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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狸 事 會 

正 式 耙 錄 

第三年 第五十四號 

第二七九次會議 

一九四八年四月卜日星期六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 席 M r A L6»Ez(哥侖比亞） 

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時 加 拿 大 中 國 哥 侖 比 亞 法 蘭 西 铍 

利 亞 烏 克 蘭 蘇 維 埃 瓧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蘇 維 

埃 赴 會 主 義 f t 和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è 國 。 

A a 時 議 事 日 程 

(文件S/Agenda 279) 

(甲）緬甸聯邦大It—九四八年二月二 

十七日致)I*書長函(文件8/687)。 

( 乙 ） 新 會 員 入 會 事 宜 委 員 會 爲 緬 甸 聯 

邦申請加入聯合國事向安全理事 

會提出之報吿書(文件S /
7

0 6 )。 

覆 畿 阿 爾 巴 尼 亞 奧 地 利 保 加 利 亞 芬 

蘭 甸 牙 利 愛 爾 蘭 意 大 利 外 蒙 古 共 * ï 

國 葡 萄 牙 瑭 馬 尼 及 外 約 但 申 請 加 

( 甲 ） 法 蘭 西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衆 國 

备 代 表 一 九 四 八 年 四 月 三 日 爲 f 

大 f « 外 約 但 申 蹐 人 會 事 致 安 全 

理事會主席函(文件S/709)。 

(乙） 

代表一九四八年四月五日爲阿爾 

巴 尼 亞 保 加 利 亞 芬 蘭 匈 牙 利 

意 大 利 外 蒙 古 共 m 國 羅 馬 尼 

亞申請人會事致祕書長函（文件 

S〃12)。 

( 丙 ） 法 蘭 西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代表一九四八年四月七日爲奥地 

利 愛 爾 蘭 葡 萄 牙 申 請 入 會 事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 文 件 S / 

715)。 

九.通過議事日程 

( 新 會 員 人 會 事 宜 委 員 會 i 席 徐 淑 希 先 

生經主席邀請，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徐很希先生（新會員入會事宜委員會主 

席 ）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於 此 事 巳 接 得 書 面 報 吿 , 

故 本 席 發 言 將 極 其 簡 略 。 锒 吿 書 中 稱 緬 甸 

聯邦申請加人聯 0 " 國事巳得本委員會贊同。 

本 委 員 會 务 代 表 Z 意 見 自 無 最 後 决 定 之 性 

資，此仍須經安全理事會中各代表M加 j y批 

准。本委員會之實見，唯一可W臌格稱爲保 

留 聲 明 者 ， 係 鬭 於 新 會 員 入 會 般 程 序 問 

题，;^間題與緬甸聯邦Z入會資格無關。緬甸 

聯邦申請入會時，曾遵行聯合國憲章第四條 

及 安 全 理 事 會 議 事 規 則 第 五 十 八 條 之 規 定 , 

宣^接受憲章所載之義務，又其提出之申請 

書，亦^"於規定之形式。 

本委員會計論此案時，曾有人就緬甸聯 

邦之入會資格螢表若干意見， 



愛好和平之國家，並深信其確能並願意履行 

其所接受之義務。本委員會若干代表並謂 

鑒於緬甸聯邦慘遭日本侵略，亟待復典，聯 

國苟能接受其入會之請求，將予該國JW莫 

大之精神鼓鳓。 

本委員會若干其他代表則提請注意緬甸 

聯邦；&國際M所佔之地位。該國爲束亞之糧 

食 倉 犀 , 若 干 國 家 如 印 度 錤 蘭 馬 來 亞 中 

國悉仰其供給一部之食糧。^國又爲束西航 

容路線之樞紐，聯絡東西洋之飛機iti須經過 

^ 國 頜 土 或 在 其 機 場 降 落 。 

本 席 深 信 本 委 員 會 之 意 見 爲 緬 甸 聯 邦 

具有爲聯合國會員之資格，安全理事會可向 

大會建議，准其入會。 

Mr EL-KHOURI ( 敍 利 亞 ） 本 代 表 M 對 

於緬甸聯邦申請加入聯合國事前此巳在新會 

員入會事宜委員會中發表意見。 

茲見安全理事會審議緬甸聯邦之入會申 

請 書 ， 不 勝 欣 忭 ， 謹 重 申 其 意 見 如 次 本 代 

表圑認爲緬甸聯邦爲享有完全獨立之愛好和 

平 國 家 ， 確 具 憲 聿 所 規 定 新 員 入 會 資 格 Z 

一切^4>須條件。 

本代表圑對緬甸聯邦申靖加入聯合國， 

表 示 歡 ^ 之 意 ， 並 將 投 惠 贊 成 之 。 

夏晉轔先生（中國）緬甸今已臻達完全 

獨立，並有能力在國際間居其應得之地位，本 

代表圑對此無任欣慰。 

中國代表圑確認緬甸聯邦爲愛好和平之 

圃 家 ， 且 有 能 力 並 願 意 履 行 憲 章 所 載 之 義 

務。 

中 國 與 緬 甸 ， 近 鄰 密 邇 , 彼 此 Z 政 治 m 

濟文化在數百年來有悠久竑切之關係，而二 

國在此大戰中之融和合作，更使此種因緣弗 

護 弗 替 。 

本代表圑將投票贊成緬甸聯邦加入聯合 

國，本人更希望安全理事會能全體一致贊成 

之。關於緬甸聯邦申婧加入聯合國事，本席 

巳提出决議草案一項（文件8/717)。 

Mr LAWFORD ( 英 聯 王 圃 ） 本 代 表 圑 ^ 

烈贊成緬甸聯邦加入聯合國，其故无因二國 

間原有悠久密切之關係，而此fig關係Z推演 

mm,乃有今年一月之緬甸獨立。 

M r AUSTIN (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緬 甸 聯 邦 

申 請 加 入 聯 合 國 事 巳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進 行 審 

議，本代表圑對此殊覺慰藉，願聲明其完全 

贊成之意。 

美國巳與緬甸聯邦互換便節，茲歡迎此 

新 生 Z 亞 洲 國 家 加 入 聯 合 國 ， 深 信 其 對 於 本 

世界組織所致力之保障和平，W及增進各民 

族 福 祉 Z 工 作 ， 多 贯 獻 。 

General MCNAUOHTON (力U拿大)力U拿大 

熱^歡》ÛJ緬甸聯邦加入聯合國，12爲$國確 

具窻聿第四條所載之條件，故安全理4會應 

准如所婧。 

Mr NisoT ( 比 利 時 ） 比 利 時 代 表 M 亦 

極贊成緬甸聯邦加入聯合國。 

Mr MuSoz ( 阿 根 廷 ） 本 代 表 圑 對 於 緬 

甸聯邦申請加入聯合國事並不反對，第W偶 

因稽<3^，末接本國政府訓,，故&投票時，本 

席行將棄權。然請將此種解釋載入紀錄，JW 

示 本 人 Z 蕖 權 並 不 影 響 該 國 之 申 請 。 

Mr PARODI ( 法 蘭 西 ） 法 蘭 西 代 表 M 將 

投禀贊成緬甸聯邦加入聯合國。 

主 席 在 宣 a 中 國 代 表 提 出 之 决 議 草 案 

" 前 ， 本 席 願 代 表 哥 侖 比 亞 代 表 團 聲 明 其 熱 

烈贊成緬甸聯邦加入聯合國之意。 

Mr SoBOLEV (助理)BE書長主管安全理事 

會 事 務 ） 兹 宣 讀 中 國 代 表 提 出 Z 决 議 草 案 

"安全理事會 

"接镀新會員人會事 1 1委員會爲緬甸聯 

邦 申 請 入 會 事 所 提 交 之 報 吿 書 並 加 W 審 議 

後， 

" 鑒 安 全 理 事 會 全 體 理 事 國 對 於 緬 甸 

聯邦申請加入聯合國一事咸予贊同， 

" 兹 建 - f e 大 會 准 緬 甸 聯 邦 加 人 聯 合 國 。 

主 席 舞 就 屮 國 代 表 提 出 之 决 草 案 

舉行表决。 

(W舉手方式進行投莩，該决議案W十票 

贊成，一禀棄椹，MAo) 

赞成者 

比利時 

加拿大 

中 國 

哥侖比Sî 

法蘭西 

敍利亞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蘇維埃fftt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英聯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棄椹者 

阿根廷 

+ 席 兹 婧 安 全 理 事 會 諸 理 事 國 / * 實 

中國代表所提之决>ii草案屮有云，"鎏於安全 

理事會全體理事國 或予贊同"。阿根 

廷對於此種詞句是否並不反對。 

Mr MuNoz ( 阿 根 廷 ） 本 席 絕 無 反 對 之 

f , 其 理 由 前 巳 述 之 矣 。 

十 一 覆 議 阿 爾 巴 尼 亞 奧 地 利 保 

加 利 亞 芬 蘭 匈 牙 利 愛 爾 

蘭 意 大 利 外 蒙 古 共 和 國 

葡 萄 牙 羅 馬 尼 亞 及 外 約 

伹申請加入聯合國事 

主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兹 進 行 審 議 議 事 日 程 

之第三項，卽若干國家巳向本理事會重行提 

出 其 入 會 申 書 ， 現 依 其 次 序 之 先 後 覆 議 之 。 

其 第 一 目 爲 法 蘭 西 英 聯 王 國 美 國 代 表 一 九 

四 八 年 四 月 三 日 爲 盲 大 利 外 約 但 申 3 f 入 會 

事致本理事會主席函，該件載於文件S/709。 

意大利中P嘴入會事 

Mr AUSTIN (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美 國 對 於 

首大利申>!#加入聯合國一事一向極力予W贊 

助 ， 得 重 申 此 種 立 場 ， 殊 屬 欣 幸 。 

卽 在 批 准 銜 f 相 約 之 前 ， 美 國 認 爲 意 

大利自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期fia曾與盟 

方並肩作戰，其對於戰後復員工作雖歷受種 

種 困 锥 ， 然 亦 見 長 足 之 進 展 ， 故 ^ 國 應 受 此 

愛好相牛國家所組槭（機關特予體諒。再者， 

前 在 波 ^ 坦 會 遘 中 ， 本 國 政 府 曁 英 聯 王 國 及 

蘇維 i t社會主義具和國聯邦兩政府曾表示彼 

此 了 解 , 大 利 之 特 別 地 位 。 波 茨 坦 會 議 結 束 

時，三方協鏞公布之宣言屮關於意大利特有 

— 段 规 定 ， 又 三 方 同 意 訂 立 對 耆 和 約 爲 外 

長會議之首要任務。今對意和約業經批准， 

自更毫無理由齄精斥拒奮大利，使其不得加 

入聯合國。 

本國政府曁英聯王國及法蘭西政府巳聯 

名 提 覆 《 ≪ 盲 大 利 入 會 申 請 * 。 本 國 政 府 之 

所 " 株 取 此 種 行 勖 者 ， 蓋 深 信 意 大 利 巳 受 不 

公平之待遇。無論W何種標準衡量之，此擁 

衆四千五百萬人民Z國家並無不符憲章第四 

條所規定之入會條件之處。此點從無人否認。 

故 本 國 政 府 ， ？ 爲 應 竭 其 所 能 矯 正 此 種 不 

牛，深信本理事會大多數理事國，y及聯合 

國會員國之絕大多數對此，悉有同咸。大會 

第一一八次會議關於盲大利申請入會事所通 

過 之 决 案 i g 卩 其 明 蹬 。 本 國 政 府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 未 對 S 項 決 n i l 案 加 W 應 有 Z 注 奮 。 前 

在大會開會期間，安全理事會確曾對此項問 

題一度加W簡短？t論，然當時與會之諸理事 

國自能憶及ite聯代表曾發表其反對盲大利人 

會之態度，迄無改變也。[第二二一次會議] 

安全理事會諸理事國自亦憶及)^聯在過 

去期間，曾設法將盲大利之申P"f入會與其他 

#J敵國之申請入會牽爲一談。自吾人觀Z， 

此 T i 行動毫無理據可言。依 0 ? 憲章 Z 規定， 

審査各國之入會申請嗇，應各W其具慷條件 

如何而取決。蘇聯乃將盲大利之入會申請與 

其他國家之入會申婧，其經本理事會斷爲3 

合會員資格者，歸作一頻，可謂對奮大利人 

民 極 無 公 道 。 今 一 民 族 已 證 具 備 入 會 Z 條 

件，若覎陟之，使其與若干因其行動顳證爲 

無入會資格之國家相提並論，則正義何在？ 

似此斷斷爭較，殊失本理事會之大體。 

苟此種手段在覆議奮大利人會申請書之 

畤又復重見，又如本理事會不幸未能提出建 

p i , 請 准 意 大 利 加 入 聯 â " 國 ， 則 舉 世 將 洞 ^ 

此種不公行動之癥結，認其爲蘇聯對意大利 

缺 乏 友 f 之 表 現 ， 捨 此 更 無 他 耳 。 

綜 之 ， 本 席 能 再 聲 言 觀 其 所 由 ， 察 其 

所安，育大利不顒具加入聯合國之資格乎 f 

f 大 利 人 民 厣 ^ 艱 難 困 苦 ， 乃 能 淬 礪 工 作 ， 

今 且 證 其 應 在 此 世 界 會 中 f t — 席 矣 ， 本 國 

政 府 固 其 當 此 ， 所 有 民 主 國 家 ^ 方 同 持 此 

種見解。本國政府對於實大利人民素具信,c ， 

茲 a t 立 卽 准 其 在 國 間 實 享 其 應 ; 地 位 。 

吾 人 認 爲 ^ 國 經 若 干 世 代 之 i t 镀 ， 在 宁 教 智 

識方面Z成就甚大，i»4能對世界國家組槭裨 

益 良 多 ， 又 認 爲 如 再 拒 絕 國 加 入 聯 合 國 ， 

或加W任何條件限制，卽係表示對該民族缺 

1 參 閱 大 會 第 二 屆 會 正 式 紀 錄 ， 决 案 第 一 

— 三 ( 二 ) 己 



乏 信 , t , 此 锺 舉 動 就 憲 章 原 則 释 之 ， 實 無 道 

德或法律上之理據，此又非對自由民主國家 

之友善行爲，本理事會任何理事圃及所有國 

家所不取者也。 

M R PARODI(法國）本人擬箇略解釋本 

代表M行將投票之意旨。 

本代表圃前曾屢次發言贊成淮意大利加 

入爲會員國。自吾人酋次考廑此項申婧書後， 

意大利業巳逐渐澄明有被認爲一偉大之民主 

及愛好和平國家之權利。意大利與吾國有竑 

切之地理上鬮係，兩國又分享世界最悠久及 

偉大Z文化，友誼篤切，邦交日固。《1月復 

—月，偉大國家如意大利者，仍未得爲吾人 

組織之一員，殊令人日增詫異也。 

職是之故，爲萠^糾 Ï E美代表所稱之不 

公允撩形，法國代表圑贊成英國及美國代表 

團之提議，請安全理事會重新考虜意大利之 

申請。余擬表示一希望（特別係對蘇聯及鳥 

克蘭代表而螢)，節安全理事會得一致投菓贊 

助，麻可糾正往失而桔束此不幸之情形。 

General MCNAUOHTON (力D拿大) 本國 

政府熱^贊成意大利加入聯合國之申靖。意 

大利政府業巳批准和平條約故按吾人意見， 

意大利應被親爲憲章第四條定義下;^愛好和 

平國家，固無可疑問也。再者，意大利政府 

業巳證明其確係一異正之獨立國家，且能充 

分屣行憲章第四條所載之義務。 

加拿大與意大利夙極友善，大抵係因本 

國 人 民 大 部 係 與 f 大 利 人 民 同 一 宗 教 之 故 。 

和約豨訂W後，加拿大及意大利互換使節， 

兩國人民闐之長久友誼，遂盆見鞏固。 

加拿大對准許意大利加入聯合國之議， 

將力表贊成。 

Mr Muiîoz (阿根廷）本代表圑贊成准 

許意大利加入聯合國。本國國民生活，得意 

大利人之參與，實爲阿根廷人民所永不能e 

者，吾人對兩國間之友誑關係 )1^未能&懐。 

吾人因此贊助意大利加入聯合國之申請。 

鬭於投菓之程序，本人擬補充一語，卽 

本國代表M齄爲憲章第二十七條第三項不適 

用於新會員國之加入。再者，在此特殊情形 

之下，如對於一在文化上貢谳爲人所公認之 

愛好和平之國家使用否决權，似乎極欠公允 

也。 

本人附隨法國代表，請求理事會對此申 

請,一致通過。 

Mr L A W F O R D ( 英 國 ） 本 人 願 首 先 《 至 

誡贊和美國及法國代表適所發表之盲見。法 

代 表 且 , 與 英 代 表 聯 名 具 函 送 交 安 全 理 事 

會。本人亦願贊同理事會其他代表適耱發表 

之意見。 

本 人 於 巳 往 曾 屢 次 聲 明 ， 謂 英 國 熱 

贊助意大利加人聯合國之申婧。吾人認爲意 

大 f i j確具憲章規定之資格，且鉞搫希望該國 

不應苒爲吾人所認爲毫無根據之理由所阻， 

而不能在本組蛾享受其當然及有用之地位。 

Mr NisoT ( 比 利 時 ） 比 國 秉 巳 住 一 貫 

之主張，科烈贊助意大利加人聯合國之申靖。 

吾人贊成其事，係某於意大利確有憲章第四 

條 所 規 定 之 資 格 Z 信 含 。 此 外 ， 吾 人 所 W 採 

此態度，亦因比利時及意大利兩國間之傳統 

友眩關係所致也。 

夏晉轔先生（中國）中國代表 M於過去 

—年內，曾屢次對意大利申請加入聯合國事 

表明態度，迄今未有改變。吾人仍堅信會大 

利巳有爲會員國之準備及資格，故賛助其申 

靖。 

Mr E L - K H O U R I ( 铍 利 亜 ） 本 代 表 國 黉 

助意大利之申請，巳不祇一次，且曹投可决 

累。吾人贊成之理由一，因意大利具有加 

人之資格，其次，因此間題前數次討諭時， 

吾人未W有足W狨損意大利爲會員國之資格 

之 說 。 按 本 人 所 見 ， 意 大 利 巳 往 之 所 " 未 得 

加入者，本身不負其谷。本人認爲安全理事 

會 用 此 種 態 度 對 待 非 會 員 國 一 本 諸 該 國 無 

可控制之理由及其本身不能負責之通錯而拒 

絕其應享之權fij~一實有損理事會之尊厳。 

曹大利及若干其他國家之申請，所JW未 

餒 接 受 者 ， 係 因 安 全 理 事 會 內 部 嫉 爭 所 致 。 

本 人 認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不 應 因 此 而 否 認 其 他 

國 家 Z 權 利 。 實 則 吾 人 應 將 國 皆 » 致 人 聯 

合國。意大利並小屬於聯合國内部或安全理 

事 會 务 國 政 治 或 其 他 結 & 之 任 何 爭 雄 與 嫉 S i 

陣餞，因此，殊無不准其加入之理由也。 

本人本讅一向之所爲，仍將表决贊成盲 

大利之申請，並盼安全理事會大多數代表之 

意玄小致受携，蓋余頃巳言之，意大利並不 

屬於任何爭雄嫉忌之陣錢也。 

Mr GROMYKO (蘇維埃f it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蘇聯代表M認爲安全理事會無權僅單 

獨决定，甚且不能僅軍獨考廑，意大利之加 

入 聯 國 而 不 連 同 業 巳 稀 訂 相 其 他 國 家 

之加入申請一倂計論。 

安全理事會各代表對於美國及英國爲何 

於 此 時 提 婧 考 慮 意 大 利 加 入 聯 合 圃 ， 甚 淸 

楚，本人無听疑問。此提議，不雷一項政治 

活動，利用安全理事會討諭此間題，誘引一部 

份 Z 奮 大 利 選 民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四 月 十 八 日 之 

大選時，爲受美國支持之右派投禀。此項提 

菡之唯一目的，在對意大利之國內政治局面 

施 W 軀力，以利右派份子。 

此《舉動，就美圃方面而言，尤極易了 

解 ， 蓋 該 國 之 干 預 意 大 利 內 政 ， 行 之 a 久 ， 

又毫不猶豫，用龜各a手段 jy遂所欲。美圃 

之政策，甚至含有公然之恫嚇，並用宣傅方 

法一面自稱爲意大利之友，一面又豳陷其他 

若干國爲意大利之敵，企阖€1弄意大利人民。 

吾人自然並未希望美國之統治階极對窻 

大利來日大選之態度爲崇高道德之模範。此 

輩久巳公然自，s干預他國内政事務爲其官方 

政 策 ， 故 吾 人 對 其 羞 德 標 準 早 已 失 却 信 念 。 

同時，吾人成覺不得不促請安全理事會注意 

此種異實事態。 

美國因此緦爲又可迫使蘇聯不得不對意 

大利加入聯合國一問題加w否决。意大利大 

選日期愈益;â近，而美國統治階极渴望蘇聯 

代表於安全理事會行便否决權之, i l更切，終 

已不堪更耐。美國活動表决之預3j[已镀成果。 

今 ^ 目 的 旣 已 4 镀 ， 所 待 者 惟 " 否 决 " 而 已 。 

盡人皆知，考盧准許其他國家之加入， 

不過係偶然狻生之問題。外約但被美國與英 

國強行牽人，此僅設法掩飾其對於意大利事 

所採行動之異正目的耳。 

I t 美 國 及 英 國 對 意 大 利 間 題 之 幕 後 活 

動，實難 s 弄誰何。吾人須假定，此舉未必 

能愚弄意大利人民，蓋彼等必深知提議國所 

" 有 此 行 勋 之 內 在 原 因 。 吾 人 亦 須 假 定 意 大 

利 人 民 必 悟 知 美 英 兩 國 政 府 欲 " 蘇 聯 反 對 意 

大 利 Z 加 入 聯 國 ， 藉 此 欺 罔 意 大 利 人 民 。 

爲此詭計所感者，對於意大利選民必無 

過高之度量。彼蜚必JW爲意大利人民對於世 

事毫無認識，W爲彼人民必不知美英兩國爲 

何自飾爲意大利人民之友，又爲何將蘇聯對 

准許意國加入聯合國事之態度，盡情淆澜。 

意 大 利 人 知 蘇 聯 對 於 意 大 利 加 入 聯 合 

國之態度，此固毫無疑間。己往討論意大利之 

申請時，蘇聯業已屨次表明態度。本人認爲 

必須鄭重聲明者，卽蘇聯政府對於意大利加 

入聯合國極表贊同，但絶不能同意因意大利 

之加入，而損及其他若干與意大利處 

地位諸國家之合法權利。 

吾人皆知，巳綠訂和約者計有五國，卽 

意 大 利 保 加 利 亜 羅 禺 尼 亞 匈 牙 利 及 芬 蘭 。 

此五國者，均有同等權利婧求加入聯合國。 

吾人覺意大利人民必不反對保加利亞，或羅 

馬尼亞或五國中任何一國之加入聯合國。 

吾人可見英美政府對此問題採取另一態 

度。彼等爲其本身利益設《，贊助若干國家 

其 目 前 之 政 治 制 度 符 彼 等 Z 意 者 加 入 聯 合 

國，另一方面，對若干國家，其內政不爲彼 

等所喜者，則力阻其加入。 

倘吾人悉採英美之觀點，其桔果將不難 

想倮。吾人必得極端荒鼸之結果，蓋菩人皆 

知，卽在聯合國各會員國中，亦有不同之St 

會及政治制度也。例如，蘇聯之於美國，其 

耻會經濟制度逾不相同，乃無人不知之事實 

也。 

本 人 仍 可 繼 櫝 舉 例 " 明 此 說 。 吾 人 未 聞 

有人指稱聯合國某一會員國，僅因其社會經 

濟制度與他國不同，EU無資格爲本組織之一 

員也。此點固易曉也，設吾人若邁依英美政 

府所定之標準，則 I t能作一結論，謂國際組 

織 之 如 聯 合 國 者 ， , a 不 能 存 在 矣 。 

吾 人 堅 信 意 大 利 人 ， , 察 « " 國 之 政 策 

及觼度，當知何國係在異正阻镜意大利之加 

入聯合國。美國及英國實在阻镜意大利加入 

聯 國 ， 因 其 提 出 不 能 爲 人 接 受 之 提 議 ， 欲 

就 與 之 耩 結 約 之 各 國 強 分 軒 輊 ， 若 干 國 家 

應許其加入，同時又担絕其他國家之加入。 

意 大 利 人 了 解 意 大 利 之 加 入 問 題 ， 業 由 英 

美運用之爲政治活動，其目的在泯淆意大利 

人民之視齄，尤蓄 f 欺罔意大利人，便對蘇 

聯 立 場 不 能 明 識 。 推 愚 弄 人 者 ， 竟 却 意 大 

利人不致全受迷感，且充分明瞭英美"量蒙 

親之之原因何在也。 

安全理事會於已往考虜保加利亞羅馬 

尼 亞 甸 牙 利 芬 蘭 及 意 大 利 之 申 請 時 ， 本 A 



曾提請注意我國政府，英國及美國政疳在波 

m坦會讒時，對上述五國加入本組槭一事所 

承镥之義務。三國政府均會承允於各^國簽 

訂相約後，有贊助其申請之義務。 

雖有此項義務之約東，英美政府顯係秉 

其巳往不顧所負義務之慣例，縱毫無合法之 

理 由 ， 亦 竟 决 , 將 上 述 國 家 強 分 爲 兩 類 ！ 

吾 人 聞 英 美 對 保 加 利 亞 羅 馬 尼 亞 及 甸 

牙利之申請所W採此態度者之解釋，謂务該 

國不遵行相約中保障人權之條款。巳往英美 

代表於訂論簽訂和約Z备國之申請時，貧作 

此類聲明。是項聲明，事實上毫無根據，蓋 

谷該國刻在忠誠及切實履行和約之義務，包 

括本人頃所述及有關人權之義務。 

英美政府由其代表於安全理拳會發表無 

根據之聲明時，表示不满上述國家對若干 

子，卽外國閟諜&企園作亂樹立納粹政權之 

叛圃犯等人之處分。鉞如所料，此輩當綞各 

有閼國政府當局予《適當之懋處。當局對此 

辈好僞之處分，惹起國外若干方面之不滿， 

適足明澄處分奸偽之及時。 

職是之故,上述國家並無違犯條約 I t事。 

所有此頹聲明之目的，係在淆感視聽，令人 

不明英美對於加入聯合國之申請，所採態度 

之異因耳。 

本人尙欲提醒諸君者，卽英美政府小特 

於 波 ^ 坦 協 定 下 業 已 接 受 支 持 上 述 五 國 申 

之義務，且依與§"；^國所訂之和約，亦有此義 

務。法國及其他國家同爲* j約之簽字國者， 

亦負有此同等義務。 

和約弁^中聲明，條約豨訂W後，聯盟 

圃及協約國當能支持上述五國申婧加入聯合 

國爲會員國。 

美英政府Si對上述五國之申請，實郎違 

背其於波茨坦協定及於各項*j約中所負之義 

務。 

蘇聯政府目擊某一國家，例如美國，一 

面承镥條約義務，一面悸毀之情形，巳非初 

次。惟吾人認爲在目前考廑务申靖書時，應 

將此點促請諸君注意。 

蘇聯代表圑堅持其一向表示之意見，卽 

准 許 意 大 利 保 加 利 亞 羅 馬 尼 亞 匈 牙 利 及 

芬蘭之申請加人聯 0 > 國乃一整個及同一問 

題。所有各^國均贫簽訂和約，故均處於同 

— 之 地 位 。 吾 人 絕 不 能 將 Z 分 龃 ， 然 後 一 方 

面接受某一國或數國加入聯合國，另一方面 

則漠鼸並損害他國之合法權利，拒絶予W同 

等待遇。 

Mr LAWFORD ( 英 聯 王 國 ） 本 人 不 擬 效 

法 M r Gromyko對他人之動機及道德作有 

典味之言論。渠自有椎發表其個人之觀點， 

傾齄之，固無時小感舆味也。 

Mr Gromyko旨之津津，睢在本問題上， 

則 頗 有 所 不 論 。 本 人 實 ^ 對 M r Gromyko所 

述一兩點略示意見。渠一向指稱，美國及英 

國政府贊助菅大利之申講及反對羅a^-尼亞， 

保加利亞及匈牙利之申請爲背約及不履行義 

務之行爲。旣如是，本人不得不冒凟淸聽，苒 

力 爲 聲 明 英 政 府 不 ， g 爲 我 國 負 有 贊 助 M r 

Gromyko所指之任何國家申請Z義務，意大 

利亦包括在內。 

波 ^ 坦 宣 言 謂 ， 和 約 Z 締 訂 ， 可 使 簽 字 

國 能 贊 助 此 項 申 請 。 同 樣 ; ^ 聲 明 見 於 各 和 

約之弁言中。此項聲明並非一種義務，旨在 

除 i 會 員 資 格 上 之 一 項 障 礙 而 巳 。 誠 如 S i r 

Alexander Cadogan所謂,此犟並不暗示有鬮國 

家 在 所 有 其 他 各 方 面 均 合 會 員 國 之 資 格 ， ± 

不能 i i i吾人因此，卽可漠視憲聿之規定。又 

如因啻大利具有會員國資格，吾人不能卽謂 

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及甸牙利因此 î T合格也。 

反之，意大利亦不能僅因其他各國之未被接 

受，遂失其資格也。設爲辩論起見，吾人卽 

暫 時 假 定 確 有 此 義 務 存 & , 謂 波 茨 坦 會 議 宣 

言 及 和 約 對 於 贊 助 上 述 國 申 請 加 入 聯 

國有強制性之含意（事實上無 Z )，則按 M r 

Gromyko f j f 大利和約之解釋， M r Gromyko 

本人郎應就條約本身之規定，無條件地，衡 

度 是 非 ， 贊 W 意 大 利 之 申 婧 。 然 余 知 渠 / 不 

能爲此也。 

最後，本人擬就 M r Gromyko批靜英國 

—點略作一言。渠'JT似;a美國設法墩弄意大 

利 人 民 使 彼 蕺 相 信 英 美 爲 盲 大 利 Z i t 而 若 干 

國家爲實大利之敵，又論及意大利選民之智 

慧。本人相信意大利人民用其朋智，ili能了解 

本 國 ， 與 法 國 及 美 國 係 有 f 贊 成 , 大 利 之 加 

入 而 蘇 聯 則 [ ^ 非 附 " 不 合 理 且 與 意 大 利 事 漠 

不相涉x i條件，雅不欲接受盲民之請也。 

主 席 本 席 擬 脫 離 主 席 地 位 ， 代 表 哥 侖 



比 亜 代 表 團 聲 明 本 國 一 向 贊 成 意 大 利 之 申 

請 ， 並 熱 誠 歡 迎 ^ 國 加 入 聯 國 爲 會 員 國 。 

吾人現就向大會推薦意大利一間題作表 

决。 

(舉手表决。^項建議得九票贊成，兩慕 

反對，因反對者有一爲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 

國故該案經否决。） 

贊成者 

阿根廷 

比利時 

加拿大 

中 國 

哥侖比亞 

法蘭西 

敍利亜 

英聯王國 

美利堅利合衆國 

反對者 

鳥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圃 

蘇維埃ffd: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主 席 茲 因 常 任 理 事 國 之 一 投 反 對 禀 ， 

該建議案遂不成立。 

Mr AUSTIN ( 美 利 堅 ^ 衆 國 ） 本 人 親 見 

蘇聯對意大利申請加入聯合國間題，第三次 

行使否决權，深W爲慽。一國爲何肄用其特 

權挫折聯合國大部份會員國之意志，殊難索 

解。本組铖初成立時，咸I？爲此項特權應愼 

重使用，且祇在;^國之本身利益受重大影響 

時，始能使用也。 

吾人列席此閫，閜蘇聯代表聲言表示同 

意意大利加入聯合國，又有"但因 " 云 

云 。 此 " 但 " 字 便 吾 人 聞 之 生 詫 。 吾 人 又 見 

渠 y 最 不 公 允 及 不 切 事 實 之 態 度 將 意 大 利 與 

前敵國泯爲一體，指稱曹大利與前敵國阿爾 

巴 尼 亞 保 加 利 亞 羅 馬 尼 亞 及 甸 牙 利 具 有 同 

等 之 地 位 ， 又 謂 准 其 加 入 之 理 由 亦 復 相 同 。 

此種聯想與現實相去極遠。意大利於一九四 

三年辛一九四五年間爲聯合國之戰友，而吾 

人 ï f l r 曾 以 此 視 之 。 蘇 聯 爲 何 竟 認 爲 須 擯 « 

大 利 於 聯 國 之 外 ？ W嫁聯曾同意其加入，而 

該國本身方顯然具有加人聯合國之資格耶？ 

本人祇得復述S(î言，作一結論，卽蘇聯 

之行爲表示蘇聯非意大利人民之友耳。 

蘇聯因欲藉此脅迫安全理事會，結果竟 

使意大利無辜受接，蘇聯欲脅>â安全理事會 

九 理 事 國 大 多 數 接 受 若 干 非 愛 好 和 平 之 國 

家，此等圃家中，且有現爲爭孀及情勢之當 

事國，正在聯合國國際法院訴ife中者1意大 

利之友，本其良知，當不致利用其爲政治上 

之工具,亦不致爲此而犠牲意大利之權利也。 

吾 人 必 須 認 識 此 槿 情 ^ , 蓋 因 意 大 利 而 

外，尙有其他國家，雖綞大多數意見認其具 

有會員國資格，但在現32下，îÊ今仍被擯於 

吾 人 在 此 情 之 下 ， 宜 注 意 者 ， 抑 如 何 

設法使各該國得有在聯合國大會提出聲明之 

機會。聯合國大會乃本組織之主宰。大會當能 

設法，最低限度，能使有資格爲會員國之國 

家不致受不公允及歧視之待遇，而被剝奪其 

爲會員國之權利。吾人必能亦必須謀得方法， 

使意大利及若干其他國家得在聯合國大會發 

â 0 

Mr Mufioz ( 阿 根 廷 ） 本 代 表 團 對 主 席 

就今日表决結果所作裁决，不擬提出質問。 

吾人尊重主席及安全理事會其他會員國 Z 地 

位，擬另覓^徑，同時亦因吾人深知安全理 

事會必不接受吾人之意見故也。 

本人擬請两主席，按今日表决之桔果及 

安全理事會諸位對意大利申蹐問題所發表之 

意見而输，是否將向大會提出報吿，或不擬 

向大會報吿。 

最後，本人擬就表决之結果提出聲明， 

吾人認爲安全理事會今日之否决，係對承受 

羅馬文化者之一重大打擊。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盲大利加入聯合國之間題，每次提出 

安全理事會時，美國代表之滔滔發揮，輒令 

人生倦。吾人睐於理事會同列一席， I t有傾 

聽而巳。惟吾輩對美國於此時提出准意大利 

加入聯合國之原因，固皆不難洞燭。美國 

須於 f大利大選J«l前，將該間題提出計输， 

並 i â 蘇聯於四月十八日卽大選日"前，行便 

否 决 權 。 任 何 對 政 治 I t 勢 有 淸 楚 Z 了 解 者 ， 

對美國之抜倆實瞭若指掌也。美國代表謂須 

有入尋求方法，ifc意大利得在聯â"國大會有 

發^之機會。此事實輕而易舉，節准意大利 

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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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美國一己之所欲，不足爲將諸國分類之理 

由。欲另党途徑保證意大利之加入，並使其 

得在聯合圃發表意見者，本人鼸之，不暂緣 

木求魚，永無成果也。 

主 席 關 於 阿 根 廷 代 表 所 提 一 點 , 按 安 全 

理事會之讖事規朋菩人應向大會提出報吿。 

因此，理事會如作決定，吾人亦得向大會特 

別會鵰提出報吿。 

繭 於 今 日 璣 事 日 程 上 之 其 他 項 目 之 計 

論，本理事會當前尙有申請畲十項待逐一計 

論。本人 j y i爲宜及早將此間題解决，蓋大 

會將於四月十六曰（下星期五）開會。吾人應 

龜 量 利 用 時 閱 ， " 使 將 來 得 有 充 裕 之 時 間 討 

論巴勒斯坦及印度與巴某斯坦各問題。 

如理事會諸君同意，本人提讒今日午後 

再開會計酶此两題，但爲避免妨礙理事會所 

有代表之權利起見，宜請务代表於無特別意 

見 聲 明 時 ， 不 螢 旨 一 再 肯 定 W 前 之 飽 度 。 

換9之，節各代表不應螢言表示其表决時之 

態度。 

倘讅君贊成此項程序，本席相信理事會 

可設法解决此十項申請書。兹宣佈休會至午 

後二時5^十分再行集會 

(午後一時零五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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