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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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項，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各條對於自由 

區 總 督 就 任 後 之 行 事 方 法 有 所 規 定 吾 人 皆 

知迄今未曾指派總督0各:s條款雖屬有效，惟 

截至目前尙未適用。附件七各條中在目前可 

謂適用者^第一條、第二條之一部份、第五條 

(甲）項及第十條與第十一條之首句第一條 

稱 " 總 督 就 任 以 前 ， 自 由 區 , 繼 積 由 各 盟 軍 

司令部分Sf!在各^管區內管冶"。此條颇與目 

前 問 題 有 關 。 各 盟 軍 司 令 部 各 ; ^ 區 內 之 權 

力係jyi該條爲根據 

英美當局於其區內施政一向秉承水久規 

'TJ及臨時政府規約此固輛庸贅言。設有兩種 

不同政策任由選擇，其一符合此項文件之實 

旨 ， 另 一 則 在 此 情 形 下 其 他 考 盧 若 皆 相 

等，則盟軍政府採取第一項政策。本人所欲 

表明者爲目前生效之條款僅有和約附件七之 

臨時政府規約，而在目前之淸形下可適用者 

僅爲本人所列#1之條款及某條款之一部 

余 信 凡 細 讀 各 ^ 條 文 者 ， 必 " 余 言 爲 不 & 。 

盟軍政府曾極力遵守此項條款之規定。 

本 人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第 三 四 四 次 會 議 時 曾 

義 大 利 及 自 由 區 應 訂 立 協 定 便 歷 行 该 條 所 

規定由義大利政府所負之義務，即伊拾自由 

區所需之外匯及貨幣直至该區自行訂立幣制 

後爲止。茲請將此條與附件七第一條合併考 

盧。後一條規定"總督就任W前，自由區應繼 

續 由 各 盟 軍 司 令 部 分 別 在 各 區 內 管 冶 " 。 

各軍政府之存在如逾數週，則各盟軍司令部 

在其各该管區內事實上須與義大利政府成立 

定 " 便 調 節 義 帑 s t ï 之 流 其 理 至 顯 。 

故 自 實 , 之 觀 ^ 視 之 美 英 區 內 在 綞 濟 

立場上必須有能兌現之貨幣流^。軍政府旣 

於四五個月後仍繼績存在，惟有實行和約，依 

酶 時 政 府 規 第 十 一 條 與 義 大 利 政 府 成 立 協 

定 ,W便 里 拉 及 外 腫 得 有 伊 0 盟 國 軍 政 府 若 

另iÎT創立幣制，龙於軍管區與義大利本國(兩 

地均用緣僭藍拉)之間成立關稅壁壘，則不但 

違 背 和 約 之 精 砷 ， 且 在 事 實 上 ^ 釁 不 必 要 之 

手續,妨礙貿易0盟軍盖局若於軍管區內另設 

新幣及關税壁壘，使^內之直拉與義大利境 

內流A之£拉分離，則該區原有之里拉之價 

値大異 j S r ^義大利本部之a拉 

南斯拉夫七月二十八日之BP會 [S /9
2

7J 

謂整個自由區Ji與義大利成立協定而不應僅 

由 美 英 軍 管 區 與 義 大 利 成 立 協 定 惟 南 斯 拉 

夫踅局若肯實行和約，於其區內採用義大利 

本部之里拉，則可與義大利政府成立相同之 

協定,不致招異議。整個自由區必因兩軍事當 

局^|^&^區內採取之行働而受益0此外，&第 

一 條 所 指 之 ^ 渡 時 , 內 ， 附 伴 七 第 十 一 條 之 

規 定 亦 可 因 此 完 全 實 t r 事 實 上 南 斯 拉 夫 軍 

事當局在和約生效W前，即已創>S非法之貨 

帑定名爲南期拉夫里拉（Yugohra)並強行規 

定其腫牵，據閡爲三義大利虽拉5i換一南:^ 

拉 夫 里 拉 盟 軍 政 府 因 此 遂 輛 他 途 可 擇 。 

南,拉夫代表所反對之四項財政協定即 

三月九日之三項協定及五月六日一項協定， 

其 目 的 不 d 在 實 行 和 r i 之 規 定 即 里 拉 應 耱 

續使用直至新幣制訂立後爲止及自由區所需 

外腫應由義大利自定是也 

吾人所提之理由即使完全置之不顧或如 

南^拉夫代表所指盟軍政府之行動危害自由 

區 之 完 整 及 獨 立 本 人 亦 擬 促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注實一^基本及不可否認之事實，即所有協 

定均羼臨時性質，其適用僅限於自由區內里 

拉 爲 官 方 產 貨 之 時 期 此 項 協 定 之 é r 立 係 爲 

該區之利便及需耍。此項協定毫輛永久^晳， 

一俟將來成立政府接替軍政肝時，任何措施 

均可廢止。總督由安全理事會選出就任W後， 

軍政府即可交出軍管區，對於和約中所規定 

自由區新幣制之建立，絕不加W妨礙 

在目前協定下，盟軍政府之唯一苘題留 

交繼任政府辦理者爲三月九日第二項協定第 

五條所定之辦法，即自由區之財政問題之最 

後解决辦法應由義大利及將來之自由區政府 

决 定 之 。 南 ^ 拉 夫 代 表 曾 S i [S/927] 條約 

已被"破壤"，因^區與義大利政府之間紫已 

成立"債務人翮係"。南耶 t ï夫政府七月二十 

八 曰 之 會 建 戴 美 國 及 英 國 本 身 應 篛 劃 该 區 

所需之金融。吾人若採此說則安全理事會諸 

君 i È Î 不難 1 ? 像南,拉夫代表必大肆攻攀"英 

美帝國主義"及' '金元外交"矣。 

事實上美、英、盲三政府所採之辦法爲 

由 二 國 分 擔 貴 任 美 國 及 英 國 輸 ê 物 資 救 濟 

^ 區 之 經 濟 義 大 利 政 府 則 承 擔 籌 割 財 政 。 

吾 人 皆 知 ^ 區 È 須 籌 割 財 政 ^ 區 包 括 

特里35斯特市及海港，於盟軍政府接收時，其 

經濟狀况未能自铪，矩期內：r恐難有自給之 

望0該區第一年或第二年內因收支不相抵故 

需財政上之救濟乃無rij避经之事，同時爲恢 

復 經 濟 又 須 辦 理 工 紫 放 款 義 大 利 前 爲 歒 國 

須 負 財 政 之 義 務 , 此 係 直 接 根 據 和 約 規 定 ， 

蓋依臨時政府規r j第十一條規定，目前A用 

之貨幣m:爲里拉。由是觀之軍事政府之採此 

徑實爲唯一可能採行者。 

本人須一再鄭重聲明者即除無可避 s之 

債務承擔外,盟軍政府僅就財政、^貨及外匯 

等方面與義大利成立協定，而此項協定不;a 

限於盟軍政府執政時代或新幣制未創立W前 

發生效力。 



茲請一閱南，t ï夫表七月二十八曰Hp會 

對 各 該 協 定 之 批 評 本 人 前 述 之 美 英 區 與 義 

大利間之債務人關係一賴可爲南^拉夫叩會 

中 第 二 ! ^ 指 摘 三 月 九 日 協 定 之 答 覆 吾 人 若 

將關於伊給貨幣及外匯之第一項及第三項協 

定 分 別 硏 究 即 知 該 南 項 協 定 確 在 實 行 臨 時 

政 府 規 約 第 十 一 條 之 規 定 南 斯 ! ± 夫 昭 會 抒 

搫 I貨協定S i盟軍政府承允義大利政府管制 

里 $ ï 流 ; â 關 於 外 匯 協 定 ， 南 斯 ! 1夫蹈會指 

摘盟軍政府遵從義大利外匯統制法令。事實 

上，此項協定非伹不使盟軍政府受命於義大 

利政府反而充實展內里拉之惯値及保證其流 

A此項協定對於區內之經濟狀况有利而無 

考吾人不能任里拉於IS內流:《 i而又不視之 

爲義大利目前使用之通貨。若效南^拉夫管 

轄 I S 之 辦 法 則 非 宥 起 金 融 之 騷 亂 不 可 接 

受義大利政府之A貨管制及外腫法规J6非盟 

軍政府之新政，蓋各该法規於和約生效"前 

實行已久，且依臨時政府規r i第卞條規定各 

南 斯 t ï 夫 會 又 指 各 該 協 定 違 犯 水 久 規 

妁 第 二 十 四 條 四 項 。 關 此 ^ , 本 人 擬 覆 按 臨 

時 政 貯 規 約 第 一 條 之 規 定 盟 軍 政 ； 依 该 條 

規定有權遵叩臨時政府規約第二條適用範圜 

" 內 之 久 規 約 各 項 規 定 , 管 理 該 區 ， 但 A i a i 

須 遵 叩 適 用 之 各 項 規 定 爲 限 盟 軍 政 府 之 措 

施 旣 顯 非 構 成 與 義 大 利 成 立 經 濟 同 盟 故 於 

永 久 規 之 新 幣 制 成 立 以 前 於 自 由 展 繼 續 

使用義大利里拉自必與義大利發生獨占性之 

聯繋C職是之故永久規約第二十四條第四項 

不 锥 認 ^ 即 可 適 用 而 臨 時 政 府 規 r j 第 卞 一 

條應居優先。依水久規約第三十條規定，前一 

項规定ii^須俟新幣制成立後方可適用 

吾 人 現 論 及 五 月 六 日 之 協 定 此 項 協 定 

之 作 用 在 實 行 上 述 之 協 定 關 於 此 事 ， 美 國 

代表於今日上午（第三四五次會>é)已;#爲論 

及 本 人 輛 可 補 充 推 仍 擬 一 再 磬 明 此 項 協 定 

僅屬臨時拴質。雖然，本人不能不提及其中一 

^ 钿 節 南 斯 Î Ï 丈 B P 會 中 拨 引 五 月 六 日 協 定 

三條 ;1盟軍政府'輯宥與歐洲其他國家 

行財政性賀之磋商"0事實上，若引證General 

Airey之第三次報吿書 [S /953]，吾人可知^ 

條;？文如下 

"本區統帥部目前未萝盧與歐洲其他國 

家 進 行 商 篓 或 財 政 性 S 之 磋 商 。 " 

換言之，統帥部目前未計劃爲此項磋商。 

纖 繼 稱 

"如本區統帥部認爲因耆外情事須於遏 

渡期間進行是類磋商時，則在採取措施之前 

^ 知 義 大 利 政 府 。 

於此，吾人未有所51 "無耆，之表示，钛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之 指 摘 ， 係 錯 误 之 解 釋 爲 根 

據 

關 於 郵 政 協 定 盟 軍 政 府 可 保 留 原 來 之 

義 大 利 制 度 ， { 3 若 認 爲 不 滿 意 時 得 採 用 新 

制 度 盟 軍 政 府 旣 欲 保 存 原 有 之 制 度 ， 故 " 

正 式 協 定 維 持 其 地 位 盟 軍 政 府 對 此 事 及 對 

其他諸事，一向惧重維持各該展之獨立自主 

之原則 

本人自信業 a述明盟軍政府不負破壊和 

約 之 責 盟 軍 政 肝 若 不 採 本 人 所 述 之 行 動 ， 

則 或 遭 不 實 行 和 約 之 譴 责 g 盟 軍 政 府 改 鐽 

本展內社會、法律及經濟制度之機構,則勢益 

惡劣。在此 F t形下他人將振振有^要求其向 

理 事 會 解 釋 其 行 動 矣 盟 軍 政 府 若 大 舉 徵 用 

財產不予補惯，或不藉正簋法律手續肆耆改 

組，則又須提出解釋矣。幸而盟箪政府未創 

各该措施，故不負咎责。 

在另一方面，上述之措施篓於南斯拉夫 

區實行。南斯拉夫政府於四月十二日送交理 

事會之會 [S /944]中託稱此類變更在南斯拉 

夫接管"前案a存在。此說實爲不確0本人所 

指之措施中有一項係奉一九四六年九月四曰 

"卡波特期里35區人民執行委員會，之命令， 

而另一項則係奉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卞五日 

"衣^特里亞展人民委員會，，之命令。若藉 

口當時和rj尙未生效而企圖掩钸軍事當局於 

一九四六年時在南斯拉夫區所抹之行動，本 

人可引證一九〇七年海牙公r i第三節關於軍 

事佔領之國際公法。^公約第四十三條有云 

"合法政權之權力事實上旣已移歸佔領 

者 之 掌 握 則 佔 锥 者 除 不 得 巳 之 處 外 ， 應 

用其力所能及之一切方法尊重地方現行之法 

律 蝎 力 W 恢 復 秩 序 保 衞 民 生 。 " 

本 人 更 須 諝 理 事 會 4 曹 南 ^ 夫區內公 

民 自 由 所 受 之 限 制 凡 政 萆 觀 ^ 與 南 ^ 拉 夫 

政贫相左者，悉無政治集會之權利。報，j之言 

論若不符合南斯拉夫政府之觀翔即被封閉。 

區外之新閡記者险:5^五月初之三日內准予進 

入^區視察唐形外，具他時日一槪不准入內。 

又有所;1 "人民法 fe"者，其執行裁判係W 
人 民 之 者 s 爲 依 歸 ， 而 不 依 法 律 明 文 辦 理 。 

伹^政權是爲險醬之特色爲警察制度之組織 

使 南 斯 拉 夫 區 鐽 ^ 瞀 察 國 

關於此帮，本人擬宣讀下列一段關及南 

斯拉夫內政部長之文字。據吾人所知，該內政 

部長對於南斯拉夫區之警察制度應負相當責 

任。其文如次 

本 黨 現 由 一 人 負 監 督 之 责 該 員 身 兼 

國 務 部 長 及 共 產 黧 中 央 委 員 會 安 全 及 組 織 

― 。 



秘 書 南 職 於 辦 理 國 內 黨 務 中 廣 爲 運 用 警 寧 

方 法 。 " 

另一段則 

恐怖主義及膠迫政府乃南^ t ï夫共產 

黧領釉株取法西!^主義手段之證明。" 

上述各段係採自蘇聯主要報紙七月二十 

五日列载之論文 

由 於 本 人 所 4 南 渐 拉 夫 區 內 I t 形 使 英 、 

美、法政府方八三月二十日[S/707]宣怖自由IS 

撤 歸 還 義 大 利 蓋 K 南 ^ 拉 夫 政 府 在 , 展 內 

施行之政兔使和n辆法實行故也。雖然如此， 

盟 軍 政 府 甚 爲 臈 重 絕 不 於 其 區 內 作 違 背 和 

r i之行爲，蓋吾人深知和約非經各有關s正 

式修改應繼績有約束拴故也。外間;?知本a 
政府及美、法兩国政貯最近就此問題曾聯合 

向蘇聯致送昭會刻正候其答覆。 

黎於上述促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之種糧事 

實，本人]r目前階段僅欲申明本國政府之奮 

見，即關於特里55斯特自由區之行動麼提出 

解釋者應爲南期拉夫政府而非英s或美國政 

府是也 

主 席 本 人 於 提 出 蘇 聯 各 代 表 團 對 此 問 

題 之 f 見 前 擬 先 對 英 國 代 表 聲 明 中 某 一 ^ 

加 以 答 覆 英 國 代 表 頃 間 ;M蘇 聯 報 界 曾 極 力 

批齐南渐tî^夫某政治領釉所採之内部政;^政 

策安全理事會今在51論英美政府破壤義大 

利和r j中對特里s斯特自由區之規定，若肆 

行抨擊某人之玫治立場，則其合理與否，確 

屬疑問 

英國代表明知此類拴質之問題不受安全 

理 事 會 之 管 轄 ， 仍 將 # 提 出 此 舉 之 目 的 

無他，僅欲移轉理事會之視線使其不集中於 

問題之本身而巳。前A會議時,渠曾引用相同 

之策略今乃不惜一再爲之。本人相信渠必難 

使 理 事 會 循 此 路 向 " 行 英 國 代 表 雖 力 圖 轉 

移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視 線 ， 理 事 會 對 英 美 政 府 

破壞和約中有閼特里55渐特自由展之規定一 

問題，iè:將繼續審視其實體 

闢於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對英 

美政府破壤對義和約中有闢特里比斯特自由 

區 之 規 定 所 提 之 申 訴 一 節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爲 

之審査美、英、法三国政府#於指派總督管 

治 特 里 特 自 由 I S 可 採 之 態 度 及 已 往 

數月內，^三國政府對特里亞％待自由區之 

若干行動——凡此種種，均足表矛美、英、 

法在事實上確欲破壤與義大利綞訂之和約及 

有關特里55：^特問題之各項單獨協定，並圖 

避 免 實 行 條 約 及 各 該 協 定 英 美 最 近 曾 屢 次 

違背條約義務或故不遵守，或企圖避免。 

闕於特里35斯特問題，法國亦採同一政 

策 安 全 理 事 會 ^ 三 國 代 表 刻 在 拖 延 及 阻 携 

外長會議對指派特里35斯特自由展總督之决 

定 人 皆 知 莫 洛 托 夫 （ M o l o t o v ) 、 艮 納 斯 

(Byrnes) 、 弗爾(Couve de Murville)及凤 

文（Bevm)四外長方八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 

曰在紐ri簽訂之邊定書有如下一節之翳明 

"美利堅合衆國、法蘭西、大不列顦曁北 

愛爾蘭聯合干国及蘇雜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之代表]^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mj 

舉 行 外 長 會 蠭 ， 愛 經 互 相 同 意 各 政 府 將 採 

所有可能之措施於最短時間內依7T<久規n 
草 案 之 條 件 任 命 特 里 亞 期 特 自 由 區 督 ， w 

便保證該員得扩和ri生效之日由安全理事會 

同時任命。 

依 外 長 會 議 之 决 定 ， 關 , 指 派 總 督 之 下 

列第十一條專款曾列入與義大利締訂之和n 
附件六內 

" 總 督 應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與 南 渐 » 夫 及 義 

大利政府商榷指派之。 

依外長會議達成之協^及與義大利締訂 

之 和 約 條 款 四 國 政 貯 承 允 儘 速 提 出 特 里 亞 

斯 特 自 由 區 總 督 候 選 人 與 義 大 利 締 訂 之 和 

rj業於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五日生效，而義大 

利對特里亜斯特自由區之主權自是日起即行 

終止惟任命總督之Pp3題仍緩未决定 

r i 在 一 年 W 前 安 全 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四 七 

年六月二十日開始s寸論此項問題[第一四三 

次會謠]自是W來，繫經提出若干適當候選 

人,如美、英、法代表,方面有相當之戚奮，則 

特里亜:^特自由匾總督早經選出 

但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 : Ï 論 總 督 之 任 命 時 綞 

已證明美英、法三國代表圑未履行各该國依 

一九四六年卞二月十二日外長會議協定之義 

務 ， r r 未 履 行 和 r j 之 義 務 ， 反 之 彼 等 衋 力 

p£法延宕及阻橈特里亜斯特自由展總1^之指 

派。自一九四八年一月y來美、英、法政府JP 

避觅51論此項問題安全理事會於一月終開 

會 時 [ 第 二 三 三 次 會 謠 ] ， 英 國 代 表 未 接 政 

府311令，而美國代表自始即默坐不言，直至 

最 後 蘇 聯 代 表 , " 是 否 準 備 S i 論 自 由 區 總 督 

人選時，方If未接政府；III令，礙難答覆 

法 國 代 表 則 桌 不 知 法 國 政 府 對 Ai 前 提 

出之候選人態度爲何，又謂法國政府可能選 

擇另一候選人。由是，法國代表不特拒絕承認 

其 本 國 政 府 已 往 推 舉 之 候 選 人 且 不 能 提 出 

可能爲其政府接受之另一候選人。渠對其他 

代表團提出之候選人亦不赞助 

由於美、英、法三國代表對指派特里斯特 

自由區總督所採之態度，此項問題之5t論遂 

一再施延至數月未能召集會議5 t 論此項問 



題，而各该國出席安全理事會代表毫無參加 

51 論 之 ; ^ 耆 上 述 一 月 間 舉 行 會 議 y 後 ， 安 

全 理 事 會 一 直 未 曾 再 開 會 論 指 派 特 里 亞 斯 

特自由區總督之周題，直至三月始颶會5寸論 

[ 第 二 六 五 次 會 議 ] 该 次 會 議 係 綞 蘇 聯 代 表 

勖 議 舉 行 者 當 時 蘇 聯 代 表 指 出 此 項 問 題 久 

懸 不 决 實 不 可 原 ^ , 隨 即 舉 出 已 往 曾 經 向 理 

事 會 提 送 之 候 選 人 八 名 並 問 美 、 英 代 表 巳 

猹 其 政 府 令 否 ， 蓋 次 會 議 時 彼 輋 謂 未 

獲其政府311令英國代表多番推達，謂各候 

選 人 未 能 爲 該 國 政 府 所 接 受 美 國 代 表 則 一 

再 設 法 保 持 搣 默 直 至 最 後 蘇 聯 代 表 直 接 質 

問 時 方 謂 类 國 政 府 未 能 接 受 各 候 選 人 之 理 

由與英国代表所提出者相同 

茲有一?^堪予注f者，美、英代表一力面 

拒 絕 接 受 蘇 聯 提 出 之 候 選 人 在 另 一 方 面 ， 

對其本身在已往提出之候選人：r 一語不提。 

彼等甚至不提此輩之姓名美、英、法代表所 

採 之 態 度 ， 颇 令 人 陵 疑 各 國 政 府 設 法 阻 撓 

特里亞渐特總督之任命並竭力延長美、英軍 

隊留駐特里15渐特自由展之期限此種態度 

業經證實美、英、法三国政府對特里35%特自 

由區有特殊之隍3t 

自特里亞耶特自由展最近發展之事態觀 

之 ， 吾 人 可 見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三 國 代 表 並 非 

偶^施延總督之任命而係故意阻礙该間題之 

解 决 三 国 政 府 不 伹 企 圖 直 接 破 壤 與 義 大 利 

綠訂之和ri且公然修改之美、英、法旣阻撓 

安 全 理 事 會 指 派 自 由 展 之 總 督 復 法 規 避 

责任，另行提出漢不相關之問題藉Ai轉移安 

全a事會及'诚耆爲^問題努力尋求迅速解决 

之人士之視線 

美、英、法三國政府於一九四八年三月二 

十曰聯合宣言 [S /707]建議歸還特里亞斯特 

與義大利，此係利用另一周題替代任命總督 

之企圃 

國於安全理事會p1論特里亜％特自 

由 區 總 督 人 選 中 所 採 之 態 度 實 爲 預 定 之 計 

劃 此 種 態 度 爲 三 國 政 府 對 特 里 亜 斯 特 問 題 

所持立場之直接結果且反映该立場。三國玫 

府JïîLh逃宣言中圖"安全理事會!>1法推選總 

督 爲 藉 口 而 决 定 將 自 由 區 交 義 大 利 

若將美、英、法三國代表於安仝理事會之 

立場與三月二十日之陳述互相比較，其中整 

個 陰 a 及 詭 計 即 暴 露 無 遺 彼 等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中 竭 盡 所 能 宕 延 總 督 任 命 問 題 之 斛 决 不 

惜 百 般 破 壤 然 後 虛 構 事 實 假 稗 無 法 推 選 總 

督，jyiifc爲藉口另行提出修正義大利和約之 

建議,請將特里35期特自由區交還義大利。此 

不必贅踰矣 

宣言又稱外長會,51論與義大利耩訂之 

和約時，三國政府贊成將特里亜渐特交還義 

大 利 。 試 周 ^ 何 a 按 此 歷 史 事 實 乎 ？ 唯 一 之 

答案爲该國等破壤外長會譲協定及義大利和 

之義務必須有若千藉口，和ri不特經巴黎和 

會之接受，具後復^參加和會之二卞一國所 

簽署和約經簽字後正式生效，惟墨跡未乾， 

上述之三國政府已開始準備予以破壌及修正 

矣 

凡此種種均可證明若干國政府對於國際 

協定及條約與其本身所負之條ri義務毫不重 

m若干國政府爲其本身之私利竟不惜撕毀 

任 何 國 , 條 背 棄 其 所 負 之 義 務 

美、英、法三國政府企圖利用特里亞斯特 

周題遂其政治私^，可"下列事實證之。三國 

政府爲交還特里亜斯特與意大利事聯合^會 

礞聯，乘義大利舉行大：！之將^聯合BB會 

發 表 廣 爲 宣 傳 各 该 國 政 ； f f 尤W美國政 

爲 甚 於 義 大 利 大 選 之 P? , 利 用 特 里 35 斯 特 

問 題 爲 政 冶 工 具 a 成 公 開 秘 ; 各 该 國 之 目 

的 純 爲 私 利 與 增 強 國 { ^ 間 對 現 行 條 《 之 尊 

重，對履行條rj義務及維繋和卒與安全之尊 

重 可 謂 毫 無 關 係 

若干國家公然干涉義大利大選之事實猶 

歷 歷 在 目 英 美 不 斷 遣 派 地 中 海 艦 隊 之 巡 洋 

艦 驅 遂 艦 及 其 他 船 隻 巡 行 義 大 利 海 港 。 美 

國飛機不時;義大利上空作特別之飛打。美 

國又利用新閬及廣播宣傳工具，籌>5所Si 
"X"計割之特種基金，耗用鈒款JbJl遂其政治 

目 的 復 遣 各 界 名 流 向 義 大 利 選 民 呼 籲 請 彼 

輩 不 選 入 民 陣 錄 美 方 於 大 選 前 夕 特 分 螢 專 

函及贈品，並於大選之日道派g中堡壘R義 

大利全塲飛翔示威。凡此種氇均爲世人知曉 

之事實，且,於美國及其他各國報，J廣食登 

载 美 國 公 然 干 涉 義 大 利 內 政 之 背 " i 旣 如 上 

述，故意銃選是劇烈之時提出將特里35斯特 

交還義大利之建^，其目的顯然欲對大選施 

W政治膠力。 

爲 答 覆 英 國 ' 4 交 部 於 三 月 二 十 日 關 : 三 

國 政 府 就 特 里 亜 ^ 特 問 題 所 提 建 議 之 會 ， 

蘇聯政府飭令駐英大使向英方提出HP會，其 

中有云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同時促請 

貴 外 变 部 注 盲 下 一 事 實 義 大 利 與 其 他 參 加 

作戰之國家締訂之和約係由外長會議擬具， 

並 經 巴 黎 和 會 由 參 加 之 二 十 一 國 詳 加 論 後 

簽署及隹。該約僅係於數月W前開始生效。 

'職是之故，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凿於藉^訊方式或藉私人集會修正和 îH任何 

一部份均認爲不能接受，因其違背民主之基 



本 原 則 故 也 。 " 

以上乃磾聯政府之立場，蘇聯政府之採 

取 此 一 立 場 係 尊 重 現 行 國 際 條 " 及 定 ， 並 

嚴格屐行此項條約及協定之義務。 

本 人 對 此 問 題 不 惜 ^ 费 ， 要 在 證 明 美 、 

英、法三國政府久已破壤義大利和約及企圔 

修 正 该 r j 因 此 英 美 方 面 之 軍 事 長 官 效 法 其 

政 府 之 所 爲 特 里ss期 特 美 、 英 區 內 肆 行 採 

取破壌和約及其他有闢自由區之協定，實不 

足^異。南斯拉夫政府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之 

文件及資料可爲此項事實之鐵證。 

南期泣夫政疳今在促請安全理事會注實 

美英軍事當局於特里15斯特自由區之美英管 

區 內 破 壌 對 義 和 約 之 條 款 ^ 軍 事 當 局 等 所 

採 之 斷 然 行 動 及 片 面 行 動 ， 不 有 違 條 r j 之 

規定，且事實上構成^約之破壊 

南斯 !1夫政府於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八 

曰致安全理事會BB會 [S/9
2

7]列舉如下事實 

"爲向自由展美、英行政當局及向荬、英政府 

指摘之實據 

一 美 英 軍 事 當 局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三 月 九 

曰與義大利政府成立協定三項 

(甲）闢於財政間題條例之協定， 

(乙）關於財政之協定， 

(丙）關於伊給美英展外腫之協定。 

二、美英軍事當局與義大利政府成立之 

郵政協定 

上述協定之結果，使特里亞斯特之美、英 

黡之財政完全受義大利政府及義大利銀行所 

支 配 義 大 利 銀 行 鈔 享 及 義 大 利 國 家 證 券 准 

在^展自由流 :1，不受限制。義大利本部與 

美、英區問之障礙窠巳涫除。就通貨流â方面 

視之该 l aa完全併入義大利版圖。義大利銀 

行 特 里 亜 渐 特 分 行 將 在 事 實 上 控 制 ^ 展 之 ^ 

货 流 通 及 P 才 政 該 區 之 軍 事 當 局 承 允 於 E 內 

施行義大利政府之全部;Ê货法規並避免採取 

任何《1動阻橈此項法規之實施 

職是之故，自財政一端而論,特里亞期特 

自由IS之羑、英區業已置於義大利主權之管 

韩 C 而 ^ 大 利 政 府 所 有 有 關 財 政 事 項 之 法 規 

均 展 適 用 義 大 利 政 府 受 權 按 其 計 剷 增 

減 ^ 區 ^ r 流 通 之 數 量 義 大 利 政 府 在 此 方 

面之措施鈍AA:^本國利盆爲依歸自不待言。 

此項協定絕不保P5特里亞iTf特自由展之本身 

利益及特權或其W政上之獨立地位 

桉3財政協定，義大利政府將負贵伊給 

美 英 區 之 財 政 換 言 之 ， 義 政 府 有 統 制 全 區 

財政之實罹如此則不獨P亥區本身對義大利 

負 愤 ， 特 里 S 斯 特 仝 境 亦 將 負 偾 蓋 因 實 t r 

協定與承擔債務，其結果使特里亞斯特自由 

區政府將來不僅須仰賴美、英區之經濟資源， 

且須W自由區全部之經濟能力償付債務。此 

項協定爲單方面之交易，使自由羼開始即對 

義大利負債，並剝奪该地之羥濟乃至政治上 

之自由。 

美 、 英 軍 事 當 局 之 行 爲 及 耩 結 是 類 協 

定，不僅超越其實權，且強將繁重之義務加 

諸 特 里55斯 特 自 由 區 之 未 來 政 府 所 ; i繁 重 

者係因此項義務尙未闡明，將來須仰賴美、英 

軍事局當及義大利政府之獨斷行動而决定。 

是類協定直接損害特里15斯特自由區完整及 

獨立之原則，而是項原則係與義大利縑訂和 

約之第二十一條所規定者 

至於伊拾^區外匯之第三項協定則予義 

大利政府以統制區^外腫输入之權利，並便 

所 有 義 大 利 之 法 規 適 用 區 之 外 匯 管 制 ， 

並使所有外甅之输入受義大利政府之約束0 

南斯拉夫政府之BB會又指出美、英軍事 

當局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六日與義大利政府成 

立 另 一 項 協 定 便 實 行 上 述 三 項 協 定 依 此 

新協定，所有現"有關義大利與各國間之貿 

易及付債協定均於美、英區一體適用 

義大利国外資易部經由外交部將關於一 

九四八年三月九日特里15期特美、英管區之 

各 項 協 定 A 知 與 義 大 利 辙 訂 商 約 及 付 協 定 

之各國，並向各國聲明Ai往與義大利耩訂之 

貿易協定一律於;I區發生效力 

南斯拉夫B8會復指出義大利財政部於本 

年四月二十四S發表公吿一項，取涫該區與 

義 大 利 間 之 關 税 壁 璺 因 此 貨 物 交 易 巳 無 障 

礙，而特里©%特海關對K出入口之權利與 

義 大 利 其 他 海 關 相 同 此 項 命 令 其 後 羥 五 月 

六 曰 之 協 定 予 W 證 實 依 此 協 定 特 里 S S 斯 

特 美 英 區 之 貨 品 輸 入 遂 至 完 全 仰 賴 義 大 利 

國 外 貿 易 部 部 又 有 權 調 整 、 批 ' 隹 及 認 可 

i ï^區自外Sir購之貨物，而^區軍事當局須 

先得義大利政府駐特里亞渐特貿易代表之允 

許 始 得 發 袷 出 入 口 特 許 ^ 。 ^ 協 定 復 規 定 ^ 

區適用若干義大利出口法規。 

美 、 英 軍 事 當 局 與 義 大 利 政 府 締 之 郵 

政協定使美、英區受義大利郵政之管制，且 

與 各 國 之 郵 政 關 係 須 由 義 大 利 代 表 義 大 利 

得調隳美、英區與各国郵政上life目之淸筧 

此類協定之締訂及特里亞斯特笑、英區 

在 財 政 、 外 匯 賀 易 及 郵 政 各 方 面 對 義 大 利 

之 仰 賴 可 直 接 a t 背 和 « 之 規 定 ， 蓋 和 r j 首 

先規定特里亞渐特自由區之完整及獨立，其 

次自由區地位不>^其與任何a家訂立具有獨 

占性之經濟同盟或聯繋。美、英萆事當局得 

其 本 國 政 疳 同 f 之 舉 働 方 公 然 â 反 一 九 四 七 



年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外 長 會 犟 之 决 定 蓋 此 項 决 

定 係 j y i 特 里 斯 特 調 査 委 員 會 之 锒 吿 書 爲 极 

« [S/577]o外長會議决議象內第一條規定 

凡有關特里亞ïSi特自由區之預算、支付差額、 

货幣、關稅周題及其他財政經濟周題，其解决 

"糜顧及自由區之經濟獨立 "0同案內第三條 

規 定 特 里 特 自 由 區 如 遇 , 1 ^ ， 必 f 外 

來 財 政 援 助 時 應 經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建 i t ， 由 

聯合國撥款拨助之 

美利堅合衆國政府踰越並â反外;Ë會議 

之 决 , S 尤 其 是 其 中 第 三 條 關 K 經 安 仝 理 

事 會 之 建 議 由 聯 合 國 撥 款 助 自 由 區 之 規 

定，竟株片面行動將特里5&斯特自由區領土 

併 歸 歐 洲 之 所 謂 " , 歇 爾 化 ' 之 國 家 集 圑 。 

此^可Ai美、英駐特里âSiTf特軍事當局最>5 
一 次 官 方 報 吿 書 下 列 一 節 爲 證 " 據 最 ^ 發 表 

之佈吿，荬、英展將參加歐洲復興計劃"。外長 

會••à一九四七年四3二卞二 H 之 从 案 又 

規定由聯合國撥款與特里ffii^特自由區W爲 

財政援助之數量。此額定爲五百萬元 

美 國 政 府 違 反 外 會 之 决 i t 案 及 其 所 

負 之 義 務 並 採 單 獨 行 動 ， 擴 大 ^ 歇 爾 計 剷 

使其包括特里亞îTr特自由區，而不遵循外長 

會襻之决l£案 

美、英軍事當局在事實上無異將其在特 

里 亞 斯 特 自 由 區 所 « 轄 之 區 域 交 ^ 義 大 利 

使3管展在經濟上、吋政上受制於義大利，而 

與特里亜斯特之其他部份及外間隔絕，並禁 

訂 商 尤 禁 ; I 展 與 南 渐 拉 夫 耩 結 商 約 。 此 

^ ^ 區 美 、 贯 軍 事 當 局 曾 予 承 ^ 。 

General Airey擬具翮於一九四八年一月 

一 H 至 三 月 三 卞 一 日 期 間 S 展 行 政 狀 ^ 之 報 

吿書[S/781]，內對加強7玄區與義大利之經濟 

及其他關係、增加內政事務、綠結各項定協 

等等有詳盡之钱述，惟"與南斯拉夫之關係，， 

之一章 (â i九頁，第四節，第二段）謂南^» 

* 特 里 5 5 斯 特 經 濟 問 圑 沪 一 九 四 八 年 二 月 

就 美 、 ^ 區 與 南 斯 & 夫 之 貿 易 關 係 所 爲 之 提 

m,刻正參與&大利締訂之財政協定 

予w^it %、英軍事當局最^̶•吿書 

對 於 此 事 竟 隻 字 不 上 述 一 節 第 三 段 稱 南 

^拉夫軍政府就增加兩展货物交易所提各項 

提 議 ， 實 難 遵 行 其 所 舉 之 理 由 仍 爲 美 、 英 

管區伊拾貨幣與外腫也。 

凡 此 種 種 皆 足 表 亍 特 特 自 由 展 之 

美 、 ^ 行 政 當 局 將 其 管 區 之 財 政 、 經 濟 、 ^ 

货及資易交由姦大利管制，又在事實上不准 

其管區與特里35期特自由展之其他部分締結 

賀 易 協 定 ， 此 即 指 南 斯 拉 夫 之 管 展 此 舉 又 

顧 違 背 外 長 會 蠭 之 决 案 ， 蓋 該 决 i t 案 第 二 

條規定南斯拉夫及義大利製造之貨物g稅输 

入特里15渐特，但須W各该國准自由區之貨 

物g税輸入其國境爲交換條件 

美國代表今日之演說[第三四五次會鑲】 

亦拔引外長會^决 i#案第二條，但未提及產 

自義大利與南斯拉夫之貨物有输入特里35斯 

特自由區之年等權利 

自用展美、英軍事當局之破壊義大利和 

r i 及 - 九 四 七 年 四 月 二 卞 二 日 外 長 會 ^ 之 决 

議案實係15^特里亞％特重演其在德國實纟r之 

政策。美、英違背波茨IB (Potsdam)協定將德 

國分爲兩部，並將德國西部改爲所謂"聯合 

其用4^、之險惡已爲舉世所知。特里55斯 

特之英类當局刻在造成新聯合區，不惜破壤 

特里5&渐特自由區之完整，將此特里亞:^特 

聯合M交與義大利政疳，同時繼績駐軍其內。 

吾人須知美、英軍事當局之分割特里亞 

斯特自由展及與義大利成立財政、綞濟同盟， 

其所用手段不僅爲上述之協定而a ,實則美、 

英- 鑫 局 每 日 之 措 施 無 不 W 此 爲 目 的 例 如 另 

一堪予注意之事實爲笑、英軍事當局宣怖六 

月二日義大利共和国成立紀含日爲特里亞斯 

特美、荬展之正式假日，藉此榭立特里?5斯 

特人民歸向義大利情緒之根墓 

此間有人企圔利用義大利和約附件七第 

十一條爲美、英軍事當局之武斷與非法行; 

之 掩 飾 吾 人 皆 知 該 條 規 定 特 里 亞 斯 特 自 由 

展 之 新 幣 制 成 立 " 前 ， 義 大 利 里 拉 爲 ^ 區 之 

合法通货。惟S條主耍之熙在新幣制之成立 

而不在義大利里拉繼賴爲;^區之合法 ; 1貨。 

里拉#i自由展之邁用不 ;5爲A渡辦法而已。 

如義大利政府與特里亜渐特自由區成立 

通 常 之 協 定 旨 在 實 行 第 十 一 條 關 於 自 由 區 

與義大利財政關係之規定當不致有人反對。 

耩訂是類協定自與叙大利和^〗之明文與意旨 

相符，蓋是類協定不致妨礙更不致違反特里 

îÊ^fï自由區之完整原則及其政冶經濟上之 

獨立。惟^ 、英軍事局揎將第十一條加W曲 

解 i i 順 其 意 ， 並 W ^ , 爲 掩 怖 ， 與 & 大 利 政 

府成立各項財政、關我及其他等協定，實則 

其:ÎÈ輛訂>n之法權或理由美、英軍事當局 

之 所 爲 不 特 損 害 自 由 展 之 完 整 及 獨 立 且 直 

接破壌義大利和ri及外長會Pà關於特里亞斯 

特之决条 

安全理事會上次會鑌時，美國代表企圖 

駁斥南期拉夫政府之指摘，而不提出任何事 

實或理由爲證僅作空泛一般之聲明謂笑、英 

軍事當局之行政係秉承義大利和r j之明文與 

意 旨 並 遵 守 國 際 法 關 於 佔 領 區 軍 事 管 理 方 

式 之 常 規 闢 於 美 、 英 代 表 圑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四 



荅寸論特里亞:^特自由區總督之任命所探之態 

度 ， 本 人 所 舉 之 事 實 各 该 國 政 府 及 法 國 修 

正義大利和 f】之企圔最後，南斯拉夫昭會 

中所述關特里3556^特區美、^軍事當局之 

行 爲 凡 此 種 種 表 亍 另 一 種 不 同 之 說 法 。 自 

此等事實觀之，美、英軍事當局乃至^、英政 

府 不 特 未 能 ^ 守 義 大 利 和 r j 之 明 文 與 者 旨 

且在違反和約並企H暗中破壊龙修正之 

至於荬g代表所稱特里亞斯特美、炙軍 

事當局y该展內之行政係依據適用方A佔領]s 

內軍辠^理之国際法萏規，則此說不鹭默認 

南斯tï夫政府對美《政府之fins & 大 利 和 

約確曾規定特里亞 J 5 î 特 Ê 由區〖 î 執行任 

務 J ^ f i 繼 績 《 軍 局 之 管 理 l ï É f e 和 第 

二十一條第三項之規定，&大利對自由區之 

主權終止後p"Slë>$i轄即須依眧外長會《4所 

草擬並箭安全理事會核准之臨時政府規;辦 

理此項規«0见r緞續生效直至安〃:r?!L事,另 

行决定特里亞特自Fîlia?了、久規$〗發生效力 

之日爲止；^7X久規;fj係由外長會議擬成 

經 安 全 理 辠 會 核 < 佳 列 爲 * 大 利 和 r i 之 附 

件 

義大利和。生效W确'】，美、,軍4^當局 

11" 特 里 亞 特 自 由 區 爲 敏 國 佔 領 區 之 地 位 

加 管 理 淮 自 一 九 四 七 年 九 月 十 五 日 和 約 

生 效 來 笑 、 英 軍 事 當 局 即 無 合 法 權 利 或 理 

由 採 用 任 何 適 用 方 A 敵 國 佔 領 匾 之 管 理 ' 常 

規，，。美、荧軍當局負有義務遵特里55：^特 

自 由 區 臨 時 政 府 規 n 管 理 ^ 展 自 一 九 四 七 

年九月卞五日；^規rj生效jyi來特里15斯特 

自 由 區 已 不 復 爲 敵 國 領 土 而 係 國 特 區 具 

有 公 簠 之 自 由 地 位 而 安 全 理 事 會 負 有 责 任 

保 證 其 領 土 完 整 及 獨 立 美 國 代 表 身 爲 國 際 

法 專 家 t t î 深 知 此 義 而 * c 其 陳 述 中 ^ 承 ^ 

美、英軍事當局依昭適用K敵國佔領IS之常 

規管理其管展。果爾̶̶美國代表旣爲此說， 

吾 人 無 庸 懷 疑 ̶ ̶ 則 此 種 管 理 方 法 顯 破 壤 

義大利和ïKî之條款 

凡 尊 s 義 大 利 和 約 之 義 務 及 其 在 和 上 

簽名之國家自必明認條約不應隨意破壊，如 

特里s斯特美、英軍事當局與美、英、法三國 

政府之所爲美、英、法三國政府更圖修正^ 

約 安 全 理 事 會 • 能 漠 視 美 、 英 軍 事 當 局 

之 行 動 及 三 國 之 政 策 ， 蓋 義 大 利 和 第 二 十 

一 條 將 最 高 而 榮 耀 之 國 苣 任 交 安 全 理 事 

會，即保證特里亞斯特自由展之獨立及完整 

是也， 

就上述之a由觀之，吾人ai須承認南斯 

拉 夫 指 摘 美 、 英 政 府 â 背 義 大 利 和 中 有 關 

特里亞％特之規定及促請理灣t會注盲美、英 

政 府 不 可 容 2 之 行 爲 實 屬 正 而 合 理 

爲 a 速 决 特 里 ^ 特 自 由 展 之 局 勢 起 

見，蘇聯代表阇認爲^全？ 1 + 會 ; 細 研 究 

此問題並採取步驟"便保證;T亥地總督即行 

任命，：m満足南期拉夫之I求 

職是之故，蘇聯代表圑奉其本國政府之 

W令，特促美、 r、法三國政疳及各;^國出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代 表 圑 切 實 屐 一 九 四 六 年 

卞二月卞二 3外長會pà對特里15%特總&之 

任 命 所 爲 之 é i i é 

蘇 聯 代 表 阒 又 贊 成 南 渐 夫 昭 會 之 耍 求 

[見S/927]，即美、英政府〗^"立即終止特里亚 

特美、英區軍事當局之措施"其有違一九 
四 七 年 四 月 二 卞 二 日 外 長 會 議 所 保 證 特 

里5S斯特自由區經濟獨立之决 

茲因時間巳晚，本人擬詢法、比‧ ̂ 代 表 如 

將法文之何‧ ̂ 延 至 下 次 會 ^ 彼 輩 是 否 赞 同 。 

Mr P A R O D I (法蘭西)本人同盲主席之 

伹 W 比 利 時 代 表 不 反 對 爲 限 若 比 利 時 

代 表 同 意 ， 本 人 顆 作 進 一 步 之 提 議 本 人 願 

者 下 次 會 ^ 開 始 時 免 將 此 演 : 司 譯 成 法 文 惟 

須請傳譯員將法文>^文列入會 i i i紀錄，一若 

桊 經 & 會 場 翻 譯 者 然 按 此 方 法 ， 本 人 明 日 

即可有主席演說之譯文。除非比利時代表頹 

意，本人不耍求傳 

Mr N I S O T ( 比 利 時 ） 本 人 同 意 

主 席 據 秘 誊 處 稱 法 文 譯 文 將 伊 給 法 國 

及比利時代表。 

安仝理事會下一次會議將於八月十三日 

星期五上午十一時舉行。議事日程項目仍舊。 

入月十二日星期四下牛二時三十分將舉行非 

公開會讒，^論安全理事會報吿書 

(午後六時三十五分散會。） 

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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