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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之分酣

全體會議

一 . 羅馬尼亞代表團團長宣佈開會I：項目一^)。

二 . 默禱或默念一分鐘I：項目二 1。

三出席大會第二十三屆會各倉'員國代表之全權證書(項目三）：

( ^ )指派全權證書審查委員會；

全權證書審查委員會報吿書。

四. 選舉主席〔項目四 )̂。

五. 組設各主要委員會並選舉載員〔項目五

六 . 選舉副主席〔項目六 )̂。

七，秘書長依照憲章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提送之通知書(項目七X

八. 通過議程〔項目八X

九. 一般辦論〔項自九 )̂。

十 . 秘書長關於本組纖工作之報告書〔項目十X  

十一. 安全理事會報告書(項目十一^)。

十二.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報告書〔第十七2及第十八章X項目十二^)。

十三. 國際法院報告書(項目十四X  

十四. 國際原子能總署報吿書(項自十五^)。

十五. 選舉安全理事會五非常任理事國(項目十六^)。

十六. 選舉經濟壁社會理事會九理事國(項目十七^)。

十七. 選舉工業發展理事會十五理事國(項目十八^)。

十八. 選舉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項目十九X 

十九. 准許新會員國加入聯合國(項目二十X  

二十. 原子能和平用途第四次國際會議：秘書長報告書(項目二十一^)。 

二十一 ̂ 裝置表決機械設備：秘書長報告書(項目二十二^)。

二十二 ̂ 中東之情勢(項自九十五

1所有項目，除另有註明者外，均係總務委員會在其第一次報告書之建議，經 

大會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第一六七六次全體會議通過議程之一部分。於同次會議，大會 

通過總務委員會關於分配議程項目之建議。議程項目次序表，參閱"決議案及決定索引"，第 
一一四頁。

2大會於一九六7 \年九月二十七日第一六七六次全體會議，依據總務委員會第一次報告 

書0 /7 2 5 0，第十四段(^)^))之建議，決定請第五委員會法意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報告書(入/  
第十七章2 節〔一九六九年及一九七0 年會譲日程) 及 節 (理事會行動所涉經費問題^)。 

8大會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第一六七六次全體會譲，依據總務委員會第一次報告 

書(八̂ 7250，第 十 二 段 及 第 十 四 段 之 建 議 ，決定將本項目優先列入議程，並列爲全 

體會議審議項目表之項目二十二。



二十三，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之實施：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 

宣言實施情形特設委員會報吿書(項目二 三 

二十四^ 酌米比亞問題(項目六十四 5

( ^ )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特設委員會報告書；

0 0 聯合國納米比亞理事會報告書；

( ^ )任命聯合國納米比亞專員。

二十五^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中之合法權利(項目九十三 

二十六^ 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項目三十四 

( ^ )賈裁會議第二届會報告書;7 

認可賈發會議秘書長之委派。 8 

二十七，人類環境之問題(項目九十一^9 

二十八^ 慶祝聯合國二十五週年(項目九十七。 10

第一委員會

(政治及安全間题，包括草備铜節^

一 . 外空和平使用之國際合作：外空和平使用問題委員會報告書1：項目二 

十四̂ )。

二 . 韓國問題〔項目二十五〉：

聯合國韓國統一善後委員會報告書；

解散聯合國韓國統一善後委員會；

( ^ )撤退在聯合國旗織下估領南韓之美國及一切其他外國軍險；

((^ )必須終止在聯合國討論韓國統一問題。 11

‘ 大會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第一六七六次全體會議，依據總器委員會第一次報告 

書 第 十 四 段 (^ )^ ;))之建議，決定將特設委員會報告書有關特定領士之各章發交 

第四委員會審議。

5並參閱下文"第四委員會"，項目三。

6大會於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九日第一七二四次全體會議否決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 

束塘寨、剛果(布拉薩市X 古巴、幾內亞、馬利、茅利塔尼亞、巴基斯坦、羅馬尼亞、南也門、蘇 
丹、敍利亞、坦尙尼亞聯合共和國、也門及尙比亞所提決議草案0/1^ .549  3 0 ^ 么(̂(̂.：!)。於 

同次會議，大會否決比利時^智利^冰島^義大利及盧森堡所提決議草案^入/!̂ .̂ ^̂ ))。又請參 

閱決議案二三八九〔二十三^)。

7大會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第一六七六次全體會議，依據總務委員會第一次報告 

書0^/7250，第 十 四 段 之 建 議 ，決定將會議第二届會報告書首先應提交大會全體會 

議，又請參閱下文"第二委員會"，項目二。

8大會於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第一七三七次全體會議，依據總務委員會第一次報告書 
(入乂72507么 第 二 段 ：！之建議，決定將本問題列入議程內作爲該項目之0 0 分項，由全體 

會議審議。

9大會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第一六七六次全體會議，依據總務委員會第一次報告 

書(八77250，第 十 五 段 之 建 議 ，決定將本項目列入議程，由全體會議審議。

大會於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第一七0 九次全體會議，依據總務委戸會第三次報告 
書0\77250^\^1^1‘2，第一段之建議，決定將本項目列入議程，由全體會議審議。

^ 大會於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第一七三七次全體會議，依據總務委員會第五次報告 

第一段之建議，決定將本問題列入議程，作爲該項目之(力分項，發

交第一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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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審議各國現有管轄範圍以外公海之海洋底牀與下層土壤專供和平用途， 

及其資源用謀人類福利之問題：研究各國管轄範圍以外海洋底牀之和平 

使用專設委員會報告書(項目二十六X

四. 普遍及徹底裁軍問題：十八國裁軍委員會會議報告書(項目二十七^)。

五 . 蓝需停止核試驗及熱核試驗：十八國裁軍委員會會議報告書(項目二十 

八̂)。

六 . 撤除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國家內之外國軍事基地：十八國裁軍委員會 

會議報告書(項目二十九^)。

七^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巧國聯邦政麻關於停止軍備競賽實現裁軍緊急措拖之 

備忘錄(項目九十四

八. 非核武器國家會議：會議最後文件(項目九十六

特設政治委員會

一 . 原子轄射之影響：聯合國原子轄射影響問題科學委員會報告書項目三 

十

二. 南非共和國政府之種族隔離政策：南非共和國政府種族隔離政策問題特 

設委員會報吿書(項目三十一 X

三 . 維持和平行動整個問題所有方面之全盤檢討：維持和平行動特設委員會 

報告書〔項目三十二 X

四. 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娠處總監報告書(項目三十三乂

第二委員會

( 經濟及財政間题）

一 .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報告書〔第一章I3至第九章、第十章第八節XI3 第十 

二章、第十三章節至 5：節及II節至:̂ 節)及第十六章〔八節及6 節)"〕 

(項目十二 ̂)。

二. 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項目三十四 

( ^ )賈發會議第二届會報告書；

賈易及發展理事會報告書。

大會於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第一六九九次全體會議，依據總務委員會第二次報告書 

0^/7250/4^1(1.1，第一段〉之建議， 決定將本項自列入議程並發交第一委員會， 但有一項了 

解：審議該項目時，第一委員會主席須徵詢該委員會意見是否宜將會議報告書中可能爲第二 

委員會關注部分送交第二委員會。

大會於一九六八年; 月二十七日第一六七六次全體會議，依據總務委員會第一次報告 

書（八77250，第十四段^ ) ) ^ ) )之建議，決定促請第^委員會注意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報告書 

第一章及第十章6 節(人力資源之發展與利用X  

14大會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第一六七六次全體會議， 依據總務委員會第一次報告 

書( 八77250，第十四段(^?)^))之建議，決定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報告書第十六章內  

關於大會議事規則一項修正案提案之第七六四段至第七七0 段，經第二委員會及第三委員會 

審議後，應依大會議事規則附錄威，第一編，第一段( ^ ) ,發交第六委員會。第十六章(么節 

及 0 節）同時並發交第三委員會及第五委員會。

又請參閱上文"全體會議"，項目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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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纖：工業發展理事會報告書(項目三十五 )̂。 ^

四. 聯合國資本發展基金(項目三十六^)。

五. 聯合國發展十年：秘書長報告書(項目三十七^)。

六 . 國際敎育年：秘書長報告書(項目三十八^)。

七. 天然資源之永久主權：秘書長報告書(項目三十九X

八. 裁軍節餘資源移供和平需要：秘書長報告書(項目0 十̂)。

九. 海洋資源：秘書長報告書(項目0 十一̂ )。

十 . 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之外資壽措：秘書長報告書(項目四十二^)。

十一. 聯合國訓練研究所：執行主任報告書(項目四十三X 

十二. 爲發展方面所辦業務工作(項目四十四

( ^ )聯合國發展方案之工作：方案理事會報告書；

秘書長所辦之工作。

十三. 多邊糧食援助問題：秘書長報告書(項目四十五^)。

十四. 增進食用蛋白質之生産與使用：秘書長報告書(項目四十六X

十五^ 受有訓練之各級專業及技術人員自發展中國家流往已發展國家之現象， 

其原因、其影響與由此所生問題之實際補救辦法(項目四十七X

十六. 一日軍費用於和平(項目九十二

第三委員會

( 社會、人道及文化間邀）

一 .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報告書〔第十章（义節及0 節〕第十一章、第十三章 

0 \、5 、？'及 0 各節)及第十六章節及 2 節乂7〕̂：項目十二^)。

二. 遭遇天然災害時之協助(項目四十八^)。

三 . 世界社會狀況：秘書長報告書(項目四十九X

四. 社會發展宣言草案(項目五十

五 . 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報吿書(項目五十一^)。

六 . 住宅、建築及設計：秘書長報告書(項目五十二X

七. 城市結誰一一國際合作之方法：經濟璧社會理事會報告書（項目五十 

三̂)。

八. 消除宗敎上一切形式之不容異己(項目五十四〉：

( ^ )消除宗敎上一切形式不容異己宣言草案；

消除基於宗敎或信仰之一切形式不容異己及歧視國際公約草案。

九. 懲治戰爭罪犯及危害人類罪犯問題：秘書長報告書(項目五十五X

十 . 聯合國人權事宜高級專員之設置(項目五十六X

大會於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第一六九九次全體會議，依據總挺委員會第二次報告 

書 ，第三段之建議，決定將本項目發交第二委員會。

1 7第十六章( & 節及2 節）同時並發交第二委員會及第五委員會，並參閱上文附註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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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政視(項目五十七〉：

( ^ )聯合國清除切形式種族歧視宣言之實施情形；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之現況：秘書長報告書；

( ^ )對納粹主義與種族上不容異己應採之措施：秘書長報告書。

十二. 浸害人權及基本自由問題，包括所有國家內，尤其殖民地及其他附屬國 

家與領士內種族歧視與分離及種族隔離之政策：秘書長報告書(項目五 

十八乂

十三. 死刑問嵐(項目五十九^)。

十四. 新聞自由(項目六十〉：

( ^ )新聞自由公約草案；

0 0 新聞自由宣言草案。

十五.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盟約、公民及政洽權利國際盟約以及公民及政洽 

權利國際盟約任擇議定書之現況：秘書長報告書(項目六十一X

十六. 國黯人權年(項目六十二

( ^ )國際人權年採行之措施與活動：秘書長報告書；

國際人權會議。

十七.必須傳授中小學敎學人員關於聯合國及其專門機關尤其世界人權宣言之 

知識(項自九十X

第0 委員會

( 閲於託管及非食治領土間题）

一 . 託管理事會報告書(項目十三

二^ 依聯合國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所遞非自洽領士之情報(項目六十三〉： 

(& )秘書長報告書；

淮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特設委員會報告書。

三 . 納米比亞問題^聽取請願人陳述意見X 項目六十旧） 。 8̂

四. 葡菅領士問題：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特設委員會報 

告書(項目六十五^)。

五 . 斐濟問題：淮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特設委員會報告書 

(項目六十六X

六 . 握曼問題〔項目六十七

( ^ )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特設委員會報告書；

秘書長報告書。

七. 在南羅德西亞、納米比亞及葡萄牙統治下各領士以及所有其他殖民統治 

領士內妨害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之實施並在非洲南部妨害消 

除殖民制度、種族癌離及種族歧視之努力之外國經濟及其他勢力之活動： 

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特設委員會報告書(項目六十 

八̂)。

I8又參閱上文"全體會議"，項目二十四。



八^各專門機關及與聯合國有聯繁之國際機構實施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 

立宣言(項目六十九〉：

( ^ )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特設委員會報告書；

秘書長報告書。

九. 經濟璧社會理事會報吿書〔第十六章節〉〕(項目十二X

十. 聯合國訓練及敎育方案：秘書長報告書(項目七十乂

十一. 會員國爲非自治領士居民提供之求學及訓練便利：秘書長報告書(項目 

七十一

十二. 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之實施：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 

言實施情形特設委員會報告書(與個別領土有關的各章X項目二十三XI9

第五委員會

(行政及預算間题）

一 . 一 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終之會計年度財政報告與決算及審計委員 

會報吿書(項目七十二

( ^ )聯合國；

0 聯合國發展方案；

( ^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 ^ )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暇處；

( ^ )聯合國訓練研究所；

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所經管之自願捐敦。

二. 一九六八會計年度追加概算(項目七十三^)。

三 . 一九六九會計年度槪算(項目七十四X

四. 會譲時地分配辦法：會議委員會報告書(項目七十五X

五 . 委派大會各輔助機關成員以實遺故(項目七十六 

( ^ )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

會費委員會；

( ^ )審計委員會；

(^ !)聯合國行政法庭。

六 . 聯合國經費分灘比額表：會費委員會報告書(項目七十七X  

七^ 各專門機關及國際原子能總署開支審計報吿書(項目七十八》：

( ^ )聯合國發展方案技術協助帳項下之指定用途款項及意外開支敦項；

聯合國發展方案特設基金項下之分撥款項。

八. 聯合國與各專門機關及國際原子能總暑間行政及預算之協調：行政及預 

算間題諮詢委員會報告書(項目七十九^)。

參閱上文附註四。



九^ 審查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財政專設專家委員會所提各項建議之實施（項 

目八十》

( ^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報告書：

秘書長報吿書。

十 . 人事問題(項目八十一〉：

( ^ )秘書處之担成：秘書長報吿書；

其他人事問題。

十一. 聯合國職員養邮金聯合委員會報吿書(項目八十二^)。

十二. 聯合國國際學校：秘書長報吿書(項目八十三X

十三’ 經濟雙社會理事會報吿書〔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及第十六章（八節及 

8 節項目十二^ )。

十四. 擴大會費委員會(項目九十八） 。 22

第六委員會

(法律間题）

一 . 國際法委員會第二十届會工作報告書〔項目八十四X

二. 特種使節公約草案(項目八十五^)。

三 . 浸略定義問題特設委員會報吿書(項目八十六X

四. 審議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關於各 

國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特設委員會報吿書(項目八十七^)。

五 . 聯合國國際賈易法委員會第一届會工作報告書(項目八十八X

六 . 聯合國國際法講授、研習、傳播及廣泛瞭解之協助方案:秘書長報告書〔項 

目八十九̂ )。

0̂大會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第一六七六次全體會議，依據總務委員會第一次報 
告 書 77250，第十四段(^ ) )之建議，決定將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報告書第十四章  

及第十五章發交第二及第三委員會評議。

第十六章(义節及5 節）同時並發交第二及第三委員會。

22大會於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第一七二二次全體會議，依據總務委員會第四次報 

告 書 決 定 將 本 項 目 列 入 議 程 ，並發交第五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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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全權證書審查委員會 

〔項目三(^))

依照議事規則第二十八條之規定，大會指派全權證書審查委員會。

該委員會由下列各國代表組成：奥地利、已西、哥斯大黎加、糖比瑞亞、蒙 

古、纽西蘭、蘇雄埃社會生義共和國聯邦、坦倚足亞聯合共和國及美利堅合衆國。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四曰， 

第一六七四次全體會議。

總務委員會之組成

(項目0 、五及六3

大會第二十三届會總務委員會由下列人選組成：

大會主席：

21X11110 八 瓜地馬拉

一九六 '八年九月二十四曰， 

第一六七四次全體會識。

大會到主摩:

下列各會員國代表：保加利亞、加拿大、中國、法蘭西、幾内亞、羞亞郁、伊 

斯、黎巴嫩、茅利塔足亞、秘魯、菲律賓、瑞典、參哥、鳥千達、蘇雄埃社會生義共和 

國聯邦、大不到類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曰， 

第一六七五次全體會讓。

大會七主要委！會之主席：

第一委員會： ^ ]：. ？ 1610 VII(^工̂：義大利

特投政治委员會： 1̂0(11111：&111111 (索馬利亞）；

第二委员會： 11101131：  ̂ ( ^ ) ;

第三委员會： ' 工奥地利

第四委員會： 1. 30IX)IVI0X (千里達及托貝哥〉；

第五委员會： 白俄羅斯蘇維埃 

社會主義共和國 

第六委员會： ^̂ !!：. & 印度乂

一 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曰， 

第一六七五次全體會議。

23在該次會議大會主席宣佈各委員會選舉之結果。



選舉安全理事會五非常任理事國 

(項目十六）

大會選出安全理事會五非常任理事國，以補巴西、加拿大、丹麥、衣索比亞 

及坪度任期届滿之遺缺。

當選國家如下：哥儉比亞、芬蘭、足泊爾、西班斤及倚化亞。

一九六八年 -1— 月 一 曰， 

第一七0九次全體會讓。

由於上聞選舉结果，安全理事會斯由下列理事国組成：阿爾及利亞 、̂ 中

國、哥儉化亜、 芬蘭、 法蘭西、匈牙利、# 尼泊爾、 已基斯坦、# 已拉圭、# 

塞内加爾、# 西班牙、 蘇雄埃社食生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到類及此愛爾蘭聯合 

王國、美利坚合康國及食比亞。

選舉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九理事國 

(項目十七）

大會選出經濟璧社會理事會九理事國，以補捷克斯拉夫、伊斯、摩洛哥、巴 

拿馬、菲律賓、瑞典、蘇雄埃社食生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则颠及41̂ 愛爾蘭聯合王 

國及委内端拉任期届滿之遺缺。

當選國家如下：邱度足西亞、牙賈加、挪威、巴基斯坦、蘇丹、蘇維埃社會生 

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到颠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烏拉圭及南斯拉夫。

一 九 六 八 年 — 月十九曰及二十主曰， 

第一七二三次及第一七二五次全想會議。

由於上開選舉結果，經濟營社會理事會將由下列各理事國組成：阿根廷、

比利特、# 保加利亞、 查德、 剛系(布拉薩市乂 # # 法蘭西、# 瓜地馬拉、 坪 

度、 坪度尼西亞、 愛爾蘭、 牙賈加、 日本、 科威特、̂ 利比亞、̂基  

西哥、# 挪威、 巴基斯坦、 御子山、# 蘇丹、 土耳其、#蘇雄埃社會生 

義共和國聯邦、 大不到類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坦倚足亞聯合共和國 、# 

美利堅合衆國、 上伏塔、 烏 拉 圭 及 南 斯 拉 夫 。

^ 任期於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届滿。

任期於一九七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届滿。

任期於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

XIV



選舉工業發展理事會理事國 

(項目十八）

大會依照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決議案二一五二 (二十一)第二節第三段 

至第五段之決定，選出工業發展理事會十五理事國，以補已西、智利、古巴、芬 

蘭、法蘭西、坪度、日本、勸且、科威特、荷蘭、羅馬足亞、蘇丹、泰國、阿拉仏聯合共 

和國及美利堅合衆國任期届滿之遺缺。

當選國家如下：巴西、智利、古巴、丹麥、法蘭西、坪度、伊拉克、日本、科咸 

特、荷蘭、波蘭、蘇丹、泰國、美利堅合衆國及上伏塔。

一 九 六 八 年 — 月十九曰， 

第一七二三次全體食議。

大會選出工業發展理事會一理事國以補倚比亞辭職之遺缺。 24

坦倚尼亞聯合共和國當選爲工業發展理事會理事國，自一九六九年一月一 

日起任期一年。

一九六八年千二月十七曰， 

第一七四五次全體會議。

本 #

由於上開避舉結果，工紫發展理事會滸由下列各理事國組成：阿根廷 、 #

奥 地 利 、 比利時、 巴西、 保加利亞 、# 嗓麥隆、# 加拿大、# 智利、 

哥儉比亞、# 古已、 捷克斯拉夫、 丹麥 、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法 蘭  

西、 避納、̂ 幾内亞、 坪度、 坪度足西亞、 伊斯 、# 伊拉克、 義 

大利 、 象牙海岸、# 日本、 科咸特、 荷蘭、 奈及利亞、 巴基斯 

想 、̂ 秘魯、 菲律賓、# 波蘭、申" ' " # 盧安達、 索馬利亞、 西班牙、 蘇丹、 

瑞典、 端士、 泰國、 千里連及托员哥、 土耳其 、 # 蘇雄埃社會生義共 

和國聯邦、 大不到颠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坦倚足亞聯合共和國、#美 利 堅  

合衆國、 上 伏 塔 及 鳥 拉 当 。 #

選舉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 

(項目十九）

大會依據秘書長之建議， 25決定將1̂ 1*11106 83(11:11(1̂ 1111 ^ 0 ^  擔任

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之任期延長五年， 自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七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大會又決定核准秘書長對高級專員薪酬所提之建議。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五曰，

第一七二0次全體會議。

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屆會，附件，議程項目十八，文件义77384。
25同上，議程項目十九，文件人/7317，第三段。

^任期於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

任期於一九七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届滿。

任期於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



大會 - 第二十三在會~

未經發交主要委員會而通過之決議案

目 攻

決議案编號 標 题 项 巧 通遇曰期 冗次

二三七六（二十三） 准許史冗濟蘭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八71̂ 5̂47 31101
二 0 一九六八年九月 

二十四日

2

二三八四（二十三） 推許赤道幾內亞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么/ 

1̂ .551 &11(1 ^ 二 0 一九六八年十一 
月十二日

2

二三八九（二十三） 中 國 在 聯 合 國 之 代 表 權 問 題 311(1 九三 一九六八年十一 
月十九日

2

二三九八（二十三） 人 類 環 境 之 問 題 &11(1 ^ 九一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三日

3

二西0 三( 二十三） 納米比亞間題!：^/!^.^^: 311(1 ^ 植 ：0  ^  ^ 六四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六曰

4

二四0 0 1： 二十三^ 關於總米比亞之請願書（么  ̂‘ ‘ ’ ‘  ̂^ 六四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六曰

4

二四0 五（二十三） 安全理事會報告書(么 ^ — —̂ ‘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六曰

4

二四0 六（二十三） 原 子 能 和 平 用 途 第 四 次 國 際 會 議 ^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六曰

5

二四五七（二十三） 國際原子能總署報告書(八 …… ^ 一五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日

5

二 0 六五（二十三） 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之實施(么 
1167.1 ’ 八/1 .̂561 311(1 ^ 二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日

5

二四九二（二十三） 出席大會第二十三届會各會員國代表之全權證書
三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7

其他決定

秘書長依照聯合國憲章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提送之通知書^ 七 一九六八年九月 
二十七日

8

八 一九六八年九月 
二十七日

8艰迴嚴桂^

秘書長關於本組纖工作之報告書. ‘ ^ ^ ^ 一 0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8

經濟璧社會理事會報告書(第十七章及第十八章） ^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8



2 大會-第二十三届會

目次（绩前〉

项 目  通過日期  冗次

其他決定(續前^
國際法院報告書^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8

裝置表決機械設備^
^  一 一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六曰

8

委派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特設委員會3^員國以實懸缺 二三 一九六八年十月 
二十五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日

9

認可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秘書長之委派^ ^ ^  三四（ (̂ )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三曰

9

任命聯合國納米比亞專員^ ^  六四(^)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六曰

9

中東之情勢^ ^  九五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9

慶祝聯合國二十五週年^ ^ ^  九七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九日

10

二三七六I：二十三X 准許史冗濟蘭加人 

聯合國爲會員國

大會，

塵悉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一日安全理事會推薦史冗 

濟蘭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業已審查史冗濟蘭之入會申請書 

決議准許史冗濟蘭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四曰， 

第一六七四次全體會議。

二三八四〔二十三X 准許赤道幾內亞 

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大會，

塵悉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六日安全理事會推薦赤道 

幾內亞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I 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届會，附件，議程項目二十， 

文件义/7231。

2^/7199。本文件印本，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十 

三年，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月及九月份浦編，文件8/8808。

3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屆會，附件，議程項自二十， 

文件 &/7310。

業已審查赤道幾內亞共和國之入會申請書 

決議准許赤道幾內亞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

國。

一 九 六 八 年 ' 一月十二曰， 

第一七一四次全體會議。

二三八九〔二十三X 中國在聯合國之 

代表權間題

大會，

覆按其一九五0 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議案三九六 

(五)所載建議內稱：凡遇主張有權代表某一會員國出 

席聯合國之政府不止一個當局而該問題又成爲聯合國 

爭執之點時，則此間題應依聯合國憲章宗旨與原則並 

就個別情形予以審議，

復查大會依照憲章第十八條之規定所通過之一九 

六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決議案一六六八(十六所載決定 

內稱任何改變中國代表權之提案均係董要問題，此項 

決議經大會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決議案二0 二 

五(二十X —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決議案二一五

4^/7306。本文件印本, 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十 

三年，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一月及十二月份補編，文件8/8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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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十一)及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二二 

七一 (二十二)確認爲仍屬有效，

鼓重申此項決議仍屬有效。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九曰， 

第一七二四次全體會議。

二三九八I： 二十三人類環境之問題

大會，

察悉人類與其環境之關係隨現代科學與技術之發 

展而發生重大變遷，

備悉此等發展固予人類以改變與塑造其環境以滿 

足其需要與願望之空前之機會，惟此項發展若不妥爲 

控制，亦有嚴重之危臉，

尤惑因人口迅速增加及加速都市化而造成之顯著 

的空氣與水之汚淘、土壤沖截與他種惡化、廢物、喧譲 

及殺蟲劑之副作用，不斷並加速損壞人類環境之品 

質，

關懷上述情形在發展中國家與已發展國家內對於 

人類狀況、及其身心與社會福利、尊厳與基本人權之亭 

受之影響，

^深信多多注意人類環境問題實爲健全經濟及社會 

發展街必需，

懇切希望發展中國家能藉適當國際合作，從關於 

人類環境問題的知識與經驗之動員獲得特別惠盆，俾 

除其他事項外使其能防阻許多此種問題之發生，

業已審議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日緩濟璧社會理事 

會關於召開國際人類環境問題會議問題之決議案一三 

四六〔四十五

念及秘書長關於聯合國各組纖之工作之報告書所 

述，聯合國體系各組纖，尤其是聯合國(包括歐洲經 

濟委員會X 國際勞工組纖、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纖、聯合 

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纖、世界衞生組織、世界氣象組織、 

政府間海事諮詢組纖及國際原子能總署，目前對於人 

類環境之若干問題正在進行之重要工作，及各種有關 

人類環境之方案

備悉各國政府、及各政府間組織如非洲團結組織、 

及各非政府組織如國際大自然及天然資源養護聯合

6經濟8 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五屆會，附件，議 

程項目十二，文件2/4553。

會、國際科學聯合會協進會及國際生物方案等,對於人 

類環境問題正在進行之重要工作， ^

念及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召開的並由聯合 

國、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及世界衞生組織參加的生物 

界資源合理使用與養護之科學基礎政府間專家會議之 

建議

深信必須在國家、區域及國際階層加緊採取行動， 

以限制並於可能時消除人類環境之損壞，且爲人類利' 

益而保護及改善天然環境，

蓝欲鼓勵此方面之進一步工作，並給以共同之觀 

感與方向， ‘

認爲允宜提供在聯合國內從詳審議人類環境問題 

之場合，俾使各國政府與舆論集中注意此項問題之董 

要與緊急，並求查明此項問題中唯有經由國際合作及 

協議始能解決或始能求得最善解決之方面，

一 . 決定爲達上述目標計， 定於一九七二年召開 

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

二.請秘書長商同應用科學技衛促進發展問題諮 

詢委員會，經由經濟璧社會理事會第四十七届會向大 

會第二十四届會提出關於下列事項之報告書：

( ^ )在人類環境方面目前所辦工作之性質、範圉 

及進度；

特別宜由此種會議審議之已發展國家及發展 

中國家在此方面所面臨之主要問題，包括增進國際合 

作之可能性在內，尤其是與經濟及社會發展，特別是 

與發展中國家之此種發展有關之國際合作之可能性；

( ^ )壽備該會議之方法及此種壽備所需之'時間；

(^ !)舉行該會議之可能日期與地點；

(^)舉行該會議對聯合國所將引起之經費問題之 

範圍；

三.復請秘書長於編製報告書時諮商聯合國各會 

員國政府及各專門機關與國際原子能總署會員國政 

府，以及聯合國體系內各該管組織，並參酌各該管政 

府間組織及非政府組織貢獻之意見。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三曰， 

第一七三三次全體會識。

6建譲本文，見文件人/7291 ( 附件：！油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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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0 三(二十^),納米比亞問題

大會，

覆按關於本問題之大會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日 

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與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決 

議案二一四五(二十一)及嗣後通過之各項決議案，

復按安全理事會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決議案二 

四六(一九六八\ 尤其是前文最後一段，內云理事會 

認識到其對奶米比亞領士與人民所負之特殊責任，

靈悉聯合國納米比亞理事會報吿書， 至爲感謝

一 . 重申網米比亞人民依照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 

(十五》享有之不可割讓的自決及獨立權利及其反抗外 

义估領其領士之鬪爭之合法性；

二.重行謎責南非政府頑强違抗聯合國權力及決 

議案、拒絕撤出奶米比亞、及其旨在破壞奶米比亞國族 

團結及領土完整之政策及行動；

三.決定請安全理事會注意納米比亞境內因南非 

政府之非法在場及行動而引起之厳重情勢；

四.建譲安全理事會依據聯合國憲章有關條敦趕 

緊採取有效措施，以確保南非當局立郎撤離酌米比亞， 

俾總米比亞依決譲案一五一四（十五^及二一四五（二 

十一)之規定獲致獨立；

五請遵照大會有關決議案行事之適當聯合國機 

關審議聯合國納米比亞理事會報告書內所載之建議；

六.請聯合國納米比亞理事會用各種辦法繼續腰 

行其所負之責任及職務；

七. 請秘書長繼績提供必需之協助及便利，俾聯 

合國納米比亞理事會得執行其職責及職務。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第一七四二次全體會議。

二四0 四〔二十三乂關於納米比亞之 

請願書

大會，

念及聯合國對納米比亞之特殊責任， 尤其是大倉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決議案二一四五〔二十一 X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決議案二二四八(特五及一九 

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決議案二三二五(二十二)所載列 

之特殊責任，

7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屆會，議程項目六十四，文件

^77338 311(1 0011-.10

塵悉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特 

設委員會，已於一九六七年及一九六八年中依照一九 

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大會決議案一八0 五(十七第三 

段之规定並在實施該宣言之範圍內，牧到並審查關於 

納米比亞之請願書七十八件，

復璧悉此等請願書除其他事項外，涉及網米比亞 

之一般情勢及最近發展，南非繼續拒絕實施大會決議 

案二一四五(二十一) 及二二四八(特五尤其是關於 

將該領士管理權移交聯合國酌米比亞理事會，南非非 

法逮捕、拘禁並審訊納米比亞人三十七名及將其中三 

十一名判刑，將取縮共産主義條例適用於該領土，逮 

浦政洽領袖並限制領土內之政治活動，宣佈廢止文特

，計劃在涯梵博蘭 

設置"自治本土"以及依照奥登達耳委 

員會8 &31 (̂ )!!!!!!!̂ ;̂̂ )!!)之建議將非洲人自其

組先之士地遷徙他處等，

一 . 備悉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 

形特設委員會在實施該宣言之範圍內審議納米比亞境 

內情勢時已計及此等請願書；

二.復悉此等提出了爲聯合國豹米比亞理事會所 

關切之事項之請願書已由秘書處促請理事會注意， 而 

理事會在執行大會決議案二二四八(特五及二三二五 

(二十二)所指定之住務時已計及此等請願書；

三.促請各請願人注意特設委員會所提關於該領 

土之報告書、9 大會第二十二届會及第二十三届會所 

通過關於納米比亞問題之決議案、秘書長關於該領士 

之報吿書以及聯合國奶米比亞理事會之報告書。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六曰， 

第一七四二次全體會敦。

二四0 五〔二十三X 安全理事會報吿書

大會，

備悉安全理事會向大會提送之一九六七年七月十 

六日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期間報告書。1。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千六曰， 

第一七四三次全想會讓。

8南非政府一九六二年設立之西南非事務調查委員會，其 

主席爲奥登達耳先生。

9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届會，附件，議程項目二十三 

增 編 第 七 章 。

10同上，第二十三屆會，捕編第二號(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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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0 六〔二十三X 原子能和平用途 

第四次國際會議

大會，

重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關於召開第四次國 

際原子能和平用途會議之決議案二三0 九( 一十二） ’

業已審議秘書長槪述其關於此項會議主題、日期、 

地點、範圍及方案之各項提議之報告書

一 . 贊同秘書長報告書內所載之提議；

二. 請秘書長由聯合國科學諮詢委員會協助，與 

國際原子能總署密切合作，並諮商有關專門機關：

( ^ )簿備第四次國際原子能和平用途會議，定於 

一九七一年內之方便日期在日內冗舉行，爲期八個或 

九個工作日；

供應一個能充分達到大會決議案二三0 九 

(二十二)所載目標，而規模及費用較一九六四年會議 

爲小之會議，並使聯合國負最低限度之費用；

三 . 請秘書長將壽備此會議之情形，連同費用槪 

算，向大會第二十四届會具報，以便審議將此會議所 

需經費列入聯合國預算。

一 九 六 八 千 二 月 十 六 曰 ， 

第一七四三次全體會議。

二四五七〔二十三X 國際原子能

總署報吿書

大會，

察悉近幾年來許多國家應用核能於和平用途已大 

有進展，

覆按防止核武器蕃衍條約I2規定，核爆炸任何和 

平使用之潛在惠益可在適當國際觀察之下及經由適當 

國際程序爲各國所共享，

確認國際原子能總署會員國中非核武器國家已不 

止九十，其當初設置之目的原在加速及擴大原子能對 

全世界和平、健康及繁榮之貢獻，

並承認過去十年總署已獲得有助於達成此等自標 

之經驗及能力，

同上，第二十三屆會， 附件，議程項目二十一，文件 

入/7186。

I2大會決議案二三七三〔二 十 二 附 件 。

亟欲使總署能順利進行工作，並能於防止核武春 

蕃衍條約生效時履行其應擔負之新責任，

一.璧悉國際原子能總署提送大會之一九六七至 

一九六九年度報告書;I3

二.復悉總署大會第十二届經常届會通過之雨件 

決議案：

(^)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決議案 

1123/241請理事會檢討總署規約第六條，並向總署大 

會第十三届經常届會提送報告書，研究如何使理事會 

理事國適當反映下列情形：

(^ )總署許多會員國，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和 

平使用核能之進步及發展;‘

0 0 公与地域分配；

0 1 0 理事會作爲總署執行機關之效能之繼績需 

要；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決議案 

1^25/245請總署幹事長研究總署應以何種程序厦行 

其在核爆炸和平使用方面所貢之任務，並請總署理事 

會檢討此種研究之結果，並向總署大會第十三届經常 

届會具報；

三.請總暑幹事長將其就上述各事項所探取之行 

動隨時通報聯合國秘書長。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曰， 

第一七五一次全體會讓。

二四六五〔二十三X 准許殖民地國家及 

民族獨立宣言之實施

大會，

覆按其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議案一五一四 

(十五^所載之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

覆按其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決議案一六五 

四〔十六X —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決譲案一八一 0  

'(十七X —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決譲案一九五六(十 

八X —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決議案一九七0  十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決議案二一 0 五（二 

十X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決議案二一八九（二十

I3國際原子能總暑，理事會提交總暑大會之常年報告書，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六八年六月三十日1：維也把一九六 

八年七月）及補充報告書；由秘書長備具節略遞送大會各會員 

30(1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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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及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決議案二三二六(二十 

二

復按大會就題爲"在南羅德西亞、納米比亞及葡萄 

牙統治下各領土以及所有其他殖民統治領士內妨害准 

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之實施並在非洲南部妨 

礙消除殖民制度、種族隔離及種族歧視之努力之外國 

輕濟及其他勢力之活動"之項目通過之一九六七年十 

二月七日決議案二二八八(二十二)及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八日決議案二四二五〔二十三^，

復按大會就各專門機關及與聯合國有聯繁之國際 

機關實施淮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之情形通過 

之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議案二三一一(二十二） 

及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決議案二四二六（二十 

三

念及一九六八年0 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三日在德 

黑蘭舉行之國際人權會議之蔵事文件， 14

備悉宣言通過八年之後仍有許多領士處於殖民統 

治之下，深以爲憂，

惋惜若干殖民國家，尤其是葡萄牙及南非，不遵 

行宣言及關於消除殖民主義問題之各項決議案，尤其 

是關於葡萄牙統洽下各領士、南羅德西亞及酌米比亞 

之決議案；並封不充分合作實施上述決議案之各會員 

國之態度深表憂慮，

璧於殖民主義之繼續存在及其種種表現，包括種 

族主義與種族隔離在內，以及若干殖民國家對殖民地 

人民採取鎮麗行動以期抑制民族解放運動之企圖，實 

爲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及'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 

族獨立宣言所不容，

認爲某座國家不顧安全理事會、大會及准許殖民 

地國家及人民獨立宣言實施情形特設委員會之各項有 

關決議案，仍與繼續鎭8 非洲人民之葡萄牙及南非政 

府以及南羅德西亞非法種族主義少數政權合作，此種 

態度至屬可憾，

對於葡萄牙及南非兩國政府與南.羅德西亞非法種 

族主義少數政權在非洲南部成立該解之發展，深感憂 

慮，彼等之行動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

深信如再展緩宣言之迅速有效實施，實爲國際料 

'紛與爭執之根源，這些糾紛與爭執厳董妨礙國際合作 

並危及世界和平與安全，

" 聯合國出版物，出售?0編號：2^68^乂1^^2。

再度强調需要大規模不斷宣揚聯合國在消除殖民 

主義方面的工作、各殖民地的情勢以及殖民地人民正 

在繼績進行的解放鬪爭，

億及一九七0 年將爲通過宣言之十週年，

一 . 重申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及所有其他 

關於消除殖民主義問題之決議案；

二.欣悉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 

形特設委員會所完成之工作，並毅特設委員會爲求徹 

底有效實施宣言而作之努力，表示感佩；

三. 核可特設委員會一九六八年工作報告書I5及 

其所擬具之委員會一九六九年工作方案；促請各管理 

國家將該報告書中爲迅速實施宣言及聯合國有關決議 

案而提出之各項建議付諸實施；

四. 重申其宣言如下：殖民棘治之繼績存在威脅 

國際和平與安全，種族隔離及各種形式之種族歧視均 

構成危害人類之罪行；

五.董申其確認殖民地人民爲行使自決與獨立權 

利所作之鬪爭之正當，並欣悉民族解放運動經由鬪爭 

及董建方案在殖民地內所獲之進展，並促請各國對彼 

等提供道義及物質之援助；

六.促請各國嚴格遵守大會及安全理事會各項有 

關殖民地之決議案之規定，尤其對各該殖民地人民爲 

達成自由及獨立所作之正當鬪爭，給予必要之道義、 

政治及物質支持；

七. 請各國、各專門機關及國際機關在葡萄牙及 

南非兩國政府以及南羅德西亞非法種族主義少數政權 

未放棄其殖民主義統治及種族歧視政策以前，不再予 

以任何方式之援助；

八.宣吿以傭兵鎭愿民族解放及獨立運動乃係應 

予懲罰之罪行， 各該傭兵應披宣告爲不受法律保護之 

罪犯，並促請所有各國政府制訂法律，宣告在其領士 

內徵暮、撥款資助及訓練傭兵乃係一種刑事罪行，並禁 

止其公民爲傭兵；

九.請殖民國家拆除其在殖民領士內之軍事基地 

及設備並不建立新基地及設備，亦不利用現仍存在之 

基地及設備以干涉殖民地領土內人民爲行使其享受自 

由及獨立之正當權利所從事之解放運動；

I5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届會，附件，議程項目二十三



未經發交主要委員而通過之決譲案 7

一再次謎責某些殖民國家在其統治領土內所 

採强迫建立不代表人民之政權及實施不代表人民之憲 

法，加强外國經濟及其他利益地位，欺編世界舆論，及 

鼓勵外國移民有系統之流入，同時使士著居民失所，並 

將之驅撥及徙置他地之種種政策，並促請各該國家不 

再玩弄此類伎俩；

一^請特設委員會繼續執行任務並尋求在尙 

未達成獨立之各領士內立卽充分實施該宣言之適當方 

法；

一二.請特設委員會提具具體建議藉以協助安全 

理事會考慮封於各殖民地內足以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 

之發展情形採用聯合國憲章下之適宜措施，並建議理 

事會充分考慮此等建議；

一請特設委員會繼續審查會員國遵守該宣言 

及關於消除殖民主義問題之其他有關決議案之情形， 

特別是遵守有關葡萄牙統治下各領士、南羅德西亞以 

及納米比亞之各決議案之情形，並向第二十四届大會 

具報；

一四.請特設委員會特別注意各小領士並向大會 

建譲使各該領士居民能充分行使其自決及獨立權利之 

最妥辦法以及所應採取之步驟；

一五 . 促請管理國家與特設委員會合作，准許視 

察團依據大會及特設委員會已往所作之決議進入各殖 

民地領土；

一六.議決設立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 

律十週年紀念壽備委員會’，由特設委員會委員及大會 

主席商同特設委員會主席指派之其他六名委員組成 

乏，並請該委員會擬訂一項紀念該宣言通過十週年之 

特別活動方案，以期覓致其他加速達成宣言所載目標 

之方法，並向第二十四届大會具報；

一七 . 請秘書長顧及特設委員會之建譲，經由供 

其支配之各種媒介包括出版物，無線電及電雕，採取

具體措施，將聯合國在消除殖民主義方面之工作，各 

殖民領土之情勢以及殖民地人民正在繼績進行之解放 

鬪爭，予以廣泛及繼續不斷之宣揚；

一八. 請菅理國家與秘書長合作，以促進大規摸 

傳播關於聯合國實施宣言之工作之情報；

一九.請秘書長提供爲實施本決議案所需之一切 

便利。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曰， 

第一七五一次全想會讓。

大會主席通知秘書長10謂阿爾及利亞、加拿大、逊 

纳、坪度足西亞、蒙古、與千里達及耗貝哥已答應為上 

開決讓案第十六段所設置之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 

立富言第十遇年紀念茶備委！命之委員國。

结果答備委員會將由下開諸會员国組成之：阿富 

汗、阿爾及利亞、澳大利亞、保加利亞、加拿大、厄瓜多、 

衣索比亞、逊納、宏都拉斯、邱度、坪度尼西亞、伊斯、 

伊拉克、義大利、象牙海岸、馬建加斯加、馬利、蒙古、挪 

威、波蘭、挪子山、敍利亞、千里達及托貝齊、突足西亞、 

蘇雄埃社會生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到颠 及41：愛爾蘭聯 

合王國、坦倚尼亜聯合共和國、美利堅合衆國、委内瑞 

拉及南斯拉夫。

二四九二〔二十三X 出席大會第二十三 

届會各會員國代表之全權證書

大會，

核准全權證書審查委員會之報告書。 17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千一曰 ，

第一七五二次全殖會激。

參閱森^7486。

I7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届會，附件，議程項目三，文件 

7̂7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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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決定

秘書長依照聯合國憲章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提送之通知書

( 项目七）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大會第一六七六次全體會議備悉秘書長一九六八 

年九月二十四日致大會主席面。 18

通過議程

( 项目八）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大會第一六七六次全禮會議，依據總務委員會之 

建議決定將題爲"聯合國對於訓練發展中國家之技衛人員以謀其加速工業化 

之任務"一項目延至第二十四屆會審議。

大會在同次會議中備悉總務委員會第一次報吿書第十段。

秘書長關於本組織工作之報告書 

( 項目千）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會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議備悉秘書長關於本 

組織工作之報告書。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報吿書(第十七章及第十八章）

(項目十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會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議備悉經濟藍社會理 

事會報告書22第十七章及第十八章。

國際法院報告書

(項目千四）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會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議備悉國際法院報告 

書。 23

裝置表決機械設傭 

(项目二千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大會第一七四三次全體會議備悉秘書長報告書。 2 ‘

18同上，議程項目七，文件义/7241。
19同上，議程項目八，文件爲77250，第九段。

同上，文件义^7250。
21同上，第二十三届會補編第一號^ /^ ^ ^ ^ 及捕編第一號爲^^/?^^)!/^^!^!.：!)。

22同上，浦編第三號

23 同上，捕編第十七號

同上，第二十三届會，附件，議程項目二十二，5 1 ^ ^ /7 3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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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派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特設委員會 

委員國以實懸缺

(項目二千三^
^ 大會主席提名痕瓜多爲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特設委員 

會委員國，以補智利退出該委員會後之遺缺。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大會第一七0 七次全體會議核可此項提名。

大會主席提名挪威爲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特設委員會 

委員國，以補芬蘭退出該委員會後之遺缺。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大會第一七五一次全體會議核可此項提名。

由於上述委派之結果，特設委員會將由下列會員國組成：阿富斤、澳大利 

亞、保加利亞、風瓜多、衣索比亞、宏都拉斯、坪度、伊斯、伊拉克、義大利、象牙海 

岸、馬達加斯加、馬利、挪威、坡蘭、御子山、敎利55、突龙西亜、鋒雄埃社會生義共 

和國聯邦、大不到類及41̂愛爾蘭聯合王國、坦倚足亞聯合共和國、美利皇合衆國、 

委内瑞拉及南斯拉夫。

認可聯合國.貧易及發展會議秘書長之委派

(项目三十四 （ ：̂))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大會第一七四一次全體會議，依據一九六四年十 

二月三十日大會決議案一九九五(十九第賞;節第二十七段之規定，核可秘書長 

委派25 1̂ 311X161 ？6115：2 0112只尺21^0爲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秘書長,

任期自一九六九年三月起至一九七二年三月三+ —日止。

任命聯合國納3̂ 比亞專員

(項目六十四 (^))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大會第一七四二次全體會議決定繼續維持現行關 

於聯合國納米比亞代理專員之黯法。 26

中東之情勢 

(頃目九于五^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會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議決定將題爲"中東 

之情勢"一項目列入大會第二十0 届會臨時議程。

25同上，議程項自三十四，文件么77357。

26同上，第五特別届會，全體會議，第一五二四次# 議，第六段至第九段。 ‘



10 大會-第二十三届會

慶祝聯合國二十五週年

(項目九千七^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大會第一七四九次全體會議，依據總務委員會之 

建議決定設置聯合國二十五週年紀念壽備委員會，由第二十三届會總務委 

員會全體委員'國組成，從事編製關於週年紀念之建議與計劃，並於大會第二十 

四届會最早時期向大會具報。

27同上，第二十三届會，附件，議程項目八，文件& 第二段。



大會-第二十三在會

據第一委員會報告書通過之決議案

目 攻

決讓章编跋  標 题  项 目  適遇日期  贺次

二四五三(二十三） 外空和平使用之國際合作(八

決議案八^  二四一九六八年十二  12

月二十日

決譲案6 ^  二四一九六八年十二  13

月二十日

二四五四（二十三） 普遍及徹底栽軍問題(八

決議案义^  二七 一九六八年十二 14

月二十曰

決議案6 ^  二七一九六八年十二  14
月二十日

二四五五〔二十三〉 蓝須停止核試驗及熟核試驗 ：̂^/?^^^) ^  二八一九六八年十二  15

月二十日

二四'五六〔二十三〉 非核武器國家會議(么

決議案义^  九六一九六八年十二  16

月二十日

決議案6 ^  ^ 九六一九六八年十二  16

月二十日

決議案0 ^  九六一九六八年十二  17
月二十日

決議案0 ^ ~ ^  九六一九六八年十二  17

月二十日

二四六六（二十三） 韓 國 問 題 (左 ^  二五一九六八年十二  17
月二十日

二四六七（二十三） 審譲各國現有管轄範園以外公海之海洋底牀與下層

土壤專供和平用途，及其資源用謀人類福利之問 

題

決譲案^ ^  二 六 一 九 六 7\年十二 18

月二十一日

決議案8  ̂  二六一九六八年十二  18
月二十一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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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攻（镜前^

決讓案编號  樣 避  項 目

決議案0 ^ ^  二六

決議案0 ^  二六

其他決定

撤除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國家內之外國軍事基地^  二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關於停止軍備競賽實現裁軍緊急撞施之備忘錄 九四

通過日期  贺 次

一九六八年十二 19 

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19

月二十一日

^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日

21

‘九六八年十二 21
月二十日

二四五三^二十三X 外空和平使用之 

國療合作

大會

覆按關於召開聯合國外空探測及和平使用間題會 

議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二二二一 (二十 

一 ̂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決議案二二五0^：特五） 

及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決議案二二六一〔二十二

備悉該會議於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四日至二十七日 

在維也奶召開，

復悉會議中之討諭業已表明外空之探測及使用可 

爲一切國家無論其經濟及科學發展之程度如何立卽帶 

來實際利盒，

重申其信念：爲一切國家尤其發展中國家之利盆 

計，關於外空科學及技術成就之知識與了解應予以更 

廣泛之傳播，在實際應用外空科學及技術方面之國際 

合作亦應積極促進，

一 . 感謝奥地利政府擔任聯合國外空探測及和平 

使用問題會議之地主國金協助會議之安為事宜；

二. 讚揚會議之成果,並欣悉會議已達成其目標， 

卽基於科學及技術之成就，檢討外空探測之實隙利益， 

並檢討非外空國家在參加外空活動之國際合作上所有 

之機會，且特別着重發展中國家之需要；

三.備悉外空和平使用問題委員會意欲審議會議 

討論中所産生之一切提議；

四.歡迎外空和平使用問題委員會決定詳細審議 

印度提案之一切方面，該提案主張組設諮詢小組，並 

採取行動以安排座談會、研究金、調查及技術協助； 1

五.並歡迎外空和平使用問題委員會決定檢討觸 

子山提案，該提案主張作成安緋，以經由實際應用外 

空技衛方面之聯合國情報及諮詢中心利用專家服務;2

六.促請全體會員國於實施其國內方案時盡可能 

充分利用會議中之論文及討論所包舍之情報；

七 . 請秘書長促請全體會員國，尤其是發展中國 

家，注意會議中之論文及射論所包含之情報；

八. 感謝國際勞工組纖、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 

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世界衞生組織、國際民航組 

纖、國際電訊同盟、世界氣象組織、政府間海事諮商組 

纖、國際原子能總署及國際科學聯合會協進會之太空 

'研究委員會參加聯合國外空探測及和平使用問題會譲 

及其所作之貢獻，並請此等組織審議會議之工作，並 

採取必要之後繼步驟以確保其各自主管範圍內工作之 

將来進展；

九.請外空和平使用問題委員會就依照本決議案 

所採措施向大會第二十四届會具報。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曰，

第一七五0 次全體會議。

I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届會，議程項目二十四，文 

件么77285，第二十二段。

2同上，第二十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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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會，

覆按其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決議案二二六0  
(二十二)及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二三四五 

(二十二)，

業經審議外空和平使用問題委員會報吿書

歡迎關於援救航天員、送回航天員及送回射入外 

空之物體之協定4於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日生效，

重申人類對於爲和平目的促進外空之探測與使用 

所具之共同關切，

相信倘會員國以旨在促進最大程度之國隙合作& 

此方面情報盡量廣泛交換之方式辦理其外空方案，則 

外空探測之利盒可擴及在所有經濟及科學發展階段之 

國家，

確認在發展人類此項新努力範圍內之法治時國際 

合作實屬重要，

一 . 認可外空和平使用問題委員曹報告書所載之 

建議及決定;6

二. 請外空和平使用間題委員會：

0 0 速卽草成發射物體進入外空發生損害責任問 

題協定草案，並提送大會第二十四届會；

繼績研究關於外空定義及利用外空及天體之 

問題，包括外空通訊所涉種種問題以及各專門機關及 

國際原子能總署於審議其主管範圍內各部門關於使用 

外空問題已經發生或可能發生之問題後可能提請委員 

會注意之意見；

三.請尙未成爲關於各國探測及使用外空包括月 

球與其他天體之活動所應遵守原則之條約6及關於援 

教航天員、送回航天員及送回射入外空之物體之協定 

縮約國之國家早日考慮批淮或加入各該協定，俾各該 

協定可以盡量産生最廣大之效力；

四.重申其於一九六一年丁二月二十日大會決議 

案一七二一 0  (十六表示之信念’認爲以衞星通訊之 

辦法應在實黯可行範圍以內儘速以普及全球及無差別

3同上，文件么乂7285。

4大會決議案二三四五〔二 十 二 附 件 。

6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屆會，議程項自二十四， 

文件&77285，第十一段至第三十八段。

0大會決議案二二二二〔二十一：1，附件。

待遇爲基礎，供世界各國利用；並建議商談衡星通凯 

方面國際協定之當事國經常注意此項原則，俾不致妨 

害其最後實現；

五.核准外空和平使用問題委員會設置一工作小 

組，責責研究並報吿從衞星直接廣播之通訊在技術上 

是否可行之問題及此一部門目前及可以預見之發展情 

形，包括使用者比較費用及其他經濟因素，以及19：種 

發展在社會、文化、法律及其他方面所涉及之問題；並 

且希望聯合國各關係會員國及各專門機關會員國向工 

作小組提供意見及工作文件，俾其於履行任務時有所 

參考及遵循；

六.歡迎外空和平使用間題委員會依照大會決譲 

案二二六0^：二十二〕第十一段之請求，決定於下届會 

議慎董考慮在大會及委員會內就外空探測與和平使用 

方面之敎育與訓練所提出之各種建議與意見；

七.核淮聯合國繼續主辦屯巴赤道探測火箭發射 

站，並建議各會員國應考慮使用此等設施，以進行適 

當之太空研究工作；

八. 認可外空和平使用問題委員會之建議，卽秘 

書長於阿根廷政府通知聯合國 0161 &附近之 

IV！&1- 011(11111:3̂ 站業已開始工作後，應商同該委員會主 

席，從委員會內熟悉太空研究及設施情形之委員國中 

調派科學家組設小組，前往阿根廷視察該站，並依據 

大會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議案一八0 二 (十七  ̂

所核淮之基本原則，就該站是否具有聯合國主持辦理 

之資格問題向委員會具報；

九.歡迎若干會員國將其活動情形隨時充分通知 

外空和平使用問題委員會之努力，並請其他會員國採 

取同樣行動；

一欣悉秘書長依據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大會決議案一七二一8  ^十六)之規定，繼續辦理公開 

登記，依據各會員國提供之情報，登記發射進入軌道 

或發射至更遠處之物體；

一一^請各專門機關及國際原子能總暑審查其主 

管範圍内各部門由於使用外空所已發生或可能發生並 

經其認爲應提請外空和平使用問題委員會注意之特別 

問題，並依本決譲案第二段之規定就此等問題向 

委員會提出報告，請其審議；

一二.請各關係專門機關及國際原子能總署將其 

關於外空和平使用方面工作進度報吿書提送外空和平 

使用問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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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請外空和平使用問題委員會依據本決議案 

及已往大會各決議案之規定繼績工作，並向大會第二 

十四届會具報。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一七五0 次全想令讓。

二四五四〔二十三\普遍及徹底 

裁軍問題

大會，

董申其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決議案二一六二 2  
(二十一)內之建議，此等建議促請所有國家厳格遵守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在日內冗簽訂之戰爭中禁用皇 

息性氣體、毒氣體或其他氣體及禁止細菌作戰方法議 

定書7之原則及目標，謎責違反此項目標之一切行動, 
並請所有國家加入此議定書，

認爲化學及細菌武器之可能使用構成對人類之厳 

董威脅，

深信世界人民均應明瞭使用化學及細菌武器之後

果，

業已審譲十八國栽軍委員會之報告書，內中建議 

秘書長委派一專家小組研究此種武器可能使用之影
響

傭悉許多國家政府對有關化學、細菌及其他生物 

武器間題之各個方面報告書所表示之與趣，以及秘書 

長於其向大會第二十三届會所提關於本組織一九六七 

年至一九六八年工作之常年報告書序言9中對十八國 

载軍委員會各項建議所表示之歡迎，

相信此項研究工作對十八國裁軍委員會會譲審議 

各項與化學及細菌武器有關之問題時將有珍貴貢獻，

重申秘書長關於核武器可能使用之影響之報吿 

書10之償値，

1國際聯合會條約觉編，第九十四卷（一九二九年第二 
一三八號。

8參閱栽軍委員會正式紀錄，一九六七年與一九六八年補 

編，文件0 0 7 2 3 1， 第二十六段。

9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届會，捕編第一號^ 0 ^  
7201/^^8丄0 ，第三十二段。

核武器可能使用之影響及取得與進一步發展此種武器 

對各國所引起之安全及經濟問題(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

一 . 請秘書長依照其向大會第二十三屆會所提關 

於本組織工作之常年報告書序言第三十二段所載提案 

並依照十八國栽軍委員會會議報吿書第二十六段所載 

建議，編製一簡明報告書；

二 . 建譲該報吿書應以可以獲致之資料爲根據， 

並由秘書長委派之合格專家諮議協助編製之，同時計 

及大會第二十三屆會討論本項目期間所表示之意見及 

所提出之建議；

三 . 請求各國政府、各國家及國際科學機構及組 

纖與秘書長合作編製該報告書；

四. 請將報告書及早一如屬可能;^一九六九年 

七月一日前一一遞送十八國裁軍委員會^ 議、安全理 

事會及大會，並及時送交各會員國政府俾便於大會第 
二十四届會予以審議；

五.建議各國政府應將該報吿書各以其本國語文 

經由各種通訊媒介廣爲分發，藉使舆論得悉其內容；

六.再度促請所有國家嚴格遵守一九二五年六月 

十七.日日內冗簽訂之戰爭中禁用蜜息性氣體、毒氣體 

及其他氣體及禁止細菌作戰方法議定晝之各項原則及 

目標，並促請所有國家加入該議定書。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曰，

第一七五0次全體會議，

6

大會 ，

璧於聯合國主要宗.旨之一爲欲免人類再遭戰禍，

深信軍備競賽， 力其核武器競賽，構成動於和举 

之威脅，

相信返須作進一步努力以達成有效國際菅制下之 

普遍及徹底裁軍協議，

欣悉蘇維埃就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與美利星合 

衆國政府已同意舉行關於限制並減少攻勢戰略核武器 

投挪設備及防射彈設備之雙邊射論，

業已接獲十八國裁軍委員會會議報吿書其中 

附有該委員會內八個不結盟委員國代表團及義大

11裁軍委員會正式紀錄，一九六七年與一九六八年補編， 

文件 00 /2310

I2 同上，附件査， 第十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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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I3 瑞典、"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I5 大不列 

類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I7諸國代表 

團所提之文件，

備悉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政府關於停止軍備競賽與實現裁軍之緊急措施之 

備忘錄I8及其他業已提交十八國裁軍委員會會議之並 

行措施提案，

覆按其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決議案一七六 

七(十七X —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決議案一九0  

八(十八X —九六五年+ 二月三日決譲案二0 三一 (二 

十X —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決議案二一六二 0  (二十 

一X —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二三四四（二千

二)及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二三四二 二 

十二

一 . 請十八國栽軍委員會會議繼續重新努力，以 

期在達成有效國際管制下普遍及徹底裁軍問題之協譲 

方面獲致重大進展，並急速分析業已在審議中之計劃 

及其他可能提出之計劃以便決定特別在核栽軍方面如 

何可獲得迅速進展；

二.復請十八國裁軍委員會會議繼續作緊急努 

力，以談判栽軍之並行措施；

三.決定將第一委員會會議有關裁軍問題一切事 

項之所有文件及紀錄送交十八國裁軍委員會會議；

四. 請十八國裁軍委員會會譲儘早恢復工作，並 

斯酌情形將所獲進展向大會具報。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曰，

第一七五0次全體會議。

二四五五〔二十三\亚須停止核試驗及 

熱核試驗

大 會 ，

業已審議蓝須停止核試驗及熱核試驗之問題，以 

及十八國裁軍委員會會議報告書， 0

I3同上，第九節。

" 同上，第六節。

I5同上，第三節。

I6同上，第五、七、八各節。

I7同上，第四節。

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屆會，附件，議程項目二十七、

二十八、二十九、九十四與九十六，'文件么/7134。

I9载軍委員會正式紀錄，一九六七年與一九六八年補編,
文件 0 0 /2 3 1 0

覆按大會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六日決議案一七六二 

(十七〉、一九六三年十一月I：十七日決議案一九一0  

(十八X —九六五年十二月三日決議案二 0 三二〔二 

十X —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決議案二一六三〔二十 

一)及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二三四三(二十 

二

又覆按巴西、細甸、衣索比亞、印度、墨西哥、奈及 

利亞、瑞典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於一九六八年八月二 

十六日所提出並附於十八國裁軍委員會會議報吿書之 

後之關於全面禁試條約之聯合節略

璧悉所有各國並未全數加入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 

在莫斯科簽訂之禁止在大氣、外空及水中舉行核武器 

試驗條約至引爲憾，

靈悉大氣內及地下之核武器試驗仍在繼續舉行， 

益增關切，

計及現下可能輕由國際合作建立地震情報自願交 

換制度，以便爲各國估計地震事件奠定較好之科學基 

礎，

確認地震學對於查核禁止地下核武器試驗條約之 

是否遵行至爲重要，

獲悉關於此事各國專家包括四核武器國家之專家 

最近業已舉行非正式會議，就地震方法是否足以監察 

地下爆炸問題交換意見並舉行討論，以及對於此種討 

論將繼續舉行所表示之希望，

一 . 促請所有各國，凡未加入禁止在大氣、外空及 

水中舉行核武器試驗條約者，迅卽加入，不再遲延；

二.顏請所有各核武器國家停止在所有各種環境 

舉行核武器試驗；

三.表示希望各國對有效國際交換地震情報有所 

貢獻；

四.請十八國栽軍委員會會議視爲緊急事項從事 

擬訂禁止地下核武器試驗之條約，並就此事向大會第 

二十四届會具報。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曰，

第一七五0 次全體會議。

同上，附件査， 第十節。

聯合國條約葉編，第四八0 卷(一九六三年第六九六 

四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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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五六(二十三X 非核武器國家會議

大會，

察悉非核武器國家會議已依一九六七年十二月 

十九日大會決譲案二三四六二十二^之規定，於一 

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二千八日在日內冗舉 

行，由九十二個非核武器國家及法蘭西、蘇維埃社會 

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 

星合衆國等四個核武器國家參加，

業已審議非核武器國家會議之最後文件

深感該會議參加國對於達成全球和平問題，特別 

對於非核武器國家安全、停止核軍備競賽、普遍及徹底 

裁軍及駕駄核能專充和平用途諸問題所作之審議至屬 

董要，

備悉該會議已通過非核武器國家會議宣言，及載 

有各種建議之決議案十四件

歡迎該會議所通過之建設性提案，

認爲爲求達到該會議之目的起見，必須確保此等 

提案之實施，而此事則須由國際機關及有關政府採取 

適當行動，

尤悉該會議已決定請大會本届會審議實施其決譲 

及繼續進行其所辦工作之最好方法，

一 . 贊同非核武器國家會議之宣言；

二，備悉該會議通過之決議案；

三.請秘書長將各決議案及宣言遞送聯合國各會 

員國政府以及各專門機關及國際原子能總暑會員國政 

府，並遞送有關國際機關， 供其審慎考慮；

四. 請各專門機關、國際原子能總署及其他有關 

國際機關將其就該會議決議案所載建議採取之行動報 

告秘書長；

五 . 邀請國際復與建設銀行、聯合國發展方案及 

國際原子能總署繼績與其會員國諮商研究該會議決議 

案 1 所載之與各該組織有關之建議；

六 . 請秘書長根據有關各方所供情報，就實施本 

決議案所獲進展提出詳盡報告書，以供大會第二十四 

届會審議；

22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屆會，議程項自九十六，文件 

7̂7277 811̂1 001-1-.1 3X1(1 2。
 ̂ 同上，第十七段。

七.復請秘書長將參酌十八國裁軍委員會報告書 

及原子能總署報告書實施非核武器國家會議結果之問 

題，列入大會第二十四屆會臨時議程，該問題包括下 

開兩問題：

( ^ )於一九七0 年初召集聯合國裁軍委員會開 

會，審議栽軍及有關之各國安全問題；

特別注意發展中國家之需要與利益，進一步 

推動核能和平使用之國際合作問題；

八 . 復請秘書長依該會議決議案0 ，設一專家團 

按個人資格透選團員，就核技術對於發展中國家經濟 

及科學進展之一切可能貢獻，擬具詳盡報告書；

九.贊同關於秘書長應請專家團注意允宜於編製 

報告書時利用國際原子能總署之經驗之建議；

一請秘書長將此報告書及時遞送聯合國各會 

員國政府、各專門機關及國際原子能總署會員國政府， 

以便大會得於第二十四届會審議。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曰，

第一七五0 次全體會讓。

6

大會，

業已檢討非核武器國家會議之最後文件

璧於依有關各医內國家之創議設立無核武器區一 

舉 ,實爲對於停止此種大量破壞性工具蕃衍與促進核 

軍備栽減能作最有效貫獻之措施之一，

查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聽由簽署之拉丁美洲禁 

止核武器條約25藥已設立一個包含人煙糖密領土之無 

核武器區，

董申非核武器國家會議決議案6 所載關於設立 

無核武器區之建議，尤其董申請核武器國家完全遵行 

大會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決議案二二八六(二十二) 

第四段之緊急呼顏，按該段稱，大會請擁有核武器各 

國儘速簽署並批淮關於在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之該條 

約增訂議定書威。 '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曰，

第一七五0次全體會議。

24 同上，文件 ^ 1 1 1 1  30(1 001-1-.1 30̂ 1 2。

25同上，第二十二屆會，附件，議程項目九十一，文件

^70.1/9460



據第一委員會報告書通過之決議案 17

0

大會，

業已審議非核武器國家會議之最後文件，26

塵於依聯合國秘書長請求爲會議編製之技術文件 

所示，爆炸性核器械使用於和平用途將有非常之董要 

性，

按十八國裁軍委員會會議並任主席之代表會於第 

一委員會第一五七七次會議陳述稱，如迅速發動準備 

工作藉以到明可以採行何種適當原則及國際程序，以 

獲取核爆炸之一切和平應用之潛在利益並適當顧及世 

界各發展中區域之需要，將無不便之處，

一 . 請秘書長與聯合國各會員國、各專門機關及 

國際原子能總署之會員國諮商，並與原子能總署及其 

認爲有關之專門機關合作，就在國際原子能總署範圍 

以內設一國際機關在適當國際管制之下辦理和平用途 

之核爆炸事宜一事，擬具報告；

二.復請秘書長將報告書及時遞送上文第一段內 

所提及之各國政府，以便大會得於第二十四届會審 

議。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曰，

第一七五0次全殖會讓。

0

大會 ，

備悉非核武器國家會議決議案0 內所載之建議，

認爲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與美利堅合衆 

國於一九六八年七月就攻勢戰略核武器投送系統及防 

禦彈道飛彈系統兩者一併限制問題進行雙邊討論一事 

所達成之協議，此種討論可以導致核武器競賽之停丄、 

核裁軍之實現及緊張情勢之緩和，

促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與美利堅合衆國 

就攻勢戰略核武器投送系統及防禦弾道飛彈系統兩者 

一併限制問題早日開始雙邊討論。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曰，

第一七五0次全體會讓。

26同上，第二十三届會，議程項目九十六，文件 7^/7277 
311̂1 001-1-.1 211(1

二四六六〔二十三X 韓國問題

大會，

備悉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在韓國漢城簽署之 

聯合國韓國統一善後委員會報告書

董申其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決議案二二六九 

(二十二)以及該決議案內提及之關於韓國問題之前此 

各決議案，

確認韓國之繼續分裂不符合韓國人民之願望，且 

爲造成緊張局勢之原因，此項緊張局勢使該地區之國 

際和平及安全不能充分恢復，

查聯合國依據憲章有充分正當權力採取集體行 

動，以維持和平及安全，並從事韓旋依照憲章宗旨 

及原則在韓國尋求和平解決，

巧望遂漸造成情況以利韓國依韓國人民自由表示 

之意志恢復統一，

據報韓國最近事件，如任其繼續發生足以阻礙爲 

創造和平情況，亦卽建立統一獨立韓國之一項先決條 

件，所作之努力，對此頗感憂慮，

一 . 重申聯合國在韓國之目標爲以和平方法建立 

以代議政制爲根據之統一、獨立、民主之韓國，‘並充分 

恢復該地區之國際和平及安全；

二. 相信應商定辦法，以求經由依照大會有關決 

議案舉行之眞正自由選舉達成各該目標；

三 . 促請各方合作以緩和該地區之緊張局勢，尤 

其避免任何違反一九五三牟停戰協定之事件及行動；

四.認可聯合國韓國統一善後委員會依照其任務 

規定爲鼓勵力行克制、緩和該地匿緊張局勢並爲實現 

韓國和平統一謀求最高程度之支持、協助及合作而作 

出之努力；

五.請聯合國韓國統一善後委員會繼績此等及其 

他努力以達成聯合國在韓國之目標， 繼續執行大會過 

# 責成其辦理之任務，並經由向秘書長，並斯酌情形

大會，提具經常報告書將該地區情勢及此等努力之 

結果通知大會各會員國，第一次報告書應在本決議案 

通過後四個月內向秘書長提出；

六.察悉前依聯合國決譲案派往韓國之聯合國軍 

厥大部分業已撤退；目前在韓國之聯合國軍朦其唯一

27同上，第二十三屆會，補編第十二號（八/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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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爲維持該地區之和平及安全，一俟大韓民國提出 

請求或大會所定持久解決之條件實現時，有關政府準 

傭將其餘軍朦撤出韓國。

一九六入年十二月二十曰， 

第一七五一次全體會讓。

二四六七〔二十三X 審議各國現有管轄 

範圉以外公海之海洋底牀與下層土壤 

專供和平用途，及其資源用諶人類福利 

之問題

大會，

‘ 億及題爲"審議各國現有菅轄範圍以外公海之海 

洋底牀與下層士壤專供和平用途，及其資源用謀人類 

福利之問題"之項目’

念及大會關於該項目標題所指地區所發生之間題 

之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決議案二三四二十二

重申款決議案所定目標，

欣悉研究各國管轄範圍以外海洋底牀之和平使用 

專設委員會街編報告書28記取其工作過程中各方表示 

之意見，並借重其經驗，

確認探測及開發各國管轄範圍以外海洋底牀與下 

層土壤，以供和平用途，實有利於全體人類，

認爲促進國際合作，以從事此種地區資源之探測 

與開發，至爲董要，

深信此種開發之目的應爲謀求全人類之福利，不 

論各國之地理位置何在，特別顧及發展中國家之利盒 

與需要，

認爲必須在聯合國體系內提供一神經中植， 負責 

顧及此種地园可供選擇之實際及可能用途， 擬訂國際 

合作妥善措施， 並負責協調各國際組織在此方面之工 

作，

一 . 設立各國管轄範園以外海洋底牀和平使用委 

員會，由四十二國組成之；

二 . 訓令該委員會：

(^)研究如何詳細擬訂法律原則及標準， 以促進 

各國在探測及利用各國管轄範圍以外海洋底牀與下層

28同上，第二十三届會，議程項自二十六，文件八77230。

士壤方面之國際合作，確保此種地匿資源之開發，用 

謀人類福利，以及此種制度爲滿足全體人類利盒起見 

所應具備之經濟及其他條件；

研究促進開發並利用此種地區資源以及爲此 

目的進行國際合作之方法，顧及可預測之技術發展及 

是項開發工作所涉經濟問題，並注意是項開發工作應 

造福全體人類；

(^)檢討此種地區探測與研究方面旨在加强國際 

合作，鼓勵各方交換及廣爲散佈此一問題之科學知識 

之研究工作；

(^!)審查各方所提合作措施，此項措施係備供國 

際社會採用，以防止探測及開發此種地區資源可能造 

成之海水汚溝；

三 . 復請該委員會在本項目標題範圍內，顧及目 

前在裁軍方面所作之研究及國際談判，在不妨礙就此 

事項可能議定之限度之條件下，進一步研究如何保留 

海洋底牀與下層士壤專供和平用途問題；

四. 請該委員會：

(& )與聯合國各專門捧關、國際原子能總署及處 

理本決議案所述問題之各政府間組織密切合作，以免 

工作骄疊或董複；

就上文第二段及第三段所述問題，向大會提

出建議；

( ^ )會闻秘書長，就其工作情形向大會以後各届 

會提具報告；

五. 請各專門機關、國際原子能總署及其他政府 

間組織，包括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政府間海洋學 

委員會，與該委員會充分合作，以實施本決議案。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 — 曰’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議。

6

確認爲全體國家之共同利益計，海洋底牀與下層 

士壤資源之探測與開發方式，應避免妨礙各國關於利 

用海洋之其他利益及旣得權利，

念及探測及韶發此種地區可能産生之汚獨及其他 

危險與有害影響對於海洋環境所造成之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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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欲促進有效措施,以資防止及控制此種汚獨,並 

消減對海洋環境，尤其對爲人類最有偵値糧食資源之 

一之海洋生物資源，可能造成之嚴重損害，

確認保證在環境汚獨之廣泛範圍內與防止及控制 

海水汚獨之較爲特殊範圍內之有效協調係複雜之問 

題，

欣悉政府間海事諮商組織正採取防止及控制海洋 

汚獨之措施，以擬II新公約草案及其他文書之方法達 

成此目的，

念及關於此事，各政府間組織採取協同行動已有 

進展,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 

及其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政府間海事諮商組纖及世 

界氣象組織亦共同設立海水汚獨科學問題聯合專家小 

組，

復念及其他有關政府間組纖之職權及不斷作出之

寶貴貢獻，

一 . 歡迎各國對於探測與開發各國管轄範圍以外 

海洋底牀及其下層土壤之資源可能發生汚獨及其他危 

臉與有害影響之威脅，採取適當之防護辦法，尤其是 

採取國際合作具體措施，以達此目的；

二. 認爲關於擬訂原則，以爲將來就上述地區訂 

立國際協定之根據一事，應舉辦研究，閩明關於海洋 

底牀、上方水域及鄰接海岸之生物及其他資源保護工 

作之所有方面，以免各種探測及開發方法引起汚獨及 

其他危險與有害影響之後果；

三.復認爲此種研究應顧及盡量減少取得海洋財 

’富所用許多方法間之互相妨礙之董要，並應進而研究 

在何種情況下，各國可在業已發生或卽將發生汚獨以 

致損害生物及其他資源之地區內採取措施，以保護此 

種資源；

四.請秘書長與目前在控制海洋汚淘方面辦理協 

調工作之一個或數個適當主菅機關合作，舉辦上文第 

二及第三兩段所稱之研究，並就此事向大會及各國管 

轄範圍以外海洋底牀和平使用委員會提具報吿。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曰，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讓。

0

大 會 ，

業已審議題爲"審議各國現有管轄範圍以外公海 

之海洋底牀與下層土壤專供和平用途及其資源用謀人 

類福利之問題"之項目，

董申海洋底牀及下層士壤資源之探測與開發應謀 

全體人類之福利，尤須特別顧及發展中國家之利益與 

需要，

覆按此方面之國際合作，至爲董要，

塵及上載決議案八設立各國管轄範圍以外海洋底 

脉和平使用委員會及賦予該委員會之任務，

一 . 請秘書長研究於適當時機成立適當國際機構 

以促進此種地置資源之探測與開發，及不問各國之地 

理位置何在，利用此等資源以謀人類利益，特別顧及 

發展中國家之利益與需要，並就此事向各國管轄範圍 

以外海洋底牀和平使用委員會提具報告，供該委員會 

一九六九年任何一次届會審議；

二.請該委員會就此間題向大會第二十四屆會提 

具報吿。

―'九六入年十二月二千一曰， 

第一七五二次全殖會議。

0

大會，

深信世界各國應同心協力，在妥爲尊董國家管轄 

權之下， 舉辦共同長期方案，探測爲資源可能來源之 

海洋,將來用以滿足全體人類之需要,尤其充分確認發 

展中國家之此種需要，且不問各國之地理位置何在，

案查大會在其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決議案二一 

七二(二十一)中，會請秘書長草擬提案， 確保以最切 

實有效之安挑推進國際合作擴大方案，以利藉科學而 

對海洋環境獲得更深刻之了解，並創立及加强海洋敎 

育與訓練方案，

復查秘書長在其根據決議案二一七二 (二十一)提 

出之報吿書29中所提之提案以及各方於大會第二十三 

届會審議此問題時所表示之意見，

備悉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所屬政府間海洋學 

委員會執行局及諮詢理事會認爲所提議之國際海洋探

29^/4487 311(1 &11(1 八



2 0 大會~第二十三届會

測十年爲擴大及加速海洋調查與加强國際合作之有益 

創舉，

認可經濟壁社會理事會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決議 

案一三八四十五X —三八一（四十五)及一三八二 

(四十五)所表示之目標，尤其億及曾請大會核淮海洋 

研究協調長期方案之槪念，顧及各種倡議，如關於國 

際海洋探測十年之提案及業經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審 

議、核淮及通過，以便會同各專門機關合作實施之各項 

國際方案，

察悉研究各國管轄範圍以外海洋底牀和平使用專 

設委員會由於國際海洋探測十年對於海洋底牀之科學 

研究及探討所將有之貢獻，而視該提案爲海洋研究協 

調長期國際方案之一董要部分，

蓝求鼓勵關於海洋之科學情報自由流傳所有各 

國，以充實全體人類之知識，

一 . 歡迎國際海洋探測十年之槪念，此項探測， 

應在研究與探測長期方案之範禱內，包括海洋底牀之 

科學研究與探測在內，由聯合國主持實行之，惟了解 

所有屬於一國管轄範圍之此類活動，應依國際法於事 

先徵得該國之同意；

二.邀請各會員國擬訂於國際海洋探測十年內實 

施之內國及國際科學方案及協議活動之提案妥爲顧及 

各發展中國家之利猛， 將此類提案提送聯合國敎育科 

學文化組織，俾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及時於一九七0  

年開始國際十年，並儘早於可行時從事此類活動；

三.促請各會員國於可行時儘早發表其於國際海 

洋探測十年範囑內作爲科學研究與探測長期協調方案 

之一部分所作一切活動之結果，同時將此類結果通知 

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

四.請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纖轉請所屬政府間 

海洋學委員會：

( ^ )在其任務想定内，與其他有關機關合作加强 

科學方面之活動，特別顧及協調以國際海洋探測十年 

爲其董要部分之全世界探測海洋及其資源之長期擴大 

方案之科學方面，包括國際機關方案，擴大國際交換 

內國方案資料及加强所有關切此事之國家研究能力之 

國際努力，此項努力尤須顧及發展中國家之雷要；

(^))依照大會關於海洋資源間題之一九六八年十 

二月十七日決議案二四一四（二十三）第四段之規定， 

會同秘書長擬具以國際海洋探測十年爲其重要部分之 

海洋學研究長期方案範圍絵合大綱，並敍明對於業經 

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審議、核准及通過以備實施之若 

于國際方案、國際十年與長期方案之間適當關係之意 

見；

將依照上文第二段及第三段所獲悉之一切提 

案、方案及活動，連同任何適當評論,隨時通知秘書長； 

(^ !)將實施本決議案所獲進展情形，經由適當途 

徑’ 向大會第二十四届會具報。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曰， 

第一七五二次全想會議。

依照第一委员會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曰第一六 

四八次會讓所作決定，依 上 钱 決 議 案 ^4第一段設立 

之各圉管精範固以外海洋底抹和乎使用矣員會由下開 

各會員國組成之：阿担廷、澳大利亞、奥地利、比利時、 

巴西、保加利亞、 麥隆、加拿大、鎮蘭、智利、捷克斯拉 

夫、薩 爾 瓦 #、法蘭西、辣島、邱度、義大利、日本、肯亜、 

科威特、教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来西亜、馬 

耳他、茅利塔尼亞、墨西哥、奈及利亞、挪威、已基斯坦、 

秘魯、坡蘭、羅馬足亞、御子山、錄丹、秦國、千里達及耗 

貝哥、蘇雄埃社會生義共和國聯邦、网拉伯聯合共和 

國、大不到颠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坦尙尼亞聯合共和 

國、美利堅合棄國及南斯拉夫。



據第一委員會報告書通過之決議案 2 1

其他決定

撤除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國家內之外國軍事基地 

(項目二十九^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大會第一七五0 次全體會議備悉第一委員會報告 

書第六段。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關於停止軍傭競賽實現裁軍 

緊急措施之備忘錄

( 項目九十四〉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大會第一七五0 次全體會議備悉第一委員會報告 

書第七段。

大會正式錄，‘5^二 1'三届會，附件， 程項目二十七、二 十 、二十九、九十四與九 
十六，文件八

" 同^ ,̂ ：：：̂ ^  XI； 74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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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第二十三屈會

據特設政治委員會報告書通過之決議案

決讓當编號 

二三八二（二十三）

二三九六（二十三）

二三九七〔二十三〉

二四五一（二十三、

二四五二（二十三）

目 攻

樣 题  項 目

原 子 轄 射 之 影 響 (义 ^  三0

南非共和國政府之種族隔離政策(么 ^  三一

聯合國南非信託基金(么 ^  三一

維持和平行動整個問題所有方面之全盤檢討^ ^ /
^ ^  三 二

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雜民救濟工娠處總監報告書

決 議 案 ^ ^  三三

決 議 案 ^ ^ ^  三三

決議案0 ^  三三

通遇日期 冗次

一九六八年"1̂一 23

月一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24

月二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25

月二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26

月十九曰

一九六八年十二 26

月十九曰

一九六八年十二 26

月十九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27

月十九曰

二三八二〔 二十三X 原子輔射之影缠 

大會，

覆按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日決議案九一三(十)設 

置聯合國原子鶴射影響問題科學委員會，及其後各決 

議案重申該委員會允宜繼績其工作，

慮及人類嘱露於福射之程度對今世及^代所生之 

潜在有害影響，

深知仍有賣集原子輔射資料及分析原子轄射對人 

類及其環境所生影響之繼續需要，

一.欣悉聯合國原子轄射影響問題科學委員會第 

十^'届會所通過之報告書;I

二. 嘉許科學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對推廣關於原子 

轄射之影響及程度之知識與了解已作之可貴貢獻；

三.請各會員國注意委員會報吿書附面所載爲使 

委員會繼續評估核試驗造成之全球幅射程度所需之資 

料檢討；

1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届會，附件，議程項目三十’ 文 ' 
件 ^^77126。

23



24 大會-第二十三届會

四. 請科學委員會完成其目前工作方案，並請檢 

討與擬訂其將來活動計劃；

五.備悉科學委員會擬於一九六九年五月舉行第 

十九届會議並績向大會具報。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曰，

’ 第一七0九次全體會議。

二三九六〔二十三X 南非共和國政府之 

種族隔離政策

大會，

覆按其有關此項問題之各決議案及安全理事會一 

九六二年八月七日決議案一八一(一九六三X —九六 

三年十二月四日決議案一八二 (一九六三X —九六四 

年六月九日決議案一九一九六四）及一九六四年六 

月十八日決譲案一九一〔一九六旧） ’

業已審議南非共和國政府種族隔離政策問題特設 

委員會報告書2及其附載之該委員會所屬種族隔離情 

報小組委員會報告書

計及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三日德黑

蘭國際人權會議通過之德黑蘭宣言4中所載之決議與 

建議，

傭悉南非政府繼續變本加厲推行其不人道之侵略 

性種族隔離政策,且在南非疆界以外推行此項政策,以 

致引起猛烈衝突，在盤個南非洲造成嚴董威脅國際和 

平與安全之情勢，實堪憂慮，

確認南非政府之政策與行動構成南非洲被愿迫人 

民行使自決權之嚴董障礙，

深信亜須加緊進行國際反種族隔離運動，藉以協 

助消除此等不人道政策，

認爲爲消除對於整個南非洲和平之嚴董威脅計’ 

務須採取有效行動解決南非情勢，

塵於安全理事會自一九六四年以後未曾審議種族 

隔離問題，

一 . 董申其對南非政府所行種族隔離政策之謎責 

認爲此種政策係殘害人類之罪行；

2 同上，第二十三届會，議程項目三十一，文件^/7254。

3同上，附件壶。

4參閱國際人權會議蔵事文件（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 

號： 第三頁。

二. 謎貴南非政府違反聯合國決議案，非法佔領 

納米比亞，實行軍事千涉並援助南羅德西亞種族主義 

少數政權；

三 . 重申亟須消除種族隔離政策，俾南非全體人 

民得行使其自決權，並實現基於普選之多數統治；

四.促請安全理事會對南非及整個南非洲之嚴董 

情勢加以注意，並請理事會趕緊繼續審議種族陽離問 

題，俾依據聯合國憲章第七章之規定，採取有效措施， 

確保對南非充分實行全面法定制栽；

五 . 謎實所有在政洽、經濟及軍事上與南非政府 

合作，並違反大會及安全理事會有關決議案，鼓勵該 

政府堅持其種族政策之各國，尤其南非之主要賀易夥 

友，以及外國金融及其他利益方面之活動；

六 . 再度承認南非人民爲爭取所有人權，尤其爲 

所有南非人民，不分種族、膚色與信仰，爭取政治權利 

與基本自由而作之鬪爭確屬合法；

七.促請所有國家及組織予南非解放運動之合法 

鬪爭以更大之道義、政治及物質支助；

八.對反對種族隔離者在蠻橫法律下所受之殘酷 

迫害，及對自由戰士在合法解放鬪爭中被俘後所受之 

待遇表71̂嚴董憂慮，並：

(& )謎責南非政府以殘酷、不人道及卑鄙手段對 

待政治犯；

再次促請釋放所有因反對種族隔離而受監禁 

或菅制之人士；並顏請所有政府、組織及私人加緊努 

力，勸導南非政府釋放所有此等人士並停止其對反對 

種族隔離者之迫害與虐待；

( ^ )宣吿此等自由戰士應依照國際法，尤其依照 

關於戰俘待遇之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內冗公約 

予以戰俘待遇；

(^!)請秘書長編製並盡可能廣事傳佈：

〔0 因反斜種族隔離而被處決、監禁、軟禁或管 

制、或驅逐出境者之名册；

(^!)關於南非政府及其官員對囚禁中反對種族隔 

離者施行殘暴行爲之各種現有資料之紀錄；

聯合國條約桑編，第七十五卷〔一九五0 年 第 九 七 二  

號。 一



據特設政洽委員會報吿書通過之決議案

九.嘉許反種族隔離蓮動之活動及其他從事援助 

種族隔離受害人與策進其目的之組織之活動，並請所 

有國家、組織及個人條慨捐助以支持此種努力；

一 促請 所 有 國 家 、政府經由立法或其他行動， 

在其領士內阻止所有支持種族隔離政策之活動及組 

纖，以及任何贊闻種族隔離及種族歧視政策之宣傳；

一一^請所有國家阻止移民尤其熟練人員及技術 

人員，前往南非；

一二.請所有國家及組纖停止與南非種族主義政 

權及實行種族隔離之組織或機關進行文化、敎育運動 

及其他方面之交換；

一三.請所有國家及組織於一九六九年廣事慶祝 

國際消除種族歧視日，以表示與南非受愿迫人民團結 

一致；

一四.請南非共和國政府種族隔離政策問題特設 

委員會作爲優先處理事項就聯合國關於種族隔離問題 

各項決議案之實施情形，所採措施之效力，及達成更 

有效國際行動之方法，研究具報；

一五.請特設委員倉加緊促進國隨反種族隔離運 

動之努力，並爲此授權該委員會：

0 0 在會所以外地點舉行會議或派遺小組委員會 

前往各專門機關、各區域組織、各國及各非政府組織諮 

商；

商同秘書長並在爲此項用途所撥預算款項範 

圉內與各專家舉行諮商，並安挑關於種族隔離各方面 

之專題研究； ‘

一六. 請所有國家、各專門機關及其他組纖參照 

特設委員會報告書加緊傳播關於種族隔離罪惡之資 

料，並爲此再次請求尙未遵照辦理之各國依一九六七 

年十二月千三日大會決議案二三0 七(二十二)第九段 

之規定亟行鼓勵成立國內委員會；

一七.請秘書長參照特設委員會關於廣事傳播種 

族隔離資科之提議：

0 0 確保依照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大會決議 

案二一四四^ 〔二十一）設置之種族隔離問題股參照 

特設委員會報告書第一四六段撮述之提議，履行其增 

加之職務；

採取其他適當^ 驟協助所有國家、各專門機 

關及其他組織加緊傳播項資料；

25

一八.請秘書長繼續向特設委員會提供爲切實完 

成其任務所需之一切必要工具，包括適當經費在內；

一九. 請各國、各專門機關、各匿域組纖及各非政 

府組織與秘書長及特設委員會合作，完成其依本決議 

案所負之任務。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曰， 

第一七三一次全體會議。

二三九七〔二十三X 聯合國南非 

信託基金

大會，

覆按其關於聯合國南非信託基金之一九六五年十 

二月十五日決議案二0 五0  2 〔二十）及一九六六年 

十二月十六日決議案二二 0  二 2  (二十一） ’

備悉秘書長之報告書其中附有聯合國南非信 

託基金董事會之報吿書，

塵於繼續並增加對於南非政府種族隔離政策受害 

者之人道上之協助旣屬適宜，亦係必要，

靈悉該董事會曾促請各方注意需要對基金增加捐 

助並需要修正其任務規定，

一 . 對曾向聯合國南非信託基金捐敦之各國政 

府、各組織及私人表示感謝；

二.嘉許秘書長及基金董事會爲求達到基金之宗 

旨所作之努力；

三 . '決定修正基金之宗旨爲：

(^)給在南非壓制性及歧視性立法之下受迫害之 

人以法律協助；

救濟此等人及其受扶養人；

( ^ )敎育此等人及其受扶養人；

((^)救濟來自南非之難民；

四. 再度顧請所有國家、組織及私人向基金條慨 

捐期。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日， 

第一七三一次全體會議。

6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届會，附件，議程項目三十一， 

文件.么；7270。



26 大會~第二十三屆會

二四五一〔二十三X 維持和平行動 

整個問題所有方面之全盤檢討

大會，

覆按其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八日決議案二0 0 六 

(十九X —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決議案二 0 五三八 

(二十X —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決議案二二四九(特 

五)及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決議案二三0 八(二十 

二

業已接獲並審議維持和平行動特設委員會一九六 

八年七月二日報告書7及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報

告書

念及會員國對維持和平行動整個問題所有方面之 

全盤檢討之重視，

備悉特設委員會已指派一工作小組負責爲特設委 

員會應大會決議案二三0 八(二十二)第三及第四段之 

請向大會致送之研究報告擬具工作文件，

備悉特設委員會已核准關於安全理事會依據其各 

項決議案設置或授權從事觀察工作之聯合國軍事觀察 

員之一項研究，作爲其工作小組方案之第一模型，

復悉特設委員會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報告書 

所稱關於上述研究報告之擬具業已從事初步工作，

一 . 請維持和平行動特設委員會繼續依大會決議 

案二三0 八(二十二），包括其中第三及第四段之規定， 

從事其工作； ^

二 . 董申其對維持和平行動特設委員會之請求請 

其將全盤檢討維持和平行動所有各方面之進展情形隨 

時向大會具報；

三.復請維持和平行動特設委員會儘速並至遲於 

’大會第二十四屆會向大會提出關於安全理事會依據其 

各項決議案設置或授權從事觀察工作之聯合國軍事觀 

察員之詳盡報告書，以及特設委員會就其對維持和平 

行動任何其他摸里所能進行之工作提出之進度報告

四. 將本届會關於"雄持和平行動整個問題所有 

方面之全盤檢討"一項目之辯論紀錄檢送維持和平行 

動特設委員會，並請其計及其中所載建議及提議。

一九六入年十二月十九日 

第一七四九次全體會讓。

7同上，議程項目三十二，文件义/7131。

8同上，文件八^7396。

二四五二〔二十三X 聯合國近東巴勒斯 

坦難民救濟工販處總藍報告書

大會，

覆按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二 

三七〔一九六七

重申其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決議案二二五二 (緊

特五

備悉秘書長於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在特設政 

治委員會所作之呼寵

確信解除失所人民苦難之最佳辦法莫如迅速使他 

們返回其家園及已往所居住之營舍，

因此强調使此等人民迅速返回之需要，

一 . 要求以色列政府立卽採取有效措施使自戰事 

爆發以來逃離各地區之居民得以返回，毋再遲延；

二.請秘書長注意本決議案之有效實施情形並向 

大會具報。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曰， 

第一七四九次全體食議。

6

大會，

覆按其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決議案一九四 

(三X —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決議案三0 二（四X — 

九五0 年十二月二日及十西日決議案三九三（五）及 

三九四(五X —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決議案五一二 

(六）及五一三(六X —九五二年十一月六日決議案六 

一四（七X —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決議案七二0  

(八X —九五四年十二月四日決議案八一八(九X — 

九五五年十二月三日決議案九一六(十X —九五七年 

二月二十八日決議案一0 —八(十一 X —九五七年十 

二月十二日決譲案一一九一(十二 X  —九五八年十二 

月十二日決議案一三一五(十三X —九五九年十二月 

九日決議案一四五六(十四X —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一 

日決議案一六0 四(十五X —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決議案一七二五(十六X —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決 

議案一八五六(十七̂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日決議案

0同上，第二十三届會，特設政治委員會，第六一二次會 

議，第二段至第十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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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二 (十八X —九六五年二月十日決議案二0 0

二 (十九X  —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決議案二0 五二 

(二十X —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決議案二一五四(二 

十一)及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二三四一 (二 

十二

璧悉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振處總監關 

於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六八年六月三十日期間 

之常年報告書，1。

一 . 查悉大會決議案一九四(三)第十一段所規定 

之難民回籍或賠償辦法尙未見諸實施，決議案五一三 

(六)第二段內所擔保之關於經由遣返回籍或重行定居 

使難民董新整合之方案並無重大進展，因此難民情形 

繼續爲一令人嚴董關注之問題，深感遺憾；

二.動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娠處總監 

及其職員爲巴勒斯垣難民繼續提供主要服務之忠誠努 

力，及各專門機關與私人組織幫助難民之寶貴工作， 

表示感謝；

三.着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娠處總監 

繼績努力採取措施，包括整理救濟名册在內與各關係 

政府合作，確保根據需要將救濟品作最公平之分配；

四.查悉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和解委員會未能尋 

出一個在實施大會決議案一九四(三)第十一段方面達 

成進展之方法，感覺遺憾，請該委員會繼續努力，以 

謀該段規定之實施；

五.促請注意總監報告書所述聯合國近東巴勒斯 

坦難民救濟工娠處繼續面對之嚴重財政情形；

六.塵悉總監募集袖充捐款藉以幫助減輕去年度 

嚴董預算廣歉之順利努力，表示嘉許，但對於聯合國 

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振處之捐助依然不敷爲開支 

主要預算規定所需之資金，感覺關注；

七 . 促請各國政府作爲一迫切事項，尤其璧於總 

監報告書內預測之預算廣空，作出最條慨之努力,以應 

付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振處預期之需要, 

因此，力促未捐款政府從事捐助，已捐款政府考慮增 

加其捐助；

10同上，第二十三届會，補編第十三號

八. 議決於不妨礙大會決議案一九0 ^三)第十一 

段之規定下，將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振處 

之任期延至一九七二年六月三十日。

一 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曰， 

第一七四九次全想會議。

0

大會，

覆按其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決蕭案二二五二（緊 

特五)及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二三四一 3  

二十二

備悉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眼處總監關 

於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六八年六月三十日期間 

之常年報告書，

復悉秘書長於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待設政 

治委員會所作之呼顏

封中東於一九六七年六月發生戰蘭行爲，致使人 

民繼續遭受痛苦，深表關切，

一 . 重申其決議案二二五二 (緊特五)及決議案二 

三四一 3  二十二

二. 牢記此二決議案之目的，贊成聯合國近東巴 

勒斯坦難民救濟工娠處總監努力儘實際可能，於緊急 

基礎上並作爲暫行措施，對該地區內因一九六七年六 

月戰鬪行爲之結果而致失所並亟需立卽協助之某他人 

士，繼績提供人道協助；

三.極力呼顏所有各國政府以及各組織及個人爲 

上述宗旨對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娠處以及 

其他有關政府間組纖及非政府組織懷慨捐助。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曰，

第一七四九次全渡會議。

11同上。

I2同上，第二十三届會，特設政治委員會，第六一二次會 

議，第二段至第十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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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十九日

一九六八年十一 

月十九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三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三曰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七日

一九六71年千二 

月十七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七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七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七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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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十七日

二四一五(二十三） 發 展 中 國 家 經 濟 發 展 之 外 資 壽 措 ^  四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七日

二四一六(二十三） 增 進 食 用 蛋 白 質 之 生 産 與 使 用 ^  四六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七日

二四一七(二十三） 受有訓練之各級專業及技術人員自發展中國家流往

已發展國家之現象、其原因、其影響與由此所生問

題之實際補救辦法(么 ^  四七一九六八年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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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六二(二十三） 多邊糧食援助問題0^7427， ^  四五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日

其他決定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報告書^  一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日

修訂有資格充任賈易及發展理事會理事國之國家名單^  三四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三曰

聯合國發展十年^ ^  三七一九六八年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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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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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七七二十三X 聯合國資本發展 加彭 尼曰

基金認捐會議  岡比亞 奈及 姬
邀納 巴基斯坦

大 會 ’ 幾內亞 菲律賓

決定關於聯合國資本發展基金之大會一九六七年 印度 大韓民國

十二月十五日決議案二三二一（二十二）第一段((^)項 印度尼西亞 越南共和國

之規定應不適用，以便於一九六八年爲聯合國資本發 伊朗 盧安達

展基金另行召開一次會議。 伊拉克 沙烏地阿拉伯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曰， 以色列 塞內加爾

第一六九三次全體會議。 象牙海岸 鯽子山

約旦  新加坡

二三八五〔二十三X 修訂有資格充任 肯亞 索馬利亞

工業發展理事會理事國之國家名單 科威特 南非
察國 南也門

會 ’ 黎巴嫩 蘇丹
覆按其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關於聯合國工業 賴索托 史冗濟蘭

發展組織之決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第武節，第四 賴比瑞亞 敍利亞

利比亞 泰國

一 . 認可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二屆會1關於將茅利 馬達加斯加 多哥

塔尼亞及南也門列入大會決議案二一 2 ： 二 (二十一)附 馬拉威 突尼西亞

件表^ 之決定； 馬來西亞 烏干達

二.決定塵於赤道幾內亞及史冗濟蘭最近加入聯 馬爾代夫羣島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合國，亦 將 其 列 入 該 附 件 表 馬 利  坦尙尼亞聯合共和國

一 九 六 八 年 十 十 九 日 ， 茅利塔尼35 上伏塔

第一七二三次全殖會議。 — 西斯 西薩摩亞
蒙古 也門

 ̂  ̂  ̂ 摩洛哥 南斯拉夫

尼泊爾 倚比亞
由於上開決議案，有資格充任工業發展理事會理

事国之国家名單如下： 第^ 第四段⑧所指國家名阜

I 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二 "一〉第威節第四段(^) 澳大利亞 愛爾蘭

所指國家名軍 奥地利 義大利

阿富汗 錫蘭 比利時 日本

阿爾及利亞 查德 加拿大 列支敦斯登

波礼那 中國 賽普勒斯 盧森堡

觸甸 剛果(布拉薩市） 丹麥 馬耳他

布蔭提 剛果(民主共和國  ̂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摩納哥

束補寨 達荷美 芬蘭 荷蘭

略麥蔭 赤道幾內亞 法蘭西 紐西蘭

中非共和國 衣索比亞 希職 挪威

~ 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届會，補編第十五號

第八章。 冰島  聖馬利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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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 塵於決議案二一五八(二十一)內載有可供秘書長

瑞典 王國 於從詳編製該決議案第部分段所要求提送報告

瑞士 美利堅合衆國 書時遵循之準則，

土耳其
一 . 請秘書長在下次報告書中詳盡述明決議案二

第式節第四段((^)所指國家名單 一五八(二十一）內,尤其是第査部分第五、第六及第七

阿根廷 海地
段內，所載各項原則與建議之實施情形；

玻利維亞 宏都拉斯 二. 決定於第二十五届會時審議秘書長報吿書。

巴西 牙賈加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九曰，

智利 墨西哥 第一七二三次全體會議。
哥倫比亞 尼加拉瓜

哥斯大黎加 巴拿馬

古巴 巴拉圭 二三八七〔二十三X 裁軍節餘資源
多明尼加共和國 秘魯 移供和平需要
旧;瓜多 千里達及托貝哥

薩爾冗多 烏拉圭
大會，

瓜地馬拉 委內瑞拉 覆按其關於裁軍節餘資源移供和平需要之一九六

蓋亞那 二年十二月八日決議案一八三七(十七X —九六五年

13. 第威節第四段(^!)所指國家名早

阿爾巴尼亞 波蘭

保加利亞 羅馬尼亞

白俄羅斯蘇雄埃社會主義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共和國 和國

捷克斯拉夫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甸牙利 邦

二三八六二十三X 天然資源之 

永久主權

大會，

覆按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二日決議案五二三（六X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決議案六二六(七X -九  

六0 年十二月十五日決議案一五一五(十五及一九六 

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議案一八0 三〔十七〉，

重申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決議案二一五八 

(二十一)所載各項原則與建議，

備悉秘書長關於天然資源永久主權之進度報告 

書2及其所表示可能再提出報告書之意見，

塵於天然資'擴永久主權之充分行使將尉達成第二 

個聯合國發展十年之各項目標起重大作用，

十二月二十日決議案二0 九二 (二十〉及一九六六年十 

二月六日決議案二一七一 (二十一），

强調利用裁軍節餘資源從事經濟及社會發展，尤 

其是發展中國家之此項發展，至關董要，

深信普遍及徹底裁軍應爲一切载軍努力之最後鶴

的，

確認局部裁軍措施作爲在裁軍方面並在節餘財力 

及人力資源以利社會及經濟發展上達成確實進展之有 

希望方法，至關重要，

備悉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所議定3關於裁軍之經濟 

與社會問題擬訂國家與國際研究報告與工作之範禱以 

及協調事宜行政委員會所議定4關於裁軍之經濟及社 

會影響之問題單中，並未挑除對各項局部裁軍措施之 

經濟與社會影響同樣作研究之可能性，

一 . 傭悉秘書長題爲"裁軍之經濟及社會影響： 

裁軍節餘資源移供和平需要"之報吿書；5

二 . 請秘書長於遂請各會員國依大會決議案二0  

九二 (二十及二一七一（二十一）提出國家研究報吿 

時，請其注意本決議案，並建議各該國或願於其一部

同上，第二千三屆會，附件，議程項目三十九，文件；

7268。

‘3參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五屆會，附件， 

議程項目三，文件'6 /4494，附件臺。

4同上。

5 同上，文件 6 /4494； 2/4494/^(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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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研究報告中備載關於董要局郡栽軍措施所可産生預 

期影響之各項考慮。

' - 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九曰， 

第一七二三次全霞會讓。

二三八八〔二十三X 聯合國訓練研究所

大會，

覆按大會前此所通過與聯合國訓練研究所有關之 

各決議案，尤其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決議案二二 

七七〔二十二以及經濟壁社會理事會關於該研究所 

之各決議案，尤其是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六日決議案一 

三三九I：四十五

一 . 備悉聯合國訓練研究所執行主任報告書;6

二 . 贊可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決議案一三三九（四

十五

三.欣悉執行主任致大會報告書附件內所載業經 

董事會核准之關於研究所訓練活動之策略、範圍及服 

度之政策文件;7

四. 又悉執行主任擬檢时研究所之研究方案，於 

適當時期將此檢討報告提送董事會；

五.嘉許研究所在訓練及研究兩方面活動之擴展 

並承認此等活動尤其是關於專業人員從發展中國家遷 

住已發展國家之國際移徙之研究以及關於評估標準與 

方法之研究，對第二個聯合國發展十年之壽備工作至 

關重要；

六 . 重申研究所應與聯合國秘書處、各專門機關、

系內之其他研究所在內、以及適當國內與國際機關從 

事合作及協調；

七.動各國政府及非政府方面業已絵予及承允給 

予研究所之各種協助表示感謝；

八.請執行主任在擬訂提請董事會審議之將來行 

動計劃時，顧及各方在本項目辯論過程中所提出之建 

議；

6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届會，議程項目四十三，文件 

爲/7263。

7同上，附件威。

九. 備悉並支持執行主任之主張，應請各國政府 

緣淸認捐數額，並請政府與非政府方面增加志願捐助’ 

使研究所獲得更大財力支助。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九曰， 

第一七二三次全體會讓。

二0 0 —^二十三X 資易及有關方面之 

技衛協肋

大會，

業已審議賈易及發展理事會關於賈易及有關方面 

技術協助之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決議案四十四 

(七

備悉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秘書長於理事會第七、 

屆會就此間題所作陳述

覆按大會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決議案二二0  

七(二十一)及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決議案二二九 

七〔二十二

一 . 贊同賈易及發展理事會決議案四十四(七)所 

載建議；

二.決定聯合國資易及發展會議應依照大會一九 

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決議案二0 二九(二十^之規定 

作爲聯合國發展方案之參加組纖。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三曰， 

第一七四一次全體會讓。

二 四 二 ^二十三\聯合國資易及

發展會議

大會，

案查其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決議案二二九六 

(二十二)所訂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第二屆會之目標 

及其將該會議第二屆會之成就作爲優先審議問題之決 

'定，

復查其關於聯合國發展十年之一九六七年十二月 

十三日決議案二三0 五〔二十二 X 其中除其他事項外， 

確認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於其第二届會審議之主要. 
賈易及發展問題與下一發展十年之壽備工作有董要 

關係，

8同上，第二十三届會，捕 編 第 十 西 號 第 二 編 ， 

附件查。

0同上，貿暮及發展理事會決議案四十四(七 附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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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已審譲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在新德里所舉行 

第二届會之報告書1。及賈易及發展理事會關於一九六 

七年九月十日至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期間之報告

書

計及該會議第二届會主席於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 

八日向大會所作陳述I2及各方在全體會議與第二委員 

會對該會議第二届會成就所發表之意見，

深信經常機構之成效大有賴於全體會員國政府幫 

助達成賈易及發展問題具體解決辦法之政治意願，

念及該會議第二届會建議其會員國切實壽劃並探 

討如何協助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經常機構腰行其在 

該會議第二屆會後所負職責之方法，

覆按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大會關於設立聯合 

國賈易及發展會議之決議案一九九五(十九尤其關 

於未來體制上安挑之規定，

一 . 備悉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第二届會報吿書 

及賈易及發展理事會關於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至一九 

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期間之報吿書；

二.歡迎賈易及發展理事會關於改進聯合國貿易 

及發展會議體制機構及工作方法之一九六八年九月二 

-1̂ 一日決定四十五(七

三 . 認爲該理事會之決定四十五(七)積極表明賈 

發會議各會員國欲加强該會議獲得具體成就之能力之 

政洽意願；

四. 復認爲本同樣合作精神、充分有效利用改進 

之機構與工作方法，對賈發會議所面臨問題當有助於 

達成更大協議，尤當利用：

(^)召開政治高層理事會届會以便審議更爲董大 

事項之可能性；

召開理事會特別届會之可能性一於該理事 

會議事規則第四條第二項及第六條所規定最短期間內 

舉行；

10參閱聯合國賀易及發展會議第二届會議事錄，第一卷與 

更正一及增編一，報告書及附件(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 
2 .68.11.0 .14)0

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届會，捕編第十四號（八/

I2同上，第二十三届會，全體會議，第一七0 八次會議， 

第三段至第三十四段。

I3同上，第二十三届會，補編第十四號(义 第 二 編 ， 

附件4 。

(^)對屬於理事會主要委員會職權範圍之事項設 

立政府間小組以查明適當特殊行動途徑之可能性；

(^!)資發會議秘書長斯酌情形而作之倡導，以 

便協助經常機構探求賈易及發展問題之具體解決辦 

法；

五.認爲在特殊情形下召開關係國家特別會議而 

由政治高層獲致協議，對於達成一般均能接受關於基 

本實體問題之結論，或可獲得較爲迅速之進展；

六 . 促請該會議會員國注意倘未完成之工作，尤 

其與發展中國家之發展最差者所面臨問題有關之工 

作，及該會議交由其經常機構繼續審議與採取行動之 

許多董要問題；

七.敦促該理事會於此後届會審議該會議所發交 

問題時，對於適當之具體及切實行動或建議，尤顏着 

眼第二個發展十年，覓致最大可能之協議；

八 . 請該會議各會員國政府、各医域經濟委員會、 

貝魯特經濟及社會事務處、各專門機關及國際原子能 

總署以及其他參加會議工作之政府間組織各在其領域 

內竭盡力量就發展過程之各方面及國際社會在此方面 

所作努力，廣爲宣揚，開導舆論，以期獲得各方對賀 

發會議工作之最大可能支持。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三曰， 

第一七四一次全體會議。

二四0 七〔二十三X 聯合國工業 

發展組織

大會，

覆按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大會決議案二一五

二 (二十一)關於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之宗旨與載務之 

規定，

璧於發展中國家在其本國經濟計劃與方案範圉內 

將工業發展跪爲十分急要事項，

深知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對於促成最廣泛之國際 

合作，以協助發展中國家加速工業發展，能作重大之

貢獻，

確認工業發展對於下一聯合國發展十年目標之實 

現，須發揮主要作用，

一 . 閲悉工業發展理事會第二届會工作報告 

書;"

" 同上，補編第十五號(么



據第二委員會報吿書通過之決議案 35

二.請工業發展理事會在其以後各報吿書中槪述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上一年度之工作；

三.請各政府予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以額外支 

持，依照大會決議案二一五二(二十一)第威節第二十 

三段之規定，以志願捐獻供給充足之資源，俾依弾性 

程序進行實地活動擴大方案；

四.請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纖在職權範圍內加速下 

一聯合國發展十年之霊備工作，並對聯合國體系各組 

織爲靈訂一九七0 年代國際發展策略正在進行之共同 

努力，積極合作；

五.認可工業發展理事會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四日 

決議案十一（二XI5 其中理事會建議以一百五十萬美 

元之數作爲一九六九年及一九七0 年工業發展技術協 

助經常方案之計劃水準；

六.認爲應請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貴責執行聯合 

國發展方案兩大部分下更多之工業發展計劃，計及爲 

此等計劃所作申請之源源增加。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曰， 

第一七四五次全想會讓。

二四0 八〔二十三X 聯合國發展方案 

理事會報吿書

大會，

欣悉聯合國發展方案理事會關於其第五及第六兩 

届會之報吿書。I6

一九六入年十二月十七曰， 

第一七四五次全體會議。

二四0 九〔二十三X 提倡隨後投資

大會，

璧悉聯合國發展方案依大會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 

日決議案二二八二十二〉第二項規定關於提倡隨後 

投資採取之措施。 17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曰， 

第一七四五次全體會讓。

I5同上，附件陸。

10經濟璧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五届會，補編第六 
號 及 補 編 第 六 號 义

I7同上，捕 編 第 六 號 义 ，第一九七段至第二二三

段。

二四一二十三X 聯合國資本 

發展基金

大會，

覆按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決議案二一八六 

(二十一)及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決議案二三二一 

 ̂二十二 \

備悉聯合國發展方案理事會第六届會決定請總辦 

繼續努力，俾聯合國資本發展基金能開始執行業胳

一 . 贊同經濟璧社會理事會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 

決議案一三五0^：四十五除他事外，該理事會在此 

決議案中請聯合國發展方案總辦查明聯合國體系各不 

同組織之工作方案中有何特殊計劃可獲益於聯合國資 

本發展基金現有資源範圍內之投資；

二.復贊同賈易及發展理事會一九六八年九月十 

七日決議案四十二(七乂 9̂除他事外,該理事會在此決 

議案中力言聯合國資本發展基金蓝需開始執行業務， 

以充聯合國體系內之一種重要工具，藉以幫助與加速 

發展中國家之經濟發展，尤其是在其投資活動方面；

三 . 決定繼續採行大會決議案二三二一(二十二） 

第一段所列舉實施大會決議案二一八六(二十一)之臨 

時辦法；

四.並決定於第二十四届會檢討聯合國資本發展 

基金之體制上安緋。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第一七四五次全體會嚴。

二四一一〔二十三X 國際發展策略

大會，

案查其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二二一八 

5  (二十一）曾計譲擬訂一九七0 年代國際發展策略，

復查其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決議案二三0 五 

(二十二)曾決定於第二十三屆會審議爲宣告一九七0  

年代爲第二個聯合國發展十年並核定該十年在國際發 

展策略綱領範圍內之行動方案所應遵循之適當程序，

備悉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經濟璧社會理事會關於 

聯合圍發展十年之決議案一三五六〔四十五，

18同上，第二六七段。

I9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屆會，補編第十四號（八7
第二編，旧件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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傭悉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賈易及發展理事會 

決議案四十七（七其中董申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 

議在其權限範圍內對於聯合國體系內各機關羣策羣力 

簿備第二個聯合國發展十年所應擔責之重要任務，

確認擬具下一聯合國發展十年國際發展策略須由 

聯合國體系內各組織在政府間指導之下從事主要之合 

作努力及協調行動，

察悉秘書長遵照大會決議案二二一八2 (二十一） 

及二三0 五(二十二)之規定徵詢發展設計委員會及聯 

合國系統內各組織之意見後所進行之準備工作,至爲 

滿意，

確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之主要責任須由各該國 

家自行肩負，而且唯有同時採取有效之國際行動，始 

能將此等國家之國內資源更充分動員、更有效利用，

復確認着手探討下一聯合國發展十年之任務時所 

抱希望與信心大半繁於下一十年開始前過渡時期之成 

就，

一 . 請經濟璧社會理事會擴大其所屬經濟委員 

會，增添聯合國會員國各專門機關及國際原子能總署 ̂
之會員國二十七國爲成員，由大會主席顧及經濟雙社 

會理事會之組成，公句地域分配及確保最大程度連績 

性之需要，逐年指定之，直至簿備工作完成爲止；

二.決定該擴大經濟委員會爲下一聯合國發展十 

年之壽備委員會，並爲此目的對大會負責，且經由經 

濟璧社會理事會依照理事會根據聯合國憲章所貴協調 

職實，向大會提具報告；

三 . 訓令該壽備委員會：

(^)根據聯合國體系內各機關各組織一一在其權 

限範圍內一擬具之有關研究、結論及提案，並計及 

會員國政府提出之意見，擬訂一九七0 年代國際發展 

策略草案，在廣泛、連貫、統整之綱領內，閩明一般性 

及部門性之鶴的目標，以及爲實現此等鶴的目標而須 

採取之內國、區域及國黯方面步調一致的政策措施；

提出關於第二個聯合國發展十年之評估及實 

拖程序之建議；

四. 請秘書長爲協助壽備委員會履;行其任務起 

見，利用經濟及社會事務鄧及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 

秘書處內可供利用之專門知識及已完成之壽備工作，

2 0同上。

於必要時隨時召開發展設計委員會會議，以加速壽備 

委員會之工作，並提出其所認爲適宜之意見及貢獻；

五 . 請賈易及發展理事會繼績努力，就聯合國賈 

易及發展會議第二届會發交其處理並對一九七0 年代 

國際發展策略之擬訂具有基本董要性之各項問題達成 

最大限度之協議；

六 . 請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聯合國發展方案、各 

專門機關、國際原子能總署及聯合國體系內其他組織 

加速其第二個聯合國發展十年之壽備工作並使其各郁 

門計劃與第二個發展十年步調一致；

七.請方案及協調事宜委員會斯酌情形協助壽備 

委員會執行其任務；

八 . 請壽備委員會妥擬工作方案及會議日暦，俾 

能經由經濟壁社會理事會第四十七屆會向大會第二十 

四届會提出上文第三段（̂)所計議之國際發展策略初 

草，以期於一九七0 年初擬成定稿；

九.復請壽備委員會將其工作方案及會議日曆送 

達各國政府及聯合國體系內所有關係組織，以便對國 

際發展策略之擬訂及時提出貢獻；

一決定由壽備委員會斯酌情形在紐約及曰內 

冗舉行會議；

一一^强調發展中國家必須加緊努力以加速其經 

濟及社會發展，已發展國家亦須伴隨採取旨在實現整 

個世界社會共有之發展目標之措施，以匿發展中國家 

之不逮；

一二. 請會員國政府經由適當內國及國際機關， 

對第二個聯合國發展十年之壽備工作作出有效貢獻, 

並將其對國際發展策略初草擬訂工作之意見，送由秘 

書長轉達壽備委員會；

一三.贊同經濟壁社會理事會一九六八年八月二 

日關於動員已發展及發展中國家內對第二個聯合國發 

展十年之公衆舆論之決議案一三五七（四十五）；

一四.歡迎聯合國體系外各政府間組纖對第二個 

聯合國發展十年壽備工作提出貢獻。

一九六入年十二月十七曰， 

第一七四五次全體會議。

上開決教案第一段所稱經濟委員會包括一九六九 

年經濟塗社會理事會全體理事國如下 : 陌根廷、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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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保加利亞、 查德、剛系（布拉薩市X 法蘭西、瓜地 

馬拉、坪度、邱度足西亞、愛爾蘭、牙賈加、日本、科咸 

特、利比亞、墨西哥、挪威、巴基斯坦、御子山、蘇丹、土 

耳其、蘇雄埃社會生義共和國聯邦、22大不到颠及此愛 

爾蘭聯合王國、坦倚尼亞聯合共和國、美利堅合衆國、 

上伏塔、鳥拉圭及南斯拉夫。

大會主序依據上開決讓案第一段，遂計及經濟暨 

社會理事會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0 決讓案一三八八 

(四十五）增眼下列各国 ：23阿爾及利亞、[ 西、布隆提、

台俄羅斯蘇雄埃社會生義共和國、 -1：麥隆、加拿大、 

錄蘭、哥偷比亞、哥斯大黎加、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伊 

斯、義大利、黎巴嫩、摸里西斯、荷蘭、奈及利亞、巴拿 

馬、菲律賓、坡衛、25羅馬足亞、西班牙、瑞典、瑞± 、泰 

國、突足西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委内瑞拉。

二四一二〔二十三\國際敎育年 

大會，

覆按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決議案二三0 六 

(二十二）會決定舉行國際敎育年，並爲此目的暫定一 

九七0 年爲該敎育年，

欣悉經濟璧社會理事會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決議 

案一三五五〔四十五X 特別是其中曾邀請所有聯合國 

機關及機構在下一個十年發展全盤策略範圍內並在與 

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密切合作下參加擬訂一致行 

動方案，

欣悉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與各有關專門機關 

已舉行諮商，而協調事宜行政委員會亦已在一九六八 

年十月閩一次會議中檢討國際敎育年，

欣悉聯合國敌育科學文化組織大會第十五届會於 

一九六7 \年~1̂一月十九.日就國際敎育年所通過之決議 

案，尤其是該組織對於擬II與執行國際一致方案行將 

擔負主要責任之事實，

確認廣義之敎育乃發展人力資源之必要因素，而 

此種發展又爲保證達成第二個聯合國發展十年目標之 

主要條件，

同上，第二十三屆會，附件，議程項目三十七，文件么7
7491。

22同上，文件在义7490。

。同上，文件义乂7269 30(1 5̂1̂ 1.1 31111 2。

24同上，文 件 為 492。

25同上，文件么77493。

一 . 決議指定一九七0 年爲國際敎育年；

二.贊同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大會通過決議 

案中所載及秘書長提交經濟暨社會理事會26及大會27 
報吿書中所述之國際敎育年行動方案；

三.建議聯合國會員國及各專門機關與國際原子 

能總署會員國檢討各該國敎育與訓練方面之情勢， 並 

在壽備第二個聯合國發展十年範圍內計劃並發動或鼓 

勵與國際敎育年目標及主旨有關之行動與研究；

四.請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以及聯合國體系 

內各有關組纖在其現有資源範圉內，盡可能協助各國 

政府尤其發展中各國政府，努力達到聯合國敎育科學 

文化組織所農訂之國際敎育年目標；

五.復請秘書長在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協助 

下，將聯合國體系內各組織壽備國際敎育年之進度經 

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第四十七届會向大會第二千四届 

會提出報告。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曰， 

第一七四五次全想會讓。

二四一三〔二十三X 海洋生物資源之 

開發與保存

大會，

覆按其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決議案二一七二 

(二十一)請秘書長擬具提議，以期保證最爲有效之安

推進國際合作擴大方案，俾協助經由科學對海洋 

環境獲得更深切之了解, ’及推進海洋資源之發展，同 

時充分顧及魚産之保存，

業經審議秘書長遵照經濟璧社會理事會一九六六

年三月七日決議案-------二（四十：！所編題爲"大陸架

外之海洋資源"之報告書，28以及秘書長遵照大會決譲 

案二一七二〔二十一) 所編題爲"海洋科學與技術：調 

查與提議"之報告書

覆按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決議 

案一三八一〔四十五

26 2/4518。

27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届會，附件，議程項目三十八， 

文件 ^^ 7̂239 311̂ 1 ^̂ 1̂ 1.1。

28 2/4449 311(1 2。
29 /̂4487 311̂1 001： ̂：.1-6 311̂1 ^̂ 1̂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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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及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纖及其所屬漁業委員會, 
其他關係專門機關及政府間組織力求增加世界糧食生 

産，在此方面所已完成及現正進行之寶貴而廣泛之工 

作，

乏蛋白質之現象，深感關切，

念及海洋生物資源爲人類最重要糧食資源之一, 

極關重要，

確認經由保存及合理發展使海洋生物資源能有最 

大限度之持久生産，益關重要，

開發及趨於润竭之嚴重危臉，

一 . 請各會員國政府於國家菅轄範圍以外海洋生 

物資源之發展及開發方面加强國際合作，顧及發展中 

國家之特殊需要及利盒，特別注董魚産合理開發及保 

存之必要，並計及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及其所屬漁業 

委員會以及各區域及其他專門漁業機關之寶貴工作；

二.促請聯合國關係專門機關及其他關係政府間 

粗織採取措施，俾進一步改進有關漁業發展及保存之 

國際合作，並遇發展中國家請求時改進技術協助；

三.請秘書長與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餘事長合 

作，並諮商聯合國各會員國政府以及其他關係國際組 

織就各會員國政府及各關係國際組織爲實施本決議案 

所採取之特殊措施向經濟璧社會理事會第四十九届會 

具報，並請經濟壁社會理事會就此事向大會第二十五 

届會具報。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曰， 

第一七四五次全體命讓。

二四一四二十三X 有關海洋問題之 

國際合作

大會，

重申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決議案二一七二（二 

十一)所載各項考慮，

塵於世界社會因海洋可望提供急速發展之世界曰 

益需要之資源，對於有關海洋之問題與趣日增，

深知關於海洋及其資源以及海洋環境之現有知識 

殊屬有限，亦不充分，

確認需要廣泛探測及研究，以期爲全人類之利益 

發展海洋富源，不論各國之地理位置爲何，同時計及 

發展中國家之特殊需要及利益，

業已初步審議秘書長遵照大會決議案二一七二 

〔二十一所編題爲"海洋科學與技術：調查與提案" 

之報告書

計及應用科學及技術促進發展問題諮詢委員會意

見

覆按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經濟璧社會理事會通過 

之決議案一三八0 〔四十五X —三八一（四十五）及一 

三八二 四十五

覆按研究各國管轄範圍以外海洋底牀和平使用專 

設委員會之報吿書

計及聯合國、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纖及其所屬 

政府間海洋問題委員會、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及其所 

屬漁業委員會、世界氣象組織及其所屬海洋事務氣象 

方面研究小組、政府間海事諮商組織、國際原子能總 

署、及其他專門機關以及政府間組纖、各政府、大學、科 

學及技術院校及其他非政府組織目前在此一方面所進 

行之工作，

一 . 備悉並惑謝秘書長關於"海洋科學與技術： 

調查與提案"之報吿書；

二.請經濟楚社會理事會於其第四十七届會再行 

檢討此項報告書,同時計及各會員國政府、應用科學及 

技術促進發展問題諮詢委員會及各國菅轄範圍以外海 

洋底牀和平使用委員會" 所表示之意見；

三.贊同旨在經由科學協助增進對海洋環境之瞭 

解並爲世界經濟發展計增加世界一切人民可用資源之 

海洋問題研究協調長期方案之槪念；

四. 請秘書長向經濟蟹社會理事會第0 十七届會 

提出此項長期方案範圍之綜合性大綱，計及聯合國敎 

育科學文化組織所屬政府間海洋問題委員會於其任務 

規定範圍內並與其他有關國際組織合作所擬具之科學

建議；

80同上。

31^^/7264。
32同上，第二十三屆會，議程項目二十六，文件&77230。

83大會於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通過決議案二四六七 

(二十三) 設立。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屆會，第二委員 

會，第一二四六次會議，第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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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議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及其所屬政府 

間海洋問題委員會考慮增强現有海洋敎育及訓練方案 
並開辦與實施海洋問題研究長期方案有關之新方案；

六.建議更進一步改善漁業發展及漁業資源保存 

方面之國際合作，計及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及其所屬 

漁業委員會所起重要作用，以及區域及其他專門漁業 

機關之工作；

七. 請會員國及與海洋汚渴間題有關各組織、特 

別是政府間海事諮商組織及國際原子能總署視需要 

情形促進通過防止及管制海洋汚獨之有效國際協定；

八. 確認海洋科學之氣象方面之重要性，並促請 

世界氣象組織與其他有關組織密切合作，繼績其在此 

方面之活動；

九.請秘書長商同聯合國發展方案研究在發展大 

陰架地匿礦産資源方面是否可能向請求技術協助服務 

之會員國政府提供此種服務；

一0 ，促請秘書長進行克集及傳播關於各國管轄 

範圓以外海洋底牀鎮物及其他資源及其發展所需適當 

技術之現有情報並提供各國菅轄範圍以外海洋底牀和 

平使用委員會爲解決有問題可能請求之協助;

一一‘請秘書長與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及其 

所屬政府間海洋問題委員會、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及 

其所屬漁業委員會、世界氣象組織、政府間海事諮商組 

織、國際原子能總署及其他有關組織合作,經由適當途 

徑，就實施本決議案所獲進展情形，向經濟暨社會理 

事會及大會第二十五届會具報。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千七日 ， ‘ 
第一七四五次全體會讓。

二四一五〔二十三發展中國家經濟 

發展之外資書措

大會，

覆按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大會決議案二一七0  

(二十一）及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經濟璧社會理事會決 

議案一一八三（四十一

復按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大會關於外資流入發 

展中國家之決議案二二七回^： 二十二 及一九六七年十 

二月四曰關於發展中國家之資本外流及此等國家債我 

費負擔之決議案二二七六(二十二），

塵悉聯合國資易及發展會議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 

八日所通過關於援助數量目標之決定二七（二 及  

關於改善援助辦法與條件及減輕外債問題之決定二九 

(二

業已審議秘書長關於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之外資 

壽措之報告書

欣悉部分已發展國家已達到甚且超過聯合國資 

易及發展會議之決定二七(二)內所規定百分之一之目 

標 ,其他國家亦已宣佈加速協助流動之確定時間表,訂 

立官方流動之輔助性目標，及規定官方預算協助撥敦 

將來按年增加，以求於其所接受之時限內達到目標，

藍悉下到各情，至爲關憂：

(&)近年來資金由已發展國家流入發展中國家之 

情形比較呆滞，且資源移轉數量在已發展國家國民生 

産總額中所佔比例有減少之趨勢，

若干先進國家迄今未能接受聯合國賈易及發 

展會議之決定二七(二)內所規定之援助數量目標，

(^)近年來以在捐助國採購爲援助條件之程度已 

見增加，

(^!)因違本付息而資金由發展中國家倒流入已發 

展國家之情形於一九六六年及一九六七年內更爲增 

多，據估計，目前之借債遺債趨勢如果繼續下去，則 

貸款淨額至一九七0 年將成爲負數

( ^ )原定之第一次充實期結束十五個月後，國際 

發展協會之第二次充實迄未實現，此種情形已阻礙若 

干發展中國家計劃緩濟發展之努力，

0 0 多邊金融機關及多邊發展方案之不能達到其 

所定資源目標， 勢將損害其圓滿執行任務之能力，且 

在若干情形下，妨礙其工作之繼績穩步進行，

一 . 贊同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之決定二七 

(二其中建議每一經濟先進國家應設法每年至少以 

按照市場價格計算之國民生産總額百分之一之財力資 

源移轉發展中國家，以實際支付數額爲準， 惟須顧及 

若于資本淨輸入國之特殊情形；

84參閱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第二屆會議事錄，第一卷與 

更正一及增編一，報告書及附件(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 
第三十八頁。

35同上，第四十頁。

36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2.68.11.0.10；經濟8 社 

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五届會，附件，議程項目七，文件 

2/4495 及 5/4512。
37參閱2/4539，第七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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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作爲第二個聯合國發展十年國際發展政 

策的一項主要因素，尙未照辦之經濟先進國家應接受 

一九七二年爲實現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之決定二七 

(二)所規定援助數量目標之限期，並採取緊急適當行 

動以達成此項目標；

三.並建議應繼續努力在百分之一目標內就官方 

財力資源移轉淨額之標的達成協議；

四.贊同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關於改善援助醉 

法與條件及減輕外債問題之決定二九(二並促請已 

發展國家作出最大努力以實施此項決定；

五. 竭力鶴請國際發展協會會員國政府，務使發 

展協會第二次充實自一九六九年初開始；

六. 請各會員國於可能時作長期認捐，並認眞考 

慮其他可使國際金融機關、國際發展方案及有關聯合 

國機構經常維持並擴展業務之提案。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曰， 

第一七四五次全霞會讓。

二四一六^二十三X 增進食用蛋白質 

之生産與使用

大會，

覆按關於增進食用蛋白質之生産與使用之經濟暨 

社會理事會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決議案一二五七（四 

十三）及大會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決議案二三一 

九〔二十二

業已審議秘書長關於蛋白質問題之報告書

欣悉應用科學及技術促進發展問題諮詢委員會、 

世界衞生組織幹事長及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纖幹事長" 

以及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世界衞生組織及聯合國兒 

童基金會合設蛋白質諮詢小組"對秘書長報告書所表 

示之意見，

關注發展中國家之蛋白質問題仍極嚴董，且日盒 

擴大，影響人類之幸福，

强調亜須在國家及國際方面使公衆益知蛋白質營 

養不良所造成之損害， 且須對謀求減輕此問題之活動 

廣予支持，

38經濟0 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五屆會第二期會議， 

附件，議程項目四，文件2/4592。
39

2 / 4592/ ^ 11^.3  ̂ 及

 ̂2/4592/^ 1̂(1.1。

相信爲在解決蛋白質問題方面獲得積極持久之成 

效起見，須由已發展及發展中國家政府、科學家、公私 

機關與工業以及私人基金會共作持績一致之國家與國 

際努力，

認爲發展中國家須能以最經濟方式利用使其食品 

富有蛋白質之最新技術進展，

確認蛋白質問題在發展方面牽涉繁複，且此問題 

係屬長期性質，

相信必須再接再厲處理蛋白質問題，欲求其解決， 

需要採行涉及經濟、管理、社會及科學上種種考慮之統 

壽辦法，

一 . 欣悉秘書長關於蛋白質問題之報告書；

二.又備悉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第四十五届會第二 
期會議關於此問題之評述; 2̂

三.認爲應用科學及技術促進發展問題諮詢委員 

會題爲"增長中之世界人口的營養問題：防止蛋白質 

危機之國磨行動"之報告書43及秘書長隨後採取行動 

所已産生之動勢應予維持，並應繼續促進關於蛋白質 

問題之適當國家及國際努力，除其他途徑外，計有下 

列辦法：

0 0 設法動員已發展國家解決蛋白質問題之能力 

與資源；

加强已發展及發展中國家有關機關間之聯 

驚，並促進在減少蛋白質情形懸殊之活動方面之情報 

及專門知識之交換；

( ^ )在已發展及發展中國家號召各方支持政府、 

科學家、公私機關與工業以及私人基金會之一^ 行動；

(^!)使公衆盐知食物蛋白質含量之董要以及養成 

食用足够蛋白質之飮食習慣之必要；

(^)爲毎一地區並盡可能爲最多國家根據其各別 

經濟社會情況與體制以及人力、天然與科學資源可供 

利用之程度，鑑定宜立卽從事一致努力之重要部門；

0 0 促進發展中國家在蛋白質方面之合作，並盡 

量利用國家及區域研究機關；

(^)促使發展中國家在國家範圍內動蛋白質間題 

採行統壽辦法；

42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届會，補編第三號人（八X 
第肆章。

" 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仏68‘乂1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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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促進向發展中國家讓與技術並訓練此方面工 

作人員之國際合作；

( ^ ) 擬定在國際範圍內宽集、分類、評定並散佈關 

於蛋白質問題緊要方面情報之新方法，並修正與改善 

現有方法；

0 0 就應用現代管理技術於發展中國家之蛋白質 

問題，在國家及區域階層上進行各學科間之研究；

四. 歡迎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世界衞生組織及

發展問題諮詢委員會所贊同之辦法，擴大蛋白質諮詢 

小組之範圍與載務；

五. 請秘書長與聯合國體系內各有關組織合作， 

在應用科學及技術促進發展問題諮詢委員會協助下：

( ^ ) 隨時建議適當措施，以加緊進行上文第三段 

所述各方面之行動，藉以增加與改善得自天然與慣常 

來源之蛋白質之生産及消費；

繼續努力，以求增進公衆對蛋白質營養不良 

情形之認識與關注；

六. 請秘書長與聯合國體系內各有關組織諮商， 

隨時就解決蛋白質問題所獲之進展編製報告書，經由 

經濟壁社會理事會向大會提出並向各有關組織提出， 

第一次報告書當向大會第二十五屆會提出；

七. 請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世界衞生組織、聯合 

國兒童基金會、國際原子能總署、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 

及聯合國體系內其他有關組織在其向經濟壁社會理事 

會提出之常年報吿書內特別提及各該組織就增進食用 

蛋白質之生産與使用所從事之工作；

八. 請各會員國政府、各專門機關、國際原子能總 

署，各區域經濟委員會及貝魯特聯合國經濟及社會事 

務處對於解決蛋白質問題之國際努力予以充分支持及 

合作，並向秘書長提供上文第六段請求編訂之報吿書 

所需之情報；

九.促請务會員國政府在擬訂其發展計劃以盡量 

實施應用科學及技術促進發展問題諮詢委員會報告書 

所載之具體提議時借重各有關機關之專門知識與意見；

一請各有關專門機關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所需 

之適當專門服務，俾便擬具及實拖旨在增加蛋白質生 

産及消費之發展計劃；

一一^請聯合國體系內各有關組織研討如何增加 

資源，以謀擴展其在蛋白質方面之活動；

一二.請應用科學及技術促進發展問題諮詢委員 

會使其在蛋白質方面之工作與第二個聯合國發展十年 

之壽備工作配合，並請聯合國體系內其他有關組織加 

速其關於在一九七0 年代結束時大大減小蛋白質情形 

懸殊之目標與措施之工作，作爲對第二個發展十年之 

貢獻。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曰， 

第一七四五次全體會讓。

二四一七二十三X 受有訓練之各級專 

業及技術人員自發展中國家流往已發 

展國家之現象、其原因、其影響與由此 

所生問題之實際補救辦法

大會，

覆按關於人力資源之發展與利用之一九六五年十 

二月二十日決議案二0 八三(二十關於爲發展中國 

家加速工業化訓練國內技術人員之一九六五年千二月 

二十日決講案二 0 九二十)及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 

日決議案二二五九〔二十二以及關於發展中國家受 

有訓練人員之外流之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決議案 

二三二 0 ：̂ 二十二

覆按關於人力資源之發展與利用之經濟璧社會理 

事會一九六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決議案一0 九0 么(三 

十九）及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決議案一二七四（四十

三），並計及理事會第四十五届會就關於發展及利用發 

展中國家人力資源之秘書長報告書,"尤其是關於發 

辰中國家受有高度訓練人員外移問題之部分，所表示 

之意見，

對發展中國家受有高度訓練人員繼續加速移往某 

數已發展國家，在若干事例中可能阻礙發展中國家之 

經濟及社會發展，頗感憂慮，

塵於發展中國家"人才外流"之主要原因爲此類國 

家與已發展國家間技術及經濟水平之差別，蓝需在此 

類差別清除以前在國內及國際階層採取適當暫時行 

動，謀求解決因發展中國家受有訓練人員外流而産生 

之問題，

又悉許多發展中國家目前在技術上筒未能充分估 

量其受有訓練人員外流之程度與性質：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 第四十五屆會，附件，議 

程項目九及十，文件 2/4483 3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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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備悉並關注秘書長所提關於受有訓練人員自 

發展中國家外流乏報吿書及聯合國訓練研究所動編 

製此項研究報告所作之董要貢獻，並請各會員國審議 

其結論與建譲；

二. 董申其建議，卽聯合國、聯合國工業發展招 

織、聯合國發展方案、各專門機關及國際原子能總署應 

加强支持發展中國家政府爲建立或擴充當地訓練機構 

而作之努力；

三 . 促請發展中國家注意壽劃下列事項之需要：

(^)依照其發展需要擴充並酌情董新部署敎育及 

-其他設施，以訓練技術人員；

確保適當利用其受有訓練人員之專長與技

能；

四. 建議已發展國家應參加合作，採取適當措施， 

以期減少發展中國家受有訓練人員外流之不良影響；

五. 請秘書長商同各有關會員國政府，並妥爲顧 

及各專門機關、聯合國訓練研究所及聯合國體系巧其 

他有關組織及機關正在進行之工作，選出嚴董關懷"人 

才外流"問題之數個發展中國家進行研究，以求對此問 

題獲得明確之認識，特別估量其對各該國經濟發展所 

生影響，並就各國及國際方面爲處理此項問題所可採 

取之實際行動提出適當建議；

六 . 請秘書長根據上述研究結果，在各專門機關、 

聯合國訓練研究所及應用科學及技衛促進發展問題諮 

詢委員會合作下，擬具建議，以便在擬議之第二個聯 

合國發展十年發展策略之範囑內採用辦法，處理各階 

層受有訓練人員自發展中國家流往已發展國家所引起 

之問題；

七.請秘書長將個案研究結果及其關於行動方面 

之建議， 經由經濟璧社會理事會提送大會第二十五届 

會；

八.復請秘書長促請聯合國體系內各有關組纖及 

方案注意，需要於聯合國會員國中之發展中國家政府 

請求時， 協助改良其爲求估量受有訓練人員外流之程 

度與性質所作之統計及研究工作；

九. 請各專門機關、各區域經濟委員會、聯合國訓 

練研究所、應用科學及技術促進發展問題諮詢委員會

45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屆會，附件，譲程項目四十七， 

文件 '义77294。

及聯合國體系內其他有關機關協助秘書長加强協調聯 

合國在此一方面之研究及業務工作。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第一七四五次全體會讓。

二四一八〔二十三X —日軍費用於和平

大會，

業已審議在"一日軍費用於和平"一項自之下提交 

第二委員會之決議草案

決定將此項目延至第二十四届會審議。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曰， 

第一七四五次全體會議。

二四五八^二十三X 利用計算機與計算 

機技術於發展工作之國際合作

大會，

璧於聯合國憲章責；]5^  ̂ '國倡導國際合作以促進 

全球人民之經濟及社會發展，

深悉爲謀加速進展並縮小發展中國家與經濟先進 

國家間之差蹈，科學與技術部門之國際合作乃屬必要，

覆查第一次聯合國應用科學及技術以利發展較差 

地區會議所通過之有關建議與結論，以及聯合國各機 

關就此問題所作之決議，

璧於擬具方案， 明定應用科學與技術以利發展中 

國家之導則，包括知識之傳授，實爲第二個聯合國發 

展十年工作之一董要部分，

備悉聯合國體系在原子能之和平使用以及外空探 

測方面促進國際合作所獲之經驗，至爲欣慰，並感有 

將此種合作推及於科學與技術其他主要鄧門之必要，

靈於計算機之使用不斷增加， 復確認利用此種技 

術方法， 對於董要經濟與社會部門進展之加速，例如 

對於工業、運輸、農業及都市建設方面之計劃與方案擬 

訂，所能發生之有利效果與直接影響，深信計算機特 

關重要，

深信加强此部門之國際合作， 積極鼓勵計算機技 

術及現代工業技術之普遍應用，對所有國家，尤其發 

展中國家，均屬有利，

46同上，議程項目九十二，文件&77393，第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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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悉聯合國體系各機關，尤其是統計委員會、歐 

洲經濟委員會、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國際勞工組 

織、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發展方案以及科學及技術方 

面之其他政府組織及非政府組織爲利用計算機於發展 

工作所作之努力，

覆按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關於 

在聯合國體系內應用自動存儲、處理及尋回數據之電 

子技術之決議案一三六五(四十五），

認爲聯合國對於各會員國爲其經濟及II：會發展主 

要目標探用處理數據之科學與技術之努力，能作有益 

之貢獻，

一 . 請秘書長會同應用科學及技術促進發展問題 

諮詢委員會，並獲取必要之任何其他方面之合作，擬 

具一項報告書，特別計及發展中國家有關下述各方面 

之情勢：

(^)在加速經濟及社會發展過程中利用電子計算 

機所已獲之成就及現有之需要與將來之展望；

加强計算機方面合作之國際行動可採之各種

形式；

(^)爲促進此方面國際合作聯合國所能擔貴之任 

務，特別着重技術之讓與、人員之訓練以及技術裝備 

等問題；

二. 請秘書長在擬具報告書時諮商各會員國、各 

專門機關與國際原子能總署及其他有關國際組織， 並 

請其與秘書長合作，以執行本決議案所規定之任務；

三 . 請經濟璧社會理事會在其一九七0 年届會中 

審議秘書長所提報吿書，並將該報告書連同理事會之 

意見，提送大會第二十五届會。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曰， 

第一七五一次全體會讓。

二四五九〔二十三\合作社蓮動在經濟 

及社會發展中之任務

大會，

塵及亟需動員一切手段，以謀個別國家特別是發 

展中國家之經濟及社會發展，

確認合作社運動在生産與分配各個領域，包括農 

業、畜牧業、漁業、製造業、住宅、信用機關、敎育及衞生 

服務之發展中負有重要任務，

確認按照地方需要促進合作社運動能對第二個聯 

合國發展十年目標之實現有所貢獻，

復確認熟練及具有經驗人員之缺乏實爲目前對發 

展中國家合作社運動發展之最大障礙之一，

一 . 請綴濟壁社會理事會將合作社運動在輕濟及 

社會發展中之任務問題與壽備第二個聯合國發展十年 

事宜一併審議；

二.請在此方面具有傳統與經驗之會員國對於在 

合作社運動方面請予幫助之發展中國家多多予以幫 

助，包括人員訓練在内；

三 . 請國際勞工組織、其他關係專門機關及國際 

合作社同盟，在其能力範圍內提供更多協助，以謀實 

現本決議案之目標。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曰， 

第一七五一次全體會議。

二四六二十三 1 以人類資源 

促進發展

大會，

覆按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經濟璧社會理事會決議 

案一三五三〔四十五其中理事會確認世界各地靑年 

之熱情與精力及其關注和平與正義對於實現聯合國之 

理想與宗旨，尤其與經濟與社會發展及人權有關者，確 

能作出極大之貢獻，

又覆按社會發展委員會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九日決 

議案査^十九X 47其中該委員會除他事外建議應儘先 

着重關於促進喚起民衆參加發展事業及促使所有人民 

團體愈益積極參與其事之方法之提議，

深信聯合國可以富有想像力方式響應各地人 

士一特別是靑年，無分國籍、階級、種族、宗敎、性別、 

年齢、經濟階層或社會地位一欲將其生命之一定時 

期奉獻於發展事業之願望,並可向彼̂等提供積極方法， 

藉使其對人類之關切變爲促成全世界經濟與社會進步 

之一股有效力量，

爱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研究實際上能否設置一國 

際發展工作志願服務團，並於可能時在其致大會第二

47經濟6 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四届會，補編第五 

號（6 / 4 4 6 7 ) ,第五 ^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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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屆會常年報告書中載列其研究所得之適當結論及 

建議。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曰， 

第一七五一次全體會讓。

二四六一〔二十三國際貨幣改革

大會，

覆按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題爲"國際貨幣改 

革"之決議案二二0 八二十一X 其中除他事外，確認 

必須改革國際貨幣制度，使其更能適應已發展及發展 

中兩類國家經濟增長之需要，

歡迎國際貨幣基金會理事會一九六七年年會達成 

關於在基金會內設立一項新便利之協議，該項新便利 

係以特別提敦權爲基礎，旨在遇有需要時，用以補充 

現有準備資産，

查悉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第二届會於一九六八 

年三月二十八日所作之決定三十二(二〉

塵悉國際貨幣基金會執行幹事之報告書內載 

對基金會協定條款之擬議修正案，規定設立特別提敦 

權便利並對基金會規則與慣例作某些更動，

兹促請國際貨幣基金會會員國政府採取必要步 

驟，早日批准特別提敦權便利，並使之發生積極效用， 

而該項便利旨在改善世界經濟之運行，包括向發展中 

國家提供更多資源在內。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曰， 

第一七五一次全體會嚴。

二四六二^二十三X 多邊糧食援助問題

大會，

案查其關於多邊糧食援助間題研究方案之一九六 

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決議案二0 九六(二十^及一九六七 

年十二月十二日決議案二三二十二  ̂ ，

復查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第二届會通過之世界 

糧食問題宣言

" 參閱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第二届會議事錄，第一卷與 

更正一及增編一，報告書及附件〔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 
第四十三頁。

國際貨幣基金會常年報告書，一九六八年1：華 盛 頓 經  
秘 書 長 以 節 略 遞 送 。

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第二届會議事錄，第一卷與 

更正一及增編一，報告書及附件(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 
2 .6 8 .I I .0 .1 4 )附件査，宣言九(二̂ )。

備悉秘書長與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幹事長合作並 

商同其他有關機關及方案之行政首長編製之報吿書

並悉應用科學及技術促進發展問題諮詢委員會題 

爲"增長中之世界人口的營養問題:防止蛋白質危機之 

國際行動"之報吿書

念及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大會第十四届會及商品 

問題委員會第四十三居會關於多邊糧食援助問題之討 

論 ’

察悉若干糧食不足之發展中國家最近在糧食生産 

展望方面有令人鼓舞之改進，尤其經由更廣泛採用高 

産量穀類品種之方案所得之進步，

但又念及務須在第二個聯合國發展十年範圍內隨 

時檢討謀求解決世界糧食問題所獲之進展，且須同時 

檢討初級商品輸出國家及已發展國家支持糧食援助擴 

大方案之能力，並妥爲顧及輸入糧食之捐助國家之特 

殊情形，

一 . 重申發展中國家糧食問題之根本解決端賴糧 

食不足之發展中國家在其一般經濟發展範圍內與已發 

展國家合作從事增加生産；

二.塵於繼續需要糧食轉讓作爲對發展中國家之 

暫時協助措施，以迄此等國家解決其糧食問題，又塵 

於繼續需要某種程度之設計， 藉以確保所需供應均可 

獲得，復顧及剩餘物資確實存在，爱確認現在已有機 

會使糧食援助工作更有意義、更加有效,並爲此目的强 

調下列各點之重要性：

(^)以糧食援助在糧食不足之國家內達成人道目 

的，協助經濟及社會進展， 並滿足緊急需要，包括克 

服營養不足之需要在內；

協助發展中國家努力經由農業鄧門現代化以 

增加糧食生産；

(^)糧食援助之利盒主要以惠及糧食不足之發展 

中國家爲原則， 念及糧食不足之發展中國家購買能力 

有限，妥爲顧及糧食輸出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之賈 

易利益， 並依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纖剩餘物資處置方針 

辦理；

(^!)運用國際辦法， 對於謀求商品價格穩定於公 

允有利水平之目標與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糧食援助之措 

施酌情兼壽並顧；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五届會第二期會議， 

附件，議程項目二，文件2/4538。

" 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2 ‘68^乂1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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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認爲應利用世界糧食方案之特別載掌及經 

驗，與聯合國體系各有關組織合作，再行調整多邊糧 

食援助工作，使之適應所發生之各種需要；

四.促請聯合國各會員國及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 

各會員國及各協商會員國盡力達成世界糧食方案志願 

捐助之預定目標；

五.請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幹事長與其他有關組 

織行政首長諮商，考慮可能辦法，包括秘書長報告書 

所載之建議，以便估計預期糧食不足情形及糧食援助 

需要，並確保充足糧食可以獲得，藉以應付臨時緊急 

倩況，並請斯酌情形，向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纖理事會 

及經濟璧社會理事會具報；

六. 請聯合國7糧農組織世界糧食方案政府間委 

員會：

檢討秘書長報告書之有關部分，及聯合國體 

系內各方所編關於糧食援助之其他最近研究報吿；

就其認爲可使各會員國及主管國際組織襄助 

解決世界糧食問題之活動有所遵循之糧食援助間題中 

若于方面，提具建議，特別是在協助第二個聯合國發 

展十年之壽備工作；

( ^ )在此方面妥爲顧及遂今所獲經驗，包括依據 

國際穀物辦法糧食援助公約53撥給世界糧食方案之分

^ 53參閱國際小麥會議，一九六七年〔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 
編號：

配額在內，計及秘書長報吿書內之有關提議，以及通 

知後短期內卽可供應之食品捐輸需要有效利用，在不 

違反世界糧食方案議事規則之條件下考慮改善其本身 

糧食援助方案之方法，以應此方面未來需要；

((^)繼續審查將糧食以外各種實物援助列入世界 

糧食方案資源問題所涉各項考慮，今後能否獲得此種 

認捐，以及評斷各方所提請求之方式；

七.請聯合國秘書長及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纖餘事 

長與其他有關機關及方案諮商,對聯合國X糧農組織政 

府間委員會執行任務，予以所需之協助；

八. 復請將本決議案規定範圍內之聯合國X糧農 

組織政府間委員會進度報告書一件於可能時提送聯合1 
國糧食農業組織理事會第五十二届會及經濟暨社會理’ 

事會第四十七届會審議，最後報告書則向經濟暨社會 

理事會第四十九届會提出；

九.請聯合國秘書長及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纖幹事 
長與其他有關機關及方案行政首長諮商，在第二個聯 

合國發展十年計劃範圍內，隨時檢討發展中國家糧食 

問題之演變以及設法解決此問題所獲之進展，同時念 

及此事必須通盤統壽處理。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曰， 

第一七五一次全體會議。

其他決定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報吿書 

(項目十二）

大會於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第一七五一次全體會議備悉第二委員會報 

告書關於計議修主大會議事規則之第二十五段。

大會於同次會議，備悉第二委員會報吿書關於委員會工作安排之第四十 

段。 5 ‘

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届會，附件，議程項目十二，文件么77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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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有資格充任資易及發展理事會理事國之國家名單

( 项目三十四^
大會於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一七四一次全體會議備悉第二委員會報 

告書55第十三段內載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決定56修訂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 

日大會決議案一九九五(十九所附名單，增入下列各國：

名單八：波札那、闻化亞、複索耗、馬拉咸、馬爾代夫擎鳥、摸里西斯、新加 

坡、南也鬥及倚比亜。

名單5 ：馬耳他。

名單0 ： &具參及羞亞那。

由於上項法定，有資格充任冗易及發展理事會理事国之國家名單如下 : 

八. 大會決議案一义义五（十克〉第五段0 0 所指國家名早

阿富汗 象牙海岸 越南共和國

阿爾及利亞 約且 盧安達

波礼那 肯亞 沙烏地阿拉伯

麵知 科威特 塞內加爾

布蔭提 察國 鯽子山

束捕寨 黎巴嫩 新加坡

略麥蔭 賴索托 索馬利亞

中非共和國 賴比瑞亞 南非

錫蘭 利比亞 南也門

查德 馬達加斯加 蘇丹

中國 馬拉威 錢利亞

剛果〔布拉薩市） 馬來西亞 泰國

剛果(民主共和國^ 馬爾代夫羣島 多哥

達荷美 馬利 突尼西亞

衣索比亞 茅利塔尼亞 烏干達

加彭 摸里西斯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岡比亞 坦甸尼亞聯合共和國

摩洛哥 上伏塔

幾內亞 尼泊爾 西薩摩亞

印度 尼日 也門

印度尼西亞 奈及利亞 南斯拉夫

伊朗 巴基斯坦 尙比亞

伊拉克 菲律賓

以色列 大韓民國

55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屆會，附件，議程項目三十四，文件在77383^么̂ 1(1.1。

56參閱聯合國贸易及發展會議第二届會議事錄，第一卷與更正一及增編一，報告書及附 

件(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 第五十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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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

奥地利

比利時

加拿大

賽普勒斯

丹麥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芬蘭

法蘭西

希職

敎廷

阿根廷 

巴貝多 

玻利維亞 

巴西 

智利

哥倫比亞 

哥斯大黎加 

古巴

阿爾巴尼亜 

保加利亞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

第 五 段 所 指 國 家 名 單  

冰島 

愛爾蘭 

義大利 

日本

列支敦斯登

盧森堡

馬耳他

摩納哥

荷蘭

紐西蘭

挪威

第五段(^)所指國家名單 

多明尼加共和國 

厄瓜多 

薩爾冗多 

瓜地馬拉 

蓋亜那 

海地 

宏都拉斯 

乐買加

第五段(^!)所指國家名單 

捷克斯拉夫 

甸牙利 

波蘭

雄馬尼亞

聯合國發展十年

(項目三十七）

葡萄牙

聖馬利諾

西班乐

瑞典

瑞士

土耳其

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 

合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墨西哥 

尼加拉瓜 

巴拿馬 

巴拉圭 

秘魯

千里達及托貝哥 

烏拉圭 

委內瑞拉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

大會於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一七三0 次全體會議備悉第二委員會 

報告書第豈編第五段所載該委員會之決定。 "

大會於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第一七四五次全體會議備悉第二委員會報 

告書第参編。 58

57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届會，附件，議程項目三十七，文件么^7345。
" 同上，文件么乂7345^\^1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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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發展方面所辦業務工作

(項目四十四〉

大會於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第一七四五次全體會議據第二委員會建 

議決定授權聯合國發展方案循各國政府請求提供業務人員，作爲其通常提 

供之協助之一部分。

大會於同次會議備悉秘書長關於聯合國發展方案最高階層行政安挑間題節 

略所載情報。

59同上，議程項自四十四，文件爲/7331，第八段。

60同上，文件义^7378。



大會 -第二十三在會

據第三委員會報告書通過之決議案

目 攻

決議當級就 標 題 项 目 通遇曰期

二三七八（二十三） 因一九六八年八月地震而協助伊朗(八 …… 四八 一九六八年十月 
二十三日

二三九二十三 ^ 戰爭罪及危害人類罪不適用法定時效公約(八 五五 一九六八年十一 
月二十六日

附# ^

一二九一 一十 懲治戰爭罪犯及危害人類罪犯問題(八  ̂  ̂‘ 五五 一九六八年十一 
月二十六曰

 ̂十一 死 刑 問 題 ( 义 ^ 五九 一九六八年十一 
月二十六日

二三九四 二十三〉 南部非洲死刑間題^^/?^^)^) ^ 五九 一九六八年~1̂一~ 
月二十六日

二三九九 二十三^ 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報告書(八^ 五一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六日

二四三二 二十三^ 聯 合 國 兒 童 基 金 會 (八 ^  ̂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九日

二四三三 二十三^ 心 理 旋 轉 物 質 之 國 際 管 制 ^ -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九曰

二四三四 二十三〉 麻醉品方面之技術協助(么 ^  ‘ ~—''二 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九曰

二四三五 二十三^ 遭遇天然災害時之協助 ：̂^ /? ^ ^ ^ /^ ^ ! ^ ! ^ ) ^ 四八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九日

二四三六 二十三^ 世 界 社 會 狀 況 (么 ^ 四九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九日

二四三七 二十三〉 設置聯合國人權事宣高級專員(八^ 五六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九日

二四三八 二十三^ 對網粹主義與種族上不容異已應採之措施(八 五七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九日

二四三九 二十三^ 有效撲滅非洲南部境內種族歧視、種族隔離及種族 
分 離 政 策 之 措 施 ^ 五八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九曰

二四四0 二十三》 南非政治犯處遇問題專設專家工作小組報告書(义7
7447^^  五八 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九日

百次

51

51

51

52

53

53

54

54

55

55

56

57

58

58

59

60

49



50 大會-第二十三屆會

目攻(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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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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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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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七八I： 二十三X 因一九六八年八月

地震而協肋伊朗

大會，

獲悉伊朗地震，災情慘重，喪生者約萬人，摧災 

地匿達五千平方公里有奇,完全被穀者計有十個市鎭， 

一七0 個村莊，殊深痛惜，

覆按大會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七日決議案二0 三四 

(二十

備悉伊朗政府已採有力之緊急措施，娠濟地震災 

民，並恢復災區之正常生活情況，

獲悉伊朗政府所訂重建災匿計劃，

深知實現此種計劃需敦浩大，

並悉多數國家、聯食國體系各組織及各非政府機 

構與私人均對此次災禍受害人提供協助，至感欣慰，

一 . 爲此次災難向伊朗人民及政府表示深切同

情；

二.請各會員國及非政府組織考慮就其能力所及 

向伊朗政府提供進一步協助之方法；

三 . 請聯合國秘書長、各專門機關首長、世界糧食 

方案及聯合國兒童基金執行主任以及聯合國發展方案 

總鍵審度可用經費，於決定向會員國提供之服務時， 

注意伊朗政府在災區董建計劃上之各種需要。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三曰， 

第一七0 五次全殖會讓。

二三九一〔二十三X 戰爭罪及危害人類 

罪不適用法定時效公約

大會，

業已審議戰爭罪及危害人類罪不適用法定時效公 

約草案，

通過戰爭罪及危害人類罪不適用法定時效公約， 

聽由各國簽署、批淮及加入，公約全文附於本決議案之 

後。

一九六入年十一月二十六曰， 

第一七二七次全體會讓。

附 件

戰爭罪及危害人類罪不適用法定 

時效公約

井 言

本公約縮約國，

覆按聯合國大會關於引渡與懲治戰爭罪犯之一九 

0 六年二月十三日決議案三(一)及一九四七年十月三 

十一日決議案一七01：二以及確認紐倫堡國際軍事 

法庭組織法及該法庭判決所承認國際法原則之一九四 

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決議案九十五(一與分別明白謎 

責侵害士著人民經濟及政治權利及種族隔離政策爲危 

害人類罪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決議案二一八四 

(二十一)及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決議案二二0 二 

〔二十一

覆按聯合國經濟璧社會理事會關於懲治戰爭罪犯 

及危害人類罪犯之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決議案一 

0 七四0  (三十九）及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決議案一 

一五八（四十^ ) ,

塵悉關於戰爭罪及危害人類罪追訳權及行刑權之 

各項鄭重宣言、約章或公約均不設法定時效期間之想 

定，

塵於戰爭罪及危害人類罪乃國際法上情節最重大 

之罪，

深信有效慈治戰爭罪及危害人類罪爲防止此種罪 

行、保障人權與基I：自由、鼓勵信心、促進民族間合作、 

及增進國際和平與安全之一重要因素，

塵悉國內法關於普通靠行之時效規則適用於戰爭 

罪及危害人類罪，爲世界舆論極感憂慮之事，因其足 

以防止追訴與懲罰犯各該罪之人，

承認必須且合乎時宜經由本公約在國際法上確認 

戰爭罪及危害人類罪無時效期間之原則並設法使此項 

原則普遍適用，

爱議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

下列各罪，不論其犯罪日期，不適用法定時效：

( 甲）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紐倫堡國際法庭組纖 

法明定，並經聯合國大會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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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三（一)及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決議案九十五 

(一)確認之戰爭罪，尤其爲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保 

護戰爭受害人日內冗公約列舉之''‘重大違約情事"；

(乙）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紐倫堡國簾軍事法庭 

組織法明定並經聯合國大會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決 

議案三(一)及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決議案九十五 

(一)確認之危害人類罪，無論犯罪係在戰時抑在平時， 

以武裝攻擊或佔領迫使遷離及因種族隔離政策而起之 

不人道行爲，及一九四八年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羣罪公 

約明定之殘害人羣罪，卽使此等行爲並不觸犯行爲地 

國內法。

第二條

遇犯有第一條所稱各罪情事，本公約之規定適用 

於以正犯或從犯身份參加或直接撮動他人犯各該罪， 

或陰謀夥黨犯各該罪之國家當局代表及私人，不問旣 

遂之程度如何，並適用於容許犯此種罪之國家當局代 

表。

第三條

本公約綺約國承允採取一旬必要國內立法或其他 

措施，俾得依國際法引渡本公約第二條所稱之人。

第四修

本公約縮約國承允各依本國憲法程序，採取必要 

立法或其他措施，以確保法定或他種時效不適用於本 

公約第一條及第二條所稱各罪之追訴權及行刑權，倘 

有此項時效規定，應行廢止。

第五條

本公約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聽由聯 

合國任何會員國、任何專門機關或國際原子能總署之 

會員國、國際法院規約任何當事國及經由聯合國大會 

邀請參加爲本公約當事國之任何其他國家簽署。

第六條

本公約須經批准。批准書應送交聯合國秘書長存

放 。

第士條

本公約聽由第五條所稱任何國家加入。加入書應 

送交聯合國秘書長存放。

第入條

一 . 本公約於第十件批准書或加入書送交聯合國 

秘書長存放後第九十日起發生效力。

二.對於在第十件批准書或加入書存放後批准或 

加入本公約之國家，本公約應於各該國交存批淮書或 

加入書後第九十日起發生效力。

第义修

一 . 任何縮約國得於本公約生效之日起滿十年後 

隨時以書面通知聯合國秘書長請求修改本公約。

二 . 對於此項請求應採何種步驟，由聯合國大會 

決定之。

第十條

一 . 本公約應送交聯合國秘書長存放。

二.聯合國秘書長應將本公約正式副本分送第五 

條所稱所有國家。

三.聯合國秘書長應將下列各事通知第五條所稱 

所有國家：

( 甲）依第五條、第六條及第七條對本公約所爲之 

簽署及交存之批淮書及加入書

(乙）本公約依第八條發生效力之日期；

(丙）依第九條收到之來文。

第十一條

本公約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及西班牙文各本闻 

一作準，訂約日期爲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爲此，下列各代表各秉其正式授予簽字之權，謹 

簽字於本公約。

二三九二二十三X 懲治戰爭罪犯及 

危害人類罪犯問題

大會 ，

靈於戰爭罪及危害人類罪不適用法定時效公約1 
之任擇議定書草案2業經提出，

豐於戰爭罪及危害人類罪不適用法定時效公約並 

不阻止研究將來所可確認以決定爲審判被控犯戰爭罪 

及危害人類罪之人所組成法庭之性質之原則，

1大會決議案二三九一 二 十 三 附 件 。

2^ 0 .3/ 1̂ .1570/ 1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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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信此一任擇議定書草案引起舆國際刑事管轄一 

般問題密切有關之爭點，

億及其前此對於國際刑事管轄問題之審議，

復億及其第一六七六次全體會議決定將題爲"國 

際刑事管轄"一項目進至以後届會審議，而不列入第二 

十三届會議程，

決定在其再審議國際刑事管轄問題或認爲其他適 

宜之時討論此一任擇議定書草案。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第一七二七次全體命讓。

二三九三〔二十三X 死刑問題

大會，

案查世界人權宣言第三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生 

命、自由與人身安全，

復查世界人權宣言第五條規定任何人不容加以酷 

刑，或施以殘忍不人道或侮慢之待遇或處罰，

業已參酌犯罪防止及罪犯處遇問題專家專設諮詢 

委員會3關於題爲"死刑"報告書4之意見5審議該報告

書，並已審議題爲"死刑-------- 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

之發展情形"報告書， 6

靈悉諮詢委員會自題爲"死刑"報吿書所獲結論, 
卽如以歷史眼光觀察整個死刑問題，顯然可見世界各 

國均有大量減少可處死刑之犯罪數目與種類之趨勢，

復悉題爲"死刑---------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之

發展情形"報告書所表示全世界一般有減少死刑執行 

之趨勢之意見，

備悉犯罪防止及罪犯處遇問題諮商小組一九六八 

年八月會議報告書之有關死刑問題部分， 7以及該小組 

所表示多數國家均有廢除死刑或至少減少執行死刑之 

堅定爐勢之意見，

亜願進一步提倡人之尊嚴，俾對國黯人權年有所

貢獻，

3依照、一九六五年七月三十日經濟8 社會理事會決議案一 

0 八六3  ^三十九專設委員會改作常設，稱爲犯罪防止及罪 

犯處遇問題專家諮詢委員會。

4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2.67.17.15，第一編。

5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五届會，附件，議 

程項目'1̂ 一，文件2/3724，第盒節。

6聯合國出版物， 出售品編號： 第二編。

7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届會， 附件，議程項目五 

十九，文件么^7243，附件。

一請會員國政府：

(&)確保在施行死刑國家內使死刑案件之被告享 

有最審慎之法律程序及最大可能之保障，除其他事項 

外，規定：

(^ )不得剝奪被判死刑者向高級司法當局上訴， 

或於適當情形下申請赦免或暫緩執行之權 

利；

死刑於上訴或於適當情形下申請赦免或暂 

緩執行程序終結前不得執行；

(^!!)特別注意對貧困人士在訳訟程序之所有各 

階段提供充足之法律協助；

考慮是否可以規定某種時限或若干時限，在 

時限届滿前不得執行死刑以進一步加强上文分段 

所稱之審慎法律程序與保障，若干關於特定情勢之國 

際公約對此種時服辦法已予承認；

( ^ )至遲於一九七0 年十二月十日以前將依上文 

0 0 分段所採取之行動及依上文分段考慮所得結果 

通知秘書長；

二.請秘書長轉請會員國政府將其目前對於可能 

進一步服制採用死刑或全部廢止死刑之態度告知秘書 

長，並說明其是否計議此種限制或廢止，且指明自一 

九六五年以來此方面有無改變；

三 . 復請秘書長就上文第一段(^)分段及第二段 
所論事項向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於一九七一年舉行之某 

一屆會提出報告。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曰， 

第一七二七次全體會讓。

二三九西〔二十三X 南部非洲死刑間題 

大會，

案查世界人權宣言第三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生 

命、自由與人身安全，

又查世界人權宣言第五條規定任何人不容加以酷 

刑，或施以殘忍不人道或侮慢之待遇或處罰，

案查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八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一 

九一(一九六四)促請南非政府與因反對種族隔離而被 

判處死刑之任何人士免除其刑之執行，

案查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安全理事會決譲案 

二五三(一九六八)謎責南羅德西亞非法政權執行不人 

道之死刑，此種行動嚴董侮蔑全人類之良心，並受到 

普遍謎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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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查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大會決議案二一四 

五(二十一）內稱大會決定南非對西南非之委任統治業 

已結束，南非已無管理該領士之其他權利，並決定此 

後西南非由聯合國直接貴責

塵悉對於抗拒南羅德西亞非法政權、總米比亞非 

法南非政權及南非種族主義政府推行之種族隔離、種 

族歧視及殖民主義政策竟有採用死剂作爲藍制方法情 

事，頗爲關切，

一.對南羅德西亞非法政權及同樣非法之納米比 

亞南非政權以及南非種族主義政府爲企圖艇制南部非 

洲人民要求社會及經濟正義、公民權利及政治自由之 

自然願望而實行死刑處分、以死刑威脅或使用死刑等 

辦法，予以謎責；

二.促請南非政府對凡因反封種族隔離而被判處 

死刑之人免除其刑之執行；

三.請人權委員會及經濟藍社會理事會經常檢討 

此一事項。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曰， 

第一七二七次全體會議。

二三九九〔二十三X 聯合國難民事宜 
高級專員報吿書

大會，

業已審議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報告書並 

已聽取高級專員之陳述

進展以及在藉志願遣返、安置於庇護國家或移殖於其 

他國家以謀永久解決難民問題方面所獲之進展，

確認高級專員工作對各關係國家中難民之經濟社 

會情況所生之積極功效，

讚許在各關係國政府及聯合國體系內其他成員支 

持下機關間合作方面所獲之可喜結果，並欣悉爲難民 

工作之各非政府組織之不海活動，

蠻悉高級專員方案執行委員會業已核淮擴增方案 

以應難民之額外需要，特別是在非洲，

8大會於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決議案二三七二（二十二） 

內決定自該日期起西南非改稱納米比亞。

0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屆會，補編第十一號0^/7211 
311(1 及 浦 編 ^一號 义

I''同上，第二十三届會，第三委員會，第一六一一次會議， 

第一段至第十八段。

塵悉若干國家捐助頗有增加，而捐助國數亦見增 

多，至爲欣慰，

但對高級專員爲其方案壽措款項所遭遇之困難表 

示關切：

一 . 請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繼續對所管難民 

予以國際保護及協助，同時依照大會有關決議案及高 

級專員方案執行委員會之指示,特別注意新難民羣體， 

尤其是在非洲；

二. 促請聯合國會員國及各專門機關會員國繼續' 
以下開方式對高級專員之人道工作予以支持：

(& )便利高級專員所管難民之志願遣返、就地安 

置或移殖；

改善在各該國境內居住難民之法律地位，除 

採其他辦法外可加入有關難民之國際文書，並依領土 

庇護宣言及世界人權宣言之原則及精神而處理新難民 

情勢；

(^)供應高級專員爲完成其所擔負工作所需之經 

費，尤其務使高級專員能達到業綴執行委員會核可之 

預定財務目標；

(^!)提請聯合國體系內其他機關之主管機構注意 

必須支持高級專員爲確保難民需要，包括敎育及訓練 

在內，均獲充分計及而作之努力。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六曰， 

第一七三五次全體會議。

二四三二〔二十三X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大會，

業已審議經濟璧社會理事會報告書論述聯合國兒 

童基金會之第十三章2 節

歡迎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注董考慮通盤兒童需要， 

並爲達此目的而注重協助旨在改善發展中國家年輕一 

代健康、營養、敎育及一般福利之方案，

承認上述方案確爲求達聯合國在促進發展上所定 

目標所必需，

備悉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執行委員會一九六八年六 

月屆會於繼續照例按期檢討兒童基金會方案時，曾對 

兒童基金會與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纖共同資助各敎 

育方案之評價加以審議，

" 同上，第二十三屆會，補編第三號（么



據第三委員會報告書通過之決議案 55

復欣悉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對於直接有助於培植社 

會及經濟發展所必需人力之各國內許多方面訓練計 

劃，會特別加以支持，

讚佩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繼績關注母親與兒童之緊 

急需要’

惟豐於發展中國家兒童需要未滿足者極多，而各 

方向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所提長期援助以及最近所提緊 

急援助之要求又日增，殊深關懷，

一 . 贊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協助各國在國家發展 

大範圍內保護及培植年輕一代之政策與方案；

二.嘉許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繼續與聯合國組織體 

系內其他成員密切合作；

三.鶴請各政府及其他捐輸者大量增加其向聯合 

國兒童基金會所作之捐助，俾使每年牧入五千萬美元 

之現有目標至遲可在本次聯合國發展十年終止時達到；

四.歡迎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執行委員會顏請各方 

特別捐輸，以應母親與兒童之緊急需要；

五.促請負責多邊及雙邊協助之國內及國際機關 

考慮其所訂方案如何方能盡量顧及兒童及靑年之需 

要。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第一 四八次全體會議。

二四三三^ 二十三\心理旋轉物質之 

國際管制

大會，

對尙未受國際管制之心理旋轉物質之德用到處流 

行，深感關切，並璧於聯合國依據其憲章第九章在此 

方面所腰行之責任，

念及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及麻醉品委員會一九六

六、 12 —九六七I3及一九六八" 各年度報告書，及世 

界衞生組織之工作，

覆按促請管制尙未受國際管制之心理旋轉物質之 

經濟蟹社會理事會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決議案一

I2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一屆會，捕編第三號（义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届會，補編第二號 （ ^ /  
4140)0

I3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二屆會，浦編第三號（̂ /6703);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二届會，補編第二號（ ^ /  
42940。

" 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届會，補編第三號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三届會，捕編第二號（ ^ /  
4455)0

二九三(四十四)及一二九四(四十四）及世界衞生大會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日決議案\^11义一八 四̂七、 一  

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決議案'左二四二與 

二四三及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決譲案 

二一.四二，

備悉在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主持下擬訂對尙未受 

國際管制之心理旋轉物質施行國際管制一事所獲之進 

展，

請綴濟璧社會理事會轉請麻醉品委員會速卽注意 

濫用尙未受國際管制之心理旋轉物質問題，包括能否 

對此種物質加以國際管制問題。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曰， 

第一七四八次全殖會讓。

二四三四〔二十三X 麻醉品方面之 

技術協肋

大會，

塵於聯合國在麻酵品方面依聯合國憲章第九章及 

依國際麻醉品條約所腰行之責任，

深知麻醉品非法産銷之來源如不禁止，則麻醉品 

之濫用卽不能有效取縮，

承認種植麻酔品原料之國家容或不能單靠自力制 

止非法種捕，

念及最近提送經濟蟹社會理事會之麻醉品委員會 

工作報吿書及常設中央麻醉品委員會工作報告書，

覆按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大會決議案一三九 

五(十四^設立麻醉品管制技術協助經常方案，

璧於藥品瘾癖廣爲流行情事對有關國家之輕濟及 

社會發展構成一種障礙，必須緊急一致努力謀求解決， 

俾對與時俱增之麻醉品涯用問題發生遠大之有益影 

響，

一 . 請秘書長在與麻醉品委員會及國際麻醉品管 

制局合作並與有關政府諮商下擬訂計劃，以制止麻醉 

品廣料之非法或無管制生産，並將所擬計劃經由經濟 

暨社會理事會提送大會第二十五届會；

二. 邀請各專門機關,力其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 

以及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及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充 

分參加擬訂此等計劃；

三 . 建議各有關政府擬訂計劃俾自此等機關、聯 

合國發展方案及雙邊來源獲得協助，藉以努力發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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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經濟方案及活動，例如以改種代替農作物，作爲制 

止麻醉品原料非法或無菅制種植之最積極方法。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曰， 

第一七四八次全體會讓。

二西三五^二十三X 遭遇天然 

炎害時之德肋

大會，

覆按其關於遺遇天然災害時對政府提供協助之一 

九六五年十二月七日決議案二0 三四(二十^及關於大 

會於第二±三届會中檢討該決議案第五段所規定之試 

行辦法之決定，

備悉經濟璧社會理事會關於秘書長就聯合國體系 

各組纖有關天然災害工作所提報吿書之意見

欣悉大會決議案二0 三四(二十^中所規定之辦法 

及秘書長依據該決議案提供各國政府之協助，有助於 

解救天然災害所引起之困苦與艱難，

塵悉爲實施大會決議案二0 三四(二十若干國 

政府表示願意提供合作與協助，同時聯合國各機構、 

各專門機關以及紅十字會聯盟與其他志願組織均曾提 

供合作與協助，至爲感佩，

業已審譲秘書長之意見：聯合國依據大會決議案 

二0 三四(二十^提供之協助，倘其條件放寬，則對於 

遭受天然災害之發展中國家當有更廣大之效用與裤 

益 ,

確認科學研究與現代技術在減少天然災害對人類 

及社會之影響方面之董要性，

董申大會對會員國爲減輕天然災害之影響而從事 

之災害發生前充足設計工作之董視，

一 . 請歯未爲應付天然災害而從事國家準備之各 

國政府作成此項準備， 包括行政辦法及諸如腰濟人員 

之訓練、救災所需供應品之儲備、運輸工具之特別指定 

及警報系統及迅捷通訊工具之霊設等措施在內；

二 . 請各國政府與聯合國體糸各組纖，以及其他 

關係組織充分確認需要；促進關於迫近災害之原因及 

初始跡象之科學研究，查明及估定高度易受災害襲擊 

之地區及場所，與鼓勵預防性及保護性措施，諸如災 

害防抗房舍之興建等；

I5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五届會第二期會議， 

附件，議程項目一，文件2/454^。

三.促請秘書長與聯合國體系各組織以及紅十字 

會聯盟與其他關係組織合作，考慮在上文第一段及第 

二段所稱各方面擴大協助各國政府之方法；

旧.請秘書長從早考慮在聯合國秘書處範圍內加 

强處理天然災害事宜之職員安排，包括設置一協調小 

組，其成員則斯酌情形自秘書處現有載員中調充之；

五.観請聯合國會員國及各專門機關會員國考慮 

經由聯合國或其他方面提供緊急協助以應付天然災 

害，包括設置救災準備單位或指派類似單位前往外國 

服務，並請秘書長就聯合國會員國及專門機關會員國 

所能提供之緊急協助類里，與各該國從事諮商；

六.請秘書長早日完成秘書處所從事關於經由聯 

合國提供之救災單位法律地位之研究，並請其就此事 

酌情諮商聯合國會員國及專門機關會員國；

七 . 決定將大會決議案二0 三四(二十^授予秘書 

長之權力再予延續三年，卽秘書長得在任何一年內爲 

天然災害緊急援助而從周轉基金內提支一 0 0 , 0 0  

0 美元，而任何一次災害援敦之通常最高限額則爲^毎 

國二0 , 0 0 0 美元；

八.決定以在任何一年內不必爲上文第七段所述 

用途從周轉基金塾付達至一0 0 , 0 0 0 美元最高限 

額之程度爲準，授權秘書長在下一年內從同一来源項 

下塾付差額，爲數不得超過每國一0 , 0 0 0 美元，以 

資於各國政府請求時協助其與聯合國體系各組織及於 

適當時與紅十字會聯盟合作詳細議II應付天然災害之 

國家準備嫌法，此種塾敦應作爲一種臨時措施，但須 

考慮將來由其他來源取得此種協助之必需經費；

九I 請協調事宜行政委員會定期檢討整個聯合國 

體系所訂與天然災害有關之各項方案及計劃，並在該 

委員會提交經湾暨社會理事會之報告書內列入關於此

事之適當建議；

一請秘書長就本決議案之實施情形至遲向於 

一九七0 年舉行之經濟璧社會理事會届會之一提具臨 

時報吿書,並向理事會第五十一届會提具綜合報吿書；

一一^ 決定於大會第二十六届會中根據上文第十 

段所稱綜合報告書及經濟壁社會理事會關於該報告書 

之建譲， 就所有方面檢討聯合國體系各組織關涉天然 

災害之工作。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曰， 

第一七四八次全體會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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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三六〔二十三X 世界社會狀況

大會，

欣悉一九六七年世界社會狀況報吿書、I6 經濟璧 

社會理事會勤該報告書之評論、I7 理事會一九六八年 

五月三十一日決議案一三二0(1四十四X 以及秘書長 

遵照大會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決議案二二九三(二 

十二)編製之報吿書內載爲實現社會方面重大進 

展而作之結論及建議，

璧悉世界社會狀況每下愈況，已發展國家及發展 

中國家之生活程度繼續日益懸殊，深以爲慮，

欣悉主菅社會福利事務部長國際會議報告書 

並在此方面對於秘書長壽備並組織該會議表示讚許，

覆按其決議案二二九三〔二十二 \其中促請經濟 

璧社會理事會轉請發展設計委員會充分計及社會發展 

對加速達到各國發展目標之作用，尤以第二個聯合國 

發展十年爲然，

覆按關於人力資源發展與利用之大會一九六五年 

十二月二十日決議案二0 八三(二十及經濟暨社會理 

事會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決議案一二七四（四十三)以 

及關於婦女散育機會之理事會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一 

日決議案一三二七1：四十四乂

並覆按經濟暨社會理事會關於靑年參加國際合作 

之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決議案一三五三（四十五)及關 

於與靑年有關之國際行動方案之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 

決議案一三五四四十五乂

强調務須確保對所有人類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 

重，俾社會所有成員均能有效參與求達發展之共同目 

標，

一 . 建議各會員國將社會及經濟目標與鶴的列入 

國家計劃、方案及研究內，同時除他事外特智下列事項 

酌予注意；

( ^ ) 消除飢餓、貧窮及文盲， 改進營養、衞生與敎 

育，並使人人均有住所；

10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

I7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届會，捕編第三號 (义7
，第十章，八節；同上，補編第三號 

第六章。

18^^ /7248  3 0 ^  0 0 1 -1-.10

1* 2 /4 5 9 0  20(1 0011.10

於認爲必要時考慮人口間題，並計及提高生 

活程度及促進社會進展之目標，以及以作爲社會基本 

單位之家庭之重要性及父母自由貴責決定其子女人數 

及出生距離之權利；

( ^ )促進工業化，妥爲顧及其社會方面；

((^ )增加城鄉地匿充分及生産性就業之機會；

( ^ )探行謀求所得與財富公允分配之政策，作爲 

持續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之一項董要因素；

加緊推行造福兒童之各種方案,尤其在營養、 

衛生、敎育及福利方面；

(^)創造條件而使靑年充分參加國家之發展及人 

權之促進，並推行滿足靑年需要之方案，尤以與敎育 

訓練及就業有關者爲然；

0 0 加緊努力促進婦女之敎育及訓練方案，並鼓 

勵促成經濟及社會結構之變遷，俾使婦女能在家庭及 

社會兩方面更有效執行其任務並充分利用其潛力以參 

加經濟及社會發展；

(^ )覓致解決所得安全問題之新途徑，並探行或 

擴大失業保障之適當制度；

(^)促進更有效之社會安全與福利策略注重防止 

性措施而將其併入較廣大之國家發展方案內，以謀改 

進家庭及個人之生活水準，無所歧視，且須特別注意 

殘廢者；

參酌迅速社會變遷情況而擬訂處理少年違法 

及犯罪行爲之適當政策；

0 協調政府主管當局爲預期、設計並實施社會 

及經濟發展方面政府政策所作之努力；

(^!!)實施結構上之改革，其目的在消除所有坊礙 

社會一切階層分享進展與文化之利益之各種政治、經 

濟及社會組織形式，不論其在何處存在，尤應採取徹 

底而加速進行之土地改革及社會整合與參與之措施；

二.建議各會員國提倡並實施旨在消除一切妨礙 

社會進步及發展之殖民主義、種族肢視、種族隔離及任 

何方式剝削他人之政策；

三.重申所有國家及民族均有不可剝奪之權利對 

其天然財富及資源爲其國家、社會及經濟發展之利益 

而行使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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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經濟先進會員國之尙未達到聯合國賈易及 

發展會議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題爲"援助數量目 

標"2。之決議案二十七(二)所訂自標者，盡力儘速達成 

此目標，俾能配合經濟發展間題之解決而妥爲處理社 

會發展問題；

五.請發展中國家於擬具協助請求時計及社會因 

素在全盤發展過程中之重要性；

六 . 贊同對綴濟暨社會理事會決議案二三二0  

(四十四)所載第二個聯合國發展十年目標及方案採取 

通盤統壽推進辦法之準則，並請理事會及其他該管聯 

合國機構在繼續努力擬訂有效發展策略時，特別注意 

各該準則及上文第一段所載準則；

七. 建議各國政府在裁軍方面繼績努力，並以栽 

軍節餘資源用於經濟及社會發展，尤其是發展中國家 

之經濟及社會發展；

八. 請秘書長、聯合國發展方案及其他聯合國方 

案之理事機關以及有關專門機關在可動用資源範圍內 

盡可能協助各國政府爲達成上文第一段所述目標而作 

之努力；

九.特別建議國際復與建設銀行及國際發展協會 

於研究投資貸敦計劃時計及下開投資對社會發展之重 

要性，考慮在工業化、士地改革、衞生、住宅、司法及社 

區發展等方面進行投資，一如該兩機關在敎育方面所 

已進行者；

一復請秘書長特別注意加强關於發展及利用 

人力資源之一致國際行動，作爲就第二個聯合國發展 

十年所壽劃活動之一個主要方面；

一一復請秘書長於一九七0 年提出下次世界社

會狀況報告書，並請經濟壁社會理事會轉請社會發展

期在時間上與各國國家發展計劃相配合並適應每十年 

中期及終期檢討世界社會狀況一事之需要。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第一七四八次全體會議。

參閱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第二届會議事錄，第一卷與 

更正一及增編一，報告書及附件（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 
]6：.6 8 .I I .0 .1 4 ) ,第三十八頁。

二四三七  ̂二十三3，設置聯合國 

人權事宜高級專員

大會，

覆按其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關於審議設置聯 

合國人權事宜高級專員問題之決議案二0 六二 (二 

十

再度察悉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經濟璧社會理事會 

決議案一二三七（回十二)一理事會於該決議案內認 

可人權委員會所提決議草案中所載向大會提出之建 

議，以及理事會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關於經由聯合國 

人權事宜高級專員或其他適當國際機構實施人權問題 

之決議案一二三八〔四十二

又覆按大會於其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決議案 

二三三三(二十二)內對於因工作方案繁董而未能審議 

該問題表示遺憾，並決定於其第二十三届會儘先審議 

該問題，

對於雖有上述決定，本届大會又因工作方案繁重 

而未能實行，引爲遺憾，

一 . 兹再度決定於其第二十四届會，依照上述各 

項決議案及決定，儘先審議本問題；

二.請秘書長向大會第二十四届會提供依照大 

會、經濟璧社會理事會及人權委員會關於該問題之各 

項決議案編製之全部有關資料。

一九六八年千二月十九曰， 

第一七四八次全體會讓。

二四三八〔二十三X 對納粹主義與 

種族上不容異己應探之措施

大會，

覆按其關於斜納粹主義與種族上不容異己應採措 

施之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決議案二三三一（二十

二

重申種族主義、納粹主義及種族隔離之意識形態 

及政策與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防止及懲治殘害 

人羣罪公約、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宣言、國際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及其他國際文書之目標實 

不相容，

參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二屆會， 捕編 
第 六 號 第 十 七 章 ，決議草案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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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於雖經大會通過決議案二三三一〔二 十 二 宣  

傳種族主義、總粹主義及基於恐怖主義與種族上不容 

異己之類似意識形態之團體與組織仍在繼續活動，深 

以爲慮，

念及此種意識形態過去曾導致種種違反人類良心 

之野蠻行爲及其他重大侵害人權情事而終於引起使人 

類遺受不可言狀痛苦之戰爭，

覆按世界人權宣言、國際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盟約 

及國際公民及政治權利盟約均規定此等文書不得解釋 

爲任何國家、團體或個人有權從事任何活動或實行任 

何行爲之屬於種族主義或納粹主義行徑及旨在破壞此 

等約所載任何權利之類似意識形態者，

備悉國際人權會議於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一日爲對 

納粹主義與種族上不容異己應採措施事所通過之決議 

案二

一. 再度堅決謎責種族主義、納粹主義、種族隔離 

及基於種族上不容異己及恐怖之一切類似意識形態及 

行徑，而認其爲公然侵犯人權與基本自由、破壞聯合國 

憲章原則且或危及世界和平及各民族安全；

二.緊急促請所有國家妥爲顧及世界人權宣言所 

載原則， 立卽採取立法及其他積極措施，將凡散佈主 

張種族主義、納粹主義、種族隔離政策及種族上其他形 

式不容異己之宣傳之團體及組織宣告爲非法，並在法 

院對其起訴；

三 . 促請所有國家、民族以及國家及國際組纖力 

求儘速並永遠根除種族主義、納粹主義及基於種族上 

不容異己及恐怖之類似意識形態及行徑，包括種族隔 

離在內；

四. 請秘書長對於國際文書、立法及國家與國際 

範圍內所已採或擬採旨在遏止種族主義、納粹主義及 

諸如種族隔離等類似活動之其他措施，就其所可獲得 

之情報，向大會提出調查報告；

五.請聯合國會員國及各專門機關會員國與秘書 

長合作， 向其提供此種情報；

六.決定在第二十四届會審議對納粹主義及種族 

上不容異己應採措施問題。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曰， 

第一七四八次全體會讓。

22參閱國際人權會議蔵事文件(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 

號： 第五頁。

二四三九I：二十三X 有效撲減非洲南部 

境內種族妓視、種族隔離及種族分離政 

策之措施

大會，

業已審議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在其一九六八年五月 

三十一日決議案一三三二 ( 四十四）內提出之建議，

覆按其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決議案二一四四 

么〔二十一內請經濟 6 社會理事會及人權委員會緊 

急考慮各種方法，以增進聯合國制止無論在何處發生 

之侵害人權情事之能力，

復查經於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通過決議案二 

一四五二十一藉以結束南非對當時稱爲西南非之 

納米比亞之委任統洽，

計及其關於南非政府之種族癌離政策之一九六七 

年十二月十三日決議案二三0 七(二十二)以及關於納 

米比亞問題之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決議案二三二 

四(二十二)及二三二五(二十二），

計及一九六六年在巴西以及一九六七年在尙比亞 

舉行之種族隔離間題研究班之文件與建議，

對於南非政府及南羅德西亞非法種族主義少數政 

權對南非、總米比亞及南羅德西亞非白人居民採行不 

人道措施之證據，至深關懷，

察悉南非政府及南羅德西亞非法政權，對若干國 

家繼續與其通商,保持外交、文化及其他聯驚與關係且 ̂
給予軍事協助等事，發現其種族隔離及種族歧視政策 

獲得支持，

深信非洲南部公然侵害人權情事引起厳重國際關 

懷，須由聯合國採取緊急有效行動，

一.贊同人權委員會依其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 

決議案七〔二十三所派專題報告員之建議，卽應請 

南非政府廢止、修正並改訂專題報告員報告書2'"第一 

五四七段所引證之法律；

二.認爲南非政府爲腰行其依聯合國憲章所負義 

務,務須着手廢止、修正及改訂專題報告員報告書第一 

五四七段所引證之各種歧視性法律；

23參閱經濟8 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二届會，補編 

第 六 號 30̂ 1 第三七六段。



60 大會-第二十三屆會

三 . 促請南非政府廢止、修正並改訂上文第一段 

所指南非現行法律並就依該段所採取或所擬採之措施 

向秘書長具報；

四.力促所有國家鼓勵其領士內之新聞媒介宣傳 

南非政府及南羅德西亞非法政權所實行種族隔離與種 

族歧視及其不人道行爲之菲惡以及聯合國之目標與宗 

旨及其消除此等罪惡之努力；

五. I I 責凡違1学聯合國決議案而繼續與南非及南 

羅德西亞非法政權保持外交、商務、軍事、文化與其他 

關係之所有政府之行動；

-六 . 促請各該政府斷絕此種關係；

七 . 請秘書長採取步驟,經由關係非政府組織、工 

會、宗敎機關、學生與其他組織以及圖書館與學校，盡 

可能使最廣大民衆注意此等政策之罪惡；

八.復請秘書長經常檢討對於處理非洲南部種族 

隔離及種族歧視有關事項之專門機關與聯合國機關之 

工作如何促進協調及合作之問題；

九又請秘書長在南非設置聯合國新聞處，以期 

傳佈聯合國之目標及宗旨；

一請秘書長就本決議案實施情形，尤其就南 

非政府爲實施上文第三段所採行動，向大會第二十四 

届會提具報吿。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曰， 

第一七四八次全體會讓。

二0 四 二 十 三 X 南非政治犯處遇 

問題專設專家工作小組之報吿書

大會，

業已審譲經濟壁社會理事會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 

一日決議案一三三三〔四十旧)所載建議’

覆按其關於侵害人權及基本自由問題，包括所有 

國家內，尤其殖民地及其他附屬國家與領土內種族歧 

視與分離及種族隔離之政策之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 

日決議案二一四四八(二十一)及其關於南非政府之種 

族隔離政策之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決議案二三0  
七〔二十二

對於依人權委員會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決議案二 

〔二十三所設專設專家工作小組報告書26內所載南 

非政府對反對種族隔離政策者加緊採行不人道措施之 

證據，深表關懷，

決心保障人權與基本自由並亜欲從速並立卽制止 

南非境內侵害人權與基本自由情事，

一再度確認反對種族隔離者爲享有人權與基本 

自由而從事鬪爭殊屬合法正當；

二. 對於依人權委員會決議案二(二十三)所設專 

設專家工作小組報吿書所載南非監獄中及被南非警察 

拘禁之被物留者與犯人在審問及拘禁期內所受酷刑及 

不人道與侮岸待遇上之任何行爲，一一表示謎責；

三 . 促請南非政府：

0 0 對專設專家工作小組報告書內所稱侵權行爲 

發動調查，以期確定該報告書第七章附錄威所列人員 

之責任，俾便按情節輕重加以懲罰；

尉於曾受損害之所有人士予以取得賠償之機

會；

(^)廢止對於反對種族隔離者可據以不經起訴或 

審問卽予拘禁之一百八十日法及恐怖行爲法以及禁止 

共産主義法、怠工法與類似法律，並避免在其他法律中 

採用此等法律所含原則；

( ( ^ )立 卽 釋 放 ] !̂]： . 1̂ 013611： 3015111 \̂ 6̂ ；

(^)立卽釋放所有其他政洽犯及因反對種族癌離 

政策而被拘禁之一切人士，不論其被囚獄中或受警察 

拘禁；

四.請會員國鼓勵在其領土內盡量宣傳專設專家 

工作小組之報告書；

五.促請南非政府就依上文第三段所採取或所擬 

採之措施向秘書長具報；

六 . 請秘書長：

0 0 採取步驟，俾盡可能促請最廣大民衆注意專 

設專家工作小組報告書；

0 0 就本決議案實施情形向大會第二十四届會具

報。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曰， 

第一七四八次全體會議。

25參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二屆會，補編 

第 六 號 311̂ 1 第二六八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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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四一〔二十三X 國際人權年

大會，

覆按其關於定一九六八年爲國際人權年之一九六 

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決議案一九六一(十八^，

又覆按其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決議案二0 八 

一̂  二十X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二二一七 

(二十一)及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決議案二三三九 

〔二十二

業已審議秘書長關於各會員國、聯合國各機構、專 

門機關、區域政府間組織及有關國內與國際組織就國 

際人權年所採各項措施及活動之報吿書，27

深信侵害人權事件雖曾發生，且在國際人權年繼 

續發生，上述許多措施及活動確有助於促進全體人類 

人權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董與遵守，不因種族、性別、 

語言或宗敎而有區別，

一 . 表示感佩各會員國、聯合國機構、專門機關、 

區域政府間組纖及有關國內與國際組織就國際人權年 

所作努力及舉動，特別是其實施大會決議案二0 八一 

(二十^及二二一七^^二十一^附件所載之措施；

二. 復表示感佩各會員國、聯合國機構、專門機 

關、區域政府間組織及有關國內與國際組纖將其就國 

際人權年所作努力及舉動通知秘書長，並請其繼續盡 

量多多將有關情報提供秘書長，俾秘書長能依照大會 

決議案二三三九(二十二)之規定編製關於國際人權年 

之最後報吿書而將其提送大會第二十四届會；

三.請各會員國考慮在國際人權年結束以後斯酌 

情形繼續延長其在國際人權年內所從事各項對人權與 

基本自由之促進與保護仍然有助之活動；

四.認爲秘書長所編製之國際人權年通訊頗有慣 

値，並請秘、書長隨時判行適當公報，載述關於聯合國 

及專門機關在人權方面所從事各項活動之情報，以及 

聯合國關於此事之文件及出版物目錄。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曰， 

第一七四八次全體會讓。

二四四二〔二十三X 國際人權會議

大會，

覆按其關於國際人權年之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 

日決議案二 0 八一 (二十

27 /̂7195 30(1 01.1-90

備悉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三日於德 

黑蘭舉行之國際人權會議蔵事文件深感欣慰，

深信該會議動人權之促進作有重大積極貢獻，應 

由各國家、聯合國各主管機構及其體系內各組織以及 

其他有關組織將該會議成果轉變爲有效行動，

一 . 對伊朗政府及人民充當國際人權會議之地 

主，作成極妥善安排，並熱烈招待一切參加人員，深 

表感謝；

二. 對秘書長、會議執行秘書及秘書處載員壽備 

該會議及爲其服務，至爲得力，亦表感謝；

三 . 對該會議之工作表示滿意， 項工作構成聯 

合國及其他有關國際機構以及各國家與有關國內組織 

繼續採取及發起行動之擎固基礎；

四.確認該會議所表示亟需消除否定與侵犯人權 

之意見；

五.核准德黑蘭宣言視其爲世界人權宣言及 

人權方面其他國際文書所載各項原則之重要與切合時 

宜之重申；

六 . 顏請所有國家及有關組織進一步採取行動， 

以期參照該會議之各項建議，力謀人權之充分實現；

七.促請所有國家與關係組織斜酌情形而鼓勵並 

協助一切大衆傳播媒介廣爲宣傳德黑蘭宣言及該會議 

之工作，並支持聯合國於人權方面之成就、工作及關心 

事項；

八.請秘書長向聯合國各主管機構及各專門機 

關，致送與其有關之該會議決議案或部分決議案；

九.請秘書長及有關之聯合國機構與專門機關就 

該會議之決議案與建議採取適當行動；

一復請秘書長就會員國、聯合國機構、專門機 

關及有關其他政府間組纖爲實施該會議各項建譲所採 

I措拖及所獲進展向大會第二十四届會具報；

一一^ 決定於審議有關議程項目時，在可能範圍 

內繼續檢討該會議之決議案。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千九曰，

第一七四入次全霞會誤。

"聯 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2̂68̂乂17̂2。
29同上，第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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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四三二十三X 佔領領土內 

人權之尊重及實施

大會，

遵循聯合國憲章宗旨與原則及世界人權宣言，

塵及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關於戰時保護平民之 

曰內冗公約之規定，

塵及世界人權宣言所載人人有權歸返其本國之原 

則；並覆按安全理事會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決議案 

二三七(一九六七X 大會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決議案 

二二五二 (緊特五)及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 

二三四一 二十二 X 人權委員會一九六八年二月二 

十七日決議案六〔二十四及經濟壁社會理事會一九 

六八年五月三"1̂ 一日決議案一三三六〔四十四在各  

該決議案中，上述聯合國機關除其他事項外，均促請 

以色列政府便利自戰事爆發以來逃離作戰地區之居民 

歸返家鄉，

覆按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人權委員會所發電報, 
其中促請以色列政府立卽停止毁壞以色列佔領地區內 

阿拉伯平民住宅之行爲32

復覆按安全理事會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決議 

案二五九(一九六八X 內稱理事會關懷以色列軍事估 

領之阿拉伯領土內居民之平安、福利與安全，並對理事 

會決議案二三七(一九六七)之遲未實施表示遺憾，

塵悉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國際人權會譲所通過關 

於佔領領士內人權之尊董及實施之決議案一該會 

議於此決議案中除論及他事外：

(^)表示深切關懷以色列佔領之阿拉伯領士內之 

侵犯人權情事，

促請以色列政府注意不顧佔領領士內基本自 

由及人權之厳重後果，

(^)促請以色列政府立卽停止毁壞以色列佔領地 

區內阿拉伯平民住宅之行爲， 並在佔領領士內尊重及

聯合國條約货編，第七十五卷〔一九五0 年乂第九七三
號。

參閱經濟8 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十四届會，捕編 

第 四 號 第 十 八 章 。

32同上，第四0 0 段。

33參閱國際人權會議蔵事文件(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 

號： 第五頁。

實施世界人權宣言及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內冗公 

約 , "

(^ !)確認因中東戰事爆發而離家之一切居民，依 

照世界人權宣言之規定，享有歸返家鄉、恢復正常生 

活、牧回財産及住宅並與家人團聚之不可剝奪之權利，

一 . 決定設立一由三會員國組成之調查以色列影 

響估領領土內居民人權之行爲特設委員會；

二 . 請大會主席指派特設委員會委員國；

三 . 請以色列政府接待特設委員會,與之合作,並 

予以執行任務所需之便利；

四. 請特設委員會儘早向秘書長具報，並於嗣後 

遇有必要隨時提出報告；

五 .請秘書長供絵特設委員會爲執行任務所需一 

切便利。

一九六入年十二月十九曰， 

第一七四八次全體會讓。

二四西四〔二十三X 武装衝突中 

對人權之尊重

大會，

塵於有在所有武裝衝突中適用基本人道原則之必

要，

靈及國際人權會議35於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就 

武裝衝突中之人權問題所通過之決議案二十三，

確認該決議案之規定必須儘速有效施行，

一 . 重申一九六五年維也酌第二十次國際紅十字 

會會議之決議案二十八，其中除其他事項外，I I明下 

開原則，俾由所有對武裝衝突中行動負責之各國政府 

及其他當局遵守之：

(^)衝突各方採取方法以傷害敵人之權並非無限 

制者；

對於平民以其爲平民而施以攻擊之行爲應予

禁止；

(^)必須時時將參與敵對行爲之人與平民兩者劃 

分，俾使後者盡量免受傷害；

34聯合國條約覚編，第七十五卷〔一九五0 年 第 九 七 0  
至第九七三號。

35參閱國際人權會議蔵事文件(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 

號： 第十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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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秘書長商同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及其他有 

關國際組織，從事研究：

(^)爲使現有國際人道公約及規則在一切武裝衝 

突中更妥爲適用所可採取之步驟；

(^ ))爲保證所有武裝衝突中之平民、俘虞及戰鬪 

員確獲較好保護並保證若干'戰鬪方法及工具之使用確 

受禁止及限制，而需要增訂國際人道公約或訂立其他 

適當法律文書；

三.請秘書長採取其他一切必要步驟而使本決議 

案各項規定發生效力，並就其所採步驟向大會第二十 

四届會具報；

四.復請各會員國於秘書長進行上文第二段所要 

求之研究時予以一切可能之協助；

五. 促請尙未加入一八九九年及一九0 七年海3̂  

公約、 36 —九二五年日內冗議定書"及一九四九年日 

內冗公約38之所有國家成爲各該文書當事國。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曰， 

第一七四八次全體會讓。

二四四五I：二十三在學校中講授聯合 

國憲章宗旨與原則及聯合國與各專門 

機關之組織與活動，特別着重入權方 

面

大會，

認爲國際人權年應爲董新努力之時機，以求增進 

各方封聯合國，尤其是在人權方面工作之認識程度

覆按其關於在學校中講授聯合國憲章宗旨及原則 

與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之組織與活動之一九四七年十 

月十七日決議案一三七(二)及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 

二日決譲案一五一一(十五

靈於雖有各會員國及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之 

努力,此種講授爾未充分普遍,尤以在中小學中爲然，

深信爲求達致所望之成果，此種講授必須於施敎 

之早期階段開始，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一八九九’ 一九0 七年海牙公 

約及宣言(紐約，牛津大學出版部，一九一八年：1。

37國際聯合會條約養編，第九十四卷(一九二九年第二 
一三八號。

38聯合國條約棄編，第七十五卷1： 一九五0 年) ，第九七0 至

第九七三號。

深知倘施敎者本身未受關於國際組纖之特殊敎 

導，則靑年自不能受到訓練，以適應各民族日益相：！： 

依賴之世界之需要，

一 . 促請聯合國各會員國、各專門機關及國際原 

于能總署會員國採取措施,依照其各本國敎育制度，酌 

情倡導或鼓勵：

0 0 於中小學師資訓練中經常研習聯合國及各專 

門機關，以及世界人權宣言及其他有關人權諸宣言所 

宣佈之原則；

0 0 在中小學課程中逐步增進請授此問題，並請 

敎師利用一切敎學機會，引起學生注意聯合國體系在 

各國和平合作及協力促進全世界社會正義及經濟與社 

會進展中與時俱增之作用；

二. 並請聯合國各會員國、各專門機關及國際原 

子能總署會員國促請各私立學術機關主管當局注意本 

決議案，並邀請其作一切必要努力以求實現上文第一 

段所述之自的；

三.請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繼績並鼓勵研究 

促成本決議案所述目的之適當方法；

四.並請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與其他有關專 

門機關及聯合國發展方案向聯合國各會員國，尤其發 

展中會員國提供協助，俾使其能實現上文第一段所述 

之目的。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千九曰， 

第一七四八次全禮會議。

二290六〔二十三\迅速徹底消除一般 

一切形式種族歧視特別是種族隔離政 

策之措施

大會，

對於國際人權年期間大規模浸犯人權及基本自由 

情事之繼績發生，深以爲慮，

對於非洲南部及各殖民領土內民族主義者及自由 

戰士之繼續遭受放逐、拘留、監禁及殺害，至深關注，

塵悉國際人權會議"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一日決譲 

案三、四及八聲明支持旨在迅速徹底消除殖民主義及 

一般一切形式種族歧視，特別是種族隔離之措施，力 

言反抗種族隔離政策與殖民主義之自由鬪士於被俘時 

應享戰俘待遇，

39參閱國際人權會議蔵事文件(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 

號： 第六、第七及第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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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謎責南非及葡萄牙兩國政府分別在其種族隔 

離政策及殖民主義方面頑强違抗聯合國及世界舆論；

二.復謎責南羅德西亞非法少數政權之種族歧視 

政策，痛惜管理國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 

拒絕採取有效措施以鎮麗此非法政權並確保新巴威人 

民之人權及基本自由；

三.斥責南非及葡萄牙兩國政府對南羅德西亞之 

非法少數政權予以協助與合作；

四. 依據聯合國之有關決議案，認可在德黑蘭舉 

行之國際人權會議之意見：承認並竭力支持非洲南部 

及各殖民領士內民族鬪爭及愛國解放運動之合法性；

五 . 復認可國際人權會議之決定：承認非洲南部 

及各殖民領士內自由戰士於披俘時享有依一九四九年 

日內冗公約受戰俘待遇之權利；

六 . 顏請所有致力於自由、獨立及和平理想之國 

家及組織，對於爲反對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及殖民主義 

而鬪爭之民族，繼續予以政治、精神及物質援助；

七 . 促請所有國家與南非、葡萄牙及南羅德西亞 

非法少數政權斷絕一切關係，對此等政權切勿予以任 

何軍事或經濟協助；

八.請聯合國各機關及有關專門機關對於各殖民 

領士及非洲南部境內之愛國自由運動繼續予以一切適 

當協助，並對此事作經常檢討；

九. 復請聯合國秘書長與各會員國諮商，擬訂方 

案而於一九七一年慶祝撲減種族主義及種族歧視國際 

行動年。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曰， 

第一七四八次全體會讓。

二四四七〔二十三\敎育靑年尊重 

人權及基本自由

大會，

備悉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國際人權會議所通 

過關於敎育靑年尊董人權及基本自由之決議案二十， 

及德黑蘭宣言" 第十七段，

聯合國條約養編，第七十五卷^一九五0 年 第 九 七 0  
至第九七三號。

" 參閱國際人權會議蔵事文件(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 

號： 第十五頁。

42同上，第三頁。

又傭悉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經濟璧社會理事會所 

通過關於靑年參加國隙合作及關於有關靑年國際行 

動方案之決議案一三五三〔四十五及決議案一三五四 

四十五：1，

覆按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七日大會所頒佈關於在靑 

年中培養民族間和平、互相辱董及彼此瞭解等理想之 

宣言’
察及在此科學、技術及文化方面俱有偉大成就時 

代，靑年一代之大郁分所表示主張人類尊嚴應獲有更 

有效保護之願望，以及靑年對於在本世紀重大人道主 

義要求方面之成就能獲充分分享之希望，

深知使靑年人能受本諸人類最崇高人道主義觀念 

之敎育一事至關董要，因此深信各國家、聯合國及其他 

國際組織、靑年組織以及一般社會,應以此爲目的而績 

作經常努力，

深信靑年之熱誠、精力及創造能力,足爲各民族猜 

神及物質進展，人權普遍促進及全世界經濟及社會發 

展之一項主要因素，

認爲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尤其是聯合國敎育科 

學文化組織,均能在其主菅範圍內提供有用途徑，使靑 

年所最深切關注之事可以獲得更妥善之瞭解與研究， 

而各代發言人間之建設性問難亦可獲得和諧處理，

備悉國際人權會議顏請各國採取一切適當措施， 

以培育靑年從事較佳社會之創造，並激發其對此事之 

與趣，

一 . 贊同國際人權會議向各國所作之呼顏，̂卽確 

保運用一切敎育方法，使靑年得在尊重人格尊嚴、人類 
權利平等、無分種族、膚色、語言、性別或信仰之精輔中 

成長發展；

二.並贊同國際人權會議在其決議案二十中向各 

國、各國際組織及靑年組織提出之建議；

三.請經濟璧社會理事會邀請人權委員會與聯合 

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纖合作，研究全世界靑年敎育問 

題，以期發展靑年人格並加强其對人權及基本自由之 

尊董；

四. 請秘書長時作安挑，俾就各國在致力使靑年 

確能在到處尊重人權之精神中受敦育及成長並有機會 

在實施及保護人權方面盡其任務一事上所採行動，交 

換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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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請秘書長在人權方面諮詢服務方案範圍內， 

與關係政府合作，組織研究班，由特與靑年有關問題 

方面之特別合格人士，包括靑年領袖，參與其事；

六.請秘書長就實施本決議案所採取之行動向大 

會第二十四届會具報。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曰， 

第一七四八次全體食議。

二四四八^二十三X 新聞自由

大會，

塵於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保障人人有主張及發 

表自由之權，包括保持主張而不受干涉之自由，及經 

由任何方法不分國界以尋求、接收並傳播消息與意見 

之自由，

並覆按其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決議案二0 八 

一〔二十X 其中除其他事項外，決定加速縮訂新聞自 

由公約及其他文書，

確認新聞自由爲享有、促進及保障世界人權宣言 

所載一切其他灌利及自由所不可或缺者，

覆按其關於種族主義、納粹主義、種族歧視及其他 

類似意識形態之決議案，

並覆按關於傳播種族隔離、種族歧視及殖民主義 

罪惡之情報之大會決議案及其他聯合國機關之決定，

覆按聯合國自一九四七年以來對有關新聞自由之 

間題所表現之深切重視，以及聯合國爲促進及保障此 

項自由所探取迄今仍嫌不足之各項措施，

念及最近電訊方面之技術進展,使言詞、影象及觀 

念之傳播範圍有巨大擴展，已大爲增强新聞媒介爲善 

爲惡之潛能，

確認新聞媒介獨佔企業之存在，妨礙經濟及社會 

進步，且致令新聞自由不能充分實現，

相信時機己至，國際社會應重新董視旨在促進新 

聞自由及鼓勵負責行使此項自由之措施，

一 . 確認世界任何地區新聞媒介之主要職務爲自 

由、而本着責責態度冤集並傳播客觀與正確新聞之原 

則；

二.强調如果人人均可獲知各種來源之新聞及意 

見，則新聞自由之目標最易實現；

三.建議所有國家及有關國際組織特別在傳播關 

於種族隔離、種族主義、納粹主義、殖民主義及種族歧 

視之罪惡之情報方面，增進新聞自由；

四. 顏請各地新聞媒介依照聯合國各項原則，互 

相合作，增强民主體制，促進經濟及社會進展及各國 

間友好關係,並對抗戰爭或國家、種族或宗敎仇恨之宣 

傳；

五.促請聯合國各關係機構及專門機關注意協助 

發展並改善發展中國家新聞媒介之不斷需要，庶使此 

類國家分享現代技術革命之惠益，並料正已發展國家 

與發展中國家間在此方面之不平等現象；

六.讚許在定期提出有關人權事宜報吿書制度下 

每隔三年就新聞自由問題提具報告書之現行辦法，並 

建議考慮能否於必要時指派新聞自由問題專題報告員 

對此方面之實際情勢及發展從事獨立及客觀之研究；

七. 決定在新聞自由公約草案未完成之前，在其 

第二十四届會優先審議並通過新聞自由宣言草案，以 

期該宣言能發生激勵作用，並作爲世界各國新聞媒介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曰， 

第一七四八次全體會議。

二四四九〔二十三X 法律援助

大會，

欣悉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三日在德 

黑蘭舉行之國黯人權會議"於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 

街通過關於法律援助之決議案十九’

覆按世界人權宣言宣稱人人於其憲法或法律所賦 

予之基本權利被侵害時，有權享受國家管轄法庭之有 

效救濟，

又覆按國際公民及政洽權利盟約第十四條內一部 

分規定，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時應有權親自答辯或由其 

選任之辯護人答辯，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應告以有此 

權利，法院認爲審判有此必要時，應爲其指定公設辯 

護人，如被吿無資力酬償，得免付之，

相信確有個別人士因缺乏擔貢所涉費用之財力致 

使其求助於管轄法院之權利遭受拒絕或阻礙之情事， 

深信向需要援助人士提供法律援助將加强人權及 

基本自由之遵守與保障，

43同上，第十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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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各會員國：

(&)保證逐漸發展對需要援助者給予法律援助之 

綜合制度，以保障其人權及基本自由；

0 0 建立在適當情形下給予法律或專業援助之標

準；

(^)考慮在提供此種綜合法律援助制度時承付新 

涉費用之方法及手段；

((^ )採取一切可能步驟，簡化法律程序，藉以減 

輕謀求法律補救之人士之財政及其他貢擔；

(^)鼓勵向需要援助人士提供合格法律援助之主 

管機關彼此合作；

二 . 請秘書長與聯合國各主管機構、專門機關及 

其他有關政府間機關諮商，在人權諮詢服務方案範圍 

以內提供必要資源，以便利向謀求推廣其合格法律援 

助制度之會員國提供專家及其他技術協助。

一九六八年千二月十九曰， 

第一七四八次全號會讓。

二四五二十三 X 人權與科學及 

技術發展

大會，

塵悉國際人權會議"通過之德黑蘭宣言第十八段 

及該會議於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45通過之關於人權 

與科學及技術發展之決議案十一，

" 參閱國際人權會議蔵事文件（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 

號： 第三頁。

同上，第十二頁。

同意國際人權會議表示之憂慮，亦認爲最近科學 

發現與技衛進展對於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之前途雖 

大有增進，但亦能危及個人及民族之權利與自由，因 

此須經常加以注意，

認可下列意見：此類問題必須在國家及國際方面 

徹底並繼續不斷從事各學科間之研究，俾可根據此等 

研究擬訂適當標準，保障人權及基本自由，

一 . 請秘書長特別在應用科學及技術促進發展問 

題諮詢委員會協助下，並與各主管專門機關執行首長 

合作，自下列各觀點，封科學及技術發展在人權方面 

所引起之問題，從事研究：

(& )塵於錄音及其他技術進展，對個人私生活及 

國家完整與主權之尊董；

塵於生物學、醫學及生物化學之進展,斜人類 

人格及封其身體與智能完整之保護；

( ^ )足以影響個人權利之電子器械之使用，及在 

民主社會中對此等器械之使用應加之限制；

(^) 一般而言，科學及技術進展與人類智能、精 

神、文化及道德進展之間應當建立之平衡；

二 . 請秘書長編製一項初步報吿書，扼要鼓述業 

經完成或正在進行關於上述問題之各項研究，尤其是 

各國政府、各政府間機構、各專門機關及各關係非政府 

組織所發起者，並附具工作方案草案，俾便日後在各 

該方面進行爲實現本決議案目標所必需之研究；

三.請秘書長將上述報告書送由人權委員會第二 

十六屆會審議後，經由經濟璧社會理事會提出大會第 

二十五屆會。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曰， 

第一七四八次全號會議。

其他決定

社會發展宣言草案 

(項目五十）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六日大會第一七三五次全體會譲依據第三委員會之建 

議決定於第二十四届會將社會進步及發展宣言草案47視爲優先處理事項而 

加以審議，期於該届會審議竣事。

" 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屆會，附件，議程項目五十，文件爲^7374，第一三四段。

47同上，第一三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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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建築及設計 

(項目五十二  ̂

城市結誰一國際合作之方法 

( 項目五十三  ̂

消除宗敎上一切形式之不容異己

(项目五十四^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盟約、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盟約以及 

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盟約任擇議定書之現況

(項目六十一^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大會第一七四八次全體會議依據第三委員會之建 

議广決定延至第二十四屆會審議項目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及六十一，並於 

該届會優先審議項目五十四(消除宗敎上一切形式之不容異己X

國際人權年 

(项目六十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日大會第一七三一次全體會議依據聯合國人權獎品得 

獎人邁選事宜特設委員會之建議，決定依照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大會決議 

案二二一七八(二十一)所核准之措施與活動方案建議0 而頒發之獎品數於一九 

六八年增爲六名。

大會主席於同次會議宣佈，該特設委員會已選定下列諸人爲獎品得獎人: 
IV！&111161 51^1^0111 ̂  1̂ 6116 0^3811^   ̂ 1̂ 11̂  么化61:11^11 丁 111；1；1、1̂ 113̂

1101：尺0 0 3 2 \^ 2 1 ^丁。

48同上，議程項目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及六十一，文件义77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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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讓索编號 

二三七九〔二十三^

二三八三（二十三）

二三九五〔二十三〉

二四二二〔 二十三〉

二四二三〔二十三〉

二 0  二四〔二十三  ̂

二四二五（二十三）

二四二六〔二十三^

二四二七〔二十三  ̂

二四二八(二十三) 

二四二九（二十三） 

二四三二十三 ^

據第四委員會報告書通過之決議案

目 攻

樣 題  项 目

南 羅 德 西 亞 問 題 (八 ^  二三

南羅德西亞問題 ：̂ /̂??̂ )̂/^^ !̂̂ !.：̂ ) ^  二三

葡 管 領 士 問 題 ^  六五

依聯合國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所遞非自治領土之 

情 報 ^  六三

會員國爲非自治領土居民提供之求學及訓練便利

^  七一

麓曼問題 ：̂^/?^^^) ^  六七

在南羅德西亞、納米比亞及葡萄牙統治下各領士以 

及所有其他殖民統洽領士內妨害准許殖民地國家 

及民族獨立宣言之實施並在非洲南部妨害消除殖 

民制度、種族隔離及種族妓視之努力之外國經濟 

及 其 他 勢 力 之 活 動 ^  六八

各專門機關及與聯合國有聯繁之國際機構實施淮許 

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么 ^  六九

巴布亞及新幾內亞託管領士^^/?^^^) ^  一三

伊夫尼及西屬撒哈拉問題^^/?^^^) ^  二三

直布羅陀問題(么 ^  二三

美屬薩摩亜、安提瓜、巴哈馬、百慕大、英屬佛京羣 

島、飢曼羣島、挪子喚(岐林羣島、多明尼加島、吉

通過曰期 資次

一九六八年十月 70
二十五日 

一九六八年十一 70

月七日 

一九六八年十一 71

月二十九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72

月十八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八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八曰

73

73

一九六八年十二 74

月十八曰

一九六八年十二 7 4

月十八曰 

一九六八年十二 75

月十八曰 

一九六八年十二 76

月十八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77

月十八日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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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續前）

決議案编號  樣 題  項 目  通過日期  1'次

爾柏特及埃利斯羣島、格林奈達、關島、蒙特塞拉 

特、新赫布理地、尼烏埃、匹特坎、聖海利納、聖基 

茨尼微斯安吉拉、聖路西亞、聖文森特、塞歇爾、所 

羅門羣島、托鼠勞羣島、士克斯及飢嗜斯羣島及美

屬 佛 京 羣 島 問 題 ^  二三一九六八年十二  77

月十八曰

二四三一(二十三） 聯合國非洲南部敎育及訓練方案 ：̂^/?^^^) ^  七0  —九六八年十二 78

月十八曰

其他決定

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之實施^  二三一九六八年十月  78

十一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八日

納米比亞問題(聽取請願人陳述意見） ^  六四一九六八年 "1̂一~ 79

月二十五日

斐濟問題^  六六 一九六八年十二 79

月十八日

二三七九〔二十三\ 南羅德西亞問題

大會，

覆按其載有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之一 

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議案一五一回^十五），

復覆按大會及安全理事會就南羅德西亞問題所通 

過之一切決議案，

董申新巴威人民有享受自決、自由及獨立之不可 

剝奪權利，

認爲任何獨立設無新巴威人民以多數選舉産生之 

政府,均爲抵觸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之規定與目標，

一 . 促請大不列顯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非俟南羅 

德西亞建立一個依據成人普選制度自由選出並基於多 

數統治之政府，勿淮許南羅德西亞獨立；

二.促請所有國家非俟南羅德西亞遵照大會決議 

案一五一四(十五建立一個基於多數統治之政府，勿 

對南羅德西亞境內任何形式之獨立加以承認。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千五曰， 

第一七0七次全想會議。

二三八三〔二十三X 南羅德西亞問題 

大會，

業已審議南羅德西亞問題，

覆按其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議案一五一四 

(十五以及大會及安全理事會以前所有關於南羅德 

西亞問題之決議案，

並覆按安全理事會於其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決議案二三二 (一九六六)及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曰 

決議案二五三(一九六八）中曾斷定南羅德西亞之情勢 

構成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威脅，

深切焦膚南羅德西亞之危臉情勢，此項情勢由於 

非法種族主義政權動非洲人民執行死刑與實行鎮愿以 

及南非部險驻在該領士而愈益加劇，

深切焦慮南非武裝部除駐留南羅德西亞境內而對 

該地區各獨立非洲國家之主權及領士完整構成之嚴董 

威脅，

塵於大不列顔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以管理國地位 

負有主要責任，終止南羅德西亞非法政權，並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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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在依據成人普選之自由選舉及在多數統洽之基 

礎上，移交新巴威人民，

察悉安全理事會所施用之制裁遂未産生所希望之 

結果，

一 . 董申新巴威人民享有自由與獨立之不可剝奪 

權利，及其依照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之規定爭 

取此項權利而從事之鬪爭確爲合法正當；

二.確認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以管理國 

地位對於此項情勢之繼續惡化應負責任，並申明深信 

妆平南羅德西亞饭亂之唯一有效方式赋爲管理國使用 

武力；

三.謎責聯合王國政府以管理國地位未曾且拒絕 

採取有效措施推翻南羅德西亞非法種族主義少數政權 

及將權力在依據成人普選之自由選舉及在多數統洽之 

基礎上移交新巴威人民；

四. 申明其信念：迄今所採行之制裁，除非具有 

全面及强制性質，並以武力嚴加監督，而且特別爲南 

非及葡萄牙所遵從，否則不能使非法之種族主義少數 

政權消滅；

五. 促請聯合王國政府使用武力，以期立卽終止 

甫羅德西亞非法政權；關於此事欧悉尙比亞及剛果民 

主共和國表示可以爲此使用其領土及領空；

六 . 認爲南羅德西亞不由多數統洽之任何獨立， 

悉與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相抵觸，並促請聯合 

王國立即着手與贊成多數統治之政黨代表諮商；

七.謎責南非與葡萄牙政府及所有其他政府繼續 

與南羅德西亞維持政治、經濟、金融及其他關係，並對 

非法之種族主義少數政權直接或間接提供經濟、軍事 

及其他協助，使能自行雄持之政策；

八.促請一切國家終止其國民在南羅德西亞所經 

營金融、經濟及其他利盒之活動；

九.促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亟須施用聯合國憲章第 

七章所規定之下列措施：

0 0 對南羅德西亞非法種族主義政權之制裁範圍 

應再予擴大，使之包括憲章第四十一條所規定之一切 

措施；

應對南非及葡萄牙施行制裁，因各該國政府 

公然拒絕執行安全理事會之强制性決定；

一 0 ’ 謎責南非部厥對南羅德西亞之非法于涉， 

促請聯合王國以管理國地位確實將一切南非武裝部

朦，包括警察在內，立卽自南羅德西亞遂出，並防止 

對種族主義少數政權提供一切軍事協助；

一一^ 以最强烈措詞謎責南羅德西亞非洲民族主 

義者之被拘留、監禁及暗殺；

一二.促請菅理國確保立卽釋放在監禁及拘留中 

之一切非洲民族主義者，並防止南羅德西亞非洲民族 

主義者再遭暗殺；

一三.塵於該領士內現有武裝衝突及俘膚遺受不 

人道待遇，促請聯合王國確保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8  

關於戰俘待遇之日內冗公約1適用於此項情勢；

一四. 促請所有國家或以直接方式，或經由非洲 

團結組織，對新巴威民族解放運動緊急提供一切精神 

及物質協助；

一五.請淮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 

形特設委員會經常檢討該領士情勢，並請秘書長向特 

設委員會提具會員國實施聯合國有關該領士各決議案 

至何程度之報告；

一六. 促請管理國就其實施本決議案所採行動， 

向特設委員會提出報告。

一 九 六 八 年 — 月七曰，

第一七一0 次全殖會讓。

二三九五二十三X 葡管領土問題

大會，

業已審議葡管領士問題，

業已聽取請願人之陳述，

覆按載有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之大會 

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

又覆按大會及安全理事會所通過關於葡管領士之 

所有有關決議案，

對於葡萄牙政府之一再拒絕實行聯合國各有關決 

議案，深惑憂慮，

極度憂慮在葡萄牙統治下各領土情形之日益惡 

化，此種情形業已構成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厳重擾亂，

對於外國經濟、金融及其他利益之種種活動正在 

不斷加緊進行，妨礙各該領士中非洲人民合法願望之 

實現，深以爲慮，

1聯合國條約# 編，第七十五卷一九五0 年 第 九 七 二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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惋惜葡萄牙政府繼續獲得其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各 

盟國與其他國家之援助，使其能對各該領土非洲人民 

從事軍事行動，

極度憂慮該國政府經常威脅並破壞其統治下領士 

跳鄰之各獨立非洲國家之主權與領士完整，

欣悉各該領士解放運動經由鬪爭及復與方案趨向 

國家獨立與自由所達之進展，

一 . 董申葡萄牙統治下各領士人民有依照大會決 

議案一五一四（十五〉享受自決、自由及獨立之不可剝 

奪權利，彼等爭取此項權利之鬪爭確爲合法正當；

二.蕭責葡萄牙政府始終拒絕實行決議案一五一 

四(十五^及大會及安全理事會之其他一切有關決議 

案；

三.促請葡萄牙政府卽速依照聯合國憲章及決議 

案一五一四(十五^之規定與宗旨，封其統治下各領土 

人民適用自決、自由及獨立原則；

四.促請安全理事會注意葡萄牙統洽下各領士之 

嚴董情勢及其使非洲南部一觸卽發之危急、情勢益形加 

深；

五.顏請一切國家對葡萄牙統洽下各領士之人民 

給予必需之道義及物質援助以恢復其不可割讓之權 

利；

六 . 再度顏請所有國家，尤其是北大西洋條約組 

織會員國，停止予葡萄牙任何協助，使其能在所統治 

領土中從事殖民戰爭；

七.謎責葡萄牙與南非種族主義少數政權及南羅 

德西亞非法種族主義少數政權間意圖在非洲南部延續 

殖民地統洽與墜迫之勾結；

八.謎責葡萄牙政府破壞非洲獨立國家之領士完 

整及主權；

九. 緊急呼顏所有國家採取一切措施，防止在其 

領士內招募或訓練任何人充任傭兵， 以從事現在葡萄 

牙統治領士中進行之殖民地戰爭及破壞非洲獨立國家 

之領士完整及主權；

一惋惜葡萄牙政府任意在各該領士中驅遷非 

洲居民， 安置外國億民而破壞土著人民經濟及政治權 

利之政策，請葡萄牙立卽停止此種行爲；

一一^ 亦惋惜在葡萄牙統治領土內營業之金融利 

猛所作活動，妨礙人民爭取自決、自由及獨立之鬪爭， 

增强葡萄牙之軍事努力；

一二.塵於此等領士中現有武裝衝突及俘膚遭受 

不人道待遇，促請葡萄牙政府確保一九四九年八月十 

二日關於戰俘待遇之日內冗公約2適用於此項情勢；

一三. 感謝各有關會員國、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 

專員及各有關專門機關及其他國際救濟組織過去所予 

之協助，並請其增加對葡萄牙殖民主義下犧牲者之援 

助，包括衞生及醫藥設施；

一四. 請秘書長根據大會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

日決議案二三四九〔二十二X 會同各專門機關及地主 ，

國政府發展並擴充訓練葡萄牙統治領土中土著人民之 

方案,計及其在公務、技術及專業方面需要幹部人才負 ^
起其本國公共行政與經濟及社會發展責任； ^

一五.請秘書長採取其認爲適當之行動以實施本 

決議案，並向大會第二十四届會具報；

一六.請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 

形特設委員會繼續檢討各該領士之情勢。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九 曰̂，

第一七三0 次全體會議。

二四二二〔二十三X 依聯合國憲章第七 

十三條(辰)款所遞非自洽領土之情報

大會，

覆按其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決議案一九七0  

(十八內請淮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 

形特設委員會研究依聯合國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向 

秘書長所遞之情報，並於審查宣言實施情形時充分計 

及此種情報，

覆按其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決議案二一0  

九(二十X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決議案二二三三 ，

(二十一)及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二三五一 

〔二十二其中除其他事項外，核可特設委員會爲執 

行決議案一九七0^：十八)所定職務而採用之程序，並 ‘

請特設委員會依照此項程序繼續執行職務，

復查大會決議案二三五一 (二十二)第三段規定大 

會再度促請所有對人民尙未绩達充分自治程度之領士 

責有或承擔管理責任之會員國卽向或續向秘書長遞送 

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所規定之情報，以及各關係領 

土內政治及憲政發展之可能最詳盡情報，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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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已研究特設委員會報吿書內關於憲章第七十三 

條〔辰)款情報遞送以及該委員會就此項情報所採行動 

之一章

並已審查秘書長關於上述情報之報告書

一 . 核可淮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 

形特設委員會報吿書中關於依照聯合國憲章第七十三 

條(辰)敦所遞非自治領土情報之一章；

二.驻查雖經大會及淮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 

宣言實施情形特設委員會迭次建議，而若于負有管理 

非自治領土責任之會員國竟仍不遞送憲章第七十三條 

(辰)款提定之情報，或則遞送情報有欠週詳，或則遞 

^ 情報過遲，深爲遺憾；

三.對大不列類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堅持拒 

絕遞送關於南羅德西亞之情報，以及該國政府決定停 

止遞送關於安提瓜、多明尼加島、格林奈達、聖基茨尼 

微斯安吉拉及聖路西亞之情報，殊感遺憾；

四.雖有大會通過關於葡萄牙統洽下各殖民地領 

士之許多決議案，葡萄牙政府竟繼續拒絕依憲章第七 

十三條〔辰)敦遞送各該領土之情報，至深遺憾；

五.再度促請各關係管理國卽向或續向秘書長遞 

送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所規定之情報，以及各關係 

領土內政治及憲政發展之可能最詳盡情報；

六. 重申大會前此各次要求，最近一次見大會決 

議案二三五一〔二十二X 卽各關係管理國儘早遞送此 

種情報，至遲須於關係非自治領士行政年度終了後六 

個月以內提出之；

七.請特設委員會繼續依照上述程序執行大會決 

議案一九七十八 )所賦予之載務。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第一七四七次全體:會讓。

二0 二三〔二十三\會員國爲非自治 

領土居民提供之求學及訓練使利

大會，

覆按其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二三五二 

二十二 \

3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屆會，附件，議程項目二十三增 

編 第 参 拾  章。

4同上，議程項目六十三及七十一，文件八

311(1

業已審查秘書長關於會員國依照大會一九五四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決議案八四五(九)爲非自洽領士居民 

提供求學及訓練便利之報吿書

一 . 備悉秘書長報告書；

二.向已爲非自治領土居民設置獎學金之各會員 

國表示感謝；

三.請設置獎學金及今後可能設置獎學金之會員 

國注意就所設獎學金附具完備說明之必要，並於可能 

時供給入選學生旅費；

四. 請各關係管理國提供一切必要便利，俾使學 

生能利用會員國所供給之求學及訓練便利；

五 . 請秘書長就本決議案實施情形，向大會第二 

十四届會具報；

六.請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 

特設委員會注意本決議案。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曰， 

第一七四七次全體會讓。

二四二四^二十三\握曼問題

大會，

業已審議濕曼問題，

業已審查請願人之陳述

覆按其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議案一五一四 

(十五〉及其他有關決議案，

深以大不列顔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拒絕實施大會 

關於濕曼之各決議案爲憾，

一 . 重申其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決議案二二 

三八(二十一)及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決議案二三 

0 二 二十二〕；

二.請大不列顔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充分實 

施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及其他有關決議案；

三.請淮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 

特設委員會注意涯曼領土內之發展，並向大會第二十 

四屆會具報。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八曰， 

第一七四七次全體會嚴。

5 同上，文件么乂7308。

^^0.4/7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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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二五〔二十三X 在南羅德西亞、納米 

比亞及葡荀牙統治下各領土以及所有 

其他殖民統治領土內妨害准許殖民地 

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之實施並在非洲 

南部妨害消除殖民制度、種族隔離及種 

族歧視之努力之外國經濟及其他勢力 

之活動

大倉，

業已審議題爲"在南羅德西亞、納米比亞及葡萄矛 

統治下各領士以及所有其他殖民統治領土內妨害淮許 

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之實施並在非洲南部妨害 

消除殖民制度、種族隔離及種族歧視之努力之外國經 

濟及其他勢力之活動"之項目，

業已審查淮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 

形特設委員會關於此問題之報告書

覆按載有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之一九

六0 年十二月十0 日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尤其該 

宣言前文第八段，及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決議案二 

二八八二十二

深信妨害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之實施及阻操旨 

在非洲南部及其他殖民地領土消除殖民主義、種族隔 

離及種族歧視等努力之任何經濟或其他活動，均係違 

反聯合國憲章之宗旨及原則，

念及菅理國依憲章第十一章及第十二章規定負有 

義務保證其管理下領士居民之政治、經濟、社會及敎育 

進展，並保護此等領士之居民及天然資源不受摧殘，

一.認可淮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清 

形特設委員會關於此問題之報告書；

二. 重申附屬領士之人民尉於自決、獨立及其領 

士天然資源享有不可剝奪之權利，並有依本身最高利 

益處置此等資源之權利；

三.宣告管理國剝奪殖民地人民行使此等權利或 

忽視此等灌利而以外國經濟及金融利盆爲先，均屬違 
反其在聯合國憲章第十一及第十二章下所責之義務， 

並妨害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之實施；

7大會正式紀錄， 第二十三屆會， 附件，議程項目六十八，

文件么77320 30(1 ^ 1̂ 1̂.1。

四. 謎責外國經濟、金融及其他勢力剝削殖民地 

人民及領土以及其在殖民統洽領士內所採用旨在延續 

殖民統治之方法；

五 . 深憾管理國所採行之政策，其目的在鼓勵外 

國移民有系統移入殖民地領土，危害此等領士之殖民 

地人民之權利及利益；

六.深憾關係各國拒絕實施大會決議案二二八八 

(二十二)第七、第八及第十段；

七 . 請各管理國立卽採取措施，終止剝削其管理 

下之領土與人民，是以亦爲侵犯此等人民之政洽、經 

濟及社會權利之一切行爲；

八. 請所有各國依據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  ̂

及其他有關決議案之目的，採取切實措施，確保本國 

人民與屬地領土內經濟、金融及其他機構有涉者,其活 

動不侵害殖民地人民之權利及利盜；

九. 請特設委員會繼績研究此問題，並向大會第 

二十四届會具報；

一請秘書長以其所能運用之一切便利協助特 

設委員會從事此項研究。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第一七四七次全體會讓。

二四二六^二十三各專門機關及與聯 

合國有聯繁之國際機構實施准許殖民 

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

大會，

業已審議"各專門機關及與聯合國有聯驚之國際 

機構實施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一項目，

覆按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日大會決議案一五一 

四(十五〉所載之淮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

覆按其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議案二三一一 

(二十二)及其他有關之大會決議案，

計及秘書長、8 經濟璧社會理事會、9 及准許殖民 

‘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特設委員會1。就各專 

門機關及與聯合國有聯繁之國際機構實施該宣言情形 

所提出之有關報告書，

8 同上，議程項目六十九，；̂77301。

9同上，第二十三屆會，補編第三號(义 第 拾 陸 章 ，

0 節；同上，補編第三號么^/^^!)^//^^!^!.：!),第柴章，义節。

10同上，第二十三屆會，附件，議程項自二十三增編（义/
第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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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及若干殖民地領士，特別是非洲之民族解放運 

動於其爭取自由與獨立之鬪爭中需要各專門機關予以 

緊急協助，尤以敎育、衞生及營養諸方面爲然，

查悉若干專門機關及與聯合國有聯驚之國際機 

構，特別是國際復與建設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會，至 

今仍未實施大會決議案二三一一(二十二)及其他有關 

決議案，引爲遺憾，

璧於聯合國根據聯合國憲章特別是第九章及第十 

章，應作建議，以求協調各專門機關之政策與工作，

一 . 再度顏請各專門機關、國際原子能總署及與 

聯合國有聯繁之國際機構予聯合國以充分合作，以謀 

實現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及其他有關決議案之 

目標與度定；

二.對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辦事處並斜曾與 

聯合國合作實施有關大會決議案之各專門機關及國際 

機構，表示感謝；

三.建議各有關專門機關及國際機構應協助正在 

爲求擺脫;殖民統治而鬪爭之民族，尤應各就工作範圍， 

協同非洲團結組織，並經由該組織協同各民族解放運 

動，擬訂具體方案，以協助南羅德西亞、約米比亞及葡 

萄牙統洽下各領士之被匿迫人民；

四.再度顏請所有專門機關及國際機構， 特別是 

國磨復與建設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會，採取一切必要 

步驟，在葡萄牙及南非兩政府未放棄其種族妓視與殖 

民統治政策之前，不絵予財政、經濟、技術及其他協 

助；

五.建議國際復與建設銀行取消其給予葡萄矛及 

南非政府之貸款及信貸，該二國正用以鎭愿葡屬各殖 

民地及酌米比亞之民族解放運動並用以藍迫南非之非 

洲人民；

六.請所有國家通過其所參加之專門機關及國際 

機構內之行動，促進大會有關決議案之充分迅速實施；

七.請經濟璧社會理事會諮商准許殖民地國家及 

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特設委員會考慮採取協調各專 

門機關政策與工作之適當措施以實施有關之大會決議 

案；

八. 請秘書長：

(&)繼續協助各有關專門機關及國際機構擬訂實 

施有關大會決議案之適當措施，並就此事向大會第二 

十四届會提出報告；

徵得各有關專門機關及國際機構關於充分迅 

速實施大會有關決議案之最好方法之具體意見，提交 

特設委員會審議；

九. 請特設委員會繼續審查本問題，並向大會第 

二十四届會提出報告。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曰， 

第一七四七次全體會議。

二四二七I：二十三X 巴布亞及新幾內亞 

託管領土間題

大會，

業已審查關於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六八年 

六月十九日期間之託管理事會報告書11及准許殖民地 

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特設委員會報告書之有 

關一章

覆按聯合國憲章及載有推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 

立宣言之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日大會決議案一五一 

四(十五〉之規定，

又覆按大會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決議案二 

一一二（二十X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決議案二二 

二七(二十一)及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二三 

四八〔二十二

業已聽取管理國代表之陳述

一 . 重申巴布亞及新幾內亞託菅領士之人民，依 

照大會決譲案一五一四(十五〉享有自決與獨立之不可

剝奪權利；

二.動於管理國尙未完全實施決議案一五一四 

(十五^及關於巴布亞與新幾內亞託管領士之其他有關 

決議案之規定，殊以爲憾；

三 . 促請管理國完全實施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 

並爲此目的，特別採取下列措施：

(& )依照領士人民自由表達之願望，訂定早日自 

決及獨立之日期；

同上，第二十三屆會，捕編第四號 

I2同上，第二十三届會，附件，議程項目二十三增編 

第威拾参章。

I3同上，第二十三届會，第四委員會，第一七九九次會議， 

第一段至第三十五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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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聯合國監督之下根據成人普選原則舉行自 

由選舉俾將實際權力移交領士人民之代表；

四.請管理國就關於此事所採取之行動向託管理 

事會及淮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特設 

委員會具報；

五.請託管理事會及特設委員會繼續審查此問題 

並向大會第二十四届會具報。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第一七四七次全體會讓。

二四二八〔二十三X 伊夫尼及西屬 

撒哈拉問題

大會，

業已審議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 

形特設委員會報告書關於伊夫尼及西屬撒哈拉之一 

章,"

覆按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日載有准許殖民地國 

家及民族獨立宣言之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X

又覆按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特設委員會通過之 

決議案

重申大會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決議案二0 七

二 (二十：！及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決議案二二二九 

(二十一)，

備悉管理國西班牙政府尙未實施大會決議案一五 

一四(十五之規定，

覆按非洲團結組織國家元首及政府首長大會一九 

六六年十一月五日至九日在阿地斯阿貝巴舉行第三届 

常會時對於西管領士問題所作之決定，

董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二三五四 

I： 二十二 乂

獲悉菅理國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就西屬撒哈 

拉所發表之聲明， 特別關於派遣聯合國特派團前往 

該領士、流亡人士回國及土著人民自由行使自決權等 

各節，

I4同上，第二十三届會，附件，議程項目二十三增編（ ^ /  
第拾尝章。

I5同上，第十九屆會,附件,附件第八號（第登編

第攻章，第一一二段。

同上，第二十一届會，第四委員會，第一六六0 次會議，

第一段至第四段。

又悉管理國常任代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之聲明，17 據稱西班牙官方代表團將於最近前往拉巴 

特，以期與摩洛哥政府就立卽將伊夫尼領士移交摩洛 

哥一事簽訂條約，

備悉此兩領士法律地位之性質不同，以及大會決 

議案二三五四(二十二)爲此兩領士所計議之殖民制度 

消除過程，

査

伊夫尼

一 . 董申伊夫尼人民依照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 

(十五享有自決之不可剝奪權利；

形特設委員會報告書關於伊夫尼領士之一章；

三 . 請管理國立卽採取必要措施，加速伊夫尼領 

土殖民制度之消除過程，並計及士著人民之願望與摩 

洛哥政府商定依照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規定移 

交權力之程序；

四.請管理國繼續其已與摩洛哥政府開始之商 

談，以期實施上文第三段之規定；

五 . 請特設委員會繼續審議伊夫尼領土情形，向 

大會第二十四届會提具報告；

戴

西屬撒哈拉

一 . 董申西屬撒哈拉人民依照大會決議案一五一 

四(十五^享有自決之不可剝奪權利；

二.核可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 

形特設委員會報告書關於西屬撒哈拉之一章；

三 . 請管理國依照西屬撒哈拉土著人民之願望， 

並徵求茅利塔尼亞與摩洛哥兩國政府及其他任何利害 

關係方面之意見，盡可能早日訂定在聯合國主持下舉 

行複決之程序， 使該領士士著人民能自由行使其自決 

權，並爲此目的：

( ^ )除其他事項外，淮許流亡人士歸返領士，藉 

以造成在完全自由、民主與公正基礎上舉行複決之有 

利氣氛；

I7同上，第二十三届會，第四委員會，第一七九九次會議， 

第四十三段至第四十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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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確保只准該領士士著 

人民參加複決；

(^)避免任何可能延遲西屬撒哈拉殖民制度消除 

過程之行動；

(^!)向聯合國特派團提供一切必要便利，俾克積 

極參加複決事宜之組纖與舉行；

四. 請秘書長商同管理國及特設委員會，立卽指派 

大會決議案二二二九(二十一)第五段規定之特派團，着 

其迅速前往西屬撒哈拉，俾就大會有關決議案之充分 

實施建議具體步驟,尤須決定聯合國參加壽備與監督複 

決之程度並向秘書長提具報吿轉送大會第二十四届會;

五.請特設委員會繼續審議西屬撒哈拉領土情形 

並向大會第二十四届會具報。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曰， 

第一七四七次全體會議。

二四二九〔二十三X 直布羅陀問題

大會，

業已審查直布羅陀問題，

業已聽取管理國I8及西班牙代表I9之聲明，

覆按其一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議案一五一四 

(十五

並覆按其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二三五 

三〔二十二 \

一 . 對於管理國未遵行大會決議案二三五三（二 

十二 表示遺憾；

二.宣告直布羅陀殖民地地位之維持係違反聯合 

國憲章及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之宗旨及原則；

三.請管理國於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以前終止直 

布羅陀之殖民地地位；

四.要求大不列顔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立卽 

開始與西班牙政府舉行決議案二三五三(二十二)所規 

定之談判；

五.請秘書長對西班乐及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 

合王國政府提供實施本決議案所需之一切協助，並就 

此向大會第二十四届會具報。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曰， 

第一七四七次全經會議。

I8同上，第九十八段至第---------段。

I9同上，第四十七段至第九十七段及第一一四段至第一二 

五段0

二 四 三二十三 X 美屬薩摩亞、安提 

瓜、巴哈馬、百慕大、英屬佛京羣高、凯 

曼羣島、挪 子 岐 林 ) 羣島、多明尼加 

島、吉爾柏特及埃利斯羣島、格林奈達、 

關島、蒙特塞拉特、新赫布理地、尼鳥 

埃、匹特坎、聖海利納、聖基敦尼微斯安 

吉拉、聖路西亞、聖文森特、塞歇爾、所 

羅門羣島、托鼠勞羣島、土克斯及凯略 

斯羣島及美屬佛京羣島問題

大會，

業已審議美屬薩摩亞、安提瓜、巴哈馬、百慕大、英 

屬佛京羣島、凯曼羣島、挪子哄(岐林羣島、多明尼加 

島、吉爾柏特及埃利斯羣島、格林奈達、關島、蒙特塞 

拉特、新赫布理地、尼烏埃、四特坎、聖海利納、聖基茨 

尼微斯安吉拉、聖路西亞、聖文森特、塞歇爾、所羅門 

羣島、托凯勞羣島、士克斯及凯嚷斯羣島及美屬佛京羣 

島問題，

業已審查淮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 

形特設委員會報告書關於上述領士之各章

覆按其載有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之一 

九六0 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

對於若干管理國違反有關大會決議案，在其所管 

若干領土內建立並維持軍事基地之政策，深感關懷，

惋惜菅理國依然不許聯合國視察團視察所菅理領 

土之態度，

念及此等領士需由聯合國繼續注意並加協俾 

其人民實現聯合國憲章及淮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 

宣言所載目標，

深知此等領士在地理位置及經濟情況上之特殊情

形，

一 . 核可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 

形特設委員會報告書中關於上述領士之各章；

二.重申上述領士人民享有自決及獨立之不可剝 

奪權利；

三 . 促請管理國迅速實施大會有關各決議案，毋 

得遲逝；

同上，第二十三屆會，附件，議程項自二十三增編〔八7 

7200/116 7 . 0 ，第拾成章、第拾掘章至第感:拾豈章、第威洽倉章 

及第威拾陸章至第威拾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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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申其宣告，凡旨在局部或全部破壞殖民地 

領土民族團結與領土完整及在上述領士設置軍事基地 

與設施之企圖，皆與聯合國憲章及大會決議案一五一 

四(十五〉之宗旨及原則相抵觸；

五.促請管理國允許聯合國視察團前往視察各領 

士，並予以充分‘合作與協助；

六.決定聯合國應竭力協助上述各領土人民自由 

決定其未來地位之努力；

七. 請特設委員會繼續特別注意上述各領士，並 

將本決議案實施情形向大會第二十四屆會具報。

'^ 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曰， 

第一七四七次全霞會讓。

二四三一〔二十三X 聯合國非洲,南部 

敎育及訓練方案

大會，

覆按其關於西南非特別敎育及訓練方案、葡管各 

領土特別訓練方案及南非人民敎育及訓練方案統一合 

併辦理之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譲案二三四九 

二十二及其關於納米比亞問題之一九六八年六月 

十二日決議案二三七二 (二十二），

業已審議秘書長報告書

覆按其關於葡菅領士間題之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決議案二三九五(二十三)第十四段，其中請秘

21同上，議程項目七十，文件^ 7 2 8 4  311(1义丄 1。

書長發展並擴充訓練各該領土居民之方案，又覆按聯 

合國納米比亞理事會之報告書第戴章0 節

對於一九六八年度志願捐款之爲數不足，深感憂 

慮，並對秘書長之關切聯合國非洲南部敎育及訓練方 

案前途，表 同 感 ，

深信爲有關各領土人民提供敎育及訓練協助至爲 

董要，因此需要加强並擴充該方案，

一 . 觀請所有國家、組織及私人勤聯合國非洲南 

部敎育及訓練方案懷慨捐助；

二.請秘書長成立一由會員國代表組成之聯合國 

非洲南部敎育及訓練方案諮詢委員會，以便就下列各 

方面向其提供意見：

( ^ )加强並擴充該方案，尤其包括捐敦之推進； 

對非洲敎育及訓練機關核給補助金，俾能安 

插該方案下之人民；

(^)關於該方案秘書長可能徵求意見之任何其他 

事項；

三.決定於一九六九財政年度經常預算第十二款 

下列入一筆一0 0 , 0 0 0 美元之敦項,再作爲過渡辦 

法，俾保證該方案在未牧到充足志願捐款之前不至中 

斷；

四. 請秘書長向大會第二十0 届會報告該方案之 

進展情形。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入曰， 

第一七四七次全體會讓。

22同上，第二十三届會，議程項自六十四，文件&77338
31101 0011： 1̂ 0

其他決定

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之實施 

(項曰二十三〉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一日第一六九二次全體會議，大會據第四委員會之建 

議，23通過下文作爲大會各會員國之公意：

"一.大會業已審議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特設委 

員會報告書關於赤道疲內亞之一章其中附有聯合國監督赤道幾內亞全

23同上，第二十三届會，附件，議程項目二十三，文件；̂77265，第五段。

24同上，議程項自二十三增編(么 第 坎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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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複決及還舉特派團(一九六八年之報告，鼓表示閲悉該報告書，並對 

特派團完成之工作，表示感謝。

"二.大會對於管理國助使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大會決議案二三 

五五(二十二)所要求領士內之聯合國在場得告建立，表示感謝，並封秘書 

長在此方面採取行動，亦表謝意。

"三 . 大會爲該領士人民绩達獨立，向其致賀，並祝安寧昌隆，同時表 

示深信該新建國家對於和平及國際合作，必有糖極之貢獻。 "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一七四七次全體會議，大會據第四委員會之建 

議決定法管索馬利蘭問題延至第二十四届會審議。

納米比亜問題 

〔聽取請願人陳述意見

(项目六十四^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一七二五次全體會議，大會表示閲悉第四委 

員會之報告書。

斐濟問題 

(項目六千六^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一七四七次全體會議，大會據第四委員會之建 

議決定斐濟問題延至第二十四屆會審議。

25同上，第攻章，附件陸。

26同上，議程項目二十三，文件么/7419，第二十二段。

27參閱決議案二四0 四〔二十三第 三頁。

23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届會，附件，議程項自六十四，文件;^^7347。
29同上，議程項自六十六，文件么/7421，第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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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八一 (二十三)

二三九二十三  ̂

二四六八（二十三）

據第五委員會報告書通過之決議案

目次

標 題  項 目  通遇曰期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届終會計年度財政報告 

與決算及審計委員會報告書

決議案^ ^  七二 一九六八年十

月 日

決議案8 ^  七一 ^ ~'九六八年十一~

月 日

決議案0 ^  七二 一九六八年十一

月~̂ 日

決議案0 ^  七二 一九六八年十一

月"̂ 日

決 議 案 ^  七二 一九六八年十一

月一日

決議案？ ^  七二 一九六八年十一

月一日

委 派 會 費 委 員 會 委 員 以 實 遺 缺 311(1 ^ 01^.1

311(1

決議案么^  七 六 一 九 六 八 年 "Î 一

月一日

決議案5  ^  七六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決議案0 ^  七六0 0  —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擴大會費委員會：修正大會議事規則第一百五十九 

條 ^  九八 一九六八年十一

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八會計年度追加槪算

決議案八^  七三 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決議案2 ^  七三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次

84

84

84

84

85 

85

85

85

85

85

86 

88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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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境前^

決讓案编號  標 瓶  項 目  通過日期  冗次

二四六九(二十三） 委派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委員以實懸缺（八7
731:0^  七六一九六八年十二  89

月二十一日

二四七01：二十三〉 委派審計委員會委員以實懸缺(么 ^  七六(̂ ：) 一九六八年十二 89

月二十一日

二四七一(二十三） 委派聯合國行政法庭法官以實懸缺(义 …… 七六(⑥一九六八年十二 89

月二十一日

二四七二 (二十三） 聯合國經費分灘比額表(八/7451〉

決議案八^  七七 一九六八年十二 89

月二十一日

決議案5 ^  七七 一九六八年十二 90

月二十一日

二四七三(二十三） 各專門機關及國賺原子能總暑開支審計報告書（ ^ /
74743^  七八 一九六八年十二 90

月二十一日

二四七四(二-卜三） 聯合國與各專門機關及國際原子能總署間行政及預

算的協調(八

決 議 案 ^  七九 一九六八年十二 90

月二十一日

決議案2 ^  七九 一九六八年十二 91

月二十一日

二四七五(二十三） 審查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財政專設專家委員會所提

各項建議之實施(么

決議案八^  八0  —九六八年十二 91
月二十一日

決議案8 ^  八0  —九六八年十二 92

月二十一日

二四七六(二十三） 聯合國職員養帅金聯合委員會報告書(八 ‘ 八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 92

月二十一日

二四七七(二十三） 聯合國國際學校(么 ^  八三一九六八年十二  92
月二十一日

二四七八(二十三） 會議時地分配辦法(八̂ 7475， ^  七五一九六八年十二  93
月二十一日

二四七九〔二十三〉 增列俄文爲大會應用語文（修改大會議事規則第五

十一條^與增列俄文及西班乐文爲安全理事會應

用語文問題(么̂ 7472， ^ ^  八一 九六八年十二 94

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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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續前^

決讓隶編號 樣 避  巧 目  適過日期 冗次

二四八二十三〉 秘書處之組成(八

決議案八^  八一 一九六八年十二 94

月二十一曰

決議案8 ^ ^  八一 一九六八年十二 94

月二十一日

二四八一〔二十三  ̂ 修正聯合國載員服務條例(么

決議案八^  八一 一九六八年十二 95

月二十一日

決議案8 ^  八一 一九六八年十二 95

月二十一日

二四八二（二十三） 一九六九會計年度預算 ：̂^/?^?^)

決議案义^  七四一九六八年十二  96

月二十~^日

決議案8 ^  七四 一九六八年十二 98

月二十一日

決議案0 ^  七四 一九六八年十二 98

月二十一̂日

二四八三（二十三） 一九六九會計年度臨時及非常費用 ：̂^ /?^?^)……  七四一九六八年十二  99

月二十一日

二四八四（二十三） 一九六九會計年度周轉基金 ：̂^/?^?^) ^  七四一九六八年十二  99

月二十一日

二四八五（二十三） 專門人員以上職類薪給表(八 ^  七四一九六八年十二  100

月二十一日

二四八六〔二十三  ̂ 確定國際公務員薪給之方法(八 ^  七四一九六八年十二  100

月二十一日

二四八七（二十三） 聯合國會所擬議的新建築及現有房地重大改造仏 I

^  七四 一九六八年十二 101

月二十曰

二四八八（二十三） 萬國宮會議設備擴充計劃 ：̂^/?^?^) ^  七四一九六八年十二  101

月二十一日

二四八九(二十三） 聯合國因各機關或各輔助機關指派個人或專家小組

執行特別專派任務所承擔之費用(八 ……  七四一九六八年十二  101

月二十一日

^  102

二四九0 〔 二十三  ̂ 聯合國行政法庭庭長及其他法官所支領酬金敷額

1 购 ^  七四 一九六八年十二 102

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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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编號 

二四九一 (二十三）

目次(續完^

標 題  項 目

聯合國機關及輔助機關成員生活津貼數額旧 1 ^ 、 七四

其他決定

經濟璧社會理事會報告書(第十四章、第十五章及第十六章八及8 節） '

通退日期  百次

‘九六八年十二 103

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103 

月二十一日

二三八二十三 X —九六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届終會計年度財政報吿與決 

算及審計委員會報吿書

聯合國

大會，

一 . 接受聯合國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届終 

會計年度財政報告與決算及審計委員會之審核證書;1

二.贊成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提交大會第 

二十三届會第二次報吿書2中之意見。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曰， 

第一七0 九次全體會議。

6

聯合國發展方案

大會，

一 . 接受聯合國發展方案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 

一曰届終會計年度財政報吿與決算及審計委員會之審 

核證書;3

二.備悉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提交大會第 

二十三届會第二次報告書4中之意見。

一九六八年 ~1— 月一曰， 

第一七0 九次全體會議。

1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2 合，浦編第六號(义 

2同上，附件，議程項目七十二，文件么/7219，第一段至 

第八段。

3 同上，浦編第六號^(^/7206/^^1^1.1 

4同上，附件，議程項目七十二，文件^^7219，第九段至第 

十一段。

0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大會，

一 . 接受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届終會計年度財政報告與決算及審計委員會之 

審核證書;5

二.備悉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提交大會第 

二± 三届會第二次報吿書6中之意見。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曰， 

第一七0 九次全體會讓。

0

聯合國近東已勒斯坦難民救濟工狠處

大會，

一.接受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振處一 

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届終會計年度決算及審計委 

員會之審核證書;7

二.備悉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提交大會第 

二十三届會第二次報告書8中之意見。

一九六八年 -1— 月 ― ^ 曰， 

第一七0 九次全體會缴。

5同上，補編第六號^^/^^^^/^^^丄^)。

5同上，附件，議程項目七十二，文件^/7219,第十二段

至第十五段。

7 同上，浦編第六號0:0/7206/^(111.3 30(5

8 同上，附件，議程項目七十二，文件入/7219，第十六段 

至第二十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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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聯合國刹绿研究所

大 會 ，

一 . 接受聯合國訓練研究所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届終會計年度財政報吿與決算及審計委員會之 

審核證書;9

二.備悉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提交大會第 

二十三届會第二次報告書10中之意見。

一九六入年十一月一~曰， 

第一七0 九次全體會讓。

聯合國舞戾事宜高級專具所經管乏志履基金

大會，

一 . 接受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所經管之志願 

基金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届終會計年度決算及 

審計委員會之審核證書;

二.傭悉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提交大會第 

二十三届會第二次報告書I2 中之意見。

一 九 六 八 年 — 月一曰 ’ 

第一七0 九次全體會讓。

二三八一〔二十三X 委派會費委員會 

委員以實遺缺

大會，

一 . 芬委派下列人員爲會費委員會委員：

二 . 宣佈^!：. 281̂ 11：11~0̂ 之任期自本決議案通過 

之日起至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 1̂̂一日止。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曰， 

第一七 0 九次全體會議。

9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屆會，捕編 第六 號 义 ^7206乂

10同上，附件，議程項目七十二，文件；̂77219，第二十 

一段及第二十二段。

11 同上，補編第六號 2  0/7206/^11(1 丄5 30^

I2同上，附件，議程項自七十二，文件义/7219，第二十三 

段及第二十四段。

6

大會，

一. 鼓委派下列人員爲會費委員會委員：

1̂ 11 ̂  101111 1 . 11110(165’

03 1̂(1 811̂ 611-3 &

1̂)616 20(1(1& ；

二.宣佈  ^ !：. ⑩ 0(163、 811̂ 6113 1̂ 1013 
及 20(1(1&任期三年，自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開 

始。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曰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議。

0

大會，

一. 兹委派下列人員爲會費委員會委員：

IV！ 171160(101:6 101211111131111；

二. 宣怖. 1̂ 81̂ 1110(1011116 及 ^ ]：. 1:1211111131111： 

任期二年，自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開始。

一九六入年十二月二  曰’

第一七五二次全想會議。

由 於 上 述 委 派 ，會 費 委 員 會 成 员 如 下 ：：\11\ 

( 巴基斯坦）、 1^̂ 7111011(1 1 \

1181116(1 蘇 丹 ^ 101-26 ？ 31310 

( 秘鲁X  ^̂ !]：. 71160^01~6 剛果民主共

和國X  ^̂ 0113:6(1111 ^、 ^ !̂：. 31311151&'

义^ 2I^ 0\V 3X I(波蘭 X  ^̂ !]：. 101111 1. 11110023

( 大不列颜及化爱爾蘭聯合王國 X  03^1(1 511.-
0 八 ^ 0 1 ^  ( 巴西 ） 、 ^ ! ：. ^3111106 V I在 ；̂ !) 

( 法蘭 (^ )、^ !：. 八 . ^ ^ ^ ^ ^ ^ ^ ^ ( ^ ^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共和国聯邦^及 ^ ]：. 八13616 2 0 0 0 八〔義大利^)。

二三九01： 二十三X 擴大會費委員會： 

修]^大會議事規則第一百五十九條

大會，

覆按其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之決議案十四(一)， 
其中規定會費委員會之委員爲十人，



86 大會-第二十三届會

璧於自該決議案通過以來聯合國會員國數已大爲 

增加，且會費委員會現有委員中未有非洲會員國之任 

何國民，

復塵於會費委員會之組織應計及代表廣大地域之 

原則，

一 . 決定會費委員會委員自十人增至十二人；

二.決定將大會議事規則第一百五十九條修正如 

下，自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第一百五十九條

"大會應設置會費委員會，委員十二人，由專 

家擔任之。 "
一九六入年十一月二十五曰， 

第一七二六次全體會讓。

二四六八〔二十三X —九六71會計年度追加槪算

一义六入會针牟度顏算經費

大會，

兹決議一九六八會計年度：

一 . 將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二三六三 /̂̂ ^二十二^所核撥之經費一四。，四三0 ，九五0 美元增加

一,三五六，八0 0 美元如下：

決讓案二三 
六三乂（二十二） 增加  '正經

核撥数額  （威少  ̂ 费数額

^ 次

第一 編 ’ 大會、各理事會及各委員會在會;特别會讓

美 元 美 无 美 元

各國代表、各委員會委員及其他輔助機關成員旅費及 
其他費用^ 1 ,270,700 一 1 ,270,700

二 . 特別會議^ 2 , 937,100 2 , 385,300

第一I I共计 4 ,207,800 3 , 656,000

第二编^人事費及有闕費用

二囑 薪偉與工資^ 59 ,420,800 1, 102,200 60 ,523,000

四 . 一般人事費^ 13,769,000 219,000 13, 988,000

五 . 職員旅費^ 2 , 182,500 46,000 2 ,228,500

六 . 職員服務條例附件査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之公費；交
125,000 5,000 130,000

第二I I共計 75 ,497,300 1 , 372,200 76 ,869,500

第三编^ 房舍、設備、用品及事務費

七 . 房舍及房地改良^ 4 ,861,200 4 , 828,200

八. 永久設備^ 605,500 170,400 775,900

九. 房地維持費、菅理費及租金^ 4 , 135,000 96,500 4 , 231,500

十 . 總務費^ …… 5 ,627,000 240,000 5 , 867,000

十一. 1 , 624,400 1 ,583,400

第三I I共计 16,853,100 432,900 17,28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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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谦案二三
六三 ^̂  (二十二） 增力。 訂工經

枝撥数鶴 ( 威少〉 實数域

款 次 

十二.
第四編，特别費

特別費^

真 元 

9 ,210,800

美 元 真 元 

9 , 152,500

第四I I共计 9 ,210,800 9 , 152,500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第五编^技術方案

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公共行政^  
工業發展^  
人權諮詢事務^  

麻醉品管制^

5 , 113,600

991,400

220,000

75,000

一

5 , 113,600

991,400

200,000

75,000

第五编共許 6 ,400,000 一 6 ,400,000

十七.
第六编^特眼固

特派團^ 6 ,029,600 622,800 6 ,652,400

第六搞共计 6 ,029,600 622,800 6 ,652,400

十八.
第七編，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级專員辩事處

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辨事處^ 3 ,469,000 24,000 3 ,493,000

第七搞共计 3 ,469,000 24,000 3 ,493,000

十九.

第八编^ 国際法?完

國際法院^ 1 , 356,350 56,000 1 ,412,350

第八躺共許 1 , 356,350 56,000 1 ,412,350

二十.

第九编^聯合国冗易及發瓜會識 

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 9 , 175,000 8 ’846’000’

第九I I共許 9 , 175,000 8 ,846,000

二十一 ̂

第十编，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 8 , 232,000 8 ,020,000

第十搞共許 8 , 232,000 8 ,020,000

總 II 140, 430,950 1 ,356,800 141,787’750

二 . 授權秘書長於徵得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之同意後將預算各敦經費互相流用；

三 . 第五編所列技術協助方案經費應依聯合國財務條例處理，但關於債務之定義及債務之有效期限則應適 

用聯合國發展方案技術協助部分之旣定程序及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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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一、第三、第五及第十一各款有關國際麻醉品管制局之經費共計二三九，二0 0 美元，應統一處理；

五. 第一、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及第十各敦有關聯合國職員養邮金聯合委員會及聯合國職員養邮金委員會 

之經費共計五六五,一0 0 美元，應依聯合國合辦職員養邮基金條例第二十七條處理；

六. 除上文第一段核撥之經費外，另由圖書館捐贈基金累積收入項下核撥一九，0 0 0 美元，充萬國宮圖書 

館購置書籍、期列、地圖及圓書館設備費用以及其他與該基金宗旨及規定相符之費用。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曰， 

第一七五二次全殖會讓。

6

一;^六入會許年度收入概算

大會，

效決議一九六八會計年度：

一 . 將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大會決議案二三六三：8 (二十二)所核定之牧入槪算訂正如下:

決議案二三 
六 三 二 十 二  ̂  

掠定板算
增力。 

(減少^ 訂正觀算

美 元 美 元 美 元
收入款次

第一编^ 職员斜給祝收入

一. 職 員 薪 給 稅 收入 ^ 14, 620,700 132,300 14, 753,000

弟一编共計 14, 620,700 132,300 14, 753,000

第二編 ‘ 其他收入

二 . 預算以外帳戶撥款^ 2 ,436,150 2 ,408,550

一 . 般收入^ 3 ,901,000 76,600 3 ,977,600

四 . 生利事業^ : …… 2 ,677,150 163,700 2 , 840,850

第二编共针 9 , 014,300 212,700 9 ,227,000

總 計 23 ,635,000 345,000 23,980,000

二. 職員薪給稅牧入應依大會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決議案九七三之規定撥入衡平徵稅基金；

三 . 聯合國郵政管理處、參觀事務、飮食供應及有關事務、電視事務以及銷售出版物等直接費用之未列預算 

綴費者，應在各該業務牧入項下列支。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  0 ’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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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六九二十三X 委派行政及預算 

問題諮詢委員會委員以實懸缺

大會,

一 . 鼓委派下列人員爲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

會委員：

1̂ 101:13011 23̂ 811(11211:7？
1̂1(11:6 0 &116111 ̂

101111 1.

8 &11111 丄 83166111；

宣佈 23̂ 1̂1(1131:7、 0̂ 116111̂
1^,110(163及 5&166111任期爲三年，自一九六九年一 

月一日起。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1— 日’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議。

由於上述委眼之結果，行政及預算問題話詞委員 

會成！如 下 ： 1311 待蘭 X

？ 31110 1^0口68 0 0 1 1 1 ^ 2 ^  ( 巴面X  ^0113611 3 ’

281^人 ] ' 伊 胡 X  ^11011-6 

西X  仏 . ？6^110 ( 哥偷比亞X  101:11 1.

1^110；0 2 3  I：大不到韻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国X  

1̂ 10113111601 III八0 〔阿拉伯聯合共和韓 〉 、 ^̂ !)： . 8311111 

伊拉克X  0111 奈及

利亞 X  1)1：&803 羅馬尼亞 X

^ !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及 \^ 1化11『11. 2 1 2 1 1 1 ^美利堅合衆國^)。

二四七0 〔 二十三X 委派審計委員會 

委員以實懸缺

大會，

鼓委派哥倫比亞審計長爲審計委員會委員，任期 

三年，自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起。

一九六八年+ 二 月 二 — 曰，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讓。

由於上述委派之结果， 赛計委員會成员如下：加

拿大審計長，哥儉比亞審計長及已基斯坦審計長。

二四七一〔二十三X 委派聯合國 

行政法庭法官以實懸缺

大會，

一 . 鼓委派下列兩人爲聯合國行政法庭法官：

工116 1̂ 15111； 110110111:31316

？1：311018 1 \  1\  ？ 11111 口 1:011 ；
二.宣怖 01001？；及 1̂11： ̂ 1)1:011 任期爲

三年，自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起。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曰，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議。

由於上述委派之結果 ,聯合國行政法庭成员如下： 

1̂ 1 1 3 ‘ ？ 3111 1*116 1^ 0110111：-

&1316 大不列颜及北爱爾蘭聯合王国X

11601；01 0 1 0 3  5；3 ？1 2 1 ^ [〔鳥拉圭〉、 1^01115 

達椅美 X  ？ 1 3 005  丁. ？ ’ 

美利堅合聚國X  2611011 1^ 0881~  

0 2 3  ( 赛普勒斯）及 ^ ! ： . 11. 八X 人II么?VI八~

(印度

二四七二〔 二十三聯合國經費 

分擁比額表

大會，

決議：

0 0 在大會第二十二及第二十三屆會獲准加入聯 

合國爲會員國之下列各國，其會費分灘比率應如下：

百分1：匕

赤道幾內亞^  0.04
模里西斯^  0.04

南也門^  0.04
史冗濟蘭^  0.04

上列比率應加入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大會決議案二 

二九一〔二十二 段所載之一九六九年及一九七0

年度會費分灘比額表內；

一九六七會計年度，於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 

四日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之南也門,其應出會費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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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等於百分之0 ’0 四之九分之一，其所用一九六七年 

灘額基數與其他會員國同；

(^) 一九六八會計年度，南也門應出之會費比率 

爲百分之0  四,而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加入聯 

合國爲會員國之摸里西斯應出之會費比率則爲百分之 

0  ‘0 四之三分之一。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加入聯 

合國爲會員國之史冗濟蘭及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加入聯 

合國爲會員國之赤道幾內亞應出之會費比率各爲百分 

之0 . 0 四之九分之一，上列比率所用之一九六八年灘 

額基數與其他會員國同；

(^!)南也門一九六七年度及一九六八年度之應出 

會費以及赤道幾內亞、摸里西斯及史冗濟蘭一九六八 

年度之應出會費，應依照聯合國財務條例第五條第二 

項( ^ ) ,用作一九六九年度預算經費；

( ^ )赤道幾內亞、模里西斯、南也門及史冗濟蘭依 

照聯合國財務條例第五條第八項向周轉基金應交之預 

纖款項各爲基金總數百分之0 * 0 四。這筆預綴款項應 

作爲基金核定額的外加額計算；

在遵照大會議事規則第一六一條辦理之條件 

下，應請非聯合國會員國但參加聯合國若干工作之下 

列各國對於出自經常預算之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一九 

六九及一九七0 兩年度工作費用依照下開比率纖款：

百分比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7.01
敎廷^  0.04
列支敦斯登^  0.04
摩納哥^  0.04
大韓民國^  0.12
越南共和國^  0.07
聖馬利諾^  0.04
瑞士^  0.86
西薩摩亞^  0.04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一日，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讓。

6

大會，

塵於在最近幾次屆會中曾對過去二十年來所形成 

可充會費委員會工作依據之準繩表示懷疑，

復璧於大會第二十二届會時曾有人在第五委員會 

中建議由會費委員會董新檢用以決定分灘比額之各 

種標準，

更蠻於會費委員會在依照請求進行檢討以後，在 

其第一次報告書I3第五十二段中曾作如下結論：此種 

任務規定，一郁分係訂於二十年以前，其是否仍舊合 

用或仍够精確，基本上是一件應由大會決定之事，

希望可以獲得在作成決定時所需之一切資料，俾 

能完成上段所述之任務，及於必要時予會費委員會以 

力求切合各會員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現實及會 

員國與聯合國關係中其他現實之準繩，

一 . 請會費委員會根據大會第二十二及第二十三 

兩届會議對於本問題所作之辯論及各會員國過去或將 

來向會費委員會用書面提出之意見，'隨時檢討目前用 

以決定分灘比額之標準及該委員會之任務規定；

二 . 又請會費委員會提出一報告書，備大會第二 

十四届會審議。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一日 ’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議。

二四七三〔二十三X 各專門機關及國際 

原子能總署開支審計報告書

大會，

備悉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終年度各參加 

兼執行機關對聯合國發展方案技術協助帳下指定用途 

款項" 及聯合國發展方案特設基金帳下分撥敦項I5開 

支情形之審計報告書，並備悉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 

員會在其有關報告書中所提出之意見。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 ^一曰，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議。

二四七四〔二十三X 聯合國與各專門機 

關及國際原子能總署間行政及預算之 

協調

大會，

覆按其有關各會員國對聯合國與各專門機關兩方 

面會費灘額間之關係問題之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四

13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届會，補編第十號

"同上 ， 議 程 項 目 七 十 文 件 义 /7321。
15同上，附件，議程項目七十八(^ ^ ),文件&^7322。
I6同上，附件，議程項目七十八，文件义广437及义^7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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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決議案三一一 8 1：四)及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決 

議案二一九0 么〔二十一

察悉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曾在其所提關於 

各專門機關及國際原子能總暑一九六九年度行政預算 

事宜之報吿書中稱，在大會決議案二一九二十一  ̂
內各項建議之實施方面固已續有進展,但若干機關,尤 

其是國際勞工組織，雖已開始採取步驟以實施該決議 

案，若將其會費分灘比額表與聯合國比額表相較，則 

仍有差異

一. 建議各專門機關，凡採用與聯合國相似之分 

灘會費方法，而會費比額表仍與聯合國會費比額表有 

相當差異者,’ 應加緊努力，儘速使其比額表與聯合國 

比額表相符，自應顧及會員國數之不同及其他有關因 

素；

二.請秘書長將本決議案連同行政及預算問題諮 

詢委員會關於各專門機關及國際原子能總署一九六九 

年度行政預算事宜報告書中所載之有關評論及意見， 

一併遞送各有關專門機關；

實施情形定期向大會具報。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曰，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讓。

大會，

一 . 察悉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關於一般協 

調事項I8及關於各專門機關及國際原子能總署一九六 

九年度行政預算事宜之報吿書；

二.請秘書長將關於一般協調事項之報告書經由 

協調事宜行政委員會之諮商機構遞交各專門機關及國 

際原子能總署行政首長；

三.復請秘書長將諮詢委員會在其關於各機關一 

九六九年度行政預算事宜報吿書第蹇編內所載之意見 

遞交各專門機關及國際原子能總署行政首長。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 ~曰’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讓。

I7同上，議程項目七十九，文件么^7379，第十六段。

I8同上，附件，議程項目七十九，文件么^7380。
19同上，文件么^7379。

二四七五〔二十三X 審查聯合國及各專 

門機關財政專設專家委員會所提各項 

建議之實施

大會，

覆按有關審查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財政專設專家 

委員會工作之大會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決議案二 

0 四九(二十X —九六六年"1̂一月四日決議案二一五 

二十一 及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二三六 

0 〔二十二

尤覆按大會決議案二一五0 ：̂ 二十一〉曾核准一 

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專設委員會報吿書2。內之各項建 

議，並促請儘早實施各該建議，

復塵悉經濟璧社會理事會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決 

議案一二六四〔四十三X—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決議案 

一二七七（四十三)及一二八0 〔四十三X —九六七年 

八月四日理事會決議案一二七五(四十三)第参節有關 

各段、及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決議案一三七八（四十 

五)及一三七九〔四十五

業已審查一九六八年秘書長遵照大會決議案二一 

五 二 十 一  及二三六二十二  提出之數件詳細報 

告書與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在向大會第二 

十三届會所提第九次報告書22中對於此等報告書之評 

議，

一 . 感謝秘書長今年與各專門機關及國際原子能 

總署合作，對於審查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財政專設專 

家委員會各項建議實施情形提出較前改進之報告書；

二. 欣悉專設專家委員會若干建議已由聯合國、 

各專門機關及國際原子能總署付諸實施；

三 . 促請秘書長與聯合國各機構、以及聯合國體 

系各機關,對於專設委員會報告書再行加以鎭密研討，

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一屆會，附件，議程項目八十，文 

件义义6343。

21同上，議程項目八十增編(义/7124 311̂ 1八 !̂̂ ；!)。

22同上，議程項目八十，文件义77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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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期充分並迅速實施各該機關實施方案內尙未包括之 

一切建議；

四.請經濟壁社會理事會在方案及協調事宜委員 

會協助下，並建議各專門機關及國際原子能總署，繼 

續於各該機關範圍內採取適當措施，以期充分並迅速 

實施各該機關實施方案內尙未包括之一切建議；

五.観請各會員國確保其出席聯合國體系各機關 

之代表彼此取得協調，以便充分實施專設專家委員會 

之各項建議；

六.除贊成行政及預算問题諮詢委員會在向大會 

二十三屆會所提第九次報告書第九段內所載建議

仍請該委員會繼續檢計專設委員會各項建議實施 

方面所獲之進展,並在其關於聯合國、各專門機關及國 

際原子能總署行政及預算協調事宜之常年報告書內就 

此事向大會提具報告；

七.請秘書長以聯合國行政首長及協調事宜行政 

委員會主席資格,繼續鼓勵並便利聯合國、各專門機關 

及國際原子能總暑實施專設委員會之各項建議，並向 

大會第二十五届會提出完備詳細之報告書，於其中個 

別章節內明晰簡潔陳述上述每一機關在實施專設委員 

會各項建議方面所獲進展之程度,倘仍有未實施部分， 

則陳述其未實施之理由。

一九六入年十二月二 -1— 曰’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議。

6

大會，

一 . 備悉行政及預算間題諮詢委員會對於聯合國 

糧食農業組織方案及預算方面行政及管理程序所作檢 

討之報吿書;23

二.請秘書長經由協調事宜行政委員會之諮商機 

構，將諮詢委員會關於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之特別報 

告書及今後之類似報告書送達各專門機關及國際原子 

能總署行政首長，其方式與大會轉送諮詢委員會關於 

一般協調事項及關於各該機關行政預算之報告書相 

同。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曰，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命讓。

23同上，文件1 /7 3 5 4。

二四七六〔二十三X 聯合國職員養料1金 

聯合委員會報告書

大會，

備悉聯合國職員養邮金聯合委員會一九六八年度 

報告書24璧附件，及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在其 

有關報告書25中所提出之意見。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曰，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議。

二四七七〔二十三X 聯合國國際學校

大會，

業已審議秘書長報告書26及所附聯合國國際學校 

董事會報告書，以及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關於 

各該報告書之報告書

察悉關於在東三十九街與四十街之間一馬路以西 

地址建築聯合國國際學校校舍在物質與經濟上是否可 

行之所有研究迄未産生具體結果，因此尙不能採取關 

於在該址建築校舍之決定，

塵於業已經由福特基金會及紐約市分別在東五十 

四街及東五十一街作出建築新校舍期間之臨時安排，

察悉該校學生人數迅速增加，永久解決該校校舍 

問題刻不容緩，

察悉發展基金增加緩慢，引以爲憾，

察悉董事會已作安挑，以便就在東三十九街建築 

一所可容一千五百名學生之學校所需費用，作技衛與 

財政方面之必要查核， 且已開始菌商東二十五街地址 

延長租約之問題，以便保證新校舍得於可獲有之經費 

與時間內落成，

察悉該校本學年將有六一,四0 0 美元之廣細，

一 . 請秘書長繼續協助聯合國國際學校董事會， 

並促董事會對該枚永久校舍問題從速求達解決，以便 

永久校舍之建築盡可能於一九六九年六月一日以前與 

工；

二.請秘書長與各代表團及董事會研討關於儘早 

實現發展基金目標之新提議；

24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届會，補編第八就

25同上，附件，議程項目八十二，文件义77220。

25同上，議程項目八十三，文件^/7358。
27同上，文件义^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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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決定對一九六九年度國際學校基金捐助六 

一，0 0 0 美元，藉以彌補本學年預料之處細；

四.請秘書長就本決議案之實施情形向大會第二 

十四届會具報。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議。

二四七八〔二十三X 會議時地分配辦法

大會，

覆按其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決議案一二0
二 (十二〉、一 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一八五一 

(十七X —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決議案一九八七（十 

八^、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決議案二 一一六(二 

十X —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決議案二二三九(二十 

一X—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二三六一 (二十

一 . 備悉會議委員會報告書;

二.核准會議委員會報告書附件参所載一九六九 

'年度聯合國會議日暦；

三.復核淮會議委員會報告書第二十四段所載關 

於經常會議時地分配辦法之建議，關於此事，並請聯 

合國各機關及各有關委員會檢討其會議方案，向其直 

屬上級機關具報，俾後者能將所作決定及時通知會議 

委員會，由其以適當結論，提出大會第二十四届會；

四. 決定除緊急會議外，凡一九六九年日曆所未 

列之會譲一律不得召開；

五 . 復決定依照大會決議案二二三九(二十一)之 

規定，凡常會期內所提召開新會議之提議，均須由會 

議委員會提具建議,再請大會最後通過，凡常會以後所 

提更改核定日曆之提議亦須由會議委責會核具建議；

六.重申聯合國各機關擬具今後年度會議日程時 
應一律計劃在各該機關原設會所開會之一般原則，於 

一九六九年適用，惟下列情形除外：

(^)聯合國發展方案理事會得依照其議事規則之 

規定，在聯合國日內冗辦事處舉行一次届會；

28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届會，議程項目七十五，文件 

7̂7361 30(1

國際法委員會届會應在日內冗舉行；

(^)聯合國國際賈易法委員會届會在不違反一九 

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大會決議案二二0 五(二'I^一〕第 

六段之規定下得輪流在紐約會所及日內冗舉行；

(^!)聯合國原子轄射影響問題科學委員會以及外 

空和平使用問題委員會所屬科學及技術小組委員會及 

法律小組委員會，如在工作上有迫切需要，得在日內 

冗舉行會議；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夏季常會得在日內冗舉 

行,但閉會日期至少須超前大會常會開幕日期六星期；

經濟璧社會理事會所屬設於會所之專門委員 

會之一〔由理事會決定\ 得於一月至29月期間在日內 

冗舉行會議；

(^)經濟璧社會理事會所屬其他設於會所之專門 

委員會或委員會，以不超過三單位爲限，其届會經理 

事會諮商秘書長後決定，得在九月至十二月期間於日 

內冗舉行，但不得董疊；

0 0 此外，麻醉品委員會之一届會，在特殊情形 

下，由經濟璧社會理事會諮商秘書長後決定，得在紐 

約會所舉行；遇有此種情形時，另一專門委員會或委 

員會得取代在日內冗舉行會議；

0 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 

及非洲經濟委員會之經常届會，以及各該委員會所屬 

輔助機構之會議，如經關係委員會決定，得在其會址 

以外地點舉行，但就各該委員會經常届會言，須經經 

濟璧社會理事會及大會核准；

七.核可上文第六段所未提及之各機構於一國政 

府邀請在其領土內舉行届會並就届會所需直接或間接 

實際額外費用之性質及可能範圍諮商秘書長後同意支 

付時，得在各該機構設定會址以外地點舉行屆會；

八.決定通常不得訂於任何一年內舉行一個以上

董要特別會議；

九.促請聯合國所有機關及輔助機構依照審查聯 

合國及各專門機關財政專設專家委員會之下列建議計 

劃其今後之會議：

"(^ )在長期基礎上就地區及會議日程之決定， 

農訂優先次序；

會議服務所需之人力及物力資源之可供運 

用情形應予確定並予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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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各組織及各會員國滿足舉行會議之必要條 

件之財政能力，應予確定並予計及；

"(^^)在同一機構之兩次會議之間或類似性質之 

兩次會議之間應有足够之間隔期間;

一贊同經濟璧社會理事會一九六八年八月二 

日決議案一三七九(四十五），特別是該決議案第二段， 

內中理事會請其所屬輔助機構尙未對其今後會議或其 

本身所屬輔助機構會議免除簡要紀錄者，於其次屆會 

議中審議免除問題，並就此事促請各該機構注意麻醉 

品委員會之決定：以較短之會議紀錄替代簡要紀錄， 

惟保留就需要特殊處理之任何討論要求編印簡要紀錄 

之權利；

一一^ 請會議委員會報吿書第三十五段所列者以 

外之一切機構，依照大會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決議 

案二二九二(二十二)之規定，考慮免除爲其會議編印 

簡要紀錄，並酌情向其直屬上級機構具報，俾後者能 

將所作決定及時通知會議委員會，由其以適當結論提 

出大會第二十四届會；

一二.請會議委員會特別計及上文第三段所計議 

之檢討結果，向大會第二十四屆會提具關於一九七0  

年、一九七一年及一九七二年會譲時地分配辦法之建 

議。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曰，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食議。

二0 七九〔二十三X 增列俄文爲大會應 

用語文〔修改大會議事規則第五十一 

條)與增列俄文及西班牙文爲安全理事 

會應用語文問題

大會，

覆按其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關於應用語文使 

用問題之決議案二三五九8 〔二十二內稱聯合國使 

用數種語文並不構成本組織之障礙，反而足使工作更 

趨美滿，且爲一種達到聯合國憲章所定目標之方法，

業已審查秘書長所提報吿書3。之有關部分，

一 . 決定增列俄文爲大會應用語文，用是修正大 

會議事規則第五十一條；

29同上，第二十一届會，附件，議程項目八十，文件义义

6343 ̂  第一0 四段0 0 。

80同上，議程項自八十一，文件么^7334。

二.認爲宜增列俄文及西班牙文爲安全理事會應 

用語文；

三 . 請秘書長將本決議案送達安全理事會主席。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曰，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議。

二四八二十三 X 秘書處之組成

大會，

覆按其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二三五九 

入〔二十二

重申秘書處職員之分配在各廣域之間及每一區域 

內各會員國間均有求其公句之必要，尤以高級職位爲 

然，

再度促請秘書長注意秘書處改組問題委員會報告 

書第七十三段，優先聘用名額不足國家之人選，

一 . 欣悉秘書長報告書32內根據加權地域分.配所 

製表十提供之資料；

二.請秘書長在未來報告書內繼續列入根據加權 

地域分配所製之表格；

三 . 再請秘書長繼續努力，以求改善秘書處所有 

各級載員地域分配；

四.並請秘書長就本決議案之實施情形向大會第 

二十四届會具報。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 曰，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讓。

6

大會，

覆按關於應用語文使用問題及設立語文獎勵金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決議案二二四一;8 (二十一） 

及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二三五九3 〔 二十 

二特別是決議案二三五九8 1：二十二^第三段(^)項 

關於必須確保秘書處內語文平衡之一節，

業已審議秘書長根據決議案二三五九5 1： 二十二〉 

所提報吿書33之有關部分，

同上，議 程 項 目 七 十 四 捕 編 附 件 。

82同上，議程項目八十一，文件么^7334，附件尝。

33同上，文件；̂^7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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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悉秘書長在其報告書內建議之措施，其目的在 

擴大秘書處已有之語文訓練方案，並在須受地域分配 

限制之專門人員之晉陛方面絵予獎勵，以保證該方案 

之效用， "

一 . 請秘書長爲確保語文平衡起見採取下到措

施：

( ^ )從一九七0 年一月一日起徵聘人員之最低要 

求如下：

〔0 運用秘書處應用語文之一之能力，或 

(^ !)運用聯合國一機開應用語文之一之能力，如 

受聘人員係在秘書處內爲該機關服務之一部 

門工作者,對此種人員當然不作永久任用，其 

定期任用期間亦不逾兩年，須至其能以秘書 

處應用語文工作時始得改變其任用方式；

從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起：

(^ )受地域分配限制專門人員之所有晉陸，包括 

自0 - 1至 0 - 2 各等在內，須具有對第二種語 

文經證明爲適足之知識；但秘書長如認爲不 

符合該項條件之上開職員之晉睦，就秘書處 

事務之順利進行而言，實屬必要，則亦得核 

准該項晉陛；秘書長應在其向大會所提關於 

人事問題之常年報告書中敍明在此方面所採 

取之行動；

對第二種語文經證明有適足知識之此種人員 

自 1^1至 0 - 2 每一等內之各級陸遷可較速。 

每一級之陸遷期限應爲十個月而非十二個 

月；現行辦法中毎一級陸遷期限多於十二個 

月者應按同一比例減少；

二.決定第二種語文知識之證明應以取得聯合國 

 ̂現在頒發亦卽由語文敎師組成之委員會頒發之語文證 

’書爲之；主要目標旣爲對文字與語言之瞭解，語文訓 

練課程自應準此修訂；

三.決定以頒發語文證書證明所具知識之第二種 

語文應爲大會議事規則第五十一條所舉正式語文之

 ̂；

四.請秘書長立卽採取所有必要措施使凡欲參加 

語文課程之上述載員均有參加之機會，並使現代敎學 

方法得以廣泛運用；

同上，第五十二段至第六十段及第八十段至第九十五

段。

五.請秘書長就本決議案所採行動於一九七三年 

向大會第二十八届會具報，以便大會計及本決議案及 

決議案二二四一 ；6 (二十一)及二三五九8 (二十二)採 

取其認爲適當之措施。關於決議案二三五九二十 

二)所規定設置之語文獎勵金辦法自應暫緩施行，以 

待大會第二十八届會之決定。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曰，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資讓。

二四八一〔二十三\修正聯合國 

職員服務條例

大會，

一 . 核可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提交大會第 

二十三届會第七次報告書35內各項建議；

二.決定自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起有權支領敎育 

補助金之聯合國職員其支領之最高額爲子女毎人每學 

年一，0 0 0 美元；

三.依此修訂聯合國職員服務條例第三條第二

項。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曰， 

第一七五二次全經會讓。

6

大會，

一 . 核可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提交大會第 

二十三屆會第十次報告書36內各項建議；

二.決定將聯合國職員服務條例附件査第一項及 

第三項修訂如下：

" 薪律及津貼一聯合國發展方案總辦、副秘書長 

及助理秘書長

"附丹臺第一巧

"聯合國發展方案總辦與主要專門機關行政 

首長享有同等地位，應支年薪四三，0 0 0 美元; 

副秘書長應支年薪三三,五0 0 美 元 助 理 秘  

書長應支年薪三0 , 0 0 0 美元,但須依職員服務

35同上，文件义^7295。

35同上,文件么义7328。

37參閱決議案二四八五〔二 十 二 (^)段(^。



96 大會-第二十三届會

條例第三條第三項規定之職員薪給税計劃及當地 

適用之服務地點調整數辦理。如符合其他規定,並 

應支領載員一般支領之津貼。 "

"附件查第三項 

"授權秘書長依據適當理由及7或報錯，對於 

主任級及會所以外機關單位之首長付給額外公 

費，以補償其爲本組織利益於執行秘書長指定之 

職責時合理支出之特別費用。此項公費之最高數 

額由大會於年度預算中決定之。 "

三.決定將照上文修訂之第三項列在附件査第五 

項後並將各項之號碼依此改編；

四. 備悉秘書長提送第五委員會報告書38內所載 

秘書長於截至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爲止之一年內 

對載員服務細則所作修正。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 "一~曰，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讓。

38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届會，附件，議程項目八十一， 

文件左

二四八二〔二十三X  —九六九會計年度預算

一五六义會許年度預算經費

大會，

決議爲一九六九會計年度：

一 . 核撥經費一五四,九一五，二五0 美元，充下列用途：

款 次  #

第一编 ‘ 大會、各理事會及各委員會在會；特别會滚

一. 各國代表、各委員會委員及其他輔助機關成員旅費及其他費用^  1,333,450
二. 特別會議^  1,594,400

弟一II合許’ 2,927,850

第二编 ‘ 人事費及有闕費用

三 . 薪偉與工資^  68,495,300
四. 一般人事費^  16,362,000
五 . 載員旅費^  2,182,600
六. 職員服務條例附件査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之公費；交際費^  140,000

第二编合针 87,179,900

第三编^ 房地、設備、用品及事務資

七. 房舍及房地改良^  5,352,100
八. 永久設備^  769,200
九. 房地維持費、菅理費及租金^  4,765,000
十 . 總務費^  6,073,800

十一. 印刷費^  1,692.000

弟三II合计 18,652,100

第四編^ 特别費

十二. 特別費^  9,215,500

第四编合許 9 , 2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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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次  在

第五編^技術方案

十三. 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及公共行政^  5,113,600

十四. 工業發展^  1,500,000
十五. 人權諮詢事務^  220,000
十六^ 麻醉品管制^  75,000

第五编合计 6,908,600

第六編^特派因

十七. 特派團^  6,786,700

第六编合許 6,786,700

第七编^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级專员辦事處 

十八 . 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辦事處^ ^  3.829,200

第七II合許 3,829,200

第八編^國際法院

十九. 國際法院^ ^  1,396,000

第入编合针 1,396,000

第九編^聯合国贸易及發底會識 

二十. 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  8,326,200

第^^揭合許 8,326,200

第十编^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 

二"1̂ 一^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  9,693,200

第十编合计 9,693,200

然 計  154,915,250

二. 授權秘書長於事先徵得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之同意後，將預算各敦經費流用；

三 . 第五編所列技術協助方案經費應依聯合國財務條例處理，但關於債務之定義及債務之有效期跟則應適 

用聯合國發展方案技術協助部分之旣定程序及慣例；

四. 第一、三、五、十一各敦所列有關國磨麻醉品菅制局之經費，共計二五二,三0 0 美元，應統一處理；

五 . 第一、三、四、五、六、十各敦所列有關聯合國職員養邮金聯合委員會及聯合國載員養邮金委員會之經費， 

共計六三二,七0 0 美元，應依聯合國合辦職員養邮基金條例第二十七條處理；

六 . 除上文第一段核撥之經費外，莎另由圖書館捐贈基金累積收入項下核撥一九，0 0 0 美元，充萬國宮圖 

書館購置書籍、期刊、地圖及圖書館設備費用以及其他與該基金宗旨及規定相符合之費用。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曰， 

第一七五二次全想會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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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六义會許牟度收入概算

大會，

鼓決議爲一九六九會計年度：

一. 核定會員國灘敦以外之收入槪算總額二七，二二0 ，二四0 美元如下:

收入款次  多

第一猛 ^ 職 ！薪给就收入

一 . 職員薪絵税收入^  17, 985,000

第一编合计 17, 985,000

第二編^其他收入

二.預算以外帳戶撥敦^  2 , 704,790

三.一般牧入^  3 ,298,250

四.生利# ^  3 ,232,200

第二编合计 9 , 235,240

總 针  27 , 220,240

二. 職員薪給税收入應依大會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決議案九七三(十)之規定撥入衡平徵稅基金；

三 . 聯合國郵政管理處、參觀事務、飮食供應與有關事務以及銷售出版物的直接費用，統於此等業務牧入項 

下支付。

^ '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曰，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讓。

0

一义六;^食許年度經養之筹措

大會，

鼓決議爲一九六九會計年度：

一 . 預算經費總計一五四，九一五，二五0 美元，另加一九六八年度追加經費總計一，三五六，八0 0 美元， 39 

應依照聯合國財務條例第五條第一項及第五條第二項壽措如下：

0 0 上文決議案2 所核定之職員薪絵貌以外收入九,二三五，二四0 美元；

0 0  —九六七會計年度盈餘帳戶內結存敦項三，二八0 ，二五六美元；

(^) 一九六七及一九六八會計年度新會員國纖付之會費七六，五八七美元；

(( )̂ 一九六八年度職員薪給税以外之訂正牧入二一二，七0 0 美元;

( ^ )依大會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關於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及一九七0 各會計年度會費分灘比額表之決議 

案二二九一 (二十二）向會員國徵牧之灘額一四三，四六七’ 二六七美元；

⑩參閱決議案二 0 六八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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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各會員國在衡平徵税基金項下灘得之款項共計一八,二九九，0 —二美元，應依大會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十冗日決議案九七三(十)之規定，准予抵充各會員國灘額，計開：

0 0  —九六九年度載員薪給税收入槪數一七,九八五，0 0 0 美元；

一九六七年度職員薪給稅實際牧入超過核定槪數之溢額一八一，七一二美元；

(^) 一九六八年度職員薪給税訂正牧入之增加額一三二,三0 0 美元。 39

二四八三〔二十三X  —九六九會年度 

臨時及非常費用

大會，

一 . 授權秘書長於徵得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 

會同意後,遵照聯合國財務條例及下文第三段之規定， 

承擔一九六九會計年度臨時及非常費用之開支，但遇 

下到情形，無須徵得諮詢委員會同意：

(^)所承擔之費用經秘書長證明與和平及安全之 

維持有關，其總額不超過二百萬美元者；

所承擔之費用經國際法院院長證明係由於下

列情事：

( ^ )專案法官之任命〔法院規約第三十一條\其 

費用總額不超過四八，0 0 0 美元者；

(^ !)襄審官之任命(規約第三十條）或證人之傳 

喚及鑑定人之任命〔規約第五十條其費用 

總額不超過二五，0 0 0 美元者；

法院在海牙以外地點開庭〔規約第二十二 

條其費用總額不超過七五，0 0 0 美元 

者；

二.決議秘書長應向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 

及大會第二十四屆會報吿依據本決議案規定所承擔之 

一切開支及其情由，並就此等開支向大食提出追加槪 

算；

三 . 決定若在大會第二十四届會之前，由於安全 

理事會之決定而須承擔有關維持和平及安全之費用， 

其估計總額超過一千萬美元時，應由秘書長召開大會 

特別届會審議此事。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 - 一曰 ’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讓。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 ~ 一曰 ’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議。

二四八四〔二十三X  —九六九會計年度

周轉基金

大會，

笠決議：

一 . 截至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爲止之年度

周轉基金數額定爲四千萬美元；

二.各會員國應按大會爲會員國灘付一九六九會 

計年度預算所通過之比額表，向周轉基金預緣敦項；

三 . 以下列款項抵充上述分灘預纖數額：

( ^ )因一九五九年及一九六0 年自遺餘帳戶轉入 

周轉基金而記入會員國名下之帳款共計一，0 七九,一 

五八美元；

各會員國依大會一九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決 

議案二三六五(二十二）向一九六會計年度周轉基金 

預綴之現款；

四. 授權秘書長自周轉基金項下塾借：

(& )在未收到會費前充預算經費之必要款項；一 

俟所牧會費可歸還此項塾款時，應卽歸塾；

依據大會通過之決議案，特別是一九六八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關於臨時及非常費用之決譲案二四八 

三(二十三)規定，正式核淮承擔種種費用所必需之款 

項；秘書長應於槪算內列入敦項以償還周轉基金；

( ^ )繼續設置循環基金之款項，以應自給性雜項 

購置與工作之需，其數額連同前此整充此種用途而尙 

禾淸償之淨數合計不得超過一五0 ，0 0 0 美元,塾敦 

總額超過一五0 ，0 0 0 美元時，須事先徵得行政及預 

算問題諮詢委員會之同意；

(^)事先徵得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之同 

意，遇保險期限超出缴付保險費之會計年度終止日期 

時，預付保險費之款項；秘書長應在此類保險單期限 

內各年度槪算中列入各該年度應行灘付之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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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平徵税基金在存敦尙未足額前應付當前承 

擔所需之款項，此種塾款一俟該基金存有款項應卽歸 

違；

五.上文第一段所定數額不足以應付周轉基金正 

常用途時，授權秘書長在一九六九年度內，依大會一 

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決議案一三四一(十三^核定之 

條件，動用其所經管之特別基金及帳戶內之現敦或大 

會授權借得之款項。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一曰 ’ 
第一七五二次全殖會議。

二四八五〔二十三X 專門人員以上 

職類薪絵表

大會，

業已審議秘書長報告書以及國際公務員制度諮 

詢委員會"與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42有關報吿 

書，

決議：

( ^ ) 自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起，職員服務條例附 

件查修正如下：

(^ )第一項內將"三三，五0 0 美元"改爲"三

六,八五0 美元"，並將"三0 , 0 0 0 美元" 
改爲"三二，九五0 美元"；

(^!)第四項內，改用下列薪捧表：

( 以美元計）

特等專員及主任職類

主任^  326,410，加薪兩次，每次？700，又一

次訂10，至 #28,520止

特 等 專 員 ？21，960，加薪每次3710至⑥3，380， 

然後每次^720至 ^ 6 ,2 6 0止

專 ?1職類

高等專員’ ’ ’ ’ 319,120，加薪每次拓40至 321,280，

然後每次拓50至②4,030止 

一等專員’ ’ ‘ ’ 315,260，加薪每次 5470 至？17,610， 

然後毎次3480至 ^ 0 ,4 9 0止

" 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届會，附件，議程項目七十四， 

文件人77236。

^ 同上，附件登。

42同上，文件 ;^77280。

二等專員’ . ’ ‘ 312,380，加薪每次？400至 517,180 

止

協理專員‘ ‘ ‘ ‘ ？9^940^加薪每次？340至 512,660， 
然後每次^350至 313,360止 

助理專員‘ ‘ 37,600，加薪毎次紹10至？10,390止

適用職員服務條例附件査第九項：

(^)服務地點調整數按生活費在新基準上下每變 

動百分之五之加減數額在所有主要會所地廣 

及通常在所有其他辦事處，均爲秘書長報告 

書附件参所特定之數額；

(^!)以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爲準之日內冗服務 

地點調整數指數視爲一 0 0 以替代一 0 五， 

以彌補將服務地點調整數之一級併入基薪 

之數，因此，所有其他服務地點之服務地點 

調整數指數自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起，均以 

100/105伸算調整。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 曰，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讓。

二四八六〔二十三\確定國際公務員 

薪給之方法

大會，

業已審議秘書長報吿書43以及國際公務員制度諮 
詢委員會"與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之有關報 

告書，

備悉國際公務員制度諮詢委員會報吿書第二章

八、：6 兩節僅載有該委員會關於確定國際公務員薪給 

方法之建議之槪要，

復悉行政及預算間題諮詢委員會在其報告書第六 

段所載之意見，

塵於國際公務員制度諮詢委員會在其報告書中預 

期之變革可能發生之各種影響，

確認各會員國應有機會詳細審査此種影響，尤其 

是有關薪捧制度中與會員國特別有關之各項特點者， 

確認載員薪絵可能根據之原則，有加以闇明之必

要，

43同上，文件^/7236。
" 同上，附件登。
同上，文件&77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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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知必須保持"共同制度"，

一 . 請在國際公務員制度諮詢委員會第十七屆會 

報吿書內，分章敍述下列兩事之進展情形：

(^)國際公務員制度諮詢委員會在其第十三届會 

報告書"第一一四段建議參照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 

員會報告書第四十五段所載意見47舉行之檢討；

國際薪給指數之編製及"世界市場率額"之研

究；

二.請秘書長將國際公務員制度諮詢委負會第十 

七届會報告書編爲大會第二十四届會文件分發。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千一曰， 

第一七五二次全經會議。

二四八七〔二十三X 聯合國會所擬議的 

新建築及現有房地重大改造

大會，

業已審查關於紐約聯合國會所新建築及現有房地 

董大改造提議之秘書長報吿書48及行政及預算問題諮 

詢委員會有關報吿書

一 . 舞地區設計發展基金會就取得與開發會所地 

址以南及一馬路以東之一匿以供聯合國可能使用一事 

所作可實行性研究頗費金錢、時間與精力，並對所提建 

築計劃技術報吿編製優異，表示感佩；

二.授權秘書長於一九六九年以聯合國估計費用 

二五0 , 0 0 0 美元進行編製可據以擬定可靠費用槪 

算之詳細圖樣與規格說明，並將所得結果向大會第二 

十四届會具報；

三 . 請秘書長在擬具進一步提案時，計及一九七 

六年以後之預測會所面糖需要，並着眼聯合國今後二 

千年全盤發展趨勢及在此期間職員佈置與紐約、日內 

冗或他地聯合國辦事處現有或可能擁有房舍之關係， 

向大會第二十四届會提出關於會所房舍問題之報告 

書。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曰， 

第一七五二次全號會識。

" 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屆會，附件，議程項目七十七，文 
件 ^5918/^^1^1.1。

" 同上，文件&76056。

48同上，第二十三居會，附件，議程項目七十四，文件义7
0 .5 /1183。

同上，文件在^7366。

二四八八〔二十三X 寓國宫會議 

設備擴充計劃

大會，

業已審議秘書長"及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 

會擬將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大會決議案二二四 

六〔二十一)核定日內冗萬國宮會議設備擴展方案加以 

修改之兩報告書，

一 . 核准秘書長及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兩 

報告書所載之萬國宮擴展方案訂正案，以及關於全鄧 

修正方案建築費用不得超過二千二百萬美元綴費壽措 

辦法之建議；

二. 授權秘書長着手實施訂正方案；

三 . 決定大會決議案二二四六(二十一)第四段所 

載毎年預算分期付款數額應修正如下：

每年分期斤款数额

(其无^

1967 至 1970 各年 ^  1,000,000

1971 至 1974 各年 ^  1,500,000
1975 至 1981 各年 ^  1,860,000

1982 年 ^  1,830,000

以代下列辦法：

1967 至 1974 各年 ^  1,000,000

1975 至 1979 各年 ^  1,500,000
1980 年 ^  495,000

四.請秘書長將擴展方案進展情形隨時通知行政 

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並就此事每年向大着提具報 

吿，直至新建築工程完成爲止。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曰，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讓。

二四八九〔二十三X 聯合國因各機關或 

各輔肋機關指派個人或專家小組執行 

特別專派任務所承擔之費用

大會，

覆按其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決議案一七九八 

(十七^關於聯合國支付聯合國各機關及各輔助機關成

同上，文件八70：̂571179。

同上，文件义^7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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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大會例外授權發給酬金

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主席 
國際法委員會主席^  
國腰法委員會專題報吿員^  
國際法委員會其他委員^  
國際麻薛品管制委員會主席  ̂  ̂~ 
國際麻醉品管制委員會副主席’ ’ 
國際麻醉品管制委員會其他委員 
聯合國行政法庭庭長^  
聯合國行政法庭其他法官^

&紙在主席不在其政府任載期間支付酬金。

&支領二,五0 0 美元，非所有委員支領之一，0 0 0 美元 
最低額，但以在委員會屆會期間編製特別報告書或研究報告爲 
條件。

。行政法庭法官每次參加開庭五0 0 美元，但任何一年內 
不得超過最大限額一，0 0 0 美元(參閱決議案二四九二十 
三 ̂ ))。

二四九二十三 X 聯合國行政法庭 

庭長及其他法官所支領酬金數額

大會，

覆按其於一九六0 年十二月二十日第九六0 次全 

體會議54時核可第五委員會就作爲例外情形#付聯合 

國行政法庭庭長及法官酬金新提出之建議，

決定自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起應支付下列增加數

額：

0 0 聯合國行政法庭庭長每年支領二,五0 0 美

元；

法庭其他法官在其所參加之每次開庭時期支 

領五0 0 美元，但任何一年內支領之數額不得超過最 

大限額一，0 0 0 美元。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 '"1— 曰，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讓。

54大脅正式紀錄，第十五届會，全體會議，第九六0 次會 
議，第一八二段。

55同上，第十五届會，附件，議程項目五十，文件义义4609， 
第十段。

四. 決定上文第二段及第三段內之決定，對於業 

已授權作爲例外情形發給並在本決議案附件內列舉之 

任何酬金之絵付，不得視爲適用。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 "一曰， 

第一七五二次全想會讓。

員旅費及生活費之決定以及其於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 

八日第一 0 八二次全體會議52核可第五委員會關於支 

付此種成員酬金之規則建議

塵於須有補充規則，以便據以對各機關或各輔助 

機關所指派以個人資格代關係機關責責進行特別研究 

或其他專派任務之個人支付此種費用，

一 . 董申大會決譲案一七九八(十七所規定支付 

各機關及各輔助機關成員旅費及生活費之基本原則；

二 . 董申第一0 八二次全體會議時關於支付此種 

人員酬金所通過之基本原則，依據此等原則，對各機 

關或輔助機關成員，除標準數額生活津貼外通常不發 

給服務費或其他報酬；

三.決定下列補充規則應自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 

起生效：

0 0 下列兩種人應該分淸：

(^)經各機關或輔助機關指派以個人資格代關係 

機關負責進行特別研究或其他專派任務之個 

人；

0 0 經秘書長指派助其進行特別研究或其他專派 

任務之專家或諮議；

對於上述(^)類之個人，應遵循大會在其決議 

案一七九八(十七：！內就支付聯合國各機關及各輔助機 

關成員旅費及生活費所定規則，以及大會第十六届 

會就支时酬金所作決定卽除旅費及標準數額生活津貼 

外，通常不發給服務費或任何其他報酬；

(^)如作爲旣定規則之例外擬支付服務費或報酬 

時，此種決定應一律由大會在第五委員會對特殊案件 

之任何特別考慮先加審查後爲之；所依準據爲承擔某 

一特殊任務最爲合格之人員，若不給以某種現金酬報 

以補償其專業收入之損失，能否勸使其接受任命；因 

此，每一事例中的一項因素爲關係人員是否仍在一國 

政府或其他機關任職而不停領通常報酬;遇此種情事， 

至少就聯合國會員國而言，無論如何應可假定各該國 

通常願將其所雇用之人員免費供本組織使用；

52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届會，全體會議，第一0 八 

二次會議，第七段。

53同上，第十六届會，附件，議程項目五十四，文件
5005 ^ 第十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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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九一〔二十三X 聯合國機關及 

輔助機關成員生活津貼數額

大會，

備悉自上次以一九六0 年十二月二十日大會決議 

案一五八八(十五〉修訂生活津貼數額以來，生活費用 

已見上漲，

業經審議秘書長報告書56並連同審議行政及預算 

問題諮詢委員會報告書,"

一 . 決定自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活津貼日 

支額應按下列規定付給聯合國各機關及輔助機關合格 

成員：

(^)於其通常居住地點或任載地點外之地點出席 

會議時，照秘書處職員標準旅行生活津貼數額，加百

同上，第二十三届會，附件, 議程項目七十四，文件义7 
0 .5/11780

57同上，文件义^7304。

分之四十，按最近之美元整截計算，通常以當地貨幣 

付給,但秘書長於認爲適當時得規定最高額及最低額， 

並得於地主國政府供絵隱宿時減少津貼數額；

於居住地點或任職地點出席會議時，等於十 

美元之當地貨幣；

( ^ )搭乘船舶、飛機或火車循直達路線旅行時,津 

貼數額爲八美元；

二.決定以本決議案代替大會決議案一五八八 

(十五〉及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大會決議案一七九 

八(十七^附件第七段；

三.復決定國際法院法官依該法院旅費及生活津 

貼辦法應領之生活津貼數額應與上文第一段(^)所規 

定之數額相同。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 日’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讓。

本

其他決定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報吿書( 第十四章、第十五章及 
第十六章^ 及 ^ 節）

(議程项目十二）

大會於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議上備悉經濟壁社 

會理事會報吿書58第十四、第十五及第十六章(么及2 節X

68同上，第二十三届會，捕編第三號(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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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第六委員會報告書通過之決議案

決識案编號 

二四0 0 〔 二十三

二四一九〔二十三

二四二 二十三

二四二一〔二十三

二四六三〔二十三

二四六四〔二十三

其他決定

特種使節公約草案-

目 攻

標 題

國蔭法委員會報告書(义 ……

特種使節公約草案(么

侵略定義間題特設委員會報告書(八

聯合國國際賈易法委員會報吿書(八

審議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之 

國際法原則(么 ^  ^

聯合國國際法請授、研習、傳播及廣泛瞭解之協助方 

案（么 ^

委派聯合國國際法講授、研習、傳播及廣泛瞭解協助方案諮詢委員會委員國

項 目

八四

八五

八六

八八

八七

八九

八五

7\九

通遇日期 育次

一九六八年十二 105 

月十一日 

一九六/1年十二 106

月十八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106

月十八日 

一九六/1年十二 106

月十八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107 

月二十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108 

月二十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109 

月十八曰 

一九六八年十二 109 

月二十日

二四0 0 〔二十三X 國際法委員會 

報告書

大會，

業已審查國際法委員會第二十屆會工作報吿書，1

覆按其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決議案一六八 

六(十六X  —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決譲案一七六五

1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三届會，捕編第九號（么^72097 
116^ . 1 )0

(十七X —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決議案一九0 二 (十 

八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決議案二0 因五(二十X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決議案二一六七(二十一)及一 

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決議案二二七二〔二十二：|，其中 

建議國際法委員會繼續進行其關於國家與政府之繼承 

及國家與政府間組織之關係之法律編纂與逐漸發展工 

作，加速國家責任之研究，研究最惠國條敦並檢討其 

工作方案與方法，

强調國際法需要績加編纂與逐漸發展，使其成爲 

實施聯合國憲章第一條及第二條所載各項宗旨與原則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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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更有效工具，並使國際法在國與國間關係上所生作 

用益趨董要，

狀悉聯合國日內冗辦事處於一九六八年七月在國 

際法委員會第二十届？̂開會期間，舉辦第四届國際法 

研究班，又爲發展中國家參加人增多研究班獎學金名 

額，

一 . 備悉國際法委員會第二十届會工作報告書；

二.對國際法委員會過去二十年来在國際法之運 

漸發展與編纂方面所完成之可貴工作，深表感佩；

三.察悉並贊同國際法委員會所擬工作方案及安 

排,包括依照其規程第十八條撰擬委員會報告書第九 

十九段所提及之國際法整個部門槪覽新編；但對於委 

員會擬保留於一九七0 年舉行冬季届會之可能一節， 

則決定展至第二十四届會再作最後決定；

四. 兹建議國際法委員會：

0 0 繼續進行其關於國家與政府之繼承及國家與 

國際組織之關係等工作,顧及大會決議案一七六五(十 

七）及一九0  二 (十八^提及之意見及考慮；

繼續進行最惠國條款之研究；

( ^ )從其下屆會議起，盡力開始進行關於國家責 

任間題之實體工作，顧及大會決議案一七六五(十七  ̂

及一九0  二 (十八^提及之意見及考慮；

五.表示希望於國際法委員會今後届會期間再開 

辦其他研究班，並繼續確保發展中國家有人數更多之 

國民參加；

六.備悉秘書長已在研究國際法委員會報吿書第 

九 十 八 段 及 (^)分段內所提出之問題；

七.請秘書長將大會第二十三屆會討論國際法委 

員會報告書之會議紀錄送交該委員會。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曰， 

第一七三八次全體會讓。

二四一九〔二十三X 特種使節公約草案

大會，

業已審議題爲"特種使節公約草案"之項目’

璧於在大會第二十三屆會可利用時間內未能完成 

特種使節公約全文，

一 . 決定將題爲"特種使節公約草案"之項目列入 

第二十四届會臨時議程，以期大會於該届會通過該公 

約；

二十因屆會討論該專題時以專家身分列席。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八日， 

第一七四六次全體會議。

二四二二十三X 侵略定義問題 

特設委員會報吿書

大會，

業已審議侵略定義問題特設委員會報告書 

備悉特設委員會報吿書所反映該委員會審議侵略 

定義問題及定義草案所獲進展，

靈於特設委員會未能於一九六八年秒以前完成侵 

略定義間題及定義草案之審議，

靈於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大會決議案二三三 

二十二〉承認浸略定義亜須迅速訂立之普遍信念，

一 . 決定侵略定義問題特設委員會應依照大會決 

議案二三三二十二  ̂ 於一九六九年儘早恢復進行其 

工作；

二.請秘書長供給特設委員會所需之便利與服

務；

三 . 決定將題爲"侵略定義問題特設委員會報告 

書"之項目列入大會第二十四屆會臨時議程。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曰， 

第一七四六次全體會讓。

二四二一〔二十三X 聯合國國際賈易法 

委員會報吿書

大會，

業已審議聯合國國際賈易法委員會（賈易法委員 

會)第一届會工作報告書

覆按其設立聯合國賈易法委員會及規定該委員會 

宗旨與職權範圍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決議案二

二 0 五  ̂二十一 X

3 同上，第二十三届會，議程項目八十六，文件左/ 7185/  

3同上，髮二十三届台，補編第十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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閲悉賈易發展理事會第七届會報告書4中涉及聯 

合國賈易法委員會第一屆會工作報告書之一章，並悉 

理事會對於該委員會報告書，表示惑謝，且對該委員 

會之工作方案， 表示讚許，

贊同賈易發展理事會所作聲述其中强調在聯 

合國賈易法委員會工作方案中，發展中國家之需要應 

受充分注意,並力言在政府間與秘書處兩階層上，聯合 

國賀易及發展會議與聯合國國際賈易法委員會合作， 

至爲董要，

念及賈易發展理事會許多理事國在該理事會第七 

届會表示之意顏，卽聯合國國際賈易法委員會應將國 

際船運立法一項增列爲優先處理專題，6 並念及其他 

致力該部門之各機關之工作，

欣悉聯合國國際賈易法委員會擬與關切國際賈易 

法逐漸協調與統一之各機關及組織合作，以推行其本 

身工作，且此種合作，業經發動，

深信國際賈易法之逐漸協調與統一，足以两少或 

消除國際賈易流動之法律障礙，對於國家間之經濟合 

作，從而對於此等國家之福利，必有重大裤益，

業已審議秘書長關於設置組織登記册及國際賈易 

法部門各項文書全文登記册二者所涉經費及行政問題 

之報吿書

一 . 備悉聯合國國際賈易法委員會第一届會工作 

報告書， 至爲惑謝；

二.備悉聯合國國際賈易法委員會訂立之工作方 

案並表贊同；

三.授權秘書長依照聯合國國際賈易法委員會之 

各項指示，設置組織登記册；

四.原則上贊成設置一部載錄聯合國國際賈易法 

委員會報告書第五章所提及之國際文書及其他文件之 

登記册，並請該委員會於其第二届會，參照秘書長報 

告書，以及大會第二十三届會就該兩登記册問題所作 

之討論，再考慮此一登記册之確切性質及範圓；

五.授權秘書長依照聯合國國際資易法委員會第 

二届會再行給予之指示設置上文第四段所稱之登記 

册；

4同上，捕 編 第 十 四 號 第 二 編 ， 第七章。

5同上，第一六五段。

6同上，第七十四段。

7同上，第二十三屆會，附件，議程項目八十八，文件八7 
0 .6 /1 ..648；

六. 建議聯合國國際賀易法委員會：

( ^ )繼續研討其決定優先處理之各項專題，卽國 

際貨物銷售、國際支付及國際商事公斷；

考慮將國際船運立法列入工作方案中爲優先 

處理問題；

( ^ )參照秘書長之各項有關報告書，考慮在國際 

賈易法部門中從事訓練與協助工作之機會；

(^!)對工作方案，經常施以檢討，並於國際賈易 

之廣大發展中，顧念所有各國人民之利益，力其發展 

中國家人民之利霊；

(^)在其第二届會對現正從事國磨賀易法之逐漸 

協調與統一之各組織，考慮可用何種方法，促進其工 

作之協調，並鼓勵其互相合作；

0 0 於適當時，考慮有無可能，發行一部年鑑，使 

賈易法委員會之工作便於查考；

七.請秘書長將大會第二十三屆會就聯合國國際 

貧易法委員會報告書所作討論之紀錄遞送該委員會。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曰， 

第一七四六次全體會議。

二四六三二十三X 審議關於各國依聯 

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之國際 

法原則

大會，

覆按其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決譲案一八一五 

(十七^、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決議案一九六六(十 

八X —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決議案二一 0 三(二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決議案二一八一 (二十一） 

及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決議案二三二七（二十 

二）’各該決議案均確認遂漸發展與編纂各國聞友好關 

係與合作之國際法原則至屬董要，

又覆按聯合國之基本宗旨中有維持國際和平及安 

全，及發展各國間友好關係與合作各項，

認爲依照聯合國憲章忠實遵守關於各國間友好關 

係與合作之國際法原則對國際和平安全之維持及國際 

情勢之改善至關重要，

復認爲遂漸發展與編纂關於各國間友好關係與合 

作之國際法原則以確保其更有效之實施，將促進聯合 

國宗旨之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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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及大會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決議案二一 

三一 (二十

深信繼續努力以求於詹訂大會決議案一八一五 

(十七所載國際法七項原則之過程中達成一般協議一 

事甚爲董要，但不應妨礙大會議事規則之適用，俾可 

通過一項宣言，構成遂漸發展與編纂各該原則之里程 

碑，

業已審譲一九六八年九月九日至三十日在紐約開 

會之關於各國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特設 

委員會報吿書

一 . 備悉關於各國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之國際法 

原則特設委員會報告書；

佩；

三 . 決定請依大會決議案二一0 三(二十^董設之 

特設委員會於一九六九年在紐約、日內冗或秘書長接 

獲遂請之任何其他適當地點開會，以繼續並完成其工 

作；

四.請特設委員會參照上届及本届大會第六委員 

會及特設委員會一九六四年、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 

及一九六八年各届會之辯論情形，努力參照大會決議 

案二三二七(二十二)之規定以解決所有有關霞訂七項 

原則之問題，以便盡量完成其工作，並向大會第二十 

四届會提出一詳盡報告書；

五.促請特設委員會各委員竭盡全力以確保特設 

委員會屆會之成动，特別經由在届會前期間進行其認 

爲必要之諮商與其他各種準備措施；

六.請秘書長與特設委員會於其執行任務時合 

作，並提供其工作所需之一切服務、文件及其他便利；

七. 決定將題爲"審議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 

立友好關係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項目列入第二十 

四屆會臨時議程。

一 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曰， 

第一七五一次全想會議。

二四六四〔二十三X 聯合國國際法請授、 

研習、傳播及廣泛瞭解之協助方案

大會，

覆按關於聯合國國際法講授、研習、傳播及廣泛瞭 

解協助方案之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決議案二0 九

8 同上，第二十三嵐會，議程項目八十七，文件义77326。

九(二十X —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決議案二二 0 四 

(二十一)及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議案二三一三 

二十二

欣悉秘書長關於該方案實施情形之報告書以 

及該報吿書所載聯合國國際法講授、研習、傳播及廣泛 

瞭解協助方案諮詢委員會向秘書長提出之建議

認爲在執行該方案時，允宜盡量利用各有關國際 

組織、各會員國及其他方面新供應之資源與便利，

認爲在區域研究班及訓練課程之組織與進行上， 

應妥加注意，以求反映聯合國編寡並遂漸發展國際法 

之努力，並於適當時,反映世界主要法系之法律觀念，

一 . 對於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及聯合國訓練， 

研究所增多參加聯合國國黯法講授、研習、傳播及廣泛 

瞭解之協助方案，尤其在園域研究班及訓練課程之組 

織、國際法研究報告之編製與研究金方案之推行各方 

面，特表惑謝；

二 . 查悉秘書長有意繼續努力，鼓勵並協調各國 

及各有關國際組織之活動，以促進該方案之各種目標， 

頗以爲慰；

三.希望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及聯合國訓練 

研究所能於一九六九年內在亞洲合辦一種匿域訓練課 

程；

四.授權秘書長在一九六九年內進行其報告書載 

明之工作，尤其下列事項：

( ^ )應發展中國家政府之請提供研究金十五名； 

如經發展中國家請求，在現有技術協助方案 

範圍內或自爲此目的所獲志願捐款提供專家諮詢服 

務；

(^)向發展中國家最多十五個機構供應聯合國法 

律列物一套，並向已於一九六七年及一九六八年依現 

行方案獲得一套聯合國法律列物之機構供應聯合國新 

近法律升物；

五 . 向各會員國、注意此事之各團體與私人董申 

前請，提供志願捐敦，資助該方案，並向已爲此目的 

提供志願捐款之會員國表示謝意；

六.在原則上核淮秘書長關於一九六九年以後該 

方案執行辦法之建議，惟須由聯合國國際法講授、研

9同上，第二十三届會， 附件，議程項目八十九，文件八7 
7305。

同上，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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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傳播及廣泛瞭解協助方案諮詢委員會在大會第二 

十四屆會以前再加審譲；

八. 決定將題爲"聯合國國際法講授、研習、傳播 

及廣泛瞭解之協助方案"之項目列入其第二十四届會

七.請秘書長就一九六九年內該方案實施情形向

一 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大會第一七四六次全體會議依據第六委員會建 

譲，11作成下列決定：

" 一 . 主要委員會於大會第二十四屆會審議標題爲‘特種使節公約草案’ 

之項目，無礙其考慮起草委員會於調整及檢討草案全文時所建議任何更改 

之權不受妨礙，凡條款已由第六委員會通過或否決者，非經主要委員會以 

出席及參加表決委員三分二多數決定，不得復議。依照大會議事規則第一 

百二十四條之規定，僅准許二人就反對復議之動議發言。

"二 ̂ 大會於第二十四届會將依照其議事想則第八十五條，以出席及參 

加表決會員國三分二之多數，對此項條款草案作成決議。 "

委派聯合國國際法講授、研習、傳播及廣泛廢解協助方案 

諮詢委員會委員國

(項目八十九^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大會第一七五一次全體會譲依據第六委員會建 

議委派聯合國國際法講授、研習、傳播及廣泛瞭解協助方案諮詢委員會委員 

國，任期自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諮詢委員會由下列會員國組成：化利時、厄瓜多、法蘭西、遊納、甸牙利、伊拉 

克、蘇雄埃杜會生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到顧及4 愛爾蘭聯合王國、坦尙尼亞聯合 

共和國及美利堅合衆國。

大會第二十四届會具報，並於與該諮詢委員會商權以 

後，就一九七0 年該方案之執行辦法提具建議；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曰， 

第一七五一次全體:會議。

其他決定

特種使節公約草案

(项目八十五^

同上，議程項目八十五，文件^\77375，第二四八段。 

I2同上，議程項目八十九，文件么77436，第十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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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組成索引

本表就安全理事會、經濟璧能會理事會、託菅理事會、國際法院以及由大會 

設置之若干機關之組成，編列索引以供參考。各該機關之組成，請閲本表届會 

欄下以數字表示之届會之決議案卷本，右手阿拉伯數字則爲其頁次。

機 闕  在 會 育 次

審查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財政專設專家委員會^  二十 84

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振處諮詢委員會（委員

由大會委派） ^ ^  四 21

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  二十三 89
聯合國國際法講授、研習、傳播及廣泛瞭解協助方案諮詢 

委員會& ^  二十三 109

審計委員會^  二十三 89

方案及協調事宜委員會(擴大委員會〉 ^  二十一 43
聯合國南非信託基金董事會^  二十 20

申 請 覆 核 行 政 法 庭 判 決 事 宜 委 員 會 ' ' ^十  33
檢 討 憲 章 會 議 壽 備 委 員 會 ^ 十  55

會議委員會^  二十一 101

會費委員會^  二十三 85

外空和平使用問題委員會^  ̂  (卞I ’ 卷-  58

各國管轄範圓以外海洋底牀和平使用委員會^  二十三 20

十八國裁軍委員會會議^ 十六，卷一 8
裁 軍 委 員 會 ^ 十 四  5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二十三 XIV

工業發展理事會^  二十三 XV

國際法院. ^  二十一 XII

國際法委員會^  二十一

投資委員會^ ^  二十二 67

和 平 觀 察 委 員 會 ^ ’…… 二十二 9
第二個聯合國發展十年壽備委員會^  二十三 36

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十週年紀念壽備委員會二十三 7
聯合國二十五週年紀念壽備委員會^  二十三 10
安全理事會^  二十三 XIV

維 持 和 平 行 動 特 設 委 員 會 ^ 十 九  9

^該委員會原係依照大會決議案二 0 九九（二十〉之規定成立，定名爲：促進國際法講授、 

研習、傳播及廣泛瞭解技術諮詢委員會；兹遵照大會決議案二二0 四（二十一）之規定改命本 

名0

由出席大會第二十三届會總務委員會委員國組成，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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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之國隙法原則特設委員會‘ ’ ^

南非共和國政府種族隔離政策問題特設委員會^十七 

侵略定義問題特設委員會^  二十二，卷二 

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特設委員會二十三 

託管理事會。 ^  二十二 

聯合國行政法庭^  二十三 

聯 合 國 韓 國 統 一 善 後 委 員 會 ^ 五  

聯合國國際賈易法委員會^  二十二 

聯合國巴勒斯坦和解委員會^ 三，第一期 

聯 合 國 納 米 比 亞 理 事 會 ^ 特 五

聯合國科學諮詢委員會^

聯 合 國 原 子 輔 射 影 響 問 題 科 學 委 員 會 ^十  

聯合國職員養邮金委員會(委員由大會委派） ^  二十二

。由於賴比瑞亞任期於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届滿，故該國應自理事會理事國名單 

中删去。

該理事會原係依照大會決議案二二四八(特五〉之規定成立，定名爲：聯合國西南非理 

事會， 遵大會決議案二三七二(二十二) 之規定，35：命本各。

次

79
08

10

89
9

52

89

27

67



公約及宣言索引

本表開列各項公約、宣言、協定、盟約及條約之標題以及列載各該案文之決 

議案卷本，以供參考。

標 題

關於援救航天員、送回航天員及送回射入外空之物體 

之協定^

禁止販賣人口及取縮意圖營利使人賣淫之公約^

關於婚姻之同意、結婚最低年齢及婚姻登記之公約‘ ’ ’

國際更正權公約^

已婚婦女國籍公約^

戰爭罪及危害人類罪不適用法定時效公約^

婦女參政權公約^

各專門機關之特權及豁免公約^

防止及懲治危害種族罪公約^

聯合國之特權及豁免公約^

關於各國探測及使用外空工作之法律原則宣言^

兒童權利宣言^

領域庇護宣言^

消除對婦女歧視宣言^

關於淮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之宣言^

關於在靑年中培養民族間和平、互相尊重及彼此了解 

等理想之宣言^  二 0 三七(二十^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二一0 六八〔二十〉 

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盟約及任擇議定書^  二二 0 0 八(二十一) 

經濟、社會、文化權判國際盟約^  二二 0 0 八(二十一) 

關於各國探測及使用外空包括月球與其他天體之活動 

所應遵守原則之條約^  二二二二 (二十一） 

防止核武器蕃衍條約^  二三七三(二十二） 

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宣言^  一九0 四(十八〉 

世界人權宣言^  二一七^^三）

決讓案编號

二三四五（二十二） 

三一七（四）

一七六三八（十七  ̂

六 三 七 ）

一0 四 十 一 ）

二三九一 (二十三） 

六四0^：七） 

一七九(二）

二六0 八（三） 

二二^ ^一）

一九六二 (十八〉

一三八六(十四^

二三一二 (二十二） 

二二六三(二十二） 

一五一四（十五^

二一三一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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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第二十三在會

決議案及決定索引

本索引係根據議程項目，依次編列大會第二十三届會所通過之決議案及其 

所採其他行動，以供參考。

讓程項目 育次

一 . 羅馬尼亞代表團團長宣佈開會

二 . 默禱或默念一分鐘

出席大會第二十三届會各會員國代表之全權

證書

指派全權證書審查委員會^ XIII

全權證書審查委員會報告書^ 決議案二四九二 (二十三） 7

四. 選舉主席^ XIII

五 . 組設各主要委員會並選舉職員^ XIII

六 ‘ 選舉副主席^ XIII

七 . 秘書長依照聯合國憲章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提

送之通知書^ 決定 8

八 . 通過議程^ 決定 8

九 . 一般辯論

十- 秘書長關於本組織工作之報告書^ 決定 8

十一. 安全理事會報吿書^ 決議案二四0 五(二十三） 4

'決議案二四三二 (二十三） 54

決議案二四三三(二十三） 55

決譲案二四三四(二十三） 55
決議案二四五八(二十三） 42

十二. 經濟璧社會理事會報告書^
決議案二四五九(二十三） 43

決議案二四六二十三^ 43

決議案二四六一 (二十三） 44

‘決定 8,45,103

十三. 託管理事會報告書^ 決議案二四二七(二十三） 75

十四. 國際法院報告書^ 決定 8

十五. 國際原子能總署報吿書^ 決議案二四五七(二十三） 5

十六. 選舉安全理事會五非常任理事國^ XIV

十七. 選舉經濟楚社會理事會九理事國^ XIV

十八. 選舉工業發展理事會理事國^ XV

十九. 選舉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 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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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程項目

二十. 准許新會員國加入聯合國^  

二十一’ 原子能和平用途第四次國際會譲：秘書長報 

二十二^ 裝置表決機械設備：秘書長報吿書^

二十三^ 淮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之實施：准許 

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特設委員 

會報告書^

二十四^

二千五^

二十六^

外空和平使用之國際合作：外空和平使用問題 

委員會報告書^  

韓國問題^  

(&)聯合國韓國統一善後委員會報告書 

0 0 解散聯合國韓國統一善後委員會 

(^)撤退在聯合國旗幡下估領南韓之美國及一 

切其他外國軍除 

(^)必須終止在聯合國討論韓國統一問題

審議各國現有管轄範圍以外公海之海洋底牀與 

下層士壤專供和平用途，及其資源用謀人類福 

利之問題：研究各國管轄範圍以外海洋底牀之 

和平使用專設委員會報告書^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決議案二三七六(二十三） 

決議案二三八四(二十三）

-決議案二四0 六(二十三） 

決定

決議案二三七九(二十三） 

決議案二三八三(二十三） 

決議案二四二 (二十三） 

決議案二四二九(二十三） 

決議案二四三0 ：̂ 二十三  ̂

決議案二四六五(二十三） 

決定

委派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 

族獨立宣言十週年紀念 

壽備委員會委員國 

委派特設委員會委員，以

實懸缺

決議案二四五三(二十三） 

決議案二四六六(二十三）

普遍及徹底裁軍問題：丁八國裁軍委員會會議

匪須停止核試驗及熱核試驗：十八國裁軍委員 

會會議報告書^

撤除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國家內之外國軍事 

基地：十八國载軍委員會會議報告書^

三十. 原子轄射之影響：聯合國原子轄射影響問題科 

學委員會報告書^

決議案二四六七(二十三） 

各國管轄範圍以外海洋底 

牀之和平使用委員會之 

組成

決議案二 0 五四（二十三） 

決議案二四五五(二十三） 

決定

決議案二三八二 (二十三）

 ̂

2 

2 

5
 

8 

0

0

6

7

7

5

8

 

7 

9 

2
7

7

7

7

7

7

7

 

1
1

育

18

14

15 

2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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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握項目 百次

三十一^ 南非共和國政府之種族隔離政策：南非共和國 

政府種族隔離政策問題特設委員會報告書‘ ‘  ̂^ 決議案二三九六(二十三） 24
決議案二三九七（二十三） 25

三十二^ 維持和平行動整個問題所有方面之全盤檢討： 

維持和平行動特設委員會報告書^ 決議案二四五一 (二十三） 26

三十三^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娠處總監報告

決議案二四五二 (二十三） 26

三十四‘ 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 決議案二四0 —(二十三） 33

決譲案二四0  二〔二十三^ 33
決定 46

0 0 賈發會議第二届會報吿書 

賈易及發展理事會報告書 

認可賈發會議秘書長之委派^ 決定 9

三十五^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工業發展理事會報吿書 決議案二三八五(二十三） 31

決議案二四0 七(二十三） 34

三十六‘ 聯合國資本發展基金^ 決議案二三七七(二十三） 31

決議案二四一 0 ：̂ 二十三^ 35

決議案二四一一(二十三） 35

三十七^ 聯合國發展十年：秘書長報告書^
決定 47

委派第二個聯合國發展十 

年#備委員會委員 36

三十八^ 國際敎育年：秘書長報告書^ 決議案二四一二 (二十三） 37

三十九^ 天然資源之永久主權：秘書長報告書^ 決議案二三八六(二十三） 32

四十. 载軍節餘資源移供和平需要：秘書長報吿書… 決議案二三八七（二十三） 32

四十一 ^ 海洋資源：秘書長報告書^ 決議案二四一三(二十三） 37

決議案二四一四(二十三） 38

四十二‘ 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之外資# 措：秘書長報告
蛮^ 決議案二四一五(二十三） 39

四十三^ 聯合國訓練研究所：執行主任報告書^ 決議案二三八八(二十三） 33

四十四，爲發展方面所辦業務工作^ 決議案二 0 0 八(二十三） 35

決譲案二四0 九(二十三） 35

決定 48

0 0 聯合國發展方案之工作：方案理事會報 

告書

秘書長所辦之工作

四十五‘ 多邊糧食援助問題：秘書長報吿書^ 決議案二四六二(二十三） 44

四十六^ 增進食用蛋白質之生産與使用：秘書長報吿書決議案二四一六(二十三）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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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巧目

四十七^受有訓練之各級專業及技術人員自發展中國家 

流往已發展國家之現象、其原因、其影響與由此

所生問題之實際補救辦法^ 決譲案二四一七(二十三） 

四十八‘ 遭遇天然災害時之協助^ 決議案二三七八(二十三）

決議案二四三五(二十三）

回十九‘ 世界社會狀況：秘書長報告書^ 決議案二四三六(二十三） 

五十. 社 會 發 展 宣 言 草 案 ^ 決 定  

五十一 ̂ 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報吿書^  ‘ 決議案二三九九(二十三） 

五十二^ 住宅、建築及設計：秘 書 長 報 告 書 ^ 決 定  

五十三^ 城市結誰一一國際合作之方法：經濟暨社會理

事 會 報 吿 書 ^ 決 定  

五十四‘ 消 除 宗 敎 上 一 切 形 式 之 不 容 異 己 ^決 定  

(&)消除宗敎上一切形式之不容異己宣言草案 

0 0 消除基於宗敎或信仰之一切形式不容異己 

及歧視國際公約草案 

五十五^ 懲洽戰爭罪犯及危害人類罪犯問題：秘書長報

告書^ 決議案二三九一(二十三）

決議案二三九二 (二十三）

五十六^ 聯合國人權事宜高級專員之設置^ 決議案二四三七(二十三） 

五十七^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妓視^ 決議案二四三八(二十三） 

0 0 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宣言之實施 

情形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之現況：

秘書長報告書 

(^)對納粹主義與種族上不容異己應採之措 

施：秘書長報告書 

五十八^ 侵害人權及基本自由問題,包括所有國家內尤 

其殖民地及其他附屬國家與領土內種族歧視與

分離及種族隔離之政策：秘書長報吿書^ 決議案二四三九(二十三）

決議案二四四0 ：̂ 二十三^

五十九^ 死刑問題^ 決議案二三九三(二十三）

決議案二三九四(二十三）

六十. 新聞自由^ 決議案二四四八(二十三） 

0 0 新聞自由公約草案 

新聞自由宣言草案

冗次

1 

1 

6 

7 

6
 

4 

7 

7
7 

4 

5 

5 

5 

6
 

5 

6
 

6
6

1

2

 

8
 

8
 

5 

5 

5 

5

9
 

0 

3 

3 

5 

5 

6
 

5 

5 

6

六十一，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盟約、公民及政治權利 

國際盟約以及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盟約任擇議 

定書之現況：秘 書 長 報 吿 書 ^ 決 定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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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确目

'決議案二园四一 (二十三） 61
決議案二四四二 (二十三） 61

決議案二四四三(二十三） 62

決議案二四四四(二十三） 62

決議案二四四五(二十三） 63

六十二 ‘ 國際人權年^ 決議案二四四六(二十三） 63

( ^ )國際人權年採行之措施與活動：秘書長報 決議案二四四七(二十三） 64

告書 決議案二四四八(二十三） 65

國際人權會議
決議案二四四九(二十三） 65

決議案二四五二十三〉 66

、決定 67

六十三^ 依聯合國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所遞非自治領

土之情報^ 決議案二四二二 (二十三） 72

0 0 秘書長報告書

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

特設委員會報吿書

六十四^ 網米比亞問題^ 決議案二四0 三(二十三） 4

決議案二 0 0 四〔二十三^ 4

決定 79

0 0 淮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

特設委員會報告書

([^)聯合國納米比亞理事會報告書

( ^ )任命聯合國納米比亞專員^ 決定 9

六十五‘ 葡管領土問題：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

言實施情形特設委員會報吿書^ 決議案二三九五(二十三） 71

斐濟問題：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

施情形特設委員會報告書^ 決定 79

六十七’ 濕曼問題^ 決議案二四二四(二十三） 73

(^)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 

特設委員會報吿書 

秘書長報告書

六十八^ 在南羅德西亞、納米比亞及葡萄牙統治下各領 

土以及所有其他殖民統治領士內妨害准許殖民 

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之實施並在非洲南鄧妨 

害̂消除殖民制度、種族隔離及種族歧視之努力 

之外國經濟及其他勢力之活動：准許殖民地國

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特設委員會報告書決議案二四二五(二十三）

六十九^各專門機關及與聯合國有聯繁之國際機構實施

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 決議案二四二六(二十三）

7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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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程項目

七十. 

七十一 ̂

七十二 ̂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

七十六^

七十七  ̂

七十八^

次

(^)淮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 

特設委員會報吿書 

0 0 秘書長報吿書

聯合國訓練及敎育方案：秘書長報告書^ 決議案二四三一(二十三） 78

會員國爲非自治領土居民提供之求學及訓練便

利：秘書長報告書^ 決議案二四二三(二十三） 73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届終會計年度財政

報告與決算及審計委員會報吿書^ 決議案二三八二十三〉 84

0 0 聯合國

聯合國發展方案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娠處 

(^)聯合國訓練研究所

0 0 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所經管之自願 

捐款

一九六八會計年度追加槪算^ 決議案二四六八^： 二十三^ 86

'決議案二四八二 (二十三） 96
決議案二四八三(二十三） 99

決議案二四八四(二十三） 99
決議案二四八五(二十三） 100

決議案二四八六(二十三） 100
一九六九會計年度槪算^  1

決議案二四八七(二十三） 101

決議案二四八八(二十三） 101

決議案二四八九(二十三） 101

決議案二四九二十三3 102

、決議案二四九一〔二十三） 103

會議時地分配辦法：會議委員會報吿書^ 決議案二 0 七八（二十三） 93

委派大會各輔助機關成員以實懸缺

0 0 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 決議案二四六九(二十三） 89

會費委員會^ 決議案二三八一 (二十三） 85

( ^ )審8十委員倉^ 決議案二四七二十三^ 89

( ^ )聯合國行政法庭^ 決議案二四七一 (二十三） 89

聯合國經費分灘比額表：會費委員會報告書… 決議案二四七二 (二十三） 89

各專門機關及國際原子能總暑開支審計報吿書 決議案二四七三(二十三） 90

0 0 聯合國發展方案技術協助帳項下之指定用 

途款項及意外開支款項 

聯合國發展方案特設基金項下之分撥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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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程項目

七十九^聯合國與各專門機關及國際原子能總署間行政 

及預算之協調：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報

告書^ 決議案二四七四〔二十三 

八十.審查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財政專設專家委員會

所提各項建議之實施^ 決議案二四七五〔二十三 

(^)經濟璧社會理事會報吿書 

秘書長報告書

八十一 ‘ 人事問題^ 決議案二四七九I：二十三

決譲案二四八二十三 

決議案二四八一〔二十三

0 0 秘書處之組成：秘書長報告書 

其他人事問題

八十二，聯合國載員養邮金聯合委員會報告書^決議案二四七六二十三 

八十三^ 聯合國國際學校：秘書長報告書^ 決議案二四七七〔二十三 

八十四^ 國際法委員會第二十届會工作報吿書^ 決議案二四0 0 ：̂二十三 

八十五’ 特 種 使 節 公 約 草 案 ^ 決 議 案 二 四 一 九 二 十 三

決定

十六. 侵 略 定 義 問 題 特 設 委 員 會 報 告 書 ^決 議 案 二 四 二 二 十 三

八十七^審議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及合 

作之國際法原則：關於各國建立友好關係及合

作之國際法原則特設委員會報吿書^ 決議案二四六三〔二十三 

八十八^ 聯合國國際賈易法委員會第一届會工作報告書決議案二四二一〔二十三 

八十九^ 聯合國國隙法請授、研習、傳播及廣泛瞭解之協

助方案：秘書長報告書^ 決議案二四六四〔二十三

決定

九十.必須傳授中小學敎學人員關於聯合國及其專門

機關尤其世界人權宣言之知識^ 決議案二四四五〔二十三

九十一 ’ 人類環境之間題^ 決議案二三九八〔二十三 

九十二 ‘ 一日軍費用於和平^ 決議案二四一八〔二十三 

九十三‘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中之合法權利… 決議案二三八九〔二十三 

九十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關於停止軍備

競 賽 實 現 裁 軍 緊 急 措 施 之 備 忘 錄 ^決 定  

九十五^ 中 東 之 情 勢 ^ 決 定  

九十六^ 非核武器國家會議：會 議 最 後 文 件 ^決 議 案 二 四 五 六 二 十 三  

九十七’ 慶 祝 聯 合 國 二 十 五 週 年 ^ 決 定  

九十八^ 擴大會費委員會^ 決議案二三九0 〔二十三

百次

90

91

4 

4 

5 

9 

9
 

9

2 

2 

5 

6 

9
 

6 

7
6

 

8
9

 

3 

3 

2 

2 

1 

9 

6 

0 

5 

9 

9 

0 

0 

0 

0 

0
0

 

0
0

 

6 

4 

2 

1 

1 

8

1

 

1

 

1

 

I

X
 

1

 

1

 

I
X



決議案及決定一覽表

大會決議案係依通過之先後次序編號。第二十三届會期間大會所通過之一 

切決議案及其他決定悉列於本表內。

決讓業编跋  樣 題  項 目  適遇日期 冗次

^ 二三七六(二十三） 淮許史冗濟蘭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二 0  —九六八年九月 2

二十四日

， 二三七七（二十三） 聯合國資本發展基金認捐會議^  三六一九六八年十月  31
十四日

二三七八（二十三） 因一九六八年八月地震而協助伊朗^  四八一九六八年十月  51

二十三日

二三七九(二十三） 南羅德西亞問題^  二三一九六八年十月  70
二十五日

二三八二十三  ̂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終會計年度財政報告

與決算及審計委員會報吿書

決議案八^  七二 一九六八年十一 84

月一曰

決議案8 ^  七二 一九六八年十一 84

月一日

決議案0 ^  七二 一九六八年十一 84

月一日

決議案0  ̂  七二 九六八年~1一 84

月一日

決議案6 ^  七二 一九六八年十一 35

月一日

決議案？ ^  七二 一九六八年十一 85

 ̂ 月一曰

二三八一（二十三） 委派會費委員會委員以實遺缺 

， 決議案八^  七六一九六八年十一  85
月一日

決議案8  ̂  七六一九六八年十二  85

月二十一日

決議案0 ^  七六一九六八年十二  85

月二十一曰

二三八二〔二十三） 原子輔射之影響^  三0  —九六八年十一 23

月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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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编號  標 瓶  項 目  通遇曰期

二三八三(二十三） 南羅德西亞問題^  二三一九六八年^一

月七日

二三八四(二十三） 准許赤道幾內亞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二 0  —九六八年十一

月十二曰

二三八五(二十三） 修訂有資格充任工業發展理事會理事國之國家名單 三五一九六八年十一

月十九日

二三八六(二十三） 天然資源之永久主權^  三九一九六八年十一

月十九日

二三八七(二十三） 裁軍節餘資源移供和平需要^  四0  —九六八年十一

月十九日

二三八八(二十三） 聯合國訓練研究所^  四三一九六八年十一

月十九日

二三八九(二十三） 中國在聯合國之代表權問題^  九三一九六八年十一

月十九日

二三九0^：二十三  ̂ 擴大會費委員會：修正大會議事規則第一百五十

九條^  九八 一九六八年十^
月二十五日

二三九一 (二十三） 戰爭罪及危害人類罪不適用法定時效公約^  五五一九六八年十 ^

月二十六日

二三九二 (二十三） 懲治戰爭罪犯及危害人類罪犯問題^  五五一九六八年十一

月二十六日

二三九三(二十三） 死刑問題^  五九一九六八年十一

月二十六日

二三九四(二十三） 南部非洲死刑問題^  五九一九六八年十一

月二十六日

二三九五(二十三） 葡管領土問題^  六五一九六八年十一

月二十九日

二三九六(二十三） 南非共和國政府之種族隔離政策^  三一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日

二三九七（二十三） 聯合國南非信託基金^  三一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日

二三九八(二十三） 人類環境之問題^  九一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三日

二三九九(二十三） 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報告書^  五一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六日

二 四 二 十 三  ̂ 國際法委員會報告書^  八四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一^日

育次

70

2

31

32

32

33 

2

85

51

52

53

53

71

24

25 

3

54 

105



決議案及決定一覽表 123

決讓案编號  標 题  項 目  適 過 日 期 贯 次

二四0—(二十三） 賈易及有關方面之技術協助^  三四一九六八年十二  33
月十三曰

二四0  二(二十三） 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  三四一九六八年十二  33
月十三曰

二四0 三(二十三） 納米比亞問題^  六四一九六八年十二  4
月十六曰

二四0 四〔二十三  ̂ 關於納米比亞之請願書^  六四一九六八年十二  4
月十六日

二四0 五(二十三） 安全理事會報吿書^  一一 一九六八年十二 4
月十六曰

二四0 六(二十三） 原子能和平用途第四次國際會議^  二一 一九六八年十二 5
月十六日

二四0七(二十三）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  三五一九六八年十二  34
月十七日

二四0 八(二十三） 聯合國發展方案理事會報告書^  四四一九六八年十二  35
月十七日

二四0 九(二十三） 提倡隨後投資^  四四一九六八年十二  35
月十七日

二四一 二十三  ̂ 聯合國資本發展基金^  三六一九六八年十二  35
月十七曰

二四一一(二十三） 國際發展策略^ ^  三七一九六八年十二  35
月十七日

二四一二 (二十三） 國際敎育年^  三八一九六八年十二  37
月十七曰

二四一三(二十三） 海洋生物資源之開發與保存^  四一 一九六八年十二 37
月十七曰

二四一四(二十三） 有關海洋問題之國際合作^  四一 一九六八年十二 38
月十七曰

二四一五(二十三） 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之外資壽措^  四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 39
月十七日

二四一六(二十三） 增進食用蛋白質之生産與使用^  四六一九六八年十二  40
月十七日

二四一七(二十三） 受有訓練之各級專業及技術人員自發展中國家流往

已發展國家之現象、其原因、其影響與由此所生問

題 之 實 際 補 救 辦 法 ^ 四 七 一 九 六 八 年 十 二  41
月十七日

二四一八（二十三) 一日軍費用於和平 九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 42 

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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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讓案编跋 

二四一九(二十三)

二四二 二十三〉

二四二一 (二十三)

二四二二 (二十三)

二四二三（二十三） 

二四二四（二十三） 

二四二五(二十三）

二四二六(二十三）

二四二七(二十三） 

二四二八(二十三) 

二四二九(二十三） 

二四三二十三 ^

樣 題  項 目  通過日期 亥 次

特種使節公約草案^  八五一九六八年十二  106

月十八日

侵略定義問題特設委員會報告書^  八六一九六八年十二  106

月十八日

聯合國國際賈易法委員會報告書^  八八一九六八年十二  106

月十八日

依聯合國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敦所遞非自洽領土之

情 報 ^ 六 三  一九六八年十二 72

月十八日

會員國爲非自治領土居民提供之求學及訓練便利七一  一九六八年十二 73

月十八日

握曼問題^  六七一九六八年十二  73

月十八曰

在南羅德西亞、納米比亞及葡萄乐統治下各領土以 

及所有其他殖民統治領士內妨害准許殖民地國家 

及民族獨立宣言之實施並在非洲南部妨害消除殖 

民制度、種族隔離及種族歧視之努力之外國經濟

及其他勢力之活動^  六八一九六八年十二  74

月十八日

各專門機關及與聯合國有聯聲之國際機構實施准許 

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  六九一九六八年十二  74

月十八曰

巴布亞及新幾內亞託管領士問題^  一三一九六八年十二  75

月十八曰

伊夫尼及西屬撒哈拉間題^  二三一九六八年十二  76
月十八曰

直布羅陀問題^  二三一九六八年十二  77

月十八日

美屬薩摩亞、安提瓜、巴哈馬、百慕大、英屬佛京羣 

島、飢曼羣島、挪子胰(岐林^羣島、多明尼加島、吉 

爾柏特及埃利斯羣島、格林奈達、關島、蒙特塞拉 

特、新赫布理地、尼烏埃、匹特坎、聖海利納、聖基 

茨尼微斯安吉拉、聖路西亞、聖文森特、塞歇爾、所 

羅門羣島、托凯勞羣島、土克斯及凯II客斯羣島及姜

屬佛京羣島問題^  二三一九六八年十二  77

月十八日

二四三一 (二十三） 聯合國非洲南部敎育及訓練方案 七0 —九六八年千—二 78

月十八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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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識索編號  樣 趙  巧 目  通遇日期 見次

二四三二〔二十三  ̂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一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 54

月十九日

二四三三（二十三） 心理旋轉物質之國際菅制^  一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 55
月十九日

二四三四（二十三） 麻醉品方面之技術協助^  一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 55

月十九日

二四三五（二十三） 遭遇天然災害時之協助^  四八一九六八年十二  56

月十九日

二四三六（二十三） 世界社會狀況^  四九一九六八年十二  57

月十九日

二四三七（二十三） 設置聯合國人權事宜高級專員^  五六一九六八年十二  58
月十九日

二四三八（二十三） 對納粹主義與種族上不容異己應採之措施^  五七一九六八年十二  58
月十九日

二四三九(二十三） 有效撲減非洲南部境內種族歧視、種族隔離及種族

分離政策之措施^  五八一九六八年十二  59
月十九日

二0 四01： 二十三  ̂ 南非政治犯處遇問題專設專家工作小組之報吿書… 五八一九六八年十二  60
月十九日

二四四一 (二十三） 國際人權年^  六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 61
月十九日

二四四二〔二十三） 國際人權會議^  六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 61

月十九曰

二四四三(二十三） 佔領領土內人權之尊董及實施^  六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 62
月十九日

二四四四(二十三） 武裝衝突中對人權之尊重^  六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 62
月十九日

二四四五(二十三） 在學校中講授聯合國憲章宗旨與原則及聯合國與各

專門機關之組織與活動，特別着董人權方面’’’’ 六二及一九六八年十二  63
九0  月十九日

二四四六(二十三） 迅速徹底消除一般一切形式種族歧視特別是種族隔

離政策之措施^  六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 63
月十九日

二四四七（二十三） 敎育靑年尊重人權及基本自由^  六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 64
月十九日

二四四八（二十三） 新聞自由^  六0 及一九六八年十二  65
六二 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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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缴案编遂  樣 題  項 目  通過日期  冗次

二四四九(二十三） 法律援助^  六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 65

月十九日

二四五二十三〉 人權與科學及技術發展^  六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 66

月十九日

二四五一 (二十三） 維持和平行動整個問題所有方面之全盤檢討^  三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 26

月十九曰

二四五二 (二十三） 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振處總監報告書

決議案义^  三三 一九六八年十二 26

月十九日

決議案2 ^  三三 一九六八年十二 26

月十九日

決議案0： ̂  三三 一九六八年十二 27

月十九日

二四五三(二十三） 外空和平使用之國際合作

決議案八^  二四 一九六八年十二 12

月二十日

決議案6  ̂  二四一九六八年十二  13

月二十日

二四五四(二十三） 普遍及徹底裁軍問題

決議案^ ^ ^  二七 一九六八年十二 14

月二十日

決議案8  ̂  ^  二七一九六八年十二  14

月二十日

二四五五(二十三） 亟須停止核試驗及熱核試驗^  二八一九六八年十二  15

月二十曰

二四五六〔二十三  ̂ 非核武器國家會議

決譲案八^  九六 一九六八年十二 16

月二十日

決議案2  ̂  九六 一九六八年十二 16

月二十日

決議案0 ^  九六 一九六八年十二 17

月二十日

決議案0  ̂  九六 一九六八年十二 17

月二十日

二四五七(二十三） 國際原子能總署報告書^  一五一九六八年十二  5

月二十日

二四五八(二十三） 利用計算機與計算機技術於發展工作之國際合作一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 42

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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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索編號  標 題  項 目  通 遇 日 期 買 次

二四五九(二十三） 合作社運動在經濟及社會發展中之任務‘ ^  一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 43

月二十日

二四六0 ：̂ 二十三  ̂ 以人類資源促進發展^  一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 43
月二十日

二四六一 (二十三） 國黯貨幣改革^  一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 43
月二十日

二四六二 (二十三） 多邊糧食援助問題^  四五一九六八年十二  44
月二十日

二四六三(二十三） 審議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之

國際法原則^  八七一九六八年十二  107
月二十日

二四六四(二十三） 聯合國國際法講授、研習、傳播及廣泛瞭解之協助

方 案 ^  八九 一九六八年十二 108

月二十日

二四六五(二十三） 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之實施^  二三一九六八年十二  5
月二十日

二四六六(二十三） 韓國問題^  二五一九六八年十二  17
月二十日

二四六七(二十三） 審議各國現有管轄範圍以外公海之海洋底牀與下層

士壤專供和平用途，及其資源用謀人類福利之 

問題

決譲案八^  二六一九六八年十二  18

月二十一日

決議案8 ^ ^  二六 一九六八年十二 18
月二十一日

決議案0  ̂  二六一九六八年十二  19
月二十一日

決議案0 ^  二六一九六八年十二  19

月二十一日

二四六八(二十三） 一九六八會計年度追加槪算

決議案^ ^  七三一九六八年十二  86
月二十一日

決議案3 ^  七三一九六八年十二  88
月二十一日

二四六九(二十三） 委浪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委員以實懸缺…. . 七六0 0  —九六八年十二 89
月二十一日

二四七二十三〉 委派審計委員會委員以實懸缺 七六(̂ :) 一九六八年十二 89 

月二十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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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讓案编號  樣 題  項 目  通過曰期

二四七一（二十三） 委派聯合國行政法庭法官以實懸缺^  七六(( )̂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二四七二 (二十三） 聯合國經費分灘比額表

決議案^ ^ ^  七七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決議案2 ^  七七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二四七三(二十三） 各專門機關及國際原子能總暑開支審計報告書七八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0

二四七四(二十三） 聯合國與各專門機關及國磨原子能總署間行政及預

算的協調

決議案八^  七九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1〜日

決議案8 ^  七九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二四七五(二十三） 審查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財政專設專家委員會所提

各項建議之實施

決議案^ ^  八0  —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1̂一日

決議案3 ^  八0  —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二四七六(二十三） 聯合國職員養邮金聯合委員會報告書^  八二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二 0 七七(二十三） 聯合國國際學校^  71三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二四七八（二十三） 會議時地分配辦法^  七五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二四七九(二十三） 增列俄文爲大會應用語文(修改大會議事規則第五

十一條：！與增列俄文及西班牙文爲安全理事會應

用語文問題^ ^  八一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 1一日

二四八二十三  ̂ 秘書處之組成

決議案八^  八一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決議案& ^  八一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1'次 

89

89

90 

90

90

91

91

92

92 

92̂

93

94

9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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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當编跋 

二四八一（二十三）

標 趙

修正聯合國載員服務條例 

決 議 案 ^

決議案

二四八二 (二十三） 一九六九會計年度預算

決議案么^

二四八三（二十三

二四八四〔二十三

二四八五〔二十三

:四八六二十三

二四八七〈二十三

二四八八二十三

二四八九〔二十三

二四九二十三

:四九一〔二十三

二四九二〔二十三

決議案

決議案0

‘九六九會計年度臨時及非常費用‘

一九六九會計年度周轉基金’

專門人員以上職類薪給表-

確定國際公務員薪絵之方法‘

聯合國會所擬議的新建築及現有房地重大改造’ ’

萬國宮會議設備擴充計劃-

聯合國因各機關或各輔助機關指派個人或專家小組 

執行特別專派任務所承擔之費用^  七四

聯合國行政法庭庭長及其他法官所支領酬金數額‘ ‘ 七四

聯合國機關及輔助機關成員生活津貼數額‘

出席大會第二十三屆會各會員國代表之全權誰書‘ ‘ 三

其他決定

秘書長依照聯合國憲章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提送之通知書‘

項 目  通遇曰期

八一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八一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七四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七四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七四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七四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白 

七0  —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七四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曰 

七四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七四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七四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七四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七 一九六八年九月

二十七曰

八 一'九六八年九月

二十七日

冗次

95

95

96 

98

98

99 

99

100

100

101

101

101

102

103

7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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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避  項 目

秘書長關於本組纖工作之報告書^  一 0

經濟璧社會理事會報告書^  一二

霞濟莲社會理事會報告書^第十四章^第十五章及第十六章^ 及 8 節〉 ‘ ’ ‘ ‘ 一二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報告書(第十七章及第十八章） ^  一二

國際法院報告書^  一四

裝置表決機械設備^  二二

推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之實施^

委派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實施情形特設委員會委員國以實懸缺 二三

撤除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國家內之外國軍事基地^  二九

修訂有資格充任賈易及發展理事會理事國之國家名單^  三四

認可聯合國賈易及發展會議秘書長之委派^  三四(^) 

聯合國發展十年^  三七

爲發展方面所辦業務工作^  四四

社會發展宣言草案^  五0

住宅、建築及設計^  五二 

城市結誰一國際合作之方法^ ^  五三

通遇日期 百次

一九六八年十二 8
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45

月二十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103

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71年十二 8
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8

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8

月十六曰 

二三一九六八年十月  78

十一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八日 

一九六八年十月 9

二十五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21

月二十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46

月十三曰 

一九六八年十二 9

月十三曰 

一九六八年"1̂一 47
月二十九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七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48

月十七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66

月六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67

月十九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67

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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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超  項 目

消除宗敎上一切形式之不容異己^  五四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盟約、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盟約以及公民及政治權 

利國際盟約任擇議定書之現況^  六一

離人權年 ^  六二

納米比亞問題(聽取請願人陳述意見） ^  六四

任命聯合國納米比亞專員^  六四

斐濟問題^  六六

特種使節公約草案^  八五

委派聯合國國際法講授、研晋、傳播及廣泛瞭解協助方案諮詢委員會委員國 八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關於停止軍備競賽實現裁軍緊急措施之備 

忘錄^  九四

中東之情勢^  九五

曰

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九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九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日 

一九六八年'^一 

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六曰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八曰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十八曰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

百次

67

67

67

79

9

79

109

109

21

9

慶祝聯合國二十五週年 九七一九六八年十二  10

月十九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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