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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第一委員會報告書蓮過之決議案

三七六（五）．朝鮮獨立問頤

大會

參照其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決議案（一一

二（二））丶一九四，入年十二月十二 H 決議案（一九五

（三））及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決議案（二九三

（四）），

業經接得並審査聯合國朝鮮「司題委員會報告

書， 1

鑒於上述各決議案內所列目標未克完全實現，

尤鑒於朝鮮之統一尙未告成，而北朝鮮曾謀以武力

攻襲推翻大韓民國政府，

念及大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宜稱臨時委

員會在朝鮮境內靦察昉詢所及，其居民佔全朝鮮人

民大多數之區域內，巳建立合法政府（大韓民國政府）

確實行使管制與轄治之權；該政府乃經該部分朝鮮

之選民依法、自由表示意志， H．在臨時委員會之監視

下選出者；實爲朝鮮境內唯一具有此種資格之政府，

體察目下聯合國軍隊正遵循安全理事會一九五

0年六月二十七 H之建議2，在朝鮮作戰；此項建議

係依據該理事會一九五O年六月二十五日之決議

案 3 請聯合國各會員國給予大韓民國爲擊退攻襲與

恢復該地域內國際和平及安全所必需之協助，

念及上述各決議案之主要目標爲建立統一獨立

及民主之朝鮮，

一．爰建議：

(a) 採取一切適當步驟，務求翱鮮全境達於釋

定狀態；

(b) 採取所有各種制簿手續，包括在聯合國主

持下舉行選舉，俾在朝鮮主權國內成立統一獨立及

民主之政府；

(c) 敦請南北朝鮮各地全體人民及所有人民代

表團體與聯合國各機構合作，以便恢復和平、舉行選

舉並成立統一政府；

(d) 聯合國軍隊，除爲逹成上開 (a) 、（ b) 兩項目

標所必靨者外，亻湛應留駐朝鮮境內任何地區；

1 參關大會第五居會正式紀縴，補編第十六驌。

2 參闞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錨，第五年，第十六號。
"剧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鋦第五年第十五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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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探取一切必要措搐，以完成糖鮮經濟善後

工作；

二．決議：

(a) 設立朝鮮統一暨菩後委員會，由澳大利亞丶

智利丶．荷蘭丶巴某斯坦、菲律賓丶泰國及七耳共租成

之，其任務爲 (i)擔任目前聯合國朝鮮問題委貝會原

有之各種職責； （ii)代表聯合國促成朝鮮全境內統一

獨立及民主政府之成立；（iii) 關於關鮮之救濟及善後

方面，執行大會接得經濟暨祉會理事會之議建後所

規定之職務。聯合國朝鮮統一暨善後委員會應邋赴

朝鮮，儘速開始執行職務；

(b) 在聯合國朝鮮統一暨善後委員會未抵糖鮮

以前，系ll成該委員會之各國政府應合維一臨時委員

會，在聯合國會址集會，俾據上述各建議與聯合國

統一指揮部洽議諮商；本決議案一經大會通過，該

臨時委貝會應立卽開始執行其職務；

(c) 聯合國朝鮮統一暨善後委貝會應向大會下

屆常會或沏前可能為審議本決議案所涉事宜而召集

之特別屆會提具報告，並於其認為適當時，向祕占

長提具隗時報告，俾便轉達各會員國；

大會

復鑒及此次戦事結束後，朝鮮經濟復元之善後

工作，手為戴鉕，

三．爰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商同各專門機關，

草擬戰事結束後之救濟及善後計劃，並於大會蓮過

本決議案後三星期內巴向大會具報；

四．並建議釋濟暨祉會理事會對推進朝鮮經濟

發展及社會進展之長期措雄，從速研討，且於研討期

間，先請主管技術協助申請案件之當局，注，意對朝

鮮供給此種協助之迫切必要；

五．對聯合國朝鮮問題委員會各委員履行其重

要與艱難任務之貢獻，表示謝意；

六．請祕占長以充分人員及渡備供應聯合國軔

鮮統一暨善後委員會，包括其所牻之技術顧問在

內；並授權祕占長支給該委貝會各委貝國之代表及

共候補代表各一人之費用及莓 H津貼。

一九五0年十月 --l:- a, 
第..::.丸四次全敉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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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七（五）．聯合一致共策和平

A 
大會

鑒於聯合國宗旨之首二項規定餌為：

｀，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並為此目的，採取有

效集體辦法，以防止且消除對於和平之威脅，制止

侵畸·行為或其他和平之破壞；並以和lli方法且依正

義及國際法之原則，膺翦或解決足以破壞和平之國

際爭端或情勢，

a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

爲根據之友好關係，並採取其他適當辦法，以增強

普逼和平，＂

確信聯合國全體會員國之主要義務仍爲於捲入

一項國際爭端之時，循憲章第六章所載之程序，以

和平方法解決該項爭端， c[l憶及聯合國已往若千次

所巳在此方面獲得之順利成就，

鑒及當前國際緊張局勢已入危險階段，

覆按大會決議案二九（）（四）和平綱領內有忽置

聯合國憲章原則為國際緊張局勢繼續存在主要原因

之規定，甚願對於該決議案目標，再行有所貢獻，

確信安全列事會有履行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主

要責任之必要，常任理事國有謀取一致同意及慣用

否決權之義務，

磧信憲章第四十三條所規定有關軍隊之協定，

共談利應由安全理事會發動，並願聯合國在此類協

定尙未締訂前能另有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之辦法，

供其使用，

深成安全理事會不能代全體會員國履行責任，

尤其該理事會不能履行上述二段所述責任一事，並

不解除各會員國在憲章下所負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

之義務，亦不解除聯合國在憲章下之同樣責任，

特別認爲安全理事會之不能履行實任，並亻清剝

奪大會在憲章下所享關於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之權

利，亦亻清解除其在此方面所負之責任，

認爲大會履行其在此方面之責任，必須有從事

可資確定事實揭發侵略者之覿察之可能，又有可資

集體便用之武力，並有向聯合國會員國及時建議集
體行動之可能，而此種行動，欲期有效，必須迅速

採行，

A 
一．特決議安全理事會遇似有威脅和平丶破壞

和平丶敢侵賂行為發生之時，如因常任鉀事國未能

一致同意，面刁｀能行使其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主

要責任，則大會應立卽考盧此事，俾得向會員國提

出集體辦法之妥當建議，倘係破壞和平或侵略行為，

並得建議於必要時使用武）J, 以維持或恢慣國際和

,F與安全。営時如屬閉幕期間，大會得於接獲請求

後二卜四小時內舉行緊急特別屆會。緊急特別居會

之召集應由安全理事會依任何七＇「事國之表決請求

為之，或由聯合國過半數會員國請求為之；

二．並爲此目的，通過本決議案附件所裁之大

會議事規則修正案；

B 

三·設立和11s.觀察委員會，並規定在曆年一九

五一年及一九五二年內，應由中國、哥侖比亜、捷克丶

法蘭西丶叩度、伊拉克、以色列洎紐西蘭屯口某斯坦、瑞

典、蘇維埃爾t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亻｀列顛及北愛爾

蘭聯合王國丶美利堅合衆國及烏拉圭等十四國爲其

委員國，今後任何地區倘有國際緊張情勢發牛，而共

繼續存在又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則委

員會可覿察該項清勢並提出報告。遇安全即事會對

於有關事項不行使憲章所賦職權之時，大會得徇委

員會將前往之國家之邀請或經該國之同意運用委員

會，大會閉幕沏間則由駐會委員會加以運用。運用

委員會之決議，應由出席及參加表決會貝國三分二

之可決票通過之。安全鉀事會亦得依據憲章所賦之

權限運用委員會；

四．決定委員會應有自行指派小系ll委員會並利

用覿察員以襄辦該委員會職務之權；

茄建議各政府丶各當局在委員會行使職務時

與之合作，並加協助；

六．請祕湝長供給必要職員與便利，並得依委

員會之指示，利用大會決滻案二九七 B （四）所規定

之聯合國視察預備隊人員；

C 

七．請聯合國會貝國調査本國資源，以決定其

h支持安全理事會或大會任何關於恢復國際和平與

安全之建議時所能提供之援助之性質及篦圍；

i\ ．建議聯合國會員國，各在本國軍隊內保留

軍隊若干，共訓練紐織與裝備應以隨時均能根據安

全£用事會或人會之建議，並依照本國憲法所定稈序，

迅卽調用爲聯合國一支或數支部隊爲準，但各會貝

國依據憲章第五十一條行使個別或集體自衞權利時

仍可使用此項軍隊，並刁汁因本條款而受影鏖；

九．請聯合國會員國儘速將其撝實旌上段規定

而探取之措置，通知第,.一段所規定設立之集體辦

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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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請祕書長商得第十一段所規定委員會之

同意，指派軍事專門人員若干，備供會員國願惹獲

得技術上指導，以系ll織訓練裝備第 i＼段所稱之厙隊

聽候迅速調遣鈴聯合國部隊者，請求調用；

D 
一一．設立集體辦法委員會，以澳大利亜丶比

利時、巴西涌緬甸丶1JI：拿大丶埃及丶法蘭西、墨西哥丶菲

律賓4：耳其、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臘聯合王國丶消利

竪合衆國丶委內瑞拉及南斯拉夫等十四國爲其委員

國，並着令委員會商同祕占長以及經其認為適常之

會員國，研究各種可依據憲章之宗旨及原則而用以

維持並增強國際和平與安全之方法，本決議案 C 節

所列方法亦應倂子研究，至遲須在一九五一年九月

-H 以前向安全理事會及大會提出報告。研究時並

應注意集體自衞辦法及區域辦法（憲章第五十·條

及第五十二條）；

一二．建議全體會貝國在委員會行使職務時與

之合作，並加協助；

－：：：：：．請祕書長供給必要之職員與便利，俾本

決議案 C 節及 D 節所載之日的得以圓滿逹成；

E 
一四．大會通過上述提議之時，深知持久和平，

不能僅憑採取集體安全辦法以對付國際和平之破壞

及侵暗行為而卽告實現，眞正永久之和平尙有賴於

遵守聯合國憲章所定之一切宗旨及原則，實行安全

理事會丶大會及聯合國其他：：k要機關所為旨在維持

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各決議案，尤有賴於靠軍並遵守

全體A類之人權及某本自由，確立並維持舉世各國

之經濟社會藹利狀疣；

一五．特御請會員國悉力崇尙並加強聯合行

動，協同聯合國推廣並促進人權及某本自由之普逼

尊葷與遵守，同時加強個別及集體之努力，以逹成

釋濟安定祉會進步之狀叱，尤當着葷各發展落後國

家及地區之發展。

附 1牛

茲修正大會議事規則下列各閩：

一．第八條原文改為該條（甲）款，並應另增（乙）

款如1、. : 

｀｀依據決議案三七七 A （五）而舉行之緊急

特別届會，應在祕占長收到安全理事會根據1E

何七個王用事國之可決票提出召開此種屆會之

請求後，或在收到聯合國過半數會貝國以其在

駙會委員會之可決票或以他種方式表示之請求

後，或在依照第九條規定速得過'F數會員國同

意移二 l弔四小時內召開之。＂

二．第九條凉文改為該條（甲），款，並應另增（乙）

款如下：

｀｀本條對任何會員國請求依據決議案三七七

A（五）召開緊急特別屆會之情事亦應適用。祕

湝長遇此情事，應用最敏捷之通訊方法，與其

他會員國接洽。'

三．第「條條文末應1JII入下列規定：

｀｀依第 i\條（乙）款召開緊急特別相1會時，祕

溝長李遽應在該！i11會開會！·二小時前通知聯合

國各會貝國。'

四．第「六條條文末應加入下列規定：

｀｀緊急特別屆會嚙時議秤應在通知召開屆會

之時，一併分送聯合國各會員國。'

五．第十九條條文末應加入下列規定：

｀｀舉行緊急特別屆會時，關於決議案三七七

A（五）所處珅事項之增列項［七得釋出席及參加

表決會員國三分二之同意，列入議秤。'

六．第六卜五條糧」另增規則一條如下：

｀｀舉行緊急特別屆會時，除大會另有決定外，

不論其他各條規定如何，大會應僅召開全體會

議，逕行討論原請舉行屆會提出討論之問題，無

庸先交總務委員會或任何其他委員會審査；緊

急特別屆會之1：席及副i：席，卽由前次屆會主

席及副1：席所閼各代表團之首席代表分31擔

任。'

一九五0年十一月三日，

第三O＝次全體會議。

B 

茲為依據聯合國憲章一－－尤其』憲章第在意丶第

六章及七章－一－規定，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赳見，

大會

建議安全理事會

採取必要步驟，確實採行憲章所規定關於威脅

和平、破壞和平、或侵略行爲之行動，以及瀾於和平

解決足以危及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节端或情勢之

行動；

計都］各種辦法，以謀儘速實行聯合國憲章第四

十三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六條及第四十七條瀾於

將聯合國會員國軍事部隊供給安全珅事會關遣典軍

事參謀團有效執行任務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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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措置亻准得妨礙大會履行決議案三七七A(Ji)

所規定之職務。

一丸五0年十一月三 Q'

第三O＝次全體會議。

C 
大會

鑒於聯合國租織主要職責銑在維持並促進各國

間之和平、安全及正義，

鑒於全體會員國負有遵守憲章所定義務，以促

進國際和平之責任，

鑒於憲章將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之主要資任授

子安全理事會，

確信安全理事會各常任珅事國對於舉凡足以威

骨世界和平之問魁，皆有謀取一致同意之必要，

憶及大會｀濬｛請列強戮力同心，捐棄成見，破除

畸域，奠定永久和平''之決議案一九O （三），

特建議安全鉀事會各常任鉀事國：

(a) 用集體或其他方式，會商一切足以威脅國

際和平及阻撓聯合國工作之問題，必要時並與有關

各國會商，以期根據憲章之精神與文字，化除主要

歧見，覓致協議；

(b) 航會商結果，從速通知大會，大會閉幕時，

則通知聯合國各會員國。

一九五O年十一月三 n,

第三O＝次全體會議。

三七八（五）．戰鬬行爲發生時各國應有之義
務

A 
大會

重申憲章所載之原則，各國非為公同利盆亻、得

使用武力，並亻、得使用武力伎害任何國家之領七完

塾或政治獨立，

亟欲更進一步建立屏障，縱令戰鬬行為業已發

生仍須防II:戰爭爆發，並願便利各常事國自採措置，

停止戰鬬行爲，以購有助於节端之和·'Ii解決，

一．爰建議：

(a) 一國而與其他一國或數國發生武裝衝突

時，應採取一切有常時情叱I丶＾鈁切實可行並與自衞

權利相符合之步驟，儘速終止武裝衝突；

(b) 該國尤應立卽公開聲明，無論如何亦應在

戰鬬行爲發生以後二十四小時內公1用聲明，願在敵

對國家採取同樣措置之前提下，依據衝突當康各1j

所同，窘之條款或聯合國主管機鬮指示常事各方之條

件，停止一切庫事行動，並將其已侵入他國領十．、領

水或已越過某一界線之軍隊，全數撤退；

(c) 該國應將依照前一分段所發表之聲明以及

衝突所由肇生之情0l, 立卽通知祕占長，轉達安全

踝事會及聯合國各會員國；

(d) 該國通知祕占長時，倘和1i覿察團弔］未到

達衝突發生地區執行任務，應卽同時邀請聯合國主

管機關派遣覿察團前往；

(e) 聯合國主管機闊就其所審議之案件確定破

壞和平或侵略行為之資任並於進行其他有關秤序

時，應將關係各國對於上述建議事項所探之行動加

以考盧；

二．潞定本決議案各項規定亳亻湞妨礙各國在聯

合國』憲章下之權 ·fI」及義務，亦1丶妨礙聯合國安全理

事會、大會或任何其他主管機關之決議與建議。

--尤五O年十一月十十日，

第三O入次全體會議。

B 
大會

認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提案 5 所提出

之問題，如與聯合國輔助機關國際i民委員會現所審

議事項合倂硏究，較為妥善，

決議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提案連同第

一委員會討論此事之紀錄全份｀送交國際法委員會，

以便該委員會加以研究，並儘速擬定結論。

－尤五O年十一月十+n,

第.E.0入次全腥會議。

三七九（五）．設置常設斡旋委員會

大會

鑒於憲章第三十三條規定任何节端之常事國，

於爭端之繼桁存有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

時，應儘先以談判、調査、調停、和解丶公斷丶司法解

i心區域機關或區域辦法之利用、或各該國自行選擇

之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決，

憶及大會決議案二九五（四）對於如何方能進一

步實施』憲章第十一條（第一項）中有瀾合作維持國

際和平及安全之普通原則部分及第十三條（第一項

（子）款）屮有關促進政治上之國際合作部分，曾資成

大會駐會委員會作有系統之研究，

4 參閾決議案三七七 A（五）， B 節。
6-閾文fl: A/C.1/ 608。
圧蠢闞大會第五屆會正式紀鑷，第一委員會第：：：：八四次至
策三九0次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