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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託管理事會的組織與工作

第一章 

理事會的組織

、 理事國

一 . 理事會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的成員如下： 

管理託管领土的理事國

澳大利亜

紐西蘭

大不列類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墓章第二十三條列石但非管理託管領土的理事國 

中國 

法蘭西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大會避任的理事國

任滿曰期

賴比瑞亜^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職員

二. ？1:̂ 111-1. 〔紐西蘭〉及

00156 (法蘭西）於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日第三十一屆 

會開始時分別當選爲主席跃副主席。

届會及會議

三.理事會在本報告書所檢討的期間舉行會譲如

下：

第三十一届會(第一二二五次至第一二四三次會 

議X —九六四年五月二十日至六月二十九日。所有 

各次會譲均在紐約聯合國會所舉行。

^).程序

旧.理事會在檢討的期間內未作任何影響程序的 

變更。

與安全理事會的關係

五 . 託管理事會依照憲章第八十三條，安全理事 

會於一九因九年3 月̂七日第四一五次會議所通過的決 

議案，以及理事會本身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所 

通過的決譲案四十六(四繼續履斤聯合國在託管制 

度之下對於有關太平洋島廣託管領土政洽、經濟、社會 

及敎育事項所負的職務並爲此事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報 

告書一件。1

與各專門機關的關係

六 . 國酸勞工組綴、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纖、聯合國 

敎育科學文化組纖及世界衞生組纖的代表曾視需要參 

與理事會的工作。

1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九年，特別補編第一號 （ ^ /  

5783)0



第二章

審查常年報吿書

七. 理事會收到管理當局對下列託管領士所提送的常年報告書:

記管银土 管理當局
板告書起 
总時期

秘書長收 
到叙告書 
的日期

秘書長轉 
遞報告書 
6̂ 節路

那烏魯^ 澳大利亜 至一九六三年 

六月三十日 

爲止的年度

一九六四年四 

月十0 日

7/1619

新幾內亜 澳大利亜 至一九六三年 

六月三十日 

爲止的年度

一九六0 年五 

月十二曰

7/1621

太平洋島與

託管領土 美利堅合衆國 至一九六三年 

六月三十日 

爲止的年度

九六四年五 

月十八日

7/1624

八. 關於審查常年報告書事程序方面的其他詳情均見下表:

蕃查常年板
就管領土 特派代表娃名 告書的會讓

新幾內亜  ̂ ’ 工00200(1 第"^二二五次至第一二二八

1.双 . ⑩（顧問〉 次，第一二三0次，第一

二三一次，第一二三九次

那烏魯^  ̂ 11. 1̂131:511 第一二三二次至第一二三八

001111011101：八. 861：11101；6
(顧問〉

次，第一二四二次

2



第三章

審查請願書

九. 關於那烏魯及新幾內亜，理事會均未收到請願書。關於太平洋島峡託 

管領土的請願書三件’ 已依議事規則第八十五條第二項的規定分發各理事國，在 

理事會致安全理事會報告書1中曾經論及。

1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九年，特别補編第一號



第四章 

福察託管領土

聯合國一九六四年太平洋島喚 

託管領土視察園

一理事會在其第三十届會期中於一九六三年 

六月二十四日通過決譲案二一三八（三十並以該決  

譲案任命一九六四年太平洋島嗅託管領土定期視察 

團，由 團 長 〔紐西蘭X江季平 

先生（中國X 1̂155 〔賴比瑞亜）及

聯合王國）組成。該決譲案 

規定了視察團的任務；根據此項規定，理事會着令視 

察團(一)儘可飽従詳調查具報太平洋島哄託管領土內 

爲求實現聯合國憲章第七十六條(丑)款所載目的而採 

取的步驟，並參照憲章及託管協定的有關部分，特別 

注意該領土的前途問題，切記託管理事會及大會有關 

決譲案，包括一九六0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譲案一五一 

四〔十五)的規定；（二)於依據託管理事會內的討論及 

理事會通過的決議案而認爲適當時，對於因託管領土 

行政常年報告書而起的問題，及理事會所接獲關於該 

領土的請願書、以前該領土定期視察團的報吿書及管 

理當局對各該報告書的意見書內所提出的問題，予以 

注意；（三)在不妨礙它遵照理事會議事規則行事的情 

形下，收受請願書，並對其中認爲應予特別調查者， 

就地加以調查。最後，理事會請視察團於實際可能範 

圍內儘速向理事會提具其視察太平洋島哄託菅領士的 

報告書，載明其調查結果及其所願提出的意見、結論 

及建譲。

一一^視察團在前往託菅領土之前，曾於一九六 

四年一月三十日及三十一日訪問美京華盛頓，與國務 

院及內政部的代表就託管領士最近的政治及經濟發展 

從事初步討論，尤其是取得管理當局對該領士的前途 

所持意見的表示。視察團曾由國務卿及內政部長接 

見。它於一九六四年二月0 日離開紐約前往該託管領 

土並於三月十六日進回。

一二. 視察團報告書1於理事會審查菅理當局常 

年報吿書時一併審查。視察團對於託管領土的情況的

1 託管理事會正式紀録，第 三 ^一屆會，補編第二髓(丁7 
1628:1，文件 IV1620。

生要意見與建議，以及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理事 

會通過的決譲案二一四一(三十一)的案文，俱見於理 

事會致安全理事會報吿書中。2

聯合國一九六五年那烏魯及新幾內亜 

託管領土視察團

一三.在理事會第一二四一次會譲，法蘭西、賴比 

瑞亜、大不列頸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 

四國政府被邀推薦聯合國一九六五年那烏魯及新幾內 

亜託管領土視察團團員人選。

一四.理事會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四日隨後那 

次會譲通過決譲案二一四二 (三十一)規定了視察團的 

任務。在這個決譲案裏，理事會着令視察團(一)儘可 

能從詳調查具報那烏魯及新幾內亜二託管領士內爲求 

實現聯合國憲章第七十六條(丑)款所載目的而採取的 

步驟，並參照憲章及託管協定的有關部分，特別注意 

該二託管領土的前途問題，包括那烏魯社區對其前途 

的願望，切記託管理事會及大會各有關決譲案,包括一 

九六0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及一九 

六0年十二月十五日決議案一五四一(十五 的̂規定；

(二)於依據託管理事會內的討論及理事會通過的決議 

案而認爲適當時，對於因託管領士行政常年報告書而 

起的問題，及理事會所接獲關於那烏魯及新幾內亞的 

請願書、以前各次視察團的報吿書及管理當局對各該 

報告書的意見書內所提出的問題，予以注意；（三)在 

不妨礙它遵照理事會譲事規則行事的情形下，牧受請 

願書，並對其中認爲應予特別調查者，就地加以調查。 

最後，理事會請視察國於實際可能範圍內儘速就那烏 

魯及新幾內亜二託管領土向理事會分別提具報告，載 

明其調查結果及其所願提出的意見、結論及建議。

一五.理事會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九日第一 

二 四 三 次 會 譲 核 可 (法蘭西）及

聯合王國)的提名並決定其餘提名於收 

到時卽當然予以核准。 巧 " 當 選 爲 視 察  

團團長。

2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九年，特別補編第一號 

57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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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託管領土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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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 在理事會審查太平洋島峡、那烏魯及新幾 

內亜三託管領土的情況時，各位理事自始至終心中最 

關切者莫過於爲了使那些領士的人民在儘可能短的時 

間以內能够享有完全獨立或自洽起見，按照他們自由 

表示的意志與願望，把一切權力移交他們的那些措 

施。理事會的有關結論與'建譲，以及理事會各理事的 

個別意見，載在理事會關於太平洋島姨託管領土致安 

全理事會報吿書中及理事會致大會報告書內有關那烏 

魯及新幾6 亜各章中。

一七.大會在其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決議 

案一六五旧!：十六及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決譲

案，一 八 一 十 七 ）中，除其他事項外，請理事會在 

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特設委員會 

的工作上協助該委員會。依照此項請求，託管理事會 

主席曾致函特設委員會主席，告以理事會第三十一届 

會已審查太平洋島廣、那烏魯及新幾內亜三託管領土 

的情況，理事會的結論與建譲，以及理事會各理事的 

個別意見，載在理事會關於太平洋島峡託管領土致安 

全理事會報告書中及理事會致大會報告書內有關那烏 

魯及新幾內亜的部分中。他並且表示特設委員會倘欲 

從託管理事會得到任何其他協助，他都願意與特設委 

員會主席商談。

5



第六章

託管理事會審議的其他問題

在.會員國爲託管領土居民提供 

求學及訓練便利

一八.依照理事會爲聯合國託菅領士居民獎學金 

方案所核定的施行程序，秘書長向理事會提出常年報 

吿書，載明有關該方案的一切適當情節。提交理事會 

第三十一届會的報吿書1是第十三次此種報吿，起訖 

時期爲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五日至一九六四年五月十 

四日。據供給秘書長的情報，在這個時期，像以往 

年度一樣，沒有從這三個餘下的託管領土中的任何 

一個收到請求十三個會員國所供給的獎學金的申請 

書。

一九.理事會於其第一二三七次會議赛議秘書長 

的報告書。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因一九六四 

年一月二十四日秘書長請求供絵有關獎學金利用情形 

的情報而致送的覆文中以及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代表於第一二三七次會議所發表的陳述中，對於 

下列情形均表不滿，卽聯合國獎學金方案存在已有十 

二年，竟然一直沒有一名獎學金被太平洋三託管領土 

中任何一個領土的居民所利用，雖然土著居民渴望獲 

得知識且各該託管領土都很需要訓練有素的人員一 

而此一需要，在某種程度內，本可藉各會員國在聯合 

國方案下所提供的獎學金予以滿足。

1 託管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一屆會，附件，議程項目 

十，文件 171622。

二理事會查悉秘書長報告書並促請管理當局 

注意各方表示的意見。

在各託管領土傳播關於聯合國及 

國際託管制度之情報

二一.依照託菅理事會一九四八年七月八日決譲 

案三十六(三)及大會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九日決譲案七 

五四（八)的規定，秘書長向託管理事會提出常年報告 

書，說明爲了在各託菅領士內分亦聯合國正式紀錄及 

傳播有關聯合國宗旨及工作及國際託菅制度的情報而 

與管理當局合作̂採取的辦法。提交理事會第三十一届 

會的報吿書2的起誇時期爲一九六三年六月一日至一 

九六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二二. 該報告書在第一二二七次會譲加以討論， 

其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表示，在向三託 

管領土傳播關於聯合國及其各方面工作的情報的時 

候，應當首先着董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的 

案文及二十四國特設委員會的工作。美利堅合衆國及 

澳大利亜的代表供給了充分詳細的情報說明利用一切 

通訊媒介分別在太平洋島媒、新幾內亜及那烏魯三託 

管領土傳播上述宣言，以及關於聯合國一切工作、決 

議與辯論的情報的情形。

二三. 理事會璧悉秘書長該項報告書。

2 同上，議程項目十一，文件 17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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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託營領土現狀

第一章 

新幾內亞

査.總論 

槪況及託管理事會的建譲

±地與人戾

二四.這個領士包括新幾內亜島的東北部（巴布 

亜邊界以及西伊里安邊界以東：1，俾士麥羣島的各 

島（其中最大的是新不列顔、新愛爾蘭及馬奴斯X及 

所羅門羣島中最北兩個島，卽布卡及布干維爾。陸地 

總面續約計九三，000方哩。

二五.士著入口在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日估計超 

過一,五00,000人，其中點查過的人口共一 

七七，七一七人，估計的人口共二二,九四0人。在一 

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人口調查時，非土著入口共一

五,五二六人0

二六.管理當局在其截至一九六三年六月三十日 

爲止那個年度的報告書中說，把有限制地匿置於完全 

控制之下的工作續有進展，但因土著事務部的外勤工 

作人員爲了#備一九六四年二、三月間的第一次衆譲 

院譲員選舉，忙於編製共同名册及選民敎育的輔助工 

作,所以這一年度沒有能够解除另外任何地匿的限制。

二七.但管理當局特派代表於託管理事會第三十 

一届會告訴理事會說，自一九六三年六月三十日以来， 

東部高原區內四0六方哩的限制已被解除，解除所有 

其他地匿的限制的工作現在正在順利進行。截至一九 

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爲止，剩餘的有限制地區共三， 

七0二方哩，主要在塞西克區及西部高原區。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二八^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說他的政府看到管理當 

局前幾年的成就，不勝敬仰。他相信將來的紀鋒也一 

定好而且越來越好。雖然在新幾內亞人民能够自治之 

前，尙有許多事情待作，他對於澳大利匪政府的決心 

向那個目標勇往邁進，堅信不疑。

二九. 法蘭西代表說，管理當局雖然冒了董大困 

難，仍然鎭而不捨地努力實行它的計劃以謀建到託菅 

的終涵目標，卽新幾內亜的人民自決。

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美拉 

尼西亜是殖民主義國家不顧世界舆離和大會的決議， 

包括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仍在不斷努力 

企圖盤據不去的最後處所之一。這種企圖背後有種種 

理由：其中牽涉政治及經濟利益，而軍事及戰略性質 

的考慮也起了決非小可的作用。在美拉尼西亜歸澳大 

利亜管的三分之二的地區，倘一分析澳大利亜對巴布 

亜及新幾內亜的政策，使可以看出這三個動機都是存 

在的。

三一.大不列頸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代表說他不 

久以前在該領士旅行一次，深深惑到了交通的異常困 

難和管理當局爲了開閩該領土，供給它以如果沒有使 

不能希望成爲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友政治基層結構 

與組織而已經作了的和仍在作的綴大努力。他到處看 

到發展工作正在進行的明證，感到那裏的人有理想抱 

責，都在協力同心爲了達到預定的目標而努力。澳大 

利亜官員的忠勤和新幾內亞人對他們的敬重，也給了 

他很深的印象。他認爲管理當局滿懷信心的氣氛是新 

幾內亜情勢最鼓舞人心的方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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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務與安全

三二.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在檢 

討巴布亜和新幾內亜的情勢的時候，不可忽視這兩個 

領土與鄰近領土及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那個很董要的 

間題,亦不可忽視它們已被拖進澳紐美集團那個事實。 

蘇聯代表團在託管理事會第三十届會已經論及此事， 

它現在仍然認爲澳大利亜沒有理由，尤其是在法律上 

沒有理由把這個託管領士拖進這個與但願與鄰人和平 

友好相處的巴布亜及新幾內亜的居民的利益毫無相同 

之處的集團。雖然士著居民絲毫不願變成澳大利亜及 

澳紐美集團的軍事計劃的一部分，管理當局竟開始在 

該地區實施一個很廣大的軍事準備方案。在西伊里安 

移交印度尼西亜之後，這些準備的镜模尤其大。據西 

太平洋郵報上的一篇報導，澳大利亜人自一九六三年 

四月間起，已在這個領士比較重要的戦略據點並沿着 

與西里利安的疆界修築了 及輔克力士式運輸機 

的升降跑道大約十處。在巴布亜及新幾內亜修築這些 

跑道的事情同澳大利亜北部現時存在的航空基地系統 

發生了聯簾。

三三. 再者，現在美國空軍正在巴市亞及新幾內 

亜演習空中攝影，據稱是爲了同西里利安劃界之事作 

準備。

三四.這些事實不能不使託管理事會及聯合國方 

面引以爲慮，因爲現時在巴布亜和新幾內亜所進行的 

軍事準備紙會使那個區城的緊張局面加重，而那卻是 

巴市亜和新幾內亜的土著人民所極不願見的事情。

三五. 管理當局代表說，誠然澳紐美條約適用於 

新幾内亜，但是那是一個防禦條約，而且旣爲防禦條 

約，如當時領士部長在一九六二年說過的話，它就在 

託管協定第四條及第七條規定的範圍以內。

威 .政 治 造 展  

概 況 及 託 管 理 事 會 的 建 譲

發展代議行政及立法機顯並擴大其權力

(^)中央政府機闕

三六.這個託管領土和巴布亜領土是由一個行政 

長官經行政長官會譲襄助而来聯合管理。根據一九六 

三年巴布亜及新幾內亜法索，行政長官會譲已由會員 

七人擴大爲會員十一人，其中非官方會員由三人增至 

七人，每人都必須是立法機開的民選譲員。此一變更

的結果是非官方會員在行政長官會譲內估了多數。七 

名非官方會員中，五名是新幾內亜人。

三七.託管理事會在其第三十届會已表示歡迎擴 

大行政長官會譲使土著民選譲員參與其工作的計劃, 

認爲這是加速遂漸發展對立法機關負責的行政機開的 

一個辦法。朝這個方向走的另一步驟，據管理當局的 

報告，是準備從立法機關的民選議員中委派若干人爲 

譲會次長，跟行政機關各部首長學習，以備他日充作 

他們的替手。

三八.一九六三年法案並且規定把譲員三十七人 

的立法譲會改組爲議員六十四人的衆議院，其中五十 

四名由共同名册根據成年選舉權選出，其餘十名則爲 

官定譲員。在民選譲席中，四十四席可由所有各族的 

候選人競選，十席爲替該領土非土著居民保留的特別 

譲席。

三九.衆譲院選舉是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曰至 

三月十八日舉行的。這次投票採無記名投票及任意圈 

選制。共同名册上登記選民共一，0二九,一九二人， 

參加投票者估百分之六九點八，同時僅有一個譲席沒 

有競爭。

0,0 ̂ 託管理事會第三十届會查悉管理當局說衆 

譲院的組成反映了士著居民的意願的說法，同時表示 

希望朝完全民選的立法機關走的進展在可能範圍內而 

且按照新幾內亜人的願望儘早實現。它並希望憲法上 

的驳回權不致被引用來違反衆議院多敷民選議員的意 

願。

四一. 理事會第三十一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議：

理事會借悉依照其以前對管理當局的建讓，聚讓 

院已在巴布亞及新幾内亞設立，深表# 許。黎於確保 

隶誤?完讓序的公千分配甚爲重要，理事會线向管理當 

局建讓與衆讓陀一同考慮將還舉法中規定聚讓?完官定 

及特殊識席的條文廢止；反之，選舉法應規定所有候 

避人均從共同名册中推邀。

理事會認:爲這個機闕的設立是領土人民政治演退 

上的一大進步，希望管理當局盡量確依衆讓院得以行 

使充分有效的權力。理事會主张設法致勵衆讓院建么 

議會委！會制度，#助讓员研究問題並就闕汝领土的 

事項準備立法事宜。

理事會愤悉行政長官會漆業己改組，衆讓? 完土著 

民避员五人被任命為委员，至為滿意。理事會希望 

這些變更可以促成内閣政府的出现，終;^&產生一個對 

立法機關員貴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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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認爲政賞在一國國民的政治發展上發揮極 

重要的作用。理事會因此建讓管理當局鼓勵託管41 土 

内政賞的發展。

(^)地方政府議會

四二. 到了一九六三年六月三十日，地方政府譲 

會共有五十個，在檢討時期內增加了十二個。這座譲 

會共有議員一，五一八人，所在區內人民共約五一二， 

一一九人。

四三.管理當局在其上次報告書中說準備實行立 

法，規定淮廣譲會制度，使其普及於所有各族人民，並 

對各譲會逐漸授以範圍更廣的職權。

四四. 理事會第三十届會因急盼採用一切辦法， 

準備新幾內亜的土著領袖擔任頁責載位，並供給議會 

程序上的經驗，所以歡迎地方政府法內擬議的變更及 

地方政府議會的權限的因此得以擴大。爲進一步加强 

道些譲會起見，理事會向管理當局建譲，中央政府的 

財政協助以及地方政府在所有各方面，包括在地方税 

上的灌力，均可擴大。

四五. 管理當局在其本年度報告書中說，關於地 

方政府譲會的新的立法，其目的之一是增加議會區人 

民在地方工作的創辦與#款上所貝的責任。管理當局 

深知因爲議會的資源有限，現時絵予譲會的財政協助 

可能需要滑加，等到新立法正式實行，協助需要的確 

實性質與程度顯露時，這個問題將獲充分考慮。關於 

地方政府譲會的立法中列有對議會區居民徵收人身税 

及對動産或不動産徵稅以增加歲入的辦法。

0六.一個敎育補助金辨法於一九六三年開始實 

行，使各譲會可以得到一鋳對一鎮的協助來修建學校 

及敎飾設備。在各譲會與衞生部之間也産生了合夥努 

力的辦法，以發展地方衞生服務與設備。

园七.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告訳託管理事會第三十 

一届會說，自一九六三年六月三十日以來一共寧告成 

立了七個新的地方政府議會：布千維爾直兩個,馬當 

區三個，新愛爾蘭區及塞匹克區各一個。新不列顯區 

的园個譲會已合併而成爲週薩爾半島土著地方政府議 

會。託管領士內現有五十四個譲會，其所在地匿的人 

口總數是六一 0 ，八一九人。

四八. 理事會第三十一届會通過下開建譲：

理事會備悉地方政府讓會制度绩行推廣，對若干 

地方政府工作並已實行財政補助辦法，换.表示希望新 

成立的衆讓院早日考慮增加地方政府讓會的職權及其

可以動用的資源的立法措施，伴土著居民在地方 1事務 

上可有有效的發言權。理事會並希望代議市讓會制度 

立見實行，不销遮延，且在不遠的將來巴布亞和新幾 

内亞全體入民在地方及中央政府階層均派有代表。

〔0 區及市政府

四九.區詰詢議會讓居民有一個發表意見的機會 

並使他們可以向區專員就區內直接有關事項提具諮詢 

意見。現在領土九II；中毎區各有這種匿諮詢議會一 

個。毎個區譲會由該區專負及領士行政長官指派的任 

期兩年的議員若干人組成。

五管理當局在其本年度報告書中說，各區豁 

詢議會均經改組，使士著議員估多數。四個匿的譲會 

規定各有譲員至多二十名，其中十一名是新幾內亜 

人。其静五匿的譲會則將各有譲員至多十五名，其中 

八名將爲新幾內亜人。鎭諮詢譲會、傳敎會、及社區內 

一切重要階層，包括地方政府譲會，均將在改組後的 

區豁詢譲會派有代表。除區專員任主席外，不再指紙 

行政官員兼任譲員。改組的目的是使士著人民能够在 

地方事務上起更加镇据的作用並促進領士各族人民間 

更加密切的彼此合作關係。

五一. 鎭豁詢議會的職務與區諮詢譲會相近。七 

個鎭有諮詢譲會，由行政長官指派平民及行政官員各 

若干人組成，任期兩年，主席則由譲員中每年自行推 

選一人充任。所有鎭豁詢譲會均各有新幾內亞人一名 

或多名。

發展成年普選及直接避舉制度

五二.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向託管理事會第三十一 

屆會供絵了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舉行 

的衆議踪譲員選舉的有關詳細情報。根據'一九六三年 

選舉法，無論男女，凡年滿二十一歲，家在選區內或 

在選區內居住已滿十二月者（除因某些理由通例喪失 

資格者外 皆̂有選舉權。登記爲强迫性質但投票則 

否。製成的共同名册計有選民一，0二九,一九二人。 

有資格投票而尙未登記者得於選舉日在投票處補行登 

120

五三. 爲了編製名册，大約五百個巡邏在領士各 

地分訪了一二，0 0 0 個以上的村落。同時那些巡邏 

推行一個很徹底的敎育方案，敎授選舉程序並說明衆 

議院的宗旨與職權。此外並曾充分利用各地方政府譲 

會及其他組織以傳播情報。投票處共約三千個，投票 

採無記名任意圈選制。選票得於必要時由選民請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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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另一選民或請主事官員在另一選舉官員面前代其 

圈畫。

五四. 此次選舉共有候選人二九八名競選（四十 

四個開放選區:的候選人二六七名，九個特別選區的候 

選人三十名，一個特別議席紙有一個候選人，沒有旁 

人與他競選投票雖非强迫性質，選民中百分之六 

九點八參加了投票。在那四十四個公開選II：中，土著 

候選人赢得了三十八席，非土著候選人赢得了六席。

五五.地方政府選舉的參加受一九六三年地方政 

府法的影響，但該項法令尙未實行。據一九六三年地 

方政府法的規定，凡年滿十八歲並在議會匿居住至少 

十二個月者有權登記爲選民並有灌推舉候選人。

五六.理事會第三十一屆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

理事會嘉許管理當局根據成年普避原則及共同名 

册菩備及進行立法機闕避舉，成績卓著，認為此事在 

该領土的政治演進上為一重要里程碎。理事會建讓就 

游來道舉而言，應當考慮斯女避民的最低年給限制減 

為十八我。

務員制度：訓绿及任用土著；̂士揚任重要識位

五七. 公務人員共分0 級：第一、第二、第三及輔 

助級。人鼻的任用採競試辦法，凡英國臣民及澳大利 

亜保護人民，包括領土士著居民在內，皆有膚選資格。 

輔助級係一九五七年設立，以^著人民爲限。在一九 

六三年六月三十日，第二級共有常任土著官員十三 

(八 名 ，臨時任用土著官員一(四)名；第三級共有常 

任土著官員"̂百(三十一）名，臨時任用土著官員十一 

(十四 名̂；輔助級共有常任官員七八四（五九八）名， 

臨時任用官員一四四(九四 名̂。此外共有常任外籍官 

員二,八二四（二,七五七名，臨時任用外籍官員一，四 

三六(一，三七六 名̂，亜洲及混血種常任官員十七(一） 

名及臨時任用官員二二一〔二二六 名̂。第二及第三級 

臨時任用官員之改爲常任正在進行之中。

五八.理事會第三十届會堅決認爲應在實際可行 

範圍內儘速將更多的行政責任交給新幾内亜的土著居 

民，因此雖然承認聘用人才的困難，仍促請管理當局 

益加努力擬定~^個高等敎育及特別訓練方案來塔養新 

幾內亜人在公務負制度中擔任重要載位。

1 括弧內数字指一九六二年六月三十日時同類官員的敷

目0

五九.管理當局在其本年度報吿書中說，與它多 

年來便確認行政責任之應當在實際可行範圍內儘速交 

給新幾內亜土著居民的觀念相合，本年對於敎育及訓 

練新幾內亜人以備充任政府內責任較高職位〔包括董 

要職位^的使利與機會曾經再加檢討，同時並曾採取 

措施加速並加緊這種訓練與敎育。

六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告詳託管理事會第三十 

一届會說，立法議會於一九六三年十"^月間通過了一 

項新的公務員制度法。這項法律規定劃一公務員制 

度，讓土著人士有機會經優先錄用、睦遷及上訳的道路 

進至負責職位，其速度與其才能與效率的增進相稱。 

爲壇進本地官員的效能與資格起見，還設立了一個行 

政學院，講授正式的行政訓練課程，與各等級有計劃 

的在載訓練配合起來。隨同這些發展，現在聘用外籍 

官員，多數紙有固定的服務斯限。

六一.在一九六三年六月三十日與一九六四年三 

月三十一日之間，第二及第三級土著官鼻的人數由一 

一三名常任及十二名臨時任用官員增至一三六名常任 

及三十二名臨時任用官員。在這些人員中，十二名常 

任及兩名臨時任用官員是第二級。輔助級增加了常任 

士著官員一0九名，臨時任用土著官員三十六名。

六二.此外還決定新設一個區行政部，代替士著 

事務部及行政長官部的區行政巧。新設這一部將向行 

政長官直接責責，協調十五匿內的行政事宜，並將把 

促進各地方社医的政洽意識作爲它的載務的一部分。

六三.理事會第三十一屋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

理事會備悉在檢討的時期中為增加新幾内亞人參 

與公務的機會而振取的各项措族，尤其是制定立法劃 

一 '义務員制度，對於多数外籍官員不再給予永久任命 

的政策以及新設一個行政學?完，深為滿意。理事會堅 

決認為應在切實可行狡因内谈速斯更多的行政貴任交 

給新幾内亞的土著居民’ 罔此雜然承認微牌人才請多 

困難，仍勸管理當局更力。努力擬定一個高等教育及特 

别剑練許劃，以便单備新幾内亞入在公務員制度中擔 

任重要職位。

司 法

六四.一般而論，法律制度，無論民法、刑法或 

行政法，在原理及實行上均準用英國及澳洲各省所實 

行者。但土著居民的部落制度、風俗及習慣紙要不悼 

於人道通則，依法仍得繼績存在。士著事務法院對於



一切土著習慣，紙要與該領士的現行法合不相抵觸， 

在司法上一律加以注意並予實行。

六五.菅理當局在檢討的這個時期的報告書中 

說,草擬立法以使改組簡易法庭制度的工作續有進展。 

一項法律訓練課程定於一九六三年九月開始。這兩項 

措施目的均在使土著人民早日參加司法行政工作。

六六.菅理當局特派代表告訳託管理事會第三十 

一届會說，業已制定立法以地方法院代替土著問題及 

土著事務法院，對於所有各族人民均有菅轄權。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發展代讓、行政及立法揚閩並梭.大其權力

(^)中去政府機開

六七. 法蘭西代表成立一個衆譲院,議員根 

據成年普選制選出，在領土的憲政演進上乃是一大轉 

根點。他希望衆議院的將來工作能有豊富的成果，並 

着望它能够加强團結及國家思想。誰也不能批評在現 

在的適應階段設定保留譲席那個辦法，因爲這是新幾 

內亜人民自己要求的。再者,因爲紙有一個選民名册， 

所以無論對於開放選區的候選人或特別選區的候選 

人，匿內每個選民都有投票贊成的機會。

六八.行政長官會譲的七個從民選衆議院譲員中 

選出的委員，五個是土著人士，這是進步，因爲這將 

絵予他們將來掌管他們國'家的事務時所需要的那種經 

驗。這項措施，連同任命譲會次長的辦法，必然要導 

致成立一個對立法機關負實的行政機關。

六九. 紐西蘭代表說，一個眞正的代議機關的成 

立尉於這個領土是一棒極其董要的事情。新設衆譲院 

裏土著譲員佔多數，它將控制開支，而且從此以後非 

經它同意，卽不能制定法律。因此各方面將來進展的 

速度大多繁於衆譲院譲員的能力與認識。所以當前的 

需要是儘可能的引導那些新近選出的議負致力於發展 

這個領士的工作。行政當局已壽辦演講、討論及遊覽， 

開始了這個過程，但他主張朝這個方向更進一步，創 

立議會委員會制度。這也許是使譲會譲員探討這個領 

土的各項間題的最好方法。

七至於衆譲院的組厳，他主張II於非土著候 

選人共有六個在開放選匿當選，管理當局不妨檢討一 

下保留議席數目應有多少，甚或到底需要不需要保留 

譲席的問題。

七一.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認爲不管 

相反的議論怎樣，譯個領士一切權力仍舊操在管理當 

局手中。卽澳大利亞代表也承認，衆議院的灌力極其 

有限，因爲總督及澳大利亞政府仍將保留對於這個領 

士的全部控制權，有權强行頒佈任何法律及否決衆議 

院所通過的任何法律。他說如果不把制定法律、節制 

領土生活的權力交絵衆譲院，如果不把立法的職務 

交給它，同時澳洲當局仍然保留它們現在對領土那種 

無限制的權力的話，那麼所發生的變更的實質就很輕 

微，衆譲院事實上是一個無核的堅果。太平洋島月刊

.1： 151311(1 一個通訊員發表的譲論使是

這個情勢的一個良好例子，他在一九六四年三月間寫 

道，各候選人在選舉前競選期中發表的演講裏，不能 

對選民作出任何預諾，因爲，如這位通訊員所說，澳 

洲政府把對於衆譲院的控制灌完全操在它的手中，一 

切都要聽它指揮。這個領土政治發展上的基本問題， 

卽建立一個具有全權的代譲譲會，作爲將來獨立國家 

的基石，仍未解決。在這種情形下，管理當局代表說 

衆議院將要決定一切，不過是一個編術，誰也編不 

了。權力與載實一這使是可以替巴布亞及新幾內亜 

打開走上獨立國的道路秘訣。管理當局應該立卽實施 

大會對於此事所作的決議。

七二. 他並且說衆議院的組厳含有政視性質，因 

爲一個非土著議員平均代表七七0人，其表決權與一 

個代表居民五三，000人的士著議員相等。

七三.中國代表對於衆議院的設立向管理當局及 

新幾內亜人民致賀，因爲道在這個領土走向自洽及獨 

立的終極目標的政治進展上是一大進步。代譲譲會的 

存在勢將加速國家觀念及政洽團結的成長。

七四.他希望在本届衆譲院任期届滿之前，管理 

當局卽認眞考慮應當另有那些改變以增進它的代表 

性質。在這些改變之中，或許可以列入增加譲員人數 

及取銷在過渡期中應該已經完成了他們的使命的官方 

指定議員。此外，璧於最近這次選舉共有非士著候選 

人六個在開放選區被選出，所以根據這個經驗，特別 

選區是否仍有保留的必要，亦應加以考慮。

七五.中國代表並希望由於譲會次長的任命及行 

政長官會議的改組，不久卽可產生部長制政府，並且 

因之終於産生一個完全民選的政府。

七六. 賴比瑞亜代表對於中央立法機關的設立， 

表示歡迎，但是認爲劃出十個譲席由官員充任，十個 

議席由非士著代表充任，殊欠公允，未免政視士著人



民。她提譲管理當盾對這個間題應當不斷地加以檢 

討，且應商同衆譲院採取步驟，取消選舉法中這些歧 

視規定。她並認爲對於依據託管協定不在管理當局責 

任以內的事項，應將全權賦予衆譲院。

七七.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强調衆譲院之有十個爲 

非土著代表保留的特別譲席完全是應巴布亜和新幾內 

亜人民自己的請求。衆議院之應有非土著議員是一項 

狠强烈普遍的主張，故選擇委員會雖然原則上反對任 

何形式的保留譲席及特別選舉名册，至少就第一次選 

舉來說，不得不接受那項主張。可是，領土行政長官 

業已宣佈，整個選舉法正在參照這次選舉中所得的經 

驗進行檢討。

七八.特派代表並說衆譲踪民選譲員七人已被委 

派爲行政長官會譲委員。這七個人之中五個是士著人 

士。

(^)地方政府讓會

七九.法蘭西代表看到地方政府譲會的數目復有 

增加，現在代表幾乎一半人口。他也看到在不妨礙新 

設衆議院對於地方資源有限問題可能産生的解決辨法 

的條件下,管理當局已撥發輔助金以資進行修建市場、 

學校及診所等地方政府計劃。

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地方政 

府譲會及其他地方行政機關尙未遍及全領土，而已有 

者也不具備必襄的權力，因爲它們所作的決定都需要 

經過澳洲官吏核淮。

八一.中國代表欣悉地方政府譲會增至五十四 

個，代表人口的一半，在修建敎育設備上有資格取得 

一錄對一錄的財政協助。但他懷疑這種協助是否已 

够。除非它們得到足够的補助金並有眞實權力，就難

卽可以建立起來。

八二.賴比瑞亜代表看到新幾內亜各地地方政府 

議會的擴張，希望在不遠的將來全體人民都能選派代 

表參加中央及地方政府。她說地方政麻譲會的組織務 

要確保土著人民對於他們本國的事務具有有效的發言 

權。

發展成年普選及直接選舉制度

八三.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說在全領土舉行的衆議 

院譲員選舉是領士史上意義最董大的一座里程碑。共 

同名册的編製以及選舉本身，代表了政府當局方面超 

人的綴大努力，而投票人數之多打破紀錄，也足以證

明當局作了多麼大的努力來向人民充分說明選舉程序 

對於他們的意義與重要性。在六個開放選區，非土著 

候選人以絕大多數土著選票當選，足徵土著人民對於 

住在他們中間的非士著人士一定十分信任與敬董。

八四.法蘭西代表因衆譲院譲員選舉辦理成功對 

管理當局表示讚許，尤其指出投票的選民佔了很高的 

百分比。

八五. 紐西蘭代表說，辦理選舉所作的綴大努力 

已被選舉結果證明沒有枉費。加强的政洽敎育方案産 

生了現在一定不至鬆搬下去的政洽覺醒。候選人數目 

之多與競選的激烈證明大家對這次選舉興趣十分濃 

厚，而投票者在選民中所佔百分比之高，卽在許多別 

的國家，也很足爲榮。最鼓舞人心的也許是根據種族 

的考慮證明在投票人扶擇如何投票上未起多大作用。

八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理事會 

必須記住：（一）這次選舉是在怎樣的情況下舉行的；.

(二)關於圏選制因許多選民不明白而起的困難的控訳；

(三)很多地方沒有實行秘密投票以致對於投票人得以 

施用愿力等情形。値得注意的是，澳洲當局不敢讓一 

個蘇聯報紙的通訊負在選舉的時候訪間巴沛亜和新幾 

內亞。

八七. 大不列顔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代表說，據 

他在新幾內亜親身的調查，知道這次選舉在領土全體 

人民，男男女女之中引起了很大的興趣，被視爲這個 

領土朝着政治成熟、變成一個國家的進展途中的一個

‘0、我里八口 V工 ⑨ 。

八八. 中國代表說道次蹈舉秩序井然，沒有發生 

事端，管理當局應受理事會的稱讚。

八九.賴比瑞亞代表提議把女選民的年齢規定由 

二十一歲降至十八歲，因爲這是一個已被普遍接受的 

原則。

在務員制度：劍綠及任月土著人士擔任重要識位

九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說，管理當局最重要的 

方案之一是公務員制度裏準備多多聘用人數日增的受 

過敎育的新幾內亞人那個方案。紙給非士著督察人員 

有限期的工作合同的新政策和設立一個行政學院来訓 

練更多的新幾內亜人充任負責職位都是很令人安的 

發展。

九一.法蘭西代表認爲設立一個行政學院是一重 

要發展。他希望一九六三年制定的立法使管理當局得 

以遂漸走近多數公務員是士著人士那個目標。



九二.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政府 

裏的重要職位全被澳大利亜人估據。

九三.中國代表與於新的公務員制度法劃一公務 

員制度以及設立一個行政學院，新聘外籍官員時多數 

不再給予常久任命那三件事表示歡迎。他提譲公務員 

制度的劃一還可以更進一步，讓新幾內亜人充分參加 

公務員制度的行政工作及訓練方案的經管。

九旧. 中國代表遺表示，由於土著事務部撤銷的 

結果，上自行政長官，下至巡邏員之間，終於建立了 

直線的責任系統，他深惑滿意。

九五.賴比瑞亞代表看到士著雇員的數目與外籍 

人員總數相比，未免甚小。士著人員缺乏熟練工作所 

需要的訓練，而第一級公務員的任命採競試制，與大 

不列顯臣民及澳大利亜人相競，所以他們沒有被聘用 

的機會。她說在第二級公務員中一共紙有十七個土著 

官員，士著人民唯有在最低一級縫可以被雇用。她相 

信管理當局應把重點放在迅速訓練土著扶術及公務幹 

部上,以使迅速扶植士著人士有效地參與公務員制度。

司 法

九六.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說當局一方面已採取步 

驟，以對於所有各種族均有管轄權的法院代替土著 

法院，另一方面在司法上務使士著習慣得到應得的 

注意。

九七‘法蘭西代表備悉新的法令以對所有各族人 

民均有管轄灌的地方法踪代替土著法院，表示深感興 

趣。

卷 .經 濟 迪 展  

槪 況 及 託 管 理 事 會 的 建 議

椒 論

九八.雖然經濟仍舊大部分依靠挪仁及挪仁産品 

的生産，經濟活動已更趨多樣化。這由下列情形卽可 

看出：出口形態的改變一其中百分之八十二是農產 

品一尤其是可可及伽徘的增加，製造品數量與品種 

的擴張、建築、商業、通訊、運輸及金融業務等方面的發 

展及對於各種不同的進口品的需求的增加。

九九.新幾內亞人生産的挪仁和可可現在各估這 

個領士所産挪仁和可可的三分之一略多，生産的咖啡 

則估這個領士所産咖啡總額的五分之二。在一九六二 

至一九六三年，可可豆的出口由九，九0 二順增至一

三，九四二順，咖俳豆的出口由三，四0 九順增至四，八 

三八嚼，其中二，三0五嘯來自士著生産者。此外，花 

生、米及茶的生産也有增加，在高原區士著農人共有 

約五百英献已有出産的除蟲菊。菅理當局特派代表告 

話理事會第三十一届會說，政府一直不變的目標是增 

加土著人民的出産在所有這些產品中所佔的比例。他 

說這方面的進步的一個例子是現在種植的咖俳大約百 

分之六十爲土著所有。

一0 0 ‘ 他又說，經過了多年的試驗與調查，管 

理當局認爲發展養牛業是前途最有希望的一件事。作 

爲愼重設計的政府方案的一部分，士著養牛生産正在 

擴張之中。在拉埃設立了一個足以應付生産上大量增 

加的公立屠宰場。

一0—. 特派代表還告訴理事會說，農業訓練 

方面長期設計的結果已漸顯露。在一九六三年，第 

一批新幾內亜學生八名從波旁德達農業訓練所

丁 工 畢業,成

爲助理農業官。在 福 建 爾 新 設 的 農 學 院 將 於  

一九六五年三月間開課，請授爲期三年的專門課程。 

此外，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底在領土各所設農業站和 

農業推廣中心受訓的農人共計八五一人。

一0二.爲了應付在添購公共工事所需的資本設 

備與建築器材，供給擴張生産能力所需要的基本經濟 

便利如動力厳、用水供應、公路、機場、碼頭、運輸及銷 

售服務等，及詳細調查領土的天然資源上，大大增加 

了的歲出起見，澳大利亞政府的常年補助金也有了相 

應的增加。當地歲入及借款供絵了領土行政的全部經 

費的三分之一，管理當局爲補充當地歲入而撥發的補 

助金在一九六0至一九六一年度爲九，二八一，五九五 

鋳，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度增至一二，一三六，一五 

一鋳。補助金以外，澳大利亜政府又在該領土花費大 

約三,四0 0 ,0 0 0錄於領土行政當局不直接頁責的 

主要工事與服務(包括航空)上。特派代表告認理事會 

第三十届會說，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年度澳大利亜 

給予巴布亜和新幾內亜的補助金爲二千五百二十五萬 

錢，比上年度增加了五百二十五萬鎮。

一0三 . 除對將來發展爲一巨大貢獻外，菅理當 

局這些支出也使領土的消費、社會服務、敎育及公用事 

業得以維持在單靠領士自己的經濟資源不可能建到的 

水平上。

一①因.行政當局在推動它的經濟計劃與政策以 

謀領土的全面發展的時候，在天然資源調查上得到了



國協科學及工業研究組織的協助，在工業發辰及潛能 

調查上得到了澳大利亜政府領士部的協助。此外，在 

检討的時期中，國療復與建設銀行的一個調查團在巴 

布亜及新幾內亜領土進行了一次綜合經濟調查。

一0五.理事會第三十届會對菅理當局得到國際 

復興建設銀行的幫助進行經濟調查一事,表示讚許,希 

望不久由此可以進而制定一個綜合發展計劃，確立今 

後數年的優先次第並測度其間投資的需要。理事會强 

調，經濟發展的速度勢須提高，不要落在人口日增的 

人民將來需要之後。

一0 六.理事會第三十一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譲：

理享會備悉一九六三至一义I六四年度澳大利亞政 

府振給巴布亞及新幾内亞的補助金数目增加，並悉為 

了捕张现金經濟、使其多樣化及發展領土的經濟基詹 

結構而作的種種努力，深爲或激。但理事會強詞提高 

經濟發展的速度及爲此供较多資金的需要。理事會 

希望管理當爲念及该领土尚有若千地医未進行任何發 

展工作或發展工作方現開始，考慮可否再增加其補助 

金的數额,並希望管理當局講求辦法，務使外國私人投 

资所得的收入中，有相當多的一部分再投資於该领土。

理事會希望因国際復興建故鎮行所作經濟調查的 

结果得以救定一烟嫁合經濟發展計劃並希望經濟發辰 

的速度大為提高。理事會還希望管理當局獎勵土著人 

民有效參力。誤領土的經濟發展。

士 地

一0七. 這個領士的土地共分下列幾類： 士 

人所有地； 自由保有地；（̂)政府土地，包括租給 

土著及非土著居民的土地；（̂ )無主地。這個領土所 

有的土地法中無不列有保護土著人民的士地所有權及 

管制土地交易事項的規定。

一0 八. 菅理當局說，它深知傳統的地權制度不 

能爲經濟發展供給圓滿的基礎。故已對於旣能給予土 

著人民以最大可能的士地發展機會又與奪董他們對他 

們的士地習慣的願望相合的措施，加以密切研究。

一0九. 理事會在第三十届會董申它的意見，認 

爲旣然農業在相當時期以內一定是經濟的主要支柱， 

地權改革實爲經濟發展最根本的問題之一。理事會促 

請管理當局特別注意士地使用及改傳統的土地所有灌 

爲個人産業權的問題。在這方面，理事會請管理當局 

注意那些處理過了同樣問題的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

的經驗。理事會並且建譲，地權改革旣然必須靠人民 

的合作縫能實現，管理當局實應儘早把這個問題提請 

新衆譲院注意。

一 一 管 理 當 局 說 ，連年的常年報告書無不强 

調它很董視士地使用問題及以登記的個入地灌代替傳 

統的地權制度的問題。如所檢討的報告書第六編第四 

節第三章中的報告，以往報告書中已有敍述的那些改 

善土地使用的措施，如士壤及士地使用調査以及推廣 

工作，仍在繼續進行。爲地權改革準備立法基礎的工 

作，也續有進展。爲此目的擬定的主要法案一九六三 

年土地(權利變更）法，已被立法會譲通過；還有一項 

新的土地法把巴布亜領士及這個託菅領士那些至今分 

散的土地法改新並統一，也被一同通過。現已設立一 

個地權委員會開始進行改傳統地權制爲個人土地權利 

制度的工作。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告話理事會第三十一 

届會說，該委員會初時集中工作於土著農業發展最前 

進的地區。對土著團體雖不强迫它們改變它們的地權 

制度，但對個別的士著士地所有人，卻有以他們的士 

地爲擔保而得到財政協助的辦法。

 ^ 理事會第三十一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譲：

理事會重申它的意見，認濟改革傳.统的地權制度 

為新幾内亞經濟發展上最根本的問跟之一，對於该領 

土經濟释能的充分發展至為重要。理事會並重申它以 

前的建讓，银為管理當局應將這烟問題提請新衆讓祐 

緊急注意，且在研究這個闕題時，赤處參考其他国家 

尤其# 洲國家中曾經虎理同樣問避者的經驗。

工 業

一一二. 政府的目的是提倡工業，其進度與經濟 

的進度可比，且與敎育及政洽進展方面的進步相配 

合6現在，製造業主要的是對本地所出原料加工，大 

部分以備出口，但有的兼供本地消費之用。督助工業 

生産的措施包括對於製造業所用工厳及原料的進口在 

關税上予以優待，對於製成品施行關税保護，於認爲 

正當時在所得税計算上邊用特別的折舊扣除率，且政 

府採購在一定情形下偏向領土産物。對於夾板業的建 

立與經營，政府與私人企業一同積極參加，予以協助。 

公路、空中及海上運輸服務，以及動力及給水使利，均 

在加緊發展之中。

一一三.士著人民發展工業由政府供給經濟發展 

用信用使利加以協助。依據適當法規，政府得擔保銀 

行貸款的償還；爲了工業目的，得對當局及組織，包



括地方政府議會，並得對個人，發放貸款。合作社 

(其中零售或銷售合作社現在共有一三六個）依照這種 

辦法有資格取得貸敦，並得直接與商業銀行界洽商貸 

款及透支。除上述各項措施外，政府還購置農業及加 

工機器以利土著人民。

道 路

運使只有公路運輸；這個領士沒有鐵路。道路橋揉的 

建築與養護費在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度爲五七七， 

七0 0镑，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度糧至一，0三三， 

五因一鋳。一九六三年六月三十日共有車行路五,二 

八一哩，馬行路大約一六，0 0 0 哩。在車行路中，

三,五四九哩適合交通頻繁及交通介乎頻繁與稀少之 

間的需要，一，七三二哩僅適合車輔往來稀少的需要。

一一五^ 託管理事會第三十屆會表示交通固是這 

個領土的重大問題之一，但很嘉許管理當局進行的築 

路計劃，尤其是在修建哥羅卡^̂ 口^^^^^^至拉埃及韋 

冗克至馬普里克八公路上所得的進展。

一一六^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通知理事會第三十一 

届會說，公路建築在所檢討的年度中復有進展。在主 

要的海濱中心拉埃、馬當和韋冗克，新的遠洋碼頭或 

大的擴建工作正在建築之中，並將有支路網灌合而成 

的幹路與內地連接起來。尤其重要的是在高原區公路 

主幹的修建上的進展，這條公路的低地段希望於一九 

六四年完工。拉慕河谷與開南土間的高地段已編列了 

一百萬鋳的預算，且已動工。據估計，未來財政年度 

在道路、橋揉、碼頭及機場上的資本開支大約另需二百 

萬鋳。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振 5̂

一一七^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說管理當局在經濟方 

面所作的努力十分可觀。他尤其欣賞爲發展養牛業作 

下準備的研究工作以及爲了墙加新幾內亜人的現金作 

物生産而作的努力；增加現金作物的生産可以奠定現 

代經濟的基礎，産生爲了建立第：！級工業所需要的國 

內購賈力。他也讚許利用拉慕河河水發展水力發電的 

計劃，並希望冗桑蓋河（识253083； 〜 0̂上動力廠址

的研究可以産生一個有成就的計劃。他認爲管理當局 

集中注意力於發展交通及動力等基本設備以及它對天

然資源的研究，正在替道個領土的經濟成長奠定一個 

堅固的'基礎。

一一八.法蘭西代表備悉這個領士的出産越來越 

多様化，澳大利亜撥給的補助金佔這個領士的全部預 

算收入的三分之二。

一一九^紐西蘭代表說，現在似乎已經到了發展 

支出不再能够單憑個別的政府部門去決定而需要擬定 

一個全盤計劃、標明先後輕重的階段了。政府在這件 

事上最好取得衆議院的協助；把國際銀行調查團的報 

告書提交衆議院早日討論，或許有用。

一二靈於現在醫藥及其他服務水準頗高，故 

或許應當把領土預算中甚至更大一點的一份用在促進 

由自絵農業到輸出農業的改變上。國際銀行的調查報 

告一定會有怎樣進行這件事的建議。

一二一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管 

理當局拒不執行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它 

不顧該宣言第三段的顯明規定而舉出的一個理由是新 

幾內亜從經濟觀點而論，發展尙嫌不足，所以不能絵 

它政洽獨立。因爲經濟發展方面的情勢不如政洽方面 

的情勢，這種說法的目的十分明顧。在巴布亜和新幾 

內亜進行的種種經濟活動不是爲了人民的利盤，而是 

爲了管理當局和剝創這個領士的人力與天然資源的那 

些澳大利亜和外國公司的利益。現有證據證明，菅理 

當局旣不急於促進經濟發展，也不赏改變它把道個託 

菅領土當作廉慣原料與人力的來源和澳大利亜商品的 

一個市場的態度。新幾內亜及巴布亜仍然紙是澳洲經 

濟的農業附庸，當局不設法使經濟多樣化，反使它更 

加不平衡，紙發展那些不與澳洲出産競爭而使澳洲種 

植場及獨估業得到利潤的農作物。他引徵澳洲瞻望雜 

誌 011仏 一 九 六 三 年 十 ：：！月份，第十 

七卷第三號)上 所 載 311̂.1̂1撰寫的一篇文字，並 

說 的 研 究 把 管 理 會 局 代 表 在 託 管 理 事 會 裏  

形容這個領士經濟繁榮的一 畫完全棚毁了。那篇文 

字的作者看到近幾年"經濟發展率已大見鬆她。"他達 

到結論謂，現有情報透露"這個領士的經濟發展起了 

很嚴董的停滞現象。"他說的很正確:單靠咖啡不能作 

爲這個領士的經濟發展的健全基礎。因此，他表明他 

主張在這個領士建立多様化的經濟。

一二二^有許多領土居民也深深惑覺到有建立多. 

樣化經濟及發展加工工業的需要，這種思潮在選舉前 

的競選運動中顯露得很明顯，例如有兩個衆議員候選 

人卽曾發表這種主張。至於這個領土具備這種發展的



一切條件，實在不待證明。各島的氣候很利於生產許 

多熱帶作物：棉花、糖、西沙爾麻、大麻及其他工業作 

物，以及蔣草、挪子、金鶴豹霜及香料。如果這裏沒 

有殖民剝削的話，使有發展畜牧以及鎭業與漁業的很 

大可能，新幾內亜曾經發現石油並曾找到可燃冗斯的 

礦床，但是進一步的探測操在洛氏公司新澤西美孕油 

公 司 0x1 0？ 及紐約美学油公

司 ^01:11 5 以及不列顔石油公司

？61： 1-01611111 ⑩ 的 手 中 ，而它們對於擴展世界石

油市場，不感興趣。橡膠生産亦復如是。英國部祿普 

公巧（ ^)!!!!!。 ；̂ ) ^0II1I^3：17) 和美國画特異公"

不願新幾內亜變成另一個馬來亜，因爲那 

一定就要削減它們的利潤。像這樣的例子遺有很多可 

以提出來用以表明銀木業、漁業及提辣有商業重要性 

的鎭物如硫横、錄、鐵、廣酸墮、煤、銅、餓、錯、雲母、銷、 

路礦、猛及許多別的礦物的企業情形。

一二三  ̂ 一看巴有亜和新幾內亜的經濟情況使可 

以看出澳大利亜私人資本和美國、英國及澳洲公巧所 

估的優越地位。各家澳洲公司都是美國公巧的姊妹公 

司，它們取得了越來越大的獨佔地位。其中頭一個使 

是 巴 恩 斯 菲 爾 普 公 司 旧 1̂1？〔0111？⑩^);這個 

公司實際上是一個控制了五十個大的附屬公巧的大帝 

國，而它自己又是以新南威爾士銀行 

5011111  &160、殖民懷糖公司（̂010̂131 11。 6 1 1 6 1 7

0：0019& 及約翰費爾法支斯父子有限公司001111 
⑩ 4 500，̂̂【̂^爲首的雪梨獨估公司集園中的一 

分子。它同新幾內亜、所羅門羣島及新赫伯里地生産挪 

子仁、弥I啡、可可及橡膝的種植場有聯驚。這個帝國擁 

有一整險的船舶，它自己的一連串的旅館，以及散在 

新幾內亜各地的許多商店與堆梭。在美拉尼西亞，巴 

恩斯菲爾普公巧開了麵包店、洗衣店、電影院和保險公 

司。它還控制新幾內亜同澳大利亜及紐西蘭的賈易和 

那些國家與太平洋島喚間的航運。它的主要競爭者加

本特公司〔 ‘ 尺. ^ ：。 ! ! !^^!!^)---------這個公買]

在財政上與巴恩斯菲爾普彼此連在一起^近來資本 

增加了百分之七百，其他公巧也都大大擴充，獲得綴 

利。新南威爾士銀行也在美拉尼西亜估了僵越地位， 

把分期付款重利盤剝的買賣制度强加在新幾內亜人民 

的頭上。澳大利亞的總理於一九六0 年在大會演請， 

說澳大利亜用在巴布亞和新幾內亜的錢比它從那兩個 

地方拿出的錢多，企圖驳辯殖民剝制的控告。可是澳 

大利亜代表卻隱随了澳大利亜各家公巧從這個領土取 

出的利潤。

一二四^澳大利亜代表告訴託管理事會說澳大利 

亜對巴亦亜和新幾內亜的補助金在一九六四年增加到 

了二千五百萬鋳，但卻沒有說這個數目紙是發展這兩 

個領土的經濟所需敦項的十分之一。因此下面的結論 

實是無法逃避的，卽澳大利亜當局企圖阻欄這兩個領 

土走向獨立的進展，努力阻檔經濟發展，讓澳大利亜 

各家公司繼續II斷，使這個領士永爲原料及廉債勞工 

的來源和澳大利亜商品的一個市場。

一二五^中國代表希望由於國際銀行進行的經濟 

調查的結果，經濟發展的步調可以大爲加快。他主張 

管理當局不妨考慮設立一個人員整齊的發展局負責執 

行全盤計劃，並在各匿設立發展委員會。無論在中央 

或地方，新幾內亜人均應充分參與經濟政策的規劃與 

執行。

一二六^賴比瑞亜代表備悉給予新幾內亜託管領 

士的補助金達二千五百五十萬錄之巨，甚爲感謝。可 

是因爲在這個領士的全面發展上需要完成的工作異常 

巨大，所以她認爲這個數目似乎尙嫌不足。她提到有 

基地區遺沒有展開任何發展工作。賈易及交通需要發 

展，道路需要建築，並需要發展領土將來經濟所賴的 

農業。她覺得應當運用一切可能辦法,獎勵土著人民在 

領土的經濟生活上起一份董要作用，從而提高他們的 

生活標準，幫助造成貿易順差。她希望在理事會下次 

屆會之前卽可收到國際銀行的報告。

一二七^菅理當局代表說，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代表所說的話與他的前住代表在託管理事會上 

一届會說的話幾乎如出一撤。那時候澳大利亜代表曾 

經堅決否認管理當局利用託管領土來助長它自己經濟 

的說法並曾接引養牛業的例子爲佐證，因爲新幾內亜 

的養牛業是用了澳大利亜的金錢與科學知識特意扶植 

起来的，雖然它與澳大利亞的養牛業不免發生競爭。 

木材、花生及西番蓮實赎業亦復如是，與澳大利亜出 

産直接穀爭。這個領土的輸出在一九六二至六三年度 

共達幾乎一千五百萬錄，其中不到一半，大約六百萬 

錄去到澳大利亜，其餘部分去到大約二十個其他國 

家。這個領土的進口以慣値論比一半略多一點，换句 

話說，大約九百七十萬鎮来自澳大利亜，餘者來自大 

約二十五個國家，包括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 

內。至於這個領士受澳大利亞各家公巧剝削的說法， 

澳大利亜代表說這個領士對境外付出的淨股息約在一 

百二十萬镑之譲，而它從直接稅得到的內部牧入共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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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百五十萬錄，其中紙有七0 ,0 0 0 鋳是對士著人 

民徵收的人身税的進款，其餘都是對於在領士境內營 

業的非土著人士徵税所得的進款。阻搶新幾內亜的經 

濟發展當然不是澳大利亜政府之利，因爲在本年度那 

個領士和巴布亜在直接補助金上使耗費澳大利亜納税 

人三千至三千五百萬鎮。

一二八^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論到設立II；發展委 

員會俾在區的階層也能進行協調一致的設計工作的提 

議，說前曾爲了考慮土著事務部的載務委派了一個委 

員會，那個委員會的建議之一是成立區諮詢委員會， 

由各區的區；專員任主席，與上述提譲恰好相同。那項 

建譲業經核准。

± 地

一二九，紐西蘭代表說設立地權委員會的決定是 

走向把自給農業變爲出口農業的一個必要步驟。可是 

經驗證明對於傳統地權的董大變動紙有新幾內亜人自 

己的領袖可以發動。在這方面，衆譲院可以率先領導； 

地權委員會可以辨明問題所在，建議可能的解決辦 

法，至於推動改革所需要的動力則應由民選譲員去産 

生。

一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認爲在 

巴命亜和新幾内亜施行私有士地制度無非是强迫人民 

接受一種與澳大利亞所實行者相同的私有資本主義的 

士地制度，雖然那裏大可成立集體農場及合作社，從 

而保存傳統的社會機構的優點，卽財産共有制度。集 

體所有制倘經適當發展，可能成爲巴布亜和新幾內亜 

的經濟的堅强持久基礎。

一三一，中國代表說，新幾內亜的將來經濟發展 

多半要看它的地權問題的解決而定。除非複雜的傳統 

地權制度能够變成現代的士地所有權制度，這個領士 

的經濟潛能使不能建到充分發展。管理當局應當運用 

其他地方處理了同樣問題的人的經驗並應當把地權問 

題提請新的衆議院趕緊加以注意。

道路與交遗

一三二 ’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說，交通是這個領士 

的發展的一個關鍵，因此他看到管理當局正在繼續擴 

充空中、電訊及地上交通，深感高興。

肆.社會造展 

槪況及託管理事會的建議

椒 静

一三三^管理當局在檢討下的報吿書中說，爲了 

法除合有種族歧視作用的規定而修正這個領土的全部 

立法的工作已經幾近完成。除特殊的規定在一定的情 

形下保障某些人民的幸福或雄持對於他們的風俗的尊 

董以外，現在立法譲會審譲的立法通過以後，所有法 

律將對這個領土的全體居民平等適用。

一三四^在所檢討的年度中爲此目的一共制定了 

三項重要法律。第一，一九六三年歧視行爲法規定了 

制止商業及社會政視的立法。第二，一九六三年地方 

政府法，如前所述，規定了各族人士參加地方政府議 

會的辦法。最後是一九六三年地方法院法，規定以 

方法院代替土著問題及土著事務法院，對於所有各族 

人民均有管轄權。

一三31. 土著婦女的地位日漸提高，這項發展最 

好的反映，也許是各方對於設立產科醫院、福利診所 

及婦女俱樂部及這些機關團體的順利經營所表現的興 

趣以及女子入學及受職業訓練者數目愈來愈多，種種 

以提高婦女位爲目的的組厳産生了對於婦女的政洽 

力量的覺醒,婦女參加若干海外會議,也刺激了這種覺 

醒。地方政府譲會在提高婦女地位上所起的作用十分 

顯著。不但地方政府譲會供給裝備及運輸，雇用福利 

助理，來鼓勵婦女團體的發展，而且它們遺激勵婦女 

放寬她們的興趣範圍。作爲這種與趣的一個標記， -- 
九六三年度譲會槪算所列提倡婦女活動的經費在三， 

0 0 0錢以上。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共有一八六 

個婦女俱樂部而一九六二年則僅有一五七個。

一三六  ̂ 土著人民多數從事自給農業，從事於生 

産現金作物的則漸漸加多。可是近年來工資勞動者數 

目已有增加；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共有五一，二 

四三個土著有薪給職業。私人企業雇用三八，四九九 

人，其中二六,三七二人是一般塾殖場工人。政府及 

國協政府各部雇用一二,七四四人，其中一，七四五人 

是警察人員。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告訳託管理事會第三 

十一届會說，對於工會及經由工會進行集體談判以謀 

提高工資改善工作條件的事情興趣漸高。馬當、拉埃、 

塔 布 爾 及韋冗克四地成立了四個工人協會， 

另有一個工會，卽公務人員協會，其地域範圍爲整個 

巴布亜及新幾內亜。一九六四年三月三 一̂日，這些



工會共有會員五，四八0人。一九六三年及一九六四 

年依照工業關係法曾經商訂並登記八個工業協定。勞 

工部現有工業組纖官一人，其載務爲協助正在發展中 

的工會並向它們提供意見。

一三七，理事會第三十一届會通過下開建議：

理事會借悉在旦科醫院、福利許所及攝女俱祟部 

的工作上及在女子受職業训線者入數增加上所反映之 

婦女地位已有改善的情形，至為滿意，族更希望管理 

當局施用它的影響來效勵土著姥女於中學之後仍繼境 

受教育，給予錢女以名額大增的奖學金，得至海外求 

學，並為錢女申請聯合國研究獎金。

5̂̂ 共衞生

一三八^在檢討下的時期中，儀生服務上的支出 

自一八四四，二一六镑增至二, 一五九，六六二鎮，資 

本建設性工程及服務上以及醫院建築與裝備的改善與 

維持上的費用共達四0 —，六四八鋳。主要的新工程 

包括完成肺病醫院兩座，繼續修建拉埃的區域基地醫 

院，以及建造瘾疲病踪三座。各傳敎會以它們自己的 

款項用在醫藥服務上的可以判明的開支爲九六，九五 

六镑，各地方政府議會在醫藥服務上的開支據報爲二 

二 ,九二二镑。

一三九^理事會第三十屆會備悉世界衞生組織對 

這個領土的公共衞生問題的意見，並表示希望其所顯 

露的令人十分滿意的情勢繼續改進。理事會認爲正如 

世界衞生組織的建議，應當在營養不良是一個問題的 

直域推行一個營養激育方案。

一四管理當局在其本年度報告書中說它多年 

來卽已注意改善營養的問題。這是一個複雜的間題， 

常常起源於單憑敎育方案不能糾正的因素。因爲營養 

不良通常都是當地食品中蛋白質或卡路里不足的結 

果，所以糾正辦法可能包括引進新的食品，運用新的 

儲蔵技術及供給現時不能經濟地取得的那種蛋白質豊 

富的食物。這種情勢常因人類學及社會學上的因素使 

有關飮食的新觀念難於接受而更趨複雜。解決營養不 

良現象的行動包括：研究營養不良的成因；對於動植 

物食品及食魚，包括無脂肪牛乳及挪子仁飯進行衞生 

農業研究；農業推廣工作，例如引進落花生等豆類食 

品用以改善缺少蛋白質的飮食，提倡畜牧業、家禽及 

漁業計劃及農民訓練；衞生及營養敎育方案；研究市 

匿營養問題並進行推廣工作，因爲都市裏現金工資爲 

換取食物的来源,故對商店食品及預算安排必須知道。 

營養敎育是通過婦女俱樂部、合作社、婦孺健康中心、

農村健康中心及協助站、農民訓練、敎師訓練及醫科學 

校及運用無線電節目及視覺敎材來進行。此外，衞生 

部在若干地區推行方案提倡採用特定食物以保飮食之 

中含有足够的蛋白質及卡路里。在高原地區提倡用炒 

花生和甘暮磨成的細粉俾正在成長的兒童得到營養充 

分的飮食，十分成功，便是一個例子。

一四一胃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告訴託管理事會第三 

十一届會說，拉埃全科醫院於一九六国年0 月間開 

業，因而這個領土的政府醫院共達七十個之多，其中 

五個是設備齊全的現代全科醫院。第六座全科醫院正 

在哥羅卡建造'之中。醫學訓練上也有顯著的進展。在 

一九六三年十九個護士畢業於拉保爾護士學校，九十 

個協助站勤務員完成了訓練課程。十三個牙科助理畢 

業 於 設 在 摩 斯 比 港 的 牙 科 學 院 。

一四二^掃除德疾的運動也進行得很順利。這項 

工作現已推及新幾內亜九區中的七個區，面積共達二 

八,五七四方哩，不久便要推行到其餘兩區。

一四三^理事會第三 1̂̂一屆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

理事會喜許管理當局在公共衡生眼務上遠到的進 

展。理事會希望欽食不詞問題及營養教育在该领土的 

衛生方案中繼續居顯著地位，且不久贫領土即具備曾 

受元分鋼練的土著醫師。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椒 5̂

一四四^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說，自由工會的組成 

與集體談判的開始令人樂觀。他還看到種族團結正藉 

改善立法以謀促進，對於現有土著法院也已採取步驟 

以對於所有各族人士均具管轄權的法院來代替。

一四五^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微 

末的行政改革和管理當局在敎育上進行的改革不能够 

蒙蔽世人，掩藏對於澳大利亞當局紙能是猛烈的責難 

的眞情實況。在工資上歧視依然存在;五六，0 0 0工 

作人員中紙有七，0 0 0人是工會會員；這個領士沒有 

節制雇主與雇工之間的關係的立法，也沒有社會安全 

制度。新幾內亜工人的工資比與他們相應的澳大利亜 

人的工資低了數倍。雖然管理當局杏認種族歧視仍然 

存在。

一四六^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强調，防止領士境內 

一切形式的政視乃是澳大利亞政府公開申明了的政



策。由於個人的愚鲍或疏失，歧視的事例無疑地仍會 

發生，這是任何多種族社會都難免的。但是，旣從領 

士立法中淸除一切可被励爲具有歧視性質的規定，又 

制定了政視行爲法，菅理當局實已採取主要的切實步 

驟以杜種族誤會的可能。各族之間的關係十分良好， 

這在最近的選舉中固有鮮明的表現，卽在各項運動不 

分種族上也是每天都可以看出的。託管理事會中對於 

醫院設備似乎尙有一些誤會。他要請得十分淸楚，在 

這個領土的所有主要中心，任何種族的任何人，凡需 

要醫療者，無不可以在同一醫院受到同一醫師及護士 

的醫治，享受同一現代設備的益處。唯一的不同是澳 

大利亜人必須緣費而新幾內亜人免費享受同樣的住院 

使利與醫療。不分種族，任何人患病，都是不惜費用 

盡力救洽，去年使有專機把病人(其中多數長新幾內 

亜人)從偏僻地區遷移到一個基地醫院以便緊急醫洽 

的無數事例。

伍 .教育造展 

概況及託管理事會的建譲

椒 ^

一四七，在檢討下的時期中，官立學校由二八四 

所增至二九四所，學生數目由二六，五九三名增至三 

0 ，一三九名。被承認的敎會學校由八六五所增至九 

六二所，學生敷目由六四，二三二名增至七六,二六九 

名。官立學校敎員自八八六人增至九八0人，而敎會 

學校實習教員自四二一人(包括女敎員六十九人)減至 

三0 0人包括女敎員六十八人不合格學校的數目 

由一，七五六所減至一，七三五所，學生數目由五六，六 

五0 名減至五四,五六0 名。被承認的敎會學校係指 

學校的標準滿意且至少有登記過的敎員一人的學校； 

不在此類的學校，敎育局長得准其在他認爲適當的時 

期內免受這些條件的限制。這種分類法的自的是使許 

多依敎育法現時尙無被承認資格的許多學校能够繼續 

開辦，從而對土著人民的敎育得以有所貢獻，至設立 

了較好的學校爲止。辦理不合格學校者須在可能範圍 

內早日提高學校的標準以使取得承認。

一四八^當局在敎育服務上的開支（房舍維持費 

不在其內）自二，0三一，四五五鋳增至二，九九七，八 

四七錄。給予敎會學校的財政協助自二三八，三四0 

錄增至三0 七，九四一镑，各敎會所支用的自己的款 

項由五九六，0 0 0鋳增至六五九，九二八鎮。

一四九‘管理當局告新託管理事會第三十一届會 

說，在截至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爲止的九個月 

中，官立及被承認的敎會初等學校由一，一九七所增 

至一,三一八所，而官立及敎會黯中等學校由三十一 

所增至三十三所，學生由二,二三七名增至三因旧 

名。在這個時期之末，官立及被承認的敎會學梭共有 

學生一七五，八八0 名，當局在敎育上的支出這年增 

加了一百萬鎮。特派代表並說，對於技術敎育的發展 

準備於今後幾年更加注董，關於高等技術敎育的規劃 

很得手。

一五理事會第三十一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譲：

理事會相信爲儘速滿足教育方面日蓋增加的需要 

計，必須力。緊努力擴充相等及中等教育並確保数目夠 

多的學生取得爲這個领土在其現在發展暗段所必不可 

少的專門、行政及技術資格。理事會主張應當爲加緊 

教育土著入民擬許综合計劃並應請求聯合國教育科學 

文化組織協助供給教師。理事會並促請管理當局探取 

猜極措施務期在可能範圍内受中等及高级教育的學真 

均能完成學業。

理事會银爲相级學校應達到完全; 合的 ^ 的。理 

事會雜由管理當局的降述模悉相级學校實行完全 ’；艮合 

的語文障礙正在逐漸克服之中，仍希望為達此目的務 

要加禁努力。

切等及中等救育

一五一’理事會第三十届會查悉文敎組織對於初 

等敎育上的需要所表示的意見並請管理當局予以注 

意。理事會認爲由於近來初等敎育迅速擴張的關係， 

現在實須趕緊努力霊劃中等敎育設備的擴充，這個領 

士的敎育平衡方期可以維持。理事會催促管理當局對 

於初等學校離校階段發生的浪費現象的前因、後果及 

其救濟辦法加以研究。

一五二‘ 管理當局在其本年度報告書中說，它已 

注意文敎組纖關於這個領土初等敎育需要所表示的意 

見。管理當局對於初等學校離校階段發生的那種浪費 

現象的前因、後果及其救濟辦法已不斷加以研究。據 

該報告書第八編第二章，這種浪費現象已見減少。中 

等學校設備的擴充仍在繼績進行。在一九六二年六月 

三十日與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間，中等學校學 

生數目由一，八九一名增至三,五0四名（包括攻讀於 

附有中學班次的初等學校的學生六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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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

一五三^理事會第三十届會歡迎高等敎育委員會 

的設立並獲悉管理當局擬在領士境內設立一個大學的 

意向。但理事會想要强調在這個領士已設立的高等敎 

育學府或在海外大學受大學敎育的新幾內亜學生的數 

目，有立卽大大增加的需要。理事會認爲受大學敎育的 

學生人敷的擴張，不但爲其本身理由亦且爲了支持政 

治、行政及經濟發展速度計，均屬急不可緩。

一五四^管理當局在其爲檢討下時期所提具的報 

吿書中說，它和理事會具有同感，也認爲增加大學生 

數目很董要。等到現已安排就緒的改進中等敎育的質 

與量的抬施遂漸生效以後，此項增加卽可得到。卽在 

那時，增加了的中等學校畢業生也不會全部被大學败 

收，因爲這個領土多方面的進步勢將造成更加競相追 

求中學畢業生的情形，尤以行政、敎育、衞生、農商各 

界爲然。這些方面已有的教育機關與可能設在這個領 

士的任何大學的關係是高等敎育委員會準備特別注意 

的事項之一，該委員會的報告書於一九六四年三月三 

十一日提出，現在正在審查之中。在還沒有在這個領 

土設立一個大學的時候，管理當局對於願在澳大利亜 

各大學就讀的合格學生繼續供給財政協助。

一五五  ̂ 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共有十二個新 

幾內亞人在澳大利亜境內高等學府就學，其中0個在 

大學，餘者在技術學院。兩名技術獎學金發給了學生， 

使他們可在澳大利亞當學徒。在一九六三年還頒發了 

四名獎學金給眞正領士居民的子女，不分種族，在一 

個澳大利亞大學進行並完成醫學研究。此外，種種非 

政府組織及商業機關對於創設獎學金亦多表示興趣。 

例如，準備銀行創設獎學金一名使拉保爾土著學生一 

人可以在雪梨大學攻讀經濟學。

一五六^理事會第三十一屆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賊.

理事會重申其第十三在會所通過的關於在巧土境 

内所設高等教育學府或在海外大學受大學教育的新幾 

向亞學生人数立即需要大大增加的建議。理事會認為大 

大擴张受大學教育的學生的人数，不但為其本身理由且 

為支持政治、行政及經濟發展速度計，均屬急不可缓。

技術訓绿

一五七^扶術敎育在不同的階層和在許多部門中 

均可得到。在村鎭的階層有社區技術訓練，目的是與村 

民合作，並在可能範圍內盡量運用當地資源與材料對

生活情況從事某些特定的改善工作。供絵這種訓練的 

中心共有三個。初級技術學校訓練製碑與励碑、木作 

與建築、自來水工程、油漆、初等力學、汽車修理與駕 

驶、造船等技能。現在共有七所初等技術學校，設在 

拉埃和拉保爾的兩個主要技術學校也有爲這種學生開 

設的班次。後兩個學校具有進行程度較高的技術訓練 

的人員與設備。頭兩年的課程包括英文、算術、社會研 

究、科學通論、藝術、體育、工業I會圖、木料製品及五金 

製品。這樣的兩年課程之末，學生有資格充當頭等手 

藝學徒。願意再深造兩年的學生可以得到頭等手藝的 

手藝訓練，主要科目是木工、細木工、造船、自動機或 

柴油機力學、自來水工程及燥接。在摩斯比港的艾杜 

巴達技術學校&6 111031 可以受

打字、商業原理與實際及初級簿記的訓練。領土境內 

十個中心的初級中學及中等學校裏附設了手藝部，其 

中四個在新幾內亞敎師管制之下。現在共有三十八個 

新幾內亞敎員及請師作技術訓練工作，另有十九人正 

在受作這種工作的訓練。

一五八^四個傳敎會所辦的學校開了初級技術訓 

練課程。一九六三年六月三十日共有六三四個學生在 

官立及敎會技術學校肆業。

師資訓辣

一五九^理事會第三十届會建譲應當繼績努力多 

聘合格敎師，並提高已在服務的敎師的資格。

一六管理當局在其本年度報吿書中說，它已 

繼續注意聘請合格的敎師並提高已在服務的敎師的資 

格。

一六一^至於非土著敎師，一九六三年六月三十 

日在澳大利亜招聘了二十個受過訓練的敎師，派在領 

土各學校服務，五十二個候補敎育官員從澳大利亜太 

平洋行政學校畢業，三十名被派在新幾內亜各學校擔 

任敎員。在那個學校裏，一年級有學員三十五名，二 

年級有學員四十九名在受訓練。在拉保爾師範大學， 

有三十九個師範生畢業，其中二十一人被派到領土各 

學校去。

一六二，敎育部在巴布亜和新幾內亞的兩個中 

心，各敎會在這個領士的十八個中心，辦理土著師資 

訓練。一九六三年六月三十日共有新幾斤亜學生一三 

四名在官辦師資訓練中心受訓練，三0 0 名〔內有女 

學生六十八名 在̂敎會辦師資訓練中心受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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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三^管理當局又在理事會第三十一届會告新 

理事會說，在截至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爲止的九 

個月中，從澳大利亜和聯合王國聘請了另外六十二名 

受過訓練的敎師派在領土工作。在一九六四年三月三 

十一日，八十五名非士著候補敎育官員在澳大利亜受 

訓，九十名非士著受訓人員在拉保爾師範大學注册受 

訓。在一九六三年年終，一一四名士著敎師從新幾內 

亜的官辦師資訓練中心畢業。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椒 静

一六四^法蘭西代表說扶術學校的數自大有增 

加。行政學院的設立也可以視爲敎育上的一項董要發 

展。

一六五^蘇雄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雖 

然澳大利亜在這個領土居於統治地位已幾乎五十年， 

人民仍在黑暗中生活，都不識字。對他們來說，受敎 

育的門路是關閉着的；現在在敎育上剛實行的改革並 

不能掩蔽眞實的情況。事實是百分之八十的人民不識 

字，學齢兒童不入學的約佔三分之二，管理當局仍然 

有權決定士著人士是否可以利用他國提供的獎學金， 

包括在聯合國方案以内供給領士居民的獎學金。

一六六^中國代表歡迎敎育開支在一九六二至一 

九六三年度增加了，但是認爲爲了應付準備這個領士 

實行自洽計，開支甚至還可以多一點。敎育方案除非 

能够造就標準很高的各種專家、行政及政洽領袖人才， 

以應這個領土在它發展的現階段的需要，使完全不够 

敎育方案的條件。同樣董要的是行政當局務使現在受 

中等及大學敎育的學生完成他們的學業。當局必須採 

取積極措施，不要讓他們爲報酬優厚的工作機會所誘 

而中途綴學。

一六七’賴比瑞亜代表認爲初等及中等學校應當 

有更迅速的擴張並應從最低級起實行種族混合制。高 

等敎育獎學金的名額亦應大爲增加。這種獎學金有 

若千名發給女學生。她也希望對於增加職業訓練一點 

加以考慮。

一六八‘ 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這個領土裏某些 

稱爲"初等八"學校與"初等丁"學校之所以採用不同的 

敎科書是因爲新幾內亜兒童初入學時，幾乎全體不能 

說英語。可是他强調新幾內亜學生隨着英文程度的增 

進，使用"初等4"敎科書的能力也便增加。事實上， 

愈來愈多的士著兒童與澳大利亜兒童一同在"初等 、 ’ '

學校讀書，而在中等及高等敎育上語文間題已告克 

服，故完全實行種族混合。

高等教育

一六九^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希望這個領土不久使 

有一個大學使新幾內亜人能够在自己領士境內受高等 

敎育。

一七法蘭西代表說高等敎育委員會的結論應 

該使着手建立一座大學成爲可能的事情。

一七一^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指出雖 

有聯合國的建譲，這個領土仍然沒有大學。

一七二，紐西蘭代表說倘若不等高等敎育委員會 

的結論使先採行動，未免不智。要點是需要一個大學 

這一點已被大家所承認。任何計劃的目的必須長不但 

確保凡是合格者均能從事大學及技術研究，並且必須 

積極地鼓勵更多的新幾內亜學生從事這種研究。

一卞三̂賴比瑞亜代表說高等敎育獎學金的名額 

需要大头增加。她並希望當局鼓勵土著婦女繼續求 

學，不以中等敎育爲止境，而且頒發獎學金多名以備 

她們到海外深造。

一七四^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董申澳大利亞政府已 

確認對於高等敎育有更加注意的需要，故特着令一個 

特設委員會調查這項需要。該委員會的報告與結論正 

在十分慎重地加以考慮之中。同時，新幾內亜人並非 

沒有在領士境內或在澳大利亜受高等敎育的使利，當 

局也極力獎勵他們受高等敎育。在新幾內亞，有志於 

高等敎育的學生可有種種獎學金助他進修，一切費用 

全由政府擔承。

陸. I I 立達成香治或獨立的各階段目摆 

完成日期及最後期膨’ 

槪況及託管理事會的建議

一七五‘理事會第三十届會查悉管理當局爲促進 

這個領士的政治發展所採取的步驟。它促請管理當局 

參照聯合國憲章、託管協定及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 

五)並商同這個領士的民意代表機關，繼續執行切實 

的計劃與方案，反映出對於這個領士在它的政治生活 

的各方面均急需迅速、有計劃的進展一點確實具有確 

當的認識。

一七六^管理當局在它的檢討下的報告書中，像 

以前幾次一樣，說它尊董土著人民選擇他們自己的前

21



途的權利，將採符合人民經由民選代表表示的願望的 

憲法措施来發展自洽的機構。

一七七^理事會第三^̂一届會通過下開建譲：

理事會借悉這烟领土在政治發展上已有的進展， 

妓再值促管理當局參照聯合國暴章、就管協定及大會 

決讓案一五一四（十五並商同新成立的衆讓院，總镜 

執行切實的计劃與方當，反缺爲這個領土的政治生活 

各方面作退速、有計劃推進應有的緊急性。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一七八^紐西蘭代表說由於一個經成年普選而選 

出的領土立法機關的成立，-管理當局朝新幾內亜人民 

自決之途走了決定性的一步。剩下的託管階段的進程 

將要採合作方式。人民要經過他們所選出的代表來決 

定速度與方向，但菅理當局負有同等的領導與鼓勵的 

實任。

一七九，蘇雄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管 

理當局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理由，聲稱因爲那座理由， 

所以不容許它立卽把一切權力移交巴布亜和新幾內亜 

人民，企圖藉此規避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 

的規定。這些論據與宣言的規定直接抵觸，很容易使 

可以看得出。託管理事會第三十一届會審譲這兩個領 

士的情勢的結果産生了進一步的證據，證明澳大利亜 

政府之竭力不許它們獨立，至少延遲准許它們獨立，

亜和新幾內亜適用那個宣言的規定，採取切實捨拖 

把充分權力移交土著人民的民選代表。

一八賴比瑞亜代表說雖然她很欣賞管理當局 

所作的努力以及已經建到的成就，可是仍有起大的工 

作尙待進行。她相信繼績抱持善意並且顧念所牽涉的 

時間問題，管理當局應當竭盡力量加速推動它的工作 

以使建到託管制度的目的，實現大會決譲案一五一四 

(十五 的̂宗旨。

一八一^管理當局特派代表說，在考慮要想進步 

的速度較快一點的時候，必須承認速度並不是評判進 

步的唯一標準。澳大利亞政府將像過去一樣，艇績獎 

勵各部門在可行範圍內盡量迅速發展；事實上，它不 

但滿足了人民的要求，而且它常常發動那些要求或爲 

它們預作準備。可是時間的決定十分董要，每個動作 

的時機的決定必須符合每種情勢發生時特殊環境的需 

要。現在，新設衆譲院中士著多敷譲員旣已選出，速 

度與方向使要由人民經他們選舉的代表去決定了。

一八二^管理當局代表說，關於實現託管制度的 

目標的間題，特別注董的素來使是人民的願望。一國 

人民必須先能够決定他們在現代世界上的願望是甚 

麼，然後縫能表示他們的願望。從數千年的隨離生活 

走了出來，他們必須先通曉時變，然後縫能有意義地 

表示他們的願望。成立根據成年普選制選出的國會, 
管理當局相信它藉此絵了他們最好的工具來表示他們 

作爲一個民族的願望。

一八三^〔在理事會第一二三九次會譲，蘇維埃 

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提出關於新幾内亜託管領士 

的決議草案一件。那件決議草案未被通過，因爲投票 

情形是贊成票二，反對票五，棄權者一。在第一二四 

0次會譲，主席裁定(一)理事會各理事關於那件決譲 

草案的個別陳述的摘要附於理事會致大會報告書中關 

於新幾內亜那一章裏，列在該章第肆節的末尾；（二） 

決譲草案未被理事會通過，案文不在個別陳述的摘要 

中轉載。因此現在把摘要載列於後。〕

一八四^蘇雄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在第 

一二三九次會譲提譲理事會通過一個決譲草案（丁/ 
他說那個決譲草案完全符合准許殖民地國 

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大會決譲案一五一四(十五^〕，且 

其目的是要在巴布亜和新幾內亜實施那個宣言。他提 

譲在這個決譲草案的前文部分，理事會應當表示備悉 

一如辯論中所顯然證明者，管理當局尙未採取必要步 

驟依照那個宣言的第五段的規定，把一切灌力移交這 

個領土的人民，漆感遺憾；它並應表斤復悉巴布亜及 

新幾內亞衆譲踪的權力至爲有限，管理當局繼續把這 

個領土的一切立法及執行權力操在它的手中，因爲凡 

^屬立法及執行性質的措施事實上均須得到坎培拉核 

可。因此他提譲理事會應在決譲案的正文部分：（̂)重 

申巴布亜及新幾內亜人民有依照該宣言不可剝奪的自 

決與獨立權； 邀請管理當局在可能範圍內儘早在 

巴布亞及新幾內亜實施該宣言的規定，無論如何不遲 

於聯合國第二十週年；（̂)請管理當局尤其採取緊急 

步驟將該領土的一切立法權力移交衆議院，並廢止選 

舉法中規定澳大利亜人在衆譲院內可有官方及特殊譲 

席若千的政視條文；（̂^請秘書長訓令摩斯比港聯合 

國新聞處處長將本决譲案提請巴沛亜及新幾內亜人民 

注意，且爲此目的運用一切羣衆媒介。

一八五‘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在 

理事會辯論期中管理當局代表及其他殖民强國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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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糖把自決及獨立權交給巴布亜及新幾內亜人民的時 

間還沒有到。他們假借的理由是這個領土在它的經濟 

發展上仍很落後，除非在經濟發展方面能够滿足某些 

條件，便談不到准許道個領土政洽獨立或自決。這種 

說法顯然與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第三段及 

第五段的規定相抵觸。那些規定十分明白地指出了 

託管理事會在審查領土情況時必須遵循的道路。管理 

當局及某些殖民國的代表聲稱他們準備聽從人民的聲 

音，倘若他們言出由衷的話，蘇聯所提出的這個決議 

草案就不應當遭受他們的反對；相反地，他們應當支 

持它縫是。

一八六^澳大利亜代表看不出有何理由要改變理 

事會通過結論與建譲送交關係管理當局的程序。他的 

政麻，作爲一個管理當局，具有尊重這個程序的理由， 

因爲在過去這個程序常使託管理事會及管理當局雙方 

在思想與行事上趨於一致，結果成績斐然。再者，他 

認爲決譲草案不但無必要而且在重要的部分也不準 

確。

一八七^紐西蘭代表認爲理事會倘若考慮而且企 

圖通過像現在這樣一個論到了新幾內亜託管領土的整 

個政洽、經濟、社會及敎育發展的決譲草案的話，它就 

要陷於很困難的境地',因爲那正是理事會或全體一致 

或至少以絕大多數票剛縫通過了的詳細結論與建譲所 

講論的問題。他舉出兩個例子說明決譲草案的案文與 

理事會剛縫通過的結論和建譲大有出入。

一八八^法蘭西代表說他的政府雖然贊成解放尙 

未獨立的領士的原則，但認爲在此之前不可不有一些 

時間上的間隔，以使建立憲法及行政結構，作爲將來 

國家生存的必要保障。這在考慮像新幾內亜那樣由於 

地理因素處於不利地位的貧窮領士時尤有必要。

一八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說理事 

會議事規則和過去慣例都不阻止代表團以決議案的形 

式提出建譲。他也不贊同某些理事對議事規則第六十 

四條所作的解釋，那一條容許少數意見，經任何理事 

國之請，附載於理事會的報告書或建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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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那烏魯

查.總論 

槪況及託管理事會的建議

土地及人戾

一九那烏魯託管領土是坐落在中太平洋中的 

一個小島，面積共五，二六三英献，其中三，六五八英 

献是産隣酸墮的土地，五八五英献是多厳石的土地。 

自發現廣酸墮鎭以來，一,二0 四英献已被開採，取 

得憐酸墮三一，三七九，二0三嚼。一九六三年六月三 

十日那烏眷的人口總數爲四，八0 —人，計那烏魯人 

二,五五八人，太平洋其他各島人一，0 七七人，中國 

人六九七人，歐洲人园六九人。通常住在該島的那烏 

魯人九十四人及太平洋其他各鳥人十二人那一天爲了 

教育、醫學或個人理由不在那烏魯。依照法律,那烏魯 

人是"澳大利亜被保護人"。

一九一^ 理事會第三十一屆會通過下開結諭及建

譲：

理事會请管理當局在其斯來常年報告書中附钱所 

儉对之年度中所制定之一切法律、條例、規章及其他立 

法條例。

那爲鲁人的前途

一九二^ 託管理事會第三十届會於重申聯合國憲 

章、託菅協定及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的規 

定應充分適用於那烏魯託管領士之後，表斤贊成管理 

當局及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議會爲依照那烏魯人列舉的 

條件替那烏魯人民找到新家鄉而作的努力。理事會 

並悉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董行安置委員會的聲明 

謂，無論克蒂斯島

作爲董行安置之地,均可接受,但對於那烏魯 

人將來在他們新家鄉的政府形體須先達成協譲。可是 

理事會查悉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議會已表示願望，認爲 

那烏魯人民無論移殖何地,應成爲一個獨立的主權國， 

而澳大利亞政府則認爲它不能將澳大利亜的一個成構 

部分的主權轉讓。II於管理當局及那烏魯政府參譲會 

正在就這個間題進行磨商，而且充分體察其中牽涉的

困難,理事會促請爲取得和諧的解決計繼績進行協商， 

對於那烏魯人保存其民族本色的合法願望務應牢記。

一九三^理事會第三十一屆會獲悉那烏魯人重行 

安置事宜總辦曾於一九六三年八月及九月間訪問那烏 

魯，與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議會商談重行安置那烏魯人 

民的提議。在他與參譲會會商的時候，該總辦詳細解釋 

了澳大利亞政府關於取得克蒂斯島，將其授予那烏魯 

人的提議。他說明將來準備在苦因士蘭^̂!!̂ '̂̂ !̂3̂ !̂) 

政府的管轄灌以內設立一個具有廣大的地方政府權力 

的那烏魯人參譲會。訪間期間曾將一部克蒂斯島影片 

向那烏魯人公開放映，並把政府的提案加以解釋。又 

與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舉行了會議；到了一九六三 

年九月十日大詹長乃通知總辦說，澳大利亜政府的 

提案無法接受。大齒長說，參議會將提出相對的提 

案。

一九旧.理事會第三十一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譲：

理事會重申聯合国蓋章、託管協定及准許殖民地 

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 大會決讓案一五一四（十五^及 

一五四一（十五的規定應充分適用於那爲鲁託管领 

土 0

理事會備悉那爲香大首表已代那爲地方政府參 

讓會通知那鳥普重行安置事宜總辨謂，淡大利亞政府 

的提案在若千方面# 那鳥‘祭地方政府参讓會所能接 

受，该参讓會斯提出相對的提案。

理事會備悉在等待那爲.祭人民最後的決定的時 

候，管理當局取得了克蒂斯島的其些部分，以便永保 

该島可供那爲身入移植之用，且苦因士蘭1：̂完委員會 

正在换數適合當地情形的住完圖樣。

理事會知悉澳大利亞政府與那爲普地方政府參-遍 

會之間，工就效土的前速問避進行協商，且擇定於一 

九六四年七月間舉行會讓。

理事會體會所牽涉的種種困難，促請那爲鲁领袖 

及澳大利亞政府繼續進行協商，以課取得和始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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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對;那鳥普人依存其民族本色的合法願望務應 

字記。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概 錄

一九五^美利堅合衆國代表相信管理當局最初擔 

承它的任務時所面臨的那些困難現在大半已告克服， 

而且它管理得很好。它在經濟、政治、社會及敎育進展 

上的紀錄十分輝煌。̂他相信那烏魯人民與澳大利亜政 

府間現有的互相信任與尊敬定將繼績産生必要的合 

作，使剩下的問題也都得到和諧的解決。

一九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認爲， 

不管聯合國的決譲，管理當局仍舊率然拒絕聽從那鳥 

魯人民在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九日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 

會 節 略 1 中對於他們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

所表示的願望。他遺覺得應當採取緊急措施改善那烏 

魯人的物質、文化及社會情況，以使他們的生活情況 

可以不次於英國硫酸墮業的澳大利亜雇員及澳大利亜 

行政當局的人員的生活情況。

一九七^大不列顔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代表覺得 

管理當局盡了它在聯合國憲章及託菅協定下所負的義 

務。理事會及最後一次那烏魯視察團的建議，管理當 

局幾已全數實行，有些地方還超過了原來建譲爲那烏 

魯人的幸及政洽、社會進展而努力。

一九八^法蘭西代表認爲政治、經濟及社會進步 

都必須努力設法促進，以利使那烏魯人的董行安置。

一九九^賴比瑞亜代表希望管理當局在今後常年 

報吿書中附載檢討年度中所制定的法律、條例、規章及 

修正案。

那烏鲁人的前途

二0 0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說管理當局正在眞誠 

鄭重地竭力想法解決那烏魯人的前途問題。管理當局 

花費了可觀的時間與精力去尋找一個肯爲那烏魯人接 

受的適當地方。這件尋求工作以澳大利亜政府和那烏 

魯地方政府參譲會之間的續極協商爲依據。管理當局 

刻正等待那烏魯人決定克蒂斯島可否用作移殖的地 

方。他的代表團可以了解爲甚麼那烏魯人要想保全他 

們的本色，可是另一方面也能體會澳大利亜政府何以 

不能聽從那烏魯人的要求，把克蒂斯島的主灌交給他 

們。他認爲管理當局作了忠實眞誠的努力，與那烏魯 

代表一同來解決這個問題，十分値得稱道。他希望在

那烏魯委員會與澳大利亜政府定於一九六四年七月間 

舉行的會譲上可以找到一個解決, 法。

二0—.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認爲託 

管理事會必須請管理當局注意它在那烏魯的一切行 

動，特別是在那烏魯人前途問題上的一舉一動，都必 

須完全以那烏魯人民的希望與意志爲轉移。那烏魯人 

所提出的易地安置條件都必須充分而且無條件地遵 

守。那烏魯人必須收到他們決定遷去的那個島的全部 

主權。他們必須有權認爲怎様適當使怎樣安排他們的 

生活，包括成立一個那烏魯主權國。那烏魯島於那烏 

魯人移置之後，必須仍舊是那烏魯人的財産。

二0二.他强調管理當局企圖麗迫那烏魯人民接 

受一個他們許久以前使拒絕了的計劃，逼迫他們放棄 

他們自己的前途計劃，服從管理當局的意願。爲了逼 

迫他們接受遷移到另一個島去的主張，管理當局拒不 

聽從那烏魯人要想建立一個獨立的那烏魯國的願望。 

澳大利亜人要的事實上是消減這個託管領土，一旦那 

烏魯人遷移到另一島上處於澳大利亜當局完全管轄之 

下，屈服他們，並且這樣剝奪他們的主權。儘菅那烏 

魯人不肯向他們的"監護人"的要求低頭，拒不接受要 

把他們變成澳大利亞人的計劃，管理當局仍要堅持實 

行那個計劃。

二0三.他認爲在那烏魯人與管理當局的爭執 

上，理事會應當站在那烏魯人的一邊。他再向那烏魯 

人保證，管理當局的計劃如不符合那烏魯人的願望， 

他的代表團決不接受，而且無論假借甚麽名目要託管 

理事會通過，他的代表團也必定一槪反對。

二0 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歡迎那 

烏魯人抵抗菅理當局愿迫的那種勇氣。他說那烏魯人 

的提譲今天和在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九日一樣有效’而 

且將来也有效，因爲那烏魯人從來沒有否認那些提 

議。他拒斥管理當局以克蒂斯島的面積來變動理事會 

視聽的企圖。他提到了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以前向 

託管理事會提出的那篇題爲"那烏魯各階段目標的完 

成日期"的節略，說可惜那烏魯人關於制定那烏魯達 

成獨立的各階段現實目標完成日期的提譲(丁 

提出後已有三年，而情勢依然如故。

二0五.大不列顔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代表覺得 

無論那烏魯人或任何旁人都不會指望澳大利亞政府放 

棄克蒂斯島的主權。在他看來，除非那烏魯人自己對 

他們的將来家鄉作了最後決定，便不應當對那烏魯託 

管領士的主權採取決定。同時在等候現在進行的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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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的時候，管理當局決定提出立法案，把克蒂斯 

島替那烏魯人保菌下來，這是理事會應當讚許的。

二0 六.中國代表聽到那烏魯各領袖對於那烏魯 

成爲一個內部自洽的個II而與一個較大的獨立社會聯 

驚起來的那個意見反應良好，十分高興。

二0 七.紐西蘭代表認爲管理當局拿出克蒂斯 

鳥，以供遷移,十分豪爽。他覺得無論那裏都不會有一 

個政府肯在它四境以內建立一個主權獨立國。可是過 

去兩年中畢竟有了很大的進展。每個主要問題都一步 

一步宣告解決，到了現在紙有那烏魯人將来管理他們 

新遷那個島的政治安挑的確切性質尙待譲定。他希望 

澳大利亜政府及那烏魯領袖定於一九六四年七月間開 

始的新的商談，能够産生積極結果。

二0八 . 法蘭西代表認爲克蒂斯島好處很多。他 

希望在七月間開始的涯商中能够找到一個旣現實又合 

人道的解決辦法。

二0 九.賴比瑞亞代表覺得隣酸墮的開發是將来 

奪去那烏魯人在那烏魯島上的家鄉的主要理由。因 

此，它造成了那烏魯人依照他們的意願實現獨立的障 

礙。她可以想像無論澳大利亞政府放棄克蒂斯島的主 

權或是那烏魯人民放棄完全獨立的希望都要牽涉的種 

種困難。在這種情形下，她覺得作爲一條新途徑，有 

兩個可能辦法，當事各方應當加以研究： 那烏魯島 

的填築工作可與舉辦經濟計劃及住宅發展計劃一如

修建公寓建築等 -同進行，像若干別的國家那

様，以應人口增加的需要。她覺得這個辦法不必逝遲 

那鳥魯人的獨立^所需經費除從答應承擔那烏魯人 

移殖費的聯合管理國卽澳大利亞及聯合王國兩國政府 

所收到者外，可從那烏魯人收到的礦區使用費中來# 

措； 設法找到一個新地方，距澳大利匪不太近而 

能符合那烏魯人民的要求到合理的程度。聯合國專家 

可以幫助判定與〔10那兩個可能辦法。

二一管理當局特派代表又說爲那烏魯人民的 

將来利法計，他們應當移殖到另外地方去。他說那烏 

魯人民已經講明了他們應當移殖到甚麼樣的地方；他 

們表示了想要保存他們作爲一個民族的本體及管理他 

們自己的事務的自然願望。紙有克蒂斯島是那烏魯人 

和管理當局雙方都認爲適於移殖的地方。可是，這個 

地方距大陸那麼近，正是它的優點，可也就替澳大利 

亜政府産生了許多問題。他認爲在這種情形下，旣然 

事關兩羣人,就有耐心插商的需要。因此一個雙方都能 

接受的移殖計劃，必須由那烏魯人和管理當局在聯合

國在背後處處表斤該解的情形下譲定出來；這個計劃 

必須是當事雙方互相尊敬、互相抱持善意、自由進入的 

嗟商中産生出來的。他表示希望抱了互相的善意與該 

解，假以時間和耐心來進行菌商，一定可以找到一個 

雙方都能接受的基礎來保障那烏魯人民的前途。

戴.政治造展 

槪況及託管理事會的建議

發展化議行政及立法缴顯並擴大其權力

二一一^理事會第三十届會備悉，依照理事會第

較多的立法權力，但那烏魯人充分參與領士的立法與 

行政的事情尙未達到。理事會請管理當局注意理事會 

第二十九屆會關於任命一個諮詢委員會的建譲，並再 

度申明這樣一個由澳大利亜政府及那烏魯人民代表構 

成的委員會應當設立起來以使草擬那烏魯人充分參與 

領土的立法與行政管理的憲政計劃。

二一二^菅理當局在它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度 

報告書中說，把較多的權力交絵地方政府參譲會的立 

法〔內容前經理事會表示贊成 不̂久卽將生效。它認爲 

地方政府參譲會應當先有一個機會在行使它的新的權 

力上得到一些經驗, 然後再要它進行進一步的商談。

二一三‘理事會在第三十一届會獲悉一九三三年 

根據那烏魯行政法頒布的第六號政令(廢除條例）已被 

廢止。那項政令限制除賣貨物給那烏魯人及其他太平 

洋鳥峡的人民，旨在保護他們免得負擔債務。它現在 

因地方政府參譲會的請求而被廢止，以使那烏魯合作 

商店可以除賣物品。

二一四^理事會並悉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法已 

被一九六三年十月四日生效的一項法律修正，以擴大 

參譲會'的權力。所有有關舉行參譲會譲員選舉的權力 

均自行政長官移到參議會手中。修正法使參議會在行 

使給了它的權力之前無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核准，尤以 

有關下列幾點爲然：

倡辦、霊資及進行任何商務或企業；

(^)進行工事計劃；

(^)供給公共或社會服務以利那烏魯人民；

制定法律細則（現在紙要行政長官不驳回，卽

可成立

藉徵課國税、地方税及捐税等以增歳入；

確定大齒長及參譲員的薪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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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支出。

根據修正法，參譲會的諮詢權力已被擴大，包括一切 

有關"和平、秩序及領士的良好政府"的事項。

二一五^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議會法的另一修正案 

自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生效，把本届參譲會的壽 

命起至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這是因爲有幾位 

參譲員因參譲會公務於一九六三年十月至十二月間身 

在澳大利亜的緣故。

二一六^ 此外還頒行了一九六三年神經失常人 

法、一九六三年郵電法，及一九二二至一九五三年華 

工及士著勞工法的修正法；這些法令均經地方政府參 

議會審譲並表示同意。菅理當局說地方政府參議會法 

經過修正後，參議會現在行使的權力遠比從前爲大。 

關於舉行參議員選舉、監察開支、篇辕歲入、制定法律 

細則(紙有行政長官可以批駭)及倡辦、霊資及進行工 

事計劃及商務，參譲會現在不受行政長官支配。參議 

會現在委派那烏魯土地委員會的委員，決定該委真會 

的章鞋及委員的薪偉。

二一七^ 理事會並在第三十一届會獲悉，那烏魯 

地方政府參譲會有一位參譲員辭職，所以曾於一九六 

三年十一月間舉行補缺選舉。提名的候選人共有五 

個，後来選舉的結果， 0111̂31：。06111̂13111。當選。 

參譲負061111:13010以前從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曾 

任參譲會議員。

二一八’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間舉行了大選改選參 

譲會參譲員，任期四年。所有現任參譲員均再度當選， 

其中七位無人與之競選。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曰 

新參譲會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參 譲 員 06 
三次當選連任爲大詹長。

二一九‘理事會第三十一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

理事'會備悉那爲‘祭地方政府參讓會法被一九六三 

年 十 月 日 生 效 、擴大了參讓會權力的一巧法律所修 

工。念及理事會第三十在會通遇的建讓及一九 I六二年 

聯合目視察圏所得的结論，理事命認為在走上墨政發 

展的下一重要隋段之前，應與人民推還的领袖進行充 

分協商，為此目的應當俊達成立一個铭詞委員會來考 

慮那爲‘祭將來立法及行政權限的整個問題。理事會兹 

再核可視察因的意見，该视察固建讓話詞委員會或許 

可由本在 ,那爲意'地方政府参讓會的全體讓 I 組成，開 

會時並有行政長官、领土部代表一入連同在襄法問題 

上素有經驗的法律官員一人參加。語詞委員會的工作

；4 换定那爲普入充分参加那鳥普立法及行政事務的富 ‘ 

政計劃，以備赛議。理事會希望管理當局探取朝這烟 

方向走的必要步職並向許管理事會下在在會具校。

丈官制度：劇绿及任用士著人士擔任政府重要識仓

二二理事會曾於第二十九届會表示查悉那烏 

魯人至今少有被任命政府高級官職者，甚屬遺憾，又 

據視察團稱，那烏魯人領袖對於此事頗爲關切。理事 

會第三十屆會認爲任命那烏魯人充任政府高級官載爲 

急不容緩的事情，但査悉這今已有的進步，甚惑高 

興。理事會董申前議，認爲管理當局應繼績並加緊努 

力培植及任命那烏魯人充任此種官職。但理事會深惜 

那烏魯人仍未能被英國隣酸墮業委員會聘雇充任高級 

責責載位，因再度促請管理當局一致努力絵予那烏魯 

人以充任此等載位所必需的專門訓練。理事會希望， 

璧於理事會前此的建譲，管理當局能於理事會下届屆 

會報告這方面的進步。

二二一^理事會復悉管理當局未採最近視察團的 

建議及理事會第二十九屆會贊同的辦法，設立一個公 

務委員會，而決定設置公務專員一職並準備由一個合 

格的那烏魯人充任這個職位。理事會希望這條途徑能 

够建到視察團及理事會所追求的目標，預期在這方面 

管理當局將提送進度報告書。

二二二^管理當局在檢討下的報告書中說，唯有 

公務專員出具證書，證明具有適當的資格與經驗的那 

烏魯人無法覓致時方得任命一個非那烏魯人爲公務人 

員。政府赏於年初與大詹長及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 

的其他譲員舉行商談以便製定計劃把公務員制度內那 

烏魯官員加速晉升至高級載位。與那些議員議定的計 

劃後來業經領土部長核准。管理當局特別報稱，行政 

及那烏魯事務官(一個那烏魯人)現在執行公務員制度 

中主要及高級行政職位，卽公務秘書的多數載務。這 

個官員是敷年前作爲升他到高級地位的計劃的初步而 

升任行政及那烏魯事務官的。他在他的職務上受前任 

公務秘書的指導，直到後者於一九六三年後半年解載 

時爲止。

二二三^理事會於第三十一屆會獲悉，公務員制 

度的組娥與等級曾由領士部的一位官員於一九六三年 

八月及九月間進行了一番檢討。公務員制度的職位名 

額由五0—名增至五六六名。在師資訓練中心設立了 

職位若干名以供實習敎員實習，並在：！：務部添設職位 

若千以使增加實業訓練的機會。法院書記、醫院秘書、 

敎育部高等書記、移民及海關事務書記及摩托登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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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書記等新載位已被核淮。若干載位改換了稱呼， 

使與關係職責的性質與董要性更加切合。公務員制度 

裏的毎個職位的薪給均有增加。這次改組編列了由那 

烏魯人充任的公務秘書、政府測量員及母道護士三個 

職位，現在這三個職位均已委派了那烏魯官員充任。 

公務秘書及政府測量員兩個載位以前是澳大利亜人充 

任，而嬰見福利護士一載（原由一個澳大利亜人充任  ̂

現在由母道護士那個職位所代替。

二二四^理事會並獲悉那烏魯事務部的責任因爲 

有關法院書記官處及汽車登記的載務從警察及監獄部 

調歸該部而有了增加。內部審計官之下任命了一名那 

烏魯官員爲他的替手。一九六三年歲末時曾邀請那烏 

魯人報名申請以備派充現由澳大利亞人充任的載位, 

藉以決定是否有那烏魯人具備那些載位所需要的資 

格。一個那烏魯人， 牧師被委跟爲公 

務人員懲戒處分上話委員會主席。

二二五^理事會第三十一屆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譲 ：

理事會備悉公務員制度的組威與等级曾於一九六 

三年八月及 ; ^ 月間由银土部的一位官！加以檢討，公 

務人員常設員額由五 0 — 名增至五六六石，深表借 

許。

理事會復悉公務員制度的組威内設有由那爲普入 

充任的公務秘書、政府测量员及母道援士三職位,且各 

该職位現己委派那爲普官員充任。

理事會兹向管理當建議，請其繼續使公務員制 

度内的一切職位，皆得由具備適當資格的那爲'人充 

任 ，並他促管理當局繼續加緊努力，使那爲魯人可以取 

得此等資格。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發展化講、行政及立法樓鬧並擴大其權力

二二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指出菅 

理當局甚至還沒有擬定把託菅領土的立法與行政權力 

交絵那烏魯人的計劃。所謂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議會權 

力的"擴充",被澳大利亞代表在這裏誇爲"重大事件"， 

事實上卻至爲有限，無非是以那烏魯人的要求爲戯 

嘲。託管領土的行政長官有權駭回那烏魯地方政府參 

議會所核准的任何法令。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議會雖然 

資有在那烏魯人中間維持和平與公共秩序的責任，事 

實上卻沒有履行這些責任的可能，因爲託管領士的警 

察險仍然歸一個澳大利亜人率領。他認爲那烏魯的全

部立法及執行權力必須交給那烏魯人。那烏鲁地方政 

府參譲會關於這個問題的提議的確很饒興味，理事會 

應當建譲管理當局把那些提譲作爲一個文件送交聯合 

國大會第十九届會。

二二七^大不列顔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代表注意 

到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的權力與責任在過去一年中 

已被擴大，表示贊成。

二二八^中國代表歡迎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權 

力的擴大，特別是參譲會在行使交給它的權力上不受 

任何控制那一點。

二二九^中國代表認爲假若爲了替移殖問題尋求 

一個切實的解決辦法，能在一個諮詢委員會的範圍內 

與民選領袖進行充分協商、道個委員會由現任地方政 

府參譲會全體參譲員、行政長官及領士部代表一人連. 
同一個在憲法間題上素有經驗的法律官員組成的話， 

對於那烏魯人和管理當局可能都有幫助。此項協商應 

以那烏魯立法及執行權威的整個將來爲對象，包括那 

烏魯人主張成立立法會譲來代替那烏魯地方參譲會的 

提議。他並且認爲一旦那烏魯以那烏魯人充分參與那 

烏魯島的立法與行政管理的方式實現了自洽，那烏魯 

人民的移殖問題的性質使要比较接近正常，走入自然 

軌道。

二三法蘭西代表看到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 

的灌力與職務的擴充，覺得這是建設性的發展。他指 

出參議會對於許夢地方間題的決議已不再需要核准； 

唯一例外是對於法律的是否合法的控制。對於參譲會 

發布的所謂法律細則，這種控制行將繼續下去。

二三一.法蘭西代表堅信闘於移殖問題的談判如 

告成功的話，菅理當局定願仔細考慮成立一個委員會. 

來研究將來組織立法會議以代替現在的那烏魯地方參 

譲會的建議。

三二.賴比瑞亜代表認爲儘菅制定了法律修正 

案，擴大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議會的權力與載務，它的 

權力仍然有限；她覺得參譲會大部分仍是一個諮詢機 

關。

二三三^賴比瑞亞代表念及菅理當局爲擴大那烏 

魯地方參譲會的權力而採取的措施，認爲仍須實施理 

事會的建議，任命一個豁詢委員會來擬訂那烏魯人充 

分參加領士的立法及行政機關的憲政計劃。她覺得那 

烏魯人能够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務，且自洽不應取決於 

移殖間題；確立自洽可以樹起那烏魯人自己靠自己的 

精神，準備他們菅理他們自己的事務，並使移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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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於解決，縱然政府的形式仍須隨時變通改正以適應 

變動不居的環境。

丈官制度：訓線及任用土著人士擔任政府重要敏務

二三美利堅合衆國代表欣悉現在公務員中那 

烏魯人的數目已有增加。此種增加和管理當局所採用 

的訓練辦法確切證明管理當局很想建立持久而週全的 

公務員制度。那烏魯人在各技術部門所受的徹底訓練 

也給了他一個很深的印象。

二三五’蘇雄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看到領 

士政府的主要載位仍爲澳大利亜人所佔。他說管理當 

局不打算把率領警察險的那個澳大利亜人改由一個那 

烏魯人斤替，認爲關於代替身居所謂技能高深的載位 

的澳大利亜人的提譲都不合實際。他認爲所有政府主 

要載位都必須在'可能範圍內儘早由那烏魯人擔任。立 

卽研先任命一個那烏魯人充任行政長官的問題勢不可 

少；他並認爲必須把解決這個問題的權利交給那烏魯 

地方政府參譲會。

二三六^大不列顔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代表相信 

管理當局及那烏魯人自己要在公務人員的任用上維持 

很高的標準，實屬賢明已極，但必要的資格不能以空 

前速度取得。爲此理由，他希望管理當局務要給予那 

烏魯人各種機會與鼓勵，使他們取得必要的學術與技 

術訓練。他並希望管理當局繼續讓公務員制度裏的一 

切位置均可由具備適當資格的那烏魯人充任。

二三七^中國代表欣悉政府已採取步驟改組及改 

敍公務貴制度。他覺得豐於政府近来爲某些職位招募 

人員充任，結果反應不很圓滿，因此特別訓練或應加 

緊進行。

二三八^紐西蘭代表認爲文官制度中的高級職位 

委派那烏魯人充任、文官制度的改組與改敍以及薪偉 

率的增加，均足以證明凡是可能的事情無不正在盡力 

推動俾那烏魯文官制度完全操在那烏魯人手中的那一 

天能够早早到來。

二三九^法蘭西代表希望行政載位漸由那烏魯人 

接充。他獲悉政府的最高職位卽公務秘書一職最近已 

派一個那烏魯人卽前往那烏魯事務行政官充任，深感 

興趣。他認爲在技術訓練方面必須特別努力。那烏魯 

地方行政參議會對於此事應當很感興趣。在這方面， 

他獲悉一個關於技術敎育的地方計劃近已開始，並將 

由一個專門委員會監督實行。

二四賴比瑞亜代表認爲一個那烏魯人被任命 

爲衞生督察和一個那烏魯土木工程師被英國廣酸墮業

委員會所雇用，都是朝冗確方向走的步驟。她希望管 

理當局加緊努力以使委派那鳥魯人擔任董要載位，給 

他們以必要的專門訓練，使他們有資格不但在政府中 

且在英國隣酸墮業委員會擔任高級負責載位。

二四一，賴比瑞亜代表希望菅理當局辦理各種訓 

練，使那烏魯人的經驗多起來，以備將來移殖他處。 

她覺得現在所有的使利多由外人掌管，這對於最近可 

能的將來，使要接管自己事務的一國人民來說，不是 

一個健全的景象。

卷.經濟造展 

槪況及託管理事會的建議

椒 論

二四二^那烏魯的經濟完全依靠礎酸墮。一九六 

三年六月三十日，英國碟酸墮業務委員會估計這個島 

陸地總面積五，二六三英献中三,五四一英献舍有碟酸 

墮共六五，七九二，六三九濕順。在一九六二至一九六 

三年度，隣酸墮出口總値爲三，九八一，六五六镑，一 

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度則爲三，三九一，六三四錄。一 

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碟酸墮的出口重量爲一，六0八， 

七五0啦，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度則爲一,五四一， 

六五二喊。礎酸墮是輸出到澳大利亜(九八一,五五0 

嘲X紐西蘭(三九九,三0 0 嚼)及聯合王國（二二七， 

九00^)0入口貨大部分來自澳大利亜，在一九六 

二至一九六三年度總値爲二，三一八，八二二鎮(一九 

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度則爲一，八四五，七三四錄

二四三^理事會第三十屆會備悉依照理事會以前 

的建譲，英國碟酸國業務委員會及那烏魯民選代表已 

同意舉行常年會譲，且此項會議每年在十一月間舉 

行。理事會相信此種協商對於保證綴酸墮鎭的收益的 

公允分享，可以大有幫助。理事會備悉那烏魯人表示 

他們覺得他們從碟酸墮收益中收到百分之二十四的一 

份固然爲數不小，但並非公平的一份，因請管理當局 

商同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議會，爲那烏魯人向英國碟酸 

墮業務委員會尋求公平的待遇。理事會欣悉依照理事 

會的建譲，構成聯合管理當局的三國業已重申廣備敦 

項，俾爲那烏魯人建立未來家鄉，無論在過去與將來 

均不致成爲解決問題的障礙，且三國定將顧念它們供 

給此項協助的義務。

二四四^理事會於第三十一届會獲悉一九六二年 

聯合國那烏魯視亭團建譲的常年會議已於一九六三年 

十一月間在墨爾本舉行第一次會譲。在這次會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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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長、參議會秘書兼巧庫，由行政長官伴隨，會見了 

英國碟酸墮業務委員會各委員。在會譲中，各委員同 

意把可可樹地租由毎英献七錄四先令增至每英献十二 

錢。至於暫時租用士地，委員會委員同意每英献的租 

金由十二鎮增至二十镑。爲必然毁壞的樹木而發給的 

賠償金額的增加包括可可樹由一錄十七先令六辨士增 

至五鋳，露鹿樹由一鋳增至三镑十五先令，其他樹木 

則由一鋳五先令增至一錄十先令、三镑、三錄十先令或 

四鋳十先令。委員會委員告蕭參譲會的代表說，新的 

自動聚塵器已在定購。參議會相信聚塵器可以緩和隣 

酸墮座問題。委員會委員同意在乾燥時期從他們的 

儲水庫放水供應那烏魯人家的最高數量由每週五五, 

0 0 0加命境至一0 0 ,0 0 0 加命。那烏魯地方政 

府參議會提議任命一個那烏魯人於綴酸墮鏡開採的時 

候隨時查點從個別租用地開採的隣酸墮的敷量，英國 

憐酸墮業務委員會已表同意。

二四五^委員會委員未能同意把它的雜貨店移交 

參譲會的要求但表示將考慮如何增加英國憐酸蓮業務 

委員會已向那鳥魯合作社供給的協助。

二0 六.參譲會代表團請委員會委員在建築更多 

的房屋住所上給予協助。各委員答應考慮可否運用委 

員會的建築能力來補充參議會及政府的資源，爲那烏 

魯人家修造房屋。

二四七^隣酸墮業務委員會委員自動答應把地主 

鎭權税、地主投資基金樓益税及那烏魯鎭灌税信託基 

金權益税增加百分之五十，卽這三種稳從每順二先令 

八辨士境至每嘲共四先令。大普長說他的代表團將就 

這些鎭權税問題徵詢參譲會的意見。

二四八^後来參譲會要求與政府代表及隣酸墮業 

務委員會委員舉行會譲，結果獲悉澳大利亜政府認爲 

鎭權税；：除了社II：基金競權积:以外)間題主要是應由參 

譲會及憐酸墮業務委員會委員彼此商談的事項，爲此 

目的已約定在一九六四年七月的後半月與業務委員會 

委員舉行會議。參譲會並獲悉澳大利亜政府將設法於 

一九六四年七月間趁那烏魯代表在澳大利亞的時候同 

他們討論那烏魯長期投資基金及雙方均感與趣的其他 

問題。

二四九^理事會第三十一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

理 事會欣悉英圓轉酸宣業務委员會代表及那爲普 

民遂代表，如一；？̂六二年聯合國那鳥普託管朔土祝察 

固所建議，已舉行第一次年會討論'雙方均或與趣及闕

切的問題。理事會深信那爲普地方政府參讓會代表及 

其国碑政盟業務委员會間此項勒步接觸，必將引致闕 

係雙方的样解及更加良好親密的合作。理事會希望碑 

後蠻索務委員會不致反對那爲鲁地方政府參讓會於指 

派代表国出席今後旁讓時，得加波專家颇問一人。

理事會愤悉英國碑陵後業務委員會同意增力。暫時 

粗用的可可樹旧地的地租及始偉不得己而级壞的街木 

的赔從金。理事會並悉英国確酸嚴業務委員會提讓增 

加地主销權税、地主投資基金權益税及那鳥普销權祝 

信就基金權益税，此巧提讓趙在那爲’祭地方政府參讓 

會的代表及管理當局定於一九六四年七月間舉行的會 

讓上力。以 4于論。

理事會重申它的信念，認為英國碑酸盤業務委員 

會的代表及那爲鲁民避代表繼續進行協商,對於確保 

碎酸蠻接收益的公允分配，定游大有# 助。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椒 識

二五0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指出， 

管理當局的一舉一動無不受下列因素的影響：這個領 

士的財富卽隣酸墮，隣酸墮的開發，對於三管理當局 

及對英國憐酸壁業務委員會的利潤。他强調領土的財 

富碟酸墮本應用來以謀那烏魯人民的利益，然而現在 

反成了那烏魯民族生存的威脅的荒露現象。硫酸墮鎮 

倘若合理的進行開發，可以維持很久，從合理開發所 

得的牧益號足以改進土塞人民的幸福，維持島上正常 

的生活情況。他指出那烏魯硫酸墮資源的開發仍在繼 

續，賣給使用者的慣格也遠比世界市場價格爲低。在 

這種情形下，這個問題唯一的公正解決辦法使是把英 

國碟酸體業務委員會的資財與裝備移交那烏魯人。開 

於天然資源的永久主權的大會決譲案一八0三(十七〉 

卽支持這個立場。

二五一^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聽說英國憐酸墮業務 

委貴會提議把地主鎭權税、地主投資基金權签税及那 

烏魯鎭權税信託基金權益税增加百分之五十，深感興 

趣。他說此項增加勢將更加推進那烏魯人民的經濟福 

利，希望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能够接受。

二五二^賴比瑞亜代表獲悉英國隣酸13業務委員 

會滑加了地租、暫時租用土地的租金及毁壞了的作物 

的賠償。

二五三‘蘇雄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認爲那 

烏魯人對他們國家資源的權利有沒有擴張的問題紙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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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否定的回答，管理當局沒有履行它自己在託管 

理事會第二十九届會所作的諾言。那烏魯地方政府參 

譲會的代表與英國隣酸墮業務委員會的商談沒有産生 

多少結果。談話舉行的情形，尤其是假借虛傳理由不 

許那烏魯人有專家顧問在旁輔助，故意限制了那烏魯 

人維護其自己利卷的能力。與英國憐酸墮業務委員會 

相較，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的代表事實上被置於受 

歧視的地位。他認爲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議會代表與英 

國隣酸墮業務委員會之間必須繼續進行協商。管理當 

局在這個間題上支持英國隣酸墮業務委員會的立場， 

應受謎責。這種協商必須在最利於那烏魯人的情形下 

進行。把隣酸墮業務委員會的控制權移交那烏魯地方 

政府參議會的間題務必解決，作爲恢復那烏魯人對那 

烏魯天然資源之不可剝奪主權的第一步。

二五旧.中國代表備悉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代 

表與英國隣酸墮業務委員會間常年協商的第一度業已 

舉行，深感滿意。他相信此項初步接觸定將引致關係 

雙方的互相該解和彼此更加良好密切的合作。

二五五’頼比瑞亜代表相信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 

會與英國隣酸墮業務委員會之間建立的協商是符合理 

事會的意見的。可是她認爲爲了使參譲會能與英國廣 

酸墮業務委員會處於平等的談判立場起見，該委員會 

不當反對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指派的代表團有一個 

專家顧間在場。

肆.社會造展 

概況及託管理事會通過的建議

二五六^政府及英國綴酸墮業務委員會免費供絵 

醫藥及牙醫服務。在檢討下的年度中，政府在衞生服 

務上的支出共達八一，八四四錄，上年度則爲七三 

七七鋳。

二五七^理事會第三十届會查悉世界衞生組纖的 

結論，卽那烏魯人的飮食缺乏維生素甲及丙並欠缺分 

量相當的脂肪及蛋白質。理事會因此贊成衞生組織的 

建譲，認爲管理當局推動一個健全的、愼董準備的長 

期營養敎育運動，是得當的，也是符合那烏魯人民的 

利益的。同時理事會想要表示，它很感高與的是，整 

個說来，衞生組纖的觀察反映了一個大體妥善而積極 

的公共衞生方案。

二五八^管理當局在它本年度報告書中說，有關 

營養的敎育及實際方案管理當局已經實行了多年。營 

養敎育是在學校、嬰見福利診所、成年敎育班及醫院中 

進行的。在學校裏，用了視覺敎材幫助敎授飮食功課， 

全體中等學生均上講授營養原理的課。所有女中學生 

都上强調飮食原理的家政學的課。在嬰兒福利診所， 

所有母親都可得到不但關於哺養嬰兒而且關於較大兒 

童及成年人飮食的敎導。這種敎育成績甚佳，所以政 

府醫務專員認爲涉及兒童的飮食問題幾不存在。在爲 

成年人開辦的夜課上，營養原理也受董視。

二五九^理事會第三十一届會獲悉，在改善營養 

的衞生敎育方法以外，還開始了一個方案，每週在英 

文及那烏魯文報紙上升登文字，講解一般原則，並向 

各區婦女俱樂部發表演講,表演這些原則的實際應用。 

又擬有辦法通過那烏魯師資訓練中心加緊各學校中關 

於營養以及在公共衞生上有重要性的其他科目的敎 

學。

二 六 託 管 理 事 會 ，在決議案二一三七（三十  ̂

內，曾建譲管理當局考慮在那烏魯島實行免費供給那 

烏魯士著居民用水的制度。

二六一^管理當局在它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度 

的報吿書中說，因爲沒有河流或自然集水地，主要的 

飮水供養取自屋頂流下來的雨水，儒藏在水池之中。 

有限的用水可以取自井泉但在乾旱時期，井水常常變 

得很汚渴。天旱時期，須用英國廣酸墮業務委員會的 

船隻從外地運水到那烏魯。運來的水儲存於英國憐酸 

墮業務委員會建立的鋼敷或混凝士製儲水池中，依照 

需要分配給各住宅區。把水分予那烏魯人家的事情， 

則由地方政府參議會辦理。在檢討下的年度中曾經不 

得不使用運來的水。英國憐酸墮業務委員會準備建立 

十二個鋼製大蓄水池爲那烏魯糖存用水每個水池的容 

量定爲一百萬加命。這種式樣的水池六個已經修建完 

竣，總容量爲二五，八0 0 順：一個在一九六二年三 

月完工，兩個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兩個在一九六三年 

二月，一個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完工。兩個水池在檢討 

下年度的年終正在修建之中。實行天旱時期免費供絵 

那烏魯社區用水的間題正在研究之中。

二六二’ 理事會於第三十一届會獲悉，英國廣酸 

墮業務委員會修建了另外三個大蓄水池，毎個盛水一 

百萬加命，以供儲蔵淡水之用。作爲契約工人住宅計 

劃的一部分，六個貯水槽，盛水共一三七，五0 0 加 

命，已修建完畢。



二六三’ 理事會復悉，在十一月間那烏魯代表與

魯地方政府參議會得自碟酸墮業孩委員會儲水中取用 

的數量應境至每週至多一0 0 ,0 0 0 加命。理事會 

並在第三十一屆會獲悉，至多達到這個數量的用水行 

將免費供絵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

二六四^理事會第三十一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 ^

理事會情悉管理當局已在各學校及婴兒福利终所 

展開闕於營養問瓶的教育運動，至表货成；理事會希 

望管理當局繼境努力進一步智助那鳥魯人民改善他們 

的營養樣準。

理事會借悉管理當局業已骑買静電聚塵器若干架， 

並將稍援於本年装用 ’ 務期把構政盤塵的主要援害遍 

至不足道的程度。理事會希望管理當局繼境探取一切 

必要步骤，朝這個方向前進。

理事會欣悉管理當局已設法大大增加那爲香人可 

以取用的储水的數量，且此項用水係免資供給那爲 #  

地方政府参讓會。

勞 工

二六五^理事會在它的第三十屆會欣悉那烏魯現 

已確定標準工作週，工作時間比較以前爲短。此外, 

調查委員會研究之後，那烏魯人的基本工資已大有境 

加。理事會希望基本工資於定期檢討的結果證明有調 

整的必要時，能够隨時加以調整。

二六六^管理當局在它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度 

報告書中說，由於一九六二年對那烏魯基本工資進行 

了一番調查的結果，在計算工資的基礎上和在支付受 

扶養人津貼上均有改變。新的基本工資是以普通四口 

之家爲準，不但計及了需要，還計及了經濟的支付能 

力及社會進步的需要等因素而後決定爲對這樣一家適 

當的工資。結果以前所用一種確定工資的辦法現在已 

告停止。此外毎年十月並按照核定了的零售物慣指數 

的波動，對工資進行調整一次。

二六七^根據新制度第一次確定工資的結果，自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日起，成年那烏魯男工每週的工資 

自六鋳四先令七辨士增至九鎮六先令六辨士。此項工 

資於一九六二年十月間復經檢討，並自一九六二年十 

月六日起，增至每週九鋳七先令五又二分之一辨士。 

成年女工及少年工人的工資也有了比例的增加。以前 

雇主付給雇工的受扶養人津貼按毎一年齢不滿十六歲

的受扶養子女毎週付給十三先令八辨士計算。一九六 

二年工資調查之後，受扶養人津貼已經規定按頭兩名 

受扶養子女毎名每週十先令，第三名及第三名以後子 

女毎名每週十五先令計算。基本工資及受扶養人津貼 

均每過三年於三年之期的期末進行檢討一次。届時政 

府、英國碟酸墮業務委員會、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及 

那烏魯工人組纖的代表將舉行會譲猶商這座問題。會 

譲對於所檢討的任何問題不能達成協譲時，行政長官 

可以任命一個在勞資談判上素具經驗的人爲調解人。

二六八^理事會在第三十一届會獲悉，那烏魯基 

本工資指敷於一九六三年十月間又經政府官員一人及 

那烏魯工人組纖秘書加以檢討。因零售物慣指敷變動 

的結果，男工基本工資由一星期九鎮七先令五又二分 

之一辨士境至九鋳十二先令八辨士，女工工資率壇至 

一星期七镑九先令三辨士。少年工人工資率也有了比 

例的墙加。

婦女地位

二六九^理事會第三十一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譲：

理事會希望錢女投票年龄的限制由年滿二十一咸 

減至十八威。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建議

於共衛生

二七大不列顏及北愛南蘭聯合王國代表備悉 

衞生方面大體圓滿的進展，深感欣慰。他很想知道世 

界衞生組織關於長期營養敎育方案所提出的建譲的實 

行情形。他希望管理當局繼續協助那烏魯人民改進他 

們的營養標準。

二七一，賴比瑞亜代表稱讚管理當局展開了營養 

敎育運動，在各學校及嬰兒福利診所推動，並希望講 

授營養知識的功課成爲敎育課程的一部分。

二七二^大不列颠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代表欣悉 

那烏魯人民可以取用的蓄水量已大大增加，且此項用 

水係免費供給那烏魯地方政府參議會。

二七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認爲八 

年多以前使提出了的隣酸墮座間題，必須立卽設法 

予以解決，不再遲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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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四^賴比瑞亜代表認爲英國憐酸塵業務委員 

會應當盡力減輕礎酸墮灰塵所造成的苦痛。

婦女地位

二七五‘賴比瑞亜代表備悉現在區婦女俱樂部對 

那烏魯社區的貢獻，至爲贊佩。她提譲女選民的年齢 

限制由二"1̂一歳減至十八歲。

伍 . 教 育 造 展  

植 ^況 及 託 管理事會的建議

二七六^領士內六歲至十五歳（如爲澳洲人〉或十 

七歲(如爲那烏魯人)的兒童一律受免費强迫敎育，其 

在政府辦學校內者，則一律受沒有宗敎性的免費强迫 

敎育。一九六三年內終止的學年在敎育上的開支共達 

一 0 二 , 一一四鋳。

二七七^理事會第三十届會備悉管理當局特派代 

表的陳述，大意謂業已展開一個確定的計劃，擬於一 

九六0年完成統一的初等學校制度，不因種摩而有任 

何政視，以符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與原則；理事會希 

望對於那烏魯師資的訓練將如文敎組織的建譲，加以 

特別注意。理事會除備悉管理當局供給那烏魯人的獎 

學金名額墙加，深感滿意外，希望遇有那烏魯人申請 

聯合國其他會員國所提供的獎學金獲准時，管理當局 

卽於必要時供絵使利，使申請人能够利用該項獎學金。

二七八^管理當局在它正受審查的報告書中說， 

頒絵那烏魯人的政府獎學金名額已有增加。一九六三 

學年獎學金名額由十二增至十五名。獎學金的頒發不 

分男女，一律以常年考試的結果爲準。此外並設有特 

殊獎學金及幹部獎金以供前往海外受技術及專門訓 

練。去年頒發了六名新的幹部獎金。私人選送的學生 

四名(兩名男生和兩名女生)已去至澳大利亜受初中敎 

育。那烏魯敎師兩名及商人三名由政府供給費用在澳 

大利亜受短期職業訓練。

二七九^理事會第三十一届會獲悉艾華及雅命初 

等學校已自一九六四年初起實行合併。一年級及二年 

級那烏魯及歐洲學生(但預科學生在外)分班上課，但 

三年級及其他各年級則合班上課。第一及第二年級雖 

因須給那烏魯兒童一個良好的英文基礎而實行分班 

制 ,但畢竟同在一個學校。兩所學校合併爲一的實現， 

並無困難，初等及幼兒學校的師資，還因增加了九個 

來自澳大利亜的訓練有素的敎師而充實了障容。

二 八 理 事 會 並 獲 悉 ，一九六三年的考試頒發 

了另外兩名可由一年級學生領取的初級獎學金。任何 

那烏魯學生凡參加四年級考試合格者現在均可領取高 

級獎學金。此外遺設有技術獎學金，任何學生凡參加 

初級專科證書考試及格者均可請領。像他種獎學金一 

樣，道種獎學金使獲獎者得在澳大利亞免費受高等敎 

育。

二八一^ 理事會第三十一届會通過下開結論及建

議：

理事會備悉，一义六四年制艾举及雅命相等學校 

合许援，犯所有政府辨學校一律置於统一制度之下的 

工作已告定成。

理事會備悉，頒給那爲普人的政府獎學金名额自 

十二名增至十五名，且一九六三年的考試多頒發了兩 

名可由一年级學生银取的相級奖學金。理事會並悉， 

其他獎學金名額亦有增加，故儿年在十歲或十歲 

以下，参加中等錢:書考試及格的那爲香學生人人皆可 

請領。

理事會希望管理當局對於鼓勵年青那鳥魯人利用 

聯合国方案下及澳大利亞國内可以请鎮的獎學全一事， 

特力。法意。

理事會希望管理當局繼續對於專業等級的那鳥營 

師資訓緣，特加注意。

理事會情悉英国碎敌I I業務委員會歡擴大其现在 

的商業訓練便利，為那爲香人設立一學徒學校的提讓， 

希望這個提讓於不久的將來即可實现。

託管理事會各理事的個別意見

二八二^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看到管理當局實行的 

統一初等學校學制，不因種族而有任何歧視的方案已 

告完成，那烏魯及歐洲兒童現在同在一處學習同一課 

程。他相信管理當局完成統一初等學校學制的工作應 

受讚許。他也看到現在已在那烏魯爲那烏魯敎耐設立 

了一個那烏魯師資訓練中心，相信道個中心的成立無 

疑的將要幫助那烏魯敎師數自的增加。

二八三^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認爲那 

烏魯學校的敎育水平仍在澳大利亜普通學校之下。在 

四十五個激員之中，只有十九個具有可與澳洲學校的 

敎師比擬的準備。那烏魯人對現時的情勢很關心，那 

烏魯地方政府參譲會要求把那烏魯學校中的授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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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長。很少數的那鳥魯人受到高等敎育。在聯合國研 

究獎金或獎學金存在的這座年中沒有一個那烏魯居民 

利用旣有的機會。管理當局繼續握有獨自決定託管領 

土的居民能否享用聯合國方案內供在他國高等敎育機 

關受敎育而設的研究獎金。那個政策旨在在限那烏魯 

人的視界，讓他們不能看到外面世界，並在他們眼上 

放上障眼物，使他們只會順着管理當局的意願思考。 

這個政策非改换不可。那烏魯人必須有得到高等敎 

育，包括在他國受敎育的機會。

二八四，大不列顯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代表說敎 

育上有了値得稱讚的進步。他希望管理當局對於鼓勵 

年靑那烏魯人利用在澳大利亜受高中敎育的獎學金一 

事特加注意。

二八五^中國代表希望專業級的那烏魯師資訓練 

受到特別的注意。至於英國碟酸墮業務委員會擬擴大 

其現時的訓練便利，設立一學徒學校的提譲，他覺得 

這項發展對將来那烏魯商人在本地或他處得到較好的 

工作機會一點必將大有幫助。

二八六^法蘭西代表歡迎近來實行的改革，一切 

政府辦學校均併歸一個統一的制度之下。

二八七‘賴比瑞亜代表認爲載業指導及就業委員 

會爲離校的那烏魯男女兒童的就業問題及如何供給訓 

練使他們能够取得資格以從事他們所選擇的事業的問 

題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而採取的行動，很値得稱讚。 

可是，她希望該委員會運用它的影響來鼓勵男女兒童 

留校並進受高等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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