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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種 事 會 

第七百四十二次會議 

̶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星期六午後五時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C. PINEAU (法蘭西） 

ffl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比利時、 

中國、古巴、法蘭西、伊朗、秘^ 、蘇維埃肚會主義 

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顚&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 

堅合*國、南斯拉夫。 

臨 時 , ( 5 / ^ « ^ / 7 4 2 ) 

一《通過議程 

二，埃及政府抹取片面行劻糜止一八八八年蘇秣 

士運河公約所確憨並完成之蘇彝士運河國際 

合眘制度所引起之倌勢 

三.若干國家尤其是法阈及聯合王國對埃及株取 

行劻構成危害阈際和平奥安全，並餒重違反 

聯合國憲章之行爲案 

通過議程 

I I程通通 

埃及政府採取片面行動廢止一八八八年 

蘇彝士運河公約所確認並完成之蘇 

彝士運河國際合營制度所弓I起之情 

^(S/3654) 

― . 主 席 ： 本 次 會 議 遅 至 此 刻 方 饞 開 會 ， 其 

唯一原因是由於我捫所耍討論的各項案文有待播 

譯及分發，關於這事，主席耍向安全珲事會表示 

欲意。 

二 . 美國代表曾艰求准他在我m討論議程項 

目的實趙以前向理事會作一陳述。我爲此諝他發 

言。 

三 . Mr. DULLES(美利堅合衆國）：在安全 

理事會先前一次會議中，我,提議邀請諝求准其 

陳述意見的以色列代表及阿拉伯各阈代表在珲事 

會次日的會議中提出意見。理事會內多數代表却 

認爲未便照此辦理。但似乎並無任何人表示在原 

則上否認各該國政府陳述意見的權利；問題祗是 

在覓取一個適當的時會而已。 

四. 我認爲我們不能忽視下列事實，卽本理 

事會業已斷定埃及封於以色列的船舶及貨物未能 

遵照規定蘇彝士運河地位的一八八八年君士坦丁 

堡公約 1辦理。同時阿拉伯各阈封於此項問題也顯 

然利害相關。 

五 . 如果認爲在議事的現階段聽取以色列及 

阿拉伯各國代表的意見不便赏行一"^看來好像是' 

這樣——那末我提議把這事留待日後再加審議， 

而在此刻改請請求陳述意見的以色列代表及阿拉 

伯各阈代表以害面方式向安全理事會陳述各該國 

政府的意見，而由主席分送各代表。 

六 . 主席：理事會對於美國代表方饞所提出 

的提議如無異議，我便認爲該提議巳獲通過。 

提議通過。 

徇主席之請，埃及代表Mr Fawzi就安全理 

事會議席。 

七 . Mr. LLOYD (聯合王國）：在一九五六 

年十月五日[第七三五次會議]我所作的第一次陳 

述中，我曾說明聯合王國政府會同法蘭西政府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蘇 彝 士 運 河 問 題 的 由 。 我 曾 表 

示相信我們是請求聯会國維護公道和國際義務的 

尊重，挽救一棟危害很多國家餒濟政治命36的佾 

勢，從而助成一棟危險情勢的和平解決。 

八 . 在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四日我在本國所發 

表的一篇演說中，我曾說過，關於這項問題，m 

1 —八八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君士坦丁堡 

所簽訂關於保障蘇獰士運河自由航行之公約。 



合王國攻府將依據憲章的精砷採取行锄；我相信 

我 in爲睡付這項問題而株取的歩糠，符合憲章的 

九.我已在十月五B說過，我認爲第一個先 

决條件是在建立一悃公平合理的锬判基礎，我曾 

蹐理事會建立這個基礎。蓮河的使用阈家一百 

分之九十以上的使用國家，也就是估運河蓮轍百 

分 之 九 十 以 上 的 國 家 一 業 已 表 示 它 爲 通 稱 

十八國提案者便是正當的基礎，我們相信在這 

佃基礎上進行籤钊町以獲致圜滿結果。 

—〇.十八國在它《的提案中舉W了它們認 

A解決蘇彝士運河問題所必須符合的若干必要條 

件，接着並提ffl了一稗箕施辦法。當孥及政府接 

到這些提案時,它似乎不僅拒艳接受赏施辦法 i甚 

且反對以那些原則的本身作爲统钊的基礎。 

- .那些原則便是：以永遠保證所有國家 

自由使用蘇^士P河爲宗旨的制度應適赏顧及埃 

及的主權；確保運河的輕餐、維持及發展整妥有 

效，使其成爲一自由、公開及安全的國際航道；確 

保運坷的經營奥任何國家的政治不生關係；確保 

使用蘇珠士運坷者脍予埃及a公平合理的報惯， 

並預留適當狳地，於運河運轍量擴大時增加該項 

報惯；最後並應確保運河通行稅應在不違反上述 

各項必耍條件的範圑內，儘量從廉徵收。 

一 二 . 在 說 明 此 項 問 題 並 稍 事 交 換 意 見 後 ， 

我骨提議舉行非公開討論，以便在比較不正式的 

氣氛中研討以後所應採取的步驟，當綞獲得理事 

食f@同意。 

— 三 . 在 通 去 一 星 期 來 ， 曾 一 再 舉 行 討 論 及 

磋商。其中一部分是在本理事會内舉行的，我們 

戚謝我m的同僚所提出的有傻値的意見和建議。 

另一部分則是理事會主席a法蘭西外交部長的資 

格 奥 埃 及 外 交 部 長 及 本 人 當 着 聯 合 國 秘 眘 長 的 

面，事實上而且就是在他的辦公室内所舉行的會 

昧，惮的铮力昀和富有手腕的參加對我n大家都 

有英大的匡助。 

̶ 四 . 這 些 討 論 • 試 探 性 質 。 如 果 & 爲 這 

骛討論镇是真正的珙判，那就鐯誤了，但我相信 

蓴党$钊墓礎的程序却已開始。 

—3t .我們不當自以爲已g大有進展。困難 

的問邇仍然植亙着在前面，廹切地等待着我們去 

解 决 。 可 是 ， œ 然 這 些 試 探 ^ 會 s i s 沒 有 奠 立 

諛判的基礎，它m却並非全然是涫極的，我相侰 

我n目前已就解決蘇彝士蓮坷問題的任何辦法所 

必須顧&的必耍條件達成協議。因此町以說我們 

巳鋰割定了一個输廓，在這個输廓內也許可以建 

立起鈸剁的墓礎。 

—六‧那些必耍條件一在方纔所分送的決 

議草案[S/3671]内便截有那些必要條件一如 

下："（a)運河應予開放，聽任各國自由航行，不 

得直接間接施行歧視一這一點並指政治及技術 

方面；（b)埃及的主權應予尊重；（c)運河的經眘 

應奥任何國家的政治斷絕鬮係；（d)徵牧通行稅及 

费用辦法應由埃及典使用國家以協議定之；（e)所 

收稅费中應以相當比額充發展之用；（f)發生爭糨 

時，蘇^士運河公司典埃及政府間所不能解決的 

事件應提 i f公断機關解決，該公斷機關應具有適 

當之職權範圍，並對應付未付欵項的繳付妥爲規 

定"。 

—七.我相信我m之間——我想在我w全s 

之間一已封這些必耍條件達成協議，理事會並 

將管悉它們奥十八國提案內所訂定者顯相彷狒。 

我認爲這項協定是表示埃及政府已向前邁進了一 

大步。 

一 八 . 我特別耍婧理事會注意第三項要件， 

郎規定運河的餒營應典任何國家的政治絕綠。美 

國代表把這項耍件稱之爲問題的精雠所在一我 

想這是他赏際所用的字眼一，這是很正確的。我 

捫注意到埃及攻府已經接受了這項基本耍件，BS 

戚滿意。 

一 九 . 埃及政府並準備接受徴收運河通行稅 

& 费 用 辦 法 應 由 塽 及 奥 使 用 圃 家 以 協 議 訂 定 一 

點，也是令人滿意的事。 

二 〇 . 所 以 我 想 這 幾 項 關 於 必 耍 條 件 的 原 則 

確是構成了一锢输廓，這一點我已輕說通了。然 

而不問那些原則或必耍條件是何等正確和何等具 

有價値，徒有原則或必耍條件是無濟於事的，除 

非能具體訂定赏施那些原則或必耍條件的方法。 

二一，在目前，十八國所提議的實施方法是 

瑭 切 r r 定 並 向 我 們 正 式 提 f f l 的 唯 一 制 度 。 大 

利亜璩珲主頓的五人委員會把那些提案每送埃及 

政府時，他 in曾明白表示那些提案仍有斟酌的铨 

地，那些方粱的提出並不是一稀最後通嗶，fsm 

把它<n作爲討*的基礎。 



二二 ‧我已說明我們準備從速審議就旨在赏 

施我«現已同意的各項必,耍條件的制度所提出的 

任何其他具體提案。我ff9'從埃及方面探悉他«也 

許在計割提出這類提議，但是我ff!至今尙未接到 

任何閼於實施方法的充分明確的提議，可以用东 

作«鈸钊的基璲。我認爲目前埃及政府如杲仍然 

反對我們所提ffl的制度，它便應明白表示它有何 

種與十八國提案所規定的方法同樣切實有效的方 

法來滿足那些基本耍件一那些此刻已爲我們大 

象所靱爲正赏的基本耍件。 

二三*我想我們的討論所獲得的另一秭積極 

成就便是使大家普逼接受下列原朗，卽蘇舞士;！ 

坷的使用國家有權聯合一致，以維護和保障一八 

八八年公約所授予使用國家的權利。蘇舞士運坷 

使用阈家協會是以保護所有使用協會會員阈船舶 

的«家的權利爲宗旨。我在十月五日的陳述中，骨 

表示希g挨及政府在對這項問題惯加考盧和了解 

協會的性質後，便會不再拒铯合作，我希望這一 

點現在Ë是大家所公憨的主張。 

二四‧根摟這些發展，主席以法蘭西外交部 

長的資格和本人食同決定錄過去幾天來在本理事 

食主持下所獲得的進展，耙錄在我W所摟有的决 

議草案内，並請求理事會耠予正式的越町。 

二五.決璣草16第一部分繭理事會»可任何 

解決蘇舞士運河問題的辦法所必須覷及的六項墓 

本 耍 件 。 接 着 諝 理 事 會 宣 示 十 八 國 提 案 符 合 那 

些耍件，適於促成和平及合於公道的解決辦法。該 

抉鏟草案進而表示察悉埃及政府至今尙未摄就確 

切撵案，蹐該阈珐府從速就建立一$8箱合六項基 

本 耍 件 予 使 用 國 家 & 與 十 八 國 提 案 所 尋 求 的 保 

厣同樣有效的保厣的制度，提出提案。同時並HI 

埃及、法蘭西及聯合王國三阈政府g@突換意見。 

二六，我想我無須對決議草案的這幾段詳加 

饞明。但我顦對末尾一段稍加論列，因爲我W十分 

重澳道一段。我相信在這一方面我<H是得â於比 

利時外交部長所表示的意見【第七三七次食議]。 

我希 g 我們大家都同意所謂保全辦法一用瘇章 

»用語來說也就是臨時辦法一一是確保&後覓取 

解決的銥钊一該項漦钊事實上可能需耍相営時 

厢饞能完成一一不致同時遭受可能發生的任何事 

ffî或事變的影«。因此我想我ff!^須對運河的g 

整上所g生的實摩問超訂定一》晳行IS理辦法。 

我攀我們一方面雖廬避免通分注重形式，同時在 

根摟迓六項耍件訂耪明確决定蘇赛士蓮坷制度的 

協定以前却必須制定一梯暫行辦法。這就是我m 

決議草案最後一&的用意所在。 

二 七 . 我 相 信 理 ； 會 如 果 通 通 道 項 * 議 草 

案，便將促使蘇錄士運河閟趣在遒循公道及法理 

謀取和平及合理解決的途徑上又向前推進一步。 

我在十月五B的陳述中業已說過，我w將這穉精 

勢提交理事會的目的正是在打開一條爲現有危險 

佾勢覓取和平及合理解決的道路。這是法蘭西及 

聯合王國在十月五B提ffl這項決議草案[S/3666] 

的 目 的 所 在 ， 至 今 不 , 。 

二 八 . 由於我方才所講到的新發展，聯合王 

國&法蘭西兩國政府此刻無意講求安全理事會審 

議這項早先提出的決議草案。我耍交代淸楚,我說 

這句話並非表示我捫此刻封於該草粱有所懷疑， 

或是我捫認爲該草案已不再能正確表示我們的意 

見而將其:ft棄。聯合王圃政府認篇該項決齄草案 

仍不失爲實際情勢的正確反映，它所擬議探取的 

行 動 仍 不 失 爲 達 成 公 平 及 合 理 解 決 的 一 種 方 法 

—而且事實上我W睡爲是最好的方法。我ff3並 

不將該項決議草案撤同。但我m也並不耍求在此 

刻將它付表決。 

二 九 . 我們相信我們如果採取另一條途徑也 

可能獲得進展，我希望這條途徑也可以達到同糠 

的目標。我m準備接索這另一條途徑，所以我« 

首 先 諝 理 事 會 通 通 方 才 所 分 » 的 決 議 草 案 [ S / 

3671]c 

三 〇 • 我 的 結 ® 如 下 。 我 捫 相 信 面 對 着 通 去 

我們感到憤激至今仍然戚到憤激的佾勢，我捫是 

採取了一猙和解的能度。我ff9顔意竭蠭全力設法 

保持和平，維護法理和公道，我本着這種精神講 

理事會接受法蘭西和聯合王國所提ffi的新決鼈草 

集。 

三一.主席：我現在諝理事會准許我以法蘭 

西代表的資格發富，因爲法蘭西與聯合王國同袅 

理事會所據有的決議草案[S/3671]的提案阈。 

三二，首先聯合國秘窨長在過去幾天內表現 

出了他的手腕和善意，無疑是由於這種手腕和善 

意才使我m得以舉行很有稗s的會睐，我耍追随 

Mr. Lloyd之後向他致謝。 

三三.如杲我《顔意把通去幾天內所舉行珅 

非 公 閡 食 珙 加 以 分 析 ， 我 « 可 以 將 它 分 爲 铕 部 



分：第一部分關涉可以作爲訐割解決蘇彝士蓮河 

問題基礎的原則；第二部分關涉旨在將那些原則 

付諸赏施的赏際辦法。 

三 四 . 關於第一部分，也就是說關於那些谅 

則本身的宣示，我們對我捫所已能獲得的結果表 

示滿意，因爲埃及政府業已封Mr Lloyd方攙所 

桟橥的六項原則表示同意，這六項原則是與我們 

心目中的法律和國際公道相符的。 

三 五 . 他方面，關於這些原則的赏施，我們 

尙未獲致相當具體的解決辦法。但如果說我們關 

於赏施辦法的會HI毫無裨益，那是錯^的。我們 

交換了徂多意見；我們闡明了我捫相互的觀點。但 

是對於很多問題我們的意見顯然仍舊相去很遠。 

三 六 . 我捫旣不能同意建立一稀有條有理的 

制度以»施這些原則，並耠予使用阈家以奥八月 

簡在倫敦所擬訂的十八國提案所載列的保障相同 

的保障一這是我捫所M懷的主要事項一，所 

以聯合王國政府及法蘭西政府仍然認爲目前這些 

提案是可以把我們所議定的原則付諸赏施的唯一 

提案。不過，如果挨及政府向我們提出一稀我ffï 

認爲可以給予我捫一一以及所有使用國家一一以 

奥十八國所提解決辦法相同保障的提案，我捫也 

決不會不加研討，這也是不涫說得的。 

三 七 . 耱之，我(R尙未達到可以封這棟提案 

獲致協議的階段。我捫大槪還雷要舉行很多次的 

會談才能作進一步的《討，在這榨會淡尙未獲有 

結果以前，我們務須k定一棟經昝運河的暫行制 

度，以防止發生事變，在沒有覓得最後解決辦法 

g前，這種町能性糠是存在的。 

三八•這些是我們載列在新聯合決議草案内 

的各項耍點。 

三九.這個草案事赏上町以分爲全然不同的 

兩部分。第一部分宣示三國外交部長在聯合國秘 

書長辦公處所議定的各項原則，我想無須從長討 

論。第二部分關涉這些原則的货施，因爲關於這 

些原則的赏施尙未能逹成協議，自然這一部分中 

就有很大部分耍重述原先決議草案[S/3666]的案 

文；HI時埃及政府仍有提出任何提案的餘地，此 

外它並宣示在蘇鎵士 ；！河問題未獲最後解決以前 

實施暫行制度的方式。 

四 〇 . 這 是 提 出 這 個 新 決 I S 草 案 的 精 祌 所 

在。Mr Lloyd說得很對，它並不代替原先的決 

逮草案。該决遴草案羝是暫停進行。我們此刻所 

耍求的是安全理事會應對我捫方才所提出的決議 

草案表示意見。 

四 一 . Mr. FAWZ(印度），本國政府對於本 

曰法蘭西及聯合王國提交《事會的決議草案 [S/ 

3671]內以及我們方才所聽到的法蘭西和聯合王 

國外長陳述內所提出一切問題的意見，已爲理事 

會 所 知 。 所 以 我 封 於 該 決 議 草 案 及 兩 項 陳 述 的 

評論將力求简畧。 

四 二 . 決議草案第一部分列舉了六項墓本原 

如，這一部分奥秘書長昨天提送安全理事會並獲 

大家普遍接受的意見不謀而合。我們今天接受這 

些原則正如昨天一樣。我希g安全理事會能通通 

聯合決議草案的第一部分。 

四三，但我耍對若干點稍加闞明，特別是對 

決^草案第一段 (c)分段，以及若干其他部分。 

四 四 . 第一段（c)分段旨在使所謂運河的餒 

昝與任何國家的政治絕緣。本國代表國第一憨爲 

這棹說法頗爲不幸，且復易滋誤會，使人得以作 

榑稀矛盾的解釋。我們相信使運河奥政治絕緣的 

最 好 保 障 是 來 一 個 鄭 重 的 具 有 阈 際 拘 束 力 的 諾 

約，其方式或者是重申一八八八年公約，或者是 

將該公約加以改訂；我們已經聲明過了，埃及政 

府對於甬種方式咖的任何一棟都可以接受。 

四 五 . 在這一方面，我欣願再度追述，在十 

月八日[第七三六次會菡]我向安全理事會所作的 

陳述中以及在先前若干次，我曾表示埃及政府願 

意談判並規定下列各事項：第一，由埃及經昝蘇 

彝士運河當局與運河使用阈家在充分顧及埃及主 

權及權利與運河使用國家利益的範圉內建立一棟 

合作制度；第二，建立一榑保證運河使用國家獲 

得不受剝削的公平待遇的通過稅及费用制度；第 

三，以；！河收入的相當比額專充改良運河之用。 

四 六 . 我無意在理事會的這次公開會議中洩 

露法蘭西、聯合王國及挨及三國外長在聯合國秘 

書長的面前所舉行的六次會議中所討論的細節， 

除非鉀事會授意並耍求我照這樣辦。不過，爲當 

前辯論計，如果我舉出下列事赏而不申論細節，則 

不僅爲情理所許可，而且可能有所裨益。、在十月 

十二日所舉行的第五次會議中，我曾交耠聯合王 

國及法蘭西兩國外長和聯合國秘書長說帖一件， 

內中扼要說明挨及政府對於下列兩項重耍問題， 



gp通過稅及费用問題和違反公約或蘇彝士運河航 

行守則時所町能採取的補救辦法的提議。我並曾 

交 耠 他 們 有 , 蘇 彝 士 運 河 各 方 面 的 協 定 項 目 草 

案。 

四 七 . 理事會各 f i事當能記得，我先前在十 

月八日的陳述中曾代表本國政府宣示本國政府準 

備按照蘇彝士運河公司收歸阈有以前五年期內該 

公 司 股 伢 的 平 均 價 値 給 予 先 前 該 公 司 股 東 以 補 

惯，對於這一點如不能達成協議，則埃及政府同 

意提付公斷。在這以前埃及政府還曾表示如關係 

人願意時，埃及政府願按照收歸國有前一B卽一 

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五&巴黎證券交易所的行情铪 

予補惯。 

四 八 . 所以我以爲理事會當已充分明悉埃及 

對於整個蘇彝士運河問超及其各方面準備磋商一 

榑和平的令人滿意的適當解決辦法，而且明悉它 

已爲求達到此項目的而提出了具體方案。 

四九，我認爲這是處W蘇彝士運河問題和使 

蘇 痺 士 運 河 與 政 治 絕 緣 的 唯 一 合 和 切 赏 的 方 

法；反之，却按照聯合決遴草案第二部分所列舉 

的方法進行，則恰正是背道而鼬，它不僅將使蘇 

彝士運河深陷於某一阈家的政治漩渦中。 

五〇.關於決逯草案第二部分，亦卽第二段 

以T的部分，我希望其中所表現的態度，不致證明 

艾森豪威爾耱統昨天的談話沒有理由，不致使舉 

世人民封於這個蘇彝士運河問題獲得合H«、公不 

及明智解決的希望成爲泡影。我希望理事會對於 

決議草案中的這一部分不予通過。全世界開悉艾 

森祭威爾總統昨天在電視IE者招待會開始時所顯 

出的喜悅情緒，確是欣然有同成，當時他曾說： 

"我有一項涫息耍宜佈。今晚我耍向全 

美國宣佈的消息町能是一項最好的消息。今 

天下午聯合阈關於解決蘇彝士 i l河爭端所獲 

得的進展極令人滿意。埃及典英阈及法蘭西 

三國外長會商結果，業已31定作耸淡判基碓 

的一套原則，此刻我捫似乎已經克服了一個 

很大的危機。我並不是說我們已經全然股離 

了難，，但今晚我方才來到這裏以前，曾和 

國務部長晤談，我願吿訴你們，至少在他的 

-心裏和我的心裏都在深深地成謝上帝。" 

五 一 . M r ABDOH (伊朗）：本^代表阒在 

十月八日杲期一[第七三七次 會^]的一般辯論中 

所 作 的 陳 述 中 ， 我 們 曾 說 事 會 在 討 論 的 第 一 階 

段，應鼓勵最直接有關的當事國建立密切接觸，以 

便努力尋求共同諒解，作爲訂立協定的基礎。我 

們曾說必須衷誠努力，以探索有舞逹成協議的可 

能，且須具有非成功不可的堅强一決心，聯合國則 

應發揮其道德力量，輔助談钊的沉着進行，使其 

能獲得成功。 

五 二 . 我們十分欣慰，得悉這《程序已在順 

利的氣氛中進行，並悉在這榑情形下舉行會談的 

結杲，業已就進行求取這項重耍問題的最後解決 

的談判所應遵循的大體原則，達成協議。 

五 三 . 秘書長一心以聯合國憲章所授予他的 

職貴爲慽，對於闞係阈間所舉行的會談貢獻良多， 

使該項會談得以大有收穫和成就，本國代表圑要 

向他农示謝意。我們對於關係當事國竭誠努力，以 

尋求碟續進行使問題獲得最後解決的談钊時所應 

遵循的基本原則，也要同様加以讚揚。雖然若干 

意見上的差異已經在今天顯露ffl來，我IP3確爲業 

已獲得的進展而慶幸，尤其是如果我們把現時所 

遍佈的有利氣氛和理事會開始M論本問題時的嚴 

重情勢作一對照的話。 

五 四 . 所以我們察悉出席會談的當事國同意 

這六項原則，目前祗待它們研究將這些原則付諸 

施的最好方法，深成欣慰。、我認爲,於如何箕 

施這些旣原則一點，達成協議當不致十分困難， 

假如我捫能確使關係最密切各赏事國間的談判在 

類似的氣氛中進行的âlS。 

五 五 . 所以理事會首先應封已經獲得的進展 

和巳經達成協議的方案表示閱悉，一面期待以後 

所進行的淡钊能給予我們機會鎮密訂定®施旣定 

原則的方法。我們有理由希望這種氣氛能予保持， 

並且不致採敢任何措施來危害未來談判的進行， 

我們希望這項談判能使本問題獲致最後解決。 

五 六 . 在談判̶̶我捫希望談判能在不久的 

將汆舉行——進行中保持這秭有利氣氛的願望激 

使我們不得不稍効微勞，我捫耍對聯命王國及法 

蘭西兩國政府所提出的決逮草案提出若干建議， 

希望藉此^以涫除意見上的差異，並就所擬通過 

的決^草案達成協諺。 

五 七 . 聯合王國外交部長曾屢次指出我捫對 

於智慧是不能é斷的，我們並不徘除擬具符合決 

涵草案內所規定各項耍件的其他方案的 1 « I能。本 

國代表阒完全同意Mr Lloyd所提出的這梯基本 



觑念。但是法蘭西及聯合王國決議草案第二段却 

規定如下： 

" s 爲 十 八 國 提 案 符 合 上 文 所 载 列 之 必 

耍條件，並適於遵循公理以促成蘇痺士運河 

問題之和平解決"。 

五八，伊朗是十八國之一，本國代表圑自然 

不會反對這一段。可是我們要想知道钧是爲確保 

進行諛钊各當事阈間的平等地位起見，方才聯合 

王國外交部長所表示的那榑觀念是否倂宜提及。 

五九.我們認爲這句話所用的字眼可能給人 

一榑印象，以爲十八國提案是符合那些必耍條件 

的唯一提案。但是事赏上決議拿案共同提案人的 

意向並非如此。我們想知道這镩事態是否可能加 

以補救，這榑觀念和意圆是否應該更明白地加以 

表示。 

六 〇 . 所 以 本 國 代 表 團 在 辯 論 的 現 階 段 受 着 

內心的驟使，提議在決議草案第二段後增訂下列 

鼯句："同時承認埃及政府得提出符合同樣必耍 

條件之其他提案"。 

六一.同樣爲朌望維持和好的氣氛一未來 

銥钊如果要獲致積極結杲這穉氣氛是必不可少的 

— 本 國 代 表 圑 擬 不 搵 冒 味 ， 提 議 用 下 面 的 一 段 

來巷代現有第三段： 

" 備 悉 埃 及 政 府 已 於 試 探 性 之 會 談 中 宣 

示願接受埃及當局典使用國家間實行許割合 

作之原則"。 

六二，我捫不能忽親關於實施所提出各項原 

則一事，卽在目前亦有若干方案存在——雖然它 

W也許還欠完備一特別是如杲我捫能計及昨天 

秘書長所作的陳述的話。秘書長吿訴我捫關於這 

一點甚至已獲得若干進展。我們以爲何以要奪讅 

問 題 的 涫 極 方 面 呢 ？ 何 以 不 强 調 其 積 極 方 面 而 

說，卽使是在試探性的會諛中已可以看 f f l埃及^ 

11準備確保奥使用國家實行有計割的合作呢？我 

認爲這種態度典支配着理事會議事的友好精神將 

更爲密切符合，我希望以後我捫的辯論能艇接保 

持同様的精神。 

六三，現在我耍論列第四段，我m發現該段 

的末尾有下列字樣："⋯⋯奥十八國提案所尋求 

之保證同樣有效之保證"。 

^ 四 . 本 國 代 表 團 認 爲 這 梯 字 眼 町 能 引 起 困 

難，尤其是在將來；我特別想到了埃及所可能提供 

的任何保蹬一我確信埃及是會提供這《 保證的 

一是否能典十八國提案所業已規定的保證在數 

學上相等的問題。我想知道如果在該段"保證"字 

樣前僅增列"適當' '痏字是否較爲妥善。"適営保 

證"一詞並不含糊，它可能使參加草擬該提案的 

十八國一包括我國在內——滿意；我想這是一 

個比較適當的方案，一個使大家都滿意的方案，一 

個無論在今天或將來都不會引起爭執的方案。 

六 五 . 關於最後一段，我想知道我們應否童 

複提案人在其第一次決議草案[S/3666]第五段内 

所用的措詞，那便是： 

" 建 議 埃 及 政 府 在 進 行 此 棟 讒 钊 獲 有 結 

杲以前與蘇彝士運河使用國家協會合作。" 

六 六 . 本阈代表圈感到討論最後一段所驢舉 

的 細 節 — — 我 們 承 認 照 這 樣 做 去 有 時 確 有 裨 益 

——可能使我捫陷入困難。我們認爲可能達成一 

榑折衷解決辦法，該項解決辦法將訐及聯合王國 

&法蘭西兩國政府的意見，而不採取可 IÊ引起爭 

執的用語。 

六 七 . 我不搵冒味，在討論的現階段提ff l了 

這幾項很簡畧的建議。我希望聯合王國和法蘭西 

甬圃代表圑能接受這些建議，我捫不久便能就理 

事會所擬通過的決議草案所應根擄的原則達成協 

潘。 

六 八 . Mr. SHEWLOV (蘇維埃瓧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安全理事會現正估量其審議蘇彝士 

運河問題第一階段的結果。這些結杲十分具有敎 

訓意義。我們是在相當令人不安的情勢中開始工 

作的——當時的情形是正確解決蘇彝士運河問題 

的途徑上的稀榑ffl難和障碍不僅沒有淸除，而且 

還被它們以人爲的力量擁塞着。那些困籬和障碍 

至今尙未淸除，但究竟已可看出情勢改善的趨勢。 

六 九 . 我們對複雜的蘇彝士運河問題採用裟 

判方法的初歩嘗試不僅蹬明了這禅方法的正確不 

誤 ， 而 且 使 我 們 充 分 有 理 由 希 望 我 們 能 達 成 協 

議，並覓得一搏公平的解決辦法。 

七 〇 . 世 界 輿 論 認 爲 在 現 有 情 形 下 ， 任 何 國 

際問題都可以用談钊方法來解决，也必須用談钊 

方法來解決，這稀方法是克服可能存在的任何意 

見差異的最好方法，這是再封也沒有的。蘇聯越 

爲在國際關係上談钊方法應廣爲應用。它自始便 

堅持主張封蘇彝士運河問題採用這梯方法。 

七 一 . 過 去 幾 天 來 顯 出 了 由 於 安 全 â 事 會 的 

集會，已使聯合王國及法蘭西兩國代表奥埃及代 

表得以就蘇彝士運河問題建立接觸。這無疑是一 

槿積極的成就，必須視爲聯合國的一梯滕利。各 



位都知道，自從蘇赛士蓮河公司收歸阈有法公佈 

之B ,也就是說兩睏多月以來，英法方面典埃及 

方面全未發生實際接觫。 

七 二 . 我捫欣然發現由於聯合王國、法蘭西 

奥埃及三國外交部長交換意見和聯合國秘寄長哈 

馬紹積棰有效參加的結果，現已議定若干一般原 

則，作爲埯訂具體辦法，鏵劃適當機構，以謀和 

平解決蘇彝士蓮河問題的基礎。 

七 三 . 今天法蘭西和聯合王國向我們提出了 

—佃新決議草案。我捫不應低估就一般原則所達 

成的協議的重耍性。提交我們審議的決議草案的 

第一部分载列有這些一般原則，我確信它將獲得 

安全理事會的一致贊同。 

七 四 . 當然，如果說訂立協定所遣遇的棟棟 

困難現已克服，那是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 。截至現 

時爲止，顯然還有很多困難存在；但決議草案的 

第 分 是 一 個 良 好 的 開 始 ， 聯 合 國 瞜 鞏 固 這 項 

初歩的勝利，並確保鈸判能艇鎮有效的進行，這 

是聯合國的榮春問題。 

七 五 . 蘇聯認^在初期談钊中業巳確定了協 

議解決蘇彝士運河問題的先決條件。在不久以前， 

有入断言埃及不願爲求問題獲得建設性的解決而 

作任何讓步，現布則已不可能再持這榑論讕。平 

心而論，我們必須承認埃及現已顦出了終止現有 

緊張局勢和解決蘇錄士運河問題的鉞意。 

七 六 . 安全理事會的會議明白證實了埃及同 

意下列各點：第一，在鋰餐蘇彝士運河的埃&當 

局典運河使用國家間建立一榑合作制度，該項制 

度將適當顔及埃及的主權及權利和運河使用阈家 

的 利 â ; 第 二 ， 建 立 一 種 保 障 铪 予 運 坷 使 用 國 家 

a平等待遇、不赏行任何性質的歧視的通過稅及 

费用制度；第三，以運河收入的相赏比額撥充改 

良該蓮河的特定訐劃之用。 

七 七 . 由 於 雙 方 営 事 國 達 成 合 理 妥 協 的 結 

果，同時並確定了若干其他重耍事項，現已載入 

了雙方所同意的"六項原則"的案文中。 

七 八 . 但這事並不僅僅是^訂一般原則的問 

頃。事赏上埃&現正依照一八八八年公約的規定 

切實保瞪蘇彝士運河的通行自由。 

七九‧這一切都促成了我w樂觀的理由，使 

我m有理由希望蘇葬士運坷問題的諛判能獲得圓 

滿的結果，聯合國的原則大獲塍利。 

八O.我耍再度着重指出我W所摟有的決議 

草案內载列該六項原則的第一部分乃是採用銥辑 

方法所獲得的有利結果。這县一棟合理妥協的宣 

示，旨在便利就蘇彝士運坷問題達成協議，並使 

安全理事會同意一榑共同的方案。蘇聯支持決議 

草案的這一部分。 

八 一 . 可是最不幸的，而且我耍說使安全理 

事會很多理事 全然感到詫異的是這個決議草案另 

有一第二部分，該部分Jig非由業已舉行的會諛或 

是近幾天來安全理事會所完成的工作而產生。 

八 二 . Mr. Lloyd和Mr. Pineau在他們今 

天的陳述中說，這個決議草案的第一部分是一般 

原則的宣示，第二部分則是這些原則的實際應用。 

我W全然不能接受對於草案的第二部分所作的這 

榑解釋。 

八 三 . 這部分的主耍意思是以後的會珙必須 

以所謂十八國提案爲墓礎。決議草案的第一部分 

擬訂了雙方所同意的六項原則，旨在作爲以後銥 

判的出發點，十分明顯，它是奥第二部分不能相 

容的。決議草案的這個第二部分絕非初步鍈钊所 

獲得的結果，他铯不能反映任何程度的協議，它 

全然是不改一字傅載當事國簡表示根本不能同意 

的一套浯句。唯一钧差别祗是現時挺將所謂十八 

國提案一該項提案也就是Menzies使節,的根 

據——以安全理事會的名義强使埃及接受而已。 

八 四 . 事實上十八圃提案是以下列原則爲根 

摟，卽埃&à瞀蘇珠士運河的權利瞜予剝奪，所 

以它是蔑視了埃及的國家主權。其次，該項提案 

規定了所謂運河國厣化的酐割，也就是說，成立 

—棟國際機構來S瞀該運树。這一點，事赏上便 

是宣吿埃及政府將蘇彝士運河收歸國有的合法行 

爲爲無效；這撺機構是典主權獨立的原則不能相 

容的。此外該項提案並且規定了一種有效的制裁 

制度，筠種制度是以埃及爲預定封象。 

八 五 . 挨及不同意該項提案，且已表明反對 

該項提案，然則安全理事會廹使埃及接受該項提 

案有什亵道德上或法律上的理由作爲根擄呢？這 

梯做法乃是預先決定將來談判的結果，預先命令 

該項談钊應以明知爲當事國一方所不能接受的入 

手方法爲其基礎，這樣將使未來的諛钊成爲毫無 

意義。 

八 六 . 所以安全理事會不能同意該決議草案 

內建議採用所謂十八國提案的第二部分。該項撵 

案中所載列的規定在' 處资上便是侵犯了主權國家 



的權利，並導入了干涉主權阈家內政之一途。殊 

不 知 聯 合 國 憲 二 條 ^ 七 項 規 定 ： 

"本憲章不得認爲授權聯合阈干涉在本 

質上属於任何阈家阈內管轄之事件，且並不 

耍求會員阈將該項寨件依本憲章提請解決." 

八 七 . 現在我要對所謂蘇彝士;！河使用國家 

協會畧加論列，因爲決議草案的末段,述及該協 

會。 

八 八 . 蘇 聯 對 於 河 使 用 阈 家 的 意 見 和 願 望 

應有集體表示的機會，和使用阈家奥埃及運河當 

局間應建立明確關係的意思，從未表示反對。因 

爲埃及政府奥運河使用國家間有交易往來，對於 

楗用國家的利益也許有給予某稀集體表示機會的 

必要。不過這個 l î î i題有待作專門的研究，並須由 

所有關係國家訂結阈際協定。 

，八九.然而決議草案所指的"協會"一不論 

已餒成立或者在成立的過程中——却並不符合這 

些耍求；特別是它決不能典正代表所有運河使用 

國家的利益。它是由有限的幾個國家組成，它捫 

並沒有代表運河全體使用國家發言的根據。 

九 〇 . 協 會 就 其 訐 劃 中 的 組 成 方 式 來 說 ， 乃 

是違反了一八八八年的公約。該公約事赏上宣佈 

了蘇彝士運河應供所有國家自由航行的原則。而 

目前却是一小部分阈家在主張執行某榑職務，垴 

所宣佈，這種職務多少便是管理運河的職務。然 

而這却是一個須特別加以研討和訂結特別協定的 

問題。 

九 一 . 可是決議草案最後一段却不僅是提議 

安 全 理 事 會 應 越 可 所 謂 蘇 彝 士 運 河 使 用 國 家 協 

會：它更進了一步；它提議參加這個協會的國家 

應向它繳付運河通行稅，埃及営局並應典協會合 

作。這比十八國提案的主張超過了許多。這也比 

法蘭西及聯合王國原先決議草案內關於這一點的 

規定超通了許多。 

九 二 . 然而安全理事會是否在货質上討論了 

這個協會問題，協會的法律根據、目的、任務及職 

責呢？現時計議中的這個協會是否奥一八八八年 

的 公 約 相 符 呢 ？ 安 全 理 事 會 隳 什 » 珲 由 要 ^ 它 的 

權威來支撑現時訐議中的這個協會呢？ 

九 三 . 安全H事會對於這些問題尙未能表示 

意見——因爲協會至今還不通是一個理想一有 

人竟提菡安全理事會應制定一關於繳付通過稅的 

明確程序，這是全然不能理解的事。這一段事赏 

上便是耍求安全珲事會命令將船舶通行蘇彝士蓮 

河的稅欵繳付給該協會，而不繳付埃及管理赏局。 

換言之，例如義大利政府現在是向埃及政府繳付 

通行稅，而決議草案一一該草案如獲通過，將直 

截成爲一梯命令一一却以安全理事會的名義耍求 

義大利將稅欵不付耠埃及而付袷協會。其他若干 

國政府亦將處於同樣的境地。 

九 四 . 然，而，這是安全理事會的職權範園 

嗎？各項懸而未決的問題仍然有須特別加以研討 

和^訂一稀明齄合理的制度，該項制度應同時適 

當顧及主權獨立的埃及的利益和運河後用國家的 

利益，上述提議真是圃謀解決這些問題嗎？ 

九 五 . 試問這榑勸誘安全理事會作這榑沒有 

理由的決定的動機何在？擄我的了解，其動機是 

在必須確保蘇彝士運河的不斷開放和保障使用國 

家的利益。可是這稗解釋却全然不能令人折服。 

九 六 . 第一，蘇彝士運河正繊績不斷地開攻 

着,通過該運河的船舶之多已造成了一榑新紀錄。 

如果在兩個半月以來聯合王國及法蘭西奥埃及在 

蘇彝士 ；！河區域的關係相當緊張期間的情形是這 

樣，現在達到了淡钊的階段，一般情勢已見好轉， 

我們3C有什亵理由推測必須採取非常和特殊的措 

施呢？ 

九 七 . 其次，蘇彝士蓮河問題現已成爲聯合 

國所關悽的事項。這一事赏，連同就蘇彝士蓮河 

問題所發勐談钊的繼籙進行，豈不是一種眞正的 

保瑋，已使當事圃一方所擄理反對的任何非常措 

施不復有採用的必要嗎？ 

九八，在這棟情形下，安全理事會如同意決 

議草案內所擬議的這一段和其中所建議採取的措 

施，卽屬暫時性質，亦將不僅不 I I狨輕緊張局勢、 

穩定'情勢和解決蘇彝士運河問題，且將反而使情 

勢更趨惡化，這豈不是顯而易見的事嗎？ 

九九，基於我上面所說的理由，本人居於蘇 

聯代表的地位，恕不能贊同法蘭西及聯合王國所 

提決議草案的第二部分。 

- O O . 蘇 聯 . 所 作 棟 梯 努 力 的 主 耍 目 的 是 在 

確使近東及中東猩得持久的和平，蘇彝士運河問 

題豳得公平的解決。蘇聯政府準備竭其全力以求 

取蘇赛士運河問題的和平解決。蘇聯政府希望安 

全理事會能對它面前的工作善爲因應，並能通通 

—項符合聯合國憲章的崇高和正大的原則的決議 

案 0 

(午後八時十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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