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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编

理 事 會 的 組 織 與 工 作

第一章 

理事會的組織

A .理 事 國  十日第二+ 三屆會開始時爲止, Mr. Max H. Dor-
=ti袖JOT法 sinville (海地) 及 Mr. Girolamo Vitelli (義大

一 . 在本報告書所檢討的期間內，託管理事會 入J 3 +
選任理事國中有三席於- 九 五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 日■  ® ■ 肖■ ■ 主席。

麵甸、瓜地馬拉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任期盾満時出 （3 . 居 會 及 會 譲

缺。巴拉圭經大會在第十三盾會時選定接替瓜地馬 ’ 目

拉，麵甸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則被選連任三年。因 三.理事會及其常設委員會在本報告書所檢討

此，理事會自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起的成員如下： 的期間舉行會議如下：

管理託管领土的理事國： 託管理事會

澳大利亞 第八特別届會（第九三七次至第九三九次會

比利時 議)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至十六日；

第九特別届會（第九四0 次至第九四一次會 

義大利 議) ,一九五九年^̂ 一月六日至七日；
紐西蘭

大不列颠M 愛爾蘭聯合王員 第- + 三l i會 （第九四二次至第九六六次會

美利堅合衆國 議) , ■̂ 九五九年一月三十曰至三月二十曰；

$ 章第二十三條列名但非管理就管領土的理事国： + 四)1 會 （第九六七次至第- 0 四-次會

議)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日至八月六曰。
中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行政聯合問題常設委員會

大會選任的理事国： 第-* -"九次至第一三四次會議，一九五九年二

 ̂ 月十日至七月三十一日。
任滿日期

海地...................一九五九年+ 二月三H ■日 ， 請願書常設審查委員會

印度...................一九五九年+ 二月三十一曰 第四九三次至第五二七次會議，一九五九年一

縮甸...................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月十九日至八月四日。託管領士農村經濟發展委員

巴拉;圭...............一 九 一 年 + 二月: + 一曰 會、公文分類委員會以及其他起草委員會均在本報

八 — 二 — 告書所檢討的期間舉行會譲。
阿拉伯聯合共和

國...................一九六一年+ 二月5 十一日 四 . 上述各次會議填在紐約聯合國會所舉行。

B  職員  五 . iiK ■肖& 的 * ；̂£ 九

' 年十一月間舉行一次特別届會審議聯合國全民表決

二 .第二十二届會主席Mr. Alfred Claeys 事宜專員所提關於英管略麥龍北部全民表決的報吿

BoMaert ( 比利時）繼續任職至一九五九年一月三 書。

1



六. 又義大利代表於第一o 三三次會議時通知 

理事會義國政府願請理事會在羅馬舉行第二十六次 

届會。理事會於第一0 三九次會譲通過一决議案，1 
內稱理事會塞於大會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决議 

案一二 0  二 （十二）有關聯合國機關會議型式之規 

定, 對義大利政府之盛意邀請衷示感謝，決定接受義 

大利政府之邀請，並請越書長商同義大利政府從事 

進行在羅馬舉行理事會第二十六届會之必要部暑。 

嗣後理事會決議暫時停止其議事規則第一條之適 

用，於一九六0 年五月三日召開第二十六屆會。

D.程序

七.理事會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决議案一七 

一三(二+ ) 內決定設置一個由兩理事國組成的委員 

會，在秘書處協助下負責決定所接獲一切公文的臨 

時分類，惟此係一暂行措施，須於一年終了時加以檢 

討，且不妨礙現行之議事規則。理事會於一九五八 

年七月二十一日決議上述程序繼續延用一年。

八 . 因此，檢討審查請願書程序的問題被列入 

理事會第二十四雇會譲程。理事會於一九五九年六

月三日第九六八次會議決議再繼續延用上述程序一 

年。

E.與安全理事會的關係

九 . 託管理事會依照憲章第八十三條，安全理 

事會於一九四九年三月七日第四一五次會議所通過 

的決議案，以及理事會本身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 

四曰所通過的決議案四六（四) , 在檢討的一年內繼 

續履行聯合國在託管制度之下對於有關太平洋島峡 

託管領土中政洽、經濟、社會及敎育事項所負的職 

務, 並爲此事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報告書一件。2

F.與各專門機關的關係

- 0 . 國際勞工組織、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聯 

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以及世界衛生組織代表均視 

需要參與理事會的工作。

一一. 文敎組織及衞生組織均對管理當局所提 

出的幾件赏年報告書，向理事會提出意見書。糧農 

組織則對坦干伊睹及盧安達烏隆提雨託管镇土內土 

地權利及使用問題提出報吿書。這些文件在本報吿 

書有關各節內均予提到。

決議案一九五六(二十四)。 2 S/4206o



至一九五八 
年六月三 

十曰止的 

年度

美利堅合 
衆國

義大利

紐西蘭

至一九五八 

年六月三 
十日止的 

年度 

一九五八年 

—九五八年

聯合王國一九五七年

比利時 

聯合王國 

法蘭西 

法蘭西

-九五七年 

‘九五七年 

4九五七年 

，九五七年

澳大利亞 至一九五八 

年六月三 
十日止的 

年度

-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八 

曰

-九五八年九月i -一日

*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

^九五九年二月九日

，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六 
曰

，九五九年六月十曰

T/1405

T/1406
T/1407
T/1436
T/1443

T/1464
and
Add.l

，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四 T/1446
曰

，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七 T/1453
曰

，九五九年七月二日 T/1471
i九五九年E 月十三日 T/1450

坦干伊咕...........

盧安達鳥隆提… 
英管嚷麥龍…… 
法管略麥龍…… 
法管多哥蘭……

新幾內亞...........

那鳥魯•

太平洋島喚託管 

領土...............

義管索馬利蘭• 
西薩摩亜……

二 . 關於坦干伊陰、英管略麥龍、盧安達烏隆提 

及索馬利蘭, 各關係管理當局對編製常年報告書"後 

所廣生之事件提出書面的補充情報。

三 . 除關於英管瞎麥龍、法管咕麥龍及法管多 

哥蘭的三個報告書外，上述各報告書均由理事會予 

以檢討。由於大會在第十三雇會時對前雨處領土前 

途問題所採取的決議，理事會只表示將各有關報告 

書備案，並就這爾處領土分別通過情況摘要,以備列 

入本報告書。2關於法管多哥蘭，理事會根據管理當 

局代表及多哥蘭政府嵐務部長Mr. Paulin Freitas

» 分別編爲T/1428, T/1435, T/1452, T/1471/Add.l, 
及:；r/1476。

* 參閱第二編第四、五兩章。

以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身份所廣表有關最近事件的聲 

明—— 內中特別說明.管理當局與多哥蘭政府已同意 

多哥蘭在一九六0 年四月二+ 七日獨立—— 曾對該 

領土情況作簡短的討論。因此，理事會根據一九五 

八年七月十四日決議案一九五o ( 二+ 四)，對各此 

等聲明表示满憲, 並决議在本報告書*內列入關於該 

領土情況之槪要。

四. 如上文所述，理事會檢射太平洋島峡託管 

領土情況赏年報告書的經過已列入提送安全理事會 

的報吿書。檢討其他報告書的情形則簡述如下。

五 . 在檢計各有關赏年報吿書時，理事會也連 

帶審譲了一九五九年太平洋託管領土雨舰祭圃的報

參閱第二編第六章。

第二章 

察查常年報告書

在本報告書檢討的期間內，理事會收到各管理當局對託管領土所提送 

的下列赏年報吿書：

: : 秘書表轉

報告書起記  遞報告書
就管领土  管理當局  時期 秘書表收報告書日期  的節略

澳大利亞, 
紐西蘭 

及聯合 
玉國



告書，義管索馬利蘭託管領土聯合國參譲會報告書， 

各專門機關的意見書，以及涉及一般問題的請願 

書。4除去以書面提出的請願書外，並有七個請願人 

獲准在理事會檢討索馬利蘭情況時到會提出口頭障 

述。

六.理事會在檢討每一個常年報告書時都是首 

先聽取關係管理當局特派代表的障述，然後該代表 

對理事會理事向他提出有關政洽、經濟、社會和敎育

請願書淸單見下章列在各領土名下的單表。

情況的各問題提出答覆。繼之理事會就進行一般的 

言寸論，完畢之後再指派一個起草委員會，草擬關於該 

領土情況的一章，備理事會通過。

七 . 每一章中都載有關係領土內情況的概要， 

理事會所通過的結論和建議, 以及理事會理事個別 

發表的意見。經理事會通過的這幾章均編入本報吿 

書第—■編。

八 . 關於檢討各常年報告書程序的其他細節， 

均見下表：

就管領土
特眼代表姓名 檢討常年報告書 

的會讓
起草委.員會 
叔告書

通避起草委 
負會報告書 
的會讓

第二十三在，會

坦干伊啥•........... Mr. J. Fletch- 第九四二次至第 T/L.900 第九六四次

er-Cooke 九五二次會議 

第二十四在會

會譲

盧安達鳥隆提… Mr. Ivan 第九七九次至第 T/L.928 第一0 三0
Reisdorff 九九九次會議 及第一 0  

三一■次會 

議

新幾內亜........... Mr. J. H. 第一 次至 T/L.939 第一0 三五

Jones 第一0 —八次 

會譲

及第一 0  
三六次會 

議

那鳥魯............... Mr. J. H. 第九七二次至第 T/918 第一 0 —二

Jones 九八二次會議 及第一 0  
—*三次會' 
議

西薩摩亜........... Mr. G. R. 第九六七次至第 T/L.915 第一 0 0  二
Powles 九七四次會譲 及第- * o

0 三次會 

議

義管索馬利蘭… Mr. Luigi 第一0 —三次至 T/L.949 第一0 四0
Gasbarri 第一*Q 二二次 

會議

次會議

九 . 關於檢討S 干伊瞎今後之常年報吿書，理 

事會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三H ■日決譲案一九五四 

(二+ 四）內察悉聯合王國代表的聲明，據稱該代表 

圃今後各年提送坦干伊啥情況常年報告書的原則爲 

設法使理事會能於下一年夏季届會中时論前一年的

報告書，因此理事會決定俟第二十六雇會再射論坦 

干伊瞎託管領土的情況,特別是管理當局所提送的 

一九E 八至一九五九年度常年報吿書，並爲此目的 

決議暂停適用議事規則第七十二條第二項。



第三章 

，查請願書

A.公文的分顏

託管理事會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決譲案 

七一三(二十）內規定設置一個公文分類委員會並 

爲這個委員會規定工作方法，其中所定的程序在報 

告書所檢討的期間繼續延用。

二.公义分類委員會自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至 

九五九年三月二十曰爲止係由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及大不列顧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兩代表組成，自一 

九五九年三月二十日至一九五九年八月六日爲止則 

由澳大利亞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雨代表組成。在第 

二十四届會終了時，託管理事會仍委派這雨個國家 

爲委員會委員國。

三，在報告書所檢討的期間內，公文分類委員 

會審查了六,二七八件公义，並在秘書處協助下，依 

據理事會譲事規則並於適當時依據決議案一七一三 

C二十) 附件，决定公文的臨時分類及分齋方法。委 

員會將六，二七A 件公文1 共印製爲四0 七件文件， 

並就其臨時分頻提出報告書2 九件。關於對英管瞎 

麥龍及法管瞎麥龍提及同屬一般問題的其他請願書 

五0 九八件，則經將其內容摘要分別製爲二十一個 

文件。

四.請願書常設審查委員會檢討了公文分類委 

員會的臨時分類，未提議任何變更;常設委員會爲此 

事向理事會提送四個報告書。8理事會檢討了這些報 

告書4並依照分頻委員會原來分類法予以通過。 .

B.蕃査請願書

五。自本報吿書檢討時期起至理事會第二十三 

雇會終了時止，請願書常設審查委員會係由澳大利

1 在六，二七八件公文中，棍據議事規則第八十五條第 

項適用旣定程序者共六六六件，被列爲特別請願書嵐於第 

八十五條第二項之類者五，一六六件；嵐於第八十五條第四 

項者八件;依第二十四條處理者四三八件。
2 T/C.2/L .353, 360, 361 and Corr.l and 2, 362,363, 

369, 370, 378 and 380。
3 T/L.891, 902, 905 and 910。
‘ T/SR.943, 96.5, 966 and 968。

亞、比利時、中國、法蘭西、印度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六國代表組成, 共舉行會議十三次。5

六. 第二十三届會結束時，理事會通過以比利 

時、中國、印度、義大利、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及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六國爲請願書常設 

審查委員會之委員國由這些國家組成的常設委員 

會在由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至理事會第二+四 

雇會結束時的期間內，共舉行了二十二次會議託 

管理事會於第二十四雇會終了時通過以比利時、中 

國、法蘭西、印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及大 

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壬國爲赏設委員會委員國。

七 . 在檢討的期間內，請願書常設審查委員會 

繼續審議依照譲事規則第八十五條第一項所分齋並 

遍用旣定程序之各請願書，並向理事會具報。提出 

於理事會第二+ 三届會的三件報告書7 與譲程上七 

三九件請願書中的一0 五件有關。常設委員會所提 

關於一0 五件請願書的二十三個決議案8均由理事 

會通過。提出於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的八件報告書9 
與議程上八九四件及後来增列的五十九件請願書中 

的八四一件有關。常設委員會所提關於這A 四一件 

請願書的五十個決譲案均由理事會通過。有一件 

請願書因與託管镇土無關，故未予審查。關於英管 

咳麥龍的二十一件請願書和關於法管多哥蘭的二十 

二件請願書都未予審查，還有五十二件關於英管與 

法管嗔麥龍的請願書，其有關前一領土的部分也未 

予審查，因爲道些領土未派遣特派代表在理事會第 

二十四屆會期間出席請願書常設委員會。此外，關於 

義管索馬利蘭的請願書一件也未予審查，因爲管理 

當局未將其意見書送到，另有八件也暫緩審查，至收 

到其他情報時再議。關於所錄的五十九件請願書，常

5 T/C.2/SR.493 to 505。
« T/C.2/SR.506 to 527。
7 T/L.893, 903 and 904。
« 決議案一九二七（二十三）至決議案九四九（二十

三)o

四）o

« T/L.913, 916, 934, 929, 930 and 942 to 944。
決議案一九五七（二十四）至決議案二0 0 六 （二十



設委員會報告託管理事會11稱，因爲法國政麻以法 

管唾麥龍管理當局的資格提出書面聲明，t2謂法國 

對於法律上已不復存在的黨派或公開表示屬於這種 

黨派的人所提出的請願書, 不能予以考慮，所以這五 

十九件請願書也未予審查。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代表則認爲請願書常設審查委員會與理事會 

都應審查這些請願書。

八 . 此外，理事會在第八特別屆會和第二十三 

與第二十四届會中檢討託管領土的情況時，審查了

T/L .924。
12 T/OBS.5/119 and Corr.l。
1» T /P E T .5 /1276 ,請願書第二至三號；1279,請願書第 

一、四、五、八、一0 , —二至一六，二二至二六號；1305,請願 
書第五號；1308 and A dd.l； 1316,請願書第二O 號 ; 1336, 
請願書第五四、六三，六八，九八、一0 五、一一0 、一二二至 
一二四號; 1337,請願書第一至四號；1351;請願書第三四、四 

五，四八及五0 魏 ; 1352; 1358; 1368; 1389,請願書第一一 

至一五、一八、二 0 ,  二二及二四號；1392-1394; 1398; 1428; 
1431; 1432; 1439; T /P E T .4 and 5/24/A dd.l, 請願書第 

九號;及 T /P E T .4 and 5/32。

根據譲事規則第八十五條第二項所分發涉及一般問 

題的四，一三三件請願書和根據議事規則第二十四 

條所分發渉及一般問題的四0 七件公文。又在理事 

會檢討常年報告書期間有七個請願人獲准提出口頭 

陳述。未經理事會審查的來文計有列在二十二個文 

件之內的一，五八七件請願書，涉及一般問題；和列 

在九個文件之內的十六件公文，也涉及一般問題。

九.關於在本報吿書所檢討期間已審查或考慮 

的各請願書和公文的細節以及請願書內容與理事會 

所採取的行動，均載以下有關個別託管領土的各節 

內。有關太平洋島嗅託管領土的兩件請願書的審查 

經過則载託管理事會提送安全理事會的報告書內。

C.關於千伊略的請願書

- 0 . 理事會於第二+三届會時根據旣定程序 

審查了有關坦干伊嗔的下列請願書，並在審查該領 

‘土的常年報告書時審譲了渉及一般問題的下列請願 

書及來义：

钟願書
或来文
的數目 文许编號 決議案號数

報告書
编號

根據旣定程序審 T/PET.2/220-228 九二七(二+ T/L.893

查的請願書… 9 三)至一九三 

四(二十三）

涉及一般問題的 T/PET.2/L.10/
請願書........... 2 Add.l and L.ll

渉及一般問題的 T/COM.2/L.47
來文............... 1

關於根據旣定程序所審查的四件請願 

書, 理事會或請請願人注意管理當局的意見書，或請 

其注意以前的一個決譲案。

一二.關於美國非洲事宜委員會執行幹事所提 

請願書，其中申訴他被當局宣稱爲禁止入境的移民， 

並在一九五七年七月間遭受担結不得進入坦千伊略 

境一，，理事會建議管理當局對於請願人今後可能 

提出6^申請書儘可能予以最審愼的考慮。"

一三.關於坦干伊嗜非洲國民協會所提的一件 

請願書，其中申訳當局將布科巴區某些地土出讓作

爲甘簾農場, 事先未徵詢當地民意，託管理事會請請 

願人注意管理當局的聲明，據謂此種開發有助於當 

局實施鼓勵國內食糖生産及增加農産種類的政策， 

理事會並建議管理當局在土地出譲方面應嚴格遵守 

託管協定第八條的規定。

一四.另一件請願書的主題是申訴布科巴土著 

軸徘合作社協會有限公司幾乎璧斷布科巴地區咖徘 

的銷售, 並請求聯合國協助使巴哈耶（Bahaya)種植 

人獲准登記爲一個獨立的協會。理事會建議當局應 

在符合保障現有合作社利益的範圍內儘早採取其他

決議案一九二七(二十三)。請願人也獲准在託管理 
事會第二十三眉會時提出口頭陳述(T/SR.942 and 949)。 決議案一九二八(二十=)。



必要措施, 鼓勵領土居民自由組織合作社，俾可依照 

蓮銷標準銷售農産品。

一五.有雨件請願書對於據稱坦干伊嗔政府意 

欲使用武力對反對組成多族合組區域議會者加以鎮 

壓一事，提出抗議，並對一九五八年七月蓋塔匿情勢 

不寧期間警察的行動表示不満。速事會查悉管理當 

局表示將以其調查蓋塔區地方政府組織之結果報吿 

理事會，並向管理當局建譲凡遇事關設立或改組領

土內之地方政府機關時，應在符合託管制度目標的 

條件下，繼續尊重有關土著居民的意思。17

D.關於盧安達烏隆提的請願書

一六.理事會在第二十四居會時根據旣定程序 

審查了有關盧安達鳥隆提的下列請願書，並在審查 

該領土的常年報吿書期間一併審查了關涉一般問題 

的下列請願書和來文：

決議案一九三o (  二+ 三)。 決議案一九三二 (二十三)。

请願書
或来文
的數目 文•件编號 法議常號數

報告書
编號

根據旣定程序審 T/PET.3/87, 88 and 一九五七(二+  T/L.913
查的請願書… 5 Add.l, 89, 90 and 四）至一九六

Add.l, and 91 一(二十四）

關涉一般問題的 T/PET.3/L.9
請願書........... 1

關涉一般問题的 T/COM.3/L.23-25
来文............... 3

一七.關於前任副會長對常駐代表不准他在慕 

森伊部落內居住的命令和抄收他的財產表示抗議的 

一件請願書，託管理事會請管理當局將其所承允對 

此事從事調查的結果通知理事會，並決議於第二十 

五属會時依照可能接獲的其他情報再檢討此項請願 

書。*8

八.有一個請願人申訴政府機關無理由將他 

免職，託管理事會建議該請願人與鳥松布拉勞工局 

接洽，並要求該城現有的四個工會之一協助他謀得 

職業；此外，託管理事會請管理當局在第二+五履 

會時將其協助該請願人謀求適當職業的結果具報理 

事會。*®

- 九 . 另一請願人提出申折，稱他曾要求管理 

當局瞎償一九四九年所損失的牛，又國家會徽用他 

的幾處土地在Rwamagana建立Swahili住宅，亦 

未予賠償。關於此事，理事會請他注意管理當局曾 

聲明他仍可使用法律上的補救方法，請法院裁判當 

局對他的牛所作的行政決定是否正當，而關於土地，

他也可在管轄的法院再提起拆訟；並請他注意如果 

他本人無力負擔，儘可以免費得到法律協助。託管 

理事會請管理當蜀將其調查請願人要求之經過，向 

理事會提供進一步詳細情報。

二0 . 理事會請又一請願人注意管理當局的聲 

明，據稱他儘可在通常分酣財産的程序完畢之前提 

起訴訟，要求得到其父親遺產中應得的鄧分。

二一. 最後，託管理事會請管理當局將某請願 

人對警察法庭的裁判提起上訴的結果和f t長法庭處 

理其土地訴訟案的結果通知理事會。

E.關於英營略麥龍的請願書

二二.理事會在第二十三雇會時根據旣定程序 

審查了關於英管唁麥龍的下列請願書，並在審查該 

領土常年報告書時一併審議關渉一般問題的下列請 

願書和来文：

決議案- 九五七(二十四)。 
決議案一九五八(二十四)。

決議案一九五九(二十0 )。 
決議案一九六o (  二十四)。 
決議案一九六一 (二十四）。



報告書
文件编號 決議，號數 编號

根據旣定程序審 

查的請願書… 71

關渉一般問題的

請願書  5
關涉一般問题的 
來文...............  3

T/PET. 4/146-148, 
149 and Add. 1, 
150,151,152 and 
Add.1-3,153-159 

T/PET.4/L.7-11

T/COM.4/L.29,30 
and 32

九三五(二十 

三)至一九四 

六(二十四）

T/L.903

二三 . 在根據旣定程序審議的講願書中，五件 

係對各種鎮壓措施提出控訴；四件表示個人憤徹並 

要求協助，一件對在領土土著法院中委派外籍人員 

表示反對；一件對在南嘻麥龍歧視土人偏護奈及利 

亜人提出控訴；一件對孔巴區政治難民的待遇提出 

抗議;一•件涉及出售嘻麥龍民衆協會被充公的財產。 

理事會審議每一件請願書時都請請願人注意管理當 

局的意見。

二四.有五十六件請願書要求嘻麥龍興業公司 

對該公司在決定淸除界址不准他人通行時所引起 

的損失與損壞予以賠償，託管理事會請此等請願人 

注意管理當局的意見，謂咕麥龍與業公司依法有權 

淸除其界址，不負瞎償的法律義務，是以請願人請 

求救濟的對象不在於該公司，而在於對孔巴地方並 

無地權而以土地譲與睛願人的那些人提起民事訴 

訟

二五.理事會請管理當局促提科地方當局對該 

地的衛生及醫藥設施予以注意/‘據某請願人控稱 

此等設施極感缺乏。另一件請願人對嚷麥龍一般婦 

女的地位，尤其對提科地方衛生及敎育狀況表示不 

滴，關於此事，託管理事會建譲管理當局繼續採取必 

要措施改善該地的此等設施。

F.關於英管略麥龍及法管略麥龍的 

請願書

二六.理事會在第二十三届會時根據旣定程序 

審查了關於英管咕麥龍及法管嗔麥龍的下列請願 

書，但只處理其中關涉英管嘻麥龍的部分，並在審譲 

該雨領土赏年報告書時一併審議關涉一般問題的下 

列請願書：

決議案一九三七(二十三)。

決議案一九三六(二十三)。 

決議案九国三 (二十三)。

猜願書
的數目 文件编號 決議，號數

報告書
编號

根據旣定程序審 T/PET.4 and 5/22-24 九四七(二+ T/L.904
查的請願書… 25 三)至一九四

九(二十三）

關.渉一■般問題的 T/PET.4and5/L.18-
請願書........... 3,780 26,27 and Add. 1-6,

28-34

二七. 在根據旣定程序審查的二+五件請願書 

中，有+七件對當局將謀求在英管略麥龍獲得庇護 

的政治難民遣囘法管瞎麥龍一事提出抗譲。八件請 

願♦對一九五七年底和一九五八年初在雨個領土中 

所施用的各種鎭壓措施提出控訳，其中的四件也訴 

稱管理當局會對土著人民向聯合國請願權利的自由

行使，加以干涉。在審查各請願書時,理事會都請請 

願人注意管理當局的意見。

二八.理事會在第二屆會時根據旣定程序 

審查了關於英管咕麥龍和法管嘻麥龍的下列請願 

書，但只處理其中關涉法管畴麥龍的部分：

書
文
目

厥
來
數

請
或
的



T/PET. 5/1272 and 
Add.l and 2,1273- 
1275,1276(請願書第 

一號)，1277, 1278, 
^79 (請願書第二、

三、六、七、九、 、
一七至二一號) ,1280, 
1281 and Add.l, 
1282-1296, 1298
1302, 1303 and Add. 
1,1304,1305(請願書 

第一至四號）， 1306, 
1307, 1309 and
Add.l, 1310-1313, 
1314 and Corr.l and 
2, 1315, 1316 (請願 

書第一至一九，二一 
至二六號）, 1317 and 
Add.l, 1318-1324,

- 九九六(二十T/L.924 
四）至一九九 
八(二十四）

9

根據旣定程序審 

查的請願書…

猜願書
的數目 文件編號 法議案號数

叙告書
编號

根據旣定程序審 

查的請願書…
T/PET.4 and 5/20 —九九六(二十 T/L.924

95 (請願書第一、二、 
九至一三，一六至 

二一，三三至三九 
號)，22-24, 24/ 
Add.l (請願書第 

一至八广0 至一 
二號），二五至三 

一，三三至四四

四）至一九九 
七(二十四）

二九. 這些請願書是與以下G節所述有關法 

管瞎麥龍的六九四件睛願書同時審查的。

其他有關的情報見以下G 節。

G.關於法管略麥龍的請願書

三0 . 理事會在第二十三届會審查法管嚷麥龍 

常年報告書時一併審議關涉一般問題的下列請願書 

和來文：

猜願書或来 
文的数目 义件编犹

關涉一般問題的 T/PET.5/L.452- 459, 460 and Add.l,
請願書........... 257 461-464

關涉一殷問題的 T/COM.5/L.226, 228, 229 and 232
来文............... 361

三一.理事會在第二十四届會根據旣定程序審查了關於法管略麥龍的下列

請願書：

請願書
數目 文件编號 決議紫號數

叙告書
编號

及

所

％
節

的

}

 

S

上
列
件



请瀬書 報告書
的數目 文件编號 決讓素號數 编跋

1325 and Add.1,
1326-1335, 1336 (If
願書第一至五三,五
五至六二,六四至六
七，六九至九七，九九

至一0 四, 一0 六至
—" 0九, ~ ~ ■ 一至一*
二一、 一二E 號)，
1337 ( 請願♦ 第二、
三、五號),1338-1350,
1351 (請願書第一至

三三, 三五至四四、0
六》四七》四九》五一
至五三號）, 1 3 5 3 -
1357,1359-1365,1366
and Add.l, 1367,
1369-1388,1389 (請
願書第一至一0 、一

六》—•七》—九、二一、
二三號) , 1390,1391,
1395,1396,1397 and
Add.1, 1399-1427,
1429, 1430, 1433-
1438, 1440-1443

三二. 在根據旣定程序審查的七四o 件請願書 

中, 七0 三件27與一九五六、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及 

九五九年初法管嗔麥龍境內所發生的事件有關。 

這些請願人認爲大部份事件之所以發生，其責任在 

於管理當局，現在的嘻麥龍政府，各處村長或據謂替

2  7  T /PET .5 /1272 and Add.l and 2 ; 1274; 1275; 
1276,睛願書第一號；1277; 1278; 1279,猜願書第二、三、六， 

七、九, 一一, 一七至二一號; 1280; 1281 and Add.l; 1282; 
1284-1288; 1290-1292; 1294; 1295; 1296; 1298; 1299; 
1300; 1301; 1302; 1303 and Add.l; 1304; 1305,請願書第 

一•至E3號；1306; 1310-1313; 1314 and Corr.l and Corr.2; 
1315; 1 3 1 6 ,請願書第一至一九，二一至二六號； 1317 and 
Add.l; 1318-1324; 1325 and Add.l; 1326-1328; 1330; 
1332; 1333; 1335; 1336,請願書第一至五三，五五至六二， 

六四至六七，六九至九七, 九九至一" 0 圓，一0 六至一0 九， 
———至一二一,  一二五號；1339-1345; 1347; 1348; 1351, 
請願書第一至三三, 三五至四四、四六、四七、四九、五一至五 
三號；1353-1357; 1359; 1360; 1363-1S65; 1369-1378; 
1380-1385; 1387; 1388; 1 3 8 9 ,請願書第一至一O 、一六、 

- 七、一九、二一，二三號；1390; 1395; 1396; 1399; 1402
1417; 1423-1427： 1429; 1430, 1433-1438： 1441-1443; 
T /P E T .4  and 5 / 2 0 ,請願書第一、二、九至一三，-^六至二

三至三九號；22-24 ; 24/A dd.l,請願書諮~-至八 
至一二號；25-30 ; 33*44。

管理當局辦事的私人和宗敎組織，或啥麥龍民衆協 

會的會員。這些請願人大部份都在請願書中提到這 

幾年該領土境內據說到處有之的緊張情勢》並且對 

他們認爲係出於管理當局縱容、挑撥或直接鼓動的 

各種鎮壓行動，表示抗議。他們舉出若干事件来證明 

其指控，據說某些咕麥龍人都是這些事件的受害人。

三三. 託管理事會在對這七0 三件請願書所通 

過的決議案28中提到在大會第+三盾會復會計論法 

管唁麥龍前途的問題時，曾有代表嗔麥龍二十八個 

園體和組織的二+七個請願人前来第四委員會對有 

關領土內情況的許多事項發表陳述；理事會也提到 

法國代表和嘻麥龍總理在第四委員會所黎表的聲 

明，特别是總理一九五九年二月二+ 五日的聲明。 

此外理事會又提到大會決議案一三四九(十三)，特 

別提到其中有關的部分，內稱大會（一）備 悉 （a) 啥 

麥龍立法議會已於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四日通過大赦 

法,瞎麥龍總理且曾保證該法務必盡量從寬迅速忖

決議案一九九六(二十四)。 
A/C.4/401o



睹實施，（b) 嚷麥龍政府代表聲明該政府歡迎近年 

離境之咕麥龍人全體0 國，恢復正常生活，無須恐 

懼報復；（二）業經管理當局及瞎麥龍政府代表保證 

謂該領土享有新聞、集會、政治結社自由及其他基 

本自由；（三) 決議商得管理當局之同意, 一九六0 年 

一月一日法管咕麥龍實现獨立時，大會於一九四六 

年十二月十三日核准之託管協定應依聯合國憲章第 

七十六條(丑)款規定同時失效。最後，託管理事會 

也在這個決議案中提請請願人注意管理當局的意見 

及其特派代表的陳述，和大會決議案一三四九（+
三）以及大會討論法管咕麥龍前途問題最後終於通 

過該決議案的一切經過紀錄。

三四. 有五十四件請願書3。其中十九件包括在 

上述有關鎮壓措施的一批請願書之內提及土地抖 

紛、地方行政糾•紛、行使工會權利的阻礙，唾麥龍學 

生在法國受壓迫, 政洽犯受虐待，爲他們準備辯護和 

辦理私事所遇的困難，以及對於經濟和社會狀況 

的不满。

三五.託管理事會在對這五十六件請願書所通 

過的決議案內表示璧悉管理當局的意見和其特派 

代表的聲明，略稱嗔麥龍當局有權作法律和行政上 

的決定；理事會也請五十六個請願人注意管理當局 

的意見，卽他{門對於在請願書中所訴的各節,儀可尋 

求法律或行政方面的補救辦法。

三六.另外雨件請願書中一件提到一個私立犬 

學的維持與管理，另一件則請求協助謀求職業。an"託 

管理事會表示璧悉管理當局及其特派代表所發表的 

意見和陳述，略謂這些問題都是略麥龍政麻管轄範 
圍內的事項並且請雨請願人注意此項意見。

三七.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關於 

法管略麥龍的各請願書實際上都未經審查。他指出 

自從託管理事會第二+ 二届會以來，管理當局就沒

80 T/PET .5 /1273; 1278; 1281 and Add.l; 1283; 
1289; 1293; 1299; 1303 and Add.l; 1306; 1307; 1309
and Add.l; 1310; 1325 and Add.l; 1328; 1331-1334
1337,請願書第二、三，五號;1338; 1340; 1342; 1346; 1347 
1349; 1350; 1357; 1361; 1362; 1366 and Add.l; 1367
1386; 1388： 1391; 1397 and Add.l; 1400; 1401; 1418
1422; 1440; T/PET.4 and 5/31。

決議案一九九七(二十四）。
82 t/PET .5 /1329 and 1379。
» » 決議案一九九八(二十四）。

有再按三個月的期限提送其對請願書的意見，也未 

再派遣特派代表參加審查請願書，更未同意在其代 

表缺席時審查請願書。由於這些違反託管理事會議 

事規則的行爲，請願書常設審查委員會在理事會第 

二十四屆會開幕時尙未審查的請願書已累積至七百 

餘件之多。請願書常設審查委員會在討論這些請願 

書時也未遵行託管理事會議事規則和理事會所規定 

審查請願書的暫行規則（決議案一七一三（二十)）。 

審查委員會違反了託管理事會所規定的分類法，將 

七四0 件請願書未依分類委員會所定的辦法分成一 

三二類而只將其分爲三類予以討論。請願書常設審 

查委員會毫無理由地担結審查嚷麥龍各民主組織及 

其會員所遞送的五十九件請願書，此外，關於雨個嚷 

麥龍的四十九件請願書也根本沒有予以審查。蘇維 

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因爲上述違反旣定程 

序的事例，關於法管嚷麥龍請願書的審查已根本受 

到妨礙。

三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提議促 

請管理當局注意其違反理事會譲事規則的行爲，凡 

事實上未予審查的各請願書應再予審查，並應對旣 

定程序加以應有的尊重，而且應該爲此目的斯酌情 

形延長請願書常設審查委員會的工作。

三九.法蘭西代表說法國政府已照其通知請願 

書常設審查委員會的情形，於進行必要的調查之後 

仔袖考慮各請願書，是以已履行了它在託管協定下 

所負的義務。他說該領土的特派代表曾在理事會第 

二十四屆會期間與請願書常設審查委員會切實合 

作，以便照過去一樣提出一切必要的解釋。

四0 . 請願書常設審查委員會主席代表委員會 

發言說指控委員會違反理事會議事規則是全無 

根據的，事實上這些請願書已由委員會完全按照這 

些規則加以審查。

H.關於法管多哥蘭的請願書

四一.託管理事會在第八特別届會和第二十四 

届會檢討法管多哥蘭的情況時一併審查了關涉一般 

問题的下列請願書與來文：

縮甸、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及阿拉伯聯合共 
和國三代表投票反對列入這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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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願書
或来义
的數目 文件编號

第八特別届會所審議關涉 T/PET.7/L.31, 33-46, T/PET.7/R.2
一般問題的請願書…… 17 and Add.l

第二十四盾會所審議關涉 T/PET.7/L.47 and Rev.l(僅有法文本)，

一般問題的請願書…… 3 T/PET.7/L.48-49

第二+四届會所審譲關渉 T/COM.7/L.72-76
一般問題的來文........... 5

I.關於西薩摩亜的請願書

四二. 理事會在第二+ 四雇會根據旣定程序審查了有關西薩摩亞的下列 

請願書：

请願書
的數目 文件编號 法議，號數

報告書
编號

根據旣定程序審 T/PET.1/10-15 一九九九(二+ T/L.916
查的請願書••• 6 四）至二 0 0

四（二+ 0 )

四三.這些請願書中的第一件遍請協助改善薩 

摩亞護士的衞生敎育標準。理事會建譲管理當局和 

薩摩亜當局採取必要步驟提高地方訓練護士的水準 

並增加獲得進一步訓練的機會，使領土不久可有足 
數的合格護士

四四.第二件請願書也與領土內衛生服務有 

關，請求對薩摩亜醫士施以更專門的訓練，並要求財 

政和其他協助，藉以改善薩摩亞醫務人員的工作環 

境。理事會表示希望衛生組織、文敎組織和其他國 

際機關對西薩摩亞所要求的協助予以同情的考慮， 

並且深信管理當局會與地方衞生當局和衞生組織緩 

商，盡力確保將来西薩摩亞獲致獨立時其衞生服務 

可到達可能的最高標準。M

四五. 請願書中的三件有關土地問題。第一件 

要求在管理當局於一九三六年開闘出來安頓需要救 

濟的半歐洲血統人民的地方取得土地自由保有權。 

對於這件請願書，託管理事會請請願人注意管理當 

局的意見，並且建議管理當局進一步調查改善該地 

居民生活狀況的可能。"第二件請願書要求以較多 

的土地給予人口正在增加的一個村莊。理事會也促 

請請願人注意管理當局的聲明；理事會特别提到這

個村莊的人民確有土地不敷用的問題，並且希望對 

於這種情形盡可能迅速採取適當行動予以補救。理 

事會也提到將接界的土地給予這些村民的問题現在 

已成了紙能由領土政府與西薩摩亜信託地産公司談 

判的事。 道批請願書中的第三件是居留在西薩摩 

亜的一個英國公民所提出的，他說受了幾個薩摩亜 

人的阻止，不能完全佔有依法風於他的一切土地。關 

於此事，理事會請他注意管理當局的聲明，尤其注意 

當局曾謂他可以利用普通的法律程序請求强制執行 

有利於他的高等法院判決。

四六. 另一件是請願乂爲了要求予以協助，以 

便前往紐西蘭或其他國家充實社區發展和地方行政 

方面的經驗與學識而提出的請願書。託管理事會查 

悉他要求前往紐西蘭的申請書正由領土政府及管理 

當局予以考慮，故建議當局如因任何理由不能批准 

其前往紐西蘭之申請，卽應對於協助請願人往其他 

地方得到遍當敎育一事予以同情之考慮。4。

J. 關於新幾內亜的請願書

四七. 理事會在第二+四届會根據既定程序審 

查了下列關於新幾內亞的請願書：

決議案一九九九(二十圓)。 

決議案二 o o o (  二千四)。 

決議案二 0 0  二 ( 二十四）。

決議案二 0 0 三(二十E )。 

決議案二 0 0 四(二十四)。 

決議案二 0 0 —( 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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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编號 決議隶號數 報告書编號

根據旣定程序審查的請願書…… T/PET.8/13 二 0 0  五(二+ 四） T/L.929

四八.請願人要求詳細調查據謂德國政府以前 

未付代慣由土著地主奪去的土地。理事會請請願人 

注意管理當局的意見，尤其當局所稱正在從詳徹查 

此事一節，表示希望此項調查將迅速完成，並决定在 

第二十六屆會時再審查此請願書。

K.關於義管索馬利蘭的請願書

四九. 理事會在第二+四屆會根據旣定程序審 

查了有關索馬利蘭的下列請願書，並且在審查該領 
土常年報告書時一併審譲了關渉一般問題的下列請 

願書和來文：

请願書
^  A
'数目 文件编號

報告書
決議常跋數 编號

根據旣定程序審 

查的請願書…

關渉一般問題的 

請願書...........

關渉一般問題的 

來文...............

T/PET.11/705, 721, 725, 
88 727-733,735,736, 738

744,745 and Corr.l and 
Add.l, 746-749,750 and 
Add.l, 751-756, 757, 
758-761, 763, 765, 766 
and Add.l, and 767

T/PET.11/L.28, 29 and 
66 Add.l, 30-44,45,46-60, 

T/PET.11/R.7 
T/COM. 11/L. 308-316, 

34 319-331

，九六二(二十 T/L.942
四）至一九九 to 944
五(二十四）

根據旣定程序所審查的大多數請願書都對反對黨所 

受的限制和各市選舉和普選的辦理情形表示不满。 

對於這些請願書以及表示不满經濟及社會各種情形 

的若千其他請願書，委員會均請請願人注意管理當 

局的意見。

五0 . 關於薩摩亞退役軍人因服軍役而要求補 

償的八件請願書，理事會表示欣悉管理當局有意於 

託管協定終止以前將所有這類的要求作一最後的解 

決，並且請管理當局將其爲解決此事所擬採取的步 

驟通知各關係方面

五一.據一件請願書稱有五人在某次政洽事件 

發生後被捕，關於此事,理事會表示查悉被捕者業經 

交保聽候審訊。

五二.若千請願人否認某非土著聲稱請願人所 

耕土地爲其所有的要求，關於此事，管理當局報稱 

當事人業已放棄她的要求，並將提出正式聲明。理 

事會請管理當局於問題獲得最後解决時具報理事 

會0"

五三.關於涉及在加羅埃所發生一事件的請願 

書，理事會請管理當局將對被捕拘禁在Bosaso地 

方監獄者起訴的結果通知理事會。"

L.關於所有託管領土的請願書

五四.理事會在第二十三及第二十四屆會審查 

各託管領土常年報吿書時討論有關所有託管領土一 

般問題的兩件請願書(T/PET.GEN/L.2 and L.3)。

0 )。
決議案一九六六（二千四）及決議案九九困（二千 

決議案一九七六(二千四）。

決議案- 九八六(二千四)。 

* * 決議案一九九£ ( 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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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祝察記管領土

A.聯合國一九五八年西非託管 

領土視察團

聯合國一九五八年西非託管領土視察團係 

理事會在第二十二届會(決議案一九0 七(二+ 二)） 

所委派，由 Mr. Benjamin Gerig(美利堅合衆國)， 

主席；Mr. Georges Salomon (海地）；Mr. Rikhi 
Jaipal ( 印度）及 Mr. Gray Thorpe (紐西蘭）組 

成。理事會在第九特別屆會一九五八年H 月七曰 

决議案一九二四（特九）內將諮詢法管咕麥寵人民 

對其前途問題表示願望一事也列爲視察圃的任務規 

定。

二 . 親察園在一九五八年十月間由會所出參； 

並於在倫敦及拉哥斯梢作停留與聯合王國及奈及利 

亜聯邦當局從事初步討論後，前往英管嗜麥龍，由十 

月二+ 九日至十一月十三日視察該領土。該圃繼之 

前往卡都納與奈及利亞北區政府官員疆商，然後前 

往法管嗔麥龍，由十一月十四日至十二月六日驅察 

該地。願察圃在返囘會所前在巴黎及敦倫略有停留， 

與法國及聯合王國政府官員會商。

三.視察圃根據任務規定對經其親察的毎一個 

領士提出報告書一件。理事會在第二十三屆會研究 

大會一九五八年+二月五日決議案一二八二 ( + 三） 

時一併審查了視察園的兩件報吿書。理事會審查雨 

件報告書詳情見理事會提送大會第+ 三屑會有關兩 

嘻麥龍前途問題的特別報告書。1

B.聯合國一九五九年西薩摩亜託管 

領土視察圈

四.理事會在第八特別届會期間完成了一九五 

九年內派遣西薩摩亞託管領土視察圉的準備。理事 

會在第九三八次會議通過Mr. Jacques Kosczius- 
ko-Morizet (法蘭西）, Mr, Arthur S. Lall (印 

度) ，Mr. Omar Loutfi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

Sir Andrew Cohen (大不列顧及北愛爾蘭聯合王

國）爲視察圃團員,並推選Mr. Lall爲視察園主席。 

理事會在下一次會議中通過一决議案,2規定視察圃 

的任務。理事會在決議案中着令親察圉：（一）計及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大會決議案三二一( 四)之 

規定及其他大會有關決譲案，對託管領土爲實现聯 

合國i 章第七十六條(丑)款內各項目標業已採取之 

步驟，儀可能從詳調查具報；（二）於依據託管理事 

會及大會界之討論以及理事會及大會所通過之各決 

議案而認爲遍當時，對於由於託管領土行政常年報 

告書而起之路題，及理事會所接獲關於託管領土之 

請願書、以前各領土定期視察圃報告書及管理當局 

對各該報告書之意見書內所提出的各問題，予以注 

意；（三）在不妨礙違照理事會議事規則辦事之情形 

下收受請願書，並與管理當局之當地代表會商，對其 

所收到之請願書中認爲應予特別調查者，就地加以 

調查；（四）會同管理當局檢對■託管領土對於託管制 

度所規定之目標已實现至何種程度，並需採取何種 

必要步驟以求其實現。最後，理事會請視察圃儘可 

能從速提具報告書，載明其調查結果及其所願提出 

之意見、結論及建議。

五.視察圃於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四日由會所出 

參，並於在惠靈頓與紐西蘭政府各部長及官員討論 

之後，前往西薩摩亞，由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七曰 

在該地視察。視察圃雖曾數次前往薩伐伊伊及鳥波 

魯外圍各地區視察，但是大部分的時間都用於與薩 

摩亞各領袖和代表們在阿皮亞討論憲法問題與應該 

採取何種必要步驟，達到自治,以及聽取各方代表對 

這些問題的意見。親察圃於在惠靈頓作進一步的討 

論後返囘會所，其所提具之報吿書於五月二十一曰 

在會所通過。

六 . 理事會在第二十四屆會檢W管理當局的常 

年報吿書時一併討論視察圉報告書，並將視察圃的 

意見、結論與建譲連同理事會對此事的結論和建議 

列入隙述西薩摩匪情況的本報告書第二編第七章

*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三屆會，附件，議極《目十三，文 
件 A/4094。 決議案一九二二 (特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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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此外，理事會也通過一決議案/內中除其他事 

項外，並對視察團代表理事會所完成的工作表示嘉 

許, 决譲在將来檢討有關該託管領土之事項時，繼續 

顧及視察圃之意見與結論以及紐西蘭政府所提出之 

口頭陳述，並請管理當局計及視祭圃之結論以及託 

管理事會各理事所幾表之評論。

C .聯合國一九五九年那烏魯、新幾內亜 

及太平洋鳥購託管領土視察團

七.理事會在第八特別屆會期間也完成了一九 

五九年派遣視察園往那鳥魯、新幾內亞及太平洋島 

嗅各託管領土的準備。理事會在第九三八次會譲時 

通過 Mr. Alfred Claeys BoMaert (比 利 時 U 
Tin Maung (練甸），江季平先生（中國）及 Mr. 
Sergio Kociancich (義大利）爲視察團團員，並推 

選江先生爲視察團主席。理事會在下一次會議中通 

過關於視祭團任務規定的一決議案。4決議案除未規 

定視察團應檢討此等託管領土對於託管制度所規定 

的目標已實現到何種程度並需採敢何種必要步驟以 

求其實现外，其錄部分與有關西薩摩亞視察圃的決 

議案相同。

決議案一九五一 (二十四：)。 

決議案一九二三(特八)。

八.視察園於一九五九年二月四日由會所出發 

路經火奴鲁鲁前往關島（太平洋島喚託管領土政府 

所在地％ 該團在二月十日至三月十六曰期間內，除 

了三月十日至十六日之間有四日是在新幾內亞的馬 

奴斯之外，都在關島和該託管領土內視察，並到過領 

土的所有各區，惟曼當（Mandang) 和布干維爾區 

除外。視察團在四月十四日在摩斯比港（新幾內亞 

領土政府所在地) 從事會商，並在坎柏拉與澳大利亞 

政府各鄧長及高級官員會商後，於四月二十五曰返 

抵會所。

九.視察園就所視察的各領土向理事會提送個 

别報吿書。5理事會在審查各關係管理當局常年報告 

書時一併檢討了這些報告書和澳大利亞政府所提關 

於那鳥魯報告書的書面意見。®視察園對那烏魯和新 

幾內亞雨地情況的主要意見和結論見本報告書第二 

編有關各該領土的各章內，有關太平洋島嗅託管領 

土之各節則載入理事會提送安全理事會的該領土情 

況報告書。7此外，理事會也通過一個決議案/內容 

與關係薩摩亞視祭團報吿書的決譲案相同。

5 T/1447, T/1448 and Add.1 及 T /1451。
6 T/1460o
7 s/4206。
« 決議案一九五二( ‘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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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記管领土達成自治或獨立的目標

A.總論

大會在一九五八年+ 二月五日決譲案一二 

七四( + 三)稱由於某些管理當局與聯合國及各關係 

領土人民會商後已採取或擬採取的各項措施，法管 

多哥蘭、聯合王國管嗔麥龍、法管嚷麥龍、義管索馬 

利蘭及紐西蘭管西薩摩亞等領土預期可於一九六0  
年達成聯合國憲章第七十六條( 丑)款所規定的託管 

制度目標。大會又請各關係管理當局對其錄各託管 

領土在政治、經濟，社會及敎育各方面的發展，擬定 

早期各過渡陛段目標及達成日期以便儘可能從速造 

成實现自治或獨立的先決條件。最後，大會重申一 

九五二年一月+ 八日決議案五五八(六)及其他有關 

同一事項的各决議案，並再度促各管理當局實施此 

等決議案內的各項規定，且請託管理事會將實施大 

會各項建議的進展情形具報第十四届會。

二 . 查大會在决議案五五八( 六)及後來對同一 

事項所通過的各決譲案內規定，除去義管索馬利蘭 

之外，每一個託管領土管理當局可在所提具常年報 

告書中載列有關下列各節的情報：促使該領土儘早 

達成自治或獨立目標所已採取或擬採取的措施；在 

這些事項上如何顧及了該領土及其人民的特殊情形 

與人民自由表示的願望；現行託管協定的規定是杏 

遍宜；完成旨在造成實現自治或獨立先決條件的一 

種或一種以上措施以及達到最後目標兩事所需時間 

的估計。各決議案也規定理事會可在其提送大會的 

報告書中專列一節，陳述各管理當局對這些事項 

—— 包括諮詢居民意見，發展代議、行政及立法機 

關, 成年人普選制及直搂投票制，訓練及委派土著擔 

任政府重要職務以及增加歲入充格財政各方面在內 

— 所採取的具體行動，並載列理事會對這些事項 

的結論與建議。

三 . 理事會爲了遵行上述規定，在一九五五年 

七月十九日決譲案一二五四(十六) 及一九E 六年三 

月+ 六日決譲案一三六九(十七）內通過處速實現自 

洽或獨立問題的特定程序。根據此項程序，理事會

在檢討毎一個託管領土的情況時審議實規獨立的問 

題，並將大會所需要的各種情報以及理事會的結論 

和建譲，列在理事會向大會障述各領土情況的報告 

書內。

四. 在報吿書所檢討的期間內，理事會在檢討 

坦干伊嗔、盧安達鳥隆提和太平洋的四個託管領土 

時，採用了這種特定程序。關於訂立發展自治或獨 

立的過渡和最後期限，理事會在報告書論及有關託 

管領土的各章中另列一節陳明所獲的情報以及理事 

會對於此種情報的結論。關於大會請理事會具報的 

各項具體措施，理事會把每一章內有關政治和經濟 

的各節分列淸楚，務使關於這些事項的情報和理事 

會所認爲適當的結論與建議都可以一目瞭然。大會 

所需要更爲詳盡的情報則列在緊接的下一節內。

B.訂立達成自洽或獨立的各階段目標 

完成日期及最後期限

五.關於訂立達成託管領土自洽或獨立的各階 

段目標完成日期及最後期限，理事會所獲的情報及 

其結論與建譲均列入本報告書第二編下列各章：

领土 章次 段次

坦干伊嗜........... 第一章 第一七六至第一七八段

盧安達烏隆提… 第二章 第二0 0 至第二0 —段

西薩摩亞........... 第七章 第一八八至第一九四段

新幾內35........... 第八章 第二一二段

那鳥魯........ 第九章 第一三四至第一三五段

C. 旨在促成託管領土自洽 

或獨立的措施

六.關於旨在促成託管領土自治或獨立的各項 

措施，理事會所獲的情報和其結論與建譲分別載入 

本報告書第二編下列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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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和领土 章次 段次

(.0) 就實现自治所

抹及擬探的措

施链钩民意

坦干伊略…… 第一章 第一四至第一五段

盧安達鳥隆提 第二章 第一九至第二三段

西薩摩亞…… 第七章 第五至第八段

新幾內亜…… 第八章 第五六段

W 發展代議、行政

及立法我闕並

擴大其權力

坦干伊咕…… 第一章 第一六至第二一段

盧安達烏隆提 第二章 第二四至第三0 段

西薩摩亞....... 第七章 第九至第一五段

新 幾 內 亞 •第八章 第三七至第五五段

那鳥魯........... 第九章 第二一至第二五段

C c )發展成人普選

制及直接投票

制

坦 干 伊 嚷 •第一章 第二二至第二七段

盧安達烏隆提 第二章 第三一至第三四段

標題和領土 章次 段次

'  ̂ 摩亞…… 第七章 第三三至第三八段

新幾內亞…… 第八章 第五七段

那烏魯........... 第九章 第二六至第二七段

Crf)剑練及任用土

著人士擔任政

府重要咸務

坦干伊嘻…… 第一章 第三五至第三九段

盧安達鳥隆提 第二章 第三五至第三八段

西薩摩亞…… 第七章 第四二至第四八段

新幾內亞…… 第八章 第五八至第六八段

那烏魯........... 第九章 第二八至第三二段

( e ) 發展充足的政

府收入

坦千伊落…… 第一章 第九五至第一0 三段

盧安達烏隆提 第二章 第八五至第九一段

西薩摩亜…… 第七章 第一0 八至第

—— 二段

新幾內亞…… 第八章 第一0 四至第一0 九段

那鳥魯........... 第九章 第五七至第六七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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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欧洲經濟聯盟對於票些記管領土發展的影，

A.總論

一 . 大會在一九五八年+ 二月五日决議案一二 

七五( + 三）內再睛各關係管理當局在其赏年報告書 

中就所託管領土與歐洲經濟聯盟建立聯撃之後對於 

此等領土經濟發展及其趨向獨立或自洽之發展所生 

之影響提供情報，並請託管理事會在其下次届舍檢 

討此問題，具報大會第十四届會。

二 . 理事會於第九四三次會議決定在檢I'!!•與歐 
洲經濟聯盟有聯蒙之各領土情況時顧及該決譲案, 
並在第二十四届會時繼續檢討此問題。

三.關於與歐洲經濟聯盟有聯擊的四個託管 

領土，其中雨處領土—— 盧安達鳥隆提與義管索馬 

利蘭—— 的情況，曾在第二十四屆會檢討其所受歐 

輕盟之影響時，加以討論。理事會檢討後所通過結 

論與建議的摘要見下文B 節及C 節。1 由於上述原 

因，理事會並未充分檢討受影響的另兩個託管領土 

的情況，卽法管之多哥蘭與瞎麥龍。但是其後在理 

事會恢復一般問題討論的第一0 三七次會議中，法 

國代表曾提供關於歐洲經濟聯盟對此兩領土所生影 

響的情報;此項情報經載入下文D節。

四. 在那次會議的一般辯論之後，理事會决定 

在其提送大會的報吿書內專闘一章陳述此問題，並 

將各理事個別發表意見的撮要列入。此項撮要列爲 

E 節。

B.盧安達烏隆提所受的影響

五.理事會在第二十四届會查悉管理當局所提 

關於歐洲經濟聯盟發展基金養資在盧安達烏隆提舉 

辦的四個計劃的情報，社一九五八年資金共五千萬 

比利時法郞，而撥充盧安達鳥隆提由一九五八年至 

一九六二年使用的總額爲五億比利時法郞。此等計 

劃是開發Mayaga-Bugasere地區，改善公路交通 

( 到慕朗維亞的支路及以公路通達慕索（Mosso))以 

及在班巴(Bumba)區種茶。

其他詳情見第二S 第二章及第三章。

六 . 理事會提到大會決議案一二七五（十三）, 
表示希望管理當局在今後提出的赏年報告書中繼續 

儘可能就歐洲經濟聯盟對其所管領土發展所生之影 

響提供翔實情報。

七 . 最後，理事會表示蠻悉管理當局的聲明，據 

謂盧安達烏隆提並非歐洲經濟聯盟之成員，不負羅 

馬條約所規定的義務，但因與此聯盟發生聯繁，一方 

面可享受發展基金出寶舉辦某些計劃的利盡，另一 

方面也享受因聯盟成員減低關稅率而對託管領土出 

口貿易可能有之的利益。

C .義管索馬利蘭所受的影響

7 V .理事會在第二十四屆會時接獲通知，得悉 

索馬利亞政府已於一九五八年五月間宣佈索馬利亞 

自是時起與歐洲共同市場建立聯蒙，至一九六0 年 

+ 二月二日止。嗣後索馬利亞政府卽經由管理當局 

轉請歐經盟在撥充索馬利亞社會及經濟發展之基金 

中撥款在摩加地休建築一所可容病床七百三十張的 

新醫院，來替換現在僅有六百架病床的De Martino 
醫院;新醫院的建築費約需一千五百萬索馬洛(計合 

美金一百九+ 五萬元左右)。

九.理事會靈悉羅馬條約議定書內有關索馬利 

蘭之意思聲明規定該領土在上述日期之後可以自由 

決定繼續或終止其與歐洲經濟聯盟的聯紫，並得悉 

羅馬條約另有一議定書，規定索馬利蘭貧品將來可 

繼續免税蓮入義大利，又撥款充作建築醫院之用，對 

於獨立國家在其與經濟聯盟關係方面的自由並無任 

何妨礙。

D .法管多哥蘭及法管略麥龍所受 

的影響

一0 . 法國代表在第二十四屆會時通知理事會 

稱多哥蘭和瞎麥龍與經濟聯盟發生聯擊使雨領土的 

商品便於在某些市場推錯，而並不影響它們所負的 

國際義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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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再者，這些新國家的政府爲了迅速實現 

各項經濟箱社會計劃會在最近要求信用貸款。因此 

歐洲經濟委員會核准由海外画家及領土發展基金中 

撥款實行一九五八年下列各項社會計劃：（一）給多 

哥蘭共和國:二九，八六0 歐洲貨幣協會單位2 在阿 

內科建築一個産科醫院;九0 , —八0 歐幣協單位在 

帕利美建築一個醫院;一六二, 0 0 0 歐幣摄單位建 

築小學校；( - ) 給嗜麥龍國:五二, 0 0 0 歐幣協單 

位在美岡加建築一所醫院房屋;三0 , 0 0 0 歐幣協 

單位在思土伊建築一所醫院房屋;二四九, 0 0 0 歐 

幣協單位在摩拉分站建築一個水姑。

關於經濟投資計劃，該委員會也核准了一九五八年 

的下列計劃：（一）給多哥蘭共和國:二九四, 0 0 0  
歐幣協単位作爲鐵路琪代化之用；一六四，0 0 0 歐 

幣協單位電化勞美碼頭的起重機;（二) 給睹麥龍國： 

三, 五六五, 0 0 0 左右歐幣協單位在都阿拉港建築 

船隻停泊處。因此，分派在一九五八年動用的款項 

總額爲四, 六三六, o 四0 美元。

一二.委員會所核准的各項計劃爲多哥蘭和唁 

麥龍在一九五八年所提出的全部請求。

E.理事會理事的意見

一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爲把 

海外各領土 (託管領土也是其中的一部份)聯結起來 

而簽訂的公約，未經聯合國特別是託管理事會的認 

可。再者簽訂者不是各關係託管領土的政廣而是管 

理當局。土著入民旣未參加公約的簽訂，又未參與發 

展海外領土特設基金會的設置，對於管理基金他們 

全無說話餘地。他感覺把託管領土與歐洲經濟聯盟 

聯擊起來的用意是要使各領土在政洽與經濟上長期 

受到管理當局所建立的道種聯結關係的拘束。他說 

大會有十足理由對於託管領土因與歐經盟聯繁而在 

趨向自治或獨立的發展上可能受到的董大妨礙，表 

示關切。

一四.他說歐洲經濟聯盟成員國把託管領土包 

括在經濟協定之內就是以它們本身利益爲基礎而行 

事，並且使這些領土在經濟上比現在更要依賴母國， 

希望卽在各領土獨立後仍將如此。義管索馬利蘭和 

法管多哥蘭及瞎麥龍雖然就要獨立，但是管理當局 

還是爲它ffl簽訂許多長期公約，並推進各種11■劃，使 

這些將来的獨立國家受歐洲經濟聯盟的拘束。所以

，個欺洲貨幣協單位= 四九因法郞= 美金一元。

義大利代表團所說索馬利蘭在實現獨立時儘可退出 

公約的聲明只是很難或甚至不可能實现的話而已。 

他說法國對其所管理的多哥蘭和嘻麥龍兩領土連道 

樣一類的聲明都沒有發表過。

一五.把託管領土包括在歐洲經濟聯盟之内足 

以危及它們將來的發展和民族自決。託管領土內許 

多組織和團體都深表顧慮，就是爲了這個原因。土 

著人民表示在簽訂公約時並無任何人徵諭過他們的 

意見，同時使用基金是否會爲了託管領土的利益，而 

不是爲了母國和歐經盟其他參加者的利签用以在經 

濟上剝剣託管領土, 也全無保障。

一六. 他相信各託管領土，特別是行將獨立的 

領土，不應受具有政治、經濟或其他性質的各種公約 

之累；這些公約並弗它們自己的政廣而是管理當局 

所訂，會使它們將来獨立後的政府受其拘束。他感 

覺各託管領土一旦實現獨立，就必須享有不受限制 

的充分權利，可以自行決定簽結那種公約以及與誰 

綺結公約。道是目前的託管領土將来的獨立國家應 

有的一種不容剝奪的主權。

一七.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認爲在託管領土 

與歐洲經濟聯盟發生聯繁之前應該徵詢民意，所以 

他希望以後不會有同樣的情形發生。各領土画然並 

弗聯盟成員,且不參與其監督組織，但道不足以抹煞 

它們會受到聯盟影響的事實。再者，前由對託管理事 

會負責的各關係管理當局壽資舉辦的各項發展計 

劃，今後將由託管領土不參加而管理當局在其中也 

無控制權力的一個組織出資養辦。他鄭重說明今後 

向託管領土提出什麽計劃，將由若千國家決定，而這 

些國家是聯盟的董事會會員，但不向託管理事會負 

貴。另一個重要的特徵是聯盟對於它出資舉辦的計 

劃總是行使監督管制的權力。這種監督只顧及聯盟 

的總的利益而不顧某一個託管領土的特殊利盤。事 

實上，條約中有一款規定應以邁當的地域普及爲根 

據來分配發展基金。由此可知其不是專爲了託管領 

土的利益。他遺說該託管領土的關税率是由與它們 

不相千的機構决定的。此外，國外貿易又都操諸歐洲 

人之手，所以託管領土無法依照自己的意思處置原 

料。

一八.他很欣然聽到義大利代表說羅馬條約的 

議定書內列有關於索馬利蘭的意思聲明。他促請有 

關管理當局對法管多哥蘭和嚷麥龍以及盧安達鳥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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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也發表同樣的聲明。他說他認爲儀可能迅速發表 

這種聲明是極重要的事。

一九.義大利代表指出義國代表團所説關於索 

馬利蘭可以退出歐洲經濟聯盟的聲明斷不能說是 

"空話"。再者，他不同意託管領土與歐洲經濟聯盟 

聯撃是對託管領土有害的。相反的，這種聯擊可能 

激動發展和生産，使這些地方工業化,並提高生活標 

準。他也提到他在一般辯論中就索馬利蘭狀況對這 

個問題所說的話。

二0 . 法國代表說羅馬條約對託管和海外領土 

遍用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改善有關人民的生活標準。 

所謂多哥蘭和略麥龍與歐洲經濟聯盟發生聯繁延摘 

了兩領土獨立之說，已被事實驳铜，那就是在簽訂羅 

馬條約時多哥蘭和嘻麥龍已經實現自治，同時多哥 

蘭和嗔麥龍不久就要獨立。

二一.他又說獨立後的多哥蘭和唁麥龍如願停 

止其與歐洲經濟聯盟的聯繁，它顯然有此自由。

二二.比利時代表說比利時代表圃在討論盧安 

達鳥隆提情況時，對該領土與歐洲經濟聯盟聯繁所 

受的影響已發表過詳細的聲明。她再提到海外領土 

與聯盟建立聯繁的原則，力言這種聯繁的第一個條 

件是必須能促進各領土人民的利益。道種聯繁使它 

們的産品可以不受定額限制免税輸入六個成員國的 

市場去推銷。另一方面—— 這一點是成員國與協商 

國間根本不同之處—— 它們保持視發展的需要或在 

必要持按照本身工業化的需要維持或訂立關税的權 

利。

二三.她又說決定發展基金用於那種計劃者並 

不是歐洲經濟聯盟的成員國；事實上是由盧安達鳥 

隆提自己向歐洲經濟聯盟提出許多計劃，其中有幾 

個已被接受。這些計劃都是專顧該領土發展的利

二四.她重複說明與歐洲經濟聯盟聯擊使盧安 

達烏隆提一方面可從幾個工業化國家得到經濟協 

助，而同時又使它在自洽或獨立時可以自行決定是 

否願意繼續此種聯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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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理事會蕃議的其他問題

A.影響託管領土之行政聯合

一 . 託管理事會一九五0 年七月十七日決譲案 

二九三(七) 所設置的行政聯合問題常設委員會，在 

本報告書檢討期間曾就行政聯合對四個領土的影響 

向理事會提送報告書若千件。

二 . 關於坦千伊嗔和英管略麥龍的報告書1 是 

在第二十三届會時提出的。常設委員會在第一件報 

吿書內提出了許多結論和建議的草案，均經理事會 

第九六四次會議通過。常設委員會在關於英管啥麥 

龍的報告書中說由於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三日大會決 

議案一三五0 ( + 三) 的規定，該領土前途的問題已 

成爲大會直接關切的事項，所以委員會認爲無須對 

行政聯合如何影響該領土一事提出報告書；理事會 

第九六六次會議通過這項結論。

三 . 關於盧安達烏隆提和新幾內亞的報告書2 
是在第二十四雇會提出的。報吿書內所載的許多結 

論和建議草案均經理事會第一0 三一次及第一0 三 

七次會譲通過，列入陳述關係領土情況的各章內。®

B .託管領土農村經濟發展

四.託管理事會九五一年三月十五日決議案 

三0 五(八)所設置的託管領土農村經濟發展委員會 

繼續其對託管領土內有關土地、土地利用及土地出 

譲之規行政策、法律及智慣的研究。理事會在一九 

五九年三月十八日第九六五次會譲時將糧農組織根 

據大會决議案一二0 八(十二)所提有關坦千伊唁及 

盧安達鳥隆提土地權利及土地使用問題‘的報告書 

發交委員會。在第二+ 四屆會結束時，委員會在其 

臨時報告書6 內說明該委員會業已開始研究坦干伊 

瞎農村經濟發展的工作，但是因爲委員會主席生病， 

嗣後理事會的工作方案又非常繁重，致未能再舉行

會議。理事會第一0 三二次會議通過一決議案,6請 

委員會對坦干伊睹的人口、土地利用及土地權利擬 

具報告書, 提送理事會下次屆會，屆時理事會將審議 

該領土的情況。

C .在各託管領土內傳播關於聯合 

國及託管制度之情報

五.根據託管理事會一九四八年七月八日决議 

案三六(三)及大會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九日決議案七 

五四（八) ，秘、書長在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時提出定 

期報告書一件,7陳述爲了向各託管領土人民提供有 

關聯合國宗旨及工作的情報所採取的步驟，和他爲 

此目的所建立的傳播情報的途徑。

六.這個報告書所包括的時期爲一九五八年六 

月十日至一九五九年六月九日，其中載有分發專爲 

託管镇土使用而擬製或選出的聯合國正式紀錄和其 

他情報資料的情形。在這個期間送寄託管領土官員 

及其他人士的遍當聯合國正式紀錄計有六九一扮， 

查前此的同一期間共寄出七0 二份。另有以英、法、 

義及阿拉伯語文印製的其他情報資料約一萬五千 

扮，共分爲三+ 七個標題，寄交約一百二十個收件 

人。聯合國評論繼續對國際託管制度實施情形作充 

分報導，其贈閱讀者由六十九人增至一六七人。託 

管領土也得到選定的新聞稿、照片、無線電節目和談 

話錄昔等等。報告書也載列在某些託管領土內傳播 

情報經過的情報。

七.大會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五日決議案一二七 

六(十兰) 請秘、書長計及聯合國新聞工作專家委員會 

報告書S 及大會在第十三届會對此報告書所作之决 

定/ 爲託管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編製一報告書，說 

明如何早日在託管領土內或其附近設立聯合國新聞 

處。

分別編爲T /L .6 9 8及 T /L .707。
分別編爲 T/L.925 及 T/L.925 /A dd.l。 
第二編第二章及第八章。
T/1438。
T /1480。

« 決議案一九五三（二十四)。
■> T/1463o
»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三屆會，附件，議S 項目五十五， 

文件 A/3928。
» 決議案一三三五(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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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秘書長在他的報告書1•'內說明目前的辦法 

爲徵得管理當局同意不但自聯合國會所而且遇可 

能時也由聯合國現有的各新聞處向託管領土提供資 

料。新的新聞處只限於關係國家（在目前的情形中 

是關係管理當局）提出請求或表示同意而且大會也 

撥給必要的費用之後，繞予開設。截至自前爲止，秘 

書長還未收到管理當局要在任何託管領土中設立新 

聞處的請求。如果有道類的要求提出，就須由聯合 

國主管機關依照其所引起的經費問題予以檢t寸。

九.理事會在第九七九次會議時開始審查秘書 

長的雨個報告書。理事會爲了這個問題又在第一0  
三八次會議再作时論，並通過一决議案， 1 1 表示查悉 

秘書長關於設立聯合國新聞處一事所提具的報吿 

書，並請秘書長會同每一個關係管理當局研究是否 

可請現在阿克拉辦事的聯合國新聞處和一九五九年 

下半年或一九六0 年初將在阿地斯阿巴巴的非洲經 

濟委員會內附設的聯合國新間廳對非洲各託管領土 

予以進一'步的協助。

D.會員國爲託管領土居民提供之 

學習及訓練便利

一0 . 大會在第六届會所通過的一九五二年一 

月十二日決議案五五七(六）內設置託管領土居良的 

獎學金及研究補助金方案。其後託管理事會曾經常 

就該方案之進展情形向大會具報。

一一. 大會在審查理事會上次報告書後通過一 

九五八年+ 二月五日決議案一二七七三 )，再請 

各管理當局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託管領土居民 

能利用會員國所提供之獎學金及訓練便利，並對已 

申請或已領到獎學金或研究補助金者，予以一切協 

助。大會也請提供獎學金的會員國於可能時計及此 

輩學生旅費之需要，並請秘書長在現行程序許可範 

圍內予以此種協助。最後，大會請託管理事會在一 

九五九年各次雇會中繼續審議這些問題，並向大會 

第十四雇會具報。託管理事會於第九四三次會議察 

悉大會決議案一二七七( + 三)。 ‘

二.秘書長就獎學金方案的進展情形在第二 

十四盾會時向理事會提具一定期報告書其中遵

照大會决議案一二七七(十三) 的規定，以提供獎學 

金及訓練便利各會員國所供拾的情報爲根據，就使 

用這類便利的實際情形提出詳細的情報。在一九五 

八年六月至一九五九年六月的期間內，共有+五個 

會員國提供一一四名獎學金和十一名研究補助金， 

其中有一0 四名獎學金也可以由非自治領土的學生 

申請。在同一個時期內秘書長牧到一百四十六件申 

請書，並接獲許多會員國的通知稱直接向各該國遞 

送的申請書有六+ 件。託管領土學生得到一九五八 

至一九五九學年獎學金者共有二十四人，據已知的 

情形，截至一九五九年六月二日爲止，實P祭利用的獎 

學金有三十三名，其中五名是繼續以前各年的獎學 

金，三名是旅費補助金。越書長也獲悉領取一九五 

九至一九六0 學年臨時獎學金者有四人。

一三 . 理事會於第一0 —一次會譲塞悉該報告 

書，當時麵甸代表說輔甸政府已於報告書發出後頒 

給託管領土學生的第一個樊學金。

E .託管領土問題單之修訂

一四.大會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九日決議案七 

五一(八）內規定設置一小組委員會，由薩爾冗多、海 

地、印度及叙利亞（現爲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組 

成，負責審查託管理事會所擬之問題單研究其中 

有何處需要更動以符合各託管領土的特殊情形，並 

將所得結論提出託管理事會。大會也請理事會根據 

該小組委員會之工作，負責分別擬訂適合各託管領 

土之問題單。

一五 . 在本報告書檢时期間內，該小組委員會 

向理事會提送雨件報吿書/‘提議修訂現行問題單 

以便遍合那鳥魯及坦干伊略雨地的情況。理事會決 

定將雨報告書送交關係管理當局請其發表意見。理 

事會在接獲澳大利亜1 5關於那鳥鲁的報告書後，決 

定將雨文件發交小組委員會再予以研究。

F .對索馬利亜之經濟協助

一六，大會一九五八年二月五日决譲案一二 

七八( + 三) 除其他事項外，並請託管理事會於第二 

十四雇會研究自特設基金會、技術協助擴大方案及 

各專門機關設法提供進一步協助之可能，並向大會

T/1467。
決議案九五五(二千®)。 
T/1462。

T/1010。
T/1430 及 T/1459。 
T/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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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會具報，以便大會獲悉索馬利亞於一九六 

0 年獨立時經濟前途之全貌。

一七.理事會於第九四三次會譲靈悉根據該决 

議案須採敢的行動。理事會於第二十四屆會檢討該 

領土的情況時研究此問題。

G.法管多哥蘭之前遂

一八.理事會於第九四三次會議塞悉大會關於 

法管多哥蘭之前途所通過之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四 

日決議案一二五三(十三)。

H.法管略麥龍及聯合王國管略麥龍 

兩託管領土之前途

一九. 理事會根據大會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五日 

决議案一二八二 (十三)的規定在第九六三次會議通 

過對此問題提送大會的特別報告書。10

I .聽取Mr. John Kale之陳述

二O . 大會在九五八年+ 二月五日决議案一 

二七九(十三)内促請運事會注意Mr. John Kale以 

請願人身份對盧安達烏隆提所作之陳述。

二一.理事會於第九四三次會譲決定在檢討該 

領土情況時注意此項陳述。

J .理事會之報吿書

二二.大會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五日決議案一 

二八o ( 十三)内查悉託管理事會關於第二十一雇會 

及第二 二届會工作之報吿書,1 7 並建議託管理事 

會於將來審譲時計及大會第十三屆會詩論此報告書 

時所提出之意見與建議。

二三.理事會於第九四三次會議蟹悉此决議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三眉會，附件，議@ 項目十三，文 
件 A/4094。大會於第十三屆會復會期間審查此項文件。

案。

大會IE式紀錄，第十三屆會，補編第四號（A/3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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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编  

託 管 領 土 現 況

第一章

坦干伊

査 .總論 

微沈及祝管理事會的建議

土地與人民

一 . 託管理事會在提送大會第十三届會的報告 

書中對於這個領土和其人民已有所陳述。一九五七 

年的人口調查表明人口總數爲八，七八五,六一三 

人，其中八，六六二，六八四人爲非洲人。非非洲人 

的數目較少，只有一二二，九二九人，包括七六，四一 

七亞洲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哥阿人）, 一*九, o  
A 八阿拉伯人和二0 , 五三四歐洲人。歐洲人中只 

有三千可說在該領土永久居留。

國際關係

二 . 由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九年一月, 
坦千伊嚷派有代表參加在阿地斯阿巴巴舉行的非洲 

經濟委員會第一届會。

概 論

三.託管理事會以往一直都關切因爲有非非洲 

少數人民存在而必然有之的各種問題，這些少數人 

民在目前較土著多敦人民進展的程度略高。管理,掌 

局明白表示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混合的社會，政廣機 

關的組織則不問種族。但是在領土進展的現階段中， 

中央立法和其他機關中所施行的是多族合組的代表 

制度，三主要種族圃體代表名額均等,不論種族人數 

的多寡。管理當局向理事會解釋說名額稳等制度旨 

在促進各種族間的互信，也是領土政治進展中一個 

過渡時期的制度。管理當局向理事會保證其政策是 

以各部分'人民充分參加遂步發展政洽機關爲目的， 

同時結大多數人民旣然都是非洲人，將来隨着他們 

在敎育、社會及經濟各方面的繼續進展，其參加政府 

立法和行政部門的人數也勢必增加。管理當局也曾 

向理事會第二十一届會提出聲明，保證將遵照託管 

制度的目標，儘可能迅速徹底準備這個領土的自治,

並且說明其行動與政策的主旨是促使坦千伊P客養成 

國家意識，而特別注重褒展種族間的和諧。

四.理事會第二十一 11會對於道項聲明表示歡 

迎。璧於一九五七年視察圃會稱相當多的非洲人對 

於領土政治前途均表懷疑，理事會促請管理當局研 

究如何以簡單易解的辦法將其政策及計劃的全部意 

義傳播各地，使領土各部分人民都能了解。

五 .，新任總督Sir Richard Turnbull在一九 

五八年十月立法議會的會議中齋表聲明如下:"就人 

口來説，非洲人在坦干伊嚷規在和將來都永遠化結 

大的多數，所以在這個國家逐步前進的時候,非洲人 

參加立法與行政部門者不斷增加，不但是正當而且 

也是自然而又不可避免的事。議員平均分SB辦法並 

不是坦干伊嚷的一個永久現象，而且也從無這種意 

思。另一方面，政府的意思確是而且一•向都是在將来 

最後實现自治時，非洲人在議會和政府中很可能估 

縫大多數的事實，不致在任何方面影響已在坦干伊 

睹定居的少數團體享受其權利與利盖的安全。我欣 

然得悉領土內各主要政黨負貴的領袖對道一重要事 

項意見完全一致，因此坦干伊瞎過了相當的時候很 

有希望會有一個可以繼承英國皇家政府託管貴任而 

各族負貴人民在其治下都可以欣感安全的政府。

六.理事會第二十三画會通過下開結論與建

議：

理事脅 •欣悉坦干伊略總督在一九 • 八年十 / I 千 

四曰立法議會開幕時所發表之聲明，内稱非洲人统 

雄係並且將繼續為坦干伊人口中之绝大多數，非 

洲人參與立法及行政兩部門工作者自應不斷場加； 

又稱政舟從無使議員平均分配辦法成為坦千伊•永 

久现象之意；而坦干伊嗓自治後議脅•及政府中非洲 

人勢必居大多數一事不應於任何方面影響少數固體 

享受其權别與利益之安全； 稱各主要政赏之M貴 

领袖對此事意見完全一致。



理事會又欣悉領土内各地對此項政策宣言均表 

歡迎，並悉坦干伊非洲国民協會主席嚴坦千伊  

立法議會民選議n組織主席曾表示此項等待已久之 

宣言使非洲人之憂，為之消釋，且非洲人亦將採取 

所期待之必要 S 貴態度。

理事會深信各部分人民之間與坦千伊^^政府及 

錢领土各政賞之間现有之和讀闕係必将繼續發展增 

造。理事會認-為所有關係方面此種目標及利益之一 

致構成坦千伊 '■客國家的基成，使几在坦千伊永久  

：居贸的各族居民均能享受同等權利及特權並楼有同 

等的嫩會。

記 管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的 個 别 意 見

' ， 槪 論 .

七.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認爲非洲人之中凡是疑 

懼他們的領土將来得到的自治會使歐洲人所保持的 

政洽統治權與其人敷不相稱者，應該因總督的宣言 

而不再有所疑懼了。他相信管理當局會鼓勵坦干伊 

咕以託管領土的地位自求進展，不受鄰近不在國際 

監督之下各地區.内情況的阻礙。

八.義大利代表感覺應該促請領土內負責份子 

法意墓f 法律是領土有秩序發展的一個先決條件。

九.蘇嫌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認爲管理 

當局並未疾取任何行動抖正對於非洲人的不可原誘. 
的岐視；許多，實反而證明管理當局允許歧視的存 

在。

一0 . 中國代表說直到一九五八年七月爲止， 

组千伊瞎各地對於管遇.當冠族行平分配議席辦法 

及多族混合政策的眞正用意何在，多少辨有不知其 

究竟之感。但是現在這種由於混E 不0月兹^.誤解又 

因此引起頓挫疑懼的悪性循環&經梢失了》起而代 

之的是進步和情勢穩定的樂觀跡象。 > " .

一一. 練甸代表說只佔人口總數百分之I：的非 

非洲少數人民在坦干伊嗔社會的每一陛暦郁唇於較. 
高的重要地位，而居於多數的非洲土著人民則不得 

在她强餓口的經濟狀況和全無現代社會和政治價値 

的原始社會中生存。他希望今後所採取的任何其他 

步驟都能對絕大多數非洲土著人民的利益予以應有 

注意與重視。

. 一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認爲管理當局應 

立卽推動一個有力的計劃以領土非洲化、經濟多元 

化和保障组千伊瞎人民將來的權利與利益爲目的。

一三..澳大利亞代表推許總督在立法議會演說 

中摘要陳述的管理當局進展政策。

1 L 政治進展

觀况及託管理事會的建議

就實現自治所採或擬採的措施第詢民意

一四.現行組織法大部分都是一九五一年憲政 

促進委員會及一九五六年立法譲會參政問题委員會 

最近諮詢民意的結果。進一步憲政進展的研究，將 

由擬在一九五九年三月指派並包括立法議會民選議 

員在內的立法議會選舉事後問題委員會負貴。

■■五. 理事會第二十三屆會通過下開的結論及

建議 :

理事會處按其在第二千一在，會所通遇的結論與 

建議，内表示希望管理當局於立法議會讓S選舉之 

後立印指派一蒸政問題委員會，孩欣悉管理當局於 

將選舉之第二期提前七姻月辦理後 , 擬於一九五九 

年工月間指液一選單事援問题委1會。理事會重申 

其在第二十义第二十一在，會時所表示的希變，印此 

. 一委員會之任務規定應力求廣泛/ 其M成應儘可能 

求其代表民意。現在領土讓會之選舉I t已舉行， i t  
管理事會然為民選之# ；1«(議員應在此委i 會内有相 

當多數的代表。理事會對此- •务員會極為重祝，因 

理事會認為其工作料於逐步發展箱土越於自治或獨 

立可有極大贡&。•
理事會切變所究總督將在一九五九年三巧十七 

日向立法議會發表的政策聲明。

理事會希望坦千伊有了现在的各項極有希望 

的發展之後，能向國際就管制度之目標迅速求得其

他具體進展。 '
、. 發展代譲行政及立法機關並擴大其權力

V,、 一*六中央政府的組織仍與託管理事會前次報 

吿f  1 所陳述的情形相同。簡單地說,託管領土由總 

督 治 ，輔以由官方人員九名及非官方人員七名所 

組成行政會議。政府各鄧h 合組成爲各部,每一部 

由行會議的一官方入員主持。此外,二九五七年還 

有六個助理部長( 非洲人四名，歐洲亞洲人各一名），

» 大會JE式紀錄，第十三屆會，補編第四號（A /3822), 
卷二，第一章, 第二四至第二九段。



其中之一是行政會議的非官方人員。但是三位助理 

部長在一九五八年間辭職，其中之一是歐洲人，出来 

競選立法議會議員（當選），另一•位非洲人則囘到 

W achagga部落* 任原任的區長職位，不過仍保持 

其立法議會內官派議員的席位.， 第三位也是非洲人 

接受了威簾遍續石公司董的職位。

一七.領土的法律由總督經立法議會的建議與 

同意而頒佈;立法議會由議長一人，代表官方的議員 

三+ 四人和代表人民的議員三十三人組成。代表人 

民的議員中菲洲、亞洲和歐洲人數目相同.(十個選區 

中毎一區每一種族選舉一人爲其代表，此外由總督 

自每種族派定一人代表其所指定的利签)。

一八.一九五八年九月間十個選區中的五匿舉 

行首次選舉 ;其錄各區則在一九五九年舉行選舉。管 

理當局聲明在選舉之後將設立一個新選議會的委員 

會負責研究如何再促進憲政進展。 '

一 九 .理事會於以前各次届會時曾表示願見非 

洲人參加中央政府者可以增加。譲員平均分配辦法 

是爲了改善以前歐洲人較非洲人數爲多的制度而在 

一九五五年間起始施行的，這種辦法規定目前立法 

議會中每一種族代表人數相等。但是理事會總是希 

望非洲人的代表人數能够再有增加，所以曾在第二 

H-一届會時對於一九五九年間行將設置的立法議會 

委員會任務規定中載有重新檢討議員名額平均分配 

制度一節，表示歡迎。理事會希望於選舉之後立卽 

指派此委員會，其組成應儘可能求其代表民意，尤其 

希望非洲人的代表能佔相當的多數。

二 0 .理事會對於領土政麻在一九E 七年所發 

起的關於如何以達萊薩朗中央政府的權力分給地方 

的研究，也甚爲注意。此項研究一九'左八年仍在推 

進中。

二一 . 理事會第二十三屆會通過下開結論;S:達 

議： '

理事會欣悉特派代表的聲明，據謂管殖當局，自 

前正考慮肉總督在民避代表中適選人員任為非*f■方 
部長，理事食希望可於最近之斯未即探拜此項[务展 

资貴行政政府的少骤。 ， , ； I

理事會欣悉坦千伊？t 有 史 以 来 第 次 立 會  

内代表各避區的議 M 现均為民邀 。 /

理事會查悉人民深具堪以嘉許的政台會爲.其 

代表也表现確有貴任或，故希貧管理當局能早，曰考

慮探用各種措施遂漸減少立法議會中官方及提名之 

代表，將立法讓會改爲完全民選之嫩構。

理事會夜按前曾表示希望非洲代表能有大量之 

增加，兹悉管理當局已提出保 i登謂選舉事後問題委 M會任務規定将包括重新檢討在领土内到處引起批 

評的議員平巧分配制度。

, . 、發展成人普選及直接選舉制度

二二.關於中央議會中代議人員方面選舉的詳 

情 , 託管理事會已在前次舞告書2中有所陳述。，一九 

五七年所通過的立法議會選舉法，以共同名冊及附 

有條件的選舉資格爲根據。規定了一個選舉制度。爲 

了保持各種族名額平均分IE起見，每一個選民必須 

投票選舉三個候選人, 每一族選一名〔無人競選者除 

外）。選民須具傭下列條件緣可以投票:年満二十一 

歲，過去五年中有三年居往在領土內，並具有下列三 

種考格之一: 敎育程度達第八年級;每年收入一百五 

十英镑;或有某種指定的任公職經驗, 包括在法定機 

關中任職，及擔任過世襲會長等等。管理當局估計在 

一九五八年間具備必要資格的選民約爲+ 五寓人。 

選舉分雨次舉行，，第一次在一九五八年九月舉行 

括五個選區（北 坦 加 、東部、西都和南薪高地各 

省) , 第二次選舉則在一九五九年內舉行，S 括其錄 

的各選區。

二三. 理事會在第二H- —屆;#時曾依照理事會 

一九五七年親察圃的意見審查墨舉制度；親祭園報 

.稱一般非洲人對於强迫投票、達舉三候選人和選舉資 

格的限制，都表示反對'。' ( i i 管理當局認爲選舉本 

身便是憲政J :於一個f i大進展而且不過屬於試驗性 

質，所以予以一試的機會;又指出一九五九年成 

立的憲政問題委員會將來還要* 新檢时這個制度。 

運事會根據這項聲明，並覆按以煎曾表示意見，認爲 

選舉權宣予逐步推廣，故希望能重新檢討選舉資格 

的閲題，同時計及選舉所得的經驗及非洲人的願望， 

以期德可能早日實現普選制度。

二四.理事會於第二十三屆會時獲悉第一次五 

個選直的選舉已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舉行，登記 

的選民總額爲二八，五六三人，實際投票者爲百分之 

七九點七或二二，七六九人。一般認爲許多實際上 

有資格登記的各族人民都未登記。

同上，卷二,第一章,第三一至第三九段。



二E . 三個候選人(非洲人一名，歐洲人兩名)因 

無人競選當選。其錄當選的+二個人中有四個是非 

洲人，坦■干伊P客非洲國民協會的會員Mr. Nyerere 
是其中之一，其餘當選的八個非非洲人都是選舉之 

前經非洲國協會正式表示支持的人。後 來 Mr. 
N yerere被選爲坦干伊i■客民選議員組織的主席。

二六 . 總督在八月間宣佈決定將其餘五匿（達 

萊薩朗、西湖、東南湖、南部及中部各省)選舉日期由 

原定的一九五九年九月提前至一九五九年二月。在 

登記截止那天，已登記有資格的選民共三0 ,七九一 

人。選舉在一九五九年二月九日舉行，十五個議席 

中只有三席眞正有人競選。

二七 . 理事會第二+三屆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 :

理事會欣悉五區的還舉已由一九五九年九月提 

前至一九五九年二月九日舉行，立法議會中代表各 

區的議員選舉已告完成。理事會得悉選舉進行網利， 

毫無因難，至威欣慰。

理事會查悉此次還舉係用引起领土内普遍反封 

的限制避舉權及强这票選三候還人的制度。但理事 

會亦悉此種管理紫局祝為僅屬試驗性货而為非洲國 

協會所反對的選舉辦法，己使#洲国協會在選舉中 

搜致完全之勝利。

理事會重申其前此之建議，印管理當局應繼續 

努力儘可能避免延宏 , 使成年人普選制早曰實现。

地方政府

二八 . 理事會在前一報告書* 中已陳述截至一 

九五八年年中爲止的地方政府組織與發展的情形。 

簡單地說，在大部分農村區域,地方政府的主要機構 

是"土著當局"，由會長組成，在許多地方附有民選的 

參譲會，在城市中則是多族合組的鎮或市參議會。但 

是自一九五三年來，政府的政策在於鼓勵在農村區 

域建立較爲现代化的多族合組地方政府；目前已有 

三個這類的參議會成立。一九五七年法律也規定以 

區爲單位設立這種參議會。

二九.託管理事會過去所關切的事是增加地方 

政府機構發展的進度，以便爲在中央政府階層所獲 

的進展奠一穩定基礎。理事會第二+—届會歡迎管 

理當局所提供的情報，據謂對於設立九個區參譲會

同上，卷二,第一章，第K 一至第四五段。

已經採联初步步驟，關於在達萊薩朗市參議會之外 

另設五個鎭參議會一事，有的已經舉行選舉, 有的不 

久就要舉行選舉。託管理事會希望管理當局繼續努 

力加速All方政府的發展，並且以最廣的選舉權爲基 

礎，逐步採用直接選舉制度。同時，理事會也希望當 

局對境植土著參議會的進一步發展尤其低級參議會 

的進一步發展，繼續予以注意。

三0 . 除去達萊薩朗市參議會之外，現在還有 

十個鎭參議會。管理當局在第二十三屆會時通知理 

事會謂這些市鎮的地方當局工作頗有成效，阿魯巴、 

摩羅哥羅、多多馬、林地、姆望沙和坦加的鎮參議會 

已順利地舉行了選舉，在達萊薩朗和摩細的選舉則 

定於一九五九年間舉行。

三一.一九五八年三月一日新成立了區參議會 

九個，據稱其中五個工作順利；雨個完全無法工作， 

所以其職務暫時交付區專員代理。其他在蓋塔和曼 

容尼的雨個參議會遺受非洲人的反對，大部分的原 

因是由於參議會組織不問種族。

三二 . 一位高級行政官員已對蓋塔區地方政麻 

的全部結構加以調查和檢討，他的建譲正在當局研 

究之中。

三三 . 理事會也接獲通知，得悉一九五七年五 

月間全領土所有代衷人民的會長會舉行一次會議》 

結果正式成立了一個翁長會議。這個園體在一九五 

八年內舉行會議三次，成爲最有用的諮詢園體;會長 

會議正考慮設立某種方式的領土參議會。

三四.理事會第二十三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二

理事會欣悉目前除達策薩朗市参議會外，另有 

千他族参議會，且此等市姨地方當局之 • a ：•作情形堪 

稱滿意。理事會欣悉六個媳参議會的選舉業已順利 

完成，又定在一九五九年舉行的速策薩胡卞區及巧 

- 鎮参議會的避舉也在算辦之中。

理事會查悉九彻區域参議會之中有•姻工作順 

别，兩個己告失敗，巧外兩姻則遭遇作洲人的重大 

反對。理事會请管理紫局將網査蓋塔區地方政府組 

統之後御村地方政府組織方面的任何變動詳細具報 

理事會。

理事會査患根據.媳督的聲明，管理當局的政策 

為依照地方人民的普遍厥望繼檢培植现代地方政府 

振構的發展。理事會固热瞭解應该先分顧及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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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望，但♦望管理當局擬加速建立區城参議會或其 

他適當现代地方政府樣構的計劃將搜得领土内居民 

的熟心赞助，因理事會想為設立此等地方政府我構 

實為該领土休照民主原則迅速謀求政治發展之最優 

良基處。

理事會熱誠希望该领土情勢允許管理當局增加 

發展現代地方政府钱構的速度，並建議管理當局以 

最廣大的選舉權為基破探用直接避舉制。

理事會悉一九五九年由於若干 t 長之主動，已 

成立一首表會議，且坦干伊略政府已將許多重要事 

項送交该固體猜其發表意見。

理事會又悉由若千前表會議會 .員與部長数人'所 

組成的工作小組曾於一九五八年内巧究以某種方式 

建立领土参議會的各項提議，鼓猜管理當局將進一 

步的發展從祥具報理事會。

文官制度:訓練及任用土著人士擔任政府重要載位

三五.關於截至一九五八年年中爲止的文官制 

度組織與發展的情報，均已列入理事會的前次報告 

書。‘

三六.理事會繼續不斷注意的一件事是增加擔 

任* 要職務的非洲人人數，過去擔任這種職位者多 

數是非非洲人。文官制度自一九五四年来就不以種 

族爲基礎,據稱任用與陸遷也只以個人的能力爲準。 

理事會第二十一届會表示欣悉當局爲了發展不問種 

族的文官制度所作的各種努力，並且特別欣悉當局 

預期到一九五八年年終時將任用非籍區專員六至 

七人，如預算許可並將任用四十六名左右非籍區助 

理專員。理事會也欣悉訓練的設備在將近一九五七 

年終時已大量增加，政府也設立了一個統一獎學金 

基金,目前獎學金的數目只受有資格受高等敎育的 

學生人數的限制，而政府雇員接受事前與在職訓練 

者人數在一九五七年爲二千八百人，一九五八年預 

期將增至四千人。理事會促請管理當局努力不懒繼 

續發展此種訓練方案。

三七.理事會在第二十三屆會時得悉擔任高級 

職務的非籍人員數目已有增加，一九五七年有一百 

二+ 六人，到一九五九年初已有一百八十一人。

三八.一九五八年九月間第一次派一非洲人爲 

坦干伊嘻出席東非工業理事會的代表。

三九.理事會第二十三盾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 :
理事會欣悉公務嫩關元其行政振關中擔任较高 

職務的# 籍人數已有增，加。理事會認爲在一趙向自 

治或獨立前造的领土内，發展由地方職員組成的訓 

線完善工作有效的公務制度一事，極為重要。理事 

會深悉管理當局明. 此種需要，並正探取^^骤促造 

坦干伊嗔公務制度高级職位之# 洲代，但認爲此方 

面之造展速度尚嫌不足。理事會昧解此喷工作極爲 

固難，但建議當局加速公務制度之作洲化。理事會 

確信管理當局必將毅然推造掘大訓練方，以求增加 

公務我闕中擔任校高職位的非洲人人數。關於此事， 

理事會悉管理當局现正精極考慮再掘大在職剑線之 

設清。理事會建議儘可能充分利用聯合国闕於公共 

行政剑線的现有便利以及在各國、各政府或#政府 

方當之下所可能供給之其他便利。

政洽團體及其活動

四0 . 在一九五八年選舉之前，聲稱力量及於 

全領土各地的雨個政黨爲坦干伊嗔非洲國民協會和 

坦干伊瞎統一黨，雨黨都說擁有大批黨員。其他政 

黨有坦干伊P客非洲國民大會和亞洲人民協會；前者 

的黨員似頗有限，後者只限在達萊薩朗一地。在一 

九五八年九月選舉中，凡非洲國民墙會和該會所支 

持的候選人全部當選，而統一黨候選人則都落選。非 

洲國民大會的唯一競選人只得了五+ 三票，所以損 

失了所缴押金。亞洲人民協會與非洲國民協會訂立 

合作協議，事先徵得國民協會同意支持其候選人。

四一. 託管理事會第二+届會獲悉國民篇會的 

若干支部被當局查禁或不准登記，理由爲它們的活 

動妨礙治安。

四二. 理事會第二+三屆會獲悉各政黨都有從 

事競選的絕對自由，同時國民協會要求在託管領土 

各部分設立支部的申請亦從未被驳囘。

四三. 理事會第二+三屆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 :

同上，卷二,第一章,第五0 至第五三段。

理事會欣悉最近選舉時所有政黨咸能在自由環 

境中從事徒選理事會，並悉管理當局的聲明，據稱自 

- 九五八年年中以来國民協會登記設立支部並未引 

起其他固難。

理事會悉国民協會现已成爲坦千伊樣之主要政 

黨■，其主坪Mr. Julius K. Nyetere现為立法議會



之民選議員，並於最近被選爲立法議會中非洲、亞洲 

及欧洲民避讓員所組成的坦干伊'■客民避議員組線之 

主席。理事會希望所有各種族在使選逮動和立法讓 

會中所表现的切實合作，預示该领土各政黨准許:蒙 M正式入，游探用不分種族之原則。

理事會建議繼绩元分保障各政賞均可享有自 

由 , J 1 歡迎管理當所提供之保發，據 稱 坦 干 伊 所  

有政黨在不妨碍台安及良好政治的限度内咸享有推 

進其政策和活動之各项自由。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就實現自洽所採或擬採的措施諮詢民意

四四. 印度代表感覺現在時機已經成熟，應由 

選舉事後問題委員會研究坦干伊睹前途的整個問 

題。

四五. 管理當局代表認爲關於促進憲政一事， 

託管理事會應等待政府卽將設置的委員會工作得一 

結果，因委員會內將有人民的代表參與壽劃將來的 

tf*劃。委員會的工作不應在任何方面受託管理事會 

內的言論或建議的妨礙。

發展代議、行政及立法機關並擴大其權力

四六.蘇維埃fd: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感覺人 

數只佔十萬的歐洲和其他外國人在立法譲會內有五 

十七個議員，但是數以百萬計的非洲人只有十一個 

議員，是不平等的辦法。

四七.印度代表希望當局採取步驟由立法議會 

民選議員中遇選非官方鄧長。

四八.細甸代表說託管領土內非洲人有八百多 

寓, 歐洲人紙有雨萬左右，亞洲人紙有七萬，但是非、 

歐、亞三洲人民代表各有+ —人，這種制度未免使代 

譲的民主原則成了笑話。關於行政會議，他說其載 

務、組織和權力都無變更：他認爲對於立法、行政和 

司法道三個憲政機關應予以同等的迫切注意。

四九.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説目前立法譲會 

中非洲人代表人數極嫌不足。

五0 .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指出立法譲會五十三 

位非官方譲員中有二十四人是非洲人，十五人是歐 

洲人，十四人是亞洲人。

發展成人普選及直搂選舉制度

宜，則在坦干伊险實行也可能有益。坦千伊瞎不應 

該因鄰境領土內官方實行的政策而受到阻礙。

五二.蘇聯代表說一九五六年的選舉法實際上 

就是剝奪多數非洲人的投票權，因爲很少非洲人具 

有必要的敎育水準或每年一百五十英錄的收入。再 

者，議員名額平均分配制度的用意是使非籍選民不 

得爲其所選的人投票，因爲他另外還得役票選舉兩 

個可能不爲他所信任的候選人。

五三.印度代表認爲立法議會的選舉只是政治 

上一個極小的進展。他指出選民只有五萬八千人， 

或人口總數的千分之七。他雖知有許多合格的選民 

未去登記，但仍感覺任何對選舉權加以這麽多限制 

的制度都不能說是满意的辦法。

五四.栖甸代表認爲選舉法有缺陷就是選民登 

記者極少而廢票則甚多的原因。

五五.法蘭西代表認爲一九五八年選舉的數字 

證明了管理當局的努力和各政黨以如何蓮用投票工 

具吿知選民團體確有成效。

五六.海地代表認爲一九五八年九月選舉結果 

是人民在投票雖有限制的情況中仍選揮獨立的一種 

表不。

五七.巴拉圭代表相信目前的選舉制度大有改 

善的餘地。

五八.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指出關於收入、敎育 

程度和經驗的選民登記資格紙是三者任選其一的規 

定。再者，所謂曾在某類機關中工作的經驗,也不只 

限於政府機關，而且包括地方政府、土著當局和擔任 

族長一類的經驗在內。具有後述兩種經驗的人大多 

數是非洲人。實際上非籍選民在票選三個候選人的 

制度下並沒有被迫選舉可能不爲他所信任的其他種 

族的候選人。在兩次選舉中，凡遇有人競選議席時， 

國民協會都從每一族的候選人中選出一人加以支 

持。

地方政府

五九. 印度代表感覺管理當局利用指導、鼓勵 

和協助等等方法，大可有助於地方自洽機關的健全 

發展。他認爲選舉制度旣然已對鎭參議會使用，區 

參議會也沒有不能採用選舉制度的理由。

五一.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說在非洲已輕實行成 六0 . 細甸代表對於發展地方政府制度和在地

人普選制度的許多地方，如都認爲這個制度極爲相 方政府選舉中開始採用不記名投票，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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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法蘭西代衷認爲蓋塔和曼容尼雨地由於 

非洲人反對參議會選舉以不問種族爲原則以致引起 

的事件不應予以過份重願。

六二.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設置區參議會的法 

律規定用直接選舉。區參譲會雖然筒未開始選舉， 

但是佔區參議員多數的非洲人事實上是由輔助機關 

提名的，可能係用口頭或其他間接方法選出。

會長會議

六三.印度代表深知會長在非洲社會中所佔的 

重要地位，但感覺將來擬成立的領土參議會不應對 

領土內議會機關和民主社會的發展有任何妨礙。

六四.中國代表不知成立領土參議會的意思是 

不是和設立某種議會上議院的意思相似，並且提議 

政府不妨將原提案和工作委員會的各項提案一併發 

交行將成立的憲政問题委員會去研究。

文官制度:訓練及任用土著擔任政府重要載位

六五.紐西蘭代表說在像坦干伊嗔這樣的一個 

領土內建立一個有效土著文官制度必然是需要很久 

時間的。

六六.蘇聯代表說公務機關內重要職位多半是 

由歐洲和其他外國人擔任。這對土著非洲人民是一 

種歧視的行動。

六七.印度代表强調公務制度非洲化應加速進 

行，以在雨年至三年內自區專員以下所有職位都由 

領土人民擔任爲目標。

六八.麵甸代表欣悉擔任行政重要職務的非籍 

人數確有增加並希望今後許多非洲人都能參加領土 

政府的各機關和部門工作。

六九.比利時代表注意到文官制度非洲化正在 

加速推進中，一個非洲人首次被任命爲II專員一事 

已爲這個良好發展打開了一個新階段。

七0 .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促請管理當局採 

取一切可能步驟科正行政部門中各族人員分配大不 

句稱的情形, 藉此增加司法、行政及其他機關中非洲 

人員的數I 。

七一.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向理事會保證稱，委 

派公務人員絶對無歧視的情事，都是以敎育和個人 

的資格爲根據。在政府公務員三萬人中，歐洲人約 

有二千七百名。當局的政策是儘先錄用本地人選，毎

年徵聘海外職員的人數遠不及缺額。另外的一個政 

策是凡遇可簽訂合同找到適當的人選時，決不長期 

任用海外人員。

政治園體及其活動

七二. 蘇聯代表說政黨的活動仍舊受限制，某 

些政黨仍不准登記。一九五八年五月間，達萊薩朗 

警察曾對和平遊行的工人使用催涙氣，並威脅開鎭。 

警祭在蓋塔區也曾對抗議區域參議會成立的一千五 

百人使用催涙氣和警棍。

七三.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向理事會保證坦干伊 

嗔的各政黨除有破壞領土法律的情事時受到限制之 

外, 都有自由推進其政策和各種活動。

東非洲領土間組織

七四. 理事會在其行政聯合問題常設委員會6 
輔助之下，經常檢討由東非最高委員會及中央立法 

大會主持的坦干伊P客、肯亞及鳥干達若干政麻事務 

聯合管理的各項辦法。

七五. 理事會第二+ 三屆會於接獲常設委員會 

的另一報告書6後，通過下開結及建議：

就管理事會泰悉東# 最高委員會主序一九五七 

年的聲明，内稱"最高委.員會之家資不在於促造或反 

對任何政; 遣展，而在於提供東非各相别领土想為 

;̂ :<聯合處理最爲有效的若干服務"，又稱"凡工御姻 

别领土聯合管理的任何事務，只龍在懷疑震至甚至 

不無誤解的情形下，利用勸，方法，渐子推進"。

就管理事會重申就管理事會在第七在會時所通 

遇之各項保障（決議案二九三(七)）並希望管理當局 

繼续在就管領土中實行此等保障。

就管理事會悉東作中央立法★會曾在一九五七 

年制訂有關預算事嗔的十二項立法措施。

記管理事會處按其以前關於東^工業理事會的 

各項建議，族欣悉當局已任命基里曼嘉$ 土著合作 

社 協 會 經 理 人 M r .  Andrea Shangatai爲坦千 

伊出序工業理事會工代表之一。理事會又悉有一 

#方織工康已取得執照在领土内開工，另有二纺織庭； 

將於一九五八年內领得執照，此外並有二所無需申 

猜執照的坊織戚不久也將開工。理事會備■悉特眼代

*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十届會，補編第四號(A /2933 ), 
第四三至第四四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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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之聲■明，據稱工業理事會我至一九五八年六月三 

十日止之常年報告書不久印將提出，以便理事會及 

行政聯合問題常設委% 會可檢封行政聯合此方面的 

情形。

記管理事會黎於其前此主張進一步發展坦干伊 

络運输制度的各項建議，线悉東冲鐵路及海港管理 

局 ，繼绩改善與擴充該鎮土之港口及鐵路設请。一 

九_£•七年與一九•入年兩年内南部廣鐵路線已使  

用染油率柏；又在坦加和科羅圭兩地闕调整路執和 

坡度，由契陵古洛 (jChilungulu) 至馬塞鋪設鐵路支 

線 , 以及在遠策薩胡設一装却油料的新瑪頭等工事， 

皆已完成：將姆望沙部分港口設清移至另一地區 

的工作，亦己開始。

理事會换一九 •£•七年视察固曾建議任何闕於改 . 
善運输與通説的提議均應對南部高地及南部各省加 

以適當之注意, 妓特别歡迎铺設自基嚴鍾至未古未 

支線的計劃，此線到■於南部高地省各地區可有極大 

的利益。

理事會猜管理當局注意坦千伊络立法議會内闕 

於在南部高地省擴充鐵路設清及接通坦干伊络及中 

央兩線等事所提出的各項間題。理事會希望管理會 

局、银土政府及東作鐵路及海港管理局繼續巧究此 

等問題，並一俱情況許可，即與坦千伊鐵路公司擬  

成延長此二線的方常。

記管理事會器悉坦干伊立法議會，於一九五 

八年通遇闕於小參與小參粉的新政策以及此項政策 

所根據的各項原則。理事會又悉天然實满部部表與 

財政姓濟部部表在立法議會所發表的學明，略稱目 

前坦干伊疼小麥座量雖與需要相差甚遠,但俟同小 

參绣韓病而引起之問題搜得解法辦法之後，小參短 

少間題短•期内亦可解決，並稱新政策可以保降坦干 

伊小麥生產業的循序發展，將来對於消費者亦可 

有蓋。理事會希望领土政府與東邦震素森林研究組 

織合作，瑪盡努力從速發展樂錄小麥,以期增加领土 

小參J ■量並改善小參踌货。

就管理事會悉坦干伊略立法議會己接受由肯  

亞、坦千伊《! |：、爲千達, 三鎮土政府及尚西巴政府作 

為政策學明聯合發表的一九五八年坦干伊政府公  

文第一號，內容有闕東作之高等教育間題。理事會又 

悉第一號公文所载主要提議之一為遂步投立一東冲 

洲大學，其所属各學院，分 投 在 三 土 境 內 ，各學院 

除資設义理科的學位課程外，並各别增設其他學院

所無之專n 學科。理事會悉一九JL八年曾有一工作 

圏 訪 問 坦 千 伊 依 照 公 ;t 所载結論就算劃事宜提 

供意見，核因報告書现正由领土政府考慮中。理事 

會请管理當局將政府巧究此報告書之緒果報告就管 

理事會及其行效聯合問題常設委員會。理事會黎於 

大會★議，二二五 ( 三）及託管理事會決議，一 - 0  
( 五）均有關作洲就管领土之高等教育，族重申各該 

素内闕於考慮儘速在坦干伊络建立高等教育設播•之 

各節。

託管理事會度换前此曾就在坦干伊傳播有闕  

東# 最高委員會之情報一事提出建議，兹露悉特派 

代表之聲明，據稱關於最高委員會在鎮土  的工作， 

已以各種不同方式進一步加以宣揚，包括分發>乂其

S w a h ili語印救的手册在内。理事會希望今後 

之努力能以遂步增如關於東最高委.員會在託營鎮 

土内工作目標及情形之情報數量爲R 標。

羞.經濟進展

板沈及記管理事會的建議

一般經濟情況及政策

七六. 理事會已在前一報吿書7 中叙述該領土 

截至一九五八年年中爲止的一般經濟情況。經濟的 

主要基礎是生產初級産品出口（以西沙萧麻、咖啡、 

棉花、油仔及皮革爲主)和種植供當地消耗的主要糧 

食。領土的擴業也在發展中，而且已居重要地位，目 

前主要的產物是鎭石、黃金、濃縮錯碱、墮和雲母。理 

事會在第二+三届會曾查悉近年來擴産的勘測大有 

增加。.自一九五二年以來，該領土就一道循有一個 

實地工作險在聯合國技術協助專家協助之下，從事 

勘測擴藏;至一九五七年，又有一個新成立資本達一 

百萬英镑的商業公司開始對領土西部礦藏從事大規 

模採測。此外，姆畢亜附近的燒綠石礦藏也在開採 

之中，石油和放射性擴物的勘測都較前增加。一九 

五八年擴業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坦千伊略政府取得 

威廉遥鎭石公司的一半股份（另一半是De Beers 
Consolidated Mines L td .所有)。

七七. 雜然如此，經濟的主要基礎還是農業，在 

發展的琪階段中，結大多數的非洲人民都是自足自 

給的農民。但是非洲人的現金作物産品不斷的有增

» A /3 8 2 2 ,卷二，第一章, 第九九至第一0 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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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這可由下述事實得到證明:一九五七年出口的咖 

緋（多半是非洲人種植）和棉花（幾乎全由非洲人種 

植) 計共値一千三百七十萬英镑，而過去是經濟主要 

資源而且可說完全是非非洲人作物的西沙爾麻輸出 

總値則爲九百五+ 萬英镑。一九五七年輸出的其他 

三大主要產品爲續石（約三百三十萬英錄)，油好及 

果仁(三百四十萬英镑）及皮革（一百二+ 萬英镑)， 

後述兩種大半都是非洲人的産品。由於某幾種産品 

(最顯著的是積如核，西沙爾麻和咖啡）在世界市場 

中價格低落，土産出口總値由一九五六年的四千四 

百八十萬英镑降低至一九五七年的三千九百五十萬 

英錄。

七八. 雜然如此，生産的總量還是續有增加，特 

別是大部分爲非洲人所產的現金作物。舉例來說，積 

如棱一九五六年產量爲一萬六千六百四十七嘲，一 

九五七年則增爲三萬四千嘲，落花生由一萬四千六 

百六十嘲增至一萬六千顿，茵麻子由一萬二千零十 

二I頓增至一萬四千嘲，其他油释由一萬四千八百五 

十一囑增至雨萬八千P頓。非洲人所種植的棉花由七 

萬九百嘲增至七萬七千六百嘲，非洲人種植的咖啡 

由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八顿增至一萬七千五百九+三 

P頓。這些數字表現領土經濟參展的一般進展和理事 

會在前次報告書中所提到的非洲農業生産力的繼續 

增加。在第二十一届會時，理事會塞悉坦干伊嘻總 

督一九五七年發表的.富明，內稱他深信今後千•年的 

總産量會繼續增加，每年的增加不會少過百分七點 

jElo

七九.以往理事會總是特別注意改進土著經濟 

之需要，並在第二+—屆會時表示希望管理當局及 

領土政府都將盡心竭力繼續設法改喜非洲人的經濟 

狀況。管理當局以前曾經說明其一切政策、力量與 

費用，都是特別注重增加非洲人的生産和賺錢能力。 

因此，農業和獸醫機關大部分的工作,是以宣傳和示 

範的辦法，致力於改善非洲人的耕種,使用土地和飼 

養家畜的方法，並鼓勵自足自給的農民逐步改變從 

事生産現金作物。個農計劃由坦干伊嗔農業公司負 

責推進，目的在使非洲人在少量土地上使用現代耕 

種法，該公司在一九五七年得到管理當局撥給的五 

十寓英镑。政外，理事會前次報告書已提起另有一 

個由各族混合組成的公司於一九五八年初成立，該 

公司擬於查明Kilombero流域宜於種植薦糖之後， 

在該區發起二個簾糖個農計劃。

八0 . 關於增加非洲人生產力一事, 理事會前 

曾加以嘉獎。這方面最近又有一項推進的行動，這件 

事的起源是立法議會中一非洲議員要求政府應爲增 

加非洲人生產力擬定具體計劃。政府在諮詢當地非 

洲人意見之後共擬定了四十項計割，於交由其中亦 

有非洲人代表參加的專肆委員會予以研究後，提送 

請管理當局考慮。已經拔准的計劃將以殖民地發展 

和福利基金爲此特別津貼的七十萬英镑中撥款舉 

辦。理事會在第二十一雇會獲悉此項發展後,表示希 

望管理當局能依照將来的經驗，設法算資舉辦性質 

相同的其他計劃。在一九五八年中開始舉辦的"增 

產" 計劃共有二+ 九個，包括増加咖啡、苦菊、煙草、 

馬鈴塞、棉好及油好的生産及鼓勵普遍使用肥料與 

牛舉以及發展漁業等等。計劃實施結果如何，目前 

尚不能估計，但據報告一般人民均對各項計劃有良 

好的反應並予以支持。

八一. 理事會在籠統提到發展的一般趨勢時， 

表示讓悉在某些地方雜有經濟活動極爲頻繁的跡 

象, 但是似乎並非全領土各地都是如此。理事會希望 

管理當局在僻遠地方進一步促進農業和其他齋展， 

特别注意設法改善交通，並謂據悉已有申請借款的 

事例。同時理事會促請管理當局繼續努力堵植一般 

非洲人對各項計劃的興趣並設法多使非洲人參加各 

項泰展計劃。關於這事，理事會提到一九五七年視 

察圓曾對於所有政治領袖切實合作的需要，表示極 

端重視。理事會第二+三屆會獲悉國際復興建設銀 

行總裁宣佈將於一九iL八年內訪問領土，而且目前 

進行中的談判完畢之後，可能有國際銀行的訪問圃 

前往領土調查，至爲欣慰。琪在商錄已告完成，調查 

工作可望於一九五九年五月間開始。

八二. 理事會第二+三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譲 :

理事會認為領土土  J i t 量由 — 九五四年至—九 

七年增加百分之千至十五 , 足以液明其經濟狀'兄 

確在繼續改善之中。理事會欣悉當局现正特别努力， 

利用各種方法，其中包括舉辦各項增虞计剑在内，致 

力於增加非洲人之哀業生 J • 力，同時鼎洲人對此等 

計劃的反應甚爲良好。

但理事會認為尚须多方努力, 始能摊保非洲人 

民充分参加领土之短濟生活。因此,理事會一方面 

建議管理當局應加緊努力， 例如發放信用货敦及 

舉辦剑線等等辦法，便利效勵非洲人多多参加所



有各種經濟治動,另一方面亦促請人不僅應充 

分利用现有之機會，並應竭盡全力在經濟典商業一 

切活動中發展其主動仇力。

理事會悉管理當局己在各方面從事多種鋼查， 

且國際復興建設鎮行之訪問圏將於一九■九年内從 

事祐计领土之，源及需要，並悉管理當局己在若干 

方面擬定許多發展計刻，其中有數項業己全部或局 

部實施，但理事會認為现在遂需计及自私人投资可 

能得到之敦》頁，擬具一僻通盤的表期针#1。倘欲在 

最短期闕内切實辦到該领土有計剑而均衡的發展， 

理事會認爲现在各部的許多针剑必須在慎重規定優 

先次序之後合併為一個通盤計剑。為確保領土設法 

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之努力能後成功起足，理事會建 

議應使领土人民及其代表参與募劉及各階段發展計 

剑的實施。

理事會斜於在领土内開闕毒观為害的地方灌瓶 

针劃以及裏業發展計剑的進展, 向来特别注意。理 

事會認爲第一仍應注意裏業，以期在最短期間內達 

到主要糧食可以自給的目標。理事會深知在任何以 

衷業為主的国家内，菩集国內资本作為發展之投货 

一事大部份須祝哀庄物是否有多餘•可以输出。因 

此，理事會希望该领土之經濟計劃將顧及以较目前 

更多的財力用於裏業之需要，並以從速消除須由国 

外输入食物以及其他處產品以補不足的情形， 及 

遂步發展此等產品使有多餘■可以输出為其目標。理 

事會建議除實行例如營菲及流域工事此翔★規棋灌 

激計剑之外，尤應特别注意I I助計劃，如建築小堤、 

大小當水池以及模範村裏田計劃等等，其建幕工事 

均可由居民自動直接参加。理事會想為该领土现有 

的社區發展方，應在適當時期内推廣成為全领土的 

社區發展针剑, 由人民自己的力量與主動在其中發 

挥意義重大的作用。

土地權利問题

八三. 理事會在前次報告書中8 已陳述了有關 

土地權利的情形，仍可參考。簡單說来，就領土人口 

的敷目而言，土地可謂相當廣大。雖然由於各種因 

素，如缺欠水的供應，交通不便和毒繩爲害等等，大 

部分的土地都難予開闘，但是大體上仍無土地缺乏 

的問題。已利用的土地極大鄧分都在非洲人手中，他 

們化有土地的權利受領土法律的保障。據管理當局

« A/3822,卷二，第一章,第一二0 至第■-三四段。

說，主要的問題是增加一般自給的非洲農民的生產 

力。許多專家，包括東非土地人口問題皇家委員會在 

內，都認爲道個問題的解决需要改變土地爲部落所 

有的傳統制度，變爲多少屬於個人私有的方式，使土 

地的估有比較安定長久，而同時又便於管制,不致引 

起農業悪習。託管理事會第二+—届會獲悉領土內 

非洲人土地權利政策的整個問题都在檢討之中，領 

土政府不久卽將宣佈一項新政策，擬在當地居民提 

出申請的幾個選定的地方實行。理事會希望此項政 

策實行之後可以促成皇家委員會所建議的逐步改變 

傳統土地權利制度的辦法。同時理事會也了解现有 

根據習慣法的權利必須先妥予決定，然後纖能允許 

私人自由保有土地。

八四.坦干伊咳政府於一九五八年六月間公佈 

其提議，對於農村地區中根據習慣法估有的土地提 

出一個政策。所提議的辦法是農村地區中一般人民 

如果都希望土地私有，則凡區內由私人佔有已久的 

土地，可由非洲人各自將其根據智慣法無契據有的 

土地正式登記，變爲自由保有土地。這些提案未經 

立法議會辯論，所以筒未正式採行作爲政廣的政策。

八五.除目前根據部落和暂慣法所估有的土地 

外，截至一九五七年底，共有約三百萬嗽（或宜於耕 

種或畜牧的現有土地總面續百分之一點六左右)，出 

譲給個人與公司，包括法定機關在內。在這個總額 

之中，四+ 八寓二千三百六+七喊爲多半是德意志 

統治時期所得到的自由保有土地。其餘是長期租賞 

(租期長短不等，以九十九年爲限) 的土地，這是目前 

領土法律所許可的唯一出譲土地方式。擴區出租與 

礦權要求共佔二+ 萬五千七百五十喊, 其中九寓喊 

在雨個非洲人合作社手中。關於一九四六至一九四 

七年土地出讓的其他資料均見前次報告書。

八六.管理當局向託管理事會解釋稱當局在土 

地出譲方面採取極愼重的政策，並且特别*視保障 

非洲人目前和今後的土地權利及利益，只限在與土 

著當局或關係私人嗟商之後，並確實知道給予佔有 

權利足以促進領土的經濟發展時，始允許此種權利。 

自從一九五四年以後，當局只在情形特殊，領土本身 

資源無力從事必需的某一特別發展時，線准許以土 

地出譲給新到領土的人。

八七. 理事會第二+—届會表示深信管理當局 

必能繼續其對土地出譲愼重處理的政策。理事會認 

爲遇當局認爲土地出讓有益於該領土時，則凡係農



業或畜牧土地概應優先譲與大規模的企業，其中應 

儘可能使當地人民有參加的機會。菅理當局在理事 

會第二+ 三届會時報告稱一九五八年內關於土地出 

讓一事的特點是新出讓土地的淨職數爲一九四八年 

以來最低的一年，共計二+ S 起，化地五萬五千九百 

] ■嫩。

八八.理事會第二十三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

理事會悉一九五八年内土地出讓的浮數爲一九

年来最低之數字。

理事會重申前此之各項建議，其中理事會曾表 

示深信發理當局對於土地出讓一事不論闕於出讓之 

雨猜或條件，均必能繼續其慎重處理之政策。理事 

會想為堆有遇最有利於领土本身及其人民之情形 

時 , 始可出讓土地。

理事會深信管理當局之土地出讓政策必將繼積 

符合記管偏定中有關之規定，而因土地出讓而損失 

財產的人民亦斯得到應有的捕偉。

理事會封於坦干伊•'^政府擬在某些地區及其種 

情況之下以土地和有制度代替傳统土地權利制度之 

提議，極爲注意。理事會雜相信此種土地權利制度 

之更改到 ' 於造成環境以利改造裏 J ■必有，助,但同 

意管理當局的意見，印此等提議在计諸實現前應先 

經慎重的公開對論 , 以难保其為一般补洲人所赞助； 

同時理事會留意等待闕於此事之令後發展與決定。

貿易、商業及工業

八九.雖然領土內的商業大部份掌於軟洲人及 

亜洲人之手，管理當局報稱非洲人參加商業者不斷 

有增加，不只在銷售初級産品就是在零售業方面也 

有這種情形，尤其在各市鎭及較富有的地區。由一 

九五七年在基里曼嘉羅土著合作社協會倡導下開辦 

了一個商學院和同年內發出了三萬四千份非洲人貿 

易執照等事，就可以看出這種趨勢。

九0 . 目前非洲人在經濟方面的一個重要組織 

是合作敏蓮動，此項蓮動在政府竭力鼓勵之下仍在 

繼續擴展。自一九五四年以来登記的合作社數目實 

際上增加了一信，一九五八年計有五百四十二個合 

作社，社員約三十三萬二千人。所有的合作社，除去 

六十一個10級農産合作社外，都加入了二+個地方 

性和一個全領土性的協會，合作社蓮動透過這些較 

大的組織從事建築、購買、製造、甚至敎育方面的重

要事業。除上述的商學院外，第一個合作亂棉厳已 

在一九五七年開工, 第二個亦在一九五八年開工;布 

科巴區已設立了一個咖啡结製公司，同時政府所辦 

的一個合作社學校也在Mzumbe開課。

九一.合作社蓮動的發展主要是在農産銷售方 

面，但在消費方面發展不多，因爲這方面競爭激烈， 

開銷甚少或根本沒有開銷的零售商太多。但是現有 

六個非洲人的消費合作社，其中之一在布科巴，有五 

十個分社，一九五七年內銷售總額爲七千英镑。管 

理當局認爲這些合作社是很好的試驗，足以證明在 

坦干伊嗔現有情況之下清費合作社能否存在。

九二.截至目前爲止工業發展多半限於農産和 

其他初級産品的加工，政府的政策雖然是鼓勵次級 

工業，但其發展大部分要看地方市場能否擴大。近 

年来輕工程和日用方面的工業續有增加；一九五七 

年兩個重要公司在達萊薩朗得到佔有權：一個紙煙 

厳和一個皮鞋厳。一九五八年達萊薩朗的雨個紘織 

廠也領到執照。

九三 .理事會第屆會靈於應使非洲人多 

多參加工商企業，故對於管理當局當時研究應以何 

種方法使非洲人得到更多股權" 所得的結果，表示 

關注。理事會提議管理當局應努力鼓勵坦干伊啥境 

內的各種企業訓練非洲人擔任管理的職務，並儘可 

能多使非洲人參加經營。

九四. 理事會第二+三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二

理事會建議管理當局繼绩研究如何效勵冲洲人 

在買易及商務方面擔任较重要的任務。

理事會欣悉合作社的發展有颜著造展。不但登 

記合作社己增至益百eg十二所, 社員人數亦清至三 

十三其二千人，印合作社道動的範11也已擴大，由消 

賢和销售工作推及其他部n ,如建蔡、机 称 及 培  

製等等。

在工業化方面， 理事會欣悉目前正計劃在领土 

内設立四伽新織来，其他新工麽如皮殺廉、板煙威 

及果汁康等也將先後設立，利用土產皮革水乘及煙 

草為原料。理事會希望振取一切必要措施效勵許多 

其他次級和家庭工業的發展。在這方面，理事會建 

議管理當局調査有無可能在當地數造裏具及簡單嫩 

械。

關於雄業，理事會欣悉坦干伊•嗔政府已取得威 

廉避镜石服份有限公司的一半股份， 且政府工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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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應否准地方人民聘買股份的部份。理事會歡迎 

錄領土己發現碑酸建雄的情報，並悉探勘石油及其 

他確物的工作仍繼續逸行。理事會猜管理當局就 

洲人、亞洲人及飲洲人申猜勘艘執照,确權要求或租 

货破區後准與联的情事提供詳盡情報，並就當地 

居民参加開振領土天热資源的程度提供情報。

理事會建議管理當局在擬定領土經濟發展政策 

時應計及邊宜致勵工業以便領土在自  >'台或獨立時可 

有健全的 I I 家經濟基破。

財政；發展充足的政府收入

九五. 關於領土政府的財政情況，均經載入理 

事會的前次報告書。®

九六.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度政府的收入總 

敷是一千八百八十萬英镑，這個數字雜較預料爲低， 

但收支相抵仍節餘-•h三萬七千英镑；支出原來估計 

數額是一千九百七十萬英镑，因政府嚴格施行管制， 

減低了約一百萬英镑。業經核准的一九五八至一九 

五九年度預算計支出共二千一百萬英錄，牧入共一 

千九百八十萬英镑。

九七. 政府擔心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 年度的情 

形恐怕還不如目前；預料所得税和關稅收入都會減 

少。因此，政府認爲領土經濟對於一九五九至一九 

六0 年度的開支出力不可能高出一九五八至一九五 

九年度的水準，可能反而不如。

九八. 理事會在第二+三届會得悉管理當局最 

近已同意負擔镜助坦干伊唁解決財政困難的義務。

九九. 輕常收入的主要來源是關税及清費稅， 

在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度槪算中共估七百七十萬 

英镑，個人與公司所得税的收入倍計爲五百九十萬 

英镑。其他直接與間接税可望有一百五+ 萬英镑。一 

九五八年內改訂了所得稅率與免税底數，最主要的 

改變是提高了若干種個人免稅底數，使用新的税款 

計算法，將附加税併入所得稅率，並提高公司税率。

一0 0 . 公共建設費另有預算，其經費的主要 

來源是貸款，聯合王國殖民地發展及願利基金撥給 

的# 助金，和由國庫轉撥的發展準傭金。五年發展 

計劃經於一九五六年改訂後規定自一九五六至一九 

六一年五年內勤用三千二百萬英錄，其中主要的項

« A / 3 8 2 2 ,卷二, 第一章，第一五五至第一六五段。

目是發展天然資源（四百九+ 萬英镑) , 交通(四百二 

十萬英镑) ，社會服務(五百八十萬英鋳)，公共建築 

( 四百四+ 萬英镑) , 農村發展(三百七十萬英镑),電 

力(二百萬英镑）以及各市鎮非洲人往宅（一百一十 

萬英錄）。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度建設費總額爲 

五百四千*三萬四千英镑。

- 0 —.領土的一個主要問題是由於世界市場 

借款利息甚高，一九六0 年內殖民地發展及福利基 

金法案亦將失效，因此極難從海外算得資金從事發 

展。理事會第二+—届會得悉一九五七年該領土由 

管理當局方面得到額外補助金一百二+五萬英镑 

(包括七十萬英镑用於非洲人生產計劃，五十萬英镑 

用於坦干伊睹農業組合)。理事會對於當局設法自海 

外借款從事發展的努力衷示歡迎。

一0 二.理事會也欣悉在建立當地資本市場方 

面 , 亦已略有端使。一九五八年九月間在當地壽到了 

一筆借款共一百萬英镑，用於發展事業，包括公路、 

城鄉用水的供應、市鎭的發展以及興建政府房屋。

一0 三 . 理事會第二+三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譲：

理事會姆於領土預算情形 ? 1 起坦干伊政麻的  

憂慮以及政府想為收入如再減低社會及其他服務勢 

須裁減等事，表示闕切。理事會欺迎管理當局的攀 

明，據稱己於最近接受協助坦干伊略解法財政因難 

的義務。理事會希變預算情形印將好轉，世界價格 

及地方利满增加之後，收入數字亦將提高。理事會 

怒為管理當局同時亦應對各種槽加政府牧入的可 

能辦法,特别是利用槽加生產、改善品货及加速工 

業化進度等辦法。

理事會，悉民避讓員組織主席在立法議會所發 

表的意見，據謂坦千伊'必須吸引大量外資始能開 

發國内天热實源，而国外可供投资之用的實本也應 

姆坦干伊具有必要信心'。理事會想為此外亦應考 

慮設法由私人来源或以国際援助》货款及補助金等 

方式自国外取得發展資本。

理事會深信坦千伊 ■ t i：政府、地方當局及舆論界 

負貴领袖科探取一切必要步聰鼓勵在可能範園之内 

儘量動 .員國内资本從事投實，利用節儲、合作社基 

金、算借發展货款及吸引不論多零的倚蓄等方法。 

理事會建議管理當局也應鼓勵工、商界將在本地所 

後的利调再在领土内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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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一般經濟情況及政策

一0 四.紐西蘭代表希望目前出品貸償格的降 

低，尤其土著居民所產商品跌價一事,不致使非洲農 

入感覺灰心，或妨礙領土政府正在辦理的擴大與增 

加産物種類的I t劃。

一0 五.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認爲 

領土的經濟完全是殖民地的經濟。該領土幾乎沒有 

國家工業，整個經濟生活和發展似乎都以爲外國公 

司和專利企業謀利爲主要目的。土著人民參與領土 

商業生活者參，無幾，他們的經濟狀況也是原始時 

代的經濟。所有的貿易，特別是出口貿易，完全由外 

國人包辦。外國人的大公司操縱領土的財富與勞工 

資源，獲利無算，而當地人民的情況, 則毫無改善。

一0 六.麵甸代表認爲應該加信努力使農業方 

法現代化, 並使生産增加，因爲這兩件事可有助於調 

整目前非洲人與非非洲人之間經濟地位大相懸殊的 

情形。

- 0 七.法蘭西代表認爲坦千伊唾政府購得威 

簾遍績石公司一半股份是很有見地的舉動，並且保 

全了領土由開掘底土獲得利盖的權利。

一0 八.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促當局以保障 

坦干伊嗔人民今後權益爲開採領土擴源時應考慮的 

首要因素。他認爲對於在領土南部發展交邁使之與 

坦干伊嗔其餘鄧分有較密切的聯聲一•事，也應該採 

取措施。

一0 九.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對於指責泰展計劃 

與非洲人事務無關而只在促進海外公司利益的言論 

表示異議，並且提到立法譲會中非洲譲員所提出並 

且已由坦干伊唾政府在殖民地發展及福利基金協助 

之下提創鼓勵的許多非洲人增産i t劃。

土地權利問題

* o . 紐西蘭代表對於管理當局處理土地權 

利問题各種困難的勇敢與愼董態度，表示欽佩。

一一■一 . 蘇聯代表說土地出譲的情形仍舊繼 

續，許多非洲農民的土地常被剝奪，得不到邁當補 

償。居民雖然提出抗議，當局仍將土地長期租借給 

外國人。

一一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促請管理當局 

擬定辦法保證凡屬耕種土地一槪不再出讓，惟土著 

居民除外，並稱ifi•種辦法完全符合國際法承認每一' 
個國家有權限定只有本國國民;T准有地産權利的習 

慣法。

一一三.巴拉圭代表說應以地籍測量爲實行土 

地私有制度的第一個步驟。

一一四.管理當局代表說保護坦干伊唾非洲人

土地權利對於管理當局是一個神聖信託，以往各年 

來所確立的精密措施和保障就是要使這種權利得到 

充分的保障。

貿易、商業和工業

一一五.印度代表說領土本身的資本與財力旣 

然尙不足以建立有組織的大想模工業，就應該造成 

環境便利外來不帶政治作用的投資。

一一六.中國代表促請早曰廢止對於借款給非 

洲人加以限制的土著信用貸款（限制)法，因爲該法 

可能妨礙輕濟發展。

財政;發展充足的政府牧入

義大利代表希望負舆論責任者都能了 

解如飲預算平衡就需要在某些方面忍受犧牲。

一八.印度代表認爲經濟制度本身旣然是健 

全的，就應該可以用增加所得税和放大想模探勘與 

開採領土擴藏等方法, 来增加牧入。

一一九. 中國代表說除非領土收入大量增加， 

斷不能期望它能負擔政洽和憲法發展所需的額外費 

用。

一二0 . 細甸代表認爲領土的財政情形殊爲可

慮。

肆.社會進展

觀 况 及 記 管 理 事 會 的 建 議

社會進展的各方面

一二一. 坦干伊唁社會結構最顯箸的一事仍是 

種族、部落、習慣、語文和宗敎的不同。管理當局雖稱 

除爲了保護非洲人之外法律上並無種族歧視，但是 

在其直接管轄之外的某些方面仍有歧視的跡象。理 

事會第二十届會得悉管理當局所提供的一個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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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謂管理當局亟欲劍除餘下来的一切妓視痕跡，並 

願以正常的開導和敎育辦法爲其政策，來劍除個人 

和社會關係上仍舊存在的歧視，甚表欣慰。

-一二二. 理事會一向都希望能改善婦女地位， 

因爲在非洲社會中婦女地位仍不如男子。理事會以 

往曾射逐步前進解放婦女的現象表示歡迎，並且促 

請管理當局以鼓勵非洲婦女積極參加公務及增加女 

子敎育設施等方法，進一步激勵這種趨勢。管理當 

局在一九五七年常年報告書中爲了證明婦女地位確 

在不斷改善，指出非洲婦女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已佔 

顯著地位，一九五七年的第一次會長會議就推選了 

一位女主席，學校內女生與男生的比例自一九四七 

年來也有顯著的增加。

一二三. 理事會所注意的事項之一是體刑問 

題。該領土法庭仍可判處男子受體刑，惟成年男子 

只在犯有嚴董殿打、偷竊牲普和武装搶却之類的罪 

行時纏受這種刑罰。一九五七年內判處（多半是低 

級和地方法庭所判決的）體刑的案件有一千五百九 

十五件，其中二十七件其後被高等法院撤錯。被判 

受體刑者極大多數(一千三百九五名)都是未成年 

人。理事會第二+届會對於謀求完全廢除此種刑罰 

一事無法續有進展，深感失望,並希望在最近的將来 

環境有所改變，允許管理當局完全實規其廢止體刑 

的願望。

二四.理事會第二十三属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議：

理事會封於管理當局未能在嚴止體刑方面有所 

進展，深覺棱惜，但悉管理當局已保液決意在環■境允 

許時立印雇■止體形。

勞工情況及其組織

一二E .  —九五八年年中勞工情況的詳情已載 

入理事會之前一報告書。 常年報吿書中所載一九 

五七年主要的變動爲:(a)非洲人就業者的總數略有 

增加，一九五六年爲四十二萬四千二百零九人，一九 

五七年則爲四+ 三萬四百七十人;（b)非技術碼頭工 

人的工資（一九五六年每月由一百零五先余至一百 

五十先令不等，一九五七年每月爲一百+八先令至 

一百六+ 三先令) 相非技術政府雇員的工資（由一九 

五六年的四+ 二先令五十分至七十八先令五十分

增至一九五七年的四十七先令五十分至八十五先合 

五十分都略有增加。在這一年中因爲一一四起 

勞資糾紛事件共損失了十六萬五千三百二十八人工 

曰。據報一九五八年中許多次罷工都不是工會所願， 

並且是違反工會政策的。

一二六. 近年來最顯著的一個發展是領土內工 

會蓮動的迅速擴展，據倍計一九五八年工會會員約 

有四萬六千四百八十八人。理事會在第^一雇會 

提到道事時表示工會蓮動如果組織健全，領導有方， 

對於將來的發展可發生董要的作用。因此理事會嘉 

許管理當局能提供訓練工會領袖的便利，並且希望 

當局設法鼓勵他們儘量加以利用。理事會也强調務 

須敎育工會會員使之明瞭工會蓮動原則與方法。

—二七. 此外，理事會也關切宜增加非技術工 

人賺錢的能力；因爲大都分非洲工人都隨季節移徙， 

這個問題遂更趨複雜。理事會第二H 雇會欣悉達 

萊薩朗已成立了一個最低工資委員會，而且最低工 
資法將推廣適用於其他市鎭。理事會請管理當局經 

常研究是否可以邁當的辦法提高工資的水準，包括 

遇可能時提供以增加工人生産力爲目標的訓練方案 

在內。

一二八. 坦干伊略政府在一九五八年十月間宣 

佈決定邀請一個具有邁當資格的人從事調查領土內 

規定工資的機構。

一二九. 西沙爾麻工業聯合管制評議會在一九 

五八年間成立。其組織法中規定以各區域和地方諮 

詢會譲爲媒介建立整個西沙萧麻工業的聯合諮詢機 

構，其中最低級的組織是各農場委員會。在西沙窗 

麻工業之外，正式組成的聯合諮飽委員會到一九五 

八年年終時共有一百八十八個，根據倍計，道些組織 

所代表的工人約有+ 三萬之敷。

-三0 . 理事會第二+三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議:

理事會欺迎坦干伊络境内工會運動的成表及各 

種工業中聯合结狗委員會的發展。理事會悉該领土 

最工事丹多係違反工會意思與政策, 兹表示深信供 

工會领袖及工人的經驗與教育缓浙增造之後，此種 

問題必將隨之消失 , 並確信輔以適當的指等，工會還 

動必能繼續發展 , 並對领土的發展提出有益的貫獄。

A /3822,卷二, 第一章,第二一二至第二一八段0 S = 先令; C =分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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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悉该领土規定工资的機構正由專家一人 

從事调査，又闕於坦干伊港口;L作條许及環境之 

另一朝查也在造行之中。

理事會遂■於當地作洲人民生活標準甚低故建議 

管理當局應參照上述各項調查之緒果振取適當措施 

游最低工實法推廣適用於领土内所有工實工人。理 

事會希望管理當爲#在此方面所振取措施及其實施 

情形提供情報。

理事會器悉管理當局的聲明，據■稱強迫务投事 

實上只限於為政府派往偏傳地方的工作圏搬運行 

李，又儿遇有使用此種务投之必要時其條件完全符 

合國祭替工公約之規定。

醫藥及衛生事務

一三一 . 一九五七年內醫藥及衛生方面的#」多 

發展都已載入理事會的前次報吿書。 查領土內的 

醫藥事務目前正依一九五六年開始實行的發'展計劃 

辦理擴充。

一三二. 領土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度槪算規 

定以一，八九九,七五六英錄交醫務部維持公共衞生 

事務，此外必須計入建設計劃的經費( 五0 0 ,九五 

0 英镑) 和地方當局衛生事務的經費，這項費用衣前 

一年約爲六0 0 , 0 0 0 英镑。中央政府的實際開 

支在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度爲二, o 七七,九九三 

英镑，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度爲一, 九九六，九四 

五英鏡。由此可知該領土雖有財政困難，醫務開支 

總額還是在遂漸增加。查一九五七年內由於財政困 

難已不得不將原應在五年內完成的規行發展計劃時 

間表略予筵長。

一三三. 一九五七年內最重要的進展是醫療設 

施的擴充，計共有五個新區域醫院落成，另有雨個亦 

已開工此外也有别的擴建工程在推進之中，主要 

的是坦干醫院的擴充， 在達萊薩朗建造一所新普通 

醫院的工事也有進展。因爲有這種逐步的進展，政 

府醫療機構中病床(一九四九年尙不及四千張)在一 

九五六年®有五千八百八十六張， 到了一九五七年 

終已增至六千一百三+ 七張。又一九五八年內有十 

個新醫療機構成立。醫師的數目由四百三十九人增

至四百五十九人，登記的護士和政府雇用的助産士 

由四百Z H 人增至四百三+ 三人。

一三四. 理事會第二+ —届會對於醫院設施及 

醫藥人員之續有增加，表示歡迎，但希望當局爲了充 

分利用Makerere大學所有的設施，應鼓勵更多非 

洲人前往接受訓練成爲醫師。理事會尤其欣悉政府 

在已經開始的發展第二期中特別注重擴大防預醫 

務，這一點由政府於一九五七年決定於以後五年內 

在農村地區內建立四十個防預衞生所一事，顯然可 

見。作爲這個計劃的一鄧分，政府於一九五七年漸渐 

推進一個衞生敎育蓮動，據報非洲人在一九五八年 

內參加這個蓮動的一鄧份爲本地公共衛生計劃効 

力者，人數逐漸增加。

一三五. 理事會在一九五八年得悉領土某些地 

方患肺病者確有增加，尤其是以前本来沒有肺病的 

地方。一九五七年當局在南部省的東區發起了一個 

防止肺病計劃，另有由世界衛生組織派來的一個專 

家圃在同一地區調查肺病的情形。理事會第二十一 

届會對於這種病症的增加深表關切，並促請管理當 

局採取一切邁當步驟加以防止治療。

*三六. 理事會第二+ 三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議:

A /3822,卷二，第一章,第二二 0 至第二二九段。

理事會欣悉誠领土財力雜然、有跟,但醫院、衡生 

所與珍齋所的数目仍有增加，近己注重預防衡生寒 

務，且到■於肺病的防冶亦已進一步探取受骤。理事 

會到'於人民注意及參加當地衡生方，较前增加，亦 

表歡迎。位理事會深悉繼绩擴充及改善該领土醫染 

設输確有必要，並相信管理當局對於此事將绩予注

思。

理事會强調亟需進一步之努力，在剑練# 洲醫 

藥及衡生人員方面尤其如此，威重申其第二十一在, 

會所提的建議，印警理當局應繼續鼓勵具有適會 

资格的作洲人接受高等醫蔡剑緣，以便充份利用 

大學所設力1練醫染人员的便利。

理事會兹再對世界衡生組織及啤合国兒童基金 

會對該領土所提供的協助，表示歡迎。理事會威謝 

衡生組嚴就該领土衡生情沉所提具的意見書CT/ 

M 32),跋請管理當局加以注意，；€應注意其中關於 

劍定示範區將各種公共衡生事務合併在内以及淋防 

治肺病方法推及湖泊及西部各省'的兩项建議。



託 管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的 烟 别 意 見

生活程度

一三七. 蘇聯代表說領土內生活環境毫未改 

善。他認爲理事會應促管理當局注意採取步驟提高 

生活程度的必要。

一三八. 管理當局將派代表說雖然還是有很多 

貧困的情形，但是自從聯合王國負起管理責任以來， 

這種情形已逐漸減少。

體 刑

一三九. 蘇聯代表說施用體刑的案件比以前更 

加增多，並且遺對未成年人施用這種撒霸。

一四0 . 海地代表希望當局禁止與憲章抵觸的 

繼續施用體刑辦法。

一四一.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指出准許法院在某 

些情況之下可以判處體刑的辦法，是在徵詢非洲民 

意之後纏在坦干伊咕繼續沿用的。他還說在他本人 

居留領土的期間內從沒有一個非洲人的代表在立法 

議會內提議重新考慮體刑問題。雖然如此，坦干伊 

嗔政府已宣佈要廢止這種刑罰，並且希望能勸導民 

衆接受此意。

勞工情況及其組織

一四二. 紐西蘭代表希望工會領袖之中熱心過 

度而經驗不足的人都能利用現有的訓練便利和酪詢 

服務，從速學習如何恢復勞工蓮動的正常狀態。

- •四三. 蘇聯代表不同意特派代表所說罷工次 

數之增加是因爲工會領袖缺乏經驗不知罷工的意 

義。領土內現在仍有强迫勞役，所以理事會應請管 

理當局注意廢止這種勞役的必要。

一四四. 海地代表希望當局取消舆憲章不符的 

强迫勞役。

一四五.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解釋稱坦千伊P客的 

唯一强迫勞役與一九五七年赏年報告書所述情形相 

同，只限於爲派注偏僻地方的政麻工作團搬蓮行李 

器具。這種勞役完全符合各國際勞工公約的規定，而 

且並不違反託管協定。

醫藥及衞生事務

一四六. 蘇聯代表認爲該領土在公共衞生方面 

並無實際改進，許多厳重的病痕仍到處有之,對於保

護人民免染時疫一事，當局也未採取任何措施。在 

一個面積越過一百萬方公里的領土中，政府舉辦的 

衛生設施只有七+ 處，而且一共只有四百九十個醫 

生爲八百萬人民服務。再者，醫藥索費也使極大多 

數人民不能就醫。

一四七. 比利時代表同意衞生組織的結論，也 

認爲在衞生方面確有不少進展。

一四八.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不承認天花、麻疯 

病和時疫仍甚流行，或當局對於保護人民並未採取 

邀當辦法。他也提請注意土著人民都可以免費享受 

醫藥服務。

伍.敎育進展

板况及記管理事會的建議

一般敎育政策

一四九. 領土的敎育制度是爲四個種族的兒董 

分別設立學校，其組織與辦理情形都已載入理事會 

以前各次報吿書。大鄧份學校都是由志願機關辦理， 

另由政麻予以補助金。政麻及地方當局對非洲人敎 

育所用的經費總額在一九五六年是三, o 四五，八二 

七英镑, 但一九五七年增爲三，五五五，四四六英镑。 

此外遺有志願機關所用的經費，這筆費用也由四三 

五，六六五英镑增至五四三, 二五四英镑。一九五七 

年內歐洲人和印度人的敎育費各爲六六二, o 三0  
英镑及六四五，三三四英镑。其他非非洲人的敎育費 

總額爲四六, 九七四英镑。

一五0 . 在一般敎育政策方面，理事會以往特 

別注意的事是學校按種族劃分的制度，理事會認爲 

這種辦法妨礙合一社會之演進。管理當局在大體上 

雖然同意將来必須採用劃一制度，但說明現在仍有 

許多需要克服的困難，其中最大的困難是語言和文 

化不同，能以英語執敎的敎員亦感缺乏，而經費更 

不能說是充裕。目前非非洲人社區對於敎育子女所 

需的費用出力甚多，他們所缴付的學費遠過於非洲 

人的負擔。因此管理當局的政策是逐步由上至下採 

用不分種族的敎育制度。截至目前爲止，中等以上 

敎育和某些學梭（達萊薩朗的一個中學和布科巴的 

一個預科學枚）都已准許所有各族的子女入學。在 

伊林加附近建築的中學落成之後擬准許非歐籍學生 

入學，政麻還在積極鼓勵在南部高地設立不分種族 

的預科學校。這些發展都是理事會已知的事,當時理



事會第二十一雇會曾表示希望管理當局能更積極的 

創導儘速採用種族混合的敎育。理事會欣悉在師資 

訓練所內已特别規定多以英文請學，以便能在非洲 

小學三年級就開始敎授英文。第一批受訓練二年級 

敎員二百五十人已在一九五七年-卜二月間畢業，將 

來可以敎授三年級英文。

一五一. 理事會第二+三屆會獲悉政府已經指 

派一委員會研究如何更進一步合併坦干伊嗔境內所 

有種族的敎育制度問題。

-五二.理事會第二十三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議:

理事會欣悉學校及就學兒童的數目都有增加， 

師货剑練規模也已捕充0 但理事會黎悉仍須加緊努 

力，始能使更多作洲學齡兒童接受教育0

理事會對於當局指派一委員食負貴檢討更進一 

步合併各種族教育制度一事，表示歡迎，族希變理  

當艘悉研究結果後能傻速抹用各級教育一概不分 

種族的政策。

理事會備悉聯合国教育科學义化組織對坦千伊 

>!$教育遣展所提的意見書（T/7¥29),成建議管理當 

局加以法意。

小學、高小及中學敎育

一五三. 一九五七年非洲人小學共有二千六百 

三十二個，非洲人高小二百六H 個,非洲人中學二 

十六個，其學生人數各爲三五五, 六三二、三五，五一 

一及二，九八九人。亜洲人學梭的數目是小學一百 

十三個，學生一五，三三九，中學三+ 三個，學生六， 

二二八人。歐洲人有三十三個小學, 學生二，二八六 

人，雨個中學，學生四五九人。

一五四. 與前年的情形比較，上述數字顯出 

一九五七年內非洲人的小學增加了四十三個，中學 

增加了十五個，歐洲人的小學也增加了三個;亞洲人 

的學校數目，小學減少五個，中學減少雨個。非洲學 

生人數都有增加，小學生增了一九，五五三人，高小 

學生增加了二，六六六人，中學生也增多五百八十 

人。亞洲學生人數也有增加，小學生多了八七A 人， 

中學生增多六四二人。歐洲學生小學生多了二二五 

人，中學生增多一二七人。

一五五. 直到一九五六年爲止非洲人敎育是根 

據十年褒展計割推進的，其結果之一是小學和小學

生都增加了許多。一九五七年內又開始實行一>個新 

計劃，可能需時六、七年嫌能完成。這個新褒展計割 

的目標是將高級小學的數目增加一信，並擴展中等 

和技術敎育。初級小學不擬多加，只限於增設幾個 

新學校，但把力量集中在提高初等敎育的素質。據 

報告到一九五七年年終時已興建的新高級小學共有 

五十多所，另有三十所也於一九五八年動工建築。總 

計計劃新建的高級小學共有二百三+ 八個，每年建 

築四十個左右。其中男校八十九個和女梭十四個已 

在一九五八年終落成。

一五六. 理事會第二十一届會促請管理當局竭 

盡努力務必儘速增加高小設備並勸使人民加以利 

用，同時尤須注意初等敎育設施擴展之後初等中等 

敎育之間原有不相連接的情形更爲之增加，有設法 

彌補之必要。一九五六年的估計是讀完初小課程繼 

續升入高小的學生只佔男生的百分之十八，女生的 

百分之+ 二，將來新計割完成時，男女生升學的比例 

可望分別增爲百分之三十及百分之十六。

一五七，理事會也贊成管理當局注重提高初小 

敎育素質的原則，但同時希望將來學校數目可以增 

多，達到初等敎育成爲强迫免費敎育的程度。一九五 

七年爲提高初等敎育素質而採取的各步驟包括建造 

新敎室，使四百個初小的三年級和四年級學生不必 

分別重複上課;另有五百五十個學校也在增建敎室。

一五八. 管理當局估計非洲人初小學齢兒董約 

有八十五萬人，其中三十六萬七千已入學。高小學 

齢非洲兒量，據估計也有八十五萬人，其中三萬五千 

人已就學。爲使所有非洲兒量都能入初小和高小， 

並使完成高小敎育者有百分之十五能入中學，每年 

所需的額外經費要趙過四千一百萬英镑，另外還要 

加上訓練額外敎員所需初步費用五百萬英錄和建設 

學校所需要的四千萬英錄。因此管理當局聲明不論 

當局如何同情增加敎育設傭的要求，建設的進展必 

然緩慢，是不可避免的事。

一五九. 非洲人雖然堅持要求增加敎育設備， 

各初等小學一年級還有一萬四千個空額，二、三、四 

各年級共有九寓一千個空額，高小也有五千空額。

一六0 . 理事會第二+三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譲：

理事會卷悉补洲相小學龄兒童就學者不及半 

数, 高小學龄兒童就學者不及百分之五, 又一般非



洲人民雜皆堅持要求續加教育就馈，但制小尚有千 

萬以上空額，高小亦有五千空額仍待補實，甚為 i f

切。

理事會得悉管理當爲银為此種情形的一部分原 

因在於某些偏斜裏衬地區的父毋咸不願于女離家， 

而 I ：願彼等在家協助家事或在 V S I地 • 作。

理事會認為對於此種反常情形應特别于以詳細 

调查，以使確知其原因，並善劉必要的補救辦法。理 

事會建議管理當局恢重研究此問題，族僮速提出詳 

細情報，附具為納正這種情形所探取的措施。

理事會建議用一切可能辦法發起一種特别促進 

入學運動，以傳播教育的宗盲和利益。

高等及職業敎育

一六一. 關於高等和職業訓練的情況均已載入 

理事會的前次報告書。 —九五七年內非洲學生在 

技術和職業專校註冊者有一千二百零四人，前一年 

只有六百九十六人，此外選讀政府各部門所設職業 

課程者還有二千八百人左右。前次報告書已提及摩 

細的新職工學校已於一九五七年開課，達萊薩朗新 

工學院的第一部分工程也已完成。

一六二. 在所計劃的領土大學院的建築工程尙 

未開始之前，高等敎育信託基金委員會將年息的一 

部分撥給統一獎學金基金( 前一節已提及此事）。一 

九五七年內，領到獎學金到烏干達Makerere大學就 

學的新學生有五十三名，前往（肯亞）奈羅比的皇家 

工學院者有十四名。到奈羅比師範學院的有二十一 

名。總計該領土非洲學生在東非境外的高等教育機 

關就學者有八十一名，在 M akerere就學者有一百 

八i 名。一九五八年坦干伊嘻學生在Makerere 
大學註冊的人敷增加到二百十八名，在奈羅比皇家 

工學院者增爲三十三名。此外，在東非境外學習高 

等敎育課程的坦干伊嚷非洲學生也將近有二百名。 

一九五八年內在坦千伊唁師資訓練所受訓練的敎員 

有一千七百六十九人。

一六三. 理事會第二H-—雇會表示相信管理當 

局會繼續密切注意增加受職業訓練機會的問題。理 

事會欣悉聯合王國專家的一個工作園不久卽將訪問 

該領土，對爲將来的大學院所選校址是否邁當的問 

題提出報告。理事會也建議在決定大學院的課程時， 

應當愼重考慮開設Makerere大學所缺的實用科學 

和其他課程。

. 一六四.高等敎育問题工作圓在一九五八年七 

月八I力間I t問坦干伊嚷，對設立東非高等敎育機關 

的各項提案加以檢討並提供意見；其報告書正由政 

府予以考慮。

‘六五. 理事會第二十三屆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議：

A /3822,卷二，第一章, 第二六一至第二六五段。

理事會器悉高等教育問趣*3：•作固報告書正由坦 

干伊政府子以考慮，希望管理當局進一步探取措 

施在坦千伊' 設立高等教育嫩關，包括於最近的將 

来設立一個大學院在内。

理事會建議管理當局抹取符合領土及其居民需 

要及利益的所有必要措施，使坦千伊人民能充分 

利用根據■辟合国獎學金計劃所提供的国外奨學金。

理事會叉悉文教組織己承允以按該組織•參與方 

案可能提出之要求爲跟，以枝術與財政援助給予提 

出请求的會.員國，在一九五九年内舉辦一次世界各 

地專家會讓，难立特别適用於非洲的技術與職業教 

育一般原則。理事會希望榮理當局利用此次嫩會參 

加上述會議。

記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一般敎育政策

一六六. 印度代表認爲該領土不應按種族或宗 

敎分設學枚。他也認爲政府應該採用一種完全非宗 

敎性的敎育政策，尤其因爲領土人民的宗敎和信仰 

各不相同。

一六七. 法蘭西代表認爲關於學枚內種族混合 

一事，應由已經表示以統一敎育制度爲目標的負責 

當局自行處理，去決定有效實現學校合併的遍當時 

機和方法。

初小、高小及中等敎育

一六A . 義大利代表認爲欲使現有敎育設備被 

充分利用並且填満學梭的空額，應該請所有政治領 

袖和政黨出面贊助。

一六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認爲 

初小和高小敎育的情形難稱満意。初等小學之有空 

額，可能是因爲學生的父母無力繊納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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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o .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非洲人初等小學 

每年+ 先令的學費是用來買書的，而且凡家長無力 

嫩付學費的學生一槪免費。

高等及職業敎育

一七一. 蘇聯代表認爲管理當局並未採取®當 

措施推進敎育。全領土沒有一個高等敎育機關，非 

洲人前往國外就學者也只有二百人。再者，管理當 

局也不准非洲學生利用蘇聯政府所供給的大學獎學 

金。

一七二. 印度代表對於坦干伊略學生在各高 

等、技術和其他學院就讀者人數可觀,受訓練的敎員 

也很多，並且職業和技術訓練設傭也都有擴充，表示 

満意。

七三.法蘭西代表認爲在坦干伊嗔設立一個 

大學院並不是最迫切的問題，因爲在初小和中學內 

都還有很多空額。

一七四.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極重視在坦干 

伊瞎設立大學院一事，並且希望算資的問題可以圓 

满解决。

一七五. 巴拉圭代表促請管理當局加緊努力在 

領土內設立一大學院。他認爲職業與技術訓練對於 

準備自治極爲重要，因此對於非洲人中極少具有職 

業資格一點表示關切。

陸.訂立達成自洽或獨立的各階段 

目標完成日期及最後期限

概 况 及 記 管 理 事 會 的 建 議

一七六. 關於大會在各次决議案內請管理當局 

將關於達成自治或獨立已採或擬採取之措施及達成 

此項目的所需時間的估計, 載入常年報告書一節，理 

事會注意到管理當局並未將此種估計列入一九五七 

年常年報告書。理事會第二十一•廣會重提以前對此 

事所作的各項建議，並表示希望管理當局繼續爲領 

土各方面的褒展採用各種計劃•，並在其認爲規定完 

成計劃之日期可以有助於造成實现領土自治或獨立 

的先決條件時，規定此種限期。

一*七七. 管理當局在理事會第二+三屆會時聲 

明其政策爲儘速使坦干伊睹達成自治或獨立，但在 

實行自治之前有許多事尙待辦理；規定完成日期只

是達到自的的一種方法，而且不一定是最有效或最 

迅速的方法。

，七八，理事會第二十三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議:

理事會疫按其以前闕於此事的各确決議，，兹 

建議管理當局應與人民所選出的代表會商，抹用领 

土各方面發展的计劃，益在適當時表明各階段目樣 

完成的日期，以便儘可能迅速造成领土速成自洽或 

獨立的先決條件。

託管理，會理事的個别意見

一七九.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認爲必須使非洲人 

看到確實證據，明瞭爲他們謀求獨立的計劃。要達到 

這個目的，最好的辦法是由政府經常宣佈希望在多 

少時期內完成自治方案中的下一個步驟。他相信這 

種公開遂步進展的辦法可使人民體會到進展的宗旨 

與方針，因而使他能更迅速和諧向前進展,決非其 

他方法所能辦到。他說美國代表圃根據這種原則，希 

望政府於最近的將来考慮是否宜於宣佈該領土大約 

在多少時期內可以有一個負全責的內閣政府。

一八0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管 

理當局並沒有規定領土實現自治或獨立的日期。管 

理當局稱在這方面主要的障礙是缺乏受過訓練的坦 

千伊瞎人，和土著人民對於歐洲人的仇視。當局在 

確知領土內所有居民的財產權都會受應有的尊重之 

前，不願同意自治。託管領土趨向自治或獨立的進 

展非常緩慢，主要的原因是管理當局所實行的政策 

使坦干伊嗔長期處於依賴地位，以便管理當局和英 

國及其他外國人的公司可以利用領土的天然和其他 

資源。理事會應向管理當局指出當局必須遵行大會 

各決議案內關於訂立領土達成自治或獨立目標曰期 

的規定。如果規定達成目標至多以五年爲限，不但 

合理並且也是非常正當的事。

一八一. 印度代表認爲管理當局最重要的任務 

是準備領土人民在最短期間內負起獨立的各種貴 

任。這項準傭工作應講包括詳盡, 以便達到政治、經 

濟及社會各方面的平衡配合褒展，並且牽涉到如何 

詳細養劃，將政權順利循序移交坦干伊嗔人民。他 

感覺大會属次提議的規定獨立各過渡階段目標達成 

曰期一事，不能再延岩了。因此，印度代表圃再度建 

譲管理當局應與坦干伊咕民選代表會商，決定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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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普選制和取消譲會、行政鄧pg以及其他機關 

中官方代表的日期。

一八二. 海地代表說應該採取邁當的措施來保 

證領土能由託管制度走上獨立的途徑，並且希望管 

理當局能依各方面普遍表示的願望從速訂立達成這 

個目標的曰期。

- 八三.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先對管理當局 

仍未訂立達成目標的日期表示遺憾，然後希望當局 

對訂立達成目標日期和坦千伊略政治進展計劃的問 

題予以有利的考慮。

- 八四.澳大利亞代表認爲以坦干伊略爲一個 

個體來說，考慮就訂立達成各階段及最後目標的曰 

期提出建議，尤其是政洽性質的建議，時機遺未成

熟。

一八五.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指稱管理當局故 

意延岩不准領土獨立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相反 

的，管理當局明白宣佈的政策是儘速使坦干伊膝獨

立。

一八六.管理當局代表說規定達成目標的曰期 

只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方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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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處安達爲陵提

査 .總論

板 况

一. 盧安達烏隆提的總面精爲五四，一七二方 

公里，是中非人口最獨密的區域。一九五六年平均 

密度爲每方公里八一.五一人，-^九五七年增至每方 

公里八四.一七人。部落區域的土著居民一九E 七年 

度估計爲四, 五五九，七六八人（一九五六年爲四，四 

一五，五九五人）。其中往在盧安達者爲二，四五二， 

七三七人，住在鳥隆提者共二，一 0 七, o 三一人。此 

外尙有居往於部落區域以外的非洲人七0 ,三二一 

人(其中以剛果人爲主之非土著非洲人佔三四，三九 

五人），及歐洲籍居民七，二五七人，亞洲籍居民二, 
八五六人及混血種居民一, 0 0 七人。

二 . 盧安達土著居民(殷雅盧安達)與烏隆提土 

著居民（巴隆提）分爲巴圖齊族、巴呼土族及巴特冗 

族的情形，在理事會以前各次報告書內已有記述。

三.估計人口增加率一九五六年度爲百分之二 

點六，至一九五七年增至百分之三點二。一九五七 

年視察團認爲由於該領土土地不多、土壤普遍貧療》 

資源不足及尙未工業化的原故，人口增加可能成爲 

前途的厳重威脅，視察園因此表示希望管理當局盡 

力促使人民明瞭人口情勢的嚴重。

四.管理當局多年来已在設法減輕盧安達人口 

過多區域的人口壓力，鼓勵一部分居民向比屬剛果， 

尤其是基阜區遷徙。一九五七年共有盧安達烏隆提 

居民約四，0 0 0 人遷入基阜。再者,領土居民向比 

屬剛果、烏干達及坦干伊睹遷徙現已確然翦爲自發 

蓮動, 工人向那些領土的季節性移動爾不在內。

五 . 大會第+ 三雇會期間，第四委員會曾於一 

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第八0 四次會議聽詢Mr. 
John Kale對於盧安達鳥隆提的意見。在一九五八 

年十二月五日决譲案一二七九(十三)內大會促請託 

管理事會注意該請願人的陳述。

威.政治進展

觀况及記管理事會的建議

槪 論

六.理事會前在第二十一廣會曾表示認爲這一 

領土由於管理當局及居民的不斷努力，其演進過程 

已達到了一個轉摸點。理事會欲悉傳統社會正在加

■速邁應现代民主思想及制度，並表示贊同九五七 

年視察團的意見，也認爲這一領土很可以容納逐漸 

增多的重大改革。

七 .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盧安達鳥隆提都 

督於盧安達鳥隆提參政會全體會議開幕時致詞，宣 

佈管理當局正在考慮牽渉重要體制變更的政治改 

革。大約將来睛舆論表示意見的法令案文會渉及比 

利時、比屬剛果及盧安達烏隆提彼此之間的關係，揭 

示管理當局的行政方針，並將開列有關將來發展的 

詳細辦法。

八.參政會一致决定請求比屬剛果及盧安達烏 

塵提事務部長儘早選派一個工作團前来託管領土與 

居民建立接觸，以便探悉領土居民對該領土政治發 

展的意見。工作圃由比利時議會議員三人，比屬剛 

果及盧安達鳥隆提事務部高級官員一*人及立法院委 

員一人組成，於一九五九年四月二+ 二日至五月六 

曰訪問了該領土。工作園後向比屬剛果及盧安達鳥 

隆提事務部長提出了報告書一件。

九 . 理事會第二+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

理事會握為废安達爲陵提就管领土己在其演進 

遇殺中達一轉换點，目前時嫩己到，管理當局可以引 

等虞安達烏隆提人民建立真正的民主機闕，因此欣 

悉由比屬削果及座安速鳥隆提事務部表矣派五人組 

成的工作圏已於一九五九年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六 

日訪問废安速爲I資提，精以詞查座安速爲發提居民 

的願望及其到'於如何指引敎领土行政及政治演進的 

意見。理事會殷切期待工作国向該部長所提報告書 

之公侍及比利時政府不久斯就该託管领土政治前途 

問題發表之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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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悉管理當爲正在考慮在該领土推行政冶 

改革。但因改革辦法尚未公怖，理事會现在矣從置 

評。理事會希笑管理紫局擬議的改革將具有遠大規 

模。

理事會深信工作圏叙告書的内容以及有闕其後 

改革的情叔均浙值早送交聯合國。

理事會深信管理當局於擬定废安達爲陵提政f台 
改革方常時必將充分顧及土著人民的願變以及就管 

理事會與大會的建議。

理事會十分重祝下列諸事，特請管理當局注意： 

增加土著人民在参政會内的代表人數，授子該参政 

會以立法權得湘来終可成為該领土的立法嫩闕，實 

行直接普選，增加地方政府及参政會的職權,通遇任 

用及训練#洲人的適當計劃以及司法改革的實施， 

尤其是行政、司法的完全分立，遂渐將欧籍及土著行 

政制皮合而為一。理事會後按前已表示深盼居民的 

地位得到明確的規定，各階層人民不分巴土齋族或 

巴呼土族均能融合無間，而虛安達與爲隆提的闕係 

亦將因效勵二邦於民主基咸上建立並發展共同的 

政 經 濟 、社會及教育機闕而雄之加强。理事會前 

曾表示赞成組織政:!：及從事政愛活動應完全自由， 

效再重申此項意見。

領土地位及與比屬剛果的行政聯合

- 0 . 這一領土的地位主要由一九二五年八月 

二+ — 日法律及曾於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修正 

的一九二六年一月 -̂一■日敕令規定。根據新的規定， 

比利時國王任命都督並決定其地位與任期，以前都 

督事實上係由非洲行政幹部中選出。行政上這一領 

土與比屬剛果合而爲一，構成比屬剛果一個分立的 

副總督政府，有其自己的法律地位與預算。比屬剛 

果的法律須經明文規定邁用於這一領土，或經領土 

都督以法令規定在此領土發生效力時，方遍用於盧 

安達鳥隆提。

一一. 比屬剛果及盧安達烏隆提事務部長最近 

宣佈他已決定終止以設在利奥波德府的總督府及各 

部會爲研究及傳遞有關盧安達烏隆提事務的行政中 

心的辦法。一方面盧安達烏隆提與剛果之間將設立 

一種協調機構，另一方面該領土的行政在其關涉管 

理當局職責的範圍以內，將由比京伯鲁塞蕭的比屬 

剛果及盧安達鳥隆提事務部直接負責。

一二.盧安達烏蔭提與比屬剛果之間有一關税 

聯合。理事會第二十一届會表示盧安達烏隆提及比 

屬剛果之間的现行關税安排不容許對於二者之間現 

行關稅聯合實際上是否公允作一準確判斷。但理事 

會悉管理當局將於仔細研究這個問題後以其結果送 

交理事會。

一三.理事會第二十四廣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 :

理事會錢猜管理當局一如遇去退速供給情叔， 

就明由於工作固報告書或其他原因對於座安達爲隆 

提及比属刚果間的行政聯合所擬的任何改，f , 伴理 

事會得於適當時期子以巧究並提具適當建議。

理事會重申前此闕於修正一九二五年A ■月二十 

曰基本法的建議，同時希望管理當局代表的陳述 

及比屬刚果及座安達爲隆提事務部部長的決定所表 

示的管理當局立场將有助於修正该嗔法律，使其符 

会现時行政實情並参照就管協定的規定使其條文更 

力明確。

理事會泰悉管理當馬代表於第二十四在會闕於" 

座安速爲if：提及比属剛果闕闕視聯合實行情形遞送 

情報事所提出的保ii：, 處按理事會第二千- 在會闕 

;?̂此巧關税聯合辦法實行情形所得的結論，兹請管 

理營局考慮在闕税聯合實施方面抹用足以J•生较準 

確情報的方法，作為基本政治改革中財政改革方案 

的一部分。理事會並希望管理當局對於闕税聯合實 

行情形所作所究的結果，游使核託管领土的預算情 

形為之澄清因而有所調整。

理事會請管理當局於研究放鬆座安達爲澄提與 

比属剛果間聯赞之提議時隨同考慮可否在合理的時 

間内設法改訂翁就管领土預算编造與管制的现用程 

序。

理事會欣悉管理當局的摩迷，據稱, 九二五年 

/\月二十一日法律绝不妨礙座安速爲廣提人民的權 

利有别於比属剛果居民的權利，现時二者的權利印 

有分别，而且盧安達鳥後■提人民湘来也並無■不能在 

就管協定範園內取得新權利的理由。

理事會黎悉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在理事會第二十 

四在會所作的降迷，内稱盧安連邦最高鍵議會所提 

修正闕於座安速爲陵提保安隊的特别法律傳可准許 

誠託管领土人民參加该保安隊的問題，尚在檢詞之 

中，他深信對於當地人民參加錄保安隊的願望,管理 

當局定能子以同情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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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想為管理當局應探取步聰滿足该託管领 

土人民参加保安隊的希望。此舉對於培養人民保術 

该领土的貴任威可有赞貴貢戲。

領土的雨邦並立性質與其土著政治機構

一四. 這一領土分爲盧安達及鳥隆提兩土邦， 

各以一個翁王爲首。1 理事會已迭次主張在雨邦之 

間建立最親密的關係。一九五七年視察團與管理當 

局意見相同，也認爲盧安達與鳥廣提的共同前途不 

必一定出於單純的統一方式，儘可採用聯邦制度或 

其他分權辦法。管理當局通知理事會說它雖在努力 

促進雨區共同中央制度與機關的發展，對於土著人 

民要維持兩區政洽特色的願望仍須顧及。

一五. 理事會第二+—届會建議管理當局爲整 

個託管領土的利益計，仍應繼續努力加强兩邦間的 

關係。

一六. 管理當局於理事會第二十四屆會宣稱， 

在風恪、習慣、性格、語言、以至人民的一般行爲與若 

干抱負願望上，盧安達和鳥隆提兩邦彼此均截然不 

同。因此兩邦在內政制度上似乎反有加緊分道發展 

之勢。

領土居民的地位

- 七 . 根據一九二五年八月二+—日法律的規 

定，凡比屬剛果人依剛果法律應享的權利，盧安達鳥 

隆提居民也有權依此種法律所規定的區別享有之。 

管理當局在原則上，正在努力設法統一盧安達鳥隆 

提全體居民的地位，但管理當局宣稱短期內尙難將 

這方面的法律完全統一。

一八.當一九五七年視祭園同管理當氣討論設 

定一種盧安達鳥隆提公民權的時候，該團獲悉土著

名流"對於盧安達鳥隆提" 國籍恐難接受,而將主 

張雨種國籍。理事會第二+—盾會建議管理當局應 

當會同該領土的代議機關不斷研究可否指引盧安達 

烏隆提居民向採用一個共同接受的國家名稱與國家 

標織的目標前進，作爲促進國家團結及確定居民地 

位的一種方法。

就實現自治所採或擬採的措施諮詢民意及 

巴土齊族與巴呼土族的關係

一九.管理當局在其所遞一九五七年常年報告 

書內再次聲明筒不能詳陳引導該領土趨於自治或獨

立的政策。管理當局認爲必須先保證該領土的經濟 

發展, 舉辦衞生事業，使全體人民皆有受敎育的.機 

會，並且啓發土著人民的道德、社會及政洽意識，以 

迄土著人民的行爲舉動合乎文明民族應有的標準， 

因而能够與當地其他人民一同合作，逐漸建立一個 

直接由居民産生的政府。

二0 . 各級酪議機關，卽參議會、小部落、大部 

落、區及邦諮議會皆有居民參加，由此可見在領土發 

展問題上諮飾居民意見的程度。

替王的單數爲M w am i,複數爲Bami«

1九五七年視祭圃曾經言及土著人民表 

示他們對於盧安達鳥廣提前途所持意見的兩件文 

件。一 件 名 爲 意 見 （Une mise au point) ,係 

盧安達邦最高諮議會擬定的。另一件稱爲"巴呼土 

人宣言：對盧安達土著種族問題社會方面的意見"。 

據管理當局說，這雨件文件代表雨種互相矛盾的倾 

向：一方面巴土齊人組成的盧安達最高諮議會要求 

給予優秀分子以受高等敎育的機會，增加其政治權 

力；另一方面，巴呼土人宣言則把經濟及社會改革 

置於政洽改革之前藉以確保農民大衆的解放。管理 

當局認爲其所負使命十分爲難，旣要幫助巴呼土人 

取得其應得的地位，又不願損害巴土齊人的合法利 

益。管理當局極力要想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勸導巴土 

齊人不但不反對而且歡迎已呼土人的解放。

二二. 理事會第二+—届會認爲爲防止虐待農 

民所採的措施，連同政治改革，社會及經濟進展，以 

及風俗轉變與敎育擴展，正在幫助改變現時巴呼土 

人與巴土齊人之間的關係。理事會並且認爲政治、經 

濟及敎育各部門的繼續努力對於加速雨族人民的融 

合可有董要貢獻。

二三. 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盧安達烏隆提都 

督在參議會全體大會開幕時敌詞, 他說通常稱爲'，呼 

土- 土齊問題"的這個問題乃是農民大衆與政治貴 

族二者間不平等情形所造成，前者沒有經濟力量，而 

後者則擁有該領土有限的資源。他表示堅決反對若 

干地方當局仍舊虐待農民的行爲。

發展代議、行政及立法機關並擴大其權力

二四.立法權由伯魯塞爾的比國議會及比國國 

王，根據殖民院的意見，分別以制訂法律及頒發敕 

令的方式行使之。殖民院主席由殖民鄧長（现稱比 

屬剛果及盧安達烏隆提事務部長) 翁任，另有委員十 

四人，其中八人由國王任命，六名由議會指派。比屬

46



剛果總督及盧安達烏隆提都督均有緊急立法權。行 

政權則屬於盧安達鳥隆提都督。

二五. 盧安達烏隆提參議會乃一諮詢機關，其 

任務爲審查有關預算的提案，討論都督交議的事項 

並向政府衷示意見。參議會共有參議員四十五人，計 

當然參議員九人C高級歐籍官員七人及雨位翁王）， 

由盧安達邦及烏隆提邦最高諮議會推選者四人，由 

都督任命者三十二人；都督任命的三十二名參議員 

中，十八名係由各種會社所提送的候選人名單中選 

出（計工業及商業公司代表六人，中産階級代表六人 

及循主協會代表六人）,其餘十四名由都督自由選定 

(計名流六名，農村以外社區代表四名及不屬於政庶 

的人員四名）。

二六. 至於土著政治機構，盧安達鳥隆提分爲 

雨個土邦，各以會王一人爲首,會王依當地普慣選出 

而由都督授職。邦之下又各分爲大部落及小部落。

二七. 各邦有小部落諮議會、大部落諮議會、II 
諮議會以至於最高邦諮議會。這些諮議會由當然諮 

議及依上次報吿書2所說的制度，顧及居民意向而選 

出、推舉或任命的諮議組成。

二八.各地一切事務均須與各該地的諮議會諮 

商。曾王反翁長的決定, 包括各地預算的核定，均須 

得到最高邦諮議會及大部落路議會同意始有效力。

二九. 理事會第二+—届會表示希望在管理當 

局與盧安達烏隆提人民密切合作之下，立法權與行 

政權的範圍與責任能更予擴大。理事會尤其建議管 

理當局應當繼續增加土著人民在參議會內的代表人 

數，並應逐漸將立法權授予參譲會俾可終於成爲該 

領土的立法機關，同時參議會應設一駐會委員會隨 

時備供政府諮詢。

三0 . 管理當局在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告訴理 

事會說凡是旨在促成盧安達鳥隆提政治上逐漸解放 

的決定，主要均將有關增加立法權及管制權的行使， 

藉使居民對於與他們有關的事務的決定，能多多直 

接參加。

發展成人普選及直搂選舉制度

三一.部落區域以外市鎮曾爲遠選市鎮諮議會 

諮議舉行選舉。

2 大會正式紀錄, 第十三眉會, 補編第四號(A/3822),卷 

二，第二章, 第四七至第五三段。

三二. 一九五六年，部落區域各市鎭的居民第 

一次有機會表示他們對於小部落諮議會諮議人選的 

願望, 他們參加了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舉行的選舉，成 

年男子皆得參加。

三三.理事會第二十一届會認爲一九五六年爲 

了組織小郁落諮議會諮議選民團而舉行的選舉以及 

選舉時投票者之衆多乃是一項可喜的發展。理事會 

欣悉領土當局認爲不久卽可以直接選舉方式產生小 

部落諮議會的諮議。理事會促請管理當局逐步在環 

境許可的範圍內儘速實行基於普選的選舉制度以組 

織各級的諮議會，並建議管理當局研究可否將這些 

諮議會變成各級地方政府機關，作爲全領土統一行 

政制度的一部分。

三四.管理當局於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聲明小 

部落諮議會諮議下次選舉時多半將以直接普選方法 

選舉之。

公務員制度：訓練及任用土著人士 

擔任政府重要職位

三五.比利時行政當局與土著行政當局系統各 

別，歸都督指揮，共有歐籍官員七五三名（一九五六 

年共六六七名）及土著或剛果官員一, o 八八名（一 

九五六年共九0  二名）。高級職位的任用條件事實上 

使非歐籍人員無法膚選，但是較低的職位則大半由 

土著及剛果人員擔任，他們多爲中學畢業程度。阿 

斯特利達聯合學校設有行政科，土著人民有志服務 

公務的可在那裏進修。土著行政當局共有會長及小 

會長一，一七四人，非籍雇員大約三，0 0 0 人。

三六.託管理事會曾虞次建議管理當局擴大非 

洲人在行政機關晉升較高職位的機會。

三七.理事會第二十一屆會嘉獎管理當局在訓 

練土著方面所獲的成就，並璧悉管理當局的陳述，據 

稱俟各級學梭畢業生人數增加後，當可加派盧安達 

烏隆提人民爲領土公務員並擔任公務員制度內較高 

的負責載位。

三八. 管理當局於理事會第二+四届會報告理 

事會謂中央行政機關內歐籍官員與非洲籍官員分屬 

的制度自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已被廢除，現時辦全 

體公務人員適用一種服務條例。結果有非洲籍官員 

二一三人晉升至前此歐籍人員擔任的四等職位（計 

醫務助理八十四人，農業助理七十七人，獸醫事務處 

技正四十四人，工務局監工一人，領土行政官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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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組織

三九.此領土設有非土著法庭依成义法審判刑 

事及民事案件，又設有土著法庭，依習慣法受理非籍 

居民間的民事案件及私人爭端，對於刑事案件紙有 

有限的管辖權。

四0 . —九五七年視察圃獲悉司法組繊及管轄 

範圍法律草案一件已於一九五七年:七月送交參譲 

會，請其表示意見。該草案旨在消除種族妓視，以專 

業法官代替行政官兼任的裁判，並旦增加司法獨立 

的保障。另有土著法庭改革草案一件也已送請參議 

會表示意見。一九五七年視察園認爲目前的土著法 

庭制度不能引起信任而且可能發生流弊。

四一. 理事會第二+—屆會認爲新法律草案爲 

劃分土著行政權與司法權的重要進步，深信管理當 

局定將促請參議會注意於繼續研究本問題之重要及 

司法制度之理應獨立。

政治園體 ：

四二.理事會第二十一屆會察審管理當局由 

於實際理由，認爲礙難准許該領土內成立某幾個政 

治組織。理事會塵於組織政黨與政黨活動乃是在該 

領土建立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則之一》:因此欣悉盧安 

達鳥隆提人民對於有組織的政治蓮勤已開始表示 

興趣，深信管理當局定將繼續扶植勵政治機關的 

發展。

四三.一九五八年盧安達中部農民成立了兩項 

政治蓮動：一稱巴呼土社會蓮動，# 宗旨包括爲參 

加此一蓮動各家的經濟、社會、道德問题力求具體解 

決辦法, 並引導部落智慣與制度向民生理想發展;一 

稱羣衆社會發展協會，其宗旨爲"促進盧安達全體民 

衆的進展以謀解放"。又鳥松布拉部薛區域以外社區 

也成立了一項稱爲比嵐剛果經濟協畜的蓮動，其宗 

旨爲促進剛果人民經濟、社會、知識與政治上的發
Fi?-
辰。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列意見

槪 論  I，

四H . 大不列颠®^北愛萧蘭聯合王國代表認爲 

理事會在本届會決不^有任何舉動妨礙管理當局與 

人民蓮過工作圓所進行的路詢程序。

ra五.義大利代表提起工作團報告書不久卽轉 

發表，因此向管理當局及領土人民道賀，因爲該領 

土在各方面昏有進步，政洽方面的進步尤其可觀，已 

經到了須有若干體制上的改變，使其更加接近現代 

自由民主國家規模的地步。

四六.中國代表欣悉該領土已經到了必須對目 

前政治機關進行體制改革的地步，同時管理當局已 

派一工作園到該領土研究這個問題。

四七.美利堅合衆國代衷說關於該領土將来的 

憲法機構及政治方面的其他問題，在理事會獲悉工 

作團報告書的內容及其對於管理當局政策的影響 

之前，他擬暫不置評。

四八.法蘭西代表指出管理當局應盧安達烏廣 

提參議會之請派一工作團前往該地，並非出於情势 

壓迫。

四九.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說，可惜理事會 

此次届會對於該工作園的態度、倾向與初步反應，工 

作團在該領土的活動，送交工作園的意見與陳訳以 

及該工作團仔細研究過的具體問題，俱未獲得充分 

情報。他建議工作團所得的結論以及管理當局關於 

該託管領土應實行何種體制改革的意見，均應於大 

會第十四届會討論理事會報告書時送交大會。

五0 . 澳大利亞代表說主要的由於管理當局所 

作的工作及這種工作所造成的情勢，盧安達烏隆提 

現在到了可以多多吸收重大改革的地步。

五一.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該託 

管領土的政洽情況殊難認爲満意。他指出管理當局 

雖經當地居民震次睛求，所指派的研究盧安達鳥隆 

提政治問題的工作團仍然連一個土著居民代表也沒 

有。

五二.管理當局代表說比利時對該託管領土的 

全部政策是增進其趨向自治或獨立的逐漸發展。一 

九五九年一月十三日比利時總理關於比屬剛果改革 

問題的宣言曾經聲朋盧安達及烏隆提在其演進過程 

中已達到了一個重要的轉振點，今後自將提出更多 

的遍合各該區情況的改革方案。

領土地位及與比屬剛果的行政聯合

五三. 印度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認爲"比 

屬剛果保安險"一除駐紫在盧安達烏隆提，每年由其 

供給一千E 百萬法郞綴費，實無正當理由。倘如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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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土事實上有維持軍事或同軍事部嫁的必要，則此 

項部除也應當由領土居民来組織，以養成當地人民 

對其自身安全的責任觀念。

五四. 紐西蘭、巴拉圭及中國代表歡迎比屬剛 

果及盧安達鳥隆提事務部部長宣佈的分權計劃，由 

於此一計劃、盧安達鳥隆提的行政當局今後直接向 

伯魯塞爾該部負責。

五五.海地代表認爲該領土應當保持其自身的 

個別地位，所有與比屬剛果的行政及政治聯繁皆應 

取消。

五六.蘇聯代表指出盧安達鳥隆提仍受一九二 

五年的殖民地法轄制，管理當局事實上把該託管領 

土親爲比屬剛果的一部分。比利時企圖這樣来保持 

它對該託管領土政治及經濟的全鄧控制。與比屬剛 

果的聯合應予廢除，以便終止託管領土須聽命於鄰 

境殖民地當局的那種局面。

五七.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放鬆盧安達鳥隆提 

與比屬剛果的行政聯繁而加强該領土與比京比屬剛 

果及盧安達烏隆提事務部的關係旨在使該鄧集中注 

意力於該領土的特殊需要及在業務上得到更3 速的 

聯絡與更完善的組織。此項發展並不表示政策上有 

何改變。

領土的雨邦並立性質.

五八.紐西蘭代表說希望盧安達與鳥隆提兩邦 

的分離傾向不要受到鼓勵。

五九. 海地代表覺得雨邦構成一個聯邦，各享 

某種程度的內部自主權，可能是最好的解決辦法。爲 

成立這個聯邦起見，該領土的合格代表應一同商定 

將来立國的基礎，在一個國旗和一種共同標誌之下 

浪除對立觀念和人爲的界限。

六0 .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說該領土恐須於 

聯邦制與單一制之間作一块撑。但他認爲®要該領 

土的機關尚未達到充分代表民意的境地—— 现時該 

領土的機關實不足以充分代表民意—— 便談不到要 

求它作如是重大的块擇。

六一. 澳大利亞代表說就盧安達烏隆提而言， 

聯邦原則可能相宜。

六二.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管理當局深知盧安 

達和鳥隆提倘若分道揚練對於該領土的發展前途十

分不利，故已加倍努力使盧安達和鳥隆提人能够明 

瞭合作是對於他們雙方同屬有利的。但是管理當局 

不育I不||皮居民現時的願望。盧安達和烏隆提各有 

其自己的旗織與國歌，偷若管理當局强令盧安達烏 

隆提人民接受一種通用的旗織與國歌，對於欲達的 

目標未必有何禅益，因爲這種措施並不能满足任何 

眞正的願望。

領土居民的地位

六三.練甸代表說該領土已經到了居民的法律 

地位問題務須解決的階段。

六四.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爲盧安達烏隆提全 

體人民確定一種政洽地位的困難起於盧安達人和鳥 

隆提人蠻尙殊異者較之起於社會差別者還要難於克 

服，後者管理當局已在逐漸設法消除。

巴呼土族與巴土齊族的關係

六五.聯合王國及中國代表特別强調共同敎育 

一事對於解決巴土齊族與巴呼土族關係等政洽問題 

之重要性。

六六. 義大利代表說農民解放的趨向1十分重 

要，這種趨向大有把土齊人與呼土人關係問題從種 

族問题變成社會問题之勢。

發展代譲、行政及立法機關並擴大其權力

六七.印度代表認爲該領土的现有政洽機關爾 

在很幼稚的階段，最近數年在政治機關的發展和政 

權交給人民方面都沒有任何顯著進展。

六八.中國代表希望工作園關於行政及政治改 

革的建議會計及把參議會變成民選立法機關的必 

要, 增加非籍代表的人敷並擴大其職權，各級諮議會 

之需要民主化以及直接普選原則之逐漸實行。

六九. 據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的意見，管理 

當局首應注意於立法機關的將来褒展，使人民有機 

會直接參與其切身問題的決定。在該領土對任何根 

本或S 大問題作一块擇之前，必須先使這®機關民 

主化。

七0 . 蘇聯代表認爲在立法權的行使上，領土 

人民迄未能直接參加。土著會長完全聽命於都督或 

其他比利時官員。參議會和最高謝議會不過是沒有 

實權的官僚機構。管理當局應於最近的將来壽設不 

依靠比屬剛果殖民地各機關的代議立法、行政及司 

法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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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該領土的各種機關 

非但不幼稚，而且這些機關的逐步改善表現了盧安 

達烏廣提政洽及社會上的進展，每次改革都代表這 

些機關演進史上的一個重要時代而沒有擾SL社會的 

弊病。凡當地社會能够吸收的改革，管理當局無不 

及時提出。

發展成人普選及直接選舉制度

七二.麵甸及紐西蘭代表盼望婦女也能取得選 

舉權。

七三.印度代表希望普選不以小部落級的選舉 

爲限。他並且表示確保婦女可以充分參加各級選舉 

是同樣重要的事情。

七四. 蘇聯代表說必須實行普選制度。

七五.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管理當局通常無不 

完全贊成男女一律享有普選權，但由當地舆論的反 

應看来，該託管領土的目前社會情況遺不容許授予 

婦女以選舉權。不過他不願預斷工作園報告書的結 

論及比國政府的決定。

公務員制度訓練及任用土著人士 

擔任政府重要職位

七六. 澳大利亞、麵甸》中國、紐西蘭、巴拉圭、 

海地、聯合王國七國代表歡迎中央政府機關內歐籍 

及非籍人員的界限已經廢除，制定了二者平等的劃 

一地位，且有非籍人員二一三人晉升至前此只有歐 

籍人員可以充任的第四等官級。

七七.印度及巴拉圭代表認爲合後應對訓練土 

著人員擔任高級行政職位的問題特別注意。

七八.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指出现在遺沒有 

一個通盤計劃讓非洲人辦理盧安達鳥廣提行政工 

作。

七九.蘇聯代表說該領土的實權操於比國官員 

之手，不許土著人民參加政府機關。政府高高在上， 

和非洲人民完^ 脫離。比國官員兼理行政與司法，雨 

個會王和數百會長對他們唯命是聽。

八0 .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中央政府機關的非 

籍人員大批升遷顯然瞪明管理當局力求實現的目 

標是開放全部職位，凡土著人民力所勝任者皆得由 

他們擔任，這已經成了聘用初級職員和座遷現任職 

員時都必遵守的規則。因此實際結果是凡是非籍人 

可以勝任的職位沒有一種只許歐籍人擔任。再者，凡

是受過遁當敎育, 具有文憑的土著人良，管理當局也 

加意予以訓練，但對於各人撑業的文化自由則準備 

完全尊重。管理當局反對在盧安達人和鳥廣提人的 

就業問題上採取命令方式。

司法組織

八一.紐西蘭代表認爲司法組織的重大改革不 

妨留待政洽體制方面其他改革實行後或與之同時進 

行。

八二.細甸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希望司法 

改組計劃不致延遲過久。

政治圃體

八三. 海地代表說苟禁與不得民心的限制（如 

某些地方的宵禁及對於人民往返自由的限制等）務 

須廢止。

八四. 蘇聯代表認爲大體而論，管理當局的政 

策是對於所有政洽蓮動，政黨或工會,凡旨在維護土 

著人民的政治權利並支持該託管領土自外人統治獲 

得解放者，無不加以防範、胆撞與摧殘。

参 .經濟進展 

板况及託管理事會的建議

一般經濟情況;財政;爲充裙政府收入所採的步驟

八五.盧安達鳥廣提本質上是一個人口過多的 

貧窮地方。糧食生產尙可自給, 但因雨量不均，過去 

常發生災情慘重的飢荒。由於土地缺乏，飼養不能 

生利的牲畜又過多，所以造成種種困難，以致人口成 

爲經常的問題。伽啡是現在唯一的眞正重要輸出品。 

此外該地現時也出産若千棉花及棉織品。

八六. 截至九五八年，該領土的經常預算經 

費全由領土收入支付。一九五七年全部收入概算增 

至七萬五千八百萬法郞，一九五八年增至十萬二千 

四 百 萬 法 郞 —九五七年全部支出概算爲九二 0 ,  
五二0 , 0 0 0 法郞(一九五六年爲七四六，二六二， 

0 0 0 法郞）,其中行政及司法事務及警察經費佔百 

分之一八點一五，社會事務經費估百分之三八點九 

五, 經濟事務經費佔百分之三七點三九，雜項開支佔 

百分之五點五一。一九五八年支出槪算達一, o —

五十比利時或剛果法郎等於美金一 56。



八百萬法郞。一九五八年經常預算因自比利時得到 

可以牧囘之塾款一萬二千五百萬法郞始得平衡。

八七. 此外，雨土邦，各大部落及部落區域以外 

市鎭各有其單獨預算。一九五七年土邦及大部落預 

算的支出總額在五萬萬法郞以上。一九五八年土邦 

及大部落的預算總額達五萬八千萬法郞。

八八.依照經濟社會發展十年計劃所舉辦的計 

劃係由非常預算內劃撥經費，其主要財源係一九五 

二年以来比利時議會按年通過的常年無息塾款四萬 

萬法郞。一九五八年擬議的塾款敷額爲四萬七千五 

百萬法郞。截至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比利時 

對盧安達烏隆提的財政協助共達三+ 三萬萬法郞。

八九. 一九五七年，盧安達烏隆提與國際復興 

建設銀行歸結借款協定一件，由國際銀行貸款四百 

八十萬美元，用作在鳥松布拉建造新的港口一座及 

建造烏松布拉- 阿斯特利達-基加利公路四十公里一 

段百分之八十的建築費。該協定係由比利時擔保，並 

已於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經盧安達鳥隆提參議 

會批准。

九0 . 理事會第二+ —屆會得悉由於初步費用 

增加，按術困難,以及因經常費用增加而造成的預算 

困難，十年計劃內若干方案的實施已受到妨礙，爱表 

示希望管理當局能够繼續維持該計劃的原有規模。

九一.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 :

理事會嘉許管理當南不報錢领土預算腐純及財 

政固難体然維持其經濟發展之速度並力求十年计刻 

之實现。

理事會欣悉新十年计劃已在研究之中，跋建議 

由核领土 土著人民之合格代表密切参與此一計剑之 

制定與執行。

在這方面，理事會建議雜热参議會内設有經濟 

事務委S 會，管理當局仍宜考慮在該领土設立一個 

土著人民有元分代表參加的經济問題常設结詞嫩 

關，傳便裏助管理當局辦理上述工作。理事會建議 

管理當局於其將来的常年報告書内詳細開具有闕第 

二御十年許劃準输事宜之情叙，並希望此項新计到 

注重於该领土之工業化。

欺洲經濟聯盟

九二.理事會第二十一届覆按理事會第十九雇 

會關於這個問題所通過之建議，曾請管理當局將該 

領土與歐洲經濟聯盟發生聯繁之情形及代議機關對 

於這個問題的意見通知理事會。一九五A 年十二月 

五日大會決議案一二七五(十三)也載有同樣的建 

議。

九三.管理當局稱盧安達烏隆提都督於一九五 

八年一月獲悉依照設立歐洲經濟聯盟的條約的實施 

公約的規定，盧安達鳥隆提將由海外地方及領土發 

展基金獲得一筆補助金。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五 

年間分iE給該領土的補助金總額將達五萬萬法郞， 

其中一九五八年之補助金爲五千萬法郞。在建議利 

用一九五八年補助金舉辦的計劃中, 下列幾種已爲 

發展基金當局核准：發展馬亞加- 布吉塞拉區，改 

進公路交通（通達慕郞弗亜的支路及莫蘇區的公路 

交通) 及在比翁巴區種植茶樹。

九四. 理事會第二+四雇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

理事會察悉管理當局所遞情叙稱，欧洲經濟聯 

盟發展基金於一九五八年换款五千萬法郎先作在虞 

安達爲陰提舉辦四種計劃之經f , 此項撥款為一九 

五八至一九六二年期闕撥款總额五萬萬法郎中之一 

部分。

理事會夜按大會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五曰決議章 

一二七i (十三）曾猜管理當局於•其常年報告書内就 

此领土與欧洲經濟聯盟之聯赞到■其勉濟發展及其題 

向獨立或自治發展之影響，提供情叙，发表示希望管 

理當局於•其令後常年報告書中繼檢供給這一方面最 

許盡之情報。

理事會黎悉管理當局之咏迷，略謂座安速爲傻 

极並作聯盤盟.員，根據.艰馬條約不員任何義務，位 

由於與聯盟的聯勢，座安達爲燈:提一方面享受由發 

展基金出资辦理若子针剑之利，另一方面聯盟盟員 

国家降低闕税到，於座安速爲麼提的出口贸易也不無 

神益。

土地及農業

九五. 在總面積五四，一七二方公里內，可耕地 

佔百分之三十五，牧場沾百分之三十八；土著居民 

仏有總面積百分之六十六，非土著居民佔有總面積 

大約百分之零點四五。

51



九六.可耕地的耕種歸個人經營而牧場則通常 

歸集體所有。現在無人耕種但是可以開塾的土地據 

估計爲二, 八八七方公里，可以收容五十寓人以上。 

向此種地區移民的主要問題是灌槪、排水、供給飮水 

及防止冲独措施。

九七，領土內人口不太獨密處的農業合理化計 

劃已付實施，因之確立了重劃分IE方案，土著農民移 

殖方案C重劃分配方案之注重社會方面問題者)及農 

業改造方案0 ^ 種種特殊逼合當地情形的方式進行 

農業改造的方案) 。截至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i  
曰，依照這些方案安挿的農民共達一0 , 三九四人， 

比一九五六年多二，五三六人。

九八.排水與灌槪方案及防止冲烛措施於一九 

五七及一九五八年仍照舊實施。

九九，至於現金作物，一九五六年A r a b ic a ® ! !  
啡産量爲一二，九二 0 顿，一九S 七年二三,二八六 

顺，一九五八年一八，三九六顿。一九五八年產量減 

低係由於咖啡收成上豊收年與歉收年遞成循環的現 

象。棉花產量由一九五六年的五，一八五顿增至一 

九五七年的六》0 三九顿及一九五八年的六, o —七 

顿。一九五八年開始了在領土北部由土著人民種植 

茶樹五三點七五公頃的方案。

一0 0 . 理事會第二十一属會察悉管理當局所 

採的措施，包括開望蜜地、設立土著農民移殖區、實 

驗區、及各種農村建設保育工程，引爲满意。理事會 

察悉爲增加現金作物品種及振興咖徘業所採的措 

施，並且希望管理當局所進行的研究可使其從速建 

立幫助小農的廣泛農貸制度。

理事會第二+四届會通週下開結論及

建譲：

理事會嚴按理事會第二 " 1 •属會通遇的结論及 

建讓，號為管理當局在冲餘防治、排水、改善裏業技 

術、提借新作物及擴充土著裏民移殖區及實骑區上 

繼续探取的措施對於領土經濟發展颇有贡联。

理事會建議管理富局繼續盡力哲助發展土著晨 

業,改善耕作方法，提倡新作物可能範固内提傷 

裏業機械化。

理事會踐讀，管理當馬法意聯合国糧食晨業組織 

¥】意仏 T/1438),尤其该組織所稱他處所得經驗對 

於座安達爲度提建立與其裏作制皮相结合的當地加 

工索當有，助一節。

理事會深信管理當局在土地由讓方两必能繼綠 

慎重處理。

普牧及漁業

- 0 二，該領土養牛數目甚大；一九五七年年 

終時, 土著居民共有牛九五0 , 0 0 0 頭。此外境內 

並有山羊一，七0 0 , 0 0 0 頭，綿羊五三0 , 0 0 0  
頭, 猪五三，五0 0 頭。

一0 三，理事會第二+—届會祭悉減低牲普過 

多之患的實地工作方案在實行上遭遇了諸多困難， 

爱建譲管理當局繼續努力曉論土著居民，俾能明瞭 

亟宜以輸出及當地消費方法裁減牛羊數目。理事會 

並盼管理當局繼續努力改善牲音品質。

一0 四.過去八年的歴次牲畜調查顯示牛的敷 

目至一九五六年爲止大抵穩定,一九五七年甚至略 

有墙加，而小的牲音則一直在增加。土著居民認爲 

牲畜乃財富及社會威望的表徵。在多數情形下養牛 

者並非牛主而是因爲曾對"主人"盡了若干半封建性 

的義務取得了牛的長期使用權。這種用牛的習慣契 

約制度在盧安達稱爲ubuhake在鳥隆提則稱爲 

ubugabire。一九五四年，盧安達翁王廢除了 ubu- 
hake。一九E 五年鳥隆提會王亦下令將ubugabire 
廢除。

一0 五，一九五八年一月，農業廳於獸醫科之 

外，另設了一個杳牧科，負責處理有關牲音的飼養與 

改良及畜牧業的改進等問題。這雨科分立後當可分 

別從醫藥方面及從飼養與管理方面採取更加達大的 

措施來改進畜牧業。例如獸醫科在農村獸醫服務的 

組織上已經因此有了改進；準傭設立一等獸醫站九 

十二所，二等獸醫站二百五+ 所，其中約有一半已有 

全部或部分的設備。普牧科也已採取了種種措施，將 

精細與合理的普牧方法介紹給盧安達烏隆提的普牧 

界。

- * 0 六.坦干伊瞎湖的漁場在一九五七年再經 

發展，據報因在漁民中積極進行敎導工作及供給優 

良装備的結果九五八年的捕獲數量創了新紀錄。 

當局希望能够以小規模有組織的捕魚方式代替傳統 

的個人捕魚辦法，藉使土著漁民可以應付捕魚商，外 

来海魚及附近地區淡水魚的競爭。爲此已經創立了 

-*種新的半商業性捕魚制度，並擬設立一個漁民訓 

練所。



* 0 七.理事會第二十四雇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議:

理事會察悉管理當局繼绩努力以種種方改良 

牛的品货並改進牧楊, 至表赞成。理事會並悉為减 

少遇多扯畜所探的措施及在爲松布拉建立冷藏廉一 

座的決定，线建議管理當局繼續究建i：■肉類雄頭 

業的可能。

工 業

- O A . 領土的工業仍不發達。盧安達烏隆提 

都督前已說過這個領土應向工業化之途奮力前進。 

據他的意見，必須如是始有希望將威脅領土農業前 

途的過高的人口增加率變成工業經濟的一大資產與 

財源。

一0 九 . 這個領土不產燃料，所需煤及汽油皆 

由外地輸入，前者來自比屬剛果，後者仰給海外各 

地。一九五七年動力及電燈係由九座發電廠供給,其 

中四座爲水力發電，五座爲熱力發電廠。自一九五 

八年十一月一日起，鳥松布拉所用電力係由盧昔昔 

河上布卡杜新建發電廠供给。塔盧卡〔盧安達北部） 

的發電廠定於一九五九年開始發電。

0 . 理事會第二十一届會表示歡迎管理當 

局爲發展水力發電事業、蓮輸、港口設備、及小型工 

業所採的措施，希望此種努力能確保土著居民的充 

分參加促進新工業的建立。

-九五七年視察圃報稱鎮業情況不很 

樂觀，表示爲領土全體居民的利益計應在可能範圍 

內對此種資源從事最詳細的調查。視察團並且認爲 

應當增加盧安達烏隆提的地質工作人員，確保其工 

作的連續性，因此建議研究可否仿照法國海外領土 

辦法，設置類似的"鎮務局"。

-二.理事會第二十一屆會請管理當局注意 

視察圉關於地質工作的建議，並請其研究此事，將其 

意見遞送理事會。

- •一三.一九五七年因世界商品貿易恐慑的結 

果，盧安達烏躇提的鎮産遂較以前減低。經營的鎭 

厳在一九五六年年終爲八十九處，至一九五七年年 

底減至六十二處；需要較大的鎭物（金礦、艇鐵擴、 

I可鐵礦、及鶴鑑鐵擴)的産量比一九五六年減低了百 

分之八點四，擴廠所雇土著工人由一九五六年的一 

六，一0 三人減至一九五七年的一三, o 二一人。管

理當局認爲目前礦業的景況很黯淡，全面改善方法， 

包括研究及新擴藏的調查，正在探討之中。此外並 

希望將來水電力的供應比較充分後，企業的財政負 

擔倘能減輕, 該領土擴業的前途也將隨之改善。

 •—*L，四 . 烏松布拉近來建立了幾種新工業，包 

括耐输魚網製造厳，氧氣製造廠及咖啡製谏廠各一 

所。盧昔昔棉花公司的一所新工廠已在建造中，若 

千企業改善了設傭並增加了生產能力。

五 . 理事會第二+ 四屆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議：

理事會察悉敎领土新近成立了若干新工業, 如 

敦造耐檢魚網的工戚及氣氣救造应，♦啡裝辣康各 

所;復察悉虞昔昔及塔虛卡水力發電廢现己發電。 

惟惠於领土的•索化尚在相步階段，理事會猜管理 

當局注意座安達爲陵提的工業發展有加緊推動的必 

要，尤須建立以其物產爲基咸的次級工業。理事會 

建議管理當局加緊努力致勵土著居民多多參加各項 

振興工業的事業。

理事會黎悉錄领土的艘業，尤其是越换業在 

九五七年及一九五八年大見衰退，至爲说惜；據■管 

理當局稱,此種情形係因世界卞楊不景氣现象所致。 

理事會建議管理當局僮速完成舒該领土棱物資源之 

全面有系统調査，並希望處安速爲隆提的换業速告 

恢復, 並在管理當爲協助下大量擴張。

商業及貿易：合作社

 * • i4六.進出口貿易及批發業幾仍全在歐亞商 

號手中。理事會第二+—屆會璧於在檢討期間內土 

著人民參加該領土進出口貿易及批發業者，仍無顯 

箸增加，因此表示希望管理當局努力研究可否供給 

非籍人民更多的信用貸款便利, 藉以補救這種情形。

■-一七.因爲只准土著居民在內營業的貿易所 

(centres de ndgoce)數目增加，故土著人民參加零 

售商業者渐多。一九五八年年終時共有此種貿易所 

一0 六所（一九五七年年終共有一0 三所)，此外尙 

有各族商人皆得在內營業的貿易處五十四所。管理 

當局說許多土著商人不在這些處所經商而在山中部 

落區開設店鋪，此項發展因可免去消費者因購買微 

末什檢遠道跋涉之勞，固爲一種社會經濟進步，但此 

種店鋪的紛紛設立，不免引起了若干厳重問題。



一一八.理事會於第二十四屆會自管理當局獲 

悉爲土著居民特設的一種信用基金已於一九五八年 

開始工作，其目的在於放款輔助非籍人個人經營的 

企業。

— 九 . 關於合作社，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四 

曰令規定不但可以組織土著合作社且可組織土著合 

作社聯合社。該命令將此等社團的存在期限延長至 

最多三十年，並將對於合作社的行政管制大量裁減。

一二0 . 託管理事會第二+—届會表示希望管 

理當局鼓勵土著人民組織輸出作物加工及銷售合作 

社。

一二一. 管理當局在其一九五七年報告書內稱 

該領土共有消費合作社五個，農業合作社雨個,咖啡 

種植者合作社五個。一九五八年准許新設農業合作 

社雨個及設在烏松布拉的消費合作社一個，後者在 

盧安達內地設有分社三個；另有消費合作社兩個在 

組織或等待批准。

二二 . 理事會第二+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譲:

理事會欣悉土著人民参與黎售業浙息猜極， 合 

作社還動在最近兩年中也糊有逸展。

另一方面，批發業及進出口赏易幾仍全在非土 

著人民手中。理事會認為務須確保土著人民刺■於领 

土經濟生活之各方面資能猜極参與。理事會希望管 

理當爲探取一切可能措施促進此項目標。理事會處 

按前在第二千-•爲會為此所建議的措施，對於己爲 

土著人民設置特殊信用基金一事深威興趣。

記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一般經濟情況;財政;爲充格政府收入所採的步驟

H . 紐西蘭代表認爲只要管理當局肯以塾 

款對經常預算加以協助, 支出雖然超過收入,如願爲 

一種人民福利投資，對該領土仍是有益的。

一二四 . 麵甸代表覺得土著人民缺乏資本、技 

能及組織，是促使非土著人民參加領土經濟內私營 

鄧分各種自由企業的一種額外刺激。

一二五 . 海地代衷向管理當局建議由該託管領 

土倡議召開剛果盆地及中非各國各領土會議来一同 

解決它們的發展與經濟合作問題。

一二六. 中國代表希望關於比屬剛果及盧安達 

烏隆提間關税聯合實施情形的研究不久卽可完成， 

並希望由於此次研究的結果，可以採取措施將領土 

的財政置於健全的基礎上。他歡迎旨在以稅源較多 

的稅制代替人頭稅的研究工作以及爲促進小鄧落級 

土著貿易及增加盧安達與鳥隆提間經濟關係而採取 

的各項步驟。

■一二七.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說在工作園關於該 

領土政治進展的報告書發表之前，他不準備對經濟 

發展問題提出建議。他相信管理當局正在商同非洲 

人民的領袖，竭盡一切方法爲該領土建立一個終可 

自給的經濟基礎。

一二八.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認爲管理當局 

所採對於土著人民有利的措施僅以經濟方面次要的 

事項爲限。但該領土的多數經濟活動如進出口批發 

業、工業及擴業旣操在軟洲人或歐洲人所組公司手 

中，故行動自由原則實黯上偏祖了歐籍居民。他指 

出有人說該領土沒有歸還比國貸款的法律義務，可 

是他想知道是否終有一天盧安達鳥廣提必須淸償管 

理當局提出的県單。他說應以等級分明，更合乎絶 

税人身分的税制來代替人頭税。

一二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管 

理當局經濟政策的特點是利用領土的天然資源以謀 

其本國的利益而不肯設法促進領土經濟全面的發 

展。十年計劃下所撥款項數目本已不多，而其主要 

部分不用於發展土著人民的工業或農業經濟，却用 

於建築公路及機關房舍。經常預算沒有爲工業化編 

列任何經費。盧安達烏隆提的財政情形異常不利，對 

比利時的債務異常沉重，不勝負擔。比國政府將其 

作爲管理當局應當自行承擔的開支加在該託管領土 

身上。

歐洲經濟聯盟

一三0 . 印度代表獲悉在該領土與歐洲經濟聯 

盟發生聯繁前沒有徵詢境內諮詢機關的意見，認爲 

深可遺憾。他建議此種聯聲所牽涉的問題如該領土 

貿易的方向及資源的開發利用等應當予以愼重調 

查，並將此種聯繁可能産生的影響通知理事會。

一三一. 蘇聯代表認爲共同市場安排無非是要 

想用經濟或黃金鎖鍵把非自洽國家同管理國挂起来 

藉以阻礙，延緩它們的民族解放。此事違反託管協



定，而且比利時政府是在聯合國背後縛未諮詢盧安 

達烏隆提民意便採取了此一步驟。

一三二. 管理當局代表說：（一)該託管領土並 

沒有與任何別一國家或國家集園實行財政聯合； 

(二) 該領土不是歐洲經濟聯盟盟員，不負羅馬條約 

所載之任何義務，該條約的唯一影響卽領土的出口 

産品因盟員國關稅降低而易在各盟員國本國市場靖 

售,而且盧安達烏隆提可以利用各盟員國出資組成 

的基金舉辦若干輕濟及社會建設計劃；（三)羅馬條 

約不會影響盧安達鳥隆提的入口貿易，因爲該領土 

實行門戶開放的關税制度；（四）出口品仍將向售價 

最優的消費市場自由流動；（五)舉凡有關羅馬條約 

所定辦法在該領土實施的問題都曾徵詢並將繼續徵 

詢該領土地方當局及人民代議機關的意見。

土地及農業

一三三. 印度代表表示希望管理當局能請糧農 

組織給予合作及協助，想法解决有關土地制度及土 

地利用的諸多迫切複雜問題。

一三四.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認爲應當改革 

土地制度，將所有土地不問是否屬於非籍人民一概 

登記。

一三五. 蘇聯代表指出糧食作物的生產目的不 

在於使之成爲土著生産者的收入來源。在這種但求 

働口的經濟裏，農業機械化幾不存在,一般農人仍然 

使用原始的耕作方面舆原始的農具。歐籍人侵佔了 

土人的土地，建立了許多巨大的種植場。管理當局 

應當制止這種侵奪居民土地的政策，將被佔土地歸 

還土著人民。

工 業

一三六. 印度代表重申一九五七年視察園的建 

議，卽應當認眞考慮可否在領土政府內設一擴務局。 

他並且表示土著人民至今猶不能得到採擴執照甚屬 

可憾，長此下去外人獨化領土資源的情形恐將永遠 

不能療正。

一三七. 蘇聯代表說該領土幾無工業可言。擴 

産的開發，咖啡及棉花的加工以及地方工業皆在歐 

洲人尤其是比國公司手中。

一•三八.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明若千錫擴關閉 

係因這些礦場營業不佳或不能生利，沒有政府資助 

卽無法繼續。其根本原因是錫及其他礦物的價格太

低。這種情形並不限於盧安達烏隆提，故聯合國經 

濟暨社會理事會及其國黯商品問題過渡協調委員會 

已有建議。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生效的國隙錫業協 

定的機構，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印發的經濟 

暨社會理事會文件E /3 1 1 8內已有說明。

商業及貿易：合作社

一三九. 印度代表認爲應當發展該領土的銀行 

與信用業務，俾土著人民可日尝積極參與工商業的 

建設與擴充。

一四0 . 海地代表認爲自由行動的經濟政策本 

身乃一健全的政策，但在實醋解釋上不免錯誤。進 

出口貿易操在非土著人民手中，在零售業上土著人 

民也遭邁非土著人民的劇烈競爭。管理當局應當決 

定在相當時期內只准土著人民經營零售業。

一四一.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紹無歧視非洲人 

的情事。相反的，非洲人民的營業凡是宜予保護者 

均有詳明法令予以保護。但是一般而言，管理當局 

認爲它不:應當利用人爲的保護制度造成只准非洲人 

專利的商業事業突然風起雲湧的情形。非洲人民唯 

有學習自由貿易纖可以得到經驗與技能，使他們在 

該領土的經濟組織上渐漸進至更重要的地位。

肆 .社會進展 

椒况及託營理事會的建議

概 論

一四二. 辦理該領土社會服務工作的機關分爲 

政府機關與非政府組織雨種。主要的政府機關是醫 

務處與土著事務及勞工處。從事社會工作的非政廣 

組織，除夭主敎、基督敎敎會及紅十字會外,包括辦 

理工業傷殘保險的殖民地殘廢基金會，非洲人民居 

往事務局，出資爲某些非洲人建造房舍的國王基金 

會，及土著福利基金會。最後一個機關係從比利時 

償還比屬剛果戰時支出款項獲得最初財源，一九五 

七年曾爲盧安達鳥隆提的工作供給款項六千萬法郞 

(一九五六年爲八千五百萬法郞）。基金會的一九S  
七年方案與以前的方案相同，主要在求改進部落區 

域的用水。一九五八年政府的經費預算爲六千萬法 

郎。該基金會的方案乃是十年計劃的一鄧分。

一四三. 在烏松布拉、阿斯特利達、尼衍多等城 

鎮, 政府已與非政府社會福利組織合作，建立了敎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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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婦女家政學的社會服務處若干所。一九五六年 

在鳥fe布拉設立的一所a 會及敎育中心除其他工作 

外並且努力提倡土著靑年對運動及手藝的興趣。

人權及基本自由

一四四. 管理當局在其報告書内指出對於夜間 

行動自由的限制已大見放寬;全境的宵禁已予解除， 

但鳥松布拉部落區以外市鎭的宵禁，以市鎭諮議會 

之請，仍暫維持。一俟該領土具有充足警察部除，城 

市夜間照明設備亦告完備時，此等措施卽可全部撤 

銷。

則已於一九五七年大爲放寬。居民飲至另一部落，紙 

須會長在身份證上簽署，俾便當局隨時更正人口冊 

籍。申請遷移護照則僅以土著居民欲在都落區以外 

地點，土著市鎭或市區居留三十日以上者爲限。此 

等措施的目的在於防止農村居民爲了逃避强制農業 

工作等原因而無故離開農村。理事會第二+ —届會 

重申第十九屆會的建議，表示希望儀早完全撤銷一 

切限制。

一四六. 理事會欣悉一九五七年視察圃的陳 

述，略謂當局的政策及盧安達烏隆提大多數非土著 

人民的態度均堅決反對任何方式的種族歧視。理事 

會贊同視祭團的意見，也認爲管理當局自必洞悉種 

族岐視心理對於該領土的可能危險，必將盡力防止 

此種情形的發生，將眞正的或表面的種族歧視形跡 

一律錢除，並幫助該託管領土各種族於互信、餘解 

及合作的基礎上褒展最和諧的關係。

‘四七. 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譲：

理事會欣悉虛安速爲陵提政府的政策以及大多 

数作非籍人民的態度均堅決反對任何方式的植族技 

祝，管理，當局渡將按步就班錄境内一切真工或表 

面的種族政祝形赫。

理事會度换其第二十一在會的结論與建議，线 

再表示希宣现時闕於行動自由的除留限制如馬松布 

拉的窗禁等，不久印可取销。

理事會又夜按世界人權宣言已適用於該就管领 

土，族表示希望管理當局振取必要的實祭措施使該 

领土全體居民享有宣言内所裁之全部權利典自由。

理事會深信當地人民掠必認為现在時我已到, 
可准許姆女享有典男子同等的權利，傳提高該领土 

錄女的地位。

勞 工

一四八. 一九五七年雇用的土著工資工人據估 

計平均人數爲一一•一，四八五人，一九五六年則爲一 

一 一■> 0 二一■人0
一四九. 一九五七年仍有土著工人前往比屬剛 

果、鳥干達及坦•干伊哺工作的情形，計應徵至比屬 

剛果工作者六六九人，至英屬領土工作者二,六六一 

人，同時另有工人一，三七0 人自動移往比屬剛果， 

三二，五一0 人自動移往英屬領土。一九五八年應徵 

前往的工人分别爲五十三人及二，二九六人，自動移 

往的工人分別爲二, o  二0 人及三0 , 六六0 人。

一五0 .  —切有關工人移往英管東非領土的問 

題, 悉由盧安達烏隆提、鳥干達、及坦•干伊嗔勞工事 

務及醫務官員參加(肯亞官員間或參加)的每年領土 

間會譲考慮。最近一次會議係於一九五七年H 月 

在烏松布拉舉行。會上議定實行一種模範契約，凡 

徵募工人者皆須遵守，保證目的地雇主必須尊重勞 

工法主要條文。

一五一. 勞工法規定勞工契約與工作契約有 

別，前者適用於土著工人，後者則遍用於非土著工 

人。就勞工契約而言，當事方面在原則上得自由決 

定其權利及義務，但其自由受有法律限制的事項除 

外，例如雇用重工，雇工的身體健康，契約期限(不得 

超過三年) , 以及循主必須履行之若干義務等等。自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起，法律規定每一工作日八小 

時，故每一工作週共四+ 八小時。星期日及節曰工 

作亦須遵守法令。

一五二. 都督制定最低工資率，每年由勞工及 

土著社會進展委員會檢討一次。盧安達鳥隆提土著 

工人家屬津貼制度業已核定，但尙未實施。所有循 

主均須參加工業意外及職業疾病保險計劃。

一五三. 工人疾病及殘廢津貼計劃於一九五七 

年二月付諸實施。另有養帅金計劃亦於一九五七年 

初生效。

一五四. 自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起，勞工親察 

所改爲勞工服務處，處理關於勞工的一切普通問題。 

該處共有視察員四人，其中三人經常至各地視祭。



一五五. 凡權用工人在百人以上的工厳皆須成 

立一土著工人路譲會，其職務爲確保權主與工人間 

的經常接觸並促進其和諧關係。在衡諸勞工人數宜 

設置地方工人委員會的市鎮或區域，都督得下令設 

立此種委員會。現時僅烏松布拉有一地方委員會。最 

後，該領土目前共有勞工及土著社會進展委員會三 

個，負有保障工人利益之責，並有權向當局提具建 

議。

一五六. 現時該領土共有工會組織五個：非洲 

工作人員獨立工會（歐籍公務人員），盧安達鳥隆提 

領土政府助理人員職業工會（土著職員），比利時 

自由工會聯合會，基督敎工會聯盟及比利時工人聯 

盟。政府人員、助理人員、以及比屬剛果和盧安達鳥 

隆提的居民在結社權的行使上須受一九五七年一月 

二十五日所頒兩件命令及一件勒令的約束。

一五七. 根據一九E 七年九月二十日命令的規 

定，勞工爭端之雨造不得實行罷工或停工，但和解及 

公斷程序終告失敗或一造不遵守達成之協議或公斷 

裁決者，不在此限。

一五八. 强迫勞務主要係用於作物耕種、土壤 

保持、造林及部落區以外市鎮之同類工作。此種工 

作並無報酬，但純係謀求民衆福利，而且按現行辦 

法，每人每年工作均不超過六十曰。

一五九. 理事會第二十一届會覆按第十九届會 

的建議，表示希望管理當局設法廢除强迫勞役。

一六0 . 管理當局於其一九五七年報告書內 

稱，關於强迫農業工作,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命令已 

將此項權力韓授土著當局，並將推動糧食生產之責 

試行委託盧安達所屬十六個部落及烏隆提所屬一個 

郁落的部落當局。一九五八年，政府因土著農民已 

獲必要的認識與經驗，遂將盧安達境內强迫種植某 

些作物的制度廢除。

■•六一 . 理事會第二十E 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議 :
理事會歡迎虛安速境内己廢☆強这晨作夢動， 

並盼爲營提境内亦抹同一措施。理事會希望土著人 

民深明自由生產糧食作物之必要並不因此減少，並 

%管理榮馬在這方面信，的宣傳努力終後成功。

理事會建議管理當局繼綠促進座安速爲隆提工 

會運動的發展與工作 .。

往 宅

一六二. 非洲人民居往事務局係於一九五二年 

成立，於一九五七年建築新房舍八座，與以前所建合 

計，這個機關共在鳥松布拉土箸市區建築了房舍二， 

四四九座。另有建築基金會貸款於土著居民以便建 

築、購買或改修耐久或半耐久村料的房舍；一九五 

七年該基金會的貸款共達一一，三0 二，一二八法 

郞，一九五八年共達四，九0 四，三0 0 法郞。

一六三. 比王基金會成立於一九五五年,對收 

入過低的合格土著人民發給資助金以備購置房舍。 

一九五八年該基金會的章程曾經修正，俾更能適合 

盧安達鳥隆提的特殊情形。在四個月中，該基金會 

共發給資助金三，二--‘五, o 二0 法郞。盧安達鳥隆 

提的往宅問題已有普遍改善的趨勢。

醫藥及衞生事務

一六四. 醫藥事務經費支出佔盧安達鳥隆提全 

部支出的百分之一五點三九（一九五六年佔百分之 

一六點零二 )。

一六五. 一九五七牟該領土共有(政府、敎會及 

公司設立的)醫院三十六所， 內有病床三，四四四張； 

診療所八十一所，內有病床一0 0 0 張;及門診所六 

+ 四所。此外並有嬰兒診療所六十所， 產前診療所 

四十五所，產科醫院二十一所,療養院兩所及麻疯病 

院一所。一九五七年開設餘療所十所，一九五八年 

十六所，另外並將於一九五九年開設醫院三所。

一六六. 在一九五七年內，政府所辦醫藥及衞 

生事務的歐籍職員共九十六人C一九五六年爲九十 

人），包括醫生三+ 九人及護士十五人。敎會、公司 

及私立醫藥機關的非土著職員共一一八人（一九五

六年爲-------人）, 包括醫生三十一人。土著人員共

計八三三人C一九五六年爲七七六人），內有醫藥助 

理八十三人，見習醫藥助理二十六人，註冊男護士八 

十六人，核可男護士七十八人, 見習男護士六十二 

人，護士兼助産士五人， 助理男護士三六0 人，及助 

理助産士一一三人。一九五八年，政府權用的醫生 

由三十九人增至五十五人，全領土的醫生人數由七 

十人增至八十九人。土著人員由八三三人增至九一 

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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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七. 一九五七年及一九五八年仍繼續進行 

防癒蓮動，卓著成效；並發動注射防房血淸蓮動,一 

九五七年得到防房血淸注射者共達一九二, 五六0  
入，一九五八年三七四，一八0 人。

一六八. 理事會第二十一届會察悉管理當局在 

診療、預防與社會醫藥方面工作，引爲潇意。理事 

會促請管理當局增設訓練便利或派遣合格學員至海 

外留學藉以繼續改進醫務人員的訓練。

-六九.理事會第二十四屆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議:

理事會欣悉公共衛生方面所援的道展，尤以在 

防止脉廣、疫疾及菩狀,梭症，建善醫院及珍療所，增 

加醫務人員及改善飲水供應等方面的進展為热。理 

事會建議管理當局繼靖增加土著醫務人員的人數與 

比例並改善其剑練。理事會號爲對於•土著醫師的剑 

練尤■應特予注意。

理事會兹講管理當注意世界術生組威闕於錄 

领土醫秦及術生事務的意見與建議（77/^5/),尤其 

其中所稱宜選一實驗區、試轉在治療■工作中加入術 

生方索一節。理事會亦請其注意，世界術生組織曾 

聲明如經请求，甚願f ■助管理當局進行此一實驗及 

示範區的規剑典組織。

刑罰制度

一七0 . 理事會第二十一届會察悉六處監獄已 

將體刑廢除以作試驗且試驗結果大體頗爲成功，爱 

表示希望管理當局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完全廢除體 

刑。

一七一. 一九五七年常年報告書指出管理當局 

仍在各地實行廢止答刑的試驗。實行此項試驗的監 

獄共有八處;其中五處的試驗結果頗佳，但其餘三處 

則因無以維持遍當的紀律而不得不停止試驗。管理 

當局相信, 如不先實行儀食限制，增加單獨監禁的厳 

峻，便完全廢除答刑，恐屬不合實際，但對於此種懲 

罰的逐漸廢除却不妨立卽予以考慮。

一七二. 理事會第二+ 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表示深信管理當局考慮進行的監獄制皮 

改革事S 不久ft諸實施援，藍歡内的ft刑印可嚴除。

記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人灌及基本自由

一七三. 印度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指出若 

干限制入民自由的法令如宵禁及關於往來自由的限 

制等倚未廢除。他們對於盧安達烏隆提人民不能享 

受世界人權宣言所載的許多基本自由，深爲關心。

一七四.澳大利亜代表稱讀管理當局倡導及積 

極推動社會改革之功。他說比國當局已在該領土造 

成了一種風氣，假以時日，當地人民對於婦女地位及 

確認人權等方面若千改革措施的反抗必將自行放 

棄。

一七五.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認爲 

該領土的政治、行政及司法組織係以種族歧視爲基 

本原則。這在工資、勞工法、社會安全、敎育等方面 

尤爲顯明。結社權實不存在。管理當局藉口維持公 

共秩序，任意逮捕人民。根據現行法律，土著人民自 

由往還的權利悉被剝奪。土著人民仍不龟遭受體刑。 

管理當局應當立卽採取步驟取消一切容許其對土著 

人民實行種族隔離與歧視的立法、行政及其他規定。

一七六.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盧安達烏隆提的 

土著居民在盧安達烏隆提全境皆得自由往來，且於 

完成必要的出境手續後可以自由出境。他們可以自 

由前往部落區以外的市鎭，但準備居留三十日以上 

者須有就業證或遷居特許證。凡盧安達烏隆提的居 

民準傭遷居至一定期眼以上者，均須申請行政公署 

證書。非土著居民必須辦理的手續尤其重要。他指 

出對於在部落區以外市鎮居住的限制以及烏松布拉 

的宵禁均係應土著諮議會的特別請求而規定的措 

施。

勞 工

一七七. 海地代表贊成管理當局爲暫時或常久 

到紙鄰各領土工作的工人所採的措施。他並且稱讀 

管理當局召開領土間會議来討論有關這些工人的各 

種問題。他深信管理當局將繼續研究私營企業開始 

實行家屬津貼制度的問題。

一七八. 麵甸、中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澳大 

利匪代表欣悉盧安達的强制農業勞役已於一九五A  
年廢止。他們希望烏隆提的此種制度不久亦告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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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九. 蘇聯代表說許多人民因爲在本地得不 

到工作機會而不得不到託管領土境外去找尋工作。

醫藥及衞生事務

一八0 . 蘇聯代表認爲公共衞生方面的情形很 

不満意。病率仍很高。該領土僅有七十個醫生，四 

個牙醫，沒有一個非籍醫生，規有醫院及醫務人員的 

敷目不敷該領土的需要。

伍 .教育進展 

板况及託管理事會的建議

槪 論

一八一. 該領土的敎育制度係由政府組織、支 

持及監督。除少數公立學梭外，土著人民的學校均 

風私立，幾乎全部爲敎會所辦。過去理事會曾經建 

議管理當局進一步直接參加辦理敎育，多設非敎會 

學校。政府乃於一九五五年開始爲土著人民辦理非 

敎會的初級、 師範及大學預科敎育。

一八二. 管理當局指出一九E 七年已有非籍非 

敎會敎師首次被委主辦若干中心學校，其中有的規 

模頗大， 同年有一土著首次被任命爲助理督學。

一八三. 自一九五七年起，盧安達鳥隆提參譲 

會內設立了一個敎育委員會，負責提供意覓。

一八四. 一九五七年預算內的敎育經費概數復 

有增加，計一般開支爲三千六百寓法郞，公立學校經 

費一千一百萬法郞及私立學枚輕費一萬萬三千二百 

萬法郞(一九五六年的相當敷宇分別爲三千萬法郞， 

三百七十寓法郞及一萬萬零四百萬法郞）。此外尙有 

自非常預算撥充建築校舍的款項，計公立學校三千 

二百六十萬法郎, 私立學校二千八百七十萬法郞。

一八五. 至於學校的分別問題， 初級敎育有敎 

授非洲課程的學校，鳥松布拉設有敎授亞洲人子女 

的學校一所, 並有按照比國敎育制度辦理的學梭。據 

管理當局的解釋, 這種分別並非種族歧視所致，而是 

因爲學校開設的地點以及習慣、敎育、尤其語言上差 

別甚大，事實上不能採用劃一的共同敎育制度。

一八六. 按照歐洲敎育制度辦理的公私立學 

校，對於非歐籍兒董入學的規定均已漸漸放寬。至 

於中等敎育，所有採用比國課程的學枚都兼收各族 

學生。

一八七. 一九五七年初等及中等學校註冊非籍 

學生的人敷如下：

公主
學校

受捕助.的 
私立學校 總數

初等敎育 

敎授歐洲課程的學梭

男生.......................  35 4 39
女生  1 7  8

敎授非洲課程的學校

男生 2,781 168,735 171,516
女生.......................__ 224 68,245 68,469

3,041 236,991 240,032

初等以上敎育 

普通中等敎育 

敎授歐洲課程的學校

男生.......................  81 231 312
女生.....................  一  6 6

敎授非洲課程的學校

男生............................. 260 — 260
女生.......................  — ____ -m ____ m

341 422 763

師範學校

男生..............................119 1,423 1,542
女生.......................  4 _ _ ^  ^

123 1,939 2,062

特種學校（技術、農 

業、醫科及家政）

男生............................. 620 658 1,278
女生.......................  — 686 686

620 1,344 1,964
初等以上學校註冊

學生總數 1,084 3,705 4,789

總計 4,124 240,696 244,821

一八八. 一九五七年視祭園備悉據文敎組纖的 

估計，在七歲至+二歲間兒童六十萬人中未入學者 

幾有四十萬，而且六年初等學校敎育中中途輕學者 

數目也很大。

一八九. 視察園並謂中等學校的教目仍嫌太 

少，在初等以上學校就學的人數不到年齢在十三歲 

與十九歲之間的人口的百分之一。但視察圃欣悉最 

近數年這方面已有很大的進步。



一九o . 理事會第二+—届會欣悉該領土的敎 

育經費遞有增加，但同時塵悉視祭團的意見,據謂推 

廣初等敎育尤其女子敎育仍是一項艱组工作，且中 

等敎育近年來雜有很大進步，設備仍嫌不足。

一九一. 理事會並且核可一九五七年視察團關 

於設立特別基金以資推動若干敎育方案，關於師資 

訓練以及關於政府對敎育及發展公立學校宜多有直 

接參加等事的建譲。理事會同時建議管理當局研究 

可否利用無線電廣播爲一種敎育媒分。

一九二. 至於高等敎育，一九五七年盧安達鳥 

蔭提共有土著學生五十六人在外留學（一九五六年 

共有三+ 三人）；其中在ik屬剛果留學者三十六人， 

在比利時者十四人，在羅馬者五人，在印度者一人。 

一九五八年受高等敎育的學生人數增至一一六人， 

其中在比屬剛果或盧安達鳥隆提就學者共八十四 

人。政府對於盧安達鳥蔭提學生申請資助認爲合格 

者中批准高等敎育旅費獎助金七十名，獎學金六十 

五名。此外敎會組織也資助盧安達烏蔭提土著學生 

十八名在外國留學。最後，雨邦的最高諮議會分別頒 

發獎學金共五十九名資助學生在當地或歐洲深造。

一九三. 盧安達鳥隆提的第一個高等敎育機關 

農業及畜牧學院於一九五八年十力在阿斯特利達開 

課。該校爲設在伊利沙白維爾的國立大學的一鄧分， 

现時共有註冊學生四名。

，九四. 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議 :
理事會欣悉預算内教，资的百分比续有增加。 

但以尚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而預算情形對; 此- 目 

標的實现復多滞碍，理事會发建議管理當局研究可 

否重新考慮教育經，的算猜辦法，尤宜再度檢討一 

九五七年视察圏闕於設置特别教育基金的建議。

理事會欣悉學生，尤其女生的班次及佳册人數 

均有增加，希望管理當局加緊努力增加各校碑業學 

生人数, 减低中途報學的人數而不降低教育標準。

理事會建議管理當局加強督學制度。理事會难 

想私人钱闕在推廣教育上所任工作的值位，但認爲 

管理當局對該領土教育設權■的建就應M更直接而擴, 
大的任務。此外理事會並建議管理當局使土著A民 

得以多参加教育政策的制定與實施。

理事會建議管理當局遂步促造欧非課程•及入學 

條件 ， 於可能嚴11内儘速實现统一。

理事會嘉許管理當局在阿斯特利達開設裏業及 

畜牧學院, 爲伊利莎白維爾國立大學之一部分0
黎於翁领土對於合格土著人员的需要日有增 

加，理事會建議管理當局應當振取措施推廣中等教 

育益在該效土增段高等教育振闕，同時並增加留學 

.獎學金的名额。

理事會並建議管理當局廢探必要变.骤增加该领 

土職業及技術教育的便利。

理事會猜管理當局注意聯合国教育科學文化 

組载對於.该领土教育情沈所提的意見與建議（77 
1442)。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槪 論

一九五. 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代表認 

爲管理當局在敎育上採學梭對各族學生一併招收的 

政策, 値得理事會的慶賀。他覺得中等、職業及技術 

敎育的進展很可喜，希望繼續努力予以擴大。他並 

且希望設在阿斯特利達的農業及畜牧學院有迅速的 

發展，對於持有正式文憑的敎師的人數與比例亦將 

力求增加。

一九六. 印度代表認爲過去對於該領土的中等 

及職業敎育未能予以充分注意，今後二三年中實有 

採取特殊措施振興中等敎育的必要。學校敎育之 

外, 並應推動大規模的成人敎育計劃以便掃除文盲。 

他建議管理當局多多利用文敎組織在這方面可以提 

供的協助。

一九七，海地代表說，農村的敎育要求引起了 

肺資與經費的問題，記得一九五七年視察園業已建 

議設置一項特別基金。他建議管理當局放鬆對歐式 

學梭與非歌式學校的差別待週。

一九八.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認爲 

敎育情況殊不满意。管理當局賠棄職守而將此項重 

要工作交給敎會。現在文&佔全人口百分之六十。學 

生數目的增加甚至追不上全國人口的增加。在敎授 

比國課程的特設初級學校裏幾乎全部學生都是欧 

籍人士的子女。管理當局應對該領土的敎育負起直 

接責任，從比國預算撥出經款来發展盧安達鳥蔭提 

的敎育。



傳播關於聯合國的知識 

一九九. 印度代表說可惜關於聯合國及託管理 

事會的知識未能在該領土得到遍當傳佈。他希望管 

理當局急速考慮在該領土設一聯合國新聞處的問 

題。

陸.訂立達成自治或獨立的各階段 

目標完成日期及最後期眼

振况及託管理事會的建議

二0 0 . 就歴届大會關於託管領土達成自治或 

獨立問題的決議案的規定而言，管理當局聲稱訂立 

達成自洽或獨立日期免不了憑空臆造之弊，而且管 

理當局勢必因之陷於非進行時機未熟的改革卽無以 

踐約的境地。另一方面，管理當局應允在理事會每 

年審查該領土情況時每有機會一定將目前或將來的 

改革計劃何時生效的具體情報遞送理事會。

二0 理事會第二十H届會參照經常詳細審 

查該領土情況的結果，通過下開結論及建議：

理事會夜按前此闕於本問題的建議，欣悉營理 

當局擬於目前經释發展方面全盤計劃之後抹取一新 

的十年計剑。理事會並悉己有一工作因逊錄就營领 

土访問，精以調查居民對於宜如何引導該领土行政 

及政治演造一事的願望典意見。

理事會希望管理當局於有闕該领土發展的各方 

面振取定有早日逐步前進目標及日期的一貫措施與 

計劃，傳使該领土德早速成聯合國蒸章第七十六條 

(在)救所裁記管制度的基本目的。

記 管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的 個 别 意 見

二0 二 . 據麵甸代表的意見，再過幾個月便會 

證明卽使對宣佈時間表的絶對必要加以反對或表示 

異議的人，亦將從布魯塞爾直接聽到一種正式的政 

府宣言，說盧安達鳥隆提規距除了根本反對民主與 

人權觀念者以外決不會不同意的目的, 又近了一步。

二0 三.印度代表說他聽了比利時代表關於確 

立實現自洽或獨立目標曰期事所說的話, 很感失望。 

他認爲確立各階段目標及其實現的大約日期在促進 

領土發展上是很重要，很有益的，一定可以幫助該 

領土循序和平前進以緣獨立的終極目的。

二O H . 巴拉圭代表認爲依照託管理事會及大 

會的建議, 制定達成自洽的計劃，應該是可能的。

二0 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對於管理當局 

之仍然不肯訂立達成託管制度終極目的的最後期限 

或過渡目標完成日期，表示遺憾。但是他有理由相 

信並希望管理當局不致長此固執這種態度，而將於 

不久的將来與聯合國合作，來解決據當局自稱所以 

迄今不能訂立此種時限的實朦困難。

二0 六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 

管理當局担括執行大會的建議，不肯在最近的將來 

確定准許該託管領土獨立的期限。管理當局應向託 

管理事會及大會遞送於一定時期准許該託管領土獨 

立的改革計劃，實施大會關於確定託管領土達成獨 

立期限問題的各項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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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義管索馬利簡

査 .總論 

概况及託管理事會的建議

槪 論

一 . 義管索馬利蘭位於非洲東北海岸，面積一 

五0 , 0 0 0 方哩蘇（四六一, 0 0 0 方公里）。境内 

土地乾旱居多，索馬利人也大部分爲遊牧或半遊牧 

人民。據一九五三年人口估計,領土內土著人民大約 

共有一，三0 0 , 0 0 0 人。此外約有阿拉伯人三0 ,  
0 0 0 人，印度人及巴基斯坦人一，二0 0 人，往在 

市鎭內。一九五八年底時, 領土内有義大利人二，三 

三一人0

二 . 理事會第二+ 二届會稱讚管理當局，索馬 

利政府及人民在褒展政治、經濟、社會及敎育機關上 

繼續獲得的進步。

三 . 理事會第二+ 四雇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嘉許管理當馬、索馬利政府及人民在檢 

討年度内繼绩搜得的進步並悉领土境内社會融治' 的 

情形，至為滿意。

聯合國參譲會

四.參議會於其所遞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至 

九五九年三月三日工作報告書內'稱參譲會的任 

務隨索馬利、獨立的日益接近而益加重要。在此期間， 

參議會共曾舉行會議三+ 二次。此外並曾與索馬利 

政府及立法大會一本合作精神常常保持弗正式的接 

觸。該會繼續接見個人與團體並依照旣定程序將來 

文及請願書轉送託管理事會。在參議會報吿書檢討 

的期間內，韓送託管理事會的来义及請願書共爲一 

0 七件。

五.管理當局也報告託管理事會謂在執行任務 

時一向與參議會充分合作。凡管理當局及索馬利政 

府的設施均曾通知參議會，而且依照新定程序，部長 

會議核定提交立法大會的法律草案以及立法大會最 

後通過的法律案文均有副本送達參議會。

六 . 理事會第二+二屆會稱讚參議會的工作卓 

有價値，並認爲參議會對該領土的政治、經濟、社會 

及敎育褒展定將繼續有所貢獻。理事會深信參議會 

與管理當局間成就卓著的關係定能繼續幫助領土居 

民以最和諧與有效的方法達成託管的目的。

七 . 理事會第二十四盾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業己聞悉聯合国参議會叙告書，對該會 

在協助管理當局氣行任務及協助索馬利人進於獨立 

所作的寶貴贡戲，特表嘉許。理事會欣悉管理當局 

的降迷，謂在就管之留期闕内，管理當局將充分利

與阿比西尼亜的疆界問題

八 . 大會第+ 二届會於~̂ 九五七年+二月十四 

曰決議案一二一三(十二)內祭悉關於確切劃定索馬 

利蘭與阿比西尼亞間疆界問題的主要歧見，雜經阿 

比西尼亞及義大利進行直接談判，尙有若干未能解 

決，爱建譲當事雙方儘可能於三個月內設立公斷法 

庭，依據雨國政府在雙方共同指派之獨立人士一人 

協助下議定的任務規定，負責勘定疆界。管理當局 

於理事會第二十二雇會通知理事會謂，依照決議案 

一二一三( + 二) 的規定，義大利及阿比西尼亞雨國 

政府已各指派公斷法庭公斷員一人，該二專家並將 

考慮推舉第三位公斷員。義大利政府經索馬利政府 

同意，已將公斷法庭任務規定草案一件送交阿比西 

尼亜政府。

九.理事會於同一屆會查悉在解決疆界問題上 

進展遲緩的情形，深爲憂慮，並悉據索馬利政府經 

濟部長的陳述謂，倘於一九六0 年猶不能達成公正 

光榮的解決, 則該領土恐將陷於極度嚴重的情勢。理 

事會並且查悉大會決議案一二一三( + 二)建議組成 

公斷法庭之三人中雖有二人已經任命，公斷法庭的 

任務規定尙未經當事兩國躁府議定。理事會希望公 

斷法庭的第三名公斷員不久卽可任命，並促當事雙 

方竭力確定勘定疆界的任務規定。



一o . 大會會於第十三盾會再度審查這個問 

題。據管理當局報吿大會，當事雙方雖會迭次交換 

意見，但迄未達成任何重要結果。參議會報告大會 

謂，索馬利人多認爲邊界問題如果不獲圓満解决，則 

聯合國預期之索馬利亞獨立恐不能完全實現。該會 

鶴請大會尋求方法俾雙方得以議定將來幫同擬定公 

斷法庭任務規定的''獨立人士"的人選。大會後於一 

九五八年十二月+ 三日决議案一三四五(十三）內促 

請阿比西尼亞及義大利再度加緊努力實施決議案一 

二一三( + 二) 的規定，並建議該雨國政府議定獨立 

人士的人選，倫於三個月內猶不能獲得協議,則睛挪 

威國王任命之。大會講兩國政府就爲實施本決議所 

採取的措施向大會第十四屆會具報。

一一. 管理當局向理事會第二+ 四屆會報稱依 

照大會決議案一三四五（+ 三）的規定，義大利及阿 

比西尼亞雨國政府在規定的期限內旣未能對獨立人 

士的人選達成協議，故挪威國王已指定Mr. Trygve 
L i e 擔任此職。管理當局希望在大會第十四届會能 

就此事有所報告，並表示深信這個問題不久卽可獲 

得正義、友好、公允的解決。

一二. 理事會第二+ 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譲二

理事會输悉大會決議案一 > 2 ■四五 ' C 十三），其中 

大會童申其決議素一二一三（十二)，促請當事雙方 

再度加緊努力實施決議案一二一工（十二）的規定， 

建議该兩國政府於三個月内議定獨立人士的人避， 

條如過期不後協議則請挪威国王任命之，並请阿比 

西尼亞及義大利兩国政府就爲實施此決議案所振 

取的措施向大會第十四在會具叔。理事會復悉营理 

當局的味迷，據稱當事雙方料於獨立人士的人避统 

未達成協議，故已邀猜挪威国王体照大會決讓素一 

三四五（十三）指定此一獨立人士,现在挪威 Trygve Lie己被任命常助當事雙方訂定公斷法廣 

的任務規定。理事會並曾赎取索馬利政府工商部表 

的 f 來迷，其中表示其本国政府深檢與阿比西尼亞的 

疆界 : • 九六 0 年索馬利獨立前劃定。

理事會深知這個問題的重要，因此切盼现工道 

行的谈判將使當事雙方得於 - •九六0 年索馬利獨立 

前速成彼此滿意的解決。

安全與秩序

一三. 在一九五八年終，索馬利警察除共有警 

官S 十四名，警長四七三名及警士三，二八四名。警

祭險的義籍司令於是年爲高級索馬利警官一人代 

替。義籍軍事人員減至五十四人，包括憲兵四十四 

人，繼續在警察除內充任按術顧問及輔助人員。

一四. 據參議會報稱，索馬利軍官一人於一九 

五九年二月一日接任爲財務警警長。財務警管制邊 

境交通並負徵收關稅之責。

一五.管理當局稱是年領土境內很少發生牽涉 

公共秩序的事件，也沒有任何特別重要的侵犯邊境 

事件。

居民的國民地位

一六.據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生效的一九五七 

年十二月一日第二號國籍法的規定，下列各人屬索 

馬利國籍: （一) 父爲本領土原有索馬利人者;或(二） 

父非本領土原有索馬利人而於本法生效前已在領土 

內有固定居所者。

一七.參議會看到關於固有國籍的法律沒有關 

於國籍之取得的規定，爱請管理當局注意此項疏漏 

有攝速彌補的必要。參議會後已得到保證謂關於國 

籍之取得的法律不久卽將制定。

託管理，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概 論

一八.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說他本國十分盼 

望索馬利蘭成爲聯合國及獨立的非洲國家的一分 

子 ;它祝禱索馬利蘭攝早成爲一個獨立主權國，插晩 

一切蕭畔，無憂無慮，和平幸福。那時義大利便完成 

了它的艱銀任務，把前日的殖民地蹄造成爲一個享 

有政洽、社會、經濟及對外安全的國家。

一九.麵甸代表表示麵甸代表圃對於管理當局 

忠誠履行其在索馬利蘭的使命，深感欽佩，並希望索 

馬利及義大利雨國算了它們彼此的利益常保它們的 

友好關係。

二0 . 澳大利亜代表說他本國政府盼望不久卽 

可歡迎獨立的索馬利亞國加入聯合國。

二一.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認爲索 

馬利人民已有很可觀的成功與進步，表琪了自治的 

政洽能力，也産生了不少需有卞能而精力充沛的領 

袖。他欣悉管理當局並不認爲在一九六0 年十二月 

二曰前獨立招不可能。在這方面，蘇聯代表圃認爲



管理當局必須採取必要的措施俾於一九六o 年十二 

月二曰前將管理當局的全部權力交給索馬利的議會 

和政府，以便宣佈獨立一事不致有一日的延遲。他 

同意其他方面也不無進步，但與領土的實際需要相 

比尙嫌不够。他祝索馬利政府及人民在建立獨立國 

家，發展經濟與文化，以及在提高索馬利人民生活 

標準各方面處處成功。他歡迎索馬利代表的聲明， 

略謂將来的獨立政廣與國家準傭在平等與互相尊重 

的基摩上維持並發展與所有國家的關係。

與阿比西尼亞的疆界問題

二二.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說縱或議定的疆界不 

能使有關方面咸稱满意，如果阿比西尼亞和索馬利 

進行聯合或通盤的雙井計劃，則遊牧人民逐水而居， 

往來於疆界上的需要當可大爲減少。

二三 .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說，由索馬利總 

理、工商部長及各黨代表表示的恐懼,可見索馬利方 

面人人都很希望疆界問題得到和平公正的解决。除 

以公斷程序謀取解決外，阿比西尼亞及索馬利政府 

倘能合作來劃定臨時的行政界線，也是很有用的。

安全與秩序

二四.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稱讚菅理當局及 

索馬利人民在警察險索馬利化方面所得的成就，但 

他指出將來該領土宣吿獨立，管理當局在國防上的 

責任告終時，該領土卽須依靠警祭除來維持內外的 

安全。他贊同參議會的意見，也認爲宜請管理當局 

商同索馬利政府及參議會，進一步檢討這個問題並 

向下屆大會具報。

二五. 管理當局代表說他本國政府已有此議。 

他並且指出義大利政府自將採取遁當程序，確保索 

馬利於獨立後儘早成爲聯合國會員國。

戴.政洽進展 

觀沈及記管理事會的建議

發展自治及權力移交計劃

二六.一九五六年建立的政府機構共分民選的 

立法大會及部長會譲雨大部門。一般而言，立法大 

會具有立法機關的權力, 但這些權力須受若千限制。 

立法大會通過的法案須經行政長官核可，後者得請 

大會提出修正案。提出法案之權屬於大會及行政長

官，索馬利政府欲向大會提出法案須經行政長官同 

意。行政長官對於一項提出的法案須在三個月的期 

限內决定核可與否。遇有緊急事故時，行政長官得 

褒布律令，但須儘速交付大會制成法律。如立法大 

會不能克盡職務或其履行職務的方式危害立法程序 

的正常進行，則行政長官得將大會解散，並着於一 

百二十日內另行選舉。

二七. 管理當局由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報稱， 

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三十日至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曰的前一立法期間，立法大會創制的法案僅有雨 

件未爲行政長官批准，而這雨件據行政長官及參議 

會的意見，未免和託管協定及世界人權宣言不合。

二八.關於憲法的草擬在一九五七年採取了初 

步行動，卽下令成立了一個政治委員會負責進行初 

步研究以備提交制憲大會，並且成立了由專家組成 

的技術委員會，由其進行初步研究，將結果送交政治 

委員會。技術委員會已於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完成了 

它的工作；該委員會草擬的關於憲法草案的提案共 

有一四一條，分作四部分：國家總則、人民的基本權 

利與義務、國家組織及憲法保障。

二九.這些提案係以世界人權宣言及託管協定 

所附憲法原則宣言爲根據。提案內列有設立一個一 

院制代議民主共和國、以民選總統爲國家元首的規 

定。該委員會刻正編撰關於提案的註釋。

三0 . 託管協定第二十五條規定管理當局應於 

協定失效前至少+八個月向理事會提出將全部政府 

職權循序移交該領土依法成立的獨立政府的計劃。 

管理當局已依照此項規定於理事會第二十四屆會向 

理事會提出一件特别報吿書。1

三一.該報告書指出對索馬利政府的載權移交 

幾已全鄧完成。索馬利亞现已享有大量的自治權。爲 

使政府機構逐漸索馬利化及逐步建立完全自主的索 

馬利政府起見，下列措施已經實施：設置領土參政 

會 （一九五0 年)，隨後又將其改變爲自由民選的立 

法大會（一九五六年）；遂漸設立市政府及自由民選 

市參議會（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八年）；建立索馬利文 

官制度(一九五四年)並於覓得合格人員時逐漸晉升 

索馬利官員至高級職位；逐漸委派索馬利人爲分區 

及區專員（已於一九五六年完成）；設立索馬利責任

T / 1 4 7 7 。



政府(一九五六年) , 予以日益廣大的自洽權;任命索 

馬利人爲警祭險及財務警察除高級官員（一九五八 

至一九五九年）；任命資格最優的索馬利人員爲職位 

較高及責任較董的官員。上述各方面的進展情形在 

該報告書f t皆逐項記載。

三二. 據管理當局報告，现在僅剩的工作是在 

准許完全獨立之前完成一切最後手續；按准許完全 

獨立的約定日期爲一九六0 年十二月二日，但如果 

索馬利政府或立法大會要求，亦可提前。宣佈獨立 

時，義大利管理當局卽告解散。屆時行政長官的權 

力卽交給索馬利國家元首，索馬利外交部長及憲法 

中規定的其他政府機關。

三三.現時義大利管理當局共有下列幾個單 

位 : 行政長官；管理當局所剰少數司處的主管人員， 

包括義大利事務處、設計處、審計官處及會計處；索 

馬利蘭空蓮事務處；自主警察除。最後兩個機關現 

時共有義大利軍人約九十人（多爲下級軍官)擔任技 

術工作。因此，除將來的外交部外，索馬利文官制度 

的機構實際已義完備。

三四.設計處職務之在索馬利職權範圍內者甚 

至在獨立以前便可能由索馬利政府接管。審計官現 

在稽察義大利行政當局及索馬利政府二者已經分開 

的行政與會計工作。關於索馬利亞獨立國行政與會 

計程序的法律草案已經擬就並將於託管告終前制定 

爲法律。此外擬與索馬利貴幣流通局連帶設立一簡 

化的國庫署，爲他日索馬利國家銀行的前身。空 

蓮事務處乃一義大利軍事單位，在民用航空機關筒 

付闕如的今日，擔任境內各地間的經常與臨時聯撃 

以及其他有關工作。這個單位將於一九六0 年十二 

月一日由一個索馬利機關接替。自主警察險負責辦 

理監督並協調镇土内義大利警察及軍事人員的工 

作。這個單位亦將在託管告終的時候或在此以前撤 

清。

三五. 外交權仍屬諸義大利管理當局，由行政 

長官及其屬員掌管，但行政長官已採取步驟使索馬 

利政府各部及官員依照國際慣例參與外交工作以便 

塔植未來的外交事務人員。索馬利亞已是若干國際 

組織的會員或墙商會員，索馬利政府和外國在其境 

內設立的領事館及若干聯合國專門機關已有接觸。 

索馬利部長及官員在託管理事會討論關於索馬利亜 

的常年報吿書時構成義大利出席理事會代表團的一

部分，另有一位索馬利官員爲請願書委員會委員之

一。一九五九年三月在阿地斯阿巴區開始的劃界談 

判，有三個索馬利人參加。自一九五七年一月起卽 

有一位索馬利官員在義大利駐開羅總領事館服務， 

現在且正安妹指派其他索馬利官員在義大利駐各國 

使領館中服務。這些官員受了訓練之後，索馬利政 

府在達成獨立的時候至少便可以在對該領土最爲重 

要的國家立卽開設它自己的使領館。

三六 . 多敷行政公署已移交索馬利政府，索馬 

利政府且將承繼義大利政府對於公地的全部權利， 

凡屬於義管索馬利蘭政府或託管當局的財產，除義 

大利政府或義大利機關在索馬利辦公所需的若干房 

舍外，均將於宣佈獨立時移交索馬利政府，並將由 

義大利政府及獨立索馬利亜的政府直接訂約予以規 

定。義大利政府及索馬利政府關於動產的分配除若 

干細節外，事實上已經完畢。已經移交及行將移交 

的動產包括:索馬利政府成立時歸其使用的動産;義 

大利行政當局保留以供齒未劃歸索馬利政府的機關 

使用的動產；索馬利蘭境內屬於義大利的全部兵器 

及装備，但空蓮事務處及自主警察險所有者不在其 

內，雜然後者也有移交的可能。義大利事務處使用 

的動產及構成義國不動産一部分的不動産仍歸義國 

所有。

三七. 制憲大會制定憲法的權力，包括決定該 

領土的其他代表可否及以何種方式在制定憲法上參 

加協商的權力，將以遍當的立法授予立法大會。立 

法大會並將以制憲大會的資格決定憲法於宣佈獨立 

時由索馬利國家元首或以其他方式頒佈之。

三八. 國家元首的職權將由憲法規定之。依憲 

法規定的程序, 國家元首可能根據至遲於宣佈獨立 

前夕制定的特別法律選舉之。

1九 . 理事會於第二+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譲:

理事會姆於管理當局依照記管協定第二十處條 

規定提具的權力移交针劃，表示欣威。理事會欣悉管 

理當局的咏述，内稱幾乎所有權力及職責均己移交 

給索馬利亞政府，主法大會享有完全自由自主的蕃 

議權，僅受行政表官所具保留權力的ff<•制;索馬利亞 

政府在内政上，包括財政、司法、警黎、經濟與社會政 

策以及教育等等，享有全權，僅有货幣的發行典兒現 

及空道事務處兩者爲例外，但關於二者的權力亦册 

於獨立以前交出。值外交及国防仍由管理當局掌管。



理事會悉在一九六o年十二月二日實现完全獨 

立以前，或索馬利政府如果要求，則於更早之日期， 

義大利行政當局印將解散，行政表官的權力亦#交 

給索馬利國家元首及其他索馬利當局。理事會情悉 

新立法大會将改為制蒸大會以便制定新索馬利亞國 

襄法，而且為此目的已成立一政治委5會員貴单擬 

蓋法草常。理事會並H■悉管理當局的球述，據謂有 

闕其徐權力移交辦法的情報將於商询索馬利亞政府 

及轉合国参議會後,遞交大會第十四在會，碑合国参 

議會亦將為此向該在大會提送特别報告書。

理事會希望料政治委員會及制蒸大會的代表人 

數探取步骤子以增加, 傳所有政赏及核领土其他重 

要的社會及义化組威均有代表参加。理事會黎悉管 

理當為的律述，謂行政表官的否決•權不擬使用於政 

治委員會及制息大會的蒸法提隶。

器於蒸法斯於宣佈獨立時通遇，理事會希望立 

法大會及索馬利亞政府考慮蒸法由人民認可的辦 

法。理事會並且希望索馬利亞政府考慮於獨主後在 

可能範固内僮早舉行大選，避舉立法大會議員，以資 

促進核國的政治安定。

政治團體

四0 .  —九五八年由於索馬利靑年聯盟內部分 

裂的結果, 一個新政黨宣吿成立，稱爲大索馬利亞聯 

盟。新政黨黨魁是索馬利靑年聯盟中央委員會開除 

的索馬利靑年聯盟前任主席。管理當局稱市參議會 

選舉結果，在六六三議席中索馬利靑年聯盟共得到 

四一六席，因已再度證明該黨受到廣大的國民擁護。 

管理當局並且報稱，索馬利獨立憲政黨（Somali 
Independent Constitutional Party, 以前稱 Hisbia 
Dighil Mirifle)在般納第爾、上久巴、及下久G 的若 

干地區的地位頗穩，而自由索馬利靑年黨（Liberal 
Somali Youth Party)則在摩加地休、麥卡及阿伯 

鲁西公爵村的地位頗穩。至於大索馬利亞聯盟，則 

該黨在米吉爾廷尼亞及下久巴若干市鎭雖獲成功， 

但筒不足引起主要政洽動向的改變，此外，索馬利 

國民聯盟(Somali National Union, 以前稱般納她 

爾靑年聯盟 Uiiion of the Youth of Benadir) 及 

索馬利費奇利尼靑年黨（Somali Fichirini Youth) 
這年也很活躍。

四一. 管理當局向理事會第二十四屆會報稱， 

大索馬利亞聯盟，索馬利獨立憲政黨，自由索馬利靑

年黨，索馬利國民聯盟等四個反對黨曾對選舉法的 

某些基本原則聯合表示抗譲，宣稱如果不對它們有 

若干讓步，它們就担絕參加選舉。政府不但勸它們 

參加選舉，並且把提出候選人名單的期限延長了三 

天。此項措施使政治局勢好轉，各反對黨在三十個 

選區之中十三個內提出了與多數黨索馬利靑年聯盟 

競選的候選人名單，後者在所有三十個選區都提出 

了候選人名單。在這十三個選區中，大索馬利亞聯 

盟在雨個選區，自由索馬利靑年黨在四個選區，索馬 

利獨立憲政黨在八個選區提出了候選人名單。

四二.可是大索馬利亞聯盟及索馬利國民聯盟 

仍然要求延長服期，而政府則礙難允許。後來政局 

悪化，政府遂採取步驟保持公共秩序,於二月二十四 

戸及二十五日摩加地休發生騒動，摩加地休區域專 

員（一個索馬利籍官員）身受重傷，警祭及示威者各 

有數人受傷後，逮捕了大約三百人。被捕者有的不 

久卽獲釋放，但有一八三人披拘留。摩加地休施行 

宵禁四日。續後警察當局並控基西馬約及馬蓋利塔 

若干人有在選舉前及選舉期間從事恐怖活動之菲。 

總計被控者共爲二0 五人，但截至五月三十一曰爲 

止，其中僅有四+ —人偉被拘禁，包括大索馬利亞聯 

盟的主席、副主席及若干黨員。大索馬利亞聯盟及 

索馬利國民聯盟在般納第爾區的黨部曾根據一九五 

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一九E 九年第一號法令的規定予 

以查封，但此項法令後於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八日 

撤銷。

四三. 聯合國參議會稱，選舉之前，摩加地休曾 

於二月間發生酸動。由於這些騒動的結果，大約二 

百八十人被捕，死二人，傷十六人，其中九人是索馬 

利警察。大索馬利亞聯盟及索馬利國民聯盟兩黨在 

般納第爾的支部均披封閉，禁止集會。摩加地休施 

行宵禁三日。據參議會報稱。截至一九五九年三月 

三H 日爲止，摩加地休尙有男女一六四人在獄中 

0 禁。

四四. 大索馬利亞聯盟、索馬利獨立憲政黨及 

索馬利國民聯盟三個反對黨構成爲國民聯合陣線， 

曾派代表向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审折不平。他們反 

對立法大會譲員任期延長至託管終止以後並且反對 

政府在選舉前採取的壓制行動，聲稱因爲這種行動 

所以他們各黨担結參加選舉。索馬利靑年聯盟的一 

個支派的雨個代表向理事會审訴行政長官採行的政 

策有使索馬利靑年聯盟多年努力根除的部落主義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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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危險，並謂新政府內部長及副部長員額的增加 

乃是不必要的涙費。索馬利靑年聯盟自己派到理事 

會的代表則支持政府的措施。最後全體請願人向理 

事會發表一項聯合陳述，其中他們表示他們的共同 

志願是把他們的國家變成一個自由、民主的進步社 

會；他們强調索馬利亞與阿比西尼亞的疆界問題務 

須解决;他們說他們渴望成立一個獨立、不受任何外 

國干涉的國家, 經濟上得到發展，並盼索馬利人民彼 

此和諧、琼解、通力合作來到達上述目標，成爲一個 

團結一致的國家。

四五. 理事會第二十四屆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援悉選舉以前發生服動及各反對黨對一 

九JL九年土，選全部不參加或值部分參加的報告，至 

爲闕後。理事會認•為政治和解實為獨立前當馬利亞 

當局最重工作之理事會岭悉各政赏代表對理事  

會發表的聯合宣言，至或滿意,讓爲核领土大有實现 

和借政冶空氣的希望。理事會深信索馬利政府及各 

政賞必，將竭力設法實现此一目標。

選舉制度

四六. 理事會第二+ 屆會得悉對於市區以外居 

往的鄉村人口正在進行調查，作爲在一九五八年舉 

行制憲大會代表選舉的第一步。管理當局在理事會 

第二十二屆會說辦理人口調查的時候發生了許多困 

難，特別是因爲有些鄧落食長常常虛報人口。索馬 

利政庙因於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向立法大會提 

出新選舉法草案一件，其中規定不待完成人口調查， 

卽應舉行選舉。參議會在對該項草案表示的意見內 

謂2參議會認爲不宜將新選立法大會之任期定爲五 

年, 因爲否則議員任期卽將遠超過託管時期。參議會 

並且認爲譲員人數由現時六十人增至九十人也嫌過 

多，同時措出索馬利國籍問題尙未完全確定。立法 

大會後將上述法案送還政府，請其於國籍法核定且 

已舉行可靠的人口調查後再予提出。立法大會並且 

要求將大會譲員任期延長至一九五九年底。

四七. 管理當局認爲蜜於該領土的實際環境， 

選舉法草案已足可保障選舉合乎常規。現行國籍法 

的規定雖僅以出生於該領土的人民爲限，已經可以 

確保絕大多數的居民享有民主參政權。管理當局報 

告理事會謂，立法大會已通過一項法律，將大會譲員 

任期延長至一九五八年+ 二月三十一日爲止。

« T / 1 4 4 4 ,第一0 三段。

四八.理事會第二十二届會建議至遲於一九五 

九年三月末舉行選舉，選民登記制度倘難實行，則應 

儘速研究制定能够確保以自由選舉方式產生立法大 

會的選舉法，以便遠在一九六0 年十二月二日之前 

卽可有憲政體制的準傭。

四九. 據管理當局報告，立法大會於一九五八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以大多數票通過了一項選舉法。 

這項法律的原案是索馬利政府參照立法大會核准的 

基本原則而擬訂的。選舉法的主要規定如下：（一） 

新大會將有議員九十人，任期五年；（二)定於一九五 

九年三月一日起舉行選舉，前後共五天；（三）此次 

選舉不用選舉證;（四）選民手上塗以不提色的墨水； 

(五) 候選人名單按區提出，各區議席數目在選舉前 

卽預爲分S E ; (六)選區之僅有一個候選人名單者不 

舉行投票。參議會重申該會前對選舉法原有草案的 

意見。它並且認爲選區僅有一個候選人名單者不舉 

行投票的規定可能使選民不能行使投票權；選民名 

冊旣付闕如，不舉行選舉之區的人到另一選區投票 

的弊病恐將無法防止。管理當局在其報吿書內說，新 

選舉法實行了普選原則及以無記名投票進行直接自 

由選舉的原則；索馬利公民不分男女凡年満十八歲 

者均有投票權，凡年满二十五歲能讀寫阿拉伯文或 

義大利文，從未被判某些罪行者, 均有被選權。

五0 . 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

理事會夜按第二十二在會曾經建議至遲於一九 

五九年三月底舉行還舉，選民登記制度條難實行，則 

應僮速研究制定可確保以自由選舉方式產生立法大 

會的選舉法，以便遠在一九六0 年十二月二日之前 

印可有蒸政14制的準備，兹査該领土己根據普選、直 

接、自由及矣記名投票原則体照一九五八年年底所 

額選舉法的規定，舉行選舉。理事會欣悉許多碌女 

曾參加此次選舉。

理事會得悉各反，舒赏對於新選舉法中若干規定 

及選舉程序表示不滿，发建議爲免除令樣因難計，應 

场力設法於最短期闕裂成完整翻實的選民名册，制 

定確定公民身份的法律，並改甚现行選舉法，除去其 

中缺點。

理事會签悉管理當局及索馬利亞政府工商部表 

的聲明，據謂人口调查將繼绩辦理。就行政、發展力 

至其他切目的而言，適當的人口調査均極重要。因 

此理事會希望确力設法儘早完成此一重要工作。



立法大會譲員選舉

五一.管理當局在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報稱根 

據新選舉法辦理的選舉已於一九五九年三月四曰至 

八曰在候選人名單不止一個的十一個選區依照法定 

程序舉行，未發生擾亂公共秩序的事端。大索馬利 

亞聯盟撤囘該黨前在兩個選區所提出的候選人名 

單，結果在十九個選區僅有索馬利靑年聯盟提出候 

選人名單，該黨的候選人因而當然當選。上述十一 

個選區的選民總數爲三二三, o 七一人，其中婦女共 

爲八九，八六三人。索馬利靑年聯盟得到有效選票二 

三七，一三H張, 索馬利獨立憲政黨四0 , 八五七張， 

自由索馬利靑年黨三五，七六九張。根據上述結果, 
索馬利靑年聯盟獲得立法大會九十議席中的八十三 

席，索馬利獨立憲政黨獲得五席，自由索馬利靑年黨 

獲得兩席。二+七個選區的結果已經主管司法當局 

認可，一個選區0 ^格，朗迪區，共雨席)的結果則經 

宣佈無效。 ，

五二.參議會在其所遞報告書內言及對選舉法 

持異議的反對黨與政府之間關係緊張的情形。除索 

馬利獨立憲政黨參加八個選區的選舉，自由索馬利 

靑年黨參加四個選區的選舉，各反對黨退出選舉的 

經過在報吿書內均有記載。3索馬利靑年聯盟在所有 

各選區均曾提出候選人名單，在其中十九個達區該 

黨爲唯一的參加者。故在待選的九十個議席中，六 

十一個在未正式舉行選舉以前已劃歸索馬利靑年聯 

盟。

五三. 此次選舉自三月四日起至三月八日止， 

前後一共雇時五日。對於二+ 九個競選議席的投票， 

據報秩序甚佳。全國參加選舉者共爲三二三, 0 七一 

人。在實際舉行選舉的區域，索焉利靑年聯盟獲得 

二十九席中的二十二席，索馬利獨立憲政黨獲得五 

席，自由索馬利靑年黨獲得南席。是以索馬利靑年 

聯盟得到了新立法大會九十議席中的八十三席。

五四.管理當局在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報稱新 

立法大會已於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日開會。

區參議會

五五. 區參議會乃是世襲會長、民選會長、政黨 

代表、經濟、文化及宗敎界代表組成的諮詢機關。一 

九五七年視察圉及聯合國參議會均會建議擴大區參

> T / 1 4 4 4 ,第一~^«二至一二九段。

議會的權力, 俾參議會有權封論徵收地方税問題，地 

方人民也不必受政府高度中央集權的控制，而自有 

其表達民意的機關，並藉以激發人民對於敎育、衞生 

等方面各種措施的與趣。管理當局向理事會第二十 

二屆會報稱, 對於實行當地普慣法的地區，也許將考 

慮擴大各該區區參議會的權力。託管理事會續後表 

示傭悉索馬利政府的政策爲加强及鼓勵地方政府機 

關的發展，並於遁當情形下擴大地方政府機關在地 

方事務上的職權。

五六. 現據管理當局報告，原定一九五八年實 

行的區參議會改革計劃因爲行政及政治選舉關係， 

未能如期實現。

五七. 聯合國參議會自管理當局獲悉，設立區 

域參議會事需要較長時間的準傭；政府認爲在該領 

土發展的規階段，對於地方分權辦法務須特別愼重， 

不宜操之過急。

五八. 理事會第二+ 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後按在理事會第二十二在會管理當爲曾 

聲稱索馬利亞政府的政策印在加強及效勵地方政舟 

嫩關的發展，並於適當情形下擴大地方政府媒關的 

職權。一九五八年在此方面雖無重大進展，理事會 

兹遂•悉索馬利亞政府工商部長的咏述，内稱區参議 

會的權力飛再予擴大，傳成爲讓求造步的有效J：•具。

市參議會

E 九 . 關於市政府的發展，理事會在以往届會 

已獲報告, 卽每一市政府有一*民選參議會,一個常設 

委員會，參議會自議員中選出的市長一人，及秘、書一 

人。

六0 . 理事會第二+二届會表示欣悉各市鎮已 

獲較大的行勤自由，對所鱼責任咸取積極態度，各市 

鎮的財政情形也都大致满意。

六一. 聯合國參議會稱四+七個市一般均有良 

好進展，一九五九年中央預算也沒有編列對各該市 

的資助金, 以便促使它們在財政上達到自立。

六二.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 日曾在0 十五個市 

舉行選舉，男女公民均有選舉及被選權。法官、軍人 

及若干類公務員沒有被選權。共有六個政黨提出候 

選人名單，卽索馬利靑年聯盟，索馬利獨立憲政黨， 

大索馬利亜聯盟，自由索馬利青年黨,般納迪爾靑年



聯盟(後来改稱索馬利國民聯盟)及索馬利費奇利尼 

靑年黨。都薩馬萊伯市的選舉因公共秩序的理由延 

至一九五九年，都義傑布市的選舉則以當地情形不 

佳未能舉行；這雨市的市政因此交由區專員兼管。

六三. 實際舉行投票的共有二十七個市。另有 

+ 八個市則以僅有索馬利靑年聯盟提出候選人名單 

故未舉行表决，該黨的候選人遂經宣佈當選。據聯 

合國參議會說，其餘市鎭的選舉工作均有很好的事 

前準備，一般而言足徵選民在政洽上的成熟及各政 

黨的尊重紀律。實際投票人民佔登記選民百分之八 

+ 五點五。在新選參議員六六三人中，屬於索馬利 

靑年聯盟者共四一六人，屬於索馬利獨立憲政黨者 

共一七五人，屬於大索馬利亞聯盟者共三十六人，嵐 

於自由索馬利靑年黨者二十七人，屬於索馬利國民 

聯盟者六人，屬於索馬利費奇利尼靑年黨者三人。

六四. 理事會第二+ 四屆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備悉各Tp参議會所得的繼續進展，尤其 
對於卞政避舉能体原定针割在一九五八年如期舉 
行，合格避民，其婦女選民竭雄參加及選舉時我序 
井熟等情，深或欣慰。

行政機構

六五.託管理事會前已確認務須於該領土達成 

獨立以前一段短促期間內訓練一批足可敷用的索馬 

利人員擔任民政上的重要職務。理事會第二+二屆 

會查悉以索馬利人接替外籍人員的計劃進行情形頗 

爲圖満，惟仍建議管理當局加緊進行各鄧門公務人 

員的訓練，尤以外交人員爲董要。理事會並建譲管 

理當局應當睛求聯合國指派公共行政專家一人以資 

協助。

六六.管理當局報稱已於一九五八年加緊推動 

任命索馬利人員充任高級行政職位的計劃，在十九 

個部會中已有十四個以索馬利籍官員爲首長。

六七. 一九五八年底時，公務人員總數爲五，二 
五一名，其中四，七一三名是索馬利人（一九五七年 

共有索馬利籍公務員四，六一0 人），五三六名是義 

大利人（一九五七年共有義大利籍公務員六五0  
人），另有兩名屬其他國籍。義大利籍人員較前減少 

一一四名，其中一0 七名係行政長官於一九五A 年 

採取措施鼓勵持有當地聘約的人員自動辭職的結 

果。其餘人數相當於義大利人員通常的離職敷額。

六八.對於訓練索馬利官員充任外交使镇人員 

事已特予注意。索馬利官員數名被派在行政長官辦 

公室工作，其中一人任辦公室主任，另有索馬利官員 

一名派在駐開羅義大利領事館工作。此外並擬另派 

索馬利官員數人在義大利外交使領館工作。

六九. 理事會第二+ 四屆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

理事會撒悉在该领土政府十九個部會之中己有 

十四個以索馬利人民任首表 , 而在自治公共振關中 

委派索馬利人的計刻亦有表足造展，因此對管理當 

局在领土行政帝馬利化上繼續得到的進展，特表嘉 

許。但以若干重要的技術部 n 目前仍由義大利人员 

掌管，索 , !％利技術及外交人員人數尚碌不足，故理事 

會希變加緊剑辣索馬利人員擔任此等職務。

司法組織

七0 . 理事會致大會第+二屆會報告書內載有 

關於一九五六年生效的司法條例的說明。一九五七 

年索馬利政府司法部宣告成立。一九五八年索馬利 

軍事法庭撤消。現時所有軍法案件均受普通法院管 

轄。區域法官在軍法案件上由警察鄧險的襄審官雨 

名予以協助。該領土現已成立一軍法上訴法庭，由 

上訴審官任庭長。領土最高司法機關，卽終審法 

院對該庭所作裁判有覆議權。

七一.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九日第九號法規定設 

置區域法官, 在刑事案件上具有一定的管轄權;旧敎 

法庭的管轄權以前包括若干次要的刑事案件，今則 

以民事(結婚、離婚、民事案件及公證事務）爲限。司 

法條例後經修正，規定巡廻法院及上訴審巡廻法院 

的陪審員以索馬利公民爲限。

七二. 聯合國參議會稱，立法大會已通過關於 

律師業務的法律/其中規定外國律麻除现時已在該 

領土登錄者外, 僅得爲 '，訴訟程序之特別需要"執行 

律師職務。參議會强調因爲索馬利人中現時還沒有 

合格的律師，暫准所有外國的律師在同等條件下執 

行律師職務對索馬利殊屬有利。參議會並且報稱，各 

區域法官已於一九五八年六月八日就職。七個區已 

委派索馬利人爲法官，二十二個區在索馬利法官選 

定前由區專員兼理司法職務。摩加地休的區域法官 

是一個義大利人。參議會希望行政官兼有司法權的 

情形能够儀早吿終。

‘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第二十一號法。



七三，在檢討期間內，勞工法5及海事法已開始 

生效。據參議會的報吿，海事法規定外國人或外國 

公司所有的船舶得在檢查合格船舶登記簿上登記 

該法第一條規定領水寬度爲十五海哩。草案中原有 

領水就捕魚目的而言寬至一百海哩的規定，但經參 

議會指出此項規定抵觸公海自由原則後，已予删除。

七四，其他基本法(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及 

刑事訴訟法) 的草案已草擬竣事，但尙未經立法機關 

審議。參議會希望這些法律能够力求儘早制定。

七五，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

理事會查悉若干區專員仍捷領司法職務，至表 

闕切。理事會化請管理當局及索馬利政府加速委派 

索馬利医域法官並加緊剑線棄馬利人員元任高级司 

法官職。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發展自洽及權力移交計劃

七六，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代表表示 

希望該領土的各方人士能就將来索馬利國的政洽結 

構與憲法問題取得最廣大的協議。

七七，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認爲索馬利憲法旣須 

由現任立法大會核定，料想該大會可能願意設法使 

憲法得到人民的認可。

七八，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論及憲法擬由依 

照憲法規定選出的國家元首來頒佈的辦法，主張頒 

行臨時憲法或爲遁當的步驟。

七九. 麵甸代表對於索馬利蘭發生的不幸事件》 

及政治局勢的轉變表示遺憾。他希望索馬利蘭的多 

數黨與各少數黨能被化除彼此的歧見，並呼韻它們 

尙和平，重理智，相待以公並力行忍讓。他覺得靈於 

該國的財政情形及生活費的增漲，鄧長及副鄧長人 

數如略減少, 對於提高效率琼更有幫助。

八0 . 紐西蘭代表深信新憲法必將保障該領土 

全體居民的政洽、經濟及社會權利。

八一.海地代表說索馬利政府已經證明確實具 

有治國的能力。但若干重要問題尙待解决。他贊成 

增加基本法及憲法起草人員的名額，使各反對黨的 

代表也有參加機會的建譲。

*參閱下文第二0三至第二0九段。

八二，比利時代表主張理事會在其所提建譲内 

不應企圓影響制憲大會的自由意志。

八三，蘇聯代表希望立法大會、索馬利蘭政府 

及索馬利各黨協力同心、執行宣佈獨立及確保索馬 

利亞可以獨立與自由發展的一切必要措施。

八四，中國代表認爲應當邀請該領土現有各政 

黨全力積極參加憲法的草擬與核定工作。他覺得現 

有政治委員會必須擴大以便實現此一目的。他希望 

不要因爲增設部會而使索馬利預算負擔過重。對於 

一個財力有限的發展落後國家，尤其像索馬利亞那 

樣一個預算轄轴的國家，行政機構及政廣人員似應 

力求精簡。

八五.麵甸代表認爲制憲大會固有擬定憲法的 

全權，可是管理當局根據託管協定的規定亦須負責 

使構成該協定一部分的憲法原則宣言在憲法草案內 

得到充分反映。

八六.巴拉圭代表指出管理當局將向下屆大會 

提出關於國家元首問題的特別報告書。他認爲空軍 

的装傭亦應包括在移交索馬利亞的財産之巧。

八七，蘇聯代表附和其他代表圃的主張，也希 

望各政黨的代表均獲充分參與制憲大會工作的機 

會，俾便産生符合託管協定內各項宣言及憲法原則 

的憲法，制定革除現行法律缺點的選舉法，並解決宣 

佈獨立前需要決定的其他重要問題，宣佈獨立之後， 

希望依據新憲法與新選舉法舉行選舉。新選舉法應 

確保實現以普選爲準的自由民主選舉所需要的條 

件。他希望管理當局注意參議會的意見，並就此事 

向大會第十四屆會提具報告。

八八，管理當局代表覺得規有計劃已獲理事會 

大致贊成, 僅有一項重要問題倚待進一步的考慮，卽 

關於制定憲法及選舉國家元首的問题。此事必須商 

詢索馬利亞政府的意見，因此可能需要若干時曰;r  
能達到最後解決。

政治圃體

八九.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表示深信索馬利 

亞當局一定會保障政洽自由，鼓勵建設性的反對意 

見。在這方面索馬利亞請願人出现於理事會，便是 

該國已具獨立準備的證明。他很高與義大利代表已 

答應把他們的委屈轉達索馬利匪當局，希望特別努 

力設法使他們各得其平。



九o . 蘇聯代表提到當局的保諧，謂請願人的 

要求必獲管理當局及索馬利政府的愼重考慮。他I忍 
爲請願人的聯合聲明足以證明索馬利各政黨均把國 

家利盆視爲至上，深信如無外人干涉,它們一定不難 

達成窗譲。他認爲若不是因爲數年來管理當局執行 

挑撥此黨反對披黨的政策，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事件 

斷不致發生。

選舉制度

九一.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說立法大會議員 

選舉雖然遭遇了許多困難而且結果引起了嚴重的控 

訴，託管理事會自己卽曾建議此次選舉不必等待人 

口調查的完成。

九二. 紐西蘭代表認爲國籍法應予修改，使非 

索馬利後裔而在索馬利有永久往所的人可以取得國 

籍及選舉權。

九三.海地代表認爲現行選舉法有大加修正的 

必要。他對於選舉結果的核定程序表示懷疑，並希 

望獨立之後立卽下令驚辦選舉。

九四.印度代表說他雜然瞭解調查游牧民族戶 

口的困難，但是他相信編造戶口及選民冊籍乃是一 

個現代國家不可少的基本工作。

九五.法蘭西代表說選舉法內規定僅有一個候 

選人名單的選區不舉行投票，這一點與該領土的社 

會情形及選民名冊尙付闕如的事實是否相合，不無 

問題。

九六.麵甸代表表示深以多數黨及各少數黨對 

於現任立法大會任期五年及大會議席未經選舉卽已 

派定雨問題意見分倏一事爲慮，但是深幸管理當局 

已經保證選舉法中未盡妥善之處將請索馬利政府及 

立法大會再予考慮。

九七. 印度代表說一九五九年三月大選之前， 

不幸在摩加地休發生了厳重科紛，致令各黨感情破 

裂。不過該領土的政洽空氣現在大有趨於和諧的希 

望。他深信許多人因政洽原因被拘所引起的問題必 

能順利解決。

九八. 管理當局代表說，他認爲經義大利代表 

園對於索馬利政治生活上的大事—— 大選—— 提出 

解釋之後，各理事定已洞悉其經過情形及其作爲該 

領土政治成熟程度眞正考驗的重要性。他對於各請 

願人均能化除歧見，證明他們卓具誠意及政洽識見, 
表示稱讀。

司法組織

九九.麵甸代表覺得索馬利人很有充任重要司 

法職位的才能，正如最近敷年已經證明索馬利人可 

以成爲卓有效率的行政及警察官員一樣。

巻 .經濟進展 

概 况 及 託 管 理 事 會 的 建 議

4fin： 5A.
概 5冊

一0 0 . 領土內已知之經濟資源極少。多數居 

民過着基本上自給自足的游牧或半游牧生活。管理 

當局將經濟情況分爲自給經濟及賞幣經濟雨門。它 

說因爲難以東集必要的數字，故現在對於該領土的 

全國所得不能作一估計, 但據專家研究的結果，農業 

林業及牧普業對一九五五年全國所得的貢献如下： 

自給經濟方面，農業四千六百萬索馬洛，林業五百萬 

索馬洛，畜牧業八千七百萬索馬洛；貨幣經濟方面， 

農業四千萬索馬洛。

一0 —.理事會曾於第二十雇會考慮一九五九 

年訪問該領土的國際復與建設銀行專家考察團所提 

出的報告書。考察團在其報告書7內稱，畜牧業爲該 

領土長期發展的主要希望，但無得到迅速或大量收 

盆的可能, 固定農業機會有限,且需優良技術方能充 

分利用。至於歐洲人經營的農業，考察園認爲一九 

六0 年後香蒸業如果不再得到補助，則香蒸的輸出 

卽將無利可圖。考察團雖承認特許經營企業對於索 

馬利經濟的重要，但是覺得難以相信長時維持一種 

不經濟的企業是最合乎該領土久遠利盆的辦法。另 

一方面，考察團認爲此外似也沒有一種農作物可爲 

實際有用的代替品作爲特許企業經濟的基礎，而且 

除煎糖外，歐洲人經營的農業産品行銷於本地市場 

也不經濟。

一0 二.管理當局在評論國際銀行考察圃報告 

書的意見中贊同報吿書內的結果，但是認爲有些結 

論, 尤其是關於香蒸業競爭能力的結論，未免過分悲 

觀。當局對於考察團關於棉花生産的結論，也不能 

完全贊同, 並謂根據其投資發展畜牧業的結果，對這 

方面的前途也比較樂觀。關於香蒸生産問題，索馬 

利政府覺得目前出產的一大鄧分很可以在國際市場

® 二 十 索 馬 洛 英 镑 = 
7 T/1296o

八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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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鏡爭獲利。但因襄於農業生產以香蔑爲主極爲危 

險，現已擬定了一個大規模的植棉發展方案,擬在只 

要大量生産確有以棉花代替香蒸箱望的地區，獎勵 

種植綿花。此項辦法對於政府預算，國際收支及人 

民就業均將有所禅補。

- 0 三 . 管理當局向理事會報稱，一九五七至 

一九五八年灌槪區的農産品産量達到了通常水平， 

但旱耕區則因雨量低於平均數量，故產量稍滅。一 

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棉花收成甚佳，但嗣後銷售的 

困難減低了對道個作物的興趣，一九五八至一九五 

九年種植棉花的估計面積因而顯有減少。香蒸對義 

大利的輸出情形正常，此外並首次簽訂向希臆輸出 

香襄約三百萬公斤的契約。簾糖產量續有增加，除 

了可以完全满足當地的需要外, 且有若干可以輸出。 

牲畜業情況逆轉，尤以領土北都及旱災特重的上久 

巴及海臉的邊區爲甚。在下久巴區，畜牧業及農業 

均因導引久E 河河水流入德士克阿姆的I t劃受惠甚 

大。牲口的供應除満足當地雨家赠頭公司的需要外 

且可將數目頗大的牲口輸出。雙井尋找石油的工作 

仍在進行, 但迄今未聞成功。工業及商業方面續有 

進廣。出口總額較一九五七年多，入口總額則較少， 

故商品貿易避差遂見減低。全部收支逆差由一九五 

七年的七百四十萬索馬洛減至一九五八年的六百四 

十萬索馬洛。

一0 四. 理事會第二十四屆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输悉该领i 在經濟發展上續有進步，尤 

其是我入不斷境加，晨業及富狀生產较前增多，商品 

實易逆差及全部國祭收支逆差均己減少等情形，至 

表欣慰。理事會認為由索馬利人民經管理當局及若 

千會员國德椒赞助，積極運用現有資源所得的成猜， 

可>：<預卜该領土的前速甚可楼觀。理事會深信索馬 

利亞政府及人民必將再接再厲促進其本國經濟之進 

- 步發展,併能得到為雄持資源開發工作之滿意水 

单起见在相當時期内仍属需要的技術及財政協助， 

必能增加生產, 提高領土人民的生活水单。

一九五F3年至一九六0 年發展計劃

一0 五 . 管理當局於一九五H年將其所定一九 

五四年至一九六0 年索馬利經濟發展計劃《通知理

事會第十四屆會。此項計劃在擬定之前，已由若千 

聯合國機關、美國駐義大利顧問園及託管行政當局 

的技術部門加以多方面的研究並係以一九五三年 

八月馬拉古独報告書內所載關於經濟及社會建設的 

週詳建議爲根據。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0 年發展計 

割的主要目標爲從事灌觀建築、集水區域及穀物貯 

藏設備，分發機械工具，大規模進行雙弁，藉以發展 

農業及畜牧業。此外，該計割並課改良交通設施、都 

市衛生及電力設傭，發展工業、美術與手藝。全部計 

劃據初步頸計需款八千七百萬索馬洛，其中七千萬 

爲公款，一千七百萬爲私款。索馬利信用貸款處爲 

參加此項計劃的單位之一，負責向索馬利農民、商人 

及從事工業者發放貸款。此外，一九五四年義大利 

及美國政府簽訂協定，設置了索馬利發展基金會，資 

金由雨國政府聯合提供，第次撥款爲八百五十萬 

索馬洛，基金會經管的支出及基金會執行的方案也 

成爲七年計劃的一部分。據管理當局向理事會報稱， 

發展針劃的實施可望將國際收支逆差減低二千萬索 

馬洛並將農業及畜牧寒方面的全國所得增加二千二 

百萬索馬洛。

六 . 理事會第+ 四屆會塵於管理當局及領 

土當局關於該託管領土需要外資助其經濟發展的陳 

述, 復塵於管理當局所擬訂的發展計劃，通過了一項 

決議案,9請大會訓令秘書長與義大利政麻及國際復 

興建設銀行嗟商，以研究該領土經濟發展計劃所需 

的資金可否由國際銀行協助供給，並爲此目的，請®  
銀行派一考察圃到索馬利蘭調查當地情形，或由聯 

合國採用其他方法簿集。大會第九雇會通過一項決 

議案請託管理事會繼續研究爲該領土經濟發展 

計劃壽供資金問題，同時根據一九五四年視察團之 

結論及所提議之國際銀行考察團之報吿書，設法決 

定爲索馬利蘭經濟發展計劃壽供資金之實際措施， 

向大會第十届會具報。由於這雨件決譲案,一九五 

六年初遂有上述國際銀行專家考察團至該領土考祭 

之行。

一0 七.國際銀行考祭園稱如欲估計公款投資 

的需要, 也須考慮到七年計劃以外的IS額支出，例如 

敎育及衛生事業所需房舍及装備的投資，地方當局 

在装修及新建工程上的投資與支出等，這些方面在 

一九五四及一九五五雨年中的文出共達一千五百萬

® - ♦九五四年至一九六0 年索馬利經濟發展計劃，羅 
馬, 一九五四年。

® 託管理事會決議案~ - 0 0 - ( 十四)0 
大會決議案八五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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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馬洛，而與之相較七年計劃內在同類事項上的支 

出則僅稍高於二千六百萬索馬洛。七年計劃不但使 

公款支出大增，且使支出的方向有顯著的改變，由學 

校，衞生及其他建築物轉而側重於索馬利生產及交 

通設傭的擴張，考祭圃認爲如估定自一九五0 年開 

始從事各種新投資以来經常支出之增加額爲每年一 

千五百萬索馬洛，當不爲過。而且卽使不再擴大社 

會服務事業，工務及農業各種事務上的保養及維持 

費每年亦需再增五百萬索馬洛。考察團指出一方面 

預算支出固將增加上述雨數字，但七年計劃中估計 

一九六0 年度農業及牲畜產品的總赢利大約爲二千 

二百萬索馬洛之譜。但考察圃認爲在估計各計劃的 

規模及其分期進度時，不可知的情形仍甚多，是以 

將來或須修改此等計劃本身以及可能收入的估計。 

考察團復認爲對於預算可能沒有多大益處，因爲卽 

使私人收入有顯著的增加，也紙是從一般說來本卽 

很低的水平開始，是以可供儲蓄的鄧分微不足道，對 

於預算最多間接稍有禅益而已。

一0 八 . 國際銀行考察園指出，自一九五0 年 

至一九五五年，新設備與新建設的私人投資據知達 

公款投資之一倍半。可是，投入煤油業的資本雖然 

續有增加，歐洲人經營的農業及工業則大抵於一九 

五三年早已結束了役資階段。現因一九六0 年漸近， 

故擴充現有企業或興辦新企業的興趣漸趨減少，而 

壽資的困難與代價則渐趨增加。考察園認爲該領土 

在託管的後半期內將遇到一種情形，卽一方面私人 

對農工業生産投資—— 多半爲歐洲人—— 大有長期 

停滞不前之勢，而另一方面公款對索馬利農業與畜 

牧的投資則日益增加。

一0 九.託管理事會以往届會已查悉管理當局 

所定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0 年經濟發展計劃執行過 

程中所得進展的情形。理事會於第二十届會得悉該 

領土已設置下列三個機關：卽索馬利亞經濟發展公 

署(A S E S ),負責擬訂、壽款並執行各項經濟發展方 

案；各鄧會聯合經濟發展委員會(C1SE) ,負責核定 

各項經濟發展方案並得將方案送交經濟發展公暑核 

定；設計局，其工作除其他事項外，爲決定各項工程 

之維持或保養費。理事會並於同次思會得悉七年計 

劃的預計支出總額已由八千七百萬索馬洛增至一萬 

二千四百萬索馬洛。其中約有九千八百萬爲公款，二 

千八百萬爲私人資本。資金之主要來源爲管理當局、 

索馬利亞經濟齋展公署》及索馬利發展基金會；此

外，美國駐義大利顧問園，若千市鎭及三家義大利 
股份公司都各供給數額较小的資金。在過去兩年內， 
索馬利亞經濟發展公署以各鄧會聯合經濟發展委員 
會之請，曾以七年計劃內各項方案爲根據特別着重 
於經濟發展。

一一0 . 截至一九五八年年底爲止，七年計割 
的實際支出共達九千九百萬索馬洛，卽幾達預計支 
出總額的百分之八十。公款投資共達七千三百六十 
萬索馬洛, 幾爲預計公款投資總額的百分之七+ 七； 
私人投資共達二千五百四十萬索馬洛，卽預計私人 
投資總額的百分之九十。管理當局供給了一九五八 
年公款投資的百分之五十四，索馬利經濟發展公署 
供拾了百分之+ 八，索馬利發展基金會供給了百分 
之二十三，發展方案各部門的詳細情形俱所屬節 
目載於下文。

 . 理事會第二十四雇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输悉管理當局及索馬利政府工商部表之 
I■東述，據稱截至一九五八年年底為止，一九;四年 
至一九六0 年發展针剑的公敦及私人投資幾速原定 
總額之百分之八千,行將按期或提前完成，同時该计 
劃之目標約有百分之七十四已告實现。此項計劃的 
實放己使生產及生活水单俱見提高，為此理事會特 
料管理當局及索馬别亞政府表示喜許。理事會並願 
表示# 於其他國家，尤其真利堅合，國及阿拉伯聯 
合共和国所提供之技術及財政協助, 深為威謝。

聯合國技術協助

一一二. 聯合國參議會報稱，聯合國技術協助 
擴大方案下對甲種計劃的支出總額在--九五八年爲 
三五，0 0 0 美元，至一九五九年已增至一一八，七 
0 0 美元。一九五八年年終共有專家七人在索馬利 
亜工作, 一九五九年可望增爲+ —人。此外,一九五 
八年技術協助經濟方案的支出總額共達四0 , 0 0  
0 美元，並有專家雨人在當地工作。擴大方案供給 
研究獎金十一名，經常方案供給研究獎金十四名。擴 
大方案下進行的+ 項計劃共分下列數部pg:勞工組 
織主辦職業訓練、社會安全及勞工行政;糧農組織主 
辦植物生産與保護、農村福利、農業經濟；文敎組織 
主辦基本敎育;衞生組織主辦肺房防治、醫務及輔助 
人員訓練。

三.理事會第二十四屆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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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會嚴按大會決議案一二七八 ( 十三）曾表示 

希望特設基金會當局、秘書表、各專 n 嫩關及技術協 

助局對於為紫馬利政府提 j i f 之協助申猜子以同情考 

處，欣悉一九五九年各国際嫩闕提供之枝術協助已 

大有境加，並遂於誠領土之迫切需要，希望令後此 

« 協助仍能繼續提供並且规模曰境。

一九六0 年以後之技術及財政德助需要

一一四.關於該領土達成獨立以後之財政情 

形，國際銀行考察園的結論是一九六0 年前自琪有 

資源所得的收入難望增加至足以代替義大利援助的 

程度。届時政府財政及收文平衡的情形，須親獨立 

國公款支出的水準及香莲輸出的情況而定。考察圃 

指出據管理當局的估計，一九六一年預算賠純將達 

三千四百萬索馬洛，國際收支逆差將達二千萬索馬 

洛，而此項估計除其他各點外尙假定目前政策將繼 

續執行，而香蒸輸出亦將維持一九五五年的水準,仍 

免出口税。考察團認爲在其所根據的總假定的範圍 

內，此等估計數字大體可以視爲合理,並主張在擬訂 

初步財政德助計劃時應假定將來仍需相當的額外德 

助，其期間可能達二十年之久。終止對香莲業的特 

別德助，可能産生預算賠細達四千三百寓索馬洛及 

國際收支逆差達四千五百萬索馬洛的結果。

一一E . 理事會第二十届會塞悉該領土於一九 

六0 年以後仍長期需要外方的技術與財政摄助，並 

悉國際銀行考祭園、管理當局及索馬利政府代表對 

於此種需要所作之估計。理事會歡迎管理當局所稱 

如索馬利當局表示需要則義大利願於一九六0 年以 

後繼續向講領土供給按術人員一節，並請大會予以 

注意。理事會亦歡迎而且請大會注意索馬利亞政府 

允對有意在該領土從事有益活動的外画私人投資予 

以一切遍當鼓勵與保障之承諾。理事會復悉根據歐 

洲經濟聯盟條約，該領土將在五年期內領到褒展資 

金E 百萬美元。

一一六. 理事會並將一九六0 年後對該領土提 

供技術與財政德助之可能途徑與辦法若干種提供大 

會審議，其中一種卽授權管理當局會同索馬利亞政 

府探討一九六0 年後該領土財政德助之可能來源並 

及早向理事會以後一次届會提出報告。同時，理事 

會表示歡迎管理當局所作陳述，據謂義大利將商同 

索馬利亞政府(一)活定自存獨立的索馬利蘭之一切 

需要， （二) 隨時檢討估定的敷字，（三)探討一切可 

能辦法以溝足此等敷宇所示的各項需要。

一一七. 大會第-卜二盾會通過一項决議案，1»
其中大會表示業已審譲理事會所提之種種可能辦法 

並悉理事會及管理當局命認爲關於一九六0 年以後 

可能需要之外援數額，此剰商難提出確切之建議，查 

悉管理當局將商同索馬利亞政府繼續估計能够生存 

之獨立索馬利亞之全部需要，研討滝足所估需要之 

一切可能途徑，並就此事向理事會第二+ 二届會提 

出報告書。該案並請理事會繼續研究此項問題，尤 

其是進一步採討理事會建議之各種可能途徑，並就 

此事向大會第十三屆會提出報告書，以供審議。

一一八. 管理當局向理事會第二+二盾會提出 

關於託管協定失效時該領土經濟需要的特別報告書 

一件，其中載有對一九六一年及一九六二年國際收 

支及預算情形的預測與建議。報吿書稱每年預算賠 

細總額將達五百萬美元，計政府預算項下二百一十 

萬美元，外國專家及技術人員項下一百四十寓美元， 

經濟發展項下一百五十萬美元。毎年國際收支逆差 

據估計爲五百萬美元，計貿易逆差二百六十萬美元， 

無形項目逆差二百四十萬美元。此項概數係以香莲 

的繼續生產與輸出爲前提。否則政府預算差額勢將 

增至三百七十萬美元，國際收支逆差將增至七百五 

十萬美元，同時在經濟發展上勢將另外需要五十萬 

美元。但報告書謂對於香蒸業的前途大有可以樂觀 

的理由。報告書同時强調唯有採行妥善的農業、畜 

牧業及商業政策始可實现各該方面的增産計劃。管 

理當局報告理事會謂對於上述估計數字擬會同索馬 

利亜政府繼續加以檢討。

一一九. 理事會於第二.+二雇會表示查悉該領 

土經濟發展的樂觀趨勢，管理當局對該領土經濟需 

要所作的估計，以及管理當局、索馬利亞政府經濟部 

長、參議會及一九五七年視察團關於一九六0 年以 

後索馬利亞經濟情況與瞻望所作的陳述，尤其經濟 

部長的樂觀陳述，內稱由於經濟情況改善，外援的需 

要將遠較國際銀行考察圃前所估計的二+ 年期間爲 

短;該部長並謂索馬利亞政府爲此事仍在與管理當 

局碟商，將於適當時期提出報吿，期望自聯合國獲得 

輔助與可能的協助。理事會請特設基金會當局在邁 

當時期考慮由該基金會對該領土的若干計劃供給協 

助, 並建議管理當局商同聯合國有關專門機關，擬製 

由聯合國拔術協助擴大方案供給協助的建議。理事 

會同時表示歡迎管理當局及索馬利亞政府所提供的

決議案二 0 六(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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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卽雙方仍在密切會商，研射一九六o 年後該領 

土財政協助的可能來源，擬將研究結果報告理事會 

第二十四届會。關於此事，理事會欣悉若千聯合國 

會員會已允於該領土獨立後，向其提供技術或財政 

協助。理事會希望管理當局及索馬利亞政府經進一 

步商討之後，可以解決該領土將來的財政及枝術協 

助需要問題。

一二0 . 據義大利代表在大會第十三屆會報 

稱，義大利政府已通知索馬利亞政府倘如索馬利亞 

願意，義大利政府擬於獨立後一年間向其供給下列 

協助：（一)技術人員最多二百五十名及在義大利求 

學的獎學金八十至一百名的技術協助，其費用以不 

起過每年一百五+ 萬美元爲限；（二)相當於每年五 

十萬美元的財政協助。又，義大利政府擬倚索馬利亞 

政府的睛求對繼續購買索馬利亞香黑事作最同情的 

考慮。供給上述協助的辦法將以專約訂定並將送請 

雨國譲會核准。索馬利亞政府在接受此項協助時表 

示，一九六0 年後的技術及財政協助問題由於義大 

利提供的協助以及其他友好國家答應的協助，已經 

獲得了圓満的解決。義大利代表並且言及美國及聯 

合王國政府亦曾表示願意給予恼助，請予注意。

一二一. 大會於第+三屆會通過一件決議案 

內稱大會覆按前此通過的決議案一二 0 六(十二)， 

備悉管理當局所提關於一九六0 年後所需協助數量 

的特別報告書，復蠻於該領土經濟方面的樂觀趨勢 

可能表示外來財政協助的需要將遠較國際銀行預測 

的二十年期間爲短, 爱决定表示:備悉管理當局及索 

馬利亞政府正繼續採討該領土財政協助的一切可能 

來源並將於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就嗟商結果提出報 

告；歡迎義大利代表關於已獲或可望獲得協助的種 

種来源的陳述；希望特設基金會當局、秘書長、有關 

專門機關及技術協助局於遍當時機對以索馬利亞名 

義提出的協助請求作同情的考慮；並請託管理事會 

第二十四盾會研究特設基金會、技術摄助擴大方案 

及各專pg機關對該領土作進一步協助之展望並向大 

會第十四届會具報，以便大會獲得索馬利亞於一九 

六0 年獨立時經濟展望之全貌。

一二二. 管理當局於其遞交託管理事會第二十 

四届會的常年報告書內提到美國政府在一九五八年 

七月+ 三日表示願意提供墙助及聯合王國政府在一

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表示願意提供協助的事情，並 

就義大利政府的協助諾言提出了更具體的情報。除 

此之外，關於一九六0 年後該領土外援的可能來源 

尚無其他情報。

一二三. 管理當局另在致理事會第二十四廣會 

的補充報吿書內說，爲彌補每年預算轄細總額所 

需的五百萬美元" 應視爲維持該領土琪有生活水準 

及完成已在進行的計劃所絕對不可再少的數額。而 

規模遠大的基層建設需要尚不在內。因此，而且依 

照大會決議案一二七八（十三）的規定，管理當局已 

與索馬利政府合作擬定了種種方案，關於其中若千 

項所需協助的申請書且已送交有關聯合國機關。管 

理當局說因各項方案所涉財政及技術問題甚爲複 

雜，聯合國技術協助委員會又沒有代表派駐索馬利 

亞，故擬製詳細方案甚爲困難而且費用甚大,非管理 

當局或索馬利政府所能承擔。

一二四. 補充報吿書內開列的方案包括：調查 

密哲丁尼亞區以南至南部疆界止一帶地區經濟資源 

及農工業發展前途的方案—— 預計需款八十萬美元 

並已申請特設基金會給予協助；建築基西馬約港的 

方案—— 預計需款六百九十萬美元；建立家畜飼養 

實驗場雨處的方案—— 預計需款五十萬美元並已申 

請特設基金會給予協助；擬請糧農組織調查境內漁 

業資源的方案；擬請糧農組織在索馬利亞設立一國 

際防洽媳蟲服務處的方案；在摩地加休修築水道一 

條, 預評需款一百六十萬美元的方案;穩固境內主要 

公路，預計需款三百萬美元的方案。

-二五.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議:

理事會備悉大會決議案一 二七八（十三)，其中 

除其他事項外，大會请理事會第二十四在會研究特 

設基金會、技術協助擴大方案及各專n 钱關對該領 

土作逸一步協助之展望以便後得旁馬利亞於一九六 

0 年後經濟展望之全貌。

理事會復查悉管理會爲的降逮，據稱獨立後最 

相數年確實需要海年i 百萬美元之援助以保索馬利 

亞国財政及經濟上之安定。管理當局重申前言,謂 

願於一九六0 年復，索馬别亞供结•每年二百其美无 

之枝術及財政協助，蓋謂對於繼续骑買帝馬利香嚴

決議案一二七八(十三)o
T /1476。
參贴文第一 八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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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將從優旁慮，理事會對此深表歡迎。對於業己表 

示或可能表示願意協助索馬利亞將來獨立政府的国 

家，理事會表示威謝，尤其if；)'於義大利政府、美利堅 

合衆國政舟及碑合王国政府願意常助索馬利政府彌 

辅每年五百萬美元之預算海拙總額，表示或謝。

惟理事會備悉據索馬利亞政府工商部表的F東 
述, i 百萬美元之數應祝為不可再少的数目，傳得應 

什最这切的預算需要及繼續實施發展計劃，使己在 

造行者卒底於成，己完成者收到應有的效盖，而辨理 

基層建設上遠大計劃或維護國家安全所需之救尚不 

在内。

理事會益査悉管理當局於第二十四在會期間闕 

於需要協助的各種發展方，所供給的情報，其中包 

括调査领土南部的經濟發展可能，設立家畜例養實 

驗楊兩處，漁業詞査, 国祭防治培蟲事務處，進一步 

發展談領土公路系統, 改善摩地加体的欲水供應，及 

在基西馬約修建港棒援清等计劉。

理事會暴於一九>5•四年至一九六0 年發展計劃 

下己後的成功及牽馬利亞人民為促進其本國經濟發 

展所作的努力，處精秘書長、特設基金會當局、技術 

協助局及各專門機闕舒在其職權範因内之上迷方紫 

加};<旁慮。

理事會深信索馬利亞政府必將動員國内全部資 

源，在發展方常上投資。但黎於此項資源在該領土 

發展的现階段事實上不免有限，理事會希望會.員国 

中願意J •有此能力者將在公、私方面，舍馬利亞供 

給協助，傳發展方，中之需要固定實在投資者得计 

實施。

歐洲經濟聯盟

一二六. 管理當局向理事會第二+ 四属會報 

稱，索馬利亞將與歐洲經濟聯盟建立聯繁至一九六 

0 年十二月二日爲止，因爲該領土除享有此種聯繁 

的種種利益外，其規行索馬利財務及賦税法無須任 

何修改。羅馬條約的一項議定書內載有關於索馬利 

蘭的意向宣言，其中規定索馬利蘭將與歐洲經濟聯 

盟建立聯繁至一九六0 年十二月二日爲止，過此之 

後索馬利蘭可自由决定繼續或停止此項聯繁。另有 

一項關於某些國家所輸出商品的議定書規定目前索 

馬利物品免税進入義大利的辦法仍予維持。

一二七. 依照關於海外領土及國家與歐洲經濟 

聯盟建立聯繁問題公約第二條的規定，索馬利亞政

麻已請管理當局轉請將聯盟撥歸索馬利亞社會經濟 

建設之用的資金用於在摩地加休建築醫院一座，內 

設病床七百三十張。這座醫院準備代替共有病床六 

百張的現有De Martino醫院，建築費約爲一千五 

百萬索馬洛(約合美金二百萬元）。至託管結束爲止， 

劃給索馬利蘭的款項共爲一，九五0 , 0 0 0 美元， 

計一九五八年五0 0 , 0 0 0 美元，一九五九年六二 

五, 0 0 0 美元, 一九六0 年八二五, 0 0 0 美元。

一二八. 理事會第二+ 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查悉管理當局的味迷，據稱該领土己與

欧洲經滴•聯盟建立聯祭至一九六0年十二月工日為 

止，離馬條約之一議定書内载有闕於索馬利蘭之意 

命宣言，現定誠领土將朱可以自由決定繼确或停止 

誤领土在上述日期後與聯盟之聯银，同時该條約之 

% - 議定書規定索馬利物品仍得繼續免税進入義大 

利, 又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0年期闕己自该條約 

援立之海外领土發展基金內换給索馬利W 九iL 
0 ,0  0 0美无,伴在摩地加休建義病床七百三十張 

之醫院一座，惟振劃此救決不妨礙獨立索馬利亞舒 

欧洲經濟碑盟之ft由決定權。

財政與賦税

一二九. 據常年報吿書所載一九五七年的決算 

及一九五八年的預算，政麻預算經常入不敷出的情 

形似無多大改變，查此事向爲託管理事會不斷關注 

的問題。

—■二0 . 自一•九五六年起，該領土的財政受雨 

種預算支配。一卽索馬利亞政府（或領土）預算，其 

中包括領土境內的全部賦稅收入及现有或通常事務 

費的—大部分，而列入領土預算的事務費且將逐年 

增加，至獨立時代表該領土的全部事務費。另一預 

算卽義大利管理當局預算，其中包括純粹屬於託管 

當局的費用以及經濟發展上的支出。須請立法大會 

核可者以領土預算爲限。

一三一，一九五八年領土預算的收入因爲各方 

面的收入多有增加，尤其是因爲入口税、直接税及郵 

務的收入增加,共達六千萬索馬洛，超出槪算將近八 

百萬索馬洛。領土預算的支出總額共達六千八百四 

十萬索馬洛，超過一九五八年支出槪算七百四十萬 

索馬洛;據管理當局說,支出總額增加係因發展內部 

治安事務的額外支出，社蒼部、經濟部、財政及總務 

部業務寶增加以及其他額外支出所致。一九五八年 

領土預算® 純總額共達八百四十萬索馬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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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 義大利管理當局預算的支出數額原定 

四千八百二+ 萬索馬洛，而實際支出則爲四千四百 

九十萬索馬洛。此項支出以及領土預算的®細數額 

係由管理當局撥給補助金四千五百七十寓索馬洛及 

政府與當地銀行臨時安排的辦法來抵捕。一九五八 

年預計牧支數額與實際收支數額之差，據暂時佑計 

爲五三八, 0 0 0 索馬洛;此款擬留作設立特別準備 

金之用。

一三三. 一九五九年度領土預算爲收入槪數六 

千五十萬索馬洛及支出槪數七千五十萬索馬洛。義 

大利託管當局的支出總額據估計爲三千萬索馬洛， 

包括經濟發展費九百六十萬索馬洛。據估計義大利 

政府於一九S 九年將撥發補助金四千萬索馬洛來抵 

補託管當局的費用及索馬利政府預算的賠純數額。 

自開始託管以來，義大利政府共曾出款六億七千萬 

索馬洛充該領土的民事與軍事費用。

- 三四.管理當局於其一九五七年報告書內報 

告理事會謂擬於一九五八年徵收新的直接稅。現據 

管理當局報吿， 一九五八年度直接税， 包括所得、住 

宅, 地軟及屠宰稅的收入，與槪算之六百八十萬索馬 

洛相較，實收A 百二+ 四萬索馬洛。一九五八年入 

口税與槪算之一千八百萬相較，實收二千二百萬索 

馬洛；出口税與槪算之四百七十五寓相較，實收五百 

六十萬索馬洛;消費税與概算之五百九+ 萬相較，實 

牧六百四十萬索馬洛。參議會指出入口稅收入爲歲 

入項目中增加最多者，但參議會看到一九五九年度 

入口税收入槪數較一九五八年度實收敷額獵低。參 

議會並曾邀請注意宜否於最短期間開征牲口稅及新 

開水源與灌激便利之統一的使用税。

一三五. 參譲會同時指出一九五九年預算歲出 

項目中增加.最多者爲下列各部的經費：內政部及社 

會部(各增三百寓索馬洛左右) , 財政部(增加一百萬 

索馬洛)。內政部經費槪敷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警察及 

民兵的經費增加了三百二+ 寓索馬洛，其中約有一 

百萬索馬洛係自義大利託管當局預算劃歸領土預 

算的。參議會對於警察人數及經費的逐年增加再度 

表示關注，因爲一九五九年度警祭事務的經費槪算 

已超過管理當局以前對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警察 

事務費用所作的估計。

一三六. 理事會以前已曾表示希望管理當局及 

索馬利亜政府爲減少預算15純起見能採取一切可能

步驟縮小民事支出的現有規模，增加生産，採用改良 

的徵税方法, 並開闘新税源如牲口税之類，藉以增加 

歲入。

一三七. 理事會第二十四雇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議：

理事會欣悉索馬到亞政舟工商部表所作之隊 

述，據稱在首在索馬利政府任職期闕，领土威入己 

增加1•分之四十五■,以所得税爲主之直接税税收己 

增加1•分之七千八。但泰於預算海拙總額雜有滅少， 

爲數仍照甚狂，理事會希望该政府參的參議會闕於 

開微扯口税及新建用水及灌激便利使用，的意見 , 

繼綠努力增加威入。

貨幣與銀行

一三八. 管理當局向理事會第二+ 四屆會報 

稱，貨幣流通局已自一九五八年年終時起成爲索馬 

利蘭的中央銀行，內設銀行業務部及發行部。義大利 

銀行自一九五九年四月起停止在索馬利亞的活動， 

前此該行在索馬利亞行使的職務已由貸幣流通局在 

摩地加休增設的銀行業務部接管，例如貨幣發行機 

關的工作，包括再貼現業務、購賈政府債券或具有政 

府保證的債券，以及爲託管當局及索馬利亜政府擔 

任財庫工作等。货幣流通局的董事會已經擴大，增 

聘託管當局商同索馬利亞政廣委派的董事四人，計 

索馬利人三人及義大利人一人。上述情形爲該機關 

趨向完全索馬利化的一項重要進步。幾行部仍設於 

羅馬，但準傭於一九六0 年十二月二日以前遷至索 

馬利亞。管理當局準傭保留貨幣發行及貧幣準傭金 

上的權責直至宣佈獨立時爲止，届時索馬利亞政府 

僅須制定必要的立法並委派人員接收各法定機關卽 

可。此舉的目的是要使新國家届時可有穩定、獨立 

的賞幣, 擁有金、銀及外®  (主要爲美金)構成的十足 

準備金。

一三九. 管理當局向理事會第二+ 四届會報稱 

已於一九五九年二月在索馬利信用貸款處內增設了 

一個自主的中期及長期信用貸款部，遂使當地的銀 

行機構義於完備。該部將獲第一批補助金一百萬索 

馬洛, 將其用作資金，並將以辦理再貼現業務及向國 

療機關商洽借款的方法得到更多的周轉金。關於後 

者，信貸處已於一九五九年三月自美國建設借款基 

金會借得一筆二百萬美金的借款, 規定利息四厘，十 

五年本利償淸， 但信貸處放款所收利息以不超過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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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爲限。這筆借款得以當地賞幣償還，而償付的當 

地貨幣依一九五四年美國共同安全法的規定且可作 

再投資之用。請索馬利亞經濟發展公署撥發信貸處 

中期及長期信貸部資助金三+ 萬索馬洛的方案以及 

由該公暑對信貸處建築信貸部予以同樣資助的方案 

正在考慮之中。

，四0 . 理事會第二+四屆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議:

理事會查悉營理當肩的味述，據稱货带流通處 

己於 ~ - 九五九年四月開始執行中央鎮行的職務,該 

處之银行業務部現時設於索馬利亞，其發行部則設 

在羅馬以待於獨立時透至索馬利亞 ， 其董事會已經 

擴大,增派管理當/?)經索馬利亞政府同意援委派的 

量事四人，計索馬利人三人及義大别人一人,管理當 

局单惜保留货带流 i i 與货幣单，上之權責直至该領 

土獨立時為止，務期新国家有趙定、獨立之货幣，械 

有金、旅及外渡 ( 主要為美金 ) 構成的十足单備金。理 

事會清悉现已抹取步骤遵選合格之念馬利人员在货 

赞流通處服務 , 深威欣慰，益希望剑練足教應用的索 

馬利人員，傳能於獨立時完全接管索馬利亞中央银 

行之業務。

理事會A 按前此所提出之建議，欣悉索馬利信 

用货救處现已供給中期及表期货款之便利，並希望 

此種便利斯繼繞擴大。

貿易與收支平衡 ‘

一H — . 國際收支由一九五七年的順差七百四 

+ 萬索馬洛而變爲一九五八年的逆差六百四十萬索 

馬洛，這種結果主要係因政府交易由一九五七年的 

五千九百八十萬索馬洛減爲一九五八年的四千三百 

六十萬索馬洛所致。商品貿易與蓮輸業15細數額在 

一九五六年爲三千三百八十萬索馬洛，在一九五七 

年爲二千七百五十萬索馬洛，至一九五八年則減至 

一千六百六十萬索馬洛。管理當局說減低的主要原 

因是輸出增加了一千八百五十萬，輸入增加了六百 

萬索馬洛。.貿易收入共八千三百二十萬索馬洛，支 

出九千一百五十萬索馬洛，而蓮輸業則收入共爲十 

二萬七千八百索馬洛，支出矣爲八百四十萬索馬洛。 

商品貿易逆差係對英錄區而言。

一四二. 輸出品總値自一九五六年的六千五百 

萬及一九五七年的七千七百萬增至一九五八年的九 

千五百五十萬索馬洛，同時輸入品總値則由一九五

六年的一萬一千五百萬及一九五七年的一萬一千七 

百萬降至一九五八年的一萬萬零二百萬索馬洛，故 

貿易牧支逆差與一■九五七年的四千一十萬相较，在 

一九五八年共爲六百一十萬索馬洛。義大利仍爲各 

項輸入的主要來源，以慣値算,約佔總數百分之五十 

三(一九五七年爲百分之四十三）。對義大利的輸出 

佔總數百分之七十八(一九五七年爲百分之七五點 

六) 。商品入口增加主要係因糧食、原料、燃料及製造 

品的輸入增加所致；另一方面，化學物品、機器及装 

備的入口則見減少。輸出增加係因香董、肉類耀頭、 

魚及魚産、木料、木炭及油好的輸出增加所致；另一 

方面，穀類、糖及皮革的出口則見減少。

一四三. 託管理事會在以前雇會已曾衷示歡迎 

管理當局爲謀減低貿易逆差而採取的步驟，並建議 

應再採行其他措施，並會同索馬利政府及早研究境 

加收入與減少外値支出的途徑與辦法。

一四四. 管理當局通知理事會第二十二雇會謂 

管理當局深信必須爲索馬利輸出品尋求更廣大的市 

場，尤Jil在東鄰各國爲要。爲決定外國市場的需要 

及有無將産品輸往較爲合宣的區域的可能起見，已 

經舉辦了數種調查。

一四五. 索馬利亞政府工商部長在理事會第二 

十四届會稱，收支逆差數額在過去雨年中已減低了 

百分之三十八，與一九五六年的七千五百萬及一九 

五七年的五•千七百萬相較，一九五.八年的逆差數額 

爲四千八百萬索馬洛。發展計劃開始暗逆差數額爲 

七千八百萬；該計劃預期於一九五四至一九六0 年 

之七年期間將逆差數額減抵二千萬，然而迄今實酸 

減低數已達三千萬索馬洛。

一四六. 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清悉食馬利亞政府工商部表之隊述，據 

稱收支逆羞數額在兩年中己減低百分之三十八，一 

九五八年之逆差數额共爲四千八百萬索馬洛。而且 

t 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0 年發展計劃開始以來實減 

之數己遠超遇该計劃預枯之全部数额。理事會爲这 

今所就成功向榮理當局及索馬利亞政府致贺，益且 

深信管理當局及索馬利亞政府必將繼續努力， 僮早 

減少仍有之逆差数额。理事會處按以前理事會姆此 

事表斤之意見及九年祝察固闕於應調查跳鄰 

领土卞場之建議，姆於營理當局所稱己在進行此種 

调查一錄甚表歡迎，並希望调査結果可以激明大有 

换張Tf?场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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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畜牧及水源供應

一四七. 領土的主要財富是牲口，其中多半爲 

路蛇、牛、綿羊及山羊。農業大抵紙限於河流附近、 

若干沿海地匿及兩大河之間的旱耕地域。旱災頗發， 

爲禍甚烈。理事會過去曾建議採取措施增加農作物 

種類、充分生産基本食糧並且屯貯糧食。

一四八. 管理當局報稱一九五八年因雨水不足 

及分酣不与，對於旱耕農業頗爲不利。除棉花及甘 

薦外, 幾乎所有作物的種植面積及産量均見減少。旱 

耕匿的泰類作物受害尤大，而灌槪匿的穀類及豆類 

作物則因一九五七年的豊牧受了影響。農業及畜牧 

司已加緊努力改進土著農業。

一四九. 發展計劃內農業經費規定爲三0 ,五 

0 0 , 0 0 0 索馬洛, 音牧業經費則爲二四，0 0 0 ,  
0 0 0 索馬洛。截至一九五八年底，根據此項方案 

投資的敷額計農業二二，七0 0 , 0 0 0 索馬洛（百 

分之七四點四) , 畜牧業一九，六0 0 , 0 0 0 索馬洛 

( 百分之八一點三)。索馬利發展基金會於一九五八 

年出資三0 0 , 0 0 0 索馬洛,對於上久巴區農業及 

畜牧業的改進大有貢獻。此款使該匿農業服務處得 

以與國際合作總署專家一人合作，從事於蓄水池的 

修建，種好及牲口曳農具的分配，以及貯糧、防治蟲 

害等工作。該處並得加繁進行其示範及推廣工作。

一五0 . 農業服務處並在該領i :其他各地分頭 

進行辦理示範計劃，在農田上向農人實地示敎，創辦 

耕牛訓練所、路粒訓練所等工作。如何減少人工，擴 

大耕種面積, 採用優良種仔及新種，獎勵種植棉花等 

工作亦皆併受董親。

一五一. 至於畜牧業，基西馬約西南沿久巴河 

水系一共建築了水閩三座，供給了這個該領土牧草 

品質最佳的匿域大約七萬頭牛的用水。此項工作有 

安定匿內半游牧人民的效果。德士克塞軟（Deshek 
Uamo)的改善也收到了相同的效果。這一塊天然塞 

地原有河流貫注其中，惜皆乾枯已久,現經設法利用 

若千河床及天然水道使其與久巴河相連，區內大部 

分土地因而得到河水季節性的灌觀，其在普牧及農 

業上的慣値爲之提高了不少。

一五二. 管理當局報稱自一九五四年雙弁計劃 

開始至一九五九年四月底，一共完成了深水井二0  
七座，淺水井一三五座,其中深水井一四八座及淺水

井一 0 —座已收到確實效果，每日平均供給水量五, 
四六九立方公尺，足供養牛二七三，四五0 頭之用。

一五三. 設在 Uar Mahan的家普養.育實驗場 

已加緊工作。該場的工作方案包括選擇、混合並改 

良當地畜種，尤其牛的品種；装製畜産品，包括现時 

靠外地供給的包装牛油;鼓勵養牛者提高牛奶產量； 

提倡優良的牧場管理技術。該場於一九五七年九月 

自肯亞輸入第一批布蘭公牛共七頭。

一五四. 理事會第二"h二屆會曾經表示欣悉棉 

花、油好、糖及穀類產量均有增加，又重要的開發水 

源計劃亦有進展。

一五五. 理事會塵於管理當局旣在生産合作社 

方面及棉花、皮革、香莲及租插屬莫品的銷售方面歡 

迎聯合國專家的協助，建議管理當局申請此種協助， 

並建議有關聯合國機關對此種請求予以最同情之考 

慮。

一五六. 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譲：

理事會到■於营理當局及當馬利亞政府在發展錄 

领土裏業與畜牧業上所後逸展，元其是理事會因该 

領土雨量不定故極子重视之毅颠糧食供應問題就得 

解決 , 土著裏紫所需灌激便利大見搞充，及畜牧業所 

需用水之供應等情形，表示嘉許。理事會備悉樣管 

理當局及索馬利亞政府工商部表之意見，此等措施 

對於促使该领土游牧人民改趙定居，將起重要作用0 
理事會希望现有計劃將加速完成，並於可能時儘早 

推行新計劃以便水土資滋得到充分使用。闕於此事， 

理事會並且希望振取步骤效勵暮業之造一步多元 

化，傳爲该领土之經濟建立更樣固之根基，對於震業 

與畜牧業推廣事業之繼绩擴充以及所需服務人.員之 

剑練尤■應多子法意。

土 地

一五七. 管理當局報稱該領土土地權利關係制 

度方面的情形並無改變，現時關於可供利用的土地 

也並沒有問題。

工 業

一五八. 國際銀行考祭團在其報告書內稱該領 

土工業的發展大抵係供國內市場的需求，而目前此 

種需求甚爲有限, 加以原料稀少，燃料與動力債格昂 

貴, 勞工的生産力也很低。因此，工業多依靠關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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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及免税辦法，而在輸出方面則依靠義大利市場的 

優惠待邁。工業大都爲義大利人所有並由義大利人 

經營, 資金亦從義大利提供，或係以所獲赢利進行再 

投資。索馬利生產幾仍全屬地方工藝。一九五七年 

親察團認爲工藝方面摘能採用較好的生産技術並且 

組織合作社辦理原料的購買與產品的銷售，似乎可 

有較大的發展可能。

一五九. 最大的企業是SA IS練糖廠，據國際 

銀行考察團說至少佔全領土工業出產總値之半。第 

二個最董要的企業則爲妨繊厳，於一九五七年産布 

九七一，三七二碼，但已於一九五八年歇業。此外並 

有肉類耀頭廠雨座及幾家札棉廠與皮革厳，德具及 

化學工業(以肥色爲主）, 以及其他食品及飮料工業， 

包括酒、植物油、牛羊及魚肉觸頭等。

一六0 . 參譲會在其報吿書内表示該會認爲必 

須在農業、畜牧業方面及在國內、國外銷售辦法上有 

了更進一步的進展，然後卞能吸引大量資金投入有 

關的加工工業。參議會指出政府鼓勵土著漁業的方 

案這年已有進展。

一六一. 理事會第二+二届會備悉工業活動逐 

漸繼續增長的情形，希望管理當局竭力鼓勵工業發 

展，尤以建立中期及長期信貸便利爲要。

一六二. 理事會第二十四雇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譲：

理事會输悉談领土權一之;威康已同履遭僻失 

而 闕 深 或 恍 惜 。理事會希望管理當局及索馬利 

亞政府器於該领土在生產短識维称花方面之可能 

性，振取步風效勵在經济基咸上重建織業。

理事會希望為效勵經濟多元化起見，管理當局 

及索馬利亞政府尤能注意在該頓土逢立輕<3：•業。

鎭 業

一六三. 託管理事會前已查悉依照領土參議會 

核准的擴業法特許雨公司開採油鎭的事情，並會請 

管理當局經常向理事會報告以後的發展。

一六四. 管理當局在其報吿書中報告理事會謂 

Sinclair S om al公司在密哲爾丁尼亞開掘一弁，深 

達四，五0 0 公尺, 尙未發現煤油，故已廢棄;另在麥 

卡區開掘一弁，年終時深達一，二四0 公尺，弁內發 

現了少量涯靑。 Mineraria Somala公司仍在密哲 

爾丁尼匪進行工作，但迄無所得。該公司開掘一弁

深至三，三一二公尺而停止再掘，並且開始另掘一 

弁。截至一九五八年年終爲止， Sinclair Somal公 

司的開支共爲一 0  二，一0 0 , 0 0 0 索馬洛，Min
eraria Somala公司的開支共爲三九，四0 0 , 0 0
0 索馬洛。

一六五. 准許Frobisher有限公司探測金屬鎮 

物一年的執照已殖長一年，該公司並已申請訂立特 

别摄定，准其進行炭氨化合物探測工作。 Standard 
Vacuum O il公司於一九五八年開始在摩達進行地， 

質探測工作。參譲會在其報告書內報稱，索馬利亞 

政府已與Frobisher有限公司簽訂一項協定，內 

容與以前和Mineraria Som ala公司及 Sinclair 
SomaL公司所簽者大致相同。該公司承允至少支出 

若千，每年遞增由二二五，0 0 0 索馬洛以至二，二

五0,000索馬洛，倘如發現煤油則缴納二五,o 
0 0 至五0 , 0 0 0 索馬洛的租金。

記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槪 論

一六六.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說由最近預算 

賠細及收支逆差數目減少的情形看來，足證一九五 

七年國際銀行考察團報告書未免失之過分悲觀。但 

是他對於索馬利亞眼前所需的財政協助仍感憂慮。

一六七. 麵甸代表說索馬利人民自己情願致力 

於其本國的全面發展, 給了他一個很深的印象。因 

徵收直搂稅的結果，領土歲入遞有增加，這是索馬利 

政府很可以自豪的成績。

六八.法蘭西代表說由於管理當局及索馬利 

政府努力增加出産品種類，索馬利的國際收支情形 

將見逐漸好轉。

一六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蘇 

聯代表圉希望索馬利蘭獲得眞正而且完全的獨立。 

關於此事，他說某些政府企圖把索馬利蘭拖入可能 

損害索馬利蘭國家主權的種種協定，使他深爲憂慮。 

他相信外國公司之加緊侵入索馬利蘭以及誘驅索馬 

利蘭簽訂有效時期遠超過託管期限的長期經濟協定 

等情形，是不容忽視的。

一七0 . 紐西蘭代表對於過去四年政府及私人 

投資數額大增，表示满意。他相信索馬利亞必不辜 

鱼投資家對其前途所表示的信心，獨立索馬利亞的



政府亦必繼續執行可促使公、私投資德速增加的政 

策。

一七一. 海地代表說目前經濟情況雜不满意, 
但他相信經過合理規劃，該領土必能開發濟在資源 

而恢復經濟上的平衡。某些國家慨然答應提供的協 

助以及有關專門機關料必供給的邀當協助，將有助 

於道個目標的實現。

一九六0 年以後之技術及財政協助需要

一七二. 大不列顧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代表認 

爲索馬利政府及管理當局向聯合國現有國際機關申 

請協助的辦法是尋求協助的最有效、最經濟的辦法。 

也是最有希望促進索馬利蘭人民的利益的辦法。他 

並且覺得索馬利蘭在最近的將來需要訓練一批幹練 

人員，這是値得聯合國技術協助局等適當機關予以 

特別注意的。

一七三. 中國代表認爲基西馬約港計劃是索馬 

利蘭經濟繁榮的關鍵，希望由於義大利資助金的鼓 

勵及對私人投資的保障，可以吸引必要的外来私人 

資本。他指出規在的索馬利蘭經濟發展公署將改爲 

索馬利經濟發展公署，具有協調及管理索馬利亞政 

府將來得到的雙邊或多邊外援的額外權力。

一七四.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再度申明倘如索馬 

利亜人民願意，美國政府幫助索馬利亞於獨立時期 

維持遍度的發展水平。此種協助，正如美國給予他 

國的協助一樣，必須經過美國立法及撥款的程序，它 

乃是別國供給索馬利亞的協助的一種補充。

一七五.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提到該代表團 

以前所提爲索馬利亞設置一種聯合國特別基金的建 

譲，他指出協助彌補現時預算®細的各國政府可能 

遭受非難，說它們干涉了那個新國家的內政。倘若 

能够通過聯合國設置的基金來供給協助，就可避免 

此弊。再者，此種基金如果每年捐款數額遞減直到 

索馬利亞的預算可以平衡爲止，對於索馬利亞必有 

很大的幫助。他因此建議請秘書長成立一個簡單的 

機構來管理此一基金並於索馬利亞每年預算經索馬 

利亞當局最後通過之前幫同檢討並評議預算的草 

案。凡力能於索馬利亞獨立後最初數年幫助它彌補 

其預算館細的國家皆可請其向基金捐款。

一七六. 他宣佈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政府現時對 

索馬利亜提供的技術德助與獎學金，於索馬利匪獨

立後只要該國願意接受，仍將繼續提供。他指出獨 

立後仍然留在索馬利亞的義大利官員的地位必須等 

到義大利對索馬利亜的墙助協定綺結後卞能澄淸， 

因此建議管理當馬擬定一個臨時協定來應付此種情 

勢。

一七七. 麵甸代表認爲索馬利亞將來的繁榮繁 

於改善基西馬約港那個主要計劃的成功。他希望那 

個計劃不久卽可壽得必要的資金並且審愼地付諸實 

行。索馬利亞政府應當立卽根據技術協助經常方案 

及擴大方案儘可能多聘專家和技術人員襄助。他建 

議甚至可請各會員國直搂供給專家服務。他深信索 

馬利亞的政府及人民定能體會在政府及私人消費上 

厲行節約的重要。他並且認爲索馬利亞在將來許多 

年中都必須採取措施，限制非必需物品的進口。

一七八. 巴拉圭代表相信義大利必將供給索馬 

利蘭所需一切技術資源，幫助改進它的農業、普牧 

業、內部經濟結構以及敎育與公共衞生。

一七九. 紐西蘭代表深信索馬利亞必能得到其 

所需之協助。他相信獨立索馬利亞的政府寧願决定 

如何及向何方尋求此種協助，詳細探討協助的現時 

来源並充分利用現有聯合國機構，而不願要求爲此 

特設一種基金。

一八0 . 印度代表覺得應由獨立後的索馬利亞 

自由決定向何方尋求經濟協助或接受何方的經濟協 

助,對於此種協助的來源、性質或供給條件毫無事前 

的拘束。管理當局已代索馬利政府向聯合國特設基 

金會提出了幾件很好的計劃。他相信這些計劃定將 

得到特設基金會總經理及董事會的充分考慮。

一八一. 法蘭西代表覺得應對過去九年中義大 

利政府的協助表示欽敬。他希望索馬利亞參加聯合 

國特設基金會的工作，以便應付它的比較特别的財 

政需要。他並且說姑不論設置索馬利發展基金之議 

的本身價値如何，現在旣然已經有了聯合國特設基 

金會，卽不適宜設立此種特別基金，而且將外來協助 

分交數種基金也可能有棒於所追求的目的。

一八二. 澳大利亞代表認爲理事會不必建譲一 

種特別的甚至獨特的供給經濟協助的途徑。

一八三. 蘇聯代表認爲索馬利亜在其初步陆段 

將需經濟協助，但託管領土不應承擔對獨立國具有 

拘束力的經濟協定或他種協定。將來提供的任何經 

濟協助均應以平等及嚴格遵守索馬利亞的國家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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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原則，不得附帶任何政洽、軍事或限制其獨立的其 

他條件。他覺得索馬利亞應根據自己的判斷，自由 

決定向何方尋求協助，不爲以前的義務或承諾所拘。 

聯合國、特設基金會及各專門機關在這方面都有一 

份職責。

一八四. 比利時代表說關於索馬利亞獨立後爲 

彌補預算賠細而需要的正常財政協助，應由届時具 

有充分主權的索馬利政府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去自行 

尋求。至今爲止並無任何跡象顯示索馬利政麻贊成 

設置像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所提議的那種特別基 

金。

一八五. 管理當局代表說在聯合國監督下設置 

一種機構来經管一九六0 年後之協助的建議與索馬 

利政府的意見並不相合。義大利政府已經探f t了應 

付一九六0 年後索馬利亞需要的辦法，並已答應協 

同其他友好政府, 承擔此項負擔的一大部分。此外， 

由文件T /1476可知，管理當局時常與聯合國有關 

機關保持密切接觸。

歐洲經濟聯盟

- •八六. 蘇聯代表認爲該領土與歐洲經濟聯盟 

發生聯繁未免有懐於託管協定，因爲獨立的索馬利 

亞國勢難解脫管理當局建立的聯聲。

貧幣與銀行

一八七. 蘇聯代表說索馬利信用貸款處與美國 

建設借款基金會簽訂的十五年惜款協定旣未商詢聯 

合國參譲會的意見亦未經其同意。再者,該協定有 

效期間共爲十五年，其中條件亦與一九五四年美國 

共同安全法的規定有密切的關係。這是一個不祥之 

兆，假如美國利用經濟協助把索馬利亞拖進它的軍 

事集團或它的軍事及戰略計劃，則索馬利亞的政洽 

及經濟獨立勢必遭受厳重破壞。

一八八. 管理當局代表閩明與美國建設借款基 

金會簽訂的協定，他說這個協定並未規定索馬利政 

府非接受十五年的限期不可。根據這個協定，索馬 

利信用貸款處得於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曰前減 

少或取銷核定之借款。但根據道個協定，索馬利政 

府，甚至在獨立之後，仍須擔保償還建設借款基金會 

應索馬利信用貸款處之請而發放的借款。這個借款 

協定只有作最廣義的解釋糖可以說是同一九五四年 

共同安全法有關。獨立索馬利亞政府如願利用借款

協定所產生的當地貨幣從事索馬利亞境內的建設計 

劃, 它可以簽訂另一協定而此一協定現時尙不存在。

貿易與收支平衡

一八九. 植甸代表認爲收支不平衡的情形可藉 

鼓勵公、私儲蓄及强迫實行以收益的一部分在境內 

再投資的方法予以科正。

農業、畜牧及水源供應

一九0 . 編甸代表覺得應當繼續努力爲香蒸尋 

求市場並應改進棉花纖維的質素以便提高棉花生 

産。糖的現時生產水平應予維持，並應繼續探尋市 

場0

土 地

一九一. 蘇聯代表指出管理當局根據一九六0  
年卽停止在索馬利蘭生效的義大利法律，將土地出 

譲義大利農人，歸其永久佔有。他覺得這是不符合 

託管協定的。

一九二. 管理當局代表說蘇聯代表所稱出譲土 

地之事是依照託管協定第十四條的規定辦理的，事 

前曾獲領土參議會三分之二多敷的核准。出讓的土 

地共佔該領土農業土地八百萬公頃中的一,三六六 

公頃。

工 業

一九三. 蘇聯代表說規時索馬利亞共有二百八 

十家義大利企業，其特許執照的有效期間趙過一九 

六0 年+ 二月。因此獨立的索馬利國勢須承受這些 

外國公司的擔子，勢同一種强迫搂受的装置。

一九四. 他說索馬利蘭僅有的一家妨織工廠表 

面上爲了該廠財政地位不健全的緣故而關閉，全部 

紘織品需要由義大利及其他國家的進口貧來供給。 

他覺得這可能便是該厳關閉的眞正原因。

一九E . 管理當局代表說祐織厳産品的價格不 

能與入口品競爭，多年来每年轄資約五0 0 , 0 0 0  
索馬洛，因此不得不關閉。一九五四年視察團建議採 

取遍當步驟以免領土經濟繼續受損，管理當局此舉 

卽係依照該圃的建議採取的。一九五八年義大利棉 

織品的入口略見減低。

綠 業

一九六. 蘇输代表說現在共有五家美國公司熱 

狂地在索馬利蘭探尋石油。一旦襄現石油，則未經



索馬利政府參加而簽訂的長期協定卽將生效。獨立 

的索馬利亞如是將受非其自己所訂的摄定的約束， 

而這是違反託管德定與其條款的。

一九七. 管理當局指出在索馬利亞營業的石油 

公司係根據一九五一年第+ 三號法令授予特許權， 

而該項法令在通過之前曾經領土參議會辯論並曾徵 

詢聯合國參議會的意見。此種事業牽渉風險甚組，故 

必須給予投資家一個得到合理利潤的公平機會，否 

則難望得到投資。他覺得石油可以改變領土經濟的 

形態, 使索馬利人民享有較高的安定的生活水準，管 

理當局不該剝奪索馬利人這個機會。

肆.社會進展 

觀况及就管理事會的建議

槪 論

一九八. 理事會前已强調在社會福利》勞工立 

法及公共衛生各方面擬IT具體計劃之需要並曾對於 

游牧生活道一基本問題特加注意。理事會第二+二 

届會通過一項建譲，其中理事會認爲應在可能範圍 

內儘早極力繼續登記農村人口及鬼集生命統計數 

字。

一九九. 聯合國參議會報稱該領土已制定一項 

勞工法規，同時婦女傳統地位亦顯然漸有改變。在 

全國大選及市政選舉中，婦女均享有投票權。婦女 

- 人當選爲摩加地休市參議會議員。

二0 0 . 參議會稱讚索馬利政府已在立法大會 

提出法案一件, 擬將阿利發杜(arifato)i5制度廢除。

二0 — . 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議：

理事會權■悉该领土使游牧及半游救人民新趙於 

定居的工作所援的進展。理事會嘉許管理當局及素 

馬利亞政府為焚勘促進此遇程•在一九五巧年至一 

九六 0 年计割下探取之種種措族，包括開掘深水井、 

没水井、t 水池、以及赴於章比歇貝里與久巴兩河河 

水善加利用以利裏業及富牧事素之计劃在内。理事

阿利發杜(arifa to)是一部落爲他一較大部落牧爲阿 

利發(arifa—被保護人民)的制虔。阿利發除其他利S 外,可 

以使用部落土地而以分擔該大部落的集體責任及承認其領 
袖的權威爲報。

會認為这令所搜成綠甚可樂觀，但闕於促使游牧人 

民定居以及使新建社處與索馬利亞现代國家之政 

治、社會及經濟结構融合無闕等事，仍有許多工作尚 

待辦理。理事會希望索馬利亞政府在分配其財政及 

技術資港時繼續注重该领土此一基本問題之解法。 

關於此事，理事會料於當局準情廢止阿利發社 W 惯 

• — 節表示歡进。

理事會欣悉索馬利當局準清加緊獎勵民族圏結 

和讀，消除该领土政治生活上之部落意識。

理事會疫按前此所作建議，封於新選舉法將避 

舉權授予碌女事表示滿意。

出版自由

二0 二 . 出 版 法 (據聯合國參議會報告)已於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日生效。參議會在其向管理當 

局所提意見書內，認爲不受出版法條文限制的出版 

物應以官方其他技術性出版物爲主。並建議在該領 

土出版之唯一報紙，卽政府報紙索馬利亞郵報，應受 

出版法的限制。

勞 工

二0 三 . 索馬利亞的新勞工法規I7已於一九五 

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管理當局說在擬制勞工法規 

時對於參議會、索馬利政府及其他機關的意見均曾 

加以考慮。

二0 四. 勞工法規內載有關於學徒、最低工資、 

工作時間、夜工、權用女工及重工、工人往所、休息時 

間及休假等事項的法律規定。該法規依照國際公約， 

規定以集體交涉决定傷用條件，並廢除對破壞工作 

契約者施以刑事制裁的辦法。個人契約除非較同一 

方面已有之集體契約更爲優厚, 不得決定循用條件。 

勞工法規保證結社之權及工會罷工之權；但遇有危 

險、公共災難及厳董之集體需要時，此權得暂停行 

使。

二0 五.一九五七年在社會事務部內所設之勞 

工司負責辦理勞工關係的日常監督及勞工法規的實 

施。社會事務部長負解釋法規條文的主要貴任。參 

議會認爲交付該部長的權力異常廣大，許多事項端 

賴於法規之秉公解釋與根據法規掛酌行事之權的行 

使。索馬利政府擬在較董要的地區設置勞工督察處， 

負責確保勞工法規各項規定之遵守；辦理職業介紹

九S 九年一月十五日第三號法。
—九五八年千一月十五日第二十五號命令一法。



所的工作，卽凡尋求工作者皆可在該處登記以備權 

主從中邊選工人；並於發生勞工爭執時充任調人以 

謀解決。其他地® 則以區專員兼代勞工督察的工作。

二0 六 . 據參議會說，該領土在新法生效以前 

共有工會三個。.根據新法，其中之一已改組爲一工 

會聯盟，其中共有下列已在社會事務部登記的工會 

五個：工業工人工會, 會員約一千二百人；商業工人 

工會，會員約二百人;碼頭工人工會,會員兩千人;庶 

務人員（包括政府及私人雇員）工會,會員約一千五 

百人；農業工人工會，會員約四千人。

二0 七 . 因生活費略有增加，若干雇主遂不得 

不改訂基本工資率。政府雖認爲沒有在這方面採取 

特別措施的必要，但準備對於可能決定最低工資的 

標準作一研究。管理當局說該領土熟練工人的數目 

已漸見增加。有幾個工會代表曾經要求政府加緊推 

動職業敎育。管理當局說該領土唯一的坊織廠關閉 

後，約有一百三十人(其中多爲女工) 迄未找到工作， 

甚爲遺憾。

二0 八. 國際勞工組織繼續供給技術德助。該 
組織所派一位專家已擬就關於强迫保險及可否擴大 
^病保臉範圍將若干鄧門的索馬利工人包括在內的 
研究報吿一種。

二0 九.理事會第二十四屆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譲：

理事會歡迎第" -部榮工法規之頌佈。理事會希 
望务工法规的實施有助於该领土良好勢資關係的維 
持。

社會安全

二一0 . 若千種工業的工人經由索馬利亞社會 

保險局得到意外事件及職業疾病保險。一九五八年 

年終時被保險者共有索馬利工人一二，六八三人及 

軟籍工人七七三人。據參議會說，當局正在研究方 

案擴大此一計劃並另設工人徽費的醫藥保險計劃俾 

更多的索馬利工入可以參加。

理事會第十■六届會曾經建議管理當局 

會同參譲會擬訂一種重新安頓曾在義大利軍險服務 

的失業退伍軍人的計劃，考慮採取切實措施改善退 

伍軍人遺孤及貧苦子女的情況，同時繼續幫助退伍 

軍人及其受扶養人獲得適當的生計。參議會報稱，一

項新的義大利法律1®規定以前對厄里特利亜及利比 

亜退伍軍人遍用的養邮金規定今後對索馬利退伍軍 

人亦一併遍用。據估計截至一九六0 年年底爲止， 

得到一筆贈金或養邮金的退伍軍人將達三0 , 0 0  
0 人。同時對於合格的退伍軍人則每月發給五十至 

一百五十索馬洛的資助金。

二一二. 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歡迎管理當局所作的降述，據稱索馬利

亞社會保險■局的經理管制權不久印將交給索馬利

人。

醫藥及衞生事務

二一三. 理事會前曾指出衞生情形不良有礙社 

會及經濟發展。理事會並曾對於設計推行各項蓮動 

以便防治種種疾病及營養不良情形的措施，表示欣 

慰，同時促請管理當局特別重視訓練索馬利人擔任 

醫藥衞生助理工作人員的工作，並協助索馬利中學 

畢業生在義大利或他處獲取醫藥訓練。

二一四. 理事會第二十二届會表示欣悉索馬利 

亞政府爲使該領土衞生及醫藥服務現代化所採取的 

步驟及管理當局訓練土著人員的方案，並希望此項 

方案可以加緊推動。理事會嘉許管理當局及索馬利 

亜政府舉辦防治瘤疾及增加施診所的蓮動，並希望 

在需要醫藥服務的地區加緊努力建立此種服務機 

關。

二一五. 管理當局在其常年報告書中報稱衞生 

情況大體尙稱满意，傳染病發生次數已有降低的趨 

勢。公共衞生方面的各項方案年來仍與世界衞生組 

織及聯合國兒量基金會密切合作繼續推動。這兩個 

機關供拾了數目增多的專家、技術人員、装傭及用品 

(包括獸醫服務）。防瘤蓮動已加緊推行，共在大約一 

千個村鎭噴射藥劑，使大約二 0 六, 0 0 0 人受到直 

接保護。公共衞生方面的支出一*九五七年爲一 0 , 0  
四七，0 0 0 索馬洛，一九五八年則爲九,五四九，九 

八八索馬洛。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對防瘾蓮動的捐助 

約爲二三八，0 0 0 索馬洛。兒重基金會並會執行供 

給牛奶計劃。

二一六. 參譲會說肺結核、« 疾、腸及肺病仍然 

不斷發生，可見公共衞生方面的開支尙須增加。肺 

結核病仍爲索馬利亞最困難的衞生問題，急需採取 

行動。據管理當局說，將在衛生組織及兒量基金會協 

助下於一九五九年七月展開新的防治肺結核蓮動。

*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第一0 五三號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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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七 . • - 九E 八年共有索馬利學生十八人在 

外國大學研究醫學。此外並有醫藥及社會助理人員 

三十五名被派到義大利學智以便取得醫藥助理"證 

書 ;助産士及護士五名經衛生組織授予獎學金，學智 

完畢後，已返同索馬利亞。在該領土則有索馬利輔 

佐人員二三0 人受助産士、護士或醫藥及社會助理 

的在職訓練。訓練課程係根據一項按術協助計劃由 

衛生組織專家一人與索馬利政府及索馬利亞經濟發 

展公暑合作主持。在 De Martino醫院建築一訓練 

館的計劃已於本年核准。現在政府化驗室服務的技 

術人員二十七名將得到進一步的專科訓練。

二一八. 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議：

理事會備悉该领土现有醫師人數遇少且鼻合格 

的索馬利醫師，至為闕注。但理事會悉若干索馬利 

醫科學生將於令後數年卞举業。理事會認爲该领土 

在相當時闕内仍將需要外国醫務人員，希貧各會員 

國響應索馬利亞政府或管理當局代该政府所提出之 

任何請求。理事會對於世界術生組織及聯合国兒童 

基金會黎同在摩地加休建立術生剑練學校所，並 

為索馬利齋接及術生工作人，員建J：•市鎮及裏村剑練 

所數處，表示喜許。

理事會對於管理當局、索馬利亞政舟、世界術生 

組織及聯合國免童基金會在誠领土算備並執行防; 

肺結核運動之相步階段，表示嘉許。理事會希望此 

—運動^文到最大的成功。

理事會對於轉合國兒童基金會爲救濟该领土苦 

干部分同旱it而引起之糧食不足情形所供給索馬利 

亞政府的協助,表示威激。

理事會猜營理勢局及索馬利亞政府注意文件 

T/1475所載世界衛生組織的意見。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槪 論

二一九. 蘇聯代表指出在社會方面索馬利政府 

及人民正在採取種種立法措施，包括關於不分性別 

同工同酬，組織工會及蹄結集體談判合同等事項之 

措施在內。

伍 .敎育進展 

椒况及就管理事會的建議

概 論

二二0 . 發展敎育的工作現由索馬利亞政府特 

別是社會事務部下的敎育司負責。該司司長以及中 

央校務委員會多數委員與若千區域初等敎育總辦俱 

爲索馬利人。但義大利學校則歸義大利事務處監督。 

索馬利政府的敎育經費預算一九五七年爲四, o 六 

六, 一九二索馬洛，一九五八年則爲五，三八0 ,三二 

六索馬洛。一九五九年槪算將六，三0 0 , 0 0 0 索 

馬洛定爲教育經費，約爲預算總額百分之九。

二二一. 政府政策旨在加强现有敎育結構。對 

於師資訓練及準備學生從事行政及科學上之高深研 

究等事尤特加注意。公共行政學校已改組爲技術及 

商業學院，第一批會計人員將於一九六二至一九六 

三學年結束時畢業。

二二二. 理事會第二+二届會對於增加敎育設 

備上的進步衷示满意。但理事會塵於初等》中等及 

技術敎育尙有擴充的必要，因請採取必要步驟以謀 

實现。理事會深信一俟財政情形改善，定可增撥款 

項以謀擴充现有各項方案，特別是關於發展中等及 

技術敎育的方案。

二二三. 一個新的五年敎育計劃將於一九五九

年與一文敎組織專家商同製定。一九五二至一九五 

六年的五年敎育計劃已延長至一九五八年年底，其 

主要目標盾時已全部實規。

二二四. 理事會第二+四屆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譲：

理事會欣悉一九五二至"-九五六年教育計劃， 

經延表至一九五八年，己告定成,其主要目標均告 

實现。管理當局及索馬利政府，楚辨合國教育科學 

文後組威協助，準備數定一項新的五年教窗計劃，其 

中並將計及敌领土教育設，尚須捕充的需要，理事 

會對此消息至為歡迎。理事會對於搏合国教有科學 

文将組戚在該領土教育制度發展上所供給之條助, 

深表威激。

理事會備悉教育上諸多可喜的發展，包括相等 

學校^^册及就學男女學生人数增加> 中等教育投備 

擴充及受師範教育之學生人數增加等等情形。理事



師範學校...............
伊斯蘭研究學院…
家政學校...............
公共行政學校… 
被術及商業學院

工業學校...............
農學院...................
商業學校...............
海事及漁業學校…

D . 高等敎育

年至 -

五八■
法律、經濟學科高等學院:
義大利學生...................
索馬利學生...................

九

年

4 
58

九玉•八 
年至一九 
五九年

1
32

B . 中等學校

年至一九 
五八年

索馬利初級中學...................  189
索馬利高級中學...........................  57
義大利中學...................................  81
文科高級中學.......................  7
理科高級中學.................................  89

423

•九 五 七 —九五八
年至一九 
五九年 

237 
135 
82

 n
526

C . 職業及專門學校

二二五. 該領土的學校有義大利人學校與索馬 

利人學校之別:前者所收以義大利兒重爲主,所授課 

程亦爲義大利母國的課程,而後者的課程編制則適 

應領土人民的特別需要。此外尙有私立學校，不須 

採用政府制定的課程。私立學校除印度人及巴基斯 

S 人學校所搜課程與公立學校相近者外，其所發證 

書不爲政府所承認。據參議會稱，有幾所私立學校 

由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供給敎師及書籍，予以協助。私 

立學校的數目本年增至九所, 教師增至六十七人。日 

班共有男女學生一•，五三二人，此外並有成年人六0  
0 人上夜校。

二二六. 據管理當局的報告，公立初級學校在 

一九五七年共有三二所，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 

年期間增至一六0 所。各校兼有日（兒重) 班及夜(成 

人）班。參議會說該領土共有下列四種不同的中等 

學校，校址均在摩地加休:索馬利式初級及高級中學 

與義大利式初級及高級中學。凡欲充任敎師的學生 

得進師範學校，畢業後欲充任囘敎法律律師及敎師 

者得進伊斯蘭研究學院。此外筒有職業學校六所,卽 

農學院、海事及漁業學校、工業學校、家政學校、商業 

學校、新開代替公共行政學校的技術及商業學院。

學 生

二二七. 據文敎組織一九五七年的估計，五歲 

與十二歲之間的學齢兒量約爲二二五, 0 0 0 人。 一  

九五七年視察團說各校註冊學生人數甚低，五年計

劃所定目標雖爲------，0 八0 人，一'九五六至一'九五

七年的實際人數爲一二，五五七人。文敎組織的報告

會歡迎一所祈的基本教，中心經聯合国教，科學义 

收組織協助，已告成立，並歡迎國祭勞工組織為在 

核领土發展並開辦一所職業剑練中心。所供給的協 

助。理事會希望聯合国教育科學义优組織及国際务 

工組識能繼續參加這兩個重要中，《的 作 並 能 供 給  

额外協助。

又苦干国家政府提供焚學金傳索馬利學生得在 

各该國高等教育换闕就學並供給教師在该领土服  

務 , 對於此等政府的協助，理事會亦願表示謝意。理 

事會歡迎旁馬利亞政府工商部表的降述，據稱至 

九六 0 年索馬利亞將有各大學举業生近五十人，嗣 

後举紫人数並將繼續增加。

學 校

書指出, 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高級中學註冊人數 

雖仍很低,職業訓練吸引的學生則數目漸多。

二二八. 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學年及一九五七 

至一九五八學年學生註冊人敷如下：

A . 初級學校

—九 五 七 —九 ;E•八 
年 至 一 九 年 至 一 九  

■5•八年 五•九年

曰校
索馬利式........................... 13,783 15,972
義大利式........................... 1,133 1,029
印度及巴基斯S 式  73  83

14,989 17,084
成年夜校
索馬利式........................... 17,741 18,156

.七 —九五八
九 年 至 一 七  

五•九年

五 ‘

話册
人数

9131

年

—九

年至
五

人数
33
199 243 247
62 32 51
89 68 49
— — 35
94 167 301
60 63 75
：61 133 99
93 78 75



基本敎育

加，尤以初級夜校爲然，管理當局報稱正在建築一 

所新的女子學校。

師資與師資訓練

二三0 . 理事會前曾建議從速擴充師資訓練計 

劃,並儀量設法徵聘足數的合格索馬利人充任敎師。 

鼓將最近兩年索馬利各級公立學校的敎師人敷列表 

如下：

—九i 七
年至一九 
五八年

—九五八
年至一九 
五•九年

義大索馬阿拉
教 教 伯 ;^ 
師 師 師

義大索馬 
利教别教
卸 卸 1

幼董及初級學

校............... 144 466 — 104 474
中等及職業學

^ ............... 92 19 6 97 13
法律、經濟學

科高等學院 4 — —— 4 —

師

17

二三一. 現在共有義大利敎師六十五人，索馬 

利敎師五人在義大利、印度及巴基斯坦學校執敎。在 

索馬利學校執敎的義大利人員的薪酬係由索馬利亞 

預算項下支給。

二三二. 自一九五八年起師範學校恢復三年肆 

業制，故是年該校沒有畢業生。今後索馬利的師資 

均將在當地塔育。參議會說每年塔養的師資大約僅 

爲二十人，故這個問题尙須加緊努力解决。

高等敎育

二三三. 法律、經濟學科高等學院享有自治公 

共園體的地位。該學院因多數學生均屬政府雇員，故 

僅在夜間搜課。自一九五八年起，高等學院增加了 

社會學及伊斯蘭法的課程。公共行政學棱自改組爲 

簡業學院後，地位已大爲改變，畢業生(一九五八年 

共十九名）規在可以進入羅馬大學政治學院的第三 

年級。

二三四. 一九五四年在聯合國文敎組織基本敎 

育方案下於丁所設立了一個基本敎育中心，旨在訓 

練索馬利人員在該領土各地區建立社區中心。一九 

五八年與文敎組織專家譲定了一個擴大基本敎育方 

案的計劃;但丁所的工作則因困難重重有礙成功，故 

已停止。一九五八年八月在維拉布魯齊成立了一個 

新的訓練中心，稱爲索馬利文敎組織基本敎育中心； 

具有初等敎育資格的學員三十名將在那裏受訓兩 

年，課程包括社會學、公共衞生、農業、經濟學、外國 

語文(英文及阿拉伯文）、一般敎育及實際工作。該中 

心並將幫助改進所在地摩比倫區的社會、經濟情況。 

一九五八年基本敎育上的投資計聯合國文敎組織三 

五，0 0 0 美元,索馬利政府一0 , 0 0 0 索馬洛，管 

理當局六0 , 四0 0 索馬洛。

二三五. 參譲會報稱，一九五九年將在貝杜亞 

設立一個新的訓練中心，旨在改進當地工匠的技術。 

四十名受訓人員（男女各二十名）並將受到訓練以便 

將來可以充任當地社會及經濟發展工作的提倡者。

獎學金

二三六. 索馬利學生多名在檢討年度領到各方 

面所提供的獎學金。法律、經濟學科高等學院的畢 

業生十九名被管理當局選送羅馬政治學院深造；管 

理當局並授予高級中學學生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學 

年獎學金六名; 另據參議會報告，公共行政學校的敎 

師及學生得到獎學金四十名，以充前往義大利最重 

要的市鎭考察學梭、工廠及其他機關的組織與管理 

三個月之用。頒給職業學梭學生獎學金的計劃也已 

製定。參議會並謂聯合國文敎組織發給了索馬利人 

獎學金三名，勞工組織則向索馬利政府提供了獎學 

金三名。索馬利官員雨名於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 

在紐約聯合國會所受了六個月的經濟學訓練。一九 

五八年共有索馬利學生十二名經美國國隙合作總署 

協助在美國求學，同時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也發給索 

馬利人新的獎學金九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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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英管嗔务龍

總論

一 . 關於該領土及其人民，理事會於以往向大 

會提出之報告書，特別是向大會第十一届會提出之 

報吿書1內，業有說明。一九五八年派往該領土視察 

團之報告書2載有較近之詳細說明。視察團獲悉一九 

五八年南睹麥龍之人口可能超出八0 0 , 0 0 0 人， 

而北嘻麥龍之人口則趙出七六0 , 0 0 0 人。

繁 . 政治進展

就實現自洽所採或擬採的措施諮詢民意

二 . 奈及利亞聯邦之現行憲法，依託管協定第 

五條亦爲該託管領土之憲法，且尙在演變之中。該 

法之產生係託管領土非洲籍人士所參加之多次諮商 

之結果。最後一次諮商分雨期舉行：第一期於一九 

五七年五月及六月間於倫敦舉行，其後於一九五八 

年九月及十月後於倫敦開會。

憲政措施:發展代議、行政及立法機關 

並擴大其權力

三.一九五七年奈及利亞立憲大會所議定的憲 

政措施及至一九五八年初之實施程度業於理事會向 

大會第+ 三屆會所提出之報告書》中有所說明。憲法 

方面之改變預期南睹麥龍於奈及利亞聯邦之內取得 

自治地位，而北嚷麥龍仍屬北區之一部份，將來採取 

若干臨時改變以爲實行充分區域自治之第一步。南 

唾麥龍及作爲北區一都份之北唾麥龍旣场參加聯邦 

政府, 故其組織上之改變涉及如下之步驟:設置總理 

一載;設置一個純非洲人（總督出席除外）之鄧長會 

議，由總理任命;於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 年設置一完 

全民選及擴大的衆譲院, 又新設之第二個議院，定名 

爲參議院。理事會於其第二十一届會時决定對於立 

憲大會就瞎麥龍所規定的改革暫緩加以評論，等待

1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一1 會，補編第E 號 （A /3170), 
第一一0 貢。

2 T/1426 and A d d l。
»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三届會，補編第四號（A /3822 ),

卷 二•軍 藥 至 藥 段 。

一九五八年視察圃對託管領土情況提出報告後再 

譲。

四.管理當局就一九五七年各項決定進一步實 

施之情形及一九五八年奈及利亞立憲大會恢復會議 

之結果向理事會第二十二届會4 及大會第十三屆會 

提出報告。5 關於此類問題視察圃報吿書亦载有資 

料。內閣制政府於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於南嗔麥 

龍開始實行，而行政院—— 其九名委員中有五名来 

自衆議院之多數黨—— 遂成爲南瞎麥龍政府所轄事 

務之主要決策機關。五名民選唾麥龍委員負鄧長責 

任, 主持南嗔麥龍預算所列之許多政府部門；總理爲 

其中之一人。若千種事務仍歸行政院之三名當然委 

員（副行政專員、財政部長及法律部長，後者名稱將 

改爲首席檢察官) 主管。瞎麥龍行政專員在名義上仍 

對奈及利亞聯邦總督兼嗔麥龍最高行政專員負管理 

該領土之責任，但大體上必須遵照行政院之意見行 

動。

五.殖民地事務部長曾於一九五八年立憲大會 

中就進一步憲制發展問題與南唾麥龍各代表作初步 

討論。嘻麥龍國民大會及唁麥龍人民黨(當時合組爲 

南略麥龍衆議院多數黨）聲明該二黨之主要政洽目 

標係使南嗔麥龍之地位與獨立奈及利亞其他各區之 

地位在所有方面一律平等。但反對黨嗔麥龍國家民 

主黨代表則聲明不欲南嗔麥龍成爲獨立奈及利亞永 

久之一部份，且其目的係使唁麥龍之北鄧與南鄧脱 

離聯邦，是以他們對於凡其結果將使或目標在使南 

咕麥龍與奈及利亞進一步結合之任何進一步憲政發 

展场表示反對。因此當時與南咕麥龍代表議定——  
其後並經大會認可—— 暫時不立卽進行憲法方面之 

改變，惟一九五九年一月新擴大衆議院議員選出後 

所産生之南唁麥龍政府可請求聯合王國實行全都或 

若干種改變。殖民地事務都長承允届時聯合王國政 

府當在不需修正憲法之範圍內立卽實施此項改變，

♦ T/1394o
* 參閱大會第十三屆會, 正式紀錄，第四委員會，第八0

三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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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儘速準備必要之法律手續。新政府提出請求後可 

能得到之改變有下列各點：副行政專員退出行政院 

與衆議院；一九五九年度預算編訂之後於方便時任 

命財政部長替代現任之財政專員；規定任命議會秘 

書至三名爲度；授嘻麥龍行政專員以保留之立法與 

行政權及同意立法之權，但仍受最高行政專員之指 

揮 ;設獨立之文官制度。最後，一九五八年之大會靈 

悉一九五七年之大會已默許南嚷麥龍取得完全之區 

域地位，故重申如領土人民確實有此願望，則奈及利 

亞將歡迎南略麥龍爲聯邦之一部份，具有獨立之奈 

及利亞範圍以內一個完全自洽區之地位。

六.視察團察悉一九五八年內總理與其他略麥 

龍部長所負之責任極其董要，且南咕麥龍自治體制

之組織---------方面受管理當局之責任所限制，另一

方面亦受奈及利亜聯邦政府及國會管轄權之限制 

—— 實際上已到達相當的程度。視察團又悉因爲奈 

及利亞立憲大會復會時之決定，將來選舉所產生之 

政府如有請求，自洽程度尙可大爲提尚。

七.初次根據成年男女普選權原則辦理之選舉 

將於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四日舉行。如一九五七年 

大會所决定，南P客麥龍衆譲院之民選譲員屆時將從 

+ 三名墙至二+ 六名。行政院之當然議員三名仍舊 

保留，除非因上述之情形，副行政專員與財政專員退 

出衆議院, 果蕭則當另設特别議員雨名，由最高行政 

專員諮詢總理意見後指派，以便代表無人充分代言 

之利盆。衆議院任命一人爲議長；各土著當局議員 

則予取清。

八 . 該年度內亦將成立南瞎麥龍會長院，藉使 

傳統當局可以就公共事務表示意見。

九 . 就北嘻麥龍而論，北瞎麥龍代表於一九五 

七年大會內與奈及利亞北區各代表共同聲明不欲北 

區立卽實行自治。但政府黨嗣後於一九五八年要求 

於一九五九年准許自洽，且立憲大會於復會時亦建 

議通過憲法規定使北區於一九五八年三月+ 五曰實 

現自治。爲事先準備起見，行政院及北區衆議院之 

三名官方議員中決定撤梢雨名。餘下之一名官方議 

員爲首席檢察長，其所以留任係因其具有特別資格， 

總督仍舊主持行政院，但除總督根據憲法對維持公 

共信仰、公共秩序及良好行政負有責任而外,北區事 

務之管理與執行多歸由民選代表負擔。爲使該託管 

領土北部之利盆有更充分之保障起見，政府方面業 

已擴大北嚷麥龍络詢委員會之組織，增加邊區代表

多名，並使該委員會成爲行政院之一個正式委員會。 

此外仍保留北瞎麥龍事務部部長一職，以便確保託 

管領土之特殊問題獲得特別注意。

託管領土之前途

—0 , 理事會於其二十一屆會得知奈及利亞聯 

邦行將獨立，靈悉聯合王國殖民地事務部長之一項 

聲明，據謂絕不强迫嗔麥龍違背其人民之願望繼續 

爲獨立奈及利亜之一部份，但將於奈及利亞獨立之 

前睛啥麥龍北部與南部人民對其自身之前途自由表 

示意見。

其後，管理當局向理事會第二十二屆會 

提出備忘錄/指出將來一旦放棄奈及利亜聯邦之行 

政權, 依照託管協定之規定，當局無法視P客麥龍爲奈 

及利亜之一部份加以管理，因此必須考慮另行安排 

管理該託管領土之辦法—— 據管理當局稱此項辦法 

勢必涉及現行託管協定之修正或結束。管理當局又 

稱業已承允使託管領土北部與南部居民有機會自由 

表示關於其前途之願望。聯合王國代表就立憲大會 

復會之結果向大會第十三届會提出報告,7謂立憲大 

會結束時所發表之正式報吿提及殖民地事務部長代 

聯合王國政府所發表之聲明，稱如新聯邦國會於一 

九六0 年初通過決議案要求獨立，則聯合王國政府 

將接受請求，並向國會提請通過法案,俾奈及利亞於 

一•九六0 年十月一■日成爲完全獨立之國家。奈及利 

亜之聯邦總理及奈及利亞各區之總理業已表示希望 

一俟奈及利亞獨立卽可成爲不列顧國協資格完全之 

會員國，並希望聯合王國及奈及利亞之間繼續有密 

切之合作。

一二 . 大會於第+三届會就英管嚷麥龍與法管 

瞎麥龍通過一項決譲案/其中塞悉聯合王國代表已 

聲明聯合王國管略麥龍可望於一九六0 年實規聯合 

國憲章第七十六條（丑）款所規定之目標，因此請託 

管理事會於第二+ 三屆會期內儘早審議當時在兩瞎 

麥龍視察之視察園報告書，然後連同其意見與建議 

在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日前一併送交大會，以便大 

會講詢管理當局後就兩領土充分實現託管制度之目 

標一事採取必要之措施。大會於另一法議案9內決定

« T/1393。
7 見大會正式紀錄，第+ 三届會，第四委員會，第八0 三

次會議。
« 大會決議案一二八二(千三)。 

« 大會決議案一二八一( + 三)。



於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日再召集第十三届會，以便 

專門时論兩託管領土之前途問題。

一三.視察圉任務規定之一部分爲於其關於英 

管咕麥龍之報吿書中對於將來時機到達可請該領土 

人民對其自身前途表示願望之時應採取何種民意諮 

詢之辦法一點，表示意見。1。據視察團報吿, 1 1該領 

土前途問題之所以成爲如此迫切，並非因其本身實 

現託管目標之進度，而係由於其較大之兩鄰國卽將 

實現獨立之關係；查奈及利亞聯邦預期將於一九六 

0 年十月一日獨立，而法管P客麥龍則預期將於一九 

六0 年一月一日獨立。這雨個卽將獨立的國家均表 

示如英管嗔麥龍的人民願意，當歡迎該託管領土加 

入。

一四. 視察園於對此問題下結論之時，追述以 

往北险麥龍何以作爲奈及利亞一鄧份管運，而南瞎 

麥龍則採取不同的途徑，先與奈及利亞聯邦南鄧各 

省聯合，繼與其東區聯合，自一九五四年後又在聯邦 

之內自成爲獨立的單位。視察園確信對於託管領土 

的情勢如飲從現實的角度加以評估或對其前途問題 

加以現實的處理，卽不應視該領土爲一個整體，而應 

視之爲由南北雨部份所構成，具有南北雨族人民，其 

歴史及發展均循顯然不同之方向，披此之間無論在 

行政制度、政治態度乃至忠誠等各方面目前皆有極 

深剰之分別。視察圃因此首先認爲該託管領土南北 

兩部居民之願望應分別斷定。

一五 . 視察圃於報告在北都所聽取之意見後， 

根據所知事實與民意—— 其中包括報告書中所載關 

於歴史與政治發展之考慮—— 得一結論，認爲關於 

北唾麥龍前途的主要問題並無意見不同需要或應該 

舉辦正式徵詢民意卞能解决的事。視察團根據當時 

及可以預見的時間內北部居民所能表達之意見，相 

信北部居民大致上顯然都認爲北睹麥龍於奈及利35 
聯邦實現獨立後應成爲聯邦北區永久之一部份。因 

此視察圃建議如大會同意以上述之聯合方式爲結束 

託管協定之根據，則無須再舉辦民意徵詢。

一六 . 着南嚷麥龍，視察圃發覺居民對其前途 

顯然意見分裂。一方面，有人認爲南P客麥龍應於一 

九六0 年十月一日成爲獨立奈及利亞聯邦的一個自 

治區, 在實现獨立之前仍受託管。另一方面的觀點

爲南咕麥龍應立卽脫離奈及利亞，將來加入獨立之 

法管嘻麥龍，在加入之前仍繼續受託管。這雨糧關 

於南啥麥龍前途的不同觀點非常明顯，使視察團不 

得不認爲唯有南咕麥龍人民以普選方式才能斷定多 

數意見究竟如何。

一七.自視察團視察歸來至完成報吿書之期間 

內，該地曾舉行南瞎麥龍衆議院議員之選舉贊成 

脱離奈及利亞的政黨取得優勢，共佔十四席,其餘十 

二席由贊成永久加入奈及利亜聯邦之雨政黨分佔。 

視察團認爲因此而産生的新政治情勢必須任其有 

機會進一步演變，以便關於南嫁麥龍的前途問題將 

来能獲得一政的協議，萬一不成亦可確切擬具實際 

辦法任人民扶擇。選舉結果表面上似爲嘻麥龍的機 

關現在受僅沾幾票多數的政黨管制，而這個政黨曾 

承允設法改變南嚷麥龍與奈及利亞的現有關係：卽 

結束南瞎麥龍作爲奈及利亞一部份受管理的辦法。 

視察圃又稱，多敷黨愿爲這是在國際託管制度範圍 

以內可以採取的一步行動, 而非該制度之一項目標， 

因此亦非結束託管協定之根據。政府黨似乎第一次 

能會同管理當局研究行政上脫離奈及利亞之實際可 

能及後果。變於衆議院中堅決主張繼續與奈及利亞 

聯合一派之劇烈反對，政府黨或須斷定其政治地位 

是否足够安定，其任務是否足够明確,使該黨可以實 

行其原定的方針。爲南陵麥龍久遠之前途設想，政 

府方面想必亦願考慮在託管未結束之前採取任何行 

動脫離奈及利亞所引起之後果。視察團因此認爲應 

譲新政府有充分時間檢时其意向並諮詢衆議院及管 

理當局之意見;如果目的仍舊不變,卽與法菅嗔麥龍 

政府財論，以便斷定在某種方式之下與該領土聯合 

之條件;最後，通知管理當局並請其轉向聯合國報吿 

南瞎麥龍政府及衆議院大體上對實現託管自標一事 

之願望如何，以及對斷定居民意見之辦法有何見解。

一八.視察團最後認爲新選出之衆議院如對南 

唾麥龍之前途間題能有一般之協議，則正式舉行民 

意徵詢可能不再需要;但如未能達成協譲,則唯有於 

將來邁當時期藉民意徵詢，可能用全民表決的方式， 

始能解决各項基;^問题。在此種情形之下，視察圃 

認爲這種民意徵詢的條件，包括舉辦的時間及向人 

民提出的問題等等均須由大會及管理當局諮詢南瞎 

麥龍各政黨並儘可能取得其同意決定之。

' ‘託管理事會決議案■-九0 七(二十二 )。 
T/1426 and Add.l。 見 T / 1 4 2 6 / A d d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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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親察圃就英管唁麥龍所提之報告書遵照 

大會之請求由理事會於其第二十三届會加以審議。 

理事會通過一項决議案， 內除塵悉視察園報吿書 

中所表示之意見及結論外，認爲此等結論須由大會 

再予審查，因此將視審團之報告書、管理當局之意見 

及理事會對此問題之討論紀錄等等送轉大會，以便 

大會參照各該項文件及可能向其提出之任何其他意 

見加以遍當審查以後，可依照聯合國憲章第七十六 

條(丑)款規定採取其認爲適當之行動。

二0 . 大會於一九五九年二月二"h日恢復其第 

十三届會，以便審譲法管嗔麥龍與聯合王國管嚷麥 

龍兩託管領土之前途問題。大會通過一項關於聯合 

王國管瞎麥龍的決議案，" 其中建議管理當局爲實 

規聯合國憲章第七十六條(丑)款之目標應與聯合國 

全民表決專員嗟商以後採取行動在聯合國監察之下 

於聯合王國管咕麥龍之北部及南鄧分別辦理全民 

表决, 藉此斷定該镇土居民對其前途之願望。

二一. 關於北瞎麥龍，大會建議全民表決應於 

一九五九年+ —月中左右舉行，並應將如下問题向 

北部居民提出：

( 甲）奈及利亞聯邦獨立後，是否願北略

麥龍成爲奈及利亞北區之一部扮？"

或

乙）是否贊成於日後再決定北瞎麥龍之

前途問題？"

大會亦建議該領土這一部份的全民表決應根據 

當時爲聯邦下譲院選舉所編造之選舉登記冊辦理。

二二，關於南嗔麥龍，大會建譲全民表决應於 

一九五九年+ 二月初至一九六0 年四月底之間之下 

一旱季舉行，並決定向該領土南鄧人民提請扶揮之 

兩項問题乃至全民表決之投票人資格應由大會第十 

四屆會加以審議。大會希望譲領土的有關各方面均 

竭力設法於大會第十四届會開會之前對南瞎麥龍全 

民表決向人民提請块擇的問題及投票人的資格求得 

協議。

二三. 大會決定指派一聯合國全民表决專員，

代大會行使與監督有關之一切必要權力與職掌，並 

請驅書長與該專員會商後指派觀察員及職員予以協

助。大會請全民表決專員向託管理事會就舉辦全民 

表决之組織、執行與結果提出一項分爲前後雨部之 

報吿書，其第一部專討論該領土之北區，於大會第十 

四屆會結束之前及早向大會提出以備審議。大會最 

後請理事會向其提出全民表决專員之報吿書及理事 

會認爲必需之任何建譲與意見。

二四. Dr. Djalal Abdoh (伊朗）被大會選爲

全民表決專員。15

地方政府

二五.嗔麥龍雨部之地方行政由土著當局負 

責，土著當局大致亦係以世襲園體及傳統首領所構 

成，在政府官員指導下，制訂並施行地方條例，執行 

地方預算;至於地方收入，大部扮來自土著所納税款 

及政府補助。

二六.理事會於以往各雇會曾贊成根據比較穩 

定與民主之原則改組地方行政，特別是在北部。理 

事會第二+—届會察悉該領土雨部份民主的地方行 

政機構續有演進，因此希望進步的速率更會提高。

二七. 據親察圃報告，南味麥龍之維多利亞區 

在目前可說是地方行政最卓著之一例。以前的土著 

當局曾輕完全革新改組，成立了單獨的區參議會，由 

此産生一個能够供給必要服務與人員之有力機構。 

該會之譲員大部份係從五個下极參議會之議員選 

陸" 充任，後者大部份係由成年人普選產生的；傳 

統的利益與婦女的利益在所有參議會由選任議員代 

表。區參議會自有金庫，其每年收支額有二0 0 , 0  
0 0 镑。在孔巴區，地方行政因缺少圃結的傳統社 

會及交通不發達關係，頗受障礙。地方參議會共有 

+ 三處，完全係民選的機構，但把參議會再分成三組 

的努力則遭遇困難。在鄰搂之曼費區，組織工作更 

爲困難：行政上之接觸，經濟社會之發展，乃至人民 

之間之往来，因爲除自孔巴及東奈及利亜有若干幹 

線而外幾無其他道路可用，故大受障礙，致由十個土 

著當局及每年開會四次的聯合委員會分擔的地方行 

政在效率和資源方面亦連帶受其影響。反之，巴門 

達、恩康貝及武姆等草原區之傳統社會則比較圉結， 

交通較爲便利，而且因有現金作物與牲音，故有大量 

貨幣於市面上流通。地方行政制度雜然並未完全插 

脱守舊會長之勢力, 但已漸有走上轨道的趨勢。

託管理事會決議案一九二六(二十三)o 
大會決議案一三五o ( 十三)。 大會正式紀錄，第千三届會, 第七九四次全體會議。

91



二八. 在北略麥龍，共有管理人民日常生活的 

三個土著當局，但紙有其中之一完全在託管領土範 

圍之內。這就是迪克冗（Dikwa) 土著當局。至於 

其他雨土著當局，阿達馬冗土著當局則半屬託管領 

土, 半屬奈及利亜的本部,其總部則設於後者之約拉 

(Yola)。武卡利（Wukari) 土著當局除一小部份落 

在託管領土之提貢(Tigon)、恩多羅(Ndoro)及肯都 

(K entu)等地區外，其餘鄧份完全在奈及利亞境內。 

迪克冗與阿達馬冗兩土著當局均以舊囘王統治區爲 

根據。每一土著當局分爲若干地區，各有區參議會。 

這些參議會均經依法組織，得爲地方行政徵牧税款, 
其多數議員係由絶稅人直接選出。土著當局駐某一 

地區之高級代表爲該地區之長。這是支薪的專任行 

政官員，可能是傳統會長或爲土著當局指派之公務 

員。

二九. 在慕比（Miibi)( 阿達馬冗）及在波馬 

(Bom a)(迪克冗）有位於託管領土之內的兩個鎮參 

議會，其地位與區譲會相同。區譲會之下有村莊，多 

數均有村參議會。該處之土著當局由民選與兼載之 

村長爲代表。

三0 . 在阿達馬冗，土著當局之構成份子爲會 

長；傳統 Fulani族諮議三名；非 Fulani族而有爵 

位之人士兼區長三名（其中兩名來自託管領土）； 土 

著當局所任命而主會一個或一個以上土著當局事務 

之行政諮議六名；從諮詢性質的外參議會選任之譲 

員六名，代表囘王轄區北部、中部及南部的利益(其 

中三名来自託管領土)，又有議員兩名代表特别利 

益。外參議會由區長三十一名及按居民比例選舉的 

代表四十三名組成。

三一 . 在迪克冗，土著當局因最近改組關係現 

在由旧王、巴馬（Bam a)及果沙（Gwoza)區長，本 

地地方政府書記、主任獸醫助理、土著當局學校總幹 

事、高級醫局主任、法律顧問及行政參譲等人組成。 

北區政府之貿易及工業部長亦爲參議會之議員。諮 

詢外參議會之主席爲土著當局之一員，並由區長八 

名、區參議會議員二+ 六名、巴馬市參議會議員雨名 

及土著當局所派代表特別利益之議員雨名組成。外 

參議會及區參議會與村參議會之選舉係於一九E 七 

年四月及六月之間舉行。選舉之最後各階段用不記 

名投票，結果據視察團所悉，各參譲會增加了不少新 

力量及少壯派人士。從外參譲會及巴馬市參議會邀

選議員陸任土著當局譲員一事已獲得核准，由此開 

始由民選代表，參加行政最高層的辦法。

三二.在北瞎麥龍其餘鄧份至最近爲止尙有三 

個較小的土著當局:提貢區參議會、思多羅部落參譲 

會及肯都匿參議會。據視察圃報告，各該當局因彼 

此之間不能圉結，致地方自洽進步極緩。但一九五 

八年六月，所有會長及長老均同意應成立統一之土 

著當局。新土著當局於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四日組成， 

定名爲聯合山地土著當局.。該當局由公認之會長十 

六名及用不記名投票選任之議員二十二名組成。

發展成人普選及直接選舉制度

三三. 如上文所述，又如理事會第二十一屆會 

所報告，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擴大南嚷麥龍衆 

議院之選舉係用成年人直接普選之原則。南瞎麥龍 

之聯邦選舉亦用相同之原則。

三四.一九五七年立憲大會決定北區之選舉僅 

限男子可以投票，此項决定至今未曾改變。北嚷麥 

龍之聯邦選舉亦然。否則.，選舉當按成年人直接選 

舉之原則舉行。一九五六年北區衆議院之選舉亦不 

准婦女投票。當時之選舉係用選舉圃的辦法舉行。大 

多數地方紙有雨個選舉圃, 但遇特殊情形，如選舉區 

範圍極大，則設三個選舉團。初選用公開方法投票， 

最後選舉則用不記名投票方式。

三五 . 理事會第Z H 届會對於南嚷麥龍婦女 

有參加選舉之機會表示歡迎，但亦表示希望該託管 

領土之北都不久亦採取普選原則。

三六，視察圃察悉在北區囘敎人民大致仍反對 

婦女享有選舉權，因此對於北嫁麥龍慕比諮詢委員 

會各委員表示此項問題—— 至少有關囘敎婦女選舉 

權的問題—— 惟有時間;T能解決的意見，認爲理由 

極爲充足。

文官P 度:訓練及任用土著人士 

擔任董要職位

三七. 如理事會以往所悉，北唁麥龍之公務人 

員係奈及利亞北區依一九E 四年憲法所設之獨立文 

官制度派充，視爲奈及利亞北區之公務人員。南唁 

麥龍於一九五八年內繼續屬於聯邦文官制度，但如 

上述，一九五九年一月選舉以後所産生的南嘻麥龍 

政府如果願意，可以要求爲瞎麥龍另設文官制度，將 

來在領土服務之全體南略麥龍公務人員卽當然一律 

調歸節制。



三八. 根據常年報告書，在託管領土以內雇用 

的政府職員於一九五七年從六，七三二名的總數增 

至九，三五七名。其中有二，七一六名於北部受雇， 

六，六四一名於南部受雇。總敷中嚷麥龍人有七，三 

四七名，其他非洲人一，八七二名，非非洲人一三八 

名。一九五七年之總數中，大多數(六，七一一名）受 

工務部雇用。

三九.理事會於以往各屆會曾特別注意訓練嘻 

麥龍人擔任政府重要職位之需要；又於第二十一届 

會璧悉高級職位仍甚少由略麥龍人擔任，因此希望 

管理當局繼續努力加緊訓練P客麥龍人，並於最短時 

間內大量增加有專門技術之唾麥龍人士於公共機關 

擔任重要職位包括行政郡門在內。

四0 . 親察團察悉在視察期內南嘻麥龍各部門 

高級員額一一二名中有二十一名爲咕麥龍人，常設 

初級員額八五三名中有六四九名爲嗔麥龍人。據視 

察團悉，雨大政黨均認爲於未來多年內有任用外籍 

人員之需要, 並有意徵聘此輩人員，但目前的職員問 

題並不因此卽完全獲得解決。視察圃發現嚴重的公 

務員短缺現象，而行政人員尤感缺乏,二十名員額中 

僅有十一職位有人擔任，其中雨職係由在英國休假 

之官員充任。視察園得悉除非將來可以徵聘合格的 

嚷麥龍官員在這方面難望有改良之可能。

参.經濟進展

概 論

四一. 關於該領土一般經濟情況，理事會以往 

向大會提出的各項報告書中業有說明。關於南瞎麥 

龍經濟主要情況最近之檢討，一九五八年視察團之 

報告書所載尤詳。

四二. 一九五七年出口總値倍計爲五，三五一， 

一 0 0 镑，其中四項主要出口爲香蒸(二, A  二一, 0  
00镑），可可（九九六，0 0 0 镑），掠糖産品（三二 

三，0 0 0 镑）及檢膠（三一三，0 0 0 镑）。進口總 

値估計爲二，三七0 , 四0 0 镑, 其中主要爲製成品、 

金屬品及妨織品（一, 八八四，七0 0 镑）以及糧食、 

飲料及煙草（四三五，九0 0 镑）。

四三.理事會以往各屆會所注意的問題之一爲 

如何保證該領土之資源爲本土居民之利益而開發並

T/1426,第三八至第四七段。

由本土居民充分參加此事以及如何通過各項措施由 

本土居民更進一步參加發展該镇土經濟資源的工 

作。理事會亦注意交通之發展，農作方法之改良，生 

活水平之提高，工業發展之展望及土地利用等問題。

四四. 關於南嘻麥龍方面，視察團認爲因爲奈 

及利亞聯邦政府接受了財政委員會之一項建議，在 

税收方面視該區爲聯邦之一部份，於一九五八年採 

取新的辦法，結果財政情形大有改善。視祭圃察悉 

就資本来源而論，南瞎麥龍之情形尙未健全,並悉目 

的在輔助政府機關及各鄧門工作之三大法定機關也 

尙需新的資本。

四五.視察圃一方面認爲應繼續研究從國外来 

源取得新的資本之可能，但亦感覺南瞎麥龍主要須 

依賴草原牧民及山林居民能增産現金作物，也許不 

能遽有驚人之成績，但希望其能不斷穩步進展。據 

視祭圃觀察, 近年來的進步頗可樂觀:非洲香襄與可 

可生産之迅速擴充及卿啡種植之迅速發展可說是顯 

著的證據。凡此種種對於公共財政均有補尝，以後 

自將有更大的影響，最後可成爲公私投資之資金來 

源。遍合於非洲農村之新生産方式亦在研究之中；橡 

膠已開始種植;可可正在試種改良品種;農業局亦已 

成立。在巴R 達CBamenda)屠殺牲口用冷藏貨車蓮 

往南部市場之示範計劃卽將開始；海外企業備受鼓 

勵；巴門達匿已開始茶葉種植,木村之輸出也有顯箸 

增加。

發展充足的政府收入

四六.一九五四年憲法通過後南嚷麥龍開始實 

行之新財政辦法及政麻方面爲求充格收入以應所需 

而遇之種種困難，理事會以往向大會所提之各次報 

吿書中已有說明。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度爲適用 

此項辦法之最後一年，經過審核之南睹麥龍决算計 

列收入總數共達一, 二九一，八五四镑，其中三五四， 

0 0 八錄係經常收入，三0 ,五一八镑係奈及利亞聯 

邦政府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度給予南瞎麥龍補助 

金之結餘, 五八0 , 0 0 0 錄係聯邦政府該年度之保 

證補助金，六一,四四六錄係殖民地發展及福利補助 

金, 二六五，八八0 镑係投資預算收入。支出共達一， 

三一五，九五0 鏡，其中二七一，三一二镑用於敎育， 

一三四，七九八镑用於醫藥服務，一四六,八六三镑 

用於工務，三四五, 五三七镑爲投資預算支出。因此 

預算® 欠有二四，0 九六镑。嘻麥龍興業公司於一九 

五五年終因營業15損關係故無款補助政府收入。



因七.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槪算開始實行新 

辦法，依其規定,南瞎麥龍從汽油進口税之全部收入 

按估算比例分得其一部分；從煙草之進口税按估算 

分得百分之五十；從聯邦所徵收之所有其他進口稅 

分得百分之一(此項分酣係根據修正之消費估計,较 

以前多一信）;從國産税及出口税按估算分得百分之 

五十;從南嘻麥龍徵收之所有個人所得稅、鎭權税及 

若干種雜項收入。此外，由於立憲大會復會時所採 

取之決定，全奈及利亞收入分配辦法之改變將於一 

九五九年實行，視察圃據悉就南唁麥龍而論,此項改 

變大體上是有利的。

四八. 新辦法採用後，聯邦政庙將在舊制度下 

對南嗔麥龍預塾之款項共七0 0 , 0 0 0 镑勾銷;並 

將此數之累積利息連同其後之另一筆預塾卽總敷 

達三0 0 , 0 0 0 錄之一筆週轉金均改爲補助金，其 

應得利息亦予放棄。根據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度 

槪算，南唾麥龍從聯邦牧入可望分得總共六0 七，九 

五0 镑；其中最重要的一項爲汽油與煙草以外的其 

他進口税二七九, 0 0 0 镑。內部牧入預料可得三 

七五，五三五镑。槪算經過修正後，經常收入之總額 

估爲一，二六二, H三五镑, 經常支出估爲一，二九 

六，六五五镑，預期略有e 欠 ;但於視察團視察期內， 

實際收入較估計爲多，因此可望不致15欠。

四九.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度資本收入據估 

計爲七二三, 八九七镑,但至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一 

日，合併基金之結錄據估計僅有二七0 , 0 0 0 镑。 

目前基金之收入紙有聯合王國依殖民地發展及福利 

法所撥給之資本補助金，於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 

共達五二五, 0 0 0 錄;南瞎麥龍衰展局之補助金共 

一二，五0 0 镑，及敵産出售所得之二0 0 , 0 0 0  
镑。

五0 . 北嚷麥龍在行政上旣屬奈及利亞北區之 

一部份，因此不另設預算。財政委員會建譲被接受 

之後，其附帶結果之一爲北區於一九五八至一九五 

九年將從聯邦政府接獲五0 0 , 0 0 0 镑，其所以如 

此，係因該委員會認爲依照以往辦法,該區從若千種 

進口税實得收入較應得收入爲少。

五一‘ 土著當局繼續維持其本身預算。一九五 

七至一九五八年内南啥麥龍土著當局之估計收入共 

達三0 四，七0 0 镑，而北嚷麥龍土著當局估計收入 

爲三三二, 一o o 錄。

發展及銷售機構

五二 . 據視察團報告，南睹麥龍發展局(其成立 

理事會第二+ —届會業已獲悉）自一九五六年始業 

已支付E 0 0 , 0 0 0 镑，其大部份係來自繼承之資 

金及南啥麥龍銷售局之每年補助金。此敷有一半以 

上用於發展該局於巴門達匿桑塔(Sante)咖啡園。該 

局對各合作社與私人之貸款共達七五, 0 0 0 镑,另 

又撥發若干項補助金爲可可業發展及調查與發展道 

路之用。該局又核准五0,000鋳之貸款協助孔 

巴合作蓮動設立銀行。但該局向視察團表示顧慮其 

未来的資金來源，特别因爲目前需要資本辦理其他 

生利事業。國際復興建設銀行曾建譲向聯邦政府請 

撥一百萬镑以充資本基金。道一筆款項現在似可斷 

定不會核准。

五三.發展局之主要經常收入爲南略麥龍銷售 

局毎年撥發之補助金一00,000镑;此項補助金 

之發給已延至一九五九年。结售局之成立有其特别 

目的, 其職掌係專爲出口農産品一一實際上指可可、 

檢槽油及檢權仁—— 之購買及蓮輸取得最有利之條 

件 ; 該局爲此類産品按毎一銷售期規定基本産價。邁 

有必要之時，該局事實上用其準備金彌補業務方面 

的轄欠；該局之總準備金於一九五七年九月間有六 

二0,八三七錄，在一九五五年則有一百萬錄。就其 

能力所及，誤局負責银助農作物出産各匿之經濟發 

展 ;在這一方面,最大的負擔爲每年撥給發展局之補 

助費。

五四.北區興業公司之成立會經理事會第十九 

盾會表示歡迎，該公司於一九五七年內撥發補助金 

六, 0 0 0 錄協助美郁息尼(Mayo Ine)河區之阿達 

馬冗毒繩管制計劃，又貸一二, 五0 0 镑給阿達馬冗 

土著當局爲改良耶達(Jada)市場之用。譲公司貸給 

迪克冗土著當局一 0 , 七0 0 錄爲市場一般改良之 

用，另又貸給該土著當局免息貸款六0 0 镑購置花 

生剝皮機。

五五.略麥龍與業公司之業務曾經理事會以往 

各次報告書詳細說明。視察園察悉該公司的任務大 

致上是納税的、自給的商業機關，其重要的匿別是每 

年須把利潤缴納政府，作爲南略麥龍一般收入的一 

部份。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三年內,該公司毎 

年的香蒸、綜携産品、橡膠、可可、胡椒及木材的出 

產，其總値估計爲二千五百萬镑至三千萬镑。從盈 

餘利潤中，該公司於一九五五年缴付南瞎麥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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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 o o 镑，一九五六年未付分文，一九五七年 

缴付一五，一二 0 镑，一九五八年須累積一次缴付三 

八, 0 三0 镑。事實上, II公司通過直接及間接税以 

及特權稅所缴之數目遠過於此：計缴納聯邦及南嚷 

麥龍政府的全鄧費用，包括上述的盈利在內，一九五 

五年共三五七, o 五0 镑，一九五六年共一五五，二 

七0 錄, 一九五七年共二三七，八三0 鋳。雖然如此， 

視祭圃說—— 託管理事會亦知此點—— 該公司盈利 

數額過少，有負以前的期望，各方面公認它需要注入 

新資本, 卞有希望大量增加其對領土收入的資助;且 

當時正進行談判，商洽由管理當局的殖民地開發公 

司向其投資的可能。

合作社運動

五六.視察團認爲南略麥龍經濟發展最可樂觀 

的一面是現金作檢非洲籍種植人的合作社蓮動近年 

來業已奠定基礎。自一九五五年來，合作社的數目 

業已從六十三增至一百五十, 其社員人數自四，二五 

0 人增至一二, 0 0 0 人，毎年過手的農產品價値從 

一九0 , 0 0 0 镑增至一，五0 0 , 0 0 0 錄。各合 

作社分爲兩個中心組織, 其一專營可可、咖啡及综棟 

仁, 另一则專營番莲;各該圃體又成立工程與蓮輸工 

會 ;這個工會已成爲重要的組織；中央貸款協會已在 

成立之中，此外並計劃成立供給基本農業及推銷設 

備的組織。

五七.理事會亦曾歡迎南嗔麥龍合作社數目的 

增加，並希望加緊努力促進北唁麥龍之合作社蓮動。 

據常年報告書稱, 一九五七年內，該區仍紙有三個登 

記的合作社—— 迪克冗土著當局職員節約貸款合作 

社有限公司，其社員有四十五人，儲菩總額有三三一 

镑，果沙清費合作社有限公司，社員有四十七人，週 

轉金額爲四一錄，恩加利（Ngale) 消費合作社有限 

公司，社員有二H —人，週轉金額爲一七九錄。最近 

又成立了兩個合作社, 但尙未登記:果沙物產銷售合 

作社及息加拉物産銷售合作社。一九五七年下半年 

於迪克冗設有政府合作社檢察員一人。

交’通

五八. 視祭團祭悉，在促進南瞎麥龍經濟發展 

之一切方法中，道路交通之改良被認爲是最迫切的 

需要。聯邦政府供給資金，南膝麥龍政府則負責建 

築及維持主要的幹線，計共四七0 哩。建築次級幹 

線的責任則完全由南略麥龍政府負擔。聯邦在南咕 

麥龍支出之大部份繼續用於主要道路及聯邦各部門

辦公室及房舍之建築與維持。爲了在維多利亞與巴 

達之間建築永久橋棵與四季兩路蓮行的大道，政 

府方面特指撥了一，二0 0 , 0 0 0 镑。所有橋標均 

已完成；從維多利亞起舗設不透水路面至少已達八 

十哩，但從孔巴至曼費(Mamfe)之間最大的一段每 

年至少有半年完全不能通行。到了一九六0 年雨季 

以前，此路可望四季通車。這是南嚷麥龍的主要通 

道, 因爲路面不良，大批車輔交通因此轉入法管嗔麥 

龍境內比較良好的公路網—— 視察園認爲這種情形 

是經濟及其他發展的厳重障礙，其完工實已延岩過 

久。刻在進行之中的其他重要工程還有南嗔麥龍東 

奈及利亞之間從曼費至十字河一段主要道路的建築 

及舗設不透水路面, 及於巴門達區建築一條新路，作 

爲南北嗔麥龍之間第一條連繁之一郁分。政府方面 

劍在依照I t劃發展支路,其所需經費倍計爲九0 0 ,  
0 0 0 镑。視祭圃認爲有關當局—— 現在多爲政府 

之咕麥龍籍部長—— 無不深知推進基層組織之重要 

性。不幸，當局所訂之各項計劃常因物價上漲及需 

要額外資金等等其他困難以致不斷受頓挫。

五九.北唾麥龍築路的進展業於一九五七年 

度常年報告書詳有說明。目前已有工程事務所擬 

定計劃以三0 , 0 0 0 镑築路直達遙遠的曼比拉 

CMambilla)高原北部徒坡。以九九, 0 0 0 镑完成 

的北里- 耶姆塔利（Bdi-Jamtari) 路現已通過約拉 

- 耶令哥- 北里（Yola-Jalingo-Beli) 幹線已通達南 

阿達馬冗託管領土。從耶姆塔利起這條路進達塞提， 

然後通至該高原之麓，由此起築新的睡坡山路。再 

向北，約拉- 鳥把- 巴馬的幹線續有進展，希望年底可- 
達馬達加里(Madagali)。從敦加(Donga)至比奴埃 

(Benue)託管領土阿彭（Abong)的區路長達八十四 

哩，建築費共達二0 0 , 0 0 0 镑，工程進展極速， 

全程已有三分之二可四季通車。阿達馬冗土著當局 

從慕比(Mubi)至法管瞎麥龍柏哈（Burha) 之間已 

築有良好的四季通車道路，並費躯資把耶達（Jada) 
至馬約塞爾比（Mayo Selbe) 之間的幹線維持作爲 

旱季公路,等待聯邦政府撥款築一條四季通車的大 

路。

水 源

六0 .  —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旱季内迪克1； 
(Dickwa)區已完成十五個<«tapkis"(地面蓄水池)， 

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旱季又有十三個水池在建築 

中。此類害水池極爲成功。該年內又開掘三合土水



井二+ 九處，並於年終加派農村水源供應檢察員雨 

名留駐該託管領土，負責協助掘井人員之訓練及加 

掘水弁。此外，託管領土E■馬(Bama)及古隆E(Gu- 
lumba)雨區二五0 吸深處發現地下自流井水源， 

又迪克冗（Dikwa)七JJ.O 深處亦發现一處自流 

井。

肆.社會進展

醫藥及衞生事務

六一.一九五七年內該領土全境的醫藥事務繼 

續由政府、土著當局及各宗敎園體供給;南部各大種 

植場亦供給此項服務。

六二. 該年內，領土之全部醫藥人員共七二0  
名，一九五六年僅六四五名。一九五七年度之總數 

中包括登記醫師及外科醫師二i ‘七名（與一九五六 

年比較減雨名）。醫藥人員中有六百零九名，包括登 

記醫師及外科醫師二十四名，係在南睹麥龍服務。

六三. 一九五七年內南咕麥龍有醫院十九所， 

其中包括政府辦理的六所，瞎麥龍興業公司所辦的 

九所，敎會所辦的一所及聯合非洲公司所辦的一所。 

南植麥龍有產婦院、醫療局及麻嵐病院六+ 七處，北 

唾麥龍則有五+ 七處。

六四. 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會計年度，政府 

衞生事務方面之支出共達一四九，三0 0 錄;一九五 

五至一九五六年度爲二0 0 , 七0 0 錄。土著當局 

支出共五五，七0 0 镑，前一年則支出四一，六0 0  
鏡。全都公款支出二0 五, 0 0 0 镑中，南嚷麥龍佔 

一七三，一0 0 錄，北嗔麥龍佔三一，九0 0 錢；前 

一年的支出數字分別爲二一六，二 0 0 錄及二六，一 

0 0 錄。南瞎麥龍各宗敎園體及商業機關之支出達 

二二四，七0 0 錄，而北唁麥龍各宗敎團體的支出達 

二，七0 0 镑。

六五. 理事會以往各盾會對於北P客麥龍醫藥事 

務之擴充備極重視。

勞 工

六六. 截至一九五七年九月三十日，領取工資 

之就業人數共有三E , 五七三人。此數僅化全體居 

民之一小部扮，且其中有百分之八十仍爲唁麥龍興 

業公司所雇用。其他的雨大雇主爲聯合非洲（柏摩 

爾) 有限公司及Elders and Fyffes公司。雨新設

的木村公司Messrs Frandler and Rylke及海岸木

材公司於該年內開始伐木業務，預料將有工人一，七 

0 0 至二, 0 0 0 名受木材業雇用。

六七. 在南瞎麥龍，政府所雇工人之每日工資 

自雨先令四便士至五先令五便士。在北唁麥龍，工 

資每日自兩先令八使士至五先令七便士。

六八. U客麥龍興業公司工資提高的問題業經該 

公司中央聯合諮詢委員會與嗔麥龍興業公司職工 

會，商議決定自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起每日支領工 

資的雇員增加每日四使士，所有每月支領工資的雇 

員則增支爲百分之四。新訂工資率爲普通勞工每曰 

支領三先令一便士至三先令五便士，工匠級則每曰 

支領十先令四便士至■•一先令四便士。Elders及 

Fyffes有限公司與柏摩爾有限公司均採用相同的 

工資率，受益工人約有二五, 0 0 0 人。

六九. 如一九五九年之情形，工會共有十七處， 

會員人數約二二, 0 0 0 人。就勞資糾粉而言，一九 

五七年是有史以來最平靜無事的一年。該年內發生 

輕微糾■粉八次，損失了一，三一四人日。雨次糾■粉經 

勞工部調停解決；其他六次係與嗔麥龍興業公司有 

關，經工會職員與經理都合作解决。

七0 . 理事會第二+—屆會希望當局繼續採取 

所有可能措施改良工人的物質條件並促進該領土之 

工會活動。

其他社會問題

七一.理事會以往各屆會在社會方面特別注意 

的問題中包括促進北嗔麥龍與南咕麥龍雨地人民之 

接觸，發展居民之圃體合作乃至提高婦女地位與完 

全廢止體刑之需要。理事會第二十一届會亦靈悉該 

領土有設立本土新聞事業之需要。

伍.教育進展

七二.理事會以往各届會除注意一般敎育制度 

之擴充外，對於北部擴充學梭之需要，尤爲重視。理 

事會亦注意增加女生之人數，並對於利用成年人識 

字蓮動減少該領土文盲一事，表示關心。理事會第 

二十一屆會表示希望實現免費初等敎育之目標將續 

有穩定的進展，並望管理當局加緊努力於託管領土 

全境大力推進中等敎育，並爲更多本土居民供給程 

度較高或專門性的中等敎育。理事會又希望管理當



局促進技術敎育的進展，並請管理當局藉聯合國敎 

育科學文化組織供給意見之協助對於成年人敎育之 

發展予以優先辦理。

七H .  —九五七年該镇土學校之敷目增加了十 

九所，計共四七八所（公立及土著當局學校七-卜五 

所, 受補助學校二五二所，不受補助的義務團體所辦 

學校一五一所）。全數之中有四五九所爲地方或初等 

學校, 其中有三九四所在南陵麥龍，三所是設於南嚷 

麥龍受補助之中等學校三所是師資訓練學校(增 

加了五所) ，其中十二所設於南嚷麥龍，S 所係職業 

學校，其中兩所設於南略麥龍。

七四. 一九五七年就學兒量人數有五七，一五 

八人（其中女生一 0 , 七七5 人）;一九五六年之人數 

則爲五二, 0 九九人（其中女生一0 , 七七三人）。在 

地方及初等學梭就讀的兒童有五五，七八五人（其中 

女生一一，九九三人〉，中等學校有四六0 人（其中女 

生五十人），師資訓練所有七0 五人（其中女生四十 

七人），職業學校有二0 八人（其中女生H + 六人）。 

南嚷麥龍就學兒重人敷共五二，八九0 人（其中女生 

~ , 0 九九人）, 而北嗔麥龍註冊人數則紙有五，二 

六八人（其中女生一, 0  二七人）,除三十六人於職業 

學校就讀外，全體均在初等學校。一九五六年在北 

方學校註冊上課之兒重共四，四一五人。

七五.南嗔麥龍初等學校經費之壽措仍屬嚴重 

問題。敎育捐之徵收屋次發生收不足的現象，因此 

有一項提議主張凡土著當局區或次級土著當局區所 

需之敎育經費均應列爲土著當局經常收:入與支出預 

算並作爲直接稅的一郡扮徵收。

七六.一九五七年南嗔麥龍之全部敎育支出達 

五一八，九0 0 錄（一九五六年爲四九一, H O O  
镑) , 其中來自政府及土著當局三七五，五0 0 镑，各 

宗敎園體五二, 一0 0 镑，商業機關六，九0 0 镑，唾 

麥龍興業公司二八，九0 0 镑，其餘五五，五0 0 镑 

來自學費。總數之中包括各種津貼及殖民地發展與

福利基金所撥作爲設備費與經常支出之補助款項。 

殖民地發展舆福利基金對一九五五至一九六0 年度 

共核准二六五, 0 0 0 镑爲辦理敎育計劃之用，至一 

九五七年已用去一一0 , 0 0 0 錢。北唾麥龍之全 

部支出達八四，0 0 0 镑（一九五六年爲四九，一 

0 0 镑）其中政府及土著當局支付七七，二0 0 镑， 

各宗教團體支付六，六0 0 镑，學費牧入二 0 0 镑。

七七. 一•九五七年內，P客麥龍政府派往海外高 

等敎育機關留學之官費學生有二十一名。在伊巴當 

(Ibadan)大學院攻讀之學生有八名,又有學生十二 

名在奈及利亜文藝、科學與技術學院各科就讀中等 

以上課程。P客麥龍與業公司設有獎學金資助兒童三 

十六名在各中等學校就讀，另有三十二名領受獎學 

金在各類學校就讀。現有敎師二+—人在睹麥龍搂 

受專科訓練，另有一人在倫敦大學敎育學院深造。 

興業公司又發給獎學金資助雇員四名在聯合王國進 

修。聯邦政府發給獎學金資助中等學校畢業生二十 

七名繼續進修。

七八.翁貝河職業傳授所仍爲專門訓練各業練 

智生之唯一規樓宏大組織良善的機構。一九五七年 

在該所受訓練之學生共一五5 名。

七九.管理當局於其報吿書中評論該年內的敎 

育進展說北唾麥龍初等學校學生之註冊人數已大有 

增加。在師資訓練方面亦有進一步的發展。該年內 

北略麥龍新成立了一個師資訓練所，南嚷麥龍所波 

CSoppo)浸禮會初級師資訓練所亦已開學。該領土 

的敎員總數增至二，一四0 人，其中女子估二六二 

人。中等學校敎員有二十五人，其中女子佔五人。該 

年內北嚷麥龍有男敎師五人往海外留學。

A O . 關於促進女子敎育，當局亦不遺餘力;截 

至一九五七年底南咕麥龍已有初級以上程度之女子 

學校H所，中等學棱一所及師資訓練學院雨所。在 

奈及利亞以外受訓的女子有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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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法管嗔务龍

査 .總論

一 . 法管陵麥龍面稽有四三二 , 0 0 0 平方公 

里。一九五七年底人口估計有三，二二三,五一七 

人，其中一六, 三八二人爲歐洲人。關於該領土及其 

居民，一九五八年視察園之報告書有較爲詳細之說 

明。1

戴 .政治進展

政洽及憲政發展

Ca) 领土之地位

二.理事會前次向大會提出的報告書對於至一 

九五八年三月底爲止嗔麥龍之政治及憲政發展有所 

說明，並述及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六日生效之第五七 

— 五0 —號法令，該法令有關嗔麥龍約法,規定該 

領土得享有相當高度的自治。2理事會第二^^一届會 

注意立法議會及瞎麥龍政府均能有效行使約法所授 

予的擴大權力，因此對於該領土南北兩部的負責人 

士在政府機構中彼此通力合作之事實，表示欲慰。理 

事會亦悉依照約法，嘻麥龍立法譲會可請求進一步 

將權力移交嗔麥龍當局。理事會深信管理當局對於 

略麥龍立法議會要當局繼續移交權力之任何可能睛 

求必能予以同情之考慮。

三 . 立法譲會於一九五八年六月+二日通過一 

項決議案，請法國政府修正一九五七年四月+六曰 

約法，承認唾麥龍國於託管結束之後有權選擇獨立， 

並將所有處瑪內政之權移交睹麥龍政府。P客麥龍政 

府隨卽依照該决議案與法國政府進行談判，結果產 

生了IS镇土新約法草案。該法案其後經向嘻麥龍立 

法議會提出，立法議會對該法案的若干方面提出修 

正。所提議的，正各點均經法國政府接受，只有一 

點除外，道一點是規定法國公民在嘻麥龍或唁麥龍

» T /1 4 2 7 ,第三至第五段。

*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三屆會，補編第圓號，卷二（A /  
3822)第九三至第九五貢。

公民在法國所享權利並不包括參加選舉及政治或社 

會活動的自由。關於此項發展，一九五八年視察園 

報告書有比較詳盡的說明。3

四.新約法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以第五 

八一 - 一三七五號法令公佈，自一九五九年一月一 

曰開始生效。該約法之前文除聲明P客麥龍選揮獨立 

業經法國政府蜜悉外，對於嘻麥龍國之組織及實现 

獨立及結束託管協定以前與法蘭西共和國之關係， 

均有規定，並規定咕麥龍國民應取得嘻麥龍公民資 

格，其條件由瞎麥龍法律規定之。瞎麥龍公民在法 

蘭西共和國全境享有爲法國公民所採證之權利與自 

由;根據互惠原則，法國公民在咕麥龍亦享有唾麥龍 

公民應有之權利。

五 . 依照該約法，睹麥龍之事務由嚷麥龍立法 

議會及瞎麥龍政府管理之。平時，法蘭西共和國除對 

貨幣及外腫政策、外交、邊防及睹麥龍國之國防外， 

不能要求負任何重要責任。惟遇有武装事變發生時， 

高級行政專員及總理得聯合發表命令宣佈非赏時期 

(etat d’exception)。在此時期內，高級行政專員於 

指定之地區及規定時限以內，有權鱼責維持洽安並 

動用其所需之行政權力、行政人員及軍除。

( b )領土之前途

六 . 嚷麥龍立法議會於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四 

曰通過嚷麥龍政府向其提出的決議案。該決議案除 

對法國與嗔麥龍之間的談判表示满意外，鄭重宣佈 

唾麥龍人民於一九六0 年一月一日實现獨立的意 

志，因此要求嘻麥龍政府猜法國"將廢止託管協定的 

問題連同咕麥龍之獨立問題一併向聯合國本雇大會 

提出。" 在同一决議案中，立法議會重申其恪守兩啥 

麥龍統一原則的決心，並促請採取所有措施採證有 

關人民可於一九六0 年一月一日以前對此問題以完 

全之自由表明其願望。

七 . 根據此項決議案，法蘭西政府應檢麥龍政 

府之請求於一九五八年^^一月託管理事會第九特別

» T /M 27 ,第七五至第八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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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會中提出結束险麥龍託管的問題。法國代表於第 

九四0 次會議時提及自十月二十四日決議案通過以 

後，法國政府曾宣佈其決意，擬於徵得嗔麥龍立法譲 

會與政府之完全同意後向大會提出一件傭忘錄，重 

申法國政府之希望爲客麥龍於在聯合國監察之下， 

依大會所決定原則而規定之條件，並邁用託管理事 

會所决定之特別方式，同時顧及將於+ —月間前往 

嗔麥龍之視察圃所提出之報告書，激詢咕麥龍人民 

之願望實現完全之獨立後, 立卽結束託管。"理事會 

於下一次會譲通過一項决議案。4該决議案於靈悉法 

國代表的聲明後，請視察團說明據該團所見究應如 

何算辦徵詢民意的程序，使法管瞎麥龍人民可於遁 

當的時間對其前途及一九六0 年實現國家完全獨立 

時結束託管的問題, 表示其願望。

八 . 大會於第+三屆會時對法管瞎麥龍的前途 

問題與英管嚷麥龍問題一併討論。大會於辯論結束 

時通過一項決議案，5 其中除其他事項外，並璧悉法 

國政麻業已宣佈法管瞎麥龍將於一九六0 年一月一 

日實現獨立, 從此達到託管制度之目標。該決議案亦 

請託管理事會於第二+ 三雇會期內儘早審議一九五 

八年聯合國西非洲託管領土視察團之報告書，並將 

該報告書連同理事會的意見及建議於一九五九年二 

月二十H前向大會提出，以便大會會同管理當局爲 

雨領土完全實現託管制度之目標採取必要之措施。 

大會於另一項決議案6 內決定於一九五九年二月二 

十曰恢復第+ 三屆會，專事討論法管啥麥龍與聯合 

王國管嚷麥龍之前途問題。

九.視察圃在其關於法管瞎麥龍問題所提報告 

書7 內稱該團結論認爲該領土要求於一九六0 年一 

月一曰獨立的請求除經立法議會大多數核准外亦爲 

多數居民所擁護。因此視察圃認爲在託管結束之前 

無須徵詢居民對該問題的意見。

一0 . 關於一部份居民的提議，主張應於宣布 

獨立以前先制定新憲法，在聯合國監祭之下以複决 

方式提請人民公決一節，視察團認爲新獨立國的憲 

法純屬內政問題，該領土各機關可以而且應該去自 

行決定。此等機關儘可決定新憲法應於該領土獨立 

以前或於獨立以後制訂，或應採用何種程序核准新

* 託管理事會決議案一九二四(特九)。 

* 大會決議案一二八二(十三)。

* 大會決議案一二八一(十三 

7 見 T /14 2 7 ,第一三六至第一四二段。

憲法。視察園深信略麥龍各機關必能按最適合於該 

領土情势之方式解法此項問題。

一一. 視祭團於該領土逗留的時期內，接獲不 

少關於解散现任立法議會及於宣佈獨立以前舉行新 

選舉的要求。關於這一方面，視祭團認爲现任立法 

議會大體上具有代表性。視祭團認爲在結束託管以 

前由聯合國監察舉行新選舉的主張的確並沒有充足 

的理由。此外，視察團認爲也絕無理由以重新選舉 

立法議會爲實現獨立的先决條件。視祭團說要求法 

國於一九六0 年讓該領土獨立並得到法國答應照辦 

者正是現任立法議會與政府，因此如果現在反而質 

問該雨機關的代表性，未免有棒情理。

一二. 雖然如此，塵於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 

三曰濱海薩納加區舉行選舉時的情形，親祭團結論 

認爲該區之情形似有儘早科正之必要，政府應舉辦 

選舉以補所懸雨譲席，同時應斜酌需要承認或改變 

其他兩席之代表辦法；此項結並經提請嗔麥龍當 

局考慮。視察團其後接獲通知稱依照最近生效之新 

約法，這件事正是瞎麥龍政府當前急務之一。視祭 

園亦相信政府方面了解確有需要使濱海薩納加區居 

民的各界扮子都能自由參加補選，並確信宜於選舉 

前實施所提議的大赦辦法。8

一•三 . 關於兩嚷麥龍之統一問題，視祭團認爲 

絕f f可以相信立法議會及略麥龍政府所表示的願望 

爲全體人民所支持。因爲意見一致的關係。視祭團 

的結論認爲這個問題無須徵詢人民的意見。視察圃 

說據法管唾麥龍民選代表的聲明，法管嘻麥龍對於 

此事的立場是等候英管嚷麥龍最好於一九六0年一 

月一日以前以某種正式的態度表示要求統一的願 

望。視察園又悉如在原則上决定統一則政府方面 

的意思是兩領土當局應立卽就統一嚷麥龍的政體性 

質問題開始進行商討。

一四. 最後，關於結束託管的問題，視察圃確信 

大會可於一九五九年通過一項決譲案，規定於一九 

六0 年一月一日唾麥龍實規獨立之日卽結束有關之 

託管協定。視察園因此向託管理事會建譲請向大會 

提議採取此項辦法。®

一五. 理事會第二+ 三雇會遵照大會之請求， 

審查視察園報告書。理事會通過一項決譲案,1°內除

« 同前，第一四三至第一六0 段。

» 同前, 第一六六段。

1 0 託管理事會決議案一九二五(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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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悉視察團的結論與建議外，認爲依照管理當局及 

法管唁麥龍立法譲會之宣言，法管嗔麥龍領土可以 

獨立，無須與領土人民作進一步之諮商。理事會於同 

一決議案內表示歡迎法管咕麥龍總理向視祭團所提 

供其後並經以管理當局名義在理事會重申之保證， 

據謂立法議會正在討論必要措施大規模施行政治大 

赦，並極力促請儀速從寬核准是項大赦辦法，同時對 

管理當局代表及特派代表向理事會保證：該領土享 

有新聞、集會、政洽結社自由及其他基本自由一節， 

表示欣慰。理事會表示備悉P客麥龍政府之聲明，據 

稱該政府歡迎近年離境之唁麥龍人全體囘國恢復正 

常生活，無須恐懼報復；又悉啥麥龍政晰擬舉行選 

舉，儘早補實立法譲會內濱海薩納加區應沾之四個 

譲席。最後理事會將視察圃報告書，管理當局意見 

及理事會討論紀錄轉遞大會，並建議大會於第二期 

會議審議理事會報告書及在大會可能發表之其他意 

見後採取决定, 依據聯合國憲章第七十六條G i)款 

規定於一九六0 年一月一日該國實現完全獨立時廢 

止託管® 定。

一六，大會第十三届會於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 

曰復會討論法管客麥龍與聯合王國管嗔麥龍兩託管 

領土之前途問題。1 1 大會通過有關法管唁麥龍之决 

議案一件決定經管理當局之同意，俟一九六0 年 

一月一日法管瞎麥龍實現獨立時，依照聯合國憲章 

第七十六條（丑）款之規定，大會前於一九四六年十 

二月+ 三日核准之託管® 定卽停止生效。大會亦表 

示確信該領土將於一九六0 年一月一日實現獨立以 

後儘早辦理新選舉以便産生新的議會，由該議會對 

自由獨立嘻麥龍政體之最後形式採取決定，又建議 

准法管睹麥龍於一九六0 年實現獨立後依照憲章第 

四條之規定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地方政府

一七. 一九五八年雨個新行政區域成立以後， 

唾麥龍現在分爲二i •■一個行政區。最大的行政區分 

爲若干分區。自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以來，區長與 

分區長均受瞎麥龍政府之完全管轄。

一八. 爲鼓勵居民參加地方事務之管理起見， 

該領土的一部分成立了複雜的社區（Comnmne)制

1 1 審議該間題之詳細情形見大會E 式紀錄，第+三届 
會,議程項目十三，第四委員會報吿書，文件 A/4095。

U 大會決議案一三四九(十三)。

度。這些社區是具有法入地位的團體，享有相當程 

度的財政自洽權。一九五七年共有三個完全自洽社 

區（Communes de plein exercice),十個市鎮混合 

社區及五十八個鄉村混合社區。完全自洽社區（都 

阿拉、雅翁仿、及恩孔桑巴）有經普選産生的市參議 

會及由該參議會選舉的市長。市鎭混合社區由行政 

長官兼市長一名管理有民任之市參譲會（巴芳、巴富 

菜、埃博羅冗、埃tS阿、埃塞卡、克利比、姆巴馬約及 

桑美利馬) 或委派的一個市政委員會(加魯阿及思貢 

tS萊）從旁協助。最後,鄉村混合社區（其中有三十 

七個係根據分區組織三個係根據行政站組織，八 

個係根據傳統之土著社圃組繊）各由行政長官一名 

並由市參議會協助管理，選舉參議會所用程序毎地 

不同。在尼容薩納加、恩頓及嘉河羅柏三社區，參議 

會係由全體選民選舉。在其他各社區，議員除世襲 

會長外，一部份係由全體選民選舉，其餘則係由世襲 

會長互選若干人擔任。

一九.理事會於第二十一届會表不嘉許睹麥龍 

市及地方行政之發展，並希望n客麥龍政府繼續輩固 

地方行政，尤應注意增設有民選參議會之社區。

二0 .  —九五八年內有五個市鎭混合社區（埃 

博羅冗、埃仿阿、克利比、姆巴馬約及桑美利馬成爲 

完全自治區，另有雨個原設官派市政委員會之市鎭 

混合社區（Garoua及 Ngaound^O現在已有民選 

之市參議會。

普選制度

二一 .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 三日之法律規定凡 

於該領土舉行之選舉, 所有二+ —歲以上之人民，在 

選舉名單上經常登記而未經法律規定之任何理由取 

消資格者，不分性別及個人地位均得參加。

二二.瞎麥龍立法議會係於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二十三日舉行普選所産生。一九五八年十月間埃博 

羅冗、埃依阿、克利比、姆巴馬約、桑美利馬等完全自 

治社區及加魯阿、恩孔桑巴等城市混合社區亦以普 

選方式舉行市參議會選舉。

訓練及任用瞎麥龍人士擔任政府重要職位

二三.至一九五八年初爲止嗔麥龍文官制度發 

展情形業已於理事會以往向大會所提之各項報告書 

內詳有說明。 理事會第二+ —屆會備悉獨立唾麥

» »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三屆會，補漏第四號（A /3822), 
卷二，第四章, 第五七至第六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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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文官制度之建立，引爲满意。理事會强調文官制度 

有速予瞎麥龍化之需要,並建譲應卽考慮如何驚訂 

關於在民政各部門加速訓練略麥龍人士之計劃並訂 

立逐步任命瞎麥龍人士擔任政府要職之一定計劃。

二四. I I 祭圉報吿書"指出立法議會爲改組該 

領土文官制度所採取之措施。立法議會自新約法於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六日生效以後隨卽通過雨項法 

律，其一般目的在替唁麥龍公務人員規定與法國文 

官所享權利相當之徵聘制度，薪棒、陸晋辦法及工作 

條件。這便是一九五七年+ 二月二+ 日所通過之第 

五七—— 八七號法令，內規定略麥龍公務員之新訂 

薪級表，及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通過之第五八 

—— 八四號法令，內規定公務員一般規程。

二五. I I 察園亦説明當局爲加緊實規公務人員 

啥麥龍化所探取之措施。根據報告書，各行業傳習 

學校與訓練所如都阿拉、巴薩國營鐵路人員訓練所》 

阿約斯之護士學校及姆巴馬約之林業技術學梭.刻在 

爲政麻各部門之人員供拾專業訓練，幫助他們有普 

陸的機會。對於値得栽塔的人員亦發給研究獎金以 

便往法國或其他國家完成其職業訓練。此外，一九 

五六年曾訂有!]'劃，以啥麥龍獎學金學生在法國完 

成學業者逐渐替換在政府各部門服務之法國官員。 

依照此項計劃，嘻麥龍獎學金學生於一九五六年囘 

至陵麥龍者將有九十五名，一九五七年將有七+ — 
名。一九五八年將有四+ 二名，一九五九年將有五 

+ —名, 一九六0 年將有+ 四名，一九六一年將有二 

+ 七名。視察圃據悉此項計劃之執行頗爲順利，且所 

有囘至唁麥龍之獎學金學生均已授給遍當之職位。 

最後，II察圃認爲法國海外民族學院最近採用的改 

變對於公務人員嘻麥龍化的推進可能有積極的貢 

獻。依照新計劃，瞎麥龍政府對於達到充分敎育程 

度的人可以將其認爲値得栽塔的人卞選送該校（今 

後稱爲海外高等學院）研究。被選送的學生將修習 

兩學年的課程, 最後於法國政府各都門接受訓練。

二六.視察圓認爲以往雨年來訓練高級瞎麥龍 

人員的成續頗可樂觀。據唁麥龍政府所供給之情報， 

被派在一般行政部門任要職的啥麥龍人士有八十 

名，在司法部門任要載者有三+ 名，在各專業部門任 

要職者有二一一名。但據總理的報告，一九五八年 

十月+八日在該領土服務的法國海外公務人員尙有

官員一二0 名，助理官員一0 六名。視察園認爲瞎 

麥龍政府於未來數年內料仍須仰賴非唁麥龍官員擔 

任相當數目的要職。

和解問题

二七. 一九五五年五月發生事變，略麥龍民衆 

協會及其有關團體被解散以後，該黨若千黨員隨卽 

在該領土組織了一個抵抗蓮動。此項蓮動截至一 

九五八年初的活動，理事會以注向大會所提之報告 

書曾有說明。理事會第二十一屆會對於當地一部 

扮居民特別是在濱海薩絶加區的居民繼續用暴力的 

行爲，表示惋惜，因此鶴請有關人士與其餘的居民合 

作共同促進該領土的正常政洽活動。關於這一方面， 

理事會對於最近頒佈的大赦法，頗表注意。理事會 

歡迎新任總理的呼鎭，並希望此項呼鎮與大赦法之 

從寬施用對情勢之改善有切實的貢獻。理事會請管 

理當局及嗜麥龍政府研究如何進一步採取措施恢復 

受影響各區域的正常局面。

二八.一九五八年視察圓報告書曾詳細檢討此 

問題。10 —九五八年初，法國當局於濱海薩納加及 

巴米萊凯等地區極力加强保安辦法，在前一地區發 

動有計劃之行動，以圖掃除民衆協會之殘錄勢力，同 

時用重新合併村莊的方法保護居民，設法將其與叛 

黨隔離。此外，新唁麥龍政府對民衆協會所採之態 

度鞍前任政府緩和。新政府會同高級專員公署各部 

門，採取各項措施促進濱海薩絶加區之發展,並摄助 

人民開始新生活。總理一再號召叛離份子恢復合法 

之正常生活。民衆協會黨員有不少脱離該黨，尤其 

是在公認爲抵抗蓮動主腦之Ruben Um Nyobe死 

後，脱黨人數更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親祭園據法 

國當局通知謂濱海薩納加一帶叛亂業已平息，該領 

土西部各區域之情形亦已好轉，惟在門哥及巴米萊 

飘等鄉村因爲匿於英管嘻麥龍之土匪時出掠规，仍 

間有强暴行動齋生。

二九.親察圃逗留該領土之時期內接獲不少關 

於進一步政治大赦之裏求。有些圃體要求完全無條 

件的大赦；其他圃體—— II察團認爲代表多數居民 

—— 則主張除最嚴重的罪行外，凡屬政洽行動應一 

律赦免。關於這一方面，咕麥龍政府—— 依新約法

T/W27,第二二至第三0段。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三屆會，補編第四號（A /3822), 
卷二，第四章, 第四四至第五五段。

見 T /1427,第九0 至第一0 二段。



^^六0 年一月一日後大赦問題將由該政府管轄 

一通知視察園謂政府希望全體略麥龍人民彼此和

解，故準備採取寬大的赦免辦法。視察團結論認爲 

如能儘早從寬通過大赦法，不失爲極有見識的行動。 

因此視察園表示欣悉總理提出之保證，據謂嘻麥龍 

政麻刻在準備一項法案規定寬大的赦免辦法，並擬 

向依新約法將於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第一次集 

會的立法議會提出。

三0 . 視察園在英管瞎麥龍的時期曾遇到不少 

法管嗔麥龍之政洽流亡人士，據告他們頗有囘國之 

意，但因懼怕報復，故猶豫不决。關於這一點，嚷麥 

龍政府向視察團保證謂凡未犯刑事罪者均可返國， 

不必恐懼檢舉。視察圃報吿書提議瞎麥龍政府應於 

其和解政策範圍之内規定適當辦法以便所有願意囘 

國之唁麥龍人士均可遣旧，又因多數有關人士均在 

英管瞎麥龍，因此宜請該領土之當局予以協助。17

巻.經濟進展

槪 論

三一 . 法管嘻麥龍之經濟主要依賴農業、畜牧 

及林業。工業及擴業筒鲜發展。大部份糧食供本土 

之消費，但可可、咖緋及香莲生産之大部份係供外銷 

之用，且爲主要之出口品。可可專由本土居民種植， 

但咖緋與香蒸則非洲與歐洲公司及種植場均有生 

産。畜牧業大致操於非洲農民之手，但亦有少數例 

外，包括一所規模相當大的法國公司。供商業及觸 

木廠之用的木村出産大都由法國公司承辦。

三二 . 一九五七年，該領土出口貸品共三四二， 

0 九八嘲，其價値爲一百五十萬萬法屬非洲殖民地 

法 郞 —九五六年則出口三一 0 , 九三四顿，其價 

値爲一百三十萬萬非洲殖民地法郞。進口貧共三六 

二，二三六顺，其債値爲一百八+—萬四千九百萬非 

洲殖民地法郞;一九五六年進口货共三五0 ,四九五 

m , 其價値爲一百六十六萬萬六千九百萬非洲殖民 

地法郞。進出口貧之差額有二0,000顺,一九五 

六年有四0,000嘲。貿易逆差略有減低;一九五 

六年爲三十五萬萬法郞，一九五七年減至三-1'̂ 一萬 

萬法郞。

三三. 爲促進領土之經濟及社會發展起見，管 

理當局曾擬具十年計劃，於- 四七年開始執行。該 

計劃在經濟方面之主要目標爲改良基層組織以便産 

品輸運市場及發展貿易。

三四. 理事會第二十一屆會欲悉管理當局及P客 
麥龍政府爲使該領土經濟多方面發展所進行的努 

力, 並希望繼續此種工作。理事會* 悉在十年發展 

計劃之下經濟建設方面已有重要的成績，因此希望 

管理當局於下年度報吿書中就所得之結果特別在增 

加生産方面提供最詳備的情報。理事會建議應用盡 

一切可能的方法如獎勵私人儲蓄及各公司盈利重新 

投資等等来促進該領土的投資。理事會亦建議嗔麥 

龍政府儘量參加對外貿易計劃之擬具與實行，並望 

鼓勵嗔麥龍人民能多多參加該領土的經濟生活。

三五.十年計劃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七年一期的 

成績，管理當局一九五七年常年報告書及一九五八 

年視察團報告書均曾論及。在該時期內，該國的基 

層組織業已大有改進。譬如，業已築成的公路有一， 

一七一公里, 柏油路面已鋪S 七七公里，完成的工程 

亦有多項，其中最重要的是長一•，八0 五公尺的武利 

河大橋。鐵路網雖未擴充，但改進之處甚多，結果成 

本大爲減低，運輸量一九四七年僅爲二五0 , 0 0 0  
嘲，一九五七年已增至六五0 , 0 0 0 顺。一九五0  
年時僅有飛機場一處，卽在都阿拉的乙級飛機場，至 

一九五六年已有甲級飛機場一處，丙級與丁級飛機 

場二十二處。該年度之國內空蓮量亦較一九五0 年 

增加甚多，貧運自一, 六四八嘲增至一五，三三四嘲， 

客蓮自一0 , 四一二人境至九八，二一七人。海蓮與 

內河蓮輸量亦大增；在都阿拉下卸的貸物一九四七 

年爲二0 0 ,  0 0 0 嘲，一九五七年增至七六七，0  
0 0 顿 ;貝奴埃河的加魯阿境卸貨量自二五, 0 0 0  
順增達四0 , 0 0 0 順。在動力的生產方面完成了蒸 

氣發電站六處，一九五六年售電達二千二百萬赶小 

時，但最重要的成績爲薩納加河埃仿阿水鬧之落成； 

該處的水力發電站完成後可産電一，二五0 , 0 0 0  
K 小時。

三六. 除基層組織改善外，農業生産在質和量 

兩方面，也同時大爲提高。下表示一九四七及一九 

五七年期內主要出口貸之增加量：

同前, 第一五0 至第一六0 段。

一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郞等於二法國法郞。
19 見 T/1427,第三五至第三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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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  - - 九5 *七年 增加 增加

嘲 頻 顧 百分比

香蒸 17,000 87 ,000 70 ,000 412

木村 36,000 121,000 85 ,000 236

可可 33,000 53 ,000 20,000 66

咖啡 5 ,500 17,500 12,000 218

棉好 - 16,000 16,000 -

機膠 2 ,000 3 ,000 1,000 50

按穩定價格計算, 出口貸價値和一九四七年度

比較，總共增加百分之一四三。總額的增加連同貿 

易條件的改善使咕麥龍生産者的購買力在十年內增 

加了四倍。工資工人之生活水平亦顯然提高，其人 

數於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七年期內增加了百分之四三

四。在都阿拉市，非技術工人的工資指數比較原來 

指數幾乎增加了三十倍。

三七. 視察圃謂因爲各方面努力的結果，咕麥 

龍在經濟和社會上現在已有了比較好的設施。雖然 

如此，視察圃感覺目前的各項利便如能隨人力財源 

的供應而進一步擴展，必可得益不少。交通網尙未擴 

充至能满足該國目前需要的程度，，特別在北方與西 

南需要尤寂，惟公路素質的進步則甚爲可觀。雖然 

農業擴大事務曾有不少努力，但大部分農民仍保留 

其原始的種植方法。該領土雜有少數工業設施，對 

其經濟有重大關係，但大體上,工業活動仍不能說是 

重要。開發擴源的工作多半仍在研究及查勘階段。

三八.視察圉知道瞎麥龍領袖皆充分認識建國 

大業尙待努力;他們亦有决心促進領土的經濟發展。 

視察圃提及唾麥龍政府最近所擬具並經立法議會通 

過的第三次四年計劃,2。以此爲瞎麥龍領袖決心的 

證據。關於這一方面，視察圃指出根據設計者的活 

計，爲繼續第一及第二次計劃的努力起見，執行第三 

次針劃需要二百五十萬萬非洲殖民地法郞。此數中， 

領土方面將供給八十六萬萬五千萬，所餘之一百六 

+ 萬萬須賴國外援助。各設計人提出此項提案時表 

示希望能够獲得此項外援，.尤希望經濟社會發展投 

資基金能撥給補助費, 但謂並無一定把握。

財 政

三九. 該領土之預算分爲兩部份；業務預算及 

投資預算。立法議會對經常支出有絕對的管制權，但

發展方面的資本支出則必須由經濟社會發展投資基 

金的管制委員會核准。業務預算之來源有經當業務 

預算之撥款，準備金之提款及從法國海外領土中央 

金庫與法蘭西共和國國庫之預塾款。自一九E 七年 

四月十六日起，咕麥龍財政部長負管理公款之責任。

四0 . 據管理當局之常年報告書，一九五六年 

及一九五七年雨財政年度之收入與支出如次：

- 九五七年（概算）•—九五六年

收入(殖民地法郞）：

經常 9 ,512 ,209 ,000

特別  188,541,000

共計 9,700 ,750 ,000

支出（殖民地法郞）：

業務 9 ,314 ,835 ,000

發展 214 ,367 ,000

共計……

11,179 ,000 ,000

802,400 ,000

11 ,981 ,400 ,000

10,805 ,000 ,000

721,000 ,000

■••• 9 ,529 ,202 ,000  11,526 ,000 ,000

支出的一部扮係由法國預算負擔。一九五七年 

此項支出共計七，二六二，四九八, 0 0 0 法屬非洲 

殖民地法郞，其分配情形如下：

法蘭西共和國公務

部門之業務支出................
法蘭西共和國公務

部門之發展支出................
法蘭西撥給經濟社

會發展投資基金之補助金•
國庫塾款及貸款....................

..........................................

2 .477 .075 .000  

367,541 ,000

3 ,007 ,000 ,000

1 .410 .882 .000

7 .262 .498 .000

四一.管理當局的常年報告書又稱一九五八年 

會計年度的預算業經嘻麥龍立法譲會表决通過。這 

是收支平衡的預算，收入與支出共計各有九，九九 

三, 0 七七, 0 0 0 殖良地法郞，其中九，五0 七，七 

一四，0 0 0 法郞爲業務預算，四八五, 三六三, 0 0  
0 法郞爲投資預算。

四二.視察團報告書稱該圃認爲唾麥龍政府 

如飲維持目前的發展率，則財政問題將成爲最迫切 

困難的問題。視察園察悉唾麥龍於以往十二年內從 

法蘭西得到數目極大的財政援助，從一九四六年至 

一九五七年，共達七百十五寓萬殖民地法郞,此數僅 

略低於同期內唁麥龍預算之全部支出。視察園悉卽

十年計劃分南期實行，每一期雖不完全以四年爲限,  
但仍統稱爲頭兩次四年計劃。 T/1427,第困■-段至第四七段。

103



81,000
5,032

805
5,500

12,900

使有法國的協助，一九五八年度预算,卽瞎麥龍政府 

10次編造的預算之能平衡，仍端賴厳密節制發展費 

之支出。視察圃認爲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以後嚷麥 

龍政府之財政狀況可能將更困難，特別因爲一向謙 

屬高級行政專員並由法國預算撥款開支的各項政府 

事務均將移交P客麥龍政府。

四三. 視察團感覺卽使在最良好的條件下，咕 

麥龍於相當時間內仍需大量外援。據法國政府通 

知，法國方面準備於一九五九年供給瞎麥龍政府補 

助費，其數額在一百萬萬至一百五十萬萬殖民地法 

郞之間，預料足以開銷所移交事業之全部業務支出。 

此外，法國於該年內將繼續供給爲實行經濟及社會 

發展方案所需之財政援助。關於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三+ — 日後唾麥龍所需之援助，視察圈認爲確有理 

由相信法國對於向其提出之任何講求將予以同情之 

考慮;此外,視察團深信聯合國本身對於咕麥龍將來 

獨立以後可能提出的請求, 亦將儘可能予以考盧。

共同市場

—九 五 六 年 —九五七年（概數）

可可  53,713 58,730
軸緋  13,851 18,431
香蒸................... 73,960 74,499
棉花................... 17,410 16,700
綜槽仁............... 23,315 23,208
綜橫油............... 3,346 9,183
橡膠................... 3,182 3,302
煙草................... 447 1,917
米 ....................... 6,490 9,512
粟及董粟 274,910 303,363
玉蜀泰...................... 122,200 353,399
花生................... 60,830 63,830

四七. 理事會第二-1一届會贊許管理當局及咕 

麥龍政府改良農業之努力，並察悉最近成立的農業 

都之工作及信用合作事業之發展。理事會亦察悉可 

可與軸徘價格穩定基金的良好工作。

工 業

—九五六年 -九_2•七年

465.000 
7,019 
4,100 
3,150

125.000 
5,825

746
5,720

11,100
7,600

單位
木村 立方公尺
油.....................  囑
月巴巨  囑
據膠汁…… 顺
啤酒  公升
可可副產品 顿
紙煙與煙草 順

棉(纖維），，， m
三合土…… 嘲
m   m

四八.下表列舉一九五六年及一九五七年一般 

工業生產之情形：

四四. 理事會第+九画會請管理當局於該領土 

將来如果參加歐洲共同市場時將羅馬協定對該領土 

的遍用辦法，以及對其經濟可能發生之影響，報告 

理事會。大會第十三屆會通過內容相同的一項决譲
安  22  0

農 業

四五. P客麥龍政府農業部係根據一九五七年四 

月十六日之約法成立，其主要工作首先爲改組農業 

事務及各現代化單位, 以便改良農業之宣傳;其次爲 

農業生産品質之改良及保護生産者及其農作物；最

龍天然資源的各項法令。

四六. 據管理當局常年報吿書，一九五七年內 

農作物之生産大爲提高，達到二, 0 0 0 , 0 0 0 顿 

之空前數字。由於改良可可産量之努力，其生產業 

已從五三，七一0 囑增至五八，六0 0 嘲。一九五七 

年共分SB八千割枝，而第三個四年計劃目標之一是 

到了一九六一年每年分酣一，四0 0 , 0 0 0 割枝。 

一九五六年及一九五七年各主要農作物之顿額如 

下：

大會決議案一二七五( +三)。

0 九.管理當局於一九五七年報告書內提及嚷 

麥龍飽廠（ALUCAM)業已開工。該廠之電力由嘻 

麥龍電力公司（ENELCAM)之水力裔電站供應，後 

者該年産電量有二萬萬三千萬赶小時，而一九五六 

年則僅有二千萬通小時。該廠係於該年度後半期開 

始投入生產，一九五七年已生產鎮鏡七，五0 0 嘲。

五0 . 理事會於第二十一届會欣悉水力發電站 

之擴宠及埃仿阿錦工業之投入生產，因此建議應訓 

練陵麥龍人員擔任此類工業之重要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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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社會進展

概 論

五一. 自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六H以來，該領土 

的社會事務均受嫁麥龍機關管轄。瞎麥龍政府負管 

理社會事務人員的責任。

五二. 理事會第二+—屆會欣悉在社會方面的 

進步，特別是爲改良婦女地位所採的措施。理事會 

稱讚領土當局改良領土人民往宅的措施，並望有關 

當局採取進一步措施改良一般的社會環境。

勞 工

五三.海外領土勞工法所規定之事項中有工作 

權利、同工同酬、工資全鄧給现、組織工會自由及罷 

工權利等原則。

五四.管理當局於常年報告書中稱一九五七年 

內就業人數減少，其主要原因爲一九五六至一九五 

七年一季市場價格之下降。但該年最後數月的情形 

則因爲貿易好韓關係，已見改進。管理當局又稱勞 

工局對於工人遷往各市鎭特別是都阿拉所引起的問 

題繼續予以注意，刻正竭力設法於勞工供應之間求 

其平衡。在都阿拉一地，經勞工局墙助得到安定職 

業的工人近六0 0 人。

五五. 關於工資問題，管理當蜀稱內地的工資 

與都阿拉及雅翁仿雨市的工資不同，P客麥龍政府會 

竭力設法減少其差別。政府已爲領土全境規定家庭 

津貼之劃一計算率。最後，願意自行營業的技衛工 

人可以從嘻麥龍信用公司一類的組織借款購買必需 

的工具。管理當局認爲這些措施之總影響會使領土 

之就業情形有較平衡的發展。

五六. 一九五七年U客麥龍有五所勞工法庭。該 

年內提請勞工檢查員處理的個別糾紛共有三，六九 

四起，其中一，八二五起業已和平解决，一，四八六起 

交法院處理。一九五七年共有團體科紛九起，一九 

五六年六起，一九五五年二十四起，一九五四年五十 

起。所有糾■紛均經和平解決。

公共衞生

五七.自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六日約法生效以 

來，P客麥龍之公共衛生問題卽屬唾麥龍衞生部長管 

轄。據管理當局常年報告♦ 稱，一九五七年度預算 

撥一, 一一九，三九0 殖民地法郞供辦理公共衞生之

用。除此以，外尙有經濟社會發展投資基金之補助費， 

其中有九千六百寓供業務支出，一萬一千八百萬用 

於建築新屋及購置設傭。此外，聯合國兒重基金會 

所供給之各型車輔及除蟲劑估計共値二八，七八四， 

O O 0殖民地法郎。

五A .  —九五七年公共衞生事務之全部醫務人 

員有二，二六二人，其中領有國家執照的醫師有一二 

0 人，藥劑師五人，牙醫四人，註冊男女護士S 十三 

人，經承認之男女護士二, 0 三七入，註册助產士三 

十一人，技術員十三人。關於這一方面，管理當局報 

告書稱因爲醫務人員之技術訓練需要時間甚久，是 

以 "P客麥龍化" 一事難望立卽實现，但目前已在法國 

訓練的獎學金學生已有多人，將来學業完成以後可 

囘至瞎麥龍開業。

五九. 一九五七年該領土有醫院四十四所（大 

警院、中等醫院及醫療中心)，診所及療養處二六一 

所，'麻疯病院二十八所，產科醫院四所及精神病專科 

醫院五所。以上各院共有病床九，九六八張。一九五 

七年，住院病人共九八，O A七人，門訟病人共三，0  
四六，三九四人，在醫院出世之嬰兒共二七，三0 三 

人。

六0 . 流動衞生及預防事務藉世界衞生組織及 

兒重基金會之協助特別從事防《工作，保護居民免 

受病疫，並組織防止肺結核、麻疯及昏睡病等主要風 

土病症之工作。

六一. 除嚷麥龍政府所辦理的醫藥事務外，私 

人執業的醫師、私人公司及敎會亦供給醫藥服務。一 

九五七年有私人執業醫師十五人,牙醫師七人及私 

人藥劑師二+ 二人。公司辦理的醫院有三處，共有 

一九八張病床。敎會之醫務人員有醫師二十六人，藥 

劑卸一人，牙醫師二人，助産士及護士七十九人。敎 

會蠻局共有十七處，診所或療養院六十八處,麻痛院 

九處，產科醫院三■•一所，共有病床六, 0 0 0 張。

六二.理事會第二十一届會欣悉該領土的醫藥 

事務有穩定的發展，因此希望有關當局繼續努力改 

良此項事務, 並增加合格之嘻麥龍醫務人員之數目。

伍.敎育進展

六三. 截至一九五七年四月+ 六日，嘻麥龍的 

敎育仍由一位法國官員主管，該官員直接對法蘭西 

共和國負責。一九E 七年四月十六日的法令規定敎 

育的責任應由法國與略麥龍當局分負。中等與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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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育之課程與考試雜受法蘭西共和國敎育機構之管 

轄, 但初等敎育與中等、高等、技術與專業敎育之組 

織乃至蓮動與體育敎育之組織則屬立法議會及瞎麥 

龍之職權範圍。自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嗔麥龍新約 

法生效之日起，所有關於敎育的問題均受瞎麥龍當 

局的管轄。

六四. 所有政府辦理的學校均免費。根據管理 

當局常年報告書，一九五七年公共敎育的業務預算 

爲一，三二四，四八九，0 0 0 殖民地法郞，而一九五 

六年則僅有十二萬萬八千七百萬殖民地法郎。此外， 

經濟社會發展投資基金毎年均撥款補助敎育事業。 

依照發展計劃，截至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1̂ 一曰爲 

止的全部敎育經費業已核准+ 五萬萬二千一百萬法 

郞。

六五.一九五七年各前等學校註冊學生共二九 

四，0 0 0 人，而一九五六年則有二七0 , 0 0 0 人。 

此數中，男生有二 0 八，六五二人（南部一九二, 0 0  
0 人，北部一六，o 九二人），女生有八五，三四八人 

(南部八一，四四0 人，北部三，九0 八人）。一九五 

七年中等學校與技術學校學生各有六，三四0 及四， 

三三0 入, 而一九五六年則各有六，一0 0 及四，o  
一0 人。譲領土尙無大學程度之敎育機關，但設有 

赴法國大學求學之獎學金。一九五七年領有獎學金 

留學法國的學生人數增至四三二人，其中有一九六 

人選修高等敎育課程。

六六.理事會第二十一届會嘉許管理當局及咕 

麥龍政府在檢討年度內所得的敎育進展。理事會塵 

悉一九五六年內該領土北部學齢兒童就學人數百分 

比僅有百分之九點八，而南部則爲百分之九十一，但 

悉政府方面新近會在領土北部採取措施增加就學人 

數，特別是設立新校六十一處，因此表示希望嗔麥龍 

政府繼續對此問題特別注意。理事會重申於第十九 

届會所通過的建議，希望有關當局爲満足該領土對 

高級敎育的需要能够考盧於較近的將來於唾麥龍成 

立一所大學。理事會又向有關當局建議請其考慮斯 

酌情形在頒發獎學金的條款中規定凡領取獎學金之 

略麥龍學生必須於學成之後囘國服公務。

六七.一九五八年視察團報告書認爲咕麥龍 

與其他非洲國家比較起來其入學人數特別高，若能 

集中力量提高北部之敎育水平，辦理必甚有利。關 

於該領土尙缺大學一點，視祭團欣悉國民敎育部剑 

在考慮最S 於雅翁依中學設大學預科，又擬成立一 

個法學院與國立專科學校, 作爲高等敎育之核心。視 

察團亦悉依照新約法所附載之法國P客麥龍文化银 

定，將來若成立嗔麥龍大學，法國政府承允協助其成 

立，並應嗜麥龍政府之請求供給所需之敎學人員，以 

促進其發展。

T /1 4 2 7 ,第三十八段。 

同前，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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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法管多哥蘭

査 .總論

一 . 法管多哥蘭係西非洲的一段狭長地段，其 

平均長度爲六0 0 公里，平均寬度約一二 0 公里。該 

領土面積約五五，0 0 0 方公里。據管理當局報告，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口估計有一, 0 九二， 

八八九人，其中一, 六二一人爲歐洲人。

戴.政洽進展

二.該領土截至一九五八年十月之政治及憲政 

發展情形業經託管理事會及大會審議。鼓將一九五 

八年內這一方面最重要的事件及大會就此等事件通 

過的各項決定，節述如下。

三 . 該領土於一九五八年四月二+七日在聯合 

國專員Mr. Max H. Dorsinville監察之下舉行衆

議院選舉。待補之四十六席，有二十九席爲多哥蘭 

統一黨所得, 十席爲北鄧會長暨人民聯合會所得，三 

席爲多哥蘭進步黨所得。其錄四席爲獨立候選人所 

得。

四.聯合國專員向託管理事會所提出的報吿 

書1 謂選舉之組織及辦理雖然曾發現若干缺點及弱 

點，但一般結果充分反映人民關於衆議院議員人選 

的願望, 且衆議院確實可以代表人民發言。

五 . 選舉以後，新多數黨之領袖Mr.Sylvamis 
Olympio 接替 Mr. Nicolas Grunitzky 爲總理。新

政府應衆議院之請求，開始與法國政府代表商談關 

於該領土前途之問題。法國政府於談判過程中承認 

多哥蘭業已選擇於託管結束時卽宣佈獨立，因此承 

允請大會於一九六0 年結束託管協定。雨政府對於 

多哥蘭約法須要修正以便於獨立之前實現多哥蘭內 

政發展最後階段的各點, 亦達成協議。2

六 . 關於多哥蘭的前途問題，經託管理事會第 

八特別屆會參照上述經過加以考慮。理事會於一九 

五八年十月十七日通過一項決議案/璧悉多哥蘭選 

舉於託管結束卽宣佈獨立，因此建議大會採取決定 

於一九六0 年結束託管協定。

七 . 該問題隨經大會第十三雇會討論。大會討 

論後（當時多哥蘭總理曾參加卽於一九五八年十 

一月十四曰通過一項决議案/除察悉法國政府與多 

哥蘭政府業已彼此同意决定多哥蘭應於一九六0 年 

實現獨立外，並譲決經管理當局之同意，託管協定應 

於法國政府與多哥蘭政府彼此議定多哥蘭共和國於 

一九六0 年獨立之日起，依照聯合國憲章第七十六 

條(丑)款之規定，停止生效。

八 . 大會於同日通過第二項決議案/內除塞悉 

法國代表承允管理當局對於多哥蘭政府提請聯合國 

協助之請求，將依正常程序代予轉遞並予便利之外， 

並請秘書長、特設基金會、技術協助局及各專門機關 

對於管理當局所韓遞多哥蘭申請技術協助之任何請 

求，速卽予以同情之考慮。

九.法國代表於託管理事會第二十四屆會時聲 

明已代表法國政府致函6聯合國秘書長，內稱法國政 

府業已接受多哥蘭共和國政府關於該託管領土於一 

九六0 年四月二十七日實現獨立之提議。一九四六 

年十二月十三日之託管協定因此將於該日結束。此 

日期係經多哥蘭衆議院多敷派及反對派以園結之精 

神一致通過的。法國政府自樂於贊助新獨立國加入 

聯合國爲會員國並願見該國參加聯合國及各專pg機 

關之工作。

一0 . 法國代表繼之指出多哥蘭卽於實現獨立 

以後仍需經濟協助。大會於璧悉法國方面前所供給 

之大量協助時，業已承認此項事實。法國於一九五

' T /1 3 9 2 ,第五六四段。

2 約法草案載於文件A /C.4/382。該草案與約法之最後 

內容完全相同，業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公佈。

» 託管理事會決議案一九二二(特八)。 

4 大會決議案一二五三(十三)。

6 決議案一二五四(十三)。
8 A/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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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在多哥蘭之支出將達三十三萬萬法郞，卽越過 

六千六百萬美元；此項協助之供給未附帶任何政治 

條件。此外，最近勞美之衆議院曾授權多哥蘭政府 

與法國商談擬定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0 年之經濟社 

會發展投資基金方案。該方案之經費達十一萬萬六 

千九百萬法國法郞，爲若干項工程之完成壽供經費。 

法國雖然準備於多哥蘭獨立後續予協助，其條件將 

根據平等地位再予議定，但法國政府將歡迎大會所 

要求的國際合作。法國政麻曾將多哥蘭政府要求技 

術協助之各項申請，韓送聯合國秘書處，並全力贊助 

此等申請。枝術協助局計劃於一九六0 年爲協助多 

哥蘭對第一類方案撥發六六，五0 0 美元，對第二類 

方案撥三三，八0 0 美元。（第一類方案本會計年度 

內業已指定款項辦理；第二類方案並非一定於本會 

計年度內辦理，可以延至下會計年度辦理，但如本年 

度內辦理其他方案有節餘，亦可於本年度內辦理)。 

根據預期獲得之協助，多哥蘭政府曾慧訂一項計劃， 

包括自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來向技術铅助局及各專門 

機關的申請多項。關於按術協助之各項申請，有一 

部份業已獲准，其他則尙待核准，亦有一項申請實療 

上經特設基金會總經理驳囘，理由爲其中支出款項 

之數目遠不及可請基金會考慮之最低敷額。

• .最後，法國代表說法國政府促請接受多 

哥蘭政府所寶訂的方案，並主張應自緊急基金撥款 

或藉各專門機關之協助使多哥蘭政府方案所不包 

之各項現有計劃亦得以繼續辦理。關於實摩上經特 

設基金會担糖接受的請求，法國政府擬進一步研究 

此事，可能與技術協助局執行主席商談。從多方面 

看，多哥蘭是託管制度的考驗，如實現獨立後，因爲 

申請之協助數量有限而未能從聯合國獲得所需要之 

全部協助，實屬不幸。

一二. 多哥蘭共和國政府之國務部長Mr.Pau- 
lin Freitas亦曾向理事會發表聲明。Mr. Freitas 
先提及多哥蘭總理Mr. Sylvanus Olympio前向大

會第十三屆會所說明的方案，隨卽聲明法國與多哥 

蘭所談判的新約法業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十曰簽 

字，並於S 日公佈，又謂多哥蘭實現獨立之日期現已 

定爲一九六0 年四月二十七日。依照新約法，多哥 

蘭衆議院已通過了與下列事項有關之三項重要法 

律：關於權力業已擴大之地方議會（conseils de 
circonscription)之法律，關於改組市參議會使各城 

市可照地方譲會辦法管理本身事務之法律，及關於

農村經濟之法律。依照關於農村經濟之法律，非洲 

各福利社原受區長之完全管轄，现在改稱農村公共 

行動社, 成了農村居民自己辦理的眞正合作St,而行 

政當局已退居於諸f詢之地位。此外，多哥蘭政府已 

致力於訓練行政人員，並設有公共行政學校,以便訓 

練靑年官員充任中等職位。若干學員將派往法國受 

訓練，以期取得充任較高職位之資格。又政府設有 

"非洲化"部門，專事蟹訂於兩三年內遂步實行行政 

事務載員"非洲化"的計劃。

一三. 關於聯合國技術協助問題，Mr. Freitas 
說多哥蘭政府自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以後曾請 

求專家協助六次之多，但截至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 

六曰爲止，僅有經濟專家一人前来協助。多哥蘭政 

府紙能促請聯合國應其所請，藉以满足迫切的需要。 

他深信聯合國必將維持其一貫所表現的關懷多哥蘭 

的態度，並對其昔曰所監護之領土繼續提供意見及 

予以協助。Mr. Freitas代表多哥蘭政府爲託管理 

事會過去與將来對該國的一切幫助表示謝意，並請 

理事會向大會韓致此意。

一四. 理事會聽取法國代表及Mr. Freitas之 

聲明後，通過一項決譲案,7除對此等聲明表示蒲意 

外，並特別靈悉一九六0 年四月二十七日已定爲宣 

佈多哥蘭獨立之日期。

春 . 經濟、社會及教育進展

一五.託管理事會近年來集中注意於譲領土之 

前途, 結果射於經濟、社會及文化方面的問题未詳加 

考慮。關於各該問題最近所得的資料見管理當局一 

九五七年度的常年報告書, 效搞要節述如次。

一六. 該領土一九五六年度預算，共二，三三 

三，四六四，0 0 0 殖民地法郞，幸得法國補助四九 

九, 八九五，三六九法郞，收支得以平衡。一九五七 

年度報告書未說明一九五七會計年度的最後預算數 

字。截至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爲止之臨時數 

字計列有收入十四萬萬四千八百萬法郞，支出十八 

萬萬零七百寓法郞。支出數字並不包括由法蘭西共 

和國負擔之公務支出或若干項建設費支出。此項支 

出由法國預算擔負。一九五七年公務支出達一萬萬 

七千一百萬法郞，而建設費支出則達六萬萬六千八

託管理事會決議案一九s o (  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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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法郞。此外，法國撥給補助費四萬萬八千萬法 

郞以便平衡多哥蘭一九五七年度預算。

一七.該領土之經濟於一九五七年略受不景氣 

之影響；據管理當局說這是由於純粹基於農業的任 

何經濟在所難免的不穩定因素。天氣不良使若干出 

口品之生產大跌，結果對外貿易賠欠了約七萬萬二 

千三百萬法郞。但生産減少僅影響少數産品，特別 

爲可可之出産從五，七二五嘲減至四，四五0 嘲；糧 

食之生産並未減少，其總產量従九四九，四五四囑增 

至一, 一三三，七八三囑。

一八. 一九五七年，該領土之醫務機關包括醫 

院+ —所，產科醫院十四所，診所一一五所,昏睡病 

診所三所,麻疯病 二所及精神病院一所。該年度內 

各院共治療往院病人三0 , 四四三人，門診病人一，

四八五, 0 四七人。此項工作尙有流動衞生及預防 

病組爲之輔助，該組於一九五三年發勤防嬉蓮動，又 

於一九五六年發動防治毒狀腫症蓮動，工作極爲積 

極。該組於一九五七年注射牛度與黃熱病預防針共 

二四六，一八二次。

一九. 關於敎育方面，管理當局於一九五七年 

度常年報告書中說該年度之學生人數與去年度比較 

增加甚多。在初等學枚上課的學生人數從六六，0 
二七人增至七0 , 九二五人，在中等學枚與技術學 

梭就讀的學生從一，九二五人增至二, 一一六人。該 

領土仍無大學或程度相等的學校，但當局設有獎學 

金送多哥蘭學生前往法國繼續求學。一九五七年領 

有獎學金在法國高等敎育機關求學之學生有九十一 

人，較一■九五六年多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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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士章 

西經摩亞

査 .總論 

板况及記管理事會的建議

一 . 西薩摩亞託管領土是由一羣島嗅組成，地 

位約在太平洋的中心，赤道以南十三度至十五度之 

間。這一羣島喚內計有: 雨個大島，Savai'i及 Upo- 
lu ;兩個小島，Manono及 Apolima;及幾個小喷。 

土地總面積約有一，一三0 平方哩。人口增加速度 

甚大，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三•一； 一九五八年人口 

總數爲一0 二，八六0 人，其中九六，九七四人爲薩 

摩亜人，五, 八八六人具有歐洲人身分。薩摩亞人在 

土地羣有的傳統社會政治制度之中生活，少有例外。 

薩摩亞社會的核心是以邊選出的家長（matai) 爲首 

的大家族(aiga)。̂

二 . 理事會第二十四盾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滑許管理當局及西鍾摩亞人民雙方近年 

在领土内促成的重要進步與他們共同努力發展領土 

以速獨立的和潍闕係。

就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三.美利堅合衆國及澳大利亜代表對於管理當 

局履行責任的情形備加讚揚。

四.義大利代表獲悉紐西蘭政府申明願意繼續 

協助將來的西薩摩亞國，甚爲欣慰。

戴.政洽進展

板况及就管理事會的建議

就實現自治或獨立所採或擬採的措施諮商民意

五 . 一^九五六年西薩摩亞依據薩摩匪人在一九 

五四年憲政大會所表示的願望，開始實施一種議定 

的求達完全獨立的憲政泰展方案。據管理當局稱，在

這種發展的每一階段都不斷與西薩摩亜政府及人民 

商議。

六.一九五九年託管理事會派往西薩摩亞的視 

察團特別注意領土的將來憲政泰展及與獨立前過渡 

期間有關的其他事項。視祭團就此等事項與薩摩亜 

各領袖—— 包括最高族長（Fautua) 及立法大會議 

員—— 舉行若干次商議。他又與自洽問題工作委員 

會（由最高族長、行政會議民選委員與七位其他民選 

立法大會譲員組成) 商譲;該委員會是在一九五九年 

一月設立的，並由憲政顧問一人予以協助。視察團 

報吿說，因爲上述商議的結果,它至少已獲得關於大 

多數'憲政問題的初步意見及最高族長與立法大會議 

員關於若干事項的正式決議。此等意見將於下文有 

關各段內說明。

七 . 據視察團稱，工作養員會的主要任務是起 

草將來的西薩摩亞國憲法；所起草的憲法經立法大 

會核准或修改之後，將向一九五六年年底舉行的第 

二次代議憲政大會提出。2

八 . 理事會第二+ 四雇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欣悉西疆摩亞人民從事所究在领土速成 

獨立以前必須解決的闽難的蒸法問題,甚為員貴。又 

黎悉己爲此目的委派自5'台問題工作委.員會由足資代 

表各方的委員組成，理事會深信上述墓政問題将依 

照薩摩亞人民的願望及聯合国%章规定去善解決。

憲政措施

( a ) 發展代議、行政及主法嫩闕並擴大其權力

九.關於領土依照憲政連續進展方案求達完全 

自洽的泰展情形，理事會向大會第十三盾會提出的 

報吿書內已有所叙述。8—九五四年憲政大會所規定 

的方案到一九五八年很多部分都已經實施。經一九 

五七年改組之後，立法大會现在採行一院制，由選任

* 一九五九年西薩摩55視察團報吿書（T/1449)第二 

至第三0 段，關於此領土及薩摩亜社會組織有較詳細的叙 

述。

* T/1449。
*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三届會，補編第四號，卷- 

3822 ) ,第五八至第六二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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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長一人擔任主席，議員計有由毎區選議員一人的 

選區選舉出的薩摩亞代表四十一人，具有歐洲人身 

分的選任議員五人，及官方議員二人0 ^ 察長及財政 

鄧長)。一九五八年初依立法大會的提名在選任議員 

之中任命政府事務領導人一人。如一九五四年憲政 

大會所提議的，具有薩摩亞人身分及具有歐洲人身 

分的人各有單獨的選民名冊立法大會對於領土以 

内的內政事務行使廣泛的立法權力，惟高級專員或 

紐西蘭政府得予否決。它尉於財政事項有充分的權 

力，並且它的立法權力只受下列規定的限制：第一 

它不得訂立與國防、外交、或西薩摩亞政府轄權範圍 

之外的王室土地有關的法律；第二它不得通過法律 

抵觸業經保留的法律，主要包括一九二一年薩摩亞 

法令及其修正案之'V憲法"部分及有關最高族長任命 

及立法大會議員選舉的條例。此外，立法大會不得 

訂立任何違反託管協定或實行種族歧視的法律，但 

限制或禁止非薩摩亞人獲得薩摩亞土地權益的法令 

除外。

一0 . 在目前發展陛段，政府行政部pgtt有高 

級專員、國務會議（由高級專員與兩最高族長組成)、 

及行政會議。據一九五七年薩摩亞修正法令規定，高 

級專員仍然是政府行政首長，但是實際管制權則歸 

行政會譲;行政會譲現在是由下列人員組成;高級專 

員，雨最高族長，由立法大會薩摩亞議員提名從薩籍 

議員中任命的鄧長五人，同樣從代表具有歐洲人身 

分人民的議員中任命的部長二人，及立法大會官方 

議員二人(檢察長及財政鄧長)。除少數幾件事項而 

外，高級專員對於一切事項行使權力時必須徵詢行 

政會議的意見並依據行政會議意見採取行動，主要 

的例外是有關國防、外交或紐西蘭政府土地所有權 

的事項，以及他須要徵詢國務會譲意見的事項(卽議 

會的閉會及解散，部長職位的分酣，法案的同意)。行 

政會議所有委員，除國務會議委員而外，均擔任高級 

專員所指派一定都門的職位。

託管理事會讓悉依據一九五七年法令採 

行的政府組織，並曾於第二十二II會提出幾點建議 

及意見。它尤其(a)希望立法大會及早利用此項法令 

中使它有權力另外設立四個薩摩亞人選區的規定， 

(b) 建議管理當局應當隨時覆審保留法律的數目及 

內容以期擴大立法大會的權力，及(C )建議編製此等

‘ 關於選舉權及選舉舉行辦法的詳細淸形，參閱下文有 

關選舉制虔的一節。

保留法律一覽表，以備在領土內傳播。管理當局於 

一九五九年報吿說第一件事項在領土內仍然是在研 

究之中，但是它認爲另外增加的選區應當在一九六 

0 年下一次選舉以前設立。管理當局復請保留法律 

覽表已向立法大會提出。

一二. 在一九五七年所採行的改革之後，仍須 

再作雨種重大的變動，然後憲政大會所屬望的政治 

機構：T算完備。這雨種變動是：由立法大會所選總理 

領導的內閣制的採行，這種制度原定於一九六0 年 

年底實行;及最後由雨最高族長同任國家元首，並以 

地位較低權力較小的紐西蘭代表替換高級專員。

一三.視察圃報告說, 在該圃到達領土以前不 

久，管理當局發表了一項提議，要在原定的曰期以 

前，卽一九六0 年一月一日，開始實行第一期内閣政 

洽。此項提議具體主張七位選任的部長與兩位官方 

委員辭去行政會譲委員職務而以立法大會所選定的 

總理及由總理從立法大會譲員中邊選的其他部長八 

人代之（鄧長八人之中至少應當有一人具有歐洲人 

身分：)。在這一個期間，立法大會內不復有官方議員； 

檢察長及財政鄧長將以從選任議員中邊選的司法部 

長及財政部長代之。國務會議將代替高級專員爲政 

府行政部門首長。內閣的一切决定均將通知國務會 

議；如果後者之任一委員想要親自出席討論某一問 

題，則將爲此目的舉行全體行政會譲（由部長九人與 

國務會議委員組成)。如果某一决定此時經國務會議 

委員二人反對，則應廣囘內閣重行審譲，但是如果內 

閣堅持其決定，那末這將爲最後決定。管理當局嗣 

後向託管理事會解釋說，行政會議覆審內閣決定的 

規定原是一種過渡時期的措施，在完全內閣政洽制 

度建立時將予取消。

一四. 視察園報告說，該圃在領土停留的期間， 

立法大會一致贊同此項提議，但略加修改，並要求將 

內閣政治制度建立的日期提早到一九五九年十月一 

日，或此後儘早的一個日期。立法大會所提出的這 

一項要求及略加修改之處均經管理當局接受。視察 

圃讚揚此種决定，並指出這將使新的內閣政治制度 

有機會在西薩摩亞達成自治或獨立以前實行。

一五. 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欺迎种内開政治制度開始實行日期提早 

到一九九年十月一日的決定。理事會深信這一種 

斯的政台制度必將圓滿施行，並深信薩摩亞人民代 

表由此所加猜的經驗足使领土順利速成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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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国家元實

一六.一九五四年憲政大會決定自洽之西薩摩 

亞國家元首職位應當由目前最高族長二人會同擔 

任，只有因死亡或辭職卞告解除。國家元首職位將 

來如何補缺的方法，憲法大會未作決定，但一九五九 

年視察團認爲這是在領土達成自治或獨立以前應當 

決定的問題，並且應當在憲法內明文規定。視察團 

報告說在該團停留在西薩摩亞的期間，此事已由自 

治問題工作委員會加以討論，結果最高族長及立法 

大會譲員聯席會議決定將來國家元首由西薩摩亞譲 

會從雨個王族中任命。

一七. 視察園又提及：將來的國家雙頭元首如 

果遇到他們意見不一致的時候，將如何行使其憲法 

規定的職權;關於此點需要有議定的辦法，紐西蘭政 

府已向託管理事會保證，它將繼續鼓勵薩摩亞人就 

此種事項作一決定，並將發展情形隨時通知理事會。

一八. 理事會第二+ 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器悉祝黎因的意見，国家元首職位將来 

補缺的方法雜然是本赏上應當由鍾摩亞人民自行決 

定的事情，但是這種決定應當在領土速成獨立以前 

作成，並且方法應當在蒸法内明文規定。理事會又 

器悉视察固云：斯來的國家雙頭元首如遇意見不一 

致的時候將如f可行使其%法规定的職權，此事須有 

議定的辦法。

公民身份

一九. 在目前，西薩摩亞居民不是紐西蘭所保 

護的人便是具有其他國家國籍的人。託管理事會在 

過去曾力言有規定西薩摩亞公民身分的需要，而且 

這是過去的地位委員會及現在的自治問題工作委員 

會首先研究的事項之一。

二0 . 工作委員會的公民法提案是在一九五九 

年視察團到達之後不久在領土內發表的。簡而言之， 
工作委員會提議;西薩摩亞應當只有一種公民身分； 

二十一歲以上的人保留外國公民身分者不得同時具 

有西薩摩亞公民身分；出生爲西薩摩亞公民及另一 

國家公民的人在達到上述年齢之後必須在短期內就 

二者選擇一種。此外列有因出生或血統，因歸化及 

登記取得公民身分，與放棄及喪失公民身分等規定。 

工作委員會提議在公民法訂立以前出生的人應當是 

西薩摩亞公民，作爲過渡的規定, 但須他ffl是在領土

內出生及通常在領土內居往，或通常在某一其他國 

家居往而是在領土內出生並且其父亦是在領土內出 

生的。

二一.視察圓報告說該園曾與工作委員會討論 

此等規定，並建議了若干修改，工作委員會曾允予 

以考慮。隨後紐西蘭及薩摩亞憲法顧問Mr. Colin 
Aikman及 Mr. Davidson又提出其他建議。所建 

譲的主要修改是：（a )删去人民必須放棄雙重公民身 

分的規定，但須他們不行使外國公民的任何特權，亦 

不履行外國公民的任何義務；（b )准許雨種人(在命 

令生效以前八年期間曾在領土內居往五年的人以及 

通常居往海外而其父是在西薩摩亞出生的人）在十 

二個月之內决定成爲薩摩亞公民;（C)規定凡依據過 

渡規定或因歸化或登記取得薩摩亞公民身分之人均 

須宣譬矢忠西薩摩亞憲法，斷絕對任何外國效致忠 

貞。

二二. 視察圓知道此等建議的一部分，尤其是

有關雙重公民身分的建議，已經工作委員會在原則 

上贊同。它希望公民法能够及時訂立，以使定於一 

九六0 年九月舉行的立法大會議員下次選舉的選民 

冊能够根據公民身分規定編製。不過它指出，就具 

有外國國籍的許多人而言，是否决意成爲薩摩亜公 

良的決定是一樁嚴重事情。視察團認爲早在此種人 

必須决定成爲或担結成爲薩摩亜公民的+二個月期 

間完結以前, 至少憲法草案及選舉法的主要規定，卽 

使未經最後核准，亦必須以一種確定的形式公布。

二三. 視察團述及：或許有爲數不多的具有歐 

洲人地位的人不願成爲薩摩亞公民，並且他們之中 

有少敷的人，尤其是一部分因此將成爲無國籍的人， 

對於託管結束以後他們的地位感到憂慮。視察園知 

道紐西蘭政府預備在適當的時候對於他們的情形給 

予同情的考慮。

二四. 視祭園又報吿說，紐西蘭當局向該園提 

出保證，云在西薩摩亞達成自治或獨立之後,不擬改 

變准許薩摩亞學生到紐西蘭受中等及高等敎育的現 

行政策。

二五. 管理當局隨後通知託管理事會第二+四 

届會說：關於所建譲的公民法令，除有一雨點而外， 

在視察團離開領土之後，已全部達成協議。管理當 

局所以希望可及時編製公民法草案於一九五九年八 

月向立法大會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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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理事會第二+四盾會通過下開結論反建

議 :

理事會欣悉關於所建讓的公民法令，徐 二 事  

項而外，業已全部達成協識，並欣悉管理常局希望 

可编敦法索■草索>:<備一九五九年八月向立法大會提 

出。理事會嘉許管理當局及西鍾摩亞政府在制<丁公 

民法方面所得到的造展。它赞同祝察固的意見，印 

允宜擬訂辦法傳下次選舉的選民册可依據公民身分 

规定编製，及在規定人名必須就其將來公民身分間 

題作一決定的期闕完結以前應斯西薩摩亞蒸法草案 

之主要條鼓在领土内布。

居民在國內的身分

二七. 就某方面來說，西薩摩亞居民在國內的 

身份分爲雨種:歐洲人或薩摩亜人。"薩摩亞人"一詞 

是用廣義的定義，包括一切的坡里尼西亞人（Poly- 
nesians',米蘭尼西亞人（Melanesians) 及密克隆尼 

西亞人（Micronesians),而"歐洲人"包括一切不是 

"薩摩亞人"的人。因爲許多人是屬於混血的種族，這 

雨個羣體之間的界限很不明白，而是用複雜的法律 

加以劃分；此種法律依據各糧規定的條件准許個人 

請求高等法院改變其居民身分。簡單說來，薩摩亞血 

統不到一半的人依據法律便屬於歐洲人身分。反之 

亦然，但具有歐洲人身分的人之男系直接後裔以及 

血統不及四分之三薩摩亞人的人在若千情形下——  
包括向高等法院請求一一則被認爲具有歐籍人身 

分；不過此種人，經向高等法院請求,得被宣布爲具 

有薩摩亜人身分。一九五九年視察圃報吿說，部分 

爲薩摩亞人血統的人口總數計八, 0 0 0 人，其中差 

不多有五, 0 0 0 人具有歐洲人身分。

二八.託管理事會與管理當局雨方面都極欲設 

法使西薩摩亞一切居民，不分種族，具有一種共同的 

國內身分。若干年以来，在領土內曾舉行各種的討 

論；因身分不同而發生的許多法律上的差異待遇均 

因一九五九年通過的法令而消除了。尙存的差異則 

與下列各事有關：立法大會議員的選舉（參閱下一 

節），薩摩亞土地及頭銜方面的權利，及保留與薩摩 

亜人的若干政府及司法職位。

二九. 一九五九年騎察園報告說，該圃在領土 

內討論期間，曾力言允當去除基於種族的居民國內 

身分區別。如下文所說的，該團建議修改選舉制度， 

採用非家長的名冊;它又表示意見，說管制薩摩亞土

地及頭銜的使用問题本身並不必須要有居良國內身 

分的差異，因爲法院不會承認對薩摩亞土地及頭銜 

的要求> ,除非此種要求合於薩摩亞習俗。視察圃指 

出在一種共同的西薩摩亞公民身分確立之後，就很 

難維持居民國內身分上的差異。該圉雖然承認傳統 

的薩摩亞社會組織以內的人與此種範圍以外的人的 

生活方式將繼續有所不同，但是認爲此種差異應當 

是基於個人的自由選擇。管理當局十分贊成輯察園 

所提出的意見。

三0 . 視察團認爲基於種族的居民國內身分方 

面的現行法律應予廢除，並認爲選舉方面所要求的 

各種人民羣體之間的此種分別應當在選舉法本身內 

具體規定。它報吿說在視察團離開領土以前居民國 

內地位的問题未曾由工作委員會詳細審議。不過它 

深信薩摩亞人在仔細熟慮及認識關於公民身分的立 

場之後，自會願意去除目前基於種族的身分差異。

三一.管理當局特派代表通知託管理事會第二 

十四屆會說親察團的意見在領土內受到了普遍的宣 

揚，並且它認爲依視察圃所建議的原則擬訂一種同 

一的居民身分是可能的事。

三二. 理事會第二+四屆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
理事會黎於基於種族的居民國内身份上的一切 

差具必頻去☆，並按查其過去闕於此事表示的意見， 

誠if可视察固闕於這方面的意兄及建議。理事會 

為如果領土達成獨立而仍有基於種族而出於個人 

自由選擇的身分分别之累，實作將來西鐘摩亞國之 

0

理事會深信薩摩亞人民代表將繼绩研完此事以 

期在託營協定滿期以前去徐■此種分别。

選舉制度:發展普選及直接選舉

三三. 依據一九五七年薩摩亞修正法令規定， 

及依照一九五四年憲政大會所表示的願望，立法大 

會議員的選舉用雨種方法。關於四十一個薩摩亞選 

區，選民名冊內所載者爲家長登記簿上列名的人(有 

薩摩亞家族首長之稱號者) ，按一九五七年的統計， 

成年的薩摩亞人大約每七人有家長一人。’只有家長 

有資格選舉或作候選人。關於立法大會五個歐籍議 

員的選舉，凡在西薩摩亞繼續居往一年以上具有歐 

洲人身分的人都有選舉權，但因少數通常理由取消 

資格者除外。兩種情形下的選舉方法都是無記名投 

票，但是在任何薩摩亞選區內，如果只有一個有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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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的人被提名，或者如果任何候選人是由選區內 

結對多數的選民提名，他卽被認爲當選。在一九五 

七年的選舉中，二+五個薩摩亜人被提名而沒有競 

選的人;六人在其本選區內被IS對多數的家長提名。 

因此選舉只在十個薩摩亞選區舉行。

三四.選舉薩摩亞議員用限制選舉權辦法的情 

形，託管理事會注意已久;不過理事會第二+ 二屆會 

與管理當局意見一致:認爲成人普選雜然是好的，但 

不應達反領i : 人民意願强迫他們如此辦理。

三五.一九五九年視察團對於薩摩亞人領袖與 

代表以及社會人士就此項問題向它表示的各種意見 

甚爲注意。大體說來，它發現立法大會內及全領土 

各地區集會内的薩摩亞籍發言人都希望目前由家長 

參加選舉的制度維持下去。在另一方面，也有少數的 

入贊成採行普選制, 但是只有家長有被選的資格，甚 

至在立法大會內也有這種少敷意見。具有歐洲人身 

分的人的各種組織向親察園表示他們願意，而且甚 

至希望與其餘的人民一同列名於一個以普選權爲基 

礎的共同選民名冊，而同時若干受過敎育的薩摩亞 

人亦表示同樣的意見。可是他們之中沒有人敢說他 

們的意見目前已得到薩摩亞廣大民衆的普遍贊助。

三六.視察圉並且評論薩摩亞籍候選人因爲是 

由本選區多數家長連署提名而獲當選的辦法。它雜 

然承認此種辦法一方面表現薩摩亞人用協議及口頭 

表決選出代表的傳統方法，但認爲此種辦法易受不 

當的壓力及影響。它因此向最高族長及立法大會譲 

員提出這個問題，並且已得到對此問題予以考慮的 

保證。

三七.視察圃認爲宜當去除目前選舉以種族爲 

基礎的辦法;這種意見得管理當局完全贊同。在與最 

高族長及立法大會譲員討論時，它建譲歐洲人選民 

冊應當改爲非家長選民名冊，其中凡生活在家長制 

度範圍以外的人，不問種族來雇，都應當有權登記， 

但須他們能向選民登記員證明他們沒有享受家長制 

度的特權，而且在登記之後自願取消他們使用或佔 

有家長土地的^ 格。視察團報吿說這種建議不是薩 

摩亞人的領袖^ 能立刘接受的，不過他們表示將予 

以考慮。視祭圃表示深信薩摩亞人民將採取步骤去 

除選舉辦法中的種族區別。

理事會按查理事會第二千二爲會所通過的建  

議，備悉視察圏認為立法大會内及全领土各地區集 

會内多数薩摩亞籍發言人都希宜維持由家表選舉的 

制度。唯理事會認為允宜去除目前選舉以種族基跋 

的辦法，並提請薩摩亞人民代表注意視黎固在此方 

面的建議。理事會亦備悉最高族表與立法大會議員 

速席會讓向视察固提出的保發，印他們對於薩摩亞 

籍候選人提名書如由其本避處内多數家表茶名即作 

當選論的目前辨法，將繼綠子以赛讓。

理事會希望能在適當時期擬訂一禮更公平的選 

區分劃辦法，並希望一九五七年薩摩亞修工法令中 

规定增加的四席那時就可設立。

地方政府

三九 . 關於地方政府的情形，理事會向大會第 

+ 三届會提出的報告書內已有所叙述。5 簡而言之， 

西薩摩亜農村區域的地方政府是以傳統的家長制度 

爲基礎，並經由鄉村諮譲會或家長參譲會辦理事務。 

過去已作各種的努力去促進法定地方機關的躁立； 

现在設有鄉村及區域行政委員會去研究各種提案並 

提出設立此種機關的建議。到現在爲止，已依據該 

委員會的建議設立了九個地方機關，但是這些機關 

因爲缺乏經費及合格行政人員，仍然没有辦事。

四0 . 託管理事會過去已衷示画欲見到地方政 

府方面有更大的進步，但是到現在爲止，西薩摩亞人 

民沒有積極表示希望以一種較正式的制度替換他 

的傳統當局。管理當局報吿說，自從一九五八年任 

命主管區域事務的薩摩亞籍部長一人之後，现正考 

慮對此問题的一種新的看法。

四一.視察圃指出檢时地方政府發展的問題必 

須顧及該镇土人口數目比較微小的情形。它雜然不 

擬阻止依據一般接受的原則設立地方政府機關，但 

認爲在目前時期比較有盖的辦法或許是爲各種具體 

目的.設立地方委員會以期鼓勵及集合地方進取精神 

及社區努力以改進各區社會標準及增加輕濟生産。

公務員制度:訓練及任用薩摩亞人士 

擔任政府重要職位

四二. 西薩摩亞公務員制度於一九五0 年確立 

爲一種獨立的制度。公務員制度是在紐西蘭總督任

:J\ . 理事會第二十四雇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
* 大會JE式紀錄，第十三届會，補編第四魏，卷一（A / 

3822 ) ,第六0 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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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公務專員控制之下，由公務助理專員二人輔助 

之, 其中一人爲薩摩亞人，另一人爲紐西蘭島峡領土 

秘書。現有公務人員上訴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 

首席法官，任主席；島喚領土部長依高級專員之提 

名任命的人員一人；及公務人員所選舉的官員一人。 

一九五八年年底，公務人員總數約一，三0 0 人，其 

中八0 人爲海外官員。管理當局說許多完全及部分 

菌摩亜血統的人擔任高級職位，並且說現有十個廳 

與司的首長爲當地出生的官員。

H三.託管理事會第二十二届會希望推行一種 

廣泛的速成訓練方案，產生爲數日增的當地人員擔 

任主要的行政及技術職位。它又寂欲見到儘速任命 

一薩摩亞人爲公務專員。

四四. 管理當局報吿說，一九五八年期間領土 

政府繼續其旨在加速提雖薩摩亜人擔任重要職位的 

訓練方案，並且說薩摩亞籍公務助理專員將於一九 

五九年派往紐西蘭去獲得更多的經驗。領土內除有 

政府各鄧門所舉辦的在職訓練之外，自一九五七年 

初已增辦各種職業夜班。自從獎學金計劃開始以來 

( 參閱有關敎育進展的一節），過去在紐西蘭受訓練 

的學生約有四十人已被派爲公務人員。

四五.一九五九年視察團力言極應訓練薩摩亞 

人充任現在由海外官員沾據的較高行政職位。他認 

爲現在需要一種與普通獎學金計劃有所不同的特別 

方案，斜挑選出的薩摩亜人給予行政訓練及高等敎 

育，並建議應當儘速編製應訓練薩摩亞人擔任的職 

位一覽表。管理當局通知託管理事會第二十四屆會 

說這種一覽表業已在領土內編就，並且說一俟可能 

時卽將作所需訓練的安妹。管理當局深知需要繼續 

訓練薩摩亞人公務員的需要，並將在這種工作方面 

充分合作。

四六.親察圃述及紐西蘭政府與西薩摩亞政府 

雙方都願意見到在達成自治以前斜於公務制度徹底 

加以檢討。爲達到這一種目的起見，现已安妹有雨 

種獨立的調查：薪棒審查委員會及組織與辦法方面 

的調查。後者是參照公務員制度所執行的職務斜公 

務制度的效率及其組織加以通盤批判審查。定於一 

九五九年七月開會的薪捧審查委員會將調查並建譲 

遍合於領±的生活費用及經濟狀況的薪捧及工資等 

級，亦將建譲斜公務制度下所權用的成人應付予的 

最抵薪棒或工資。關於一般薪棒問題，視察團報告 

說它聽到有人控訴海外職員領到的基薪，比同樣資

格的當地徵聘人員略高。它認爲像此種情形，基薪 

應當相同，而吸引海外職員所需要的額外補助應作 

較高津貼的方式。

四七. 在目前，公務員制度的控制權操於紐酉 

蘭總督所任命的公務專員，因此確保了公務制度不 

受政治的影響。視祭團認爲西薩摩亞一般人都同意 

需要在達成自洽之後確實保持公務員制度的獨立及 

效率，而同時須執行政麻的政策。在聽到公務人員 

協會及自治問題工作委員會的意見之後，視察園得 

到結論，認爲憲法中應當有關於公務員制度獨立的 

遍當規定。這是可用設置一個專員的辦法辦到的;視 

察園建議說較佳的辦法是設置一個公務委員會，由 

專任專員一人及兼任委員二人組成。大多數的載位 

由委員會依據議定的條例派員擔任，而少數高級職 

位例如若千部門的首長得由內聞與委員會諮商委 

派。視察園認爲宜由立法大會核准有關公務員制度 

的條例，並認爲上訴委員會應當繼續設置以監督條 

例的施行。管理當局就上述建議提出意見，說它竭 

力贊同憲法內應當有關於公務員制度獨立的適當規 

定的意見，並贊成視察圃所提應當有一公務委員會 

由專員一人及兼任委員二人組成的建議。它認爲實 

際上委員會關於一切高級員額的任命，應當徵詢西 

薩摩亞政府的意見，但認爲除一二例外情形,所派人 

員應當由委員會任命。若干重要員額，例如高級財 

政顧問及高級法律顧問，應當可由內閣任命。它同 

意上斬委員會應當繼續設置。

四八.理事會第二十四画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

理事會力言極應剑練薩摩亞人揭任目前由海外 

宜員充任的行政钱闕高級職位。•^親為需要有一種 

特别方案對公務員制度以内或以外鋒選的薩摩亞人 

給予適當剑辣，及於必要時給子高等普通教育。理 

事會欣悉管理當局云公務人員改由薩摩亞人先任一 

事將加速推行，並云應受剑辣的官貴名單業己编就。

理事會黎於公務員制度不受政治影響的獨立性 

極應保存，赞同祝黎固所提蒸法内應列入適當规定 

的意見。

司法組織

四九. 司法權屬於高等法院；該法院由院長一 

人，陪審法官一人，專任承審員一人，兼任承審員二 

人及薩摩亞籍襄審法官四人組成。過去該法院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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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官十四人，但是這種制度已於一九五八年廢 

止；薩摩亞襄審法官現在除以顧問地位德助法官及 

承審員而外, 每月在Upolo的兩個區域及Savai'i的 

雨個區域出庭。法院院長、陪審法官及承審員均由 

島喚領土鄧長任命，而可由任何有資望的薩摩亞充 

任的襄審法官則由高級專員依據法院院長的建議並 

經國務會議同意之後任命。在一九五九年，薩摩亞 

籍襄審法官的管轄權已予擴增，任職雨年以上的襄 

審法官規在可對犯人制處三個月以下有期徒刑。人 

民如不服高等法院判決, 得向紐西蘭最高法院上訴。

五0 . 據一九五九年視察團稱，自洽問题工作 

委員會認爲，因爲在若干年內不會有可能任命具有 

法律訓練及經驗的薩摩亞籍公民爲高等法院法官， 

如果紐西蘭願意繼續向薩摩亞政府提供有遍當資格 

的人員以備任命爲法官任期三年，那對於西薩摩亞 

甚有幫助。管理當局通知託管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 

說，它願意如此辦理，但須西薩摩亞政府提供满意的 

任職條件。

五一.視祭圃報告說薩摩亞人領袖完全贊同該 

圃所提憲法內應當規定司法獨立的意見。至於紐西 

蘭所任命的法官，該等人員享有該國司法制度中的 

任職保障，實足以保證其獨立,但是就其他司法人員 

而言，該團認爲應當設立一個司法委員會就這些人 

員的任命及其他事項向內閣提具建議，委員會由法 

院院長任主席，並由檢察長及其他非政治性質人員 

任委員。管理當局亦贊成這種建議。

五二.福祭圃知道紐西蘭與西薩摩亞政廣將討 

論不服高等法院判決提出上訴案件的遍當審詢規 

定。親察園認爲關於上訴制度作某種安排是有用的。

五三. 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W結論及建

議 :

理事會赞同视參固所提西薩摩亞蒸法應當規定 

司法獨立的意見，並欣悉西薩摩亞人民代表對此亦 

表赞同。理事會備悉管理當爲願意繼绩在獨立之後 

由薩摩亞政府提供有適當资格的人.員以備•任命為西 

薩摩亞高等法院法官。

記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憲政措施

(a) 發展代議行政及立法钱關並搞大其權力

五四. 法蘭西、義大利、中國及巴拉圭代表對於 

開始實行內閣制的日期提早到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曰 

的決定，表示满意。

五五.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管理 

當局應當在最近將來採取步驟縫予薩摩亞人民代表 

以眞實的權力，去除對立法大會的權利所加的限制， 

設立具有充分權力的薩摩亞政府，迅速取消高級專 

員的緊急權力及管理當局的保留權力。

五六.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表示深信在領土 

達成獨立以前應當解決的組織問題將根據健全原則 

予以解决，同時計及薩摩亞傅統及獨立現代國家的 

必需條件。

五七.印度代表述及立法大會及政府部院行政 

制度均實行順利。他希望內閣的責任將爲實在的，並 

希望行政會譲的覆審權力及高級專員或國務會譲的 

保留權力可以實際上形同廢止。

( b ) 國家元首

五八.法蘭西代表說國家元首的問題主要是薩 

摩亞人本身所關切的事，而對於託管制度的目的沒 

有直接關係。主要之點是政府機構應當蓮用無礙。

五九，中國代衷建議國家雙頭元首如何行使憲 

法所定職權的問題可用由二人按年輪値的辦法去解 

決。

六0 .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最高族長及立法大 

會議員所通過的決議案只是部分地閩明了國家元首 

職位將来補缺方法的問題。此事須由自治問題工作 

委員會繼續加以審議。

居民在國內的身分

六一.美利堅合衆國及比利時代表贊同視祭圃 

所提關於居民國內身分的建譲。

六二. 麵甸代表欣悉一九五■九年關於取消因身 

分關係喪失行爲能力之規定的法令已經通過。他希 

望在託管德定満期以前將訂定一種共同的居民國內 

身分。

六三.義大利代表很高與看到視察園的議論似 

乎已影響了薩摩亞人在這方面頗爲固執的思想。

六四.海地代表力言所有薩摩亜人須有一種共 

同的身分。他獲悉在這方面已有若干進展，甚感满 

意。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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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印度代表希望工作委員會及立法大會將 

適當地* 視聯合國所關心的事情，卽應當爲一切薩. 
摩亞居民不分種族擬訂一種共同的國內身分&

六六.管理當局代表同意應當竭力在達成獨立 

以前訂定一種共同的居民國內身分。

選舉制度:發展普選及直接選舉

六七.法蘭西代表認爲採行普選不是達成獨立 

的一個必需條件。

六八.美國代表欣悉薩摩亞代表有意考慮視察 

團所提立法大會代表以種族爲基礎的辦法宜予去除 

的建議。他認爲家長具有充分的變通性，所以如果 

人民希望得到此種結果，那是能移辦到的。

六九.麵甸代表認爲目前由家長選舉的制度不 

是令人满意的辦法，並促請探究是否可能在託管協 

定滝期以前辦到一種較廣泛的選舉。

七0 . 比利時代表說普選雜然是最完善的制度 

並且是最遍合於民主理想的制度，但是一個社#的 

制度顯然必須計及人民的風浴及傳統。可是家長制 

度實宜更富有變通性。

七一. 義大利代表說，當複式選舉制度繼續存 

在之日，選民之列入一種或另一種選民冊，不應當根 

據種族而應當根據個人的自由選擇。

七二.中國代表獲悉視察圓關於非家長選民冊 

的建議規正由薩摩亞人領袖予以愼重考慮，甚爲欣 

慰。

七三. 蘇聯代表說，因爲領土現正進入發展的 

最重要時期，普選問题特形重要。將來的選舉法必 

須有一種公正而民主的基礎並且必須免除一切種族 

歧視。在目前只有具有歐洲人身分的人享有完全的 

選舉權利；如果不開始採行全體西薩摩亜公民都參 

加的普選，具有薩摩亞人身分的人就會受到不公平 

的待遇及權利的限制。他並非建議取消開端良美的 

家長制度, 但是認爲這種制度應當擴大，使一切成年 

的薩摩亞人不僅能够參加家長的選舉，而且亦能參 

加國會議員的選舉。託管理事會應當向管理當局建 

議，將來全民表決期間,管理當局應當提出採行普選 

的問題，由薩摩亜人民自行決定。

七四.巴拉圭代表認爲由家長選舉的制度不是 

令人満意的辦法，不如採用基於普選的一種共同的 

選民冊爲佳。

七五. 印度代表贊同願察圃的建譲，卽"家長名 

冊之外，應當有一種非家長名冊，其中凡在家長制度 

範圍以外生活而未享受該種制度之特權或履行該種 

制度之義務的人，不問種族來歷, 都應當有權到名。" 
他又說當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候選人提出手續完備的 

提名書時，就應當採用無記名投票法進行選舉的正 

常辦法。他又述及視察園的意見，卽候選人如經其 

選區內多數家長提名便作當選論的選舉規定是獨特 

的, 並且顯然易受不當的影響及壓迫。

七六.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多數提名的選舉方 

法實際上並不如表面看來那樣的壞。這是由薩摩亞 

人以協議方法達成決定的傳統發展出來的一種程 

序，旣然如此,所以不應當輕易予以廢棄。

七七. 管理當局代表提及普選的問題，說不擬 

强迫實行人民现在未能接受的改革。

地方政府

七八.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代表認爲 

如果從人民的實赚需要着眼以求遍合於此等需要的 

地方政府機關，那就更可能在地方政府方面會有進 

展。

七九.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同意這種看法，也認 

爲這是値得很仔細考盧的。

公務員制度：訓練及任用薩摩亜人士 

擔任政府重要職位

八0 . 美國代表欣悉在相當時間內仍然可有紐 

西蘭官員充任高級行政載位，但認爲此等責任必須 

逐漸移到薩摩亜人手裏。他希望獎學金計劃將受到 

所有各方鼓勵及協助並希望竭力徵聘及訓練薩摩亞 

人充任高級職位。

八一.麵甸代表提及一九五八年期間很少薩摩 

亜人被委任去擔任高級行政職位。他希望行政當局 

將不遺餘力，加緊訓練薩摩亞人充公務員。

八二. 義大利代表歡迎紐西蘭政府所作聲明， 

卽它願意對將来的西薩摩亞國纏續供給熟練的人員 

直到有合格的薩摩亞人可用爲止，亦歡迎該政府所 

提它預備繼續德助訓練年靑的薩摩亞人擔任重要職 

位的保證。

八三.中國代表說有資格充任高級行政載位的 

薩摩亜人之缺少，是領土政府必須藉管理當局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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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協助，去努力補救的缺陷之沒有遍當人員可 

資訓練，顯著證明了中等及高等敎育有擴充的需要。

八匹1 .蘇聯代表贊成親察圃的結論，卽必須S  
速以薩摩亜人替換行政機關內的紐西蘭人員並須擬 

定及執行訓練薩摩亜官員的方案。

八五.巴拉圭代表希望當政府權力移交予薩摩 

亞人的時候將有充分數目訓練優良的薩摩亞人去替 

換紐西蘭官員擔任高級職位。

八六.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認爲目前的公務 

制度是遍當的。公務專員應實施有關公務員地位的 

條例;將來應當規定上訴辦法以管制條例的施行。他 

欣悉不久將由一薩摩亞人擔任文官制度的首長。現 

在必須迅速訓練薩摩亜人員去替換紐西蘭官員。

八七.印度代表希望管理當局不久卽將熱烈協 

助擬訂一種緊急方案訓練選拔出的薩摩亜人去宠任 

高級行政職位。

八八.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完全同意改由薩摩亞 

人充任公務人員一事必須加速進行。道事就要辦到， 

視察圃報吿書內所提及的應受訓練官員名單亦已編 

就。不過訓練及經驗可能加速到什麽程度，却有其 

限度。

八九.管理當息代表說擔任高級公務職位的海 

外官員將來當爲薩摩亞政府依據合同雇用的人員。 

他們的職位將德速由薩摩亞公民充任。

羞.經濟進展

概况及就管理事會的建議

槪 論

九0 . 除少數小工業供應當地需要而外，西薩 

摩亞的經濟完全以農業爲本，並且在生産自己生活 

所需的農產品之外，以下列三種主要商品的輸出爲 

基礎:可可、香蒸及乾挪子肉。此等農産品大鄧分是 

薩摩亜人在家長制度所有的鄉村土地上耕種用傳統 

的方法生産的。另一主要生産者是西薩摩亞信託産

業公司---------個公營事業—— 其每年利潤通常納入

西薩摩亜財庫。領土沒有可資開採的擴業資源。

九一.可可及乾挪子肉二者都受世界市場上厳 

重價格波動的影響，近年已造成了預算的困難,■-九

五七年終使幾種發展計劃因而削減。一*九五七年視 

祭領土的專家調查圉認爲領土的預算問題只是經濟 

不安定情勢的一種病瘾, 領土的基本經濟問题在增 

加生產及多方面發展生產，並認爲領土似乎有充足 

的資源，足供社會事務及加速發展之用；理事會獲悉 

上述意見之後，於第二十二届會建議採取必要措施 

依现代辦法發展土著農業及領土經濟。又塵於人口 

迅速增加,領土政治發展已達最後階段，以及其他因 

素，一切都特別指明有擬訂領土發展計劃的緊急需 

要，理事會希望在一九五七年任命經濟發展都長之 

後，不久卽可擬訂詳細的長期發展計劃。理事會希 

望地質、土壤及土地調查所得的資料可作爲擬訂發 

展計劃的有用根據。它又希望當局考慮開辦工業。

九二.下列數字表載明近年輸出農產品生産方 

面的增加情形：

—九五 59年 —九 五 七 年 —九五八年

香莲( 箱）…… 307,106 328,569 884,080
可可〔顿) • 2,422 3,076 4,029
乾挪子肉(顺） 13,664 14,325 13,731

九三.香蒸在九五八年得到了百萬錄以上 

的牧入，約當領土輸出品全部慣値的百分之三十五。 

在目前，此種農産品均蓮銷紐西蘭，但是紐西蘭是否 

能够繼續吸收此種產品，是有問題的。所以目前正 

在尋求其他市場，但是到規在尙未找着。當視祭團 

在領土內的時候，關於領土達成自洽之後能否繼續 

向紐西蘭市場推銷此種貨品一事，各方已向視察團 

表示關憂。紐西蘭當局在惠靈頓曾向驅察圃保證說 

紐西蘭政府打算繼續接受西薩摩亞蓮去的香蒸，但 

要看紐西蘭市場吸收香憲的能力，並受费濟及東加 

要求分享它fra在紐西蘭的傳統市場的限制。

九H. 可可輸出品於一九五八年獲得差不多有 

一百二十五萬镑的收入，約當全部輸出品慣値的百 

分之匹1十三。乾挪子肉輸出品價値六一八,六五九 

镑，約佔輸出品價値百分之二十二。理事會第二+  
二届會曾建議舉辦一種更換老樹的特別方案；管理 

當局於其常年報吿書內答復説信託産業公司已開始 

施行一種廣泛的挪字樹重植方案，並且說農業部已 

努力鼓勵薩摩亜籍種植人如法辦理。不幸，雖經當局 

供給品種優良的核種去幫助他們，但是他們對於 

大規模重行播種少有興趣。由農業部長擔任主席的 

乾挪子肉管理委員會自一九五八年以來,全權處理 

乾挪子肉的經營及輸出，談判海外合同，並管制由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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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乾挪子肉税集成的穩定基金，這筆基金於-*九五 

八年年底爲數計達四六三, 0 0 0 镑。乾挪子肉管 

理委員會於一九五八年一月日與Unilever有限 

公司訂了合同。

九五. 脚啡作爲一種商業農産品来説，仍然是 

在很早的發展階段，但是信託産業公司已種植了三 

二五嗽的實驗農場，並且視祭圉報告說從若千地匿 

的情形看来，只邀宜於種植軸徘。仍在實驗階段的 

其他農産品有磨梨、香料（卽肉蘇豆及胡椒）及呂宋 

麻。

九六. 從最近完成的土壤調查的結果看來，未 

開塾的土地似可容許以目前的速度繼續擴張三+年 

之久。農業生産的主要問題是改良薩摩亜農人的種 

植方法及改善佔現有農田百分之二+左右的退化田 

地。自從一九四六年以來，農業部以在各鄉村辦理 

直域生產蓮動及諮詢工作的方式，施行一種積極推 

廣服務方案，並以Avele農學院辦理的敎育工作補 

充之。此外在鳥波鲁的兩個農場辦理實驗及示範工 

作以期推進精密耕種，並計劃爲同樣目的在薩伐伊 

伊設立第三個中心。

九七.過去許多薩摩亜人都不願承認他們需要 

技術的指導；但是此次代表團獲悉農業部在這方面 

的工作現在日益得到民衆擁護, 認爲這事頗可樂觀。 

視察園希望人民對於森林保存及發展的積極方案亦 

將給予同樣的擁護，以應保護水源的緊急需要並使 

木村能骸源源供應。視察圃認爲對於在薩摩亜土地 

上發展音牧業的可能性亦應當更加注意，因爲有很 

多海拔較高的適當區域可供發展音牧業之用。

九八.增加農業出産的基本困難在於耕地過分 

分散及佔用土地的勞作者少有安全保障，因爲他們 

之佔用土地須任憑在上的家長隨意決定。現在雖然 

有修改此種制度及分散家族內土地管制權的趨勢， 

但視察團認爲化有土地的不穩定情形勢將阻止耕種 

者作任何永久的改良，並認爲應當可以採用一種估 

用制度使佔有者及其子孫只要適當的耕種土地便有 

土地權利的安全保障。傳統的土地權利制度之另一 

結果是土地佔有者在過去沒有必需的安全保障來壽 

集資本供發展之用。這種困難希望可因將來有權爲 

此種用途依據特别條件預支款項的新西薩摩亞銀行 

內設立發展部而克服一部分。理事會第二+二屆會 

塵悉爲數曰增的土著人民願意採用農場II殖方法，

曾建議採取必須步驟爲他們提供財務方面及其他方 

面的便利。

九九.視察圃塞於大多數薩摩亜生産都是小規 

模的，覺得西薩摩亞信託産業公司這樣的大農業組 

織的存在有其特別重要性。理事會第二+二廣會獲 

悉，道個公司是在一九五七年設立以接收過去的賠 

償資產管理處;該公司董事會由董事七人組成，其中 

五人爲西薩摩亞居民。公司在提出款項以5 T 2自己 

的儲傭金之後，將每年剩錄利潤（以補助金的方式） 

撥交政府。該公司由於需要聚積现款準備金,一九 

五七年未能撥付補助金，但是在下一年恢復此種辦 

法將三0 , 0 0 0 镑的數額撥交政府。親察圓說該公 

司的重要及其對西薩摩亞的價値不僅在上述的每年 

付款，更在它辦成了一五, 0 0 0 餘啦科學管理的大 

農場及畜牧地對於經濟的巨大貢獻。此種産業，作 

爲新農產品的實驗及示範中心，盡了一•種最有價値 

的職務。在一九五八年期間該公司開始實施+五年 

發展及重行種植方案，將使新的挪子農場增加二, o  
0 0 嗽，顿緋農場,墙加一, 0 0 0 敵,及可可農場增 

加五OOitiU據悉此項方案的費用不會使該公司不 

能每年向薩摩亜政府嫩納若千補助費。理事會第二 

+ 二雇會曾認爲西薩摩亞信託産業公司應當是領土 

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並作褒展規代農業技術的一 

個有價値的模範。

一0 0 .  —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期間所受到的 

財政困難雜然限制了可辦理的發展工作的數量，但 

管理當局報吿說幾種重要計劃已經完成，其中包括 

阿皮亞港的疏後及薩伐伊伊境內Salelologa之島間 

防波堤的延長。V a iv a s e塾殖區內開築公路一一這 

是理事會第二+二雇會已表示關懷的一個計劃一

會使領土能骸從道個重要計劃得到最大的益處。

一0 —. 關於發展計劃，立法大會於一九五八 

年十月通過了包括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期間的一 

種短期發展計劃，共需費用三0 0 , 0 0 0 錄。此項 

計劃規定：( 1 )政府空地五區(共約一八, 0 0 0 嗽） 

的分劃與開齋以備由挑選出的薩摩亜籍租賛土地人 

塾殖；這一種辦法的目的是鼓勵薩摩亞人向有土地 

作類似的開發;（2)農業部推廣服務及實驗工作的擴 

充 ;（3 )建築更多的支路，以補充規有的公路建築方 

案；（4)開辦工程測量以期將来終能在阿皮亜港建築 

深水停舶處並在薩伐伊伊島建築深水港一處;（5)調 

查並鼓勵二級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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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 二.上述建譲所需經費的算措辦法是向乾 

挪子肉穩定基金(依據財政權力法令規定，已向理事 

會第二+ 二届會具報）借款及由信託產業公司於一 

九五A 年期間所付補助費内提撥。視祭團據報，海 

港建設的工程測量工作已於一九五九年開始。

一0 三.視察團讀揚所建議的增加農業推廣服 

務的計劃，特別是薩伐伊伊島那裏目前只有雨個高 

級及幾個初級的外勤助理員。視察園並悉將要採取 

各種積極的措施去鼓勵工業發展，例如用減免捐租 

及其他鼓勵辦法，以及給予低息貸款。這種辦法的目 

的之一是幫助解決阿皮亞境內的就業不足問題。視 

察團認爲在應當更詳盡探究的各種可能辦法之中， 

其一便是開辦商務漁業以供給當地需要並於可能時 

以資輸出。

一0 四.可是此種計劃不能代替長期的廣泛發 

展方案，西薩摩亞無疑需要這種長期方案，因爲可使 

領土盡量善用它的財源。視察團蟹於領土及其人民 

的獨有特性，認爲任何廣泛性質的發f 方案都應當 

大體上以鼓勵及贊助當地社會進取精神爲本。理事 

會第二+ 二屆會亦曾建議研究可否在領土內應用社 

區發展原則，管理當局報告說它现正會同領土政府 

考慮辦法選擇薩摩亞人接受社區發展原則方面較正 

式的訓練。

一0 五.視察團亦認爲可參照一九五七年註冊 

的該領土第一個農業生産社所得到的經驗，對於鼓 

勵生産合作社的利益加以考慮。到現在爲止，合作 

社蓮動的發展主要是與商業及貸款有關，在一九五 

A 年的年底有三+ 三個商業合作社，三個貸款合作 

社及三個服務或輸入合作社。視察團又希望不久將 

任命一個新的合作社註冊官。理事會第二4-二届會 

亦曾希望生産合作社的發展方面將續有進展。

一0 六 . 最後視察團建議說，塵於聯合國對西 

薩摩亞所負的貴任，對於紐西蘭政府代表領土所提 

要求在拔術協助擴大方案及聯合國特別基金之下予 

以墙助的任何睛求都應當予以有利的考慮。視祭團 

所想到的是擬訂通盤發展計劃及進行特殊技術調查 

一類的計劃，其一部分費用可由國際機關支付。再 

者，如果西薩摩亞要求糧農組織派農業專家一人墙 

助擴大及加强農業部的工作，視察團希望管理當局 

會採取必要的步驟羅致一■個遁當的人員。管理當局' 
就此點表示意見說，關於視察團報告書内提及的這

類協助，西薩摩亞政府如提出請求，當局自樂予轉 

遞。 .

一0 七.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議：

理事會欣悉一九玉•八年期間领土經濟情形的改 

善，特别是乾挪子肉價格與舍襄及可可输由量之大 

量增加。它並悉立法大會己核准私步短期發展計劃。 

理事會跋爲，鉴於领土追近獨立及其人口迅速增加 

的常在問題，现在緊急需要通盤表期經濟發展計劃， 

同時西疆摩亞政府及人民作更大的努力加快經濟發 

展及多元化的速度。關於此a , 理事會表示赞同祝 

察圏的意見及建讓，並猜薩摩亞當局法意。

签於裏業现在是领土經濟的基咸，而且將來土 

概繼绩如此，理事會嘉許晨業部所做的工作，尤其是 

該部的指廣服務。它力言裏業方面的實驗及机究工 

作典裏業教育發展的重要。它希貧對於增加裏業生 

產及增種新的输出衷產品的各孩方法均子探究，同 

時亦猜注意数動儘速開辩二級工業及商務漁業等其 

他實業及發展對內對外交通的重要。

參於领土需要外來的協助，理事會歡迎管理當 

局的隊通， tfp 願意繼绩協助將来的獨立西薩摩亞 

國有更快速度的經濟發展，如果誠國希望有此種協 

助的話。理事會赞同视察圏的意見，印對於国際協 

助的各種可能性應子探究，並信對於紐西蘭政府 

代表西薩摩亞所提要求由各種聯合国枝術協助方 

案，特設基金會,辱門機闕或其他有闕国際钱闕給予 

協助的任何猜求，自必予同情的考慮。

發展充足的政府收入

一0 八.輸出商品受世界市場價格波動的影響 

已在領土預算内反映出來；一九五七年以前有一相 

當時期，每年預算内的日蓉增加的®細是由積存的 

準備金内撥款彌補。一九五七年期間,一般準備金的 

剰餘降到很低的數額，以致行政會議决定減少若干 

建設計劃的工作並儀量裁甸r 維持費用。一九五七 

年期間，西薩摩亞信託産業公司亦決定不由其一九 

五七年利潤中提出補助金徽付領土政府，所以管理 

當局遂負貴給予若干補助金去補充一九S A 年的領 

土收入。理事會第二+ 二屆會靈悉上述事實，希望 

採取必需的財政措施以便改善領土的預算情形及發 

展一種自賴自給的經濟並恢復因撑節關係暂時削減 

的各種服務及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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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 九.管理當局報告說一九五八年期間因領 

土輸出品的世界市場情形普遍均有起色，生産亦有 

大量增加，預算困難情形減輕了許多。可可及乾挪 

子肉的價格繼續上漲，對紐西蘭的香莲輸出亦增加 

了一倍以上。可是領土的貿易情形轉好及政府本身 

財政的鎭密檢討雖然使所有必需的基本社會服務在 

這一年期間能够維持，但一九五七年財政及銀行調 

查的結論仍然是正確的。由於預算情形轉好。現在 

計劃在一九五九年期間增辦發展工作的方案並已於 

一九五九年預算内撥款二四三，七0 0 錄以供此項 

方案之用。

一一0 .  —九五八年收入計達一，三0 五，0 0  
0 镑，支出達一, 0 三七, 0 0 0 镑，而一九五七年收 

入爲一，0 六三, 0 0 0 鋳，支出爲一, 二七四，0 0  
0 镑。因此該年有二六八，0 0 0 膀的盈餘,一改過 

去的轄拙情形。收入總數之中，有六一, 0 0 0 錄來 

自管理當局所給予的補助費，其中計有農業補助費 

二二, 0 0 0 镑及敎育補助費三四，0 0 0 镑。西薩 

摩亞信託產業公司從一九五八年三月三"i-一日爲止 

年度的純利之中提出補助費三0 , 0 0 0 镑缴付領 

土政府以供發展之用，但是該公司未缴款以充一九 

五八年預算。管理當局又向領土政府提供一九五九 

年財政協助共計四四，0 0 0 镑(領受獎學金的學生 

在紐西蘭受訓練及敎育一類的技術協助未計在內）。

 . 領土沒有公債。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

H-一日結算積存規款剩餘敷額之中，有一四五, 0 0  
0 镑(一九五七年爲九二, 0 0 0 镑) 投資於紐西蘭， 

三五七，0 0 0 镑(一九五七年爲一三0 , 0 0 0 镑） 

存於西薩摩亞，惠靈頓及倫敦。在戰後期間,積存現 

款盈餘總數從一九四六年的三一四，0 0 0 镑增加 

到一九五一年的七八一, 0 0 0 镑最高數額,但是一 

九五八年減低到五0  二 , 0 0 0 镑。除這種一般準備 

金而外又存有下列特別準傭金:保險準備金五五, o  
0 0 镑, 通货準備金二0 0 , 0 0 0 鏡。

二.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譲：

理事會欣悉管理當局為了減較領土的最近財政 

因難曾給子財政搞助。它又悉在本報告書所檢时的 

這一年期闕西薩摩亞信託產業公司游其利满激充领 

土政府費用，並希望此後龍够繼繞激納。理事會雜 

欺迎預算情形的轉好，認為九五七■至一九八年 

期間財政收入的黯時減少足顯示西薩摩亞需要繼 

靖增加及多方發展其输出品。

記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槪 論

法蘭西代表力言領土需要內部的經濟 

鼓勵及外來的按術及財政協助。他希望聯合國及其 

所屬的專門機關將準傭在這方面努力協助。

四.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贊助視祭團的建 

議，卽西薩摩亞政府應當考慮委派專家一人協助組 

織及鼓勵社區發展，並且贊成該團所稱鼓勵生產合 

作社很有利蓉的話。

二E .  » 甸代表欣悉西薩摩亞銀行的開幕及 

Avele農學院的成功。

一一•六 . 義大利代表軟迎紐西蘭政府的聲明， 

卽該政府打算繼續使紐西蘭爲西薩摩®大部分所産 

香薄的市場。

4七.中國代表認爲有多方發展經濟的緊急 

需要。他讚揚短期發展計劃中的鼓勵二級工業及塾 

殖政府土地的規定。他贊同視祭圃所提關於土地佔 

有實行佔用制度的建議，並希望西薩摩亞銀行內不 

久將設立發展部有權貸款與農人以充發展之用。

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 

如果未來的獨立西薩摩亞國要能够自始就有效地行 

使職權，管理當局必須盡一切的可能去改善領土的 

經濟及財政情形。領土的經濟是落後而不平衡的;它 

倚賴三種農產品，其中兩種受到極端價格波動的影 

響，第三種農産品紙向紐西蘭輸出，但紐西蘭不能吸 

收全部産品;領土內沒有工業,並且一九五八年內沒 

有建築一英里的新公路。他提及短期發展計劃已於 

一九五八年通過，但是最董要的事情是此項計劃應 

當實施。管制銀行及貸幣是主權國家的一種重大職 

權，但是新的西薩摩亜銀行的開業特許權，尤其是紐 

西蘭銀行委派的三個董事所享有的權利，將該銀行 

置於紐西蘭的支配之下。該銀行應當獨立，不受紐 

西蘭管制, 而置於西薩摩亞該管機關單獨管制之下。 

管理當局已經有大約四十年的時間去建立一種健全 

的經濟及適當的衞生及敎育制度。領土內的目前情 

形證明管理當局沒有履行憲章及託管協定規定它應 

當履行的義務。因了這種關係，管理當局現在更須 

承允以紐西蘭政府的直接財政協助及支持，舉辦一 

種經濟及社會發展方案，作爲一件緊急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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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n-九 . 巴拉圭代表獲悉乾挪子肉出産降低， 

至爲關切，並希望管理當局努力增加生産。以後數年 

期間需要管理當局方面採取有力行動去擎固經濟。 

生產的多方面發展，牲普的飼養及二級工業的與辦 

都是解决領土經濟問題的必需步驟。他希望一種宣 

傳及敎育方案會使土權制度漸漸演變。

一二0 .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力言極應迅速 

起草一種經濟發展計劃，並隨卽採取措施以満足人 

民想要有更好的社會及敎育設施的願望。他力言西 

薩摩亞需要技術及財政協助以完成其方案，特別是 

在它獨立的期間。他深信聯合國將竭盡所能經由技 

術協助方案及其所屬各專門機關協助西薩摩亞，並 

深信紐西蘭將在聯合國採取必要步驟促成其事，並' 
將答應西薩摩亜當局向它提出的協助請求。

一二一. 聯合王國代表贊同視祭園關於鼓勵社 

區廣展的建議。

一二二. 印度代表認爲除其他事情而外，應當 

採取步驟開辦家庭工業、手工業及對島上所産原料 

加工的小型工業。西薩摩亞銀行可供應貸款以充此 

種用途。他欣悉經濟計劃方面已經工作開始，但認 

爲需要有一種突擊的經濟發展方案，並深信紐西蘭 

當局將給予一切必需協助。

一二三. 管理當息特派代表說最董要的必需條 

件之一是薩摩亞人本身更深切了解需要加速發展及 

宜當計劃將来，但是這事自然也包括一點，就是必須 

雇用合格的海外人員。他懷疑薩摩亞人民沒有幫助 

就能發展商務漁業。再者，若干方面十分强烈地反 

對使用外資。他說現正認眞考慮是否能银擬訂一種 

邁當而可行的佔用地權制度。

一二四. 紐西蘭銀行是西薩摩亞銀行內有管制 

權的股東，這是完全正確的。這種情形是故意而且 

預先計割造成的，但是立法大會有充分的灌力隨時 

改變該銀行的組織法。

一二五. 管理當局代表說薩，亞在使經濟增產 

以應人口相對增加的努力過程中會遇到許多問題。 

可是領土的經濟已有可觀的發展。管理當局在過去 

四十年內曾給予補助費共九0 0 , 0 0 0 錄,並已將 

紐西蘭賠償資産管理處移交與西薩摩亞。一九五九 

年薩摩亞政府的通常收入已不止十年前的收入的一 

倍。他同意領土將從長期通盤發展計劃得到好處。過 

去十年內發展計劃大約已用了二百萬镑，並且管理

當局對於這種發展工作曾作直接及間接的捐助。管 

理當局願意繼續協助西薩摩亞達到一種更快的發展 

速度。

發展充足的政府牧入

一二六. 美國代表欣悉一九E 八年政府最終結 

算載有一筆收入剩錄款項，而且現用此款充作一九 

五九年參展方案的經費。他讀揚管理當局表示願意 

於一九五九年對領土政液繼續給予財政協助。

一二七. 比利時代表認爲薩摩亞人領袖極宜注 

意一九五七年財政及銀行調查"內所載關於需要增 

加生産的意見。

肆.社會進展 

概况及就管理事會的建議

人 權

一二八. 管理當局於其常年報告書內說人民一 

切份子都受保障，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敎，享有 

人權及基本自由。家長制度的施行雖然時時需要以 

家族的權利或意見支SB個人的意見，但薩摩亜人的 

替俗本身規定社會下暦份子對於所受待遇感到不满 

意時可自由退出而在領土的另一匿域加入他們家族 

系統的其他支系。

一二九，視察團認爲領土內尙未考慮將有關人 

權的若千條款列入薩摩亞憲法的問題。他所以建議 

憲法應當參照世界人權宣言及其他國家憲法的規定 

列入這類條款。

一三0 . 有關方面已使鹏察團知道，許多具有 

歐洲人身分的人恐怕在自治之後他們對於他們自由 

保有的或從政府或西薩摩亞信託産業公司租賈的土 

地之權利不能繼續享受安全保障。視祭團在與薩摩 

亞人領袖談話之中聽到保證說此種恐懼是毫無根據 

的。視祭團離開領土之後不久，獲悉國務會譲經自 

治問題工作委員會同意之後發出下列聲明：

"依法在西薩摩亜獲得的土地權及其他財

産權將繼續受到尊董。規擬於西薩摩亞憲法內

列入適當條款如此規定。這種規定遍用於社區

所有各都份人士的土地權及財產權。"

一三視察園認爲憲法內列入私有財產除爲 

公共利益並依法律規定給與公平補償而外，不得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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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一般保證，連同上述的聲明，當可使社區所有 

各部份人士在這方面獲得一種遍當而完全的保證。 

管理當局大體上贊同視察團所提出關於人權問題的 

意見。

A三二.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邁過下開結論及

建議:

理事會赞成視察固所表示闕於保降人權的意  

見，並希望西疆摩亞恶法内為此目的列入的條救將 

以世界人權宣言為单則。理事會欣悉国務會議經每 

:•台問題工作委 1 會同意之後發出榮明，云擬於西薩 

摩亞息法内列入條敦，难保依法搜得之土地權及其 

他財產權繼绩受到尊重。

*公共衞生

一三三. 一九五八年領土內用於公共衞生的政 

府支出11■達一九一, 0 0 0 镑,而一九五七年爲二一 

五, 0 0 0 镑，一九五六年爲二三0 , 0 0 0 镑。

一三四. 在所檢討的這一年期間，完全合格的 

醫士職員，除衞生主任而外，計有外科專家一人及醫 

官二人，其中一人爲阿皮亞醫院的院長。有一個當 

地出生的人已在紐西蘭完成訓練，於一九五九年披 

任命爲醫官。薩摩亞籍醫士的數目仍然爲四十三人， 

高級護士敷目仍然爲十一人；現有當地訓練的護士 

六+ 八人（一九五七年爲九十四人），護士助理十八 

人（一九五七年爲二十五人）及試驗室助理六人（一 

九五七年爲八人）。這一年期間在受訓練的護士數目 

爲一二 0 人，而一九五七年爲一四0 人。

一三五. 理事會第二+二屆會承認必需的嚴厲 

撑節影響了衞生服務，希望衞生部的全部工作可迅 

速恢復並進而發展及改進對領土人民提供的衞生服 

務。理事會深信訓練薩摩亞籍醫務人員的方案將繼 

續發展。

一三六. 結核病是領土內的主要公共衞生問 

題。視察團報告說一個重要的結核病控制計劃將於 

一九六0 年由世界衛生組織參加舉辦。

一S 七.視察園牧到薩摩亞籍醫士提出的請願 

書一件，請求更進一步的醫士專門訓練及更多的醫 

官在西薩摩亜工作。

一三八. 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欣悉由世界衛生組織協助舉辦的菩狀臉 &控制道動的成功及一九六 0 年計剑舉辦控制錄核

病的運動。‘參於醫藥及街生便利的提供方面雜热有 

佳得逢意的進步，但是仍趙需要遣" -步的振充。理事 

會備悉世界術生組威提出的意見及建議（T/J433'), 
i i 猜營理當局及領土政府>£意，潔信他們將予绩密 

考慮，特别重视剑辣薩摩亞籍醫務人員方案的繼綠 

及增強。

婦女地位

一三九. 管理當局於其一九五八年報告書內云 

現已依西薩摩亞政府請求代表講政府並批准了已婚 

婦女國籍問题公約。該公約於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 

曰生效。

一四0 . 依照習俗，婦女雖然被認爲是有資格 

享有任何重要性的載銜，但事實上她們罕有當選爲 

家長的。有組織的婦女園體在薩摩亞社會中化有公 

認而受敬重的地位。在差不多所有鄉村內，，婦女委 

員會在公共衞生與產婦及兒童福利方面是有慣値的 

輔助組織。在許多區域內，她們在地方性質的事務 

方面對於當地首長有一種有力的影響。領土內有一 

中央婦女委員會，由所有各村委員會所派代表組成， 

每年舉行會議兩次。

一西一. 理事會第二十四雇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備悉薩摩亞籍婚女在公共衡生、教育及 

其他方面所做成猜變然的工作,並深信她們在领土 

国民生活中將擔任種日益重要的任務。

勞 工

一四二. 因家族制度的關係。薩摩匪人分享家 

族土地的出產，並且總是能够囘家去務農。他們無 

須有直接金錢報酬的職業就能過活，所以具有相當 

的獨立及談判力量。領土內大約有七, 0 0 0 人可 

歸入工資及薪棒階級,其中大槪有六, 0 0 0 人爲薩 

摩匪人。他們至少有一半是由政府或西薩摩亞信託 

產業公司雇用擔任各級的技術工作。

一四三. 一九五七年工資會譲法令使高級專員 

於認爲沒有適當機構存在足資有效管制某一工人及 

雇主羣體內的薪時，卽可下令設立工資調查會譲 

及委員會。此種調查會議及委員會有權向高級專員 

建議薪給數額,以工資命令公佈之。

一四四. 理事會第二+二盾會， 塵悉就業而受 

薪棒及工資報酬的人爲數日增，並悉工資會議法令. 
之訂立已使基本勞工立法有一開端，希望不久將繼 

續訂立有關就業條件及工人賠償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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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K五，管理當局於其一九五八年常年報告書 

巧說到現在爲止尙未依據工資會議法令設立調查會 

議或委員會。管理當局於得到西薩摩亞政麻同意之 

後，現正起草基本勞工法以備提請領土政麻核准。

一四六. 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議：

理事會借悉管理當局所建議闕;就業條件及工 

人赔常法律有關的若干原則己經西疆摩亞政府核 

准，並悉管理當局己得後者同意，现正起草此種法 

律。理事會隶查第二十二在會所通遇闕於此項問題 

的建議，希望建讓的法律不久印將訂立。

就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兄

人 權

一四七.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讚揚國務會議所發 

有關保障土地及財產權的聲明。他完全贊助視察團 

關於人權的建議。

一四八. 澳大利亞代表說薩摩亞人無疑願意在 

促進人權尊重方面立一榜樣，因人權尊重是憲章原 

則及國際託管制度目的之一。

公共衛生

一四九. 美國代表促請管理當局與西薩摩亞政 

麻集中力量全面改進公共衞生及醫藥服務。

一五0 .  I®甸代表對於因經費短細關係已將若 

干衞生服務剑減一事引爲遺憾。

一五一. 中國代表說，因經濟恢復的結果，現在 

應當可撥更多的經費去發展醫藥及衞生事務。

一五二.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一 

九五八年期間公共衞生方面情形頗見退步。經費減 

少四0 , 0 0 0 镑的結果，使醫務人員亦因而裁減。 

雖然有急迫的需要, 醫院設備並未增加;甚至沒有足 

被的床位去收容最危急的病人：舉例來說，結核病的 

迅速蔓延可能是由於大量受傳染的人不能往院。再 

者，管理當局沒有作必需的努力去訓練薩摩亞籍醫 

務人員。託管理事會應當建議管理當局給予直接的 

財政協助並於餘下的託管期間作最大的努力去改進 

公共衛生事務。

一五三. 巴拉圭代表說衞生方面待做的事仍然 

很多。阿皮亞醫院建築的一鄧份應當改建。

一五四. 印度代表希望衞生鄧長的任命會鼓勵 

醫藥及衞生便利進一步的擴充。

勞 工

一五五. 蘇聯代表說，工資階級的人數雜然每 

年都在增加,但是領土內仍然沒有勞工法，亦沒有社 

會安全保障制度。他認爲家族的協助不能被認爲是 

社會安全保障的一種遍當代替。

伍.教育進展

板况及記管理事會的建議

一五六. 除一九二一年薩摩亞法令中有一條款 

云政麻應設立學校而外，領土巧沒有關於敎育的條 

例。規已編就一種敎育法草案，但遲延未經提出。

一五七. 一九五八年公立學校制度之下有下列 

.各種學校：

( a ) 九十七所鄉村學校（一九五七年爲一0 七 

所) 辦理六年初等敎育。一九五八年初，爲了節省經 

費，六對鄰接的學校實行合併，並有三所停辦。鄉村 

學校有薩摩亞籍敎員四二一人擔任敎載，其中大多 

數敎員持有師範學校證書。

( b ) 十所區立學校(一九五七年爲十所)辦理兩 

年的後期初等敎育。一九五九年又開辦一所學校。此 

等學校由最稱職的薩摩亞籍敎員擔任敎職，並從各 

鄉村學校吸收優秀學生升學。一九五九年各區立學 

校註冊學生人敷計有七六三人，而一九五八年有五 

一0 人，一九五七年有六六0 人。敎員人數爲二+  
七人。

( C ) 都市幼雅及初等學校，爲居住在阿皮亞的 

薩摩亞籍及歐籍兒董設有全部初級課程。

( d ) 兩所往宿學校，在 Avele (烏波鲁) 及Vai- 
pouli (薩伐伊伊）。A vele學校現正發展爲一所區 

域農業書院，在農業主任的控制之下,設有合併普通 

敎育及農藝實際訓練的三年課程。規正考慮將Vai- 
pouli學校改爲薩伐伊伊中等學校的可能性。

( e ) 薩摩亞書院，唯一的公立中等學棱,一九五 

九年中學郁註冊學生有二三0 人，而一九五八年有 

一•九六人，一九五七年有一八一"人，一•九五六年有一* 
五0 人。薩摩亞書院設有四年中學課程，修完後可 

參加紐西蘭學校證書考試。一九五八年參加考試學 

生十二人中，三人及格，三人備取（一九五七年五人 

中有兩人及格）;主要的困難是在英文學智。薩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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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亦有一個大規模的小學部，設有優秀薩摩亞籍 一五八. 五個不同的敎會(倫敦傳道社、羅馬夭

學生速成課程。 主敎會、美以美會、安息復臨會及末世璧徒會）辦四

( f ) 兩所載業訓練學校。師範學校設有兩年課十所初等學校（一九五七年爲三十三所)，六所中等 

程(一九五八年由三年減爲雨年) 訓練由小學最高班學校 , 一所職業學校及雨所神學院，以及大約二八九 

次選錄的學生一二六人（一九五八年爲一三三人）。 個聖經班或敎義班。

一九五八年師範學校畢業學生計七十二人。此外有 一五九. 下表載列過去四年期間公立學校及敎

護士訓練學校一所。 會學校的學生人敷：

一九五六年 一九五七年 —九 五 ― 九 五 九 年

小學  中學 小學  中學 小學  中學 小學  中學

公立學校

男生.… 9,572 85 9,178 103 7,492 154 -  199
女生…… 9,454 _ 71 9,279 _85 7,143 _99 -  ^

共計 19,026 156 18,457 188 14,635 253 16,093 300

敎會學校

男生…… 3,617 126 3,521 116 3,994 176 4,523 275
女生…… 3,469 3,243 3,651 m  4,082 m

共計 7,086 190 6,764 214 7,645 361 8,605 573

- •九五八年領土內學齢兒量（由六歲到十四歲）人數 一六三. 管理當局於其常年報告書內說敎育法

估計爲二六，七四九人。這個年齢範圍內的入學兒 草案雖然已編就，但行政會譲須待一些時候卞能够

重數目雜然沒有統計，而在同一年內初等學校註冊 向立法會議提出。各方都承認敎育服務宜予擴大，唯

學生總數爲二二，二八0 人，其中一,六四六人年齢 擴大的速度須舰領土預算負擔一種更費錢的制度的

在十五歲以上。 能力爲定。財政困難使領土不能早日採行免費强迫

一六0 . 領土內沒有高等敎育機關。一九五八 敎育。規已另撥經費以充發展Avele農業學校之用》

年(如同一九五七年一樣)在由管理當局負擔全部費 並且薩摩亞書院現在爲從各區立學校來的最優秀學

用的獎學金計劃之下，公費派送學生前往紐西蘭受 生辦有到第六級爲止的中等敎育。管理當局繼續負

高等及職業敎育，以及在若干情形下受中等敎育。 一 擔目前在紐西蘭的獎學金學生的敎育費用；領土政 

九五A 年有領獎學金的學生七十三名，其中-卜七名 府亦於一九五九年向在紐西蘭受法律及工程訓練的

受高等敎育，十九名受各種職業訓練。薩摩亞政府 薩摩亞人二名頒發全獎學金，並補助學徒二人的訓

於一九五八年頒發一名新的獎學金，一九五九年頒 練費用。薩摩亞學生數名已領獲到紐西蘭以外的大

發四名。 學求學的獎學金。

一六一. 一九五八年敎育經費支出計達二二 一六四. 視察圃表示意見說，就一個不久將自

二，八一0 镑，（一九五七年爲二五一, 0 0 0 錄，一治或獨立的領土而言，薩摩亞的敎育情形不是令人 

九五六年爲二三六, 0 0 0 镑)。這個數額之中有三 i t 意的。一部份因爲財政支細，所計劃的擴大沒有

四，0 0 0 鋳爲紐西蘭政府給與的補助費。 實现；由於立法大會創減經費,入學兒量的數目因而

一六二. 託管理事會第二十二屆會表示希望基大爲減少。不過管理當局隨後通知託管理事會說，財 

本敎育法於不久的將來卽可訂立。理事會蠻於該領政情形改善之後，敎育服務有把握可望董行繼續不 

土因預算關係創減敎育經費，它認爲敎育服務必須 斷地擴充。

擴大。它董述過去關於採行免費及强迫初等敎育的 一六五. 視祭園雖然認爲求建立强迫初等敎育

建議，並希望採取遍當的措施擴大薩摩亞人受中等 的努力不應當放棄，但認爲發展中等敎育及職業訓

教育及高等敎育的機會。最後它力言極應訓練法律 練甚至更屬重要。否則薩摩亜將無限期地仍然依賴

方面及純粹與應用科學方面的專人卞。 外籍官員及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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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六. 依親察圃的意見，鐘摩亞書院値得很 

特别的支持。該書院中學部所收學生人數應當大爲 

增加，但是必須先改進各區立學校的標準然後該書 

院卞能取消附設辦理完善的小學部。薩摩亞書院學 

生寄宿舍的建築不應當再行延遲，因爲紙有如此卞 

能够造成學習英文的適當環境。

一六七. 視察圉在領土內聽說如果從紐西蘭多 

借調敎員二人，那末在取得紐西蘭大學入學證書以 

後所需的一年或雨年的敎育可在薩摩亞書院完成。 

視察園認爲將薩摩亞書院發展成爲一個完全的中等

. 學校準傭學生升入大學一事應予推進，雜然這不應 

當使一部份薩摩亞人不能繼續有在紐西蘭進中等學 

校的便利。視察圃深信擬辦的薩伐伊伊中等學梭可 

於一九六0 年開辦。

一六八. 視祭圃認爲Avele農業學校是一個極 

有價値的敎育機關。與薩摩亜政府平均分擔該校費 

用的管理當局通知視察團說，薩摩亞立法會議已將 

本年該政府協款由七, 0 0 0 錄減至六, 0 0 0 錄。 

因爲這可能對於這個很有用的敎育機關前途有極不 

幸的影響，視察園深信薩摩亞當局將考慮其立場。它 

又希望對於該校校長所提課程內應當增設第H年純 

粹農業學科的建議予以鎭密考慮。

一六九. 視察團認爲現在應當不遺餘力改進所 

有各學校的敎學素質。所以師範學校顯然需要更多 

的敎學人員。

一七0 . 小學生有三分之一以上,後期小學生 

有三分之二以上都進敎會學梭。塵於官方對敎會學 

梭未加管制並且不同的敎育工作人員團體之間缺乏 

共同努力精肿，視察園建議應當設立一個敎育諮詢 

委員會，由公立及敎會學校從事行政及敎學的敎育 

家以及領土內關懷敎育的著名人士組成，就與敎育 

有關的一切事項向西薩摩亞政府提供諮詢意見。該 

委員會的第一件任務或許是檢討敎育政策，這似乎 

是緊急需要辦理的事;爲了此種目的,可遍當地請外 

方專家一人參加委員會。此外亦須要由政府方面視 

察各教會學校並需要敎育部與有關各校之間商議訂 

定此種學校的课程。

一七一. 視察團表示深信薩摩亞當局將竭盡能 

力繼續支持及發展領土內的敎育。在目前，薩摩亜 

立法機關必須尋求並核撥必需的經費去支持並擴大 

學校制度。視察圃認爲地方自發的進取精神可比過

去發生一種甚至更重要的作用。璧於各地方社區自 

動建築及維持學校，業已盡力甚多，視祭圃建議說， 

到敎育逐漸發展的時候，各區域可能認爲較好一點 

的辦法是至少以募集款項方法去作爲貢獻的一部 

份，並在地方管制之下使用。視察團希望各方注慧 

是否可將初等敎育方面的財政責任移交一點予地方 

敎育局或其他遍當的地方當局。

一七二. 親察園雖然因此承認薩摩匪人對於他 

們自己領土內的敎育發展負有主要的責任，但認爲 

因他們的有限資源業已有百分之二+ 左右充作敎育 

用途，薩摩亞人在最近將来不會單由他們自己努力 

而無援助就能科正一切缺陷。璧於管理當局已經對 

薩摩亞敎育給與重要的財政協助，視察圃認爲它會 

感覺到有一種特別的責任繼續給予這種協助，而且 

甚至給予更多的敎育協助與薩摩亜卽在達成自洽和 

獨立之後亦不斷輕。在與薩摩亜及紐西蘭雨地的敎 

育官員討論之後，視察團向紐西蘭政府建議當局至 

少可算集以後數年經費的下列具體步驟:（a)普通獎 

學金方案雖然應當由紐西蘭協助繼續進行，而同時 

應當舉辦一種突擊方案選拔薩摩亞人受公共行政訓 

練及提高普通敎育，以期儘可能從速由薩摩亞人充 

任現在由紐西蘭調用官員擔任的重要公務職位。並 

建議由西薩摩亞政府編製此種職位的一覽表，毋得 

遲延;（b)薩摩亞書院的寄宿舍應當建築並應當由紐 

西蘭聘請必需增加的敎員以便該書院可於一九六0  
年開始其擴大職務，敎授大學入學程度的課程；（C) 
師範學枚應當由紐西蘭增聘敎員二名；(d)並應由紙 

西蘭增派區立學校校長數人。

- 七三.紐西蘭政府通知親察團說它預備在過 

渡期間及薩摩亜達成獨立後最初幾年對薩摩亞敎育 

繼續給予協助。這種保證嗣後經管理當局在託管理 

事會第二+ H 屆會期間予以證實。視察圃認爲沒有 

其他辦法能够如此有效地對領土的眞正獨立予以協 

助。視察園所建議的協助可能辦法(紐西蘭如果給予 

這種協助，那就顯須視作紐西蘭對西薩摩亞的資本 

及技術協助的主要方式)當於紐西蘭教育主任Mr. 
Beeby不日前來領土視察並與薩摩亞人討論敎育計 

劃之後，密切而同情地加以考慮。

一七H . 視察圃雜然深知紐西蘭在西薩摩亞敎 

育發展方面業已辦理的各種工作的價値，而同時認 

爲依照此等辦法繼續給予協助在以後託管結束前後 

的幾年期間對於領土能够有很特別的好處。它並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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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聯合國、各專pg機關及各會員國都預傭於可能時 

給予此種便利以助西薩摩匪學生的高等敎育。

，七五. 理事會第二十四屆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議:

暴悉视察圏提出意見説教育為薩摩亞人民當前 

要務，理事會赞成祝察固的建議，特别是闕於擴大中 

等教育及職業訓練傳領土不致鼻限期体频海外官員 

及技術人員的建議。理事會力言需要完成薩摩亞書 

院的建蕃，並需要供給该書院以必需增加的合格教 

.員以便它能•够僮可能從速開德教授大學入學報度課 

程的擴大任務。理事會並認為極應由管理當局協助 

去繼绩辦理並加強焚學金計劃。關於相等教育，理 

事會希望各區的地方自發造取精神可比遇去發生更 

重要的作用。

理事會歡迎紅西闕政府命祝察圏提出的保發， 

tfp它將密切而同情地巧究在遇渡期間及西薩摩亞連 

成销立後最相幾年内對西鍾摩亞教育發展繼續給予 

直接及間接榻r助的可能性。 備悉此種協助可能探 

取的方式將參照紅西闕教育主任现正在编裝的闕於 

領土教育需要的報告書，予以考慮。

理事會希望由政府及教會學校雙方教育家所組 

成的教育祐狗委員會不久將在领土内設立。它察悉 

教育部與教會之闕的接觸日益频繁，至爲欣慰，而且 

它希望不久將開始探行视察教會學校的制度。

記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一七六. 法蘭西代表說西薩摩亜沒有財政資源 

去満足它的一切敎育需要，尤其是中等及高等敎育 

方面的需要。他認爲領土於獨立之後很久仍將需要 

這方面的協助。他建議說英文有欠流利不應當是薩 

摩亜學生入紐西蘭大學的一種障礙，但他們的英文 

程度須能隨班聽課。

一七七.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認爲敎育方面的缺 

陷很多，尤其是因爲領土不久將獲得獨立。他力言 

極應有一種遍當的敎育制度去支持並促進領土所有 

各方面的發展，並力請管理當局及西薩摩亞政府竭 

力增加和擴大敎育便利。

一七7\.縮甸代表對於因財政支細的理由停辦 

學校並解雇敎員約一百人的事，引爲遺憾。他力言 

民主國家一切事務的遍當進行都需要敎育，並希望

在以後各年紐西蘭及西薩摩亜政府都特別注意敎 

育。

一七九. 義大利代表亦與視察團一樣遍欲見到 

該領土擴大中等及職業敎育，並欣悉紐西蘭政府預 

備對薩摩亞人繼續給予協助以期達到道種目的。

一八0 . 中國代表讚揚管理當局之願意在過渡 

期間及在領土自治的早期對敎育提供更大規模的協 

助。他希望Mr. Beeby卽將前來領土視察的結果會 

促使採行一種發展敎育便利的長期計劃。

一八一.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贊同 

願祭圃的意見，也認爲敎育情形不能令人溝意，尤其 

是豐於獨立之期已經迫近。敎育經費支出及學生人 

數二者在過去三年期間均見減少。六歲至十四歲的 

兒重大約有三分之一沒有進學校；而且據報紙報導 

至少有學生三,000人因缺乏枝舍或缺乏敎師沒 

有進學校：這是紐西蘭管理四4-年之後的情形。一 

九五八年期間, 公立學梭敎麻及小學梭的數目反見 

減少，並且一大都份的學生是在敎會學校求學，而敎 

會學校不受政府管制並且有一半以上的敎麻未具有 

必需的資格。在鄉村中，敎學標準極低，並且如果當 

地人民不#i 維持學校，便將學梭停辦。託管理事會 

應當建議管理當局给予直搂財政協助並於餘下的託 

管期間盡最大努力去改進西薩摩亜的敎育制度。

一八二. 巴拉圭代表認爲管理當局在敎育方面 

已作了一種値得注意的努力。不過，訓練及敎育薩 

摩亞人去負擔新的政府責任需要擴大敎育制度。他 

欣悉Avele農業學枚的辦理情形。

一八三. 大不列顏及北爱爾蘭聯合王國代表說 

該國代表團欣悉敎育特派圃不久將視祭該領土，就 

改進薩摩亞敎育可採取的進一步辦法提具報告r 並 

且領土內敎育家舉行的一次會譲已建譲設立敎育 

絡詢委員會，其中並由各敎會派譲定數額的代表參 

加。他希望有可能成立一種專門職業協會，將從領 

土境內外来的敎員團結起來。

一八四.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認爲在敎育方 

面應當作更大的努力。除其他事情而外，Avele學 

梭應當擴大成爲一個大學預備敎育機關，並且應當 

在薩伐伊伊開辦一所中等學校。

一八五. 印度代表說因爲實際上領土全部成年 

人民在某種程度內都識字，所以有開始實打普遍免 

費强迫敎育的一種良好基礎。他欣悉管理當局與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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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亞政府打算在很近的將來於若千區域內試驗實行 

此種步驟。他力言需要將敎會學校置於遁當的政麻 

管制措施之下。

一八六.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不同意六歲至十四 

歲兒重有三分之一未進學校的說法。他認爲三, o  
0 0人這個數目較爲接近事實。他說，規在就應當 

與各敎會進行敎育合作無須等待法律手續的建議， 

値得鎭密考慮。對於純粹語言能力應當作爲技術訓 

練方面的一種次要考慮的建議, 亦將予以縫密注意。 

他向理事會保證說，對於增加紐西蘭所提供及聯合 

國主持下的獎學金名額的一切辦法, 當均予探究。

一八七. 管理當局代表說，大鄧份因歴史因素 

的結果，領土敎育進展顏然不平均。紐西蘭政府獎 

學金計劃現在開始表現出效果，因爲在實行這種計 

劃的最初各年，兒量須送往紐西蘭受小學敎育。在 

以後的五六年內，西薩摩亞將開始更充分地得到此 

種計劃的益處，並且這應當大可減輕目前缺少很合 

格的當地敎員的缺點。對於西薩摩亞應當在這個最 

重要的方面給予緊急德助並且對於中等、技衛及高 

等敎育—— 包括薩摩亞書院的完成及獎學金便利的 

擴大—— 應予特別注意，這似乎是大家意見一政的 

事。

陸.託管目的之達成 

概况及記管理事會的建議

一八八. 大會於各屆會所通過的決議案內- 已 

請管理當局就完成所採取或計劃採取求達領土自治 

或獨i t的各種措施所需的時間，提出估計，其中均須 

包括過渡目標日期及達成最後目的0#限二者。

一八九. 管理當局在向託管理事會第二+二雇 

會提出的備忘錄7中說,計及西薩摩亞已達到的參展 

階段及憲政發展的速度，並經與領土政府商議之後， 

它所得到的緯論是在以後數年之內必須請聯合國有 

關機關考慮結束西薩摩亞託管德定。璧於此項備忘 

錄，理事會希望經管理當局、領土居民舆聯合國之間 

商議的結果，可以决定達成託管制度最後目的之時 

間及辦法。

一九0 . 視祭圃因此特別注意這件事情，曾與 

紐西蘭當局以及薩摩亞領袖及代表兩方面商談。上

文已提及過，西薩摩55政府與紐西蘭政府之間已達 

成摄譲於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或該日前後採行內閣 

政洽譲這種制度在過渡期間實行。此後，視祭圃認 

爲現在領土內討論的公民法及選舉法應當及時通過 

以便作爲一九六0 年立法大會議員下次選舉編製選 

民名冊的根據。同時，向立法大會提具報告的自洽 

問題工作委員會將繼續編製憲法草案以備向第二屆 

憲政大會提出。

一九一. 視祭圃說，在該圃停留期間，已達到有 

關自治之最後達成的雨個重要決定。第一個是最高 

族長與立法大會聯席會議所通過的決議案認可一九 

五四年憲政大會所表示將來的西薩摩亞國與紐西蘭 

之間訂立友好條約的願望。8此種條約的條款雖然將 

在託管協定満期以前予以審議，但條約的核准將在 

满期以後，以便當事雙方具有平等地位。關於條約 

的詳細規定尙未與紐西蘭政府詳細討論，但薩摩亜 

人認爲其中® 應當論及外交與國防。其他方面的合 

作將以協定另行規定。管理當局曾向託管理事會第 

二+四届會强調說西薩摩亞之達成獨立絶不是以該 

領土與紐西蘭練結友好條約爲條件。管理當局以已 

知的薩摩亞人的願望爲其意見的根據，推測此種條 

約將爲一個很簡短的文件:承認西薩摩亜的獨立：•宣 

佈雨國之間的親善，及規定西薩摩亞對外關係中除 

關於譲定應由西薩摩匪處理的事項而外由紐西蘭代 

辦外交的辦法。同時推測紐西蘭與西薩摩亜之間將 

就與西薩摩亜有關的外交事務舉行絡商。再者，此種 

條約將爲獨立國家之間的條約，因此可由當事國之 

一方經過規定的通知期間之後宣告終止。紐西蘭政 

府未能就國防辦法徵詢薩摩亜人的意見，該政府目 

前認爲或許毋須在條約內作關於此點的具體規定。 

西薩摩亜除非願意，不作紐西蘭所綿結任何防衞聯 

盟的當事國，並且亦沒有打算規定在西薩摩亞設立 

根據地或在那裏駐紫紐西蘭軍險。

一九二. 視祭圃所提及的第二個決定是關於確 

保獨立依照與人民自由表示願望相合的條件達成的 

程序。在立法大會各譲員徵詢選民的意見之後，最 

高族長與立法大會聯席會議通過一決議案（視祭圃 

相信是一致通過的) 建議應舉行全民表決，凡 

歲以上的人都應當參加投票，以決定西薩摩亞人民 

是否同意結束託管協定及訂立憲政大會所提議的憲

« 參閱決議案五£ ：八( 六) 、七五二( 八) . 八五八(九)、九 

四六(十),一 0 六四(十一)及•-二0 七(十二)。
■> T /1387。

«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十届會，補編第四號（A /2933) 
第一九0 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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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與紐西蘭的友好條約。視察園指出爲什麽全民 

表决應當由成年人普遍參加，有雨種理由：第一西薩 

摩亞選民是以家長爲眶，及第二在不遠的將來實行 

自洽一事Sff然由傳統的領袖及選舉的代表提出說是 

西薩摩亞人民的緊急願望，在所11察的各區內®有 

一區例外，然而關於此事的舆論不是完全一政的。管 

理當局隨後通知託管理事會說它將與聯合國及薩摩 

亞當局充分合作作必要的安排以便在聯合國監督之 

下舉行全民表決。

一九三. 紐西蘭政府向視察團解釋說在對於所 

建議的內閣政治制度的成功能钩加以測量以前，西 

薩摩亞達成自治或獨立的任何明確的時間表必須是 

暫定的，可能需加修正。有了這種誘解之後,紐西蘭 

政府向視察園提出下列暫定時間表。一九E 九年制 

訂公民法及採行內閣政制之後，將請託管理事會一 

九六0 年夏季雇會建議西薩摩亞問題應列入大會第 

十五屆會譲程。在此期間的幾個月，立法大會議員 

的選舉將依據公民法舉行並且隨後卽舉行憲政大 

會。屆時將請大會第十五屆會擬訂辦法監督將於一 

九六一年初在西薩摩亞舉行的全民表决。全民表決 

專員報吿書將由託管理事會於一九六一年夏季予以 

審查，屆時當請理事會向大會提具關於結束託管協 

定的建譲。這將使大會能在第十六屆會採取遍當行 

動並且決定各方同意的結束協定日期。視察圃知道 

道個尙未與薩摩亞當局討論過的暫定時間表是以每 

一階段均將維持満意的進展爲前提。它希望依照所 

提議的辦法訂定的時間表將使一切有關方面满意。 

管理當局向託管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保證說，此項 

時間表雖然可能參照管理當局與薩摩亞當局繼續討 

論的結果並視進展的情形加以修改，但將竭力促成 

薩摩亞獨立而毋遲延。

，九四. 理事會第二十四屆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議:

理事會察悉管理當所作隊述云西薩摩亞就管 

目的爲獨立，至爲滿意。它ji悉最高族表與立法會 

議議員最近雜己正式申述他們與紐西闕訂立友好條 

約的願望，但在领土速成獨立以前這種條约不會释 

結。理事會歡迎營理當爲復提保i登云，西疆摩亞的 

獨立绝不是以此種條約的時结或任何其他罔素為條 

许。

黎於領土是在迅速接近種可以討論結束記營 

協定問題的發展階段，理事會歡迎最高族表與立法

大會議員所通遇的決議素，其中建議應當舉行全民 

表決，凡年齡在二十一康以上的人都參加投票， 叫西 

薩摩亞人民決定他們是否同意结束就管協定及制iT 
所建議的墓法及西紐友好條約。理事會飘為在聯合 

国藍督之下舉行此種全民表決是雄定聯合國蒸章第 

七十六條(在)款内所规定的人民自由表示之願望的 

一種適當辦法，益認爲全民表決中所提間題的难定 

方式應當由大會於適當時闕子以赛議。

理，會义输悉管理當局所提出闕於•使西薩摩亞 

達成獨立尚待採取的必需步骤的射定時間表。理事 

會明綠此項時間表尚未曾與薩摩亞當局詳细計論， 

並且可能參照這種討論的結果及領土造展的情形加 

以修改， 兹表示赞成此項時間表的、大體辦法並银為 

此表提供了西薩摩亞達成就管目的之圓滿基咸。

理事會欣悉管理當局振取行動具教規定早期各 

遇渡階段目標並附督定的完成日期及規定在^^^管領 

土政治發展方面完成此等目標，J1認爲這孩行動完 

全符合大會決讓素一二七四（十三）第二段的文字及 

精神與理事會本身遇去關於此項問題的建議。它猜 

許管理當馬在每一陌段與疆摩亞人民链商遂步造行 

求達薩摩亞獨立的作風。

就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一九五. 法蘭西代表認爲管理當局所建議的時 

間表是合理的。他說薩摩亜人承認應當有人民普遍 

有權參加的全民表決去決定廢除託管協定，頒佈所 

建議的憲法及與紐西蘭訂立友好條約等問題，已表 

現了偉大的智慧。

一九六.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深信現已採取或已 

計劃各種必需的步驟使西薩摩亞人民能夠於一九六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順利而有效率地負擔獨立的責 

任。他欣悉西薩摩亞與紐西蘭之間的未來關係將爲 

獨立之後當事雙方具有平等地位時綺結的友好條約 

的主題。他獲悉最高族長與立法大會議員所通過關 

於舉行全民表決的決議案，特感興趣。

一九七. 編甸代表懷疑與紐西蘭友好條約有關 

的問题是否應當包括入如所建議的全民表決。他睛 

管理當局更確定地陳述其關於國防及外交事務方面 

將來辦法的意見。

一九八. 比利時代表深信管理當局業已採取的 

捨施及它與薩摩亞人民商定在最近將來計劃採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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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將有效地達成憲章所定託管制度的目的。他認 

爲西薩摩亞與紐西蘭之間的未來關係，無論其對西 

薩摩亞的前途而言是如何董要，却不是應當由託管 

理事會檢討以確定託管目的是否達成的一個問题。 

如管理當局已說過的，此項條約將爲獨立主權國家 

之間婦結的條約。

一九九. 義大利代表視賀管理當局及薩摩亞領 

袖雙方爲轉移政府責任及結束託管所作面面顧到考 

慮周密的計劃。

二0 0 . 中國代表竭力贊助管理當局所提憲政 

大會應當於一九六0 年選舉之後舉行的意見。關於 

西薩摩亜飲與紐西蘭訂立友好條約的願望，他蟹於 

雨國之間本來關係極好，互相親善，認爲這是極其自 

然的事。紐西蘭代表的陳述已表明它並未打算對西 

薩摩亞保留任何權力，並且對於這個未来國家的獨 

立不會有所限制。

二0 — . 海地代表說，如果依憲章規定領土管 

理本身事務的能力是託管的最後目的，這種能力本 

身就是達成獨立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他所以在衡量 

領土目前及未來的行政能力時不能不有若干疑慮， 

因爲各方已承認領土在不能確定的期間之內不會能 

夠满足其司法、敎育、公共衞生及許多其他重要方面 

的需要。這是一種殊堪遺憾的情形。不過，西薩摩 

亞的經濟資源，如經遍當發展,是足以確保其生存能 

力的。

二0 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提及 

管理當局在其有關西薩摩亞的一切正式文件中紙說 

到達成自治，並且說他不同意紐西蘭代表所云這就 

是獨立。管理當局應當明白地說西薩摩亞將於一九 

六0 年達成完全而無限制的獨立。關於這點，他認 

爲强使西薩摩亞接受所建議的友好條約是違反聯合 

國憲章的，因爲這甚至在該領土達成獨立以前就對 

領土的獨立加以限制。他認爲與西薩摩亞訂立任何 

德定的起草工作應當抵至領土成爲完全獨立的主權 

國家以後。他提及紐西蘭代表的陳述云，紐西蘭不 

擬將西薩摩亞捲入它所參加的軍事集團，並云它擬 

不在西薩摩亞領土建立軍事根據地或駐紫軍除。不 

過，他亦從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九日紐西蘭政府備忘 

錄得知所謂友好協定將規定西薩摩亞各機關權力授 

移他方反外交、國防、銀行及貧幣一類事項移歸紐西 

蘭辦理。他說蘇聯代表圃認爲必須强調說明，强使 

薩摩亞人民接受此種協定是違反規定准許託管領土

自治及獨立的憲章的。託管理事會應當决定西薩摩 

亞必須得到眞正的獨立而不受任何限制。它也應當 

向管理當局建議說採行普選制的問题應當在全民表 

決期間提請薩摩'亞人民决定。蘇聯代表團仍認爲西 

薩摩亞應當獲准在一兩年內完全獨立。

二0 三.巴拉圭代表說如果時間表內所規定的 

曰期可以提前，此種加速行動將有一種有利的效果。 

他希望見到西薩摩亞儘速成爲聯合國的會員國。不 

過，爲了薩摩亞人自己的利益起見，他們在經濟、敎 

育及社會方面應當有適當的獨iz;準備。他看來沒有 

需要關於紐西蘭與西薩摩亞之間將來的友好條約提 

出任何建議，因爲這將於西薩摩亞獲得獨立之後掃 

結。他對於管理當局促成薩摩亞獨立所做的工作， 

表示感謝。

二0 四.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代表說 

他對於薩摩亞領袖繼續去處理領土問題所用的辦法 

深具信心。他對管理當局使領土建達獨立的工作表 

示欽佩，並表示深信西薩摩亞人民必有幸福、昌盛而 

和睦的前途。

二0 五.澳大利亜代表認爲極有理由相信暫定 

時間表將確保西薩摩亞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曰達成託管目的。他說從一切現有的情報看來，建 

議的條約縮不會減損西薩摩亞的獨立地位。管理當 

局與西薩摩亞領袖及人民决心竭盡他們的力量，使 

一個獨立薩摩亞國一 藉一種純粹自願的條約與紐 

西蘭聯擊—— 誕生，是應予祝賀的。

二0 六.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說西薩摩亞與 

紐西蘭之間的友好條約應當反映有關人民自由表示 

的志願。大會第十五屆會時當可接到這個條約草案。

二0 七.他說薩摩亞人之接受成年人普遍有權 

投票參加全民表決的原則，已證明他們的智慧及政 

治方面的成熟。他深信薩摩亞人與管理當局將力排 

可能發生的各種實隙困難，竭力實施時間表。

二0 八.印度代表獲悉紐西蘭政府决意給與西 

薩摩亞完全獨立, 遵照憲章行事，甚爲欣慰。他認爲 

薩摩亜領袖及立法機關決定搂受基於成年人普遍有 

投票權的一種徵詢民意辦法，證明西薩摩亞人民之 

尊重憲章，並亦證明他們的傳統方法及信仰並非一 

成不可變動。

二0 九 .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解釋說：時間表尙 

未經西薩摩亞政府充分考慮及核准；再者時間表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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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將竭力按照計割實行，但毎一陪段必須順利完成 

然後開始進行下一階段，所以可能須參照進展情形 

及與薩摩匪人繼續討論的結果加以修正。

二一0 . 他又解釋說建議的友好條約不會包括 

蘇聯代表所提及的一切問題。

二一一. 管理當局代表說他已經本國政府授權 

作下列聲明：

'，西薩摩亜的託管目的是獨立，縮不以與 

紐西蘭輔結友好條約或任何其他因素爲條件。 

凡管理當局在有關西薩摩亞的正式聲明或文件 

內所用的，自治' 一詞，均應視爲與獨立同義。不 

過這無礙於聯合國憲章內所用此等名詞表示不 

同的政洽地位。

"以後在有關西薩摩亞的正式聲明中會曰 

漸多用 獨̂立’ 一詞，唯在半正式或普通的用法 

中大概仍舊不會完全換掉*自治’ 一詞。 "

二一二. 他補充說，薩摩亞人民自己已建議在 

全民表決時一併提出條約問題及結束託菅協定問 

題，管理當局認爲這種建議是有價値的。可是，無論 

有沒有一種正式的條約，他不能想像紐西蘭政府不 

願意奮助獨立的薩摩亜。紐西蘭政府同意仍然有許 

多辦法改進薩摩亞國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基礎。以 

後將繼續努力去達到這種目的。在託管結束時，西 

薩摩亞將繼承所遺下來的一個穩定的薩摩亜人的中 

央政府，健全的行政機構，日益發展的經濟,及一般 

都健康而幸福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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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新幾内亞

S . 總論 

板况及就管理，會的建議

土地與人民

一.新幾內亞託管領土包括新幾內亜大島東北 

部及若干其他島喚，其中最大的是新不列顧、新愛爾 

蘭及布干維爾，其陸地總面積約計九三 , 0 0 0 方 

哩。全部領土位於熱帶，屬標準雨季性氣候，因此多 

數地區雨量極重。領土最顯著的特徵爲：山嶺起伏， 

無數山峯高達一萬至一萬五千吸；海拔六千択以下 

大部分低地所生長的雨水林;江河流域及內陸高原 

地帶的草原；以及低蜜地帶面積廣大的沼澤。

二 . 土著居民、截至一九五八年六月爲止，共有 

查報人口一 ,̂ 二二三，o 九五人，估計人口一 0 三，一 

0 0 人。領土各地居民不但文化言語各異，而且開化 

程度亦頗爲懸殊。例如内地若干地區多數人民最近 

始與管理當局略有接觸，他們與管理當局、各敎會及 

一般西方文化過去卽有接觸亦甚有限。非土著居民 

計有歐洲人一一, 一一0 人，亞洲人二，七八三人，及 

其他種族人民一，一八0 人。

三.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 :

理事會後按曾於遇去座次展會中對決定領土人 

民工式名稱問題提11̂建議，器於管理當局然爲正式 

名稱之選擇將来應由领土人民t j行決定，特猜管理 

當爲於下一年度常年報告書内載列與此問題有闕之 

各孩資料。理事會表示希望管理當局儘量效勵領土 

居民對此問題發表意見，傳可助其早日決定正式名 

稱。

國際及區域關係

四.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獲悉南太平洋委員會 

所屬合作技術會譲曾於一九五八年七月在摩斯比 

港舉行會議，出席者包括巴布亞及本託管領土的代 

表。後來第四鹿南太平洋會議於一九E 九年四月至

五月在本託管領土內的拉保爾(Rabaul)舉行會議， 

出席者計有十八個託管領土及東加王國的代表三十 

八人及各領土副代表及顧問二+ 七人。

五 . 管理當局將派代表在理事會第一0 0 —次 

會議中說巴布亜及新幾內亜領土管理當局仍與荷屬 

新幾内亜管理當局繼續合作處理雨領土的共同問 

題、尤其在農業》畜牧、漁業、土地、土著事務、敎育、 

衞生、公用事業、移民手續以及財政情報資料之交換 

等方面。管理當局說最近數年来雨領土互相訪問對 

於行政合作有顯著的幫助。過去六個月內，領土副專 

員、敎育部長及塞■Ee克(Sepik)區代理區長曾訪問荷 

屬新幾內亞的荷蘭地亞，而荷蘭地亞的政府秘書及 

荷屬新幾內亞的公共衞生部長則曾在新幾內亞託管 

領土及巴布亞領土內與澳大利亜管理當局的高极官 

員舉行諮商。

六 . 印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及阿拉 

伯聯合共和國，三國代表對管理當局代表發言時所 

用 '【荷屬新幾內亞" 一詞提出保留。

七.領土管理當局的官員亦會參加世界衞生組 

織、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及南太平洋委員會在薩摩 

亜、菲律賓、澳大利亞及伽納等各地組識及發起的會 

議及研究班。

行政控制的擴展

八.全領土九三 , 0 0 0 平方哩係按管理當局 

對居民所行使的控制程度分類。一九五八年六月三 

十曰全領土計分爲下列四類：

受行政控制地區 

受影響地區 

受部分影響地區 

巡邏除進達之地區

•f■方哩
七八,一•九五 

七，0 五五 

二，四 0 0  
五，三五0

九 . 上述地區內還包括限制地區一七，三二0  
平方哩。限制地區內紙有土著居民、管理當局官員 

和持有通行證的人可以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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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 . 在受控制地區內，主要目的是儀可能時 

常去纺問區內的居民，遇必要時儘量留駐廣內以便 

幫助他們應付可能發生的任何問题。這種訪問工作 

由管理當局各部門派員擔任。受影響或部分影響地 

區也同樣儘量時常派員巡察，目的在擎固這種影響， 

使這些地匿也變成完全受控制的地區。管理當局說， 

依據當局所宣布希望在可能範圍內儘早使領土全地 

都受控制的政策，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度內仍在 

繼續擴展與章固影響的工作，尤以後者爲主。

一一. 理事會第二+二屆會璧於尙待進入的地 

區性質極爲困難，而從事輩固工作所需的有經驗工 

作人員也遠過於當初的預料，所以管理當局也許不 

能於一九五九年年底以前如期實施其所定方案，將 

全領土置於當局控制之下，殊感關切。但理事會悉 

目前另有大批官員正在受訓，不久卽可擔任和平進 

入的工作。理事會雖深知尙有種種困難尙待克服， 

但表示確信一旦到了可以調用這些官員的時候，當 

局一定能儘早完成這種工作，而且會將其計劃及希 

望完成這種計劃的時限向理事會詳細具報。

一二.管理當局在檢討中的報告書內說和平進 

入未受控制地區的工作，及擎固受影響地匿內管理 

當局力量的工作，均續有進展。全領土約百分之八十 

四目前已受當局控制，百分之十已受當局影響，百分 

之六業經巡邏險進入。由於理事會業已察悉的若干 

情形及其他有關因素，如馬納姆島（Manam Island) 
火山爆發後必須遣調外勤官員從事疏散、臨時安置 

並料理三千五百人的善後事宜等等，所以管理當局 

也許不能於一九五九年年底以前如期實施將全領土 

置於當局控制之下的計劃。

一三.驅察園調查結果獲悉行政控制钩擴展須 

視款項及人員是杏有着而定，從事和平進^^^工作須 

有經驗豊富的巡邏官員，但管理當局又不能创弱已 

受控制地區的實力，以供此用。使領土其餘地區均受 

行政控制雖屬重要，但顯然不能因欲達到道種.目的 

而犧牲擎固工作。領土事務部長說爲了溝足託管理 

事會的願望起見，他已經訂定日期要達到使全領土 

攝早完全受控制的目標，但他也曾通知行政專員說 

如果爲了行政健全而不能如期完成這些目標，則他 

決不加以責備。他認爲管理當局卽使僅是爲了使領 

土人民一般•進展程度不致有顯著差別起見，也應儘 

早設法將所有地區全部置於控制之下。他說巡邏官 

員的訓練是整個問題的一部分，現在正爲管理當局

所注意。现在一般人都瞭解土著事務部正在同時從 

事約有四個不同晴段的工作。例如，新開化地區內 

的巡邏員所必須具有的專門知能就與已開化地g 的 

情形不同，所以目前正在檢討應付這種新情勢的最 

妥辦法。

一四. 視察團因獲悉新地區逐漸開放之後，其 

需要經驗宏富官員的程度亦隨之增加，故認爲決不 

可因開拓新地區而使已受控制地匿的必要發展及健 

全行政受其影響。在這些地區內，視察團察悉人民 

盼望經濟及社會狀況都能立卽好轉。該團認爲除非 

有充分人員及經費可以做到此點，主要的如推廣現 

金作物，建築遍當公路，供給醫藥及敎育設施等，管 

理當局就不應急於開拓新的地區，以免引起人民的 

奢望。視察團認爲在目前情形下如果必須從已受控 

制而且經濟發展可能較大的地區內去抽調經費與人 

員方能應付這種需要，當局就不應這樣辦理。

- 五.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與建

議：

理事會黎於以前所提關於必須將全领土置於行 

政當局控制之下之建議，黎悉现在有训練有經驗之 

職員人數遇泰法维持遇去開招斯地區之速度，而 

同時又在新開地區内建立正當行政制度，並爲比较 

開化地區提供所需之周密指，及服務。

理事會瞭:解據视黎固之意見，己受控制地區之 

必要發展及健全行政不可因開發新地區而受影響， 

兹建議為全领土千均發展計，管理營局應在有利全 

领土之情形下處速繼绩進行捕展控制工作，同時加 

速進行徵聘及训練職員方案，以便供給必要之额外 

職員。關於此點，理事會欣悉當局業己遵選見普員 

- 0 二人擔任公務工作，内中包括見窗過®員六千 

三人。

概 論 .

一•六.視察園提請注意領土的人文與地理因 

素，因爲這些因素多爲發展的嚴重障礙，所以凡是研 

究土著人民開化問題時決不可忽視此點。視察團說 

這些人民與外界隔括了數百年之後，其社會穩定情 

形現在已因與西方文化接觸而發生搖動了。他們目 

睹各種新的行爲型式、信仰與價値，而這種外國文化 

在物質上顯然佔優勢，以致他們對其本身生活方式 

價値的信念，爲之動搖。視察園認爲在謀求領土人 

民一般進展時，往往很容易漠視或輕看了隨這種文 

化改變而俱來的重大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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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領土內這種情形的一個現象就是一般人 

民心神惶惑，意志消沉,其最顏著的表现是人民實行 

所謂''拜貨敎"。這種敎旨的要點是相信他們組宗陰 

靈送來的大批商品糧食不久卽將到達。這個敎旨似 

乎是領士大部份地區都有之風氣，而尤以塞匹克區 

爲最流行。一九五八年該區有三處不同的地方發生 

這種情事。敎宗的領袖或先知在其信徒中往往有極 

大的號召力，雜則他們時常利用這個蓮動以圖私利。 

有好幾次他們還恢復了過去的風俗普慣，完全不顧 

法律秩序。有些敎團不取激烈行動，但是另有一些 

則完全反對行政當局，不但漠視當局命令，有時且侮 

辱當局官員或對他們出言不邁。

一八. 就是在若干沒有敎圃的地區內，人民也 

往往在反對當局的表示中流露出失望的心情。視察 

團曾聽見若干發言人責怪管理當局不幫助他們達到 

歐洲式的生活水準和方式，甚至遺有人向視察園提 

出要求請將領土另託他國管理。一九五八年有一次 

人民反對當局及其政策的情緒甚至引起了搏鬪事 

件。

一九.管理當局說當局深知目前人民心目中封 

當局的宗旨極欠瞭解，當局與人民之間缺乏接觸，也 

知道根本上需要改進與他們聯絡的辦法，視察圃認 

爲該團在公共會場上聽到的不满意言論，清楚證明 

當局方面與多數居民缺乏接觸，也證明雙方之間有 

一種隔膜存在。視察園堅信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爲破 

除這種隔膜，希望管理當局能竭力儘速做到這點。 

舰察團完全同意管理當局的意見，也認爲必須有不 

斷的忍耐的徹底的努力，設法對當局所應付之複雜 

情形有更清楚的瞭解，必須設法接近土著居民，在精 

神上與他們發生更密切的關係並得到他們的信任； 

同時須有邁當的行政辦法與領導精肿，確保擔任行 

政工作的全體官員都能淸楚明白他們的任務，有機 

會竭其全力達成使命。視察圃蟹於當局業已認淸上 

述各種需要,,且已爲此採取步驟，希望其結果可以解 

决現有困難，並改善管理當局與領土居民間的一般 

關係。

二0 , 理事會第二十四嵐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搜悉领土若干地區當發生若千拜货教速 

動及控許當局之零星事件，人民失望及不滿情绪之 

表现。理事會備悉管理當馬己設法推行一般教育政 

策並提創现金作物促進土著居民之經濟發展，以期 

消除此等表示之起因。

關於此躲，理事會希望管理當局注意视察固報 

告書第十八段及第十九段所表示之意見。理事會雜 

悉管理當局認為教會繁多益未在行政方兩造成真正 

闽難,但仍恐此孩情形在心理方面可能引起問題。是 

以希望各教會從事宗教活動時隨時以此為念。

就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行政控制的擴展 ’

二一.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代表認爲 

理事會應當嘉獎管理當局在這一方面的計劃及用 

意，並鼓励它按照现行方針達到它的終極目的。

二二.紐西蘭代表希望理事會贊成管理當局政 

策中最近似乎特別重視的各點。

二三.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强調和平進入新 

地區與，面已受控制地區必須同時並進，而且認爲 

這種工作非另撥經費，增聘有訓練的職員不能做到。 

所以他深信管理當局會覓得辦法達到這個目的，並 

且深信澳大利亞政府必能壽措辦理此事的必要經 

費。

二四 .中國代表認爲Navuneram事件所得 

的敎訓可以作爲一個警告，證明紙顧前進而不好好 

管理已受控制地區是很危險的。在已受控制的地區 

內叙事晕面工作，推行健全的行政，實行經濟及敎育 

發展，一定比較妥善。假使職員及經費有着,那末自 

應儘量儘速在未開發地區內繼續擴展行政控制。

二五.巴拉圭代表鼓励管理當局加倍努力一俟 

必須解決的許多困難-一一得到解決時，立卽設法將 

全領土置於其有效管理之下。

二六.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當局希望促進託管 

領土居民的平均發展，因此决定在可能範圍之內條 

速將全領土完全置於行政控制之下。

概 論

二七.聯合王國代表說他完全同意管理當局的 

意見，也認爲領土各地零星發生的拜貨敎事件並不 

構成嚴重問題。他覺得理事會不應因嶺土人民有反 

對當局的情緒而遂感覺過分憂慮。管理當局會說領 

土內敎會繁多事實上並未造成任何眞正的行政問 

題, 並說當局對此自當隨時警惧，遇有必要時視情形 

妥予應付，他認爲理事會對這種保證應認爲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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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紐西蘭代表認爲大家很容易把拜貴敎的 

意義看得過分厳重。他希望將來領土逐漸開化，這 

種迷信亦會隨之消失，他認爲管理當局與領土居民 

彼此接觸機會如能增多，對於這種進展亦必大有助

rfiS : 0

二九.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讚揚管理當局努 

力敎育土著居民，向他ffl解釋迷信拜貨敎旨之錯誤， 

同時促請當局積極推行一種普及全領土的科學敎育 

蓮動，從人民腦筋裏消除這種危險蓮動的一切痕跡。 

他雖認爲無論何處都應尊重宗敎自由，不過任何宗 

敎爲欲爭取信徒而使人民心神迷亂，卽應禁止。他 

深信管理當局將隨時檢討這個問題，並於每年舉行 

年會時與有關各敎會領袖討論此事。

三0 . 中國代表說該領土正在邁步前進，澳大 

利亜管理下的人民现在已經富有熱誠與信心。他認 

爲拜貨敎是基本需要未獲満足的表示，因此乃是缺 

乏安全感的現象。他相信將來領土敎育經濟逐漸進 

步，拜賞敎亦將隨之消減。

三一.義大利代表請理事會注意歐洲文化對領 

土居民原始土著文化發生的重大影響在個人及社會 

兩方面所造成的心理問題。

三二.印度代表認爲該領土居民中有一種新的 

覺醒正在迅速蔓延各地。所謂拜貧敎就是人民渴望 

物質、社會及文化進步的證明。他認爲當局非卽採 

取某種影響遠大的行動增加他們的生産並加速所有 

各方面的發展不可。他雖知道管理當局對互相競爭 

的各敎會處境非常困難，但是他希望視察團警告這 

種情形可能播下將來不和的種释，而且以前的部族 

鬪爭可能以新方式" 出現等言論不致不受注意。

三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提到 

Navuneram事件，說如果嶺土居民對管理當局所 

取政策有任何不满表示，或對這種政策提出任何抗 

譲，便被宣稱是坂變行動，而以武力加以鎭壓，那麽 

就應着從事這種壓制的人負其全責。同時管理當局 

也必須採取步驟防止將來再裔生這種情事。他說管 

理當局决不可以爲它的任務是要使託管領土到處都 

充满各種各式的敎會，實則這些敎會無非想要搜尋 

居民把他們變成敎徒，因此反而使人心惶惑,不知邁 

從，而且千涉許多它們本来不應過問的事。據他看， 

託管領土所需要的是敎員、醫師及農業專家。這也 

正是管理當局應當全力注意的地方。

三四.巴拉圭代表認爲必須淸楚規定儘先注慧 

土著居民仇視管理當局的心理所反映的憂懼情緒及 

精神方面不能適應環境的事實。

三五.海地代表提到若干敎會互相對立的事 

實，認爲現在更加需要管理當局出面干涉以便克服 

這種對立情形在土著居民心目中造成的困難，他還 

認爲必須從事一種積極的宣傳運動，以便消除領土 

內现在仍舊時常發現的拜货敎跡象。

三六.法蘭西代表深信管理當局一定知道怎樣 

解決如何與土著居民建立良好聯絡及維持密切接觸 

的問題。

威.政洽進展 

椒况及記管理事會的建議

發展代議、行政及立法機關並擴大其權力

( a ) —般政冶結構

三七. 領土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度係以一九四 

九年至一九五.七年的巴布亞及新幾內亞法案爲根 

據，內中規定新幾内亞領土與巴布®镇土由管理當 

局聯合管理。行政機關總郁設在巴布亞的摩萊斯比 

港，領土行政專員由政府官員九人以上組成的行政 

會譲從旁襄助，政府全部行政事宜在行政專員主持 

下由十四個部門分别擔任，各都政務在行政專員指 

尊下由各部部長負責。爲行政便利計，全部領土共 

分九區,各設區長一人，區長是行政專員的代表，也 

是一區的行政長官，負責區內一般行政事宣,及各部 

工作的協調事宜。

三八.立法譲會有權制定維持領土和平秩序及 

良好政府的法令, 但須獲行政專員同意，若千情形下 

須獲協和國總督同意。土著地方政府議會有權制定 

,有關主管地區土著人民和平秩序及幅利的法規。區 

諮議會和鎮諮議會得就區鎭事項提具建議。

( b ) 立法議會

三九. 聯合立法議會由行政專員、官員十六人， 

民選議員三人，指派譲員三人,代表基督敎各敎會譲 

員三人及土著議員三人組成，其中二人係自託管領 

土方面派出。

H O . 理事會第二二屆會對管理當局認爲尙 

不能增加立法譲會內土著譲員人數一事，表示遺憾，

135



但欣悉當息已設法由土著觀祭員以圃體地位經赏列 

席立法議會，希望因此種辦法及若干其他因素之結 

果，當局不久卽可增派其他土著居民爲立法議會議 

員。

四一.管理當局在檢討中的報告書內說當局將 

繼續促進行政敎育，實行遵選土著觀祭員經赏以團 

體資格列席立法議會的計劃，並施行代議政治方法 

及程序的實際訓練，亦卽土著居民在地方政府階層 

包括諮議會在內業已開始接受的訓練。當局將隨時 

檢討增添派土著居民爲立法議會議員之可能。

四二.管理當局獲悉當局现正採取步驟繼續檢 

討立法議會的組成，又悉當局希望能增加土著議員 

的人數，不過很難找到現在就能積極參加立法譲會 

工作的土著人民。每逢要指派土著議員時總是很難 

找到眞正有資格的代表，因爲若干最能幹的土著人 

民已經擔任政府職員，因此沒有資格兼任譲會議員， 

領土内有充分經驗能在議會場中發言，或有充分知 

識能積極參加立法議會工作的其他土著人民數目不 

到十餘人，而如果派一個紙能畫押的人去做議員，又 

認爲根本沒有什麽理由。管理當局若確知可以找得 

眞能辦事的土著議員，當不致如此猶豫不欲措派。

四三.視祭團認爲管理當局對擔任立法議會議 

員的土著人士應具的資格，意見似嫌過分保守，並認 

爲管理當局指派的議員卽或缺乏充分的發言經驗或 

政治知識，或證明不能積極參加立法議會的工作，也 

並沒有什麽了不起的危險。據視祭園看，在訓練期 

間多幾個土著人民熟悉立法議會的議事慣例及程 

序, 决不致會有什麽害處，他們可在立法議會內得到 

所需的經驗。該團深信領土內一定還有許多不至僅 

能在議會內晝押的人，所以希望當局能在檢討議會 

成員問題時增加土著議員的人數。

四四.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 :

理事會備悉管理當局己探取步骤繼續檢討立法 

議會之结構，又悉视察固對此問題所表示之意見，跋 

表示態切希望將來經檢討之结果可以增加立法議會 

土著議員之人数。理事會又欣悉土著社會若干方面 

曾向視察因表示希望最好由其自行避舉議會內之土 

著代表，深盼管理當局對此意見能子以，慎同情之 

考慮。

( C ) 土著地方政府議會

四五.行政當局認爲代議政治制度的基本行政 

訓練必須從人民所熟悉的地方事務方面開始，因此 

已採用從村落人民開始向上推行的辦法，設置若千 

根據民主原則組成的地方政府機關處理他們自己的 

事務。後來，參照領土比較前進地區非正式村落會 

議的經驗，證明如欲推行這種辦法，必須設置較能負 

責且有明確權力及任務的機關，於是遂於一九五0  
年設置最早的地方政府議會。

四六.管理當局說這種議會不但在政府敎育方 

面極爲重要，而且在提高有關社區社會輕濟水準方 

面亦極有幫助。它們在社會服務、衛生及敎育方面 

的工作已使人民有一種自豪與自信的感覺。當局又 

說雖有若千圃體反對這種議會，但是一般而論譲會 

所在地區的居民仍很贊成地方政府，與這些議會初 

設時一樣。一俟一個區域之內設立了相當數額的議 

會，人民社會意識在較廣區域內漸趨一致時,當卽諮 

詢民意另組由若千地方單位組成的區議會，若干地 

區已自動舉行聯合議會，處理彼此共同關切的事項， 

雜然目前爾未達到可以成立有效聯合議會的地步。 

不過將來區域性的聯合政治組織一定會有實規之一 

曰。

四七. 理事會第二-卜二届會對地方政府譲會之 

成立向管理當局表示嘉許，並表示贊成當局鼓勵領 

土各地於切實可行時隨時成立區議會及區域議會的 

政策。

四八.在截至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爲止的年 

度內共計成立新議會五個，使議會總數增至十五個， 

至一九五九年三月視祭園抵達領土時又宣布成立三 

個議會。領土各區除西鄧高原區外，現在均已設有 

議會。視祭圉又接獲要求,主張在其他地區內設置 

議會，其已新設議會者視祭圉祭悉當地人民都深感 

興趣。視祭圃獲悉各議會代表將於一九五九年六月 

舉行區域間譲會，深感高興。

四九.某一譲會區的人民曾向視祭圃提出控訴 

說若千非土著人士正在從事他ffl認爲有害議會工作 

的活動，視祭園雖然無法證明這種控訴是否屬實，但 

祭悉以前也會有人向前一届的祖察團提出類似的控 

訴，故認爲管理當局對於凡是似足破壞或妨礙議會 

合法任務的任何活動，均應徹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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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o ..視察圃說訪問領土時印象最深的事當推 

與各地方政麻議會的會談，認爲道種議會的繼續迅 

速擴展應當歸功於管理當局。

五一.理事會第二十四屆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 :

理事會臂悉設有地方政府議會各區人民對議會 

表示热誠興趣，至或欣慰，特到•管理當局不斷a 速 

擴展地方政府議會制度，召開领土各地地方議會代 

表之區域間大會，表示嘉許。理事會深信此舉必可 

促進各人民因體闕之密切聯祭並翁助领土意識之發 

展，族希望管理當局繼綠努力效勵區議會及區域讓 

會之成立。

理事會備■悉祝察因當接樓關於會議工作被人千 

涉之控诉，又悉管理當局業已提供保發聲明任何速 

反地方政府議會法合之行動均可体法法雜，兹認爲 

當局，任f可似足政壞或妨礙地方政府議會合法任務 

之行動均應加以激查。

( d ) 區及市政府

五二. 區諮議會予居民表示意見的機會，並向 

區域行政專員就區內直接有關事項提具諮詢意見。 

各區諮議會由區域專員兼主席一人及領土行政專員 

指派任期雨年之議員至多八人組成。鎭諮議會由公 

民代表及當局官員組成，專就本鎮事務提具諮詢意 

見，管理當局說區鎭諮議會尤其後者所處理的事雖 

然主要都是與土著人民不相干的事項，但是當局的 

政策仍是在能够找到合格幹練的土著人士時隨時措 

派他們擔任區諮議會議員。

五三.理事會第二十二屆會肤悉當局業已指派 

土著人民+ 二人爲區諮議會議員。理事會贊同當局 

意見，也認爲這些譲議會目前所處理的主要的雖然 

都是非土著事項，但是任命土著居民擔任諮議使他 

們可得到有建的訓練，而且幫助他ffg遂漸進展積極 

參加領土政洽生活，所以理事會希望管理當局能條 

量多派這些議會的議員。

五四.管理當局報告書內說當局仍繼續推行於 

能编覓得幹練合格的土著居民時鼓勵他們參加這方 

面工作的政策，檢討年度年底已有土著人士十五人 

擔任區諮議會議員，視察團察悉土著議員人數已續 

增至二+ 人，每區二人至四人不等。視察圃對這種 

土著居民積極參加領土政洽生活者逐漸增多的進步

表示嘉許，又塵於領土人民的一般進展，深信當局 

將来必會繼續增派其他土著人士。

五五. 理事會第二十四廣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備悉管理當局尚在繼靖增加區鍵讓會土 

著議員之人數, 用以效勵土著人民積極参加领土政 

治生活，理事會認爲容許土著居民在娘話讓會内有 

適當代表為向此嗔目標前造的有益步骤。

就實現自洽或獨立所採或擬採的措施諮詢民意

五六.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度內據報並未特 

别就實現自洽所持或擬採措施路詢民意。

發展成人普選及直接選舉制度

五七.立法議會非官方議員雨人係由託管領土 

選民以無記名投票或按選擇制度選出。凡在報名曰 

期以前一年之內會在領土內往满一年的任何非外籍 

或土著人民皆有資格爲選民。凡往在地方政府議會 

區內的成年土著居民都有資格在宣布成立議會後舉 

行的初選内投票表決。以後，凡曾納議會區租稅或 

持有免税證的人都有權於選舉議會議員時役票。

公務員制度：訓練及任用土著人士 

擔任政府重要職位

五八.託管領土公務機構是巴布亞及新幾內亞 

公務機構的一部分，後者截至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 

曰爲止共有叙級公務職位名額四，二五0 個，其中 

三，一七七個職位已有人擔任，ft•新幾內亞一，四0  
一人，巴布亞七一五人，摩萊斯比港行政總署七二五 

人，以及在領土以外或正在徵聘的無固定任所職員 

三三六人。管理當局說檢討年度內職員徵聘情形堪 

稱満意，聯合公務機構共ft•聘用公務員六百三十六 

人，包括見習員在內。

五九.領土公務機構三個最高單位紙能任用英 

國臣民及澳大利亞保護人民，包括領土土著居民在 

內。輔助單位則以土著居良兼爲英國臣民或澳大利 

亜保護人民者爲限。截至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爲 

止輔助單位共針設有員額三百六十個，其中業已聘 

得職員任職者共一八八個。這些職員以前都是管理 

當局的循員。不過，管理當局不久擬卽採用一種颤 

别考試制度，完全根據競爭辦法招牧輔助單位人員， 

徵聘手續與公務機構其他部分相同。

六0 . 領土公務機構三個最高單位新聘的職員 

未到領土任職以前都須先到雪梨澳大利亞太平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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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專校選修若干課程。這個學校遺設有若干專爲見 

習巡邏員、見習敎育官員及敎育官員而設的科目。 

見習巡邏員在學校內修畢基本科目後，在領土6  
工作時續修函授課程, 完成這一階段後再囘到原校 

進修槪括課程一年。此外還有專爲管理當局高級官 

員所設爲期一個月的課程，供各部門官員研究行政 

方面各種特殊問題。去年這個專課爲地方政府問題。 

領土官員中也有人選修澳大利亞公務局所辦的各種 

課程，同時領土本身公務機構內也有各種訓練設施， 

公務員可在所屬部門內亦可在公務人員訓練所內受 

訓練，這種辦法旨在鼓勵並援助願意利用領土以外 

敎育機關所辦函授課程提高敎育資格的人員。管理 

當局最近已設立了若干可在澳大利亞各大學內應用 

的獎學金，其用意在使自願提高資格的官員得到政 

府的正式的承認，同時藉此予以進一步的獎勵。公 

務人員訓練所也設有各種不同的科目，包括打字及 

會計方法等等，這些科目都是與各部門的在職訓練 

方案合辦的。

六一. 輔助單位主要的是一個訓練單位，目的 

在提高土著職員的程度,使他們能有資格升任公務 

機構內較高的職位。摩萊斯比港公務處主任主管下 

的職員訓練組已經壽辦了若干訓練班。領土內這種 

工作由各區行政專員負責。

六二.理事會第二十二盾會欣悉管理當局繼續 

改組並掌固全領土行政的工作；對管理當局爲謀應 

付公務員尤其輔助單位工作人員在職訓練日益增加 

的需求而辦的訓練方案表示歡迎；又悉在公務機構 

其他單位內擔任工作的土著人民人數仍少，希望當 

局推行上述及其他訓練方案後，不久卽可增加此等 

職員的人數。

六三.管理當局在檢时中的報吿書內向託管理 

事會提供保證說當局已很注意各種訓練方案，包括 

專爲訓練輔助單位職員所設的方案在內，深信，經過 

這種訓練之後，將来可有更多的土著人民能達相當 

程度，合格升任公務機構內輔助單位及其他單位的 

職位。

六四.視祭圃說職員人數不足仍爲管理當局最 

重大的困難之一。視察團察悉由於領土一般敎育 

程度之低落，目前無法在本地居民中覓得足數具有 

必要專門技術及行政技能的職員，因此管理當局仍 

須在新幾內亞領土以外尤其在澳大利亜聘請多數職

員。在澳大利亞徵聘職員時往往因私人企業及政府 

方面的競爭而遇到種種困難，當局爲克服這種困難 

計，目前正在推行一種比較積極的方案，且已建立了 

種見習制度。根據這種制度，合格人員由管理當 

局出資讓他們去接受技術訓練，同時照給薪棒。

六五.視祭圃讀許見習制度爲積極解決一個困 

難問題的辦法。該團認爲應徵人數已有增加，甚屬 

可喜，但尙有改良的餘地。去年一年內有許多永久 

職員辭職，視察團認爲應當加緊努力設法挽救這種 

情形，親察園欣悉當局給予公務員的種種敎育機會， 

深信這種工作必可提高行政標準，應予嘉獎。

六六.視察團獲悉第一批指派的輔助單位人員 

在訓練方面裔生了若干困難問題，這批人員是根據 

他們的服務與能力邊選的，不是經過飄別考試考取 

的不過將來當以後者爲正常方法。這些人的敎育程 

度參差不齊, 其中有些人年紀較大，覺得很難應付所 

學的課程。不過，現仍繼續採用分班敎導及函搜方 

法推行這種訓練。管理當局認爲這是任何事業創辦 

時期必有的問題，深信都可順利解决。視祭園獲悉 

受訓人員都很熱心參加這種計劃。視祭團對輔助 

.單位之成立及新幾內亞人積極參加公務兩件事均有 

進展，深感欣慰。

六七.親察圃祭悉管理當局已深知必須就地並 

至海外徵聘人員以便增加公務員之人數，且已採取 

措施以期達到這個目的，觸察園對於當局增加新幾 

內亜公務員人數並提高其資格的計劃，尤爲快慰，不 

過認爲尙須加緊努力繼續推行此種工作，因爲行政 

控制逐漸擴展至新地區時公務員的需要不但繼續存 

在甚至可能更將增多， 同時已開闘地區各種服務的 

需要亦將與日俱增。

六八.理事會第二十四雇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德•

理事會備悉领土缺乏合格人員,又赛於管理當 

局為辅救此雅情形所作之努力， 诸如推行加緊筑别 

的徵牌方，，辨理見習制度，設置公務人.員辅助單位 

等等，仍未能滿足關於擴展行政服務之日益增多的 

要求，发建議當局加緊推行上述•作,希望其結果不 

久印可使公務員人數大為增加。理 事 會 又 悉 人  

.員半途去職;C其辭職者比率甚高， 希望管理當局繼 

维振取適當措施予以捕救。理事會嘉許管理當局為 

提高公務M 辦事能力尤其繁助土著人士升任高級重 

要職位所辦之劍練方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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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組織

六九.巴布亞與新幾內亞領土最高法院是領土 

的最高司法機關，也是唯一有權管轄領土民刑事項 

的法院，區法院和土著事務法院的管轄權都有限制。

七0 . 理事會第二+ 二届會覆按過去曾*次建 

議管理當局設置土著法庭，備悉當局正在積極考慮 

使土著居民在現行司法制度範圍內積極參加司法行 

政工作的辦法，又悉當局擬邊選若干土著人士擔任 

土著事務法院襄蕃官, 作爲推行這種辦法的初步。

七一.視祭團獲悉專爲審查這個間題而設的委 

員會最近已建議邊選土著襄審官與法官一同審判案 

件，但管理當局筒無充分時間研究委員會的建譲。塞 

於各方曾向視祭圉所提出關於設置土著法院的要 

求,所以視察圉祭悉這個問題業經有關方面積極審 

查，深感欣i t。據視察團看，這件事本質上似乎是大 

多數土著居民所能瞭解與接受的法律裁判問題，按 

土著居民向来希望能採用他們自己慣用的裁判方 

法，不要用他們不易瞭解的歐洲式法律裁判與訴訟 

手續。

七二. 理事會第二十四属會通過下r t結論及建

議：

理事會備悉管理當所設身■為霧查土著居民參 

加司法制度之委員會已建議適避土著裏蕃官與土著 

事務法院法官一同赛判當件。器於各方息向祝黎 

圏提出闕於設置土著法院;之要求，理事會表示希望 

管理當不久即翁体據當爲赛查此問題所就委員 

會之建識，指派土著人民為裏霧官，作爲保液其積極 

參加银土司法行政工•作之第一步。

行政聯合

七三.新幾內亜託管領土與附近澳屬巴布亞領 

土實行行■政聯合的辦法已在託管理事會前幾次向大 

會提出的報吿書內詳細說明了。

七四. 理事會第二+四属會接獲行政聯合問題 

常設委員會就委員會繼續研究這個辦法的經過所提 

報告書*後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備悉管理當局代表在理事會第二十四在 

會所提之聲明，客謂管理當绝剑'，無意強使兩領 

土幾乎完全相同之人民成立爲單國家，但認'爲如

不許兩鎮土人民斯•束由於自願之聯合，亦同樣不符 

管局依辟合国富章所承播之基本貴任；並謂目前兩 

領土人民奸於將来射取何種政治方式一事甚•少或绝 

未考慮，但其未來闕係則應由人民自作法定。

理事食又悉行政聯会問題常設委員會上次報告 

書2通遇後，就管領土與附近巴布亞领土（根樣一九 

四九年至一九五& 年之巴布亞及新幾内亞法素）现 

有闕係並未發生足以影響新幾内亞法律地位之重大 

改變。

理事會請管理當繼續努力務使此孩闕係不致 

妨礙it管領土將來体照領土居民自由表示之願望速 

到国祭就管制度之重要目的。

理事會黎悉一九五九年祝黎因所得印象認 

為(設在巴布亞領土摩莱斯比港之)行政中報封領土 

各區行政專.員所施控制似碌矢之遇嚴；而且各行政 

專員缺乏在其所管區域内自動採取行政措施之必要 

權力。

理事會又悉管理當特派代表在理事會第二十 

四在會所發表之聲明，略謂各區行政員目前所操 

行政權力己足敦應付，敎代表認爲由於各部n 在各 

區之^<作目前無不猜極振展，必i射•請示中掘作 

成決定;且謂全部行政組織现正在檢封中，將朱如誤 

為各區行政專員之權力應予增加，當自飛林取步 

聰實行此事。

理事食請管理當考處於可能範圓内儘量以较 

大權力授予各區行政專員，以便促造地方分權政 >'台, 

难保胡土得享更大之行政自主權。

託管理事會備悉管理當代表，行政辟合問題 

黎就委員會上农報告書内提議在就管領土内舉行若 

千次立法議會一事所作之聲明，内稱主法議會隨時 

可在兩觸土任何地方舉行會讓，對於此種辦法遂 

任付法律或實欺障礙,ii允提請管理當注意此事0

記營理事會又悉立法議會在檢討年皮内曾閉三 

次會議，均係在巴布亞領土摩策斯比港舉行。

理事會想為在就管领土内舉行若干次立法議會 

可作爲促進人民封領土公共事務發生興趣之良好辦 

法。

理事會请管理當局艘此意見轉請立法議會注

意。

T / L . 9 2 5 / A d d . l o T / L . 8 6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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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發展代議、行政及立法機關並擴大其權力

( a ) —般 政 结 構 ，

七五.觸甸代表說菅理當局至今尙未擬具爲領 

土單獨設置行政機構的具體計劃，殊堪遺憾。他認 

爲管理當局各鄧門缺乏協調，及新幾內亞各區行政 

官員甚至對細微問題均須仰賴摩萊斯比港中植的訓 

示及命令，實在令人失望。

七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管理 

當局在巴布亞及新幾內亜雨領土內實行同樣的政 

策，又說所謂雨領土行政聯合之存在對於託管領土 

之發展甚有妨害，因爲殖民地行政當局所取政策及 

行動並不反映國際託管制度的目的與問題。他又說 

將託管領土與巴布亞聯合爲一個單位顏然是違反憲 

章及託管協定的行動。他認爲理事會應建議管理當 

局在領土內另外設置代譲、行政及司法機構。

七七.關於澳大利亜政府擬與荷蘭政府對新幾 

內亞採取聯合政策的若干計劃，蘇聯代表說這種計 

劃除可能造成其他嚴重結果外，射新幾內亞託管領 

土發展前途勢將構成很大的危機。

七八.因爲這種計劃的前提是託管領土加入一 

種旨在維持荷蘭在新幾內亞島西部（印度尼西亜的 

- •部分)主權的聯合組織，所以蘇聯代表圃反對這種 

行動及辦法, 認爲都是不合法的。

七九.海地代表說領土本身若另設一個政洽行 

政機構，則其中植必須設在領土之內。

八0 . 法國代表認爲就政策及政而論，管理 

當局已不遺餘力發展代譲、行政及司法機關並盡力 

擴展其權力。

八一.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大會業已核准託管 

協定內准許建立行政聯合的規定，所以决不能說這 

種聯合不合託管協定的規定。他說新幾6 亜及巴布 

亞雨領土所以採用同樣的政策與行政辦法，是因爲 

這是能使兩領土人民在各方面遂步進展的最好的政 

策與辦法。

( b ) 立法議會

八二.印度代表認爲立法譲會內的土著譲員應 

以選舉辦法選出，且應獲得土著居民的全力支持與

擁護。他認爲繼續准許若干非土著敎會組織享受分 

別代表權無異特別重視一個人數極小的外國園體， 

所以管理當局應立卽採取步驟糾•正這種情形。

八三.蘇聯代表説託管理事會第二十二届會雖 

曾表示遺憾，但管理當局仍未增加立法議會內土著 

民選議員的人數。他說目前立法議會內派有三個.土 

著觀察員一事全係形式。

八四.巴拉圭代表歡迎管理當局容許土著居民 

擔任立法議會觀察員的政策。

八五.中國代表說爲了爭取人民的熱心與善 

意，必須增加立法議會內土著議員的人數，讓人民所 

能信任的人来擔任這種職位。

C c )  土著地方政府議會

八六.美利堅合衆國代表鼓勵管理當局繼續推 

行設置土著地方政府議會的工作，不要過分顧慮若 

干方面的反對意見。

八七.中國代表說過去幾年內領土人民積極參 

加領土政洽生活者增多，這一方面的進步可從地方 

政府譲會的迅速發展得一證明。他認爲現在可能已 

經到了應當設置區議會增加人民管理本地切身有關 

事項之權力的時候了。

八八，印度代表希望管理當局採取步驟消除這 

些譲會向腐察團控訴的若干情形，尤其所控非土著 

居民反對議會執行任務的情形，並謂印度代表團對 

人民提請增設議會的要求表示同情。

( d ) 區及Tjr政府 '

八九.大不列顏及北愛蕭蘭聯合王國代表說指 

派土著人士在區諮議會內爲議員或觀察員一舉不但 

甚有價値而且極爲重要。

九0 . 比利時代表欣悉土著人民現正日益購躍 

參加區豁議會的工作，他認爲這種很幸蓮的措施必 

可促進土著居民的政治訓練。

九一.麵甸代表希望管理當局採取步驟使優秀 

的土著居民參加市鎭諮議會的工作，並望能有更多 

卞德兼優的土著居民積極擔任市鎭譜議會的工作。

九二. 法國代表說管理當局繼續信^守鼓勵居民 

參加區諮議會工作的政策，頗堪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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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務員制度：訓練及任用土著人士 

擔任政府重要職位

九三.麵甸代表認爲新幾內亞託管領土與巴布 

非自治領土繼續實行行政聯合足以妨害新幾內亞

領土公務員制度之裔展，同時認爲因爲理事會缺之 

關於現有公務人員實力的資料，所以不能切實有效 

尉論這個問題。

九四.紐西蘭代表認爲當局爲增加輔助單位土 

著官員人數並加以訓練使能升任三個最高單位職務 

所作的努力特別値得重視。他說在新幾內亞這一類 

的地方維持足額的公務人員不但重要，而且極爲困 

難，但是塞於管理當局新辦的有酬見蠻制度,足見當 

局似乎頗能深謀遠慮，積極有效應付這個問題。

九五.中國代表認爲欲使土著人民多多充分參 

加公共行政工作，必須由管理當局不斷積極努力，方 

能做到。

巻.經濟發展 

板况及托管理事會的建議

槪 論

九六. 領土經濟以初級生產爲主, 主要爲農業、 

鎮業及木村業。鏡業因已知金續鎭藏逐漸掘盡而曰 

趨衰落。但是農業與木村業則仍在繼續擴展。製造 

工業多半限於本地土産品的加工，以供出口或本地 

消費之用。土著人民已逐漸開始參加商業活動，但 

商業及貿易的一大部分皆由歐洲人及亞洲人經辦。

九七.截至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爲止的年度 

內，進口總額爲一一, 四五二, 0 —二英镑，出口總額 

爲九, 六二八, 0 四八英鋳。出口額較去年數字減少 

六八四，四四四英镑。管理當局說這是由於乾挪子肉 

價格低落，黃金產量也較前減少。

九八.管理當局說領土經濟政策主要目的爲發 

展領土資源，以便維持全體居民日見增高的生活程 

度，鼓勵社會各界人士各盡基本職責,尤其鼓勵土著 

.居民積極參加發展工作。

九九.理事會第二十二届會表示希望正在進行 

的資源調查能有良好進展，使管理當局能爲領土擬 

具長期經濟發展計劃。理事會遺表示希望管理當局 

竭力設法鼓勵土著居民積極參加商業生活，認爲像

合作敎育學院所施行的那種訓練方案不妨也在其他 

方面試辦，當局旦應竭力鼓勵人民儘量利用現有的 

信用便利。

一0 0 . 管理當局在檢尉中的報告書內說摄和 

國科學工業研究組織及領土各部門目前正在進行研 

究工作，以便決定領土資源的蕴藏及邁當的發展方 

式，並謂當局已根據這種研究及實驗工作的結果，擬 

成並開始實施各糧經濟發展計劃，尤其已有發展各 

行政區土著農業的方案。管理當局又說土著居民除 

可在各種合作社工作上受商業訓練外，還可在各中 

等學校及Vunadidir地方政府訓練所內受這種訓 

練。

一0 —.視察團獲悉當局非常重視土著農業的 

發展，因爲這是賴以維持人口日增的人民的生計並 

提高其生活程度的必要辦法，也可以構成支持領土 

將来所需各種社會服務的輕濟基礎。

一0 二.視祭園對管理當局力謀改良領土基本 

經濟結構，盛加贊許，但認爲進展的速度似嫌太慢， 

不够理想。該團認爲第一需要較大的資本，覺得不 

妨請國際復興建設銀行等機關予以協助；並建議可 

在若千年內陸續撥發發展基金，不要像目前那樣每 

年一次。視察團獲悉領土資源調查工作頗有進展，但 

認爲如欲邁應需要，儀早獲得調查結果，必須積極加 

緊這方面的工作。該團建議i r際社會若千專門機關 

很可以予以協助。視察團深感領土缺乏一項褒展計 

劃，認爲欲求迅速推進領土經濟黎展,必須先有綜合 

而一貫的發展計劃。

0 三.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反

建議：

理事會封管理當局改善领土基本經濟錄構之努 

力，表示嘉許，對紫局目前改缓一般政策，持别注重 

加緊推進土著人民之經滴■發展，表示滿意。理事會 

希望此項改絶能增進造展速度，闕於此事，理事會夜 

按遇去對表期經濟發展計劃所提之建議，ii襄於视 

黎國認爲领土缺之逃速拍行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综合 

而一貫之發展計剑，鼓促請管理當局儘早擬具此等 

针劃並設法算措實施此等計劃所需之額外經资。

因此，理事會赞同祝察固之意見,認為爲增進發 

展速度针，管理當局或可猜求聯合国各專n 機闕及 

其他國際俄闕予以•財政及專家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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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發展充足的政府收入

一0 四.領土仍仰賴管理當局撥發大批協款維 

持各種服務的必要水準，截至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 

曰爲止的年度內，此項協款總敷達六, 一八八，八二 

一英錢，較上年度增加七+ 萬英镑。此外管理當局又 

另撥八十萬英镑充若干與地方政府沒有直接關係的 

必要事務之用。國內收入總額共計二, 九二九，o 二 

六英镑，約計增加三十萬英镑。此項收入的主要來 

源是進口税及出口税。但是一九五A 年一月間又增 

設了一種人口税，規定成年男子每人每年徽納稅金 

雨英镑。截至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爲止的年度內 

共計收入入口稅一,三四九，五九五英錄，出口稅四 

六四，八一六英镑，新設人口税六九，三0 四英镑。 

此外，地方政府會譲還徵收一種直接人頭税,但是這 

種税收歸地方政府會議支用，不歸中央政府金庫。

一0 五.理事會過去屆會曾建譲推行一種範圍 

較廣的直接税制度用以增加地方收入，並於理事會 

第二+二届會中獲悉當局正在進行檢討領土的收 

入，檢时結果或可擴大直接稅制度。理事會備悉管 

理當局繼續撥給領土大批協款，對人口稅之推行，表 

示满意，並希望檢討領土牧入結果可以推行範圍較 

廣的直接稅制度。

一0 六.視察圃已經接獲領土收入的調查報吿 

書，報告書內參照領土經濟需要並根據所徵稅金對 

領土各界人民是否公允雨點檢討並審查領土现有收 

入的来源。報告書對産生收入的許多方面建議若干 

修改，包括廢除出口稅及修改若干入口稅等等，並建 

議以直接徵收所得税爲比較公允，而且編製預算時 

亦可用爲一種比較可靠且有伸縮性的根據。視察團 

獲悉已經有人在立法議會內提出徵牧所得税的法 

案。據說出口税卽將廢除，同時入口稅的辦法亦將 

有若干修改。預料新IT的所得稅歲收約計一，二五 

0 , 0 0 0 英镑,但廢除出口稅及修改入口税則後將 

損失一, 0 五0 , 0 0 0 英錄，結餘收入淨額約增二 

0 0 , 0 0 0 英镑。

一0 七 . 視察團未能詳細研究各項提案，但贊 

成此等提案所根據的一般原則，並認爲如獲通過必 

可使領土財政基礎較爲穩固。

一0 八 . 理事會第二+ 四屆會獲悉立法議會已 

於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通過所得稅法案。

一0 九 . 理事會第二+ 四屆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欣悉管理當局撥發领土之條救數额确有 

增加，備悉微收私人及公司所得税之兩項法案已傻 

適遇，切除繼绩獲得關於改打现行拭税制度之真他 

情報，希觉這教制度.無論就滿足领土需要或就向领 

土各界人民公允微税而論，均他使领土財政基成益 

蘇禮固。

農 業

一一0 . 管理當局認爲改良農業是擎固領土經 

濟的主要辦法，爲達到這種目的起見,當局已力謀提 

倡新的現金作物, 增進现有作物的産量，鼓勵糧食作 

物生産，使新幾內亞可不必依賴外來糧食，並改良維 

持生計及供商業用途之土人生產。這些遠大的政策 

業經領土農業音牧及漁業鄧付諸實施，並設有推廣 

司，特别注意從事生產事業的土著居民。

 . 檢討年度內可可和咖啡的產量均有增

加，經過加工的挪子油産量雖然亦見增加，但是乾挪 

子肉的出產却較減少。乾挪子肉産量之所以減少，係 

因本年度內價格鏡跌所致。

一一二.過去雨年內土著生産者现金作物生產 

的估計數字如下：

—九 :七 年  九五八年

(顿數） （領數）

乾挪子肉........................ ■六，五0 0  —•六，0 0 0
可可……  ............  六三0  七0 0
咖啡....................... 六三 一 0 0
花生 ................  二六0  五0 0
水稻米................... 一，o  二0  七五0
西番蓮實 ............  二九0  五三五

蔬菜作物............... 一 一•二 , 0 0 0

一一三. 理事會第二+二屆會靈於可可及咖緋 

産量均有增加，對管理當局迅速擴張農業推廣之工 

作備加贊許，表示希望當局能有適當辦法訓練足額 

助理農業官員以應擴展之需。管理當局在檢討中的 

報告書內說當局已繼續增加農業訓練，並將於一九 

六0 年在 Reravat開設一^ 農學院,敎授熱帶農業 

方面大學卒業程度的全鄧學科。第一批學生名額定 

爲三十人，以後陸續增加，希望於一九六二年可成 

爲一個學生人數達九十人的學校。當局又說巴布亞 

的 M ag eri目前另外設有低級訓練班，現有託管領 

土學生九人在該處肆業。此外,各區農業站還舉辦更 

低一級的農業訓練，並且計劃將新幾內亞受訓學生 

人敷增至六百七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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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四.視察圃獲悉訓練土著居民擔任農業部 

職位的工作頗有進展。目前已有訓練完畢及已受局 

部訓練的外勤工作人員七十人，當局計劃將來可爲 

每一千家土著居民派駐一個受有訓練的外勤工作人 

員。此外，農業部輔助單位中已有新幾內亞職員三 

人, 而且本年年底將另派八人。

一一五.視察團獲悉目前擴大商業作物生產的 

政策注重根據調查環境狀況所得的結果擬定通盤計 

劃發展最邁合上述用途的作物，以謀改良農業生産， 

增加某等地區的現款收入，並在不達反土著人民自 

願參加各種工業之原則下力謀在上述各方面達到最 

大的進展。

;一一六.視祭園獲悉最近推廣司的工作業經改 

組, 以後將與其他都門密切合作，並在各區內施行推 

廣工作方案，用以達到農業政策的廣大目的,同時將 

隨時檢討道些工作方案並加以修改，以便適應不斷 

改變的環境。詳細的命令，包括建議的工作方法在 

內，均已發交全體官員。推廣司除在生産及蓮鋪方 

面對土著生產者施行訓練並予以協助外，還特別設 

法瞭解土著生産者的心理與興趣，以便鼓勵他們自 

動接受各種農業改良辦法。

一一七.視察圃對管理當局改良土著農業之努 

力，備加贊許，並祭悉管理當局已開始推廣各種新的 

糧食作物，同時現金作物的種植亦日見擴展;當局不 

但已使更多的土著人民與推廣工作褒生接觸，而且 

已藉合作社一類的組織設法解決蓮鋪問題。不過視 

察圃指出筒有許多工作E 待進行，希望管理當局在 

這方面加緊努力, 並望推廣司改組後所作努力，加上 

地權問題之早曰解決及基本土地使用問題調查工作 

之完成，將使該領土在今後數年內獲得極大的進展。

‘一九. 理事會第二+四盾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譲:

—••  IVV. 理事會第二十四雇會獲悉推廣司現有 

官員四十人，此外還有已受訓練的土著助理員五十 

九人。理事會獲悉截至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爲 

止領土內共有初級合作社一百零二個，合作社組合 

五個，全部資本三三九，四一九英錄，會員三九，五九 

九人,營業總額五二0 , 四七八英镑。理事會又悉 

T o la i可可計劃現正按照健全方針繼續發展中。另 

一宗貸款四二，六七0 英錄業已獲得當局保證。截至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H- —日爲止，此項計劃的財政狀 

況如下：當局保證的貸款總額一二二，六七一英镑 

中，共計借到七五，六六0 英镑, 業已償遺三一，五三 

五英镑，筒欠四四, 一二五英镑。

理事會嘉許管理當局指行各種新的糧食作物， 

擴展现金作物之趣顏並族行裏民剑線计劉，猜以改 

良土著震業。但理事會鉱為尚有許多工作虽待進行， 

特猜管理當局在此方面尤其在裏業部推廣工作方面 

加裝努力。

理事會備悉領土就有赞助土營人民搜得晨業部 

重要職位之剑緣方案，至風滿意，對當局擬在领土內 

設晨學院之決定，表示歡迎。

理事會察悉领土比较缺之工業，命乏工業發展 

計劉，特促猜管理當局猜極考慮剑轉與領土出座有 

關之小規棋家庭工業及二级工業，作爲分頭發展领 

土經濟之措施。理事會黎於热帶国家之氣候及土货 

宜於孩植甘爲，怒為當局應持别注意甘爲至產，益在 

领土内剑辦敎糖工業。

土 地

一二0 . 領土共有土著人民所有土地五八，一 

二二，八二三嗽，及業已出譲的土地一, 三九七，一七 

七嗽。已出譲的土地中包括業主自由保有的土地五 

一八，四八五嗽。其錄都列爲管理當局公有土地，內 

中包括已出租土地三一一，二四七嚇[,土著保留地二 

六，九三六嗽，以及公共保留地及可供出租的土地五 

四0 , 五0 九嗽。業已出租的土地中二, o 七二嗽爲 

土著人民或團體所有。未出譲土地通常皆認爲屬於 

土著人民所有，除管理當局外不得讓予任何人，當局 

得購賈這種土地，但事先必須確定業主確願出售，並 

且必須確知土著居民在預料所及的將来不致需要此 

項土地。當局亦可於確定某項土地爲無主土地後，宣 

布其爲當局所有。現有的地産自由保有權都是第一 

次世界大戰以前所設立的，以後管理當局的政策爲 

僅准租賃。

一二一. 視察圃獲悉在一般情形下領土內並無 

短缺土地之患，不過有幾個特別地區因人口鋭增及 

發展商業作物而造成土地短缺情形。視察圓察悉格 

计爾（Gazelle)半島目前對土地問題頗爲憂慮，塵於 

這一地區內早前會有土地出讓的事，所以卽或筒未 

發生土地短缺情形，恐怕不久仍所難免。醜察圓聞悉 

當局目前正在實施兩項移殖計劃以期解決這個問 

題，但認爲這類計劃雖可提供寶貴的知識與輕驗， 

但因紙牽渉移民數百人，所以對於人口壓力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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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恐怕不會有多大貢獻。該團認爲應該在領土各 

地同時進行幾個這一類的計割，並認爲當局應迫切 

注意整個問題，因爲此事不久卽可能成爲非常嚴重。

一二二. 視祭圓又悉發展現金作物過程中土著 

地權制度所發生的種種困難。管理當局說根據土著 

地權制度，要從長期性的木本作物得到満意的現金 

經濟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必須立卽推行若干地權，改 

革，使凡有能力且願意從事發展工作的人皆有土地 

供其耕用。當局計劃從雨方面去進行此事: 一 方面把 

無人耕用及紙有極少數人佔用的土地收囘，分成若 

干份産業，分配給人口過剩地區或土質貧療地區內 

希望得到土地的人；另一方面擬具一種韓變地權的 

計劃，將傳統的土地主有權改成個人産業權。但因 

領土全部未出讓土地昏視爲係屬土著人民所有，所 

以管理當局沒有多少土地可按新的地權制度分BE給 

可能種植現金作物的人。

一二三. 視祭團同意單憑土著人民本身無法解

决改變地權制度及土地使用方法的問題，認爲必須 

予以援助。該團欣悉管理當局不但已知道這種情形， 

而且深知如不能以合理辦法解决問题，勢將發生危 

險。視察團認爲管理當局最好向世界其他地區業已 

解決這個困難問題者猜敎其經驗並邀其協助。

一二四. 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議：

理事會察悉该领土若干人口较多地區因土著裏 

業需要日場己遂漸發生土地短缺情形，又悉管理當 

局聲明现正抹取步骤推行移殖方常以期補救此禮情 

形，直將探取一切必要步聰保理土著居民之利益並 

保疆■宜於其將來經濟發展之適當情沈。理事會對上 

迷保傘雜表歡迎，但請管理當局注意視察圏之意見 

然為 Warangoi流域及Vudal地方兩移殖方素目 

前之規模對人口壓力及土地短块問題之解決■未必能 

有重大贡戲，i i建議管理當局對此問題加以救进切 

之注意，積極努力子以解決。理事會認為當局於微 

收土地將其租子作土著裏民時應特别赛慎，務必保 

i登無論如N■決不妨礙土著人民目前或將来之需要及 

利益。

理事會又悉管理當局認，為如欲向土著人民順利 

推行现金作物之經濟，必頻先將土地之督慣所有權 

改為個人所有權，並談為此巧問題非土著人民本身 

所能解決■ ,必頂予以協助。理事會赞同祝察圏之意 

見，亦能為此事在领土雜為新發生之問题，但在世界

許多地區則不热，故想為管理當局不妨参考業已解 

決此一固難間題者之經驗,J■猜其予以協助。

道 路

一二五. 領土的地形與氣候使道路的修築與養 

護非常困難。但是管理當局深知道路對發展前途至 

關董要，所以業已取得土著人民自動合作，協力築成 

全程達四千四百哩的公路系統，其中一千四百哩可 

供中型及董型車輔之用。管理當局截至一九五八年 

六月三十日爲止的常年報告書內說道路橋棵方面的 

全部支出共計五六四，一五二英镑。主要工程是在拉 

埃（Lae)附近銜接沿海與高原道路系統，其中一段 

已經完成，另一段正在繼續修築中。報告書內又說 

管理當局繼續獲得人民的合作與支持，因爲他們深 

知道種工程結果對他們有利，所以已自動供給築路 

工程所需的大部勞力與材料。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槪 論

一二六. 麵甸代表非常董視葉集領土資源基本 

資料的工作。他贊同視祭園報吿書第一0 七段巧所 

提的建議，也認爲當局應積極進行協和國科學工業 

研究組織(CS1R0)的調查方案。他又向當局建議應 

譲熱心聰明的新幾內亞人多多參加調查組的工作。

一二七. 美國代表以管理當局鼓勵土著人民增 

加生産，提倡新作物，改良土産蓮銷事業，足見當局 

深明促進土著人民經濟發展的董要，對當局這種見 

解表示歡迎。

一二八. 中國代表贊同幌祭團意見，也認爲飲 

求經濟迅速發展，須有通盤一貫的發展計劃。他認爲 

現有行政機構恐怕不能應付發展工作的所有各方面 

需要。他認爲管理當局最好也設法請國際機關予以 

財政協助。

一二九. 印度代表認爲轉移董心加速推行經濟 

發展是適合時宜値得歡迎的事，對當局增設合作社 

及土著人民積極參加農業及工業活動的情形，深表 

欽佩。他認爲應優先擬具一項五年或十年的全領土 

一貫經濟發展計劃。

一三0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該 

領土並未惟行眞正的經濟發展。整個經濟體系無非 

爲了保證管理當局能有獲得主要原料的來源及推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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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國產品的市場。他指出領土入口糧食總額約達 

三百萬英镑，又說管理當息顯然無意推廣託管領土 

內若干農産品的生產，因爲這樣一來將使澳利亞 

物産的銷路大減。

一三一. 海地代表認爲通盤經濟發展計ip應包 

括若干促進海洋漁業的措施。他獲悉目前正在進行 

關於發展漁業問題的研究, 他將靜候研究結果。

一三二.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關於必須進行全 

領土徹底經濟總調查的建議，事實上當息已經開始 

進行這種調查。航空測量工作好久以前早已開始，而 

德和國科學工業研究組織的實地調查組也已在領土 

內工作多年。

財 政

一三三.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欣悉管理當局 

繼續每年增加撥發領土的協款，希望管理當局繼續 

以這種懷慨精神增加協款數額。

一三四. 蘇聯代表說到管理當局在託管領土內 

所取的賦税政策，說土著居民必須擔負成人每人每 

年嫩納新所得稅兩英镑的沉重負擔，道是不公允的 

措施，所以已使人民極感不满。

一三五. 海地代表説應當竭力設法增加領土的 

牧入。管理當息可以徵收直接所得稅,用以代眷人頭 

税。但必須審愼進行，顧及在知識粗淺每人所得又無 

記錄可考的人民中徵收租稅是很困難的事。他認、爲 

已在領土內立往的各工業機關對領土牧入理應能够 

作岐大的貢獻，他深信管理當息定將鄭重考慮達到 

這種目的的辦法，

農 業

一三六. 麵甸代表盛贊管理當息發展土著農業 

的努力, 尤其推廣可可生產的工作。關於稻穀生產， 

他認爲當局應設法制止完全放棄栽種稻穀改種其他 

獲利較厚的作物的趨勢，因爲米穀的消費正在13速 

增加，可能會超過生産總額。管理當息不應使人得 

一印象，以爲當息不鼓勵領土人民栽種稻穀是因爲 

領土米穀生産的增加可能與澳大利亞栽種稻穀且圖 

將其出產向新幾內亞推錯者的利益相抵觸。他歡迎 

土著所產乾挪子肉數量的增加，希望管理當息採取 

步驟，使土著居民參加乾挪子肉蓮銷委員會的工 

作。

一三七. 美國代表力促各區繼續進行農業試 

驗,試驗失敗者應予放棄，成功者應列入目的在迅速 

推進全國經濟發展的通盤計劃之內。

一三八. 印度代表認爲領土在增加農業生產部 

門方面已有顯著進步，他雖贊成應當注重現金作物， 

但希望不要讓现金作物的栽種妨礙糧食生産，因爲 

糧食輸入總額每年達雨百萬英镑之譜。他希望管理 

當息能在託管領土內創辦一個農業試驗場，並提起 

也許眞有發展製糖工業的可能。

一三九. 海地代表指出哪徘、花生及西番蓮實 

的產量均見增加，但是增產的數額尙嫌不够。他欣 

悉業已設有一項數額達三百萬英镑以上的乾挪子肉 

價格穩定基金。他對管理當息所辦農業訓練方案表 

示滴意，並同時建議擴大這種方案，將加緊訓練畜養 

山羊的技術亦包括在內。

工 業

一四0 . 印度代表强調必須立卽積極努力建立 

初級及二級工業。關於道一方面，他又說領土內或 

許眞有發展製糖工業的可能。

土 地

一四一. 麵甸代表說他很瞭解當局保有土地作 

爲一種信託的動機，但認爲不應將出讓土地的租期 

定爲九十九年。

一四二. 中國代表認爲管理當息採取行動移殖 

土著居民時不可顧慮太多，必須抱定决心來應付這 

種問題。實施一項計劃所得的經驗與知識對於將來 

其他類似計劃的設計及實施有極大的價値。

一四三. 印度代表雜然察悉管理當息已很注意 

與地權改革有關的各種問題，但不信領土沒有土地 

短缺的情形。他認爲管理當息徵取土地將其租予歐 

洲殖民時務必要特別審愼。

一四四. 蘇聯代表說託管領土內仍有假借種種 

口實將土著居民的土地出讓他人的事，而且不管許 

多地區內已輕確實短缺土地。

一四五. 管理當息特派代表說當局已在設法満 

足土著居民種植糧食農業及現金作物所需的土地， 

且有決心満足人良將来在這雨方面的需要。爲此目 

的，當息已在若干人煙獨密地區附近各地進行調查， 

以期遍應人民未來的需要，他又說調查工作雖然尙 

未完成，但是業已完成初步調a 的一二處地區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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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發生土地短缺情形，不過管理當局自當採取一 

切必要步驟保護土著居民的利益，並保全他們將来 

從事經濟發展時所需的遍當條件。

交 通

一四六. 美國代表說檢討年度內航空蓮輸事業 

已見增加，但表示希望管理當局格外努力使這種事 

業更加擴大，並望當局恢復過去對空蓮至癖遠地點 

所發的津貼。

肆.社會進展 

概况及託管理事會的建議

歧親法律

一四七. 理事會第二十二屆會念及過去曾提具 

建譲認爲管理當局應重行檢討對新幾內亞若千城鎮 

土著居民所施移動限制有無維持之必要，且曾提議 

立卽先在少數城鎭內試行廢止，表示希望管理當局 

一俟切實可行時立卽採取措施取消上述限制。理事 

會又重申過去所提建議要求完全廢除體刑。

一四八. 管理當局在檢討中的報告書內說當局 

正在繼續考慮廢除上述各種跟制/而且視察圃獲悉 

管理當局已決定取消對若干城鎭土著居民所施限 

制，且新辦法將自四月二十日起對全領土一律有 

效，至感欣慰。視察團又悉取消宵禁事實上紙是目前 

正在進行的許多法律改革中的一種，這種改革是一 

九五八年設置了一個檢討妓視法律的委員會之後開 

始進行的。經過檢討之後，土著行政條例及土著條 

例均經當局大加修改，同時取消了宵禁及若千與此 

有關的限制。妨害風化罪法亦經宗全修改以便删除 

現有的任何歧視規定。委員會已編製詳單，列舉含有 

歧視條文的各種法律，送請各鄧長官注意，後者且已 

開始向委員會提供資料，保留任何歧視條文時ffi有 

一種考慮, 卽這種條文必須對土著人民有利。

一四九. 理事會第二+ 四® 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欣悉管理當局業己取消對领土若干城鎮

土着居民行動所施之限制，且己開始，査领土全部 

法律以便膝與土著居民不利之任何規定，族猜管 

理當局於接搜此确本查結果時隨時轉速理事會。

勞 工

一五0 .  —九五八年三月份領土有酬雇用的土 

著人民總數共計四三，三五九人，一九五七年三月份

數額則爲四七，一七八人。計人企業傷用三二，七 

二八人，管理當局循用一0 , 六三一人。全鄧循用人 

數中從事技工或半技工職業者約計一一，一 0 0  
人。本年度有酬雇用的土著居民人數雜較減少，但 

是管理當局說並無失業問題。權主除付給工人每人 

每年最低现款工資三百先令外，復免費供椅醫藥護 

理、往宿、伙食、衣着旅費等等。據管理當局倍計除醫 

藥護理及族費以外，其餘各項所費平均約合每月五 

英镑三先令一辨士。

一五一. 理事會第二十二屆會欣悉新擬槪括勞 

工法不久卽將送交領土立法議會審議。理事會念及 

第十八屆會所提之建譲，又悉提議設置的土著就業 

委員會將視爲緊急事項立卽審查工資問題，故希望 

審查結果可以提高最低现款工資。理事會復表示希 

望當局能定期檢討工資問題。管理當局在檢討中的 

報告書內說構成上述槪括勞工法的若干法案業經立 

法議會通過，此等法案的必要施行條例亦已開始起 

草。當局已經委任了一位對澳大利亜工業憤例及法 

律具有豊富經驗的官員擔任土著就業委員會的主 

席，預料可在一九五九年三月份正式就載。 一 俟委員 

會組織就緒當卽開始審查工資率，以後且將視情勢 

需要隨時再加檢討。

一五二. 視察園聽到各種關於勞工問題的控 

訴。工人都要求提高工資，某一地區並有勞工過剩 

的情形，據認爲這種情形如任其繼續,恐將發生嚴重 

困難，勢須鼓勵人民提高現金作物生産，用以解決失 

業問題。視察團又悉新訂土著權用條例業已通過，內 

中規定普通工人最低工資增至每年三百二十五先 

令，苦力勞工增至每年四百五+ E 先令。此外並且 

規定合同工人於一次或雨次合同満期後雇主必須送 

其囘籍，惟已婚者得於超過雨年的合同期限後仍居 

留工作地點。高等技工之能.自行照料一切者則不受 

新條例中較厳格的限制。管理當局告知視察圉說關 

於權用勞工的各項規定, 一般而論已見放寬,但其中 

也有若干關於循用女工的特別規定，據說含有厳格 

的條件。爲解决勞工擅自逃職問題計， 勞工法6 另 

有規定註明雇主得於工人工作契約満期時在其原籍 

地點付拾工資。

一五三. 視察團獲悉立法議會已通過另一條 

例，內中規定成立就業問題諮詢委員會，負責就土著 

人民就業問題向管理專員提供諮詢意見。諮詢委員 

會的當任主席業經委任，預料可於一九五九年四月

146



間抵達領土，届時卽可設置該委員會,成爲領土行政 

機構的一個常設機關。

一五四. 理事會第二十四屆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签於义管領土内最低工資似仍嫌遇低, 

備悉土著就業委员會之設置，以及管理當局所提之 

保愛，確保委員會斯，査並故時檢討土著傅工之 

實率及傅用條许。

公共衞生

一五五..管理當局維持的醫藥機關計有醫院七 

十五所，救護站或醫務所八百七十八處，福利診所二 

百三+ 七所；當局所辦的醫院計有土著人民醫院六 

+ 二所。歐洲人醫院十所，亞洲人醫院三所。此外遺 

有各敎會維持的醫院五十三所，及醫務所二百三十 

八所。檢討年度內五個管理當局新辦的醫院房屋業 

已完工，還有一個尙在建築中。此外還有雨個新的 

敎會房病醫院業已開始建築，由當局津貼費用。一 

九五八年衛生事務經費共計一, 二二五，六五一英 

镑，一九五七年則爲一, 五五一，六八三英镑。這兩筆 

數目都未將屬於資産性質的建設費、事務費以及醫 

院建築及設備的維持及装修費計算在內。一九五八 

年這筆經費的總數計五九四，四九三英镑。正式醫務 

人員計有歐洲人二九四人，較去年增加九人,非歐洲 

人二，六一七人，較去年減少八九八人。此外還有非 

正式醫務人員四六五人。

一五六. 理事會第二+二届會塞於世界衞生組 

織所表示之意見，希望管理當局繼續特别注意土箸 

人員的訓練方案。管理當局在檢討中的報告書內說 

當局已特別注重土著人民的醫藥訓練，這種工作現 

由公共衞生部專設訓練司負責指導推行，截至檢討 

年度年底爲止，下自醫院侍役,上至助理醫生各種不 

同等級的受訓人員共計七百九十九人。

一五七. 視祭圃對醫院建築業已進行表示満 

意,但認爲管理當局在公共衞生方面的雨大問題似 

爲供給完善的設傭和土著醫務人員的訓練。該團發 

現若干醫院情形過於簡陋，希望能以新的醫院替換 

這種破舊房屋和不敷應用的設備，庶幾堪與其載員 

忠誠服務相稱。視祭園認爲應當特别嘉獎管理當局 

在Rabaul附近新建的優良醫院，希望這個醫院可爲 

將来擬建築的其他中心醫院的模範。

一五八. 視祭圃獲悉自一九五六年親祭圃訪問 

領土以後，關於非土著醫務人員的情形已有進步。送 

至澳大利亜受醫官及醫藥助理訓練的見習制度已在 

順利進行，同時每年遺以預科獎學金發給申請的歐 

洲人和亞洲人。不過視察團祭悉關於土著醫務人員 

的訓練，領土內紙有雨個助理醫生及一個衞生檢察 

助理, 他們都是斐濟島蘇冗中央醫學院的畢業生。一 

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在該校受訓練的新幾內亞學生 

共有十一人，計第一年學生一人，準備受訓練後擔任 

助理醫麻者六人，助理牙醫者一人，實驗室助理者一 

人，及護士二人。領土各中心醫院也對護士、救護站 

侍役、醫院助理,嬰兒福利助理及實驗室助理施行訓 

練。

一五九. 視祭園雜然知道土著醫務人員的訓練 

問題與領土人民的敎育程度有密切關係，但認爲上 

述敷字可以表明實際情形。該團希望將来一般敎育 

遂步進展後，公共衞生各部Pg土著工作人員的訓練 

也能有同樣的進步。該園認爲準備專爲訓練土著學 

生而設立的摩萊斯比港醫學院必可使他們得到新的 

鼓勵，增進土著醫麻的地位。

*六0 . 理事會第二十四屆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議:

理事會欣悉管理當局辦理醫院建票方章續有造 

展，希望經這方面的繼積精極努力，不久印可斯r束 

舊設施全部更换。理事會遂於管理當局雜己揭盡努 

力，仍未能搜得足额工作人員以應醫院設债增加後 

之需要 , 发向管理當局建議繼喷設法增聘海外醫務 

人員，設置醫務見紫制度，算辦土著人員之醫藥剑練 

方，。關於此事理事會封於專n 訓綠助理醫生之醫 

學院及中央迷士剑練學校之設置，表示歡迎。

理事會備悉管理當局所辦大現模菩狀腊症防發 

運動颇著成效。

理事會•於並無任何法律或行破跟制不准各雅 

人民自由避擇醫院設備，親為各醫院最好避免振用 

對领土已不適用之禮族分類方法。

理事會察悉世界術生組織表示之意見特猜 

管理當局子以注意。

T/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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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歧視法律

一六一. 颜甸代表說管理當局雖已决定取消宵 

禁，但是土著居民的行動仍頗受限制,他希望管理當 

局能於明年宣布准許將酒類售予土著居民，免得下 

届視察團還要耐性联聽關於這個問題的抱怨。

一六二. 印度代表欣悉當局已取消了早該取消 

的宵禁。他深信當局卽將繼續採取其他類似的寬大 

措施。管理當局不妨及早考慮到新幾內亞人民會提 

出要求，想與寓居領土内的歐洲及其他各種人民享 

受平等待邁及權利。

勞 工

一六三. 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代表認 

爲當局爲統稱行政機關公役的各級工人新訂的工資 

率是値得贊許的一大進步。

一六四. 紐西蘭代表說託管領土逐漸葉成一集 

內容詳盡的勞工法，這一點得歸功於管理當局。他認 

爲訓練新幾內亞人民擔任沿海船舶船長及機師一舉 

是促進貿易與按術訓練的董要發展，値得嘉獎。

一六五.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土 

著人民對領土內極低的工資及因苦的工作環境深感 

不滝。他又說管理當局對工作酬勞仍採取種族歧視 

政策, 土著居民得不到與非土著人民一樣的工資。他 

認爲勞工與勞工法是領土內一個最董要的社會問 

題，並指出領土直至最近始有勞工法,過去根本沒有 

這種法律，因此造成傷主剝削及虐待工人的厳重情 

形。

一六六.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勞工每人每年除 

領得工資三百二十五至四百五十五先令之外，還獲 

得伙食、衣着及其他免費待邁,其现款價値約達每月 

五英镑以上。他說領土自一九二二年以來向有勞工 

法及勞工條例，又說常年報吿書內關於勞工問題的 

情報證明管理當局曾規定各種保護工人及其福利的 

保障，足以驳斥所謂權主剝制及虐待工人的指控。

公共衞生

一六七. 比利時代表說公共衛生方面的進步極 

堪注意，現在雜然尚有幾個設備落後的醫院,但是當 

局正有條不寨積極努力以課增進各種衞生眼務，使 

人民得益，視察園已有機會對這種努力表示嘉許。他

向基督敎各敎會的熱誠致敬，並說它們所辦的醫院 

和學校往往都是領土內成績最好的幾個。他確信各 

敎會對領土今曰已有的進展非常有功。這一點應時 

常予以指出，而且世界衞生組織內容精細的報吿書 

內也曾强調各敎會在這一方面的工作。

一六八. 》甸代表希望管理當局能招到更多的 

新幾內亞人到E 布亞新辦的雨個土著人民訓練所去 

受訓。他希望今後幾年內现在由歐洲醫官擔任的職 

位都能逐漸改由有資格的新幾內亞醫官去擔任。目 

前託管領土在醫務方面能引以自觀的事紙是指派了 

雨個助理醫生及一個衞生檢祭助理。

一六九. 紐西蘭代表說管理當局在公共衞生方 

面，尤其在瘾疾及房病防療蓮動、醫院建築、土著醫 

務及衞生助理人員之訓練，以及竭力徵聘完全合格 

的職員等工作上，都已有了非常顯著的努力。他認爲 

各敎會在醫藥護理方面所作寶貴工作亦應予以嘉 

类 0

一七0 . 中國代表認爲情形極簡陋的醫院似有 

立卽改建之必要。他希望摩萊斯比港訓練助理醫生 

的醫學院及護士訓練學校能加緊醫務及衞生服務人 

員的訓練。

一七一. 印度代表建議管理當局應當保證將来 

，量設法將大多數醫藥訓練及研究機關設在託管領 

土之境內。他贊許管理當局所進行的建築醫院方案， 

但同時指出爲歐洲人及新幾內亞人分設醫院不但增 

加不必要的費用，而且遍足使新幾內亞人民心中懷 

疑當局抱有歧視態度。所以他相信當局不久一定就 

會重新檢討這種政策。

一七二. 蘇聯代表促請注意該領土衛生方面不 

浦意的情形，他說醫院和醫務人員都非常短缺。截 

至目前爲止，當局沒有在新幾內亜人中訓練出一個 

醫生來，一共紙有雨個醫藥助理員和一個衞生檢察 

助理員而已。他又說現有的許多醫院都歷需修理刷 

新。

一七三. G拉圭代表贊許管理當局在公共衞生 

方面所得的進展，希望當局繼續加緊努力達到更廣 

大的目的。

一七四. 海地代表說，一般而論公共衛生的情 

形不很滝意。視察團對領土缺乏合格醫務人員表示 

關切，他亦有同感，希望當局在加拿大及其他各處徵 

聘醫務人員的努力能有圓満結果。他指出領土亟需

148



更多的醫院設施，肴望領土通盤經濟發展計劃巧能 

包括這種設備。

伍.教育進展 

板况及記管理事會的建議

槪 論

一七五. 領土敎育由管理當局及各敎會主辦， 

敎會所辦敎育事業倘符合當局對敎師資格所規定的 

條件，卽可向當局領取補助金。敎會學校符合這種 

條件者稱爲"立案"學校或經當局承認"的學棱。管 

理當局的目的不但要擴充及改良當局本身所辦的敎 

育事業, 而且還想提高許多敎會學校的敎育程度。

一七六. 至一九五八年六月，當易所辦的學校 

已自一五二所增至一八四所，學生自九，九六八人增 

至一一，三三三人，敎員自四二四人增至四八三人。 

敎會學校自三，一四九所減至二，七六七所，敎員自 

四，一五五人減至三，六二 0 人，學生人數自一一四, 
九七六人減至一0 八，o 四六人。據當局向視察團 

說明，學校和學生減少是由於若干學校遵循敎育政 

策停閉或合併不合格敎員也被辭退的緣故。

一七七. 理事會第二十二届會雖認爲應當繼續 

撥劃更多經費辦理敎育事業，但對於管理當局已開 

始提高現有學校的程度，而且敎會當局也合作推行 

此事，表示満意。理事會對管理當局日益注重師資 

訓練，備加贊許。理事會又悉學校種類繁多係因人 

民言語文化臂景各不相同，肴望管理當局繼續努力 

使所有兒量能入同樣的學校。理事會又請管理當局 

注意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就領土敎育問題表示 

之意見4管理當局在檢討中的報告書巧說領土敎育 

經費已較過去數年增加一倍以上，且謂將竭力設法 

於可能時繼續增撥經費以供辦理敎育之用。管理當 

局又韓肴望當局在各方面所進行的種種工作可以逐 

渐消除'學生言語及文化上的差別，又說將来計劃在 

Rabaul開設的中等學校開學時，凡具有必要程度的 

學生均可入校肆業。

一七八. 視察團獲悉管理當局已於一九五八年 

一月宣布若千積極提高敎會學校程度的措施，巧容 

如下：

T/1380。

( a ) 管理當局將增派官員擔任督學工作。

( b )管理當局將審查是否可能增加財政读助以 

供訓練敎會學校敎員之用。

( C ) 管理當局將於一九五九年年底對所有不敎 

授英文的敎會學校停止一切財政協助。

(d) 凡不用學生本地語言爲敎學媒介的敎會學 

校將自一九六0 年起一律停辦。

一七九. 視察團獲悉增加督學一事已獲批准， 

其中三人將負責領土內區域督導工作，將来將繼續 

增派區敎育官，務使每區都有一人。此外還要指派三 

人, 於有些地區督導工作不及進行時擔負特别任務。 

各敎育官員的責任均經修改，以後須擔任地方敎育 

官的任務，負責督導和親察的工作。親察團欣悉當局 

最近所作的上述各種决定，認爲一旦全部實施之後 

對各學校尤其敎會學校程度的提高，必有重大貢獻， 

且可實際幫助管理當局達到普及初等敎育的目的。

一八0 . 視察園又悉大多數敎會學校仍被列爲 

"不合格" 學校。换言之，這些學校尙無資格成爲立 

案或經當局承認的學校，因此不得觸取補助金。一 

九五八年業已立案或受承認的敎會學校紙有二二七 

所，共計敎員六一九人，學校一九，四八一人。視察團 

獲悉 "不合格" 學校比例所以很高，一部分原因是檢 

察工作尙在繼續進行，一俟這種工作結束後，這種 

'，不合格"學校數目必會減少。舰察圃欣悉管理當局 

業已承認必須竭其所能於今後幾年内設法提高這 

些不合格" 學校的程度，並贊同管理當局擬用以達 

到這種目的的辦法。

一八一. 願察團察悉供给足額敎員一事仍爲非 

赏困難的問題，檢討年度巧計有十四個受過訓練的 

敎員參加敎育工作，遺有十七個見智員業已開始受 

訓練。視察園I忍爲管理當局一日不能在領土巧聘得 

具有遍當資格的敎員，卽不得不繼續加緊努力到新 

幾內亜以外去聘請敎員。土著敎員訓練方案包括敎 

會學校也包括當局所辦公立學校的敎員。一九E 八 

年公立學校敎員計有四十四人業經查明合格。視察 

園察悉徵召受訓人員頗爲困難，深感關切，認爲當局 

應當特別注意這個問題。

一八二. 理事會第二十四屆會獲悉镇土敎育許 

多方面雖然頗有成就，但是尙沒有達到管理當局所 

肴望的進展，同時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度赏年報 

告書巧所載短期敎育計劃內預期的若干齋展亦迄未 

實施。

149



一八三. 管理當局爲應付這種情形起見，已決 

定敎育制度有改組的必要。第一步已着手改變敎育 

部的組織，廢除原有土著敎育"、'，非土著敎育"及 

"技術敎育" 諸司，另立初等敎育》中等敎育、技術訓 

練及師資訓練四司。

一八四. 普及初等敎育計劃的要點爲：各部門 

的改組，以後將設置外勤工作組負責視察及督導各 

敎會學校，使立案學校的數目可以增加;擴大師資訓 

練方案，就敎會學校而論，並輔以改訂之特別補助金 

率以資鼓勵，助其維持受訓及在職的土著敎會敎員； 

大量製造活動敎材及助敎用具，以改良辦法敎授土 
著學生學習英文。

一•八五. 當局計劃使所有學齢兒童均能在程度 

满意，設備週全，且有合格敎員的學校內受初級敎 

育。提高當局及敎會訓練敎員與辦理組織良好敎學 

有效的學校的各種努力之效率；墙加師資訓練所的 

數目，希望將来能在領土内設立雨個與澳大利亞師 

範大學相似的學院；增加負責發展敎學方法及學校 

組織的官員人數。

一八六. 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譲：

理事會欣悉土著居民■教育寧業深威興趣,

其欺迎各地方政府會議，各試區内學校之設立及維 

持所作之重大肯嚴。

域事會表示希% 管理當局能不遣修力繼續效勵 

並支持土著人民努力建立领土教育設施之主動精

神。

理事會備悉管理當局業己增加教育經，，振取 

教種措施，S 其指派，學以提高教會學校之程•度,益 

剑練教會學校教員使其到速規定之標準，特對於當 

局在相等教育方面已有之進展，表示赞許。理事會 

希望業已通遇之發展教育五年計劃推行以後將有更 

迅速之進展，直望管理當局對於頓土教育進展能負 

更直接重大之貴任。

理事會暴於許多兒童均未能修举相等課想，又 

襄於受有適當训線之教員仍威不足，特猜管理當局 

設法消除中途較學情形，J1加愛努力設法吸引更多 

土著人民投身教育事業。理事會M 為级學校内高 

年级學生人數就減大部份係固现有相級學校多數皆 

僅設兩级或三級，因此欲使多數相级學生修•举全部 

相等課想, 必須遂涉擴充此等學校。

初等以上敎育

一八七. 理事會第二十二屆會表示希望管理當 

局能建立中等敎育設施，深信擴展初級敎育制度後 

可能造就的大批合格有志升學的學生必有此種需 

要。理事會備悉當局的長期計劃爲在領土本身範圍 

以內建立完備的中等敎育設施。管理當息在檢討中 

的報吿書內說當局已開始簿辦公立學校，以應人數 

曰增有意接受高等敎育的合格學生之需要，但在領 

土內高等敎育尙未充分發展以前，仍將採取暫時補 

救措施，將特別邁選的學生送至海外肆業。

一八八. 視察團獲悉管理當局已經開辦了十個 

學校，計有程度在六年級以上的土著學生九0 八人。 

其中紙有一個是中等學校，现有學生一百三十二人， 

視察團對這個學校印象很好，認爲很可作爲領土內 

其他學校的模範。該團盛贊當局擬在Rabaul開設 

一個兼收各種族兒重的中等學校的計劃。視察團又 

悉另有六年級程度的公立學校十八個不久卽將提高 

至初級中學程度，此外還有敎會所辦的初級中學八 

個，肆業學生三五六人，及中等學校雨個，肆業學生 

六+ 二人。同時還有若干兒董，包括新幾內亞人二+  
五人, 獲有津貼資助在澳大利亞中等學校內肆業。視 

察園認爲與其把兒量送至澳大利亞，倒不如在新幾 

內亞境內開設中等學校，讓兒量可以留居原有環境 

之內與其家人相近。

一八九. L a e及 Rabaul雨地設有兩個程度較 

高的技衛學校。視察團獲悉這兩個學校的入學程度 

已逐漸提高，因此敎學程度亦已隨之提高。其他訓 

練所設有程度較低的技術訓練，各中級學校及初等 

學校已開始傳搜工藝及手工。

一九0 . 視察圉察悉領土敎育雖有進展，但是 

受初級以上敎育的學生人數仍嫌太少，不够應付與 

曰俱墙的需要，所以欲求解决這個問題惟有繼續推 

廣中等敎育。

*九一. 理事會第二+四雇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議:

理事會處按理事會第二千二展會曾表示希望管 

理當局能建立相等教育擴充後造就之大批學生所需 

之中等教育設施。族悉管理當局计劃明年在领土内 

另開一個中學，另有十八価學校不久印將提高至中 

級糕度，同時振取暫時補救措施避送學生至澳大利 

亞各中學碑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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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赞同祝察国之意見，亦認為级以上各 

學校學生人數太少，不足應付各方對於教育援度较 

高之新幾内亞人需求日益增加之情形及领土本身之 

需要，希望领土内中等學校之數目能續有增加。

理事會深知猜極提倡领土居民成人識字逮動， 

至為必要，踐建議管理當局與裏場業主及其他傅主 

通力合作振取步.骤供給便利， 使工人能在就業中心 

接受成人教育。

傳播關於聯合國的知識

一九二. 親察画發现新幾內亞多數人民對聯合 

國或聯合國對託管領土所負任務沒有多大認識。而 

親察圃本身謀傳達這種情報的努力亦似沒有多大成 

就。該圃認爲關於聯合國的新聞手冊及掛圖除學校 

社會課程敎村中講到聯合國的高級班學生之外，對 

一'般人沒有多大用處。

一九三. 理事會第二+ 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譲：

理事會備悉管理當局聲稱將與聯合國秘書處討 

論如f可改良闕於聯合闺之資料使之更適於在领土應 

用之問題，应表示希望當局此舉可使领土各地人民 

普遍號識聯合國之工作及其在記管领土所員之任 

務。

就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槪 論

一九四. 大不列顧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代表說 

各敎會很久以前卽已開始而且至今仍在繼續主辦領 

土極大部分的初极敎育，實應向其深表感激。他斜於 

管理當局本身直接擔任這方面的工作目前已日益增 

多，各地方會議亦能更積極參加創辦學校,至感快 

慰。

一九五. 比利時代表說敎育方面的進展頗爲明 

顯，他認爲對於管理當局辦理敎育事業組織有方，而 

在職業及技術訓練方面也有重大的進展，應向其道 

賀。

一九六. 紐西蘭代表認爲肺資訓練司之設置爲 

一重要步驟，理事會應當予以注意。他欲悉管理當 

局似已深知擴充肺資訓練設施及職業與中等敎育設 

施之必要。他對當局業已開始推行的建築校舍方案 

印象極佳，尤其歡迎M alagima技術訓練所之完 

成。

一九七.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獲悉學校經費 

以及實施管理當局爲增加督學人員而採行的措施所 

需經費敷額，均已增加，引爲满意。

一九八. 中國代表强調必須鼓勵英文之敎授及 

應用，同時設法阻止人民使用美拉尼西亞夾雜英語， 

這種語文如准其廣爲傳播，將來紙會妨礙敎育的發 

展。

一九九. 他認爲如何確保領土能繼續不斷獲得 

足額合格敎員以期擴充敎育制度一事實爲管理當局 

必須積極設法解決的問題。

二0 O .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以管理當局業已規 

定若干敎會學校及政府公立學校均須做到的標準， 

並决定停閉不合標準的學校，對當局傭加贊許。不 

過，一俟政府督導制度相當確立以後,他認爲當局應 

卽鼓勵各敎會與政府協力分擔提高全領土地區社 

會、敎育及醫藥標準的艱巨工作。

二0 —.印度代表指出管理當局業已採取措施 

使敎會學校直接受政府督導，但認爲當局對於初等 

敎育之推行，應當擔負更直接積極的責任。他希望 

當局能盡力設法採取步驟消除地方政府議會與各敎 

會組織在這一方面的鏡爭與衝突。

二0 二.他促請管理當局發展民衆識字蓮動方 

案。他又建議應當鼓勵農場業主及其他權主爲其工 

人設置敎育設施。

二0 三.他欣悉管理當局業已採取步驟加緊訓 

練更多的敎員，並建議當局除此以外應再採取適當 

措施使敎員的薪棒與地位均能提高，以引起新幾內 

亞人對於這種工作的興趣。

二0 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託 

管理事會第二十届及第二十二届會中已經有人提請 

注意敎育進展之重要，理事會且已就此問题提出建 

議。但是敎育狀況至々仍無多大進步,所以蘇聯代表 

圃認爲本屆理事會應通過並向管理當局提具更明確 

的建議，俾可眞正着手解決託管領土敎育方面的種 

種問題。

二0 五.巴拉圭代表承認敎育方面已有的進 

展，但塞於敎員人數之不足及現有敎育程度之低落， 

所以認爲更不可漠視敎育事業各方面尙待進行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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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 六.海地代表指出領土各界毫無疑問尉於 

敎育事業都很熱心。根本問題是無法獲得足額經費， 

而且縦使依照他的建議提高了預算內敎育經費的百 

分比，仍嫌不够。初等學校及中等學校的數目必須 

增加，尤其必須增加合格敎員的人數。他認初等程 

度及初等以上程度學生中途輕學及敎育程度之不易 

維持等情形或許都由於缺乏敎員之故。所以必須加 

緊學校視察工作, 並尉所有學校，其中多數都是敎會 

學校，施行更嚴密的管制。

二0 七.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管理當局完全贊 

同許多代表表示之意見，認爲敎育進展爲領土目前 

當務之急。塵於各代表不但充分瞭解已有之重大進 

展，且亦深知尙有種種困難猶待解決,這是很可欣慰 

的事。目前已有的重大進展雖然尙不能学管理當局 

的厚望，但是當局仍將繼續努力以期達到目的，建立 

普及初等敎育，提倡進一步擴展中等及高等敎育所 

必需的敎育制度。

初等以上敎育

二0 八.聯合王國代表認爲理事會應嘉獎管理 

當局業已開始採取促進小學以上及高等敎育制度的 

步驟。

二0 九 . 印度代表塵於過去十年至+二年內領 

土中等敎育未獲應得的注意，引以爲憾。現在卞開 

始注重中級及中等學校，希望今後兩三年內道種設 

施至少能增加五倍，他建議應當特別注意偏董中等 

敎育中的職業訓練。

二一0 . 海地代表建議應在領土內建立完全的 

中等敎育制度。在澳大利亞中等學校內肆業的領土 

學生誠然可以接觸另一•種環境而得到益處，不過領 

土財力有限，不能於合後幾年內將所有合格接受中 

等敎育的學库全部送至澳大利亞肆業。

傳播關於聯合國的知識

二一一. 印度代表聽了視察團的評議後，發表 

意見說在領土，內設立一個聯合國新聞處必可促成於 

管理當局將来可能推行成人識字及基本敎育等方案 

時同時進行傳播聯合國新聞資料的工作。

陸.訂立達成自洽或獨立的各階段 

目標完成日期及最後期限

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議:

理事會嚴按遇去就此問題所提之建議，尤其第 

十八在會所提之建議，後悉協和國科學工業研究組 

織所擔任之研究工作業經管理當局主管部n 協助開 

遣行，管理當局並己擬定领土教育發展五年计劉， 

又悉祝察固想為錢有一貫之發展计劃，必可更去善 

利用领土之資谏。理，會希望管理當局能立tfp通遇 

各方面之發展計劃，益在適當情形下隨時説明依次 

造行之各暗段目標，及其大概完成日期，以便造成必 

要先決條件使领土能速成託管制度之目的。

記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二一三. 印度代表重申該代表園的建譲，認爲 

管理當局應確切說明各曙段的目標及完成所有各方 

面目標的暂定日期, 以期繼續推進領土的發展。

二一四.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希望管理當局 

在最近雨三年內卽能提出新幾內亞領土達成託管制 

度目的的暫定日期，至少表明各階段目標的完成曰 

期。

二一五.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說關於訂 

立各託管領土達成獨立之確切日期的大會決議案至 

今尙未實施，近在本屆會中管理當局還說當局無意 

規定達到目糖的確切曰期。根據上述具體實例，足見 

所謂行政聯合根本妨礙託管領土達致獨立自治的政 

治發展，因此顯然違反憲章及託管協定。

二一六. 巴拉圭代表促請管理當局規定達成託 

管制度目的過程中各陛段的目標。他已知道管理當 

局尉此問題的意見，但要毫不猶疑重申他尉此事的 

立場。

二一七. 海地代表說管理當局雖然不肯向理事 

會提出完成各陛段目標的日期，但是他確信當局業 

已定有道種日期而且相信管理當局必會按步就班 

領導領土達成託管制度的最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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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那爲鲁

査 .總論 

概 况 及 託 管 理 事 會 的 建 議

槪 論

一.那烏魯託管領土是中太平洋上一個橋圓形 

的小島，四週均爲珊理碟，落潮時碟石全部暖露可 

見。全島面積約計八，二平方哩，合五，二六三赚，周 

圍約計十二哩。截至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爲止，全 

島人口四，三0 八人中計有那鳥魯人二，一五八人， 

歐洲人三六三人，中國人六五四人，及太平洋其他各 

島人一》—二二人0

二 . 理事會第二+ 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嘉許营理紫為、那爲普行政當為、那爲香 

地方政府参議會及那爲鲁人民在各方面尤其公共術 

生及教育方面已有之顯著進展，深信管理當局斯繼 

绩鄭重考慮各方在理事會内提出之精極批評，以便 

霄助那馬鲁人在各方面續有進展。

那烏鲁人的前途

三.英國碟酸靈業務委員會所辦開採及輸出碟 

酸靈的事業是領土的唯一實業, 也是它的唯一財源。 

全島含有碑酸癒續的面積約達三，八二四嫩。據估計 

這種續産將於四十年內全部告竭。届時領土居民將 

無法藉其他資源維持他們已經習慣的生活程度。所 

以目前業已開始設法在他處另尋透當地區，以供必 

要時安置那烏鲁人之用。

四f 那鳥魯社區前途問題不斷引起託管理事會 

的注意，理事會且已於過去歷次屆會中建議請管理 

當局加倍努力於可能範圍內攝早擬定董行安置那烏 

鲁人的計劃，並建議最好藉一個常設聯合諮詢機關 

不斷就此問題徵求那鳥魯人的意見。

五 . 理事會第二+二屆會傭悉管理當局聲稱當 

局規仍不斷商同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議會特設委員 

會，全力注意那烏鲁社區的前途問題, 且已開始研究 

各種可能辦法等情，歡迎當局爲促使那烏鲁人密切

注意這個問题所作之努力，同時察悉管理當局業已 

提供保證說當局的養個敎育政策完全係以領土人民 

將來需要爲根據。理事會又悉管理當局認爲這個問 

題非至那烏魯人民明瞭一切有關問題，具有普通知 

識及技術或專門訓練，足能充分利用他們將來勢必 

面臨的選撑辦法時, 決不能達成最後解決，又念及前 

此於第二-H i會中通過之建議，爱建議管理當局顧 

及領土人民的意見願望、聯合國憲章之有關規定及 

託管協定，繼續努力尋求解決本問題之辦法,並請管 

理當局隨時就其對那鳥鲁社區前途問題所取之行動 

向理事會具報。

六.一九五九年的視察團與那烏魯地方政府參 

議會g寸論适•個問題後，從管理當局方面獲悉下述情 

形：

"爲那烏鲁人民尋覓未來新家鄉所作的調 

查，最初係根據那鳥鲁人表示的第一個願望着 

手進行，以視能否在太平洋覓得或取得一個小 

島，讓他們能重行定居爲一個自立自洽的社區； 

但是找不到一個無人化有或雖經佔有但尙可能 

取得而同時又有足修生產能力使那鳥鲁人可照 

他們在澳大利亞管理下業已習慣的方式維持相 

當舒遍生活的島嗅。

"因此證明他們的唯一眞正機會是由一個 

太平洋國家牧容他們爲移民，這個國家須能使 

他I門有機會憑其訓練、按能及願否工作,維持合 

理的生活程度。

'，業已進行的調查工作計有：

'X—） 由已布亞及新幾內亞管理當局代 

澳大利亞政府調查能否在已布亞及新幾內亞地 

區內重行定居。

" ( - ) 由前在南太平洋委員會任載對太 

平洋區問題包括土著重行定居計劃在內富有經 

驗的某高級官員代澳大利亞政府調查能否在中 

太平洋匿域內重行定居。調查時期內有正在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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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島出席南太平洋會譲的那烏魯社區代表雨 

人，由澳大利亞政府代爲洽妥得以視祭斐濟羣 

島各島喚，包括從海洋島遷來定居的巴拿巴人 

的新家鄉在內。 .

" (三） 由行政官員調查能否在蘇羅門羣 

島地區或在澳大利亞本土董行定居，如認爲所 

調查的任何一國或各國適於定居，而其政麻亦 

願牧容，則對於逐步實行易地定居可用之辦法 

加以研究。

"初步審查各種可能性及辦法所獲結果業 

已葉集，卽可提交部長考慮，俾使澳大利亞政府 

將來可與聯合王國及紐西蘭政府嗟商此事。"

七 . 據一九五九年視祭圃報告書1 內所述的意 

見，該團認爲如果將來找不到各方面都遍於那鳥鲁 

社區重行定居的島嗅，就應鄭董考慮在三個管理當 

局之中任一國境內，或其屬地之中生活程度與那烏 

魯人目前享有者相當的地方，實行定居。如果做不 

到這一點，或可請南太平洋委員會幫助解決這個問 

題。

八.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 :

理事會疫按第二十二 4 ,會就那爲鲁社區前途問 

題通遇之建議， 悉管理當局聲稱關於那爲鲁人重 

行定居之可能及辦法所作相步调查結果業己，编就 

緒，印可提交部表考處，傳便'澳大利亞政，他日可與 

聯合王國及紅西蘭政府破商此事。理事會义悉管理 

當局聲稱擬具任何計劃時必須經遇繞密考慮，同時 

须搜得那爲鲁人民本身之全力支持與合作，並謂當 

局深知務须儘早預先擬定計割，以免人民生活遇份 

脱節，並便利其繼續進展，发建議管理當局繼确猜極 

努力尋求可使問題早日得一具體解決之辦法。

記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概 論

九.蘇維埃社會主議共和國聯邦代表說綜觀領 

土目前情形可見管理當局並未根據憲章第七十六條 

規定促進領土人民政治、經濟及社會進展，助其逐步 

發展以辕自洽或獨立，亦未尊董那鳥鲁託管協定第 

三條的規定。事實上，管理當局的行動完全根據聯

T/1448,第二十四段。

合王國澳大利匪及紐西蘭三國於一九一九年所訂的 

那鳥鲁島協定，（T/1466)內中規定英國碑酸塵業務 

委員會爲領土的絕對主人。這個委員會把託管領土 

行政專員視爲它的經紀人，其任務在造成採掘磷酸 

18礦的最有利的條件，因爲這個委員會是領土的財 

源，所以委員會遂能控制領土的行政。委員會不受 

任何人管制；而且碑酸趨的價格、各種關稅及付給領 

土各種基金的擴權稅税率皆由委員會武斷規定。那 

鳥鲁人對於這些活動不但沒有管制的力量，而且也 

不准其參加。一九一九年協定第六條規定島上全鄧 

碱藏以及與開採礦藏工作有關的全都土地、房屋、工 

廠及設傭, 主權一律皆歸該委員會新有。因此那鳥魯 

人已披剝奪了大會決議案六二六（七）承認的權利， 

卽各民族自由使用與開發其天然資源的權利。管理 

當局常年報吿書內承認英國碟酸靈業務委員會有權 

使用那烏魯全部地區以供開採擁酸酸，甚至無須土 

地主有人的同意。

一0 .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當局很感激理事會 

多數理事對那鳥鲁託管領土狀況表示的富有建設性 

且經審愼考慮的意見。不過蘇聯代表却提出許多毫 

無根據歪曲事實使那鳥鲁實際情形完全變相的無理 

言論。蘇聯代表故意完全不提管理當局爲使那烏魯 

人達到現有生活程度而採取的種種步驟，這一點業 

經每次派至領土的視祭團表示贊許。蘇聯代表所取 

態度的這種基本缺點使他自己所發表的意見與批評 

根本失了價値；尤其因爲其他代表不但提出建設性 

的批評，且亦毫不猶豫贊許管理當局繼續推行良好 

工作，言論無不極爲中肯，相形之下，蘇聯代表言論 

的缺點便更覺其明顯了。管理當局對於誠懇的批評 

向來願意詳加研究並予以最充分的考慮。

那烏鲁人的前途，

一一. 紐西蘭代表向理事會保證紐西蘭政府願 

與澳大利亜及聯合王國政府共同商討能否易地安置 

那鳥魯人的問題。

一二.蘇聯代表說管理當局准許外人任意大量 

開採那鳥魯唯一天然資源的廣酸歯鎮，無異從事殖 

民剝削政策, 應由託管理事會予以最嚴重的考慮。這 

種政策如果任其繼續，那末不但屬於那烏魯人的碑 

酸盡鎮，而且連他們世代久居的小島，也將被人剝 

奪。管理當局的政策根本毫無根據，因爲無論憲章 

內或大會任何决議內都未說過託管協定的目的在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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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管領土的居民逐出其故鄉，託管理事會應採取最 

嚴厲的行動制止威脅那鳥鲁人的悲慘局面。

一三. 麵甸代表說满酸盡續壽命逐漸縮短，那 

烏鲁人* 行定居問題亦顯然隨之日趨厳重。無論那 

烏魯人的前途如何，決不可忘了憲章的宗旨與原則 

及託管協定的規定。

一四.比利時代表說辯論期中有人聲稱管理當 

局在島上造成一種迫使居民將来不得不離開該島的 

輕濟狀況，完全違背了託管協定及憲章的規定。但 

是事實上假使當局沒有造成這種輕濟狀況，那鳥魯 

人還是不得不離開該島，不過不是四十年後而是目' 
前卽須離開, 因爲該島除磷酸靈外根本一無所產，很 

難維持島上數百居民動强生活的最低輕濟水準的需 

要。

一五.美利墜合衆國代表提到那鳥鲁人民前途 

問題，强調美國代表團對於必須尋求圓满解決一點 

之重視。他指出對於已知的前途所存的恐懼心理，其 

緊張遠不如對於溯茫前途的憂慮。他說美國代表將 

支持親祭圉的建議，請南太平洋委員會在這一方面 

提供意見與協助。

一六.大不列顏及北愛蕭蘭聯合王國代表說聯 

合王國政府將欣然參加，與聯合管理當局其他雨國 

共同考慮各種可能與方法。蘇聯代表曾說託管協定 

第三條內會以某種方式規定管理當局不得准許那鳥 

魯人，無論個人、團體或整個社區移居他鄉。他認爲 

這種論調完全沒有根據。

一七.中國代表認爲繼續藍不解決那烏鲁人重 

行定居問題對領土人良及管理當局本身均有不良影 

響。據他看，有關那鳥鲁人前途的重要問題一曰懸 

而未决，管理當局亦卽一日不能對任何方面擬具任 

何長期計劃，尤其在敎育政策及計劃方面。除非管 

理當局本身已有確切週密的fi•劃，否則卽與地方政 

府參譲會舉行諮商，亦不會有多大結果。他又表示 

意見說，假使那鳥鲁人自由表示願在那烏鲁以外他 

處重行定居，那末聯合國卽有責任查明如何能使此 

事符合憲章第七十六條丑款規定之實施。

一八.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認爲當局對於重 

行定居問題之重視及其擬具關於這個問題的計劃時 

所用方法的巧妙已輕使那烏鲁人離開了趨向政治進 

展及自洽目標前進的途徑。那烏鲁人必須對領土政 

治經濟發展的一切可能性詳加研究之後方能對重行

定居問題作成深思遠慮的決定，管理當局不應紙關 

心重行定居問題，應當依據憲章第七十六條及託管 

協定第五條的規定，專心注意領土居民的政洽進展。

一九.印度代表建議有關三國政府或可設法對 

願在各管理當局本國境內定居的那鳥魯人放寬移民 

法的規定。

二0 . 澳大利亞代表記得過去已經有人說過那 

鳥魯人民的前途問题是人道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 

若千理事認爲重行定居應由各人個別進行，若千理 

事認爲應由整個社區同時進行，又有人認爲管理當 

局應立卽鄭重考慮能否在任一管理當局本國境內爲 

那鳥魯社區一部分人民覓得居所。這個問題非常複 

雜，所以那烏魯人民本身的願望至關重要。理事會 

應表示正式靈悉聯合王國及紐西蘭雨國代表宣稱兩 

國政府願與澳大利亞政府共同商討那鳥魯人重行定 

居問題的聲明。非至那烏魯人民有充分機會詳細考 

慮有關可能易地定居問題的一切事項之後，決不作 

成任何決定。

賞：. 政治進展 

概况及就管理事會的建議

發展代議、行政及立法機關並擴大其權力

二一. 領土設有行政專員一人，輕由領土事務 

部長對澳大利亞政府負責。專員有權制定維持領土 

和平、秩序及良好政府的法令。那烏魯未設行政或 

立法議會。若千地方政府事項由九個民選譲員組成 

的那鳥魯地方政府參議會負責處理。

二二.託管理事會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度的 

報告書2 內詳細載述那鳥魯地方政府參議會的任務 

與權力。簡言之，參議會輕行政專員同意，得制.定促 

進領土和平秩序及那烏鲁人福利的規則。

二三. 託管理事會第二+ 二雇會覆按前此於第 

二十届會中通過之建議，促請管理當局繼續竭力設 

法鼓勵並援助那烏鲁地方政府參議會宠分行使其權 

力。關於此點託管理事會欲悉管理當局已設法使那 

烏鲁地方政府參譲會瞭解必須行使一九五六年授予 

該參議會的規定税率及徵收捐税的權力，表示希望

2 大會JE式紀錄，第十一屆會，補編第四號(A /3170)第 

三二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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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機關能推行一種地方税，從而鼓勵地方政府的活 

動，加强那烏鲁人民對於民主政治的責任感。託管理 

事會深信一俟地方政府岐能充分執行現行任務時， 

管理當息必將授予更大的權力。

二四.加强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議會權力的問題 

業經參議會與一九五九年的視察園詳加討論。參議 

會的觀點，管理當局的意見及視察團的評議均載入 

該園所提報告書®內。一般而論，視祭團認爲管理當 

局實施當局業已宣布的政策和託管協定的目的，不 

應顧慮太多。欲求達到這種目的，視察圃認爲管理 

當局不妨卽將更大的領土內政權力授予那鳥魯人。

二五.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 :

理事會赞同祝察圏表示之意见，據謂管理當局 

實施業已宣布之政策及託管協定之目的，不應顧慮 

太多。且認為時嫩業已成熟，不久印可將大部分地 

方事巧交由那爲普人員貴處理，兹歡迎管理當爲之 

聲明，略謂當局將於檢封那爲鲁地方政府參議會對 

地方事項之權力及任務時蕃換考慮上述意見。

巧一方面，理事會'深信地方政府参議會必將充 

分行使其己有之權力，管理當局亦將繼续效勵此等 

權力之行使。

理事會建議管理當局依據慈羊第九十六條(在） 

救之规定，考慮採取其他必要措施,促進那爲鲁人之 

政冶進展。 .

發展成人普選及直接選舉制度

二六.那鳥鲁領土居民除依據那烏魯現行法律 

因犯有可受刑事處分之罪行業經定罪及處刑者外， 

其錄無論男女凡年齢在二十一歲以上者都必須申睛 

並有權在其居往地區內登記爲選民。選民冊內的 

那烏魯人有權在其登記地區內投票且有資格爲候選 

人。投票是强迫性的, 以無記名方式舉行。

二七. 理事會第二十四屆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按管理當局一九五•六年至九五•七年度 

常年報告書曾稱當局正猜極考慮,修正那爲鲁地方参 

議會法令内规定行政專員得為藍選宏之條敦，伴人 

民得向中去法院提由一切有關還舉之控許，族悉管 

理當局已提供保資謂決於舉行下在選舉之前實族此 

项修正。

8 T/1448,第二十六段至第二十八段。

文官制度:訓練及任用土著人士 

擔任政府重要職位

二八. 理事會第二+二屆會歡迎地方法院增派 

那鳥魯推事一人。理事會念及過去曾表示深盼能有 

更多那鳥鲁人擔任政府其他高級職位及骑酸塵工業 

中類似的職位，備悉管理當局聲稱此乃當局原定政 

策，又謂一俟那烏魯人從敎育及訓練方案，包括目前 

正在進行的在職訓練在內，獲得必要資格及行政能 

力後, 當卽任命他們擔任更多的重要職位，建議請管 

理當局繼續努力推行有關事項，並隨時將從事技術 

敎育及在職訓練的现有訓練計劃之發展及實施情形 

向理事會具報。

二九. 一•九五九年二月視察園訪問那鳥魯時， 

那鳥鲁共有常設公務員額三五九個，其中三一四個 

或百分之八十七業已或卽將由那鳥鲁人擔任（臨時 

擴員不在內）。二十五個職位由歐洲人擔任,二十個 

由中國人擔任，其中一個是官方傳譯員，兩個是機 

匠，十七個爲公役。

三0 . 由那鳥鲁人擔任的其他高級職位如下： 

行政及那鳥魯事務專員一人，爲一個部門的負責長 

官 ;地方法院兼中央法院推事一人；學校監督兼地方 

法院推事一人；助理醫生四人；病理學家一人;家政 

學女敎師一人；高級監工一人；蓮輸官一人;工匠監 

工一人；警察副檢祭長一人；高級測量製圖員一人； 

主任會計員一人；文書一人及那烏魯公共圖書館圖 

書管理員一人。此外，視察圃悉當局希望最近已在 

墙^^初等小學擔任敎職的第一位充分合格敎員將来 

能擔任學校督導之職。

三一.一九五九年視祭團充分贊成管理當局業 

已宣佈的政策，但表示希望當局實施政策時不應顧 

慮太多，並重申必須選擇幹練有爲的那鳥魯官員再 

加以訓練，使之能有充分準備擔任公務機關的高級 

職位。

三二.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譲：

理事會嚴按前此於第二十二爲會中所通遇之建 

議，並悉管理當局聲稱非至那爲鲁人渡得必要實格 

及經驗以後，當局不能忽略職守或不I 貴任，輕易冒 

臉，任用那爲鲁人擔任需要專n 或技術資格之任何 

職位，族建議管理當局繼续努力效勵許練有為之那 

爲鲁人搜得必要資格，同時表示赞成祝察固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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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管理當局不應顧慮大多，怯於試用那爲鲁人播 

任可樓得必要經驗之職位。

司法組織

三三.理事會第二十二盾會嘉許管理當局能實 

施新司法組織法令，將行政及司法完全分開,認爲此 

舉實爲領土政治進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三四. 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建議：

理事會襄於领土特殊環境所造成之種教限制, 
族建議管理當局振取必要步職，設置一個與政府其 

他職務無•闕之指事職位，以便確切實旋司法法令内 

將行政與司法完全分開之规定，並請當局鼓勵具有 

適當資格之那爲鲁人研究法律。

土著人民參加託管理事會之工作

三五. 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歡进管理當局之聲明，據稱原則上益不 

反對那爲普人以其種方式絶同澳大利亞代表圏出序 

就管理事會，且浙顧及一九五九年祝察因認為那鳥 

鲁人參加理事會之工作對於雙方均有神益之意見。

記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發展代議、行政及立法機關並擴大其權力

三六.紐西蘭代表說一個較小社區的政治進展 

範圍顯然有其限制，其立法及行政結構極易流於過 

分肅大。

三七.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認爲管 

理當局一意要將那鳥魯人移居他處的決心是領土經 

濟政治及社會進展的决定因素。管理當局有了這種 

念頭，根本不考慮領土的政治進展;不計劃在領土內 

推行自治政制；亦無意設置由那鳥鲁人民本身負貴 

的立法及行政機關。那烏魯地方參議會至今仍是純 

屬諮詢性質的機關。參議會本身曾在提送視察園的 

備忘錄內指出其權力自一九二八年以來未有絲毫改 

變。參議會曾向管理當局提出六項具體提案,請當局 

擴展參議會關於各種事項的權力，並要求其他權力， 

俾參議會可爲謀致自洽而工作。管理當局業已担縮 

全部提案；並毫無根據地聲稱地方政府參議會迄未 

表規主動能力。事實上管理當局正在力圖皇息參議 

會的主動力，因爲參譲會無論想採取任何步驟，均須 

先經管理當馬口頭或書面批准。所以託管理事會應

建議請管理當局立卽满足地方政府參議會所提出的 

一切要求。託管理事會且應進一步採取措施務使人 

民自身能有機會射其前途、領土經濟發展、公共衞生 

及敎育等事項作成決定。

三八.法國代表記得管理當局曾淸楚說明當局 

對參議會職權規定種種限制，完全係爲那鳥魯人民 

本身利益着想，一俟經過了一個可以稱爲實智時期 

的階段以後，卽可擴大其權力。據法國代表園看，管 

理當局逐漸緩步進行，轉移權力，足見其處事之明 

達。

三九.麵甸代表指出那鳥鲁受託管以來已有十 

二年，但是至今尙未發展行政機關、立法議會及司 

法組織等自治機關。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議會缺乏職 

權，實爲人民不満意的原因。

四0 .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促請管理當局繼續努 

力鼓勵那鳥魯人對自己的事情發生更多的繼續擴大 

的興趣。他指出最可怕的不是積極開明的反對而是 

人民本身的漠不關心。

四一.中國代表希望管理當局以廣大的權力授 

予地方政府參議會並望後者亦能充分利用其主動權 

力。唯有充分得當地行使這種主動權力方能獲得政 

府行政責任的經驗。

H二.巴拉圭代表說那烏魯島至今筒未發展具 

有行政及立法權力的自洽機關，殊堪遺憾;管理當局 

應當逐渐將更多的這種權力移交給那鳥魯機關。

四三.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提議管理當局立卽開I 
始擬具一種分成若千階段進行的改革計劃，遂漸擴 

大地方政麻參議會的權力，使這個參議會將来變成 

一個權力普及領土各地及各界居民的立法機關，且 

應參照已得經驗，編擬一份淸單備载各種不必由地 

方政府參議會擔任的次要行政工作，將其交由另一 

純粹市鎮行政機關負責處理。菅理當局應在不必完 

全放棄一切監督可能的情形下，讓參議會有較大的 

自由，處理可以動用的經費，同時還應一面採取必要 

步驟保障各種有關權盐，一面遂漸擴大參議會的載 

權。

四四.管理當局特派代表重申當局所提的保證 

說一俟參譲會充分行使了自前已有的權力，管理當 

局當卽欣然考慮增加這種權力，促進參譲會再進一 

步的發展。但目前應先考慮在純粹內政事項上授予 

參議會更大的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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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組織

四五.觸甸代表認爲新司法組織法令雜然已於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起開始生效，但是行政與司法權 

力至今尙未完全分開，而且非至所有法官均能單獨 

行使其權力，不受行政方面的牽制，决不能達到這種 

目的;按照目前的情形,幾個特別邊選的參議員同時 

擔任議員、法官及地方行政官員三種分別的任務。

四六.海地代表聽說管理當局願意充分顧及各 

方表示的意見，卽必須譲那鳥鲁法官享有與他{門行 

使職務所需的獨立比較相稱的地位，深表欣慰。

四七.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認爲領土各法院 

目前尙無一切必要保障，足以順利解决镇土居民與 

管理當局之間或領土居民與英國碟酸塵業務委員會 

之間發生的任何爭端。

四八.印度代表認爲領土司法制度尙有許多 

以改良的地方。事實上，領土的行政與立法部門根 

本沒有分開，因爲地方法院與中央法院的推事都是 

菅理當局的官員。印度代表團堅决認爲管理當局應 

當採取必要步驟保證法院獨立。

四九.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向理事會保證當局將 

密切注意若干代表對新司法組織法令內關於任命推 

事的規定所發表的意見。

土著人民參加託管理事會之工作

五0 . 印度代表希望管理當局不要等到一九六 

二年卞譲那烏鲁人參加理事會的工作。

参.經濟進展 

板况及就管理事會的建議

槪 論

五一. 碑酸靈爲領土的唯一出口貧品，一九五 

七年至一九五八年度全部敷額計共値二, 四二一，八 

九八英錄。同一年度大部分來自澳大利亞的入口貨 

品總値爲九七一，0 二九英镑，上一年度則爲一，一 

七0 ,  二一八英錄。

五二. 一九五九年的視察園認爲家庭自種蔬 

菜、養緒飼鶴、以及捕魚事業雜然都能幫助人民的生 

活需要，但是對於領土經濟不能有多大貢獻。一般 

而論多數那鳥鲁人已經習慣了一種現款經濟，用入 

口货物來满足他們的需要，並沒有多大毅力另尋出

路。管理當局現正非當熱誠勸請那烏鲁人在其家園 

內栽種蔬荣果木以便改良他們的曰常飲食並增加其 

種類。目前已有一個那烏鲁人在澳大利亞某大學研 

究農業，學成後卽將旧到那烏魯，幫助領土人民改良 

養猪及養鶴工作，並鼓勵他們栽種蔬菜及水果。

五三.理事會第二十四屆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 :

理事會念及一九五四年協和国科學工業研究組 

織工作圈對那爲營土地之裏業用速進行满查後所得 

結論認為重填碑酸蠻錄括瑪地區事實上珠秦可能， 

又泰於此雅填土工作縱或可能，欲使那爲鲁人於長 

期等受以碑敏® 業為基成之现敦經濟以後，改事 

大规棋裏業工作恐亦不易實现，但認'爲巧一方面，個 

人固lice•作佛若發展得當,不但可以增加一部分人 

民之收入，且可改良全部人民之日常飲食，族特建議 

管理當為繼續加緊努力敎勵那爲鲁人民從事小規模 

園热裏索。

漁 業

五四.理事會第二十二届會欣悉管理當局已努 

力發展並推廣領土經濟，歡迎當局撥發輕費提倡漁 

業之決定，並表示希望當局速卽考慮擬具各種必要 

計劃。理事會復表示希望此一事業他日能發展成爲 

出口業。 -

五五. 關於漁業，一九五九年的視察围獲悉當 

局正在設法組織譲漁民將其過剩的魚産售予那鳥鲁 

合作社，由合作社建造冷藏庫房予以保藏。然後 

於人民購買肉類的市肆內同時售魚。一俟那烏魯本 

地的需要满足之後，當局擬再購賈四十吸長的汽船 

一艘，以便敎至删蝴碟外相當距離地點去捕魚，再將 

所捕過剩魚類售給英國碑酸塵業務委員會。同時那 

鳥魯地方政府參譲會爲鼓勵人民購賈魚類作爲蛋白 

質食物之來源起見，已設置了一個飲食及營養委員 

會。 .

五六. 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狀悉管理當局業己抹取步‘購與那爲普地 

方政府参議會合作在健全基咸上提俱漁業以便滿足 

本地需要,鼓對於管理當局之聲•明表示歡迎,據稱對 

於開黎水道供漁船自卑追殷入深海以及建染魚產 

冷藏專房之問題將加以注意，尤其察於地方政府参 

議會有足數救項可以同時舉辦兩項计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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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發展充足的政府牧入

五七.領土行政經費如無其他收入可以動用 

時，全部由英國碑酸塵業務委員會自其銷售满酸磨 

所獲收益中撥款擔負。其他收入爲入口税、郵政及其 

他雜項來源。領土未設直接税；那鳥鲁地方政府參 

議會有權可以徵税，但尙未行使。管理當局一九五 

七年至一九五A 年度牧入總額共計三五二,六五六 

英镑，上一年度則爲二一八, 九一六英镑。其中由英 

國磷酸窺業務委員會嫩来者計三二八，九八八英錄， 

自上述其他各方面收得者計二三, 六八八英镑。

五八. 檢討年度中那鳥魯共計輸出擁酸磨一， 

一六七，一八0 顺，價値達二，四二一,八九八英錄。 

此外英國擁酸菌業務委員會又自海洋島輸出碟酸塵 

二八九，五八0 觸，並自其他各島若干鎭業公司購得 

並鋪售磷酸酸四二0 , 七七六囑。本年度內全部業 

務貿易帳目項下銷售璃酸塵所得淨利共計三，三六 

三 ;*五五六英镑，成本淨額，包括鎭權税及其他支出 

在內共計三，三五八, 八九四英镑。

五九.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度內全部支出共 

計三五七，三九六英镑，上一年度則爲三0 二，三四 

九英镑。

六0 . 重整及建築往屋三百五十所用以眷換戰 

爭期間被毁那鳥魯人家宅的工作亦已全部完成。這 

筆經費共計三0 三，七七五英镑，最初係由英國碟酸 

塵業務委員會塾付，償遺這筆塾款的款項亦自英國 

擁酸座業務委員會帳戶下依磷酸靈每順扣取九辨士 

的比例逐漸扣還，至檢討年度年初結欠數額僅剩四， 

七六四英錄。英國满酸盡業務委員會已經結束了這 

筆專极，將其轉入本島一般費用項下。英國满酸瘦 

業務委員會爲那烏魯人房屋装接電氣截至一九五八 

年六月三十日止所支全部費用二，八八五英镑，亦已 

記入總K 。

六一.確酸鐘工業除對镇土一般牧入已有上述 

貢獻外，還向爲若千特別目的設置的三種基金嫩納 

鎮權税。第一種是那烏魯鎭權稅信託基金，專供舉 

辦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經行政專員批准的各種工 

作之用。這種基金以輸出满酸磨每顺缴納鎭權税三 

辨士所獲收盘維持之。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度收 

入共計一九，七四七英镑，截至一九E 八年六月三十 

日爲止，共計結餘九,二九六英镑。

六二.另外兩種特別基金專爲應付領土未来經 

濟需要而設。從缴給那烏魯地主每顺•+*辨士的鎮權 

稅中每順扣取雨辨士，代他們投資在那鳥魯地主鏡 

權税信託基金內，這種基金截至一九五八年六月三 

十日止已有結餘款額一六一，七三四英镑。此外另 

向那鳥鲁社匿長期投資基金缴付每囑五辨士的鎮權 

税，這種基金截至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結存款額 

共二四六, 六五八英镑。

六三. 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度憐酸II所獲利 

益中應當付給管理當局及那烏魯人的款額共計四二 

九, 0 四0 英镑，上一年度則爲三九七, 一六四英錄。

六四. 理事會第二+二雇會重新表示希望那鳥 

魯地方政府參議會與英國碟酸塵業務委員會談判之 

後能早曰提高付給那鳥鲁人的續權税税率。理事會 

也贊成管理當局的政策，認爲任何增加的收益大部 

分應當撥入那烏魯社匿長期投資基金，並請管理當 

局將談判結果向理事會具報。

六五.管理當局在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度常 

年報告書內說那烏鲁地方政府參議會與英國满酸磨 

業務委員會談判結果決定增加付給那鳥魯人或直接 

對他們有利的鎮權稅如下：那鳥魯社匿長期投資基 

金自每嘲五辨士增至一先令，那烏魯鎭權税信託基 

金自每嘲三辨士增至七辨士，地车續權税自每顿二 

辨士增至三辨士，一律自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起開 

始生效。地面租金自每嫩四十五英镑增至六十英鏡， 

亦自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起開始生效。一九五七年 

七月一日至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內追繊的鎮 

權税總數已逾五萬八千英镑。當局又說業已洽妥召 

集英國擁酸塵業務養員會主管人員與那烏魯人民代I 
表及領土事務部代表於一九五九年三月間在坎伯拉 

舉行會議, 檢討關於繊納鎮權税的整個問題。

六六.一九五九年的親祭團欣悉那烏魯地方政 

府參譲會的首長及司庫已定於一九五九年H月下旬 

前往坎伯拉參加與英國满酸蠻業務委員會關於碑酸 

座將来鎭權稅問題的談判。視祭圃認爲管理當局能 

使那鳥鲁社匿代表直接參與對其將來福利有如此密 

切關係的問題，殊可钦賀，希望當局將来能將這次談 

判的結果知照託管理事會。

六七. 理事會第二+ 四盾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欣悉那爲香地方政府参議會與英國碑酸 

建業務委S 會於九五八年達成協議後，繞權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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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租金己追潮自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起開始增

加，且己依據理事會第二十二在會所赞同之政策，浙 

此項牧入大部份振入那鳥鲁社匪表期投資基金。

理事會桶■悉英國碑敬晝業释委員會己與那爲香 

社區及鎮土事務部代表;^^'■*•九五九年四月在坎伯拉 

舉行關於竣權税率之一般討論，希望討論綠果能使 

那爲營人威覺滿意，對管理當局使那馬鲁社區代表 

直接参加對其本身福利有如此密切闕係之問題，表 

示赞許，並請管理當局將封論結果及關於英国碑敞 

盧業務委員會業務方面更詳盡之報告提交理事會供 

其参考。

土 地

六八.那烏鲁島土地幾乎全鄧皆屬那烏鲁私人 

所有，而且都是世代承襲的産業。非那烏鲁人所有 

的土地二一四嗽中計屬於管理當局者二0 七嫩，屬 

於英國碟酸盡業務委員會者二嫩，屬於兩個敎會者 

五嗽，這種土地都是那烏鲁地主特許給它們的，管理 

當局及英國满酸盡業務委員會所有土地的地權早在 

前一管理當局時代卽已有案。

六九. 管理當局所有的不産碟酸靈的土地一0  
一嗽中，九十七嗽係於一九五二年取得，爲建築飛機 

場之用。當時曾有明文規定以後無限期每年年初先 

付若干數額用以賠償地主損失，另付若干數額用以 

償還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起至取得土地時爲止之 

期間內使用是項土地之代價，此外並付一筆款項作 

爲取得土地時界內若干樹木及房屋之代價。

七0 . 理事會第二十二届會獲悉若干地主因反 

對當局徵用上逮土地至今尙未提出申請賠償的要 

求。所以據聞當局擬爲應付尙未結淸的購償要求設 

置一種信託帳戶，以便將来所有償款皆可從這種帳 

戶中支付。

七一.理事會塞於管理當局聲稱飛機場跑道當 

初係爲有利於領土的醫藥或其他緊急用途而築，嗣 

後已應民航事業主管當局之請求擴充面積，故表示 

希望關於償付一部分被徵用土地代價之懸案卽可達 

致解決，使有關各方均感満意,並請管理當局隨時將 

這一方的進展情形向理事會具報。

七二.那烏鲁地方政府參議會曾與一九五九年 

的視察園討論關於飛機場的問題，根據親察團所得 

的印象，一方面固然因爲有關人民反對砍去他們的 

輒子樹，但是不満意的主要原因却是因爲這個飛機

場在過去十三年內除少數幾次之外一直未經使用。 

這種印象業經參議會議員證實，他們提出道個項目 

時說若有定期飛行的飛機利用這個飛機場，則他們 

願意撤囘反對。

七三. 視察園贊成上届視察園的意見，認爲保 

留飛機場跑道大體上不但射那烏魯全體人民有利， 

而且對那烏魯的發展亦很重要，但建議管理當局採 

取有效行動請若干民航公司將那鳥鲁列爲經常航線 

中的一站。

七四.管理當局向視察園提出意見說當局雖很 

瞭解私人地主及果樹主人的看法，但深信爲那烏魯 

人利益計，縱使在預料所及的將来不能設立定期飛 

航, 仍應保留這個飛機場，因爲遇有海上航蓮胆斷或 

遇有緊i ：情事認爲海蓮太慢時，這種航空設備卽可 

確保孤立的那鳥鲁社區另有一種可以替代的交通工 

具。此項事務也許可以由管理當局及英國碟酸靈業 

務委員會津貼維持, 如果可以辦成，對那鳥鲁社區必 

有許多利益。不過目前將暫停進行去除障礙物的工 

作，卽砍除妨礙七分之一坡度的樹木及兩所房屋。

七五.那鳥鲁地方政府參譲會又向一九五九年 

視察園提出關於前德國無線電台舊址地區產碟酸塵 

土地的問題，據參譲會說這些土地現屬管理當局所 

有。參議會要求將這些土地歸還合法原主，截至目 

前爲止積欠的續權税亦應照辦。

七六.視察圉對參議會提出這個問題頗感諸 

異，因爲視察團向來以爲通常稱爲'，無線電台土地" 
的所有權問題早已決定了。視察團從參議會方面獲 

悉參議會過去雖未向管理當局提出這個案件，但是 

這個問题並未決定。所以視察圉提議應當審查這個 

問題， 便決定有關地主能否向法院提出他們的案 

件。

七七.管理當局向視察圓提出的意見內說關於 

那烏魯地方政麻參議會及(或)那鳥鲁私人能否向法 

院就土地主權問題控訴管理當局一事，當局已請協 

和國法津專家提供意見，一 俟接到答復，自當轉達託 

管理事會。

七八. 理事會第二+ 四雇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 :

理事會偷悉管理當/?)對經常使用飛機她道一事 

所表示之意見，尤悉澳大利亞民航事務部己表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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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能將那爲鲁列入任何商辦航線一節菜威遗‘成，位 

仍建議管理當局猜極考慮是否可利巧现有胞道，舉 

辦可能由當局及英国碑政蠻索務委.員會救津貼 

之航線，尤其黎於管理當局本身亦曾承認經常使用 

飛機跑道對那爲鲁人民前途可能有重大的影樂。

記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Wpr SA*
職  5旧

七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認爲英 

國溝酸靡業務委員會應受那鳥魯人民代表機關管 

理，俾那烏鲁人對委員會業務可以發表意見，並參 

加決定满酸趣鎮的開採水平及售價。當局特派代表 

曾設法使理事會相信那鳥魯人必須易地定居的主要 

原因不是由於當局剝奪領土的資源，將其變成荒地， 

而是因爲該島有其天然的缺點，以致無法使産碟酸 

磨的土地恢復生產力。塞於情形之厳重，聯合國應單 

獨進行關於那鳥魯經濟狀況的研究，以便提出建議 

重建該島，增加經濟發展的部門，重新開發領土天然 

資源，發展捕魚及其他事業，以期保障其前途。託管 

理事會應當建議爲此目的派遣一個聯合國特設技術 

委員會前往領土工作。此外，全部土地都應該歸還那 

烏鲁人，讓他們能按合理的原則自營開採廣酸蠻的 

事業，發展該島的經濟。凡往該島装蓮满酸靈的船隻 

很可以將若干必需品如泥土、農業機械及用具等蓮 

至該島。這樣一來那鳥鲁人卽可在全島各地建立一 

種産量極高的農業制度, 種植本地居民所需的糧食。

八0 . 麵甸代表認爲領土經濟最顯而易見的缺 

陷莫若缺乏重要的二級工業。因爲水源不敷應用， 

栽種水菜蔬菜的可能亦大受限制；不過希望那烏魯 

農業專家自澳大利亞返囘領土後卽可改良養猪及養 

鶴事業。

八一.中國代表認爲除满酸塵工業對該島經濟 

能有重大貢獻外, 似無希望發展任何其他經濟活動。

八二.海地代表認爲那鳥鲁人民個人的情形雖 

然堪稱满意，但是一般而論，他們都身無一技之長： 

想到他們旣非農夫、牧人亦非漁民商販，所以他們的 

前途問題更加顯得嚴重。

八三.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提議管理當局最 

好根據現有天然資源的估計，擬具一項可以增加領 

土經濟發展部門的長期發展計劃，遇情形邁當時不 

妨睛聯合國或專門機關的一組專家予以協助。

八四. 印度代表認爲縦使大家接受事實，知道 

將來總有一天島上多數居民非離島他往不可，但是 

仍有一座人很可能會繼續往下去，所以若不採取措 

施,;^舆镇土經濟有如此密切關係的溝酸靈以外另 

闘其他資源, 則他們一定無法生存。管理當局應鄭重 

考盧能否使擁酸座業已枯竭的土地重新生産。關於 

這點，印度代表園贊成辯論時有人提議不妨請聯合 

國予以技術協助的意見。

八五.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若干代表圃曾經提 

出能否將溝酸靈採竭地區變成可耕地的問題。理論 

上因可將枯竭土地填平, 但因若干原因，包括缺乏完 

分水源，那鳥魯人顯然不欲成爲一個純粹務農的社 

區，再加上工程費用之高昂，所以這種辦法似乎不切 

實際。满酸塵採竭地區向来不宜農業,事實上一九 

五四年協和國科學工業組織專家業已確定那烏鲁地 

質完全沒有泥土; 島上土地純屬沙質,僅表面略有敷 

时深的腐植土，因此不能不說是非常貧療，很少或毫 

無發展農業的可能。

漁 業

八六 .》甸代衷記得管理當局至今未能使那鳥 

魯人對任何次級工業發生興趣，據麵甸代表園看捕 

魚事業若不獲得管理當局巨額津貼，恐怕亦將失敗。

八七.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代表說理 

事會對管理當局發展漁業的努力應加以贊助。不過 

此事不能希望速成。

八八.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當局現正再度設法 

推行漁業計劃，且將予以全力支持，但是這個計劃的 

成敗大部須視那鳥魯人自己的興趣，這種興趣至今 

還未十分普及。

璃酸盧鎭權税

八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認爲爲 

那鳥魯人民利盒計鎭權稅應大量提高。

九0 . 縮甸代表記得託管理事會過去曾虞次請 

管理當局對英國碟酸趣業務委員會所從事的經濟開 

發內部業務情形以及關於委員會從那鳥鲁所産擁酸 

癒所得的售價，提供資料。那烏鲁人民很想知道究 

竟他們所得的代價是否公允，但是管理當局並未幫 

助他ffg取得關於現行世界市價的情報。

九一.比利時代表認爲毫無疑問領土居民已從 

碟酸窺工業得到種種利益，使他們不但能够享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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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生活的舒遍環境，且能積蓄相當可觀的資本，以後 

逐年增加, 對其前途必有莫大的禅盡。

九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說理事會至今筒 

未獲得關於若千基本問題尤其關於磷酸瘦工業的情 

報，殊堪遺憾，希望管理當局能於明年提供各方所索 

的情報。

九三.. 印度代表認爲管理當局將來應設法對領 

土經濟狀況提出更淸楚確切的情報。尤其關於溝酸 

蠻工業，報告書內紙指出那烏魯輸出溝酸瘦的數量 

及價値，以及付給那鳥鲁居民的鎮權税，而報告書附 

件詳細統計表格內所載的也紙是英國隣酸塵業務委 

員會在該區各領土全都業務的數字，雖則託管理事 

會曾一再請管理當局就委員會在那鳥鲁所營業務提 

出分别的數字。而管理當局所說明以不能遵從這種 

要求的理由，也很難使人信服。

九四.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細甸、印度、阿拉伯 

聯合共和國與蘇聯代表曾要求當局提供關於英國擁 

酸瘦業務委員會業務情形,尤其關於那鳥鲁購酸塵 

工業情形的更詳盡情報。但是英國碑酸塵業務委員 

會也負責開發其他地區的满酸墜，其開支大鄧分係 

屬共同開支性質，非採用異常繁複多半屬於假定性 

質的成本分析制度，無法將其分開。最重要的是那 

烏鲁人已從满酸塵工業的業務獲得相當可觀而且曰 

有增加的利盡。

土 地

九五，印度代表靈於那烏鲁可耕地異常短缺， 

希望管理當局不要准許英國碟酸塵業務委員會擴充 

業務至像Buada湖一帶目前業已開塾的地區。

九六.管理當局特派代表指出委員會受若牛法 

令 （例如土地法）的限制，根據這種法令唯有行政專 

員有權決定何處土地爲出產骑酸盧的土地。

肆.社會進展 

概况及記管理事會的建議

公共衛生

九七.醫藥及牙醫事務由管理當局及英國满酸 

靡業務委員會免費供給。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度 

衞生事務全鄧開支共計六一，一九五英镑，較上一年 

度增加二 0 ,  二八二英鏡。

九八.公共衛生事務部截至一九五八年六月三 

十曰爲止共有工作人員七十九人，不過其中有輔助 

人員+ 五人列爲工役。一九五八年度全體職員中計 

有歐洲人（主任醫官、牙醫、護士長各一人，護士二 

人）五名，那鳥魯助理醫務員四人及那鳥魯其他各极 

醫藥人員五+ 五人。

九九.新開的公立醫院装有大規模的新式儀器 

及精良設施，以供治療住院及Pg診病人之用，產科、 

精神病及傳染病各設專科病房。醫院內目前又設有 

一個診所專洽肺房病人，由受過完全訓練的歐洲護 

士一人負責主持，並有曾受訓練熟悉肺房病人療理 

方法的那鳥魯醫務員一人爲助理。這位護士及其職 

員現正實施過去爲控制並防止肺房蔓延進行調查之 

後所提出的各種建議。此外，還有訓練護士的設備。

一0 0 . 管理當局還維持一個小規模的麻嵐病 

院，八個嬰兒福利診所,雨個產前診所及二個門診診 

所。

一0 —.英國碟酸疲業務委員會爲歐洲職員維 

持設有十張病床的醫院一所，此外另爲其外來工人 

維持設有一百四+ 張病床的醫院一所。一九五八年 

六月三+ 日該院職員計有歐洲醫師一人，曾受訓練 

的護士一人，藥劑師一人，侍役及實習員三H ■人。

一0 二 . 理事會第二+二届會對管理當局在公 

共衞生方面已有的進展, 尤其新百科醫院業已完成， 

使那鳥魯人能有各種最新式進步的醫藥設施，以及 

當局防止各種疾病的措施包括防治房病的辦法在 

內，備加贊許，表示深信管理當局必將繼續努力不斷 

改良保健事務及衞生環境的素質，訓練那鳥魯醫藥 

人員擔任衞生事務方面的專門載位。

- * 0 三 . 一九五九年視察園報告書說，大載上 

該圃對管理當局供給的醫藥設備，爲保護人民健康 

而採取的種種措施，以及訓練那鳥鲁男女工作人員 

將來在公共衞生方面擔任負責職位的訓練方案，印 

象非常良好。

一0 四. 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嘉許管理當局在公共衡生方面不斷造行 

之努力，深信當局爲防治若千疾病尤<其脉療所探取 

之措施必能绿於成功，且將瑪其所能鼓勵郡爲鲁人 

在保健工作的醫無、護理及術生等各方面力求深造， 

取得專門實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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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狀悉其国轉酸蠻業務委員會己力讓控制 

確酸蠻塵，管理當局亦聲■稱政舟醫宏印將重新逸行 

碑敏蜜塵;之分析，希望此等措施之结果可使那馬香 

人民威覺滿意，並請管理當局注意世界街生組織代 

表承允願在此方面提供合作之表示0

勞 工

一0 五 . 理事會第二+二雇會董申第二十届會 

曾建議管理當局應採取遁當措施廢除那鳥魯人與外 

來移民圃體工資率及工作時間方面的差別待遇，但 

同時祭悉管理當局聲稱當局已在考慮此等問題，表 

示希望能在這一方面獲得進展，並望能在下次常年 

報告書內提供關於此等問題之詳盡情報。

一0 六.理事會又悉一九五六年開始實施的勞 

工賠償法與各前進國家的類似法令頗趨一致，至感 

满意。

一0 七.理事會又表示希望英國满酸塵業務委 

員會能藉管理當局與地方政府參議會的協力合作， 

獲得必要地區以供建築已婚外來工人宿舍之用。

一0 八，管理當局一九E 七至一九五八年度常 

年報告書內說各級工資及職務說明現在都載入同一 

載員細則內，那鳥鲁就業情形目前正在檢討中，一俟 

檢討完畢當卽將有關資料提交託管理事會，供其參 

考。

一0 九.管理當局知照一九五九年的視祭圃說 

基本工資目前每六個月檢討一次，並依據業經核准 

的生活費標準視實際生活費之漲落而增減。這種生 

活費的標準係由管理當局官員一人進行調查，再請 

那鳥魯工人組織代表一人加以評議之後決定的。一 

九E 八年十一月最近一次檢討之後，基本工資已增 

至毎年二百九十七澳大利亞镑，內中包括一筆相當 

於那烏魯人往屋租金的數目在內。受扶養子女的津 

貼視基本工資之漲落而增減，目前每星期發給+二 

先令七辨士。此外遺擬於擬具老年退休法時同時擬 

編一種退休津貼計劃，以便與公務員服務法同時頒 

佈。

一一0 . 管理當局最近常年報告書內又說當息 

與那鳥鲁地方政府參譲會協商結果，已另獲面積約 

計三嫩的地區供英國满酸趨業務委員會之用，委員 

會卽可開始增建房屋供外來工人居往。

 . 理事會第二-卜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

理事會後按曾於第二十在會及第二十二在會建 

議管理當局振取適當措施嚴除那爲鲁人與外未移民 

工資率及工作時間方面之差别待遇，兹悉管理當局 

笨稱那爲鲁就業情形目前正在檢討中， 一俱檢討完 

辜，當印將有闕资料提供理事會参考。

理事會欣悉管理當局與那爲普地方政舟參議會 

協商後己巧複一塊土地供英国碑酸a 業務委員會增 

建外来•a：■人宿舍之用。

記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公共衞生

一一二.世界衞生組織代表說該領土公共衞生 

事務費已峻上一財政年度增加百分之五+ , 醫藥及 

衛生事務人員人數亦日見增多。預防措施對於疾病 

之控制亦發生日見重要之作用。學齢及學齢以下兒 

量業已開始小兒麻库症的免疫注射。將来一俟能够 

聘得更多的曾受育嬰訓練的護士，卽可考慮組織一 

種家庭訪問服務，以便改良保育兒重辦法。世界衛 

生組織對於舉辦各區域間的競賽以便改良環境衞生 

的主張，至感興趣。欲求達到這種目的，必須增加會 

受衞生敎育訓練的職員，由衞生檢查官指揮工作。希 

望領土敎育有了進展之後卽能派遣更多學生到海外 

去受醫藥及衛生訓練。至於礎酸塵塵問題，如果其 

中所含的紙是廣酸鋪，那末對於健康並無妨害，不過 

因爲仍未免使人民感覺計默，所以應當儘量設法淸 

除。世界衞生組織很願意就此問題與管理當局及託 

管理事會通力合作。

，三.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若干方面曾對那 

鳥魯肺密病之流行深表關切。當局已决定採取一切 

步驟撲減這種疾病。肺房病人近已遂漸減少。若干 

代表曾問满酸塵塵過多是否可能就是造成呼吸器官 

疾病的主因。道種可能業輕管理當局詳加調查，且 

已證明並無其事。不過，管理當局爲安定民心起見， 

已將這種細塵再加醫藥分析，深信當局對於世界衛 

生組織願意提供合作的表示一定深感歡迎。

勞 工

一一四.擁甸代表記得託管理事會曾廣次請管 

理當局採取鄭董積極步驟清除那鳥魯人與外来移民 

在工寶率及工作時間上的差別待遇，他希望能於下 

次常年報告書中獲得關於此事的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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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說該領土旣沒 

有檢察勞工組織的機關亦無統一完全的勞工法，誠 

不知對於現行勞工法的適用究竟係如何加以監督， 

工人上訴辦法是否足够也頗可疑。

一一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託 

管理事會雜已一再提具建議，但是種族妓視待遇仍 

未消除:那鳥魯人的工作時間比歐洲人長，而同樣工 

作所得工資則反而較低。而且管理當局似乎根本無 

意改進這種情形。

*七.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有幾位代表曾提 

請理事會注意管理當局對那鳥鲁職員及歐洲載員所 

付薪棒及工資待遇並不相同。爲維持行政效率起見 

管理當局必須能確切保有足數的專門及技術人員。 

目前那鳥魯人有資格擔任政府高級職位者人數很 

少，管理當局欲從領土以外聘得職員，不論是薪棒及 

工作條件都非與他們本國的情形相彷不可。英國碟 

酸盧業務委員會也有同樣的問題。一俟目前業已開 

始的訓練方案辦理有一結果，那鳥魯人獲到更多的 

專門與技術知識之後，當局卽可委派更多的那鳥魯 

人擔任適當的職位。

伍.敎育進展

概况及記管理事會的建議

槪 論

一一八. 領土內E 歲至+ E 歲(如爲歐洲人）或 

+ 七歲(如爲那鳥鲁人）的兒量一律可受免費强迫敎 

育，男女兒董的敎育設施完全相同。截至一九五九 

年三月二日爲止，管理當局公立學校共有學生六四 

四人，天主敎學校共有學生二三六人,一九五七年六 

月三十日則分別爲四八七人及一九九人。公立學校 

全體歐洲敎員九人及天主敎學校歐洲敎員四人中的 

三人皆爲充分合格的敎員。除聯合初級小學內有完 

全合格的那鳥鲁敎員一人，中'等學校內有完全合格 

的家政學敎員一人外，其餘那鳥鲁籍敎員二+—人 

都未具備充分資格，但有悠久的本地經驗。吉蕭柏 

特及埃里斯羣島島民學校敎員中有吉爾柏特羣島本 

地敎員二人。一九五七至一九八年度那鳥魯全部 

敎育經費共f t三六，九三三英镑，上一年度則爲三 

五, 五九五英鐘。此外，還有新校舍建築費八，八五 

二英镑。

一一九.管理當局所辦敎育計有四個幼雅園及 

低級初等小學，一個聯合初等學校，一個中學，以及 

爲歐洲兒董及吉爾柏特島及埃里斯島兒量所設的低 

級初等小學。天主敎學校設有中等班及初等班。各 

學校皆不分種族；歐洲兒重與那烏魯兒童皆可進入 

B o e幼稚園及公立中等學校。中國兒重可按其年蹄 

及英文程度進入B oe幼雅園,吉爾柏特及埃里斯島 

島民學校，歐洲人低級初等小學，聯合初等學校，及 

公立中等學校。

一二0 .  —九五九年年初共有學生三+ 八人在 

海外肆業(男學生二+ 八人，女學生+ 人）,其中三十 

五人在澳大利亜, 一人在紐西蘭，二人在斐濟島蘇冗 

中央醫學院。

一二一，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度學校建築方 

案已於艾華（Aiwo) 區爲那鳥魯兒重所設的聯合初 

等學校新校舍最後一部分及維命（Yaren)區爲歐洲 

兒重所設的學校新校舍竣工開學後全部完成。

一二二. 理事會第二+二屆會表示希望管理當 

局於相當數目的學生達到較高的中學程度時開設具 

有可升學大學程度的高級中學課程。

一二三. 管理當局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度常 

年.報告書內說一俟領土內高級中學程度學生人數相 

當增加時當卽考慮應否在那鳥魯開設具有可升大學 

程度的高級中學問題。

一二四. 理事會獲悉目前尙無那烏魯學生在大 

學內肆業，至感遺憾，但靈於另一方面管理當局已保 

證願以經濟或其他援助資助具有必要資格有意在各 

大學或其他高等學術機關進修的那鳥鲁人，使他能 

够達到志願，促請管理當局繼續鼓勵那烏鲁人充分 

利用所有的機會。

一二五. 一九五九年視察團獲悉最近已有那鳥 

魯學生二人離境前往新南威爾士大學肆業，其中一 

人專攻醫學，另一人專攻科學,又悉另有那烏魯男生 

二人英文升學考試業已及格，特別感覺欣慰。

一二六. 親祭圓從本身觀察所得及與關心敎育 

的那鳥魯人及管理當局官員談話的結果，又念及那 

鳥魯人的需要及其已達成的敎育進展程度，對於領 

土爲那鳥魯人所設的優良敎育(包括天主敎學校)設 

施及敎育標準，印象非常良好。視察園會與那鳥鲁 

地方政府參譲會議員舉行討論並與其他那鳥魯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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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談話，他們所操英語之流利及其智力之高充分 

證明他們在敎育方面已得的利益。

-二七. 理事會第二+四屆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議 :

理事會嘉許管理當局在教育方面之繼檢進展， 

尤其欣悉因當局努力之結果，英文學識程•度顯己增 

高，本年的建染校舍方素亦己完成。

理事會茶悉教員與學生人数比例之低，留級學 

生人數之減少，至威滿意,並對管理當局力讓提高那 

爲香教員專n 资格及教學能力，表示赞許。

理事會〉東信教授其文己有之進展必可使领土各 

孩教育制度不久tfp能遂渐統一。

理事會欣悉目前己有那爲鲁學生二人在淡大利 

亞某大學碑業，希望管理當局繼續提供各種協助，使 

具有必要資格而且有志在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媒闕 

逸修之那爲普人能充分利用所有之機會，包括聯合 

國各會S 国所設之各種獎學金在内。

理事會希望營理當局竭力設法增加教育話询委 

.員會的工作，用以促進那爲營社医對於教育之興趣。

理事會霧悉管理當局認為目前商業課目以及職 

業與技術方面之教學程•度足可應付那爲.祭之一般需 

要適於其就業嫩會，但仍建議管理當局隨時念及 

必須使那鳥營人具有擔任管理當局及英国碎酸蠻業 

務委員會高級職位之資格，同時使之具備相當能力， 

得將來有必委時可在部爲鲁以外之他處誤生。

無線電收音機

一二八. 託管理事會第二十二雇會曾請管理當 

局於下次赏年報吿書內說明領土居民能收到多少領 

土以外的無線電廣播, 共有多少架無線電收音機。

一二九. 管理當局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度赏 

年報告書內說短波收音機可以淸楚收聽澳大利亞及 

其他各國的廣播。那鳥魯全島共有收音機二百三十 

四架，其中一百二十九架爲歐洲人所有，六十一架爲 

中國人所有，三十九架爲那鳥魯人所有，五架爲其他 

太平洋島峡人民所有。

就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概 論

- 三0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認爲 

敎育方面的實際情形沒有像管理當局描寫的那末美

満，各學校內仍有種族歧視情形；學生人敷已見減 

少 ;那鳥魯人沒有一個受過專pg學院或大學敎育，而 

所設的專門及職業訓練設施也不能說是满意。因爲 

那烏鲁人感到不満，所以；r 請他們的地方政府參議 

會設法改良這種情形。託管理事會應着管理當局満 

足那鳥魯地方政府參議會所提出的要求，藉此對領 

土公共衛生及敎育之改進有所貢獻。

一三一. 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指出那鳥鲁 

學生差不多沒有人囑課，也少中途鐵學的情形。學 

校爲初等小學學生設有免費交通的便利，土著學齢 

兒童身體經赏檢驗，此外還繼以遍當的免費醫藥及 

牙科服務。學生與敎員人數的比例非赏之低,紙有極 

少數的國家有如此低的總比例。按照目前英文敎學 

進展的速度，將來應能在初級學校最後雨年內設置 

各種族混合上課的班次檢討期間內敎育進展方面最 

* 要的因素或許是那烏魯初等學校升入中等學校的 

學生英文程度顯然提高。另一種物質方面的重大進 

展就是本期建築校舍方案的完成。檢討期間內敎育 

諾詢委員會一共紙開過三次會議；這個機關的活動 

如任其繼續減少，殊堪惋惜。目前敎育經費仍在繼續 

增加，其速率大致可與學校學生人數之增加成正比。 

入學肆業的女生人數比例也在繼續增加，目前已達 

非赏满意的程度。留級學生的人數已顯然減少，紙 

有中等學校三年級中最高一年級的情形比較嚴重。 

那鳥魯的師資訓練仍甚满意。在海外肆業的那烏魯 

學生三十五人的分酣情形，無論就性別或就所樂科 

pg的種類而論，都堪稱満意，而且受管理當局資助的 

學生人數比例很高。成人敎育，尤其烹妊及縫組課 

程也辦得非赏順利。

- •三二.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當局向来非常重 

親敎育方面的發展，而且正在竭其所能使那鳥鲁人 

具有專門技術及他種知識經驗，以鼓勵他們參加領 

土行政工作, 將来無論他們願在何處定居，也可保他 

們能享受經濟安定生活。島上所有兒童皆可享受同 

樣的敎育設施及敎育標準。按照各學校目前的組織， 

每一個兒董皆可視其能力及敎育昔景儘速力求發 

展。視察圃報告書内業已述及當局爲那烏鲁人所辦 

優良敎育設施。管理當局將與往年一樣審愼注意文 

敎組織向理事會提出的意見及建議。

傳播關於聯合國的知識

一三三. 印度代表記得視祭圃會說關於這一方 

面的工作，該園所見到的唯一證據®是學校牆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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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掛的幾張聯合國掛圖。管理當局曾報吿理事會說 

各初級學校都敎授關於聯合國及託管理事會的課 

程，中等學校課程內亦皆包括有關聯合國的敎村，印 

度代表圃希望管理當局肯多注意此事。

陸.訂立達成自治或獨立的各階段 

目標完成日期及最後期限

概況及記管理事會的建議

一三四. 管理當局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度報 

告書內說管理當局仍在愼密考慮並薫劃關於那烏鲁 

人可能易地定居一事的通盤計劃，而且正在繼續努 

力尋求一種可獲那鳥鲁人接受的切實解决辦法。管 

理當局於確實知道那鳥魯人願意協力促成託管制度 

目標時願隨時繼續採行可以促進那鳥魯人社會、經

濟及政洽進展的計劃，並向那烏鲁人提供他們將来 

萬一在領土以外他處重行定居環境不同的時候可能 

需要的敎育及職業訓練。

三五.理事會第二十四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

建議:

理事會夜按第二十二在會通遇之建議，備悉管 

理當局已提供保漆謂一俱雄知那爲含人願意協力促 

成就管制度之目標時自當繼檢探行促進那爲普人各 

方面進展之针剑，益向那爲普人提供將來萬一在领 

土以外他處定居時可能需要之教育及職業剑綠。

理事會希望管理當局繼續依此進行，探行此等 

計劉，並於認爲適當時訂定目標曰期,同時顧及领 

土之特殊環現，及那爲普人民体據息章第七十六條 

(在)救規定自由表示之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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