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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言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卽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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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 一 编

理事會的組織與工作

第一章 

理事會的組織

A. 理事國

大會於一九六一年四月七日第九七九次會譲 

決定託管理事會一九六一*年度由現任十三個理事國連 

任一年。所以，自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起，j i 事會的 

組成如下：

管理就管领土的理事國：

澳大利亜

比利時

紐西蘭

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恶章第二十三條列名但Ü 不管理就管领土的理，國 : 

中國 

法蘭西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大會避任的理，國：

任滿曰期

麵 甸 ................................ .....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巴 拉 圭 .........................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曰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玻 利 維 亜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印 度 ................................ .....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B .職員

二 . Mr. Girolamo Viteüi ( 義大利）是理事會第二

十五盾及第二十六届常會的主席。他已於一九六0 年 

七月一日義大利任期届滿時辭去主席職務。U Tin 

Maung(麵甸）於一九六0 年一月二十五日當選爲理事 

會副主席，於一九六一年四月十日舉行第十一届特別 

届會時代理主席職務，嗣於一九六一年六月一日當選

爲理事會主席。同日，Mr. Jonathan B. Bitigham(美利

堅合衆國 )當選爲副主席。

C. 届會及會議

. 三 . 理事會及所屬請願《審查常務委員會於本報 

告書檢討期間內舉行下列會譲：

託管理事食

第十一届特別届會(第一一二五次會譲九六一 

年四月十日。

第二十七届會（第一一三六次至第一一'七六次會 

議九六一年六月一日至七月十九日。

講願書蕃查常務委員食 

第五五一*次至第五五八次會議，一■九六一年六月 

五日至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四日。函件分類委員會及 

其他各起草委員會亦曾於本報告書檢討期間內舉行會

議。

四 . 所有會譲均在紐約聯合國會所舉行。

五 . 至於將来的會譲，理事會已於第一一七三次 

會議決定於一九六二年一月份舉行下一届會，並決定 

暂不適用理事會譲事規則第一條的規定，以使於一九 

六二年五月下半個月揮定一^日開始夏季届會。

D. 程序

六.理事會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決議案一七一三 

(二十 )決定設置一個委員會由委員二人組成在秘書處 

協助下負責決定理事會所接面件的臨時分類；惟此係 

一種暫行措施，須於一年終了時加以檢討，且不妨礙 

現行的議事規則。理事會於一九六0 年五月五日決定 

上述自一九五七年起逐年繼續採用的程序，應再繼續 

—'年。



七 . 因此，請願書審查程序間題經列入第二十七 

届會議程。理事會於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三日第一*-*七 

一次會譲決定停止適用決譲案一七一 •三 ( 二十 )規定的 

程序，並解散面件分類委員會。

E. 與安全理事會的關係

八 . 依據憲章第八十三條，安 全 理 事 九 四 九  

年三月七日第四一*五次會譲通過之決譲案及託管理事 

會本身於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通過之決議案四十 

六( 0 ) 之規定，理事會繼續執行聯合國在託管制度下 

對於太平洋鳥媒託管領士政治、經濟、社會及敎育事

項所責的載務 ,並就此事向安全理事會提送報告書 * -
件。

F . 與各專門機p 的關係

九 . 國際勞工組厳、聯合k 糧食農業組織、聯合 

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及世界衞生組織的代表在情形 

需耍時都曾參加理事會的工作。

- 0 . 文敎組織曾就若干菅理當局常年報告書向 

理事會提出意見，這些文件均在本報告書有關各節內 

提到。

S/4890。



T / 1 562 

T / I5 7 A

T/1579

坦干 伊 瞎 ...........................聯合王國  一'九六0 年
盧安達烏隆提 .................. 比利時 一九五九年

英菅略麥龍 ...................... 聯合王國  一九五九年

新 幾 內 亜 .......................... 澳大利亜  至一九六0 年六月
三十日止的年度

那 烏 魯 .............................. 澳大利亜  至一九六0 年六月
三 十 日 止 年 度

太平洋島喚託管領士… … 美利堅合衆國至一九六 0 年六月
三十日止的年度 

西 薩 摩 亜 .......................... 紐西蘭 一九六0 年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六日 

一•九六0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日

一九六年五月三日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日

二 . 於那烏魯 *和新幾內亜 ,3有關管理當局也 

提 出 書 面 充 情 報 ，載明常年報告書編就後所發生的 

情形。

三 . 關於盧安達烏薩提、坦干伊略、英管略麥龍 

及西薩摩亜各領士，理事會決定將各該領土的槪況和 

內中包括有關管理當局向理事會所提補充情報的壇編 

- 併載入向大會提出的報告書內。

四 . 如本報告書第一章第八段所述，理事會就太 

平洋鳥喚託管領土情形向安全理事會具報；關於該託

管領土的常年報告書是與一九六一年前往該領土的視 

察團的報告書同時審查的。

五.理事會審譲其他有關常年報告書時還參酌文 

敎組織所提的意見書和提出一般間題的請願書。3

六 . 除上述以書面提出的請顾書外，並有獲準提 

出陳述的兩個請願人在理事會第一一六九次及第一一 

七0 次會議審譲坦干伊略託管領土情況時，在理事會 

內提出口頭陳述。

七.效將審查常年報告書程序間題的詳情表列如

下：

就營觸土 特派代表姓名 檢討常年板告書的會議
起草委员通 過起草要！會板 

報告#  告書的會議

坦干伊略  H . E . Mr. Julius Nyerere
H . E . Mr. A. Z - A* Swai 
Mr. J - Fletcher - Gooke 
Mr- A. J . Chant 

盧安建烏 蔭 提 Mr，B ， Goppens

英 管 瞎 ， 龍
新幾內亜，…， Mr. D . McCarthy 

那烏魯  Mr. D . McCarthy

西薩摩亜 • •… M t，J .  B , Wtight

1 T /1 5 7 8 R T /L .  1012/Add. 1 and 2。
2 T/1567。

第一"一 六 九 次 至 第 七 一 执 會 譲

第 六 0 次至第一一六二次會 
議，第 一 *六四次會譲、第一一 
六五★會譲 

第一一六四次會譲 

第 一 一 三 七 次 至 第 一 四 六 5^ 會 
議，第一- 四九★會譲 

第一一五四 '次至第一一 '六 0 次會 

譲，第一六三次會譲

第一 六三3^至第一* 一六五次會譲

T /L . 1023 

T / L . 1026

第一*一*•六八次會議

第 一 七 三 3^會 . 
議，第一"一*̂ ^四

請願書淸‘單，見下章列在各領土名下下的單表。

第二章 

審查常年報告書

理‘事會在檢討期間牧到各菅理當局就下列託管領士提出的常年報告書 :

秘書長收到  秘書長轉遞板
就管領A  管理當局 報告書起乾時期  報告書日期 告穿的節略

T / I5 7 ：

T / I5 5 ；

T / I5 7 ；

T /I56



第三章 

審查請願書

A. 面件的分類

託管理事會一九五七年七月A 日決譲案一七 

一三 ( 二十 ) 設置一個函件分類委員會，並規定該委員 

會的工作方法，這項程序在檢討期間繼續採用。

二 . 面件分類委員會在一*九六0 年七月一日至一 

九六一^年七月十三日期間由澳大利亜及阿拉伯聯合共 

和國兩國代表組成。託管理事會在一九六■-年七月十 

三日第一一■七一次禽議中決定解散函件分類委員會。

三.檢討期間內面件分類委員會共計審查了函件 

五百八十一件，由秘書處協助，依理事會議事規則，並 

斯酌情形依照決譲案一七一三 (二十)附件所載的程序> 
決定此等文件的暫時分類和分發辦法。委員會曾就上 

述面件五百八十一件的暂時分類提出四件報告書。1上 

述面件中，有二百九十一件是關係前義管索馬利蘭託 

管領士的公文。委員會靈於後者係於上述領士獨立以 

後交請赛查分類的 ,所以決定不將這些公文分類分發。 

有一件公文是屬於第八十五條第四項所指的一類，因 

此沒有分發。其餘二百八十九件画件3編爲二百六十三 

件個別文件分發。

四..請願書審査常務委員會檢討函件分類委員會 

的暫時分類後，沒有提出任何更改。常務委員會爲此 

事向理事會提出報告書兩件。®理事會審譲了這兩件報 

告書4並核准分類委員會原来的分類法。

B. 春查請願書

五 . 檢討期間內，常務委員會由比利時、中國、印 

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顔及北愛爾 

蘭聯合王國和美利堅合衆國六國代表組成。委員會在 

這個期間內共舉行會議八次5託管理事會第二十七届

1 T /C .2 /L .4 3 8 , 439, 440 and 445。
g 這Ê 公文中，屬於議事規則第A 十五條第一項所指的一 

類請願書因此適用所定程序者計四十A 件，屬於第八十五條第 

二項所指的一類者計有二百零三件，屬於第二十四條所指的一 

類者計有三十A 件。

3 T /L .1016  and 1031。
4 T/SR.1171  and 1175。
6 T /C .2 /S R .551-558。

會決定延至下次届會時審譲任命常務委員會委員的問 

題

六 . 在檢討期間內，常務委員會繼續審查根據譲 

事規則第八十五條第一項分發並適用敦定程序的各請 

願書，且向理事會提具報告書。常務委員會在第二十 

七届會期間提出的七件報告書中兩件與画件分類委員 

會7有關。其餘五件與譲程上四十五件請願書8有關。理 

事會通過常務委員會所提■於四十五件請願書的決譲 

案》二十八件。

七.理事會在第二十七届會檢討各託管領士內情 

況時也一併審查了其他根據譲事規則第八十五條第二 

項分發的提出一般問題請願書一百九十八件和根據譲 

事規則第二十四條分發的提出一般間題公文三十六件。

八 . 画事會審查坦千伊略常年報告書時，有業經 

理事會准許發表陳述的請願人二名在理事會内提出口 

頭陳述，詳細補充他們過去就坦干伊嘻獨立後該領土 

亜洲公務人員之前途一問題所提出的書面請願書。1** 
理事會動請願人提出的問題所採的行動載在本報告書 

第_ ■編 ，第一"章 ，第二十段內。

九.關於在檢討期間審查或檢討的請願書和公文 

的詳情見關於各託菅領土的下述各節其中並載明 

請願書的內容及理事會就各該請願書所採取的行動。 

關於太平洋島喚託菅領土的請願書，其審查情形則載 

於託管理事♦ 致安全理事會的報告書內。11

C. 關於组干伊略的請願書

- 0 . 理事會在第二十七届會期間根據旣定程序 

審查了關於坦干伊略的下列各請願書，並於審議該領 

土的常年報告書時一併檢討了提出一般問題的下列請 

願書和公文：

« T /SR .1171。
7 T /L .1016  and 1031。
8 T /L .1019 , 1028, 1029, 1030, 1032。

9 決議案二一0 六（二十七) 至二一三三( 二十七）。

10 T /P E T .2/248 and 249。
11 S/4890。



請願書
或來文
的數目 文科编跳 決議案號數  板告書编號

根據旣定程序審查的

請 願 書 ................. 9 T / P E T . 2/238-242 , 243 and 二一O  六（二十七） T / L .  1030

Add , 1 , 244 and Add* 1 ' 至

2^5 and Add . f 及 246 二一 一三〔二十七）

涉及一般問題的請

願 書 ..................... / T / P E T .2 / L .  14 and A d d ，1

涉及一般問題的來文 T / G O M .2 / L .5 7 ,L .5 9 ,L .6 o

and A d d . I , L . 6 l

一一* . 依據旣定程序審查的九件請願書中有一件 

是抗譲管理當局紙邀請政府人員及一個政黨的黨員參 

加擬譲於一九六0 年五月在倫敦舉行，討論坦干伊略 

政府未來組成問題的會議。理事會請請願人注意菅理 

當局的意見。當局已經表示因爲各方在尙未舉行會議 

以前，已經達成協議，所以根本沒有舉行會議。 另一 

件請願書對坦干伊赂政府決定不再續訂契約租賞Ko- 
rogwe市 場 街 若 干 地 段 舉 ，提出控謝。理事會請請願 

人注意管理當局的意見。當局已經表示改變市區建築 

所在地點的決定是肅淸貧民窟計劃的一部分，而且政 

府早已事先通知關係人士不擬 S 訂租約。 另'一件請 

願書现控詳坦干伊略政府測量部因請願人目光欠佳而 

將其辭退，理事會請請願入注意管理當局的意見，據 

.稱請願人被政府革職是因爲他參加頸別考試未曾考取 

的緣故，並請他注意管理當局已經表示願意同情考慮 

請願人請求再予進入測量部工作機會的申請。1‘

一二 . 理事會第二十六屑會議期間，接有一件請 

願書控 t r 坦千伊略頓都魯匿實驗農場管理失當致使頓 

都魯農民，受經濟困難。U 後來原請願人以菅理當局 

業已承允爲某種處置，自動將請願書撤回。請願人後 

来又另提請願書，聲稱因菅理當局未曾履行諾言，所 

以耍求理事會重新考慮他原先提出的請願書。理事會 

這一次，請請願入注意菅理當局的意見，當局除說明 

其他事項外並解釋爲解決頓都魯農民困難起見所準備 

採取的若千步驟。1"*

一三.對於有關某前齒長後嗣耍求承繼其王位及 

産業的請願書，理事會請請願人注意管理當局的意見

T /P E T .2/238及決議案二一0 六（二十七）。

13 T /P E T .2/239及決議案二一0 七( 二十七）。

1 ‘  T /P E T .2/240及決議案二一0 八( 二十七)。

15 T /P E T .2/233 and Add.1-3。
T /P E T .2/241 及決議案二一O 九〔二+ 七）。

認爲這件事業經領士法院裁決，理事會請菅理當局將 

請願書審查常務委員會討論請願書的記鋒遞交坦干伊 

路政府。I7 ■於某請願人申請拨助以使取得進入坦干 

伊略之入境證的請願書，理事會指出管理當局曾謂一 

俟管理當局接獲請願人的正式申請書時，當卽予以同 

情考慮。

一四 . 巴哈耶ÿjP徘種植人協會過去曾提出兩件請 

願書，且經理事會通過決譲案一九三0 ( 二十三）及二 

0 二四( 二十六 ) 兩件。現在該協會又提出一件請願書， 

控訳管理當局迄未實施上述兩決議案。理事會請管理 

當局參照決譲案二0 二E 〔二十六 ) 的規定，再考慮請 

願人的耍求，淮其賈賣咖徘。10

一五 . 理事會決定對於耍求承認 " 姆西姆巴提鳥 " 
之獨立的請願書不必採取任何行動。 另一請願書控 

糖請願人父親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强迫徵入英國 

軍厥服役，但管理當局迄未查明他的下落，亦未付絵 

他的受扶養人任何邮金。理事會請請願人注意管理當 

局的意見並得悉管理當局業已聲明謂請願人倘能就其 

他有關其父親的情形續行報告，當局當根據請願人的 

申請再爲調查。31

D. 關於盧安達鳥隆提的請願書

一六.理事會於第二十七届會譲期間依據旣定程 

序審查有關盧安建烏蔭提的下列請願書，並於審查該 

領土的常年報告書時一併審譲下列提出一般問題的請 

願書和面件：

17 T /P E T .2/242 及決議案二一一0 ( 二十七％

«  T /P E T . 2/243 and Add. 1 及決議案二------- <二十七)。

1» T /P E T .  2/244 and Add. 1 及決議案二- 二（二+ 七）。 

20 T /P E T .2/245 ani A dd.l。
" T /P E T . 2/246及決議案二一三〔二十七)。



请願書
或来文

的数目 文件编號； 決議案號數 報•告書編就

根據旣定程序審査的

Firâ願 書 .................... 24 T /P E T .3 /1  15, 1 17-120,
121  and A dd. I , 122-130, 
131 and A dd. I , 132, 133 
and Add  • ' , 1 ， 135

二一一四（二 十 七 ） 

至

二一二九（二 十 七 ）

T / L . 1029

涉 及 般 間 題 的 請 願

m ............................... 95 T / P E T . 3 / L . 4 0 -45 , L.4Ô  
and Add. 1 ,L . i i7 - 53 , L ‘ 54 
and A dd. 1 ,L .  55-1 22

涉及一般間題的来文 14 T /C O M  .3 /L .3 9 - L .5 2

- 七.依據旣定程序審查的二十四件請願書中有 

三件抗譲有人意圖廢除盧安建普王的陰謀。理事會指 

出管理當局與聯合國盧安達烏薩提委員會目前正在討 

論普王回来的問題，請請願人注意大會決議案一六0  

五（十五）第六段及第七段的規定。

八 . 關於控蕭一九六0 年四月間發生的逮浦、 

殺戮及焚燒事件和請求聯合國援助的請願書，理事會 

請請願人注意大會决譲案一五七九 (十五）及一六0 五 

(十五關於坦干伊略某難民要求聯合國援助的請  

願書，理事會注意到管理當局准許請願人自由回籍的 

保證，請請願人注意大會決譲案一六0 五 ( 十五)並請 

管理當局通知請願人可以平安返回原籍。 對於三件 

有關一九六0 年五月間發生的騒動事件包括驅遂出境 

事件在內，並請聯合國續極騎旋的三件請願書，理事 

會請請願人注意大會決譲案一六0 五 （十五）的規定， 

並請管理當局對被放遂的人適用這件決議案的規定， 

俾使他們能平安回籍。"關於某請願人對管理當局沒 

收他起斬管理當局的文件一事，以及管理當局對此案 

件所取其他行動提出的控訳，理事會請請願人注意管 

理當局的意見， 及其特紙代表的陳述，尤其是，他可 

以董行向法院起訳，而且他可以自由返回領士。36

"-九 . 對於控訳盧安達Gkanda ☆王被逮捕的兩 

件請願書，理事會請請願人注意管理當局的意見及其 

特派代表的陳述。 對於控蕭在聯合國視察團誌間盧

22 T /P E T .3 /1 1 5及決譲案二一一四（二十七)。

23 T /P E T .  3/117-118 及決議案二一一五( 二十七)。

24 T /P E T .  3/119及決議案二一一六〔二十七)。

25 T /P E T .  3/120及決議案二一一七〔二十七）。

T /P E T .  3/121 andAdd.l 及決議案二一一八〔二十七)。

27 T /P E T .  3/122 and 123 及決議案二一一九( 二十七)。

安達以前及訪問期間發生的逮捕及騒動事件以及舉辦 

社國選舉情形所提的二件請願書，理事會請請願人注 

意大會決譲案一六0 五（十五）的規定。 關於請聯合 

國從中孰旋使業經判處死刑的Nbatula齒王得獲緩刑 

的請求，理事會表斤備悉菅理當局的保證謂將依據大 

會決譲案一六0 五 ( 十五 )所載大赦規定處理，請請願 

人注意管理當局的意見和保證。3=*對於有開Nyamata 
難民營情況的控新，理事會請請願人注意管理當局的 

意見，及特派代表的陳述，並注意到特派代表所說多 

數難民業已重行定居，其餘尙在Nyamam難民營中的 

人多半已決定以該處爲家；並請管理當局採取必要步 

驟安置至今尙住在臨時難民營中的難民。3。對於控訳 

比利時當局在一九六0 年下半年盧安達發生騒動時所 

採的行動，理事會請請願人注意菅理當局的意見，特派 

代表的陳述及大會決議案一六0 五 ( 十五 ) 的規定。

二0 . 關於因比利時當局及 Parm ehuw和 Apro- 

sotna兩黨黨員所採行動，請聯合國從中骑旋的請廳書， 

理事會請請願人注意大會決譲案一六0 五 ( 十五)的規 

定，並請其注意決譲案內所提及的聯合國委員會業已 

到建領土境內一事。 關於控蕭比利時當局的行動，包 

括沒收私人財産在內的請願書，理事會備悉當局特派 

代表説上述控新根本沒有根據，同時請請願人注意 

大會決譲案一六0 五（十五）的規，定。83對於控訳逮浦 

Louis Rwagasore親王事件並請聯合國採取行動的請願

28 T /P E T .  3/124 and 127 及決議案二一二0 (二十七)及 

"'二三( 二十七）。

29 T /P E T . 3/125 及決議案二一二一( 二十七)。

3» T /P E T . 3/126 及決議案二一-二二( 二十七）。

«  T /P E T . 3/128 and. 130 及決議案二一二四〔二十七）。

32 T /P E T . 3/129及决議案二一二五(：二十七）。

33 T /P E T .  3/131 and Add. 1 及决議案二….二六( 二十七)。



書，理♦會請請願人注意菅理當局的意見並表示希望 

.將來不再發生道種遠浦事件。

二一.關於申請聯合國對業經理事會通過決議案 

一九六0 (  二十0 )加以處理的一件請願書繼續採取行 

動一節，理事會請請願人注意管理當局的意見及其特 

派代表的陳述。 有人提出控訴說若干前住大會第四 

委員會口頭提出請願的人，其旅費及瞎宿費皆係盧安 

達烏廣提管理當局所出，對於這項控新，理事會請請 

願人注意管理當局的意見。36有人要求將擬譲設置的

聯合國新聞處設在基加利，不要設在烏松布拉，對於 

這個要求，理事會指出上述新聞處已於一九六一*年六 

月十五日在烏松布拉開幕，所以決'定不必動這件請願 

書採取任何行動。37

E. 關於英管赂麥龍的請願書

二 I ；.理事會在第二十七届會時依據旣定程序審 

查下列有■ 英管略麥龍的請願書，並在審查這個領土 

的常年報告書時一併審查下列提出一般間題的請願書 

和函件：

猜願書
或來文

的数目 文件编號 決議案號教 板告書编跳

根據旣定程序赛查的

請 願 書 .................... 11 T /P E T . 4/ 193 , ! 95 and 
A dd. 1 , 196-204

二 一 三 o (  二十七） 

至

二一三二（二十 七 ）

T /L .  1019

澳及一般問題的請願

m .............................. 100 T /P E T .4 /L .8 5 - L .8 7  ,L .8 8  
and A dd, 1 , L .8 9 - L .  119,  
L .  120  and A dd. I , L .  121- 
L ,  178

渉及一般間題的来文 17 T /C O M , h/L. 54  ,L . 55, L. 56  
and A dd. ! , L .5 7 - L .Ô 5 , 
L .6 7 - L ,7 0

二三 . 依照旣定程序審查的十一*件請願書中有九 

件理事會請請願人注意管理當局的意見。這九件請願 

書中四件載有關於領土內舉行的全民表決的控謝，三 

件關係個人所受的委屈，一件抗議南略麥龍專員所爲 

的決定擬進行調查所指反對黨使用威脅强迫南略麥龍 

大會黨某黨員脫離執政黨加入反對黨一事，另一件抗 

議若干土著當局法修正案。38

二四 . 有一件請願書抗譲若干©長及領袖在南略 

麥龍孔巴州若千村落內用不法手段使村民在一九六 

年二月舉行全民表決時.投票贊成與略麥蔭共和國聯 

合，理♦ 會動道請願書，作如下表示：察悉大會已於 

審譲全民表決結果時處理了相似的事情，請請願人注 

意大會決譲案一•六0 八(十五 ) 39的規定。

34 T /P E T .3 /1 3 2及決議案二一二七〔二十七)。

85 T /P E T . 3/133 and Add. 1 及决議案二一二八C二十七）。

T /P E T .  3/134及決議案二-一二九( 二十七)。

" T /P E T .3/135。
38 T /P E T .4/193, 195 and Add. 1 and 196-202 及決議案

:•一三OC 二十七)。

二五 . ■ 於界限爭執，過去已經提過請願書一件， 

且經理事會就此通過決譲案二0 三三（二十六）；現復 

提請處理，理事會乃請請願人注意菅理當局所作聲明 

謂上述請願書內提出的事項，現在已是地方當局的責 

任。"

F. 關於新幾內亜的請願書

二六 . 理事會在第二十七届會期間審查關於這個 

領土的常年報告書時曾經審議了一件有關新幾內亜的 

一■般間題的請願書 (T /P E T .S /L .6 )。

G. 關 於 西 薩 摩 的 請 願 書

二七.理事會在第二十七屆會期間在審查關於該 

領土的常年報告書時審議了一件有關西薩摩亜的一-般 

問題的請願書 (T /P E T . I /L .5 )。

T /P E T .4 /203及決議案二一三一(二十七）。 

' T / P E T .4 /204及決議案二一三二(：二十七)。



第四章 

視察託管領土

A . 聯 合 國 一 九 六 一 年 太 平 洋 島 f t  

託 管 領 土 視 察 圍

理事會第二十六届會於一九六0 年六月二十 

四日通過了決譲案二  0 —七（二十六）,決定經常按期紙 

遣一個視察團前往太平洋島哄視察，以使仔細研究該 

領土的發展情形，又第一個這種視察團應於一九六一 

年初前往該領土視察。依據這項決定，理事會委派Mr. 
Carlos Salamanca〔玻利維亜）爲一*九六一"年視察團團 

長 ，Mr. Jean Adriaenssen ( 比利時），Mr. Maharaja- 
krishna Rasgotra( 印度）及 Mr. Geoffrey Gaston (聯合王

國 )爲團員。

二 .理事會在同次届會中通過了另一件決譲案 

( 一九六0 年六月三十日的決議案二  0  二 o (  二十六）） 

規定視察團的任務規定。理事會在這件決譲案內着令 

視察團：（-^)參照大會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決議 

案三二一 ( 四）及大會其他有關決議案的規定，儘詳調 

查並報吿太平洋島喚託管領士爲求實現聯合國憲章第 

七十六條 (丑 ) 款所載目的而採取的措施；（二)對於在 

政治、經濟、社會及敎育發展各方面，擬訂初期、連續 

過渡的目標及完成日期，以使儘速造成建成自洽或獨 

立的有利情境，儘詳調查具報；（三)參照託管理事會 

的討論及其所通過的決譲案，對各方就該託、管領土管 

理情形的常年報告書所提出的間題，對理♦會所接有 

關託管領土的請願書內所提出的問題，對以往定期視 

察團視察該領士報告書所提出的問題及對管理當局封 

上述各報告書的意見所提出的間題，斯酌情形，加以 

注意；（四）在不妨礙按照理事會譲事規則所採行動 

之範圍1 ^ ,接受請願書，並與其中認爲應予特別調查 

者 ，於諮商管理當局當地代表後，就地調查之。最後 

理事會請視察團於實際可能範圍內儘速向理事會提出 

視察太平洋島喚託管領士的報è 書，附載視察團認爲 

需耍提出的意見、結論及建議。

三 .視察團在動身前往託管領土以前及回來以 

後，分別於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二目至二十五日及一 

九六一年五月二日至六日訪華盛 è ,與美國國務院、

內政部及海軍部官員舉行討論。視察團由內政部部長、 

國務卿及副國務卿接見。視察團於一*九六一*年 月 三  

十日離開紐約前往託管領土，於九六一年三月十六  

日返回紐約。

四.視察團就視察託管領土經過向理事會提出一 

件報告書1，理事會在審查管理當局常年報告書時一 

併審譲了道件報皆書。視察團對託管領土情況提出的 

主耍意見及結論載在本理事會致安全理事會的報告書 

內。2此外，理事會又通過了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四日的 

決議案二一0 四（二十七），內中略稱，理事會備悉視察 

團的報告書及管理當局就前述報告書提出的意見;.對 

視察團代表理事會擔任工作的成績，表示嘉許；促請 

各方注意，理事會於第二十七届會時就託管領土情況 

自行擬具結論及建譲時已充分顧及視察團的建議和意 

見及管理當局對視察團所提出的意見；決定將來審查 

與託管領土有開之事項時將繼績參酌上述建譲結論 

及意見，並請關係管理當局也計及視察團的建議與結 

論及託管理事會各代表就此等結論與建譲所發表的評 

論。

B. 聯合國一九六二年那烏魯及新幾內亜 

雨託管領土視察團

五 .理事會於第一六六次會譲中決定於一九六 

二年派遣一個定斯視察團前往那烏魯及新幾內亜託管 

領士。並決定請玻利維亜、印度、大不列颠及北愛爾蘭 

聯合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政府提出視察團團員人選。

六 . 嗣後理事會於第一一■七三次會議核准所提人 

選 Sir Hugh Foot (聯合王國）爲視察圏團員並一致推 

選他爲該團團長。理 »^會決定日後再核准玻利維亜、印 

度、及美利塾合衆國政府所提視察團團員的人選。

七 .理事會在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四日同次會譲中 

通過了決議案二一0 五 ( 二十七），規定視察團的任務 

規定。理事會在決譲宰內着令視察團：（- 0 儘詳查明

T/1560。
S/4890。



那鳥魯人民對其前途的意願並就調查所得擬製報告 

書，連同視察團認爲需要提出的意見與建譲，一併提 

出 ; ( 二)儘詳調査及報告那烏魯及新幾內亜兩託管領 

土爲求實現聯合國憲章第七十六條 (丑)款所載目的而 

採取之行動，並參照憲章內有開各節、託管協定、大 

會決譲案一五一四（十五），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 

族獨立之宣言及其他有關決譲案的規定，特別注意兩 

領土的前途間題 ; （三 ) 參照大會有關決議案、託管理事 

會辯論、理事會通過的決議案和提出的意見及建譲，動

於各方就關於領土管理情形所提常年報告所提出的間 

題、理事會接到的有關那烏魯及新幾內亜的請願書，以 

往各視察圃所提報告書及管理當局對上述報告書的意 

見所提出的問題，加以注意；（四)在不妨礙按照理事 

會譲事規則所採行動範圍內，接受請願書，並對其中 

認爲應予特別調查者，就地調查之。最後,，理事會請 

視察團於實際可能範圍內儘速向理事會分別提出現察 

那烏魯及新幾內亜兩託管領土的報告書，附載視察團 

的調查結果、意見、結論及建譲。



第五章 

託管領土達成自治或獨立與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 

獨立之宣言之適用於託管領土

A .達成自治或獨立

- , 大會與託管理事會對託管領士達成自治或獨 

立目標這問題審譲已久。大會於其決譲案五五八 ( 六） 

及關於同一題目隨後各次決譲案內，屬望義管索馬利 

蘭以外的各託菅領士管理當局在其常年報告書內列入 

關於促使有關領土儘早達成自治或獨立目標所已採取 

或正擬採取之措施的情報。大會於決譲案七五二 ( 八） 

及八五八 ( 九）內請託管理事會在其向大會提出的報告 

書中專節敍述管理當局就此事項所採取的行動。遵照 

上述請求，理事會以其九五五年七月十九日決譲案 

—二五四（十六）及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六日決譲案一三 

六九 ( 十七），通過處理建成自洽或獨立問題的特別程 

序。依此程序，此項問題由理事會在檢討每一託管領 

土現狀時加以審議，而大會所需各種情報，連同理事 

會的結論及建譲，均載入其向大會提出的報吿書中關 

於領土現狀的一*章內。

二 . 就盧安達烏隆提、坦干伊略、英管略麥龍及 

西薩摩亜等四個託管領士而言，達成自洽或獨立目標 

是迫在眉廣的事。在所檢討的期間內，理事會於檢討 

太.平洋餘下三個託管領士時均應用特別程序。

三 . 關於盧安達烏隆提，依據大會決議案一五七 

九（十五），一五八0 ( 十五 ) 及一六0 五（十五)將於聯 

合國監督之下舉行的普遍選舉及關於齒王間題的複決 

將奠定該領土獨立的基礎。

四 . 在理事會第一一■六九次會議，坦干伊略菅理 

當局通知理事會說該領士獨立日斯已由一九六一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提前至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九日。理事會 

於第一一七一次會譲以口頭表決方法決定表:備悉此 

項日期之提前，至爲滿意，並決定請大會第十六肩會 

予以注意以備採取適當行動。

五 . 大會於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以決譲案一 

六0 八( 十五 ) 決定：英管嘻麥龍託管領土全民表決旣 

已舉行放獲有不同結果，託管協定應以下列方式予以

廢止：（a )有關北略麥龍部分，在北略麥龍於一九六一 

年六月一日加入奈及利亜聯邦爲奈及利亜北匿單獨一 

省時廢止之；（b )有關南赂麥龍部分，在南略麥龍於一* 
九六一年十月一日加入略麥隆共和國時廢止之。在理 

事會第二十七届會，菅理當局代表說，遵照大會決譲 

案一*六0 八( 十五 ) 規定，南略麥龍、略麥隆共和國及 

聯合王國的代表已於一九六一年六月中旬在布埃阿舉 

行會譲。訂立辦法據以實施關係各方所同意並公佈的 

政策，已獲有相當進展。收後繼續進行非正式的談話； 

因此種談話的結果，進一步的三方討論可望不久就會 

舉行。

六.理事會以其一九六一年七月七日決譲案二 

0  二 ( 二十七）表示備悉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在西薩摩 

亜舉行全民表決的結果，至爲滿意，並建議大會第十 

六届會於顧及該託管領土人民願望之後，決定同意管 

理當局於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該領土獨立時廢止西薩 

摩亜託管協定。

七.理事會在第一一六六次會譲無異譲決定墙加 

本章篇幅，以便列入理事會的結論及建譲與理♦會各 

理事的個別意見。依照此項決定，爱將下列各段滑入， 

討論理事會向大會報告的餘下兩個託菅領土，載於本 

章而不列入本報告書第二編及第五及第六兩章之第六 

節內。

新幾内亞

八 . 理事會在其第二十六屆會述及一*九五九年十 

二月五日大會決譲案一四一*三 ( 十四）並請菅理當局掛 

新幾內亜在政治、經濟、社會及敎育方面之發展，擬 

訂早斯、連續、過渡的自標及完成日期，俾克儘速造成 

達成自洽或獨立之有利情境。

九 . 在所檢討的報告書內，菅理當局說：它正在 

進行編製新幾6 亜經濟、社會及敎育進展綜合方案;此 

項方案如經核准卽可據以擬訂各方面的目標日期。

IO



- o . 理事會獲悉立法譲會輕已董新組纖，使土 

著人民有更多的而且更直接的代表權。菅理當局說它 

認爲企圖預言政治方面的進一步變化紙是等於猜測及 

希望，因爲將來的政洽發展不僅須視敎育、社會及綴 

濟變動的速度而定，而且亦須視領土人民本身的願望 

而定。

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通過下列結論：

理，會歡迎管理當局陳述所云翁紫局现正進行编 

裂新幾内亞經海、社會及教育進展综合方案而且日後 

可依據此巧方案擬^丁關於此方面的將来發展之目標曰 

期。理，會下一在會自當歡迎關於此種日期之詳細板 

專。

理事會對管理當局振取行動訂立合乎现實的巧標 

以推廣其行政管制於全部領土，業已表示成謝。理， 

會级爲tr立合乎现實目標反映正當的急进要求使领 

土在其政治生活所有其他方面退速而有計劃的達展， 

亦属同等必要，並請管理當局參照大會決議案一五一 

四（十五）内所戴關於准許殖民地国家及民族獨立之宣 

言，打立此種目標。

就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一二.紐西蘭代表説他深信管理當局所採行的政 

策不僅是完全符合聯合國憲章及託菅協定，而且亦完 

全符合大會於一九六0 年十二月所通過的關於准許殖 

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之宣言。澳大利亜政府及澳大利 

亜政策之最有權威的發言人所充分贊成的自決原則旨 

在創造能自由表示其意志及願望的那種政洽的 "自 

我"。他述及過去一年內對於實施大會宣言的此項基本 

先決條件之建成已獲有大的進展；顯然這項自標——  
卽創造能自決而且能隨後生長的一•種穩定的社會政洽 

有機體—— 必定是管理當局所採行的一切政策的啓示 

與指導力量。

三.美利醒合衆國代表表示贊同紐西蘭代表所 

說的話，尤其是關於殖民主義宣言之實行的話，並表 

示同意他的關於此方面的結論。

- 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澳大利 

亜對於巴布亜及新幾內亜領土施行的現有政策是殖民 

政策的一個典趣例子並且是.直接違反聯合國憲章及一 

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日大會所通過的宣言。託管理事 

會應當要求管理當局重行考慮並根本變其對託管領  

土的政策以便實行准許該領土獨立毋得遲延。管理當 

局應當放棄其將巴布亜及新幾內亜領土併入本國區域

的願望。大會宣言說得十分明白：巴布亜及新幾內亜以 

及一切其他託管與殖民地領土都應當以獨立爲目的， 

而且那是唯一的目的。所有各託管領土都有行使自決 

的權利。它們都有權獲得獨立。所以擬 ÎT具體措施以使 

新幾內亜獲得完全自由獨立毋得遲延，實屬必要。定 

出該領士建成獨立之具體時限，實屬必要。爲查明人 

民的志願起見，領土內應當舉行複決以決定領士的命 

運 ，此事實屬必要，所以他建譲於一九六一年，或於一 

九六二年初，派遣一個聯合國特派團前往領士,以使監 

督這次全民複決並決定新幾內亞建成獨立的具體時限。

一五.麵甸代表深信管理當局不會不能辨認大會 

決譲案一四一三 (十四）及一•五一四（十五)所眞實表現 

出的時代徵象。他表示深信管理當局會不復對其前程 

不予規劃，並深信它於適當時間會訂立計劃及方案以 

載明遂步的、過渡的及最後的目標與完成日期。

一六.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歡迎管理當局特派 

代表的陳述所云該當局不僅願意在行政努力的許多方 

面定出自標日斯，而且自從理會上次會譲以來已完 

成周密詳細的研究以使所定目標日斯能與新幾內亜的 

現有的及可預料到的一*切現實情形最密切相符。他希 

望在訂定此等目標日期時菅理當局會遵照大會於其關 

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之宣言內所贊成的我們 

的時代之中心課題。

一七.印度代表歡追管理當局之願意定出領土發 

展目標日期。他高興地等待管理當局實際宣怖所有各 

方面的目標並希望它會在理事會下一*届會宣佈。不過 

他注意到此種目標將限於經濟、社會及敎育方面，而 

未見指明對於領土的政洽進展亦將規定類似的目標日 

期。所以似乎必需的是：管理當局在這個階段應當本 

着大會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之宣言的精 

m ，確定爲領土的最終命運作迅速準備的現實時間表， 

並使所計劃的各種進展階段均切合該項時間表。

- •八.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他本國政府已保證使 

新幾內亜人民建到 " 自決"的時候。自決與獨立不是同 

事情。自決是一種程序：這是行使人民選擇其自己 

的前途的權利。他們將選擇其自己的政府體制；他們 

將決定其國家性質。關於新幾內亜的自治( 或 " 自決"或 

"獨立他述及澳大利亜政麻經新幾内亜人民本身響 

應而與他們聯合辦理的第一件最困難的任務是創造 

個單獨的 " 自我" 去治理其本身。如果沒有這種創造， 

那末最常用的任何名詞都不能有意義。對於這項任務， 

澳大利亜已盡心竭力爲之。他又述及澳大利亜由於歷



史上的偶然進入新幾內亜，那時那裏沒有政府，也沒 

有一個單獨的民族。行政當局與許多不同部落及語言 

的士著羣體在領士內現正共同建造一個國族並建造政 

府。他又向要求在領土內立卽舉行複決的蘇聯代表保 

證說，致力於此項政治進展問題的全部土著民意團體 

都贊成託管理事會亦已知道的最近的政洽改革。全領 

土各地的立法譲會譲員候選人均已表示信任澳大利亜 

管理當局並已接受其對於前途的保證。

那鳥參

一九 . 理♦會在第二十六届會裏注意到管理當局 

的聲明 , 據稱任何促進那烏魯人各方面進展的計劃,凡 

經其認爲可以有助於達到託菅制度目標並可使那烏魯 

人獲得敎育及載業訓練俾克於將来倘在該領‘土以外地 

區定居時應付改變之新環境者，當局自將繼續採行。

二0 . 理事會曾希望管理當局繼績循此方針辦 

理，並採行此種計劃，凡遇適當時載明完成目標之日 

斯，同時須顧及該領士的特殊環境及憲章第七十六條 

( 丑 )款所稱那烏魯人民自由表示的意願。

二一 . 在託菅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期間，管理當 

局特派代表的顧問Mr. R. Gadabu聲稱那烏魯地方政 

府參譲會與他本人均尙未看見或聽到過關於准許殖民 

地國家及民族獨立的大會宣言。

二二 . 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通過下列結論：

因 承 認 領 土 的 特 殊 情 形 ， 尤 其 是 其 地 理 位 置 ，狹

小 面 猜 ，與 微 少 人 口 ， 以及其單一 工 業 經 鴻 、之日•浙衰 

落 的 性 赏 ，理 事 會 促 猜 管 理 當 局 繼 境 並 加 緊 努 力 為 那  

爲 鲁 人 民 的 前 途 歡 定 與 他 們 自 己 的 意 颗 相 符 的 適 當 辦  

法 。维 理 事 會 深 信 ，在 那 爲 鲁 人 民 的 前 途 問 避 得 到 最  

後 解 決 以 前 ， 不 應 讓 這 間 題 阻 止 他 們 題 向 自 治 或 獨 立  

遂 步 發 展 ；並 握 為 必 需 訂 立 合 乎 现 實 的 目 標 反 缺 正 當  

的 急 这 要 求 使 领 土 在 其 政 治 生 治 所 有 各 方 南 逃 速 而 有  

計 劃 的 進 展 ；並 猜 管 理 當 局 参 照 聯 合 國 蒸 章 、就 管 條  

定 、及 义 會 決 議 案 一 五 一 四 （十五*)關 於 准 許 殖 民 地 國  

家 及 民 族 獨 立 之 宣 言 ，訂 此 種 目 標 。

就 管 理 ，會 各 理 事 的 個 别 意 見

二三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託菅 

理事會本届會所討論的那烏魯間題是與立卽淸除各種 

形式的殖民主義有關。他力言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 

民族獨立之大會宣言必須爲理事會一切行動之指導原 

則。理事會所以必須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實行宣言的 

規定。他復謂管理當局對於此領土所採的政策及實際

辦法均係有損於那烏魯人民的利益而直接違反宣言以 

及聯合國憲章與領土託管協定。他引述管理當局所訂 

那烏魯人移殖計劃作爲證明。他認爲菅理當局應當採 

取另一計劃在領士內立卽實行大會決譲案一*五一四 

( 十五 ) 之規定。他建議一九六一年應當在那烏魯於聯 

合國特派團監督之下舉行全民表決以期查明土著人民 

對其前途所抱意願。

二四.紐西蘭代表說各方已明瞭此種小島不能維 

持無限的人口，所以它的政治及經濟發展的能力不免 

有限。他認爲要實行那烏魯託管協定及關於殖民主義 

的大會最近決譲案便不能不顧及領士的特殊情形。他 

指出該項決譲案並未規定准許在未獨立區城內將海外 

事業沒收或收歸國有。託管理事會因承認傲士的獨特 

情形，已順利地努力確保那烏魯人民享受託管制度的 

利益並確保此等人民之前途將於適當時間依他們自由 

表建的意願予以決定—— 這是構成管理當局的三國政 

府充分贊同的一個目標。

二五.紐西蘭代表認爲三國政麻所提那烏魯人民 

移殖的建譲完全符合領土託菅協定與關於殖民主義的 

大會決譲案精神。再者，此種建譲屬望人民以與獨立 

國家合併的辦法獲得獨立，這是大會第十五屑會於決 

譲案一五四一<  十五 ) 內所核定的一種原則。

二六.印度代表希望管理當局將依理事會第二十 

六雇會所提建譲向那烏魯人民提出不只一個關於那烏 

魯人社會前途的建譲。他認爲所有此種建議都應當根 

據，重人民意願的根本原則，符合聯合國憲章第七十 

六條規定，及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 十五）。他又認爲 

大會決譲案1 五四一(十五)雖特別適用於非自洽領土， 

卻與那烏魯有關。

二七.繊旬代表認爲領士的獨特情形綴不能解除 

託管理事會及聯合菅理當局分別對那烏魯負有的義 

務。在他看来，必待各方面的發展完全達到其目標才 

能以適合該領土的託管地位的方式光明正大地解決其 

當前的所有問題。

二八 .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說，那烏魯情形特殊加 

上該領土人民享受比較高的生活程度，因此使得該領 

士的問題特殊。

二九.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承認在若干方面領 

士的發展受到那烏魯人前途未定的影響。可是這並不 

是說在此種情形下便無從針尉那烏魯擬訂建設性的計 

劃或現實的政策；同時也不能以此爲口實，圖爲領土 

進步的遲緩作辯護。



三o . 法蘭西代表認爲大家應當注意到那烏魯的 

微小。在他看來，聯合國在檢討託管領士情況期間所 

用的費用可更有益地用以尋求那烏魯問題的解決辦 

法。顧及居民的意願，比濫倡代譲機關、自給自足、織 

於自洽獨立等等理論更爲董要；此等理論不能以其適 

用於其他託菅領士的辦法卽可移用於那烏魯。

三一 . 菅理當局特派代表說，理事會與管理當局 

雙方的任務都是協助託管領土人民立足於現代世界據 

- *適當地位；唯有就關係人民的一切特殊情形作最忠 

實客觀的研究才可以達到託菅制度的目的, 不必一定 

援用外來政治學說施於此等人民才可以建到。他雖明 

瞭理事會中差不多所有理事都常常對於管理當局的缺 

點份外注意，但他認爲審愼而有適當據的批評足以 

不斷激發負責日常菅理工作的人。他希望理事會於衡 

量那烏魯的各種發展情形時，會注意該領土的面積狹 

I7C及其人口的徵少。

B. 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 

民族獨立之宣言

三二 . 大會以其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譲案 

一五一四（十五)通過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 

之宣言，內有一項宣稱在託管領士及非自洽領土或其 

他尙未建成獨立之領士內應立郎採取步驟，不分種族、 

信仰或膚色，按照此等領士人民自由表達之意志，將 

- *切權力無條件無保留移交他們，使他們能享受完全 

之獨立及自由。

三 三 .託 管 理事會於其第六七次會議就此項  

目舉行一般辯論並決定將在此次會議所作各項陳述作 

爲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載入理事會向大會提出的 

報告書之本節內。

三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提出了下 

列陳述：

"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日，在透激審譲蘇聯 

政府所提出的消除殖民主義問題之後，大會以極 

大的多數通過了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 

的宣言。因此，除殖民國家 ( 包括美國、聯合王國、 

法蘭西、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南非聯邦及 

澳大利亜 )外,世界所有各國都表示它們贊成消除 

可恥的殖民地制度毋得遲延。

" 在它的宣言裏，大會，承認所有未獨立民族 

盼望自由及獨立之殷切，鄭重宣佈有迅速無條件 

終止各種形式之殖民主義之必要。大會宣言：'在

託管領士及非自洽領士或其他尙未建成獨立之領 

土內立卽採取步驟，不分種族、信仰或膚色，按 

照此等領土人民自由表建之意志，將一切權力無 

條件無保留移交他們，使他們能享受完全之獨立 

及自由。'

" 因通過這項宣言，大會亦絕對明白地規定了 

審議託菅領士問題之託管理事會在其工作方两所 

應採取的基本方針。不消說，宣言全部均適用於 

所有託管領土。僅爲殖民地制度之變相的託管制 

度現在與全部可恥的殖民主義制度同樣爲一種過 

去的遣跡。它在實際上沒有存在的理由，所以應 

當與陳腐的殖民地制度之其餘部分一同埋葬。

"蘇聯國務院總理赫魯轉夫先生就關於准許 

觸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之宣言所作陳述有一段 

云：'現在的主要任務是努力使聯合國關於准許殖 

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之宣言內所表示的人民意志 

得以實際表建並使宣言內所宣怖的各項要求不僅 

是紙上具文且應成爲現實。我們一定不可讓大會 

決譲在執行時受到能計及託詞的破壞。聯合國宣 

言談及迅速終止殖民主義；所以應當眞正迅速地 

採取適當措施而不應藉各種口實遲延。廢除甲國 

或乙國內的殖民制度不應當僅爲一*種外表上的行 

爲，並且不應當在事實上保存此種制度而使殖民 

制度的廢除轉於失敗。殖民主義者亦一定不可被 

容許以某種所有方式或租借辦法保持根據地聽其 

支配。'

"民族解放運動的巨大蟹力與世界一切愛好 

自由的人民的支持在近代已使許多國家，包括若 

干託管領士在內，從殖民地奴裁制度之下解放出 

來。

"可是必須指出的是殖民國家正在竭力設法， 

正在使用一切手段以藍緩殖民地人民解放的無情 

歷史進程；它們正在用各種辦法阻礙一九六0 年 

十二月十四日大會宣言的實行。

" 因種種的理由，殖民國家毎當迫不得已淮許 

託管領土在政治上獨立時，處處設法以新的方式 

保留其與此等領士的管制權，並且甚至在宣佈獨 

立以前强使它們接受各種條件及協定對未來國家 

的主權加以限制。

" 依蘇聯代表團的意見,各方必須採取有效措 

施以保證准許一切託管領士獨立毋得遲延並保證 

這種獨立是眞正的而不是虛慨的。聯合國大會宣



言的目的在眞正地，而不是虛假地，使一切人民 

從殖民地藍制之下解放出來。因爲道種理由，必 

須堅決反對比利時在盧安建烏隆提託管領土設立 

俺® 政權的企圖。

"託管理事會第二十七屆會辯論盧安達烏蔭 

提情勢間題期間，比利時政府設法妨礙大會第十 

五届會所通過的開於盧安達烏蔭提問題的決議之 

施行，已成爲顯明的事。特別是管理當局尙未實 

行大會的建譲，卽在根據普選建立政府以前立卽 

成立有廣潤基礎的臨時貝責政府；該當局亦未執 

行大會建譲實行完全及無條件大赦及廢除將託管 

領土置於戎嚴令與軍事及警察獨裁制之下的一九 

六0 年+ 月二十五日奇酷法令。蘇聯代表團已指 

出，管理當局與以前一様，不顧大會決議，繼續 

努力强使士著居民接受其愧儘的權力並墙强其代 

理人在盧安建烏蔭提的地位。關於這點，蘇聯代 

表團請注意管理當局如繼續妨礙關於盧安達烏蔭 

提的大會決譲案的實行時所須負擔的董大責任。

"在託管理事♦ 第二十七届會,蘇聯代表團又 

已反對紐西蘭政府之企圖限制未来的西薩摩亜國 

的主權，保留對最重要的輕濟塵迫機關的管制權 

〔包括對西薩摩亜銀行的菅制權)，及强使西薩摩 

亜接受所謂 "友好條約"，其意義事實上爲以一種 

新的方式建立對西薩摩亜的外人管制灌。

"准許坦千伊瞎於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獨立一 

事預示非洲各領士內的託管制度之早日淸除。

" 可是如果欺哄自己、自鳴得意以爲從此以後 

事事都容易、簡單，那就錯了。要使非洲及太平 

洋區城各託管領土從殖民地制度之下解放出來並 

使它們的獨立穩固，頑强的鬪爭仍然在前面。

"現在必須努力以求託管領士的完全解放而 

無任何條件或保留並無對其主權的任何跟制。

" 大會業已通過明確決譲規定坦千伊瞎，前聯 

合王國管略麥龍、西薩摩亜及盧安建烏薩提等託 

管領土早日獨立。關於其他各託管領土，它已促 

請各管理國定出它們的獨立日斯。

"出席託管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蘇聯代表團 

指出對聯合國責責管理太平洋IE域託管領土的各 

個國家，違反大會決譲，至今尙未定出新幾內亜、 

那烏魯、及美管太平洋島Ü 等託菅領土宣饰獨立 

的任何日期。不消說，此等領土不是•^般規則的 

例外；關於立卽廢止殖民主義的大會宣言的規定

完全適用於它們，所以它們亦必須建成獨立毋得 

遲延。 '

"託菅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對於此等領土的 

狀況之赛譲情形已證明菅理當局迄未採取步驟在 

此等領士內實行聯合國大會宣言。它們如以前一 

樣繼績推行其完全不合聯合國憲章及大會宣言的 

殖民地政策。它們迄未採取任何步驟將一切權力 

無條件無保留移交新幾內亜、那烏魯、及太平洋 

鳥嗅的人民使他們能享受完全之獨立及自由，雖 

然大會已在其宣言內要求立卽採取此種步驟。

" 關於美管太平洋島喚託菅領土 ,一*九六一年 

赴託管領土之聯合國視察團報告書與管理當局所 

提出的文件內均無任何記載指明管理當局已採取 

任何步驟在這個託管領土內實行大會宣言的規 

定。反之卻有很多證據證明管理當局的政策依然 

未變並證明此種政策不合聯合國憲章與大會宣言 

的要求。管理當局的代表在託管理事會內甚至竭 

力遊免指明完全獨立爲託管領土內的美國政策之 

目的，而且更不願定出准許這個領土獨立的明確 

日斯。事實上，美國的目的是不容許託管領士的 

士著居民獲得完全之自由、獨立及獨立國的地位。 

管理當局正在竭盡它的力量用各種辦法，以託管 

領土人民的" 自決"或 " 意志表示 "爲口實，務使託 

管領士直接併入母國領士或關鳥殖民地。美國至 

今未採取任何步驟將一切權力移交託管領士人 

民。管理當局親太平洋島峡僅爲其戰略軍事基地 

而並不關心託管領士的政洽、經濟及卞化進展。託 

管領士內的一切權力仍然集中在美國管理當局的 

手裏。託管領土沒有中央立法或行政機關代表土 

著居民；所謂各區間豁詢委員會沒有實際權力而 

爲管理當局所派高級專員之下的一個純屬豁詢性 

質的機開。

"蘇聯代表團認爲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 

族獨立之大會宣言規定亦全部完全適用於太平洋 

島廣，雖則道個託管領土具有所謂戰略性質。管 

理當局必須擬定立卽採取步驟的方案以保證將一 

旬權力移交太平洋鳥哄士著居民的代表機關，並 

定出淮許託管領士獨立的明確日斯毋得遲延。

"我現在講到那烏魯。託管理事會所有的情報 

指明聯合管理當局—— 管理託管領土的澳大利亜， 

聯合王國及紐西蘭—— 沒有考慮在那烏魯託管領 

土實行託管協定與大會宣言。管理當局的政策及



實行辦法均直接違反上述聯合國文件與那烏魯人 

,民的基本重大利盒。實質上，菅理當局拒絕實行 

大會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日通過的關於那烏魯 

的託管協定，卻强使那烏魯土著居民接受移殖澳 

大利亜的計劃。此項計劃經島上土著居民認爲係 

違反他們的意願及民族利益，予以拒継；那烏魯 

地方政府參譲會譲員Mr. Gadabu已將此點向託 

管理事會說得十分明白。

"管理當局至今未採取任何步驟將權力移交 

那鳥魯人代表機關。一切權力均操諸澳大利亜行 

政專員及英國隣酸磨公司—— 該公11, 依據一九 

九年蹄結的殖民協定，現正掠奪此島喚的碟酸 

墮礦藏而漸漸使那烏魯變成一片沙漠。正因爲那 

烏魯有巨大的碟酸謹礦藏，故對這個弾丸小鳥聯 

合 擔 任 託 管 責 任 的 多 至 三 個 國 家 聯 合 王 國 、 

澳大利亜及紐西蘭。吸引這三個國家到那烏魯去 

的不是別的而是碟酸墮。因爲紙有三、四十年的 

時間便將現有的礦藏採盡，菅理當局於是計劃在 

這時將那烏魯人移殖到其他地方去。

"管理當局違反聯合國憲章及託菅協定，容許 

英國碟酸醒公巧在島上爲所欲爲，不許那烏魯人 

民對於他們的領土的行政講任何話，並不許對事 

實上在目前爲託菅領土內的眞正主子的英國碟酸 

墮公司的活動有所影響或加以管制。蘇聯代表團 

認爲管理當局向託管理事會提出的移殖計劃是完 

全不能接受的並斷然加以反封。依蘇聯代表團的 

意見，託管理事會必須計及那烏魯士著居民的意 

志及願望與他們保存其民族本性的願望，並且一 

定不可容許施行本質上含有消減那烏魯社會之意 

的任何計劃。

"蘇聯代表團認爲管理當局應當撤回其令人 

不能接受的那鳥魯人移殖計劃並應當另向聯合國 

提出另一計劃,卽囊劃立卽採取的步驟以求在那烏 

魯實行■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的大會宣 

言的規定。關於這點,蘇聯代表團已建譲那烏魯託 

管領土內的全民表決應於九六年在聯合國監 

督之下舉行以決定士著居民與於其前途的意志， 

並建譲派一聯合國特游團前往那鳥魯監督全民表 

決。

"我現在進而討論新幾內亜。菅理當局的文 

件及陳述全未提到管理當局曾否遵照大會宣言採 

取步驟，甚至連宣言也未提及：這正足以表露菅

理當局的一•貫作風。管理當局仍一味推行其舊殖 

民政策，i f 淮許新幾內亜成爲獨立國一事不作任 

何部署。新幾內亜的實際狀況顯示澳大利亜政府 

至今未採任何步驟將一切權力移交領土人民或實 

行大會宣言所耍求的事項。如同過去一樣，新幾 

內亜託菅領士內的一切權力均操諸澳大利亜當 

局。巴布亜與新幾內亜領士的"立法譲會"的所謂 

改革沒有變更此種情形。" 立法議會"的人員組成 

繼續是極不民主且無代表性。巴布亜與新幾內亜 

領士的土著居民在譲會裏紙估有三十七席中的十 

一席。因此，一百八十萬土著居民在議會裏僅有 

代表 i ^一■人，而二萬外儒卻有代表二十六人，在 

議會裏估壓倒的多敷。再者，"立法譲會"雖以其 

目前的非民主的組成受澳大利亜行政機關官員的 

支配，仍未獲有權力作對殖民地行政當局有拘束 

性的決定。實際d : , 託管領土內的一切權力仍單 

獨操諸澳大利亞行政當局。因此，殖民地制度仍 

然在託管領士內實行而土著居民對於他們本士的 

行政無權置錄。

"在託管理事會討論新幾內亞間題時,蘇聯代 

表團已建議菅理當局應覆審並根本改變其對託管 

領土的政策，以保證准許巴布亜與新幾'內亜領士 

獨立，不予遲延，並應放素其在給予虛有其表的 

‘內部自洽 ’ 後將領土歸併於母國領士的欲望。蘇 

聯代衰團已建議菅理當局應當參照大會宣言擬訂 

具體步驟計劃，規定新幾內亜建成完全之自由及 

獨立不予遲藍並定出准許獨立的確定日期。爲決 

定新幾內亜人民的意志，蘇聯代表團已建譲領土 

內應儘可能於最早日期舉行複決以決定領土前 

途。

"在討諭與太平洋區域內上述三個託管領士 

有關的間題時，蘇聯代表團已建議於一九六一年 

或一九六二年初派遣1聯合國特派團前往太平洋島 

胰、那烏魯及新幾内亜監督旨在確定此等領土達 

成獨立之明確時限的複決。

"蘇聯代表團注意到殖民菌家代表在託管理 

事會內頑强反對並拒結接受旨在迅速實行關於准 

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的大會宣言規定的提 

議。在理事會內估多數的殖民國家已將理事會變 

成實際上延遲託管領士獨立的一個機關。它們正 

在利用託管理事會去掩護它們在託管領士內的專 

横統治，對領士資源的明掠，對土著居民的無情



剝削。它們在妨礙大會宣言的實行並在託管領士 

內以種種式保存殖民地的制度。

" 可是誰也不能阻止民族的解放與可恥.的殖 

民地制度的崩清之歷史進程。全世界一切人民日 

漸更加受到從殖民資本家蟹制之下解放出來的觀 

念之影響；不管殖民主義者如何加以阻礙，帝國 

主義所建立的掠奪搶却制度不免將被拋入歷史的 

垃级堆裏。全世界各地的人民都在等待這個時刻 

並努力使之更快來臨。"

三五 .，聯合王國代表認爲管理當局有充分的理由 

對一一建成自洽獨立的各託管領土內的驚人進展，引 

以爲榮。可是蘇聯代表不表示熱心，反而紙提出批評。 

舉例而言，他說比利時政府在設法妨礙聯合國決議案 

的施行。而比利時代表卻已指明聯合國盧安達烏陸提 

委員會與管理當局之間所存在的密切合作。同樣地，西 

薩摩亜與坦干伊略所獲進展應當使理事會所有各理事 

都很高興。就那烏魯而言，沒有强使接受任何解決辦 

法的問題存在：管理當局已一再言明其建譲紙有當那 

烏魯人自願接受時才實行。管理當局已盡其責任並將 

趕急完成其工作。

三六.紐西蘭代表與蘇聯代表含沙射影指摘紐西 

蘭府的西薩摩亞及那烏魯政策，提出抗譲。他指出 

如蘇聯那樣的大帝國主義國家應當躬行己說；就託管 

理事會而言，事實董於空想，行爲董於言詞。管理當 

局的行爲是不待說明自然明白的；最近獲得獨立的國 

家的數目使是它們的誠意的證明。

兰七 . 印度代表謂在大約六個月之內原有的^一■ 
個託管領士將 * 有三個仍然在託管之下。理事會本届 

會已建議大會應當討論西薩摩亜獨立的日期間題。大 

會第千五属會第二斯會議已知道坦干伊咕獨立的日 

期，但後来日斯又提早了。所以，託管下的殖民直域 

的解放與憲章原則在此等領土内的實行，已有相當大 

的進展，這是顧而易見的。大會在上一届會之所以認 

爲必須就這問題通過宣言是因爲當一九四五至一九四 

六年起草並通過憲章時，世事發展速度與自前不同。 

因此，宣言是請世界人士注意今日需要的一種合理企 

圖。託管領士的發展速度現在必須與此種需要吻合。在 

餘下的託管領土內或許仍須進一*步使此種速度加快， 

雖然他絕不是說管理當局故意設法在領土內E 制自由 

或阻礙其趨向自由P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爲，用大 

會決議案一五一四( 十五 ) 的話来說，解放之過程不能

抵抗，亦不能钢轉。聯合國的任務是"協助託管領土 

及非自治領土之獨立運動";•一部分會員國雖然未曾投 

票贊成大♦ 宣言，但是現在認爲該項宣言可接受並遵 

守其規定。有些代表團或許反對決議案一耳一四(十 

五）內宣言的某一詞某一語，但宣言正文第五段是與所 

有各託管領土密切有關，動該段所列意見自不能予以 

反對。理事會的責任是努力保證該段切實施行。沒有管 

理當局能够說，或者事實上現在說，經濟、社會或敎育 

的進展不應當作爲延遲其所管領土獨立之藉口。理事 

會當前的間題不僅是定出領士的進辰及其獨立之目標 

與完成日期，雖然此種目標的訂立是必須的，而在這 

方面印度代表團所接受的唯一跟制是權力移轉所需的 

時間，權力的移轉具有建設性及創造性並會促成安定 

的局面。他所以認爲應當爲餘下所有各託菅領土訂立 

切實的時間表及目標以反映正當的急迫要求，並於此 

種時間表內儘可能竭力絵予領士以行政機構與扶術、 

行政及財政辦法使其能於獨立安定情形之下洽理其本 

身事務。過去有許多事情也許是錯的，但是理事會不 

應過分注意此種事情，因爲如此使可能使它無力促使 

或幫助各領士在將来採取適當途桂。可是過去的綴驗 

證明有爲餘下各託管領土之迅速政治進展作有計劃的 

準備之必要。差不多沒有一個代表團不承認有爲此目 

的擬訂計劃之需要。他所以促請仍將在一短期間內繼 

續負責辦理餘下各託管領土内事務的各管理當局從速 

擬訂此種計劃，也許甚至在理事會下一届會以前定出 

目標日斯，並全力履行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之 

最近大會宣言的明文及意旨。

三八.澳大利亜代表認爲蘇聯代表的陳述是完全 

類铜是非。他本國代表團在理事會上次會譲沒有認爲 

有討論大會決議案一五一 '四( 十五)特別適用於各託管 

領土的必要，按所有各託菅領士均須受聯合國監督的 

特殊制度的限制。在國際聯合會存在的全部期間內，澳 

大利亜已充分履行其對責責統洽的各領土所貢義務。 

在第二次世界戰爭結束時，澳大利亜努力使各方更爲 

明白託管的意見，並不後於任何其他國家。在此種情 

形之下，蘇聯代表能誠實地把澳大利亜說成像一個罪 

人，這在他看來是難以置信的事。

三九.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說他本國代表團認 

爲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的宣言已使各方從 

-*種新的觀點去看聯合國與非自洽及託管領士所責的 

義務。時間在此種看法之下已成爲有關的因素。各方 

不復可能以十年前滿意的進展速度爲滿意，而需要立

IÔ



卽採取新的步驟。理事會各理事應當很滿意地承認，各 

管理會員國均已接受宣言並且說它們將竭盡力量實施 

宣言規定。

四0 .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對聯合王國代表說的開 

於菅理國家所完成的工作的話，表示贊同。他擬將他 

的關於太平洋島哄託管領土所獲政治進展的意見逝遲 

到以後發表，但是他在目前的沉默不得解釋爲同意蘇 

聯代表所提對美國政府及有關領土行政的指責。

四一 . 巴拉圭代表指出大會決譲案一*五一四(十 

五)所表示的意見及原則是理事會各理事審議託管領 

土情況時，尤其是審議規定目標日期問題時，所必須

遵循的。關於此點，決譲案絵予管理當局的任務是明 

白雨强制的：決議案敦促它們迅速進行民族解放並滿 

足其求自由及獨立的欲望，不遣餘力。巴拉圭代表團 

的立場始終以此項標準爲根據。民族自決權的行使不 

是而且不能倚賴事先規定的理想條件。人民本身不僅 

具有促成國家發展的推動力量，而且亦具有最重要的 

求自由及知識的熱切欲望。

0 二.比利時代表說他不了解爲什麼蘇聯代表認 

爲在就託菅領士達成獨立或自洽的一般間題發言時宜 

回頭討論盧安建烏蔭提。關於一般問f e , 比利時代表 

團贊同聯合王國、紐西蘭及印度代表團所發表的意見。



第六章 

託管理事會審議的其他問題

A. 影響託管領土之行政聯合

— . 理事會於第一一四六次會譲無異議決定撤銷 

依一九五0 年七月十七日理事會決譲案二九三（七）設 

置的行政聯合問題常設委員會。理事會又決定餘下的 

唯一行政聯合，卽新幾內亜與巴布亞託管領士之間的 

行政聯合，應爲新幾內亜報告起草委員會特別注意的 

題目。下文關於該領士情況的一章之有關的一節內將 

就此題目有所論述。1

B. 託管領土問題單之修訂

二 .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九日大會決譲案七五一 

( 八）規定設立間題單小組委員會，由薩爾冗多、海地、 

印度及敍利亜 (後來爲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代表組成， 

審譲託管理事會所擬基本間題單 , g研究必需的更改， 

以適應毎一託菅領士的特殊情形，並將其結論提交理 

事會。大會又請理事會根據小組委員會的工作，編製 

適合個別領士情形的單獨問題單。

三 .一九六一年七月七日理事會於第一六六次 

會譲通過決議案二0 —三 ( 二十七），其草案係由巴拉 

圭代表提出，內云理事會與小組委員會的工作表示感 

謝並向大會建譲小組委員會工作已完成應予撤銷。

四 . 理事會第二十六届會委派一*專設基本間題單 

委員會，由澳大利亜與印度代表組成，檢討基本間題 

單的統計部分及有關名詞各節以使其更符合最新統計 

方面的成例及方法。理事會請專設委員會，在各專門 

機關與聯合國統計處的協助之下，編製其向理事會第 

二十七届會提出的最後報告書。

五 . 專設委員會於其報告書內3認爲 ,如理事♦通 

過結論，則附件註脚內所提及的統計文件應遞送有關 

管理當局以資便利其工作，並又認爲允宜重印所通過

1 參閱第二編，第五章，第二節，第六十段、第六十一段， 

第一 0 八至第一一二段。

3 託管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一届會 ,特别補編(T /1010)。
3 T/1557。

的新的全部基本問題單，或至少董印修訂後之有關名 

詞的起首兩章及附錄。

六.理事會於其第一一六六次會譲無異譲通過該 

報告書以使基本間題單，照此辦理。

C. 在各託管領土傳播關於聯合國及 

國際託管制度之情報

七.秘書長依照託管理事會一九四八年七月八曰 

決議案三十六 ( 三）及大會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九日決譲 

案七.五四（八）的規定，向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提出定 

期報告書一件Z 陳述爲向託管領士人民提供有關聯合 

國目標與工作的新聞正在採取的步驟及其本人爲此目 

的而設置的傳播途每。

八 . 理事會在第一一六六次會議表Âp:閲悉秘書長 

之此項報告書。

九 . 大會在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決議案一六 

0 七(十五)內請秘書長採取必要行動立卽在坦干伊嘻、 

盧安達烏蔭提及新幾內亜設立聯合國新聞處，處內貢 

責職位由各該領 .士士著居民擔任，並又請秘書長務使 

關於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之宣言確能經由所有大衆 

傳佈媒介在所有託管領士內立卽大量公佈並儘量廣爲 

流傳散播。大會董申其認爲託管領士人民與於聯合國 

及國際託管制度之宗旨與工作，世界人權宣言之原則， 

及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之宣言應獲得充分 

情報，並請以當地各種主要諧文及管理當局之譜文傳 

播本決議案內所指之情報。大會復請秘書長向託管理 

事會第二十七届會與大會第十六屆會就本決議案實施 

情形提具報吿。/

一0 . 秘書長報告書5陳述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六 

日已於坦干伊略之達里薩蘭及盧安建烏隆提之烏松布 

拉開設新聞分處等情。秘書處具有經驗的職員已奉派

4 T/1563。 
6 T/1576。



充任各分處的臨時主任。各臨時主任將於與有開菅理 

當局諮商之後，選擇土著居民訓練以備擔任各該分處 

之貢責職位。開於在新幾內亜設立新聞分處間題的討 

論，將在不遠的將来繼續舉行。報告書又謂關於准許 

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之宣言的英文及法文單行本已 

分別印成小册並正向各託管領士發送。關於印製基士 

冗海来文 (Kiswahili)、京亜萬建文(Kinyarwanda)、基薩 

提文(Kirundi)、薩摩亜文 (Samoan)、昌摩羅文（Cha- 
m ono)及馬歇雨文（Marshallese)本的辦法已着手進行。 

宣言的各種文本連同大會討論紀錄均已送往所有各新 

聞分處及辦事處，其中有幾處兼辦對託管領土服務事 

宜。

- * - * . 理事會在其第一一*六六次會譲表示閲悉秘 

書長之此項報告書。

D, 會員國爲託管領土居民提供之求學及 

訓練便利

- 二.託管領土獎學金及研究獎金方案是大會第 

六屆會一九五二年- *月十八日決議案五五七（六)設置 

的。

- 三.此項方案係依託管理事會第十三届會所核 

定之程序0辦理；依據此項程序，秘書長須至少每年一■ 

次向理事會提具報告 , 陳述此方案之一切有關詳情。託 

管理事會亦應經常向大會報告依照大會決議案嫌理此 

方案之進展情形。大會第十五届會在一九六一年四月 

二十一日決議案一六一一 ( 十五）內又請理事會第二十 

七屆會繼續審議此問題並請秘書長向大會第十六届會 

繼續就此問題提出報告書。

一四 . 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審譲7 秘書長檢討一 

九六0 年六月二日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期間獎 

學金方案辦理情形的第十次定斯報告書 ,7此項報告 

書，依大會在過去各次決譲案所提要求，載入關於 

獎學金及訓練使利之實際利用情形的詳細情報。

一五 . 在討論此項報告書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代表通知理事會說有六個託管領土學生正在 

國際友誰大學肆業。8此項消息將載入秘書長向大會第 

十六屆會提出的有關報吿書。

®託管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三届會，附件，議程項目十 
文件 T/1093。
7 T/1565。
* 一九六一年七月七日，第—— 六六次會議。

—*六.理事會於其第一一六六次會議審譲並表示 

閲悉敏書長報告書。

E . 西薩摩亜之前途：聯合國全民表決 

事宜專員報告書

一七 . 大會於其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八日決議案 

一五六九（十五）內建議管理當局依據聯合國憲章第七 

十六條 ( 丑 )敦之規定 ,商同聯合國全民表決事宜專員， 

採取步驟，壽辦由聯合國監督在西薩摩亞託管領土舉 

行全民表決，以確定該領土居民對於其前途之意願。 

大會復建議將提出之問題應爲：

" 一 . 是否贊成一 *九六 0 年十月二十八日制

憲會譲通過之憲法？

" 二 .是否贊成西薩摩亜於一九六二年一月

一日根據該憲法成爲一獨立國？ "

大會復建議全民表決應根據成人普選原則辦理。

一A . 大會於其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九五- 
四次全體會譲委派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之 Mr. Naj- 

muddine Rifai爲聯合國西薩摩亜全民表決事宜專員， 

代表大會行使所有必需權力及監督職務。大會請全民 

表決事宜寡員向託管理事會提出關於全民表決之壽 

備、舉行及結果的報告書，並又請理事會將全民表決 

事宜專員報告書連同其所認爲必要之任何建譲及意見 

遞送大會第十六届會以備審議。

一九.全民表決於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在託管領 

土 f t舉行。聯合國西薩摩亜全民表決事宜專員在一九 

六一年七月六日舉行之託管理事會第一一六三次會議 

提出其關於全民表決監督情形的報告書。9

二0 . 經理事會討論之後，玻利維亜、細甸、印 

度與聯合王國提出決譲草案一件，此案嗣由理事會於 

一九六一年七月七日第一一六五次會譲一致通過作爲 

決譲案二一0 二 ( 二十七）。理事會在此決譲案內表示 

欣悉全民表決的結果，經由這次全民表決，西薩摩亜 

人民已以極大多數表示贊成憲法謀西薩摩亜的獨立並 

又以極大多數贊成該託管領士於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 

根據上述憲法成爲獨立國。理事會已將全民表決事宜 

專員報告書及理事會討論紀鋒送交大會第十六届會審 

議 ，並建譲大會計及全民表決中所表示之西薩摩亜人 

民願望，經管理當局之同意，決定於一九六二年一月 

一日託管領士建成獨立時廢止西薩摩亜託管協定。

T /I564  and A dd.l,



F .  干伊略之前途

二一 . 大會在其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決議案 

一六0 九（十五）內表示獲悉聯合王國政府與坦千伊赂 

政府已同意坦干伊嘻應於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達成獨立。大會決譲，經管理當局之同意，該領土託 

菅協定應於坦干伊略獨立時停止生效，並建譲坦干伊 

赂達成獨立時應准予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大會請管 

理當局就一九六一年三月在達里薩蘭舉行之制憲會譲 

並就管理當局爲將權力確實移交坦干伊略立法與行政 

機關一事而已採取或擬採取之措施，向託管理事會第 

二十七屋會續提情報。載有這種情報的報告書一件 I*' 
已由管理當局正式提出。

二二.理事會在其第一一六九次至一一七一次會 

譲審議此一項目並檢討領土情況。管理當局通知理事 

會第一一六九次會譲說坦干伊略之獨立日期已提早到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九日。本報告書第二編關於坦干伊 

略的第一章內對此題目有較詳細敍述。

二三.理事會第一一七一次會譲以口頭表決方式 

表示欣悉坦千伊略之獨立日斯由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 

十八日提早至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九日，並決定請大會 

第十六届會注意此項日斯以備採取適當的行動。

二四 . 在同次會議，理事會又決定將坦千伊略總 

理 Mr. Julius Nyerere閣下在該次會議所作陳述列爲向

大會提出的理事會報告書之一部分。該項陳述如下：

" 第一，我想要謝謝主席先生與各位代表使我 

有機會參加這次就我國舉行的歷史性辯論。第二， 

我想要謝謝各位代表對我國的慶賀和祝福並且多 

謝他們對我個人所說的好話。此種對我個人的獎 

飾實在愧不敢當，不過唯一仍可令人欣然接受的 

是這番話是，而且其本意是，讚頌我國人民，所 

以我高興、得意、光榮地代表他們接受。

"諸位已聽了 Mr. Fletcher-Cooke 與 Mr. Swai

雨人所講的諸位需要聽的關於坦干伊略的一切 

事情。誠然，我 是 個 不 速 之 客 ，莫說向各位代 

表發言，就連來到道裏的權利也沒有。我所以允 

諾作很簡短的陳述。

"這是我第三次得到的光榮向託管理事會致 

詞。我第一次是在一九五五年以請願人的資格在 

此出席。前此一年的聯合國派赴坦干伊路視察團

>171575。

已提出關於獨立之目標日期的建譲。視察團甚至 

够勇敢建議坦干伊略可在一個比該團爲盧安建烏 

薩提所建議的更短得多的時期內  那就是說比 

二十或二十五年更短得多的時期內  達成獨

立。這是一個頗爲含渾的建譲，可是被當局認爲 

是無法無天的革命性的建議。我那時來到這裏說 

了視察團的建議是合理的以及其他的話。

"我在一九五六年終時回到聯合國並感到光 

榮得向第四委員會致詞。我那時向第四委員會所 

作的無害的陳述與隨後回到坦干伊嘻時所作的陳 

述使我與當局發生料紛。

"數月之內我又回到聯合國提出四項無害的 

請求。我耍求擬訂坦干伊略獨立的目標日斯與過 

渡期閩趨向獨立的憲政改革日斯；我耍求於次 

年—— 那就是一九五八年  舉行的選舉中的普

選權；我耍求取消尉於我的組纖所加的限制及不 

許我在國內作公開請演的禁合。在所有上述的三 

次，我都是以請願人的資格向託管理事會與第四 

委員會二者發言。理論上，我不知道今天我的名義 

是什麼。我認爲，理論上我仍然是以請願人的資 

格發言。但是無論我的理論上的名義是什麼，現 

在，總有一點兒不同之處，因爲在我的國家裏已 

發生一些變遷了。

"數月之内我國將加入國際社會成爲一個自 

由主權國家。我想要趁這個機會表示感謝聯合國 

每一*會員國，尤其是業已協助我們過渡到獨立的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國。

"別人常常問我爲什麼坦干伊略建成獨立的 

經過是如此順利。我確信，I I於這次建成獨立的 

順利經過，有許多的解釋。但是一*種極重要的解 

釋是我們爲英菅託管領士。託管制度的原則及目 

標是已經陳述明白的。爲確使此等目標順利建成， 

有三種要素是需要的：第一，認眞而誠實貴責的 

託管理事會；第二，尉世界舆論敏感的管理當局； 

第三，團結並決心達成獨立的人民。

" 在所有各託管領士內,託管理事會郁是認眞 

而誠實責責，而其他兩要素之中則缺少一種：不 

是管理當局對世界舆論不敏惑 ,便是人民不團結。 

可是就坦千伊略而言 ,所有這三種成分都具備。我 

所以向諸位並向諸位的同事及前任者致敬。我向 

我的英國朋友們致敬：我們在聯合國內及在外面 

利用他們對世界舆論的敏感已不止一次。



"我國人民的團結一*致與他們求建獨立的決 

心：道一點便値得讚揚。人民如不能很除異見、一* 
心一德、擺脫外人統洽的恥辱，那就需耍自問他 

們反對此種外人統治，到底認眞到何種程度。

"託管制度雖然已幫助我們幸運地獲得我們 

的獨立，但未幫助我們在經濟方面發展我們的國 

家。就某種意義言，我們可以眞實地說聯合國本 

身一日沒有錢用於託管領士的發展，則此種制度 

就有顯著的經濟上的不利之處。

"此種制度的政洽上的優點是它並未絵予管 

理當局以地權的安全，但是在我們所居住的世界 

上殖民國家就是耍獲得地權的安全，以便用大量 

款額在其屬地謀經濟發展。坦干伊略因爲是託管 

領士，所以沒有獲得在政洽上較爲不幸的國家所 

得到的發展經費。而且又是與理論相反，錢，尤 

其是政府給予政府的錢 , 並不用於和平的國家,而 

是用到世界上的各個混亂的地方。

" 我們在坦干伊赂並未任意搗亂,而我們目前 

正在付償和平的代價。我們發現甚至極難使我們 

的朋友相信我們雖然是愛好和平，但是有嚴重的 

仇敵—— 貧窮、無知與疾病。我們已向這座仇敵 

宣戦，而在進行此項戦爭時我們決心置身於世界 

上的好戦人民之列。不幸這不是這個世界上的特 

別受歡迎的一*種戦爭。這不是貧窮國家能够盼望 

得到條慨協助的一種戦爭。但是我們沒有被嚇倒， 

而且我國政府在目前及在獨立之後的目的都是用 

我們所有的一*切力量及資源去進行此項戦爭。

"我答應了作簡短的陳述。我必須履行此項諾 

言。最後讓我說這一段話。因爲毎一*託管領士均 

達成獨立，託管制度，以及因此託管理事會，日 

漸更接近其結束之日。我確信諸位大家都高興地 

等待這一日，那時不需要託管制度，也不需票託 

管理事會。但是屬於前託管領土的我們，尤其是 

在坦千伊略的我們，很敬愛聯合國組織。在今年 

的年底以前我們希望加入聯合國爲一正式會員 

國。我想要向諸位保證說，諸位將發現我們是聯 

合國組織的一個很忠實的會員國，邊行它所代表 

的—— 和平、團結及人類的福利。"

G. 修訂託管理事會議事規則

二五 . 理事會在第一*一六六次會譲無異議決定無 

須修訂其譲事規則。

H. 請願書春査常務委員會委員之委派

二六 .理事會在第一一七次會議決定於舉行下 

一屆會以前暫緩審議請願書審查常務委員會問題及該 

委員會委員之委派間題。

I. 農村經齊發展委員會

二七.理事會於第一一七三次會議決定解散依一 

九五一年二月二日託菅理事會決譲案三0 五 (A )規定 

設立的農村經濟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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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编  

託管領土現狀

第一章 

坦干伊略

査.總論

一 . 關於坦干伊赂的土地及人民槪況業已在前幾 

次託菅理事會報告書中栽述。

二 . 菅理當局於一九六0 年四月宣佈並經理事會 

第二十六屆會表示歡迎的憲政改革已於同年九月付諸 

實施。因此，由於在立法會議組織上同等代表制度的 

廢除及廣泛選舉權的實行，因而成立幾乎全部由民選 

代表組成的立法機關 ,其代表的大多數均爲非洲人。在 

行政部門方面，部長會議於一九六0 年九月三日成立， 

其組成分子大部均爲民選部長，由總督責責主持。

三 . 大會第十五屆會第二斯會議 ’時1菅理當局報 

稱已採取進一步的猎施以謀進達獨立；一 九 六 年 三  

月在達里薩蘭舉行憲政會議後，大不列顯及北愛爾蘭 

聯合王國政府及坦干伊略政府兩方代表達成協譲規定 

坦干伊略將於一九六一年十二月r •十八日成爲完全獨 

立國家，並於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實行完全內部自 

治。

四 .管理當局代表遞送大會坦千伊略首席部長 

Mr. Julius K. Njrerere面抄本一件，請聯合王國政府在

第四委員會及早採取行動，俾在議定獨立之日期廢止 

託管協定。管理當局代表通知委員會稱骇國政府將爲 

此提出一項決議草案。大會爱通過決譲案一六0 九(十 

五）稱獲悉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與坦干 

伊略政府業已同意坦干伊略應於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 

十八日實行獨立，大會決議經管理當局之同意坦干伊 

略託管協定應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坦干伊略 

達成獨立時停止生效，建譲應准坦干伊略加入聯合國 

爲會員國，並請管理當局就在建里薩蘭舉行之制憲會

A /C . 4/489。

議及管理當局爲將權力切實移交坦干伊略立法與行政 

機關一事而已採取或擬採取之措施向託管理事會第二 

十七屆會續提情報。残將管理當局向理事會第二十七 

届會提送之報告書及其他政治進展情形在以下各節分

述之。

戴.政洽進展

就實现看治及獨立所採或擬棟的措掘律御戾意

五 . 一•九六0 年八月普選後領土政府結構的變革 

預示進一步組織上的變動並爲獨立作成準備。一九六 

0 年十月，總督宣他憲政會譲將於一九六一年三月舉 

行，由首席部長及最有直接關係的各部長參加。該會 

譲的宗旨爲"就實現自治所需作之安排向殖民地事務 

部長提出意見，同時尉準備獨立及廢止託管協定所須 

採取之步驟加以審議。該會譲與殖民地事務部長會商 

擬訂憲政發展最後階段之協譲方案"。

六 . 如上文所述，管理當局代表於大會第十五届 

會第二期會議時通知大會第四委員會稱總督發表聲明 

後數日世干伊略首席部長Mr. Nyerere要求聯合王國 

政府向聯合國大會提出一*項決譲案請管理當局與坦千 

伊略政府商定日期廢止託管協定。聯合王國政府當經照 

辦。聯合王國代表團原擬在屋會第一期會譲時提出該 

項決譲草案，但以第四委員會譲程極爲繁董故未果。同 

時另外又有新的發展。建里薩蘭所舉行之憲政會譲聯 

合王國殖民地事務部長、坦干伊略總督、坦干伊嘻首席 

部長及其坦干伊略政府內之同僚均經參加。該會譲譲 

定坦千伊嘻於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實行完全內部自洽 

並於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達成充分獨立。在實 

行內部自洽與准許完全獨立之間的斯間內許多事項均 

須解決，例如擬訂憲法 ( 包括人權在內）,擬訂國籍法， 

有關公務員、財政、技術棱助坦干伊略海外儒民代



表及訓練坦干伊略外交人員及其他各種公務員的辦法 

以及完成發展計劃等。

七 . 管理當局依照大會決譲案一六0 九( 十五）的 

規定向託管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提出報告書2"-件。該 

報告書稱憲政會議進-*步決定立法會議應改稱爲國民 

大會，自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起，坦千伊略公共事務 

委員會應成爲行政部門，且副總督一職應予裁撤。警 

察事務委員會及司法事務委員會應予設立。該會譲核 

准依聯合王國海外事務棱助方案所指派官員報酬辦法 

的原則以及有關公共事務的其他措施。管理當局特派 

代表並通知理事會謂一*九六一年六月曾在倫敦舉行商 

談，由坦干伊略總理及工商部長參加，討論有開坦干 

伊略獨立的各種問題以及獨立的坦千伊嘻與其他東非 

尙未達到這種地位的領士的結合方式。坦干伊赂獨立 

日斯現經建譲自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提前至同 

月九日，不過須得大會的核准。在獨立以前期間，政 

府將從事於下列各項問題：國籍、新憲法、若千國際 

義務的承擔，國防軍的壽備以及其他事項。

八.坦千伊略工商部長向理事會聲稱坦干伊略希 

望保持加强並改進東非最高委員會的合辦事務。關於 

該委員會前途的倫敦談判報佐書提出一項民主體制進 

行此項合辦事務而以適合且有利於獨立的坦干伊略爲 

原則。

發展代儀、行政及立法機關並擴大其權力 

( a ) 中央行政機關

九 . 一*九六0 年九月實行改革辦法之前，部長會 

議由就立法會議民選議員中任命的官方部長七人及非 

官方部長五人組成。此中三個是非洲人，一•個是亜洲 

人，一個是歐洲人。行政會譲則由部長十二人及總督 

任命不兼公載的委員五人組成。

一 0 , 依一九六0 年皇家命令（該項命令已於九 

月三日實行) 的規定，部長會譲改組如下：總督、副總 

督(該載位於一九六0 年設立以替代主任秘書一職）、 

當然部長( 檢察長及新聞部長 )二人，首席部長及立法 

會議其他民選議員八人，以及獲得坦干伊略非籍人民 

協會支持的立法會議指定譲員（財政部長 )一*人。在非 

官方部長中，七個是非洲人，一個是亜洲人，兩個是 

歐洲人。行政會譲於一九六0 年九月三日撤銷。

一一據管理當局稱坦干伊略於一九六一年五月 

一日成立內閣政府。從那天起，總督、副總督及官方

T/1575。

部長二人不再參加部長會議，該會譲並改稱爲內閣。 

另有國民大會非籍民選譲員二人被任命擔任部長，首 

席部長成爲總理。同時，另行委派國會秘書三人，一 

人協助總理，一人協助農業部長，另一人則協助敎育 

部長。

一二 . 自實行自治以來，總督必須接受內閣關於 

坦干伊略內政一*切事項所提意見，惟國防與外交兩問 

題除外。但是，各部長業已遂漸負起各該方面的職責。 

總理辦公廳內設有專科，處理這些間題，該科成立的 

意旨係在獨立之後成爲正式的外交及國防部。

0 ) 立法會議

一三 . 擬譲的立法會議改組辦法已於一九六0 年 

八月至九月該領士第二屆大選時付諸實施。依一九五 

九年及一九六0 年植密院令，立法會議將由女王陛下 

隨時命令之當然議員若干人，女王陛下隨時命令之委 

派議員若千人以及代表該領士劃分成爲五十個選區之 

民選議員七十一人組成。在這五十個選匿中，.三十七 

個選E 各有一個議席，五個選區各有二個議席(第二譲 

席係爲亜洲或歐洲民選譲員保留）八個選區各有三個 

議 席 （第二及第三議席分別爲亜洲及歐洲民選議員保 

留 ) 。此項安排産生民選議員七十一*人,其中十一名爲 

亜洲人，兩名爲賦洲人。其餘席次可能由任何種族人 

士充任，立法會議任斯則自五年減至四年。

一四 . 由於選舉的結果，目前立法會譲的組織如 

下：民選非洲籍議員五十人，民選亜洲籍議員十一人 

及民選歐洲籍議員十人（前此立法機構則爲毎一社 IS 
各有議員十人）;當然議員二人，卽檢察長及新聞部長 

( 前此立法機構則爲七人 )以及委派譲員九人，其中非 

洲籍三人，亜洲籍二人，歐洲籍四人(前此立法機構中 

則各爲七人、四人及五人)。當然譲員兩人均爲歐洲 

籍。因此，立法會譲現由非洲人五十三人，亜洲人十 

三人及歐洲人十六人組成。

一五.管理當局稱立法會議中所有委派譲員均係 

由總督與首席部長諮商後加派者。委派譲員之邊選並 

不是爲代表某一*種族或某一*特殊利益，而係爲了他們 

擔任立法會議譲員爲斯甚久或在商業、工業、社會及

般a 要事務方面所獲學識以便對該會譲之辯論提出 

貢獻。

一六.依照憲政會議所作決定立法會議自一九六 

- * 年五月一日起業已改稱爲國民大會。



避舉制度

七.關於發展選舉制度的情形業在理事會上次 

報告書內敍述。理事會第二十六届會表示覆按前曾建 

議宜促使儘早實行成人普選，並察悉該領士內要求推 

廣現時選舉權的願望，對決定當時卽將舉行的選舉不 

實行成人普選一節，表示遺憾。但理事會欣悉由於最 

近改革的結果選民名册登記之人數已增加十五倍。理 

事會深信選舉後就職的新政府定將繼續注意這個間 

題，成人普選的實行當在不遠。

一八 . 菅理當局在其報告書內聲稱依一九六0 年 

立法會譲選舉條例規定 :（一 ) 凡已滿二十一歲者 ;（二） 

凡在登記前五年內在領土內居住三年以上，或爲永久 

居民者；（三）凡在登記前一年其在領土內每年牧入 

在七十五英鋳以上，或不須協助而能墳就斯冗奚利 

(Swahili)文或英文申請書，或現任或曾任一項公職，包 

括一切地方政府職務者得申請選民登記。一九六0 年 

申請登記者共計八九九，o 五五人，而一九五八年及 

一九五九年選舉登記人數則爲五九，三一七人。

九 . 第二次大選於一九六 0 年八月三十日開 

始；五十個選® 中僅有十三個選區有人競選，其餘三 

十七席則無人參加競選。在此十三個選匿!^登記選民 

人數計一三三，一四一人，其中百分之八十二投票選舉 

坦千伊瞎非籍人民協會的候選人或該協會所支持候選 

人。此次選舉不但毫無意外事件發生，而且係在十分 

寧靜氣氛中舉行，結果坦干伊略非籍人民協會獲得壓 

倒的勝利。在五十個公開競選廣:^;<中該協會會員赢得 

四十九席，另—席由非籍獨立候選人獲選。所有二十 

一個保留席次 ( 十一個亜洲人、十個歐洲人)均由坦千 

伊略非籍人民協會支持的非非籍人士當選。

二0 . 管理當局稱一九六0 年九月三日就職的新 

政府尙未注意到普選間題，因爲目前仍無舉行大選的 

希望 ,不過實行成入普選一事仍爲該政府的最終目標。

地方政府

二一 . 地方政府的基本結構在理事會以前各次報 

告書內已有說明。

二二.託管理事會於第二十六届會覆按以前曾建 

譲必須促進鄉村地區現代地方政府機關的發展並且承 

認管理當局爲此所作的努力，深惜此項努力得到的進 

展未如城市區域之大。它查悉管理當局已決定將確定 

鄉村地(E地方政府之通盤f t 策間題列爲留待新坦干伊

略政府考慮的問題之一，並希望新政府努力在鄉村地 

區發展民主的地方政府機關。

二三 . 一九六0 年九月奉派成立的政府將城市與 

鄉村地方政府置於地方政府及住宅事務部之下。地方 

政府及住宅事務部長在立法會譲稱政府的政策是每一 

鄉村譲會的多數譲員應經由直接選舉選出。該部業已 

發出指斤令筋一切鄉村地方當局組織法內應列入有開 

直接選舉的規定。在區議會方面，恩西加業已舉行直 

接選舉。其他五個匿譲會開辦正式選舉一事可能有所 

糧延，因爲各該譲會之約章均須加以修改，而此項修 

改復須立法會議之核准。管理當局稱在檢討年度內H： 

議會的數目未有增加；但一九六0 年底當局接准依據 

恩西加的画式另行設置兩個匿議會的請求，同時採行 

處議會地位的要求正增長中。

二四.坦干伊略工商部長報告理事會第二十七屆 

會稱五十個 " 土著當局"中現有四十八個其議員多數係 

纏民選，僅有兩處仍舊是官方委派多數。

二五 . 達里薩蘭市議會全部係屬民選。管理當局 

報稱坦干伊略政府的政策爲所有鎭譲會其多數譲員應 

由民選。僅有有科巴譲會其全部譲員係屬委派。一九 

六一年一月舉行選舉的結果，該領土十一個鎭議會中 

現有九個擁有多數民選議員。當局頃已壽備辅法以使 

所有一切鎭議會於一九六一年年底均有大多數之民選 

議員。一九六一年初凡屬成人於過去三年内在城鎭居 

住兩年或在該城鎭擁有或佔有住所者均享有市直地方 

政府選舉權。

«&務員制度：剑绿及任命i 著人戾播任政府重宴識位

二六，託管理事會繼續不斷注意如何增加非洲人 

擔任過去多由非非洲人充任的高級職位的人數。管理 

當局報稱公務員的委派雖然依人選的資格、經歷、才 

能及一般適合性而定，但公共事務委員會對坦干伊略 

非洲人特加注董。在制定坦千伊略國籍法之前，除坦 

干伊略土著部族之非洲人外，目前任何人奉派均不得 

享有常任職位及養邮金待遇。因此，現在常以契約徵 

聘海外人員，俾一*且有合格的當地人士，卽可以當地 

人士充任適當缺額。理事會於第二十七届會時獲悉自 

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起，已有三個"執行"事務委員會 

成立，作爲坦干伊略憲法的一部，該三委員會卽：公 

共事務委員會、 法事務委員會及警察事務委員會。

二七 . 一九六0 年視察團對有關坦干伊嘻公務員 

制度前途的若千間題予以注意。託管理事會第二十六



届會贊同視察團的主張認爲急需加緊努力，以保坦干 

伊嘻在獨立前後均有一批足數的幹練公務員以應其日 

增的需要。理事會贊成視察團的建議認爲管理當局應 

當不遺餘力協助坦干伊略政府推行廣大深遠的計劃以 

資擴充中等及高等敎育，加强現有公務員的訓練，同 

時承認爲使坦千伊略能挽留有經驗的外籍人員繼續服 

磁起見，亦需採取緊急措施。理事會希望此等人員在 

坦干伊略獨立前的準備時期及獨立後如坦干伊略願意 

時繼續在該領士服務。

二八 . 坦干伊略工商部長稱負責辦理" 非洲化"官 

員人業已奉派推行旨在逐漸滑加土著人民擔任高級 

公務員的人數的計劃。一九六0 年底擔任支領高級薪 

偉職位的非洲人計四五三人，而一九五六年爲一一'六 

人，一*九 五 九 年 爲 六 人 。高級公務員方面在當地 

設定住所的官員現有七二四人，約佔全體公務員人數 

百分之十六點五。據菅理當局稱高級幹部 " 非洲化"的 

限制因素並非缺乏訓練設備而係當地缺乏具有適當敎 

育程度可充分利用此項設備之人選。此種情勢於廣爲 

擴充中等敎育設施以及一*九六一年設立坦千伊略大學 

後將有改善。至於行政事務方面，新訓練所定於一九 

六一•年年初在Mzutnbe開幕，其經費係由聯合王國政 

府所設殖民發展及I I 利補助金供給。依擬訂計劃這個 

訓練所首先在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期間毎年訓練 

行政人員五十人，共計訓練一五0 人。

二九 .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獲悉坦干伊略政府業 

與聯合王國政府簽訂協定稱爲"海外事務接助計劃協 

定"。依該協定的規定凡屬過去由殖民地事務部長徵聘 

或將來經坦干伊略請求所徵聘的外藉人員，坦千伊略 

政府得保留其服務。坦干伊略政府將給付此等人員以 

當地人選—— 如可能覓得時—— 所得薪給，而英女王 

陛下政府則資擔若千額外福利費用例如海外津貼、敎 

育津貼以及該海外人員及其眷屬渡假往返旅費之半 

數。退休金計劃亦經實行,依此計劃英女王陛下海外公 

務員制度下的人員於六個月前通知後得以退休享有所 

賺得養老金及依保險業估値標準計算之補償費。凡願 

聽續任職者仍有權取得補償。坦干伊略政府表示任何 

有資格支慣養邮金的常任官員願意改變成爲"依契約 

方式 " 的職員，他們得如此辦理，並不妨害他們應享 

之養邮金或補償費。據管理當局稱從各方面的表現外 

籍人員願意在獨立的坦干伊略至少繼續服務數年者爲 

數極衆；因此坦干伊略當局應能加緊訓練具備適當資 

格的當地人選。

三 0 . 管理當局稱該當局與坦干伊嘻政府會商後 

亦曾加緊考慮應訂定何項辦法，以保全享有海外休假 

權利、但因以前非經由殖民事務部長或其代理人所徵 

聘致不屬於上述補償計劃範圍的官員的利盖。關於這 

一點，理事會第~ 六九次會議時，分別代表坦干伊 

嘻亜洲人公務員協會及坦千伊略海外徵聘亜洲人政府 

職員聯盟之兩個請願人曾作口頭陳述，以支持他們前 

次關於坦千伊略亜洲人公務員前途問題所提出的書面 

申請 理 事 會 於 第 一*-*六九次至第一一七一次會譲中

討論這個間題。第~七一次會議時理事會決譲備悉 

該項申請及兩請願人之口頭意見，以及理事會各理事 

開於這一問題所發表的意見，並將其轉請管理當局注 

意採取緊急行動。

誉, 經濟、社會及敎育進展

三一 .坦于伊略的主要農業經濟近年來擴張頗 

速。坦干伊略政府曾擬訂一項新三年發展計劃，並輕 

國民大會於一九六一年核准。該項計劃規定經費二千 

四百萬鋳，主琴用以發展農業、供給用水、修建道路 

及開辦敎育。坦干伊瞎工商部長稱國際復興建設銀行 

特派團在擬訂計劃上對坦干伊赂政府所予協助極大， 

該特派團報告書業於一九六一*年年初公布。

三二 .靈於外按與來自海外的找術協助日形董 

大，坦干伊略財政部默立一個特派團專門負責所有此 

項援助之協調事宜。在檢討年度內該領士獲得或預期 

之外援與技術協助敷額大爲堵加：聯合王.國政府方面 

預計可得補助金二百五十萬鋳，又得到貧敦一百五十 

萬鋳；從美國發展貸款基金會獲得改善姆望沙至慕索 

馬公路貸款一百九十萬美元；國際金作署供應專家若 

干人前往坦干伊略工作；以及政府人員一 - 多É 爲非 

洲人—— 研究獎金前來美國接受訓練。此外，尙有若千 

項重要 ft■劃業已提交國際合作署，現正赛查中；那些 

計劃包括設立農業研究所，訓練當地農人有效農作方 

法、擴充師資訓練、設立醫藥訓練學校、訓練醫藥助 

理入員 ,並設置一所有全部適當設置之調查訓練學校。 

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時坦干伊略工商部長對於兒童基 

金會於一九六0 年所供應之十萬鋳，以及聯合國技術 

協助擴大方案所提出之三萬二千鋳，表示該政府感激 

之忧；且該政府對於美國發展貸敦基金會之接助六十 

八萬錄及國際合作署另一次拨助二萬五千錄亦甚感 

激。一九六一年可望自國際發展協會獲得援助八十萬

T /P E T . 2/248 and 249。



.镑，又可另從緊急救濟基金會瘦得十萬镑。兹已向 

聯合國技術協助擴大方案申請三十三萬镑。此外，例 

如加拿大技術協助、特設國協非洲協助計劃、國際發 

展協會、聯合國特設基金會以及私人及慈善團體方面 

亦可預斯或覓得經費。

三三.坦千伊略工商部長通知理事會第二十七屆 

會 稱 九 六 0 年度的貿易依東非的標準來說係屬特別 

良好，該領土目前經濟狀況極爲健全。農業與畜牧業 

對該領士國內總産量所提貢獻最大，計增加百分之四 

點七。一九六0 年海外賈易總額達九千四百四十萬錄， 

其可見的賈易盈餘幾達一*千九百萬錢之多，較上一年 

度境加幾近百分之五十。一九六一年全盤綴濟情況預 

期與一九六0 年數額相差無幾，使經濟活動的上漲趨 

向停頓。這主要是因爲該年度上半年旱災使農業生産 

減低所致。

三四.理事會第二十六屆會認爲爲確保現有土地 

最有效使用起見管理當局應當特別注意壽鍵一次完全 

的士壤調查。據管理當局稱坦干伊略政府認爲在這個階 

段先對業經認定適於農業發展的地區進行詳細的土壤 

調查，然後根據此項調查結果擬訂有關道些地區的具 

體土地使用計割，當較費用浩繁的全國調查更爲有益， 

因爲此種全國調查，大部分的慣値極小。一九六0 年 

年底時，領土各地區所進行的詳細士壤調查或最近業 

已完成的調查共有三十處之多，此種調查所包括總面 

積相當廣大，領士內許多較肥沃地區均經調查完竣。

三五 . 除農産外，鎭産是該領士現時唯一的大宗 

財源。鎭產償値過去幾年来不斷增加，由於鎮石、金 

塊、雲毋石、及錫鎭砂出口的增加，一九六0 年可望 

超過七百寓鋳。在檢討年度內關於石油的勘查工作經 

移往肯亜進行，不過坦干伊赂將於一九六•^年恢復績 

井工作。

三六.理事會第二十六屋倉認爲應當竭力囊措所 

需經費，以使加緊進行領土內鎭産調查，並悉正考慮 

爲此目的向聯合國特設基金會申請協助。管理當局在 

常年報告書內稱現正考慮一項更加有效的方法加速該 

領土基本地質測槍工作，同時已向特設基金會申請協 

助進行鎭産調查方案；此一•方案在五年期間所需費用 

約爲二二九 , 0 0 0 鋳 ，對於該國鎭藏的估計當大有幫 

助。自一九六一年月一日起威簾生鎭石有限公司的 

專利權已告終止，頃經宣佈將邊選若干提出申請之開 

鏡公Â1授權開採續鎭。

三七 . 管理當局稱一九六0 年至一九六一年度槪 

算內業已列入二十萬鋳以充工業發展公司之用；關於 

該公司的業務及其組織方法正進行研究中。

三八.關於坦千伊略政府的財政情形及對坦干伊 

略財政協助間題已在理事♦ 上一次報告書內討論。理 

事會第二十六届會備悉該領士之財政困難，爱同意視 

察團的主張認爲需有特殊的外援措施以資應付。理事 

會歡迎菅理當局所供給的財政及扶術協助，希望此項 

協助目前尙 ,有增加的可能。理事會與視察團意見相同， 

認爲聯合國貴有協助解決與坦干伊略獨立相關各項經 

濟問題的積極責任。理事會備悉坦千伊略非籍人民協 

會要求在該領土設一聯合國辦事處以資溝通並協調技 

術協助。管理當局報告大會第十五届會稱已依照託管 

理事會第二十六届會所表示意見採取步驟派遣'技填局 

常駐代表一人前往建里薩蘭。

三九.共同市場的工作對於該領土檢討年度內的 

貿易沒有影響。對歐洲經濟聯里國家之輸出可能較上 

一年者爲多。管理當局稱該領士出席在日內冗舉行之 

一九六0 年至一九六一年度開税會譲代表團曾表泰希 

望共同市場國家對東非各領土輸往各該國家之若干貨 

品之共同關税予以減低或約束，但東非各政府一般都 

認爲不當要求它們同樣將關税減低。

四0 . 關於該領土社會進展的一般情形已在託管 

理» ^ ♦ 以前各次報告書內加以說明。理事會第二十六 

届會希望能够滑進工會職員的辦事能力，並建譲管理 

當局考慮在所有市d ：確立一種或數種法定最低工資。 

管理當局在其常年報告書內稱已核准設立一個委員會 

就實行全領土最低工資及某些地匿所需特別墙加事提 

出意見。

四一 . 管理當局並報稱現正擬ÎT計劃推廣領土各 

地的結核病管制，不過該項計劃的實施端頼預算輕費 

以及各方是否接受。瑪格麗醫院業於一九六0 年在建 

里薩蘭開幕，惟尙未達成容納一*千以上病床之最後規 

摸。在檢討期間內醫藥訓練設備業已大有改進。

四二 . 在敎育方面，理事會據報一•九六0 年十二 

月立法會譲批准項政府文告，其中載列敎育制度未 

来發辰之各項原則，並規定新的統一•敎育制度於一九 

六二年一月一日付諸實施。4新敎育法令正起草中，以 

替代現有之非洲人及非非洲人劃分敎育法令，且已擬

4 新制度係根據統一敎盲制度問題委員會之建議，理事會 

f î  一次報告書中已摘要敍遞。



訂新補助金條例以適應新的統一制度。依棱預算提供 

補助。此外，復採取各種不同步驟遂漸分別統一各學 

校，準備於一九六二年正式實行新統一制度。

四三 . 聯合王國於一九六0 年曾撥敦二十五萬鋳 

協助一九六0 年至一九六一年度發展領土中等敎育之 

小規模" 速成方案 "。管理當局贊同託管理♦ 會的意見， 

認爲亟宜有大規模 " 速成方案"，但是對於任何靡大方 

案毎年所引起的經費問題不得不予以計及。理事會第 

二十七届會獲悉已在靖土發辰計劃內擬訂一項三年綜 

合方案，其中規定將初級課程雍長至六年作爲達成八 

年初級課程之第一階段，在各市匿開始實行完全統 

的制度並尉師資訓練作必要之擴充以應付各該計劃之 

需要。該計劃並規定將非洲人取得學校證書之名額從 

三百人增至二千人。聯合王國政府願意考慮從殖民地 

發展福利基金內撥給敦項以協助實施該項計劃。坦干 

伊略工商部長在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稱該項計劃的實 

施可使男女兒童取得學校誰書的名額大爲增加。關於

市區;中等教育班次的數目，經計劃自目前的四十五個 

予以增加，到一九六四年將建六十一個，並在市 [E中 

等學校內所設高等學校證書班次的數目，計劃從一九 

六一年的四個滑加到一九六四年的八個。這就是說市 

處中等學校內所有學校證書名額可從一九六一年之八 

五六名滑至一九六四年之一六八0 名，且市區；中等學 

校內所有高等學校證書名額自一九六一年之五十名滑 

至一九六四年之三二0 名。

四四.五年請詢委員會曾建譲爲東非各領土於 

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間在坦干伊唁設立一所大學， 

理事會前一次報告書中已予提及。坦干伊略政府接受 

該委員會之建譲並設置一個部長會譲委員會審譲所擬 

定大學開辦日期能否予以縮短，以便第一批新生能提 

早於請詢委員會所建譲的日期前入學。理事會在第二 

十七届會時獲悉該大學將設在建里薩蘭，且校址業已 

劃定。現正驚備於本年度內在達里薩蘭臨時校址開始 

講授法律課程。



第二章 

盧安達烏隆提

« . 總論

一 . 關於盧安達烏蔭提的一般情況業已在託管理 

事會以前各次報佐書內加以敍述。一九六0 年視察團 

曾對德國佔領以前以至一九六0 年止之盧安建與布蔭 

提的政洽發展始末詳細說明。*

二 . 大會第十五届會經託管理事會之請（決議案 

二 0 —八( 二十六））將盧安達烏蔭提的前途間題作爲 

一個單獨項目列入議程。大會於第十五届會第一斯會 

譲（一*九六0 年十二月）及第二期會譲（一九六一年三 

月至四月）期間詳細審譲盧安建烏蔭提各項間題。大 

會在此兩期會議中均曾聽取若千請願人的陳述並通過 

四件決譲案：一九六0 年十二月二十日決議案一五七 

九C十五）及決議案一五八o ( 十五），以及一九六一年 

四月二 i 日決譲案一六0 五 ( 十五 ) 及決議案一六0  
六（十五）。

，三 . 在比屬剛果實現獨立（一九六0 年六月三十 

日）之前，盧安達烏蔭提與其在行政方面及關税方面實 

行聯合。

戴.政治進展

四.盧安建烏隆提截至一九五九年底爲止之政洽 

與行政概構已在託管理事會以前各次報告書內加以敍 

述。

五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日比利時政府對擬在盧 

安達烏隆提實施的政策發表了一項聲明。該項撃明內 

所稱的臨時制度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臨時 

命令內曾經有所規定。那些欧革已在託管理事會上次 

報告書中摘要敍述

六.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間盧安達並曾發生許多暴 

亂事件，在暴亂期間人民死傷甚多，茅舍被焚數以千 

計。

七 . 一九六0 年三月視察團3奉令對變亂情形與 

起因從事特別調查，因之該團乃對政洽改革計劃進行 

研討。

八 . 託管理事♦第二十六届會於審查觸察團報告 

書後通過許多結論與建譲。4

九 . 理事會贊同視察團之意見> 卽包括各黨各派 

及菅理當局代表之會譲對於全國和解間題的解決當可 

發揮重大的作用，並認爲應邀請聯合國視察員參加會 

譲。

—̂ o . 託管理事會並且覺得在政洽方面亟需儘早 

採取關於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事件之大赦措施，同時理 

事♦ 欣悉管理當局已聲稱在原則上不反對大赦。

一一 . 理事會認爲此項難民重新定居或安頓之工 

作務須儘速妥爲辦理並希望菅理當局注意宜於儘早結 

束盧安達此項特別制度。

一二 . 理事會贊成菅理當局擬於一*九六一年初依 

普選辦法並在聯合國監督下舉行選舉以便成立盧安達 

與布蔭提國民會譲之意。

一三 . 理事會備悉管理當局所提保證，據稱社匿 

選舉之唯一目的爲選拔社匿譲員及社區長，將職爲行 

政性質而非政洽性質的選舉；理事會認爲此項社區選 

舉不應作爲未來全國立法大會選舉之依據。

一四 . 理事會歡迎管理當局之聲明，據稱俟一九 

六一年年初舉行全國選舉後，擬與盧安達和布蔭提兩 

地政府之代表舉行會譲，以使討論託管領土如何在憲 

政上進一*步發辰底於獨立；理事會希望盧安達烏蔭提 

獨立間題至遲於大會第十六届會載入譲程。

一五 . 最後，關於盧安達與布蔭提之關係，理事 

會深信盧安達烏廣提最好的前途在於演變成爲單一、 

聯合而混成的國家。

1 託管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十六屆會，補編第三號，文 
件 T/1551。

2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届會，補編第四號(A/4404) ,第 

二編，第二章，第b  A 段至第三六段。

3 託管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十六届會，補編第三號，义 
件 T/1538。

4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届會，補編第四號(A/4404) ,第 

二編，第二章，第四十九段及第七十四段。



六 . 盧安達之社區選舉於一九六o 年六月二十 

六日至七月三十日舉行。呼土解放運動黨獲得大多數 

議席。選舉後各方向聯合國提出抗議多起。一九六0  

年六月至十月間盧安達曾發生若干事件：有許多人民 

受傷，茅屋焚穀無數。

―七 .一 九六 0 年七月底，普 王 Kigeli五世曾往 

雷堡市與聯合國秘書長會晤。十月比利時非洲事務部 

長於視察盧安達烏薩提時宣稱關於君主制度問題應採 

何項行動一點應由人民自己經由其代表作成決定，同 

時普王 Kigeli旣已選擇離開邦境，在此項決定之前仍 

將留胜國外。

八 . 一*九六 . 0 年十月盧安達參譲會成立，並經指 

定譲員四十八人。復由都督指派一個臨時政府,計有部 

長九人 ,其中有歐籍部長二人。又輕法令規定社區自洽 

的原則，但須受中央當局所行使的行政監督權的限制。

一九.十二月爲了擬訂選舉法規及盧安達內部自 

洽制度起見曾在基森伊舉行商討。

二0 . 布蔭提於一九六0 年九月設置政務專員 

( 專員公署）。部落制予以廢除，改爲十八省，毎省由 

一士著行政長官主持。社區選舉於一*九六0 年十一月 

十五日至十二月八日舉行。十二月底復在基臺加開會 

討論國内自洽機關及在布隆提壽辦選舉事宜。

二—\  一九六0 年十月二十五日法令規定盧安建 

與布蔭提獨立前比利時當局之託管權力。該法令授予 

都督及其屬員廣泛的權力，包括捜查權；命令人民自 

一地遷往他地、監視及拘禁；禁止或停止集會；禁止 

或限制旅行；以及停止遞送郵件等。一九五九年十一 

月十一• 日在盧安建所宣佈及一九六0 年七月十二日在 

布隆提所宣佈之緊急狀態經於一九六0 年十一月十四 

日予以撤銷。

二二 . 大會第十五届會第一期會譲期間第E 委員 

會曾詳細討論盧安達烏蔭提問題並聽取代表盧安達與 

布廣提各黨各派的十六個請願人所作陳述。

二三 . 一九六0 年十二月二十日大會通過兩項決 

譲案。大會在決譲案一五七九 ( 十五)內促請管理當局 

立卽實施全部無條件大赦措施，並採取步驟以使盧安 

達變亂中受害人得以迅速回家獲得安置。大會建議在

九六一年初選舉之前召集能充分代表各政黨並有聯 

合國觀察員列席之會議，俾調和各政黨間歧見造成舉 

國一致之局面。大會並建譲原定一九六一年一月舉行 

之選舉，延至大會第十五届會復會後所訂定之日期舉 

行。大會設置一個委員會，由委員三人（Mr， Dorsinville

(海地），Mr. Rahnema( 伊朗 ) 及Mr. Gassou( 多哥)）組

成，其任務爲監督選舉、 席政治會譲以及注意該領 

土事態之進展情形。

二四 . 大會於決議案一五八0 ( 十五)請管理當局 

撤消停止普王權力之措施並便利其回任，此外大會決 

定在聯合國監督下舉行複決，以便查明人民對於 ©王 

制度以及現任普王之意願。

二五 . 一九六一*年一月七日至十二日管理當局在 

Ostetid舉行開於盧安建與布蔭提之政洽會譲，由盧安 

建及布蔭提各代表參加，聯合國盧安建烏蔭提間題委 

員會亦列席會議。聯合國盧安達烏蔭提問題委員會在 

其提交大會之臨時報告書5内表示意見謂該項會議並 

未秉承決議案一五七九（十五 ) 的精軸進行，該會mm 
辦人的意思主要在使委員會確信絕大多數人民反對延 

斯進行盧安達與布蔭提兩地立法大會選舉，至於盧安 

建間題，在使人認爲委員會堅欲廢除普王，並認此一 

問題完全沒有妥協之é 地。

二六 . 一月二十一•日委員會獲悉比利時政府同意 

.遵從大會決譲案一*五七九〔十五）及決譲案一五八 0  
( 十五)關於將選舉延至稍後日期舉行以及對詹王制度 

舉辦複決的建譲。

二七 . 但是，委員會於一月二十八日到達該領土 

時，發現由於盧安建烏隆提最近所發生事件，顯然使 

各該決譲案，的實施遇到無限的困難。此種事件使大會 

—九六0 年所看到的政治及法律情況全部改觀。

二八 . 在盧安達方面，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依臨時政府內政部長之請在吉塔拉馬召開之社區長與 

社匿參議員會議，決譲廢除君主制度，建立共和國，並 

選舉共和國總統及由四十四個譲員組成之立法大會， 

又 任 命 個 政 府 及 個 最 高 法 院 。新立法會議復於二 

月一日通過一部憲法。

二九.管理當局認爲此次政變係土著當局對比利 

時政府決定展斯選舉的反響，獲得絕大多數人民的支 

持。管理當局覺得它對道種一般意願和平的表現礙難 

以武力加以阻止，因之它對新盧安達當局絵予"事實 

上 " 的承認。

三 0 . 在布隆提方面，管理當局於一九六一年一* 
月二十六日設立一個臨時政府並任命各部部長；一月 

二十七日它設置了一個杰蔭提臨時參譲會，由一月二 

十九日以間接選舉辦法所選出議員六十四人組成，毎

A/4706。



一•議員係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社處參譲會組成之選舉圃 

選出。

三一 . 據菅理當局稱，在布隆提成立臨時政府與 

臨時參譲會實有必耍 ,因爲此係各政黨之迫切耍求 , Û  
便渡過比利時政府決定延斯舉行選舉之斯間並遵行大 

會各項決譲案的規定。

三二.聯合國盧安建烏隆提間題委員會之臨時報 

督書5經大會於第十五雇會第二期會譲期間〔一九六一 

年三月至四月）審查。

三三 . 大會於討論時，管理當局曾數度發表陳述， 

並有二十一個請願人列席，當於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 

—*日通過決議案一六0 五〔十五)。該決譲案請管理當 

局確保決譲案一五七九 ( 十五 ) 之規定，在立法會譲選 

舉之前，由其駐盧安達烏蔭提之各代表充分實施，並 

確認比利時政府應單獨貝擔該託管領士之行政責任， 

並對聯合國責責。大會認爲在依據行將於一九六一年 

舉行之立法會議選舉成立民意政府以前，必須在該託 

菅領士兩部分建立基礎廣大之過渡政府，以使處理曰 

常行政事務並恪遵管理當局實施大會決譲案之義務， 

採取行動。大會決議關於普王間題之複及立法會議 

選舉應在聯合國監督下於一九六一*年A i 間舉行，此 

項複決及選舉應由管理當局與聯合國委員會充分節商 

壽備之。大會並請管理當局撤銷九六 0 年十月二十 

五日所頒之法令，俾確保公共自由之行使不受無故千 

預，及任何人非依正式法律程序不得移送或祠留。

三四 . 至於大赦間題，大會建譲立卽頒行決譲案 

一五七九 ( 十五 )所擬之全面無條件大赦，同時經菅理 

當局認爲 "情節異常嚴重之罪"之其餘少數案件應由一 

特設委員會審查，該委員會由大會選舉三會員國之代 

表組成 ( 巴西、加拿大及突尼西亜），以使充分實施大 

會關於大赦之建譲，使當事人至遲在全國選舉前兩個 

月自監獄釋放或自國外遍返。

三五.理事會第二十七盾會據管理當局代表稱聯 

合國盧安達烏瞎提間題委員會業於一九六一年五月三 

十一* 日前往布魯塞爾，且已在友好與該解之空氣下並 

本彼此互相合作之精神舉行初步商談。委員會於六月 

八日抵達盧安達烏蔭提，仍繼續保持這種合作精》。 

關於大赦措施，管理當局已於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 

B 頒佈法令赦免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至一九六0 年四 

月一' 日期間政治犯，但若千情節厳董經判處監禁五年 

以上者除外。由比利時法官三人組成的委員會前來盧 

安達烏隆提確定各該罪犯的政治性以憑裁決能否予以

赦免。依決譲案一六0 五 ( 十五)成立之聯合國特設委 

員會亦於六月十五日到達盧安達烏廣提赛查不屬於該 

項法令所規定大赦措施之定罪人士案件，以便向菅理 

當局提譲其他寬典。比利時大赦委員會曾審查兩千個 

以上的案件，認爲其中有一二八件所犯之罪情節異常 

厳重不屬於該項大赦法令的範圍。

三六 . 管理當局代表並指出各政黨正從事談判， 

以斯擴大臨時政府的組織。管理當局正竭力促成協議， 

此項協議如欲合法有效必須由各政黨産生出來，因爲 

在現階段，領土走向自洽有極大的進展，由菅理當局 

選定委派之政府應毋庸議。最後，規定託管權限之一 

九六0 年十月二十五日命令將由另一法令眷代，現正 

就此項法令與聯合國委員會舉行商談。

春 . 經濟、社會及敎育進展

三七 . 盧安達烏隆提主要是一*個貧困而人口過多 

的地方。就糧食言，它是可以自足的，惟因雨量不与， 

已往也曾有過悲慘的儀荒。由於土地缺乏以及不生利 

的牲畜過多而造成的困難T 入口過多成爲一個永遠存 

在的問題。咖啡是目前唯一眞正的董要輸出品。另外 

也生産一些棉花和棉製品。

三八 . 該領土在某些方面已有很大的進展，例如 

種植比較不受天旱影響的新糧食作物，擴充並改良原 

有的糧食作物，沼澤地帶之播種，保護土地免受浸触 

之害，重新造林，建立土著農場（paysaimats) , 農業站 

之研究工作，糧食圃積等等。

三九 . 工業發展仍舊極微。鎭業方面略有出産  

(黃金、錫石、I I 鐵礦以及比较次要之礦砂等）。

四0 . 大會第十五屆會於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一 

日通過決議案一六0 六 (十五），建議管理當局迅速請 

求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在技術協助方案下派遣專家團 

至盧安達烏薩提會同地方當局，研究地權制度及土地 

利用問題，以便確定現行制度妨礙該領士社會及經濟 

發展之程度，並建譲糾正措施。

四一.理事會第二十七屆會據菅理當局報稱該當 

局希望對盧安達烏蔭提地權制度的公正而有系統改革 

提出貢獻 ,並與聯合國各專門機開合作進行。不過，管 

理當局認爲在專家團能有效從事關於地權制度間題之 

研究前，亟須確立地方當局。再者，聯合國刻在盧安 

建烏蔭提已另有兩個其他特派團，受到士著人民之充 

分注意 ,認係行政當局之代表，如若此一專家團在此時 

前往該領士，則於執行任務時勢將遭遇嚴董之困難。



因此，管理當局尙未依決譲案一六o 六 ( 十五)之規定 

遂請該專家團前往該領土，但矣情勢許可當卽如此 

辦理。

四二 . 一九五九年領士內共有醫院三十五所，醫 

療所一五八處 ,總計五 ,一*五九張病床。該領土有醫生 

八十六人 ( 其中五十五人係行政當局所徵聘)。

四三 . 一九五九年公立學校入學入數計六，o 六 

0 人( 其中非洲人五，三五九人）,受補助之私立學校二 

四三 ,一 0 二人（其中非洲人二四二，四七四人）。這個 

數額中，進入初等學校者二四三，五二五人，進入初等 

以後學校者五，六三七人。一九六0 年初等學校總計 

二六五，二八五人。一'九五九年選習局等敎育課程學 

生計有一六五人—— 其中四人在盧安建烏隆提，一二 

四人在比屬剛果，三十人在比利時，七人在法蘭西、略 

麥隆、義大利及巴基斯坦就學。一九六0 年時學生人 

數則爲二二0 人。一九^：0 年十月烏松布拉大學研究 

、所開幕。註册入學學生計二十九人。

四四.文敎組織就一九五九年度菅理當局常年報 

告 書 （T /I572) 發表意見時謂該組織注意到若干學童 

自一*班轉至較高一班時輕學人數挥多，表示關切。該 

組織認爲中等學校入學人數至爲不够，建譲繼續墙加 

士著學生補助金的人數。

四五.一九六一年六月新設聯合國新聞處在烏松 

有拉開幕。

肆.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四六.美利堅合衆國代表稱該代表團雖然深切關 

懷盧安達烏蔭提的情事 ,但是認爲在現階段進行辯論， 

於事無補。聯合國盧安達烏蔭提間題委員會刻在該領 

土內，責有非常董大的責任，與管理當局代表共同工 

作。美國代表團對於這個問題的圓滿進展以及大會各 

決譲案的執行至表關心，不過感覺目前從事辯論徒將 

導致混亂。它熟烈希望★問題在當地一切有關方面協 

力進行下會得到圓滿的進展。

四七.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大會第 

十五届會斯間第四委員會討論盧安達鳥蔭提間題時蘇 

聯代表團曾指出比利時業已違反它對該領士所負的國 

際義務。比利時當局曾利用盧安達烏蔭提作爲侵略剛 

果之軍事基地 ; 它們在該領土內設立了軍事估領政府； 

它們對政黨橫加迫害，將政黨領袖驅逐出境；同時它 

們鼓動部族競爭以圖摧毁爲國家獨立而奮鬪的民族 

運動。

四八 . 大會在届會期間通過了若干項決譲案。這 

座決議案與大會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人民獨立宣言構 

成公平解決盧安建烏蔭提間題的唯一基礎。依他看來 

這些決譲案應已付諸實施，但是從所有情報明白表現 

菅理當局並未採取必耍措施以實行大會決譲案。

四九.蘇聯代表說比利時代表必須承認比利時對 

於履行大會關於實施領士士地改革之各項決譲案之規 

定毫未進行，且他企圖以一連串毫無根據的理由提出 

解釋，說比利時沒有舉辦此項改革所需的經費。蘇聯 

代表團完全不能贊同這些理由，認爲管理當局應該實 

施大會各項決議案。

五0 . 蘇聯代表復稱比利時沒有採取任何步驟實 

施有關盧安達鳥蔭提前途問題之決譲案一六0 五(十 

五)。管理當局故意曲解該項決譲案盆正在破壞其主耍 

規定。大會在該決議案第四段中認爲在依據行將於 

九六一年舉行之立法會譲選舉成立民意政府以前，必 

須在該託管領士兩部分建立基礎廣大之過渡政府。這 

項建譲 î ê 未付諸實施。該決議案第十四段內大會請管 

理當局撤銷一九六0 年十月二十五日所頒之第二二 

- V  二九六號法令，俾確保公共自由之行使不受無故于 

預，及任何人非依正式法律程序不得移送或拘留。這 

項法令以及其他行政和立法條款，在領士內建立一個 

專斷的警察和軍事政權；授予都督及盧安達烏陸提其 

他管理當局代表額外權力，尤其是給予他們禁止任何 

人集會結社，拘留人民及禁止與檢查来往郵件之灌。 

比利時代表告蕭理事會稱這項法令尙未撤銷，而且事 

實上他曾設法證明需要維持此項法令，以使菅理當局 

得以依據託管協定繼續在領士內執行其權力。

五 最 後 ，蘇聯代表說管理當局沒有履行決譲 

案一六0 五 ( 十五 ) 的規定。該決譲案請實施全面無條 

件大赦。他認爲一九六一年五月之法令不能認爲是全 

面無條件大赦，因爲該法令使比利時官員有權決定何 

人適用大赦法規定以及何人不適用該項規定。關於這 

一點，比利時代表於大會第十五届會中向若干代表團 

保證僅有少數案件—— 大約十起—— 仍待決定，又稱 

這些案件所牽涉人員所犯之罪情節異常厳重，因此他 

們不屬於大赦法的範圍。管理當局這些保證當經各該 

代表團接受，並提譲韓，一*個聯合國委員會，審查研 

究這些未決案件，以便那基人士獲得釋放或准許返回 

領士。事實上不屬於大赦法範圍的案件竟超過一百二 

十八件。因此，管理當局未遵從大會決譲案之規定甚 

爲明顯。



五二 . 末了，蘇聯代表稱比利時代表雖然說比利 

時不反對辦理選舉並願與聯合國委員會合作，但比利 

時當局要使這些選舉依照它們所選擇的方式進行：那 

就是依殖民地的方式，在軍警政府之下由比利時佔領 

軍專横獨斷地加以監督。他並察悉今爲止菅理當局 

沒有採取任何步驟確保該領士的統一，不顧大會所作 

的特別建譲。蘇聯代表團認爲必須促請理事會注意管 

理當局沒有履行大會各項決譲案，同時認爲管理當局 

應當向理事會提出具體明確的保盡，它終將採取必要 

指施充分實施道些決議案，否則管理當局應當負起因 

爲它所採消極態度可能引起後果的董大責任。

五三.印度代表說印度代表團對於大會決議案一 

六0 五 ( 十五)通過以來盧安達烏隆提所已發生或正在 

進行的發展情形至感興趣與關切，但他認爲在現階段 

理事會就該領土舉行激底辯諭尙非其時，因爲理事會 

所接獲有關目前發展情形的情報仍欠完備。依據菅理 

當局常年報告書中所述經濟、社會及政洽狀況舉行一 

般辯論毫無禅益，因爲那是一九五九年的情況，所以 

大部分都已過時。此外，他說大會在該決譲案第十三 

段内曾決定在第十五届會議程上保持關於盧安達烏隆 

提的項目，並授權聯合國盧安建烏蔭提委員會遇有因 

任何方面故意阻携或不予必要之合作使其任務之執行 

遺受阻礙時卽行退回會所，請大會主席立刻重f f 召開 

大會以審譲聯合國履行義務所必要之其他措施。因 

此，大會目前據有全部盧安達烏隆提間題的較爲董要 

方面。而且，委員會現正在該領士工作，其任務爲注 

視政治發展，尤其在目睹大會 '次議案的實施。果有需 

要關切情事，當有理由假定載委員會將回到大會來提 

出報告。尤爲董要者卽比利時代表與特派代表一再聲 

明管理當局曾提保證，蓝願與聯合國派赴該領士的各 

委員會合作。據印度代表團看來，這就是該領士及比 

利時與聯合國及與盧安達烏蔭提人民關係的好兆頭。

五四 . 關於大赦問題，印度代表說當決議案提出 

大會時，印度代表團及其他參加提出的代表團了解所 

有可能不適用大赦措施的案件並不太多，同時會有少 

數情節異常厳董的案件。 目前所舉出敷字雖然是一*百 

二十八件，但他從所得到非官方消息有理由相信最後 

需要徹底審查的案件當在半打左右。他希望不但如 

此，而且大赦措施甚至與這些案件也會適用。他指出 

所謂 "情節異常厳董之罪 "係在情勢極度緊張，所有各 

種情緒甚爲衝動的期間發生。目下固然不必互相責備， 

追究責任，但對那個期間所發生的不名譽事件所有的 

人，甚至比利時地方行政當局都不能完全醉其咎。現

在所需要的是種寬大和該解的態度。因此，縱使這 

少數"情節異常厳董之罪"的案件在通常情形下不屬於 

大赦措施的範圍 ,他要奉勸管理當局表現該解的精神， 

本寬恕的態度執行法律。他懇切希望甚至所餘這少數 

案件也會置在大赦的範圍內。

五五 . 關於撤銷一九六0 年十月二十五日所頒第 

二二一  /  二九六號法令一事，印度代表說他對其並不特 

別憂慮，因爲他從比利時代表所說的了解關於剝奪自 

由與公共自由之行使的規定無論怎樣都會廢止。決譲 

案.內這項規定的實施與管理當局保留託管權力並加以 

行使兩者間不可有眞正的紙觸。一九六0 年十月二 

十五日的法令可予撤銷，並另行頒布一項新法令，內 

載託管權力，删去該法令不當部分。

五六 . 至於建立基礎廣大的過渡政府一節，印度 

代表認爲菅理當局所提供情報不甚明白，他希望盧安 

建烏蔭提舉行選舉前將建立基礎廣大的過渡政府以確 

保選舉公平安善地進行。他說這種程序置見不鮮，許 

多民主國家在選舉時或緊接選舉前均曾成立過渡政 

府，以確保執政政權方面不能操縱選舉結果。

五七 . 最後，印度代表對於比利時誰明，表示並 

保證其願與委員會及聯合國合作一節，表示欣慰。他 

希望這種合作將儘量予以發揮。

五八.中國代表說他於齢聽管理當局代表和特派 

代表的陳述後認爲在現階段無須與盧安達烏薩提的情 

勢進行實體討論。他認爲關於該託管領士的一切間題 

最好到聯合國委員會將所有有關情報提出後再作最後 

的評斷。

五九.他欣悉聯合國委員會各委員已跟比利時政 

府就大會決譲案一六0 五〔十五)所提出各重要問題舉 

行董要商談，同時各委員與於與盧安達烏蔭提人民鎮 

袖的談判應允從中孰旋。六月A 日 DorsitwiUe大使在 

無錢電廣播中向盧安建鳥薩提人民說聯合國委員會與 

比利時政府的商談是實施大會決譲案的佳兆，聞之令 

人鼓舞。

六0 . 中國代表團正斯待着聯合國委員會行將提 

出的報告書。一*俟該報告書提出，大會將大有檢會再 

度充分赛譲盧安建烏蔭提的前途問題。

六一.大不列顯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代表說菅理 

當局自前在盧安建烏蔭提面臨一項極爲艱矩的工作， 

聯合國業已派遣聯合國委員會委員前往該領土參加達 

致協議目標的最後步驟。他覺得中國、印度及美國三



代表所發表意見，促請在此時勿採取任何行動致使管 

理當局與聯合國委員會的工作更爲困雜一•節至爲董 

要，他願贊助這些意見。

六二.紐西蘭代表欣悉管理當局在大會決譲案一 

六0 五（十五 )通過時，雖曾對其提出保留，但對依該 

決議案設立的委員會給予充分的合作，同時委員會各 

委員與布魯塞爾各部長及盧安建烏蔭提領土行政當局 

間保持良好的關係。

六三 . 他說委員會所要從事的工作甚爲微妙，依 

大會決議案的規定委員會不但具有全權執行它的任 

務 ,而且獲得大會的授權，遇有任何困難採取行動。因 

此，他贊成託管理事會應當赛慎從事不可有任何妨礙 

委員會工作的行動，同時各代表團只應對所獲進展表 

示滿意並對管理當局爲該領土人民福利與委員會共同 

進行的工作表示慶賀。

六四.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發表意見說目前理 

事會最好不要就盧安達烏陸提一問題進行任何實體的 

討論。他認爲管理當局如保證儘力使聯合國委員會有 

機會實施大會關於â 個問題的決譲案則理事會當可滿 

意。

六 五 . 關於大赦措施，他贊成印度代表的意見，卽 

爲求公正起見管理當局斷不可忘懷寬恕的因素。他希 

望管理當局會計及這個意見，並將儘力實施大會關於 

這個問題的建譲。

六六 . 比利時代表說當此管理當局、該領士臨時 

政府及聯合國委員會正進行談判以期確保大會決譲案 

的實施的時候，任何結論都嫌過早，徒然妨礙那些決 

議案的有效實施。

六 七 . 他在答覆蘇聯代表的批評時指出蘇聯代表 

所獲結論是根據曲解的事實。特別是蘇聯代表指稱管 

理當局將盧安建烏蔭提變爲軍事基地與干涉剛果的基 

地一節，不但曾經比利時政府駭斥，而且聯合國委員 

會臨時報告書的結論亦予驳斥。該委員會於次留駐  

該領士後即已察悉管理當局在盧安建烏瞎提所駐部除 

僅純係維持公安之用。

六八 . 至於大赦措施，比利時代表解釋說所稱不 

屬一般大赦措施的情節異常嚴董之罪一*百二十八件與 

比利時代表團在大會討論時所說的十餘個案件並不衝 

突。他說後一數字係在答覆關於政治領袖不因政洽活 

動而因犯有刑事罪被司法當局起新定罪的人數一間題 

時所提出的約略數目。這個數字與犯有情節異常嚴董 

之罪的數字完全無關。一百二十八個案件道一*數字係 

由比利時法官所組成的委員會於徹底審查所犯情節異 

常厳董之罪後所得來。

六九 . 最後，比利時代表認爲最董要者：聯合國 

盧安達烏摩提委員會、該領土各政治領袖及臨時政府 

首長以及管理當局應有時間調和它們的意見，恢復安 

靜狀態，以使經由大會決譲案的實施及轉移權力的計 

劃的執行，託管協定在和平與寧靜的氣氛下得以廢止。



第三章 

英管嘴麥龍

該領士截至一*九六一年二月的政治發辰情形 

業經安全理事會及大會審議。残將一九六0 及一九六 

一年内這方面所發生的事情以及聯合國由於這些♦情 

而作的決定槪述如下。

二.該託管領土的北部和南部都已依據大會決議 

案一*三五o ( 十三）、一三五二 (十四）及一四七三(十四） 

規定分別舉行全民表決，表決時詢問該領土人民究竟 

希望加入獨立的奈及利亜聯邦還是希望加入獨立的略 

麥蔭共和國來實現獨立。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一日在南 

略麥龍所舉行的全民表決結果表示九七，七四一張,或 

者百分之二十九.五一的有效選票是贊成南赂麥龍加 

入奈及利亜聯邦，二三三，五七一張，或者百分之七 

十，四九的選票是贊成加入略麥隆共和國。一九六一年 

二月十一日及十二日在北嘻麥龍舉行的全民表決，共 

有九七，六五九張選票 ,或百分之四0 . 0 三，是贊成加 

入略麥隆共和國的辦法，一四六，二九六張選票，或百 

分之五十九 .九七 ,是贊成加入奈及利亜聯邦的辦法。

三 . 聯合國全民表決事宜專員D t. DjalalAbdoh, 

在他關於這兩次表決的組纖與執行情形的報告書裏 ,1 
曾說就南略麥龍而言，人民已有機會在選舉場所對全 

民表決中所提的辦法，以自由、秘密的方式表示他們 

的願望。就該領士北部而言，該專員報稱，該地情形 

雖有種種內在的缺陷和弱點，但是他確知人民已有機 

會在選舉場所對全民表決所提的辦法以自由秘密的方 

式 表 示 們 的 願 望 。

四 . 託管理事會第十一特別居會豐悉（一*九六一 

年四月十日決議案一二0- * ( s - 十一)）該專員的報告

T /1 5 5 6及補編。

書，並轉交大會審議。大會嗣通過一九六一*年四月二 

十 日 決 譲 案 一*六o / v (十五）,除其他事項外,認許全 

民表決之結果 ,認爲 (a )北略麥龍人民業以大多數決定 

加入獨立的奈及利亜聯邦，來實現獨立而 (b )甫略麥 

人民亦已同樣決定加入獨立的略麥薩共和國，來實現 

獨立。它認爲該託管領土的兩部份人民旣已遵照大會 

決譲案一三五二 ( 十四）及一四七三( 十四）的規定，以 

自由、秘密的方式表達他們對於自身前途的願望,那摩 

他們在聯合國監督下經由民主程序所作的決定就應立 

卽付諸實施。大會決議，全民表決旣已分別舉行，而 

獲不同的結果，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關於聯合王 

國所管嘻麥龍的託管協定就應遵照聯合國憲章第七十 

三條乙款，在管理當局同意下予以廢止，其方式如下： 

(a )就北略麥龍而言於一九六一*年六月一日加入奈及 

利亜聯邦，成爲奈及利亜北® 單獨一省時廢止之；（b) 
就南嘻麥龍而言，於一九六一年十月一日加入略麥隆 

共和國時廢Ik之 P 大會並請管理當局南嘻麥龍政府及 

略麥隆共和國開始緊急討論，以便在一九六一*年十月‘ 
- 日以前, 訂定辦法藉使關係各方所譲定公怖的政策 

付諸實施。

，五 . 在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斯間，管理當局代表 

曾說目fti開於該託管領土的情勢是取決於大會決譲案 

六O A ( 十五)。該決議莱正文第五段曾請管理當局 

南略麥龍政府及略麥蔭共和國討論合併的各種安桃。 

爲御此法，.遂於初步討論之後，於六月中旬在南瞎麥 

籠都城Buea開會，由南略麥龍、略麥蔭共和國及聯合 

王國政檢代表參與。這些討論和非正式商談得到了相 

當進展，因此希望不久會舉行進步的三面商談。



第四章 

西薩摩亞

査 .總論

託管理事會於第二十六届會達過一九六0 年 

六月二十四日決議案二0 —0 ( 二十六），建譲將西薩 

摩亜前途的間題列爲大會第十五届會臨時議程的一個 

單獨項目。

政洽進展

二 . 自洽間題工作委'員會是由二最高族長充任聯 

合主席，七位部長和大會其他七個會員國組成，由西 

薩摩亜政府指派制憲顧問一人及紐西蘭政府顧間一人 

谅助，已於一九六0 年七月擬竟憲章。

三.赛譲西薩摩亜獨立國憲章的憲政大會於一九 

六0 年八月十六日召開。大會是由代表一七三人組成， 

包括最高族長、立法議會的所有議員、三個西薩摩亜 

立法譲會選區的額外代表各三入.、住在該領土的歐洲 

人的額外代表四人。憲法經於一九六0 年十月二十八 

日正式通過，並已連同憲政大會所通過的各決譲案， 

一併提送大會參考。1

四 . 特派代表在第二十七屆會通知理事會，立法 

議會的選舉已於一九六一*年二月舉行。

五 . 特派代表聲稱，隨着獨立來臨，菅理當局已 

經加緊努力，確保文官事務儘量全用其家室與前途事 

業都不出西薩摩亜的官員。紐西蘭政府飄選學生絵與 

獎學金俾受初等、初等以上、大學及技術訓練；此種 

獎學金計劃仍然是西薩摩亜文官系統內優秀職員的最 

好来源。

六 . 菅理當局代表通知理♦ 會說，西薩摩亜政府 

曾於一 九̂六一年修正西薩摩亜公民法，將合格人民可 

以不經歸化手續而成爲商薩摩亜公民的期限起至一九 

六一年年底。

七 . 特派代表通知理事會，憲政大會的一*件決譲 

案曾建議通過法律，規定任何薩摩亜公民，而與保有 

付税士地權之家族具有親屬關係者，均得依照薩摩亜

1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屆會，附件，議程項目四十四，文 
件 A /C.4/454  and A dd.l。

習俗，承受馬代 (nrnai)頭街，掌握對於付税土地之全 

權。這就表示，薩摩亜社會制度裏面的合流歸併不再 

取決於一個人的膚色。只要一個公民和保有付税土地 

權的家族有親屬關係，就有資格被選擔任馬代或族長 

職位。他還說曾有建議，主張無資格接受馬代頭銜的 

薩摩亜公民一 ■就是利薩摩亞家族無關係的公民——  
或者前係歐洲人地位，按照新法可能有資格接受馬代 

頭街但是不願接受那種權利的公民都應當列在行將稱 

爲個別登記的選舉人名册上。

八.在第四委員會討論西薩摩亜前途那個項目的 

時候，管理當局代表和西薩摩亜總理都承認曾經請求 

根據西薩摩亜獨立而廢止託管協定的立法譲會和憲政 

大會都不是根據普選選出的。不過據他們的意見，這 

兩個機構的觀點代表絶大多數薩摩亜人民的意見是沒 

有疑問的。因此他們大致同意憲政大會代表們所採的 

立場，認爲無須就廢止託管協定一事徵求薩摩亜人民 

的意見，因爲這已在該機構的決譲案內明白表示出來。 

雖然如此，菅理當局代表和西薩摩亜總理仍然確告第 

四委員會，如果大會認爲仍宜舉行全民表決，來確定 

薩摩亜人民的觀點，那麼紐西蘭政府和西薩摩亜政府 

都必定和聯合國充分合作。西薩摩亜總理和紐西蘭代 

表還向大會充分報告各該政府對於可能在獨立後商訂 

兩國間協定一*事所採的觀點，依照那種協定，西薩摩 

亜在行政和對外事務方面得繼續向紐西蘭取得各種協 

助。他們說明，這種協定對西薩摩亜的獨立決無限制。

九 . •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八日，大會通過決譲案 

一五六九 ( 十五），規定了在西薩摩亜託管領土舉行全 

民表決，以資確定其居民前途願望。該決譲案特別建 

譲管理當局採取步驟 ,豁商聯合國全民表決事宜專員， 

在聯合國監督之下安排西薩摩亜的一 次̂全民表決。該 

案並建譲全民表決應在一*九六一*年五月內舉行，所應 

詢問的間題如下：

你贊成 '一*九六 0 年十月二十八 0 憲政 

大會所通過的憲法嘴？

" 二 .你贊成西薩摩亜在九六二年一月  

日根據那個憲法成爲獨立國家嗎？ "



- o . 該案並建譲根據普選原則進行全民表決， 

而且西薩摩亜的所有成年公民都有灌投票。

— . 大會於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九四 

次全體會議根據第四委員會的建譲指游Mr，Najmud- 

dineRifai (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爲聯合國西薩摩亜全民 

表決事宜專員。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聯合國全 

民表決事宜專員就西薩摩亜全民表決之安排、進行與 

結果提出了他的報告書。=

一二.聯合國監督下的這次全民表決是在一九六 

一年五月九日舉行。最後結果表示有三七，八九七人， 

亦卽估計合格選民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六 •一參加表決， 

並且表明有三一，四二六人，亦卽投票人民的百分之八 

十三，都贊成憲法，另有二九，八八二人，亦卽百分之 

七十九贊成西薩摩亜獨立。

一三.聯合國西薩摩亜全民表決事宜專員欣然報 

稱，全民表決之進行極爲公平，而且完全自由，也沒有 

足以推翻他這種結論的任何事情向他提出。他還表示， 

深信西薩摩亜人民首次行使成人普選權是一種演變的 

開端，假以時日，可能變爲薩摩亜政洽生活之一部。

- * 四.管理當局代表於託管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 

稱，紐西蘭本着密切而不拘形式的合夥關係與西薩摩 

亜合作，提供所請求的協助和指導。兩國政府心目中 

都認爲各種問題與協助的需要將不因西薩摩亜獲得獨 

立而消失。西薩摩亞當局已從紐西蘭得到繼績協助的 

保證，只要西薩摩亞新政麻有這種願望。紐西蘭準備 

在外交事務上及國內發展方面提供所請求的協助，所 

根據的原則絕不局限西薩摩亜的主權。所有紐西蘭協 

'助計劃的目的都是要幫助西薩摩亜儘速達成完全的自 

給自足。可能訂立的任何安挑都是要使西薩摩亞能够 

依照它自己的速率擴大其利整及責擔，而且要和它擴 

展中的金融資源和有訓練官員成正比。這種安排當然 

可以隨時終止。

參 . 經濟、社會及敎育進展

一五 . 管理當局於其一*九六0 年度報告書中通知 

理事會說，曾使一九五九年成爲空前繁榮之一年的薩 

摩亜經濟上并趨勢不幸在一九六0 年中受到阻遏，這 

是由於挪子肉和可可償格下跌，以及香藏輸出減少的 

緣故。但是一九五九年開始的經濟發展計劃仍然向前 

進展了一個階段。一九六0 年方案包括農業事務費一 

二四，0 0 0 錄以及道路、橋揉及供水費用四七，0 0

T/1564。

0 镑。Savai'i島的環島公路業已完成。晨業部的活動亦 

已擴大。

一六 . 特派代表於第二十七屆會通知理事會說， 

立憲會譲曾通過一項決議案，建議指派一個土地選領 

委員會，調查與出租付税士地有關的各種間題，決譲 

案棱建譲就該事的法律與經濟各方面向海外徵求專家 

意見。該士地選領委員會早已成立，並已調脈紐西蘭 

毛利事務部的一位士地立法專家 ,爲該委員會服務。他 

說希望經由此種立法来提供各種條件，俾使所有薩摩 

亞種植園主，不論其爲馬代或頭勒利亞 (taulele-a)皆能 

儘量善用士地，並從現代農業方法獲得最大利益。

一七 . 在公共衞生方面，西薩摩亜政府繼績努力 

去克服醫務人員之缺乏，並鼓勵薩摩亜學生從♦醫務 

及衞生職業。與世界衞生組織 (W HO) 合作舉辦的防 

携運動正在順利進行。南太平洋衞生處督察長曾於 

九六0 年對西薩摩亜的公共衞生情形作了徹底的檢 

討，他的建譲正由西薩摩亜政府和菅理當局研究中。他 

的若干建譲已付諸實施。一位在紐西蘭獎學金方案下 

受訓的完全合格的薩摩亜籍醫師已於一九六0 年底回 

到西薩摩亜，另一位合格醫師現正在紐西蘭一*所醫院 

服務，以便在一九六一年底回到西薩摩亜以前獲得更 

多的經驗。其他三位薩摩亜人受獎學金方案的資助， 

求 學 於 Otago醫學院，另一位得到世界衞生組織的獎 

學金，求學於 Suva醫學院。

一八 . 在敎育進展方面，由管理當局壽供經費的 

敎育協助方案在一九六0 年中正按照計劃進行。另有 

四位紐西蘭敎員已借調到IS立學棱去，並爲他們建築 

了房舍。一九六0 年中，共有七十四位薩摩亜籍學生 

獲得獎學金方案的資助，求學於紐西蘭，一九六一年 

將另頒新獎學金十四名。在獎學金方案下求學於紐西 

蘭大學的薩摩亞籍學生正在增加中。

一九 . 特派代表於二十七届會通知理事會說，一 

九六一年紐西蘭政府業已核准下列各項增加開支：薩 

摩亜學院宿舍二七 , 0 0 0 鋳，敎師薪金一四 , 0 0 0  
镑，敎 房 舍 一 六 , 0 0 0 鋳，職業學校一*所六 , 0 0 0  
鋳，獎學金及在職訓練二五 , 0 0 0 鋳。除了上述業已 

核准的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度經費總額八A , 0 0  
0 镑外，紐西蘭政府並爲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度核 

准了另外一筆爲完成職業學校所需的費用一九，0 0  
0 錄。此外也從紐西蘭以外的其他國家與組織獲得技 

術協助。二九六0 年內會頒發兩起在美國大學求學的 

獎學金。澳大利亜政府亦以研究金發絵一位學生。對 

於一九六一•年，亦已提出性質相似的其他獎學金。



第五章 

新幾內亞

査 .總論 

概况及祝管理事會的建議

±地與人戾 

新幾內蓝託管領士的陸地面糖約爲九三 , o  
00平方哩，係由新幾內亜島東北部和其他許多島峡 

組成。此中最重要的是俾斯麥羣島中的新不列顏、新 

愛爾蘭和馬奴斯及所羅門羣島中的市干維。全領土崇 

山拔嶺，海拔六 , 0 0 0 吸下有多雨繁茂森林。新幾內 

亜島上到處都是草原，建地及沼澤。此領士有典塑的 

季節風氣候，許多地 IS毎年雨量逾一百时，氣温及濕 

度終年甚高。

二 . 此領士在一九六0 年六月的全部人口計已經 

普查者有一，三 0 六，三0 八人，此外尙有估計人數八 

0 , 五 0 0 人。士著中文化與語言的差別甚大。非‘士著 

居民估計數爲一四，九七九人。

三 . 理事會第二十六屆會譲對該領土在經濟、社 

會及政洽發展上迄今所獲的成就表示嘉許。但是認爲 

所待完成者尙多，而且所有方面特別是政治方面的進 

展速率都需要提高。理事會相信聯合國各專門機關及 

其他國際機關能在促進該領土發展的工作方面對管理 

當局大有幫助，故建議管理當局今後設法請各國際機 

關就其主管部門之工作提供較前更多的協助。

四 . 理事會重新表示，希望管理當局鼓勵領土士 

著居民發表意見，俾可幫助早日選用一個正式名稱。

五 . 在本届檢討的報告書中，管理當局聲稱，它 

仍然相信現在尙未達到大多數人民能對選用正式名稱 

一*事^ 示審愼意見的階段。不過它正設法經由廣播與 

報章鼓勵對於此事的討論。它也徵求各方建譲，然後 

將之廣播以供評論。至於要估針公衆對此辦法的反應， 

現尙過早，但是管理當局希望有組織的團體終將發表 

他們的意見。

六 . 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通過下列結論與建譲：

理事會歡迎檢討期間領土生活在政治、經濟、社

會、及教育各方面所援之進展。理事會對管理當局及領

土人民最近所後成就表示嘉許。但是理事會就為所有 

方面，尤其是政治方面的遣展速率仍需不斷提高。理 

事會覺得此種遇程本身即可31起人民日益願意和或覺 

需要受高等教育。理事會再度建議管理當局僮量利用 

聯合國各專門機關及其他国際機關的協助。

理事會疫按以拉各在會議就允宜為领土人民遂定 

一工式名稱所作的許多建議。猜管理當局就此問題閲 

明其意見。同時管理當局建議新幾内亞土著人民或可 

稱為新幾亞人而不稱為土著或土人。

擴展行政控制

七.該領土的行政地區劃分是按照管理當局控制 

或彰響一個地E 的程度如何而定。一九六0 年六月三 

十日，共有A  — ，三六五平方哩在當局控制之下，較上 

年度境加二，六二0 平方哩。此外有五 , o 二五平方哩 

是在當局影響之下 ,有二 , 二一五平方哩是受當局局部 

影響，有四 ,三九五平方哩是列爲 "巡邏人員進入 " 地， 

直。認爲受當局控制者乃是已經建立永久行政和司法 

體系的那些地處。未能完全控制的地E 計有一一 ,五 0  
0 平方哩，居民估計有八0 , 0 0 0 人。在此區內尙無 

執行法洽的永久組纖。管理當局經由進邏制度與各該 

地 IE建立友好關係，儘可能多多訪間人民，俾便擎固 

其力量，並將各直域置於完全控制之下。

A . 理事會第二十六屆會重申已往關於需要在符 

合全領土利益之情形下，以可能的最高速度將全領土 

置於完全行政控制之下的各項建譲。，它認爲多多徵聘 

並訓練其他的工作人員，特別是土著人員，會加速此 

種過程。在此方面，理事會獲悉管理當局正在考慮將 

全領土置於行政桂制下的一項修正計劃，並希望能在 

下盾會獲悉關於此計劃的詳情。

九 . 在本届檢討的報告書內，管理當局磐稱，它 

將在實際可行範圍內儘早把整個領士各地H；置於當局 

控制之下，按照目前的計割，菅理當局斯望能於一九 

六三年年底以前完成此事。該項 i f 劃需墙設巡邏哨四 

所，藉此將面積約爲三 , 0五0平方哩，人口一八 , o  

00人的地直於一九六0至九六•一年內置於控制之



下。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間，將滑設巡邏哨七所， 

俾可將面積估計爲八，五八五平方哩，人口爲五二，五 

0 0 人的殘留未受控制地® 置於當局控制之下。管理 

當局聲稱，該計劃之完成取決於兩個條件。第一，不發 

生任何使工作人員及設備資源移供他用的重大緊急事 

件；第二，是繼績擁有有充分訓練及經驗的工作人員。 

- p . 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通過下列結論及建

議 ：

理事會欣悉已在本檢封年度擴展行政控制於  

二 ，0 0 0 千方哩以上之地區。理事會歡迎管理當局於 

— 九六三年底擴展完全行政控制至整個领土的計劃。 

理事會親、爲此乃合乎现實的目標，反映對此事所具有 

的適當进切成。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擴展行政梭制 

— 紐西蘭代表聲稱，卽使在新幾內亜帶來許

多其他好消息的一年之中，理事會還是會熱烈歡迎管 

理當局關於在一九六三年底以前擴展行政控制至整個 

領土的計劃。

一二.中國代表希望將行政控制擴展到未開闕地 

IE的過程不致於過度轉移已開閩地 IS發展工作上所急 

需的資源，這些地直的繼續不斷的政洽成長與輕濟進 

步乃是迫切需要的。他覺得開關若干落後地匿不妨稍 

待，但提高少數前進士著人民的政洽能力卻不容緩。

- 三 . 大不列顯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代表欣悉一■ 

年之內置於行政控制下的地區如此廣大。他認爲這是 

理事會第二十六届會建譲這方面進展速率應予提高的 

一個極圓潇反響。

- * 四.烏拉圭代表對於管理當局在一九六三年以 

前不能將整個辑士置於完全行政控制之下表示關切。 

他惋惜管理當局的方案不能加速。

一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並未無視爲將化外 

地區置於政府捜制之下所將遭遇的極度危險與困難； 

但他認爲這方面的迅速成就主要要看有無巡邏除可供 

調遣 ,如有充分經費和訓練，巡邏險是不成間題的。

- * 六 .玻利維亜代表察悉理當局將行政控制擴 

展到領士所有地匿的任務尙未完成，他希望能够克服 

完成此任務所遭遇的一切困難。

七.印度代表嘉許管理當局承允在一九六三年 

底以前將全部面積約爲一二 , 0 0 0 平方哩的未管理

IS域置於有效管理之下。他相信道個目標是合乎現實 

的，並且反映適當的迫切惑。他深信菅理當局將能於 

其自行決定的日期完成此項目標。

戴 .政洽進展 

概况及托管理事會的建議

發展代儀、行政及立法機關並摘大其權力 

( a ) —般政治緒構

一八 . 此領土行政權力的根據卽一 ^九四九——

- * 九六0 年巴布à g及新幾内亜法案，規定將此領土與 

巴布亜領土合併管理。行政總部設在巴布亜的毛雷斯 

比港。已往領土行政長官是由執行會譲襄助並貢  

獻意見，執行會譲由領土官員至少九人組成，人選任 

免之權操諸澳大利亜總督。 自前該執行會議已由一行 

政長官會譲眷代，其成員爲行政長官、立法譲會官方 

議員三人及非官方議員三人，其中至少二人須爲民選 

譲員。政府行政事務由十四部秉承行政長官的領導辦 

理。此領士分爲九K , 毎一區受一專員的管轄，處 

專員是行政長官的代表，以執行首長資格負責處理一 

般行政並協調各部在區內的工作。

一九.巴布亜與新幾内亜立法譲會有權制訂增進 

此領士和I平秩序與良好行政的法律。這座法律經行政 

長官同意後始發生效力。若干種法律的同意權不屬諸 

行政長官，而保留在總督權限之內。土著地方政府會 

議有權制訂墙進其轄匿內士著人民和平、秩序及福利 

的法律。區諮譲會與鎭諮譲會得就有關匿或鎭的事務 

貢歉意見。

二0 . 理事會第二十六届會注意到領土內尙無政 

洽團體，促請管理當局儘最大努力鼓勵發展政治團體 

並在所有政治活動上推行一個較廣的方案。

二一* . 在本届所檢討的報告書內，管理當局聲稱， 

它認爲尙在萌芽階段的政治團體應任其自然發展。它 

相信，擬議採用的立法譲會土著譲員選舉制度以及計 

劃中的民選議員名額的全盤增加應能鼓勵此種發展。 

一旦土著居民組成了道座圃體，所需要的任何梢導和 

協助自將不吝給予。

二二 . 理事會第二十七屆會通過下列結論與建譲：

理事會認為最近的發展维然範圍有限，位仍為该 

领土政治進展的一大造步。理事會歡迎就促進居民圈 

結意識一事所作之努力。它欣悉最逾領土内已有一政 

黨成立。理事會固然承誤政治固體應從人民自身主



動，隨着人民政冶意識的散播得到發展，但也级為管 

理當局可以努助培育這種發展；理事會希望，為新幾 

内亞人之政治教育振取一切可能措施一事受到更大的 

重祝。

理，會歡迎以行政長官會議替代執行會議，狐爲 

是朝着個工確方向走的步脉，並察悉管理當 / i}講為 

该會議之設立是走向發展内閣政府的第一受。理事會 

注意到目前行政長官會議的法定組成分子是立法議會 

之三位官方議員與三位特官方議員，而後者二人為民 

避議 I 。因此顯'然已為立法議會参與日常管理 J •作作 

有卑備，因爲行政長官會議的全想成員皆須爲立法機 

關之議員，雜热後者之半數都是管理當局所任命的。 

理事會城悉该會議中僅有一位土著人士，即由巴布亞 

非自治領土任命加入議會的非官方議員。理事 " t*復惋 

惜行政艮官會議中未有就管领土土著代表，並切望不 

久即將任命一人。

理事會認爲行政長官會議中的土著成員應进子增 

加，並僮量以避舉方式爲之。此外，三位非官方議員 

中，二位來自巴布亞非自 ;'é 领土，僅有一位來自就管 

箱土。理事會■想為行政長官會議中巴布亞與新幾内亞 

之代表名额應反映 •一事實，即後者之人口幾為前者之

( b ) 立法議會

二三 .巴布亜與新幾內亜立法譲會的組成份子  

是：行政專員，官員十六人，民選譲員三人，提名産 

生的譲員三人，代表基督敎會的議員三人，及士著譲 

員三入，後者之中有二人須從該託菅領土指派。所有 

議員，除三名由選舉産生者外，槪由總督根據行政長 

官的提名任命之。後者行使提名權，要確保所提九名 

非官方譲員中，至少有五名是該託管領士的居民。

二四.理事會第二十六届會惋惜管理當局至今未 

能增加立法議會內士著議員的名額。它再建議增加土 

著參加人數，在現階段並應以選舉産生之。凡是認爲 

目前不能辦理選舉的地方，應暂用提名方式補足其保 

留席位。 、

二五 . 理事會認爲，下次一有機會 IP應將立法議 

會譲員的選舉權推及領士的士著居民。

二 六 . 理事會認爲應遂漸創減立法議會中官方議 

員之多數，並相應滑加 '民方譲員，最好以選舉爲之。 

理事會懷夢在立法議會內給予敎會團體代表權是否適 

當，促請管理當局特別注意理事會對此事的意見。

二七 . 在本届檢討的報告書內，管理當局聲稱計 

劃中立法譲會組成份子的更動計爲：增加土著議員名 

額，選舉若干士著議員，以及滑加非土著民選譲員的 

名額。其他擬譲中的更動爲：廢除立法譲會中官方譲 

員的多數，並減少從非士著社區中指派參加譲會的非 

官方議員名額。

二A . 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獲悉改組後的立法譲 

會現在是由行政長官、官方譲員十四入，民選譲員十 

二人，及指派譲員十人組成。六位民選譲員係由領土 

選舉員選出，六位係由土著居民選出。分別舉行選舉 

的規定應視爲臨時權宜措施，單一選舉和共同的選民 

册才是最後目標。十位非官方指派譲員內必須包括不 

少於五位居住新幾內亜領士的譲員，不少於五位土著 

譲員。新譲會中的一切任命，不論是官方或非官方， 

皆公諸土著及菲士著人士。

二九 . 選區數目已由三區增爲六區，卽新幾内亜 

四區，巴布亜二區。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八日，毎一選 

區爲立法譲會選出土著及非土著譲員各一人。非官方 

指派譲員計有來自新幾內亜的土著四人及非士著二 

人，来自巴布亜的土著二人及非土著二人。

三0 . 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通過下列結論與建

譲：

理事會歡迎巴布亞及新幾内亞立法議會最近改  

組，已斯其議員名額自二十九人增里三十七人。理， 

會欣悉该議會肯次有民避土著議員，共許六人，其中四 

人來自就管領土。理事會復悉各誤議員都是在避舉因 

制度下由未登記的土等避舉員避出，但•管理當局意欲 

於 立 法 議 在 任 期 —— 约為三年—— 届，滿後檢討議 

會的組成並考慮能否級造一個共同避民册。理事會復 

欣悉管理當局計劉舉行成人普避；理事會希望下屈避 

舉能探用成人普避制，蓋此為對人民施以政 ;，é 教育之 

最有效手段。

理事會m j溯其第二十六在 ,會資货，在立法議會内 

給子教會固體代表權是否適當，猛悉管理當局任命教 

會困搜代表二人参加新立法識會，表示遂，威。另一方 

面，理事會狀悉此项名额已自前在議會中的三名減里 

本在議會中之二名，而且規章中已經不再要求有教  

會固體的代表不可。理事會希望不久即可完全廢除此 

種代表權。

理事會歡迎官方議員名額自前在立法議會二十  

名議員中之十六名減至本在新議會三十名議員中  

之十四名。但是理事會認為，在擬議的檢討期中，管



理當局應探取步，驟滅少目前官方議員名額 i i 相應增加 

民乘的代表。理事會察悉除十名官方議員外，復有 

六名土著及曰名非土著指派議，員。理事會深切了解在 

現隋段指派土著議员容有必要，但確信也有同樣理由 , 
指派四名补土著議員。理事會银爲管理當局應對立法 

議會内指派四名非土著議员一舉之有無必要，經常加 

以檢討，以期爐速終止此種措派。

(e )  土著地方政府會議

三一 . .迄一九六0 年六月三十日，領土内業已設 

立二十三個地方政府♦ 議，比上年增加五個。在同一 

時斯內，這個會議制度所包括的人口已自一一九,五三 

二人增至一*六七，0 0 0 人。在所有各區內，囊備調查 

工作尙在繼續，希望因此會宣告成立更多的地方政府 

會議。

三二 . 會議的訣立是根據一個劃定的匿域，其中 

包括大抵具有共同利益的若千村莊。組成一個會議E  

的村莊數目自十至四十八不等，人口總數各爲二，四0  
0 人至一*二 ，八六0 人。管理當局聲稱，這種村莊有一 

種最適當的組合，以求地方政府工作最爲有效。等到 

會譲議員和人民對會譲制度的運用有了更多的綴驗， 

則彼等能够有效管制的地區勢將擴大。

三三 .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 年內士著地方政府會 

議聯合大會並未開會，但是將於一九六0 年十一月內 

開會一次。議程項目包括：會議行政及土著事務部官 

.員的監督，會譲議員訓練所的建立，向不在人收税，法 

院程序，敎育設備的增加，農業發展，以及向管理當 

局請求財務協助。

三四.理事會第二十六届會歡迎該檢討年度內又 

有三個地方政府會議成立，但塵於現有會譲紙包括人 

口的一小部分，特建譲管理當局採取有力步驟，在領 

土其餘地方設立此種會譲，擴大其工作範圍，並鼓勵 

其儘量行使權力。

三五.理事會並欣悉一九五九年在馬當舉行的地 

方政府會議代表大會成績圓滿，•希望因此而定期舉行 

類似的大會。理事會希望管理當局儘早實施這些次會 

譲所通過的建議。理事會將歡迎關於此種大會譲事情 

形及管理當局對其建譲所採行動的詳盡報告。

三六 . 理事♦ 贊同管理當局的意見，卽促進士著 

人民政洽進辰的最好基礎在於採用民主的地方政體， 

惟認爲目前應在地方‘、阵域及全領士三個階層上同時 

促進領士居民的政洽進展。

三七.在本届檢討的報告書中菅理當局促請理事 

會注意一事，卽在此一年內已有五個土著地方行政會 

議宣告成立，另有四個範圍擴大，會譲所包括的人口 

增加百分之四十有餘，爲設立更多會譲而進行的調查 

工作正在繼續。在一補充報告書中，管理當局通知理 

事會第二十七届會說，在一九六一年五月十A 日，託 

管領土內宣告成立的會議共 tf•二十七個，代表人民二 

0 0 , — 八七人。

三八 . 報告書續稱，馬當會譲就若千事項所通過 

的決譲素已被接受，並付諸實施。這些包括衞生、敎 

育、.士地所有權制度、養路、會譲規則、法律與秩序、 

會譲行政及婚姻事項。在其補充報告書內，菅理當局 

通知理事會說，一九六0 年十一月，士著地方政府會 

議聯合大會在Vunadadk地方政府訓練所舉行 ， 巴布 

亜與新幾內亜的所有士著地方政府會譲皆派有代表參 

加。三十九位代表，二十八位副代表以及来自新愛爾 

蘭、曼那巧、布千維及新不列顔區非會議區的觀察員 

若干人都參加了會議 ， 討論了三十六個譲程項目。

三九 . 管理當局察悉理事會贊同其意見，卽促進 

土著人民政治進展的最好基礎是採用民主的地方政 

體，管理當局亦同意理事會的意見，卽政洽進展應在 

各個階層上同時促進。關於這一點，管理當局促請理 

事會注意其報告書中之政策聲明；特別注意所計劃立 

法議會組成份子的變更。

四0 . 理♦ 會第二十七届會通過下列結論與建譲：

理 事 會 歡 进 在 本 在 檢 討 期 内 增 就 九 所 土 著 地 方 政  

府 會 議 ， 而 上 屈 檢 封 期 内 只 有 三 所 。 理 事 會 深 信 管 理  

當 局 將 繼 續 採 取 有 力 步 骤 ，在 领 土 其 徐 地 方 設 立 此 種  

會 議 。關 於 此 點 ，理 事 會 欣 悉 已 在 馬 當 設 立 學 校 一 所 ， 

# 1練 土 著 地 方 政 府 會 議 議 員 ， 以 便 更 有 效 的 執 行 地 方  

政 府 會 議 事 務 。理 事 會 黎 悉 ， 有 婦 女 参 加 會 議 避 举 ，位  

南 無 婦 女 营 避 。 理 事 ■ 會 希 望 领 土 政 治 意 識 的 增 長 將  

使 她 們 能 在 政 冶 生 活 中 起 ^ 大 的 作 用 。

理 事 會 後 按 前 此 之 希 望 ， 即 一 九 五 九 年 在 馬 當 舉  

行 的 地 方 政 府 會 議 代 表 大 會 能 夠 重 援 定 期 舉 行 ，歡迎  

地 方 政 府 會 議 墙 合 大 會 在 Vunadad ir舉 行 第 二 在 會 議 ， 

並 黎 悉 誤 會 議 此 援 將 每 年 召 開 。减 事 會 希 望 管 理 當 局  

繼 緒 致 勵 同 一 區 域 各 會 議 聯 合 起 来 ， 以 便 促 進 医 城 會  

議 的 可 能 發 展 。

( ^ )區 政 府 與 卞 政 府

四一.區諮議會使居民有機會就該區內和他們直 

接有關的事項向區行政專員表示其見解並貢獻意見。



領土的九嵐各有一諮譲會，由IS行政專員及由其任命 

之譲員組成，迄♦ 爲止，八個直豁譲會中已有十八名 

士著人士被任命爲豁譲員，另有三人則在第九 IS 諮譲 

會內被指派爲觀察員。

四二 .鎭諮議會由公民代表及菅理當局官員組 

成，僅就有關鎭務提供意見。

四三 .理事會第二十六届會董申已往所提的意 

見，卽滑加匿諮譲會及鎭諮議會內的土著代表權爲走 

向士著擴大參加領士政治生活的一個有益步驟，並促 

請管理當局採取一切可能描施，迅速增加這些諮譲會 

內的士著代表權。

四四 . 在本届檢討的報告書內，菅理當局聲稱， 

當相機繼續任命適宜土著人士爲區及鎭諮譲會議員。 

並稱，除僅有三位土著觀察員的一區外，所有各區豁 

議會現皆有土著譲員，另有E 位非士著被指派在兩個 

鎭豁議會任譲員。理事會第二十七屆會獲悉，画；諮譲 

會土著議員總數現已建十九人，三個鎭諮譲會中有土 

著議員六人。

四五 .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通過下列結論與建

譲 ：

理事會容悉區及鎮話議會土著人员已有增加，惟 

數,額仍然極少。理事會度按已往所提的意見，即增加 

區及鎭■話議會内的土著代表權確爲走向土著擴大参加 

领土政治生活目標的一個有益步骤，发再度促猜管理 

當局抹取一切可能措施, 以這些•鍵議會的充分代表權 

給子新幾由亞人。

就趣向香治或獨立所已採或擬採的措施律御戾意

四六 .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 年內並無曾就纖向自 

洽目標所已採或擬採的措施與居民進行具體諸商的報 

告。

恭務制度：劍绿並任冗±著人戾 

揚任政府重要敏位

四七 . 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十日與九六 0 年六月 

三十日依公務制度任命性質編定的職員名額如次：

•-'九五九年  ■—九 六 0 年

常 任  2,051  2 ,2 1 6

免 栽   105 125

公務輔助人員司 … … 248 350

臨 時 ................................  I ,080  I , ^ 4

共 計 ，3,48/1. 4 ,1 5 5

园八 . 一九五九年及一*九六0 年，巴布亜與新幾 

內亜公務制度內編定員額及已授職位的總數如下：

e»
貝 額 已授職位

一 ;̂ 五 一九六 ' 五九 一九六
九年 0 年 九年 0 年

職位總數 .................. 4 ,3 5 3 5 ,6 3 9 3 ,4 8 4 4 ,  155

新幾內亜的職位 1 ,4 7 ^ I '6 9 4

巴 布 亜 的 載 位 822 1 ,083

行政總部的職位 827 970

無定所職位 ....... 361 408

四九.公務制度下第二  1]及第三巧職員之任命須 

經過考試，不列颠公民和受澳大利亜保護的人民包括 

領土土著居民在內，都可以應考。輔助人員司的職員 

則以土著居民爲限。

五 0 . 理事會第二十六届會璧悉管理當筒在徵聘 

職員方面所作之努力及公務制度内仍有大量載位尙è  

補實之情形，認爲在補救該領士公務員缺乏方面所獲 

進展，尤其是徵聘土著公務員的進展 ,頗令人失望。

五一*.理事會促請繼續擴展並加强訓練士著居民 

擔任文官制度各部門內較高職位的計劃，此實係供應 

新幾內亜公務員唯一圓滿的長期解決辦法。理事會特 

別强調訓練土著人員擔任公務機構內行政部門較高級 

職位一事的董要性，並建議管理當局應爲此目的儘量 

充分利用聯合國在行政及有關工作的訓練方面所能供 

絵的使利。

五二 . 在本届檢討的報告書內 , 管理當局髮稱，在 

一九五九年六月底，公務制度內尙未補實的職位事實 

上只有八六九名而非如理事會建譲內所說的一，五 0  

0 名。管理當局靈悉迄一九六0 年六月，載位數額已 

增至五，六四0 名 ;管理當局聲稱 ,其中一，四A 五名尙 

未補實的情形並不表示補實懸缺的全圖曾遭失敗。大 

約毎隔三年卽須對毎一部的編制予以檢討，並設法預 

先爲三年間的需要作一*估計，並準備應付此種需要的 

編制。然後便設法補足因需要而遂漸添設的職位。因 

此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 年斯間公務制度內的載員總 

數增加了六七一名，其中包括指派任載公務補助人員 

司的官員九十三名。

五三 . 管理當局稱，關於必須訓練土著載員；使 

陸任公務機構內高級職司職位者與日俱壇一層，它完 

全同意理事會的意見。管理當局促請理事會注意最近 

的規定，據此，公務制度第三司內現已設置若干常設 

的終身職載位，公務輔助人員11內合格士著人士得陸



任此等職位，或予以直接任命。此種載位的任命將於 

- * 九六0 年至一九六一年內爲之。若千土著官員可能 

被任第二巧職位，視其投考的成績而定。 目前有若千 

人在第三13擔任臨時職務。

五四 . 菅理當局聲稱，業已採取步驟，給予領土 

出生人士較大機會，俾使加入公務系統，提高彼等擔 

任技術與行政職位的能力，並使他們能够晉陸高級職 

位。.爲達此目的，管理當局已將加入公務制度的敎育 

資格加以修訂 ,使之能與各該職位的性質更爲接近，'並 

在第三司內設置若千 " 在載訓練 "載位，並在第三司及 

輔助人員內安排職位，設置行政公署內三類雇員可 

以充任的職位。

五五 .理事會第二十七屆會通過下列結論與建

譲 :

理事會欣悉公務制度土著職員名額的增加速率 

在遇去兩年内幾達雨倍，歡迎新幾内亞人不久即可昔 

度公務制度第三司的可能。理事會迷議大事擴充土著 

官員的教育與在職剑練，傳能權楼大量新幾内亞人擔 

任公務制度内的兩級職位。

理事會認爲剑練土著人士在公務制度内任職一事 

仍属當務之急，並親為公務制度内最近的振展與领土 

受训辣人士之需要量相差尚遠。理事會建議管理當局 

加速微聘並訓練公務員，特别是新幾内亞公務員之方 

案。理事會重申己柱所提之建議，即管理當局應爲此 

目的僮量充分利用聯合國在行政及有關工作的剑線方 

面所能供應的便利。

發展成人普選權及直接邀舉制度

五六.立法譲會內非官方議員二人是該託菅領土 

內選民以不記名投票並依優先制度選出的。任何人紙 

要不是外橋而是士著，在申請登記之日已在領土內住 

滿一年，都有資格做選民。在沒有地方政府會譲的地 

方，凡已成年的土著居民都有資格在宣告設立會議後 

的初次選舉中，行使投票權。此後凡緣豹會譲E；租税 

或獲准免纖的人都有在選舉 IS譲員時投票之播。

司法機構

五七.巴布亜與新幾内亜最高法院是最高司法機 

關。院址設在毛雷斯比港 , 但法官遇有機會就在新幾 

內亜進廻審判。匿法院有刑事管轄權，可以審判簡單 

和非公訳的罪行，並得行使有限度的民事管轄權。土 

著事務法院赛判土著管理條例的罪行，及兩造都是土

著的任何民事案件。碱務法院掌管有關礦務的民♦案 

件。

五八 . 最高法院法官係由總督任命。總督並任命 

受薪推事、匿專員、匿官員及匿助理官員依載權擔任 

直法院的法官及士著事務法院的法官。行政專員得任 

命任何人擔任不受薪推事或土著事務法院法官。直法 

院由不受薪推事至少二人開庭，或由受薪推事、0 ；專 

員、匿官員或區助理官員一人單獨開庭。士著事務法 

院由一人或一人以上的法官開庭。

五九 . 理事會第二十七屆會 ’獲悉： 位法律專家 

與領士最高法院院長最近曾檢討司法制度的所有方 

面。他們的報告書中載有若干建議，旨在促使土著居 

民能够早日參加司法行政工作。建議中的若干項現仍 

在研究中，自前管理當局正擬訂關於訓練土著推事、法 

院13書及傳譯員的詳細計劃。

行政聯合

六0 . 此領土在行政上與紙鄰之澳屬巴布亜領土 

從事行政聯合之辦法曾在已往託管領士理事會致大會 

的報告書內詳細說明。

六一 .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通過下列結論與建

議 ：

理事會遂■悉：0 0 管理當局已於一丸 •五九里—九 

六 0 年度常年报告書另行提供有關新幾内亞就管觸 

土之財務、統計及其他各種資料；（Ô)對於影響或確定 

領土法律地位方面的立法規定未作任何變更；未建立 

新医，亦未將任何一區的邊界擴張至巴布亞领土，或 

有相反情形；（0 用於託管领土行政、福利及發展方面 

的支出大大超遇了领土内所能收得的咸入。

理事會黎悉管理當局特派代表的隊迷；他説對每 

一领土並無單獨的政策，就 料 所 及 ，此種共同政策在 

其中一领土内的最後成果與封另一領土的最後成果 

相同。理事會復，悉，行將剑立的中央政府各種制度 

將為新幾内亞及巴布亞所共有，為此目的，该就管朔土 

及该非自 î'è领土事實上已被視為同一單位。當然，大 

家了解，任何此種辦法都不得有損新幾内亞在就管協 

定下作爲單獨實想的性赏，亦不得在任何情形下運缓 

或影響该就管領土速成就管制度之同的。

器於管理當局特派代表之味述，理事會•認為管理 

當局務應作進一夕的聲明，即在兩巧土走向共周前途 

的發晨中，管理當局應孩也犯襄章第十八條所規定 

的基本目樣同樣用於巴布亞# 自治领土。

«



祝 管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的 個 别 意 見

普展代讓、行政及立法機關並擴大其權力

0 )  般 政 治 結 構

六 二 . 紐西蘭代表說，最近新幾內亜的政洽和立 

憲進展啓發了很大的希望，他歡迎爲促進居民間團結 

感情所作之努力。

六三 . 美利藍合衆國代表說，眞正的政洽團結是 

不能由管理當局一手造成的，他希望人民的政洽意識 

將能迅速增長，果眞如此，政治團體自然也跟着發展。

六四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卽使 

管理當局代表也承認所謂的行政長官會譲不過是個 

純粹諮詢機構，行政長官並沒有義務要依照該機構的 

意見採取行動。

六五.麵甸代表欣悉行政長官會譲的成長無需過 

久的時間，並欣悉託管領士將於適宜時機建成憲章第 

七十六條 ( 丑 ) 款所預期的自治或獨立之最後目標。

六 六 . 中國代表感覺難於了解，爲何取消士著事 

務部的時機還未成熟。他認爲，如果把士著事務部剩 

餘載務劃爲行政長官會議職權的一部，那就不僅是簡 

化了領士行政公署的結構和職務。

六七.巴拉圭代表認爲領士人民自前還沒有休戚 

相關的意識。他認爲這對領士人民前途不利。遲緩發 

展這種相依爲命的意識將爲未來的嚴重困難。因此他 

希望菅理當局對此事表示迫切關懷。

六八 . 印度代表說，撤消原有的執行會議，設立 

行政長官會譲替代乃是正確的步驟，不過，如果行政 

長官會議有三位或更多的民選譲員，而不僅是兩位的 

話，那就更好了。他促請在對領土士著居民政治敎育 

採取緊急與辕極措施方面作更大的努力。

六九 .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託管理事會非常開 

切政治方面一層很可理解，道方面自有進行憲法上的 

繼續發展與更革，並繼續設立合時且合宜的機構替代 

陳舊機構的希望。

( 6 ) 立 法 議 舍

七0 . 紐西蘭代表歡迎巴布亜與新幾內亜立法譲 

會最近的改組。他注意到管理當局的見解，就是一俟 

新議會獲得經驗時 , 或可於五年之後舉行第二次普選， 

並考慮下一個步驟。他認爲，如欲達成有價値的目 

標—— 成立基於全體選民共同名册的立法機構，則菅

理當局使應在此方面保持其便宜行事的全權與最大伸 

縮性。

七一* .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說，管理當局在最困難 

的情形下；設法安排立法譲會由士著居民所選譲員的 

選舉，並在此方面表現了非常的才智，来克服語言和 

其他間題，都應該受到讚揚。

七二 . 蘇聯代表說，很顯然，立法譲會反民主與 

並不代表民意的特質仍無變更。立法譲會三十七個議 

席中，巴布亜與新幾內亜士著居民僅估十一席。所以 

領士土著居民一 ,八0 0 , 0 0 0 人在立法譲會僅有十

位代表一 這誠然不是民主選舉的結果—— 而約共 

二 0 , 0 0 0 人 數 外 國 人 卻 有 二 十 六 位 代 表 ，從而 

造成E 倒的多數。他懷疑土著居民在這個領土基本機 

關內有無公平而合理的代表權。他說立法譲會，卽使 

按照自前組成，又有大量澳大利亜行政公署官員充斥 

其間，還是無權達成殖民當局必須奉行的決定。事實 

上，立法譲會一無特權或權力。它完全依頼殖民行政 

當局，就是立法譲會的代表也公開地這樣說。

七三 . 麵甸代表希望 ;t 理當局不遺能力，使現今 

立法譲會變成一個代表多數新幾内亜人的眞正民選機 

關。

七四 . 中國代表欣悉立法譲會進行改革之迅速。 

他覺得菅理當局對土著人士擔任立法譲會譲員所應具 

備的資格不應懷抱過於保守的態度。

七五.聯合王國代表靈悉管理當局增加土著代表 

權的措施，表示極爲滿意。他動管理當局進行選舉前 

會議的方式，特別感覺欣慰。

七六.法蘭西代表希望立法譲會官方譲員的名額 

遂漸減少，以至最後完全取消，其所遺席位均由民選 

土著譲員擔任。

七七.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覺得立法會譲議員 

席位最近雖有變動，但是歐籍份子仍估舉足輕董的地 

位。他注意到立法議會的權力顧然沒有什麼改變，因 

此他得到一個結論，就是立法譲會的改組加强了土著 

代表權固無疑問，但對人民有效參加管理其本身事務 

方面貢獻很小。

七八.玻利維亜代表欣悉民選譲員現已首次擔任 

立法議會職務，並望參加者逐漸增多。

七九 . 印度代表稱，新幾內亜與巴布亜立法譲會 

的改革只可視爲一個開端，或者一個初步，但他仍認

不過他對這些改革若干方面的範圍



與性質表示失望。譲會的範圍與職權並無變更或擴大 

的徵象，第二，菅理當局不願考慮在五六年内進行基 

於共同選民名册制度的議會議員選舉 , 殊令人失望。他 

不能了解有何理由，必須在譲會中指派非土著議員。他 

也希望新立法議會開會時期較長，並望非官方譲員特 

別是土著譲員，將在擬具領士立法時採取主動。

八0 .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現在新立法議會中 

必須有一段時斯，讓人民選出的代表們找到頭緒，體 

驗新的途輕；讓他們日益增强本身的信心和才幹。並 

且把有關道基新途徑，新辦法的一連串情報囘報選舉 

他們的人民。這些更革B 經得到許多人民贊同，切不 

可在一*個合理斯限届滿以前企圖强作新的變革，這將 

非人民所能忍受。這是澳大利亜政府所以絵予新議會 

整届任斯的理由。因此他不能提出任何承諾，會在明 

年託菅理事會届會時再向理♦會提出關於最高級立法 

機關方面所作新憲法變更的新消息。誠然，這在最近 

將來是不必要的。他說在譲員限'額總數之內被指派爲 

官方議員的土著人民名額並無^ 法限制。這已經留出 

了毋庸修改法令本身而增添民選議員的門路，譲員的 

指游僅有一*定數額的限制，否則並不因種族、宗敎或 

任何類似因素而有限制。特派代表說，兩位敎會團體 

代表的指派是一個行政措施，旨在於現階段內以發言 

權給予領土一座居民，因爲他們與士著人民保持極密 

切的接觸，並且意識到土著人民的情惑，其程度或非 

其他各類人士所能及。

.(c) i 著地方政府會•議

八一 . 紐西蘭代表認爲一九六0 年十一*月間舉行 

的地方政麻會譲聯合會議的成功是最令 1入鼓舞的發 

展。

八二 .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說，地方政府代表所舉 

行的會議，例如一*九六0 年十一月於Rabaul所召開者， 

是爲人民提供一個可以交換意見和多多認識整個領土 

各種問題的場所的良好方法。此種發展應該加以讚揚 

和鼓勵。

八三 . 麵旬代表說，新幾6 亜人民明智地行使其 ' 

選舉權的能力業經下列事實證明，就是由全體十七歲 

以上士著居民選出的地方政麻會譲正爲領士發展作出 

卓越的貢獻。他希望維持或增加這方面的發展速率。

八四.關於地方政府會議制度之發展中國代表歡 

迎在馬當IE所設訓練會譲官員的第二所訓練學校。

八五.聯合王國代表認爲地方政府會譲在啓發政 

治意識和責任方面有更重要的作用。在此方面，他注

意到現有地方政府會譲的收入約建一* 0 0 , 0 0 0 鋳， 

其中五分之四来自地方賦税。他歡迎管理當局有意使 

地方政府會譲利用其他方法滑加地方我牧，並且希望 

關於社IS發展這一方面的考慮將成爲Rabaul及馬當兩 

.地方政府訓練學校重要課程之一。

八六 .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說，地方政府會譲 

的進展速度仍然很慢。大多數居民還是處於現有地方 

政府會譲管轄處域以外。他建議託管理事會重申其第 

二十六届會所作建譲，卽促請管理當局擴大此種會譲 

之工作範圍並鼓勵其儘量行使權力。

八七 . 印度代表É , 提名競選會議譲員的婦女人 

數以及婦女選民人數都已增加，這是可喜的現象。他 

希望婦女將日益多多參加地方與領土事務。

(d) 區政府與市政府

八八.紐西蘭代表歡迎區及鎭豁議會士著議員的 

墙加。這種地方政府的整個過程乃是合作之實踐，這 

是一個非常實際和極重要的方面。固然領士或國家的 

發展難期與地方政府的發展並駕齊驅，但他希望人民 

參加低級事務能够充分迅速發展，俾與更廣泛的政治 

進步發生相當重要的聯帶關係。他並希望時常舉行地 

方政府會譲聯合大會，以鼓勵領士的團結惑。

八九.美國代表欣悉匿及鎭豁譲會的士著人員已 

有墙加。不過他們的比率似乎還是很低，他希望這方 

面將有迅速的進展，使更多的土著譲員參與地方政府 

活動。

九0 . 巴拉圭代表欣悉匿諮譲會的設立，以及管 

理當局日益注意在土著人民日益關心匿諸議會的地直 

內設立更多廣請譲會的情形。

九•一.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說，增加區諮譲會 

及鎭諮譲♦ 的士著居民代表，以促進領土居民在地方、 

直域和領士方面的同時政洽進展，是有必要的。

在務制度：訓嫌盤任用士著人戾擔任政府重要識⑩

九二.紐西蘭代表塵悉現正努力徵聘並訓練外籍 

官員。並悉士著官員的職位數額已有增加，而實際授 

職的士著官員數額亦復如之。他露爲尤要者是要使後 

- *種趨向維持下去，並利用一切機會訓練土著人員， 

不僅傳授事務和技術人員的技能，而且要進行專業和 

較高職位的訓練。這或許需要廣訂一項長期的進行高 

深訓練的方案，作爲改善領士一般敎育與訓練水準的 

全盤計劃之一•部。此種方案是否可行，應予迫切考慮。



九三.美國代表歡迎爲第三司士著人員進行在載 

訓練之措施，並望從整體看來，仍估少數的有關土著 

人員名額迅速墙加。

九四 .麵甸代表注意到公務方面有待改進者甚 

多，極表關切。他希望管理當局竭盡所能，訓練並造 

就數額日增的土著人員擔任領土行政方面的高級載 

位。他也希望管理當局對此事有圓滿的措施與方案，向 

下届託管理♦ 會報告。

九五 . 中'國代表覺得，訓練土著入民擔任高級負 

責職位的任務，.應該優先施行。他不知將訓練士著人 

員方案與推廣行政控制方案協調起來，是否較好。

九六.聯合王國代表欣悉管理當局正在嚴密注意 

增加公務人員內土著人員數額的問題。

九七.比利時代表希望文官訓練所擴大其工作範 

圍，以使數額日增的學生能够獲得適宜的訓練。預期 

於一九六三年將行政控制推廣到整個領土一事應該附 

有一項工作，就是要替自前尙無行政機構的E 域造就 

一批能够執行行政載務的土著官員。

九八.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强調訓練土著人民 

擔任公務職位的迫切需要。目前的增加仍未足以填補 

尙待承乏的職位。在這種情形之下，最董要的因素乃 

是需要土著公務員，因此需要加强訓練方案，使更多 

的士著人民有資格擔任各級公職。他建譲管理當局加 

倍—— 甚至三倍—— 努力，在必要時尋求切可能的 

國際協助，來助長這一方面的發展。

九九.玻利維亜代表促請管理當局開始爲公務制 

度邊選、敎育並訓練土著官員。他建議不妨邊選現在 

澳大利亜求學的領土學生加以訓練，來擔任行政方面 

的職位。

- 0 0 . 印度代表欣悉領土政府內新近設立了一* 
個勞工部和一*個賈易工業部，他希望該兩部的士著職 

員日增。在擴充公務制度方面似有相當有限的進步，但 

'是新幾內亜載的總數還是相當少，他們尙未獲准擔任 

高級職位。他希望由於土著官員在職訓練措施，此等 

人員將迅速晉陸領土公務制度內的高級職位。

一0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關於邊選及訓練 

現在澳大利亜的學生擔任行政職位一事，過去未曾忽 

M , 將來也不會忽視。

發展成人普選權及直接選舉制度

一 0 二.美國代表特別注意特派代表所說領士人 

民政治進'展各階段主要是取決於人民本身與所採行動

的反應如何。他們或可走向以共同選民册爲根據的選 

舉制度。他希望這個目的將於健全政治進展許可的情 

形下儘速建成。

一 0 三 . 麵甸代表說，若非建築在廣泛的選舉制 

度之上，僅僅擴大立法譲會不會有它應有那樣董大的 

意義。在領土居住的人都有選舉權，.唯有土著人民除 

外，這個事實對最近改組的立法譲會不無站缺，他億 

及託管理事會第二十六届會曾建議儘速取消對土著人 

民選舉權利所加的限制。.他希望託管理事會重申此項 

建議。

一 0 四.中國代表就管理當局將選舉立法譲會譲 

員的權利推廣到領土土著居民一舉表示讚許。這是走 

向最後採用全國個別成人普選制度的一M0羣要步驟。 

他期望有一天能採用基於共同選民册的選舉制度，而 

且立法議會能够充分代表新幾內亜人民。他深信管理 

當局將致力達成此目的。

* o 五.比利時代表欣悉選民團將於最近將來創

立。

一 0 六 . 法蘭西代表說，管理當局爲其勢力所及 

各e 的全體土著居民編製了選民登記册，這無疑將加 

速走向直接普選的運動。旣然已有最新的人口調查紀 

錄，他就建議用爲根據，來編造士著居民選民册，使 

他們成爲 " 登記選民"。他也希望以共同選民册爲根據 

的選舉制度儘速建立。

- ^ o 七 .印度代表認爲在下届立法譲員選舉時 

實施成人普選殊合時宜，並且也是向各種進展階段人 

民灌輸政洽敎育的最有效辦法。他歡迎那項聲明表示 

不久將編造共同選民册，他希望這種共同名册將於下 

次選舉以前編定。

行政聯合

- * o 八 . 紐西蘭代表說，新幾內亜與巴布亜之間 

的行政聯合以及其他聯繁完全是爲兩領土人民的至上 

利益着想。道兩個領士的前途固然續由兩地人民自行 

決定，但是看來他們確宜機手前進，而不要各奔前程。

- 0 九 . 美國代表塵悉託管領土與E 布亜領士之 

間的行政聯合延續不斷，頗爲注意。他相信這種聯合 

有利於兩領士人民，因爲兩者的發展階段和前途展望 

都很相似。他歡迎特派代表的陳逃，就是管理當局對 

兩領土有共同的政策和計劃，而所宣告的自決目標亦 

將同樣適用於兩領土。他也希望兩領土獲得切機會，



合作實現共同目標，他並說立法譲會是促致此種結果 

的有價値工具。

— 0 . 法蘭西代表認爲，就現在聯成一氣的巴

布亜與新幾內亜的目前發展情況而言，此種聯合是有 

利的，因爲這避免了不必要的董複，尤有進者，管理當 

局所宣告的目標就是兩地 I S應有基於自決的共同前 

途。要點在於確保該託菅領士的人民能，相當早的機 

會，在完全了解♦ 實的情形下來作他們0^選擇，這樣 

行政聯合的機構才不致成，爲對居民使用愿力的工具， 

也不致妨害他們的自由決定。

*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聽悉管理當局決 

心努力促進巴布亜與新幾內亜的共同命運。由於兩領 

士紙鄰接壤，兩地人民類似，復有基於行政聯合的最 

近歷史聯驚，他歡迎這種政策。

- * 一二 . 印度代表說，管理當局一*面堅決認爲自

決就表示新幾6 亜人民將不受任何方面的干預，去決 

定本身前途，而另一*方面 ,它的行動仍然是把該領土的 

前途一步T 步、無可挽回地和一個處於管理當局主權 

下的殖民地的前途連在一•起，道似乎是不正常的。關 

於託管領土與非自治領土應向共同前途齊步前進一點 

無可非譲，果眞如此，憲章第七十六條爲託管領士所 

規定的目標就不可沖淡或限於第七十三條爲非自洽領 

士所規定的目標。凡對 " 自治"或 "獨立 "一詞的解釋，意 

在使新幾內亜託菅領土所得的地位邁於獨立，印度代 

表團都不能接受。他認爲大家也應記住，所壽劃的任 

何政洽聯邦都須厳格遵守大會決議案一 •五四一 ( 十五） 

爲確定 " 自洽之充分程度"一•詞之意義與範圍而通過的 

原則，尤應恪守原則挪及敦內所規定的各項保障。

參 .經濟進展 

概况及託管理事會的建議 

概論

~ 三 . 這領土的經濟全賴初級商品的生產。農 

業正在擴展中，另有一M@規模可觀的工業也在興辦，利 

用道領士寵大的木材資源。製造工業正開始顧露其重 

要性，但範圍僅限於挪子産品及木材的加工。經濟政 

策的目標在發展道領土的資源，俾克維持全領士人民 

較高的生活程度，並鼓勵社會各階層參加道個發展。

一一四 . 本檢討年度內，輸入總値從一一，九三 

八 ,六二八錄增至一二 ,六二二，三五四镑，輸出總値從 

一•二 ，六九一 ，八七七鋳境至一四，九六二，三五六鋳。

其原因是由於挪子油墙加了一 , o 五九，二九八镑，乾 

挪子肉境加了三 •一二，六四五鋳 , 挪子粉和挪子餅增加 

了 一*六七，六六四鋳，可 可 境 加 了 三 ，五六0 鋳，軸 

啡境加了二六0 , 五七六鋳，銀木材墳加了八五，二九 

七鋳夾木增加了二二六，九八六镑。

一一五 . 理事會第二十六届會建議菅理當局根據 

領土的資源潛力及需要制訂謀經濟協調發展，以利士 

著居民的通盤計劃，以使加速經濟發展，使士著的生 

活水平大大提高。

一一 ■̂六 . 理事會重申已往的意見，卽管理當局應 

請聯合國各專門機關及其他國際機關絵予財政及技術 

協助。

•七 . 在本屆檢討的報告書內，管理當局稱， 

現正進行調查，以使訂立領士經濟協調發展的通盤許 

劃。 目前經濟設計主要是在初級産品經濟部門方面加 

緊努力，特別是經由推廣與訓練各方案在農業方面努 

力。它也包括擴大技術和商業訓練，作爲發展輔助工 

業的基礎。領土菅理當局新近成立的資易及工業部將 

有;~ ^ ^ 別司，從事鼓勵此種輔助工業。擴大敎育服務 

的'計劃將保證'日多的學生接受此種敎育以及其他方式 

的訓練，並可促使勞工生産力一*般地增加。

一 A . 報吿書聲稱，專家勘測調查領士資源的 

工作仍在繼續進行，聯邦科學與工業調查組織目前正 

從事土地資源勘測，毎年皆有新地E 勘測完成。

一一‘九 . 管理當局稱，它將毫不猶豫，爲其發展 

方案向聯合國各專門機關及其他國際機關尋求財政與 

技術協助，因爲它認爲這樣做，是爲了土著居民的利

命 0

二0 . 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通過下列結論與建

譲 ：

理事會欣悉在檢討期間内領土的輸出增加約百分 

之十五，而且领土經濟活動有普遍增長的徵象。不遇 

理事會M 爲,爲欲银助领土發展足以滋長的經海，還 

類在册來對經濟方面作更大的努力與投資。因此，理 

事會希望À 政府協助之下 ,持續加速土著裏業的發展， 

並建立更多的加工與製造工業。理事會建議管理當身 

儘量利用聯合国各專門機關及其他載際機關所供給翁 

就管領土的財政與技術條助。

財政：發展充裕的於共收入

一二一 . 管理當局給予此領土無庸償還的補助金 

在九五九年至一九六 0 年內墳加了一*, 一五三，五四



A 镑，共達七，八五九，九二一*鋳。歲入在一九五九至 

一九六0 年內墙加了二六九，七三A 鋳，共達三，八二 

五 ,一* - *一鋳。此項收入的主要來源是關税，共計一， 

六九九，0 三九鋳，直接税一 , 0 五0 , 二一一鋳。後者 

包括所得税與利得税計四七九，八四七鋳，公司税計四 

五 0 ,五五八錢及人身税計一一九，A O 六錄。

一二二 . 本年度所施行的重要更革計有：實施所 

得税制，降低對各種與生活費用或生産成本有董要影 

響的貨物進口税額，並取消出口親；。領士內目前所徵 

的捐税計有進口與消費税、所得税、人身及土著地方 

政府會議税，印花税與遺産税，以及登記税等。

—二三.理事會第二十六届會希望將來廢除出口 

税之後，領土歲入不致減少，爲防止此種情形起見。 

希望管理當局積極研討所有其他的可能財源，包括對 

非必需的舶來品徵課較富的税額。理事會認爲現行的

人身税，並推廣以居民收入爲根據的新税法，作爲租 

税改革方案之一^部。

一*二四 . 在本届檢討的報告書內，管理當局稱，領 

土税制的整頓已在激底研討所有增税方法之後付諸實 

施，同時注意更公允分配納税負擔之必要，其中並包 

括對非必需舶来品徵課較高税額。一九五九至一九六 

0 年的歲入較之税制未改以前所收者總計徵有增加。

一二五 . 菅理當局說，檢討領士税制時，曾對人 

身税制的短長加以審查，今後仍將繼續加以研究。雖 

然土著生産者將因出口税的廢除得到很大利益，但是 

管理當局認爲在領土發展的現階段中實施所得税制， 

殊不切實際，蓋此種税制卽使並不過於繁重，亦將使 

士著人士緣付相當數量之税敦。旣然只有少數—— 或 

絕無僅有—— 土著人士緣納所得税，所以才保留人身 

税制，使他們都緣納若干税款。

一二六 . 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通過下列結論及建

譲：

理事會欣悉管理當局再以無肩傻還的補助金方式 

繼精大量增加對領土預算的協助。增加觸土内部歲入 

的需要仍属迫切，此事唯有對可使就管領土人民樓得 

较高收入的生產企業作更大投資始有可能。理事會希 

望管理當局連同私營企索—— 最好俊量是現有的土營 

企業—— 對领土經济的適當部門作必要的投资。

理事會歡迎所得祝制之實施，但1忍濟目前所得税 

之祝率尚低，應子適宜的修钉。理事會度•悉任何一人 

其所得低於缴納所得税之起點者—— 絶大多数土著居

民之情形都是如此—— 得缴納以兩錢為限之人身税， 

而缴付所得税之人，其每年納我 之̂所得速一六0 錢者， 

始缴納此種数額之税款。

農 業

一二七 . 領士農業發展方案的主要目標是：改進 

士著農作方法，俾提高産量及人民營養水平；增加現 

在輸入的一些商品如米及其他糧食的産量；增加若千 

輸出作物的産量。

一二八 . 管理當局說，在 過 去 一 年 關 於 上 述  

各項目標的擴展特徵是可可與咖啡生産的全盤增加， 

以及士著農人種植挪子、可可與咖啡樹之增加。

一二九 . 管理當局聲稱，士著居民在輸出和生産 

方面的一般貢獻對領土經濟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一九 

五九至一九六0 年間，士著種植者的可可産量已自一， 

二 0 0 順左右增至一，五二七順，明n徘産量自三三0 順 

增至五六五順，乾挪子肉産量仍與去年産量相同，約 

爲二0 , 0 0 0 順。土著種植者並售出一二，0 0 0 順 

的菜蔬。

一三0 . 已登記的士著可可種植者人數已自三， 

六一三增至四，三一  A 人 ,而咖啡生産者已將其種植地 

自五，三0 0 英献增至九，七0 0 英献。乾鄉子肉生産 

者在一年內種植了六 , 0 0 0 英献的挪子樹，因此尙未 

結果的輒子樹块總面積達四五 , 0 0 0 英献左右,這將 

大量增加士著居民来年內的乾挪子肉産量。

一三一 . 在該年中，已將農業畜牧及漁業部改組， 

以使應付土著人民在鄉村經濟發展方面不斷變化的需 

要。並將更名爲推廣與銷# 司。此種改組使專司農業 

訓練、農作物加工與銷售、種植與加工設備之機械化 

服務的各科得到發展。

一三二. 理事會第二十六届會豐悉歐籍生産者有 

三位代表出席輒子肉銷售委員會，而士著生産者並無 

代表，爱建譲管理當局立卽使土著在挪子肉銷售委員 

會內獲得適當的代表權。

一三三 . 理事會認爲設立可可及咖徘的平準基金 

或可幫助減輕價格波動對於此等輸出作物生産的不利 

影響，並建譲管理當局宜設此種基金。

- *三四 . 在本届檢討的報告書內，菅理當局說，現 

正安排在最近將來指派託管領士士著生産者的一位代 

表，擔任巴布亜及新幾內亜挪子銷售委員會委員。

一三五 . 管理當局報稱，設立可可及咖俳平準基 

金是否適當可行一問題現仍研究中，但由於領士內目



前的特殊情況，尙不能爲該兩作物之任何一*種定出滿 

意的辦法。此外管理當局認爲，就可可與軸啡而言，國 

際商品協定對任何平準計劃的成功都很重要。

*三六.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通過下列結論及建

議 :

理事會狀悉可可及伽啡—— 特别是土著種植者 

的—— 產量顯著增加，並欣悉僮管世界值格降落，挪 

子向销售委員會仍能在全年之内為生產者保待最相的 

交货價格。理事會歡迎柳子肉销售委員會增加位土 

著委員 , 並認為土著種植者在委员會内應有更充分的 

代表權。理，會希望管理當局振大其震業擴展與多樣 

化計劃目的不僅在增加座量，也在協助克服營養不 

良的情'况。理事會認為處業方向應该多多利用土著生 

產合作社。理事會再向管理當局建議，宜設可可及功 

啡平单基金。

土 地

- * 三七 . 新幾內亜士地總面積爲五九，五二0 , 0  

0 0 英献，其中於一九六0 年六月三十日列爲未讓與 

者計五A , 0 八四，一七一英献。自由保有地共計五四 

一 ，二五三英献 , 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讓與的。其 

餘八九六，五六七英献列爲當局公地。出租地共計三二 

九 ，九七四英献，其中租給士著者二，六一九献。士人 

保留地爲二六，九三六英献，管理當局所擁有之其他土 

地 ，包括可作公共保留地或出租者計共五三七，六六六 

英献。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 年內新出租的士地共計一 

一 , 0 0 四献。土著所有地不得外讓，但讓給當局者爲 

例外，當局取得士著所有地須先斷定業主確願出售又 

此項土地在可預見的將來不致爲士著所需要。當局對 

於確定無主的土地得宣佈歸諸公有。士地法條文也淮 

許把土地絕對出讓作爲私人所有但當局的政策是紙准 

許有時限的出租。

一三八 . 菅理當局聲稱，士著的士地權利關係制 

度不能作爲經濟發展的圓滿基礎。管理當局業已訂定 

若干廣泛的原則，作爲土地政策的根據。其中的最後 

長斯自標是在全領士實施單一的士地所有權制度，由 

領土政府用法規節制，由領土政府土地勘測及礦務部 

執行，仿照澳大利亜制度，採用可靠的個人註册地契。 

現正詳細製訂實現道些原則的計劃，實施時亦不減低 

對土著土地所有權的，董。所採步驟都是在於便利土 

著人民更能善用已有士地、更有秩序地辦理一切士地 

交易事宜，以及普遍促進領士天然資源的更有效利用。

一三九 . 理♦會第二十六眉會認爲宜使士著居民 

在土地發展委員會內獲有充分的代表權，就土地之利 

用及其應有之用途向當局貢獻意見。理事會確信管理 

當局將採取緊急步驟實現此事，俾確保其土地政策漠 

得人民之擁戴，因此認爲管理當局應該採取步驟使土 

著居民得以參加地方政府會譲以及各 IS與中央對土地 

政策的討論。

一四0 . 理事會强調對於在徵收士地將其租給非 

士著人士一事務須特別謹愼， 以確保土著居民目前和 

將来的需要及利益不受任何影響。理事會塵於土著人 

口漸增所引起的增加需要，認爲管理當局應考慮縮短 

通常爲農業用途所准許的最高租用年限九十九年，並 

應確保所准許的租用〒致變成永租。

一四一 . 在本届檢討的報告書內，管理當局稱， 

現尙無士著人士被指派爲士地發展委員會委員，因爲 

按照目前的組成，該機關的討論大都屬於技術性質。管 

理當局將留意理事會的意見，遇有機會時並採取適宜

驟 ,使士著人民參加各級行政機關土地政策的制訂。 

管理當局並稱，一俟有土地可供租用時，當計及土著 

居民之未來需要，它又說， 目前申請租用及獲准租用 

的士著已日êÉ增加。

一四二 . 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通過下列結論及建

議 ：

理事會欣悉管理當局现正单備制 t r將全领土土地 

置於土地所有權制度之下的計劃，並正調查此種許劃 

所涉及的法律與其他問避。理事命希望佳速继得有關 

這些計劃的詳細情板，因爲在一他以裏爲主的成長經 

濟中， ’f 慣土地權利關係制度所造成的各問避，仍 

然急待解決。

據理事會的意見，土地改革許劃與政策務須渡得 

土著人民最高度的支待，以碟保其順利實施，為速此 

目的，最好辦法是使土著人民代表與此種計劃之制打 

與實施發生密 i；7聯.，。繁理當局也應依照理，會第二 

十六在會的建議，振取.步骤， 使土著居民参加地方政 

府會議以及各匪與中央對土地政策的討論。

襄於確保所有有關土地政策援得民乘最大支持之 

重要性， 理事會恍惜管理當局尚未避照理事會第二十 

'六在會建議， 以土地發展委員會之任何代表權給予新 

幾内亞人。

從管理當局板告書看來，在檢討年度内， 行政.公 

署又徵牧土地八，二一五其欽 ，並出租土地一一 , 0  0  
四其蔽，其 中 二 九 英 欽 租 予 外 國 商 行 與 個 人 , 一 ,



四 二 其 放 租 與 教 會 ，僅有五三八其放租子新錢内亞 

人。理事會認爲為公衆而徵收若千土地，或為類似目 

的出租土地容有必要 ， 惟理事會對繼讀斯大 J t 土地租 

子外籍人士不無憂慮。理事會再度促请對此事特別審 

慎，免爲瓶朱造成嚴重問題 。 一如已往，理來會建議 

管理當局對適當，縮短准許租用的年限，也就是九十九 

年,一事，加以追切的考慮-。

理事會 iU iv 為，管理當局官有土地應優先租給新 

幾内亞人，地方政府會議 ， 特别是土著合作社，此種 

合作社應加以組織，並子鼓勵，傳能在现代方法與技 

術協助之下從事大規模現金作物的種植。這樣可以防 

止土地的無謂分别，也可能予合作社以效勒，並鼓勵 

對目前仍在習慣土地所有權下之土地作更有利的開  

發。

工 業

一四三 . 目前製造工業大部是主要爲了輸出而從 

事本地原料加工的工業。管理當局稱，它的目的是在 

不妨害土著人民與領土經濟進展且不破壞社會現狀或 

暴入有害因素的限度內提倡工業。輔助工業是認爲有 

利領土的，故予鼓勵。若干製造貨品，供本地消費的 

工業業已經由入口m 與消費税的調整加以協助。

一四四 . 理事會第二十六届會再度促請管理當局 

辕極考慮建立基於本地産品的輔助工業，以便多方發 

展領土經濟。理事會建譲菅理當局考慮在領土政府内 

設置一司，其任務爲根據計劃，推動工業發辰。

一四五 . 理事會希望採取緊急步驟，開發最近發 

現的漁産，兼供本地消費及輸出用途，俾可減少目前 

魚類之輸入，並擴大其工業範圍。理事會請管理當局 

進一*涉考慮發展製糖工業 ， 一俟經濟上可行時，卽開 

始製糖供本地消費。

一四六 . 在本届檢討的報告書內，管理當局稱，爲 

在領士內建立更多輔助工業 ， 現正進行調查。爲增加 

道一*方面的進展速度起現正準備在領 .土政府機關 

內設立一個新的貿易及工業部，其中有一司負責計劃 

並推動工業發展。菅理當局現正繼績考慮理事會關於 

建立領土製糖工業的建議。但它報稱理事會所查得之 

漁場殊不足建立商業性捕魚工業，不過尋覓其他漁場 

之工作仍在繼續中，以斯發現充分的魚類供應，俾得 

在現有僅足維持的捕魚工業外發展一門商業性捕魚工 

業。

四七.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通過下列結論及建

議：

理事會歡迎新設的贸易及工業部，希望誤部激勵 

在領土内根據計劃，迷立工業。理事會建議設法使新 

幾内亞人以密切而積極的方式参與该部的Æ 作。理， 

會相信補助工業的發展 * 應，如以鼓勵，並重申已往所 

提關於設置救糖 ■業及捕魚工，的建議。左此方面，理 

事會歡迎在發展牧畜工業方面所搜的進展。

恭 路

一*四八 . 一九六0 年六月三十日共有通車公路約 

因 ，五六四哩，較上一*年度滑加一0 二哩。一*九五九到 

一九六0 年度所進行的主要工程仍然是拉埃（Lae) 及 

拉保爾（Rabaul)市內及附近公路的養護和發展，以及 

若干地區的橋樓建築。

四九.理事會第二十六届會認爲興建新公路的 

進展仍嫌太慢 ， 不足適應領士的需要 ， 並建譲管理當 

局多多注意建築公路，並制訂一*個審愼考慮的分期建 

築計劃，儘可能計及利用當地義務勞工的協助及當地 

林料。

一五0 . 在本届檢討的報告書內，管理當局稱， 

它完全認識有效公路系統對領土發展的董要性。領土 

政府機關正對目前與將来的公路需要予以注意，而所 

以有公路與橋樓之建築與養護工程，其目的就是要和 

擴大的發展並駕齊驅。

一五一 . 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通過下列結論與建

議 ：

理事會認爲領土内公路的典建速度仍嫌太侵，现 

有公路不足適應發展中的經释的需要。理事會承認，由 

於領土的地形特性，公路建造，用必昂；但在另一方 

面，其使用顯甚廣泛的空運則更為昂貴 ， 且在需要大 

量運输的商業與經濟用途方面其價值颇為有限。理事 

會歡迎特派代表所提供的情報，即目前正在計劃大事 

振充的築路方案。理事•會將於一;^六二年樓悉關於此 

事的報，。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概 fût
五二.麵甸代表深切嘉許管理當局努力鼓勵農 

業研究與推廣 ， 以謀農業多樣化，同時介紹現代方法， 

推行新農作物 ， 但他們相信，繼續完全依靠農業，單 

靠襄業 ， 勢必危害領土經濟，因此工業的穩步增長極 

爲董要 ， 以便經濟兩部門之間建致最後平衡。在這種 

前提之下，他巫想聽到據説爲了擬訂輕濟發展全盤針 

劃 所 進 行 調 查 的 情 。



五三.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代表歡迎 

管理當局關於善爲利用聯合國方面所提供財務與扶術 

協助的計劃，並悉領土內尙待舉辦的工作仍多，因而 

他覺得来自外界任何方面的額外協助都有莫大償値， 

如果可以幫助提高當地生産力量並減少領士收支間的 

差異，就更有價値。

五四.比利時代表深信管理當局將實行一個公 

用事業和投資方案，與預期於一九六三年將有效行政 

控制推廣至整個領士一舉同時並進。

五五 .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說，他知道託管 

領士內日趨頻繁的經濟活動，但相信仍有餘地可資擴 

展；爲此目的，菅理當局最好能對巴布亜和新幾內亜 

的資源舉行一次通盤的詳盡經濟調查。

五六.玻利維亜代表並不認爲僅僅支持一種擁 

護私人企業的政策是有益或得計的。他相信必須支持 

合作社 , 由這些合作社推行各種農業甚至工業措施，而 

且相信此種經濟活動行將在不樓除私人企業的情況下 

培育政洽團結。他相信管理當局宜採較有禪性的政策， 

去糧加出口，減少入口。

一五七 . 印度代表相信鬆她各種限制，如對若干 

商品所加的限額，會刺激滑加該領土向澳大利亜的輸 

出，用這種方式增加收入，就會産生增産的必要推動 

力。

在共財政：營展充裕的在共牧入

一五八 . 紐西蘭代表覺得經常檢討目前税制是有 

利的，看看此種收入能否在不妨害私人經濟開創和金 

融投資的情形下予以择高。他覺得在若干情形之下， 

或宜採用相當的減税措施或其他協助辦法來激勵些 

工業和製造厳家。

- 五九.比利時代表認爲澳大利亜絵予領土預算 

補助金的數字最足證明某座人指控剝創之全屬無稽。

- 六0 . 印度代表認爲目前澳大利亜對巴布亜及 

新幾內亜收入的貢獻可以讚揚 , ' 不過大部份都消耗在 

目前開支上面，如果要提高發展的步調，那底至少在 

以後數年之内遺需要更多的督助。他蠻悉直到目前，重 

點都在吸引澳大利亜的私人投資，不論是建立工業或 

擴展農業，並建議當局現應與土著À 民合作加入這兩 

方面。他說靈於充分利用所有可能捐税收入之必要，取 

消入口限制，創減或免除入口税都似乎是不幸的。他 

認爲關於續對一定年齢以上的所有新幾內亜健全男女 

徵收人身税一點，往年在理事會所提出的反對意見，現

仍適用。他期望去年理事會關於廢除此税的一致建譲 

不久將由管理當局實施。他相信新的所得税率是低的， 

不久就應加高，並且希望這種情形不久就加以改正。

震 業

六一.紐西蘭代表深信農業擴展及多樣化的方 

案將繼續加緊施行，並將充分注意可以在當地生産的 

食糧。

一六二 .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璧悉土著人民在所有 

主要作物全部産量中所估的成分仍不及一半。他覺得 

這是菅理當局希望加以改變的一*種情況，使士著人民 

産量增高。他認爲擴展的業務不失爲實現此事的一*種 

辦法，並且讚揚擴廣此種事務的積極努力。

六三 . 中國代表說，農業旣是該領土經濟的董 

點，其迅速發展自應受到特別注意，因此他樂於見到 

最業部境添了許多合格的農業人員。他認爲農業推廣 

I I 的工作値得讚揚，並望管理當局加緊努力，繼續多 

方發展該領士的農産。

一六四 . 聯合王國代表欣悉挪子肉銷售委員會雖 

在世界價格低落的情況下，仍能在全年&對生産者維 

持最初的交貨慣格，而且現已指派一位士著委員，參 

加該委員會。他認爲最近指游農業擴展人員二十E 入 

前往領土各區，並決定將這批人員中的若干人用在多 

方發展現金作物並協助解決附帶銷售間題的重點地方 

計劃上面都是適合時機，善於謀劃的。

一六五. 阿泣伯聯合共和國代表想知道管理當局 

曾否感到可以請求例如聯合國糧，組厳 (FA O)專家協 

助，来加强增加農産的努力。

六六 . 菅理當局特派代表說，目前所採讓士著 

人民作主並且鹤由他們去發辰經濟事業的政策表現於 

下列事實：就是常年生産的一大部份已經是來自土著 

人民，而且憑藉已採的行動，此種成數還要迅速潜加。

i 地

六七.美國代表認爲應特別注意有關土地的間 

題及土地讓與的間題，免爲將来招致厳重間題。他 

深信管理當局承認潛在的危險，而在處理道個問題'時 

小心在意。

六八 . 中國代表相信就整體來看，管理當局的 

士地政策是健全的。他希望管理當局認眞考慮下列建 

議，就是去下一*番積極的敎育功夫，讓新幾內亜人民 

知道必須改變傳統的士地權利開係制度，才好改進他 

們以後的生活。



一六九 . 聯合王國代表並不認爲檢討年度所准租 

用士地，共計一*一 , 0 0 0 英献左右是面積過大，因爲 

當局德言倘未審愼查詢土著用主，除非確知土地在可 

以預昇之將來不爲該匿民衆所需要 , 卽無讓與情事。他 

相信讓與事宜是審慎進行 ,而且符合居民的最高利益。

一七0 . 玻利維亞代表說所宣佈的土地權利關係 

新原則不大明瞭。他相信在多年的停頓之後，必須訂 

立一*種統一的士地權利關係制度，以謀習慣的土地權 

利關係這間題的迫切解決。

一七一* . 印度代表說，管理當局對土地讓與一事 

的政策業已改變，而且無疑地管理當局切望保障領士 

人民今後對此事的需要和利益。因此他希望土地的讓 

與，原來租給澳大利亜人和其他非土著人民的情事不 

久就完全終止。他覺得土地權利關係制度需要遠大的 

改革，並且應該立卽施行。在此方面，管理當局或宜 

請關係專門機關提供意見與協助。他認爲領土環境需 

要一種士著人民合作領有並開發土地的制度。

一七二 .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關於需對土地政 

策赛慎行事一層，最近檢討該領土法律制度時已將此 

事及其附帶的法律問題列爲特別調査的項目了。

工 業

一七三 . 美國代表雖然了解其中的困難，遺是抱 

憾輔助工業沒有擴展到相當的程度。他歡迎設立新的 

賈易工業部，希望此舉以及税制之改革會鼓勵建立新 

的健全工業，他强調 "健全 "一詞，因爲他覺得在這種 

情況之下，有時總有一種引誘，僅爲建立工業而建立 

工業，卽使在經濟上並不健全。他相信務須仔細分析 

任何提譲，庶幾工業不致成爲輕濟負擔，沒有好處。

一七四 . 麵甸代表說，提倡輔助或輕工業是處理 

新幾內亜經濟間題的正確途徑，就是理事會已往所建 

議的途徑。他認爲應當建立一*些輕工業來製造日用品， 

並且深信新成立的賈易工業部在此方面定將全力以 

赴。

七五 . 中國代表欣悉在檢討年度內，工厳數目 

已自A 十 家 滑 爲 九 十 家 ，並且希望此種上升的趨勢 

在以後各年度內仍然繼續下去。

一七六.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相信工業發展方 

面的成就無足輕董，而且工激數目從八十一家墙至九 

十家實是一'種很不足道的成就。他相信管理當局將對 

領士發展的道一方面作最認眞的考慮。設立新的工業 

部之後，他希望此項工作得到最高的優先。

- * 七七 . 印度代表說，由於新資易工業部之設立， 

擴展工業方面將獲迅速的成果。

路

一七八 . 聯合王國代表歡迎特派代表所說，當局 

稳悉擴大公路方面尙 '須繼續進展的話，因爲看起來該 

地未來的繁榮大半與此問題有關。他認爲新的海根山 

公路似乎是一個良好的例子證明地方民衆只要合作努 

力使能完成其事業。

七九.巴拉圭代表靈悉築路計劃在民衆支持與 

合作之下，於該年內頗令人滿意。他覺得應該承認管 

理當局所表現的與趣就是以後進行築路工作的證明。

一八0 . 紐西蘭代表醫悉各種交通都是領土的董 

大困難，而且在修築機場，組織空運事務方面所完成 

的工作他à 亦無出其右者。然而所需要的公路甚多，而 

且他覺得公路之擴展，固然是在開■ 內地，以備纏濟 

發展，闻時也能有極遠大的政治和心理影響。

肆 .社會進展 

概况及託管理事會的建議

概 翁

一八一 . 理事會第二十六届會歡迎特別注意婦女 

之敎育及進展，但是認爲婦女在領土政洽生活上之作 

用，卽使是在地方政府會譲階段，'都是微不足道的，並 

建譲管理當局考慮宜否向地方政府會議提譲，是不是 

能够保留相當的席次給女譲員。

一八二 . 在所檢討的報告書內 ,管理當局聲稱，對 

於理事會建譲替女議員保留土著地方政府會譲的相當 

席次 ,作爲鼓勵婦女參政的一*種方法云云已加考慮,但 

是相信爲婦女進展所採用的各種措施和各種訓練以及 

促進婦女進展的一般積極政策都是促進婦女取得諮譲 

會充分代表灌的最好基礎，如在此階段勉强産生這種 

代表御可能對現正取得輝煌成就的豁譲會運動發生惡 

劣的影響。

一八三 . 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通過下列結論與建

議 ：

理事會由特液代表之板告精悉凡對新幾由亞人有 

所枝祝之一切現有章則與陋，習，即不准進入教院及其 

他公共場所等等，现在均子密切考查，以便在最进將 

来振取補救措施。理事會建議管理當局立即膚■除■破祝 

法 取 释 上 述 之 硬 视 行 爲 。理事會请管理當局科其 

就此事所振之行動通知理事會下在會。



榮 工

一八四 . 一九六0 年三月三十一日，共有土著人 

民五0 , —七五人擔任受薪職務，包括警察人員在內， 

上一年則爲四六 , A 五 0 人。私人工業傷用三九，四五 

一人，內有種植地普通工人二七，六六九人，當局傷用 

- * o , 七二四人，包括警察人員一，八五三人。約有一* 
一 ,000人係從事熟練或半熟練載業。

—*八五 . 依據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土著就業委 

員會條例所設之七人委員會已於一*九五九年七月派 

定 ,就領士之就業與薪絵趨勢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委 

具會是由當局屬下官員三人、偏主代表兩人、巴布亜 

偏員代表一人及新幾內亜傷員代表一人組成。委員會 

於一九五九年九月開始薪給等級之首次調查，至一九 

六0 年六月三十日仍在調查中。

一八六 . 理事會第二十六届會塵悉新勞工法不久 

卽將生效，所以特別關心等待關於此項法令詳細規定 

之情報。它靈悉士著就業委員會現正進行目前薪給等 

級之調查，並望士著工人之最低工資將因此而提高。

八七.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獲悉土著就業委員 

會業已完成薪給等級之調查，並已根據其建譲，修改 

士著就秉法令，將每太陰月之最低現金工資25先令由 

- * 九六•一年一月二日起增爲受偏第一年毎月 30先令， 

受偏第’二年加至每月35先令。委員會的另一•建議也已 

.經通過，規 定 在 Rabaul和 Lae兩地受偏的非熟練工 

人每週最低現金薪資三錄，但是家庭佣工、脚夫、運 

輸業以及'初級生産者在外。這稱爲城市現金工資協定， 

適用於當局在所指各匿所用的非熟練偏員。土著學徒 

的工資也揖據土著就業委員會的建譲加到第一年每周

三 .五鋳 ,並按年滑加；第一流行業,在第五年加至每周 

六鋳，第二流行業則於第四年增至毎周四 •一'鎮。

一八八 . 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獲悉執行勞工法令 

的責任已於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四日由土著事務部移 

交新成立的勞工部，該部以後有了充分人員時，將處 

理有關工業組織、工業關係、以及工業安全、衡生與 

福利的一*切事項，而且遺從事工業服務，進行工業各 

方面的研究與訓練。

* A 九 . 理»^#第二十七届會通過下列結論與建

議 :

理事會歡迎另設务工部，欣悉索已指派土著就業 

委員會的土著委員一人。理事會，悉最低工資在檢討 

期間内略有增加，建議大爲增加仍媒低微之工資。理

事 會 歡 迎 最 近 工 人 協 會 之 組 織 , 座 望 管 理 當 局  

協助發展領土由之工會活動。

恭共衛生

一九0 . 管理當局所設醫療機構計有醫院七十 

三所，救護站或醫療所九九八處，孕娠及兒童保養診 

所三三四處。此外各敎會設有醫院七十五所，保養診 

所七十二處，救護站或醫療所三二一處。一九六0 年 

之衞生事務開支共計一 ,四四九，五六0 鋳，一*九五九 

年則爲一 ,二五六，九二四錄。另有七六一 ,一* 0 九錄用 

於資本性質的工程與事務，以及醫院房舍與設備之修 

縫維持，比較上年增加了二0 七，二0 八镑。

九一*. 一九六0 年六月三十日，當局在領土所 

偏用的醫藥人員共有非土著三九九人 , 士著二 , A 五0  

人。後者大半是救護站的勤務、醫院的勤務和粗工。

一九二 . 理事會第二十六届會希望管理當局加速 

努力，替换不完善之設施，擴大醫院建造方案，同時 

將其方案之範圍擴大到預防醫療。它建譲管理當局加 

緊努力，徵聘更多的人員，增加士著人民的訓練方案， 

包括衞生人員在內。它促請採取一切步驟，在可行範 

圍以內，儘早撲滅塵疾。它還建議特別注意擬訂個 

周詳的積極方案，去輔助目前防洽領士內營養不足的 

方案。它讚揚世界衞生組織 (W H O)向管理當局所提的 

意見，並請後者特別注意關於在當地社K 已經很有主 

動力量的地方囊備一個衞生示範計劃的建議。

一九三 . 在所檢討的報告書內，管理當局聲稱業 

已密切注意理事♦ 關於公共翻生的建議。它說對於世 

界衞生組織的意見也已經加以考慮à 關於在當地社區 

已經很有主動力量的地方壽辦一個衞生示範計劃的建 

議，它表示已於一九五A 年，與一個地方政府豁譲會 

合作，在 Rabaul附近設立了 Tapipipi中心，並且說第 

二個中心將要在另外兩個地方政府諮譲會的協助之下 

設立。

九四 . 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獲悉新建的Madang 

普通醫院是在一九六一*年四月開幕，Wewak普通醫院 

預斯將在年內後斯完成。關於建造L ae—*地償値六0  

0 , 0 0 0 錄之新普通醫院一•事現正進行準備工作,該 

院將有供四百名病人使用之病床。

一•九五 . 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通過下列結論與建

議 ：

理 事 會 欣 悉 普 通 醫 院 業 已 揭 幕 ，另一普 

通嚴院將於一; ^ 六 一 年 在 開 没 ，而且第三所醫



?完 工 在 « 地建造中。暴於所有衛生事務高级職員都 

是 土 著 人 士 擔 任 ，理事會猜管理當局追切注意剑線 

i 著人員，擔任高级專業職位之需要。

理事會歡迎地方政府話議會日浙参與提供公共街 

生與醫義之利便，街生及有關事務開支之增加即可反 

映此點。

理事會，然暴悉管理當.局為撑滅瘦族所振之措 

施，但仍建議請世界街生組織® 助，以便摘大此種運 

動之範圍。

祝 管 理 事 會 理 事 之 個 别 意 見  

勞 工

一九六 .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歡迎許多勞工法令在 

去年開始實施，以及勞工部之設立。他覺得道些行動 

以及土著、工人開始結社都幫助促進勞工方面的圓滿關 

係。

九七.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要了 

解土著工人的困苦程度是很難的，他們每月僅僅得到 

三十至三十五先令的工資。他認爲最近決定將 市 ®士 

著非熟練工人的最低工資靖至毎周三鋳云云不過是一  ̂
種算術上的戯法。以前偏主一定要免費供絵他的工人 

食住及衣著。現在偏主將這些費用扣除，這樣一來，工 

人每周就只剩下九先令左右。他認爲在道種情況之下， 

毎周三鋳顯然是很微薄的工資。在此方面，他塵悉甚 

至管理當局的官員都認爲三鋳之數至少應該加倍，才 

好應付一*個人的最低需要。

九八.中國代表靈悉已往兩年勞工方面很有進 

展。他希望菅理當局繼續協助工會的健全發展。

九九 . 印度代表欣悉新設勞工部，他歡迎最低 

工資之增加，但是覺得這仍嫌微薄。

在共衛生

二0 0 . 紐西蘭代表讚揚管理當局在公共衞生方 

面的成就，特別是建整Madang和 Wewak的新普通醫 

院以及對各地方政府諮譲會囊劃財政協助，俾能使用 

較多資金，採取諸如環境衞生和改善用水供應等等基 

本預防措施。

二o - \ 中國代表靈悉在公共衞生方面近年來新 

幾內亜對於醫院利使和醫務人員之供應，進展頗多。

二0 二.大不列顯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代表希望 

土著人員之訓練，無論是在 Suva學校或者是在Rabaul 
和 Port Moresby就地訓練，都能够相當想速，.以使爲

管理當局現在所建的新醫院供應比例很高的土著載 

員。

二 0 三 .巴拉圭代表說應有一個完備積極的方 

案，去防洽營養不足和躇疾。

二0 四.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璧悉在掃除癒疾 

的運動中，管理當局迄今未請世界衞生組織協助掃除 

此種疾病。他希望此種情況不久就加以改正，並望世 

界衞生組織在扶術和財政上都提供協助，來越救該託 

管領土人民免於此種禍害。

二 0 五.玻利維亜代表相信需要一個更廣泛的防 

治營養不足方案，並且應有一個掃除德疾的運動，聽 

從世界衞生組織的意見。

二0 六.印度代表對於掃除該領土疾病方面所漠 

的極大進展表示賞識，對於建造新醫院，擴充其他衞 

生事終與利使也表示滿意。他靈悉翻生事務的高級人 

員雖然幾全是澳大利亜人，但是也有頗多的新幾內亜 

人擔任低級職務，他希望管理當局迫切注意訓練新幾 

內亜人，學習醫藥方面高級專門技術之必要。

伍 . 敎育進展 

概况及祝管理事會的建議

總 ^

二0 七.管理當局的敎育政策已在託管理事會上 

次報告書中敍逃。1敎育制度包括當局所設學橡和敎會 

學校。當局所作的教育事務開支在一九五九年是一 , 0  
七 ，四五五錄，一九六 0 年增爲— , o 九六，三二五 

錄，房舍的維持費用在外。管理當局並報稱各激會從 

本身經費內所作可以確定之開支是在四三五 , 0 0 0  

镑以上。

二0 八 . 及 至 九 六 0 年六月，當局所設學校數 

目已輕墙加九所，共有一九八所，入學學生從一二，五 

一*七名堵爲一四，四二冗名。敎師人數從五四三人增爲 

五七三人。一九六0 年共有學習敎師一*九三人在該領 

土及巴布亜當局所設之師資訓練所受訓，上一年度則 

爲三十七人。

二0 九.理事會第二十六盾會認爲應於以後三四 

年內將所有激會學橡置於更切實之政府視察與監督之 

下。它認爲管理當局應當設法勸請各敎會集中力量與 

資源，改組其敎育工作，庶幾他們在這方面的工作更

1 大會正戎紀錄，第十五屆會，補編第旧號(A/4404),第一 

四五貢。



有成效。它歡迎激育開支比去年大爲增加，但是認爲 

需要遂步滑加，來實施新的敎育發展計劃，並應付領 

士的需要。它蠻悉文盲比例仍然很高，而且領'土內的 

很多兒童甚至無從接受初級敎育，認爲菅理當局應該 

採取糖極步驟，實行該領土整個敎育制度的必要改革 

和擴展。它認爲管理當局在檢討年度內所採徵聘及訓 

練敎師，尤其是土著敎師的各種措施尙嫌不足。•它建 

譲管理當局爲確保毎年造就大批土著敎師起見所應考 

慮的各種措施。

二一0 . 在所檢討的報告書內，管理當局說它贊 

同理事會關於必需改善敎會學校水準、增加當局所設 

學校數目的意見，並云正在採取特別措施，去實現這 

些自的。它慶悉業已登記立案的敎會學校數自在一九 

五九至一九六0 年內增.加了 二一九所，共爲五八三所， 

共敎學生四三，九^ 四人，自由學校數目則減至二 , o  

三三所，共激學生七一，九七0 人。‘負責士著敎師在職 

訓練並提高本區當局所立學校與敎會學校水準的各直 

教育專員人數也有增加。

二一四. 理事會第二十七屋會通過下列結論與建

議 :

■ ■ 管理當局覺察到較速發展的關鍵在於早 

日墙加合格敎師的人歉。一九六0 年六月底，共有該 

託管領士的土著學生一九三人在當局所設訓練所接受 

師資訓練，上一年度則爲二十八人，而且正在編製加 

緊徵聘國外敎師之計劃。

二一二 . 管理當局聲稱，除去直接徵聘、借調及 

學習生那些通常辦法之外遺要進行一*種特別的運動， 

從澳大利亜徵聘適當的合格人士，送往一九六0 年十 

月在Rabaul開設的一個新師範學院受訓。所望利用這 

些方法至少再得外國激師二0 0 人，其中大部都將派 

在該託管領土，通常派在初等學校任職，他們當可將 

初等敎學水準大爲提高，同時使得在旁的情況下本要 

受 " 甲"等師資訓練的有希望土著學生繼續其普通敎 

育，以後再受高級的師資訓練。

二一三. 理事會第二十七屆會獲悉由於那次特別 

運動，徵聘人員六十名已於一九六0 年十一月開始訓 

練，而且五十八名已於五月在 :Rabaul的新飾範學院順 

利讀完其課程。三十九人業已派往該託管領1 各學校。 

第二批徵聘人員六十人於一九六一年五月進入該學 

院。訓練課程爲期六個月，致力於初等學校之敎學， 

特別是低級方面。該學院是與Malagima技術訓練學校 

聯合設立,有特別桃選的領土敎師和澳大利亜的師資 

訓練講師二人擔任職員。

理，會襄悉勒等學枝學生Ü 册人数雜热增力。百分 

之四，但是學齡兒童人學者似尚不足百分之五十。它 

歡迎檢討年度内苦千地医教會學校之合併，以免浪實， 

並提高相等教育水準。它相信縱然增派医域教育專员， 

但仍不断需要擴大政府视察教會學校之範圍，增加其 

次数，提高這些學校的教學水準，至當局所設各校的 

程度。理事 會 黎 悉 在 討 年 度 已 有 九 個 當 局 所 ï i 的 

新相等學校開學，但是認爲管理當局在教育方面所起 

作用的擴展速率仍嫌逼缓，並重中其已往建議，主張 

管理當局應在此方而員起大為擴展的直接任務。

理事會級爲目前有訓練的師資之缺之仍為领土教 

育進展的一個主要障礙。它黎悉一九六0 年力共有土 

著學生一九三人在當局所設各中心接受師資M 辣，上 

一年度則為二十八人，而教會師資訓練所之相當数字

則爲一九五九 年̂三 ' 人，一九》六 0 年四五七人，並

有一批相當合格的淡大利亞人六十名於一;?U六0 年進 

入 最 近 在 開 設 的 師 範 學 院 ，另外一批六十人於 

— 六一年入校。理事會歡迎此舉並望以後各年在 

此重要方面樓得大為加速的進展。

理事會猜管理當局注意聯合国文教組威就领土教 

育情況所表示的意見。2

制等& 後的数 t

二一*五 . 就初等以上而言，中學的數目已由一九 

五九年的十所增加到一*九六0 年的十二所，檢討年度 

內，該領士共有中學兩所。技術訓練學校由兩所境爲 

五所，師範學校從一所墙爲三所。菅理當局說，凡已 

圓滿完成初等敎育，英文良好的學生都可以受初中、中 

等及高等敎育。中學敎育的目標要利用領土及澳大利 

亜邦協的利便來完成。當局協助父母，將兒童送往澳 

大利亜的中學。非土著兒童每年支絵津貼_ *四五錢，外 

加回程旅費。經過飄選的混種兒童經由一個特別的獎 

學金計劃，毎年另得二百錄以下，但 須 經過次方法  

測驗。管理當局的士著兒童獎學金計劃供給觀選過的 

學生在澳大利亜學校术學的全部費用，包括隱食、學 

費、雜費、衣著装傭以及各種零用。一九六0 年内有 

亜洲兒童一七四人，歐洲兒童四0 —人，土著兒童二 

十六人及混種兒童四十九人領取在澳大利亜接受中學 

敎育的敎育協助 ,一*九五九年則有亞洲兒童一*四七人，



歐洲兒童三七九人，土著兒童二十五人及混種兒童三 

十九人。

二一六.理事會第二十六届會認爲接受中等敎育 

的兒童人數完全不足應付政府及私人偏佣方面日益增 

加的多種需要，滿足道些需要乃是該領士所有方面進 

展的必要條件。它促請管理當局訂立明確劃分階段的 

詳盡方案，積極處理這個基本間題。它認爲無論是該 

領土的何種計劃發展都應以中等敎育爲先，而且從此 

以後這方面的必需利便都應在領土本身發展出來。它 

璧悉領土初中及中學已有一*種職業敎育的趨向，並且 

表示，希望這種趟勢繼續加强。

二一七. 菅理當局報稱檢討年度內在中學求學的 

士著學生人數大有增加，而且已有所有種族學生一概 

入學的新中學一所在Rabaul開課。另有這種學校一所 

預期將於一九六0 至一*九六一年在Lae城開課。接受 

技術利師資訓練的學生人數也有潜加。它並報稱，同 

爲正採特別措施，来增加當局所立學校的國外教師人 

數作爲迅速壞加備供歸資訓練的土著學生的一*種方 

法 ，將要接受中等敎育的學生人數不久就應大爲墙加。 

爲建校及滑加註册人數提供補助金以使在初等以後敎 

育方案上協助敎會的提案也 i f 加以考慮。

二一八 . 管理當局並報糖，Rabaul的中學以及 

Kerevat, Utu Madang與 L ae等地的初中校舍都已完

成，且正進行三個師範學院的設計。

二一九. 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通過下列結論與建

譲 :

理 事 會 欣 悉 Rabaul之 新 建 中 學 及 领 土 内 四 所 相 中  

均 已 落 成 。 理 事 會 歡 迎 管 理 當 局 所 就 其 目 的 在 為 所 有  

可 以 受 益 的 人 提 供 中 等 教 育 ，但 是 相 信 在 中 等 教 育 利  

便 方 面 仍 然 大 有 改 進 和 擴 展 的 餘 地 。 它 尤 其 建 議 盡 力  

到 除 勒 中 方 面 的 宜 擬 。

理 事 會 •威 悉 迄 令 尚 無 土 著 人 士 接 受 大 學 教 育 。 它 

级 為 提 供 大 學 教 育 己 属 當 務 之 惠 ， Ü 建 議 探 取 一 • 可 

i i 9 m , 甚 里 提 供 特 别 单 借 課 程 ， 協 助 土 著 中 學 举 業  

生 ， 進 入 大 學 。 在 此 方 面 ，理 事 會 襄 悉 管 理 當 局 已 有  

在 Port M o w é y 開 設 大 學 一 所 之 長 期 許 劃 ，而 且 第 一  

批 學 生 已 在 该 地 之 醫 學 院 受 剑 ，该學?完終斯構成巴布 

亞 ‘及 新 幾 内 亞 大 學 之 部 。 理 事 會 認 爲 確 宜 在 该 託 管  

鎮 土 設 立 所 茶 劃 大 學 之 若 干 適 當 院 系 。 它 握 為 大 學 教  

育 本 身 即 需 要 領 土 内 所 有 中 等 教 育 利 便 远 速 增 加 。

託 管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之 個 别 意 見

椒 静

二二0 . 紐西蘭代表說，目‘前激育方面的情況雖 

然甚欠圓滿，然而管理當局正在績極努力，彌補各種 

缺陷。他歡迎學校及激飾宿舍開支之增加，訓練師資 

的特別課程，加緊徵聘國外教師以及很多土著人民進 

入各訓練學院等等。他建譲所要採取的步驟應該包括 

擴充土著人民在澳大利亜受敎育的獎學金，加速訓練 

土著公務員以及境加技術與載業訓練等等。

二二一*.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菅理 

當'局並無作爲，去發展該領土的民衆敎育。他表示倘 

與此問題的範圍比照，向理事會報吿的ë 徵改進都是 

無足輕董的。他認爲新幾內亜激育情況之不良從聯会 

國文敎組織(U N ESCO)致託管理事會的報吿書中也不 

難見其一斑。

二二二. 中國代表靈悉管理當局依照其加速敎育 

發展計劃所作的努力，但是相信它還可以進一步供給 

該領土有充分訓練的敎師和學校。

二二三.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說敎育方面的情 

況遠欠滿意。領士兒童大半都沒有機會得到初等敎育； 

得到中等激育的人數似在減少而未增加，而且多年的 

訓導猶未造就一個受過高等敎育的入。

二二四 . 印度代表請大家注意下列事實，就是當 

局雖然主管學校二百所左右，共有學生一五 , 0 0 0  
人，敎會卻有學校二，六一六所，學生一一五 , 0 0 0  
人。因此領土内的普通敎育是太不足了；而且兒童是 

在他們有能力選擇宗敎之前，就受敎派的訓育。他覺 

得敎育基本上應該是管理當局的責任，當局應當擴大 

它在此方面的工作。

二二五.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聲稱它在敎育方面成 

就不小。最大的改革是提高敎育水準。現在好學校遠 

比幾年前爲多。高小、技術學校和中學都已設立。同 

時在敎育部以外，訓練土著人民、研究醫藥、農業、地 

方政府以及合作社等等也大有進展。數以千計的兒童 

現在都進入眞正有用的學校。管理當局已在激W建築 

方案上培養了很大的動力，而且作了非常的努力，來 

克服師資缺乏的間題。

劫等^^後的數育

二二六.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璧於敎育所涉各種問 

題之靡大，說他深信管理當局是朝着正確方向前進,同



時承認各種數字，特別是在初中及中學方面，仍然很 

低。

二二七. 大不列類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代表欣悉 

Rabaul的學校現已完全開課，並且歡迎管理當局所說 

其目的是爲所有能够受卷的人提供中等敎育的話。

二二八 . 巴拉圭代表相信應當多注董高等激育。 

他希望管理當局多注董此事並望士著居民明瞭取得大 

學文憑的種種好處。

二二九 . 玻利維亜代表說理事會在- *九六0 年曾 

請注意加多接受中等敎育學生人數的需要，此種需要 

現仍未變。目前接受中等激育學生的人敷是完全不足 

的。

二三0 . 印度代表說中等敎育仍然過於限制，還 

有很大的改進餘地。希望以後兩三年内再有幾所中學 

在領土開設。他希望培植領土一批有敎育的幹部一事 

受到緊急注意。大學敎育也應顧到加緊政洽敎育的需 

要，因爲那座學生總有天擔任政府的高級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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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理事會第- :六次會譲的決定，

槪況與理事會所通過的各項建譲，以及各理事對此事 

的個別意見均經載入本報告書第一編第 iE章的第八段 

至第十八段。



第六章 

那鳥魯

査 .總論 

概况及記管理事會的建議

士地與人戾

那烏魯託管領土是中太平洋的一個小鳥，面 

積五 ,二六三英献（八 . 二平方英里），其中四,一  一*六英 

献列爲産憐酸塵的地匿。一九六0 年六月三十日的人 

口總數爲四，四七五人，計二，三二八那烏魯人及一，0  

五二其他太平洋島人，七一*五中國人及三八0 歐洲人。 

一九六一年三月三十日士著人口增至二，四五六人 

( 包括不在鄉人民六十九人在內）。

二 . 理事會於第二十七雇會通過下述結論：

理 事 會 欣 悉 在 所 檢 討 的 一 年 中 ，經 由 管 理 當 局 及

那 爲 普 人 民 雙 方 之 努 力 ，该 领 土 各 方 面 均 有 進 i f * , 尤 

其 是 公 共 街 生 、社 會 保 儉 及 福 利 事 務 緒 方 面 。

那鳥鲁人之前途

三.由於那烏魯除憐酸墮鎭床外別無其他天然資 

源，且此項鎭床估計四十年期內卽將採盡，託管理事 

會在過去各届會中對於那烏魯人的前途間題均曾加以 

特別注意，並促管理當局與那烏魯人諮詢速行擬訂移 

殖計劃。

四.理事會於第二十六届會欣悉澳大利亜政府業 

已詳盡調查其他可能辦法且與聯合王國及紐西蘭政府 

正在進行討論，因此乃力請從速完成討論及得出具體 

提案以供那烏魯人民的考慮。理事會已悉管理當局所 

提保證卽關於各種辦法將完全聽由那烏魯人自行作最 

後決定及選擇，理事♦請菅理當局將討諭結果送交理 

事會下届會。

五 . 特別代表通知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稱，三個 

開係政府業就那烏魯人未來歸宿間題進行充分討論， 

經已達致一個共同該解，具載於項正式聲明內。

六 . 該項聲明的要點如下：不僅憐酸墮鏡藏終將 

採盡，且因人口的迅速墙加，那鳥魯將不可能保持其 

人民現有的生活水平。三國政府確認任何解決均應根

據人民自由表示的願望，且宣怖凡那烏魯人願意生活 

於它們三個國家的本部 IE域另圖發展者，它們都願絵 

予便利使他們移殖到那些較大的地方去。三政府預料 

移殖將漸次進行，它們願與那烏魯人聯繁，共同計劃 

各種措施，以協助選擇該種生活方式的人們具有信心 

應付變更的環境。

七.聲明更指出各該提案均曾於領士事務部長與 

那烏魯代表團自一九六0 年十月六日至十二日在坎伯 

拉舉行的會議中，與那烏魯人代表討論。會談結果已 

摘要載於一九六0 年十月十二日事務部長致大族長函 

中，該函並附有一*項詳載提案內容的聲明。一九六0  
年十二月，一名澳大利亜官員訪間那烏魯且與人民舉 

行會譲及討論。

八 . 領土事務部長致大族長面中，除其他事項外 

並宣稱，在會談時他曾代表三政府提出關於那烏魯人 

民移殖的提案。主要的分政點是，那烏魯人認爲他們 

未来的歸宿地應在一個能保持其固有特性的地方，而 

管理當局則不知道如何可能在不犧牲那烏魯人民的高 

生活程度及不妨礙其未来進展的機會下作成那樣的安 

排。澳大利亜政府曾謀在太平洋上尋覓一島或其他地 

區以備那烏魯人移居，但長久捜尋毫無結果；不過，那 

烏魯人如提出任何處所，澳大利亜政府願予審查。另 

有一種主張，認爲可將那烏魯人民遷往在澳洲本士一 

個特爲他們蘭出的地匿。此項提案的主要障礙是，那 

烏魯人獨成一個社羣在經濟上是不够自給自足来供給 

人民適宜的進展機會的。再則，讓一*個社羣安頓在另 

一個社羣的匿域內是很少的，歷史指出此種情形往往 

造成許多困難。三國政府達致一個結論，認爲最實際 

和有希望的解決辦法莫過於容許那烏魯人民在澳大利 

亜、紐西蘭或聯合王國內永久居留，他們將與各該國 

其他居民同樣生活，且將享有完全同樣的機會。

九.事務部長面內並表示願派部内官員一人至那 

烏魯，且附一項聲明，提出澳大利亜政府願准那烏魯 

人民在澳永久居留的種種條件，藉以幫助那烏魯代表 

圉向那烏魯人民說明該項提案。



一o . 三國政府同意將提案送達那烏魯人，彼此 

的了解是：如獲接受，則一俟必要的安挑弄安，卽將 

計劃付諸實施。.依照這些提案，遷移應在三十年期內 

遂漸辦理。盼望多數那烏魯人將以澳國公民身份在澳 

居住。他們在澳大利亜境內何處居住將無限制；那烏 

魯家庭願意結鄰居住，悉聽自由，其本人的社交接觸 

及往来將係自由公開，在澳大利亜、紐西蘭或聯合王 

國境內出生的子女將成爲各該國土生公民。關於遷移 

事宜的協助分兩種方法提供：就靑^ 人而言，凡中等 

學校年齢的兒童，均有資格前往澳^利亜或紐西蘭接 

受敎育及訓練，兒童所受 .敎育及訓練，以充分發展其 

能力爲度，必要時，包括大學訓練在內；對每一*兒童 

平均毎年規定經費六0 0 錄，爲期五年；在結束敎育 

及訓練後，應助其尋覓適宜載業；靑年打算結婚時如 

需協助，當可代他付定款購買一所房屋；假使一個靑 

年願與仍在那烏魯的靑年女子結婚，該女子來澳大利 

亜或紐西蘭的路費將爲料理，並將絵予一筆洽装費六 

十鋳。就成年人而論；凡有資格能力在澳大利亜、紐 

西蘭或聯合王國就業，或能找到適當載業，或有充分財 

力在毋國維持生活，或其子女業已完成敎有及在母國 

立業而願接其家人到母國團聚者，均有資格遷往澳大 

利亜、紐西蘭或聯合王國及成爲各該國公民與永久居 

住考；成年人及其家屬的川資和行李費將爲付給；洽 

装ÿ 方面，男人八十五錄 ,女人六0 鋳 ，小孩三十五翁； 

每個家處將獲得償値約四 ,0 0 0 錄的房屋一*所 ,及五 

五 0 镑的懷俱；供絵足以維持六星期的安家費；假使

人銜需訓練，需要一*套工具 ,或需若干資本購買器 

具自行開業，則絵予相當費用—— 毎人平均可得三0  

0 鋳 ;他們立卽就有資格領取各種社會保厳補助金(如 

老年寡婦及殘廢退休金，失業及疾病金産婦津貼與兒 

童贈與金）無需依照通常規定須待居留相當期間始得 

領取。對於依此項計劃遷移的人民將特別偏用一批人 

員安排其就業及住屋，遇需要時，得對其提供意見及 

指導。

一一 . 特別代表宣稱，他在一九六0 年十二月被 

游到那烏魯與那烏魯人民討諭各項提案，並充分協助 

他們品評提案的各方面；在那次訪問中，他個人曾與 

該島居民的毎一部份會晤。當他離開該島時，那烏魯 

地方政府參譲會通知他說，那烏魯人民尙未準備接受 

各提案，因爲他們仍望能找到一個地方使得他們能繼 

績共同在一處生活。他向託管理事會保證將繼續與那 

烏魯人豁商，凡是那烏魯人可能提出的主張均將獲得 

管理當局最誠切的考慮。

二 . 託管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時，聯合王國代 

表提出與澳大利亜所提者颠似的條件，讓願意的那烏 

魯人在大不列顯定居，自然，爲適應聯合王國不同的 

環境，條件可能略有變更。紐西蘭代表宣稱紐西蘭政 

府保證所有願在紐西蘭居住的人均能從速在該國定 

居。

- * 三.託管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時管理當局特派 

代表的顧間Mr. R. Gadabu宣稱，那烏魯自身不能長 

久支持那烏魯人民的生 t f 。人口的境長率使那烏魯人 

民承認易地董行定居實不可免。憐酸墮礦藏採盡以後， 

那烏魯的條件不容許那烏魯人再享受自該島接受敎育 

以來所習慣的生活。那烏魯人民已習於許多西方生活 

方式。因此，他們甚難回復到昔日的簡單島民生活。不 

過 ，假使要移殖他地，預期將有若千人，尤其是老人， 

將寧願留在該島。

一四 . . 那是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議會及人民二者所 

開切的間題。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在審查移殖間題 

時 ，請求管理當局考慮願留在島上的人民的福利問題， 

當經管理當局保證將予注意。

一五.那烏魯人民對於三國政府所提移殖於澳大 

利亞的提議不感興趣，因爲他們寧願保持其所以爲  

那烏魯人的特性願繼續聚居一處構成一個整體。Mr. 
Gadabu宣稱，"照我們的了解，如果我們移殖到澳大利 

亜境內 ,紙有犧牲我們那烏魯人的民族特性始能辦到。 

自從一九二一*年澳大利亜政府開始管理本島以來，使 

向我們灌輸一項觀念 ( 而我們也只得接受了）卽將來我 

們要成爲一個自洽民族。此所以我們認爲澳大利亜、 

紐西蘭及聯合王國政府的建譲，雖甚條慨，但我們礙 

難接受。因此，對於我們来說，移殖到一個我們能保 

持那烏魯人特性的島喚或地方是很重要的事體。"他並 

宣稱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議會認爲，自前與其倉择作一* 

決定，還不如研究一下與移殖問題有關的提案。

一六.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曾就若千靠近澳大 

利亜海岸的島《提出提案，甚至請求調查各該島喚，並 

請求調查人員中應包括那烏魯人的代表在內。關於有 

無可供那烏魯人民移殖之用的鳥峡間題，意見不無參 

商，而道是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極力敦促進行調查 

的間題。這也是澳大利亜政府正在盡情調查的一*個間 

題，但關於調查的結果並未提出答案。.

一七 . Mr.  R . Gadabu並宣稱，有些人業已研究

有無可能性將採礦工作緩慢下來俾可延長一個很久的 

期間，同時則發展輕濟、農業、漁業等項。毫無疑間



地，假使實現此種情況，那鳥魯人將寧願居留在自古 

以来他們就認爲是他們的家鄉的島上。但是，關於採 

礦工作減緩一事，那烏魯人所聽到的乃是此項辦法不 

是一*項實際辦法，因此完全予以放棄。

一A . 理事會於第二十七屆會通過下述結論及建

議：

理事會後按其第二十六在會的建議，力促澳大利 

亞、細西蘭及聯合王國政府之間關於那鳥鲁人未來居 

處的討論，應於短期完成，並應搜致許多具艘提案， 

包括移植在三制毋國中之任何一國或数國境内的可能 

性 ,以供那爲普人民的考處。理事會查悉三國政府以迄 

今未能览得其他島以備那鳥普人移殖，乃根據上述 

建議，提出那鳥晋人移殖在母國领土内的提案。理事 

會襄於那爲普人民對於此項問避的願望應屬首要，最 

後的解決须與他們充分討論並須得其自由表示的同  

意 ；欣悉管理當局一再提出保 I登，關於那爲普人前途 

問題將完全由那爲普人自行作最後決定。

理 事 會 查 悉 三 國 政 府 提 出 的 提 案 業 與 那 爲 營人民 

封 論 ，但 後 者 認 爲 提 案 雄 甚 條 椒 , 卻 未 能 加 以 接 受 。 不 

遇 , 理 事 會 已 悉 各 该 提 案 仍 繼 精 認 爲 係 討 論 的 基 硬 ，且 

在 那 爲 普 人 民 考 慮 之 中 ， 位 那 爲 營 人 民 希 望 能 覓 得 一  

地 ，伴 克 繼 精 共 同 在 一 處 生 活 ， 自 成 一 區 ，保 持 爲 那  

鲁 人 的 特 性 。

理 事 會 備 悉 管 理 當 局 的 聲 明 謂 將 爐 榜 探 究 有 無 可  

能 爲 那 爲 普 人 览 致 一 烟 適 宜 居 處 ， 復 悉 那 爲 ，#'地 方 政  

府 參 議 會 猜 求 特 别 注 意 在 淡 大 利 亞 海 卑 外 覓 致 一 個適 

宜 島 峡 。 誤 参 議 會 建 誠 在 從 事 此 項 调 查 時 ， 管 理當局  

應 切 記 在 心 與 那 爲 營 方 政 府 参 議 會 保 持 密 切 合 作 之  

必 要 。 託 管 理 事 會 希 望 一 九 六 二 年 派 Æ 翁 領 土 祝 察 圏  

應 對 此 問 題 特 别 注 意 。

理事會塞■於部爲普人或有移雄到其他地方的必 

要，发请管理當局將此情勢告知爲那普人民。理事會 

促管理當局加強教有方面的努力，傳人民有充分的準 

備 , 以便決定，移?直時，易於適應他地的生活。理事會 

並相信當地领袖將繼榜曉赞那爲普人使其了解必領鄭 

重及繼續考慮其前速。

理事會參悉若千那爲普人於全族移殖他地時可能 

決定留居原島 ， JL惊及其遇去關於恢復業經開探的憐 

敌蠻楼問題的建議，邀請管理當局對此問題再樓各有 

闕方面權威的技術意見，包括國條科學參實索研究組 

威在内；考慮换打一實驗計劃以便佑定復興此项土地

的技術與經濟可能性: 並就所援步驟向理事會下在食 

具報。，

理事會促猜管理當局探究该鳥未來經濟發展的一

切可能。

記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椒 翁

一九.法蘭西代表强調管理當局業已安適履行聯 

合國所付託的任務。管理當局正儘可能努力訓練那烏 

魯人從事政洽生活、文化或一般生活，且在設结使其 

對於本身事務之管理發生興趣。他認爲理事會對於管 

理當局在居民理智、物質及精神進步方面一貫所採之 

行動應予致賀。

那烏魯人的前途

二0 . 聯合王國代表認爲擬譲的移殖計劃頗切實 

際。他認爲在各種可能的解決辦法中，最壞的一*種就 

是讓那魯人留住在他們那個遙遠、孤立和經濟已處於 

牧縮與衰敗狀態的小島之上。因此，他認爲應積極鼓勵 

該島人民爲其未來進展密切考慮在一個機會較廣的較 

大社區定居的可能。他認爲假使那烏魯人決定移往澳 

大利亜，他們將能維持其本身傳統與特性而仍充分參 

加該國的生活。他雖宣稱必須繼續調查，以期對那烏 

魯人未來居處問題覓致最變當的解決，但仍希望他們 

抱着友 I t 的信心，在獲得较大機會的自由中，願意走 

上一個新的冒險。

二一.玻利維亜代表靈於管理當局所提那烏魯人 

移殖提案對於該領士的情形最爲適宜，認爲在短期間 

內實施這些提案的可能應予研究。他並認爲由於紙有 

極少數那烏魯人或會決定留住原島，民族自決的原則 

不能適用。

二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宣稱管理 

當局將其自己擬訂的移殖計劃誘編那烏魯人民接受， 

此舉彰明地破壞聯合國憲章、該領土的託管協定及大 

會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的宣言。根據此項 

f t 劃，一•切能够工作與保有必要財力的那烏魯人將遂 

漸遷徙，主要是移往澳大利亜。

二三.他從一九一九年所設置的不列顯憐酸墮事 

務專員的協定中，尋出管理當局政策及慣例的法律基 

礎，其目標在創立自那烏魯繼績增加憐酸建出口的最 

有利條件。假.使赌目前速率繼續對憐酸墮礦蔵的據掠



祷取，約三十年内就將開採殆盡，此期間中多數那鳥 

魯人必須依移殖計劃搬走。管理當局拒絕理事會中過 

去提出的提案，卽開採碟酸墮鎭藏以後爲確保該島頂 

層士壤妥善復原起見，應在專門機關協助之下進行科 

學調査。

二四.他宣稱管理當局把充任該島主人的權利晃 

予不列颠憐酸墮事務專員。那烏魯入對於事實上決定 

其命運的專員行動，無權發言或控制。管理當局的政 

策和慣例造成該託管領土物質上的破懷，使其遂漸倫 

爲一個不毛的沙漠。

二五.他指出士著人民對該項移殖計劃已經提出 

反對，因爲該計劃將使其民族特性喪失。可是，管理 

當局依然皇持，且在竭盡一切可能將計劃付 '諸實施。 

它並認爲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議會所提或應絵予那烏魯 

人在靠近澳大利亜海岸的另一鳥嘆定居的機會一*提案 

不切實際，而加以拒絕。

二六 . 他認爲管理當局的移殖計劃決嫁反對，絕 

對不能予以接受，託管理事會雜對無權予以贊同。他 

並認爲理事會必須請管理當局根本修正其對於那烏魯 

的政策與計劃，不得以掠奪該島資源的一九一九年協 

定爲基礎，而應根據憲章及該領土的託管協定。該島 

之不巧顔憐酸墮務專員須予取消，所有一切産業資財 

均應移交那烏魯人民。他認爲管理當局務必另外採取 

一種計劃，在那烏魯領士立卽實施大會宣言(決議案一 

五一四 ( 十五 ) ）的規定，並主張一九六一年內在該託管 

領土舉行全民投票。

二七 . 紐西蘭代表宣稱，將那烏魯人前途問題與 

該島憐酸墮的開採速率聯繁起來，勢將引起混滑。假 

使該島並無憐酸墮鎭床，但有更多的肥沃土地，早晚 

還是要處理人口過騰間題。

二八.他認爲與那烏魯人進行豁詢的過程可能甚 

爲長久，但是對此前途問題最後定有個舆論産生。 

他認爲此時理事會來討論那烏魯人最後決定其命運的 

可能程序，似嫌過早。

二九 . 最後，他認爲如果當初讓士著人民自行開 

發島上的憐酸廳鎭藏，他很懷疑他們會建到今天的高 

度生活程度及足以應付未來而無財政上的困難。

三0 . 比利時代表認爲，那烏魯人移殖到另外一 

個島峡而找不到充分的機會來謀他們生計的發展，是 

有損他們的利益的。她以爲不能要求那烏魯人民倉碎 

作成一個使其生活方式要起劇烈變化的決定，她又以

爲不切實際的計劃應予避免，這些計劃紙能在那鳥魯 

人民之間種下痛苦的幻減的種子。

三一 . 中國代表欣悉菅理當局顧及人民願望，將 

繼續調查是否可能找到一個島作爲那烏魯人未來的居 

處而同時不致降低其現有生活程度太甚。他提譲讓那 

烏魯地方政府參議會有機會參加此項調査。在未獲此 

項調查結果前，他認爲對所擬計劃不應作一*番週詳審 

查。他並主張，管理當局應考慮在那烏魯人'願意時有 

無可能准其在澳大利亜以那烏魯人身份長久居住.。他 

認爲讓若干那烏魯人不時訪問澳大利亜不無益處，因爲 

此舉可以使他們認識- * 旦遷居彼邦生活將爲何種情形。

三二 . 他說那烏魯人自須移殖他地，因爲縱令該 

島憐酸墮碱藏並未採盡，也不能支持其人口的增長。 

假使那烏魯人本其自由意志移殖到澳大利亜、紐西蘭 

或聯合王國這三國中的任一母國領土，且與各該國公 

民享有同樣權利及機會，那就達成了託管制度的自標。

三三 . 他指出縱使多數那烏魯人已移殖他處，仍 

有若干人寧願留在該鳥。因此，他認爲關於那烏魯自 

成一個自治單位但與一個獨立的大社區聯合的可能 

性，値得厳重考慮。

三四.印度代表認爲聯合管理當局讓那烏魯人移 

殖澳大利亜的提議，乃是出於純正動機確實願意幫助 

他們爲其前途間題尋覓一個圓滿解決。他很董視此點， 

他並認爲此項提議在別無善策的情形下或爲那烏魯人 

所能接受。

三五.他對於在沒有聯合國參加此項調查的情形 

下是否的確無從爲那鳥魯人尋覓一個岛媒以便移殖聚 

居成爲一*個團體這問題 ,不能表示任何意見。不過，他 

覺得遺憾的是聯合菅理當局竟不能讓那烏魯代表參加 

此項調查。他希望聯合管理當局鄭重考慮那烏魯人所 

提在靠近澳大利亜海岸的若干鳥哄爲其覓致一個新居 

處的請求，並保證此項可能性的探討係與那烏魯人密 

切聯繁進行。他確信聯合管理當局並無違反那烏魯人 

民意願强加以任何解決的用心，並認爲關係各方應合 

作擬訂一個圓滿的移殖計劃。

三六 . 銅甸代表指出管理當局提出的移殖 f t 劃並 

不充分符合那烏魯人民的願望，但是此項願望是最重 

要的。他希望爲符合那烏魯人的正當願望計，管理當 

局應與那烏魯人密切聯繁繼續調查一個適合他們移殖 

而又能够保持其個別特性的地直。

三七.巴拉圭代表信任那烏魯人將於鐘當時採取 

賢明行動以決定其命運。他不相信詳細審查菅理當局



所提移殖計劃或就此計劃達致最後決定的時機已至。 

他歡迎特別代表的聲明，卽謂與那烏魯人的誇商辦法 

將仍繼續，及他們提出的任何建譲將獲菅理當局最誠 

擎的考慮。他認爲在爲那烏魯人尋覓未來居處的工作 

上 ，與他們自身取得聯繁是很恰當的。

三八.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認爲菅理當局關於那鳥 

魯人移殖問題的提案最爲様慨，且適合於該領土的環 

境。他宣稱他雖充分同情那烏魯人保存其特性的願望， 

但不苟同他們所懷接受此項提案必然使那烏魯團體終 

致消減的憂慮。他指出土著人民雖然不願倉碎採取決 

定，但並未拒絕管理當局提案。他確信他們將會更進

步地愼重考慮。

三九 . 他對那烏魯人建譲，認爲他們遷移到一個 

更大的社羣中去，對於短斯可能發生的不利，足以抵 

償而有餘。他指出，經此一*番遷動後，他們將繼續享 

受在該島開採憐酸墮的利益。他認爲那鳥魯地方政府 

參譲會所提調查各種可能爲那烏魯人尋覓一個未来居 

處的提案甚爲正當 ,他關懷地等待進一步調查的結果。 

不過，他認爲土著人民不應無限期地拖延有關其前途 

的決定。

四0 . 關於建嚴巧究有無可能將開採殆盡的廣酸 

墮土地恢復其生産用途一節 ,他固然接受這個建譲，但 

是憐酸墮鎭藏如經採盡，增長中的那鳥魯社羣當然不 

能盼望享受與 .其目前同樣的生活程度。在尋求那烏魯 

人未來移殖地區時，應該特別注意有資源的地區使他 

們得以維持其當前的生活方式。

四一.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認爲該領士的前途 

籠罩了其生活的每個方面。他在審譲此間題時宣稱， 

理事會須確保任何移殖計劃均須得，那烏魯人充分接 

受，且須保誰那烏魯人與其所願定居國家的公民享受 

同樣權利和機會。他認爲各有關方面應協同努力爲此 

間題覓致一*個最後可予接受的解決辦法。

四二 . 塵於那鳥魯入表示願保存他們的特性，他 

希望能够擬訂一個移殖計劃，俾在一個較大國家內創 

立一個那烏魯自洽社匿。

四三 .法國代表認爲必須對那烏魯實行自決原 

貝！1。他認爲管理當局所提出的移殖計劃合理而又《慨 ， 

希望那烏魯人民目前雖尙不願接受此項計劃，將逐漸 

引爲滿意。他認爲遷移應按個別情形嫌理。他認爲不 

能因爲有些那烏魯人不願離開該島，使該維持那烏魯 

內的託菅制度。他認爲截領土託管協定，應在澳大利

亜政府給予全體那鳥魯人以該國國籍及首批那烏魯移 

民進入澳大利亜時結束。

四四 .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促請注意，三國政府業 

已確認任何有關那鳥魯人未來居處的解決辦法，均應 

根據人民本身自由表達的願望， 和他本國政府業已 

强調說過，此項願望是最董要的他特別說，理事會 

應注意三國政麻提案所載的下述建議：前往澳大利亜 

的那烏魯人居住何處不受跟制。那烏魯家庭願意結鄰 

居住者聽使 ,社會接觸和往來均屬自由；在澳大利亜、 

紐西蘭或聯合王國誕生的兒童屬其出生地國家的國 

籍。代表管理當局提出的計劃決無消減那烏魯社羣，使 

那烏魯人被放逐於他國境6 的特留地，或將其轉變爲 

無國籍人。 自然，不會有 " 消減 "何人或 " 放遂"何人或 

跟制那鳥魯人在任何地方的 " 特留地 "居住的問題。他 

指出管理當局提案的整個基礎乃是那鳥魯人成爲澳大 

利亜公民之後便立刻有資格享受澳大利亜公民所應得 

的各種利盖。再有，在遷往澳大利亜時，將獲得多方 

面且無前例的協助。

四五.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宣稱那烏魯人本身承認 

各該提議甚爲條慨。他說明，在提出此項提案時，三國 

政府允諾支付計建數百萬鋳的費用，且將進行一*種過 

去所未採取的政策，這是三個母國公民通常亦未享到 

的讓步。所提譲的措施都是未經要求的；它們比那烏 

魯人民所繼績提出的要求，更進一步，卽是說，將來 

如有需要，他們會有一*個新的居處來代替那烏魯。

E 六.關於那烏魯人心理上的疑惑及缺乏全體一 

致的意見，他解釋很少人對於其前途的決定不是拖到 

不能再拖的時候才決定的；那烏魯人民對於各該提案 

的考慮必不免受到安士重遷及傲茫無着的心理所影 

響，且不願生活在遠離本島的大社羣中受每日思忙緊 

張的困苦；各該提案在那烏魯人看來可能使他們喪失 

其民族特性。

四七 . 他同意那烏魯人移殖問題紙能按個別情'形 

辦理。他宣稱如果多數那烏魯人最後決定移居他島， 

此項決定不能視爲束其他很多願在三國本部處域更 

廣大的生活範圍謀生的人們。

四八.他也承認隔離生活帶有束縛性且屬有害年 

靑人們在遠離世界大勢的狹小社羣中生活，很少得到 

i t 會及敎育進展的機會，那烏魯人的後代紙有參加機 

會和利益較廣的社羣始有發展。

四九 . 最後，他說澳大利亜政府在提出理事會當 

前的那烏魯人移殖提案時，曾經考慮到道些因素。澳



大利亜將繼續深深意識到它在這個間題上對於這些人 

們的實任，希望理事會保譜他們不致受政治情境裏某 

種人所愚弄，道種人意欲將所有民族安進一個政治學 

理使其無個人人格尊厳。

戴.政洽進展 

概 况 及 就 管 理 事 會 的 建 議

發展代讓、行政及立法機鬪iÈ按大其權々

五0 . 那烏魯由行政專員一人掌管行政，該專員 

經由領土事務部長對澳大利亜政府負責，並有權制訂 

維持該領士和平、秩序及良好行政的法令。領士內沒 

有行政或立法機關，但由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處理 

若干地方政府事項。

五一 .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議會由民選議員九人組 

成。其權仍如託管理事會一九五五- 九五六年報 

告書1所i 情形。簡言之，該參議會得就立法及其他有 

關那烏魯的事項對行政專員提出意見；開於若千地方 

性的特定事項，及一'般有關那烏魯人和平、秩序及福 

利事項，得制訂規則，但須經行政專員核准。

五二 . 在所檢討的一年中，有關那烏魯社羣的七 

項法令經與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討論後生效。該參 

譲會現時仍在審譲其他三項法令與兩項規則草案。除 

所得各項手續費於一九五九 - 一九? 年建一-^,九 

0 八鋳外，參譲會的歲入總額係得自爲維持參議會工 

作所需輕費而保留的那烏魯礦權S 信託基金。一九五 

九 - 一九六0 年得自基金的數額爲 • - 九，二四一*鋳，

九六一年三月爲止的九個月數額爲三三 > 三三七鎮。 

參議會過去一年所辦工程及事務計有：維持那烏魯社 

羣所住的住宅三五0 所，收租、向那烏魯用戶零售電 

力，及装置養水設備。

五三.理事會在第二十六届會時備悉管理當局關 

於任命行政助理人的提案，其載務包括審查各種促 

進及墙强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任務的辦法。理事會 

關於此項間題重申其過去所提關於需要採取其他措施 

促成那烏魯人政洽進展的建譲，並希望管理當局繼績 

鼓勵地方政府參譲會充分行使其現有的權力。

五四 . 特別代表通知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說，領 

士事務部長業於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日核准任命理事 

會所曾提及的行政助理一人。

1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一屆會，補編第K 號 （A/3170) ,第 

三二七頁。

五五.關於滑加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權力間 

題，特別代表宣稱，在所檢討斯中該間題已獲密切的 

考慮，領土事務部長並已訓令行政真員於豁商地方政 

府參譲會之後提出具體建譲。行政及那烏魯事務專員 

所擬旨在根據住宅法增加地方政府參譲會責任的提 

案，業已提交澳大利亜政府，該政府通知行政專員稱， 

它對於提案雖無董大反對，但與於若干細節願予董行 

考慮。目前正在進行此事。

五六.爲要解決關於地方政府參譲會在那鳥魯社 

羣法下的權限問題的妓見，理事會目正審譲若干旨 

在使那烏魯人再獲其他有關那烏魯人國籍某些方面的 

權力的修正案。

五七.理事會在其第二十七届會中通過下述結論 

及建譲：

理 事 會 備 悉 管 理 當 爲 業 已 密 切 赛 識 增 加 那 爲 鲁 地  

方 政 府 參 議 會 權 力 問 湖 ，及 領 土 事 務 部 長 剑 令 行 政 專  

M與 那 爲 普 地 方 政 府 参 議 會 講 狗 後 提 出 特 定 建 議 。 理 

事 會 ， 悉 管 理 當 局 關 於 那 鳥 普 地 方 政 府 参 議 會 所 已 行  

使 的 權 力 及 擴 張 此 项 權 力 所 涉 因 難 的 聲 明 ，位仍级爲 

應 该 協 助 那 鳥 普 人 民 内 政 上 自 治 。 理 事 會 促 椅  

管 理 當 局 採 取 更 有 力 的 步 職 ，适 步 與 敏 速 地 滸 管 理 的  

權 責 移 交 人 民 的 代 議 政 府 機 關 。 理 ， 會 更 促 猜 那 爲4- 
地 方 政 府 参 議 會 Æ 量 利 用 其 现 存 的 權 力 , 並 對 於 该 参  

議 會 尚 未 能 行 使 其 徵 税 權 的 情 形 ， 表 示 關 切 。

理事會欣悉業已任命一位富有才能之行政助理， 

其主要職司係笨助那爲普地方政府參議會之工作。

發戾成人普遂權及直接避舉制度

五八 . 在選舉地方政府參譲會譲員時，除犯法被 

判處或將判處一*年或一年以上徒刑者外，凡在領土內 

居住其年齢滿二十一歲之男女那烏魯人均有權選舉及 

充當候選人。選國共有A 個；其中一個選嵐選舉議員 

二名 ,其餘選H；各選譲員一名。選舉四年舉行一次。選 

舉投票是强迫性的，以無記名方式舉行。選舉結果按 

優先投票法決定。

五九 . 最近一次的選舉係於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 

二日舉行，九個名額有男候選人十八人。四個行將卸 

任的譲員無人反對當選，三人連選，二人係新譲員。在 

四個必須舉行選舉的選匿中， 共投五0 四票，其中僅 

有六票爲非正式者，對於未紀錄其投票的選舉人二十 

六名，並未提起訳訟。



在務員制度：劍 嫌 及任著人戾擔任政府重要識位

六0 . 在本檢討年度中，核定之公務員名額由三 

六三人增至四七四人。此中四二六名 (一九五八-一 

九五九年爲三一五名 )灘給那烏魯人，二十八名(與一 

九五八 - 九五九年同 )灘絵歐洲人，二十名(與一九

五 八 - 一九五九年同 )灘絵中國人。備供那烏魯人充 

任之董要載位包括行政及那烏魯事務專員一人，外勤 

員一入，送生若干人，病理學家一*人，警察進官一人， 

電報員若干人，無線電技術員一人，，運輸員一人，機 

械員及電氣技師若干人。一九六0 年六月底，那烏魯 

人及其他太平洋島民所充任之載位，計有三一  0 名，歐 

洲移居之載員二十八名，中國人任職者二十名。所有 

那烏魯人公務員均有受在職訓練的機會。•一九六一年 

三月三H 日，公務員核定員額增至四七七名，其中 

三八四名已由那烏魯人充任，其餘尙待那烏魯人充任 

的員額計有四十二名。歐洲人已充任的職位計二十七 

名，中國人充任者則爲二十名。在核定現有員額時， 

預計全部員額無須輕常保持。用意在使業已從事特別 

研究及訓練的那烏魯人有適宜位置可就。

六一 . 目前，有行政工作見習人員四人在澳大利 

亜研究，二人係在師範學院，第三人學習農業，第四 

人在專科學院研究生物。去年度三個見習員並未繼續 

研究，主要因爲適應上的困難及不能養成安善的學習 

習慣。特游代表通知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稱，那烏魯 

地方政府參譲會認爲封上述三人並未給予充份指導。 

他雖然對於理事會表示的失望和遺憾具有同感，但認 

爲智慣於鳥民生活特殊環境的靑年，適應高等敎育的 

要求特惑困難。無論如何，他指出目前對於協助及指 

導此項學生的問題已加以特別注意，藉以避免董複過 

去的困難。此外，尙有若干那烏魯人接受醫藥、牙科 

及其他技術服務方面的業務訓練。(參閱下文社會與敎 

育 進 展 節 。）

六二 . 理♦會在第二十六届會中備悉管理當局保 

證開於資格適宜的那烏魯人腾遷間題並無任何障礙存 

在。理事會對於那烏魯人擔任文官高級董要載位者現 

仍稀少的情形表遺憾，並a 申其於第二十四屆會通 

過的建譲，促請菅理當局加緊努力訓練那鳥魯人擔任 

董要載位。

六三 . 管理當局在其一九五九 - 一九六0 年報告 

書中復申言謂正奔竭盡各種可能鼓勵那烏魯人取得資 

格充任地位較高的位置。那烏魯中等學校學生獲得若

千獎學金的鼓勵與協助前往澳大利亜深造。凡已届達 

領取畢業誰書程度的學生均予鼓勵接受行政、專業與 

技術訓練，使其能擔任較董要地位的公職。

六四.理事會在其第二十七届中通過下述結論及 

建譲：

理 事 會 憶 及 其 於 遇 去 展 會 表 示 的 關 切 ，認 為 那 爲  

普 人 充 任 较 重 要 職 位 的 公 務 员 人 数 甚 少 ，且 ，威悉情況  

現 仍 依 然 , 促 猜 管 理 當 局 繼 续 努 力 训 練 那 鳥 普 人 在 政  

府 中 據 任 此 項 職 位 。

理 事 會 戚 悉 英 國 傅 跋 盧 公 司 尚 無 一 個 那 爲 香人擔 

任 高 级 職 位 ，促 请 管 理 當 局 繼 精 並 增 强 其 努 力 ，提 供  

那 爲 普 人 以 必 要 的 專 ，訓 辣 ，伴 其 能 有 資 格 在 英 國 憐  

酸 幾 公 司 充 任 较 重 要 的 職 位 ，並 请 管 理 當 局 探 取 適 宜  

步 骤 協 助 那 爲 普 人 擔 任 此 項 職 位 。

理 事 會 察 悉 一 九 五 年 那 爲 普 見 習 員 三 人 學 業 成  

绩 不 及 格 至 為 蘭 切 ，促 請 管 理 當 局 再 作 特 珠 努 力 對 此  

等 學 生 加 以 ，助 並 提 供 補 充 指 ， ，助 其 充 分 利 用 已 有  

的 剑 練 機 會 。

司法組纖

六五 . 該領士的司法制度設有上訳法院、中央法 

院及區法院各一所，均具有民事及刑事審判權。任免 

法官與推事的權力操諸行政專員。上訳法院有法官一 

人，其職務由巴布亜及新幾內亜最高法院 ’院長執行。 

中央法院置有法官一人及推事五人。法官係澳大利亜 

維多利亜城法院的一位法官，推事之中四名係歐洲人， 

一爲那烏魯人，均係領土行政公署官員。區法院有推 

事四人 ( 包括那烏魯人二名）；全體均係領土行政公署 

@員。

六六.理事會於其第二十六屆會中覆按其過去於 

第二十四届會所通過的建議 ， 並璧於推事載位仍由行 

政公署官員充任，促請行政當局儘早設置有給推事職 

位 ，由未任他職的人員充任之，實行行政與司法分立。

六七 . 管理當局在其一*九五九 - 一九六0 常年報 

吿書中宣稱，正如業已正式通知理事會的 ， 由於那烏 

魯境內的實際考慮，迄至現在仍不能設置與其他載務 

完全分開的一位推事 ， 但正檢討有無可能變更目前各 

推事均係行政公署官員的情形。特別代表於理事會第 

二十七届會聲稱：已請行政專員通知凑大利亜政府能 

杏聘請•一位非行政公署所用人員以一部份時間充任區 

法院法官。



六A . 理事會於第二十七届會通過下述結論及建

議：

理 事 會 度 按 遍 去 所 提 設 置 有 給 推 事 職 位 由 未 任 他  

職 之 人 員 充 任 件 將 行 政 及 司 法 權 力 分 開 的 建 議 ， 黎悉  

管 理 當 易 现 正 考 慮 有 無 可 能 任 命 一 位 冲 行 政 公 署 所 用  

人 员 充 任 區 法 院 法 官 之 聲 明 。 理 事 會 希 望 不 久 即 有 ■itb 

項 任 命 ， 並 猜 管 理 管 局 向 就 管 理 事 會 下 次 在 會 就 此 問  

題 提 具 叙 告 。

i 著人民參加能管理事食工作間题

六九.理事會於第二十六届會查悉管理當局政策 

上不反封在審譲視察團下次報告書時，有"-位那烏魯 

人以某種名義參加澳大利亜出席託管理事會的代表 

團，並希望理事會下次春議那烏魯的情況時，澳大利 

亜代表團包括那烏魯領袖一人或數人。行政當局代表 

通知理事♦ 第二十六届會稱，業有那烏魯地方政府參 

譲會議員兼任推事的那烏魯人被任爲澳大利亜代表團 

顧問。

七0 . 理事會在其第二十七届會中通過下述結論 

及建譲：

理 事 會 在 本 在 察 議 那 爲 鲁 的 情 沈 時 歡 迎 管 理 當 局  

特 派 代 表 之 顧 問 ，那 鳥 ，# '地 方 政 府 參 議 會 議 员 R.
« 的 出 摩 及 其 寶 貴 貴 戲 。 理 ， 會 希 望 澳 大 利 亞 代  

表 圏 此 項 包 括 那 爲 普 人 在 内 的 辦 法 ：将 子 繼 續。

記 管 理 事 舍 各 理 事 的 個 别 意 見

發展代播、行政及立法機關並擴大其權力

七一 . 玻利維亜代表宣稱，他不置疑菅理當局將 

董̂新努力使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能履行若干目前係 

歐籍人員擔任的職務。他認爲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 

已獲充分的發展與經驗足以責起高級行政工作。

七二.紐西蘭代表認爲託菅理事會或願稱讚管理 

當局目前爲擴大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權力與載司所 

作的努力。

七三 . 比利時代表宣稱，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 

已變成一個爲那鳥魯居民提供正當代表機會的政治機 

構。由於該參譲會的存在，那烏魯人與管理當局間始 

能交換意見。比利時代表欣悉領土行政專員賦予那烏 

魯地方政府參議會以廣泛的徵税權。他確信參譲會的 

權力及任務將漸增高，尤其在那烏魯人參加碟酸墮工 

業的管理方面。

七四.中國代表欣悉目前已在猜極考慮若千措施 

以擴大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的權力。他希望不久卽 

可付諸實施。不過，他不能同意管理當局的意見，認 

爲該島的前途未定，因而要確定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 

會今後的任務，目前時機询未成熟。他認爲管理當局 

必須採取適宜措施協助那烏魯人在各項領土內政上自 

治，並且應將管理當局在該領士的若干權力和職巧儘 

速移交人民代議機關。

七五.印度代表認爲目前進行的諮商和討論對於 

擴大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的工作將促進及早採取步 

驟。

七 六 . 麵甸代表憾悉託管理事會政治方面的多數 

建譲均未執行。他指出部長核准任命經濟學畢業生充 

當行政助理，但他並不認爲此項步驟是一個滿意的進 

展速度 ,尤其璧於託管理事會對此間題的緊迫看法,及 

那烏魯領袖們本身對於國是問題繼續要求賈起更大的 

權力及較大的任務。

七七.巴拉圭代表認爲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議會並 

未盡量行使其現有的權力，或是因爲此項權力不够廣 

泛。他稱道管理當局積極調查各項增進理事會權力的 

辦法。

七八.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宣稱關於逐步將權 

力移交那鳥魯人民的情形仍不滿意。管理當局調查有 

無可能絵予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一*個全新的形式， 

結論認爲目前尙非採取此一步驟的時機；不過，他認 

爲時間已使此項變形工作迫不及待。

七九.阿位伯聯合共和國代表歡迎爲修正房屋法 

及那烏魯社羣法藉以擴大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處理 

事項權力所採取的步驟，但認爲此種性質的零碎改革 

不再符合我們時代的精神。他認爲大會在莊厳宣言晃 

予殖民地人民獨立之後，將不贊成一侧託管領土的內 

政大致仍受管理當局直接控制的情勢。關於那烏魯行 

政專員 "對於其所認爲應該如此處理的間題，得違反 

參譲會意見而行動"的一項說明 , 他不以爲然。將行政 

權力移交那烏魯人民使其自行負責處理其內政一事， 

業已成爲一件不容再予抹煞的緊急要務。若將那烏魯 

地方政府參議會變成一個立法機關，各級政府多用那 

烏魯人，尤其是高級方面，並對於碟酸譲業務綴營的 

指導讓那鳥魯人參加，就能實現上述要務。

八0 .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希望能在相當時斯內把 

擴大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權力所獲的切實進展通知



理事會。但是，他强調間題並不容易。'那烏魯處於孤 

立的環境中，現有土著居民約二，四0 0 人.，組成甚爲 

特別且在非常情形下在該鳥居住的外来居民起過二， 

0 0 0 人。他認爲參譲會已具有相當的權力，主要是 

針對選舉該參譲會的那烏魯人民行使該項權力。要發 

展的新形式和新權力不僅是以那烏魯人爲對象而且是 

以人數幾乎相等的外來居民爲對象，這種發展應到甚 

麼程度，本身就是充滿極大困難的問題。在其現存形 

式下，參譲會不僅具有若干眞實權力以維持和平秩序 

及善政，且具有商務及市政的廣泛責任。將現有及新 

增載務結爲一*體的過程，同時對於全體島民又是代表 

正義，這乃是一種複雜的過程。不過，他向理事會保 

證，在這方面管理當局將堅持向前努力。

务務貫制度：劍棱及任用 i 著人戾擔任政府重要職仓

八一.中國代表促請管理當局增强訓練那烏魯人 

的努力，以期彼等得在政府及英國憐酸墮公巧中擔任 

董要職位。

八二.印度代表憾悉那烏魯憐酸墮的開採早在一 

九0 七年卽已開始，但從無一個那烏魯人在英國憐酸 

塵公巧中擔任高級技術位置。他不相信那烏魯人得到 

適宜訓練與經驗之後，不能擔任此項高級位置。他相 

信管理當局對於這一方面將予以鄭董的考慮，並促進 

那烏魯人逐漸接收該領土的憐酸墮業務。

八三.麵甸代表認爲當局爲訓練那鳥魯人在領士 

行政中擔任要職所採取的步驟殊令人興奮。他所遺憾 

的是在所春議的一年中沒有一*個那烏魯人在政府中擔 

任要職。

八四 .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强調說，像那烏魯那樣 

大小的社會實難望産生許多資格高的人才。道尤其適 

用於政府及憐酸墮業務內任用那烏魯人的情形。他認 

爲批判管理當局不僅應根據截至現在爲止其所能做的

情，且要根據其所嘗及所願爲的事情。無論是論量 

或論質，都不能那樣簡¥。在憐酸墮業務或政府中或 

任何其他工作內讓那烏魯人擔任各級位置。但是旣有 

若干那鳥魯個人正在尋求此項位置並在訓練他們自 

己，當局又特自幫助他們達到這目的，而憐酸墮業務 

委員會方面復從而鼓勵及促進建到這自的，這樣子，男 

女人才的造就當可與日俱，，不過由於那鳥魯社會的 

大小 ,他認爲如期望最近的將来此項人才將爲大增,遍 

及於各專業部門，其名額超過對那à 魯人口總數的合 

理比例，那對於那烏魯人與管理當局都是不公道的。

卷.經濟進展 

概况及託管理事會的建議

概 論

八五 . 那烏魯的經濟完全依靠满酸墜工業。一九

五 九 - 一九六0 年度，碟酸墮輸出的慣値爲二，八二 

三 ，九四0 鋳 ，前一年度則爲二，四九二，三六一鋳。輸 

入主要來自澳大利亜，達一 ,三四二，二0 - * 錄，前一* 
年度則爲一* , 0 —三 ，六七四鋳。

八六.理事會於其第二十六届會中查悉管理當局 

宣稱，邦協科學蟹工業研究組纖業已董審使採過碟酸 

墮的土地成爲可耕士地的問題，據該組纖的意見，自 

其於一•九五四年原有意見發表以來，這方面並無任何 

科學發展，因此現仍認爲使該地區成爲可耕土地在事 

實是辦不到的。理事會建議管理當局繼續積極考慮此 

項問題。

八七.理事會在同一届會中欣悉管理當局曾致力 

鼓勵那烏魯人遇可能時從事農業，並希望其繼續努力， 

尤其在 Buada Lagoon週圍的地區。

八八 . 管理當局在其一九五九 - 一九六0 年常年 

報告書中宣稱，恢復碟酸墮開採已盡的土地的問題輕 

已再交邦協科工研究組織研究，該組織現仍認爲恢復 

該地厲生産力以供農業用途的辦法不是一個實際可 

能，因爲要造成一個永久的士壤表層實無把握，卽使 

用輸入土壤亦無辦法 ,又因爲那烏魯常遇長斯乾旱，淡 

水供應極屬有限。

八九 . 在託管理事會第二十七屆會時，菅理當局 

特派代表的顧間Mr. R. Gadabu宣稱，幾年以前澳大 

利亜境內一個科學組織代表曾經研究在開採憐酸墮後 

有無可能董建表層土壤問題。其意見是此項辦法不可 

行；自此以後，大家均接受該項意見。

財政：發展充裕的共牧入

九0 . 管理當局在檢討年度中所獲牧入總數建四 

三八，二四六鋳，前一年度則爲三五0 , 三四四錄。行 

政當局各項開支如有不能由其他收义敦項支付者槪由 

英國憐酸墮公巧從銷售碟酸塵所得撥款支付。根據此 

項規定，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 年度隣酸墮公巧支付款 

項四一二 , o 五二鋳，較一*九 五 八 九 五 九 年 度 堵  

加八一，四五五鋳。同年度中，由進口税、郵政等項下 

所獲之其他收入從一九，七四六镑增至二六 ,一*九四 

鋳。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的支出共計三五七，七五



九镑，一九五九至一九六o 年共計四o 八，九o 六鋳。 

一九六0 至一九六一年的支出概數共計五一二，六五 

0 錄。從一九六0 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六一^年三月三十 

一曰該領土政府與福利項下的資本開支共計二七，九 

六八鋳。

九一. 該領土沒有直接税，雖然那烏魯地方政府 

參譲會有若千徵親;的權力，但尙未行使。間接税主要 

限於煙草及酒類所徵進口税。

九二. 碟酸廣工業除對該領士的一*般牧入有所貢 

獻外，並繊鎭權税給三個爲特定目的而設的基金。第 

一項是爲經行政專員核准之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工 

作所需經費而保留的那烏魯鏡權税信託基金。該基金 

於本檢討年度開始，有存敦三六，六七四錄。進款共 

計三三，三五三镑，一九六0 年六月三十日存款爲二 

0 , 0 0 九鋳，包括爲支付新建房屋而保留之款項九， 

八九九錄在1̂ 。一九六一年三月底，此項基金存款達 

二八，九七二錄。

九三.其他兩項基金係爲那烏魯人利益而設的長 

期投資基金。那鳥魯地主鎭權税信託基金係根據一*九 

二七年協定而設，一九园七年易以類似協定一項，爲 

期十五年。骸基金項下所獲鎭權税及利息在一九五九 

至一九六0 年共計一九，五0五鋳,截至一九六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爲止的九個月內計一八，四六二鋳。一*九 

六一年三月底存款爲一七一，二六六錄，而一九六0 年 

六月底的存敦則爲一五二，八一一錢。一九四七年爲 

那烏魯整個社匿所設其限期至二0 0 0 年爲止的那烏 

魯社E長斯投資基金，在一九六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結 

算共有存款四八七，o 三二鎮，而一九六0 年六月三十 

日則爲四九，o 三七鋳。截至一九六一年三月三十 

一日爲止的九個月中所獲鎭權税及利息共計六八,o
二镑，而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 年則爲七三,一*二 

七錄。

九四. Ml?. R. Gadabu在第二十七屆會宣稱， 那

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與英國憐酸墮公的開採工作毫 

無關係。掛於該島憐酸墮採掘工作加以管制的問題， 

一再經那鳥魯人民本身及領士事務部代表雙方提出。 

雖然那烏魯人本身認、爲他們歡迎此種情勢的發展，他 

們同時惑覺由於開採工作所牽渉的技術» :項，目前開 

始此項計劃或屬過早。

九五.在所檢討一年中憐酸墮工業所支出的其他 

付敦，包括直接付 l é 地主的礦權税六0 ,九一四镑及對 

那烏魯人家供給電力費七，o - 七錢。從憐酸墮銷售

所得款項中給予行政當局及那烏魯人付敦總數爲五八 

四，八九二镑，而前一年度則爲五二七，九一*六鋳。

九六 . 開於管理當局所提供的數字，一九五九至 

一九六0 年自那烏魯輸出的憐酸墮爲一,二二七，八0  
0 喊。從一九六0 年七月至一九六一年三月，運銷憐 

酸謹共計一, 0 —九，八0 0 順。依據英國憐酸麗公 

該年度的數字，自該託管領土運銷的憐激謹爲一，二三 

三，o 八七順，自海洋島運銷者爲三一七，五三一順。 

此外該委員會自其他鳥嘆採礦公1]所購進及分配之憐 

酸墮五五0 , 九二九順及憐酸墮灰一，二九五啦。過去 

一年該委員會各項業務賊指出，售銷憐酸墮之淨純款 

項計爲三，八三五，五三五錄，淨純費用包括礦權税及 

其他付款在內，爲三，八二四，o 五六鋳。

九七.理事會於其第二十六届會稱道管理當局境 

加直接付給地主的礦權税。理事會並悉一九五九年關 

於礦權税所開始的一般檢討，目前已達正予審查英國 

憐酸墮公司與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議會兩者聲明的階 

段。理事會請管理當局提供有關雙方意見的適宜資 

科，並董申其意見 ， 認爲根據此項檢討所增的礦權税 

主要應適用於那烏魯社區長期投資基金。管理當局向 

理事會報告，關於礦權税的談判業已結束 ， 結果是自 

一九六0 年七月一日起毎順由二先令十一•辨士增至三 

先令七辨士。除上述税率外 ， 超過八十等高線的土 

地，其地面付款由每献六十鋳增至一二0 鋳。並輕譲 

定新税率的適用以® 年爲期限，俾前後屆地方政府參 

議會有機會檢討礦權税。

九八. 同時，理事會認爲其所獲有關英國憐酸塵 

公司在那烏魯工作的情報，無法使其對於目前所付鎭 

權税是否公道的間題表示一個經過考慮的意見。管理 

當局在所檢討的報告書内重申其過去的意見，認爲應 

將有關英國憐酸墜公巧工作的情報盡量列入常年報告 

書内。

九九. 理♦會在其第二十七届會中通過下述結論 

及建議：

理 事 會 後 按 其 遇 去 所 提 建 議 猜 管 理 當 局 提 供 更 多  

有 關 英 國 憐 酸 蕴 公 司 工 作 的 詳 盡 情 報 ，俄 悉 一 九 五 九  

里 - - 九 六 0 年 常 年 報 告 書 所 裁 情 叙 ， 尤 其 關 於 英 國 憐  

酸 服 公 司 財 務 工 作 方 面 者 不 狗 詳 盡 ， 致 理 事 會 無 法 雄  

定 那 爲 普 人 民 是 否 公 平 分 享 憐 敞 藍 工 業 利 益 的 一 份 。 

理 事 會 再 度 請 求 管 理 當 局 竭 盡 各 種 努 力 在 令 後 之 常 年  

報 告 書 中 列 入 较 為 充 分 之 情 報 ， Æ 其 有 關 憐 酸 幾 之 振  

掘 成 本 及 世 界 卞 場 之 现 行 價 格 。



理 事 會 欣 悉 一 九 六 o 年 " t 月 一 日 起 錢 權 税 率 總 額  

增 加 ， J L 希 室 進 行 談 抖 以 增 加 付 給 那 爲 普 社 甚 長 期 投

資 基 全 之 销 權 祝 。

士 地

- * 0 0 . 除政府所有之土地二0 七献，英國憐酸 

墮公司所有之土地兩献及兩個激會所有之土地五献 

外，全部士地都是那烏魯人個入所有。

一0 - * . 在政府所有士地二0 七献中，一0 —献 

係非憐酸墮土地。此一0 —'献中，約九十七献土地係 

於一九五二年徵用爲飛機場者。將小型機場的土地歸 

還土著人民間題已獲理事會歷次的注意。管理當局在 

其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 年常年報告書中宣稱，許多繼 

續反對徵用土地的地主，尙未寒記他們的賠償請求。

一 0 二.政府所有土地並包括過去德國無線電臺 

地直內帶憐酸墮土地一0 0 献。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 

會要求將士地歸還合法業主，並將該項土地遂至現在 

應得一切鎭權税付絵同一業主，此項要求造成一個間 

題，託管理事會過去已有報告。管理當局向理事♦報 

告稱，政府經過積極調查，確定該項土地係政府合法 

産業，但爲表示恩惠計，決定將等於政麻從土地經營 

所獲鎭灌税及地面權益費的筆款項給付士地如仍係 

原業主財産時有權請求給付的人們。請求權調查委員 

會業已組織，款項如無人領取者卽付與那烏魯一*般社 

直。英國憐黯墜公司同意於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及 

—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各年年度內撥敦五四，八三六 

镑依上述辦法分配。

- < 3 三.理事會於其第二十七屆會中通過下述結

諭 ：

理 事 會 對 於 管 理 當 局 決 定 以 等 於 政 府 ☆ 土 地 經 營  

所 援 销 權 税 及 地 面 權 賢 之 款 项 一 華 ，絡 付 土 地 如 仍 係  

原 業 主 財 產 時 有 權 猜 求 給 付 的 人 們 。

；!：業發展：漁業

- * o 四 . 那烏魯無副工業，所知的資源除憐酸廣 

外都不能加以發展。

一* 0 五.理事會於其第二十六届會稱道那烏魯地 

方政府參譲會發起書建冷藏設備以求發展漁業，並嘉 

許管理當局對於此種計劃之贊助。理事會希望管理當 

局與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雙方特別努力繼續鼓勵漁 

業的發展

— 0 六 . 管理當局報告稱，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 

會訂購之冷藏機一具已於一九六0 年六月到達領土

内。參譲會與那鳥魯人民對於蕃殖 tikpia魚之實験已 

感與趣，該種魚類係行政當局一九五九年五月傳入該 

領土的。那烏魯人動於a 量甚輕且能渡過暗碟之銀船 

及纖維玻璃船亦繼續感覺興趣；此種船隻的利用可免 

在暗碟處開靈水道。進一步發展漁業至工業化的階段 

需要參譲會購置由有給水手駕驗之大里航海汽艇一* 
艘，此事將於適當時加以激底考慮。

一0 七 . 管理當局向理事會報告稱，英國憐酸墮 

公司對那鳥魯漁業再加接助，業將該公停放船隻處  

所之便利提供應用，並願購賈其所獲之可食魚類，藉 

此幫助在該島建立一個魚市。

一 0 八 . Mr.  Gadabu於第二十七届會宣稱，那烏 

魯地方政府參議會及行政當局雙方自前均在考慮發辰 

漁業間題。調查極爲透徹，以斯該島漁業及早獲得相 

當圓滿的發展。

一0九 .理事會於其第二十七届會通過下述結

論 ：

理事會欣悉目前工作進一步發展漁業之努力，且 

希變繼積及加緊此項努力。

合作事業

一一0 .  —九五九年脆察團考慮那烏魯人表示關

於切涉及那鳥魯合作社管制及管理間題應以那烏魯 

地方政府參議會決定爲準的願望時，結論說，由於合 

作社動行政當局的具債，視察團不能建議該當局大量 

減輕其管制。特別代表在託管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宣 

稱，行政當局雖認爲將合作社的全部管制交出的時機 

未至，但正設法確定如何修正現行法律以求更爲符合 

現代合作法規。同時並因那烏魯人請求，業已準備派 

個那鳥魯人在澳大利亜經管合作社的大批購進；在 

尙未任職以前，該員應經由英國碟酸墮公巧所提供的 

協助接受必要訓練。

i t 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别意見

椒 餘

 . 玻利維亜代表認爲管理當局應壇强其努

力擴大就地生産的食物，因而加速發展該處小規模可 

耕地帶的曼業。

—*一*二 . 印度代表就Buada Lagoon附近地區表示 

一個希望，卽管理當局應認識在該領土唯一可耕地處 

採鎭使其遭受破壞殊爲不智。他認爲此種舉動可能藥 

生厳董影響。



对政：發展充裕的在共牧入

一三 . 印度代表强調說，去年曾主張管理當局 

考慮在其代表團內包括一*個英國憐酸麗公巧代表，以 

便答覆理事會就該領士碟酸塵開採業所提出的問題。 

他董申這主張，請管理當局予以有利考慮。

一一四 .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認爲，行政當局應盡 

力就那烏魯社 IE所獲薪資、租金及鎭權税等項的總收 

入，對理事會提供一項估計，至少應略指出各項收入 

在那鳥魯社15內分配的情形。

合作社

一一五 . 紐西蘭代表認爲理事會動管理當局採取 

步驟刷新有開那烏魯合作社的法律或願加以稱道。

肆 .社會進展 

概 况 及 記 管 理 事 會 的 建 議

共衞生

一六.行政當局及英國碟酸墮公巧免費提供醫 

藥及牙科服務。那烏魯病人需要特別治療爲該領土所 

無者，由政府出資送往澳大利亜醫洽。在所檢討的一 

年中，行政當局衞生事務方面的經費達六一，一七一 

镑，前一年度則爲六二，三四一鋳。一九六0 至一九六 

一年輕費槪數定爲七一 , 0 — 八錄。

七 . 行政當局的公共衞生部於一九六0 年六 

月三十日有職員七十二人，但其中十五人係工人。載 

員中包括歐洲五人 ( 政府主任醫官、牙醫師、護士長及 

兩護士），那烏魯醫師五人及其他那烏魯載員六十二 

人。

一一八 . 行政當局所辦普通醫院，包括門診所、牙 

科診所及兒童福利診所，病理學部及放射線照像部， 

藥房與爲産婦及需要特別治療的其他病人單獨設立的 

病房。增設的單獨診所爲婦嬰衞生診所十處。行政當局 

繼績擴大及改良普通醫院設備。過去一年中，兒童及 

産婦病，之病床增加；附設産後病房一個，牙科診所 

B 加擴充；《瘾病站更有改善。管理當局向理事會報 

告稱，一九六0 年六月三十日起普通醫院增添部份包 

括建立儲藏藥品，與愛克巧光軟片之冷房一所。

一九 . 英國碟酸墮公巧辦理醫院兩所，一所供

歐洲傷員之用（病床十五張 ) ，其他一'所則供中國、吉

爾柏特及埃里斯羣鳥傷員之用〔病床一四0 張)。該兩 

院均由歐籍醫官主持，有歐籍藥劑師一人，及受過訓 

練的護士兩人協助。其餘職員（均係中國人及吉爾柏 

特人）於一九六0 年六月三十日，共計三十 "一人。

一二0 . 理事會於第二十六届會中稱道管理當局 

在公共衞生方面尤其營養工作繼續所盡的努力，包括 

免費供絵在學兒童的牛奶及防洽結核病。理事會更悉 

訓練那烏魯醫藥及箱生人員工作的進展情形，並希望 

繼績這方面的努力。

一二一 . 管理當局於其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 年常 

年報告書中宣稱，過去那烏魯人每人平均食量中缺乏 

維他命B , 但由於目前那烏魯合作社中唯一能够得到 

的白米都有à 多維他命，因此大部份不再缺乏了。自 

一*九六0 年三月起，每個學童每日領獲七安士的赠頭 

足油全奶。該領土養殖 tüapia魚及在合作商店裝設冷 

藏單位，將使新鮮食物的供應有所培加。

二 二 . 開於防洽結核病運動，菅理當局報告此 

項運動已獲顧著成功 ,那烏魯人現權此病者減至一*人。 

又稱所有新生的嬰兒均予接種卡介苗，接着予以曼都 

11測驗直到確定爲陽性反應以後爲止。過去一年，島 

上居民毎人均已照過愛克11光，並未發現任何新患病 

人。

一二三 . 關於那烏魯人接受醫藥及衞生服務訓練 

問題，管理當局稱那烏魯人一名在斐濟蘇冗習完助理 

醫師課程，另一人正在蘇冗牙科學校研究。.女生二人 

在澳大利亜學習登記護士三年課程，業已修畢第一年。 

另一女生在澳大利亜開始受保姆訓練，預斯於一九六’ 

0 至一九六年返回那烏魯協助診所嬰兒福利護士。 

那烏魯醫藥助理 ( 病理學者)在雪藥大學從事細菌學及 

病理學高級訓練，於九五九年八月返回那烏魯。其 

他各項訓練仍在行政當局主辦醫院繼續辦理。行政當 

局向理事會報告稱，在蘇冗牙科學校學智的那烏魯人 

一 人 於 九 六 0 年底完成研究，於一九六一年二月在 

普通醫院牙科診所開始執行業務。一九六0 年十一月 

及十二月內，醫院載員中之另一那烏魯籍人員在澳大 

利亜接受高級愛克巧光技術訓練課程。

一二四. 理事會於其第二十六届會中並悉英國憐 

酸歯公司及管理當局繼續努力控制碟酸塵，管理當局 

聲明此項隣敝塵的分析指出砂的含量甚低，卽是說不 

致因此項鎭塵引起肺塵病。理事會建譲遇必要時，管 

理當局應請世界衞生組織協助。



榮 工

- * 二五 . 理事會在過去各届會中提出建譲，主張 

取消那烏魯工人與外来工入間工資及工作時間上的差 

別待遇。理事會於第二十六届會查悉管理當局聲稱工 

人間所存在的工資率差別乃是敎育、經濟、資格及工 

作産量各有不同的結果。理事會於同一属會促請管理 

當局繼續努力取消英國隣酸墮公巧所偏歐洲人與其他 

工人工作時數現有的差別。

二六 . 在所檢討的一年中，管理當局報告稱，行 

政當局及英國碟酸墮公巧所偏非歐籍工人的工資已予 

择高。一九六0 年六月底行政當局所偏成年那烏魯籍 

男工的基本工資，由毎週五镑十九先令，外加每一受 

瞻養兒童毎週津貼十三先令一*辨士，境至每週六鋳九 

辨士，外加每一•受瞻養兒童的毎週津貼十三先令三辨 

士。行政當局所採取的工資率亦爲英國碟酸墮公司做 

效 ；成年男工基本工資於一*九六0 年十二月增爲毎週 

六 鋳 先 令 六 辨 士 ，外加毎個受瞻養兒童的津貼十三 

先令四辨士。

一二七 . 在 所 檢 討 的 年 中 ，中國工人、吉爾伯 

特與愛里斯鳥工人的毎月工資率爲非熟練工人十鋳十 

先令 ( 一九五八至九五九年爲九鋳四先令），工匠爲 

十八镑至十九镑十先令（一*九五八至一*九耳九年爲十 

七鋳千先令至十九镑 ) 。此外，毎週平均三小時的加班 

費 ，非熟練工人按工作日一小時二先令四辨士的工資 

率支付 ( 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爲二先令)假日按三先 

令二辨士小時工資率支給，工匠的工資率則各爲毎 

小時四先令一辨士與五先令十辨士（一九五八至一*九 

五九年則爲四先令三辨士與五先合八辨士  )。

一二八 . 非歐籍偏工的工作時數，除事務工作一 

類人員工作三十六小時至四十小時者外，毎週工作時 

數 爲四十0 小時。管理當局在其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  

年常年報告書中宣稱，關於取消英國碟酸墮公司所傷 

歐洲工人及其他工人間現有工作時數差別的間題，正 

在與該委員會進行討論。由於爲那烏魯偏用勞工的地 

方的標準工作週頗有差別，間題趨於複雜。

二九.理事會於其第二十七屆會中通過下述結 

論及建譲：

理 事 會 重 中 其 遇 去 的 建 議 認 為 須 將 罔 其 國 捧 聽 盟  

公 司 所 保 工 人 地 區 發 生 的 現 存 標 ， 工 作 遇 的 差 别 取  

消 。 理 事 會 認 為 任 何 基 於 種 族 及 國 藉 差 别 的 傳 用 條 件  

上 的 不 平 等 情 形 應 子 消除。

社食服務

一三0 ‘特別代表於託管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宣 

稱業已擬妥項社會服務法令以便訂立社會福利計 

劃。開於此項計劃的管制及經費的提案輕那烏魯地方 

政府參議會否決。後者對於行使徵税權一*事表示反對， 

因其認爲那鳥魯人民的各項基本需要應由銷售憐酸菌 

所得項下辦理。行政當局認爲該參譲會應行使其菅理 

現代政府的權力。行政當局在未達成協譲前已提供若 

干社會服務利签。無論如何，行政當局目前對於那烏 

魯鎭權稅信I f 基金毎年預斯的三 , 0 0 0 镑剰餘資金， 

毎年增加約^ , 0 0 0 镑數額以資辦理該項福利計劃； 

該項提案現已提出於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議會。

託 管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的 個 别 意 見

概 输

三一.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欣悉公共衞生方 

面，尤其是防洽結核病運動所獲的改善。

务 工

三二  / 中國代表德悉英國憐酸墮業務委員會迄 

今未能消除其所偏歐洲工人與其他工人間標準工作週 

的差別。他認爲所稱此項問題因那烏魯所偏工人的來 

源地存在不同的工作週而形後雜的意見，令人難於接 

受。間題是在那烏魯發現勞工條件上的差別卽應予以 

消除。他希望管理當局與英國憐酸墮公巧再度商討此 

事。

三三.印度代表對於勞工間題的若千方面甚感 

不安，卽英國憐酸謹公司所循那烏魯人與歐洲人間現 

存工作時數的差別。他知道那烏魯人認爲這走一•個 

十足的政視。他不能了解何以尙在繼續此種不健全的 

陋習。他認爲菅理當局對於英國憐酸墮公司的活動，尤 

其是有關勞工及傷用條件的活動，應該行使較大的控 

制。他認爲一*九一九年關於英國憐敏墮公司工作間感 

的協定，絕不能解除管理當局爲確保適宜勞工條件獲 

得遵守及依國際各項勞工盟約規定並實施適宜勞工法 

所資責任。

社★服務

- 三四.中國代表稱道管理當局關於筹措社會服 

務計劃終費所提的提案。

一三五 .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欣悉社會服務辦 

理頗有成績。



伍.敎育進展 

概况及記管理事會的建議 

概錄

一三六 . 該領土內由六歲至十五歲 ( 如係歐洲人） 

或十七歲 ( 如係那烏魯人 ) 的一切児童，概受强迫免費 

敎育 ,行政當局主辦的公立學校則敎授非宗敎的課程。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0 年的敎育經費爲四七，二七0 錄， 

前一*年度則爲四八 ,0 九九錄。

一三七 . 在所檢討年度中，行政當局所辦理的敎 

育機關，針有聯合初級學校一所，中級學校一*所，歐 

洲人初級小學一所，及吉爾伯特與埃利斯島民學校一 

所。天主敎會亦辦有初等與中等學校一所。 目前紙辦 

到中等敎育階段，凡願深造或受職業訓練的那烏魯人 

卽到外國留學。一九六0 年四月，Aiwo區的初級小學 

一所業已關閉，敎員學生均已調到聯合初等學校。此 

項調動完成行政當局於一九五四年開始的各區內初等 

學校的聯合辦理。

一三八 . 在所檢討年度中，該領土入學兒童人數 

總計九六二人（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爲八八四人）。 

此項總數中，八二五人（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爲七九 

九人）爲初等學校註册人數，一 0 五人(一九五八至一 

九 五 九 年 爲 六 十 人 ）爲行政當局所辦中等學校註册 

人數，三十二人（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爲二十四人） 

爲敎會學校中等部門註册人數。此外，三十四那烏魯 

人在澳大利亜學習或作學徒 ,一人在紐西蘭，三人在斐 

濟。兩名吉爾伯特及埃利斯島人亦在澳大利亜學習或 

作學徒。名澳大利亜的三十二人中，十七名爲中學階 

段（包括中等技術學校在內），其中十四人領有行政當 

局獎學金。其餘人員在受職業訓練—— 五名領有行政 

當局獎學金，三名領有天主敎會獎學金，三名作學徒， 

四名爲行政當局所派見習生。

一三九 . 行政當局向理事會報告稱，■-九六一學 

年開始時該島在校兒童計一 , o 三四人。小學生徒總計 

A 二六人。在行政當局主辦之中等學校的學生人數一* 

四四人，在敎會學校中等部門的學生人數爲六十四人。 

此外，三十七名那烏魯人在澳大利亜學習。其中二十 

四名或爲中學生或爲小學生五名見習，三名學徒摩接 

受職業訓練者五名。

- E O . 行政當局所辦學校的教師計有合格澳大 

利亜師資八名 ， 那烏魯師資二十三名(包括聯合初等學 

校的完全合格師資一人，及中等學校受過家政學訓練

的護士長一人在的）及吉爾伯特師資一人。二十一名那 

烏魯師資及一名吉爾伯特師資，雖然在許多方面是有 

慣値的師資但是缺乏正式訓練。天主敎會所辦學校中 

的四名歐籍師資，三人合格。其他四名師資中一人 

受過局部訓練，三人爲無訓練的那烏魯助敎。行政當 

局向理事會報告稱，行政當局所辦學校增加了兩名合 ' 

格澳大利亜籍師資，及敎會學校增加了一名任敎的外 

來修女與一名有訓練的那烏魯敎飾。

四一.理事會於其第二十六屆會中稱道管理當 

局於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度在敎育方面所獲的進 

展。理事會欣悉中等學校學生人數增加可觀，使有更 

多人數的學生能於相當時期送往澳大利亜及國外深 

造。理事會懇切促請考慮各種辦法保證各生盡量利用 

其所能獲之各種敎育機會，並董申其過去建譲，請管 

理當局經常留意協助那烏魯人合格擔任政府及英國碟 

酸墮公1 ]高級職位的必要。理事♦ 並表示一個希望,卽 

行政當局繼續其提高那烏魯人民激育標準的努力，對 

於載業、技術及商業訓練予以適宜着重，俾能懷有自 

信應付將來。

一四二 . 在所檢討年度中，行政當局宣稱豐於那 

烏魯中等學校學生人數增加，將於一九六一年增設海 

外研究獎學金二名，使每年頒發的獎學金共計八名。其 

中四名爲男生，其餘爲女生；二者各在中學第一年級 

與第二年級頒發。此外另設若干獎學金使責任較高的 

那烏魯人獲得進修機會。

一四三. 管理當局向理事會報告稱四名男生及四 

名女生獲得獎學金« 助，現在澳大利亜求學，且更頒 

發兩個特別獎學金。特別代表在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 

中指出，敎育方面業有按步就班的令人鼓舞的進辰， 

他並希望此種情形將在新的敎育司長指導之下穩定發 

展。若干那烏魯人業已參加各種方式的高等訓練，其 

他人士則在畢業證書階段之下的公共考試中，大都及 

格，殊足令人鼓舞。

一四四 . 管理當局特別代表的顧問 Mr. R . Ga- 

dabu在託管理事會第二十七届會宣稱，那烏魯語是一 

種可書寫的諶言 .，希望不致消減。五歲以上的那烏魯 

人均能書寫那烏魯語文。那為魯人願意保持此種語言， 

他不相信那烏魯人有意把那鳥魯詣來代替英詣。那烏 

魯人擁是有意使用兩種表建媒介，卽那鳥魯語與英請 

同時使用。

四五.理事會於第二十七屆會通過下述結論及

建譲：



理 事 會 欣 悉 勒 等 與 中 等 學 校 二 者 柱 册 人 数 的 增  

加 。 它 希 望 管 理 當 局 繼 精 並 加 强 努 力 藉 增 那 爲 普 人 在  

中 等 學 校 及 高 等 學 府 辟 ， 的 人 数 。

理 事 會 欽 体 聯 合 ® 教 育 科 學 文 化 組 威 ( 文 教 組 徽 ） 

的 意 見 ， 並提讀■管理當局予以注意 ， 尤 其 關 於 剑 練 那  

鳥 普 人 專 n 師 資 及 早 期 教 育 加 强 英 語 教 學 之 必 要 的 建  

議 。

理 事 會 黎 於 誤 鎮 土 大 致 依 照 三 個 種 族 ，即 欧 洲 人 、 

那 爲 普 人 與 吉 爾 伯 特 及 埃 利 斯 島 人 ，分 設 三 個 不 同 利  

等 學 校 制 度 ，促 猜 管 理 當 局 對 此 問 謀 解 決 以 期 克  

服 所 稱 建 立 各 種 族 共 有 之 單 相 等 學 校 制 度 所 遇 的 困  

難 —— 例 如 誤 言 不 同 引 起 的 困難。

就 管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的 個 别 意 見

— 四 六 .比 利 時 代 表 指 出 管 理 當 局 願 意 確 保 那 鳥  

魯 靑 年 廣 泛 受 到 完 全 敎 育 。她 並 欣 悉 一*九 六 一 學 年 初 ， 

學 棱 註 册 學 生 人 數 建 一 , o 三 四 人 。

一四七 .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指出,，敎育方面 

所作的努力大致說不能配合領土需要。再則，這方面 

所獲結果迄今並不令人十分樂觀。

一*四 八 .中 國 代 表 指 出 管 理 當 局 應 看 强 敎 育 方 面  

的努力 , 俾 兒 童 得 到 充 分 準 備 遇 須 重 行 定 居 時 能 適 應  

他 地 生 活 。

四九.玻利維亜代表强調管理當局在訓練那烏 

魯人負起未来文官及行政責任俾能自立這方面的工 

作，因此如須在另一領土董行定居時，他們能適應新 

的環境。他認爲歐洲人、那鳥魯人、吉菌伯特與埃利 

斯島人分設初等學校的辦法妨礙學生正常心理發展， 

並認爲道種情形可能是那烏魯學生難於適應澳大利亜 

大學現行情況的理由之 •一o

一五0 . 印度代表反對敎領士行單一種族學校制 

度及管理當局爲使利遣送那烏魯內歐籍兒童前往澳大 

利亜留學所給予 '的特別鼓勵。雖然他知道管理當局不 

能代這些家長決定其子女應到何處求學，但不認爲管 

理當局具有任何理由對於可能將子女送到那烏魯中學 

讀書的父母給予金錢鼓勵，俾其子女得以送到澳大利 

亜求學。菅理當局此種態度幫助單一*種族學校制度的 

綿延，而此種制度乃是託管理事會過去確定表示反對 

的。他希望理事會關於這方面提出一個適宜建議。

一五一 . 縮甸代表對於菅理當局在所檢討年度中 

在敎育方面所獲的進展加以稱道。.但是,他頗關切地指 

出合格那鳥魯師資嚴董缺乏及缺少那烏魯語教科書。

一五二.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欣悉敎學標準的改 

善。他相信將有更多進步。他同意聯合國文敎組織的 

意見，認爲應採取訓練專門師資的政策。現有師資旣 

有多年實際經驗，他們如接受現代敎學方法的訓練當 

有好處。他画想知道曾否充分考慮在假期中於澳大利 

亜或那烏魯境內提供此項訓練。

一五三 . 印度代表認爲高等敎育的進步甚嫌不 

足，他認爲理事會應建議管理當局立作決定性的努力 

糾■正此項情勢。

一*五四.紐西蘭代表認爲理事會對於管理當局在 

發展成年及社 IE教育班所獲特受歡迎的進步，或願加 

以稱道。

一五五 . 玻利維亜代表認爲营理當局現已實行之 

獎學金方案 ,對於那烏魯人民的敎育進展雖有貢獻,但 

仍不足。他認爲爲增加那烏魯人領取獎學金的人數起 

見，應作新的努力。

一*五六 . 管理當局特別代表宣稱，在澳大利亜境 

內像那烏魯一樣大小的社匿通常不會産生中學校。所 

敎學生人數不容許所認爲適宜的教學標準及專門敎  

學。那烏魯現行方式的中學若與澳大利亜境內的澳洲 

兒童在相等環境中發生的情形比較進步甚多。

一五七. 開於棱助在那烏魯服務的官員如願意時 

將其子女送往澳大利亜中學讀書一節，.他說此項官員 

到那烏魯來的動機主要是爲其他人民 " 服務 "；他認爲 

不應讓這些忠於職守的人處於困境致使他們的子女返 

回本土後成爲他們自己本國經濟及社會生活裏的異 

客。

一五八 . 管理當局特別代表復稱：有訓練的那烏 

魯敎師人數自前正在境加，那些缺乏正式訓練的那鳥 

魯廊資，經過實習及他們自身與行政當局爲補救其缺 

乏正式訓練而予以就地慎重計劃的訓練後獲得極高度 

的專業才能。他認爲盼望像那烏魯道樣小的社區産生 

很多全部專業範圍內極有資格的人員，這對於那烏魯 

人民本身及管理當局都是不公¥ 的。

陸.訂立建成自洽或獨立的各階段目標 

完成日期及最後期限

一五九 . 依照理事會第一一六六次會譲的決定， 

槪況與理事會所通過的建譲以及各理事對此事的個別 

意見均經載入本報告書第一編第五章的第十九至三十 

一*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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