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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 管 理 事 會 的 組 織 與 工 作

第一章 

理事會的組織

A . 理事國

一 . 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起，理事會的組成如下： 

管理託管领土的理事国：

澳大利亞 

紐西蘭

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襄章第二十三條列名但並不管理託管領土的理事国：

中國

法蘭西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大會選任的理事國：

任滿日斯

賴比瑞亜 ................ 一九六五年+二月三十一日

B. 職員

二 . Mr. Nathan Barnes〔賴比瑞亞）及 Mr. F. 
H. Corner 0®西蘭）於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第三 

十届會開始時分别當選爲主席與副主席。

C. 届會及會議

三.理事會在本報告書檢計期間內舉行了下列會

議：

第三十屆會（第一二 0 三次至第一二二四次會議）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二十六日。

四. 所有，譲皆在聯合國紐約會所舉行。

D . 程序

五 . 檢討期間理事會在程序方面並無修改。

E . 與安全理事會的關係

六 . 託管理事會仍依據憲章第八十三條，安全理 

事會一九四九年三月七日第四一五次會議通過的決議 

案及理事會本身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決議案四十 

六C四）的規定繼續執行聯合國在託管制度下對於太平 

洋島嗅託管領土內政治、經濟、社會及敎育事項所負的 

職務並就此事向安全理事會提送報告書一件。'

F. 與各專門機關的關係

七 . 國赚勞工組織、糧食農業組織、聯合國敎育科 

學文化組織C文敎組織)及世界衞生組織(：衞生組織)代 

表都曾在情形需要時 ,參加理事會的工作。

八 . 文敎組織及衞生組織分別就那鳥魯2 及新幾 

內亜3管理當局所提常年報告書，提出意見。

1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A 年，特別補羅第一號（S/ 
5340)。

2 託管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屆會，附件，議程項目四， 
文件 T/1616 及 T/1614。

3 同上，文件T/1615。



第二章

審査常年報告書

九 . 理事會在檢討期間內牧到管理當局關於下列託管領土的常年報告書 :

就管领土 管理當局 報告書起总年度
秘熏"長收到 
報告書曰期

秘 書 長 轉 遞  
報告書的節略

新幾內亞 澳大利亜 一九六二年六月三 

十日爲止的年度

一九六三年五 

月十四日

T/1607

那烏魯 澳大利亞 一九六二年六月三 

十曰爲止的年度

一九六三年五 

月十四日

T/1606

太平洋島喚 

託管領土
美利堅合 

衆國
一九六二年六月三 

十日爲止的年度
一九六三年五 

月十五曰

T/1611

- 0 . 获將審議常年報告書程序的其他詳情列衷如下 :

記管領土 特派代表姓名 蕃議常砰報告書的會議

那.鳥鲁… Mr. R. S. Leydin
Mr. Hammer de Roburt〔顧問） 第一二O四次至第一二O八次、

第一二一■二次、第一二一■七次

新幾 亜 Mr. H. L. R. Niall
Mr. Vin Tobaining 顧問） 

Mr. Kwawala Kalo〔顧問） 第一二一四次至第一二一六次、 

第一二一八次、第一二一九次、 

第一二二 0 次、第一二二三次



第三章 

審査請願書

A . 赛查請願書

一一. 理事會第三十届會審查了五件根據譲事規 

則第八十五條第一項分發的請願書，二件根據第二項 

分發的請願書。在將理事會審查或審議的睛願書的詳 

情載列如下，並附帶說明理事會對各請願書所採的行 

動。關於太平洋島嗅託管領土的一件請願書的審查經 

過，包括聽詢支持該請願書的猜願人的情形在內，載 

入理事會政安全理事會報告書內。1

B. 關於新幾內亜的請願書

一二 . 關於新幾內亞的請願書計有雨件，因爲都 

是論及普通性質的事項，所以都是根據譲事規則第八 

十五條第二項分發的。第一件是關於聯合王國及若干 

其他國家一旦加入歐洲共同市場4 時對於新幾內亞物 

産 ,尤其挪子産品，在海外銷售可有的不利影響。這件 

請願書是在理事會審查新幾內亞情形時列入譲程的。

一三.第二件睛願書是關於擬具該請願書時正在 

設法解決的印度尼西亞西新幾內亞〔西伊里安）問題 

的，內中請管理當局採取措施以保證新幾內亜託菅領 

土的安全。5這件講願書也是在理事會審查新幾內亜情 

形時列入議程的。

C. 關於那烏魯的請願書

一四.有一件請願書內請願人要求絵他機會到澳 

大利匪去受無線電技術方面的高深敎育，使他將來有 

資格可以代替澳大利亞人做那鳥魯無線電臺的主任。6 
特派代表在第一二0 七次會譲內說现已設法調查有何 

最好的辦法在澳大利亞訓練一個那烏魯人員，將来把 

他升任無線電臺的主管人員。頸料請願人可能就是將 

来被選的那個那鳥魯人員，因爲他是目前可以擔任這 

種工作最有經驗的人員。在這種情形之下，理事會決

定請請願人注意管理當局的意見,7尤其注意特派代表 

的意見。

一五.另一件請願書要求增加艾華區內不産碟酸 

廳土地的租金，因爲满酸幽塵使挪子及其他各種果樹 

的生産損失很大。8理事會在第一二0 七次會譲中審查 

這件請願書並聽到特派代表說管理當局正在考慮對地 

主之能證明果樹確曾受到這種影響者付給賠償。所以 

理事會決定請請願人注意特派代表的陳述，並將理事 

會詩論請願書的經過情形的紀錄給他參考。理事會遺 

請管理當局至遲於大會第十八屆會時將關於此事所作 

的決定通知聯合國。

一六.雨件請願書是關於託管領土內的司法制度 

的。一件請願書論到領土內缺乏正當的法律諮詢服務， 

及出庭代理人，另一件控稱政府測勘員兼法官不應審 

飘關於那烏魯土地委員會所作決定發生爭執的法庭案 

件，因爲他處在測勘員的職位，與道個委員會的工作發 

生密切關係。1D理事會第一二0 七次會議審議這雨件 

請願書時有人建議請管理當局就法律制度執行辦法及 

擬譲推行的改革向理事會提出更詳盡的情報。關於第 

一件請願書，理事會決定睛請願人注意管理當局對其 

請願書的意見，並將理事會討論請願書的紀錄供其參 

考。關於第二件睛願書，理事會決定請講願人注意管 

理當局的意見" 及特派代表的陳述。

一七.另一件請願書是關於一九五一年管理當局 

與一個那鳥鲁婦女所訂的一件合同，1 2由管理當局支 

付其子在澳大利亜的敎育費，而以若千産磷酸鐘土地 

爲抵押。一九五六年曾因未能如期撥償債款而另訂一 

項合同。後來有關雙方又於一九六二年另訂一件關於 

淸償未淸債款的合同。理事會在第一二0 七次會譲中 

審查了這件睛願書，決定將管理當局的意見"及理事 

會时論其請願書的紀錄一併送交請願人。

T/PET.8/L.8。
T/PET.8/L.9。
T/PET-9/21。

7 T/OBS.9/4。
8 T/PET.9/24。
9 T/PET.9/26。
10 T/PET.9/27。
11 T/OBS.9/4。
12 T/PET.9/28。



第四章 

視察託管領土

聯合國一九六四年太平洋島11» 託管領土視察團

一八 . 理事會第一二二0 次會譲決定於一九六四年派遣一個按期視祭團至 

太平洋島嗅託管領土，親察團的組成及任務規定見理事會致安全理事會的報告 

書。



第五章 

託管領土建成自治或獨立與各託管領土實施准許殖民地 

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的情形

一九 . 理事會第三十届會審譲太平洋島喚、那鳥 

魯及新幾內亜三個僅存的託管領土狀況時頗注意各管 

理當局對於根據各該領土人民自由表示的意願和希 

望，將全部權力移交領土人民，使其能充分享受獨立與 

自由所採的步驟。理事會相關的結論與建議及理事會 

各理事國的個別意見載入理事會就太平洋島峡託管領 

土向安全理事會所提報吿書及其向大會所提報吿書內 

那烏鲁及新幾內亞二章。

二 0 . 理事會第一二二三次會譲中有人提請理事 

會注意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的一件文件，題爲"全 

體大會第十一届會就文敎組織對於促成殖民地國家及 

民族織達獨立之任務所通過决議案八•二的實施情 

形"。

二一.大會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決議案一 

六五四〔十六)及一九六二年+ 二月十七日決譲案一八 

一 CX十七)曾設置一個准許殖民地國家及人民獨立宣 

言實施t青形特設委員會，決議案內除其他事項外講理 

事會協助特設委員會工作。根據這種請求，託管理事 

會主席已致函特設委員會主席，告知理事會已於第三 

十届會中審議了太平洋島喚、那烏魯、及新幾內亞各託 

管領土的情況，並說理事會的結論及建議以及理事會 

各理事國的個別意見已載入理事會就太平洋島喚託管 

領土向安全理事會所提的報告書，至於那烏魯及新幾 

內亞則載入向大會所提的報告書內。他還表示願與特 

設委員會主席|^論特設委員會任何其他可能需要託管 

理事會協助之處。



第六章 

託管理事會審議的其他問題

A . 會員國爲託管領土居民提供 

求學及訓練便利

二二.根據大會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决譲案五 

五七〔六）設置的聯合國託管領土居民獎學金方案設置 

以來已有十一年了。這項方案是根據託管理事會第十 

三屆會核准的辦法辦理的。根據這種辦法，每年睛 

秘書長向理事會提出一件報告書載列這種方案的一切 

遍當詳情。

二 三 .雜書長向理事會第三十届會所提的報告書 

是他據此提出的第十二次報告書，其起誇；日期爲一九 

六二年六月十日至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四日，4。在上述 

期間內紙接到兩件索取方案章程的要求，一件是從那 

鳥鲁來的，一件是從太平洋島喚託管領土來的。但未 

接到筒存的三個託管領土中任何一個請求獎學金的申 

請書，而且根本自從方案開始以來從未接到過這幾個 

領土提出的這種申請書。

二四.理事會第一二一六次會譲表示備悉秘書長 

的報吿書，並請管理當局注意理事會各理事國在討論 

報告書時發表的意見。

二五.理事會第一二二二次會譲通過了一件決議 

案請聯合國越書長訓令新幾內亞摩斯比港聯合國新聞 

處主任，請其立卽諮商管理當局採取措施 , 藉廣播、傳 

單及其他妥善宣傳方法，將新幾內亜託管領土居民可 

從聯合國睛領獎學金一事廣爲傳播，俾使秘書長能將 

上述努力結果情形載入他向大會第十八届會提出的報 

告書

B. 在各託管領土傳播關於聯合國及 

國際託管制度之情報

二六.秘書長曾向理事會第三十届會提出一件關 

於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至一九六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期 

間在各託管領土分發聯合國正式紀錄及傳播聯合國及 

國際託管制度的目的與工作的情報所採辦法的報告 

書。 這種報吿書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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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決 

議案七五四C八) 的規定，每年提出一次。

二七.理事會第一二一六次會議表示備悉這件報 

吿書並請管理當局注意理事會各理事國在討論報告書 

時發表的意見。

1 3 託管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三届會，附件，議程項目十 
三，文件T/1093。

1 4 同上, 第三十屆會, 附件, 議程項目十,文件T/1609。

15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決議案二一三九(三十)。

1 6 託管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屆會，附件，議程項目十 
文件 T/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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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 管 領 土 現 狀

第一章

新幾內亞

查 .總 論  

槪況及託管理事會的建議

i 地與人戾

- 二八.新幾內亞託管領土係由新幾內亞島東北部 

巴布亜邊界以北西伊里安邊界以西部分、俾斯麥羣島 

—- 其中最大的爲新不列顏、新愛爾蘭及馬奴斯——
及所羅門羣島中最北部的布卡及布干維爾兩島組成，

全部陸地面積約爲九三 , 0 0 0 平方哩。

二九 . 一九六二年六月三+ 日，領土全部土著居 

民約爲一 , 四六九，三二  0 人，其中經點查者爲一，四二 

一 , o 九0 人，此外尙有估 fît人數四八，二三0 人。非 

土著居民約爲一五，五三六人。

三0 . 關於希望在一九六三年年底以前將全領土 

置於完全行政控制下一點，檢討期間已獲的進展包 

括限制區面積自八 , o 五六平方哩減至四，一 0 八平方 

哩。餘限制區包括塞匹克、東部高原及西部高原艱僻地 

區，居民約計雨萬人。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國的個別意見 

概 錄

三一.紐西蘭代表說澳大利亜經十八年的努力及 

浩大的投資已斜新幾內亜管理當局在一九四年面臨 

頗足令人生畏的問題提供了一個積極的答覆。使領土 

狀況改變不是輕易的成就。管理當局已把常常被人認 

爲是石器時代文化雁集的地區變成了一個迅速進展的 

現代化領土。

三二 . 美國代表說關於新幾內亞託管的情形都很，

良好。他認爲這是託管制度最優異的實例。必須念及 1604)。

領土的客觀情況，才能對管理當局的努力和已有的成 

績 ,有一種正確的瞭解。縦觀管理當局的整個成績，尤 

其與所遇的障礙相對照，不得不說它的成績非常優異。

三三.聯合王國代表說到新幾內亜各種天然的困 

難必須解決方能確保人民的政洽及經濟進展。他說領 

土人民操七百種不同的語言，使人不知所措。此外，新 

幾內亞是世界上仍有若干都分完全未曾開發，若干地 

區尙未受行政控制的少數國家之一。他很高興聽見特 

派代表說這種情形卽將告終。

三四.聯合王國代表非常高與見到聯合國一九六 

二年那烏魯及新幾內亞託管領土親察團報告書17內提 

及的經濟、地理、或政洽方面的障礙並未阻遏管理當局 

的行動。

三五.他提睛理事會注意一九六二年視察園曾提 

議三個達成迅速健全政洽進展的必要先決條件。他說 

管理當局已擬具計劃設法满足這些條件，所以他渴望 

能於明年聽到這些計劃及提譲的實施情形。

三六.賴比瑞亞代表說領土內現在雖然已有顯而 

易見的改變，但是已獲的進展與尙待進行的工作比較， 

似乎尙嫌太少。領土內現在尙有面積廣大的土地迄未 

開發塾拓。她諶爲發展如此遲緩，應由管理當局負其 

全責。

三七.蘇聯代表説澳大利亜政府對新幾內亞託菅 

領土及巴布亜殖民地的政策是典型的殖民政策。不過， 

澳大利亞託管當局與其他殖民國家一樣，不能充耳不 

聞贊成淸除世界各地各種方式殖民主義壓迫制度的洪 

大呼聲，所以它們不得不略施手腕使自己能遍應如此 

造成的情形。

託管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九届會，補編第三號（T/



三八.中國代表說自從聯合國負責新幾內亞託管 

領土事務以來 ,新幾內亞已有逐漸進展的重要改變。他 

歡迎管理當局的新政策，卽不堅持均一發展爲進一步 

政洽進展的先決條件。他認爲這種新政策能消除對於 

新幾亞未來發展的任何懷疑。

三九.法國代表記得一九六二年親察團曾稱讚管 

理當局，說澳大利亞不辭艱難本着主動精神及堅決意 

旨大無畏地去發展一個與世界文化潮流隔絕得如此長 

久的地區，這種作風是尙未發展人民雇史上罕見的例 

子。

四0 . 管理當局特派代衷强調指出說託管領土的 

地勢與自然環境雖然艱險 ,民族雜很複雜，但是檢討年 

度內各方面均有極大的進展。他概述應採行動的提案， 

如進行經濟發展方面的調查、設置高等敎育機關等等 

一旦實施、民選的國會一旦成立後，新幾內亜卽已脚踏 

實地站在穩固的基礎上作更大的躍進，加以深入領土 

整個社會根源的政治意識已經逐漸醒悟，更可激勵人 

民使他們改變，並使他ffl接受现代化經濟及政治生活 

的概念。

防務舆安圣

四一.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如果眞 

想准許新幾內亞舆巴布亞獨立的話，那末就必須確實 

準傭使這新國家在能與其紙鄰國家和睦相處最有利的 

情形下辕達獨立。關於道一方面，領土的情勢非常嚴 

重，使理事會不得不深感焦慮。澳大利亞政府已將新 

幾內亞託管領土及巴布亞殖民領土牽入那個使太平洋 

區域各國藉澳紐美條約發生聯撃的侵略性軍事集團的 

系統之內a 聯合國必須堅決反對管理當局聲稱爲履行 

軍事義務起見可以對新幾內亞託管領土遍用軍事協定 

的話。關於這一方面託管領土的安全已經變成了一個 

非常嚴重的問題。管理當局必須瞭解，對託管領土實 

施管理當局與他國政府所訂協定下的義務，將託管領 

土牽入軍事協定，是不合法，而且是違背託管協定及憲 

章規定的。託管理事會必須淸楚明確的將這一點警告 

管理當局，並要求管理當局立卽停止這種政策。理事 

會若不採此行動 ,那末就必須請大會審譲這個問題。

四二 . 蘇聯代表認爲諸如美國代表Mr. Harri- 
m an最近在澳紐美軍事集團會議內發表的那種言論， 

構成毫無理由對託管領土及其鄰國人民實行威脅，使 

領土情勢日趨嚴重，所以必須採取決定性的措施。

四三. 他認爲管理當局必須首先顧及當地人民的' 
利益，這種利益要求管理當局不要翅强託菅領土執行

澳紐美之類軍事集團主動的政策，准許託管領土人民 

與i t鄰各國人民和平友陸相處 ;管理當局，尤其當局的 

盟國 ,不得藉侵略協定利用該領土，以達到與領土居民 

利益相左，且對太平洋區域和平安全不利的目的。

四四.管理當局代表說澳大利亞對新幾內亞防務 

所承擔的義務，其法律根據就是憲章、託管協定、安全 

理事會各決議案及大會各決譲案的確切規定。第一二 

一八次會議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曾說靈 

於今曰世界各國密切相互依存，所以任何區域沒有和 

平友好關係，都是使人嚴董憂慮的事。澳大利亞代表 

團同意這話，而且關於這點遺要指出新幾內亜的澳大 

利亞人及許多部落及同語言的集團目前正在協力組成 

一個民族和一個政府，到適當的時候管理當局還準備 

呈獻在世界各國面前一個自由獨立的新國家，不但能 

够光榮有效地挿足二十世紀世界各國之林，且能對這 

個世界的和平融洽有所貢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代表曾說到用"火與劍"的話。他應知道澳大利亜 

向以能和平透入和開關世界最荒野罕到地區的紀錄爲 

榮。澳大利亜在新幾內亞的和平與勇敢的紀錄可以經 

得起世界各國的任何考驗。他不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是否也有同等的紀錄。

戴 . 政 治 道 展  

槪 況 及 託 管 理 事 會 的 建 議

發展代儀、行政及司法幾構並擴大其權为 

Ca")中央政舟機構

四五.新幾內亜託管領土與巴布亞領土共受一個 

行政長官管理，由長官本人自任主席的六人行政長官 

會議襄助施政，還有一個由行政長官、官方議員十四 

人、民選譲員+ 二人、及委任譲員十人共三十七人組成 

的立法譲會。

四六.託管理事會第二十九届會贊同一九六二年 

視察團的意見，也認爲應當卽在巴布亞和新幾內亞成 

立一個眞正代表民意的國會，認爲政治方面可以比一 

九六一年新立法譲會成立時的計劃加速推進；認爲人 

民已有領袖人物卓具資格代其發言且能在一個中央國 

會內撒底負責爲其代表；而且認爲成立這種機關較任 

何其他辦法更能迅速啓發領土人民民族情緒與政治統 

一的意識。

四七 . 理事會遺核准視祭團的意見，認爲一個由 

民選代表組成的立法譲會的成立，管理當局擬編製一



本共同選舉名冊的意向，以及地方政府議會所得的經 

驗，已使當局能擬具計劃根據單一議員選匿制由成人 

直接選舉議員約一百人組織巴布亞及新幾內亜國會， 

且認爲應立卽着手進行根據此法舉行選舉的壽備工 

作 ,至遲於一九六三年年底以前完成。

四八.理事會建議菅理當局應鄭重考慮視察圃的 

提議，着手進行選舉巴布亞與新幾內亞代譲制的國會 

的* 備工作，並規定至遲應於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曰以前達到這個目標。

四九.管理當局報吿書內說一九六二年三月設置 

的立法議會選任委員會曾廣泛徵求人民各種分子的意 

見。根據這種意見，委員會已擬具提案，內中除其他事 

項外，建譲立法議會譲員人數應自三十七人增至六十 

四人，其中五十四人應由年齢十八歳以上的人根據共 

同名冊以普選辦法依單一議員選區制選舉；這五十四 

個議席中十個應留給非土著人民，作爲過渡措施。這 

些提案業經立法會議及澳大利亞政府接受，後者已於 

一九六三年五月通過必要法案准付實施。本屆立法會 

議的任期將於一九六四年初屆满，管理當局已經通知 

託管理事會第三十届會，認爲這是最理想的時候，成立 

改組的譲會，將来稱爲衆議院。

五0 .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通知理事會第三+届會 

說經過修正的布亞及新幾內亞法令已作有規定，擴 

充行政長官會議 ,予以範圍較廣的任務，創立一個維形 

的行政機構。行政長官會議的人數將自七人增至十一 

人，非官方官員的人數自三人增至七人,並規定這七個 

人全體都應爲衆議院的民選議員。修正後的巴布亞新 

幾內亞法令內規定從民選官員中任命國會秘書。他們 

將跟那些等於澳大利亞國會閣員的现任管理當局各部 

首長的官方官員學普爲其助理。管理當局希望這些助 

理秘書在其任期內所獲的經驗使他們將來能够代替行 

政會議的若干或全部官方官員，並望他們能奠定基礎 

使將來的衆議院內能有一個完全由他 ffl組成的內閣。

五一 . 理事會第三十届會通過下列結論及建議。

理事會念及一九六二年视察®的意見及理事會第 

二十九在會本身的建議均想為成立•-個真正代議政制 

必较任何其他辨法更能退速族發领土人民的民族情绪 

及政î’é統一意識。故表示備悉管理當局決定於一九六 

年四月成À一個根據共同名册由成人普選避出的衆 

議院。備悉该議?完將操託管领土的立法全權。理事會 

表示债悉管理當局聲稱乘議院现行組成情形反映土著

居民的意願，但同時表示希望能儘早依據新幾内亞人 

民意願，進展至個完全民還的議會制度。理事會復 

表示希望管理當局不要違货衆議院多數民選議員的意 

願,援用法定否想權力。

理事會歡迎管理當爲擬擴充行政表官會議, 使土 

著民選議M参與工作,精資加速進展，遂漸產生一個對 

乘讓院員責的行政機構。

理事會欣悉管理當局的政策印想為任何自治制度 

的基咸躇應力求廣獨，但不必祝均一發展為進一步政 

治進展的先決條件。

Cb) 地方政府會議

五二.至一九六二年六月三十日領土內計有地方 

政府議會三十八個，諧議總數共Si■—，一六四人，代表 

人民約三五七，五三四人。

五三.理事會第二十九届會表示贊成一九六二年 

視察團的意見，卽地方政府方面已有的進展及健全準 

備工作證明應根據這種政策繼續進展。理事會建議將 

政策再推進一步，卽從公款中撥劃若干補助金給業已 

證明能自理其有限財務的各地方政府會議，助其增多 

並擴展其工作，並讓它們以代理機關的地位去擔任管 

理當局所執行的若干任務。理事會也認爲在工作及財 

政方面應給它們更充分的權力使其享有相當於其他 

地方政府當局的職權；並認爲在筒未能採用常規課稅 

制度，使各地主根據土地所有權對地方會議經費有所 

貢獻以前，由各大農場繊款充地方議會經費的制度仍 

有它的長處。

五四.管理當局在最近的報告書內說管理當局的 

政策認爲擴展地方政府會議爲促進土著人民政洽進展 

的最佳基礎。管理當局現正根據這種政策檢討地方會 

議的任務。其目的在建立一個不分種族的地方政府會 

譲制度讓其執行更多的地方事務，必要的法律正在草 

擬中。

五五.管理當局特派代表通知託管理事會第三十 

届會說自從一九六二年六月三+ 日以來已經宣布成立 

了十二個新的地方政府會議 ;計塞匹克區五個、摩羅貝 

區三個、東部高原區二個、馬奴斯及新島各一個、託管 

領土現有的五十個這種會議目前共代表居民四七三 

七七二人。，

五六.巴布亞及新幾內亞各地方政府會議年會已 

於一九六三年四月在拉埃舉行。這個年會完全由人民 

主持，根據項目繁多的譲程舉行討論並通過決議案。



五七 . 理事會第三十届會通過下列結論及建議：

理事會渴塗管理當局探取一切措施训練新幾内亞 

土著領袖擔任重要職位，使其對於議會程序能有經驗， 

所以歡迎管理當局對於地方政府法♦ 所計劃的修改， 

使地方政府會議的轉權因此可能擴大。為進一步加强 

上述會議權力计，理事會向管理當局建議或可增加中 

■i*̂fffc府所給予的經濟援助並擴大地方政府會議在各方 

面的權力，包括就地課税的權力在内C

Ce) 區政府及卞政府

五八 . 領土分九個區，每區有一個諮議會。每一 

個諮議會由行政長官任命的區專員一人及諮議員若干 

人組成，任期雨年。本報告書檢討期間區諮議會內的 

土著諮議員計有二十八人。

五九.改組區諮議會的提議希望每一個區諮議會 

能有多數土著路議員 ,包括各地方政府會議的代表，並 

希望鎮諮議會也能直接派遣代表出席區諮議會。

六0 . 領土七個主要的鎮都設有鎭諮議會，其中 

四個有新幾內亜諮議員共十八人。七個鎭諮議會的其 

餘諮議員計歐洲人七十四人、亞洲人八人，混血種人三 

人。

六一.理事會第二十九届會塵於一九六二年視察 

團認爲现行的鎭諮譲會制度已經達到其目的，領土各 

主要城鎭現在都在迅速發展，許多居民都很能够在民 

選的市議會內擔任充分任務，請管理當局注意視察團 

的結論卽認爲允宜進而建立一種標準的代議市政府制 

度。

六二.管理當局在檢討中的報告書內說管理當局 

已經設置了一個管理當局各行政部門聯席委員會以便 

調查領土內建立市政府的需要。因爲現正提出一條關 

係地方政府的法律，規定設置多種族諮議會及在都市 

區域設立市議會，對於這個問题連帶的關係，所以這個 

委員會就這個問題作若干初步考慮之後，卽宣布延至 

新法律起草工作完成後再說。屆時委員會將考慮最好 

用何種方法去估計主張設置市政府的要求，以及按照 

人民本身意願可能採用的方式。

發展成人普避權及直接選，制度

六三 .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通知託管理事會第三+  
届會說一俟選任委員會的提案經立法會議通過，澳大 

利亞政府核准後，卽將開始編訂一九六四年選舉時需 

用的選舉名冊。將來編訂選舉名冊時所根據的共同名

冊是根據所保持的兩項不同的土著人民人口普查紀錄 

編擬的：一種是設有地方政府會議的各地地方政府會 

議書記保存的納税戶口調查登記冊，另一種是土著事 

務部外勤事務員保存的紀錄，雨者都是按村落及按家 

族團體名次編擬的。這種紀錄對於最近始略知情形，正 

在逐漸使其受充分有效管制的地區，尙不完全。這種 

普查紀錄內載有所有人民的姓名，包括兒童在內，但並 

非按照英文字母次序排列的。特派代表說據他看普查 

結果將先經過查對，然後於一九六三年十月以前交到 

一個中央選舉辦事處，俾便在選舉日期以前完成印刷 

選舉名單的必要工作。關於道一點，特派代表又說管 

理當局不得不擴充國家印刷局的廠房、添購額外機器， 

以便應付在一九六四年三月以前印就並分發選舉名單 

而勢必增多的工作。

六四，特派代表又說近年來敎育方面雜有進展》 

但是成人文S 人數的百分比仍高，尤其是最近始發生 

有效接觸的地厘。所以有些地方舉行選舉時可能須用 

耳語的辦法投票。一個識字的投票人可以在選票上按 

其喜歡各候選的程度依次稿密誌下記號。投票並不是 

强迫的。

務制度：訓綠及任用i 著人士擔任重要職位

六五 . 託管領土公務制度分爲四級：第一、第二、 

第三及輔助人員級。截至一九六二年六月三十日爲止， 

第二級內計有永久任用土著官員八人、暫時任用土著 

官員四人，第三級內計有永久任用土著官員三十一人， 

暫時任用者十四人。輔助人員級內計有永久任用土著 

官員五九八人，暫時任用者九十四人。領土內計有永 

久任用外籍官員二，七五七人。暫時任用外籍官員一， 

三七六人。永久任用亞洲及混血種官員一人，暫時任 

用者二二六人。

六六.理事會第二十九届會贊成一九六二年視祭 

團的建議，也認爲應當檢及修改將来的徽聘及訓練 

方案，並儘先注意下列三點:高級職位敷目應保持最低 

限度 ,使各部pg不致發生餅疊情形，以確保公務員制度 

不致發生頭董脚輕的弊病；管理當局應竭力設法推行 

敎育方案及特別訓練制度，以便訓練新幾內亜人民擔 

任高級公務員職位 ;並應探計一切可能,設法聘睛暫時 

任用及永久任用的醫師及敎員。

六七，理事會也贊成視察圃對下列雨點的建議： 

應當指派一個內中有新幾內亜代表的公務委員會擔任 

目前由公務專員執行的主要職務，應採用類似見習制



度的新措施 ,徵聘外國人員，而且遺應攝量充分利用聯 

合國各專門機關助其羅致職員，尤其醫麻及敎員。

六八 . 管理當局報告書內說，當局經常檢討其徵 

聘及訓練方案而且其政策向來是一俟土著人員具有資 

格及經驗時立卽任用他們擔任各級公務員職位。高級 

職位員額向來力課減少，以能維持優良辦事方法及最 

高效率爲標準。此外還從事各種辦事方法研究及檢討， 

力謀確保行政機構不致發生餅疊或"頭重脚輕"的情 

形0

六九 . 管理當局通知託管理事會第三+届會說一 

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時託管領土第二級公務員巧計 

有永久任用的土著官員+二人，暫時任用者二人，第三 

級內計有永久任用的土著官員五十四人，暫時任用者 

二十四人，輔助人員級巧計有永久任用土著官員六五 

四人，暂時任用者一五六人。據同日的統計，領土內計 

有永久任用外籍官員二，八一七人，暫時任用外籍官員 

一，三九三人。此外有亞洲籍永久任用官員二十人，亞 

洲及混血種暫時任用官員二三五人。

七0 . 訓練新幾內亜人擔任高級職位一事根本須 

視高等敎育的進展情形而定。除在這一方面竭力提倡 

外，還在在職訓練方面，採取若干積極措施；如設立一 

個住宿的中央行政人員訓練學院，增設隨習行政助理 

職位等。預料待土著官員具有進入大學資格時，澳大 

利亜各太學及將來擬在領土內設置的大學學院內爲訓 

練土著官員而設的見習員額必將大爲增加。見習訓練 

將包括目前對外籍官員遁用的各部門，卽醫藥、工程、 

建築、農業、造林及麻範等部門。

七一.徵聘敎師及醫師也許比徵聘任何其他種類 

的職員更獲優先注意。領土已與澳大利亜各州敎育廳 

商定辦法借調敎員，時期視情形而異，澳大利亞各州已 

慨然准其敎員接受巴布亜及新幾內亜的敎職。敎育方 

面的見習訓練尙在繼續，而且現正計劃在摩斯比港開 

設一個多種族的師範大學。醫師的徵聘普通尙能達到 

規定的目標，當局並歡迎海外醫肺應徵擔任永久或定 

期任用的職位。

七二.管理當局承認必須在適當的時候考慮設置 

一個公務委員會。不過，關於這種事項,一個極重要的 

考慮就是能否找到具有必要資格、經驗、而且在一般條 

件上可任爲委員會委員的土著官員。

七三 . 现在正在擬具計劃，將大部分爲外籍公務 

員的公務制度變成以土著公務員爲主的公務制度。其

用意是使改組後的公箱制度包括一個根據本地狀況及 

本地薪給率編制的領土本身公務系統和一個完全任用 

外籍官員的輔助公務系統。將來是否徵聘外籍官員主 

要須視能否聘得適當的合格土著官員擔任必要的任務 

而定。遇有好幾年內不可能聘得逼當合格土著人員的 

情形時，則繼續永久任用外籍官員，包括在見習制度下 

聘用的外籍官員在內。

七®.管理當局通知理事會第三十屆會說當局已 

於一九六三年二月開設了兩種新的訓練課程，訓練巴 

布亜及新幾內亜女子擔任打字員及速記打字員之職。 

此外，正月間還爲卞開始公務員工作的巴布亜及新幾 

內亞人開設了一班爲期三個月的基本書記工作進修 

班。已有十個官員獲得一九六三年公務員免費訓練計 

劃下發給的獎學金。

七五 . 理事會第三十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議：

理事會確信應值可能從速讓新幾内亞土著人民擔 

任其他行政青任，所以雜然深知微聘的因難，仍促請營 

理當局加倍努力擬具一項高等教育及專n 训練方索 

便訓練新幾内亞人在公務機闕内据任重要職位。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國的個別意見

拖 播

七六.中國代表說新幾內亞今日能有令人满意的 

進展，許多地方應歸功於過去十五年內奠定的基礎。在 

透入、晕固及重建時期的每一個階段，各巡遞官、管理 

當局，及各級行政官員，包括坎培拉與摩斯比港方面的 

計劃和指導，都各盡所能，參與其事。中國代表認爲理 

事會不妨念及一九六二年親察團的提議，卽一面新國 

旗一支新國歌，可能再加一種新的共同國籍或對全國 

統一大業能有貢獻。

七七.法國代表說任何公平的觀察家都會承認領 

土的磨史已經到了一個轉機的時候。在不斷進展之後， 

幾展的速度業已加快，所以管理當局現正根據過去數 

年来長期努力所得的結果依照一九六二年視察團提出 

的重要建議，再度稽極推進其行動。管理當局與託管 

理事會代衷彼此意見現有一種値得注意的相同之處， 

他尤其感覺儉快，因爲法國代表團去年曾毫無保留的 

贊成視祭團的建議。

七八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在政洽 

發展方面，管理當局雖會口頭同意准許獨立的宣言，尤 

其其中的第五段，但仍一一不管宣言內淸晰的聲明



■~ •提到所謂領土發展尙嫌不够，土著居民尙不能自 

治，以及工業及敎育尙未充分發展等因素，担不准許託 

管領土自治與獨立。

七九 .管理當局代表説時間不是一個継對的槪  

念。不久卽將有土著人民推選的代表十四人在根據選 

民共同名冊由成人普選的民主衆議院內擔任議員。産 

生一部選民共同名冊，使新幾內亞全體人民藉此能有 

行使權力的辦法，這件事實本身已是一種優異的實際 

成就，多年孜孜不倦冒險工作的結晶。藉着這種及其 

他一樣値得稱讚的成就，刘已在過去一片散沙紙有若 

干彼此隔閩敵對的人民團體的地方，建立了一個國家。 

這不是遲慢的發展 ,這是非常迅速的發展，旨在達到管 

理當局謀求履行對新幾內亜所負責任的目標亦卽聯合 

國憲章及託管協定的目標。

發展代儀、行政及立法機構盤擴展其權力 

(a) 中央政府機構

八0 . 紐西蘭代表說新的衆議院等於一個酵母， 

可以籍此啓發領土生活的各方面。領土立法機構可以 

産生面對共同問题的意識，同舟共濟解決這種問题的 

共同命蓮感，從而可以産生一種民族意識。

八一.他又說也許値得再提一下一九六二年視察 

團的意見，卽最好留待初步主要任務完成之後—— 卽 

待至完全代議制的國會成立之後，再採用內閣制度。他 

覺得现在也許已經到了發展速度主要受人與物的需要 

控制的時候 , 所以認爲應有一個輩固時期，使選民能吸 

收及消化已有的結果。

八二.聯合王國代表欣悉管理當局準備設置代議 

制國會的日期與一九六二年視察團所定一九六三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的目標時期相去不遠。關於這方面，他 

覺得視察團主張議員員額定爲一百名並沒有特別奥妙 

的意義。他說新幾內亜人民旣然自己建議人數較少的 

議會，託管理事會就沒有理由硬要他們有任何一定的 

數額。

八三 . 聯合王國代表還指出，衆議院內保留十個 

非土著非官方議員和十個官方譲員一節是按照領土人 

民意願作成的決定，他認爲這是非常重要的事。他並 

且謎爲管理當局主張籍特種辦法動量保留十個非官方 

非土著議員的決定是應當贊成的。這種辦法與視察團 

的建議毫無銜突之處。

八四.賴比瑞亞代表不能充分瞭解衆議院內爲什 

麽必須保留十個譲席給某一類的人。她認爲已經變成

新幾內亞國民的澳大利亜人民也有權競爭議院的議 

席 ;不過，她認爲這種人應與任何其他新幾內亜國民一 

樣競選，並認爲衆議院六十四個譲席中不可替任何特 

殊種類的人保留席位。如果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對這個 

機關提供技術服務，那末他們可以顧問資格爲之。

八五.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託管領 

土立法會議的結構根本是反民主的，而且根本沒有實 

權。這個會議根本不能作成對管理當局有拘束力的決 

定。任何法律非經行政長官核准沒有任何力量。如將 

管理當局代衷在理事會本届會中將領土內的改革說得 

好像託管領土立法制度上發生了革命似的話分析一下 

卽可證明這是管理當局再度企圖把形式上的改革說得 

好像是必要的改革。新的衆議院®是改頭換面的舊立 

法會議，決不是能使領土獨立的眞正代議機關。他認 

爲託菅理事會各理事不可漠視一件事實 :那就是，假使 

立法機構沒有必要的權力，不能通過管理領土生活的 

法律、不能擔任立法任務,那末這種改革根本沒有什麽 

意義，而且其目的紙是在惑《L最關心要解決這個問題 

的領土人民及託管理事會各理事國的視聽。

八六.關於行政長官會議仍舊紙是一個諮詢機關 

一點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這個會議的 

多數議席必須於最短期間轉移給新幾內亞土著人民的 

代表。這個機關必須從純屬諮詢性質的機關變成一個 

能够單獨作成决定的機關。

A 七.中國代表說設立中央國會將促使領土人民 

發生一種民族情緒和政治統一的意識，他認爲領土人 

民勢將覺祭巴布亞與新幾內亞邊界以外鄰邦正在展開 

的新情勢，所以這種憲政方面的發展更加重要。一俟 

領土人民團結起來，有了自由發表政見的辦法,他們必 

能衞護他們的民族身份，積極充分的參加其本國的建 

國大業。

八.中國代表希望在未來的選舉中看到各領袖 

辯論有更大共同利害關係的問題，如課税、地權、敎育、 

地方政府的前途，或甚至關於酒的法律等等。而且他 

認爲設立一個中央國會可促使領土人民發生一種民族 

情緒 ,和政治統一的意識。關於少數民族代表權問題， 

他認爲新幾內亜人正式承認他們社區內的中國人及澳 

大利亞人等非土著人民對該國進展及穩定所作的貢獻 

是對新幾內亞人民本身有利的。他很高興聽說這是新 

幾內亜人民的意願。

八九.法國代衷說想在一九六三年年底以前使領 

土人民得到一個國會的希望已經满足了，因爲道個新



機構酣將於一九六四年成立。成立國會不但可以啓發 

社區責任感，遺可以擎固園結情緒和民族意識。理事 

會還應表示欣悉道種有條不棄按步就班的進展已在有 

關各方完全協議和融洽的空氣中實現了。

九0 .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表示希望他已在開端陳 

述與答覆問题時說明了關於選擇自由的一點，不過若 

干代表心中好像對於託管領土政洽進展的提案，尤其 

關於設置一個自由選舉的新國會的提案，是否確係選 

任委員會商詢結大多數新幾內亞代表所提，仍有相當 

懷疑。他請理事會注意管理當局並未將擬議設置的衆 

議院視爲終極目標，而®是把它當作更進一步實現聯 

合國憲章內揭葉的目標的步驟。再從這個議院演進而 

産生一個完全民選的國會，負領土良好行政的全責。

Cb) 地方政府會議

九一 . 關於地方政府會議，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代表說，所有各種立法及行政任務都必須就地 

移交這種會議，而且必須使這種會議變成地方行政機 

關。

九二.中國代表促請大家特別注意地方自洽的發 

展。他認爲土著領袖很能移應用他們的經驗與健全的 

判斷力來管理人民自己的事。應當鼓勵各地方政府會 

議和各地方政府會議將來舉行的聯席會議在重要敎育 

事宜上擔負責任。

Ce) 医政府與市政府

九三.中國代表說蜜於各地方政府會議最近舉行 

的聯席會議中已獲的成就，也許應當速卽促成地區及 

區域會議 ,作爲更好的培養民族展望的辦法。

發展成人普選及直接選舉制度

九四.賴比瑞亞代表說耳語投票辦法不能確保選 

舉時適用自由選揮的原則。他認爲選舉日期旣然定在 

+ 二個月以內，自可敎育新幾內亞人民用標誌或顔色 

不同的選票來確保行使自由選擇的權利。

奏 .經濟道展 

槪況及託管理事會的建議 

椒 論

九五 . 農業是託管領土的主要作業，農産品約佔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度輸出總額百分之九十。木材

工業尙在繼續擴展，金鎭業雖仍重要 ,但已見衰退。製 

造工業現處次要地位，但已日趨重要。

九六 . 檢討時期內領土輸出總額爲一二，七八一， 

三二六英镑，較去年增加六四，四三七英镑，輸入則達 

一六，o 七八，四九0 英錄。主要輸出品爲 :乾挪肉、挪 

油、挪油餅、及挪子粉 ,總計五，九0 三，二九六英镑，可 

可豆一，九六0 , 四三六英镑；咖啡直一 ,五四六，二六 

三英镑，木村産品一 ,一九五，七四四英镑，及黃金七一 

七 ,五九六英錄。

九七.新幾內亞人生産的乾挪肉現約佔領土産額 

三分之一，可可約佔領土産額四分之一以上，咖啡約佔 

領土産額一半左右。

九八.管理當見特派代表通知託管理事會第三十 

屆會說關於鼓勵土著人民在草原適當地區養牛一點， 

管理當局已在拉埃建造一個宰牛場以確保能從所養的 

牛身上獲得最充分的利潤。他又說檢討年度內摩羅貝 

區的加蘭納已經開始産茶；現在該處每月産茶約三千 

綠。

九九.特派代表還通知理事會說在土著人民中加 

緊推行農業推廣工作的五年■劃已經付諸實施。這項 

計劃的目的之一是在人民易到的各地成立五十個左右 

農業推廣中心，這個五年計劃的目的不但藉提倡現金 

作物增進一般生活水準，同時還要增産鄉村糧食作物。

一0 0 . 理事會第二+九屆會表示贊成一九六二 

年視察團的意見認爲應當速卽充分檢討領土現有的各 

種經濟問题及現在正在推行的方案，備悉管理當局已 

與國際復與建設銀行接洽，並表示歡迎管理當局已接 

受視察團主張邀請國際銀行進行充分經濟調查的提 

議。這種調查應當致力於擬具及執行一項協調的發展 

領土計劃，並規定目標日期，至遲於一九六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以前完成這項足使當局核准發展計劃的調 

查。

一0 —.管理當局報吿書內說當局已與國擦復與 

建設銀行商定辦法開始在巴布亞及新幾內亜領土內進 

行範圍廣大的經濟調查。根據管理當局特派代表的報 

告，國黯銀行組織的一個特派團已於最近抵達新幾內 

亞，而且已開始在該處實地工作了。這個特派團內有 

經濟、農業生産、敎育、工業與動力、牲畜、公共衛生及 

交通等各方面的專家。管理當局已睛其提具建議，以 

便援助管理當局設計一種旨在擴展並刺激經濟的發展 

計劃，特派團比較重要的任務中有一種就是請其估評 

領土的資源及足以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在實在可行



範圍內設法估計今後大約五年期間可能從領土內或其 

他來源撥供領土應用的寶本總額；審查現行政策及措 

施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並提具特派團視爲必要或遍 

當的建議，俾使公私雨方面的發展都能辕達最有效的 

速度和採取最有效的方式；並摘要建議如何分配可能 

獲得的寶源，在領土經濟的各方面從事投資。

一0 二 .理事會第三十届會通過下列結論及建

議。

理事會it許管理當局業已後得國際復舆建段鎮行 

的服務爲其進行經濟調查，並帝望將来龍籍此進而擬 

具一项範圍廣大的發展計劃以便規定令後數年内經濟 

發展的次序並枯計投資的需要。理事會强調必須增加 

經濟發展的速度，以便滿足领土居民人口日&膨服造 

成的需要。

財 政

一0 三 . 檢时期間公務經費總額共計一四，三0  
七，八九二英镑，其中二九0 ,四三六英鋳可在貸款基 

金項下支付。歳入已自一三，四一一, o 三六英镑增至 

一四，三0 七，八九二英镑，其中一0 , —一四，三六六 

英錄係管理當局撥綺的直接補助金。國内税牧總數爲 

四，一九三，五二六英镑， 去年則爲四，一 二九，四四一 

英镑。此外，澳大利亞協和國政府在巴布亞與新幾內 

亜領土內有業務的各部皆由澳大利亞铅和國另撥經 

費，與領土預算無渉，此等機關的經費數額約計四，七 

0 0 , 0 0 0 英錄 , 其中一，八0 0 , 0 0 0 英錄係建設 

費用。

一0 四.管理當局特派代表通知託管理事會第十 

三届會説管理託管領土的費用目前大部分由澳大利亞 

政府負擔，每年撥絵數額日益增加的補助金。本年度 

直接撥給巴布亞及新幾內亜的數額計達二千一百萬英 

镑，若將澳大利亜預算內關於領土的支出全部評入，則 

總數將達二千五百萬英錄。

i 地

一0 五 . 領土土地分爲(a)土著所有地Cb)自由保 

有地CO管理當局公地，包括租給土著及非土著居民的 

土地在內，及 Cd)無主土地。領土土地面積共計五九， 

五二0 , 0 0 0 嗽，根據一九六二年六月三十日的分 

類，計有未出讓的土地五八 , o 六一 , 0 —五嗽,非土著 

人民自由保有的土地五四一，二二  0 嗽,以及管理當局 

的公地九一■七，七六五嗽。

一0 六.理事會第二十九屆會請管理當局注意一 

九六二年視察團的建議，卽認爲應謀求在全領土實施

一種統一的土地所有權制度，採用有保證的個人地種 

登記。

一0 七.管理當局目前的報告書內說領土事務部 

長已於一九六0 年四月宣布當局政策就是要在全領土 

內推行一種統一的採用土地主有權制度，實施有保證 

的個人地權登記。足使上述決定生效的必要法律大部 

分業經領土立法會議通過 ,但是主要的正式法案，卽土 

地0£有權更動)法案則筒待立法會議通過。

，0 八 .理事會第三十届通過了下列結論及建

議 :
理事會重申意見，想爲未来苦千年間领土經濟仍 

必須仰賴裏業，所以地權改革力經濟發展最基本問題 

之特促猜管理當特别注意土地使用問題及使紫 

慣土地主有權制度變成個人主有制度等問題。關於此 

船理事會请管理當局注意業已應计翔似問題各国，尤 

其4M州各国的經驗。理事會復建讓襄於土地主有制度 

的改革必須與人民合作方能實施，所以管理當局應像 

早提請新的聚議紘注意此事。

S, 路

一0 九 . 一九六二年六月三+ 日領土內計有車路 

四，八0 五哩，及驛道約一萬六千哩。車路中三，四一 

七哩可以通行中型及重型車輔，一，三八八哩 ®能通行 

輕型車輔。驛道原來係供步行之用，大半都紙有四吸 

或不到四吸寬 ,而且間或缺乏橋棵。

一一0 , 理事會第三十屆會請管理當局注意視察 

團的意見，卽認爲新幾內亞主要島喚內地的經清發展， 

事實上連同整個領土的政治統一都有賴建立一個良好 

的公路系統，使蕴藏豊富的高原地區與沿海地帶交通 

方便，故認爲拉埃與加羅卡之間的公路應爲將來首先 

整理的主要公路。

 . 管理當局在檢謎中的報告書內說當局繼

續加緊注意公路與橋棵情形。管理當局已對領土今後 

五年內的交通需要及使領土進展的交通計割，包括建 

築重要的新公路和橋棵，及維持、重建及改進現有公路 

和橋棵在內，作了一種普遍的調查。現在已决定優先 

改進加羅卡通至沿海的拉埃的公路使其達到良好的標 

準，並在領土其他各地建築必要的公路與橋標。管理當 

局特派代表已在託管理事會第三十屆會內指出拉埃加 

羅卡公路，第一段九十哩業已完成，且已招商承造最後 

一座重要橋棵。他還報告理事會說澳大利亜陸軍工程 

師目前正在建築一條從韋冗克通至馬普里克的四季公



路，這條公路完成後將使塞匹克區人口獨密地雇有一 

條通達海港的良好出路。

一一二 . 理事會第三十屆會通過下列結論：

理事會箭悉交通乃领土主要問題之一, 對;̂ -̂管理 

當局業已進行的公路建築方索，尤其在建蔡加雄卡至 

拉埃及章瓦克至馬普里克兩公路方面的進展,咸加贊 

許。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國的個別意見

振 論

一一三 . 紐西蘭代表說，因爲托賴族人民的努力， 

已使推廣現金作物的工作大爲加速，而且已使他ffl自 
己每年賺到一百萬英镑以上。可可及咖啡生産日增，现 

已開始逐漸取代多數人民仍在從事的傳統糧食農業。

一一四.美國代表對於設想週到謀使領土經濟進 

度的措施，印象極佳。他說根據國擦銀行特派團的報 

告書管理當局應更能確知託管領土可以達到何種接近 

經濟自給的程度。

一一五 . 聯合王國代表說，誠如視察圃業已指出， 

領土辣達自治最重大的障礙可能是經濟方面的障礙。 

視察圃認爲領土人民正在迅速意識到和堅持要求物質 

的進展，管理當局必須在這方面走在人民的前面，不可 

落後。而趨向這一方面的一個重要步驟應爲完成一種 

經濟調查，從而核准一項發展計劃。他以管理當局已 

請最好的諮議，卽國際銀行，來執行視察團的建議，特 

向其慶賀。他對特派代表陳述時説主要因爲在澳大利 

亞市場上銷售領土三大現金作物設有最惠待遇辦法， 

所以今後八年至十年間這三種作物輸出的前途展望相 

當光明等情，特別感覺興趣。這種穩定的市場對領土 

一定大有幫助，眞是値得其他初級産品出産地區羡慕 

的事。他對新幾內亞林業的發展亦極感興奮。

一一六. 賴比瑞亜代表說領土經濟發展的速度必 

須增加，否則發展的程度一定趕不上將來的需要。新 

幾內亜的土著居民渴望能有更好的敎育，出産能獲較 

高的售價，並且希望能有一般的經濟發展，尤其視察團 

報告書第六十六段內槪述的農業發展。同時還必須增 

加工業方面的活動。他認爲早應着手估計一下新幾內 

亞的資源以及足以影響輕濟發展的因素，同時遺應估 

計一下某一期間的資本需要。

一七.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經濟 

發展方面情形更壞，管理當局根本沒有做過任何對領

土入民有利的事，管理當局向來把領土視爲原料及廉 

價勞工的來源，銷售澳大利亞貨物的市場。新幾內亜及 

巴布亞經濟的性質證明領土已經變成了替澳大利亞母 

國出産原料的農業屬地。金、銀、乾挪肉、可可、油類及 

咖啡從新幾內亞源源輸入澳大利亞。殖民國家根本沒 

有替託管領土建立一種多方面的經濟結構，® 是使其 

具有偏重一面的變態性質。它們 ®發展領土內能使澳 

大利亜塾拓者與塵斷組合獲利最多的農産品，輸出的 

農産品大多敷都是大規模的澳大利亞農家及襲斷組合 

的農場出産的。根據特派代表的陳述，土著居民所有 

土地産品的輸出數額不到輸出總額百分之三十。巴布 

亞及新幾內亞以及若干其他太平洋島喚經濟的眞正主 

人是幾個澳大利亞公司，最近又加入了若干附屬美國 

公司的塵斷組合。管理當局遺對領土本地居民拾高經 

濟發展貸款的利率，藉此限制本地居民在領土經濟方 

面的活動。

，八.中國代表說領土的基本迫切需要在增進 

平衡經濟發展的速度。他深怕人民费望更大物質進展 

的要求倫若不能充分満足，人民倫若不能享有穩定的 

經濟，他們勢將繼續依賴古老的糧食生産方法。他希 

望國際銀行特派團所作經濟調查結果可使管理當局替 

領土擬具一項統壽的平衡經濟發展計劃。

一一九.中國代表團表示備悉管理當局業已提供 

保證，說當局鼓勵外來資本參加新幾內亞的經濟發展， 

不以澳大利亜的資本爲限。

一二0 , 法國代表說管理當局決不會不知道他ffl 
應設法保護領土經濟使其不受若干熱帶物産世界市場 

價格波動的影響。

一二一. 管理當易特派代表强調否認蘇聯代表聲 

稱管理當局利用託管領土促進其本國經濟的話。他提 

到管理當局在提倡養牛事業方面的努力，這種事業不 

但與澳大利亜本國主要利益之一抵觸，而且是直接與 

其競爭的。他還提到領土內將來亦會與澳大利亜競爭 

的木村工業，以及花生與西番蓮黎的輸出。檢討年度 

內領土輸入總額中紙有一半係來自澳大利亞，其錄共 

計約八百萬英錄的輸入品来自二十七個別的國家，包 

括蘇聯在內。他强調說管理當局並不處在’'受最惠待遇 

國家"的地位，對領土的輸出與任何其他國家待遇完全 

同等。託管領土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度輸出總額約 

達一千二百八十萬英錄，輸至澳大利亜的不到其中的 

一半 , 祖有五百五十萬英镑。



一二二. 特派代表指出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至一 

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未經銀辣的金砂慣値總 

共不到二一九，0 0 0 英镑。他還提到一件事實，就是 

領土金續事業大鄧分不但無利可獲，而且管理當局還 

要提供援助，發給津貼，使金擴業能够支持下去，繼續 

出産金砂，並使大批新幾內亞技工能獲權用。新幾內 

亜沒有獨立的銀礦業 ,其産量亦非常有限。

一二三.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託菅領土無疑需要 

外國寶本藉以開發其資源，目前正在進行調查以便確 

定領土內有無數量値得開採的辣鎮或銅鎮。開發這種 

鎮藏必須外國資本。領土可從這種投資所獲利益缴納 

的稅款上而有收益，同時領土人民可藉此得到其他就 

業的出路。咖啡與可可是雨種出産日益改良擴充的现 

金作物。例如可可輸出數額前年爲一百五十萬英錄，去 

年已增至約二百萬英镑，同一期間咖啡輸出總額亦自 

二十萬英镑以下增至一百五十萬英镑以上。可可现佔 

主要輸出品的第二位，咖啡佔第三位。咖啡一半爲新 

幾內亜人所産。領土人民现在已經自己組織合作社及 

企業機構製作咖啡及辦理輸出及銷售等事項。西番蓮 

跋去年産額達四萬五千加命，全部皆爲新幾內亜人所 

産。他表示希望這些數字可以證明新幾內亜人民現在 

已日益積極參加領土輸出産品的生産。上述數字紙指 

外銷的出口作物總額，並未計入供本地消費的經額上 

述作物在內。

一二四. 管理當局代表歡迎及嘉許國際銀行現在 

正在從事的經濟調查，但是領土進行各種不同的經濟 

調查至少已有十五年之久 , 且將繼續進行，並參照國際 

銀行經濟調查所得總結果隨時作必要的調整。

財 政

一二五. 美國代表以澳大利亞政府人民懷慨捐輸 

而不鋪張，對託管領土的管理及福利提供可觀的財政 

貢戴》向其表示欽佩。

一二六.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認爲必 

須考慮廢除管理當局一九五八年度不顧人民菲薄收入 

還要强使本地居民缴付的人頭税問題。

一二七 . 他請管理當局吿訴理事會，獲得管理當 

局默許忧吸新幾內亞民脂民膏的各財政團體及塵斷機 

關從新幾內亜棒取的利益共計若干。他詰難管理當局 

要它告訴理事會究竟從領土摊取了多少錢，然後他可 

將此數與管理當局給還領土的錢，作一比較。若將這 

種利潤與它對新幾內亞預算所作少得可憐而猶想得到

理事會各理事感謝及贊許的數額比較一下，卽可證明 

管理當局不應受人稱讚，反當因其所採政策厳受謎責。

一二八. 法國代表强調指出管理當局增撥預算貸 

款的重要，這個敷額本年度將達二千五百萬英錄，他又 

指出大家若不協力同心，盡量增加産品的門類、避免許 

多新國家獨立後遭遇的困難，從而擎固領土經濟，那末 

這種經濟援助根本沒有多大價値。

一二九 .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提請理事會注意，管 

理當局早年給與領土的補助金是從澳大利亞納税人所 

納税款中撥給的，這些人民極大多數都是在領土內沒 

有經濟利益的人。他又說新幾內亜人紙擔負託管領土 

行政費用的極小部分。不往在會議區域內的成人每年 

缴付雨英錄或不到雨英镑的人頭税，似有理由可望他 

們毫無困難的嫩付此數。還有成千成萬的新幾內亞人 

根本不付任何人頭税。這種稅是過去有一個視察園建 

議之後制定的。他又說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最近所作研 

究顯示一九六0 至一九六一年度從領土方面所得紅利 

淨額之可在領土以外支付者紙有一百五十萬英镑，與 

投資總額相比，實在非常低微。這根本不能稱爲剝剣， 

此數尤其可與國協對領土發展提供的援助比較一下， 

此種款額今年約達二千五百萬英镑。

士 地

一三0 . 中國代表說無論目前所作經濟調查結果 

可能建議何種改革，他認爲管理當局必須堅決努力勸 

導人民接受將土著蠻慣地契改成個人登記地契的辦 

法 , 爲此目的必須推行一種週密的敎育方案。

在 路

一三一. 紐西蘭代表說領土已經築了五千哩公 

路，而且已將空蓮的水準提高到世界上幾乎沒有一處 

可與比擬的程度。

一三二. 美國代表認爲目前已經開始舉辦的方案 

中最艱巨昂貴的一項是改良領土交通系統。他對特派 

代表對他所提的海空蓮輸相輔進展問題的答覆印象極 

佳。

一三三. 聯合王國代表說聯合王國代表團對於管 

理當局在築路方面已有的進展印象特别良好。他 f忍爲 

從領土人民經濟發展及使他ffl易於充分利用管理當局 

供給的各種便利的觀點來看都是對他們極有價値的。

一三四. 賴比瑞亞代表說必須發展更加遠佈和優 

良的公路、鐵路及交通系統。



一三五.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他很 

知道託管領土內的修築公路和飛機場的活動,不過他 

不能漠視他ffl推行這種工作不是爲了託管領土人民的 

利益，而是爲着替外國公司剝创領土，獲得巨大利â 而 

進行的。顯然，託管領土居民也用這些公路，不過，要 

不是管理當局及剝创領土天然資源的各公司也有這需 

要的話，他們決不會修築這些公路的。假使沒有建築 

這些公路，那末殖民國家及各塵斷企業卽不能將他們 

盜取的資源蓮到殖民地以外。

一三六 .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修築公路、碼頭及 

飛機場並不是爲了使非土著企業獲得便利，而是爲了 

發展整個託管領土的經濟。新幾內亞人也從利用這種 

便利而同樣得到利翁。事實上，有許多公路與飛機場 

僅供這些人民之用a

肆 .社會遭展  

槪況及託管理事會的建議

概 論

一三七. 管理當局在最近的報告書內說新幾內亞 

工人繼續對於成立勞方組織一事感覺興趣。除馬當已 

有一個勞工協會外，現在拉埃及拉保爾雨地也成立了 

勞工協會。管理當局特派代表通知託管理事會第三十 

届會說自從成立了勞工部開始工作以來，已經通過了 

管制工業組織及關係的法律及規定各雇工皆可享受公 

斷及賠償權利的法律。此外城市裏的工資業已改善，且 

已蹄訂合約規定改善碼頭工人的工資。

一三八 . 促進婦女進展的工作尙在繼續擴展，管 

理當局特派代表通知託管理事★第三+ 届會說現在領 

土內活動的婦女組織計有一百五十七個。

一三九. 管理當局向託管理事會第三十届會報告 

說專爲新幾內亜土著讀者創辦的新幾內亞新聞報已於 

一九六二年十月四日初次發行。還報告說酒類〔暫行） 

法令已於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日生效。這條法令准許 

巴布亞人及新幾內亞人在領有執照的場所及正式社交 

場合內飲酒，而且啤酒已不必一定要在領有執照的場 

所纏能買寶。此外還設有規定，協助在領土內提倡節 

制飲酒的組織。

共衛生

一四0 . 理事會第二十九届會俯悉一九六二年視 

祭園認爲管理當局對今後五年公共衞生方面所設的目

標大體上都很切實，在公共衞生方面已有的進展很値 

得佩服，對醫院建築及行政所設崇高標準都非常合理， 

而且都是管理當局的功勞，故對管理當局在公共衞生 

方面所獲進展盛加贊許。

一四一 . 檢詩期間內衞生事務的支出已自一，六 

四四，三0 六英镑增至一 ,八四四，二一六英镑，另外還 

有工程及服務方面的支出四一二 , o 六五英镑。最重要 

的工程是冗韋克全科醫院的完成，及在拉埃及涯卡巴 

兩地開始建築新的全科醫院。各宗敎敎會從其經費內 

支出的衞生事業費計達一八五，八一三英錄，地方政府 

會議支出者計一九 ,六六九英镑。

一H二.管理當局特派代表通知託管理事會第三 

十屆會説本年度內已在三大中心〔鳥內拿拉、津米河及 

握卡巴)設立了全科醫院,預料在拉埃新造的全科醫院 

亦將於一九六三年年底以前完工，開始收容病人。此 

外，特派代表說今年年初西伊里安邊界以西發生霍«L. 
厳董流行情形後，衞生部已加緊努力給往在西伊里安 

邊界附近的居民施行大規模預防天花及霍亂的注射。

一四三. 理事會第三十屆會通過下列結論及建

譲 :
理事會備悉世界衡生組織對領土公共衡生情形發 

表的意見,18表示希望其中所述兆常滿意的情形尚能 

繼续改善。

理事會就爲應按世界衡生組織建議在營養不足情 

形成問題的地匿推行雅營養教育方常。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國的個別意見

振 拾

一四四. 賴比瑞亜代表說现在亟須大規模移徙那 

些已經開始進展至較高生活標準但無法在其原居貧療 

陆坡地匿維持這種較高標準的人。

一四五.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土著 

居民的生活水準依舊很低，而且領土內勞工的狀況仍 

很艱苦。工資方面對土著居良仍有公開歧視情形。管 

理當局儘管提出各種理由說如何必須付較高的工資給 

澳大利亞的白種工人及技術人員,德管當局提到其他 

各糧情形，還是很難解釋何以本地居民的工資紙有新 

幾內亞境內澳大利亜工人工資的七分之一*至十分之 

一。他提議託管理事會必須向管理當局說明工資方面

1 8 託管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九屆會，附件，議程項目 
四，文件T/1615。



的種族歧視必須肅淸，而且必須堅持管理當局採取措 

施改善本地居民在領土經濟各方面的情況。他又說理 

事會必須要求管理當局向大會第i ‘八届會提出確靈證 

據，證明業已採取措施淸除種族歧視，不但採取這種措 

施且已獲得必要的結果 ;肅淸各學校內種族隔離情形， 

確立同工同酬；廢除對土著居民在領土內外行動所施 

限制 ;去除異族通婚的各種障礙,去除公共場所的種族 

隔離，廢除各種體刑。

一四六 . 法國代表備悉立法會議最近通過了一項 

關於勞工糾紛實行公斷及賠償的法令，極感欲慰。

一四七.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當局已有充分地區 

供願意移殖的人民之用，事實上這種地區已經供過於 

求。因爲領土人民的社會結構大多數與他們的土地發 

生密切關係，所以很難勸人民離開他們祖先傳下来的 

土地，他想賴比瑞亜代表決不政建議應當强迫這種人 

民遷至土質與地勢較好的其他地區去。

•共衛生

一H八 . 關於營養不足問題，賴比瑞亜代表建議 

應按世界衞生組織表示的意見，實施一項營養敎育宣 

傳方案。

一四九. 中國代表說管理當蜀已在公共衞生方面 

做了値得贊許的工作。

一五0 .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領土內根本沒有赤 

貧或鎭《的情形。根據傳統的社會組織，新幾內亞人 

民，個個都是地主。人人都能而且事實上人人都出産 

他本人和他一家的糧食及其他傳統的必需品。他又說 

人人都能吃飽。傳統飮食的營養，向來是不十分平衡 

的。不過管理當局現正力謀藉敎育人民使其明白糧食 

債値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同是藉農業推廣中心及 

農民訓練計劃，來提倡更好的糧食作物，並鼓勵他們 

從事牛肉及乳酪類的生産。在每一個鄉村救助站、學 

校、嬰兒及産婦衞生中心及婦女組織内，皆可見到以新 

美拉尼西亞語及英語說明本地出産糧食營養慣値的巨 

幅五彩掛圖及表格。

伍 .教育逾展  

槪況及託管理事會的建議

概 給

一五一. 檢討期間管理當局公立學校自二百四十 

七所增至二百八十四所，入學肆業的學生人數自二一，

1九人增至二六，五九三人。註冊認可的敎會學校 

自七百三十六所增至八百六十五所，學生人數達六四， 

五五八人，較去年數字多一 0 , 四0 —人。

一五二 . 管理當局在敎育事業方面的支出〔維持 

校舍的費用不在其內） 自一，六0 二，九三三英镑增至 

二，二七五 ,九一四英錄。對敎會學校提供的經濟援助 

自二八三，o 九五英鋳減至二三八，三四0 英銭，但敎 

會自其本身基金中支出的經費則自一七六 , 0 0 0 英 

镑增至五九六，0 0 0 英镑。

一五三. 管理當局通知託管理事會第三十届會 

說，根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數字，公立學校已 

增至二百九十所，學生人數已增至二九，二七八人。特 

派代表還說下一財政年度內，管理當局將再撥一百二 

十萬英镑供巴布亜及新幾內亜領土增建學校之用。

，五四，理事會第三十届會通過下列結論及建

議 :

理事會债惠聯合国文教組载19闕於领土需要勒等 

教育- 節的意見請管理當局加以注意。

理事會想爲在最近相等教育迅速發展之後，領土 

如欲维持教育平衡，现在必須猜極努力計劃擴充中等 

教，的設施。理事會促請管理當局對等學校卒業教 

度學生廢學的原因，影響及減少這樣情形的辨法，作一 

»î究。

高等教育

一五五 . 理事會第二+九届會備悉一九六二年視 

察團的意見露爲管理當局所辦民衆識字敎育方案雖堪 

贊許，但尙嫌不够，因爲當局根本沒有注意，或不很注 

意高等敎育的需要；必須推行積極方案確保幾百學生 

對於接受高等敎育不但能够合格而且有此要求；管理 

當局目前卽應計劃，使領土至少每年能栽培一百名大 

學畢業生；敎育計劃內應包括設置若干專門課程專牧 

中等及高等程度特別邊選的學生，且應規定設置獎學 

金或供給鶴宿津貼，以資鼓働，俾使這種學生能修畢上 

述課程 ;現在應立卽設計這種方案，至遲於一九六三年 

年底以前钟諸實施。

一五六. 理事會歡迎管理當局宣布的關於中等及 

高等敎育的詳盡計劃，包括每年選拔若干人選領受高 

等專科敎育的計劃，發給特種現款津貼，鼓勵他們繼續 

正式學業，栽培他們從各級學校升學至大學程度;設置

1 9 係於理事會第一二一五次會議中所發表。



一個有住宿設備的中央行政學院 ;設置一個大學;設置 

一個符合最高標準的多種族師範學院；提供高等技術 

訓練設備 ;擴充中等敎育普及領土全地。

一五七. 理事會建議管理當局應特别注意發展大 

學及高等敎育的問題，諶爲計劃時應特別注意一九六 

二年視察團的建議。

一五八. 管理當局在檢討中的報吿書內説當局已 

對領土內的中等學校畢業生提供額外的激勵，且已傭 

有特别指導中等學校學生升學的程序。现在已經指派 

了一個委員會，就調查繼續發展領土高等敎育的辦法， 

提具報吿。這個委員會預料可在一九六三年下半年提 

出報吿書。報告書內將特别注意現在及將來要受高等 

敎育的學生人數；在領土將來逐步發展各階段內使領 

土居民能受大學敎育的最佳辦法；在領土內設置一個 

或敷個大學程度敎育機關的最早可能實現曰期；醫學、 

農業、行政及師資訓練以及其他領土內業已設立或計 

劃設立的高等學校的任務，以及此等學校與領土內可 

能設立的任何大學機關的關係；及有人建議在領土內 

設立的任何高等敎育機關與澳大利亞各大學的關係。

‘五九. 理事會第三十屆會通過下列結論及建

議 :

理事會歡迎管理當局業已設置高等教有委員會， 

並備悉管理當局有意在鎮土内設立大學。但擬强 

調措出必須速印使更多新幾内亞學生有機會在领土内 

業已段主的高等教育機關或在海外的大學受大學在皮 

的剑練。理事會認為如此增加接受大學剑練的學生人 

數必須火速推行，不但因爲此事本身祁常重要,而且爲 

維持政治、行政及短濟發展速度起見也非常追要。

師資劍辕

一六0 . 理事會第二十九屆會備悉一九六二年視 

察團的意見 :諶爲管理當局師資訓練方案使敎員人數， 

除了每年可從澳大利亞聘得者以外，能够增加,對領土 

非常有霖 , 應予嘉許，但是從新幾內亞及澳大利亜的敎 

員人數尙嫌不够 ,不能達到管理當易的目的;認爲應積 

極探對•能否從其他各地聘請能說英語的敎員；且認爲 

管理當局應請聯合國文敎組織國際交換服務處助其增 

聘敎員。

一六一. 管理當局在檢討中的報告書內說當局 

已特别注意師資訓練，且已開始擴充師資訓練的設施， 

管理當局通知託管理事會第三十届會說一九六二年六 

月三十日在管理當局師範學院內受師資訓練的新幾內

亞學員計一百+ 九人，至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已 

增至一百四十五人 ;但同時在敎會師資訓練中心〔現在 

共計十七所）受訓的學員則已自四百十二人減至三百 

九十八人。

一六二 . 理事會第三十届會通過下列建議：

理事會建議應繼续努力增聘合格教M, 清進在職 

教員的資格。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國的個別意見

概 fé

一六三. 紐西蘭代表說可望新衆議院注意的另一 

g 要政治問題就是敎育問題，初等及中等敎育已經進 

展到不久就可有五十萬兒童入學肆業的程度。

一六四 . 美國代表認爲領土有種種特殊問題，所 

以全力注意初等及中等敎育是非常合理的。廣泛的敎 

育基礎是實施人民有知識的民主程序的必要條件。

一六五. 賴比瑞亜代表追述聯合國文敎組織指出 

的問題 :須有準確的人口統計數字，以決定入學肆業學 

生的比率 ;提高初等敎育方面的進展速度;實施普及領 

土全地的强迫敎育 ;建立完全混合的學校制度。

一六六.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檢言寸 

期間敎育方面幾乎毫無進步。在比較重要的經濟活動 

各方面，管理當局根本沒有訓練一個能够不經澳大利 

亜專家協助單獨參加國際會議的專家。他指出不幸管 

理當局根本毫無表示準備改變這種胆礙本地居民進展 

的政策。

一六七. 中國代表說必須採取具體措施鼓勵土著 

兒童繼續升學至初等小學程度以上。他還表示希望互 

相競爭設立學校的各敎會能集中它們的資源辦理及改 

良所有那些初等程度的學校。

一六八.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説託管領土多數兒童 

都入"A"種或 "T"種初等學校。"A"種初等學校的 

課程完全根據澳大利亞的課程，完全用英文敎授。新 

幾內亞兒童入學時幾乎個個都不會說英文，或新美拉 

尼西亞文，所以最初雨年全力敎授英文。入"A’，種初 

等學校肆業的學生都是入學時已經能說英文的兒童。 

不過他强調指出各學校都無歧視待遇，凡入學時已經 

能說英文的兒童可在雨種學校中任選一種。高中程度 

的學生對英文都有相當瞭解，這種學校巧各種族的兒 

童完全混合，獲得完全同等的敎育機會。新幾內亞兒 

童在這種學校內還可免費饒宿 , 處於更有利的地位。



高等數育

一六九. 紐西蘭代表說高等敎育委員會提議以領 

土已經設立的敎育機關如師範學院及行政人員學院爲 

基礎，建立大學或技術敎育，事實上，將完成管理當局 

逐步建立的敎育結構。

一七0 . 聯合王國代表不知道一九六二年視察團 

建議的目標，卽每年挑選新幾內亞學生一百人受高等 

敎育一事，已有多少成就，主要的因爲"高等敎育"一詞 

有欠明確。他說現在有八十幾個新幾內亞學生在澳大 

利亞讀書，但紙有三個是大學程度，他衷示希望明年 

報告書內新幾內亞在各大學肆業的學生人數能大爲增 

加。

一七一. 聯合王國代衷渴望能在理事會下一届會 

內聽到高等敎育委員會的詳盡結論及管理當局爲實施 

其結論而通過的建議。

一七二. 賴比瑞亞代表說領土需要一項新的大學 

及高等敎育方案。

一七三.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现在 

紙有雨個新幾內亞人在受高等敎育。這是非常明確的 

政策，旨在阻止本地居民受高深敎育。管理當局代表 

陳述時說管理當局將保留權利決定土著居民能否利用 

爲其所設的獎學金等話豈不證明道一點嗎？管理當局 

深怕新幾內亞會産生一批知識份子，所以土著居民大 

多數都未受過任何敎育，他認爲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 

在准許新幾內亜獨立。這一點在被壓迫人民爭取解放 

的雇史上有許多實例足資證明, 看一下亜洲》非洲、拉 

丁美洲任何國家，卽可看出他們獲得獨立以後,在敎育 

方面所實現的重大進步。

一七四. 法國代表說管理當局现在似已可能完全 

致力高等敎育。澳大利亜現在已經牧了許多領受獎學 

金的學生，他們對於學習的狀況似很満意。

磨 . 訂立達成★治或獨立的各階段 

目摆完成日期及最後期朦 

槪況及託管理事會的建議

一七五. 理事會第二十九屆會備悉管理當局已採 

取初步步驟激勵領土政洽進展，促其參照聯合國憲章、 

託管協定及大會决議案一五一四 ‘五)並諮商託管領 

土民意代議機關訂立反映領土政治生活各方面画需迅 

速有 fît劃進展的現實目標日期。

一七六. 管理當局在檢时中的報吿書內說管理當 

局尊重土著居民選擇其自身前途的權利，業已開始依 

據人民意願 ,採取若干有系統的合法步驟，發展自治機 

構，希望根據共同名冊及成人普選權選出的領土國會 

能規定領土議達自洽的曰期，決定自治政府的方式。

議 :
，七七. 理事會第三十届會通過下列結論及建

理事會備悉管理當局已振取步驟促進箱土政〉'é進
展。

理事會促請管理當局繼續参照聯合国患章，就管 

協定及大會決讓案一五一四C十五）, 益链商领土代讓 

民意機關實施確切反映银土政治生活各方面基需逃速 

有計劃進展的现實計劃及方索。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國的個別意見

一七八. 紐西蘭代表說筒受託管的最後三個領土 

是達成託管目的過程中特别困難的難關；各該領土目 

前幾乎全靠管理當局援助，對於各該領土最基本的工 

作就是在原來紙有互相隔離的部落與島嗅的領土上建 

立一個國家。

一七九. 美國代表深信新幾內亞人民自由表示的 

意願已經開始且將繼續獲得满足。

一八0 . 賴比瑞亞代表建議管理當局應念及領土 

各方面的發展規定達成社會、經濟、敎育及政治等各方 

面發展目標的曰期。

一八一.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澳大 

利亞與其他各殖民國家一起都担不支持准許殖民地國 

家與民族獨立的宣言。澳大利亞根本無意改變其殖民 

主義的本質 ,紙想作稍小讓步，藉權宜措施，以緩和土 

著居民與日俱增的不満情緒及要求准許新幾內亞及巴 

布亞獨立的正當要求，並軟化各方面針對澳大利亞的 

批評。在政治、經濟、及社會方面沒有一項措施能證明 

領土在織達獨立方面已有任何進展。澳大利亞代表說 

領土居民不願現在獨立，雖則管理當局從未設法藉複 

決或任何國際慣例接受的其他辦法，決定土著居民的 

意願。當局亦未表示何時准許領土獨立。管理當局根 

本漠視大會的決定。按大會曾依據託管理事會報告書， 

通過建議，請管理當局充分顧及大會第十七届會第四 

委員會討論時各代表團發表的意見。許多陳述的要旨 

是若干代表團—— 尤其是亞非各國及各社會主義國家 

的代表團^— 曾以非常具體的方式要求立卽准許這個



託管領土的人民獨立。管理當局曾公開違背託管理事 

會第二十七届會及第二十九届會的建議，內中理事會 

曾竭力建議管理當局應訂立足以反映領土政洽生活各 

方面亟須有計劃進展的现實目標日期。

一八二.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引述領土事務部長的 

話，說他認爲巴布亞及新幾內亞領土的政洽進展爲和

平立憲程序的一部扮，並說管理當局的基本原則是譲 

領土人民在進展的每一個階段中不但能够而且實地參 

與其事，作成他們自己的決定。管理當局或新幾內亞 

人都無須從事解放戰爭。在那裏，自由乃是一a 自然 

的進展。



第二章 

那烏魯

查 .總論 

槪況及託管理事會的建譲

士地與人戾

一八三. 那鳥魯託管領土是中太平洋內的一個小 

島，面積爲五，二六三軟，周圍約十二哩。那鳥魯全島 

面積中三，六五八嗽爲産满酸蠻的土地。一九六二年六 

月三十日，那烏魯島的人口共計四，九四九人，其中計 

有那烏魯人二，五一六人，太平洋其他島峡人民一,一 

七三人，中國人七四八人，歐洲人四一二人。當時尙有 

那鳥魯人六十九人因敎育、醫藥或其他原因，暫時離島 

他去。根據法律，那鳥魯人是 <'受澳大利亜保護的.人 

民"。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那鳥魯居民已增至二， 

五八一人。

那鳥鲁人戾的前途

一八那烏魯社區前途問题是託管理事會特別 

關注的問題，因爲那鳥鲁除满酸塵外根本沒有其他天 

然資源，而满酸靈礦藏將在四十年內被英國磷酸墮業 

務委員會採輯。託管理事會已促請管理當局諮商那烏 

魯人擬具重行定居計劃。

一八五 . 理事會第二+九届會傭悉那烏魯領袖已 

證實必須爲那烏鲁人民另覓新居，並且認爲已無法改 

變這個基本決定。理事會認爲替那鳥魯人另擇居留地 

點必須非常撒底，必須讓那鳥魯人能採討董行定居的 

一切可能性。理事會復備悉視祭團的建議，認爲管理 

當局應着手調查一下澳大利亜及新幾內亜海岸附近可 

用的各島，包括新幾內亜已有居民各島在內，另一變通 

提議就是擬具一項具體計劃在澳大利亞境內，與若干 

主要人口中心相近的地方設立一個那鳥鲁社區中心。 

理事會相信管理當局在尋求辦法解決那烏魯人民重行 

定居問题及擬具詳盡提案時，必會充分顧及那鳥魯人 

民希望保持其民族特徵的願望。理事會表示欣悉那烏 

替地方政府會譲重行定居委員會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九 

曰向澳大利亞政府提出的提案內，那烏鲁人民提議建

立一個與澳大利亞有友好條約關係的那鳥魯主權國 

家。理事會察悉那鳥魯人上述提案是理事會審議本問 

題前幾夭卞提出的，因此視察團及菅理當局尙來不及 

加以考慮或評議；理事會備悉管理當局特派代表曾說 

管理當局與那鳥魯領袖將來舉行談判時將計論並審查 

此事。理事會希望管理當局能儘早將談判結果及時轉 

達託管理事會，俾便轉請大會第十七届會審議。理事 

會贊成視察團的意見，卽認爲管理當局必須立卽擬具 

詳盡具體的確切計劃，立卽將其提交那烏魯人民考慮 

时論 ,並給他們機會，讓他們對他們可能想到的改變或 

改進，提具建議。

一八六. 管理當局在檢計中的報告書內說爲援助 

那鳥魯人民處理此事起見,管理當局已委派一個特別 

邊選的官員擔任那鳥魯人民重行定居事宜主任，以全 

部時間專門進行詳細調查，爲那鳥魯人民搜尋一個可 

能作爲其未來居處的地點。結果，那鳥魯的總族長與 

行政專員已於一九六三年二月視察了克第士島〔在女 

王地海岸附近)。

一八七. 這次視祭結果發現此島有許多非常可取 

之處，因此總族長已提議請那鳥魯地方政府會議重行 

定居事宜委員會再願察一次。經澳大利亞政府同意，道 

個委員會已由總族長率領於一九六三年五月底在克第 

士島上逗留數天，調查此島的可能性，並討論如何發展 

此島以供那鳥魯人重行定居的各種計劃，委員會若干 

委員遺到弗雷什島去作短期訪問。委員會本身諶爲寇 

的士島或弗雷什島都可用爲那烏魯人重行定居的地 

點，但須先達成協議决定未來政府的政體。

-八八 .理事會第三十屆會通過下列結論及建

議 :

理事會重申應對那爲鲁就管領土充分實施聯合国 

蒸章,就管協定及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的 

規定。

理事會欣悉管理當局與那息普地方政府會議已体 

據那爲鲁人民提由的條件努力爲其另尋新家御。



理事會借悉那爲鲁地方政府會議重行定居事宜委 

员會曾謂克第士島或弗雷什島皆可接受為重行定居地 

點，但須祝能否速成協議決定那爲普人民新家御的未 

来政體而定。

但又察悉那爲普地方政府會議表示希望那爲香人 

民無論在何處重行定居，應坡成一個獨立的主權国家， 

但是澳大利亞政府親-為對; 向爲澳大利亞整fê- 部分 

的银土不能將其主權移交他人。

理事會器於管理當局與那爲普地方政府會議目前 

正在就此問題舉行談要且亦充分睹解此中所涉雅種 

固難，促請營理當局念及那爲普人民要求保全其民族 

特微的合法颠望，繼續進行链商以期速成融洽解決'。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國的個別意見

那爲鲁人戾的前途

一八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在第一 

二一七次會議討論理事會關於那鳥魯人民前途問題的 

結論及建議時請依據議事規則第六十四條規定，將下 

列申明附列於第一項建議之後：

"蘇聯代表認爲依據人民意願,獨立宣言的實

施問题不應與重行定居問題發生聯繁。"

一九0 . 澳大利亞代表說那烏鲁是一個很遠的小 

島，若非開採礎酸瘦鎮藏的結果,祖能供極少數人民維 

持最簡單的經濟生活。島民現在在寬厚關注的管理當 

局的管理下，安度着和平繁榮的生活，而且其人口已在 

逐漸增加，這些情形都與理事會及管理當局非常關注 

的那烏魯人民未來家鄉問題有關。這是一個非常複雜 

的問题，因爲這個問題關係不止一個團體的人民，所以 

非要平均顧及可能牽涉的各團體的權利與願望，不能 

達成解決。因爲無法覓得一片完全無人估用的地方，在 

其上建立一個新社區，使其能在與其他各國完全隔絕 

的情形下，單獨謀求進展，所以這個問題又因必須顧及 

民族特性及國家主權等問題而更加複雑。

一九一. 賴比瑞亜代表欣悉澳大利亞政府最近已 

採取步驟尋求一個那烏魯人可以重行定居的地點。澳 

大利亞政府已接受自治的原則，但不接受那鳥魯人希 

望在現行情形下實行獨立之意。她認爲託管理事會有 

責與管理當局合作 ,達到那烏魯人民渴望達到的目的， 

達到獲得獨立的目的。他建議管理當局在大會第+八 

届會以前應重新審查一下地方政府會議關於獨立問题

的提議。假使澳大利亜政府仍認爲不能接受道項原則， 

假使那烏魯人民仍認爲他們不能放棄須爲那鳥魯人民 

建立一個主權國的原則，她建議地方政府會議應重新 

檢时一下與澳大利亜鄰近的問题，或許考慮一下能否 

請管理當局替其尋覓一個與澳大利亞不太鄰近，但與 

可能市場比梭相近而大體上又符合那鳥魯人民其他條 

件的地點。

一九二 . 紐西蘭代表說，那烏魯人民已在許多可 

能辦法中選揮了有計劃的重行定居。託管理事會的任 

務是根據那烏魯人民已經表示的願望，幫助他們實现 

他們的意願。他傭悉管理當局應本理事會去年的建議， 

着手進行徹底調查可用島喚地點一事已快成功。克第 

士島尤其似能十分満足那烏魯人民最重要的條件。對 

於地點問題一旦達成協議之後，尙待解決的就是那烏 

魯人民將來在其新家鄉所設政府的政體。那烏魯各領 

袖已擬具提案要求主權獨立。但因他 ffl選定的地點是 

距澳大利亜海岸僅數百碼的一個島峡，所以澳大利亜 

政府的合法意願也是必須考慮的事。不過,澳大利亜  

憲法的條件與那鳥魯人民的基本願望之間似有充分餘 

地可以通融。那鳥魯人民希望有一個家鄉，在那裏他 

們有權自己以一個I t區過生活，並且自己管理其事務。 

特派代表說澳大利亞將在符合其憲法條件的情形下准 

其享受極度的自治。他也與總族長一樣,希望雙方能達 

成使那烏魯人與澳大利亞政府雙方均感満意的結果。

一九三.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那烏 

魯人民曾在致視察團的節略内表斤他們希望能獲致獨 

立。他又說託管理事會也已請管理當局參照聯合國憲 

章、託管德定及准許殖民地國家與民族獨立宣言的規 

定，擬具一項足以反映領土亟需有計劃的政治進展的 

切實計劃。不過，菅理當局至今尙未採取任何行動。管 

理當局仍繼續其過去政策，不准那烏鲁人民自治與獨 

立，他認爲這種態度是侮慢理事會的。他指出那鳥魯 

問題是十足的殖民國家漠視該宣言原则及託管領土人 

民意願的實例；他說管理當局不但未採措施立卽准許 

那鳥鲁人民獨立，而且根本未採任何趨向這一方面的 

初步步驟。管理當局始終堅持他們的一貫立場認爲那 

鳥魯獨立及満足那烏魯人民合法要求的問題與那烏鲁 

人民未來家鄉的問題不能分開。蘇聯代表從這個f t劃 

最初出現時起卽認爲不適當而表示反對，認爲這紙是 

管理當局的煙幕，旨在掩饰他們意圖在該島維持其殖 

民統治的野心。因此，關於移徙那鳥魯人民一事，根本 

不能附有條件或保留。大會第十七届會第四委員會內 

討論託管理事會報告書時多敷代表的發言都淸楚支持



一種原則，露爲准許獨立不能視能否爲那烏魯人民覚 

得新家鄉而定，認爲必須立卽准其獨立。管理當局目 

前所持的立場根本不是爲那烏魯人民的利益，而是爲 

了要保持能將島上所産磷酸歯輸出但是根本不願對那 

烏魯人民或聯合國負這方面的道義責任。蘇聯代表曾 

指出有許多實在的可能性可以保證那烏魯島土著居民 

能在自由、獨立與繁榮的情形下有正常的生活狀況， 

他認爲可以保全該島爲可以住人的地方。不過，這是 

必須花錢的。意思就是必須減创英國满酸1S業務委員 

會的利潤，所以這是他們所不願要的。他又說遷移應 

眞能満足那烏魯人民的合法願望。第一，應按那烏魯 

人民的要求 ,按照他們要求的政體，准其完全自治與獨 

立。第二，應將他們的國家富源歸遺他們—— 就是，應 

將英國碑酸疲業務委員會的産業交給他們保管，而且 

應將那烏魯人民的合法利盖，亦卽當局從該委員會雇 

年各種活動過程中僧取的利益，交還他I門。從這筆款 

項中設置一項重行定居基金。事實上，管理當局提議 

的 f t劃以及担將那鳥魯人民卽將移去居住的一個島喚 

的主權交給那烏魯人，等於繼續上届大會期間提出的 

老計劃 ,就是實行同化的計劃，卽以一種或他種方式把 

他們包括在澳大利亞的體系之內，亦卽等於實際吞併 

那烏魯島託管領土的計劃。

一九四 . 聯合王國代表說那鳥魯人民、管理當局 

與託管理事會一致認爲磷酸塵資源吿轄時，唯一解決 

辦法是那烏鲁人到他處董行定居。理事會案前已有那 

烏魯地方政府會議的意見和提案。他說目前唯一意見 

不同的一點就是主權問題。他說他承認同情澳大利亞 

政府認爲將澳大利亞不可分的一部份的主權完全移交 

他人是很難接受的事。但塵於過去那鳥魯人民與管理 

當局間向有愉快合作的雇史，所以他認爲那烏魯未來 

政府的政體問題可由雙方舉行談判解決，他希望理事 

會關於本問題的討論結果，不但能鼓働管理當局與那 

烏魯繼續誤判地理上最適宣重行定居的地點及那鳥鲁 

人民最後揮定地點之後未來政府的政體問題，且又不 

致使理事會須要支持任何一方的初步意見。

一九五. 法國代表說關於那烏魯人民重行定居問 

題，他們的選撑最後似乎決定克第士島,該島與澳大利 

亜洲相近，這一點已經满足了人民特别表明的願望。他 

認爲那鳥魯人民提出的條件無法每一條满足到同樣的 

程度，他們要求完全主權一舉已使問題變得非常複雜， 

他認爲託管理事會在尋求解決辦法時不能固執定則。 

應當念及那鳥魯人口的多少及其需要，以確保其將來 

的福利。

一九六. 中國代表說董行定居問題是關係人的問 

題。他認爲那烏魯地方政府會議須有充分時間考慮這 

樣重要的問題，並就此問題作成一種决定。管理當局 

也須有充分時間與那鳥魯領袖討論那鳥魯人民將来在 

任何一個這樣的新家鄉裏的未來政府的政體。這種決 

定顯然不是可以倉卒作成的。他欣悉那鳥魯總族長將 

於囘到那烏魯後請地方政府會議鄭重考慮能否讓那鳥 

魯自成一個自治的單位但與另一個较大的獨立社區發 

生聯繁。不用說，那烏鲁社區的前途問题紙能由那鳥 

魯人民與管理當局達成協議解決。聯合國必須尊重那 

烏鲁人民的意願。

一九七 . 美國代表說澳大利亞人與那烏鲁人，雨 

種完全不同而被歷史結合成難能可貴的夥伴的民族 

間，確有一種密切的關係與瞭解。他説那烏鲁人希望 

保持其特性及獲得獨立的心願雖然是不難瞭解的事， 

但是美國代表團頗同意澳大利亞代表的意見，卽認爲 

不能期望任何一國准許另一不受其控制的民族在其主 

權範圍之內建立一個特別區域。澳大利亞請那鳥魯人 

以充分公民資格與其聯合，分享其國土，應受嘉許。他 

們在談判時非常懷慨，他們承允給那烏魯人民的機會 

也非常寬大。大家雖然能够瞭解並同情那烏魯人要保 

持其特性及獨立的願望，問題是卽使他們得不到充分 

主權，他們能否保持其個别的特性。澳大利亜代表已 

鄭重承允准許那烏魯人民繼續他們的生活方式；准許 

他們自已料理他們本地的地方事務，制定其本地的地 

方法律與規例，管理他們自己的社區。美國代表圃相 

信澳大利亞必將信守它的諾言，而且確信他們必會讓 

那烏鲁人民有充分機會保持其特性的。那烏鲁人民能 

否做到，大半是他們自己的責任。那鳥鲁人民到了一 

個與現代化的澳大利亜紙連的新家鄉，就將脫離現在 

屛障他們保持其傳統生活方式的孤立環境。當他們在 

一個與他們完全不同而且較複雜的社會很靠近的地方 

遂漸自立，他們的這種目的一定不免愈来愈難達到。届 

時這是他們的總族長與社區長老的責任，美國代表團 

虔祝他們希望保持其生活方式的努力能够順利成功。

一九八.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理事會各理事國差 

不多全都承認那鳥鲁人要求准許他們能在構成澳大利 

亞領土一部分的一個島上行使完全主權一節造成的問 

題，非常複雜。總族長在託管理事會去年届會內答覆 

問題時說，除其他事項外,主要問題是如何使那烏鲁人 

希望在紙連澳大利亞的一個小島上成立一個獨立自主 

國的意願能與澳大利亞人民的意願調和，由此可見他 

也明白這點。特派代表强調說;管理當局深知其責任，所



以決定決不因間题顯然很難解决而任其陷入停頓狀 

態。當局決意促使問題達成一個解決。解決辦法一部 

分將要根據''無法改變的事實"，就是沒有一個島喚能 

够満足那烏魯領袖替人民爭取的一切條件，而且遺必 

須顧及一件事實，就是管理當局根本無法找到一個地 

方可以成立一個主權國家而不妨礙別人的正當合法利 

益。不過，他又說這種解決辦法必將顧到那鳥魯人民 

想要保持其本身特性的意願。

ÿC. 政治迪展 

槪況及託管理事會的建議

發展代議，行政及立法機播並按大其權力

一九九 . 託管理事會第二十九届會，念及援助那 

鳥魯人民在各種內政事項上議達自洽，非常重要，故贊 

成視祭圃關於此事的意見。並建議立卽設置一個諮詢 

委員會，審議未來立法及行政權力的整個問題,並擬具 

一項憲政計劃，容許那鳥魯人民充分參加領土立法及 

行政工作。理事會歡迎特派代表的陳述，說他並不反 

對視察團所建議容許那鳥魯人民充分參加政府工作的 

原則，不論將來關於那鳥魯人民未來家鄉可能會有何 

種發展。

二0 0 . 管理當局在檢t寸中的報吿書內說管理當 

局深信使那烏魯人民發展至能充分參加領土政府立法 

及行政工作階段，最適當的辦法莫若擴展地方政府會 

議的權力及範圍，所以已向地方政府會議提出擴展這 

種權力的提議。地方政府會議已表示這些提議使其深 

受鼓勵且亦贊成其中的大部分。管理當局遺說現在正 

在擬具使上述提議發生效力的法律。同時已與地方政 

府會議諮商範圍曰廣的各種問題，俾使有關該島行政 

的重要事項幾乎全部都正式或非正式的提交地方政府 

會議。地方政府會議將來卽可自己主動，自已負責從 

事商業，舉辦計劃,設立有利那鳥魯人民的公務員制度 

及社會服務。本着這種目的，現在正在修改法令，删除 

必須獲得行政專員核准的規定。同樣地，將来也不需 

要行政專員核准常年收支概算，地方政府會譲將有管 

制其自身經費的全權。地方政府會議制定的規例也不 

必再先經行政專鼻核准，但他將有權在一個規定的時 

限內不認可地方政府會議制定的規例。而且關於課稅、 

牧費、規定地方政府會議官員薪酬、規定選舉日期、以 

及接受諮譲辭職等事現在已都不必先經行政專員核 

准。

二 0 —.那烏鲁地方政府會議已贊成並歡迎管理 

當局表示卽將儘早提出的擬議修正案。

二0 二 . 託管理事會第三+届會通過下列結論及 

建議：

理事會備■悉那爲普人民雜則尚未速到充分参加领 

土立法及行政工作的地少,但管理當肩已根據第二千 

九爲會的建議,准許那爲普人民有较大的立法權力。

理事會請管理當局注意第二十九在會所提關於任 

命一個祐询委.員會的建議，並重申應當設置一個由澳 

大利亞政府代表及那爲普人民代表組成的這孩委员 

會，以便着手提具那爲普人民充分参加领土立法及行 

政工作的襄政計劃。

在務員制度：劇練及任Æ i 著人士 

播任政府重要職位

二 0 三 .理事會第二十九届會傭悉截至目前爲  

止，管理當局紙任用少數那烏魯人民擔任政府高級職 

位，至感遺憾，復察悉視察圃報告說那烏鲁各領袖對於 

此事至感關切。理事會重申前此所提建議，請管理當局 

繼續努力訓練那烏魯人民擔任這種行政職位及英國溝 

酸靡業務委員會的高級職位。理事會蜜於管理當局已 

設置一個公務專員，建議當局或可隨卽成立一個多數 

由那烏魯人組成的公務委員會。理事會促請管理當局 

注意視察圃關於此事的意見，並表示希望擬議的改變 

能使那鳥魯人參加關於公藉制度的結構、規定薪給、決 

定某種職位所需資格及選揮合格人選等問題的討論。

二0 四.管理當局在檢討中的報告書內說管理當 

局的政策是一俟那烏魯人有資格能擔任高級公務職 

位時立卽任他們擔任各該職位，而且筒在繼續訓練特 

別邊選的那鳥魯人民擔任政府高級職位。管理當局大 

體上贊成那鳥魯人民應當參加公務專員辦事處工作的 

提譲，而且現在正在與那烏魯地方政府會議舉行討論， 

以便商定最妥善可行的辦法，使那鳥魯人民得到經驗， 

俾能有所準傭，可以充分參加那鳥魯公務制度管理方 

面的工作。關於訓練那鳥魯官員接任過去及現在由外 

籍官員擔任的高級公務員職位的計劃現在已有極大的 

進展。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前的九個月內，管 

理當局已任用那烏魯人民擔任過去由外籍官員擔任的 

下列職位 :郵政局長、工程督察員及檔案管理員。過去 

由外籍官員擔任的測勘員的職位業已撤銷，现已改設 

一個高級外勸事務員的職位。而且已任用一個那鳥魯 

官員擔任此職。行政兼那鳥鲁事務員 ,Mr. R. Gadabu



現在已任爲代理正式秘書，在現任此職的外籍官員指 

導下獲得正式秘書職務的經驗。而且尙在設法使那鳥 

鲁官員受專門訓練，讓他們有充分準備將來升任现由 

外籍官員擔任的其他職位。那烏魯副警官已升任警官。 

自前外籍警務主任休假期內他遺兼任代理警務主任之 

職。工程部有雨個那鳥魯官員現在已擔任助理工程督 

察員的新職。一個那烏魯的婦嬰科護士不久卽將接任 

嬰兒福利護士長之職，她目前正在從現任此職但將於 

幾個月後合同屆满時返囘澳大利亜的護士長處加緊受 

訓練。

二0 五 .理事會第三十雇會通過下列結論及建

議 :
理事會然為任用那鳥鲁人民擔任那爲鲁託管領土 

政府高級職位力當務之急，並表斤欣悉已有的進展。理 

事會重申建讓，請管理當局繼續加緊努力使那爲普人 

民具有必要资格並任用他們擔任這種職位。

不遇理事會襄悉目前尚無那鳥普人民擔任英国碑 

败後業務委員會较高的職位,認為遣，成,並再促請管理 

當局協力讓那鳥鲁人民受必要的專業训練，傳其能合 

格勝任這種職位。理事會度於'前此所提建議，希塗管 

理當馬能將這一方面的進展向下在理事會具報。

理事會倚悉管理當局決定專段一個公務專員，並 

任用一個合格的那爲鲁人擔任此職，位不故置上在祝 

察固建議且經理事會第二十九在會，成的公務委貫 

會。理事會相信這雅辦法能滿足祝察图及理事會希塗 

速到的目的，希望接續管理榮局闕於這一方面的進度 

報告書。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國的個別意見

發展代儀、行政及立法機播並接大其權力

二 0 六.賴比瑞亜代表說她認爲那鳥鲁人民不必 

等到重行定居之後再揉達地方自治，尤其塞於管理當 

局與那鳥魯人民目前階段中都不能說定這種重行定居 

將於何時實行。她認爲那鳥魯人民立卽從自治及自理 

其事務上得到的經驗將来重行定居實行時卽可作爲基 

本的經驗。視察團報告說那烏鲁地方政府會議曾在節 

略內衷示"那烏魯渴望在其家鄉或將來可能定居的任 

何其他地點自己管理其事務"。她說管理當局根本未 

遵行視察團提出且經託管理事會贊成的建議，這項建 

議請管理當局立卽設置一個諮詢委員會，審議將來准 

許那鳥魯人民充分參加領土立法及行政工作的立法及

行政方面立憲計劃的整個問題；管理當局却在考慮能 

否擴展地方政府會議的權力。她雖承認這是前進的 

步驟，但她認爲管理當局應加緊行動，按照視察團的 

建議 , 讓那鳥鲁人民充分參加領土工作。

二0 七.紐西蘭代表說新的那烏魯地方政府會議 

法令差不多已將管理內政事項的全權授予該會議。不 

予認可的權力是行政專員所保留的唯一立法權力，根 

據過去經驗，這種權力大半®是一種潛在的保障，不政 

用爲積極行政權力的一部分。

二 0 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所謂 

徹底改良那烏魯情形的改革，根本是意圖欺驅理事會 

的。託管理事會會提過必須擴展那烏魯人民地方政府 

的職權。但是管理當局的提案實黯上並未改變原来的 

情形。過去，管理當局有權否決地方政府會譲的任何 

決定。根據新辦法他將有權將地方政府會議通過的法 

律的執行延緩一個相當的時期。

二0 九.中國代表欣悉管理當局提議修改那烏魯 

地方政府會議法令的各修正案，意在取消對於地方政 

府會議行使權力的限制。他希望提出這種修正案能幫 

助那烏魯人民儘量對其內政事務實行自治。同時他表 

示希望地方政府會議亦能善自充分利用一切權力，俾 

使那烏鲁人民自己能有充分準備可以擔負管理當局爲 

那鳥鲁人民所辦各種服務的貴任。他深信這個對於前 

途抱有遠大希望的人民獲得這種機會時一定願意實習 

自治的。理應竭力設法援助他們讓他們能充分參加該 

島的立法及行政工作。

二一0 . 美國代表欣悉所報告擴展地方政府會議 

權力及升擢那鳥鲁人民擔任重要職位等方面已有的進 

展。他深信這種發展必會繼續，而且認爲不必等到新 

家鄉問题最後辦法決定以後再授予其他權力。

二一一.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當局深盼在政治方 

面，那烏鲁地方政府會議能充分有效地蓮用不久卽可 

享有的重要廣大權力，並且在這種權力正式生效，操有 

新權力的那烏魯會議行政辦法順利實施之後，希望卽 

能重新舉行时論以期繼續擴展地方政府會議的權力。 

一俟重行定居問題作成基本決定後，目前與未來的一 

切計劃就會互相結合而同告實規。

■iV務員制废：訓綠及任用i 著入士 

擔任政府重要職位

二一二. 賴比瑞亞代表與視察圃一樣對於領土管 

理當局紙任用少數那鳥鲁人民擔任政府重要職位深感



關切。但備悉管理當局最近已計劃任用那鳥魯人民擔 

任高級職位，故促請管理當局加緊努力訓練土著人民 

以便任用那烏魯人民擔任政府重要職位。

二一三. 紐西蘭代表備悉訓練那烏魯人民擔任政 

府高級職位方面已有的進展，今年年底將任用一個那 

鳥魯人擔任正式秘書之職 ,很令人興奮;現在增加那烏 

魯領袖的行政責任，將使他們有充分準備將來可以應 

付關於重行定居的種種問題。

二一四. 中國代表說中央法院及地方法院任用更 

多的那烏鲁人，對於加强司法權力已有顧著的進展，現 

在地方法院的訟訴案件皆由那鳥魯推事聽審，中國代 

表團很高與知道管理當局在陛擢那鳥魯官員擔任公務 

機關高級職位方面已有的進展，也很高與當局已擬定 

可嘉的計劃，準備訓練一個那鳥魯人擔任公務專員。

二一五.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管理當局已任用那 

烏鲁人擔任郵政局長》工程督察員，高級外勤測勘員、 

及負責槽案的官員。他又說有一個那烏鲁官員已經到 

了訓練的最後階段，以便在一九六三年年底任用他擔 

任正式秘書這一高級行政職位。去年年底當局已詳細 

審查升擢那鳥魯人擔任現由澳大利亞人擔任的職位問 

題，除業已提及的各種行動外，已擬具計劃，加緊訓練 

認爲適宜將來擔任許多其他職位的那烏魯官員。這種 

職位包括：嬰兒福利護士長、負責房病中心的護士長等 

不久卽將正式任用的職位。這種計劃業經領土事務部 

長核准，內中規定逐步進行的辦法，卽一俟能於合理時 

期內聘得具備資格的那鳥魯人時立卽隨時任命那鳥魯 

官員擔任現由澳大利亜人擔任的其他各公務職位。

奏 .經濟道展 

槪況及託營理事會的建議

概 論

二一六 . 那烏魯經濟端賴碟酸塵工業。一九六一 

至一九六二年度磷酸歯輸出償値爲三，三九一,六三四 

英镑。上一年度爲二 ,九四五 , 0 九A 英镑。輸入品主 

要來自澳大利亞，價値總計一 ,八四五，七三四英錄。上 

一年度爲一，四六三 ,二三六英镑。一九六一年七月一 

日至一九六二年三月三 ^̂ 一日碑酸塵輸出總額計一， 

一四八，七七五喊，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六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則爲一 ,二二三，四0 0 顺。

二一七. 理事會第二十九届會念及那烏鲁人民應 

能更加清楚的決定究竞他們有沒有從磷酸墮的銷售上

獲得適當的利益，故贊成視察團的建議，也主張英國碟 

酸歯業務委員會代表應與那烏魯民選代表每年舉行一 

次會議，根據事先參照雙方提出要求討論的題目而擬 

具的議程，舉行时論。理事會認爲每年一次的這種檢 

討能使英國满酸18業務委員會與那烏鲁人民有機會詳 

細說明並徹底計論影響雙方的一切問题，以便達成雙 

方均感滴意的決定。理事會也歡迎管理當局的陳述，說 

它也同意上述建議，且將根據建議採取行動。理事會 

還贊成視察團的建議說這種諮商合作的辦法如經證明 

爲不合遍時，則有關政府應進一步採取步驟選舉一個 

或兩個那烏魯人參加該公司董事會影響那鳥魯人民利 

â 的各種事項的討論。

二一八. 管理當局在檢討中的報告書內説英國碟 

酸廳業務委員會已同意英國碟酸磨業務委員會代表與 

那鳥鲁民選代表至少每年舉行一次會議，並提議每年 

七月間舉行這種會議，第一次應於一九六三年七月舉 

行。

二一九. 理事會第三十屆會通過下列結論及建

議 :

理事會欣悉英国碑贼建業務委員會與那爲鲁民還 

代表已同意依據理事會建識每年舉行會議次，並同 

意每年十一；1間舉行這植會讓,理事會德為這種链商 

可以灌保公允分享開振碑贼護销所得的款項。

容於那鳥鲁人民曾表示出售骑級蠻所得款項中他 

們渡得分之二十四，雄然不算少，位鍵爲仍大公允。 

所以理事會請管理當易链商那鳥香地方政麻會議設法 

替那爲普人民與英國祷敞缓業務委i 會商得公允的分

配0

理事會欣悉構成聯合管理當局的三国已体據理事 

會建讓重申振劃旦款替那爲普人民發展個新家御不 

是而且也不會構成使問題不能速成解決的障礙,它們 

騎隨時念及它們有義務提供這種援助。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國的個別意見

概 5会
二二0 . 賴比瑞亜代表很高與知道管理當局說英 

國碟酸蠻業務委員會已同意英國满酸靡業務委員會代 

表與那烏魯民選代表至少每年舉行一次會議，於每年 

七月間舉行，並定於一九六三年七月間舉行第一次會 

議。她深信各方必會特別考慮讓那烏魯人民公允分享



鎮權税的問題，且相信管理當局必能於大會第十八届 

會時提供關於本問題的情報。

二 二 一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管理

當局與行政專員向來認爲他們在那烏魯的主要任務是 

保護英國满酸靈業務委員會的利益，對付那鳥魯人民 

公允合法而又非常微少的要求，決不是維護那烏魯人 

民自身的利益。他又說不應將該島的富源視爲所謂管 

理國家的利源，或作爲威脅那烏魯人民民族生存的工 

具。如肯合理地開採該地的溝酸鐘鎭，該島鎭藏可供 

開採三十年以上，可供開採一百年或一百五十年之久， 

出售满酸塵所獲收入應用來改善居民境況，保持島民 

正常生活狀況。但是现在這種利益完全落入購買這種 

碑酸廳者之手。他認爲任何國家或領土的人民對其領 

土內的天然資源都有不可剝奪的主權。所以那烏鲁人 

民對於該島的一切資源包括碟酸廳在內，也有同樣的 

主權。他詣爲還有一個重要因素使那烏鲁人民更加有 

權獲得控制開採满酸歯鎮的全權。磷酸歯鎮開採以来 

約有六十年了。在這期間，從該島輸出的满酸墮約達 

三千萬嘲。這一點是視察團去年報告書及那鳥魯地方 

政府會議提出的文件指出的。這種礎酸磨的品質極佳， 

開採費用極低，但是向來是按遠較市價低廉的價格售 

予消費者的。這就是英國擁酸塵業務委員會隱藏其所 

得利益的地方。它根本不願與眞正主有磷酸1» 的那鳥 

魯人分享這種利益。澳大利亜、大不列顧與紐西蘭，三 

國主有英國磷酸齒業務委員會並取用這满酸睡的國 

家，已從開採這種擁酸墜而獲得莫大的利益，它ffl的利 

潤已較它們的投資高出許多倍。

二二二. 聯合王國代表說那烏魯人民物質方面的

繁榮是令人羡慕的。他說有人聲稱因爲那鳥魯輸出的 

磷酸趨是按低於世界市價的價格售予澳大利亞的'消費 

者，所以那烏鲁人民沒有得到他們應得的利潤。不過， 

這種譲說的話業經視察園報吿書第一一二段較侧了。 

聯合王國代表團深信那鳥鲁人民的繁榮須歸功於擁酸 

塵的採掘，而且該代表團認爲有關各方都已公允分享 

英國隣酸護業務委員會活動結果所得的利益。

二二三. 中國代表說管理當局接受理事會請那鳥 

魯民選代表與英國磷酸歯業務委員會代表毎年舉行一 

次會議的建議可以促進將來合夥經營業務的關係。所 

訂毎年舉行會議的日期如能來得及於同一年度內將會 

議結果報吿理事會，一定非常有利。首次舉行這種會 

議的結果現在尙未揭曉，中國代表團將暫緩重申過去 

已在理事會內發表過的意見 ,紙擬强調一點，那就是蜜

於磷酸盧鎮藏是那烏鲁島的难一資源，所以那鳥魯人 

民有合法權利對本問題的任何決定表示關切。

二二四.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那鳥鲁領袖與英國 

满酸磨業務委員會毎年舉行常會的事業已布置就緒， 

且已知照託管理事會定於本年H 月間舉行首次會 

議 , 届時將檢討碟酸歯鎮權税的問題。

肆 .社食迪展 

槪況及託管理事會的建議

4V共衛生

二二五. 管理當局與英國磷酸靈業務委員會供給

免費醫藥及牙醫服務。那烏魯人民需要領土內無法獲 

得的專科醫療者由管理當局出資送至澳大利亞。檢时 

年度內，管理當局衛生事務方面的支出共計七一，三七 

七英镑，上一年度爲六八 ,五四五英镑。一九六二至一 

九六三年度的支出，預計約達八二 , 一三二英镑。

二二六. 理事會第三十屆會通過下列結論及建

議 :

理事會備■悉世界衡生組織的结論说那爲鲁人民日 

常欲食中缺乏甲雅及丙種维他命及相當份量的肪與  

香白赏，故赞成世界衡生組織的建議，説為那爲鲁人民 

到益计宜由管理當推行一雅赛慎擬定的合理的表期 

營養教育運動。同時理事會就為世界衡生組識的意見， 

整個说来反映欽領土有一種大體上恰當而 i l 猜極的公 

共衡生方， , 20對這一  S Î工武表示欣慰。

勞 X

二二七. 自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一日起領土全體工 

作人員，除事務人員及行政人員等級的若干其他人員 

每星期標準工作時間鞍短外，毎星期正常工作時間已 

自四十四小時減至四十小時。

二二八. 理事會第二十九届會歡迎管理當局申明 

現正規定辦法 ,對管理當局满酸趨業務委員會職工，無 

論自何處徵聘，一律實施一種標準的工作週。復豐悉 

領土內業已任命一個決定那烏魯人民基本工資的調查 

委員會，表示希望管理當局能將該委員會的調查結果 

列入其下次報告書。

20託管理事會還分別通過一件決議案，建議管理當局考慮 
在ft上爲土著居民建設一種免費供水的制度（決議案二一三七 

(三+))。



二二九 . 管理當局在檢討中的報告書內說已於一 

九六一年十一月一日對英國碟酸座業務委員會及管理 

當局的全體職工採用至多四十小時的標準工作週。根 

據決定那鳥魯人基本工資的調查委員會調查結果，領 

土已於一九六二年六月二日實施新的那鳥魯人基本工 

資。根據這種辦法，每人每週工資爲九錄六先令六辨 

士，再加子女雨人以內者每名每週津貼十先令,過此每 

名每週津貼十五先令。新的基本工資約較過去的基本 

工資每週增加三錄。下次檢时基本工資的日期已定於 

一九六三年十月。

LO. 理事會第三十届會通過下列結論及建

議 :
理事會欣悉管理當局已按其在上次在會中發表的 

言論，為那爲普制定了鐘,S校少的標準工作週。且於 

詞蜜委.員會詞查之後，ft給那爲鲁人民的基本工資大 

有增加。希塗管理當局於基本工资定期檢討结果認為 

必要時隨時繼境詞整這種工资。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國的個別意見

椒 静

二三一.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認爲應 

當採取措施改善那烏魯人民的情況，使其生活狀況能 

和澳大利亞及住在島上的其他外國人的生活狀況一 

樣 ,在這一方面不應有任何歧視待遇。

共術生

二三二 . 中國代表希望管理當局充分考慮世界衞

生組織的建議，推行敎育那鳥魯人民改良飮食的蓮動。

供水間题

二三三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提請理 

事會注意那烏魯人民曾對其物質和社區設備及其生活 

狀況深表不満。他指出島上缺水是英國廣酸趨業務委 

員會出現後開始的，而且也是其業務活動的結果。關 

於供水問題，業務委員會及管理當局官員的情形遠較 

土著居民好得多：他們可以免費取水，但是那鳥魯人民 

則必須付錢購水。他諶爲很難想像有什麽能比這種壓 

迫本地居民的暴行爲更可悪。他們的財富不但被人规 

掠，而且還要他們償付這種®掠行動的代價，但是a 掠 

他們的人反而無需出錢買水。他提議理事會應堅持免 

費供水給那鳥鲁人用，這種措施應立卽實施，而且管理 

當局應將這項建議的實施情形通知理事會。

二三四 . 澳大利亞代表說，有人聲稱那鳥魯島地 

形的改變是造成供水減少的原因，此說根本沒有根據。 

那烏魯有史以來氣候向來奇突，這種情形根本不能着 

管理當局負責。雨量向來間歇無常，加以土性多孔隙， 

地質特別，除少數幾處地方及遇相當特殊的情形外，貯 

水問題非常艱難。關於供水情勢還有一點應當顧及的 

因素，就是那烏鲁人口的增加。一九一0 年時那鳥魯 

人口紙有一二五0 人左右，而且死亡率遠過於出生率， 

居民似有減絕之虞。現在那烏魯人口已達二千五百以 

上，而且似乎尙在迅速增加。第四種因素是那烏鲁人 

現在的生活水準已逐漸提高，而且也與島上其他居民 

一樣，享受比較現代化的生活，所以需要更多的水供各 

種家常用途。管理當局的責任之一是促進那烏魯人民 

的福利，因此勢將不得不藉人爲的辦法,保證獲得較多 

的水，供他們應用。

緯酸撞座問题

二三五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諶爲： 

第一，菅理當局應當採取緊急措施解決這個問題，第 

二，應向受英國碟酸座業務委員會之害的那烏鲁人賠 

償損失，業務委員會使那烏魯樣樣東西遮满塵埃，所以 

必須由其償付代價。不但如此，管理當局遺應立卽將 

其所採措施知照本理事會。

勢 工

二三六. 中國代表欣悉一九六三年十月舉行檢款 

後卽將調整工資。他希望將來定期檢討基本工資，隨 

時於謎爲必要時，繼續加以調整。

伍 .教育途展 

槪況及託管理事會的建議

振 ☆
二三七 . 領土內六歳至十五歳係澳大利亜人） 

或六歳至十七歳C如係那鳥魯人）的兒童一律都在當局 

所辦非宗敎的公立學校內受强迫免費敎育。一九六一 

年至一九六二年度的敎育支出爲七三，九八三英錄，上 

一年度則爲五八 , 四一二英錄。

二三八. 管理當局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度常年 

報吿書內說爲滝足那鳥魯居民對學校設施日益增加的 

需要計，當局已在美嫩及安尼坦雨區內建築了兩個新 

的幼雅園暨一年級的學校。此外又在公立中等學校增 

建了兩間敎室及一間貯藏室，埃冗區天主敎學校的校



舍也已大爲擴充。管理當局已審愼估計了未來學齢兒 

童的增加，且已預先設計,確保使其能有遁當的學被設 

備，管理當局已計劃自一九六四年起合讲那烏魯人及 

歐洲人的初等敎育。而且已於一九六二年八月採取了 

初步步驟，將聯合初等學校的那烏魯學生十一人轉學 

至雅命〔歐洲人）初級學校。

二三九. 理事會第二十九届會欣悉一九六二年視 

察團報告說，爲那鳥魯兒童所辦學校敎學情形頗堪满 

意，學校設備及敎學標準都非常良好，而且敎員與學生 

人數比例也很適當〔公立學校約爲一與二十五之比，敎 

會學校約爲一與三十之比)。理事會又悉敎會所辦的聖 

心中等學校已於一九六二年增設了〔四年級）一級，將 

其敎育程度提高到與公立學校一樣。理事會復欣悉管 

理當局爲前往澳大利亜中等學校留學生所設獎學金名 

額已自八個增至十二個，並望管理當局於敎會設立的 

聖心學校增設了四年級，中學畢業學生人數可能增多 

時繼續增加道種學額。

二四0 . 管理當局在檢討中的報告書內說當局已 

備悉理事會關於管理當局所設前往澳大利亞中等學校 

留學獎學金名額的意見。靈於在那烏魯修畢中等學業 

的學生人數業已增多，所以一九六三年度領受獎學金 

者的名額將自 "̂‘二人增至十六人。

二四一 . 一九六三學年，管理當局授予那鳥魯人 

民的見習員額及職業訓練課程員額如下：

Ca) 師範學生一名已在雪梨澳大利亞太平洋行政 

學校開始師範課程；

Cb) —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度報告書內說在維多 

利亞戈登技術學院肆業的學生中有一名已在雪山水電 

管理處開始爲期十二個月的實習工作，俾能合格領得 

戈登學院土木工程系的文憑；

C O 那烏魯人雨名現在坎培拉協和國內政部受摩 

托機械的訓練以使增進其專技能 ;
(d) —九六二年年底有那鳥魯技工三名在墨爾本 

商— 關內受在職訓練以增進其技術效率；

Ce) 那烏鲁女子一名現在澳大利亜坎培拉技術學 

院內開始修速記打字課程。

- 九六三年在澳大利亞肆業的那烏鲁人計有六十三 

人 :受中等敎育者四十六人(：包括受高等敎育學生十二 

人）, 受專技訓練者二人，速記打字員生三人，受護士訓 

練者二人，會計學生二人，無線電技術員生一人，進修 

工程師文憑或證書課程的學生六人（包括開始最後實 

習工作以期領受文憑者一人在內）, 及實習敎員一人。 

兩個〔男）學生已於一九六二年考試中獲得南威爾士離 

校證書，五個〔三男二女）學生已在南威爾士中等證書 

考試中考試及格。那烏魯舉行的公開考試中已有H個 

學生 < 男女各二人）考取維多利亞中等證書，二十九個 

學生考取維多利亞初中證書。

旧 二 .
議 :

理事會備•悉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聲明说當局己着手 

推行一項雄切方案,定於一九六四年度内定成一種沒 

有種族歧祝，符合聯合国蒸章家昔及原則的單一相等 

學校制度，希望管理當局按照聯合国文教組織建議，特 

别注意那爲普教員的剑練。

理事會除表示狀悉管理當局已增加為那爲鲁人所 

設奖學金名額外，還表示希望管理當局對於申請啤合 

国其他各會員國所設任何楚學金後准的那爲鲁學生， 

能於必要時供給便利，傳使申請人能利用這種焚學金。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國的個別意見

二四三. 賴比瑞亜代表說管理當局所採合併那鳥 

魯學校制度的步驟應受嘉獎，因爲賴比瑞亞代表團根 

本不能容忍爲各種族分別設立學校一舉，希望學校制 

度能早日實行完全合併。

二四四. 中國代表說管理當局定於一九六四年開 

始推行那烏魯各種族兒童完全合併的單一初等學校制 

度的具體計劃是値得嘉許的。希望當局能根據聯合國 

文敎組織的建議，特別注意那烏魯的師資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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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明 尼 加 共 和 國 ：UBRERIA D O M IN ICANA  
Mercedes 49, Santo Domingo.
厄 瓜 多 ：
LIBRERIA CIENTIFICA, Casilla  362, G uayaquil.
薩 解 冗 多 : MANUEL NAVAS  Y C IA . 
la .  Avenida  sur 37, Son Salvador
瓜 地 馬 拉 ：
SOCIEDAD ECONOMICA-FINANCIERA  
6a . Av . 14 .33, G uatem ala  City .
海 地 ：LIBRAIRIE * 'A  LA CARAVELLE'*
Porf-au-Prince.
宏 都 拉 斯 ：
LIBRERI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
墨 西 哥 ：EDITORIAL HERMES, S. A .
Ignacio  Mariscal 41, Mexico, D. F.
É 拿 馬 ：JOSE MENENDEZ
Agenda  Internacional de  Pubtîcaciones,
Apartado  2052, Av . 8A, sur 21-58, Panama.
巴 拉 圭 ：
AGENCIA  DE LIBRERIAS DE SALVADOR NIZZA  
Colle  Pte. Franco No . 39-43, Asuncion.
秘 -魯 ：LIBRERIA INTERNACIONAL  
DEL PERU, S. A ., Casilla  1417, Lima.
烏 拉 圭 ：REPRESENTACIO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Plaza Cagancha 1342, 1。piso, Montevideo .
委 瑞 LIBRERIA DEL ESTE
Av . M iranda, No . 52, Edf. G alippn , Caracas.

中東
郎 併 ：MEHR AYIN  BOOKSHOP 
Abbas Abad  Avenue, Isfahan.
伊 拉 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以色歹 II: BLUMSTEIN'S  BOOKSTORES 
35 AMenby Rd. and 48  N achlat Benjamin  St.,
Tel Aviv .
約 旦 ：JOSEPH I. BAHOUS & CO.
D or-uI-Kutub, Box 66, Amman .
黎 巴 嫩 ：
KHAYAT'S  COLLEGE BOOK COOPERATIVE 
92-94, rue Bliss, Beirut.

北美洲
加 拿 大 ：THE QUEEN'S  PRINTER 
O ttawa, O ntario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 NS, New  York.
波 多 黎 各 =
PAN AMERICAN BOOK CO.
P, O . Box 3511, San Juan Î 7.
BOOKSTORE, UNIVERSITY OF PUERTO RICO,
R i o  Piedras.

大洋洲
澳 大 利 亜 ：
WEA  BOOKROOM, University, A de la ide, S .A. 
UNIVERSITY BOOKSHOP, St. Lucia, Brisbane, Q，d. 
THE EDUCATIONAL  AND  TECHNICAL BOOK AGENCY 
Parap Shopping Centre, Darw in, N .T .
COLLINS  BOOK DEPOT PTY. LTD.
Monash U niversity, W elling ton  Road, Clayton, Vic. 
MELBOURNE CO-OPERATIVE BOOKSHOP LIMITED 
10 Bowen Street, Melbourne  C .1, Vic .
COLLINS  BOOK DEPOT PTY. LTD.
363 Swanston Street, M elbourne, Vic.
THE UNIVERSITY BOOKSHOP, Nedlands, W . A . 
UNIVERSITY BOOKROOM 
University  of M elbourne, ParkvMie N .2 , Vic . 
UNIVERSITY CO-OPERATIVE BOOKSHOP LIMITED 

anning Road, University  of Sydney, N .S .W .Manning  R
紐 西 蘭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rivate  Bag, W elling ton  
(and Government Bookshops in A uckland, 
Christchurch and  Dunedin)

西印度羣島
百 慕 大 ：BERMUDA BOOK STORES
Reid and Burnaby Streets, Ham ilton .
英 屬 圭 亜 那 ：BOOKERS STORES, LTD.
20-23 Church Street, Georgetown .
古 拉 索 ，荷 屬 西 印 度 羣 島 ：BOEKHANDEL SALAS 
P. O. Box 44 .
牙 買 加 ：SANGSTERS BOOK ROOM 
91 Harbour Street, Kingston.
千 里 達 及 托 貝 哥 ：
CAMPBELL BOOKER LTD., Port of Spain.

聯 合 國 出 版 物 可 從 世 界 各 處 書 店 購 置 或 預 定 ，其 價 略 得 以 當 地 通 用 貨 得 給 付 之 。如 欲 画 詢 ，請 與 聯 合 國 銷 售 担 接 洽 ，地址如下

Section, New  York, N . Y . 1 0 0 1 7 ,或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o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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