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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 言

本報吿書所涉時期係自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千四日，卽本委員會提出上次報 

吿書之日起至一九五七年八月千四日止。

聯合國朝鮮統一及善後事宜委員會係依據一九五0 年千月七日大會決譲案 

三七六 (五 )成立，其在輕濟方面的職責於九五 0 年十二月一日大會決譲案0  

~ o ( 五）中續有規定。

本報吿♦應與本委員會提送大會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千及第十一 

各屆會的報吿書 (a / i 881 , A /2 1 87, A /2441 , A /2711 , A/2947 及 A /3172) 同讀。

前各報吿書所及時期爲九五 0 年千月七日至九五六年八月二千H 日。 

本報吿書於一*九五七年八月千 r a 日簽字0



第一章

委員會及其分組委員會的組織與工作

甲.大會第十一届會審議委員會 

報告書情形

大會第十一屈會曾審議聯合國朝鮮絲及善 

後事宜委員會第六次報告書。本委員會在該報告書中 

說明其所設分組委員會》業已負起本委員會奉命擔任 

的職責，並已在現有限制下履行這些職責。

二.大會討論朝鮮問題於一九五七年一月千一日 

以五千七襄對八票，棄權者九，通過決譲案一0 — 0  
(千一）。大會在該決譲案內稱 : 閱悉本委員會報吿書， 

覆按決譲案八 -^一 (九 )及九- < 3 (十），注意到停戰協 

定仍然有效。它重申聯合國的目的爲以和平方法使朝 

鮮成爲在代議制度政府下一個統一、獨立與民主的國 

家 ，以及在該嵐域完全恢復和平與安全。它促請依照 

一九五四年在日內冗代表聯合國參加朝鮮政治會譲各 

國所定並雜上述決譲案確認的基本統一原則，繼績努 

力，以求達到上述目的。大會着本委員會依據大會各 

有■決譲案繼績工作並觀察朝鮮全國選舉情形提具報 

吿，並請所有國家及當局對於本委員會的此項工作絵

予便利。它請秘書長將朝鮮問題列入第千二輕常盾會 

臨時議程。

乙.組纖及目前情形g
三 . 在內部組織方面，本委員會曾於一九五五年 

九月七日決定自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起在朝鮮成立一 

個由澳大利亜、菲律賓、泰國及土耳其四國代表組成 

的分組委員會，享有委員會依據大會一九五0 年千月 

七日決譲案三七六(五)及一*九五0 年十二月一日決譲 

案ra—o (五 )所得地位及職權，代委員會執行任務。 

此項決譲又規定於情勢必要時得隨時《集委員會全體 

會譲。

四. 朝鮮統一善後委員會分組委員會於一^九五六 

年一^月— 日舉行第一*次會譲，在本報吿書所及時期內 

繼績經常開會。3它代表委員會観察大韓民國一切顯著 

發展，同時致力於促成聯合國所窗目標的實現。它召 

集了委員會全體會議，審譲委員會提送大會第千二屆 

會的報吿書。

參閱下文叙述本委負會的組織及目前情形的第第四雨段。

2 各代表團及秘書處的成員名單見附件查。 

g 分組委員會■在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九日至一九五七年七月 s + 日  

期間 P i會 H 千一次。

朝鮮間題

甲.總論

五，聯合國在朝鮮的基本目標—— 卽在整個朝鮮 

半島建立一個綺一、獨立及民主的政府—— 的實現希 

望，基本上並無改變。使戰事於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千 

七曰停止的停戰協定，仍然生效;朝鮮問題的本身依然 

沒有解決。北朝鮮當局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 

府均未表示願意根據聯合國所定原則談判解決辦法。 

此種情形一日存在，實現聯合國目標的希望顯然就很 

Ï砂范。但本委員會願重申它在過去的報吿書中提出的

意見，卽停戰協定並非種和平解決，而紙是向和平 

解決所應追求的最後目的前進中的一個步驟。

乙.關於停戰協定的發展

六 . 誠如在上次報吿書中所說，本委員會並不參 

預停戰協定的實施。惟在其觀察大韓民國的發歴及所 

引起反響的任務範圓內，委員會曾注意到歷年來關於 

違反停戰協定某些規定的控斬。*這些規定的主要目的

«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一屆會，補編第十三緣（A / 3 1 7 2 )第七 
段及第十三段所載事例。



是確保停戰局面的穩定，維持相對軍力於一九五三年 

七月二十七日，卽停戰協定签字之日，的均衡狀態。

七 . 在本報告書所及時期內，委員會察及聯合國 

方面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千一日舉行於朝鮮板門店的 

軍事停戰委員會會譲上所作聲明。該聲明除其他事項 

外 ，宣布聯合國軍司令部塵於對方嚴重破壞停戰協定 

內關於輸入戰鬥裝備與武器及報吿所作輸入的第十三 

款卯項，認爲己方當然無須遵行該款所規定的同項義 

務 ，直至相對軍事均勢業已恢復而對方已以行動證明 

其願意履行上述義務爲止。本委員會復察悉對方於一 

九五七年六月二千六日及七月二十八日在軍事停戰委 

員會發表的灣明。該兩項聲明要求聯合國軍司令部撒 

消上述決定，但並未表斤願意依照聯合國所定原則討 

論朝鮮問題的解決辦法。

八 . 大韓民國政府當年拒絕签署停戰協定，其反 

對協定的態度迄未改變。自停戰協定签訂以來，該國 

政府不斷要求廢寨該協定。因此，它對於聯合國軍司 

令部就第千三敦卯項所採取的立場，極表歡迎，同時 

繼續要求廢寨整個協定。

丙.對大會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一曰 

決議案的反應

九，大韓民國對一九五七年一'月千一'日大會決譲 

案一0 — 0  (千一）表示失望，因爲該決譲案雖然重

申聯合國在朝鮮的目標，却未訂定任何具體的統一計 

劃。

丁.大韓民國加人聯合國問题

—0 . 在大會第千一屆會開會前及開會斯聞，大 

韓民國加入聯合國問題在該國內引起了人民的濃厚與 

趣。

一'一 . 在大會第千一 '屆會審譲這個問題以前，韓 

國國内及聯合國會所均有贊成該國入會的熱烈活動。 

韓國各地紛紛寒行民衆大會，而且除大韓民國駐聯合 

國觀察員爲韓國入會所作外交活動外，並有"大韓民 

國加入聯合國事宜全國委員會" 所發起，由M位名流 

組成的團體前往紐約請願。大韓民國一向認爲本身已 

具備入會資格，唯一的入會障礙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邦的態度。

戊.大韓民國外交關係的擴展

一 二 . 朝鮮問題雖未解決，大韓民國繼績擎固其 

國家地位的努力並未稍减。5關於該國派駐海外的外交 

代表擴增情形，及其在國際組織及會譲方面的主要活 

動，詳見本報告書附件春。

全 上 ，第千冗段。

第三章 

大韓民國的代議政體

甲.導言

一三 . 上次報告書已指出，由於大韓民國在其政 

治制度及行政方面獨立自力更生的能力日益增高, 它 

需要本委員會協助的程度跟着減低。在本報吿書所及 

時期內的各項發展，已證實上述評價的正確。因此，本 

委員會覺得目下它在大韓民國代譲政體的發展中所要 

做的工作，實屬有限。

一四.大韓民國去年沒有全國性或地方政府的選 

舉 ,是以本委會員對政治局面 '進行觀察。一般來說， 

雖然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千八日發生了謀殺副總統張她 

博士事件，政洽局面堪稱穩定。自由黨仍然掌握行政

部門，在立法機關的實力亦已增加。本報吿書签字時， 

該黨在譲會二0 三個譲席中估了一三三席，幾達全數 

三分之二。這就是說，譲會開會至少要有自由黨譲員 

三千三人出席，否則便不足法定人數。

乙.行政部門

一五 .內閣在檢討年度內有數次的更動總絲與 

副總統自兩個政黨選出所由起的局勢 ,7全年繼續存 

在 。雜然正副總統所屬政黨的政策在本質上無重大差

~ 6 參閱下文附件K。
7 參閱大會正式12錄，第千一屈會，補編第十三狭（A/3172) ,第 

二十段。



異 ，而且雨人均曾於一九五六年五月表示希望彼此爲 

國家利猛而合作，此項希望尙未見實現了多少。

丙.立法機關

一 六 . 本委員會已在前數次報告書中說過，大韓 

民國憲法規定立法機關應分設兩院，但是目前一切立 

法職責，仍由衆譲院單獨行使。

七 . 譲會去年雖曾審譲後多重要立法措施，用 

了很多時閩質詢各部部長及進行一般辯論，但是就 

年內所通過的法案數目看來 ,其立法工作可謂有限。議 

事工作亦因有許多天全日或半日未有法定人數的議員 

出席會譲而政阻滞（參閱上文第千四段 ) 。雖然如此， 

由於譲員在這個議會內均能就所議事項暢所欲言， 

隨意批評行政當局的政策，議會所通過法案爲數有限 

的缺憾賴以稍獲彌補。本委員會認爲這個議會討論議 

案時那種熱烈情形，已充分證明公開辯論的民主原則 

在大韓民國中已穩画暨立了。

- A . 議會內的政治活動，繼績由各黨派依照議 

事規則協商進行。這些黨派在議會內所得譲席如下：

自由黨 ............................................ Ï33
民主黨 ...................................... 45
政友會 ...................................... 22

無黨媒 ......................................
總計 ............................................ 203

從上表可以看出，在議會內具有相當實力的政黨只有 

兩個，卽估有一三三譲席的自由黨及估有四千五譲席 

的民主黨。進 步 黨 （領袖爲曹奉岩）有一*個議席。除 

政黨外，尙有政友會（領袖爲張潭相）這個重要協商 

團體，民主黨以外反對黨派約有二十二人與政友會略 

有聯繁。此外又有國民主權擁護鬪举委員會（主席爲 

腹潭相），是反動黨派—— 包括民主黨在內—— 有時聯 

合起來在議會向外活動的一個組織。但是就目前而言， 

這些團體及其活動似乎尙不能形成團結政的反對陣 

線。

一九.國民譲會下次選舉預計將於一九五八年上 

半年舉行。委員會聞悉各政黨已在本報告書起草時開 

始壽備読選工作。

丁.大韓民國的報業

二0 . 委員會爲貫激其留意大韓民國代譲政體的 

繼績發展的任務，同時因爲深信出版自由是保護並鼓

勵此項發展的最可靠保障之一，故襄f於大韓民國國內 

各 種 報 紙 續 加 留 意 。

二一 . 本年H 月，朝鮮慶祝第一MS ' ‘報業週"，有 

多種儀式，主要的是成立朝鮮報紙編輯人協會及制定 

報業守則。該守則確認出版自由爲人權中最基本的權 

利之一，否認損及該項權利的法律爲合法，承諷遇有 

可能損書公共利盤的情形發生時得施以法律制裁，並 

强調報業應有責任感。大韓民國國內各大報紙均有職 

員參加上述協會的執行委員會及會員委員會。

二二.從報業的獨立精神與主動作風日益增長這 

點說來，上述協會的成立及報業守則的通過更見意義 

重大。韓國報紙詳盡報導國內政治、社會、輕濟發展 

情形，能毫不猶豫地對行政當局的政策作率直甚至嚴 

酷的批評。多數報紙謝於政府及反翻黨派領袖所發表 

的聲明和批評，都列登全文。特別顯着的是政府的經 

濟政策輕常被報紙作《透徹的分析；各報對於韓國終 

濟問題的解決方法雖然很少意見一致，卻經常在進行 

調查，補充議會關於輕濟方面的工作。關於外交政策， 

各報的意見較趨一政，反映出全體人民對於外交問題 

的意見亦較爲一致。有I f 多報紙正在擴充國外新聞的 

篇幅，擴大其在社論中評論外交事項的範圍。

二三 .報章上時常說自由黨將在議會提出一法 

案，授權政府監督各種出版物。但是這些消息都只是 

傳說而已，自由黨某幾個資深黨員，包括議會議長在 

內，均已聲明無意提議立法管制或監督新聞活動。

二 r a . 在大韓民國，出版自由受到憲法第千三條 

的明文保障。該條宣告 "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及 

結社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加以限制"。圖以立法方法 

鐵報業加以不當限制的情形，至令不會發生（刑法第 

三Q七條及第三0 九條謝毁誇及桓造消息訂有治罪辦 

法），但是有許多朝鮮人提出有力理由,倡議繼續立法， 

使憲法第千三條所保證的出版自由益織擎固。

二五.本委員會認爲應採取一切必要步驟來維持 

自由、上進與負責的報業的發廣。它歡迎編輯人協會 

的成立及報業守則的通過，因爲這雨者表示報界知道 

負責任是享受自由的必要條件，同時知道負責的新聞 

報導係以正確、客觀及自制爲不可缺少的要件。委員 

會相信韓國報業在組織協會及蠻訂守則二事中表現出 

來的負責態度，顯示它們有墮決的意志和寬廣的服界， 

這對於擎固大韓民國代譲政體的基礎，實大有禅助。

大韓民國各大報紙名單，見附件肆。



第四章

韓國經濟情勢及復興工作的進展

甲.導言

二六.本委員會在提送大會第千一屆會的報告書 

第四章中已檢討過大韓民國至一*九五六年六月爲止的 

，經濟及財政狀況，同時已就各項援助韓國的方案，特 

別是聯合國朝鮮復與事務處及美刹 .堅合衆國的方案， 

槪述其發展情形。委員會在常年報吿書內作此種檢 

討 ，並就韓國輕濟發展及各項援助方案提出其認爲必 

要的評議，已成償例。

二七 . 惟自戰事終止以來，由於行政技術的進步， 

由於救濟善後工作的穩定進展已使韓國發展的復與階 

段加速完成，並由於本委員會的代表團人員及職員俱 

已滅少，委員會在這一方面的工作當然也就縮減。然 

而本委員會終由分組委員會，仍密切注意朝鮮復與事 

務處的工作，並隨時備供該處主任作適當的輕商。本 

委員會各委員曾視察復舆事務處所主辦各種計劃，並 

繼續與該處職員保持密切關係。委員會又綴常獲知復 

興事務處工作分期執行計劃的進展情形，而且會與該 

處主任討論這® 計劃。委員會認爲復興事務處對於韓 

國的復興與建設，貢獻甚多，雖則關於這點的最後估 

計須俟全部方案完成後才能作成。委員會同意該處主 

任的意見，卽從復興事務處的業務，更足以證明於和 

平時期，經由聯合國集體行動所能得到的成就。

二八，關於其他援助方案，特別是美刹整合衆國 

國際合作署的方案，以及關於大韓民國政府的輕濟政 

策 ，本委員會輕由分組委員會及個別委員與各機關職 

員及政府官員保持接觸，並研究所得各種資料，俾能 

輕常知道發展情形。雖然如此，委員會覺得應在此說 

明它相信自己對於韓國輕濟發® 的研討與評價，在現 

隋段只能作極有限的貢獻，因此它認定與其詳細論列 

各援助方案的狀況，徒然重複將可在各方案主管機關 

本身的報吿書中—— 特別是朝鲜復與事務處主任的報 

告書—— 讀到的資料，不如僅就韓國當前雜濟情況說 

其梗槪，附帶述及各援助方案的貢獻，並就雜濟情況 

中委員會認爲目前最應着重的各方面，特別予以指出。

乙.經濟情勢的總檢討

二九.本委員會在提送大會第六屆會的第一次報 

告書中曾說從許多方面看，通貨膨服是目前朝鮮最

厳重的經濟問題。若不把它抑止，國際救濟和善後工 

作的全盤基礎都將動搖" 。g 雖有種種困難，救濟和善 

後工作並未間斷，到現在已可槪括地說是轉入,經濟發 

展的復興階段。但是通貨膨服也在繼續增長，現已足 

以危害復與方案。

三0 . 不用說，偷能以平衡收支及限制私人信用 

貸敦的方法穩定國內金融，韓國輕濟將可得到較迅速 

和較平旬的復與。但是，在經過長時斯的通貨膨服之 

後 ，想在不停止執行復興方案，不降低生活程度，同 

時又能應付必耍國防的旦大支出的情形下達到上述的 

平衡，縱有外援源源而來，仍是一件艱旦工作。在韓 

國這種特殊環境下，通貨膨服繼續構成輕濟上的一個 

顯著因素，實不足爲奇。韓國在檢討年度尙未獲政經 

濟穩定，惟通貨膨腹的增加速度已大爲減低，而對於 

過去助長通貨膨膜的許多因素，亦已擬出更有效的管 

制辦法。這兩項成就大半是在一九五七年頭六個月內 

達成的。

三一 . 爲一九五五年六月至一九五六年十二月這 

十八個月期間編製的預算原將愿細總額倍定爲二九 

九億圖。但根據本委員會所得最後數字，實際腐細爲 

八五億圖。一九五六年千二月三千日國民議會所核淮 

的一九五七年一月至千二月會計年度預算，決計以進 

行若干種税收改革並提高若干官營企業的收費或貨價 

的方法，儘量减低赤字。I里議會核准的一九五七年度預 

算估計一般帳項及國防預算下的赤字將爲九六億圓。 

但是此項赤字並未計及全部政府支出。如將所有支出 

計算在內，赤字總數估計當達七七三億圓。1* 雖然不 

敷之數不會全以增加通貨膨膜的方法去供給，這種不 

平衡狀態對於經濟勢必發生至大影響。惟自美、韓兩 

國政府於一九五七年月在華盛頓討論圓與美元兌換 

率國（參閱下文第三千三段），援助方案及一般經濟情 

況後，已譲定一財政方案，藉保持一九五七年度預算 

的平衡來遇阻物價上漲的趨勢，並由聯合經濟委員會 

依據協定遂季審核支出。

三二 . 雖然如此，韓國有許多政府企業係在預算 

以外輕營。由於其中有些企業入不敷出，這些企業的

« 大會正式紀錄，第六屆會 ,補編第十二號(A/1881),第二四五段。

間上，第十一屈會，補編第十2 號 （A/3172),第®千五段。

明細数字見附件伍，甲表。



經營加上s 人企業的需要，造成了一九五六年銀行貸 

敦全年增加的情形。因有這種情形，加以米造歉收糧 

價 暴 激 （見下文）,一九五六年全年仍有嚴重的通貨膨 

膜。一般地說，韓國政府一九五六年的財政和信用政 

策 ，都不是以通貨收縮爲目的。但是，出售援助物資 

所得圈供充相對基金的收入的增多局部抵銷了上述促 

成通貨膨膜的勢力。

三三 . 一九五七年初，韓國政府因欲維持一九五 

五年與美國政府議 II•的五0 0 圖合美元一元的兌換 

率 ，再與美國政府洽商，結果協議將該兌換率至少保 

持至本年年底（參閱第三千一段）。輕過這次協商後， 

對於財政及信用業務的管理按術似乎已有較深廣的認 

識 ，而且已比前時更加知道這兩種業務有予以較嚴格 

管制的必耍。新訂方案的效果見物價變動及貨幣供應 

表 （本報吿書附件伍，乙表）。從該表可以看出，過去 

六個月的財政狀況較爲穩定，爲從來所未有，而且這 

種穩定狀況後可能繼績存在。

丙.生查

三四 . 新財政方案受到了一些批評，最主要的是 

批評週轉資金的缺乏，迫使許多企業減少生產，甚至 

完全停 i t 生査。本委員會編製這個報告書時，尙未確 

實知道被迫歇業的商號有多少家，但是從各大工業生 

蜜指數看來，所指時期內的生產並無重大退減。無疑 

的，一部分投機活動已受到打擊。有許多商行慣於利 

用銀行信用貸敦充作其全部營業資本，而將自己的資 

金拿來在外面作役機性投資。因爲銀行利率遠較公開 

市場利率爲低，上述投機活動頗爲有利可圖。儘量使 

用國內資源辦理各種業務辦法的推廣，對於政府及各 

機關爲穩定經濟所作努力，應有莫大禅助。

三五，若干小實業因信用管制加嚴所受影響，似 

乎較大。但是朝鮮復與事務處久已倡行在核定，的情形 

下發放特別貸敦以扶植小工業發展的政策，此項政策 

現已獲得大韓民國政府及美國方案的贊助。此種貸款 

如係來自相對基金或其他非通貨膨服性的來源，則正 

與通盤穩定政策吻合 ; 又如果發放貸敦係單獨基於，經 

濟方面的考盧，則其結果將爲增加有盤的生產。因此， 

只要係從上述來源發放貸款，這個政策到，於整個輕濟 

必會發生有利影響。

三六.統計資料的東集與升布雖然比去年大有進 

步 ，關於國民所得的紘 tf■資料依然多不可嵩。但是，在 

朝鮮執行國際合作署方案的經濟協調專員辦事處所供

給的下開資料，雖其數字只能視作約累的估計，卻可 

使人看出一般趨勢：

1949 1955 1956
全國生產總額（以百萬美元爲

單位）...........................................1，575 I >793 1，887
全國生產總額指數   ÏOO 114  120
全國生逢總額每人平均數（美

元）.......................................... 78 83 86
私人消費 (以百萬美元爲單位） Ï , 26。 1,431 1,535
上表所顯示的進廣，主要係得力於各大援助方案。12

三七.工業生產的槪括估計顯示一九五六曆年的 

數量較一九五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千五（按實際產量計 

算）。自從在經濟合作事務處方案下興建的三個新熱力 

發電廠落成，奮發電 廠 （熱力及水力）次第重新修縫， 

韓國政府自行壽資在槐山建築的一個很有價値的小型 

水電廠開幕後，電力査量現已跟着需要增力0。一*九五 

七年頭六個月的電力總產量爲六億 izg千一百萬进時， 

較一九五六年前半年增加了百分之三一點九。礦査的 

增加爲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一九五六年超過一九五五 

年的數額）。以白煤、鶴、電解銅與銅砂、鐵砂及輝錯礦 

產量的增加爲特別顯著，雖然半島北部的礦藏較豊，南 

部礦藏尙未開發的似乎收多。本委員會固然確信整個 

半島一定要實現統一之後才能在輕濟上自存 , 卻又認 

爲在目前情形之下，南部礦業大量發展，實爲支持韓 

國輕濟發展的最堅固棟標。發展礦業所需資本，不應 

僅賴各援助方案供給。目前投在對於韓國經濟發展貢 

獻較微的其他部門的大量韓國私人資本，大可移作礦 

業投資，而且從長遠眼光看來。此種投資至爲有利。水 

產業的鮮魚、介穀類海產及海草的生査均比去年增加，

'2 全部方案及已到達物資的明細數字如下：

朝样復興事f务處

美元 

( 以百萬爲單位）

方 案 （至 一 七 年 六 月 i l i h )    90.6 (總數）

已到建物資：

計劃部汾 ....................................................... 57.6
非 fî+劃 部 份 （可出售者）  ] ...........  33

經濟合作事務k  
(下列者ffifô方案及其各門» 的款額）

美无 

( 以百S 爲單位）

力 案 （至一九5 ：七年六月底 :g jh )  ...............  1,081
計劃部份 ......................................................  423
非計劃部份 ..................................................  648
技術合作 ......................................................  10

上述雨方案所輸入非計m部份的商品，對於韓國躯濟發生了重大 

的遏附通貨隙服作用。



但仍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査量相差後遠。各機關 

在改良海港、造船、製網、設立鍵頭廠及水廠等方面 

的工作對於上述進步的獲政，有很大的幫助。韓國生 

産遺有後寬裕的增產餘地，但是各拨助方案在這一方 

面所發生的效力，須再過數年才能完全看到，這一點 

也是眞確的。

三八 . 普通製造業的情形正復相同。復與事務處 

及雜濟合作事務處所主持的若干屬於這一方面的計 

割 ，有些已於最近完成，有些快將完成，其效力可於 

以後十二個月內看見。棉織品、紙、精製糖、麵粉、橡 

膠製品、德及電器的生逢，均已大增。事實上，妨織 

業可能已到過份擴展的程度。除了上等物品以外，各 

種製造業的生査力已足够應付當前需要而有餘。過剩 

訪織品倘能外銷，當然很好，但是在這個競爭劇烈的 

區域內，鮮織品外銷目前所遏困難至爲旦大。

三九 . . 農業生査至今仍爲韓國最重要的實業。全 

國人口有百分之六千五是農民。林査估全國生査總額 

的百分之三十六（見上文第三千六段）。在農査方面， 

韓國遠未達到自絵自足的水準，這與一九三九年以前 

全個半島每年輸出白米多至一百 ra十 萬 順 （一九三二 

年至九三六年平均數）而每年輸入粗糖穀粒不及五 

十萬順的情形相較，實有天壤之別。除因半島分穀及 

戰爭躁觸所造成經濟生活的崎變外，上述轉變的形成 

半係由於南部人口激增（自然的增加及難民）,而各援 

助方案幫助增加農業生産迄今所獲進胰又屬有限。每 

人的白米消費，自一九四五年以來亦已堆多。從衛生 

及生活程度的觀動來說，穀類消費增加原是佳事，但 

若能改變滑費形式，以雜糧代替白米，或可減輕糧食 

生査的困難，這點値得注意。由於天氣惡劣，耕種情 

況不佳，一九五六年穀米的收成較去年減少百分之千 

五至二十，甚至少過一*九 .明六年至一九五。年的平均 

數量。其他穀物及豆類的産量累有增加，但不足彌捕 

米造歉收的損失，結果有若干地區在一九五七年春夏 

兩季處於半飢儀狀態, 不准私人蓮米入口的一般限制 

不得不局部撤消，並須在美國一九五七會計年度援助 

方案下輸入穀物六o o , o o o 公嘱之多（可能尙不止 

此數）。美國安徘這些穀類的蓮送並使其儘早蓮到，至 

爲可感。但是在戰後時期,韓國糧食消費中平時也有百 

分之千至十五是輸入的。糧食生産達到自給自足或只 

求能够趕上人口增加速度的希望，目前仍甚激茫。本 

年內所獲進展，可以說是得力於肥料供絵的增加，以 

及朝鮮寒興事務處與經濟合作事務處在灌職、防洪、改

良耕地等方面所做的工作。等到已完成的各項計劃充 

分發揮了效力，目前各項計割—— 包括與建中及壽劃 

中的肥料廠在內一 均吿完成，而正在輕濟合作事務 

處指導下擬訂的農業擴展計劃及去年根據譲會新立法 

律來組織的合作社所査生利益俱已見到後，主要糧食 

的生査問題卽可城輕。

m o .在生查方面絵予韓國的技術協助，正如公 

共行政方面的技術協助一樣，不論是聯合國綴由復舆 

事務處及技術協助管理局提供的，遺是外國政府直接 

提供或志願機關所供給的，都負有極重要的任務，而 

且還要繼續擔負下去。韓國人出國接受技術訓練的機 

會依然甚多，但是本委員會相信更屬重要的是技術協 

助a 盤方案應强調由外國專家在韓國訓練人才一酣， 

俾受訓者能在應用技術的地方學習技能。

丁.對外資易

. 自本委員會上次提送報吿以來，國際收支 

情形無甚改善。政府所保有的黃金和外灌略有增加。- -  
九五六曆年的輸出爲二千五百二十萬美元，較一^九五 

五年輸出增加百分之四千二點九。今年頭六個月的輸 

出達一千一百五十萬美元，去年同一時期則爲一千三 

百三十萬美元。商業輸入本身雖已減少，倘針及韓國 

政府所作輸入及外國援助物資的輸入等等，國際收支 

情形實已略見惡化。商業輸入的減少，大半係因限制 

使用政府統制的外？B較前更爲嚴格。輸出的商品仍以 

礦査爲最大宗〔一九五六年佔全部輸出的百分之六千 

五點 - 0 , 其次爲海產物、農産品及牲畜査物。現時正 

在遠東一部份地1S開闘朝鮮廣某市揚，規模雖小，對 

於減少貿易差額卻有相當禅助。頻果市場的開闘，是 

九五六年下半年以來加聚從事增進貿易淸動的一*個 

標的。

K 二 . 重要的是此項活動應予鼓勵。韓國在世界 

貿易中的當前情形是貿易逆差繼績存在，仍然要依嵩 

外來援助來彌補。此項情形的攝正，當然要着重半島 

的，經濟結構爲政治分割所改變這一*基本原因，但是現 

在至少要設法局部解決這個問題。礦業及水査業的發 

展可使韓國得到最重要的輸出商品 ,然而除此之外，似 

乎尙須啓迪民衆，使他 ire更加知道需要多作輸出，對 

輸出技術有更多知識，同時能作較大的價格競爭。成 

本與外灌對於價格的競爭能力，後有影響。就目前來 

說 ，進口貿易所獲利潤遠較輸出貿易爲多，因此多數



商民將其精力集中於進口貿具。國際收支情形非採取 

長期措施不能改進，這不但要實行上述的財政及貨幣 

政策，維持生査的增長率，而且要將一般人—— 特別是 

商人—— 纖於這個現爲外援所掩蔽着的問題的態度， 

加以激底改變。

戊.結論

H 三 . 委員會確信在增進穩定，，增■力B生產及彌補 

貿易差缺這三個1 :相連結的活動範圍內，外國給予韓 

國的援助均屬非常重要，將來仍是如此。現有的情形 

將來倘無改變，則以後尙有一個後長的時期需要援勘。 

惟本委員會願予指出，過度倚賴外援作爲穩定經濟的 

方法，殊非所宜。在某種意義上說，外援是一*個意外 

的救星，若以爲有外援卽可開辦大大起出國家輕濟的 

長期財政能力的計劃，將會危及業已達到的穩定程度 

及標準。委員會復願重申它的一個見解，卽雜濟問題 

與統一問題是相連的。經濟方面的進步可能使統一問 

題易於解決，亦可能未必如此，但是紘一問題如有進 

膝必可使趣濟問題簡單得多。

本報吿書係遵照一九五0 年千月七日大會決譲案 

三七六 (五 )第二段（e) 分段的規定提送秘書長轉送大 

會第千二屆常會。

委員會願在此向秘書處致謝其年來所做的工

作 。

一千九百五千七年八月千0 日在韓國漢城本委員

會會所書成。

( 茶名） H . A .  D u n n ,澳大别亞

卷利

0 .  REUCHLIN,跨闕 

0 ‘ H , M a l i k ,巴基斯坦 

Cosine P . G a r c ia ,  律宋 

Sawat BUSPAROEK,泰國 

Kamil IDIL, 土耳其

主任秘書
Carl J .  JAKHELLN

- 報资書簽字時，智利代表未出席。



附件登

駐聯合國朝鮮統一及善後事宜委員會各代表團及聯合國秘書處

甲 .駐委員會各代表圏

一 .代表圓名單

澳大利亞 

代表
Mr, Harold G. Marshall  ̂

Mr* Hugh A . Duim^

副代表 

Mr. Charles R , Ashwin

哲利

代表

Jonkheer Otto Reuchlin, 特命全權大使

巴基斯坦 

代表

Mr. Omar H , M a lik ,特命全權大使

举富

代表

M r. Tomas G , de C astro ,特命全權公使  ̂

Mr, Cosme P. G a rc ia ,特命全權公使4

副代表

Mr. Juan J ,  Hormillosa^

泰國

代表

Mr. Chitti Sucharitakul, 特命全權太使

副代表 

Mom Chao Jotisi Devakul®
Mr. Sawat Busparoek^

J 至 九 五 七 年 五 月 九 日 止 。

2 自" - 九五七年五月千五日起 o 

5 至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千六H 止。 

4 自•一九 五 六 年 千 月 日 起 。

5 自九五七年二月四日起。

6 至 九五七年六月十六日止 0 

7 自九冗七年六月千七日起 0

土耳其

代表

Dr. Kamil 工dil

二 .主席輸任名單

( i ) 委員會

委員會於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重行集會審議報吿 

書時，由澳大利亜代表擔任主席8。

(Ü) 朝鮮統一善後委員會分組委員會 

一九五六年 

九月

D r. Kamil Idil, 土耳其

千月

M r. Harold G. Marshall,澳大利亜 

千一

M r. Cosme P , Garcia, 菲律賓

十二月

M r. Jotisi Devakul, 泰國

一九五七年

-月

Dr, Kamil Idil,1 土耳其

二月

Mr. Harold G. Marshall, 澳大利亜

三月

Mr. Cosine D. G a r c ia ,菲律賓

四月

Mr. Jotisi Devakul, 泰國

五月

D r. Kamil Idil , 土耳其

六月
Mr. Hugh A . D u m ,澳大利亜

七月

Mr. Cosme D. G a rc ia ,菲律賓0
Mr. Sawat Busparoek,泰國

8 土耳其代表臨時缺席。 

g 至 九 五 七 年 七 月 十 八 日止。 

自 九 2 ：七年七月千九日起。



G . 聯合國秘書處

主任秘書

Mr. Dantas de Brito (至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三

曰止）

Mr. Carl J .  Jakhelln ( 自一̂九五六年千二月千四

日起）

政■務專貝

Mr. Ali Nekunam (至一•九五七年0 月千七日止） 

Mr. Albert F. Hamel (自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千二

日起）

行政專员

Mr. Fred Babinowich (至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六日

止）

Mr. Charles E. Bolduc ( 自̂~ '九五七年四月十七

日起）

秘書

Mr. William G. Nixey (至一•九五七年一•月 二十

日止）

Mr. James D . P. Whyte
Mr. Douglas F. Hedgecock ( 自一*九五七年五月

千三日起）

愛就股

高級外勤無線電報務M
Mr. Einar Michalsen (―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

止）
M r. Cornelius Heinsius (自一九五七年一月九 

曰起）

無線電報務貝

Mr. Joseph Anzarut (至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 

二曰止）
Mr. Valiyampath P. Menon 
Mr. Santiago Balleza ( 自一'九五七年三月|Z9日 

起）

朝鲜語■文傳辟及翻譯科 

金允烈先生（科長）

郞廣基先生 

行政助理

田基豊先生

組織

朝鮮統一善後委員會分組委員會各委員國代表團 

及P 書處均設於漢城。

職合國軍司令部繼續供應若干種類之後動支援。 

大韓民國所派聯絡員給予本委員會及其分組委員 

會有效的合作與協助。

附件《

大韓民國政府

甲 . 行 政 容

大轉民國總统 

李承晩

一九 ^ 八年七月二千日由國會選出。 九四八年 

八月十K 日就職。一九五二年八月五日由全民 

選舉再度被選。一九五二年八月千五日就職。一 

九五六年五月千五日由全民選舉再度被選 ,一* 
九五六年八月千五日就職。

大轉民国副總统 

張勉

一九五六年五月千五日由全民選舉選出。一九五 

六年八月千五日就職。

外交部長 

曹正焕

—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千一日任命。

内政部長 

李益興

—九五六年五月二千二日任命。一*九五七年二月 

二日僻職。

張隙根 

—九五七年二月0 日任命。

財政部長 

印泰植

九五六年五月二千六日任命。 九五七年六月 

九日游職。

金顯哲

九五七年六月九日任命。



大轉民國駐外使節

大使館

大使館

大使館

大使館

公使館

附件倉

大韓民國之國療關係

西貢 

馬尼刺 

波恩 

羅馬 

東京 

紐約

公使館

公使館

公使館

公使館

代表團

駐聯合國觀察員

司法部表 

李職

一'九五五年九月千六日任命。

国防部長 

金用雨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任命。 九五七年七月 

六日飽職。

金正効 

一'九五七年七月六日任命。

教育部長 

崔查南 

一'九五六年六月八日任命。

建設部表 

金顯哲

九五六年五月二千六日任命。一九五七年六月 

九日辭職。

宋仁相 

—九五七年六月九日任命。

震休部長

鄭雲甲

一'九五五年千月千七日任命。一九五七年六月 

十七日辭職。

鄭在离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七日任命。

工商部表

金一换

九五五年九月千六日任命。

保健厚生部長

鄭準膜

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任命。一九五七年六月 

千七日辭職。

孫昌旗

九五七年六月千七日任命。

交通部表 

李鍾林

—*九五K 年二月千日任命。一九五七年六月九曰 

辭職。

文鳳濟 

一*九五七年六月九日任命。

部愛部長 ’

李英俊

一九五五年九月千六日任命。

t i . 國會

議長 

李 細 I
一九五四年六月九日選任。一九五六年六月八日 

再度被選。

副議長

黃聖秀

一九5E六年六月八日選任。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辭職。

趙遺查

九五五年三月二日選任。一^九五六年六月八曰 

再度被選。

李在鶴

九五六年千二月五曰選出以替代黄塾秀0

甲'
頓
 

拉 

盛北敦卡黎
 

華臺倫安巴



紐約 總領事館

香港 總領事館

金山 總領事館

羅安琪 總領事館

火奴魯'魯 總領事館

雪梨 總領事館

大 轉 民 國 参 加 之 國 除 組 織 及 國 際 約

組織名稱 參加日其

世界衞生組織 (衛生組織） 一 九 四 九 年 f 七日

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 —̂ 九五0 年 ’ é十 0 日

(文敎組織）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民航 十一月千一*
組織） B

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糧 —九5F -年千二月舟一

農組織） 0
國際電訊同盟 (電訊同盟） —：f 五K 年千二月二十

萬國郵政聯盟 (萬國郭盟.）

k 曰

一九五K 年千二月二十

國際貨幣基金會 (基金會）

八曰

九五五年A 月二千七 

曰

—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七國際復與建設銀行（國際

銀行） 曰

世界氣象組織 (氣象組織） 九五六年三月千六日

亜洲遠東輕濟委員會（亜 一九五四年千月二千曰

雜會）

動物流行病國際事務所 —九？F 年千一^月千八

(動物病所） 曰

國際食米委員會組織法 —̂九？f 二.年十一' 月二千

( 食米會）

國際棉花諮詢委員會規章 —九五四年三月一日

(棉花諮詢會）

國際船舶截重緣公約（载 —九五K 年九月千一^日

重纖公約）

r 唐水路局（水路局）

4際植物保護協定（植物 

協定）

國際小麥協定 (小麥協定）

九五七年一月一曰 

九五三年千二月八日

九五六年七月七曰

大韓民國已申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但此問題 

尙未解決。

丙 . 大 轉 & 國 參 加 之 主 要 會 議

上年大韓民國出席之主要國際會議如下：

聯合國大會第千屈會 —— 觀 察 員 （紐約聯合國） 

聯合國文敎組織全體大會第九屆會（新德里）

糧農組織第三特別屆會（羅馬）

糧農組織印度太平洋漁業理事會第七屆會（萬隆） 

亜經會第千三屆會（曼谷）

國際小麥協會第二千一屆及第二十二屆會譲（倫敦） 

第千屆世界衞生大會（日內冗）

聯合國糖業會議第二履會（日內冗）

衞生組麟西太平洋區域，委員會第七屆會（馬尼刺） 

第二十五屆國際動物流行病學會譲（巴黎）

國際地質學會議第二千屆會（墨西哥城）

第八屆國際社會工作人員會譲（慕尼黑）

國際原子能總署規約會議（紐約聯合國）

此外，大韓民國在本年度曾參加民航組織、氣 

象組織、糧農組織及亜輕會所發起之十六種其他會議、 

討論會及工 '作小組等。

其他會議

國際靑年會議第千一*屆世界大會（惠靈頓）

國際靑年會議第七屆蓝洲® 域 會 議 （西貢）

道德重整世界大會（美國密歇根麥金拿）

道德重整亜洲會議（馬尼刺）

國際出版事業協會執行委員會及國際委員會會譲（哥 

本啥根）

基督敎男靑年協會第四屆亜洲領袖會議（香港）



附件肆 

大韓民國的報業

目前在韓國出版的報紙有四千三種，合計銷數爲 

- 百萬份蘇。H 十三種報紙中有千六種在漢城出版 

( 不少係銷售全國者），二千七種在各省出版。漢城出 

版的報紙中有英文報兩種（"The Korean Republic" 及 

‘‘The Korea T im e s" ) ,中 文 報 種 （"韓華日報"）。另 

有報導財政新聞的報紙三種。

關於銷數統計，韓國沒有像審計委員會之類的機 

構 ，而該國報紙將此項統計數字保守秘密，已成傳絲 

政策。委員會會就發表銷售份數事與五家大報作非正 

式商討，雖然它們大致贊成此事，但是委員會發覺各 

種銷數倍計聞有後大的出入。謝於銷數估計出入不算 

太大的報紙，委員會已以自若干份至若千份的方式將 

數字列出，如是似乎卽可計及各該報目前銷路的增减。 

惟韓國報紙中銷路最大的 "東亜日報"，因估計數出入 

太大—— 自一七0 ,  0 0 0 汾至三0 0 ,  0 0 0 份不 

等—— 故委員 i •認爲以不開列該報銷數爲較姿。

五家大報紙的情形如下：

東亞g報

一九二0年四月日金性珠（已故）所劍立 

社長：胸泰曰 

總編輯：高在旭 

晚報

京部新聞

九四六年千月六日梁基錫主敎所創立 

社長：韓昌愚 

總編輯：吳宗植

大約銷數： 二0,000至一*五0,000份 

日報及晚報

轉國日報

九五四年六月九日張基榮所創立 

社長兼發行人：張基榮 

總編輯：林昌沫

大約銷數：八0,000至-<50,000份 

曰報

朝解日扭

—九二0年三月五日两鍾爽所創立 

社長：方 榮  

總編輯：洪鍾仁

大約銷數：八 0 , 0 0 0 至- 0 0 , 0 0 0 份 

日報及晚報 

漠城新聞

“漢城新聞" 的前身 "每日新報" 創立於一九5 八 

年千一月二十日。現 在 的 "漢城新聞 "係吳世 

昌所開辦，於一九 ra五年千一月二十三日首次 

出報。

長 ：前內政部長金享根 

總編輯：高在輕

大約銷數：六五 , 0 0 0 至八五 , 0 0 0 份 

晚報

上述各報雖然不定是各政黨的喉舌，其中雨家 

卻可列爲反難派，一家是親政府的，另兩家是獨立派。

在漢城及各省出版的其他報紙 ,銷數多寡不一。漢 

城、大邱及备山有•一兩家報紙日銷約二五 , 0 0 0 份， 

有些則僅有一千份以下的銷路。兩英文報合共銷數爲 

— 0 , 0 0 0 至 五 , 0 0 0 汾 ，其中一家是親政府的， 

另 家 屬 獨 立 派 。

除日報及期列外，韓國國内有通訊社千四家，包 

括使用外國通訊社服務的下列四家在內：

合同適就社 

美聯社 

國際新聞社 

法國新聞社 

東洋通■就社 

合衆社 

世界通'就社 

路透 i t  
同和通'就社 

美聯社

韓國於一九五七年0 月七日至千四日慶祝第個 

" 報業週" 。四月七日是韓國最老的一家民辦報紙，卽 

D t.  Philip Jaisohn所創辦英韓文日報 " 獨立報"的創 

列六千一週年紀念日，故擇定該日開始，以資紀念。"報 

業週" 的兩件大事是成立報紙編輯人協會（發行人協 

會已於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成立)及制定報業守則。

此外並頭發獎狀，紀念在韓戰中捐瘾的聯合國戰 

地記者千七人。



附件伍

經濟資料

甲 .大 轉 民 國 一 九 五 七 會 計 年 度 預 算  大轉民國物僧變動及货榮供應情形

(以百萬圓爲單位） 

收入

般帳 

税捐……
關税 .........
雜項……
政府趣費 -

特種帳

國防 .........
政府企業 -

小計

-蓮輸通 

訊等等，食譲、煙

草專賣等等 ............

糧政 .............................
土地改革 ....................
國家公債 ....................
愛國獎券 ....................
售賣貨粮與聯合國軍

工業建設公債 ............
相鐵基金 ....................
經濟復原費 ................
補絵處業務 ................

小計

總計

90>73i
1 9 , 7 7 8

!7,779

1 2 8 , 2 8 8

108 ,494  
7。，356 

5>，4 ! 9  
" , 2 0 0  

5 )OOo

6 , 8 0 3  

4 , 6 7 1  

1 9 4 , 3。。

i 8 ，p72

433>2i3
5 6 1 , 5 0 3

支出

99)4^3
P9)4<53

[ 1 4 , 0 7 1

1 0 2 , 0 3 3

1 0 0 , 6po

S M 工9
4,173
3>999
6 ,8 03

3 0 , 1 8 0

34>534 
1 1 0 , 1 5 1

539,3 1 Ï
6 3 8 ,7 7 4

(漠城批發價格指数） 

每年增加數及一九五七年每月增加數 :

九 五 三 年 （基準年） 1°°(签山）

一九五 ra年 ..................
九五五年 ..................
九五/、年 ..................

切 價 格 糧 食 價 格

一九五七年一月 ......... 3 4 3 * 2

…… . .… 3 6 8 . 5 3 3 5 . 3

三月 .......... 3 5 。 ，8

0 月 …… 3 9 5 - 1

五 g ...................... 3 9 5 - 0

應加注意的是糧價在上項指數所估成分爲百分之 

三千九。如果不是因爲米價在一•九五六年收獲後猛猿， 

一九五六年及一九五七年的增力D數便會少得多。

货 I f供 給 指 數 （以百為圖爲單位）

一九五三年 

一九五四年 

—九五五年 

一九五六年 

一九五七年 . *月， 

二月， 

三月， 

r a 月， 

五月，

21>93° 
47>599 
7。，546

103 j6o8
1 2 3  J038  

1 1 9 , 8 3 2  

1 2 0 , 2 3 9  
1 1 6 , 9 9 2
II^ jO 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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