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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〇 . 一般討論（續前）

主席：依照我們的議事日程，我們應繼_

舉行一般射論。

本人請比利時代表Mr. van Longenhove 發
言。

Mr. v a n  L a n g e n h o v e  (比利時）：聯合國 

的主要機關開始到現在將近九個月了。大會已 

獲得關於這些機關所提出的工作報吿。因此我 

們可以對於它們的工作，作一初步的結論^這 

是一個機會讓我們自己來估蛩一下這些工作滿 

足了我們的期望至何程度。

安全理事會在我們的組織中，佔據一個極 

重要的地位。依照憲章的規定它負有維持國際 

和平及安全的主要責任。自從成立以來，屯的 

工作相當繁重。那些工作竟需一本不下三百頁 

的報吿書來敍述3 這個第一次工作成績，是否 

能令人滿意呢？安全理事會是否已經履行了它 

所擔負的任務呢？

在過去幾個月中沒有眞JE威脅安全的事情 

發生《但是安全理事會卻面對着許多極微妙的 

間題。那些間題所引起的充滿着反響的辯論,具 

有一種應予注意的特徵。它們特別是使安全理 

事會常任理事國的代表們發生意見銜突。

憲章的起草人出發時所根據的見解，是完 

全I E 確的，他們以爲和平的維持端賴列強間的 

協畿和共同行動。這是憲章所建立的安全制度 

的基本條件，而一致同意原則乃是與道個條件 

枏連帶的。

關於這一點，憲章起草人的預料一開始便 

證明是錯誤的，而保障安全的機構亦不能發生 

作用了。在實行上，安全理事會已經證明是列 

強用來將它們不能同意的間題訴諸輿論的一個 

機構。13們所引起的糾紛，也許是一種障礙，或 

可能引起弊變；但是沱們也是有某種稗益的，因 

爲各國若有一個機會來公開表示它們的怨憤， 

和答覆他方對於它們的責難，那是非常有益的。

道種討論是安全理事會必須負貴以和平方 

法解決爭端的結果，怛是憲章的起草人曾特別 

注重安全理事會一旦遇有威脅和平、破壞和平

及侵略行爲發生時所必須採取的行動。就是在 

這方面，若與國際聯合會盟約的規定比較起來， 

他們已獲致了一種最重大的改革，他們金阖糾 

IE國際聯合會的缺點。

聯合國已承擔實施安全理事會的決議。安 

全理事會必須有施行決議所必要的權力和必須 

處於能立刻進行干涉的地位）然而要有採取迅 

速行動的能力和執行決議的權力，必須有某種 

決議爲根據，可是安全理事會在最初幾個月中， 

就是對於不大重要的事件，亦沒有獲得所需的 

過半數而通過任何決議。

直到現在，的確還釋有產生什麼足以危害 

和平的後果；然而聯合國不得不從此事學得一 

個解決將來間題的教訓。祇要常任理事國間的 

關係像目前一樣繼績下去，聯合國就不能希望 

安全理事會能予以其所應給予的安全保障。

在金山會_ 中，比利時代表圈曾批評否決 

權的原則。但是它服從大家的決定，並且準備 

忠誠地擁護那個制度。

經驗證明了比利時代表的反對是有理由 

的。但是它仍願繼續這個試驗。它現在並沒有 

意思比較從前更殷切地要提讖取消否決權的規 

定。它承認—— 雖然不無遺慽一一各國還沒有 

充分了解彼此相互依賴的關係，並且大家仍未 

願服從過半數的決定。

比利時代表圈在遇去所反對的，和現在所 

繼續反對的，是過分擴充否決權原則，和濫用否 

決權的方式。過去的事實a 經證明了道個窓見 

是有理由的。

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國倘不謹愤行使憲章所 

陚予它們的特別權力，那末，最後就必須修改 

憲章; 倘或不修改憲章的話，那末，瑜爲無能和 

不克完成它的任務的安全理事會，恐將發現它 

所應享的權力a 經完全消失了。

在許多關於因使用否決權而阻撓安全理事 

會行動的事件中，有一事件曾經比利時政府加 

以干涉；因爲道個緣故_*本人要特別提及此事。

將西班牙間題列入安全理事會的議事日程 

一事，是由波蘭代表在本年四月八、九兩日所 

請求的。在處理這樁事件的過程中，比刺時政 

府根據在五月及九月中所接獲的來文，被邀參 

加調査西班牙政府活勤情形。

比利時政府供給安全理事會的情報，主要 

的是關於西班牙政府給予在比利時的德國主要

間諜之 •卽叛徒D egrelle—— 的支助，使

他脫逃所犯政治罪和普通法律下罪行所應得的 

懲罸。這項情報證明了西班牙政府在戰時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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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心國家間諜所採取的同謀態度，是一個擾亂 

歐洲的因素及對於安全的威脅。

比利時政府對於以前向安全理事會所提出 

的關於採取積極辦法的各個決饑案草案）因爲 

沒有得到規定的過半數而未獲結果一事，覺得 

不能漠視，這些問題仍舊沒有解決。

大會在二月九日一致同意逋過的決議案， 

已接受波炎坦宣言, 該項宣言稱西班牙政府”藉 

軸心強權之支助而握政, 觀其成因、性質及政治 

事蹟及其與各侵略國之密切聯繁，該政府實不 

具備請求加入聯合國之各必要條件”。

那個決議案建議聯合國會員國在將來與西 

班牙發生交往關係時，要對上述文件的文字和 

精祌，特別加以注m
倘若公佈宣言而不能發生實際效力，那是 

沒有用處的。運用這種方法是不能提高本組織 

的信饗的。

比利時代表囿因受憲章和大會議事規則的 

限制，祇能提出一個提案，就是：大會應當促 

請安全理事會注意採取能夠解決西班牙問題的 

確切辦法的重要。我們擬在本屆會中向各位提 

出這樣的一個提案。

自從本年一月舉行大會以後，經濟暨社會 

理事會曾舉行過三次屆會。它的討論主要的是 

關於設立各委員會與各專門關機商訂協定，與 

非政府組織合作，國際衞生會議，難民間題，國 

際貿易鹽就業會議，戰災區域經濟復興, 有關聯 

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事宜，及世界缺乏縠類間 

題等等。

這樣的一個工作範圍，的確是非常廣大的。 

但是比利時代表画覺得我們必須指出這理事會 

所獲致的決議，主要的是關於組織問題。

倘若在某種範圍內道狴結果是不能認爲十 

分滿意的話，那末其原因似乎是方法的錯誤。同 

樣的，討論在駢喿的機關中重覆舉行而那些機 

關大部分又都是同樣國家的代表們紐成的。每 

一個機關還沒有充伢斟酌已往討論結果以前， 

卻又把那些已紂論的問題重提出來了。

在另一方面，我們又常見許多人以政治成 

見來參加討論, 倘若他們能限制討論的範圍，使 

它不超出所該討論的專円間題範圃以外，那些 

討論也許可以多有所得。

在技術工作方面，由專門機關實行經濟和 

社會間題範圍內的合作，似乎較有成效。這些 

專門機關應當享受與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所訂協 

定所規定的自主權，我們希望大會將無條件核 

准那些協定。

憲章曾規定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應擔負一項 

特殊的任務：協調各專門機關的工作。這個任 

務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在經濟工作方面。

一種不平衡的狀態釀成了兩次戰爭間隔期 

中經濟、財政和社會各方面的嚴重紛亂,道種狀 

態祇有藉將來在優越條件下完成了這個任務以 

後纔槳避免。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必須有合格的 

諮詢機構可以藉助，才能在這方面有所成就。因 

爲這個理由，所以將來經濟暨就業委員會的組 

織及其執行任務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道種 

重要性決非言過其實的。

像對於貨幣和財政問題一樣，對於農業和 

糧食周題，各專門機關亦已經開始執行職務,伹 

是在國際貿易方面，還未見有此現象。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所設立的籙備委員會， 

在偷敦舉行會議a 經好幾天了。它爲草擬商業 

公約所舉行的討論，因有美國政府所擬具的詳 

細草案，當可順利進行。美國政府的草溱似乎 

是一種舉行討論時很有用的根據。

在這方面比利時與荷蘭及盧森堡有密切聯 

繫 , 它們對於這個偉大的事業自將予以協助，不 

遗餘力々

大會現巳接獲經濟曁i t 會理事會所提交的 

關於難民問題的報吿關於設立國際難民紐織的 

文件草案，關於規定前國際聯合會按各國麻醉 

品公約所行使職務及權力的辦法的報吿、和關 

於接管前國際聯合會其他職務及工作的報吿。

經濟赞社會理事會亦已草擬了期與幾個專 

門機關商訂的協定。一般的說來，比利時代表 

團對於這些報吿和協定將予赞成。

大會二月二日的決議案將戰災區域經濟復 

興問題交付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處理。爲進行調 

査工作而誅立的小組委員會，巳經能在短時間 

內舉行了範圍很廣的調査，並目提出了極有趣 

味的建議。比利時代表®對於經濟蠻社會理事 

會未能將那些建讖全郤接受，引以爲慽。倘若 

經濟豳社會理事會僅對於戰災最莆國家的直接 

援助問題進行調査，那它就沒有完全逹成它的 

任務。我們必須避免無組織的經濟復興，這種 

情形能引起新的經濟失調和對於國際合作的新 

障礙。相反的，促進經濟復興的各個計劃應當 

能夠互相調和, 並對於盤個的歐洲經濟發展，要 

有貢獻。

關於道一點，小組委員會所建議設：立而經 

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決定延至下届會議討論的歐 

洲經濟委員會一一 一個協調工作的機構一一似 

乎是不能缺少的。

比利時政府願意忠誠地遵守憲章第十一和 

第十二兩章中的各項規定。它現在已向大會提 

出一個由比利時管理的盧安達烏陵提領土託管 

協定草案,，請予核定。這個協定是確切根據憲 

章原則的。屯重申比利時將切實履行的嚴格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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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依照託管制度的目標，比利時將以該領土 

居民的利益爲前提，在託管制度下管理該領土， 

來促進當地人民的合格代表們稹極參加該領土 

的管理工作，促進該領土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方 

面的進步，保證聯合國的人民與比利時人民享 

受在社會經濟工業及商業事項方面完全平等的 

侍遇，最後並履行該領土的各種義務，俾得維 

持國際和平及安全。

比利時在過去三十年內管理盧安達烏陵提 

的工作中爲謀該領土居民福利所獲致的成就， 

就是託管制度在將來所促成的新進展的保證。

國際法院是聯合國主要司法機關。它以發 

表諮詢意見方式來加強大會和安全理事會的行 

m , 使它們遇有必須解決有關法律問題的任何 

困難時可以依賴國際法院P 該法院以判決方式 

對於提出於法院的各項爭端作最後決定。根據 

憲章中的一項明文規定，聯合國會員國必須遵 

行國際法院的判決，而安全理事會必須誅法使 

大家履行這個義務。

不伹如此，依照憲章的規定，安全理事會 

應注意在行使它的職權時，凡遇具有法律性質 

的爭端，依照正常辦法，必須由當事國家將它 

提交國際法院。

最後，在聯合國憲章構成郤伢之一的國際 

法院規約中，有一項特別條款規定各國於有關 

沬律的爭端中，得承認國際法院具有強制管轄

權。

因此，國際法院實爲憲章所建立的保障世 

界和平機構中的一個主要部份。

比利時是素來赞成公斷和國際司法解決爭 

端的原則的。比利時政府決非過事誇張國際法 

院所任職務的重要，該法院實爲促進逐漸建立 

一個有效國際法制度的因素之一。比利時曾經 

接受國際常設法庭的強制管轄權。比利時政府 

卽將向議會提出一個法案，請授權政府同樣地 

接受新國際法院的管轄權。

訂立能管協定及承認國際法院的強制管轄 

權，是比利時政府在本組織的機構範圍內所已 

經進行的或正擬進行的二項重要工作，我們勰 

爲向大會報吿這些事實是有用處的。

比利時代表_ 同時曾提供它對於本組織主 

要工作的意見。我們在這樣做的時候，是沒有 

保留的。我們要是以善意來提出坦白批評的話， 

我們就對於本組織有所貢戯。據我們看來將缺 

點和弱點指出來並不是表示失望的態度。相反 

的，這是表示爲全體人民的福利計，我們願意 

看到本組織的範圍擴充和工作效率增加。我們 

的行動將永遠受這個願辍的支配。

主席: 本人請巴西代表Mr. Velloso發言。

M r. V e l l o s o  ( 巴西）：本人要替巴西代表圃 

先向紐約市長表示我們誠懇的謝意，因爲我們 

在大會期間蒙它道樣熱忱招待。

聯合國是在美國境內逢生的；它是在偉大 

的羅斯福總統的號召和在他的卓越的國務卿赫 

爾先生的協助下建立的。在酆巴頓橡園所擬定 

的計劃在舊金山經組成聯合國的國家予以核 

准。它們擬訂了一個憲章來管理它們以後相互 

間的關係。本人爲美洲人民之一，本人現在強 

調指出這些事實具有一種我們所不能忽視的重 

要性，覺得非常榮幸。

美洲是自由之鄕，它的居民沒有像其他大 

陸經若干世紀不斷的鼷爭所黑積的那樣偏見， 

它是所有偉大民主國家的發源地，它給聯合國 

一種史無前例的機會，足使本組織日趨昌胳而 

終能完成其重大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 

的任務。

巴西以國際社會之一員及構成西半球主要 

部份的一個國家的雙重地位，對於聯合國憲章 

的訂立有所貢戯，這是它覺得可以顋傲的一件 

事。它的過去歷史、和平傅統、愛好秩序、對於 

法律的尊重和它的民主觀念使它熱忱歡迎關於 

組織一個國際社會來維持正義並尊重條約及其 

他國際法律的意見。

這是巴西對於各大國所發起的意見予以熱 

烈支持的理由。巴西不但參加了金山會議，並 

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參加了大會第一屈會第一期 

會議以前的簿備工作。

聯合國自開始工作以來，祇經過了幾個月 

的時間。安全理事會和經濟曁社會理事會以及 

其他機關自從本年一月起就舉行經常會議一 

事，並不就是證明道些機關，在人員尙未齊備， 

紙有一個暫定預箅，永久會所問題尙未解決等 

等情形之下，已經越過了進行組織的階段了。

除上述各種情形外，還有因遲遲未能擬定 

及簽訂和約而引起的世界各地的戰後種種問

題。

就各方面而言，我們這組織的存在迄今爲 

時仍甚短，在這個時期內，我們是在一個仍舊 

等侍着恢復常態的世界中，忙於進行組織一切。 

在這種情况下，若企鬭評判聯合國到目前爲止 

所做的工作，未免過早。

本人願意說明巴西對於聯合國的宗旨，抱 

着極大的信心。我們經歷了過去幾年的痛苦之 

後，我們不能想像在目前我們所處的一個世界 

中能夠缺少像聯合國爲謀人類輻利所擬供給的 

一種力量，就是一種對於勝負雙方都能保證尊 

重生命、權利及自由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中，力 

求維持秩序和國際安全的一種保證。



各位都能看到本人現在向各位演說的時 

候，本人是注視着憲章。這個憲章是過去二十 

五年中爲各國人民建立一個規約使他們得在一 

個有秩序和文明的世界中過着一種秕會生活的 
第二次企_。

在鄧巴頓橡園時及以後在金山會議時，我 

們曾設法以比較日本侵略滿洲事件所破壤的文 

書更現實的規定，载入聯合國憲章，以求改善 

國際聯合會的盟約。盟約與憲章間最重要的差 

別, 就是在於說立軍事參謀團；遇有威脅和平、 

破壞和平或侵略行爲時，這參課團就可協助安 

全理事會說法應付。

但是，聯合國是建立在一個極遠大的原則 

上面的。這個原則已經載於憲章第二十七條內； 

這個原則在金山會議的前後，本組織的創始人 

郡認爲有極大的重要性的。根據他們的意見，爲 

使聯合國能繼續存在及完成它的任務起見，安 

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間，就是各大國間必須 

實行一致同意的原則；倘若沒有這個原則，聯 

合國就不能存在。

我們參照在法律上各國一律平等的原則， 

來審査憲章第二十七條的規定，那麼第二十七 

條是小國家和中等國家爲謀獲致憲章所付出的 

重大代惯。我們的規約中的這一項規定，就是 

通常所謂賦予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否決 

權。

巴西在理論上雖然反對否決權，但是爲謀 

會議有結果起見，仍以善意來接受它。我們認 

爲雖然在理論上所有國家在法律上都是平等 

的，但是它們關於維持和平的責任，是與它們 

行動的能力成正比例的，所以它們在這種責任 

上，有重大的差別。因爲這個緣故，我們決定 

對於各大國必須予以信託。

但是，顯然當聯合國多數會員國以同樣的 

精神予各大國以這種信託的時候：也將一種義 

務加於它們身上，各大國從這個信託獲得利益， 

它們亦應當尊重這個信託。它們第一步應通力 

合作，把這個世界重行組織起來,以完成這個任 

務。我們都知道這個任務是不容易達成的。徂 

是我們亦同樣的深信，倘若各大國能以善意和 

誠意來完成自公佈大西洋憲章以後我們所公認 

的宗旨的話，無論如何重大的阻礙，都是可以 

克服的。

今日世界的各國人民，有一種至高的願望。 

在忍受了上次戰爭中的極大痛苦之後，他們希 

望秩序及和平。他們迫切地盼望着二件事情:他 

們盼望恢復秩序，和長久維持這秩序。他們決 

不容每一代都必須遭受一次比一次慘重的恐 

怖，這種恐怖是妄想以戰爭來解決戰爭所不能 

解決的間題所醸成的。和平的關鍵, 無疑地，是 

在列強的掌握中；徂是這個世界將永遠不會接

受一種意見，這就是各大國間的利害衝突是犠 

牲人類福利的正當理由。

我們試觀憲章序言裏面所謂我們”同茲決 

心，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 

之戰禍”。各國在這個世界上常有一個歷史的 

任務必須由它們來完成的，倘若這是它們的命 

運任何事物都不能加阻礙。但是在今日的情形 

下，倘若它們企阖在它們所加入的聯合國組織 

範圍以外，來完成它們的這種歷史任務的話，那 

便是一種瘋狂和一種犯罪的行爲。

我們當前正有一個極艱鉅的任務，等待着 

我們。我們在這裏集會，第一步就是要來完成 
本年年初在倫敦時開始進行的工作。同時有許 

多新的間題要我們來硏究的。我們當前有一個 

極繁重的議事日程。不仴如此，因爲兩次延會， 

我們這兩次的會議曾經相當稽延。

當然我們目前所有的問題都是極重要的； 

無論它們的性質是怎樣的，我們對於這些間題 

都應當予以同樣的注意。仴是，在目前聯合國 

所處的階段中，本人要直率聲明在這些問題中 

有若干間題是有特別重要性的。第一，這些問 

題有的是關於聯合國的組織的；第二，笮狴間 

題是經濟曁社會理事會等一類機關提請我們審 

議的。倘若我們希望聯合國的工作而能夠得充 

伢的效果，倘若我們希望至少已經從一個很長 

的謙備時期演進出來的聯合國能夠完成其所以 

建立的工作目標的話, 我們必須集中我們的力 

量來應付這些間題。

這是巴西代表圑來參加刻在絲約舉行的大 

會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讖的目的。巴西是繼續照 

着它在金山時所採取的具有客觀性和建設性的 

態度而進行工作的，其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 

這個世界上促進聯合國的組織和發展。我們對 

於大會必定竭誠予以支助，俾能在最短的期間 

內完成我們所擔任的工作。

主席: 本人請海地代表 Mr. Charles 發言。

M r. C h a r l e s  (海地）：一個新的世界正在那 

最恐怖的戰爭所造成的殘破世界中誕生出來。 

世界各國人再已將保證這個新生的嬰兒能在一 

個持久有效和愉快的和平氣氛中獲得安定和力 

鱟的任務，交給他們所選擇的代表們。

海地共和國的代表圃謹以熱忱的信念前來 

與聯合國各位卓越的大使們共同努力，希望能 

貢其一得之愚。

共同的痛苦、煩悶和薆患一一在危險的關 

頭是怎樣有力和不能破裂的聯繫。

在五個年頭中，各盟國不分種族、宗教、語 

言或宗教，画結一致，將它們的財富、力量和 

鮮血混合在一起，以幾乎令人不能相信的勇敢 

精神，以史無前例的超人膽識，來對敵人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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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們這樣作戰•>爲的是保議自由—— 也就 

是生命意義。

但是/現在戰爭業已結束而各種思想仍發 

生銜突，爲謀求和平的奪鬭仍繼續進行，因爲 

和平不祇是戰爭狀態的結束，和平的光輝，就是 

自由的光輝。一個國民在他和自己的良知鬭爭 

的時候，他的心鏟是不平安的，一個世界生活 

於一種不斷驚懢的狀態中，也是不平安的。和 

平就是得免於悲慘的薆慮，這對於個人和國家 

都是一樣的；和平也就是免於饑锇；免於恐懼 

和無知；免於無情地破壞這世紀所認爲光榮的 

優美文化的可恥弱點；和平也就是一切障礙和 

一切 _的 解 除 O
科學的進步使國際間的圃結成爲不可或 

缺。最近這個世界以驚人的速度分裂爲若干互 

相敵對的集蘭，因爲它缺乏圃結所必需的一個 

條件：就是一種友愛的精神。

在這個條件中我們可以找到人類所渴望的 

自由、正褰及和平的眞正淵源。惟有友愛的精 

神纔是互助定律的眞正基礎，這種互助定律對 

於一切國家和對於所有國民都一樣有效的，惟 

有友愛的精神，纔能產生偉大的宗教運動和領 

袖的重大責任心；惟有友愛的精神，纔能剷除 

各國人民間仇恨的毒害，而以亙古以來未有匹 

敵的方景一一愛—— 來替代它。

道便是 Jacques  M a r i t a m 教授所謂民主不 

僅是一種哲學系統、一種思路、一種政治理論 

或是一種政體—— 它乃是一種心鏟的狀態、一 

種灌注了普愛人類的心鏟狀館、像一位世界 

偉大的公民一一羅斯福一一所充分表現的那 

樣。

友愛的精神！這是一種熱腸，發射着光苎 

和熱力。希望你能夠以你的光來照耀這個莊嚴 

大會的工作，並領滇各國人民的良知，俾得使 

”這些將來的建築物，不會變成墳蔡”。

主席: 本人請秘魯代表M r. U l l o a發言。

M r. U l lo a  (祕魯）：當本人向在倫软舉行 

的大會第一屆會第一期會饑演說的時候本人 

贫發表一些意見以說明祕魯代表圈對於當時世 

界情勢所取的態度。本人今日所想做的）又是 

這一件事，並且因爲環境的關係必須重提舊 

事。

本人當時曾說明，在聯合國的組織範圍內, 
最要緊的就是在一方面各強國應當明瞭它們若 

濫用它們的權力和權利，一定會造成國際間獨 

裁的現象，而在召一方面，小國家亦應當牢記它 

們若具有過分的野心，一定會促成國際間無政 

府狀態。本人又說明若要避免國際間獨裁現象 

的發生，這兩類國家就必須在行動上不超出它 

們合理的限度，這是國際民主制度能繼續生存

的一種保證。倘若任何一方越出了它們的限度 

濫用它們依據新訂條約所享有的權力，或對於 

同樣地谮伏於個人或國家心自中的野心，不加 

控制，那末無論那一方都不能完成它們的歷史 

任務。

自倫软會饑到紐約會議的一個時期中，國 

際關係經歷了一個簡短但是多事的過程。各大 

國，或者它們中間的幾個國家，在處理世界問題 

時，表示彼等是處於優越的地位，這一種態度， 

無疑地是由於它們對於事實有所誤解，和由於 

爲欲滿足其過分野心而具有的過分敏感所致。

因此;•小國家一一小國家的國際地位，就其 

集體和個別國家而言都受了損害—— 方面，在 

邏輯上可以預料的過分要求的危險，實際上又 

是表明了大國佔着優勢的，而各大國增加了戰 

爭的勝利和聯合國的憲章所予它們的特權。

因此，國際間的缺乏和諧巳在各強國間的 

利害差別或銜突中表現出來。這個新組織所促 

成的分歧的意見，原來主要是屬於法律性質的， 

現在竟然擴展到勢將醸成一種精神恐惯狀態的 

程度。最後，小國家所認爲在新國際地位前提 

下無法避免的後果的一種否決權，似乎並不以 

僅適用於一一無論在事實上或意向上一一足以 

影響各強國的安全的間題爲限，而竟推廣適用 

於其他各種問題上面，從一個客觀的立場J :看 

來，這是完全不合理的。

更有進著，小國家似有理由覺得金山憲章 

所建立的國際不平等原則一一這裏並不需要用 

婉轉的說法—— 並不祇是不能避免地承認強權 

應估優勢和它們的利益較爲重要，而且是使所 

有國際平等的意見，除國際文書中純粹具文的 

表示外，因爲各大國控制了國際活動的趨向，和 

它們希望在國際生活中佔據重要地位的緣故， 

而吿完全失效。

道種對於國際平等原則的輕視，a 表現在 

一種特別危險的態度中，因採取這種態度並不 

是爲着什麼接壤相處或公同利害關係等迫切理 

由，而是爲着思想或主義之類的政治及社會 

理由。

今日我們所審議或硏射的因這次戰爭而引 

起的各項主要國際間題，其提出討論及設法解 

決，旣不是根據嚴格正義的立場，也不是採取 

足以保證將來和平的方式，甚至也不是根據對 

於人權問題的玫慮，—— 重申人權原係對敵人 

作戰的基本原因和爭取勝利的主要動機。

這些重要國際間題的解決辦法是根據了兩 

項基本的、但是在道羡上很成問題的理由而決 

定的。第一，各強國的利益完全是由它們自己 

根據了一種企圖統治他方的政策而決定的。第 

二，各項間題是依照了在形式和內容方面都不



相同的各種主義而解決的，那些主義在歷史上 

又是相衝突的，正像在十九世紀前半葉法國革 

命的精神與神■ 同盟的精神相衝突一般，在二 

十世紀的上半葉，統治其他民族和控制個人的 

精神與國際民主和伸張人權的精神，復相衝突。

我們不該忘記有許多小國家在凡爾赛條約 

和金山窻章之下，臨時犠牲了它們對於國際平 

等原則的堅強和不可制服的願望，因爲它們相 

信這個平等原則，倘若沒有一個可以促成一種 

有效組合的有組織法治秩序, 是不能實現的，爲 

着建立這個有效的組合起見，在現有的情形下， 

它們必須接受強權優勢的原則；但是它們在接 

受這個原則的時候，相信這是暫時的辦法，等 

到國際法制度能夠逐漸地擔負現在暫交由一種 

權力執行的職務的時候，這個辦法就可以作廢， 

這個權力的行使，曾經保證其爲支持法統而設

我們必須了解，現在已經很普遍的反對否 

決權的態度，是一種表示迫切反抗的行動，也 

是與繼續濫用否決權成爲正比的一種反應。

偷若否決權仍繼續或勢將推廣使用，而違 

反了一種唯一可予接受的立場（這立場就是眞 

正及愼重的安全理由），那末這一代新的政治 

家、政客和法學家，和更嚴重的是這一代的人 

類，將不但不能實現威爾遜求謀世界民主主義 

的安全理想，並且也不能實現羅斯福所主張人 

類應當過着無恐懼的生活的理想。

那末，我們現在不過是以一個承認否決權 

和強國不受法律制裁的中世紀法律制度的憲 

章,來替代一個在法律上允許採取行動以制裁 

國際和平擾亂者的前此凡爾赛條約。以國際法 

院爲主體的這種國際司法制度，恐不能，而實 

際上亦並未，有何穣極的進展，能夠對於所應 

處理的各種爭端和對於國際社會中的一切構成 

汾子，在這些方面行使它的權力。

倘若聯合國在它的範圍和力量方面要繼續 

增長變成國際社會中的廣大和完備的紐織的 

話，除滿足種種條件外。也必須滿足下列兩個 

必要條件。其中的一個條件，就是必須努力使 

道個組織獲得普遍性~— 這種工作也許是遲緩 

的，但必須是有效的。這樣聯合國就必須漸漸 

地由所有各國人民的代表^ ~ ^ 他們的政府——  
加入而使這組織變成一個全球人民的會社；而 

漸漸的不再爲保持從勝利中得來的政治與物質 

方面利益的工具。

祕魯以爲所有國家都必須逐漸成爲聯合國 

的一汾子，但是他們的政治制度必須違背這個 

國際社會新的基本原則。第一，當然有許多國 

家並非參戰國，但是它們的保守中立在許多地 

方對於勝利是有貢獻的，沱們是一種有益的肋

力，倘若這些國家在緊要關頭屈服於反民主國 

家的勝利幻覺或強權威脅力量之下，則大局的 

轉變或略有不同。

聯合國的發展和加強所必需的另外一個條 

件，就是凡足以造成法律上新地位的國際協定， 

都不應當在本組織之外商訂。

倘若從人類知識及物質進步的立場來看,  

在那些完全在大國利益的影響下所嫌結的協定 

或條約中，就不再有將來的和平及文明的保障； 

這種協定或條約爲戰敗國一一這些戰敗國在戰 

勝國所決定的政治體制下不再具有政府的地 

位，但是它們在目前與將來，均將以民族的地 

位而生存着—— 訂定了若干生活的條件，這種 

條件在空泛的外表之下，實則與那些予狂妄的 

國家主義的苒出現、以誇張的但是無可否鼷的 

口實之生活條件，是一樣的武斷和荒謬。一九 

一八年所建立的不穩定世界和平均勢，就是爲 

這種國家主義所推翻，因爲那時所締結的條約， 

不能保障和平。

我們看到像戰災區域、失所人民、難民及賠 

償等一類問題，本來大部分是應以人類惯値的 

立場來審議的，現在竟顯然是以互相衝突的刹 

益和主義方面的政治立場來審議，深威驚訝。

我們以爲在本屆大會的議事日程上有二個 

問題，其重要性實超過其他尋常的問題，並且 

是關係聯合國本身的存亡，這就是否決權的特 

殊間題和修正或改正金山憲章的一般問題。

關於第一個間題，就是否決權的問題，我 

們已經說明了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原則或實體 

方面的意見6 我們以爲聯合國的宗旨是在於達 

成下列一目的：擴充全體國家所建立而適用於 

一切國家的國際正義原則，來逐漸替代否決權 

所含的大國至上的原則一一就是以國際政治爲 

第一義的原則，俱是我們以爲目前世界紛亂及 

和平的危機是這樣的嚴重，我們現在倘卽剝奪 

大國爲保障安全所應有的合理工具，誠恐此非 

其時，而仍嫌過於輕率，這涸合理的工具是我 

們最近放慮了各項當前事實之後，才給與各大 

國的。

我們必須以國際正義的最髙標準，來衡量 

大國的誠意與忠實，請它們除非認爲它們的安 

全直接受威脅，否則不使用否決權。我們以爲 

安全的觀念應當是客觀的，而不是主觀的，並 

且它應當以確實的威脅或眞正的危機而不以武 

斷的推論爲根據，這種武斷推論，乃是主張或 

擴張另一種利益的不誠實手段。倘若各強國僅 

爲保誰它們自己的安全而使用否決權，它們就 

能獲得世界上道籤的贊許，無論何時，它們若 

以自身的安全爲理由，這種道義的贊許就會發 

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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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修正在金山時所逋過的憲章一問題， 

我們以爲它有許多缺點可加糾正而不會危及 

良好的國際關係，並且這裏面總有可以提供意 

見的餘地和設法改良的可能性；但是我們以爲 

它的法律的基礎仍舊是很脃弱的，而在一個利 

益的均勢中重建和平一事所經時日仍甚短，在 

一個尙未獲得充分穩定、和國家利益仍在織績 

擴展的時期中，我們不便冒險來重行展開關於 

金山憲章的辯論。

大會.主席在本屆會開幕那一天發表講演 

時，曾以雄辯和誠懇的態度坦f t承認聯合國仍 

缺少世界輿論的支持和一種信賴的氣氛。我們 

從這個事實可以再得到另一結論。輿論對於聯 

合國還沒有信仰，道不是小國家的過失。這是 

各大國的錯誤o

祕魯代表圃在說明了關於我們所認爲聯合 

國生命所繫的各主要因素的幾項一般意見以 

後，依照主張每一個國家應當在一般辯論中祇 

提供他所認爲絕對必須發表的意見的提讖，正

式提出它的意見，希望這些意見能被採納，作 

爲一種對於公共利益的忠誠貢獻。我們確信我 

們所用的言辭是與多數代表的感想相符合的， 

我們極誠懇的希盥這些言辭更能常被採用；我 

們不怕光明和宣傅, 祇要避免黑暗與緘默。

主席：在今天午後會議的名單上，沒有其 

他人發言。經本人的請求和”威脅”，現祇有兩 

位發言人擬在明日午前發言，另外兩位發言人 

擬在午後發言。

因爲各位諒必不容本人認爲一般辯論在明 

日上午卽吿結束，本人以爲最好取消明日午前 

的會議，而請所有發言人都在午後發言。

這樣本人就必須請各代表博I首席代表詆法 

使明日午後和星期六午前有完備的籤事日程。 

倘若不能做到這一步，我們恐將損失兩天的時 

間。

大會下次會議定於明日午後四時舉行。

(午後六時三十分散會。)

第三十七次全體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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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ker ( 英聯王國）的演說 20

主席：M r.  P.-H. S p a a k  (比利時）

九一. 一般討論（續前）

主席：我們現應繼續進行一般討論。

茲請阿根廷代表Mr. Arce發言。

Mr. A r c e  (阿根廷）：値茲大會繼續舉行第 

一屆會之際，阿根廷代表画願就若干間題，略 

表意見。

政治是爲環境所支配的。因此在發表意見 

中我們不能放棄根據事實而作決定的權利；但 

是我們認爲在此說明一些有用的原則藉作我們 

行動的憑依，亦是很需要的。我們希望那些意 

見將要從它們的眞實價値上予以解释。我們並 

非多疑之輩，不過我們如果發現有一種妥協的 

精神正在發展，那麼我們所抱的相當樂觀的態 

度便要益發地加強了。否則，我們將不得不採 

取絕對的自由行動，並根據環境與我們所代表 

的國家的利害而進退。

我們對於大國全體一致的原則並無好感， 

因爲常常有種種壓力一一如果不是不正當的， 

也便是不適宜的—— 隱伏在那個原則之下c 在 

辯謎不同的意見中，卽使有着最激烈的爭論， 

亦不能說是與党取解決的願望不符。我們會聚 

於此，其目的在求確保及維持國際的和平與安 

全，並不是要種下另外一個銜突的根基。審譏 

的目的是求在我們各個利益許可下達成各種積 

極的決議，而不是要在劇烈的爭辯之後，無所 

建白，一哄而散。

因此，我們感到有和衷共濟之必要。國家 

就像個人一樣/當它們對於一些關係彼此的問 

題加以審議與解決時，它們必須不要自信具有 

唯一的眞理。每個國家都可以認爲或應當觀、爲 

它們自己對於輿理所抱的槪念是最佳的，但是 

在各有的眞理不相融洽的時候，就不宜固執不 

讓。世界，或亦可稱爲大衆，也許要認爲此種 

固執乃是故意的，其唯一目的是在求妨礙間題 

之解決。

在絕對正確與完全錯誤之間，有着許多不 

同的程度，這些程度之是否能爲我們所接受， 

則全視其與我們個人間對於眞理所持的特殊觀 

念的接近程度而定。我們必須就各種不同程度 

的與理中擇一而從，而所擇者則顯然要爲最大 

可能數目的意見的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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