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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五）．國際人權盟約逵用於各領土

大會

請人權委員會月8下開一條列入國際人權公約：

｀｀累．．．...條

＂本公約各項規定應推行或同樣適用於締約

國之本國及由；夕國管」．用或洽蹕之一切領十．，無

論共為非自治領－r．、北管領曰或殖民抽。＂

一九五0年十二月四 a,

第三一士次全體會議。

四二．三（五）．人權 H

大會

案査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日大會頒布世界人權

宜ft' 作玲所有入民、所有國家共同努力之標的，

鑒於該項宜注顗為入類前進行秤屮之一長足渔

歩，
謅為所有各國均應逐年紀念是 H ，隆重慶祝並

多方努力共促世界人民注意該項宜 J,

並向凡已慶視此一紀念 H之聯合國會員國及非

會員國表示嘉勉，

一·爰請所有各國及各有關系1l織定箝年十二月

+H 爲人權日，並於是 H紀念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

H 大會頒布之世界A權宜．了，且在人類進步之此一

方面缢加努力；

二．並請所有各國附f 人權日紀念情形，逐年經

祕鹵長轉報。

一九五0年十＝月四日，

第三一十次全粒會議。

四二四（五）．新聞自由：無線電信號之干擾

大會

在收聽無線電廣播之自由，（亻洎問播自何處）載

於世界人權宜言第十九條＇，該條開：＂人人有主張及

發表自由之權；此項權利包括保持1：張而亻、受干涉

之有由，及經由任何攽介亻、分國界以零求、接收並傳

播消息意見之自由＂，

査一九四七年在大西洋城 (Atlantic City) 所締

桔之國際電訊公約第四十四條規定庄｀｀所有一切電

臺，刁渭問其宗旨如何，其渡寸與連用均1、得採取足

｀見大會決議案二一七甲（芝）。

9 見國際電訊無縯電會議葳事文件，大西洋城， 1947 ，國際
電訊囧盟，日內瓦。

以對於其他會員國或協商會員國之無線電業務與通

訊發生有害干擾之方式。·…各會員國或各協商會

員國承諾實成其所認可之私釐機關及亭准渡寸此項

業務之其他機關務須遵守前項規定",

在若于國家內經奉准設立無線電業務之機關，

浮「於各該國家人民收呼各該國塏以外所播送之若干

無線電訊，花故昚．干擾； N悉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及

新閒丶報業自由啁題小維委員會曾就此事而為討

論， 10

仟國際和平端賴各民族各政府之善惹，而容恕

及諒解為在國際方面樹立普意之先決條件，爰

一．採納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一九Ji.O年八月九

H 決議案三（］六 B （十一）屮所載之聲明， n思為Jlti_，r

干涉實構成違反公認之新聞自由原則之行爲；

二．譴責此種性質之辦法認為其剝奪人人充分

獲悉各和無分疆界之消息、意見、思想之權利；

三．促請全體會員國政府，對於各國人民新聞

自由之權利，勿）Jll 以此種干涉；

四．促請所有各國政府勿作足以對於任何地方

之人民加以亻、常攻擊或詆毀之無線電廣播，並循此

恪遵道德原則， 15世界和4i着想浮｝於事實作真確而

客韌之報道；

五．又促請全體會員國儘可能供給種種利便，

俾各國人民泄寸於聯合國促進和平之工作活動獲有客

觀之認識，並特對聯合國正式廣播之收聽及轉播事

官予以便利。

－尤五0年十.::..月十四日，

第三.::..五次全體會蟻。

四二五（五）．非常時期新聞及報業自由問蟈

大會

認為新聞及報業自由，為某本自由之一，應予

促準，並子保障，

鑒於遇有非常時期或f訌1 非常時期，對於此項

自山，容有加以限制者，

爰向全體會員國建成：各國迫於情勢亻、得亻、宜

布非常時期時，限制新即及報業自由之辦祛，應僅

於極端非常情形一「採取之，且僅以情勢之所絕對必

佣者為限。

一九五O 年+.::.月十四 a,

茅三.::..五次全惶會議。

10參若文件 E/AC.7 /SR.135 至 139, E/SR.405 及

E/CN.4/Sub.1 /SR.68 至 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