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훌i랄회훨뿔 I초표표활」 뚫훌훨훨훌훌홈폐 짧퓨찢불 
- 單一팀 構成을 中心으로-

1988. 4 . 

‘ t;~~1Y\ ; 、 ; t ; ·· .?’ ~ 
.”--’
·‘ 

;
·
뭘l
l
g‘
1
 ‘ 

‘·i4i*i 

끼
 

”

낀
앓
隱
‘
잉
 

ν
F
 
망
핍
싸
 

. 

μ
k
ν
、

녔
 

-‘ 
*i

”---rn‘. 

ι
↑
f
e
·
i
l
-
-”
s
l
 t 

--
’4 
vl 

* 
‘ 
.
，
/
‘
‘
‘
냥
，
‘a엔
I
i
·
 

η
 ‘ 

r 

‘ 
·9
----‘.@ 
}
·
륙
 

* 

캅
시
 
니
 흡 、펀
써사펜n깐
품M·
ι와 

ι

/”
꽉
‘
*
)
r”

 각ι
?
ν씬샤
 

j 

·
써
 
시
，
 

ι
-

-
-

끼
?
 ‘ 

J
ι
 
”
--‘- ”
덜

기
낀
 “
‘v
V

·

깐
-
--
‘i
 

뀔훨土統-~훨 
( 南~t對흩폼事務局 ) 

애“@“<-““ ~ ... t'"."‘’“·“’ -‘·• • -



目 tX 

1 • 東西獨 單-팀構成 背景 .......... . 

2. 東西獨 單-팀 構成을 위한 rf象備賣談J ... 

가. 東西獨 NOC代表間 接觸 ......... . 

나. 東西獨 NOC 및 IOC執行委間 3者會談 . 

다. 東西獨 NOC代表會談 .......................................................... 12 

라. 東西獨 NOC代表會談의 流塵 ................................................ 13 

3. 東西獨 「올림픽 單-팀」構成 協商 ....... . 

가. 東西獨 單一팀構成 合意經韓 .................................. .............. 17 

나. 第7回 「코르티나 탄페쪼」깡季올림픽大會( 1956) 單一팀構成 協商 .. 19 

다. 第 16l피 「멜보른」올림픽大會 (1956) 單一팀構成 協商 ................. 23 

라. 第 17[폐 「로마」올림픽大會 (1960) 單一팀構成 協商 .................... 28 

마. 第 18回 「도쿄」올림픽大會( 1964 ) 單一팀構成 協商 .................... :~:~ 



4. 東西獨 單-팀構成 決製 ... 

가. 單一팀 構成 決짧 背景 ........................................................... 쩌 

나. 單一팀構成 決짧原因 ........................................................... 써 

5. 單-팀 決製以後 薰西獨 體育賣談 ....................................... 4 () 

가. 東西獨 體育會談 再開經繹 .................. . 

나. 東西獨 體育會談 經過 .. 

( 1) r할레」 體育會談 ............................................................ 41 

,( 2) r 뭔 헨 」 體育會談 ........................................................... 43 

(3) r드레스덴」 體育會談 ..................................................... 44 

(4 ) 第1次 「프랑크푸르트」 體育會談 ....................................... 4 8 

(5) r마그데부르크」 體育會談 ............................................... 49 

(6 ) 第2次 「프랑크푸르트」 體育會談 ...................................... 50 

다· r스포츠 議定書」 發效以後 東西獨間 體育交流 ........................ 53 

6 . 結 論 ( 東西獨 單~탐構成 陽商의 敎訓I ) .................. . 



「單一팀 構成」이란 그 語윷自體가 意味하고 있는 것처럼 『하나의 텀을 

만든다』는 뜻이며 이를 遊으로 생각해보면 이 單一팀 構成이라는 問題는 分

斷狀j兄下에 있거나 또는 이에 準하는 狀況에 處해 있는 나라에서만이 提起

되어질 수 있는 微妙한 問題中의 하나라는 것을 쉽게 알 수 있는 것이다. 

비록 韓半島와는 그 分斷經輝가 相異하기는 하지만 結果的으로 第2次

世界大戰의 훌物로서 他意에 의해 分斷되어진 東西獨은 이러한 分斷에도 

不狗하고 4차례에 걸쳐 올림픽購技大會에 單一팀을 構成하여 參加함으로써 

民族分斷이라는 깊은 傷處를 스스로 딛고 일어선 램한 「게르만J(German)民 

族으로서 숲世界의 注目을 받은 바가 있다. 

우리나라의 境遇에 있어서도 過去 60年代의 「로잔느」南北體育會談 

( 1963. 1. 24) . r홍콩」南北體育會談( 第1次 : 1963.5.16-6.1 , 第2次 : 1963. 

7.26) 그라고 最近 84年度의 板門店 南北韓體育會談(第l次 . 1984. 4. 9, 
第2次 : 1984. 4. 30, 第3次 : 1984. 5.25) 이나 以後의 IOC件載 「로잔느」 

南北體育會談(第l次 : 1985.10.8-9, 第2次 : 1986. l. 8-9, 第3次 : 1986. 

6.10-11 , 第4次 1987. 7. 14 -15 )에서 南北韓 單一팀 構成問題를 討議

한 바 있었으나 아직까지 한번도 그 實現올 보지는 못하고 있는 實情이다. 

따라서 分斷國으로서 東西獨이 單一팀올 構成하게된 背景과 單一팀構成 

協商經韓 둥올 採合的으로 分析 • 考察해 보는 것은 비록 그 時代的 狀況이 

나 國際的 與件이 오늘날과는 顯著하게 다르다 할지 라도 같은 分斷國으로 

서 民族統合政策올 推進하고 있는 우리에게 示浚해주는 敎訓이 클 것으로 

여져지기 때문에 이에 대한 맑究 自體가 相當한 意、味가 았다고 생각되어지 

는 것이다. 

이러한 狀況올 考빼、하여 本 鼎究는 東西獨 뿔一팀憐成에 관한 어떤 새로 

운 分野나 獨훌IJ的인 協商論理를 開發해내 기 보다는 東西獨間 政治關係 • 스 

포츠交流 및 接빼關聯 參考文鳳올 基嚴資料로 單i팀월훌成 Mb商에 관한 內

容 및 그 經過를 採合하여 이를 體系化하고 이러한 過程에서 우리에게 示俊

해주는 諸 敎訓앓올 橋示하는데 重點올 두었음올 밝혀두는 바이다. 



東西獨 單一텀構成 ~l그토료 目 우‘ 

o 1949年 9 月 7 [j r 獨j헐聯훗G Jl냐u國 J(Bundesrepublik Deuts(、 hland. BR D)-~- 止~ .r\:域1

*t샅파 하여 樹 l7. 된 멈-獨은 

l섭Jit- 9 月 24 n r본J(Bonn) 에 서 }獨園 j速휠 올 림 픽 委員會(αN ‘a띠씨]끼씨t ion떠1a베a메Ie얀‘”녕s’ o이〕끼Iym씨n띠1니ψp끼))SC‘ hc 

Kι()깨삐m미i t (…e“'C‘ für Dι)Clωu비Jtsc사네‘↑.hl너l너anc띠l(띠d.‘ NOK) 릎 構成하 고 

이 어 1950年 12 月 10 B r하노벼 J(Hannover)에 서 獨j휠體育聯盟(Deuts(‘ her 

Sportbund ‘ DSB)機構를 홈IJ 設， 

!ij-J fr- r獨速聯혜共和國J(F cderal Rcpublic of Germany. F RG)으로 IOC에 止

式 加 λ申請을 하였음. 

O 第45次 「비 인JIOC總會 (195 1. 5.7-9 ， 오스트라 아)는 西獨의 IOC 加入배請과 

關聯하여 

『本 IOC 執行委員會는 西獨올림픽委員會(Das Olympische Komitee West

deu tschland)를 最終的으로 承認、할 것·을 勳告하는 바이다. 本 決定은 받아 

들여 점 것이며 西獨올림픽委員會는 그와 同時에 最終的으로 承認‘되어 질 

것 이 다. J (Das Exekutiv-Komitee emfiehlt die endgUltige Anerkcnnung des 

Olympischen Komitees Westdeutschlands_ Dieser Vorschlag wird angenommen 

und das Olympische Komitee Westdeutschlands wird damit endgultig aner

kannt. )라고 決定함으로써 (1951. 5.8) 

西獨NOC를 IOC會員國으로 正式 承認하고 獨速을 代表하는 唯一한 NOC 

로 認、定하였음. 

O 東獨은 「獨速民主共和國J(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 DDR)을 樹立

( 1949. 1. 7) 하 기 前인 

1948年 10 月 1 日 먼 저 獨遭體育委員會(Deutscher Sportausschuss. DSA)를 

創設하고 

1951 年 4 月 22 日 東베를련에서 獨i훌올림픽委員會(N ationales Olym pisches 

Komitee der Sowjetischen Besatzungszone. NOK der SBZ)를 鷹成， IOC 加入

을 要請하였으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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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次 「비인JIOC總會 (195 1. 5.7-9 ， 오스트라아)는 11個國 l個 NOCJ 라 

~=- IOC精뼈에 따 라 (Wcil nicht zwci NOK aus einem Land anerkannt wcrden 

ki>nn('n .) 東獨NOC의 IOC加 入申請을 否決하였음( 5. 8) 

o /IÏJ 第4S次 「비인JIOC總會가 東獨NOC의 IOC 加入申請을 否決시키면서 

『 폈낀디.獨이 하나의 NOC로 統台하여 代表權을 行使해야 하고 올림픽에 單一

팀으로 出戰하기 위한 代表選技과 1쩌商을 開始하며， 만약 슴意에 失敗할 경 

우 5.21-22 1로잔느」에서 IOC • 東西獨 3者間 會談을 갖도록 할 것 』

(Das IOC entschied , dass beide deutschen NOK unverzUglich uber ein gemein

samcs NOK und die Entsendung einer gemeinsamen Mannschaft zu den Olympis

chc Spiele Verhandl ungen fuhren sollten. Das Ergebnis sollte am 2l. und 22. 
Mai mit dem IOC in Lausanne besprochen werden , vor allem dann. wenn keine 

Einigung erzielt worden sei. )이 라는 動告決定을 내 림으로써 (1951. 5.8) 

東西獨間 올림픽 單一팀 빼훌成問훌훌가 本格的으로 擾頭되었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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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東西獨 單一팀 構成을 위 한 「據備會談」

가. 東西獨 NOC代表間 接했 

( 1 ) 日 時 : 1951. 5.17 

( 2 ) 場 所 : 西獨 「하노버 J(Hannover) 

(3 ) 代 表

O 西獨 : r칼 라 테르 폰 할트J(Karl Ritter von Halt) N OC委員長

O 東獨 : r구르트 에 텔J(Kurt Edel) NOC委員長
「베르너 샤르흐J(Werner Scharch) 싸이 클聯盟 會長

(4 ) 接觸結果

O 東西獨 NOC는 IOC 의 第15回 「헬싱키」올림픽大會(1952) 參加플 위 

한 全獨共同代表팀 ( 單一팀 ) 構成提議에 對應하여 最初의 雙方 NOC 
代表間 接觸을 하였으나 뿔方 基本1L場의 對立으로 별다른 台意에 이 

프지 못하고 決짧됨. 

(5 ) 接觸 決製原因

0 國際政治 · 社會的으로 東獨의 主權을 公式 承認‘하지 않으려는 西獨

政府當局의 政治的 立場과 基調를 같이 하여 

- 西獨 NOC 가 基本的으로 東獨 NOC의 法的承認을 相否하는 態度

를 堅持하면서 

- 各 「싸| 體育聯盟J(Landessportbund)의 定款變更을 調整할 수 없다 

는 彈硬한 立場을 取한 데 있음. 

* 西獨體育聯盟 定款에는 모든 훌훌技團體가 오직 하나의 代表團만 

을 西獨體育聯盟(DBS)에 加入시킬 수 있다는 規定이 있음. 

※ 參 照‘ : < r西獨體育聯盟」定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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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西獨體育聯盟」 定款 >

* 19 ;， ().1~ . 1() I 하노 "1 J 에서 ~， l íI폐 r .)"'1 體한麻i법 J f\:}，:: 상|힘 F에 ('1 : IA . h~n: 

') ( 짜 5 덴j I 햄 i i f￥ 쉐 J I t 1 했 211￥ ;) 

~ . JH 體 1{ ijijþ \!섭은 - '- JH íí (i파에 l씬파되 시 않단 펴! "j (1 /,) Jf파 fr體이다. I J니폐 

및 베쉰런의 }l[ 관 +1 ‘| 體휴聯밟은 오석 한 隨삼l뺏體만잔 l띠‘ j劇體 líij따 t::J 애 

IJII λ 사 낀 수 있다. 

이에 fÍ<據하여 「바덴-뷔프템베프드lJ體- 育聯밟. r바이에븐」體-汽聯멈， 

「베 살- 런」體펀聯盟. r J~ 레 벤」體育聯盟. r 함 YI[j 간LJ體 fi聯빔. r 허l ↑ ILj體

ff聯盟. r니더작센」體育聯盟. r노프프라인-베스뜨판렌」體협附범 . r 라 

인란뜨-팔쓰」體育聯盟. r샤르란뜨」體育聯盟. r쉬레즈너l 히-펀-스타 

인」體育聯盟 둥이 本 西獨體育聯盟에 !屬하게 된다. 

上部團體란 西베를련을 包含한 全 西獨플 代表하여 適섭:한 隊llf7- 隨삽 

聯盟에 加入된 하나 혹은 수개의 專門領域 團體를 말한다. 

이 미 西獨體育聯盟의 j二部團體로 認‘定받은 專門領j或이 f츄([합 성 우- I‘íJ 

專門領域에 대 한 t部團體로서 의 어 떠 한 다븐 團體도 l힘獨體育聯범에 

加入될 수는 없다. J 

(SATZUNG des DEUTSCHEN SPORTBUNDES) 

~ 5 Mitgliedschaft 

r Landessportbünde sind überfachliche Zusammenschlüsse auf 1 샤10-

desebene . Für jedes Land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für d

as Land Berlin kann nur ein Landessport bund in den DSB aufgenom . 

men werden. Dem DSB gehören dementsprechend an 

Landessportverband Baden -WUrttem berg 

Bayerischer Landes-Sportverband 

Landessportbund Berlin 

Landessportbund Bremen 

Hamburger Sport-Bund 

Landessport bund Hessen 

Landessport bund N iedersachsen 

Landessport bund N ordrhein-Westfalen 

Landessportbund Rheinland-Pfalz 

-8-



Landessportverband für das Saarland 

Landessport verband Schleswig-Holstein 

Spitzenverbände sind Vervände , die ein oder mehrere F achgpbi 

ete durch ihre Mitgliedschaft in den zuständigen internationalen F

öderationen im Wettkampfsport fU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 씨 nd 

einschliesslich Berlin (West) vertreten. 

Besteh t für ein F achgebiet berei ts ein anerkann ter Spi tzen verband 

im DSB , so kann kein anderer Verband als Spitzenverband für di

eses Fachgebiet in den DSB aufgenommen werden . J 

나. 東西獨 NOC 및 IOC執行委間 3홉흩談 

( 1 ) 日 時 : 1951. 5. 21 

(2 ) 場 所 : 스위 스 「로 잔느J(Lausanne) 

(3 ) 代 表

O 西獨 : r칼 리 테 르 폰 활트J(Karl Ritter von Halt) NOC委員長

O 東獨 : r쿠르트 에 펠J(Kurt Edel) NOC委員長

「베르너 샤르흐J(Werner Scharch) 싸이클聯盟 會長

o IOC r애버리 브런디지J(Avery Brundage) IOC 副委員長

(4 ) 東西獨 및 IOC測 協商基本戰略

(가) 西 獨

O 西獨 政府當局과 體育指導톨은 「彈者의 立場」에서 西獨 主導下의 全獨
單一팀憐成 協商에 臨하였고 

O 協商時 「最大의 讓步線」은 東獨의 優秀選手들을 單一팀 에 吸收한다는 

정도이며 

O 東西獨NOC 統合問題는 이를 斷乎히 桓否한다는 戰13으로 臨했음. 

-9-



(나) 東 獨

O 當時 東獨의 「발테르 울브리히트J(Walter Ulbricht) 書記長이 東獨
NOC代表 「샤르흐J(Werner Scharch)에 게 指示한 바에 따라 

o r 最善策으로는 東獨의 IOC 加入을， 次善策으로는 同等한 資格下
의 兩獨 單一팀構成 實現 J (Maximales Ziel : Anerkennung des NOK 
der DDR. Minimales Ziel : Gemeinsame Mannschaft. nur wenn Gleich
berechtigung zwischen beiden NOK garantiert ist.)을 i훌成하 려 는 基本

協商戰略을 가졌음. 

( 다) IOC 

o IOC副委員長인 美國의 「애버리 브런디지J(Avery Brundage)는 西

獨剛 主張에 全的으로 協調하는 態度를 보였음. 

( * 특히 「브런디지JIOC副委員長과 西獨 IOC委員 「할트J(Karl 
Ritter von Halt)는 1912年 第5回 「스톡흘름」올림픽大會 以後
로 두터운 親交關係를 維持해오고 있는 사이였음. ) 

(5) 會談結果

(가) 3者 「共同코뮤니케」 發表

「共同코뮤니케」 主훌內容 

o IOC 規定에 따라 獨遭 NOC代表홉은 오직 西獨에 게 만 있음. 

O 西獨 NOC 責任下에 1952年度 第15回 「헬싱키」올림픽大會에 

出戰할 全獨 單一팀 올 聊成함. 

o 1952年 7月까지 全獨 올림픽委員會률 뿔成하고 이률 IOC에 報

告함. 

( PROTOKOLL des IOC ) 

r IOC - Vizepräsident Brundage empfing beide Delegationen 
nacheinander und hδrte sich die gegensätzlichen Standpunkte 
an. 

Danach entwarf das IOC ein Kommuniqué , das beide Seiten 
nach heftigem Widerspruch der DDR. Vertreter Edel und S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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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h unterzeichneten . 

Darin erkl김rten sich die beiden Seiten berei t. anzuerkennen ‘ 

dass es den IOC-Regeln entsprechend für Deutschland nur ein 

NOK geben konnte , und da.s war das westdeutsche 

Das Kommuniqué stellte ferner fes t. dass nach dem Willen 

beider NOK eine gemeinsame 01ympiamannschaft fUr die Olym

pische Spiele sollte , fUr die das NOK-West verantwortlich war. 

Schliesslich nahmen die Deutschen mit ihrer U nterschrift zur 

Kenntnis , dass das IOC bis Juli 1952 von ihnen einen Bericht 

erwartete über seine Empfehlung , ein deutsches Olympisches 

Komitee für Gesamtdeutschland zu bilden. J 

(나) r共同코뮤니케」分析 

O 上記 IOC 및 兩獨 NOC間 合意는 IOC가 「하나의 獨速NOCJ를 承

認한 것이 아니고， 西獨NOC 만이 獨遭內의 合法的인 NOC임을 承

認한 것이며 

o IOC가 協商에 의한 東西獨NOC 統合을 動告한 것은 東獨NOC의 存
在를 「事實上 承認J(de facto recognition)한 것 으로 됨 • 

o IOC가 한나라에 두개의 NOC가 存在할 수 없다는 IOC 規定의 權威

를 諸示，

短期的으로 1952年 第15回 「헬싱키」올림픽大會 全獨 單一팀構成 
과 同時에 

長期的 {則面에서 東獨이 西獨 主導下의 全獨 單一팀構成 協商에 

"眉應토록 하려는 象짧的 狗束力올 職課시키는 效果를 노련 것으 

로 分析됨. 

(6 ) 會談績果 反應

(가) 西 獨

o r로잔느」陽商 結果에 全的인 빼足율 表示

-}}-



(나) 東 獨

O 東獨當局은 IOC의 惜置가 東獨NOC에 대해 I屆尊的이고 彈壓的인 

것j 이라고 非難하며 이를 受諾할 수 없다는 態度로 約變

- 各種 宣傳媒體를 통해 『美 · 英盟혜이 東獨올 敵對視하고 反動的
西獨을 ‘方的으로 優待하고 있다J (anglo-amerikanische Provoka

tion gegen die DDR und eine einseitige BegUnstigung des reak

tionären Westdeutschland darstellt.)는 聲明戰올 開始하면서 

- r로잔느」台意、의 澈回 및 새로운 協商開始를 要求(195 1. 9. 2) 함과 
同時에 

- 東獨의 IOC 加入이 第15回 「헬싱키」올림픽大會(1952 ) 參加의 
前提條件임올 彈調함. 

O 結局 東獨測의 「共同코뮤니 케」 暑名澈回로써 「로잔느」會談의 合意、
事項은 事實上 白紙化 되었음. 

(다) IOC 

o IOC 專務總‘長 「오토 마이 어J(Otto Mayer)는 

- r로잔느」合意、는 繼細 有效하며， 

- 東獨測이 西獨과의 單一팀憐成에 不應時 西獨팀만올 올림픽에 

出戰토록 하겠다는 主張올 밝힘. 

다. 東a훌훌NOC代훌훌짧 

( 1 ) 日時 및 場所

o 1951. 11. 15, 西獨 「카젤J(Kassel) 

o 1951. 11. 20, 西獨 「함부르크J(Hamburg) 

(2 ) 代 表

O 西獨 : r칼 리테르 폼 할트J(Karl Ritter von Halt) NOC훌員長 

O 東獨 : r쿠르트 에 멜J(Kurt Edel) N OC훌톨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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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雙方 爭點

西 獨

O 單一팀 (gemeinsame Olympi

amannschaft )構成問題와 關聯

15個項 ( 15 Punkte Programm) 

提示

O 西獨과 東獨 각기 4 : 3比率의 

「實務委員會J (Arbeitsausschu

ss)構成 提議

(4 ) 會談結果

東. 獨

O 雙方 rð] 數lt팎의 「올럼픽大會 

共同實務委員 會J (gesamtdeu 

tscher Olympischer Arbcitsa 

usschuss)構成提議

- 委 員長( V orsizende) : 햄獨 

NOC委員長 「합프」 

- 事務總‘뜰 (Generalsekretär) 

: 東獨代表 中 lA 

O 討議過程에서 「共同實務委員

會」代身 숲員合議뿜IJ運철으1 r共

同委員會J( Olympiaausschuss) 

構成으로 代替提議

O 東獨 NOC의 IOC加入 및 個別

選手團의 올림픽出戰承認要求 

O 兩測 NOC 提案에 대 한 意見對立으로 基本的 갖陽點을 찾지 못한 채 

會談決짧 

라. 東西獨NOC代훌훌難의 流훌 

( 1) r코펜하겐」會談 流훌 

( 가 ) 日 時 : 19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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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나 ) 場 바 : 넨 마크 「 il 폐 하 겐 J (Kopen hagen) 

(다) 會談流출 經韓

O 第 1 Sl페 「헬싱커」올힘팍 太會組織委員會 委員長 「프런l 첼 J(Erik Ha
ron von Frenckell)과 IOC 1cp 載( r 지 ]프 리 뜨 에 드스프훈] J (‘넉 ig fri 
ed Edström) IOC委- 員長， r애 버 리 브런 디 지 J (Avcry Brundagc) 

IOC 뭄IJ 委員長， r오토 따이어 J(Otto Maycr) IOC 事務總長)hL 「 jl

펜하겐」會談이 마련되었으나 

o r司 會談에 參加한 東獨f則은 처음부터 

- 東西獨 NOC 및 IOC 執行委間의 「로잔I 二」會談時 (195 1. S.21 )'핸 

名台意한 「共·퍼]코뷰니게 J( 決定事項)의 無체化룹 L止，

- IOC 가이를受諾하지 않자호텔방을 지치 jl 뺑 l淡 i싸애 나오시꽉 

桓否함으로써 

「코펜하겐」會談이 流좋되어 結局 單 _._ --팀 構 l싸 I~남趙 t써議갚 위 한 

東西獨間 ta商이 難關에 i좋훌하게 됨. 

(2) 東西獨 NOC 代表會談 流塵結果

o r코펜하겐」會談의 流좋으로 第15回 「헬싱키」올림픽大會 (1952.7.19 

-8. 3, r핀랜드J )에는 結局 西獨 單獨으로 參加했고 東獨은 不캉함. 

O 그러나 東獨 體育外짖는 1952年 「헬싱커」大會를 횟機로 重大轉換을 

맞이하게 되었는 바 

- 同 大會期間 中 開{崔된 國際體技聯盟(International F ederations ‘ 

internationale Fachverb헤nde)總會에 서 東獨은 6個種 EJ( 敵球， 號

球， 水泳， 커누， 레슬링， 스키)에 걸쳐 IF加入에 成功함으로써 

- IOC 加入에 必要한 基本資格 (5個種텀 以t의 國際體技聯盟 加

入)을 獲得한 것임. 

※ 參 照 < NOC의 IOC 加入資格 關聯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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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C의 IOC 加À1훌格 빼聯規定 

o < 올럼픽憲章 第3章 第24條 D項 >

r NOC는 어떠한 形態로 構成되더라도 ] 構成員에 다음과 같은 代강 

가 낀含되어야 한다. 

바管歸技플 管掌하고 었다고 lOC 가 認定하는 國際歸技聯盟(lF)에 ijllλ 

한 깐 國內훌훌技聯盟(最小限 5個 以t의 聯盟이어야 하며 또한 그 中 3뼈 

以 l:의 聯盟은 올림픽太會의 프로그램에 包含된 훌훌技의 國 I석聯盟이어야 

한다) 또는 _-L 國內훌훌技聯盟이 指名한 代表

이 i꽤 I석훌훌技聯盟 또는 代表의 數는 NOC 및 :~ 執 fj委員會에서 t잊票.權 

을 가진 者의 過半數를 ò해야 한다. J 

< OL YMPIC CHARTER m The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24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D Composition) 

r Whatever form their constitution may take. NOCs must in any 

event include in their membership: 

all the national federations affiliated to the IF recognized by the 

IOC as controlling their sport (with a minimum of five federations 

at least three of which must govern a sport included on the Olym

pic programme) or the representatives they have nominated 

These national federations or their representatives as chosen by 

them must also constitute the voting majority on this NOC and its 

Executive Board; J 

o < NOC 規定模型 第3條 a) 項 >

『 國內훌훌技聯盟의 代表者， 이 中 5個의 國內鏡技聯盟은 所管體技를 管

掌하는 것으로 IOC 가 認定한 國際廳技聯盟에 加入하여야 한다. 

(이 中 3個의 國內廳技聯盟은 올림픽大會 프로그램에 包含된 훌훌技를 

管掌하여야 한다)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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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L CONSTITUTION FOR A NATIONAL OLYMPIC COM

MITTEE ) 

Art Í<‘ le :3 

r Th e ooo Olympic Committee shall be composed of : 

a) represe ntati ves o f t he national federations ‘ at least five of which 

shall be affi 1 i ated to 1 n ternat ional F ederat ions recogn izcd by t he 

IOC as governing a given sport (at least three of these federations 

must govern a sport featuring on the Olympic programme)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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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東西獨 「올림픽 單一팀」構成 協商

가. 東西獨 單-팀構成 合훌、經韓 

( 1 ) 東獨 NOC의 暫定的 IOC加入

(가) 第47次 「멕시코JIOC總會( 1953. 5, 멕시코) 

O 蘇聯 IOC委員 「안드러아노프J(Constantin Andrianov) 가 핏獨NOC、 

의 IOC加 入問題를 議題로 1:程했으나 

O 新任 IOC委員長 「브런디 지 J(Avery Brundage}는 總會 開幕演찌에 

서 

- r東獨NOC와는 協商이 不可能하다J(Mit solchen Leut en kann 
Man nicht verhandeln . }는 非難과 함께 

- 東獨의 IOC加入申請을 桓否하도록 要求함. 

O 結局 東獨의 IOC加入申請은 否決되고 그대신 東獨의 IOC 쩌定 違

守與否에 대 한 審議를 IOC執行委員會에 서 處理하도록 委任했음. 

(나) 第49次 「아테네JIOC總會( 1954. 5, 그리이스) 

O 東獨NOC는 『東獨이 國際的으로 事實1:. 法t 承認‘을 받은 獨v.

國이므로 다른 國家와 同一하게 하나의 올림픽代表로 承認받을 權

利가 있음』을 理由로 들어 IOC加入을 申請하였으나 

o IOC는 1954. 5. 14 同 申請을 贊成31票 反對14票로 否決시 컴. 

(다) 第50次 「파리JIOC總會(1955.6.13-18 ， 프랑스) 

O 第50次 IOC總會에서 東獨NOC는 『東獨이 固有한 自主的 統治훈IJ 
度를 가지고 世界 여러 國家들과 外交 및 혈易關係를 維持하고 있는 

主權國家이므로 다른 餘他 國家와 마찬가지로 하나의 올림픽代表로 

承認을 받을 權利가 있다. IOC 規定에 따라 東獨NOC는 獨 )'-fJ꺼이 

고 自主的이며 이는 또한 IOC薰章 第25條에도 符合되는 것이다.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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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 I> IH< ist ein souvpränpr 샤taa t. mit cig t' ner unabh ~ingiμ t' r l~ t ‘

μ H' ru nμmit diplomatis( ‘ hen und 11 ‘mdelslH、 zi('hung('n zu \"il ‘ I( 'n I.;in

dt'rn dn W ( ‘ It und hat d('shalb wi t' Jl'dcs and(、r<‘ Land (' in l<l ‘(‘ ht ‘luf 

(‘ in(' an('rk ‘1n n t (‘ ()Iympi~‘(‘ hc Vertr l' tung . I> as NOK d('r I> DR ist νn 

tsp r< 'ch( ‘ nd den Satzunw‘ n (\(、 s IOC unabhängig und sclbständig. Es 

stimmt ül)(、 rc in mit dcm Artik t' 1 2S dpr IOC-Statut t' n . )라고 1: f하;하센 
서 IOC加 入을 要請하는 한편 

O 이에 同調하는 蘇聯의 합l柳한 要求로 第16핀] r멘보쉰~J 올덤팍 人협 

(1956) 에 「東西獨 單一텀 構成 • 參加」월 前提tl￥ f'-t: 으균- ‘차獨 N()( ‘ 

의 IOC加 入이 暫定的으로 承認됨 ( 1955. 6. 17 ) 

※ 參 照‘ : < 第50次 IOC總會 決定事項 >

(2 ) 兩獨間 單一팀構成 合意

O 第50次 「파리 JIOC 總會의 〈第16며 「벨보른」 올린픽 人·會 ( 1956) ~[ 
西獨 單一팀 構成 • 參加〉決定에 

兩獨 NOC가 各 各 同意를 表示，

結果的으로 향方은 1951-1955間 5年餘에 걸 쳐 開|崔된 200餘 (111

의 公式 • 非公式 接觸 및 會談을 통한 單一팀構成에 台意‘판 llt 
게 됨으로써 

東西獨間 「올림픽 單一팀」構成을 위한 本格的인 協商이 始作됨. 

※ 參 照 : < 第50次 IOC總會 決定事項 >

第50次 IOC빼훌 決定훌項 

O 日 時 . 1955. 6. 17 

O 場 所 : 프랑스 「파리」 

O 內 容 < IOC總會 會議錄 >

[ 獨i훌民主共和國 NOC의 暫定的 IOC 加 入을 27 : 7票로 承認한다. 

但， 東西獨 NOC 가 올림픽 單一팀을 構成하여 「멜보륜」大會에 tij戰

시키는 t~商이 失敗할 경우에는 本 承認은 自動的으로 取때된다. 

뺑方의 協商에 어려운 問題가 發生할 경우 IOC 委員長븐 써1 )(~ x. (않 
劉올 다할 것이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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불판 獨j휠이 統 -￥! 後에 I ()(、깐 오식 하나의 獨j휠 NOC쉰 D，싣파하세l 

텔 섯이 다. j 

< PROTOKOLL des IOC ) 

r Es wird mit 27 zu 7 Stimmen ents(、 h icden ‘ dass das 01 ym pist ‘ he 

Komitee der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von Drutschland(Os t) vor

läufig und mit der Massgabe anerkannt wird. dass di f'sP Anerken

nung automatisch erlischt , wenn es sich als unmäglich herausstellen 

sollte. eine gesamtdeutsche Olympiamannschaft zu bilden und dies(、

nach Melbourne zu entsenden 

1m Falle 、 dass Sch wierigkei ten au ft reten. bietet si c h de r 1 ()(、

Präsident an ‘ als Schlichter zwischen beiden deutschen Olympis(、 h{'n

Komitees zu wirken . 

Es versteht sich von selbst , dass das IOC nach der Wiedcrvereini

gung nur ein Deutsches Olympisches Komitee für das ganze Land 

anerkennen wird. j 

나. 第7回 「코르티나 담페쪼」혼季올림픽大홈( 1956) 單-팀構成 協商

( 1 ) 協商成立 經韓

O 第50次 「파리JIOC總會에서의 全獨 올림픽單一팀 構成 · 出戰을 11침↑: 

으로 하는 東獨NOC의 暫定的 10C:加入 承認뺏定에 따라( 1955. 6. 17) 

O 東西獨 NOC代表間에 

1956年 l 月 開{崔據定인 第7回 「묘르티나 담페쪼J(Cortina d ‘Ampez

zo ‘ It aly)창季올림픽大會와 

1956年 11 月 開健據定의 第16回 「펠보른J( Me 1 bour r. e ‘ A ustral ia) 
훌季올림픽大會에 

숲獨 單 →팀 을 構成 · 參加하는 데 台意함으로써 本格的인 뿔 ·팀 

構成 tß商이 이루어 지 게! 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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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第 l 次 훤 -.팀協商. 

(가) II ~￥ : I~S;).~.27-H.2X 

( 나 ) J차 끼i : l!니獨 「힌 더 짜. -텐!J (Hint(、 rzarten) 

(다) 代 表

ü (여. 獨i : 「산 리 테 브 폭 한 _E_J(Karl Ritter von Jl alt) NO( 、 ￡ i i j : 

O 핏獨 : í하인잔 쉐 f센 J( 1Jr. Hcinz Sch()h('l) N ()( ~ ~떼갚 

(라) 雙方 /환點 

-
η、 l엔- j뽑 ~[ )g:j 

國雄(Fahne) O 第 l 次 世界大戰H훈의 獨j띤 l뭘l~흉 (펄 JlJ 

.빨 • 亦 • 黃3色(Schwarz-Rnt-Gold Farhen) ‘3쐐빠 

j뿔 f: ，;웰 tJl r~ ~IJ O 東西獨 I묵 ~IJ없 이 ~활 秀)‘뿔 F 뿔}友 I핑섬、 IJ j댄서} 

o 3띤 바탕위의 꽉수라 :_J 껴-獨 1 f f강에 !ι對

Jt fiiJ 徵章 한마갇1 t票識 (ein Ad-
(Emblcm) ler auf den deuts(‘ h-

en Farben) 

國歌(Hymne) O 東獨}문議 f쉰낌; O 雙 h댈l歌 f\:껴 獨j멜의 

有名한 古·典권樂 t寅 4칭 

(마) 雙方 合意事項

O 國 廣 : 몇 • 츄、 • 黃 3色3線廣 使用

O 選手選技原뀔IJ • 東西獨 區딩1 J 없이 優秀選手 j뿔技原P，IJ ~團떠 

(바) 協商結果

O 東獨은 처음부터 그들 選手들이 西獨 NOC에 {井台되는 形態의 쑤獨 

單一팀 構成을 彈力하게 反對하고 獨自的인 fj動과 責f-f을 l파l執하 

였는데 이는 

- 自國選手의 技{兩이 뒤떨어져 金메달 獲得可能性이 함훨한 關 f#~

로 이를 뼈쏠합 中 11.的인 뿜議플 貴澈시 꺾으로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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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獨選手 優勝時 西獨國歌 演奏를 源果的으로 하지 못하도복 하 

려는 協商戰略에서 비롯된 것이었음. 

O 따라서 形式j二 숲獨 單一텀構成에 台意하기는 하였지만 그것은 本

質的으로 「單一民族의 統i팀」이라고 볼 수 없고 오히펴 「獨立된 

別個 두팀의 聯合」에 不過했음. (Die gesamtdeutsche Mannschaft war 

damit von Beginn an keine homogene. einheitliche Mannschaft ‘ sond<:>rn 

sie bestand aus zwei. in getrennte Verantwortungsbereiche geglied<:>rt f' 

Teilmannschaften.) 

(3) 第2次 單一팀協商 

(가) 日 時 : 1955.1 1. 12 

(나) 場 所 : 東베를린 「네바J(Newa)호텔 

(다) 代 表

O 西獨 : r칼 리테르 폰 할트J(Karl Ritter von Halt) NOC委員長

O 東獨 : r하인쪼 혜벨J(Dr. Heinz Schöbel) N OC委員長

(라) 雙方 爭點

區 分 西 獨 東 獨

共同微章 O 黑 • iffi • 黃色 바탕에 O 西獨主張에 反對

표삐홈標훌훌 

(마) 뿔方 合意事項 : 없음 

(바) 協商結果

O 國歌 및 共同職章 問題에 兩測이 合意를 못본 채 協商決짧 

( * 다만 「코르티나 담페쪼」쏟季올림픽大會時 開{崔國인 「이탈 
리아」올림픽大會組織委員會는 숲獨 單-‘팀의 國歌로 「祝杯

의 노래J(Becher Hymne)를 演奏하였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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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第3次 單 一 텀 t~商 

(가) !:3 時 . 1956. 1. 7 

(나) 場 바 : 西獨 「가프띠쉬 J(Garmisch) 

(다) 代 表

O 며獨 : r칼 라 테 프 폰 할뜨J(Karl Ritt er von Halt) NOC委員長

「빌 닌l 다우메 J(Willi Daume) 

O 東獨 : r 하언 잔 쉐 밸 J(O r. Heinz Schöbel) NOC委員長

(라) 雙方 爭點

區 分 西 }뽑 東 獨

j뿔手團長 j뿔w O 選-f:構成比率에 따라 O 單一팀 共同團長(Chef

多數j뿔手 選w測에 서 de Mission der Mann- I 

團長選技 主張 schaft) 의 獨 自 k、J fJ: 命
主張

(마) 雙方 合意事項

O 選手團長은 選手構成比率에 따라 多數選手 選技剛에서 f:E 命

(바) 佛商結果

O 東西獨은 벚1: 처 음으로 「올림 픽 單一팀」을 構成， 第7回 「코프타 나 

담페 쪼J(Cortina d ’Ampezzo)쏟季올 림 픽 大會(1956. 1. 26-2.5 ， Ita
ly)에 參加하게 되었는 바 

< * 兩獨 選手構成比率 西獨 (58) . 東獨( 18) ) 

※ 參 Rg‘ < 第7回 「코르티나 담페쪼」양季올림픽 參加 t獨

單一팀 成績 >

O 東獨으로서는 最初로 올림픽大會에 參加하게 됨으로써 

- 西獨과 對等한 스포츠 外핫的 1m位의 %흩得파 함께 

- 政 t台的 rï5]等權의 훌힘흉를 다지는 횟機블 마련하게l 되었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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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回 「코르티나 담페쪼j혼季올림픽 훌加 숲獨 單-팀 成*훌 

() 太會t易비r r코프 E1 나 단페 쪼J(ιortina d ‘ Ampezzo. Italy) 

o );.會뼈間 . 19S6. 1. 26~2.5 

O 絲台成箱

*;; frl|핍 fíL 國 경K 

蘇

2 오 /、 E 근l - --

핀 랜 

4 /、- -
5 까、 혜 -
6 美

7 노 근 웨 

8 이 탈 랴 

9 獨

獲 f흉 배l 

金 銀 헤이 

7 3 6 

7 3 4 
t::: 3 3 --
까~ 3 2 - -
덴 2 4 4 

國 2 3 2 

이 2 

아 2 

i훌 

다. 第16回 「멜보른」올림팍大흩(1956 ) 單-팀構成 協商

( 1 ) 協商成立 經繹

ιF , ~ ( f固 ) 

16 

1 ,1 

7 

10 

7 

4 

2 

O 東西獨 NOC 代表는 第7回 양季올림픽大會 全獨 單→팀 構1Jx問題와 함 

께 第16回 「멜보른」올림픽大會 單i팀 構成問題 i쩌議를 파 fi ， 

- 第l次協商( 1955. 8. 27 - 28, 西獨 「힌터짜르텐 J ) 
- 第2次協商(1955.1 1. 12 ， 東베 를련 ) 

- 第3次協商( 1956. 1. 7, 西獨 「가르미쉬 J )을 통해 

第7폐 「코르티나 단페쪼」깐季올립돼大會에 *獨 單 ·튀으토 參加한 
바 있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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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rrrJ t꺼商過程에서 東西獨 NOC는 

- il~j貴選手團의 比추， 國歌 둥의 問題와 關聯하여 完F 한 t，상폐웬i깐 잣 

:.<1 못해 一時 難關에 逢훌하였으나 

- 1956年 10 月 15 B 東西獨 馬政者들의 갖協으로 劇的인 單 ·넨윤 構

成하게 되었음. 

( 2 ) 單一팀 最終陽商

( 가 ) 日 時 : 1956.10.15 

(나) 場 所 : 西獨 「콸른J(Köln) 

(다) 代 表

O 西獨 : r칼 리테르 폰 할트J(Karl Ritter von Halt) NOC委 員長

O 東獨 : r하인쪼 쉐 벨J(D r. Heinz Schöbel) NOC委員長

(라) 雙方 爭點

區 分 西 }뽑 東 獨

O 東獨提議 受容， r베토 O 有名한 獨速 古典音樂
國歌問題 벤」심포니 第 9홉 中「歡 演奏

喜의 讀歌」로 提議

(마) 雙方 合意事項

O 國歌 : r베토벤」심포니 第9홈 中 「歡喜의 뚫훌歌J(Hymne an dic 
Freude) 

(3) 單i팀協商 最終 合意、事項

區 分 L... 意‘ 事 項 合意時期口

國廣問題 O 몇 . $ . 賣 3色 3線廣 l(xt~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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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 音 事 項 台意時期f:l 

.1뿔 子 )‘훤 tJ1 r~: 쉰 IJ O 東때獨 區7]IJ 없이 優훨選+ ，;뿔 1 tX t6b商-時

tt原 폐)禮用 

j뿔子團:fb뿔技問題 O 多數選手 選技測에 서 團長選任 3次協商時

，!l~체歌 f삼1題 
o r베토벤」심포니 第9홈 中 「數 最終 ta商8장 

喜의 讀歌」

(4 ) 協商結果

O 東西獨은 夏季올림픽大會로서는 벚l二 처음으로 第16回 「벨보판」올텀 

픽大會( 1956. 11. 22 -12. 8, A ustral ia)에 全獨 單一팀으로 出戰하게 되 

었음. 

< * 빼獨 選手構成比率 西獨(138) : 東獨(37) ) 

※ 參 H‘R‘ : < 第16며 「벨보른」올림픽大會 參加 술獨 單一팀 成績 >

O 以後 東獨剛은 西獨과 同等한 資格에 tL빼한 IOC加入 및 올림픽大會 

單獨 出戰工作에 더욱 拍車를 加하게 되었음. 

(5 ) 協商結果 反應

(가) 東 獨

O 單一팀 構成으로 훌季올림픽大會에 史上처음 西獨과 同等한 資格으 

로 參加함으로써 일단 政治 • 外交的 勝利를 거두었다는 事實에 滿

足을 表示

(나) 西 獨

O 政府當局은 東獨의 完숲한 IOC加入과 國家主權의 承認‘까지 많進 
시키게 될 여러가지 事態發展에 憂I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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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東西獨 「單‘팀」의 實相과 東獨의 올림픽戰略 

( 가) <形式的 「單一팀 J · 實質的 「別個팀 J> 

O 西獨 138名과 東獨 37 名의 選手團으로 構成된 全獨 「單 ·팀」은 形

式t으로는 유니폼， 깃발， 國歌 둥이 하나로 統一되기는 하였으나 

(Trotz allen äusserlichen Gemeinsamkei ten-gleic、 he Kleidung. Fahllt ‘ 

und Hymne) 

O 東獨f則은 所謂 「集團主義 原 ~IJJ(G ründe der kolle ktivcn Diszi plin)윤 

앞세 워 自 己測 選手團을 7J1j 個의 宿所에 서 生活하고 獨 自 까動을 하 

도록 함으로써 「單一팀」은 實質的으로는 完全히 딩IJ個의 f듀 選+: ~햄 

으로 움직였음. 

O 따라서 흡正한 스포츠精神과 人間的 友情에 立뼈l 한 「單 一 팀」의 意

義는 전혀 찾아볼 수 없었음. 

O 그럼에도 不狗하고 IOC는 大會中에 올림픽理念을 具現한 功勞홉에 

게 授與하는 最高의 賞杯인 「보나꼬사 트로피J(Bonacossa Trop

h헤e)를 獨速選手團에 授與하는 제스쳐를 取했음. 

(나) 東獨의 올림픽戰略 

O 第16回 「멜보른」올림픽大會 以後 東獨의 對 IOC 및 올림픽戰略은 

- 優秀한 選手養成 및 世界記錄 更新에 努力

- 全獨 單一팀 構成 協商에 積極的 協調

- 西獨과 同等한 資格에 立뼈l 한 IOC加入 및 올림픽大會 單獨出
戰I作企圖

- 스포츠를 통한 東獨의 國際政治的 地位向1: 둥에 

力點을 두고 展開됨. 

O 東獨NOC가 第55次 「뭔헨JIOC總會 (1959.5.25-29 ， 西獨)에서 

- r暫定的JIOC加入 (provisorische Anerkennung des IOC)의 但
書를 없애고， 西獨NOC에 대한 「完全하고 同等한J(vollst김n
dig und g leichgultig) 資格의 IOC加入을 要求한데 대하여 

- r애버리 브런디지 J(Avery Brundage) IOC委員長은 同 問題를「스 
쿼밸 리 J(Squaw Valley. 美國)總會와 「로마」總會時 1:챈하여 圓
滿히 解決할 것을 約束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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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回 「멜보른」올림팍大흩 參加 숲獨 單-팀 成빼 

ü )~햄 t易 t iJ r . r 1 센 9_ -;:- J( Mc 1 h()urne ‘ Australi “) 

o )~협期間 . 19S6. 11. 22 ~ 12. g 

o ~i-~ r î IJX: 싫; 

’훌 t댈 내l t: l- t H서 ) • c 

폐; ftl|lH(k 國 껑〈 

í: *샌 ￥Ili] 

蘇 37 30 32 99 

2 훤 탤l 32 2S 711 

3 오스브레인리아 13 8 111 35 

4 헝 9 10 7 26 

5 탈 리 8 8 9 25 

6 /、 워l 덴 8 5 6 19 ---

7 獨 j휠 6 13 7 2(i 

8 英 國 6 7 11 211 

< 全獨 單-~팀 構成別 成績 >

-

*운台 11固 (t 

獲 t젤 
構 成 j뿔-f團 

머l Lι (H례 ) ‘ -

( 名 ) 
金 *f! 헤ú] 

L..-

7 쏘獨팀 17S 6 13 7 26 

L113 獨텀 138 5 9 5 19 

東獨팀 37 4 6 

混읍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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라. 第17回 「로마」올림픽大흩(1960 ) 單-팀빼成 協商

( 1 ) 協商成立 經韓

O 東앤.獨 體育交流와 더볼어 東獨體育人의 d됨獨 L: 命 t曾加로- 벚獨은 

- 스포츠 交流를 「人身去來」라고 非難， 漸次 體育交iJiE jfn 없IJ J앉뚫-깐 推

進하면서 

- r暫定的」이 아닌 「完숲하고 同等한」 資格의 IOC hn λ잔 양섣 jl: 하새 

되어 

- 東西獨은 各各 7]IJ個로 第 17 [며 「로마」올림픽 k會 參加 rfl 論음 하꺼l 

되었음. 

O 이에 「브런디지JIOC委員長은 第55次 「뭔헨JIOC總會( 19:>9. :>. 2:> ~ 29 , 
西獨)에서 

- 東西獨 NOC에 숲獨 「올림픽 單一팀」構成을 義務化할 것 -잔 !할; /i: 하 

면서 

- 兩獨예 올림픽大會 參加申請의 接受를 棄去n하자 

O 兩測은 第17回 「로마」올림픽 單一팀 構成 • 參加問題를 i쩌議하 /1 위해 

서 東西獨 台同NOC會談을 開{崔하게 되었음. 

(2 ) 第1次 東西獨 合同 NOC會談

( 가 ) 日 時 : 1959.6.27 

(나) 場 所 : 西獨 「본J(Bonn) 했外 「페터스베르크J(Pet{'rsbc rg) 

(다) 代 表

O 西獨 : r빌려 다우메 J(Willi Daume) NOC委員長

O 東獨 : r하인 쓰 혜 벨J(Dr. Heinz Schöbel) NOC委 員長

-28-



(라) 雙方 爭點

011 7)、 l1fd }월 東 ’뽑 

J웰 F團h‘1뿔 O 多數j뿔 手 j뿔技 fp'IJ 에 서 O 東獨f~JJ 에 서 안-獨 뭘 

111 rp~題 Æ 命( 東獨 fp'IJ 提議 t~i 텀 團rt’뿔 ff L ~값-

否)

(마) 雙方 合意事項

區 分 1,‘ 
t IεL노크:」:‘ 事 項;o 

單一텀 構成 O 第8回 「스쿼밸 리J(Squaw Valley) 깐季판 

림 픽 大會 (1 960. 2. 18~28 ， 미 국 ) 및 第 17

며 「로마」올림픽大會에 全獨 單 --팀 構

成·參加

台 rP'] NOC會談 開{崔 O 西獨과 東獨에 서 交代로 開1崔

國 t흉 O 몇 . *' . 黃 3色3線廣

國 歌 o r베토벤」심포니 第9홉 中 「數喜， 아름다 

운 神들의 불꽃J(Freude. schöner Götter-

funken) 

選手選#友原 ftlJ O 記錄 · 賣績에 依據한 選手選技原 ftlJ i훨用 

O 優秀選手는 居住地에 關係없이 選技

j뿔 -f l뿔#友훌훌技 O 西獨과 東獨에 서 交代로 開{崔

O 東西獨 NOC는 選技體技에 自國j뿔子 參

加保障義務 負擔

j뿔-F團 引率 O 東西獨 兩 NOC委員長

，1뿔手團 隨行員 훌t o IOC 規定에 따라 選手團 規模에 對應하 

여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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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2次 東西獨 合同 NOC會談

( 가 ) 日 時 . 1959.9.22 

(나) 場 所 : 西獨 「뒤첼도르프J(DUsseldorf) 

(다) 雙方 爭點

區 c.、
η 西 獨

共同微章問題 1 0 東獨의 7]IJ途微章 使用
反對

國雄問題 O 黑 iJf-. 黃 3色3線廠

(Schwarz-Rot-Gold 

Fahne) 

(라) 雙方 合意事項 : 없음 

(마) 單一팀 「國雄」問題 協議經韓

o r브런디지JIOC委員長 {中했案 提示

東 獨

o r망 치 와 낫J (Hamrner 

und Zirkel)이 表示된 닝I J 

途微章 使用

O 몇 i/f,. 黃 3띤3線備 1 t I 
央에 「망치 와 낫」標l淑 ðlt 

(Schwarz-Rot-Gold mit 

Hammer und Zirkcl 
Fahne) 

、 IOC執行委를훌 훌h告훌 >

O 日 時 . 1959.10.5 

O 場 所 : 프랑스 「파리」 

O 內 容

- 全獨 單一팀의 두個 微章 使用은 不可함. 

- 黑 • *' . 黃 3色 바탕에 五輪마크 (das schwarz-rot
goldene Abzeichen mit den fUnf Ringen tragen) 
表示를 動告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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υ IOC委員長의 t記 f뿌했案 提示에 대해 흉方 모두 自國의 憲깐에 I황 

|| l， - 념 -달 f몇 I최로 l리 1中했案에 反對

‘ ’ 「오갚 11~ 이어 J(Otto Mayer) 10C事務總長은 「스궈밸리」쏟季올띤팍 
l、협에서의 獨j헐雄는 몇 *. 黃 3色廣임을 公認 • 發表 (19S9.10.
1 ;) ) 

O 며獨의 「‘밀려 다우메 j(Willi Daume)와 東獨의 「하인쓰 쉐벨j(Dr 

Hcinz Schöbel)間에 第17 lÞl r로마」올림펙大會 參加룹 위한 새로운 

「閔雄」없IJ定에 原 ~IJ的으로 台意( 19S9. 11. 25 , 西. 獨「본J ) 

0 1엔獨 NOC논 1959.12.5-6間 「하노버 j(Hannover)에 서 西獨體펀聯 

밟(DSB)과의 對策會談을 開1崔

- 숲獨 單 -‘팀 構成에 積極 努力할 것파 

- r브런디지JIOC委員長 f매我案을 受諾하여 獨j웰의 3띤 3線廠 I t J 

央 껴i色 바탕에 白色 五輪마크를 表示하찬 -;j案에 If괴意‘ 

* 當時 西獨 與論調흉에 의하면 처음에 成人 59% 가 10C빼했 

案의 jtl퍼~힘雄에 支持를 表明했고， 西獨NOC의 10C11中我횟 

파定後에는 72% 가 贊成을 表示

* 이러한 I셔서단l!i論의 壓 h에 의해 西獨 「아데나워 J( Konrad 
Adenaucr) 따씨 1_):' f:i.對立場을 바꿔 結局 IOC깨했쫓윤 꽃l파 

1) 1)[ ~뽑으1 r에 라 히 호네 거 J(Erich Honeckcr) 는~ 1960. 2. 3 폐 10C 씨l 

핸쫓에 l퍼意 

( 11 ) 楊商結果

O 東西獨은 10C委員長 f中했下에 올림픽 參加를 위한 새로운 雄 採擇에 

台意‘플 본으로써 rCermany : DeutschlandJ 라는 國號로서 第 171u ) r 띄 
마」올림픽太會 ( 1960. 8. 2S - 9. 11 )에 ~獨 單一팀으로 參加

< * I써獨 j뿔手構FJXlt핏 西獨( 189) . 東獨 (142) ) 

※ 장 11선 : < 第 171111 r 파 I ’ ~J 옴 띤 펴 t 會 쌍 1m ~ 獨 單 • • 튀 hX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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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回 「로마」올림픽大훌 參加 숲獨 單-팀 JOC*훌 

u 人혐i차) í1 r I 보 n}-J (Rome ‘ It alv) 

o )::.會期間 . 1960. 8. 25 - 9. 11 

U 침; {Î F)X ~:ø~ 

젠~ {ì III~ (-i/. 國 경〈 

蘇

2 훗· 國

3 E준츠L 

4 }뽑 j뿔 

5 오스트레일리아 

6 어 키 

7 하。l 리 

8 H 本

< 全獨 單一팀 構成~IJ 成績 >

￡E 台 11뼈位 構 成 選 →F團

( 名 ) 

4 全獨팀 331 

西獨팀 189 

東獨팀 142 

{昆台팀 

獲

金.

43 

34 

13 

12 

8 

7 

6 

4 

獲

金.

12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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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블 내l t.:l- (H꾀 ) , --

*f! îlti! 

29 30 

21 16 

10 1 :~ 

19 11 

8 6 

2 

8 7 

7 7 

t흉 머l 1i}-
‘」

(f빼 ) 

*윗 헤új 

19 1 1 

10 5 

9 4 

- 2 

102 

:~() 

12 
‘)') 

21 

IH 

12 

24 

IS 



마. 第18回 「도쿄」올림픽大흩(1964 ) 單-팀構成 協商

( 1 ) 佛商成立 經韓

O 當時 IOC 事務總長 「오토 마이 어 J (Otto Mayer) 는 1962. :3. H I~~ ['니 }폐 

NOC에 第 18[디] r도쿄」올림픽 大會 單 → i 팀 構成을 要求하단 !()(、의 tl넌솟: 

書輪을 보냈는 바 

- 이에 應하여 東西獨 NOC는 1962. 12.8 r로잔 ~~-J 에 서 #쫓觸， 

- 單 - - 팀 構hX問題를 協議하였으나 별다븐 進展을 _lx~ ^1 붓하사 

o r앨버트 마이어 J (Albert Mayer HûC委員은 f며我쫓으로 

- 東西獨 NOC 各 各 選手團을 結成하며 

- 同 選手團은 1960年 第17며 「로마」올림픽 太會時와 |퍼 ·한 l폐雄·隊l 

歌·徵章을 使用할 것을 提議하고 

- 1963. 1. 15까지 同 提案에 대 한 承諾與否 遇報를 要;t함. 

o r앨버트 마이어」의 上記 {中했案에 대해 

- 東獨 NOC는 1962.10.20 前提條件없이 同 f中載案윤 풋·鴻하」[ 

- 西獨은 1963. 1. 12 同 提案을 受諾하면서 單 -~팀 構 1Jx 윌- 위 한 횟 l며-

獨 NOC間 會談을 開{崔할 것 을 要求하였음. 

(2 ) 東西獨 合同 NOC會談

( 가 ) 日 時 : 1963. 3. 9 

( 나) 場 所 : 西베를런 「힐튼J(Hilton)호텔 

(다) 樓方 合意事項

상 z‘ 意‘ 事;Q 

i웰 -r ，~뿔tJ;: 1휠 f:l IJ O 國際的 名합의 {찾뼈 홈 ~ ~- n 훌'1.펜하 

o 2次 f횟뿔 !東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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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 ’‘ /‘ .l iι‘ ~‘.‘ rn "" rJ 

，렐 F펜fι }j 산: o 14 .j 빼 範 t~1휩體 un ‘i.j I값 • 폐 l값(갓 14 ’~ \ ( )(‘ 91 ψll f-’ 

으 t:: 한 i !. 、

f았 l뿔뿔k 實-施 o !OC 指示어1 í1( 1'~ J뽑 j땐 fit! | : !니에 이 판 패 

O 兩 NO(‘ 는 l웰 F 의 t'l1f I 5 ， ~_ 문 i:f JtF 장: ')11 (lt~1페 N 쉐 
負擔

갑힐禮 f%)E O 國雄 · 댐歌 · 유니 폼 뜸 쩌쩌li {철 '1뽑 싸 /lEfF- l ’)()() :r 
「로마」볼림픽 大會時의 {7IJ 에 t폐!환 

J웰 F團 .1重합 O 兩 NOC 委員長에 -ff 

j웰 F團長 j훨tt o i'쉰貴j뿔 子團 構 fJxJt 에 ík 1"횟 ~ 劇 ，l젠 F ，!젠'1. f!l.lj 이 l멘l 

長 少數 뿔 F ‘뿔 t>>剛이 i~ljl뺏 J~ 으 ,.'}. _0_ y ~Jt ):~ l' ):J~ 1/Á W.lJ - 1 113 ζ i! 1'. -, I 

協I짧主體 O 必要한 協商은 !펙빼 NO(‘ 및 14~ 뻐Ij 파1'zl딱l뿜 1 1: 1 애 

獨j免領 t-.內에 서 實- 施

台意事項의 承認 O 諸般 台意‘事j찍은 兩 fP'1j N O(‘의 It，댐깐 싸애 야 함 

O 뿔方間 台意 ffiEH￥ l()( 、 ￡ fiii -와 애l 차검띄 하여 

決定

(3 ) 協商結果

O 東西獨 NOC間의 圓滿한 陽商結果 東西獨은 4번째로 올림펙 뿔 · 띤깐 

構成， 第18回 「도쿄」올림픽大會 (1964.10. 10-10.24) 에 參加하세 되 었 

으
 
n 

< * 兩獨 選手構成Jt率 西獨(182) . 東獨 (194) > 

※ 參 照 : < 第18回 「도쿄」올림픽大會 參加 全獨 單-→ 튀 成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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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回 「도쿄」올림픽大흩 參加 숲種 單-팀 PX*훌 

(~ )~ ~!차’ íJ r . I 노고LJ( T()ky() ‘ Japan) 

() )~ f썩ltJW\j . 1961.10.1()~1(). 긴 

o ti-; (î fA~~~퍼-

}흩 (tf l꺼l t: l ( í써 ) , 0 

*까 fr !|la (‘?: I!힌 家

Jf. *f! i/ti! 

훗· 탤l 36 26 28 9() 

2 셋f 30 :H ~Hì 

.) I J {, 16 5 8 2~) 

j폐 ‘ (k 
)~ 10 22 l~ ;-){) 

5 13 1- 10 10 ')'; 
’ -

6 ιJ 10 7 5 22 

7 - ‘r 덩L rτ 7 6 10 23 i ’ --
8 오 ~- E 떠l 연 감 l 아 6 2 10 lö 

< 全獨 單一팀 構成딩IJ IJX績 >

獲 f흉 메 닥 
’ - (f뼈 ) 

*운台 11慣位 構 成 j뿔子團 

( 名) 金 훨{ 훼ri! 

4 숲獨텀 376 10 22 18 so 

西獨팀 182 7 1 1 13 :H 

東獨팀 194 3 8 3 11 

混台팀 3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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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東西獨 單--탐 構成 決製

가. 單-팀構成 決훨背景 

O 東西獨은 4 차례 ( 1956年 第7回 「묘르타 나 담페쪼」깡季올림픽大會， 1956年

第16띠 「멜보른」올림픽大會， 1960年 第17回 「로마」올림픽大會， 1964年

第18回 「도쿄」올림픽大會)에 걸쳐 올림픽 單一팀으로 出戰한 바 있으나， 

o 1960年f \:: oJl 뜰어와 東西間의 冷戰深化(쿠바「미사일」危機 둥)의 結果로 
1961. 8. 13 東베 를린 障뿔이 構藥됨으로써 

- 東西獨간 스포츠交流가 事實上 全面 斷總되게 되었음. 

O 한편 東獨은 蘇聯이 主張하는 3個의 獨速國家(西베를린은 }]IJ個의 單位國

家라는 主張)라는 「테제 J (Drei Staaten Theorie) 에 사로잡혀 

- 東獨 體操 및 體育聯盟(DTSB) 會長 「만프레트 에발트J (Manfred 

Ewald) 는 西베를런 單獨의 올림픽委員會(Olympisches Komitcc fUr 

West-Berlin) 構成을 要求하였으며 ( 1963. 8. 5) 

- 東獨首相 「발터 울브라 히트J(Wa~~er Ulbricht) 는 西베 를린 代表가 同等

한 資格으로 參席하는 獨速體育委員會 構成(die Bildung eines paritä

tisch zusammengcsetzten deutschen Sportkomitees) 을 兩獨間 體育交流의 

前提條件으로 내 세웠음( 1964. 9. 8 ) 

O 이러한 狀況속에 第63次 「마드라드JIOC總會는 『西獨 NOC가 西베를련의 

스포츠를 管廳하며 , 東獨NOC를 iNationales Olympisches Komitee des 

Ostdeutschlands I로 呼稱할 것 을 承認한다』 고 決定(1965.10.8)

- 東西獨 2個 NOC를 公式 認定함으로써 

- 全獨 올림픽 單一팀이 解體되기에 이르렀음. 

※ 參 H‘쥔 : ( 第63次 「마드리드JIOC總會 決定事項 內容 >

01퍼 IOC總會 決定에 힘입어 東獨은 第19回 「멕시코」올림픽大會 據選戰에 

서 (1966.10 ， r멕시코」開健)東獨의 國歌·國雄·國號를 使用하려 했으나 失

敗하였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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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第67次 「멕시코JIOC總‘會는 北韓의 呼稱問題와 結付하여 

-1司年 11 月 l 日 로서 東獨을 GDR( German DemocratÍc Repuhlic) 로 公

it呼補토록 하며 

- 以後부터 東西獨 各各의 國廠·國歌 및 徵章으로서 올림픽 人·會에 參加

하도복 決議하였음(1968.10.12) 

< * IOC는 北韓의 正式名稱을 「朝’蘇解民王主義人f핏한共 f和u마I國행 J (D…)emo…)C、
r떠떼a하tiκc Peo얘jψp미le ‘ s Republic 0이f K‘O아rea.‘ D아PRK) 으 로 llf f14 할 섯 을 決따 
한 바 있음 (1957) ) 

O 이러한 狀況속에 第19回 「멕시코」올립픽大會時(1968.10.12-10.27) 

- 西獨은 fOeutschland : Gcrmany J 로， 

東獨은 f Ost- Deutschland : East Germany J 로 參加함으로써 

東西獨 올림픽 單一팀이 더 以 t 持續되지 못하고 決짧되고 말았음. 

第63次 「마드리드JIOC總훌 決定훌項 內容

O 日 時 . 1965. 10.8 

O 場 所 : 스페인 「마드라드」 그랜드호텔 (Grand Hotel) 會議室

O 內 容

『 東獨NOC는 西獨NOC와의 全獨 올림픽 單一팀構成 台意가 더 以 t

有效하지 않음을 알려왔다. 

西獨NOC는 이미 台法的으로 承認되어진대로 存續하며 東獨NOC는 

東獨領域으로 承認을 받은 地域에 대하여 諸般 權￥IJ를 가진 NOC로 認

定되어질 젓이다. 

따라서 第10回 「그레노블J (Grenoble )양季올림픽大會 (1968.2.6-

18. France) 나 第 19回 「멕시코J (Mexico)올림픽大會( 1 968. 10. 12-

27. Mexico) 에 東西獨은 各其 ~IJf固의 두팀을 構成할 수 있을 것이나 

_- L 렌에도 不狗하고 兩獨 모두 同一한 國雄·國歌·微章을 사용합 수도 

었다. 

베 플 런의 J1!!位와 關聯하여서 IOC는 뿔存 i7.楊파 相異한 _- L 어떤 웰 

헛\:. ~ ~휠하 ^l 않을 것이다. nn 펀베를련은 西獨 NOC 까， 東베뜸￥!은 

I)t j劃 NO( 、 까 따 꺼 빨흩홈한다.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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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TOKOLL des IOC ) 

~ ' I>‘IS Olympische Komi tt'c v()n U~t-I lt- ll t:-; l'hLllld ILlt 11\ 1 1μ ‘ I r i 1: 

di l' mit dem Olympisc‘ hcn Kom i t<.' t.‘ \'()!l \\ '('s t-I)eu !schl ‘Il1 d 

V crl' in harung ‘ eine gcmeinsame Ivlanns(‘ h씨 für dil ' (1I\ 1111 ’ l\1 '111 ' 11 

Spicle zu bilden ‘ nicht weiter annehmbar ist 

Das westdeutschc Olympische Komitec bleibt deshalh 씨 ls fUr 

Dcutsc ‘ h land zust 하ndig anerkannt. w헤hrend das Ostdeutsche Olympis 

che Komitcc mit allen Rechten für das geographischE、 Ge bi(,t 、’ un

Ost-Deuts( ‘ hland anerkannt wird 

Indessen wird l'S nei den Olympischen Wintcrspiclen 19GR und b('i 

den Olympischen Spielen von Mf' xico zwei 타f'trennte Mannsc、 haften

g< ‘ ncn ‘ di f' jedoch unter derselben I~‘ ahn t.' m‘lfS< ‘ h i( 、 r<. ‘ n und dicselb<. ‘ 

Hymne und dasselbe Emblem verwenden werdνn 

Was d f' n Olympischen Status von Berlin betrifft ‘ so ist \11 、 ’ (\( 

nicht bereit ‘ irgcnd e in f' And erung in Betra< ‘ ht zu zit'ch( ‘ 11 , D<.'r :->l .1 l li 

ist ‘ dass West-Bcrlin in der An f' rkennung von Deuts( ‘ hland und 

Ost-Berlin in der von (hl-{)νutschland inl)('griff{,!1 sind , J 

나. 單-팀構成 決製原因

O 東西獨 NOC는 單 ___ .A텀 構成에 있어 相互間 政治性 排除、와 純料- 한 體합채 

善이 라는 前提에 서 出發했으나 

東獨選手 • 藍칩 및 任員들은 始終 西獨팀에 政治的 宣{專活動을 企圖

하였을 뿐만 아니라 

選手選技 • 合同演習 · 올림픽體技 둥에서 東獨選手를 可能한 pR 많이 
입상시커고자 흡f劃的으로 防害I作을 하였다는 點

※參 H깅 < 東獨 高位A士 「스포츠」關聯 主要 듬 fì. r석 I깜 >

O 이에 올림픽精神에 違背되는 經險을 얻은 바 있는 西獨은 

『만약 東獨이 이와같은 政治性을 뼈棄하고 體育親善애 rr 읍되는 fT動

원- 하지 않는 限 次期 올림픽大會에는 올림픽 單 ·팀-깐 h'l} lJX 한 수 없 

다』찬 첼明을 發表(1965.6.14 ， 西獨 NOC委쉽찬 「’i’ lul 다 9 -HI1 J ( W i1 1 i 
Daume )) 하 게 되 었 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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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짜u뽑고}의 單 一팀 構成은 共!좋測에 게 對西獨 宣傳의 機會와 手젤을 提

(깐하여 주는 데 不j뭘하기 때문에 안센스에 지나지 않는다』고 單 ·팀 

構 !JX: .안 ~r.難 .1)對하깨 되었다는 點

O FJL 다쉰 -Ifjj으보는 過去 東西獨 單 一팀 構成을 成功시커 /1 까지 

5;i : |:;1 의 J=t久한 時間， 200餘[딛l 의 會談， 500萬 달라의 經費가 바활됨으 

jIL 써 했}j l:~l 에 어려움을 認定하게 되었고 

flli 씻 (1~) -~-파 I꾀獨은 ，社會的·政治的 與件에 따라 個別的으로 參加하는 

섯이 쉰[다 바딴석한 것으로 *IJ斷되었다는 點 등임. 

東獨 高位A士 「스포츠」빼聯 主要 言及內容 >

u r 애 닌 1 0) 호 네 거 J (Erich Honecker) 

0’ ?-닌 l 애 사l 있어 서 스포츠는 .- L 自體 目的이 아니라 目的을 이루기 위 

한 하나의 F따언 뻗이다. J 

Dνr Sport ist hei uns nicht Selbstzweck , er ist Mittel zum 

Zwt'C‘ k ! ) 

< lH48. 10. 1 r東獨體育聯盟J (Deutscher Sportaussch uss , DSA) 
홉I J 立時〉

υ 「반더 울브감l 히트J (W alter U 1 brich t) 黨書記長

0’ 알獨 올림픽 單一팀 構成은 純함한 「스포츠」 問題가 아년 政治的

問題였다. 누가 運휠하든간에 다 같은 것은 아니다. 

平和的이며 民主的인 獨i쏠統一을 위한 |합l혐의 觀點에서 볼 때 東獨

이 總對的으로 同等한 參與를 하는 것이 必須的이며 이껏이 最小限!훌 

인 것이다. J 

( Die Bildung der gesamtdeutschen Olympiamannschaft keine spo. 

rtliche. son!dern eine politische Frage war : Wer die FUhrung hat , 

ist nicht gleich ! 
Vom Standpunkt des Kampfes und das friedliche und demokratis

che Deutschland ist es notwendig. dass die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absolut gleichberechtigt teilnimmt: das ist das Minimum.) 

< 19S6. 11. 30 第3次 「스포츠」 會議에 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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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單一팀 決製以後 東西獨 體育會談

가. 東西獨 體育흩談 再開經續

o 1961. 8. 13 東베를린 障블훌構葉으로 東西獨間 스포츠 交流行事가 事實上

斷總된 tJ來

- 東獨首相 「울브리히트」의 條件附 體育交流 再開提議( 1964. 9. 8) 및 

- r베너」 西獨首相의 兩獨間 正常的 스포츠關係 樹立提議(1967) 등 

東西獨間 體育交流 再開氣運이 서서히 싹트기 始作하였음. 

※ 參 照‘ : < 베를련障뿔 構葉以前 東西獨間 스포츠交流 實績 >

o 1968. 10. 12 I 멕시코」 올림픽大會時 IOC에 의해 東獨 NOC가 最終的으로 

承認‘된 以來 西獨政府는 

- 1972年 第20回 「뭔헨」올림픽大會에 東獨 올림픽 選手團의 參加許容

決定 (1968.12.18) 과 

- 西獨內에 開{崔되 는 各種 國際 스포츠行事에 東獨 選手團의 參加 및 東

獨 國雄獨楊·國歌演奏 許容決定(1969.7.22 )에 이어 

- r東獨國雄揚楊 및 處뿜에 관한 規定J( 1959.1 1. 4 西獨內 各 J‘|‘| 政府間

台意、規定 ) 올 I發止하였으며 (1970.3.12) 

- 聯춰3法院은 『兩獨間의 스포츠 試슴에 대한 合意、나 擊行이 法律的으로 

어 떠 한 形態로도 批觸을 받지 않는다』 고 判示하는 한편 

- 西獨 議會에서는 이에 대한 法律改正을 遇過시킴으로써 

東西獨間에 스포츠交流 再開의 門戶가 열리게 되는 諸般 與件이 成熟

되어짐. 

O 이러한 東西獨 NOC의 同等關係 樹立올 背景으로 東西獨間 體育交流를 

正常化하끼 위한 움직임이 8台動되어 1970.7. 2 東獨의 「할레 J ( Halle )에 
서 中斷된 東西獨間의 體育會談이 再開되게 되었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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며|를딛陣옐흩 빼꿇以J:l 1 J 果四챔따] _.J.亡스父깨 _f:훌 

11I1 뿔I ( III! ) J장 1m J、 i i ( γ1 ) ι 

1 ~):i Î 1 , :>:30 :3 S ， .1~() 

;,X 3서() 7 , 35(i 

:> ~) ö21 11 ,:39:3 

iìU 6H:) 1:3, 낀).l 

iì 1 7:3~ 1.1, :3H:) 

( (; 1. H. 1:3 ) 

東西獨 體育會談 統過

( 1) I 할레」體育햄談 

나. 

1970.7.2 時I ) 
‘ ‘ ‘ . , , , 

--r ’ / ( 

東獨 「할레 J(Halle} t Jtr t차 ( 나 ) 

경\( 

: I 낀 헨 납 -=-[ 레 겔 J (Wilhelm Kregel) 西獨體람聯밟( {)euts( ‘ h{' r 

늬 port hund ‘ DSB) 會長 등 7 名

f\: 

獨.
ι
 
익
 

l 

. , , . i 

( 다 ) 

O 

nl J.lJIII J.; R'ti 
갚 H늄 f ’에ir~ 

등 7 名

Ewald) 東獨 體操

Sport hund ‘ D1‘ SH) 會長

11{~프 러! 뜨 에 반드J ( Manfrcd 

짧 (Dνutsch f' r ’ l‘ llrn llnd 

t)[ j원 ~ ) 

/촬 /퍼 雙 tj( 바 ) 

l 피 j훌} ~~ j劇

(, ì I()( ‘ 및 1 1: (댄II젠院얀樞셉) o .)，포츠 갚 1M Ij~1t 어1 I딴 WJ(f'.) 

t핸 "L 에 따 바 14~ J뿜 뷰했 f1;~.품 !!ti 贊fjXilF!및 1< 1/)1 
의 lL4、 l’I~) 1, iJ ~ç~ 熾 꺼!li!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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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
 

v 
l j$i j꺼:i 

( ) 1'~'1 j훤 스 JlE 츠 싣 {fL 닌11. ，:학‘ 븐 위 

한 () fl셔 Jf! 멘)핀I'} 쉐 iri }!G ‘~~ 

, ì l'니 j원의 () H셔 Jfi f!G 았애 니- 건-

으 1 JW 111 .ï,!_ I >Z향 t 

- “ -/: jE 프 tlj.~ 쩍 9l- iI;jj t:tJ - 뭘 . f\ )Jih ‘ ljk-F- 이 

11] 1띠 j훤 /τ 포 .까fklJl.I Yl 
왜})‘ I J .~ 011 {‘J ~ JI J 8\ .. 1 ’- 였 

I n 1.9] fll I ( þ[ 解j · i ; {파 
폐 ft 

- kii?l퍼 fr 윤 낀성한 I펜 으
 
n 

|젠 (I~) ， Jllt，*~폐감: 參 /)11 • 

쉐j헐 

< (?|j : ja5j젠 .?- 나! 괴! ￡ i i 

- 씨 II( !:~ 츠많I~원 옐 HLj 

쩍 l議 f\: ).쉰If;훨 • ~씬'tLi ↑좁 

￥~! 깥換 

- 獨j힘 l!펀 i치스포츠 t~{興

죄- 위 한 #탑 j흘#듀針 • 對

策 ffj淡 및 物資갚~煥 

- 써獨 Jlli j或에 서 낀c1\:로 

펀 ψ、식f 스포츠 t會 ~rnJ 

F1崔.

- 쉰少척À..포츠會핸 共

l페設 l뽑: 

햄 (Nat i onal t' s ()Iympis . 

(‘ hcs K() ll1 itt ‘ (‘ ) 감 >

- l'니獨 스포츠機I해이 |찮 

ø1! 1-.으 l !!:l!웬에 서 파剛 

스포츠의 械!따 f십 f 3: 
둡J\ l웰l 하였유. 

-1띠獨 ~-표츠機 Il낌이 ~~ 

’劃 스포츠/、 ff 의 험감n 

윤 .젠 1，<낸‘ 하였유. 

·이 와 함께 I꾀獨 共 ri괴 

事業 윤 위 한 t~約 %11定

提議

O 헛獨이 提示한 原 ~IJ 은 이 를 

H셔꾀한 것으로 認定하고 또 

한 JJt (E도 有效하게 實施되 
jl 었다고 對應

O 스포츠깜파 챔、化찰 위 한 I、

記原 WJ 實쩌의 保障활: ;k 

-f퍼等權 I헌원IJ 및 單 . f \: 
表權의 벼棄 

- 各種 權威格 f 대 1 lL 및 
스포츠의 政감l'(]~) Æ- IJ 다 i 

뼈棄 

- 東獨體育聯밟 l새 ffl~ 휩:J펴 

에 대 한 各揮 r (H; 범향· 

u 까따}會셔:~ 11' r닫 10.7 무- 쁨 

I讀

o It￥ IJ 이 너 부 빠 '-다 고 !ι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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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마) 雙 jj 슴意事項 

o {~빽會삼 開 1崔 11 '-f< 및 場 tj1f . 1 97 (). 11. 20 펴獨 「워 헨 J ( Mün( ‘ hcn) 

(바) 會談結果

o í 합러IJ體育會談은 I패뼈IJ 間에 意圖的 發表만 있었을 쁜 具體的 • 實際

的인 台意事J頁 없이 次期會談 開1崔日字와 場바만 決定한 채 *? f 

( 2) r 뀐헨」體育會談 

( 가 ) (::J 8 ￥ . 1970. 11. 20 

(나) 場 바 . L'니獨 「윈헨 J ( München) 

(다) 代 表

O 西獨 : í빌헬룹 :1 레겔」 西獨體育聯盟 會長

O 東獨 : í만프레트 에발트」 東獨 體操 및 體育聯盟 會長

(라) 雙方 爭點

西 }園

o l1q獨體育聯盟(DSB) • 東獨

體操 및 體育聯盟 (DTSB)

의 ~:t力 및 權pR範圍는 

IOC • IF規定파 慣17IJ 에 i훌 

11쫓함. 

o nrSB에 의 해 「變節」 이 라 
고 }{fJl￥! 東獨體育團體의 

헬 1t는 IF規定에 의 한 것 

쁜이며， 東獨體育人의 西

園챔 11:는 「댐f:t f용轉의 덤 

Itl J 어l 관한 事I頁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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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獨

O 西獨體育聯盟이 權p~範圍

에 있어 國家를 目標로 하 

였는데 이는 1937年 當時

國i竟에 의할 것이 아니고 

現 獨j훨聯-M~젠l國( Bund

esrepublik Deutschland. 
BRD)에 넓 l젠되어야 함. 

( .同 抗辯븐 베 닫 던 ftt￥ Ff 

聯盟 ( Land('ssport hund 

Berlin. LSB) 이 l떠劇體 

育聯盟에 !휩하 ~l 않유깐

主張-하꾀깐 Uξ쉰 >



l& }뽑 

o "디獨體育聯‘ 盟( DSB) 및 책￡ 
Fl훨體는 東獨의 모든 體育

機關의 名稱을 受諾할 것이 

므로 東獨도 이에 相應한 

對西獨 惜置를 取 해줄 것 

을 要求함. 

O 西獨 體育機關 名稱에 使用

된 fDeutschJ • fDeutschl
andJ表示는 但只 國際席上

에서의 意味일 뿐임. 

(마) 慶方 合意事項 : 없음 

(바) 會談結果

東 }園

O 東西獨 스포츠交流의 斷總

責任을 追靜함. 

※ 西獨體育聯盟은 東베 둡 

련 障뿔構葉을 理由로 

東西獨 스포츠交流 斷

總을 결정한 바 있음. 

< 1961. 8. 16 바謂 「듀l 
젤도르프 決定J (Dussel 

dorfer Besch 1 uss > 

O 同 會談에서 향方은 體育交流 再開에 관한 實質的 台意、에는 ￥IJj훌하 

지 못했으나 그간의 交流斷總로 因해 촬、起된 뺑方 敵對心을 많이 績

和시키는 횟機가 되었음. 

( * 會談終T後 東獨代表團은 「뭔헨」에서 準備하고 있는 올림픽 
施設을 視察 ) 

(3) r드레스덴」體育會談 

( 가 ) 日 時 : 1973.3. 14 

(나) 場 所 : 東獨 「드레스멘J( Dresden) 

(다) 代 表

O 西獨 : r벌헬륨 크레켈」 西獨體育聯盟 會長

O 東獨 : r만프레트 에발트」 東獨 體操 및 體育聯盟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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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라) 雙 }j 캘點 

파
 

l }뽑 東 }뽑 

o 1970年 「합레」會談時 提案

하였 던 體育交流의 共同關

心事 項目 fXf夏提議

0 1휘獨間 體育交流 t曾 j흩윤 위 

한 tB.，定練結의 바탕이 되단 

뿔 }j 體育 l훨體間 關 f系훨뱉 

으l ι、要性 彈調

O 共|꾀훌훌技 H 程의 先 듭t議 L 
張

o jtl벼歸技 H 程 討議에 先行

하여 써l 뜰 런問題의 優先協

I違 활·求 

< • r페 베 뜰렌問題 討議는 

r4 太國 協定」파 「東西

獨 基本條約」에 관한 兩

뼈IJ 의 利害相衝으로 決

웰됨 〉 

※ 參 照 : < r東西獨 基本條約」 및 r4大國協定」 關聯部分 >

「東西獨 基本條約」 中 體育交流 빼聯規定 

*1972.12.21 東베를련에서 調印

o < r獨速聯혜共和國과 獨速民主共和國의 相!i關係에 關한 基本條約」

第711않 >

『 獨j훤聯훗ß共和國과 獨速民主共和國은 兩國의 關係를 正常化하는 過
뭔에 있어 서 實際的이 고 人道主義的 諸般 問題를 規定할 用意가 있음 

一 파핀 한다. 

({~ f~멘은 本 {벚約의 原則에 基隨하여 또한 兩國의 共빼된 ￥IJ益을 위하 

여 원濟 . f↓學 • 技術 • 交適 • 司法·公訴 • 郵便 . )훨信 • 電話 • 保健 • 文
ft . . ~훤動홉풍t1. 覆 t훌保護에 關한 分野 및 其他 分野에 있어서 協調關仔:

삼 첼뽑 ^l 키고 i협 j흩시키기 위하여 諸 協定을 縮結하기로 한다. 

이에 關한 細部事1頁은 附屬議定훔에 規定되어 있다. J 

( VERTRAG uber die Grundlagen der Beziehungen zwischen oer 

Bundesrepublik Oeutschlano und der Deutschen 

DC' mokrat ischen Repu hl i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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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rt ik( .1 Î 

~ . l> i(. B lI nd ‘’sr t'fJlddik !l('u !s('hland llnd di(. 1>이Its( ‘ h(' !)(’ll1 ( ,k I‘ Itisdlt , 1\( , . 

puhlik t'rkLirt' Jl ihr“ Bt ‘ rt ‘ its('h ‘1ft ‘ 1m χug(' cJ ('r ~‘’ r Jl1 ‘ i1 i 샤( ‘ r llllμ i h rνr 1)(,. 

ZI “ hunμ{'n praktis( ‘ 11t' und humanUirc Fr ‘lμ{ ' n ZlI rt ‘ μ( .111 

늬 11 ’ W( ’ rckn λhk( 1I11 !l1 t‘n schli{'ss( ‘ n. um auf CJνr (~ru l1 dla ‘석(‘ d i( ‘ s\'s \사‘ r . 

Iraμ('s und zum bl‘ id( 'rs( ‘ 1 t 1μ t' n V orteil die ι II sa m llll ‘ narhcit auf d{'lll 

(;('hid der Wirts( ‘ haft ‘ dcr Wissenschaft und Technik. c!{'s V{'rk('hrs ‘ dl ‘ S 

I~ ('(‘ htsv(‘ rkehrs. dcs 1 >ost und Fcrnmeldcwcsens. des Gt's lI ndhl ‘ i ts 

W( ‘ S( ‘Il S ‘ der Kultur ‘ dl ‘s S ports ‘ des Umw( ‘ I t s(‘ hlltzcs und allf and l' rl' n 

(;사>Il'I ('n zu (‘ ntwick l' ln und zu {()rdcrn 

Einz( ‘ Iheitcn sind ill dem Zusatzprot()ko l\ gνrc석l.'1t . j 

() ( r J폐 j멘 Jf따 ~I~ Jt HJ핸I i ’t 獨j헐 t칸主共 frJ표떤의 뻐니;關 f系에 랩첩한 웰，本 fl종f.'J J 
I~H f떤 I홉)E ,lf 「第 7fl~에 關하여 」 事J頁 中 @項 >

~. 1훤 j띤聯‘ fl3th 까11훤파 獨j훤民主共和國은 條約이 著 ß ￥! 後 湮動훌훌技 聞

(系 t혐 j훈판 위 한 습意、플 통하여 關係 j重動훌훌技 機關을 호接할 다}意‘릅 꾀i 

l펴한다. JI 

( ZUSATZPROTOKOLL zum V ert rag ü ber die Grundlagen der Rt'

ziehungen zwisch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der Deutschen Demokr

atischen Republik ) 

Artikel 7 : @ 

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die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bekräftigen ihre Bereitschaι ， nach Unterzeichnung des 

Vertrages die zust헤ndigen Sportorganisationen bei den Absprachen 

zur F örderung der Sportbeziehungen zu unterstützen .J 

r4大國協定J(베를린協定)中 西베를린 關聯規定

* 197 1. 9. 3 假調印 後 1972.6.3 正式調印

/ / ‘ 
、
、

、l 
/ ‘ 
、

L ”” ‘ ””” 't ) 

[' J[ ，상조·蘇聯· 햇國·훗國 4 大國 政府는 베렐루!의 환國管理Jt!!J或에 있 

3? l훨 聯 fr댄管땐[f뽀. 事會의 建物에 서 各其 다國으1 kf햇뜰 ft表료 하여 

인펜의 쩍讀관 開{崔하고 1',. (-윷에도 繼續될 4 )，國의 權，fdJ 와 責(f: 및 __ L 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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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하는 戰時 및 戰後에 있어서의 4 大國 t%)E 파 決定에 ft<據하여 關聯

.tt!l域의 fJl狀을 考慮하고 쩌狀의 實際Éf)인 L~ 善에 홉~하J!.자 하는 ，강: 

願에 따라 4大國의 法的h!!位를 慣傷함이 없이 다음파 같이 台意하였 

다. j 

o < 第2部 베를런의 西方뼈IJ 諸 地域에 關한 條項 >

rA. 蘇聯政府는 獨速民主共和國의 領土를 經由해서 西베를런 h!!域과 

獨i훌聯좋ß共和國을 往來하는 民間人 및 物資의 道路·鐵道 및 水路

에 의한 交通이 障짧를 받지 아니하며， 이같은 遇行은 가장 簡便하 

고도 i건速한 形態로 行해지도록 便宜 및 績和惜置를 取할 것을 화 

言한다. 

t記 民間A 交빼에 關한 細目은 附屬文書 I 에서 言及되어 있듯 

이 兩獨 當局에 의하여 台意된다. 

B. 프랑스·英國·美國 政府는 西베를련 地域이 繼續 獨速聯혜共和國 

의 構成部分이 아니며 同 國에 의하여 統治되지 아니한다는 것을 

考慮하면서 西베를련 地域과 獨速聯쇄共和國과의 組帶關係가 維持

·發展될 것임을 宣言한다. 

西베를린 地域과 獨i훌聯좋ß共和國과의 關係에 關한 具體的 規옮IJ 

는 附屬文書 R 에서 記述된다. 

C. 蘇聯政府는 西베를린과 이 地域에 憐接한 地域 그리고 이 地域에 

憐接하지 않은 獨速民主共和國 地域間의 接觸이 改善될 것임을 宣

言한다. 

西베를련 地域의 居住者는 이 地域을 旅行하는 사람들에게 適用

되는 것과 同--한 條件下에 A道的·家事的·宗敎的·文化的·商業的

目的으로 혹은 觀光 目的으로 이 地域올 旅行하고 꿇問할 수 있다. 

슈타인슈튀 겐 (SteinstUcken) 올 包含한 小包領(Enklaven) 其他

小地域의 問題는 領土交換으로 牌決될 수 있다. 

旅行·適信 및 領士交煥에 關한 具體的 規制는 附屬文書 m 에 記

述된대로 該當 兩 獨週官廳‘間에 合意한다. 

D. 西베를린 地域의 利益올 對外的으로 代表하는 問題， 熹聯의 ，활 

西베를련 領事館 活動問題는 附屬文홉W에 記述된대로 施行된 

다.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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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마) 雙方 台意事項

o iX期會談 開1崔 H 字 및 場바 . 1973. S. 10 西獨 「프랑크푸 j 난츄」 

( Frankfurt ) 

(바) 會談結果

o (펌獨으1 r크레겔」會長은 東獨의 「에라히 호네커 J (Erich Honecker) 

首相이 同 會談 數 H 前에 開{崔된 「國際女性大·會」 開會式에 서 (f 한 

演說中의 rr和解的 拉存」으로부터 「誠寶한 共存」에로의 關(系L~善

展望J (Perspektive für eine Entwicklung aus dem firedli( ‘ hen Neb

eneinander zu einem gewissen Miteinander) 이 라는 語句블 뚫써하는 

등 始終 看和的 協商態度를 堅持했음에도 不f句

O 政 Ii問題( r 4 大國協定J.r東西獨 基本條約J )에 관한 兩.뼈IJ 의 基*的

flJ害 相衝으로 因해 同 會談은 次期會談 開1崔 H 字와 場所만을 台意
한 채 實훨的 成果없이 終 r되었음. 

(4 ) 第I次 「프랑크푸르트」體育會談 

( 가 ) 日 時 : 1973. 5. 10 

( 나 ) 場 所 : 西獨 「프 랑크푸르트J (Frankfurt ) 

(다) 代 表

O 西獨 : r빌헬름 크레겔」 西獨體育聯盟 會長

O 東獨 : r만프레트 에발트」 東獨 體操 및 體育聯盟 會長

(라) 雙方 爭點

O 향方 各 各 從前提議 反復主張

( 마 ) 뿔뿔方 合意、事項

CD 兩獨 「共同슴意‘홈」홈名·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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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共同合意훌」 內容 >

O 섭;體的 事:J월에 대한 d .f J훌까 있었턴 ZF 홈 會談의 hX 벚는 l껴.獨體: 

Fi:R#:없 (DSB) 과 東-獨 體操 및 體育聯밟(DTSB H해 돼 I( 體 ft

聞(;f: 갔善윤 위한 意志와 ta讀플 램、調한 섯이다. 

O 次期 體育會談은 1973.7.2 東獨 「마 _- 1 다l 듀’- 프 :-IJ ( Magdehurg ) 

에 서 開 1崔한다. 

O 次期會談 準備쓸 위 한 「台 rQJ 委員會」뜰 構成한다. 

- f~ 表 . DSB ‘ DTSB 各 5 名씌 5 셔 中 침]까 ^l fE 命

- H:務 : 次期會談時 DSB-DTSB間 ta讀펠 휠:JJi (훌備 fÎ: 활 

@r共同슴意홈」홈名·發表 以後 뿔方 惜置事項

o r 슴同委員會」代表者 選任

다단 獨 : r잘하 인 쓰 기 쩔 러 J (Karlheinz Gicseler) DSR 事務總長

東獨 : r권 터 하인 쩨 J (Günther Hcinze) DTSB 둠Ij 會 長

o 1973年度 體育行事 日 程表 台意

- 1973. 7. 2 r마그데부르크」會談時까지 4차례에 결친 ta議結벚; 

台意

( * 同 티 程表 協議時 西獨 DSB는 베를런 스포츠를 sr젠1 包깜시 
킬 것을 東獨測에 提案 ) 

(5) r마그데부르크」體育會談 

( 가 ) 日 時 . 1973. 7. 2 

( 나) 場 所 : 東獨 「마그데부르크J (Magdeburg) 

(다) 代 表

O 西獨 : r빌헬름 크레겔」 西獨體育聯盟 會長

O 東獨 : r만프레트 에 발트」 東獨 體操 및 體育聯盟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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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라) 雙方 爭點

피
 

‘ j뽑 東 }렇} 

O 베탈런 體育聯盟( Lande-

ssportbund Berlin ‘ LSB) 
을 다븐 짧下團體와 함께 

뼈獨體育聯盟(DSB) 의 加

入機構로서 推進하고 있는 

ta定에 包含시킬 것을 提議

O 베뜰렌 體ff聯밟(LSB) 븐 

西獨體育聯盟(OSB) 의 機

構가 아니 고 獨 타的 !lli f ‘?; 쉰

갖는다고 l껴獨뼈IJ l분讀 tl i 파 

(마) 雙方 合意事項 : 없음 

(바) 會談結果

O 베를런 體育聯盟(LSB) 의 地位와 關聯한 뿔方 認識의 差異로 I司 會

談은 實質的 效果없이 終T

( 6) 第'2次 「프랑크푸르트」 體育會談

( 가 ) 日 時 : 1974. 3. 20 

( 나) 場 所 : 西獨 「프랑크푸르트J ( Frankfurt) 

(다) 代 表

O 西獨 : r벌헬름 크레겔」 西獨體育聯盟 會長

O 東獨 : r만프레트 에발트」 東獨 體操 및 體育聯盟 會長

( 라) 뿔方 合意事項 : r스포츠 議定書」調印 (1974.5.8 홈名 · 發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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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스포츠議定톨」 內容

( r l펜獨體育聯盟」과 「東獨 體操 및 體育聯盟」間 스포츠關係 規定에 關한 

議定書 >

i껴- 獨體育聯盟과 東獨 體操 및 體育聯盟은 다음과 같은 事寶을 6훌定한다 

는데 台意하였다. 

1. 향方은 每年 兩 體育團體로부터 委任받은 代表者들이 樹立하고 西獨

體育聯盟 會長과 東獨 體操 및 體育聯盟 會長이 確認하는 體育行事 開1崔

計훌IJ에 台意한다는데 意見의 i됐를 보았다. 

2. 향方은 體育關係를 國際올림픽委員會와 國際體育機構의 規定 및 慣例

에 따라서 그라고 西베를런에 關하여서는 197 1. 9.3字 4大國 協定의 規

定과 一致하도록 規定할 것이다. 

3. 훌方은 財政問題 調整에 대하여 다음과 같이 確定한다. 

a) 被招請國은 行事場까지 의 旅行에 所要되 는 往復旅費 및 貨物과 體

育器材를 遭送하는데 드는 費用을 負擔한다. 

b) 招請國은 合意된 參加者 數에 대 하여 滿在 日 동안의 호텔經費와 

食費를 負擔하며 1A當 매 일 10DM 혹은 10M의 용톤을 支給한다. 
數次에 걸친 行事의 경우 招請測은 처음부터 마지막 行事場所까지 

의 國內 運送費를 負擔한다. 

베 를련， 1974年 5 月 8 日

西獨體育聯盟을 代表하여 

「한스 그메 런」會長훌理 

東獨 體操 및 體育聯盟을 代表하여 

「만프레트 에발트」會長 

< PROTOKOlL uber die Regelung der Sportbeziehungen zwischen dem 

DSB und dem DTSB ) 

Der Deutsche Sportbund und der Deutsche Turn und Sportbund sind 

Ubereingekommen. folgendes festzulegen : 

1. Beide Seiten stimmen Uberein. j값ulich einen Plan Uber die Dur-

chfuhrung von Sportveranstaltungen zu vereinbaren. der von beauf

tragten Vertretern beider Sportorganisationen ausgearbeitet wird und 

der Best헤tigung durch den Präsidenten des DSB und den Präsidenten 

des DTSB beda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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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eide Seiten werden ihre sportlichen Beziehungen entsprechend 

d{‘ n Best i mmung f' n und Gepflogenheiten des 1 nternationalen Olympis

(‘hen Komitees und der international f' n Sportorganisationen und. was 

Rν r1 in(West) betriff t. auch in Ubereinstimmung mit den Bestim

mungen des Viermächteabkommens vom 3. 9. 1971 regeln. 

:l. Beide Seiten legen zur Regelung der finanziellen Fragen fest 

a) Der Gast t r갑gt die Kosten für die Reisen zum Veranstaltungsort 

und zurück ‘ einschliesslich anfallender Kosten fUr den Transport 

von Gepäck und Sportgeräten. 

b) Die gastgebende Seite trägt die Kosten für Hotelunterkunft und 

Verpflegung für die verein barte T eilnehmerzahl und Aufenthalt

stage sowie ein Taschengeld von 10‘ -DM bzw 10,-M pro Person 

und Tag des A ufenthalts. 

Bei mehreren Veranstaltungen ubernimmt die gastgebende Seite 

die Kosten desTransports innerhalb des Landes vom ersten bis 

zum letzten Veranstaltungsor t. 

Berlin ‘ den 8. Mai 1974 

FUr den 

Deutschen Sportbund 

Hans Gmelin 

Amt. Präsident 

(마) 會談結果

FUr den 

Deutschen Turn und Sport bund 

Manfred Ewald 

Pr헤sident 

O 뺑方이 「스포츠 議定書」에 슴意( 1974. 3. 20) , 홈名(1974.5.8) 함으 

로써 

1974年度 東西獨 스포츠 廳技日程이 確定되고 

同 議定書 規定에 依樓 그간 뿔方間에 論難이 많았던 베를련 

體育聯盟(LSB)도 兩獨間 스포츠交流에 包含되었으며 

스포츠交流는 年f꺼l 觀技日程表에 따라 進行되게 되었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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다· r스포츠 講定훌」 發效以後 東西獨問 體育交流

o 1974.5.8 著名된 < r西獨體育聯盟」과 「東獨 體操 및 體育聯盟」間 스포 
츠關암; 規定에 關한 議定書 〉는 

- 東西獨 j重動選手들간에 활발한 接觸과 만남의 횟機를 造成해 주었으나 

- 이러한 스포츠關係 改善에도 不狗하고 兩獨間 스포츠交流의 數字t의 

規模나 內容을 考慮‘해볼 때 그랴 滿足스러운 것은 아니었음. 

※ 參 照 . < 1966年 交流再開 以後 東西獨 스포츠交流 實續 >

O 이에 西獨體育聯盟은 「스포츠 議定書」 홈名以來로 이것에 킨含될 可能性
을 더욱 樓張시켜 다음과 같은 事項 耶，

- 可能限 많은 스포츠 種目을 위한 스포츠交流의 樓大

- 뿔方 훌훌技交流의 樓散

- 스포츠交流에 있어 西獨 훌훌技團體 中 小規模 團體도 包含시키는 것 

- 國i竟 邊t竟地方에 서 의 스포츠交流 實施

- 좁少年 스포츠購技 開{崔

- 確定된 스포츠親技 日 程外의 自 由로운 스포츠交流 동의 

目標가 達成되도록 東獨 體操 및 體育聯盟과의 協商을 통해 努力하였음. 

O 이러한 努力의 結果

- 1975年에 이르러 「빌리 바이어 J (Willi Weyer) 西獨 DSB會長을 團長

으로한 西獨體育聯盟 代表團이 東獨 體育現況을 視察하고자 東獨을 

公式 誼問하였고 

- 1977年에 는 「만프레 트 에 발트J (Manfred Ewald) 東獨 DTSB會長이 

代表團을 이끌고 西獨을 公式 誌問하였음. 

O 그러나 遺應스럽게도 이러한 接屬은 그때까지도 西獨體育聯盟이 願하고 

있는 意味에서의 兩獨間 스포츠交流의 樓大를 가져오지는 못하였는데 

이는 

- 東獨빼이 스포츠購技를 制限的 範圍의 優秀 購技者 交流에 局限시 키 

려 努力하였고 

- 나아가 社會主義 國家와의 스포츠交流를 통한 援爛에 重大한 意、味를 

麻與했었기 때분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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깨t>t>후 父〉짜再開 以f훌 S톨四웰 스:t:..죠父〉빠 .，톨 / 

커:ιτ 流 며 數 (回) 參 110 A 員 ( 名)
年度 ~IJ

西獨地域開{崔 東獨地域開{崔 西獨測 東獨1p'IJ

1966 30 52 535 91S 
67 40 48 707 832 
68 14 32 221 579 
69 14 43 157 835 
70 6 13 60 224 
71 10 8 123 101 
72 10 7 133 107 
73 9 2 124 2 
74 19 16 295 191 
75 28 25 376 235 
76 29 32 316 307 
77 27 35 298 335 
78 41 33 516 351 
79 35 33 435 301 
80 37 39 323 304 
81 32 31 - -

82 36 40 - -

83 39 36 - -

84 37 36 - -

85 36 35 - -

86 43 4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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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 論(東西獨 單‘팀構成 協商의 敎됨11 ) 

以上에서 살펴본 바와같이 單一팀 構成問題와 關聯한 東西獨間의 協

商經韓와 뿔方의 協商戰略 둥을 符合·分析해 볼 때 우리에게 주는 敎허11 

을 體觀해보면 다음과 같음. 

가. 東西獨 單一팀構成 協商基盤 造成段階에서 西獨은 

O 政治外交的으로는 所謂 「할슈타인」原則 (Hallstein Prinzip) 이라는 對外彈

硬策을 標樣，

國際 政治 • 社會的으로 「東獨J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 Ger

man Democratic Republic)올 전혀 認、定하지 않고 

「西獨J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만이 

國際的으로 獨i훌올 代表하는 唯-- . 合法國家임을 主張하면서도 

O 所謂 「非政治的 스포츠에 關한 論理J (Die Theorie vom unpolitischen Sport 

in der Bundesrepublik)에 立빼， 文化 • 스포츠交流 둥 「非政治的」分野에 
았어서는 

이를 同一民族으로서의 「內獨關係J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로 看

做

東獨을 연容하는 顧適性있는 基本 協商戰l쯤올 堅持함으로써 

O 東西獨 單一팀憐成 協商테이블에 東獨剛이 큰 批抗感、 없이 臨할 수 있는 

對內外的 與件올 圓빼히 造成해 주었다는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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나. 

O 

1꺼商進行 段階에서 西獨은 

5þ t퍼的·積極的 스포츠外交를 展開

- IOC를 비 봇한 自 由陣쉴 國家들이 協商에 臨하는 西獨의 立場을 積極

支持해 주도록 훌훌導하면서 

O 對內的으로 國內與論의 公開的 收數化 過程을 十分活用

- r게르만」으로서의 兩獨間 單一팀構成 協商에 싸國民的인 同參意、識帶

를 形成，

- 同 協商에 숲福的인 支持와 國民的 關心을 提高시 킴으로써 

O 協商 代表團이 

- 숲獨 單一팀 構成 協商에 積極的으로 臨하여 

- 樂觀的인 協商結果를 낳을 수 있도록 諸般 零圍氣를 成熟시켜 주었다 

는點 

다. 協商戰略面에서 西獨은 

O 「게르만J (German) 이 라는 單一民族性을 彈調

- 비록 對外政治的으로는 「西獨」과 「東獨」으로 兩分되어 있기는 하지 만 

- 東獨으로 하여금 他意에 의한 政治的 分斷의 뿔을 「게르만」이라는 民

族的 同質性의 組帶로 克服할 수 있다는 信念을 갖도록 북묻우며 

o r 맏 兄」의 tr楊에서 所謂 「柳制的 受容J (Kontrollierbare Rezeption )戰術을 

뿔{훗 

- 本質的 事項外의 附隨事項에 관해서는 可能한 限 讓步를 하고 

- 核心的 事項에 관해서는 東獨例의 反對主張을 最小限의 「柳뿜IJ的 受

容」으로 包容，

- 生좋的인 結果台意‘에 

했과 誠意‘를 보였다는 

이를 때까지 끈기와 忍、耐，心을 가지고 最大~R 의 

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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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이와 더볼어 西獨政府는 t~商에 關한 國民的 台意흙盤 造ihX플 위해 rr펜!석 

'l~ 탱i論의 2-:開 收했~ftJ 政策을 t:i흘 

t6h商과 關聯한 對外뱃論이 有利한 方 lðJ으보 造hX:되 도복- 政퍼‘ • 體fi

外交力을 總‘動員하면서 

rta商過程의 公開化」를 通해 國民的 批똥IJ 의 용角的 W~劍化플 推j흩， 

싸國民的 台意基盤 造成에 成功하였다는 點

O 結論的으로 兩獨間 스포츠交流 t~商과 關聯한 「西獨體育聯盟」 事務總‘長
의 아래와 같은 評價는 우리에게 많은 示浚를 주고 있음. 

『 兩獨間의 變化된 政治的 狀況은 또한 스포츠關係도 變化시켰다. 
우리는 試驗段階에 處해 있으며 이 試驗에서 우리는 무엇보다도 兩獨

間의 스포츠交流를 위 한 우리 의 覺惜가 相對方에 의 해 또다시 桓否

되는 일에 獲困해져서는 안될 것이다. J (1 979.5.7) 

( Die veränderte politische Lage zwischen den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hat 

auch sportlichen Beziehungen verändert 

Wir befinden uns in einer Phase der Bew값Hung ， in der sich vor allem di(. 

Vereine nicht dadurch ermüden lassen dürfen. dass ihre Bereitschaftscrkl , 

ärungen für den innerdeutschen Sportverkehr von d e r Gegenseite immer wi

eder abgewiesen werde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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