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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非自 '冶領土倩報審杳委員會報告書

査.委員會之組織

大會第七屆會於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日通 

過決譲案六四六(七）, 決定仍照決議案三三二（四） 

所规定的辦法，繼續設置非自洽領土情報的審査委 

員會三年，其工作仍依決議案三三三（四）的規定進 

行。

二. 決議案三三二（四）規笼委員會之任務如

下：

按照憲章第一條第三、第四兩項及第 

五十五條之精神，審議會員國依據憲章第七十 

三條(辰)款所遞關於非自洽倾七內經濟、社會、 

教育情形之情報撮要與分析，包括各專門機關 

所擬具之一切資料及依照大會關於非自治領土 

内經濟、社會、教育情形之決議案所採處置之一 

切報告及情報在內。

" . . . . 將其在專pg問題方面認爲適當之程 

序建議,以及妥善之具體建議，關係一般領土而 

非專涉個別傾土者向大會各屆常會提具報吿"。

三，關於決賺案三三三（四）所载的委員會工作 

規定Ï大會認爲：

"該委員會如能在不妨礙遂年審譲憲章第 

七十三條（辰）款下所列各專門問題之條伴下， 
每年專對一門問題格外注意，則其工作自當益 

有價値。"
四. 委員會係由十四個國家組成，計遞送情報 

之七個會員國及第四委賢會代表大會選出之同數其 

他會員國一九五五年担任委員會委員國之國家如 

下：

1 R爲路林腐已經獲得與丹麥其他部分柜同之憲法地 

位, 丹麥於委R會一九五四年届會結束時Æ式退出委R 
會0 丹麥退出委R會,以及Jg瓜多與印度尼西亞任明屈 

滝後，大會於一九五四年第九届會選舉秘魯補實其中的一 

個懸缺，使委員會中管理國家與非管埋國家間仍保持均 

衡0

遞送情報之委最國 選f i 要员國

澳大利亞 巴西

比利時 麵甸

法蘭西 卞國

荷蘭 瓜地馬拉

細西蘭 印虔

大不列颠及北愛敏蘭 伊拉克

聯合王國 秘魯

美利堅合衆國

除比利時外各委員國均出席會譲。

五 * 委員會自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五日起至五月 

十三日 Jh在雜約亀會，共舉行會議二十四次。

六 .下列各專門機關派有代表參加委員會的討 

論：糧食農業組織、國際勞工組織、聯合國教育科學 

文化組織、世界衞生組織。

戴 .職員

七，委員會選出職員如下：

主席：Mr. J . V. Scott ( 紐西蘭）

到主席：Mr. Sergio Armando Frazao (巴西） 

報吿員： Mn Riki Jaipal (印度）

塞.小組委員會

八，委員會第一百一十四次會議指派了一個小 

組委員會，來草擬關於非自治領土社會情形的特別 

報吿書。該小組委員會由澳大利亞、麵甸、中國、法 

蘭西、瓜地瑪拉、印度、大不列颠及北愛蘭爾聯合 

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之代表組成。 瓜地馬拉代表 

Mr. Emilio A renales當選爲主席，•澳大利亞代表Mr. 
Allan Henry Loom es當選爲副主席。 小躯委員會設 

置一個關於公共衞生問題的工作小組，由法蘭西、瓜 

地馬拉、印度、英聯王國代表,以及糧農組織  > 與衞生 

組織之代表祖成之。 Sir Eric Pridie ( 英聯王國)任工 

作小組主席。 小組委M會於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六 

日至五月六日問舉行會議十次，业於委員會第一百 

二十七次會議中提出報吿書0



m. mn
力 .養員會所通過的課程以及有關文伸及各項 

目討論經過的簡要紀錄索引都載入附件資。

伍 ，初步陳述

— 0 . 委員會第次開會的時候，法蘭西代表 

重申在以前冬屆會所發表的聲明,對法蘭西政府蘭 

於委員會權力受有限制問題所採取的憲法上立場， 

有所說明。

一一 . 印度代表後來發言的時候，提到這一篇 

正武群明，並提出印度代衷圍約意見來支持委員會 

的合法地位與工作慣値，.又對比利時之繼續不出席 

委員會，表示遺诚。

一二* 瓜地馬拉代表及英聯王國代表對於英倾 

都 拉 斯 （B e liz e 領土）的主權誰屬問題，保留务該 

國政府的立場。

陸 .社 會 情 况

— 三 . 委員會依據決譲案三三三（四）及決譲案 

八四六 (九）關於委員會工伤之规定，在本眉會中特 

別注意非自治領 :h 的社會情况。

一 r a . 委員會接有秘書長所擬的各項文件，其 

中檢討自一九五二年提出非自洽領土社會狀巧特別 

報告書以來之一般發展與過去梭有詳細報吿的其他 

社會及公共衞生問題0委員會也接到國際勞工組織、 

文教組織、衞生組織所提出以及糧農組織與衞生組 

織聯合草擬的若干種研究。

一五 . 依照決議案七四五 ( 八），法蘭西、荷蘭、 

英聯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園中都派有社，間題 

的專家顧問。美國代表M 之專家顧問乃美領卯金羣 

島的- M面居民。

一六。委員會於第~ o 九次會議至第一二二次 

會議中討論議程項目六，卽非自治領土社，狀況0
一 t . 舉行一般辩論■時 , 澳大利亞、巴西、 *  

甸、中國、法蘭西、瓜地馬拉、印虔、伊拉克、荷蘭、絲 

西蘭、英聯王國、以及勞工組織與文教組織的代表曾 

參照一九五二年非自治領：h 社 f r 状※ 報 吿 書 （譲程 

項 目 六 （a ) ) 討論各種發展的悄形。大會決議案六 

四五 (七）會請非自治領土情報審査委M 會，根據教 

育、經濟及 f ± 會情形特別報吿書所载之意見，檢尉成 

據憲章第七十三條 (辰 ) 款遞送之情報。因此 , 這~

次辦論使大家能夠在一九五二年委員會所發表的一 

般意見範圍內，對非自治領；h 已經有的進涉，以及 

管理當局的政策與工作，作~ 般檢討。

一九 . 一般辯論之後，養賛會審査蘭於社會狀 

巧下列具體方面：都市化及工業化的撒會影響；社 

爾發展；種族開係；就業間題, 生活水準以及若干 

公共衞生問題，包括與死C 率有關的趟勢與因素;主 

要傳染病；公共衞生行政之主要發展；醫藥人員之 

訓練；環境衞生，營養及健康。參加上述間題之討 

論者有澳大利亞、巴西、麵甸、中國、法蘭西、瓜地馬 

拉、印度、伊拉克、荷蘭、紐西蘭、英聯王國、及美利堅 

合衆國諧代表。糧農組織、勞工組織及衛生組織之 

代表亦曾發表聲明。

一九 , 委員會《據越書處與各專門機關所草無 

的文件審査各種情報時又有進一步的情報向类員會 

提出；社會政策與情況的各方面問題亦會引起委員 

會之注意。

二0 , 若干代表強調教育對於改善社會情況之 

重要；社藍發展計劃之重大偵値 ; 民衆教育許割，合 

作努力及自助計劃。積極努力廢除各方面歧視待遇 

之法律與督慣之必要；國際勞工組織各種公約之批 

准及適用於非自治領 ;h ; 集體議價及其他工會主義 

制度對於改善勞工狀況之價値。若干代表表示篇衡 

量託管領土人民之生活水準起見，似可採用要素分 

析法，但是這些代表指出因爲缺乏若干基本統計資 

料，採用此種辦法 ,有許多困難。

二一 . 公共衞生方面，各代表提到下列各問題： 

死亡及疾病情報之木足；許多託管領土內死C率之 

降低；傅染病及風土病防療之進步，但有若于種疾 

病仍須積極撲減;公共衞生財政支出之~ 般增加Î結 

果醫藥及技術人員亦隨而增多;在多數託管領土內， 

醫生數目在全體人口中的比例仍然過小；衞生事務 

授權地方政府辦理程度之播加；農村人民醫藥服務 

之增加；許多傾土與管理國本國醫藥訓練設傭之擴 

充，在若干情形之下由國際機閩予以合作；若干領 

七内之嚴重營養不足問題，雷要進一步採取補救行 

動；最後，促進各領:h居民經濟社會狀況進展乃 

極爲重要的事，如無此種進展，衞生情*5̂ 不能有重 

要進步。

：:；二 . 管理當局代表對各代表提出的問題》分 

別答覆，並另提出新近的情報，以補各項文件之不 

足0
二三.有些代表提到各弗政府組織對於社會狀 

•5ft之改善一般可以提供的有價條的援助，尤其是闕 

於社區發展活動，以及改善種族關係問題，更可提 

供此種協助。《甸代表提講委員會注意教友會世界 

諮詢委員會與其他非政府組織的来菌，此等画件B  
非正武分發委員會各代表。麵甸代表又說委員會窗



於這些組織所提出的聲明用甚麼方武來審議最好， 

墓一個很困難的簡題, 但願對於這些組織的關切委 

員會工作表示注意。關於這一點委員會對於井政麻 

粗織在非自治領土內的工作，表示欣撒。

二四 . 委員會依照過去各眉會的憤例，設置一 

個小組委員會，其詳情見上文第八段0

二五.小組委員會主席於第一百二十七次會議 

提出報告書時, 對於小組委員會其他各委員'國、 m  
書處與各專pg機關的合作，表示感謝。委員會於同 

—會議中審譲此項報吿書。澳大利亞、巴西、麵甸、 

法蘭西、瓜地馬拉、伊拉克及英聯王國各代表曾發表 

聲明，並保留各該代表M將來於大會第四委員會中 

就委員會報吿書之實體再發表意見的權利。委員會 

於接受對該報告書之若干不重要更正後一致通過該 

報告書 , 在經列爲本報吿書第二編。

二六.澳大利亜及瓜地馬拉代表提出一個決譲 

草案 ,建議大會核准非自洽倾土社會情況報吿書，作 

篇一九五二年報吿書之辅編，並邀睛秘書長將此報 

吿書送請負實管理非自治領土之各聯合國會員國，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託管理事會與各有關專門機關 

査照0此項決議草案於第一二七次會譲中一致通過， 

案文見附件二0

柴 .敦育情况

二七 . 委員會於審議社會情巧後，於第一百二 

十一•次,第一百二十二次及第一百二十三次會譲中， 

審譲弗自治領土之教育情況。委員會接有國際勞工 

組織所提關於井自治 i L 七技術及職業訓練政策之報 

吿 書 U /A C .3 5 /L .1 9 7 ) ,越書長所草擬關於成據大 

會就非自治領土教育進展問題通過之決譲案八四五 

《九)所採用之程序與各會員國所提供之協助之聲明 

(A /A C .3 5 /L .2 0 0) , 以及文教組織所提關於掃除文 

窗辦法之常年報吿書 (A /A C .3 5 /L .2 0 8及 Add. 1 ) 。̂

二八. 澳大利亜、巴西，麵甸、中國、法蘭西、印 

度、伊拉克、荷蘭、英聯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諧代表 

均會發表聲明。國摩勞工組織與文教組織代表對於 

弗自治領:h 內技術及職業訓練政策以及掃除文g 的 

措施，分別提供進一步的情報。

_  二九I 法蘭西代表指出，就法蘭西海外領土而 

言》法國在社會方面曾•經作進一涉的努力。在一個

' 以前各次報告書見文件A/AC .35/L .16, L.-63, 
L^99, L .136, 及 L ' m 。

新的計劃之下 ,#rt會方而工作的經费共速七六，0 0  

0 , 0 0 0 , 0 0 0 法郞，其中包括教育經費一九 ，o
0 0 , 0 0 0 , 0 0 0 法郞，居住許割經費三四 , o o
0 , 0 0 0 , 0 0 0 法郎。

三0 . 英聯王國代表檢射本年內英聯王國所思 

各領土的若于主要發展說，英聯王國所屬非自治領 

土內的三所大學，與®所大學學院，就學學生人數 

共達四千人0 此外，各倾土學生有就學於英聯王國 

本：h之大學者；各領土內之教育設備亦在擴展中0開 
於小學與中學教育以及颜資訓練的發展，若干値七 

內都頗有進渉，尤其是在馬來亞聯邦，與奈基利附， 

黄金海岸及其他非洲領;ho Æ這些倾土與其他領土 

內，學生與教颜的數目都有增加，學校設傭也會經 

擴充。婦女教育頗有進展,教育的技術部門亦大有 

進展。

三一 . « 甸代表提到大會決議案八四五(九）, 
對爲實施這個決議案而採取的步驟表示欣慰,同時 

通知養員會® 甸政府頸備在《甸向非自治領土及託 

營領土學生供絵教育便利 ,計大學學生名額五名，其 

他技術及農業學校名額更多。麵甸代表希望，依照 

決議案八0 五(九）各管理當局於接受其他國家對所 

屬領土居民提供的便利之外 , 也能利用本國的資源 

供給此種便利。麵甸代表深知必須儘先供給受大學 

教育約機會，但亦認爲廳於各傾土的教育情形，應 

該供給比較低級學校的敎育便利。中#非湘人高等 

教育委員會報告書曾表示贊同這種意見，文 件 A/ 
A C .35/ L .193已提及此事。麵甸代表希望委員會一 

九五六年屆會能特別注意中等教育與師資之羅致及 

訓練。委員會同時也應該研究以方言出版書籍的間 

題。

三 二 .荷蘭代表提到委員會上次屆會中荷蘭代 

表傳I會指出荷屬新幾巧亞的教育政策特別旌董改進 

師資與學校的品質，而不只是擴充教育設備。在新 

幾內亞多數地方，教育便利尙稱適當，問題在缺乏 

合格教員。荷蘭政府相信荷屬新幾内亞學校教育之 

外，尙須設法舉辦補充教育7 來幫助人民適應新的 

生活方式0 關於這一方面，荷蘭當局對於師資訓練 

特別優先注意0 戰後期閩，新幾內亜的墨個教育系 

統都需要改革。在立法方面與初步研究方面，已經 

有許多工作成績。在過去一年内，荷蘭當局特別注 

意師髮訓練，訓練方法與新的'教科書；雙個教育系 

統在許多方面都有改進。因此，一九五四年內學生 

的數目與學校的數目都沒有增加很多，沮是此後這 

方面的情形可更樂觀0



三三，美國代表指出提倡教育是趨向自治的一 

個健全步驟0 自從~ 九五0 年~ 月起，到美國來留 

學的非自治値土學生有好幾千人，其中有一百五十 

人會得到美國的獎學金與補助金0 美國曾爲許多非 

洲領土舉辦教育計劃0 至於加里比海愿域受到美國 

補助的學生以拍托里科爲研究中心。

三四，印虔代表提請注意非自治懷土人民文营 

數目之高，與掃除文，的雷要。印虔代表遺認爲爲 

實現憲章第十一章的目標起見,各託管領土的教育 

政策必須不M 加以檢討0 教育政策必須注意均衡發 

展 , 因爲初等、中等與高等教育如果並不同受重視， 

可能引起新的困難。關於這- •點，印度代表對於國 

瞭勞工組織關於技術及職業訓練政策之報吿書（A/ 
A C .3 5 / L .1 9 7 )表示贊許。提高教員待遇，減低學校 

雄築物的赞用，以及將農衬區域建築學校計劃與社 

區發展計割合併舉辦，都{«有需要。印度政府最近 

增加對各託管領土學生發絵獎學金的數目，一九五 

五至五六年預備絵予一百二十一名獎學金。

三五.澳大利亞代表對巴布亞的教育情況提出 

補充情報，向委員會報吿該領土現在設有一個特別 

技術工業訓練部，負責全領土的技術與職業教育， 

又 在 Port M o re s b y設立一個訓練中心提供各種職 

業與技術訓練。澳大利亞一九五二年土著學徒法案 

的實施已有進步 , 同時遺提供在職訓練的機會。此 

外另有其他教育計割，提供家政學的課程，與男女 

靑年手工訓練。在一般教育方面，過去的進步能夠 

繼續維持。受師資訓練的人數雖然暫見減少但是不 

久可望再予提高。公立學校的數目在一九五三一  

五四年內增加四所，一九五五年一月底又有六所開 

學。

三六.伊拉克代表對於麵甸承允提供協助表示 

稱許，對於麵甸代表M所提譲一九五六年委員會在 

教育方面應該進行的工作 , 也表承贊同。伊位克代 

表指出教育經費問題對於非自治傾土是一個特別重 

要的問題，一九五六年委員會必須審議各領土高等 

教育問題及其經費問題。雖然派遣學生到國外留學 

有許多好處 , 但是這只能夠視爲過渡辦法，倾土內 

教育經費的困難務須解決，使各傾土內可以自己成 

立文化中心 , 以培養智識階級0 伊拉克代表對於法 

蘭西政府爲促進各觸土醫藥教 育 而採取的驟，表 

示讚許，又英聯王國代表所稱各値土應設立高等教 

育機關一節 , 亦表欣慰。

三七，法蘭西代表指出：法國海外領土教育的 

目標有兩個，就是羣衆訓練與領袖訓練。起初，因

爲必須先改進衞生及經濟情形，各領 :h 缺乏傅統教 

育制度，而一般民衆又對教育設施表示反對，所以 

教育的發展比較緩慢。但是，在過去四十年來確有 

很大的進涉。法蘭西代表對海外屬地的教育制作一 

個檢討，他說過去倾向於同化的政策，現在已經改 

爲一個伸縮性更大的政策，目的在使教育政策適應 

各區域的雷要，以及土普人民不同的發展階段。因 

爲法蘭西海外領 :h 方言很複雜，所以採用法文爲基 

本教學語文，但是在可能情形下，尤其是在有■-種 

地方語文通用頗廣的情形下 , 就用® 種語文來黨助 

小學的教學0 法蘭西管理當局也會設法訓練婦女領 

袖人才訓練子女，使其有成爲覺妻良母的準備0 各 

種教育方武進展的程度不一，小學教育較中學教育 

發展緩慢，其原因乃推行小學教育較高水準時，會 

遭遇困難。法蘭西當局特別注重技術及職業教育，並 

會設：* 若干訓練所，按術學校及技術訓練高等學校0 
高等教育方面，法蘭西代表提到D a k a r的高等學院 

以及馬達加斯加境内的發展。此外，法蘭西本國供 

給非洲學生的獎學金數亦不諧增加。法蘭西代表向 

委員會提出關於法蘭西海外領土教育進展的詳細統 

計材料0

三八， 中國代表指出教育問題與i t 區發展間題 

及生活水準間題密切關聯。因此,雖然管理國家在 

教育方面多所努力，有許多土著兒量仍不識字，旦未 

就學。中國代表希望一九五六年管理當局能夠向委 

員會供給關於初等與中等教育的準確詳細情報；土 

著人民如果沒有受過中等教育,當然也無法進一步 

受高等教育。管理當局也應該供給關於教育各部PÎ 
經費問題約情報，以及敎育問題所牽涉的各種財政 

問題，各教會與當地社區業i 於教育經費的貢獻的情 

報0 至於職業訓練方面，中國代表認爲凡是受到此 

绩訓練的人都必須有就蒙的機會。最後，中國代表 

認爲教員薪酬應該受到特別注意，以使吸引人才。

三九，巴西代表提到他過去對於公共衞生問題 

所講的話，對於伊拉克代表所建議於一九五六年譲 

程中列入高等教育經費問題一項表示贊同，並諧報 

吿員於草擬委員會報吿書時，提及此項建譲。

四0 . 理事會注意到美國政府關於大會決議案 

八四五(九）的來面 (A / A C .35/ L .200/ A d d -l)o此項 

函件中敍述美利堅合衆國政府在教育及職業訓練方 

面協助非自洽領土的政策。美國政府宣布願意接受 

秘書長所提厳實施決譲案八四五(九）的程序0 從 -  

九五0 年起到一九五五年止》弗自治領土的學生在 

美國受訓練者共一百五十— 人。



此項面件中並提及美國對於非自治領土 

學生發給獎學金的計割，以及國際合作與各非自治 

镇土教育發展的闕係。

挪 .蘭於技術協助之情報

四二 . 委員會第一0 八次會譲審填對於非自治 

領土的技術協助工作。依照大會決譲案二二o ( 三） 

委員會第五屆會曾收到關於經濟暨 fd;會理事會所採 

取的決定以及在經濟暨 f i 會理事會主持下所進行而 

涉及非自治領土情巧之研究工作之情報。本年度內》 

委M 會接有文件A /A C .3 5 /L .2 0 1, 其中载有關於一 

九五四年內已付實施以及爲一九查五年核准之技術 

協助計劃之簡要情報，並载有聯合國兒量基金會在 

非自治領土内之工作情報。

四三，英聯王國代表提請委員會注意英聯王國 

政府與英聯王國所屬各領土政府間的合作情形，以 

及與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間的合作情形，尤其是聯 

合國及專pg機關所提供技術協助方面的合作關係。 

英聯王國代表引述各種統計數字 , f t 明一九五四年 

間各該領土所收到的按俯協助數量大有增加。但是， 

此類技俯協助計割下可以利用的資金爲數有限，英 

à 王國政府於本領土和英聯王國本身之資源不叛 

時 , 始求外援。英聯主國代表說各直域委賛會與專 

F9機關之間並沒有不良的読爭現家。英聯王國代表 

進一步舉述所供給技術協助種類的實例，指出英聯 

王國本身所供給的專家，爲數最多，一九五三年共三 

百蓉八人 , 英聯王國所屬各領土遺對不列類國協以 

外的人民供給許多訓練的便利。英聯王國代表又提 

及撤哈拉以南萍洲技術合作委員會的工作，認爲該 

委員會是—個报有慣値的機構,頗有助於各方交換 

闕於非洲按術間題的經驗。

四四 . 澳大利亞代表向築員會報告，關於巴布 

亞的技拖協助主要是由管理國家提供，只有在管理 

國家自己不能夠供給此種協助時，才求助於國際方 

面0 澳大利亞代表並提請委員會注意南大平洋委員 

會對於巴布亞在掃除文盲，工業發展、米穀生逢及 

公共衞生等方面所進行的工作，澳大利亞共和國科 

學：n 業研究院以，舉辦土地資源調査的方式所提供的 

協助；以及世界衞生組織與其他專門機關所提供的 

協助。關於這些問題澳大利亞政府曾與各專pg機關 

維持聯格。

r a五 .荷蘭代表翁述荷屬新幾内亞所得到的聯 

合國技術協助計割的援助，以及聯合國國際兒童基

金會的援糖，尤其兽世界衛生組織及國際兒量某金 

會合辦的改善當地衞生情形約計割。荷蘭政府參加 

此越計劃主要是供給資金、人員、材料以及各種供慮 

品與配備。荷蘭代表又提猜注意資大平洋委員會在 

兒量保養、掃除文盲、改善營養及漁業方面所提供的 

有值値協助，以及荷蘭及澳大利亞當局關於甫國所 

屬領土共同問題之合作。荷蘭國内科學機關以及其 

他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對荷屬新幾内亞的發展亦有貫 

激。例如，由於政府所派農業專家担任砰究的結果 , 
若干種試驗針劃a 經簡始。其中有一種是閲於米穀 

種植使用機械的計劃。

四六，美國代表聲稱: 美國政府現在直接向美 

國所屬各領 i 供給大量技術協助。但是聯合國及專 

門機關以及區域委員會也都向美國所屬領±供給有 

價値的援協，在國隙按術協助方面這些機關與養貴 

會的地位日益重耍。美國深信國際按術'協助是國際 

合作的一種最有效方式，對於非自治倾土自治的進 

展大有貢獻。比較發展進步的國家，於技術協助許 

割也能夠提供有效的協助。

四 七 .法蘭西代表向委員會報吿法管各領土技 

術德助擴大方案對於法蘭西政府在這一方面的工作 

是井常有價値的。法蘭西代表敍述世界衞生組織、糧 

農組織及文教組織對於非洲法屬領土提供的技術協 

助，例如補助糧意之供給 , 續疾防療許劃及其他^  
防疾病計劃。除此稿協明之外 , 尙有一•個爲當地人 

民供給獎學金的計割。對於此類計割中之若干種 , 法 

蘭西政府曾供給相等數額之資金。

四八. 巴西、中國、瓜地馬拉、印度、伊拉克、 

秘魯等國代表，以及世界衞生組織代表亦肖發表聲 

明Ô
四九.伊拉竞代表指出非自治領土所得的國際 

读助 , 雖然使人覺得很有精望，但是到目前爲止規 

模遺是掘小。伊拉克代表表示希望各國能夠0C據憲 

章第七十三條(卯 )項向委員會供給各非É 治領土所 

得其他形式之國際與® 域協助之情報0

五0 . 印度代表提到各管理國家的聲明，認爲 

非自洽値rh的問題必須由政府間組織及國摩間組織 

同時加以注意。印廣代表覺得聯合國技術協助計割 

下所撥經費的百分率雖有清力Ç, 實際撥給的數目液 

照各領土的需要而言，遺是^ 夠大0 可否以區域篇 

基礎來舉辦工作計割也是値得研究的一件事。關於 

各區域政府間組織所提供的援助，養員會應該特別 

注意各國際組織的工作，各管理當局也應該設法使 

各國際組織與其充分合作。



五一，巴西代表希望營理國家將來對於各領七 

的經濟及社會發展能夠提供更詳備的情報，對於技 

術協助與長期建設計劃配合的程虔，依照標準格式 

丙節，分段一（丙 )也應該提出詳備的情報。巴西代 

表強調該代表》1素來認爲管理國家應該供給各領土 

所需要的協助的大部分，對於國際按術協助^^能夠 

會爲一種補充的協助，辅助各陳自己這方面工作 

之不足。不然的諾，技術读助方面可資蓮用之有跟 

資金，在非自治領 :h 與發展落後國家之間會引起很 

激烈的競爭。

五二 . 秘魯代表也表示~種意見，就是國際技 

術協助視爲各國本身努力的一辅補充是很正當的， 

但是在檢討各託管領土發展情形的時候，應該把國 

際技俯協助與各國自己的努力同時併考慮。秘魯 

代表認爲將來秘♦ 處的報吿書M i駭說明各管理國家 

自己的貫獻，同時強調各區域委員會與聯合國及各 

專pg機關間密切合作的必要0 各非自洽領土對於»  
合國兒童基金及職合國技術協助計劃如果有貢獻， 

也應該於報吿中提及。

玉三.瓜地馬拉代表睦調一個事實，就是塵於 

其他各發展落後國家的霜要，非自治領：h 技術協助 

的供應主要應該是各管理國家自己的責任。因此，在 

檢討國摩機關所供給協明的時候，要同時考慮到各 

管理國家自己在這一方面疊個努力ôjj狀況。

五四.中國代表認爲非自洽領土的發展不但需 

要由國際組織與管理國家提供技術協助，土著人民 

自己也應該參加。

五五.英聯王國代表對若干代表的意見提出答 

覆。英聯王國代表說委廣會考慮到關於fftt會經濟及 

教育情況的各項目的時候r 可以對於國療技術協助 

禅助各領土發展的情報有更淸楚的認識。在英聯王 

國所屬領土内，各政府間組織及聯合國提供技術協 

助的機關之間有一種非常满意的工作開係。

攻.經濟情况

五六.委員會第一百零九次及第一百一十次會 

議討論非自治領土經濟情^2的若干方面，討論的範 

圍大致是一九五四年經濟情況委員會所擬報告書中 

提到的問題，以及文件 A / 2 7 2 9中所提的問題0

五七 . 巴西、中國、法蘭西、印 度 蘭 、英聯 

王國'、美國各代表均曾發表聲明。

五八 . 法蘭西、紐西蘭、英聯王國、美國各代 

表說一九五四年委員會關於經濟情％的银吿書a 經

由各國遞交所屬各非自治領土主營當局》以供其考

慮。

五九 . 印度代表說，他知道委員會報告書襄Î Î  

的建議在不久之前才遞交與有關政府，但是希望對 

於非自治領土無論是個別領土或者昏以直域爲單 

位，都應該儘量自足一點，能舞I得到充分注意。蘭 

於這一*點，注S 農業發展是一個必然的現象, 因此 

照該更注意到增造土地利，用的間題以及向多方面發 

展生逢的問題。印度代表相信應該* 撥更多的款項》 

以協助所有各非自治領；h 的經濟發展，而不僅是應 

付若午少數領土内的緊急雷要而已。

六 0 . 中國代表認爲在草擬經濟發展計割的時 

候，有許多領土都遇到下列障礙：慣格的變動，供 

應與運辣的困難，技工的缺乏，經費的限制,及統 

計誦査的缺乏。進一步壽措經濟發展資金的辦法，例 

如將外國商行所得的利潤再投資於當地企業，是很 

値得研究的。由土著人民參加發展許劃也兽很重要 

的事。

六一.英聯王國代表敍述英聯王國殖民地爱展 

及福利法的實施情形，英聯王國主要乃是根據這―  
個法案向各非自治領：h 提供協助。英聯主國所屬各 

領_七政府發展1+割圣部經養自一九五0 年之五七 , 
0 0 0 , 0 0 0 英镑堵爲一九查三年之一一0 , 0 0
0 ,000英镑。在一九二年支出的  0,00
0 ,000英镑中，根據殖民地發展及福刺法供給的 

達百分之十三0 盤個發展計劃中，經濟許割估優先 

的地位。全郁释費中有半數左右乃用於教育及社會 

服務。新近通過的法律，以及過去勝餘的資金, 足 

夠於一九五五至一九六0 年向各領：h 政府供給一 : i  
0,000,000英錢之數。但是，建設許割支m 
經費的一大部分乃由各領土財政收入及其他當地資 

金中墙付，殊値得注意0

拾 .蘭於情報撮要及 
分析之-*般間題

六二.委員會一九五四年的屆會考慮到大會購 

於編印文件之管理及限制的決嚴案七八九（八 ) o 委 

資會各委員國妻於過去曾採取行動 , 將向委M會及 

大會提出之報告書數目減少，因此當時不再提出其 

他建譲，但請秘書處繼續研究此項問題。築員 f r 本次 

眉會第一百二十二次及第一百二十三次會譲中 , 評 

論到每三年出版摄要全义之外，其中間的雨年是否 

應停止出版越書長對於萍自翁領：h 情報的分祈》



六三 • 秘書長代表答覆澳大利25代表的問題， 

向委員會報吿於每三年出版撮要全文外，其中間兩 

年出版的撮要乃屬統計性質，而此種統計的資料一 

部分在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若干種常年出版物中已 

有刊载 , 但另有一部分情報別的地方不容愿看到。目 

前此種刊物似乎各國政府及各非政府組織、圖書館、 

大學等 , 常常都用到。

六四 . 奥大利亞、巴西、《甸、中國、法蘭西、印 

虔、伊拉克、及美利堅合衆國各代表先後發表聲明。 

巴西、麵甸、印度、伊拉克各代表認爲此種情報之出 

版》因爲其内容乃依據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所提 

出之非自治領土具體情報,不但甚有用處 , 而且f衣 
據大會前此所通過之決譲案規定，乃屬必要。美國 

代表説，美國政府雖然建譲儘可能必須各方面節洛， 

但是認爲現有刊物應繼續出版。法蘭西代表，提請 

注意一個事實，就是法蘭西政府各部會對於聯合國 

關於非自治領土的文件曾•經多方宣揚, 因此提譲此 

項間題委員會應請秘書長斯酌決宠。法國代表指出， 

法蘭西代表圓贊成關於非自治領土之情報應該盡量 

多方傅播。Ê 西代表缠調將此事交秘書長酌量情形 

決定 , 似乎很妥當，但是委員會中各代表所表示之 

意見 , 亦應提請寂？書長注意。澳大利亞代表對於此 

次討論中所提出的意見》認爲是很有價値的 , 可以幫: 
胁秘書長及第五委員會來採取適當的決定。

拾覺.停止遞送憲章第七十三條 

(辰)款規定之情報

荷蘭政府關於蘇立南及 

荷屬安提耳的來文

六五 . 大會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七日決譲案 

七四七(八 )前文中 , 表示注意到"荷蘭代表之下列 

黎明 , 卽荷蘭與荷屬安提耳及蘇立南代表在一九五 

二年間中止舉行之談制不久卽將繼續舉行"3。該決 

譲案本文前五段中，（一 )欣悉"荷屬安提耳及蘇立南 

在趙向自治方面继致之進步"；（二 )認爲"荷屬安提 

耳及蘇立南之新地位，非待上通談制達到最後結果 

裁入意法，不能加以估定"；（三)"向荷蘭政府表承 

大會深信談判完成後荷屬安提耳及蘇立南將變得表 

現充分自治程虔達成憲章第十■-章所列目的之新

3 參ra大會Æ式紀錄，第八届會, 第四委員會,第三W 
三次會議》第七0段0

地位"；（四）"請荷蘭政府將談判結要及上述第二段 

所述之憲法规定妙送秘書長"；（五 )請"非自治領土 

情報審査委員會根據荷蘭政府已遞送之情報審奄以 

上文件並向大會具報"。

六六 . 荷蘭政府依照大會決議案七四七(八)之 

規定，已於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日敦函秘書長 (A/ 
AC .35/L .206) , 敍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頻 

怖憲章，訂明荷蘭王國包括荷蘭、蘇立南及荷屬安 

提耳在内，以及此項憲章顏布之前之憲法發展情形， 

函內並附有憲章與說明節略各一汾。囊於憲法規定 , 
及蘇立南與荷屬安提耳地位之改變，荷蘭政府認爲 

該政府依照憲章第十一章所負關於蘇立南及荷恩安 

提耳之義務已吿終止。

六七，委員會於第一百二十五次及第一百二十 

六次會議討論議程此一項目。在第一百二十五次會 

議中，荷蘭代表提出有關的文件,並介紹荷蘭代表 

I«中的蘇立南與荷屬安提浑代表。這雨位代表敍述 

業經頼行的憲法更改，並解释荷蘭王國憲章中主要 

規定。荷蘭王國憲章乃根據一個原則，就是荷蘭、 

蘇立南及荷屬安提耳已自由表示願望，接受荷蘭王 

國下之新憲法地位，而荷蘭王國卽由上述三邦艇成 

之。這三個邦對内都是自主；而王國的事務則由三 

個邦於平等之地位上聯合採取決定；同時三邦之間 

彼此提供援助。除國防、外交、國籍及若干其他間 

題屬於王國的職權範圍之外，三邦對於其他問題都 

有採取決定的權利。而且 , 每一個邦都能夠â 己制 

定及修改本邦的憲法。荷蘭女王爲荷蘭王國的元 

首，同時爲每一個都的元曾。荷蘭王國以及三個邦 

的政府都採取譲會制度。荷蘭王國的法規乃由荷蘭 

國會顔行，就此一具體職權而言，荷蘭國會執行整 

個王國國會的任務。但是,蘇立南與荷屬安提耳約 

國會，經由各種不同的程序，在相當程虔内可以影 

響荷蘭國會所採取的決定。塵於荷蘭B 不再爲蘇立 

南與荷屬安提耳的管理國'家而在荷蘭王國内與其他 

兩邦地位平等，荷蘭不但沒有權利而且也沒有權力 

来依據聯合國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遞送關於這雨 

邦的情報。現在向缕員會提出關於蘇立南及荷屬安 

提耳的出版物紙是向委員會解釋這兩個邦的主要情 

形，而不是履行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所規定的養 

務。

六八 . . 荷蘭各代表提出情報之後，巴西、® 甸、 

中國、瓜地馬拉、及印度各代表向荷蘭代表提出問 

題，詢問關於蘇立南及荷思安提耳自從荷蘭王國憲 

章頒布之後，憲法更改的若干方面問題0



六九，Æ地馬拉代表想知道下列各點： （~ ) «  
普選辦法選舉議會時，文盲是否有投票權，所採用的 

是記名遺是無記名投票；（二)依照荷蘭王國憲章第 

二條蘇立南及荷屬安提耳的總督權力的根據爲何； 

《三) 依照荷蘭王國憲章第五十條, 蘇立南及荷屬安 

提耳立法及行政措施與荷蘭4C身之立法與行政措施 

如有分別姨定 , 其原因何在；（四）閩於目前實行約 

新憲法地位是否會經徵詢蘇立南及荷屬安提耳人民 

的意見；（五）闕於蘇立南及荷屬安提耳法官提名 

的程序，是否此二邦自己請求由荷蘭女王任命法官； 

(六)荷蘭王國國會下院五分之三多數通過的规則是 

否也適用於荷蘭國會；（七)蘇立南及荷屬安提耳出 

席荷蘭國會的代表握否有投票之權，此項代表之數 

目有無限制；《八）荷蘭王國對於依照憲章第七十三 

條 (辰 )款遞送情報一事，是否負有與荷蘭政府相似 

的義務0 瓜地馬拉代表很希望知道蘇立南及荷屬安 

提耳與荷蘭地位平等之程虔如何。

七 0 . 巴西代表詢問（九）憲章第二條所稱蘇 

立南及荷屬安提耳總督的權力有無任何法律 '規定； 

(十）那一個機關有法律權來決定各法律與憲章抵 

觸,荷蘭女王有無廢止任何與憲章抵觸的法律的權 

力。

七一《印度代表猜求供給開於下列問題之情 

報 ：（十一)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的選舉是否在荷屬安 

提耳及蘇立南兩地舉行 , 遺是只在荷屬安提耳舉行； 

《十二 )在沒有舉行選舉之前, 選民是否看到憲章的 

規定0

七二 * 中國代表提出卞列問題：（十三)蘇立南 

與荷屬安提耳能否自由管制賃幣；（十四）荷蘭女王 

是否可不經蘇立南與荷屬安提耳政麻同意卽在該雨 

邦缴募軍朦。

七三 . 麵甸代表詢問：（十五)依照荷蘭王國憲 

章第十二條,蘇立南與荷屬安提耳在荷蘭王國各機 

蘭中紙估少數地位,根據此點三邦間之平等地位如 

何表現；（十六 )公使係以選舉，還是任命方式逢生；

七)荷蘭王國憲章中有無規定准許蘇立南修改憲 

法，與荷蘭王國脱離關係。

七四 . 荷蘭代表M 中蘇立南及荷思安提耳代表 

激於上列具體間瘦，以及其他討論中提出各點，答 

S 加下：

( ― ) 關於文盲選舉問題,並未规定禁止文盲行 

使表決權》但 是 無 如 何 ，在蘇立南與荷屬安提耳文 

宜並不構成一個問題。選舉乃採取不記名方式。（二） 

藝立南及荷思安提耳的總督代表女王爲政府之憲法

元首，並代表女王行明干國行政權力。 l i 督的職位 

族非政治性質，無論如何不致於重複各邦國首相的 

權力；總督的職位乃象徵性質而已。（三)荷蘭王國 

憲章第五十條第一及第二項規定不同，a 篇依據憲 

章荷蘭憲法各項規定仍然有效，而且適用於王國全 

境，其中规定之一爲荷蘭國會於特殊情形下（憲章 

第十五條至第十九條)得執行荷蘭王國國會之任務0 
由於此種解釋，故有不同規定之必要。（四）至於憲 

法更改是否會徵詢各邦人民意見，各邦國國會乃以 

普選方法產生 , 對於憲法更改並不反對0 (五）法官 

之任命乃由荷蘭王國政府負責，而井由荷蘭政府本 

身負實。此項规定乃應甫邦本身之願望而定，目的 

在於保障此二小邦內法官地位之獨立。就司法機蘭 

而言，地方法律及荷蘭王國憲章都可以保障法官， 

德其不受當地勢力之影響0 (六)荷蘭的法律對於蘇 

立南及荷屬安提耳並無拘束力，但是由荷蘭王國國 

會通過者則有拘東力0 (七)憲章第十七條所規定之 

代表並無投票權。蘇立南及荷屬安提耳寧願有權派 

遺數目不宠之代表至荷蘭王國國會，同時享有一種 

權利 , 就是凡是蘇立南及安提耳反對的措施,須由 

荷蘭王國國會五分之三之多數贊成，始能通過，該 

甫邦不願其代表享有投票權，因爲他們的代表很容 

易在表決的時候處於少數地位。雨邦認爲現有规定 

對於它們比較有投票權更有利0 因此參加王國國會 

代表的數目無關緊要。（八）荷蘭王國當然不能夠就 

王國內的享有平等地位的任何構成部分，提出聯合 

國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所規定的情報。提出蘇立 

南或荷屬安提耳的情報就和提出荷蘭本身的情報-  
樣，都是不冗思蕭的。（九)蘇立南總督及荷屬安提 

耳線督的權力乃根據該二邦憲法的規定,而此等憲 

法乃參照荷蘭王國的憲章訂定0 (十)有權裁定法律 

是否與憲章抵觸的機關乃荷蘭王國的盤個政府o(十 

― )荷屬安提耳的選舉於一九五四年-i^一月舉行，蘇 

立南的選舉後來才舉行0 (十二）閩於此項問題並無 

舉行特別選舉的必要 , 因爲所有的政黨都贊成憲法 

改革o(十三(蘇立南與荷屬安提耳可自由管制本邦貨 

幣0 蘇立南與荷屬安提耳的荷盾價値比較荷蘭的货 

粮高一倍0 (十四）荷蘭王國政府不能夠在蘇立南或 

荷思安提耳徵募軍隊。依照憲章第三十""^條的規 

定，徵募軍隊K 能夠依照當地法律爲之。（十五)荷 

思安提耳及蘇立南的代表對於三邦地位平等問題的 

若干點，加以說明。（十六)公使乃由各邦政府自行 

指派。（十七）各邦都有權自行修正憲法,而且可於 

互相協商之後，修改荷蘭王國三部現有的關係。荷 

蘭各代表提到荷蘭女王的聲明中稱政治上的合作除



開各部分自願接受,而且極大多數人民擁謹，是不 

能經久的；如果不許其中任何部分在願意採取行動 

的時候脫離王國，，那是與荷蘭王國的確定政策不符 

的0
七 五 .若千代表對於荷蘭各代表所提供的詳備 

情報與各項問題的答覆，表示感謝。

七六.美國代表表示美國政府對於蘇立南及荷 

思安提耳B 經瘦得充分自治絕不懷疑。

七七 . 澳大利亞代表說，委員會應該注意荷蘭 

政府所發表的一個藥明,就是塵於對蘇立南及荷屬 

安提耳所實施的憲法更改， E*無須再就蘇立南及荷 

屬安提耳提供憲章第七十三條(辰 ）款之情報；此一 

問題，惟有該政府本身有權採取決定。而且，荷蘭 

政府已經向聯合國提出充分事實證據,證明新的憲 

法安徘得到蘇立南與荷屬安提耳人民的充分同意。

七八.法蘭西代表對澳大利亞代表的意見表示 

贊同 , 並強調蘇立南及荷屬安提耳旣已充分自治，而 

且在新的荷蘭王國之下是處於平等地位的部分，現 

在已經沒有理由再要荷蘭依照憲章第七十三條(辰） 

款遞送情報。法蘭西代表說這件事不應該由委員會 

来討論，委員會只應該注意到荷蘭代表I«所供絵 frv 
情報。

七九 . 巴西、中國、瓜地馬拉、印度、伊拉克、秘 

魯諸代表對於荷蘭代表供給完備情報表斤感謝，但 

聲明基於各種理由 , 闕於此一項目的進一步審議,似 

應延緩到所有有關政府都有機會對荷蘭政府所提供 

的情報作更充分檢計後，再作決定。有人建譲委員 

會應該延會，而於大會九月開慕之前再開會，重行 

審譲此一項目。伊拉克代表贊成此種建譲,但是認 

爲此事不妨交與大會決定。

八0 . 荷蘭代表對於委員會於目前未能作一決 

定表示遺域，但是對於延勘決定亦不反對。

八一..澳大利亞代表注意到若于代表目前不能 

夠對這一個lïiî題得到結因此他擬贊成延期採取  

決定。但是他反對不待委員會決定便把這個問題交 

與大會。

八二 . 主席將委員會是否贊成此一項目於本屆 

會內延緩審議的問題，付表決。舉手表決的結某，贊 

成者七反對者無，棄權者五。委員會並決定於大會 

第十屆會開幕前再行集會，確定日期由主席與秘書 

長商定。

拾審議蘭於停止遞送情報事來文之程序

八三 • 大會決議案八五o ( 九）睛委員會就該決 

譲案之實施問题，將其認爲妥善之提案列入本報吿

書俾可改善處理停遞送憲章第七十三條 (辰)敦 

情報案件所採用之方法與程序。

八四.委員會第一二九次會譲會對此項問題略 

加討論0 巴西代表認爲委員會在許多方面a 訂有處 

理此項間題的程序。尤其是，委員會有權審譲此種 

来文已爲各方所承課；與停止遞送情報具體事例有 

關之三國政府，美國、丹麥及荷蘭，已遵照y *許決 

議案二二二（三〉的規定，提供閩於憲法上變更之詳 

細情報；該三國政府並從各傾土遊派能自領土觀點 

就此種變遷提供情報之人士參加各該國代表M ; 委 

員會已逐漸確立關於說明、訊間及答覆之程序,且 

已就最初兩案件通過決蕭案，指出在其任務規定範 

圍內的若干暫定結論，但不預斷大會最後究將如何 

處置此等問題。上述各種程序之中尙有一個似須考 

慮的細節，這便是應否建蕭一個委員會應該審議從 

各國政府所收到來文的期限。必須注意的是若千問 

題可能雷耍由代表M提送本國政府。可是大會決譲 

案所牽涉到的簡題甚多，而委員會本眉會却沒有充 

分時間加以審議。 因此巴西代表提譲委員會致大會 

報吿書中應能說明這一點，俾委員會得展緩到一九 

五六年屆會時再審譲決譲案八五o ( 九）所稱之適用 

提案問題0 瓜地馬拉代表贊成此項動譲, 該動譲並 

經委員會予以核准。

拾秦. 委員會延長任期間題：土著代表出席 

委員會及參與工作間题

八五.委員會在其討論過程中決定將議程上所 

列之將来各種ÿF究；委資會延長任期問題；及士著 

代表出席委員會及參與工作問題之項目合併爲~個 

項目審賺。

八六. 大 會 九五二年十二月十日所通遍決譲 

案六四六(七）正文第一段規定："非自治傾:b情報審 

査 委 會 應 按 原 Æ辦法延長任期三年",其正文第三 

段中並规定"在一*九五五年常會•時,審蕭非自治領土 

情報審査委M會應否再行延長任期以及將來此種委 

R會之組織與任務規定等事項。"
八七 . 委員會在第一二三次、第一二四次、第一 

二七次及一二八次會議中合併討論■委員會延長任期 

問題，委員會將來砰究工作問題以及：h 著代表出席 

委員會及參與工作間題。

八八 . 印度代表，代表印度、麵甸及伊拉克三代 

表》1提出一個聯合決譲草案（A/AC .35/L.209 ) , 其 

襄文如下：



?大會，

"業B 審譲大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決 

賺案三三二（四)所設立非自治領 :h 情報審査築 

員會之工作，

"認爲爲促進非自治値土人民之發展及實 

現意章第十一章所截各項目的計該委員會繼續 

進行建設性之工作，確有慣値，

"一•決定繼續設置非自治領七情報審査 

養員會；

"二•決該委員會應依照決議案三三二 

( 四）及六四六(七 )之规定, 由依據憲章第七十 

三條(辰〉款遞送情報之聯合國會員國，及第四 

委員會代表大會按地域普及原則所推選之同數 

非管理會貢國組定之；

"三，請委員會各委員國繼續遵派在委員 

會主管範圍內各專R 問題方面特別合格之人士 

參加各該國代表團；

"四，購管理非自治慨土之委員會邊派對 

弗自治領土經濟、社會及教育政策特具發言資 

格之土著人士參加各該國代表M ;
" 五, 授權委員會於徵得管理會員國同意 

後准許當地人民a 對領:h 內所採取經濟、社會 

及教育政策負有一大部分責任之各有關非自洽 

領土政府，遺派觀察員列席委真會；

"六，着該委員會本憲章第一條第三第四 

甫項與第五十五條之精碑,審査依據憲章第七 

十三條(辰 )款所遞關於非 '自治領:h 經濟、社會 

及教育情魂之情報摘要與分析,包括各專機 

關所編製之任何文件以及依照大會關於非自洽 

領土經濟、社會及教育情'兄之決議案所採措施 

之任何報吿或情報；

七，着委員會向大會各經常屆會提具報 

吿書 , 1 列载其認爲適當之程序建議及其認爲妥 

善之實體建議 , 惟內容須關涉一般專門問題，或 

某一•區域集圓中各領土所共有之問題而不關 

涉個別領：h ;
"八，膨爲委員會應在不妨礙遂年審賺憲 

章第七十三條(辰 )Ur所指各客門問題之情形下 

賴流特別注意教育、經濟及社會方而> 情/兄；並 

應參照大會所核准關於非自治領：h 此種情巧之 

報吿 , 審査所遞關於此等間題之情银。"

八九，印度代表說委員會的過丢工作業B 加速 

了各値土中經濟、社食、文化及教育的進展。若干管 

» 會員國並自動遞送政治情報。所以大會應使委員

會成爲一個常設機閥，以確保其繼绩工作。斩近殖 

民地方面的各稀發展以及大會第ra委員會雷要現有 

養員會一類機踢的事實，更使大會必須考盧設置■- 
個常設委員會。印度代表繼卽槪述:ft對於決譲草案 

中所載各項规定之意見。

九 0 。伊拉克代表認爲非自治領i ：的情※將永 

爲國際討論的對象 , 因此此轉委員，的設立是必要 

的0 他認爲委員，在過去a 得到了積極的結果》而 

且他個人準備接受•一個不危害保障非自洽領七人民 

原則的合理解決辦法0 伊拉克代表並筒略儉討伊拉 

克政府對於上述決譲案中所载各段的立場0 據他看 

來 , 這個決議案係以大會決識案爲主要根據0 不過 

他認爲該決譲草案的提案人都準備在不達背原則的 

情形下接受修正案0

九一 , 颜甸代表認爲委員會延長任期問題不是 

程序問題而是原則問題。他相信管理會員國及非管 

理會賛國都一 ^̂ 當̂初在金山草擬憲章時之精^'!*»支 

持委員會聽爲委員會乃是一種促進非自治領-七人 

民福利的工具。該決譲草案的各提案人雖主張設立 

~ 個常設委貢會》但準備接受繼積置設委員會的析 

衷辦法0

九二，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表承贊成纖續置設本 

委員會。 自治問題乃是個不斷演進的間題 0 目前Î 
一方面憲章第十一章之實施情形顯有長足進梦，但 

另一方面若干勢力仍在剝奪許多人民的自治權利0

九三，巴西代表爲調和委貢會各代表的不同意 

見起見 , 撞出一個工作文件，內載有對於三個決譲 

草案的修正 .案 （A/AC.35/L .2U) , 修正案案义如 

下：

删去前文第二段，並代以下述宇句： 

妻悉各委貸國認爲該委貢會之技術工作 

極有價値 , 其報吿書對於非自治領七問題之充 

分瞭解亦多買獻,且可能提洪有盡之方針以解 

決此等問題Î '

•二 . 以下列一段爲正文第三段：

"‘認爲爲促進非自洽倾土人民之發展及實 

現憲章第"h—章所載各項目的計, 該委資會應 

撒績遵照其現有任務規定進行建設性工作；’

"三，删去正文第一段並代以下列字句： 

"‘ 一，決定非自治頒七情報審奄委員會應 

按原定辦法再延長任期三年，其任務規定應以 

決議案三三二（四）所 規 定 者 準 ；'



删去 :ÎE文第三段並代以下述宇句：

"‘賺跋委員會各養員國繼續遊概對該養員 

會截權箱菌内各專Pg問題特別合格之專門顧問 

參加各該國代表圓； '
"五 . 以下列一段篇正文第四段：

四 . 感謝各國派有此等專ra顧問參加各 

該國代表圓；並欣悉該委員會工作因各該專家 

提供辅充資料 , 而提高品質；’

"六• 删去第四段並以下列字旬篇第五段： 

" '五，並肤悉若干非自治領土管理會員國 

會邏觀特具對非自治値土經濟、社會及教育政 

策發言資格之土著代表參加各該國代表團，又 

此等代表窗於委員會之工作買獻頗多；’
"七 . 以下列字旬篇第六段：

"'六 • 切盼各管理會員國中採用前段所稱 

辨法者日翁增多；'
"八 . 删去原文第五段代以下列宇句，並改 

爲第七段：

"<七.認爲管理會員國或將認爲允宜爲當 

地人民B 對値土內經濟、社會及教育政策負有 

- 大部分責任之非自治領 ;h 政府》遊派人員篇 

觀察員；'

"九 , 以下列宇旬爲第八段 .•
"'授權該委員會得應有關管理會員國之 

睛，淮許前段所稱人員，以觀察員資格列席會 

議

"—0 . 將原有第六段改爲第九段。

" . 將原有第七段改爲第T 段,並從該 

段中删去下列各宇：‘或爲某~愿域集圓中各領 

土所共有問題0 '
"―二 . 以下列~ 段篇第十一段：

一一. 授權鼓委員會本大會決譲案八四 

七 (九）；？精种酌於其專門間題研究報吿中提及 

因發展階段,經濟及社會結構或地理地位而有 

頻似問題或共同情形之値七築圓或頻別，藉以 

閣明報吿書的意義並改善其科學與赛門性質。

將原有第八段改爲第十二段。"

九四 • 巴西代表認篇如欲促進非自治領土的進 

展 ，委員會的工作殊思不可缺少，因此大會應當延 

長委員會的任期0 他所提出的工作文件乃在設法調 

和主要不同意見。管理會員國以及井管理會員國過 

去都會表泰意見,認篇養員會的專門工作極有價 

M o 巴西代表並說明其工作文件中所載各項建議的 

理由0

九玉 . 美利® 合衆國代表普成巴西工作文件中 

所載各項提案，認爲這些提案構成了調和意見的適 

當基礎。他個人亦將支持主張繼續設置委員會並可 

使委員會中雨主要管理委員國繼續合作的提案0
丸六. 赫魯代表M贊成無定斯越長类員會的任 

期0 爲審譲依據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所遞情報並 

篇促進弗自治領土經濟、励會及教育方面之國際合 

作起見，委員會實爲一個不可或缺的拷關。因此他 

贊成巴西工作文件中所載的提案。關於聯合決譲草 

案第五段的規定，ffl?魯代表認爲大會應該授權委員 

會徵得管理會員國同意後，准許土著人士以觀察員 

資格列席會議，但此種觀察人員應由有闕領土的地 

方當局指派，而不應由非自治領 :h 政府委定。關於 

決譲草案第六段，秘魯代表提議在"摘要與分析"數 

字之前，加 "秘書處根據編製之"字様。

九七 . 澳大利亞、中國、荷蘭、英聯王國及美國 

相繼對委員會所收到的三國決譲草案與巴西工作文 

件表恭意見。

九八.中國代表提出許多贊成和反對延長委員 

會任期的理由。~ 方面，就遞送政治情報一事而言， 

憲章第十一章與憲章第十二章及第十三章的规定根 

本不同；有人懷疑該委員會的工作是否確有價使；又 

各方對於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之實施問題以及對 

於秘書長比較各國所遞情報時受到的限制間題也待 

有不同意見0 可是另- ♦方面，憲章的各項规定；各 

方對委賢會工作有無價値問題所表示的意見；井自 

治人民所表現的進展情形；以及不延長委員會任期 

- •事對於奥論的心理影響，確都構成了贊成委員會 

延長任期的理由。中國代表認爲涉及非自治人民發 

展方面的各項問題旣如此董要，上述各種理由，實應 

棄置不顧。他促請委員會再延長委員會任期三年。

九九 . 澳大利亞、荷蘭、英聯王國及美國的代表 

都不能接受聯合決譲草案,和經過巴西所提工作文 

件修改後的決譲羣案；他們不能接受的程度則各不 

相同。

- 0 0 . 英聯王國代表說英國政府在原則上仍 

然反對設立委員會，因爲該國政府認爲在憲章第七 

十三條規定之下實無理由設立本委員會，而且委員 

會在其所管轄約各方面也沒有任何眞正貢獻。英聯 

王國代表然後提到聯合決議草案中爲英國政府所反 

對的各項规益。第五項規定如經通過，則除其他後 

果外並將造成雙重代表權的情形，因此該段是不可 

接受的。第七項規定也是同樣不可接受的,因爲委 

賛會的任務規定將因該項規定之載有某一區域集湖 

中各鎭土一語而报本改變。



- * 0 ~ . 澳大利亞代表f î J I 大利55政府，經充 

分參加委員會的工作。該國政府深望在委員會中看 

到各方的通力合作 , 可是這種希望却未完全實現;例 

如養員會中有過分着重政治工作而忽視技術工作的 

情形。再则，各方在法律上確有強有力的理由，來反 

對養員會及大會有權討論任何有關非自洽傾 :h 的問 

廣。他繼卽指出他本人對於決議草案中各項規定及 

巴西所提工作文仲的意見。他反對將委員會改爲一 

個常設委員會。 他也反對決議草案中所截的第五項 

iP定，其理由爲不應違反管理會員國代表權統一原 

乂該項规定已因有第四項存在而成爲不必要。他 

並 FT表示不赞成對有關各® 域集 I«領 土的問題及建 

îi二力以審謂，W爲此稿辦法不但不會有碑於委員會 

的工作 , 而且可能產生單獨選出某~國家所管理的 

幾倘傾七或領七集團的結果。

—0 二.美國政府認爲繼續置設委員會並使各 

管理會員國參加其工作乃是件極其重要的事。美 

國代表依照此種意見 ,認爲委員會的II卞論業已指出： 

最好的辦法是规定委員會按原定辦法延長任期。

—0 三，荷蘭代表本人也不反對委員會按原定 

辦法延長任期，但反對按聯合決譲草案所提譲的辦 

法延長任期。荷蘭代表特別指出無限期延長委員會 

任斯及決議草案中所載第五項規定都是不可接受 

的。再則,荷蘭代表並反對第七項中提到審譲闘於 

某一愿域集團領土的問題與建議一節，因爲該決議 

草案如提到此事，則將使各匿域以集團的精確分界 

問題引起了無窮盡的紛亂和討論。

— 0 四 . 中國及美國的代表提出他們對於三國 

決譲草案的修正案（A / A C .35 / L .21 5 ) ,其案文如 

下：

, 於三國所提決議草案第-*段之末加：

‘按原定辨法再延長任期三年，。

"二，删去第五段。

"三，删去第七段中'或爲某一値土集圍中 

各懷土所共有之問題，字樣。"
'一0 五 . 澳大利亞、巴西、麵甸、法蘭西、瓜地 

馬拉、印庚、伊拉克、秘魯及美國各代表並另發表 

聲明0
—0 六，印度代表替這個決議草案辯譲，鶴爲 

其中所截各項規定都深符憲章第七十三條的精祐C 
関於第五項的规定，他認爲淮許比較前進値土所派 

的觀察員參加養員會工作，是極有價値的，因爲這 

些觀察員對於委員會的工作可能大有貢獻。他提議 

對該決議草案第五項中第一句話略加修正，使其成 

爲 授權委員會於徵得有關管理會員國同意後，"0

一0 七，伊拉克代表認爲該決議草案及巴 ®所 

提工作文件寶可表示種穩重態虔。圃於中國及美 

國所提的修正草案，他雖然可以接受其中第一修 ;ÎE 
案，但必須於表決第二及第三修正案時棄權0

- 0 八.巴西代表爲指出各管理會員國費成這 

個決議草案和巴西工作文件中所載各點起見，引述 

他們過去在大會第四委員會各次會議中所發表的言 

論。他準備贊成延長委員會任期三年，藉以調和委 

員會中的分歧意見。

- 0 九 . 美國代表説美國代表M 雖可接受a 西 

的工作文件，惟深恐此項工作文件如經通過可能使 

若干營理會員國退出委員會0

一一 0 . 法國代表說法國政府願意，其所管理 

的各領土履行憲章第十一章所載義務，但不願起出 

其原来所接受的憲章規定範圍。

 . 瓜地馬拉代表雖然贊成該決議草案的

現有案文，但知各營理會員國都接受巴西提案，他 

也擬接受該提案，作爲一種調和意見的辦法0 他深 

知要得到一個能爲所有會員國贊同的決議草案是很 

困難的 , 因此他不曾參加討論這個間題的實體0 不 

過，他贊成延長委員會的任斯並擴大其任務規定。

~ 一二 . 委員會JSl四票對二票棄權者五？決定 

立卽表決聯合決議草案及美國與中國提出的修正 

案。

三 . 印虔代表請遂段表決。

四.秘魯代表諧將中國與美國所提出的第 

一修正案中"按原定辦法 '及"再延長任期三年"南句 

話單獨付表決0
— 五，經中國及美國代表修正後的聯合決議 

草案表決結果如下：

前文第一段以十一襄對零通過，棄權者二； 

前文第二段以八票對零通過，棄權者五；

於正文第一段中漆加"按原定辦法"數宇之修正 

案以八票對雰通過，棄權者五；

於正文第一段中添加"再延長任期三年"數字之 

修正案，以九票對零通過，棄權者四；

修正後的正文第一段以十票對審通過，寨權者

三；

正文第二段以i 票資蓉通過，棄權者二； 

正文第三段以十襄對零通過，棄權者三 i 
正文第四段以九票對一票通過，棄權者三；

删去麵甸、印虔及伊拉克所提決譲草案中正文 

第五段的修正案 , 以六票對一票通過，棄權者六；

正 文 第 六 段 以 十 車 ■通過，棄權者三；



删 去 正 文 第 七 段 中 "或 某一區域集圓中各佩 

土所共有之間題"宇樣之修冗案以六票對零通過，棄 

權者七；

修冗後的正文第七段以八專對零通過,寨權者

五 Î
1E文第八段以十裹資零通過，棄權者三。

*六，修正後的該決譲草案全文以九票對零 

通攝，棄權者旧。

 b . 鼓將委員會所通攝的決譲案全文列爲

附件戚。

*—*- * A . 巴西、麵甸、中國、法蘭西、瓜地馬拉、

印度、荷蘭及紐t e 蘭的代表都街他們的投票立場加 

£ 1^  释。

~ ~ 九 ，英聯王國代表說英國政府反姆再度延 

長委員會的任期。他的棄權不應解释篇如果委員會 

的任期經大會下一届會予以延長，英聯王國政府便 

將改變其 i f 委員會的態度的一種表示。

■-二0 . 法國代表贊同英聯王國代表的意見， 

並認爲第四項街於土著與非 ;h 著人民規定了差別待 

遇0
—二一•印度代表在表決第二和第三修正案時 

棄權,但却投襄贊成第一修正案和修正後的藥個決 

議案0 他保留印度政府對於將来大會第四委員會所 

採任何行動的立場。

—二二，觸甸代表在表決時棄權0 他並且保留 

麵甸政府激於將來大會第四委員會所採任何行動的 

立場。

- 二三，瓜地馬拉代表在表決第~修正案第一 

部分 Ï 及第二與第三修正案時棄權，但投票贊成第 

—修正案第二部分及盤個決譲案。他保留瓜地馬拉 

政麻動於將來大會第0 委員會所，採任何行動的立  

場0

~ 二 四 .荷蘭代表投襄贊成修正後的決譲案並 

保窗荷蘭政府舞於將來大會第四委員會所採任何行 

動的立場。

一二五 • 中國代表會同美國代表提出了對於該 

決議草案的修冗案 , 用意是希望在不妨礙他對於"土 

著代表參加工作" 及 "區域方面"兩問題所採立場的 

情形下 ,就委員會延長任期問題促成協議。

—二六 • 巴西代表投襄贊成修正後的決議案0 
可是他的投襄立場不應解釋爲他贊成修正後的決議 

案中所有各段；而紙應解释爲他贊成延長委員會任 

期而已0

一二七. 絲西蘭代表投贊成修正後的決講案 

和所有修正案。他並且表承委員會的工作是極有慣 

値的。

拾肆. 蘭於非自治領土之將來各種研究： 
( a ) 專 門 間 題 ；（b) 區域方面

― 二八* 大會決議案二一八（三 )及八四六(九）

規定：依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所遞情報之全部撮 

要與分析應於一九五六年提送大會；又依照大會決 

議案三三三（四）所訂立的辦法, 一九五六年應篇特 

別注意教育情巧之年度0秘書處遵照委員會指承，編 

有節略一件 （A M C  35/L.2!3) 內载有教育問題的 

暫定項目表，藉作一九五六年特種研究工作方案之 

根據。養員會瞭解秘書長在f l•劃此種研究工作時大 

有辩酌餘地 , 並將請各有關專門機關共同合作。

—二九 . 大會決議案八四七(九)委員會請砰討 

如何審議關於非自治領土區域集《間共同問題之情 

银0 委員會得到許多關於編具撮襄與分類所用方法 

之資料，並注意到一九五六年研究報吿中仍將掛酌 

情形 , 依主要標題，有關管理會員國或領±地域集 

團，分類處理各項情報。

- H O . 此外 , 按大會決譲案八0 七 (九）的規 

定，委員會並須研究由於分愿檢討非自治領土情報 

而引起的各項問題。

一三一. 本報吿書中列述委員會討論及表決開 

於延長非自治領土情報審査委員會任期問題之決譲 

案的情形，已槪括指出委員會考慮這些問題的輕過。 

麵甸、印度及伊拉克三國代表所提出的原案文中規 

定委員會受權就一般專Pg間題或就不關涉個別領土 

而爲"某 區 域 集 » 中各領土所共有的"問題Î 提出 

其認爲妥善之實體建議。巴西代表所提出的工作文 

件中别提議修正該決議草案，删去其中提到某一愿 

域集《所共有間題一節，但另加一段 , 授權養員會本 

大會決譲案八四七(九 ）之精神酌於其專P3問題研究 

報吿中提到因發展階段、經濟及社會結構或地理地 

位而有類似問題或共同情形之領土集M或類別7 藉 

以闕明報吿書的意義並改進其科學與專門性質0

—三二 . 上文業已述及，委員會會就中國與美 

利堅合衆國所提出的修正案舉行表決，並以六票對 

零、棄權者七，決定删去三國決譲草案原案文中"或 

爲某一碼域集M 中各領土所共有之問題"樣字0



拾伍，補充或悠正蓮送情報時 
所用之標準格式

—三三，麵旬、中國及伊拉克代表在初步討論 

弗自洽旗土社會情巧時提 i•& â 改會員國在遞送憲章 

第七十三條(辰 )款情報時所用的標準格式，另行規 

定會員國應就社M後展之各力面提供情報。 社會情 

況小組委員會曾審議此項間題,但以標準格武之修 

改問題乃" f議程上一個獨立項目， 乃將此事項送IE] 
委員會未提出任何具體建議。

~ = P 3 . 瓜地馬拉代表在委員會第一二九次會 

譲中説, 目前許多非自治領土中都正在舉辦一些極 

有偵値的社遥發展實驗，這些實驗應爲各方所多多 

'注意 , 因此標準格式中應睛有關方面遞送關於S 些

實騎的常年情報，大會也應當料擦準格武作如此的 

修正。他尤其認爲這種情報應當述及非自治領七紙 

區發展之中央行政組織 , 地方階層之行政計割，爲訓 

練社區發展人員及地方倾袖人員而採取之行動,以 

及爲使一般人民及從事~般社會工作者熟悉社區發 

展蓮動目的與工作而提供之各種便利0 巴西、極甸、 

中國及印虔的代表都主張大會應從這個觀點来考庸 

補充標準格式的問題0 澳大利亞、法國及英聯王國 

的代表都保留他們對於將来可能在大會中就標準格 

式提出的修正案加以批評的權利。委員會因無人正 

武提出提譲，故未作有決議0 關於這一點，印度代 

表又睛委員會注意社會委員會最近就社區發展問題 

所進行的討論，並提譲务方在擬具任何修正案時應 

注意到這些討論。

附件査 

委員會議程

項 目 文 件 簡要紀錄

A/AC.35/SR

—. 履會開幕

二，選舉主席、副主席及報吿員 

三，通過議程

四，関於非自治領土技術協助之情報 

五 , 非自治値土經濟情巧：一九五四年非 

自治領土經濟情巧報告♦所引起的各

A/AC .35/Inf.ll and Rev. 1 ,  Inf. 12 
and R ev .l, Add.l and Rev.2

A/AC .35/7 and Rev.l and L .187 
A/AC .35/L.201
A/2729 and ST/TRI/SER A/9/ 

Add.l

(Ü) 主要傅染病 A/AG.35/L.205

107

107
107
108
109 , 110

項問題

弗自治領土  ffd;會情※： A/AC.35/L.210 and L.2 14

參照一九五二年非自治領：h 社會 A/2219 and ST/TRI/SER.A/7 1 0 9 , 1 1 0 , 1 1 1 , 1 1 2 ,

情況報吿書審議一般發展情形 Add. 2 113

(à) 城市化及：!：業化之社會影響 A/AC 35/L.190 and L 194 1 1 0 , 1 1 1 , 1 1 2

( 0 社區發展 A/AC.35/L 188 1 1 2 , 1 1 3 , 1 1 4 , 1 1 5

u ) 辅族關係 A/AC.35./L 193 1 1 5 , 1 1 6 , 1 1 7

(«) 就業問題的若干方面 A/AC.35/L.195 and L.196 1 1 6 , 1 1 7 , 1 1 8

i f ) 審譲生活程度及水準時所應計及 A/AC.35, L.198 and L.207 116 , 1 1 8

之因素

(g ) 公共衞生：

( i ) 關於死C 的摄勢與因素 A/AC.35/L-190 and Corr.I 1 1 8 , 1 1 9 , 1 2 0 , 1 2 1 ,
122

1 1 8 , 1 1 9 , 1 2 0 , 1 2 1  , 
122



項 目 文 件 簡要紀錄 

A/AC.35/SR

( i i i )公共衞生行政方面的董大醫 

展

( i v )訓練醫務人員

( V )環境衞生 

(Vi) 營養與健康 

U ) 其他問題

七，非自治領土教育情※：

( « ) 專Pg及職業訓練 

… 一般

八，關於非自治領土的將来各種研究：

( « ) 專Pg方面 

( h) 區域方面 

九 . 弗自治値土情報審査委員會延長任期

問題

- 0 .  土著代表出席委員會及參與工作問

題

•荷蘭政府關於停止遞送荷屬安提耳 

及蘇立南之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 

情報事之來文 

一二，關於停止遞送情報事来文之審議程 

序 [大會決譲案八五o ( 九 ）]
- S . 遞送情報標準格式之補充或修 :ÎE 
- 0 , 以上各項所未論及之關於撮要與分 

析之~般問題 

— 3E. 核准向大會提出的報吿書

A/AC.35/L.203

A/AC.35/L.192 and Gorr.l

A/AC.35/L.204
A/AC.35/L.202

A/AC .35/L .197
A/AC.35/L.200 and .Add.1 ,  L.208 

and Add.l

A/AC .35/L.213
A/AG .35/L.19Î
A/AC 35/L .199, L .209 , L ‘211 ,  

L .215
A/AC .35/L .189 and Ad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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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或 

提請大會審議之決議案

萍自治領土情報審查委員會提出下列決譲草 

案》睛大會審譲：

A . 闇於非自治領土社會情現之決譲草案

大會，

襄悉大會於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日通過決譲案 

六H 三(七》, 核准關於非自治傾 :h 社會情之報吿

閱悉非自治領：h 情報審査委員會在■-九五五年 

中再就此等倾土社會情況編具之報吿書 ,

一 . 核准此一報吿書，作篇一九五二年所核准 

報吿書之補編；

二.請秘書長將此一報吿書分送負責管理井自 

治傾七之聯合國會員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託管理 

事會及各有關專門機關査照。



B. 開於非自抬領土情報審査委員會延長任期問題

之決譲草案

大會，

業已審譲大會■-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決議案三 

三 二 （四）所置立非自洽領土情報審査委員會之工 

作，

認爲爲促進非自治钮士人民之發展及實現憲章 

第十一章所載各項目的計繼續進行建設性之工作， 

確有惯航,
決定非自洽傾：h情報審査委員會應按原定 

辦法，再延長任期三年；

二，決定該委員會應依照大會決譲案三三二 

(四）及六四六（七 ）之规定由依據憲章第七十三條 

(辰）款遞送情報之聯合國會員國，及第四委員會代 

表大fr按地域普及原則所推選之同數非管理委員國 

組成之；

三，請委資會各委員國繼續遵派在委員會主管 

範圍內各專門問題方面特別合格之人士參加各駭國 

代表

r a . 賺管理弗自洽領土之委員國遷涙對非自治 

領土經濟、ffi會及教育政策特具發言資格之土著代

表，參加各該國代表M,

五 . 着該委員會本憲章第一條第三、第四兩項 

與第五十五條之精神審査依據憲章第七十三條(辰） 

款所遞關於非自洽領 ;h 內經濟、 f±會及敎育情※之 

情報撮要與分析，包括各專門機■所編製之任何文 

件及依照大會關於非自治値土內經濟、社會、教育情 

现之決譲案所採措施之任何報告或情報；

六 .着該藥員會向大會各經常屆會提具報吿  

書，列載其認爲適當之程序建譲及其認爲妥善之實 

體建議，惟內容須關涉一般專門問題而不關涉個別 

領土，

七，認爲該委員會應在不妨礙遂年審譲憲章第 

七十三條 (辰）款下所指各專門問題之情形下輪流特 

別注意教育、經濟及社會情況,並應參照大會所核准 

關於非自治領土此種情巧之報告書, 審査所遞關於 

此等問題之情報。

第二編

非自治領土社會情祝報吿書

S . 導言

弗自治領士情報審査委員會係由負責管理 

此種領土並依據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遞送情報之 

聯合國會員國及第四委鼻會代大會推選的同數非管 

理會員國所組成。委員會審査關於非自治領土內經

1 該報告書爲非自治領士情報審杏委a 會的一個小組 

委ft會所編0 該小組委f l會由澳大利亞、麵甸、中國、法 
廣西、瓜地馬拉、印度，英聯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等代表 

組成0
出席該小組委員會的各國代表團代表姓名如下：澳大

到亞 Mr. A. H. Loomes 及 Mr R. N. Hamilton;麵
何—— Mr. U H la Aung; 中國一一楊西i ; i先生；法蘭两
 Mr. M. de Camaret, Mr. G. Dulply, Médecin-
Colonel Bernard 及 Mr. Déniau ; 瓜地馬拉------Mr. E .
A ren a le s ;印度 Mr. R. J a ip a l ;英聯王國 Sir Eric
Pridie, M r，W. H. Chinn 及 Mr. E. G. G. Hanrott; 
美刹堅合衆國—— Mr. C  G Strong。雄合國糧食晨業

濟、f i 會、教育情形的情報撮要與分析0 委員會並 

經大會I T 將其認爲適當之程序建講，以及妥善之具 

體建議, 關係一般職務問題而不涉及個別領土者 

向大會提具報吿（決譲案三三二（四））。

二 . 委員會會於一九五二年就非自治領rh之社 

會情*511提送報吿書02大會於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日

組織,國魔勞工組織及世界衛生組織的代表也參加該小組 

委R會的工作0
該小組委員會的職員如下：主席： Mn E. Arenales 

( 瓜地馬拉）；副卞席：Mn A. H. Loomes ( 澳大利亞）o 
小組委員會成立了-*個工作組,草擬獨於公共衛生 

各節的報告書：工作組由 Sir Eric Pride ( 英聯王國）爲 

主席,並由  Médecin-CoJonel Bernard ( 法國）, Mr.  
E. Arenales ( 瓜地馬拉）, Mr.  R. Jaipal ( 印度）,聯合 

國糧食農業組織及世界衛生組織的代表參加工作o 
^ 大會正式紀錄，第六屆會, 補編第十八號（A/2219), 

第二揚，第 十 至 第 二 十 四員。



通適決議案六四三(七），認爲報吿書殺述非自治領

土內社會情形及其社會發展間題 , 簡略而扼要。大 

會並請秘書長將該報吿書分送聯合國會員國中負實 

管理弗自洽領土各國 , 經濟g 社會理事會，託管理 

事會及有關專門機閩研究0 該項報告書當經照此分 

送0 非自治領土情報審査委員會據告，各關係會員 

國已照向例將該報吿書轉交其負責管理値土的地方 

當局。

S . 大會並於一九五三年就非自治領土的種族 

歧視間題通過決譲案六四四 (七 ) o 決議案所载的原 

则前在社會情況報吿書內S 予審査。決譲案列舉此 

等原則的用意在於更明白地顯出大會願意指出如何 

以適當的改革措施來糾正有達憲章及世界人權宣言 

原則的種族歧視情形0

四，委員會復於~九五五年奉命依照大會決議 

案三三二（四)所规定的工作方案，對於非自治領土 

的社會情況特別加以注，鲁0 委員會根據負責管理此 

種領土的會員國所遞送的情報並參照委員會及大會 

在一九玉二年所表斤的意見，審査因非自治領土發 

展而引起的若干主要社會問題以及有開社會進展的 

某些主要方案。委買會於進行此種審査工作時，食 

注意到大會決譲案六四五(七）的規定，大會在該決 

議案內希望各管理會員國提供資料，敍述各該國爲 

促睛非自治領土內負責推行教育、經濟及社會政策 

的當局注意委員會報吿書而採取的措施，並敍述因 

實施報吿會所載一*般意見而引起的問題。

五 .委員會壤有聯合國秘書處根條各方提送膊 

書長的情報而擬具的社會情※ 各方面的報吿。此外， 

委員會尙有專pg機關編擬的各項研究文件。此等文 

件均在本報告書附件內载明 , 應與委員會I t 論非自 

治懷土內社會情※ 的簡要紀錄-*併認作充分了解本 

報吿書所必需參考的重要文# o

六 . 委員會進行此項射論時，澳大利亞、法蘭 

西、荷蘭、紐西蘭，英聯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等代表 

均會協助 , 提送關於非自治領土情※的補充情報及 

說明，這是委員會深爲感謝的0 大會決譲案七四五 

(八 )會對各會貢國在出席委員會代表》1中委渡專門 

人員担任顧間的辦法表承嘉許，並希望此種委派專 

R 人員充任顧問的辦法能夠廣爲採用0 此次出廣委 

員會會譲的法國、荷蘭、英聯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等 

代表圓卽派有此種顧問，委員會深得助益。最後，弗 

管理會員國的代表們亦提出類似幫助,他們曾各本 

經驗 , 提送政策與方案方面的資料，俾可明瞭非自治 

領土所有的類似問題0

«C. 政策原則

七 . 委員會前就非自治領土的經濟、It會及教

育情況提出的報告書曾提及聯合國憲章第一、第五 

十五及第七十三各條规定0 委員會認爲對於這幾條 

條文應該再虔加以注意。聯合國在射諭這種値土的 

情巧時，必須遵照這幾條規定的原則。前 在 九 五  

二年EL經說過，這些原則和管理會員國國內政策的 

聲明都強調非自治領土的管理首在重視領土居民的 

福利 , 憲章第七十三條便承認居民的福利至上。

八 . 委員會於一九五二年表兩意見，認爲所謂 

居民是指住在一個領土内的全體人民而言 , 他們蔣 

自身和子女的前途都看作與値土的福利和進步連結 

在一起 , 不可分開。有時有人辯稱，憲章第七十三 

條是爲那些時而稱爲土人時而稱爲土著的居民而規 

定，他們與近年來移居値土的人不同。憲章在提到 

居民時不作任何限制 , 但是,委員會所關心的主要 

是比較落後的那些居民的福利,在着手解決社會進 

展問題時，對於他們必須特別注意。

九 • 委員會認爲非自治領土的社會進展及其他 

方面的進展應視爲有相互關係，並須以調協的措施 

來實現憲章第十一章所載的目標，特別是第七十三 

條(子K Æ )兩款所稱的目標。

- 0 . 根據實際上的理由,社會進展的定義必 

須廣'泛 , 因爲此種發展如不能單獨看待,就應有經 

濟的基礎以爲支持 , 應懸領土的目標以篇激勵。

— . 委員會認爲一九五四年英國舉行的弗正 

式討論3 街社會發展所作廣泛定義確有見地, 該項 

定義如下：

"我們所說的社會營展指的是領土爲社會 

與個人填加幸福而實行改革與進步的激個種 

序。有人也許會反對說此種觀念過汾籠就，任 

何政府的設施都要以此爲本 , 0 此不可能給以 

簡短定義；但是，我們認爲這個名詞必須採用 , 
這樣就可使管理機構與主管部門經常注意到雷 

要訂定一個共同目標，並根據這個目標來读調 

它們的工作。凡是負有發展職責的各部pg都有 

此種雷要，決不僅以担任狹義的經濟工作而不 

担任社會工作的那® 部pg篇限0在另一方面，我 

們可以竭力驗調譲,社會後展並不就是通常歸

3英穆王國：殖民事務部， "不列顔磁民地之ft會爱 
展％ Ashridge肚會發展間超會鎭報告書,一九五四年八 

月三目至十二日，第+四真0



爲 t 嚴會照務’一類的那些機構所担任的發展

：!：作的總和。社會發展包括並且開導經濟、政

糖及文化各方面的發展。"
~ 二，类員會在一九五0 年評議經濟情巧時， 

曾認週類似的話。當時委員會會表示必須有一個健 

全的經濟政策作爲一個總方針的一部分，而這個總 

方針的其他主要部分則爲ffi會政策與教育政策0 人 

民生活於健全的環境中，不虞疾病，食住充足適當， 

不缺道德與精神上的種種食糧，自然能夠利用現代 

的生產技術来適應他們自身的目標，而獲致不I f進 

展的最好辦法就是由領土人民充分參與擬訂政策， 

德割並實施發屡方案。

~ 三 .政府當局如以直接行動来從事社會協 

助,可能使人民産生妄想，以爲政府將滿足人民全 

部需要 , 倘有不足，便可歸殺於政府。根據此種理 

由, 也必須使非自治傾土的居民參與管理機構的設 

施 ，以獎勵領導，並在發展社會政策與實施社會方 

案方面取得領導人物的合作及人民的支持。"使每一 

個 f i 愿都有較佳生活方式的遠景，而且憑着S 們自 

身的努力，此種遠最可能成爲事實這是關心社會 

政策的入都應該儘量鼓勵的一種態度。

一0 . 遺有一點， i t 會政策應以重視人的個桂 

及個人在社® 內服務時表現個性的尊嚴爲某礎。社 

會進涉不應認爲只是物質因素的累積；此種進步更 

須依賴個人對外界影響的反應；在許多非自洽領七 

中，社會進步與否要視那些脫離傳統生活與習償，逐 

漸感受外界影響的人的反應而定。社會進展不能單 

憑物品增加與公共服務改善爲準。精神方面的雷要 

亦必雷充分顧到。

~ 五，由於【《體M結的觀念日見淡薄,目前此 

種精神上的雷要愈感迫切。文化上的接觸產生新的 

知識，P1時也使奮的觀念從而消失。在變動的;!£會 

中生活的人發見他們如果株守傅統，可能成爲追求 

現代生活廣泛理想的沉董負担0 擴展現代政府的機 

構 , 雖可造成新的機會,但這也是對傅統挑戰，在 

實行新式地方政府制度時通常遇到的問題因新舊觀 

念無法避免衝突，以致倍見複雜。

一六 . 在這方面，關係最爲重要的就是家庭以 

及用來保持家庭制度並使家庭與改變的情況相適應 

的措施。除弗加強並加深個人在家庭中的關係，從 

而擴大他對地方社區，地方會社及領土生活交Ü 組 

織等較大M體所表示的忠心,否則就無法培養或保 

持個人自立心理。在此種過程中，家庭作爲一個糧 

定而進步的社區的基本單位，其地位是非常重要的0 
家庭不能單獨存在。在已經消逝的或正在消逝中的

情現下，家庭或大家庭生產一家人所需要的全部物 

品，也可以說儘量生產生活必雷的一切物品。家庭 

對於病人，老弱與孤兒供給某種性質的社會協助。有 

了另~ 種更富有引吸力的謀生之道後，傳統的家塞 

義務觀念就要逐漸淡薄了；家庭中主要的，最有進 

取心的生產者不免覺得他們的負担過重，而他們所 

負的義務是種已經失去基本特性的家庭關係所遺 

留下來的。所以,對於新社會重要組成部分的家庭 

必須予以繁固加強，俾可知所依園，逢生新的社區觀 

念。這就要產生一套新的行爲準則，所有責任或，個 

人慣値及行動標準都包括在內。

在非自治倾土社會政策的發展過程中， 

最初是全力雄調開發領土資源，供應經濟工具並擴 

大生產能力。在進行經濟發展時，不論其成功或失 

敗的方面，紙會問題必然居於非常重要的地位。厳 

會方案必須採納並須付諸實施，而其用意不僅是要 

解決由來B 久的疾病與貧窮問題，並須應忖因經濟 

情形改變而發生的社會調糧問題。開關交通，發展 

工商業，採取現金經濟以及一般經濟情形的開展，都 

有破壞早經確立的社會組織方式、傅統責任及觀念 

的趨勢。對於這些情形必須採取若干方法，予以補 

救。例如家庭、兒童與少年福利、照料無家可歸與犯 

菲兒董 , 救濟苦難及瞻養老年人等問題都雷有公共 

福利服務0 若干傾七已舉辦多種公共福利服務。可 

是，尙待舉辦的成然很多，而對於擴充社會安全措 

施及社會臀藥制度的重耍性亦必須逐漸認識。

一八.根據社會政策制定的某些方案常常似乎 

只规定短期的目標，以便人民息於了解並且能夠做 

到。可是必須認識，對目前，顧見的弊端所採取的補 

救辦法 , 非經同時採取步驟 , 別除罪惡的根源，不 

會發生S 大作用。決定政策時不能在補救與預防兩 

項辦法中揮一而行 ,這雨項應該合併一起，雙管齊下 

作爲一個方案的雨部分。

一九 .近年來，政策方面的某糧趨勢a 在若干 

採取積極社會發展政策的領h 內逐漸抬頭，這種情 

形自一九五二年委員會提出银吿書後更是顯著。此 

種政策簡略說來有如下述：人民充分參與社會方案； 

擴大預防社會罪惡的措施：擴大對鄉村居民的努力； 

加緊協調各種吐會政策，以及公共政策内社會部分 

與其他部分的關係；準備訓練合格的 f i 會工作人員 

以及發展國際與區域方而的合作。

二0 . 所有這些措施都雷要廣泛利用非政府組 

織的服務。這些組織在補救行動方面常時是政府的 

先導；它們對於建設性的預防工作頗有貢獻，而且 

可以貢獻的地方還很多。政府舉辦的社會後展工作



不論® 於中央威地方政府》都必須與這些非政府組 

織密切合作。特別是在適當的情形下,成立或鼓勵 

成立社會服務會議，俾疲大家知道非政府經織所關 

懷的問題並取得它們的有效合作 , 這亦昏有益之，。 

此種會議在若干領：h 中a 經醫生效力。

二一 • 非政府組織也與政府組織一•様 ,在進行 

服務時必須獲得領土居民的同意與全力支持，其方 

武爲激勵他們的志向 , 並利)H教育來使得他們明朦 

實現此種志向的方法。此種意見以前B 用許多不同 

的方式來表達 , 此後也將再度宣揚。任何社會計劃 

倘其宗旨不限於對目前弊端提出治標辦法，不在於 

繼續適用家長照應子女的方式以致妨礙地方與領土 

發展它們的主動能力Î 那就必須以這種思想作爲社 

會計割不可或缺的重耍特徵。

二二 . 一面激働居民的才智與進取心,一面接 

受各種社會組織的協助， 目標當爲逢生~種協調的 

一般政策。這種政策或許不免要有方法與董點的不 

同,因爲居民所擬定的政策是用来應付他們自身認 

爲最急要的各種問題的0社會工作的種頼儘管不同， 

擬定迅卽實行的計劃儘管性質各不相同,但並不因 

此而雷擬定長期計劃, ® 種計劃的目的在於協調一 

個力案內的各種社會事業，並與旨在改善生活條件 

的經濟行動相配合，同時與旨在增加居民個人力量 , 
提高他們對公民責任的共同認識的教育行動共策進 

行0

二 三 .大會第四委員會及本委員會 , 在討論非 

自治値土經濟、ffdr會及教育情巧時,與這幾为面政策 

的各種目標已有表示0
二 四 .大會於一九五三年通過的決議案七四三 

(八 )規定萍自治領土的教育目標如下：

( « ) 培育値土人民之道德、公民意識及責任感 

並發展其能力 , 俾遂渐多多担任自治工作；

( * )協助領土人民改進經濟生逢力及衞生標 

単 , 以提高其生活程度。

( 0 尊重關係人民之基本文化特徵及颜望，促 

進各該領土之社會進展；

U ) 曼展弗自治領土人民之智能,以便接受各 

糖文化0
二五，本委員會在—九五四年提送大會約银告 

書(第+ 七段）內主張弗自治領土經濟政策之基本宗 

旨應爲：齋展各該値土 , 以求填進所有各部分人民 

的利益；增加個人的奥實購買力，以提高生活程度， 

及堵加毎個領土的財富總量,俾達較高的社會服格 

及管理標準。委員會根據此種基本宗旨,列舉下列 

各具體目標：

( « ) 在必要時改變經濟的基本結構，以清除經 

濟發展的障礙；

i b ) 刺激經濟發展，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增 

加实全國生產並提高其生産率；

( 0 設置及改善領：fc的資本工具,以期爲將来 

發展事宜奠定穩同基礎；

i d ) 提倡各該領土所最適宜舉辦之各種發展事 

宜，不論其爲初級生産抑爲工業生產，但須計及各該 

傾士的經濟平衡及對外貿易的利盤；

( 0 按國民總所得, 將鍵濟方面的利盤公允分 

配與領土人民；

i f ) 爲政治、社會及教育方案奠定穩固基確，但 

須計及人民的基本文化懷値及意願；

(君）保全及發展領土的天然資源，以利人民； 

i h ) 造成各種條俘，以使提高衞生及社會福刹 

的標準 , 以協助發展道德良知，公民意識及責任感， 

俾使人民能逐漸多多担任自治工作；

( 0 力求發展經濟，使其能在世界經濟中估 

適當地位。

二六 . 今年委員會認嫁宜於適用類似辦法, 列 

舉非自治領土社會政策的主要宗旨。 委員會主張非 

自治領土社會政策的宗旨應篇：

{ a ) 研梵、減輕並補救此時各社愿所遺遇的社 

會間題 , 特別顧到因文化接觸、經濟、政治及社會方 

面改變而發生的問題；

{ b ) 注意各方面發展的趨向及政策，以便儘可 

能事先引導，務使結果合於個人與社® 的最大利 

( 0 擬訂社會政策的方案, 設立並鼓勵設立顧 

及人民的基本文化慣値及意願的社會組織；

{ d ) 尋求方法發展人民道德良知, 公民意識及 

資任感，俾使人民逐漸多多担任自治工作》並配合 

人類上進的普遏理想與各地人民的固有文化特徵遂 

漸擬訂並執行他們自身的社會方案；

( 0 刺激或鼓勵主動組織或參與社區發展方案 

成其他社® 事業，作爲遂漸增進社會與個人福利的 

有欢工具

( / ) 發展家庭俾使居於社會基本單位的家庭確 

能增進家庭成員的福利，並能满足當地社廣及領 ;k
'社 愿 觸 要 ；

{ g ) 設法使人民享有最高度的健康, 卽身體、精 

神與社會方面無不康樂，不徒身無疾病而已，以便促 

進身體與精神的一般發里；

(h) 在最廣泛的範圍内改善家庭生活與社廣生 

活之状並協助人民逢到较高的生活標準；



( 0 鼓働社區內各部分人民平衡發展；

0 ' ) 以 f i ® 內各部分人民自由買獻篇基礎，造 

成一個融合無間的紙會；

U )協調社會政策全部方案,以期實現上述宗

旨0

è . 都市化與工業化

二七 . 許多領土正以空前速虔從事工業發展， 

它們極度閩切都市化與工業化的社會影響。在西歐 

與美洲進行工業革命的初斯，技術進步似較改善生 

活狀巧更爲重"要。由是産生的社會問題，諸如贫民 

愿域不衞生情形以及大城市中生活之寂寞枯燥醉生 

夢死等問題至今尙未滑除。在迅速進行此種發展的 

非自治領土中，因種種改變而引起的I t會影響對於 

這些領土的將速及幸福尤有重大鬪係，這不僅是由 

於直接影響的人民爲數衆多, 主要是在乎此種發展 

情形對盤個f i會，不分城鄉，可能發生影響的方式。 

在城市中，擴大現代經濟制度所產生的經濟因素與 

其他因素達到它們最大的發展程度，以敎力量集中， 

而這種力量必然會大量幫助或是胆礙全部領：h 的進 

步與現代化。

二八.吸引人民移居都市的主要力量不外乎經 

濟與心理兩種0城市供應生逢與賈具方面的便利;在 

內地從事耕作 , 旣不能使生活富裕，城市內又需求 

八力》這就更富有吸引力。在這種種經濟辣惑之下， 

人民希望在城市内享受到西方物質文明的利益。他 

fff經不起這種鎭惑，以爲城市内的社會制度比較他 

們鄉村内的重耍 , 他們一面自行擺股:在鄉村中的責 

任 , 一面乂不接受城市中的義務0 從人數上說，鄉村 

居民雖然仍估絶大多數,但是 , 城市化與工業化實爲 

多數非自治領土社會改革的更有力的因素。

二九 . 都市問題的嚴重與廣泛,主要是正在進 

行的 :n 業化與都市化的速度所造成的。西方國家經 

過一百五十年功夫才完成的改革 , 此時要在一代的 

超期間實現。新城市的產生竟似雨後春箱，而舊城 

市的迅速擴展使得無法有秩序地從事城市計割。不 

僅如此，在非洲的非自治懷土中，多數實行此種改 

革的社會依然未脱原始農業經濟並受部落法律與習 

慣的約束。

三0 . 城市如同磁石。城市有自鄉村區域吸收 

最有進取心的人的趨勢0 結果農業生逢有時因而降 

低 , 造成城市糧食不足及生活費用高浪的情形。另 

—種影響就是部落傅統制度的解體。同時，城市中 

的人民與他們自身的社會失去聯紫，喪失了團體休

戚相關的精神。此種情形所造成的後果之一就是家 

庭分散，家族及其他社會團體解體0 原先可以代表 

經濟單位的鄉村家庭，從此不復發生這種作用0 家 

長的權力亦因家庭成員的四處分散和年輕人自力謀 

生經濟獨立，受到損害。傅統的婚姻觀念B 經動搖0 
在習慣上的社會範圍以外結婚，又無經濟方面的保 

障 ,道種婚姻不是穩定的，特別是婦女在社會上的地 

位因男女人數的不成比例更受影響。

三"脫離稀族生活"一語常指萍洲進於都市 

生活的情形而言。如果以拒絕與原來社區保持聯繁 

作爲制斷標準的話，那末很少住在城市的人可以稱 

爲完全"脱離種族生活" 0 不過，新的一代在長成時 

已經不明瞭鄉村的傅統,而受學校教育的人所獲得 

的知識常與他們家庭向来有的信仰與習慣相抵觸。

三二在此種發展情形下，發生一個相當重要 

的现象，那就是移居城市，受®於工業方面並且過 

都市生活的人並不完全能夠同化。在實行工業化的 

潮期，各工廠多半是權用流動工人，他們是爲了某 

種目的進城賺取工資，以後仍同到鄉村去。後来， 

以金錢換取物品與服務的雷要逐漸展開，更多的入 

離開鄉村至城市做工，他們在城市居住的時閩亦較 

長。這種人雜然比較習憤於城市生活，但是他們未 

受工業技術上的訓練，因此7 這種非技術工人無法 

與工業生活的旌律相配合。有些人受過訓練，他們 

適應新的環境也較爲成功。其餘的人繼積留在城直 

他們旣不能依賴傳統生活的支持，所賺 工資又不  

足應付城市方面的需要，這就使得他們在居住、飲 

食、交通及社交娱樂各方面遭遇到許多物質上的困 

難。

三三.這個社會問題的主要成因是傳貌的家庭 

結構& 有改變，而這種改變影響到個人的情鄉  

村環境轉變到城市環境後，傅統的家庭制度勢必解 

體，親族的團結精11»亦勢必換散，因爲在城市環境 

中，職業與居住的條件都不合於改建與繼續鄉村式 

的家庭生活0 舊有的親族義務很容易擺股：，而新的 

家庭開係却因爲個人愛好獨立與享受，不易建立起 

來。家庭關係淡薄，家庭結構鬆她，幾是寄居城市 

的人的生活特徵，這就使得都市大衆在社會上無法 

定形，有礙穩定的都市社會的發■展。以親族關係爲 

基礎的互相配合與互相依賴的單位现在分裂爲許多 

獨立的小單位。轉變到新式社會原應以家庭爲堅定 

的基礎，在道上面建立更爲廣泛的關係，但是，這 

種轉缀不僅受都市中社會情 ;兄的胆礙，亦受鄙市物 

質條件的重大障礙，特別是在工資政策係以工人家 

屬通常依靠鄉村土地自行維持生活那種假定爲根據



的地方更是粗礙重重O 由於移居诚市的A 以男人佔

綺大多數 , 平均年» 亦輕，他們的社會關係趨向於 

睡時結合，富有伸縮性，這就更使家庭開係受到影 

響，而穩定的家庭與有組織的家庭生活旣不存在，足 

以親定男女在家庭中及社會中行止標準的與論也無 

法産生。對於都市化後所引起的改變，，女更無抵 

抗能力0 婦女一面不再得到傅統督慣的幫助，一面 

又遺未找到其他方面的指示， 所以除了有宗教加強 

傅絲力量的地方以外，婦女不免受了誘惑，趨於墮 

落。

三四.胆礙城市社會進化的另一因素是城市居 

民種族寵雜缺乏團結性與Ü會意識。非洲的傳統土 

著城鎭和亞洲的都市化嶺土，情形雖然絕對不同，但 

是這種都市社會都共有上述特徵。此種非洲:h著坡 

鎭早於歐洲人到非洲以前卽在若干地1S存在，而且 

至今仍不發生现代都市間題，可是亞洲的都市化領 

士則發生社會管理力面各種問題,雷要以現代都市 

生活的全部機構來應付。不同的糧族或部落《體彼 

此住開, 自成一個小天地，相互之間甚少接觸往来。 

居民中的最大部分多半是來自不同部遂或種族的 

土著居民,他們的奥趣與生活方式都不脱他們原有 

的非都市文化的特色，彼此之問頗多截然不同的地 

方0他們雖大抵住在都市內，但不能算是屬於城市的 

人民P
三玉 . 此種變化在各方面所表现的種種情形 , 

究有何種社會影響，此時尙未完全明朦。爲了探索 

工業化和都市膨膜對土著社會的各種影預測此 

種力量對土著社會的將來所能引起的後果並制定未 

來政策起見，許多有系統的社會砰究工作是必不可 

少的。

三六 . 委員會報吿，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 

的工作方案上自一九五0 年起卽列有研究工業化的 

k 響的項目，文教組織並與國摩非洲間题研究會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合作,從事研究比 

思 剛 果 Stanleyville —地的情形。聯合國文教組織在 

這方面尙有其他工作，例 如 ~九 五 四 年 在 Abidjan 
( 象牙海岸）召開非湘工業化之社會影響問題及都 

市情況問題社會科學家會譲（Conference of Social 
Scientists on the Social Impac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 Conditions in Africa) , 與國際励會科學學會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 ouncil)合設工藝改革 

之社會影響國際研究處(International Research Office 
on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ical C h ange)並 

出版世界心理衞生組織（World Federation for Men
tal H ealth)所編的"文化類型與技術改變"手册 (C"/-

tural Pattnm and Technical C h a n g e )赛員會■唯悉此稿 

砰究工作後深感奧趣，希筆聯合雨文教織粗辩附與 

-甘-他細織合作，擴大道方而的工作，並 H.希望從事 

社會研究或社舍科奥砰究的各國組織也能夠與聯合 

國文教飢織合作，展開這方而的研究工作。

三七 * 上而提到的若干城市已經發生的-一其 

他feS市可能 '絡生的一一稿稀間題雖然並不以某~地 

點爲限，但不1 1就此認爲情形很悲觀0事實適相反， 

此種自鄉廣移居城區，生活城市化的情形在許多地 

方B 經有好多年的瞎史,對於鄉村與城市以及整個 

傾七都是利多弊少。如謂此糧蓮動新奇而帶有危臉 

性，那昏實行改革所不能免的，改革結果，家建、國家 

以及個人都可同様得盤。這裏提及種稿闲難，用意不 

過是把過去的情祝說得理想化，而是策勵作建設性 

的努力，俾爲未来進步與繁榮造成合理的社會情況。

三八，不論這些形式繁多的都市組織究有何種 

更特殊的問題，社會政策的最終大目標是在製造情 

巧，務使现時過渡階段的變動無常，S2合不當的都市 

結構能夠迅速進展成爲穩定與進步的都市社愿。這 

事應有理想的社會設計，充分顧及家庭的雷要，計割 

新诚市須着作一個鶴個的社會單位，社愿的福利應 

視爲至上，並使已有的城市適應现代情巧的要求，解 

決 0 迅速發展而引起的問題。

三九.實現此種目標必須複可能使疆個値土或 

愿域的發展方案的經濟政策與 ;Ti會政策密切配合起 

来。社會型態演變進展、經濟型態就應跟着改變;經 

濟型態必須改變，俾可促進社會的發展。所以資於 

全部領：h 的一般生産力必須設法大量提高，不僅工 

業方面的生產雷要增加，基本農業的生逢額尤須提 

高。另一個目標就是使舊的鄉村與新的都市兩種生 

活方式能夠趨於穩定。如欲達到這種穩定目標，必 

須迅速設法使鄉村社區的經濟、社會與文化各方面 

趨於現代化 , 俾可與都市社區的進步情形並駕齊驅。 

假使鄉村不能實行現代化，那末，城市的吸引力將 

繼續不劇地從停潘狀態中的鄉村愿域吸收人口，漫 

無限制，結果使得農業生逢大爲減少，而城市人口 

過多 , 物價必然上漲。家庭也是同樣地重覆,不論 

在城市與鄉村，都必須恢復家庭的適足功用，及其 

作爲一種制度所應有的效能。此外尙有雷要慎重注 

意的其他主要因素，例如自鄉村移居城市的人在職 

業方面應能適應現代生産的要求,合於工業傷用的 

條件。倘不能做到這種地步 , 流動性的勞工制虔就 

要永遠繼續下去，而脫離鄉村環境的人勢必日有增 

加,道種人紙是散漫地寄居城市 , 並不能穩固地敦 

力於他們的新職業。



四o . 遺有-*層 , 實行工業化不必一*定要照十

九世紀工業革命那種规模從事都市化。當此利用新 

式動力的時代 , 技術方法可以適用於鄉村工業與家 

庭工業，使鄉村也實行工業化,而不從鄉村奪取他們 

所需的勞力。

四一 • 這點曾經委員會在~九五一年弗自治領 

土的經濟情況及發展間題報告書中提到。委員會特 

別注意到 4:

"爲各地創辨若干小规模工廠而誇集資金 

恒較在大城市中集資劍立一個大工廠爲易。鄉 

村區域以及小城市可能有資金來源，但是極難 

使其用來投資，除非此種投資是用以舉辦與當 

地居民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地方事業。鄉村 

工業與家庭工業就是此種發展工作的良好例 

子，而且道種工業可以增加就業機會而不致發 

生大工業集中藍域所能引起的人口徙動情形。 

而且,小工廠的大部份投資可以用於購置實際 

生産設備。大规模工廠的情形就不同，它需要 

其他耗費資本的設備 , 例如工人宿合，發電廠， 

辨公室及大規模貯藏設備等等0"

0 二 . 都市福利政策以改善生活環境爲目標， 

此種政策是根據對某些問題採取行動而産生，而這 

些問題常是按其緩急輕董個別處理的。行政機關在 

應付新城市或迅速擴展的城市的需要時，最初考慮 

到的是供應基本的公共事業，公共衞生及學校等。在 

這幾方面採取行動後接着就要供給較好的房屋，成 

立救濟貧苦人民,牧養無家可歸的兒童以及處置幼 

年罪犯的機構。這些問題雜與都市情況不能分開，向 

是政府機關所負的主耍責任, 但是現在已產生一種 

廣泛的社會福利觀念，強調社會計劃的長期目標，承 

認都市生活環境的改善與都市社會遂漸發展爲現代 

形式,不紙是直接採取行政猎施所能奏效,必須剑意 

傲底改變傳統的社會結構,並在一個新的基礎上從 

事改組變動中的社會。

四三.這方面的政策又需要強調家庭爲基本社 

會單位的重要性。在加強家庭的地位並使《適合新 

的任務時 , 精神方面的重要因素是健全的倫理教育； 

物質方面的董要因，則是良好的住尾，穩定的工作 

適當的工資足以養活廣個家庭。家庭獲得這種幫助 

後 , 就可成爲較大的社區的一部份，對都市生活與 

全國生活發生興趣0 這樣，對當地的攻情，忠心以 

及典趣就可遂漸產生，各種俱樂部與協會就可組織

<大會正式紀鋒，第六届會》補編第十四號三編，第 

九+七段0

起來，這對於針廣觀念和共同利益都有禅助。社區 

愈小 , " 依屬觀念愈濃 0 所以，住處分區，各有學 

校，俱樂部，診所及公會等，確是很重要的，它可以 

把市區分成若干較小的社Mo
四四. 城市居民中如有種族、宗教、語言、經 

濟或社會方面的區別，社區觀念的發展就會遇到胆 

礙，應付此種情形的辦法就是大家增加接觸，消除 

這種區別。以利益相同或宗旨相同爲基礎的組織不 

分種族的俱樂部與會社,開辦收容各族子弟的浪合 

大學以及其他教育與文化機構 ,都是很董要的措施。 

此外尙有更重要的辦法 , 那就是組織社會服務M及 

福利會 , 使得不同種族的人同在一起工作，彼此間 

可 以 不 產 生 友情。

四五.本类員會曾於一九五二年計論有關城市 

內供應適當的低廉住屋的若干問題。委 Î4會今年瘦 

得關於工人住屋問題的經濟與社會部汾的結論,特 

別是國際勞工組織非母國朔土社會政策專家委員會 

對於誰應鱼責供應此種住屋所作的結論 , 委員會並 

悉今後聯合國將資責研究更廣泛的住屋問題及城鄉 

設計。因此，本委賛會不再繼續詳細審《與非自洽 

領十.城市情可能最有關係的住屋政策。不過委員 

會必須強調，迅速採取行動供應適當住屋實有極重 

要的社會意義，此舉對城市尤爲重要。委員會並欣 

悉國際勞工組織理事院已授權幹事長：

U )將專家委M會的建議分發關係會員國政府， 

請其轉達非母嬉!傾土的政府加以注意；

( M 與有m 的國際組織及區域組織密切合作 , 擬 

訂辦法 , 3k儘可能酌利用聯合國技術協助擴大方 

案與各專門機關，庶可保譜充分合作儘量給予此種 

政府切實協助，以履行專家委M會的建譲。

四六* 城市社會服務一般發展的某本目標乃是 

啓發居民的自助精肿與社區意識，各關係政府，市 

立機關及非政府機關J®有協調的體行動方案。此 

種行動方案所包括的部門，與鄉村方案比較起來，恐 

須複雜得多。管现此種工作的組織也比較複雜,雷 

要有受過各稿社會訓練的工作人旨。

四七. 权據委員會继得的情報，比較大的城市 

所需要的各種 ffti會措施，可以法管撤哈拉 (Sahara ) 
以南非洲倾 .七的ffl；會服務工作發展情形作爲例證0 
法國國會前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规定向海外領土推 

廣社會服務。地方服務一經舉辨後，發現應做的工 

作非常繁多 , 遭遇的間題非常厳重緊急 , 因此，不 

得不擬定集體行動方案，此種情形在非洲城市允爲 

顧著。可是，福利方面誠迫切的需要一旦瘦得满足 

後 , 就可轉移視線，注意f±會間題之預防事宜,並



以教育方式使得個人與家庭能詢適應變動中的牛活

情況0 此種社會服務更在發展若千原别，俾在替代 

傅統上的協助，及對婦女兒量實施社會教育俾便適 

合新約社會組織方面，擬訂方案時以此爲準繩。爲 

實現此項目標起見，各種社會服務榻構正在努力實 

行一*般協助，從事民衆社會教育，並實施多種專門 

訓練。各地社會服務處並對脱離部落的居民從事铭 

助 , 實施社會教育，這種服務處並簡辦兒量家庭工 

藝班、供應集會場所，放映電影。若干較大城市尙 

有其他設施，例如舉辦社區餐館,兒童福利中心及 

市營店鋪。

四 八 .関於在社會發展方案範圓內辦理各種救 

濟工作及採取初步社會安全措施的情形，若干政府 

均舉泰行動實例。例如在英聯王國管理下的領：h 所 

採取的一些措施表示a 彷照英國立法制定法律處理 

喪失正常家庭生活的兒童與靑年間題。各倾土都很 

關懷未成年罪犯的處置問題，此時在英國管理下的 

弗自治領 :h 紙有極少數區域尙未對審 fi j未成年罪犯 

幾鬼替代監禁的辦法。最近曾指派 -*個工作M審査 

靑年罪犯的處罰問題。關於救濟貧困工作，許多傾 

士都有公家救濟及老年人無須指儲卽可領取養老金 

的辦法，加勒比區的主要領土都有此種辦法0 若干 

領土正在研究規模較爲廣泛的社會安全措施。關於 

法國領土所採處棄棄兒或犯罪兒量的措施，委員會 

也獲有情報 ; 例如調査兒董犯罪間題的措施;供應兒 

置養育所 , 確立察看制度及犯罪兒童管教所。

E 九，上面以舉例方式提到的許多措施，各領 

土普遍適用。這些措施所欲應付的情《Si是各都市在 

工業化影響下急須處置的最重要問題，所以本章特 

予提及。

肆.社區發展

五0 . 社廣發展是一種社會發展，此種發展近 

年來會輕那些負責非自治領土社會進步的人員詳細 

研究而實摩上若干領土在道方面的進展 a 很有可 

觀0 從觀念上來說，此種發展旣不能替代擴大政府 

所辦社會照務的需要一一雖然，有關此種發展的若 

干If•割可以改善這些社會服務一-也不是在政府計 

割與協明範圓以外的一種公共行動。社區發展並不 

是一種政治蓮動 , 不過 , S 是促進人民在經濟,社 

會 , 文化及政洽方面發展的措施, 宗旨是激勵社愿 

内全體居民踢躍參加並自醫自動来提高蕴個社區的 

生活種度0 從實行方面来說 , 此事雷要非官方》1體 

積極合作》同時全領土和各市區政府的服務機構要

與地方本身的主動能力協力推進並由受有特種技術 

訓練的人眞提出專門意見，全面予以協助。

五一.民衆教育的觀念與社廣發展的觀念頗爲 

接近，民衆教育可以視爲社値醫展約一方面。由於 

教育機構雷要補充，那些幼年未受適當教育的人亦 

需補受教育，所以需要辦理民衆教育，從道一點出 

發，民衆教育也包括利用當地資源和人才 , 加 1 適 

當的墙明與鼓勵，就可從事的各種改良工作。可有 

多種宗旨的合作蓮動；激勵各地鄉村傳1體，的農業知 

識普及服務處鄉村建設工作朦；舉辦各種教育以應 

社區内任何民银W1體要求的社區學校制度，各種鄉 

村福利社 ;這種種活動具有社僵發展的許多特性。這 

種種設施的主要目標倒不在辅救任何特殊情勢或提 

倡辦理工務以應目前雷要，而是在於引起種鍵鎮 

反應，始而討論•，繼而組織，進而行動，終而產生 

效果，再從而討論下期發展。社愿發展與民主地方 

政府的發展亦有密切闇係。不僅如此，社1S發展雖 

然最初被認爲主要是一種鄉村活動，但亦可用於城 

市 , 特別是在發展•îu期,如果城市服務的組織不夠 

進步 , 又無明白表示的與論從旁督促時，更雷要此 

糧蓮動。

五二 .各領土的環境不同它們對於合乎社區 

發展觀念的各雜蓮動或須在法律與實行上特別有所 

規定。 本報吿書對於有稗於一般進步趨向的許多種 

發展無須加以區別，也不必建譲在何種環境中宜於 

着重教育、經濟、衞生及其他社會計劃0 不論在何種 

情形下，一般宗旨都是設法使政府與人民採取聯合 

行動，鼓勵人民採取主動，直至他們能夠自行掌握 

這種蓮動爲止。這不是說在討論社廣發展時應將道 

—名詞看作與各種社會營展和f t 會福利具有同樣意 

養0 事實恰相反，本委員會誤爲社®發展比較單純 

的改良措施要進步得多。 I t l l 發展着重人民自身在 

改善盤個社區生活狀巧中所處的地位,道種發展乃 

是非自治領土管理工作新的重點所在。除了社會目 

標以外，這種發展遺可使得人民在地方行政方面養 

得訓練。

五三 .若千地區實行社愿發展方案後成績斐 

然。人民參加此種工作的能力及領袖才能的培養都 

超過官方的期望，這就顯出在取得地力社會擁譲並 

能加強地方社食自信心的那些人的激勵之下,究能 

使得地方上的才能和忠心發揮出多大的濱在力量。 

在所有這些方案中，各地的鄰村工作人員都是處於 

最重要的地位0 此種人員的品格,領導能力及訓練 

素養常能決定一項工作的成敗,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 

們可以決定某區域在完成某一項工作以後,是否



就算frf:區發展工作終了，或是繼續掠取新的措施，負 

起更重大的責任。加有很成功的領導人物，不斷要 

求各村莊接受新的責任，並計劃新的工作 , 那末，卽 

使在被人認爲落後與偏僻的匿域 , f±區發展蓮動亦 

足以激起居民的強烈進取心0
五 四 .社區發展決不應視爲紙是一串不相聯幣 

的工作 , 以居民自助方武来進行,也不應認爲這是 

業1 選定的地 ®,依照慣常傅統的方式，從事更多的 

行政工作 , 道點是非常重要的。如對某~種工作過 

汾重視，可能會使社區發展的要旨反不明顧 , 因爲 

根據社區發展的觀念 , 執行各種a :作的农身並不是 

—種目的 , 而是要由此發動新的工作,產生新的理 

想 0 不僅如此，如果不照廣泛的民衆運動來組織，不 

使藥個管理機構與此種蓮動的需要與動態取得必要 

的調整與配合 , 那末，作爲一種政策來說,社匿發 

展是很容具失敗的0 但是，此種 ;Ti® 發展觀念在値 

士政策上 , 成爲遍及盤個社會的一種民衆蓮動，不 

免引起許多問題。關於地方行動促成的地方進步與 

範国較廣的社會改革彼此間的關係，政府提出協助 

的種頻與程度以及政府機關在此種行動中所處的地 

位與人民自動効勞的情形等，都需要經常加以檢 

3-to
五五 .在審議非自治領土情時雷要強調的要 

點之一就条社區發展應有計劃，這様可以遂漸推廣 

到各領土更多的部汾0 此種制度雖然必須在各村莊 

和小組村莊內生根 , 但是,個別的不相聯解的地方 

蓮動一旦喪失最彻的主動以後 , 就不會奏效。所以 

地方行動促成的地方進步必須與範圍較廣的 f i 會改 

革聯合一起，而中央機關在考慮提供協助的種類與 

養度時亦必須顧到培養公民意識。

五六 . 励區發展旣是~ 種民衆蓮動，應由居民 

鍵耀參加,政府各部門不僅要相互合作，並須與居 

民合作，舆論界的傾袖與不屬發展工作機構的政府 

部pg亦須積極協助，此外尙須訓練工作人員，負担 

社藍營展的特種責任。由此可看，此事雷要有多種 

不同的教育與訓練。辦理f i 區發展工作的各級人員 

激於鄉村工作應有專pg訓練或受特種教育。組成地 

方社P 公會的民衆代表應受彻步訓練，然後随時複 

督，並使他們視察鄰近愿域内舉辦的事業不時加以 

鼓勵。政府官員與村級以上的人民代表在執行公務 

時必須抱有從事fdr®發展的精神。

五七，一種遍及領土全境的蓮動卽使具有適當 

的管理機構，各種領袖人物都受有相當訓練，ftt區 

發展政策及運動仍填經常时諧檢討，以便確定宏們 

在脚係人民的一般進步中所處的地位。探求班區進

歩的工作雜是永無I卜.境，ff±區發展述動應使個人與 

羣衆的態度發生作用，道樣社區本身透過公私言論， 

與行動機構，可以繼續辦理並擴大在蓮動潮期由外 

界發動的某些事業。這襄可以預期的是發展中的社 

會在進行自我表達與自治方面到達某種階段後它 

們的行動不論是受中央或地方政府機構指導或是由 

私人W體指導、都無須再虔依賴外界的不斷鼓動◊這 

種社會可以逐漸依靠它們在地方機構範圍内舉辦的 

各項服務。

五八 . 關於社區發展端賴人民參加一層，雖然 

常經強調提及，但是此植參加行動究有何種價値常 

視一般行政機構的性質而定，道點似尙未經充分強 

調。典自治領土的重要行政辦法有許多地方需要徹 

底改革。 f f i® 發展逐漸獲得進展，實施發展方案某 

些部汾的責任就應移交地方政府單位7 最後的結果 

應是誘導地方政府在人民的支持下，實施並擴大最 

初由 ffd區發展蓮動辦理的那些服務。

五九 . 非自治領士制定一般政策的時候，社廣 

發展蓮動有雨力面特別重要，一是在地方政府機構 

內作縱深的擴展，一是對藥個關係領土作横面的擴 

展。這與從前的社會福利觀念過不相同，凡是具有 

經濟，I t會及文化目標的各種改良行動都要實行配 

合，並強調尋求辦法，使領土居民在這些方面可以自 

我表達的重要性。

六0 . 許多國家已在積極考慮社區發展，麵甸、 

中國及印度等國代表並就各該國的社區發展的進度 

提出饒有趣味的資料0 聯合國及專門機關也認爲許 

多獨國家的精形可以從事 fd:®發展，其中有些國 

家，此時已在實施社® 發展方案。對於此種國家的 

情*32, 本委員會並不直接關懷，不過，在技術方面， 

本委員會必須充分參考此時正在普遍進行的調査工 

作以及調査所得的各種技術性的資料。因此,本委 

員會特別注意到秘書長向聯合國社會委員會提出的 

下商各項基本要素, 這些要素是成功的ffdr® 發展方 

案中所不可或缺的

( « ) 舉辦的事業必須合於I t區的基本需要；最 

初擬定的計劃應以人民明白表示的需要爲根據；

( b ) 地方進步雖可利賴各主要方面彼此並不聯 

幣的工作而獲成功，但充分與平衡的f i 區發展烟需 

要聯合行動，並需確立多種宗旨的方案；

( 0 人民態度的改變比較社遥工作在物質上的 

成功更爲重要；

' 雄合画, 文 件 E / C N .5L 303 ,第+ 八段至第三+  
四段。



( ^ )社愿發展的目的在使人民遂漸並更能參與 

ïà 廣事務，現有各種地方政麻恢復活力，並使尙未發 

生作用的地方行政變成有效的地方行政；

( 0 任何方案應以選拔，鼓勵並訓練地方領袖 

篇基本目標；

( 0 務求婦女與靑年多多參與社愿事業，俾使 

營展方案愈有生氣,德各方案漠有廣大基礎並可保 

證長斯發展；

( s ) 爲使充分有效起見,社愿自助計割應由政 

府予以積極與廣泛的協明；

(Æ )如在全國實施f i ] g 醫展方案 , 必須：採取 

政政策訂定行政辦法® 用並訓練人員，動員地方 

與全國資源以及組織研究、試驗及評定價値等工作； 

( 0 自動參加的萍政府組織的資源應在地方、 

全國、國際各階層，充分用於社區醫展方案；

0 ' ) 地方經濟與社會情況獲有進步，全國情況 

亦須有類似的發展。

六一，本委員會並悉聯合國與專門機關正在從 

事或許割對各社區發展方案及計劃進行各種研究， 

若干弗自洽領土的方案與計劃亦在研究之列。委員 

會深願在相當斯間疲得此種研究的更多資料,並相 

信在實行此種研究時當能顧及依據憲章第七十三條 

《辰 ）款所遞送之情報及参委員會促請注意的社會政 

策原則。

六二 . 本委員會收到■於英國與法國管理下若 

干領土的社直發展方案資料0

六三 . 就英國管理的各領土來說，i t 直發展之 

譲是在~ 九四八年由母國政府正式認可的，不過 i在 

這以前 , 若干領土已在實施社僵方案, 而且由是産 

生的理論主要是以當地的經驗爲根據。 自一九四八 

年以來 , 英國管理的許多領：h 以前所實施小規模或 

是試驗性的社區發展計劃與事業都在此種新的社會 

政策觀念下合併起來，廣充爲全國性的方案。一九 

五三年在馬來亞聯邦召開的社區發展會譲就足以代 

表這種趨勢，該次會譲建譲 "政府應儘早宣吿社®  
爱展實爲政府政策的主要部汾"。英國的見解是都市 

社區與鄉村社M 之間無法厳密割定界線。在城市化 

領土的新加坡 , f i 直發展是當地社會工作的主要特 

色 , 又在香港，政麻機關與民間組織依照社區發展 

原則而進行的合作亦有重大進展。 一般就來B 經實 

施的各項計割都強調繁固家庭生活及满足兒童與靑 

年需要最爲重要。在提到的許多倾 ;h 中，這種工作 

a 經引起人民的注意與舆趣，道就遂漸可以將責任 

移交給地方政府單位。 同時，經驗a 經證明 , 非在訂

定社會發展政策的最高領七階層設立德商的機構， 

單憑地方行動不會成功。

六四 . 關於法國管理的領:fc, 養員會據悉社會 

政策的基礎是下列各項：使力案與各關係社® 的情 

况相配合,協助居民使他們明瞭自身的能力並在社 

會內找到自身的地位，糾；ÎÊ社會上不適應的情形，着 

重教育在社會政策中的功用。在過去數年內，法思 

西非及法屬赤道非洲a 在大規模地採取此植教育行 

動,摩洛哥有許多農業革新小組  ( secteurs de moderni
sation du paysannat ) 負實向人民提倡社會改革的工作， 

一面促進農業發展。此外，鄉村行政的名流參議會 

{djemmas)制度亦在擴展中：目前名流參譲會的數目 

B 超過一千。龙們有權討論與所代表社區有關係的 

—切經濟與 ;T±會問題。馬達加斯加（M adagascar)已 

經改組鄉村機構,設立負責鄉村行政的會譲並採用 

現代方式。城市中的社會服務多半是由社會服務處 

辦理，此時感覺到對於鄉村區域需要格外努力,俾 

可制止鄉民離鄉入城。

六？E . 此外i 委員會並悉除了遍及領±全部的 

社®發展方案外，若干區域正在推行小規模的試驗 

性計劃，作爲日後擴大計劃的模型。委R會特別注 

意到經南大平洋委員會發動，a 在美屬薩摩亜，庫 

克羣島及荷屬新幾內亞實施的試驗性計割。委員會 

獲悉南大平洋委員會將於一*九五六年召関社區發展 

會譲，深感與趣。

六六 . 尙有其他許多蓮動亦經提及，道些蓮動 

所追求的目標也與社® 發展的宗旨相似。例如美思 

薩摩亞農業部辦理的普及農業知識服務，閩島創辦 

的社區學校制度，就是委員會瘦悉的此種蓮動的一 

部汾。委員會最注意合作社及鄉村進步社等合作蓮 

動的進展。根據已有的資料，知悉此種蓮動在許多 

領；h 中已獲擴大與發展》這些領土計有W拉斯加，美 

屬薩摩亞、關島、巴布亞、以及法國、荷蘭與英國管理 

的領土。此事之所以値得注意，不僅是因爲許多合 

作蓮動正在不斷增加會員人數 , 擴大合作業務Î而合 

作的基本原則亦在更廣泛地實行，此植蓮動的經濟 

目標與f±會目標並能配合發展0
六七. 對於此種蓮動，委員會已在前次報吿書 

中表示興趣。委員會並於一九五四年審査合作社:傳 

社區發展的關係。委員會認爲合作蓮動雖然紙有在 

那些教育程度較高及向来熟悉商業原朋與慣例的人 

們中間才能充分發展，廣義的合作原則對於若干非 

自洽領土的傅統情況具有顧著的價値。委員會並表 

示合作社的發展是社會進杀的一個主要因素，如欲 

使一個民族進入現代經濟階段,合作社的組織是必



耍的o 委員會在審賺社會情巧時，必須再度強調合 

作蓮動的重要性0 此種合作社在社匿自身發動的力 

量之下進行工作，故改善生活的各方面供給極爲寶 

貴的服務,並在較爲狭小的範圍内激勵人民的合作 

精碑，這是所有社® 發展方案中最爲董要的部汾。這 

些合作f i 所抱的社會宗旨與教育宗旨都很重要。這 

種具有多種宗旨的合作社,以及例如專在房屋與醫 

藥方面從事協助,積極推行社會性質指施的其他會 

社 , 提倡這些宗旨而獲得成功的例子，爲數也很不 

少0
六八，可是 , 此外尙有許多匿域、te無社匿發展 

蓮動,它們所有的合作組織與教育機構也沒有發展 

到一種程度,足以反映其具有較爲廣泛的社區發展 

目標。比屬剛果的領士政府、地方政府及人民1«體  

可能是在進行類似的社會事業與經濟事業，它們所 

有的資源也相當可觀。但是,這不能說是一種着重 

加何喚醒與激勵人民採取主動,以便利用並擴大此 

種主動力量而達到改善整個社匿生活情形的蓮動。 

在有些匿域中，現代生活情況比較不算齋張，當地 

的民意表達機構及行動機構足以担任或激勵社廣發 

嚴計割所供應的各積服務，若干大平洋中的島喷就 

是道種情形；在其他區域例如非洲的若干部汾，社 

會與經濟服務主要仍由社Ig外面的力量來加以推動 

與指導。

六九 . 委員會雖然推薦社區發展政策，認爲許 

多非自治領土可以廣爲採用 , 但承認社愿發展的目 

標與一般政策的目標並無二致，彼此都是要鼓勵倾 

土居民進步，踏入具有適當的經濟制度、社會服 

務、文化設備及自治機構的現代社會。此種政策唯 

—新奇的地方就是強調居民參加促成社會、經濟及 

文化進步的一般蓮動0 這種方式的社區發展政策和 

蓮動 , 可以密切配合憲章的原則，爲領土的居民造 

福0

伍.勞工情况

七 0 . -九五二年報吿書曾提及國際勞工會譲 

於一九四七年所通過的五項公約，其规定各節係專 

以附隱領；h 的 情 爲 對 象。委員會在報吿書中述及 

有關各項公約業經英聯王國批准，並盼;Tr有關係會 

員國均能早日予以批准0 兹將負責管理非自洽® 土 

的會員國批准各該公約的現狀列述如下：

( « ) ( 附屬領土)社會政策公約業經比利時、法 

蘭西、細西蘭及英聯王國批准；

( b ) ( 附屬俩士〉結社槽公約業經比利時、法蘭 

西、紐西蘭及英聯王國批准； 

(0  ( 附屬領土)勞工情况檢查制度公約業經澳 

大利亞、比利時、法蘭西及英« 王國批准； 

i V ) ( 附屬領土)勞工標準公約業經英聯王國批 

( 0  (土著工人)傷用契約公約業經英聯王國批 

准。 

七委員會襄於上速國際勞工協定之批准一 

事自一九五二年以来已有顧著進展，殊感欣慰。

七二 .委員會並且也注意到上述各項及其  

他公約經在非自治領土內制定有關法律並予施行而 

瘦得進展的情形。國際勞工組織所提供的情報令人 

舆蜜。委員會並且也獲悉法國海外傾：h勞工法實施 

的進展情形以及法國政府的聲明，內稱該法施行以 

来，已使勞工情祝諾多改良，工資及生產力情形有 

所改善，勞資圓係亦大爲改進0據法國政府的聲明， 

海外領土勞工法可視爲最傲底的社會進展措施，該 

法對所有工人，不論其種族、宗教、性別、國籍、 

或身汾，一津適用，實爲社會進展方面一個重要步 

驟。

七三 . 此外，關於其他會員國管理下的領土內 

及法管北非領_七內勞工法的發展情形也有値得注視 

的情報提出。

七四 . 委員會遺想對報酬問題略加論列。究竟 

非自洽慨土内的工資水準是否足以符合其一特定標 

準 , 或是否足以作爲若干倾：h 之間實質工資比較的 

根據，這一點無論知何衡量都得不到分人滿意的結 

論，因爲基本資料倚付闕如。至於工資率所根據的 

原則 , 有一種可喜的進展情形a 露端悅, 道使基承 

認下述理論是錯誤的：凡離開本：h 工作的工人如有 

地産可局郁供養其家屬，則在其外出受灌期間可視 

同單身的未婚工人，紙須給以足厥維持其個人生計 

的工資卽可0 委員會認爲在核定工資時應該顧到家 

庭的雷要，而不僅只顧單身男子的需要0 養員會主 

張 , 改採家庭 ;fe低工資制度一事應參照當地情现儘 

速推行0
七五 . 委員會素來?â 調，弗自治傾 :h 發展方案 

首應注重當地居民的利益。國摩勞工會議同樣也在 

其所通過的附嵐倾：h 社會政策公約內規定，改善生 

活程度應視爲彌係倾土經濟發，展計劃的主要目標0 
鼓公豹並規定採取各植惜施以造成適當環境使獨立 

的生產者及工資勞動者可有自力更生改善其生活程 

度的餘地，並採取其他措施 , 俾可按照生活，淸况正‘ 
式調査的結果，切實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程虔0 該



©約 第十四條至第十七條规定工A 的報酬。値得注 

意的县國際勞工組織所設附屬偶 :h 社會政策委員會 

定於本年底開會，屆時將對關係領：h 的工資制度及 

政策作進一步的討論。

七六，委員會也注意到國摩勞工局曾稱， m m  
方面的獎勵問題雷要續加研究，各業及各級人員的 

訓練也需要加速推進 , 而且現行按照出品支付工資 

的制度應該加以審査及擴展0 前在一九五二年時本 

委員會曾謂提高工資必霜與增加生產力相輔並進： 

並表示歡迎對工資與生產力的關係加以調査，但同 

時強調在調査時務須慎重將事，卽範圍應求其相當 

廣泛，以顧及教育、衞生及一般社會方面的改良，蓋 

必須有這些改良然後才談得到審査如何調塑工資以 

資符合生產力的技術問題。觀乎過去 ra年以来社會 

政策的演進情形猛發可見一九五二年時所表示的意 

見是正確的。勞工效率與社會進展互相關聯,爲一 

般激發frt會進展愁望的因素之一。

七七 .在激發這種燃望的過程中，工會組織所 

發生及可能發生的作用現已播得普遍的承認。在某 

些方面，許多非自治領土蕩有經濟制度及結構不利 

於工會發展的組織。自從現代化經濟企業發展以來， 

這些領土的經濟及社會結構隨之改變，結果工會，組 

織就變成越来越明顯，所以在許多領_七內，現行的 

政府政策是鼓勵負實任的工會組織，視之爲最足以 

促進勞資協調的良策。

七八 . 各方向委員會提出的情報表明狂法國， 

英聯王國及美國管理下的若干領：h 內,工會會員人 

數激增，而且集體交涉的風氣甚盛，並表明在荷屬 

新幾內亞內工會蓮動也a 在發展的•初期。這些頒土 

的法律大致模做母國的法律,准許從事 i 會活動而 

不加歧視。但在有的倾土内，歐籍工人與：h 著工人 

在法律规定及實際境況兩方面均有差別；而在劳的 

領土內，兩者則在實際境方面有所差別。委員會 

承認,工會在勞資和解方而能發揮功用至何程度 , 往 

柱須視工會分子的教☆ , 經濟狀，兄及ffd ff經驗而大 

不相同。惟委員會認爲，爲補救這種不同情形起見， 

雷要工會教育而並不需要差別的法律。在法國及英 

聯王國管理下的倾 ±內有協訓練工會倾港人物的 

先例可資借鏡。 委員會認爲各là 政府、毋國工會及 

國際組織在這方面所担任的工作，諸如幫同訓赚，協 

助及鼓勵非自治領土內勞工蓮動等，殊堪嘉許。

陸.生活狀况

七九，委員會以柱會迭次強調確定非自治領土 

內生活程度問題事關重要，並會強調這些領土居民

生活狀巧因發廣而受到的實際，影響有予斷定的必 

要 0*"委員會曾於一九五四年時閱悉聯合國專家委員 

會所編的一項關於國際生活程度與水準定義及測驗 

方法的報吿書這些專家擬定了一種生活程度構成 

因素研究法，將每一個人人生中與其体咎禍福有闕 

的因素，不論是經濟或非經濟性賈的，一槪加以分 

析，使所有足以影響一個人的幸福感的事物全都考 

慮在內。這種研究法有一部分業經委員會在工作時 

採用；特別是在研究經濟、社會及教育情％時，凡可 

視爲生活水準構成因素的東西幾乎全都顧到。本養 

員會因此對這些專家的提議及生活程度構成因棄研 

究法可否適用於非自治領土問題，甚感奥趣。

八 0 . 今年委員會察悉生活程度與水準構成因 

素研究法正在國際上繼續討論及研究中。在許多非 

自治領；h 内，由於若干統計資料不全或闕如、經濟- 
及社會狀況參差複雜、而且缺少適當的社會研究工 

作，所以這種研究法之全部適用不免遭遇困難。當 

務之急是在備就充分的基本統計資料，特別是農業 

統計及生命統計；同樣有價傲的是家庭生活研梵及 

社I I研究，以及社會及文化方面的分析，其終極目標 

應在研究當地各界人民生活程度與水準的演變。凡 

此研究對倡辦及擴充fd匿發展方案，不無稗盤；而 

且在社區發展的規模内也可能變得關於家庭生活狀 

※ 的寶貴資料。不過非自治領；h 的管理當局或許不 

得不首先應付當前急迫的fd會問題；所以這些甚爲 

可取的研究似不妨由研究機關或由當地大學及高等 

教育機關的院系担任。

A - . 無論如何，本委員會認爲在現階段爲時 

過早，尙不宜勉強審査構成因素研究法所涉的方法 

問題。等到這伸事在經濟®社會理事會主持下續加 

研討以後，等到國際勞工局會同其他有關國際組à  
爲審譲各種方法對發展落後國家可否適用問題而設 

的工作小組研討結果分曉之後，大會可望獲得更加 

明確的指示，知道對非自治領土或其中某類領土可 

以適用那些方法。

八 二 .本委員會繼續對非自治領土內生活程度 

及水準有關情報的度集及遞送一事，深表關切。卽 

就目前情形而論，瑰有的情報雖不足供完備的研究 ,  
畢竟不失爲相當詳盡，可據以對這件事作比較詳盡 

的研財，至少對某些領土而言確是如此0在本屆會. 
内向委員會提出的情報載有新的贷料，閣述在某些 

舉例指出的地區內生活狀的改善情形。雖然非自

' 國腺生活程度與水準定義及測驗方法,雄合國出版 
物，出售品編號：1954. IV. 5。



治倾土內生活程度及水単未必可以一槪而論，甚至 

在軍獨一•個倾土內也不能如此而論，但报據經濟及 

社會力面發展的不同進度及這些發展惠及領土內各 

地直及各郁分人口的不同程度，未始不可以看出若 

干顧著的差別。根據這些差別，可見爲將来的進展 

着想,在爲各別領土擬訂方案時充分顧及社會政策 

的目標一節，有如本報吿書第二四段所稱，是多麼 

的重要。

築 . 種族蘭係

八三.委員會曾在一九五二年報吿書中論及非 

自治領土內種族關係問題。委員會傑知這個問題對 

於全世界都有重大意義》但特別指出，由於在絕大 

多數非自治領土內，大部分居民的種族和文化傳統 

都與負責管理他們的人民不同,所以在這些領土内 

種族之間的合作是格外的重要。

八四 . 在一九五二年間，大會也會通過決議案 

六四四（七），內確認種族關係之改善主要有賴教育 

之發展，並讚揚~切旨在增進學校學生了解鶴個社 

愿需要及問題之辦法。該決議案並建議：

(«) ( i) 廢除非自洽領土內所有與憲章及世界 

人權宣言原則相抵觸之歧視法律及措 

施；

( Ü )檢討現有各種法律條例及命令，以期 

達此廢除之目的； 

ib ) 檢討現有以種族和宗教爲主要根據而作公 

民與非公民之別的法律；

( 0 公共設備應由非自治領土內所有居民S 不 

分種族，一律享用；

U ) 如有規定特殊辦法保譲某部分人民之現行 

法律，則各該法律應予經常檢討，以期決定其作用 

是否仍以保謹爲主,並確定應否准許在特殊情现下 

兔予執行。

八五 .種族歧視及種族偏見足以損害人格尊 

厳 , 且與憲章原則相抵觸，委員會再此表示隨貴之 

意0 委員會繼續強調，根據互相尊重及承認平等的 

態虔建立友好關係一事極爲重要。不論何處如有種 

族偏見及糾紛，不免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慈發不和。 

現在爲求所有人民共同合作實施憲章及世界人權宣 

言内關於種族關係的規定起見》正在作種種努力，本 

委員會責任所在，對於這些努力應予贊助。委員會 

在這方面欣悉，依據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決譲案五四 

六 （十八）的規定，具有理事會諮商地位之非政府

組織B 於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四日在日內冗舉行聯 

合國觀除偏見及歧視現象問題會議，結果通過了-  
項決譲案，對所有各種歧視慣例 , 不論其出於何種 

方式，也不論其存在那一國家或領土，一律予以謎

只 0
八六.委員會以前各項報吿書及大會決譲案六 

四四(七）中申述原别各節充分說明大會對這個問題 

一政同意的意見。因此委員會擬於此另行論述當前 

爲實施~ 九五二年時所表示的意見而採取的行動、 

近幾年來在實施這些意見時所遭遇的困難、及第三， 

不商的人羣之間社會關係改善,從而使種族合作更 

趨m 切並有利於驻除種族偏見的情形,特別以種族 

雜居的社會內的這種情形爲然。

八七.謀求社直內所有人羣共同發展的社會政 

策目標有時受到挫析，其原因在督俗及宗教方面 

的圃見 Ï 文化上妄自尊大的優越感，及若干同文或 

同種的人羣互相隔離的情形，尤以爲保護根深蒂固 

的經濟利養之目的而隔離的情形爲然。道些因素無 

不足以引起種族及文化上的衝突；據委員會中某 

位代表稱，這類衝突要比軍事征服及佔領幾酷結果 

綿延更久。

八八 .可是許多領土在許多方面都已有所進 

展。委員會認爲自從一九五二年以來，一般政策的 

發展方面有下述幾伴事最足以分人興奮。在法蘭西 

聯盟，開於靑年讀物的法律業經修正，所有可能使 

靑年人發生或保有種族偏見的一類出版物都規定在 

禁止出版之列。新的法律所根據的原則是人格尊嚴 

舉世平等，應不分種族或出身予以尊重。法國-*九 

五E 年所通佈關於督慣法司法程序的命令將原來用 

到 indighw (土著）一字的名詞改爲特殊地位公民、 

當地法院、當地法庭等名詞。在羅賺西亞及尼亞薩 

蘭聯邦，據主管當局宣稱，這兩個領土的組合可以 

促進所有居民的安全、發展及福利，尤足以鼓勵這 

些居民聯 i t 合作。有一個非洲事務委員會業已設立， 

其特定任務爲：如有任何措施使非洲人在事實上或 

法律上受到任何拘束或限制r 或截剝奪行爲能力以 

致蒙受不利，而歐洲人却不受拘束者，該委員會應 

將這類歧視措施予以檢舉。北羅賺西亞立法會議於 

一九五四年七月所通過的決譲案宣稱，政策的目標 

應在於消除各種族的恐懼心理 , 使他們不怕其他種 

族專爲其自身種族利益打算而統洽 , 並應在於表明 

北M Û 西亞境內每一個守法的居民不分種族、膚色

' 經濟暨社會埋事會決議案五四六（+ 八）及文件 E/
NGO/Conf.1/8, 決議案 A 。



及信仰，都有權按照他的個性、資格、訓練、能力及 

勸勞種虔求取進步。在肯亞 , 政府已重申旣定的原 

則 , 卽促進種族和睦友好關係，並力求所有忠誠的 

臣民不分種族或宗教都能有按照其個性及能力進展 

的機會。

八九 . 這些現象至足分人奥營。在~般政策方 

面還有甫個實例也符合大會決議案六râ四(七）的建 

議 , 按其要旨爲：如有任何法律以種族或宗教爲主 

要根據而將人民分爲公民與非公民之別,則各該 

法律是否必要務須加以檢討。在馬来亞，公民權利 

E 見普及，華籍及印籍居民享受此權者人數大增。萍 

洲人口中 évolu és ( 進化者> 的地位有的也a 設法加 

以改善0 雖然根據文化水準而加區別的辦法未始不 

可，但在某些情形下不免發生一個問題,卽倘若在當 

地居民中只挑選一部分人給予平等待遇的特權，這 

豈不是成爲》•種對當地人口中受惠者與未受惠者加 

以愿別的新的歧視方式嗎？

九0 , 委員會也注意到教育方面不同待遇所引 

起的~ 些問題。在若干種族雜居的領土內，通常的 

慣例是爲不同各種族分別開辦學校。其中有一些値 

土在近幾年來遂漸充實當地所有各種族學生混合上 

課的學校0 道種趨勢甚爲明顯,尤其是在法管領土 

内是如此 , 按當地所有兒童不分性別、國籍或宗教 

均可免費享受所有各級教育 , 而且並無因宗教、種 

族或政治關係而受歧視的情事0 在英屬東非及中非 

鎮土的某幾處 , 以及在裴濟、巴布亞及百慕大，各 

種隔離教育制度依然因語言困難，學生家庭環境不 

同 , 並格於~ 般舆論而存在。在馬来亜，學制已益 

趙統一；一•九五二年馬來亞聯邦法律规所有各種 

族兒量在非地方性的國立學校中受免費的強迫教育 

其所根據的原則是：（一 )學校兼收各種族學生；（二） 

以英文及馬来文爲正式語文；（三)採取劃一的學制 

及教材。

九一 .各種族學生在低級學校中浪合入學問題 

隨各懷士當地環境而有不同的解決，具如上述；至 

於高等教育,各種族浪合入學原則業經極大多數高 

等教育機開採納，現在這項原則正在加強實施中。東 

非大學（設在 M akerere)准許所有各種族學生入學。 

N a iro b i地方的英屬東非皇家技術學院已與專爲亞 

溯學生而設的Mahatma G andhi紀念學院合併，招 

牧所有各種族學生 , 授以高等技術及工藝教育。在 

羅歸西亞及尼亞薩蘭聯邦,羅歸西亞大學業於一九 

五四年設立，以備所有各種族學生受大學教育。該 

大學係根據中非非籍人民高等教育委員會報吿書所 

載建譲而設；該報吿書並曾指出,在飄別申請入學

深 的 學 生 時 ，如以稿族、宗教或階級爲準，實有速 

大學傳統，故錄取與否應專視學生的學業成績及品 

行而定。

九二 . 養員會認爲教育方面的進展是第■-要 

圖 , 並諧注意大會決Ifl案三二八（四）, 內猜各管理 

當局相機採取涉驟，對其管轄下的非自治傾：h 居民， 

不論是否土，居民，在教育方面一律予以平等待遇0 
有的管理當局舉出種種實際困難,特別是語文上的 

困難,表示已往爲適應某些人羣特種雷要而設的學 

校制度有其苦衷。但本委員會認爲，就中等教育而 

論 , 惟有在極例外的情形下,而且惟有作爲臨時變 

通辦法, 這點理由才能通融；不論以那一等教育而 

言，都不應該很據種族而設不同的制度。

九三.委員會當在其一九五二年關於社會情※  
的報吿書中指出，設法使土著人民有機會担任各級 

公職一=事甚關董要,同時曾提到聯帶有關的訓練設 

施、升擢機會、及同工同酬等問題。此後，土著居民 

在政府機關中受傷的機會a _̂ 增加0 歷来的若干政 

策聲明及具體建議均强調土著居民受®担任公職的 

權利及齒會，並且鼓勵這件事0法蘭西海外領土部 

郁長在一九五二年+ 二月向衆譲院宣佈,土著人民 

優秀分子參加領 :h 行政工作一事爲政府施政的主要 

目標之一。爲改善實際情況起見，現已提譲將；h 著 

人民担任公職的錄用年離限制放寬，並提譲設立先 

修班以備學生升入國立法蘭西海外領土學院0 委員 

會並且獲悉，摩洛哥及突尼西亞的公務員職位除少 

數幾個外，其.餘很可能不久就會全部由土著居民担 

任。一九五三年英聯王國政府的聲明稱，政策目標 

在鼓勵各領土人民趨向自行管理本身事務，其實施 

方法爲使公務機關適應當地環境並在可能範圍内儘 

量傷聘當地人民担任公職。在黄金海岸已採取種種 

措施以謀建立純粹土著的文官制度，使所有公務員 

全部由黄金海岸非洲人担任0在羅識西亞及尼亞薩 

蘭聯邦，法律規定凡在聯邦境內設有居所的英國臣 

民或具有英國保譲民身分的人,不得僅以稿族理由 

而不准其在聯邦公務機關工作,並規定在委派或推 

薦這類人担任公職時應該只注重其才幹、經驗及資 

格0 在馬來聯邦，有一個奉派研究公務機關馬來化 

問題的委賢會在一九五四年建譲,今後應緯續採取 

現行的政策，卽如有馬來人可用時，便不應 ®聘外 

來的移民0在新加坡，政府於一九五四年初制訂了 

一項推進公務機關馬來化的十年計劃。

九四.根據委員會所收到關於類似趨勢的情報 

可見 , 在一般就業方面，由於直接歧視的現象絕跡， 

而且訓練的設施改善，所以就業機會也已播加。但



在中弗及東非，非洲人在某些職業界欲求升棟依然 

暴障礙重重0 道件事未經決譲案六四0 ( 七）明文規 

定,而是閩於附屬領七社會政策的國際勞工公約內 

—個重要部分0 管理當局與有關的傭主及工人急雷 

設法位置領土居民中合格的工人，不分種族，並需 

設法開設適當的訓練班。在如此設法時同然不應因 

而降低一*般勞工標準或擾亂現行社會制度某礎所在 

的工資結構,但如顧忌現有的種族區別而故意不採 

行動，却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九五.上述情形特別是發生在少數幾個英管領 

土的工礦業界內。委員會因此對鳥干達的情況格外 

重視，按當地經濟發展大有希望，政府a 承認人民 

有權可要求經濟發展必雷符合某些條件，特別是在 

工業界不得有任何種族界限，可要求對非洲人加以 

訓練俾克成爲技工及逐漸担任主管負責的職位，並 

可要求在可能範圍内由本地資金參加工業發展的 

投資。

九六 . 決議案六四四（七）建譲一切公共設備應 

由弗自洽領土居民不分種族一體享用。在種族雜居 

的若干中非領土內，公共交通工具、公務機閲、營 

館、及旅館方面實行隔離依然是通常情形。不過，提 

交委員會的情報顧示，在某些情形下，正在設法廢止 

公共設施上的歧視 , 並鼓勵私營企業不分侨色或稿: 
族爲人羣服務。養員會並未深究這個問題的任何特 

殊方面0 委員會塵於公共設備上的歧視徒足以引起 

當地最能改善種族關係的居民之間衝突，而現在在 

這方面居然已略有進展 ) 殊表欣慰。

九 七 .委員會現有關於種族關係的情報主要是 

殺述歧視現象及爲緩和或消除這類現象所採的行 

動。根絕非自治領土內歧視現象的最有效辦法是積 

極增進各種族之間的合作 , 並多多倡設所有各種族 

利害相同的計割、機關及事業。非自洽钮土內種族 

闕係有甫個特殊方面：管理當局所採的態度及不同 

各種族通過非政府組織爲求促進種族關係所進斤的 

合作。爲求改善稿族關係起見，政府應該採収主動， 

啓發舆論，作必要的領導，並飢織民衆述動。但精 

神上的準備工作單靠政府是無濟於事的。民間組織 

對促進種族之間互相了解可有買獻，旧爲一般所公 

認。這些經織在這方面的努力應該用盡一切適當方 

法加以鼓勵。

九八 . 在多種種族及語言並存的社區中，種族 

之閩的差別不免使衝突益趨劇烈， 而種族間的融洽 

閣係實篇人類進展的必備條件。在一九五二年 ， 委 

員會會引述聯合國文教組織所派專家的意見稱，種 

族之間的差別並非根本及絕對的；同一種族內各人

在生理上的某些差別也許不下於不同種族之間的生 

理差別，而且遺傅上的歧異之處，與於決定不同的男 

女人羣在社會及文化上的差別是無關宏旨的。養員 

會在本屈會又樓悉文教組織進一步研究的結論，特 

別 是 九 五 四 年 在 n b i d j i n舉行的社會科學家會譲 

就非洲境內工業化的社會影響及城市情，，冗所提出的 

報吿書。委員會注意到其中特別指出影響糧族關係 

的法律有加以研究之必耍，並指出現在新奥的慣値 

觀念及願望、不同人種及社會地位的人羣融合的參 

差程度以及教育對各社區融合的影響0 這類進一步 

研究的結論顯然甚可重視。

九九.附廣也應當提到有若干新的機關已經設 

立，專事研究種族關係問題以及糧族雑處的社區內 

發生仇視的原因。這些主動的研究♦ 人欽佩，特別 

是因爲：!t-結果足以使民衆了解種族偏見及綺正的方 

法。可是目前最需要的並不是多作研究，而是將業 

經許遍接受的結論切實施行 , 也就是使社會政策威， 

公共行政從今以後不再根據種族而作區別。

挪.公共衛生與衛生行政

- 0 0 . 冬非自治領 :h 內公共衞生情现的統計 

資料什九殘缺不全。以有死亡率可稽的資料而言 , 近 

幾年來許多倾土內死亡率a 大爲降低，但按照死亡 

原因分類的可潇資料並不多見,而疾病率的資料更 

難分人滿意0這方面尙需更多而且更準確的資料，然 

後才能將公共衞生政策妥爲規割，以斯恰合目前雷 

要 ，並使經濟及社會政策充分顧及公共衞生狀现。

- o ~ . 但顧而易見的是，主要的疫痛大致已 

在按制之下,現在正再接再將採取更有力的防疫措 

施。醫藥知識在近幾年来突飛猛進0 雖然如此，根 

據大規模推行傅染病防洽方法的經驗，可知結果往 

往 是 不 能 準 確 預 料 ；在診療所及實驗室內對個別 

病人靈驗有效的方法，於大規模施用到藥個社區時 

却末必一定能牧到預期的效果；在若干流行病學的 

假定情现下有效的公共衞生措施，在其他情況下却 

結果令人失望。現在 a 有若干新的藥物可以採用，功 

效宏偉 , 例如撲滅癔疾的殺虫劑，治療» « 病的ÏSU 
一服見效的治療迴線螺旋體病的藥劑及新的防洽肺 

病藥物。但今後仍需根據實地經驗多多研究。從事 

這種研究,以及在各領土及各國之閩夜換經輪兩件 

事，應予充分重視。

一0 二 . 在死亡率降低的同時, 醫藥事業及設 

施方面支出的費用已顯有增加。雖然在絕大多數势 

自治領土內，醫生的人數比起人口總數來依然甚少，



但從事於公共衞生工作的各類棱術A 員A 數畢竟大 

有增加。此外，由於城市及半城市直域內醫藥設施 

改良 , 散居各地的農村人口也跟着遂漸注重衞生，而 

且在現代交通發達的情形下，也可能將醫藥服務加 

以» 割以適應他們的雷要。

- 0 三 .這些變化都深切影響到公共衛生事業 

的計割及組織、公共衞生與社會政策其他方面的配 

合、及衞生事業與領土內其他政府事業及一般社會 

組織的関係。

一0 四 . 委員會曾在一九五二年時指出,爲求 

公共衞生組織能以最少費用獲得最大效果起見,必 

雷顧到下列各點：（《) 母國與領：h 甫者衞生事業之 

間的開係；（è) 領土衞生事業與其他政府事業及非 

政府機閥之間的關係；（0 深入僻遠地® 的方法； 

(力普遍採用現代方法肪洽疾病；及 （0 洽療與預 

防工作之間、研究與訓練工作之間、管理集中與棄務 

分散之間求其互相協調。在上述各方面，委員會都 

強觸必嶺獲得所有執行社會及教育政策的機關支 

助,並博得全體人民擁護 , 卽使純粹醫藥上的工作 

也須如此。因此，委員會於在欣悉英聯王國管理下 

的領土已遂漸趨向由政府部'門負責主持衞生政策並 

管理衞生及醫藥事務。雖然這種部pg的內部組織因 

地制宜各不相同，但其關於衞生政策的權責莫不操 

之在主管部查之手，另由醫務處處長或主任醫官担 

任部長的首席專pg顧間。

—o 五 .委員會在本年內另外遺注意到一件  

事 , 這便曼逐漸注重舉辦衞生事業，爲農村人口服 

務。不論服務單位是巡迴小組或鄉村衞生中心，一 

般的趨勢區由這些單位担枉治療及預防兩方面的工 

作、鼓勵環境淸潔的改è 、並啓發民衆對衞生之道 

的舆趣及知識。委員會揉知，現代藥品的效驗固然 

普遍受到賞識，可是要勸原始人民遵行大衆健康關 

鍵所在的基本衞生規則，却是困難得多。委員會有 

蹇於此，認爲社區發展蓮動及類似的民閩主動興辦 

的事業不妨加以適當的利用作爲公共拖生蓮動的後 

盾,並德篇公共衞生事業在工作上也不妨遵照社區 

發展蓮動所指示的原則行事。農村合作社也未始不 

可加以發展，作醫藥上的服務。翻論如何必需以人 

民所擁譲的社愿公共利益相號召,作爲公共衞生活 

動及態度的出發■點及原動力0人民的好感必雷博得 , 
而欲達此目的，最好的方法往柱是請他們參與筹劃， 

—起行動。

- 0 六. iE好像社區階層上的衞生發展必霜博 

得 遥 人 民 的擁譲一樣，領 :h 階層上的衞生計劃也 

喉 有 作 般 政 策的一部分，播得所有關心經濟及

f t 會福利者約贊助，才能達到實事求墓的地步。現 

代公共衞生事業如果不賴外助，孤立工作，結果絕不 

能對居民的健康有任何重大或經久的辣霖。生活水 

準的提高有賴於經濟發展，而欲使經濟活動達到滿 

意的水準 , 工人的身體必需健康。委員會在這—力 

面贊同某一担任管理當局的會員國的意見，卽衞生 

事業在今後工作時必須比以柱更加顧及其他社會機 

關的工作及現代經濟生法的雷要。一般社會及經濟 

政策則也同樣雷要醫務人真合作》有賴他偶對可能 

發生的問題作未雨綱纏之計> 對已發生的偶題儘可 

能求其在初期解決，並在實施有關方案的各階段積 

極參加其事0
一0 七 . 淸潔是各個社愿生存的根本。營展蓉 

植區域的環境淸潔方案也可求其與一般I t ® 發展方 

案相配合。儘管這個問題複雜而困難，許多政府已 

着手由衞生部或其他主營環境淸潔的部門負責舉辦 

重要的發展工每，尤其是給水工種。但》方面待辨約 

事業正多。

政.營養與公共衛生

一0 八 . 現代藥品旣已傳到非自治領土，將若 

干嚴重疾病全部或局部撲减，並à 成了有利於當地 

經濟迅速發展的條件，使人的生命受惠不淺，現在 

必須進而造成改善生活的環境。在這方面許多人清 

極的認爲健康便是不生病；這個觀念必須糾正，而 

且必須勸他們自動改良他們所接觸的周圍環境0 欲 

求改善生活環境，在質與量甫方面改良營養是最關 

重要的事。

一0 九 . 根據提安委員會約情報,可知營養不 

良是許多非自治領 :h 內的一個嚴重間題0 由於蓮輸 

交通發達，農，方法改良，對動植物的病害及疲疫 

已採行動防治，而且農産品加工及儲藏的現代化設 

備也業經採用及擴充 , 所以現在已經可能侍免過去 

因旱災、蟾災及其他災疫而藤成的荒年中最厳重的 

禍患。然而雖則在某些傾土內一般營養狀況堪稱良 

好、營養不足症罕少而無關重要，但在其他領土內 

營養不良依然是死亡、疾病及衰弱的主要原因，尤其 

是對某些年齡的人羣影響最大0
一一- 0 . 營養不良問題的解決端賴般經濟發 

展，特別有賴於糧食生產的適當擴充。由於現代公 

共衞生措施的效驗，若干領土內人口激增0 糧食生 

産者的勞作效率縱亦因而增進，但照此趨勢，糧食 

牛逢的發展自然望塵莫及0在很多非自治領土內，鳥 

産品增•逢尙能與人口 i f 加並駕齊驅;在某些領土內 ,



消費指敷甚至有上升的趨勢。但穀物的生產遺應 

該充分堵加，使得消費水準養個說起来能達到分人 

满意約程度。委員會曾在一九五四年審査經濟情，》 

時提起農業發展應如何兼囊並顧當地消費品的生産 

與輸出品的生產問題。委員會當時認爲,以許多領 

土而論 , 適當的目標在設法就地生產足量的穀物，使 

人民瘦得適當的營養 , 道樣便可利用其餘農地耕種 

最合乎當地情形及世界市場雷要的農産品，以供輸 

出。

 . 長期的解決辦法固然在於發展自然資

源,但目前如能實施一些可望迅卽收效的方案以謀 

將現有的糧食作較妥善的利用及分配,则營養還大 

有改良的餘地0 —歲至五歲的兒量特別易受營養不 

良之害，是以必須推廣産婦及兒童福利事業,並在這 

種事業的服務中特別強調預防營養不良的工作。分 

配富有營養價値而價格低廉的剩餘貪物) 諸如去脂 

牛乳等，自可牧效宏偉。不過，這種分配必需視爲 

暫時的權宜之計，將来在相當期間內這些輸入食品 

大部分遺得由富有營養慣値的適當土產來替代。委 

員會察悉各非自治領土的政府已逐漸注意到這頻食 

物的生逢及嫌製問題，並且正在對這個問題從事研 

究0
一一二 .供絵學校兒董補充食物也是有益之 

舉,雖然在目前情況下所惠者往往只限於一部分學 

齡兒童。

一一三 . 爲預防營養不良起見，不但需要推行 

適當的糧食 :̂ |?產、分配及保藏方案，而且遺需要知道 

決定飮食習慣的其他因素。教育佔極重要地位，但 

如欲教育發生功效，則非充分明瞭個別領土內營養 

不良症的原因不可。對家庭主婦必須教以準備一家 

藤食的改良方法,特別是如何儘量善用家中視成的 

食物及食品原料0卽在目前情況下，稚齡兒量所患的 

嚴重的營養不良症有不少也可用教育方法极治。但 

營養教育的發展有賴於在營養及家政學方面會受適 

當訓練的工作人員,也有賴於在這方面劍辦積極的

普及知識"服務事業。今後需要更多曾受這種訓練 

的工作人員，至爲明顧；'極大多數非自治領土也都 

明白有此需要。在若于領內,這方面設施業已準 

備就緒，有授予所雷訓練的便利0 此外也雷要訓練 

有素的營養工作人R參與擬rr糧食生產方案，俾社 

藍人民在飮食上可獲得較爲均衡充足的營養。

~ 四，委員會注意到糧食農業組織、世界衞 

生組織及國摩兒童某金會在這方面與關係政府合作 

辦理的服務事業。這些組織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內有

廣泛的經驗 ,所以住柱能夠作切實有效的協助0委資 

會希望，在適當情形下能多多刺用這些組織。

拾 . 公共衛生人a的訓練

一一五，委員會注意到在若千雜自治領 :h 內訓 

練合格醫務人員的設施已見增加，而且供給學生在 

母國或國外受專業訓練的獎學金名額也B 增多。這 

類訓練是根本的要圖，因爲當前急雷培養本地醫業 

人員, 以担任本地衞生事業内較董要的職位，JÊt» 
助訓練本地人民担任E 級人貢，並在本地醫科學校 

內執教。

~ 一六，委 員 會 注 意 到 些估計數宇，表明在 

某些領rh內建設一所設備齊全的施教醫院所需費用 

遼較建造一所供本地雷要而不附教育設備的醫院所 

需爲經，而且資送學生赴母國受訓練耍比在領 :h 本 

地供給其受全部專業訓練省錢得多0 委員會認爲這 

種性質約估計應該極細心的加以審核0舉例來說，有 

一點就不明白，這便是究建是否紙就開設一所領土 

內的施教醫院所需資本支出、加上經常費用總數與 

在母國國內學校上學學生的費用中單是瞎宿及學費 

一項的經常費用作過比較0 再者，這類估計也許並 

未充分計及爲供應在大想模的施教醫院內服務人員 

的雷要而建造的各種建築物及設施對所在地領土的 

資產設備所有的增益。無論如何 , 如有醫學院存在 , 
便可提高公共衞生及看護的標準、鼓勵研究、作專科 

的治療、並使當地倾土受到其他益處0 對於日後在 

熱帶開業的醫生如能在其必須 , 熟識的環境中加以訓 

練 , 也有益處。在原則上 , 養員會認爲，任何衞生 

事業如不在領土或愿域當地輔設醫學院，便不能視 

爲完備。劍辦醫學院、開設實習或施教醫院、培養 

批本地的合格醫生 , 都是値得花錢的指施。

一一七 . 根據情報遺可以看出，供譲士及助産 

士受全部專業訓練的設施也a 增加。隨着教育改良、 

一般教育程度提高，可以担任這類專業者的人數似 

乎也應該增多。在此情形下，並由於其他職業可能 

爭相吸收人材，許多領；h a 採取不少新的步驟》以斯 

消除反對合格的靑年婦女離開家庭外出受訓練與工 

作的偏見。道項情银饒有舆味；今後應付這個問題 

的進一步行動値得注意。

— 八，最近，非自治領土公共衞生事業所"需 

要的許多附屬及助理人員的訓練設施已增加不少， 

其水準也大爲提高。在此發展過程中不得不替訓練 

方案留充分伸縮餘地，使有經驗的人萬可担任較重



要的職資,鎭使這些男女人員的基本教育夠不上目 

前對新收的見習員所定標準 ,也在所不計。

— 九 , 隨着訓練設施的發展，遺 有 個 政 策  

間題顯得更可注意，這便是輔助人員應儘量從其將 

来工作所在的社直招收 , 而且在招收的學R 訓練完 

畢後 , 宜鼓勵他們[Ê]到本地工作 , 庶以當地社TS— 
員的資格受到歡迎。除了使這類人員與本地社展密 

切聯磐外,同時遺必須儘量利用機會薫陶所有衞生 

工作人賛 , 使他們'明朦其在爐變中的社會內所處的 

地位以及揮個地位所赋予的責任。

拾 資 .訓 練 與 領 導

—二0 . 在動態社會的進化過程中，徵聘及訓 

練合格人員、求其能力足勝新的任務並足以履行社 

會行政及社會措施所有各方面的責任，實爲第一要 

圖0 假使政策的目標是要使人民永遠轉變,從而可 

劉社會有所貢獻，使得這個社會能具備必要的經齋 

體制、社會服務及文化特徵，藉此可能將《體及個人 

的生活程度提高的話，那末根據這種政策推論，按 

照各値土就地懷聘約原别、裁培批足凝的各級行 

政人員一事固爲當然之理。如欲達到如此轉變的目 

標 Ï 非先使人良能夠按照他們自身所了解的不斷變 

遷的需要，親自來處理、擴充、發展及調塵他們的事 

務不可。

在許多領士內人事上的需求浩大，從 

而乃有訓練的雷要，挟其原因不但在於古老的社會 

趙向現代化的路程鑑遠，而且也由於在急變的局勢 

下,不得不速卽開辦社會方面無所不包的各種社會 

事業：公共衞生、勞資關係、ffit會福利救濟事業、城 

市設計、合作社、民衆教育，社區發展等0 這需要以 

有系統的努力來開辦訓練機關並擬訂訓練方案，以 

應目前的雷要以及將来餘必會有的同樣或倍增的需 

要。在這方面 , 若干領土已大有進渉，進展最顯著 

者是領土內訓練專 fg人員以下的一級人員担任各種 

社會事業中低級或助理職位的設施。在比較先進的 

鎭土内，非在大學階層上開設專業訓練中心作爲萝 

個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則人事間題便不能求得適當 

的解決。訓練方案的目標應求養成專業人貴幹部，其 

方法爲在可能範圍內利用領土或愿域現有的訓練設 

施 Î 並且送他們到母國的大學及專科學校之類的機 

関深造以完成全部訓練或補充當地訓練的不足。這 

顏方案不僅應該顧及各領土需要適稱人員镇任專業 

~ 節,而且也應顧及這批人員在訓練低級及助理工 

作人員方面所負的任務。

一二二 . 培養各種》術方面及各統行政機機的 

專pg人員及助理一事雖然董要，却只是訓練問題的 

一部分。進展不單是靠政府所辦社會事業的適虔擴 

充，而主要有賴於開明的奥論支持下當地居民的努 

力。建設新社會的工作需要居民以創造的精神在各 

階層參加各植活動，然後進展方能有成，惠及社直 

内全體分子及本地所有人羣，並使人民能從此採取 

主動自行分析其切身問題 , 自求解決之道。發揮人 

民個別及集體的潜在力量、使他們能有效地創造新 

的生活方式，這便是社直發展政策的終極目標，也 

是訓練的中心問題。這也是所有其他社會方案的必 

備條件；除非專門人員能在其工作地點獲得全體居 

民的擁譲，凡此方案都不能成功。

一二三 . 這塞牵涉到現代社會中民衆領袖問 

題。散佈各地的幹練民衆領軸爲現代社會結構中不 

可或缺的P 素 , 也爲社會進展所必需的人物0 當社 

會正從傅統制虔迅速演變爲現代經濟、政治及社會 

生活方式之際，民衆倾袖所處的地位县舉足輕重的。 

演變中的社會欲求進化實有賴於- *些才智卓越、品 

行優良而旦能夠對人民所從事的社會發展及建設工 

作作英明有爲領填的男女。在社會改革所有各方面 

及fd:直的所有各界內培養民衆領袖以及訓練人民篇 

.領導人物事應視爲社會政策當務之急，也是政府 

的主要責任所在。這件事所遭遇的種種困難可歸因 

於本地的許多人羣孤立隔離、傳統制度失勢、以及演 

變中的 fftt會在適應新的職業制度及行政機構時發生 

社會分裂現象以致造成新的障礙。

一二四 . 特別可注意者，在訓練新的專門技能 

並訓練担任新的公共責任時，受訓者多少不免有些 

西化，而這種西化的督氣可能使他們見棄於其綠人 

民。是以因新的訓練標準而形成的職業上的直別可 

能 造 成 種 情 勢 , 使受教育者與其餘人民越來越疏 

遠，結果前者趨向於結成"優秀分子"的小團體，其 

活動近似歐洲人，但他們a 與極大部分本國同胞失 

却聯繁 , 而不能起而値導了。

一二五 . 委員會聞悉文教組織在清除種族歧視 

蓮動中正在實施的一項研究方案。過去a 在荷達美， 

黄金海岸及奈基利阿諸地進行研究 , 並對巴黎的非 

洲學生從事調查，將来並擬择一個以上非溯社會f ， 

當地婦女進行調査。道類研究甚可重視，特別是由 

於其目光遠大，對新舆的Su袖人物在應付變遷^需 

要上所應具備的屬性作從寬解释，蓋如社愿內各人 

羣仍拘泥於種族、身分或文化之別而故步自封，则 

當地衆望所歸的懷導人物的培養及散佈便都無從着 

手。



- 二六 .爲求培養民雍領勘起息, 必廣按照這 

件事的姓廣及箱圓並參照其赴會意教來估量訓練政 

策及方案0由於各種方式的社Ê爱展紛紛推廣實施， 

於S越來越雷要將訓練設施分散各地,並需要將廣 

大的展城内社會方面訓練政策及方案統舞配合。在 

目前,領土內道頼訓練方葉的主要作用是在訓練政 

府組織所雷要的專業及專pg人員。這同然是必要的， 

可条也應該放大眼光設想到中央訓練機関在盤個社 

會發簾方面應有的地位及任務。

~ 二七，這類訓練機關不應視爲只是教育各種 

及各殺官員、專業人員或技衛人員的學校，而應該看 

作是赴會思想的實驗場所,也是對許多種類的社會 

發展工作人員及鎮袖 , 不隐其公私身分,也不論其 

« 截業或義務人員 , 加以訓練及指導的機關。除了 

培養男女人員篇社會福别及社® 發展各方面的專任 

工作人員外 , 這些訓練中心遺應該開辦訓練班,其 

斯閩及課程内容不等 , 以訓練會長、地方政府官員， 

慈善機関A 員及社區內其他傅統或士著的領袖。這 

些訓棘中心也應該以其設備對下列各類社會工作人 

員指導或訓練其圓體工作方法：教員、農業人員、衞 

生工作人員、地方政府傷貢、工會職員及工業福利工 

作人員，執行保譲管束者以及其他精極從事類似專 

巧工作者0 訓練的目標應在於改進技能、增加技術 

鼓力》尤其在於發展人民內在的創造能力，其方法 

參促進人民相互了解 , 鼓働他們個別或集體採取主 

勤，及確立共同的理想及目標 , 俾人民不分種族、職 

業或身分》咸能奉编圭桌圓結一政。

拾戴.社會襄展的計劃

—二八 . 近幾年來，各國不餘經濟發展至何階

段》其社會措施方案都紛紛擴充0 同時，這類方案

的形式、性質及原理也隨着擴充發生變化。社會權

利的原期業已普遍確立。社會政策的目標越來越注

重 »劃將来的需要，防車未然，而不以應付個別問

雄 :S B 足。社會措施的規模大部分固然須視經濟水

，高低及基金有無着落而定，但經濟發展落後的國

家有發展成熟國家的過去經驗及現在生活水準可資

借鎭, 故能根據麼史的教訓及時施行必要的社會措 ♦
施。

—二九 . 在另一方面，S 些國家因面臨着普遍 

的貧困問題，遂不得不特別结調提高生産力0 由此

» II合画：國際社會發展方案調査，E /C N .5/301,-  
：̂ 3 L 年 ,第九員0

所得到的實際結論牽涉到én何兼筹並顧社會及經濟 

方案之困難間題。各國遇到必辑決定其本國資源中 

應以若干充將来生產用途,並以若干供立卽改善社 

會情況之用時，並無一定的筒單公式可資遵循0 有 

一種趨勢長比較注重立節提高生活水準，但昏這個 

趨勢尙不確定0 ff±會措施的某幾方面遂漸傾向於將 

腐利與生逢甫項目標融會貫通，由政府協助個人動 

用他們的資源来解決自身問題。在採用這種自財r方 

法時 , 却必須做到一件事，這使是當政府在社會福 

利方面担負遂漸加重的責任之際，受惠者也同樣應 

該担負起逐漸加重的責任。

一三0 . 在人口以農民爲主的發展落後地藍 

內，現代衞生措施繼積不齒f使死亡率餘減 , 而出生 

串则大致不變。人口繁殖及分佈間題直接影響到社 

會政策，而人口的趙向則A 受社會政策左右0

—三一，事實證明對鄉村流入城市的人口必須 

作種種特殊的服務；特別可注意者，有些地方B 設 

立城市社直組織以替代鄉村社區及親族開係。公共 

服務機關或慈善組織已分別對這些人加以輔導，有 

時遺供給臨時的宿舍0 由於這些人對使用货幣缺乏 

經騎，所以現a 考盧到對其在清費方面加以保議及 

指導的雷要。

一三二 . 所有各種社會方案幾乎莫不時常牽涉 

到三個問題，卽如何獲得：（一)適稱的人員以執行 

方案；（二)充分的情報以作爲方案的準繩；（三)充 

足的資金以作爲方案的經費。發展較爲落後的國家 

爲力求羅政人材以執行社會方案起見，越来越借重 

助理工作人員；道積人員雖末備具專業人員的全部 

資格，却能担任重要的職責使曾受充分訓練的專業 

人貢能專心担任其他要務。至於取得充分的情報以 

供社會方案參考一節 , 其中主要是如何將有狼的資 

源作均衡的利用問題。近幾年来的明顯趨勢县逐漸 

注重社會研究，作爲擬訂有系統計劃及方案的基確； 

過去某些方案因缺乏情報及其所作假定錯誤以政失 

敗，有此實例在先，所以道種趨勢益發顯著。義措 

社會方案的經費問題不僅在於可利用的資金總數有 

限，而且也在於需要這些資金的用途繁多。近幾年 

来甚爲重視經濟與定±會的均衡發展。但何謂均衡發 

展或發展基金的均衡分配，則尙乏定1 ^ 0 關於不同 

各類方案所雷費用的先後緩悬，也無一定的意見。

一三三，上述的概括議論適用於一般發展落後 

地區Ï 包括極大多數弗自治領 :h 在内，僅少數發S  
水準較高的領± 係屬例外。就非自洽領土的地位丽 

驗這糧領土，情形頗有差異’主要是在於它們的社



會政策多少是聽命於責管理它們的國家而決定 

的0
四.委員會曾於一九五四年審査關於經濟 

與社會發展的生要計割，內規定由担任管理當局的 

會員闕以資助金或貸款方式供給大批款項以補充本 

地資源並鼓働發展。委員會當時表示;一般說來，和 

原來方案所訂的辦法相比，目前有一種趨勢，卽可 

能增加牧入的經濟計割宴比專以改善社會情形爲目 

標的計劃分得較大部分的資源90但社會改革仍» 經 

濟方案的基本要素，其迫切需要並不®而稍減。除 

非推行有力的政策以改善ftt會與教育方面的標準並 

擴充這兩方面的服務 , 則缺乏健康、教育及福利的 

人民未心就能增加生產力。凡足以激發人民採取行 

動的社會政策措施直接有稗於經濟發展，並可促進 

有利於發展的設施之擴充及生產力之提高。

—三五. 從經濟與社會觀點看來，居民參與擬 

訂發展計劃一事實爲公共政策的根本要點。唯有在 

他們明瞭社會政策的綱要以後，才能邀得他們共同 

參加實施特定的方案；而且在誇劃階段就集思廣益 

兼採民衆與專家的意見, 結果就可產生一種推‘動的 

力量 , 這要比未獲民衆彻渉贊助遽而決定計割再由 

政府宣傳鼓吹省錢得多。

一三六，因此，委員會認爲任何社會政策如事 

先未能在擬訂階段徵得居民代表同意藉以獲得居民 

的了解 , 便不可能完全成功。關於這一點，委員會 

會在一九五二年指出，委員會根據關於這種進展的 

情報獲悉在某些倾土內已由居民代表自行主持社會 

事務 , 頗感舆蜜，並且希望所有非自洽領土都能迅 

速獲得這樣的結果。委員會兹重申此意，並且進一 

步表示 ,如欲博得居民參加，最好的辦法厥爲向他們 

提出積極而合乎其需宴的社會進展方案。

拾春.國際及區域合作

—三七 . 在此過程中，專門技能及經費主要仰 

給於各债土本身所積累的資源及扭任管理當局的會 

員國所供給的援助。據委員會所知 , 領 ;h行政人員 

及技術專家的工作大部分係政力於將必要的技術知 

識傅授給當地人民,使後者在所有各方面都有能力 

有效應付其本身間題；是以，領土內工作人員的任 

務有一大部分可名正言順的稱爲按術協助C此外，担

* 聯合國：大會正式紀錄, 第九屆會,補編第十八號 

(A / 2 7 2 9 ) ,第二編, 第三六段至第三八段0

任赞师當局的會員國還能以專家供給其他發展落後 

國家，故對國際技術協助計割大有買獻;有些比較先 

進的非自洽倾:h, 例如夏威夷，其本身也能對現行方 

案作可貴的，獻。

一三八 . 雜 然 原技佛Î協助可動用的資金總數 

勢必有限，而瓦這種读助^^是補充國內資源之不足 

而已，但變悉非自治倾rhSy需要、當地所發生的特 

殊問題、以及對這些問題所可適用的國際合作一般 

原別，國際技術協助仍屬十分重要。非自治領土及 

其人民正在努力對付根深蒂固的貧II問題、氣候及 

其他自然不利條件、以及缺乏一般教育及現代技能 

訓練問題，所以往柱需要得到-*切可能的協助0各 

領:h的特殊問題如能參照其他地方的同頻問題一併 

研討，最能收效；故允宜由各該倾:h的專家研究其 

他地方的顏似問題作爲借鏡，並鶴助其他地方解決 

問®。第三，儘管國，祭技術協助以經費及服務而論 

必然暴小規模的，但這種協助足以激勵技術人員從 

事研究及活動，彌足珍貴，並可使居民明瞭外間對他 

們問題的關心0

一三九 . 委員會今年再度牧到閩於聯合國及專 

pg機關對非自洽領rh所作技術協助的詳細報告。委 

貴會察悉，法蘭西及荷蘭繼英聯王國之後，a分別 

於一九五四年五月三"h日及一九五四年十月六日與 

技術協助局簽訂協定，內规定對這兩國負責管理下 

的非自洽傾土及其他傾i:提供協助。委員會並悉，以 

協助總額的分配而論，託管及非自治領土所分得的 

百分比已自一九五四年時百分之二 . 七 九 增 至 九  

五五年時百分之四 . 八九，所分得總數也自一九五四 

年時六二六，000美元增至一九五五年時八一二, 
000美元；聯合國兒量基金會已於一九五五年核 

定對非自洽頒土支出一百餘萬美元,並對加勒比海 

及大平洋上若干領土支出一五0 ,000美元；國原 

復興建設銀行已貸款數宗，供若〒非自治領土之用, 
例如比屬剛果、法屬西非以及東非高級委員會所管 

理的領；h等是。

• -四O . 這些情報自爲委員會所藥聞。委員會 

認爲，縱使國際協助紙能視爲補充性質，遺是應該 

考慮到今後對非自洽領；h 多作協助的可能性。關於 

r列各節的情報，自應多多益善：這類國際條助與 

傾土發展計劃配合的方式、特殊的試驗計割推廣實 

施及改爲經常舉辦的情形、聯合國國際兒童基金會 

資助金用以逐漸改良兒童福利的情形、以及利用研 

究獎金及獎學金擴大現行或擬辦方案的範圍並增進 

領土內執行各該方案人員專門知識的情形0



• - 四一* • 最後, 在社會發展方面，委員會遺接

到關於聯合國、各專門機關以及加勒比海、南太平洋 

及撒哈拉以南非洲三區域的政府間區域委員會的工 

作中若千部分的情報。

一四二 • 這類協助通常所採方式是一般所熟知 

的》卽供給研究獎金4獎學金及專家,舉辦會議及研 

究班，調査、報吿及利用正式討論辦法夜換情報。此 

外 t 較少宣傅而同樣有益的是國膝及匿填祖織所能

向行政人員、本地人民代表與公民中領導人物提供 

的非正武接觸的機會0

四 三 .委眞會始終仍認爲聯合國經由經濟養 

i t 會理事會、各專pg機關及直域組織,能夠而且應當 

遵照憲章第七十三條卯款及第七十ra條的指示,對 

非自治領土提供服務，藉此旣可獲得寶貴的具體結 

舉》又可激揚國際合作的風氣0

附 件  

非自治鎭土 tfc會情况 

研究報告

委爵會認爲委員會第六屆會討論非自治領七社會情況之簡要紀錄速同經 

委員會審議之下列研究報吿，應視爲本報吿書之T«部汾 ••

— , 非自治領土社區發展政策與管理（聯合國腐 

書處）

二，根據冗亡率有關資料論公共衞生之發展（聯 

合國秘書處）

三 . 辅助及助理醫務人員之訓練(聯合國M書處）

四，非自治領土種族關係(聯合國秘書處）

五，社會科學對非渊菲自治領土f i 會情況研究之 

買獻(文教組織、

六，依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所遞關於非自治領土 

勞資關係之情報(聯合國秘書處）

七 . 論工人住—屋事宜所涉之經濟及社會問題，着 

重供應住屋之責任問題（勞工組織）

八 . 非 è 治領土之社會變遷及生活€ 虔 （聯合國 

越書處）

九 . 非自治領土內之營養間題（糧農組織及衞生 

組織）

- 0 . 公共衞生行政之主要發展（聯合國秘書處）

~ , 非自治領土環境衛生（衞生組織）

—二，主要傳染病（衞生組織）

一三，工資支付及按照生活指數調盤工資制度之研 

究 (勞工組織）

A/AC .35/L.188

A/AC 35, L. 190 and 
Gorr.l

A/AG.35/L.192 and 
Gorr.l 

A/AG 35/L .193

A /A C .35/L .m

A/AC .35/L .195

A/AC .35/L .196

A/AC.35/L.198

A/AC.35/L.202 

A/AC 35/L .203 

A/AG.35/L.204 

A/AG.35/L.305

A/AÇ.35/L.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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