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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種 事 會 

正 式 耙 錄 

第四年 第十四號 

第四百十一次會議 

一九四丸年二月十《ta午後三時在.纽约成功湖舉行 

主 席 蔣 廷 黻 先 生 （ 中 國 ） 

出 席 者 ：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 加 拿 

大、中國、古巴，埃及、法蘭西、那威、烏克蘭蘇 

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蘇綞埃I t會主義共和 

國聯sa 、英聯王國、美利堅â"衆阈。 

- .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 s / A g e n d a 4 1 1 ) 

― 通 過 遘 事 日 稃 

二 任 命 特 里 亞 斯 锌 自 由 區 行 政 長 官 . — 九 

四丸年二月八日蘇維埃fftt會主義共和國 

聯S代表爲任命特里亞斯特自由區行政 

長官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1251 )。 

二.通過議事日程 

議亊3径通遏。 

三.任命特里亞斯特自由區行政長官 

M r M A L I K (蘇維垵-瓧會主義共和國聯 

sa )蘇聯代表 t f f lp將安全理事會任命特里亞 

斯?$自由區行政長官卩題，提出討鼢。蘇聯 

代 表 爲 小 應 再 延 連 指 派 這 自 由 區 的 行 政 

長官，建議理事會4卽審議本問題。 

我們知遨對義大利相約規定設立特里亞 

斯 ! ^ 自 由 區 . 並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和 南 斯 ^ 夫 及 

義大利政府會商《指派行政長官一人。闢於 

任命自由區行政長官問題，外長會議作有一 

項'持別决^，載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曰 

美利堅合衆國蘇椎埃瓧 i "主義共相國聯盟、 

法闥西相英聯王國四國代我在鈕約舉行外長 

會議時所簽署的遘定砻。 

這議定書原文如下' 

"蘇維埃赴會主義共和圃聯盟、美利堅会 

衆國、法蘭西和英聯王國各國代表於一九四 

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鈕約舉行外長會議，各 

方 同 照 永 久 規 約 草 案 的 規 定 ， 盡 力 設 法 

儘速縛選待里亞斯待自由 s行政長官，俾安 

全理事會得於和約生效之日同時任命這偭行 

政 長 官 。 " 

後來便依照外長會議的這一項决幾，在 

對義大利和約附件六内特別加人一條，卽第 

十一條，規定指派行政長官的辦法。這一條 

的條文是."行政長官人選應由安全理事會與 

南斯拉夫及義大利政府會商後指派之。" 

這樣一來，四國政府不但镥允必定儘早 

指派特里亞斯恃自由廑行政長官，並a明定 

於和約生效日期同時予以任命。 

我們知道封義大利和約在一丸四七年九 

月十五日生效。從那天起，特里亞斯特自由 

區界內的義大利主權便吿消滅。對義大利和 

約生效以來,差不多十八個月已經通去了 ，但 

指派特里亞斯持自由厪行玫長官間題仍未解 

决。爲什麼和約裏這一條重要條文至今未見 

實行？這種反常的情形和蔑親和約，究竟原 

因何在？ 

— 丸 四 七 年 六 月 間 [ 第 一 四 三 次 會 議 ] , 

安全理事會早就開始正式審議指派待里亜斯 

特自由區行政長官問題。討論這個間題的綞 

過，顯見得美利堅â » *國和英聯王國代表極 

力設法拖延，使該問題懸而不决，無異企園 

阻 j fc璲致關於指à行政長官的任何决定。這 



是美利堅â"衆國和英聯王國直接違反依照對 

義和約所應負的義務。 

我們雖然已經提出了好些能夠充任這個 

自由區行政長官職位的適當候選人，但是,一 

年 多 以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和 英 聯 王 國 的 代 表 

仍用種種推託，避免討論這問題，儘管曾經 

有所承諾，而竟力謀拖延求得解决的辦法。 

例如，在一九四八年一月間安全理事會 

的 一 次 會 議 中 [ 第 二 三 三 次 會 議 ] , 英 聯 王 國 

的代表說他還沒有接到本國政府的訓示，他 

必缀先接到這訓示，纔能討論行政長官一職 

的候:1人間題，同時:美利堅合衆國代表也se • 

他很?I說什麼時候可以接到必需的訓示。 

因爲^國和英聯王國代表採取這樣的態 

度，安全理事會的會；！很久沒有討論這個問 

題 。 由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內 蘇 聯 代 表 的 發 勐 ， P 

事會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九日[第二六五次會 

m]又開會再議該問題。蘇聯代表在那次會 

屮力稱必須趕緊決定指派特里s斯洚自由 

區行政長官，並舉出姓名業經提交理事會的 

八位候選人。蘇聯代表問美國和英聯王國代 

表 . 他 們 以 前 在 一 月 間 的 一 次 會 議 屮 沒 有 

接到本國政府的訓示，現在已接到了沒有7 

經 過 種 推 託 之 後 ，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聲 稱 

所 提 候 選 人 都 不 合 式 。 美 利 堅 â • 衆 國 代 表 

卽表示贊助英國這意思，甚至並沒有â&出担 

絕的理由。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美利堅 

合衆國和英聯王國兩國政府，得到法蘭西政 

府的贊助，建議把特里亞斯特自由E交給義 

大利.這饞使人完全明白英美兩國的代表在 

安全理事會裏對指派特里亞斯特自由區行政 

長官問題探取上述態度的原因。關於這件事 

倚的蓼明[S/707]：三國政府堅稱根據安全理 

事會的討論情形，推選行政長官問題，無法 

毪致協議，所以决定把自由區交給義大利。 

我們如果記住三國政府建遘把特里亞斯特自 

由 區 交 給 義 大 利 的 聯 照 會 是 他 們 遞 交 蘇 聯 

政府的，而&正在去年義大利舉行選舉的時 

候在各報刊佈及廣爲宣傳，這種策赂的眞正 

原因就很顯然了。 

英美政府覺得必須用這種策略，纔能干 

預一九四八年春季義大利的普選，意園預先 

保證義大利國内某某政黨的勝利，因爲這些 

政黨的大多數領袖是願受英31政客指便的， 

這種策略是當時美利堅â"衆國政府所採措施 

的一部份，目的在用政冶勢力控制義大利選 

犟人的態度。 

舉 幾 個 例 ^ , 我 們 知 道 選 舉 之 前 英 美 政 

府曾派軍艉到義大利各海港去，美國飛機在 

義 大 利 領 土 上 空 作 特 別 " 選 舉 " 飛 行 ， 美 國 

著名領釉勸義大利:S舉人反對人民陣線的政 

黨，這些行動都是公然干涉外國的內政，暴 

露自己的罪行。除此之外，選舉的前夕，美 

國舉行大規模運動，郵寄具有宣傅作用的特 

別信件相郵包銖謗美國統冶階級小喜歡的義 

大利政黨。 

義大利懲行選舉的時候，美利堅â>衆國 

和英聯王國的政府利用特里亞斯f#問題作爲 

施以直接政治壓力的工具，他ff!的目標與促 

進對於條約《I協定的尊重或與促進世界和平 

及安全都毫無關係。這種笫略的具正目標è«t 

不是想保障義大利的權益。我們只要看看義 

大利殖民地案件，便知省美利堅â"衆國和英 

聯王國對侵犯這些權益，實際上奄不遲疑。 

這種策略的目標是想無限期延長便用^里55 

斯待自由區，作爲美國海軍基地，並以種種藉 

口 使 美 國 軍 隊 可 J a 在 該 區 駐 留 去 。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三日，駐倫敦蘇聯大 

使答復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英國外交部闞 

述三國政府閼於特里亞斯待的聯合建叆的照 

會.在復照襄蘇聯政府聲稱如下： 

" 蘇 維 埃 瓧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盟 政 府 靖 * 

外交部注意，對義大利相約係由外長會議草 

定，與對其他參戰國的條約相同，該和約在 

巴黎和會I中曾經詳加檢討，嗣後又經參》Bin 

會之二十一國簽字及批准。該約fh於數月前 

生效。顯於解决修改對義大利和約任何部份 

之問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圃聯盟對於主 

張以交換照會或私行會璣之方法而爲决定之 

任何提譏''，當然不能同；r，因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聯盟認此等方法違反民主政治之基 

本原則也。" 、 

這是蘇聯政府基於崇高原划的政策，是 

尊重國際條約和協定及嚴格履行從和約及國 

際協定所產生，義務的政策。 

在另一方面，美利堅合衆國和英聯王國 

與指派特里亞斯特自由區行政長官的政策證 

明這二國政府早經决定探取破壊對義大利 ft 

約的行動。因爲指派持里亞斯待自由區行政 

長官問題仍未有解決，便阻礙實施對義大利 

«I約的其他規定和實現一丸四七年四月二十 

二日外長會議對待里亞斯待自由區問題所通 

通的决議案。 

特里亞斯持自由區英美佔領區的軍事長 

官公然破壊對義大利《I約以及外長會議所同 

意的閼於自由區問題的決議案。一九四八年 

八月安全理事會開會討論特里5g斯特自由 s 

間題時[第三四四次、第三四六次、第三四八 

次會議]，曾提出許多事實證明英美軍事當局 



在待里亞斯?#自由區施行的整套辦法不但違 

反對義大利和約的規定，並且直接破壊該和 

約。 

在討諭屮我們證實英美司令長官於一丸 

四八年三月與義大利政府簽訂若干經濟和財 

政協定，使義大利可以完全控制自由廑英美 

佔頒區的财政。 

英美司令長官的武斷行箕，例如把自由 

區的英美佔颌區劃入"馬歇爾化"各國家筘圑 

内 ， 砥 能 鉤 認 爲 美 利 堅 衆 國 和 英 聯 王 國 直 

接背棄他們依照對義大利和約所負的義務。 

我們知道一九四八年十月間，特里亞斯 

特自由區英美佔頜區齄司分,英國的Genera l 

A i r e y , 代 表 自 由 區 和 ^ 利 堅 合 衆 國 政 府 一 位 

代表簽訂協定，擬將"馬歇爾計剷"推及自由 

區，該協定之規定便自由區接受了服從美利 

堅合衆國的種種義務。 

結果產生了一種难謬的情勢.美利堅合 

衆國和英聯王國的代表爲了特里亞斯特自由 

區事，便協力企圆破壤對義大利和約，使該 

區變成美國軍事某地，在英美佔頜區裏禁止 

民主運勤，鼓勵反勐法西斯組攝的活動，並 

使邪些龃截的代表充任要職。 

爲了掩钸這一切破壊對義大利和約的非 

法行動，英國司令長官Genera l A i r e y 的 代 

表 和 派 G e n e r a l A i r e y司令部的政冶顧間 

M r J o y c e 簽 訂 了 一 項 把 里 亞 斯 特 自 由 區 剷 

入 歐 洲 " 馬 歇 爾 化 " 的 若 干 國 家 範 園 內 的 協 

定。這一項破壊對義大利和約而以特里亞斯 

特自由區爲對象的英美協定後來被稱爲"國 

際協定"，用；t在决定自由區的餒濟和政治命 

運.因爲照該協定的條款，這英國將軍等於把 

由區費給美國專利事業做奴隸。我們知道 

m有費身契錄能換得美國專利事業的貸款。 

所以這英國將軍不但把待里亞斯特自由 

區英:^佔頜區的人民賈充長期的奴役，並且 

把整個自由區的入民都葬送了，因爲英美沾 

領 自 由 區 一 部 時 所 訂 立 的 财 政 義 務 ， 整 個 

自由區的人民都要負擔Ô,。 

這些都可以證明英美佔頒當局公然破壊 

和約,這還不夠，還要事前+讓人民知道，又 

不徵求人民同意，強迫他們接受奴綠性質的 

經濟和财政義務，使特里亞斯特自由區淪於 

奴役的地位。 

但是我們知道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四強外長會議——蘇聯、美利堅合衆國、英聯 

王國《I法闞西——根據特里S斯待間題委員 

會的報吿書,在莫斯科議决，應依照安全理事 

會 的 建 議 ， 特 里 斯 待 自 由 區 初 期 必 需 款 項 

的外來財政援助鉞可以向聯^"國存款項F支 

取 ， 五 百 离 元 爲 限 。 

因 ft ,英美政府使特里亞斯特自由區英 

美佔颌區加入"馬歇爾訐剷"制度，又把苛刻 

的財政相經濟義務強使該佔領區，也就是螯 

偭自由區負擔，不但遠反對義大利相約及特' 

里S斯待自由區规約的规定，並&違反外長 

會議闢於本問題的决議案。 

我們知道外長會議的上述决議案第一項 

規定:在決定蘭於預算、收支差項、外匯、鬮稅 

和其他財政及經濟問題時，必翁保障該自由 

區的餒濟獨立。英美佔頜區當軸擅自代表英 

美佔領區締結財政和經濟協定，強迨它成爲 

"馬歇爾計剷"的一部份，是蠻橫地破壌一九 

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外ë會議所定閼於待里 

S斯特自由區經濟獨立的基本原划之一。 

這些事實證明美利堅â"衆國和英聯王國 

政府對坤里亞斯待自由區的政策以狭義的;fil 

自私的利锭箨出發點，蠻橫地背棄他們依照 

對義大利和約及外長會,同意的'决議案所負 

的義務。 

美柯堅0"衆國和英聯王國的代表在安全 

理事會裏阻Jfc'决定指派特里55斯特自由鼷行 

政長官的策略，用; t在阻礙設立*1約屮所擬 

定的自由區内那些民主行政機關，並便英美 

軍 隊 可 無 限 期 延 長 佔 領 該 區 。 

蘇聯代表鼴以爲指派特里S斯待自由區 

行政長官事不應苒事延宕，提璣立卽討論。 

因本問題產需儘早S法解决，蘇聯代表 

團宣佈準〖鏞贊助Colonel Fluckiger爲候選人。 

安全现事會其他常任理事國以前曾推薦遒他 

擔任特里亞斯待自由區行政長官。 

我們知道一九四七年九月二日英聯王國 

代表曾向安全理事會的小齟委員會提出Col . 

Fluckiger爲特里亞斯待自由區行政長官一職 

的候選人。這個小組委員會是在一九四七年 

七 月 十 日 立 的 ， 負 責 調 査 被 提 名 的 候 選 

人的詳情。 

安全理事會於九月十日接到小組委員會 

主 席 的 公 函 ， C o l o n e l Fluckiger的名字已餒 

列入候選人名單，小組委員會並不反對他爲 

候選人。 

鑒於這種倚形，蘇聯代表豳願; t聲明準 

備接受他爲候選人。 

Sir Terence S H O N E (英聯王國）.英聯王 

國代表M對特里亞斯特自由區的態度並無秘 

竑。 f j於實行和約+有關本案的規定，本代 

表阒已作最大的貢瓛。蘇聯代表稱本案提出 

後發生的躭擱應由本H:表團負責，本代表圑 

不能承認逞一點。 



這 件 故 事 實 則 要 比 M r Malik所gft的爲 

長，爲使事實眞相更爲明白起見，本人從去 

年八月十六日安全理事會第三五〇次會議時 

Sir Alexander Cadogan的演âf t辭裏引述T列 

̶段。這一段原文如 

" 一 九 四 七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本 人 " 

這 是 指 S i r Alexander Cadogan " f t 

. M r Gromyko曾談到這件事，當時本人向 

他指出安全理事會對這個間題應負賫任,五 

常理事國最好能夠聚集起來設法達到同；t， 

並 且 這 個 間 題 好 像 是 很 緊 急 的 。 他 未 奉 訓 

令。本席請他打電報到莫斯科去請示。不知 

道他有沒有照辦。 

"二月十九日，美國、法臛西、蘇锥埃祉 

會主義共相國聯S的代表與本人舉行一次談 

m,在談話屮美國代表提出若干人名。本人 

已將本國政府所赞成的一位候選人的姓名交 

耠 他 ， 所 以 嗣 後 交 铪 M r Gromyko的五位候 

選人的名單裹有這位候選人的姓名在內。Mr 

Gromyko不能夠加以任何批評。他也沒提出 

侯選人，對於請他考廬的已提出的五位候選 

人，他不知道他的政府的意見到底怎樣。但 

在這次會談中，其他三位代表一致主張該間 

題事屬緊急，必須，或至少允宜，在三月一日 

前獲得某種協讒。 

"他們在二月下旬和三月份全月始終堅 

持此項主張，伹直到四月二十一日安全理事 

會五常任理事國纔又集會。這是我們第一次 

向 M r Gromyko提起本問題，力述它的緊急 

性之後將近三個月了。四月二十一日之前兩 

三 天 ， M r Gromyko好容易提出了蘇聯的一 

位候選人的姓名。其也各代表都不能接受 

位 候 選 人 ， 並 i L ， 想 本 人 記 億 不 致 鐯 各 代 

表都^出反對的理由。本人當然也說明本人 

的理由。Mr. G r o m y k o 在 四 月 二 i 日 仍 舊 

對我們《S,他對姓名業已提交給他講加考魔 

的五位候選人，不能夠加以任何批誶。 

"在那次會議屮，屮國相美國的代表和本 

人都表示雖然我們當然以我們自己所推薦的 

人爲佳，但我們&肯接受名單上三位候選人 

中 的 任 何 一 位 . i t 就 是 â ê , 我 們 每 人 雖 然 贊 

助自己的候選人，仍^準《5接受在場其他代 

表所推舉的一位或幾位候選人。蘇聯代表的 

立場不是如此，他堅持贊助蘇聯所提出的候 

選入，他小能表示有贊助任何其他候選八之 

"幾天之後，蘇聯代表於四月二十五日提 

出另外一個候選人，各方也不能予以接受， 

也都說出埋由來的。Mr G i o m y k o 對於其他 

候 選 入 仍 奮 小 能 發 表 批 誶 。 這 — 次 , 美 國 代 

表表示他可以接受那時候§"國代表圑所提出 

的六位候選八中的任何一位，本入表示可以 

接受各國代表豳所提出的五位候選人中的任 

何一位。 

"照本人記錄.在第一次和蘇聯代表接洽 

之後約四個月，五常任理事國在五月二十二 

曰又舉行了一次會談。逭一次M r Gromyko 

又獰明，除奉其本國政府命分提出來的兩個 

人之外，他不能接受其他候選人。 

"在第一次 * 1 蘇聯代表接洽之後約五個 

月，Mr G r o m y k o 於六月十六 B [第一四一次 

會議]在安全理事會裏宣稱，和約沒有生效之 

前，他不預備討諭該間題。但事實上他在六 

月十六日提出了第三個候選人。他的提議遭 

受了跟以前提議一樣的命運：其他代表也說 

明了反對這位第三個候選人的理由。 

"最後到了六月二十日。主席在這一天 

安全理事會會議時開始敍述本案的屨史。 

"本人以爲這個時候，其他§"國^：表圑因 

爲蘇聯的阻礙，差不多都已經疲怠不堪。這 

次理事會會議[第一四三次會議]的確不能有 

多少成績。該案交「el非公開會璣討論。我們 

仍^維持》^來立場，仍希望我們——本人此 

處係指英聯王國代表團——原來提出來的候 

選人當選，但我們也願贊助其他S"國代表阁 

各次所提出的其他候選人。蘇聯代表對於所 

有候選人，除池自己所奉命提出的以外，都 

表示R對。本人促资理事會注意從開始討論 

這件不偸快的問題到現在已將五個月了。 

" 本 人 想 其 餘 各 階 段 毋 庸 細 談 。 七 月 十 

日安全理事會開會時[第一五五次會議]指派 

—個小組委 * i會整理§"項S提出的建議。九 

月二十四日[第二 0 三 次 會 議 ] 理 事 會 重 新 開 

會考盧小親委員會交來的三個名字。多戡'代 

表函對於這批候：！人所願;t贊助的不限於一 

位。本人個人願贊助二位，伹蘇聯代表仍^ 

祇願贊助他自己的候選人。這個無聊的瞜史 

齄镜下去 後來又把本案交rel五常圧理事 

國。我們要記得這是翁一次談到本P萄題之後 

將近,\侗月的時候了。九月二 " f*五日五常任 

理事國舉行一次非公開 t"議,情形毫無變更， 

直 到 月 日 大 家 綞 同 意 靖 脔 斯 拉 * 和 義 大 

利政府筲商，也^他們势於候；1人能表示同 

意。 

"在這一次 > 這是開始此項交換意見之後 

的第八個'4i月了，藓綞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盟代表第一次表示，除他自己的候選人之外， 

可以接受另外一S [候選人。不幸對於他所選 

中 的 一 位 , 其 他 各 代 表 : t 見 又 S i ; , 所 每 

件事情沒有什麼進步。南斯拉夫布羲大利/ 



府對那一位候選人都不同,¥。本人奉本國政 

府訓令，磬明凡經二當事國——義大利或南 

斯拉夫一-之一拒絕的候選人，本人不贊成 

指派他。本人感覺這似乎是一個聰明的—決斷。 

"這就到了三月fg^了。大家都知道,在這 

種情形之下和爲了其他原因，美國、法國和 

英聯王國政府於三月二十日發表了業經提交 

安全理事會的聲明書[S/707〗。 

"八月十B [第三四六次會議]安全理事 

會主席《蘇聯代表資格發言，說三強於三月 

二十曰宣佈將自由區交還義大利，主要! i因 

是對行政長官人選不能一致同意，本人應講 

理事會注; t這不過是一個原因。聲明書裏特 

指出皿，南斯拉夫估領區情形不很満意，而 

且該佔頜區實際上等於倂入南斯拉夫，使三 

圃政府覺得和約袅規定的解决方式已經難期 

實 行 。 " 

因 蘇 聯 的 胆 礙 而 引 起 的 長 期 間 的 拖 延 

屮，特里s斯待的情狀因南斯拉夫當局的行 

動，厳重地惡化。這些情形已經在去年八月 

[第三五〇次會議]安全理事會裹都詳細說明 

了。最後，依本國政府的意見一美國和法 

國政府也有同成——指派行政長官的任務已 

屬 不 可 行 ， 和 約 所 規 定 的 解 决 辦 法 也 無 實 

施，/。 

所以三國政府於去年三"二十日正式通 

知 蘇 聯 政 府 [ S / 7 0 7 ] , 他 們 所 達 到 的 結 論 是 

把自由區交還義大利纔是唯一的眞正解决辦 

谇。這件事並無祕泫，這是在安全理事會去 

年 八 月 袅 [ 第 三 五 〇 次 會 議 ] 討 論 特 里 S 斯 

特間題時，直接提到過的。但蘇聯政府至今 

沒有直接或鄧重地答復三強三月二十日的照 

會，或他們後來四月十六日的照會。在四月 

十六日的照會裹，他們吿訴蘇聯關於他們所 

擬實施他們的建識的稃序，並徵謝濂聯對三 

強向他提出的具體建議，在稃序方面有什麼 

意見。 

這件事情現在至此爲止。至少就本國政 

府而論，在這種情形之下，並不準備考廑指 

派待SI亞斯特行政長官一事。 ― 

M r A U S T I N (美利堅合衆國）.這種辯諭 

的; t義，對於再三努力求得對行政長官人選 

問題的意見一致一事的重視，實產生於和約 

本身。和約附件七是"特里亞斯持自由區臨 

峙政府規約"。安全理事會在一九四七年—月 

袅 [ 第 九 十 一 次 會 遴 ] 接 受 對 自 由 區 條 文 的 

'責任。這已是不少時候以前的事了。那個時 

候認自由區爲一個獨立的頜土，附件着重指 

派該區行政長官的時間問題，並使之更覺緊 

耍。 

所 以 附 件 七 第 一 條 . " 於 本 * 1 約 生 效 之 

後，行政長官應於最短期間在自由廑境內就 

職"0 

時間是成事的一個要素，本人不知道怎 

麼還能âft得比這個更淸楚些。因爲這個原因 

我們想在和約生效之前實現憲章裏鬮於五強 

全體同窓的部分,並對於人選能夠主張一致， 

我們是聯合國一個負責的機鬮，這樣饞可《 

誠意實行和約的這一部纷。 

理事會記得我們從一九四七年年初開始 

負镥這侗責任，而從我們負镥這個賫任起一 

直到相約生效之日——這是一九四七年九月 

十五日 切 耱 凝 不 斷 的 努 力 始 終 在 進 

行，英聯王國的代表已經在這裏動人地敍述 

過了。 

本人不想爭論誰是誰非，也不想說障礙 

是那一方面所造成的。我們不必在此地爭論 

這個問題。我們面對着的冷酷事實是我們綞 

過了一個長時期一一九偭月——再三努力想 

對行政長官候 ;1人能得到一致同; t，可惜未 

能得到這樣的同意—一而這件事必須全體同 

意0 、 

附件第一條-一該條羝有這一部&本人 

尙未讚出來一規定如下： 

"在行政長官就職以前，自由區應辯由聯 

軍統帥部就各區分別管轄。" 

這就是使持里亞斯！#情勢可能惡化的漏 

洞，這是使情勢的基本性質可以轉變的機會 

——-從一月到九月產生惡化的時間很鉤了。 

但想逹到一致同意仍屬困難。和約生效後， 

節一九四t年九月十五日以後，仍售不能對 

候選人達到全體一致同意。 

英聯王國代表已動人地促諝安全理事會 

各理事國注; t——本人知道他們記得的—— 

英聯王國、法蘭西《I美國政府致蘇維埃瓧付 

主義共相國聯盟政府的聯0"照會日期是一九 

四八年三月二十日，載在S/707文件裹，並曾 

於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分發安全理事會 

各理事國。本人現停一停靖注,货這項事實， 

我們開始努力想對候選能鉤全體同； t之後 

已經十四個月了，當然還有必需經過的時間 

發生本席耍提起的事情。 

—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曰致蘇聯政府的聯 

合照會提出一個新的建>!。在這照會裏，西 

方三強向蘇聯和義大利建識，請他們fil三強 

同 ; t 在 對 義 大 利 和 約 之 外 另 加 一 項 定 書 ， 

把特里亞斯f#自由區歸還義大利管轄。這個 

建議的主要勤機是因爲南斯拉夫佔頜廛的性 

皙業e完全改變，實際上已經倂入南斯拉夫 

警察國，不能使該區保持獨立《I民主的地位。 



照西方列強的看法，不論過去或現在，還給 

義大利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可Jgl满足特里亞 

斯特自由區居民的民主企望，並重使該處得 

以穏定。因爲安全理事會對待里亞斯待自由 

區的獨立和頜土完罄負責，西方三強獰明他 

們準備把業已互相同; f的辦法提請安全理事 

會核准。義大利政府接受西方列強的建議。 

蘇聯就不是如此。 

蘇聯沒有答復這侗建議，它的確沒有答 

復，所以美國於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苒送一 

個照會給華盛頓蘇聯大使館，提議開一次預 

慷會遴——本人注重"預慷"二字——起草所 

需的議定書。請讓本人宣讃該照會的一部份. 

"義大利政府已答稱同;s 。若蘇聯政府對 

該建璣亦能同意，美國政府主張各主要當事 

國 之 代 表 或 可 於 五 月 扨 在 巴 黎 開 一 預 備 會 

議,磋商義大利條約所需耍之謠定書草案。美 

國政府感覺爲終止特里亞斯待自由區目前之 

不安情勢及恢復該區之和平及安寧起見，當 

事國應及早有所行動。故美國政府盼望蘇聯 

政府早日表示意見。" 

蘇聯政府在四月十三日的照會裏復稱. 

"閼於解决修改對義大利和約任何部份之問 

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對於主張以 

交換照會或私行會議之方法而爲决定之任何 

提議，當然小能同：8%因蘇椎埃社會主義共 

相國聯sa >ig此等方法:ê反民主政冶之基本原 

則也。" 

四月十六日，代理國務卿在致華盛頓蘇 

聯大使館的另一照會荬指出，上次美國照會 

裹提起的會議是程序中的第一步，屬於預備 

性资的。他藥稱美國政府樂於考廑蘇聯政府 

閼於義大利和約所^耍的議定畜的起^系'序 

的任何意見。 

因爲蘇聯政府並無答復，國務卿又於六 

月一日送一個照會給華盛頓蘇聯大使綰，表 

示希望蘇聯政府能夠早日把t封於應該:《g循 

的荐序的Jt見;s知美國，以便s"當事國可a 

共同討論這件事情。—关國政府仍^在等候這 

個六月一日照會的囘音。 

目前特里亞斯待自由區的兩區，照fn約 

附件七第一條規定，仍由各該軍事統帥部分 

別管轄。英美和南斯拉夫的軍事長官雙方都 

有闕於他們管轄储形的報吿書送交安全理事 

會。 

根 據 特 里 亞 斯 特 爲 獨 立 頜 士 去 實 施 和 

約，事實上的困锥便是像本人所的,南斯拉 

夫把備具一切獨裁政體徵象的警察國政府形 

式推廣到他們的區域去了。這就無法使 t依 

照和約所規定的綱頜和英美區倂合起來成爲 

— 個 獨 立 民 主 的 倾 土 。 在 這 ® 倩 形 之 下 ， S 

:4̶個"獨立"領土等於3^立一個可供間接侵 

略的地區。那些間接侵略的方式,東歐一帶， 

» 最 近 在 捷 克 斯 拉 夫 ， 都 已 屨 經 驗 過 ^ 。 

因此，本國政府斷定和約褢關於恃里亞 

斯待自由區的規定無(35實施。由於這種倩勢， 

我們的;t見是在本問題一一就是三月二十曰 

照會裏提出的問題̶̶未經與其他當事國« 

外交磋商{%^到解决"前，在安全理事會裏討 

論待里亞斯^自由區行政長官問題並無建 

的rê^,。 

M r D E R O S E (法蘭西）'本人小擬追述本 

間題的經過，因爲英聯王國相美國的代表已 

經講很詳細很淸楚。本人將以1^述S "點;© 

限 

蘇聯代表在扦粱三月二十日的宣言時， 

sa宣3^所引的理由是對於指定特里亞斯待 

的行政長官，無法得到同意。這是事赏，但 

竑非全部的事實。三月二十日宣言指出南斯 

拉夫佔領區的性皙業已完全變更，該區事實 

上5«併入南斯拉夫，而採取的步驟並小尊重 

列強以獨立和民主地位給予自由區的切實期 

望。 

宣言中後來又稱"依此情形，三國政府 

肯定目前之解决方法个能^保保障自由區人 

民之基本權利及利签"。 

據法國政府所得的情報，不幸關於這一 

點，情勢並未變更。蘇聯K表的談話鬮於南 

斯 拉 夫 佔 颌 區 的 情 勢 並 沒 有 提 出 新 的 因 素 

來，本入很相信蘇聯沒有力量可以使他有甚 

麼變更。 

我們的問題不是我們應+應或能 <、能替 

特里亞斯待指定一位行政長官。這個問題是 

我們三月二十日提出來的間題，法國政府，g 

爲 蘇 聯 代 表 今 天 的 話 並 無 ï f 由 使 它 變 更 它 

的動向和對於本案所採的政策。 

主席.若沒有別人想'资言，本席將宣布 

散會。 

M r M A L I 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盟）本人要提出一項簡短的提逯。 

Mr Mahk纗绩用欺又III 

因爲英聯王國的代表I？朋他的政府在目 

前情形之未準 f裙 I t諭本問題（雖然英國政 

府對這問題已經研究了一年多），並因爲此事 

顯 然 還 ^ 要 多 一 點 間 研 究 ， 蘇 聯 代 表 圑 對 

本問題耍提出一項正式的決議案，希望英聯 

王國、美國相法蘭西的政府在進行研究指振 

特 里 亞 斯 持 自 由 區 行 政 長 官 遨 個 問 邇 的 時 

候 ， 能 夠 同 時 研 究 這 决 議 案 的 全 文 。 ' 



這è«t議案如下[s/1260]. 

"茲鑒於對義大利 * I 約第二十一條規定 

設立特里亞斯待自由區， 

"復鑒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外長 

會議決定指派特里S斯特自由區行政長官一 

人， 

"復鑒於上述《1約附件六第十一條的規 

定， 

" 決 議 指 派 C o l o n e l F luck ige r爲特里 f f i 

斯持一3由區行政長官。" 

本人並不堅持現在卽將本决議案摁付表 

决，因爲安全理事會内各代表繫耍時脚研fS 

M r MoE(那威）：主席能不能在宣佈鼓 

會之前吿誨我們下次會議在甚麼時候舉行？ 

就本人所知，下星期二是假期。 

主席：本席現不能决定下次會議B期， 

但希望星期一可以發出通知。 

千後五時三十五分散會。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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