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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三.欣悉該理事會在該屆會中，所通 

過設立專爲硏究與設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 

有關各因素之專設委R會之決譏案1 ;

?四•備悉第二委員會對於設立拉了美 

洲經濟委眞會提案所表示之全體贊同；

?五.確認中柬各國間之合作辦法，對 

於提高中束經濟活動水準及生活程度，以及 

加強此等國家自身間及與世界其他各國間之 

經濟關係，能有實際助益，並確知是項辦法， 

因與聯合國，及其辅助機關，與中束區域組 

組，如阿拉伯大同盟之密切合作，能獲得實施 

上之便利；

“六.敦請經濟曁社會理事會硏究有關 

設立中束經濟委員會事宜之各項因素。”

主席：本人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代表發言。

Mr. ARUTIUNIA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蘇聯代表M認爲將第四段列入 

關於設立中束經濟委員會的決議案是不正當 

的。

在今年八月十一日1 2,經濟曁社會理事會 

曾設立一專設委員會來硏究與設立拉丁美洲 

經濟委員會有關的各項因素。該專設委員會 

業已開始工作，卽將向經濟曁社會理事會經 

常屆會提出其報吿書。

第二委員會提請大會全體會_審議的目 

前的決:議案第三段曾提及經濟曁祉會理事會 

的該項決定。

1同上，決議案第七十(五）第八貞。

2參两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第艽届會通過之決 

議案,第八貞，決議案七〇（五）。

蘇聯代表圃認爲旣然有第三段，那末第 

四段就是多餘的，不正當的。倘若保留道一. 

段，那就等於事實上大會希望預期經濟曁社 

會理事會的工作，在這裏絕對沒有這種需 

要。

關於設立拉丁美洲區域經濟委員會的問 

題，應由聯合國的一個適當機關來予以公平 

的硏究，那個機關就是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倘 

若通過該決議案第四段，就等於設法對經濟 

曁社會理事會施用壓力，蘇聯代表團認爲這 

一點是錯誤的。

因此，蘇聯代表團提議删去關於設立中 

東經濟委員會的決議案第四段。

本人要苒加說明，倘若第四段保留在該 

決賤案中的話，蘇聯代表圑在該盤個的決 

案付表決的時候，就不得不棄權。

主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 

是否提議删去第四段？

Mr. ARUTIUNIA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是的。

主席：本人請智利代表發言。

Mr. SANTA CRUZ (智利）：蘇維埃瓧 

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方才曾對該決議案提 

出一項修正案：根據議事規則，本人請求在 

該項案文經分發相當時間以後，苒予討諭。

主席：因鑒於智利代表所作請求，我們 

此刻卽行延會。大會將於今晚九時再行開會。

(午後六時五十五分散會）

-?>/■{0〇 第一〇三次全體會議

—九四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星期五午後九時在紐約佛拉星草場大會堂舉行 

代理主席：Mr. PADILLA NERVO (墨西哥）

四九.繼續討論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報吿 

書第二章

主席：請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 

表發言。

Mr. ARUTIUNIAN (蘇維辏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 

圓提議關於硏究那些典設立近東經濟委員會 

有關因素的決議案(文件A/433)應首先分段 

表決，然後再表決全案。

我們以爲這樣可使各代表圑能夠對於各 

段，尤其是衡於第四段，表明它們的態度。如 

果大會多數贊成第四段，當然保留第时段;否 

刖删掉。

主席••有人提議我們曾經審議的第三決 

議案應該分段表決。所以我把這個決議案逐 

®:付表決。

請昝利代表發言。

Mr. SANTA CRUZ (智利)蘇聯代表要求 

將我們現在正在討論的決議案第四段删掉， 

該段爲“備悉第二委員會大體贊同設立拉丁 

美洲經濟委員會之提案。”蘇聯代表說這一段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第—〇三次全體會議：―九四七年十月三十《日 227

等於向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所派硏究與設立這 

—委員會有關因素的專設委員會，施以不公 

平的壓力。

首先我們要問我剛才宣讀的也就痊他要 

删棹的那段的陳述，是否與眞正的事實相符。 

關於這一點，我要提到我們正在審査的報吿 

書，該報吿書第八段在“區域經濟委員會”的 

標題下稱:，，若干代表認爲以特別區域體制處 

理經濟問題，優點頗多。設立拉丁美洲區域 

經濟委員會之議已經有很多國代表贊成，包 

括下刻各國的代表在内：阿根廷、澳大利亞、 

比利時、巴西、智利、哥斯大黎加、古巴、多明 

尼加典和國、厄瓜多、埃及、法蘭西、印度、伊 

拉克、黎巴嫩、賴比瑞亞、墨西哥、祕魯、菲律 

賓、波蘭、暹羅、瑞典，委内瑞拉。”

簡言之，在舉行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報吿 

書一般討論時，所有發言的拉丁美洲國家以 

及美洲以外的十二個國家都很自然的而且不 

經詳細討諭這個問題就顯示史們支持設立拉 

丁美洲經濟委員會的主張。這是對拉丁美洲 

需要發展和經濟穩定出乎自然的承認，據聯 

合國大多數委員國看來，拉丁美洲的發展和 

經濟穩定必須由在聯合國體制之内的一個機 

構來硏究。

所以，很明顯的，第四段所說的確是事 

實，還有,沒有一位代表對於設立這個委員會 

的基本意見表示反對。

此外，大會現在正在審議的决議案建議 

經濟曁社會理事會開始就可否設立中東經濟 

委員會問題，作必要的硏究，黎巴嫩代表在討 

論這個決議案時，爲了加強其贊成這個•决議 

案的理由，曾提出修正案一件，這個修正案 

後經通過，列爲第四段,也就是瑰在有人請我 

們删掉的那一段。

這是一個有力的理由，因爲沱可以證明 

在第二委員會已經有強烈的意見，贊成設立 

區域經濟委員會）以硏究並解決發展落後國 

家的各項問題。

這一個聲明並不使我們威到很大的興 

趣，因爲我們首先提出設立拉丁美洲經濟委 

員會的提案。我們對理事會設立的機構，卽 

專設委員會，以及三十多個國家自然表示的 

意見，感到滿意；這三十多個國家代表本組 

織的大多戡會員國，他們的意見，專設委員會 

和經濟曁社會理事會都不能不注意。

但是還不止此。雖然我們本可獲得大會 

支持拉丁美洲經濟委R會的明白建議，因爲 

大多數顳然贊成設立該委員會，但我們曾在

委員會特別說明我們不想提出這種提案。我 

們這樣做是我們的圓通。有些人認爲在未決 

定確實設立經濟委員會之先，須作某些硏究， 

專設委員會的設立就是我們對於這種意見的 

讓步。因此我們覺得在苒採取新的行動之先， 

在道義上必須等候專設委»會工作的結果； 

我們深信我們必可得到所有國家一致同意設 

立這個委員會。

但是現在，蘇聯代表團不斷攻擊那一段， 

我們淸楚地看出蘇聯代表團的因的在打消特 

別用以促成委員會成立的行動，我們不能對 

於這段的删除漠不關心。大會對於這段的涫 

極決定會使人誤爲大會不贊成設立這個委員 

會。大會的消極決定會等於否認一項眞實明 

顯的事實，這就是除了拉丁美洲的十二個國 

家以外，還有其他十二個國家不期然而然在 

第二委員會自動支持。那也就等於說經濟曁 

社會理事會E經做好的事不能接受。

我們曾經提出一個計劃，請聯合國審議， 

我們相信這個計劃是拉丁美洲大陸所迫切需 

要的，道個計劃企圖同時解決我們國家經濟 

方面的問輯，其所保障的利益不僅是美洲的 

利益，而且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利益。

我們這樣做，巳經謹守所有在座的人口 

口聲聲要辯護的原則。我們已經極端謹愼，務 

使我們的主張不妨礙我們承認其更加迫切的 

工作。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面對完全不願 

見我們的問題得到解決的那些人的態度，我 

們並不毅然決然辯譲聯合國處理拉丁美洲經 

濟的落後與失衡的權力。

主席:關於這個問題、沒有其他發言人，我 

親爲辯論結束。

本決議案第~段將向大會宣讀，然後表

決。

Mr. CORDIER (秘書長行政助理）：

第一段原文如下：

“大會

“鑒於聯合國胃於所有發展落後區域經 
濟發展問題之關切;；

該段以四十五票對零通過，棄權者無。

主席••我們現在表决第二段。

Mr. CORDIER (祕書昆行政助理）：

第二段原文如下：

“備悉經濟曁社會理事會第五屆會所通 

過之決議案，該決議案請經濟曁就業委員會 

硏究關於設立區域委員會以促進聯合國iq的 

及宗旨之一般問題;”

該段以四十八禀對零通過，棄權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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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們現在表決第三段。

Mr. CORDIER (祕曹長行政助现）：

第三段原文如下：

“欣悉理事會在該屆會決定設立專設委 

員會，以硏究與設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有 

關之因素;”

該段以四十九禀對零通過，棄權者無。

主席：我們現在表決第四段。

Mr. CORDIER (祕書長行政肋理）：

第四段宣讀如下：

“備悉第二委員會大體贊同設立拉丁美 

洲經濟委員會之提案;”

該段以三十五悪對七票通過，棄權者六。

主席：我們現在表決:第五段。

Mr. CORDIER (祕書長行政肋理）：

第五段原文如下：

“確認中東各國之合作辦法，對於提高 

中東經濟活動水準及生活程度，以及加強此 

等國家自身間及與世界其他各國間之經濟關 

係，能有實際肋益，並確知是項辦法，因與 

聯合國及其輔助機關，與中東區域組織如阿 

拉伯大同盟之密切合作》能獲得事實上之便 

利

該段以四十七M對零通過，棄權者無。

主席：我們現在表決:第六段。

Mr. CORDIER (祕書長行政助理）：

第六段宣讀如下：

“敦請經濟曁社會理事會硏究有關設立 

中柬經濟委員會事背之各項因素。”

該段以四十三麗對零通過，棄權者無。

主席:我們現在表決酿個决議案。

本決議案以四十三禀對零通過，棄權者 

四。

五〇.參加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工作：
蘇聯所提決議案(文件A/439)

主席：我們現茌審議載在文件A/439的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團听提決議 

案。

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發 

言。
Mr. ARUTIUNIA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去年大會建議經濟曁社會理事會 

設立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以便給予該區域 

遭受戰災國家以有效的援肋。

1參閱大會第—病會第二期會議決議案，決議 

案四十六（―），第六十九頁。

本年三月二十八日，經濟曁社會理事會 

第四屆會設立這侗委員會，並規定武職權。1 2 

該委員會委員國包括爲聯合國會員國的亞洲 

遠東國家，以及本組織其他某幾個會員國。如 

何邀請非「:丨治領土參加該委員會工作的問題 

随卽發生。那時理事會大多數決定惟有有關 

殖民國家代某一殖民地1丨|請參加工作丨诗，才 

可以邀請非ii治領土參加委員會工作。

在大會本屈會第二委_會討論經濟曁社 

會理事會報吿書時，蘇聯代表團曾挥度提出 

邀請非自治領土參加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工 

作的程序問題。

蘇聯代表團認爲復興亞洲遠東戰災區域 

問題是極端31?要的問題，影響那些區域人民 

的重大利益。爲此，應該邀請亞洲遠東所有 

民族以某種方式參加委陳會工作。

可是，經濟曁社會理事會關於邀請非曲 

治領土參加委B會工作的程序的決:定覚侦這 

種邀請以徵得殖民國家同意爲條件。常識吿 

訴我們殖民國家不關心殖民地人民的眞正利 

益，阻礙這些人民的經濟發展，把這種發展置 

於它們向己的利益之下，而它ff?的利溢是與 

非诌治領土人民的利键衝突的。這妨礙遭受 

戰災區域的復興。

遠東戰爭結束以來已經兩年了，在這兩 

年中，復興及發展亞洲遠東戰災區域的工作 

做得非常之少，幾乎一點也沒有做。不僅如 

此，我們知道某些殖民國家現正與正在爭取 

昀由，解脫外國統治壓迫‘的殖民地人民作 

戰。

如果經濟曁趾會理事會邀請非肉治領土 

參加委員會工作的程序保留不改，無疑的，這 

將損害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因爲殖民國家對 

於他們的合作漠不關心。

例如，荇蘭是否會申請邀請印度尼西亞 

共和國參加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工作，便很 

有疑問。現在的法國政府，對於越南也是這 

樣。可是，如果沒有這些英勇維護獨立的人 

民的合作，我們不能想望亞洲遠東經濟委員 

會可以順利推進工作。

假如不邀請這些人民參加亞洲遠來經濟 

委員會：!：作，這在事實上就是說聯合國偏祖 

某些殖民國家，歧視他們。

鑒於上述理由，蘇聯代表画認爲必須擬 

訂邀請非向治領土人尻參加亞洲遠東經濟委 

員會工作的程序，准許這些領土的人民直接

2參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第四Pi會決議案，決 

議案三十七（第六頁至第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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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委員會提出申請。因此，蘇聯代表圑提出 

下列提案，請第二委員會在农屆會審議(文件 

A/439)：

“大會，

“建議經濟曁砒會理事會修改經濟曁社 

會理事會關於邀請非自治領土參加委員會工 

作之程序之決定，使委員會能根據亞洲遠東 

非自治領土直接向委員會提出之申請書，決 

定邀請此等領土以協商委員資格參加委員會 

工作，但無表決權之問題。”

在第二委員會發言反對蘇聯代表圑決議 

案的殖民國家代表的主要論據是這個提案與 

各殖民地現行憲法制度不符，構成對這些殖 

民地內政的干涉。這個論據不能視爲言之成 

理0

蘇聯代表圑提出的決議案並不是說某一 

殖民地應該採用某一種程序，就地並根據自 

己的意志來決定向委員會提出申請書的問 

題。這純是杓政。蘇聯代表圑決議案僅僅假 

定如果某一殖民地根據其自定程序，決定參 

加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工作，此項申請書可 

以直接向委員會提出，不必兜圈子，透過殖 

民機關。我們認爲通過我們的提案可使遨請 

殖民地人民參加委員會工作的程序快捷起 

來。

蘇聯代表團決議案於本年十月十七日在 

第二委員會表決，結果贊成十四票，反對十 

九禀，棄權者十四，缺席者十一。於是，我們 

的提案被卜九票否決，這就搔說僅馑給聯合 

國三分之一的會員國否決:。然而，這個問題 

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蘇聯代表圑認爲唯其如 

此，所以這個問題應該苒由大會全體會議審 

議。

因爲這個緣故，所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代表圑將我E經宣讀並經印爲本牵 

十月三十日文件A/439分狻各代表圑的提 

案，提請大會全體會議審議。

主席：現在請印度代表發言。

Mï. PANNIKAR(印度）：印度代表團認 

爲亞洲非自治地谭人民參與亜洲遠東經濟委 

夤會工作是非常i要的。該委員會預定委員 

國B經包括婆羅洲、馬來亞、香港、錫蘭。緬 

甸獨立已經獲得保證，緬甸加入爲委員國已 

不成問題。

可是，現在由母國代表的區域，卽荷屬 

東印度及印度支那，擁有人口在一萬萬多。這 

些地區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方，沒有其他 

領土更重視經濟曁社會理事會的工作，沒有

其他領土更需要理事會的歓助。亞洲遠東經 

濟委員會的工作在本賓上畢覚瘥以增進人民 

顢刺，及其經濟與社會進展爲宗旨的。

我想我們決不能認爲在這種工作方面， 

母國能夠代表殖民地人民。此外，卽使從諉員 

會:r作的觀點來說，我們如不把這個區域當 

作一個盤體來處理，顳然木能得到多大的進 

展。除非把這些領土包括在內，甚至這個地區 

經濟和社會情现的硏究也不會基完全的，這 

É領土的代表權由母國代表行使或經由母國 

而間接行使，斜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的工作 

便毫無意義。，

目前的情形是母繭巳經答應呈送殖民領 

土的申請書，並促成其協商會員的資格。據 

我所知，聯合王國對於在亞湘的殖民領土，B 

經這樣做。如果這是眞的，那就苒圓滿不過 

了。可是，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或越南的申請 

書還沒有收到。無疑的，有關母國會說沒有 

收到這些領土的申請書，所以無法轉送。

法國代表在第三委員會也曾強調，就越 

南而論，法國政府不能亦不會承認在該領土 

的任何政府。此外，如果我瞭解正確，荷蘭代 

表曾說荷屬東印度在過渡狀態之中。因此，這 

個地區在荷蘭政府未解決其憲法問題之前， 

不可能有單獨的代表權。

那不是本大會所應接受的觀點。難道有 

人要吿訴大會，亞洲遠東瓧會和經濟復興的 

重要問題應該等待荷蘭政府解决其殖民地問 

題嗎？印度代表圑相信本大會會決:然否决任 

何這種提議。

聯合國巳經設立ffi洲遠東經濟委員會， 

作爲其工作的必需部伢。亞洲人民對於亞洲 

遠東經濟委R會自極重視，他們期望該委員 

會給予辅導與指示，以解決他們的共同問題。 

亞洲人民希望藉旨在消除匱乏> 不穩定的經 

濟狀魂及社會病態的有組織的運動，可以橹 

到一锺新的不同生活；假如印度尼西亞和其 

他人口衆多的領土，仍然在委員會;E作範圍 

之外，則亞洲人民時縈腦際的這種希望便沒 

有實現的機會。印度代表團希望殖民國家的 

威信或母國的鞏固這些微不足道的顧慮不會 

阻止歐洲自由主義的國家投票贊成本決議 

案，以表示他們關懷亞洲的福利。

因此，印度代表圑擬投蕻贊成蘇聯代表 

圑所提決議案。

主席••請哥侖比亞代表發言。

Mr. ORTÏZ RODRÏGUEZ (哥侖比亞）： 

在蘇聯代表圑所提的提案中，哥侖比亞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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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看出對設立亞洲遠東經濟委賈會的決議案 

有南點修改。第~點規定應該授權亞洲遠東 

經濟委員會邀請非自治領士直接參加該委員 

會的工作。第二點，該提案含有更改原定制 

度的意思,依照原定制度，殖民國家或母國會 

請求准許此等領土爲委員會委員。在蘇聯提 

案中，這一種制度E經改變，委員會有權邀請 

此等領土參加委員會工作。

茲將設立委員會原提案宣讀如下：

“爱諳委員會

“一.於其第一屆會時考慮有關下列各 

事項之建議，提出理事會第五屆會：

«(甲5該委員會之委員資格，包括訂立 

規定，俾....委員國政府可能隨 

時提議之此項領土或一羣領土得 

M與委員會之工作。”1

這規定得很淸楚：有權請求此等餌土加 

入委員會的是？委員國政府”，卽本土或母 

國。

關於這兩點，本代表圑認爲取消母國的 

參預是非法的。憲章第二條第七項明白規定 

聯合國不得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政府管轉 

範圍內的事項。此外，第七十三條明白認許 

管理領土的權力，並承認經濟及其他事務的 

管理端賴本土國家，本土國家應負責促進這 

些領土的經濟進展。

我們認爲還有其他規定，顯然禁止我們 

授權委員會邀請一個領土直接申請聯合國的 

這個組織的委員資格，不經本土國家的參預。

然而，蘇聯提案第二部分很有意義，我認 

爲可以接受。該部设論及程序問題。

根據現行規定，某一領土加入委員會必 

須由本申國家請求委員會准許i截至現茌，還 

沒有一個領土獲准加入爲委員會委員，這是 

事實，而且我還沒有得到確有代任何領土申 

請入會的情報。

這樣的情形到現在已有一年了，聯合國 

憲章旣然明白規定這些本土或母國應該促進 

此種顷土爲政治獨立基本先決條件的經濟進 

展i我認爲利便此種經濟獨立進而政治獨立 

的一個方法是授權委員會請汆本土國家設法 

使領土加入委員會。本土國家絕不能不明白 

說明理由而拒絕此種請求，可是現在本土國 

家沒有明白說明的義務。

這是程序上的_個重大的吏改。小型領 

土擗不經由本土國家請求入會；聯合國將請

1參関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笫四届會決議案，決 

議案三十七(四)，第七頁。所則原文用英文宣讀。

求本土國家設法使該領土加入委員會，以便 

硏究該領土的需要，使其可以得到協助。依 

照這雨項原則，哥侖比亞代表圑擬對蘇聯代 

表圑所提提案提出三點修正。訂正提案（文 

件A/443)全文如下：

“關於經濟曁社會理事會設立亞洲遠東 

經濟委陳會一•事，

“大會

“建議經濟曁祉會理事會修改經濟曁社 

會理事會關於邀請非自治領土參加委R會工 

作之程序之決定，使委員會能決:定並推進經 

由有闞母國邀請亞洲遠東非自治領土以協商 

委員資格，參加委員會工作，但無表決:權之 

間題，惟委員會於審慎研究申請書後，應促 

進之（根據亞洲遠東非自治領土直接向委員 

會提出之申請書)。”2

我以爲這樣辦法完全改變，但決不違反 

憲章的訓示。

主席：請法蘭西代表發言。

Mr. René MAYER (法蘭西）：一九四七 

年三月，經濟曁舭會理事會第四屆會設立亞 

洲遠柬經濟委員會。3那時理事會訂明其任務 

規定，並決定其組成分子。同日，理事會並 

決定下列問題應由該委員會的全體委員會審 

m—我照念：？委員會之委員資格，包括訂 

立規定，俾爲該地區内任何領土或一羣領土 

負國際關係責任之委員國政府可能隨時提出 

之此項領土或一羣領土得以參與委員會之工 

作〇”

經濟曁趾會理事會通過這一個決定，而 

經濟及財務委員會全體委員會於本年七月在 

成功湖開會。我們剛剛聽到哥命比亞代表所 

作令人注意的陳述，讓我們在此順便對他指 

出他一定在無意中弄錯了，我們等待這個問 

題的解決不可能已有一年之久，因爲全體委 

員會於本年七月開會，而經濟曁祉會理事會 

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卽雨個多月以前，便通過 

關於這個問題的決定。

一九四七年八月五日經濟曁社會理事會 

第茧屆會通過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全體會議 

所提決議案一件。4今天有人要求大會建譏經 

濟曁社會理事會修改這個決議案。

2正楷則爲原案文（A/439)所作之更改，括 

弧內的字樣以排在這些字樣之前的正楷字代替。

3參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第四屆會所通過之 

決議案，決議案三十七（四）第六頁至第七裒。

«參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第五屆會決議案，決 

議案六十九（五），第三頁及第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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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決議案如下：

“任何下列領土，卽北婆羅洲、婆羅乃 

(Brunei)及薩刺芄克、緬甸、錫蘭、印度支那聯 

邦、香港、馬來聯邦及新加坡、荷屬東印度或 

此等領土之一部分或集圑，倘經由對各該領 

土或其中一部分或集圓負國際關係責任之委 

員國向委員會提出入會之巾請，委員會得准 

許其加入爲協商委員。各該領土或其中一部 

伢或集團如自負國際闕係責任，直接向委員 

會提出入會之申請時，委g會亦得准其加入 

爲協商委員。”

一九四七年八月同日，經濟曁砒會理事 

會又通過印度代表圑所提決議案一件，承認 

各關係領土政府、負責處理此等領土國際關 

係之政府與委員會之間有確保合作無間之必 

要，特請委員會委員國將非自治領土入會屮 

請書轉送委員會。1

出席經濟曁社會理事會的法蘭西代表圑 

對這兩件決議案都投贊成罌，該兩決_案其 

中一個規定非自治領土應該怎樣參加；匆一 

個承認要確保此等領土及負責處理此等領土 

的國際關係的政府與擬設的新區域機關合作 

無間的必要。

今天我們要處理蘇聯代表所提修正案， 

我們已經聽到蘇聯代表在大會祓述，他自己 

承認復述，他過去在全體委R會、經濟曁社 

會理事會及第二委員會各次會饑中曾經申述 

的相同論據。

第二委_會曾審議這個問題，並不認爲 

應該通過蘇聯代表圑所提建議。

說到這裏，我要簡單說明爲甚麼我以爲 

第二委眞會是對的，爲甚麼法蘭西代表團請 

大會維持它的決定，不通過上述建議。

像以前的發言人所表現的一樣一我很 

高興報吿出來——我將避免一切政治考慮， 

因爲我確信惟有使各區域經濟會議不受外界 

政治考盧的影響，專心致力於史們所面臨的 

艱趣任務，才能確保這些成立不久的組織得 

到成功。法蘭西代表M很想這些區域經濟會 

議獲得成功，這在經濟曁社會理事會中已經 

證明。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負有重大任務， 

法國政府深願非自治荫土參與其事。這些領 

土將循我就要說到的憲法程序，參與這锺任 

務。

就這些領土的顧望而論，我可以請印度 

代表放心。如在第二委員會昕已指出，無疑

1銮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第五届會所通過之- 
決議案，決議案六十九（五）第四頁。

的，高棉和寮國兩領土都將參加遠東經濟委 

資會，稍後視時勢的發展，印度支那聯盟的 

其他份子也將參加。

但是爲了達到這個目的，需要通過蘇聯 

代表圑所提的修正案嗎?據我看來，這一個修 

正案依提出時的原文是與憲章規定牴觸的。 

我們的同事蘇聯代表已經提出這個修正案， 

我不打算謙謙恭恭地發言，而將信口隨便說 

說，假如我可以用這些字句的話。事實上他 

B經把範圍縮小。而且，他依各國的憲法，不 

依憲章的規定來判斷這件事。

我要囘過來講一講憲章。關於非自治領 

土的第七十三條規定得淸淸楚楚：這些領土 

由負責管理其人民尙未達到自治充分程度的 

領土的會員國管理。

會員國旣然承認以這些領土居民的利益 

爲至高無上的原則，他們一定立意一法國 

政府亦必如此一務使亞洲以及世界其他各 

地受區域經濟會議影響的非自治領土出於自 

己的自由意志，參加區域合作，而且這一種 

參加完全是爲了這些領土的利益，而不是爲 

了剝削他們。但是第十一章明白規定那些國 

家應該管理非自治領土，這至少是說儘管現 

在有人力圖曲解第七十三條，我們必須承認 

這些領土的國際關係是會員國政府職權範圍 

内的事。而且，各位曾經看到經濟曁社會理 

事會討論紀錄或曾經出席那幾次會議的一定 

記得這個觀點已經採納，理事會甚至聽到祕 

書處主管法律.郁的助理祕書長所作關於此事 

的陳述。第二委員會看法相同〇該委員會達 

到十分自然的結論，就是管理非自治領土及 

負扭此等領土國際關係責任的會員國自須成 

爲區域經濟委員會與關係領土之間的橋樑。

至於蘇聯代表昕暗示的國內憲法問題， 

我必須說最近的法蘭西憲法創設了一個聯盟 

和聯盟資政院，聯盟的民選機關現正在設立 

之中，現在我們知道資政院將於十一月底開 

會。法蘭西聯盟憲法不會允許任何其他的行 

動途徑，因爲聯盟成員尚對外關係係由受託 

管理它們的會員國政府處理。關於這一點，憲 

章居先，法蘭西憲法在後，但法轉西憲法完全 

與憲章相符。

關於這個國内憲法規定的問題，還有一 

個補充的論據，就是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規 

定情報的遞送要？在不違背安全及憲法之限 

制下”，而情報的遞送不如一個區域經濟委員 

會與一個非自治領土的現行關係來得重要。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232 大會第=屆會全體會議

'假如第七十三條允許情報的遞送要不違 

背“憲法”，那末遇有非自治領土對外關係這 

樣重要的問題時，管理國家就更有理由可作 

這一種保留。

未了，我要就哥侖比亞代表所提出的修 

正案稍爲說幾句話。假如我瞭獬芷確，他承 

認蘇聯修正案載有據他看來起出憲章範圍的 

規定，他所提的文字上的修改——但修改原 

案並未分發，而宣讀時，我們又不能準確了 

解一一就是想使這個规定較易接受。可是，原 

則依然如故，因爲假如哥侖比亞代表的意思 

我瞭解JE確，則蘇聯修正案會得到一個結果： 

非自治領土參加與否由委員會•决定。我並不 

認爲這樣是與經濟曁社會理事會的决定一致 

的。

事實上，那就是人家正在請各位採取的 

新步驟，那正是根本不同的所在，據法蘭西 

代表看來，那正是與憲章牴觸之點。假如我 

對於哥侖比亞代表的陳述瞭解正確，他所提 

的文字上修改不會影響法蘭西的代表圑認爲 

蘇聯修正案事實上違反規範我們的憲章的那 

幾句。

因此，法蘭西代表圑請大會依從委員會 

的決定，否•决這個’修正案。我們要聲明法蘭 

西政府確B決定法蘭西聯盟的亞洲領土參加 

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法蘭西聯盟承認該委 

員會十分重要，而且相信該委R會對這些領 

土是有益的。但瘙除非我們遵循我們的憲法 

程序，我們永遠不能達到這個丨3的，而上述修 

正案如經通過，會使我們陷於不能照字面實 

行所提建議的地步。

主席：現在請荷蘭代表發言。

Mr.VAN,ROIJEN (荷蘭）：我請求發言， 

以便改正幾點，並答復關於本國的若干言論。 

法蘭西代表剛剛提到經濟曁社會理事會一九 

四七年八月五日通過的決議案。*該決議案提 

到某些領土，曾一一列舉出來，荷屬印度亦 

在其内。該^議案規定任何這些領土或其中 

—1部份或一■羣一經負該領土或其中部汾或 

—羣國際關係責任之會員國向委員會提出入 

會中請，委員會得准其加入爲協商委員。

如法蘭西代表所說，另一個決:議案於同 

日通過。那是印度代表圑所提的決議案，該 

決議案請委員會委員國轉送由其負責處理國 

際關係的非自治領土的中請書。* 1 2

1參閱經濟暨社會现事會第五届會決議案，決 

案議六十九（五）第三裒至第四具。

2词上，第四寅。

荷蘭和其他母國一樣曾贊成這個決議 

案。所以，非自治領土可以採取主動，可以 

提出他們的申請，各母爾E經答應轉送此項 

申請書。荷蘭县答應轉送的母國之一*。

蘇聯代表對於如果印度尼西亜共和國申 

請，荷蘭政府是否會轉送此項中請書曾表示 

有點懷疑。這個懷疑是絕對沒有理由的，疋 

如我們會轉送東印度尼西亞或婆羅洲的申請 

書一樣，我們也會轉送印度尼西逝共和國的 

申請。

所以，印度代表如梁認爲此項申請書必 

須等到關於印度尼西亞合衆國的問題得到最 

後解決才會轉送，那他就鐯了;此項申請書無 

須等待那個問題的解決。

現在我們面前有蘇聯代表團的這個决議 

草案(文件A/439)，該草案會完全改變經濟 

曁瓧會理事會於本年八月五日及第二委員會 

於本年十月十七日通過的決定。當然，沒有 

人可以否認大會有改變經濟曁社會理事會的 

決定以及更明顯的，理事會所屬委員會的决 

定的權力。但是，我認爲惟有這種改變具有 

十分強有力的理由，才應這樣做。在本案中， 

本人並沒有聽人提出這樣的理由。

主席••請美國代表發言。

Mr. STINEBOWER (美利堅合衆國）：爲 

與美國在第二委員會所採的立場一致，我們 

對於蘇聯所提決議案當投反對票。我將簡短 

地說明我們的理由。

亞洲及遠東非自治領土參加亞洲遠東經 

濟委員會工作的問題在經濟曁社會理事會第 

五屆會之前及第五届會期中都已成爲長久辯 

論的課題。先前兩位發言人指出理事會的决 

定是多次小心審議這~個最困難的問題的產 

物。理事會的決定與討論的結果載在已經提 

請注意的理事會決議案六十九（五)。

這個決議案規定任何這種領土經負担該 

領士國際關係責任的會員國向委員會提出中 

請書，得准予加入遠東經濟委R會爲協商委 

員。同一決議案也巳指出，務請母國政府將 

此項中請書送交委員會。

美國認爲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所訂的辦法 

大家應該完全滿意。據我們看來，蘇聯代表 

圑所提的決議案是想推翻現行法律及憲法的 

成規。該決議案請大會核准與非自治傾土公 

文來往的不正常程序。有人B經企圖把情感 

和政治上的考慮滲入我們認爲純爲法律和程 

序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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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前的簡單問題弄成這樣刺纏不 

淸，美國覺得可惜。我們十分相信各母國必 

將依照經濟曁社會理事會的請求，將所_非 

自治荫土的申請書轉送委員會。然而，如果 

眞有如印度代表似乎疑懼的任何特殊困難情 

形發生，那末這個技術性的經濟委R會絕對 

不是解決這種或這樣重大的政治間題的場 

所。

美國代表®相信大會與我們的看法相 

同，就是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所定處理此事的 

辦法是令人滿意的，也相信大會爲了這個理 

由以及法律上和憲法上的影響，必否決該决 

議案。

主席••請南斯拉夫代表發言。

Mr. KOSANOVIC (南斯拉夫）：這個決： 

議案需要在這個階段從新提出是一件撼事。 

這個決議案曾提出第二委員會，如果不是如 

蘇聯代表所說爲分散的累數所否決，已由報 

吿員與其他決議案一起提出來了。表決結果 

是贊成者十三W，反對者十九鹄，棄權者十 

四，缺席代表十一人，這是最可笑的結梁。

我們深信這麽多的R表態度猶豫就是這 

個問題提出大會全體會饑的充分理由。然而， 

南斯拉夫代表團認爲引據該決:議案的内容更 

加重要。

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已經通過把亞洲遠東 

非自治餌土列爲世界該區經濟委員會的協商 

委員。沒有一個政府在原則上反對列入非自 

治領土。但是那不是空空洞洞通過一個原則 

便可了事。重要的是表達原則要用足以使其 

充分實施，不受阻礙的文字。

然而，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決議案要求委 

員會祗考慮經現在自認爲負管理關係領土責 

任的政府、卽所謂母國，轉送的協商委員申請 

睿。

我們認爲這種程序對亞洲遠東本民加以 

不當的限制，亞洲遠東人民已經充分表示他 

們有能力自己辦理責任遠較提送申請書爲大 

的工作。

據我們看來，我所提到的程序是某些國 

家盡量減少遛洲遠東各民族政治、經濟和社 

會發展成果的~貫勾當的表現，亞洲遠東各 

民族現在仍無權以獨立國的地位行事。如果 

十九世紀的殖民制度眞的到了末路——暇如 

某些殖民國家所作類似聲明是確實當眞的話 

——那末它們爲什麼覺得接受蘇聯代表M所 

提的程序這樣困難呢^

暇如他們覺得甚至在這種情形之下也難 

於放棄他們的固執的態度，這除了解釋爲堅 

決决定不放棄半點庀們在建立殖民帝國時期 

以刀鎗刼掠而得的特權之外，我們還能怎樣 

解釋呢？有人吿訴我們上述程序違反現行的 

法律地位。我們聽到美國代表這樣說，也聽 

到法國代表道樣說。我們可以接受眞是如此。 

但是法律地位並不是一成不變放之莴世而皆 

準的教條。我們怎樣還有其他的可能在一個 

主權國家領土内的紐約市開會呢？我認爲採 

取這種態度是很有辔的。採取下而的態度當 

然十分容易：我制訂规則，該规刖給我某種 

權利，你請我放棄其中之一，我說這是規則 

禁止的。這樣兜醜惡的圈子，正與我們在有 

外國軍隊的那些國家所看到的相同。例如希 

臘。希臘政權請派外國軍隊，外國軍隊支持 

該政權，該政權延長外國佔領。所以我們陷 

入錯誤循環的圈子之中。

這是大槪的情形。可是，某些實例甚至 

更爲動人。有一個現在被稱爲非自治領土的 

國家，就是印度尼西亞。好幾分鐘以前，荷 

蘭代表解釋說荷蘭政府根據與印度尼西亞共 

和國政府所訂的協定，有權在國際事務方面 

代表印度尼西亞，我們無權干涉它們的相互 

關係，因爲那是荷蘭政府國内管轄事項。

我們現在在這裏聽到這種論辯，不禁大 

吃一驚。首先，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地方都知 

道荷蘭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目前關係是打 

仗的關係，這個仗正在印度尼西亞進行，而 

荷蘭軍隊疋在極力征服印度尼西亞人民。我 

以爲把這種情形叫做政府間的法定關係搔不 

妥當的。

第二，荷蘭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間的 

關係不是國内管轉事項。大家都知道聯合國 

關.懷這兩個國家的關係爲時很久。旣然如此， 

我們當眞希望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請求荷 

蘭政府把它的協商委員申請書轉送亞洲遠東 

經濟委員會嗎？無論怎樣，實際的結果，一定 

是印度尼西亜仍然被擯於亞洲遠東經濟委員 

會之外。 '

越南共和爾已陷於類似的境地。這裏，我 

們又有一個政府根據已經血漬淋漓的協定要 

求它的權利。在法蘭西於越南置有搶礮、坦 

克、槍決隊爲其後盾的情形之卞，我們大家都 

很難——在我聽到法蘭西代表發言之前，我 

以爲法國也很難——希望越南政府承認法蘭 

菰在國際關係方面代表越南的權利。

我選出這兩個特別的例子來說明我們所 

遭遇的閊題。這個問題是儎管有些殖民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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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顧歷史的演進，竭力維持它們的殖民特權 

毫不退讓，亞洲遠東的切民族有參加極其 

重要的委R會工作的權利問題。

有些政府E經拒絕它們的殖民地加入委 

員會爲協商委員的請求，我們根據上述理由， 

認爲這個事實是不相干的，毫無意義的。

因此，南斯拉夫代表圑對於蘇聯所提的 

決議案將投贊成罌。

主席：在我的發言名單上有兩位發言人： 

蘇聯代表和聯合王國代表。我建議我們在聽 

了這兩位代表發言之後，結束辯諭，舉行表 

決。有人反對嗎？

我知道還有兩位代表想發言。在我們聽 

了遺四位發言人發晉之後,我們進行表決。旣 

然沒有人反對，這個程序就算通適。

現在請蘇維埃紙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 

發言。

Mr. ARUTIUNIA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首先，我們要評論哥侖比亞代表 

所說的話，他認爲他的言論是蘇聯代表圑提 

案的修正案。我們以爲哥侖比亞代表修正案 

(文件A/443)在實體上保留了蘇聯代表圑所 

反對而提議從新考廬的規定。

在實醴上，哥侖比亞提案對於邀請非自 

治領土參加委員會工作與否須視殖民國家是 

否同意爲轉移的決定，依然聽其有效。

我們的決議案(文件A/439)正是立意推 

進邀請亞洲遠東一切民族參加亞洲遠東經濟 

委員會工作的主張，包括如果保留經濟曁社 

會理事會多數核定的制度，則爲了各種理由， 

不能被邀參加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工作的那 

些民族。

好幾位代表已經指出，在目前情形之下，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及越南的人民，不會被邀 

參與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的工作。可是，沒 

有它們參加便難望委員會能夠順利完成它的 

工作。委員會負有協助亞洲遠東戰炎區域復 

興的使命。印度尼西亞及越南所受的戰炎損 

失相當大，甚至現在還在受殖民國家侵略政 

策的荼毒。

因此，我們認爲哥侖比亞修正案未改變 

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所通過而我們建議苒考慮 

的決議案的實體。所以，蘇聯代表圑不能接 

受哥侖比亞代表圑的修茈案。

我現在着手檢討反對我們提案的人所提 

的議論。

法國、美國等國代表說我們的決議案在 

法律上不能接受，且與聯合國憲章牴觸。他

們說這話時特別舉出憲章第七十三條。同時 

他們指出蘇聯代表團的提案勢將干涉殖民地 

的內政。事實不是如此，我將試爲各位證 

明。

在我第一*次的發言裏，我說非自治領土 

人民應該依照它們自己的程序，自行決定它 

們是否願意與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合作。這 

樣，非自治領土人民便須有所决定，而且應 

該依照他們自己的方式而作決定。因此，不 

能說我們的提案勢將干涉殖民地的内政。反 

對我們的人所作的這個議論是毫無理由的。

現在讓我來考慮我們的提案是否與聯合 

國憲章牴觸的問題。

假如我們一査法蘭西代表促請我們注意 

的第七十三條，我們便可看出該條的規定眞 

正證明蘇聯提案是對的。該條(a)款說必須 

“按各領土及其人民特殊之環境及其進化之 

階段，發展自治；對各該人民之政治願望予 

以適當之注意；並助其自由政治制度之逐漸 

發展。”

我們的提案說應該使殖民地人民能夠依 

照他們自己的程序，決定是否參與亞洲遠東 

經濟委員會的工作，這個提案與憲章該條的 

規定完全相符。這個提案將促進殖民地人民 

的自治，協助他們逐漸發展，而不致干涉他們 

的杓政。

憲章第七十三條被人以奇怪的方式運 

用；該條在殖民國家代表的手中彈性太大。我 

們知道當我們討論禁止販賣婦孺公約適用於 

非自治領土時，當大會決定各殖民國家將這 

一個公約適用於這些領土時，這爸國家的代 

表在這個講壇發言反對道種決定。他們援引 

聯合國憲章，聲言殖民國家不能採取這一種 

行動，因爲那會破壤他們正在他們的殖民地 

促進的自治原則。現在愔形似乎恰好相反。關 

於殖民地人民參加經濟委真會一事，當我們 

想使這些人民依照他們的本地.制度與該委員 

會建立直接關係時，又對我們拿出憲章的招 

牌，說依照憲章不能這樣做。

這種情形的眞正理由可以從下面的事實 

找出；每當大會企圖以任何方法促進非自治 

領士人民自治的發展，設法影響它們的經濟、 

文化及瓧會發展，卽促進它們的進歩時，各殖 

民國家便一再設法使聯合國改變這個企圖。 

雖然爲了殖民地人民的利益，需要與亞洲遠 

東經濟委員會合作，一唯有邀請所有亞洲 

遠東殖民地人民參與該委員會的工作，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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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合作才能成功，但它們不惜一切，想保存遇 

去以刀槍得來的殖民特權。

我還要指出我們當然明瞭非自治領土人 

民不能以憲章給與聯合國會R國的相同地位 

參加經濟委員會工作。那正是我們所以區分 

委員會正式委員和協商委員的緣故，前者爲 

聯合國會員國，後者在委員會無表決:權，但將 

請其參加討論並徵詢其意見，以便確實査明 

它們的看法與需要，而採取適當的決:兔。

故在這方面也沒有違反聯合國憲章。

若非所有亞洲遠東國家都參加，我們很 

難想出經濟委員會怎樣能夠順利完成它的工 

作。在目前情形之下，亞洲遠東某些民族不 

會被邀參加該委真會工作。我們的任務逐糾 

疋這一種情形。镡就是蘇聯提案的目標。

我們深信凡誠心希望依照聯合國憲章， 

及殖民地人K的政治願望，而發展殖民地人 

民的自治的代表圑，都將投M贊成蘇聯提案， 

以便使亞洲遠東的一切民族都能參與亞洲遠 

東經濟委員會的工作。

主席：請聯合王國代表發言。

Mr. DAVIS (聯合王國）：我將簡短發 

言，因爲這件事在第二委員會討論得根久很 

詳細。這件事的討論並非沒有多少偏見以散 

播對於殖民國家的意見，這種意見並非所有 

有代表在座的代表圑都贊同的。

蘇聯代表又在提出他曾在本組織四個分 

立的機關提出的意見。這件事曾在亞洲遠東 

經濟委員會全醴委_會充分討論；又在經濟 

曁社會理事會經濟委員會再加討論，然後在 

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本身，最後在大會經濟及 

財政委員會討論。本晚蘇聯代表祓述了他在 

上述場合屮所用的論據。他又在向我們表明 

他不十分明白殖民國家與非自治領土之間缉 

存的關係。

本晚蘇聯代表暗示殖民國家對於非自治 

領土在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的委員資格一 

事，並不考慮非自治瓯土的眞正利益。我要 

指明就本國而言，所有有關颃土都已經由聯 

合王國申請加入這個委員會爲委_這個事實 

表明我們對於我們殖民地的利益a充分注 

意，計慮及之。香港、馬來亞和餳蘭已經向亞 

洲遠東經濟委員會申請爲正式委員。各該地 

的申請書已經依照正常的憲法程序，由倫敦 

的聯合王國政府轉送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

蘇聯代表說聯合王國政府並不關懷英國 

殖民地的利益。但是，不僅上述的例子，而 

且聯合王國殖民地的發展和政治進化的盤個

史實都足以證明它們的利益居先；並未被忽 

視。

然而，我們當前的主要問題不是殖民國 

家與非自治領土之間的關係問題，而昼這是 

否是憲法程序，是否可以依循蘇聯代表圑所 

建議的程序的問題。這個程序已經在我曾經 

提到的幾個機關裏而否決，因爲它是違憲的， 

與國際法不符。這完全不搔同意或不同意殖 

民制度的問題。這個問題將在大會本屆會其 

他場合討論。

這個問題純粹是憲法問題。就殖民國家 

及其非自治領土而論，蘇聯代表圑所建議的 

程序完全是違憲的。

這個問題純粹昼究覚非自治領土應該直 

接申請參加一個國際機關，還昆應該經由母 

國政府轉請參加。毫無疑間的,在憲法上說， 

正確的程序是此項申請應由母國承轉。這個 

程序與憲法相符，是聯合王國政府在審議這 

個問題時的一貫主張。這是經我提到的幾個 

機關連續支持的主張。

不用說，我們已經表明我們把殖民地加 

入經濟委員會的申請書轉送該委員會，就已 

依了殖民地在這方面的願望。

因此，我耍說聯合王國代表團必須反對 

蘇聯修正案，因爲該修.正案不在大不列顚國 

協憲法程序之内，而且違反國際法。

蘇聯代表圑正向我們建議實際上我們應 

該修改大不列顚國協的憲法程序，以便這件 

事可以其他方法處理而不以經濟暨社會理事 

會已經通過的依照嚴格的憲法，序的方法處 

理〇

至於哥侖比亞修正案，卽使我們承認這 

裏的確有問題須待解決，我們不能明白該決 

議案何以有此必要或者怎樣能夠幫助我們解 

決這個卯題。決定是否邀請決議案所載國家 

參加這個委員會一事，依照已經通過的決:議 

案所規定的辦法，交由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斟 

酌辦理，遠較把選擇的責任賦予委員會爲妥。 

後者就是哥侖比亞修正案所定的辦法。實際 

上，該修正案會使委員會本身走上辯論究竟 

這個國家或那個國家應否邀請的道路，終至 

在委員會裏可能發生政治與程序的討論，而 

使委員會分心，不能注重它必須做的重要工 

作，卽與它有關各地區的復興與發展。

因此，我們認爲雖然我們感佩提出哥侖 

比亞修疋案的精神，但該修正案對於這個問 

題的解決不會有什麼貢獻。所以聯合王國代 

表圑當反對該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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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議本大會應該否決蘇聯修正案和哥 

侖比亞修正案，而接受第Ü委員會提出的•决 

議案，該決議案在第二委員會是經過相當的 

辯論及提出各種諭據以後通過的，這些論據 

沒有一個爲本晚這次食議裏提出的論據所駁 

倒。

主席：請巴基斯坦代表發言。

Mr. PIRZADA(巴基斯坦）：我很抱歉地 

說我不贊同殖民國家關於這個問題的意見。 

因此，本代表圑贊成蘇聯決:議案。

非自治領土必須參加經濟委員會工作是 

毫無疑問，意見不會分歧的事實Î其所以如 

此是因爲這個經濟委員會的主要目的與職務 

疋是發展亞洲遠東非自治領土。卽使殖民國 

家，我不相信會反對它們加入這個委員會爲 

協商委員。若干殖民國家說由他們負責的非 

自治領士的申請書已經轉送或行將轉送，這 

就已表明它們同意非自治領土參加。

主要問題似乎紙是一個程序的問題。殖 

民國家似乎拘泥形式。它們不想以任何方法 

放鬆它們的控制，這或者是因爲恐怕造成先 

例，喪‘失它們依據關於管理這些地區的協定 

所享憲章第七十三條之下的權力。我相信使 

它們斷然甚至反對這種微4、的讓步的原因s 

就是這個顧慮將來的心理s這個微小的讓步 

可爲對非自治領土親善的表示，而向它們證 

明殖民國家眞正關懷這些領土在經濟方面的 

進展。

就憲法上的反對而論，我以爲那多少是 

一個紀律的問題而不是一個憲法或法律的問 

題。他們所提出的問題搔—個紀律的問題:究 

竟應否允許一個在他們保護之下而由他們照 

料管理的領土直接與一個國際機關接洽，一 

起談判。這似乎是問題的癥結；假如殖民國 

家同意這些領土應該參加委員會工作，我不 

以爲他們應該提出這些口實，這些反對，而從 

中阻撓，使人產生它們想反對這些國家的自 

由的印象。

這裏完全不牽涉到政治問題。這些國家 

的參加不會給予它們任何政治自由的韋思， 

但是允許它們直接參加會成爲殖民國家方面 

的良好表現。

就憲法或法律方面來說，我不同意第二 

條一如哥侖比亞代表所已提到的一或第 

七十三條有任何阻止蘇聯代表提議的決:議案 

的地方。首先，第二條是關於在本質上屬於一 

個國家國内管轄的事件。這些非自治領土不 

幸現在恰巧由其他國家管理；但是它們是國

家則沒有什麽不同。因此，殖民國家方面對於 

關於這些領土的問題而在它們作爲國家的國 

内管轄範圍之内的，不能說是國內管轄問題。

一個殖民國家與一個正由殖民國家管理 

的國家之間所起的問題當然不是第二條所規 

定的國内管轄的問題。

就第七十三條而論，我完全不知道該條 

怎樣會阻礙蘇聯代表提出的決議案。蘇聯代 

表曾經援引第七十三條（丑)款，但我寧廐援 

引第七十三條(子)款，該款把促進非自治領 

土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教育的進展的直接責 

任賦予管理國家。經濟進展必然是經濟曁祉 

會理事會指派的這個委員會所策劃的。無疑 

的，這個委員會的設立，是爲了亞洲及東南亞 

非自治領土的經濟和社會進展。

因此，殖民國家的代表反對准許非自治 

領土自行申請直接參加委員會工作，我以爲 

沒有理由，因爲這決不會影響殖民國家在政 

治上對這些領土的控制。

爲了這些理由，以及因爲並不是准許這 

些領土加入爲正式委員8而僅僅是加入爲協 

商委員s m表現沱們眞疋的精神和合作，我看 

不盅蘇聯決議案有什麽可a反對的地方。

主席？請荷蘭代表發言。

Mr. VAN ROIJEN (荷蘭）：我又請求發 

言，必須向主席及各位代表道歉。但是爲了 

—個簡單的理由，我非插言不可，這就是南 

斯拉夫代表引我的話引錯了。事實上，南斯 

拉夫代表所說我說的話恰恰與我確實說過的 

話相反。我幾乎以爲他不是在徵引我實際說 

過的話，而是在徵引他認爲我或可宣佈的話。 

如果我請南斯拉夫代表及其他代表一查明天 

印發的會議速記報吿，或者就夠了。

然而，我要把剛才所作陳述中的南句話 

洱說一遍。首先我說，“正如我們會轉送東印 

度或婆羅洲的申請書一樣，我們也會轉送印 

度尼西.亞共和國的申請。”

我要祓述的第二句如下：i‘所以，印度代 

表如架認爲此項申請書必須等到關於印度尼 

西亞合衆國的問題得到最後解決才會轉送， 

那他就錯了；此項申請箐無須等待那個問題 

的解決

主席••關於這個項目的辯諭現在結束，我 

們進行表決。

我們必須表決載有蘇聯決議案的文件 

A/439及載有哥侖比亞代表所提對該決議案 

的修正案的文件A/443。我們先表決哥侖比 

亞所提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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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修正是在原決議案第四行所載 

“決定”字樣之後加“及”字樣。

此項修正以二十五票對三禀否決：，棄權 

者二 i。

主席：第二項修正是在原決議案“邀請” 

之先加“經由關係母國”字樣。

此項修正以二十八票對三票否決：，棄權 

者十九。

主席：第三項修正是在原建議案倒數第 

二行根據”字樣之後加下列一句：“委員 

會於審愼硏究申請書之後應促進之，”删“亞 

洲遠東非自治領土直楼向委員會提出之申請 

書”一句。

此項修正以二十七票對三禀否決，棄權 

者十六。

主席••我現在把文件A/439所載蘇聯 

決議案付表決。

Mr. PANNIKAR(印度）：我請求唱名表

決：

當經舉行唱名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者；阿富汗、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 

注義共和國、捷克斯拉夫、海地、印度、黎巴 

嫩，賴it瑞亞Æ基銜坦、波蘭t敍利亞、鳥竞 

■蘇_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翱國聯邦t南斯揸夫。

反對者《°阿根廷、澳大利遛、比利時s狭 

激鍵is、a西、撺拿大、智利、丹麥、多明尼加 

共象賴,法蘭西、希臘、冰島、盧森堡、菏蘭、紐 

西蘭、尼加拉瓜、那威'、瑞典、土耳其、南非聯 

邦、聯合王國、美國、烏拉圭。

棄權者：中國、哥侖比亞、古巴、厄瓜多、 

埃及、薩爾芄多、阿比西尼亞、瓜地馬拉、伊 

朗、伊拉克、墨西哥、巴拿馬、祕魯、菲律賓、沙 

烏地阿拉伯、委内瑞拉、葉門。

缺席者：哥斯大黎加、洪都拉斯、巴拉 

圭、暹羅。

該決議案以二十三票對十三票否決，棄 

權者十七0

Mr. Aranha (b*西）復就主席位。

五一.義大利及奥地利申請加入國際民 

用航空組織：第二委員會報吿書 

(文件 A/434)

主席：請第二委員會報吿員報吿。

Mr.HANC (捷克斯拉夫）：第二委員會 

報吿書(文件A/434)提到義大利及奥地利加 

入國際民甩航空組織的申請寄。 1

1指英文本〇

該報吿窨第二節扼要敍述第二委員會討 

論這個問題的情形。第三節載有兩個單獨的 

決議案，一個關於義大利，第二個關於奥地 

利。這兩決議案經第二委員會通過，現在送 

請大會採取行動。

承主席准許，我現在宣讀這兩個決議案 

中的第一個决議案。

“大會

“茲經審議國際民用航空組織依照聯合 

國與該組織所訂協定第二條之規定，轉送大 

會之義大利加入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申請書；

“議決:通知國際馬用航空組織，大會對 

於義大利申請加入該組織一事並不反對。”

主席••旣沒有人反對這個決議案，我認 

爲通過。

該決議案通過。

Mr. HANC (捷克斯拉夫)：我現在宣讀 

關於奥地利申請書的第二個決議案。

大會

“茲經審議國際民用航空組織依照聯合 

國與該組織所訂協定第二條之規定，轉送大 

會之奥地利加入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申請書；

“議'决通知國際民用航空組織s大會對 

於奥地利申請那入該組織一事，並不反對。”

主席：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 

表發言〇

Mrf ARUTIUNIAN (蘇維埃瓧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 

團認爲奥地利申請加入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爲. 

時過早。現在還沒有准許奥地利加入這個組 

織的理由。

我們從第二委員會報吿書内可以看到， 

聯合王國代表在該委R會說過，爲國際空航 

安全起見，奥地利的申請應予核准。美國代 

表吿訴委員會說，奥地利在民用航空方面接 

受國際安全標準，對一切國家都屬有利。

如果奥地利能夠在物質上和政治上保證 

做到民用航空方而的國際安全標準，上述考 

慮頗足m視。可是；事實是奥地利不能做到 

這點。

奥地利沒有航空。奥地利對於自己的領 

空並不行使控制權。在目前情形之下，飛入 

奥地利領空及使用奥地利飛機場的權力是屬 

於盟國管制當局的。奥地利飛機場和領空的 

管制由四盟國辦理。所以，奥地利琿不能茌 

實際上保證履行國際民用航空組織會員所負 

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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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奥地利在民用航空方面的國際義 

務不能強制執行，因爲對該國領空及飛機場 

行使控制權的不是奥地利而是盟國。

聯合王國代表在第二委員會也說不是所 

有四個佔領國家都反對奥地利中請加入國際 

民用航空組織。聯合王國代表听提出的這個 

論調與下面的事實不符：四國包括聯合王國 

在內，已經同意在對奥和約中解決:奥地利的 

國際民用航空問題。

國際民用航空問題是奥地利和平條約中 

經濟一節的基本問題之一，這個條約正由蘇 

聯、美國、聯合王國，法蘭西四國外交部長會 

議擬訂。道個問題在關於重建獨立民主的奥 

地利的條約草案第六章? 一般經濟關係”第四 

十九條中已定有處置辦法。

於是，負責管制奥地利的四國已經同意 

莊正在起草的條約屮規定解決該國國際民用 

航空問題的辦法。奥地利不能也不應該自行 

解決或與某一盟國總司令協議解決這些問 

題。

民用航空問題是影響一個國家國防利益 

的重要問題之一。這使我們在審議奥地利在

民用航空方面的國際責任一事時尤其要小心 

謹愼，不可在奥地利和平條約締結之前預斷 

這件事，因爲該條約將規定這件事的管理辦 

法。

從第二委員會報吿書中可以看到法國代 

表曾說對核准奥地利加入民用航空組織的申 

請窨所提出的反對是屬於技術性的，不是政 

治性的。從上面所說可以知道這一陳述並不 

眞正與事實相符。蘇聯代表圑所提出的反對 

不僅是技術性的，而且是政治性的。

由於上述的一切理由，蘇聯代表圑認爲 

准許奥地利加入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爲時過 

早。蘇聯代表圑反對現在准許奥地利加入國 

際民用航空組織爲會員。

我們提議否決第二委員會多數通過的決: 

議案，因該決議案理由不足，且違反關於奥地 

利的四國協定。

主席：現在是午後十一時二十分。我向 

大會提議現在延會，明天早屬再開。議程照 

舊。我們將繼續舉行今晚我們賸下來的討 

論。

(午後十一時二十分散會）

V.第一〇四次全體會議 

—九四七年t一月一日星期六午前十一時在紐約佛拉星草場大會堂舉行 

主席：Mr. O. ARANHA (巴西）

五二.繼續討論義大利及奧地利申請加 

入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主席.請聯合王國代表發言。

Mr. DAVIES (聯合王國）：昨晩延會時 

我們正茌討論奥地利中請加入國際民用航空 

組織事。在委員會屮，蘇聯代表圑反對目前 

正由大會處理的奥地利的中請。聯合王國則 

—向贊助並將繼續贊助奥地利的申請，理由 

如下：

昨天蘇聯代表說奧地利沒有民航事業， 

這話固然說得很對，但是有許多飛機飛越奥 

國上空，使用奥國境內飛機場。目前英國與 

羅馬及維也納之間有許多來往的航線，這些 

航線經過的領、土沒有義務採用國際民航組織 

制定的國際航行標準。値茲空中飛行意外事 

故頻仍之際，不論地而管制的性質情形如何， 

這锺國際公約若能適用，一定有利於飛越任 

何領土的所有飛行人員。

雖則各國飛機飛越奥國領土而奥國本國 

並無民用航空事業，但是這些公約的強制適 

用祇是奥國本國的負担。這祇是奥國政府担 

承義務，奥國•决定申請加入民用航空組織，決 

不會在任何方面妨礙目前駐在奥國四區的盟 

軍管制委員會執行職務。因此聯合王國認爲 

此事並不牽涉政治問題。事實上，據說盟軍 

管制委員會已經邀請奥國政府擬具計劃，在 

不妨礙最後政治決定的條件下，創辦民用航 

空事業。若奥國政府就民用航空事業達成最 

後決議，而奥國並不是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的 

會員國，那末在適用必要的國際公約時，一定 

有相當困難。

蘇聯代表建議奧國最好待奥地利和約擬 

就通過，並批准後再加入國際民航組織；我 

想向蘇聯代表指出，他的建議事實上等於說 

奥國必須等到一九四九年五月才可以成爲本 

協定的當事國。因爲加入該組織的中請書必 

須經過聯合國大會核准，因此非等到明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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