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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力瓦）次會議

一沁六一年十一月::;.十＊ a 星期一午1支三咔十五分紐約

主席： Mr. Hennod LANNUNG （丹麥）

議埕項目＊十四

人事問題（靖前）：

(a) 秒書處職員地域分配問題 (A/4776

and Corr.I, 第四章； A/4794. 第三

十一段至第四十段； A/4901, A/ 
C.5/890, A/C.5/L.683/Rev.3, A/ 

C.5/L.684, .A/C.5/L.686, A/C.5/ 

L.689 and Add.1-3, A/ C.5/L.697) 

（繚前）；

(b) 定期任用職員所佔比1列問題 (Al

C.5/891）（靖前）

-. Mr. QUAO （迦納）說，聯合決議草案 (A/

C.5/L.689 and Add.1一3) 提案國本來希望協助代理
秘書長，而不是如指控所言希望限制偉的行勳自由。
它們引以爲憾的是：有數位發言人竟冏給人一種印

氮即決議草案會使代理祕書長的任務更加困雖，而

美國訂正決議草案 (A/C.5/L .683/Rev.3) 則會使代

理祕害長的任務校爲容易一些。聯合決箴草案提案國

正和任何國一樣亟欲在珌書長的困雄任務上給與他一

切可能的協助。由于它們的提案業已提出， 迦納代表

現只就蘇聯修正案 (A/C.5/L.697 ) 加以評議。

二．爲了表示感佩一一－如果僅就專家對其工作所

花去的時問和作出的努力表示此意－第五委員會無

須核准珌書處工作及紐織問頲專家委員會的全部煒鐵

(A/4776 and Corr.1)。再者，韶書長報告害 (A/C.5/
890) 類示已有進展，對干這一黯也應表示察悉和感佩
方屬合乎常情。因趾聯合決議草案提案國不能接受

蘇聯的第一件修正案。

三．痺聯代表團也提議刪去正文第三段 (a) 分

崑它認爲無須勉強代理祕書長接受爲每一個會員國

所規定的最低職員人數；爲某些會員國所提議的數字

太高；這樣一種規定所引起的重行調整會使社會主義

國家受到損害；又，在一年內得不到満足的任何會員

國必然會表示批評。迦納代表對這些議論的答覆是：

規定一個最低員頲數目並不是一個新的主意，決議草

案提案國希望改善它們認爲不甚合適的專家委員會的

提案。即使擬議的目標不能在一年之內達到，至少已

就迢個目標作了一個明確的規定。誠然，有些新近獅

立的國家還不能暫調五位文官前往珌書處工作，但是

迢種情形不會永久存在，因爲迢種國家很快就會克服

一種僅僅由于它們長期遣受的外國統治而產生的落後

狀態。聯合決議草案提案國深知道實施迢樣一種規定

需要時間，但是這種規定一經湎過就足以消除那些在

肱害處中沒有或者沒有足夠國民擔任職務的國家的懷

疑和恐懼。

四．蘇聯第三件修正案也不能接受。聯合決議草

案提案國本來沒有意思要把它們的建議作爲一種硬性

的數學公式。它們的目的乃在確保代理祕書長設法將

人口因素以及會費一倂予以計及。

五． 至于蘇聯的第四件修正案，迦納代表團本來

比較贊成將定期任用職員增加至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迦納代表團胝已本著妥協精神接受了百分之二十五，

自不能就這一禁再作讓步。

六．美國由千接受了蘇聯修正案，已經喪失了它

的決議草案的全部價值。在保持代理諮書長的行動自

由的藉口下，這件決議草案事實上卻是將這涸困難問

題讓他解決，而亳不向他表示第五委員會對于專家委

員合報告害的意見。這一熙意味着蹇無任何變更；一

長排的研究和報告將繼繽下去，而明確的解決辦法和

過去一樣，遙遙無期。大會有責任將它的意見告知珌

書長；這種行動槀不侵犯到認書長的特福。美國和蘇

聯不提及每一會員國在韶害處應有職員人數最低限度

的原則，這一禁對于在肱書處中沒有足夠代表人數旳

國家的希望實在是一種嚴重的打擊。不幸翡于職員地

域分配的討論顯然降而爲一項闞爭，即欲國保謨胝得

權利者和正在就作爲聯合國平等會員國應得權利爭取

承認者之問的一種關爭。

七． 聯合決議草案 (A/C.5/L.689 and Add.1一3)
提案國拒絕接受這些修正案，不是由于頑固，而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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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它們要保持聯合決議草案所根據的原則的完整。委 也沒有規定每一個會員國的職員最少人數，所以它有

員會第八七九次會議據代理祕書長的代表稱，如果委 維持現狀的效果。因此，緬甸代表團將支持這件對于

員會對于所涉及的一要熙一一特別是對于規定合理限 全髖會員國－~不論天小－一－都很公平的聯合決議草

度或目標數字的方法·~代理珌書 案。

長在來年中願意加以計及，並將根攄一年之實際經驗

就所擬臟的任何方法是否切實可行一燕在第十七屆會

期間向委員會提具報告。當委員們自問這兩件決議草

案中那一件是解決一個麻煩了聯合國十五年而且引起

會員國間許多非議的問題的勇敢嘗試的時候，它們應

該計及這些話。

八． Mr. FENAUX( 比利時）認爲討論的桔胂

比最後通過的任何提案的精確措詞更爲重要，而且代

理珌書長可以在委員會的報告書中找到關于各方所表

示的觀禁的充分情報。

九．比利時代表團主要關切的一黠是整儲國際文

官制度的前途；它深恐如果讓現有職員的工作悄緒惡

化下去， 或者如果國際組織不再吸引最優秀的應徵人

員，則文官的才能將見退步。誠然，委員會上的兩件
決誠草案都反映這種關切，但是聯合決議草案內的特

定提案似乎是武斷的而且令人不安，因爲這些提案可

能限制代理祕書長的判斷和行動自由。就Mr. Fenaux 
而言，他信賴珌書長會充分利用職員更替所提供的槻

會，增加新員額和定期合同，期在地域分配方面實行

逐漸改善一＿－如所有會員國所希望的一一而不妨礙永

久合同。至于將來，我們不應忘記代理珌書長本人曾

經要求時間去進行研究和向第十七屆會提出他的結

論。因此，最好的決議草案必然是措詞最具概括性和

伸縮性的草案。

-o. 蔬聯代表團對美國決議草案所提修正案之

一就是刪去其中＂表示感佩＂等字樣。比利時代表團支

持該修正案，因爲專家委員會報告書 (A/4776 and 
Corr.1) 及認書長報告書 (A/4794) 都表示了比利時

代表團所不能贊同的意見。舉例言之，比利時代表團

不能接受專家們關于分權的各項建議；但在另一方

面，比利時代表團同意珌書長關於使技協局和特設基

金會主要導員及職員受地域分配限制涉及的危險所表

示的意見。

--. U HLA OUNG（緬甸）認爲美圖決讖草
案(A/C.5/L.683/Rev.2) 第二次訂正案文有些價值；

他本來希望這件草案可以和聯合決議草案合倂。美國

決議草案第三次訂正案文一一內中計及了蘇聯代表團

的建議一很令人失望，因爲內中沒有稻極的建議，

一二． Mr. ARNOULD （加念大）說，這兩件決

議草案似乎反映很不相同的態度：一方面反映某些國

家一特別是聯合國的新會員國一一渴望看到一種迅

速的改善這是很可了解的；他方面反映另外一些國家

的立場，那些國家乃是十分重視祕書處的效率，同時

認爲不得採取過度激烈的補救辦法，去糾正現在的不

平衡狀態，以免發生使職員工作情緒低落的現象。有

些代表希望迅速而有力地進行， 但是另有若干代表則

比較贊成委員會將它的意見通知珌書長，並且請他就

迢個問題作一徹底硏究，然後提出結論。這兩件擬議

的決議草案似乎沒有一件會贏得大多數的支持；在這

種悄形下，最好不要將它們交付表決，而要求報告員

草擬一件案文，將各方所表示的意見告知祕書長，同

時將兩件決議草案載入；這兩件案文之間相同之照和

分歧之燕是十分明顯的。

一三． Mr. KAOURA （奈及爾）說，這兩件決

議草案給予新近獨立和代表人數不足的國家很大的希

望。誠然，創始國不能預料在十五年之內聯合國的瓿

成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而且也不可能立即使人人

満意，改善這些事悄雖然很難，可是這種改善不是不
可能的。目前亞非國家國籍的職員數目遠不及這些國

家的十分適度的願望。如果職員的最低人數規定爲每

一儸會員國四人，則它們就會對聯合決議草案感覺滿

意。經蘇聯修正過的美國決議草案如果仍舊規定每一

會員國有四名職員的最低限度，則仍可令人滿意。

一四． Mr. M缸~HOTRA （尼泊爾）說，聯合

決議草案提案國僅僅要給予代理秘書長一些指示；經

驗顯示，如果要料正目前的地域分配方面的不平衡現

象，這些指示是必需的。由于憲章第一0一條第三段

末句中＂充分＂二字沒有任何襬威性的解釋，過去珌書

長不得不採取唯一可用的標準，即會員國對本組織經

常預算所繳的攤款；如一般所承認，這種標準已造成

了一種不平衡現象。如果第五委員會不給予珌書長指

導，他勢必採用專家委員會所主張的公式 (A/4776

and Corr.1，第七十五段），各方認爲乃是一個不妥善
的硬性公式。這個公式沒有足夠地重親會員國數和人

口因數，同時，它仍舊過份着重會費因數。聯合決議

草案提案國在建議對這三個因數予以同等注意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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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力圜糾正現在的不平衡狀態，同時遞力圖預防這

種狀態的重演和加強珌書處的公正的和國際的性質，

這種性質顯然是合乎聯合國和大多數會員國的利盆

的。小國只能希望大國爲了本緝織的利盆而願意承受

一些犧牲。

一五． 至于蘇聯所提修正案 (A/C.5/L.697), 聯

合決議草案提案國可以接受其中的第一件，但是不能

接受其餘三件。委員會現有兩件決議草案的提案國儘

管抱若和解的態度，可是不能達成一個折衷辦法，而

意見的基本紛歧仍舊在于對三個因索中每儲因素重視

的程度，這一黠殊堪遺憾。 Mr. Malhotra憶及促使印

度代表團在第八八七次會議上提出他的關于優先襬的

動議的理由；據他的意見，那些理由是完全正當的。

美國的提案一一除去其正文第三段，這一段可以替代

聯合決議草案正文第二段一遠不及後一提案桔確，

而蘇聯修正案又使這俑提案更加模糊。它對于代理珌

書長極少睾助，僅僅足以遲延對于這個問題應採的行

動，而不會有任何改善。再者，至于正文第一段 (c)

中＂應設法減低祕書處內持有永久合同之職員比例＂一

節，美國和麻聯心目中的比例是否相同殊堪懷疑；它

們在此事項的協議所能維持的時間也許不會超過一

年，此項協議對于這個問題的解決實在並無幫助。

埕就印度所提關於優先操的動誤（第＾＾上次令

訊，第＊十五段）舉行03名東法。

主席抽籤決定，由埼成右先表決。

子成者：沙烏地阿拉伯、獅子山、蘇丹、敍利亞、

突尼西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委內瑞拉、也門、南

斯拉夫、阿富汗、緬甸、柬埔寨、錫蘭、衣索比亞、

馬來亞聯邦、迦納、幾內亞、印度、印度尼西亞、伊

拉克、黎巴嫩、利比亞、馬利、墨西哥、尼泊爾、奈
及利亞。

反對者：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馬、祕魯、波蘭、

葡萄牙、羅馬尼亞、南非、西璀牙、瑞典、泰國、土耳

其、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不列顛及北愛

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阿爾巴尼亞、阿根廷 、

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玻利維亞、巴西、保加

利亞、白俄羅斯蘇維埃『士會主義共和國、加拿大、智

利、中國、捷克斯拉夫、丹麥、多明尼加共和國、厄

瓜多、芬蘭、法蘭西、希臘、瓜地馬拉、匈牙利、冰

島、伊朗、愛爾蘭、以色列、義大利、日本、賴比瑞

亞、荷蘭、紐西蘭、尼加拉瓜。

荼権考：菲律賓、多哥、喀麥隆、剛果（雷堡市）、

蒙古、奈及爾。

印度勳議綠以四十七票對.;;:;.十＊票否決，爭権者

＊。

一六．主席建議委員會應進行表決美國訂正決

議草案 (A/C.5/L.683/ Rev.3) 。

一七． Mr. HODGES （ 聯合王國）認爲有些代
表們願意有時間參照剛才的各項陳述和表決結果重新

考慮此項情勢。如果美國決議草案立即亻3表決，他要

就細節方面提出一件修正案。

一八． Mr. WILLOCH （挪威）和 Mr. MORRIS 
（賴比瑞亞）贊同聯合王國代表的意見。

一九． Mr. JAYARATNE （錫蘭）認爲委員會

委員們心中已有決定。

二O. Mr. NOLAN （愛爾蘭）認爲如果暫時停
會，也許會達成一致的意見。

二一． Mr. KLUTZNICK （美利堅合衆感）希望
任何停會將是短時間的，因爲他贊同錫蘭代表的意
見，也認爲停會的時閭如果拖長並無實盒。但加拿大

提案也許提示了協議的新希望。

二二． Mr. CUTTS （ 澳大利亞 ） 贊同美國代表

所表示的意見，同時建議會議暫行停開片刻。

令議於和文四呤三十分如手，並於午1文四時五十

如臺綠舉行。

二三． Mr. ARNOULD（加拿大）宣稱，兩件

決議草案的提案國未能達成協議。他正式提議這兩件

決議草案都不要付表決，同時應就一個建議作成決

定，即請報告員在報告書中載入一項包括下述五黠的

陳述：第一，委員會認爲地域分配是一個極端重要的

事項，曾試図擬訂具體步驟去糾正這種必須改善的情

勢；第二，委員會的討論集中在兩件決議草案～匕即

聯合草案和美國草案，儘管作了長時間的磋商， 這兩

件案文經證明不可能＂結合＂；第三，在作了認眞的努

力去達成一致意見和折衷辦法後，這兩種立場仍舊在

着重黯方面有差異，但是在若干處理方法方面已經達

成協議；第四，第五委員會請祕書長依照這兩件決議

草案的內容辦理，此項內容反映委員會的意見；最後

請珌書長根據這兩件草案－此等草案全文將載入報

告書內一一向大會第十七屆會提出他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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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Mr. EPIE （喀麥隆）支持加拿大提案。

二五． Mr. ROSHCH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說，在沒有書面案文的情形下，他只能就原

則問題採取立場；他將在這種保留下支持加拿大提

案。

二六． Mr. ARRAIZ （委內瑞拉）要想知道如果
一件草案的提案國力求將該草案付表決，委員會是否

可以決定不將它付表決。

二七． Mr. ARNOULD（加拿大）說，他僅僅是

在試圖便利委員會的工作。他所建議的程序不是根據

議事規則中的任何規定，但這種程序也不是新的；委

員會認書可以爲它舉出先例。

二八．主席在答覆Mr. GANEM （ 法蘭西）的
一個問題時說，剛才所舉行的唱名表決的結果將載入

報告杏內。

二九． Mr. ARNOULD（加拿大）在答親 Mr.

SANU （ 奈及利亞）所提出的一熙時說， 優先權的動

議和加拿大提案沒有關係；對于一個有關問題的任何

唱名表決必然要載入報告書內。

三O. Mr. TAZI （ 摩洛哥 ） 宜稱， 他對于加拿

大提案所投的票將視委內瑞拉代表所得答裹而定。

三一．主席 裁定加拿大提案是可容許的，而且
沒有人反對將它付表決。如果通過，該提案將載入報

告害內。如果委員會任何委員－包括決議草案提案

國在內一一認爲不能加以接受，他們可以對它投反對

票。

如今大提索緤＊十四票肇t汜遠過，荼根考＾。

(c) 其他人事問題(A/4955, A/C.5/883) 

三二． Mr. HAMILTON（人事主任）說，關于

付給敎育補助費的基本原則是此項補助費應該足以部

分地補償離國服務的職員在敎育其子女方面所負擔的

額外費用。由于最高數額現在定爲四00美元，對于

在費用較低地區就學的一個兒童而言，此項補助費足

以應付全部額外費用；但是對于在費用校高地區受敎

育的一個兒童而言，這筆補助費只可抵充此項額外費

用的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祕書長提議此項補助費應

該足以抵充學費的百分之七十五， I直至某一最高限額

爲止，又此項補助費的最高限顓應該從每年四00美

元提高至八00美元的用意在糾正這種不正常現象。

三三． 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在其報告害

(A/4955) 屯曾經表示歡迎祕書長的建議 (A/C.5/

883)。它宜稱贊成劃一適用部分補償的原則，又稱就

最大多數的案件而言，它將接受百分之七十五的補償

率。可是，它建議補助費的最高限額應該定爲六00

美元，因爲它認爲如果將最高限額定得低一些，不會

有太多職員受到影嚮。

三四．根據相當于費用的百分之七十五的部分補

償計算，八00美元的最高津貼限額大約相當于－，

O六六美元或三八0英鎊的年度學校費用。依照珌書

長的提案，超過此項數額的費用將不予償還。目前在

紐約的聯合國國際學梭半膳生的敎育費用每年爲一，

000美元。美國私立學校的敎育費用和膳宿費用每

年在一，五00美元至三，000美元之間不等，聯合

王國私立學校則爲三五0英鎊至四O0英鎊之閭，而
日內瓦國際學梭則爲一，五00美元。對于一個在兒

女敎育上需花贤四二九英鎊一年＿一曾經有過這種悄

形—的職員而言，一筆六00美元的敎育津貼只是

一筆百分之五十的補償費。學院和大學的敎育費用顯

然遠要高些。

三五．行政協調委員會根據所得闕于一九六O年

敬育及膳宿總費用的數字得到一個結論，即八00美

元的最高限額是一個夠高的數字， 可以使百分之七十

五的公式適用于所有地區的大多數情形。

三六．就所涉經費而言，祕書長提案和諮詢委員

會建議之間的差異經估計爲聯合國項下每年三五，o

00美元，又文赦組織項下每年爲二五，000美元。

三七．人事主任深恐六00美元的最高限額對于
那些負擔費用最重的職員特別不利：必須將子女送往

本國學校一一通常在一個生活貲用很高，也許極高的

地區一一的離國服務職員，包括技術協助專家在內。
相反的，如果最高限額規定在六00美元以上，子女

可以在生活費用較低地區受敎育的職員大概不會得到

一筆太高的補助費， 因爲此項補助費不能超過實際費

用的百分之七十五。

三八．人事主任希望委員會考慮他剛才所提出的

論據， 而且他深恐他和諮詢委員會委員們談話的時候

沒有充分有力地敷陳這種論據。

三九． Mr. HODGES （聯合王國 ） 說，主要爲

了原則上的理由，他不能支持祕書長的提案，也不能

支持諮詢委員會的建議。人們不應忘記聯合國沒有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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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去減輕職員在使其子女受敎育方面所負擔的通常費

用，而且敎育補助費只應作爲一種部分的補償，去應

付離國服務的職員在其子女敎育方面所負擔的顓外費

用而已。

四0. 聯合王國代表團可以和諮詢委員會一樣核

准劃一適用部分補償的原則，但不餌核准增加敎育補

助費的提案。支領子女津貼（ 三00美元）及敎育補

助費（四00美元）的聯合王國職員在這一方面大體

上比聯合王國外交人員爲有利，而且比聯合王國文官

及在國外服務的其他同等級的國際職員更爲有利。

四一．甚至在第五委員會決定按一種比例提高國

際文官的基薪一一聯合王國政府根據聯合國以外的一

般情形認爲這種提高的比例是沒有正當理由的一＿以

前國際文官所支領的薪給和津貼的總額已經比聯合王

國的外交人員和在國外服務的同等級的文官所得薪津

總頲爲高。自從基薪增加以來，聯合王國代表團認爲

愈少理由要將敎育補助費提高至百分之七十五，愈少

理由要將其最高限額改定爲八00美元，或者就是六

00美元。它不反對旨在消除現行制度中的不正常現
象的各項調整，但是它爲了原則方面和聯合國財政情

形方面的理由不能贊成增加敎育補助費。

四二． Mr. FENOCHIO （墨西哥）完全贊同聯

合王國代表的意見。他指出第五委員會剛才核准了基

薪的增加，這種增加使所有國際文官都得到利惠，可

是使會員國擔承了一個沉重的負擔；聯合國中有一牛

會員國對于它們在國外服務而有子女的官員都沒有發

給敎育補助費。聯合國的經費總額， 尤其是職員方面

的費用，不斷增加；墨西哥代表團認爲邇種現象首當

加以考慮。

四三． Mr. ULANCH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指出聯合國沒有義務要減輕職員敎育子女的

通常經濟負擔，而且不應該因爲他是一個離國服務的

人員而給予他一筆超過部分補償的費用去應付他因其

子女的敎育而必須負擔的額外費用。敎育補助費可以

視實際費用的總額和本組織的財政狀況而異。迄今爲

止，此項補助費的最高限額定爲四00美元，這備數

額似乎是十分足夠的部分補償，尤其因爲國際文官的
基薪剛剛已經作了相當的提高。因此，國際文官所支

領的薪俸較許多會員國的文官爲高，前者支領若干項
津貼並且在所得稅方面享受特權。職是之故，蘇聯代

表團不能核准祕害長的提案，也不能核准諮詢委員會

的建議。

四四． Mr. KITTANI （伊拉克）舉出決定敎育

補助費的各項原則，同時認爲這個問題不應單獨加以

考慮，而應和基薪及國際文官所支領的一切津貼合併

考慮。

四五． 伊拉克代表團贊成珌書長的提案 (A/C.5/

883, 第十段），這件提案主張將所有受盒人項下的部

分補償比例提高至百分之七十五，藉以取銷現行制度

中的不正常現象。但由于基薪業已增加，致使補助費

的最高限頫加倍，實屬多餘。可是，由于幾乎所有區

域的敎育費用的增加構成了增加補助費的正當理由，

伊拉克代表團將支持諮詢委員會的建議，即將最高限

額提高至六00美元。

四六． Mr. BENDER（美利堅合衆國）贊同伊

拉克代表的意見。

四七． Mr. GANEM （法蘭西）接受諮詢委員會

的提案，認爲這件提案是一種非常合理的折衷辦法，

因爲聯合國應該在經濟方面設法協助職員使他們的子

女能夠受到得以保持本國文化的教育。

四八． Mr. AGHNIDES（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

委員會主席）說，人事主任給予諮詢委員會一備印

象，就是必須繳付極高的敎育和膳宿費用的職員人數

是很小的，由千第五委員會已經作了若干決定去改善

國際文官的待遇，諮詢委員會認爲無須將敎育補助費

的最高限額加倍。

四九． Mr.ARRAIZ （委內瑞拉）爲了使各代表

團能夠正確地研究這個問題起見，提議委員會應該將

其餘的辯論及當前的各項提案的表決延至下次會跟進

行。

法定如議。

議程項目六十二

聯合國之行政及預算程序：依大會決議

案一六二0 （十五）所指派工作IJ、紐
之報告書 (A/4971) （綠前）＊

五o. 鄭寶南先生（中國）認爲審査聯合國
行政及預算程序十五人工作小組未能對維持和平行動

所需款項的每措問題覓致一個解決辦法，殊堪遺憾；

但是他覺得這備小緑的組員們總弈是順利地澄消了他

拿 續第八八八次會議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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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所面臨的問題。中國代表團贊成工作小綿的積極性

的提案 (A/4971 ， 第二十五段），內中請國際法院就
因維持和平行勣而發生的財政責任的法律性質提具諮

詢意見。希望在就這禰問題的確實措詞作一決定時，

不僅提及第十七條的適用或不適用問頲，而且也提及

憲章中涉及本鉺縞費用的其他各條。

五一．至于維持和平行動所需款項的籌供問題，

第五委員會就緊急軍及聯剛問題所作的討論顯示至少

有兩照業已達成協纖，即會員國的會費應該和它們的

支付能力成比例；第二，與維持和平及安全有關的費

用的分攤比額表應該和攤派聯合國經常預算下的費用

所用比額表大不相同。中國代表團一向認爲全體會員

國對于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負有集體責任，應該都

參加籌措維持和平行動所需的款項；中國代表團認爲

各國的支付能力應該參照五個因素加以確立。應予計

及的不僅是國民所得和國民每人平均所得， 以及每一

備國家的儲蓄率，還有每一個國家發展所需的資源，

這是指發展中的國家，即那些正在接受技蓿協助的國

家，應該獲得優惠的待遇。每一個國家的公共財政的

狀態和國際收支差額的情況也應該予以計及。但在獲

取美元方面有困難的國家在繳付其攤款時應該可以用

其他可兌換的貨幣，或者恭至用實物， 例如提供軍

際、瞥生、或醫藥供應品。而且正如會費委員會在擬

訂本組織經常費用分攤比頲表時計及第二次世界大戰

所造成的混亂狀態，爲了分攤維持和平的費用必須計

及某些國家可能遣遇的特殊困難。在委員會委員沒有

就支付能力這個福念達成某種程度的協議前， 他不打

冥討論這五個因索的相對重要性。

五二． Mr. KITTANI （伊拉克）要想知道祕書

處何時能夠提出關于兩個主要的維持和平行動的費用

概算。由于本屆會已經開了很久，爲了避免靈複起

見， 關于這些撥款的請求最好和十五人工作小緝報告

書同時考慮。

五三． Mr. TURNER（財務主任）說緊急軍的

費用溉算已經提送委員會；就聯剛支出而言，由于各

種發展，珌害處正在遣遇十分重大的困難。珌害處認

爲除就一九六一年度額外款項的請求所作陳述 (A/

4931)外，不能再作任何更明確的陳述。一般說來，

在一切保留的條件之下，此項費用預計每月可達平均

一千萬美元之譜。

午4瓦六咋十分歆令

第八九一次會議

一元＊－年十一月.;::.+^a 星期.;::.午前十咔五十分暴葯

主席： Mr. Hermod LANNUNG (丹麥）

議程項目五十四

一九六二會計年度概算 (A/4770, Al 
4813, A/4814, A/4910, A/4918, Al 
4919, A/4949, A/4965, A/4981, A/ 
C.5/869, A/C.5/870, A/C.5/874, Al 
C.5/876, A/C.5/877, A/C.5/878, Al 
C.5/881, A/C.5/882, A/C.5/887, Al 
C.5/889, A/C.5/894, A/C.5/L.674 and 
Add.I, A/C.5/L.679, A/C.5/L.693, Al 
C.5/L.694）（缝前）＊

． 續第八八三次合議。

第五委員倉提送＊令之祿告書槁 (A/C.5/L.694)

有関第十＇、款一特派囯一之稿文(A/C.6/L.694)

一． Mr. ARRAIZ( 委內瑞拉），報告員，提出

有關第十八款－一特派團的稿文 (A/C.5/L.694），以

備載入第五委員會關於一九六二概纂的主要報告書

中，題爲＂一九六二概算初讀時期審議之事項＂的那一

章內。

杖告書;ft (A/C.5/L.694) 猩科通過。

封於以個冽私人'f格在瞄合國各機關及

輔助機關任職委員酬金玲付問趙的全

蓋檢計（續完）＊＊

第王委員令提送＊令之莪告吝稿 (A/C.5 / L.693) 

＂續第八五O次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