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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理 事 會 

第 七 百 八 十 九 次 會 議 

一九五七年九月九日星期一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紅約舉行 

主 * : Mr. Emilio NUNEZ PORTUONDO 

(古巴） 

It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茧、中阖、哥命 

比亜、古巴、法蘭西、^克、菲律賓、瑭典、mm 

埃st#^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類及北愛爾蘭聯合王 

國、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S/Agenda/789) 

一. 通過議程。 

二. 申蹐國入會問題： 

(a) 大會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決議案一。一七 

A ( 十 一 ） ： 七 年 三 月 四 日 秘 書 長 致 安 鑫 

理事會主席函；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美利堅合 

衆國代表爲大韓民國申請入會事致安全理事會 

主席西； 

(b) 大會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決議案一〇一七 

B (十一）：一九五七年三月四日秘書長致安全 

理事會主席函；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美利堅合 

衆國代表爲越南申請入會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 

面， 

(c) 一九5七年九月一日紫古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 

爲紫古人民共和國申講入會事致安全理事會主 

席電；一九五七年九月三日蘇維埃肚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代表致秘書長函。 

通過議程 

錄程逸遍。 

申請國人會問題 

(a)大會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決議 

案一〇一七A (十一) ;一九五七年三 

月四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面; 

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美利堅合衆國 

代表爲大韓民國申請人會事致安全 
理事會主席函（S/3803, S/3880.S/ 

3884); 

(b) 大會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决議 

案一〇一七B ( 十 一 ) ； 一 A S 七 年 三 

月四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面; 

—九五七年九月四日美利堅合衆國 

代表爲越甫申請人會事致安全理事 

會主席面（S/3803, S/3881, S/3885); 

(c) 一九五七年九月一日蒙古入民共和 

國外交部長爲蒙古人民共和國申請 

入會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 

七年九月三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代表致秘書長面（S/3873, S/ 

3877) 

— . M r . SOBOLEV ( 蘇 維 埃 社 # ± 義 共 和 國 聯 

邦）：我有一個問題。請問我們依照什癍程序討鼸今 

天議程上項目二的三個子目呢？有兩偭可能的途徑： 

(―)我們可以陸績分別討論三偭子目；（二)我們可以 

同時加以討論，然後單獨表決各項決議草案。 

二至就蘇聯代表鬮而言，我們憨爲爲節省時間 

起見，最好同時討論所有涉及此事的提案，然後個別 

加以表決。 

三.主席：我耍先說明我對此事所採立場，然 

後再婧美國代表發言。本來在蘇聯代表還未請求發言 

以前我便想這樣傲的。 



四. 議程上列有三個子目，同時我們據有載於文 

件S/3884, S/3885, S/3877裏面的三項決議草率。 

五. 我收到繋古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來電一通；這 

項電文是昨晚收到的，過一回卽將分發 1。 

六. 關於蘇聯代表所發問題，我認爲根據安全理 

事會慣例和國際法院諮詢意見、三偭子目應該分別加 

以討論。因此我建議首先討論子目（a),接着討論子 

目（b),然後再討論子目（c)，因爲每一項申請都應就 

事論事分別加以討論。這是本人的意見，但是理事會 

當然有充分自由採取其所認爲最妥善的途徑。 

七. Mr. LODGE 利堅合衆國）：我實在不了 

解蘇聯代表認爲同時討論這幾件事便可節省時間的說 

法。我們之中每人都要就，國、越南及外蒙古發言。 

每人祗發言一次或分三次發言都不會節省時間，任何 

一種方式都需耍同樣時間。在任何情形下我們都須分 

別表決三項申諝。因此我想蘇聯代表認爲同時討論三 

項申請便可節省若干時間的說法是錯誤的。 

八. 還有一點，主席裉明確周到的提到過，每一 

件入會的申請應就事論事加以審議，其命運如何決定 

於本身的價値。他這種說法顯然說明了何以必須分別 

單獨審議的理由。因此，美國將支持主席所採立場，這 

—點固然不是極端重耍的，但我們詆爲每一項申請都 

應分別加以審議。 

九. Mr. SOBOL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我不願拖長這項程序上的討論，我認爲我們現在 

應該審査議程上所列問題的實體。.因此之故，蘇聯代 

表圑不反對主席所建議的程序。可是蘇聯代表圑認爲， 

如何就今天議程上的申諝案陳述立場，應該由每一代 

表圑本身決定，換言之，主席所建議的程序並不能剝 

奪任何代表圑本身決定發言一次或三次甚至於必要時 

發言四次或五次來解釋其所持立場的權利。 

一〇.主席：在這種情形之下，理事會現在開 

始審査議程上的項目二 （a)。這當然不妨礙各位理事 

就我們今天議程上的其他子目發言。 

一一 .Mr. LODGE (美利堅合衆國）：安全理事 

會今天可以有機會糾正過去一項不公平現象。大#民 

國與聯合國有血親關係。在世界所有國家中，大韓民 

國最有資格申諝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1 後 1 8 編 爲 文 件 S / 3 8 7 3 / A d d . l 分 發 。 

2 申 猜 加 人 聯 合 國 問 題 （ S 章 第 四 條 ） ， 路 詢 窓 見 ， 國 際 法 院 

— 九 四 年 八 ， 第 五 十 f c 頁 。 

一二.韓國爲獨立與統一而奮鬬了很久。聯合國 

第一次想要設法促成韓國所爭取的獨立與統一是十年 

前的事。在這十年之中，韓國人民和聯合國許多會員 

國，包括美國在內，經歷了不可言狀的慘劇。在這十 

年之中，鞾國政府和人民堅決信任聯合國。聯合國承 

認大韓民國政府爲韓國惟一合法政府。這一點已由流 

血及戰爭確立。再則，在大會討論鞾國問題時大鞾民 

國政府派有代表參加。大韓民國還積極參加了許多專 

門機關的工作。大會曾經一再投菓贊成准許大韓民國 

加入聯合國。這種事實是大家都知道的。 

—三.目前亜洲一個偉大的國家被一個不承憨國 

M人民有權依照自願方式生活的外國勢力剝奪了它 

的最基本的權利。今天上午我們是不是會看到這個外 

國勢力又在這裏活躍起來？ 

—四.美國願乘這個機會再度S佈，美國決心要 

使韓國獲得公平，並相信祗耍具有決心最後必可達此 

目的。 

—五.Sur Pietson DIXON (聯合王國）：聯合王 

國代表圑很髙典參加提出理事會面前這個建議准許大 

韓民國入會的決議草案〔S/3884〕。 

一六.韓國事態，尤其是大韓民國的進展，應該 

經常是安全理事會特別鬮切的對象，並且應該經常是 

整個聯合國特別關切的對象。我們注視韓國人民爲克 

服戰後不可避免的困難，作堅決而勇敢的奮鬭，不塍 

羨慕。我們對於韓國仍然處於分裂狀態，聯合國所訂 

的韓國統一原^尙未付諸實施，引爲慽事。可是我們 

不應因此担絕大韓民國申請准予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的自然而合理的耍求。 

—七.我們承認大韓民國政府爲韓國惟一合法政 

府。我們一向支持大韓民國政府申請准予加入聯合國 

爲會員國的窭求，因爲我們相信大韓民國依聯合國憲 

章的規定充分具有成爲會員國的資格，並相信它對本 

組截的工作必有極有價値的貢獻。 

—八.我希望這一次這項申諝會獲得理事會一致 

通過，並且不再有使這個亜洲國家不能達成願望的企 

Mo 

一九.莉先生（中阈）：大韓民國與中阈是眞正 

兄弟國家。兩國在地理上、文化上、甚至於血統上都 

是聯繋的。半世紀以來，中國人民抱着同情心——極 

深的同情心——^S視韓國人民爭取獨立的奮鬭。那侗 

奮鬭大部分是在大韓民國現任總統英勇領導之下進行 



的。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在韓國人民看來，在 

我們中國人民看來，韓國獲得獨立的時辰最後已經來 

到。 

二〇.不幸得很，由於國際共齑主義的干涉，韓 

國人民此種希望不能實現。 

二一.顯然大韓民國具有加入聯合鬮爲會員國的 

費格。聯合國韓國問題委員會實際上曾於一九四九年 

及一九五〇年確認過這一點。大會各項決議案對於這 

一點絕對沒有表示過任何疑問。中國代表圑熱忱希 

望，甚至於馨香醻祝，這個建議准許大韓民國加入聯 

合國爲會員國的決議草案終於獲得通過。 

二 . Mr. ROMULO (菲律賓）：我們目前據有 

一個建議准許大韓民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的決議草 

案。關於這一點，我們最好回憶一下大會第十一屆會 

處理此項申請的經過，而爲回憶起見，且讓我們看一 

看秘書長敍述事實的客觀報吿書，其中說： 

"一月二十三日〔一九五七年〕十三國提出兩 

件決議草案，一件黼於大韓民國，另一件關於越 

南。這兩件草案的大意如下：大會鑒於大韓民國 

及越南均因安全理事會某一常任理事國的反對而 

不能入會，因此：（一)重申大會認爲該兩國充分 

具備入會資格的信念，（二)促請安全理事會根據 

大會的決心重行審議該兩國的申請書。 

"此外，另有兩件決議草案。第一件係蘇聯提 

出，其內容如^:大會應請安全理事會顧到聯合 

國成員應該儘量普及的一般輿論，重行審議朝鮮 

民主人民共和國、大韓民國,越南民主共和國及 

南越南的申請書，俾可建議淮許上述各國同時入 

會。 

"第二件係印度及敍利亜提出，其內容如下： 

大會憶及決議案九一八(十），並認爲這個問題需 

耍進一步審査，因此(一)將大會本屆會中提出的 

各提案以及有關紀錄送交安全理事會，（二)請該 

理事會審議所有各國的入會申請書。 

"特設政治委員會於一月三十日通過了十三 

國提出的兩件決議草案。閽於大韓民國的決議草 

案以四十五禀對八稟通過，棄權者二十二；關於 

越南的決議草案以四十四稟對八票通過，棄權者 

二十三。 

"印度及敍利亚代表於委員會否決蘇聯決議 

草案後宣稱：鑒於委員會的決議，他們不堅持將 

他們的聯合決議草案交付表決。 

"大會於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八日通過了特 

設政治委員會建議的兩件草案。關於大韓民國的 

決議案(決議案一〇一七A(十一)）以四十票對八 

禀通過，棄權者十六，關於越南的決議案（決議 

案一O—七B(十一））以四十累對八禀通過，棄權 

者十八" s 。 

二三. 大會希望大韓民國和越南獲准入會的願望 

是極爲明確的。我很高興代表菲律賓參加提出這個建 

議准許大韓民國入會的決議草案。在爭取自由的歷史 

上，大韓民國是意志堅定與愛國心純正的榜樣。大韓 

民阖爭取自由的奮鬬贏得了全世界所有人民的讚美和 

尊敬。大韓民國擊退侵略勢力的方式以及該國人民與 

領?遭受戰爭蹂躏後重建國家的態度，反映了一種 

百折不撓的意志與一種政治家的作風，値得聯合國的 

確認。 

二四. 菲律賓是派遣軍隊前往韓國抵禦當地聯合 

國部隊所受攻擊的國家之一。我們知道有人曾經並且 

仍然盡力企圆毀滅大韓民國。我們不能容許這種力量 

在理事會中得逞。大韓民國充分具備成爲會員國的資 

格，我們必須給予它以應得的支持，投禀贊成准許它 

加入聯合國。 

二五. Mr. DE VAUCELLES (法蘭西）：剛才菲 

律賓代表促請我們注意，大會曾於一九五七年二月二 

十八日明確促請安全理事會參照大會認爲大韓民國充 

分具有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之資格的決定重行審議該 

阈之申請〔決議案一〇一七A(十一)〕。 

二六. 正像我們過去所說，法蘭西必須支持大韓 

民國入會的申請。理事會中已有好幾位理事指出過， 

大韓民國照理應該獲得安全理事會的特別考盧，因爲 

過去聯合國爲了維讒韓國的生存抵饌外來的侵略而不 

得不出面干涉。法蘭西很榮幸，曾經是協助擊退那種 

侵略的國家之一。 

二七. 聯合國許多報吿書中說過，最近幾年漢城 

政府,以事實證明它尊重民主原則。那個政府是韓國 

人民自由意志的表現。大會本身便已誌悉這一點，因 

~ ~ 8 參 闼 大 會 正 式 紀 錄 ， 笫 十 二 届 會 ， 補 榻 第 一 睐 ， 英 文 本 ， 笫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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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我剛才提到的決議案憨爲大韓民國具有憲章第四條 

所規定的―切條件。 

二八.因此，法獮西代表國希望安全理事會推薦 

大鞾民國入會。 

L Mr. VESGA DUARTB (哥侖比亜)：哥侖 

比亜代表画很高典參加提出安全理事會目前所摟有的 

决議草案，由理事畲建議大會准許大韓民國加入聯合 

國爲會員圉。哥命比ffi代表團憨爲，第一，大稗民國 

具有憲章所規定的條件,第二,目前正應使韓國人民享 

受加入本組截的特權。基於這種看法，我們準備投惠 

贊成我們參加提出的決饑草案，同時我們希望這一次 

爲了正義並爲聯合國着想,大稗民國的願望能够達成。 

三〇.Mr. WALKBR (g|^利SE):澳大利亜代 

表團很髙與與安全理事會其他七位理事國共同支持大 

韓民國靖求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的申靖案。 

三一. 美國代表說過，聯合國注意韓國問題至今 

已有十年之久，在這段期間，本組織曾餒竭力設法支 

持該國。今天我們又審譏大韓民國加入聯合國問題。 

三二. 早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大會便 

通通了一項決議案〔二九六G(四)〕，蹐安全理事會重 

行審議大韓民國的申諝。當時澳大利35很榮幸參加提 

出那項決議案文。今天我們又據有大會一項決議案， 

靖安全理事會重行審議大韓民,及越南的申蹐〔決鼈 

案—〇—七（十一)〕。我們很高典看到大會以大多數 

通過了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此項建讒。 

三三. 我們澳大利亜人深信,任何國家的人民,祗 

耍是具備憲章所規定的條件的話，便應該可以加入聯 

合國爲會員國，分享會員國的利益，並分镥會員圃的 

mm,但以該國人民願意接受那種義務爲條件。這是 

—項最重耍的原則：所有爱好和平的國家，如果接受 

憲章所載義務，能够並願意履行該項義務的話，便都 

應該可以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關於這一點，我們應 

該注意，大韓民國的申諝案已經翻簡了很久的時間。 

三四. 理事會的所有理事和全世界都知道，大韓 

民國的申諝案在理事會中受到蘇8^決權的阻撓。我 

們値得指出一點，蘇聯s久以前曾餒根據一些與憲章 

第四條所定條件毫無關係的理由反對許多國家入會, 

它在大會第十，届會對於大韓民國又採取了那種態 

度。 

三五. 聯合國先後爲鞾國而澹負的特殊責任是極 

爲重要的。那些責任已在大會許多決議案中載明。至 

就澳大利亜而言，我們對於大韓民國的獨立與繭,j所 

表示的支持,可以f述各事瞪明：第一,我們與在韓國 

的聯合國槻關，如聯合國鞾國統一及善後事宜委員會 

(稗國統一善後委員會）及聯合國韓國問題委員會（鞾 

國 委 員 會 ） 等 ， 曾 餒 長 期 合 作 ， 其 澳 大 利 s 對 於 

聯合國掸衞朝鲜擊退侵略的努力及其盒建韓â的工作 

曾經有所貢献。 

三六. 我很榮幸，曾兩度訪問大韓民國，第二衣 

是 ， 國 統 一 善 後 委 員 會 ^ 利 亜 代 表 格 前 往 該 

國的。根據我個人的餒驗，我知道韓國人民與鞾國政 

府希望加入聯合阈莨正式會員鬮的心情極爲蘋烈。韓 

國人民曾多次表示過這瘇願望,熱烈地婧求准争入會。 

三七. 根據以上所說，我很希望這一次理事會能 

正式建議大會接受大韓民國的申諝。 

三八. Mr. SOBOL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安全理事會和大會曾經花了許多時間討讒申請 

國入會問題。多年來，美國與追隨美國的許多政府百 

舷阻撓，使聯合國中不能建立合作的精神，因此許多 

國家申請入會的問題也不能獲得具體解決。但是大會 

第十届會中，聯合國絕大多數會員國都鹫成會籍普及 

的原則，並投惠贊成准許當時申請書正在討論中的十 

八國入會。祗有一個例外，那就是統一發生問題的國 

o 

三九. 我們都知道，鞾圃入會問題，正像越南入 

會問題一樣，一直到今天，由於國內分裂的緣故，艇 

鑌成爲一項複雜的問題。 

四〇.大會在其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八日決議案 

〔决議案九一八(十)〕中建議准許十八國入會,但規定 

大會那項建議不適用於發生統一問題的鬮家。那些曾 

在大會第十屆會發言解樺那項規定的代表們顇調指ffl 

聯合國對於內部分裂國家的首耍義務在促使其铳一。 

四一.可是在以後的時期中證明了美國統治集團 

弒毫不想和平解決那些未決的國睽問題。鄴倜集國曾 

特別設法阻撓鞾國停戰協定*的實施，並企圆將該國 

‧領土置於李承晚傀儡政權之下。美國這項政策的 

目的在使稗國兩部分的分裂尖鋭化。大會第十一届會 

期間，美國及其他圑家^出了一偭決讃草案～赋准南 

~~ ' 理事會"践,第八年，一九七、八、九月份補 
編 ， 2 t # S / 3 0 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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鞾加入聯合國。就是這項政策的最近表現。今日又重 

複提出那項提案。 

四二. 拿這種態度來處理我們目前的問題，至少 

可以說是片面的，因爲這種態度會讓鞾國的一部分對 

另一部分佔優勢,祗有使兩部分現有關係更趨於悪劣， 

決不能促進該國的統一。 

四三. 在大會第十一屆會時，蘇聯代表國主張同 

時准許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及大鞾民國入會。倘 

若聯合圑採取這種客觀公正的態度去解決問題，便可 

强調以和平方法來統一韓國的必耍，換句話說,當事雙 

方必須基於平等立場以談判方式來謀致統一。再則， 

要是韓國兩部分的代表參加聯合國的工作，便可打定 

一個基礎，讓雙方實行接觸，取得聯繋,並相與合作, 

俾使該國兩部分重修舊好，終於統一起來。 

四四. 當時若干西方國家的代表，不能反對蘇聯 

提案的實體,卻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横加毁謗， 

企圆以毫無根據的指控，使人懐疑它所奉行的和平外 

交政策，使人在外表上看來反對統一的是北韓，而非 

甫韓。可是事實證明恰恰相反。 

四五. 過去幾年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曾 

一再提出以和平方式統一該國的提案。但是那種提案 

綞是遭遇南韓當局的反對,因爲後者得到美國的鼓勵， 

採行侵略計割想以武力奪取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的領土。 

四六. 早在去年，美國就已採行了破壊停戰協定 

的政策，片面停止中立國監察委員會在南韓的工作。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美國在韓國的統帥部宣佈 

它不再受停戰協定中關於禁止新武器運入韓國之規定 

的約束 B。同時美國宣佈已決定將美國的"最新武器" 

(這是實際上使用的字樣），包括原子武器在內，立刻 

運往南朝鮮。 

四七. 美國的統治集團所以要維持韓國的緊張局 

面，意在延長美國軍隊對南韓的事實上的佔領，從而 

使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經常受侵略的威脅。 

四八. 在那種挑粱政策之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 

共和國仍然竭力設法建立北韓與南韓之間的接觸，促 

進對於該國正常發展極關重耍的經獰及文化聯繋、並 

發動談判俾使該國兩部分更爲接近。 

~"8 mm,第十二屆會,附件，瞜程a目二十三，文件A/363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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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爲表示誠意起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 

國政府裁减朝鮮人民軍八萬人,軍備亦按比例裁滅,並 

曾建議雙方宣佈不再使用武力，並就北韓與南韓軍備 

的裁减問題開始鈸判。朝鲜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疳 

又曾一再建議召開阈睽會議，由所有關係國家參加，以 

便解決外國軍隊撤出韓國問題，確保該國鞏固的和平， 

並增進該國和平的統一。但是在美圉的懕力之下，南 

韓當局拒絕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所有那一類提 

案。 

五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與亜歐兩洲若干 

國家維持外交關係，並積極參加國睽生活，該國的和 

平外交政策是沒有可以懐疑的餘地的。朝鮮民主主義 

人民共和國充分具備憲章所規定的申請國入會條件， 

同時該國政府曾一再表示願意承擔憲章所引起的一切 

義務。 

五一. 蘇聯代表圑仍然認爲在這個時候解決韓國 

加入聯合國問題的惟一可能途徑是建議同時准許該國 

*兩部分入會；因此，它對八國決議草案〔S/3884〕 

提出了修正案〔S/3887〕0蘇聯代表圃希望聯合阈會籍 

普及原則及韓國和平統一原則的忠實擁讒者能支持它 

所提修正案，並建議同時准許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 

國與南鞾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五二. 闥於越南入會問題，我們都知道，在一九 

五四年,關於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竈的日內S會議中， 

曾締結了一項在民主基礎上統一該國的特殊國睽協 

定。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都是那項協定的簽字國， 

而且它們都贊成准許一個統一的越南加入聯合國爲會 

員國，而不贊成分裂的部分入會。 

五三. 最後宣言第七段規定於一九五六年七月在 

越南舉行普選，以完成該國的铳一。可是，日內S協 

定，尤其是那一個最重耍的規定，在實施時遭遇南越 

南當局的强烈反對，而且美國用盡方法慫恿南越南當 

局那樣辦。 

五四. 越南民主共和國曾一再提議進行停戰協定 

中所規定的洽商，而卻一槪遭受南越南當局的拒絕。 

南越南當局堅決地拒挹實施重耍國睽協定的規定當然 

引起歐亜兩洲對於輋固國際和平及安全威覺典趣的許 

多國家的不安。 

五五.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越南民主共和國總 

理致函南越南當局，再度建議根據日內％協定籌開兩 



方代表的洽商，討論舉行自由普選促成該國統一的問 

題。但是一直到今天，此事毫無進展。 

五六. 耍是在這種情形之下討論准許越南入會問 

題，尤其是抱着美國代表團及其他代表圑所建議的那 

種態度，祗會鼓勵南越南當局繼鎮阻撓閽於該國統一 

事宜的日內s協定的實施。 

五七. 安全理事會，尤其是其中的常任理事國，理 

應使用一切權威及力量，促請各方遵守日內s協定，並 

根據其中的規定，舉行自由選舉，促成越南統一。 

五八. 在這種情形之下，蘇聯代表團建議延至越 

南統一以後再行討論É國入會問題，到那時候便可由 

̶個統一的越南正當地加入聯合圃爲會員國了 。 

.五九.爲節省時間起見，我現在討論蒙古人民共 

和國請求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的申請案。每一個人都 

知道，P且止實施大會第十屆會於一九M年十二月八 

曰所作決定〔決議案九一八(十)〕的企圆終吿失敗,當 

時建議准予入會的十八國中已有十七國加入聯合國爲 

會員國，其中祗有蒙古人民共^國成爲政治上歧視待 

遇的搽牲，而且仍然是那種犧牲。 

六〇.雖然當時大會中絕大多數會員國投稟贊成 

准許蒙古人民共和國與其他阈家同時加入聯合國，但 

是在安全理事會中，由於蔣介石代表的公然否決，再 

加上安全理事會中若干其他理事國的僞裝否決，卻把 

大會關於那個國家所作的決定推翻了。那些理事國，包 

括美國、聯合王國、法蘭西在內，曾經在許多場合以 

某種方式表示過贊成准許蒙古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 

爲會員國，因此它們那種態度是最爲奇怪的。営蒙古 

人民共和國的申請書上次在安全理事會一次會議〔第 

W六次會議〕中加以討論時,這些國家祗是沉默,不 

能提出任何理由爲本身的立場辯護，由此可見它們所 

採立場是毫無根據的。那種情形倒也不足爲奇，因爲 

實在沒有理由反對像蒙古人民共和國那樣一個爱好和 

平的主權民主國家入會。 

六一. 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整個歷史可以證明它願 

與所有其他國家和平友好相處。蒙古人民從事於和平 

的、建設的工作。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政策的主旨 

在建立它與其他國家的友好黼係，增進國際合作，並 

在遠東及全世界鞏固和平。 

六二. 蒙古人民共和國與其他圃家的聯繋日益加 

强。目前蒙古人民共和國與十五國維持外交鬮係，其 

中包括印度、緬甸、印度尼西茧、中華人民共和國、 

蘇聯、捷克斯拉夫、波蘭、南斯拉夫及55、歐兩洲的 

若干其他政府。蒙古與這些國家中的許多國家在經濟 

上和文化上有廣泛的聯繋。 

六三. 蒙 古 人 民 共 和 國 部 長 會 議 主 席 M r . Y-

Tsedenbal曾在一九五六年九月間的一次訪問中說過， 

"對於尙未與之建立外交及其他關係的國家*說，包括 

美利堅合衆國在內，我們希望基於平等、互尊、獨立、 

主權及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建立並發展此種關係"。 

在那次訪問中，Mr. Tsedenbal並强調，"每一個人都 

知道，蒙古人民共和國是最先贊成聯合國崇高理想及 

完全承認憲章的國家之一。" 

六四. 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曾經一再宣佈它顦承 

擔憲章所引起的一切義務，並&事實證明它願爲聯合 

國的原則與宗旨盡力。毫無疑問地，蒙古人民共和國 

具備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一切條件，有充分資格成爲 

會員國。 

六五. 有時候，那些反對蒙古人民共和國入會的 

人們提出一項事實，說該共和國與蘇聯及其他社會主 

義國家保有友好關係。提出這種反對至少可以說是很 

奇怪的。聯合國憲章促請所有國家發展友好合作關係， 

試問從什麼時候起聯合國曾經責備一國政府與其鄰國 

發生友好關係呢？ 

六六. 顯然，安全理事會中的若千理事國——尤 

其是美利堅合衆國、聯合王國和法蘭西——之所以拒 

絕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合法請求，祗是由於那些國家不 

願意准許一個政治體系與社會制度不爲其統治集團所 

喜的國家加入聯合國罷了。這種態度，不用說，是違 

背憲章的原則和宗旨與聯合國的任務的，因爲聯合國 

的任務在增進各國間的合作，而不問其社會制度如何。 

六七. 安全理事會中各位理事都知道，幾天以前 

蒙古人民共和國又曾請求安全理事會審議其入會的申 

請案。蒙古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電文〔S/ 3 8 7 3 〕中再 

度表明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願意擔承並徹底履行聯合 

國憲章所規定的一切義務。 

六八. 因此，蘇聯代表圑提出一項决議草案，擬 

由安全理事會建議大會准許蒙古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 

圃爲會員國〔S/3877〕，特請理事會加以審議。蘇聯代 

表圑盼望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負起責任，通過這項決 

議草案。 



六九.主席：蘇聯代表提議延緩辯論越南共和 

國入會問題。這項提案在我們討論議程項目二 (b)時 

併案處理。 

七o.美國代表耍行使答辯權，我請他發言。 

七一. Mr. LODGE (美利堅合衆國）：蘇聯代表 

的言論涉及了我很榮幸在這裹代表的政府，現在各位 

在發言人名單上列名的理事讓我有這個機會針對那個 

言論作一簡短答覆，我裉威謝他們這番盛意。 

七二. 蘇聯代表叉乘槻攻擊美國，其用意所在，他 

本人當然最熟習，我們卻祗能猜測。他說美國企圆阻 

撓入會問題的解決。事實上，美國曾竭誠努力解決入 

會問題，耍不是美國合作的話，那項問題當然還不會 

那樣解決。 

七三. 蘇聯代表說，美國統治集團對於解決國睽 

問題並無與趣。我不知道究竟他是否把美國總統包括 

在美國統治集圑之內。但是任何人，祗耍不失常態的 

話，都不能懐疑艾森豪總統和他屬下那般人盡力解決 

國睽問題謀求國際和平的意願。全世界沒有一個比他 

更忠於和平的人。 

七四. 蘇聯代表說，我們耍使緊張局面更加餒 

重。事實是恰恰相反的。如果我們耍使緊張局面更加 

琺重的話，我們便會以蘇聯代表攻荦我們的方式攻擊 

蘇聯。 

七五. 他說我們鼓勵大韓民國採行侵略計劃。這 

也是和事實相反的。他說我們運送新武器違反停戰協 

定。讓我指出他的引證是錯誤的：我們從來沒有說過 

我們耍把原子武器a往韓國。 

七六. 以上祗是他所說的幾點而已。還有其他許 

多點也可以提出來加以駁斥，可是那樣就耍浪費理事 

會許多時間。據蘇聯代表說，韓國與越南入會問題由 

於這些國家仍然處于分裂狀態而璲得複雜起來，其實 

M應該接下去說，入會問題與分裂問題都是由於蘇 

聯而變得複雜起來的。耍是蘇聯允許自由選舉的話， 

便不會有分裂問題。自由選舉的辦法，耍不是照蘇聯 

的想法，並沒有什麼不正當之處。使人驚奇的是，單 

獨阻止自由選舉的蘇聯竟然一本正經地對於原是它本 

身一手製造及維持的一種情勢表示不满。 

七七. 謝謝你，主席。恕我花费了理事會的時間， 

但是我可以断言，你們任何一位在本國政府受那樣不 

公平的攻擊時都不得不爲之辯護。 

七八. Mr. JARRING (瑞典）：瑞典自加入聯合 

國以來便認爲應基於會籍普及原則處理入會申請案 

件。在我們看來，本組威需要所有大小各國的合作， 

耍那樣才可以確切履行憲章所託付的任務。我之所以 

準備投禀贊成准許大韓民國入會，主耍是基於這些考 

盧。 

七九. 過去瑞典政府對於那些疆界未定及未經其 

他國家承認的一類不完全國家的入會申請案件是不願 

支持的。大韓民國可以說是屬於這一類。可是現在瑞 

典卻決定投稟贊成准許大韓民國入會，其理由如下： 

最好讓大韓民國接受一個聯合國會員國所應有的義 

務，尤其是憲章上關於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規定。瑞 

典代表團對於此項申請投肯定稟含有瑞典政府承認事 

實上佔有現在領土的大韓民國之意。 

八 〇 . M r . JAWAD ( 伊 拉 克 ） ： 克 代 表 團 曾 

經在許多場合對於申請國入會問題表示過意見。我們 

對此事的態度是以若干考盧爲根據的。 

八一. 首先，我們認爲聯合鬮必須成爲一個普遍 

的組織。所謂普遍者，就是說，所有享受獨立地位的 

國家,不僅應有機會參加聯合國及务專門機關的工作， 

而且我們應該鼓勵它們成爲聯合國會員國。 

八二. 再則，我們認爲，必須所有國家，無論大 

國或小國，通力合作，共同維持憲章中的原則，並各 

盡所能，努力實行及推廣那些原則，才能確切獲致和 

平與正義。 

八三. 雖然我們仍舊信奉這兩項原則，但是我們 

認爲在審査每一項入會的申請時應計及那些能使一國 

擔承並履行憲章及國際法所定義務之種種國家及國睽 

方面的因素。 

八四. 基於這些考盧，同時又鑒於大會所表示的 

意願，伊拉克代表圑準備投菓贊成准許大韓民國入會。 

我們對於其他申請案件亦將基於上述各項考盧來作成 

決定。 

午後一時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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