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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導言

- •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 六日大會決議案一Q  
六0  ( + - ) 要求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研究下列問 

題 ：

"西南非洲領士置於國際託管制度之下以 

前，爲保誰南非聯邦履行其對委任統治書所承 

擔之義務起見，聯合國各機關，聯合國各會員 

國或前國際聯合會各會員國可能個別成聯合棵 

取何種法律行動？"

二 . 該委員會並奉命向大會第+ 二屈會提具特 

別報告書, 载明其就該問題作成的結論及建譲。

三.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五 

曰第七十三次會譲任命巴西、芬蘭及美利堅合衆國 

代表組織一工作小組，對該間題特別加以研究並向 

該委員會具報。

r a .該工作小組就問題作一分析，提交該委員 

會以便進一步審議。該委員會以此項分析爲討論基 

礎，於一九五七年七月二+ 九日，三+ — 日，八月 

一曰及二日之第八+ 次，第八+ 三次，第八十四次， 

第八+ 五次及第八+ 六次會譲繼續審議該問題，在 

其中最後一次會議通過提交大會的本特別報告書。

南非聯邦依委任統治書所負擔之義務

五 . 大會以一九四九年+ 二月六日決譲案三 

八(ra)向國際法院提出下列問題，激求f咨詢意見。

"西南非洲領土之國際地位爲何及南非聯 

邦對於此項'領土負有何種國際責任, 尤其：

" ( 甲） 南非聯邦根據西南非洲委任統洽 

書是否繼績負有國際責任，若然，其責任爲何?

" ( 乙） 憲章第+ 二章之規定對於西南非 

洲領土是否適用，如可適用，其適用之i f式若 

何 ？

"(W ) 南非聯邦有否改變西南非洲領士 

國際地位之權力, 倘認爲南非聯邦並無此項權 

力,則確定與改變該領土國際地位之權力究應 

誰屬 ？"

六 . 據一九五0 年七月+ —日國際法院依據此 

項請求而發表的諮詢意見，南非聯邦按照委任統治 

書負有兩種國際義務。該法院稱："一種與該領土之 

管理直接有關, 卽等於盟約第二+ 二條所稱文明之 

®申聖任務。" 另一種 "與實施之機構有關，卽與國聯 

之監督與管制有密切關係，等於同條所稱'履行此 

項任務之保障V 'l

七 . 關於管理方面的義務載於國聯盟約第二+  
二條及委任統治書第二條至第五條。此項條款原文 

均見本報吿書附件甲。

八 . 關於實施方面的義務均载於委任統治♦第 

六條及第七條。其规定如下：

"第六條.受託國應向國際聯合會行政院 

提具該院認爲满意之常年報告書，载明有關該 

領土之充份情報，並說明其爲履行第二條、第 

三條、第四條及第五條所訂義務而採取之措施。

" 第七條.本委任統治書條款之修改均須 

得國際聯合會行政院之同意。

"受託國同意該國與國際聯合會之另一會 

員國對於委任統治書條款之解釋與適用發生爭 

譲時，如不能由簌刹解決槪應提交國際聯合會 

盟約第+ 四條所規定之常設國際法院。

" 本聲明書. . . "

九.國際法院在其諮詢意見中稱受託國接受國 

際監督的義務爲委任統治制度的重要部份。該法院 

認爲該制度的監督機關雖已結束，但監督之必要依 

然存在2。該法院的結論稱關於該領土行政，凡國際 

聯合會以前所行使的監督職權，聯合國大會依法均 

有行使的資格，南非聯邦負有接受大會監督與管制 

並向大會提具常年報告書的義務％ 其結論並稱請 

願書的遞送與審査是此項監督的一部份。

一0 . 關於委任統治書第七條，該法院稱：

" 依據委任統治書第七條，受託國與國療 

聯合會另一會員國翻■於養任統治書條款的解釋 

與適用發生爭譲時如不能由談刹解決，槪應提

國際法院報告書一九五0 年，第" - S S 頁。

2 國際法院報告書，一九五0 年，第一S 六頁。 
» 同上，第■̂ 三七貢。



交常設國際法院。該法院塵於國際法院規約第 

三+ 七條4 及憲章第八+ 條第一項》認爲委任 

統治書的此項條款依然有效，是以依據此項條 

軟，南非聯邦有接受該法院强制管轄的義務。" »

* "規行條約或協約規定某項事件應提交國際聯合會所設之任 

何裁判機關或常設國際法院者，在本規約當事國間,該項事件應提交 

國際法院。"
® " 徐依第七十七條，第七千九條及第八千一條所11置各領土 

於託管制度下之個別託管盛定另有議定外，並在該項協定未經綺結 

以前，卞章任何思定癒與不揭解釋爲以任何方式變更任何國家或人 

民之《利，或聯合國會員國個別簽訂之規有國際約章之■條款。"  
e 國際法院報告書，一九五0 年，第一2 A 頁。

- 一. 前數段所稱國際法院的諮詢意見涉及夫 

會向該法院所提問題的第一部份。關於該問題的其 

他雨部汾，該法院的結論稱，憲章第+ 二章的規定 

纏用於該領土，意卽各條款雖未规定南非聯邦有將 

該領土置於託管制度下的法律義敦，但確已定有可 

將該領土置於託管制度下的辦法。該法院的結論更 

稱南非聯邦無權單獨行動,改變該領士的國際地位， 

確定及改變該領土地位的權力應由南非聯邦徵得聯 

合國同意行使之。

尝.南非聯邦所採取之立場

- *二 . 南非聯邦代表在一九五0 年+ 二月四曰 

大會第五眉會第四委員會第一九六次會譲，骨經提 

及國際法院在那一年所發表的諮詢意見。7 他在演 

說中稱："第一,委任綺治書第七條定有司法性的監 

督，曾由國際法院規約第三+ 七條明白保留，並經 

憲章第九+ 四條充實08 任何國家均能向該法院提 

出有關委任綺治♦ 條款在解釋與適用上的爭端。此 

項規定的重要â 以及在道義上的份量不容忽視。"他 

尙且提及該法院意見中那些露爲委任絲治書繼續有 

效，關於報吿書與請願書的監督職務應由聯合國行 

使的部份。但南非代表的全部發言在開始時提有兩 

項保留。第一，他稱該法院的意見是一種諮詢意見， 

對於南非聯邦政府並無拘束力。他並且表示關於國 

際聯合會一九四六年H月+ 八日就委任統治制度最 

後所通過的決譲案，最近發現若干事實，南非代表 

認爲如果在該問題提交該法院時卽已明白，則可能 

引起不同的意見。南非代表所作第二種保留，卽對於 

該國政府須待將來方能釋明立場的事項不能詳談， 

至於該國政府最後所作決定亦必福大會通過那一種 

性質的决譲案而頗受其影響。

一三 . 南非代表在西南非洲問題專設委員會聲 

明®處於聯邦政府的立場，下列基本要素必厲加以

大會第五屆會第四委員會正式組錄，一九五0 年十二月四日 

第一九六次會議，第四一段至第五二|g 。

« 聯合國毎一會員國爲任何案件之當事國者，承誌遵行國

際 法 艇 判決。

"二. 遇有造不履行依法院到決應食; 務時，他造得向安全 

理事會申訴。安全理事會認爲!ÈS要時，得作成建議或決定應探辦法， 

以執行判法。"
« - 九五S 年九月四曰公函，見大會第八画會正式æ錄附件，額 

程項目S 千六，文件 A /2475,第十四段。

强調。聯邦政府認爲委任綺治書業已失效，南非聯 

邦政府雖然仍依委任綺治書精神管理該領士'但在 

國聯解體之後不復負有其他國際義務。第二，爲達 

成解決起見’聯邦政府準傭與現存的三僻主要協商 

及參戰國签訂一項辦法, 其中除其他事項外,載明 

- *條條款，內容與有關國際法.院管轄的委任綺治書 

第七條相同。南非代表在早先一封公面內聲稱他現 

已奉命聲明聯邦政府準傭同意現存的主要協商及參 

戰國中任何兩國均得向該法院提起控誰

—四. 南非代表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六日第四 

委員會第三五七次會譲聲明 " 南非政府不擬 . . .  
承露該法院所作的所有各項結論或接受其全部意見 

. . . 南非政府碍難同意...所謂南非對於此項神聖住 

務仍有國原貴任的意見。南非政庶認爲原來約定辦 

法的兩造當事方面中一造旣已不復存在，該委任統 

治書卽告失敗，在法律上不再具有拘束力...南非 

聯邦政府曾提出願意接受司法性質的監督（須按照 

該提案上下文解釋）. . . 此點迄未達成協議...南弗 

不能同意對聯合國負責的義務..."南非職邦所提 

若千提議均非聯合國主管機關所能接受’各項提譲 

遂輕撒同。

一 於 此 可 見 ，聯邦代表雖曾聲言贊成依據 

養任紘治書或者另訂的協定而接受司法解決的原 

則 ,似乎仍有上述保留或者須照提譲的上下文解釋， 

而各項提譲亦因未獲同意已雜徹同。

1 0商上，第六屆會附件，議糖項目三十A , 文件A/1901,.第=

U .同上，第八屆會，第四委員會，一九五S 年十一月六日第S  
五七次會議，第S 至二 0 段。



肆.聯合國機關爲確保南邦履行其依委任統治書所承擔之義務 

所能採取之法律行動

一六. 根據大會決譲案一0 六0  ( —一）的措 

詞並參照第四委員會I2對該決議案草案1®所作的討 

論 , 在本標題下，似須討論下列各項：

( a ) 聯合國機關得以訳載殺序方式進行的"法 

律行動"；

( b )聯合國機關可以利用的其他法律救助。

一七 . 國際法院規約第三+ 四條规定僅國家得 

在該法院爲訴誤當事國，是以聯合國機關在能作有 

拘束力联]決的爭執斬諷中旣不能爲當事方，亦不能 

提起此項訴訟。"

一八. 聯合國機關自能依據憲章第九+ 六條向 

該法院徵求諮詢意見。諮詢意見本身對於聯合國任 

柯會員國雖無拘束力，但亦可能成爲促使其履行諮 

詢意見中所稱義務的一種因素。是以考盧聯合國機 

關得以有關西南非洲的法律間題徵求諮詢意見的方 

式採収法律行動似乎仍屬大會決譲案的範圍以內。 

委員會也可以指出，此種法律間題得不僅以諸如一 

九五四年及一九五五年提交該法院的監督程序問題 

爲限(表決程序，及可否准許請願人到場陳述意見）， 

且可提出受託國的某項行爲是否符合其依委任統治 

書所承擔的義務等問題，包括，例如：該領±的地 

位是否業已改變，在方式或程度上與委任統治書所 

載義務不符的問題。

一九 . 例如關於該領土地位，或委任就治書條 

敦與該領土行政法令規章間關係，徵求諮詢意見時， 

則有一項好處，卽該法院要用公平的司法辦法，根 

據向其所提出並經其衡量的腊據，而確定其意見。

二0 . 但委員會尙應指出，該法院在某種情況 

之下，也許會拒絕發表諮詢意見。常設國際法院對 

於 就 Eastern Carelia地位問題發表諮詢意見i"'的 

請求 , 卽曾述及其中關係國之一並非國聯會員國，該 

國不接受國聯的調停，而且拒絕同意此項程序。該 

法院在此種情況下拒裙後表意見' 說明：第一，接 

受盟約所定辦法以解決會員國與非會員國間的爭

同上，第 十 屆 會 ，第四委負會，第五七八次及第五八Q 次會

議。

1 » 同上，附件，議程項目三十A 。

按照該摄豹第五十九É , 該法院的裁判除對於當♦國及本案 

外無拘束力。

1 ® 當設國際法院，業編乙，第五號。

端，須輕后者同意；第二，所提問題涉及爭端的"要 

點" ，其答案不暂栽刹當事國« 方的爭端。該法院宣 

稱 :"本法院是一個司法衙門卽使發表諮詢意見亦不 

能違背法院辦事所應遵守的基本規則。"現國際法院 

在其一九五0 年三月三+ 日對解釋和平條約問題所 

摄表的諮詢意見中稱 : " 關於發表諮詢意見，本法院 

答復此種請求的責任有其限度。本法院並非僅爲聯 
合國的一個機關，而在本質上是"本組織之主要司法 

，機關" ( 憲章第九+ 二條及規約第一條)...規約第六 

十五條的規定是准許發表諮詢意見。該條授權法院 

審查案情的性質嚴杏對道種請求應該拒絕答復。" "  
但該法院在該案的結論中稱該法院並不因爲若干有 

關國家否認其職權而不能發表諮詢意見。該法院稱 

在該一案內答復此項請求並不涉及和平條約下任何 

爭端的嚴非曲直，因爲爭執焦點在如何解決的程序 

簡題。該法院且指出，該案並未引起關於事實的問 

題，而致反對者應有陳述意見的機會，按此卽前法 

院關於 Eastern Carelia 一案所提起的問題。

二一* . 除訳諷® 序外，聯合國機關也可以操取 

其 他 " 法律行動"以保證委任統治書所定義務之履 

行C 討論成建譲作爲聯合國主管機關所通過決議案 

主題的行動途徑，固然不在本特別報吿書範圍之巧， 

但似宜一論這種決譲案的法律性質與後果。

二二 .法官 Lauterpacht在其一九五五年關於 

表決程序問題的單獨意見書中指出處於監督地位 

的國際機關自可評斷一國管理國際委任統治地的行 

爲在法律上是否適當0 "該機關儘可"就管理國之行 

動是否遵照國際義務宣布刹決,"1T並可着其採収或 

放棄某種行動途徑。關於大會決譲案在此項問題上 

的法律效力，法官Lauterpacht會稱'：

" 決議案. . . 造成某糧法律義務，無論其如 

何簡單，富有弾性，而且不能强制執行，但究 

係一種法律義務，且係一種監督的辦法關係 

國雖不必一定接受此項建譲，但必M誠懇加以 

適當的考盧。"1®

« 國際法院報告書，一九五0 年，第七一頁至第七二頁。
1T國際法院報告書，一九五五年，第九九頁。

« 同上，一九五五年，第一- A 頁至第一九頁0
並參閱法官Klaestad單獨意見書，同上，第A + A 頁。



法官 Lauterpacht進而討論大會此項決譲案的法律 

性 質 ：

" 無論建議的內容如何，無論通過建議的 

大多數的性質及情形如何，此種建議究係主要 

機關的法律行爲 . . . 各會f l國均有責任按照其 

. 爲大會決議案，予以適當的尊重。. . . 〔一〕國不 

照關於同一問題的一項或一批建議而行動，未 

必卽係非法。但是道種行爲冒有危險，卽其迭 

次顯然不願本組織意見的行爲可能達至令人確

信其爲青棄憲章原則與宗旨的程度。此一國家 

或許會發現它已逾越 ’不當’ 與 '非法' 之間的細 

徵界限...而自召法律制裁的應有後果

由上文所§ I意見可見大會得向聯合國會員國建譲其 

蕭爲可能促使關係國履行所負義務的辦法。其中更 

有一種含義，卽關係國在所論情形下得被認爲業已 

違反憲章所載若千義務，是以自忍 "法律制裁的應 

有後果。"

國際法院報告書，一九五S 年，第- <nO頁。

伍.聯合國會員國所能個別或聯合採取的法律行動

二三.本飾所論的一種行動就是聯合國會員國 

向國際法院對南非聯邦提起有關養任統治書的訳 

譲0此閩涉及兩項問題。第一，是否聯合國任何會員 

國均有權提起基於委任統治書第七條的訳諷。第二 

問題亦有若千類似之處，卽聯合國任何會員國是否 

均有權提起訳訟以行使其作爲聯合國一機關的會員 

國所享有的權利，或行使其爲會員國的那一機關所 

享有的權利。

二H . 上述第一問題須蔵一九五0 年諮詢意見 

如何解釋。委任維治書第七條業已全部錄入本報告 

書 （第八段)。其中規定國聯會員國與受託國關於委 

任統洽書的解釋與適用發生爭議時應受常設國際法 

院的强制管轄。關於該條效力的其他問題將於下文 

關於前國際聯合會會員國的部分論及（第六節)。本 

段所論問題僅爲聯合國會員國現在是否一律享有引 

用委任統治書第七條的權利。

二五. 國際法院在一•九五0 年的諮詢意見中對 

於此項間題並未明確處理。法院表示該委任統治書 

繼績有效，監督職務現在得由聯合國行使，第七條 

藥-於現國摩法院依然有效。

二六.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許多委員認爲依據 

國際法院的諮詢意見，職合國全體會員國均顯然賦 

有引用委任綺洽書第七條之權利。他I門認爲若云該 

法院並未說明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均享有引用該第七 

條的權利，則須記牢並未有人請求國際法院就此點 

發表意見。他們强調國際監督由一組織移交另一組 

織，並非由某一批國家移交另一批國家，龍、爲按照 

國際法院的意見，" 國際監督...是委任統治制度的 

重要部份監督職務應由聯合國行使，那 聯 合 國  

會員國現在自可實行委任統洽書內所訂司法性質的

監督。他們認爲此種司法性質的監督與委任綺治書 

所载報吿程序相輔相成’且能獲得國聯機關所不能 

直接収得的具有拘束力的载刹。聯合國旣有權行使 

監督職務，且同樣不能向國療法院提起訴誤，引用 

委任綺治書第七條的權利現在自爲聯合國全體會員 

國所享有。該委員會此批委員更提à 捕充理由，稱 

如果從一九五0 年的意見得出的結論以爲司法監督 

的法定權利僅爲聯合國若千會員國所享有，實與監 

督的基本意思背認，且與聯合國憲章不符。

二七.該委員會其他委員雖亦認識上段所述立 

場的力量，但尙認爲此項問題不無疑義。他們以爲 

如果依據委任統洽♦ 第七條向該法院提起訴訟，則 

關於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引用第七條的權利，可能有 

許多理由提出。他ffg對於此項理由效力如何雖不願 

有所批評，但深感此項問題旣有疑義卽應提請大會 

注意。委員會內這一批委員認爲凡欲提出相反理由 

的國家均能辯稱國際法院發表意見如果真有此意， 

自當明白表示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均可引用委任統治 

書第七條。在此項問題上，任何持反對理由者可以 

弓I述 Sir Arnold McNair及法官Read的單獨意 

見其中以爲國聯會員國依據第七條享有的權利仍 

奮存在。凡提及此項單獨意見者均能指出此二法官 

均未認爲引用第七條的權力業已移交另一批會員 

國。提出此項反對理由的任何國家且能辯稱如果第 

七條的適用推及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則不菅委任絲治 

書業已擴大。

二八.此項問題的任何疑義均可再請國際法院 

發表諮詢意見而獲得解決,但此刻或許並無採取此 

項途徑的必要。

國際法院報告書，一九五0 年，第一冗八頁至第一五九頁及第 
六九頁Ü



二九.上文第二十三段所稱第二種可能性的論

據在於聯合國會員國依據該委任統治書以監督機關 

(按卽大會)會員國的資格享有收受受託•國報告♦的 

權利，而該聯邦政府之並未提具此項報告書實已侵 

犯此項權利。對於此項案件是否具有强制管轄，除 

其他條件外，須看南非聯邦依據國摩法院規約第三 

十六條第二項接受强制管轄的條件如何0 22此項接 ,

國際法院年鑑，一九五五 -■九五六年度，第 九 八 頁 。

受旣僅適用於 " 關於簽字後之1靑勢或事實所發生之 

爭端 ,而接受書是一九五五年九月+ 二日簽字的，則 

似應推定屬於本段所載性質的爭端並不在該聯邦政 

府接受强制管轄的條件以內。

三0 . 此間且可提及本報告♦前節尾文所述的 

可能性，卽在某種情形之下攝可辯稱一國業已違反 

其對於憲章的義務。退此種情勢時，如果接受"志 

願條款" 的條件充份，聯合國會員國卽得提起訴誤。

陸.前國際聯合會會員國所能個別或聯合採取的法律行動

三一.本節所論的一種行動就是依據委任統治 

書第七條提起訳議的可能性。本節的實質僅以討論 

前國際聯合會會員國的地位爲限。但本節所論須視 

前節所提間題如何而定，因爲委任統治書第七條現 

在如果適用於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則除極少數情形 

之外 , 實無研究前國際聯合會會員國地位的必要。 

各國可以利用委任統治書第七條的問題，該法院雖 

未明確處理，但至少若干前國聯會員國似乎確實享 

有此項權利。前會員國在國聯最後解散前已非會員 

國者自其會員國資格取銷之日期起顯已喪失各項權 

利 , 包括有關委任統治書第七條的權利在內。如此 

則此項權利在國聯解散以後殊無恢復的理由。 此 

外，尙有一類頗有疑間的國家， 這就是前國聯會員 

國在國聯解散日期仍係會員國而現在並非聯合國會 

員國或國際法院規約的當事國者。此類國家在一九 

五0 年之意見內並未論及，但法官Read認 爲 前  

國聯會員國並未成爲現行國際法院規約當事國者， 

其依據第七條所有權利卽已失效。本報告書附件乙 

载有聯合國會員國在國聯解散時爲國聯會員國者， 

在解散日期前爲國聯會員國者，及在國聯解散時爲 

國聯會員國而現在並非聯合國會員國或國際法院規 

約當事國者的名單。另有其他兩國曾爲國聯會員國， 

其中一國且係國際法院規約當事國，均在該附件註 

釋中註明。

三二 . 因此，至少前國聯會員國在國聯解散時 

録屬會籍，現爲聯合國會員國成國際法院規約當事 

國者，有權援用委任統治♦ 第七條，此事殆無疑義。 

此條條文如果適用，必須受託國與上述前國聯會員

23 Sir Arnold M cN air單獨意見書，國魔法院報告書，一九五 

0 年第一五A 頁。並參閱法官R ea d單獨意見書，第一六五頁。

2 ^此外可能倚有別類有疑間的國家，例如,某某國家可以認爲已 

經承l i 某前國聯會員國的權利與義務,該國處於什麼地位。此類國家 

31起董要而且極度複雜的法律問題，而該委員會認爲不必、加以決定。 

" 國際法院報告書’ 一九五0 年，第一六九頁。

國之間發生爭端，不能由談制解決，而且此種爭端 

必須與委任統治書的解釋或適用有關。

三三. 常設國際法院將 " 爭端"一詞的定義定 

爲 " 雨人之間對於某點法律或事實的歧見，法律觀 

點成利喜上的衝突0" 就委任統治書第七條而論， 

此項爭議當係談刺所不能解決者。"如果陷於僵局 

或. . . 一造肯定表示不能或拒絕譲步...毫無疑義此 

項爭端不能由外交簌斜而解決。 截至現時爲止， 

聯合國內的譲事是否足以表示在南非聯邦與擬依據 

第七條起訴的國家之間確有爭端存在，這是此項國 

家所應答復並應進一步探収其認爲必要的步驟解決 

的問題。在此項問題上法律似不禁Jh大會促請前國 

聯會員國注意委任統治書第七條成建譲大會認爲適 

當的行動。

三四. 爭端可能有種種性質。第七條在這方面 

並未作任何限制，但無論如何必須有關委任統治書 

的解釋或適用問題，按卽必須與該委任統治書的一 

個或數個條款有關或與整個養任統治書的效力問題 

有關，例如有關該關係領土現在的地位。由此項觀 

點而論，該法院一九五0 年的意‘見似乎認爲關於監 

督職務本身的爭議與有關該領土管理或地位間題的 

爭端，自能成立。

三五. 該法院業已發表諮詢意見，內稱依據委 

任統治書第七條，法院享有管轄權。如果依據該條 

而提起訴訟，則該法院的管轄全憑國際法院規約第 

三+ 六條第一項及第三+ 七條。 第三+ 六條第一 

項規定該法院的管轄包括一切案件，尤其基現行條

2 8 常設國際法院，* 編甲，1 - 8 ,剣決，剣決第二號，第千一頁。 

第二號判決听揉取的標準在第十號例決中經明確保持。見常設法院， 

量編甲，威。

常設國際法院，’量編甲,1  一8 ,判決第二號，第十三頁。 

是以並無接受 "志願條款" 的問題發生。



約或協約中所特定者。誠 如 Sir Arnold McNair
所稱2®"毫無疑義，該委任統治書裁有國際義務，自 

屬條約或協約一類。" 依據國際法院規約第三+ 七 

條，現行條約或協約规定某項事件應提常設國際法 

院者，應卽作爲規定應提交國際法院解釋。

三六.該法院動於任何訳誤案件有無管轄的爭 

端，依據規約第三+ 六條第六項，有權自行裁決。

三七. 新誤當事國一造不到庭或不辯訳，他造 

當事國得請求該法院刹其勝訳。該法院決定如此進 

行時必須査明其本身依據規約第三+ 六條及第三+  
七條確有管.轄權，且此項購求在事實與法律上均確 

有根據。3。

三八.該法院對於訴諷案件在實體上達成裁刹 

時，此項栽判對該案雙方當事國發生拘束力。規約 

第五+ 九條規定該法院的裁判除對於當事國及本案 

外無拘束力。

國際法院報告書，一九五0 年，第•^五八頁。 

國際法院規豹第五千三條。

三.九 . 依據該法院規約第六+ 條，其刹決係屬 

確定不得上訳。但得聲請覆核，按照規約第六+ -  
條的規定,此項聲請應根據發現具有決定性的事實， 

而此項事實在刹決宣告時爲該法院及聲請覆核的當 

事H所不知者，市以非因過失而不知者爲限。

M O .依據憲章第九+ 四條，聯合國每一會員 

國爲任何案件當事國者,承諾遵行國際法院的判決。 

按照該條第二項，遇有一造不履行依法院剑決應負 

的義務時，他造得向安全理事會申訴。安全理事會 

認爲必要時，得作成建譲或決定應操辦法，以執行 

刹決。

m- . 養任統治書第七條或國際法院規約內均 

未規定不准前國聯會員國個別或聯合採収行動。

四二委員會且須指出，按照規約第六+ 三條， 

協約發生解釋間題時，書13官長應卽通知該協約全 

體签字國，受此項通知的國家均有參加程序的權利， 

但行使此項權利的國家均應同樣受刹決的拘束。

附 件 甲

(一)國際聯合會盟約第二十二條原文

一.凡殖民地及領土於此次戰事之後不復屬於 

從前統治該地之各國而其居民尙不克ê 立於今世特 

別困難狀況之中，則應適用以此等人民之福利與後 

展爲文明之神聖任務之原則，履行此項任務之保障 

應載入本盟約。

二.實行此項原則之最善方法莫如以此種人民 

之保育委諸資源上、經驗上或地理上足以擔此責任 

而亦樂於接受之各先進國，該國卽以受託國資格代 

表聯合會實施保育。

三.委任統治之性質應風該地人民發展之程 

度、領土之地勢、經濟之狀況及其他類似情形而區 

別之。

四. 前屬土耳其帝國之若千tfc® 其發展已達可 

以暫認爲獨立國之@ 度，権仍須由受託國予以行政 

上之指導與援助，至其能自立之時爲止。受託國之 

進選必須以此項社直之意願爲主要考盧。

五 . 其他民族，尤其在中非洲者，按其發展之 

程度，不得不由受託國負行政之責任，推須在維持

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所許可之限度內保證信仰與宗 

教自由，禁止如販賣奴錄、軍火與烈酒之弊端，防 

止建築工事或設立隆海軍基地，土人除爲警察或國 

防外不受軍事訓練，並在貿易與商務上，確保國聯 

其他會員國機會均等0

六 . 此外領土,有如西南非洲及南大平洋之若 

千島嗔，或因居民稀少，或因幅員不廣，或因阻文 

明中心遼遠，或因地理上紙連受託國之領土，或因 

其他情形，最好作爲受託國領土之一部份，在上述 

爲士著居民利盤所設保障之下，按受託國之法律管 

理之。

七 . 凡委託案件,受託國須將受託領土之情形 

向行政院提具常年報告書。

八 . 受託國所行使之管轄權、監督權或行政權， 

其程度倫未先經國際聯合會會員國譲定，應由行政 

院遂案明白規定之。

九.設一常置委員會負責接受並審査各受託國 

之常年報告書，並就有關履行委任統治書之事項向 

行政院提供意見。



(二)西南非洲委任統洽書全文

國際聯合會 

西南非洲委任統洽書

國際聯合會行政院二

案査一九一九年六月二+ 八日在凡爾赛與德國 

所答訂之E黎和平條約第一百+ 九條，德國已將其 

海外屬地包括德屬西南非洲之一切權利在內，一律 

放棄，交與主要協商及參戰國；

且査主要協商及參戰國業已同意依據該條約第 

一 章 （國際聯合會盟約）第二+ 二條頒給英皇陸下 

委任統治書一件，由南非聯邦政府代表管理上述領 

土 , 且已提譲該委任統洽書應按下列條件擬訂;

更查英皇陛下業已代表南非聯邦政府同意接受 

有關該領土之委任統治書，並允諾遵照下列條款爲 

國際聯合會實施之；

又査上述第二+ 二條第八項規定受託國行使之 

管轄權、監督權或行政權，其©度倘末先經國際聯 

合會會員國議定，應由國際聯合會行政院明白規定 

之 ：

兹確認該委住統治書，規定其條款如次：

第 一 條

英皇陸下代表南非聯邦政府（以下稱受託國） 

接受所碩委任統治書之領土包括西南非洲德國保譲 

地。

第 二 條

受託國對於本委任統洽書所指之領士，得視爲 

南非聯邦之構成部份，享有行政與立法之全權，並 

得將南非聯邦之法律，按當地情形酌加必要之修改， 

適用於該領士。

受託國應全力促進本委任統治書^所指領士之居 

民在物質與糖神上之福利及社會之進步。

第 三 條

受託國應保證禁止販賣奴雜，除爲主要公共工 

程及公共事務並予充份報酬外，不准施行强迫勞動。

受託國並應保證按照與一九一九年九月十日所 

訂管制軍火買實公約或其修正公約所载相同之原則 

管制軍火買賣。

以烈性酒類或飮料供應土著人民應予収綠。

第 四 條

土著人民之軍事訓練除爲該領土內部之警察及 

保衞地方者外，應予禁止，且在該領土內不得建立 

瞎海軍基地或建築工-事。

第 五 條

受託國應在尊重維持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之地 

方法律之條件下，確保該領土內信仰自由，自由舉 

行各式禮拜，並准許國際聯合會會員國之國民入境、 

旅行、居住從事職業。

第 六 條

受託國應向國際聯合會行政院提具該院認爲满 

意之常年報告書截明有關該領土之充份情報，並說 

明其爲履行第二、第三、第四及第五條所訂義務而 

採取之指施。

第 七 條

本委任統治書條敦之修改,均須得國際聯合會 

行政院之同意。

受託國同意該國與國際聯合會之另一會員國對 

於委任絲治書條敦之解釋或適用發生爭譲時，如不 

能由談刹解決槪應提交國際聯合會盟約第十四條所 

規定之常設國際法院。

本聲明書應織存國際聯合會標庫。國原聯合會 

秘書長應將正式副本分送對德和約之全體簽字國。

一九二0 年+ 二月+ 七日訂於日內S 。

附 件 乙

(一)聯合國會員國在國際聯合會解散 玻 利 維 亜 丹 麥

時爲國聯會員國者a 保 加 利 亜 多明尼加共和國

加 拿 大 M 瓜 多
阿 富 汗  澳 大 利 亜 . 中 國 埃 及
阿 根 廷  比 利 時 哥 命 比 亜 阿比 西尼亜

^瑞士在國際聯合會解散時亦係國聯會員國，並依據憲章第九 古 巴 芬 蘭
+三條第二項於一九四八年七月六日成爲國際法院規豹之當事國。 捷克斯拉夫 法 蘭 西



希 腦 巴 拿 馬 哥 斯 大 黎 加 尼 加 拉 瓜

印 度 波 蘭 藤 爾 冗 多 巴 拉 圭

伊 朗 葡 萄 牙 瓜 地 馬 拉 秘 魯

伊 拉 克 瑞 典 海 地 羅 馬 尼 亜
愛 爾 蘭 泰 國

洪 都 拉 斯 ’ 西 班 牙
賴 比 瑞 亜 土 耳 其

牙 壬II 蘇維埃社會主義
盧 森 堡 南 非 聯 邦

不,J
共和國聯邦

墨 西 哥
大不列顏及北赞

爾蘭聯合王國
義r~! 大 利

本

委 內 瑞 拉

荷 蘭 烏 拉 圭 0

細 西 蘭  

挪 威

.)聯合國會員國在

南 斯 拉 夫 ( 三)國際聯合會會員國在國聯解散時

:國際聯合會解散
並非聯合國會員國或國際法院規

前已非國聯會員國者b 約之當事國者

阿 爾 巴 尼 亜 巴 西 愛 沙 尼 亜

奥 地 利 智 利 拉 特 維 亜

'德國在國際聯合會解散以前亦已非國聯，會員國。 立 陶 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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