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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種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三年 第—〇二; 

第三百四十五次會議 

一九四A年八月十日星期二午前十一時？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Mr J M A L I K (蘇維埃St會主義 

共和國聯邦） 

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 比 利 

時、加傘大、中國、哥侖比35、法蘭西、敍 

利亜、烏克蘭蘇維埃St會主義共和國、蘇維 

埃J吐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英聯王國、美利堅 

合汆國。 

一九二醮時議事日程 
(S/Agenda 345 Rev 1) 

二 特 里 亜 斯 特 自 由 區 词 題 

(甲）南斯拉夫代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 

入曰致秘書長附轉南斯 t ï夫聯邦人 

民共和國政府關於特里35斯特自由 

區之8?會(S/927)。 

三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 

一九三通過镞事曰程 

主 席 議 事 日 程 中 有 兩 項 目 一 個 是 特 

里35期特自由區問題一個是巴勒斯坦問題。 

第 一 項 目 係 繼 賴 我 們 在 上 次 會 識 所 論 的 問 

題 第 二 項 目 之 所W列 入 議 程 是 因 爲 接 到JYI 
色列國代表來信，論及拘留在突普N斯島的 

猜 太 難 民 和 收 到 停 戦 委 員 會 來 信 ， 論 及 向 

耶路撒冷伊給充足用水的困難。 

如果沒有人反對，也沒有意見提出，本 

Mr E L - K H O U R I ( 叙 利 3 S ) 安 全 理 事 會 

現有議事日稃是指整個巴勒斯坦問題而言， 

非僅"主席所說的兩無爲限。其次，理事會 

所收到的函件，除猶太代表和停戰委員會來 

函外，還有調解專員的函電，裡面論及5Sî i 

伯難民和其他與巴勒斯坦問題有關的事項。 

因 此 本 人 希 望 理 事 會 按 現 在 所 擬 定 的 議 事 

曰 程 不 加 修 改 蟲 & , 這 就 是 說 將 整 個 巴 勒 斯 

坦問題和主席所指出的兩賴都包括在內 

主 席 此 勲 不 成 簡 題 理 事 會 理 事 審 

議本尺所提及的那些文件時，必定還有其他 

簡題提出。 

(議事曰程通A。） 

一九四齄續討論特里55斯特問題 

( 經 主 席 請 ， 南 期 Î 4 夫 代 表 M r Vilfan 

就理事會議席。） 

Mr JESSUP (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當 安 全 理 

事會第三三四次會議審譲七月二十八日南斯 

拉 夫 代 表 關 K 特 里 ® 斯 特 自 由 區 美 英 管 轉 E 

施 政 I t 形 的 會 [ S / 9 2 7 ] 時 ， 本 人 吿 ¦ Ç a 事 

會本國政府認爲南斯拉夫政府所提的聲 i J f 

自 始 至 終 毫 無 根 據 在 南 斯 拉 夫 軍 司 令 部 管 

冶 下 的 自 由 區 部 分 ， 行 政 窳 敗 不 堪 從 種 種 

方 面 看 來 ， 南 斯 拉 夫 政 府 提 出 聲 的 唯 一 目 

的，只在轉移別人的視緣而已 

本人常常注意到，理事會中有些理事論 

列 某 國 政 府 採 取 某 種 行 勒 的 動 機 時 不 借 武 

斷陳詞。本人雖然沒有揣測各國政府心事的 

本 領 就 現 有 的 種 種 證 據 看 來 我 們 可 W 

第一，誰都知道南斯拉夫不顳特里亜斯 

特 自 由 區 人 民 的 實 願 企 圔 使 自 由 區 脫 離 與 

義大利所發生的臁史闕係，而後將該區锥;S 

己有這是南期拉夫提出聲 f f W第一種動機。 

第二，南斯拉夫提出的聲 ¦Ç是我捫常常 



見 到 的 伎 倆 這 種 伎 铕 就 是 自 己 犯 A 却 责 懾 

別 人 犯 用 意 在 轉 移 別 人 的 視 線 而 他 自 己 

的3處 便 可 輕 輕 地 隱 瞞 :5去 了 

這 兩 種 動 機 顚 然 是 互 相 闢 連 的 我 們 察 

看 一 下 南 ^ 拉 夫 I T 樣 管 治 在 t : 治 下 的 區 域 ， 

同 時 南 渐 拉 夫 對 於 它 在 c : 本 區 內 所 作 所 : s 

又 " ^ 樣 ^ 莫 如 深 我 們 便 可 證 實 W 上 所 說 的 

兩 種 動 機 確 是 資 在 的 動 機 本 人 希 望 安 全 理 

事會不要ç>>d，那個提出種種理由责備我們 

的政府（^自己就躱& G自m的鐵莓背後，統 

治着一部分特里亞iTf特自由là̶南s^fcï夫政 

府 來 沒 有 向 H i 全 理 事 會 提 伊 A 任 何 拴 贾 的 

犄 報 ， 南 : 夫 政 疳 — — 據 本 人 所 知 一 一 也 

從 來 沒 有 ; â 知 安 全 理 事 會 説 它 承 在 管 理 其 

本區內行政事宣上對理事會負n 

南 斯 夫 政 府 現 提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 意 美 

英管？I區施政ft形問題這種舉動不{13沒有 

達到隱瞞南渐拉夫政府不屐行国1^義務的目 

的，反使全世界目光都A售到特里55斯特問 

題 安 全 理 事 食 也 因 之 不 得 不 對 於 全 自 由 區 

的 管 治 加 以 愼 重 檢 藉 W 斷 定 各 軍 政 

府的管理方法有沒有不當的地方 

本人曾在八月四日安全理事會 i l l三四四 

次 會 議 中 報 吿 3 自本年四月一日起至六月 

三卞曰 jJ的仗3t管輅區施政 f t形報吿書已大 

體 完 成 不 久 就 可 發 拾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了 這 

本報吿書已於昨日發 t f，那就是匱今晨理事 

會謠席的文件S/9530報吿書所载的事實，迄 

七 月 一 日 爲 i L 本 人 希 望 出 席 A 全 理 事 會 

各a代表都有機會對於這本最新出版的報吿 

睿 至 少 翻 並 有 機 會 對 於 前 兩 次 報 吿 

書也囘憶一下。因爲Mr Austin在他一九四 

七 年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致 安 全 理 事 & 函 （ 文 件 

S/604)中宜布美英政 f j ï完全接S tL們所須遨 

的 義 務 " 上 對 於 美 英 管 轄 區 全 部 歷 史 W 錄 

的檢5 1 ,本人深信a i有助於各a代表明瞭同 

盟 國 軍 政 府 確 已 依 H P 英 美 政 府 所 承 擔 的 義 

務，完全盡Tu^所應盡的责任 

爲—I安全理事會的IS利起見，本人現宣 

讀 M r Austin函中末後數段 

' 美 國 政 府 認 爲 & 總 督 就 任 W 前 ， 美 

英管轄區的司令官和南斯 i ï夫管轄區的司令 

官是自由區的受SE人，應當依BT戎置特里S 

斯特自由區所sr條約規定管治自由展內各司 

令官本區，並II當W種種方法協助實現條約 

的最終目的。美英管轄區司令已接;W令，不 

得 於 自 由 區 a 統 一 和 M 督 已 被 ; R 定 採 取 行 

m妨碍自由屎政府，11居民"自由民主方式 

裝條約中各項規定生效的能力，因此，^司 

令官應繼續遒從現有311令行事，直至現有su 

令經：>a正當法律手賴加W變更後爲J^就目 

前而論，美英管轄IS司令官所株取的行動，應 

注重満足、民的需要和壻加人民的繭利。 

" 美 國 政 府 承 ^ 按 昭 條 約 規 定 ， 自 由 

翅 內 二 管 轄 l à 在 f â t î 就 任 A i 前 當 採 取 

分 治 辦 法 因 此 ， 美 國 政 府 靄 爲 ^ 英 兩 政 

府 在 其 管 轄 區 內 和 南 ^ t ï 夫 政 府 在 其 管 轄 區 

內應負费確保在各別政府冶下區域內的政體 

不得發生重大燧動，"免將來統一而興盛的 

特 里 亞 特 自 由 區 的 領 土 完 整 和 獨 立 難 " 實 

現 其 次 兩 管 戟 區 中 任 一 管 ？ 。 行 政 當 局 ， 

也 鹰 負 賁 確 保 他 所 採 取 的 行 動 ， 不 致 妨 礙 

另一梦轎行政當局關方 八 上述;？則的正當推 

行 

"爲巡行美國政府在這方面所擔任的義 

務起見，美國政府將時時向安全理事化提具 

關於它在管治特里亜斯特自由區方面的责任 

的 報 吿 書 ， 包 括 對 居 民 基 本 人 椒 的 保 讒 在 

內 同 時 ， 美 國 政 府 將 本 諸 對 ^ 和 約 適 用 條 

款中的宗旨；5則，確保自,區內公共秩序和 

安黧的維持。 

本人雖相信已提交的紀錄巳經把所有事 

情說得<B明白了 如理事會理事不厭其頃， 

本 人 請 先 ^ 铀 解 釋 一 下 南 ^ ^ 夫 教 : ) f 中 所 指 

贵的那些協定訂立的背！：而後再表朋南^ 

拉 夫 責 備 我 們 的 種 種 理 由 是 樣 的 沒 有 根 

據 

我們先看一看南市fît夫纤對特里亚 3

5i特 

同 盟 国 ¥ 政 府 所 提 控 W ï £ 由 的 法 律 裉 據 南 

斯 G 夫 的 主 耍 控 W 理 由 是 同 盟 國 軍 政 府 違 

&了對義和。附件六特里亞渐特自由區7TC久 

規約中第二十四條》》四項規定，這項規定的 

原文如下 

" 自 由 區 之 地 位 不 4 其 與 任 何 國 家 訂 立 

具有獨占性的經濟同盟或聯繋。 

我 們 首 先 â P i S f 這項規定並不是一條 

禁令，只不• ̂ 是管治特里亞特使它 7 T C 久保 

全 自 由 區 地 位 的 一 個 政 策 或 原 則 的 說 明 本 

人 i d l 爲 若 耍 解 决 這 個 問 題 ， 我 們 須 參 考 

對 義 和 約 中 能 適 用 現 在 這 個 f t 勢 的 法 律 條 

款 原 文 和 約 二 十 一 條 载 有 關 ] 立 特 里 

35耶特自由區的一般規定，第二十一條第三 

項的原文如下 

"於義大利主權終止後，特里亞斯特自 

由 區 之 管 轄 依 外 長 會 議 所 草 擬 並 經 安 全 

理事會核<佳之臨時政府規約辦理。^規約鹰 

繼續有效，直至安全a事會决定其將來所核 

淮 之 水 久 規 約 生 效 之 日 爲 止 嗣 後 S 自 由 區 

之 管 轄 廬 永 久 規 約 中 之 它 項 規 定 爲 极 

據 ，， 



對義和約附件六所载的是永久規約，附 

件 七 所 載 的 是 嗨 時 政 府 杓 章 目 前 特 里 亜 斯 

特 自 由 展 的 管 埕 無 疑 地 是 根 據 臨 時 政 府 約 

章 的 條 款 因 永 久 規 在 現 在 還 沒 有 生 效 0 因 

此，决定司令官法律榷利義務的是對義和約 

附 件 七 所 载 的 酶 時 政 ; 約 章 根 锒 ^ 約 章 第 

— 條 的 規 定 ， 各 管 轄 區 在 總 督 就 任 " 前 ， m 

分別由各區內 ï t]令官管冶之。在臨時政府時 

期也可W適用永久規約條款，伹只能在臨時 

政 肝 約 章 第 二 條 所 規 定 的 i t 形 下 適 用 之 第 

二條條款極多，都是論到總督就任時所發生 

的Ft勢的，其中有一條稱 

'同樣，於臨時政府期間，永久規約中 

之其他一切規定如屣適用，不因與本規約牴 

觸而停止適用時，則7TC久規約中之各項規定 

應 予 一 體 援 用 。 " 

南 渐 î i 夫 認 爲 附 件 六 所 載 永 久 規 約 第 

̶-十四條第四項規定，是本人遮纔所引證臨 

時政府約章第二條條文中所指的規定之一0 

南斯拉夫似乎認爲永久規ÎKJ第二十四條第四 
項的確可 J i "適用",而!^時政疳約章中也沒 

有 任 何 可 " " 停 止 適 用 " 第 四 項 規 定 的 條 款 

(引號內字眼，是引用約章第二條所用的字 

眼）0此，南斯拉夫申l>F所诣的同盟國軍政 

府和義大利所訂立的協定係違反和N 
我 們 不 否 認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四 項 是 侗 原 

則 總 督 N U 那 個 / 5 則 作 爲 臨 時 政 府 期 間 施 

政的南釺。至謂該項規定可適用於南斯£ ï夫 

所不滿的同盟國軍政府的行動，這論蠲我們 

却堅决反對。 

柯是一論到同盟國軍政府與義大利間協 

定所涉及的內容，我們就可發現第四項規定 

完全與臨時政府約章第十和第十一條規定牴 

觸而不fig適用。這不僅可由和約原文見之，外 

長會議所採取的立場也"爲這是和約的正當 

解 釋 ^ 十 條 規 定 

現行法律章稃非由緞督廢止或萑停適 

用，仍耱績有效0" 

然而與法律周題是有關係的一條是第十 

一條安全 s事會理事或有願知此條文者，其 

文如下 

" 在 自 由 區 自 行 建 立 其 繫 制 以 前 義 大 

利里$ï繼績爲自由IS內之法幣。自由區所需 

外匯與法蒂由義大利政府供給之，其條件不 

得 遜 於 在 ^ 大 利 所 適 用 者 

"義大利與自由區應訂立協定，W使上 

述 規 定 見 諸 實 行 並 訂 定 兩 政 府 間 所 須 解 决 

之 事 項 。 " 

這是第十一條的規定，沒有比這個規定 

更爲淸楚的了。在義大利里拉繼績;â自由區 

內法定貨?的情形下，這種制度已是附件六 

中第二十四條第四項所稱的獨占性經濟聯繋 

了 ， 又 在 義 大 利 政 府 " 不 得 遜 於 義 大 利 所 A 

行 的 條 件 下 向 自 由 區 伊 給 外 腫 和 法 帑 這 種 

制度更必然是一種W上第四項所說的獨占性 

的經濟聯繁。^而第十一條需要組織這樣一 

個獨占拴的經濟聯繫，從法律上說起來，附 

件 六 中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毫 疑 周 已 完 

全與附件七中第十一條規定牴觸。因此，第 

二十四條第四項規定不能適用於目前It勢。 

按 美 國 的 看 法 特 里 亞 斯 特 荬 英 管 轄 

區軍政疳所採取的行動，絕對沒有違反對義 

和 RI 規 定 的 地 方 反 之 ， 那 種 行 動 係 根 據 和 

約所授的權力，而且與美英於A渡期間管治 

他們本區所負的责任咽符。他們的賁任就是 

" 最 好 的 方 法 達 成 ^ 二 條 所 說 " 滿 足 人 民 的 

需 要 和 增 加 人 民 的 廨 利 " 的 目 的 

如 果 有 人 懷 疑 這 是 對 義 和 約 的 正 確 解 

釋，那末，參考後來外長會譲審襻關於因讖 

立一獨立機構W管理自由區的財政、貨帑、外 

腫和關稅而引起的問題,就可 idl澳然冰釋了0 

一 九 四 六 年 十 二 月 外 會 議 委 派 特 里 亜 斯 特 

調 査 委 員 會 那 個 委 員 會 的 任 務 規 定 是 

" 調 查 擬 ^ 立 的 特 里 亞 斯 特 自 由 區 一 般 

財 政 狀 51 和 趨 勢 。 與 南 斯 夫 和 姦 大 利 政 府 

會商龙爲任何其他ad耍的會商後，委員會至 

遲應當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提出關於JYI 
上 所 說 事 項 和 關 於 因 立 自 由 區 的 獨 立 的 帚 

制和關^同盟制度而引起的苘題的建議，尤 

應^重自對義和約生效之日至一九四七年年 

底期間可能發生的任何初期困難0" 

由這侗委員會所提交的全部報吿書，尤 

其是關於收支差額、貨幣、外腫和關稅問題 

所下的結論中，我們可W看出法國、蘇聯、英 

國 和 类 國 四 強 代 表 對 下 一 事 的 意 見 完 全 

一 致 那 就 是 在 總 晋 組 成 獨 立 的 貨 幣 、 財 

政、外匯和關稅制度"前。現行辦法仍然耱 

續 有 效 當 時 邀 請 南 ^ 抆 夫 政 府 黌 這 個 報 吿 

書發表耆見，根據南渐拉夫政府所提出的意 

見，它顯然承認在總督還M有爲自由區組成 

一獨立的制度 j y i 前期間確有繼續維持現行 

辦法的耍，它 j f e且承認這顯然是與義大利 

訂有獨占性的辦法 

特里亜：^特調査委員會報吿書a列爲文 

件 S / 5 7 7 的 附 锬 分 發 當 外 長 會 議 向 安 全 理 

事會轉遞這*報吿書時，曾就這報吿書提出 

幾 項 意 見 然 而 外 長 會 議 的 f 見 與 南 ^ 拉 夫 

政府的陳述相反，並沒有支持南斯拉夫主張 

的 地 方 我 們 一 翻 看 那 本 報 吿 書 義 大 利 或 

南斯拉夫政府所提出的正式袁見，"及外長 



會議向安全理事會所提出的建譁，我們就可 

發 現 各 外 長 一 致 承 認 在 總 能 有 充 分 時 間 將 

獨立的經濟制度組織就緒前，確有繼績維持 

與 義 大 利 所 訂 立 具 有 獨 占 性 的 辦 法 的 耍 

誠 然 ， 各 外 長 是 後 的 結 論 雖 然 提 到 在 

解决委員會所考盧到的各種經濟問題時，自 

由區的經濟獨立應明文規定Ai水久規U第二 

十 四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爲 原 則 可 是 在 這 句 話 之 

前，外長决議中另有一句話，那就是 

" 在 水 久 規 N 生 效 前 關 於 這 類 問 題 的 

解 & ， 按 特 里 亜 渐 特 自 由 區 時 政 府 章 

有關條款規定，都是羼於FÔÎF和E ;時政^會 

逢職務範圜"內的事"[S/577] 

"因之，各外長不,B沒有懷疑而且正式 

認可爲調査委員會和關係政府所接受的和 îr】 

內 第 卞 一 條 的 一 個 原 則 ， 那 就 是 說 f c f n M 

督 所 建 立 的 新 經 濟 制 度 成 立 " 前 與 ^ 大 利 所 

訂立具有獨占拴的現行辦法ad予趱檟維Î1è。 

由此可見和N的基本宗旨雖在確保特虽亞耶 

特 自 由 區 最 後 的 經 濟 獨 立 應 有 保 然 而 玎 

立具有獨占的現行辦法JÈ不與Id l下所說的, 

旨街突，因爲一旦總督組成獨立的經濟制度 

後 這 種 辦 法 並 沒 有 任 何 約 束 能 力 

南:％&夫的申:顯然是建y、不健全的法 

律基礎之上的，我們不信這禆面會有甚麼厳 

重 的 法 律 問 題 如 果 安 全 理 事 會 審 理 穰 個 象 

件 後 ， 仍 W 爲 其 中 ^ 有 未 解 决 而 足 W 影 ^ 理 

事會决pà的法律簡題時，美國踅然願意請管 

治 特 里 3 5 渐 特 的 列 強 將 彼 此 間 所 有 未 解 决 

關 於 同 盟 国 在 特 里 特 自 由 區 內 的 施 政 愦 

形桉昭和 i f ]是不是合法的問題提出方 八 国|！^ 

法 院 由 S P ? 法 院 , 决 之 

從可適用的和約規定看來，本人已設明 

南 ^ 3 1 夫 的 申 毫 舞 任 何 法 律 根 據 現 在 我 

捫還可W從財政和經濟方面檢p i̶下南^TÏ 
夫 的 申 3 " 而 後 我 們 才 t E R î F T 解 同 盟 B I T 

政 府 按 和 N 附 件 七 第 卞 一 條 所 f t 的 權 利 & 

務 與 義 - 利 所 立 的 協 定 的 拴 F 和 影 ^ 

至 卦 對 ^ 英 ^ 轄 P a 皙 理 財 政 經 濟 事 務 

而 提 出 的 控 & 南 夫 政 府 主 要 申 W 理 由 

是 美 英 故 f 採 取 直 接 步 驟 使 荬 英 管 ? Ï 區 成 

爲^大利經濟上的附A1 

南 斯 拉 夫 的 指 â 不 H 是 i f 〗 我 和 > r ^ 

& 效 i i l u 自 由 區 內 的 ^ 英 管 區 右 經 濟 上 

是 個 獨 立 的 區 域 這 1 ^ 然 與 那 個 區 一 九 

四 七 年 九 月 十 五 日 時 候 的 形 正 相 反 那 

個 日 : 前 美 英 管 ^ 區 按 昭 停 戰 協 ^ 规 定 

雖&同盟國軍政府^冶之下，然而那 f ls i區域 

實是整個義大利的一部分，在条大利各地方 

所實<^的一切關於管制A貨、信用、外腫交 

易、簡稅等等條例，在那個區域:r同樣實行。 

因之，特里35%特與義大利各銀行和工商界 

仍 同 戰 前 一 樣 保 持 : ？ 切 闢 係 在 今 日 美 英 管 

轄 區 的 : â 境 沒 有 樹 起 任 何 劃 分 疆 界 的 壁 

憂。 

義大利和 f ] 中財政經濟條款起草人 g 知 

這 種 淸 形 ， 所 以 最 後 訂 入 和 約 內 的 條 款 實 

在便實際上爲義大利一部分的領+漸漸變爲 

在 經 濟 上 自 由 而 獨 立 的 區 域 義 大 利 和 中 

特 將 臨 時 政 府 規 包 括 在 內 ， 這 是 一 個 簡 荜 

而明瞭的例證。按88和約中所規定的計劃，這 

種轉狻麽當分期進《：r。開始時期，同盟國司 

令 部 分 別 管 治 其 本 區 第 二 , 在 獨 立 經 濟 制 

度 成 立 前 ， 由 臨 時 政 務 會 及 管 理 自 由 區 的 

£'督繼撩適用現行經濟辦法。到最<è 一期，然 

後纔 i l國民条會、總督和政務會謠根據力(久 

規矛〗規定管治之 

事 實 上 我 們 5 1 沒 有 超 過 遏 渡 期 間 的 第 

一 期 其 中 的 理 由 是 大 家 全 知 道 的 ， 輯 庸 贅 

；go現特里亞期特各區旣仍在词盟國各司令 

部 管 冶 之 下 ， 那 ^ 與 ^ 大 利 所 發 生 的 許 多 經 

濟聯繋也-處^繼績有效。在這個期間,如果同 

盟 國 軍 政 府 所 採 取 的 步 驟 係 依 據 和 r j 在 渡 

期間較後一時期所採取的步驟，那顯然是與 

和^的原來宗旨不符的。根據和約原來的意 

旨，使特里55斯特在經濟上與義大利脫離關 

係的基本步驟，即使不ai等到最後由奉行永 

久規N的政府執行，也應當由總昝和臨時政 

務 會 ^ 執 ! H 
本人上文曾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附件七 

第 十 一 條 其 中 規 定 " 在 自 由 區 自 行 建 立 其 

幣 制 W 前 ， 義 大 利 S i ï 繼 櫝 爲 自 由 區 內 之 法 

幣 ' 。 自 由 區 時 政 府 « 章 中 特 別 將 這 一 項 

規定包括在內，3 i目的在使自由區於自h建 

立 其 幣 制 W 前 期 間 其 經 濟 財 政 仍 依 原 來 辦 

法 , 

南 i T r i ï 夫 & 七 月 二 十 八 日 之 會 中 [ S / 

927]明白聲言 

"這裡無疑地含有一種在條Jti上所須艘 

行 的 朋 W 某 種 方 式 向 其 管 轄 區 供 給 

義大利 a 拉，而使特里亜斯特自m 區的經濟 

獨 立 不 致 爲 所 破 壤 。 " 

但 是 南 ^ t ï 夫 政 府 並 沒 有 說 明 如 果 自 

由區與3fe大利間不組織特種財政上的聯蘩， 

則用甚麼方法可W訂立這檨一個辦法 

本 人 & 這 方 面 頋 提 請 意 南 ^ 拉 夫 政 府 

& 一 九 四 七 年 四 月 卞 九 日 向 ^ : ^ 科 ' 

所提出關於本人前已提到特里亜邻特31査委 

員 會 報 吿 書 的 盲 見 南 i ^ t t 夫 政 肝 批 誶 自 由 

區 电 拉 爲 法 ！ ^ 和 t i l 義 大 伊 給 里 的 時 期 ， 

四 



它說 

" 自 由 區 與 義 大 利 同 用 一 種 貨 幣 這 就 

是 說 自 由 區 不 能 離 開 義 大 利 而 獨 立 ， 在 經 

濟 上 自 由 區 須 視 義 大 利 的 货 政 策 爲 轉 移 

這就等於在自由區與義大利之間，有一種具 

有獨占性的關係存在。" 

南斯 t ï夫政聍事實上是在反對第十一條 

規定。爲了支持它的申1?起見，南斯ÎÎ夫政 

府堅稱麽向自由區伊袷里拉，可是供給的方 

法須W不與義大利耝成一個獨占性的龃合爲 

限 南 斯 拉 夫 政 府 很 顯 然 仍 在 反 對 和 " 附 件 

七中第十一條規定的實行 

然而條約上的條款不能R因某一當事國 

對之不滿孰可廢 I t 的儘管南斯拉夫政府在 

它本區內不履行條^義務，這與條杓無關那 

個 條 欽 依 然 存 在 同 盟 國 軍 政 府 仍 將 繼 績 履 

行 條 約 義 務 南 斯 拉 夫 政 府 又 說 同 盟 國 司 

令部與義大利訂立許多條'力，完全與司令部 

所 須 盡 的 義 務 相 違 背 這 個 義 務 就 是 " W 某 

種方式向其管轄區伊耠里拉，而使特里SS斯 

特自由區的經濟獨立不致爲所破壌"。 

本人現分別51論南斯拉夫所引證的每個 

協定，並證明所有協定都是直接履行嗨時政 

庥 時 期 ， 尤 其 是 第 十 一 條 規 定 所 須 赛 的 義 

務。如果那些協定有與永久規îTJ第二十四條 

第 四 項 中 的 理 論 不 一 致 的 地 方 這 是 因 爲 

——如本人所說過的——依锥)TJ章條款該 

規定與第十一條牴觸而不能適用了 。其次，本 

人 可 " 毫 無 保 留 地 説 我 捫 所 ^ 立 的 所 有 協 

並jyi 

第一，南斯拉夫政府提及一九四八年三 

月九日閼於向自由區伊給里拉而訂立的一個 

協定0它說因爲這個 f ô定，"貨幣的疆界就 

化 爲 烏 有 了 " C 

這項指資毫無根據，因爲從來就沒有甚 

麽貨幣的疆界存在。義大利里拉一直可"在 

自由區內和自由區與義大利間自由流通，從 

來沒有障礙，而且事實上附件七第十一條也 

允許義大利里拉在獨立的貨ff î制度成立前繼 

耱 : é 用 南 斯 拉 夫 府 政 府 引 證 一 九 四 八 年 三 

月九日我們現所^寸論的協定第四條意!?是 

m意大利銀特里s斯特分fi綞管美英管 

轄 區 的 金 犀 。 從 南 斯 泣 夫 論 辯 的 上 文 語 氣 

看 起 來 ， 這 個 陳 述 所 給 人 的 印 象 似 乎 在 說 

管 制 着 自 由 區 的 預 算 和 財 政 政 策 或 至 少 對 

於那些政策具有相當影響。然而我們一看三 

月九日協定原文，我們就可發現其中第四條 

僅規定 

"義大利銀行特里35期特分d應爲區司 

令部單獨立一帳目，專記部所供給的效惠數 

量 

"展金庫的現金帳由義大利銀行特里亜 

斯 特 分 行 經 管 之 ， ^ 分 行 應 ^ 立 特 種 會 計 表 

明管轄區內一切行政上的收入和支出，，。[S/ 

781] 

我 們 從 " 上 規 定 可 W 看 出 ， 義 大 利 銀 行 

帳，险爲司令部金庫代理人而外，龙不執行 

其他職務。關於預算和財政政策方面的决孃， 

完 全 是 同 盟 國 司 令 部 的 事 然 而 在 與 義 大 利 

政府履行第十一條義務有閼事項方面，翥然 

不得不與那個政府會商，斟酌辦理 

南斯拉夫政府又引證三月九日協定第五 

條 ， 其 中 規 定 同 盟 國 司 令 部 在 其 管 轄 I S 域 

內適用義大利共和國货 I f f 淹: â 條例如果自 

由IS內所需耍的貨幣由義大利政府供給，又 

如果義大利里拉能在自由區內自由流‧！，那 

末自由展必須適用義大利政府在義大利全境 

內 所 適 用 的 同 一 繭 於 貨 幣 流 通 的 條 例 和 保 

W關此類保障的性资，可由下三月九 

B協定第五條摘錄中見之。 

"區司令部特別鹰探取各種必要搢施， 

防 止 假 鈔 菓 的 製 造 及 流 產 並 防 止 貨 修 在 境 

外之不法交易，，o[S/
78

l] 

南斯拉夫政府耱又引證三月九日協定中 

另 一 條 款 其 中 規 定 同 盟 國 軍 政 府 所 可 領 

府的貨幣數量間應有一個一定的比例，如梁 

義大利政府^還義大利锒行任何部分此項垫 

款 同 盟 國 司 令 部 也 同 樣 應 按 比 例 退 還 - 部 

分數量 

南 斯 拉 夫 政 府 指 賁 謂 由 是 （ " 下 引 證 

MX)"自由區須受義大利政府所採取的措 

施所左右，義大利政府按它自己的估計3Ë完 

全爲義大利利益增滅鈔菓流通 數量，自由區 

毫無保障它自己權利的可能"。[S/927] 

特里35渐特美英管韓區內流通的貨幣， 

並不完全或甚至大部分受三月九日貨需協定 

施 行 的 影 想 ， 南 斯 Î Î 夫 政 府 則 認 爲 引 起 " 上 

種種影齄的是這個協定。實則這個協定不^ 

是同盟國司令部與義大利政府於三月九曰所 

簽 訂 三 項 實 行 和 附 件 七 第 十 一 條 規 定 的 協 

定 中 的 第 一 項 協 定 這 項 和 第 二 項 協 定 係 有 

Î題，事實上， 

$ 二項協 

定的規定辦理的 

第二項協定（就是一般所謂的財政協定） 

五 



的第三條規定 

"區司令部應向義大利政府提伊關於該 

區財政上需要情形的必耍資料，根據會同義 

大 利 國 庫 局 人 員 所 編 製 的 估 義 大 利 政 府 

和區司令部商定義大利政聍每隔六個月所需 

供耠司令部的貨幣數量"。[S/781] 

特里亞斯特的里克流A的多寡，不是單 

獨 由 義 大 利 片 面 所 可 决 定 的 三 月 九 日 協 定 

明白規定這須綞由同？g國軍政府與義大利政 

府 會 商 决 定 協 定 中 所 規 定 的 辦 法 旣 如 此 ， 

則 南 斯 拉 夫 政 府 的 指 费 謂 " 從 貨 幣 方 面 說 

起 來 這 不 赘 把 特 里 亞 渐 特 自 由 展 歸 併 與 義 

大利"[S/977l，實沒有甚麼根據 

南 斯 TÏ 夫 政 聍 稱 由 於 第 二 項 貨 帑 協 定 

——那就是一九四八年51月九日的財政協定 

——的結果 ' & 大 利 政 肝 就有控制它 

的財政全權 ' ， 那 就 是 控 制 特 里 亞 渐 特 

財政的全權 

我們一檢査上述協定原文，我們就可看 

出 這 種 指 摘 毫 無 實 在 根 據 協 定 中 切 實 規 

定 莪 大 利 麼 満 足 同 盟 國 司 令 部 於 里 拉 ^ 

要 的 數 量 而 IS內 需 耍 數 量 多 募 應 由 特 里 亞 

斯 特 與 義 大 利 政 府 會 商 决 定 之 因 此 ， 同 盟 

國箄政府在舉"此種會商時，有充分機會爲 

管特區經濟復與和區內居民福利的利益而辯 

謹 。 其 次 這 個 協 定 的 M 三 條 規 定 如 義 大 

意見不能趨於一致時，後者保留將這個周題 

分刿提出;&i美英兩政府的權利 

南斯拉夫政府的陳述中又隱含義大利政 

府有管制美英管轄區內部的財政及預筧行政 

權 。 本 人 I Î J E ^ 說 A 任 何 協 定 均 沒 有 這 種 規 

定 也 沒 有 計 劃 訂 立 這 種 規 定 

南渐拉夫繼又指摘同盟國司令部踰越權 

m對特里亜特自由展將來的政府^"一宗 

很大的債務，這肇數目現在 s沒有决定，最 

後將由特里亜斯特自由展美英方面和義大利 

政府成立協定决定之。 

13盟國司令部直接履行它依BB附件七第 

十 一 條 所 規 定 的 義 務 竟 被 人 指 摘 爲 蹌 越 

權 限 " ， 本 人 j y i 爲 這 實 在 不 免 牽 強 附 會 。 

在目前ft况下，實行第十一條是維持管轄區 

內一切綞濟话動的必要條件，若要實行第十 

一條，就不得不撙負一肇債務，而這肇債務 

的 最 後 數 目 在 現 在 顯 然 是 無 法 估 計 的 條 約 

簽訂國同宥第十一條的規定時，必定管到負 

擔這肇債務。自然，義大利政府所伊給的貨 

幣數畺，須由自由展类英管輳區和義大利政 

府會商决定，除此之外，誰有權能斷定管轄區 

對於貨幣需耍的多寡。至於這筆債務s後的 

數目，當然只有由義大利政府和最終管治特 

里ffi斯特自由區的政府磋商决定，這在我們 

現 所 論 的 協 定 第 五 條 中 巳 有 規 定 

本 人 相 信 本 人 論 述 三 B 九 日 所 訂 兩 項 

協定巳經淸楚在表明各该協定不但不阻礙或 

危 害 自 由 區 的 綞 濟 發 展 且 在 事 實 上 對 於 那 

種 發 展 有 極 大 铉 助 。 最 近 義 大 利 政 府 增 重 

它 自 己 的 經 濟 負 擔 向 美 英 管 轄 區 倂 拾 一 筆 

P款，JYI復與管轄區內工商案並維持健全的 

義大利旣如此铉忙所 W 在特里 i S 斯特 

對於貨裉需要的數量方面W及在義大利所伊 

給 款 項 的 用 途 方 面 義 大 利 和 闰 盟 國 司 令 部 

間時時:R切會商 

南 拉 夫 政 府 又 提 到 一 九 四 入 年 三 月 九 

曰 所 i l 關 義 大 利 供 給 外 擓 規 定 的 第 三 項 協 

定 並 提 及 於 五 月 六 日 在 義 大 利 B o l k t m o 

smtrranaîe所公布的若干工作辦法那些工 

作 辦 法 最 後 定 稿 到 一 1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方 始 簽 

BT , 這 都 是 實 行 三 月 九 日 三 項 協 定 而 訂 立 的 

協 定 南 ^ T Ï 夫 政 府 的 指 摘 是 由 於 這 些 工 

作 辦 法 同 盟 國 司 令 部 把 美 英 管 轄 區 最 重 耍 

的 對 外 , 係 管 制 權 耱 輕 地 送 了 義 大 利 政 府 ， 

完成了同盟國司令部破壤管S 

轄區歸入義大利版圖的使命 

第一，本人現再lËj到附件七的第十一條， 

那 是 訂 立 三 月 九 日 第 三 項 協 定 最 明 顯 的 根 

锒 根 據 第 十 一 條 規 定 ， 義 大 利 & 拾 自 由 區 

y所需的外匯，其條件不得遜於義大利境內 

所 適 用 者 這 是 第 十 一 條 的 ; ？ 文 如 果 義 大 

利 對 於 t 的 外 腫 地 位 必 須 加 W 正 當 保 護 又 

對於重大â反義大利法律的行動與滅弱它的 

國支付地位的舉動ai須加以防止，那末，特 

里？&期特美英管轄區也顯然it:須施行義大利 

的管制外匯條例 

^大利所訂立的支竹和商桊協定，其適 

用範園推及於自由區，是自由區內繼績採行 

義 大 利 外 匯 管 制 條 例 的 一 個 必 然 結 果 除 此 

之外別無其他切實辦法足 W 保證特里 i S 斯 

特居民在外匯方面所受的待dl至少不遜《在 

同等It形下的義大利商人所受的待遇。 

我們如果簡單分析一下，樣向義大利進 

口商和特里 3&斯特進口商配給外匯問題我 

們就很可明瞭這裹面的理由了。在趦督將特 

里斯特貨^制度、獨立的外匯管制、獨立的 

唯一的解决辦法只有在特里SA斯特繼績採行 

義大利的貿易協定。南斯TÏ夫政府指摘說這 

是 與 義 大 利 訂 立 具 有 獨 占 性 的 辦 法 我 們 對 

於 這 指 摘 的 答 案 是 誠 然 如 此 ， 然 而 這 正 是 



和r i希望我捫在總督組成他自己獨立的制度 

W 前 期 間 所 做 的 事 我 們 所 做 的 一 切 只 不 

»â執行特里亞％特調査委員會和外長會議所 

要 實 現 的 劃 而 a 

特 里 f f i 渐 特 報 吿 書 中 有 一 節 名 曰 " 外 

匯 " ， 那 一 節 裏 面 第 一 段 稱 " 建 議 自 由 

區一經成立，特里55期特自由展政府應儘速 

設置自主的外匯制度。在這項制度成立"前， 

現有外腫管制條例 j i繼績有效"。 

同節第七段中又建籙"在訂立1：：自己 

的出入口准許證制度前，自由區應採用現行 

出入口准許證制度，。報吿書中所說的現行 

制 度 g 然 就 是 指 義 大 利 的 制 度 而 言 

簋南斯拉夫政府審遙特里ffi斯特調査委 

員會報吿書時，南斯拉夫政府對於Jr述一節 

並 沒 有 提 出 任 何 意 見 我 們 很 可 j y l 注 意 南 

拉 夫 政 府 在 亡 意 見 書 中 起 頭 即 說 明 如 對 

於報吿書任何一節沒有實見提出，那就表示 

南斯拉夫政府同奮那個報吿書所得的結論， 

外長會議審議特里亞斯特調査委員會報 

吿 書 於 一 九 四 七 年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在 莫 斯 科 

採取决議，其第二段[S/577】承認將特里35斯 

特包括在義大利閼税制度內的辦法是過渡期 

間一個適當的措施，並建讖' 在特里56斯 

特自由區當局組成新的闞税制度jyl前，應繼 

續維持現有的制度 。按BP各外長的看法 

新 的 關 稅 制 度 應 由 總 督 和 臨 時 政 務 會 議 建 

立獨立的貨幣和外腫制度時词時建立之 

從 這 方 面 或 從 任 何 方 面 看 來 南 期 拉 夫 

一苒提出的指摘 s@自由區附庸於義大利都 

是 無 耪 之 談 本 人 相 信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必 

然明睐，南斯拉夫所認爲不滿的谷種協約絕 

對不妨礙自由區任何將來接任的政府或便^ 

政府不能自由行事的地方 

三月九日各種協定需耍與義大利造成一 

個具有獨占拴的經濟聯繁，這是食了充分實 

行臨時政府約章M十一條規定，或是爲了^ 

行那個約章第二條原則所必須做的事。約章 

第 二 條 說 總 督 或 是 總 督 就 任 前 的 同 盟 國 司 

令部應W滿足人民需要和增加人民輻利爲施 

政的準繩。 

至於六月二十六日所A過的各項工作辦 

法，其中詳载若干外腫和賀易方面的行政稃 

序，那在^渡時期是AÈ :然實行的 

最 後 本 人 再 略 提 一 下 南 : ^ 拉 夫 所 提 出 

一 個 很 可 笑 的 指 摘 同 盟 國 司 令 部 曾 與義大 

利 訂 立 一 個 郵 政 協 定 使 荬 英 管 轄 區 的 郵 费 

與義大利的郵費趨於一律，於是南斯拉夫便 

指 摘 道 同 盟 國 司 令 部 把 c : 的 本 區 置 於 義 大 

利 主 權 之 下 請 問 《 甚 麼 ， 像 力 能 意 ^ 天 開 

地說訂立這種協定就是喪失主權？如果安全 

理事會各理事願 f審査一下這個宂長的郵政 

定，協定副本已由特里3&斯特用航信寄 

出 一 俟 寄 到 ， 即 當 提 交 安 全 理 事 會 。 

從 本 人 " 上 對 南 斯 拉 夫 指 摘 逐 項 分 析 

中，我們看出那些指摘是‧ ̂ 樣的毫無根锒。南 

斯拉夫的指摘是釺對本理事會中美国和英國 

而 發 的 然 而 其 中 有 一 條 說 美 英 的 陰 a 在 

使美英管轄區與義大利的合併成爲"巳成事 

實 " 而 使 安 全 理 事 會 不 得 不 予 承 認 這 是 一 

個極沒有根據的指摘，我們堅决拒絕這種指 

摘， 

本人费了理事會許多時間，而在分析南 

斯 拉 夫 政 府 所 提 出 的 指 摘 是 怎 樣 毫 無 根 據 

時 或 又 不 免 細 然 而 本 人 如 此 撖 法 

的原因，實在使"司法精砷審査這個事項的 

安全理事會理事不致偏聽一面之辭，可W目 

睹美國已竭力遵守對義和約中與特里3Ê斯特 

自由區有關的明文與f旨。本人所jyi如此做 

法 的 另 一 個 原 因 就 是 本 人 w 爲 就 理 事 會 

對自由區所負的一般義務而論，理事會或許 

也須提出幾項問題，詢問南^拉夫政府關於 

該政府在自由區内管理它本區的情形。本人 

希 望 理 事 會 所 得 到 的 答 覆 與 本 人 對 南 斯 拉 

夫政府攻擊特里亜斯特美英施政情形的答覆 

同樣完全而詳盡。 

本人"上所說的都是關於美英管轄區>& 

去的施政情形，管轄區內美英聯軍司令所遭 

遇法律上和行政上的困難極多，本人已經向 

理事會解釋-]其中幾項困難0本人願再聲明 

雖有這種種困難，同盟國軍政府仍努力3£求 

人民覦利與維持脃弱的特里亞斯特輕濟生活 

不致崩潰，其所獲成就，本國政府極爲痫意0 

W上所說的困難不僅W技術上的 t i政困難 

爲限,此外還有種種極嚴重財政上的困難。美 

國、英國和碗大利政府迄今負擔極重，自然 

不能常此負擔下去，所Jyi我們3§待特里55渐 

特词題的Œ滿解决。 

在外長會議; t論對義和約時，美國政府 

堅 持 現 成 爲 特 里 斯 特 自 由 區 的 全 區 域 ， 

其 中 義 大 利 人 旣 佔 絕 對 多 數 應 繼 績 豸 一 義 

大利城市。餒>5數星期與數個月的5t論，美 

國 的 决 議 案 顯 然 沒 有 被 通 過 的 可 能 於 是 爲 

保持意見一致並爲與義大利重建和卒起見， 

美國同耆^立特里亞斯特自由區，伹區內的 

政冶和經濟院形之難於安定，實際上經巳註 

定 了 美 國 政 府 在 不 得 已 的 t t 形 下 同 奮 I S 立 

自 由 區 ， 並 接 受 採 用 這 種 解 决 辦 法 明 知 爲 

成立一眞正獨立的自由區而訂立的規定是否 

可 " 順 利 施 行 ， 完 全 看 所 有 關 係 國 家 一 尤 



其是義大利或南斯11分夫——能不能充分而 

鉞奮合作爲轉移 

義大利政府已忠實履行了它！：遛行的義 

務,並且不惜犧牲它自己的重大經濟利益,供 

拾 Ê 款 W 維 持 美 ， 管 轄 區 的 經 濟 穩 定 m 在 

另一方面，南^拉夫政疳不但拿不出證據Ai 

證 明 其 有 ^ 盲 和 願 盲 合 作 反 而 用 盡 種 種 方 

法-̶̶包括有一次公然企圖以武力侵入美英 

管 轄 區 領 七 ̶ ̶ 破 壊 和 約 的 目 的 及 宗 旨 將 

南 斯 拉 夫 管 轄 區 直 接 歸 入 南 斯 夫 版 圔 ， 使 

'4地居民屈服於異國的和獨裁專制的政體之 

下，並在It英管轄區內隨時隨地换撩離間地 

而 使 人 心 趨 不 安 

因爲這種種原因，美國政府方會同英國 

及法國政府於一九四八年三戸 1 二卞H提IP聯 

合聲明[S/707 ] 提議各關係國家巡行磋商 

對 義 大 利 和 r i 作 耍 的 修 正 ， j y i 廢 i h 和 約 中 

所規定現已證明爲絕對做不到的解决辦法， 

JÊsê法將特里亞^特自由區獰個區域退還義 

大利。後一種解决辦法原是美國在起草和約 

時極端主猩的解决辦法,因爲本國政府確 

唯有株用這種辦法纔能大體滿足自由區人民 

的 f 頹 和 願 望 也 唯 有 採 用 這 種 辦 法 ， 錢 有 

希望最後爲那個區域筻立一個永久和平及安 

全的基礎 

爲達成對和約作ai耍的修正起見，关國 

y國及法國政府第一步徵求起草翳義和約的 

外長會>â第四與會國蘇聯政府«及行將收囘 

&自由區原有主權的義大利政府同意，商訂 

議定書，規定 i i d 要的修正義大利政府立即 

同 f 這 項 提 案 。 我 們 ^ 望 能 會 同 英 國 、 法 國 

和 蘇 聯 政 府 早 H 擬 定 修 正 稃 序 進 一 步 實 行 

三月二卞日提案。美國相信就聯合國憲章精 

神及宗旨而論，這是修正一項令人難於满意 

的 條 約 的 一 個 正 1 £ 辦 法 因 爲 這 是 用 和 牛 ; ^ 

^=!1方式而修正條n美國旣不主張也不欲抹 

用 W 下 一 種 多 其 他 國 家 所 常 用 的 辦 法 那 

就 是 如 果 不 喜 散 某 一 條 就 加 " 蔑 視 甚 至 違 

反 而 不 顧 美 國 雖 促 請 修 正 對 義 和 約 但 & 

修 正 前 ， 美 國 爲 那 個 條 約 仍 有 約 束 力 。 所 

j y i 本人現毫保留地敢向理事會保證P 、耍 

美國政府仍分擔一部分管治特里亜斯特自由 

區的賁任，本國政府必然繼績履行它對現有 

條 約 所 負 的 義 務 也 然 耱 績 與 理 事 會 以 一 

切 助 力 ， i l 盡 理 事 會 所 應 麄 的 责 任 ， 這 是 

確保苜由區的領:L完罄和獨立，保護居民的 

人權,Ai及維持全自由區I勺公共秩序及安寧。 

主席理事會現停會，等到午後三時二--

十分再鼸會。 

(午後一時三十分散會。） 

百 四 " f ^ M 議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日屋期二下午 

三時竿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Mr J M A L I K (蕺維埃St會主義 

共和國聯邦） 

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 比 利 

時、加傘大、中國、哥侖比亞、法蘭西、^利S&、 

烏克蘭拜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瓧會 

主義共和國聯邦、英聯王國关利堅合衆國。 

事 日 程 與 第 三 四 五 次 會 同 [ 文 件 S / 

Agenda 345/Rev 1】）。 

一九五*繼續討論特里亞斯特問題 

( 南 ^ 拉 夫 代 表 M r V l f a n 經 主 席 邀 諳 

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 英 聯 王 國 ） 南 

斯 !1夫 代 表 安 全 理 事 會3論 此 項 周 題 之 第 一 

^•^S.(第三三四次會議）時，義大利和約 

第二十一條及^rj附件六之特里 ff i斯特自由 

區永久規約爲根據，對本國政府及美國政府 

提出指賁 

本 人 茲 擬 先 提 醒 安 全 理 事 會 在 何 種 , 形 

下 可 w 適 用 ^ 條 內 有 關 自 由 區 之 規 定 

和約第二卞一條目前發生效力，固毫無 

周 題 。 ^ 條 第 三 項 如 下 

"於義大利主權終止後特里?5渐特自由 

E 之 管 韩 應 依 外 長 會 議 所 草 擬 : ！ 經 安 全 理 

事會核准之臨時政; f f規^3辦理此規約應繼 

續 有 效 直 至 安 全 理 事 會 决 定 其 將 來 所 核 准 

豕 久 規 生 效 之 日 爲 止 嗣 後 ^ 自 由 區 之 管 

轄fjyi该7T<久規5r】中之各項規定爲根據0" 

永久規約之生效日期迄今尙未爲安全理 

事會所决定，故^規 r ; 弒能依嗨時政府規約 

第 二 條 之 適 用 範 園 內 實 行 该 第 二 條 之 第 3 ^ 

句及第四句稱 

總督及嗨時政務會議職掌之行便，如 

久 規 約 之 规 定 可 予 援 用 不 因 與 本 規 r j 牴 

觸而停止適用時， jsr"永久規約之規定爲根 

據。於臨時政府^間，永久規?中之其他一切 

規 定 如 屬 適 用 ， 不 因 與 本 規 牴 觸 而 停 止 適 

用時，則永久規約中之谷項規定應予一體援 

用 。 " 

jyi上係指附件六之條款。至於和約第二 

十一條，自本人宣讀之第三項觀之，和約附件 

七之臨時政府規約 î^̶九四七年九月卞五日 

起 ! l a 開 始 生 效 椎 本 人 擬 罱 安 垒 理 事 會 諸 

君 審 閱 臨 時 政 聍 ^ 定 書 附 件 七 之 所 有 條 款 。 

吾人可見第三及ai四條，第五條（乙）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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