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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所擔任工作的重要性與責任往往都不及 G-5 等級

的職員 ， 而後者升遷時則是升到 P-2 而不是升到 P- 1

等級。捷克代表圈相信大會將在本次屆會採取斜正行

動。

二六． 他歡迎定期職員比例數字現在已經逹到百

分之二十式·四 ，及過去一年來所給永久合同較少的事
實，然而這種趨勢仍須進一步加以鼓勵。現時定期與

永久合同的比例仍然是改善地域分配以及加強本組織

工作的一個障礙。目前百分之七十五的所有職位事宜

上都不能再鼴新分配，因爲它們都爲恋業職員所佔有，

他們主要都是來自西方園家。如果東歐國家要佔有他

們所應有的百分之二十的職位， 就必須將定期合同的

比例至少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五。甚至也許需要更高的

比例，因爲從文件 A/C.5/938 就可以明白瑨出有些國

家寧願秘書處所微聘的追些國家的國民 ， 大多數或者

全體都拿定期合同。

二七．捷克相信永久合同在原則上是不合理想

的。舉例說，職員在二十五歲受聘，把他們一生餘下

來的工作年齡都用於本組穢工作，這是一個錯誤。因

爲他們勢將與本國背景脫節 ， 就不能說他們反映本國

的思想，或者本組織成員及職掌上的各種改變。目前

嘲合國在經濟發展方面的活動日盎加強，而且不久就

要舉行世界貿易發展會諮，除非經濟及社會事務郡的

職員，特別是高級職員的地域分配大大改善，它就不

能切貲履行共職資。該郡的職員並不反映他所說外面

世界上三大國家集圍的或是不同經濟制度的眞正正要

性；可是這祗悄形並不能使其改搓，因爲所有有瀨職

貝都持有永久合同。雖然也許需要最少數的專業職員

來確保連潁性， 但是目前緹濟及肚會事務部這種職員

的比例是太高了。定期合同的比例必須增加，永久合

同的發給必須停止或者減至最少限度。

午技四時三十五分歆令

第九五二次會議

-允*.:::.年十一月.:::.十日 呈翔.:::.午掞三時.:::.十分紐約

主 席： Mr. Jan Paul BANNIER （荷蘭）

主庠佉席，副主席 Mr. Morris （積比瑞亞）代行

主启職務。

鏡程項目七十

人事問題（續前） ：

(a) 秘書處職員地域分配問題：移書長報

告書(A/5270, A/ C.5/ 933 and Corr.1, 

A/ C.5/ L.727 and Add.I and Corr.I) 

（續前） ；

(b) 定期任用職員所佔比例問題(A/C.5/

938）（續前 ）

－ ． 曹先生（中國）慶賀代理秘也長關於秘祖盧
職員地域分配的兩個報告舌(A/5270, A/C.5/933 and 

Corr . I ) 。

二 ． 秘書長在文件 A/5270 第六十九段內提出了

改善 目前情況的七個提識。關於第一個提瞄， 就是說

應該充分顧到力求地域普及一點， 中國代表團願意強

調地域分配不應該篠僅根據地域觀點來增， 也應該顧

到會籍，因爲聯合國畢竟是由會員國而不是由會員匾

域組成的。舉例說，就亞洲及遠東而首，以區域爲基

礎的地域分配固有改善，但是中國籍的職員人數並未

比照增加；就 G-5 及以上各級職位而言，中國職員人

數遠在適宜額距之下，而同一區域的共他團家大多數

卻已緹超過了它們的適宜額距，有些迢超過了百分之

二百。

三．爲了迢些理由，中圍代表團熱忱贊助秘書長

的第二個提議，就是說，公允地域分配應該顧到會籍、

會費及會員國人口。不幸過去這些良好的楔準宜際上

都沒有引用。作爲亞洲最大的國家以及聯合國的創始

會員國，中國在緣納本組鏃會費最多的國家中名列第

五位；可是同一區域的一個國家，所出會費還不到中

國的一半， 而反倒有更多的國民在秘書處任職。

四．第三個提議說所有各等級的一般事務人員都

應屬於地域分配範圍以外， 第四個提議說派往各特派

郾工作的職員仍應列入地域數字之內，這兩個提議，

中國代表園都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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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第五個提譏說，就技術協助局、特設莘金會及

兒童苯金會的職員而言，應該用志願捐款來做願準，

脷於這一點，中國代表园想要指出，志願捐款的數目
可能變動，但是志願方案的管理及運用則需要一批穏

定的職員。實際上特別方案與從經常預算內開支經費

的方案很少分別。還有一點，志願方案大半涉及發展

中的國家，因此其職員務應熟習這些國家的需要及問

題；在此方面，發展中國家的職員也許比捐款國家的

職貝遐更有用。

六．第六個提議說不能要求秘書長對於各級專門

職位都用算須來稱是，不過中國代表園覺得一種加權

的制度也許可以笞助躓現眞正公尤的地域分配； P一 I

職位與 D-1 職位在責任和執酬上畢竟有很大的差別。

爲了這些理由，中國代表園認爲极食農業組織所採用

的加權制度不無優點，希望委員會認眞考慮這個間

題。

七．最後一個提議說｀＇在對某一區域內個別噩家

適用時或者不免要有相當的伸縮性＂，這是中國代表團

最感關切的一個提議。過於脊震一個區域，而犧牲其

中的個別國家，鶚必與第二個提瞄甑突，因爲第二個

提議強調了用以決定適宜額距的谷種因索之董要性。

而且｀＇伸縮性＂一詞也需要相當解釋，因爲它可以表示

以第二個提議所說各稚因素爲根據的一種伸縮性，也

可以表示中圀在和亞洲比較時受到一種特別待遇的任

意伸縮性。魏然中國職員人數仍然低於適宜額距，可

是夫年卻沒有一個中國人被派擔任專門職位，然而該

期間的任命案倒有一百六十六宗之多。這種事態多年

來就是如此，如果秘書處表明怎樣可以加以改正，中

國代表國就很感謝。人事問頲是複雜的，但是就效率、

才幹及忠誠的憲章要求而首，中國人是不下於任何人

的。

八． Mr. KRAFT （丹麥）讚揚秘書長關於秘書處

職員地域分配的詳盡客觀報告宙，並且希望第五委員

會採納他的建職。他也歡迎澳大利亞代表（第九五O

次會職）及加拿大代表（第九五一次會蹣）所作的陳述，

共觀點在許多方面都和他本國政府相合。

九．丹麥代表團認爲職員任命的分配應該參照近

年來許多新會員國入會所引起的黯要變化來加以調

整，但是一定要經過相當時間，纔能在本組熾裏正確

反映這些變化。

-o. 職位之公尤分配雖然必須充分注意，但是

秘書處的效率也不可加以妨害。道種效率一部分要靠

職員的心情，因此大家務須使職員們對他們的工作表

示滿意，與他們的前途具有相當信心。由此可見，任

職的安全乃是確保秘魯處職員獨立及效率的一個軍要

因素。閽於定期職員比例定爲百分之二十五一層，固

然可以同意， 可是是否宜於再行提高，卻有疑問。

－－．丹麥代表固竪決反對將秘苫處職位分配於

三個號稱＇＇肚會主義'\ "中立主義＂及｀｀査本主義＂國家

集團的提瞄；它不瞭解迢種辦法如何能移希望在會員

國之間建立信心，因爲這個辯法反映一種莘於強權政

治的哲學，違反了憲章稍胂。無論如何，將世界這棫
劃分是不現實的，因爲世界是在經常燮化之中。丹麥

代表團充分贊助溴大利亞代表對此問題之覿點。

一二．丹麥代表園探信委員會可以有信心地臏秘

書長依照他在報告宙內所說的網領繼繽工作。事情已

在朝沿正碓方面發展而委員會贅助秘害長獲得進一步

進展的最好方法就是一致支持他所能接受的一項決

議。

一三． Mr. KOUTOBLENA（多哥）說，如果本組

織要成爲國際合作的一個有效工具，那麼所有聯合國

槻描都必須做到會員國的公允地域分配。從數目上和

軍要性上將職位公允分配，可以在聯合國會員國和各

執行槻檔之間造成互信和互諒的氣氛。多哥代表團從

秘徂長報告杏 (A/5270) 沮到他承認各代表圈極共軍

睍此問題的情形，不勝愉快，並且對他設法將公允地

域分配理想變爲現質的不倦努力，表示感謝。

一四．秘書長正確地聵大家注意規定職員微聘標

準的憲章第一百零一條第三項。多哥代表園溧知只聰

用品質最窩職員的必要，但也深信具有｀效率、才幹和

忠誠＂的人員在各國內都可以找到。因此這種標準絕

不應該用來偏袒若干國家，而犧牲其他國家；固然地

域分配永遠不應成爲純粹算術的計算，但是秘書盧的

高級職員卻也特別應該由所有會員國公尤分配。這就

是說，最近入會國家的國民也應該迅速取得秘書盧的

負査職位。多哥代表團希望秘齿長在尋求適當人才時，

計及非洲國家的特殊環境。

一五． Mr. STOIANA （羅馬尼亞）指出，如果聯

合國要成爲一個能生存的組織，那麼秘書處的成分和

結檔就必須適應各個時期所發生的變化。雖然委員會

及秘書長都開始更加積極注意將憲章第一百零一條

好好袞施，而且宜際上職員的地域分配也確有相當改

菩，但是進展仍極遲緩。西歐及北美職員人數僅僮略

爲減少，東歐職員人數雀僅略爲增多。西歐及北美國



第九五二次會議－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183 

家的國民仍然佔有百分之五十三·九的職位，包括眞

要職位在內 ， 而東歐國家的囪民卻只佔有百分之十 ·

一。而且定期合同對永久合同的比例仍然極低。永久

合同之多乃是改善地域分配之一個障礙，因爲這種合

同慣助保持秘孔｝處各執行槻撒的一面倒成分。最後，

羅馬尼亞代表團認爲技術協叻局、特設蒂金會及各特

派團職員不受地域分配限制一點是不能接受的。老賓

說，這些機翦的職員幾乎全是西方國家的人。

一六．羅馬尼亞代表團並不低估定出一種制度使

所有代表團都感到満意的困磲，但是認爲只有職位分

配反映世界上三大政治集園的一種制度纔能確保憲章

規定之充分實施。不但在職位的數目上，而且在職位

的重要性上，都應該承認這三大集團之存在。這個原

則對會所以及各區域經濟委員會都應該適用，而且不

應該限於新的任命。再者，微聘政策上的其他兩個缺

點也務必要頦除：一個就是秘書處不守原來諾言的傾

向，一個就是它在微聘社會主義國家所提侯選人時採

用的拖延手腕。最後，秘書瘟文件提到職員國籍時，

應該表明有關國政府所承認的合法公民資格。一個職

員如果並沒有某一國家法律上或事宜上的公民資恪，

就不艱該列爲該國的國民。他希望秘書處將來實施

職員公尤地域分配原則時，將這些不同的因素加以考

慮。

第一委員令菸丈件 A/5303 內就鏡程項目

九十＊提出之決犧草案(A/C.5/948)所

涉経費問題

一七．主席說，依照第一委員會所提決議草案
(A/5303, 第十段）的規定，十八國裁軍委員會會議將

在日內瓦恢復談判，並且按期向大會郫告工作進度，

無論如何，不遲於一九六三年四月的第二週。秘啓長

估計了六個月會議期問所需各種服務的額外費用(A/

C.5/948, 第七段）並且表明要在一九六三年概算第二

款（特別會議）內一共列入八七六，九00美元，作爲

該項會議經費。

一八． Mr. GANEM （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

會代理主席）說秘舌長估計一九六三年該項會議所需·

各種服務的額外費用每月的爲一四一江iOO美元。

此外還應在總額上加入一筆估計爲二七，九00美元

的非經常鬪支，作爲職員旅費。在每月費用一四一，五

＊ 普這徹底裁軍問題：十八國裁軍委員合會議赧告害。

00美元中，一三三汪1.00美元係充臨時助理及加

班費。秘書長代表通知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說

聯合國歐洲雛事處簡直不能調撥職員來替該會職服

務。雖然如此， 請詢委員會還是認爲秘書長的估計過

高，並且建議減爲每月一二七 ， 000美元。

一九． 諾詢委員會想要促朝委員會注意，和往年

的手續相反，秘書長建箴將這筆額外支出直接列入一

九六三年度經常預算。秘書長採取這個步驟的原因，

由於第五委員會和諳詢委員會都首批評過先在臨時及

非常費用決謫案下承擔這種支出然後再諮大會核准追

加經費的手繽。言咨詢委員會認爲這筆支出既不是臨時

性也不是非常性的，所以贊成秘宙長這次的行動。

二0. 如果大會通過第一委員會的決謫草案，諳

詢委員會就建議在一九六三年度概算內第二款下增加
一新項，列入一筆八三七，九00美元的數目，作爲六

個月開合的費用 ， 平均每月一三五，000美元。總數

內還應該再加一筆二七，九00美元的非經常開支，作

爲職員旅費。由於向該會議所用臨時職員徵收職員薪

給稅的結果，收入第一款內的估計收入應該增加九

0,000美元。

二一． Mr. QUIJANO （阿根廷）說，阿根廷代表

圄既不反對第一委員含決議草案的賓磴，也不反甄諮

詢委員會前減秘書長概算的建議。但是它對日內瓦常

設職員不能服務這些行將召開的會策一點，倒感覺

腦切。秘書長必須微聘幾乎所有必要的職員(A/C.5/

948, 第四段(a)分段），可見在一九六三年頭牛年內

聯合國會議事務部門的負荷將要逹到極限。以後委員

會考慮會議方案(A/C.5/945)時，他還要對此本作進

一步的評論。

二二． Mr. SOL TYSIAK （波蘭）同意阿根廷代表

所表示的關切。聯合國歐洲雛事處有職員七百人，他

詁秘書處解釋何以共中沒有一人可以替該會議服務。

二三． Mr. TURNER （財務主任）答稱，該會議

乃是會所及海外預定會議時程異常繁多時期的第三個

主要會職。聯合國應用科學及技領裨盆發展較差區域

會謫定於一九六三年二月在日內瓦召開，國際領事閽

係全權代表會議定於同年三月及四月在維也納舉行。

除了經常的日內瓦會議方案以及會所駐設各槻關的相

當繁軍合議方案之外，這些會蹣也要有人服務。華於

估計日內瓦特別會蹣費用的長期經驗，秘杏盅能侈很

稍確地估定可能有的支出，所以八七六，九00美元的

數字可以說是合乎階理的。但是他承認這類事情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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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涉到判甌的問題，因此他不擬反對諦詢委員會主張

將此數減至八三七，九00美元的建議。雖然如此，他

卻要指出一點，歐洲解事處及合所的服務能力有共一

定限度，不能強其負起格外的責任。

二四 ． Mr. SOL TYSIAK （波蘭）感謝財務主任的

解釋。但是他翦於何以必須在會議期間徽聘財務人

員及安全與消淙人員等額外臨時職員一點尙有相當疑

慮。

二五 ． Mr. TURNER （財務主任）說諮詢委員會

建議從秘書長鵬撥經費總額中削減之數很可以適用到

這稱人員上面。

委月會洪定通知大含説通過第一委頁含所操決議

草索(A/53勺，第十段）就必須在一大六三年度第.::::.fk

（特別令誤）下損·款＇、三--l:-,,Jt.,00美元，而白將來僱

用臨時瑊頁徵收職員i斤給就的結釆，估計可得抵銪收

入元0,000美元。

二六．主席睛委員會同意由赧告員將適纔通過
的決定直接向大會具報。

洪定如級。

針對聯合國發展十年（議程項目三十四）＊

設立並辦理擬議聯合國社倉發展歼究
所所涉經費問題(A/ 5289, A/C.5/936) 

二七．土席睛大家注意秘四長赧告四(A/C.5/
9必）及諮詢委員會報告書(A/5289），共中涉及荷蘭政

府答應贈予等於一百萬美元的款項，以充聯合國肚會

發展研究所在聯合國發展十年內三年至五年期間的經

費。

二八．他以頼比瑞亞代表的査格，表明該代表團

感謝荷蘭政府的慷慨捐贈。他躒信這個新的研究所一

定會用來謀發展中國家的利盒。

二九．委員會應該注意，諮詢委員會在其報告舌

第三段內說明，接受這筆賠款對一九六三年度預算

並無財政影響，至於一九六四年度及以後各年度，如

果有什麼財政影響的話，也是微不足道的，並不致於
要在聯合國歐洲辦事處正常經費數額以外請求增攙款

項。

三0. Mr. HODGES （聯合王國）覺得委員會一

定願意贊同諦詢委員會感謝荷蘭政府賠款的表示。他

本國代表團對於此舉涑爲感謝。

＊聯合國發展十年：秘害長報告害。

三一．他問荷蘭盼款是否足以支付該所整個五年

期間的戥用，如果不足，是否會有任何安排，用自願

捐款來綴縦隗辦。

三二． Mr. AHMED（蘚丹）表示蘇丹政府感謝荷

闌政府悚慨捐助之意。研究所當然很有用處。爲了這

種理由，它對於事先決定共開設不應超過五年一點，

就不免有些癌異。預斷該所的發展是不好的；五年期

滴時，該所可由聯合國用自願捐款來繼稹開解。就教

告手續而言，他說莪然這筆賠款由秘書長經管就應該

規定將該所的工作向大會以及經演暨肚會理事會肚會

委員會提出執告。

三三． Mr. MALHOTRA（尼泊爾）也表示感甜荷

蘭政府的賠款。他本國代表團對研究所的工作淙感興

趣，塊正在第二委員會會同共他國家提出一個膈於此

事的決瞄草案。

三四． Mr . VAN GREVENYNGHE （法蘭西）

說，法囷代表團也感謝荷蘭賠款。它特別歡迎研究所

之設立，因爲它一向蒼靈均衡的經濟及社會發展以及

發展落後國家生活水準的改善。

三五． Miss HENDERSON （秘罟處）說，罷濟及

肚會津務部非常感諫荷圏贈款，因爲這筆贈狀將使

一個最困顛的研究問題一一紐濟與肚會發展之關係問

題一一獲得進展的棫會。

三六 ． 她答覆聯合王國代表的問題，睛大家注意

秘書長節略(A/C.5/936) 第八段，那一段說，秘書長

將來擬訂的特別財政規程會有接受自動捐款的規定。

預料荷蘭贈款大的在三年後就要用完。

三七．她提到蘇丹代表所提各點，．說該所本來打

算開設三年至五年，因爲這是荷蘭政府原來所定的期

間，也因爲該所有一個確定的任務，大概可以在這個

期間內完成。除了它的實際研究工作以外，它遠要向

各區域訓練所一一例如拉丁美洲經演及社會計劃研究

所及亞洲經濟發展研究所一提供査料並向各國計覇

委員會提供情赧。但是也並沒有任何情事阻止瞄合國

決定繼繽開辦。至於報告手續，現在已經決定由該所

向社會委員會具報，再由該委員會向經濟暨社會理事

會具報， 因爲經演與註會發展的闢係乃是理事會所經

管的一件事情。

三八． Mr. FEKKES （荷OO）感謝所有斜於荷閩

政府捐盼表示感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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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頁令決定走成大令： （a）鑒悉並烕谢荷前政府

捐贈三十＊百萵荷店，以供在瞄合國秩扆十年內開揖

瞄合囷社俞發辰，＇「究所三年至五年之用； （b）鑒忍私

書表已接受荷薊政府捐獻 (c)鑒，悉謗曲委員令栽告書

(A/ 5289) 第三紋、第四段又第五段之意見。

鏹程項．目六十二

一九六三會計年度溉算 (A/5121 and 

Corr.I, A/5179, A/ 5205, A/ 5207, Al 

5243, A/ 5263, A/ 5267, A / 5272 and 

Corr.l, A/5280, A/5299, A/C.5/919, 

A/ C.5/ 925, A/C.5 / 926, A/C.5/ 928, A/ 

C.5/ 930, A/ C.5/ 931 and Corr.I, A/C.5/ 

935, A/ C.5/ 937, A/ C.5/942, A/C.5/ 

945, A/ C.5/ 946, A/ C.5/ 951, A/ C.5/ 

L.726, A/C.5/L.730. A/C.5/L.734, A/ 

C.5/ L.736, A/C.5/L.743）（續前）＊

會所辨公室及有關全間(A/5299,

A/ C.5/942) 

三九．主席甌，在一九六三年度會所辟公地點
未調耷完畢以前，秘因長在他的報告書(A/C.5/942)

內建蹣不要租用外界的房地來應付一九六三年度最迫

切的要求。各種摒法已在諳詢委員會赧告書(A/5299)

第三段內加以敍述。長期的安排將在現行調查完畢以

後再行考憲。其所建識的過渡措施，則非在一九六三

年度增揸八0,000美元不可。除去諮詢委員會赧

告害第五段及第六段所作的評誼之外，諮詢委員會建

箴核准秘書長的諮求，但是希望在執行擬譏計劃時可

以做到相當的樽節。

四0 . Mr. SOKIRK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非常贊成諮詢委員會報告緝第五段及第六段所

作的評論。他不能瞭解爲何會所空間的調査沒有在早

先實行；頲實上，等到秘霑處知道不能租到外界地點

時方饞決定調査。現在會期將近終了，委員會卻面臨

蒞一個增擦八0,000美元的聃求，如果會所空間

利用問題總常都在檢討之中，此事根本就無必要。如

果秘書長所建議的重新安排是必要的，也無須增攙經

費來賀行。因此他不能支持諦詢委員會的建箴。

＊ 續第九四九次會議。

認曲委員令辻哉(A/5299, 第七段）在一元＊三年

度增列＾0,000羨元，包拮第上款（房屋叉房地改

良）六五， 000共元友第九款（房地｀多位持、帝璞及私

全）一五， 000美元，以充秘書長在文件 A/C.5/942

內所述各杖用途，紐菸才1)情時以五十五票對禾通過，

素根渚十。

鏡程項目六十一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追加概算(A/5121 and 
Corr.I, A/5223, A/ 5239, A/ 5272 and 

Corr.I, A/5297, A/ C.5/ 927, A/ C.5 / 929 

and Corr.I, A/ C.5/ 931 and Corr.I, A/ 

C.5 / 943, A/ C.5 / 946, A/ C.5 /L.728）（債

前）＊

曼谷亞洲述束經濟委員會私書虞．增談

辨公沌黯(A/5297, AJC.5/943) 

四一．主席指出，秘書長在他報告書(A/C.5/
943)內表朗，泰國政府已決定在一九六三年割攙必要

經費，於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視在所用房屋旁加建新

房屋，俾將目前辦公地點不敷應用的嚴重恫形大大減

輕。在加建新房屋未完成以前，秘宙長提謫了他在報

告菩第五段所說的臨時安排，共費用計爲一九，二0

0美元。諾詢委員會在其教告舌(A/5297)內建瞄核准

這個提議，並且提到了秘書長設法將迢些費用在一九

六二年全部經戥內勻支的保誣。那就非將預算共他各

款經獵移撥至第九款（房地維持管理及租金）不可。移

燈的方法可將以後要提腈委員會核准的一九六二會計

年度追加經費決議草案內的有關預算各款數字加以調

整。

四二． Mr. CURTIS （泱大利亞）也代表馬來亞聯

邦與紐西閬代表團發言，對泰國政府的決定探表感

謝。道些代表團也像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其他委員國

一操，覺得亞經會是各國政府討論並採取行動的特別

有效揚所，而且它們非常重視參加亞噩會及共附屬棣

檔會職的甜。泰國政府的合作與善意對委員會質視其

目檄極有商助，值得大大讚掲。

四三． Mr . SA WET AMAL （泰國）說，泰國政府

乃是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的地主國 ， 對於亞經會會員

＊ 繽第九四一次合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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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及工作不臨增加所引起的雛公地點不敷情事裸感關

切。爲向聯合國表示誠意與合作起見，泰國政府決定

劃接一筆相當於－O六，八二六美元的經費， 於亞粿

會所用房屋 Sala Sant i tham 旁加建新房屋。他歡迎諮

詢委員會贊成秘書長過渡提識的夫示。

秘書天私告書(A/C.5/94J)第五段掞議在一尤六

:::.年 內 閥支一Ju , :::. 00美元，為吏谷亞洲遠束經濟

委員令作皇揖公地黯，此係臨時揖法，蕾綠千'J.4和准 ，

但不得違反認曲委月令杖令書（A／戶97) 第四段又第

五」文 69各項走鋹．又意見。

四四．主席建識，委員會在其向大會所提胭於
本項目的報告書內應對泰國政府騏慨決定攙款在一九

六三年建造擬識新房屋一事表示感謝。

決定七鋹。

午接五時來五分歆令

第九五三次會議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三午前十一時暴給

主席： Mr. Jan Paul BANNIER （荷蘭）

議程項目七十

人事問題（續前）：

(a) 秘書處職貝地域分配問題：秘書長報

告書(A/5270, A/C.5/ 933 and Corr.1, 
A/ C.5/ L.727 and Add.1 and Corr.1, 

A/ C.5/ L.7 47） （ 續 前）；

(b) 定期任用職員所佔比例問題(A/C.5/

938）（續前）

- . Mr . CASSEL（瑞典）相信一個有效率的秘書

處， 在組成上足以使會員國充灝信心 ， 乃係本組娥工

作順利的必要條件。因此， 秘晝處任用職員時共首要

目的必須在於微聘對聯合國忠貞不貳、對聯合國宗旨

與原則満懐熱誠而亳無可疑之人士。同時以服務本組

織爲其終身職業的充分合格職員也應該能侈期待適宜
的升遷可能。當然高級職位勢必要比低級職位爲少。

因此除非有不得已的理由就更加必須避免任命外界侯

補人員搪任高級職位。

二．就一般事務人員而言，秘香長在其報告書

(A/5270, 第五十三段）中指出 ， 菡際徵聘 G-5 級職員

勢將損害共他等級的一般事務人員的工作情緒， 因爲

那個雛法會消除他們升遷的嘰會，並對職員微聘及其

期望遠有其他不良的影響。

三 ． 瑞典代表囷認爲才幹與效率自然應該是升遷

的唯一某礙。如果像聯合國這粿一個國際組橄爲了種

族或國籍理由，違背惡章， 從事歧視，那宜在大可非

瞄。

四．大家有理由相信， 如釆恪守憲章所包含的原

則 ， 那末秘書處職員的均衡地域分配便可逹成。這當

然需要時間。瑞典雖然大可申訴，不徑在數額上，並

且在高級職位方面 ， 職員員額都嫌不足 ， 但它卻願耐

心等候 ， 讓秘盪長採行一種用人政策 ， 使他能侈得到

忠實幹練職員的襄助。

节 ． 任何一個組織的職員郝應該享有某些保障 ；

不然，組織的妓率將栄受捐害。爲了這個理由瑞典代

表團堅決反對專爲改善地域分配而閼除職員。爲了同

櫟理由，定期任用職員必須舐佔相當少數。一個任用

二年或三年的職員不可能盡其全才服務本組織；此外，
他還要在某種程度上依賴他自己的國家，因爲稍後他

非回到那裏去復業不可。因此瑞典代表園固然準備同

意定期合同比例應佔百分之二十五，但不贊成把它增

加得超出此數。

六．在微聘不許接受任何外來當局圀II示的職員

時，秘甾長應當自由行使共判斷而不必根捩會員國政

府所提出的候選人名單與該圉進行談判。

七．最後他慶賀移書長在臧員地域分配方面所完

成的改進。他強調｀｀地域＂這兩個字， 因爲依照他的意

見 ， 這個問題和世界上任何思想的或政治的分歧亳不

相干。瑞典代表胭同意秘書長施行公允地域分配原則

的建議， 就擬議的公式與適用範圍兩者來說， 都是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