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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r. Jose Joaquin Caicedo Castilla
( 哥倫比亞）..................................................... 1

M r. E rik  Castren ( 芬繭）........................... 1

三 . 主 席 ：因爲沒有一個候選人得到法定絕對 

多數，我們得再行投票。和上一次表決一樣，除了巳 

當選爲法院法官的四位候選人外，可以投票任何其他 

候選人。

M r. Dashtseren ( 爱古）及 M r. Lynch-Shyllon  (獅

子山）應主席請任檢票員。

舉行無記名投票。

選票總数： 114

廢票： 0

有敌票数： 114

参加投票人敫： 114

法定多数： 58

所得票数：

M r. Isaac Forster ( 塞內加爾 )  58

M r. Fouad Am m oun ( 黎巴嫩）..•  • 36

M r. Raul Sapena Pastor ( 巴拉圭） 19

M r. W irjono Prodjodikoro (印度尼 

西亜）................................................................ 1

四 . 主 席 ：塞內加爾的 M r. Isaac F o rs te r業

已在大會中獲得法定多數票。

五.我要把下列安全理事會主席宣佈該機關投票 

結果的一封信宣詖出來：

“敬啓者，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 

— 日舉行之第一〇七二次會議中選舉國際法院法 

官一人，下列候選人獲得絕對多數票：

“M r, Isaac F o rs te r0

“敬頌勋綏。

“安全理事會主席 

“(备名）Nikolai F E D O R E N K O ”

六 . 大會及安全理事會各自單獨表決結果，塞內 

加爾的 M r. Isaac F o r s te r在該兩機關內均獲得絕對 

多數票，故當選爲國際法院法官。我已將這個結果通 

知安全理事會主席。

午後五時四十五分散會

第一二五一次會議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二正午十二時紐約

主席：Mr. Carlos SOSA RODRIGUEZ 
(委內瑞拉）

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總統 

Mr. T ito  致詞

一 . 主 席 ：我現在請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 

和國總統 M arshal Josip Broz T i t o 向大會致詞。

二 . M r. T I T O (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總  

統V 1 本人得第二次向本大會致詞並獲機會於本組織 

的講埴上發言，至感欣快，因爲本組織是在歷史上最 

大一場戰爭的痛苦裏產生，它反映舉世人民欲於它們 

彼此關係間永遠摒除戰爭和暴力的深切企望。

1 T i t o 總統係用塞波克羅語發言。演詞英譯本由該代表围 

供發。

三.南斯拉夫出席本届大會代表團的首席代表業 

將南斯拉夫代表團就諸位議程上各項目所抱的意見釋 

述〔第一二一一次會議〕。因此，我將僅討論我認爲在 

國際發展現階段中特別重要的若干問題。我所以要把 

我對目前各種世界趨勢所抱的意念告訴諸位，全係因 

我甚願踅助大家對我們面臨的問題和影響今日世界的 

較新趨勢能獲更明白的了解。

四.我很高興看見我們這次的集會是在國際氣氛 

因爲和平勢力的起了作用以及常識的獲得勝利而大有 

改善的情形下舉行。因此，聯合國在它續求促進國際 

諒解和合作的努力中，也得到了新的機會。我們當然 

沒有抱着妄想，認爲我們在一個短短的期間裏使能解 

決數十年積累下來而尤其是在冷戰最烈時發生的一切 

複雜的國際問題。可是我們認爲大會最要緊是現在便 

盡可能把在國際關係場合上已啓其端並彼此諒解的工 

作 ，進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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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近年來國際關係上發生了若千嚴重的危機， 

如就它們所引起的後果言，它們的嚴重程度，可說是 

人類前所未見。雖然此等危機未獲最滿意的解決，因 

爲它們在國際關係上留下了裂痕，可是，特別是由於 

聯合國，同時也是因爲若干大國的負責領袖們的關係， 

我們終於避免了最大的危險—— 就是全世界同淪核禍 

的危險。

六 . 全世界都逐漸感覺到，在技術有如此成就的 

今日，戰爭一事，已成荒謬，應在國際關係上，和那 

基於實力作談判的政策，同予摒絕。在這個新的發展 

的背後有一個基本事實，就是所有人民俱漸認識，如 

果和平可獲鞏固，則在整個人類的前途上開展無窮的 

可能和希望。特別有意義的是，强大核國的主要政治 

家們，俱逐漸承認和平合作原則，不問社會制度之同 

異。這一趨向反映於禁止在大氣層、外空及水中舉行核 

試驗的莫斯科條約的締結，參加該條約的巳有一百餘 

國。舉世人民額手相慶歡迎此走向和平諒解的第一步。 

我們愈是接近主張摒棄戰爭使不用爲解決爭端的手段 

那個觀念獲得完全勝利的那一天，便愈見任何形式的 

軍備競赛的荒謬。進一步說，裁軍將是一個必然的和 

邏輯的結果。

七 . 我以平民利益爲念，每常自問，人與人之間 

何以會作戰。什麼問題會引起戰爭，在今日情形之下， 

戰爭究能對任何人有何裨益？在我們這原子時代，卽 

使是有限的和孤立的衝突，也常常有散播和引致熱核 

戰爭的危險。

八 . 我想，藉戰爭或藉征服他國領土一類方法謀 

獲經濟或物質利益的時代，已成過去。 目前最危險的 

而又有可能危害和平諒解前途的，乃是至今仍在繼績 

不斷的軍備競赛。軍備競赛一面造成了驚人龐大的資 

源銷費，一面又全沒有提供辦法可以保證一國自身或 

大衆一般的安全；事實上，它所構成的是一種完全無 

用而且很危險的生產，從中漁利的祇是小小一羣擁有 

旣得權益的人。這很顯然是任何一個經濟的莫大重擔， 

因爲要增加就業、擴大投資、使國民購買力增長以及提 

高一般生活水準等全靠軍備競賽的停止。

九 . 有一說認爲軍備實力，是和平的唯一保證。但 

是如果這種理論最後所引致的還祇戰爭與糜爛，那就 

顯然是站不住的。恫嚇手段有甚麼好處？我們都淸楚 

知道，這樣揚着唬人的武器，實際用起來的時候，便 

像澳洲土人用的回頭飛標，也會打擊和毁滅施行威嚇

的人。今日之所謂恐懼平衡，越來越說不出它所以須 

要如此的理由，因爲現有武器可能造成的糜爛若是其 

甚，就算在衝突中眞有勝利可能，對勝利者的物質、社 

會和政治後果，將與全軍覆沒的遭遇並無異樣。

— 〇 .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尤在冷戰期中 

發生的事件的全部經過，都給人看出在國與國關係中， 

暴力、戰爭的威脅以至戰爭本身，從來對一個國際問題 

提供過持久的解決辦法，反而在訴諸此種方法的場合 

中造成了新的和更棘手的問題。冷戰和軍備競赛常常 

妨礙，甚至很危險的堵塞消除殖民制度和特別是新的 

和比較弱小國家的解放過程。同時，它們對於在世界 

其他領域內發生的含有殺極作用的動向和變化，亦有 

同樣的惡劣影響。可是消除殖民制度的過程急待結束， 

不能再予延緩。這是鞏固整個國際關係的最基本和最 

迫切的一項先決條件。

一一 . 一國人民想要建立一個社會制度，如果是 

下了決心，事在必行，而此制度復符合他們歷史和社 

會的需要，那就無法藉外力去阻止。阻止不會成功，祇 

能暫時阻礙—— 這顯然是不値得訴諸戰爭的。在我看 

來—— 我深信世上許多人也同樣的這樣想—— 唯一解 

決辦法是把和承認時代的現實；這就是：不同的社會 

制度的存在，以及必須根據和平共存原則在不同社會 

制度的民族和國家間建立關係。我指的這種國際關係， 

對彼此間的歧異不事張揚，而於凡有共同利益存在的 

場合，則力求合作，務多接觸。這就是社會主義南斯 

拉夫定了路線長期致力的工作，它在我們的新憲法中 

也是一個頭著的特徵。

一二 . 我們這時代一個最顯著的特點，當然就是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制度的並存。可是我們要記 

得這裏所牽涉的主要是較廣義的社會和政治的矛盾， 

並不是國家間的衝突，雖則在某些條件及各種情形下 

更特別是在主觀因素影響之下，此等矛盾帶上了國家 

間或國家集團間的對立因素。不過，要正確了解共存政 

策 ，就必須明白，意識形態的關係與矛盾是一件事，國 

家間與民族間的關係又是一件事，兩者之間應加區別。 

矛盾和意見的不同在個別國家本身裏便卽存在，這是 

屬它們內部發展的事情。此種不同，應自行解決，不 

受外方千預。解決方法，自然很多，看各國的特殊情 

形而定。如果不這樣，掙扎便轉移到國際場合上，帶上 

了國家間發生齟齬的色彩，國際關係也隨而惡化。大 

家都知道，自古以來一向有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歧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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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矛盾。它們反映着人類社會的往前推移。人類重要 

的科學和技術成就，對此一動向發生了空前的決定性 

影響，其中包括在各種不同形式之下走向更前進的社 

會關係和制度。

一三.此外還有很多關於邊界和少數民族等等的 

爭端和未解決的問題。此等重要程度不一而數目繁多 

的雙邊問題，對國際關係是一個極大的歷力。但是國 

際形勢的改善以及主要國際問題的解決，可使這些問 

題的解決獲得更有利的條件。

一四.特別重要的是一貫遵守不干涉他國內政的 

政策。我指的當然不祇是使用武力和直接艇力的那種 

干涉，因爲這在目前，都很快便被揭發，並遭全世普 

遍和堅決的譴責。但是歷力和干渉，都在諸般藉口和 

各種僞裝下繼績進行，利用若干獨立國家的經濟和他 

種困難，舉出 “意識形態”，政治和各色各樣的理由來作 

辯解。發展中的和新獨立的小國，特別容易迺受這種 

干涉，因爲它們還未能建立它們的經濟力量和達致政 

治穏定。我指的不獨是那些應該趕快消除的殖民主義 

的殘餘，而亦是以各種形式表現的新殖民主義。因此， 

我非常重視墨西哥總統 Mr_ Adolfo Lopez M ateos 

最近提出的意見，卽聯合國應採取主動，謀求締結一 

項一切國家都參加的不干渉協定。

一五 . 我上面說過，經過了許多年的極端困難以 

後，大家已開始普遍赀悟，不特須要放棄會引致戰爭 

的政策和方法，而且須要放棄冷戰本身，因爲祇有如 

此，纔能採取堅決步驟，鞏固和平。

一六 . 莫斯科協定和最近採取的其他步驟，足證 

目前的一種新趨勢，要克服使世界分裂爲各種軍事與 

政治集團的那種分化勢力。我可以說，在我們方面，我 

們素來認爲這種世界分裂，不問其有何歷史理由可爲 

解說，俱非不可避免，也不是永久性的。正在這一點 

上，不結盟政策和不結盟國家的活動具有重大的歷史 

意義 ; 不結盟國家，通過它們愛好和平的政策，除致 

力他事外，致力於防止世界的完全分裂成彼此敵對的 

集團。在新的情形下，它們的活動獲得了更廣大的基 

礎和更重大的意義。

一七 . 目前情形改善，和平的力量蓬勃，我們看 

到各種政策必須以其與現時代的種種過程和變化的關 

係來作衡量，這就是說，它們對和平共存的關係。今 

日世界的人民和國家所採的立場，愈來愈多地以此基 

本問題爲轉移，愈來愈少地以他們的正式附着於冷戰

的此方或彼方爲根據，而冷戰本身也在慢慢地消退，實 

應以儘快把它結束。

一八 . 我們歡迎這種校極的改變，以及力謀結束 

冷戰的各種力量的增長。我們也讚許對此作出貢獻的 

卓越政治家們。在我們方面，則願隨時盡我們的全力， 

以促進此一過程，並保證其繼續不斷。

一九 . 在這國際關係演進的新階段，產生不結盟 

政策的那些情形也在改變。我們卽在過去，亦曾强調 

這個政策並不表示對國際關係抱消極態度，更不是企 

圓建立何種的第三集囤。不結盟國家也沒有妄自尊大， 

要一手包辦和平保衞者的任務。國際情勢旣已改變，我 

們或者可以說，不結盟一詞，已由國際關係上新的秸 

極演變起而代之。

二〇 . 目前國家和民族參加秸極爭取和平者日 

衆，故今日而言不結盟，其意義遠較過去爲廣。和平 

勢力與冷戰的勢力的分趨兩極，其進行日漸加速，幾 

乎見於所有國家，而和平的勢力則日益强盛。因此，在 

量與質兩方面，不結盟這個立場亦在變化中，要變成 

一個普遍的和平運動，要爲國家間的種種問題党取和 

平的建設性的解決辦法。因此，秸極的“不結盟”已日 

漸變爲一種廣大的積極的參加嵆鬭以爭取聯合國憲章 

原則的勝利，像一九六一年九月貝爾格來德二十五個 

國家或政府首長會議强有力地表示的一樣。這些原則 

爲絕大多數國家所贊同。此點甚易了解，因爲我們全 

體都負有人類社會將來命運的貴任。所有愛好和平勢 

力的參加這一過程，應該是建設性的、符合現實的，且 

應以覓取現有問題的解決爲出發點。

二一 . 我們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這路要分支到 

新的、更有建設性及更合人道的國際關係上去。這當能 

使人類生活而無所恐懼，因爲把人類智慧爲了和平目 

的而加以發展和榨取，至目前爲止是成功的。在這原 

子時代，對於國際關係和今日世界問題的解決，我們 

的眼光必須作徹底的改變。

二二 . 現在仍然有人說，這種期望太天眞—— 說 

這話的人，有的是認爲冷戰於己有利，有的是還未能 

把握着一點，就是缺乏信心和怯懦，也正是替武力至 

上一類的信念服務。我不能同意他們的見解，有下面 

所述的簡單而徹底眞確的理由：人類業已進步，因爲 

人民大衆和個人目光都往前瞻，因爲他們對本身的困 

苦和不幸，都不甘於隨遇而安，聽任擺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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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我們南斯拉夫的人在一九四一年和那勢力 

正達頂點的希特勒機構相撐持的時候，想也定有多人 

認我們爲天员。沿後來事態的進展，便見 “天眞”的還 

是那些不信抗戰可以成功的人。我可以從我們近日的 

共同經驗中引述些別的例子。我現在祇提及今年的禁 

試協定，就在數年前甚至數月前，也許還有許多人認 

爲諶無可能。因此，太多時候，人們認爲所謂政治現 

實就是專門觀察靜止的、惰性的、消極的、甚至是短暫 

的一類事情的本領，這是不對的。剛好相反，現實主 

義需要一個括覽全面的眼光，以及對各種現象和過程 

的認識—— 這就是說，認識那些妨礙前進的因素——  

但更需要認識那些能够刺激和催迫此種前進的因素。

二四 . 同時另有一個迫切的耑要，在國際經濟關 

係方面大膽地開關新途徑。雖然在某些國家的經濟發 

展上，以及在人類的文化和科學成就上，很有輝煌的 

成銥，可是高度發展的國家本身在它們的經濟進展上 

很可能達到一停滯狀態，或者發現在它們的發展中不 

能達獲最高度的效果。達到經濟平等、创造舉世人民 

暢快進展的條件，這二者構成共存的物H 基礎和社會 

與經濟本質。事實上，共存政策是以經濟方面展開此 

種廣大的不受束縛的國際合作爲先決條件。

二五 . 目前，高度發展國家約擁世界人口五分之 

一 ，而佔世界總生產的三分之二以上。所以，在世界經 

濟發展不足部分，潛蘊着一個龐大的有待開發的人力 

和天然富源。如果使這些地區加速發展，使它們更充 

量的參加世界生產和交換，這將在世界經濟合作上展 

開無數的機會，而發展不足國家和已發展國家可以從 

此獲得直接利益。我們認爲協助發展不足和發展中國 

家迅速開發它們的潛蘊資源和經濟力量，旣屬利益問 

題 ，同時也是一般的國際義務。照我們的意見，更參照 

我們的經驗，此種協助不應僅求解決糧食問題或預算 

及收支平衡上的困 難 ，而應對此等國家的經濟發展以 

及增多參加國際經濟合作兩件事上作出有效真獻。協 

助發展不足國家的發展，則根據平等互班的合作方始 

可能。南斯拉夫在它自身可能範圍內與若干發展中國 

家合作，卽以此種原則爲準繩。這種合作已證明雙方 

俱蒙其利。因此，我們不把這種援助沿作利他行爲或 

慈善事業，因爲它對施助國家本身也顯然有利。在貴 

行一個世界經濟發展政策的時候，最重要的一點是在 

經濟部門內肅淸冷戰的一切殘餘，例如禁運或他種歧 

視措施。我很快慰，發見這方面已呈可喜的迹象。我

們認爲也需要把現有的經濟機構作適當的調整，同時 

再創立新的機構藉以辯供資金，協助世界發展不足地 

區。我們預期卽將舉行的聯合國贸易及發展會議，將 

對這個問題的解決發生極大的影響。

二六 . 聯合國的主要創始會員國中，有社會制度 

不同和發展階段不同的國家，在聯合國的基本前提以 

及聯合國的憲章中，我們已可看到共存的主要概念。現 

在情勢更佳，時機已臨，聯合國應領導發動工作，負 

起責任，使上述共存原則見於貨現。今日世界的需要 

這種關係，並不是單純地或主要地根據對某一政策的 

考慮，或者根據某一種意識形態的理論。任何一個國 

家或國家集團不應認爲唯有它獨有货任或權利去解釋 

謀求和平的努力；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囤，也不得爲了 

它狹隘的利益—— 無論是怎樣的利益—— 而阻擋這種 

謀求和平的努力。

二七 . 我們希望聯合國能在促成舉世人民的_結 

上扮演更 ffi要的角色，並成爲它們彼此合作和努力鞏 

固世界和平的工具。我們這個組織如果要在目前的新 

形勢之下充分履行它日益增加的责任，並完成它的歷 

史任務，那就必須達成徹底的普遍性，它的結構必須適 

應世界上發生的變化。聯合國是平等及主權國家最俱 

代表性的集合，也是世界輿論藉以發表的最傑出論壇， 

所以，要謀國際關係的進一步改善，要鞏固世界和平 

聯合國便特別須要加意精心擬訂一套共存原則，立爲 

典制。本人固然知道，甚本的槪念已載在聯合國憲章 

而該事項亦已在大會的法律委員會衷進行討論，但我 

認爲這是一個基本政治問題。因此，我認爲聯合國應 

特別注意此事，要在一個較高的階層上，採用一個能够 

反映其重要性的方式，去討論這個問題。這將使我們 

這一時代的崇高理想和目的，獲得更$ 力的表現：和 

平政策和禁止使用武力；不干涉原則；̂ 各民族的自決 

禪和自擇途徑從事發展的權利；國際負資加速發展不 

足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的原則等等。我們所努力 

求致的，是一項和平和铅極的共存原則，這原則不獨 

指沒有戰爭危險和戰爭本身的存在，而且是說以强者 

的權利爲基礎的那種關係的終結，無論所强者是在政 

治或經濟或人類生活的任何方面。

■二八 . 我們深信，在我們這時代，共存原則的贲 

施，旣厲可行，亦切現實。我們不獨視此爲節制國家 

和民族間關係的最好方式；我們還認爲此等原則的貨 

施，更能充分表達人類最崇高最符人道的理想，以及 

人類最有價値的成就。我們深信，在國家社會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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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情形如果控頭，則一切人類價値將能更充分地3t 

現 ，人格亦得更自由地發揮。

二九 . 设後，我認爲我有货任耍代表我南斯拉夫 

各民族，在這衷向各位奉致深心的感激，因爲在我們 

的馬其頓社會主義共和國首都斯科普列城近罹地应而 

迺破壞時，各位酋深表同惜，並作蛻慨的協助。我們 

特別感謝在聯合國這衷所發创的義舉。我們認爲迢種 

國際囤結的廣大表現，也反映企世界絕大多數人民要 

防止爲害人類更大的核戰禍的決心。同時，适種囤結 

的表現，也是又一方法表示爲了世界新的更符人道的 

關係所作的努力，在這個關係中，每一個民族的福利 

將符合整個世界社舍的利益。

三〇 . 主 席 ：本人代表大會謹向南斯拉夫社會 

主義聯邦共和國總統閣下爲他剛纔所作的近要演說謹 

致謝忱。

會議於午拔十二時三十分体會，午後十二時四十 

五分績開 D

議程項目八十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中之 

合法權利(績完）

三一 . 主 席 ：本人發言人名單上有三位代表要 

說f 投票理由。我現在照他們要求發言的次序請他們 

發言。

三二 . Sir Patrick  D BA N  ( 聯合王國）：在討論 

中國在聯合國中代表權問題的過程中，尤其昨天早上 

本代表團聽到了若干赞成昨天所表決的決議草案〔A/ 

L .427  and A d d .l〕的演說，語甚狂縱，而我們認爲迓 

些演說和所討論的問題無甚關係。

三三 . 本人今擬聲明此等陳述，特別是對美國作 

沒有根據的攻訏的那些部分，與本代表圑無渉。

三四 . 雖然有了這一類的陳述，本代表國昨天仍 

投票贊成決議草案。我們這樣做，是因爲聯合王國政 

府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政府，而因爲這 

一事實，我們認爲應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中國國 

家代表資格出席聯合國。

三五 . 我想像以前各次所聲明的一樣，提醒本大 

會，聯合王國女王陛下政府認爲對盜濟的主權仍屈未

付決定。因此誰應在本組織代表茲_的問題亦是沒有 

決定。我國代表囤所投0 成遨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代表取得聯合國中中國代表席之票，並不妨礙女王陛 

下政府對於這一點的立場。

三六 . 最後—— 适也是聯合王國各代表前經提及 

的一點—— 我要就決讅草案所載若干規定提出保留。 

聯合王國代表囤認爲辺樣一個決議案祇對它本身和附 

屣機關具有約束力。至於聯合國其他機關，據我們沿 

來 ，大會祇能向它們建議。

三七 . Mr .  C O M A Y  ( 以色列）：在大會第十六屆 

會〔第一〇八〇次會議〕，我國代表團於表決蘇聯所提 

決議草案時棄權，但在表決一項提出的修正案2的下述 

部分時則投贊成票。該部分案文如下：

“大舍，

“決定•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應出席聯

合國及其所有各機關。”

三八 . 在第十七屆會，我們在表決當時所提的決 

讅草案時棄權，而在說明我們的投票理由時戬明：

“ •…本人率命聲明，以色列政府於該（第十

六 ) 屆會中對本問題所取立場至今不變，如果曾有

與我們在該 ( 第十六)屆會所投票赞成的一項修正

案相符的修正案提出的話，我們也會赞成的。”〔第

一一六二次會議，第三十四段。〕

三九 . 在本屆會，我國代表囤於表決阿爾巴尼亞 

和柬埔寨所提的決議草案〔A /L.427  and A d d .l〕時曾 

苒度棄權；我現在正式戬明，我政府的立場至今不變， 

與第十六與第十七屆會所取者同。

四〇 • M r. A A L G A A R D  (挪威）：昨〔第一二四 

八次會議〕表決時，本代表國按照它對中國代表團問題 

所抱的一般主張，投票贊成阿爾巴尼亞和柬埔寨所提 

的決讅草案〔A /L.427  and A d d .l〕。'如果當時是像我 

們所希望的那樣把決議草案逐段表決，本代表團原會 

在表決正文第一段時棄權。

四一 . 主 席 ：現在請印度代表發言，行使他的 

答辯權。

四二 . M r. C H A K R A V A R T Y  ( 印度）：本人很

抱歉因爲逼於需要，不得不行使我的答辯權，就昨天 

阿爾巴尼亞代表所作陳述裘的一段有所論列。

2大合正式紀錄，筘十六屆舍，附件，談程項0 九十及九十 
一，文件 A / L . 3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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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該代表在他所陳述中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沒 

有一個兵士在外國領土，對中國發動總攻的是印度軍 

隊，中國政府所提和平解決的建議則全遭印度拒絕。

四四 . 這不獨是歪曲亊貨，而且是完全倒蹬是非。 

整個世界，無論東方也好，西方也好，除了像阿爾巴 

尼亞那樣的少數例外，都很淸楚知道去秋中華人民共 

和國在印齒施行赤裸裸的侵略，並且卽在今日，該政 

府仍繼績佔據了我們的領土約三八，〇〇〇方公里。

四五.至於指稱印度拒絕所有和平解決的建議那 

一謬說，我祇須指出至今爲上，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沒 

有接受六個亞非不結盟國家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哥倫 

坡會議後所提出的建議。這些哥倫坡建議，我們已全 

部接受。假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接受和實施此等建議， 

這將對於中印協調以及和平解決兩者間爭端所需氣氛 

之造成，大有助益。

四六.阿爾巴尼亞代表腿度提及中華人民共和國 

意欲與他國和平共存，並且是約定遵守和平共存五項 

原則的國家之一。我們亦曾誤信中國的正式加入上述 

五原則的約守以及矢言和平共存兩事爲眞贲可靠。我 

們那時還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行的是一個存心欺 

騙的政策，祇係口頭遨奉這些原則和亞洲與世界和平 

及兄弟之誼等理想。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已K 出它的眞 

面目，公開聲明—— 像昨天鸦普勒斯代表的指出——  

它“反對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間的和平共存” ，也“反對 

今日有防止世界戰爭的可能”〔第一二四八次會議，第 

一八五段 〕。

四七.此等聲明完全否定了阿爾巴尼亞所稱中華 

人民共和國承認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和平共存原則的 

一說。

四八.我們知道阿爾巴尼亞爲何要說這些不必要 

的而且也屬全無根據的話反對我國。在正常情形下，我 

國代表團對這些話原可e 諸不理，可是因爲事實上這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聲音，由別人代說，所以我必須 

正式表示，阿爾巴尼亞代表所作聲言，完全沒有根據， 

沒有基 礎 ，全屬想入非非。

四九.’主 席 ：現請阿爾巴尼亞代表發言，也是 

爲了行使他的答辯權。

五〇 . M r.  BU D O  ( 阿爾巴尼亞）：我要謝謝主席 

譲我在印度代表剛纔說了他關於阿爾巴尼亞的話以後 

行使我的答辯權。

五一 . 印度代表適纔攻擊我國代表囤，說它對於 

中國和印度邊界紛爭一事沒有說眞話，又指稱它空言 

無據，且更歪曲事货，說的和眞相不符。

五二.印度代表團在本屆會中很不可索解的箅下 

工夫對中華人民共和國S 作無據的指控，漫肆誹謗誣 

衊 ，至足稱憾。它在大會和各委員會中，行此已趿，剛 

纔印度代表復茁話a i提，再予一番複述。

五三 . 昨天〔第一二四八次會議〕阿爾巴尼亞人民 

共和國曾简詞駁斥若干代表團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作 

關於中國和印度邊境紛爭的沒有根據的指控。今日印 

度代表團旣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蜇作攻擊，再予誣衊，建 

議將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中之合法權利問題 

列入本屆會議程〔A/5498〕的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 

認爲责無旁貸，應將中印邊境問題的事實從詳再予申 

述。

五四.大家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曾不斷設 

法藉談判解決該國與印度邊境的問題，像它和我代表 

團昨天所提及的別的鄰國解決同類問題的辦法一樣。 

不幸印度政府採取了不同的旌度，謀藉某種與它身爲 

聯合國會員國在憲章下所負義務不符的任意的和侵略 

性的手段，去滿足它的領土要求。它這樣一來，在一 

九六二年十月間引起了一場大規模的武裝衝突。

五五 . 事K •很淸楚。一九五〇年 ，印度强力侵越 

中印邊境習惯傳統界線的東段，佔據所謂麥克馬洪線 

以南的中國領土九〇，〇〇〇方公里。一九五四年以 

後 ，印度在中段塯奪領土二，〇〇〇方公里，並在西段 

奪 取 Parigas —地。

五六 . 一九五九年，印度政府正式要求在西段的 

又一部分中國領土三三，〇〇〇方公里。同年八月及十

月，印度軍隊挑起邊境兩次武装衝突事件。

五七 . 經過這印度挑起的兩起邊界事件以後，中 

國政府於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向印度政府建議雙方 

將武装軍隊在中印邊界企線兩側各自撤退二十公里， 

停止巡邏。印度拒絕這建議。爲避免邊界亊件起見，中 

國單面在它邊界的二十公里內停止巡邏。

五八 . 爲 f i 取中印邊界問題和平解決辦法起見， 

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於一九六〇年四月至新德 

里訪問，和尼赫魯總理舉行談話。可是因爲印度並無 

解決問題的意願，這些談話沒有產生任何铅極結果o最 

近，據紐約時報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四日報導，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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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說他願再往新德里設法藉談判解決中印邊界爭 

端。但據該報載，印度政府反對他作此訪問。

五九 . 印度利用中國方面的單方停止邊界巡邏， 

自從一九六一年起—— 尤其是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以 

後—— 便採行一個獄食中國領土的政策。在西段，它 

繼績侵佔中國領土，設立了侵略中國領土的基地四十 

三處。印度報紙稱此爲“雄圖大略的拿破侖計劃的獨特 

勝利”。自一九六二年六月起，印度軍隊一直繼績推進， 

展開它們的侵略到邊界的東段。他們已經越過非法的 

麥克馬洪線，侵入扯冬地區，不斷擴大它們的侵略半 

徑。

六〇 . 中國政府向示忍耐。作爲它極度忍耐的證 

據。中國政府曾於一九六二年八月至十月間三度建議 

藉談判解決邊界問題 ; 可是印度政府拒絕此等建議，而 

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技受要影響中國領土大片廣壤的印 

度領土要求爲舉行任何談判的先決條件。當然任何稍 

有自尊心的政府決不能接受這樣的條件。

六一 . 同一時期內，印度方面在扯冬地區對中國 

邊界衞兵發動武裝製擊，後者傷亡甚衆。一九六二年 

十月五日，印度國防部長宣佈在東部指揮部下設一新 

軍團，專爲對付中國。十月十二日，尼赫魯總理聲言 

他已下令把中國地區裏的中國軍隊開始肅淸。十月十 

七日，印度軍隊開始猛烈炮踫中國陣地，在東西兩段 

同時進攻。最後，在十月二十日，印度軍隊奉尼赫魯 

總理命，發動大規模攻擊。中國邊防衞兵是在印度疊 

次猛攻傷亡重大下，纔资得爲勢所逼，不得不以猛火 

還擊，以圖自衞。

六二 . 這一切事實表明情勢的眞相。可是一 這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愛好和平的態度以及它欲藉 

和平手段解決中印邊境問題的意願的確鑿證據—— 在 

把攻擊者搫退後，中國政府並未利用它的軍事優勢，卻 

自動採取蜇要步驟以謀恢復和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 

二十二日，中國邊防軍單方在邊界全線停火；他們在 

所有邊界地區從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那天的實際控 

制線上逐漸向中國領土內撤退二十公里。中國政府依 

照停火協定撤離爭議地區，並未在該區內設立檢查站， 

雖然這些地區無可爭辯的係屬中國領土。它逍回所有 

印度俘虡，並將戰爭中從印軍方面獲得的兵器和軍事 

裝備送還印度。

六三.我們看見印度方面並無與中國方面共尋和 

平解決這一邊界問題之意，反而設法在兩鄰國間故意

造成緊張局面，使兩者關係惡化，拚命準備和中國作 

新的軍事衝突，認爲至足逍憾。

六四 .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四日，印度國防部長 

M r. C h av an聲言印度軍力應從八十萬增至二百萬 

人。本年軍费數達八十萬萬虛比，卽佔總預算三分之 

一以上。

六五 . 在反對中國的運動上，印度已與美國帝國 

主義漸成沆觀一氣。依照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自 

印度和美國間的協定，美國有一個很大的軍事代表團 

經常駐在印度。一九六三年六月四日，印美兩國總統 

發出—— 聯合公報，內稱兩國對於聯防一事彼此有共 

同的關切，以對付中國。七月九日，印度和美國簽訂 

一項協定，要把“美國之音”節目在印度轉播。七月二 

十二日，印度和美國同時宣佈印度、美國和聯合王國三 

國空防公約的締訂，該公約事實上已把印度放在西方 

的“傘子”下，把它變成一個美國基地。

六六.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六日紐約時報刊載新德 

里來訊稱有英國王家空軍—— 先追隊那天抵達加爾各 

答附近一機場，參加印度、美國和聯合王國三國空軍 

的聯合演習。該報稱“印度因該國 ‘不結盟 ’ 傳統關係， 

對是次演習嚴守緘默，不願討論”。

六七 . 看了上述種種和許多別的事實，還有人像 

印度政府那樣一本正經地聲稱印度遵行中立政策嗎？ 

這和中立政策離得太遠了。

副主席A/>. Alvarez KWflw/ve ( 薩爾瓦多），代行 

主席職務。

六八. 我們剛纔聽見的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作的 

非議和事實眞相完全不符，唯一作用是使聯合反對中 

國的運動進行更爲加緊，而此一運動的反響，在本屆 

會這議場中亦已隱隠可聞。

六九 . 印度政府這樣控告別人，全出虛構，不是 

第一次。一九六三年夏初，印度的宣傳機構甚至聲稱 

中國已準備在八月五日大舉進攻，集中了數千飛機在 

西藏境並已舉行範圍甚廣的航空演習，復曾放射地至 

空飛弾。八月二十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言人對 

這一切故意散播的謠言，給以它們當受的打擊。

七〇 . 我們看見一點很有意思，就是印度政府構 

稱中國軍隊集中邊境，並把這話傳播這已是第三次。頭 

兩次恰與印度政府代表—— 上月是 P a tu s ik大使，五

月是一位部長 M r. K rishnam aslani-------到華盛頓請

求援助之行同時發生。和第三次巧合的，除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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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就是印度與美國和聯合王國的“空防公約”以及准 

許美國在印度建一强大有力的“美國之音”電臺的協定 

的締訂。這便無異公開放棄“不結盟”政策。

七一.集大軍與武器於印度和中國及印度和其他 

鄰國的邊境的，不是中國而是印度。

七二 . 至所謂中國侵犯印度領土和領空一事，我 

將祇引述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日中國政府致印度政府的 

照會中的如下一段：

“印度政府已把它的武裝巡邏隊移上整個中 

印邊界。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一九六三 

年八月底一時期間，印度軍隊越過目前控制線侵 

入中國領土三十次以上，而印度復八十次侵入中 

國領空。這些證據確鑿的事實，不能但指中國爲 

‘語出無據’或故事宣傳如印度照會中所稱便可得 

而 否 認 —— 這裏所指，是一九六三年九月的印度 

照會。

七三.印度方面這種準備戰爭和擴張領土的政 

策 ，正使它的各鄰國發生嚴重蔹慮。例如一九六三年十 

月八日巴基斯坦阿育布汗總統在B ah aw alp u r宣稱： 

西方所予印度的武器援助，已給巴基斯坦造下嚴重糾 

紛；印度一向認爲它可藉武力和戰爭威腿鄰國；印度 

的統治者應該放棄他們兼併鄰國領土的計劃，不這樣 

的話，他們怕要惹起大火。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四日，巴 

基斯坦總統復再宣稱，有識之士都很 淸 楚看出，印度 

未受中國方面侵略的威脅。

七四 . 末了，我想說幾句關於哥倫坡會議的話。3 

大家都知道，該會議旨在鼓勵直接談判，以和平解決 

中國與印度間的邊界糾紛。該會議的目的是作爲一個

3哥倫坡會議係於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日至十二日舉行， 

出席者計有緬甸、錫蘭、迦納、印度尼西亞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調解的工具，而不是要做仲裁的工具；它所作建議祇 

是向中國和印度提出的意見，並不是中國和印度必得 

“整體”接受的判決或仲裁。中國政府主張中國和印度 

應原則上接受哥倫坡會議的建議，作爲談判基礎，兩 

國應立卽開始談判，無先決條件。中國方面的這種態 

度是合理的，也是公平的；可見中國的誠意求致和平。

七五 . 中國政府的業已原則上接受哥倫坡建議， 

不獨出於言詞，巳見於行動。至今爲止，由它自己主 

動業已採取的步驟，包括停火、撤退邊防衞兵和依照停 

火規定從爭議地區全部撤出等等。這就是中國政府已 

實行大家根據哥倫坡建議對它之所期，有許多方面，且 

有過之而無不及。它的努力於修好，已爲在哥倫坡開 

會的各國以及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一致稱道。

七六 . 可是印度政府採取了什麼態度呢？它頑强 

一貫地拒絕談判。它堅持要直接談判非中國政府“整 

體”接受哥倫坡會議的建議爲條件不行。這簡直等於把 

此等建議變成一項判決，使中印談判成不可能。印度 

政府方面這一辦法，和哥倫坡建議的精神與目的大有 

差異。

七七 . 還有要指出的，就是印度要求“整體”接受 

哥倫坡建議，一面卻把它己意所作解釋加於此等建議 

之上。中國當然是不能接受印度政府的這種辦法，因 

爲該政府所爲，乃欲强人服從己意。

七八 . 我們適纔所作說明，便證明那所謂“中國的 

挑戰行爲”、“中國的侵略”等等，都是故意的造謠誹謗 

和惡毒誣蠛。雖然中國政府關於停火和撤退軍隊所採 

的主動，印度政府對它至今未作任何積極響應，中印 

邊境情勢卻已不若前此緊張，這就是中國政府所取行 

動造下的益處。

午梭一時二十分歆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