題的實體討論，它 

表示希望南非聯邦在將來也能幫助西南非洲問題 

委員會推進它根據大會決議案七四九甲（八)規定 

所負的任務。

附 錄

一九五四年西南非土著事務管理法 

(一九五因年第五十六魏法案）

爲將在總督指導及管制下西南非領土行政長 

官之土著事務及特別影響土著問題之管理權轉交 

土著事務部部長，並爲保留或割撥土地以供領土 

內土著使用及估有俾替代前任保留或劃撥之任何 

其他土地，及爲與此有關之各項問題。

(南非荷蘭語本業經縛督簽署）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八B 同意）

王后陸下，

南非聯邦國會參譲院及衆譲院通過法律如下： 

定 義

一 . 除條文內另有指明者外，在本法案中——
Ci)" 行政長官"係指本領土之行政長官；

a)
( i i)"部長"係指土著事務部部長；(iv) 
(Hi)"領土歲入基金"係指一九二五年西 

南菲組織法（一九二五年第四十二親 

法案）第三十六節所指基金；(iii)
( iv )"慨土"係指西南非領土，包 括 Wal， 

v i s 港海港及居留地在內。(ii)

經一九四0 年第十九髓法案第五節修正並由一九 

四九年第二十三號法案第五節所替代之一九二 

五年第四十二號法案第七節之修正案

二.鼓修正一九二五年西南非艇織法第七節 

如 下 ：------
0 ) 在分節 (一 ) 7»中"總督"字様後堆列"及分 

節 (一）甲之各項规定"等字樣；

(è )在分節（一 ) 之後堆列下列一分節：

" (一) 甲.在不違反一九五四年西南非 

土著事務營理法第三節之规定之範圍下，聯 

邦土著事務部部長應負責推進關於第二十六 

節 0 ) 段 所 指 之 該 領 土內一切事項之行政 

事宜"。

關於現行法律之規定

三 . （一)在本法案開始生效時爲實施本領士 

內現行法律之目的起見，如此頻法律與一九二 

年西南非艇織法第七節分節 (一）甲所指任何事項 

有關（但以不達反本法案之各項规定者爲限），在 

此類法律中，除其案文中另有指明者外，凡任何 

提及------
( a ) 本領土之立法會議卽係指國會而言；

(^)行政長官或本領土行政當局卽係指總督 

而言 Î
( 0 西南非部長卽係指土著事務部部長而

言 Î
(^)西南非會計員卽係指土著事務部會計員 

而言；

( 0 値土歲入基金卽係指統一歲入基金而

言；

(/ )前此未曾提及之任何個人或官員卽係指 

部長所指派擔任該個人或該官員之任務之土著事 

務部之任何官員而言。

(二)總督得以在本領土公報及官方公報中佑 

吿之方法聲明分節 (一）中之 0 0  (è) (C) (d) ( e ) 及

™ 在經修正前之一九二五年西南非組織法第七 
節分節（一）之條文如下："在線督之指導及管制 
下，行政長官應負責推進關於該領土內國會無權 
訂立條例之一切事項之行政事宜"。

71 在一九五五年年彻修正之一九二五年西南非
組織法第二十六節0 ) 段之條文如下：" 0 )  土著

事務或特別與土著有■ 之任何事項，包括斷於土
著個人，土地、任:所或收入課税問題在內。凡遇國

會通過任何條例對個人1 土地、住所、所得或收入
普遍課积:時，土著及其土地、 ffi所及收入均得免

受該項規定之限制"。 一



( / ) 各段不適用於分節（一）中所指之任何法律或 

此類法律中之任何规定，並得以此種怖吿方法決 

定爲實現分節（一）所說明之目的起見所提及之任 

何有關各點應以何種方法予以解釋（一）。

(三）線督得以在本領土公報及官方公報怖吿 

之方法將分節 (一）(.b) 段所賦與或指定其負擔之 

任何權力成任務委能部長負責，部長得以其被託 

之此種權力或任務委託土著事務部之任何官員負 

責。

( 四）在本法案開始生效以前凡根據分節（一） 

所指之任何法律而採取之任何措施將發生效力， 

一如根據該分節所適用之此種法律而採取者。

保留地及基金之轉移

四 . （一）兹保留並劃撥附表中所截土地專作 

土著人民使用及佔有之雷，在本法案開始生效以 

前任何期間內所保留或劃撥之本領土內之任何其 

他土地或在本法案開始生效以後根據任何法律規 

定而保留或割撥之土地均歸一九三六年土著信託 

及土地法案 (一九三六年第千八號法案）72第四節 

所設立之南非士著信託局管理。 一

(二) 在有關任何此類土地成區域之問題中：

0 ) 在不違反本法案規定之範圍內，本法案 

所指董事應具有之權力與任務，及其應盡之義務， 

應一如該領土爲聯邦之一部分者相同。

" 一九五五年年劾修正之一九三六年第十八魏 

法案第四節之案文如下：

" (一 ) 蔽設立一法人機關，定名爲南非土著信 

能局，此後簡稱爲信託局，該局永久存在，具有 

以法人名義起斬及被訴之能力，並得在不違反本 

法案之任何規定及依本法所訂立之任何规章之範 

圍內，進行法人機關所能合法進行之一切行動及 

事項。

"(二 ) 信託局業務之推進，在不違反本法案之 

規定之情形下，以求解決聯邦土著之定居、生活， 

利益以及物質及精神方面之福利問題。

" ( 三）信託局之業務由總督以該局董事之地 

位負責推進，在不遂反本法案之规定之範圍內，總 

督有權將其以董事地位所有權力及任務中任何部 

分委託部長負責，部長採取措施應與土著事務委 

員會舉行德商。"
總督業已將其以董事地位所有權力委託土著 

事務部部長負責。

(h) 一九三六年土著信託及士地法案應予 

適用，一如此糖土地或區域係該節所指任何信託 

局之財産，並一如該節所提及之該法案之開始生 

效曰期卽係指本法案之開始生效日期或卽係保留 

或劃撥有關土地或區域之日期，按照其情況而定。

(三)從本法案開始生效之日起一一

0 ) 凡根據一九二五年西南非組織法案分節

(一）所指之任何法律或根據爲第七節分節（一）甲 

所指任何事項之目標或與其有關之任何其他法律 

所設置之任何基金之一切財産、負債與義務應交 

付或轉入該南非土著信託局，但應受行政長官與 

部長可能協譲之各項條件及保留之限制；

{ h ) 根據任何法律而歸入 (a) 段所指基金內 

之一切欺項應卽徽入根據一九三六年土著信託及 

土地法第八節所設置之南非土著信託基金（此後 

簡稱基金），如此徽入之任何飲項應完全爲此類钦 

項歸入基金時所根據之法律所规定目標之用。

(四）關於根據分段（三）之規定而織入本基金 

之任何欺項，應設置由部長決定之分立帳戶。

(五）每年應從統一歲入基金中劃撥與第六節 

符號 A所示數額相等之數額交待本基金，歸入分 

節（四）所规定由部長所決定之帳戶項下。

保留土地之廢除

五 . （一）不營任何法律所截與此相反之任何 

规定，總督得以在本領土公報及官方公報中宣吿 

之辦法，並經國會上下兩院通過決绩案核淮，廣 

除根據第ra節分節 (一 ) 所指經保留或« 撥 之任何

73 —九五五年年初修正之一九三六年土著信託 

及土地法 (一九三六年第十八號法案）第五節（一） 

規定將前南非聯邦之各信託局併入南非土著信能 

局；該節其餘部分之案文如下：
"(二) 在本法案開始生效之日起，各前信託局 

之財產與負債卽爲本信託局之財産與負債。

. 三）在本法案開始生效之日起，各前信託局 

之一切動產與不動産卽交付本信託局，不付轉移 

税、印花税或任何其他費用或付钦，但必須受在 

此類財產’中或與其有關之任何現有付欺、義務或 

信託或在此外依法影響此類助産之其他事項之限 

制。

" (四）契擴登記員在接獲分節（三）內所指任 

何不動査之契據後卽應予以證明該項不動産業已 

交付信託局，並在其登記簿中作必要之登記，而 

此後該項契據爲一切目標將當作該項財逢爲本信 

託局所有之契據，並供其使用。



士地或區域、或此類士地中之任何部分，但以根 

據在本領土內現行之任何法律保留或劃撥至少有 

同等畜牧或農業價値之土地專供士著使用或佔有 

之用爲條件。

(二) 根 據 分 段 （一）之规定而廢除經保留或 

割撥之任何土地成區域應作爲不得轉讓之國家財 

査，並得當作此類財產處理，而第四節分節 (一） 

之各項規定應適用於根據分節 (一）之各項规定而 

保留或割撥之任何土地。

財務規定

六 . 每年應由領土歲入基金內劃撥欲項， m  
入統一歲入基金以供一九二五年西南非組織法第 

七節分節 (一）甲所指任何事項有關栽用之雷，該 

钦數額應照下列公式計算之：

40

y 係代表該欺數額，a 代表在支付此钦年度之前 

一會計年度內領土歲入基金所付之實際總支出， 

減去------
0» ) 根據任何法律從領土歲入基金中撥付第 

四節分節（三）0 ) 段所指任何基金之任何數額； 

(》）關於該頒土之發展所需用之任何貸欺或 

生逢費用，及 b 五萬錄之數額:但规定在本法案 

開始生效之日起十年以後得從此項五萬錄之數額 

中增加或減少行政長官及部長與財政部長鍵商後 

以協議決定之數額。

一九二0 年第二十三號法案 

第一節之修正案

七 , 在修正一九二0 年土著事務法第一節， 

卽在"委員會之會議" 字樣後 增 列 "西南非領土行 

政長官" 字樣。74

簡稱及開始生效日期

八.本法案稱爲一九五四年西南非土著事務 

管理法，於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附 則

根據第K 節之規定而保留及劃撥之土地

在本値土內Okavango河邊 Runtu東之土地 

一方，面積爲三二、0 0 0 公頃，其周界如下：

從爲葡屬Angola及西南非交界之Okavango 
河上 fe於 U tokota敎會分站東九公里之一點起 

循 葡 屬 A n g o k 及西南非邊界東行至上述交界 

Okavango 河之距該河與  Omatako Omuramba 河 

合流處八公里之一點J h ;然模從該 iÀ起向正南行 

十六公里；再從該處向正西行十六公里至一點Jfc, 
該點爲上述交界Okavango河上位於Utokota敎 

會分站東九公里之一點之南十六公里；W從該點 

起向正北行十六公里至開始之一點Jfc。

74 —九五五年年彻修正之一九二  0 年土著事務 

法 (一九二  0 年第二十S 號法案）第一節规定南非 
聯邦內設置土著事務委員會。目前的修正案規定 

使西南非碩土行政長官參加該委員會。

附件卷

專門機關及聯合國預算以外機關之覆函

(a )  — 九五五年三月十六日國際勞工局幹事長致

秘書長函
♦參• •♦參

委員會對這個問題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議須由 

國際勞工局理事院及時考盧，此刻對這個問題可 

奉吿者如下。

就國際勞工局言西南非洲是一非毋國領土因 

此屬於理事院先後通過的非母國倾土境內社會政 

策事宜一般工作方案範圍。

奥上述這個工作方案內的項目有■ 的問題， 

自一九四七年來，係由一非母國領土境內 i t 會政 

策事宜專家委員會對之提供專家協助。專家委員

會的建議由理事院審議乏。理事院通常採取的行 

動 是 ：0 ) 將此等建譲送交關係會員國政府，請各 

該政府轉送其所屬非母國領土的政府，以備採取 

適當的行動；（A)將此問題列入未来一屆國際勞工 

會議的譲糖；0 ) 將此問題發交勞工局繼續研究。

現有關於如强追勞役、招募> 傷用契約及懲霸 

制裁一一後三者與土著勞工特別有關一一等事的 

公約奥建譲，都是由上述委員會的前身作勒步審 

議，而後以此項方式通過的。

非母國領土境內 f t會政策事宜專家委員會自 

— 九四七年來審議了兩件事項，正交請國際勞工 

會議作最後決定中，以備通過"建議"。此兩事是



懲罰制裁與移徙勞工，前者的建議是爲捕一九三 

九年關於此同一問題的公約之不足。至於業經該 

委員會審議完畢，其建議業已送致關係政府的事 

項中，則包括有工人化屋，技術與職業訓練，及 

勞工生產力三事。該委員會的下次會議定於一九 

五五年未舉行，預料將討論工業關係，社會安全 

勒步措施，關於工資制度及政策的若干問題。該 

委員會的努力和國療勞工局的努力一樣，過去和 

現在都是旨在對社會部門的若干最困難和最不易 

處理的問題之解決，提出實際的貢獻。惟須指出 

者 ，國際勞工局關於這方面的工作係以所有非母 

國領士爲集體對象。爲了覓致廣泛適用的解決方 

案起見有時固須注意及個別非母國領土的特殊問 

題，但是這些特殊問題不能作爲審議的中心。當 

然，任何紙關一非母國倾土的社會或勞工政策問 

題，如果交請勞工局•審議，事屬本局職權範圍者， 

本局亦願在財力許可範圍內、在技術協助擴大方 

案或其他方案之下，照通常方式，提供意見與協 

助。最近數年來，本局所接要求此稿協助的睛求， 

數量已日見增加。

關於大面第二段所载的具體耍求，本人希望 

上文所述稿糧可使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明赚國際 

勞工局所能並確在協助促進所有非母國領土一一 

包括西南非洲一一居民發展的程度及方式。此外 

本人尙欲捕充一點：聯合闘秘書處在一九四五年 

提交貴委員會的關於國際勞工局所感興趣事項的 

資料，就本局所處理一切重要事項而論，可說極 

爲完備，毫未失却時效。

幹 事 長  

(後名）D avid  A. M orse

(h)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三日糧食農業艇織幹事

長致主管託營及非自治領土情報事務次長画

( 0  ( i )  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聯合國敎育科學文 

化組織助理幹事長致主營託管及非自治 

領土情報事務次長函

本人已與敝組織主持專門業務各司的幹事討 

論此事，査得敝組織對於西南非洲並無足够和新 

顏的資料，値得向貴委員會有所陳述。

敝組織目前缺乏充分資料非卽證明我們對西 

南非洲缺乏典趣。如有機會，糧遵組織亟願協助 

促進西南非洲居民社會、經濟及敎育的發展。

幹 事 長  

(簽名）P. V. C ardon

幹事長須向定於本月中旬召開的文敎組織執

行委員會提出此事。幹事長將向會議提議，由本組

織向閣下遞送一紙服務細目單，詳截本組織如經

請求，可在非洲發展落後區內提供的服務。

一俟執行幹事會作有決定，自當立卽奉告不

誤。同時本人將立刻着手辦理此事。

關於費委員會五月間擧行會譲討論敝組織提

出的文件時能杏由敝組織派一代表出席一節，本

人樂願訓令敝組織駐絲約聯絡處主任Mrs. S. V.
A rnaldo於接得邀睛時出席備詢。

助理幹事長 
(簽名） René M aheu

(0  (ii)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日聯合國敎育科學文

化組織幹事長致秘書長面

聯合國文敎組織執行委員會最近結束的第四 

十一次會譲，管對閣下所提請求文敎粗織與聯合 

國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合作一節，達成決譲，料 

爲貴秘書長所樂聞。

這個決議全文如下：

"八，一、三、聯合國秘書長所提請求聯合國文 

敎組織與聯合國西南非潮問題委 

員會合作事 

"執行委員會，

" 審議聯合國主管託管及非自治倾土情報事 

務次長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來函代表聯合國西南 

非洲問題委員會所提請求聯合國文敎組織與該委 

員會合作一事，

" 授權幹事長向聯合國秘書長遞送一紙服務 

細目單，備該委員會使用，內截聯合國文敎組織， 

經負責當局之請求，爲協助促進如西南非洲一類 

領土居民之紙會、經濟及敎育之發展所能提供之 

服務。"
幹 事 長  

(簽名）Luther H. Evans

(d)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四日國際民航組織秘書長 

致主管託管及非自治領土情報事務次長面 

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大函敬悉（Ref.TRI 132/ 
1/06)。閣下在該函內促請注意大會決議案八五一 

(九）第七段。



闕於協助養員會以實施大會該決議案第七 

段的規定 ,本人此劉不克提供任何資料，至以爲歉。

秘 書 長  
(簽名）C . L ju n g berg

0 )  — 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九B 國際復典建設銀行 

致主管託管及非自治領土情報事務次長面

西南菲洲居民社會、經濟及敎育發展之重耍 

和意義，敝行充汾明瞭，自欲盡力之所及，予該 

委員會以任何協助及資料。但敝行缺乏關於西南 

弗洲的直接資料，故無法捕充該委員會已有資料 

之不足。敝行從未獲有機會研究西南非洲的經濟 

情形，故對於如何加以改善，亦無法表示意見。

由於我們對西南非洲缺乏資料，敝行目前實 

無從予該委員會以任何協助。但倘該委員會對敝 

銀行的政策與工作，需要更詳細的一般資料，我 

們自樂於派員前往紐約，與該委員會會談。

歐、非、澳亞愿業務主任 
(簽名）A. S. G. H o a r

( / )  一九五五年三月四日國際貨幣基金會代理線 

幹事致主管託管及非自治領土情報事務次長 

旧

(g)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八日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 

致主營託管及非自治領土情報事務次長旧

… …鼓特奉吿，敝基金會從未接到專關西南 

非洲的統計？(I物，每月出版的南非統計列物，m 
鍵西南非洲的對外賀易，關有專欄，其餘如關於 

收支差額資料，均無專門登载，而南非聯邦的收 

支差額表包括西南非洲的牧支差額在內。西南非 

洲的生命絲計及若干生査統計見於"西南非洲官 

方年鑑" 。南非聯邦與西南非洲間貨物流通，毋需 

輸入稷：，南非的重耍■ 親:及資易條例亦纖西南非 

溯適用。至於貨幣，敝基金會貨幣平價表中並未 

另列西南非洲的貨幣。南非聯邦三家銀行在西南 

非洲境內設有分行，另外尙有一所西南非洲土地 

農業銀行。

故以敝基金會所掌管事項卽收支平衡、貨幣 

及銀行與購兌限制諸事而言，敝基金會似不能向 

聯合國提供關於西南非洲的重要新資料。

承吿西南非洲間題委員會擬邀請敝基金會於 

五月間參加該委員會對此問題的討論，盛意至感。 

但有塵於上述種種，敝基金會屆時恐未 t i 作重大 

的貢鎭。

代理線幹事 

(簽名）H. Merle C och ra n

世界衡生組織協助促進一領土居民或一特殊 

人羣發展的方式，規定於本組織組織法第二條的 

( 0  0 0 ( 0 三 項 內：

"爲達成本艇織之宗旨，本艇織之任務爲：

" ( 0 應各國政府請求，協助加强其衛生機構；

" ( 力應各國政府請求，並經其同意，提供適 

當之技術協助，遇緊急情形時，提供必 

耍之援助；

" ( 0 應聯合國請求，對一特殊人羣如託管領 

土之人民，供給或協助供給衛生服務及 

便利 "；

至於衛生組織執行此等任務的程度，則第一 

須觸■ 係政府提出的請求，其次須蔵世界衛生大 

會對本組織的長期工作方案、一年工作方案及頂 

算作何決定。

關於組織法第二條（0 項所稱一特殊人羣，糖 

生組織履行義務的例子，如應聯合國大會的請求》 

與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事宜救濟工腹處，聯 

合國難民高級專員及聯合國朝鮮復舆事務處等機 

構合作，對彼等主管下的特殊人士，供應衛生服 

務。

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也許願注意世界衞生組 

織與聯合國所訂協定的第八條和第九條，該兩條 

係關於給與託管理事會的協助及在有關非自治領 

土人民福利和發展事項上與聯合國合作。

本組織根據這個協定，歸管理當局向託管瑪 

事，及非自治領土情報審査委員會提出的報吿書 

中有關衞生的部说，提供專門意見，並將本組織 

在此等領土內所 i t 工作，吿訳此等機關。至於標 

準格式及非自治領土問題單內關於衞生問題部汾 

的起草工作，本組織亦管參加意見。

鼓悉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擬邀請本組織派一 

代表 , 於五月間參加該委員會會議對此事的討論。 

由於這個會議可能與世界衞生大會的會譲在時間 

上相衝突，故此一代表的任命問題，須俟知悉該 

會議確切日期後，再予考盧。

幹 事 長  

(簽名）M . G . C a n d a u ,M .  D .



(b)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日萬國郵政聯盟國際孰行

局幹事致主管託管及非自治領土情報事務次

長面

大画敬悉。在特通知閣下，關於大會決議案 

八五一（九），本人並無意見或批評。本人亦不擬 

遣派代表出席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的下次會議。 

該會議所將討論的問題因其地方性質不屬敝郵政 

聯盟的職權範圍。

倘閣下於此問題尙有其他詢問，尙斬隨時提 

出，本人當É 予奉答。

# 事 

(策名） Fritîü Hess

(*■)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國際電凯同盟秘書

長致主管託管及非自治領土情報事務次長函

關於二月八日大函，本人應譲:明一九五二年 

倍語斯愛勒國摩電飢公約係由南非聯邦代表南非 

聯邦及西南非洲値土簽字並批准。

故就國摩電飢同盟的會籍而言，南非聯邦與 

西南非洲領土係一單位。實際上，所有關於面南 

弗洲領土的来文，如有關電飢設備的通知等，均 

係接自比勒託利亞的南非聯邦政府。

椒開國際電飢同盟此一會員在組織法上的地 

位不談，而專論敝同盟以一專門機關資格如何能 

協助促進一領土的社會、經濟或敎育發展，則敝 

同盟除在日常執行職務方面外，殊難有盡其他賞 

獻的途徑。當然，國際電飢同盟的工作、促進電 

飢事務的發展， 不失爲此種貢戲之一，但誠如 

閣下所知悉，電飢業務皆保由政府管理局及我營 

機構經營，而敝同盟非如其他專門機關，並未訂 

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方案。在技術協助方案之下， 

任何國家如依规定途徑，提出關於電凯方面的技 

術協助要求，本同盟對於此種耍求，自將詳細考 

盧；但誠如閣下所知，上述此種要求，按照技術 

協助擴大方案規糖，必須由申猜協助的國家提 

出0

盡於以上種種，敝同盟對西南非洲問題委員 

會定於五月召開的會議是否能有何貢獻，本人殊 

表懷疑，31且本同盟的行政會議亦定於是時在日 

內S 開會，故遣派代表一節事實上亦有困難。

秘 書 長  

(簽名）Marco Aurclio Andrada

(D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三0 世界氣象粗織代理 

秘書長致主管託管及非自洽領土情報事務次 

長函

 此問題業經本組織秘書處詳細審議，本

人對世界氣象組織如何能協助西南非洲問題委員 

會實施大會該決議案一點，目前殊感模糊，至以 

爲歉。

倘該委貫會有任何意見提出， 叙書處自商 

願在工作範圍內盡其貢廣。

代理秘書長 

(簽名）Dr. G . SwOBODA

( i )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日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執

行幹事致主管託管及非自治領土情報事務次

長画

• « 參《««

兒童基金會的援助方式主要是供應該國境內 

所無的物品與器材。除聚急情形外，此稿援助旨 

在爲長期性福利計割樹立規模，將來由受助國家 

自行接管辦理。.援助重點在於造福兒童的直接行 

動，盆以具有大規摸影響者爲限。

自一九五0 年以來基金會的援助主要採取如 

下 方 式 ：

0 ) 協助產婦及兒童福利機構與訓練，以器 

材與物品供應鄉村保健中心與診療所， 

及訓綠學校與訓練中心。

( ^ ) 供應殺蟲》h 盤尼西林，疫苗、交通工具 

及噴射器以撲減主要影響兒童的傳染病 

(耀疾、肺病、赛狀腫症、梅毒、痛疲、沙 

服、白喉、百日咳等）；

( 0 供應除脂乳粉、魚肝油丸，以充兒童長 

期營養捕品。

('d )遇地震、洪水、旱災及鎭荒時，採取聚急 

娠濟行動，供應糧食，醫藥；有時尙供應 

衣服及毛穆。

欲獲得兒童基金會的援助，必須政府提出正 

式請求。申請政府必須會同基金會駐當地代表， 

及其他有■ 聯合國專門機關或聯合國機關，就請 

求協助的方案，草擬初步計割網耍。計割内必須 

截明申請政府所擔負的義務，其中包括該方案的 

行政組織及行政經費，以及地方物品與人員的供 

應。有時，基金會及聯合國專門機關須作一調査。 

該方案獲基金會執行委員會最後批准前，尙須在



技術上獲得關係聯合國專門機關（如世界衛生組 

織、糧農組織）的批淮。

兒童基金會的援助的分配、計割的批准，由基 

金會執行委員會根據執行幹事及執行委員會所屬 

計劃委員會的建議行之。

依照以上所述的原則，基金會準備接受關於 

給與西南非洲援助的申請。

隨画附上急救基金會刻在非洲施予援助的國 

家及工作一覽表，以供該委員會參考。

執行幹事 

Maurice Pate (簽名）

附 件 ：

兒童基金會劉在非洲m 助推行的工作一覽表 

巴蘇陀蘭 

防疫

( 白喉/ 百曰咳）

培楚阿那蘭

撲減霉狀腫症 

英屬索馬利蘭 

撲減癔疾 

嘻麥龍

撲減耀疾 

法屬赤道非洲 

撲減痛疲 

法屬西弗 

撲減瘦疾 

干比亞

蜜婦及兒童福利 

摸減《疲 

長期營養捕品供應 

黃金海岸

産婦及兒童福利 

摸減蕃狀腫症

肯亞

査婦及兒童福利 

摸減癒疾 

賴比瑞æ
揉減瘦疾 

撲減蕃狀腫症 

毛里西亞 

防疫 

( 百曰猿）

摩洛哥

撲滅海毒

撲減沙眼

奈基利阿

產婦及兒童福利 

撲減躇疾 

防瘦注射 

撲減赛狀腫症 

撲減麻疲 

牛乳保藏

長期營養辅品供應 

此洛謙西亞

査婦及兒童福利 

尼亞薩蘭

査婦及兒童福利 

塞拉勒窝內

董婦及兒童福利 

索馬利蘭 (義大利託管）

摸減 «疾 

南格歸西亞 

撲減癔疾 

坦干伊嗔

査婦及兒童福利 

撲減瘾疾 

多哥蘭

撲減瘾疾 

突尼西亞

撲滅沙眼 

烏干達

廣婦及兒童福利 

撲減耀疾 

區域性工作  ‘

東非及西非肺病調査隊

( /)  一九五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技術協助局致主管 

託管及非自治領土情報事務次長函

……本人了解閣下已以類似的函件分送參與 

技術協助局各組織的幹事長。故本人的意見紙以 

屬於技術協助局主營的技術協助擴大方案爲限。

二 . 根據大會決議案二o o ( 三）所规定的一 

般原則，"參與組織爲發展落後國家之經濟發展提 

供技術協助必須取得關係政府之同意，並須根據 

接自關係政府之請求。"但據各參與組織吿知技術 

協助局執行主席的消息，西南非洲的關係政府迄 

未根據擴大方案巷西南非洲提出申請技術協助的 

請求。如有此種請求提出，並俟此種請求接到後，



按術協助局當對協助西南非洲問題，一如其對協 

助其他國家及非自治領土問題，予以同等的考盧。

三.承吿該委員會可能邀請按術協助局遣派 

代表參加該委員會的討論一節已悉。執行主席因 

按術協助局工作關係今後數月須留駐日内不

克親自出席該委員會深以爲歉。但倫確有需要， 

彼樂願派一代表，代表技術搞助局出席會議。

技術協助局 

主 任

(簽名 )N . G. Abhyankar

附件肆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國際人權同盟觀察員Michael Scott 
牧師致西南非洲問题委員會主席函

件有關西南非洲居民的請願書*
本人在爲余所代表的西南非洲人民向閣下遞 

致這件呼蕭書，衷心希望以閣下的春智，定能設法 

解救那些困苦不堆的人們。閣下幫助他們，也就 

可以幫助打破聯合國與南非聯邦間現有的僵局。 

故此呼顯書的對象，不僅爲擁有甚多事門機關可 

建立豐功偉業的聯合國，且亦爲其力足以括救西 

南非人民的行政官員，以及其他予以機會卽願襄 

助的人士。

聯合國從事關於西南非洲問題的礎商Ï 及謀 

解決各項法律問題與程序間題，於今已進入第九 

年P 凡管參與此問題之人，當必已了解此問題的 

實質，崇尙法律與正義，並尊重聯合國等機構的 

制裁力量所由産生釣道義原則。余所代表請願的 

非洲人民，亦皆能明瞭這個槪念，其對法律的尊 

重，不因彼等的歷史與目前情況而稍遍。余料想 

負管理此領土重貴的當局亦必明瞭此一槪念。

因此余敬向閣下呼肅，新閣下設法研討如何 

能請聯合國所思專門機關援助南非聯邦內此等迫 

切需待救助的異族人民。按程序言，此稿協助應 

由該領土政府向各機關申請。但聯合國大會擁有 

數作建議之權；不審大會能否經由其所設置以處 

理西南非洲問題的委員會，通盤壽劃，擬訂辦法 

由各專門機關共 同 *助撲減全體西南非洲人民所 

面臨的大患：貧窮、愚昧及疾病？此種問題在西 

南非洲間題委員會報吿書（A/2666) 及秘書處編 

製的文件中均曾提到，愈謂迫切需待解決。

例如，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會引南非聯邦政 

府一九四六年的聲明，專謂甚多兒童及年齡較大 

的人，特別是在領土南部，因嚴重旱災，致皆營 

養不良。該委員會並認爲，爲使土著人民得有充

* Michael S co tt牧師附註：本請願書是根據 

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的第九條規則提出的。

汾糧食，如何改進與擴充士著農耕，實爲當務之 

急。委員會希望土著區域能大力開發水源，曾引 

政府長期農業政策委員會的聲明，專謂若干區域 

除非能從遠處增加水的供應，否則其目前生査量 

已抵飽和點，甚至可謂已超出飽和點。

西南非洲境巧糧食廣乏與缺水問題互相關 

聯。" 由於領土境內雨量一般短少，豊業無法大規 

模展開" 。（A/AC .73 /L .3)。
卽在 Grootfontein 及 Otjiwarongo 區域，雨 

量可容稿植告干農作物，但飄忽不定，致收稽隨 

而時起時浴。

巴基斯坦有類似的缺水問題。該國獲得聯合 

國技術協助方案的協助，在糧食農業組織一位土 

地水利落家的協助下，擬訂了多方面的發展計割， 

其中包括灌翻約一千萬募就的農田，水力發電及 

改進水道以利運輸。

根據該計劃美國國外業務磁暑與巴基斯坦政 

府簽訂了一項協定，供給二百萬美元充此工程用 

途。另外巴基斯坦根據哥命布計劃已請加拿大政 

府供應火力發電廠一所。

此稿摇助亦可施諸西南非洲。據估計洽理 

O kavango河及泥沼徘水工程可將三百萬英献的 

土地變爲可餅地。

醫藥服務

委員會管指出警管區以外亦卽多數土著居民 

所居的地方均無公立醫院，僅有的醫療所爲敎會 

所設立；在一處患病率相當高的地方，醫藥機構 

"不足應付人民的需要"。

婆員會指陳政府對土著人民有供應醫藥服務 

的責任，其规模與水準至少應與白種人民所有者 

相仿。

一九五三年中， lifc界衞生組織會協助麵甸、 

哥命比亞及巴拿馬諸國調査並改進其全國衡生機



構。世界衞生組織所屬醫生奥護士組成的國際小 

組 , 蓮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供給的器材奥藥品，會 

在許多國家內，協同各該國的醫護人員從事產婦 

及兒童衞生的示範工作。

西南非洲亦迫切需耍此稿協助。

瘾疾

委員會査得領土兩個區域內流行性鎮疾盛 

行。此事管經一九五0 年的一次政府調査屬實。

在法管略麥龍，一九五三年初骨舉行一次瘾 

疾調査。該地在世界衞生組織的協助下至年底已 

草成一個噴射工作許劃，所及人口達四萬八千人。 

一九五四年彻該計割卽吿實施。

增進牲畜健康與生活

在西南非洲等以性畜爲主的地方，因路程遼 

遠 ，交通不便，兼加不時盛行的牲畜疾病，均使 

行動與錯售異常困難。故兒童基金會協力推行的 

牛乳加工及製粉工作，在此等國家P3, 實有其特 

殊的重耍性。此項工作的效果可梢强此等國家農 

業經濟的活力，一面穩定並擴大牛乳的市揚，一 

面在改進牛筑生査及製爐過糖方而，對牛乳場農 

人施予敎育。

慨土北部區域査得有鶴口療出現，委員會謝 

之深表關切。這種疫病倘有一位具有經驗的國際 

專家的協助可望解救。阿比西足亞管在糧食農業 

組織專家的協助下，展開一項長期運動，制Jh獸 

疫的流行與蔓延。

敎育

委員會强調土著敎育"必須爲領土内一切發 

展之根本"，並認爲當局必須立刻加强重觸一切有 

關土著敎育的問題，包括建立中等敎育、技術敎 

育及高等敎育。

若干政府正從聯合國文敎組織獲得技術協 

助，改組並擴充各該國的彻等及中等敎育系統。 

例如，一個由暮家六人組成的專家團，管協助利 

比亞政府建立一個敎育訓練及製造中心，內包括 

兩所師範學院，兩所附設幼稚圓的模範小學及一 

個製造敎育材料的編製中心 6 另一寡家圓，在哥 

斯大黎加從事於關於鄉村敎育及發展 la級敎學的 

雙重實驗計劃，協助該國政府在鄉村敎育、初等 

敎育、師資訓練及學校行政方面，確立適合該國 

特殊需要的新方法及新方案。

委員會指出® 南非洲對按術M的需要極爲股

糧食農業軸織、國際勞工航織及世界衛生艇 

織曾在甚多發展落後國家內建立各稀技術訓練方 

素。此稿訓練機構甚多附有獎學金，於訓練完舉 

後，資送各該國政府推薦的人員，往國外學府深 

造0

委員會査得土著學生中具備接受小學以上程 

度敎育的資格者爲數翁塞，故建譲當局應研究是 

否可設立中等、高等及職業敎育的獎學金，及是 

否可資送學生往國外就學。

聯合國技術協助擴大方案設有獎學金及研究 

金名額約四千五百名。一九五三年，此中一名卽 

技術協助營理處所設一名獎學金，係由一南非聯 

邦國民値受。

兒童基金會的貢獻

南非聯邦在一九五二年停Jfc向聯合國國際兒 

童基金捐欺。雖然如此，但面南非洲仍可對世界 

此項崇高事業盡重要的贯獻。西南非洲可力圖發 

展其素受忽暮的漁業，並鼓勵魚粉的生產。魚粉 

對於世界蛋白質缺乏區域的兒童正日益成爲重耍 

的食糧。西南非洲並可因此從國際兒童基金會獲 

得爲製造魚粉所必需的其他成份。

英營及法管下的其他非洲領土本年從兒童基 

金會獲得的援助共計二百四十萬美元。甚多援助 

方案如鄉村學校的保健及營養方案，需費不多。 

此種方案其中包括開闕菜蔬圃地，營養及個人衛 

生敎育、環境衛生訓練，均可鼓勵當地鄉材社會參 

加。

其他資源

西南非洲發展所需協助遺可自聯合國以外其 

他來源取得之。目前法屬非洲領土的發展多半卽 

係依賴此稍協助。例如，與比利時及英聯王國所ST 
雙邊協定，供給了橫跨奈基利阿及干比亞的運輸 

便利，並確保了比屬剛果自布拉紫微爾（Brazza* 
ville)獲得電力供應。" 徹哈拉以南弗洲委員會"正 

從事於嘉恶全部非洲領土的科學研究。美國亦正 

在對此等領土給與技術及財政協助。

世界人士不可目南非人民及政府對一切人都 

懷仇福，故斷定其必會斷然柜絕任何絵與患病及 

營養不良兒童的協助。南非人民及政府不會拒絕 

足以發展農工業的技術協助及其他協助，因爲該 

稿協助不特可轉而提高盤個社會的購置力及經濟 

水準，且可進而提高非洲人民自助互助的能力。



任何政府決不能以拒絕所有此稀對非洲人民 

的協助引爲騎傲或表示自尊；大家尤請注意，南 

非聯邦政府在武器及軍火方面所受的搞助爲數達 

數百萬英镑之IE, 該政府且倚在北大西洋條約組 

織索取更多的協助中。

西南非洲不是貧療之地，其地盛産金剛石及 

其他磷物，包括銅在內。實際上它是美國駐南洛 

i t 西亞總領事最近在美國國務院的一本出版物中 

所稱爲"對美國及對自由世界其他國家具有極大 

董要性" 的一個大區域的一部分。"它是地球上蕴 

藏若干戰暴物質最豊富的土地，而且迄今爲Jh幾 

乎可說都未開採 "C (外勤報導，第一卷第五期;一 

九五三年三月至四月）。

西南非洲行政長官最近提到西南非洲的財富 

時說，西南非洲的國民總所得今年較一九五二年 

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他自己不覺諷刺地報導譲：， 

西南非洲的國民總所得爲六千五百萬英镑，歐籍 

人口爲五萬人，故西南非洲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爲 

一千三百鏡，而南非聯邦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爲玉 

二 0 镑。（南非調査，一九五四年六月五日）。這 

位行政長官的計算將非歐裔人口暴去不算，可具 

見此地財富情形及分债狀31的一班。

聯合國如能提供有系統的協助，當可幫助減 

輕此種崎形經濟的不良後果，而且在積極與大規 

模解決此間題的過程中，或可克服政府批評迄今 

爲止所未能克服的若干阻力。無疑的，此種協助 

對於那些以從非洲這個黑暗的陽光角落棉取互額 

財富爲業的雄厚勢力集團，多少或亦能起勸善的 

作用。

〜位最近甫自西南非洲漫遊歸來的南非作家 

管撰文紀述他漫遊西南非洲的經過。在文中他說； 

'*余今日晤到一位從橘河口飛来擬花一 

日時間購辦各稿用品的工程師……該地每年 

開掘出的金剛石線値達三千萬美元。

■*西南非洲"4•日的繁榮非紙靠金剛石一 

物。余遇見一位養Karakul的農人，彼向余 

叙述如何割破剛出生羊的咽喉。‘羊的價値全 

在於其皮 ’，他向余解釋說。‘一頭羊必須在 

其出生後的二十四小時內殺死。羊皮每張可 

售兩镑。此係一年六百萬镑的企業。’
'■三百萬頭新生的羊遭割破咽喉，余吿 

彼一念及此，令人攀氣"。
(Campbell, Alexander，非洲內地，K hoff, 一

九五四年）

(按非洲牧羊人每月最低工資僅篇三十先令， 

折合美金四元）

西南非洲的非裔人民煞愛他們的土地與牲

畜。他們渴望獲得較現在更多的求智識與學習新 

技能、新技術的機會。聯合國爲幫助此等人民，以 

及此領土的其旭人民，無論在敎育、衞生及經濟 

發展方面，都有很多的途徑。

委員會似不妨對如何使專門機關的協助能適 

合西南非洲當地需要，俾能提高與充實此地人民 

的生活一問題，加以研究。此斷西南非洲人民與 

政府均有轉益。

倘有數會員國，甚至是較不富鏡的會員國，肯 

作捐钦的表示，並指定真門機關將所捐欺項撥充 

協助西南非洲用途，此舉可能激發南非的良知，並 

可能鼓勵許多人 f i 新爲建 i 南非與聯合國閩未來 

較合作的關係而督鬥。如此，過去九年來造成聯 

合國與南非聯邦間聚張氣氛的法律糾紛，或許亦 

能因此而獲得解決。

Michael S c o t t  (簽名〉

後啓一 一 本文所擧技術協助方案例子湖自技 

術協助局提交技術協助委員會的第六次報吿書 

(文件 E/2566)。
本文所引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的言論循自西 

南非洲問題委員會提交大會第九眉會的報吿書 

(文件 A/2666)。
上函附件 

兒童基金會可援助南非兒童

倘南非聯邦能爲促進其兒童的健康和福利擬 

訂良好計割，由聯邦政府提出援助申請，並接受 

援助條# , 則該項許劃當能獲得兒童基金會的物 

質援助，殆無疑義。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執行委 

員會所譲決准予給與援助的全球一0 —國政府及 

屬地均接受此等條件。兒童基金會所供應者爲內 

運'物品及器材，發交一國政府所實施的兒童健康 

與福利方案應用。各國政府與兒童塞金會議定何 

種方案可獲基金會的援助，然後各自承擔在該方 

案下所須擔食的義務。受助國政府須接受國際監 

察，並同意基金會所捐助物品的分發不因政治、種 

族或宗敎考盧而分峻域。方案行政歸該國政府或 

其指定的任何機關辦理。一切當地費用槪由受助 

國政府擔負。

兒童基金會所與各國的援助，旨在獎勵具有 

持久效果的長遠指施，而不重視短期性的緩和措 

施。基金會旨在協助各種研究如何消'滅兒童疾病 

與死亡的最重要原因的方案，其性質必須是廣泛 

和大規模者，不是影響祖及於局部，而費用昂貴



者。故何糖方案始能獲得基金會的協助，随國家 

而異，須視各該國境內的衞生情92與醫藥機構情 

形而定。基金會第一次給與非洲的援助是在一九 

五二年，現在基金會撥充援助非洲大陸用途的钦 

項已逾三百萬美元。這筆欽項中四分之三以上的 

數額，用於大规模撲減厳重影響兒童的地方疫病， 

錄數或用以供給捕充營養食物，或用以供應重要 

的蜜婦及兒童保健設施。

南非聯邦的衛生和醫藥事業被多數非洲國家 

均爲發達，故兒童基金會若予南非聯邦以援助，其 

f i 點自不需置於撲減流行疾病 ， 而將置於擴充基 

本衞生機à , 以照料現在尙未獲得照料的母親與 

兒童。.這個對象主要將是五百萬非歐裔，或非裔 

毋親與兒童。

南非聯邦需要推行一個近代化的衞生計割， 

挺現代醫學造福整個南非社會，此點已爲聯邦政 

府本身所確認。聯邦政府已設置一個全國衞生事 

業委員會，該委員會管於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 

年就組織與廣充聯邦境內衞生機構的全部問題加 

以研究 , 並提譲一個全國計割（卽 所 謂 Gluckman 
報吿書)。在報吿書中該委員會認定了一條正確的 

途徑，此卽促進衞生重於洽療疾病，因爲衞生工 

作較之治療工作收效更好、更迅速、而且更價廉。 

該委員會提出多項建議，其中一項爲設置四百個 

衞生中心，合併辦理公共衞生工作，母親與兒童 

衞生及醫藥治療服释。迄今此稿衞生中心已設立 

者紙三十個左右。

兒童基金會可協助繼續推行這個計劃，以建 

立更多的衞生中心，替受忽暮的非裔人口服務。 

別處與此類似的工作亦受兒童基金會的協助。甚 

多國家內此稀衞生中心所推行保護產歸及兒童健 

康的工作均由兒童基金會供應器材、藥物及補充 

營養食品。

實施此種工作並需更多的譲士和助產士。兒 

童基金會對訓練護士和助產士的學校亦供給協 

助，其他國家內數以百計的此種學枝均在敎學上 

受兒童基金會的協助 ， 以推行此種工作。

兒童基金會可協助的另一種工作爲供給兒童 

補充食物，其通常方式爲以捕充食物供給學梭兒 

童，但此種工作亦可經由任何其他照料兒童的機 

關推行。兒童基金會此稿援助最簡單的方式爲供 

應除脂乳粉，間亦供應免肝油 (維他命）丸。各種 

跡象均顯示聯邦內非歐裔人口有極嚴a 的營養不 

足病象 ， 而一般常識均指出以除脂乳粉兼加維他 

命治療營養不良最爲有效。兒童基金會向南非聯

邦供應足供兒童一人日飮牛乳一杯達大半年之久 

的牛乳，所需成本祖合美金一元。

關於供給兒童捕充食物的I t作，基金會的宗 

旨亦在獎勵長期性的效果。南非聯邦本身舉辦有 

學校兒童捕充食物計割，但以歐裔兒童爲主要對 

象，所用食物大量採用當地出産食品。南非聯邦 

的全國營養委員會管就營養與健康的關係，作詳 

細與適當的研究，並已考盧採取步驟，主要是考 

盧採用牛乳，以期改進營養情形。早在一九四七 

年該委員會卽指出，南非聯邦每年出產牛乳三億 

加命，倘欲全國人口均飮適當數量的牛乳，則此 

產量紙約爲全國需耍量的三分之一。兒童基金會 

對任何以槽進供兒童飮用的牛乳爲宗旨的計割， 

均可供給協助，如供應燥製牛乳的設備、製造乳 

粉的器材等。甚多國家與此類似的計割均受兒童 

基金會的協助。

益將兒童基金會刻在非洲別處進行中的工作 

簡述於下。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二日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非洲所做的工作

截至今曰Jfc 
基金會已 

援助數額 
$

撲減傳染病工作

巴蘇托蘭：兒童基金會供應疫苗、

恶材及交通工具，展開撲減白喉

及百日咳運動 ..............................  23,000
毛里西亞：兒童基金會供應替兒童

注射百日咳用的疫苗 ....................  12,100
挨減》疲工作

奈基利阿：奈基利阿的麻疲病爲全 

球最嚴重者之一，兒童基金會供 

應診斷儀器及藥物，展開診斷及

治療麻疲運動 ............................   111,000
供給長期性營養食物

比屬剛果及盧安達烏隆提：兒童基 

金會供應乳粉，以防Jfc與治療少 

年兒童、 孕婦及顿乳母親患的 

kwashiorkor 病   .....................260,800
摸減瘾疾工作

法屬西非、略麥龍、多哥蘭：兒童基 

金會供給殺蟲劑、噴射器及交通 

工具，利用"膠着"噴射殺蟲劑法，

協助推行大规棋摸減癒疾蓮動 "，1 ,240,600



肯 亜 :兒童某金會供應殺蟲劑及噴 

射器，協 助 Nandi區及附近區域 

的撲減耀疾三年計割，採用 "膠 

着"噴射法以撲減季節性的流行

躇疾................................................51,700
肯亞，坦干伊瞎及鳥干達:兒童基 

金會對一個爲期三年的試驗計割 

供給殺蟲，劑交通工具及當地應

用器材 .................................................... 57,800
賴比端亞：兒童某金會供給殺蟲劑、

噴射器、交通工具及實驗室設備，

協助推行一個撲滅幕狀腫症及躇

疾的雙重計割 ...............................  75,000
奈基利阿：兒童基金會供給殺蟲劑 

及交通工具，協助推行 ‘ ‘膠着"噴 

射工作，受惠人數莲十萬人…… 90,000
南洛謙西亞：兒童基金會供給車輔，

協助政府擴大進行撲減瘾疾工作  24,200
牛乳保藏計割及長期營養食物

奈基利阿：兒童基金會將供應一製 

乳粉廠的設備，可年産乳粉一四 

o m , 估計受惠兒童數七千至一 

萬人。在該廠未開工前，兒童基 

金會供應乳粉四十萬镑，俾發政

乳粉工 ii^可先開始........................ 72,000
蜜婦與兒童福利

黃金海岸：兒童基金會將供應十五 

所鄉村衞生中心所用器材，經由 

此等中心發放乳粉，供應助査士 

及護士訓練學校的設備，並以助

産士用具箱供給畢業生 ...............  28,600
肯 亞 ：兒童基金會正在供應二十所 

鄉村衞生中心所用器材及交通工 

具；供衞生敎育及訓練鄉村衛生 

人員用的流動設備；供應除脂乳 

粉，經由醫院、衞生中心及藥房 

發放，以治療 kwashiorkor病 … 74,500
奈基利阿：兒童基金會將供應五百 

套産科用具箱，發給助産士、衞

生人員及鄉村護士 .......................  6,600
北洛歸西亞:兒童基金會將裝備二 

十所新設的産婦兒童福利中心，

並經由此等中心分發補充營養食 

品。兒童基金會將歸家庭助査士 

供給産科用具箱和自行車及對訓

練護士、助產士和衛生助理員的

學校供給設俯 .................................  39,500
尼亞薩蘭：兒童基金會將供絵器材 

藥品及捕充食品、訓練用具、助査 

士用具箱， 自行車及其他交通工 

具 ，以幫助設立十六處衛生所… 62,500
坦干伊略：兒童基金會將爲產婦兒 

童福利中心、訓練學校，醫院及 

鄉村衞生人員，供應器材、助査 

士用具箱、交通工具藥品及捕充

食品 ................................................  58,300
烏 干 達 ：兒童基金會正在爲衞生敎 

育工作，及爲訓辣産婦兒童福利

事務助理人員，供應器材    22,000
撲減梅毒工作 

摩 洛 哥 ：兒童基金會正在撲減梅毒 

運動中治療承婦及兒童的部汾，

供應盤尼西林、車輔及實驗室用 

品........................................................... 121,500
撲減沙眼工作

摩 洛 哥 ：兒童基金會正在爲一治療 

結合膜炎與沙眼運動，供給車輔、

抗菌油膏、硫 ))安化合物、殺蟲劑及

噴射器 ........................................................ 190,000
突尼西亞：兒童基金會正在供應交 

通工具、藥品，敎學訓練用的實驗 

設備、宣傳及公共衞生敎育材料，

以幫助推動一個沙眼診斷與治療

的大规模運動 .......................................119,800
撲減蕃狀腫症工作

培楚河那蘭：兒童基金會正在爲一 

大规模撲減霉狀腫症三年運動供

應器材及設備，，.............................  43,900
賴比瑞亞：兒童基金會正在爲一撲 

減霉狀腫症與療疾的雙重運動供 

應殺蟲劑、噴射器、交通工具及實

驗室設備… .......................................  75,000
奈基利柯：兒童基金會正在爲診療 

春腫症運動供給盤尼西林、交通 

工具及現填用具 .................................. 180,000
急救

坦于伊嘻：兒童基金會會爲緊急腹 

濟中部省鎭災災民中的十萬名毋 

親與兒童供應乳粉一千二百嚼… 120,000 
資料來源：兒童基金會一九五四至一 

九五六年工作撮要。



附件伍

- 九五四年千二月五日紐約普通飾學院Michael Scott牧師致西南 

非洲間题委員會主席函，內附Jariretundu Kozongiuizi —函之節錄

鼓隨面附上Mr. Kozongiuizi於一九五四年 

十二月五日寄交本人函摘錄一件。貴委員會或欲 

以之與其所提請願書及第四委員會中南非政府代 

表動該請願書所發表意見一併審議。

本人並附上班圖敎育法案，及土著事務部關 

於土著區敎堂的執照與祖賞事宜的通吿各一紙， 

以供參者。

(簽名） Michael Scott

上 ®附件

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的報吿書，長篇大論，足 

見該委員會各代表圓確有誠意爲此問題覓致解決 

方案。

鄙人察覺此問題之咎全在南非。南非之担絶 

在此事上與其他國家合作，不禁令人懷疑南非軟 

，人士恐尙未抵達文明與近代發凰的高峯。他們 

柜絕承認法院的判決昭示世界他們心胸的編狹。 

他的頭牆與其謂爲工業世紀人民的頭腦，不如 

謂爲農業社會人民的頭腦。他們目光祖注意依法 

並無將西南非洲置於託管制度內的義務一點，而 

不明瞭所負的道襄義務，實可諮異。他們堅稱因國 

際聯合會業已不復存在，故他們之治理西南非洲 

廣土不向任何國摩機關負責q 此語的一個推論便 

是他們在西南非洲並無合法地位。然則我們何以 

不可•爲西南非洲採取我們所認爲合乎我們利養的 

行 動 ？鄙人非欲指摘南非聯邦，任何人不應指摘 

他人，但是南弗採取的態度實令人不能不置一詞。

至於所告謠言問題，余欲坦白直陳，任何人 

散播此稀議言，以其落伍陳奮的思想與頭腦，實 

不配生活於二十世紀中。余不知時代須倒退多少 

世紀始能發現如此愚* 之人。上帝應饒恕此人，因 

他不知其所云爲何物。

余在大學内的成績進度並無任何恶劣現象會 

令余，或現令余認爲余將失敗者。終我整個求學 

生涯，從未失敗一次。本年虔小考，余之成績爲 

歷來最差者，但余仍及格。倘此爲年終大考，余 

卽已可升級。至於最近此次考試，成績尙未公他， 

余可能不及格 , 但余認爲尙不政於眞不合格，倫不 

幸而眞不合格，則我願意留居家中，此並非园我考 

試不及格之故，而因我深恐今後的成績不會超出 

此次成績。進入二年級的條件爲一年級的所有課 

箱都及格。倘我此次不及格則我實紙配留居 '家中。

有人說，我之向聯合國寫信是不預備返校的 

託辭。此話完全無稽。盡人皆知，倘我考試不及 

格，學校可不淮我返校，而此事與嚴杏給聯合國 

寫信毫無關係。余不信余竟卑劣至須爲考試不及 

格覓託辭的糖度。考試不及格非卽謂此人愚塞或 

頭脑不键全。考試不及格爲學校生活之常事，.人 

人皆有不及格的可能。此非謂我預料或被人預料 

我此次考試將不及格。直至現在爲Jfc我紙須說我 

大慨尙不致於不及格。

奈深知此等造謠者的爲人，故余不感傷心，而 

此》謠言之不輕而走，亦M足乾異。余毫不傷心， 

蒙以此消息見吿，不勝感激。

Jariretundu K ozongiuizi

附件陸

蘭於 Rehoboth社區的請願書和文件

{a) Messrs. A. J. Beukes, P. Diegaard 和 A. van
W y k 致西南非洲問題暮設委員會主席两（無 

曰期）

簡單說來，我們懇切的呼颜如下：

Rehoboth社愿是-我們這個部族購買得来的， 

雜過幾許經營和犧牲，地位更藉，固。自從一八 

六八年以來，尤其是自從一八七0 年至一八七四 

年以來，我們根據R ehoboth社區憲法，得到了 

依照我們自己法律和風俗货行自治的粮利。

我們耍求一九二三年公吿第二十八號，一: 
二四年公吿第三十一號，一九二八年公吿第九號， 

一九二九年公吿第二十九號，一九三二年公吿第 

十七雜，一九三五年公吿第五號，一九三五年公 

吿第二十號，一九三八年公吿第十六號和一九四 

一年公吿第二十二號，應在這倘社愿内一律宣布 

作廢。

我們希望根據我們的一八七0 年至一八七四 

律族長憲法，恢復自治權利。當我們的先從已



故 Swartbooi手中接管這個社區時，這個 ®區的 

邊界管經原来會長和德國政府明白割定和承認。

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期中， 

R ehobothian族人和德國政府發生了一個爭端。 

這個爭端係由前者拒絕對南非聯邦作戰而起，至 

其所以柜絕的理由，則因他們的組先係由南非聯 

邦遷來。再者，他們覺得，如果他們參加那個戰 

爭，便會遂反他們和德國政府所簽訂的條約，因 

爲那個條約想定 , 遇歐洲人發生戰爭成爭端時，他 

們應當保守中立。當時德國政府大施威脅，如果 

他們柜絕對南非聯邦作戰，德國政府便耍廢除那 

個條約，事實上，德國政府確曾那樣辦了。

當 General Botha•訪 問 W a lv is灣時，已故 

Captain C. van W yk  和 Rehobothian 族其他領袖 

人物管和那位總理商談。他承認了一八七0 年至 

— 八七四年的憲法，他承認了這個社區的邊界。 

現在我們誠懇希望，那些已故政治家向Rehobo- 
th ia n族人提出的保證，能够受到尊重。我們耍 

求聯合國也能够和國摩聯合會一樣，承認我們是 

- •個具有自治權的獨à 民族。我們這個民族曾經 

一度實行自治達五千四年之久；紙在過去十九年 

當中，我 ffg曾在一稿實驗辦法之下，受着南非聯 

邦政府的管理。

我誠懇要求將來我們能有一個機會來和聯 

合國討論我們這個社廣的地位問題。至於說一九 

二五年四月五日社區内曾經發生暴動一節，根本 

就沒有那囘事。那是一個完全屬於內政性質的紛 

擾，係 由 R ehoboth ian族人彼此意見不同而起。 

. 當時南非聯邦政府立卽派遣飛機和軍隊，開入社 

區內，干涉我們的內政。聯邦人員管經開搶射撃。 

但是 Rehobothian族入不歡喜搗亂, 所以並未施 

行報復。我們族人有些被捕，並被處以二十英镑 

至六十英鏡的罰敗。遺有許多族人損失了不.少家

蓄。
後來南非聯邦政府沒收了三十個思於這個社 

區的農填，來支付它派遣飛機和軍隙茶毒Reho- 
b oth ia n族人的费用。貴委爲會一査一九四六年 

議會紀錄第八卷，就可知道其咎货在南非聯邦。

這三十三個農填，面積幾百英里，無緣無故， 

遭受了南非聯邦政府的非法估倾，因此，我們現 

在要求它歸遺我們。我們乃長這些農填的合法 

主人。據一九五0 年十月二十三日某地雜誌Die 
K u isgen oot上一篇論文的歐洲作者說，我們喪失 

土地，咎在我們自己。那個說法是毫無根據的。

在德國統治期間，位於我們現在社區西部的 

一塊土地，也曾被當時的德國政府奪去。我 誠  

懇耍求也把這塊土地歸遺我們。莊特附上幾個函 

件，以備詳細參考。

我們相信並且希望聯合國委員會和聯合國本 

身不政讓我們Heireros人，Nanias人和Damam 
人處於困難地位。我們衞請全世界援助找們這個 

保衛我 ffg獨立和我們人權的鬥爭。

我們擬請聯合國派遣一個調査委員會來査明 

西南非洲的眞相。

(簽名)A .  J. Beukbs 
P. D ie g a a r d  
A. VAN Wyk

上面的附件 

P h ila n d er及其族人對於G ordonia  
■■Rietfontein' ’農填的産權問題

這塊土地位於橘河以化，兹將其歷史及"所有 

權" 簡雾說明如下：

一 . 在一八六0 年以前，這是一個無入之境， 

未開發，祖 有 Masarwa 土人等極少數的游牧民 

族居住其間，實際上等於沒有水，充滿了野禽野 

獸（鯽子國）。

I I .  一八六0 年左右，一 大 羣 Bastard人持 

橘 河 上 移 動 ，接着就分成兩支，這就是公認會 

長 Dirk Philander屬下的人民。其中一支從 

Upington (當時叫做 Veldshoendragers)向西北 

進 ，到了現在西南非洲境內叫做 W arm bad和 

R eh oboth的地方，另外一支從 U pington向北 

進 , 到 了 現 在 叫 做 Aroab - Rietfontein ( 奮名  

"N ass"), Nosop, Molopo (Witdraai 區.域）和 

A u o b 河的地方。當時他們曾和好戰部族Afrik- 
andcrs進行長期艱苦鬥带，後來終於大致平服了 

那個地區，開鬪了水源，獵捕了野禽和野獸。食 

長 Philander及其族人估値那個地區，宣佈所有 

權及實際主權，並以Rietfontein (Nass)爲會長及 

其族人的中央保留地和大本營。據估許，這個地 

區的面積約爲三五，0 0 0  m o rg e n ;在一八八 

0 年至一八九0 年間，德國人取得了現在叫做西 

南非洲的地方，測量員Bosnian和Moofees(後來 

駐在 Vryburg的英屬BechuanaUnd測量長）乃將 

德國和 Philander，方地界大政按照子午錢二十 

(經度） 的位置予以劃走。 因 爲 Bastard族人 

(Philander部族）恐怕德國人、所以會長Phikndei: 
請求英帝國政府把這個部族及其土地置於保護之



下。最初帝國政府不肯這樣辦（參閱一八九二年 

三月二十八日Lord Knutsford政開普省長函）， 

但是後來（大約在一八九一年八月）英國政府同意 

了，因此，Philander的國家遂歸英國保護。實 

際上，子午線二十把Philander的國家分成了兩 

部分。

三，大約在一八七0 年和一八九0 年間，會 

長 Philander拿了許多農填分給所屬人民，並且 

在一個公認的贈與契約（産權契據）之下，將許多 

農傷賣給歐洲人民。這些贈與曾由 Moorees ( — 
八九三年調査團）詳細調査並證實。現有充分證 

據 ,足以證明會長Philander自己保留了 Rietfon- 
tein 地區三五， 0 0 0  morgen (包括 Vewû'ier, 
Driaboom, Styerkolk, Schopkolk, Maarkolk 等 

地），專爲他本人和他本族人民之用。一八八五年 

六月三十日左右，萊因敎會開始傳敎工作，會長 

Philander把他一個叫做"Gansvlei"的農填售奥一 

位 N e l ,得價三百五十英錄，並用這筆錢在Riet- 
fontdn建築敎堂及牧師住宅。那個敎會負責主持 

這個中心，並且管理 Philander部族的事務和財 

政等項，但是那個敎會 ®能以其傳敎的地位替 

Philander部族代管這些事項。後來開普政府未 

經 Philander部族知道，未向部族商量，未得部 

族同意，擅將 Rietfontein (二二，0 0 0  morgen) 
產權讓释寨因敎會（一九 0 七年五月三十日贈 

與契約 ) 1 ,詳見一八九三年調査團報告書。再者， 

Schepolk也被轉讓給了萊因敎會。

四，一九四四年，菜因敎會未經部族知道或 

同意，又將"RietfonteiiT售與聯邦政府。聯邦政 

府想要遂走住在 "Rietfontein"及其周圍的人民， 

已替他ffg建立了一個屯懇計割，並擬加以擴充。 

那些人民向來住在 ’ "R ietfontein "和 Schopkolk 
地方，未曾間斷，現在他們根據趣傳權利，仍然認 

爲這個地方是屬於他們的。自從一九三九年戰爭 

爆發以來，萊因敎會ÿ 際已經停Jfc了傳敎工作， 

因此，部族鼓特聲明，在原來會長 Philander所 

蹈出的保留條件之下，Rietfontein農填和舊保留 

地鄰近部分的Schopkolk乃是他們的財産。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六0

致 ：聯合國委員會，

我們要求把我們的土地歸遺我們。

會 長 ：W . P h ila n d e r

(h) Rehoboth社區致聯合國電（發電日期不明， 

收電 0 期爲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曰） 

Rehoboth西南非洲Bastard社區土地問題， 

經向文特胡克管理當局提出，請舉行公平調查並 

請速覆。

R ehoboth Bastard 社廣

(c) —*九五 四 年 十 一月二十七日 Mr. Jacobus 
Bcukes致聯合國画

本人謹將下列文件檢送聯合國。這個文件， 

誠如其中所說，是依正當程序遞送的。我們在國 

土內享有的特權極少。現在我們想用各種方法來 

和聯合國建立聯繁，以便陳述我們的東屈和困難。

(簽名）Jacobus Beukes

上面的附件

請願書

致 Rehoboth 議長及諮議局（Advis-Raadslede)

本人遂向閣下遞送下列文件，敬請轉交文特 

胡克西南非洲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閣下，

本人經過再三考盧以後，謹向閣下提出下列 

詢 問 ：

0 ) 依照友好條約規定，到 底 Rehoboth St 
區屬於上述條約第二十二項的範圍，抑或構成南 

非聯邦的一部分？

ib) R ehoboth社區不大了解它和這兩個管 

理機構的關係。

(0  Rehoboth社區盡於四個界標以內的土 

地已被會長Abraham Swartbooi購買和接管，所 

以現特要求其已取得的權利。請注意此項土地購 

買行爲違法的事實。當時 Kaiser Wrnielm—世曾 

在二八八五年條約中承認，其錄位於四個界標以 

內的土地，並未照Abraham Swart b o o i所說，由 

他購買，不過 Leuitwein未將界錢好好縮短罷了。 

議長管向皇帝陛下致送抗譲函一件。據首席法官 

de Villiers報吿書說，那個面件被拒絕了，

00  — 九一四年，R eh ob oth社區被迫參加 

協約國作戰，犧牲重大從未得到任何捕償，現在 

R ehoboth社區耍求它在那次戰爭裏面得來的權 

利。我們在我們自己境內的權利是聯合國憲章所 

認篇神塾不可侵犯的。

0 )  R ehoboth社區及其譲長和諮譲局乃是 

一八七0年 /一八七二年/ 一八七四年憲法所確



立的，卽使不問聯合國憲章如何說法，這個事實 

也由一八八五年條約承認了。就我們的法律地位 

就 ，請問我們到底在朝那個方向走呢？

( / ) 我們誠懇希望，先由我們自己的努力，慢 

慢增加我們的收入，但在剛開始之時，不能大規 

模增加，這樣一來，我們的國家就不致在發展時 

食債了。我們希望將來能够切實建立一個國家，但 

在那樣做時，我們不能違反聯合國憲章。因爲我 

們經濟大縣，所以我們遺不能憑留置或抵押來接 

受協助。將來我們在發展中也可以根據適當辦法 

接受協助 , 但以我們基本權利不受懷害爲條件。

(g) 這個請願書曾由諮議局議員三人和市民 

二人依照適當糖序遞交美國紐約聯合國。請閣下 

贊成調査，使 R d iob otli社區知道我們今後在法 

律爭端上不致繼續遭受懲罰。我們希望將來能在 

— 個民主政權之下互信共處。末了，本人遺耍在 

這個文件中指出雨個由於意見不同而起的重耍之 

點。一九一四年的嚴重影響戰後仍然存在。一九 

二三年公吿第二十八號和一九二四年公吿第三十 

一號的不幸後果已在一九二五年表現出來。因此， 

我們要求明白聯合國到底擬在管理當局下給予我 

們什廣& 會地位。

(接名）Jacobus BeuIces

( d ) 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爲R ehoboth社區請願 

書及有關文件事提請大會通過的決議草案

大會，

業已接受國摩法院對於西南非洲問題之諮詢 

意見，包括西南非洲領土請願書應由南非聯邦政 

府轉送"依法有權處理此稿請願書之聯合國大會" 
一•點在內，

業已在決議案七四九A (八）內授權西南非洲 

問題委員會依據國際聯合會委任絲治糖序審査請 

願書，

業已收到西南非洲間題委員會報吿書一件， 

其中涉及西南非洲Rehoboth紙匿人員Messrs A. 
J. Beukes, P. Diegaard 和 A . van Wyk 請願書 

(無 B期）及 Rehoboth社區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 

十二日送到與Mf. Jacobus Beukep 一九五四年十 

一月二十七日醫來之有關文件，

獲悉南非聯邦政府會於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 

五日函吿委員會，謂" 自國際聯合會結束以來，從 

未承認向任何國際機構轉送……肅願書之任何義 

務 0"

獲悉請願人要求將其在一八七0 年至一八七 

四 年 Rehoboth社區憲法下所享有之自治權俠 

復，並 對 R eh oboth社區之法律地位加以說明； 

將西南非洲行政長官頒發而對Rehoboth社區適 

用之一九二三年公吿第二十八號，一九二四年公 

吿第三十一髓，一九二八年公吿第九號，一九二 

九年公吿第二號，一九三二年公吿第十七號，一 

九三五年公告第五號，一 九 三 五 年 公 吿 第 號 , 
一九三八年公吿第十六號及一九Égï—年^吿第二 

十二號在該社區內宣布作廢；並 將 Rehoboth社 

區邊界照德國政府所承認者予以恢復，其 由 Re
hoboth 社區手中非法奪去之若干土地並予歸激„

A

關於 Rehoboth社 區 地 位 題 ：

獲悉德國政府與R ehoboth社廣曾於一八八 

五年綠訂保譲及友好條約，其性質與雨國政府間 ‘ 
協定同，內中規定德國政府允負R ehoboth社區 

保護責任，一面仍承認Rehobothian人民已經享 

有之權利及自由，

獲悉第 '一次世界大戰期間，Rehobothian人 

民拒絕參加德國軍赎，不肯派人看守被俘南非聯 

邦人員，因而德國政府已於一九一五年取消上述 

條約，

獲悉西南非洲行政長官曾代表南非聯邦政 

府，R eh oboth懇殖區第議局譲長自身及其合法 

繼承人會代表Rehoboth社直於一九二三年八月 

十七日綠訂協定一稿調盤南非聯邦政府以其委 

任統治國資格斷於在Rehoboth區內爲該族人民 

所佔以 Gebiet見稱的領土內之未來行政。"並 悉  

該項協定已由一九二三年公吿第二十八號批准並 

證實，自一九二三年十月一日起生效，

又獲悉該項協定並管規定：

( a ) 在不違反協定規定之情形下，"管理當局 

依據 Rehoboth魅區諮議局法律*編中現在有效 

之法律以及Rehoboth f t區諮譲局將來隨時依法 

制訂之捕充或修正法律的將G eb iet領土內自治 

權交與Rehoboth社區 "，但在一九二三年十月一 

日以後議諮局所通過之法律，則須經行政長官同 

意；

(b) "行政長官如認爲對西南非洲領土或對 

Gebiet有利時，得與Rehoboth社區諮譲局洽商， 

爲 G ebiet立法，並將西南非洲領土現在有效或 

日後制訂之法律推行於Gebiet",



獲悉 Rehoboth f t區內部曾於一九二四年發

生政治衝突，以致引起一種營理當局認爲厳重危 

及 G ebiet及西南非洲領士法律秩序及良好政府 

之情勢，因此行政長官，發出一九二四年公吿第 

三十一號，宣佑議長諮購局及其屬下人員一槪在 

G ebiet境內停Jh活動，所有職權交由Rehoboth 
區愿長 "依據該區現在 G ebiet境內生效之法律 " 
及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七日協定之规定行使，

又獲悉自一九二四年第三十一號公吿發布以 

後，行政長官在向 G ebiet推行法律時，動輒援 

引一九二三年協定，謂在該項協定之下，行政長 

官於洽商諮譲局後有權向G ebiet推行法律，又 

謂諮議局職權現已轉交區長，故在推行法律時須 

與區長洽商，

— . 決定通知請願人，西南非洲領土仍爲南 

非聯邦一九二0 年十二月十七曰負起國際委任統 

治責任之値土，因此國際聯合會委任統治書及盟 

約第二十二條之规定，對於構成該委任統洽領土 

一部之 R ehoboth社.區當然適用，

二.認爲在不違會委任統治書條钦之情形 

下，南非聯邦對於Rehobotli G ebiet領土之行政 

事宜，仍受委任統治値土行政長食代表南非聯邦 

政府一方與R ehoboth社區諮議局譲長及議員自 

身及其合法繼承人代表R ehoboth社區他方於一 

九二三年八月十七日所歸協定之約束，

三 . 認爲將R ehoboth社區人民依法正式肆 

出代表之職權永遠移交政府任官R ehoboth區區 

長一事，實與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七日協定條欲相 

胜觸，

四.並認爲一九二四年以來行政長官爲向 

Reheboth G ebiet推行法律而與 Rehoboth區區 

長進行洽商一節，並不符合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七 

日協定所載應與Rehoboth社區諮議局洽商之條 

件，

五 . 爱建議南非聯邦以其委任統治國地位， 

採取必要步驟，糾正此種情勢。

B

關於 Rehoboth Gebiet邊界問題：

獲悉 Rehoboth Gebiet邊界已由一九二三年 

八月十七日協定附表劃定，且似已由 Rehoboth 
tfc區諮譲局議長及蕭員自身及其合法繼承人代表 

Rehoboth社區接受，

認 爲 Rehoboth社區所有關於一九二三年八 

月十七日協定以前G ebiet邊界問題之要求似已 

由該項協定予以解決。

C

關於 Rehoboth社诞耍求Gebiet境內若干土 

地所有權問題：

獲悉此種要求已由各調査圓先後調査，其中 

最早者爲一九二二年所委派之調査團，

建議南非聯邦政府以其委住統治國地位，設 

法早日公平處理此種耍求。

0 )  —九五五年六月十三日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

主席致南非聯邦外交部長函

一九五 ra年六月二十八日，聯合國秘書長會 

致面閣下，轉送 Messrs. J. Beukes, P. Diegaard 
及 A. van W y k 日期不明之来文一件，又一九五 

四年九月十日本人曾致画貴國政府，吿以西甫非 

洲問題委員會決定依據議事规則第二十六條（C) 
接受該件來文，作爲依法收到之請願書，並講貴 

國政府提出其所認爲有助於委員會審査此項請願 

書之意見及批評，琼荷査照在案。.現在本人依據 

委員會議事規則第二十六條（d) 特將西南非洲問 

題委員會一九五五年六月二日第五十二次會議關 

於此項請願書所通過之決譲草案一汾奉上。該決 

議草案將在委員會對大會報吿書內列入。

隨画附上決議草案所提及之雨項有關文件各 

—■汾。

(簽名）Thanat Khom an

附件築
Hosea Kutako, David R o o s和 Erastus Amgabeb送來的請願書及有關文件

{d)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二日Hosea Kutako, David 
R oos和 Erastus Amgabeb致秘書長面

我們仔細研讀了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的報告 

書，並且認爲那個報吿書極其正確。但是我們希 

望閣下注意其中涉及衡生問題的第一三八段。

領土衛生事務無人注意，大多數土著人民所 

居住的土著保留地根本就沒有醫院。保留地居民 

必須跋涉長途，前往城市，治療疾病。

就城市說，在所謂土著地段內，厕所和水龍 

頭同在一處。囊溺流出厕所，微菌吹入龍頭。我



們猜想，這禪情形乃是土著地段疾病流行而且死 

亡率很高的一個原因 , 首都文特胡克和養病地 

Swakopmund尤其如此，那兩個地方的情形货在 

不大體面。

關於報吿書中涉及供水問題的第九十二段， 

我們願意指出一點，各城市土著地段内一個水龍 

頭大約耍供一百二十個非歐洲人之用，但在歐洲 

人地段裏商，每一個房子的水龍頭却很充分。就 

土著保留地說 ,驅弁都不够。人民難得找到水，以 

供生畜及家用。

爲捕充我旧一九五0 年九月二  0 函件，75我 

們要求聯合國不延g 西南非洲問題，而在第九屆 

會時根據西南非洲人民願望把那個國家置於聯合 

國管理之下。南非聯邦並不是我 ffg在聯合國內的 

代表；再則，毫無疑問，它已經證明不配營理任 

何人。現在西南辨洲人民急待聯合國揉助，如果 

聯合國認爲這個é 助非經一個危害西南非洲土著 

人民利益的政府核准不可，那末西南非洲人民就 

覺得非常痛心了。

西南非洲情形報告書已經充分證明南非聯邦 

政府達反了它在國際聯合會下所提出的保證，而 

且西南非洲人民也已經一冉表示願受聯合國的監 

護 , 所以聯合國儘有充足理由作一個最後決定，把 

這個媒土置於聯合國的管理之下。

我們認爲，年年延岩這個間題，等到將來南 

非聯邦政府贊同聯合國主張時再行處理，是於西 

南非洲不利的，因爲我們所處的情形一天比一天 

悪劣了 P

(按名）Hosea K u ta k o  
(Hereto 部族） 

David Roos 
代表  David Wittbooi 

(Nama部族） 

Erastus Amgabeb 
(Bergdamara 部族）

(b)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日 Hosea Kutako, David
R oos和 Erastus Amgabeb致秘書長函

塵於南非聯邦政府堅決不肯把西南非洲置於 

聯合國管理之下，我們特代表西南非洲Berdam- 
ara , Nama和 H erero部族，請聯合國將西南非 

洲間題提交國療法院，以便實行强制管轄。

7 5參閱以下 (b)。

我們在以前幾次向聯合國提的請願♦裏而 

說過，西南非洲的非洲人民現在仍然不管參與那 

個値土的政治發展。當地政府專爲歐洲後裔人民 

而設。由於土地喪失及工資低廉的結果，整個土 

著人民都在貧苦狀態中過活。

我現在仍受通行證法和其他妓視和壓迫法 

律的支 fS2。我們深信，除非西南非洲置於國際營 

理之下，南非榻族歧視和壓迫行爲不會終Jfc。
最後我們聲明，Michael S c o t t牧師仍然是 

我們在聯合國會議裏的醫言人，擬請准許他代表 

們齋言。

(簽名）Hosea K u ta k o  
(Hereto 部族） 

David Roos 
代表會長  David Wittbooi 

(Nama部族） 

Erastus Am gabeb  
(Bergdamara 部族）

(0  —九五五年一月十四日Hosea K utako致秘

書長面

本人現在把西南非洲事務部長以其士著事務 

首席專員資格於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 

十四 日 在 Aminuis 土著保留地和Herero部族各 

會長擧行會譲的情形簡單報吿一下。

西南非洲事務部長Mr. J. N eser對各會長 

說，自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起，西南非洲土著人 

民將受南非聯邦土著事務部管理。他又說，把土 

著事務置於聯邦之下並不是把西南非洲併入南非 

聯邦，不過是爲了行政方便而已。

我們對他答稱，我們不願置於聯邦政府之下， 

因爲我們仍在靜候我們向聯合國請願的結果。.我 

們又向他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軟後，聯邦接管 

了西南非洲的行政，但在任何方面，我們至今都 

沒有醫異。我們不管參與國家的政治，我們也不 

管受到k 育。再者，全國的收入完全用在當地歐 

洲人民的福利上面。

我們請他轉請西南非洲行政長官致書南非聯 

邦土著事務部長Dr. Verw oerd,說我 ffg不願接 

受南非聯邦的管理。我們又請他准許會長Hosea 
K u ta k o及其屬員二人會同政府代表一入前往聯 

合國 t .親自觀看聯合國討論情形。如果營理當局 

不能答應這一點，那未我們就請西南非洲問題七 

國委員會前來西南非洲眉時我們願在西南非洲 

行政長官面前會見他們。



關於這一點，他囘答說，我們不能前往聯合 

國，因篇我們自己沒有政府，同時聯合國又《是 

各國政府代表集會的地方。至於國家收入問題。 

他說如果國家牧入要照比例分給各族，那末我們 

H erero人並不能蒙受利益，因爲我們紙是一個小 

部族。他向我們提及管理當局出資開靈的水弁和 

開辦的小學（注 意 ：西南非洲並沒有土著人民的 

中學和大學，卽就小學來說吧，其中大多數也紙 

到三年級爲J h ,而且爲數也不越，許多兒童因爲 

學校缺乏的緣故，沒有上學）。

我們覺得，我們應該向閣下報吿這些情形，因 

爲南非聯邦政府向來不經當事人民同意就要制訂 

法律，紙在那個法律通過以後，命令他們遵從罷 

了。遺有一件事情我們也想提及，我們管經請求 

政府召集所有各族舉行共同會議，不要和現在一 

様由政府與各族分別會商。這個請求也被拒絕了。 

說到現在正要提交國際法院的^ 件，我們覺得最 

好能有一個完善的決定，而不當由那個意見分歧 

的機構採取一個倉促的決定。

末了，本人代表我全體人民對於聯合國已經 

替我們盡力的地方及其不顧當前一切困難苦心孤 

詣想要圓滿解決這個問題的努力，表示我們衷心 

的感謝。我們絕對信任聯合國，並且希望最近將 

來可以得到一個解決。

我們隨時都願予聯合國以必要的窝助。

(簽名 ) Hosea K utako 
(Herero 部族）

( d ) 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爲Hosea Kutako,Da-
vid R oos和 Erastus Am gabeb請願書及有關

文件事提請大會通過的決議草案

大，，

業已接受國際法院對於西南非洲問題之諮詢 

意見，包括西南非洲領土請鼠書應由南非聯邦政 

府轉送 "依法有權處理此稿請願書之聯合國大會" 
~ 點在內,

業已在決議案七四九A (八）內授權西南非洲 

問超委員會依據國際聯合會委任統治程序審査請 

顏書，

業已收到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報告書一件， 

其中涉及一九五四年九月二  0 Hosea Kutako, 
David Roos 及 Erastus Amgabeb 送來之請願書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四日Hosea K utako送來之有

關請願書，

獲悉請願人耍求聯合國將西南非洲地位問題 

送請國際法院赏行强 .制管轄，

又獲悉請願人提出領土非洲人民參與領土政 

治發虽問題，通行證法及稀族歧親法律適用問題， 

敎育設施問題，以及管理當局不准各族人民擧行 

共同會議問題，

決定通知請願人如下：依據國際法院一九五 

0 年七月十一日諮詢意見，（力“西南非洲爲南非 

聯邦一九二0 年十二月十七日負起國際委任統治 

責任之値土  "，（&)‘'南非聯邦現仍負有國際聯合會 

盟約第二十二條及西南非洲委任統洽書所规定之 

國際義務" ，及 （0  "西南非洲國條地位之決定奥 

變更，應由南非聯邦於取得聯合國同意後爲么" ; 
所有國際法院删於西南非洲問題之上述諮詢意 

見，業經大會一九五0 年十二月十三0 決議案四 

四九 A (五）接受；

獲悉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對於請願人所提種 

稿有關西南非洲値土情32問題之意見，

決定將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第二届會關於西 

南非洲領土情现之報吿書及意見送達請願人，

(0  —九五五年六月十三B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 

主席政南非聯邦外交部長面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三日，聯合國秘書長曾政 

面閣下，轉送  Messrs. Hosea Kutako, David Roos 
Erastus Amgabeb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日來文一 

件，餘荷査照在案。現在本人敬謹通知閣下，西 

南非洲問題委員會已於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第四 

十^ 次會儀決定，依據委員會議事想則第二十六 

條 '(0接受該件來文，作爲依法收到之請願書。委 

員會並已於一九五五年六月二日第五十二次會議 

通過關於此項請願書之決議草案一件。該決議草 

案將在委員會對大會報吿書內列入。在特依據委 

員會« 事規則第二十六條0 0 , 檢送決議草案一 

份，連同該決議草案內所提及之有■ 文件一紙,一 

併函請査服C

(簽名）Thanat Khoman



附件挪

T. H. Hamtumbangela牧邮送來的請願書及有蘭文件

0 0  ( i )  — 九五0 年十二月十日雜約普通神學院 

Michael Scott牧師致西南非洲問題委員 

會秘書面

本人牧到英國復活會修道長F. R. Raynes神 

父 C. R .面送 O vam boland聖瑪利敎會英格蘭敎 

非溯牧師T . H . Hamtumbangela來函一件，获將 

原件抄奉左右 i 擬請轉送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不 

勝戚膀。

(簽名■) Michael Scott

(a)(ü) 一 九五四年十月五曰西南非洲O vam - 
boland 進瑪利敎會  T. H. Hamtumb- 
an g cla牧師致英國約克 M irfield，復活 

會修道長面 

講將附面寄交美國紐約聯合國M ichad  Scott 
牧師。

西南非洲的非軟洲人現在Dr. M alan手下作 

種族隔雕政策秘密奴餘者敷以千計， 加承轉寄此 

面，也就幫助了這般非歐洲人。

可能時，請把附画內容閱談一下。

(策名 )T . H. Hamtüm»angela

附啓一一所有寄面眷用，我願意照數歸遺。

(a) (Hi) ―九五四年十月五日西南非洲Ovam- 
boland 聖瑪利敎會  T. H. Hamtumban- 
g e la牧師致Michael Scott牧師面.

由於南非實行種族隔離政策（或國民黨政策） 

的結果，我們現在陷於極嚴重的專制、壓 和 殘  

忍情況之中，當你到達聯合國期間，我特代表 

O vam bo人和 Herero人向你呼循，請求援救我們。

一九四五年 , 我們的會長被迫簽訂了文件，當 

作我們願受聯邦政府的統治的證明。所有當年投 

票反歸聯邦政府的人都會受到被懲罰或被放遂的 

威脅。

因此，我們簾請聯合國援助，並且相信這一 

囘援助一定會到來，不會使我們失望。

我們竭誠希望把西南非洲省置於聯合國組織 

託管之下。

我們並且希望由加拿大代表聯合國管理西南 

非溯。

我們極端厭倦了南弗的y :族隔離政策（國民 

黨政府政策）。

在 Namutoni地方，從一九五四年六月起至 

八月Jfc,旧家的O v a m b o工人被搶去了以百許的 

衣服和英镑，例如服裝、霞子、盤洗肥良和香水等 

等 。種族隔離警察所以沒收上述O v a m b o貨物， 

因爲那些货物是紙能由歐洲人購買的。每一個携 

有一小靓香水的O vam bo人葡欲兩英镑至五英镑 

不等。有些甚至遣受拘禁，遺有殿打情事。國民 

黨警察歸O v a m b o人就,不得購買那些專供白人 

用的東西。’
如果聯合國竟然不理會我們的呼顏，我們就 

要感到失望。但是我們願意做英國的臣民。

我們相信這個申請能在聯合國內得到同情的 

考盧。

.(簽名 ) T. H . Hamtumbangela

(b) 一九五五年二月七日能管及非自治領土情報

部次長政T . H . HamtumUngela牧師面

一九五四年十月五日台端致Michael Scott 
牧師菌已由 Michael S c o t t牧師於一九五四年十 

二月十日函轉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在案。委員會 

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第四十三次會議決定，將台 

端來文満爲自西南非洲廣土內部寄來之請願書， 

並請聯合國秘書長將委員會暫行議事規則第二+  
六條抄送台端參考。兹特檢同該條規則隨面附達， 

卽希査照。

(簽名）Benjam in  C oh en

(c) 一 九五五年二月七日託管及非自治領土情報

部次長致南非聯邦外交部長画

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第 

pg十三次會譲決定靖聯合國秘書長將T. H. Ham
tumbangela 牧師請願書及秘書長覆画抄送南非 

聯邦政府《 T. H. Hamtumbangela牧師一九五 

四年千月五日來文係由Michael S c o t t牧師一九 

五四年十二月十日函送聯合國西南非洲間題委員 

會秘書。本人莊特檢送T. H. Hamtumbangela牧 

師来文一份，連同本人一九五五年二月七日覆面 

一件，一併面請查照。

(簽名)Uenjainin CoHBN



(d) (i)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四日偷敦非洲局助理 

秘 書 Miss Jane Sprouds致秘書長面 

我們受人之託，特將西南非洲来函一件奉上，

以備聯合國討諭。如蒙將此等面件轉送聯合國西 

南非洲問題委員會，不勝咸盼。

(簽名 ) Jane Sprouds

U ) (ii)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九日西南非洲Ovam- 
boland 塞瑪利敎會  T. H. Hamtumban
gela 牧師政秘書長面 

我們現在陷於因稿族隔離而引起的極嚴重的 

政治困難之中，本人鼓特代表 O vam bo人向聯合 

國呼翻，請求鬆助我們。

南非聯邦政府擬自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起， 

將西南非洲委任統洽地改爲南非聯邦第五省，我 

們 Ovamboland非歐洲人對於聯邦政府這個計劃 

提出嚴重抗譲。

我們現特聲明，這個將西南非洲併入南非聯 

邦的計劃毫無必耍，實行這個計劃會使西南非洲 

的許多非歐洲人遭受苦難。

西南非洲非歐洲人的生活情況乃是一個恥 

暴。聯邦政府實行種族岐視、稀族編急的古怪種 

族政策。我們不要那個政府。

我們惶惑之餘，乃求助於聯合國，希望我們 

這個慨 ;t 的前途能够交由國際法院決定。

糖族隔離這個批政的危機仍在西南非洲繼長 

堆高。從外面囘到Ovamboland的O vam bo工人， 

携有經子、鏡子、観衫、男人服裝、各種衣服、香 

水、盟洗肥良等物，竟 在 N am utoni地方被警察 

搶去。因爲上述物品祖有歐洲人可以購用，所以 

Namutoni地方的白人警察搶奪了這些東西。

一九五四年六月至一九五四年八月簡，許多 

O vam bo人爲了購買一件紙許白人購賈的物品而 

被顯欺兩英镑至五錄不等。O vam bo工人受到威 

脅，而且常常受到警告，不許購買某些專供白人 

應用的物品。

因此，我們向聯合國呼顯，希望能從聯邦政 

府治下立卽解放出來。我們請求聯合國對於我們 

的請顏書予以同情的考盧。我們相信援助一定來 

到，能使我們解除困難，不政使我們感到失望。

(簽名）T . H . H am tu m ban gela  

附敦—— 讓加拿大管理西南非洲吧1 我們願 

意加拿大自治領來做這個工作，那樣一來，我們 

就可接近我們每一個非歐洲靑年所籍往的西方歐 

洲文明了。

(^ ) (iii)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九日西南非洲Ôvam- 
boland 聖瑪利敎會  T. H. Hamtumban
gela 牧師致秘書長函

本人在又代表Ukuanyama部族衞請聯合國 

援助我們。我們這個部族一而旣耍侍奉Angola 
的葡萄牙人，一面又要侍奉聯邦政府，現在陷於 

嚴重的部族困難之中。

原來 Ovamboland共有九個部族：Ondonga, 
Ukuambi, Ombarantu, Ongadjela, Ukualuzi, 
Ukolongazi, Obadja, Evale 和 Ukuanyama。

後來，Walvis灣探險家 Mr. G alton從南方 

進 入 Ovam boland,其所率領的探臉人員繼續前 

進，先後訪問了許多會長。但是後來德國敎會却 

深入了 ükuanyama部族所在的地方。

一九0 八年，德 國 軍 官 Major Frank到達 

O vam boland,他繼績前進，先後訪問了許多會 

長。Ovamboland部族會長歡迎他，同時並請他 

在西南非洲內航成德國政府的同盟。

一九0 八年，Ükuanyama部族會長 Nandc 
ja H edim bi和德國歸盟。那樣一來，所有九個 

Ovamboland部族的區域都變成德屬西南非洲的 

一部分了。

一九一H 年，葡荀牙部隙越過Kunene河邊 

界》侵入 Ombadja, Evale 和 Ükuanyama 部族。

一九一四年，南非聯邦部隊越過橘河，到 

了一九一七年，南非部隊和葡荀牙部隊在Ovam- 
boland境 內 Ükuanyama部 族 所 在 地 的 Nama’， 
kunde地方相进。

一九二六年，Angola 索取了 Ovamboland 
一部分。當時劃定的新邊界係從Kunene河起至 

Okavango河Jfc。 由於這個不自然新邊界的結果， 

Ükuanyama分成兩部。

同 是 Ükuanyama地區，然而界錢這邊的 

K u a n y a m a人民難得訪問界錢那邊的親屬。葡萄 

牙官員行爲乖張，不喜歡 Kuanyama訪問者。我 

們 Kuanyama人民在我們的組國內受到通行晴 

法和其他壓迫和歧視法律的限制。

現 行 從 Kunene河至 Okavango河的邊界破 

壞了我們的部族生活，分散了我們Kuanyama部 

族的關係，茶毒了許多無辜的K u a n y a n m 人民， 

傷害了我們部族的社會和平。



自從一九三三年以來，ükuanyam a這邊的 

許多家畜 ,一 經 在 Ukuanyama那邊尋獲，就被葡 

萄牙警察拿去。現在葡萄牙警察在Oshihedi (Che 
d e )地方捉去的家畜計有五百頭之多。這些家畜 

是在二月間捉去的。主人住在 ükuanyama這一 

邊。

葡萄牙人甚至不淮住在這邊西南非洲管理下 

面的 Kuanyama 人從 Angola 的 Ukuanyama 地 

區携帶裝袋的玉蜀泰越過邊界。

住在這邊的兒子，未經推許，不得探望住在 

Ukuanyama Angola那邊的母親或父観。

葡萄牙官 .員迫令我們完柄關税。我們不能侍 

奉兩個主人。因此，我們衛請聯合國設法，不譲 

Ukuanyama部族地區侍奉 -兩個主.人。我們屬於 

個部族，願意同甘，也願意共苦 „
因此我們促請聯合國注意西南非洲與Angola 

简這個恶毒的邊界，這個從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 

八年劃定而把我們Ukuanyama部族分成兩部的 

不自然邊界。

(簽名）T. H. HAMTUkfeANGELA

0 ) 西 南 非 簡 题 委 員 會 爲 T. H. Hamtumban-
g e k 牧師請願書及有關文件事提睛大會通過

的決議草案

大會，

業已接受國摩法院對於西南非洲問題之諮詢 

意見，包括西南非洲領土請顯書應由南非聯邦政 

府轉送 "依法有權處理此稿請願書之聯合國大會 " 
一點在內，

業巴在決議案七四九A (八)內授權西南非洲 

問題委員會依據國摩聯合會委任統治糖序審査請 

願書，

業已收到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報告書一件， 

其中涉及 T. H. Hamtumbangela牧師一九五四 

年十月五B送來之請願書及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九 

日送來之有關文件，

獲悉請願人耍求將西南非洲領土未來地位問 

題提請國際法院決定，

又獲悉請願人提出領土非歐洲人民遭受《族 

歧視措施之問題，

決定通知請願人如下：依據國際法院一九五 

0 年七月十一日諮詢意見，0 0 "西南非洲爲南非 

聯邦一九二0 年十二月十七日負起國際養任統治 

貴任之領土  "，（&)"南非聯邦現仍負有國際聯合會 

盟約第二十二條及西南非洲委任統洽書所規定之 

W際義務" ，及（0 西南非洲國際地位之決定與變 

更，應由南非聯邦於取得聯合國同意後爲之"；所 

有國際法院關於西南非洲問題之上述諮詢意見》 

業經大會一九五0 年十二月十三日決議案四ra九 

A  (五）接受；

獲悉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對於領土以內所採 

棟糖歧視非歐洲人民措施之意見，

決定將困南非洲問題委員會策二届會關於西 

南非洲倾土情現之報吿書及意見轉達請颜人。

( / )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三日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

主席政南非聯邦外交部長函

一 九五五年二月七日託管及非自洽領土情報 

部次長曾致函閣下，轉 送 T. H. Hamtumbangela 
牧師一九五ra年十月S：日來文一件，誠荷査照在 

案。爭在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已於一九五五年六 

月一日第五十一次會議決定，依據婆員會議事規 

則第二十六條 ( 0 接受該件來文，作爲依法收到之 

請願書，並於一九五五-年六月二日第五十二次會 

議通過有關此項請願書之決議草案一件q 該決議 

草案將在委員會對大會報吿書內列入。兹特依據 

委員會議事規則第二十六條(^)檢送該決議草案 

一汾，連同該決議草案內所提及之有關文件一紙， 

一併函萧査照。

(簽名) Thanat K h om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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