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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種 事 會 

第 七 百 三 十 次 會 議 

—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二午後四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E. R. WALKER(澳大利亞） 

m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比利時、 

中國、古巴、^蘭西、伊朗、秘#、蘇維埃肚會主義 

*和國聯邦、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 

堅合衆國、南斯拉夫。 

臨 時 ^ ^ ( S / A g e n d a / 7 3 0 ) 

― , 通 過 議 程 。 

二.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三日阿富汗、埃及、印度尼 

西亞、伊朗、伊拉克、約但、黎巴嫩、利比亞、巴 

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敍利亞、泰國、葉門十 

三國代表就阿爾日利亞問題致安全理事會主 

席函。 

通 過 議 程 

一. 主 席 ： 事 會 赏 前 第 一 項 事 務 是 通 過 讒 

程。我們在本日上午討論了這項問題，本人的名 

單上再沒有其他發言人。如果沒有其他代表願意 

發言，本人想理事會定願舉行表決。 

二 . .Mr. ABDOH (伊朗）：本人願對法蘭西 

代表在本B上午所發表的陳述，提出幾點意見。 

三，法蘭西代表在陳述中說，佼犯基本人權 

和剝奪民族自決權利兩問題都不在安全理事會任 

務規定之內。本人在上午指出，侵Î&人權的問題 

如達到某種程度，足以損害聯合國會員國間應有 

的融洽關係時，便不是完全關涉本阈的事項，如 

上項問題構成對國燎和平及安全的威脅，自更不 

待言。 

四.安全理事會已往的慣例蹬赏以上這楝意 

見；關於此點*我們可以印度尼西亞問題和智利 

就一九四八年誡於捷克事件的來函爲例。 

. 五 . 法 蘭 西 代 表 堅 稱 ， 在 過 去 一 百 二 十 年 法 

61西一向在阿爾日利亞行使統治權，所以阿爾曰 

利亞問題在本質上係在法蘿西權限以內。但本人 

在第一次陳述時指出，阿爾日利亞的歷史並不自 

爲法蘭西所征服時開始。征菔別國不能取得任何 

權利。企圃使一個民族艇鎮受外國統洽正奥聯合 

國原則相悸。阿爾日利亞是一個古國，其歷史'起 

源於基督降生之前。所以，阿爾日利亞雖爲人所 

征服，其主權仍歸阿爾日利亞人民所有。不錯，法 

蘭西一向在阿爾日利亞行使統治權一本人强讕 

"統洽權''三字——正如它在摩洛哥一般；然而主 

權仍然是屬於阿爾日利亞人民的。摩洛哥和阿爾 

日利^的惰形並無差別；假如確有差別，那癍，也 

不過是程度上的，而不是赏質上的。 

六 . 法蘭西代表指出一，法蘭西所簽訂的一切 

國際條約都將阿爾日利亞作爲法羼領:t在―郏S適 

用，企圆以此項事實支持他的論點。我們É爲這 

項論點是不貼切的。法蘭西以它自己的名義爲摩 

洛哥簽訂了協約，例如關於美國空軍基地的協約。 

但法蘭西的這榑片面行勁絶不影饗摩洛寄人民的 

主權。荷蘭簽訂了適用於印度尼西亞的條約，但 

S榑行劻並未使聯合國一更具體地說安全理事 

會一不得審議印度尼西亞間題。 

七 . 據法蘭西代表的意見，阿爾B利 f f i^題 

決不影锂國際和平及安全。也許本人町以再à本 

人在今晨所發表的陳述，當時本人曾證明現時在 

阿爾日利ft所發生的赏在是戰爭，並曾說明它在 

當事國國內和國際間所引起的一切後果。阿爾日 

利亞的情勢遠較印度支那爲餒重，因爲在印度支 

那參加作戰的祗有正規軍隊，而阿爾日利亞則遂 

漸劻員更多後備民軍，參加不幸在當地發生的軍 

事行動。 

A.阿爾日利©戰爭係屬於聯合國憲章第三 

十五條規定範圍，闢於這一點沒有任何人可有任 

何合理疑問，—尤其因爲那裹的戰爭對於毗鄰地區 

摩洛哥及突尼西亞的影糠及對其他亞非國家的可 

能影響。 



九.我捫必須注意的是：第三十四及三十五 

條 規 定 所 指 的 不 是 現 存 的 威 脅 或 廹 在 眉 睫 的 威 

脅，而是發生足以妨碍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的情 

勢的可能性。這榑可能性已經存在，這是無町否 

憨的。所以有人請安全理事會依照憲章第三十四 

及三十五條的規定加以調査。 

—〇.法蘭西代表說，在正在致力維護自由， 

推行社會改革，提高士人^位的地區，是不會有 

殖民地主義的。 

一一.本人不願g憨法蘭西政府在此方面的 

努 力 ， 但 願 請 M r . Alphand注意法國外交部長 

Mr. Pineau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一日向國會委員會 

報吿時所發表的意見。他提到阿爾日利亞人民遭 

受飢锇和失業的壓廹，極端貧苦困乏；他捫的苦 

痛和移居該殖民地者的豪富相對比，更顦得深刻 

沉痛。 

一二，法蘭西代表提到在阿爾日利亞所發生 

的暴力行爲和殘忍罪行。暴力行爲無論來自何方， 

我捫都不願加以恕宥，而且我W對於在阿爾日利 

35的犠牲一一法蘭西和阿爾日利ffi兩方的犠牲一 

屎表痛惜，雖然如此，我們仍不得不指出，阿爾 

B利亞的戰爭是四十萬大軍和阿爾日利亞的武裝 

法籍居民硬加在謀求自由的阿爾日利亞人民頭上 

的。目前所發生的一切都是這種戰爭和法蘭西政 

府拒絕承IS阿爾日利亞人民的自決權利的後果。 

軍事行勖，大規模的壓廹行動，報復行動，恐怖 

行動，反恐怖行動——難道這些不是暴力行爲和 

；a任行爲的內在因素嗎？ 

—三.本人尙未鹉到出席理事會,的各代表圃 

表示意見。本人不知道在本問題提出'表決時，他 

們將採取何樺立堪；但據我們所猩情報，我們在 

理事會內將屢少數，因爲多數理事顯然都反封將 

阿爾B利亞問題列入議程。但本代表圑不願爲此 

種趨勢而灰心；本代表圑願作最後努力，以說明 

不但爲了協助阿爾日利亞人民實現他們的合法願 

望，抑且爲了保障我們憨爲本組織聲藝所繋的若 

干原則，理事會實確有討論該問題的雷耍。 

—四.我們必須緊記，理事會自成立以來，封 

於議程項目的通過一向採取寬大政策。我們認爲 

這種慣例是它的優點。本人將耍證明，這種慣例 

的確立曾得到今日似乎反對就阿爾日利 f f i周題進 

行辯論的若干代表阒的贊助；這裹所指的特別是 

法蘭西代表團。 

一五.還應該注意的是：被然對某一項目是 

否應列人議程一點發生疑問，理事會一向體恤諝 

求增列項目方面的意見。可是，理事會的若干理 

事似乎認爲對於突尼西亞及摩洛哥問題不宜耱賴 

採用這梯慣例。 

—六*阿爾日利亞問題似乎亦將遭受同等命 

蓮，雖然我們憨爲理事會拒铯討論這項問題的決 

定絕不會影巷阿爾日利亞人民的前途，正如它無 

法阻撓突尼西亞和摩洛哥人民的S3立運動一般。 

雖然如此，理事會的沉默政策，限制討論自由的 

政策是對它自己的信眷的餒重損害。 

一七.本代表圑不得不指f f l，每逢大國和非 

自洽民族的利益發生衝突，理事會就耍拒絕將某 

榑項目列入議程。然而，殖民地主SI是奥聯合國 

憲章的精砷相牴觸的，憲章第七十三條承認非自 

洽領土居民繭利至上的原則，並着重指 f f l須對當 

地居民的願望，加以注意。 

— 八 . 因 此 ， 我 捫 對 若 干 方 面 在 理 事 會 内 所 

作的使阿爾日利亞問題不得列入議程和窒息辯論 

的企圆深表遺慽。因爲辯論可以更淸楚地揭露阿 

爾日利亞情勢的發展趨向，或可因此促成該問題 

的公允解決。這樣的企圆極可能造成一榑印象，那 

就是雖然現時我們生活在以會員國地位平等、和 

人人皆有討論自由這兩項原則爲基磋的聯合國珐 

治和法律體系之下，但至今仍有一部分人擁讒十 

九世紀時所採用的列强利益至上的政策.。 

— 九 . 我 捫 如 果 耍 尊 重 討 論 自 由 的 原 則 ， 阿 

爾日利亞問題必須列入議程，使請求列入該問題 

的國家獲得到塲陳述的機會。鑑於這些國家所持 

有的關於阿爾日利s的侑報，它們定能協助理事 

會工作的進行。 

二 〇 . 將 阿 痏 日 利 亞 問 題 列 入 議 程 可 能 產 生 

圓滿結杲。理事會已往的歷史證明縱然一項問題 

已列入議程後，理事食仍,慎重將事，避免對任何 

—方施用壓力，强廹其接受解決辦法，因此，圓 

滿結杲更羼可期。封於阿爾日利亞問題，理事會 

定能以同等的謹愼能度，採取措施，以終Jfc阿爾B 

利亞的戰爭，鑭和各方的街突意見。所以若干代表 

同人所表示的g盧一一卽如將此問題列入議程, 

結果將不知如何這一點一一是不正営的。 

二 一 . 最 後 ， 本 人 願 意 再 次 指 出 ， 我 w 現 時 

所以極力爭取將阿爾日利亞問題列入議程，並不 

是因爲我們對法蘭西有任何惡戚 a 正巧相反,，我 



«對法蘭西有深厚的友誼，封它的爲全人類爭光 

的民主傳統，極表敬重。 

二 二 . 本人不願反覆申述本人在第一次陳述 

時 所 提 出 的 關 於 理 事 會 有 權 審 議 阿 爾 日 利 亞 問 

題、且應將本項目列入議程、並履行其所負責任的 

各穉論點。現在也許已經太遲，而且很不幸，各 

方的立塲似乎巳經僵化。可是本代表圑願着重指 

出，在已往類似塲合中，當安全理事會的若干理 

事根據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規定，對理事會是否 

有權處理某項問題表示懷疑時，理事會曾決定將 

有闢項目列入議程，俾可對權限問題加a審議,在 

充分明瞭事實真相的情形下採取決定。 

二 三 . 例如，在一九四八年討論智利爲捷克 

事件來函時，理事會就採取了上述途徑。 

二 四 . 當時法蘭西代表Mr. Parodi在一九 

四 八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的 理 事 會 會 遴 中 發 表 陳 述 如 

下： 

"過去不祗一次，當我們處理問題時，我 

們曾討論是否某些問題應該列入議程⋯⋯。 

我在那時所持立塲，我覺得我今日並無理由 

改變，就是假如耍討論一個問題，那必須先 

把那個問題列入議程；倘有人⋯⋯說⋯⋯提 

出的控吿毫無事赏根據，我們仍然應該加以 

研究以確定這稀說法是否屬實；爲做到這一 

點，我fF9卽首須將此問題列入議程[第二六 

八次會議，英文本，第九十八頁]。 

二五，在同次會議，美利堅合衆國代表Mr 

Austin說： 

"因此，爲求確定此案是否屬於憲章第 

二條第七項規定的範圍，安全理事會卽須審 

議智利的控訴案；智利控訴若不列入議程,當 

然無法加以審議"[同上，英文本，第九十九 

頁 ] 。 

二 六 . 比 利 時 代 表 M r Nisot亦在同次會議 

中說： 

"智利代表向理事會提出這個問題，乃 

是在行使憲章所給予他的權利，一旦確認此 

項耍求是聯合國一會員國根據憲章內一條欵 

而提出的，安全HF事會卽不能隨便拒絕將其 

列入議程"[同上，英文本，第一百頁]。 

如果一項講求係由十三個國家提出，而不是僅由 

—國提出的，如果一項請求係以憲章第三十四條 

和三十五條規定爲根據的，Mr. Nisot又將作何 

樺表示？當時他又說： 

"就此案而言，顯然已經符合這些條件。 

再者，列入議程祗是解決接受的問題，這決 

不就表示對此問題實體的決定或甚至對於理 

事會職權的決定"[同上]。 

二 七 . 法 蘭 西 代 表Mr. Parodi在一九四六 

年九月三日理事會會議中討論已經列入議程的鳥 

克蘭控訴希臁案時曾說： 

"本人以爲：若採取拒絕將一問題列入 

議事日程之辦法，殊足引致餒重之不利及危 

險。第一，吾人如遽作決定，在未審査一項 

申訴前，卽謂該項申訴不够餒重，無庸審査； 

此禪決定豈非矛盾。以余觀之，此項論點誠 

屬有翊。此榑情形旣屬矛盾，自難於理論上 

及實際上令人滿意"[第五十九次會議第九十 

一頁]。 

二八. 本人尙可列舉無數實例，以說明安全 

理事會曾一方面決定將有關問題列入議程，同時 

又着重强調此樺行劻對ïf事會的權限問題和對有 

關問題之實體絕無未審先斷的影响。 

二 九 . 不幸，若干代表圑似乎忘記了它們在 

以前各次所採取的公正立塲。一時的便利似乎較 

之我們對這個問題所！ i遵循的其他考盧更爲重 

要。 

三〇.本人認爲本人所說的已足可使各代表 

同人相信ÏP事會應將阿爾日利©問題列入議程。 

據本人的意見，本人向理事會提出的各點是値得 

理事會從寛考盧的。 

三 一 . 所以本人希望，理事會各代表慎重權 

衡本人所提出的論點，在此問題提出表決時，不 

要忘記上述各點。本人深信他們一定會仔細考盧 

理事會的冷漠態度町能在阿爾日利ffi和所有其他 

ffi非國家引起的後果。 

三二. 蔣廷黻先生（中國）：本代表圑願從一 

饲角度，而且祗願從這一個角度參加本次辯論；這 

就是：if事會能不能够協助在阿爾日利亞重新建 

立和平及融洽氣氛？有關方面請求安全理事會根 

據憲章第三十四及三十五條採取行劻。根據以上 

兩條所採取的行動，至少在目前情形下，如望收 

效，安全理事會必須取得法蘭西的自動合作。但 

不論理事會將來所採行動的性質爲，，法蘭西顯 

然不顔奥理事會合作。在另一方面，法蘭西曾透 



過它的負責領釉，宣布將儘速在阿爾日利亞推行 

寬大的改革訐割。 

三 三 . 所以本代表圑不相信在現時將本項目 

列久議程可以獲致任何赏際結果，或可有任何用 

處。關於安全ïf事會權限問題的辯論早已有之。一 

方照例提出第二條第七項；封方則引用第三十四 

條和自決原則：本人認爲這捋論點都是不得耍頜 

的。本人祗駁提醒安全ïf事會：這個機構實質上 

是一個政洽機構。多民族國內的民族運動往往有 

變成國際性質的趨向。事赏上，這棟民族運動已 

往曾引起國際戰爭，從前奥圆曼帝國和奧匈帝國 

內的民族運動就是這棟例瞪。 

三 四 . 夸代表圑根據歷史的敎訓，一向主張 

安全理事會à考盧應否將此榑問題列入議程時應 

採取寬大的態度。伊朗代表在本B上午所發表的 

動人陳述中，曾請安全持事會注意此次阿爾日利 

亞事件所引起的國際影響。現在正是法蘭西避免 

使阿爾日利《5民族；1動蹈入已往若干引起流血的 

民,族運動的覆轍的機會一一因此也就是它的責 

任。 

三 五 . Mr. NUfîEZ PORTUONDO (古巴）： 

古巴代表阒在大會第十屆會時決定了它對這項觫 

手問題的立塲。我們當時投票反封將標題爲"阿 

爾曰利亞問題"的項目列入議程。後來我捫又在 

第一委員會中和其他代表圑一同提議不討論這項 

問題。 

三六. 在法蘭西以發起國的資格參加聯合國 

時，阿爾日利亞爲法國的一部分。它一向是派有 

代表出席法國國會的海外省分，至今仍然如此。在 

那個時候，沒有任何國家反對握有阿爾日利亞爲 

其海外行省的法蘭西入會。 

三 七 . 我們以爲對於這一點，憲章第二條第 

七項是很肯定的。該項規定稱： 

"本憲章不得認爲授權聯合國干涉在本 

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且並不 

耍求會員國將該項事件依本憲章提請解決⋯ 

三八，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是美洲國際組 

織的基石。這是美洲各國政府所接受的原則。如 

果我們堅決主張不許別人對本質上屬於我捫國內 

管轄的問超加以干涉，而又提倡干涉屬於別國國 

內管轄的問題，這是旣矛盾直欠公允的。 

三九 .突尼西亞問題和摩洛哥問題在大會提 

出討論時，古巴採取了建設性的行動。它並未採 

取僵硬不變的態度，但指出祗有經由談判的途徑 

才能獲致預期的結果。當時古巴預言法蘭西定將 

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使懸而未決的問題達成光榮 

fcl解決，並向美洲人民所敬愛的這個偉大國家表 

示敬意。事實上，我們的預言終於實現一一摩洛 

哥和突尼西亞達成了獨立，法蘭西耠全世界一個 

寬大無私的好榜様。我們提到這一點，使各方絕 

不致認爲古巴對民族自決權利的原則漠不關心。 

四〇.我捫以爲，阿爾日利亞問題另営別論。 

它和突尼西亞問題不同，也和靡洛哥問題不同。從 

法律觀點來說，阿爾日利œ顯然是法蘭西的海外 

行省。我們認爲隨意更改憲章的訓誡是很危險的， 

因爲倘若如此，在本組織內，沒有一個會員國會 

覺得安全。 

四一. 不用說，本代表圑極樂意得到法蘭西 

政府典阿爾日利亞人民達成諒解的涫息。在現時 

無須指明的若干地點有些政府正與人民大衆發生 

武裝衝突，我們也同樣歡迎它們能够達成諒解。但 

我們不能漠視憲章的明文規定，否則本組織將受 

到拔重的損害，而有關人民也得不到任何好處。 

四二. 因,爲上述珲由，古巴代表圑無法贊成 

將本項目列入議程。 

四三. Mr. BELAUNDE (秘魯）：本人憨爲 

在這次動人心腑的辯論中，引用一九五六年五月 

十九日Mr. Mollet和Mr Bulganm在莫斯科簽訂 

的聯合聲明所教的意義重大的文句是很確赏的。 

各方在本次辯論中曾對上項聲明提出了互相牴觸 

的解釋。本人認爲我們應參考該項聲明的原文，以 

說明這一點。本人願自法文本中宣讃以下一段： 

"法蘭西代表就他們在阿爾日利亚所面 

臨的問題及法國政府處理上項問題的政策奥 

蘇聯代表交換意見。蘇聯代表表示希望法國 

政府能本着寬大精神，迎合當代翊流，顧全人 

民利益，爲如此重耍的問題求得適當解決。" 

四 四 . 本人在大會及安全理事會中有時曾反 

封蘇聯的觀點。但本人今日願欣然聲明本人完全 

贊同上項宣言。本人僅願用兩個足以反映本人對 

偉大的法蘭西民族所持的態度的字眼來代替"希 

望"二字一這就是"深信"兩字。這兩個字曾用在 

大會就康洛哥問題和突尼西亜問題所通過的決議 



案中，所以尤其貼切。這不是不着邊際的字眼，因 

爲事赏證明大會對法蘭西的改革工作的信任是正 

確的。 

四五.中國代表曾正確地稱安全理事會爲政 

洽機構，在這項問題向理事會提出以後，本人作 

爲秘将的代表，便不得不從政治的觀點來處珲這 

項問題。 

四六，本人顦指出，在討論問題，提出建議 

及審査ft勢一以上是憲章對大會及斑事會兩者 

所 用 的 術 語 一 等 方 面 ， 大 會 的 工 作 和 理 事 會 的 

工作大不相同。一般地說，大會的工作範圍極廣， 

祗受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限制。理事會的工作大 

體上注重實效，主耍須視其維持和平之目的所雷 

要者而定。所以理事會的管轄範圉是不能單獨根 

擄法律上的權限槪念來說明的。 

四七.在此方面本人不鳳以冗長的法律論述 

煩搔理事會各代表——對於這項問題，町加申述 

者殊多。本人最關切的是憲章;@烀事會行劻所規 

定的政策一注重貨效的明確政策，卽謀求合作， 

以期獲致解決，換句â=S說，就是爭取和平。 

四八，現在如果在現時與西方國家分担維持 

世界和平的責任的這一個大國鄭重地斷然表示它 

深信法蘭西定將秉持法國政府一向遵循的精神， 

本着寛大的態度，迎合時代的翊流並顧全人民的 

利益，資行改革，無疑的，這項顯然反映出全人 

類的願望的聲明定町造成一種精神氣氛，珲事會 

的討論勢將損害甚或摧毁這榑精神氣氛。 

四九.本人顧念及此，並深信法蘭西定將推 

行法國政府在與Mr. Bulganin會淡時鄭重承諾 

的各項改革——法國政府在全人類之前向全人類 

承諾的改革——同時本謹封諳求理事會採取行動 

的各國的深摯同情，駁根據此îf行動在現時殊不 

適宜且無助於本耝織的赏際目標的觀點，决定如 

何投惠。 

五 〇 . S i r Pierson DIXON (聯合王國）：法 

蘭西代表業巳在其最淸晰且極得體的演說中說明 

法國政府何以認爲安全理事會不應接納十三個會 

員國所提出的主張理事會審議阿爾日利亞問題的 

箭求。本人也駁對伊朗代表在提出反封言論時所 

持的一絲不苟的負&態度，表示欽佩。雖然他將 

*可以知道，就實體問題来說，本人封他不表同 

意，但本人*他完成其使命的敬重絕不因此而稍 

城。 

五 一 . 本人不得不表示，本代表圑完全憨爲 

安全理事會不應審議此項問題。顯钛的，一個代 

表圑如某反封審議某項問題，它自然也反對將該 

項目列入議程的先決、問題。 

五 二 . 法蘭西代表曾餒指出，依照憲章的規 

定，安全理事會無權審議此項問項，因爲審議此 

項問題等於干涉法蘭西內政。這一點當然是無可 

爭辯的。在憲制上，阿爾日利亞是法蘭西的完整 

部分；赏際上，它構成法齒西母國的一部分è有 

一百餘年之久。所以，由理事會封阿爾日利亞情 

勢進行討論勢必等於干涉在本質上屬於會員國國 

內管轄的事件。所以這項問題顯然是在安全理事 

會的權限以外的。 

五 三 . 構成憲章基礎的一項主要原則是聯合 

國決不干涉各會員阈的內政。聯合國的所以能成 

立大有賴於發起國的合作。本人認爲在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追溯已往，假如憲章桟橥上項基本原則 

的事赏未爲若干發起國所知，它們對於支助此項 

偉大事業一定表示^躇，不會像當時的熟烈。 

五 四 . 憲章是聯合國的最高法律，此項法律 

必須爲人所尊重。任何擴大聯合國管轄範園的企 

圆勢將引起削弱整倔聯合國組織的危險。本人也 

許町以援引本人在一九五五年九月三十日大會就 

阿爾日利亞崗題進行辯論時所發表的陳述： 

"如果不予尊重的話"，——就是說，如 

果規則不耸人所尊重——"聯合國就會璲成 

—榑非特不能解決問題的租織，反而變成一 

樺利用問題惹是招非，甚至無中生有，造成 

問題的耝織。" 

五五，說到這裏，本人認爲現在—町以提出本 

次辯論所引起的一般意見。聯合國如望實現憲章 

所桟橥的和'平目標，則絕不應容許任何人利用它 

作爲鼓勵叛齔和在會員阈行使主權的頜土內使用 

暴力的工具。如此利用聯合國顯然無利於任何會 

員國。依法組成的政府往往會受到一部分居民公 

開的激烈的反抗，本組織許多會員國都有過這樺 

錚驗，決不僅限於所謂殖民國家。 

五六.不幸，在世界各地，無論在古國新國 

都有再次發生此種情形的町能。 !但如望避免混SL 

和人類苦痛，那亵，聯合國的責任在確保法律及 

秩序的維持。我捫如果違背規定，容許安^理事 

會審議此一項目，本人認爲那便等於採取嚴重削 



弱聯合國墓礎的步驟。單镯此項考慮已足使本代 

表圑反對由安全理事會審議本項目。 

五 七 . 雖 然 這 些 法 律 論 據 是 絕 無 爭 辯 餘 地 

的，但本國政府並不是僅因這些理由反封審議本 

項目。我們同時也認爲珲事會不便審議這項問題。 

理事會的辯論，縱然在各方極力自制的情形下進 

行，對於促成和平解決，亦無所幫助，反而會進一 

*煽動奮激的情緒，使目前的緊張情勢不特不能 

有所棱和，且將因此更趨惡化，因而導致繼績發生 

暴行的危險。本人相信在座各位代表無不懇摯希 

望有關阿爾日利亞問題的緊張情勢漸趨和餒，該 

頗土的和平狀31可以恢復。但錚驗證明，在聯合 

國內辯論此稀問題所產生的結果可能與本人相信 

請求召開本次會議的十三個會員國所K正期望的 

完全相反。 

五八. 本國政府認爲阿爾日利亞的前途是祗 

有法蘭西政府與阿爾日利亞人民代表協商才能解 

決的問題。在這方面，我捫對法蘭西的英勇賢明 

表示絕對信任。 

五 九 . Mr. NISOT(比利時）：十三個國家拨 

引憲章第三十五條，請求安全理事會審議阿爾曰 

利亞問題。 

六 〇 . 比 利 時 的 立 塲 曾 由 比 國 外 交 部 長 在 一 

九五五年九月三十日向大會明白申述[第五三〇 

次全體會議]。Mr. Spaak在封憲章第二條第七項 

詳加剖析之後，斷定聯合國是無權處理這項問題 

的。 

六 一 . 不但如此，憲章對於這一點是很明確 

的。它規定"本憲章不得認爲授權聯合國干涉在 

本質上屬於任何阈家國內管轄之事件⋯⋯"這是 

—項普遍的限制。它適用於憲章內的一切規定，有 

關人權、及民族自決權利的規定旣未註明例外，自 

然亦包括在内。第二條第七項祗容許有一榑例外， 

那是有明文規定的，而且顯然f適用於本項問題。 

上項限制適用於整個組織，故'適用於本組織的一 

切機構一一所以對安全理事會和大會昝町適用。 

六 二 . 這項規定不是因爲一時疎忽，所以在 

—九五四年由金III會議通過的，而是在經過周詳 

的辯論，在全部後果都經過透澈的撿討之後，才 

慎重通過的。各國一方面同意接受憲章制度的限 

制，一方面也嵐意保留一個不受任何干預或妨害 

的顦域。它們雖然在憲章之下担承了若干典本質 

上履於國內管轄事項有關的義務，但同時也竭力 

確保在這些事項方面各方不能利用憲章來典它捫 

作對。它捫認爲至少在上述領域之內應該使聯合 

國各機構不能採取任何行動。 

六 三 . 換句話說，憲章並未廢除國家的獨立。 

恰巧相反，它確認了尊重各國獨立的義^。事實 

上是非如此不可的。容許聯合國違背一個國家的 

意願解決一項本質上屬於後者國內管轄範圍的問 

題，實際等於終止那個國家的獨立，使它不能成 

爲一個國家。 

六 四 . 聯合國絕不應變成干涉他人事務的工 

具。有沒有任何阈家在自己面臨現在請求列入議 

程的這類情勢時，願意授權它的代表在這裏表示 

同意安全理事會的干預？ 

六 五 . 在這榑情形下，比利時代表圑不得不 

投稟反對列入這項問題。比利時代表圑依據它的 

法律立塲，將避免就某方今日要向理事會申述的 

事K發表任何意見。在這次無關赏體問題的討論 

中，牽涉上述事赏的發言已經太多了。 

六六. 本人現在願對伊朗代表所提及在一九 

四八年所發生的若干情勢寥作數語。 

六 七 . Mr. Abdoh提到爲使權限問題能够提 

出討論故將有關項目列入議程的慣例。不錯，權 

限問題如未經討输，上述慣例町使它獲有澄釋的 

機會。對阿爾日利亞問題來說，聯合國的權限問 

題在去年業經周詳討論。比利時代表團認爲，我 

們如在此採取行動，一似本項問題如同智利在一 

九四八年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問題一般，從未鋰 

過聯合國的討論，是不正當的。我再說一遍，權 

限問題已經過詳盡審議，它在本日上午又經過討 

a f r o 

六八. 所以比利時代表圑認爲沒有理由對這 

項問題重新進行辯論。假如將本項目列入議程，勢 

將發生此榑情形。因此據比利時代表圑的意屏，目 

前 的 情 勢 和 伊 朗 代 表 所 提 及 的 事 會 從 前 所 面 臨 

的那個情勢絕無相似之處。 

六九. Mr. BRILEJ(南斯拉夫）：無疑的，阿 

爾曰利亞情勢是一項極端複雜的問題，而且它是 

不 能 脫 離 世 界 事 態 演 铤 的 一 般 趨 向 而 單 獨 討 論 

的 。 沒 有 人 否 認 的 事 證 明 大 規 模 的 戰 爭 正 在 進 

行中。參加作戰者一方面是無數精恽部隊，另一 

方面是正在爭取較其至今所享有者更爲廣泛和永 

久的權利的大多數阿爾日利亞居民。當事兩方最 



低限度在近日都未否認阿爾日利亞人民的耍求是 

正當的。 

七〇.阿爾日利亞問題成爲國際日益關注的 

事項，是很自然的。所以各方普遍承認努力解決 

這項公認的複雜問題實有廹切需耍，而且所求的 

解決應該充分注意到當事兩方的合法權益。 

七一.達成這稀解決的途徑甚多。有些途徑 

已爲人摘要陳述，另有些途徑已爲人所指出。但 

是本人認爲這些途徑都未錚過詳細的探討。當事 

雙方必須不遺餘力地謀求解決。我們有理由希望 

雙方實際是願意爲此而努力的。 

七二，在現時由安全if事會進行討論——本 

人再次强調"在現時"三個字———町能引起激烈的 

爭辯和態度的强硬化，此一舉動是否異正有助於 

阿爾日利亞問題的早日BI滿解決，退一步說亦似 

乎大有疑問。它甚且町能產生相反的結果，因而 

妨碍各方在現時所作或正考慮進行的謀求解決的 

努力。 

七 三 . 因爲上述理由，本代表團無法投禀贊 

成通過臨時議程。 

七 四 . Mr. SOBOLEV(蘇維埃肚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安全理事會當前有聯合國十三個會員 

國所提出的請求審議阿爾曰利亞情勢的文件一件 

fS/3609]。 

七 五 . 理事會現在只是在討論應否將本項目 

列入議程的問題。因此本人亦將避免提及十三國 

來函所提出的赏體問題。 

七 六 . 顯然的，安全理事會不能不HP聯合國 

會員國的請求，尤其是因爲這些阈家堅稱該區已 

有威脅和平及安全的情勢存在。爲斷定威脅和平 

的情勢是否確赏存在起見，安全H 1事會必須If取 

當事雙方的意見，並必須對這項問題加以討論。 

七 七 . 在本B上午會議開始時，蘇聯代表陶 

會請求延期舉行理事食會議，其理由是霱要有更 

多時間來考盧目前情勢和取得補充情報。上項提 

案未獲通過。 

七 八 . 據蘇聯代表圑的意見，伊朗代表封蘇 

聯提案表示同意，實卽等於向安全ïf事會提出請 

求的國家在設法謀求解決阿爾日利亞問題的可能 

辦法方面表現出最强烈的合作精神。有鑑於此，^ 

們極難了解法蘭西代表何以堅決反對蘇聯代表圑 

所提出的步驟。鑑於蘇聯提案的唯一目的不過在 

使安全îf事會各if事港有典其他代表團̶̶包括 

法蘭西代表圑在內——磋商的時間和機會，我們 

認爲法蘭西代表的立塲尤難理解。 

七九.我捫希望安全Ï5>事會將本項問題列入 

議程，對十三國所提出的請求加以客觀的審査，並 

本着有關方面在請求聯合國採取行動時所持的精 

砷，謀求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八〇.因此，蘇聯代表圑願投菓贊成將聯合 

國 f三個會員阈所提出的請求列入安全理事會議 

程。 

八 一 . Mr LODGE (美利堅合衆國）：無疑 

的，阿爾日利亞問題是很複雜的，最樂觀地說，它 

的解決大槪也是不容易獲致的。但是我們旣然是 

一個具有堅强博愛觀念的組織的會員，必須深切 

照顧到阿爾日利亞的每一個人，縱然在這些個人 

中有一部分是互相傾軌的。本人所以耍提出這一 

點，因爲舉凡奥人道有關的問題都是我們不能漠 

然無動於中的事項。 

八 二 . 我們大家都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耱有 

—天能够镀致寬大公正的解決，使阿爾日利亞的 

所有人民能够在融洽和平的情形下共同生活和工 

作。本人深信沒有人願意採取任何足使我捫大家 

所希望的目標不能 i l成的行動和態度。 

八 三 . 阿爾日利亞顯然正在蛻變階段中。在 

這個時期，各方對於何爲阿爾B利亞問題的圓滿 

解決一點自不免有梯賴不同的意見。但美國所關 

切 的 是 儘 速 爲 阿 爾 日 利 亞 獲 致 典 正 的 建 設 性 解 

決。 

八 四 . 美 國 , 愼 重 考 盧 一 切 有 關 因 素 ， ^ 們 

斷定在現時由安全^事會審議這項情勢不锥促成 

解決的獲致。這就是本入所以耍8;票反封將本項 

目 列 入 議 程 的 由 。 

八 五 . 主席：名單上已再無其他發言人。所 

以本人提璣將通過臨時議程一項提出表決。 

舉手表決，結果如次： 

贊成者：伊朗、蘇維埃肚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反對者：澳大利亞、比利時、古巴、法蘭西、秘 

魯、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 

國。 

棄權者：中國、南斯拉夫。 

臨時議程以七蔑對二惠否決，棄權者二。 



八六. Mr. ABDOH (伊朗）：伊朗代表圃對 

理事會方才所作的拒絕將阿爾日利亞問題列入議 

程的決定深表遺慽。 

八 七 . 可是，我們必須指出，理事會一部分 

理事雖然拒絕贊助我們的立塲，但是它"並不是 

以憲章第二條第七項所規定的權限問題，而是以 

政洽上的權宜，作爲決定其態度的根據。例如，中 

國代表承認有閽解放非自治頜土人民的問題通常 

都含有阈際'11質，並列舉歷史事赏作箕佐證。南 

斯拉夫代表亦承認阿爾日利亞情勢是國際所關切 

的事項，並說他在現時無法贊助我們所採取的立 

場。 

八 八 . 本代表11不但深信理事會有權IS理阿 

爾日利亞問題，抑且深信理事會負有處理這個問 

題的責任，故聯同其他十二個國家，向安全理事 

會提出這項問題。我們在採取上項行動時，肯定 

認爲由理事會討論這項問題將可促使各方封在阿 

爾日利亞所發生的铵重事件有進一步的認識，且 

將有助於該問題的和平解決。更有一點，我捫的 

行動是以憲章第一條第四項爲根據的；該條規定 

聯合國會員國有利用聯合國爲協調各國行動的中 

心的蕤務。因爲各方對於阿爾日利亞問題的意見 

殊不一致：理事會的討論肯定證明聯合國許多會 

員國極不贊同法蘭西政府處理這項問題的方法。 

八九. 所以，由我捫在理事會內討論這項問 

題以說明個別的意見是很正當的。我們認爲這是 

確保各方合作和協調的最佳方法，故本着這梯精 

祌，向理事會提出阿爾日利亚問題。遇害犧牲的 

阿爾日利亞人民及法蘭西人民數以千計，我捫艳 

不能漠然無動於中。我們旣爲聯合國的會員國，責 

任心和道義感驟使我捫向理事會提出這項問題， 

並投禀贊成將之列入議程。 

九〇.如果我們的觀點爲理事會多數理事所 

贊同，我們將—町舉行建設性的討論，或者因此可 

終Jfc流血事件，促成阿爾日利亞問題的解決。或 

者亦可幫助法蘭西避免艇續進行在物質和精神兩 

方面昝有踅大損失的戰爭，和幫助阿爾日利ffi人 

民避免他們在爭取自由的過程中所經歷的苛刻災 
錄 
雜 。 

九一.在討論的最後階段，本人願指出使用 

武力不是解決阿爾日利亞問題的方法。無諭法蘭 

西在阿爾日利亞的軍隊如何强大，無It武器的破 

壞性能如何劇烈，歴史證明解放蓮動一旦達到:f 

某棟勢力，決不是殖民戰爭所能窒息的。 

九二.我們確實知道阿爾日利亞人民定將艇 

鎮從事自由蓮動。法蘭西如能滿足営地人民的合 

法願望，向他們證明法銪西社圑和阿爾日利亜人 

民仍然可以和睦相處，眞誠合作，那麼，耍重新 

取 得 ^ 爾 日 利 亞 入 民 的 信 任 現 在 也 許 仍 未 太 遲 。 

如此，也祗有如此，法蘭西奥阿爾日利亚間的關 

係才能踏入一個新階段，卽一個以互相尊重，互 

相信任和彼此合作爲基礎的新階段。 

兀三 .我們深信法蘭西受到這些民主原則的 

激勵，將能克服現有的困難，不顧堅決反對在阿 

爾日利亞的一切進步措施的死硬反封派的一再阻 

撓，終能依照聯合國憲章及世界人權宣言的原則， 

圓滿地解決阿爾日利亞問題。 

九 四 . 由於法蘭西在已往對印度支那，突尼 

两亞及靡洛哥所表明的諒解態度，我們相信它定 

能當機立斷，迎合現代翔流，秉持法蘭西在過去 

—百年所力爭的原則，在公允平等的基礎上促成 

阿爾日利亞問題的解決。這樣的決定，不但不會 

被人視爲讓步，抑且將可提高法蘭西在全世界的 

聲春。 

九五. 在結束投蔞說明以前，本人願徵引一 

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每B快報(l 'Express)"共 

和 陣 線 " 櫊 所 簦 載 的 M r . Guy Mollet的諭文： 

"瞵洲在亞、非兩洲所佔的殖民地現IE 

正要求（並逑漸獲致）獨立，自洽，甚至全部 

" 殖 民 地 人 民 曾 由 歐 洲 人 敎 以 自 由 知 識 

和人權的享有，他們現在正要求歐洲人實踐 

所敎的一切。我們是S能滿足他們的普遍耍 

求？ 

" 我 們 能 否 使 這 些 入 民 變 成 我 捫 的 同 伴 

和友人？法國人民將在，月二日提出答SU 

究竟將來是和平琼解，抑或是毫無出路的無 

益戰爭，他們將肯定表明他們的抉擇。" 

九六. Mr. ALPHAND(法蘭西）：我的朋友 

Mr. Abdoh的陳述顯然超越了主席所規定的議事 

程序上的界限。因爲本人願遵守主席的建議，所 

以不能封他所提及的赏體問題詳加答覆。但閼於 

他最後的演說，本人不能不對他表示感謝，因爲 

代表致函理事會的會員國發言的伊朗代表圑徵引 



我國各首領的言論，並封法蘭西表示信任。本人 

願意知道Mr. Abdoh是否等於承認本人始終維 

讒的原SO,卽現時在阿爾日利亞所發生的問題應 

由法蘭西解決，而且祗應由法蘭西單獨解決。 

九七,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理事說明其投惠 

理由，本人願在本次會議結束之前發表筋短聲明。 

九八. 理事會決定不將十三國政府所提出的 

關於阿爾日利亞的項目列入議程。雖然本次辯論 

關涉一項充滿情成的問題，但辯論經過大部分都 

是極有節制的。從我捫本日所聽到的各方陳述，顯 

然可見—理事會的决定並不表示理事會對於目前阿 

爾日利 f f i情勢所引起的人類苦痛滇不關心，亦不 

表示邇事會毫不體諒向它提出本項問題的國家的 

意見。 

九九.理事會的決定是以它對瘃章所規定的 

理事會在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方面的明確資任所 

作的評價爲基礎的。好幾位代表都十分懐疑現在 

是否宜將本項問題列入議程，作爲協助解決阿爾 

B利S情勢的一個方法，同時鑒於憲章第二條第 

七項的規定，安全理事會在法律上是否有權審議 

本項問II 。 

—〇〇.本人深信各代考個入和我捫所代表 

的阈家對於近日在阿爾日利亞所發生的事件都無 

不表示極度關切，大家都希望和相信法蘭西政府 

將依照它所表示的決心，儘速使這些钹重問題達 

成公正的和平解決。 

(午後六時二十五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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