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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束之外國俘虜遣送把」國，又未報告共狀忧，則大會

常：

(a) 請委員會向各關係政府或當局索取此利俘

虜之詳細ft料；

(b) 請委員會協助願意獲得協助之各國政府與

當局籌劃並促成遣送俘虜囘其本國事官；

(c) 授朴1委員會借重其所認為足以幫助辦覲遣

送俘虜囘國或報告俘虜狀凡之一切合格公正人士或

糾幟，居間斡旋；

(d) 敦請各關係政府及當局與委員會全力合

作，供給必要賽料，並准詐前往各陔國境內以及拘留

俘虜之地區；

(c) 請祕占長供給委員會所闕5之人員與設備，

以便該會順利完成其任務；

四．迫切要求各國政府盡最大努力，尤常根據

共所收到之文件，搜尋據報業巳失蹤或在該國境內

之戰爭俘虜；

五．責成委員會儘速升5 其工作結果報｛l; 山祕凸

長轉送聯合國會員國。

一九五0年十二月十回 a'

第三＝五次全腥會蟻。

四二八（五）．聯合國雄民事宜高級專員
辦事處規程

大會

根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日決議案三一九 A

（四）之規定，

一．通遏本決議案附件之聯合國難民事官高級

專員辦事處規籽；

二．促請各國政府協助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

員處理辦事處主管範圍以內難民事「it' 尤盼各該政

府，
（子）加入國際保讖難民公約，並採取必要步驟

促其實旌；

（丑）與高級專員締訂持別協定，以便執行各1、

旨在改善難民所虞壞遇並滅少難民受庇數目之措

旌；

（寅）准許難民入塏，帥屬赤賓難民，亦當亻、子
拒絕；

（卯）協助高級專員推行蘸民自顳囘國事宜；

（辰）促成難民同化，關於歸化手續，尤墮f·以
便利；

（已）以其他外國人士照例可向本國政府領得之

旅行及共他瞪件，發給難民，尤盟其能給與便利難民

重新安頓之文件；

（乍）准許難民轉移資產，尤以難民重新安頓所

必盅之資產鳶然；

（未）搜集難民數 H丶境叱及難民法令規則之資

料，供給高級專員；

三．請祕占長並照本決議案連同附件轉知聯合

國非會員國，以期」f乂 1!「各該國之合作，而便利本決

議案之實旌。

－尤五O年-t.::.n-t 回日，

第三.::.五次全程會損。

阻件

聯合國雄民事宜高級專員辦事虞規程

第一＊

總綱

一．聯合國難民事官高級專員秉承大會命令行

使職權，一而準「於本規f'，所規定之難民，予以聯合

國所：k持之國際保護，一面協叻各國政府，並在取

得各關係國政府同惹後協助私人系ll織，鼓呦轆民自

動把］國或與新國度同化，以期永久解決難民問題。

高級專員行使職權時，尤在遇有困難蘋生之際，

例如瞞於難民國際抽位一黯倘或發生爭執情事，則

在諮詢委員會說寸後，該員應鐓詢其意見。

二．高級專員之工作純屬非政治性質，以有關

人道及」社會銳範圍，其栗象逼常為各鼕各類轆民。

三．高級專員遵循人會或釋濟暨祉會理事會所

頒發之政策指示。

四．釋濟僭社會判事會得在聽取高級專員揀述

，意見後，決定設立難民間魍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

會委員應山列事會根據聯合國會員國及非會員國表

示致h解決難民問題之志趣與減，昚，遴選其1H國家

派代表充任之。

五．大會至連應在第八屆常會l片檢討高級專員

辦事處之謖韶問題，以期決定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以後該辦事處應否繼續怎立。

第..::.*

高級專員職掌

六．高級專員主管範圍以內之難民為－F 列甲.,,

乙、兩節之人：

rp. （一）依據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 H 及一九二

八年六月三十日所訂辦法，或依據一九三三年十月

二「八日及一九三八年二月十日所訂公約，一九三

九年九月十四日議定占丶或國際難民料l幟稚幟祛蔵

為難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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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一九五一年一月一 H 以前發生之事態，

H．因「族、宗教、國籍或政見關係，確具充分列由恐

遭迫害，以致現居於原籍國境外，亻、能接受該國保

護，或因心慷此種恐懽或因個人方便以外之踝由而

亻丶願接受該國保謹者；又或無國籍，現在原居留國

境外，亻、能重返該國，或因心依此種恐懼或因個人

方便以外之覲由，而亻丶願重返·¢國者。

符合本段條件之 A, 其難民身份之取得，亻、因

國際雛民租織在其工作期閒劉於難民資格問題所為

之決定而受囤。

以上甲節蜆定各人，倘具有F列情形之一，卽

亻、屬於高級專員主管範圍：

（子）已自願重受原籍國家保護者；

（丑）喪失國籍，但巳自動重行取得者；

（寅）已取1姐新國籍，並吧共新綠籍之國家保護

者；

（卯）前因恐遭迫害而荊去某國或居留於其境

外，視已自願重囘該國定居者；

（辰）共被承認為難民之情比已小復存在，除冀

圖個人方便外別無其他珅由 Jk明其所以繼續拒受原

籍國保護者。純屬釋濟性歿之鉀由， 1心援為口實；

（已）本無國籍，共被承晶為難民之情比已亻、復

存在，可以重返浜居留國，除冀囧個人方便外，別

無共他覲由，說明共所以繼續拒絕昕诞返湊國者。

乙．共他因種族、宗教、國籍或政見瀾係，確具

充分理由曾經或迄仍恐懼橫遭迫害，以致視居於原

＇籍國境外，（或如無國籍，原居留國境外）亻、能接受

原籍國家政府（或如無國籍，原居留國政｝｛·f) 保議，

或因心懷此種恐懽而亻丶願接受其保議者。

七．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卽亻、屬於以J:第六

段規定高級專員主管範圍：

（一）具有撇國國籍者，但其對於所屬各國瀾係

均能符合前段規定者，亻、在此限；

（二）居留國家主管當局認定其已造有該國國籍

所賦子之權利義務者；

（三）繼續接受聯合國其他機瀾之保護或援助

者；

（四）確具重大王用．由可責認定其曾犯引渡條約所

列之罪，或曾狙倫敦制定之國際軍事法庭約章第六

條或世界人權宜，1第十四條郤二段 a 蜆定所列之罪
者；

八．高級專員於辦事處主管範圍以內難民，應
採下列辦治保護之。

a見沃議案二一七甲（：：：：）。

（子）促成國際保護難民公約之締．汀與批准，啟

督各該公約之實施，並對各該公約提出修正案；

嗶）與各國政府締訐特伊］協定，以便推行各種

旨在改善難民所處境遇並減少難民受庇藪日之措

施；

頃）協助政府及私人從車鼓勵難民自動 re_」國或

與新國度同化之工作；

（卯）勸」4 各國准＼＇I·難 l(A塏，卽屬赤貧難民，亦

當亻丶予拒絕；

（辰）說法商兩各國准，；＇「難民轉移ft 產，尤以難
民重新安頓所必猜之貢產為然；

（巳）向各國政府索取塏內難民數 II埡比及其所

制難民祛令蛻則之責料；

咋）與關係各國政府及各國政府 lIU 稍棫保持徭；
切聯繫；

（未）採取其所認為最佳之方式，與辦覲難民事

官之私人糸IL織建立聯繫；

（申） f足進辦玕難民 I福利事官之私人系IL織之工

作。

九．高級專員應在人力物力詐可範圍內，辦理

人會所擬交辦之其占J咋，包括遣囘難民及安頓難
民上作在內。

三＼．高級博貝經管所收公私各方協叻難民捐

認靼§，該項捐款配發」［所，溫為最＇比辦」．用此｛．，協劫

事官之私人機關及其認為適當之公」［機Akl 。

高級冉員 r.」拒絕其所，心為 1、當接受或無「利用
之捐輸。

高級專員未輕人會出先同心，亻淌擅向各國政

府呼籲捐款，亦1叩擅 i1：一批呼籲。

高級冉員應扣此項」： 1但蔚l！情）杉在常年報告＆．

內列報。

一一．高級專員國 i;！」人會丶綵濟暨此會J'I博會
及其輔助機關陳述方見。

高級冉員應協」L常年報告，！｝送由綵濟暨此會列

坩會轉送人會；該項報告潜應列入人會議才＇！作為專
案審議。

一二．高級專員得邀請各專門機關協助」非。

第三章

糸IL織與經牝

一三．高級專員應由祕直長提浦大會選任之。
高級專員任命條件應由祕．相長提請大會核定之。高
級專員任期三年， fj·一九－－Ii一年一月一 H 始。
一四．高級專員應任命1、與本入國籍相同之副

高級專員一 A, 其任期與高級專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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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子）高級專員辦車處職員應由高級專員

机蜆定預算經翡範圍內委派之，其辦事應對高級專

員負責。

嗶）辦事處職員應為熱心於實現高級專員辦事

處宗旨之人員。

（寅）職員任用條件為大會逼過職員服務條例及

祕占長遵照制訂職員服務規秤內所規定之條件。

(JJ1l) 無俸給人員亦猖准許僱用。

一六．高級專員應與難民居留國家政府商昷有

無指派代表駐壞必要之問題。倘某國認43有此必要，

得徵得該國同意，指派代表一人駐境。同一代表得

駐撇國，但須根據上述規定商決之。

一七．高級專員與祕占長應馱互利問題妥爲籌

劃聯絡諮詢辦法。

一八．祕占長愿以預算許可之一切必要便利供

枱高級專員。

一九．難民事宜高級專員辦事虞設在瑞士 1:1 內

元。
二o. 高級專員辦事處經費應在聯合國預算內

支取。嗣後大會倘未另有規定，則除高級專貝辦事

處所靨行政經費外，聯合國預算小應擔負任何經費，

至高級專員本人活動所W名比他種種經費，則應在各

方捐款項下開支。

二一．高級專員辦事處行政事官應依聯合國財

務條例及祕占長遵照制訂財務搐行細則辦理。

二二．高級專員所收捐款動用情形，應由聯合

國審計委員會審核之，但以該會接受捐款配發機關

巳審核之賬目為條件。保管配發捐款等行政辦法，應

由高級專員與祕占長依據聯合國財務條例及祕占長

遵照制訂財務旖行細則協訂之。

* 

* * 

大會淤一丸五0年十.::..月十四 n 第三..::..五次全

惶會蟻，依據上列規程規定，滾秘書表之提名，以無

記名投票方式選出 Mr. G. J. van Heuven Goedhart （丹

面）為聯合國難民事宜面級專員。

四二九（五）．雑民地位公約草案

大會

鑒於前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二「一1 通遏決議案三

六二（四），核定議事方法及程序特別委員會之建議：

大會得決定召集一全權代表會議，以研究寸磋商漬g

草及可能簽署未曾逼邀聯合國所有會員國參加之會

議所擬之公約，

復鑒於：餌史非聯合國會員國國家之政府化以盡

加難民及無國籍人問題專設委員會及經濟亶社會理

事會所擬難民地位公約之最後起草階段18 之最後起

草隋段，

一．議決：在 HrA1元召集全權代表會議·以完

成難民地位、公約及無國籍人地位曦定占＂之起草工

作並予簽署；

二．建議：參加該會議之各國政府考盧輕濟薑

祉會理事會所提公約草案，尤共是本決議案附件所

載｀｀難民，一詞之定義全文；

三．請祕占長採取必要步驟．於可能最早時穢

召集此種會議；

四．復着祕占長邀請聯合國全體會員國以及所

有非會員國之政府羞加上述全權代表會議；

五．着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依照共辦事虞

租織法之規定參加該會議之工作。

－尤五0年十.::.月十四日，

纂三＝五次全惶會蟻．

阻仟

誰民地位公約草案量

第一＊

第一條

A. 本公約所稱｀難民鬥應為下列各款之A:

（一）自一九一四年 i\. 月一 I.：1 以來依據一九二六

年五月十二 H 及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 1-1 所訂辦沫，

或依據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及一九三八年二月

+H 所訂公約，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四日曦定占武鬮

際難民系~L織紐織法譏爲顥民者；

符合本條第二款所列條件之A，共難民身分之

取得，亻丶因國際難民糸ll織在其工作期間關於轆民資

格問題所為之決定而受阻。

（二）因一九五一年一月一 El 以前獲生之事饞且

因種族、宗教、國籍或政見瀾係，確具充分理出恐遭

迫害，以致現居於原籍國境外，不能接受該國保鷂，

或因心懐此種恐懼敢因個人方便以外之理由而亻丶贏

受該國保讖者；又或無國籍，現在原居留國塊外，亻；

能重返該國，或因心懐上述恐懼或因個人方便以外

之列由，亻丶願重返該國者；

18見文件 E月 850-E/AC.32/8 及 E/1850-E/AC.32/ 
8/Annex。

19見文件 E/1850-E/AC.32/8 。

a經大會第三二五次全體會議侈正後之第一章第一條絛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