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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編  

非自治領土情報審查委員會報告書

査 .委員會之組成

- . 大會於九五五年+ —月八曰通過決議案 

九三三(十）:》決定非自治領土情報審査委員會仍依 

照決議案三三二（H ) 及六四六（七）所規定辦法 

績設三年0
二 . 決議案九三三（+ ) 中所規定該委員會的 

任務想定稱，大會：

"五. 訓令該委員會本憲章第一條第三項、 

第四項及第五+ 五條之精肺，審査依據第七+  
三條C M )款就非自洽領士輕濟、社會及教育 

情況所遞情報之撮要與分析。各專門機關所作 

研究報告，遵照大會所通過關於非自洽領土輕 

濟、社會及教育情況之各項決譲所採抬施之報 

告或情報，均包括在內;

"六 . 訓令該委員會將其認爲適當之程序 

建譲及其認爲允宜提出與一般專門部門有關而 

不涉及各別領士之實體建譲, 向大會各崩常會 

提具報吿"0
三 . 關於該委員會的工作方案，大會於決議案 

九三三（+ ) 中 ：

"認爲該委員會應在不妨碍其按年審議憲 

章第七+ 三 條 〔辰）款所開列一切專門事項之 

情形下, 逐年輸流格外注意教育、經濟及社會 

情況，並應參照關於非自洽領土內之教育、經 

濟及社會情況而經大會審核之報吿書，審查各 

方所遞有關此三方面之資料"。

0 . 委員會由十M個會員國組成：卽遞送非自 

洽領土情報的七個會員國及由第四委員會代大會所 

選出數目相等的其他會員國。一九五七年的委員會 

委員如下：

遞送情叙的委員國 

澳大利亜 

比利時 

法蘭西 

荷蘭

大會所選出的委员国

錫蘭

中國

瓜地馬拉 

印度

紐西蘭

大不列颠及北愛 

爾蘭聯合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伊拉克

秘魯

委內瑞亜

除比利時外J 所有委員國都派有代表出席委員 

會的第八屈會。

五. 委員會於聯合國紙約會所集會,自一九五 

1̂ 年七月二+ 二日至八月+ 五日舉行了 + 六次會 

議。

六 .下列專門機關代表列席委員會並參加討 

論 ：國際勞工組織、糧食農業組織、聯合國教育科 

學及文化組織、世界衞生組織。

戴.委員會之職員

七. 委員會於七月二+ 二日所舉行之第一次會 

議中？以歡呼式選出下列職員‘：

Mr. Jan Vixseboxse (荷蘭〉主席，

Mr. Adnan Pachachi (伊拉克）則主席，

Mr. Gray Thorp (紐西蘭）叙告員。

參 . 小組委員會

八-委員會於第一五八次會議指派了一個小組 

委員會，負責編制非自治領士內經濟情況的特別報 

吿書。小，祖委員會以錫蘭、中國、法蘭西、瓜地馬 

拉、印度、荷蘭、聯合王國及美利整合衆國各國代 

表組成之。報吿員從旁襄助, 小組委員會選出Mr. 
Rikhi Jaipal ( 印度)爲主席，自七月三+ 日至八月 

七日舉行了七次會譲。

肆 .議 程

九. 委員會於第一五二次會議，審議了秘書長 

所編的臨時議程（A/AC.35/10)。雖然並沒有代表 

對臨時譲程提出修正案，但此項議程之通過是附有 

保留的。這個保留是由瓜地馬拉代表提出，輕印度 

及伊拉克代表附議。他提譲委員會在審譲經濟狀況 

時討論行政聯合及將非自治領土與歐洲公共市場結 

合 （根據歐洲經赞集團的條約所規定）對於非自治



領士的影響。就第二IK言，法蘭西代表表示意見說， 

任何討論都爲時過旱0

- 0 . 通過的譲程見本報告書附件査。

伍.初步聲明

- * 一 . 法蘭西代表於第一五二次會議再度發表 

法蘭西代表團於養員會以前各屈會所作關於該國政 

府對參加委員會的立場的聲明。聯合王國代表於第 

一五三次會譲，再度陳述該國政府的保留。

一二.瓜地馬拉及聯合王國代表於第一五二次 

會譲保留各該國政府對英管洪都拉斯(貝利士領士） 

主權問題的立場。

一三. 在同一次會譲中，錫蘭、印度及伊拉克 

作表保留各該國政府對荷屬新幾內亜(西伊利安)主 

權的立場。荷蘭代表重申該國政府動荷屬新幾円亜 

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主權。

— m . 瓜地馬拉代表聲明：該國代表團之參加 

委員會工作並不表示該國接受主權發生爭執的領 

土 ，例如西新幾內亜、佛克蘭島、直布羅陀……等 

地的旣成事實。

陸.經濟狀況

一五 . 依照大會決譲案三三三 ( 四）所规定, 輕 

決譲案九三三（+ ) 再度肯定的工作方案？委員會 

於第八眉會特別注意非自治領士內的經濟狀況。爲 

參加這些討論起見，法蘭西、瓜地馬拉、荷蘭、聯 

合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各國的代表團內都有經濟方 

面的專家廣間0

一六.委員會牧到秘書長所編製關於一九五三 

年至一九五六年一段時期中各領土內經濟發展一般 

情況的報吿♦以及委員會所特別關切的幾個項目的 
分析報告。婆員會又收到糧費鶴織所編關於農業多 

樣化剑報吿書以及文教組織所編關於工業化之社會 

方面的報吿書。1 應印度代表之要求，向委員會各 

委員散後了經濟過渡期內土著士地佔有制度初步研 

究報吿。此外？關於歐洲經濟集團所訂fô定的某些 

規定.也發供委員會參考。3

- * 七.委貫會自第一五三次會譲至第一六四次 

智譲討論了非自治領土內經濟狀況及發展的問題。

1 參 閱 第 二 編 ， 財 件 。

S A/AC .35/L .254 and Add.l。

上文第八段所稱小細■委員會骨舉行七次會譲，起草 

了一個報告書，卽向大會政送的本報告書的第二編。

一八.所有各委員對一段經濟發展都後表了聲 

明0 大會決譲案九三三（+ ) 請委員會參照有關經 

濟、社會及教育狀況的特別報告♦ 內所表示的意見， 

審議依據憲章第七+ 三條（辰）款所遞送的情報。因 

此, 討論提供了一個.機會可以根據委員會於一九五 

一及一*九五四年所撮雜大會決議案五六四（六）及 

八四六(九)核准的特別報吿書內所表示的意見，去 

審査各領土內一般經濟狀況及發展以及管理國的政 

策與工作0

一九.管理國的代表槪述了行政當局在領土內 

所實施的輕濟政策。在他俩對領土趣濟趨勢維持怎 

樣一個程度的陳述中，他們請委員會注意，從關於 

初級商品生蜜，工業發展及輸出品價値數量的統計 

數字，可以看出領土內的經濟成長0 他們又舉出經 

濟進展的其他指標，例如投資之增加以及資本形成 

的加速。法蘭西、荷蘭及聯合王.國各國代表提出關 

於各該國所管理領土內經濟發展計劃擬訂及施行之 

最進展詳 'I靑。澳大利亜及紐西蘭代表叙述了各該 

國政府所負責管理的領士內之經濟進展情況。美國 

代表强調需要就世界情勢以研究各領士的,經濟狀 

況。他分析了所有發展落後區域’包括非自治領土 

在內，經濟發展所引起的許多間題：通貨膨眼，支 

付平衡？工業與農業間以及甚層建設與卽刻能生査 

之企藥間i 源之分配。

二0 . 錫蘭、中國、瓜地馬拉、印度、伊拉克、 

秘魯及委內瑞拉各國代表也都作了 一般性的陳述。 

在這些陳述中有些强調管理國的經濟政策，應當遵 

循憲章第+ —章內的原則。經濟發展計劃應盡力達 

到大會決譲案八四六（九）所核准經濟狀況報吿書 

內所载的具體目標。他們都承認各發展方案下所製 

訂的經濟計劃的慣値，但有人認爲雖然生産一般增 

如，輸出量擴大，可是，爲加速非自洽領土的經濟發 

展起見, 仍然有許多地方須待努力。又有人靓爲現 

有的1 青報，不足以確切地明瞭各領土內生活水举提 

高的@度，似乎需要採取更積極的措施》以减少先 

進國家與非自洽領士間生活程度的差別0

二一. 一般討論後,委員會研究了經濟狀況及 

發展的一些個別方面：對外貿易；工業之發展,特 

別是政府所探取以促進工業的措施；:農業生産的多 

樣化 ; 土著土地佔有問題的某些方面；’工業化的社



倉方面，遺有其他一些問題。澳大利亜、錫蘭、中 

國、瓜地馬拉、法蘭西、印度、伊拉克、荷蘭、秘 

魯、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及委內瑞拉各國代表 

參加了討論。糧食農業組織及文教組織代表也發表 

了陳述。叙述雜濟狀況的本報吿書第二編載有各種 

意見的梗槪。

，二二. 在委員會本屈會的第一次會議中，瓜地 

馬拉代表提到歐洲經濟集團條約，他提議委員會研 

究這個條約對非自治領土經濟可能發生的影響，他 

的提譲經印度及伊拉克代表附譲。委員會應伊拉克 

代表的要求，請秘書處分發歐洲經濟集團條約的規 

定及關於非自洽領士與該集團結合之實施公約條 

款。法蘭西代表認爲委員會不必卽刻過問歐洲輕濟 

集團 ; 這個集團要到一九五八年纖成立；關於道個 

問題的情報，要到一九五九年鐵能遞送；委員會要 

到一九六0 年總能研究這個情報。如果這個問題，在 

本屆會中討論，他要保留本國政府的立場。

二三.主席指出這個條約遺沒有被所有的參加 

國所批准。因此，研究該條約的條款爲時過早。他 

承認有些委員會覺得這個條約是必然要提到的，在 

此種情形下，主席並不反對提到這個條約,ÜE要委員 

會的討論限於譲程有關項目下本問題的經濟方面， 

議程對於這一方面是相當有彈性的。

二四. 在隨後所舉行的討論中，観蘭、瓜地馬 

拉、印度、伊拉克、秘魯及委內瑞拉各國代表對非 

自洽領土之加入歐洲經濟集團在經濟上可能發生的 

影響表示了意見。

二五. 錫蘭、瓜地馬拉、印度及伊拉克各國 

代表對，經濟專門化後各領土的經濟任務》是向歐洲 

供應初級産品而歐洲却把各領士作爲推錯工業品的 

市場一層，表示憂盧。瓜地馬杖、印度及伊拉克各 

國代表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問題：有關領士的人民動 

於這些提譲是否，被諮詢。秘魯代表說，共同市場 

對於非自洽領土的影響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而養 

內瑞拉代表則動各領士與歐洲經濟系統結合所可能 

發生的後果？表示憂盧。

二六. 印度代表離爲te地之與歐洲輕濟集團結 

合應就憲章第^̂ 一章的規定予以研究，如兩者的利 

â 有衝突之處，那®根據憲章第一0 三條的規定，應 

首先履行憲章的義務。根據，t 述條約的投資,是否適 

合於領土的需要，領士人民是否參加投資方案的草

擬》這些都是疑問。他提議秘書處與關税賀易總協 

定、歐洲趣濟委員會、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亜洲 

遠東經濟委員會的秘♦ 處盛同研究，向委員會下屆 

會具報。

二七.伊拉克代表對非自洽領士之併入歐洲經 

濟集團，在遙遠的將來所可能發生的後果，表示憂 

盧。各領士在遂漸向自治及獨立前進。他說在條約 

內他沒有看到懷士可以終止件種結合的規定。他撮 

到條約內關於工人自由流動的规定，他對不受限制 

的移入所可能發生的後果，表示憂盧。他贊成印度 

所提關於進一步研究該問題的建譲。

二八. 中國代表認爲歐洲經濟集團旣然在一九 

五八年以前不會實施，那麼本問題就不必詳細討 

論。他希望非自洽領土在此種經濟結合下所獲得的 

利可以比之於南匪洲及東南亜各領土在哥命坡 

經濟發展方案下所獲得的利盤。

二九.荷蘭代表認爲討論上述條約的各項新條 

款爲時過早。他指出這裏面牽涉到政治問題？非本 

委員會的職權所及。他說，爲了消除一切誤會起見， 

他可以向委員會保誰:海外領士之與歐洲經濟結合， 

是要使他們也能獲得所期待的上具的經濟繁榮。 

正如荷蘭外長於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第二屈會所 

云，此種結合對於領土之加速發展可以有切實的貢 

獻,同時也有助於他們的政治進展。條約內關於役 

資基金的規定，顯示管理國對於發展値士之關切。條 

文內所用"結合" 字樣，並不意味着全部合併於歐 

洲共同市場；赋有在充々能識默洲經濟集團本身的 

結構後，疆能充分明瞭它的意義。因此，不如等待 

總協定會譲所要從事的研究有了結築後再議。

三0 . 在第一六二次，議中，法蘭西代表聲稱， 

如對尙未生效的惊約作全盤的討論，他的代表團便 

要提出特SI]的保留。

三一. 在第一六三次會議中，又進一步討論歐 

洲經濟集團與菲自治領士關係的問題。法蘭西代表 

依照議事規則第一一八條動議第ra項(g )結束討論。 

他臀明如不通過結束討論，他的代表團便不參加委 

員會對於該問題的討論。

三二. 錫蘭及印度代表發言反對結束討論；法 

國的勤議以六票對H票杏決，棄權者三。委內瑞拉 

代表解釋他所以投裏反對結束討論的理由。表決後



法蘭西代表退席。在委員會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中不 

參加。

三三. 在討論結束動譲否決後，瓜地馬拉代表 

餘委員會P3的弗管理委員國對歐洲經濟集團可能發 

生的後果》表示憂盧。該問嵐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

三四. 小組委員會的報吿♦經委員會於第一六 

六次會議審譲0 應法蘭西代表要求,報吿書的第九 

編？內載有關歐洲輕濟集團的兩段，分別表決。此 

部分以+ —票對一襄通過, 棄權者一。經印度代表 

以小紙委員會主席的資格提議,秉員會無異譲通過， 

增加一段叙述委員會對國際合作及技術協助的意見 

(A/AC.35 /L.262 /Add.l)o報告書全文以+ 二票對 

零通過，棄權者一0
三五. 美利塵合衆國代表解釋說；他投裏贊成 

了委員會的報吿書原文，因爲它正確地叙述委員會 

內的討输經過。他願意结明：美國政府相信歐洲經 

濟集團之成立，對於西歐的輕濟會發生良好的效果， 

他希望有關非洲領土人民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下也可 

以得到同樣的利益。美國政府認爲討論本問題的適 

切地點是總協定會譲。

三六 . 在同一次'會譲中，委員會審譲了印度、伊 

拉克、荷蘭及紐西蘭所提的一個決議草案。這個草 

案是趣序性質，意在便利大會的討論。根據該草案， 

大 會 （一）核可非自治領土輕濟情況的報告書並認 

爲應連同九五一年及九五四年所核可的報告書 

一•併研究 ; ( 二）請秘書長將該報告♦送至負責管 

理萍自治領土的聯合國會員國、雜濟暨社♦ 理事會、 

託管理事會及有關專門機關供它 ;們參考。該決譲草 

案以+ 二票動零 , 棄 權 者 經 委 員 會 通 過 , 送交大 

會 ，並 载 入 本 報 告 書 附 件 作 爲 決 譲 草 案 À 。

集.教育狀況

三七.委員會於一九五六年的上届會中特別注 

意了各領土的教育狀況，並起草了一*個特別報吿書， 

經大會於決譲案一0 四八( + - * )中核可。因此，本 

年度對於這方面的討論是很簡短的。

三八.秘書長根據管理國所遞送情報內所載關 

於一九五五年及一九五五—— 五六年非自洽領士教 

育狀況的情報，編製了一份摘要》委員會審議了這 

個摘要。委貢會又收到文教組織依照大會決議案三 

三0 ( 四）的载定8 所編製關於稀除文盲的報吿書。

該報吿書概述文教組織在掃除文盲蓮動中所提供的 

内中附有圖表, 顯示一九五。年左右世界文 

盲的分佈i t 況》以及據估計一九̂五五年五+ 三個非 

自治領士內成年文盲的數目。

三九. 委員會於第一六一次至第一六四次■#譲 

中，進行討論，澳大利亜、中國、法蘭西、瓜地馬 

拉、印度、伊拉克、荷蘭、秘鲁及委內瑞拉，遺有 

文教組織代表都發表了意見0.

m o.澳大利亜、法蘭西及荷蘭代表叙述了所 

操政策的幾個方面以及自委員會於一九五六年所編 

製的教育報吿書後，它們在負責管理的領士內最近 

所採取的措施0

m- . 澳大利亜代表再度聲明該國政府的教育 

政策是教育巴布亜的人民，使他迷漸有能力參加 

管理他們本身的事務。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有一•個 

主要的因素，便是教所有的人民都能讀寫一個共同 

的語文。他舉出一些數字, 顯示學生人數、教員人 

數及財政協助的增加。就文盲言，他請委員會注意 

這個問題的世界性，這是從文教組織的統計數字可 

以看出的。

ra二. 法蘭西代表叙述法屬赤道非洲、法屬西 

非洲及馬達加斯加內的教育發展狀況，用詳盡的絲 

計數字說明。這些數字J 表示各級學校就學人數之 

大量增加以及高等敎育之廣充。

四三.荷蘭代表叙述荷屬新幾內亜自新學校制 

度法於一九五六年生效榮的教育進展狀況。新制度 

的最大特徵是它的弾'挫，使教育能適應各直域進化 

濕度不同的人良之需要。

四四.中國代表也認爲在起草及實施教育方案 

時，應使土著人民儘量參加。他提到非自治領土的 

- 般經濟發展方案內之重視平衡發展一點，他强調 

職業及技術教育之重要性;他希望職業及技術訓練 

方案與一般的需要密切配合。因爲如果要使這些方 

案在各階段的實施上獲得成功？那便必須顧到這些 

需要。他提到文教組織骨輕提譲設立國際基金, m  
助發展非自治領土內的初等教育。

四五.瓜地馬拉代表認爲教育應當與民衆的需 

要密切聯繁,同時應當在一般费展方案的範圍內，提 

倡基本敎育。關於這一點，他促請委員會注意文教組 

織處域研究班關於南亜洲學校課程所提的建議。他 

認爲道些建譲也可以在非自洽領土內有益地予以實



M o 他强調各糧族平等原則的重要性,他促請管理 

國努力不懒，勸蕩各不同的種族在和諧中共同生活。

四六.瓜地馬拉代表及印度代表對於摘要內並 

沒有很多關於管理國教育政策發展方案的進度及如 

何利用教育使人民達成启洽的情報，引爲遺憾。印度 

代表强調中等教育的重耍性。他促請教育內歧《習 

例之迅速廢jfco他注意到文教la織正在非洲盛助實 

施基基本教育的方案；他希望廣充此項協助。

四七.伊拉克代表提到秘書長所編摘要內關於 

敎育情況的情報，認爲將此項情報單單用統計數字 

說明是不够的？應當從事堅決的蓮動以减少非自治 

領土內一般數字都是很高的文盲率。他强調以當地 

語言教育士著人民幫助他們造求他ffg文化的理想， 

甚爲重要。他促請委員會注意教師聯合會所能從事 

的有益工作。

四八. 秘魯代表說，他固然承部管理國在掃除 

文盲方面的努力, 但是他認爲這個問題很迫切，特 

別因爲人口不斷增加，初等教育之擴充,是非常重 

要的。委內瑞拉代表認爲基本教育及領袖人物之培 

養，是兩個教育上的基本問題。他對文教組織大會 

於一九五六年所通過關於學校教育的決議案，表示 

欣慰，他對文敎組織基本教育方案之協助非自治領 

土，+ 分讚揚。

ra九.聯合王國代表答覆印度及委內瑞拉代表 

所提的問題，說明了摘要内所叙述的幾點，他進一 

步提供了英管領土內最近進展的情報。

五0 . 文教組織代表答覆中國代表的詢間，報 

告委員會稱二文教組織大會於一九五六年所通過提 

議設立國際基金的決譲案已經送交國際銀行。文教 

組織代表又向委員會提供關於該組織對基本教育聯 

合方案及各會員國在職業與技術教育方面的協助的 

情報。

挪 .社會狀況

五一. 委員會在第一五九次至第一六K 次會譲 

中研究輕濟狀況時-認爲經濟發展的社會方面是特別 

題目中的一個。秘書處管編製一項關於社會農民中 

經濟變化之社會影響的研究報吿。4 文教組織代表 

提出了一個非洲撒啥拉以南農狐地處工業化之社會

影響報告書錫蘭、中國、法蘭西，瓜地馬拉、印 

度> 荷蘭、聯合王國及委內瑞拉各國代表都發表了 

演說。

五二. 委員會於第一六三次至第一六五次會譲 

中審譲了有關社會狀況的項目？研究丁秘書長所編 

摘耍內關於非自洽領土ff±會情況的1靑報。中國、瓜 

地馬拉、印度、伊拉克及世界勞工組織代表都發表 

了演說。

五三.勞工組織代表將屬於該組織管轄範圍的 

幾件新發展報告委員會。勞工組織目前正從事編製 

一份非洲撒哈拉以南勞工及社會狀況總報吿» 內中 

涉及非洲勞工的一般社會及輕濟背景，特別注意於 

人力與就業、工業關係、工資政策及工資率、f i!練 

及勞工標举等問題。這個調査報告將提出於勞工組 

織所屬 "非•母國領土社會政策專家委員會"的第五 

届會。他又叙述了一九五七年國際勞工會譲屆會關 

於農場工人就業狀況及就業歧視所採取的措施。關 

於這兩個問題的公約草案正在起草中，將於一九五 

八年的勞工會議屆會提出。+ 個非母國領土的代表 

曾參加丁一九五七年的屆會；他又簡單地叙述了勞 

工組織對非自洽領土提供的協助。

s r a . 中國代表說他注意到在委員•會所收到的 

情報摘要內,常常提到一九五五年中社會狀況無重 

大變更。有許多的變更是很需要的，他希望在下 

年度的報告中能够看到。他認爲經濟及社會後展的 

問題是互相關聯的，對於這些問題需要謀求互相協 

調的解決辦法。當委員會於一九五四年規定社會發 

展的目標時，曾經强調平衡發展的重要性。應當充 

分蓮用社團發展的蓮動，就是鼓勵整個社團之積極 

參加。

五五. 瓜地馬拉代表說,委員會所收到摘要內 

的情報，不足以分析社會政策，也不能對領土向社 

會合一*方面的進步，得出什勝結論。他舉出許多兼 

有經濟及社會兩方面的重大問題。他提譲委員會在 

一九五八年的届會中更詳細地討論社會保險與福利 

方面的措施，以及防止犯罪的問題0.

五六.印度代表也認爲進步是不能劃分的, 他 

相信這是一個切實的政策，可以在各方面推動一個 

平衡的發展。對於使文化適應政治與經濟的變化所

經 濟 發 匿 之 社 會 方 面 : 在 ■ 中 的 農 民 社 會 ( A / A C . 3 5 A . 非 洲 撒 哈 拉 以 甫 農 村 地 ® 工 業 化 之 社 會 方 面 （A / A C . 3 5 / L .



引起的重大問題以及對於社會演變的範圍及方向， 

都需要獲得情報。印度代表認爲在tfc會改造中，立 

法措施可以發生很大的作用》同時有助於消除各種 

限制或流弊。他促請各管理國採取一個更積極的社 

會政策。

五七.伊拉克代表認爲摘要應當對社會政策及 

社會狀況提供更多的情報0 如依所云》在社會狀況 

的重要方面並無重大的變更，那所能得出的結論， 

便很令人失望。爲改善生活起見，各國政府應當鼓 

勵自動的組織，例如合作社,這動於成立一個自由 

活激的社會是必需的。立法措施可以捕領士內其他 

îh會行動之不足。

政 ，有關經濟社會及教育狀況之 

國際合作

(a) 一般發展 

C b )國際技術德助

五八.委員會於第一六六次會議審譲了上述的 

兩個分目。

五九. 委員會收到了下開文件：秘♦處所編關 

於經濟® 社會理事會所採決議及在經社理事會主持 

下的研究工作，與各政府及各專門機關之關係以及 

關於涉及非自治領士的處域會議的報告書(A/AC. 
35/L.246) , 世界衞生組織所編關於在非自治領土 

內工作狀況的報告書(A/AC.35/L.251)，文教組織 

所編關於一九五六年內在非自治領土服務狀況的報 

吿書(A/AC.35/L.257), 秘書處所編關於對非自治 

領士的國際技術協助及兒童基金會的援助的報告書 

(A/AC.35/L.247)。委員會於第一六三次會議中 

聽取勞工組織代表叙述該組織爲非自治領士所進行 

的工作（見上文第五四段)。

六0 , 錫蘭、中國、瓜地馬拉、印度、聯合王 

國及美利堅合衆國代表以及糧農組織與文教組織代 

表都凝了言。

六一. 錫蘭代表說》他很高與知道披術協助增 

加丁, 但是他懷疑此種®助是杏和領土的需要成比 

例。他注意到一九五七年中獲得技術協助的大多數 

領士, 是屬於聯合王國管理的。他促請充分蓮用國 

際技術協助以發展所有的領±。管理國應提供關於 

所管領土內技術協助計劃的更詳盡的情報。由於菲 

自治領土也獲得其他性質的國際協助？所以他希望 

在未來的報吿書中也顧到這一類的協助。

六二.中國代表促請擴充對非自治領士的技術 

協助，因爲道些領士是世界上發展最落後的地處。他 

希望多多利用獎學金的辦法, 管理國使士奢人民多 

多參加技術協助計劃。

六三. 印度代表說,他注意到小組委員會在所 

提報告書內，曾提到委員會所收到關於國際合作及 

技術協助的情報。他提議在技術協助的報告中, 也 

應當提到實施各方案時所遇到的各種彻題。有些計 

劃規定對接ÎE自治的非自治領士，作長期的經濟協 

助》他要求提供關於這些計劃的主要原則。

六四.瓜地馬拉代表强調國際合作對非自治領 

土的重要性。在許多領士內, 問題所在，是宴捕救 

技術知識的缺乏。國際合作對非自治領士的發展，可 

以提供寶貴的貢獻。

六五.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餘, 他的政府認爲聯 

合國的技術協助是發展落後地廣一 包括非自治領 

土在內—— 的一個重要因素，他要全力支持這個計 

劃。他提到书里比安委員會及南大卒洋委員會對各 

該地區所提供的協助。

六六.聯合王國代表對專門機關向英屬非自治 

領士所提供的協助，表示本國政府的感謝》他說》就 

一般言，合作是增加丁。各領土也參加了計劃，供應 

訓練的地方。他提到聯合主國參加各露域委員會的 

情形，叙述了非洲撒垃以南技術合作委員會在向 

非自治領土提供拔術格助方面所從事的一些工作。

六七.糧農組織代表向委員會報吿關於該組織 

在本届會中所計論到與非自洽領士特別有關的各方 

面的工作。糧農組織協助解決一般的農業問題, 同 

時在個別的領士內協助解決特殊的問題：例如動物 

生蜜品及植物生蜜品,主要糧食生逢、漁業、森林業、 

生産品之出售, 合作社與貸款，營養與家庭經濟等 

等。

六八. 文教組織代表叙述了該紙織於-*九五六 

年對自洽領土的服務狀況，詳1#見該細織所提出 

的報告書

(C )依照大會決譲案八ra五(九)向非自治領土學生 

所頒發的獎學金

六九. 秘書長遵照決譲案九三( + > 之規定， 

編製了一份報告書，叙述各方根據決譲案八ra五



(九)向非自治領土學生提供各種研究及訓練便利的 

情形, 7 以備提出於大會。這個報告♦叙述獎學金 

計劃的實施進度以及自一九五六年二月二+ 日至一 

九五七年一*月二+ 八日的一個時期內的佈吿周知'情 

形。迄報吿書所述的最後一個日期，有+ 五個會員 

國提供了二百K十七個獎學金，秘書處收到了一百 

二+ 三個獎學金申請0 在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六日 

至一九五七年六月二+ Â 日的一個時期內顔發了+  
二個獎學金。

七0 . 委員會於第一六六次會譲討論了對非自 

治領士巧的學生頒發獎學金的問題。澳大利亜、錫 

蘭、法蘭西、印度及美利堅合衆國各國代表以及文 

教組織代表都發了言。美國代表詳細叙述了該國政 

府最逝所發的獎學金I t 形。

七一. 印度代表說,他注意到根據決譲案八四 

五 （九）所提供的獎學金中，赋有少數的幾個是顔 

發了的。印度在已往 +年內曾很有成績地執行了它 

自已所製訂對若干非自洽領士來的學生的獎學金計 

劃。它在徵求合格的學生時並沒有遇到特別的困難。

在一九五六 ■九五七年度內》有六+ 四個奨學

金 , 發出的有五+ —個 ；在一九五七 九五八

年度內有五+ 八個獎學金，發出的有四十七個。

七二.錫蘭代表報告稱該國政府提供三個獎學 

金準傭發給非自洽領士來的學生。關於這些獎學金 

的詳情已經送交秘書長。他說他注意到在一百二+  
三個申請中, 有+ 二個是獲得獎學金的，+ 七個遭 

到拒絕；秘書長的報告書內'沒有提到關於其他申 

請的處理情形。

七三.錫蘭代表解釋何以他的代表團認爲根據 

秘書長報告書內所叙述的情形，應當變更獎學金頸 

發的程序。他提出一個決譲草案(A/AC.35/L.260), 
主張大會二 （- * ) 請對候捕人資格—— 依照大會決 

議案A 四五（九）第五段的規定—— 提出意見的會 

員國以及提供獎學金的會員國,迅速完成必要的手 

續 ；（二）請秘書長對有關會員國及申請人提供必 

要的協助以便迅速完成必要的手績; (三）請供給 

獎學金的國家向秘書長報吿獎學金獲得者之獎學金 

蓮用情形；( K ) 請秘書長在他向大會所提的常年 

報吿書內载入關於根據本決議案所探措施的情報。

七四.澳大利亜代表提到他的代表團並沒有支 

持決議案八四五(九），因爲在非自洽懷士發展的現

階段中，他的政府認爲管理國應當保有審査獎學金 

侯補人的權利與責任。他的代表團對所採収的程序 

也有若干疑間, 因此他將棄權。他的政府很明除協 

助教育非自治領土人民的義務，這是從它對哥命坡 

計劃所提供的盤助可以看出的。就一九5：六年九月 

三+ 日言，澳大利亜已輕接待了從非澳管的東南蓝 

非自治領士來的三百八+ 七名學生。其他管理國也 

用雙邊協定的辦法提供若干獎學金，準備發給非自 

治領土來的學生。他要求在秘書長的報吿書內截入 

管理國向非自洽領土所提供的獎學金名單0

七五. 次長解釋說如欲使這個名單+ 分詳盡， 

那便需要管理國的進一步合作。從文教組織所出版 

的 'study Abroad'也可以猜得一些情報。

七六. 法蘭西代表說, 他要在該決議案表決時 

棄權。至於澳大利亜代表的提譲，他蕭委員會注 

意，法蘭西向法管非自治領土的學生提供了許多奨 

學金0

七七.印度代表對錫蘭所提決議草案提出下列 

的修正：

(一） 在正第一段巧，.以 "儘速審査申請書" 
字樣代替"迅速完成必要的手續"；

(二） 在正文第二段內删去"有關會員國及申 

請人在迅速完成各種所需手績上的必要"字樣而代 

以 "有關會員國及申請人所要求"；

(三） 在正文第三段中f l 去 "by the candi- 
dates"同時以"awarded by them"代替"awarded 
to them’’。

七八.錫蘭代表答覆了在討論中所提的各種論 

據。他向澳大利亜代表指出：他所提的決議草案使 

管理國可以審査獎學金的候捕人。他接受印度所提 

的修正案。

七九. 委員會以九票對零通過該決議草案，棄 

權者四0

八。. 遗過的決議草案载入本報告書附件威作

爲決譲草案B。

拾.有關情報摘耍與分析的問題

(a) 非自治領土情報之印製辦法

A - . 秘書長遵照大會決譲案一。五二( +—） 

視定，編制了一份報吿書？ 8 內中叙述情報摘要的

A/3618。 A/3619。



各糧印製辦法所需費用的比较，供大會第+ 二届會 

研究。委員會已經收到這一份報吿♦以及分發的統 

計數字'

八二. 秘書長在報吿書中提到：迄一九五六年 

爲止，情報摘要每年付印，與聯合國其他出版物一同 

出售。秘書長顧到大會所通過關於文件之管制及限 

制的決譲案五九三（六）及七八九(八）, 於一九五 

六年提出了一個新的辦法。這個辦法是：每三年中 

有兩年將用影印小冊代替摘要的印本，因而在文件 

複印及印刷的費用上都有樁節。

八三. 秘書長在報吿這個新的制度時說，大會 

對此事擬採何種行動不敢預斷,但他覺得二

" ( - ) 影印小冊的辦法遺不大久,不能

做最後的結論；

'X二） 情報捕編用小冊分發, 不論是印

刷的或影印的，都可以改善情報之分後;

" ( 三 ） 今 年 所 發 生 的 遲 延 現 象 ，到了明

年可以减少，那時大會可以有較好的資料做最

後的判斷。"

八四.委員會於第一六五及第一六六兩次會議 

中，研究丁非自洽領士情'報摘要的印製方法。伊拉 

克、印度及中國代表都發了言。

八五. 伊拉克代表强調說，》根據第七+ 三條 

(辰)款遞送情報，是憲章下的一個義務。情報摘要 

應編製備用，使人們可以研究參考。他說他注意到 

由於情報遞送之遲緩—— 這是從統計數字可以看 

出的—— 有一些小冊？現在遺沒有分發，他嚴請 

管理國遵守大會決譲案二一八（三）內所提摩的時 

限。他建議依照新的辦法,如小冊遲遲不能印發J 那 

繊應當將摘要作爲油印文件預先印發0 印製的另一 

個間題和出售有關, 新辦法的後果之一是：當情報 

摘要印成小冊後將不作爲聯合國的出版物而向外銷 

售。他認爲不應當因爲銷路之不暢而忽略將'簡報摘 

要供有關人士參考么重要性。

八六.印度代表認爲新的印發辦法是令人满意 

的, 但認爲如有一部份情報不完備時那也不必將-*  
個小冊按下不發。他又認爲依照憲章第七+三條 

(辰)款所聽送的情報摘要應當载入聯合國的出版物

9  A / A C . 3 5 / L . 2 5 3 o

10見大會正式紀錄第十屑會補編第千五號CA/3127) ，第一編， 

第六千五至第七十段。

目錄他詢問秘書長是否可行。秘書長答稱》關 

於廣吿問題正在尋求解決辦法中。

八七.中國代表認爲情報摘要用小冊的辦法是 

很好的，因爲那樣大槪可以更廣大的散發。但是，他 

所擔心的是：依照新的辦法, 當委員會於春季集會 

時，惑無從獲得，[青報摘要的補編, 公衆也看不到此 

項文件。他贊成秘書長在報告書內所表示的意見。

八八. 情報摘要印製辦法旣然將由大會第+ 二 

屈會研究，因此，委員會對這個問題並沒有採取決 

譲，驅是將委員會的討論紀錄送交大會0

( b )憲章第七+ 三條〔辰)款下之情報遞送

八九. 大會在決譲案二一八 （三）中請依照憲 

章第七+ 三條(辰)款遞送情報的會員國儘早，至遲 

於各有關非自治領土行政年度眉满後六個月內，將 

其所有最近情報送交秘書長。

九0 , 養員會於第八屈會所收到的情報有關一

九五五曆年成一九五五---------九五六行政年度。此

項情報以小冊方式提出於委員會,內載依地理區域 

費韓的各領土的情報摘要。但是,由於秘書處尙未 

收到比利時及法蘭西所提供的情報，因而有些小冊 

並未分凝，因爲沒有關於法蘭西及比利時所管理領 

士的情報，這些小冊是不能算完傭的。

九委員會在第八眉會的第一次會議中，法 

蘭西代表解釋法管非自治領土依照憲章第七+ 三條 

(辰）款所'遞送關於一九五五年的情報遲延的原因。 

一九五六年，法蘭西通過了有關法國海外領土的根 

本法及實施條例, 由於這種種所引起的工作，‘因而 

延遲了領士報告書的編製。法蘭西政府希望能卽刻 

向秘書長提供•一些情報，並在短期聞內提供其他的 

情報。

九二.委員會秘書答復印度代表所提的一個間 

題說，委員會遺沒有收到關於比屬剛果的情報。瓜 

地馬拉代表提議: 主F 非正式地與比利時當局接洽 

關於依照憲章尿七+ 三條（辰）款的情報遞送事宜。 

錫蘭、中國、. 印度、伊拉克及秘魯代表都贊成這個 

提議。

九三.主席於第一五九次會譲中報告委員會 

稱,他應委員會的要求,曾非正式地和比利時常駐代 

表接洽，據該代表團稱，並沒有什麼文件可以遞送 

的。印度代表表示印度代表團的失望。他提議在眉



倉的後期應當討論這個問題，同時，秘書長和比利時 

當局間關於情報遞送的面件應分發委員會各委員。 

這個提議經錫蘭、瓜地馬拉、伊拉克、秘鲁及委內瑞 

拉各國代表附議後，委員會決定在議程的項目八下 

討論該問題, 同時請秘書處分發上述的面件。

九四.委員會於第一六五次及第一六六次會議 

中又討論了比利時依照憲章第七+ 三條(辰)款遞送 

情報問題。錫蘭、中國、印度、伊拉克、瓜地馬拉、 

荷蘭及委內瑞拉各國代表都發了言。

九五. 提到秘書長和比利時的來往面件，印度 

代表强調稱，比利時曾經依照憲章接受按期向秘書 

長遞送關於比屬剛果情報的義務。他提議說，旣然 

遺不知道比利時對這個問題所採的決定，委員會赋 

有促請大會注意，稱應於一九五六年向秘書長遞遂 

關於一九五五年度的'1靑報，遺沒有收到。同時遺要. 
請大家、注意, 文件A/AC.35/L.258內的面件。

九六.中國代表也認爲委員會應報吿大會比利 

時情報遞送之延遲。

九七. 錫蘭、瓜地馬拉、伊拉克及委內瑞拉各 

國代表對有關比屬剛果的情報遞送之延遲，表示+  
分關切，他們鶴爲應將此種情形報告大會。情報聽 

送是一個憲章義務;旣然所接受的義務性質並無變 

更，因此，比利時的改變立場Ê 難以了解的。瓜地馬 

拉代表支持將委員會分發的面件提送大會的建議。

九八. 伊拉克代表認爲這個情勢是嚴重的，他 

徵引上述的面件及比利時代表的聲明說？比利時從 

來沒有對它依照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遞送情報 

的義務，表示疑問，卽令在比利時於一九五三年退 

出委員會後也仍奮遞送關於比屬剛果的情報。

比利時政府曾完全同意將此項情報及時提出， 

以便秘♦ 長編製摘要，供大會審譲，並曾協助秘書 

長在這方而准許引用正式出版物。它並曾接受大會 

建議'情報遞送以六個月爲限的決譲案。秘書長並沒 

有收到任何解釋。但是，比利時外交部於一九五七 

年八月二日發表了一份公報，內稱比利時一向承認 

它在憲章下所承擔的義務，將繼續恪遵憲章的條款， 

將比屬剛某的情報遞送聯合國的圖書館。伊拉克代 

表又說，依照憲章的條款，管理國有義资向秘書長 

德送情報0 他認爲必須使大會充分明瞭這個情勢。

九九，主席請報告員紀錄伊拉克所提而由錫 

蘭、印度、瓜地馬拉及委內瑞拉各國代表附議的要 

求J 就是在報告書內應充分叙述委員會內所表示的 

各種意見。荷蘭代表同意印度代表的見解，也認爲 

委員會所能做到的只是聲明並未收到情報。

- 0 0 . 委員會於第一六六次會議，無異議贊 

成印度代表當日所正式提出的提案，就甚秘書長與 

比利時政府間的來往面件,1 2 特別是比利時常駐代 

表團的最近來件，應提交大會傭査。

- 0 —.澳大利亜代表於第一六七次會譲中答 

覆印度代表於一*五二次會議所提的一個詢問，說 ： 

它的政府擬位據憲章第七+ 三條（辰）款聽送關於 

Cocos-Keeling 島的情報。

一0 二. 錫蘭、印度及伊拉克各國代表對某些 

會員國仍然沒有遞送關於所管非自治領士的情報， 

表示關切。

拾 依 據 第 十 一 章 非 自 治 領 土 進 展  

狀況報告書之編製

- * o 三.秘書長代表於第一六六次會議中向委 

員會發表了一篇陳述論到遵行大會決議案一0 五三 

( + —），根據憲章第+ —章編製非自洽領土進展狀 

況報告書的問題。

一0 四. 依印度代表要求，此項陳述緩全文複- 
印，見本報告書附件âo

拾 賞 委 員 會 的 未 來 工 作

一0 五.委員會研究了一九五八年的工作方案 

及下届會召開的時期Ô 秘書處根據委員，上屈會的 

討論結果，編製了一份社會研究的綱目，1®它在附件 

中建議幾個主要題目，由秘書處及專門機關進行研 

究 二 家庭研究、公共衞生研究及大衆報導。委員會 

於第一五八次及第一六一次會議中又決定將爲本屈 

會預備的兩項研究報告移至下届會討論:士地佔有 

研究，及農民社會經濟變化研究(A/AC.35/L.248) ’ 
根據這些決定，並依照聯合國財政條例第+ 三條，委 

R會獲悉由一*九五八年社會研究方案所引起的印製 

社會情況特別研究報告所牽涉的財政問題。

12 A /A C .3 5 /L .2 5 8 o

1 3  A / A C . 3 S / L . 2 5 2 o  

A / A C . 3 5 / L . 2 5 9 o



一o 六.養員會於第一六四次及第一六五次會 

厳中》討論了各項研究的綱目，發言的有中國、印 

度ist委內瑞拉各國代表以及委員會秘書。

■ ^o七.印度代表認爲綱目中所提到的研究範 

圓，大體上固然令人满意，但關於家庭的研究不應 

當只限於城市區域。對農村居住問題及對農村及城 

市居民的社會協助問題，從傳統的辦法及近代立法 

指施兩方面去W究是有益的。他又希望對領土人口 

的增長問題作充分的研究。提到對特別研究所估計 

的費用》他反對限制研究的範圍》因爲這可能妨碍 

委員會的工作。

一0 八. 委內瑞拉代表也贊成所提的綱領。此 

外他又提議载入一個捕充的摘要，叙述關於非自治 

廣：t 內社會制度的改變及社會管理制度的一般結 

論。他提議列入一項關於非自治領土內社會制度的 

改變及社會管理問題的研究0
一0 九.中國代表也認爲應當往意農村家庭及 

其問題，他提議對社團發展從事進一步的研究，因 

爲這是促進最廣大的社會改變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一一0 . 養員會秘書答覆這種種提譲，說 ：有 

些問題很可以裁入大會決議案一0 五三（+ —）所 

要求的長期報告書內；其他的問題,須視其他研究 

的進度而進行研究，例如，社團發展的一般研究。關 

於委員會許多委員所謂摘要內情報之簡短, 秘書解 

釋說，秘書長是根據大會決議案二一八（三）的訓 

示而將依據第七+ 三條（辰）款所遞送給他的情報 

做摘要的。一九五八年進行的社會研究, 以及摘要 

的編製都將顧到委員會在本眉會所提的種種建譲。

-—— . 聯合國文教組織代表表示該組織將繼 

續和委員會合作，他說，文教組織將在編製綱領內 

所提的各種研究報吿時與秘書處合作。

一一二.委員會決定在下眉會中特別注意社會 

情況,贊成秘書長根據文件A/AC .35/L .252會同 

各專門機關從事一序列的研究，願到委員會各委員 

所提的意見和提譲。

一一三. 關於下屈會召集的日期間題，委員會 

在聽収美國及中國代表的意見後，決定請秘書長壽 

備於一九五八年春季召集下屈會》。

附件査

委員會議程

項目 文件 捕要記綠
A/ACS6/SR.

届會開幕 A/AC.35/INF.15 and 1NF.16 and Rev.l 152
and Add.l

二. ，選舉主席、副主席及報告員 152
三.通過議程 A/AC.35/10 and Rev.l and L.240 152
四.非自治廣士內的經濟狀況

( a ) 就大會管核准的以前所提經濟 A/1836, A/2729, A/AC.35/L.242, and 153,154,155
狀況報皆書而觀察的一般發展 Corr.l, A/AC.35/L.245, L.255, L.256

( b )對外貿易 A/AC.35/L.244 and Corr.l 155,156,161
(C) 工業發展 A/AC.35/L.241 156,157,158
( d )農業生産之多樣化 A/AC.35/L.243 157,158,159,160
(e)  土著士地估有問題及襄業生査 158,159,160,161

量

( 0 經濟發展之社會方面 A/AC.35/L.248, L.250 159,160,161,162,
164

( g )其他問題 A/AC.35/L.254 and Add.l 160,161,162,163,
164

五. 非自治領士內敦育狀況：

( a ) 大會所核准敎育報吿書內所引 A/3127, Part II ; A/AC.35/L.249 161,162,163,164
起的問題



項目

( b )秘書̂長所編製摘要內的教育，【靑 

報

六 . 非自治領士內的社會狀況：

( a ) 大會所核准社會狀況報杳書所‘ 
引起的問題

( b )秘書長所編摘要內的社會狀況 

情報

七.委員會未來工作

(a )  一九五八年社會研究綱領 

Cb) 一九五八年屈會日期

八.上述各項目以外之摘要與分析所引 

起之問題

九.有關非自治領土內經濟社會及敎育 

狀況之國際合作：

(a ) 一般發展

文件

A/3602, A/3603, A/3606 and Add.l 
A/3607, A/3608, A/3609

A/2908, Part II

A/3602, A/3603, A/3606, A/3607

A/AC.35/L.252, L.259 
A/AC.35/L.240
A/3602, A/3603, A/3606 and Add.l, 

A/3607, A/3608, A/3609, A/3619, 
A/AC.35/L.253, L.258

—O .

C b )國際技術協助 

( c ) 依照大會決議案八四五(九)黯 

非自 '冶領土學生所設立之獎學 

金間題

依照第+ —章規定非自治領士進度A/AC.35/L.240 
報告書之編製二秘書長所操措施 

被淮將提出於大會之報吿書:
( a ) 經濟狀況報告書

( b )委員會一般工作報告書

捕要紀鋒 
A/ACJ85/SR.
161,162,163

163.164.165

164.165

165
164,165
152,159,165,166,
167

A/AC.35/L.246, L.250, L.251, and L.257
A/AC.35/L.247
A/3618, A/AC.35/L.260

A/AC.35/L.262, L.263 
A/AC.35/L.264 and Corr.l

166
166
166

166

166
167

附件威 

提供大會審議的決議案

非自治領士情報委員會將下列決議草案提請大 

會通過。

決議草案4  
非自治領士經濟狀況報告書

大會，

査一九五二年一*月+ 八.日所通過之決議案五六 

四(六），管核准一九五一年所編特別報吿書，認、爲 

係非自治領土內經濟狀況及各種經濟發展問題之簡 

略而糖審之叙述，

又査一•九 五 四 年 月 二 + 二曰所通過之決議 

案八四六(九）》曾核准另一經濟狀況特別報告♦作 

爲一九五一年報告書之績編，

傭悉非自洽領士情報養員會於一九五七年所編 

製關於輕濟狀況之報吿書，

核可此項非自治領土經濟狀況新報告書， 

認、爲應與一九五一年及一九五四年所核可之報吿書 

一併研究；

二. 請秘書長將一九五七年非自治領’土輕濟狀 

況報告書分送負責管理非自治領土之聯合國會員



國、經濟費社會理事會、託管理事會及有關專門機 

關J 以供參考。

法議草索S

依照大會決議案八四五(九)爲非自治領士學生 

所設立的獎學金問題

大會，

傭悉秘書長遵照決譲案九三(十）规定向大 

會第+ 二屆會所提出之報告書,

欣悉請會員國向非自治領土人民提供研究fill練 

便利之決譲案八四五(九），繼續獲有響應，

塵於對此種獎學金之興趣已由申請人之不斷增 

加證明，

請依照大會決譲案八ra五 （九）第五段規 

定對侯捕人資格提供意見之會員國及提供各種便利 

之會員國儘速審査申請書；

二. 請秘♦長對有關會員國及申請人提供所需 

要之協助;

三.請獎學金供應國將所發獎學金之使用情形 

通知秘書長； _

請秘書長在向大會所提常年報告書中载入 

關於根據本決議案所採行動之情報0

附件春 

實施第十一章規定非自洽領土進度報告書之編製：秘書長於第 -*六六次會議 

所作之陳述

大會於一九五七年二月二 + 日所通過決譲案一* 
0 五三 ( + - * )中請秘書長與有關專門機關合作就 

聯合國成立以來非自治領士之進展狀況擬具報告提 

交一九五九年大會第+ 四屆會。大會又請秘書長按 

睡將擬具報吿書之進展情形通知非自治領士情報審 

査委員會。

聯合國秘書處職員與專門機關代表於一九五七 

年七月+ 九日舉行會議。派代表出虑會議的專門機 

關爲國際勞工組織、糧食襄業組織、聯合國教育科 

學文化|且織、世界衞生組織。國際銀行未能派遺代 

表，但聲明願意協助。

會譲中所討論的主題爲工作之組織，各秘書處 

所負責起草章節之分配，起草所應遵'守之時程表，初 

稿之提送以及所分配的章節的篇幅0

報吿書將分爲三大部份。第一部爲緒論,陳述由 

所遞1#報及大會討論經過而察知的演士一般趨勢。 

第二部主要由專門機關負實，將已提出之情報按各 

實條工作部門並觸情形以全部領土成若千領土爲準 

作成摘要與分析。第三部是- *些各別的摘要，簡略 

地叙述每個領土的一般狀況, 特別是第一年與末-*  
年閩的變化情形。

關於最後一黯 > 將一*九四六年和一*九五六年作 

爲第一年和末一年的辦法似乎可以不必過於拘泥。 

在某些場合，由於重大事件或工作，例如舉行特別 

調査、研究、成人口淸査等等, 關於某一年在某- -  
方面的情報, 不妨格外詳盡®，因此第年的選擇

應當根據一些特定的情形決定，至於最後的一年，秘 

書處當然要顧到所收到的最後的，清報。

對於工作的時@表，大家都一致同意，不過有 

秉點需要績加討論。會譲中又決定所分配章節的暫 

定篇幅，將由秘書處間早日討論決定。大體上可以 

說目標所在是在一九五八年中將所分配的章節草擬 

.完成, 以便該報告書於一九五九年初加以整理，準 

傭在大會一九五九年届會開幕前提出。

因此, 一*九五八年所要適送的情報對於報吿書 

之編製是+ 分重要的。秘♦處尤其希望有關管理國 

在一九五八年所聽送的情報內，能依照標準格式(大 

會決議案五五一(六)）凡例丙節所規定，槪括論列 

凡足以顯示領士內一般趨勢的原則和實際措施。

關於其他的題材,秘書處將向各專門機關提送 

第七+ 三條（辰）ÉTF所遞送的情報，專門機關將 

蓮用它們經常獲得情報的辦法，以便獲得它們在編 

製報告書內所擔任的一部份時認爲必要的正式捕充 

資料0 至於已經不再遞送情報的國家和領土，所有 

關於實際工作部門的情報，赋限於這些領土遺受第 

七+ 三條（辰）款所拘束的幾年。有些領土赋是在 

九ra七年的第一個標準格式應用以前，'遞送過一 

個短時期的，淸報,報吿書將不提到這些領土的情況。

在結論中, 我要提到, ÎS今所採取的各種辦法 

已顧到各專門機關代表在秘書處間會譲中所表示的 

意見，各有關專門機關現在正在採収措施，以草擬 

報吿書內它們所擔任的部份。



二 编

非自'冶領土經濟狀況報告

査 . 尊言1

一，非自治領士情報審査委員會以負責管理領 

士並位照憲章第七+ 三條（辰）款規定向秘書長遞 

送情報的七個聯合國會員國及由第四委員會代表大 

會在非管理國的聯合國會員國內選出同等數目的國 

家組成

二.委員會審査管理國所遞送關於領士內經 

濟、社會及教育狀況之情報的摘要及分析。委員會 

負責向大會提出報告，內载所認爲適當的程序性建 

議及 "其認爲允宜提出與一般專門問題有關而不涉 

及各別領士之實體建議" （決議案九三三(+))。

三. 養員會管於一九五一年,又於一•九五四年， 

草擬非自治領士内經濟狀況的特別報吿書。" 大會 

於決譲案五六四（六）中核可一九五一年的報告書， 

認爲道是非自治懷士內經濟狀況及經濟發展問題的 

一個簡略而精審的叙述，請秘書長將該報告書送致 

負責管理非自治領# 的聯合國各會員國，經濟暨社 

會理事會, 託管理i 會及關係專門機關。大會於決 

議案八四六（九）中黯一九五四年的報告書採収同 

樣的措施。

四. 九五七年，委員會又奉命對非自治領士 

內經濟狀況作特別的研究。它根據負責管理領士的 

會員國所遞送的情報以及一九S —年及一九五ra年 

報吿書內所表示的意見從事此項工作。

1 本報吿由非自治領土情報審査委員會的一個小組委員會編 

製。小組•委員會以錫蘭、中國、法蘭西、瓜地馬拉、印度、荷蘭、大 

不列顔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及寒利堅合衆國备國代表姐成。

出席該小組•要員會的各代表團人R 如 下 ：Mr. Y.Duranowamy 
(錫蘭）；楊西嵐先生（中國）；Mr. Michel de Camaret, Mr. G. 
Tourot 及 Mr. A. Warnod (法蘭酉）；Mr, Ramiro Aragôn (瓜 

地馬拉）；Mr. Rikhi Jaipal (印度）；Mr. Ch. J. Grader〔荷蘭）； 

Mr. B. O. B. Gidden 及  Mr. Percy Selwyn (聯合王國) ；Mr. 
James A. Lynn (美國)。

小組委員會推選Mr. Rikhi Jaipal (印度）爲主席。

委員會報告員及糧農組織代表也參加了小組委員會的討論。

2 遞送情報的國家如下：澳大利亜、比利時、法蘭西、荷蘭、紐 

酉蘭、大不列《及北愛爾蘭聯合壬國及美利堅合衆國。一九五七年當 

選的委員如下 : 錫蘭、中國、瓜地馬拉、印度、伊拉克、秘魯及委內 

瑞拉。

* 大會正式ffi錄第六屆會,補編第千四號（A/1836) 英文本第二 

千五至第三千九買；同上第九@ 會補編第十八號(A/2729)英文本第 

十E3至第三十買。

五. 在討論時,委員會所收到可供參考的有聯 

合國秘書處、糧農組織及聯合國文教組織所編的研 

究報吿, 以及管理國所遞送迄一九五五年終或一九 

五六年中領土經濟狀況的情報摘要0 這些研究報告 

已列入附件，應與委員會f t 論的摘要紀錄, 作爲本 

報吿書的一部分。

六 . 澳大利亜、法蘭西、荷蘭、紐西蘭、聯合 

王國及美利 .堅合衆國代表動依照第七+ 三條 ( 辰)款 

所遞送的情報又提供了詳細的捕充，委員會對此項 

盤助深政咸謝。

七. 大會於決譲案九三三’( + ) 中再度請各委 

員國在其代表團中加派對該委員會工作範圍內專門 

問題具有特殊資朦的人員。委員會於一九五七年得 

法蘭西、瓜地馬拉、荷蘭、聯合王國及美國各代表 

團內經濟顧問之襄助’ 獲盤匪淺。這些寡家供應新 

的情報並參加討論, 實大有助於委員會。

式 . -*般狀況

.八.委員會審譲了秘書處根據管理國所聽情報 

編製的一份報吿書, 4 內中槪述自一九五三年至 

九五六年非自治領土內經濟後展的主要徵象，報吿 

♦內又载代表管理國所齋表關於輕濟政策目標的重 

要政策聲明，爲當地消費的生産發展的情報及對居 

民特別重要的某些輸入品增加率的情報，關於蓮輸 

設傭及電力擴充之槪數，以及有關各領土內國民所 

得、生活水準及程度之情報的分析。

九. 委員會根據聯合國憲章第H 章及委員會 

一九五四年報告書內所載一*般原則，審譲上述的情 

報。該報吿書稱經濟政策之基本目標爲發展領土使 

名:部份人民都蒙其利’增加個人的真正購賈力以提 

高生活程度,並增加每個領士之全部財富使社會服 

務及行政的標準得以提高0

一0 . 從這個甚本目標出發，委員會於-*九五 

四年規定了經濟政策的具體目的如下：

( a ) 在必要時變更輕濟的基本結構以掃除經濟 

發展的障礙； •



Cb)激p 經濟發展,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增 

加全領士的生素並改善生蹇量；

( C ) 建立並改進領士的基本設備，使未來的後 

展有堅固的基礎；

( d ) 在工業和切紙生逢品中，鼓勵最適宜於領 

士的某些輕濟活動部門，同時顧到經濟上的平衡以 

及對外貿易所能疆得的利益:

( e ) 保障人民平均分配由國民所得表示的物質 

利潤；

( f ) 在政治、社會及敎育方案中.建立糧固的經 

濟基礎，同時顏到基本文化慣値及人民的志願；

( g ) 保持及開發領士的天然資源以利人民；

( h ) 建立條件促進人民的健康與福利，因而幫 

助後展人民在道德與公民方面的意識及責任咸,使 

人民能逐漸參加本身的事務；

0 ) 努力使經濟獲得充分發展’在世界經濟中 

估有它們應有的地位。

— . 憲章第+ —章規定了管理非自治領士所 

應遵循的甚本原則與宗旨, 這黯大小各領士一律適 

用。經濟資源往往有許多缺陷，同時所採収爲盡量 

利用現有資源的指施，可辑也有弊病，但應當注意 

的是自一九五ra年以來管理國所作聲明P3的經濟政 

策仍然重視委員會於一九五四年中所規定的目標， 

委員會深感欣葡：o —九五六年六月二+ 三日法國所 

頒布的根本法栽有關於法管領土內經濟政策目標的 

規定，它授權政府採取措施, 以繼績提高領土人民 

的生活水準促進經濟後展及社會進步,並推動法蘭 

西本土及各領土間的經濟財政閩之合作。根本法又 

强調由人民參加決定輕濟政策。關於這點，荷蘭 

代表徵引一篇宣言，內稱一個社會福利方案之實施 

包含人民本身的" 自動努力"，紙有在人民瞭解這個 

方案, 願意使它生效同時有能力執行，這個方案才 

能實現。聯合王國代表也抱着同樣的態度,他徵引 

有關西奈及利亜的篇宣言，內稱社會發展的目的 

是要使民衆瞭解用他們自已的力量他們可以爲自已 

建築起來的比較優美的生活。

一二. 一*九五三'年以來，雜自洽領土的經濟大 

體上依照戰後向前發展的趨勢繼績在演進中，在基

本組織上固然沒有重大的變化,但是過渡到賃格經 

濟的趨向仍然繼績着, 不受世界貿易影審的自給經 

濟區域, 現在是越來越少了，而且散處四方，不相 

連接。這一個演綴是杏已經表示某些領士內4：奢人 

民生活水準之改善，,是絲毫不能斷言的。在委員會 

內，有些代表懷疑在某些非洲領土內,當地的糧食生 

褒是否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 作物輸出的增 

是杏獲得足.够的收Â 以平衡當地糧食生逢之不足。 

此種情況是難以估定的，因爲爲當地消費的糧食生 

産量的情報基很少的。委員會的某些委員認爲非自 

治領土的經濟進展是遲緩的, 領士人民的生活水準 

和管理國人民的生活水準閩仍然有很大的陌離0

一三.在某些貨幣經濟久已存在的領士內，往 

往依賴一個單純農作物的輸出或一個單純的礦産， 

這一個情勢一部分可能由於領土資源或潛在資源的 

限制。再則，專門化可以有助於提高生逢，因而改 

善社團的經濟福利。但由於這個原因,這些領土的 

經濟很不穩定0

一四. 除開這些因素以外, 委員會—— 在以後 

的一章內將對非自治領土的對外資易另提意見——
認爲輸出價値成國民所得的變更也許赋表示價格的 

漲落而並不指當地經濟的真正變化，但管理國則報 

告稱® 年以來經濟方面有眞正的重大進展》

一五.管理國代表舉出許多有意義的因素作爲 

進步的證據。

一六. 在聯合王國所管理的領士內, 生蜜總量 

在一九五四及一九五五年間據估計增加了百分之 

七，在一九五五及一九五六年之間又增加了百分之

四。勒級生査品的輸出量於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五三 

年增加了百分之+ 七點五；在這個時期內，鐵變士、 

鐵沙、挪油、挪仁、咖脾、茶及木材的輸出量增加 

了百分之五+ 以上，就恒常的價格言，資本構成的 

總額，一*九五六年內比一九四八年高百分之七+ 五 

左右。各領土內所流通的貨條自一九五三年終至一 

九五六年終之間增加了百分之二+ 三；銀行存款增 

加了百分之二+ 五；銀行的地方贷敦堆加丁百分之 

六+ K , 這表示商業銀行在當地就可以利用資金的 

程度，因而减少將資金送同倫敦的比例0

一七. 就法管海外領士言，提供於委員會的情 

報顯示：•一九五四年以後，經濟後展達到一個新的 

高度，但一九五五年生産品輸出量的增加却和可可



與咖徘的世界憤格下降相抵銷,這雨種生産品對這 

些領士是非常重要的。這使得管理當局必須繼績實 

施一些措施，用以保護領士內的生産者，使他不受 

物慣漲‘落的影響，同時又使他能獲得合理的報酬。下 

面的一些事實曾提出於委員會，作爲重大進展的例 

證 :一九四八年與一九五七年之間，法屬西非洲的生 

産每年增加百分之九左右；法屬赤道非洲的經濟演 

進，可以從農村經濟的現代化和擴充、農逢品質量 

之不斷改善、輸出量之大大增:ta、探礦業以及加工 

工業的査生等可以看出。就馬達加斯加而言，國民 

所得在+ 年內增加了百分之五+ 三，一九五五年的 

國民所得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三+ 八。

一八.提供於委員會的情報又供應了有關某些 

公共事務及某些生逢品的經濟發展的例證。委員會 

於一九五四年注意到；在當時爲菲自治領土的+ 三 

個領士（比屬剛果、法屬赤道非洲、摩洛哥、黃金 

海岸、肯亜、奈及利亜、突尼西亜、烏千達、馬來 

亜、新加坡、香港、牙買加、'千里達）內的電力從

一九四七年---------九四八年的十八億五千萬近時至

一九五二年---------九五三年增加爲.ra+多億妊時，

換言之, 就是在五年之內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 左 

右。在一九五三年與一九五五年之間’ 在+ 二個領 

土 （比屬剛果、法屬赤道非洲、法屬西非洲、肯亜、 

奈及利亜、北羅迪西亜、烏千達、馬來亜、新加坡、 

香港、牙買加、千里達）內生産量自三+ 三億K 時 

增加爲五+ 四億近時，換言之，兩年內增加了百分 

之六+ 以上。一九五ra年度報吿書又舉出了收入增 

加及當地士敏士出產量的例證，用以表示經濟之發 

展。此外又舉出後來的一些數字表示經濟進展的新 

證據。一九五三年與一九五五年之間士敏士的生産 

在比屬剛果自二 ra八,0 0 0 公嘯增加爲四0 五，0  
0 0 公顺(百分之六+ 三）,在法屬西非洲自六0 ,七 

0 0 公嘲增加爲一二九，0 0 0 公順(百分之一百一 

+ 五）,在肯亜自三三,0 0 0 公順增加爲一三o , o  
0 0 公顺（百分之二百九+ 四），在北羅迪西亜自五 

七 , 0 0 0 公顺增加爲九一，0 0 0 公順（百分之五 

+ 九）,在烏干達自一七，O 0 O 公嘲增加爲五0 , 0  
0 0 公頓C百分之一百九+ 四)。

一九. 這些數字以及提出於委員會的其他一*些 

數字，大體上都對近幾年來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很好 

的印象，值是，這幅圖晝也有它黑暗的一面，特別 

是在許多場合，至少構成領土居民百分之九十的農

村土著社團究竟從這個經濟發展中得到汗K 好處， 

道是難以斷言的。

二0 . 此外遺有一些委員會所認、爲必須强調的 

一般原則。

二一. 聯合國憲章第+ —章規定聯合國各會員 

國於其所負有或擔承管理責任之領士，其人民尙未 

壊自治之充分程度者, 承認以領士居民之福利爲至 

上之原則。此項義務以及神塾信託的學說使得所有 

不以居民福利爲主要的政策都不能接受。

二二. 委員會於一九五H 年指出：經濟發展紙 

有在改善土著人民生活程度並提高其福利的時候才 

能認爲是令人满意的。非自治領士資源應當爲該領 

士居民的最高利養而蓮用，並使該領士達到最高程 

度的自給自足，同時建立一個健全而穩定的經濟。人 

民經濟情況的變更，是難以衡量的，正確的計算是 

不可能的。在某些場合，當地人民究竟從提出於委 

員會的情報內所述各種物質進展中，得到了什»樣 

的直接利盤，這是不明顯的。但是生産與消費都已 

增加，這就是說福利和生活水準都已經提高了。許 

多爲生活用的和爲輸出用的農産品之生査量都有增 

加，這似乎是沒有疑問的。工業消費品在當地的生 

廣量，就大部分的領土言，雖然遺在草劍的階段，但 

已耗有所增加，同時，輸入的消費品也渐漸趨向於 

較高的品質和慣格，這是富有意義的。旅客與貨物 

的蓮輸在不斷增加中，電力的生査亦復如此。在那 

些曾提供有關數字的領士內，國民所得都有增加。就 

以上種種看來，同時卽令顾到人口之增加及通貸膨 

腸的影響,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在許多領土內， 

土著人民的個人所得都有增加；同樣，社團、家庭 

和個人的經濟、社會及教育條件之改善也在不斷前 

進之中。

二三. 同時，委員會承認有些領士的天然資源 

—— 就迄今所知道的情況而言—— 不能對當地的人 

民—— 卽令人口不增加—— 供應一*個合理的生活水 

準，如果沒有外來的長期而量的助援。在其他的 

場合在從僅爲锁口的生活方式到資易經濟的過渡時 

期中可能發生一些困難；前者給人民以有限度但很 

真實的满足，後者却刺激人們新的欲望，需要在社 

團生活中劍造新的關係。這些問題是應當解決的，在 

許多場合也IE由管理國代表和領土人民間的合作予 

以解決。他們認爲委員會於一九五四年所提出（見 

上述第+ 段）的雜濟政策具體目標中，最重要的一



個是劍造一些有利於人民衛生及社會福利的條件， 

幫助人民發展他們的道德意識和公民責任, 使得他 

們遂漸參加本身事務的管理。

巻 . 發 展 劃

二委員會在一九五四年的報告書中,檢討 

了一些非自治領土6 發展計劃的進步,特別是比屬 

剛果及法管與英管領士。它對這些計劃巧的政府投 

資政策，表示頌揚，它注意到對原計劃所作的變更， 

意在用改進生査量的方法以減輕人民的貧困。它提 

出一般所公認的意見,.就是經濟政策應當併入一般 

發展政策之中, 同時又指出：正如許多發展計劃所 

示, 除非積極發展社會和教育的服務’並改善社會 

和教吉的標準，杏則, 增加經濟生查是不可能的。

二五. 自一丸五三年以来,在許多非自治領土 

內，長期發展計劃在繼續着 >擴充着。在許多場合， 

關於這些計劃進度的數字顯示所用經費擴充了，計 

劃的@標也加廣了。

二六. 所尋求的目的, 並不完全是對一些適當 

的方案提供財政上的經費，而是要推動一個以料學 

研究爲基礎同時由物質及技術協助所支持的平衡發 

展。有些計劃塵於已往的經驗艇予修改，以便强調 

社會發展與經濟凝展間的互相依賴關係0 計劃之訂 

IE也根據一項結論, 就是+ 年計劃之草擬對於表示 

- 般目標，固然是有用的，但是具體方案應當着重 

於較短的時期。因此，有許多方案現在都是以四年 

或五年爲期，這個變動不但在實際方面有好處，它 

遺可能使領士能積極參加方案之訂立和實施及其對 

當地人民需要及意願之適應0

二七. 人們越來Ô 瞭解科學研究對於經濟發展 

的重要性。在截展方案中，科學研究的輕費越來趙 

多了。這些經費的來'源大部分是發展方案內的補助 

金。委員會法意到在許多場合曾建立了研究所，有 

長期的款項作+ 分自由的研究。

二八. 關於發展計劃最近進步的1#報管由秘書 

處編製了一份報告書®提出於養員會；管理國代表， 

特別是澳大利亜、法蘭西、荷蘭及聯合壬國代表提 

供了進一步的情報。

二九. 就英管領土言，自九四笠年以來，聯合 

王國本土曾根據殖民地發展及腐利法案（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Welfare Acts)化費了一億三千

五百萬英鎭，同時又撥出一億二千萬英鎭作爲一九 

五五年一 ^ 九五六年一段時期的經費0 此外又充 

分運用捕助的辦法，以發展貧困的領土；就一九五

六------- 九五七年的一段時期言,捕助金的數額達

總數一千八百九+ 萬英鎭。領士可以進入偷敦的貨 

幣市場，同時他的瞪券所獲得的地都是進一步 

億助的來源；結果,當地政府在戰後壽得了億五 

千萬英鎮。在這個數額外, 遺要加上殖民地發展公 

司的經營》這個公司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底骨核推了 

八千五百萬英鎭的發展計割，用以推動及擴充殖民 

地發展方案中的農業、工業及其他的企業0

三0 . 就法蘭西言, 第一*個ra年計劃化費了差 

不多三千億法郞,這大部分是用來建立爲經濟發展 

所必需的主要基層建設。一九五三年中所着手的第 

二個ra年計劃，旨在更直接地後展生産與農業,同 

時採収一些社會性的措施，例如城市和鄉村的設計。 

爲第二個計劃而從法國本士預算內所核准的全部經 

費爲二千五百億法郞。似此，法蘭® 本土爲截展這 

些領士起見, 自•一九四六年以來在公款內割撥了差 

不多百分之八的投資。

根據所獲得的關於英管領士的情報，政 

府及其他公共機關打算在未來幾年內每年爲經濟發 

展化費趙過一億五千萬英鎮的經費，希望從對外借 

款每年獲得上述款項內的三千萬英鏡，每年從殖民 

地發展及福利基金內獲得一千五百萬英鏡，每年從 

地方借款獲得一千五百萬至兩千萬英鎭，其錄的出 

g 當地收入的餘款及傭蓄；似此，領土政府希é 用 

自己的資源來開支後展計劃所需經費的一•大半。在 

法管領士內，原定當地的預算擔任後展計劃所需經 

費 的 百 分 之 五 ，後來迷漸减爲百分之十,以便當 

地的預算可以應付以前的方案所引起的負擔增加。 

其結果是法蘭西負擔了經費的百分之九十, 雖然在 

法屬西非洲，當地所出的款項是f f i大的。在馬達加 

斯加，當地所出的款項在某些場合幾乎和投資甚金 

及 "海外領土輕濟及社會發展投資基金"所出的款 

項相等。在比屬剛果發展方案的經費來源仍然不是 

管理國本士的捕助,而主要是由於該領土本身所婦 

r à 措款。

三二.比屬剛果的情形和其他非自治領士內的 

一般財政情況不同。在許多領土内，經濟發展仍然 

需要管理國本士越來越多的協助0 有些在短時期內 

準備獨立和自治的領士情形便是如此。如果要使新



的社會, 對經濟的動途懷有信心，那未可能需要大 

宗的財政協助。

三三.管理國本土爲領士發展所供應的款項及 

由本士擔保所獲得的款項，從整個數字看來是很可 

觀的，但是這大宗款項並不充分满足領士的迫切需 

要，尤其是在那些不能吸引私人投資的領土內。在 

某些地廣，雜濟發展的主要障碍是技術及行政人員 

的敏乏以及熟練工人之不敷。在另外一些地廣內，經 

費不足是主要的障碍。在某些場合, 可以用提高积: 
額或向迄今並不完税的人徵税的辦法來動員當地的 

資源。但是高額的税捐可能使私人企業難以發展，對 

於這一種情形的考盧，可能比增加政府收入的需要 

更爲重要；在許多領士內，由於個人收入之低徵引 

起納税能力的低徵，在這種情形下, 加积;後所能增 

加的牧入也許是徵不足道的。

三四. 委員會很戚與趣地注意到，許多英管懷 

土正在研究如何建立領士與偷敦閩財政關係的基 

礎，以便在領土內成立或擴充當地的貨银市場。關 

於這一點國際建設復興銀行報告書內所提在領士內 

設立中央銀行的建譲是値得特別注意的，因爲這種 

銀行可以有助於建立當地的市場,同時提供出自當 

地的大宗款項，充經濟發展之用。委員會又欣悉法 

屬西非洲及法屬赤道非洲內都已設立中央銀行。

三五. 但是,設立一個中央銀行或當地的貨幣 

市場不一定能提供爲發展用的充分基金。除開行政 

當局在領土和在管理國本士所能蓮用的資金外，在 

領土的經濟發展遺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以前，遺仏 

須激勵其他的投資方式。從私人、懷士、本士和外 

國來的大宗投資是不能缺少的。在目前的情況下，政 

府發展方案的名義下的投資是杏有效,大部分要看 

私人投資怎樣去捕官方資金之不足而後定。官方投 

資的重要主要是由於它能造成有利於發展生棄的必 

要條件。在許多場合需要增加對私人投資的種便 

利，例如擴充基本設傭，如海港、公路、通交、電 

力，遺有改善人民衞生及教育的甚本事務0 有些財 

政性質的措施也需要加以詳細研究’特別是本土政 

府應當探取指施—— 就如在許多場合他們已雜那樣 

做似的—— 使本土的納税:制度敦領土鼓勵私人投資 

的努力不後生反作用。同樣，應當和外國縫商訂立 

—— 如果遺沒有訂立的話—— 條約,使領土巧的事 

業不至要擔負雙重課税;。

三六. 在許多場合，從管理國本士及從領土本 

身來的私人資本都不足以充發展經濟的資金。爲丁 

那些懷士，特別是爲了政治已經相當進步的領士，應 

當劍造一些條件，提供一些保誰，鼓勵外國資本的 

投資，在公共的利â 和公衆的瞭解下以便增加領土 

和人民的前途所主要倚賴的生産量。

三七. 擬訂平衡發展的方案需要許多的條件： 

現在資源的徹底研究；短期生利方案和更基本的長 

期事業間的平衡；不但要從經濟發展而且遺要從社 

會進步及教育普及方面去研究種種的後果。委員會 

曾於一九五一年及一九五四年，兩度指出下面一個 

辦法的偵値:使人民積極參加經濟方案的制訂，監督 

方案的實施，並以經理或技術人員的資格管理各種 

企業0 根據委員會一九五七年所收到的情報，地方 

當局在逐漸參加方案之擬訂與實施，這是各領士最 

近演變的一個特徵0 關於土著人民的參加也有同樣 

的趨勢。在某些領士內有由選舉産生的立法會議以 

及大部分由地方代表所組成的行政部門，發展計劃 

都是由對主管部長負責的委員會所草擬，這些主管 

部長本身又對舆論負責0 許多方案都表示人民本身 

對各種發展方式之重視0 由於非自治領士內代議制 

度之進步，各種計畫I]—— 不論它們的枝節怎麼樣的 

詳盡—— 之草擬都是漸漸由對民選代表負責的機構 

主持進f t , 同時也遂漸由這些機構負責執行。

三A . 委員會所牧到的情報，包括許多管理國 

的代表所提供的補充情報，顯示應使人民代表越來 

越積極參加方案之草擬及執行, 一直到領士能自己 

推動並自已執行所選擇的發展方式的時候爲止。非 

自治領士發展方案，如果不包括基本政治目標，那 

未它在經濟上就毫無意義可言,因爲這二者間的關 

係是分不開的。

肆.對外資易

三九.委員會收到了非自治領土在一九五三年 

至一九五五年一段時期內對外貿易發展狀況的一覽 

表管理國代表又提供了一九五六年對外貿易情 

況的捕充情報。

四0 . 就一般言，領士的對外賀易都有增加。英 

屬領士一九五六年的輸出量比一九五三年高百分之 

+ 七點五。輸出的價値高百分之二+ 四。在同•一個 

時期內輸入的慣値增加百分之二+ 八。就澳管巴布 

e A/AC.3S/L.244 and Corr.l。



亜言,一九五五 九五六年的輸出慎値比一九

五二 九五三年高百分之三+ 五，在同一個時

期內輸入的债値增加了一倍多。就比屬剛果言, 一 

九五五年的輸出償値比一九五二年高百分之十五， 

雖然輸入的慎値降低了百分之六左右。就法管非洲 

領士言，一九五五年的輸出及輸入量繼續增加；但 

生要由於輸出品懷格之下降，輸出輸入的償値發生 

低落的現象。自一九五0 年至一九五五年輸出量自 

一百九+ 萬嚼增加爲四百0 二萬五千顺，償値方面 

自九百八+ 億法郞增加爲一千七百七+ 億法郞，這 

些領士和法郞廣域外各國的貿易的比例也在逐漸增 

加之中；一九五五年中對這些國家的輸出佔全部輸 

出的百分之三+ —，而一九五0 年則赋基百分之二 

+ K o 全部輸出中半加工的和工業品所估比例自一 

九五四年的百分之+ 四,增加爲一九五五年的百分 

之+ 六, 這是就整個法管領士而言；若就法管商非 

洲言，則增加了百分之二一，六C

四一.一九五四年中, 委員會承認銷售委員會 

及支援基金會所探行動的重要性。一九五五年非自 

治領土若千主要輸出品價格之低落顯示有採収措施 

以穩定生章者收入的必要。由於在前幾年慣格較高 

時所積累的準備金，英管領土內的銷售委員會得以 

應# 此種價格下降的情形, 繼績向生蜜者忖絵相當 

高的慣格。在法管領士內，建立了一*個慣格稳定的 

制度，一九五五年又成立了大部分主要生蜜品之穩 

定*金0 由於管理國本士財政部經過海外商品穩定 

基金會所侍出的預支，對生逢者的報酬仍能維持在 

較高的標準。委員會猜悉爲加强領土生産者在管理 

國本土市場上的地位所採的措施表示海外生逢與貿 

易之經、濟雜織的阜越進展。在與生逢者以穩定保障 

的同樣目的下又引徵了一些情報,叙述管理國本土 

所採収的種種措施，以便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蔓購 

非自洽領士的生產品，可見由於管理國所採的行動， 

本士和非自治領土間的資易關係是很順利的。

四二.大部份菲自治領士的對外貿易結構並沒 

有重大的變化，它們的輸出大體上仍然限於一個和 

幾個初級的商品。每個輸出品慣格的漲落是很大的， 

對於有關領士的經濟有重大的影響，但是就全部領 

土言並沒有發生普遍的趨勢。除開國際錫慣協定實 

施之外，基本商品世界懷格之« 定方面並沒有什«  
新的進展。菅理國本土及屬於同一貸幣處域的其他 

領土在非自治領土對外貿易內所估的地位越來越下 

降了，雖然道種下降的趨勢是很遲緩的。輸出市場

的擴充以及輸入來源的加廣，表示在經濟比較獨立 

方面有某種程度的進展。此種情形也可以減少輸入 

的費用，改善生産品慎格與成本間的關係，使領土 

的輸出品有競爭的能力。

四三. 以上種種，表示一般演變的趨勢，不遇 

能够看得見短期的情況，所以動於此種趨勢，遺 

難於加以衡量。養員會內有些委員認爲許多領士的 

資易關係因無獨立貨幣而受到限制。反之，有人指 

出：英管領士有自由和任何國家.貿易，踏受也適用 

於英鏡處所有各國的限制，同時由英鎭支持的貨路 

之蓮用，動於此種自由並沒有任何限制。有些委員. 
請委員會注意於貨幣政策中影響對外資易自由趟勢 

的一面。他們指出：由於非自消領士並無自已發行 

貨幣的機關，因而在這些領士內也沒有獨立的管理 

外ffi機關，放鬆對外貿易的措施’實際上對人民的 

一般利S 是有限的。關於這一點，有人指出：在法 

管領士内有發行貨路的機關。但是，爲了商業上的 

理由，同時爲了鼓勵投資起見，在某些場合也許需 

要發展領士的貨幣制度。在前面的一段內已經說過， 

許多領士和管理國本士間的貨路關係之變遷是近年 

來最有意義的發展之一，但是應當强調的是如果領 

土享有更大的自治，那末商業和上述的貨赂關係都 

能蒙受其利。

H 四. 委員會要强調這一點，不但因爲它認爲 

在某些領士內需要建立本身的一個貨路制度，而且 

遺因爲它想再度强調一點：就是當聯合國的一些會 

員國負責管理遺沒有完全達到自治的領士特，必須 

整決地使所採取^政策能在各方面造成有利的條 

件，在實際上確é 人民利盡之至高無上。

四五.養員會密切注意領士人民在對外貿易中 

所起的作用，特別是它在輸出方面的收入所估的比 

例。有些委員認爲：在某些領士內，輸出所得利潤 

的一大部份歸於外來的役資者,農產品的蔓買、蓮輸 

及加工主要都是菲土著及領土外的企業獲得利益； 

礦産開操一方齒然鼓勵附屬的工業，但是領土所能 

獲得的直接利盡紙限於低錄的工資及税:捐。反之， 

有人指出：外資所輕營的公司很能激勵他們所經營 

的領土的雜濟。委賣會認爲發展這些領士旣然需要 

外資，那末推許道些夕m 猪得合理的利潤也是入1# 
入理的。

四六.在輸出中應該使土著的生產者及資易者 

多多參加。把銷售合作社推廣到外銷農産品方面是



一個很好的方法，可以增加土著在領土發展中所估 

的比例, 這是從在許多場合所獲得的成就可以看出 

的。這個政策的另一方面在某些領士內也可以找到 

例證，那便是商業訓練之擴充，其目的在訓練出一 

批有能力的商業人才，以便鼓勵土著人民積極參加 

領士的商業。

四七. 最後，委員倉承認非自治領士對外資易 

一部份是由天然的條件所決定，由這些條件所產生 

的不利後果已經部份地加以捕救。但是委員會於一 

九五四年所提出的某些意見，値得再度叙述一下。

K 八.非自治領士的輸出問題引起管理國市場 

對領土某些産品的優待問題。領土顯然認爲它們的 

産品在管理國本土的市場上獲得可靠的銷路,這是 

很有利的。但是這樣一個政策也可能產生一些铁點。 

究竟這些缺點是否已經由穩定的管理國本土市場和 

慣格下降時期管理國在暮些場合給予財政協助的優 

點所充分抵消，是要由非自治領土本身去決定的。有 

些長期協定，規定由管理國蔓購領土的産品，證實 

是有利的，特別是當管理國接受下列原則的時侯: 
那就是依照國際市場的情況以及這些輸出品所抵償 

的輸入品之慎格趨勢來定期審査契約條款的原則。

H 九. .委員會於一九五四年又稱：對於輸入品 

也發生貿易政策的同樣問題。非自治傲±從管理國 

本土或從同一個貨幣區域獲得大部份的供應品，這 

在基本上是沒有什» 可以反對的,赋要此種趨勢並 

不是由於强迫而逢生，同時本士的慎格並不大高就 

行。非自治領土的輸入政策應當根據世界的慎格，以 

便在國際的競爭中獲得利益。

伍 ，工業化

五0 . 委員會於一九五年及一九五四年所提 

的報告書中骨檢討非自治領土工業發展的各方面。 

它於一九五七年所收到的情報又提供了各領土內工 

業擴展的例證。這些例證主要基將領土的原料進一 

步加工使它成爲可以輸出的製成品, 同時在製造方 

面比較簡單的消費品可以應付當地的需要。

五一.管理國管經宣稱贊成建立並發展當地的 

工業。值是，有幾® 仍然需要詳細研究。舉例言之， 

根據比屬剛果的+ 年計劃，工業的發展應當受到鼓 

勵，但是其中有一個條件，就是所需要的費用要比 

輸入的同樣産品慣格來得上算才好。+ 年f f 割又提 

議應由私人企業採収主動，IS有對某些基i 的工業

才應當考盧國家的干預。委員會內某些委員認爲此 

種限制過於嚴格。

五二. 雖然，在原則上，許多領土都贊成工業 

發展，但是一提到實際的措施就常常會聽到審愼將 

事的論調。這個態度是容易朦解的。基本的天然資 

源、資金及技術人員之多寡,領士之經濟及社會的 

演化濕度, 人民之生活水準及購買力，現有及可能 

獲得的當地厲域與國際市場，這種種因素對於負責 

發展某一個領士的當局，當他{門在研究是否應當促 

進領士工業化的時候，是會發生影響的。委員會內 

有些委員一方面固然承認必然會由此産生的糧種考 

盧，但是他們對過度强調私人主動一點，表示憂盧， 

因爲他們耽心當現有的條件不利於私人主動時可能 

延緩工業的發展。

五三. 工業化本身不應當作爲一個目的，這赋 

是提高人民收入及生活水準的方法之一。當地的條 

件可能限制各種工業品製造及銷售的範圍。如果在 

某一個値土內動某一種農作物或産品有非常良好的 

條件，那末就該領士的一般利益言，最好的辦法可 

能是增加這個農作物或產品的生産量及銷售量，以 

，便從領土外換同製成品。但長,在當地的條件很適合 

的時候，工業生産就會有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條件, 
同時動於加强領士的經濟及其多樣化也是必需的。

五四. 因此，在非自治領士內發展新工業，不 

應當完全以慣格的標準爲轉移'雖然這對於個別的 

企業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各政府應當願到領士內經 

濟及社會的一般需要。在研究某些政策及方案時，應 

當考盧到雇用士著工人的可能性、現代工業與傳絲 

工藝間的關係，以及有些工業因爲不像別的工業那 

•様有孤立性而在經濟發展上産生的連環反應。委員 

會內有些委員鄭重指出建立一個小規填工業網的好 

處，因爲這種工業可以動當地供應它所需要的消費 

品，反之，如果建立需要大宗資金的大規模企業，那 

末它的前途比較小工業要來得更堂皇，可是也更冒 

險,因爲道樣的工業需要昂貴的設備以及非常熟緒 

的技術人員。但是,當條件對發展大工業非常有利 

的時侯，例如，擁有電力，政府便應該鼓勵道些工 

業的發展。有些委貞提議：就增加國民所得的觀點 

言, 有時不如利用天然資源及當地的勞工,因爲不 

然的話，這些勞工便要失業，這是與社團不利的，在 

這種情形下，卽令不得不接受短期間的物償增高，也 

是比較妥善的。



五五. 私♦處於一九五七年提出於委員會的研 

究報吿, 7 用意並不在於叙述工業發展的進度，而 

赋想說明各管理國爲鼓勵被認爲符合當地條件的工 

業化@度所探取的措施。

五六.大多數非自治領士內工業發展的經費主 

要來源是私人資本，在本報吿書內所已經提出的關 

於需要鼓勵私人資本並對在非自治領士內私人投資 

提供保障的種種意見，格外適用於工業發展，因爲 

在這一方面私人企業家可能有能力供應最高度的技 

巧及經驗。因此卽令政府對•鼓勵工業發展供應資金， 

它也譲私人企業去經營。有人提議應促進有利於私 

人企業的種種條件。

五七. 在某些領士內，政府發放貸款以鼓勵當 

地的工業。他們建立了許多喜門推動工業的機構，同 

時在某些場合又設立一些工業發展公甸，由自身成 

附屬的機構經營製造業。管理國本士也提供直接的 

財政協助，並直接參加企業公司的建立。但是,委  

員會內有些委員對工業發展之如此倚賴私人經營， 

表示憂盧。他們認爲就許多領土的情形言, 倚賴&  
人投資大槪赋會進一步發展現有的農場及礦産開採 

工業，因而不會保障ffl速而多樣化的工業發展。因 

此他促請管理國使政府當局接受在工業發展方面 

的更積極的任務,增加各領士發展方案內劃歸發展 

工業用的公款的比例, 並在適當情形下主持或經營 

新工業的示範工廠。另有一些委員認爲政府固然應 

當制定並執行鼓勵工業化的政策，但是就一般言，應 

該譲私人企業去建立及輕營個別的工廠。他們又認 

爲：總而言之,私人企業遗常在經營工業方面最爲 

有效。遺有另外一*些代表認爲政府在推動工業發展 

方面所負的任務應當根據每一個領土的各別情形而 

決定0

五八. 就一般言，非自治領士都不充分利用保 

護關税制度作爲當地工業的屛障，以防禦同類輸入 

品的競爭。在某些場合，對新工廠的配傭及準傭加 

工的原料减少或免除關税，許多領士對輸入的工業 

品實施定量制度，這個辦法對當地的工業可能基有 

W助的。就另一方面言，管理國本土所採取的定量 

政策，可能有利於領土工業品之進入這些國家。在 

有輸出税的領土P3, 輸出税常常用以促進當地生産 

品之銷售於境外的市場或阻止爲當地工業所需要的 

原料之輸出。

五九.委員會在對外賀易方面叙述其一般立 

場時，骨提出一些關於保護資易措施所應顧到的保 

留。嶺土爲保護萌芽的工業所實施的一些措施，毫無 

疑問，由於當前的需要是很正當的。但不應當視爲 

能满足長期政策的需要。胆撞競爭的歧服措施可能 

妨碍受保譲的企業之適當發展，可能引起不應當有 

的漲偵，加重當地人民負擔。這些措施赋應當用於 

保護領士人民的利S 以便建立或擴充至少在開始時 

不能抵抗輸入工業品的競爭的工業。

六 0 . 在某些非自治領士內，政府予工業，特 

別長新興的企業，以納税方面的種種利盤。在這一 

類的激勵指施中，最通用的是减少或暫時豁免利潤 

税：，在新工業草創的初期，有權以加速率計算工廠 

及設傭的消耗並得在計算盈腐時將《5折數目灘入一 

年以上的時期內。在法管領土內，自一九五三年以 

來，政府所准許的企業獲得一項保證，就是在一個 

時期內，有的長達二  + 五年，免除积:捐的增加。在 

英管領土內，自一九四七年以來，管爲卡里比安區 

域採収丁一些法令》用减税的辦法鼓勵新與的工業， 

此項法令最近已經推行到西非洲。

六一* . 税捐停徵辦法規定在若干年之內，營業 

的利潤耗免納积；，這個辦法可能引人注意，也可以 

獎勵新的投資。委員會內有些委員說他們掛這個辦 

法在一般'廣況下是否有效，頗有疑問。對新工業的 

投資在輕營的頭幾年，可能不會有什« 利潤，因而 

耗免利潤税赋甚虛有其名，要不然便是赋能鼓勵一 

些有高度弾性的企業，使它們利用一個短期存在的 

情況，設立一些對有關領土永久繁榮無養的短期性 

企業。此外對新企業的免税和對從事多樣化的現有 

企業應有的免税之間也是難以區別的。這並不是說 

免税並不是一個鼓勵的辦法。上面已經說過，m i  
人投資言，應特別採収協調的措施以避免資金輸出 

國內所實施的税捐政策，實際上抵消領土内減税辦 

法所提供的利猿0
六二. 就-*般言，動豁免所得税或類似的指施 

不應當過於重視。應當努力的遺是用改善公共的基 

本事業來鼓勵工業的發展。這並不是說要疏忽由政 

府採収行動可以應村的某些工業上的需要0 委員會 

欣悉各政府爲獎勵工業所探取的措施,例如工業研 

究、按術職業教育、調査、對內外市場之研究，以 

便爲當地的逢品覓得銷路,用廣告及資易軟刹的辦 

法以增加銷售量。



六三. 委員會於一九五四年管經說過：工業化

紙是經濟多樣化的一面.，經濟及社會的進展也紙是

æ代化演變---------體的雖然是很複雜的•一中的一

部分, 因此，應當賦予工業研究與發展的公共機構 

以更廣大的職務，當這些機構和私人企業家合作時， 

它們應當使道些企業家爲企業的成敗而參加工作， 

不要以按工計酬或其他類似方式利用他們的服務； 

他應當將方案實施的責任交絵代表人民的領土或 

地方當局。在某些企業中, 人民的代表應盡量參加 

經營。

六四. 對於職業及拔術教育應該特別注意。委 

員會於一•九五六年所提關於非自治領士教育的報告 

書8 中，曾提到在這一方面的重大發展，從小學擴 

充到中級教育更進一步到爲高級學生劍辦的被術學 

校，學業告終時且授予學位。委員會於一九五七年 

再度提出曾於一九五六年所表示的意見，就是應當 

密切注意進一步發展職業及技術教育，將此項教育 

併入普通教育的制度中，在計劃這個教育時要願到 

領土的整個前途以及實際的和潜在的勞工市場動半 

熟練、熟練和專門人員的需要。在這個教育政策之 

外，領土在計劃工業發展時遺需要充分顧到它們的 

教育結構以及能杏覓得有訓練的工人、技術人員和 

經理人員。

六五.工業發展很可能導政社會結構的革命性 

的大變動。因此應該願到許多的因素及保障。工業 

發展不應當危害土著人民土地權利，如果有移民的 

事，不應當使它的規模大到可以變更領土內社會的 

基本性質。有任何一個領士內工業機構都不應當政 

視有色人種。此 •遺要規定訓練土著人民，使他們 

在經營方面能遂漸《任重要的職位。關於廣用職工， 

應當制定適當的條件，對於職工的住所也應當有適 

當的安徘。 要有可能，就應當使地方的資本加入 

工業後展的經費。總之，工業後展無論如何不應當 

妨碍一般發展，應與人民的傳統和意願相調和。這 

些考慮並不就置明不找行動之爲正當。正相反，它 

們指示在非自洽値土的工業發展方案內應當列入怎 

樣的積極措施，以便獲得最好的效果。

六六.管理國代表向委員會所提供的情報叙述 

了一些正在採取的措施。

8 大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十 一 屆 會 , 補 編 第 十 五 號 ( A / 3 1 2 7 ) , 第 二 編 ， 
第 S 十 六 至 第 S 十 九 段 。

六七.在英管領士內, 政府認爲有三糧企業的 

前途是一開頭就有把撞的：用以代替輸入的工業， 

例如生産從前須靠輸入的消費品和資本品G象士敏 

士）;將以往作爲原料輸出的農産品和礦逢品加第一 

道工的工業；最後是從事服務性及修理的工業，例 

如機械工廠。就香港言,工業發展是很迅速的，☆大 

規模地進入世界市場,帶着各式各樣的工業品。英 

管領土於一九五六年的士敏士生產量是一九五0 年 

的八倍。在許多領士內電力生逢量也有Æ 大的增加。 

馬來亜聯邦的肥阜生蜜，北祭及利亜統織品生産， 

千里達的食用油生逢以及牙買加和肯k 的各種工業 

都有大量的發展。但是，就整個言，在大部分的領 

士內，工業生產遺是次要的，雖然聯合王國代表管 

說各領士政府正在努力於改善基本的服務, 例如交 

通、電力及水的供應，擴充技術教育，探収措施增 

加一般收入以擴大當地的市場？這種種都爲的造消 

除現有的障碍。

六八.法蘭西代表說在法管領士內對工業化的 

努力遍及於大小各種工業。赤道非洲內的Æ大水力 

發電曆力達货：界資源的五分之二，這種潜在的水電 

在生產時要比歐洲的便宜得多，因此可以說明在那 

個地方建設重工業以便對礦產品加工是很正當的， 

因爲加工時所需要的電力是成本裏邊的主要因素。 

在所採収的措施中，各種工業應由私人經營，但往 

往由政府用大宗的款項® 助。法蘭西政府也鼓勵小 

規模工業, 因爲這和土著人民有更直接的關係，其 

目的在擴大當地經濟的基礎，並造成更輩固的雜濟 

糧定。加工工業常常優先獲得所需要的原料並享有 

關税和定量的保譲，以防禦外來的競爭。在所有領 

土內都有的輸入税—— 當地立法機關所制定的，並 

無管理國本士政府的參與—— 對當地的工業又加上 

—層保障，以防禦不但是從外國來的而且也是從管 

理國本土來的輸入品。

陸.農村經濟

六九.工業化在最近的將来不會改變大多數領 

士的基本趣濟。大多數人民在許多年內遺是要從事 

農業，因此農村發展便成爲經濟調和及領士稳定的 

極組。各政府的政策應往意於擴大領士經濟的基 

礎，但大體上經濟進展遂有賴於農村發展的方向和 

速度，適當的工業發展應以輔助« 村發展爲目的。

七。. æ年來農業品的輸出繼績增加。雖然在 

一九五五年及一九五六年有些農作物的世界懷格不



能維持一九五四年的標準，但是就整個言，經營輸 

出的生董者，不論它是大規植的種植者或一個筒 

單的農民家庭，都從錄外貿易上獲得了利潤。關於 

當地消費的生査量情報不大完備，含殿粉的農作物 

蜜量固然一般都在增加，可是更富營養慎値的糧食 

董量却仍然有嚴重的不敷現象,因而影響到人民營 

養方面的品質。

七一. 委員會於一九五四年，根據聯合國糧食 

農業組織所編制的一份分析報吿，强調必須鼓勵農 

業方面進一步的多樣化以及在未來的農業發展方案 

中對農作物種類注重選擇。糧農組織於一九五四年 

又提出一份農業多樣化的研究報告。》

七二.缺乏多樣化是大部份領土內農業生産的 

主要特徵。爲當地消費用的主要農作物大都是一些 

含》粉的食物。在許多領士內，農産品輸出的範圍 

是相當狹窄的。在某些領士，爲當地消費的生逢和 

爲輸出的生産之間往往發生不平衡的現象，對每一 

個費莊言，也需要農作物的多樣化，內中包含f t 作 

物的輸種方法及牲畜之家養0

七三. 農作物多樣化的進展往往是很慢的。有 

許多因素需要加以考盧。內中包括氣侯和土壤的條 

件，人口的情況及該領土農業發展的特殊辑境。人 

口的壓力往往使人民種植按英献計査量敏高的農作 

物，在有失業現象潜伏的地方，需要保持那些能雇 

用最大多數工人的農作物。種植爲輸出用的新農作 

物需要仔細研究世界市場的情況和當地的條件。將 

ü 來有最高度蜜量和辰用最大多數人的主要農作物 

用別的農作物代替，可能發生收入减少和就業下降 

的後果。在許多場合，費作物多様化可以作爲厳農 

作物過分單純而發生的危臉的保障，但是，多樣化 

雖然很需要, 但也不可過於强調，免得大量减少領 

士從在海外已輕有了很穩定銷路的農作物所可獲得 

的牧入。就當地消費用的糧；t 言，雖然多樣化對於 

改善人民的食品—— 用增加有營養食物的蜜量的辦 

法一一是必需的，但在這一方面也有許多困難，例 

如有益農作物産量之較小、冷藏及傭存之需要、以 

及關於營養的教育等。

七H . 由此觀之，如果要使領士的整個經濟或 

個別農莊農作物的多樣化，必須由政府在一*個很長 

的時期內探取協助和鼓勵的措施。在許多場合，免費 

或低價分發糧轩和狭苗是一個有签的初步工作。此

外又蓮用了示範及其他普及的方法，最後，安頓計 

割之對於農作方法可加監督者，實施結系可使生逢 

品比較多樣化。農業貸款和慣格的保障都是可以規 

定的，在產品銷售方面的組織尤其是重要。關於這 

些問題，尤其是關於蓮用間隔農作物的辦法需要更 

多的情報交換，因爲許多領土都面臨同樣的困難。

七五. 世界農業現狀對於發展農査需要操収-*  
個比較有選擇的態度。在大部份非ê 治領土中，多 

樣化政策應當積極進行。這個政策對於營養和健康 

往往發生很好的影響，同時它遺使農村的耕種更容 

易合理化。爲加强經濟和提高生活糧度，這應當是 

均衡努力中不可少的一部分。爲使農逢物多様化的 

辦法成功起見必須獲得農村人員的合作，接受新的 

A 作物及技術。當地領袖人員的訓練是很重要的。農 

業推廣服務處應當特別注意於鼓勵適合於領土的多 

樣化方式並從事積極推動分散的政策。

七六. 委員會於一九五一年兵一九五四年，骨 

鄭重指出士地問題的若干方面，特別曾强調需要限 

制將士地譲與非土奢人民以及爲此而採収的措施。 

委員會巧有些委員於一九五七年促請委員會注意他 

們所認爲譲與有過度之弊的某些現象。但委員會本 

年所最注意的是初次討論土著土地估有在經濟過渡 

時期中所面臨的問題。委員會決定在九五八年研 

究非自治領土社會情況時再對道個問題作進一步的 

檢討。因Jiè,下面所提的意見赋是廣泛的、臨時的。

七七. 在非自'冶領土內，土地是土著人民的基 

本資源。不應當認爲士地赋是一個經濟上的財蜜，甚 

至是主要的財査；土地法和土地政策應當顧到社會 

進展中更廣大的社會的或政治的種種影響。對現有 

制度的所謂現代化方案如果赋作爲對土地使用的一 

個變更方法而不充分顏到其他輕濟及社會的因素， 

那是可能要失敗的。因此，土地估有的慣常方式常 

常被認爲是增加生産的個障碍，但這種制度在社 

會結構中已經根深蒂固，除菲同時使t ir會本身變化， 

否則這種制度是不能變更的。有人提議爲增加生蜜 

起見，士地佔有的慣常制度應予變更0

七八. 不過，自從人口增加使可支配的士地受 

到限制後，土地佔有的土著傳總制度所根據的基本 

條件大部份已經消減了。士地的消耗和侵触造成嚴 

重的問題，同時農業的傳統方式逐漸遭遇到可耕地 

廣愈來愈有限的困難0 現有的土地制度限制了長民 

的收入, 妨礙或阻i t 襄業的演變,使農民動土地佔



有铁乏保障, 同時使農業放款Ü 於組織。固然，在 

許多非自治領士內,由家庭或團體佔有士地的制度 

仍然是很流行的，它顯示非常的有弾性，能適應於 

各種不同的情況；但是，爲輸出用的農作物，人口 

'之增加以及社會與經'濟.行爲更個人主義化所産生的 

影響動擦了奮有的士地制度, 漸漸譲步於個人對士 

地的所有權了。

七九.如果認爲在現代經濟力量的壓迫下會自 

然而然的産生一個圓满的、能適應現代經濟與社會 

情況需要的土地制度，那便是一個錯誤。政府必須 

領道前進。這就是說，政府也許需要用法律來對土 

地估有制度作甚本的改組，這種法律同時又要载有 

適當的規定以捕救在貿易經濟中個人士地估有制度 

所發生的種種流弊：經常的負債，土地的支離破碎， 

地主階級及無士地的失業階紋之ÎÉ成。

八0 . 澳大利亜、法蘭西和聯合王國代表舉出 

許多例證，說明所探的一些措施—— 改良和使土著 

« 業多糖化、防止士壤退化、擎固土地之佔有、使 

遊牧部落定居以及就一般言養得當事人同意對地方 

問題之解決—— 是成功的。就中, 法蘭西代表聲稱： 

根據新法令规定, 法國民法第七百一+ 三條原來規 

定無主的財産屬於國家,在非自洽領士內實施時已 

經有了變更。他叉說，最近的法令規定淮許管理當 

局收囘已經譲予但並未開懇的士地以便將它重新 

分配與缺乏耕地的人民。

八一*.上面的種種例證說明土地和農業的改革 

卽令是必需的，但如出之於强迫，那就不會獲得好 

結果。當行政當局獲得爲人民所信任的專家所支持 

時，人民在極不相同的情況中表示同意於改革，並 

且常常加快它的速度，使最樂觀者都沒有預料到。委 

員會對於這些例證+ 分感覺興趣，因爲它們顯示由 

人民所支持的農業革命， 能永久改變土著費業的 

全般結構，因而大大地改善許多領士內的整個擧村 

經濟。它希望獲得民衆同意的士地改革會得到鼓勵 

及擴充；它又希望關於各種問題及其解決辦法的情 

報能彼此交換。

集.經濟發展的社會方面

八二. 經濟發展本身不應當作爲一10目的，它 

赋是個廣大工作方案的一部份。經濟上的變化引 

起對新的社會狀況作許多必要的調整；如果不能解

決連譜發生的社會問題, 那末許多經濟問題也是不 

能解決的。但是所要遵循的政策必須使社會後展與 

經濟發展間保持平衡，因而使輕濟行動與社會行動 

間査生互相倚賴的關係。如果在政府措施的合理範 

圍內造成了經濟進展所需要的社會條件，那末加速 

度的經濟發展便可能有助於克服社會過渡時期的困 

難階段。

八三.委員會將於一九五八年審議非自治領土 

內的社會狀況。本年度討論中所引起的許多有關社 

會後展的問題應在那一次的會議中予以進一步研 

究。在本報告書內，委員會要着重指出可能特別受 

到經濟情況時時變化影響的某些社會變革問題。委 

員會研究了關於本問題的兩份報告書。一份長聯合 

國文教組織所編，內中叙述撒啥拉以南非洲工業化 

的某些社會問題。 另一份是秘書處編的，檢討了 

輕濟過渡時期中農民社會的一般社會問題。11

八K . 文教組織所編的報吿書稱：在非洲的農 

村地廣，工業化同時産生了提擾和振« 的影響，就 

禮擾的影響言，例如社會不平等的嚴重化，婚姻的 

不安定和主要農村匿域內工業化投資的不充分。就 

振奮的影響言，例如生活水準之提高, 商品與服務 

之增多, .住屋一 -在某些場合一 之改善及市場之 

成立。達有其他一些後果也骨提出於委員會》這些 

後果随不同的情況可以對當地的社會發生良好或不 

良的影響，例如部落結構之變更及勞工的移動。在 

各領士的許多廣域內，工業化赋是在開始的階段。將 

這些區域加以研究可以更便於觀察所引起的適應現 

象，各種變革閩的平衡、督慣、士地佔有、和土地 

利用制度之適應以及巧會改造的方法。委員會希望 

鼓勵動這些間題進行研究,•並將研究結果提供負責 

解決同® 問題者之參考。

八五. 傳統因素内有些是Tfj以適應於新目標 

的，應當攝量加以蓮用以促進經濟發展。像這樣，就 

可以爲社會的成長奠定基礎，同時採取方法使對經 

濟發展最熱烈擁護的人負起相應的社會責任。在委 

員會討論中有些委員認爲非自洽領土之經濟發展紙 

有在犧牲一些傳統社會制度才能獲得。但是，在生 

活水準低的地方社會政策主要目標之一便是輕濟發 

展，在這種發展中應造成些新的條件使得新的社 

會制度可以蜜生，或使傳統的制度獲得新的意義。

' A/AC,35/L,250。 
a/AC .35/L .248o



八六，在社會與經濟力量的交織中，合作社蓮 

動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0 這個蓮動從最小的單 

位推廣到全領土的組織，可構成一個强大的工具，使 

個人和團體將許多單獨的力量結合起來，共同進行 

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廣大方案。合作社的經營雷要熟 

諧近代營業方法者的協助。因此，必須訓練-*些人 

員並對參加合作社的人進行敎盲。由於這個辦法,合 

作社組織可以使傳綺的自助和互助制度纏得新的內 

容 ’ 並擴充它的實施範圍。

八七.各領士內合作社的發展應成爲社會進展 

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時準傭人民使他們從古老的經 

濟過渡到近代的經濟。在某些區域內，合作社'組織 

在不斷開展中。法蘭西代表槪述法國在這一方面的 

經驗。早期的節約互助社雖然對於農村進展頗有成 

糖，但它的組織過於官僚主義化。但是，當這些公 

司由合作社來代替時有一系列的失敗使得人們獲得 

一個結論》就嚴任何新的辦法一定要預先仔細地準 

傭，對於改進教育及社會改革應予以應有的注意。就 

目前言, 組織較爲稳固的新合作社顯示有遠大的前 

途，它們由當地的土著委員會經營，內中有勝任的 

職員和技術的顏間。澳大利亜、荷蘭和聯合王國代表 

也都提出關於合作社蓮動的許多令人振奮的例證。

八八. 在各領土內合作社制度有各種的方式， 

顯示這一個蓮動可能有許許多多的後展道路。亜洲 

的 "多方面" 合作社，特別是 "厚生"合作社之成 

功顯示可能遺有許多沒有研究過的可能性，就是建 

立一個基礎更廣大的合作社蓮動，對人民更有吸引 

力，同時對廣大的民衆也富有意義。如將合作社蓮 

動和人民的意顏及基本需要結合起來，那便可以將 

這個蓮動與經濟及社會的改造蓮動更密切地聯合， 

同時使它更能產生實效。

八九.另外個有前途的可以將經濟和社會的 

行動結合起來的辦法便是社區發展蓮動。這個蓮動 

的目的是要在一個社處所有的人積極參加和探収主 

動下, 改善整個社區的生活。這個蓮動是一般進展 

中的一個階段, 必須人民積極參加社會改革的全部 

過@才能實現。社處後展對於社會提供許多激勵，使 

它努力於經濟活動，並使狹窄的經濟目標録屬於廣 

大的社會目的之下，地方集團和更廣大的環境間之 

相互影響，使得傳統制度和爲求進步所必宴的行動 

閩的距離越來越短, 並造成一些條件，促進艇濟發 

展，使土著社會在一個按部就班的演變中，靠了自

已的制度和才能向現代的方式和標準邁進。士奢農 

民獎勵方案所懸的目的也是+ 分類似的，這些方案 

在農會制度的範圍內曾在比屬剛果及法屬赤道非洲 

實施，據稱疆得良好的結果。

九0 . 在社廣發展和由當地政府管理下的經濟 

服務機構之演變間有一個+ 分密切的關係0 在許多 

領土內已經成立的地方組織，不但要能够動員各種 

自願的行動，而且遺要能够經常管理已有的公共服 

移，並設法予以擴充。從長期着想，社區發展計劃 

赋有由地方譲會執行或獲得它的充分合作,才能 

完全成功。在社區發展政策實行已久的地方，它們 

常常使當地的行政機關改變爲一個.有效率的、有代 

表性的地方政府，有能力向人民供應並管理它所需 

要的各種服務0

九在這些社會進展中，要ff i是儘量訓練各 

式各樣的領導人才。在過渡時期的社會，大部分需 

要依賴管理當局和人民中代表份子間的合作,才能 

够圓滿地向前演進0 社會政策最迫切任務之一是在 

务方面和在農村成城市的各階層培養來自民間的領 

導人物。

九二.養員會於一九五五年的眉會中曾經表 

示，如欲培養民聞的領導人物，那未必須從性質和 

範圍以及社會價値去研究人才訓辣的政策和方案。 

委員會指出：單單注意於培養技術人員或公共機關 

所需要的職員的訓練方案是不够的。必須動中央訓 

練機構所處的地位和所負的任務有一個更廣大的看 

法，因爲這些機構是社會政策的工廠’又是文化中 

心站和社會發展中各種領導人物及工作人員的訓練 

所。訓練的目的不應當IK是增加技術上的效率，更 

要聚的是使人民進一步彼此蕭解鼓勵他ffl採取主動 

使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理想和目的’ 因而發揮他ff!的 

劍造能力。

九三.養員會牧到關於非自治領土社會政策內 

許多方面的、很有意義的一般情報，例如：社會保障 

措施的發展和住屋建築方案。由於委員會將於一*九 

五八年特別注意社會情況的問題,因而它在本報告 

書內不載入關於這一方面的討論摘要，但它願意再 

度提到聯合國的一個專家委員會於一九五三年所編 

的生活標準與水準之國際定義與衡量報告書。12 委 

員會提譲：秘♦ 處在編製研究報告時，根據有關經

聯 合 國 出 K 物 ， 售 品 號 数 1 9 5 4 . I V . 5 c



濟、社會、教育情況的各主要方面的許多因素, 設 

法對所收到關於非自洽領士內經濟發展對生活標準 

與水举所生影響的情報，予以評慣。

挪 . 國際及 1 1域合作

九ra. 委員會在一九五四年所提的經濟情況報 

告書中, 對所收到關於向各非自洽領土所提供爲經 

濟發展的國際技術協助的情報以及關於各熏pg機關 

及與各領土有特別關係的政府間區域委員會工作的 

情報, 表示满意。自一九五ra年以來, 聯合國及各 

專門機關根據技術協助廣大方案及，經常方案,繼續 

向各非自治領士提供技術協助。國際復與建設銀行 

及聯合國兒童基金也都提供了協助。

九五.一九五五年中全部擴大方案下的各種工 

作都有增加, 技術協助管理局確認必須特別注意於 

接近獨立的各非自洽領士;這個政策的結果是有關 

非自治領士各方案費用一 -實際數額和百分率一一 

之增加, 在+ 五個領土內所實施的三+ 個協助方案 

—— 可認爲特別與經濟發展有關經核准於一九五七 

年實施■— 中, 七個是關於調查和一般發展的,四 

個是關於改良士壤和水力資源的,+ —個是關於動 

植物生産的疾病預防, 三個是關於職業訓.練的, 五 

個基關於合作社或貨品銷售的。

九六.有些非自治領士是會議及研究班的東道 

國。一九五六年中, + 七個非自治領士向擴大方案 

下的三+ —名學生和專門機關雜常方案下的五 +名 

學生，提供了研究的便利0

九七.在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六年的一個時期 

中，國際復與建設銀行管派遣考察團在下面五個領 

土內協助編製一般經濟發展計劃：英屬圭亜那、牙 

賈加、祭及利亜、新加坡及馬來聯邦0 —九五六年 

終，該銀行向非自治領士發放貸款。在一九五一至 

一九五六年的一個時期中該銀行貸出兩億美无左右 

的款項，充非洲各非自治領土各方面發展之用。

九八. 聯合國兒重基金(UNICEF)自一九五二 

年10至九五七年終的一個時期中, 曾核准丁全部 

» ：額八，一九一?九0 0 美元的援助款項作爲K + — 
個非自治領土內一百個方案實施之用。現在有三+
九個領士內的八+ 個方案收到兒童基金的協助。以 

前受過® 助的二+ 個方案內的大多數都由有關政府 

赠續進行。在一九五六年及九五七年的上半年中，

曾核淮對二+ 二個懷士內的四+ 二個新的或已在實 

施中的方案提供協助。

九九.位於東南亜的聯合王國領士繼績參加南 

亜及東南亜經濟發展合作的哥命坡計割。豁詢委員 

會的第五個常年報告書强調經濟發展中技術協助之 

作用及重要性。這個計劃的實施期間已延展至一九 

六一年六月。

- 0 0 . 美國的國際合作署對於非自治領土也 

提供了技術® 助。一九五五年三月，一個調査團曾 

在肯亜研究可能進行的許多工作，提出了若干農業、 

衞生、教育及社區發展的計劃0 此外又採取措施以 

便派遣技術人員去研究奈及利亜牲畜的疾病，去發 

展鯽子山的技術教育，去干比亜設立職業訓練所 

在奈及利亜西部進行廣大的農業計劃。在卡里比安 

地處曾於一九五五年六月签訂協定，以便牙買加及 

英屬洪都拉斯進行新的技術合作計劃；在英屬圭亜 

那曾對一些特定計劃提供技術協助:例如土壤分析、 

農民安頓、懇殖工作、農村少年工作及禽類與豕類 

之蒙養。在非洲自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五六 

年+ 二月三+ —日國摩合作署方案所開支的經費在 

法管各領土達五，九四五，0 0 0 美元,在英管各領 

土達五，一0 八，O 0 O 美元, 在比管領土達五七， 

0 0 0 美元。

- 0 - . 拔術協助計劃與長期後展方案的結合 

程度隨領土而異，但是有一個共同的趨勢，就是不 

但是需要增加援助，而且遺要變更它的範圍。在第 

一•批微嫌孤懸的計劃以後接着而來的便是一些有許 

多國際組織參加的方案。

一。二. 關於經濟發展的國際討論與調査，委 
員會曾收到關於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第二眉、二 

+ 二屆及二+ 三届的會議工作經過的情報0 —九五 

五年的世界經濟調査顯示：雖然全世界經濟活動有 

了空前的後展，但在發展落後地廣内IS有少數幾處 

的以人口平均計算的經濟進展，已經輩固，達到了可 

鶴爲是能够獨立增長的程度。在經濟落後國家內，最 

有意義的進步並不一定是實原生蜜能力之擴充，而 

是社會情況漸漸演變到利於經濟發展的糖度。理事 

會建議在未來的調查報吿內應集中注意普遍性的長 

期問題(決譲案六一 ra Ü (二+ 二 )）,又建議請各政府 

注意於調査人力物力資源及其需要之重要性,以求 

此項資源之充分利用（決議案六一四C (二+ 二))。



—0 三. 爲協助發展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本 

國採取行動及國條合作都是需要的。雜濟暨社會理 

事會於決議案六一H B  Ç：：：+ 二）中建譲各國政府 

於草擬及實施賀具政策及生産政策時，必須注意於 

這些政策對其他國家的經濟、特別是對落後國家的 

經濟醫展，所可能發生的後果，因爲落後國家的經 

濟主要倚賴相級商品的賀易以及慎格之合理* 定。 

理事會又建譲落後國家應盡力用各種措施, 例如加 

速工業化，發展新的市場和生産多樣化，使自已的 

産品獲得多樣的市場。

一0 四. 理事會於叙述聯合國、各區域經濟委 

員會、.各專門機關及聯合國其他機構的秘書處爲協 

助各國政府加速工業化及改進生逢所作努力時，指 

出：在襄瘦區域如非洲及中東的工業化問題，迄今 

並沒有引起很大的注意。理事會希望加緊實施工作 

方案, 特別注意於非洲及中東的需要,同時特別强 

調需要編製可以對落後國家工業進步提供切實協助 

與指導的研究報吿(決議案六四九À (二+ 三))。

一。五.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又提譲各政府從事 

對土地改革指施之實施及其與生査、生活水準及經 

濟與社會發展之彭響作特別的研究（決議案六四九 

B (二+ 三)），並建議各政府在發展較後地廣、特別 

是在'農業、漁業及社區發展的一般方面，鼓勵組織 

合作社,對合作社所需人員組織初級及高鼓訓練班， 

同時對合作社社員提供1#報,理事會又請各政府切 

f己對經濟落後國家的政府可以提供技術盛助，以推 

動合作社的凝展（決譲案六四九C  (二+ 三))o

一。六.理事會建譲各政府在一九五六年至一 

九六五年的+ 年中, 最好是在一九六。年左右,進 

行人口調査（決議案六二二 ：6 (二+ 二)）；理事會又 

要求研究如何改善非洲的人口調查和生命統計的方 

法，並檢討可杏在非洲早日設立人口調査的訓練研 

究所(決議案六四二 B (二+ 三))o

一0 七. 卡里比安委員會、南大平洋委員會及 

撒哈拉以南非洲技術合作養員會在各自的區域內繼 

績工作。有幾個處域會譲管由許多專門機關召集或 

在它們的主持下進行。經由各種會譲、派遣團、專 

家委員會及訓緣所所進行的厲域合作研究了下面的 

許多問題：經濟計劃及發展問題.；外來援助的作用； 

農業發展與整個經濟發展及工業化之關係；農業發

展之經費來源問題；設立畜牧改良學院問題；有關 

一九六0 年世界農業調査的統計問題；森林、海洋 

漁業、7ic生物及淡水漁業問題；興修水利間題;市 

鎭及濃村設計與發展問題；農村殖民問題；社區發 

展間題；家庭經濟與營養問題；合作社間題;資易促 

進問題；人口趨勢之研究及統計方法之改進問題。

一0 八. 委員會在討論時又收到Ü 於國際組織 

與區域組織對非自洽領士各方面工作的新情報。委 

員會對聯合國各機構、各專門機關及® 域委員會爲 

非自治領土所提供的服務非常重視。它希望根據憲 

章第七+ 三條（卯）款所定原則，繼績發展與各國 

際事門機構的合作，以便切實達成第七+ 三條所髓 

的目的。

筑.其他問题

一0 九. 委員會述及"軟洲經濟集團條約"內 

關於海外屬地及領土與該集ffl結合的各條以及"m  
外屬地、領土與集團結合之實施公約" 1**內的規定。 

上述協定於一九五七年三月二+ 五日於羅馬簽訂， 

換言之，就是在委員會於本屈會所審譲各項情報(根 

據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所遞送的）內所述日期 

以後的事。有些委員認爲養員會於現階段研究這些 

協定逸出了本委員會的任務规定。但是，5 有一些 

委員却認爲於一九五七年所草擬非自治領土經濟發 

展報告書，如果不顧到比管、法营及荷管各非自治 

領士內可能有重大意義的新發展況，那便是不切 

實際的。

一一0 . 有些委員管就設立歐洲共同市場的提 

議可能對非自治領土逢生的影響, 發表意見，他們 

說：他們的意見1£是一時的觀感，在有一個肯定的 

意見以前，他們需要補充的情報。但是，他們表示 

憂盧，傑恐上述共同市場的提議會延遲非自治領土 

的經濟發展及其工業化，同時會使這些領土參加一 

個輕濟體系, 在這個體系內它們可能IS是初級産品 

的供應者。有些委員遺詢問關於這些與非自治領士 

關保非常重大的提議，是否曾徵求菲自洽領士人民 

的意見。另外有些委員却認爲就目前言,在本屈委 

員會中進行討論似爲時過早, 他們提譲上述® 定的 

國際方面應由國際合作的其他機構研究,特別是未 

來的關积;資易總協定會議。



附 件 

非自洽領土經濟情況研究

委員會認爲專門討論非自治領土經濟情況的本委員會第八屆會摘要紀錄和 

委員會所審議的下列研究報吿應作爲本報告書的一部分:

一. 非自治領土內政府爲促進製造業所採措施（秘書處）

二. 發展方案之進度〔秘書處）

三. 農業生産之多様化（糧農I且織） 

r a .對外資易（秘書處）

A/AC.35/L.241

A/AC.35/L.242 
and Corr.l

A/AC.35/L.243

A/AC.35/L.244 
and Corr.l

冗. 非自治領士經濟情況，一九五三

六 . 經濟發展之社會方面（秘書處）

，九五六（秘書處）A/AC.35/L.245 

A/AC.35/L.248

七. 撒哈拉以南非洲農村域內工業化之社會方面（文教組 

織） A/AC.35/L.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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