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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七三次會議

— 九六二年H — 月二-I■一日期三午後三時紐约

主 席 ： Mr. Muhammad ZAFRULLA  

KHAN ( 巴基斯坦）

主席缺席，副主席Mr. DiW/o Te//«_ ( 幾内亞）代

行主席職務。

議程項目尤十

普遍徹底裁軍問題：十八國裁軍委員會 

會議報吿書

第一委員會報告書 (A /5 3 0 3)及笫五委員會報告書 

(A /5 3 0 4 )

依據議事規則第六十八條之規定，決定不討論第 

一委員會報告書。

Mr. C w o rc ^  ( 匈牙利），第一妄員會报告員，提 

出 該 委 員 會 报 告 書 後 ，發言如下：

一 . M r. C S A T O R D A Y (甸牙利），第一委員會 

報告員：本人謹將關於題爲“普遍徹底裁軍：十八國 

裁軍委員會報吿書”一項目的第一委員會報告書〔A /  

5303〕第一部分提請大會審議。

二 . 因有五十二國代表團參加一般討論，所以不 

獨出席日內瓦會議的國家，同時凡爲聯合國會員國的 

所有國家，也都有機會說明它們的觀點，提出它們的 

意見和建議。從審議經過，很可看出各代表團深具了 

解，決心幫助，要給十八國會議的工作定下一個方針。 

各方演詞，幾乎沒有例外，都提起過去數星期中使世 

界所有人民大感焦慮的那些事件和緊張情勢。所幸這 

次人類健全的理智終瘦佔勝，得免威脅人類生存的大 

難—— 這樣挽救了和平。 目前我們每一個人，都比前 

更深的感覺到，那急切待辦的，不獨是召開日內瓦會 

議，而且是要就裁軍重大問題，勉力求早達成具體協 

議。我希望委員會所作的討論，有助於此項崇高目的 

的實現。這也是第一委員會通過本報吿書所載的決議 

草案時各委員國所懷的一種心願。

三 . 四國所提的訂正決議草案，載有一個很重要 

的建議，那就是宣佈拉丁美洲爲非核區。這決議草案，

亦經委員會從詳討論，但各提案國認爲該項建議不宜 

於在現階段提付表決。' 巴西代表曾建議，並且委員會 

也同意，將該決議草案的表決問題，延緩討論，但有 

一個默契：該草案將仍爲委員會須予處理的事項，應 

在本届會未終了前，由主席決定日期，把它提付表決， 

然後再把本報吿書第二部分提供大會審議。

四 . 因此，在目前階段，本人謹建議大會通過報 

告書第十段所載的決議草案〔A /5 3 0 3〕。

五 . 主 席 ：我想提醒大會各位代表，他們當前 

有第五委員會就第一委員會決議草案所涉經費問題提 

出的一件報告書〔A /5 3 0 4〕。

六.我現在請大會就第一委員會所提並載於該委 

員會報吿書〔A /5 3 0 3〕的決議草案作一決定。

決議•草案以八十四票對零通過，素權者一。

議程項目二十五 

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之實施 

情形：大會決議案一六五四（十六)所 

置特設委員會報吿書( 績前）

七 . Mr.  M ELO FR A N C O ( 巴西）：巴西代表團 

在全體會議討論關於項目二十五的解釋一事的程序問 

題時，未願發言。它認爲以大會之明智，必能覓得最 

妥善的辦法，使我們得免就許許多多有時是發交全體 

會議，有時是發交第四委員會，但卻同屬廢除全世界 

殖民主義那一總題下的項目，作重複的討論，和提出 

多餘或互相矛盾的決議草案。

八 . 今天巴西代表圑在此就項目二十五發言，仍 

欲避免討論之重複。因此，它現在祇考慮本問題的一 

般方面和特設委員會1提出的報告書〔A /5 2 3 8〕的一般 

方面，至爲各個領土所獨具的特殊各點，那便留給本 

代表團出席第一委員會的代表處理。更確切地說，巴 

西代表團在這裏祇限於硏究特設委員會報告書的第一 

章和把成立了不到一年的委員會所做完成工作，作一 

個很大槪的檢討。

1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K 施情形特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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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特設委員會報告書不獨是聯合國迄今所出文 

件中卷帙最多的一個，而且也是關於消除殖民主義問 

題的一部最重要的文獻。該委員會報吿員敍利亞代表 

M r. Najmuddine R ifai在向我們提出那件報告書時 

說得很對：他强調每一個被大會派充委員會委員的代 

表於執行任務時工作都屬異常繁重。

一〇 . 去年大會在通過決議案一六五四 ( 十六)成 

立今所通稱爲十七國委員會的特設委員會的時候，尙 

難預見聯合國該機關在消除殖民主義那門工作中將負 

何種任務。我們都知道，爲了要指導各附屬領土趨達 

自治或獨立，聯合國憲章規定設置託管理事會，並且 

授權大會設立非自治領土情報審查委員會。

一一 .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本組織一致通 

過了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那由此產生而 

影響深遠的革命，其最重要的結果就是十七國委員會 

的成立。該委員會直接附屬於大會，而且因爲授予它 

的權力很廣大，所以它得接受，甚或自行擔承一個高 

級機關的職務，負責調查工作和實施有關消除殖民主 

義一事的幾乎所有問題的決定，絕不設法逃避該部門 

裏的任何問題。

一二 . 大家固然承認，如果把十七國委員會第一 

年工作結果加以審評，便知它處理過的祇有幾個領土， 

但這是因爲儘管多數委員國抱此心願，可是要把仍然 

存在於現代世界裏的一切附屬領土都加硏究，顯非可 

能。

一三 . 這就立刻引起了兩個彼此相關的問題。第 

一，付託十七國委員會的權力，其範圍如係照該委員 

會那般解釋，是否爲與憲章相符？第二，該委員會是 

不是不獨會和各特設委員會，而且還會和第四委員會 

本身發生工作駢疊的危險？巴西代表團認爲對這兩個 

問題的答案都屬否定。如果參照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 

族獨立宣言去評判，十七國委員會事實上並沒有超出 

它的職權範圍。相反地，它在憲章和就憲章關於這一 

問題的部分加以解釋和補充的各重要決議案兩者所規 

定的界限裏，着實取了行動。若舉一點爲例，那就是 

決議案一五四一 ( 十五)。該決議案把我們對殖民地事 

項所作工作的一個基本槪念應當怎樣解釋的客觀準 

則，給會員國規定了。這基本槪念就是非自治領土。

一四 . 還有人說^如果十七國委員會繼續直接向 

大會提出決議草案，第四委員會就將成無用。巴西代 

表團並不反對直接提出決議草案的那一程序，祇要每

一代表團都保持它就一切問題聲述意見，提出修正以 

及自由表決的權利。我們也認爲複雜的問題，應先由 

一專門委員會去硏究，再由一個主要委員會重加審議， 

不受任何限制，然後纔由大會作最終決定。

一五 . 現在再回到十七國委員會的職務問題。我 

們知道在實際上該委員會已不獨侵渉非自治領土情報 

審查委員會的工作，而且也侵渉負責特殊殖民地問題 

的各委員會的工作，以至此等委員會簡直變成了祇爲 

使十七國委員會得以完成其任務的一種工具。並且 , 

大家不要忘記，我們每向設置託管理事會的原來目的 

走近一步，該理事會的重要，也跟着縮減。

一六.十七國委員會事實上確包括了消除殖民主 

義的工作的整個部門，其理由如下。第一，它負起了 

把以前係屬聯合國行動範圍以外的領土編列爲非自治 

領土的責任—— 這是大會明定給予它的任務，完全和 

憲章的精神相符。設若認爲這會牽渉到自決原則的實 

踐問題，該項職務便極其重要了。第二，該委員會已 

把葡管各領土問題取來辦理，由此把七國委員會2變 

作是一個負責對該等領土現況作詳細硏究的附屬機 

關。最後，它被委託處理西南非洲領土問題，這一來 

又把聯合國西南非洲問題特設委員會變成它的一個附 

屬機關。

一七 . 由此看來，十七國委員會這一年來所已執 

行的任務雖未完成，卻極龐大，因爲，前經指出，消 

除殖民主義工作範圍廣大，遠非委員會所能盡括。

一八 . 巴西代表圑始終確信，在求取和平的鬭爭 

中，覓得的解決殖民地問題的辦法爲何，將是一個最 

重要的因素。它前經說過，現在也還要說，殖民主義 

時代，從歷史上說，已成過去，現在要做的工作，就 

是把它的殘迹掃除。但正因這是殘跡，所以必須極審 

愼和有效地加以處理，否則殖民主義還要在它所已產 

生的罪惡上，加上新的罪惡來。今日殖民主義已爲歷 

史和社會學上的陳物，如果它平平靜靜的消滅了，總 

當是各國家和民族的幸福。它的剷除，將使在現代社 

會裏危害着和平與安全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情感等等 

因素也獲廓淸。

一九.聯合國提倡了廢除殖民主義更有效的方 

法，已使這過程大見加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 

從事消除殖民主義的工作，普通便須經過一段像打仗 

似的過程，可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的時候，這

2葡管各領土問題特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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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在很多方面常常已成爲一種相對和平的過程，及 

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聯合國更把這過程變成了一 

個眞正和平的過程，發生痛苦和流血的現象祇是少數 

的例外。但是，不要忘記，若干殖民國家已覺悟它們 

對於附屬人民的民族要求那股洪流再也攔阻不了乃是 

其中原因之一。

二〇 . 因爲聯合國的行動以及某些殖民國家有此 

認識，所以在許多不同的國家中和不同的政制下，便 

有千百萬人民獲得它們的獨立。在七萬萬以上的人民 

達成政治獨立的過程中，聯合國都曾直接、間接給予合 

作。

二一 . 聯合國託管制度下所餘最後的三個領土， 

現正朝着它們經自決而將獲得的新地位邁進。

二二.巴西是聯合國西南非洲問題委員會的委員 

國，深信該問題必能獲得公允、和平的解決—— 這是 

聯合國討論了十六年以上，且爲六十三個決議案當作 

主題的問題。委任統治國必須知道，凡經紀錄下來的 

關於它管理領土的一切事實，無論是管理良好，像它 

自己所說，或是管理惡劣，像聯合國所說，結論卻祇 

有一個，就是：人民必須藉自由表示他們意志的方法 

去採擇他們自己的命運。委任統治國也應知道，它對 

這一點所取的立場，就國際觀點上看，是發生嚴重磨 

擦的根源，而這種磨擦祇會毒化氣氛和嚴重危害非洲 

各主權國家正當求致的均衡狀態。此等國家，多屬最 

近纔爭獲主權，但在處理本國和國際問題上，已顯出 

非常成熟。

二三 . 至於非自治領土，情形更令人吃驚。世界 

上非自治領土有五十個以上，人口總計約達八千萬。 

就此而論，主要關係國—— 聯合王國—— 甚見能領悟 

問題的迫切和認識殖民制度不合潮流的性質。

二四 . 此等非自治領土，人口成分頗有不同。有 

些非自治領土中移民子孫所佔的百分率較高，又有若 

干非自治領 i ，過去數年來，已成爲可怕鬭爭的場所， 

像阿爾及利亞，動亂如火如荼，先後七年之久，至今 

我們纔欣見它來參加我們聯合國做一個會員國。不過 

對人口成分屬此樣式的領土，解決辦法事實上已經找 

到，而且早就有效施用了。我國巴西就是多種族社會 

的一個明例，國內人權，備受維護並見諸實施，絕無 

種族、膚色或信仰偏見或歧視。此等可容移植的土地， 

顧名思義，大可爲各種族、各類別的人殖居的處所，祇

要他們從他們原有背景得來的“民族”特質獲得尊重卽 

可，因爲這些土地，都够廣大、够富有，所以對凡屬 

善意的人，無論是土生的，或是獲准入境的，都能樂 

予收容。

二五 . 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一方面是移殖民和他 

們的後代另一方面是通常位於母國的經濟勢力，兩者 

之間應作一基本的畫i’分。母國的經濟勢力，總設法要 

把它本身自私利益和移殖民及其後代的需要視同一 

體，由此造成種族間的緊張情勢，對人民的眞正利益 

紙有害無益。

二六.巴西代表認爲大會也許要就這觀點來硏究 

這些問題。以目前一例而言，有關的主要殖民國是聯 

合王國。我們深信以英國傳統的政治智慧，當能尋獲 

一個最妥善的和最能符合聯合國憲章的解決辦法。

二七.巴西代表圑爲了多數會員國早已熟知的種 

種理由，對葡管各領土問題，處在一個特殊的地位。 

關於這事，巴西擬再度表示兩個熱烈的希望：第一是 

第四委員會舉行的討論，完全沒有情感作用存於其間， 

第二是能够找得一個公式，俾葡萄牙藉此可以同意與 

聯合國作有建設性的討論，應合現代歷史大勢的要求， 

謀取它管理下的領土的人民的眞正利益。我可附帶一 

說，這個趨勢，在葡萄牙本身歷史中卽有實例，因爲 

在巴西走向獨立的時候，葡萄牙便能接受此一過程而 

無損於兩國間的密切關係。

二八 . 有許多國家，很急於要— 般來說，不 

無理由—— 達成具體和立卽的解決，像准許殖民地國 

家及民族獨立宣言裏所載辦法那樣。巴西也抱同樣的 

意願，可是它要同時指出，我們一定要愼免採取並非 

把殖民地的衝突導入和平與最後解決途徑，反而會造 

成新磨擦、更深料紛和對和平發生威脅的一類辦法。 

當今和平，已屬岌岌可危，我們主要的念頭，要把它 

鞏固起來。

二九 . 因此巴西代表圑認爲必須再度指出：雖然 

制裁辦法確爲憲章整體之一部，且在憲章中有明文規 

定，可是我們如果擬予實施，就得先作客觀考慮是否 

盡屬需要和適當。實施制裁，第一，應要它能有效執 

行，第二應要藉它來維護關係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巴 

西代表圑認爲凡遇施行制裁，並不把某一情勢糾正或 

把一問題和平解決，反而可能危及本身係和平主要工 

具的聯合國的存在時，那就最好暫候，等到藉着制裁 

可以有效地把和平恢復時，始予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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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 說到這裏，巴西代表團在硏討我們議程項 

目二十五時所憑藉的指導原則，也應很淸楚了。現把 

這些原則撮述如下：

( 一）我們贊成把十七國委員會的生命延長 

一年，如果看了它向第十八届大會提出的報告書， 

覺有須再延長的理由，可能還要把它延長。

( 二）我們認爲委員會所作的努力須行集中， 

那就是要把若干其他處理殖民地問題的委員會和 

特設小組委員會先予裁撤。不過我得立刻附說一 

句：憲章所規定設置的託管理事會，以及非自治 

領土情報審查委員會，由於它們本身性質和它們 

做的那種工作的關係，顯然不受上述辦法的影響。

( 三）我們認爲對於特設委員會的結構、組 

成、成員和程序問題皆應不予決定，因爲該委員會 

儘可爲十七國委員會，亦可爲二十一國委員會，復 

可爲大會據本身明見所決定設置的任何委員會。

( 四）我們認爲特設委員會推行工作時，應備 

有選邀非委員國參加各專設委員會特項工作的辦 

法，程序如何，將來規定。

( 五）最後，我們認爲十七國委員會的積極成 

就，値得聯合國會員國的嘉許，卽使是在某數特 

殊方面，大家不能盡予贊同。

三一 . 在未結束陳述以前，巴西代表團擬對參加 

十七國委員會的會員國所做的工作再表讚佩，尤其是 

烏拉圭和委內瑞拉兩拉丁美洲會員國，在委員會工作 

中，自始至終，思想明晰，努力不懈，表現着拉丁美 

洲方面見地的高明。

三二 . Sir James PLIM SO LL ( 涣大利亞）：涣大 

利亞是十七國委員會委員國之一。我們一整年來，積 

極參加該委員會的工作。我爲能忝任涣大利亞代表而 

自感榮幸，也爲能隨同十七國委員會訪問非洲各地而 

感愉快。

三三.澳大利亞曾參加十七國委員會工作上一切 

項目的討論；我們參加了聽詢請願人的工作。今天下 

午，我擬就我們的經驗，把涣大利亞所作的評估和所 

持的態度略述一二。

三四.第一我先要向擔任十七國委員會主席的前 

印度駐聯合國常任代表M r. C. S. J h a 致敬。他處事 

態度富建設性，並對聯合國各機關如何工作和它們完 

成任務的能力，當然也饒具經驗。我復擬提及擔任委 

員會副主席的馬利代表M r. Coulibaly。他是訪問非

洲小組的主席。以我本人言，就樂在他領導之下服務， 

對於他在訪問期間所表現的那種持重守正風度至爲敬 

佩。我們的報告員是敍利亞代表M r. Rifai。他除了 

報告員的一般才具以外，對主管部門更有特殊經驗。 

他曾任派赴澳屬新幾內亞訪問團的團員，復曾任聯合 

國西薩摩亞全民表決事宜辦理專員。我也要提及在這 

裏和在訪問非洲期間與我們共同工作的秘書處人員。

三五.關於涣大利亞對十七國委員會工作所採態 

度的基本精神和原則，在此一述，當有助益。涣大利 

亞贊成世界上所有民族實行自決的那個目的。這是一 

個忠實的態度：在金山市起草憲章時，有關殖民領土 

問題的這些主要規定中卽有若干條款係由於澳大利亞 

的努力而獲載入，那時我們就是本此精神去從事的。 

我們相信民族自決。我們也相信因人膚色而施歧視的 

行爲應予廢止，在殖民地固當如此，在世界獨立國家 

裏亦復相同。我們知道，卽使是完全撇開正義或者效 

率問題不論，任何遭受歧視的民族，不問其爲由於膚 

色或種族來源，以至任何別的理由，一定會有蒙恥受 

屈的感覺。

三六 . 因此，我們便應雙管齊下，追求兩個目的， 

一則是求取自決權的眞正實施，再則是在每一領土中 

獲致人人的機會均等，無分種族、膚色或宗敎，俾得 

在該領土的政治、經濟或社會生活裏，一視同仁，各行 

發揮己身任務。

三七.我們涣大利亞也認爲在十七國委員會的工 

作中，管理當局和委員會其餘的委員國之間，不應有 

何歧別。我們有一個爲聯合國憲章所規定復爲決議案 

〔一六五四 (十六)〕所規定而由大會授給我們的共同任 

務。我們認爲我們在委員會裏的責任是共同努力，達 

成憲章的目的，所以我們認爲這委員會，是一個通力 

合作的集團，不要因地S 關係，或者誰是管理國，誰 

非屬管理國，而分成不同陣營。

三八 . 我希望硏究報告書以後，我們大家會更淸 

楚地認識一點，卽各附屬領土，型式並不一致。報告 

書在作一般討論及討論個別領土時，都曾舉實例，以 

示領土不同，所有的問題亦復不同。個別領土，發展 

階段互異，並且各管理國在履行它們任務和義務時，所 

本的精神和方法也不一樣。旣然如此，我便認爲倘要 

訂定一個適用於所有領土的標的日期，而不問此等領 

土的目前情況如何，管理國現所遵行的政策如何，又 

或管理國與聯合國間當前合作的程度如何，那就不切 

現實而涉牽强。•



18 大會 - 第十七届會- 全體會議

三九、我上面說過，管理當局情形各殊。其中有 

兩個當局，卽南非和葡萄牙，不止在它們公開承認的 

目的上，就在它們的實行上，都遵循着一個大會多數 

會員國均認爲不是充分履行憲章下所負義務的政策。 

澳大利亞在本屆大會第四委員會裏曾投票贊成一個關 

於西南非洲的決議草案〔參 閱 A /5 3 1 0〕。該草案尙未 

在全體會議中提出，可是它代表的是本大會幾乎全體 

會員國的意見，同時也是根據着務使自決權獲得實施 

的那項基本原則。

四〇 . 澳大利亞在以前數届大會中說過，現在本 

届大會亦將再予複述，那就是我們認爲葡萄牙應承認 

以自決權給予它海外人民的義務，並應取有效措施使 

之實現。

四一 . 至於其他管理國，我認爲在本大會中就沒 

有人會懷疑它們走的方向不對。對於它們進行的速度， 

對於它們所用的方法大家也許意見不一，但我想任何 

誠實的觀察者，都不會對此等其他管理國的誠意，發 

生疑問。我上面說過，大家對它們進行的速度和所用 

的方法或許意見不同，但像澳大利亞、美國和聯合王國 

那些國家，確屬眞誠設法履行憲章的義務。因爲我們 

本身的傳統，因爲我們向來尊重與崇奉人權，我們不 

得不這樣做。我們有嘖嘖的輿論敦促着我們；我們得 

把我在這些事情上所以如此做法的理由，向我們的議 

會具報。並且，我們的人民、我們的議會和我們的政 

府都知道這裏聯合國進行的一切和所有集團代表的聲 

述。

四二.聯合國所作的討論對輿論的形成甚有影 

響，此不獨在有代表出席於此的各國間爲然，卽在我 

們國內的輿論中亦莫不如是。我有時覺得這種表現於 

聯合國的負責行動上的無形的力量，纔是影響今日世 

界事勢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而於殖民地問題方面， 

也未見其非然。

四三 . 卽全撇開管理國不論，各領土本身的問題， 

也是彼此各殊。例如歷史背景，卽互不相同。有些附 

屬領土，原是歷史悠久的社區或社會，其文化發展， 

源遠流長，性亦純一，可能是以一整個社區而存在了 

很久的團體。可是再說世界某些地區，像澳屬新幾內 

亞，那是一塊歷史上從未以一個社區狀態而存在的領 

土，境內交通，素卽隔絕，祇一連串小小的部落，散 

居各處，卽或與鄰近部落偶相過從，往還亦至有限。 

對此等領土，不能作同樣的處理。一個祇有一個種族， 

或者一個宗敎，或者一個部落的社會，它所呈現的情

勢，便和一個可能是由很多的部落、很多的種族、很多 

的甚至可爲互相敵視的宗敎所混合組成的社會，迥不 

相同。近年來，有時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在一個以前 

團結觀念全無的地方把這種觀念培植起來。我們不能 

忽視這些問題的存在。

四四 . 大家可以相信，像我就這樣相信，.而澳大 

利亞政府也這樣相信，不同膚色或宗敎的民族間，不 

應存有歧視。可是，認爲這種的歧別不應存在，並不 

就叫我們昧於在某些地方歧視情形確屬存在的那一事 

實。這事實出於若干因素，正待我們去克服。有時我 

們須要從事的，是調解和敎育工作，是要把在一個社 

會內部各集團所懷的恐懼排除—— 有時這恐懼也可能 

因外方關係發生。我們定要努力把這類東西消滅。有 

時這事關渉最廣義的敎育問題。我聽過代表中有談及 

敎育人民自治一問題的。這不只是敎育土著人民，倘 

如我可以說句不中聽的話，這常常是敎育在社會中處 

支配地位的若干集團的一項任務，叫他們習慣共同工 

作的觀念，敦促着他們逐漸從事合作式的企業，無論 

是屬於政治方面的或是商業方面的。

四五 . 從十七國委員會去年工作上可以看出，使 

獨立遲不實現的原因，不盡由於管理國和當地人民的 

意見不合。有時遇到的阻障，是由於附屬領土本身內 

部，或領土內土著集團，又或多年來移民於該地的各 

集團 ( 卻不全是歐洲人的集團 ) 等的不和而起。這可以 

十七國委員會曾討論過的英屬圭亞那和尙西巴兩領土 

爲例。委員會全體的意見，都認爲最迫切的工作，是 

使該兩領土內各不同集團趨於調洽，俾能成立協議， 

來做達致獨立和執行獨立政府義務的基礎。就這兩個 

例子而論，都不是領土人民和管理當局的衝突。像我 

上面所說，十七國委員會全體委員國都持此意見，雖 

然程度上各有不同。

四六 . 待我再說一句：澳大利亞認爲在本大會或 

在十七國委員會中我們的職務都不是要在一個領土中 

選擇那一領袖或黨派—— 說實在話，這也不是聯合國 

的職務。我們的職務不是要把某一領袖强加於一個 

領土。我們卻當企望有一天那裏的人民自己會決定他 

們所要追隨的是那一位領袖，所要的是那種社會和憲 

法。

四七 . 我已說過，問題因領土而異，許多時候，就 

不單是一個殖民主義問題。很多情勢的要素並非殖民 

性質的。此等領土裏所遇的若干問題，是人類自始以 

來便得應付的問題—— 怎樣把各處的生活標準提高，



第一一七三次會議-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9

怎樣促進人權。這都不單是殖民地所逍遇的問題。那 

裏有種族問題—— 怎樣使不同的種族和衷共處、互相 

信任。那裏有發展問題和替自己的初級產品覓取海外 

市場的問題。還有如何克服各種恐懼的問題，例如怕 

社區內部各集團自相衝突，或怕有强鄰對己干渉等等。 

許多這類事實，可於個別領土獲得例證。有些這種情 

形，可見於澳大利亞自己屬下領土新幾內亞。那裏有 

建立一個社會的問題，有如何使人民習於往外向整個 

世界作展望並看出他們當前所有的種種發展機會的問 

題—— 這些人民，其中仍有若干直到最近數年以前還 

和其餘的人類全相隔絕。在新幾內亞那裏，你會發現 

土著人民中竟有對自己前途懷抱恐懼的。我認爲在新 

幾內亞、澳大利亞和聯合國已建立起一個收獲豐饒的 

合作關係；我知道這種合作，必將繼續下去，使人民 

自決，終達於成。

四八 . 不過，很多時候，領土的眞正問題，是怎樣 

把一件事辦得成功的問題。這不是管理國的動機如何 

的問題；這不是領土人民領袖自身動機如何的問題。 

這常常是如何能達此最後階段，使一個國家由此可以 

脫離幾乎完全不獨立的地位而進入實際獨立的地位的 

問題，是如何對那些自己彼此鬭爭同時又和管理當局 

鬭爭的各份子，以及對領土境內的衝突和關係各國間 

的衝突等進行調解的問題。

四九 . 有時候，在大會或委員會的討論中，我們 

發現個別國家對事的看法，係依它們本身的利益來決 

定的。例如非洲一個國家新近獨立，鄰國自然希望它 

是一個能與和平共處的國家。因此，我們對任何這類 

事情，不能在一個眞空裏去看，或視若與國家利益無 

關。

五〇 . 我這樣說了，把澳大利亞以十七國委員會 

委員國身份對事的看法表明了大槪以後，讓我再就委 

員會過去一年的工作說幾句話。我並不擬就個別領土 

說什麼。澳大利亞是委員會的一個委員國，所以它可 

以、而且事實也曾經就待我們處理的每一個領土，幾 

乎皆有所表示，同時我們的政策，亦經在十七國委員 

會報吿書說及。但請讓我們再提出若干一般意見，最 

先是關於程序方面。

五一 . 說到委員會所應遵循的程序，澳大利亞的 

立場和美國代表昨天向大會〔第一一七一次會議〕所舉 

述的，大致相同。那立場就是我們寧求在委員會意見 

盡量一致下，以資進行，而不靠仗表決。這立場大部 

分又是從我們今天午後所舉述的那立場裏出發：卽認

爲委員會不應把自己分成管理國和非管理國兩方，卻 

應設法把可能同意的範圍盡、予擴大—— 須知有些方 

面，同意的範圍原自不小。本年初，我們討論南羅德 

西亞時，卽已發現我們雖然沒有可能提出一個一致同 

意的詳細聲明，可是關於進行的一般途徑，大體實爲 

一致。我們那時便能同意提出了一個摘霁，給一個小 

組委員會送到倫敦和英國政府去討論。我們之中很多 

人認爲與其把決議案提付表決，可能使委員會發生不 

必要的和過早的分裂，還不如讓我們每一個委員國把 

其他的委員國看作是伙伴，讓委員會全體把自己看作 

是有關領土管理當局的伙伴，從而努力設法達致該領 

土的目標。我們認爲有時藉激勵、建議、監察等方法獲 

得的有效進展，要比力謀同意於某種文字形式—— 而 

某些主要委員國對此文字形式持有異議—— 時所獲的 

多得多。

五二 . 一般來說，我個人的意見是十七國委員會 

的工作，年初時做的那部分工作較年底前做的好。年 

初時，委員會對各項任務，每下較多功夫。若干代表 

或覺不滿，易發批評，認爲事須求速。可是，迅速本 

身並不是個目的。如果需要迅速，那得要它能使我們 

達致有效和公正的結果纔可。

五三 . 委員會對羅德西亞和尼亞薩蘭問題，用了 

不少時間。關於南羅德® 亞，經過了很長的辯論，其 

中聽詢過請願人，也舉行過詳細的討論，然後成立了 

一個小組委員會，派到倫敦去。那小組委員會由六個 

委員國組成，都不是管理國。它們很開誠佈公的和聯 

合王國政府談判。聯合王國政府對小組委員會此行， 

甚爲重視。接近該委員會的都是英內閣的高級閣員。 

那委員會對英國方面思想發生影響，正和對聯合王國 

的思想和認識發生影響一樣。我認爲這是十七國委員 

會工作的一個很有益和很能收效的方法，無論我們對 

南羅德西亞那個如此困難的問題意見如何—— 那困難 

是在它的基本本質上，政府態度猶在其外—— 我認爲 

十七國委員會的提供這一辦法，功不可沒。

五四 . 可是，到了同年下半年，爲了種種原因， 

委員會對若干領土的問題，在我看來便像未能給予充 

分考慮。有時某些決議草案，未經充分審査，或者並 

不反映實際情勢，便强付表決。不過，這是任何機關 

裏都會發生的情形。我對於事態發展有或與我政府所 

願相違的情勢，並不悲觀。此中並無須因此而灰心、 

失望的理由。那時時間短少，尤其在末後，並且委員 

會知道大會快要開會，定希望它提具報吿，所以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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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當時未免是在太短的時間裏，着手過多的事情。因 

此，它也許處理的領土太多，同時也過急於從事。但 

到下年，還有工作要做，而前經硏究過的若干領土，也 

得重新推廣範圍續作探討。

五五.我相信多數會員國都曾誠意努力對委員會 

工作有所貢獻，所以我們就不要單憑報告書裏所載去 

評斷。我們也須記得我們彼此於幕後進行的討論，和 

它對我們思想上所發生的影響。我們不要永遠以爲這 

種影響，立刻便形於外。我們可還不知道就在我們各 

國政府裏，各項政策都需要時日纔能配合到國家機構 

中，也需要時日纔能使我們要叫他們去執行這些政策 

的人，個個接受。聯合國是具有這種影響力的，可是 

我想我們有時把這種影響力估計過低或竟將它忽略。 

我說的是負責的討論所產生的間接歷力和間接影響， 

而負責的討論，有時比決議草案還要重要。

五六.我說過多數會員國都曾誠意努力對委員會 

工作有所貢獻。可是，我也得說說蘇聯方面的態度，因 

爲在委員會本身和在此地的討論裏，它都提過它之所 

謂西方國家的立場，說西方國家—— 大槪這連澳大利 

亞在內—— 沒有誠意履行它們的義務。在十七國委員 

會工作進行當中，蘇聯屢屢利用殖民主義問題，把它 

視爲冷戰的一部分，欲藉此使委員會間發生分裂。我 

現在想起有一次的情形和關於某一領土的討論。在那 

次討論中，別的國家，包括亞非國家在內，目的都在 

求取意見的一致，同時還設法推廣協議的範圍，使彼 

此間的異見不至堅定不移或具體化，但蘇聯卻故意逼 

行表決。蘇聯批評別的國家，可是到了是自己的領土， 

它就援引憲章關於國內管轄事項的第二條第七款，以 

圖規避。憲章是適用於一切國家和一切民族的。憲章 

並不限指目前在西方國家管治下的人。關於這點，我 

現在引述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一日澳大利亞外交部長 

Sir Garfield B arw ick在澳大利亞衆議院裏說的話。 

他說：

“我認爲這個一般性的宣言”—— 指的是廢除 

殖民主義的宣言—— “決亦適用於屈處蘇聯及共 

產主義中國統治下的民族，所以我希望聯合國到 

了適當時候對這些領土加以注意。 目前很顯然是 

英國方面正在忙於讓許多民族獨立，而蘇聯和共 

產主義中國方面卻忙於推展它們的帝國和增拓它 

們征服統治的地區。”

五七 . 今請就十七國委員會所應從事的工作，略 

爲論述。我想：聽了我上面所說的話，就可見我本人

所持的意見。第一，委員會當可認爲管理當局係在誠 

意努力，以合理的速度@ 合理的方法，實施憲章裏有 

關自決的規定。委員會激勵各管理當局—— 用多種 

方法去激勵它們，提供主意去激勵它們，提出問題去 

激勵它們。我係以一個管理當局的代表身分說話，而 

我們卻從未因聯合國對此事的關切發生反感。我們反 

而歡迎它的作此關切，並設法顧及各方在這裏發表的 

意見，無論那是聯合國以聯合國的地位提出的，或是 

個別國家於討論中所提供的。意見不同的情形，定仍 

存在，可是這種意見的不同，不是聯合國、十七國委員 

會和本組織的其他機關所獨有。領土內意見有分歧。 

管理當局內部意見有分歧。就我們之中有自由議會和 

自由報刊可以報導世界新聞的國家而論，那就還有討 

論的舉行—— 這是常常進行的討論，都屬很有見地， 

同時也反映着我在這裏所作的言論和這裏的代表和他 

們政府國內所說的話。

五八 . 管理當局，本身原有各項責任。它們當然 

有它身爲管理當局所負的責任，要實行憲章的規定， 

要維持領土內的法律和秩序，也要保持它做一個有組 

織形式的社會，一個有組織的社會結構朝向獨立前進。 

它們有貴任要避免法律和秩序的崩潰、社會服務的崩 

潰。它們有責任要避免衞生服務或經濟制度的崩潰。 

管理當局負有義務，須顧慮聯合國各機關的意見和個 

別國家在此所發表的意見。每一管理當局都知道如果 

它不理會這些意見或建議，它是明知故爲，所以那得 

是一個負責的選擇，對於不遵從各方在這裏所發表的 

意見的理由，也先得明瞭纔行。

五九 . 我認爲別的國家，除了提供建設性的批評 

和建議外，還有責任不使管理當局和在領土內工作的 

民族多增困惱，像無故激動輿情，或使領土中各份子 

間和解的進行更趨棘手等等。我知道這常常是個見解 

不同的問題。管理當局的看法，自然會和外界的眼光 

有點分別。這不過是大家各抱一見的問題。可是，在 

某些例子中 , 有時外來的干渉卻會使協議、和解和一個 

自能發揮其功能的國家的出現等增加困難。

六〇 . 並且，宣言式的聲明，並不足够。單純通 

過一項決議案，以卽時獨立爲號召，事尙欠全。有用 

的還是要使人人心目中有獨立那一目標存在，使凡有 

關者，莫不時受激勵。單單一個宣言式的聲明，產生 

不出一個獨立國家，創造不出一個經濟，不能使一社 

區中互相衝突的各份子彼此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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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我認爲十七國委員會的委員國在它們的工 

作上最須認識如果一個聯合國機關受人的尊重而它所 

作的宣告和決定也切合現實，那就它所能享有的是何 

等的地位，所能發揮的又是何等巨大的影響。如果是 

這樣的話，這些委員國就可能對一個領土的人民發生 

一些影響和獲得他們的敬重。倘若通過了一個決議 

案，這決議案在它的抽象方面頗受非居住該領土的人 

的歡迎，但卻不切現實，那就它不會產生我們所欲有 

的效果，在某一特殊情勢下，這樣一個不現實的決議 

案將使十七國委員會或聯合國的威望也遭損害。

六二 . 現在我總結如下。澳大利亞相信自決應爲 

全世界所有民族的目的。我們認爲促成所有民族的自 

決乃是我們全體共同的和個別的義務。我們相信世界 

上所有民族，無論是殖民地的，抑爲獨立的，其中凡 

基於膚色、種族或宗敎而施行的歧視，都應予消除。我 

們深盼在所有殖民地領土內都有眞正自決，同時又沒

有基於種族、性別或佘敎的歧視，並且人人都有同等 

機會在國內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中各盡所能的一個 

社會。我們深欲從殖民地地位轉變成獨立地位那一過 

程的實現上，可能時，不發生混亂或破壞情事，因爲 

國家新建，最須舉措得當。我們想在它們開國之初卽 

盡量供予良好機會，諸如資本設擒、國內外市場、敎育 

結構以及立憲政制等等。我們不欲多少已具規模的上 

述各方面，在無謂的鬭爭、衝突或社會的騷動當中，遭 

受破壞。

六三.澳大利亞決將與聯合國繼續合作以求達到 

此等目的。我們將以種種的身份從事合作，一則我們 

是個管理國家 , 再則我們是十七國委員會之委員國，三 

則因爲凡爲聯合國會員國，無論其爲管理當局或非管 

理當局，都負有義務，允須履行。

午拔四時二十五分歆會

第一*~■'七四次會議

一九六二年1 -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五午彼三時妞約

主 席 ： M r .  M u h a m m a d  Z A F R U L L A  

K H A N  ( 巴基斯坦）

議程項目六十二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槪算

第五委員會報告書（A /5 3 0 7 )

依議事規則第六十八條之規定，決定不討論第五 

委員會•报告書。

Mr. Q««o (迦納），第五委員會稂告員，提出委員 

會报告書W / 5 3 o/)。

一 . M r. CH ERN YSH 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蘇聯代表團覺得必須說明它將要在表決關 

於以聯合國預算籌供技術協助經常方案經費的決議草 

案〔A /5 3 0 7 ,第十八款〕時棄權的原因。

二 . 蘇聯代表圑不能支持那個決議案，因爲它認 

爲向發展不足國家提供的六百四十萬美元的技術協助 

經常方案經費，不應該包括在一九六三年度聯合國預 

算之內。

三 . 依照我們的意見，此類撥款不能認爲屬於憲 

章第十七條意義之下對聯合國會員國有拘束力的經 

費。此類費用應統由志願捐款並以本國貨幣籌供之。 

例如，以蘇聯而言，它應該用盧布而不是用美元來繳 

付它的捐款。

四.我們相信對發展不足國家提供的技術協助應 

純屬志願性質，並且應該在雙邊協定之下由技術協助 

擴大方案與特設基金經辦。

五 . 就技術協助經常方案而言，若干障礙特別地 

阻止了蘇聯參加該方案的工作。我們未能獲許以供給 

蘇聯專家的方式參加該方案。同時，卻要我們用美金 

支付經費。衆所周知，蘇聯擁有合格的專家與最新式 

的設備，因此，它是能够有效地協助發展不足國家的 

經濟發展的。

六.我們也關注經常預算下技術協助撥款數額的 

不斷增長，我們所特別反對者乃係此種程序。

七.在切實實施技術協助方案的一般方面故意歧 

視蘇聯使得我們懷疑蘇聯之加入技術協助經常方案， 

那就是說，從預算內籌款的協助究竟有什麽用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