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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種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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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一九四八年八月四日星期三午前十時-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 席 M r J MALIK (蘇維埃tl"會主義共 

ffi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阿根廷、比利 

時 、 加 傘 大 、 中 國 、 哥 侖 比 亜 、 法 蘭 西 、 ^ 

利亜、烏克蘭菴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蘇維 

埃秕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英聯子國、美利堅 

合衆國。 

—人九臨時議事日程 
[S/Agenda 344] 

(甲）南斯拉夫代表一九W八年七月二 

十 八 日 致 秘 書 長 阁 附 送 南 斯 拉 

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鬮*^特里 

亞斯特自由區之照會[S/927]。 

一九〇通過鑲日程事 

一九一特里亞斯特問題 

主席依8?議事規則之規定，凡聯合國 

會 員 國 有 " 事 項 提 請 安 全 理 事 曾 注 意 者 安 

全理事會在審議該事項時麼邀請其代表參加 

—寸論。 
" 吾人審議南斯拉夫政府提交本會之問題 

時，應否邀請該國駐聯合國代表參加論，即 

請諸位表决之。 

Mr MANUILSKY (烏^蘭）依 8 ? 安全理 

事會之慣例，W及議事規則第三十七條及第 
三十八條之規定，凡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控3F 

之國家代表，應請其參加;t論。有鑒於此，本 

人認爲該词題並無付表决之必要。 

主 席 鑒 於 烏 克 蘭 代 表 適 饞 之 所 言 本 

人對該事項將w下判方式表述之倘無任何 

加該事項之5t論。 

諸位旣無異議，即請南斯拉夫代表就席 

安全理事會。 

( 終 主 席 之 諝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M r Vilfan 

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Mr VILFAN ( 南 斯 拉 夫 ） 南 斯 拉 夫 政 府 

諝求St論特里亞:^特自由區獨立完整問題之 

七月二十八日會 [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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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Ë非爲提变安 

理 事 會 之 首 次 請 求 該 會 實 已 有 相 當 歷 史 。 

南斯 t ï夫政府早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曰及 

六曰即有會送請英美駐Belgrade大使館轉 

交 安 全 理 事 會 ， 該 二 叩 會 已 分 剁 載 安 全 理 

事會文件S/598及S/600中。本人在十一月 

五13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中（內附十一月一 

日 之 照 會 ） 會 明 白 促 諝 / * 意 下 列 事 實 即 關 

特里亞斯特自由區永久規約及臨時政府約 

章 中 之 若 干 規 定 有 違 犯 對 義 和 之 處 。 南 

斯拉夫政府並將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二日之 

會[5/944】送請上述大使館轉交安全理事會。 

S BP會篓綞分發理事會各理事參閱其中詳 

述南斯拉夫政府對於特里亞斯特自由區間題 

及威#特里亞渐特自由區獨立完獰之危險所 

取之態度。 

最 : & 之 會 即 七 月 二 十 八 日 之 昭 會 直 

接涉及特电亞％特自由區英美區行政當局與 

義大利共和國最>£所締訂之諸協定，尤其是 

本年三月九日及五月六日之協定。惟如上述 



文 件 所 明 白 表 亍 者 此 等 祇 爲 具 體 案 件 及 一 

般 政 策 之 具 體 說 明 而 已 。 因 此 本 會 涉 及 

一原則間題即吾人對於特里35斯特自由區 

之獨立與完整一詞之嚴正解釋爲何0 

南斯拉夫政府自不能認特里5&斯特問題 

之解决爲理，之解决。南斯拉夫政府認爲其 

接 受 特 里 亞 渐 特 問 題 之 解 决 W 及 對 義 和 約 

之若干其他决定，對ft斯拉夫人民而言實爲 

一巨大犧牲。南斯拉夫政府在簽署^條約時， 

曾 鄭 重 聲 明 ^ 國 之 所 " 簽 署 " 純 因 

南 斯 拉 夫 人 民 此 時 不 願 對 國 際 和 卒 之 建 立 

自招不作貢撖之咎" 0 在巴黎和會中，南斯 

拉夫代表圑曾就藤史、人種、綞濟及政治各 

方面，指陳特里亜斯特所"爲南斯拉夫領土 

組戌部份之理由0南斯 î t夫所持之理論從未 

遭 受 駁 斤 。 當 國 際 化 之 原 則 被 接 受 時 南 斯 

| ± 夫 政 府 甘 鄭 重 申 言 爲 特 里 亞 渐 特 本 身 之 

繁榮計，其對於南斯拉夫後:^陸地之仰賴,ai 

須 予 " 適 當 之 考 盧 。 南 斯 拉 夫 政 府 所 持 之 立 

場 即 i l 是 項 事 實 爲 根 據 ， 不 久 " 前 — — 確 切 

言之，即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美國 

國務部代表Mr Willard Thorp亦曾強調該事 

實。渠在參議院撥款委員會就外援事宜所舉 

行 之 聽 取 意 見 會 中 宣 稱 " 該 地 （ 特 里 亜 斯 

特）之天然後方陸地爲南斯拉夫 其正常 

之 貿 易 亦 爲 對 南 斯 拉 夫 之 貿 易 " C 伹 在 特 里 

亜 斯 特 自 由 區 各 項 規 定 之 最 後 草 案 中 莧 因 

此词一國務部堅持之故，此種堅強之具理竟 

铍忽略不顧0 

因 此 ， 南 ^ t ï 夫 政 府 所 W 不 能 特 里 亜 

渐 特 問 題 之 决 爲 理 《 解 决 ， 自 易 了 解 。 然 

當南斯拉夫政府同意接受和約中所規定之解 

决辦法時，词時:r即接受其後杲。南斯拉:fc 

政府橱此問題所探之政策，乃力本下述願望 

而 形 成 朌 見 特 里 亞 期 特 自 由 區 之 規 約 能 在 

可能範圔內迅速充分施"，俾對該和約之迅 

^及充分實施有所貢瓛，按該和約之目的係 

結束對墨索里尼義大利之戰爭0 

特里55斯特之多數居民：r採取同樣態 

度。彼等自知其本城之利益何在，而彼等認 

爲爲當地人民及一般和平之基本利益計，必 

需迅速及充分實施對義和約，彼等相信可賴 

對 義 和 約 之 實 施 而 保 存 該 地 區 中 反 法 西 斯 

奮鬭之基本成就，即特里亜斯特廣大區域中 

南斯拉夫及義大利人民之合作是&，是項合 

作實爲該—民族間一般合作之 i 佳保證。彼 

等相信可能將特里IS斯特造成爲南義二民族 

簡 之 聯 繋 藉 此 而 涫 弭 軋 櫟 之 根 源 。 

然 英 美 方 面 之 若 干 人 士 似 有 一 種 傾 向 

— 即 却 反 法 西 斯 戰 爭 之 目 的 之 傾 向 — — 

此種傾向在用戰爭甫吿結束以後即行 f f i現， 

在和會中已有明白表達，現仍繼績存在，且 

任其自由發展。英美行政當局自一九四五年 

始Wîiil^義和約生效時所持之政策，首先爲 

不顧前曾對法西斯作戰之一切力量，然後涫 

弭 此 種 力 S 再 藉 口 擁 ^ 海 f 公 約 而 抹 殺 彼 

等之成就。 

‧1：項政策現正企圖破壞對義和"，jyi求 

删昤因反法西斯奮鬭及解放軍豚利之故而列 

入^r j之諸條款。特里亜斯特自由區本身自 

英美行政當局視之，乃係彼等所作之讓步之 

一 而 i t 予 取 消 者 。 更 有 進 者 ， 英 * 行 政 當 

局用此機會於^二鄰國之間挑撥離間，並支 

助 義 大 利 之 反 動 勢 力 此 種 反 動 勢 力 在 其 他 

間 題 上 不 顧 義 大 利 之 具 正 利 益 而 於 本 词 題 

則企圖自名爲義大利人民之代表。 

吾人不妨將和rj中所規定英美行政當局 

對 特 里 亞 斯 特 自 由 區 所 擔 承 之 義 務 略 加 檢 

；t ,並試觀彼等如何屐行其義務0 

依 對 義 和 r i 第 二 十 一 條 之 規 定 ， 經 同 

盟國及義大利承認之特里35斯特自由區將於 

對 农 和 約 生 效 時 獲 得 主 權 。 該 條 第 r 段 規 

定&大利之統冶權！‧，、對義和約生效時終 

Ifco該條第三段績稱 

'義大利統治權終止後，特里亞斯特應 

按昭外長會議所擬定並經安全理事會核准之 

臨 時 政 府 約 章 管 理 之 。 " 

是項ri章構成和約之附件柒，36於其序 

a 中 無 限 制 谰 定 ^ r i 章 之 " 各 項 規 定 ， 在 永 

久 規 約 生 效 前 ， j f 適 用 於 特 里 亜 斯 特 自 由 

區 之 ^ 政 管 理 , 0 依 B P 外 長 會 議 一 九 四 七 年 

四 月 二 十 二 H 之 决 議 所 提 供 之 解 釋 臨 時 政 

府基本任務之一乃爲在特別顧及附件陸中永 

久規約第二十四條第四段禁止" 與任何 

國家縑結獨沾拴質之綞濟词盟或聯合 " 

之 規 定 下 確 保 尊 重 特 里 亞 斯 特 自 由 區 在 預 

, 、 收 支 差 額 、 幣 制 、 關 我 及 其 他 財 政 經 濟 

問題方面之終濟獨立。如是組成之臨時政府 

約 章 中 規 定 " 在 督 就 任 w 前 自 由 區 應 

由 盟 軍 司 令 各 軍 管 區 繼 績 管 理 之 0 

失特里亞斯特自由區係jyi—國際單位而 

存 在 軍 管 當 局 根 據 是 項 事 實 以 及 是 項 事 實 

之純眞承認，顯然有下列最低限度之任務第 

一 信 頼 承 認 特 里 亞 斯 特 自 由 區 爲 國 際 單 位 

並願奮合作，：W促成該區完全成立之各份子 

第二，增進英美區與南斯拉夫區在可能範圍 

內作最密切之聯合，俾使整倜區域達成最高 

度 之 統 一 第 三 促 成 獨 立 捽 濟 活 動 之 最 大 

發展，第四，發表特里亞斯特自由區獨立之 

國際宣言，第五，保證對南斯拉夫聯邦人民 



共和國及義大利在各問題方面予jyi同等之待 

遇，尤其有繭對外貿易之厢題。 

不論軍管當局任期之久暫，W上諸邦乃 

其最低限度之任務0誠如附件柒中第一條之 

規 定 ， 軍 政 當 局 之 存 在 理 由 爲 ^ 當 局 應 準 

備及便利總督之工作，且不得有損總督之將 

* 工 作 及 規 r i 之 全 部 效 力 。 

英 美 行 政 當 局 在 其 區 域 中 所 推 ^ 之 政 

策。與特里35渐特自由區jyi獨立國Iff單位之 

地 位 而 存 在 所 發 生 之 各 項 天 然 條 件 完 全 銜 

突 。 s 當 局 之 政 策 如 下 第 一 ， 對 主 張 將 有 

大部份義大利居民之鄰近属地併入義大利並 

拒絕與主張遵守和約之圑體合作之各組織予 

W 協 助 第 二 使 二 區 完 全 隔 離 ， 並 拒 絕 成 

立共同機構，第三，藉口 " 防 止 疾 病 及 不 

安 " 而 限 制 s 區 之 經 濟 活 動 ， 因 此 使 該 區 陷 

於 寄 生 狀 態 ， 完 全 仰 賴 美 國 之 資 助 爲 活 第 

四，緑結協定(按8?和約規定,協定之締結應 

自 由 區 之 全 部 爲 對 象 而 非 單 獨 " 某 一 

區域爲凿象，例如附件柒第十一條所述及之 

協定），且其所縑結之協定，例如加入馬歇爾 

針劃（Marshall P lan)對於特里 f f i期特之將 

来，W及其經濟與一般政策，將有搔大之妨 

害第五，一贯實h歧視，W搵害南斯拉夫。 

吾人應參酌是項政策，而考龎特里亞斯 

特自由區英类tr政當局堅稱特里35斯特自由 

區無法獨立生存之二報吿中【S/679及S/781】 

所直言或暗示各項理由之:實性。吾人應參 

酌上述否認特里亞斯特自由區因其獨立而得 

之最基本要求之政策而檢3總督任派問題所 

遭遇之僵局，及奮在掩蔽旣成事實而圔修改 

和約之諸建讒。是後，吾人應參酌將旣成事 

實 提 S 世 界 之 ^ 政 策 而 檢 南 斯 拉 夫 政 府 在 

最JEB?會中 [S /9
2

7】促請安全理事會注,之 

諸協定。 

南斯拉夫8?會對上述諸協定作有詳遨之 

分析，故本人不擬齊言之0本人僅欲促請諸 

位注實若干最顳著之結果。 

就 對 外 貿 易 而 e 是 項 協 定 將 特 里 5 ? 斯 

特自由區之英美區域明白艇爲義大利之組成 

部份。義大利之各項貿易協定(?•自動及於特 

里亞期特自由區之英美區域，致使^區與任 

何 其 他 國 家 ， 例 如 其 後 方 鄰 近 之 國 家 無 縑 

獨立協定之可能0結果則特里亜斯特僅能在 

結義大利貿易協定之範園內作输入输出之活 

動，易言之，即在義大利所分配之限額範圜 

內 更 確 言 之 ， 即 羅 馬 國 外 貿 易 部 長 所 分 配 

之限額範圔內。此無異'特里35斯特自由區 

中英美區域之基本經濟活励乃係受義大利之 

支配。故就經濟而言特里35斯特自由區中 

之英美區域在事實上已成爲義大利共和國之 

—省0 

同時上逃協定完全破壊待里35斯特自 

由 區 中 英 美 區 域 之 財 政 猫 立 使 其 完 全 不 能 

維持獨立之財務行;15及獨立之收支差額。此 

等協定自動將特里亜斯特自由區之產貨流勒 

與義大利之通貨流動聯成一體，使羅馬政府 

負有管制預算之義務剝奪特里36斯特對外 

貿易之全部收入。故就財政而言，特里亞斯 

特自由區中之英美區域在事實上亦巳成爲義 

大利共和國之一 

締 結 此 等 協 定 何 其 無 恥 ' 且 彼 等 對 於 所 

懷 之 最 終 目 的 亦 毫 不 避 彼 等 甚 且 規 定 義 

大利共和國成立紀含日爲特里亞斯特之國家 

紀含曰，強令人民遵守之。事實上，吾人可謂 

在 此 等 協 定 締 結 W 後 特 里 亜 斯 特 自 由 區 之 

英美區域與義大利共和國間之唯一區別，僅 

爲前者係由英美軍隊公開佔領而巳。 

若干類似之行動及類似之辦法俱確切表 

示S認特里ffi斯特自由區之獨立與完整，按 

^區之獨立完整係經英美等同盟國在和約中 

所鄭重承認，且將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予W 

保證者0關於由安全理事會予jyi保證一節在 

對義和約第二十一條第一段及永久規約第二 

條中(^有明白規定。安全理事會一九四七年 

一月十日之决議案1正式核准此等文件，並 

接受各該文件所付與之责任。安全理事會遛 

行 其 任 務 此 其 時 矣 0 

本人於申表希望，安全理事會在屐行其 

所接受之義務時，將同於南斯拉夫政府之請 

求之|!!^願追述柱事一則w作結束0第一次 

ifr界大戰以後，亦有一稱阻撓南斯拉夫人民 

收囘其應有之國家領rL之普逼傾向，因此乃 

有 另 一 自 由 領 土 之 產 生 ， 即 F m m e 自 由 領 

土。伹在^自由領土開始其獨立生活"前，即 

有词樣之支解傾向發生0彼時之此種傾向方 

非出K南期拉夫。當時之此種傾向竟吿勝利 

吾人俱知d'Aimuimo所摘述之此種傾向之 

勝利同時T構成法西斯主義之首次國F?^重大 

成功0 

Mr JESSUP 利堅合衆國）吾人今曰 

案前所有關於南斯拉夫政府指控英美政府破 

壞對義和約中有讕特里亞斯特自由領土之規 

定七月二十八日會，本國政府業巳閲1^。南 
國 政 貯 指 控 英 美 不 履 行 國 際 義 務 ， 圔 ; 將 

駐特里亞斯特自由區英美軍司令所管轄之s 

區歸併義大利，及經由英美區词盟軍政府與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三 

號。 



義大利綠結足以危及國際和卒與安全之維持 

協定。 

吾人或可預期南斯拉夫代表在安全理事 

會之演說中55法對其政府之g洞脃弱之文件 

加 以 補 充 。 但 據 吾 人 頃 所 閡 者 渠 並 未 提 出 

任何補充。事實上渠恐無任何實際資料可資 

補充0本人已注f賒聽南期拉夫代表之演說， 

認爲無非直彈其宣傳谌曲而已0 

竟有政府向安全理事會提具如此內容g 

之 指 控 且 此 種 指 控 係 由 一 在 其 所 轄 區 域 

內對國際義務毫不/È皙且對其本身行政實^ 

秘不宣佈之政府所提出，吾人深感駭異。本 

理 事 會 之 各 理 事 咸 知 ， 特 里 S 斯 特 自 由 區 

中英美區域之行政歷史{|1>有紀錄，载於英美 

區司令General Airey之錚常報吿書中。英美 

政 府 因 承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確 保 ^ 自 由 區 之 獨 

立 完 獰 負 有 賁 任 故 已 將 是 項 報 吿 蒈 提 送 安 

全理事會。諸位可於文件S/679及S/781中 

査閱是項報吿睿。 

此等報隹書钱述自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五 

日該自由區成立W來之全部腠史，內中包括 

盟國軍政府各種主耍措施之事實說明，及^ 

司令官對其政府於政治及經濟上最重大困難 

之下保抒及維SSSS展居民之權利、利益及 

自由方面所作進步之意見0 

General Airey 嚴遵英美政)}ï之3«令外， 

龙依83對=^和約中適當條款之文字與精神， 

W及國際法中有關佔領領土內軍政府行動之 

規定，管理其所戟之區域0該條ÏTI本身規定 

特里亞35?特自由區在總督就任W前，應由軍 

政府繼镄管理之0 

美國政府對於特里亞斯特自由區中英美 

區域之行政成校，引爲光榮。英美軍司令官 

在最困難之環境下，不顧破壞份子欲"公開 

破壊之企圖而能建立一負责任之地方政府， 

Jdl儘可篚實現當地人民之願镇。在一面臨厳 

重經濟問題之孤立地區中，^行政當局猶能 

減 少 失 粱 人 數 並 逐 漸 改 良 人 民 繭 利 。 本 理 

事會可自紀銶中窺見該行政當局對其IS域中 

居民之基本人權備加保拧及锥護之實淸。 

繭於南斯拉夫政府所提之各種指控，余 

此時即可斷然謂之爲毫無根據之指控。英、 

美、法三國政府雖已在三月二十日之聯合聲 

明中(該項聲明曾送備安全理事會參考，編號 

爲文件S/707 )^明在案，本阈政府堅信對義 

和約中所擬具之特里3?斯特解决辦法决難實 

行，43余敢向理事會保證在此煩惱問題重 

新猩得解决"前，駐特里亞斯特之盟軍司令 

官仍將嚴遵該約中有蘭規定之文字與精祌， 

耱續管理該區。 

吾人徜將英美行政當局與義大利政府所 

綞結之協定——此等協定;S南期拉夫政府若 

干批評之主題——與^和約本文作一公正之 

比 較 自 能 證 實 此 種 事 實 0 

余目前對於特里亞斯特自由區內南斯拉 

夫 軍 詧 當 局 所 轄 區 内 之 行 政 不 擬 加 論 。 

余 現 僅 欲 再 度 鄧 f 申 言 英 美 區 中 之 行 政 實 

521^每一階段{?>經公佈，：m曾正式提請安全 

理事會審査，{曰余從未開南斯拉夫政府曾對 

其所轄區域內之行政情形向安全理事會提交 

任何報吿或資籽。各理事如欲獲得彼等已有 

紀錄"外之其他情報，本政府^已請求 G e n 

eral Airey提出渠所願提之W論及耆見。同時 

今願吿知理事會General Airey之最新報吿 

書（^報吿書所包括之時間爲一九四八年四 

月一 H至六月三十日）即將編製歧事不久當 

可提送理事會主席，俾便Jdl文件之形式分發 

各理事。俟諸理事將^最新報吿害審査"後， 

倘本政府由General Airey處收到任何與該事 

有關之實見如遇^作任何轷镟之反駁時，本 

人自願從詳答嫒南渐拉夫政肝所作之指控0 

吾人準備在一S期內提出此項詳盡聲明。屆 

時安全理事會或擬就其本身對特里35%特自 

由區所負之貴任作更廣1：£之審議並硏S寸南 

軍司令官所治理區域之行政淸形0 

Sir Alexander CADOGAN ( 英 聯 干 國 ） 翻 

南斯拉夫代表提交安全理事會之驚奇文件 

[S/927]適纔已經美國代表槪略論及，對Mr 

Jessup之言論本人{IL表贊同。本人即在現階 

段 中 I T 能 對 南 ^ 拉 夫 代 表 所 持 之 譲 ^ 提 《 

數 奮 見 。 

本 人 在 發 表 意 見 " 前 尙 願 作 一 總 評 論 

並 提 出 一 項 保 留 。 本 人 之 評 論 爲 S 項 I t 勢 

乃一特殊之情勢。對義和n之起、*者訐劃有 

三 個 階 段 。 第 一 階 段 特 里 亞 斯 特 在 義 大 利 

統 治 權 結 束 後 即 由 盟 軍 司 令 官 依 特 里 亞 斯 

特 自 由 時 政 府 約 章 各 在 其 所 轄 區 域 內 管 

理 之 。 按 ^ f J 章 之 規 定 特 里 亚 斯 特 自 由 區 

總 督 i f 在 條 生 效 後 儘 早 就 任 。 ^ 總 督 任 有 

若干職務，龙麼履行若干義務0此爲第二階 

段 。 第 二 階 段 則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决 定 久 规 n 

生效之日開始。吾人至今宋能超越第一階段。 

本人所欲言者，即和rj之起s*者未能預見蕖 

已發生並仗困難加劇之可嘆秸延0 

是項解决辦法中可能有若干疑懼及異常 

之 事 物 存 在 其 中 於 短 期 間 內 可 能 引 起 若 干 

困 難 。 而 此 等 困 難 業 a 因 延 擱 而 加 劇 便 現 

有問題在程度上盍,之巨，幾已成爲種類上 

之差異0 

本 人 所 欲 作 之 保 留 爲 是 項 钹 雜 茼 題 之 



提列於安全理事會議程中，吾人於事前未能 

早得ai知，故現時本人並無特里亜斯特周題 

之專家在此，且是g將獲得此種專家佐助，又 

何時可得專家佐助,今俱不知。本人手邊自有 

若 干 文 件 資 料 但 如 藉 " 從 詳 確 答 南 斯 拉 夫 

代表所提之每一指控，則屬不。敷故本人保留 

待曰後充分詳知所提各!^後再度發言之權。 

余IPg到諸位對於業經分發之General 

Airey繭於自由區內英美區域行政之報吿書 

或頹稍加硏究。General A i r e y 之 第 - 報 ^ 

書(一九四八年第二季），有如Mr Jessup所 

已 言 者 現 正 趕 製 中 故 內 中 對 南 斯 拉 夫 政 

府所反對之五月六日協定有所涉及。 

除上述各壩外，余擬對南斯拉夫政府函 

中所提之各^，略論一二。第一關於安全理 

事會對此事項有無直接權限M有懷疑。永久 

規 約 第 三 十 六 條 規 定 凡 與 本 規 r i 之 解 釋 或 

執^有關之爭端 I I提交一委員會^决之。本 

人 旣 不 願 堅 持 此 ^ 方 不 頋 否 認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權 限 ， 但 根 據 和 約 第 二 十 一 條 之 規 定 理 

事 會 之 權 限 確 僅 限 該 自 由 區 之 獨 立 與 完 整 

而ËLo南斯拉夫BP會雖指摘盟萆政府有若干 

動 危 及 自 由 區 之 獨 立 該 e p ^ 對 | A 附 銶 

屮 所 載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明 確 職 掌 並 未 絲 毫 論 

及 。 因 此 厳 格 e 之 理 事 會 僅 能 審 議 盟 軍 

政府所採行之經濟及财政‧ ̂ 施"1:否危害自由 

區之獨立與完隳，或根據憲章而非和rj所賦 

予 之 寳 任 ， 檢 此 等 M £ 施 是 否 構 成 對 國 際 和 

牛與安全之威脅。 

南斯拉夫昭會雖請安全理事酋判定此等 

»£施確實構成上述之威脅伊該蹈會對此方 

面並未提出任何重大理由。 

余在現階段中願就南斯拉夫Hf"會所提之 

若 3 特 殊 論 郑 略 加 評 述 。 其 中 一 ^ 稱 盟 申 -

政 府 與 義 大 利 政 府 , 結 協 定 而 違 反 對 義 和 

rj。伊此等;1货及外踵協定乃直接^於^n 

附件柒第十一條，且在事實上係特刿指^條 

而言。镇十一條之原文爲 

" 在 自 由 區 内 單 獨 成 立 其 ^ 货 制 度 以 

前，義大利里耳（lira)在自由區內應繼續爲 

法 定 货 ^ 。 大 利 政 府 廬 不 較 其 適 用 於 本 

國更劣之條件1^供袷自由區所需之外K及 

货0 

義大利與自由區應歸結協定， jy i履行 i 

述 規 定 J È J f 规 定 ^ 兩 政 府 間 任 何 a i 耍 之 斛 

Ar ，， 
吾人認爲若欲維持特里亜期特之經濟, 

則 須 遛 行 ^ 條 之 規 定 0 關 於 南 斯 拉 夫 政 府 

實施第十一條有讕所轄區內^货供！: 一節已 

取何種行動吾人自樂聞之。 

除 此 而 外 南 斯 拉 夫 會 並 指 控 金 融 方 

面之分界巳因吾人履行第十一條而消滅，且 

因吾人之行動，使義大利之匯兌管制及其他 

通貨條例T施及吾人之區域0但就臨時政府 

約章第十條及第十一條而言，倘義大利通貨 

在自由區內仍爲法定貨锥，期現行通貨條例 

顯然必須適用，而通貨之新管制條例：r屬需 

耍。南斯拉夫政府所反對之協定內所列之各 

條例，事實上凿自由區之獨立决無任何侵犯 

之奮。 

以上乃本人對南斯拉夫照,中一二主耍 

指控之初步答覆。本人前巳言及，余願保留 

權 利 ， 待 獏 得 與 該 會 所 提 各 項 論 f i 或 

其中似仍略具正確性之論證——有關之一切 

情報後，再提出較詳盡之聲明。 

最 後 ， 余 僅 欲 申 表 一 啻 見 ， 即 英 美 政 

府 倘 如 南 斯 拉 夫 B P , 之 所 稱 有 破 壊 和 約 之 

企 圖 而 仍 定 期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送 其 轄 區 之 

行政報吿，"多多公怖其行動，不免爲奇特 

之舉。莢美政府在此方面之行動與南斯拉夫 

政府之行勒大爲相反，後者從未將其轄區內 

之行動報隹安全理事會，更談不到定期之每 

季報吿矣。雖然,吾人對於南斯拉夫轄區中之 

ft形並非茫無所知。事實上吾人所知甚多。余 

在今日後之3論中或將促請理事會注意南斯 

拉夫行政方面若干極惡劣之It形。 

Mr PARODI ( 法 蘭 西 ） 英 美 代 表 適 纔 所 

作之谇述表亍9g有相當時日之耪延，jyi便由 

英美對南斯拉夫之指控作充分之調査。故該 

二代表已請求緩議，俾可向安全理事會提伊 

充分It報。 

英美代表之評述 ir表亍——且根據吾入 

所知特里亞斯特之淸形——吾人對自由區內 

南斯ÎÏ夫軍管當局轄區內之現有情勢未得更 

允分之報吿 W 前對南國政府之指控或指控 

中 所 提 之 若 干 特 殊 之 斷 難 加 " 審 査 。 吾 人 

如不知特里亞斯特情勢之槪5î，而逕審查某 

某特定問題，顯將使^問題完全失眞。適饞 

已經指明英美軍管當局a提 s其订政報吿， 

且即將提出另一報吿，而南斯拉夫方面則從 

未有與此相當之報吿提出。 

故 余 願 提 出 耍 求 爲 俛 英 美 當 局 提 出 一 

切 要 情 報 而 建 議 之 延 撋 南 斯 夫 當 局 應 

T予 )4利用而向安全理事會提供與英美軍管 

當 報 吿 相 似 之 報 吿 0 余 相 信 倘 南 斯 拉 夫 提 

伊此項It報，則理事會定能更易論斷南斯拉 

夫指控中所提及之It勢0 

Mr VILFAN ( 南 斯 拉 夫 ） 余 此 時 僅 願 略 

陳 一 — 奮 見 。 余 不 解 吾 人 何 需 要 延 擱 。 吾 

人之要求——事實上乃是吾人之指控一爲 



之某項協定，吾人堅認此等協定之內容根本 

反 對 英 區 行 政 當 局 與 義 大 利 共 和 國 所 耩 結 

與尊重特里亞斯特自由區之獨立完整之義務 

相銜突。吾人之指控旣僅爲此等協定與特里 

亜 斯 特 自 由 區 之 獨 立 完 整 相 街 突 余 不 解 爲 

何尙須作事實及資料之搜集0故余建議吾人 

對南斯拉夫政府所要求之s i論不應作不ai要 

之延撋0 

余 曾 專 心 傾 聽 美 國 代 表 之 陳 述 但 除 溝 

南斯拉夫政府凿其所轄特理5Ê耶特自由區之 

h政事宜未向安全理事會提送任何報吿外， 

彼未能提出任何其他理由0向安全理事會提 

出報吿之耍求，此A尙屬首次。吾人爲何未向 

安 全 理 事 < ^ 提 送 有 繭 本 區 " 政 事 宜 之 報 吿 ' 

理由非常簡單。吾人根據對義和約之規定正 

期^總督之指派。吾人有權期望和約之規定 

立刻3?赏施行。吾人並未盼望軍事統治繼績 

甚 久 故 倘 總 督 能 於 今 日 或 明 日 抵 達 ^ 區 , 吾 

人又何必向安全理事會提送報，,？吾人可能 

a 就 鞟 區 之 行 政 事 â 提 ^ 一 最 後 及 終 結 之 報 

英美方面似弔知將 ¦1¦總筲指派，而臨時 

箄政府將爲特里亞斯特自由區之確定持久之 

行政當局0 Itl有如此，本人始能解釋英美行 

政當局提送報隹之理由。倘安全理事會認^ 

南 斯 拉 夫 行 政 當 局 ： R 懕 提 Â 報 吿 則 安 全 理 

事會自可加以决定，而南斯拉夫轄區之行政 

當 局 自 將 提 Â 報 吿 。 

余 不 擬 多 加 ^ 論 因 信 吾 人 指 控 之 理 由 

俱 已 見 於 吾 人 之 會 及 蘀 明 中 。 椎 余 欲 提 出 

一翔。現有若干人士認齒軍管當局對於對義 

和約:ÎÊ不負有任何義務。余W爲此種理論颇 

欠正確。對義和約之條文異常明晰，而臨時 

政 府 約 章 之 規 定 對 軍 管 當 局 : R 賦 予 若 干 義 

務 。 對 義 ： F I I 約 中 明 文 規 定 禁 止 ' 與 任 何 S 

家 締 結 獨 佔 性 之 終 濟 同 盟 或 聯 合 今應 

由英美行政當局證明其與義大利綠結之協定 

與 上 述 規 定 並 無 & 突 0 即 此 ^ 吾 人 所 之 

問題。 

Mr MANUILSKY ( ^ 克 蘭 ） 本 人 首 願 鄭 

重聲明，烏克蘭代表團保留曰後對南渐拉夫 

代表所提之事項作一更充分、更明晰之聲明 

之權利0本人目前僅擬就該事項之荐序力面 

有所申論0 

本人"一斯拉夫国家代表之資格，對於 

某數代表企圖提出若干次耍問題W規避南斯 

拉 夫 政 府 所 提 圃 曾 經 英 美 等 國 簽 署 之 條 約 

遭受硖壊之指控，極感驚異0夫安全理事會 

爲負责維護和卒與安全及確保遵行有關特里 

亜渐特之一切條約規定之機關，今竟有若干 

代表要求吾人緩議南斯拉夫政府提交安全理 

事會之合法指控，苘時龙提出若干次要周題， 

例如法國代表提議請求特里亞斯特2：南斯拉 

夫轄區當局提具行政報吿，而實際上^事項 

與南斯拉夫政府所提之諝求毫無蹦係。 

南斯拉夫政疳指控英美萆管當局違反對 

義和約。伹英美政府方面並未指控南斯拉夫 

有任何違反該和約之 t l爲。法國代表現在提 

出該問題時爲何不作此種指控？ 

如有違反對義和約之愦事，南斯拉夫自 

有 權 抗 議 ， 安 全 理 事 會 育 應 依 吾 人 所 遵 循 

之 聯 合 國 € 章 接 受 是 項 抗 議 3 è 予 y 審 査 0 

聯合國憲章序言中有一節（吾人對憲章 

序 言 自 應 與 憲 章 各 條 款 同 樣 尊 重 ） 稱 " 創 

造 適 當 環 境 ， 俾 克 維 抒 正 義 尊 重 由 條 約 而 

起之義務 " 所 謂 條 約 者 當 包 括 各 種 條 

約 、 公 和 n 在 內 。 故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向 安 全 

理事會所作之請求乃完全合法正當，因係根 

據憲章及使安全理事會對特里亞斯特區負有 

權限之對義和約而爲者0何現竟有藉口需耍 

南 期 夫 政 府 就 其 轄 區 之 行 政 事 宜 提 具 報 

吿企圖轉移吾人對南斯拉夫指控之注意者。 

除此"外，另有一項初步企圖，其目的 

爲規避南斯拉夫當局所提關於英美軍管當局 

違 反 對 義 和 約 之 指 控 按 後 者 於 三 月 九 日 及 

五月六日與義政府綞結之協定，無異將特里 

亞斯特區併入義大利之版圖W內。 

彼等企圔援引該條約附件柒中之第十一 

條 。 S 條 所 言 爲 何 Î 該 條 謂 " 在 自 由 區 内 

單獨成立=^貨制度"前，義大利里耳(hra)在 

自由區內應繼績爲法定貨幣 '。易言之， 

義大利里耳仍將有在該區^用之權。 

南斯拉夫政府對英美箄事當局所作之指 

控;g何？ ^ 國 政 府 指 控 英 美 箄 事 當 所 辙 

結之協定實際上等於附件陸第二條内所述之 

協 定 按 該 條 禁 I t 任 何 將 特 里 亞 斯 特 自 由 區 

歸併義國版圖之同盟協定，並終止義大利對 

該區之一切統治權0南斯拉夫指控如是0現 

尙無人對是項指控提出答覆，此即整個問題 

之所在0 

余 認 爲 i i 罱 求 其 他 文 件 而 使 ^ 問 題 益 趨 

後雜之企圜决無功效，尤因美國代表所特及 

之General Airey之報吿書僅包括四月一 B 至 

六B三十日之一段時期，而未曾涉及最重耍 

之三月九日協定0 

& 此 種 情 形 之 下 ， 余 擴 大 S t 論 範 圜 ， 

以包括審査南斯拉夫在特里亜^特轄區中之 

一般情形，實爲絕對錯^之舉。 

吾人今面臨南斯拉夫指控之具體問題。 

徜須相當時間W硏究所有文件，余自不表反 

對 ， 伊 如 欲 利 用 一 切 漠 不 相 繭 之 辭 而 I I 避 



免 論 南 期 拉 夫 政 府 對 英 美 當 局 違 反 條 約 規 

定所作之基本指控，則本人不得不提出反對0 

各國所簽訂之條約，匪但約束各S國家之政 

府,對其軍事當局:R同具約束力。 

(上列各段綞傳譯;18英語後，Mr Man, 

u i l s k y 讓 ） 

余因鑒於本人之演說已即時譯;g法文， 

故余不堅持另一次傳譯。惟余甚願吾人在傳 

譯制度技術方面"外確立若干規則。例如理 

事會中常有代表W西班牙發言，傳譯員即連 

賴ii英法二文傳譯之。是項規則，如經成立， 

則余將堅持如代表W俄語發言時，方應連績 

譯爲其他二種語言。伊余目前並不堅持將余 

之演說譯成法文0 

Mr PARODI ( 法 蘭 西 ） 傳 譯 規 則 爲 J d 

英法文JtA外之任何語文發表之演詞必須譯 

成英法二種語文。就;？則而言，即該二種語 

文應作同樣之傳譯0 求便利理事會之工作 

起見，余同奮將法文傳譯JW即時傳譯法爲之。 

伹本人將來隳於5t論之性質，而認爲必耍時 

將撖囘此項同實，故現在聲明保留之。吾人 

現旣巳有即時法文傳譯，本人不擬請求再W 

法文譯之0 

主 席 按 B P 議 事 规 則 及 B 有 之 慣 例 ， 各 

理事之演說，不論 jy i何種語文爲之，皆舰 

二 種 應 用 語 文 ~ ~ 茇 文 及 法 文 ~ ~ 連 镄 傳 譯 

之0 

關]6^被邀參加安全理事會51論之國家代 

表所作之演說，咸即時譯爲二應用語文及其 

他各種正式語文0 

最近因時間忽促或其他關係，致有例外 

情 形 此 種 例 外 將 來 方 有 發 生 可 能 。 椎 議 事 

規則中蹦於安全理事會各理事之演說Hi! 二 

種應用語文傳譯之基本規定仍有充分效力。 

余信吾等對於此!^均表同意0 

吾人因鑒於烏克蘭代表之演說未經傳譯 

員Si錄而即時加Ai傳《^，故不堅持再jyi法文 

連mm譯之。淮將來吾人自應遵守基本規則 

即安全理事會各理事之演說應譯成二種鹰用 

語文是也。 

Mr JESSUP (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余 認 爲 法 

國代表之建議極爲重要，方搔有價値，即由 

南斯拉夫政府就其所轄特里胆斯特區內之行 

政事宜向安全理事會提具報吿。南斯拉夫代 

表 ; g 倘 安 全 理 事 會 需 要 是 項 報 吿 ， 該 國 政 

府自樂提送,余K此言甚表欣快。據余了解， 

蕖說明該國政府所"未提報吿者，乃因未曾 

察赍軍事佔領時間竟達如此之久。不&媵時 

- 載 " 後 ， 南 期 拉 夫 t i 政 當 局 當 巳 察 覺 巳 歷 

相 當 時 間 早 應 有 翻 該 期 間 之 報 吿 提 送 安 全 

事實上現巳將届第二年底，南斯拉 

余信安全理事會當樂覩是項報吿0吾人 

參閱南斯拉夫政府七月二十八日抨會所遞送 

之文件時，猹悉內中繭於協定條款之許多指 

控，曾就行政當局之措施對於特里亜斯特區 

及其鄰^領土之終濟及財政影響，作有廣泛 

之論斷。關於此等指施對南斯拉夫及其轄區 

所生之影锂亦有所指陳。故吾人自宜應獲有 

南斯泣夫轄展之報吿，俾可知彼等如何處理 

各問題，而理事會方面gr可明瞭特里亜澌特 

整個區域之情形。 

锥余所了斛，烏克蘭代表在其發言中 

首 先 " 其 = 寸 不 爛 之 舌 對 事 實 上 並 不 存 在 之 

反對理事會; t論此等指控之人力事押擊。余 

未閡任何人反對於理事中St論是項指控。余 

W爲吾等對此均已同實。然彼竟Al巧妙之手 

腕黎毀彼自己創造之人物。於是，據余之了 

解，烏克蘭代表乃進而極力反對由南斯拉夫 

政 府 吿 知 吾 人 其 轄 區 内 之 情 形 — — 彌 於 此 

m,余擬特別闡明。余覺烏克蘭代表似乎認 

爲 不 宜 將 南 斯 拉 夫 轄 區 之 秘 暴 露 ， 因 此 反 

對請求南國政府提具報吿之建議。 

南斯拉夫代表之聲明旣係w安全理事會 

之黻迎是項報吿爲條件，余認爲吾人實應確 

知 是 有 一 理 事 對 於 法 國 代 表 建 議 由 南 斯 泣 

夫政府向吾人提送報吿一議表矛反對。倘烏 

克 蘭 代 表 對 該 ! ^ 之 態 度 稍 能 阚 明 ， 則 本 人 

Mr MANUILSKY ( 烏 克 蘭 ） 余 現 擬 答 覆 

Mr Jessup之伺題。法國代表之建議是否予 

W 接 5 , 應由南斯泣夫政府自行决定之。惟 

自 法 律 觀 ^ 言 在 審 議 南 斯 拉 夫 政 府 之 指 控 

時引入若干與^項指控無直接關係之事，余 

實礙難同意。此即本人之意見0 

美國代表認爲理事會ad須先得General 

Airey之報隹余對此議IT不能赞同o General 

Airey之報吿所包括之時間；g自四月一日至 

六月三十日，故英美軍事當局與義大利政府 

所 耩 結 協 定 中 所 最 應 受 譴 贵 之 各 ^ 並 不 在 

內。易言之，就法律觀^言，實無延待收到 

General Airey之報吿後再行5t論該問題之理 

由0 

余所w表亍反對者，乃欲藉此消滅足jyi 

造 成 下 列 印 象 之 一 切 偶 然 因 素 ， 即 吾 人 現 

在不僅處理南^拉夫所提英美軍事當局違反 

條約之指控，且:r處理據謂南斯拉夫違反條 

約 之 指 控 。 厳 格 言 之 美 國 代 表 ， 英 國 代 表 

七 



或 法 國 代 表 俱 未 # 南 : ^ 拉 夫 提 出 任 何 指 控 。 

伹如將該問題如此提出，勢將造成下列印象， 

即吾人必須5 t論該問題之各方面，內中不 

僅包栝條 iTJ之違反問題，且5r包括南斯》夫 

轄區內之一般情形。此乃余所堅决反對之^。 

余 之 結 論 爲 余 承 認 南 ^ 拉 夫 代 表 對 ^ 

娃謠有接受或拒絕之全權0 

M r VlLFAN ( 南 斯 拉 夫 ） 余 僅 擬 作 一 簡 

短之I？明，其動機乃在明白說明下列二^。第 

一，余早即洞1?英美代表IF在醞ggll計。彼 

等 對 於 南 拉 夫 政 肝 之 指 控 旣 不 能 加 W 反 

駁 ， 乃 企 圖 使 各 國 對 南 K 政 肝 發 生 懷 疑 0 彼 

等 s #言吾人不願向安全理事會提送報吿本 

人敢謂祇有未誠心尊重和約中鑭於指派 I S 

督之規定之人始有理由向安全理事會按期提 

送報吿書 

自最初開始吾人即期望和約之規定能及 

罕實施，並能見諸實現，故吾人jfc無提送是 

項報吿之理由。余欲拒斥英美代表驃明中所 

作之《3^吿。余且不恤再言英美代表丙對南 

S Q î t ï 夫 政 府 之 指 法 予 W 反 駁 乃 企 圖 W 

提ê報隹之問題使各國對南15?拉夫政府發生 

懐疑。此爲第一賴 

第 二 ^ 爲 今 反 對 秸 延 本 問 題 : ^ St論。 

今已戥明該周題甚爲明晰。南斯拉夫政府之 

整 個 爭 ^ 爲 某 項 協 定 — — 此 等 協 定 現 吾 

人手邊，故知其條文——顯然確與對義和約 

之規定銜突。今已；§由安全理事會察番其 

中 l i î 突 之 ^ 並 株 取 其 認 爲 i k l 耍 之 步 驟 ， 乃 

極 易 之 事 。 特 里 3 5 ^ 特 自 由 區 之 獨 立 與 完 

整 被 此 等 協 定 破 壊 時 凡 欲 維 逑 此 項 獨 立 及 

完隳者，應能且 i i i須確定此等協定^非法官 

吿 其 無 效 ， 最 後 : 令 主 管 當 局 將 來 如 何 進 

行 。 此 即 南 ^ 拉 夫 政 府 之 請 求 可 W 根 據 吾 

人 現 有 之 文 件 加 " 判 定 ， 無 ： 另 有 報 隹 ， ± 

其無須南，t ï夫轄區提 l ï^報吿。 

余 全 同 f 烏 克 蘭 代 表 之 盲 見 桌 謂 

吾人現有之唯一問題爲南渐拉夫政府所提之 

指 控 任 何 將 此 問 題 強 與 南 渐 拉 夫 轄 區 泯 爲 

一談之企圖均爲《3!：將理事會之注耆移轉至南 

^9?拉夫政府8?會無關之問題之詭計。此種洞 

好如燭之言，令本人感激不遨。 

余願作下列結論。会已《‧，倘安全理事會 

耍 自 南 期 拉 夫 轄 區 獲 得 報 吿 則 應 由 理 事 

會自ÎÎT請索之。但余現反對此種企圖，反對 

此種詭計，反對將南^拉夫轄區提送報吿之 

問題與南斯拉夫Bp會所提出於安全理事會之 

問 題 爲 一 談 0 

Mr JESSUP (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余 僅 欲 略 

！&^克蘭代表提及之一照，即余在首次發言 

中所道及之General Airey即將提送之報吿。 

^克蘭代表認爲該報吿或與本問題無繭，故 

無須等待加W審査。余願謂蕖注耆刿載南斯 

拉夫指控之文件(文件S/927)並請注奮約自 

其 中 第 五 頁 中 部 開 始 即 有 對 四 月 一 B 至 六 

月 三 十 H 期 間 各 種 事 件 之 : t 論 按 四 月 一 日 

至六H三十日之期間，即係General Airey即 

將提送之報吿所f$述之期間。 

吾人 f r^頁之中都可見有述及五月六日 

之 處 對 五 月 六 日 之 事 件 作 有 5 寸 論 其 後 

又 於 ^ 茛 之 末 端 ， 第 六 頁 之 上 端 及 中 間 ， " 

及近第七頁上端重複提及。第七頁上载有關 

五六兩月內各事件之3論，各S事件{?>在 

此 最 後 一 次 報 ^ 書 所 2 述 之 時 問 W 內 。 據 余 

自 烏 克 蘭 代 表 之 ^ 文 中 所 猩 得 之 了 解 ， 

不知渠是否認爲該文件之其他部份，較此一 

部 份 更 爲 可 愴 惟 会 仍 認 爲 该 文 伴 內 旣 有 兩 

頁 年 之 f i 述 ? $ 及 ^ ， 間 內 之 事 件 理 事 會 其 

他理事或甚盼能有一論述^時期之報吿也0 

Mr EL KHOURI ( 被 利 亞 ） 現 余 手 ^ 惜 

無 對 義 和 約 故 不 能 證 實 其 中 所 列 向 安 全 理 

事 , 提 送 報 吿 之 規 定 不 能 確 知 依 昭 和 約 之 

條 f c S 二 區 行 政 當 局 是 否 負 有 提 送 是 項 報 

隹之義務。倘和約中並無是項規定，則余不 

m爲何南^tî夫政府因未送是項報吿而受 

賁或被齊憫。倘有定期提送報吿之規定，而 

南斯拉夫在指定期限内未能提送報吿，則余 

费秘書處當已通知之，余W爲^由秘書處代 

表 將 和 r i 中 鬮 * ^ 提 送 報 吿 之 規 定 宣 讚 當 有 

禅 益 因 理 事 會 在 决 定 是 î 5 應 請 南 拉 夫 政 

府 代 表 提 送 報 吿 W 前 , 先 知 1 ? 是 項 規 定 也 。 

倘和約中並無此項釜務之規定，則南斯拉夫 

代表願否提送報吿;^聽其自願。因此余請求 

秘書處就此一^向理事會提伊有闢情報0 

主 席 吾 人 將 講 秘 書 處 愼 重 硏 究 此 事 ， 

並 提 適 當 答 ^ 。 據 吾 人 所 知 對 義 和 約 中 

並無就特里亞:^特自由區軍事行政事宜提送 

報吿之規定。 

Mr JESSUP ( # ^ 利 @ 合 衆 國 ） 余 W 爲 ^ 

利55代表倘能^閱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美國代表致秘窨長之公函（文件S/604)，則 

對蕖考盧此問題時或有助签。^liS载有英美 

區 司 令 首 次 頒 發 之 公 吿 ， 桌 在 ^ 公 吿 中 ^ 明 

蕖 所 認 爲 特 里 亞 ^ 特 自 由 區 內 各 轄 區 司 令 

官 i f各將其如何履行其臌貴之It形向安全理 

事會提送定期報吿之理由。曰復一曰，軍事 

佔 領 繼 績 存 在 而 龙 無 艚 f f W 提 送 報 吿 ， 則 

此等實,負食之人員，如無隱瞞其所爲之理 

由，自應將其所爲提出報吿,此事殊爲合理。 

主 席 凡 閡 及 美 國 代 表 所 提 伊 之 淸 報 



者Pî=表予驚評而外實無他感。特里亞斯特 

英美司令官之聲明與此何干？其與南斯拉夫 

政府有何蘭係？對特里亞斯特英美轄區司令 

官所作之任何聲明或宣言，南期拉夫政府豈 

有遵行之義務乎？ 

余認爲美國代表所提出之It報與吾人;t 

論之事項毫無閼係。英美司令官可隨意發表 

任何宣言《曰南斯拉夫政府决無受其約束之 

理0 

Mr PARODI ( 法 顕 西 ） 余 深 恐 响 人 對 余 

頃間所作之谇述有所3^解0余决無譴责南斯 

拉夫未曾提送報吿之用心，且决不信余曾作 

令人烕到此種印象之言。余：r未曾南^拉 

夫政府有提送報吿之義務。余僅; i ^ 問 題 

旣 與 安 全 理 事 會 具 有 若 干 監 督 權 之 領 土 有 

賙，今旣有與^領士之^政有關之事項提 f f i 

*^理事會，則南斯拉夫軍管當局倘能提供與 

其他區內軍政府所提送之報吿類似之報吿， 

當對吾人助益不少。 

余將上意W請求之方式提出，余且糜說 

TO,當南^拉夫代表首次發言時似乎對余 

之 諝 求 表 亍 同 f 令余欣快不!So惟余不得 

不 言 者 ， 在 ^ 克 蘭 代 表 參 加 3 論 " 後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再 行 發 言 時 ， 似 又 , 開 話 題 。 

余絕無延擱5 1論S問題之耆且毋寧謂 

余願儘早S t論該問題。伊余認爲若欲澈底 

審査南斯拉夫之指控，則應准許英美代表所 

請 求 之 延 擱 俾 便 猩 取 一 切 必 要 蹐 報 。 倘 此 

項延擱猩得理事會之准許——^充分調査南 

斯拉夫之指控計想定能得其准許一而同 

時南斯拉夫當局且能利用此時間向吾人提送 

余所請求之It報，則余認爲當屬最有助益之 

舉，此 t即余前次所作請求之，1*也。 

故余促請南斯 t ï夫代表堅持其首次答投 

中所表亍之態度0余深信此舉足使安全理事 

會收到富有助益之ft報。 

主 席 余 茲 代 表 蘇 聯 駐 安 全 理 事 會 代 表 

圃，就現行5t論之問題略事論述0 

關於南斯拉夫政府向安全理事曾所提特 

里 亞 渐 特 自 由 區 內 英 美 轄 區 政 當 局 違 反 條 

ri之指控，II聯代表I»!保留其發表f見之梗。 

本代表圑將暫緩發表盲見0余目前僅欲就s 

事 項 在 初 步 S I 論 中 所 引 起 之 兩 ^ 說 明 本 代 

表 圃 之 f 見 。 

蘇 聯 代 表 圑 赍 察 英 美 代 表 圑 龙 未 將 南 

斯拉夫致安全理事會昭1^中所提指控之實 

體 ， 加 " 論 , 亦 未 提 伊 任 何 f t 報 及 理 由 ， 俾 

恢安全理事會對該問題獲得更充分之認識， 

彼 等 所 爲 者 僅 係 使 用 英 美 代 表 , 在 國 會 議 

R î t 論 中 所 用 之 技 倆 。 彼 等 企 圔 轉 移 安 全 

理事會之注意，使其不注者南^拉夫政府照 

會中所提之基本問題。^押會乃對英美政庥 

違反對義和約之直接顯明指控0 

余信在座人士對此 I»均甚明白0英美代 

表對此問題置之不理，而竟企圖使安全理事 

會之注意力轉向與南斯拉夫駐聯合國代表提 

变安全理事會之指控毫無翮係之另二枝節词 

題0英美代表分工合作，各提問題一項，其 

目的(^在移轉安全理事會對所審査之基本實 

體事項之注實。 

英 聯 i 國 代 表 並 無 絲 毫 法 律 上 之 理 由 ， 

竟暗示該苘題不應在安全理事會51論。^代 

表 作 此 暗 亍 之 用 實 食 使 諸 位 懷 疑 安 全 理 事 

食 是 否 有 權 審 査 南 斯 拉 夫 政 府 所 提 出 之 茼 

題，即英美政府及其軍事當局違反對義和約 

中有II特里亞斯特自由區之規定是&0 

蘇 聯 代 表 圑 堅 信 英 聯 1 國 代 表 圑 之 提 

供 此 項 暗 矛 及 散 播 此 種 懷 疑 ， 匪 毫 無 法 律 

上 之 理 由 抑 且 毫 無 任 何 理 由 。 人 人 咸 知 

——英聯+國代表方知之甚讅一一安全理事 

會得處理與特里亞^特自由區直接間接有翮 

問 題 之 國 法 根 據 即 係 對 義 和 約 中 與 特 里 

S斯特自由區之3„2立同盟國及義大利對該 

H之承認，W及安全理事會對該區之完整與 

獨立之保證有闢之各項規定0 

余所指者係對義和約之第二十一條，尤 

其是該條之第二段。 

該 條 第 ̶ 段 規 定 義 大 利 對 構 成 特 里 亜 

斯特自由區之地區所具有之統治權應於和約 

生效時終止0 

吾人咸知對義和約巳护一九pq七年九 

月間生效，義大利對自由區之統治權言同時 

終止。故自^時起，任何欲使義大利復行統 

治 特 里 亞 斯 特 自 由 區 之 企 圖 及 任 何 欲 侵 害 

該區之獨立與完罄之企圖，無異即爲直接及 

公開破壊和約之行爲。吾人ili須W此爲出發 

再者，上述和約附件陸之第二條規定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應 保 證 自 由 區 之 完 舉 與 獨 

立，If^Jf負责確保各國遒守特里亜^特自由 

IS之規rJo依88上條之規定，特里亞斯特自 

由區之問題悉在安全理事會職權範圍^內。 

安全理事會對特里亞耶特自由區之規約 

無 權 加 論 此 係 外 長 會 議 及 擬 訂 焱 蟲 

與簽署對義和rj之二十一國所組織之和卒會 

籙之特權0安全理事會無權修改特里亜艰特 

自 由 區 之 規 惟 依 8 8 對 義 和 之 規 定 ，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特 里 亞 特 自 由 區 之 犄 勢 有 表 矛 

關 切 加 審 査 及 發 表 實 見 之 權 利 與 義 務 。 

南斯拉夫代表依據聯合國寄章及對義和 



約 之 規 定 ， 乃 諸 有 權 處 理 與 待 里 f f i 斯 特 自 

由區獨立完隳有關事項之機關。 

蘇 聯 代 表 圑 認 爲 南 斯 拉 夫 政 府 已 向 適 

1 ^機關提出申 f F，故應答覆該國政府謂其 

所 提 之 指 控 及 問 題 業 經 安 全 理 事 會 愼 加 審 

奄。安全理事會斷不能拒絕審査s問題。 

鑒於上述種種，足證所謂理事會|1|權審 

議s周題之一切暗矛倶無根據可言。 

蘇聯代表圑所钦審査之第二問題爲所謂 

有關特里亞期特自由區南斯拉夫戟區內情勢 

之 f t 報 。 據 美 國 代 表 稱 是 項 建 議 係 由 法 國 

代表提出伊法國代表"fl î說明渠僅表亍此種 

願 ^ 而 已 0 吾 人 ( ^ 親 簡 ^ 問 題 係 首 由 美 國 代 

表提出者。其用意爲何？無非企圖移轉安全 

理事會對南^拉夫政府之指摘及 s國政府 

會中對英美之指控所予注者，而使注首轉向 

特里亞斯特自由區中南斯拉夫轄區之犄势而 

已0 

蘇 聯 代 表 阒 堅 信 吾 入 倘 循 此 途 " 進 

則無異使南斯拉夫政府提交安全理事會之明 

晰饲題趨於複雜及迷惑0吾人實無使該問題 

轉 趨 複 雜 或 延 檨 其 之 理 由 。 在 南 ^ 拉 夫 

代表所提送之文件及特里亞斯特自由區英奰 

軍司令官所提送之報吿中，安全理事會已有 

充分之情報足資利用。在St論之p?，英美代 

表如認爲ai要時自可隨時提出補充情報。 

故余認^吾人實無長期延緩St論南斯拉 

夫提交安全理事會之問題之正當理由。余信 

凡;願匸 1 論 ^ 問 題 之 實 體 ， 及 不 欲 旁 引 ^ 外 

間題W圖移轉理事會注意之各代表，俱有準 

備參加下次會議St論之機會。余a建議下次 

會議訂於八月十日星期—午前十一時逛行。 

現因時間有限，余不擬請傳譯員將余之 

演 說 譯 爲 法 文 ， 換 言 之 ， 即 不 請 求 冉 " 另 一 

應用語文譯之0惟如法國代表堅抒法文傅譯， 

則自當別論0 

M r PARODI ( 法 蘭 西 ） 余 願 同 意 將 主 席 

之聲明留俟下次會議，再行譯成法文。<8余 

須對主席對本人之誶述所得之了 ——或余 

於 脍 i É 英 文 傳 譯 中 所 猩 之 印 象 — — 提 出 保 

留。倘或本人有所2^册，則余同意將法文傳譯 

延至理事會下屆會議，將表歉意。 

余信主席曾m請求南斯拉夫政府提送 

類似英美軍事當局所提之報隹一案，非余提 

出 ， 而 係 美 國 代 表 所 提 。 此 言 錯 此 乃 余 

所提出之建議，且余今仍認其爲搔有效用。 

主 席 余 顔 向 法 國 代 表 聲 明 ， 本 人 謂 首 

先 提 出 是 項 請 求 者 係 美 國 代 表 而 非 法 國 代 

表。此係事實0美國代表乃係首先提出向南 

斯拉夫政府索取情報之周題者。 

現在時間爲午後一時五十五分、吾人是 

否 繼 績 3 論 ， 或 延 至 下 次 會 議 再 行 論 ？ 

Sir Alexander CADOGAN ( 英 聯 + 國 ) 余 

願 提 — 稃 序 間 題 。 第 一 主 席 擬 提 議 何 時 

舉 行 下 次 會 議 是 即 是 今 日 下 午 ？ 第 二 , 主 

席是《有一極長之請求發言人名單？本人固 

曾 請 求 發 言 < B 僅 需 片 刻 時 間 i l 便 對 主 席 

適饞所言者略表一二奮見。倘吾人可篚在十 

分鎵左^將iil論結束，此非最佳之辦法乎》否 

則可否蒈時休會一小時，於今日午後儘早予 

" 結 束 Î 

主 席 余 ^ 爲 如 爲 英 聯 國 代 表 十 分 鐘 

之陳述而於今曰午後復行集會殊無意義。故 

安全理事會下次會議將於星期二午前十一時 

舉行。伹爲他英聯子阈代表發表者見起見，現 

余循其所請，准予作十分鐘之發言。 

Sir Alexander CADOGAN ( 英 聯 + 國 ) 本 

人發言1*1；十分鳍之久。余僅欲聲萌，主席 

發 言 時 曾 余 懐 疑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此 事 項 之 權 

限。余並未如此。余僅指陳永久規約之某一 

極完善之條文中曾預見另一稃序，但余並無 

將其援用之意。余承認且不欲否定理事會之 

權限。誠如主席所言，該周題之審査不宜久 

延 余 亦 無 此 眘 。 余 已 請 求 充 分 情 報 ， 以 便 

本人對南帘 f拉夫代表適所提出之文件加"研 

；to余目前缺乏充分情報，故不能5t論該問 

題 伹 余 當 可 獲 得 是 項 情 報 而 閣 下 T 將 於 最 

近會議中獲得之。本人不能保證在星期二午 

前 可 以 準 備 就 緒 ， 但 屆 時 如 未 準 備 就 緒 則 

於其次日或再次一日當可準備就緒也。 

余認爲此乃合理之延擱。^事項主要與 

F月間反上年五月初指訂之兩項協定有翻， 

何 致 如 此 晋 迫 。 何 W 此 事 突 轉 令 所 盼 

者係對南斯拉夫之文件作適當忠實之硏5to 

余 可 能 需 耍 一 週 之 時 間 0 此 中 有 一 困 難 不 

特本人iÈI須向偷敦査詢，且有若干問題，偷 

敦方面或許尙須向特里SS期特査詢。因此猩 

致 全 部 檔 卷 ， 勢 有 若 干 實 困 難 。 

主 席 吾 人 現 即 散 會 ， 至 八 月 十 日 星 期 

二午前十一時再行集會。 

(午後二時散會）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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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 benhavn 

多 明 ; 2 加 # « ]國 
Librena Donunicana 
Calle Mercedes No 49 
Apartado 656 
Ciudad Trujillo 

厄瓜多 
Mufioz Hermanos y C£a 
Nueve de Octubre 703 
CasiUa 10-24 
Guayaquil 

m T o 

La Renaissance 

两比西尼 
Agoice 

' P O Box8 

Addis-Abebaj 

SC 3rd Year No 101 
Printed m the U S A 

piennç de publicité 

芬闞 
Akateenunen Kirjakauppa 
2 Keskauskatu 
Helsinki 

法國 
EdiUoDS A Pedone 
13, rue Soufflot 
Pans,Ve 

希臁 
Eleftheroudakis 

Librame internationale 
Place de la Constitution 
Athènes 

瓜地flj拉 
José Goubaud 
Goubaud & Qa Ltda ， Sucesor 
5a. Av Sur No 6 y 9a C P 
Guatemala 

海地 
Max Bouchoreau 
labraine 'A la Caravelle" 
Boite Postale l î l - B 
Port-au-Prince 

泳島 
Bokaverzhin Sigfusar Eymund-

sonnar 

Austurstrcti 18 

Reykjavik 

印度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Scmdia House 
New Delhi 

伊朗 
Bangahe Raderow 
731 Shah Avenue 
Téhéran 

伊拉克 
Mackenzie & Mackenzie 
The Bookshop 
Baghdad 

黎巴嫩 
Librainc universelle 
Beyrouth 

虚 雜 
Libraine J Schuxnmer 
Place Guillaume 
Luxembourg 

荷蘭 
N 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鈕西闞 
Gordon & Gotch Ltd 
Waring Taylor Street 
Wellington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P O1011,G P O 
Wellington 

尼加拉瓜 
Ramiro Ramirez V 
Agenaa de Publicaaones 
Managua, D N 

那威 ^ 
Johan Gnindt Tanum Forlag 

Kx Augustgt 7A 

Oslo 

Librena mt^maciQjial del 
Peru, S A 

Casilla 1417 
Lima 

非 f f p 一 
132 Riverside 
San JxiaHjRizal 

波蘭 
Spoldzielna Wydawnlcza 

"Czytelnik" 
38 Poznaixska 
Warszawa 

A - B C E Fntzes Kungjl 
Hofbokhandel 

Fredsgatan 2 
Stockholm 

瑭士 
Librame Payot S A 
Lausanne, Genève, Vcvey, 

Montrewc 
Neuchâtel, Berne, Basel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unch 1 

敍 利 S 
Librame uni venelle 
Damas 

士耳其 
Libram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d 
Beyoglu-Istanbtil 

Ceni 
Commissions- & 

News Agency Ltd 

& Ris^ Streets 
Johannesburg and at Capetown 

^rd Durban 
英國 

H M Stationery Office 
P O Box 569 
London, S E 1 

and at H M S O Shops in 
London Birmingham, Edin-
burgh, Manchester, Cardiff, 
Belfiast and Bristol 

International Documents 
Servi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960 Broadway 
New York 27, N Y 

烏拉辛 ， 
Ofîcina de Representaaôn de 

Editoriales 
Av ISdeJuho 1333 Esc 1 
Montevideo 

Pérez Machado 
Pinango 11 

南斯拉夫 
Drzavno Preduzece 
Jugoslovenska Knjiga 
Moskovska UI 36 
ÇçQgrad^ 

Pnce m the United States 25 cents 
17 August 1949̶ 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