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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一 . 大會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決議案一六 

七三〔十六）內，除其他事項外，請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 

專員爲其職權範圍內或由其居間襄助之難民而推進工 

作。

二.高級專員在向大會提送的本報告書中陳述他 

在各方面工作所獲的成果，摘要提述辦事處尙須處理 

各難民問題並提出他所認爲在執行這項人道任務時所 

應依循的工作方法及準則請大會予以評估。

三 . 在檢討期間（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至一九六 

二年三月三十一曰，）高級專員辦事處依照所負國赚保 

護的任務，繼續努力改善在其任務範圍內一百三十餘 

萬難民的情況與法律地位。對於尙未安頓的"舊"難民， 

卽截至一九六0 年+二月三十一日時仍在其職權範圍 

內的難民問題，謀求永久解決一事，辦事處也經由其常 

年協助的方案予以注意。單就新難民園體問題來說，高 

級專員辦事處與紅十字會聯盟聯合協助摩洛哥及突尼 

西亞境內阿爾及利亞難民的工作一直在進行。高級 

專員也遵依大會各次有關的決議案2 襄助其他難民園
ra ft
體0

四，在本報告書檢討期間的雨個顯著特徵是：第 

- , 國際社會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一直需要 

處理的未安頓"舊" 難民問題，已經縮小到可以擬成其 

最後解决方案的程度;第二，由於非洲有爲數三十萬左 

右急待緊急救濟的新難民致使高級專員辦事處面對嚴 

重的新問題。

五. 正如第三章更爲詳細指出的一樣，未獲安頓 

難民的問題得到解決的數目已有增加，所以對於在一 

九六二年一月一日時仍需援助的三萬五千左右未獲安 

頓的難民就可以編製較爲詳確的情報。他們的敷目雖 

然較原来的二+ 七萬人少了許多，可是必須强調的是 

仍爲難民的多數都是傷殘或在社會上難以遍應的人。 

只有高級專員辦事處積極繼續工作，再加上國際社會 

成員們的努力繞能解决這些難民的問題，讓老弱的人 

能有過得去的安寧生活，讓有病的人得到所需要的照

】除去只適用於一九六一暦年的那些統計數字之外。
2 決議案一一六七(十二) , 一三八八（十四) ,一四九九（十 

五)及一•六七三(十六）。

料與醫療，讓有其他傷殘的人也都能恢復正常生活。 

這些就是高級專員向執行委員會提出總額計達五百四 

十萬美元的一九六三年度最後援助方案所要達到的目 

的。委員會在一九六二年五月所舉行的第七届會時依 

照那次届會報告書內的規定, 核准了這個方案。届會 

報告書附後。

六. 除去爲了譲舊"難民的各主要援助方案可告 

結束而要求國際社會來作的這一次最後努力之外，高 

級專員辦事處也要有力量在新難民的緊急需要發生時 

提供救濟纖行，因爲聽由這種困苦待濟的新情形積累 

起來,以後恐怕有可能變爲幾乎無法應付的問題。業經 

執行委員會第七届會在原則上予以贊同的爲一九六三 

年撥款一百四十萬美元的现行輔助救濟方案的宗旨， 

正是如此。

七. 關於由來已久的難民問题，經驗顯示:一方面 

只需要極少的援助就可以讓難民們，卽使是傷殘嚴重 

的難民們，再度鼓起勇氣,克服不能安挿他們的種種困 

難；在另一方面，也顯示不論這類援助如何有限，對於 

激勵國際保護是不可缺少的，因爲此種援助常有便利 

國際保護的功用。舉例來說，以往從事專門職業年紀 

較大的難民本來找不到與自己能力相稱的職業，但是 

在得到臨時補助金之後便能使之參加經濟生活，現在 

遺享受對雇員們邁用的社會立法的福利。除其他事例 

外，這個實例表现國際墙助可以發生一種作用,像連串 

反應似地在各居留國內使難民受到國內立法所供給的 

各種援助。

八，正如由第四章可以看出的一樣，高級專員對 

於新難民團體所負的主要任務就是喚起國赚社會注意 

這種難民的存在和他們的問題，並且激起與協調所需 

要的各種措施以便儘早和最爲邁當地解決這些問題。

九.關於現在摩洛哥和突尼西亞的阿爾及利亞難 

民，高級專員在接受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八日埃維陽協 

定簽字國所交付的任務之後，參加了三國遺送委員會 

的工作。到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日時摩洛哥境內的難 

民都已開始囘籍，在突尼西亞境內的難民也就要出境 

了。如果能保持這種遣送的速率，對於一個多年来使 

人深感顧慮的問題，就可以說是找到一種最圓满的永 

遠解決了。



一o , 高級專員曾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間向第三 

委員會提出由於十五萬左右難民由安哥拉湧入剛果和 

六千左右難民在多哥蘭所造成情勢的各主要方面。自 

那時以後，他又需要處理在非洲的另一個問题，卽來自 

盧安達爲數在十四萬左右的難民問題。對於這三個問 

题，由於立刻採取的適當行動，非但難民的迫切需要都 

得到了満足，同時也激進了所需要的各種步驟以便迅 

速實现可望最後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爲了收容國及 

當地人口的一般利益和爲了使難民自己能保護他們 

身體與心理，健康起見，各種努力都是以協助難民儘可 

能從速自食其力爲目標。

一一. 高級專員遇有各國政府請提供這類援助 

時，總是首先調查這種新難民團體所造成的問题;然後 

喚請國際社會予以注意，並且努力設法安排所有可能 

的協助以便能在毫無延岩之下提供必要的救濟。因此， 

由於政府，聯合國剛果辦事處，一些專門機關及聯合國 

其他部門以及紅十字會聯盟與其他志願機關的協調努 

力，多數安哥拉難民很快就在剛果農業中找到工作。爲 

謀在多哥蘭得到庇護所的難民和盧安達難民的福利起 

見，另一個類似的聯合工作也開始了，不過工作的原則 

是緊急措施應屬有限和暂時性質，並且需要幫助難民 

在願意囘國和情勢允許他們囘國以前自食其力。

一二. 關於援助"舊"難民與在歐洲以外的新難民 

問題，須予强調的是今後的工作都是有限和輔助性質

的，不論是在於補充支助國際保護方面的工作或高級 

專員依照大會的要求對有i t難民問題的各政府予以襄 

助所從事的一都分工作都是如此。在規定現行輔助救 

濟方案的財政目標爲一百四十萬美元〔七十萬爲在歐 

洲存在已久的難民間題之用，其餘七十萬爲救濟新難 

民園體之用）時，執行委員會贊同了高級專員的各項提 

案並且也贊同後項政策，卽只請國際社會給予現在確 

屬必要的財政協助。

一三，計算得這麼緊的一種預算顯然沒有使高級 

專員辦事處有處理大規模出乎意料情形的餘地。因此， 

如果有規模很大超出這種預算力量所及的問題發生而 

國際社會又認爲需要提供較爲實體的援助，那麼就要 

靠國際社會去決定如何供給這類援助了。

一四.由上述可以明白看出的是高級專員辦事處 

現在正經歴成立以來有特殊意義的一個階段，那就是 

辦事處的工作因爲事態演變而要轉移到另一個新地域 

去所以不得不重新檢討本身工作方法的一個階段。除 

去有不可預測的情形發生之外，歐洲難民問題只需要 

很少國際援助的時候離開现在已不遠了。這種援助足 

以有效解決所錄的日常問题，使積累起来需要國際社 

會再需以具體努力來謀求解決的那類問题不致發生。 

這種援助也有助於繼續維持國擦園結精神，過去十年 

中辦事處所需處理的難民問題之所以能得到圓满的解 

決，就全靠這種精神。

第 章

國際保護

一五，在檢討期間國際保護—— 這是高級專員辦 

事處所負的基本任務，包括保護難民的權利與設法改 

善他們的法律地位以便儘可能使他們與居留國家國民 

的地位相同—— 方面受到世界難民年促動的影響逐漸 

增加。世界難民年鼓舞的人道精神，可以在加入影響 

難民地位的法律文書的加入者的增多和各國政府爲了 

難民所通過的法律措施看出；附件或內有較詳盡的報 

吿。

一六，在已有的各項主要發展中應該提到的是關 

於難民地位的一九五一年公約，又有三個重要國家批 

准：阿根廷、哥倫比亞和土耳其。其他一些國家也在

考慮加入的問題。现有難民在國內居留的多數國家都 

成爲一九五一年公約蹄約國園體內的國家，以綿約國 

的身份，對公約條款內所指的難民予以最低限度的法 

律地位。已經批准或加入公約者或向秘書長正式提送 

宣言表示它們認爲自己受公約約束者，现在共有三十 

四國。此外，最近獲致獨立而以前是在業已批准公約 

的各政府的法律制度之下的那些國家，也可視爲本公 

約的當事國。

一七.辦事處正積極與難民居留國的五十左右政 

府及行政當局合作並且還協助最近成爲公約當事國的 

各政府擬定行政辦法以便實施公約的條款。辦事處也



繼續與各政府當局合作决定難民是杏合格，道對給予 

庇護所，根據一九五一年公約給予福利以及根據某些 

國家的移民立法收容難民都極爲董要。

一八,許多國家正在擬定以合法地位給予難民的 

立法與法律條規。其他國家的政府，包括最近獲致獨 

立國家的政府现在也都注意到在它們領土裏難民的地 

位問題。基於各政府的請求，高級專員向它們提供有 

關通當法律與行政辦法的意見。

一九.辦事處非常注意在一九六一年八月間通過 

'减少無國籍狀態公約的那次會議。這個公約一旦開始 

生效，對於若干數目的難民就有很大的重要性因爲他 

們的子女本来沒有國籍可是由於公約在出生時就可取 

得國籍，難民的地位因此不會再傳延到後一代。

二0 . 對於難民意義極爲重大的另一個國際文書 

是大會在第十fa届會時將予以優先審議的庇護權宣言 

草案。高級專員辦事處正與各國政府及紐約的聯合國 

越書處,就有關宣言的各項條款密切合作。

二一. 一個只影響有限數額難民但是對他們極爲 

重要的一個問題—— 避難海員的問題^— 的解決在一 

九六一年間得到了重大的進展。關於避難海員一九五 

七年協定生效所需要的第八份批准書也在這一年裏出 

现，協定於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起生效。協定 

的目的在於使本來無法只能在船上居留的許多避難海 

員，有在他們與其有某種聯繁的一個國家裏得到永久 

居留的可能。高級專員辦事處正設法促請其他國家加 

入摄定。爲了幫助避難海員調整他們的法律地位，勞 

工組織應本辦事處的請求，業已採取辦法通知這些難 

民他們在協定條款之下所享有的利益。

二二，按照各國國內的情形來說，難民在許多國 

家的境況都有改善，特別是就業的機會與旅行的便利， 

就今日世界人力的流動性來說，這雨件事都是很重要 

的。特別予以注意的是難民醫生與牙醫在居留國家內 

行醫的權利；歐洲理事會的部長委員會還爲這事通過 

了一項建議，同時各國也正對這事予以考慮。難民在 

幾個國家裏的移動，由於有關難民地位的一九五一年 

公約所規定的證件的頒發和不需要簽證的各項措施而 

更爲方便。

二三.應該特别提一下的是高級專員辦事處根據 

德意志聯邦政府與辦事處所簽訂的一九六0 年十月五 

曰協定的條款，爲難民由於國籍關係遭受迫害請求賠 

償而採取的行動。提送申請書請高級專員予以審核的 

限期定爲一九六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到那天爲止共計

收到居留在四十個國家裏難民所提送的申請書四寓 

件。這些申睛書都需要仔細予以審查同時又要顧到年 

老與有疾病的人急需快快領到賠款。到今年三月三十 

一曰時由德意志聯邦政廣爲賠償所提供的一千一百二 

十五萬美元（西德馬克四千五百萬)基金中支付出的一 

千五百件初步賠款的總額爲二+五萬六千三百七十五 

美元。如咐件威所示，現在使用的是一種初步賠款的 

制度；嗣後的購償要在確定了正當要求的數目與估定 

毎一個受â 人應得贈償的款額之後纏支付。

二四.高級專員辦事處在各不同國家內推行的法 

律援助方案也是應該提一下的。在這個補充國際保護 

的方案之下，難民在向法庭提出陳述時可以得到法律 

指導和法律援助，或在行政訴訟中自己無力出費和沒 

有免費法律援助的時候，得到法律協助。這種形式的 

協助有特殊的重要性因爲難民時常因此而能晕固他的 

經濟和社會地位,使他在居留國內穩定地生活下去。

二五，高級專員辦事處一直都注意難民歸化的問 

題。難民地位的一般改善固然不是可以用數字表達的， 

但是根據现有的統計資料，在高級專員辦事處任務範 

圍內的歐洲難民中於一九六一年歸化者有雨萬多人。 

由附件査也可以看出，一九六一年初爲數計達八十五 

萬的歐洲難民，由於歸化,遣送囘籍和在海外國家重行 

定居, 到一九六二年初就減少到八十二萬人了。

二六. 在檢討期間內，對於儘可能多使這些難民 

享受鼓勵經濟合併和入的移動自由的歐洲國際法律文 

書的利益一事，進行甚力。歐洲理事會的諮商大會爲 

推進這個目標還在一九六一年九月間通過一個特别決 

議案。高級專員辦事處與關係區域組織密切合作以便 

爲在其管轄範圍內及經常在這些組織成員國領土內居 

留的難民，在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國內取得對其他成員 

國國民遍用的各項規定下的利益。

二七，除上述各種具體發展之外，高級專員也要 

强調一下辦事處的日常保護工作的重要性，這頻工作 

大部分是注意難民的情形，保護他們的利益，解决他們 

在國際與國家方面的困難。靠着與大量牧容在高級專 

員管轄範圍內難民的五十國左右的當局取得聯絡，高 

級專員辦事處經常設法幫助難民解決由於難民地位而 

起的各種法律問題。這種工作雖然並無驚人之處，但 

是在目前的確有助於難民們解決他們在保護方面特有 

的問题。

二八. 就國際保護本身的性質來說，它是繼續不 

斷的一種職務, 雖然在這一方面可說已獲多種成果，但 

是在其他方面和在許多國家中保障難民們的權利與合



法的利益上，遺要辦許多的事,緣能使他們的地位儘 

量與庇護他們國家的國民地位相等，和最後讓他們靠

志願囘籍或在庇護國內依法歸化来終止他們的難民地 

位。

第 二 章  

自願回籍及重行定居

自願回籍

二九.檢討期間內自願囘籍與重行定居及就地同 

化一樣都是若干 <，舊" 難民問題的一種永久解決方法， 

同時本報吿書第四章內所陳述的新難民團體中的難民 

也可以採用這種方法。

三0 , 高級專員依照規程及大會決議案九二五 

( 十) 的規定，對於自願囘籍的難民予以便利。根據本辦 

事處現有的統計資料，一九六一年間返囘原籍的難民， 

有一千五百人以上，附件査內有較爲詳盡的資科。高 

級專員辦事處在難民原籍國或居留國不負擔囘籍費用 

或難民自己無力支付此種費用的情況下，捐助費用。 一  

九六一年內有難民八十四人是在得到這種援助之下囘 

籍的。

三一，由於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八日阿爾及利亞將 

來地位問題埃維陽協定的綿約國的邀睛和遵依大會決 

議案一六七二〔十六）請高級專員以力所能及協助遣送 

難民的請求，高級專員辦事處參加了專爲便利居留在 

摩洛哥和突尼西亞境內阿爾及利亞難民迅速囘籍而設 

立的遣送囘籍委員會。現在所希望的是能於一九六二 

年六月底完成遣送這些難民囘籍的工作。

三二.對於在剛果的安哥拉難民也予以遣送间籍 

的便利。但是截至一九六二年四月一日時還沒有顯著 

的囘籍情形可言。

重行定居

三三.高級專員辦事處仍然繼續促進難民重行定 

居，與歐移委會，各國政府及與難民移徙有關的各非政 

府組織密切合作。

三四，一九六一年間難民在海外與歐洲重行定居 

一事仍受世界難民年的有利影響。澳大利亞、比利時、 

加拿大、丹麥、法蘭西、紐西蘭、挪威、瑞典、瑞士及聯合 

王國各政府繼續實施在世界難民年裏開始、在特別放 

寬的標準下，准許傷殘難民入填的特別方案，美國政府

則在公法八六一六四八號之下繼續允許高級專員管轄 

範圍內的難民入境,包括五百屬於傷殘的難民。

三五.允許移民入境的歐洲國家對解決難民問題 

仍有重大貢獻，它們在不限制難民的年齢與健康之下， 

准許若干數目的難民入境。特别應該提到的是比利時 

政府所採取的行動；比政府同意由今年起接受由南斯 

拉夫来的四百難民，其中有一部分是年老和身體傷殘 

的難民，Gerovo難民營因此也就能够結束。他們在 

一九六二年一月完成移徒。法國已同意在"開放村莊 

計劃"下安頓由意大利來的八十名難民,在這個計劃下 

難民移往無人居往的村莊去建立新社區。繼續收容傷 

殘難民的丹麥、挪威及瑞典三政府已派或計劃派遣挑 

選委員會到希騰、意大利、土耳其和幾個中東及北非的 

國家去。

三六.一九六一年內在高級專員辦事處的主持之 

下由歐移委會供給交通重行定居的難民總額在一萬四 

千人以上。在這個數目中一萬二千五百人移往海外的 

國家,一千六百人務入歐洲的國家，詳情見附件春。這 

一萬四千人中有多半都是傷殘的三千三百四十七個難 

民和他們的眷屬，他們重行定居費用的全部或一部由 

高級專員辦事處在高級專員常年方案的範圍內支出。 

這個數字包括在歐移委會與高級專員辦事處聯合工作 

下所安頓由遠東來的雨千二百零四名歐籍難民。

三七.雖然目前若干非傷殘未定居的難民因爲歐 

洲某些國家有利的經濟狀況受到好處和若干傷殘太重 

的難民不能利用移民的機會都是事實，但是重行定居 

仍舊不失爲解决難民問題的最重要方法，這是可以由 

雜有新難民湧入，但是只靠重行定居一事就能減少幾 

個國家內難民的數目看出的。此外，北非和中東的幾 

個國家裏,若干歐籍難民的問題很難靠就地歸化來求 

得解決，對他們來說，重行定居的機會也是有必要的。

三八，檢討期間內高級專員辦事處仍然特別努力 

便利至今尙未能利用重行定居機會的那些傷殘難民能



够移徙。由澳大利匪政府供給專事挑選移民的醫務專 

家在意大利對傷殘很重的難民舉行了一次特別調查。 

由於調查的結果能够順利向移入國的代表圉提出的傷 

殘難民的數目就增加了。現在奥地利也推行同一的計 

劃，對於在其他幾個國家裏從事同類調查的計劃也正 

在考慮之中。

三九.根據高級專員辦事處和歐移委會在幾個國 

家裏從事登記所得，在歐洲、北非、中東和遠東幾個國 

家生活尙未定居的難民中有一萬五千五百人都希望在 

其他國家裏重行定居。在某些國家裏登記齒未完畢所 

以依據估計這個數字還可能增加五千左右。這》數字 

中包括約八千傷殘和在社會上難以適應的難民。爲這 

類難民中的許多人課求重行定居的機會似乎是一項艱 

組而需要大量款項和許多時間的工作。如果要想解決

他們的問題，高級專員辦事處就要繼績與前此極爲懷 

慨收容傷殘難民的各移入國家政府合作不斷努力。爲 

迅速謀求抵達歐洲幾個庇護國有限數目的新難民問题 

的永久解決和避免未定居難民數目因有增加而積累起 

見, 現在遺需要更多的重行定居機會。

四0 . 高級專員方案執行委員會已密切注意重行 

定居的問題並且在第五届會時贊同下列各項提議:（a) 
請各國政府考慮能否更進一步簡化移出或移入的必要 

條件並免收簽發各種證件的費用；（b)請各國政府再度 

檢討究竟可以負擔多少已經獲准入境的難民的旅費； 

(c) 請各國政府表示願否接受請其研究有無解決後列 

問題可能的請求，卽在高級專員管轄範圍內居留於首 

先予以庇護的各國內但通常不在重行定居計劃內而當 

未定居的小團體難民的問題。

第 三 章  

高級專員辦事處常年方案

導 言

四一.大家想必記得高級專員辦事處常年方案是 

在聯合國難民基金四年方案之後，爲了對於在高級專 

員辦事處管轄内沒有國際援助就無法確實定居的那些 

難民，供給永久解决而在一九五九年開始推行的。遵 

依執行委員會的指示，優先予以處理的一直是結束難 

民營與在其他國家內重行安頓往在遠東的歐裔難民這 

兩件事。

四二，一九五五年初未定居難民的總數爲二十七 

萬人，包括在奥地利、德意志、希職和意大利難民營內 

的七萬五千人及遠東難民營裏一萬六千左右的難民。 

由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一日 

這七年間難民總數減爲六萬五千左右，雖然由一九五 

六至一九五七年湧入歐洲的新難民有二+萬左右而且 

在這個時間內也經常有數目有限的新難民。難民營內 

人口減爲八千五百五十名，遠東營內的人數減爲四千 

二百人。

四三.這種成果大部分是庇護國及移入國的各政 

府以及國際社會中其他成員，抱着人道精神聯合力量 

懷慨捐輸促進關係難民問題的永久解決所致。所以八 

千二百九十萬美元，這個數目不但代表聯合國難民基 

金方案下和後來至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時止高

級專員辦事處經常方案下各項計劃總値的敷字，也包 

括政府和其他方面自願捐助的三千五百七十萬二千美 

元和境內有計劃予以實施的各國所提出的支持捐款美 

金四千七百二十萬元。此外高級專員辦事處又得到將 

近四百六十萬美元作爲推行永久解決匈牙利難民問題 

計劃之用。到了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時他們的 

問題幾乎可以說是完全解決了。

-*般觀察

四四. 檢討期間（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至一九六 

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主要特徵是在結束難民營方面 

所獲的進展和把住在營外未定居難民問題縮小到可以 

處理的程度。

四五. 由於世界難民年的推動，一九六0 年底已 

經等到所需要款項的結束難民營計劃，在一九六一年 

間一直是全力予以推進的，在這一年裏續有六千六百 

五十名難民離營他往。關於其他未定居難民，包括在 

遠東的歐裔難民，已經予以實施的是在一九六一年方 

案內的各項計劃，一九六二年的五百萬美元方案也已 

開始了。

四六. 至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H 日時在聯合國 

難民基金方案及高級專員辦事處常年方案下在四十五



個以上國家內受到援助的難民總數爲十萬三千七百三 

十五人，其中五萬八千三百零六人是確實定居情參 

閱附件陸）。一九六一年間二萬二千二百三十名難民的 

問題得到解決，這個數字與一九六0 年的數字來比較 

增加了百分之百。這個敷字中一萬二千一百五十五人 

是確實定居了。

H七. 只由數字的觀點來說，一九六一年所獲的 

成果較以往各年多得多。這是因爲世界難民年特別捐 

獻的基金所賜的充分福利。同時許多難民也都知道別 

人給他們的新機會受到鼓勵對自己的重行定居採取較 

爲積極的態度。第二章"重行定居"內較爲詳細地解釋 

過挑選委員會之推廣地區去到以前沒有去的地方也是 

予難民以鼓勵的另一個因素。

四八，難民居留國內有利的經濟狀況也有助於許 

多難民的自動同化，在有許多非傷殘難民和對人力需 

求很高的國家如法國及德意志這類的國家裏尤其是如 

此。不過在經濟狀況與人口情形並沒有這麼有利的國 

家裏或社會立法仍在發展中的國家裏，情形並非如此。 

此外，生活費用的增加也使各項計劃的經費需要有相 

稱的增加，因爲受救濟者的數目減少不足以抵消經費 

的增加。

四九.在檢討期內實施的各種計劃都與以往各年 

相同，卽往屋指導以及爲傷殘難民推行的傷殘重建，職 

業訓練和在一個更爲有限的範圍內建立具有保護辦法 

的社區與工場，並供給"有照料的往屋" 等計劃。自從 

各種方案實施以來一直在增加的傷殘難民數額现在若 

干國家內已經比未安頓的難民多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 

五十以上的程度了。因此爲所餘的難民尋求遍當的解 

决愈發困難了，尤其是爲往在營外尙未安頓的難民尋 

求解决，所以爲了解決這些難民的問題,各國政府及各 

關係志願機關繼續充量合作是很有必要的。

五0 . 现在可以預料的是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時所沾計總數爲六萬五千未安頓的難民中，有 

三萬以上能在现行方案下得到救濟，使一九六二年初 

未安頓難民的數字減爲三萬五左右。假定在目前經濟 

狀況中有雨萬人可能不需要國際援助就自行安居下 

來，遺有一萬五千左右的難民，其中多數是傷殘程度不 

等的人是需要靠國際社會的援助繞能就地同化或在其 

他國家重行定居的。附件肆內載有某些國家內未定居 

難民的分列數字。

五一. 在計及大會於決議案一六七三十六）內所 

表示關於在最近將來完成援助歐洲"舊"難民各主要方

案的意見之下，高級專員向執行委員會第七雇會提出 

了他的方案，一個將在一九六三年開始實施需款五百 

四十萬美元援助歐洲"舊" 難民的最後主要援助方案。 

現在的目的是儘可能從速於今後雨、三年中實施這個 

方案以便使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懸而未決的難民問 

題藉此可全告解決。

五二. 剩下的是性質較爲長期的一個問題，那就 

是應該在本報告書第一章內摘要陳述的國際保護工作 

範圍內予以解決的難民依法同化問題。此外另有的就 

是在一九六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到達的難民和因爲 

健康問題或因經濟與社會狀況的改變，如果得不到一 

些國際援助就會陷入非常貧困境地的那些難民的問 

題。援助這類難民可以靠促進移徙或在費用不多之下 

就地同化的方法，不過這是要在他們的問題發生時立 

卽予以處理的。高級專員因爲抱有這種目標所以在向 

執行委員會第七届會提出他的方案時建議把這些難民 

包括在本報告書序言內提到的現行輔助救濟方案下的 

受救濟人之內。

五三.關於執行委員會所通過有關上次主要援助 

方案與现行輔助救濟方案的各項建議，參閱列爲本報 

吿書附錄的委員會第七屆會報告書。

結束難民營

五四，結束奥地利、德意志、希膜及意大利境內難 

民營方案一直是按照規定在檢討期間推行。多半由於 

高級專員辦事處方案而能在一九六一年間離開難民營 

的六千六百五十人中有五千一百五+三入是確實定居 

者，在一九六0 年間確實定居的難民只有四千七百零 

八人,所以到了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時往在難 

民營內，包括在奥地利非聯邦政府主辦營內難民總敷 

減爲八千五百五十人，難民營的數目減爲一百三十一 

個，其詳情如下：

九六一•年 —九六—年
- 月■-曰 十二月三十—曰

国别 難民一 " ( 難民營 ) 難 民 C難民營 )

奥地利…… 4,700 C159)a 2,284 C90)b
德意志聯邦

共和國… 8,000 (44) 4,743 (38)
希騰  420 C4) 213 (2)
義大利…… 2,080 (5) 1,311 (1)

结數 15,200 (212) 8,550 (131)

a 包括一百二十一個非聯邦政府主辦的難民營。
b 包括六十個非聯邦政府主辦的難民營。



五五. 奥地利境內難民營的數字雜然很高，但是 

多數營內歸高級專員管轄的難民只有幾個。

五六.想爲數額很高的傷殘難民尤其是需要在高 

級專員辦事處精神衞生顧問照顧之下予以特別援助的 

那些難民尋求解決，仍與以往各年一樣需要克服許多 

困難。但是由於各地方當局的積極合作及專家與個案 

工作人員富有創造的努力和百折不囘的精神，這些難 

民的情況，由健康與經濟及社會的觀點來說，都大有改 

善。受有照料的往屋、傷殘重建及職業訓練各特別計 

割福利的難民數目也有增加。關於有保護辦法工場一 

事也已擬定各種計劃，使難民在這種工場裏有學得一 

種職業的機會,一方面從事生産工作，一 方面又可以不 

完全靠他人維持生活。提供醫藥照料的結果證明一大 

部分心理不能遍應的難民都是因爲在難民營居留過 

久，他們如果能得到邁當的醫療和對再度維持正常生 

活能抱有希望，就很快都會座癒。所以由一九六一年 

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總數約爲一千七百 

的特殊情況難民中，多數是難民營內的人，四百十二人 

全被醫癒並已確實定居，三百五十七人在觀察中，到一 

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仍在醫治中的還有九百四十 

三人0
五七，應該特別提一下的是一般難民對於他們自 

己的安頓愈發積極了。許多離民受了大規模離開難民 

營與終久能恢復正常生活的希望的鼓勵都克服了自己 

的漠不關心的態度，使國際援助的工作得到便利。

五八，完成住屋的建築, 也與以往一樣，因爲地價 

上漲，建築費的增加和熟練勞工的缺乏而致緩慢下來， 

在奧地利和德意志的情形尤其是如此。這是特別重要 

的，因爲往屋是結束難民營計劃中的主要部分。在奥 

地利雜然已有三千左右住屋單位供給難民營的人口， 

但是要完成方案還另需要三百六十個單位。在德意志 

除去已經供給的二千三百五十個單位之外，另外需要 

一千單位。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以前在德國建築完畢 

的住屋的租金的增加， 因爲難民在一般房租津貼計劃 

下得到的津貼而抵清了。

五九. 在計及上述各項因素之下，結束難民營一 

事，在希騰有希望於一九六二年內完成,在義大利有希 

望於將近本年年底時完成，在奥地利爲一九六三年初， 

在難民營中人口最多的德國可望於將近一九六三年底 

時完成。

六0 , 在上述這四國裏費用的普遍上漲，就表示 

已經撥出作爲一九五九年所養劃的結束難民營方案的

款項勢必不敷應用，除非道個工作可以儘速快快完成。 

因此要想靠现有的款項順利完成結束難民營的工作就 

需要本辦事處，各政府當局及各關係志願機關非常愼 

重和不怕困難努力去推行這項工作。

遠東方案

六一.遵依執行委員會在第五届會時所表示的意 

見，最先予以優先處理的方案，仍與以往相同是高級專 

員辦事處及歐移委會經由香港重行安頓來自遠東的歐 

裔難民聯合方案。一九六一年間由中國大陸經由香港 

而在各移入國內重行安頓的難民總計二千二百零四人 

〔比一九六0 年多一倍)其中包括需要各機關永久養護 

的三百十八名難民;大多數難民移殖到澳大利亞去。

六二. 到一九六一年+二月三十一日時在香港過 

境的難民有三百二十人，在大陸的約有三千八百五十 

人，其中一千四百零五人都需要前往目的地當局的簽 

證。到一九六二年四月一日已經移動的難民有三0 三 

人，大陸上仍有三千六百九十二人，在香港過境的爲一 

百七十六人。

六三 .迅速謀求進展以便完成這個方案的主要困 

難，是需要由各殘廢機關永久養護的身體傷殘難民的 

數目太多。假使能爲這些難民找到必要的重行定居機 

會而其他困難也不發生，那麼就可能在一九六二年方 

案和最後主要援助方案下, 把所餘問題在今後雨、三年 

內解決。

對難民營外其他未安頓難民的援助

六四.住在營外未安頓難民的問題與營內難民的 

問題，在許多方面都不相同。第一，他們分佈在世界的 

國家與地區都廣潤得多（參閱附件伍），生活環境也與 

他們所智慣的很不相同。他們在居留的國家中多半也 

分散得很遠；所以他們的情形如何不太容易知道。他 

們的情形也受各種因素的影響所以也較難評估。

六五. 因爲與當地居民接觸較多，往在營外難民 

較住在營內難民對居留國內的經濟狀況要敏感些。他

中沒有傷殘的人固然可以身受擴展經濟之惠與居留 

國國民共享可得的機會，但是傷殘的人往往較住在營 

內者更苦，在社會福利立法遺未充分發展或境內沒有 

志願機關網的國家裏更是如此。

六六.援助住在營外未安頓難民的計劃在原則上 

與爲營內人口所實行的相同：目的在於協助難民可以



自食其力，但是這種援助只限於難民所需要的額外幫 

助以便他能在生活上享有與他人同等的機會。營內難 

民的主要需要是往屋的供給，往在營外的難民則在安 

置的援助，敎育的設施和職業訓練或重新職業訓練，傷 

殘重建及指導上需要較多的協助。這個問題大部分都 

能靠小量貸款在工藝與行業上的安置而告解決。在沒 

有或有很少志願機關和因爲地區很難與難民聯絡的某 

些外郊地區中特別難於指導難民。

六七，高級專員方案執行委員會建議在未安頓難 

民問題的範圍內，應以優先權給予傷殘者，對關係難民 

個人的情況及居留地經濟狀況都須予以適當考慮。

六八. 檢討期間，撥作常年方案之用的基金中有 

更多的一部分可用來援助住在營外的難民；因此在一 

九六一年方案中規定了供作這種援助的款項是四百二 

十五萬美元，在一九六二年方案中規定的是三百A 十 

五萬美元。一九六一這一年中在解决住在營外未安頓 

難民問題上的進展峻以往任何年都大。所以得到援助 

的難民續有二萬五百零一人，其中確實定居者有六千 

八百二十八人，一九六0 年間得到額外援助的難民只 

有七千五百四十四人，包括確實定居的三千二百四十 

九人。由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六一年+二月三 

十一日，往在營外未安頓難民的數目由十八萬五千人 

減至五萬六千五百人以下。這個數目包括某些可能靠 

已經核准方案而安頓的難民，所以到一九六二年一月 

一曰時所餘難民只有三萬五千人左右，詳情見附件肆。

六九，爲使本辦事處可以簿劃上列第五一段所提 

的最後主要援助方案起見，已努力着手調查所餘難民 

的種類與他們在各國與各地區內所需要的援助程度， 

以求能使他們永久定居。

七0 . 附件肆詳細載列難民的種類與在各國及各 

地區分佈的情形。難民需要援助的程度不同，依所在 

國家的經濟與社會情況而定。在若干普遍缺乏人力的 

國家裏所有非傷殘難民和一些傷殘很輕的難民都能得 

到適當職業。所以在這類國家中援助方案就可以限用 

於那些身體傷殘和在社會方面難以適應的難民，因爲 

他們如果沒有某種方式的援助就不能享受有利情勢的 

利益。主要關係國中的一國政府决定以供給未安頓難 

民的往屋，來作對高級專員辦事處方案的一種主要支 

持捐獻。

七一，在其他經濟與紙會狀況不及上述者那麼優 

良的國家裏，所有傷殘難民都需要國際方面予以支援，

纖有助於他們的確實定居。在幾個年来收容了不少難 

民的國家裏，敷目有限的老年和身體有傷殘的難民都 

不能自食其力，需要高級專員辦事處予以援助。此外 

還有幾個別的國家，由於情況的改變以致使難民不能 

暴固他們的經濟與社會地位，但是他們如果得到必要 

的董新定居機會，就可以在其他地方安居下去。

七二，重要的事是一方面應設法在最後主要援助 

方案內满足關係難民們不可缺少的需要，另一方面要 

竭盡最後一次的努力謀求解決他們的問題以免積累起 

來，使國際社會再度應付與這十年開始時相似的難民 

問題。

補充援助

七三.高級專員辦事處常年方案中一直不可缺少 

的一小部分工作是對需要孔急的難民予以補充的援 

助。一九六一年間世界各地在道個方案下得到援助的 

難民有五千七百人。

法律協助

七四.在關於國際保護的第二四段較爲詳細說明 

的對難民個別予以法律協助一事，是保護工作中和物 

質援助方案下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爲這種協助往 

往使難民能章固他的經濟或社會地位並且確實定居。 

以法律協助給予難民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在高級專員 

辦事處常年方案下所提供的法律協助，只以得不到這 

頻免費的協助的難民爲限。

七五. 在法律協助方案內有雨種計劃。在某些難 

民集中的國家裏高級專員辦事處經由各志願機關聘用

干法律顧問，負責對在法庭外解决糾，紛的事件上，提 

法律指導與協助,代衷個別難民去見行政當局，並在 

特殊情況中，對訴訟事件提供法律協助。關於其他地 

方，已經設有法律援助基金由其中開支私人律麻費，法 

庭費用和其他有關的費用。在有些當地開業的律師自 

願供絵法律協助的若干國家內高級專員辦事處就不必 

支付費用。

七六，一九六一年享受到法律協助方案福利的難 

民有四千七百四十五人，一九六一年常年方案內撥作 

這個方案之用的款項爲十二萬美元。一九六二年常年 

方案內也列有相同的敷額。



第 四 章

新難民問題

-*般觀察

七七. 檢討期間，高級專員依照大會決議案一五 

0 0 〔十五)及一六七二 C十六）繼續處理在摩洛哥及突 

尼西亞境內阿爾及利亞難民問題，並根據決議案一一 

六七（+ 二），一三八八〔十四）及一四九九〔十五）所授 

權力，對於新難民團體繼續予以襄助。高級專員也需 

要處理在非洲的幾件新難民的情勢，包括在剛果（利 

奥波德府)十五萬左右難民，在多哥蘭六千左右難民和 

來自盧安達爲數約爲十三萬五千分散在坦千伊瞎、烏 

干達、鳥隆提和剛果(雷堡市)基阜省內難民的問題。

七八，高級專員在處理新難民問題上採取行動的 

根據是：本辦事處的規程，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案，特別 

根據決議案一六七三( 十六）,大會在該案內，除其他事 

項外，請高級專員爲由他居間襄助的難民推行工作。高 

級專員受請積極予以注意的新難民們大體都需要物質 

協助。

七九. 在毎個事件中，高級專員可能應請去促成 

在或規模勢必不大的方式下提供的國際援助的程度， 

必須依着問題的範圍與性質，庇護國的資源和高級專 

員根據居間襄助的任務，在事實上有無可能採取有益 

行動来研究。在這些任務的範圍中，高級專員的主要 

貴任是使有關問题得到了解，設法取得所有可能方面 

的支持並成爲財物和其他捐獻的一個媒介。

八0 , 高級專員處理新難民團體問題的目的與處 

理以往難民問題一樣，那就是儘可能迅速促成他們的 

問題的永久解決，也就是說在事實上協助難民靠就地 

安挿而自立，除非他們有囘籍或重行定居的可能。

八一.高級專員認爲最重要是在計劃永久解決 

時，一方面要顧到解決人道方面的問題，同時又要有益 

於庇護國的經濟與社會進展。可是反過来說，又應努 

力鼓勵難民居留國改善國內一般生活的狀況以便使難 

民問題能在這個國家的社會發展範圍內有得到解決的 

較廣基礎。高級專員就是抱着這個目的而想利用聯合 

國及其專門機關在關係各國裏所支助的技術協助計劃 

下給予難民們的各種可能機會。

八二.事實上遇有以一個新問题提請高級專員注 

意時，辦事處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先調查問題，以便決定 

所需要的是那種解决，需要得到的是那種支助。然後， 

庇護國政府，高級專員辦事處和遍當的聯合國其他機 

關就可以在互相感商之下擬定一個行動計劃。關於這 

類計劃的實施高級專員並沒有可以蓮用的工作機構所 

以在必要時他一定促成一個或一個以上的組織負起工 

作機構的責任。

A 三.高級專員辦事處任務的某些方面是使所有 

參加者的工作務必協調與各項發展完全配合使不可少 

的需要得到邁當的满足，喚請各國政府注意可能出現 

的任何特別需要，並在必要時提供意見。這使得高級 

專員要派辦事處職員到關係地區去並且在某些情況中 

指派一位通常是駐留在難民庇護國裏的特派員。

八四.在已經提請高級專員予以注意的若干新難 

民情形中，高級專員辦事處從中襄助的工作必然是有 

限的，只能提供有限的援助，對香港大規模難民問題的 

援助就是如此。在其他情況中，高級專員對於援助難 

民工作所需要的推動力，可以從中激進時，辦事處總是 

在資源有限之下負起有益的任務。關於非洲的某些新 

難民問题，大都份由於幾國政府和各志願機關大量捐 

輸規款與實物，以及聯合國和它的一些專門機關所作 

的捐助，爲緊急救濟和就地安頓兩事算資都有了着落。

八S . 在沒有款項的捐助或等待收到這種捐助的 

時期中，高級專員辦事處必須能動用自己的一鄧分款 

項或先行擔保等到有必要的款項或支援時爲止。

八六. 由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六二年四月 

一曰已向高級專員辦事處捐助或承允捐助作爲援助新 

難民之用的款額總計五十二萬七千一百七十一美元， 

同時由高級專員辦事處緊急基金項下撥出的款額爲七 

萬一千美元，由辦事處郵票計劃所得撥出的款項爲三 

十五萬三千一百零五美元，所以總額共計九十五萬一 

千二百七十六美元。

八七.目前很難估計現有的協助資源中還有多少 

可以在一九六三年中供作救濟新難民之用。高級專員



後照他們處理問题的經驗而向專員方案執行委員會提 

議由一九六三年輔助救濟方案的一百四十萬美元中撥 

出七十萬美元作爲救濟新難民的款項。委員會討論的 

經過及關於此事的建譲，參閱列爲本報告書附錄的委 

員會第七届會報告書。

摩洛哥及突尼西亜境內阿爾及 

利亞難民的救濟方案

八八.高級專員辦事處與紅十字會聯盟的聯合工 

作在檢討期間仍舊繼續推行，每日在摩洛哥及突尼西 

亞境內分發約三十萬的糧食定量分配共計需款約爲八 

百萬美元，包括據估計所需用的現款二百三十萬美元。

八九. 聯合工作遺和以往一樣，包括使受救濟的 

難民毎人每日領到共計一千五百四十卡路里的基本糧 

食配給以及楼子、衣着和帳蓬的一個方案。根據一個 

另外的補充方案，在突尼西亞境內設立了一百個牛奶 

供應站，在摩洛哥設立了六十四個供應站，每日前往的 

兒童有九萬以上。在同一方案內又設立了服務處和湯 

的供應站以額外的食物供給兒童，醫藥的照料則靠爲 

補充摩洛哥和突尼西亞雨政府所供給醫藥設施而設立 

的藥房與固定及流動診療隊負責。服務處內也有初級 

敎育的設施。

九0 . 檢討期間內難民們的键康情形大致可稱满 

意。但是由於他們生活的環境和所得到有限的酣給，對 

於他們不得不特别小心繞能防止疾病流行，要保持兒 

童們的健康尤其不得不小心。

九一.紅十字會聯盟原定於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 

曰結束其對阿爾及利亞難民的援助方案，但在與高級 

專員辦事處搞商後，決定在一九六一年內繼續這項聯 

合工作。聯盟理事會於一九六一年十月所舉行的會譲 

中决議延展這項聯合工作至一九六二年六月三十日, 
並可能再予延展。決議時所具有的一項明白琼解是:辦 

事處繼續負責爲救濟工作中要靠现金捐助去從事的工 

作壽資。

九二.高級專員在一几六一年初向高級專員方案 

執行委員會各委員國政府呼織捐獻基金以便工作可以 

繼續。這項呼績後來也推及聯合國所有會員國及專門 

機關成員國政府。因爲許多政府對這項呼鐘都有良好 

的響應，一九六一全年及一九六二年前幾個月的工作 

費用都有了着落。經由辦事處捐助一九六一年聯合工 

作的款項爲二百十七萬八千一百十六美元（至一九六

一年+ 二月三十一曰止）,其中有價値四萬五千七百二 

十美元的實物捐獻。

九三.經執行委員會第六屆會核准的一九六二年 

業務預算中規定繼續的救濟工作的規模，大致與一九 

六一年相同。爲了工作可以連續不斷起見，預算是以救 

濟工作在一九六二全年中都要繼續的假定爲根據。一 

九六二年工作所需的估針總額爲八百三十三萬一千五 

百美元，其中所需的實物捐輸計値六百十五萬五百美 

元，所需的现金捐助爲二百十八萬一千美元。這個預 

算是以雨國內需要總數爲三十萬的配給爲根據。爲了 

顧到一九六二年遣送同籍有可能成爲事實起見，由二 

百十八萬一千美元總額中撥出二十五萬美元作爲特別 

緊急儲備金。

員:
九四. 大會在決譲案一六七二(:十六）內請高級專

" ( a )與紅十字會聯盟合作，繼續其現時行 

動，直到此等難民旧返家鄉爲止；

" ( b )使用其可用之手段，以助使此等難民 

有秩序囘返家鄉並考慮可否於必要時便利一俟情 

形許可卽在本國重新定居；

"C e )堅持努力，以求獲得使其能完成此項 

任務之資源。"

九五. 在編造本報告書時，高級專員的一位代表 

正參加由埃維陽協定婦約國所設置的遣送委員會工 

作，同時遣送難民囘鄉的計劃也已擬就。

非洲其他各地的難民

九六.在檢財期間專員辦事處也接到請求處理非 

洲不同地區中的三個個別難民問題。

劇系C雷堡市)境内安齊拉難民

九七. 一九六一年五月間剛果政府( 雷堡市)請高 

級專員對於當時由安哥拉來到下剛果地區約六萬的難 

民予以援助。在對情勢予以初步的調查之後，辦事處 

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間指派了一位特派員以便就問題 

向剛果政府( 雷堡市)提供意見，及便利剛果當局，聯合 

國剛果辦事處，紅十字會聯盟以及各志願機關間的協 

調與聯絡，並且協助各機關實施解決此種難民問題的 

遁當方法。到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時難民增加到十寓， 

到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據估計難民數目到了十五萬



之數。大會在決議案一六七一( + 六）內請辦事處繼續 

從中襄助爲安哥拉難民問題謀求解決。

九八，由最初起就有的問題是照料與維持難民的 

生活。在一般監護與聯合國剛果辦事處的協助之下，特 

別是供給食物與運輸，紅十字會聯盟的剛果代表團在 

與國際慈善社，剛果新敎徒救濟處〔CPRA)及剛果紅 

十字會合作之下負起救濟的協調工作。在紅十字會聯 

盟代表的指導之下成立了一個協調委員會負責讓所有 

地區內難民都得到同樣的SE給與待遇。國醋慈善社負 

責 Madimba地區，Thysviüe的南部地區和Popu- 
kabaka內 Kimvula部分的責任；救濟處(ICPRA)負 

Thysviüe境內主要供給站和在同區北部採取救濟行 

動的貴任，剛果紅十字會負Boma-Matadi和 Son- 
gololo境內的責任。志願機關的代表和地方圃體負貴 

在自己工作區內分發食构與藥品。

九九.由工作開始時起難民們就有自願囘籍的機 

會。那時遺決定在永久解決難民的問題以前，必須讓 

難民得到幫助儘可能迅速自食其力。由於他們都來自 

農業地區，因此給了他{門土地和所需要的種子與工具 

以便他們在下次牧割之後都能有充足的糧食。依照上 

列"一般觀察"項內摘要陳述的政策考慮，聯合國剛果 

辦事處在剛果C雷堡市）已經建立的基層結構都在可能 

範圍內儘量用於救濟方案和就地安頓難民。多數難民 

都得到够應付自己需要的收割所以救濟方案在一九六 

二年初就可以停止了。但是高級專員辦事處仍舊密切 

注意各種發展。

- 0 0 .  一般說來，難民們的健康都還稱满意，沒 

有流行病或嚴重營養不良的情形。衞生組織一直注意 

難民健康的情形，供給醫生和醫藥協助則由紅十字會 

聯盟負責。

一0 —.辦事處已規定以十萬美元充作紅十字會 

聯盟協助安哥拉難民工作的費用。其中雨萬五千美元 

已經用於購買車輔，以供聯盟蓮輸救濟品之用。其他 

蓮輸方面的需要則由聯合國剛果辦事處供給。

一0 二. 在剛果的十五萬安哥拉難民，到一九六 

二年四月一日時，仍舊是那麼多沒有什麼變動。關於 

自願囘籍一事雖然供給便利，但是難民們並沒有大規 

模的移動。另一方面湧入的新難民數目也有限了，根 

據推測，到現在爲止今年新來難民的總敷在五干以下。

一0 三.在編造本報告書時已見明顯的是在剛果 

的大多敷安哥拉難民都已能維持自己的生活，所以需

要援助的只是情形特殊的難民，因此援助的規模也縮 

小了許多。仍需特別注意的是食物的供應和難民的一 

般键康狀況。在區內工作的各園體已開始供給難民兒 

童的敎育設施並且在與文敎組織合作之下實施進一步 

推行這種敎育的計劃。

族齊境内的難戾

一0 四.多哥政府於一九六一年三月間先請聯合 

國嗣後又請高級專員注意其境內的難民問題，並睛求 

國際援助這些難民。到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時， 

多哥政府在境內予以庇護的難民約有六千人。截至目 

前爲止，在多哥的難民多數都是由當地居民供給住屋 

及食物，辦事處的主要工作只在於促進這些難民就地 

安頓的一個計劃。

一0 五.但是多數難民都往在多哥人口觸密和 

就業相當不足的地區內。因此就地安頓的機會就有限 

了。

一0 六.技協局和幾個專門機關正在與多哥政府 

合作草擬各項發展計劃。在多哥的某一個地匿裏實现 

這類計劃可能有利於難民以後在這一區內安頓下來， 

他們會與多哥居民一樣享受到這類計劃的福利。

一0 七. 依照高級專員的提譲，紅十字會聯盟與 

多哥紅十字，商妥一個臨時緊急救濟的方案在這個間 

隔的期間內行用。在這個方案下，難民得到曰常的食 

物，衣着和藥品。辦事處已撥出兩萬二千五百美元幫 

助開支紅十字會聯盟供給這種援助的費用。

盧安達赖戾

一0 八.坦干伊瞎政府於一九六一年十月間請求 

辦事處協助處理境內盧安達難民的問題。爲了響應這 

項請求，高級專員派遣代表一人前往調查並就問題具 

報。這位代表爲要了解整個問題也與烏干達政府及盧 

安達烏隆提管理當局取得聯絡。高級專員在這項初步 

調查之後指派了在東非的一位特派員襄助坦干伊略政 

府執行其協助難民的計劃並在必要和經其政府請求 

時, 也在烏干達執行同樣任務。

一0 九. 此外，高极專員辦事處指派在剛果〔雷堡 

市）的特派員也接獲剛果政府的請求，並已開始向剛果 

政府提供有關如何處理基阜省內盧安達難民問题的意 

見。

— . — .{- 0 . 到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散在 

靠近盧安達各地區內的盧安達難民約爲十二萬三千



人。到一九六二年四月一日，難民數目增至十三萬五 

千人，其中五千人在坦千伊瞎，三萬人在烏干達，四萬 

人在鳥隆提, 六萬人在剛果（雷堡市）基阜省。多數難 

民以往在盧安達都是大地主和養家音的人。

 . 所有關係政府都庇護這些難良。坦干伊

檢和鳥干達雨政府設置了收容所並且行用緊急救濟方 

案来供給難民的急需。在這個方案下，難民暫時都得 

到住所、食物與醫藥服務。現在正努力幫助難民自 

立。兩國的當局以土地、工具和種子供給難民以便他 

們就地安居下来。

一一二.坦干伊嗔及鳥干達兩政府在這批難民入 

境以前，就有本國人民遭遇乾旱和儀荒的問题,所以感 

覺很難爲救濟方案維持充分的供應，因此需要國際協 

助。幾國政府和志願機關都已捐獻了現金，剩餘的糧 

食和藥品。此外，辦事處也撥出了五萬美元充作對於 

這些難民的緊急援助之用。

一一三，在鳥隆提，政府與管理當局負提供緊急 

救濟的全責。許多難民現在都由志願機關與團.體照管 

供給飲食和撞子。

一一四，在剛果C雷堡市）的基阜省裏難民面對儀 

荒的危險，所以辦事處與紅十字會聯盟合作，開始推行 

與爲安哥拉難民所行用的一個相同的緊急援助方案。 

剛果辦事處、兒董基金會、紅十字會聯盟和其他各志願 

組織都提供了大量供應。

一一五. 在基阜也與在坦干伊嚷及烏干達一樣， 

難民也有機會在領到的田地上安居下去。

一一六. 遣送囘籍的設施已經建立了，但是在編 

製本報告書時還沒有大量囘返盧安達的跡象。

亜洲的難民

番港的中國難民

一一七，高級專員在提送大會第十六届會的報告 

書中說過》大會在決議案一一六七(rf‘二）內授權高級 

專員居間盡力鼓勵洽商捐輸辦法"，援助在香港的中 

國難民。到一九六二年四月一日時捐助的總額爲九十 

K 萬一千三百六+ 二美元，包括自一九六一年一月一 

曰起所捐的四十五寓七千五百三十四美元；這筆款項

經由辦事處轉交香港政府作爲援助計劃之用。此外，其 

他政府和志願機關，特別是在世界難民年的範圍內，也 

都有直接的捐輸。負照管難民全責的香港'政府，正使 

用大筆款項, 促使難民在經濟與社會上就地安頓下來。 

辦事處在高級專員方案執行委員會第三及第四屆會时 

論這個問題之後，設置了一個小量補充周轉基金，供作 

救濟這類難民中有限一部分人之用。這項基金到一九 

六一年+二月三十一日已獲五萬一千六百八十八美元 

的捐款，其目的爲個別借款給要經營工藝行業和需要 

醫療與往屋的一些難民。

—— 八.現在也在考慮中的是把有限數目的中國 

農民家庭，董行安頓在拉丁美洲,譲他們在那裏可以自 

成一■個農業社區。

尼泊甫境内的西藏雜戾

■ I .■達 I h *■•*九. 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自從一九六0 年六 

月以来一直積極注意這個問題。由於紅十字會國際委 

員會的請求, 辦事處從中襄助;》便利援助這些難民的工 

作。在一九六0 年七月至一九六二年四月一日的時期 

中，經由高級專員辦事處捐作援助這些難民之用的款 

項總計十五萬一千四百九十三美元。紅十字會國際委 

員會仍有的一個厳重問题是如何得到必要的款項來 

實施爲這些急待救濟難民所訂的緊急救濟方案和在 

Dhor Patan就地安頓的計劃。

一二0 . 辦事處正在推行同於已在丹麥、德意志 

聯邦共和國、法蘭西、挪威、瑞典和瑞士各國境內由政 

府及非政府方面予以捐獻而推行的那一種計劃，来敎 

育和訓練靑年的西藏難民。辦事處由辦事處及工眼處 

郵票計劃所得的款項中捐出二萬美元撥作救濟在法國 

的一些西藏難民兒童之用。

束辅寒境内的賴戾

一二一，檢討期間，高級專員繼續注意柬墙寨境 

內一萬難民的問題，其詳情曾於大會第十六屆會時具 

報。大家想必記得辦事處應束浦寨政府的請求，對情 

形予以調查，並由緊急基金中提出價値等於一萬美元 

的援助，供給柬墙寨政府。比利時政府另外捐助八千 

美元，由辦事處轉交柬浦寨政府，作爲救廣此等難民之 

用。



第 五 章

辦事處工作的壽資

一般觀察

一二二，辦事處各方案的經費與以往各年相同， 

都是靠政府與非政府方面的志願捐助，在必要時也由 

緊急基金中撥出。

一二三. 已徽、已認捐及承諾的捐款作爲辦事處 

一九六一年方案及援助在其予以襄助決議案內難民之 

用的款項以及其他雜收，至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曰止，總額爲七百九十八萬四千六百十四美元,其詳情 

分列如下：

(美元）

政府捐款......................................................3,937,864
非政府捐款..................................................2,263,772
雜收及承諾捐款...........................................1,782,978

總計 7,984,614

一二四. 世界難民年^ - 九五九/ 一九六0 )的影 

響，在檢討期間仍在政府與非政府的捐款上反映出來。 

由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九年〔道是在難民年開始之前） 

每年平均有二十國政府捐款。在一九五九年間捐款的 

政府增爲四十二個。一九六0 年捐輸者爲四十一國政 

府，一九六一年有三十八國政府。

一二五. 一九六一年各國政府捐款總額與一九六 

0 年來比較，雖然是減少了許多，但是與世界難民年開 

始以前的數額來比, 仍舊要高些。

一二六. 一九六0 年非政府的捐輸打被了以往的 

紀錄，比政府的捐助多三分之一。到一九六一年就減 

少了許多，不過這是在意料中的。雖然如此，一九六一 

年非政府的捐助仍然很可觀，佔政府捐助總額的百分 

之五十以上。

一二七. 辦事處在世界難民年期間與許多非政府 

組織所樹立的密切關係可能有很久遠的價値。這許多 

組《雖然有許多都是因難民年而設立的暂時性委員 

會，但是有些仍在某種方式下繼續存在,辦事處在一九 

六一全年中都遺能與其承繼組織或其組成園體維持彼

此間的關係。一九六一年政府與非政麻方面的收入都 

因辦事處與工娠處聯合舉辦郵票計劃的收入而有墙 

加，這筆在一九六一年可供用的收入爲八十七萬四千 

七百四十四美元。

一二八. 世界難民年的一個主要目標—— 集中注 

意難民問題並鼓勵額外的捐輸作爲解决難民問題之用 

—— 可以說是達到了，並且遺成爲一種標準。還有，在 

政府與非政府捐輸中愈見顯著的一種趨勢是指定所作 

的捐助要用於援助新的難民團體。

爲尚級專員辦事處一■•九六一年常 

年方案震資

一二九，高級專員方案執行委員會所定的六百萬 

美元目標雖然未能達到，但是最後可供用款項的總額 

也到了五百八十六萬四千零八美元之數。不過這個數 

額所包括的不只是政府已缴與已認捐和私人已捐助的 

款項，也包括一九六0 年轉來的一百多萬美元和償還 

與調整的款項四十餘萬元。可供蓮用的款項不及所定 

的六百萬美元目標一節，使得常年方案中某些鄧分不 

得不按照情形縮減。

爲高級專員辦事處一九六二年的 

援助壽資

一三0 . 三十一國政府對於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六 

日在紐約爲宣佈對難民方案認捐而舉行的專設全體大 

會委員會時宣佈要對高級專員辦事處一九六二年方案 

捐助。一九六0 年認捐會譲時認捐政府有三十個，一 

九五九年有二十八個。

一三一，到一九六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時，對高級 

專員辦事處一九六二年方案已捐、認捐與承諾捐助的 

款項爲四百零九萬八千八百零五元。在這個數額中， 

三百二十四萬四千三百十美元是後列各區內政府的捐 

助 :非洲〔五) ,美洲(二 ) ,亞洲(六) ,歐洲(十七)及大洋 

洲(:一)。另外四十五萬一千四百四十八美元是非政府 

組織已繊、認捐與承諾捐助的數額，其餘的四十萬三千



四十七美元是:（a)由辦事處與工娠處合辦郵票計劃所 

得提出的捐款(三十一萬五千八百零八美元）及Cb)雜 

項收入（利息與償還的貸款共計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九 

美元）。

一三二. 在四百零九萬八千八百零五美元中撥作 

高級專員一九六二年常年方案的款項爲二百六十八萬 

五千美元，高級專員方案執行委員會於第五屆會時爲 

這個方案所定的目標是五百萬美元。所餘的一百四十 

一萬三千美元左右，包括撥作辦事處與紅十字會聯盟 

援助阿爾及利亜難民聯合方案之用的八十七萬九千美 

元和救濟新難民之用的三十萬四千二百八十六美元。 

由上述數字顯然可以看出要想達到高級專員辦事處一 

九六二年常年方案的五百萬元目標還需要捐得大量款 

項纖行，而且要想維持现對在從中襄助決議案下新難 

民圃體的協助情形，就需要其他捐輸。

一三三. 在編製本報告書時很難預測阿爾及利亞 

難民問題究竟還需要多少款項。

一三四. 不過要顧到的一件事是通常對辦事處總 

予以財政支助的若干政府，都還未宣佈它們一九六二 

年預備如何。现在所希望的是在世界難民年內第一次 

提供捐輸的各政府都能繼續捐獻，以前沒有捐助過辦 

事處的政府也可以因爲高級專員任務地區加廣而開始 

捐輸。

一三五，在非政府方面，還需要從事新努力以鼓 

勵新捐輸，供作辦事處方案的經費，因爲卽使政府的捐

助能與一九六一年的數額差不多，也都不够爲一九六 

二年擬定方案的實施之用。

緊急基金

一三六. 到一九六一年一月時緊急基金中所餘未 

規定用途的款額爲三^^一萬四千九百零五元九角三 

分。一九六一年間基金所積累的款項爲二十萬七千二 

百元八角二分，由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 

日積累的數額爲七萬四百十二元七角九分，共計爲二 

十七萬七千六百十三元六角一分。

一三七. 由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六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由基金中開支的經費與債務共計七萬九百 

六十元二角。這筆款項包括一九六一年四月救濟柬塘 

寨境內難民之用的一萬美元和指定援助剛果( 雷堡市） 

境內安哥拉難民的六萬一千美元，並且也把前一年取 

銷的三十九元八角債務計算在內。

一三八. 因此，到一九六二年三月三+—日可以 

動用的款項計有五十二萬一千五百五十九元三角四 

分。根據大會決議案一一六六^|‘二)的規定緊急基金 

以五十萬元爲限，所以餘下的雨萬一千五百五十九美 

元卽列入暫記帳內。

一三九. 列入緊急基金中多數的款項都是償遺住 

屋的貸金。因此高級專員向他的方案執行委員會提譲 

不需要用來維持基金五十萬美元限度的款項，很可以 

遍當地撥充難民住屋之用，列爲本報吿書附錄的執行 

委員會第七届會報告書中對這事有較詳細的解釋。

第 六 章  

其他工作

與其他辦事處及機關的關係

一四0 . 高級專員在執行現行任務與處理新難民 

問题雨方面都繼續得到其他機關最有價値的合作。

一四一. 正如本報告書第四章較爲詳細陳述的一 

樣，聯合國各技術協助部門及各專門機關的有益支助， 

價値曰漸增加，尤其因爲本辦事處應請需在這些機關 

實行建設援助方案的各地區內推進對於難民的救濟， 

這類支助就更爲有價値了。在這方面，特別應該提一

下聯合國剛果辦事處，該處以本身的供應提出充作實 

行救濟安哥拉難民方案之用，後來又以供應作爲救濟 

盧安達難民方案之用。兒童基金會對爲非洲各不同園 

體難民所實行的救濟方案提供大量捐輸，贈送了大批 

食物( 包括牛奶）、衣着、毛楼及帳棚。衞生組織所提供 

的協助是就有關健康的問題，向辦事處及非洲境內難 

民的庇護國當局提供意見，並且還在某些地區內予難 

民以醫藥照料。在多哥蘭，衞生組織以及糧農組織，勞 

工組織及技協局正就建設該國某一地區的一個廣泛計



劃合作，使難民們以後有機會在這個地區裏安頓下 

來。

一四二. 文敎組織在刊印有關難民問题的小冊與 

敎育資料方面以及攝製紀實片和編製廣播稿上再度與 

辨事處密切合作a
一四三，以往勞工組織一向都在國際保護方面， 

尤其是在社會安全保險事項上與高級專員辦事處合 

作，並且遺以實際協助給予辦事處，設法通知避難的海 

員他們在一九六一年間生效的有關避難海員協定的規 

定之下,可以享受什麼利益。

一四四. 歐洲的政府間區域組織在高級專員辦事 

處各方面的工作上，繼續沾有極爲重要的地位。歐移 

委會仍與以往一樣負貴蓮輸離開歐洲和遠東前往他國 

重行定居的難民。歐洲理事會及其處理本國難民及過 

剩人口問題特派代表都以非常可貴的支助給予本辦事 

處以便在歐洲就地同化的範圍內改善難民的地位。爲 

了這事，高級專員辦事處曾與歐洲經濟聯盟諮商，同時 

與歐洲經濟合作組織所擬定的辦法也由其承繼機關經 

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承接過去。

一四五，高級專員辦事處也與實行爲歐洲舊"難 

民所規定的高級專員辦事處常年方案主要部分的許多 

國家及國際志願機關維持密切關係，其中一些機關也 

在爲大部分在非洲的新難民團體所實行的救濟方案上 

擔任主要任務。在這方面應講特别提一下紅十字會及 

紅新月會聯盟，這個組織在非洲各地爲難民推行各種 

方案。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仍繼續其償値重大的人道 

工作, 亞洲某些難民團體之所以得到救濟，都是由於這 

個機構的組織與推動所致。

一四六. 此外在較爲廣泛的方面，高級專員辦事 

處也與非政府的各組織及其代表圃體，卽爲難民工作 

的志願機關常務會議，維持密切的聯絡,這個機構在今 

年年初與關心移民問題的非政府組織合併成爲一個新 

圃體, 名爲志願機關國際理事會。

一四七. 高級專員對於所有國際及政府間組織以 

及各志願機關對他的工作給予價値無比的幫助，深爲 

感謝，並且在今後大部分還要靠這些機構繼續支助來 

爲歐洲的舊 " 難民諶求永久的解決，和使新難民園體 

迅速得到有力的援助。

新 聞

一四八. 高級專員在檢討期間新聞工作方面的雨 

個主要目標是保持由於世界難民年所引起對於難民問

題的注意，並使各國政府，各種組織及各地人民，都知 

道高級專員辦事處现時的工作。在與聯合國新聞部門 

及其他組織合作之下，高級專員辦事處利用了一切可 

供用的新聞媒介，包括電視、無錢電廣播以及展覽，來 

表明難民的不幸境遇和解決他們的問題所可採用的辦 

法。關於援助"舊" 難民的問題,高級專員辦事處也設 

法解釋了爲什麼把重心由結束難民營轉移到供給住在 

營外傷殘難民的需要上去。辦事處也設法解釋根據從 

中襄助各決譲案的規定，它自己在處理新難民團體上 

所負的任務。

一四九. 在計及阿爾及利亞難民有囘歸原籍可能 

的情形之下，高級專員與紅十字會及紅新月會聯盟合 

作並由摩洛哥及突尼西亞當局予以協助攝製了 '，Man 
is to M an"的影片，叙述阿爾及利亞難民的境況和在 

聯合救濟工作之下所採取的援助辦法。這部影片由全 

世界各電視臺以英、法、西班牙及阿拉伯語予以放映， 

並經由各國內紅十字會、紅新月會及紅® 與紅太陽會， 

予以更廣的傳佈。

一五0 . 遵依高級專員方案執行委員會第五届 

會的建譲，高級專員壽辦並鼓勵慶祝南生（Fridtjof 
Nansen)百年誕辰,詳情見後節。

南生 (Fridtjof Nansen)百年誕辰

一五一，遵依上述建議，高級專員與聯合國所有 

會員國政府及各專門機關成員以及各關係非政府組織 

聯絡商洽。世界各地許多國家都有很熱烈的響應以新 

聞、無線電廣播及電視喚起民衆注意南生百年誕辰及 

高級專員的工作。許多國家的首都裏都舉行公開儀式 

紀念百年誕辰。奥斯陸及聯合國會所於十月十日南生 

生日的那天分別舉行特别紀念儀式。特别努力去作的 

一事是靠分發敎育資料與在許多國家裏舉行談話來引 

起學齢兒童與靑年人注意南生的畢生事績與成就。

授 予 一 九 六 年 度 南 生 (Nansen)動章

一五二. King O lav五世爲難民問題服務特著 

勞績，獲得一九六一年度南生動章。在授予動章時，南 

生動章授予委員會盛讚King O lav在挪威倡導世界 

難民年運動時鼓舞羣情以身作则的領導行動。

一五三. 在挪威政府邀請之下，由高級專員爲主 

席的南生動章授予委員會於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在奥 

斯陸舉行紀念南生百年誕辰的特別儀式中將動章授予 

King Olav 陸下。



附 件

附件查 

全面統計

表 臺

在一丸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曰持認爲在聯合國雜民事宜高极尊員任務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圍内之難戾分伸情形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在地 人 數

歐洲.........................................................................................  820,000
中東.........................................................................................  7,400
遠東.........................................................................................  4,200
其他地區.........................................................................................500,000

略計總數 1,330,000

表

☆ 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在若千欧洲國家内a 雜戾

情勢之一般發展

人 數

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在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貫辦事處任務範圍內

之難民約計..................................... :...............................................540,000
新到難民.............................................................................. 5,500
已在"新難民.......................................................................3,500
自然增加.............................................................................. 1,100

埃 加 總 計 10,100

已遣返者.......................................................................  1,500
已歸化者............................................................................ 20,000
已移殖者.......................................................................  9,000

减 少 總 针 30,500
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辦事處任 

務範圍內之難民約計.......................................................................520,000

a 奥地利、法蘭西，德國，希服及義大利。



表 奏

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及一 Al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某些地Tg中来接

安置之難戾分你情形

— 九I六—•年十二
所在地  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 月三十— 日

歐洲a ......................................... 80,000 56,000
在難民營內............................ 15,000b 8,500e
在難民營外  65,000 48,000

中東................................................ 2,800̂  2,600
遠東................................................6,800 4,200

____________________ 略計總數 90,000______________ 65,000_________

a 包括新匈牙利難民在內。
b 包括在高級專員辦事處結束難民營方案下有獲援助資格的難民一萬七百名。 

e 包括在高級專員辦事處結束難民營計劃下有獲援助資格的五千七百二十五人。 
d 改訂的數字。

附件戴 

國際保護

A . 有蘭雜民之國除丈書 

—九 五 年 關於 難民 地位 之公約

一 . 在檢討期間，又有三國成爲一九五一年公約 

歸約國：阿根廷、哥倫比亞及土耳其。前爲法屬領土但 

於新近獨立的下列四國已正式向秘書長提送宣言宣佈 

各該國認爲本身都受該公約的拘束：略麥隆、達荷美、 

象牙海岸及奈及爾。

二 . 敎廷现在已將當初批准公約時宣佈第一條A 
節"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前發生之事件" 字樣應作"一 

九五一年一月一日前在歐洲發生之事件"的解釋推廣 

範圍，作爲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前在歐洲或其他地方 

發生之事件"解釋。瞎麥隆政府也作同樣的聲明。

三.瑞典政府業已通知越書長撤囘該政府於批准 

公約時對第十四條所作的保留a 這條是關於藝術權利 

與工業財産的。

四，現已批准或加入一九五一年公約者正式向驅 

書長聲明認爲本身受公約拘束者計有後列三十四國： 

阿根廷、澳大利亞、奥地利、比利時、巴西、P客麥隆、哥 

倫比亞、達荷美、丹麥、厄瓜多、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法 

蘭西、希腹、敎廷、水島、愛爾蘭、以色列、義大利、象牙 

海岸、列支敦斯登、盧森堡、摩納哥、摩洛哥、荷蘭、紐西

蘭、奈及爾、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突尼西匪、土耳 

其、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及南斯拉夫。

一九五七年闕於避難海.員之協定

五.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批准了這個由於荷蘭政府邀請而通過並且由這個政府 

負責存放的協定。這是簽字國中的第八個與最後的一 

個批准國，因此協定就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開始生效。下列爲協定稀約國：比利時、丹麥、德意志 

聯邦共和國、法蘭西、摩納哥、摩洛哥、荷蘭、挪威、瑞典 

及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六.聯合王國把已批准的協定推及後列英屬領 

土：英屬宏都拉斯、多明尼加、福克蘭羣島、斐濟、岡比 

亞、吉爾柏特及埃里斯羣島、格萊納達、牙買加、茅利夏 

斯、聖海利納、聖文森特、塞歇爾羣島及所羅門羣島保 

護地。

七.勞工組織理事院於一九六一年十二月間通過 

一決議案促請筒非協定綿訂國的各政府加入，並建議 

船主及航海者組織廣爲傳播有關協定的資料。

八，辦事處派有特別顧問駐留荷蘭的分處對在鹿 

特丹的避難海員予以輔導。



• - 丸 年 闕於無H 藉人地位問趙之公約

九.幾內亜及馬達加斯加雨政府加入了上述公 

約。義大利議會也批准了這個公約。已經是公約掃約 

者有下列各國:比利時、丹麥》法蘭西、以色列》盧森堡、 

挪威、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及南斯拉夫。

-■九六一年有闕減少無国籍狀態之公約

一0 . 聯合國消除或減少將來無國籍狀態全權代 

表會議於一九五九年三月至四月在日內冗舉行，嗣後 

又於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繼續在紐約舉 

行。高級專員辦事處派有觀祭員出席這兩次會議並就 

在會議第二期會時討論的公約草案向秘書長提送評 

論。會議通過了有關減少無國籍狀態問題的一個公約。 

會譲的蔵事文件於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日簽字。

一一. 公約的目的在於減少無國籍的人數，尤其 

要使在出生時無國籍的兒童能有國籍。這個公約對於 

高級專員辦事處有重要性，尤其因爲它對在庇護國內 

難民兒童適用，否則這類兒童在出生時依法律來說是 

沒有國籍的。但是''無國籍"一詞的解釋未經公約予以 

規定，而目前確有許多人，在法律上也許不是無國籍 

者，但是並沒有實際的國籍，所以在事實上是無國籍的 

人；許多在法律上保持他們原來國家國籍的難民，爲了 

高級專員# 事處規程或一九五一年關於難民地位之公 

約內所陳述的理由而不能利用他們的國籍，道些難民 

在事實上就無國籍。公約中雖然沒有條款把在事實上 

無國籍的人包括在內，但是會議通過的決議案第一號 

稱：

"會議，

"建議應德可能視在事實上無國籍者爲在法

律上無國籍者以便使此等人士取得實際國籍。"

一二.公約將於第六個批准書或加入書交存之曰 

起雨年後生效。截至目前爲止業已簽署公約但需經批 

准者有下列各國：多明尼加共和國、以色列、荷蘭、大不 

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九五二年世界版權公約

一三.批准版權公約及第一號議定書將其福利推 

及習居於婦約國內難民者有下列各國：丹麥、尼加拉 

瓜、巴拉圭及瑞典。

一九五六年有闕自国外護取膽養之公約

一四. 批准這個公約的續有下列各國：智利與摩 

納哥。對於許多難民有重要性的這個公約現在有了二 

十個歸約國。

成護權宜言单案

五. 人權委員會於一九六0 ¥所通過的庇護權 

宣言草案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以一九六0 年七月二+  
五日決譲案七七二E(三十) 遞送大會。大會分別以一 

九六0 年十二月十八日決譲案一五七一(十五)及一九 

六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决譲案一六八二 (十六)將此項目 

的審譲展延至第十六届會及第十七屆會。

B. 赔供

- 九六 0 年十月五日德意志聯邦共和国政府與聯合国 

難民事宜高级專員所蹄結闕於對因國箱原因而受这  

害之人子以辟款之读定

一六. 正如去年向大會具報的一樣》高級專員辦 

事處內業已設置購償部門以便從事一九六0 年十月五 

日協定第二條的實施。

一七，爲確使在高級專員管理下基金的所有可能 

受益人都有提送申請的機會起見，高級專員在與賠償 

基金諮筒委員會—— 由志願機關，難民以及高級專員 

辦事處的代表們組成—— 疆商之後决定把提送申請書 

的限期展延三個月至一九六二年三月三^̂ 一■日止。至 

一九六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時接獲的申請書約爲四萬 

件。申請者中波蘭籍者約估百分之六十。提送申睛書 

者分散在五十餘國內。

一八，在審查申請書的工作上》高級專員辦事處 

得到各國及其他當局以及志願機關與難民組織的合 

作。

一九. 儘量努力去作的是設法從速分發基金，對 

於情形艱苦者予以優先。第一次的初步賠款在一九六 

一年六月間發出。關於計値二十五萬六千三百七十五 

美元的五百件賠款事件到了一九六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都作了決定，受惠的申請者大都住在澳大利亞、比利 

時、加拿大、法蘭西、德國、聯合王國及美國。

二0 , 高級專員辦事處的主要用意是在以個案的 

初步賠款，其總額最多不過二百五十美元，来對業經審 

查認爲合格的申請人迅卽予以援助。第二次也就是主 

要的賠款多少要看合格申請人的多寡，支付期定在一 

九六二年內。據現在推測，第二次賠款支付完畢時高 

級專員辦事處經管的基金大部分都會支付出去。第三 

次賠款擬於較遲的一個日期支付以便將基金中所餘款 

項，包括所生的利息寄雁受益人。

二一.實行賠償協定第一條的責任在於德意志聯 

邦當局。根據這條提送申請書的限期是一九六二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第一次的積極決定是在一九六一年+
二月間採取的。依照協定議定書的規定，高級專員辦 

事處正就一般問题及個別案件與德國當局合作實施譲 

定書。

德国的赔債法

二二. 高級專員辦事處Æ繼續就難民根據德國睡

償法所提出的要求而引起的各問題與邁當的德國當局 

合作，特别在條例規定需要證明難民地位的工作上協 

助各該機關。

二三.關於對賠償事項所擬制定的最後德國立法 

一事，高級專員辦事處與遍當當局取得聯絡以便確能 

保障難民的利益。

C . 入境及居留

二四，在高級專員辦事處參與旣定程序决定難民 

是屬一九五一年公約範圍或高級專員辦事處任務範圍 

內難民的那些國家裏，一九六一年間確定爲難民者有 

一萬六千人以上。這個數字包括由一個庇護國移往另 

一個庇護國的難民和新到的難良，或在居留國內居留 

有相當時日，規已被承認爲難民但僅係今年始正式承 

認有這種身扮的那些難民。

二五.高級專員辦事處在遇有根據公共法八六 

一六四八申請入美國的難民無法提出該法所規定的難 

民身份證件時繼續調查和證明申請者的難民身份。

D . 難戾在居留國之權利 

工作權

二六.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六日瑞士聯邦行政院 

頭佈法令一條准許凡在一九六0 年六月二十四日前獲 

准入瑞士永久居留的所有難民醫生、牙醫、藥劑師及獸 

醫參加瑞士國家考試，嗣後可以在端士開業與瑞士人 

從事醫薬業者完全平等。這條法令是依一九六0 年六 

月瑞士當局爲匈牙利難民所頒佈的一條相似的法令而 

来的。

社會安全保晓—— 务工組職所抹取的行動

二七.根據一九五九年勞工組織理事院所採取的 

一個決譲，勞工組纖會譲第四十五届會討論了在社會 

安全保險上國民與非國民平等待遇的問題，屆會係於 

一九六一年六月七日至二十九日在日內冗舉行。會譲 

全體一致核准社會安全保險委員會的報告書，其中主 

張就這個問题擬具一勞工組織公約及勞工組織建譲 

書。

二八.社會安全保險委員會全體一政決譲難民及 

無國籍人都應包括在這些文書裏。所以現在可以推測 

的是難民和無國籍人都有權在不需要互惠條件之下， 

在所有批准公約國家內享受與其國民同等的待遇，公 

約的通過勢必在勞工組織會譲第四十六屆會（一九六 

二)期間。

歸 兆

二九. 比利時就有關在剛果〔雷堡市)或盧安達烏 

隆提出生或居留的人的歸化問題，制訂了一條法律。根 

據這條法律，任何人，包括難民，自獨立之日起在剛果 

或比利時管理的盧安達烏隆提居留三年者都具有歸化 

的資格與在比利時境內居留者相同。此外,一九六二 

年二月二+八日所通過的新歸化法也有利於許多在比 

利時居留的難民兒童取得比利時國籍。

E . 難戾乏移動

三0 . 免除難民簽證之歐洲協定已由德意志聯邦 

共和國政府批准。協定的綿約者現有下列各國：比利 

時、丹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法蘭西、盧森堡、荷蘭、挪 

威及瑞典。

三一. 在批准免除難民簽證之軟洲協定時，德意 

志聯邦共和國取消了一九五七年對新匈牙利難民所規 

定的簽證需要。依照行用這項限制以前所通用的辦法， 

凡持有有效時期至少爲四個月的公約旅行义件的所有 

難民，包括匈牙利難民前往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三個月 

以下，都不需要簽證。

三二.美國當局並不頒發特別旅行文件給在美國 

居留的難民到國外去旅行，截至目前爲止這類難民只 

靠宣譬後所得的身份證去旅行。现在移民及歸化局對 

有意暂時出國旅行的永久居留外國人，包括難民，發授 

一種新的"重入美國許可證"。這個證件是一本小冊子 

使其他國家可以在裏面簽證。

三三，希膜和紐西蘭雨政府現在依照一九五一年 

有關難民的公約第二十八條的規定頒發難民旅行文 

件。某些最近批准公約的其他政府正在擬定辦法在本 

國內頒發這種文件。現在頒發公約旅行文件者有+八 

國，正式承認此種文件者外加三十一國。

三四.義大利政府已經頒發一種新的外國人旅行 

文件，特别給予在義大利境內而不在一九五一年公約 

範圍內的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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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匿

I
f

 

☆
麼

 

r -

件粗

 

s

參
：

i-

m
 

1

+

川

 

旧

 

H

1

♦

要

ê
f



............... 1,150
略针總數d 65,000

1,100
60,000

奧地利.................
遠東....................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法蘭西.................
希腹....................
義大利.................
拉丁美洲b ..........
中東e .................
摩洛哥.................
西班牙.................
突尼西亜.............
土耳其.................

6,500 3,000 ••

2,200 2,000 1,000
8,500 6,000 …

4,000 16,000 12,000
4,700 1,400 450
2,100 一 —

300 300 300
550 650 400
250 1,150 500
250 … • • •

1,100
30,000 30,000

500

500
2,000

200
1,100

4,500

註：三點(…)表示沒有數字。 
a 美國通逃人方案。 
b 只限於已查明者。

e 黎巴嫩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d不包括西班牙和突尼西蓝。

附件伍 

一九六年之收入與承諾捐助 a

( 以美元計算）

雜項收入
用 途  政府摘助 私人捐助 及承話指助 總计

A . 一九六一年高級專員辦事處經常方案....................... 2,605,097 971,842 494,391 4,071,330
B . 摩洛哥及突尼西亜境內的阿爾及利亞難 民................. 1,317,314 530,254 470,819 2,318,387
C . 限制用途基 金 ......................................................... 15,453 469,727 114,012 599,192
D . 在居間襄助決譲案下的援 助...................................  一 288,103 446,482 754,585
E . 匈牙利難 民............................................................  一 3,846 — 3,846
F . 尙待決 定....................................................................  一 一 30,073 30,073
G . 緊急基 金 ....................................................................  — — 207,201 207,201

總計 3,937,864 2,263,772 1,782,978 7,984,614

a 關於政府高級專員辦事處捐助的全部摘要參閱文件A/AC.96/163C高級專員辦事處輕管志願捐款臨時財政報吿)。關於私人 
捐助及承諧捐助，參閱文件A/AC.96/161(截至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向高級專員辦事處捐助情形的記述)。

附件肆

至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時某些國家內未獲安置難民的分列數字

〔暫定的估計）

國家或地區

一九>六0 年 
十二 /I三"f"

未 援 安 一i "後K 得 
置難民難民地位的 
之總數 人數

未後安置之"舊"難民

總数

可能靠美通逃 
人方棄a 或專 
.員已核准方素 
而安置的人數

所發人數
總數其中之傷殘者

. 0,000
4.200 
-5,000 
!2,000 

6,300
3.200

1,250
1,400

9,500
4.200 
.4,500 
!0,000 
6,100 
2,100

600b
1.20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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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高級專員方案執行委員會第七届會報告書 

(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四日至二十二日，日內冗) a

目 攻

段 次

第一 編 一般問題

寧言

届會開幕..................................................................................................... 一至六

通過譲程....................................................................................................  七

政府間組織的參加......................................................................................  八

非政府組織的諮商......................................................................................  九至一 0
厲食闕始特高极專員的陳迷...........................................................................  —— 至一四

大食，十六屬食所採的f于動...........................................................................  一五

第二編高級專員辦事處工作報告書

國際保護報告書.......................................................................................... 一六至二三

一九五九、一九六0及一九六一年度高級專員辦事處常年方案及前難民基

金方案截至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一日止之進度報吿書........................  二四至三七

關於難民重新定居的報告書.......................................................................  三八至四五

遠東工作報告書..........................................................................................  四六至四九

特別問题類難民精神衞生報告書................................................................  五0 至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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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及一九六二年對高級專員辦事處捐款情形................................六0 至六二

一九六一年度臨時決算..............................................................................  六三

新難民情形報告書......................................................................................  六K至七A
關於緊急基金的使用報告書.......................................................................  七九至八二

難民住屋情形報告書................................................................................... 八三至八六

第 三 編 高 級 ，員辦事處方案

對摩洛哥及突尼西亞境內阿蕭及利亞難民的協助.......................................八七至一 0 五

一九六二年度物質援助方案（新的和改訂後的計劃）................................... .......0六至一一0
一九六三年度方案分酣敷......................................................................................... 至一四二

頁次

附件臺. 高級專員方案執行委員會第七届會開始時高級專員的陳述.............  34
附件武. 副專員就新難民情形報告書所作的陳述..........................................  35
附件春. 届會結束時的各項陳述...................................................................  36

a 前作 A/AC.96/170 分發。



第 一 編 一 般 問 題

導 言

在會開幕

一.高級專員方案執行委員會於一九六二年五月 

十四至二+ 二日在日內冗萬國宮舉行第七届會。在任 

主 席 Mr. K. SalveseiK挪威) 宣佈開會。

二 . 委員會以口頭表決選出下列各職員：主席： 

Lady Tweedsmuir (聯合王國）；副主傅：Mr. H. E. 
Alaçam (土耳其）；報告員：Mr. J. Desy(l比利時）。

三 . 出席委員會屆會的所有委員如下：

澳大利亞

奥地利

比利時

巴西

加拿大

中國

哥倫比亞 

丹麥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法蘭西

希臓

敎廷

伊朗

以色列

義大利

荷蘭

挪威

瑞典

瑞士

突尼西亞 

土耳其

大不列顧及北愛爾蘭聯 

合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委6 瑞拉 

南斯拉夫

四，古巴、伊拉克、紐西蘭及葡萄牙政府派有觀察 

員列席。馬耳他主權敎團亦然。

五. 國際勞工組織、歐洲理事會、政府間歐洲移民 

事宜委員會及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也都派有觀祭員列 

席。

六.主席代表委員會歡迎最近奉派爲副專員的 

Prince Sadruddin Aga Khan。

通過議後

七，委員會通過下列議程：

一，選舉職員。

二，通過譲程(A/AC.96/150/Rev.l)。

三，高級專員的導言。

四，大會第十六届會所採的行動（A/AC.96/151)。

五. 國際保護報告書(A/AC.96/152)。

六.高級專員辦事處常年方案及前難民基金方案截 

至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進度報告書 

CA/AC.96/153 及 Â/AC.96/167)。

七. 關於難民重新定居的報吿書(A/AC.96/154)。
A . 遠東工作報告書(A/AC.96/155)。
九. 特别問題類難民精神衞生報告書（A/AC.96/ 

156)。
一0 . 法律協助報告書(A/AC.96/157)。
一一，新難民情形報告書O^/AC.96/158)。
一二. 關於緊急基金的使用報告書(A/AC.96/159)。
一三，對摩洛哥及突尼西亞境內阿爾及利亞難民的協 

助 OVAC.96/160)。
一四.一九六一年及一九六二年對高級專員辦事處捐 

款情形的節略(A/AC.96/161 及 A/AC.96/165)。
一五. 一九六二年度物質援助方案（新的和改訂後的 

計劃 XA/AC.96/164)。
- 六. 一九六三年度方案分配數(A/AC.96/162)。
一七. 難民住屋情形報告書(A/AC.96/166)。
一八. 一九六一年度臨時決算（A /AC.96/163及 A /  

AC.96/168)。

政府間組織的參加

八.委員會根據議事規則第三十八條將承繼歐洲 

經濟合作組織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列入政府間組織 

名單。

冲政府組織的鍵商

九，委員會備悉志願機關國際理事會的成立，從 

此以後，這個新機關便代替難民工作志願機關常務會 

議及關心移民問题非政府組織會譲。

一0 , 在聽取這個新組織董事會副主席的陳述 

後，委員會對各志願機關爲難民所作的工作，表示讚 

佩，並且希望執行委員會與常務會議間的友好關係遺 

能由志願機關國朦理事會及其成員組織繼續予以維 

持。

届會開始時高級專員的陳逾 ’

一一. 高級專員在届會開始時的陳述〔全文列爲 

本報告書附件毫）中摘要報告國朦協助難民工作的最 

近發展，特別着董高級專員辦事處所作的種種努力，第



一，先諶求解決"舊" 難民的問題，然後再依照大會爲 

"居間襄助" 所通過的各決譲案從事工作。高級專員 

也提到當時正在採取的遣送阿爾及利亞難民旧籍的步 

驟。

一二，有幾位代表對高級專員的陳述表示感謝。 

他們稱讚他的工作並同意他所提出的意見。

一三.瑞典代表也宣佈瑞典政府爲了響應高級專 

員的呼織也捐助四萬八千三百二+ 七元八角六分，作 

爲遺送阿爾及利亞難民之用。

一四，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代表說在德國境內非德 

籍難民的問题很可能在最近的將來得到解決，聯邦政 

府在由各州政府及境內各志願機關盛助之下，可以在 

最近的將來解決待決的問题。此外，由於世界其他部 

份的緊急需要，德國政府已決定把對高級專員方案的 

捐助由二十二萬美元增至三十萬美元。

大會第十六眉會所採的行動 

( 議 程 項 目 四 ）

一五.執行委員會仔細閱讀了高級專員就大會在 

第十六屆會時對高級專員辦事處工作所採行動提送的 

報告書CA/AC.96/151)。

第二編高級專員辦事處工作 

報告書

国際保遵報告書

(議程項目五）

一六. 在提出譲程的這個項目時，高級專員的代 

表說明對難民予以國際保護報告書(A/AC.96/152)的 

主要目的是在於說明高級專員在這方面工作的性質。 

他强調這類工作的人道方面並且指出除開一些一般性 

質的措施之外，每天都以大量的實際齒助給予難民幫 

他們解決面對的各種行政或法律困難。最後，他說明難 

民的國隙保護的主要目的。

一七，委員會對高級專員爲這事所提送的報告書 

表不非常注意。幾位發ê 人都贊同報吿書內所列的各 

項考慮並且着重說明他們認爲國際保護這項任務極爲 

重要，由於各主要援助計劃將吿結束，這項任務的繼 

續就更有必要了。

一八. 委員會留心地聽取了比利時、中國、義大 

利、瑞士》土耳其及聯合王國各代表就各該國業已或擬

採取的步驟來改善難民地位與情況所發表的言論。b諸 

如國內立法，雙邊或多邊協定及行政決定這類措施的 

用意都在於儘量使難民的地位與收容難民國家國民的 

地位相同，使他們能够S 固自己的社會與經濟狀況和 

加速他們的確實定居。

一九. 中國代表强調聯合國庇護權宣言草案對難. 
民的重要性並且希望高級專員繼續關切這事，對不論 

在什麼地方的一切難民都給予保護。

二0 , 爲答覆法國代表提出的一個問題，高級專 

員的代表說以後會向大會提送一個較爲完全的報告書 

包含有關難民所獲經濟及社會權利的詳情。

二一.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的觀察員通知委員會 

說，接替歐洲經濟合作組織的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業 

已決定保持軟洲經濟合作組織就工人包括難民的移動 

自由使能在各成員國內就業所作的決議與建議。

二二. 高級專員强調他對歐洲各種組織，如歐洲 

理事會及其各國難民事宜特派代表，歐洲經濟聯盟及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以及各該組織成員國政府所供給 

的支助，極爲重視。它們的協調行動特别能有在歐洲 

就地安置範圍內，便利歐洲八十萬左右仍在高級專員 

職務範圍內難民問题的永久解决。

二三. 最後，執行委員會備悉國際保護報吿書並 

對在這方面所獲之進展表示感謝。

—九■五九、— 九六0 及一九六一年度高級專.員辨事處 

常年方案及前難民基金方案裁至一九六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曰止之進度報告書

〔譲程項目六）

二四.在提出進度報吿書及結束難民營進展節略 

(A/AC.96/153 及 A /AC /96/167)時,高級專員代表

說在一九六一年內確實定居的難民有一萬二千人以 

上，所以由於高級專員辦事處的努力而獲安頓的難民 

自一九五五年来總計在五萬八千人以上。在這個數字 

中在居留國內安頓下來的難民將近四萬四千人，另有 

一萬四千三百人在其他地方重新定居，有些人得到援 

助志願囘籍。 一 九六一年間營內人數幾乎減少一半，卽 

減少了六千六百五十人。截至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曰還 

未替他們找到解決的六萬五千未安頓難民中有三萬左 

右將由現行計劃予以援助，其餘三萬五千左右的難民 

中，有些住在可以不靠國際協助自行定居的國家裏。

各項言論的撮襄載於第五七次會議簡要紀錄。



二五. 多數發言人對於爲M舊"難民問题謀求永久 

解決所獲的進展都表示欣慰。有些代表特別說明他們 

本國政府都很重視圓満完成結束難民營方案一事。

二六.委內瑞拉代表很高興看到一九六一年間所 

獲的進展，特別是在委內瑞拉境內以法律摄助給予難 

民這方面的進展。

二七，在辯論期閲有些人提出有關各方案某些方 

面的若干問題。這些間題及答覆詳載第五七次會譲簡 

要紀錄。

二八，澳大利亞代表要想知道有關上年轉来九百 

萬美元的情形, 卽至一九六一年終時，高級專員已指定 

其用途但並未支付的那筆款項。

二九.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代表說德國政府很關心 

本報吿書內第一六一段內所提爲數一百左右情形特殊 

的難民的問題，同時他希望這些難民能獲特別的注意。 

他也着重說明許多業已定居的外國難民是靠德國政府 

的援助。

三0 , 在委員會委員訪問希騰時任委員會主席的 

挪威代表，對希膨政府的招待，表示感謝，並且稱讚希 

騰境內爲難民所推進的工作。

三一，主席也覺得很高興重提她到希騰的訪問和 

在義大利與土耳其所獲的熱烈招待。

三二. 在討論期間，南斯拉夫代表發表了一項陳 

述, e說明南斯拉夫爲協助難民所完成的各項工作並且 

重提在一九六一年間，由於南斯拉夫、高級專員辦事處 

以及比利時》法蘭西與美利堅合衆國各政府聯合的努 

力 Gerovo的難民營已告結束。美國代表說美國政府 

和高級專員辦事處都捐款作爲在比利時境內董新安頓 

Gerovo難民之用，同時義大利政府也收容了這個營 

內的許多難民，法國政府正擬負責安置若干最近由 

Gerovo移往沙格萊伯附近的難民。

三三，比利時代表通知委員會說協助難民重新定 

居的各志願機關也願意爲難民在另一個國家裏採取同 

樣的行動。

三四,•高級專員也說南斯拉夫當局計劃設置新的 

收容所。高級專員辦事處會派職員一人不時前往收容 

所，並且還要設法幫助南斯拉夫政府爲設立收容所壽 

資。最近有人喚請他注意南斯拉夫爲了供給境內難民 

住屋所引起的開支。

全文載文件A/AC.96/169內。

三五.敎會國際問題委員會的代表在提到進度報 

告書第二H段時指出現在雜然已獲重大進展，但是協 

助難民的工作，到一九六三年終時是不會完成的。難 

民問題已由歐洲轉移到亜洲和非洲去，所以高級專員 

辦事處仍舊負有很緊要的任務。荷蘭代表完全支持敎 

會國際問題委M會代表的言論。

三六，主席同意在討論中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 

的問題。

三七.執行委員會欣悉進度報告書及結束難民營 

節略以及各報告書檢討期間所獲之進展。

關於難民重新定居的報告書

(議程項目七）

三八.高級專員的代表在提出關於難民重新定居 

的報告書（文件 A/AC.96/154) 時强調對於重新定居 

抱有合理願望的難良，應能隨時獲有重新定居機會的 

董要性，並且着重說明各國政府與關係組織在重新定 

居的工作上密切合作是非常有用的。想靠重新定居爲 

永久解決辦法的難民數目雜然不多，但是照個人来說， 

問題越來越難解決了。爲了道個原因，高級專員承澳 

大利亞政府盛意，晴到 Dr. Jensen對傷殘難民從事 

一次詳細的調查以求增加這類難民重新定居的機會。 

這種辦法在義大利行用過，成效很大。

三九. 政府間歐洲移民委員會幹事長Mr. Have- 
m an發表了一項陳述提到高級專員辦事處與歐移委 

會間所已進行的有益合作。以移殖來董新安頓難民是 

一種國際責任，因爲這樣特別可以減輕第一個庇護國 

的負擔。歐移委會要把與它自己工作有關的任何難民 

問題隨時通知其成員國政府。他又强調歐移委會特別 

注意協助傷殘難民重新定居，现在歐移委會所實行的 

六個計劃都把這類難民包括在內。欧移委會要繼續與 

美國通逃人方案及高級專員合作來推進已在澳大利亞 

和義大利進行的特別調查，以便使傷殘很重的難民在 

可能範圍內得到最好的移殖機會。他也很願意幫助高 

級專員促進各種便利使難民在收容國內就地安頓與同 

化，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是往屋問題。最後,他說歐 

移委會準備在任何新難民問題中負起它的任務。

四0 . 多數發言的代表都强調以重新定居爲解決 

難民問題方法的重要性。他們也都稱讀高級專員在這 

方面採取的行勤並且建譲繼續道項行動。傷殘難民因 

爲世界難民年所起始使用放寬入境限制的標準而受 

惠，在多數情況中這種標準仍舊使用，但是各代表認爲



在這方面還應更加努力。在這事上他們對Dr. Jensen 
所從事的調查特別注意，並且建議在其他地區也從事 

這種調查，以便更多數目的傷殘難民，能得到重新定居 

的機會。

四一，義大利代表着重說明移殖對義大利境內難 

民問題的解決有特殊的重要性。第一個庇護國,像義大 

利就是一個，需要供給境內難民的生活費用和他們經 

由歐移委會及各志願機關重新定居的費用。此外，義大 

利對在高級專員職務範圍內難民及其他難民的協助， 

也負財政方面的責任。他 對 Dr. Jensen所從事的調 

查表示讚許，調查顧示許多仍在營中的難民都是特别 

問題類的難民，所以他觸請各國政廣在重新定居計劃 

中包括相當數目的傷殘難民，並且再放寬觀選限制的 

糖準。

四二，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瑞士的代表向委員會 

陳述各該國對允許難民，尤其是傷殘難民，入境所採取 

的若干播施，其峻詳情形載於第五八次會議簡要紀錄 

內。他們也對委員會說他們各本國政府還希望能以額 

外重新定居的機會供給難民。

四三，挪威代表要知道傷殘類中的難民，在像挪 

威道樣一個可能再收容一批難民的國家裏，適應環境 

的能力究竟如何。高級專員的代表說這是要等到收容 

國政府，高級專員辦事處與關係各志願機關的輔導員 

德商之後，按照每一個難民的情形去決定的。

四四.聯合王國代表說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 

來，聯合王國所收容的難民在二十五萬以上，所以聯合 

王國代表團雖然很同情高級專員要求再多供給重新定 

居機會的呼麵，但是聯合王國政府除在通常移民條例 

下，恐怕無望再多收容難民了。不列顏是一個已經過 

扮擁擴的小島，所以在最近不得不頒佈限制更厳的新 

移民條例，限制國協的公民。

四五，委員會閱悉重新定居報告書並且特別注意 

第五五段及第五八至六0 段內的各項建譲。它在大體 

上同意高級專員辦事處所擬封在某些地區中無法確實 

定居的難民推行重新定居協助的計劃，並對報告書第 

七節摘要舉列的各項計劃表示支持。

遠東工作報告書

(譲程項目八）

四六. 在提出遠東工作報告書OV/AC. 96/155) 
時，高級專員的代表說一九六二丰內的進展不及一九

六一年的好，同時如果進入香港的難民保持目前的數 

字，那麼按照原定計劃實施方案就無可能。在工作將 

近結束的這個陛段中，尋求重新定居的機會更見困難， 

同時幾乎毎一個難民家庭中都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傷 

殘者需要高級專員辦事處輔導部門予以協助。

四七. 擬在香港從事的特别調查，對於爲現在過 

境香港的所餘傷殘難民及新難民尋求解決，應該是有 

幫助的。

四八.許多人在討論期間都表示極爲注意這個問 

題，對已獲的進展和香港當局有盒的合作，也都表示感 

謝。澳大利亞代表說，澳國一直都非常注意遠東工作並 

且遺收容了在高級專員辦事處和歐移委會聯合工作之 

下已經重新定居的一萬七千遠東難民中的百分之四十 

左右。加拿大代表說加拿大政府正考慮收容這些難民 

中的一部分。中國代表說中國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時捐助了大量款項協助在遠東的歐籍難民。

四九，執行委員會閱悉遠東工作報吿書，尤其是 

報告書中的第一一至第一五段，對於重新安頓由遠東 

来的歐籍難民所獲的進展，深感满意。

特别問題翔難民精神術生報告書

(議程項目九）

五0 , 精神衞生顧問指出他的報告書CA/AC.96/ 
156)只包括一九六一年後半年所推進的工作。他請委 

員會注意不需要特別醫療只需繼續予以觀察的難民， 

數目增加。關於在醫療中的難民的情形也有進展，他 

們中多數進步到可以在家中往的程度。關於在德國有 

特別問题的難民的其他資料列在文件A/AC.96/156/ 
A d d .l內。此外，義大利政府也剛核准在前San An
tonio 營的舊址建立一個有保護的社區，幫助若干有 

特別問題的難民。

五一，義大利代表說，義國政府已經決定負擔 

San Antonio有保護社區的行政費用和難民生活費， 

毎年共計約需九千萬義幣。義大利政府在一九六一年 

間也支出五千三百萬義幣作爲患肺病及有特別問题的 

難民住院的治療費用。

五二，精神衛生顧問答覆土耳其代表的問題說， 

關於報吿書第四二至第四四段內所提土耳其境內若干 

情形特別難民的援助費用，將由爲已在推進中各項計 

劃所指定的款項中支付。

五三，委員會備悉精神衛生顧問報告書並核准報 

告書第四二至第四四段內的各項建議。



法律協助報告書

(譲程項目十）

五四. 在提出議程的這個項目CA/AC.96/157)
時，高級專員的代表說爲了響應委員會第六屆會的一 

個要求，高級專員與各關係政府聯合研討現在各國內 

實用的法律協助方案究竟需否予以保持或修改。

五五. 在討論期間，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義大利和 

聯合王國各代表都對在他們本國內施用的法律協助制 

度加以陳述；關於這些制度的陳述，參閱第五八次會議 

簡要紀錄。各代表指出難民也應能享受爲財力有限者 

所制訂的法律協助制度的利益。但是德意志聯邦及義 

大利雨國代表都感覺法律問題旣然都很複維而且難民 

們又時常有語言的困難，所以保持高級專員辦事處的 

法律協助方案是很相宜的。

五六. 比利時和加拿大雨代表聲明撤銷比、加兩 

代表團以前對這個問題所作的保留。其他幾位代表也 

都强調他們如何重視實施高級專員辦事處的法律協助 

方案。爲了順從一位代表的請求，大家同意對於受惠 

人數應有較爲詳細的情報。

五七.澳大利亞代表着重說明在沒有免費獲得法 

律協助的國家裏，這種協助的需要很大。高級專員與 

關係各國的主管當局保持密切聯絡便能考慮各種方法 

來便利這些國家的遍當部門以後，承接這些任務。

五八.高級專員的代表在提到澳大利亞代表的提 

議時說，高級專員辦事處仍將繼續密切注意這種情勢， 

以便使法律協助方案能够逼應變動中的情形。

五九. 執行委員會傭悉法律協助的報告書，尤其 

是第一九至第二0 段內的結論。

- 九六 -年及一九六二年對高级專員辦事處

推款的情形  ’

(議程項目十四）

六0 . 在提出捐款情形報告書(A/AC.96/161)和 

高級專員辦事處與工服處聯合舉辦的郵票計劃報告書 

(A /AC.96/165)時，高級專員的代表說,一九六一年方 

案的財政需要，雜然可以說是幾乎全有着落，但是財政 

目標定爲五百萬美元的一九六二年方案，截至一九六 

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政府方面已缴、認捐或承諾捐助的 

款項R 有二百五+ 三萬九千五百一十美元。他希望各 

國政府可以考慮增加它們的捐獻；支助援助難良的國 

際努力的國家如能增加也是很相宜的：聯合國百餘個

會員國中宣佈在一九六二年捐款者，至今只有三十三 

國。關於私人方面的捐獻，遺需要些時間去發起新募 

捐蓮動。

六一.在討論期間委員會對自第六屆會以来已 

缴、認捐或承諾捐助的款項c a 高級專員對捐款情形所 

提報告書的附件A/AC.96/161/Add.l)以及在届會期 

間所宣佈的捐款表示満意。

六二. 在簡單地交換意見之後，委員會備悉高級 

專員所提送捐款情形及使用高級專員辦事處及工娠處 

聯合郵票計劃下銷售郵票所得款項的報吿書。委員會 

復悉高級專員向各政府及非政府方面勸募收款的努 

力。委員會建議高級專員繼續努力勸募捐款以便達到 

執行委員會所同意的財政目標，並對請他予以照料的 

新難民團體給予協助。

—九六年度臨時決•算

(議程項目十八）

六三. 在高級專員的代表對文件A/AC.96/163 
內臨時決算和文件A /AC.96/168內聯合國難民基金 

帳目加以解釋之後，執行委員會備悉臨時決算及聯合 

國難民基金錄款的報告。

新難民情形報告書

(議程項目十一）

六四，副專員在提出新難民問题報吿書（A /AC. 
96/158)時摘要陳述d 高級專員在從事襄助的各決議 

案下或者需要擔任的任務。他也向委員會報告盧安達 

難民的數目和爲援助他們所採取的行動。最後，他又 

向委員會報稱葡萄牙觀察員爲在澳門安頓中國難民的 

事提出了一個計劃。高級專員辦事處對這個計劃究竟 

能捐助多少，也與其他難民問題一樣，要看國際社會關 

切這件事的程度。

六五.然後委員會聽取了高級專員辦事處駐東非 

特派員的陳述，他檢討了盧安達難民在坦干伊嘻、烏干 

達和鳥隆提境內的情形。他喚睛注意擬具協助方案所 

牽涉的各種問題:一切救濟物資都要由很遠的地蓮輸， 

高地寒冷的氣候不但增加了生病的危險，也使難民的 

往屋、衣着和蛋白質豊富的食物的需要增加。高級專員 

辦事處仍舊注意道種情形的發展並且曾在最近撥款兩 

萬美元供作坦千伊瞎政府補充援助這些難民的嵐大開 

支之用。烏千達和布隆提的當局也都照管這些難民。

言論全文載於本報吿書附件內。



六六，高級專員辦事處主任是另一位目擊者，他 

對於前往剛果，特別是在基阜省所看到的情形提出報 

告，他說那裏有盧安達難民六萬人，其中半數以上都靠 

紅十字會聯盟供給的食物働口，有雨萬七千人可以自 

立。辦事處主任對極大多數難民的不幸境況和實施方 

案時必須解決的實際困難，都有極深的印象。高級專 

員因此捐了六萬五千美元作爲購買救濟工作所需要的 

救護車和其他車輔之用。他所得的印象雖然是盧安達 

的難民可以就地安居, 尤其可以務農，但是其中有些是 

以後可以遣送囘籍的人—— 道當然是辦事處所要記住 

的。此外另有三萬多人得免於死是由於關係各政府，高 

級專員辦事處和其他組織儘速所採取的聯合行動。

六七.委員會內所有發言的委員都對高級專員爲 

援助新難民團體所採取的措施衷示欣慰。這些行動都 

是合乎人道與切合實際的。各委員也强調他們非重視 

這種媒介性和協調性的任務使得高級專員能激起各國 

政府，其他國際組織，各志願機關和傳道會的聯合行 

動，新難民團體的問題通常是要它們首先要應付的。 一  

位發言人說他贊成報告書內的一種見解，卽最爲重要 

的是儘可能從速使難民們自立。

六八，敎廷的代表說敎廷特別重視高級專員工作 

的世界性。敎廷最近對協助多哥蘭境內難民的方案捐 

了五千美元，這是要表明敎廷關心所有難民的問題和 

鼓勵國磨社會在難民問題發生時卽予注意。

六九. 比利時代表說，比國政府一向贊助援助新 

難民團體的所有決議，並且還在每年捐助高級專員辦 

事處款項中，指定了一大部分作爲援助此種難民之用。 

此外，比國政府正與盧安達和布隆提的當局合作，設法 

謀求盧安達難民問題的永久解決，或是就地安頓或是 

遣送囘籍。因爲這種協助需要大量的款項，所以比利 

時代表圃依聯合國盧安達烏隆提委員會的提議，睛高 

級專員對於目前在布隆提並且在最近將來也不能囘到 

盧安達去的那些難民，予以一切可能的援助。

七0 , 法國代表詳細說明目前正在擬具如何在法 

國收容現在尼泊爾的二十名西藏兒童的辦法。

七一，中國代表喚睛委員會注意中國難民逃往香 

港者有被送旧情事，最近的報章與香港政府公報都是 

這樣報導。他請高級專員及委員會密切注意這事並設 

法協助香港當局解決這個問題以及中國難民所有的其 

他問題，包括他們最後定居的問題。中國政府準備經 

由高級專員在這些難民所需要的協助措施上合作。

七二，聯合王國代表說，在這事上香港政府還是 

施用自一九五六年來就施用的同一移民管制政策。香 

港當局必須先予注意的是其所負責的社區。香港人口 

—— 現已超過三百萬—— 近年來增加得很快，香港政 

府不能允許人口這樣繼續增加，否則就會嚴重危及在 

當地居留人民的生活水準。雜然如此，香港政府每天 

仍舊允許持有移民局和在澳門、北京與上海英國代表 

所發給的入口證的五十名定額移民入香港。

七三，葡萄牙觀察員說已向高級專員提出一個援 

助在澳門中國難民的計劃，這個計劃已分發給委員會 

的委員了。這個計劃特別規定建築往屋、學校和工業建 

築，目的在於使三萬左右難民能够安居和自食其力。據 

估計這個計劃的實施約需一千一百萬美元，不算將由 

葡萄牙政府供給價値計爲八百萬美元的地皮。

七四，古E 觀察員提到報告書(A/AC.96/158)內 

所說;西班牙境內有五千以上古巴難民的第六九段。他 

認爲這些人不是難民一詞傳統意義下的難民；他們似 

乎沒有困難找到旅費前往西班牙。再者，他也認爲從 

中襄助"的程序不能正當地遍用於這些難民。

七五，辦事處主任說，高級專員應西班牙政府的 

請求而注意這個問題，並且還作了一次就地調查。爲 

了純粹的人道原因，他在從中襄助職務的範圍內，把私 

人爲援助這種難民所捐一筆款項轉寄給現在照管若干 

這種難民的一個西班牙志願機關。

七六. 馬耳他主權敎園觀察員說，由於國際紅十 

字會委員會的請求和與高級專員辦事處同意之下，他 

的敎園以敎團所主有的一架DC—3 飛機供給紅十字 

會委員會作爲其在援助尼泊爾境內西藏難民方案下蓮 

輸緊急救濟品之用。飛機的使用期約爲幾個星期，其 

主要任務是由各主要基地空蓮救濟品到海拔很高別無 

方法可去的難民營。

七七，委員會也聽取了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代表 

的陳述，他說明紅十字會委員會爲尼泊爾境內西藏難 

民所採取的行動。紅十字會委員會供給這些難民中三 

萬左右就地安置的技術協助並且擬定了一個緊急救濟 

方案和一個試驗計劃作爲在尼泊爾內地一個谷地來安 

頓在 Dhor Patan的七百五十名左右難民之用。紅十 

字會委員會方案的寶資由於高級專員從中襄助得到了 

便利。

七八. 最後，執行委員會傭悉高級專員爲了協助 

新難民園體所採取的措施並對他在這方面所遵守列在 

報告書第五至第一三段內的各項原則表示満意。



闕於緊急基金的使用報告書

<:議程項目+ 二）

七九.高級專員辦事處的代表在提出使用緊急基 

金報告書(：A /AC.96/159)時說明基金的用途;他的解 

釋摘要載入第六一次會譲簡要紀錄內。他也提供有關 

報告書第四及第五段內列各項提案的參考資料。

八0 . 幾位代表認爲在緊急基金到了五十萬元最 

高限額時，原擬作爲基金的其他任何數額都應撥充緊 

急方案之Æ。

八一.瑞典代表認爲償還住屋貸金的款項中超出 

緊急基金现行最高限額者，根本不該再撥充往屋之用， 

應該轉入最高限額應予提高的緊急基金中，以便它成 

爲高級專員能應付新難民問题的更適當工具。他因此 

提議重新考慮這個問題。

八二. 委員會閱悉關於緊急基金的使用報告書。e 

難民位屋情形報告書

(議程項目十七）

八三，高級專員的代表請委員會注意：很多未獲 

安頓的難民，都住在破爛的房子裏，但是照現行的標 

準,他們又不能享受高級專員常年方案內往屋計劃的 

福利。爲了幫助這些難民得到往所起見，高級專員已 

經提出不需要國際社會額外再給予捐助的措施。因爲 

高級專員辦事處在這種措施上並不需要負擔太大，所 

以高級專員可以由償還住屋計劃貸金的款項中撥出必 

要的款額，不過是要這筆款額並非需要保持緊急基金 

五十萬美元最高限額的款子緣行。高級專員辦事處的 

這麼一筆補助，有觸媒劑的作用可以激起大量捐款作 

爲難民住屋之用，文件 A /AC.96/166爲住在法國尙 

未定居難民所擬定的往屋計劃的情形就是如此。

八四. 有幾位代表都表示同意高級專員的提議。 

其他代表在表示贊同往屋援助時說明這種援助的限度 

應以在其國內使用此種援助的國家的經濟情形作準。 

他們認爲這類計劃應該包括在高級專員的常年方案 

中，由規定作爲這種方案之用的基金中撥款。他們也 

認爲意在撥作緊急基金項下但超過基金最高限額的任 

何款項都應規定撥充繁急方案之用。

八五. 委員會留意地聽取了澳大利亞、德意志聯 

邦共和國及法國三代表就各該國內供給難民往屋設施

所發表的陳述。f爲答覆所提出的一個問題，高級專員 

代表解釋了一下，在難民居留的幾個國家內，特別是奥 

地利境內所採取的辦法，那就是幫助無力償付在高級 

專員方案下得到往屋貸金的難民的辦法。

八六. 執行委員會對文件A /AC.96/159及 A / 
AC.96/166內列關於難民往屋貸金的各項提議表示 

注意，並爲委員會能於下次届會時獲致決定起見講高 

級專員再研究爲這些提譲壽資的方法。

第三編高級專員辦事處方案

對於摩洛等及突足西亞境内阿请及利亞難民的協助

( 議程項目十三）

八七. 高級專員在解釋，他對阿爾及利亞難民協 

助的報告書(A/AC.96/160)時指出紅十字會與紅新月 

會及高級專員辦事處聯合從事的工作現在已進入一個 

有决定性的新階段：遣送難民囘籍。由於參與救濟方 

案或對之予以捐輸的所有各方的一致行動，幾千人獲 

救得免喪失生命。現在的問題就是怎樣去鼓勵難民在 

本國裏再建立新生活了。

八八，副專員在提出報告書時說，報告書所檢討 

的是自委員會上次届會以來在協助方案之下所完成的 

工作。對於難民的協助一直繼續，沒有中斷。在摩洛哥 

境內領取酣給者中有六萬五千左右是摩洛哥的國民。 

高級專員辦事處已於邁當時機提請摩洛哥當局注意這 

個問题。在摩洛哥境內蓮送難民補給的費用問題，也 

得到了解決。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規定遣送難民旧籍的 

埃維陽協定的簽訂。難民的問題因此就可以得到永久 

解決。目前主要的任務是幫助難民們重囘家鄉。爲達 

到此目的，高級專員已在與紅十字會及紅新月會聯盟 

合作之下採取必要的步驟；後一組織還增添了工作人 

員，並在過境的各處設立了照管難民的衞生站。由於 

響應高級專員和紅會聯盟爲了需要一萬五千個帳蓬所 

作的呼織，各方所捐來的帳蓬計有一萬四千個。

八九，副專員說，難民已經開始離開摩洛哥，他們 

不久也會開始離開突尼西亞。他說這項工作需要經費 

很多：高級專員辦事處和紅會聯盟爲了購買帳蓬、車輔 

和開支增添工作人員薪金各事，已經用去或要用去的 

款項,在四十萬美元以上。輸送難民到邊境去的費用， 

還未包括在內。關於遣送難民囘籍所需費用的一個預 

算，將在可能範圍內儘速擬成, 分發委員會各委員。
e 委員會併審議了文件A/AC .96/159第四與第五段及 

難民住屋的問題(議程項自十七)。
f 各項陳述的摘要, 參閱第六一次會議簡要紀錄。



九o . 副專員特别說明在遣送難民旧籍之後，還 

需要從事許多工作，練能讓他們圓溝地安居下来。根 

據決譲案一六七二〔十六) ,高級專員準備從中襄助，以 

便把國際社會的援助轉交各關係當局來促成這個問題 

的解決。

九一. 紅十字會聯盟秘書長說，高級專員辦事處 

與該聯盟聯合推行的業務，是後者從事時間最長和遍 

及地方最廣的一項業務，因爲紅十字會聯盟得到了五 

十五國紅十字會的支助。用提供協助的價値来說，它 

也是最重要一種業務，到一九六二年三月底時協助數 

額計値八千三百萬瑞士法郞。

九二. 聯盟秘書長說，他的組織通常只在一次災 

禍之後立刻發生的緊急情勢中有所行動。基於這個理 

由和爲了原则的關係，聯盟需要定期檢討本身所參與 

的聯合業務。雖然問題的解決已經在望，但是忽視道 

些難民將來的命蓮仍不免是一種錯誤。

九三.主席代表委員會及所有關係政府及組織向 

紅十字會聯盟致謝。

九四. 在接着舉行的討論中，所有發言人對於阿 

爾及利亞難民問題有望獲致最後的解決,都表示欲慰。 

他們對高級專員及紅十字會聯盟在幫助難民上所完成 

的工作，以及國際社會中捐輸或參與救濟方案的成員， 

都表示稱讚，。

九五，通知委員會謂其本國政府經由高級專員或 

本國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對協助方案已作或擬作現金 

或實物捐助者，有下列各國代表:丹麥》法蘭西、希騰、 

敎廷、義大利、挪威、瑞典、瑞士、突尼西亞、土耳其、聯 

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及南斯拉夫。捐助詳情載本報 

吿書第一編第一三段，第六二次會譲簡要紀錄及文件 

A/AC.96/160 與文件 A/AC.96/161 內。

九六. 敎廷代表說，高級專員在阿窗及利亞難民 

問題的解決上所負的任務應該足以證明辦事處有繼續 

設立的必要。

九七.突尼西亞代表追述突尼西亞自從這些難民 

入境以來所作協助他們的種種努力，以及突尼西亞當 

局爲使他們儘可能在最好的情況下遣送囘籍所採取的 

措施。他希望阿爾及利亞主管當局也採取一切必要行 

動以便難民們都能迅速囘返家鄉。突尼西亞代表在强 

調協助道些難民的問题不能單靠遣送囘籍而得到最後 

的解決之後，又表示希望難民的其他問題也都能同樣 

順利地解決。

九八，法國代表說法國政府很高興看到高級專員 

辦事處有代表參加三國遣返委員會。法國政府極重視 

的是凡要旧歸本國的人都應在七月日他們決定自己 

前途的這一天以前囘國。法國供給了並且還要繼續供 

給三國遣返委員會所需的各種必要物資與財政資源。 

法國已經以一千萬新法郞( 計約二百萬美元)作爲第一 

期的捐款，在今後幾星期中如有需要，法國還會再補充 

這項捐款。

九九.因此法國政府希望囘籍的這個眼前的間題 

可以迅速獲致解決，並且認爲究竟該用什麼方法譲難 

民在他們的家鄉重新定居一事，要由在擬譲中的選舉 

產生的政府去決定。

一0 0 , 美國代表追述美國自一九五八年來所提 

供的物資計値將近一千四百萬美元，包括蓮送食物給 

摩洛哥和突尼西亞境內難民的費用在內。美國政府到 

一九六一年底時捐應給高級專員辦事處的現金在一百 

七十五萬美元以上。在一九六二年內美國仍舊繼續捐 

輸食物並且也捐助了六十萬美元。照情形來說，現行 

救濟方案旣然並不需要上述的這筆款項，所以美國政 

府已經建譲高級專員把它撥充遣返同籍方案之用。美 

國也要依照詳細列在第六二次會議簡要紀錄的方法提 

供食物與帳蓬。

一0 —.伊拉克觀察員對憶助阿爾及利亞難民的 

種種努力表示欣慰。這個問題的解决，顯示援助難民 

的觀念的範圍現在已經擴大了，對不論身在何地遭難 

的任何人都邁用。

一0 二，馬耳他主權敎園代表通知委員會敎圃願 

應高級專員的請求參加遺返囘籍方案的工作負責空蓮 

—*部分需用品。

- 0 三. 阿拉伯國際聯盟代表說，阿拉伯世界 

非常欣慰阿爾及利亞難民的問題已經有了圓满的解 

決。

一0 四，委員會閱悉高級專員援助阿爾及利亞難 

民報吿書深感满意。委員會復悉高級專員參與三國遣 

返委員會的工作以及高級專員辦事處爲便利難民囘籍 

所採取的各項措施。

—0 五.委員會又悉高級專員要依照大會第十六 

屆會所通過决議案一六七二（十六）的規定，繼續爲此 

等難民採取行動，並且也要儘可能從速以書面向委員 

會各委員提出遣返此等難民囘籍的預算。



- 九六二年度物赏援助方， ( 新的和改訂後的针劉）

(議程項目十五）

一0 六，委員會審議了文件A/AC.96/164,主題 

爲撥款七萬五千美元供作實施一九六二年度方案下西 

班牙和突尼西亞境內的協助計劃之用。

一0 七.高級專員代表爲答覆一個問题說明目前 

正與西班牙當局進行疆商，以謀爲西班牙境內未定居 

的難民擬定一個線合方案，他又說要鶴睛各國政府提 

出支持捐款，供作推行這個方案之用。擬議中的年金 

計劃也需要實施的機關提供大量的支持款項。

一0 八.執行委員會決議在第六届會時規定主要 

作爲供在突尼西亞和西班牙使用的十一萬美元中，雨 

萬美元應依報吿書第六段所示，撥充突尼西亞境內的 

協助計劃之用，五萬五千美元作爲西班牙境內的協助 

計劃之用。

一0 九.委員會核准了高級專員在文件第七至第 

十五段及第十六至第十八段內所提出的計劃。委員會 

授權把所餘的三萬五千美元轉入文件A/AC.96/132 
第一六九至第一七一段內所提的準備金內。委員會也 

通過了主張把V A R /C /62計劃取消的提案，並核准 

把撥充該計劃之用的兩萬四千美元轉.入準備金。

一一0 . 委員會又搜權高級專員由準備金中提出 

必要數額來補充以三萬美元爲最高限額的特設新聞基 

金，這是文件A /AC.96/132第一七0 段提到過的。

一九六三年度方常分配數

( 譲程項目十六）

 . 委員會審議了文件A/AC.96/162,其中

列有高級專員所提分配數總額計達六百八十萬美元的 

一九六三年度方案。

一一二.主席喚請委員會注意報吿書的兩個重要 

點：難民所需要的援助和高級專員提議供給這種援助 

的方法。

一一三. 高級專員强調報吿書的重要性，其中有 

對尙待完成的特殊任務的評估，也載明他擬於從事工 

作時視爲標準的各原則。這種資料使大會能熟知各項 

事實，以決定高級專員辦事處的前途，也能使執行委員 

會發佈指令，讓辦事處在擬定計割時用爲指南。高級 

專員說，這個方案規定首先實施的是對於 >，舊"難民〔那 

就是截至一九六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他職務範圍內 

的難民）的各主要援助計劃，這是需要各公共當局、志

願機關》高級專員辦事處和其他組織間協調行動来推 

進的繁複任務。

-四，在道個問題的解決已經在望的時候，最 

重要的是要加倍努力；同時高級專員又認爲達到這個 

目的所需約爲五百四十萬美元應該是可以捐募得到 

的。

一一五，在最後援助方案完成之後，高級專員或 

者仍需繼續供給的各種需要的數額與以前不同，只需 

要以數額不大的款項在新問题發生時就可以把問題解 

決。爲作到這事，高級專員提出一個需款一百四十萬 

美元的輔助協助計劃。

一一六. 關於在高級專員職權範圍內"舊有"難民 

的問題，據估計補充國際保護所不可缺少的協助的每 

年費用約爲七十萬元。國際間的這麼一個團結的姿態 

可以減輕庇護國的負擔。

i七. 輔助铅助方案也包括文件A/AC.96/158_ 
內所提到的新難民圓體。在以協助給予道類難民時，高 

級專員截至目前爲止都是靠他的緊急基金，尤其靠工 

娠處與高級專員辦事處的郵票計劃的牧入。他當然要 

保留發起特別呼韻的權利，以便應付規模很大的問題， 

阿爾及利亞難民的問題就是一個例子。高級專員旣然 

不能把這類呼鎮加多若干倍所以就需要有經常收入 

—— 其數額估計爲七十萬美元一 來應付他可能需要 

處理的情勢。這樣，他便能採取有效行動和引起其他 

國際和私人方面更多的支持捐助。

一一八. 高級專員又說，緊急基金應該積蓄起來， 

以便他在遇有出乎意料的新情勢，尤其是緊急情勢時， 

能立刻採取行動，或者使救濟行動可以繼續下去，高級 

專員辦事處與紅十字會聯盟在摩洛哥和突尼西亞的聯 

合業務就是如此。

一一九. 辦事處主任着重說明"舊"難民問題之所 

以有早日解決的可能，主要是因世界難民年與歐洲許 

多國家經濟擴展的關係。一九六0 年時悟計最後安頓 

傷殘難民雖然需要二千五百萬美元，但是現在要完成 

主要援助計劃，據估計只需要五百四十萬美元。這個 

數字包括對聯合國概算予以六十萬美元的補助金作爲 

一九六三年內實施''舊"難民最後援助計劃和以前若干 

方案所需要的行政費用。

一二0 . 他遺說，高級專員辦事處仍然應該在歐 

洲推行一個有限度的方案，以便防止極少數但是經常



出现的難民成爲一個新問題，其解決可能再度需要大 

規模的國瞻協助。關於協助新難民團體的問题，高級 

專員，正如文件A /AC.96/158所示，想出了些辦法使 

他能靠他自己所提出數額不太大的捐獻而得到其他方 

面所提供的更多捐默。假使委員會能核准這個方案， 

高級專員就要在委員會下次届會時提出較爲詳細的資 

料，說明所提譲的分配數。

一二一. 多數參加辯論的代表都同意高級專員爲 

"舊"難民所提議的最後援助計劃。

一二二. 有些代表指出或許需要雨、三年繞能實 

行最後援助方案中的若干計劃：這就牽涉到延續高級 

專員辦事處的問題，這是他們在目前這個階段中不能 

以本國政府名義作任何承諾的一件事。

一二三. 一位代表說"舊"難民的最後援助計劃所 

需要的五百四十萬美元的數字與援助新難民團體所需 

的七十萬美元的估計來比較，似乎很高，尤其是' '舊"難 

民各居留國的當局好像都能在不需要國際協助之下解 

決所餘的問题。他也想知道報告書內第一八段所提的 

分配數是怎樣計算出來的。

一二四. 辦事處主任說，每個國家需要協助的裡 

度都不同。在若干居留國內，有時只需要一個輔導計 

劃就能譲難民得到已經核准計劃的充分福利，但是在 

其他國家裏解決''舊"難民問題就一定要有重要的往屋 

計劃和装置補助費繊行。

一二五，法國代表措出在法國境內仍舊需要協助 

的傷殘難民，比其他居留國內需要協助的人數要多很 

多，這是可以由文件A /AC.96/162第五買的表格中 

明白看出的。此外，法國代表團也I忍爲在以前存在的 

有利情況下無法立足的傷殘難民，今後如果得不到適 

當的協助，未必就能比以前有辦法。關於法律協助，法 

國代表請專員辦事處在委員會下次屆會時，提供有關 

受惠人數及如何按照國家把他們分列的詳細情報。

一二六. 有人提出關於報告書第十四段所使用的 

類別制度和以什麼爲德準來决定難民是屬於傷殘類的 

一些問題。關於這些問題與答覆的內容，參閱第六0  
次會議的簡要紀錄。

一二七. 關於爲"舊"難民最後援助方案壽資一 

事，幾位代表建議高級專員可以使用所有未指定用途 

的款項和續睛私人捐獻並講難民居留的各國政府作支 

持的捐助。其中一位代表請辦事處報告委員會究竟有 

多少未指定用途的款額，可以撥供新方案使用。

一二八. 爲答覆法國和聯合王國雨代表所提他們 

感覺六十萬美元行政費用似嫌過多的問題，高級專員 

說，道個數額比一九六二年核准作爲這項用途的分配 

數少五萬美元。雜然在居間襄助決議案下高級專員辦 

事處的工作會引起行政費用，但是現在仍希望今後各 

年可以減少這項費用，較爲詳細的解釋列在文件A /  
AC.96/162第四九段內。

一二九. 關於輔助協助方案，在辯論中發言的多 

數代表都贊同文件A /AC.96/162第二章內高級專員 

的各項提議，方法與程序。有些代表團表示满意對於 

需要高級專員辦事處提供的財政援助爲數有限，表示 

满意；同時對於高級專員主要的用意只在於引起有力 

量多予財政協助的政府及其他組織採取行動，也認爲 

满意。

一三0 . 雖然如此，委員會對爲規行方案纂資的 

方法，尤其是否設置一、雨個活用基金一事，意見不一。

一三一. 有幾國代表團表示贊成高級專員報告書 

內的意見。其中之一强調設置活用基金的好處並且措 

出高級專員旣然無疑會接到請求處理新難民情勢，他 

一定要有立刻予以協助的力量練能激起更多的財政援 

助。而且這樣可使他避免常常去呼箱捐輸。

一三二. 但是另外有些代表感覺最好還是請大會 

在必要時把现在最高限額定爲五十萬美元的緊急基金 

限額提高,來協助新難民團體。

-二 二  
— • — * # 聯合王國代表認爲對於任何推廣高級專 

員任務範圍的提案，都應非常愼重的予以考慮。在非 

常特殊的情勢中，高級專員總是可以與執行委員會碟 

商的。

一三四. 美國代表希望高級專員辦事處能f t在現 

行輔助協助方案範圍內將有的費用，提出較爲具體的 

數字；同時他對分配數一事不得不保留立場。

一三五. 辦事處主任說，關於爲新難民問题發起 

呼箱一事，曾經予以透徹的研究。他指出高級專員如 

果爲了能援助若干新難民園體而呼箱捐款，他就冒有 

需負全責解決問題的危險，但是他的政策只是以觸媒 

劑的性質從中襄助的。

一三六. 南斯拉夫代表在討論期間請委員會授權 

高級專員在他今後的方案中也考慮以一個分iE數給南 

斯拉夫境內的難民。

一三七. 在辯論結束時，委員會也聽取了下列諸 

人發表的言論：國際志願機關理事會理事院副主席、



國際天主敎慈善事業會議代表及基督敎工會聯合會代 

表。各項言論的摘要載入第六一次會議簡要紀錄內。

一三八. 最後，執行委員會在計及討論期間所提 

出的各項保留之下通過了高級專員報吿書。當時具有 

的一項了解是：高級專員繼續與委員會從事密切嗟商 

並向委員會第八届會提送有關所擬一九六三年分配數 

較爲詳細的情報。

一三九. 委員會核准高級專員所提一九六三年度 

總額爲六百八十萬美元的方案分配數如下：

美 无

完成主要援助計劃方案................................5,400,000
最後主要援助計劃................. 4,800,000
行政費用補助金........................600,000

現行輔助協助方案....................................... 1,400,000

一四0 , 委員會核准上列對聯合國預算予以六十 

萬美元的補助金，作爲一九六三年行政的費用，並通過 

文件內第四九段的各項提譲。

一四一. 委員會也通過了在討論中文件第六二至 

第七一段內所載設置一個現行輔助協助方案的各項提 

議，並授權高級專員爲此目的設置一個繼續不斷的基 

金。這個方案包括現在已經估定在一九六三年內爲了 

"舊有"難民問题所需要的七十萬美元和使高級專員可 

以應付新難民情勢的同額款項。

一四二，委員會也在原則上核准高級專員在文件 

第六三及第六0 段內所提議的方法和程序。

附件査 

高級專員方案執行委員會第七屈會 

開始時高級專員的陳述

一.我想執行委員會现有的文件對於高級專員辦 

事處現在的各項活動的情形作了相當充實的陳述。

二.各位都會看到文件中的資料是多方面而反映 

現實情況的。事實上我們正經雇一個多事的時期；這 

些事件當然也都反映在高級專員辦事處的工作上，使 

辦事處受到這些事件的特質與步調的影響，因而它的 

工作方法也就有了重大的變更。

三，我去年曾向各位搞要陳述我所看到的情勢， 

說出了它的兩個基本因素和兩個主要特徵：結束援助 

歐洲境內難民的各主要方案及使得我們通常工作方法 

不得不有些伸縮性的歐洲以外新難民問題。我們現在

已由在理論上估計處理這種情勢的需要和措施，韓變 

到顧計各位現有文件所列情勢中的各項事實。正如我 

所承諾的一樣，我們一方面設法决定待辦的究竟是些 

什麼事，另一方面也研究一下這在時間與金錢上牽涉 

國際社會到什麼程度。一九六三年度方案中的各項提 

議當然都是以我們得自委員會的指示爲根據：這些提 

議並沒有說可以爲每一個問題謀得全部的解决，而只 

是要依照委員會舆高級專員辦事處間十年来國際合作 

所形成的思想與方法，來使各具體問題受到國際社會 

協助的影響。

四，關於新難民問题，各位想必知道大會給了我 

們可以採取雖屬有限但能邁合情勢的具體行動的資 

源。因爲抱有這個目的，大會對我們的行政機構作了極 

少的必要更變。現在已經成爲高級專員辦事處經常工 

作一部分的"居間襄助" 程序，在任務範圍久已確立的 

結構中增加了應付目前情勢所需要的一個伸縮與有活 

力的因素。"居間襄助"程序所注重的雖然只是難民們 

的需要，不過在同時又再度喚起注意和弾調高級專員 

辦事處工作特別具有的人道性質。但是這種調整糖對 

沒有在任何方面，肆意或毫無限制地擴大辦事處的職 

權，高級專員辦事處的主要任務並未變更—— 那就是 

實用國際保護，並在必要時一併使用這種保護與充分 

的協助来作爲促成難民問題最後解決的一種方法，藉 

使已同意遣送旧籍的難民或能獲准入一個新社區與在 

新社區內完全同化的難民，得到便利。由此可知，大會 

最近各項决議的宗旨與效果，非但並無改變辦事處傳 

統工作之意，而且是要使辦事處邁應現在要它供給的 

各種需要。在基本上受到牽涉的是改變一種看法，以一 

種較爲直接和更切實磨的態度來處理問題，以便由一 

個更符合現時情況的新角度來設法解決這些問題。因 

此，高級專員辦事處的工作越發具有一種繼續不斷創 

造性努力的趨勢，其努力的範圍已經大會各次決議案 

予以規定；但是在某些情況下採用什麽實際方法遺待 

決定，而且要依着辦事處推進工作時所遇到的情況去 

決定。

五，我們在目前和將来逐步調整與推行辦事處的 

傳統任務時都是以執行委員會爲我們的顧問與指導 

者。大會在說明委員會今後需在推行居間襄助一事所 

負的責任時，就是要重申這點。就我個人來說，主席， 

我們是非常重視因此而常赏得到的一向直接密切注意 

辦事處工作的政府的意見的。

六.我們勢須依照這些改變略爲更變我們的工作 

方法, 緣能讓它們遍應更動的情勢，這些多半都是需要



高級專員辨事處採取迅速行動繞能生産效用的情勢。 

假使新難民問題都像平常一樣，在經濟發展落後的國 

家裏發生;*那麽問題的緊急性就更大些,其所需要的行 

動與歐洲需要的行動不同，還要更爲迅速繞行。我們 

的任務不只是防止這類問題發展到厳重或難於處理的 

瞎段,而且要採取迅速行動來援救生命有危險的人們。

七. 自從聯合國難民基金設置以來，向執行委員 

會提送各種計劃請其核准的程序,一直不斷地在演變。 

我相信我們應該在由於經驗所促成的這種演變過程中 

設法得到有伸縮性的程序，可以兼顧我們所關切的效 

能問題和委員會所負指揮及管制的職權。關於需要高 

級專員辦事處立卽採取有限行勤的那些性屬暫時的聚 

急情勢，如果委員會在事先發出廣泛的措示，如同規 

定辦事處有權採取行動的範圍，以後再查看高級專員 

辦事處在逼於情勢不得不有所行動的各地如何實施這 

些指示，那麽這個目標似乎就可以達到了。我在討論 

爲一九六三年度所擬的各方案時還有機會再提到這一 

點。

八. 去年，委員會依照我在當時對一九六三年方 

案的撮述，表示同意其中的要點。正如我所說過，方 

案的目的一方面是檢討情勢如何影響"舊難民"，然後 

再擬定一個計劃來結束對於這類難民的各主要援助方 

案，另一方面說明辦事處在還需繼續照管新舊兩種難 

民時所負的任務。這就是說先要依照各問題的性質， 

大、小舆時間的長短，然後再依處理這些問題所需要的 

資源，來把這些問題編排一下。我們因爲有這種考慮 

所以在擬定来年的各項計劃時，把後面的問題分開:一 

方面是舊難民的最後方案，另一方面是歐洲的或已同 

化的難民O f論新、舊）和專員辦事處在最近負責照管 

的在亞、非兩洲難民的現時需要。

九.我們之所以需要這樣的分類是爲了陳述可以 

淸晰和在可能時採取足以遁應某些難民團體特殊情況 

與需要的有效行動。大會在需要決定高級專員辦事處 

的前途時，利用這種分類便能得到可能範圍內最正 

當的見解，知道辦事處遺需要承負的各種任務，同時也 

看得出國酸社會假使決定延續它現在交付給辦事處的 

任務，辦事處在其本身專管的方面可能負起些什麽任 

務。道是只能在熟知一切情形之下才可採取的一個決 

議，換一句話來說,國際社會如果決定繼續設置高級專 

員辦事處，就要顧到現在或現在可以預先看到的各種 

需要和國際社會可以指望辦事處提供的服務。因此，爲 

一九六三年度擬成的方案—— 辦事處曾努力在其中闇

明它可能考慮於最近將來負起的任務—— 具有特殊的 

意義。

一0 , 主席先生，我以前有過機會向執行委員會 

說明我如何重視維持國際間的團結精神，因爲高級專 

員辦事處的人道工作能否成功，全靠這種精;神。但是 

爲使這種熱誠不致冷淡起見，我們的工作必須有淸楚 

而合理的目標。我們在擬具一九六三年度計劃時就是 

由這一點着手。我們不但想到須予救濟的艱苦情形，也 

想到我們辦事處所承負工作是有限度的。我深信各位 

必然都同意國P祭團結—— 高級專員辦事處就是它的工 

具—— 要想有力量，就要找出一個微妙持久的平衡，使 

某些國家由於牧容難民而有的種種犧牲，與國際社會 

認爲它本身在各種犧牲中所應負的責任相稱。

一一. 我在結束這項簡短的引論之前想略提一下 

我ffg在不久之前所從事的一項重要工作：我所指的是 

遣送突尼西亜和摩洛哥境內阿爾及利亞難民囘籍一 

事。這是一件特別使人感覺振奮的任務，因爲其目的至 

少在這一件事上是以單一的一項行動來解決高級專員 

辦事處近年來所須處理最爲困難和悲慘的一個問題。 

各位都知道在埃維陽的談判者邀請我參與三國委員 

會，現在道個委員會正在工作，而且第一批難民團體也 

已離開了摩洛哥。我們的各項努力及與我們一起工作 

的聯盟的努力都有助於關係各政府及各地方當局的執 

行任務，使這些難民儘可能從速有秩序地董囘家鄉。我 

深信這些工作在得到所有各方的合作及國際社會的善 

意相助之下，可以在規定的限期內順利完成。

附件戚 

副專員就新難民情形報告書所作的陳述

一 . 各位现有關於新難民情形的報吿書，文件A /  
AC.96/158。這個文件敍述一向並非高級專員辦事處 

所管的那些難民團體的問題以及高級專員辦事處根據 

大會連串决譲案，卽時常簡稱居間襄助的各決譲案"， 

對這些問題所採取的行動。

二.道些新難民情形中的基本需要是迅速的行動 

與供給物質的援助。高級專員辦事處在處理一種新情 

勢的時候，總是設法使一般人都了解所牽涉的問題，並 

鼓勵與求取各國政府及其他組織的支持。

三，在過去這幾年中，高級專員應請注意了各種 

新問題。在這方面各位想已知道在使用的方法與程序 

上，有了一種演變,使得國P祭社會能有力地協助新難民 

情勢，譲問題有在較短期間獲致圓満解決的可能。高



級專員辦事處在許多情勢中只負有限的任務，尤其是 

在財政協助方面。但是這種任務對於發動工作和使所 

需要的各種組織參與工作來媒解決某一個特定的問 

題，都是非常重要的。

四.我不想費去各位的時間來說明可能被稱爲高 

級專員辦事處對於這個問題的整個看法，這不但是各 

位會在现有的文件中看到的而且也是高級專員在星期 

一會議開始時發言摘要陳述過的。所以我只想就有關 

新難民情勢的最近發展，略作事實的陳述。

五，關於安哥拉的難民，除去在一些偏僻地方仍 

需繼續的暫時和有限的救濟辦法之外，這個問題已經 

沒有緊急性了，這些難民正在剛果共和國C雷堡市)定 

居下來。我們的特派員目前正爲設立難民兒童的敎育 

設施與文敎組織的當地代表，各傳道園體的代表及各 

主管當局，密切合作。

六，爲多哥蘭境內難民所推行的緊急救濟方案， 

在上個月開始第一次分發SE給。爲了加速實现這個問 

題的長期解決計劃起見，高級專員已經指派了一位駐 

多哥蘭共和國特派員，他已在上星期開始工作。

七，關於在坦干伊咕、鳥干達、布隆提和剛果基阜 

省內盧安達難民的問題，規在這些國家裏難民的數目， 

要比各位在報告書中看到的高些。

八，自從一九六一年九月以来由盧安達來到坦千 

伊唁境內的人數在七千至九千之間。其中若干由於自 

己的主動已在境內定居下來。但是需要坦干伊嗔政廣 

援助供給日常必需品的人在五千以上。該政府已經設 

立了暫時性的難民營，供給食物、住所、醫藥協助和一 

些衣着。截至目前爲止，坦千伊核政府已經爲援助這個 

圃體的難民用了七萬左右美元。關於儘可能多多使這 

些難民在當地居民間安頓下来一事，已有很好的開端。 

琪在選定作爲此用的是坦干伊瞎西北部的一個地方。 

目前所想的是儘可能從速結束牧容營，使所有難民都 

在當地居民間定居下来。已經定居的難民現在遺得到 

些補助食品的供給，這是爲了不譲供給食物的負擔完 

全由當地人民承負，我們希望這些難民以後能靠與當 

地人民一起工作或爲他們工作来維持自己的生活。三 

屋期前，高极專員依照他特派員的建議撥款兩寓美元 

給坦千伊嗔政府，作爲協助維持道些難民生活的費用。

九.自從一九六一年九月由盧安達越境入鳥干達 

的人計約三萬五千名。由那時以後旧盧安達的也有，不 

過確數不明，總之也不太多。其他難民都在境內找到 

朋友或親屬, 或受當地人民的歡迎，所以並不靠政府的

協助来維持日常生活的需要。遺有些人更深入內地去 

謀求職業。截至五月一日時,由烏干達當局照管的難 

民有雨萬五千名。其中一萬人現已在離開盧安達和鳥 

干達疆界不遠的Orichinga谷地中安居下來。目前等 

待在鳥千達境內另一地區裏重新定居的難民還有一千 

人，因爲 Orichinga谷地的資源應付现有的重新定居 

計劃已經感到吃力了。在邊境地區的難民遺有一萬四 

千人左右。他們中多數以牧普爲業，越境時也都帶了 

家畜同來，所以當局必須爲他們找另一種地方安居。現 

在盧安達難民仍舊繼續湧入烏干達。鳥干達當局爲協 

助盧安達難民已經用了約三十萬美元的款項。

一0 . 截至五月一日時，比利時託管當局所援助 

在布隆提境內的盧安達難民，在三萬八千人以上。在 

鳥松布拉區的難民有一萬三千人左右，其他的就分散 

在盧安達與布廣提間的邊境上和布廣提的東部地區。 

據我們所知，託管當局在一九六一年爲了救濟難民已 

經用了約十七寓美元的款項。但是現在還急需採取輔 

助救濟的措施。

一一, 上述情報是以最近曾到坦干伊嗔、烏千達、 

布隆提和盧安達境內各處訪問歸來的高級專員特派員 

的最新報告爲根據。

一二，在基阜省內六萬難民中約三萬至四萬人急 

需救濟。現有一個救濟與重新定居的計劃在紅十字會 

聯盟的標調之下進行，同時高級專員辦事處又在最近 

另外指定了作爲此用的六萬五千美元，使撥供基阜省 

用的款項共計爲十三萬五千美元。

一三，在結束時我也想略提一下澳門境內中國難 

民情形的最近發展。委員會想必記得在前兩次届會中， 

葡萄牙觀察員提到葡荷牙政府所擬在澳門安置中國難 

民的一個計劃。葡荷牙政府向本辦事處提出一個很詳 

細的計劃，據我所知，由於葡萄牙觀察員的請求，現在 

正以這個計劃的摘要分發委員會各委員。在這事上與 

在所有其他難民問題上一樣，高級專員究竟能怎樣地 

合作, 當然就全看國際社會關切與熱心的程度如何了。

附件奏 

屈會結束時的各項陳述

A . 有關中國難戾間题的險述 

高級專員的降述

高級專員說中國難民湧入香港有大量的增加一 

事，由新聞事業予以大量的報導,而且他本人也接到若



干向他的辦事處採取什麽行動来救濟這個難民問題的 

詢問。

高級專員說，聯合國大會在一九五七年通過的決 

議案一一六七（十二）內承認"香港之中國難民問題實 

爲國瞭社會所關心"。同一決譲案也提到由高級專員居 

間盡力。高級專員對委員會說他願意作他所能作——  
不論如何輕微—— 的任何有幫助的事，依照直接負責 

當局的意思, 來減輕難良們的不幸處境。

他已與英國外交次長Mr. Godber时論過這個問 

題並且摘要說出他的辦事處可能作的事。Mr. Godber 
答應把討論情形報告本國政府。

中国代表的降迷

中國代表說奉本國政府命令向委員會發表下項聲

明：

" 中華民國政府準備在不顧任何困難之下， 

依照逃往香港的新中國難民的意願牧容他們。

中華民國政府已經決定以一千顺米捐給香 

港政府作爲此等難民的緊急救濟。

中華民國政府很願意與其他各國政府特 

別是香港政府和國磨救濟織合作，救濟這些難 

民。

中華民國政府要撥款充作救濟與重新安頓 

此等難民之用。

中華民國政府業已設置一個特別委員會負 

責壽劃與執行這些措施。"

德意志辟邦共和國代表的隊述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代表團要通知高級專員方案執 

行委員會：自從一九六一年開始,聯邦政府業已提供計 

値三十五萬聯邦馬克或八萬七千五百美元的款項，給 

予各福利機關作爲照管在香港的難民之用。這筆款項 

是特別作爲醫藥協助、敎育以及購買供給難民兒童食 

物流動車之用的。

國際志願钱闕理事會理事院副主序的隊速

國摩志願機關理事會理事院副主席說理事會各會 

員組織，都願意在大會决議案一一六七C十二）的範圍 

內，幫助解決中國難民問題。

啤合王国代表的隊述

聯合王國代表說他將提請本國政府注意有關中國 

難民問題的陳述。

美國代表的味述

美國代表說，美國政府贊同高級專員根據居間襄 

助的職務，爲鼓勵捐輸以使中國難民在澳門安居下来 

所採取的行動。

比利時代表的昧述

比利時代表說，比利時政廣已經規定一九六一年 

捐給高級專員辦事處的款項中一部分需撥充葡萄牙政 

府所擬援助澳門中國難民的方案之用。

B . 其他陵迷 

阿拉伯国際聯盟觀察員的昧述

阿拉伯國際聯盟觀祭員爲了各國政府、高級專員 

及副專員在幫助解決阿爾及利亞難民問題上所作的一 

切，向各該政府、高級專員及副專員轉致這類難民的謝 

意。他希望高級專員辦事處還能續設下去，成爲協助 

難民的中心。

歐洲理事會觀黎員的降述

歐洲理事會觀察員說理事會對於高級專員辦事處 

的工作, 仍將繼續予以充量的支助。

主席的隊述

主席請委員會注意辦事處與工娠處聯合舉辦郵票 

計劃的最後報吿書，這個計劃之能壽到一百五十萬以 

上的美元是要歸功於七十七個參加的國家。她也唤睛 

注意關於使用聯合王國在世界難民年所捐款項的詳細 

報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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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拉 怕 聯 A 共 和 國 ：l i b r a i r i 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 d iy  Posha, Cairo.

亞洲
躺 甸 ：CURATOR, GOVT. BOOK DEPOT, Rangoon.

柬 浦 赛 ：ENTREPRISE KHMÈRE DE LIBRAIRIE 
Im prim erie  & Papeterie S. à R.L., Phnom.Penh.

錫 蘭 ：LAKE HOUSE BOOKSHOP
Assoc. Newspapers o f Ceylon, P.O. Box 244, Colombo.

中 國 ：

金 濟 ， 董 鹿 路 ，

段 九 十 九 號 ，世 界 書 局 。

上 海 ，河 南 跑 ，二 一 號 , 商 務 印 書 館 。

番港: THE SW INDO N BOOK COMPANY 
25 Nathan Road, Kowloon.

印 度 ：
ORIENT LONGMANS
Calcutta, Bombay, Madras, New Delhi and Hyderabad.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MPANY 
New Delhi and Colcutta.
P. VARADACHARY & COMPANY, Madros.

印 度 足 西 亞 ：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 jakarta.

H  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 e, N ihonbashi, Tokyo.

大 練 民 國 ：
EUL-YOO PUBLISHING CO., LTD.
5, 2-KA, Chongno, Seoul.

巴 基 斯 坦 ：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East Pakistan.
PUBLISHERS UN ITED, LTD., Lahore.
THOMAS & THOMAS, Karachi.

菲 律 賓 ：
ALEMAR'S BOOK STORE, 769 Rizol Avenue, M anila . 
POPULAR BOOKSTORE, 1573 Doroteo Jose, M anila .

新 加 坡 ：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C o llye r Q uay.

泰 國 ：
PRAMUAN M IT, LTD.
55 Chakrawat Rood, W a t Tuk, Bangkok.
N IBONDH & CO., LTD.
New Road, Sikak Phy口 Srî, Bangkok.
SUKSAPAN PAN IT
Mansion 9, Rajadamnern Avenue, Bangkok.

越 南 共 和 國 ：
LIBRAIRIE-PAPETERIE XUAN THU 
】85, rue Tu-do, B. P. 283, Saigon.

歐洲
舆 地 利 ：
GEROLD & COMPANY, G raben 31, W ien , I.
B. WÜ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GEORG FROMME & CO., Spengergosse 39, W ien , V.

比禾【J 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 A.
1 4 -22 ,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保 加 利 亜 ：
RAZNO IZNOS, 1, Tzar Assen, Sofia.

赛 普 勒 斯 ：PAN PUBLISH ING HOUSE
1 0 A lexander the Great Street, Strovolos.

捷 克 斯 拉 夫 ：
ARTIA LTD., 30 ve Smeikach, Praha, 2,
(ÎESKOSLOVENSKŸ SPISOVATEL 
Norodni Trida 9, Praha, 1.

丹 麥 ：EJNAR MUNKSGAARD, LTD.
Nerregade 6, Kebenhavn, K.

芬 蘭 ：AKATEEM 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法 蘭 西 ：ÉDiTtONS A. PÉOONE 
13, rue S oufflo t, Paris (Ve).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
R. EISENSCHM IDT
Schwanthaier Str. 59, F rankfu rt/M a in .
ELWERT UND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bneberg.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 iesbaden.
W . E. SAARBACH 
Gertfudenstrasse 30, Kôln {1 ).

希 腿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ens.

牙禾y :  KULTURA, P. O. Box 149, Budapest 62.

<^P ô  : BOKAVERZLUN SIGFÜSAR 
EYMUNDSSONAR H. F.
Ausfurstroeti 1 8, Reykjavik.

愛 爾 STATIONERY OFFICE, D ublin .

義 大 -萍IJ: LIBRERIA COMM ISS IONAR IA SANSONl 
V ia G ino Capponi 26, Firenze, 
and V ia  Paolo Mercuri 1 9 /B , Roma.

盧 栽 :
LIBRAIRIE J. TRAUSCHSCHUMMER 
Place du Théâtre, Luxembourg.

荷 蘭 ：N. 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oge.

挪 威 ：JOHAN GRUNOT TANUM 
Karl Johansgate, 41, Oslo.

波 縱 ：PAN, Paiac K ultury i N auki, Warszawa.

渐 料 牙 ：L IVRARiA RODRIGUES Y C IA.
186 Rua A urea, Lisboa.

雜 馬 尼 亜 ：CARTIMEX, Str. A ris tide  Briand 14.18,
P. O . Box 134-135, Bucurejti.

西 班 牙 ：LIBRERIA BOSCH 
1】Rondo Universidod, Barcelona.
LIBRERIA MUNDI-PRENSA 
Castello 37, M adrid .

瑞 典 ：
C E .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fan 2 , Stockholm.

LIBRAIRIE PAYOT, S. A .,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urich 1.

土 耳 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 tik ia 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薪 維 族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職 判 ：
MEZHDUNARODNAYA KNY IG A 
Smolenskaya Ploshchad, Moskva.

聯 合 工 國 ：
H. M. STATIONERY OFFICE
P. O . Box 569, London, S .E .l
(and HMSO branches in Belfast, Birmînghom,
B risto l, C a rd iff, Edinburgh, Manchester).

南 斯 拉 去 ：
CANKARJEVA ZAL02BA, L jub ljana , Slovenia.
DR2AVNO PREDUZECE 
Jugoslavenska Kn|iga, Terazije 2 7 /1 1 ,
Beograd.
PROSVJETA
5, Trg Sratstva i Jedinstva, Zagreb.
PROSVETA PUBLISH ING HOUSE 
Im porf-Export D iv is ion , P. O. Box 559,
Terazije  1 6 /1 , Beograd

拉丁美洲
阿 极 廷 ：EDITOR IAL SUDAMER ICANA, S. A.
A ls ino 500, Buenos Aires.

玻 利 維 亜 ：LIBRERIA SELECCIONES, Casiila  972 , La Paz.

巴西 ：LIVRARIA AG IR
Rua Mexico 9 8 .S, Caixa Postal 3291,
Rio de Janeiro.

智 利 ：
EDITORIAL DEL PAC IF ICO, Ahumada 57, Santiago. 
LIBRERIA IVENS, Cosilla 205, Santiago.

哥 倫 比 亜 ：LIBRERIA BUCHHOLZ 
Av. Jiménez de Quesada 8 -40, Bogota.
哥 斯 大 黎 加 ：IMPRENTA Y L IBERIA TREJOS 
A pariado  131 3, San José.

古 巴 ：LA CASA BELGA, O 'R e illy  455, La Habana.

多 明 尼 加 共 和 國 ：UBRERIA DO M IN IC A N A  
Mercedes 49 , Santo Domingo.

厄 瓜 多 ：
LIBRERIA C IENT IF ICA, Casiila 362 , G uayaquil.

薩 冗 多 ：MANUEL NAVAS Y C IA. 
la .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瓜 地 ; 拉 ：
SOCIEDAD ECONOM ICA -F INANC IERA 
6a. Av. 1 4 -33, G uatem ala C ity.

海 地 ：LIBRAIRIE " A  LA CARAVELLE" 
Port-au-Prince.

宏 都 拉 斯 ：
LIBRERIA PANAMER ICANA, Tegucigalpa.

"S西 ED ITOR IAL HERMES. S. A.
Ignacio Mariscal 41 , M exico, D. F.

巴 拿 .U'): JOSE MENENDEZ
A genda Internacionol de Publicaciones,
A partado 2052 , Av. 8A, sur 21.58, Pa n a m 6.

巴拉
AGENC IA DE LIBRERiAS DE SALVADOR N IZZA 
Calie Pte. Franco No. 39 -43, Asuncion.

秘 魯 ：LIBRERIA INTERNAC IONAL 
DEL PERU, S. A ., Cosilla  1417, Lima.

; REPRESENTACiO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 'EL IA
Plaza Cagancha 1342, 1 ’  piso, Montevideo.

制〜瑞卞， LIBRERIA DEL ESTE
Av. M iranda, No. 52 , Edf. G a lipàn , Caracas.

中東
b'i : MACKENZIE S BOOKSHOP, Baghdad.

以 色 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35 A llenby Rd. and 48 N achla f Benjamin St.,
Tel Âviv.

約 旦 ：JOSEPH I. BAHOUS & CO.
Dar-o l-Kufub , Box 66, Amman.

嫩 ：
KHAYAT'S COLLEGE BOOK COOPERATIVE 
92-94, rue Bliss, Beirut.

北美洲

凡 國內尙 未 設 有 經 售 處 而 欲 ® 詢 或 定 購 者 ，請 與 聯 合 國 出 版 物 銷 售 處 接 洽 。地 址 如 下 ： Saies Sedî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 a fîo n î, Geneva, Sw itzerland.

加 拿 大 ：THE QUEEN'S PRINTER 
O ttaw a, O nta rio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 IO NS, New York.

大洋洲
澳 大 利 亜 ：
W EA BOOKROOM, University, A de la ide, S.A. 
UNIVERSITY BOOKSHOP, St. Lucia, Brisbane, Q ld . 
THE EDUCAT IONAL AND TECHNICAL BOOK AGENCY 
Parap Shopping Centre, Darw in, N.T.
COLLINS BOOK DEPOT PTY. LTD.
Monash University, W e lling ton  Road, Cloyton, V ic. 
MELBOURNE CO-OPERATIVE BOOKSHOP LIM ITED 
10 Bowen Street, M elbourne C. 1, V ic.
COLLINS BOOK, DEPOT PTY. ITD.
363 Swanston Street, M elbourne, V ic.
THE UNIVERSITY BOOKSHOP, Nediands, W . A. 
UNIVERSITY BOOKROOM 
University o f M elbourne, P arkv ille  N .2 , V ic. 
UNIVERSITY CO-OPERATIVE BOOKSHOP LIM ITED 
Manning Road, University o f Sydney, N .S .W .

絲 西 蘭 ：
GOVERNMENT PR INTING OFFICE
Private Bag, W e lling ton
(and Government Bookshops in Auckland,
Christchurch and Dunedî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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