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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中夹人民政府代表出席之提案, 一 槪暫不

討論。"
五0 . 襄於大會這個決譲，本鹿不得不裁定凡 

是主張不准中華民國政廣代表出鹿的提集都是不合 

程序的，除非有人依據譲事規則第八十二條正式提 

譲復議本人剛縫所宣讀的大會决譲j 因此，本席就蘇 

聯R：表的提譲新作的裁定是該項提譲不合程序’因 

此本席不能容許大會討输這個間題。

五一 . 可是，爲了使會譲順利迅速進行起見，本 

席願予擬對本鹿裁定提出異譲的任何代表以表示不 

服的機會。

五二 . 旣然沒有人提出異譲，請間遺有其他代 

表想就全權證書審査委員會報告書發言的嗎？

五三 . Mn MENON (印度）：我們認爲我們責 

任所在，應該就全權證書審査委員會主席剛籍提交 

大會的報吿書說明立場。大會旣a 就此問題通過決 

譲案，我們不擬談及此事的實體部汾，因爲這麼做 

便必镇撤餘那個決議。但是，我要利用這個機會來 

說明我們的看法，就毫任何決譲案都不能預先爲全 

權證書審査委員會作下决定。換旬話譲：，如果一個 

大會決議案預先就規定全權證書審査委員會在蕃譲 

每一全權證書時應如何作成決定，那未根本就不必 

要全權證. 審査委員會舉行會譲從事審査了。

玉四 . 自前嫩i t 形是：全權證書審査委員會B  
向我們撮出了一個報告書，因此我們有權加以審査， 

並且對其中任何部汾發表意見。

下 :
五玉.譲事規則第二十七條的一部汾提定知

" 全權證書應由國家元首或政府首長或外 

交部長顔發。"

印度政府不能同意發給在座台灣當局代表的全權證 

書是中國元首或外交部長碩發的。根據議事規則第 

二十八條，全權證書審査委員會必壞負責審査代表 

的全權證書，並且根據第二十七條的規則于以審 

査。

五六. 根據這些理由，如本人昨天在這^匿講台 

上所說的，我們凿全權證書審査委員會的報吿書，除 

上提及中國的全權證書的那一部汾外，投票表示贊 

成。

五七. 主席：現在請各位代表就全權證書審査 
委員會所提出的決譲草案〔A,/2490；I , 舉行表決：。

該決譲草案以四十八票凿五票通過，秦權者四。

(午前十一時二十3 Ï分散會0 )

第四百五十次全體會議 ^  ；e-

，九五三年十月五日屋期一'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會所舉行 

主 席 Mrs. Vijaya Lakshmi .PANDIT( 印度）

巴拿馬共和國總統  Colonel José 
Remôn Gantera的演說詞

Antonio

一 . 主席：剛緣我迎接B拿馬共和國總統Co
lonel José Aotdnio Remôn Canteia 光臨聯合國。我請 

他參加大會這次會譲。获代表各位代表向他表示竭 

誠熱烈歡迎。

二.巴拿馬共和國總统Colonel REMON CAN- 
TERA :承聯合國大會招待我来到這個充满着正義與 

公理的氣氛韵•論人類大事,具有歷史意義的會場，我 

首先表示衷，感荷。

三.聯合國憲章是上次爲自由而犧牲了多少生 

命的世界戰爭之結果, 可以說是代表入類不斷裏， 

安全穩定與幸福的那à 崇高廣期的唯一結晶, ® 且

A /P  V.450

S 是非如此不可的。把戰爭當做解決國際爭端的天 

然正常辦法的古老消極學說最後a 被文明人士一政 

驳斥，繼之而起的新舆學說指戰爭爲破壤人頻的罪 

惡，解決爭端必須採取談制、調解、和解公斷及司法 

途徑。就常識而論’ 這些à 是賢明辦法。載禍乃人 

類B 往慘不堪言之苦難的根源。凡主張建立永無這 

種禍根的世界的人們莫不倡導這镇學說。

四.那些悲觀主義者和懷疑派以爲聯合國憲章 

不過是無法實行，不能爲世界諶安全和平與福利的 

幾乎鳥託邦式的原则之集成，可是事實B 經證明他 

們大錯特錯了。世界人民之和平関係，的確依然遺 

受着旨在遺成國際變亂的罪無可恕的縱横禅閨之威 

脅，彷沸在飽受苦痛之後遺維忘卻這些慘痛經驗所 

造成的無限苦難,^世界的务崩離析與凯睦木绘 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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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明的一切力量及聯合國所能蓮用的一切力法 

都必須用来防止這種倒退倾向，一力面防止這種傾 

向的蔓延，一力面使它不致深入那些敵視和諧、和 

平及國酸秩序的人們的心中。

五. 我們必須虔誠努力，，来達成異jE和平的最 

高目標。我們必缀擦除急躁，而且杜箱若于國家在 

國際闇係上顯得毫無信義的木能取信於人的狡詐手 

段，而爭端邀歧見的理由以及所欲達成的目的之性 

質必須坦白誠懇說得淸淸楚楚。彰響世界铁序的間 

題一旦說淸楚之後，如再誠懇地去覓取一個解決辦 

法，那便是爲擎固和平採取了一個決定性步驟。

六 . 聯合國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値與 

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如果這些話要有眞正意 

義，就必須把它們付諸實現。人向来是而且將来遺 

是主裏因素，我們的思想必須以人爲中心。繼續改 

善1H:界f i會經濟與文化條件，建立與人類尊嚴相稱 

的生活程度是人類快樂與幸福的先決條件。這様人 

類就能更充分的意識到他們的前途，並且更好的準 

備着爲基於崇高原則的算正民主而營國。

七.各國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這原則必須保持 

完整。現在雄★的國家決不能微視弱小國家的重裏 

性。人類如果要達成更遠大的前途，而且根據滅意 

正義和平等来促成全世界的圓結，如果承鶴各民族 

的互相依存凿於國際關係有極大影響，那未我們 

就得承認採取建立國摩和好關係的政策是絕對需要 

的。

八. 按照我剛總所講的原則’聯合國憲章颜請 

各國尊重條約及國際法其他淵源所廣生的義務。

九. 我們必須保證，依照約定條件，遵守條約， 

而不稍規避。凡依據條約而採取的措施，必須從寬 

譲想，尤其在這種條約是由資力雄厚的國家與人民 

自間無愧徒因所有力量不足自謀栽展而顯然貧困的 

國家所簽訂的時候„
」0 . 有人認爲，聯合國憲章，雖然原則顯屬 

完善，而且具有無可否離、的力量，確是世界自由人 

民的一大成就，不過仍有急待修正之處。這種見解 

大體上當然也許自有道理。目前時代不同了，國際 

事態的演變造成了新的環境與情勢，此原非始料所 

及’ 而我們卻必須正視。因此我們必須把已經宣怖 

的原则重加檢对，以現實眼光来重新衡量，以便確 

定它們是否適合各民族友好開係所需要的新環境與 

新情勢。

加果聯合國憲章尙旦加此，那未，至少 

雨画以上所綠結的園際條約JÉ該也是如此。這些條

約之簽訂，律往環境非常特殊，受着外界的壓力，很 

難逆料將來的演變，倉卒之間，條款也不及安善訂 

明。過了若于時候，其中破檢，不合正義地力以及 

嚴重缺點，就顯然暴露。爭端如能和平解決並且把 

所有應該立卽注意的偶題加以研究’那未這些缺陷 

都能辅救，彼此以互信的精肿重加修訂公平與正 

義就S 發昭彰了。

—二.聯合國憲章基本原則之價値與完善並不 

反映於一^般事物中而反映於個別事件中。所以我們 

對於其宗旨所抱的堅决信心不容動搖，這個宗旨就 

是促進天下人民所應有的友好關係。

一三 . 結束以前，請讓我提及現在各位面 

前的一個項目：聯合國兒*董基金會。這個基金會的 

見童福利工作是聯合國最具體的成就之一 ，， 而且是 

保障人類永久福利的賢明步驟之一A 巴拿馬的兒*  
身受該基金會工作計劃的實惠。我襄向各位轉達他 

們的謝意a.値此聯合國國際量聚急救濟基金會的 

長期續誌間題行將揚出討能之際，我要聲巴拿馬 

共和國一定儘力支持這一確有效用而且必須誌置的 

機關繼續存在。

一四 . 承聯合國大會主席殷動招待，我要再度 

申謝。我竭誠願望聯合國爲I t 界各國爭取和平安全 

與幸藥的:n 作有更大的成就。

〔午前十一時五分停會，十一時千玉分復會。〕

選擧安全理事會三非常住理事國 

〔譲程項目十0 〕

一五 . 主席：安全理事會三個非常任理事國 

- 一智利、希膜及巴基斯坦一一的任斯將於本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眉满。在適铺這些理事國的選舉中。除 

在安全理事會現在B 有的代表的會員國以外，聯合 

國所有會員國當然都有被選資格。安全理事會現任 

理事國如次：智利、中國萍命比亞、丹麥、法蘭西、 

希騰、黎a 嫩、巴基斯坦、蘇聯、英聯王國和美國。 

依照我們的議事規則第九+ 三條，選舉採無記名投 

票法，不得採用推選制。

一六 . Mr. VYSHINSKY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盟）：大會要選舉安全理事曾的三個非常任理事 

國来接替任斯行將屆満的a 基斯坦、智利和希騰三 

國，依據憲章，特別是第二十四條，安全理事會負有 

"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主裏責任"，所以安全理事 

會所處的非常重襄的地位，我想無須我来特別插調。 

聯 ê ■國憲章對於選舉安全理事會六個非常任理事國 

之方法所以特別注意也非偶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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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 各位都知道，憲章第二十三條確切規定 

大會選舉安全理事會非常任理事國首先宜"充分掛 

S勺聯合國各會員國於維样國酸和平與安全及本組織 

其能宗旨上之貢獻"。其中同時雄調《並宜充分掛酌 

地域上之公与分配"。請各位注意，該條不僅說"地 

域分配" 而且要 "地域上之公与分配"。聯仓國這一 

國際組織的宗旨，正加憲章第一條所栽，. 是 裏 "構 

成協調各國行動之中心'，以達成上述共同目的"，安 

全理事會的地域公与分配原則確是聯合國機構上最 

重要特質之一。

一八.安全理事會而且應該是協調我們在本質 

上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爲目的之行動的中心。和 

平解決T爭端以及對付威脅和平、破壞和平或使略行 

篇的措施都由其負責。所以其重要不待細項。職此之 

故，聯合國及各會員國當然都應該十分小心確保安 

全理事會成員之適當，否則它履行觸洛就不能順遂。

一九.我們認爲裏確保安全理事會成員之適 

當，其最重裏的條件之一就是要遵守我剛鎭所講的 

地域公与分配這個原則。這一原則之重要，在安全 

理事曾規則之中也曾加以雄調。正如各位知道，安 

全理事曾常任理事國S  爲這種情形纖於一九四六年 

在偷敦成立一個口頭協定—— 叫做君子協定，因爲 

這是一言爲定而且不見於任何文件的墙定—— 大家 

約定按照固定方案分配安全理事曾非常任理事國的 

席次。按照該協定的條件，常任理事國要支持世界 

五大展域的國家所推選的候選國當選。依據該方案， 

在選舉非常任理事國時，必須支持拉丁美洲展域的 

兩個國家，以使該廣域佔兩席，同時不列顔國協、中 

東、西歐、束歐各佔一席。

二0 . 自從聯合國成立以来除掉一九四九年以 

及特別是一九五一年之林，大曾在選舉安全理事會 

非常任理事國時確曾厳格遵守這一協定。惟有在那 

雨年《東歐國家，竟然達反憲章，我所講的譲事規 

則以及倫敦協定。因此大售對於東歐國家的待遇不 

能不算是一種歧視的特遇。

二一 . 就其他廣域而論，這一協定，各眉屆會確 

曾一貫小心充分遵守。請讓我爲各位溯述一遍罷，在 

拉丁美洲國家方面，一九四六年墨西哥在安全理事 

曾 f占一席後, 来當選者有哥命比亞，任斯是一九四七 

年至一九四八年；古B , 任期是一九r a 九年至一九 

五0 年；a 西，任期是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最 

後义墓冗命比任期在一九五四年届满。佔扰丁 

美溯廣域的另一席的，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 

是巴西，一九 r a 八年至一九因九年是阿根廷，一九 

玉0 年至一九五一年是® 瓜多，一九五二年至一九

玉三年是智利U 這幾年襄不列顏國協在安全理事曾 

估非常任理事國這一席次的先後計有澳大利f f i 、加 

拿大、印度和巴基斯坦，西歐一鹿先由荷蘭、比刺 

時、那威翰流擔任，後來义是荷蘭與丹麥。東歐一 

展在安全理事會的非常任理事國一席曾由波廣及鳥 

克蘭擔任。

二二 . 所以這一君子協定除東歐廣以休，就 

M K M m m ,都曾信實遵行。％且安全理事曾五常 

任理事國之君子協定得有大會全體贊助■— 當然是 

大會的極大多數，他的投票情形就是默認這一個 

協定。

二三 . 至於蘇聯和東歐各國的代表圓，我們確 

會嚴格守信，很拘謹地遵守這一協定，而且我們所 

列舉的那些國家，無論我們是否贊成他們，與我國 

有無外交關係，我們都曾投票選舉它們。當巴西與 

蘇聯斷雜了外交開係的時候，我們也曾投票選舉巴 

西。我們不間政洽因素，恪守這一君子協定。我們 

認爲要如君子之守信, 就必須遵守這一協定而不應 

該託故规避，例如以此約紙適用於一九因六年度的 

選舉之說作爲藉口。東歐原域中烏克蘭之如約當選， 

以及波蘭之當選遠在一九因六年以後,這些事實俱 

在，這種遁辭早給驳倒了。所以霉一協定仍屬有效 

而且無論如何不能片面廣寨。我要請各位注意這一 

德定是很重裏的。

二四.各席域之推選非常任理事國的候選國決 

非偶然的湊合’ 而是按照一定辦法，輕有關地域全 

體或大多數國家之同意而且以那些大多數國家的名 

« 義推舉。此所以在這些旣定原則沒有被破壤之前， 

大曾在選舉安全理事曾非常任理事國時向来全體&  

致。

二S .  - i r家都很明白’現在要我們来進行選舉 

—— 選舉三個非常任理事國—— 關於在東歐國家中

選舉一個非常任理事國一事，一定又要達反憲章、譲 

事規則如偷敦協定。大家知道若干代表画想選舉未 

經東歐國家推舉的土耳其来佔此一席，而不選舉東 

歐國家所擁戴的波蘭。這種活動顧然達反憲章驚二 

十三條及有關公自地域分配的譲事规則，因篇其結 

果地域上的分配定不公与。m 土耳其在一九3 ■—  

年安全理事會襄中東一席因埃及任满而出缺時早就 

估過中東的席,現在它們又主張由土耳其来估據 

東歐的一鹿，竟然甚至不知自愧。結果不論環境如 

何，老把土耳其提出来接替這一區域的這一國,或者 

那一跟域的那一國。我們認爲這様16不公允而旦荒 

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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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 主鹿：我不得不打斷蘇聯代表的說話而 

請他注意譲事规則第九十二條關於選舉的規定。依 

據那條規則，不應有什麼推選，所以在選舉之前關於 

大曾任何曾員國之候選資格不應該有什麽聲明。所 

以我必須要東蘇聯代表不再多講。我認爲他關於大 

曾當前所有選舉之候選國所講的話，是値得遺域的。 

我們现在裏進行選舉了。

舉行無記名投襄

M r.，Borberg(丹麥）和 Mr. Franco y Franco(多明 

尼加# 和國）應主鹿之邀任唱票員。

選票總數 60

寨權 0

廢票 1
有效票數 59
法定多數 40

各國所得票數：

巴西  ........................................   56

» 西蘭. . ，. . ......................................................48
土耳其… ......................................................... 32

波蘭  ......................................     18
菲律賓.............................................................. 17
捷克，  .................................................. 2
厄瓜多… ..........................     2
墨西哥… .................................    1

a 西與® 西蘭得法定三分二多數票當選爲安全 

理事會非常任理事國。

二七 . 主席：大《現在選舉安全理事曾第三個 

非常任理事國。這次票選要按照譲事規則第九+四 

條辦理 , 所以僅以上次襄選得票最多的兩國爲限，卽 

土耳其和波蘭。

舉行無記名投票

Mr. Boirberg(丹麥)及 'Mr. Franco y Franco(多明 

尼加共和画）應主席之邀任唱票員。

選票總數 60

棄權 1
廢票 1
有效票數 5$
法定多數 39

各國所得禁數： .
土耳其    ........................38

波蘭…    .................... 20

二八♦主席: 這兩個候選國都沒有得到法定三 

分之二多數票, 所以遺需要根據第九十四條選舉一 

次。這次和上次一様’ 亦以土耳其、波蘭這兩個候 

選國爲限。

舉行無記名投票。
Mr. Borberg(丹麥）及 Mr. Franco y Franco (多明 

尼加共和國)應主鹿之邀任唱票員。

選票總數 60

棄權 1
廢襄 0
有效票數 59
法定多數 40

各國所得票數：

士‘耳其...................................................... 37
波蘭.......................   22

二九, 主席：旣然兩國都沒有得到法定的三分 

二多數襄，按照議事規則鎭九十四條遺得重行票選， 

仍以這兩國爲限，卽士耳其與波蘭。

舉行無記名投票

Mr. Borberg(丹麥)及 Mr. Franco y Franco(多明 

尼加共和國）應主席之邀任唱票員。

選襄總數 60

寨權 1
廣票 0
有效票數 59

法定多數 40
各國所得票數：

r k  耳其  ..........  . . ，，•................    36

波蘭 .......................     23

三0 . 主鹿：關於安全理事曾第三個非常任理 

事國的選舉，我們& 經舉行過三次票選都沒有結果。 

在這種情形之下，譲事規則第九十四條規定如第三 

次票選仍無結嚴，則可就任何合格人選或會員國選 

舉之。所以會員國現在在安全理事會襄沒有代表權 

的，除已經當選的巴西與释西蘭兩國外,在第四次票 

選中都有被選資格。現在我舉行第四次票選。

舉行無記名投票

Mr. Borberg(丹麥）及 Mr. Franco y Franco (多明 

尼加共和國）應主席之邀任唱票員。

選票總數 60
棄權 0
廢票 0
有效票數 60
法定多數 40

各國所得票數：

士耳其 ' ............................... .........  • • • • . … 31

波蘭  ............................    18

菲律賓.............................. —  — ：• •• • •  11

三 主 鹿 : 我們現在進行第二次無服制票選。



舉行無記名投票

Mr. Borberg(丹麥)及 Mr. Franco y Franco (多明 

尼加共和國）應主席之邀任唱票員。

選票總數 60
棄權  0
廢票 0
有效票數 00
法定多數 40

各國所得票數：

七耳其..............................     33

波蘭… ...........................   16
菲律賓..................................   11

三二 . 主席：我們遺得進行第三次無限制票選。

舉行無記名投票

Mr. Borberg(丹麥）及 Mr. Franco y Franco(多明 

尼加共和國）應主席之邀任唱票員。

選票總數 60

棄權 0
廢票 0
有效票數 60
法定多數 40

各國所得票數：

土 耳其...............     35
波蘭…  .................................................. 15

菲律务 . . . . .....................................     10

三三 . 主席：第三次無限制票選仍無結果。依 

據譲事規則第九十四條，以後三次票選都應就第三 

次無限制票選中得票最多的兩個候選國決選之，這 

兩個候選國就是士耳其與波蘭。

舉行無記名投票

Mr. Borberg(丹麥）及 Mr. Franco y Franœ(多明' 

尼加共和國) 應主席之邀任唱票員。

選票總數 60

1
廢票 0
有效票數 59
法定多數 40

各國所得票數：

土耳其  .......................................................... 40
波蘭 .................................................   19

土耳其得有法定三分二多數票當選爲安全理事 
會禁常任理事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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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六理事國 

〔議程項目十S 〕

三四，主席：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理事國任期在 

本年年底盾満者許有菲律賓、波蘭、瑞典、蘇聯、英聯 

王國和鳥拉圭。依據應章第六十一條第二項,退任理 

事國都得卽行連選速任。所以聯合國所有會貴國除 

掉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襄在期不在本年年底届満的十 

二個理事國外，在此次選舉中個個是合格的。至於那 

十二個國家就是阿根廷、澳大刺亞、比利時、中國、古 

a 、埃及、法蘭西、印度、土耳其、美利æ 合衆國、委內 

瑞拉和南斯拉夫。照譲事規則第九十二條，此次選 

舉以無記名投票法舉行，不得推舉候選者。

，行無記名投票
Mr. Borberg(丹麥)和 Mr. Franco y Franco.(多明 . 

尼加共和國）應主席之邀任唱票員。

選票總數 60
棄權 0
廢票 1
有效票數 59
法定多數 40

各國所得票數：

大不列顔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 47
厄瓜多 ........  45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45
捷克斯洛伐克  ..........   42
那威.................................................. 42
印度尼苗亜.，，....................................36
a  基斯坦  ..................    33
阿富汗............. … . .… . . . . 28

m m rn   ................  7
IF命比® .......................    2
.麵旬  ............-......— ..........   1
海地  ............   1
以色列… … ，，•，，，，" ‘ ‘ • •…" … … … … 1

細西蘭 ................................................ - 1
驢魯…  ..............................    1
波 M .................................   1

泰國   ................    1
烏拉圭    ............................ 1

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厄瓜多、蘇維埃 

ftfc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捷克斯洛伐克及那威都得有 

法定三分二多數票，當選爲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理事 

國。

三五. 主席: 下次票選定下午舉行並以印度尼 
西亞及&基斯坦兩國爲限。

. 午後一時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