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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 ：請 貴 部 （會 ）提供對中華民國94年12月2 8日修正公布之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 7條第 3項規定之法律意見及其相關 

立法資料供參。請 查 照 。

說明

—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本院大法官審理李耀華聲 請 辨 鐘 *-認中華民國94年12月28 

曰修正公布之道路交通管理處_罰俺例第3 7條第 3項 規 定 （下

請 貴 部 （會 ）提供對稱系爭規定）有牴觸憲法疑 .

上開規定之法律意見及其相關立法資料，包括立法理由、修 

正草案、修正理由、研修會紀錄及外國立法例或實務等供參。 

三 聿 問 題 如 下 ：

(一） 系爭規定所謂「執業期中」之意義為何？是否以有無因駕 

駛計程車犯罪而有異？

(二） 系爭規定所謂「妨害自由」之意義為何？究係指罪名或罪 

章 ？

(三） 系爭規定以計程車駕駛人犯竊盜、詐 欺 、贓 物 、妨害自由 

或刑法第230條至第236條各罪之一，經第一審法院判決有 

期徒刑以上之刑後，即吊扣其執業登記證。其經法院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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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廢止其執業登記，並吊銷其駕 

駛 執 照 ，有無侵害其財產權及工作權？

(四） 系爭規定以計程車駕駛人因犯竊盜、詐 欺 、贓 物 、妨害自 

由或刑法第230條至第236條各罪之一，經法院判決有期徒 

刑以上之刑確定者，廢止其執業登記，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有無牴觸憲法比例原則及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五） 系爭規定以計程車駕駛人有無特定犯罪前科而為廢止執業 

登記並吊銷其駕駛執照之差別待遇，有無侵害其平等權？

(六） 貴部就系爭規定有無相關函釋供參？ t

(七） 其他就聲請人於聲請書所主張之問題，貴 部 之 意 見 。

四 、隨函檢附李耀華聲請解釋案聲請書影本1份 ，請 參 考 。

正 本 ：交通部（臺北市仁愛路1段50號）' 中華民國計程車駕駛員職業工會總會（台中縣太 

平市中平路順昌巷29弄32號）、台灣省計程車駕駛員職業工會聯合會（台中縣豐原 

市南陽路192號2樓）、臺北縣計程車駕駛員職業工會（臺北縣板橋市區運路82號2樓

)
副本：本院大法官書記處第一科

秘 書 長 林 〇 〇

第二層決行 

承辦單位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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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已用印信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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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货 

保存期fl

交 通 部 書 函
機關地址：10052台北市仁愛路1段50號 

傳 真 ：23899887 

聯 絡 人 ：朱大慶

丨 聯絡電話：02-23492167

j 電子鄭件：tc_chu@motc. gov. tw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9年11月29曰 

| 發文字號：交路字第0990060231號

; 速 別 ：普通件

[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f  附 件 ：如說明

主 旨 ：有關司法院秘書長函詢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7條第 3 

| 項規定之法律意見及其相關立法資料乙案，請就該函說明

| 三所列各項法律問題惠提卓見，俾 供 參 辦 ，請 查 照 。

說 明 ：依據司法院秘書長99年11月1 日秘台大二字第0990026262 

號 函 辦 理 （影附原函及附件，請至本部網站「員工專區/  

f 公文附件下載」區 ，輸入通行碼 309906918497下 載 列 印 ，

j 網 址 ：http://www. mote. gov. tw) °

i 正 本 ：内政部警政署、法務部、臺北市政府交通局、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本部公路總局

丨 、運輸研究所^_____________

! 副 本 ：司法院秘書長|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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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

檔 號 ： 

保存年限：

地 址 ：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0052
臺北市仁愛路1段50號

124號
承辦人：何新興
電話：（02)2361-8577轉203

受 文 者 ：交通部 
發文曰期：中華民國99年11月1 曰 

發文字號：秘台大二字第0990026262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 附 件 ：聲請書影本1件

裝 主 旨 ：請 貴 部 （會）提供對中華民國94年12月2 8日修正公布之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 7條第 3項規定之法律意見及其相關 

立法資料供參。請 查 照 。

一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 、 本院大法官審理李耀華認中華民國94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之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7條第 3項 規 定 （下稱系爭規定） 

有牴觸憲法疑義聲請解釋案乙案，請 貴 部 （會）提供對上 

開規定之法律意見及其相關立法資料，包括立法理由、修正 

草 案 、修正理由、研修會紀錄及外國立法例或實務等供參。

三 、 相關法律問題如下：

(一） 系爭規定所謂「執業期中」之意義為何？是否以有無因駕 

，駛計程車犯罪而有異？

(二） 系爭規定所謂「妨害自由」之意義為何？究係指罪名或罪

章？

(三） 系爭規定以計程車駕駛人犯竊盜、詐 欺 、贓 物 、妨害自由 

或刑法第230條至第236條各罪之一，經第一審法院判決有 

期徒刑以上之刑後，即吊扣其執業登記證。其經法院判決 

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廢止其執業登記，並吊銷其駕

中*民固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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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 執 照 ，有無侵害其財產權及工作權？

(四） 系爭規定以計程車駕駛人因犯竊盜、詐 欺 、贓 物 、妨害自 

由或刑法第230條至第236條 各 罪之一，經法院判決有期徒 

刑以上之刑確定者，廢止其執業登記，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有無牴觸憲法比例原則及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五） 系爭規定以計程車駕駛人有無特定犯罪前科而為廢止執業 

登記並吊銷其駕駛執照之差別待遇，有無侵害其平等權？

(六） 貴部就系爭規定有無相關函釋供參？

(七） 其他就聲請人於聲請書所主張之問題，貴部之相關意見。

四 、隨函檢附李耀華聲請解釋案聲請書影本1份 ，請 參 考 。

正 本 ：交通部、中華民國計程車駕駛員職業工會總會、台灣省計程車駕駛員職業工會聯 

合 會 、臺北縣計程車駕駛員職業工會 
副 本 ：本院大法官書記處第一科

訂

秘書長

k

第2頁 共 2頁



保存期限：

交 通 部 函
機關地址：10052台北市仁愛路1段50號 

傳 真 ：23899887 

聯 絡 人 ：朱大慶

. 聯絡電話：02-23492167

; 電子郵件：tc_chu@motc. gov. tw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9年12月2 2日

I 發文字號：交路字第0990067090號

| 速 別 ：最速件

!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年 附 件 ：如主旨及說明二

主 旨 ：檢送大院大法官審理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7條第 3項 

! 釋憲案本部意見乙份，如 附 件 ，復 請 查 照 。

| 說 明 ：

| 一 、復貴秘書長99年11月1 日秘台大二字第0990026262號 函 。

! 二 、本案附件請至本部網站「員工專區/ 公文附件下載」區 ， 

訂 輸入通行碼 610745772510下 載 列 印 ，網 址 ：http://www. m

otc. gov. tw °

| 正 本 ：司法院秘書長 ____________i 副 本 ：内政部警政署、本部路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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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大法官審理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 7條 第 3 項釋憲案

交通部意見

一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 7條 第 3 項 所 謂 「執業期中」之意 

義為何？是否以有無因駕歇計程車犯罪而有異？

(一 ） 本項之立法目的係為保障不特定乘客之生命財產安全及維 

護 社 會 治 安 ，避免素行不良者利用駕駛計程車犯罪而威脅 

乘客乘車安全（參見附件 1-1立法院公報第 7 0 卷 第 5 0 期委 

員會紀錄）。行為人在領有執業登記證期間，犯本項所定之 

罪 ，並經法院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若仍允許駕駛計 

程車營業，對於乘客安全將有潛在危險性。故若將本項「執 

業期中」狹隘解釋為在計程車内犯罪或於駕駛計程車時犯 

罪 ，顯然不符合立法目的。

(二 ） 又本項草案原將犯侵占、竊佔罪列為吊扣執業登記證之範 

圍（參見附件 M 立法院公報第 7 0 卷 第 5 0期委員會紀錄）， 

則行為人如何可能在計程車内或駕駛計程車時犯竊佔罪•？ 

更足證本條所稱之「在 執 業 『期 』中」犯 罪 ，係指計程車 

駕駛人領得執業登記證期間，且與其是否駕駛計程車犯罪 

無 涉 。

二 、 系爭規定所謂「妨害自由」之意義為何？究係指罪名或罪章？

(一 ） 本項涉及刑法相關規定，其列舉之犯罪包含「竊 盜 、詐 欺 、 

贓 物 、妨害自由或刑法第二百三十條至第二百三十六條各 

罪之一」，妨害自由部分既未特別標明條次，應係指刑法分 

則妨害自由罪章各罪，且依相關委員會紀錄，有委員明確 

表 示 「妨害自由」包含恐嚇罪（參見附件 1-2立法院公報第 

7 0 卷 第 6 6 期委員會議紀錄），因 此 ，本項規範之『妨害自 

由』應指刑法妨害自由罪章，臺灣高等法院9 4 年度交抗字 

第 2 2 1號裁定亦同此見解。

(二 ） 另查刑法第2 6 章妨害自由罪所列之罪名種類，包括使人為

1



奴 隸 罪 （第 2 9 6條 ）、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第 3 0 2條 ）、 

恐嚇危害安全罪（第 3 0 5條 ）等 ，即表示恐嚇、限制他人 

自由等皆屬妨害自由之範疇，惟因犯罪檜況不同而有不同 

之 罪 名 ，故依處罰條例第 3 7 條立法意旨，「妨害自由」一 

詞亦應以刑法妨害自由罪章為認定標準。

三 、系爭規定以計程車駕馼人犯竊盜、詐 欺 、贓 物 、妨害自由或 

刑 法 第 2 3 0條 至 第 2 3 6條各罪之一，經第一審法院判決有期 

徒刑以上之刑後，即吊扣其執業登記證。其經法院判決有期 

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廢止其執業登記，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有無侵害其財產權及工作權？

(一 ） 憲法第2 3條 規 定 「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 

礙 他 人 自 由 、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 

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 3 7條之立法背景係鑒於以計程車作為犯罪工具之案 

件 層 出 不 窮 ，經調查有犯罪紀錄之計程車駕駛人以曾犯竊 

盜 、詐 欺 、妨 害 風 化 、妨害性自主等罪較多，部分案件並 

成 為 舆 論 指 責 焦 點 ，對社會治安及乘客安全構成重大威 

脅 ，且其工作富流動性，接觸獨自乘車女性及攜帶財務旅 

客之機會甚多，並易於控制其行動，故為遏止歹徒利用計 

程 車 犯 案 ，確保乘客安全，爰明定限制曾犯上述罪行者辦 

理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以維護乘客安全，並提升計程 

車安全形象及信賴感。

(二 ） 依據大院大法官釋字第 5 8 4 號解釋之意旨人民之工作權為 

憲 法 第 1 5 條規定所保障，其内涵包括人民選擇職業之自 

由 。由於人民之職業與公共福祉有密切關係，故對於從事 

一定職業應具備之資格或其他要件，於符合憲法第2 3條規 

定之限度内，得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加以限制， 

爰 此 ，道路交通處罰條例第 3 7條 第 3 項相關規定，與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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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規 定 ，尚無牴觸。

(三 ） 另查公務人員任用法、律 師 法 、會計師法、醫 師 法 、藥事 

法 、保全業法等其他法律中亦有限制曾犯某些罪名者不得 

從事一定職業之規定。

(四 ） 因 此 ，本項係為防止侵害他人自由權利、維持社會秩序暨 

增進公共利益之必要規定，尚無限制從事與乘客安全及社 

會治安無涉之其他行業，並經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84號 

解釋尚無違憲，難謂侵害其財產權及工作權。

四 、 系爭規定以計程車駕驶人因犯竊盜、詐 欺 、贓 物 、妨害自由 

或刑法第 2 3 0條 至 第 2 3 6條各罪之一，經法院判決有期徒刑 

以上之刑確定者，廢止其執業登記，並吊銷其駕駛執照，有 

無牴觸憲法比例原則及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一 ） 計程車係私密性甚高且獨立封閉之公共運輸工具，其執業 

特性涉及公共安全，且其市場具有資訊不對稱之現象（駕 

駛人選乘客容易，乘客選駕駛人較困難），乘客與駕駛人共 

處 一 車 ，車輛動態卻由駕駛人操控，倘該駕駛人具有特定 

犯罪背景或屬病態犯罪，對不特 定 乘 客 （尤以婦女、老人

及身心障礙者），於車上孤立無援之情況下，無疑為一大隱

〇

(二 ） 大院大法官釋字第 584號解釋敘明：「…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三十七條…乃基於營業小客車營運及其駕駛人工作 

之 特 性 ，就駕駛人個人應具備之主觀條件，對人民職業選 

擇自由所為之限制，旨在保障乘客之安全，確保社會之治 

安 ，及增進營業小客車之職業信賴，與首開憲法意旨相符， 

於憲法第 23條 之 規 定 ，尚無牴觸。…」（如附件 2 )。

五 、 系爭規定以計程車駕駛人有無特定犯罪前科而為廢止執業登  

記並吊銷其駕駛執照之差別待遇，有無侵害其平等權？

(一 ）大院大法官釋字第 584號解釋敘明：「…營業小客車營運之



管 理 ，因各國國情與治安狀況而有不同。相關機關審酌曾 

犯上述 之 罪 者 ，其累再犯比率偏高，及其對乘客安全可能 

之 威 脅 ，衡量乘客I 命 、身體安全等重要公:益之■錐護，與 

人民選擇職業應具備主觀條件之限制，而就其選擇職業之 

自由為合理之不同規定，與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亦屬 

無 違 。…」（如附件 2 ) 。

(二 ）因 此 ，本項規定尚無侵害其平等權。

六 、 貴部就系爭規定有無相關函釋供參？

(一 ） 本 部 9 9 年 8 月 1 7 日交路字第0990046587號函（如附件 4):

1 、 查道路交通處罰條例第 3 7條 第 3 項規定：「計程車駕駛人， 

在執業期中，犯竊盜、詐 欺 、贓 物 、妨害自由或刑法第230 

條至第 2 3 6條各罪之一，經第一審法院判決有期徒刑以上 

之 刑 後 ，吊扣其執業登記證。其經法院判決有期徒刑以上 

之刑確定者，廢止其執業登記，並吊銷其駕駛執照。」其 

立法意旨乃計程車駕駛人於執業期間觸犯上列各罪之一 

者 ，吊扣或廢止其執業登記證，禁止其繼續執業，以維護 

乘客安全。

2 、 次查計程車駕駛人停止執業並依計程車駕駛人管理辦法第 

9 條 第 3 項規定繳回執業登記證，意即該駕駛人已不再亦 

不能以駕駛計程車為業，僅保留其執業資格而已，縱該駕 

駛人於停止執業保留執業資格期間觸犯前項各罪之一，尚 

難謂其為「在執業期中」犯 罪 ，應無上揭條例第 3 7條 第 3 

項規定之適用。

(二 ） 本項其他相關函釋，檢 附 9 7 年 1 1 月 編 印 之 「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法令解釋輯要」第 2 1 2 頁至第 2 1 6頁相關内容

(如附件 5 ) 供 參 。

七 、 其他就聲請人於聲請書所主張之問題，貴部之相關意見：無 。

八 、 相關立法資料：如 附 件 1-1至 附 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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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
方
案
，
下
次
逸
袈
我
們
再
處
理
爲
宜
。
 

主
席
：
詰
吳
委
員
延
琨
發
言
。

吳
委
員
延
環
：
本
案
下
次
會
議
繼
續
討
論
，
看
 

他
們
能
不
能
弄
出
一
個
可
行
的
方
案
出
來
丨

 

以
免
運
次
烙
正
緦
統
公
布
之
後
選
是
處
於

 

迆
法
的
狀
態
，
那
父
何
爸
呢
9
•另
外
再
踉
他

 

們

談

談

。

主
席
：
詰
鄧
委
艮
翔
宇
發
言
。

部
委
最
翔
宇
.：
我
是
赞
成
俸
點
合
一
的
，

•!£
然

行
政
考
試
兩
院
認
爲
可
以
合

I

，
爲
什
麼
不

 

替
他
修
改
？
我
們
是
立
法
機
麪
，
有
裎
立
&
 

修
法
•
何
必
私
下
再
與
他
們
去
商
爱
？
下
次

 

會
鏑
我
們
可
以
照
這
個
原
則
來
討
論
。

主
席
：
觭
張
委
員
金
鑑
發
言
。
 

•

張
委
员
金
鑑
：
職
位
分
類
法
之
俸
點
制
旣
行
得

 

通

，
考

試

、
行
政
兩
院
亦
認
爲
俸
額
俸
點
兩

 

锢
可
合

I

，
那
就
先
辩
他
們
阳
院
擬
一
合
適

 

方
案

，
再
進
行
討
输
爲
宜
。

主
席
：
詻
何
委
貝
適
發
言
。

何
委
炅
適
：
我
們
希
望
俸
頟
與
俥
點
能
够|

致
 

，
但
因
法
制
委
員
會
同
仁
在
業
務
上
不
芳
他

 

們
熟
悉
，
餹
召
集
委
員
與
銓
敍
部
、
入
褂
行
 

政
眉
聯
琛
一
下
，
讓
他
們
提
供
兗
料
，
草
葆
 

|
個
完
全
照
俸
黏
_折
算
的
俸
表
給
读
們
參
考

 

，
下
次
會
諶
再
行
討
論
。

主
席
：
本
案
詢
問
完
畢
，
另
定
期
遨
裢
討
論
。

六

、
立

法

院

交

通

、
內

政

f
司

法

三

委

員

會

第

|

次

聯

席

會

議

紀

錄

(
第

六

十

七

會

期

)

時
 

間

中

_
民
國
仓
十
年
六
月
十
三
&
(
 

星
期
六
)
上
午
九
時
至
十
二
時

 

地
 

點
本
院
第
二
會
議
室
 

出
席
委
員
；

i

-s-
十

八
人

 

自
由
參
加
委
員
十
人

列
席
人
貝
交
通
部
•部
長
林
金
生
 

政務次長陳樹礙 
參 

亊査

飢周
 

路政司司長誶家

骥

 

內
政
部
玟
務
次
長
易
君
博
 

替
政
署
副
署
長
高
松
寐
 

法務部部長李元

浇

 

主
 

席
王
委
員
長
悉

主
席
••出
席
委
員
已
足
法
定
人
數
，
皰

含

。

報
告
事
項

一
、
棰
汎
請
願
番
爲
行
政
院
通
遇
「
道
路
交
通

 

苷
理
處
罰
條
例
」
中

墦

列

r

乘
坐
機
車
應
戴

 

安
全
帷
否
則
將
罰
鎪
」
條
文
，
似
有
不
妥
，
 

請
於
審
粜
該
案
時
删
除
案
。

說
明
：
本
案
經
本
院
程
序
委
員
會
函
朝
交
通
委

 

員
會
審
査
，
經
本
舍
召
集
委
員
會
誰
討
論
決

 

鼸

，
本
案
留
待
審
査

r

道
路
交
逋
管
理
處
莉

 

條
例
」
修
正
條
文
時
提
出
參
考
，
爱
於
本
次

 

會
截
提
出
報
告
。

主
席
：
俟
審
査
有
關
條
文
時
參
考
。

.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卷
第
五

f
期
委

员

會
紀

a

. 

討
論
事
項

1

、
容

査

違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第
八
條
等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主
席
：
本
案
經
本
院
第
六
十
七
#
期
第
三
十
一
 

次
會
藤
決
定
交
交
：通
、
內
政
、
司
法
三
委
 

負
會
審
査
，
爱
於
本
次
會
議
捉
出
討
論
。
現
 

在
先
誚
一
其
通
部
林
部
長
.對
本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作
要
旨
說
明
。

林
部
長
金
生
：
主

席

、
各
位
委
員
先
生
。
現
行
 

道
路
交
通
背
理
處
罰
條
例
，
係
民
國
五
十
七

七
三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卷
*
五
十
期
委
具
會
紀
錄

年
二
月
五
日
公
布
，
五

月

一

日
施
行
。
旋
爲

 

設
立
交
通
法
庭
，
專
亊
處
理
道
路
交
通
事
件

 

，
於
五
十
八
年I

月
廿
七
日
修
正
本
條
例
第

 

十

四

條

、
第
七
十
五
條
並
增
訂
第
七
十
六
條

 

至
第
七
十
八
條
條
文
。
民
國
六
十
四
年
間
，
 

本
部
又
會
同
內
政
部
、
司
法
行
政
部
將
本
條

 

例
全
面
檢
討
修
:[.£
,
完
成
立
法
程
序
後
，
於

 

六
十
四
年
七
月
廿

Izg
日
公
布
，
六
十
五
年
一
 

月

j

日
報
奉
行
政
院
核
定
施
行
。

本
條
例
自
六
十
五
年一

月
一
日
施
行
迄
今

 

已
届
五
年
有
半
，
經

加

檢

討

，

倚
有
少
救

 

條
文
不
足
以
逾
應
當
前
宽
際
箝
要
，
爱
經
本
 

部
舍
同
內
政
部
、
法
務
部
及
省
、
市
公
路
監

 

理
檐
關
侖
同
硏
究
修
正
本
條
例
笫
八
條
、
第

 

十

四

條

、
第
二
十
一
條
、
第
二
十
七
條
、
第

 

三
十
一
條
、
第
三
十
三
條
、
第
五
十
四
條
、
 

第
六
十
五
條
、
第
六
十
六
條
、
笫
六
+
七
條

 

及
第
八
十
九
條
，
M
增

I J
笫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
期
於
完
成
立
法
程
序
後
，
公
布
施
行
。
篚
 

將
本
條
例
®
正
及
坶

I I
條
文
之
要
旨
簡
要
報

 

告
如
左
■.

1

、
加
強
汽
車
牌
照
之
管
理
，
提
高
本
條

 

例
第
十
四
條
之IS

鍰
數
額
••汽
車
牌
照
，
指
 

號
牌
及
行.

車
執
照
，
爲
准
許
汽
車
行
驶
之
憑

 

租
汽
車
無
牌
照
固
不
准
其
在
道
路
上
行

驶

r

但
汽
車
領
有
狨
牌
而
不
依
規
定
W

1?;:
懸

掛

 

，
或
領
有
行
車
執
照
而
不
®
車
瞄
潛
或
號
牌

 

汚
棣
不
浦
，
均
足
以
妨
害
交
通
秩
序
，
影
褥

 

交
通
安
全
。
年
前
遊
筇
軍
逑
規
S

業
最
盛
時

 

期

，
許
多
遊
K

車
卽
移
用
他
車
號
牌
，
或
懸

 

掛
已
吊
銷
之
概
牌
，
或

將

一

車
之
前
後
兩
張

 

號
牌
魅
掛
於
二
車
之
後
，
且
遊
魈
車
逭
規
登

 

業

，
多
不
随
車
讷
帶
行
車
執
M

，
以
逃
避
窨

 

察
人
貝
之
取
締
■
。
又
有
不
良
之
計
程
車
黹
駛

 

人
或
自
用
車
薄
駛
人
，
爲
了
便
於
從
¥
違
規
 

©
業
或
犯
罪
，
多
將
車
上
M

牌
塗
汚
或
將
泥

 

土
糊
上
，
使
一
^
易
辨
認
，
而
無
從
苺
發
。
本

 

條
例
®H

-

四
搽
之
規
定
-
原
本
認
爲
佾
節
甚

 

輕

，
故
所
定
之
處
S3
,
僅
罰
钹
五
十
元
以
上

 

一
百
元
以
下
。
惟
施
行
至
今
，
存
心
不
良
之

 

汽
車
所
有
人
或
S

戴
人
却
剌
用
從
荜
犯
罪
或

 

遠
規
密
業
，
經
硏
討
結
果
，
特
修
正
本
條
，
 

提
高
罰
钱
數
額
爲
三
百
元
以
上
六
百
元
以
下

 

，
期
收
取
締
之
效
。

二

'
加
強
取
締
無
照
駕
駛
調
整
汽
車
駑
驶

 

執
照
之
分
類
：
年
來
從
交
通
事
故
統
計
中
，
 

發
生
交
通
亊
故
之
車
輞
駕
駛
人
多
爲
無
f

 

駛

，
如
不
联
加
取
箝
處
罰*

後
果
至
S

嚴
重
 

。
爲
加
強
取
締
無
照
琢
驶
，
爱
特
修
正
現
行

 

條
例
笫
二
十

I

條

，
將
五
百
元
以
上

I

 

v
H

兀

七
四

以
下
之
罰
钹
數
額-

提
商
一
倍
，
以
利
執
行

 

。
又
近
年
來
，
货
瓶
蓮
輸
發
威
迅
速
，
現
行
 

規
定
領
有
大
客
S

筠
駛
執
照
或
領
有
大
货
草

 

薄
駛
執
照
滿
一
年
以
上
者
，
卽
可
铒
駛
聯
結

 

草

。
但
聯
結
車
裝
載
货
榧
，
璀
身
®.
長

，
其
 

想
®
原
理
與
操
作
方
法
與
想
駛
大
客
苹
與
大

 

货
萆
均
不
相
同-

爲
加
強
聯
結
萆
箱
駛
人
之

 

管
理
，
以
策
交
通
安
全
"•特

修
正
本
條
例
第

 

二
十

I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至
®

-J5;
款

-

將
聯
 

結
車
m

駛
執
照
，
單
獨
列
爲
一
類
，
並
现
定

 

其
許
可
激
驶
之
車
辆
種
類
，
®
持
有
聯
結
車
 

駕
驶
執
照
，
可
以
想
駛
大
、
小
.型
客
H

W

V

，
 

但
不
得
薄
駛
®

、
重
型
機
器
脚
踏
車
。

三

V
明
定
汽
車
S

駛
人
逃
避
總
納
公
路H

 

程
受
益
费
或
因
而
致
收
费
人
M

K
死

、
倕
之
 

處
分
：
現
行
本
條
例
第
二
十
七
條
規
定
汽
車

 

渑
駛
人
逃
避
繳
費
並
有
傷
害
收

3S
人
炅
之
情

 

亊
者
，
除

處

一

百
元
以
上
二
百
元
以
下
罰
殺

 

外

，
吊
扣
其
駑
驶
執
照
三
個
月
。
實
施
以
來

 

丨
對
於
汽
車
兔
駛
人
馬
車
行
經
徴
收
道
路H

 

程
受
益
费
之
收
費
站
時
，
多
不
依
規
定
撖
《
 

，
或
提
髙
行
車
速
度
，
衝
越
而
迓
，
逃
®
級
 

»
,
或
不
橄
足
被
額
，
或
®
栗
未
交
舆
收
费

 

人
貝
之
手
卽
揚
長
而
去
，
因
而
致
餞
栗
落
地

 

或
雜
風
飛
据
，
收
栗
員
爲
了
檢
拾
錢
栗
，
安



全
備
受
威
脅
.，
惟
因
未
致
收
费
人
員
受
倕
，
 

仍
無
法
依
據
本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予
M

旗

罰

。
 

爰
修
正
本
條
，
除
提
高
罰
鍩
外
，
並
按
其
違

 

規
情
衝
軽
蜇
，
規
定
：
汽
萆
煞
駛
人
逃
避
繳

 

费

者

，
吊
扣
其
渑
駛
執
照|

傻

月

，
致
收
费

 

人
員
受
傺
者
，
吊
其
煞
駛
執
M

三
個
月
，
致

 

收
費
人
負
死
亡
者
，
吊
銪
其
踅
驶
執
M

。

四

、
加
強
機
器
脚
跨
車
駕
駛
入
及
附
璇
人
 

負
應
戴
安
全
帽
之
執
行
：
近
年
來
模
舞
脚
踏
 

車
數
贯
嘬
增
，
截
至
七
十
年
四
月
底
止
，
已
 

達
四
百
十
四
莴
零
六
百
九
十I

輛

。
根
據
笤
 

政
署
調

査
統
計
十
九
年
元
月
至
十
二
月
 

S

薄
地
區
全
年
機
動
車
辆
搔
杀
共
計
死
亡
四
 

千
零
三
十
九
人
，
其
中
騎
乘
機
車
蚕
事
死
亡
 

者
計
一
千
八
百
二
十
人
，
占
锪
人
數
百
分
之
 

四
五

•
〇
六

，
而
未
戴
安
全
帽
肇
事
死
亡
者
 

計
一
千
七
百
四
十
二
人
，•占
百
分
之
九
五
. 

七

I

，
戴
安
全
帽
爷
亊
死
亡
者
，
僅
七
十
八
 

人

，
占
百
分
之
四
•
二
•
顯
示
騎
乘
機
車
未
 

戴
安
全
帽
肇
亊
死
亡
人
數
所
占
比
率
極
高
。
 

根
據
英
國
、
日
本
-、
美
國
三
國
試
驗
結
果
，
 

機
車
駕
駛
人
如
戴
安
全
帽
可
以
滅
少
傷
亡
百
 

分
之
五
十
以
上
，
因
之
，
世
界
各
國
多
以
法
 

律
規
定
機
車
«
駛
人
及
附
載
人
均
應
戴
安
全
 

帽

。
香
港
、
星
加
坡
等
地
!!:
，
氣
候
舆
銮
漘

相

近

，
但
香
港

r

星
加
坡
之
機
車
衡
鴕
人
及

 

附
«

座
人
，
均
戴
安
全
幢
，
否
則
卽
予
重
罰

 

。
我
國
利
用
大
衆
傳
播

H

具

，
勸
導
機
車
涊

 

駛
人
及
附
聰
座
人
，
均
戴
安
全
帽
，
但
宣
導

 

多

年

，
成
效
不
著
，
羞
因
機
車
胬
駛
人
守
法

 

精
神
太
差
。
反
觀
金
n

，
凡
是
騎
機
器
脚
踏

 

車

奢

，
無
不
撖
安
全
帽
，
其
附
堠
之
人
員
，
 

無
論
老
、
少

、
婿

、
孺

，
均
一
律
遒
安
全
確

 

。
盏
因
戰
地
人
民
，
人
人
均
以
守
法
爲
榮
之

 

故

也

。
爲
保
障
機
踏
•車
駕
駛
人
及
附
載
座
人

 

之
生
命
安
全
，
爰
特
修
正
本
條
例
第
三
十一

 

條

，
規
定
擬
器
脚
踏
車
駕
駛
人
或
附
載
座
人

 

未
戴
安
全
蜡
或
裝
硪
物
品
附
漱
座
入
未
依
規

 

定

者

，
處
蕉
駛
人
一
百
元
以
上
二
百
元
以
下

 

罰

鍰

。
至
安
全
帽
之
供
應
救
M

問

題

，
截
至
 

六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底
止
，
已
臃
有
安
全
帽
者

 

有
一
百
七
十
八
萬
三
千
三
百
八
十
七
頂
，
六
 

十
九
年
銪
售
數
员
每
月
約|

千
頂
左
右
，
但

 

現
有

H

廠
生
產
能
赍
最
高
每
月
可
達
六
〇
萬

 

頂
左
右
。
安
全
帽
之
供
應
，
已
可
適
應
葙
要

Q

五

、
加
強
汽
車
駕
驶
人
®
車
行
駛
萬
速
公

 

路
之
管
制
：
柰
湾
地
區
截
至
本
年
西
月
底
止

 

-
共
有
楢
動
車
輛
四
百
九
十
一
萬
六
千
九
百

 

七
十
六
輔
，
除
去
锒
器
脚
踏
車
四
百
十
四
萬

笨
六
百
九
十
一
辆
外
，
其
餘
七
+
七
莴
六
千

 

二
百
八
十
五
輥
之
車
軛
，
均
有
行
ss
a

is

公
 

路
之
抿
命
，
現
時
行
驶
高
速
公
路
之
汽
車
，
 

平
均
每
日
多
31

二
十
六
萬
辆
。
K

连
公
路
行

 

車
蓮
率
極
.：a

，
I

P-
發
生
交
51
氺

故

，
EJ

造
 

成

I

連
串
追
掻
，
致

軍
毁
、
人
谋
或
死
亡
，
 

分
析
其
原
因
，
多
由
於
汽
車
人

m

毕
行
 

駛
高
速
公
路
，
未
能
提
高
笞
凳
，
行
萆
肪
莰

 

未
對
車
輔
作
充
分
之
檢
査
.，
行
駛
後
又
多
不

 

S

守
高
逮
公
路
交
通
管
锢
之
規
定
，
任
裔
超
 

車

、g

換
車
道
、
超

速

、
不
保
持
安
全
距
雉

 

所

致

。
爲
提
.H

汽
車
涊
驶
人
之
戒
心
，
特
修
 

正
本
條
例
第
三
十
三
烧
，
除
提
.®
罰

額

 

一
倍
外
-
並
規
定
汽
車
行
駛
於
高
達
公
路
或

 

設
站
管
制
之
道
路
，
而
不
®
资
制
之
規
定
因

 

而
柴
亊
或
致
人
受
傷
者
，
吊
扣
其
8
駛
執
照
 

三
個
月
至
六
個
月
*
 S

人
死
亡
者
，
吊
節
其
 

薄
黢
執
照
.，
必
要
時-

M

得
暂
時
扨
留
其
車

 

輔

。六

、
墦
訂
埜
業
小
客
車
®
駛
人
執
業
玆
記

 

之
限
匍
：
本
條
例
現
行
條
文
m

!二
十
七
降
規
 

定
埜
業
小
客
車
叛
駛
人
向
公
路
主
管
機
關
委

 

託
之
释
察
抿
厢
辦
理
執
業
®
旗
登
記
，

璏
業
憊
駛
執
照
，
未
附
有
任
何
條
件
-
till

公
 

路
主
管
機
匾
對
職
業
S

驶
人
之
胬
駛
考
驗
，
 

七
五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

苐
五
十
期
.委
負
#
紀
錄

立
法
院
公
葙
第
七
十
卷
第
五
十
期

亦
無
》
驶
人
消
極
資
格
之
規
定
，
故
營
業
小

 

客
車
駕
驶
人
考
頊
職
業
爾
®
執

照

，
並
不
困

 

難

，
因

之

，
持
.有
小
客
牢
S

駛
執
照
之
人
，

良
莠
不
齊
，
其
品
性
不
良
者
，
多
利
用
業
務
上

 

之

便

利

，
從
事
犯
罪
行
爲
之
事
常
有
發
生
。
 

據
調
査
統
計
，
截
至
六
十
九
年
十
月
底
止
，

*
费
地
E

營
業
小
客
車
躲
駛
人
共
有
九
萬
八

 

千
八
百
二
十
九
人
，
以
焱
北

r

高
雄
二
直
铕

 

市
爲
例
：
逡
北
市
有
四
萬
九
千
六
百
九
十
人

 

，
高
雄
市
有
八
千

I

百
六
十
八
人
，
共

計

五
_ 

萬
七
千
八
百
五
十
八
人
，
其
中
曾
犯
有
栽
人

 

、
強

盜

、
搶
*

、
妨
害
風
化

 '
恐
»
或
據
人

 

勒
旗

 '.竊

盜

、.詐

欺

、
贓

物

、
妨
害
自
由
等

 

罪

者

，
共
有
五
千
六
百
三
十
二
人
，
占
該
二

 

市
S

業
小
客
車
*
駛
人
雉
人
软
百
分
之
九
•

七

三

，
在
辦
理
執
業
登
記
前
有
犯
罪
前
科
紀

 

錄
者
四
千
三
百
四
十
二
人
，
辦
理
K

W
記
 

後
再
犯
以
上
之
罪
者
有
二
百
五
十一

人

，
辦

 

理
執
業
登
記
前
未
有
犯
罪
紀
錄
而
後
犯
以
上

 

之

罪

者

有I

千
零
三
十
九
人
。
依
所
犯
案
類

 

分

析

，
以
曾
犯
《
盜
罪
者
最
多
，
計
三
千
二

 

百

四

十I

人

，
詐
欺
昴
次
之
，
計
八
百
五
十

 

四

人

，
U
物
罪
七
百
五
十
七
人
，
犯
妨
害
自

 

由
罪
者
四
百
六
十
七
人
，
妨
害
風
化
罪
二
百

 

五
十
八
人
，
其
犯
罪
趨
勢
仍
在
不
斷
墦
加
之

委
1.
金
杞
錄

中

，
對
社
曾
治
安
及
乘
客
安
全
楢
成
重
大
威

 

脅

。
如
不
予
以
防
止
，
後
果
至
爲
嚴
重
。
.爲

 

預
防
並
遏
止
此
種
犯
罪
行
爲
之
發
生
，
特
增

 

訂
第
三
十
七
條
之一

,
分
列
爲
五
項
，
第

I

 

項
規
定
：
曾
犯
殺
人
、
強

盜

、
搶

奪

、
妨
害
 

風

化

、
恐
®
或
提
人
勒
賊
之
罪
-
經
判
決
罪

 

刑
硇
定
而
有
本
a
第
一
至
三
款
情
形
之
一
者

 

，
不
准
辦
營
業
小
客
隼
執
業
登
記
。
第
二w

規

 

定

：
營
業
小
客
車
駕
驶
人
在
執
業
期
中
犯
前

 

項
所
列
各
罪
之一

,
經
判
決
罪
刑
確
定
者
，
 

1吊
鍺
其
喊
薬
小
客
車
執
業
登
|3
證
及
》
駛
執

 

照

。
第
三W

規
走
：
瓷
業
小
客
萆
駕
駛
人
在

 

執
業
期
中
，
犯
竊
盜
、
詐

欺

、
贓

物

、
妨
害
 

自
由
各
罪
之
一
，
經
到
決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確
定
而
未
宣
告
緩
刑
者
，
吊
戴
其
i

登
 

記

執

照

。第四項規定：營業小
 

客
箪
菠
齔
人
不
依
規
定
辦
理
執
業
登
記
者
，
 

吊
餘
其
蓠
駛
執
照
。
俾
對
@
業
小
客
車
铒
駛

 

人
登
記
執
業
予
以
限
锢
，
以
加
強
交
通
安
全

 

及
行
車
秩
序
之
锥
謨=

至
巷
察
機
两
辦
理
营

 

業
小
客
車
想
驶
人
執
業
登
記
之
詳
細
規
定
，
 

則
於
第
五
項
規
定
：
授
楢
交
通
部
會
同
內
政

 

部
訂
定
辦
法
，
以
利
執
行
。

七

、
加
強
汽
萆
麻
驶
人
闖
越
平
交
道
之
處

 

罰

：
3£
年
來
薄
路
平
交
道
亊
故
不
斷
發
生
，

七
六

尤
以
南
化
®
路
通
車
後
，
車
行
速
度
培
加
，
 

一
且
發
生
亊
故
，
乘
客
傷
、
亡

、
財
坊
拫
失

 

極
爲
联
S

。
前
此
新
竹
頭
前
溪
裝
敢
砂
石
之

 

卡
車
司
拔
閲
越
平
交
基
，
锭
适
敎
訓
，
足
堪
 

徨

愠

。
本
部
除
槙
極
«f
促
豪
资
鐵
路
管
理
局

 

依
照
平
交
道
改
莕
方
案
加
速
進
行
平
交
遒
之

 

改
¥
外

，
爲
加
強
趣
路
平
交
道
之
管
理
，
除
 

稂
極
改
善
雜
路
平
.5C
道
之
設
施
外
，
尤
應
對

 

汽
車
m

駛
人
撩
自
閎
越
截
路
平
交
道
之
行
爲

 

，
予
以
從
联
取
篩
，
爱
特
修
正
本
條
例
第
五

 

十
四
條
，
加
重
汽
車
苒
駛
人
間
越
费
路
平
交

 

道
之
處
莉
，
將
現
行
規
定
之
莉
筠
「
五
百
元
 

以

上

，一

千
元
以
下

J

提
高

爲
二
千
元
以
 

上

，
二
千
元
以
下
」
；
其
吊
扣
«
駛
執
照
之

 

期
限
，
原

定

爲

「一

個
月
，I.

者

，
修
正
S

「
 

三
個
月

J

 
,
 
|_
一|個
月
」
者

-
侈

正

爲

「
六
 

個
月

J

 
。
使
汽
車
駕
驶
人
知
所
#
惕

，
而
策
 

鎺
路
與
公
路
之
行
車
安
全
。

八

、
加
強
汽
車
所
有
人
、m

st

人
逭
反
本

 

條
倒
處
前
之
執
行
效
力
.•現

時
汽
車
所
有
人

 

、
薄
駛
人
違
反
道
路
交
通
瞀
理
，
經
依
規
定

 

吊
扣
其
汽
車
牌
照
或
S

駛
執
®
者

，
多
不
依
 

規
定
期
限
规
送
汽
萆
牌
照
或
薄
驶
執
照
•.致
 

本
條
例
第
穴
十
五
條
第

I

項
第
二
款
、
第
三
 

款
加
倍
處
分
吊
照
或
易
處
吊
照
之
規
定
，
形



同
具
文
。
爲
維
護
交
通
秩
序
，
確
保
行
車
安

 

全

，
爰
將
第
六
十
五
條
修
正
，
於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及
第
三
款
中
分
別
規
定
，
加
倍
處
分
吊

 

照
後
仍
不
依
限
期
緻
送
汽
率
牌
照
或
m

駛
執

 

照

者

，
吊
銷
其
汽
車
牌
照
或
胬
駛
執
照
，
以
 

加
強
處
罰
執
行
之
效
力
。
金
生
報
告
至
此
，
 

尤
有
感
於
資
訊
系
統
之
建
立
，
諸
凡
有
關
汽

 

車
駕
駛
人
及
汽
車
之
管
理
賓
料
，
均
須
納
入

 

竭
腦
管
理
，
因
此

，
監
理
權
必
須
集
中
，
資
 

訊
系
統
才
可
統

I

。
建
立
了
統‘

I

的
资
訊
系

 

統

，
汽
車
駕
駛
人
駕
照
之
茧
考
、
重

領

、
違
 

規
之
紀
錄
，
均

可

於

I

瞬
之
間
腦
中
求
 

得

。
本
條
例
之
執
行
：
亦
可
發
揮
強
大
之
執

 

行
效
力
。

九

、
減
輕
註
銪
汽
車
牌
照
後
再
行
請
領
之

 

期
限
：
现
行
第
六
十
六
條
但
啓
規
定
汽
車
牌

 

照
依
第
六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之
規
定
由

 

公
路
主
管
機
獨
逕
行
註
鍺
者
，
非

滿

I

年
不
 

得
再
行
請
領
，
時
間
過
長
，
易
使
因
註
鍩
牌

 

照
而
停
駛
之
車
辆
受
損
，
且
依
第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
第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吊
銷
之
牌
照

 

，
因
未
於
規
定
期
限
內
銳
送
而
註
鸽
之
愔
節

 

並
非
琺
箄
，
非
滿
一
年
不
得
再
行
箭
領
，
不
 

免
失
之
過
苛
，
爱
將
本
條
徂
咨

r

非
滿
一
年

 

不
得
再
行
諝
領
」
之
期
限
，
修

正

爲

「
非
滿

六
六
俑
月
不
得
再
行
齡
領
」
以
利
執
行
。

十

、
汽
車
m

駛
人
駕
駛
執
照
經
吊
銪
後
重

 

新
考
領
之
限
制
：
本
條
例
第
六
十
七
條
對
於

 

汽
車
»
驶
人
逋
反
本
條
例
之
規
定
軋
銷
其
缠

 

駛
執
照
者
，
分
別
列
有
限
制
考
領
之
規
定
。
 

爰
特
修
正
本
條
，
規
定
依
修
正
之
第
三
十
一
 

條
之
一
第
二
項
吊
銪
涊
駛
執
照
者
，
永
遠
不

 

得
考
領
駕
駛
執
照
，
依
修
正
之
第
二
[ +
七
條
 

第
二
項
、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I

第
三
項
吊
銪
铒

 

駛
執
照
者
，
三
年
內
不
得
考
領
。
使
惡
性
重

 

大

者

，
永
久
不
准
從
亊
汽
車
涊
驶

H

作

，
嚴
 

重
逮
規
者
，
三
年
以
內
不
得
充
任
汽
車
想
珐

 

人

C

此
外
，
本
條
例
第
八
條
第
四
項
，
及
第
八
 

十
九
條
之
侈
正
，
係
爲
配
合
審
檢
分
隸
之
K

 

施

，
其
修
正
要
旨
，
擬
由
法
務
部
報
告
。

以
上
爲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要
旨
之
說
明
。
如
條
文
修
IE

內
容
或

 

用
語
有
不
妥
之
處
，
尙
詰
各
位
委
貝
先
生
多

:
賜
指

敎
，
M

對
各
委
員
先
生
審
査
本
：

3

案
之

 

辛

勞

，
深
致
謝
蔽
。

主
席
：
謝
謝
林
部
長
的
報
告
，
現
在
請
內
政
部

 

易
次
長
報
吿
。

易
次
畏
君
博
：
主
席
'
各
位
委
貝
先
生
。
關
於

 

「
道
路
交
31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
的
修
正
是
交

通
部
、
法
務
部
酋
同
本
部
所
修
正
的
，
剛
才
 

對
於
所
有
修
正
條
文
的
說
明
，
林
部
長
說
得
 

非
常
淸
楚
*
其
中
有
兩
個
條
文
是
內
政
部
建
 

讁
的
，
gl

於
這
兩
個
條
文
，
本
人
願
再
作I 

補
充
說
明
。

1

、
關
於
桀
三
十

I

條
增
列
镄
器
脚
踏
苹

 

萬
駛
人
附
載
座
人
未
戴
安
全
帽
要
受
處
罰
的

 

規
定
，
完
全
是
基
於
安
全
的
問
題
，
原
條
文
 

未
訂
處
罰
規
定
，
雖
長
期
全
力
予
以
勸
邀
，
 

但
宵
施
以
來
效
果
不
彰
。
因
交
通
事
故

r

年
 

有
增
加
，
截
至
六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底
止
，
蛋
 

興
地
區
計
有
機
車
三
'
九
六
五
、
五
一
五
轹

 

，
骑
乘
機
車
者
計
有
四
百
萬
人
，
六
十
八
年

 

度
機
車
發
生
寧
故
六
、
九
八
四
件
，
傷
亡
转

 

計

，
死
亡
人
徽

I

'
六
九
七
人
中
，
有
一
五

 

九
七
人
，
未
埏
安
全
崤
，
比
率
芮
達
百
分
之

 

九

四
、

I

 
一
；
輕
重
傷
人
敦
在
八
八
因
人

f

 

，
有
七
九
七
人
未
戴
安
全
炬
，
比
荜
高
逹
W

分
 

之
九
〇

、
一
六
〇
•，
六
十
九
年
柅
萆
車
鍋
共

 

發
生
五
、
六
四
三
件
，
其
中
死
亡

I

、
A

二
 

〇
人

，
因
未
戴
安
全
帽
死
亡
者一

 
、
七
四
二
 

人

，
估
死
亡
總
人
數
百
分
之
九
五
、
七

|

。
 

根
據
透
類
統
計
顔
示
，
未
戴
安
全
幡
舆
溆
安

 

安
全
賴
對
行
荜
安
全
趵
係
非
常
之
大
，
呼
顧
 

宣
遥
教
上
安
全
帽
的

H

作

，
已
經
作
了
很
多

七
七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卷
笫
五
十
期
委
員
會
紀
錄

立
法
院
公
菊
第
七
十
卷
第
五
十
期
委

员

舍
紀
錄

年

，
但
效
果
不
彰
，
最
近
兩
年
來
仍
然
因
而
 

造
成
死
亡
，¥
,
如
果
不
以
法
律
規
定
加
以
處
 

罰

，
深
恐
情
形
將
更
形
联
m

,
有
人
銳
戴
不
 

截
安
全
幃
，
是
個
人
的
事
，
我
們
則
焭
锊
爲
 

維
趂
大
衆
的
安
全
，
不
能
不
對
於
戏
安
全
帷
 

問
題
加
以
強
锢
的
規
定
，
不
戴
的
加
以
處
罰
 

也
可
以
減
少
死
亡
率
，
根
抜
英
、
曰

、
奘
三
 

國
硏
究
試
驗
結
釆
，
機
車
踅
駛
人
及
附
弒
人
 

如
均
鉞
安
全
帕
，
則
可
減
少
傷
亡
百
分
之
五
 

十
以
上
，
因
之
世
界
各
國
多
以
法
律
規
定
應
 

欺
安
全
峭
，
以
維
其
生
命
安
全
。
'

二

、
阔
於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也
是
E[T
內
政
 

部
建
議
交
通
部
修
正
整
理
的
，
最
蜇
要
者
就
 

是
發
現
赇
在
的
計
程
藓
駛
人
有
犯
罪
傾
向
者
 

占
比
率
很
高
，
所
以
增
列
這
個
條
文
防
止
犯
 

罪
寧
件
，
但
是
關
於
本
條
的
增
訂
，也
容
易
使
 

人
懷
疑
，
刑
期
已
滿
，
應
該
與
普
通
人
有|

 

樣
就
業
的
.機
龠
，
因
此
，
一
定
有
人
指
贷
本
 

條
.的
訂
定
與
葱
法
平
等
的
原
则
逸
背
，
對
於
 

道
個
說
法
，
我
們
也
願
適
當
加
以
解
釋
。
計
 

程
車
司
機
是
一
槌
自
由
職
業
，
對
少
數
人
加
 

以
適
當
的
脹
制
是
對
多
數
人
的
安
全
的I

種
 

保
陣
，
不
得
已
下
採
取
這
種
強
制
性
的
規
定
 

，
如
果
他
們
不
擔
任
與
公
共
安
全
有
關
的
工
 

作
而
擔
任
其
他
工
作
-
應
骸
可
以
不
加
限
制

，
所
以
爲
增
進
公
共
安
全
，
使
乘
客
得
到
保

 

障

，
不
能
不
加
以
限
制
。
希
望
各
位
委
員
在

 

審
査
時
能
多
加
支
持
。
對
於
修
正
的
有
阴
條

 

文

，
只
有
逭
兩
條
文
是
經
內
政
部
M

務
而
加

 

以
修
正
的
，
特
別
說
明
如
上
，
敬
酧
支
持
。

主
席
：
請
法
務
部
李
部
丧
脫
明
。

李
部
畏
元
蔟
：
主

席

'
各
位
委
貝
先
生
。
本
條

 

例
制
定
的
要
旨
及
理
由
，
迪
才
林
部
長
及
易

 

次
長
均
已
詳
細
說
明
，
元
族
現
在
僅
就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內
容
補
充
說
[>0
如
次
：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前
三
項
條
文
乃
是
針
對

 

乘
客
安
全
及
社
含
秩
序
而
增
訂
，
爲
防
lh

镫
 

業
小
客
車
涊
駛
人
對
社
會
治
安
及
乘
客
梆
成

 

m

大
威
脊
，
在
辦
理
執
装
登
記
前
有
犯
案
紀

 

錄
及
在
執
業
期
中
犯
荧
奇
，
分
別
處
以
不
准

 

辦
理
執
業
登
記
及
吊
鉑
執
照
之
規
定
，
第

I 

項
規
定
：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I

 

曾
犯
殺
人
、
強
盜
、
搶
 

奪

、
訪
番
風
化
、
恐
嚇
或
擄
人
勒
頭
之
罪

 

，
經
判
決
罪
刑
確
定
/
lr(I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不
准
辦
理
铎
業
小
客
車
货
駛
人
執

 

業
登
記
。

1

、
受
有
期
徒
刑
之
執
行
完
畢
或
受
無
期

 

徒
刑
或
有
期
徒
刑
一
部
之
執
行
完
畢
而

 

赦
免
後
，
未
滿
三
年
.者

。

七
八

二

、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之
宣
告
尙
未
執

 

行

，
行
刑
權
時
效
消
滅
，
尙
未
滿
三
年

 

者

。

三

、
 

受
刑
人
在
假
稃
中
者
。

笫
二
項
規
定
：
 

.

營
業
小
客
車
稱
駛
人
在
執
業
期
中
，
 

犯
前
項
所
列
各
罪
之

I

,
經
判
決
罪
刑
確

 

定

者

，e

餓
其
營
業
小
客
車
執
袋
登
記
及

 

m

lfe

執

照

。

前
兩
項
修
正
條
文
，
我
們
亦
考
慮
到
將
來

 

法
律
適
用
時
，
對
於
已
執
業
之
營
業
小
客
璀

 

阐
駛
人
，
如
有
符
合
前
兩
項
規
定
者
，
應
不
 

溯
及
既
往
，
可
銳
績
執
業
，
故
又
增
訂
第
三
 

項
規
定
。

镫
業
小
客
車
頷
駛
人
在
執
業
期
中
，
犯
耦
 

盜

、
許

欺

、
贼
物
、
妨
害
自
由
各
罪
之一

,
 

經
判
決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確
定
¥
未
宣
告

 

緩
刑
者
，
吊
銷
其
澄
業
小
客
箄
執
業
登
記
證

 

及
m

驶
執
照
。

狯
業
小
客
車
薄
缺
人
不
依
規
定
辦
理
執
業

登
記
者
，
吊
鍺
其
热
敏
執
照
。

營
業
小
客
車
胬
駛
人
執
業
登
記
辦
法
，
由
 

交
迓
部
會
同
內
政
部
定
之
。

條
文
內
容
卽
請
：
目
前
正
窑
執
業
之
營
業

 

小
客
車
胬
駛
人
，.如

有

第

I

項
之
犯
窠
紀
錄



者

，
戒
者
酋
羥
犯
案
，
並
飼
決
罰
金
，
甚
或

 

經
到
決
徒
刑
而
宣
告
瑷
刑
者
均
不
在
範
囯
内

 

r
如
此
侈
正
，
對
正
在
執
業
之
«
業
小
客
萆

 

應
較
有
保
厗
。

第
八
十
九
條
現
行
條
文*

第
八
十
九
玆
法
院
受
理
有
閗
交
通
事
件
5 

準
用
刑
事
訴
&
法
之
規
定
，
其
處
理
辦
法

 

,
由
司
法
行
政
部
定
之
。

修

正
後
爲
「
…
…
由
司
法
院
會
同
行
政
院

 

定
之

J

 
*
修
正
理
由
爲
：
審
檢
分
戧
寅
施
後

 

閉
於
交
a

異
塞
事
件
之
裁
定
及
邢
亊
案
件

 

之

審

判

，
係
齒
法
院
交
通
法
庭
之
職
楢
，
應
 

由
司
法
院
監
督
。
至
於
交
通
事
件
之
裁
決
及

 

異
塞
之
移
送
，
塍
由
交
通
亊
.件
栽
—

棋
爲

 

之

，
而
交
通
.刑
亊
案
件
之
俱
査
及
執
行
，
則
 

由
榇
査
官
辦
理
，
應
由
行
致
院
監
督
。
故
有

 

闭
交
通
卒
件
處
理
辦
法
，
.負
應
由
司
法
院
龠

 

同
行
政
院
定
之
。
 

.

主
席
：
謝
謝
H

位
首
丧
的
報
告
>
瞄
於
逭
條
例

 

，
修
正
的
條
文
十一

條

，
增

訂

I

條

，
共
修

 

正
十
二
嵌
，
現
在
我
們
進
行
質
詢
，
登
記
的

 

委
負
共
九
位
，
鋰

然

5a
是
延
會
窠
，
我
f

 

以
儘
逛
找
時
.間
11
會

，
各
位
哉
充
分
發
表
意
，

見

，
時
問
上
不
作
限
制
，
詰
問
各
位
，
質

詢

，
 

是
綜
合
答
復
或
個
別
答
後
？
 

C
.

餑
合
答
復
)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
+
卷

第

五

'+
期

現
在
.詰
郭
委
員
荣
宗
發
#

。

筘
委
M

•榮
宗
.：
主

席

、
各
位
先
生
。
本
席
對
於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的
修
正
有

I

些
看
 

法
願
提
出
來
諸
大
家
指
敎
：
前
兩
天
本
席
硪

 

到
二
位
來
邃
犋
光
的
日
本
友
人
，
他
啊
對
$
 

灣
的
交
逋
有
所
批
評
，

I

個
共
同
觀
感
是
交

 

强
秩
序
紊
a

,
馬
路
如
虎
口
，
穿
趣
馬
路
费

 

成
一
件
很
危
險
的
亊
。
其

次

，
他
們
說
到
我

 

們
守
法
的
耢
神
很
差
，
而
且
目
前
老
百
姓

I 

且
因
交
通
迪
規
而
逝
受
取
缔
時
，
®
毎
央
譎
 

民

:%
代
表
銳
項
予
以
化
解
，
道
是
很
不
好
的

 

現
象
。
現
在
日
本
就
沒
有
it

種

情

形

，
他
們
 

遼
說
-
日
本
都
是
自
己
開
車
，
尤
其
是
民
意
代

 

衷
開
本
違
規
，
甚
而
要
自
®
辭
牖
以
表
示
守

 

法
綺
神
，
我
們
S

在
應
效
法
人
*
守
法
的
粞

 

砷

。
再
其
次
..說
到
計
稈
車
，
政
疳
有
無
考

 

慮
到
計
程
車
的
立
掲
，
現
在
計
程
車
計
程
而

 

不
計
時
，
外
窗
計
程
車
計
程
M

計

時

，
合
of 

計

算

。
號
駛
人
就
不
必
因
爭
取
時
間
ifu

亂
超
 

車

、
開
快
車
，
該
停
時
停
，
該
開
時
開
。
希
 

望
交
通
部
對
适
問
題
能
早
作
決
定
。
其

次

，
 

交
强
部
最
近
通
過
，
中
正
壤
塔
至
莰
北
計
S

 

車
收
費
以
計
程
表
上
戴
.額
再
加
百
分
之
五
十

 

。
車
實
上
，
目
前
本
省
除
幾
例
大
都
市
的
計

 

程
車
均
按
表
收
费
，
部
分
薛
市
或
鄕
村
計
程

委
負
夤
紀
錄

-■?-
收
费
，
因
路
程
短
，
乘
客
少
，
大
部
分
不

 

按
表
收
费
，
交
通
部
警
察
取
软
時
亦
膜
奉
險

 

速

，
交
通
部
對
中
正
掸
場
計
巷
車
收
费
都
B
 

w

整

，
爲
何
對
郊
S:
及
牌
逮
鄕
村
計
程
車
收

 

费
不
予
考
逋
？
本
席
以
爲
交
通
部
i

度
調
 

整
其
起
表
的
欲
頻
，
化
暗
爲
明
，
交
通
警
察

 

亦
有
取
谛
之
憑
據
。
以
上
是
本
席
提
出
來
的

 

辇
犖
大
者
，
希
望
交
通
部
能
予
重
毘
硏
究
。

對
於
部
分
修
正
條
文
，
亦
有
待
斟
酌
，
隼
 

例
言
之
-•

I

、
第

二

十

I

條

第

I

項
第
五
款
規
定
持

 

聯
結
車
、
大
客
宙
；.
、
大
货
萆
或
小
型
車
掰
駛

 

執
照

，
漯
駛
搜
器
脚
踏
車
，
或
持
箧
型
攙
器

 

脚
踏
車
薄
驶
執
照
，
踅
驶
S

型
捩
器
興
踏
萆

 

杏
也
耍
處
罰
，
本
席
認
爲
不
合
理
。
他
能
閉
 

S

幾
種
草
子
，
去
関
摩
托
草
嫫
無
閗
題
，
這
 

揲
也
要
受
到
處
罰
，
是
否
合
理
，
應
予
考
塚
 

。
本
席
以
爲
持
小
型
束
.筠
照
，
溥
駛
大
型
率

 

應
受
剁
才
是
正
確
的
。

二

、
第
二
十
七
條
下
之
說
明
中
謂
：
汽
車
 

薄
駛
人
羝
車
行
近
a

收
道
路
工
程
受
益
*
之
 

收
費
站
時
，
多
不
依
規
定
搛
费
，
旦
常
有
超

 

速
行
駛
衝
過
，
逃
®
繳
費
，
本
條
現
行
規
定

 

逃
避
繳
費
适
須
有
傷
害
收
S

A

■
貝
之
情
亊
，
 

始
可
予
以
吊
照
之
處
蜀
，
致
逃
避
嫌
黄
之
萊

七
九

立
法
院
公
報
笫
七
十
卷
第
五
十
期
委
員
會
紀

»

件
無
法
取
締
，
彤
费H

程
受
益
費
之
@
收
及
 

行
車
佚
汴
。
又
收
费
人
貝
亦
常
有
被
汽
車

 

駛
人
於
®
過
收
費
站
時
被
撞
葆
之
情
亊
，
如

■ 

不
防
止
，
後
果
堪
虞
，
故
修
正
本
條
以
利
取

 

締

。
依

此

，
洱
驶
人
多
不
依
規
定
嫌
费
，
嫌
 

*
的
比
毕
i

很
少

，
是
否
與
汰
際
情
况
相

 

符

，
諳
說
明
。
又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汽
車
笫
駛
人
逃
避
嫌
費
者
，
並
吊
扣
其
薄

 

®

fl
照

I

俚

月

，
致
收
*
人
員
受
®
者

，
並
 

吊
扣
其
S

K
執
照
三
個
月
，•致
收
S
人
貝
％
 

亡

者

，
M

吊
銪
其
煞
駛
執
照
。
目
前
各
收
费

 

站
都
依
率
輛
之
不
同
而
收
取
不
同
的
费
用
*
 

現
在
卽
做
統
I

B
鍰
之
規
定
似
有
欠
合
埋
，
 

本
席
提
薄
罰
鑀
之
規
定
修
正
爲
以
收
黄
的
幾

 

倍
來
計
其
，
如
此
不
但
杜
絕
爭
識
且
有
利
執

 

行

。三

'
第

三

十

I

條
規
定
機
器
脚
踏
車
®
駛
 

人
或
附
葙
座
人
未
戡
安
全
帷
，
或
裝
联
物
品

 

，
附
載
座
人
未
依
規
定
者
，
處
翯
駛
人

I

百
 

元
以
上
，
二
百
元
以
下
罰
缓
。
其
中
對
罰
鍰

 

之
侈
正
，
修
正
理
由
爲
何
？
諳
予
以
說
明
。
 

是
否
因
爲
過
去
罰
绥
太
輕
，
以
致
未
受
到
茛

 

效

，
抑
或
根
本
沒
有
認
《
執
行
？
原
則
上
本

 

席
霣
成
铳

I

從
重
處
罰
，
明
確
規
定
罰
鎪
多

 

少
？
如
有
彌
性
，
將
來
執
行
時
難
免
發
生
不

公
平
，
不
知
圔
外
有
無
類
似
處
罰
條
例
.，
其

 

程
度
如
何
？
舖

I

併
說
明
。

第
五
十
四
條
笫
一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

「
在
 

無
看
守
人
貝
管
理
或
無
迺
街
器
、
眷
鈴
及
閃

 

光
號
誌
設
備
之
鐵
路
平
交
道
，
不
依
規
定
暂

 

停

、
看

、
磨

，
有
無
火
車

St
來

，
運
行
通
過

 

者

。J

將

處

I

千
元
以
上
、
二
千
元
以
下
罰

 

遂

*
但
是
旣
然
無
看
守
入
貝
菅
理
，
諳
問
如

 

何
執
行
？
以
往
有
無
執
行
過
？
此
規
定
能
否

 

發
生
效
果
？
 

•

此

外

，
目
前
交
通
有
兩
毡
公
害
相
當
联
重

 

•

 1

是
汽
車
排
放
的
菝
氣
，
政
府
的
取
締
只

 

執
行
了
五
分
|£
熱

度

，
本
條
例
中
則
尙
無
此

 

顏
處
罰
條
歓
，
只
有
在
空
氣
汚
染
防
匍
法
第

 

十
四
條
規
定
：

「
汽
車
排
放
黑
烟
超
過
規
定

 

浪
度
音
，
處
汽
車
所
有
人
二
H
元
以
上
三
百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负
令
於
五
日
內
改
赛
；
逾
 

期
不
改
卷
者
，
吊
扣
其
汽
車
牌
照
一
倔
月
。
 

J

而
其
主
管
單
位
是
镝
生
署
。
至
於
第
二
種

 

联
重
的
S -
通
公
寄
就
是
澡
音
，
我
們
此
地
恝

 

驶
人
貝
a
按
喇
叭
的
恬
形
可
能
居
於
世
界
第

 

一
位
.
他
們
並
未
受
到
任
何
機
韵
的
取
締
，
 

只
有
在
違
普
罰
法
第
五
十
六
條
第
十
一
款
規

 

定

：

「
各
®
車
輛
不
逸
答
察
官
署
規
定
時
間

 

.
，
深

夜S
鳴
發
詈
器
者j

處
三
日
以
下
拘
S

八
〇

或
二
十
圖
以
下
罰
锾
或
莉
役
，
誧
問
此
種
數

 

額
的®

建
規
定
能
否
收
到
邊
阻
之
效
？
由
於

 

替
祭
也
認
爲
此
捶
規
定
無
法
發
生
作
用
，
因
 

此
乾
脆
就
不
取
糖
了
。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莉

 

捺
例
第
四
十
一
條
規
定
：
r

?t
車
》
»
人
按
 

嗚
痢
叭
不
忆
規
定
，
或
按
喇
叭
超
遇
規
定
音

 

量
苷
，
處
五
十
元
以
上
1

I

百
元
以
下
罰
鍰

 

。
」
不
知
交
通
部
能
否
探
更
有
效
的
方
法
防

 

止
汽
車
駕
a

人
亂
按
喇
叭
造
成
噪
苷
的
公
害

 

9.
以
上
幾
點
問
S

•
誚
各
泣
首
長
給
予
說
明

 

。
謝
謝
各
位
。

主
席
：
諳
張
委
员
其
彭
發
？B

。

强
委
員
其
彭
：
主

席

、
林

部

長

、
李
部
長
、
易
 

次

長

、
各
位
同
仁
。
德
了
各
位
首
長
的
報
吿

 

，
.一<

席
認
爲
行
政
院
送
菪
的

K

荛

，
是
針
對

 

當
前
的
潘
要
謀
求
補
救©

方

法

，
其
侈
正
有

 

其
必
耍
，
因
此
本
席
非
常
支
持
本
案
。

本
案
修
正
的
重
點
有
二，

一

是
檐
車
的
間

 

題

，

I

•是
計
程
車
的
問
題
，
.並
將
各
種
處
P

 

予
以
加
重
。
本
席
認
爲
我
捫
不
僅
f

法
律

 

條
文
上
針
對
現
在
的
缺
失
予
以
補
救
，
並
喏

 

在
執
行
上
切
實
執
行
。
目
前
交
强
方
面
所
以

 

產
生
如
此
多
的
問
題
，
就
是
對
於
有
厢
的
交

 

强
法
規
執
行
不
力
所
致
，
因
此
番
政
署
應
負



當
大
的
資
任
，
因
爲
有
良
法
而
無
入
執
行
.，

也
等
於
沒
有
良
法
。
尤
其
在
發
生
交
通
事
故

 

•.以

後

> 地
方
上
的
有
力
人
士
以
甭
話
P

說
鼢
 

•.可
將
大
亊
化
小
，
小
亊
化
無
，
交
涵
規
則
立

 

刻
就
被
束
之
高
閣
，
使
法
律
的
規
定
失
其
效

 

力

，
這
是
極
不
妥
當
的
作
法
•。
因
此
，
法
律
 

規
定
若
有
漏
洞
或
缺
失
，
應
予
修
正
，
但
是
 

執
法
一
定
要
联
格
。

關
於
垄
溽
的
機
車
，
目
前
已
達
四
百
餘
萬

 

-
辆

，
且
仍
在
逐
年
增
加
之
中
。
楢
車
的
發
源

 

地
在
日
本
，
我
們
的
廠
商
與
曰
本
公
司
技
術

 

合

作

，
在
此
大
迈
製
造
，
反
觀
曰
本
自
身
的

 

機
苹
數
S

却
不
多
，
東
京
市
區
內
就
很
少
見

 

到

。
至
於
歐
美
國
家
的
機
車
更
是
少
見
，
而
 

且
規
定
均
爲
一
千
二
百
西
西
以
上
的
重
型
機

 

求

，
駕
駛
人
與
受
載
人
一
定
要
戴
安
全
幅
，

白
天
也
要
開
燈

◊
至
於
我
啊
對
機
車
的
管
理

 

則
過
於
璲
懈
，
不
僅
不
戴
安
全
帷
，
連
時
速

 

似
乎
也
未
加
限
制
，
以
致
常
有
人
行
經
巷
道

 

時
被
突
然
疾
貤
而
來
的
機
車
捶
傷
或
撞
弊
，

囚
此
，
本
席
認
爲
對
桟
荜
的
整
頓
確
有
必
要

 

，
應
硬
性
規
定
戴
安
全
帷
。
根
據
蒗
法
第
十

 

五
條
的
規
定
：

「
人
民
之
生
存
權
、H

作
楢
 

及
財
產
椭
，
跛
予
保
障
。J

因
此
政
府
菡
於

 

此
黃
任
，
可
以
硬
佺
規
定
機
車
駕
駛
人
及
後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卷
第
五
十
期

載

人

應

戴

安

全

帽

。
•
•
•

蘭
於
計
程
萆
方
面
，
行
政
院
所
送
的
修
正

 

案
有
很
恰
當
、
合
理
的
規
定
。.肝
程
苹
I

 

若
有
作
奸
i

的
情
亊
，
拯
法
院
判
決
確
定

 

者

，
不
得
允
其
登
ffi

爲
—

小

客

苹

*

駛

人

 

，
道
是
很
正
確
的
規
定
。
現
在
計
程
車
往
往

 

令
人
坐
得
提
心
吊
胆
，
司
機
逋
度
也
有
甚
爲

 

惡
劣
者
。
至
於
曰
本
的
計
程
車
駕
駛
人
對
乘

 

客
則
是
彬
彬
有
•踉

，
服
裝
整
齊
，
美
國
的
計

 

程
車
司
氣
也
是
妣
此
-
車
身
內
外
都
很
乾
浄

 

，
因
此
我
們
對
於
計
程
車
的
整
頓
寊
在
應
該

 

立
刻
去
钗
，
以
免
貽
笑
外
人
。
桃
園
中
正
機

 

場
的
計
程
車
不
依
跳
表
收
获.

而
對
旅
客
濫
敲

 

竹

槓

，
镩
察
機
關
爲
何
不
予
管
制
呢
？
暹
種
 

做
法
將
使
國
家
的
信
卷
菘
受
损
害
，
希
望
今

 

後
對
於
計
程
車
司
機
的
索
質
應
予
提
裔
，
不
 

可
允
許
不
法
之
徒
混
跡
在
內
，
否
則
應
予
吊

 

銪
執
照
，
道
些
都
應
儘
速
辦
理
。
至
於
駕
駛

 

人
逃
避
肷
费
站
的
收
费
，
甚
至
將
收
費
人
員

 

撞
傷
後
逃
逸
，
爲
了
區
區
小
數
而
採
此
下
策

 

，
實
在
令
人
不
敢
置
倍
。
歐
美
各
画
的
收
费

 

站

，
有
的
根
才
沒
有
收
費
人
炅
，
而
汽
車
駕

 

駛
人
却
均
能
自
動
阵
下
繳
费
，
可
見
我
們
絮

 

駛
人
員
的
守
法
精
神
太
差
，
因
此
應
有
鲅
格

 

取

締

，
加
重
處
罰
的
條
文
才
可
防
止
這
種
弊

委
負
舍
紀
錄

病
的
發
生
。
 

.

.

以
上
是
本
席
對
本
案
的
幾
點
看
法
，
請
各

 

.位
參
考
、
指

敎

。

主
席
：
餹
黃
委
员
天
鍤
發
言
。

黄
委
員
天

主

席

、秣
部
長
、李
部
長
、
易
 

次

畏

、
各
位
同
仁
。
對
於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的
修
正
，
大
家
的
看
法
都
是
一
致
的

 

，
都
希
望
維
護
我
們
的
社
會
秩
序
與
乘
客
的

 

安
全
，
但
是
本
席
認
爲
法
律
並
非
萬
能
的
，
有

 

的
條
文
將
處
酹
訂
得
根
重
，
却
不
見
得
會
收

 

到
效
果
。
例
如
饅
近
一
年
來
，
社
會
上
發
生

 

• 了
許
多
重
大
案
件
，
都
移
送
到
萆
法
機
關
去

 

審
判
，
但
是
社
會
上
仍
然
有
許
多
重
大
案
件

 

繼
辕
發
生
，
因
此
大
家
似
乎
應
對
處
莉
萬
能

 

的
觀
念
有
所
改
费
。
現
在
往
往
在
發
生
交
通

 

違
規
事
件
之
後
，
民
意
代
表
以
甭
話
向
交
通

 

單
位
關
說
，
這
S

情
形
在
國
外
是
很
少
見
的

 

，
我
們
國
內
所
以
有
此
現
象
的
存
在
，
應
由

 

內
政
部
所
掘
的
昝
察
局
载
決
所
去
檢
討
。
本

 

席
在
搀
任
國
大
代
表
期
間
，
曾
有
機
會
與
裁

 

決
所
的
主
任
談
話
，
據
該
主
任
表
示
，
他
平

 

常
就
不
喜
歡
留
在
辦
公
室
內
，
但
是
第
二
天

 

若
要
到
議
會
接
受
黄
詢
時
，
他
前一

天
一
定

 

要
在
辧
公
室
內
，
爲
了
應
付
議
貝
送
來
的
裁

 

決
豪
：1
，
大
約
有
五
百
張
。
本
席
認
爲
！̂'邊

俠

八

I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卷
第
五
十
期
委
炱
會
紀
錄

法
不
俚
渎
少
了
函
庳
的
收
入
，
也
是
逋
法
的

 

行

爲

。
當
然
交
通
锌
察
的
執
行
或
許
有
偏
差

 

之

處

，
或
是
迤
規
之
人
家
境
贫
窮
無
力
負
擔

 

罰

鍰

，
但
是
確
有
識
負
於
駙
說
之
後
，
減
免
 

成
減
鹱
了
部
分
罰
嬡
，
希
望
法
務
部
的
調
查

 

局
今
後
對
此
情
形
應
加
注
意
，
應
將
答
察
璣

 

關
開
出
的
交
通
違
規
罰
單
存
根
與
裁
決
所
裁

 

定
罰
欽
的
單
據
相
對
照
，
就
可
知
道
有
多
少

 

件
未
予
罚
款
。
本
席
認
爲
法
律
之
前
，
M

當
 

人
人
平
等
，
希
望
以
後
在
執
行
交
通
述
規
案

 

作

時

，
勿
冉
有
此
情
形
發
生
，
對
於
民
恁
代

 

表
關
說
的
案
件
就
少
罰
款
或
不
則
歓
，
這
是
 

不
當
的
做
法
。

本
席
對
於
本
案
有
以
下
幾
點
窓
觅
：

H

行
政
院
送
來
的
總
說
明
第
五
點
中
，
將
 

m

三
十
三
條
條
文
的
修
正
文
字
明
列
出
來
，
 

其

中

有

「
如
因
而
违
亊
或
致
人
受
®
者

，
吊
 

扣
其
绳
駛
執
照
三
#
月
至
六
侗
月
…
…
」

，
 

伹
是
後
面
的
條
文
對
照
表
中
•，
却
無
.r

如

j

 

字

，
法
律
條

文

用

「
如

j

字
不
常
，
行
政
院

 

在
雜
說
明
中
有
此

r

如
」
字

，
可
能
是
疏
忽

 

所
致

，
希
望
今
後
稍
加
注
慈
，
勿
再
有
此
情

 

形
發
生
。

•«•
第

二

十

七

條

對

於

汽

s

收
费
姑
不
依
規

 

定
撖
费
者
，
欲
加
重
處
诹. C

本
席
不
瞭
解
何

以
含
有
人
爲
此
區
區
之
歡
有
逃
避
不
It

緘
狹

 

.，
希
望
抹
部
長
說
明
去
年
共
有
幾
件
逃
避
撒

 

費
的
案
件
。
至
於
第
二
項
規
定
：

「
汽
卑
钙

 

駛
人
逃
避
緻
费
者
，
並
吊
扣
其
駕
駛
執
m

一

 

個

月

，
致
收
费
人
貝
受
傷
者
，
尨
吊
扣
其
掰

 

駛
執
照
三
個
月
，
致
收
班
人
员
死
亡
者
，
並

 

吊
鍺
其
m

驶

執
本
席
認

爲

吊
銷
執
照
 

以
後
就
永
遠
不
能
開
車
了
，
而
其
逃
避
繳
费

 

的
動
概
只
是
爲
佔

I

點
小
便
宜
而
不
是
欲
致

 

收
费
人
於
受
你
或
死
亡
*
因
此
吊
銪
執
i

 

否
應
有
期
間
的
規
定
？
至
於
使
收
紫
人
受
傷
* 

或
死
亡
，
有
時
與
逃
避
繳
遨
並
無
1£
接
因
果

 

關

係

，
因
此
閼
於
笫
二
十
七
條
吊
銷
執
照
的

 

規

定

，
似
乎
M

l

e

作
較
爲
坶
延
的
硏
究
。

H

第
三
十
三
條
是
對
汽
車
行
驶
於
高
速
公

 

路
或
設
站
管
制
之
道
路
，
而
不
遵
守
管
制
規

 

定
之
處
罰
，
修
正
窠
除
將
莉
鍰
提
高
以
外
，
 

又
增
加
了
吊
扣
執
照
與
吊
銪
執
照
的
規
定
，

但
是
由
於
铕
亊
與
違
規
並
非
有
必
然
的
因
果

 

關

係

，
下
雨
天
開
萆
不
小
心
就
可
能
萤
事
丨

 

車
拥
突
然
抛
錨
也
可
能
逛
事
。
現
在
對
於
裘

 

亊
或
致
人
受
@
者

，
吊
扣
其
m

照
三
俏
月
至

 

六
儆
月
，
亊
資
上
，
他
們
在
民
法
上
旣
要
負

 

赔
铍
焚
任
，
•在
刑
法
上
也
要
受
到
法
律
的
制

 

裁

，
如
果
虱
要
吊
鈴
其
絮
驶
執
照
，
對
於
過

八
一
一

失
致
人
於
死
者
而
贯
，
似
乎
處
則
過
苛
，
請

. 

各
位
再
加
斟
斟
。
. 

.
、

N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笫

I

項
規
定
：

「
曾
、
 

犯
殺
人
、
強

盜

、
搶

奪

、
妨
害
風
化
、
恐
嚇
 

或
據
人
勒
贖
之
罪
，
經
判
決
罪
邢
確
定
，
 

而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不
褓
辦
理
啓
業

 

小
客
車
箱
駛
人
’執
業
登
記
：
一
、
受
有
期
徒
. 

刑
之
執
行
充
畢
或
受
無
期
徒
刑
或
有
期
徙
刑

 

一

部
之
執
行
而
赦
免
後
，

未
滿
三
年
者
。

二

、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之
渲
吿
倚
未
執
fr

- 

，
行
刑
植
時
效
消
滅
，

尙
未
滿
三
年
者
。

三

、
 受
刑
人
在
假
釋
中
者
。

j

第
二
項
規

 

定

「菪
業
小
客
車
思
駛
人
在
執
業
期
中
犯
_ 

前
項
所
到
各
罪
之一

,
經
判
決
罪
刑
確
定
者

 

，
吊
銪
其
毯
業
小
客
車
執
業
登
記
證
及
脔
驶.

 

執
照

。
」
本
席
m

爲
三
年
的
期
W

太
長
了
，
 

通
常
道
些
受
刑
人
服
刑
後
，
年
紀
已
不
小
，
 

他
們
犯
罪
旣
已
受
到
法
律
的
制
敕
，
出
獄
後
： 

遝
要
貧
擔
家
計
，
如
果
受
刑
人
.出
獄
後
，
除

 

了
駕
車
，
別
無
其
他
一
技
之
長
，
社
曾
就
1S 

給
他
蜇
新
做
人
，
謀
求
生
路
的
機
會
，
否
則
 

可
能
反
會
渔
成
社
食
問
題
。
因
此
本
席
認
爲
‘ 

第
一
項
第
一
、
二
歃
的
兰
年
時
.間
應
予
縮
短
一
 

，
第
三
款
的
規
定
也
f

加
考
應
。
至
於
第



I

I

策
三
.項
關
於
吊
銪
執
展
的
鬼
定
，
.是

 

.
否

蹇
爲

-§
扣
软
泡1

 
^

*

間'±
的

限

_制

 

，
因

爲

現

在

社

會

上

作

很

困

徤

，I

旦
 

破
吊
鑛
糗
照
以
後
，
連
自
新
铂
機
會
都
沒
有

 

了

，
因
此
希
望
各
位
在
®
則
方
面
，
究
竟
是

 

否
應
採
如
此
從
£
處
前
—

定

，
餹
予
考
應

<
王

席

：諸
谢
委
負
深
山
發
言
。

詉
委
負
深
山
：
主

席

、
林
部
長
、
具
次
長

、
各
 

泣
同
仁
。

裢
了
三
位
首
長
對
於
本
案
的
報
 

告
以
後
，
本
席
提
出
幾
點
淺
見
就
敎
於
各
位

H

此
次
修
正
案
的
主
要
條
文
，
徐
了
坩
加

 

項

、
款
的
規
定
外
，
苷
遍
將
罰
則
提
高
了
，
但
 

是
我
們
應
瞭
解
，
目
前
交
通
秩
序
迸
紊
風

r

並
 

，不
能
完
全
蒒
咎
於
诹
驶
人
，
•而
應
由
窝
驶
人

 

、
行
人
及
政
府
的
道
路
設
施
共
同
負
擔
此
责

 

任

，
但
是
刚
才
各
位
首
長
的
看
法
，
似
乎
都

 

.將
袞
任
歸
咎
於
駕
駛
人
，
旦
認
爲
'提
高
罰
則

 

.就
可
消
弭
交
強
事
故
。
事
實
上

，
提
高
罰
則

 

並
不
一
定
能
達
到
交
通
安
全
的
目
的
。
記
得
 

六
十
四
年
.蕃
査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時

 

，
內
政
部
代
表
一
再
向
本
席
表
示
-
交
通
紊
風

 

完
全
是
因
處
罰
太
璉
所
致
，
因
此
主
張
提
高

 

.窃

則

，
但

是

由

，

K

十
四
年
至
七
十
年
，
道
路

交
通
.問
理
不
租
未
有
改
善
•
反
習
更
形
紊
S

 

，
可
見
提
高
®
规
贫
法
逹
到
维
I

交
通
安
全

 

與
秩
序
的
目
的
，
希
望
咯
位
首
_長
注
意
a :
道
 

個
事
寅
。
英
在
爲
了
加
強
导
交
道
的
安
全

 

將
汽
車
m

駛
人
适
規
M

越
平
交
道
的
處
罰
，
 

由
原
來
的
五
.百
元
至
一
千
元
i

，
握
髙
爲

 

I.

千
元
至
二
千
元
罰
鍰
，
啪
將
用
扣
執
照
部

 

■分

，
由
原
來
-te
l

.個
月
與
三
個
月
提
高
爲
三

 

個
月
與
六
個
月*

裤
道
如
此
就
能
連
到
目
的

 

嗎
？
本
席
盡
爲
欲
達
交
薄
安
全
的
目
的
/
還
 

應
與
宣
傳
、.澉
育
等
其
他
方
面
相

K

合

。
因
 

此

，
本
案
條
文
的
罰
則
普
遍
澳
是
否
有
其

 

必
要
，
就
嗰
得
商
権
.。
若
無
必
要
，
只
要
將
現

 

行
條
文
的
規
定
厣
格
執
行
，
並
由
各
種
措
施

 

上
予
以
加
強
，
遲
可
以
達
到
預
期
的
目
的
。

H

我
們
由
整
俚
修
正
條
文
宭
來
，
罰
則
的
 

規
定
省
詐
多
不
平
銜
之
處
。
例
如
第
十
四
條

 

的
瞀
正
，
是
參
照
第
十
三
條
的
規
定
，
將
蓟
 

鑀

由

「
五
十
元
以
上
、

一
百
元
以
下
」

，
捉
 

高

爲

「
三
百
元
以
上
、
六
百
|_兀
以
下
」

，
但
 

是
第
十
三
滌
與
第
十
四
條
的
情
况
完
全
不
同

 

。
第

十

三

條|&.
處

飼

對

象

是

「匕

領

有

號

牌

榀

 

未
强
掛
者
.，

損
毁
汽
車
牌
照
或
將
牌
源
塗

 

抹
致
不

淸
蜥
等
有
意
犯
罪
者
，
才
處
三
百
 

元
以
上
、
六
百
5C
M

卜
tu

銨

.T.
na

第
十
四
條

只
是
對
截
牌
^
1
#
椹
不
遇
當
或
牌
照
逝
失

 

'
損
*
而
$

請
¥
^
1
、
换
發
或
重
領
，
 

或
是
未
將
行
車
執
照
等
證
件
隨
身
撺
帝
或
是

 

骷
牌
汚
稼
.*爲
他
物
*
蔽
等
情
形
的
處
罚
，
 

道
些
可
能
是
無
意
的
行
爲
-J
却
與
第
十
三
條

 

故
意
的
行
爲
採
同
.
|
罰
則
，
其
規
定
是
否
公

 

平
婼
？
至
：於
第
.

1
1:

十
七
條
的
修
正
案
，
對
於
 

汽
車
想
駛
人
逃
避
规
变
者
，
吊
扣
其
薄
駛
執

 

照
一
個
月
，
致
收
资
人
員
受
®
者

，
吊
扣
其

 

怒
駛
執
照
三
傕
月
…
…
而
第
三
+
三
條
择
正

 

案
對
於
汽
車
行
駛
於
髙
速
公
路
或
設
站
管
匍

 

之
道
路
，
而
不
遵
管
匍
之
規
定
者
，
處
汽
車

 

規
駛
人
六
百
元
以
上
、
h

Tr
R

以
下
罰
铵
，
 

因
而
座
事
或
致
人
受
傷
者
，
吊
扣
其
黑
驶
執

 

照
三
個
月
至
六
個
月
。
笫
三
十
三
條
是
 

B

s

Bf

經
常
可
篚
發
生
的
情
形
•.不
一
定
是

 

故
竞
行
爲
•.其
舆
第
三
十
七
傑
故
意
逃
逬
撖

 

費
而
使
收
S

人
貝
受
烜
二
者
相
較
，
第
三
十

 

三
條
的
犄
形
反
而
要
吊
扣
執
照
三
至
六
锢

 

，
第
三
十
七
條
的
情
形
M

只
吊
扣
執
照
三
锢

 

月

，■也
就
*
故
竞
行
爲
罰
剧
較
《

，
非
故
®
 

行
的
匍
則

k

而
*
重

，
將
食
造
成
人
民
此

 

種
錯
«

至
於
原
草
筅
第
六
十
六
條
規
定

f

 

汽
車
牌
照
吊
鎖
或
註
鍺
者
…
：
:非

滿

I 

年

不
将
再

行

前

領

。
」
.
侈

正

案

^

爲

|
.库

.[|$

八
.三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卷
第
五
十
期
.委
員
會
，紀
錄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卷
第
五
+
期

間

太

長

，
乃
修
正
爲
六
個
月
。
旣
然
如
此
，

第
六
十
七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
…
…

一

年
內
不

 

得
考
領
m

駛
執
照
。
」
爲
何
未
將
一
年
予
以

 

縮
短
昵
？
二
者
同
爲
犯
罪
行
爲
，
而
汽
萆
牌

 

廂
的
吊
銪
或
註
銷
，
其
犯
罪
是
明
顯
的
故
意

 

犯

罪

，
爲
何
其
處
罰
的
期
間
尙
可
締
短
，
而
 

汽
車
薄
》
人
被
S

銪
駑
驶
執
照
r

一

年
的
時

 

間
却
不
嫌
長
昵
？
第
六
十
七
條
笫1

項
是
對

 

汽
車
思
駛
人
永
遠
不
得
考
領
駕
駛
執
照
的
規

 

定

*

其

中

對

於

曾

依

第

三

汁

七

? «
之，

1

第

二

 

BC

之
Bg

定
吊
銪
堪
照
者
,
ep

：
規
'
^
笟
3

不
«-
 

r

:i

:
.
但
是
第
三

 i
u

K

 !
.
_«
一
 

項
的
規
定
是
對
犯
*
人

、
強

盜

、
搶

荦

、
妨

 

害

風

化

、
恐
电
嘁
擄
人
勒
贖
之
罪
者
，
删
谦

 

後
三
年
內
.
_

i;
-
sf

理
«■.
霉

小

麥

取
m 1.
玦
人

後

‘可

以

蕎

丨
伹
是
第
六
十
七
铎
第
一
項
又
諝
犯
此
等
罪

 

¥
i
r

:

7x
速
不
|^.
劳
領
*
照

，
鉀

問

二

者

的

_
 

是
吞
有
矛

㈢
两
於
®
安
全
帽
的
問
題
：
M
才
易
次
長

 

表
示
，
對
於
S
民
生
命
，
政
府
有
S
任
給
予
保

 

障

•
因
此
硬
性
規
定
檐
車
联
士
及
後
*
人
要
 

戴
安
全
帷
。本

席

對

此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
 

莪
在
平
交
道
亊
故
層
出
不
B
的

發

生

，.政
府

 

廒
加
強
平
交
道
安
全
，
伹
是
遼
有
許
多
地
方

委
炅
倉
紀
錄

未
能
改
赛，

一W

也
是
政
府
應
盡
的
背
任
。
政
 

府
i

的
背
任
資
在
太
多
了
，
但
是
很
多
部

 

未
做
到
•
現
在
却
狸
對
檐
車
想
駛
人
載
安
全

 

帷
的
問
題
，
以
法
律
強
制
執
行
。
若
要
如
此

 

保
_
人
民
的
生
命
，
M
是
否
應
規
定
人
民
游

 

泳
時
必
薄
身
轚
游
泳
囲
以
錐
生
命
的
安
全
呢

 

?
如
果
行
政
院
的
侈
正
案
由
立
法
院
照
單
全

 

收
，
予
以
强
過
以
後
，
內
政
部
是
否
能
够
貫
微

 

贲
施
呢
？
法
律
公
布
之
後*

若
無
法
頁
撤
資

 

施

，
將
使
政
府
的
威
信
受
到
联
重
的
拫
害
。
 

政
府
對
安
全
帽
的
問
題
B
柽
規
勸
了
兩
年
，
 

雄
道
人
民
眞
的
不
要
生
命
與
安
全
嗎
？
日
本
 

、
番

港

、
新
加
坡
s

w

is
愴
祝
與
我
們
不
同

 

，
我
們
的
人
民
所
以
願
意
1
著
生
命
的
危
險

 

與
風
.吠
雨
打
之
苦
駕
酡
«
車

，
因
爲
我
們
的

 

交
通
段
備
不
_
完
善
，
人
民
有
依
賴
自
已
來

 

解
決
交
通H

具
的
問
.題

，
M
且
日
本
東
京
、 

京
都
等
地
，
所
以
t

人
》
駛
機
車
，
因
爲
日
 

本
的
地
下
栽
等
交
强
工
具
非
常
便
捷
，
人
民
 

無
辞
爲
行
的
問
題
煩
惱
。
本
席
誔
爲
f

區
 

或
縱
霣
道
路
等
車
f

以
较
快
的
道
¥

•

 

晓
携
車
戴
安
全
《
尙
有
其
意
義
，
但
以
在
北

 

市
區
而
言
，
交
通
擁
班
不
堪
，
拔
車
只
能
低

 

速
行
K

 

-

在
炎
炎
夏
日
，
若
逋

S -
全
帽
除
了

 

栗
受
悶
黙
的
煎
.熬

外

，
%
«
與
蘼
*
也
受
到

八
四

钐

轚

，
謠
問
在
此
情
形
下
，
究
竟
是
戒
安
全

 

相
安
全
或
是
K
r

'jK
安
全
帽
免
全
呢
？
至
若
規
 

定

後

載

者

也

要®'.
t

全
®

，
有
時
後
班
者
是

 

爲
臨
時
有
亊
而
乘
坐
於
機
車
後
座
，
難
道
也

 

要
亊
先
M

一
頂
安
I

戴
上
嗯
？
這
是
不
可

 

能

的

。
政
*•
的
推
行
應
與
當
地
的
風
俗
習
惯

 

與
民
情
等
因
素
相
配
合
，
否
則
.如
果
是
一
味

 

的
以
法
律
強
匍
執
行
，
如
果
將
來
受
到
民
衆

 

相
當
大
的
抗
拒
，
甚
至
招
致
民
怨
，
將
如
何

 

辦

？
內
政
部
有
無
周
詳
的
計
ffi
f

請
說

 

主
席
：
現
在
銷
s

a

部
林
部
長
笤
復
。

林
部
長
金
生
•::
主
席
■
-.'■
各
位
委
貝
先
生
。

郭
委
負
榮
宗
質
詢
部
分
之
答
後
：

1
計
程
車
計
程
不
計
時
，
但
涉
及
間
運
«:
 

多
。外
地
有
不
計
程
者
，有
此

亊

本
部

 

正
在
全
盤
硏
究
中
.。
計
程
與
計
時
並
行
，
易
 

增
乘
客
負
播
引
：起
.乘
客.

糾
玢
。

2
第
二
十
一
條
，
小
型
重
型
檐
踏
車
之
«
 

®
技
術
與
四
輪
庫
不
同
°.

.
3
第
二
十
七
條
有
緻
费
不
足
，
有
不
按
規

 

定
將
車
交
铒
收
费
人
之
手
中
—

。
本
條
文

 

字
說
明
過
於
強
調
，
應
予
檢
討
。
薄
謝
郭
委

 

貝
指
敢
。

.
4
第
三
十
一
條
現
行
規
定
.弈
指
不
戴
安
全

 

傾
之
處
®

，
而
'*
指
栽
人
《
物
不
依
規
定
之
：



處

罰

P

採

單

I

罰

，
本
部
亦
表
货
同
。

5
第
五
十
四
條
，
法
令
有
明
文
規
定
，
行
 

爲
人
®
M

遘
守
，
如
發
生
事
故
，
卽
可
俟
此

 

處
罰
或
追
究
黄
任
。

6
汽
車
排
放
黑
烟
，
本
條
例
原
有
M

定

，
 

後
因
匍
定
空
氣
汚
染
防
制
法
，
本
婼
例
乃
予
 

歷

除

。

7
禁
按
喇
叭
之
執
行
，
將
於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規
則
*
以
明
定
。

張
委
負
其
彭
質
詢
部
分
之
答
彼
：

1
對
m

t

t

人
速
規
執
行
要
珉
格
。
今
後
注

 

意
切
寅
從
嚴
執
行
。

■ 2
搛
草
成
長
S

太

快

，
寊
因
我
國
經
濟
成

 

長
及
逋
應
社
會
大
衆
所
锯
要
，
謝
謝
張
委
負

 

支
持
換
車
晃
驶
人
及
座
人
應
®
安
全
帽
之
規

 

定

。

.
3
計
程
車
執
業
登
記
之
限
制
，
感
謝
張
委

 

貝
支
持
。
計
程
車
司
擬
態
度
不
良
，
本
部
現

 

正
從
桃
園
中
正
國
際
機
场
着
手
整
頓
中
，
並
 

訂
定
管
理
擗
法
，
從
嚴
執
行
。

黄
委
員
天
爾
筲
詢
部
分
之
答
後
：

1
法
律
非
萬
能
，
但
法
治
國
家
，
行
_ 

依
法
執
行
，
始
爲
合
法
。

■ 
2

裁
決
所
之
裁
決
案
件
，
今
後
應
《
極
謀
 

求
改
#

，
罰
鍰
將
切
實
斟
酌
突
際
情
形
盘
罰

極

謀

V

，
並
對
裁
決
所
之
業
務
，
將
進
行
榱
討
。

3
第
i

_
十

三

條

設

弭

中

r

如

j

字
係
鍺
誤

 

，
謝
謝
庚
委
具
指
教
。

4
違
規
繳
致
數
字
待
查
。

5
第
三
十
三
條
指
不
連
笮
制
規
定
致
»
亊
 

而
言
，
涉
及
刑
负
者
-
另
依
刑
法
處
斲
。

6
笫
三
十
七
條
之一

「
未
滿
三
年
」
唪
間

 

縮
短
問
題
，
尙
應
詳
加
硏
究
。

7
第
三
十
七
條
第
二
项
及
笫
三
項
之
吊
銪

 

執
照
問
題
，
應
與
本
條
例
有
關
其
他
吊
銪
之

 

條
文
一
併
W -
究
衡
S

.。

謝
委
具
深
山
質
詢
部
分
之
答
復
：

1
罰
則
提
高
，
較
香
港
、
星
加
坡
、
日
本
 

爲
軽
，
現
在
幣
値
已
貶
低
。

2
處
罰
應
與
執
行
與
守
法
並
行
，
本
部
當

 

注
窓
執
行
與
宣
導
。
提
高
罰
餒
，
可
提
高
铒

 

駛
人
之
莰
心
1
不
失
爲
強
愐
手
段
之一

。

3
第
十
四
條
之
立
法
要
旨
，
已
予
說
明
，
 

目
的
在
防
止
犯
罪
與
違
規
荦
業
。

4
第
二
十
七
條
與
第
三
十
三
條
之
博
祝
不

 

I

樣

，
審
査
時
誚
各
位
委
員
加
以
斟
酌
。

5
箨
六
干
六
條
之
吊
箱
牌
照
，
悄
$

理
 

-
說

明

中B

予
說
明
•
 .

 

,
_
_
_
_

執
f

.因
浩
節
重
大
；

之
立
法

af
i

r

'

立
法
薛
公
報
第
七
十
卷
第
五
十
期
委
員
會
靼
錄

.
f
fl

才
已
予
說
明
，
春
査
條
文
時
，
再
蒔
加
說

 

明

=7
安
全
幡
之
強
锢
執
行
，
外
國
多
立
法
旌

 

行

。

主
席
：
誧
內
政
部
易
次
長
答
復
。

易
次
長
君
博
：
主
席
、
各
位
委
貝
先
生
。
對
於
 

本
條
#

，
內
政
部
並
非
政
策
的
主
管
單
位
w

 

是
執
行
單
位
-
現
在
本
人
就
各
位
委
a

所
提

 

的
意
見
，
分
別
ZID

以
說
明
：
 

■

H

郭
委
員
榮
宗
提
及
關
於
汽
車
故
竅
氣
與

 

噪
音
等
間
題
，
現
在
確
有
汽
車
排
放

®
氣
未
 

能
嚴
格
執
行
的
情
形
，
有
的
汽
車
還
是

■公
家
 

的
汽
車

，
因
此
今
後
對
於
法
律
的
規
定

，
的
 

確
應
澈

底

執

行
■0-
至

於
噪
音
的

营
制
也
是
非

 

常
困
難
的
問
題

，
因
爲
蝥
察
的
人
力
有
限
， 

而
噪
音
發
生
時
，
有
時
並
無
審
察
在
現
場
，
 

因
此
對
於
哚
音
R

能
相
機
取
締
。

㈡
張
委
員

其
彭
虱
爲
交
通
規
則
的
執
行
不

 

力

，
是
造
成
目
前
交
通
紊
a

的
主
要
M

因

，
 

道
是
事
贫
，
但
是

c

玫
部
蕾
玫
署
也
有
其一
;

 

難

，
因
爲
交
通
車
輛
的
增
加
與
替
察
人
力
的

 

增
加
不
成
比
例
，
而

-S
馨
察
人
具
必
須
經
過

 

正
式
訓
練
才
翎
服
勸
務
，
但
是
歷
年
來
報
考

 

的
人
數
都
末
建
宽
際
爾
要
，

因
此
去
年
酋

 

有
以
眼
替
察
役
代
替
服
兵
役
的
辦
法
■，
堉
加

八
五

立
法
除
公
報
第
七
十
卷
第
五
十
期
委
曩
會
紀
錄

了
三
千
餘
名
警
力
，
道
對
&
前
有
限
的
*
力
 

來
說
，
有
很
大
的

«
助
，

警
力
增
加
以
 

後

，
對
於
法
律
的
執
行
將
較
切
實
有
效
。
至
 

於
目
前
對
計
程
車
的
會
理
，
是
採
轚
腦
管
理

 

方

式

。
汽
車
的
S

業
執
照
是
由
螫
政
單
位
負

 

责
辦
理
，
因
此
®
業
執
照
共
有
多
少*

持
有
 

人
是
否
有
犯
罪
紀
録
，
隨
時
都
在
甯
M

的
管
 

制
之
中
，
此
較
以
往
人
爲
的
管
理
詳
細
有
效

 

得

多

。
至
於
機
*
計
程
車
不
按
里
程
收
费
的

 

問
題

，
在
中
正
械
場
*t'
空
#
察
局
對
機
培
的

 

管
理
要
點
中
對
於
計
程
車
亂
要
僙
的
情
形
 

已
有
所
限
制
，
相
佴
今
後
將
可
收
到
相
當
大

 

的
效
果
。

㈢

黄
委
員
天
福
提
及
民
意
代
表
爲
交
通
适

 

規
亊
件
說
情
之
事
確
贲
存
在
，
今
後
本
部
一
 

定
不
允
許
這
種
現
象
雄
®
存

在

，
如
果
一
經

 

發

現

，
將
對
承
摒
的
®
袴
人
負
廉
厲
處
K

。
 

隨
於
各
收
#
站
汽
車
》
駛
人
避
不
檄
2f
的
情
 

形

，
根
據
®
政
甭
的
統
計
，
國
道
上
恝
倕
月

大
約
有
二
十
件
，
省
遒
每
個
月
有
三
、
四
百
 

件

，
因
此
必
須
探
取
拮
施
嚴
格
管
制
。

S

謝
委
兵
深
山
認
爲
目
前
交
通
扶
序
的
紊

 

亂

，
不
能
完
全
締
咎
於
汽
車
蓠
鴃
人
，
這
是
 

絕
對
正
確
的
。
其
與
敎
育
宣
体
、
道
路
設
施

 

、
車
稱
檢
査
及
執
行
是
否
撤
底
等
都
有6

1

保
 

,
而
此
次
修
正
本
條
例
的
部
分
條
款
-
則
是

 

由
罰
則
方
面
加
強
管
埋
。
至
於
其
他
方
面
，
 

交
通
部
的
道
安
會
報
因
保
由
各
相
關
單
位
人

 

貝
參
加
，
B

此
可
由
各
角
度
、
各
方
面
注
意

 

考

釐

，
.
¥
見
對
於
交
通
秩
序
與
安
全
的
整
頓

 

與
維
護
是
由
各
方
面
萑
做
，
並
非
只
是
加
重

 

處

罰

。
至
於
戴
安
全
帽
的
規
定
，
行
政
院
與

 

交
通
部
曾
詳
加
考
慮
，
—

政
府
有
保
陣
人

 

民
生
命
、H

作
與
敎
育
的
齒
利
，
因
此
採
硬

 

性
規
定
並
非
妨
害
人
民
的
自
由
=
我
們
以
義

 

務
敢
育
而
言
，
*
的
入
民
可
能
並
不
頤
意
接

 

受
敎
育
，
但
是
政
府
却
要
強
迫
他
接
受
，
51 

是
政
府
#
重
每
個
國
民
應
享
的
描
利
。
又
如

八
六

勞H

方

面

-
政
府
限
匍
势H
的H

作
時
間

K -
 

能
超
遇
某
種
程
度
，
雖
然
有
的
勞
工
鳢
力
遼

 

可
支
持
，
自
己
也
願
意
加
班
，
.但
是
政
府
却

 

予
明
令
禁
止
。
至
於
童H

的
年
蛉
與H
時
也
 

有
適
度
的
限
匍
，
這
些
都
是
政
府
保
库
人
民

 

楢
利
的
表
現
。
至
於
對
機
車
鵜
士
及
後
截
人

 

戴
安
全
帷
的W

性
規
定
，
也
是
銮
於
在
六
十

 

八
年
機
車
肇
事
死
亡
者
之
中
，
未
戴
安
全
帽

 

者
佔
百
分
之
九
十
四
以
上

，
六
十
九
年
則
達

 

百

分

之

辛

五

以

上

，
每
年
S

1
千
餘
名

家
舆
家
庭
都
是
一
大
損
失
，
因

此

政

府

爲

 

有
必
褢
孩
：a
m

m
l o
E
是
法
律
規
定
以ijB

 >
 

執
行
是
否
可
以
%
庳
？
行
政®

於
再
一||

桂
；

S 3

之

後

，
認
爲
必
須
墦
加
筈
力
，
我
們
璁
是
在

主
席
：
登
S
K
詢
尙
—

-s'
的
委
员
琢
有
十
二

 

位

，
另
盯
期
開
會
雄
績
質
詢
，
現
在
散
會
。

«
會
(
十
二
時
)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卷
第
五
十
二
期
委
貝
會
紀
錄

千
多
人
，
晞
級
到
技
術
戡
系
的
只
有
八
千
四

 

用
換
展
。
對
本
法
之
制
定
，
我
朽
只
諳
求
有
 

百
多
人
，
所
佔
比
例
甚
少

C

用
檢
嚴
的
辦
法

 

人
可
用
，
考
試
院
此
次
同
意
本
法
中
以
桧
展
 

從
前
也
有
，
例
如
退
除
役
上
校
以
上
人
負
，
 

方
式
用
入
，
資
堪
不
易
，
尙
諳
渚
位
委
員
能
 

沒
有
交
通
車
粢
人
員
任
用
條
例
第
九
條
都
是

 

予

支

#

。

主
席

激
會

I

〇
〇

.本
案
詢
問
完
畢
_
另
定
期
繼
縝
討
論
-

(
註

••上
次
會
議
紀
錄
，
刊
第
六
十
九
卷

第
二
十
六
期
。
)

六

、
立

法

院

交

通

、
內

政

、
司

法

三

委

員

會

第

二

次

聯

席

會

雄

«

錄

(
第

六

十

七

會

期

)

時問中華民和七

4
1_
^
^
二
十
日
(

 

星
期
六
)
上
午
九
時
至
十
二
時

 

地
 

K

本
院
第
五
舍
菡
室

 

出
席
委
A

四

十|

人
 

自
由
金
加
委
貝
十
六
人

 

列席人具交通部部長林金生

 

政務次長陳樹

瞒

 

參
 

亊
査

規
周

 

路政司司長許家驩

 

内

政
部
政
務
次
長
易
君

»
 

蒈
政
署
副
署
長
高
松
穽

 

法務部部長李元淺

 

主

.
席

李

*
員
椹
武

 

主
席
：
己
足
法
定
人
數
，
閉

會

。

進
行
報
告
事
項
。

報

吿

事項

I

、
宜
諫
上
次
會
J
i

is

‘事

錄

。

主
席
：
諮
問
上
次
含
蕺
圮
錄
有
無
错
誤
？
(
無
 

)
無
错
誤
，
確
定
。

進
行
討
銪
事
項
。

討酴事頂

维

續
塞

査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1 

條
例
第
八
條
等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单

案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今
天
*
*
就
本
案
進
行
質
 

詢

，
目
前
還
有
十
四
位
同
仁
登
記
發
言
-
因
 

此
誚
大
家
把
握
發
言
時
間
，
留
三
十
分
鐘
铪
 

政
府
首
長
答
街
。
本
案
的
內
容
不
很
a

雜

，
 

可
以
歸
納
爲
幾
個
重
點
..H

第

卅

I

條
對
於
 

機
車
駕
駛
人
與
附
*
人
®
安
全
f
fl

的
間
題
，
 

增
加
了
管
理
與
處
罰
的
規
定
，
對
於
今
後
社
 

金
的
安
全
將
有
®
大
的
M

助

。
㈡

各
條
文
的
 

虏
罰
檫
準
均
》
予
提
高
，
£
條
討
論
時
大
家

可
做
合
理
的
調
整

。E
I
S

於
新
赛
幣
與
國
衔
 

換
算
的
問
題
，
財
政
委
具
舍
伟
JE
a

産
我
與
 

爾
與
說
法
時
，
已
將
銀
元
改
爲
新
奎
幣
，
本
 

條
例
最
後
亦
將
以
新
臺
幣
規
定
罰
鍰
數
額
。
 

希
望
各
位
同
仁
就
以
上
各
點
簡
要
發
言
。

首
先
諳
解
委
負
文
超
發
言
。

解
委
風
文
起
：
主
席
、
林
部
長
、
李
部
長
、
易
 

次
長
、
各
位
同
仁
。

政
府
送
來
「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修

正
草
案

J

 
,
其
修
正
條
文
共
有
十
二
條
，
本

 

席

均一
I

看
過
，
大
致
甚
爲
妥
蕃
，
惟
對
第

 

三

十一

條
修
正
修
款
，
本
席
未
盡
同
意
。

第

I

 
、
査
近
年
來
睃
車
日
見
增
多
，
而
傷
 

亡

人

數

亦

》

之

增

加

，
資

在

令

人

痛

惜

，

25'
 

看
政
府
統
計
：

1.
 
六
十
九
年
至
十
二
月
底
止
—
拔
車
增
加
 

到
三
百
九
十
六
萬
五
千
餘
《

。

2.
 六
十
八
年
梭
車
萬
*
人
發
生
事
故
者
，

證

，
對
於
*
重
的
交
通
籩
規
行
爲
都
不
處
前

 

，
致
使
百
姓
無
所
適
從
，
人
民
的
法
律
意
誅

 

.因

而

■»
弱

，
；a

律
效
果
也
因
而
'

S

低
；
今
汝
 

應
當
徹
S
榇
討
改
進
。

班
之

，
交
通
佚
序
的
紊
》

，
不
能
完
全
》
 

咎
於
汽
車
》
«
人

，
而
應
由
交
通
孜
策
'
道
 

路
設
施
與
敎
育
各
方
面
共
同
分
》
薰
任
。
|55
 

將
五
年
來
，
依
據
本
條
例
處
罰
的
統
計
數
字

 

送
本
席
參
考
。
謝
謝
I

主
席
..SS

王
委
負
浦
波
質
詢C

不
在
場
 

>

。
王
 

委
員
不
在
場
。
陆
供
秃
貝
玉
欽
發
言
。

洪
委
風
玉
t
t:
主

席

、
政
府
首
畏
、
各
位
同
仁
 

。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修

-IE 

革
案
，
係
對
十
二
個
條
文
加
以
修
正
，
其
三
個
 

主
栗
特
色
分
別
爲
：
：

I

強
匍
掸
車
駕
腱
人
及

 

附
*
人
戴
安
全
帽
。
因
爲
遇
去
在
交
通
規
則

 

中
#
已
有
規
定
，
但
是
因
無
法
律
根
據*

因
 

此
執
行
不
便
，
現
在
本
條
例
第
三
十I

條
則
 

將
此
規
定
&
律

化

。2

坩

rr
s

業
小
客
車
駕

 

驶
人
執
業
3
記
的
消
檯
資
格
與
《
極
資
格
的
 

限
匍
。
㈢
新
增
或
加
重
罰
則
的
處
罰
，
以
嫌
兼
 

行
丨
車
安
全
•■男
在
奮
鑠
此
三
偖
释
色
，
就
其
 

可
能
發
生
的

ISJ
S

 ,
分
別
加
以
搡
封
如
下
：

H

強

匍

檇

車

人

輿

附

*
人
*
安
全
_
 

的
間
題
：
本
席
一
向
不
會
昧
檄
車
，
也
未
曾

戴
過
安
全
《

,
因
此
未
想
受
過
K
安
全
帷
的
 

滋
味
。
我
們
若
以
常
*
判
斷
，
is
律
敢
此
硬
 

性
規
定
-
主
栗
是
爲
維
蒹
駑
駛
人
舆
附
《
人
 

的
的
生
命
安
全
，
在
理
論
上
說
來
是
很
恰
當

 

的

，
但
是
有
許
多
檄
窣
駑
駛
人
也
表
速
了
他

 

捫
的
心
®
 :

1
•他
《
對
於
騎
«
車
戴
安
全
相
，
感
到
非
 

常
*
苦
輿
煩
嫌
不
安
，
忍
爲
簡
直
是
對
肉
19
 

的
折
磨
，
尤
其
在
七
、
八
月
的
炎
S

,
戴
安
 

全
帽
的
滋
味
是
苦
不
堪
雪
。
既
然
換
車
麻
士
 

在
心
理
上
及
生
理
上
都
有
此
感
覺
，
我
們
就
 

«
考
賺
強
制
規
定
的
結
果
是
否
可
能
帶
來
更

 

多
的
車
蠲
。

2.
 
戴
安
帽
外
出
辦
亊
，
甚
爲
不
便
，
因
爲
 

壙
車
的
設
備
無
處
可
以
放
*
安
全
相
，
他
們
 

只
有

♦
著
安
全
f
fl珠
亊
情
，
非
常
不
便
。

3.
 
政
府
旣
未
對
汽
車
駑
鈹
人
及
附
*
人
行
 

駛
於
高
速
公
路
時
*
格
要
求
*
上
安
全
帶
，
 

則
亦
不
*
強
匍
級
車
駕
跛
人
與
附
*
人
戴
安
 

全
帽
。

4.
 
各
*
道
路
設
施
或
交
通
建
設
，
從
無
一
. 

項
是

爲
保
陣
嫌
車
人
的
安
全
而
設
置
的
 

，
現
在
却
硬
性
規
定
«
車
*
«
入
舆
附
*
人
 

«
安
全
《

,
將
招
致
他
們
的
不
滿
。
希
望
交
 

a

主
管
單
位
在
其
他
方
面
多
考
*
檐
車
*
鴃

人
的
安
全
。

5.
對
於
改
.良
後
的
安
全
帷
是
否
眞
的
舒
適
 

、
美
觀
又
安
全
，
應
由
转
嫌
車
的
人
來
作
評
 

诂

=
因
此
本
席
認
爲
先
對
供
車
》
*
人
作
抽
 

楗
爾
査
，
並
皦
舉

sif
類
似
聽
證
金
的
座
詖
會
 

，
*

播®
車
m

駛
人
、
生
理
學
家
'
心
理
學
 

家
及
法
學
家
共
聚I

堂
加
以
硏
討
•a

*
結
 

論
是
第
卅
一
條
的
規
定
利
多
弊
少
，
就

HJ
予
 

以
通
過
，
俾
便
交
通
警
察
執
行
時
有

to
律
依
 

據

。

E

第
三
十
七
炫
之一

第
一
项
規
定
：

「
曾
 

犯
《
人

、
強

盗

、
搶
奪
、
妨
害
》
化

、
恐
嘛
 

或
掮
人
勒
贖
之
罪
，
經
判
決
罪
刑
確
定
，
而
 

有
左
列
情
形
之I

者

，
不
准
獬
理
®
業
小
客
 

車
鷲
#
人
執
業
S
記
：I

、
受
有
期
徒
刑
之
 

執
行
完
畢
或
受
無
期
徒
刑
或
有
期
徒
刑I

部
 

之
執
行
而
敵
免
後
，
未
滿
三
年
者
。
二

、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之
宜
吿
尙
未
執
行
，
行
刑
 

權
時
效
消
《

,
尙
未
滿
三
年
杏
。
三

..受
刑
 

人
在
«
释
中
者

。J

道
是
對
營
業
小
客
車
駑
人
執
業
登
記
增

 

加
消
極
資
格
的
限
劁
，
本
席
諶
爲
此
規
定
有
 

以
下
幾
點
値
得
硏
究
：

■ 
1
由
刑
亊
玫
策
來
看
，
我
W

一
向
是
採
S
 

宵
刑
爲m

的

。
i

行
刑
法
第
一
條
就
將
刑

1

 0
五

立
法
院
公
鞴
第
七
十
卷
第
五
十
二
期
委

«
*
紀
錄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卷
第
五
十
二
期
委
貝
會
紀
錄

o

六

事
政
策
的
目
標
掲
示
出
來
，
其
明
文
规
定
：
 

「
徒

刑

、
拘
役
之
執
行
，
以
使
受
M

人
改
悔
 

向
上
，
適
於
社
會
生
活
爲
目
的
。J

因
此
將
 

犯
，罪
者
關
入
監
獄
，
主
要
是
希
望
他
將
來
有

 

改
翎
遷
善
的

I

天

，
將
來
改
過
以
後
，
希
望
 

他
能
遄
應
社
會
正
常
人
的
生
活
。
既
然
如
此

 

，
第
卅
七
條
之
一
第
1
5!
第
一
款
的
規
定
就

 

有
違
監
歃
行
刑
法
第
一
條
的
耥
神
。
如
果
受
 

刑
人
刑
滿
之
後
，
只
有
開
車
的

I

技

之

長

，
則

 

限
定
於
三
年
之
內
不
得
辦
理
營
業
小
客
車
贺

 

駛
人
執
業
登
記
就
有
欠
妥
當
。
JI

第
三
款
規
 

定
假
釋
中
的
受
刑
人
也
不
得
辦
理
此
項
登
記

 

。
我
們
的
假
釋
涠
度
是
根
據
刑
法
第
七
十
七

 

條
的
規
定
而
來
的
，
刑
法
第
七
十
七
條
規
定

 

:

r

受
徒
刑
之
執
行
而
有
俊
悔
實
據
W

,
無
 

期
徒
刑
逾
十
年
後
，
有
期
徒
刑
逾
二
分
之

I 

後

，
由
監
獄
長
官
a

司
法
行
政
®
高
官
署
，
 

得
許
嵌
釋
出
獄
。
…
…
」
至
於
所
謂
有
悛
悔
 

之
實
據
，
是
有
其
客
榧
楔
準
與
嚴
格
的
考
核
 

。
監
歃
行
刑
法
第
八
十
一
條
規
定
：

「
對
於
 

受
刑
人
經
累
進
處
遇
進
至
二
趿
以
上
，
悛
悔
 

向
上
，
而
舆
應
許
钣
釋
情
形
相
合
者

，
經
監
 

務
委
員
會
決
議
，
報
請
可
法
行
政
部
核
准
後
 

,
假
择
出
獄

。
報
請
假
择
時
，
瞜
附
具
足
資
 

證
明
受
刑
人
確
有
俊
悔
情
形
之
紀
錄
及
監
務

委
貝
會
之
決
栽
紀
錄
。
」
可
兒
對
假
釋
者
的
 

審
核
是
非
常
厣
格
的
，
猓
在
本
案
第
卅
七
條
 

之

I

苐

I

項

第

I

款
與
第

h
i

款
的

s

定
是
法
 

務
部
自
行
否
定
了
行
刑
與
假
釋
的
功
能
與
效

 

采

。
希
望
李
部
長
與
各
位
同
仁
對
此
條
文
的
 

規
定
洱
加
硏
商
，
應
求
符
合
當
前
刑
W

政
策
 

的
需
要
。

2
逄
法
第
十
五
條
規
定
：

「
人
民
之
生
存
 

袱

、H

作
權
及
財
產
權
，
應
予
保
陣
。J

如
 

果
本
案
第
卅
七
條
之

I

限
制
其
開
車
菪
業
，
 

而
此
人
又
只
會
r

a

車
時
，就
使
之
無
法
謀
生
。
 

一
旦
無
法
謀
生
，
他
們
就
只
得
重
操
舊
業
繼
 

珐
犯
罪
，
對
於
社
會
治
安
又
有
所
危
及
。刑
滿
 

出
歃
的
人
或
是
假
釋
中
的
人
犯
，
他
雎
然
沒
 

有
財
產
描
，
但
是
工
作
權
却
不
應
予
以
制
奪
。

3
根
據
統
計
資
料
顕
示
，
第
卅
七
條
之|

 

的
規
定
是
否
妥
當
也
値
得
硏
究
。
行
政
院
送
 

來
的
草
案
說
明
有
謂
：

「
以
*
北

、
高
雄
二
 

直
轄
市
爲
例
：
蛋
北
市
有
四
萬
九
千
六
百
九
 

十
人
，
高
雄
市
有
八
千

I

百
六
十
八
人
，
共
 

計
五
萬
七
千
八
百
五
十
八
人
，
其
中
曾
犯
有
 

殺
人
、
強
盜
、
搶
奪
、
妨
害
風
化
、
恐
嚇
或
 

掳
人
勒
贖
、
竊
盜
、
詐
欺
、
贓

物

、
妨
害
自
 

由
等
罪
者
*5
共
有
五
千
六
百
三
十
二
人
，
占
 

該
二
市
營
業
小
客
車
駕
駛
人
璁
人
數
百
分
之

九

■
七
三
，
在
辦
理
執
業
登
記
iifj

有
犯
如
前
 

科
紀
錄
者
四
千
三
百
四
十
二
人
，
辦
理
執
菜
 

登
記
後
再
犯
以
上
之
罪
者
有
二
耵
五
■+i

人
 

，
辦
理
執
業
登
記
前
未
有
犯
罪
紀
錄
而
在
登
 

記
後
犯
以
上
之
罪
者
有
一
千
潘
三
十
九
人
。
 

」
由
此
可
知
，
辦
理
執
業
登
記
H.I-
犯
有
；
iii
JJL
i
i 

罪
的
人
，
佔
五
千
六
百
三
十
二
人
的
百
分
之
 

七
七
•
0

七

，
辦
理
登
記
前
犯
有
此
罪
，
登
 

記
後
又
犯
者
佔
百
分
之
四
•
四

。
登
記
以
前
 

未
犯
這
*
罪

，
登
記
以
後
才
犯
者
佔
百
分
之
 

一
八
•
五

，
可
見
登
記
以
後
犯
此
等
特
定
卯
 

行
者
，
其
比
例
很
®

，
因
此
對
於
刑
*
出
珑
 

及
假
释
中
的
人
犯
，
應
無
限
制
的
必
要
。

E

關
於
調
整
或
加
重
處
罰
的
問
翅
，
本
席
 

認
爲
爲
了
因
應
時
代
與
社
舍
的
*
要

，
加
重
 

或
調
整
處
511

的
規
定
是
有
必
耍
的
，
何
姑
此
 

次
道
路
交
51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只
修
正
了
十
二
 

條

，
而
此
條
例
共
有
九
十
三
條
，
因
此
，
此
 

次
的
修
正
只
佔
全
部
法
案
的
九
分
之
一
，
也
 

就
是
只
有
這
九
分
之
一
的
條
文
加
m

ii
ftli

則
 

的
處
罰
-
本
席
詆
爲
是
否
應
將
其
餘
條
文
的
 

罰
則
部
分
也
配
合
時
代
的
需
要
與
瓧
食
的
要
 

求
同
時
加
重
處
罰
？
若
只
加
重
目
前
十
二
倘
 

條
文
的
削
則
，
是
否
舍
產
生
不
平
衡
的
現
象
 

?
誚
各
位
考
斑
。

此
外
，
本
席
在
此
附
帶
要
談
的
幾
個
問
+
S
 

是
：H

關
於
計
程
库
不
按
里
裎
計
费
的
問
題
：
 

®
下
的
計
程
車
在
市
内
根
本
不
能
銚
表
，
而
 

採

I

律
的
收
#
锶
準-

本
席
認
S

應
對
此
種
 

地
方
的
特
殊
情
形
铪
予
法
律
®
褪

，
riij

無
耑
 

取

締

。

M

計
程
車
司
浚
於
夜
間
琢
St

非
常
辛
苦
，
 

因
此
似
可
考
®
規
定
於
夜
間
十

I

、
二
點
以
 

後
的
計
程
車
收
K

提
高
百
分
之
二
十
或
三
十

 

，
使
他
們
的
辛
苦
有
代
惯
。

S

關
於
髙
速
公
路
的
行
車
速
度
，
肖
前
规
 

定
小
客
車
的
行
車
時
速
爲
六
十
： 企
九
十
公
里
 

，
但
是
寅
際
上
大
家
都
開
得
超
過
此
速
限
，
 

本
案
修
正
時
是
S

可
以
考
《
調
整
其
速
限
，
 

俾
能
配
合
寅
際
？

H

關
於
謇
察
如
何
联
格
執
行
處
S3
的
問
題
 

:
本
席
在
原
則
上
霣
成
加
重
並
調
整
罰
則
的

 

規
定
，
但
是
*
察
若
不
联
格
執
行
也
是
枉
然

 

，
道
就
牽
涉
到
警
察
的
素
質
問
題
。
本
席
在
 

此
特
別
呼
*
加
強
黎
察
的
訓
練
，
改
善
*
察
 

的
風
紀
*
並
可
考
庙
將
#
察
學
校
升
格
爲
專

 

科
學
校
。
希
望
內
政
部
制
訂
膂
察
長
期
發
展

 

計
寰

。

以
上
幾
點
淺
見
是
否
有
當
？
；

！一

指
敎
。

主
席
：
骷
奘
$
貝
梓
發
言
。

吳

委

員

棒

.

.

.
主

席

、
各

位

昔

長

、
各

位

同

仁

。
 

對
於
交
通
部
此
次
提
出
草
案
，
本
席
在
此
表
 

r

小
幾
點
淺
見
。
首
先
對
於
交
通
部
負
M

任
的
 

適
時
提
出
本
案
表
示
讚
佩
，
此
舉
將
使
今
後
 

阈
內
的
交
通
問
題
可
能
因
爲
條
文
的
铤
更
，
 

處
罰
的
軽
重
有
所
調
整
及
若
干
問
題
具
f
f
i
的
 

兄
葙
於
法
而
有
助
於
今
後
交
通
間
題
的
改
箠
 

。
現
在
本
席
提
出
幾
點
間
題®

敎
：

H

本
席
非
常
货
成
重
罰
，
甚
至
認
爲
依
照
 

修
正
案
的
部
分
條
文
的
刑
則
仍
嫌
不
够
重
。
 

本
席
曾
毪
铕
過
脚
踏
車
，
也
駕
驶
遇
機
車
，
 

此
期
間
長
逹
十
年
之
久
。
當
年
本
席
在
救
國

 

阇
脤
務
時
，
曾
薄
著
五
十
西
西
的
機
車
跑
遍
 

來
北
縣
、
基
隆
縣
與
苗
栗
释
，
因
而
有
若
干
 

體
金
。
本
席
認
爲
今
後
道
路

H

程

、
交
通
秩
 

序
的
改
華
與
車
辆
的
锥
餿
，
餚
要
訂
定
一
個
 

努
力
®
方
向
。
處
罰
是
欲
對
若
干
人
產
生

I 

«
嚇
阻
作
用
。

本
席
特
別
要
銷
交
通
部
與
易
次
長
及
繫
政
 

署
討
論
道
問
題
，
今
天
臀
察
是
安
定
社
會
的
 

力
S

,
維
晻
警
察
的
形
象
確
*
是
世
務
之
急
 

，
本
席
有
次
連
規
受
》
察
開
別
單
，
可
是
道
 

位
毪
察
好
像
長
畏
縮
縮
奄
無
執
勤
人
员
應
有
 

的
氣
魄
，
因
此
，
特
別
誚
內
政
部
注
意
培
養

執
動
警
察
服
務
態
度
的
閗
題
。
但
是
對
大
多
 

數
警
察
-
認
《
執
拗
的
維
趦
3S
們
交
®
秩
序
 

，
本
席
也
特
表
崇
高
敬
意
，
所
以
對
於
iii

路
 

交
通
的
處
m

,
本
席
首
先
主
張
茧
莉
，
唯
數
 

目
字
容
後
H'>
M

贵
。

㈡

小
客
卑
m

駛
之
於
51

問
®

，
本
柯
非
常
 

支
持
交
通
部
的
意
見
。
今
天
，
誰
無
子
女
妻
 

兒

，
可
是
由
於
對
小
客
車
馬
玦
疏
於
聍
现
，
 

在
三
更
半
夜
，
不
徙
女
人
，
就
是®

人
也
不
 

大
敢
搭
計
程
車
，
而
計
程
車
却
是
國
内
S

主
 

要
的
交
通
工
具
。
因
此
，
本
席
認
爲
對
小
客
 

車
*
玦
人
應
該
妥
巻
管
理
，
對
於
曾
經
作
姦
 

犯
科
的
人I

定
要
加
以
渖
除
，
以
兒
拊
成
社
 

侖
的
危
害
。
也
許
有
人
認
爲
逬
性
人
也
有
生
 

存

楢

、
就

業

權

及

財

產

楢

，

«+
:
迫

些

人
|';
以

 

去
做
別
的
行
業
，
却
不
能
從
屮
有
®
大
衆
生
 

命
財
產
的
小
客
車
駕
駛
人
。
本
席
不
；£
支
持
 

交
通
部
的
窓
見
，
並
主
張
從
联
審
核
及
®
鍰
 

，
至
於
3i]
®
»
宇

，
待
肘
論
烧
文
内
容
咕
抨
 

商
討
。

S

檐
車
安
全
帽
問
題
；
本
席
曾
铂
過
十
年
 

機
車
，
從
未
鉞
過
安
全
W

，
也
未
出
遇
任
何
 

意
外
，
吸
主
要
我
非
常
珍
惜2

己
的
生
命
。 

因
此
，
本
席
認
爲
騎
機
車
安
负
與
否
並
不
在
 

載
安
全
《

，
而
在
是
否
珍
惜
，1:1
己
的
生
命
。

I

 0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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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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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a



M

«
型
*
車
騎
士
是
否
可
不
戴
安
令
相
：
 

輕
型
檄
車
肇
亊
苹
都
很
低
，
且
速
度
不
快
，
 

大
都
是
女
士
骑
用
，
有
許
务
小
姐
向
本
席
表

 

示

，
戴
安
全
*
對
她
們
的
髮
P-
影
軎
很
大
，
 

紛
紛
要
求
本
席
向
有
闞
甩
位
反
映
，
騎
小
捩
 

車
者
是
否
可
不
戴
安
全
W

。
本
席
在
此
亦
要

 

求
有
關
m

位

騎

小

爾

機

車

可

免

戒

安

令

«?
，
 

騎
重
型
檐
卑
一
定
耍
®
安
全
帽
。

H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規
定
：

「
汽
审
行
M

 

於
高
速
公
路
成
設
站
饽
制
之
道
路
，
而
不
遵
 

苷
制
之
規
定
者
，
處
汽
車
思
駛
人
六
百
元
以

 

上

、

I

千
二
百
元
以
下
罰
镔
，
因
而
亲
汶
成
 

致

人

受

淇

者

，
吊

扣

其
)|!1
驶
執

照

三

個

刀

歪

 

六
個
月
，
致
人
於
死
亡
者
，
〔
|11
筘
其
街
驶
執
 

照
•，
必
耍
時
，
並
得
暂
時
扣
留
其
苹
«

。

J

 

所

謂

r

不
遒
管
個
之
規
定
者

j

是
什
麽
意
思

 

9
•什
麽
才
叫
不
通
管
制
之
規
定
，
本
席
资
語

 

意
過
於
贿
絞
，
應
明
確
規
定
。

W

高
述
公
路
释
察
取
締
迠
規
車
稱
方
而
：
 

本
席
常
於
高
速
公
路
上
看
到
菊
察
取
篩
逋
規

 

車
锸
。
有

次

，
本
席
湣
到一

軋
驀
本
又
在
高

 

速
公
路
上
取
銪
速
規
車
稱
，
前
面
的
朿
子
看

 

到
*
車
自
然
渎
速
慢
行
，
但
後
面
的
本
子
$

 

不
知
情
-
結
采
發
生
坩
鍋
，m

琪
原
因
是
因

蓍
直
在
高
速
公
路
上
取
締
而
引
起
。
本
席
在
 

此
希
望
交
通
部
有
睏
單
位
注
*
這
亊
情
，
想
 

法
加
以
改
進
硏
究
。

以
上
是
本
席
的
質
詢
，
由
於
時
問
關
係
到
 

此
結
束
，
尙
話
有
關
m

位
注
意
本
席
所
提
的

 

問
題
。
謝
謝
各
位
。

主
席
：
請
洪
委
员
玉
欽
再
發
TS

。

洪
委
員
玉
欽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速
*
 

八
位
同
仁
瞄
時
動
*
:

I

'
M

於

車
H

駛
人
或
附
*
人
負
有
否
 

戴

安

全

糈

必

耍

，
諸

本
-•£-
員

會

依

通

法

第

六

 

十
七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
定
期
舉
辩
轚
證
會
 

後

，
再
行
訂
法
。

說
明
：
機
車
*
鴃
人
或
附
《
人
S

是
否
應
 

藏
安
全
W

，
有
人
說
可
保
撖
萆
铒
驶
人
及
附

 

載
人
負
生
命
身
餿
安
<十
，
有
人
説
，
K

安
全
 

駛
铠
市
會
產
生
不
安
，
煩
燥
，
肜
®
正
 

常
生
理
及
心
现
狀
鹿
，
反
而
&
發
生
不
安
金
 

。
見
仁
見
智
，
孰
是
孰
非
，
有
待
辯
證
。

辩
法
：
諸
本
委
员
僉
定
期
逯
站
«
审
對
驶
 

人

、
附
載
人
員
、
交
.通
專
家
、
心
埋
及
生
理
 

學
家
及
法
學
家
等
代
表
，
前
來
作
證
。

主
席
：
洪
委
員
不
討
論
，現
在

pa

始
笤
復
 

。
諳
交
通
部
林
部
長
企
生
答
復
。

林
部
長
金
生
：
主
席
、
各
位
枣
員
。

解
委
貝
文
超
S

詢

部

分

••

安
全
帽
政
府
宣
導
了
數
年
之
久
，
其
原E

 

爲
執
行
取
締
，
無
法
律
之
依
據
，
兹
解
委
貝
 

擬
於
第
三
十
一
條
修
正
草
案
中
加
重
罰
鍰
及
 

再
次
速
反
之
.處
罰
，
换
請
各
委
員
於
審S

•條
 

文
草
案
時
，
予
以
斟
酌
。

詐
委
員
榮
淑
®
朐
f

:

一
、提
高
罰

缓

數
有
在

I

倍
或

I

倍
 

以
上
，
但
以
幣
値
而
m

，
與
本
條
例
六
十
四
 

年
侈
正
時
之
冊
S

相
較
，
並
未
加
重
。

高
速
公
路
閉
放
第
二
家
經
S

問
題
，
本
部
 

巳
組
成
専
案
小
組
聘
請
專
家
學
者
硏
究
中
。

三

、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有
BS
H

程
標
準
問
題
 

，
本
部
已
督
促
所
®
«
關
*
步
改
善
，
西
部
 

幹
線
第
四
種
平
交
道
，
本
年
底
爾
化
區
間
已
 

可
完
全
改
善
，
提
升
爲
第
三
«
甲
。
本
部
已
 

稹
極
备
辦
平
交
道
改
善
方
案
。

四

、
 
笫
三
十
一
條
規
定
钺
安
全
帽
，
補
送
 

安
全
！

S

研
究
結
果
報
吿
等
將
提
供
害
面
資
料
 

0

五

'
機
車
事
故
傷
亡
數
字
，
係
警
政
機
閲
 

所
統
計
結
果
。
安
全
*
改
良
製
作
時
，
曾
經
 

作
過
試
驗
，
可
以
防
止
腴
部
渓
動
受
谌
。

六

、
香
港
、
星
加
坡
氣
候
較
杂
黹
相
同
，
 

但
香
港
、
*
加
坡
機
車
萬
9 :
人
均
雎
安
全
«1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卷
第
五
十
二
期
委
員
會
紀
錄

•

立
法
院
公
*

第
七
十
卷
第
五
十
一

. I

期

委

A

#
紀
錄

七

、
 
現
代
國
家
均
重
瓸
人
民
福
利
，
對
於
. 

人
民
§

財
產
應
予
以
適
當
之
保
哞
，
第
三
 

十
一
條
立
法
意
旨
在
此
。

八

、
 
安
全
lie

有

「
正

j

字
標
g

者

，
係
國
 

家

嫌

準

，
.
無

r

正
」
字
標
記
者
，
亦
經
安
全
 

檢
»
合
格
。
並
經
試
驗
合
於
安
全
條
件
。

蘇
委
貝
秋
釵
質
詢
部
分
••

I  

、
五
年
來
處
岡
件
歎
及
有
鬩
資
料
由
警

 

政
署
會
同
本
部
提
供
資
料
。

二

、
 
交
通
政
策
、
敢
育
.、
綜
合
觀
察
，
本
 

部
將
配
合
各
委
貝
共
同
硏
究
考
察
，
並
諸
指
 

敎

。三

、
 

安
全
幡
不
立
法
，
卽
無
執
行
之
依
據

0

四

、
 
高
速
公
路
交
通
馆
铟
，
有
交
通
管
制

 

規
則
之
規
定

C

緊
急
刹
車
在
原
則
上
應
予
禁

 

止

0

洪
委
員
玉
欽
質
詢
部
分
：

I

 
、
安
全
帽
已
改
蕃
不
妨
礙
飇
魘
與
規
覺

 

•
悶
熱
已
減
低
。
戴
安
全
帽
發
生
事
故
，
可
 

防
止
脚
部
受
傷
。
已
協
調
檐
車
廠
商
，
裝
置
 

可
以
放
安
全
帽
之
旄
所
。
小
客
車
安
全
帶
已

 

列
入
檢
驗
項
目
。

二

、
調
整
罰
則
：
你
正
條
文
比
較
重
要
，

全
面
餐
正
，
本
部
現
正
硏
討
中
。

三

、
 
計
程
車
在
鄉
下
不
按
計
程
收
找
•.本
 

部
正
在
硏
究
中
，
簿
下
計
程
車
不
計
程
收
费

 

，
目
前
並
未
取
締
。

四

、
 
高
速
公
路
最
髙
時
速
規
定
九

◦
公
里
 

，
但
馬
駛
人
習
慣
上
均
超
遇
一
〇
〇
公
里
左

 

右

，
美
國
亦
如
此
。
九
〇
公
里
爲
節
約
能
源
 

之
數
字
，
如
揭
高
最
高
時
速
，
不
但
浪
费
能
 

源

，
且
對
交
通
安
全
有
極
大
之
餌
嗛

c

吳
委
貝
梓
質
詢
部
分
：

I

 
、
謝
謝
吳
委
員
對
本
條
例
你
正
荬
之
支

 

持

。
吳
委
員
對
寅
際
騎
機
車
之
經
驗
，
於
交
 

通
安
全
有
深
切
之
瞭
解
。

二

、
 
檄
車
安
全
帷
，
人
人
均
能
够
像
吳
委

 

具
珍
惜
自
己
，
則
機
車
想
駛
人
之
安
全
B

無
 

可
頋
慮
。

三

、
 
機
車
爲
大
衆
化
交
通
X
具

，
取
締
或
 

限
匍
其
發
展
，
寅
際
上
有
困
難
。
如
大
衆
運

 

输
問
題
解
決
，
此
一
問
題
卽
可
迎
XL

而
解
。

四

、
 
監
理
所
考
铒
照
，
正
硏
究
從
珉
，
並
 

加
重
扣
分
。
對
考
驗
人
貝
之
資
格
將
從
嚴
規

 

定

。五

、
 
安
全
帷
已
予
改
莕
，
將
舍
同
經
濟
部
 

再
加
硏
究
。
條
文
修
正
指
定
道
路
在
技
街
上

 

將
硏
究
。

六

、
監
理
揹
收
囘
，
本
部
正
在
硏
究
中
9
 

林
委
員
鉉
祥
質
詢
部
分
：

一

、
 

本
條
例
爲
部
分
修
正
，
改
新
躉
幣
尙
• 

待
硏
究
。

二

、
 

安
全
帽
價
格
將
會
同
經
濟
部
硏
究
，

非

r

正
」
字
標
記
安
全
帷
，
亦
f
f
i檢
驗
合
格

 

，
符
合
安
全
條
件
。

三

、
 
排
汽
货
小
、
舊
卑
，
禁
止
上
高
速
公
 

路

，
在
技
街
上
尙
待
硏
究
之
問
題
甚
多
。
提
 

髙

一

o

o

公
里
，
两
係
交
通
安
金
，
容
再
硏
 

究

。宙
委
M

國
楨
質
詢
部
分
 

I

 
、
主
張
從
重
處
罰
，
罰
鍰
多
少
問
題
，
 

擬
詰
各
委
具
審
査
佐
文
時
斟
酌
。

二

、
限
制
機
車
應
與
大
衆
運
輪
與
捷
運
系
 

統
相
配
合
，
本
部
將
詳
加
硏
究

C

 

許
委
具
哲
男
質
抱
部
分
：

一

 
、
安
全
檐
経
試
驗
不
易
摔
破
。
保
護
抿
 

車
洱
駛
人
之
M

部
確
具
有
效
力
。

二

、
駕
駛
人
考
照
身
髙
問
題
，
大
車
一
六
 

〇
公
分
、
小
型
車
詆
須
一
五
〇
公
分
。
 

洪
委
具
昭
男
霣
詢
部
分

v

 

一

 
、
軍
人
簸
期
盔
，
是
保
護
頭
部
，
機
車
 

駕
駛
人
戴
安
全
梅
是
同
樣
道
理
，
洪
委
員
意
 

見
非
常
珍
贵
-
亦
係
經
»
之
談
。
安
全
帽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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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薄
車
0
其
住
處
，
爾
後
自
®
往
派
出
所
投
 

案

，
》
方
接
受
*
主
宴
誚
，
致
所
作
*
錄

，
 

全
聽
褚
某
一
面
之
詞
，
蘭
主
持
正
袭
案
。
 

初
審
意
見
：
本
案
所
餹
亊
項
非
本
院
所
應
受

 

理

，
且
B

分
別
向
行
政
院
、
瞀
政
署
投
遞

 

，
依
本
院
薄
*

■
規
則
第
十
五
條
第
六
款
之

 

規
定
送
由
秘
書
處
通
知
誚
願
人
。

主
席
：
誚
問
各
位
31

貝

，
對
初
審
意
見
有
無
興

 

議
？
(
無

)
無
異
譏
，
照
初
審
意
見
通
遒
。

三
十
七
、
審
査
任
冰
誚
願
*

，
爲
紀
政
女
士
曾

 

嫁
美
國
人
溫
生
瑞
爾
爲
妻
，
而
取
得
美
國
國
 

»

，
依
照
國
箝
法
不
能
搶
任
公
睇
，
贵
院
罟
 

然

格春查，准予宣

S

就

職

，
是
否
 

顙
意
*
守
法
律
自
行
處
理
本
案
，
以
向
國
民

交
代
案
。

初
*
意
見
：
本
案
所
S

*
項
非
誚
願
性
®

,
 

原
#
退
囘
程
序
委
員
會
。

主
席
：
胬

E

各
位
委
負
，
對
初
咨
意
見
有
無
異
 

議
？
 

C

無

)
無
異
譁
，
照
初
審
意
見
通
過
。
 

三
十
八
、
審
査
》
昭
芳
誚
願
*

，
爲
剷
鈥
鄕
非
 

法
费
更
地
目
，
逋
建
房
屋
，
特
摁
出
吿
發
窠
 

〇

初
審
意
見
：
本
案
所
屬
事
項
屬
於
地
方
行
政

 

寧
務
範
圍
-
非
本
院
所
應
受
理
，
應
向
麥
 

中
縣
政
府
投
遞
。

主
席
：
讅
問
各
位
委
員
，
對
初
審
意
見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鸚
，照
初
審
意
見
通
過
。 

三
十
九
、
審
査
林
福
甚
等
韻
頋
耆
，
爲
民
國
二

五
〇

十
五
年
間
，
因
霧
社
等
地
區
抗
日
亊
件
爆
發
 

J

被
迫
遷
離
世
居
雪
見
地
區
安
置
於
南
莊

 

鄕
風
美
村
居
住
，
今
已
難
予
生
存
，
乞
求
政
 

府
准
許
民
等
遜
囘
原
地
居
住
，
以
免
走
頭
無
 

路

，
而
無
法
績
生
存
案
。

初
審
意
見
：
本
案
所
誚
寧
項
非
€

所
應
受
 

理

，
且
已
分
別
向
各
有
覼
機
厢
役
遞
，
依
 

本
院
識
寧
規
則
第
十
五
條
第
六
款
之
規
定
 

送
由
秘
鬌
處
通
知
諦
願
人
。

主
席
：
誚
問
各
位
委
員
，
對
初
審
意
見
有
無
興
 

議
？
(
無

)
無
異
®

，
照
初
審
意
見
通
過
q 

主
席
：
諉
案
審
査
完
畢
，
提
前
散
會
。

敢
會

立

法

院

交

通

、
內

政

、
司

法

三

委

貝

會

第

三

次

聯

席

會

雄

紀

錄

(
第

六

十

七

會

期

)

時
 

間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年
六
月
廿
四
日
( 

星
期
三
〕
上
午
九
時
至
十
二
時
及

 

下
午
三
時
至
六
時

 

地
 

點
本
院
第
六
會
讚
室
 

出
席
委
貝
三
十
三
人
 

自
由
參
加
委

II

四
人

列席人霣交通部部長林金生

政務次長陳樹礙 參 

事

査
m

周 

路政司司長許家縝 

内

政
部
政
務
次
長
易
君
博
 

法
務
部
檢
察
司
司
長
陳
涵
 

主
 

席
王
委
員
長
楚
 

主
席
：
已
足
法
定
人
數
，
開
舍
。
進
行
報
告
事

項

-

報

吿

事項

I

 
、
宣
覼
上
次
會
裹
廉
事
錄
i

 

主
席
：
請
問
上
次
會
》
紀
錄
有
無
錯
誤
？
(
無
 

)
無
銪
誤
，
確
定
。

進
行
討
論
事
項
q

时

論事項

1

、
縐
續
客

査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笫
八
條
等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主
席
：
今
天
對
於
本
案
椹
»
進
行
第
三
次
質
詢

 

,
登
記
發
言
的
委
炅
還
有
十
一
位
，
本
席
首
 

先
有
幾
點
意
見
提
出
：
：！
每
位
發
言
委
負
誚

 

注
意
發
言
時
間
。
㈡
質
詢
內
容
以
本
案
各
條

 

文
爲
原
則
。E

本
次
會
豳
開
始
，
淬
±
«
驹
 

登
記
。
諳
問
各
位
有
無
異
議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今
天
開
始
停
止
登
記
質
朐
。
：̂
 

本
次
舍
議
可
否
依
照
上
次
會
議
採
收
綜
合
答

 

後
的
方
式
，
質
朐
於
十

I

時
半
結
束
，
隨
後
 

進
行
答
復
？
讁
間
各
位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曦
，
通
過
。
；2
供
委
負
玉
欽
今
天
未
來

 

,
他
於
上
次
會
麋
捉
出
一
個
靼
時
勖
議
•
希
 

望
就
安
全
幅
的
問
題
舉
辦
一
次
菊
似
座
談
會

 

的
聽
證
會
，
但
是
由
於
本
條
例
只
是
就
部
分

 

條
文
提
出
修
正
，
且
爲
延
會
案
，
在
時
間
上
 

旣
不
容
許
此
種
會
議
的
牮
行
，
且
以
往
本
院
 

在
審
嫌一

個
新
法
案
之
前
，
匡
然
有
遂
誚
學
 

者
專
家
及
業
者
共
聚
一
堂
，
舉
行
座
荔
食
的
 

淸

形

，
伹
是
對
於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案
却
從
無

此
種
情
形
，
不
做
未
奉
行
過
鹅
證
舍
，
甚
：个
： 

連
座
談
會
都
沒
有
。
我
們
對
於
任
何
事
情
，
 

接
例
是
很
容
易
，
創
例
却
很
難
。
相
倍
洪
委
 

貝
一
定
會
同
意
本
席
的
看
法
。
本
席
瞭
解
洪

 

委
負
是
擇
莕
固
執
的
人
，
如
果
他
對
臨
時
動

 

議
遼
栗
堅
持
的
話
，
本
席
主
張
將
此
問
題
交

 

由
本
席
與
洪
委
員
二
人
協
調
解
決
•
相
偁
洪
 

委
員
不
會
堅
持
的
，
因
此
今
天
對
於
賻
證
會
 

的
問
題
就
予
打
消
。
本
席
特
此
向
各
位
報
吿

 

。
本
席
也
在
此
公
閉
向
洪
委
员
玉
欽
表
示
歉

 

意

，
希
望
他
能
諒
解
。

現
在
繼
纊
質
詢
。
M

委
員
榮
吉
、
李
委
貝
 

宗
仁

、
張
委
負
榮
顯
、
周
委
员
樹
聲
、
沈
委
 

員
世
雄
 

>

 甭
委
貝
淪
齊
都
不
在
場
。
現
在
誚
 

李

委

具«
武

質

詢

。

李
*
霣
繳
武
：
主
席

、
各
位
首
長
、
各
位
同
仁

o
H

本
案
爭
執
之
處
在
於
第
卅

I

條
規
定
戴
 

安
全
帷
的
問
題
•
大
家
對
於
道
個
間
薄
見
仁

 

見
智
各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
本
席
藤
爲
政
府
於

 

此
時
提
出
此
案
，
採
&
律
強
制
規
定
•
非
常
 

正
確
而
貫
要
。
因
爲
在
未
提
出
修
正
案
之
前

 

，
政
府
在
電
規
與
報
章
雜
誌
已
宜
導
了
將
近

 

二
年
之
久
，
政
府
苦
口
婆
心
的
勸
導
已
經
太

 

够
了
，
今
天
提
出
法
律
的
強
匍
規
定
並
無
不

當

。
有
同
仁
虱
爲
機
窜
m

®
人
生
命
的
安
全
 

，
他
自
己
應
賅
照

s

，
政
府
不
必
栗
管
，
本
 

席
則
認
爲
政
府
對
此

I

定
要
管
，
因
爲
駕
駛
 

櫬
車
的
多
爲
年
輕
人
，
他
們
除
了
接
受
家
庭
 

的
培
育
以
外-:该

府
還
對
其
施
以
九
年
國
敎
 

，
甚
至
繼
績
完
成
髙
中
大
摩
的
學
業
f

轵
成
 

.之
後
都
是
社
會
上
的
有
用
之
人
，
因
此
政
府
 

I

定
要
保
護
他
們
，
不
能
讓
他
捫
奄
無
僙
値
 

的
犧
牲
。
本
席
認
爲
戴
安
全
帽
的
規
定
，
並
 

非
嚴
重
的

値

得
大
家
如
此
爭
執
。
在
權
 

衡
和
害M

重
之
後
，
本
席
*
爲
第
册

I

條
的
 

規
定
非
常
必
栗
，
而
且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規
則
 

第
八
十
八
條
第
五
項
已
班
規
定
機
車
駕
驶
人
 

及
附
載
人
均
應
戴
安
全
帷
。
我
們
若
在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前
條
例
中
將
此
規
定
納
入
，
法
 

令
規
章
就
可
前
後
相
符
，
並
可
貫
撤
執
行
，
 

因
此
本
席
支
持
第
卅
一
條
的
規
定
。

w

許
多
計
程
車
司
機
都
表
示
，
夜
間
無
照
 

駕
驶
計
程
車
的
情
形
很
多
，
他
們
往
往
都
是
 

坐
監
犯
科
或
社
會
上
的
不
良
份
子
，
對
於
乘
 

客
的
安
全
有
很
大
的
或
脅
。
至
i

載
數
十
 

名
檐
車
騎
士
於
夜
間
集
«
駕
車
單
綸
飛
驰
於
 

躉
北
街
道
，
播
A

交
通
秩
序
與
社
舍
安
寧
，
 

道
種
情
形
在
$

第
三
十
六
條
規
定
要
處
五
 

十
元
以
上
，|

百
元
以
下
罰
餒

C

至
於
計
程

五

I

立
法
睇
公
賴
第
七

-
H
e

第五十六期錄



農
民
的
揉
生
工
具
，
如
果
要
以
強
匍
手
段
執
 

行•>

對
於
政
府
與
民
間
的
M3
係
將
有
嚴
重
的
 

損
害
/

因
此
許
多
播
施
部
應
*

*
現
狀
，
對
 

於
戴
安
全9

的
問
題
，
應
繼
績
無
K

期
的
宣
 

導
，
因
爲
機
車
*
亊
者
畢
竞
只
是
機
車
转
士
 

中
的
少
*
，
如
果
政
府
爲
了
期
待
騎
士
於
肇
 

事
後
#
政
府
的
播
施
表
示
感
謝
而
不
惜
遣
致
 

多
*

人
的
不
滿
，
此
代
《
是
否
値
得
？
誚
愼
 

重
考
處
。

主
席
：
請
金
委
貝
榮
願
霣
詢
。

*
*
«
«
*
:
主
席
、
各
位
首
長
、
各
位
同
仁

 

。
在
未
討
論
侈
正
條
文
之
前
，
本
席
提
出
幾

 

點
淺
見
供
各
位
爹
考
：

H

目
前
的
交
通
敎
育
太
差
，
上
下
班
與
上

 

下
擊
的
時
候
，
*
車
輿
脚
箝
車
往
往
併
样
n 

塞
於
路
面
，s

i

示
出
交
通
敎
育
的
失
敗
。
本

 

席
認
爲
由
國
民
小
學
起
就
應
灌
輪
交
通
常
諏

 

，
對
於
將
來
交
通
秩
序
的
改
#

，
將
有
很
大
 

的

幫

助

，
希
望
有
閬
單
位
爵
此
問
題
加
以
重

 

規

。㈡

交
通
佚
序
紊a
的
形
成
，謇
察
也
要
負
 

一

部
分
*
任
，
警
祭
取
締
交
通
達
規
案
件
時
 

,

都
是
亊
先
躲
起
來
，然
後
突
然
出
來
取
締
 

•
而
未
見
有
用
#•

導
方
式
改
善
交
通
秩
序
者
 

。
高
速
公
路
行
車
的
違
規
情
形
有
多
種
，
交

立
法
f

*

第
七
十
#

第
五
十
六
期

通
警
察
却
只
取
嫌
《
速
行
車
。
許
多
交
通
警

 

察
舆
客
貨
運
輪
公
司
都
訂
有
私
約
，
據
側
面

 

消
息
可
知
，
交
通
單
位
的
警
察
毎
個
月
分
得

 

的
外
快
較
他
的
条
水
遼
多
，
因
爲
大
家
郴
是

 

如

此

'■因
此
不
拿
也
不
行
，
逭
是
目
前
確
有

 

的
情
形
，
也
是
造
成
交
*
紊
亂
的

I

個
主
要

 

原

因〇

s

交
通
連
規
的
*
決
裁
定
以
後
就
無
處
可
 

以
訴
顢
，
有
時
因
爲
交
通
善
察
鹌
行
的
偏
差
 

，
使
一
傕
向
$

法
的
人
因
爲I

次
鍺
誤
而
 

«

一
携
構
還
他
淸
白
，
因
此
本
席
諶
爲
連
規
 

訴
親
的
«
構
應
予
加
強
。
現
在
，
本
席
联
就
 

本
案
提
出
幾
®
意
見
：

5

修
正
案
第
二
十
一
條
對
於
無
照
駕
驶
的

 

處
罰
爲

I

千
元
以
上
，
二
千
元
以
下
荆
鍰
，
 

但
是
由
於
*
爾
窠
候
炎
熱
，
+
五

、
六
歲
以
 

上
的
高
中
生
已
經
發
育
成
熟
，
駕
駛
嫌
車
不

 

僅
沒
有
困
鐶
，
甚
至
騎
術
S

高
明
，
他
們
騎
 

機
車
上
學
的
情
形
很
多
，
但
是
百
分
之
九
十

 

以
上
却
無
法
拿
到
櫬
車
甩
照
，
因
此
本
雎
建

 

議
將
供
照
的
年
齡
酌
予
放

宽

。

§

對
於
前
輩
文
盲
考
照
的
方
式
，
應
硏
究

 

1

套
不
同
的
方
式
，
提
供
有
藺
單
位
參
考
。

(a)

目
前
汽
車
«
駛
敎
練
場
的
訓
練
太
重
形

 

式
I

只
是
在
有
限
的
場
地
做
固
定
方
式
的
駕

0
M

M

S

駛
鲷
練
，
致
使
許
多
考
取
駕
照
的
人
不
敢
開
 

車
上
路
，
因
此
大
家
®
希
望
有
閩
單
位
能
放
 

寃
道
路
駕
K

訓
練
的
限
«
。
因
爲
道
已
是
薄
 

駛
聃
練
的
末
期
，抝
同
》
業
謦
校
的
畢
生
， 

畢
業
前
都
要
先
分
發
出
去
i

1

段
時
間
， 

才
能
*

得
實
際
的
經
»,

因
此
考
照
前
的
if 

路
駑
皸
應
？
放
寬
。
.

S

修
正
案
第
卅
二
條
規
定
機
車
思
珐
人
、
 

與
附
載
人
轚
安
全
帽
的
間
題
。
本
席
曾
烴
S 

遇
安
全
帽
的
製
造H

廠

，
虧
損
了I

千
K
元
 

以
上
，
因
此
本
席
深
深
《
會
到
此
亊
之
不
易
 

做

。
若
強
制
*
車
駕
駛
人
及
附
*
人
戴
安
全
 

<!
，
由
立
法
院
到
監
察
院
的
短
距
離
，
若
未
 

依
此
規
定
，
u i
有
可
能
被
沏
，
對
人
民
來
說
 

，
的
確
非
常
不
方
便
。
更
何
况
騎
携
車
的
人
 

都
是I

般
低
收
入
的
公
務
員
或
勞
工
界
朋
友

 

，
他
們
每
天
的
收
入
有
限
，
而
目
前
安
全
帷
 

又
燦
法
鎖
在
車
上
，
拿
在
手
上
辦
事
非
常
不
 

«

，
如
果
放
在
車
上
被
费
，I

天
辛
苦
所
得
 

就
不
翼
而
飛
了
，
而
且
將
來
安
全
帽
的
失
竊
 

案
件
將
給
替
察
業
務
增
加
《
冬
困
钃
。
本
席
 

經
詧
嫌
車
業
務
$

，
對
於
發
生
車
藤
的
車
 

*
十
分
瞭
解
，
幾
平
都
是
一
百
西
西
的
嫌
車

 

，
因
爲
道
些
車
都
是
年
S
人
駕
駛
，
年
紀
較
 

.大
的
人
多
*：

五
十
西
西
或
八
十
西
西
的
車
，

五
三

立
法
院
公

#

第
七
十

赛
第
五
十
六
期
委
員
會
紀
錄

或
是
偉
士
牌
檐
車
，
速
度
不
可
能
很
快
-
因
 

此
*
事
率
不
大
，
可
見
規
定
戴
安
全
帽
對
於

 

*
車

人

固

然

是

保

一

!措

施

，
但
是
還
應

 

硏
究
發
生
*
亊
的
車
類
及
*
駛
人
&
年
W

，
 

進
而
對
於
嫌
車
的
製
造
敎
適
當
的
限
®

，
以
 

求

進I

步
的
防
範
，
若
說
檐
車
肇
事
死
亡
，
 

都
是
因
爲
未
戴
安
全
榷
所
致
r
本
席
不
能
苟

 

同

，
百
姓
也
嫉
法
諒
解
。
至
於
規
定
《
機
車

 

I

律
要
戴
安
全
帷
，
而
不
論
車
型
大
小
-

HIJ 

將
來
可
能
造
成
五
十
西
西
以
下
檐
車
》
駛
人

 

換
來
脚
踏
車
的
情
形
，
對
於
臺
鬍
地
區
交
通

 

秩
序

，
是
否
舍
有
更
*
重
的
髟
《
?
道
是
値
 

得
考
®
的
問
題
。
因
此
本
席
S
成
以
宣
傳
代

 

替

強

匍

執

行

，
。

⑹
增

rr
第
卅
七
條
之一

，
對
於
®
業
小
客
 

車f

業
埜
荀
的
資
格
有
所
限
制
，
本
席
認
爲

 

用

S -
十
分
良
好
，
但
是
人
非
聖
賢
=
孰
能
無
 

過
？

I

且
觸
犯
妨
畜
自
由
或
妨
害
風
化
的
案

 

件

，
則
不
論
案
情
#
重

、
及
刑
度
如
何
，I

 

於
刑
滿
以
後
三
年
才
能
申
i

業
小
客

 

車
執
業
登
記
，
且
執
業
中
的
*
粢
小
客
車
a

 

t
t犯
此
頰
罪
行
將
被
吊
銪
》
照

，
造
成
他
終

 

身
遺
*

，
因
此
本
席
認
爲
犯
第
卅
七
嫌
之
一
 

所
列
各
罪
者
，
應
規
所
處
徒
1

C
•
而
作

 

等
級
的
*
圃

，
如
果
一
律
規
定
刑
滿
三
年
才

匐
辦
理
執

I I
S
妃

，
就
有
失
公
平
。

以
上
各
*

.«
見

，
f

位
參
考
。

主
席
：
諸
林
委

A .
聯
瘅
質
詢
，C

不
在
場
)
。

 

钵
娄
負
不
在
場
，
誚
許
委
負
紹
觔
質
詢
。

許
委
風
箱
»

:
主
席
、
各
位
首
長
、
各
位
同
仁

o

H

本
案
闋
於
規
定
晓
乘
嫌
車
戴
安
全
帽
的

 

問

連

，
原
爲
對
鷗
士
有
百
利
而
無I

番
的
好

 

事

，
爲
何
政
府
欲
強
锢
執
行
時
却
發
生
如
此

 

多
的
困
«
袓

？
其
原
因
値
得
我
《
榆

討

。
本

 

席
纪
爲
政
府
對
此
亊
應
加
強
宜
導
，
例
如
藉

 

堵

視

報

導

車

未

戴

安

全

帽

的

死

亡

現

況

 

,
«
家
家
戶
戶
睞
解
戴
安
全
帽
的
好
處
，
亦

 

可
由
其
家
人
對
於
嫌
車
K

士

督

促

、
與
《
導

 

。
本
席
曾
經
訪
問
過
未
戴
安
全
幅
的
携
車
转

 

士
死
亡
後
的
家
庭
慘
况
，
他
的
家
人
就
埋
怨

 

政
府
爲
何
不
：W
性
規
定
嫌
車
駕
駛
人
葳
安
全

 

帽

。
還

有

I

位
死
者
的
妻
子

is
爲
政
府
應
爲

 

此
而
負
賠
*
貴

任

。
本
席
也
訪
問
了
幾
位
戴

 

安
全
暢
的
«
士

，
他
們
遭
到
重
大
車
钃
，
受
 

重
傷
以
後
得
救
了
，
他

們

I

致

itii
s

若
無
安

 

全
帽
的
保
禮
，
生
命
早
已
曳
失
，
因
此
他
們

 

認
爲
不
戴
安
全
帷
而
M

駛

嫌

車

，
是
對
自
己

 

生
命
的
虐
待
。
交
通
部
鑒
於
評
多
類
似
情
形

 

發

生

，
；一
道
還
能
不
規
定
戴
安
全
檐
嗎
-?
如

五
四

杲
不
作
硬
性
規
定
，
交
通
部
就
應
準
備
一
筆

 

不
《
安
全
帽
而
致
死
傷
的
賠
«
费
用
=
交
通
 

單
位
的
措
施
是
爲
可
能
死
®
的
人
著
想
，
而
 

不
必
爲
安
全
者
的
舒
逋
着
想
。

㈡
第
卅
七
搽
之
一
第
一
項
的
規
定
，
是
當
 

今

—

下

藥

的

蕹

霣

K
文

，
若
不
再
作
此
規
 

定

，
針
程
窣
犯K

半
將
更
$

霣〇

本
席
對
於
本
條
的
®
則
非
常
支
持
，
《
於
 

條
文
的
內
容
與
文
字
方
面
的
細
節
，
待
遂
條
 

»
讀

時

，
本

席

表

示

- «
人

的

.•*
見

。

主

席

•
•
請

》

委

貝

生

當

* -
绚

.。

W
委
員
生
寓
：
主
席

、
各
位
首
長
、
各
位
同
(.:
 

。
政
府
爲
了
維
謅
交
通
安
全
，
提
出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抑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侈
正
草
案
，
其
 

用
意
是
很
好
的
，
但
是
有
幾
個
問
題
値
得
我
 

«
硏
究

：

H

交
通
安
全
的
幾
個
重
要
基
本
問
題
T

如
 

交
通
敎
育
輿
遠
規
者
的
取
篩
方
式
與
程
作
，
 

希
望
适
些
問
题
都
锭
加
以
改
善
。
此
.次
修
正
 

案
的
各
項
規
定
，
多
著
重
於
亊#

8

處
fill

,
 

本
席
Is

能
亊
先
加
強
咬
通
s!-
»
與
数
育

，
將

 

可
«
少
許
多
速
祺
亊
t

與
危
晚
的
發
生
。

㈡
醑
於
*
車
篤
駛
人
及
附
*
人
戴
安
全
帷
 

的
問
題
，
固
然
駑
*
人
*
安
全
帽
對
其
生
命
 

安
全
有
保
陣
，
但
是
究
竞
是
否
要
戴
，
應
由



駕
駛
人
自
行
決
定
，
政
府
只
需
栗
加
強
宣
導

 

卽

可

。
*
湾
的
嫌
車
是
低
收
入
者
普
遍
使
用

 

的

交

通

工

具

，
他
們
認
爲
戴
安
全
帽
有
不
便

 

之

處

，
因
爲
行
駛
檐
車
的
安
全
，
除
了
交
通

 

設
施
的
完
#
外

，
*
黢
人
的
耳
聰
目
明
尤
其

 

重

要

，
®
7
安
全
帷
以
後
，
究
竟
對
他
們
的

 

安
全
有
W

助
或
是
反
而

有

害

，
這
是
只
有
騎

 

«
車
的
人
才
能
*
會
到
拍
。
現
在
許
多
駕
駛

 

嫌
車
的
人
都
不
《
成
強
钿
執
行
戴
安
全
帽
，
 

就
是
因
爲
戴
安
全
帽
給
他
們
帶
來
許
多
不
使

 

，
而
且
道
些
不
便
對
他
們
而
言
，
比
安
全
性

 

更
爲
他
們
所
重
規
。
因
此
政
府
固
然
應
當
重
 

規
安
全

帽
的
問
題
，
但
是
最
好
以
鼓
》
舆
宣

 

導
的
方
式
爲
之
，
勿
採
強
匍
手
段
。
外
國
對

 

於
檐
車
騎
士
強
匍
其
戴
安
全
帽
，
主
要
因
爲

 

其
嫌
車
多
爲
一
千
二

百
西
西
的
重
型
機
車
，
 

行
駛
於
快
車
道
，
而
且
機
車
的
數
里
很
少
，
 

如
果
晓
檐
車
不
戴
安
全
帷
，
或
是
汽
車
铒
駛

 

人
不
繫
安
全
帶
，
發
生
車
P

以

後

，
保
險
公

 

司
可
以
不
予
赔
《

，
或
赔
《
的
金
額
滅
少
，
 

因
此
大
家
都
會
主
動
的
戴
安
全
帽

，
這
並
非
 

因
爲
政
府
的
取
締
處
罰
而

生

效

，
我
們
如
果
 

硬
性
規
定
，
而
引
起
民
衆
普
S

的

不

滿

，
此
 

措
施
就
値
得
愼
重
考
慮
了
。
本
席
認
爲
待
將

 

來
宣
導
敎
育

加

強

，
並
對
安
全
轜
的
*
造
改

善
以
後
再
行
強
制
才
恰
當
。

H

S
速
公
路
的
行
車
速
限
問
題
，
所

謂r  

十
次
車
禍
九
次
快
」

，
這
只
是
適
用
於
一
般
 

公
路
，
高
速
公
路
的
甩
《
人

，
只
要
顯
慮
道
 

路
i

與
路
况*

而
無
需
太
在
意
車
速
如
何
 

，.如
果
交
通
*
察
只
取
締
超
速
行
車
，
並
不
 

能
完
全
維
護
高
速
公
路
的
行
車
安
全
。
高
速

 

公
路
的
行
車
規
則
有
許
多
應
注
意
之
處
，
交
 

通
«
察
應
著
重
於
离
速
公
路
的
—

及
對
髙
 

速
公
路
行
車
規
則
的
遵
循
方
面
加
以
取
締
，
 

尤
其
對
於
不
遵
循
車
道
行
《
及
*
換
車
道
應
 

注
意
取
締
。
至
於
目
前
高
速
公
路
的
行
車
咔

 

速
規
定
爲
六
十
公
里
至
九
十
公
里
»•
本
席
詻
 

爲
應
提
芘
至I

百
二
十
公
里
以
內
，
如
果
道
 

路
設
施
尙
不
足
以
適
應
此
種
車
速
，
躭
應
由

 

路
面
及
設
施
方
面
求
改
善
，
使
高
速
公
路
能
 

名
符
其
*

。
現
在
高
速
公
路
行
車
，
大
象
都
 

未
通
循
車
道
的
規
定
，
保
持
安
全
拒
離
也
是

 

很
重
要
的
，
若
未
S
守
均
應
取
締
，
如
此
則
 

車
速
*
然
較
快
，
對
於
安
全
也
無
重
大
的
彤
 

C

。
至
於
行
駛
於
高
速
公
路
的
車
輛
，
如
果
 

車
身
小
、
檐
件
性
能
不
良
，
也
不
能
允
其
行
 

駛
於
高
速
公
路
，
以
免

w
w

■以
後
波
及
其
他
 

車
輛
。

W
本
條
例
第
六
十
五
條
第I

項
第
三
款
規

定
：

「
湖
鍰
不
級
納
者
，
按
其
罰
鍰
數
額
與
 

處
吊
11|
汽
車
牌
照
f

s t
执

照I

值
月
'个
：三
 

個
月
。
.一
如
果
處
前
鍰
，
表
：/|<
其
犯
罪
或
速
 

規
的
情g

輕
敢
，
而
吊
扣
牌
照
或
執
照
，
却
 

是
嚴
重
的
處
罰
，
如
果
只
是
不
礅
罰
缓
，
巋
 

可
加
倍
處
前
或
強
制
糗
行
，
但
若
易
處
吊
扣
 

牌

照

，處

细
就
太
重
了
，應
考
應
加

 

以
修
正
。

s

第
卅
七
條
之
|
的
規
定
，
對
於
某
狴
品
 

*
不
良
的
人
，
限
制
其
駕
駛
倕
粢
小
客
車
，
 

道
®
软
法
是
根
正
確
的
，
但
是
規
定
的
條
件
 

値
得
商
*

。
第

一

、
二
款
的
三
年
期
限
太
長
 

了

，
如
果
需
要
留
一
段
時
間
査
*
，
可
以
規
 

定
一
年
而
無
需
三
年
。
至
於
第
三
款
，
對
於
 

«
»
中
的
人
也
規
定
不
得
銻
理
營
柒
小
客
車
 

轨
業
登
記
。
但
是
被
假
稃
者
，
却
是
有
悛
悔
 

實
據
者
，
他
們
在
監
獄
中
的
品
德
，I

定
是
 

表
現
良
好
*»
且
對
過
去
的
行
爲
表
示
後
悔
，
 

我
們
就
應
給
予
其
自
新
向
上
的
祺
會
-
使
他
 

得
以
謀
生
，
因
此
第
三
款
的
进
定
也
不
安
*
 

，
饉
得
考
*
'»

*
後
一
點
*
關
於
違
規
的
處
罰
，
本
席
以
 

爲

，
®
規
的
處
罰
要
根
據
他
述
規
行
爲
的
性
 

®
e
重
作
適
當
的
處
罰
。
亲
北
市
都
是
m
行
 

法
規
，
違
規
停
車
者
，
拖
車
就
將
違
規
車
拖

五
五

立
法
浣
公
*

第
七
十

®

第
五
十
六
期
参
負
舍

w
#

立
i

公
報
霣
七
十
卷
集

W
+
K
期

委

晨

#
*
*

走

-
$
嫌
的
作
法
，
本
席
認
爲
不
甚
妥
當
=
 

增
加
了
政
府
不
必
栗
的
負
擔
，
只
栗
在
本
條

 

例
中
增
加
罰
款
的
規
定
就
好
，
今
天
*
北
市
 

車
輛
這
嫌
多
，
請
間
®
底
有
多
少
停
車
*
所
 

呢
？
f
f車
空
間
旣
然
不
够
，
不
能
怪
駕
*
人
 

随
意
停
車
。
拖
拉
受
損
又
無
賠
《
規
定
，
似
 

乎
不
當
。

以
上
幾
點
意
見
，
請
指
教
。

主
席
：
廉
周
委

f t
樹
«
發
言
。

思
委
*
«
*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H
三

十I

條
有
關
安
全
帽
之
規
定
，
本
席
 

是
賛
成
強
制
#
行

，
未
戴
安
全
帽

8 J
應
處
细
 

*

因
爲
M
部
安
全
是
十
分
重
栗
的
。

㈡
六
十
五
條
，
罰
鈸
一
次
不
繳
就
栗
吊
銪

 

執

照

，
道
搛
不
好
。
應
採
逐
漸
加
重
處
岡
的

 

方
式
比
較
好
。

S
*

北
市
公
共
停
萆
空
間
太
少
，
漼
成
了
 

有
車
沒
有
地
方
停
放
•
未
來
此
種
現
象
會
更

 

嚴
重
，
希
望
有
矚
單
位
多
予
注
意
。

3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
本
席
表
示
*
同

，
因
 

女
不

 $

期

霣«-
'«
率

. 

tjIRff

ffl
的
安
全
，
本
嫌
豳
予
輦
通
•

主
席
：
請
袁
委
貝
其
搁
發
言
。

袁
委
*
其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的
規
定*

本
席
在
此
向

法
務
部
聃
玆
：

一
個
人
犯
了
法
，
我
們
希
望
 

他
能
改
通
自
新
，
再
傲
好
人
，
此
乃
當
今
「
 

更
生
保
嫌
法
|_
的
刑
亊
政
策
。
而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之
規
定
是
否
與
此
植
政
策
脫
節
？
應
胲
 

換S

 

=

最
好
補
充
一
句
•■如
經
更
生
保
雎
會

 

之
推
荐
，不
受
此
項
條
文
限
制
以
小
客

 

車

，
道
嫌
才
不
失
鼓
動
犯
法
#
自
新
之
意
，。

㈡
鼷
於
笫
三
十I

條
與
第
三
十
三
嫌
的
修

 

正
條
文
皆
加
重
處
罰
。
躭
本
條
例
第
三
十
一
 

條K

行
規
定
，
其
立
法
原
意
並
未
強
匍
檐
車

 

«
«
人
應
戴
安
全
禪
，
因
此
，
本
搽
例
將
來

 

如
予
通
a

,
行
政
命
令
的
頒
布
與
施
行
。
期
 

未
確
定
之
肫
，
應

有i

段
時
間
來
加
強
宣
導
 

，
否
則
，
法
令.I

马
公
布
卽
馬
上
施
行
，
其
 

轶
行
效
果
恐
怕
不
隹
，
以
目
前
四
百
餘
离
輛

 

的
檐
車
而
言*

短
期
內
S
求
全
部
薄
»!
人
及
 

附
敢
坐
人
.都
戴
安
全
《
恐
不
是
簡
單
的
事
’
 

建
*
交
通
部
能
有
一
段
彈
性
時
間
來
加
強
宣

 

埤

*

至
於
第
二
十
三
條
，
高
速
公
路
車
漘
的

 

發
生
常
爲
不
合
規
定
的
汽
車
所
》
亊

-
爲
了
 

全
民
的
安
全
問
題
，
可
否
提
K
商
速
公
路
的
 

行
車
速
度
爲I

百
一
十
公
里
，
並
促
使
監
理
 

處
等
有

R9
單
位
，
«
加
考
核
行
》
高
速
公
路
 

的
汽
車
是
否
合
乎
溧
準
？
注
意
標
誌
，
合
乎
 

嫌
準
的
汽
車
方
可
行
t
t®
速
公
路*

以
滅
少

五
六

車
p
事
件
的
發
生
。

主
席
：
請
檐
委
§

#

發
言
。

椹
委
«
*
琳
：
主
席
、
林
部
長
、
各
位
先
生
、
 

各
位
同
仁
C
蘭
於
道
i

通
處
罰
條
例
的
修
 

正

，
本
席
僅
射
於
安
全
帽
問
题
提
出I

點
湓
 

見

，
.根
據I

般
人
民
的
反
映
戴
安
全
帷
不
她
 

強
制
執
行
，
有
許
多
—

人
表
示
戴
上
安
全
 

相
頭
昏
目
眩
 >
開
車
時
屬
被
不
淸
，
很
容
易
 

出
毛
病
-
撞
到
行
人
。
固
然
我
們
*
保
澳
》
 

*
人
安
全
，
伹
是
我
們
也
應
保
箧
行
人
之
安
 

全

.。
安
全
帽
保
護
蕙
驶
人
却
*
 了
行
人
又
如
 

何
呢
？
其
次*

物
資
局
的
預
算
我
們
給
削
掉
 

了

I

千
多
其
元
，
是
否
爲
補
救
道
些
被
削
掉
 

的
預
算
而
來
提
倡
魃
安
全
帷
，
以
多
銪
安
全
 

帽
來
增
加
收
入
？

二

、
汽
車
行
《
高
速
公
路
的
逮
規
罰
绥
捉
 

高
了
 

一
.

倍

，
這
並
無
M
係
，但
術
上
，

 

對
於
超
邃
造
成
的
連
環
車
®
應
有
測
試
設
郴
 

及
起
速
紀
錄
。
.

.

三

、
两
於
第
三
十
七
嫌
之
一
的
黯
規
定

 

，
當
然
是
正
確
的
，
但
於
受
刑
人
解
除
刑
®
 

時

，
基
於
本
院
及
法
務
部
更
生
屎
*
法
的
規
 

定

，
於
其
改
過
自
新
後
，
是
否
邇
是
可
以
取
 

得
職
業
駕
照
？

四

、
由
於
汽
車
闓
越
平
交
通
的
亊
故
®
見



不

鲜

，
因
此
第
五
十
四
搽
修
正
案
將
其
罰
鍰

 

提

高

I

倍

•
是
否
可
以
減
少
交
通
事
故
的
發

 

生

，
本
席
虱
爲
應
加
重
處
前
以
逹
警
告
效
果

 

0
 

•

主
席
：
％
*

委
貝
榮
顦
發
言
。

S
K
*

晟
榮
*
 :
主
席
、
林
部
長
、
各
位
先
生
、
 

各
位
同
仁
。

I

、
高
速
公
路
*
高
行
車
速
度
九
十
公
里

 

丨
本
席
認
爲
有
修
改
的
必
要
，
可
否
以
車
锕

 

的
大
小
規
定
行
車
的
速
度
•
如
一
千
西
西
以

 

下
車
緬
車
速
多
少
？

|

千
至
二
千
西
西
車
軛

 

的
窣
連
多
少
等
，
如
此
一
來
，
對
高
速
公
路

 

的
交
通
可
望
改
赛
。

二

、
笫
三
十
七
搽
之
一
的
規
定
，
將
來
在

 

執
行
上
恐
柏
發
生
困
繼
，
對
於
1-
經
犯
罪
而

 

受
刑
人
刑
期
滿
後
.，
無
法
取
得
«
業
駕
照
，
 

看
不
會
以
自
用
厲
照
出
現
於
檐
«

、
車

站

、
 

以
野
#
車
的
姿
*
兜
攬
客
人
，
增
加
交
通
部

 

的
困
®
 ?
 . 

^
 

主
席
••誚
交
a
部
林
部
長
答
復
"
 

林
布
長
金
生
：
主

席

、
各
位
委
貝
先
生
。
醑
於

 

史
全
帽
間
*

•
三
年
多
來
政
府
不
斯
利
用
各

 

種
方
式
加
S
宣
導
，
如
®
属
上
毎
晚
九
時
的

 

交
a
安
全
節
目
*
反
復
的
*
放

*

希
望
引
起

 

民
衆
的
共
嗔
，
.如
今
約
有
三
分
之
一
的
檐
車

»
K
人
*
上
安
全
糴
。
有
部
分
民
衆
反
應
默

 

安
全
帽
悶
熱
，
視
M
不
隹
的
問
题
。
亊
實
上
 

，
根
》

I

百
七
十
多
萬
位
使
用
安
全
帽
的

I I 

*
人
反
廛
，
改
良
後
的
新
型
安
全
帽
已
無

I I 

些
炔
點
。
對
於
道
些
心
存
嫌
倖
心
理
不
戴
安

 

全

帽

的

人

，政
府
不
得
不
考
慮
加
重
處

 

別

，
促
使
其
戴
上
安
全
帽
。
希
望
各
位
委
負

 

先
生
了
解
，
政
府
完
全
是
以
愛
護
同
胞
的
性

 

命
完
全
與
*
庭
幸
福
的
心
理
訂
定
這
條
規
定

 

，
絕
無
找
煩
的
意
思
存
在
。

主
席
：
諸
交
通
部
陳
次
長
答
復
。

*
次

長

樹

主

席

、各
位
委
員
先
生
。本
人

 

分
別
答
復
各
位
委
員
的
質
詢
如
下
：

李
委
貝
繼
武
質
詢
部
分
之
答
復
：

一
、
 

躲
爲
嫌
車
駕
皲
人
及
附
戴
座
人
應
載

 

安
全
梅
，
應
予
立
法
。
謝
謝
支
持
。

二

、
 
以
一
輪
駕
駛
或
蛇
行
，
本
條
例
第
四

 

十
三
供
有
99
文
處
罰
規
定9

三

、
 
*
成
增

I J
第
三
十
七
條
之I

搽
文
，
 

謝

H -
李
委
貝
支
持〇

■鍾
委
員
荣
吉
質
詢
部
分
之
答
復
：

H
安
全
《
醑
係
人
民
生
命
安
全
，
今
曰
茱
 

總
B
師
有
H
安
全
帽
之
報
導*
卽
爲
有
力
S 

明

》

社
會
輿
論
亦
多
費
成>

.H
宣
道
多
年
仍
然
無
效
，
美
國
曾
有|

段

時
期
度
止
*
安
洤
格
，
但
死
亡
數
字
激
增
。
 

因
此
，
又
從
立
法
蕃
手
，
規
定
應
被
安
全
帽

張
委
負
荣
顯
霣
跔
部
分
之
答
復
：

I

、
交
通
敎
育
太
差
.，
本
部
道
路
安
全
會
 

報
及
省
市
道
安
會
報
郎
經
舆
敎
育
單
位
含
同

 

不
斷
推
行
國
小
、
國
中
生
之
交
as

安
全
敎
育
 

*

行

之
'#■
年

，
*

有

成

效

》

二

、
 

交

通

警

察

》

律

，
.請

易

次

長

答

復

。

三

、
 
交
通
運
規
之
裁
決
，
受
處
分
人
可
以
 

向
所
在
地
方
法
院
S
明
累
*

,
不
*
裁
定
者
 

丨
遢
可
以
抗
吿|

次

*
本
砗
®
對
於
救
濟
，
 

有
詳
細
規
定
。

四

•■文
盲
考
S

照

，
以
口
試
代
替
，
此
種
 

情
況
，
已
逐
渐
消
失
。

五

、
 
已
協
s

g

lg'
商
在
機
車
上
裝
設
放
安
全
 

帽
之
處
所
，
並
設
法
硏
究
可
以
防
廉
之
設
施
。

六

、
 
期
嫌
車
多
爲
靑
年
人*

 *

易

發

生

*

 

亊

，
今
日
榮
《
外
科
主
任
沈
力
播
之
8
諛
報
 

導
新
M

,
可

供

參

考

。

七

、
 
*
成
第
三
十
七
搽
之
一
立
法
，
謝
謝
 

支
持
。

八

、
 
考
領
駕
照
之
限
《

，
已
按
情
節
分
一
 

年
上
二
年
及
永
速
不
准
考
領
之
規
定
，
如
再
 

細
分
，
在
技
術
上
恐
有
困
難
。

五
七

立
法
R
公
一6

第
七
十
«

第
五
+ -
六

期

委

眞

*
|
8
錄

立
法
R
公
«

第
七
十
*

第
五
十
六
斯
委

«
食
》
鋒

/

V

許
委
具
耜
勤
質
詢
之
答
復
：

«
成
供
車
駑
駛
人
及
附
*
座
人
應
戴
安
全

 

帷

，
舉
例
戴
安
全
帽
才
不
致
死
亡
，
可
以
賄

 

刀
款
治
。
 

，

»
委
負
生
6
*
朐

ffi.
分
之
答
後
：

I

、
戴
安
全
帽
不
方
便
，
只
是
翬
«
問
題

 

,
«
久
了
就
不
會
®
到
不
方
便
，
民
主
1

 

國
家
.，
對
於
人
民
的
顳
拥
，
廐
予
霣
思
，
尤
 

其
對
人
民
生
#
財
產
，
應
力
求
予
以
保
障
，
 

以
法
律
規
定
戴
安
全
帷
，
有
其
霱
栗
，
外
國

 

外

：
美

，
日

、
新
加
坡
、
香
港
亦
然
。

二

、
 
«
速
公
路
«
車
靠
右
，
內
側
道
車
專

 

供
一
!

換
車
道
之W

車
之
用
，
髙
速
公
路
S
 

管
制
規
爾
已
有
規
定
，
將
由
公
路
*
察
從
嚴

 

執

行

。

三

、
 
高
速
公
路
提
高
速
率
，
本
部
正
在
硏

 

究

中

。

四

、
 
高
速
公
路
行
車
保
持
距
離
*
已
有
詳

 

細
規
定
，
將
從
*
轨
行
，
車
《
如
因
缺
水
、
 

缺
油
等
而
發
生
故
障
，
已
規
定
應
予
*
罰

。

五

、
 
第
六
十
五
條
之
規
定
，
在
防
止
逋
規

 

人
逃
避
處
罰
，
不
吊
銪
轨
照
，
則
缺
乏
強
制

 

執
行
之
手
段
。

六

、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
第

一

、
 

二
款
規
定
之
年
限
爲
三
年
，
甘
«
考
《

，
認

爲
適
當
，
各
委
負
審
査
條
文
時
，
再
予
說
明
 

。
在
保
釋
中

I S I I
係
依
法
律
给
予
_

^

^

~

,

1
^
*

爲
其一

一
幕

繁

之

可

嘹

.

七

、
違
規
停
車
係
依
嫌
本
條
例
第
五
十
六

 

搽
第
二
項
及
第
三
項
之
規
定
轶
行
。
否
則
交
 

通
抶
序
雛
以
維
持
，
交
通
亦
無
法
保
持
幔
通

0

周
委
員
樹
聲
質
詢
之
答
復
.•

1

、
限
匍
私
用
小
汽
車
，
須
與
大
衆
運
输

 

H

具
之
墦
加
及
挂
運
系
統
之
完
成
相
配
合
。
 

本
問
題
本
部
當
注
意
硏
究
。

二

、
主
張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應
予
立
法
，
 

謝
想
周
委
貝
支
持
。

袁
委
具
其
熵
質
詢
之
答
復
：

1

 
、
第
三
十
七
條
之I

與
刑
事
政
策
問
題

 

,m

s
®
答
復
。

二

、
 
本
條
例
第
三
十I

條
現
行
規
定
，
不
 

*
強
®
*
車
駕
t
t人
臁
K
安
全
《

,
其
立
法
 

原
意
，
不
包
括
安
全
相
。
各
委
員
審
査
條
文

 

時

，
再
加
硏
究
。

三

、
 
本
條
例
第
九
十
三
條
現
行
規
定
：

「
 

本
條
例
施
行
日
期
由
行
政
院
以
命
令
定
之
」

。
部
分
條
文
之
修
疋
，
則
無
法
例
。
但
通
常
 

在
實
例
上
先
採
取
®
導
措
施
，
而
不

i p
行
執
 

行
處
f
fl之
情
形
甚
多*

道
一
. K
l
*

各

委

貝- *

五
八

査
條
文
時
多
加
指
敢
。

檯
委
貝
寳
贵
■*
詢
部
分
之
答
復
：

I

、
安
全
帽k

宜
強
锢
糗
行
，
因
安
全
辟
 

妨

力

»
力
、.ra
熱

，
這
一
點
已
予
改
*
 

，
將
繼
績
研
究
再
改
善
。

二

、
 

安
全
相
之
立
法
與
預
算
無
閊
。

三

、
 
起
速
造
成
連
瑷
車
嫌
，
應
有
超
速
紀
 

錄

，
公
路
警
祭
已
有
此
項
設
術
。

四

、
 
M
平
交
道
罰
則
太
輕
，
®
各
委
员
硏
 

究
指
敢
。

生
席
：
菌
內
政
部
易
次
長
答
後
。

*
次
畏
君
博
：
主
席
、
各
位
委
負
先
生
。

|

、
李
委
貝
《
武
*
詢
：

H
夜
晚
無
照
駕
鴃
甚
多
。

.

㈡
檄
車
»

t t
人
以
單
輪
着
地
M

.K
甚
危
險

5S

 «
業
汽
車
》
»
人
尤
以
計
程
車
*
駛
人
 

規
定
應
穿
着
铟
服
而
未
穿
着
。

以
上
三
點
均
應
加
強
紈
行
取
褅
，
是
否
因
 

*
力
不
足
，
執
行
不
够
*
格
？
 

m
於
以
上
三
黏
應
加
強
重
點
執
行
，
本
部
 

亦
有
同
®

,
就
像
李
委
具
所
說
由
於
*
力
不
 

足

，
無
法
毎I

時
段
均
®
*
執
行
，
镞
徙
就
 

重
K
時
間
路
段
派
*
轶
行
，
無
派
警
路
段
，
 

*
跛
人
就
不
遵
守
規
定
了
。
今
後
本
部
警
政



署
除
計
B
充
寅
*
力
加
強
重
點
執
行
外
，
幷
 

利
用
大
衆
傳
潘
及
輿
論
锎
栽
，
提
醒
民
衆
3
 

守
i

法
令〇

二

、
 

張
委
貝
榮
願
質
詢
：

S
駛
人
受
交
通
違
規
處
罰
後
-
無
法
找
到
 

訴
圾
機
梅
，
平
反
寃
情
，
必
須
加
強
訴
願
。
 

答
復
如
下
：

連
反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之
受
處
分

 

人

，
認
爲
原
處
分
有
違
誤
情
亊
，
可
以
依
照
 

「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前
條
例
.

j
第
八
十
七
條

 

規
足
：

「
得
於
接
到
裁
決
之
翌
日
起
十
日
内
 

，
向
苷
轄
地
方
法
院
聲
誚
異
薄
」

。
如
果
®
 

明
異
議
的
人
對
地
方
法
院
閭
於
異
議
的
栽
定

 

不
服
者
，
本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
遠
可
以
提
起

 

抗
告

。
有

I I
不
服
M
栽
決
得
聲
明
異
*
之
規
 

定
並
註
明
於r

栽
決
番j

附
記
櫬
，
以
促
諸
 

違
規
人
注
.意

。

三

、
 

謝
委
貝
生
當
質
詢
：

査
北
市
單
行
法
規
對
連
規
停
車
用
拖
吊
處

 

理
不
宜
，
本
人
認
爲
應
對
逋
規
停
車
採
取
莉

 

鍰

，
再
連
犯
加
倍

n -
,
幷
應
多
開
顦
淬
車
場

 

以
解
決
停
車
問
題
。
答
後
如
下
：

*
北
市
政
府
目
前
對
連
規
停
車
所
採
取
之

太
影
*
交
强
情
祝
下
)
收
«
»
車
場
。

二

、
 
高
樓
大
廈
地
下
室
之
淬
車
《
逮
規
使
 

用
*
更
用
途
者
，
全
面
#
査
強
制
執
行
，
使
 

恢
復
原
有
停
車
椐
用
途〇

三

、
 

鼓
*
民
間
投
資
興
建
收
费
停
車
場
。

四

、
 
加
強
取
箱
通
規
停
車
弁
對
交
通
特
別
 

祓
雜
路
旁
遠
規
停
車
寅
施
拖
吊
，
»
施
以
來
 

尙
具
級
效
。c

毎
天
平
均
拖
吊
約I

四
〇
«
 

，
世
界
進
步
國
家
均
採
行
)
。

四

、
張
委
貝
榮
顕
質
詢
：

交
通
警
員
與
貨
運
薄
駛
勾
結
不
法
送
應
之

 

情
事
應
予
査
處
。
答
復
如
下
：

H
關
於
交
通
警
貝
之
風
紀
問
題
，
本
部
警
 

政
署
極
爲
重
規
，
除
加
強
其
敎
育
外
幷
成
立

 

先
®
專
案
，
以
嫌
動
督
査
方
式
督
導
査
訪
，
 

一
旦
査
S
均
予
嚴
嫌
。
張
委
貝
所
據
聞
各
節

 

,
請
提
供
具
《
亊
證
當
遵
照
嚴
予
査
嫌
。

M
E
I於
駕
駛
補
晋
班
所
申
誚
使
用
之
學
習
 

»
駛
道
路
，
已
在
安
全
原
則
內
予
以
通
度
放

管
理
亊
#

,

罰
羧
數
及
其
增
滅
情
形
如
下

六
十
五
年一

、
◦
二
三
、
八
八
六
件
；I  

四
八
、
二II

五
、
五
二
元
。

.
六
十

K

年
七
八
三
、
五
五
四
件
；I

二
三
 

、
四〇

八

、I

七
二
元
。
較
六
十
五
年
滅
少
 

二
四
0

、
三
三
二
件
，
二
四
、
七
二
七
、
三
 

三
九
元
。

六
十
七
年
六
五
二
、
七
七
0
件•，

一

〇
八
 

、
三
三
二
、
0
二
二
兀
•
較
六
十
六
年
減
少
 

一
三
〇

、
七
八
四
件
；

I

五

、
〇
七
六
、一

 

五
一
元
。

六
十
八
年
六
四
四
、
三
九
三
件
.，
一 I

二
 

、
八
二
二
、
九
八
三
元
。
較
六
+
七
年
滅
少
 

八

、
三
七
七
件
.，
四

、
四
九
0

、
九
六
二
元
 

0

六
十
九
年
七
六
五
、〇

六
二
件
；I

四
二
 

、
四
二
八
、
四

I

九
元
。
較
六
十
八
年
19
加
 

1

二
0

、
六
六
九
件
；
二
九
、
六
0
五r

四
 

三
六
元
。

宽

-

I

:■
開
M
地
下
停
車
場
及
規
劃
路
邊
(
不

另
外
上
次
*
會

颶

會

時

蘇

贽

貝

秋

索

間

主

別
V

最
近
五
年
達
反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事
件
栽
罰

 

者
多
少
件
？
罰
鈸
多
少
？
是
否
逐
年
有
增
加
 

的
嫵
勢
。
答
復
如
下
：

最
近
五
年
螫
察
嫌
關
栽
罰
速
反
道
路
交
通

立
法
醃
公
*

第
七
十
*

第
五
+
六
期
委
負
會
紀
錄

主
席
：
嫌
法
務
部
检
察
司
*
司
長
答
後
。

:司
A

S
 :
主
席

、
各
位
委
負
先
生
。
關
於
第
 

三
十
七
條
之I

的

規

定-01
何

與

更

生

保

誰

法

 

配
合
的
問
題
，
就
更
生
保
護
法
的
意
義
而
宮
 

，
受
刑
人
於
刑
期
中
除
接
受
悉
化
敎
育
之
外

五
九

立

法

*

&

* 
•
七
十
*

*

五
十
六
期

,
暹
有
扶
拥
的
肌
練
，
希
望
S
刑
人
出
®
後
 

'
能

以一

技
之
長
謀
生
。
而
第
三
十
七
條
之I  

a

a
t e
B r
列
»
的

昆

_»犯
g
人

、
強

盗
、
搶
 

或
擄
人
勒
贖
等
罪
名

 

，
皆
屬
於
重
大
刑
案
，
其
受
刑
時
間
不
算
短

 

，
大
都
二
、
三
年
以
上
，
要
畢
得
一
技
之
長

 

並
不
困
*
*
更
生
保
*
不
一
定
非
得
M
助
他

 

們
從
事w

g
j

t
l

i
s

,
也
可
以
其
他
技
能
輔
.

、法
並
不
《
生
衡
t

主
席
：
時
間
巳
届
十
二
»
,
現
在
休
息
，
下
午

 

三
時
嫌
鎮
開
會
。

休
患
(
十
二
時
)

*
繽
》
•
(

十
五
時
)

主
席
：
繼
績
關
會
。
本
案
已
經
質
詢
答
復
完
畢

 

，
現
在
進
行
廣
泛
討
論
。

甫
ra
各
位
有
無
廣
泛
意
具
？
(
無
)
無
庚

泛
意
見•

現
在
進
行
逐
條
討
論
。

宣
»
第
八
條
。

第

八

條

車

輛

所

有

人

、
駕
駛
人
、
行
人
逮

 

反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之
處
罰
，
由
左
列
機
關

 

爲
之
。

一

、
違
反
第
十
二
條
至
第
三
十
三
條
之
規

 

走
者

，
由
公
路
主
管
嫌
關
處
抑
。

*
聚
#
紀
錄

1
1

、
達
反
第
三
十
四
條
至
第
六
十
三
條
、
 

第
六
十
九
條
至
第
八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者

 

J
由
瞀
察
檐
两
處
罰
。

、前
項
第
二
歎
第
三
十
四
條
至
第
六

 

十
三
條
規
定
由
«
察
機
_
處
罰
之
案
件
，
 

其
有
闞
吊
扣
或
吊
銪
汽
車
牌
照
或
駕
K
執
 

照
者
，
由
公
路
主
管
機K

委
託
警
察
槻
两

 

#
理

，
並
將
辦
理
情
形
通
知
公
路
主
管
*

要

記

。

第
一
項
之
嫌
M
,
得
聯
合
設
立
交
通

 

«
件
裁
決
f

 ,
其

I s
置
辦
法
由
內
政
部
 

舍
同
交
*
部

、
法
務
部
定
之
。

主
席
：
本
條
係
配
合
司
法
行
政
部
名
稱
之

I I
更
 

，
將
第
三
項
之r

司
法
行
政
部
」
修
正
爲r  

法
務
部
」

。
鲭
問
各
位
贵
本
.條
有
無
異
*
?
 

(
無
)無
異
鸛

*

通
翬
。

■
宜
談
第
十
四
條
。

第
十
四
條
汽
車
行
醣
有
左
列
佾
形
之
一
者

 

，
處
汽
車
所
有
人
三
百
元
以
上
、
六
百
元
 

以
下
襴
並
貴
令
改
正
、補
換
牌
照
或

 

禁
止
其
行
K
。

一

、
號
《
不
依
規
定
位
置
懸
掛
者
。

二

-■牌
照
遺
失
或
携
壤
.，
不
教
餹
公
路
主

 

管
镦
M
3

、
換
發
或
重
新申

％
#

。
 

三

、
行
車
執
照
、
$

使
用
證
或
預
«
引

六
〇

箪
使
用
證
未
宙
車
攜
帶
者=
.

四

、
*i

牌
汚
穢
不
洗
刷
淸
楚
，
或
爲
他
物
 

遮
蔽
，
而
非
行
車
途
中
因
遇
雨
S
道
路
 

泥
》
所
致
者
。

袁
委
箴
其
«
:
本
嫌
處
<0
的
對
架
是
汽
車
所
有
 

人

，
但
是
在
銳
明
欄
中
又
指
出
，
是
汽
車
®
 

»
人
不
遵
守
規
定
而
發
生
的
，
處

ftl
汽
眾
所
 

有
人
，
I

公
平
。
冰
條
若
只
a
用
於
以
自
 

»
萆
！

i

金
業
之
計
程
車
，
尙
可
同
意
；
若
對
 

於
一
般
嫌
厢
用
車
或
私
人
轎
丰
，
卑
牌
斑
照
 

均
甚
齊
拥
，
但
因
全
交
給
司
檐
簏
驶
與
保
養
 

、
淸
洗
，
對
於
是
否
速
反
本
條
規
定
的
各
項
 

情
節
並
不
知
情
T
現
在
不
伹

i e
i]
，a
要
提
 

高
六
倍
，
甚
爲
不
當
，a
多
加
#
*
。

鄭
委
風
余
縝
：
第
十
_四
條
的
處
罰
金
額
與
原
條
 

文
相
差
六
倍
之
多
，
而
且
以
銀
元
計
算
，
差
 

額
之
比
例
也
增
加
很
多
，
可
耽
是
處
前
非
常
 

JK
JR
。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
主
耍
的
 

出
«
黏
是
維
讓
交
通
安
全
•
而
第
十
四
條
所
 

列
的
四
款
條
文
，
對
於
駕
《
人
之
安
全
並
無
 

很
大
的
跚
係
，
但
却
處
以
最
枉
新
X
幣
九
百
 

元
的
罰
金
，
對
薪
水
播
級
來
說
是
迺
分
嚴
£
 

了

。
所
以
本
席
提m

將
莉
*;

陴
低
爲
r

I
兀
 

以

上

，
二
百
元
以
下
比
較
合
理
。

吳
#
風
梓
：
本
席
對
於
第
十
四
條
有
幾
點
淺
見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

第
六
+
五
期
委
負
會
紀
*

..市
政
府
*
格

執

行

。
至
於
新
式
的
仔
魚
辋

 

網
目
.大

小

之

限

制

，
以
及
延
長
禁
止
作
業

 

期
間
等
問
题
，
已
由
漁
業
局
協
罱
水
產
試

 

»
所
調
査
物
仔
魚
生
廉
、
產
期
等
作
全
盤

 

性
轅
肘
修
訂
」

。
本
諳
願
案
捩
依
照
本
院

*
事
規
則
第
十
五
條
第
六
款
之
規
定
處
理

 

0

主
席
：
本
案
照
召
集
委
員
建
議
處
理
，
誚
問
有

 

無
異
》
?

(
無

)
無

異

議

，
照
召
集
委
员
建

 

議

處

理

。

十

六

、
審
査
傅
祖
桂
誚
潁
軎
，
爲
對
浪
费
豬
皮

 

资

源

，
提
出
改
革
辦
法
，
以
爭
取
外
》
收
入

 

案

。

召
集
委
貴
建
諶
：
本
案
®
函
准
經
濟
部
査
後

略

諝

「
两
於
利
用
豬
隻
剝
皮
製
革
，
政
府

 

自
民
國
五
十
七
年
起
卽
予
推
®

，
目
前
外

 

銪
冷
凍
豬
肉
及
崗
級
市
場
銪
售
之
猪
肉
多

 

已
剝
皮
供
應
製
革
業
者
，
利
用
®
造
猪
革

 

〇

目
前
阐
人
食
肉
《
«

 一
時
尙
鈕
改
變
，
 

且
現
行
帶
皮
出
傅
，
皮
價
等
於
肉
僙
，
速

四

較

生
皮
爲
高
，
對
外
®
亦
有
收
益
，
傅
君

 

誚
願
文
害
有
蹰
建
議
利
用
猪
皮
製
革
亊
項
. 

頗
具
參
考
價
値
，
當
予
硏
辨J

。
本
案
接

 

依
照
本
院
*

事
規
則
第
十
五
條
第
六
款
之

規
定
處
理
。

主
席
：
冰
案
照
召
集
委
貝
建
議
處
理
，
誚
問
有
.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照
召
集
委
員
建
. 

»
處

理

。

本
次
舍
鼸
結
束
-
散

會

。

散
金

二

、
立
法
院
交
通
、
內

政

、
司
法
三
委
員
會
第
四
次
聯
席
會
議
紀
錄
(第
六
十
七

會

期

)

時
 

間
中
華
民

a

七
十
年
六
月
廿
七
日
(
 

星

期

六

)
上
午
九
時
至
十
二
時

 

地
 

K

本
院
第
六
會
議
室

 

出

席

委

霣

四

十

四

人

 

自
由
*
加

委

最

十

人

列席人貝交通部參

亊査

凱
周

路政司司長許家睽 

法
務
部
檢
察
司
司
長
陳
涵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副

署

長

高

松

*
 

主

 

席
袁
委
員
其

润

 

主
席
：
已
足
法
定
人
數
，
開

會

。
進
行
報
告
亊

 

項

。

報

吿

事項

I

、
宣
詖
上
次
金
議
議
事
錄
 

主
席
：
諸
問
上
次
會
議
紀
錄
有
無
錯
誤
？
 

c

無

.
)
無
錯
誤

，
確

定

。
進

行
討
論
亊
項
。

討論事項

1

、
堪
續
審

査

道
路
交
通
奢
理
處

 

罰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主
席
：
本
次
含
*
討
論
第
三
+
七
條
之
一
以
下
 

條
文
。

宣
謓
第
三
十
七
條
之I

 
。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I

 

曾
犯
殺
人
、
強
盜
、
搶

 

*

、
妨
害
風
化
、
恐
®
或
捶
人
勒
腴
之
罪
 

，
經
判
決
罪
刑
確
定
，
而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
1

者

-
不

准

—

霧

徒
期
刑
之
執
行
完
萆
或
受
無
期

徒
刑
或
有
期
徒
刑

I

部
之
執
行
而
毅
免
 

後

，
未
滿
三
年
者
。

二

、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飛
之
宣
告
尙
未
fl 

行

，
行
刑
楢
時
效
消
滅
，
尙
未
滿
三
年
 

者

。

三

、
 

受
刑
人
在
假
f

f

中
者》

S
業
小
客
車
駑
》
人
在
執
業
期
中
，
 

犯
前
項
所
列
各
罪

之

I

,
經
判
決
罪
刑
確

蠢

小

客

車

1

蠢

證

及
駕
陕
執
照
。

| »
策

外

溶

車» ■
»
人

在

-
執

業

期

中

，

犯

一

^

產

、
i

%t
V
妨

奮

由

蠢

(Ig
^
rl
A

te\
i l
宜
J

毚

霱

娶

W

入
不
依
規
定
辞
理

 

執
業
登
記
者
，
吊
銪
其
駑
ft
執

照

。

管
業
小
客
車
%
駛
人
執
業
S
記
辮
法
 

，
由
交
通
部
會
同
內
政
部
定
之
。

主
席
：
珥
在
請
法
務
部
陳
司
長
說
明
。

M
司
S

S
:
主

席

、
各
位
委
負
。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
主
耍
是
吊
銪
%
照
或
不
准
登
記
的
問

 

題

，
原
來
是
由
交
通
部
及
謇
察
©
載
窣

。
近
 

年
來
由
於
計
程
車
司
饞
有
索
行
不
良
者
，
利
 

用
計
程
車
犯
罪
，
危
害
乘
客
的
安
全
，
所
以
 

針
對
可
能
的
情
祝
，
在
第
=
十
七
條
之
一
有

 

所
規
定
。
本
條
只
對
主
粟
的
*
罪
前
科
者
予

 

以
吊
銪
執
照
的
處
分
，
依
其
情
®
之
不
同
大

 

致
可
分
爲
兩
類
：

第

|

類
爲
曾
殺
人
強
盗
搶
奪
妨
害
風
化
、
 

恐
*
及
擄
人
勒
》
等

，
經
判
決
確
定
，
執
行

完
*
或
班
赦
免
未
滿
三
年
者
，
因
計
程
車
司
 

檄
可
利
用
計
程
車
來
犯
罪

，
故
由
此
等
人
駑
 

駛
S

車
I

s

。
9

H

;
75
'E i
s
小

了

。

此
外
，
前
次
會
遂
有
幾
位
委
具
提
出
有
闞

 

本
條
的
班
K

問

題

，
現
作

K1
下
之
脫
明
：

I

、
有
委
炅
認
爲
人
民
之H

作
權
乃
是
葱
 

法
所
賦
予*

本
條
不
能
任
龙
剁
奪
；
何
况
犯
 

人
旣
然
進
監
受
敎
化
，
能
出
«
必
已
敎
化
好
 

了

，
如
果
他
們
只
能
開
計
程
車
謀
生
，
如
果
 

不
准
其
開
，
豈
不
肜
S
他
們
的
生
活
？
受
刑
 

人
因
刑
期
的
長
短
及
悪
性
的
深
重
不
同
，
维
 

然
受
了
教
化
後
，
悔
改
者
不
少
，
»
«
釋
出
 

獄
者
也
不
少
，
但
是
出
软
後
再
犯
者
並
非
沒

 

有

，
所
以
觀
察I

段
時
間
仍
屬
必
要
。

二

、
犯
人
依
其
刑
期
之
不
同
而
施
以
各
知

 

的
嫌
被
訓
練
與
技
能

911
練

，
如
木
工
、
水
泥
 

X

、
«
H

、
《
«
 '
印

刷

、
排
版
等
之
技
能
 

均

有

，
聊
練
期
滿
，
尙
可
報
餹
內
政
部
檢
定

 

，
檢

Joe
合
格
後
就
a

給
證
明
*
,
待
刑
滿
出

立
法
R
公
*

第
七
十
《

第
六
十
五
期
委
貝
會
紀
錄

歡

後

，
卽
可
就
架
，
所
以
刑
滿
出
獄
的
犯
人
 

,
寊
崧
上
都
食
有I

、
二
*
技
能
-
可
以
謀
 

生

。三

、
 
躕
於
第
一
、
二
款
，
三
年
的
時
間
是
 

否
會
太
是
的
問
題
，
由
於
道
兩
款
都
是
有
瞄
 

重
刑
犯
的
規
定
，
出
敢
後
之
行
S
.B1
何
尙
不
 

可
得
知
，
必
須
考
核
一
段
時
問
S
宜

。
S
初
 

在
考
®
時
間
長
短
之
時
，
意
見
®
多

，
有
主
 

張
十
年
、
七
年
、
五
年
、
三
年
、
二
年

、I  

年

者

，
由
於
各
種
犯
人
刑
期

fer
Î

g
^

 

不

I

 
,
寅
難
兼
顋
，
最
後
折
衷
^

 

雖
然
不
是
箱
尉
的
，
却
是
折
衷
的
意
見
，
並
 

兼
顋
無
期
徒
刑
與
有
期
徒
刑
的
刑
度
。

四

、
 
有
委
ft
提

到

，
濩
假
禅
者
乃
是
經
考
 

核

後

，
確
定
其
憮
改
有
妹
者
，
爲
何
要
予
限
 

匍
？
假
释
人
犯
在
假
禪
期
間
仍
然
+■»
受
到
考
 

核

，
並
依
刑
法
第
九
十
三
條
的
規
定
要
受
保

 

违
管
束
，
如
査
有
違
法
愴
事
，
郡
撤
銪
其
®
 

禪

，
爲
了
保
障
乘
客
的
安
全
，
仍
以
限
制
爲
 

宜

。
再
者
，
第

一

、
二
款
是
執
行
期
滿
後
尙
 

要
限
制
三
年
的
時
間
，
而
假
樺
.犯
依
第
三
款
 

之
規
定
，
只
要
®
释
期
滿
卽
可
開

,fl-
程
車
，
 

與
前
二
款
比
較
，
巳
有
優
待
。
所
以
第
三
款
 

的
規
定
與
監
歎
行
刑
政
策
並
未
摟
背
，
並
且
 

符
合
人
情
道
理
，
補

第一

、
二
款
規
定
之
不

五



立
法
除
公
報
第
七
十
卷
第
六
十
五
期
委
最
會
紀
錄

足
<

五

、
至
於
第
六
十
七
條
的
問
題
，
第
六
十
 

七
條
不
得
考
領
禺
照
的
規
定
是
指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第
二
項
的
規
定
而
言
，
並
不
包
括
第
 

I

項
的
情
形
。

嫌
之
，
笫
二
十
七
條
之I

完
全
是
爲
了m

 

前
社
會
的
稱
要
而
制
定
的
，
餹
各
位
支
持
。

王
委
員
長
*
: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
對
於
本
條
 

立
法
原
則
，
本
席
甚
表
支
持
，
本
條
文
是
爲
 

限
制
作
奸
犯
科
者
而
增
盯
，
也
就
是
爲
防
止
 

營
粢
小
客
車
駑
駛
人
對
社
會
治
安
及
乘
客
的
 

安
全
而
增
訂
，
確
寊
有
其
理
由
，
所
以
本
席
 

表
示
支
持
.，
但
聽
了
委
員
們
的
發
言
，
例
如

黄
委
負
天
輻
說
：
「

.
三
年
期
間
太
長
，

可
否
略
予
縮
短
-
又
受
刑
人
假
榉
後
若
無
其
 

他
謀
生
技
能
，
又
不
允
從
事
營
業
小
客
車
職
 

業

-
是
否
會
增
加
社
會
問
題
？
」

因
此
本
席
建
'it
該
條
文
第I

、
二
兩
款
之
 

「
未
滿
三
年
.」
酌
予
陴
低
爲
「
二
年J

。

張
委
貝
其
彭
：
計
程
車
司
機
守
法
而
且
行
爲
良
 

好
的
，
爲
數
甚
多
，
而
且
報
上
也
常
有
刊
： 

。
但
是
少
數
索
質
不
良
的
司
換
*
危
害
乘
客
 

的
生
命
與
財
產
，
因
此
對
於
這
些
人
我
們
應
 

予
淘
汰
。
第
三
十
七
條
之I

是
新
增
條
文
，
 

有
幾
個
間
題
要
請
說
明
：

1

、s

業
小
客
車
駕
駛
人
在
執
業
期
中
如

 

果
犯
了
本
婼
所
列
的
罪
行
，
要
依
本
條
第
二
 

、
三
項
的
規
定
處
罰
。
但
是
有
些
駕
駛
人
犯
 

罪

，
而
未
被
判
刑
，
11
些
人
卽
可
繼
績
執
粜
 

，也
可
以

®
績
犯
罪
，

本
條
的

|

項
缺
 

失

，
不
知
主
管
機
挪
對
道
種
情
形
考
應
了
沒

 

有
？二

、
 
第
五
項
有
腼
「
執
莱
登
記
辦
法

J

 
，
 

誚
ra.
其
內
容
如
何
？
誚
說
明
，
或
將
有
醑
貴
 

料
送
本
院
參
考
。

三

、
 
誚
執
行
機
蒯
說
明
，
本
條
通
過
之
後
 

,
在
執
行
上
有
無
困
難
？
是
否
能
貫
澈
、
切
 

實
執
行
？

四

、
 
本
條
內
容
乃
是
針
對
計
程
車
司
檄
的

 

問
題
而
訂
的
，
但
®
際
上
計
程
車
的
問
題
並
 

不
僅
止
於
此
，
替
如
司
機
態
度
惡
劣
、
中
途
 

趕
乘
客
下
車
、
拒
联
短
程
、
不

照

..收
费
、
 

服
裝
不
整
齊
、
車
«
跃
乏
保
養
破
舊
不
堪
等
 

等
情
形
，
多
不
勝
舉
，
是
否
在
計
程
車
司
換

 

執
業
之
前
，
主
管
檐
關
應
給
予
S

期
的
訓
練
 

，
以
避
免
及
改
進
a

些
問
題
？

委
貝
石
*
: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I

是
新
增
的
條
 

文

，
本
席
*■
則
上
支
持
，
不
過
有
幾
個
問
題
 

，
廒
予
澄
濟
：

I

、
本
條
第

I

項
規
定
：

「
曾
犯
殺
人
、

六

強
盜
、搶
奪

、
妫
害
風
化
、
恐
嚇
或
捕
人
籼
 

«
之
罪
，
經
判
決
罪
刑
確
疋
，
而
有
左
列
淸
 

形

之

I

者

，
不
准
辦
理
營
衆
小
客
車
思
駛
人
 

執
紫
登
記
。
」
在
刑
法
第
二
十
二
韋
中
第
二

百

七

十一

至
二
百
七
十
五
條
是
有
瞄
殺
人
的

 

規

定

，
第
二
百
七
十
六
條
是
過
失
致
死
的
規

 

定

，
據
法
務
部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
六
十
九
年

 

至
七
十
年
上
半
年
，
犯
故
慙
殺
人
罪
者
六
百

 

五
十
八
人
，
犯
過
失
致
死
罪
者
六
百
四
十
二

 

人

，
锶

計

爲I

千
三
百
人
，
因
此
故
意
殺
人

 

與
過
失
殺
人
的
K
字
是
相
當
的
。
本

條

第I

 

項

所

列

的r

殺
人
罪j

文
字
過
於
籠
統
，
究
 

竟
是
指
故
意
殺
人
？
或
是
將
a
失
殺
人
lli
包
 

括
在
內
？
過
失
殺
人
是
應
注
意
而
未
注
窈
，
 

较
之
故
意
殺
人
，
惡
性
較
II
,
所
判
的
刑
也

 

多
在
二
年
以
下
，
本
條
若
一
併
規
定
，
甚
不

 

合

理

，
餹

說

明

後

，
我

們??
決

定

*

..tf
li
予
 

揉
詖
分
別
規
定
之
必
耍
。

二

、
近
代
利
用
交
通
工
具
犯
罪
的
情
形
日
 

益
增
多
，
並
且
極
爲
联
重
，
對
於
這
搜
犯
罪
的
 

-
a
M
R
,

有
必
耍
殺
法
退
止
之
。

_
..-:.'
.l!,:
-::
.5t
l

«:
;s
i
rJ

ll*
f»
想

，®
 得
採
取
。

拓
，a
本

■*£
笫1+1

、
—
—
、
四

項

有

節

而
且
是
有
效
的
制
栽
辦
法

,
但
是
第
一
項
對
於
在
執
紫
前
有
前
科
者
，
 

剝
奪
其

H

作
描
，

金

键
描
隄
之
規
定
。 

誠
如
多
位
间
仁
所
提
，
如
果
犯
人
出
》
後

，
 

5*；

有
計
桂
車
的
技
能
，如
被
划
奪
三
年
 

之

H

作
檄
會
，
如
何
生
活
？
王
委
凤
提
*
改
 

爲
二
年
，
本
席
鹄
爲
仍
嫌
太
艮
，
宜
改
爲
一
 

年

。三

、
民
國
六
十
五
年
根
搣
本
院
通
過
的
把

 

生
保
.

：

披
法
，
將
日
疵
時
代
所
設
的
「
司
法
保
 

S S
耆
_
|
改
名
筠r

更
生
保
，教
徂J

 
,
目
的
在
 

於
保
播
出
獄
人
，
補
埤
其
就
萊
、
就

養

、
就
 

睜

，
期
望
受
姻
人
能
猙
改
過
滬
卷
-
重
新
骹
 

人

。
在
理
論
上
，
犯
人
a

過
薄
正
敎
化
後
，
 

應
可
迪
合
一
般
正
常
人
©
社
金
生
活
，.S

果
 

限
？i

其
工
作
的
槻
含
，
是
古
有
逋
我
們
的
更

 

生
保
政
策
。
更
生
保
諼
政
策
希
望
犯

i A
j 

獄
後
卽
可
作
爲
正
常
的
國
民

 

jlJ
^
s

sa

IR
I

H

A.r
^

a'i
s

他

P1
3
 含
有
s

_ 

遠
w
«
念
槭
得
斟
S
。
尤
其
是
 

忒
«
,
後
V
法

薄

部

專

段
®-:
羧

司
•;
 

主
要
的
任
務
之
一
就
是
保
被
出
®
人
；
本
條
 

立
法
未
考
慮
到
更
生
保
裹
會
的
功
能
及
政
策

 

，
應
該
再
予
硏
究
。
爲
此
本
席
提
議
，
在
第
 

1
_
十
七
條
之I

第
一
項
後
段
.

•
「
不
准
辮
理
 

小
客
車
》
»
人
執
樂
登
記
」
之
後
加
上

但
*

:

「
但
板
當
地
更
生
保
護
會
負
鸞
推
介

輔
導
就
業
者
，
不
在
此
限。
.一

是
！
-tS
有
當
，
：
 

諸
各
位
指
敎

。

郭
委
晟
》
宗
.•有

關
於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中
。
定

爲

「
三
年J

期
限
的
問
題
，
確
寊'

 

有
考
慮
的
必
S
。
剛
才
陳
司
長
說
明
時
表
示

，
原
來
的
意
見
有
十
年
、
七
年-

五
年
、
三
 

年

、
一
年
不
等
，
後
來
折
衷
爲
三
年
-
對
於
 

道
種
說
法
，
本
席
不
滿
意
。
本
席
路
运
我
們
 

n

定
法
律
應
孩
有
科
«i
的
根
*
 *
 *
如
說
，
 

對
於
出
獄
後
再
犯
#

，
以
i

s

犯

人

*

多

 

?
以
那
一
個
期
限
內
再
犯
者
最
多
？
都
應
孩
 

有
一
個
科
畢
的
統
計
，
如
果
統
計
數
字
爲
二
 

年

，
法
律
就
足
爲
二
年
，
若
爲

I

年

，
就
定
 

爲
一
年
，
道
嫌
才
是
合
乎
科
筚
的
作
法
，
Ik 

才
是
我
們
現
代
立
法
應
有
的
籐
度
'■不
能
說
 

五
年
太
長
，
一
年
太
短
，
折
衷
爲
三
年
好
了
 

0

再
說
犯
人
出
歎
後
，
心
理
的
負
财
較
大
，
 

也
比
較
自
卑
，
就
*
時
也
處
處
受
到
歧
既
，
 

現
在
我
們
耵
定
條
文
限
制
他
們
就
築
，
顏
然
 

就
有
輕
戚
的
意
味
存
在
。
本
席
認
爲
旣
然
有
 

更
生
«.
蕹
會
之
設
立
，
就
不
應
訂
定
此
一
條
 

文

。
不
强
爲
了
預
防
累
犯
，
又
不
得
不
定
，
 

所
以
希
望
能
提
供
資
料
，
使
我
們
能
耵
定
一

個
合
理
的
朗
隈
。

E

委
風
秋
第
三
十
七

K

之
一
訂
定
的
主
耍
 

目
的
是
保
譴
乘
客
的
安
全
。
但
本
席
認

r i
在
 

行
政
上
如
何
著
手
防
《
是

I

回
事
，
但
是
對
 

於
法
律
《
系
的
一
致
却
不
能
破
壊
。
因
此
本
 

席
就
法
律
的
立
*
上

，
雄
護
法
律
的
S

制

。

第
三
t

條
之
一
第
一
埂
的
铒
足•

®
明
 

頌
的
适
街
於
前
斜
犯
給
予
行
玟
上
的
a

阳

，
 

而
不
准
其
捵
理
小
客
車
登

is

，S

是
與
 

刑
法
的
規
定
発
全
速
背
的
。
刑
法
弟
一
烧
妈
 

定
：

「
行
S

之
處S

S
,

以
行
®
時
之
法
很
有
 

明
文
規
定
者
爲
限
。J

第
二
條
：
「
行
K

後
 

法
律
有
鰣
更
者
，
適
用
裁
判
時
之
法
律
。
但
 

栽
判
前
之
法
律
有
利
於
行
爲
人
者
，
適
用
最
 

有
利
於
行
爲
人
之
法
律
。J

刑
法
不
额
及
旣
 

往

及

從

輕

。
遐
有
*
法
上
之
有
關
規
定
 

,
是
保
咩
-A
櫧
的
；
本
的
三
道
描
，
所
以
對
 

於
人
拟
的
保
障
，是
有
法
律
明
文
規
定
的
，對
 

於
未
芘
法
到
f

•
不
能
任
意
子
以
約
束
。
 

法
律
不
溷
旣
往
，
且
非
8
栽
判
不
得
處
冏
，道
 

是
人
檐
的
i

保
障
，
刑
法
是
保
》
人
櫬
的
 

一
道
臃
，
明
定
非
經
法
院
笨
判
，
不
得
定
刑
 

，
也
就
是
罪
刑
法
定
主
《
並
不
溯
旣
往
。
但
 

本
法
第
三
十
七
條M

l

之
規
定
很
顯
然
的
連
 

背
此
原

S3
*
通
去
犯
有
前
科
的
，
不
但
服
刑

七

立
法

陕

公
報
第
七
十
卷
弟
六
十
五
期

S
.A
會
紀
錄



且
將
其
生
存

 

迓
在
法
理
上

原
則
，
也
*
背
®
法
原
則
。
尤
其
是
刑

法
第
 

I

條
明
定
：

「
行
爲
之
處
罰
，
以
行
S
時
之

 

法
律
有
明
文
規
定
#3

5

限J

 
,
現
在
不
但
在
 

刑
加
以

«
罰

，
同
畤
又
添
了|

個

「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J

來
制
奪
其
生
存
相

 

及H

作
罹
，道
廉
道
不
*
法
故
本
席
主

 

張
將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第

|
項
W
除

，
對
於
 

有
前
科
者
，
則
應
在
行
政
上
加
以
補
救
，
用
 

民
法
之
處
分
來
使
其
遷
善
，
如
此
方
符
合
刑

 

法
之
蒱
神
，
因
爲
我

f i
的
目
的
在
再
敎
育
，
 

使
人
遷
善
，
而
不
是
處
罰
。
因
此
本
條
第I  

項
之
規
定
很
齡
然
的
違
反
刑
法
法
律
不
溯
旣

 

往
及
罪
刑
备
主
義
，
故
本
席
主
張
第I

項
《
 

除

，
至
於
第
二
項
及
第
三
項
則
應
予
以
考

庙

 

，
待
法
有
朗
定
後
，
遼
敢
犯
法
，
這
是
應
該
 

處
罰
的
-
本
席
原
則
上
支
持
，
但
是
第
二
項

 

文
字
不
完
整
、
太
篛
統
，
誠
如
趙
委
員
所
說

 

，
本
搽
對
凡
犯
殺
人
罪
者
不
分
情
况
均
列
爲

 

限
領
對
象
，
資
太
籠
統
了
，
過
失
殺
人
者
應

 

予
排
除
在
外
。
又
比
如
犯
恐
嚇
罪
或
妨
害
風

 

化
等
罪
刑
者
，
其
犯
罪
動
檐
輕
重
不I

，
有
 

簞
》
恐
*
亦
有
恐
瞄
詐
財
者

，f

有
人
口
 

出
不
遜
之
言
，
道
種
人
也
列
入
限
制
對
象
，

*
太
遢
份
了
，
故
對
於
各
《
犯
罪
期
型
a
分
 

別
處
9
,
在
條
文
中
明
定
》
犯
刑
法
第
《
饶
 

者
爲
限
篇
»
象

，
如
此
方
具
S
可
行
，
本
席
 

再
強
調I

次
：
本
條
第I

項
遠
背
*
法
及
刑
 

法
之
厣
刑
法
定
主
雄
及
法
律
不
菊
K
往
之
K
 

明

，
可
以
行
政
*
法
W
&
 ,
但
不
可
在
法
中
 

定

之

，
故
應
予

la
除

，
第
二
項
及
第
三
項
則

 

應
作
文
宇
修
正
，
使
更
周
延
。

主
席
：
請
黄
委
員
天
福
發
言
。

黄
委
風
天

S
:
主

席

、
交
通
部
、
法
務
部
各
位
 

首

長

、
各
位
同
仁
。
對
於
第
三
十
七
條
之I  

，
本
席
謹
提
供
個
人
意
見
就
敎
於
各
位
同
仁

I

 
、
蜊
才
有
多
位
同
仁
對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提
出
寶
贵
意
見
，
本
席
亦
深
有
同
感
，
凡
 

有
法
律
常
嫌
者
均
知
立
法
應
*
求
道
德
原
則
 

，
交
通
部
草
案
只
頭
及
乘
客
之
安
全
，
却
未
 

顯
及
部
份
計
程
車
司
機
，
因
本
法
之
侈
正
而
 

失
業

，
造
成
社
會
問
題
，
交
通
部
站
在
本
位
 

主
義
上
，
只
求
自
身
平
安
而
忽
略
了
對
社
會

 

之
影
番
及
法
務
部
將
增
加
的
麻
煩
。

.

二

、
同
一
行
爲
不
得
受
二
項
處
罰
，
此
乃
 

現
代
文
弭
國
家
法
治
的
根
本
®
則

，
不
論
是
 

同
爲
刑
法
，
或
是
行
政
法
均
同
。
但
是
本
晓
 

規
定
却
使
犯
罪
者
除
接
受
法
院
判
定
之
刑
罰

八

外
，
在
媒
生
求
職
之
時
，
又
受
行
政
法
處
an

，
 

一
俏
法
律
最
忌
諱
的
就
是
道
點
，
可
是
交
a

 

部
却
不
顧
這
點
，
訂
下
這
條
搽
文
。
記
得
交
 

通
部
曾
公
布

r

民
用
機
揚
計
程
車
管
理
辦
法
 

」

，
規
定
曾
犯
前
科
之
計
程
車
司
檐
不
得
登
 

記
前
往
機
場
載
客
，
不
適
由
於
其
仍
可
在
市
 

區
內
載
客
，
故
對
其
生
手
及
輓
掌
工
作
上
髟
 

蜜
不
大
，
與
憲
法
並
無
牴
觸
，
但
本
條
却
剝
 

奪
了
人
民
工
作
相
及
生
存
榷
，
資
應
愼
E

考
 

f

三

、
肪
於
第

I

項

第

I

、1
1

款
之
期
限
問
 

題
，
法
務
部
代
表
尉
於
爲
何
畀
定
爲
三
年
，亦
 

說
不
出
所
以
然
，
只
說
是
許
多
人
開
金
時
折
 

衷
之
意
見
，
可
見
本
項
資
乃

I

g

驗
性
之
法
 

條

，
而
且
政
麻
代
表
所
稱
監
獄
對
受
刑
人
已
 

有
技
藝
訓
練
，
但
其
*
受
刑
人
在
酜
所
只
做
 

一
定
普
通
工
作
而
已
，
於
他
日
出
撖
後
就
粢
 

無
所
補
，
面
且
出
*
後
容
易
受
歧
设
，H

作
趣
 

找

，
而

I
l
f

十
七
條
之
一
條
文
所
規
定
K

制
對
 

象
所
犯
之
前
科
均
已
受
重
刑
之
處
罰
，
又
大
 

抵
均
爲
初
犯
者
，
他
們
由
監
獄
出
來
後
當
知
 

再
犯
判
刑
極
at

,
當
較
不
易
再
犯
罪
，
而
且
 

對
犯
人
出
軟
後
，
如
不
予
其

H

作
機
會
，
將
 

無
法
令
其
改
遇
遷
善
。
綜
上
所
述
，
爲
求
公
 

道
爲
講
求
道
德
原
則
，
本
項
所
規
定
之

r

未

立
法
麻
设
' *
第
七
十
S
 
*
六
+
五
期
委
負
#
紀
錄

工
作
《
5
8
完

全̂::
*:'
了

，

床

，通

的

，
不
伹
途
胷
刑
\

滿I

一f

年J

期

限

，
應
改
爲
「
未
滿
六
個
月
」
 

爲

宜

。
因
此
爲
實
瞼
性
條
文
，
期
限
規
定
不

 

可
太
長
D

其
次
第一

項
第
三
款
規
定
「■受
刑
人
在
联

 

釋
中
者
」
亦
不
得
辦
理
營
業
小
客
車
鷲
鴃
執

 

業
耷
記
。
但
是
受
刑
人
要
獲
得
假
釋
並
不
是

 

件
簡
單
的
亊
，
而
且
如
S
假
释
卽
表
示
有
後

 

梅
之
意
不
宜
再
加3

限

制

。

四

、
 
本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
營
菜
小
客
車

 

*
*
人
在
執
業
期
中
，
犯
前
項
所
列
各
罪
之

一
，
»
判
決
罪
刑
確
定
者
，
吊
銪
其
營
業
小

 

客車登記

s

及
駕
酸
執
照

。J

逭
《
吊
 

銪
是
一
辈
子
的
亊
。
不
但
不
能
開
《
業
小
客
 

車

，
就
是
自
用
轎
車
也
不
行-

是
否
可
將
此
 

規
定
a

予
放
«
改
爲
吊
扣
並
坩
期
閜
規
定
。

五

、
 
本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r

營
業
小
客
車

 

a
t
t人
在
#
業
期
中
犯
竊
盜
、
舴
欺
、
W
物
 

、
妨
害
自
由
各
罪
之
一
，
判
決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確
定
而
未
宜
告
®
1

,

吊
銪
其
營
業
小
 

客
車
執
業
登
S
9
及
*
t
t執
照

。
」
由
於
本
 

條
是
實
驗
性
條
文
，
在
未
有
把
握
之
前
，
不
 

應
規
定
得
太
嚴
H

,
可
否
將
吊
銪
處
分
改
爲
 

吊
扣
並
附
期
間
規
定
。
以
上
是
本
席
對
第
三

 

十
七
條
之I

的
淺
見
，
請
各
位
同
仁
斟
酌
。

本
席
在
此
要
特
別
提
醒
各
位
同
位
的
是
：

類
此
栽
人
、
強
盗
、
搶
奪
、
妨
害
風
化
、
恐
 

«
或
據
人
勒
《
之

罪

，
是
否
秋
業
營
業
小
客
 

車
並
無
直
接
關
係
，
交
通
部
制
訂
本
條
之
目
 

的

，
在
保
護
乘
客
之
安
全
；
但
也
只
限
於
小
 

部
分
的
妨
害
a
化
等
罪
，
其
他
殺
人
、
強
盗
 

、
等
罪
與
此
並
無
直
接
閊
係
，
目
前
我
囷
的
 

法
律
走
向
敎
育
刑
，
目
的
在
使
受
刑
人
改
過
 

邊

善

，
雎
然
免
不
i

l3
但
不
能
相
價
處

 

罰
是
不
能
的
，
法
律
罰
則
規
定
得
再
嚴
厲
，
 

若
執
行
不
力
，
也
毫
無
用
處
，
就
以
*
盜
爲
 

例

，
目
前
之
拥
則
算
是
很
重
的
，
但
由
於
法
 

官
量
刑
不
當
，
以
致
》
盗
猖
獗
，
可
見
法
律

 

之
K

K
與
否
翊
賴
其
能
否
澈
底
執
行
。

主
*
 .■本
案
是
廷
會
案
，
隄
於
時
間
，
猜
各
位
 

委
具
«
言
針
對
重
》
簡
單
扼
要
。

現
在

at
謝
委
員
生
亩
發
言

 

W
*
風

生

主

席

、
交
通
部
、
法
務
部
、
各
 

位
首
長
、
各
位
同
仁
。
厢
於
本
條
例
第
=
十
 

七
條
之I

 
，
本
席
有
下
列
幾
點
淺
見
就
敎
淤

 

各
位
同
仁
。

I

、
本

條

第I

項
有
M
罪
名
之
規
定
過
分
 

簡

單

，
應
具
19
明
確
的
規
定
，
曾
犯
刑
法
第
 

幾
條
較
®
 ,
因
爲
刑
法
中
有1

1

殺
人
、
強
盜
 

、
搶

奪

、
妨
害
風
化
、
恐
嚇
或
捶
人
勒
贖
等
 

之
條
文
甚
多
.'
本
條
所
犯
以
上
各
罪
是
否
指

刑
法
中
就
各
罪
刑
規
定
均
迪
用
之
或
只
通
用

 

部
分
條
文
？
比
如
有
閬
殺
人
罪
之
規
定
就
有
 

一
整
章
，
並
分
故
意
殺
人
及
過
失
较
人
二
種
 

，
妨
害
風
化
罪
在
刑
法
中
之
規
定
多
速
十
六
 

條

，
情
節
S
重
不I

 
,
值
因
販
寳
黄
色
*
刊
 

卽
不
准
烊
理
營
業
小
客
車
執
業
登
記
，
是
否
 

處
罰
遇
K
?
因
此
本
席K

W
S

最
好
規
定
「
曾
 

犯
»
法
某
條

 >
 某
項
之
某
罪J

較
爲
明
確
，
 

以
免
在
寊
際
®
用
上
滋
生
疑
義
，
並
遊
免
限
 

制
範
匾
通
於
浮
S
。

二

、
本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三
項
規
定
»
業
小
 

客
車
*
t
t人
在
執
業
期
中
犯
前
項
所
列
各
罪
 

之

I

,
判
決
罪
刑
確
定
者
，
而
未
宜
告
緩
刑
者
 

，
得

吊

鎗

其

—

登

記

S
及

*
»
執

照

，
可

是
 

對
於
在
判
刑
確
定
後
未
宣
告
S
刑
前
，
並
未
 

辦
理
S
業
小
客
車
#f

業
*
I
Ba
者

，
並
未
有
 

所
規
定
，
將
來
恐
無
法
管
理
，
因
爲
第I

項
 

規
定
判
決
有
期
徒
刑
執
行
完
畢
，
未
滿
三
年
 

者

，
不
得
*
理
營
業
小
客
窣
執
業
登
記
，
但
 

對
於
判
刑
確
定
不
®
刑
而
逃
亡
者
，
却
不
予
 

以
規
定
准
予
辦
理
S
記

，
道
是
不
合
理
的
，
 

已
經
服
刑
受
遇
敎
化
的
不
准
辦理

#
*

登
記
 

,
而
逃
亡
不
服
刑
者
反
倒
可
以
，
於
情
於
理
 

都
說
不
通
去
，
因
此
本
席
提
*
增
列
第I

項
 

第
款
：

「
«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判
決
確

九

立
法
两
公
報
第
七
十
卷
第
六
十
五
期
委

A
«
紀
錄



立
法
筠
公
報
》
七
十
《

第
六
十
五
期
委
員
#

«
錄

定

，
未
受
緩
刑
之
宣
告
者
。J

以
資
遇
延
。

三

、
剛
才
法
務
部
說
明
時
指
出
假
釋
期
中

 

也
是
執
行
期
間
。
道
是
不
合
理
的
，
®
樺
與

 

受
有
期
徒
刑
執
行
期
滿
不
同
。
有
期
徒
刑
執

 

行
完
畢
不
論
其
敎
化
功
能
如
何
，
只
要
滿Ilf

 

年
時
間
就
准
許
辦
理
營
業
小
客
車
執
業
登
記

 

，
道
是
對
於
服
刑
期
滿
者
的一

段
査
看
期
間

 

，
行

爲

良

好

，
就
准
予
辦
理
登
記
道
是
對
的

 

•，
但

假
释
不
同
，
是
毎
天
考
核
犯
人
眞
有
悛

 

悔N

意

»
方
可
提
前

出

獄

。
憑
良
心
說
我
國

 

刑
法
規
定
■甚

好

，
唯

功

效

不

衫

，
刑
法
中
規

 

定
緩
刑
及
®
*:

,

前
者
是
哲
不
執
行
法
刑
，
 

使
犯
罪
人
審
《
小
心
的
警
埚
自
己
，
假
猙
則

 

爲
受
刑
人
有
悛
诲
寅
據
時
給
予
提
前
出
獄
的

 

奬

勖

，
其
目
的
都
在
鼓
勵
犯
人
自
新

 >
現
在

 

第

I

項
第Ilf

款
却
把
假
择
列
入
限
匍
之
內
，
 

則
假
ff
之

制

，
妓
勵
自
新
21

旨
何
在
？
如
杲

 

說
骽
禪
期
間
就
是
執
行
期
間
，
那
麽
假
择
期

 

滿
就
是
執
行
期
滿
，
届

時

又

要

受

第|

款
的

 

限

制

，
這
對
假
猙
者
等
於
是
雙
重
限
匍
，
故
 

本
席
認
爲
應
將
第I

項

第

三

款

_

除

。

四

、
對
於
第

I

項
第

I

、
二
款
所
規
定
之
 

査
看
時
間
應
予
縮
短
爲I

年
並
加
上
但
害

「
 

但
經
更
生
保
護
會
推
介
或
假

榫

者
，
不
在
此
 

限

。J

因
爲
更
生
保
護
之
目
的
有

輔

導
、
鼓

勵
之
作
用
，
旣
經
更
生
保
II

會
之
推
介
，
顯
 

然
經
其
考
核
，
且
願
意
由
更
生
保
護
會
加
以
 

輔
導
、
侈
正
，
既
然
如
此
•
自
不
必
再
經
査
 

看
時
間
，
故
本
席
希
望
將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M
 

除

，
第

I

、
二
款
之
三
年
時
限
縮
短
爲I

年
 

,
並
加
上
「
經
更
生
保
諉
會
推
介
或
假
揮
者
 

，
不
在
此
限
」
之
規
定
。

主
席
：
誚
許
委
員
哲
男
發
言
。

許
委
霣
哲
男
：
主
席
、
各
位
首
長
、
各
位
同
仁
 

。
本
條
之
增
訂
，
旨
在
維
S
公
共
安
全
，
立
 

意
固
佳
，
但
任
何I

項
法
律
的
制
定
不
能
運
 

背
憲
法
或
與
他
法
牴
觸
，
剛
才
有
多
位
同
仁
 

指

出

，
本
條
的
規
定
違
背
憲
法
精
神
及
現
行

 

刑
亊
政
策
，
本
席
亦
深
有
同
感
，
祝
且
，
社
 

會
安
全
不
能
光
憑
法
律
來
限
匍
，
這
是
推
卸
 

at
任
的
做
法
，
因
此
本
席
認
爲
爲
維
護
公
共
 

安
全
，
我
們
可
以
從
制
訂
駕
駛
人
嚴
格
輔
導
 

管
理
辦
法
着
手
，
不
宜
限
制
其
就
業
謀
生
權
 

利

，
本
條
第I
項
之
增
耵
沒
有
必
要
，
應
予
 

M
除

。

主
席
：
請
許
委
員
榮
淑
發
言
。

許
委
員
榮
淑
：
主

席

、
各
位
首
長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首
先
強
涠
上
次
發
言
時
曾
提
到
的
法

 

律
網
不
賑
張
得
太
密
太
嚴
，
以
免
*
良
百
姓

 

亦
動
#1
得

咎

，
而
致
寃
屈
錐
伸
，
法
律
的
制

-
o

定
應
強
調
其
立
法
稱
神
，
卽
考
慮
其
公
甲
性
 

舆
道
德
性
，
基
於
此
項
原
則
，
本
席
認
爲
：
 

H

本
條
之
增
rl

立
意
固
佳
，
但
其
立
法
原
旨
 

僅
從
公
衆
利
益
來
考
應
，
而
未
顧
及
計
S

車
 

司
機
的
立
捃
，一

個
人
犯
了
罪
之
後
，
接
受
 

法
院
的
判
刑
，
服
刑
期
滿
之
後
，
已
接
受
敎
 

化

，
猓
其
應
有
之
處
别
，
，
但
現
在
本
條
乂
 

規
定
限
制
其
謀
生
就
業
之
地
利
，
此
無
興
在
 

刑
法
的
處
莉
外
，
又
多
铪
予一

*
處
罰
，
此
 

種
一
罪
兩
罰
的
現
象
連
背
了
憲
法
第
八
條
人
 

身
自
由
的
基
本
規
定
。
㈡

第
一
項
所
規
定
的
 

各
S

罪
名
，
其
刑
期
長
短
不一

，
但
第

I

、
 

二
兩
款
却

I

律
定
其
觀
察
期
間
爲
i

=
年

，
未

 

盡
公
平
，
剛
才
丼
有
同
仁
is

爲
應
縮
短
a

 

一

 

年

，
此
一
建
識
當
旃
可
採
。E

剛
才
政
府
列
 

席
的
首
《
表
示
，
受
刑
人
在
監
獄
可
學
得

I 

技
之
長
，
但
亊
*
上

，
目
前
監
獄
中
的
技
能
 

訓
練
弁
不
完
善
，
受
刑
人
旣
不
能
學
得
一
技
 

之
畏
，
將
來
出
軟
後
必
然
重
搡
港
業
，
否
则
 

無
以
謀
生
，
因
而
，
本
條
的
規
定-

卽
眼
制
 

了
！！
S

些
人
謀
生
就
業
的
楢
利
。

主
席
：
請
李
委
員
公
權
發
言
。

李
委
員
公
權
：
主
席
、
交
通
部
、
法
務
部
各
位
 

首
長
、
各
位
同
仁
。
今
天
的
聯
合
報
有
一
篇
 

專
櫊
「
給
少
數
記
者
先
生
的
諍
sr
D

J

。
其
中

有
一
段
提

到

两

夫

人

當

以

辖

大

黃

寧

長

 

身

分

，
勗
勉
該
校
畢
生
說
：

「
一
倕
擁
有
建
 

全
自
由
的
文
明
社
會
，
最
能
成
長
興
盛
，
但
 

它
必
須
不
斷
注
意
本
身
的
限
制
和
約
束
，
如
 

果
慨
清
自
由
之
各
-
而
容
忍
通
度
的
放
縱
，

{無
異
引
狼
入
室
。J

今
夭
我
們
爭
論
行

 

政
院
依
正
本
條
例
增
耵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
 

對
於
自
由
及
遇
度
之
放
縱
，
班
孩
審
愼
的
思

 

考

，
基
於
此
原
則
，
本
席
對
本
條
之
修
正
提

 

出
意
見

一 r

本
條
之
制
定
是
治
安
軍
位
痛
苦
經
驗

 

的
產
物
。

二

、
 
由
於
少
數
計
程
車
司
檄
素
行
不
良
—
 

發
生
姦
栽
搶
奪
、
胙
K
情

事

，
不
但
個
人
受

 

害

-
困
家
®
#
亦
受
联
Ra
i
*
,

ffl
以
本
席
 

自
身
的
a
驗
來
說
，
自
住
宅
到
立
法
院
，
計
 

程
車
司
«
非
要
嫌
迸
路
多
賺
幾
塊
典
，
道
濯
 

是
射
®
人
；
民
國
五
十
八
年
本
席
到
維
也
納

 

參
加
舍
覦
，
當
地
的
司
機
就
非
常
誠
偁
，
不
 

論
是
否
.K
途
都
走
同
嫌
的
路
級
，
給
外
國
人

 

的
印
象
甚
隹
，
我
們
要
提
高
國
格
，
應
從
這
 

些
地
方
铉
起
。

三

、
 
部
分
同
仁
認
爲
本
條
的
增
訂
違
背
束

 

法

，
但
我
們
都
知
道
，
爲
了
公
共
利
益
，
法
 

律
得
限
制
人
民
權
利
之
行
使
，
憲
法
規
定
人

民
有
生
存
楢
，
但
基
於
公
共
安
全
維
裹
之
必
 

要

，
®
«0
少
#
人
的
利
益
，
幷

無

可

言

o
四

、
 
本
條
并
不
.速
反
刑
法
罰
刑
法
定
主

I I 

，
因
爲
本
條
并
沒
有
再
課
予
他
項
刑
前
，
只
 

是
對
罃
業
小
客
車
的
駡
映
«
會
加
3
限
制
而
 

已

。五

、
 
*
委
貝8

8

爲
一
種
犯
罪
行
爲
不
能
給

 

予
兩
種
處
罰
，
尿
則
上
是
正
確
的
，
但
道
兩
 

種
處
罰
，
如
果
是
基
於
不
同
的
法
律
而
來*

 

丼
沒
有
不
對
，
例
如
公
務
貝
犯
罪
，
除
受
刑
 

罰
之
處
罰
，
另
外
»
懕
负
行
政
上
的
懲
戒
《
 

任

。
亦
屬
同
理
。

六

、
 
立
法
應
保
護
多
«
的
善
良
百
姓
，
不
 

能
縱
容
少
數
的
作
奸
犯
科
者
。

基
於
以
上
理
由
，
本
席
對
於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
採
完
全
支
持
®
度

，
唯
內
容
方
面
尙
 

有

墓

酌

，
本
條
第
二
、
三

、
四
項
之
規
定
 

均
甚
爲
合
理
，
沒
有
疑
問
，
&
吊
銷
後
能
否
 

重
新
申
請
爲

fit
執
照
！̂

理
#
案
小
客
卑
執

 

業
5
記

，
應
予
說
明
。
此
外
謝
委
貝
生
富
對

 

第
一
項
第I

、
二

、
三
款
提
出
修
正
，
K
爲
 

第
一
項
®
增
列
但
畨
規
定
，
將
更
生
保
鹱
會

 

推
介
者
排
除
在
外
，
並
將
第
一
、
二
歎
的
三
 

年
予
以
縮
短
，
將
第
=
款
丽
除
，
通
三
K

都

可
以
接
受
，
如
果
我
f
fl

能
從
道
幾
方
面
來
考
 

®
本

條

，
不
論
對
營
業
小
客
車
駕
駛
人
，
社
 

金

安

全

及

1

家

*

#

,

我

們

都

已

*

心

了

。

主
席
：
讅
李
委
負
志
賊
發
言
。

李
委
A

志
颺
：
主
席
、
交
通
部
、
法
務
部
各
位
 

首

長

、
各
位
同
仁
。
對
於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运
 

罰
條
例
本
席
有
下
列
幾
»
意
見
：

1

、
對
於
暫
行
保
留
之
第
三
十
一
條
，
本
 

席

有

意

見

，
本
席
曾
到
過
新
加
坡
，
胲
地
對

 

於
摄
地
吐
资
者
，
罰
款
約
合
S

幣
七
千
五
百

 

元

之

罰

金

•
對
於
再
犯
者
監
楽
至
保
誑
不
再

 

犯
時
爲
之
，
以
重
罰
的
方
式
，
使
人
民
心
中

 

蒈

愠

，
故
本
席
認
爲
本
條
中
對
於
不
®
安
全

 

S

者
只
予
前
跋
，
不
足
令
人
折
M

，
對
於
一
 

再
犯
者
*
再
加
上
吊
銪
*
駛
執
照
之
規
定
。

二

、
其
次
關
於
第
三
十
七
條
之一

，
人
民
 

醮
然
享
有
憲
法
上
所
陚
予
的
各
項
描
利
，
但
 

在
某
些
情
形
下
，
法
律
得
予
哏
制
，
例
如
律
 

二
條
，
會
訝
I

第
四
條
，
S
師
法
 

第
S
條

’
鵝
I

#
六
條
，
薆
獮
地
區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a

i

免
法
第
三
十
四
條
，
公
務
 

人
員
任
用
法
第
十
五
條
及
考
弒
法
第
五
條
等
 

條
文
都
規
定
犯
某
些
罪
者
-
不
得
從
亊
某
些
 

嫌
業
，
故
本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犯
某
些
罪
者
，
 

不
得
從
事
營
業
車
職
業
，本
席
認

爲
在

立
法

R
公
*

第
七

i

第
六
十
五
期
委
負
會
«
錄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卷
第
六
十
五
期
委
貝
會
耙
錄

理
論
上
笼
無
錯
誤
，
且
營
業
小
客
車
携
動
性

 

高

，
如
利
甩
爲
犯
罪H

具
後
果
嚴
重
，
對
駕

 

駛

人

加
以
限
劁
，
以
提
髙
素
質
是
應
該
的
，
 

但
問
馬
在
本
條
內
容
不
够
明
確
，
應
明
定
犯

 

刑
法
犯
何

條

之

罪

，
不

宜

一

律

限

制

，
故
本

 

條

應

予

修

正

。

主
席
：
誚
莫
委
員
寒
竹
發
言
。

莫
委
貝
寒
竹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C

刚
才
有
幾
 

位
委
負
指
貴
本
條
規
定
達
憲
，
這
是
不
能
a 

便
亂
說
的
，
憲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規
定
在
囷
個

條

件

之

下

，
可
以
法
律
限
制
人
民
部
分
權
利

 

，
這
是
憲
法
明
定
者
，
本

條

第

I

項
限
制
有

 

犯
罪
傾
向

者

執

業

，
第
二
項
對
已
取
得
執
照

 

有
犯
罪
事
實
者
，
吊
銪
其
執
照
，
不
但
合
法

 

且

合

理

。
我

國

治

安

一
向
享
有
盛
*

，
但
美

 

中

不

足

處

，
仍
多
尤
以
少
數
計
程
車
司
機
作

 

奸

犯

科

，
因
爲
其
與
大
衆
利
害
關
係
太
大
，
 

因
此
應
該

加

以

限

制

，
本
條
規
定
甚
好
，
本
 

席

原

則

上

支

持

，
但
在
條
文
文
字
上
仍
有
待

 

推

敲

，
內
容
未
盡
明
確
處

，
應
予
修
正
。

主
席
：
請
鄭
委
貝
余
領
發
言
。

»
委
風
余
缉
■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a
交
通
部
所

 

提
供
之
資
料
中
顯
示
辦
理
執
粱
登
記
前
有
犯

 

•罪
前
科
者
四
千
三
百
四
十
二
人
，
辦
理
後
再

 

犯
者
有
二
百
餘
人
•
，
瓣

理

前
未

有

前

科

，
辦

 

理
登
記
後
犯
罪
者
有
二
千
零
三
十
九
人
，
爲

 

何
未
有
前
科
者
，
在
辦
理
執
築
登
記
後
有
這

 

麽
多
人
犯
罪

9
•這
是
很
値
得
探
討
的
問
題
，
 

除
個
人
原
因
外
，
政
府
現
行
頒
布
之
法
規
及

 

輔
導
管
理
辦
法
尙
有
未
盡
之
處
也
是
原
因
，
 

故
本
席
認
爲
應
考
慮
當
前
社
會
結
構
，
及
交

 

通

狀

况

，
1

完全
蹿
罪
於
計
程
車
駕
駛

人

。
 

故
本
席
認
爲
本
條
第
一
項
第一

、
二
款
之
三

 

年
期
限
匯
予
插
短
。
因
爲
許
多
受
刑
人
，
可
 

躲
絕
大
多
數
部
希
望
有
自
新
的
搛
會
，
但
由

 

於

社

會

上

I

般
人
的
歧
恿
，
而
不
易
找
到
正

 

當

谶

業

，
最
好
的
職
業
就
是
駕
駛
營
業
小
客

 

車

，
謀

生H
具
既
不
必
自
行
預
備
，
技
術
又
簡

 

單
，
故
這
行
所
提
供
的
機
會
最
多
，
現
在
規
定

 

出
狱
後
必
須
滿
三
年
才
能
從
亊
道
行
，
則
在

三 

•

無
法
生
存
的
情
形
下
，
只
好
以
犯
罪
方
式
謀
 

生

，
形
成
因
噔
S

食

，
交
通
部
固
然
防
ih

了
 

道
方
面
的
犯
罪
，
但
却
造
成
另
一
棰
社
會
問
 

題

，
故
我
捫
應
考
應
受
刑
人
再
犯
罪
的
可
能
 

性

，
本
席
認
爲
應
綰
短
親
察
時
間
爲
半
年
至
 

一
年
。
至
於
其
他
各
款
，
本
席
聪
到
謝
委
負
 

生
宫
提
出
修
正
意
見
，
認
爲
其
法
理
依
據
値
 

得
再
進
一
步
的
硏
究
。
經
深
入
硏
究
後
，
本
 

條
應
可
修
正
得
更
完
佛
。

主
席
：
宣
讀
王
委
霣
長
赛
畨
面
意
見
。

王
委
霣
長
慧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C

本
窠
是
延
 

畲
案
，
已
經
政
府
代
表
說
明
，
質
詢
及
答
復
 

完

畢

，
並
E

經
大
®
討
論
，
現
在
進
行
逐
條
 

討
論
本
條
各
委
員
已
發
言
完
畢
，擬
將
本
 

條
暂
行
保
留
。

主
席
：
王
委
貞
畏
慧
提
讖
本
條
暫
行
廣
留
，
請
 

問
各
位
委
貝
有
無
異
譎
？
(
無
)

I

異
議
，
 

本
條
暂
行
保
留
。
本
案
下
次
食
議
雄
續
討
論
 

第
五
十
E

條
以
下
磔
文
e

篏
會
。

散
曹



立
法
R
公
*

篥
七
十
*

第

六

十

六

期

*
負
#
和
錄
 

10

1
1
7
對
於
國
g

、
省
市
銀
行
之
逾
期
放
款

 

帝
囘
硏
究
，
至
於
能
否
「|

定
公
怖j

 
,
則
 

。
謝
謝
大
家
。
》
會

。

及
催
收
歃I

定
要
公
布
名
單
。
 

我
不
敢
說
。
至
於
公
怖
呆
帳
後
，
究
竟
有
無
 

*
♦
(

時
間
十
二
時
十
五
分
)
 

主
席
：
誚
杜
次
長
答
復
。
 

收
囘
的
情
祝-

我
返
部
査
看
後
再
予
報
告
。

杜
次
a

均
衡
••本
人
願
意
將
萸
委
員
之
意
見
，

主
席
：
本
次
會
》
質
詢
答
後
完
畢
，
宣
告
結
束

二

、
立
法
院
交
通
、
內

政

，
司
法
三

委

員

會

第

五

次

梆

席

曾

議

紀

錄

(第
六

十

七

會

期

)

時
 

間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年
七
月
二
曰
(星
 

期
四
〕
上
午
九
時
至
十
二
時
下
午

三
時
至
六
時

地
 

點
本
院
第
五
含
强
室
，

出
席
委

A

四
十
人
 

自
由
參
加
委
風
十
一
人

列
席
人

f

t

交通部參事

査

凱周 

路政司司長許家雜
 

法務部司
長陳涵 

內
政
部
瞽
政
署
IE
II

長
高
松
*
 

主
 

席
李
委
員
繼
武
 

主
席
：
已
足
法
定
人
K

，
関
會
 

進
行
報
告
亊
項

報

吿

事項.

1

、
宣
讚
上
次
會
識
兼
事
錄

主
席
：
請
問
上
次
會
讅
紀
錄
有
無
錯
誤
？
(
無

討論事項

一
、
維
磧
客
查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单

案
。

主
席
：
今
天
由
第
五
十
四
條
開
始
討
論
。
宣
讅
 

第
五
十
四
條
條
文
。

第
五
十
四
條
汽
車
翯
駛
人
駕
車
在
嫌
路
平

 

交
道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處

I

千
元
以
 

上

、
二
千
元
以
下
罰
钹
。

一
、
 

不
遵
守
看
守
人
員
之
指
示
-
或
逹
渐
 

器
開
始
放
下
，
或
#
鈴
已
粵
、
閃
光
號
 

誌
已
顯
示
-
仍
強
行
闖
越
者
。

二

、
 

在
無
看
守
人
貝
管
理
或
無
莲
斷
器
、
 

警
鈴
及
M
光
號
誌
設
倘
之
雄
路
平
交
道
 

，
不
依
規
定
®
停

、
看

、
嫫

-
有
無
火

車
駛
來
-
逕
行
通
i

*
 

ilf

、
在
嫌
路
平
交
頊
超
車
、
迴
車
、
倒
車

、
臨
時
停
車
或
淬
車
者
。

前
項
第I

款
情
形
，
並

-TJ
.g
其
阐
駛
 

執
照
六
個
月
，
第
二
款
或
第
三
歃
情
形
，
 

並
吊
扣
其
駕
駛
執
照
三
個

月

。
因
而
搛
祺
 

者

，
並
吊
銪
其
》
駛
執
照
。

主
席
：
賭
問
各
位
，
對
第
五
十
四
條
有
無
異
議
 

?
誚
郭
委
貝
榮
宗
發
言
。

郭
委
凰
榮
宗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C

本
席
對
於
 

本
條
提
高
罰
鍰
的
理
由
表
示
©
同

，
但
是
蹈
 

於
吊
扣
》
照
的
期
限
間
•
由
現
行
一If

個
月
、 

一
倨
月
，
提
高
爲
六
個
月
、
三
個
月
，本
席
對
 

此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
因
爲
第
一
項
第I

款
是
 

指
有
人
看
守
的
平
交
道
，
發
生
M
越
的
情
形

 

時

，
容
易
發
現
也
容
易
處
罰
e
至
於
第
二
款
 

與
第Ilf

款
則
是
無
人
看
守
的
平
交
道
，
若
發
 

^
8

越
的
佾
形
，
很
不
容
易
被
發
現
，
因
此

爲
強
化
此

»
平
交
迫
的
行

単
女
全
，就
應
提

立
法
除
公
報
第
七
十
卷
第
六
十
六
期
乘
具
食
紀
錄

斑
携
¥
的
種
種
不
便
木
席
十
分
了
解
，
因
此

希
望
能
維
持
現
行
法
的
條
文
以
符
合
大
衆
的

 

意

見

。
同
時
本
席
認
爲
，
惟
有
加
強
宣
導
，
 

才
是
値
得
我
們
努
力
的
方
向
。
此

外

，
並
誚
 

提
供i

n

前
戴
安
全
帽
之
人
數
的
統
計
資
料
，
 

以
助
問
埋
之
硏
討
。

袁
委
霣
其
焖
：
賊
如
林
委
員
所
提
，
在
外
國
、
 

檐
萆
是
魇
於
競
突
、
運
動
的
工
具
，
危
險
性
 

髙

，
機
車
的
數
量
也
比
較
少
，
所
以
規
定
戴
 

安
全
帷
是
必
要
的

C

但
是
在
我
國
，
櫟
車
已
 

成
爲
民
衆
的
日
常
交
通

H

具

，
所
以
戴
安
全
 

帕
不
宜
硬
性
規
定
，
以
敎
育
、
宣
導
的
方
式
 

，
各
方
面
循
序
以
進
，
才
能
收
到
寅
際
的
效

 

果

，
否
則
單
是
科
以
審
察
取
締
踅
任
，
是
否
 

能
漱
底
寅
行
，
還
是
一
個
問
題
。

何
况
昨
日
協
調
會
中
也
有
決
定
，
分
期
辨
 

理

，
先
從
宜
堪
、
敎

育

、
锄
告
做
起
，
行
之
 

有
成
效
後
再
取
篩
。
基
於
以
上
的
理
由
，
本
 

席
建
黷
i

廒
分
列
甲
、
乙
兩
案
提
報
院
會
 

決
定
。

甲
案
：
第

一

 

持
現
行
條
文
，
另
增
訂
 

笫
二
項
，
卽
王
委
員
長
惹
所
提
增
訂
第
彐
十

 

一
條
之

I

卽
繼
績
加
強
宣
導
方
面
的

H

作

，
 

由
交
通
部
、
內
政
部
、
法
務
部
擬
盯
一
分
期

 

實
施
之
罰
則
，
由
行
政
院
核
定
後
函
送
立
法

院

備

査

。

乙
案
：
行
政
院
修
正
案
予
以
刪
除
，
維
持

 

現
行
倐
文

C

兩
案
併
列
提
報
除
侖
公
決
。

强
委
A

其
彭

：
哀
委
員
所
提
的
m

個
案
子
並
未

■
把
行
政
院
原
案
包
括
在
內
•
甚
爲
不
常
，

Jrr

 

以
應
當
三
案
並
列
提
教
院
食
才
對
。

依
照
中
央
法
規
棵
準
法
第
七
條
規
定
，
凡

 

是
行
政
檐
關
所
定
之
辦
法
、
細
則
均
應
送
立

 

法
院
術
査
，
因
此
剛
才
袁
委
員
所
提
甲
案
的

 

後
段
將
分
期
辦
法
送
本
院
術
在
，
寊
無
必
要

 

。
所
以
如
果
能
互
—

步

，
後
段
刪
除
，

M

 

本
席
同
意
甲
、
乙
案
並
列
，
否
則
耍
三
案
並

 

列

。

盘
委
厥
其
煱
：
太
席
所
以
要
將
分
期
寅
施
辦
法

，
在
條
文
中
訂
定
送
立
法
院
仰

査
，主

因

 

爲
此
一
瓣
法
與
人
民
、
楢
益
瞬
係
太
大
，
我
 

們

爲

恐
將
來
當
局
沒
有
照
我
們
想
 

•
所
以
m

明
須
送
立
法
院
備
査
。
不
過
爲
了

 

使
太
案
及
早
通
過
，
我
們
可
以
同
意
將
甲
案

 

後
段
的
文
宇
删
除
，
但
必
須
以
此一

文
字
作

 

成
附
帶
決
酿
，
使
得
行
政
院
及
早
將
辦
法
送

 

來
太
院
備
査
。

主
席
：
餘
合
f

委
貝
的
敌
見
，
太
條
作
成
甲

 

、
乙
兩
案
提
報
院
會
決
定
。

甲
案
：

I

、
雉
持
現
行
法
笫
三
十I

條
條

二
〇

文

。

I
I
、

增
耵
饬
三
十I

條

之

一

。
其

文

字

如

•：
 

下

：r

機
器
脚
踏
車
駕
驶
人
或
附
«
座
人
幸
 

戴
安
全
帼
者
，
處
锹
駛
人
一
百
元
以
上
，
二
 

百
元
以
下
罰
鈸
。
前
項
規
定
，
由
交
通
部
會
 

同
內
政
部
、
法
務
部
擬
定
分
期
實
施
辦
法
，
 

報
請
行
政
院
核
定
。

院
會
如
決
定
採
取
甲
案
，
則
做
成
附
帶
決
. 

雄〇

附
帶
決
議
內
容
爲r

第
卅
一
條
之
一
，
悶
 

於
機
器
脚
铕
車
駕
奴
人
或
附
戴
座
人
未
戴
安
： 

全
帕
者
規
定
之
處
抑
，
由
交
通
部
會
同
內
政
 

部

、
法
務
部
擬
訂
分
期
資
I

法
報
誚
行
政
， 

院
核
定j

 1
®
,

建
識
院
會
附
帶
決
凿
，
因
. 

賅
辦
法E

倮
人
民
楢
益
，
誚
有
關
檐
園
將
齊

 

施
辦
法
函
送
本
院
備
査
。

乙
案
：
維
持
現
行
法
第
卅I

條
條
文
。

餹
問
各
位
有
無
興
議
？
(
無
)
無
異
皤
？
 

通
强
0

現
在
射
論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C  

宜
讀
條
文
。

第
=
十
七
條
之
一
 
甘
犯
殺
人
、
強
盜
、
琯

 

耷

、
妨
害
風
化
、
恐
嚇
或
掳
人
勒
賬
之
即
 

，
經
判
決
罪
刑
確
定
，
而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不
准
辦
理
營
業
小
客
車
之
駕
赃
料



業
登
記
。

I
 
、
受
有
期
徒
刑
之
執
行
完
畢
或
受
無
期

 

徒
刑
或
有
期
徒
刑
一
部
之
執
行
而
赦
免

 

後

，
未
滿
三
年
者
。

二

、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之
宜
告
尙
未
執

 

行

，
行
刑
楢
時
效
消
滅
-
尙
未
滿
三
年

 

者

。
.

三

、
 

受
刑
人
在
假
釋
中
者
。

锤
業
小
客
車
駕
跛
人
在#

築
期
中
•
 

犯
前
項
所
列
各
罪
之I

，
經
判
決
罪
刑
確

 

定

者

，
吊
銪
其
營
業
小
客
車
稹
業
耷
記
證

 

及
m
鴕
轶
照
。

*
業
小
客
車
駕
K
人
在
執
業
期
中
，
 

犯
窵
盜
、
詐

欺

、
W .
物

、
妨
害
自
由
各
罪

 

之.一

 
,
柽
钾
決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確
定

 

而
未
宣
告
®
刑

者

，
吊
銪
其
營
業
小
客
車

 

執
業
登
記
證
及
舄
》
執
照
。

營
業
小
客
車
駕
駛
人
不
依
規
定
辦
理

 

執
業
登
記
者
，
吊
銷
其
駕
駛
執
照
。

營
業
小
客
車
溥
駛
人
執
業
登
記
辦
法

 

,
由
交
通
部
金
同
內
政
部
定
之
。

林
委
風
《
».
: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基
於
薄
實
際

 

問
題
而
不
講
理
論
的
原
則
，
太
席
霣
成
行
政

 

院
的
修
正
案
，
理
論
上
刑
滿
出
獄
或
假
稈
菩

 

•
均
是
改
過
向
上
的
人
，
實
僚
則
不
然
，
刑

滿
出
獄
的
人
不
一
定
#
襲

好

，
而
也
有
人
靠

 

蘭
银
獲
得
俣
释
的
，
所
以
行
政
院
的
條
文
有

 

其
必
要
。
但
是
對
於
r
w
犯
殺
人
罪
」
部
分
 

,

爲
應
以
故
意
殺
人

爲
限
，過
失
殺

 

人
不
臁
包
括
在
內
。
所
以
第
一
氣
前
言
中r  

殺
人
」
之
前
窳
增
列
「
故
意j

二
字
。

黄
委
A
天！0!•

 •上
次
會
謓
李
委
具
志
酿
曾
經
提

 

到
刑
法
中
規
定
之
妨
害
風
化
罪
有
十
幾
•後
之
 

多

，
情
節
輕
重
不
同
，
如
均
在
太
倏
規
定
之

 

列

，
有
欠
妥
當
。
同
時
，
跗
委
貝
生ia

也
認
 

爲
對
妨
害
風
化
罪
應
有|

個
明
確
的
規
定
，
 

所
以
主
張
條
文
應
改
爲r

曾
犯
妨
害
風
化
罪

 

判
七
個
月
以
上
徒
刑
者
」
•，
對
於
M
些
意
■見
 

•
本
席
均
表
同
意
。

其

次

，
第
彐
十
七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的
各
稻

 

犯
i

以
故
i

限

，
遜
失
狃
不
應
包
括
在

 

內

，
所
以
第I

項
後
面
班
增
訂
「
但
遇
失
犯

 

不
在
此
限j
之
規
定
。
是
否
有
當
，
尙
請
同

仁
指
敎
。

黄
委
貝
志
遠
：
第

I
項
妨
害
風
化
罪
的
情
節
輕

 

重
不
同
，
如
果
逋
用
範
圍
太
廣
，
有
損
人
民

 

之
權
益
，
1

宜
參
照
刑
法
的
規
定
，
將
恬
 

節
較
重
的
部
分
，
如
強
姦
、
強
暴
或
谀
性
犯

 

等
加
以
規
定
•，
伹
如
看
黄
色
莆
影
、
窖
兹
等

 

則
應
徘
除
在
外
比
較
適
當
。

又
字
規
柰
當
，
舊且
範圍 

很
難
定
，
也
與
駑
駛
車
輥
無
關
，
Is'
予
IU

除

e
難

*
||
余

*

:

第

I

項
第一

、
二
款
規
定
三
年
_ 

i

 間
i

-
S

R
9

4

 

W
3PI
+
,
年
八
年
雎
砧
人T

—

等
三
年
j
 

才
有H

作

的

權

利

，
就
« -
利
M
言

I.
4

I%
不
 

公
平
。
太
席
S
爲
侈
正
爲
「一

年r

裝

缠

 

當

9

再

者

，
受
刑
入
出
獄
後
，
也
必
須
花
一
 . 

段
時
間
來
遒
應
社
會
的
生
活
，
「I

年J

的
 

時

間

是

恰

當

的

•，
如
果
受
刑
人
出
*
 

1

 

年
之
內
無
法
改
通
自
新
，
則
多
兩
年
的
時
冏
 

，
依
然
無
用
。

莫
委
殿
寒
竹
：

I

、
第

l
i
f

十
七
條
之
一
原
則
上
是
®
制
有
 

某
些
犯
罪
®
向
的
人
不
能
作
爲
計
程
車
司
機
 

，
由
於
計
程
車
司
機
閥
係
大
衆
的
安
全
，
此
 

一
限
制
並
無
不
當
。
觀
諸
醫
師
法
、
律
a

法
 

等

，
對
於
就
業
的
人
也
有
某
些
限
匍
，
而
社
 

會
並
未
批
評
不
當
■，
爲
了
保
障
大
衆
的
生
命
 

、
安
全
、
財
產
，
此
乃
係
不
得
已
的
規
定
。

二

、
刑

法

中

對

於

r

恐
嚇
罪

j

有
一
個
專

 

章
的
規
定
，
如
果
列
奉
規
定
，
恐
有
逋
%'
,
 

爲
愼
重
起
見
，
邁
是
應
當
整
e

規
定
比
較
笨

 

當

。

二
一

立
法
竊
公
載
第
七
十
着
第
六
十
六
期
委
康

#

QM

立
法
除
公
顧
第
七
十
卷
第
六
十
六
期
委
貝

«
e
錄

=

、
假
律
的
犯
人
刑
期
未
滿
，
其
行
爲
尙

 

在
監
督
考
核
之
中
，
條
文
中
沒
有
規
定
=
年

 

的
覩
察
期
間
已
是
相
當
的
寃
容
，
不
應
再
予

/
r
 

放

_
_
_
_
_

/

/

1
定
很
妥
當
，
不
必
修
正
-
 

藓
*
A
秋
本
席
對
於
第

iif

十
七
條
之
一
有

 

幾
個
修
正
意
見
：

!
、
第
一
項
所
定
的
幾
剕
刑
輕
*
不

I

,
 

應
依
輕
重
的
情
形
排
列
，
所
以
應
修
正
如
下

 

:

「
曾
犯
故
袞
«
人

、
搶
a

、
搶
奪
、
強
盜

 

，
強

姦

、
強
®
*
*
、
恐
#
取
財
或
播
人
勒

 

贖
之
罪
…
…
」
俾
燹
明
確
。

二

、
除
了
死
罪
外
，
最
重
的
徒
刑
是
無
期

 

徒
邢
.，
最
鹱
的
有
期
徒
刑
是
二
俚
月
。
第
一
 

項

笫I

款
中
將
二
俏
月
的
輕
刑
也
包
括
在
內

 

,
寊
在
苛
対
，
而
無
期
徒
刑
實
際
上
已
毪
包

 

括

了

-
可
以
不
必
寫
出
來
，
所
以
條
文
應
修

 

正
爲
：

「
受
有
期
徒
刑I

年
以
上
罪
刑
之
宣

 

告
執
行
完
畢
或
赦
免
後
•
未
滿
…
…
」
至
於

 

其
觀
察
期
間
也
應
酌
予
縮
短
。

=

、
第

I

項
第
二
款
的
情
形
K
際
上
梪
本

 

不
可
能
發
生
，
苷
如
判
二
偁
月
的
有
期
徒
刑

 

,
則
至
少
要
五
年
後
行
刑
楢
的
時
效
才
會
消

 

滅
；

一
年
的
徙
刑
*
則
要
八
年
，
試
想
如
此

長
久
時
間
的
逃
亡
，
豈
不
比
服
刑
更
爲
痛
苦

 

?
所

以

，
第
二
款
的
規
定
是
多
餘
的
，
應
當
 

f
fl除

。

四

、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有
M
P
释
的
規
定
，
 

旣
是
假
釋
，刑
期
必
然
在
一
年
以
上
，因
此
®

一
款
的
規
定
已
可
逋
用
，
本
款
應
可
删
除*

五

、
 
爲
了
鼓
》
受
刑
人
向
上
，
交
通
部
是

 

否
就
立
法
政
策
上
加
以
考
慮
，
以
*
保
的
方
 

式

，
使
受
刑
人
有
自
新
的
機
含
，
.至
於
®
保
 

的
嫌
法
交
*
部
可
以
嚴
格
訂
定
，一

方
面
鼓
 

勵
向
上
，一

方
面
也
不
彤
f

業

，
可
謅
兩
 

全
其
美
。
因
此
猜
各
位
考
嫌
，
是
否
在
第
一
 

項

r

而
有
左
列
愴
形
之
一
者
，j

之
下
加r  

非
輕
S
保
」
四
字
。

王

*

鐵

長*•
•
第

=
f十
七
條
之I

 
,
受
刑
人
在
 

歎
中
有
感
化
教
育
，
以
及
技
能
钏
練
，
出
®
 

後
都S

3

有H

作
龆
力
，
不

I

定
要
駑
駛
計
程

 

車
.，
因
爲
營
業
小
客
車
僅
*
K
人

I

人

，
萵
 

一
其
i

尙
未
變
化
，
遇
上
老
弱
婦
應
，
後
 

果
不
堪
睽
想
。

政
府
爲
了
顯
®
受
刑
人
受
刑
期
拥
，
而
爲
 

其

S B
H
謀
生
多
一
條
道
路
，
但
世
不
能
不
保

 

障
乘
客
的
安
全
。
根
«
憲
法
第
十
五
條
規
定

 

H

作
植
應
予
保
》

,
但
如
妨
害
社
會
秩
序
，
 

公
共
利
益
a

,
則
不
予
保
陣
(
索
法
第
廿
二

二
二

條

)
，
因
社
金
利
益
與
大
衆
利
益
速
®
於
個
 

人
利
益
。
其

i s -,
#--
爲
：

「
公
费
人
負
任
—

第
十
五
《
洱
1 一
款
规
 

,
I

公

—

有

€

嘻

1

定

■
不
S H
再K

公

孩
0]
。J

 

.16

以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用
意
非
常
之
好
•
是
防
止
犯
罪
，
保
障
 

■*
良

。
但
顧
念
三
年
期
間
太
長
■
本
席
建
謅

一

、
二

款r

未
滿
三
年
者j

•
正

爲

「
米
滿

二
年
者j

。

辄
委
A
榮
宗
：
根
«
上
次
會
》
李
部
*
的
報
告
 

，
受
刑
人
出
摩
後
*
 1

年
至
五
年
之
內
再
犯
 

者
占
百
分
之
十
七
，
而
二
年
內
再
犯
的
比
例

又
述
年
增
加
，
阱
以
第
！
項
第
一
款
改
爲
二
 

年
比
較
a
中

。

:全
於
妨
害
a
化

-

»
然
表
面
上
看
來
有
些
 

情
節
根
轾
，
但
多
屬
色
.情
集
圈
所
爲
，
道
些
 

集
e
的
連
法

行
爲
.
，對
於
社
會
的
危
害
苒
大
 

，
不
能
r
o餘

。
至
於
「
恐
囌
」

，■本
席
認
爲
 

，
司
嫌
恐
*
乘
客
-
後
果
甚
慮
，
運
是
有
谀
 

泛
遒
用
的
必
S
。

林
委
A
m
嬅
：

.

一

、
第
一
項
前
言
「
殺
人
」
改

爲

「
故
总
 

殺
人j

 

無
興
*
 *

--
、
裔
委
貝
提
鹏
增
列
「
搶
却
」
的
規
定
 

，
夂

君

乜

味

〇



三

、
 
妨
害
風
化
的
情
節
雖
然
輕
重
不一

,
 

但
情
節
輕
者
，
法
除
多
半
判
19
金
了
琪
，
如
 

被
判
徒
刑
者
，
多
半
是
比
較
重
的
罪
，
所
以

r

妨
害
風
化
」
不
宜
棚
除
。

四

、
 
在
刑
法

r

妨
害
自
由

j

中
也
包
栝
恐

 

嚇
在
內
，
所
以
本
條
改
爲
「
恐
嚇
取
財

j

比
 

較
明
確
。

五

、
 
第
一
項
第一
、
二
款
的
「
=
年
」
宜
 

改

爲r

二
年
」

。
又
第I
、
二
款
所
用
的
文
 

«
f

相

同

，
所
以
第
二
款
末
句
「
尙
未
滿

 

」
宜
改
爲r

米
滿
…
…
」
以
與
第
一
款
一
致

三
款
的
規
定
對
受
刑
人
是
比
較
有
利
的
。

彐

、
第

I

項
第I

款
的
文
字
睡
然
比
較
冗

 

長

，
但
是
也
比
較
明
確
，
在
逾
用
時
不
舍
發
 

生
解
释
的
問
題
。

黄
委
良
天
驪
：

一

、
 
本
條
第I

項

第I

、
二
款
如
修
正
爲
 

二
年
，
則
第
六
十
七
條
第
三
项
與
本
倐
有
踹

 

■
是
否
也
要
修
正
爲
二
年
，
才
能
配
合
。

二

、
 
第
=
十
七
條
之I

第
三
項
：

「
隹
粱
 

小
客
車
駡
駛
人
在
糗
業
期
中
，
犯
竊
盜
、
詐
 

歎

、
《
物

、
妨
害
自
由
各
罪
之
一
，
f
f
i判
決

。
 

f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確
定
而
未
宣
告
綾
刑
者

 

主
席
：
誚
陳
司
長
說
明
。
 

，
吊
箱
其
營
藥
小
客
車
執
粢
登
記
證
及
駕
驶

 

臃
司
畏
通
：
 

.
3

執
照
。
」

一

、
「
妨
害
禺
化

j

的
問
題
我
們
曾
經
多
/

其
中

r
l̂

J

罪

髙

刑

期

爲
五
年
丨
 

次
硏
究
，如
要
列
舉
，恐
柏
雕
以
兼
顧
，所

最

低

刑

’但
是
不
能
易
科

以
決
定
採
用
廣
泛
之
規
定
，
以
刑
法
各
韋
的

 

章
名
爲
準
，
現
如
改
爲

r

強
姦
、
強
制
孩
衮
 

j

固
然
很
好
，
但
在
逋
用
時
•
可
能
在
解
择

 

上
發
生
疑
問
。
如
何
決
定
，
尙
請
各
位
斟
酌

o

二

、
如
果
將
假
释一

款
取
消
，
則
將
來
假
 

样
者
亦
須
遒
用
第

I

款
的
規
定
，
必
須
刑
期
 

完
畢
後
，
再
等
三
年
才
行
執
業
.，
如
果
依
第

 

彐

款

，
就
不
必
再
等
；一 

一

年
；
兩
相
比
較
，
第

刑
金
，
如
果
是
輕
罪
，
也
適
用
本
項
之
規
定
 

，
未
免
太
重
，
請
說
明
將
「
詐
欺J

罪
列
入
 

的
理
由0

主
席
：
爾
査
參
亊
說
明
。

査
參
亊
«.
«

•
•
.

第
六
十
七
條
的
三
年
是
有
悶
再

 

考
領
篤
駛
執
照
的
期
間
，
與
本
條
第
一
項
的
 

三
年
沒
有
關
埘
.，
何
祝
第
六
十
七
條
運
涉
及
 

其
他
條
文
的
規
定
•
不
宜
修
改
。

主
席
：
醃
陳
司
長
說
明
。

立
法
两
公
«

第
七
十
《

第

7 S
十
六

期

赛

員

#
祀
錄

嫌
司
長
S

:
第
一
一

f

項
列
入
「
詐
欺
罪
」
的
規
定
 

，
主
要
是
因
爲
有
少
數
計
程
車
司
檐
-
利
用
 

載
運
外
S

人
成
菹
俺
的
供
金
騙
取
他
們
的
財
 

物

等

，
影
響
國
家
的
«
面
；
因
此
我
們
在
條
 

文
中
規
定
予
以
吊
照
的
處
前
。
但
是
三
年
後
 

•
如
知
悔
改
•
遼
是
可
以
考
照
。
而
且
吊
照
 

的
處
罰
，
必
然
是
經
法
院
判
決
確
定
有
即
後
 

，
才
資
行
的
。

蘇
委
A

秋
鎭
：
笫
三
項
有
關

r

妨
審
自
由
」
的
 

«
圍
太
廣
，
不
勝
列
奉
，
而
且
有
些
與
財
物
 

無
两
的
1
是
否
將
「
妨
害
自
由
」
四
字
{1111
除

o
莫
委
貝
寒
竹
：
太
席
認
爲
「
舴
欺

J

與

「
妨
害
 

自
由

J

均
無
删
除
的
必
栗
•，
如
果
計
程
車
司
 

機
不
准
乗
客
下
車
•
結
果
联
重
•
自
應
處
闕

，
以
保
陣
乘
客
的
安
全
。
而
且
條
文
中
有
「
 

未
宣
告
緩
刑
者

J

等
規
定
，
足
見
乃
是
愤
節
 

重
大
者
，
予
以
吊
照
之
處
罰
，
並
無
不
常
。
 

蘇
委
風
秋
鎭
：
可
否
在
「
未
宣
告
嫌
刑
」
之
後
 

增

列

「
…
…
或
易
科
罰
金
者

J

,
如
此
可
將
 

輕
罪
排
除
在
外
，
比
较
妥
當
。

主
席
：
：保
合
各
位
同
仁
的
意
見
，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佟
正
如
下
：

「
曾
犯
殺
人
、
強
盗
、
搶
奪
、
妨
杏
風
化
 

、
恐
嘛
或
擄
人
勒
贖
之
罪
，
経
刹
決
卯
刑
確

二
三

十
六
•

 
f

#
0
1
*

立
法
K

公

華
M

七
十
春

定

•
而
有
左
列
愴
形
之
一
者
，
不
准
辮
理
營

 

業
小
客
車
駕
觖
人
執
業
登
記
。

1

 
、
受
有
期
徒
邢
之
執
行
完
畢
或
受
無
期

 

徒
刑
或
有
期
徒
刑|

部
之
執
行
而
赦
免

 

後

，
未
滿
三
年
者
。

二

、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之
渲
告
尙
未
執

 

行

，
行
刑
權
時
效
消
滅
後
，
尙
米
滿
三
 

年

者

。

三

、
 

受
刑
人
在
假
釋
中
者
。

蟹
業
小
客
車
駕
t

t

-A
在
執
業
期
中
丨

犯
前
項
所
列
各
罪
之

I

,
經
判
決
罪
刑
確

 

定
者
，
吊
銪
其
—

小
客
車
執
業
登
記
證

 

及w
r
a

執
照

。

營
業
小
客
車
駕
驶
人
在
執
業
期
中
，
 

犯
竊
盜
、
詐

歎

、
W

物

、
妨
害
自
由
各
罪

 

之
一
，
經
判
決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確
定

 

而
未
宣
告
緩
刑
或
易
科
前
金
者
，
吊
銷
其
 

I

小
客
車
執
業
登
記
證
及
駑
駛
執
照
。

營
業
小
客
車
駕
跛
人
不
依
規
定
辦
理

 

執
業
登
K

者

，
吊
箱
其
駕
駛
執
照
。

«
業
小
套
車
駕
《
人
執
業
登
記
辦
法

 

」
由
交
通
部
會
同
內
政
部
定
之
。
」
 

齣
間
各
位
如
St

修
正
有
餐
霣
a

f

o*-
無

)
 

無

興

^

正
遘
遇
。

描
较
討
論
保
留
之
第
五
十
四
條
第

I

項
第

二
款
。

宜
臏
條
文
。

第
五
十
四
條
汽
車
駕
駛
人
駕
車
在
鐵
路
平

 

交
道
有
左
列
情
形
之I

者

，
處
一
千
元
以
 

上

、
二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I

 
、
不
遨
守W

守
入
貝
之
指
示-

或
遮
斷
 

器
閉
始
放
下
，
或
警
鈴
已
*

、
閃
光
號
 

誌
已
顯
示
•
仍
強
行
H
越
者
。

在
無
S
守
人
貝
管
理
1

逋
斷
器
、
 

瞀
鈴
及
閃
光
«
誌
設
俄
之
鐵
路
平
交
遒

 

,
不
依
規
定
暫
泮
、
看

、
聽

，
有
無
火
 

市
駛
來
，
逕
行
通
過
者
。

三

、
在
鎵
路
平
交
道
泡
車
、
遒
車
、
倒
車
 

、
瞄
時
体
車
或
停
車
者
。

葡
項
第
l
i
形

*
並
用
扣
其
駑
駛
 

執
照
六
個
月
，
第

二

款

三

歎

情

形

，
 

並
駕
照
三
個
月
。因而法事

 

者

，
並

吊

銪

其

駕

照

。

主
席
：
上
午
袁
委
員
其
焖
主
張
在
第
二
款
句
茵

 

增
列
：

「
在
股
$

路
平
交
道
轚
告
標
誌
或
 

跳
動
路
面
，
伹
…J

.

等

字

，
誚
問
各
位
有
無
 

異
識
？

許
委
風
榮
*
:
根
據
交
通
部
長
上
次
的
報
告
，
 

在
诨
施
平
交
道
改
善
計
劃
之
後
，
已
無
笫
四
 

稱
平
交
遒
了
 .，
旣
.無
第
四
種
平
交
逆
M
本
條

二
四

第
二
款
卽
無
規
定
之
必
要
。

再
說
平
交
遣
旣
無
人
看
管
，
又
無
餐
伤
拔
 

誌

、
速
斷
器
桷
铺
設
備
，
鷲
駛
人
是
否
抱
規
 

，
如
何
妯
定
？
不
能
斷
定
，
卽
無
法
執
行
，
 

既
無
法
執
行
，
本
款
運
是
硎
除
爲
宜
。

袁
委
眞
其
焖
：
派
路
平
交
道
的
改
桊
計
劃
乂
坐
 

明
年
底
琢
路
幹
線
將
無
第
四
種
平
交
道
，
但
 

是
躲
路
支
線
中
，
爲
了
民
衆
交
通
的
便
利
，
 

裂
是
存
在
的
，
所
以
第
二
款
的
規
定
不
能
删
 

除

。不
®
由
於
赛
二
款
的
處
莉
根
重
，
爲
了
使
 

人
民
的
*
益
播
得
適
當
的
保
護
，
本
席
提
騣
 

對
於
道
種
無
遮
無
警
告
燈
戡
的
平
交
迢
 

之
路
面
瞧
作
成
跳
動
路
面
或
突
出
路
面
，
使
 

得
駑
駛
人
在
臨
近
道
種
平
交
道
之
時
，
不
能
 

不
诚
速
慢
.行

。
因
此
本
款
首
先
要
求
政
府
做
 

到
某
穐
程
度
的
改
籌
，
如
果
慧
駛
人
仍
然
述
 

規

，
則
予
以
重
罰
，
是
比
較
恰
當
，
也
比
較
 

令
人
心
服
的
。

蘇
委
風
秋
鎭
第
二
款
是
與
笫
一
款
形
式
相
同

 

，
而
內
容
相
反
的
規
定
，
所
以
修
正
的
文
字
 

宜
略
作
»
整
以
配
合
之
5
 

f

二

、
在
無
湣
守
 

人
負
管
理
或
無
遮
聒
器
、
f

及
閃
光
號
誌
 

設
備
之
》
路
平
交
道
，
設
有
警
告
櫬
詰
或
跳
 

動
路
面
，
不
依
規
定
暫
停
，
連
行
通
過
:0•
0•



立
法
》
公
_

第

七

十

着

第

五

十

五

期

K
#
紀
錄

主

席

：
留

問

院

會

，
對
第
四
條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謳
•
通
遇
。

宣
»
第
五
條
。

第
五
條
本
署
置
署
長

I

人

，
綜
理
畢
務
；
 

副
脣
長
一
人
或
二
人
•
襄
理
署
務
，
職
钽
 

均
列
第
十
至
第
十
四
職
等
。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第
五
條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宣
a

第
六
條
。

第
六
條
■
本
署
置
主
任
秘
*

 

I

人

，
組
長
四

人

，
專
門
委
員
二
人
至
四
人
，
職
位
均
列

 

第
八
至
第
十
二
職
等
；
秘
窖
二
人
，
祺
察
 

二
人
，
科
長
十
一
人
至
十
五
人
，
播
核
九
 

人
至
十
五
人
，
專
負
，十
八
人
至
二
十
四
人

 

，
臃
位
均
列
第
六
至
第
九
谶
等
•，
科
貝
二
 

十
四
人
至
三
十
人
，
職
位
列
第
三
至
第
五

 

联
等

，
其
中
十
人
得
列
第
六
或
第
七
取
等

 

•，
辦
亊
負
六
人
至
八
人
，
職
位
列
第
三
或

 

第
四
联
等
■，
窨
記
四
人
至
六
人
，
堪
位
列

 

第
一
至
第
三
職
等

。

主
席
：
請
問
院
金
，
對
第
六
伤
有
無
異
謀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直
諛
第
七
條
。

第
七
條
本
署
設
人
事
室
•
«

主
任
一
人
，

職
位
列
笫
六
至
第
九
—

•，
依
法
律
規
定
 

，
辦
理
人
亊
管
理
亊
項
。

人
亊
室
所
需
工
怍
人
員
，
就
本
條
例
 

所
定
M
額
內
派
充
之
。

主
席
：
誚
周
院
亩
，
對
第
七
條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

宣
饋
第
八
條
。

第
八
條
本
署
設
會
計
室
，
置
會
計
主
任一

 

人

，
職
位
列
第
六
至
第
九
職
等
；
依
法
律
 

規
定
辦
理
诔
計
、
會
計

R -
統
計
亊
項
。

會
計
室
所
需
工
作
人
員
，
就
本
條
例
 

所
定
&
額
內
派
充
之
。

主
席
：
諸
問
院
會
，
對
第
八
條
有
無
異
諶
？
(
 

無

)
無
異
豔
，
通
過
。

丨

宣

臏

第

九

條

。

第
九
條
第
五
條
至
第
八
條
所
定
各
職
稱
人

 

員

，
其
職
位
之
職
系
依
公
務
職
位
分
類
法

 

及
職
系
說
明
軎
，
就
一
般
財
政
及
財
務
管

 

理

、
一
般
行
政
管
理
、
箱

核

、
會

計

、
統
 

計

、

*A
事
行
政
、
事
務
管
理
、
文

審

、
打
 

字
及
其
他
有
两
職
呆
選
用
之
。

主
席
：
諝
問
院
會
，
對
第
九
條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鸛
，
通
過
。

宣
談
第
十
條
。

第
十
條
本
署
對
外
公
文
以
財
政
部
名
義
行

 

之

•
但
關
於
左
列
事
項
得
由
署
行
文
。

二
六

一

、
依
法
令
匯
行
監
督
犋
行
亊
項
。

二

、
 

依
照
部
定
辦
法
*
導
進
行
事
項
。

三

、
 

曾
鑊
報
部
核
准
亊
項p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第
十
條
有
無
異
講
？

(
 

無

)
無

異

謓

，
通

過

。

宣
謓
第
十
一
條
。

第

十

一

條

本

署

辦

事

細

則

，
由
署
擬
訂
，
 

報
誚
財
政
部
核
定
之
。

主

席

：
請
問
院
會
，
對

第

十

I

條
有
無
異
骧
？
 

(
無

)
無

異

議

，
通
過
I

 

宣
讀
第
十
二
條
。

第

十

二

條

本

條

例

自

公

布

曰

施

行

。

主
席
：
誚

問

院

會

，
對
第-

H

 

I

條
有
無
異
謎
？
 

(
無

)
無

異

畿

，
通

過

。

本
案
全
部
經
過
二
讀
，
俟
下
次
會
諂
進
行

 

三

讀

。

繼
績
進
行
討
論
事
項
第
二
案
。

二
、
本
院
交
通
、

内

政C

•司
法
三
 

委
員
會
報
告
客

査

行
政
院
函
請
 

客

議

r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案

。 

主
席
：
本
案
経
提
本
院
第
六
十
七
會
期
第
三
十

 

一
次
會
議
報
告
決
定
••交

交

通

、
內

政

、
司
 

法
三
委
具
會
審
査
。
兹
接
報
吿
，
爱
於
本
次

食
謓
提
出
討
論
。

現
在
宣
讀
審
査
報
告
。

交
通

立
法
院

内

政
委

员

會
凾
 

司
法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年
七
月
七
日
 

(
70
)
發
文
塞
通
字
第
一
三
六
規

受文者寄處1
 

主旨

.•爲

行
道
路
交
通
管
 

f s
a

罰
條
例
部
分
條
X
修
正
草
案
」
案

，
業

査
照

提

—

\

^ 1
<
決

。
-
 

說
明
：

1

、復
貴
處
(

70
)
袭
處
》
字
第
一
二
八

 

三
M
面

。

二

、
本
案
経
提
本
$

第
六
十
七
#
期
第
一
 

次
至
第
五
次
明
席
會
K
審
奎
，
由
召
集
委

 

良
王
長
蕙
、
袁
其
熵
、
李
廉
武
分
別
擔
任

 

主
席
，
在
_

之
初
，
交
通
部
部
畏
林
金

 

生

、
政
務
次
陳
樹
囈
、
內
政
部
政
務
次
長

 

易
君
W

、
法
務
部
部
畏
李
元
该
到
會
報
告

 

本
案
修
正
立
法
要
旨
：

H

林
部
長
金
生
稱
•■現
行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搽
例
，
係
民
國
五
十
七
年
二
月
五

 

日
公
布
，
五
月
一
日
旌
行

C

旋
爲
設
立

交
通
法
庭
，
專
亊
處
理
道
路
交
通
事
件

 

，
於
五
十
八
牟
一
月
廿
七
日
修
正
本
味

 

例
第
十
四
條
、
第
七
十
五
绦
並
增
訂
第

 

七
十
六
條
至
笫
七
十
八
條
條
文
。
民
困
 

六
十
四
年
間
，
本
部
又
會
同
內
政
部
、
 

前
司
法
行
政
部
將
^
^
例
全
面
楗
討
修

 

正

，
完
成
立
法
程
序
後
，
於
六
十
四
年

 

七
月
廿
四
日
公
布
-
六
十
五
年
一
月
一
 

日
報
泰
行
政
院
核
定
實
旌
。

本
條
例
自
六
十
五
年
一
月
一
日
施
行

 

迄
今
，
已
届
五
年
有
半
，
經
加
桷
討
，
 

尙
有
少
數
條
文
，
不
足
以
*
一
應
黹
前
實
 

除
需
要
*
 i

本
部
會
同
內
政
部
、
法
 

務
部
及
省
、
市
公
路
監
理
檄
跚
會
同
硏

 

究
修
正
本
條
例
笫
八
條
、
第
十
四
條
、
 

第
二
十
一
條
、
第
二
十
七
條
、
第
三
十
 

一
條
、
笫
三
十
三
條
、
第
五
十
四
條
、
 

第
六
十
五
條
、
第
六
十
六
條
、
第
六
十
 

七
條
及
第
八
十
九
條
，
並
增
訂
第
三
十
 

七
條
之I

,
期
於
完
成
立
法
程
序
後
，
 

公
布
施
行
。a
將
本
條
例
侈
正
及
增
訂

 

文
之
栗
旨
簡
要
赖
告
如
左
：

⑴
加
強
汽
車
牌
照
之
管
理
，
提
高
本
條
 

例
第
十
四
條
之
莉
鍰
數
額
：
汽
車
牌
 

照

，
指
戢
牌
及
行
萆
執
照
.，
爲
准
許

立
法
院
公
«

第
七
十
*

篥

五
十
五
期
院
*
紀
錄

汽
車
行
駛
之
憑
躞
。
汽
車
無
牌
照
固
 

不
准
其
在
道
路
上
行
靛
，
但
汽
車
領
 

有
號
牌
而
不
依
規
定
位
*
懸
掛
，
或
 

領
有
行
車
铗
照
而
不
H
車
撝
帚
成
觔
 

牌
汚
禪
不
情
•
均
足
以
妨
害
交
通
秩
 

汴

，
影
響
交
通
安
全
。
年
前
遊
覽
車
 

遠

規

營

業

最

時

期

，
許
多
遊
覽
車
 

卽
移
用
他
車
號
牌
，
或
懸
掛
已
吊
銪
 

之
K
牌

，
或
將
一
車
之
前
後
兩
張
號
 

w

»
掛
於
二
車
之
後
，
且
遊
*
車
逭
 

規
營
業
，
多
不E

萆if
®

行
車
執
照
 

，
以
逃
避
眷
察
人
負
之
取
》

。
又
有
 

不
良
之
計
程
車
駕
鴃
人
成
自
用
車
駕
 

駛
人
，.爲
了
便
於
從
亊
速
規
營
業
或
 

犯
罪
，
多
胳
車
上
》
牌
塗
汚
或
將
泥
 

土
糊
上
，
使
不
扃
辨
豚
，
而
無
從
舉
 

發

。
本
條
例
笫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
原
 

本
認
爲
情
—

輕

，
故
所
定
之
處
斛
 

，
僅
罰
铵
五
十
元
以
上
一
百
元
以
下
 

C

惟
施
行
至
今
，
存
心
不
良
之
汽
車
 

所
有
人
或
駕
《
人
却
f

從
事
犯
罪
 

或
速
規
營
篥
，
想
硏
対
結
果
，
特
修
 

正
本
條
，
提
高
罰
鍰
歎
額
爲
三
百
元
 

以
上
六
亩
元
以
下
•
期
收
取
褅
之
效
 

0
 -二

七



,
無
不
戴
安
全
梅
，
其
附
載
之
人
貝

 

，
無
論
老
、
少

、
婦

、
孺

•
均
一
律
 

戴
安
全
楣
。
盖
因
戰
地
人
民
，
人
人
 

均
以
守
法
爲
榮
之
故
也
。
爲
保
障
槻
 

琯
車
%
駛
人
及
附
載
座
人
之
生
命
安

 

全

，
爱
特
侈
正
本
條
例
第
三
十
一
條

 

，
規
定
：
掸
器
脚
踏
車
駕
駛
人
或
附

 

載
座
人
未
戴
安
全
帽
物
品
附
 

*
座
人
未
依
規
定
者
•
處
駕
駛
人I 

百
元
以
上
二
百
元
以
下
前
鑀
。
至
於
 

安
全
帷
之
供
廒
數
量
問
題
，
截
至
六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底
止
已
膦
有
安
全
帽

 

者
有
一
百
七
十
八
莴
三
千
三
百
八
十

 

七
頂
，
六
十
九
年
銪
售
數
量
毎
月
約

 

一
千
頂
左
右
，
但
現
有
工
廠
生
產
能

 

最
最
高
毎
月
可
到
逹
六
〇
萬
頂
左
右

 

。
安
全

f
fl之
供
應
，
已
可
適
躐
需
要

a
⑹
加
強
汽
車
舄
驶
人
蕉
萆
行
驶
高
速
公

 

.路
之
管
锢
：
彔
漘
地
區
截
至
本
年
四

 

月
底
止
•
共
有
機
勧
車
辆
四
百
九
十

 

一
萬
六
千
九
百
七
十
六
辆
，
除
去
機
 

器
脚
踏
車
四
百
十
四
萬
零
六
百
九
十

 

|

輛
外
，
其
餘
七
十
七
萬
六
千
二
百

 

八
十
五

辎
之
車
均
有
行
駛

髙
速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卷
笫
五
十
五
期

公
路
之
機
會
。
現
時
行
駛
高
述
公
路

 

之
汽
車
，
平
均
毎
n
多
遠
二
十
六
萬
 

輛

。
高
速
公
路
行
車
速
_
栩
商
，一

 

且
發
生
交
通
亊
故
，
卽
造
成
一
連
串
 

追
撖
，
致
車
毀
、
人
傷
或
死
亡
，
分
 

析
其
.原
因
，
多
由
於
汽
車
駕
驶
人
眾
 

車
行
駛
高
速
公
路
，
未
能
提
高
瞥
鳧
 

，
行
車
前
旣
未
對
車
軛
作
充
分
之
檢

 

査

，
行
酡
後
又
多
不
遵
高
速
公
路
交

 

通
管
彻
之
規
定
-
任
意
趑
車
、
裹
換
 

率
道
、
超
逨
、
不
保
持
安
全
距
離
所

 

致

。
爲
提
為
汽
車
駕
駛
人
之
戒
心•

 

特
修
正
本
I
例
第
三
十
三
條
，
除
提
 

高
前
鍰
數
額I

倍
外
，
並
規
定
汽
車

 

行
駛
於
高
速
公
路
或
設
姑
管
匍
之
道

 

路

•
而
不
遂
管
匍
之
規
定
因
而
肇
事

 

或
致
人
受
傷
者
，
吊
扣
其
駕
駛
執
照
 

三
個
月
至
六
個
月
，
致
人
死
亡
者
丨
 

吊
銷
其
駕
鴃
執
照
；
必
栗
時
，
並
得
 

暫
時
扣
留
其
車
輛
。

⑻
增
訂
«
業

車

駕

駛

人

轨

業

登

記

 

之
限
劁
：
$

例
現
行
條
文
第
三
十

 

七
條
規
定
營
業
小
客
萆
駕
瓞
人
向
公
 

路
主
管
機
两
委
託
之
警
察
嫌
關
辦
理
 

執
業
動
籣
登
記
，

僅
憑
職
業
m

駛

梅
會
耙
錄

執

照

，
未
附
有
任
何
條
件
，
而
公
路

 

主
管
機
關
對
職
第
駕
f
t
人
之
駕
照
考

 

驗

，
亦
無
駕
駛
人
消
極
資
格
之
規
定

 

•
故
營
業
小
客
車
駑
跛
人
考
領
職
業

 

駑
驶
執
照
，
M

不

困

雠

，
因

之

，
持

 

有
小
客
萆
駑
駛
轨
照
之
人
，
良
莠
不

 

齊

，
其
品
性
不
良
者
，
多
科
用
業
務

 

上
之
便
利
從
事
犯
罪
行
爲
之
亊
常
有

 

發

生

。
據
調
査
統
計
，
截
至
六
十
九

 

年
十
月
底
止
，
臺
灣
地
區
營
業
小
客

 

萆
駕
驶
人
共
有
九
莴
八
千
八
百
二
十

 

九

人

，
以
*
北

、
高
雄
二
直
裱
市
爲

 

例

：
藁
北
市
有
四
萬
九
千
六
百
九
十

 

人

，
高
雄
市
有
八
千I

百
六
十
八
人

 

，
共
計
五
萬
七
千
八
百
五
十
八
人
，
 

其
中
曾
犯
有
殺
人
、
強
盗
、
搶

奪

、
 

妨
害
風
化
、
恐
嚇
或
擄
人
勒
贖
、
稱

 

盜

、
詐

欺

、
W

物

、
妨
害
自
由
等
非

 

者

，
共
有
五
千
六
百
三
十
二
人
，
占

 

賅
二
市
管
業
小
客
車
駕
鮍
人
粧
人
歡

 

百
分
之
九
•
七

三

，
在
辦
理
執
業
登

 

記
前
有
犯
罪
前
科
紀
錄
杳
四
千
三
百

 

四
十
二
人
，
辦
理
執
業
登
記
後
再
犯

 

以
上
之
罪
奢
有
二
百
五
十
一
人
，
辦

 

理
執
業
登
記
前
未
有
犯
罪
紀
錄
而
在

二
力

立
法
R

公
#

第
七
十
卷
第
五
十
五
期

K

俞
紀
錄

登
記
後
犯
以
上
之
罪
者
有
一
千
军
三

 

十
九
人
。
依
所
犯
案
類
分
析
，
以
曾
 

犯
联
盜
罪
者
最
多
，
計
三
千
二
百
四

 

十

I

人

，
酢
欺
罪
次
之
，
計
八
百
五
 

十
四
人
，
贓
物
罪
七
百
五
十
七
人
，
 

犯
妨
害
自
由
罪
者
四
百
六
十
七
人
，
 

妨
害
風
化
罪
二
百
五
十
八
人
，
其
犯
 

罪
趨
勢
仍
在
不
斷
增
加
之
中
，
對
社
 

畲
治
安
及
乘
客
安
全
構
成
重
大
威
脅

 

。
如
不
予
以
防
止
，
後
果
至
爲
嚴
重
 

。
爲
預
防
並
遏
止
此
種
犯
罪
行
爲
之

 

發
生
，
特
增
訂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I

，
 

分
列
爲
五
項
，
笫

|

項
規
定
：
曾
犯
 

殺
人

、
強

盜

、
搶

奪

、
妨
害
風
化
、
 

恐
嚇
或
擄
人
勒
贖
之
罪
，
經
判
決
罪

 

刑
確
定
而
有
本
項
第
一
至
三
款
ft

形
 

之
一
者
，
不
准
辦
客
«■
業
小
客
車
執
 

業
登
記
。
第
二
項
規
定
：
營
業
小
客
 

車
駕
駛
人
在
執
業
期
中
犯
前
項
所
列

 

各
罪
之

I

，
經
判
決
罪
刑
確
定
杳
，吊
 

銪
其
《
業
小
客
車
軾
業
登
記
證
及
駕

 

駛
執
照
。
第
三
項
規
定
：
罃
業
小
客
 

車
駕
駛
人
在
執
業
期
中
，
犯
竊
盜
、 

詐

欺

、
W

物

、
妨
害
自
由
各
罪
之
一
 

，
経
判
決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確
定

而
未
宣
告
椟
刑
者
，
而
■銷
其
執
槊
登
 

記
證
及
駕
駛
執
照
。
第
■四
項
規
定
：
 

螢
業
小
客
車
駕
駛
人
不
依
規
定
辦
理
 

執
業
登
記
者
*
吊
銪
其
洱
駛
執
照
。
 

俾
■對
營
業
小
客
車
駕
駛
人
登
記
執
業
 

予
以
限
劁
，
以
加
強
交
通
安
金
及
行

 

車
秩
序
之
維
護
。
至
瞽
察
*S

辦
理
 

#
業
小
客
車
駕
跛
人
登
記
之
詳
細
規

 

，
則
於
第
五
項
規
定
：
授
權
交
通
部
 

會
同
內
政
部
訂
定
辦
法
，
以
利
執
行

 

〇⑺
加
強
汽
萆
駕
駛
人
W

越
平
交
道
之
處
 

前
：
近
年
來
鐵
道
平
交
道
亊
故
不
斷
 

發
生
•
尤
以
■甭
化
绒
路
通
車
後
，
車
 

行
速
度
增
加
，一

且
發
生
事
故
，
乘
 

客
傷
、
亡

、
財
物
損
失
，
極
爲
联
重
 

。
前
此
新
竹
頭
前
溪
裝
載
砂
石
之
卡
 

車
司
搛
闖
越
平
交
道
，
镓
重
敎
訓
，
 

足
堪
瞥
惧
。
本
部
除
稹
损
督
促
臺
灣；

 

媒
路
管
理
局
依
照
平
交
道
改
善
方
案
 

加
速
進
行
平
交
道
之
改
善
外
，
爲
加
 

強
鐵
路
平
交
道
之
管
理
-
除
稹
極
改
 

羞
戴
路
平
交
道
之
設
施
外
，
尤
應
對
 

汽
車
薄
駛
人
揎
自
闖
越
羝
路
平
交
道
 

之
行
爲
，
予
以
從
联
取
締
，
爱
特
修

三
〇

正
本
條
例
第
五
十
四
條
加
重
汽
率
两
 

駛
人
M
越
銥
路
平
交
道
之
處
罰
，
將

■
現
行
規
定
之
罰
鍰r

五
百
元
以
上
，

一
千
元
以
下
」
提
高
爲n

千
元
以
 

上

，
二
千
元
以
下
」

•，
其
吊
扣
駕
耽
 

執
照
之
期
限
，
原
定
爲r

I

個
月
」

者

，
修
正
爲n

i

一
個
月
」•

 r

三
個
 

一 

月
」
者

，
修
正
爲r

六
個
月
」

。
使
 

汽
卑
駕
駛
人
知
所
替
银
，
而
策
鑲
賂
 

與
公
路
之
行
萆
安
全
。

⑻
加
強
汽
車
所
有
人
、
駕
駛
人
璉
反
本
 

條
例
處
罰
之
執
行
效
力
：
現
時
汽
車
 

所
有
入
、
駕
人
連
反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
經
依
規
定
吊
扣
其
汽
車
牌
照
或
 

M
駛
執
照
者
，
多
不
依
規
定
期
限
繳
 

送
汽
車
稗
照
i

駛
執
照
，
致
本
條
 

例
第
六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
第
 

三
款
加
倍
處
分
吊
照
或
易
處
吊
照
之
 

規
定
，
形
同
具
文
。
爲
維
護
交
通
秩
 

序

，
確
保
行
車
安
全
。
爱
將
第
六
十
 

五
條
修
正
，
於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及
第
 

三
款
中
分
別
規
定
，
加
倍
處
分
吊
照
 

後
仍
不
依
限
期
榭
送
汽
車
牌
照
或
辣
 

駛
執
照
者
-
吊
銪
其
汽
車
牌
照
i
 

驶
執
照
，
以
加
強
處
罰
執
行
之
效
力



0
本
人
報
告
至
此
，
尤
有
婼
於
資
訊
 

系
統
之
建
立
，
諸
凡
有
關
汽
車
駕
駛
 

人
及
汽
車
之
管
理
資
料
，
均
須
納
入
 

電
腼
管
理
，
因
此
，
監
理
榷
必
須
集
中
 

,♦資
訊
系
統
才
可
統I

。
建
立
了
統
 

I
I的
燹
訊
系
統
，
汽
車
m

駛
人
駕
照
 

之
重
考
、
重
領
、
籩
規
之
紀
錄
，
均
 

可
於
一
瞬
之
間
在
電
M

中
求
得
。
本
 

條
例
之
執
行
，
亦
可
發
揮
強
大
之
執
 

行
效
力
。

⑼
谀
轾
$
銪
汽
車
牌
照
後
再
行
_
領
之

 

期
限
；
現
行
第
六
十
六
條
但
魯
規
定

 

汽
車
牌
照
依
第
六
十
五
條
第

I

項
第

 

一
款
之
規
定
由
公
路
主
管
嫌
鼷
逕
行
 

註
銪
者
，
非

滿

I

年
不
得
再
行
請
惧

 

，
時
間
遢
長
，
易
使
因
註
銷
牌
照
而

 

序
跛
之
車
■
受
損
，
且
依
第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
？

七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吊

 

銷
之
牌
照
，
因
未
予
規
定
期
限
內
繳

 

送
而
驻
銪
之
情
匍
並
非
嚴
重
，
非
滿

 

一
年
不
得
再
行
請
領
，
不
免
失
之
過

 

苛

，
爰
將
本
條
但
餮

r

非
滿
一
年
不

 

得
再
行
諝
價
」
之
期
限
，
修
正

爲

「
 

非
潇
六
個
月
不
得
再
行
諳
領
」
以
利

⑽
汽
車
篤
跛
人
駑
驶
執
照
飪
.Vi
銪
後
東
 

新
考
領
之
限
匍
：
本
條
例
第
六
十
七

 

條
對
於
汽
車
駕
駛
人
違
反
本
條
例
之

 

規
定
吊
銪
其
駕
駛
執
照
者
，
有
分
別
 

限
匍
考
領
之
規
定
。
爱
特
修
正
本
條
 

規
定
依
修
正
之
第
一U

十
七
條
之

I

第
 

二
項
吊
箱
駕
R

執
照
者
，
永
速
不
得
 

考
領
駕
f
t

執
照
，
依
佟
正
之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二
項
、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第

 

三
吊
項
銪
駕
肤
執
照
者
，
三
年
內
不
 

得
考
領
。
使
悪
性
重
大
者
，
永
久
不
 

准
從
亊
汽
車
*
鴃
工
作
，
嚴
重
違
規
 

者

，
三
年
以
內
不
得
充
任
汽
車
駑
駛

 

人

。

此
外
，
本
條
例
第
八
條
第
四
項
，
及
 

第
八
十
九
條
之
修
正
，
係
爲
配
合
審
 

檢
分
隸
之
實
施
，
其
修
正
要
旨
，
擬
 

由
法
務
部
報
告
。

㈡
易
次
長
君
博
稱
：
⑴
現

行

「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應6

^
例J

保
於
六
十
四
年
七
月

 

侈
正
公
布
施
行
，
巳
杂
五
年
餘
，
交
通
 

及
法
務
兩
部
會
商
本
部
修
訂
部
分
條
文

 

，
以
資
適
應
，
此
次
所
修
訂
者
計
自
笫

 

八
條
共
十
二
條
(
咩
附
資
料
〕
，
內
新
 

增
訂
(
37
條

之一

 I

條

)
，
更
正
嫌
蘭

名
稱
二
條
(
8
 ,
88
>
 •
提
髙
制
线
金
 

額
六
條
(
U

、
对

、
27
、
沿

、
33
、

s
 

條

)
，
吊
扣
牌
照
限
期
舖
惧
者
三
條
(
 

65
、
66
、
67
條

)
。
其
中
由
本
部
所
修
 

訂
者
，
爲
卅
一
條
檐
車
*
駛
人
及
附
載
 

座
人
廹
戴
安
全
帽
之
處
罰
及
卅
七
條
之

 

一
詧
業
小
客
車
駕
跛
人
管
理
問
題
，
其
 

餘
修
正
各
條
多
靨
交
*
部
负
貴
說
明
條
 

文

。
⑵
两
於
卅
一
條
及
卅
七
條
之
一
侈
 

正
理
由
說
明
如
下
：

C
A )爲
加
強
檄
車
駕
人
及
附
墩
人
之

 

行
車
安
全
減
少
傷
亡
計
，
原
搽
文
未
 

訂
處
罰
規
定
，
II
長
期
全
力
予
以
勸
 

導

，
但
實
施
以
來
效
果
不
彩
。
因
交
 

通
事
故
，
年
有
增
加
，
依
六
十
九
年
 

度
資
料
統
計
共
發
生
五
、
六
四
三
件
 

，
其
中
死
亡
一
、
八
二
o
人

，
因
未
 

戴

安

全

死

亡

者

|

、
七
四
二
人
，
 

佔
死
亡
t
t人
數
百
分
之
九
五
•
七
一
 

，
目
前
產
灣
地
區
機
車
歡
量
以
六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底
統
計
已
有
輕
重
型
携

 

車
三

、
九
六
五
、
五
一
五
輔
-
畤
乘
 

檄
車
者
計
有
四
百
离
人
，
加
上
附
*
 

人
將
高
逹
六
百
餘
萬
人
，
根
搣
英
、
 

日

、
美
三
困
硏
究
試
驗
結
果
，
璣
皁

三
一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卷
集
五
十
五
期
苠
#

»
«

^
1
«
公
-«
第

七

十

卷

'||
五
十
五
期
.
麻
省
|

E

K

X

及
附
戴
人
如
均
戴
安
全
帽
，
 

則
可
滅
少
傷
亡
百
分
之
五
十
以
上
，
 

TS

之
世
界
各
：國
多
以
法
律
規
定
應
戴

 

安
全
_
«
,
以
锥
其
生
命
安
全〇

 

(

B

 

>
w
c

«

業
小
f

ft
t

t

人
執
業
登

 

記
之
限
制
規
定
。
臺
稱
地
區
之
計
程

 

萆
迄
至
七
十
年
四
月
芪
止
共
有
六
七

 

、
八
二
四
藕
，
辦
理
執
業
登
記
有
案

 

者
爲.1

五

、
二
五
六
入
，
成
爲
民
衆

 

小
型
雾
運
代
步
之
主
要
交
贫

H

具

，
 

因
人
數
衆
多
，
良
莠
不
齊
，
利
用
執

 

業
中
從
亊
犯
罪
行
爲
亊
件
不
斷
發
生

 

及
有
增
加
雄
勢
，
對
乘
客
安
全
構
成

 

重
大
威
脅
*
且
直
接
彤
嚳
社
會
治
安

 

及
囷
家
聲
謇

，
故
依
捕
資
際
需
要
增

 

訂
本
條
文
以
遏
阻
及
預
防
其
辑
績
發

 

生

。

•

㈢

李
部
長
元
簇
稱
：
本
涤
例
匍
定
的
要
旨

 

及
理
由
，
迪
才
林
部
長
及
易
次
長
均
已

 

詳
細
說
明
，
元
瑛
現
在
僅
躭
部
分
涤
文

 

修
正
內
容
€

說
明
如
次
：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前
三
項
搽
文
乃
是

 

針
對
乘
客
安
全
及
社
會
秩
序
而
增
訂
爲

 

防
止
營
業
小
客
車
駕
t

t

人
對
社
會
治
安

 

及
乘
客
構
成
重
大
戚
脅
，
在
辦
理
執
槊

登
記
前
有
犯
案
記
f

在
.执
m

期
中
犯
 

案
者
，
.分
別
處
以
不
准
辦
理
轨
業
登
記

 

及
吊
銪
執
-M
之
規
定
.，
第
一
項
規
定
.：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曾
犯
栽
人
、
強
盜

、
搶
 

奪

、
妨
害
風
化
、
恐
嚇
或
擄
人
勒
贖
之
罪

 

•
*

判
決
罪
@

定

，
而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不
推
辦
理
營
業
小
客
車
两
駛
人
執

 

業
登
記？

•-

1

、
受
有
期
徒
刑
之
執
行
完
畢
或
受
無
期

 

徒
刑
或
有
期
徒
刑
一
郜
之
执
行
而
赦
免

 

後

，
未
滿
三
年
者
。

二f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之
宣
告
尙
米
執

 

行

，
行
刑
檐
時
效
消
滅
，
尙
未
滿
三
年
 

者

。

三

、
受
刑
人
在
俣
渾
中
者
。

第
二
項
規
定
：

S
業
小
客
萆
駕
駛
人
在
轶
業
期
屮
，
 

犯
前
項
所
列
各
罪
之I

,
經
判
決
罪
刑
確

 

定

者

•
吊
銪
其
營
業
小
客
車
轶
菜
登
記
證

 

及
駕
駛
執
照
。

前
兩
項
侈
正
條
文
，
我
們
亦
考
慮
到
 

將
來
法
律
適
用
時
，
對
於
已
轨
業
之
營
業

 

小
客
車
駕
跛
人
，
如
有
符
合
前
m
項
規
定
 

者

，
應
不
溯
及
旣
往
，
可
紐
績
執
業
。
故
 

又
增
耵
第
三
項
規
定
。

三
二

#
業
小
客
車
駕
駛
人
S

業
期
中
丨
 

犯
竊
盜
、
胙
欺
、g

、
妨
害
自
由
各
羿
 

之
一
經
判
決
有
期
徒

M

以
上
之
刑
確
定

 

而
未
宣
告
緩
邢
者
，
吊
銷
其
營
業
小
客
車
 

執
業
登
記
證
及
駕
酸
執
照
。

罃
業
小
客
車
駕
黻
人
不
依
規
定
辦
理

 

執
業
登
記
者
，
吊
銪
其
駕
f
t

執
照
。

S

業
小
客
車
駕
酸
人
執
業
登
記
辦
法

 

，
由
交
通
部
會
同
內
政
部
定
之
h

條
文
內
容
卽
謂
：
目
前
正
在
執
業
之
 

營
業
小
客
車
駕
駛
人
，
如
有
第
一
項
之
犯
 

案
紀
錄
者
，
或
者
i

犯
案
，
並
判
決
罰

 

金

，
甚
或
經
判
決
徒
刑
而
宜
告
瑷
刑
者
均

 

不
在
箱
園
內
，
如
此
篸
正
，
對
正
在
執
業
 

之
營
業
小
客
車
應
較
有
保
陣
。

第
八
十
九
條
現
行
條
文
：

第
八
十
九
條
法
院
受
理
有
閭
交
通
亊
件

 

,
準
用
刑
事
訴
松
法
之
規
定
*
其
處
理
 

辦
法
，
由
司
法
行
政
部
定
之
•

修
正
後
爲
「
…
…
由
司
法
院
會
同
行
 

政
院
定
之

J

❶
修
正
理
由
爲
：

審
檐
.分
隷
資
施
後
，
閬
於
交
通
異
》
 

亊
#
之
裁
定
及
刑
亊
案
件
之
審
判
，
係
屏

 

法
院
交
通
法
庭
之
聃
樓
，
應
由
司
法
院
監
 

督

。
M

於
交
通
亊
件
之
裁
決
及
興
議
之
夢



送
應
由
交
通
市
件
裁
決
機
構
爲
之
，
而
交
 

通
刑
亊
案
件
之
侦
奄
及
執
行
，
則
由
檢
杳
 

官
辦
理
，
應
由
行
政
院
監
！：：

。
故
有
關
交
 

通
琪
件
處
理
辨
法
，
自
應
由
司
法
院
舍
同

 

行
政
院
定
之
。
等
語
，
并
答
復
娄
员
：
郭
 

榮

宗

、
張
其
彭
、
谀
天
福
、
謝
深
山
、
解
 

文
超

、
許
榮
淑
、
蘇
秋
領
、
洪
玉
欽
、
吳
 

梓

、
林
钰
祥
、
唐
國
楨
、
許
哲
男
，
洪
昭
 

男

、
李
緝
武
、
鈍
榮
吉
、
張
* .
頭

、
許
紹
 

勤

、
謝
生
宫
、
周
樹
萊
、
袁
其5

、
播
寶
 

琳
所
提
®
詢

，
本
案
於
大
»
討
論
後
，
継
 

IP
進
行
逐
.條
討
論
，
歴
次
會
議
均
由
交
通

 

部
參
#
査
凱
调
，
路
政
司
司
長
許
家
餌
，
 

内
政
部
餐
政
署
副
署
長
高
松

！

S

 ,
法
務
部
 

檢
察
司
司
長
陳
涵
列
席
備
詢
。

三

、
審
査
舍
僉
以
本
案
係
六
十
四
年
七
月
侈
 

正
公
布
迄
今
已
近
六
年
，
經
交
通
部
等
有

 

關
機
W
詳
加
桷
討

，
認
爲
有
少
數
條
文
»•
 

不
足
遒
應
現
時
，
爲
整
頓
需
要
交
通
秩
序
 

保
陣
人
民
安
全
，

g

提
出
部
分
條
文
侈
正
 

苴
案
送
本
院
審

讚

，
以
期
完
成
立
法
程
序

 

後
公
布
施
行
，
尙
屬
適
當
，
應
予
支
持
，
 

誦
將
審
査
侈
正
重
點
分
述
如
左
：

H

原
革
案
第
卅
一
條
，
在
審
査
會
中
，
部
 

分
委
具
認
爲
現
行
法
第
三
十

I

條
規
定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t
卷

第

五
丄

「
檐
器
脚
踏
車
附
載
人
貝
、
物
品
未
依
 

規
定
者
，
處
®
駛
人
五
十
元
以
上

I

百
 

元
以
下
罰
銳
。J

係
對
檐
車
附
戴
人
A
 

及
物
品
未
依
規
定
者
之
處
圃
，
其
罰
续
 

爲
五
十
元
以
上
一
百
元
以
下
，
而
行
政
 

院
修
正
草
案
第
三
十

I

條

，
係
規
定
機
 

車
s

®

A

或
附
联
座
人
未
戴
安
全
帽
，
 

或
裝
載
物
品
、
附
載
座
人
未
依
規
定
者
 

之

處

罰

，

其
刑
缓
爲

I

百
元
以
上
二
 

百
元
以
下
-
兩
者
情
形
不
同
，
處
Ktl 

不
一
 
♦
應
以
分
別
規
定
爲
妥
，
同
時
認
 

爲
機
車
思
K

人
及
附
載
座
人
應
戴
安
全
 

幅
一
節
，
固
然
係
基
於
保
陣
人
民
生
命
 

財
產
之
旨
，
但
多
年
來
政
府
已
盡
宣
俥
 

»
導
之
能
亊
，
鑒
於
以
往
*
效
不
彰
，
 

而
車
禍
統
計
數
宇
中
頭
示
未
戴
安
全
帽
 

因
腿
部
横
遭
車
禍
而
慘
死
者
，
高
逹
百
 

分
之
九
四
.一

I

,
機
*
菰
&
人
«
安
 

全
糴
縱
有
不
粑
，
亦
應
權
衡
利
害
8
重
 

，
自
以
保
障
其
生
命
安
全
爲
安
，
咸
親

 

除
雎
持
現
行
法
第
三
十

I

條

外

，
應
就

 

行
政
院
铱
正
案
第

三

十
I

條
加
以
隹
正
 

，
並
增
訂
第
二
項
，
對
嫌
車
*
驶
人
戴

 

安
全
帽
，
宜
採
分
期
寅
施
辦
法
，
以
期

 

周

妥

。
但
在
審
査
命
中
，
另
有
部
分
委

院
會
紀
錄

f
t認
爲
，
政
府
以
往
B
锄
均
機
車
薄
驶
 

人
應
®
安
全
帽
，
唯
因
本
省
地
居
亞
熱
 

帶

，
每
至S

S

署

，
汗
流
泱
W

，
至
惑
不
 

便

，
而
安
全
帽
之
品
質
亦
不
合
標
準
，
 

尙
待
改
進
，
他
如
道
路H

程
之
改
進
，
 

希
望
政
府
大
力
推
動
，
如
政
府I

且
制
 

定
法
律
，
強
制
取
篩
朱
《
安
全
帼
者
，
 

以
有
限
警
力
，
恐
不
能
逹
成
使
命
，
徒
 

使
有
法
而
不
能
執
行
，
殊
非
所
言
，
不
 

如
雎
績
勸
洱
，
以
免
造
成
數
百
萬
機
萆
 

駕
駛
人
之
反
感
，
S
審
査
命
反
復
硏
討
 

結
果
，
爱
擬
IJ
甲
乙
'兩
案
，|

併
提
報
 

院
會
公
決
。
其
條
文
如
左
：

甲
案
：

I

、
錐
持
現
行
法
第
三
十I

條
條
文
。

二

、
增
訂
第
三
十I

條

之I

，
其
文
宇
如
 

下
：

「
《
器
脚
路
車
%
駛
人
或
附
*
座
 

人
未
戴
安
全
帽
者
，
處
駕
駛
人I

百
元
 

以
上
，
二
百
元
以
下
荊
锾
。
前
項
規
定
 

,
由
交
通
部
黹
同
內
政
部
、
法
務
部
擬
 

定
分
期
實
施
辦
法
，
報
請
行
政
院
核
定

c
 

J

乙
案
：
維
持
現
行
法
第
三
十
一
條
條
文
。

㈡
原
—

第
三
十
三
條
規
定
：

「
汽
車
行
软
於
高
速
公
路
或
說
站
苷
制

三
三

立
法
苠
公
報
第
七
十
卷
第
五
十
五
期
院
會
紀

®

之
道
路
，
而
不
遵
管
制
之
規
定
者
，
®
 

汽
車
薄
《
人
六
百
元
以
上
、
一
千
二
百
 

元
以
下
刑
銨
，
因
而
肇
亊
或
致
人
受
傷

 

者

，
吊
扣
其
駕
K

執
照
三
個
月
至
六
個

 

月

，
致
人
死
亡
者
，
吊
銷
其
嫌
駛
轨
照

 

.，
必
要
時
，
並
得
S

時
扣
留
其
車
锸
。

J

審
査
會
認
爲
本
條
糊
钱
太
高
，
吊
扣
 

汽
車

M
照
時
間
太
長
，
荣
修
正
爲
：

「
 

.汽
車
行

K
於
高
速
公
路
或
設
站
管
制
之

 

道
路
，
而
不
®
管
制
之
規
定
者
，
遘
汽
 

車
*
»
人
五
百
元
以
上
、I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因
而
致
人
受
傷
者
，
吊
扣
其
第
 

»
執
照
三
個
月
，
致
人
死
亡
者
，
吊
銷
 

其

執

照

；
必
要
時
，
並
得
暫
時
扣
 

留
其
車
輛
。J

以
求
公
平
合
理
。

S

原
草
案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規
定
：
 

r

曾
犯
殺
人
、
強

盜

、
始

.*
、
妨
S?
風
 

化

、
恐
嚇
或
換
人
勒
《
之
罪
，
経
判
決

 

罪
刑
確
定
，
而
有
左
列
愴
形
之
一
者
，
 

不
准
辩
理
译
業
小
客
車
駕
酸
人
執
業
登

 

記

。

1

、
受
有
_
徒
刑
之
執
行
完
罹
成
受
無

 

期
徒
刑
或
有
期
徒
刑
一
部
之
執
行
而

 

赦
免
後
，
未
滿
三
年
者
。

二

、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之
宣
告
尙
未

執
行
，
行
刑
權
時
效
消
減
，
尙
未
滿
 

三
年
者
。

三

、
受
刑
人
在
候
»
中
者
。

營
紫
小
客
車
S

驶
人
在
執
業
期
中
，
 

犯
前
項
所
列
各
罪
之

I

，
經
判
決
罪
刑
確
 

定
者
，
吊
銪
其
*I

業
小
客
車
執
業
登
記
證
 

及
绳
駛
轨
照
°

«
業
小
客
車
萬
》
人
在
執
業
期
中
，
 

犯
竊
盗
、
胙
欺
、贓
物

、
妨
害
自
由
各
罪
 

之

一

，
經
判
決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確
定

 

而
未
宣
告
後
刑
者
，
吊
銷
其
«
槊
小
客
班
 

執
業
登
記
證
及
駕
驶
執
照
。

營
尨
小
客
車
雜
駛
人
不
依
規
定
嫌
理
 

執
業
登
記
者
-
吊
銷
其
》
«
轨
照
C 

S

業
小
客
車
規
駛
人
執
業
登
記
辞
法
 

，
由
交
通
部
會
同
內
政
部
定
之
。
」

審
査
會
涊
爲
「
殺
人J

有

「
故
意J

 

或

「
過
失
」
殺
人
之
别
，
衡
睹
本
條
情
形
 

，
應

以

「
故
意
殺
人.一

以
爲
處
厢
之
依
據
 

，
又

r

強
盗j

、

「
搶
奪.1

 
,
在
刑
罰
上
 

類
似
同一

之
罪
者
，
尙

有

「
搶
刼
.】
，
探
 

予
併
列
，
至

r

恐
嚇j

 一

飼
似
嫌
廣
泛
，
 

應

以

r

恐
«
取
財
.|以
爲
處
罰
之
論
埘
，
 

本
條
第
一
項
第I

款
規
定
受
有
期
徒
刑
執
 

行
完
畢
，
受
無
期
徒
刑
或
有
期
徒
刑
一
部

三
四

之
執
行
而
放
免
後
，
第
二
款
規
定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之
宣
吿
，
尙
未
執
行
，
行
刑
 

檯
時
效
消
滅
後
，
均
定
爲
「
未
滿
三
年
者
 

」

，
方
得
辦
理
备
榮
小
客
車
薄
缺
人
執
粱
 

登
記
，
似
嫌
時
間
遇
長
，
均
應
修
正
爲
「
 

二
年
J

R

爲
遄
中
，
此
外
本
條
第
三
項
律
 

業
小
客
車
馬
駛
人
在
執
業
期
中
犯
竊
盗
、
 

詐
欺
、
M

物

、
妨
害
自
由
各
罪
，
経
判
決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確
定
，
而
未
宜
吿
核
 

刑
者
，
吊
銪
營
業
小
客
車
執
業
登
記
證
及
 

駕
驶
執
照
，
各
委
貝
認
爲
除
宜
告
緩
刑
外
 

，
應
墦
加
「
易
科
刑
金
者.

1

，
以
期
輕
微
 

之
犯
者
，
仍
得
執
業
小
客
車
焉
驶
，
£
決
 

艤
本
條
修
正
爲
：

r

曾
犯
故
意
殺
人
、
搶
刼
、
搶
奪
、
強
盜
 

、
妨
害
風
化
、
恐
嘛
取
財
或
據
人
勒
贖
之
 

罪

•

 M

判
決
罪
刑
確
定
，
而
有
左
•?!!
情
形
 

之

I

者

，
不
准
辟
理
管
業
小
客
車
*•
驶
人
 

執
業
登
記
。

I

、
受
有
期
徒
刑
之
執
行
完
畢
、
受
無
期
 

徒
刑
或
有
期
徒
刑
一
部
之
執
行
而
赦
免
 

後

，
未
滿
二
年
者
。

二

、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之
宣
传
尙
未
執
 

行

，
行
刑
楢
時
效
消
滅
後*

未
滿
二
年
 

者

。



三

、
受
刑
人
在
假
釋
中
者
。

释
滾
小
客
卑
m

駛
人
在
執
笼
期
中
，
 

犯
前
項
所
列
各
邡
之I

，
経
判
決
罪
刑
確

 

定

者

，
吊
銷
其
话
笼
小
客
审
執
業
登
記
證

 

及
思
駛
執
照〇

铎
笼
小
客
审
潴
駛
人
在
執
集
期
中
，
 

犯

躱

盜

、
詐

欺

、
贓

物

、
妨
害
自
由
各
罪

 

之

一

,
經
判
決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確
定

 

而
未
宣
告
緩
刑
或
易
科
剖
金
者
，
吊
銷
其

 

资
業
小
客
車
執
業
登
記
證
及
觅
駛
執
照
。

營
業
小
客
車
駕
駛
人
不
依
規
定
辦
理

 

執
業
登
；

i
i

者

，

.TI
銪
其
E

駛

執

照

。

營
業
小
客
車
锹
駛
人
執
蕖
登
記
辦
法

 

，
由
交
通
部
會
同
內
政
部
定
之"

J

以
利

 

鶫
行
C

W

原
草
案
第
五
十
四
條
規
定
：

「
汽
車
駕
駛
人
駕
車
在
鐵
路
平
交
逍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者

，
處
一
千
元
以
上
、
二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I

、
不
遒
守
湣
守
人
員
之
指
示
，
或
連
斷

 

器
開
始
放
下
，
或

警

鈴

已

埋

、
閃
光
號

 

誌
已
顯
示
，
仍
強
行
閲
越
者
。

二

、
在
無
看
守
人
貝
管
理
或
無
遮
斷
器
、
 

譬
鈴
及
閃
光
號
誌
設
備
之
锇
路
平
交
道

，
不
依
規
定
暫
停
、
看

、
聽

，
有
無
火
 

車
驶
來
，
莲
行
通
過
者
。

三

、
在
镦
路
平
交
道
超
車
、
迴
車
、
闽
車
 

、
臨
時
停
車
或
停
車
者
。

的
項
第
一
款
情
形
，
並
吊
扣
其
解
駛
執

 

照
六
個
月
，
第
二
款
或
第
三
款
情
形
，
並
 

吊
扣
其
駕
駛
執
照
三
個
月
。
因
而
肇
事
者

 

，
並
吊
銷
其
憊
駛
執
照
。J

 

審
査
會
認
爲
本
條
第
二
款
之
規
定
，
係
 

「
無
看
守
人
員
管
理
或
無
連
哳
器
、
聱
鈴

 

及
閃
光
號
誌
設
備
之
平
交
道
，
不
依
規
定

 

淬

、
沿

、
聽
有
無
火
取
駛
來
，
逕
行
通
過

 

者J

 -

卽

處

「
一
千
元
以
上
、
二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
就
政
府
對
人
民
而
言
，
處
罰

 

雖
具
嚇
阻
作
用
，
更
重
栗
者
，
應
爲
人
民

 

權
益
着
想
，
諸
如
保
持
平
交
道
附
近
規
野

 

之

廣

闊

，
他
如
平
交
道
附
近
道
路
應
加
設

 

r

眺
動
路
面
」

，
以
便
玳
輛
到
達
時
自
動

 

減
速
•，
又
本
款
末
句
，

「
不
依
規
定
暫
停

 

、
看

、
聽
有
無
火
車
駛
來
逕
行
通
過
者
，
 

似
嫌
文
字
累
焚
，
應

修

正

爲r

不
依
規
定

 

暫

停

，
.逕
行
通
過
者
」
卽

可

，
爰
決
謙
將

 

本
款
隹
正
爲
：

r

在
無
恧
守
人
貝
管
理
或

 

無

遮

斷

器

、
猹
鈴
及
閃
光
號
誌
設
術
之
鐵

路
平
交
道
無
替
告
棵
誌
或
跷
動
路
面
，
不
 

依
規
定
暂
停
，
逕
行
通
遇
者
。
」
如
此
規
 

定
處
罰
，
使
人
民
口
服
心
服
，
當
屬
合
理
 

，
至
第
二
項
條
文
中

r

吊
扣
駑
驶
執
照
六
 

個
月
」
修
正
爲

「三

個
月

j

，
及

將

「
吊
 

扣
鬼
驶
執
照
三
個
月
」
修
正
爲

r
I

個
月
 

」

，
以
資
迪
甩
。

四

、
 

爱
拯
聯
席
會
譌
決
豔
：

「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審
査
修
正
通
 

過

，
提
報
院
會
討
諂
。
」
紀
錄
在
卷
。

五

、
 

建
議
院
會
於
通
遇
本
案
時
，
附
帶
決
 

議

，
函
請
行
政
院
辦
理
事
項
：

r

依
本
 

條
例
第
三
十

I

條
之

I

所
訂
機
車
駕
駛
 

人
或
附
載
座
人
戴
安
全
®
分
期
實
施
辦
 

法

，
因
關
係
人
民
灌
益
甚
大
，
請
交
通
 

部
將
實
施
辦
法
函
送
本
院
備
査
」

。

六

、
 

檢

附

「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胡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審
査
修
正
案
、
行
 

政
院
原
草
案
及
現
行
法
條
文
對
照
表
，
 

復
誚

査
照
提
報
院
會
公
決
。

七

、
 

院
會
討
論
本
案
時
，
推
交
通
委
員
會
 

召
集
委
员
李
繼
武
補
充
説
明
。

八

、
 

附
件
如
文
。

立
法
院
公
*

第
七
十
卷
第
五
十
五
期

R

#
紀
鋒
 

三
五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卷
苐
五
十
五
期
院
#
紀
錄

三
六

客

查

修

正

條

文

W
乾

逭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行
政
院
修
正
—

、'
:

旁
對
照
耒

現
行
法
條
文

|

研
席
審

査

修
正

铎

文

第
八
條
車
靨
所
有
人
、駕
 

_

驶
人
、
行
人
連
反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之
處
罰
，
■由
左
列
 

嫌
閧
爲
之
：

一
、
 

違
反
第
十
二
條
至
第

 

三
十
三
條
之
規
定
者
，
 

由
公
路
主
管
機
闕
處
罰

二

、
 

違
反
第
三
十
四
條
至

 

第
六
十
三
條
、
第
六
十
 

九
條
至
第
八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者
，
由
警
察
機
關

 

處
罰
。

前
項
第
二
款
、
笫
三
 

十
四
條
至
第
穴
十
三
條
規

 

定
由
瞥
察
嫌
阔
處
罰
之
案

 

件

，
其
有
關
吊
扣
或
吊
銪

 

汽
車
牌
照
或
薄
駛
執
照
者

說
照
案
通
過
，

明

行政院修正條文
 

現
行
法
條
文 

行政院修正

第
八
條
車
輛
所
有
人
、駕
 

駛
人
、
行
人
違
反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之
處
|!1
,
由
左
列
 

機
關
爲
之
。

_ 

I

 
、
違
反
第
十
二
條
至
第

 

三
十
三
條
之
規
定
者
，
 

由
公
路
主
管
機
圃
處
罰

 

0
二

、
遠
反
第
三
十
四
條
至

 

第
六
十
三
條
、
第
六
十
 

九
條
至
第
八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者
，
由
警
察
機
關
 

處

ffl
o

前
項
第
二
款
、
第
三
 

，
十
四
條
至
第
六
十
三
條
規

 

定
由
謇
察
機
關
處
罰
之
案

 

一

件

，
其
有
關
吊
扣
或
吊
銪

 

汽
車
牌
照
或
M

駛
執
照
者

一
第
八
條
車
輛
所
有
人
、
駕
 

驶
人
、
行
人
連
反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之
處
罰
，
由
左
列
 

檐
關
爲
之
。

I

 
、
遠
反
第
十
二
條
至
第

 

三
十
三
條
之
規
定
者
，
 

由
公
路
主
管
機
腼
逋
罰

o

二

、
連
反
第
三
十
四
條
至

 

第
六
十
三
條
、
第
六
十

 

九
條
至
第
八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者
，
由
替
察
携
两

 

處
罰
。

前
項
第
二
款
、
第
三
 

十
四
條
至
第
六
十
三
條
規

 

定
由
警
察
櫬
關
處
罰
之
案

 

件

*
其
有
關
吊
扣
或
吊
銪

 

汽
車
牌
照
或
駕
駛
執
照
者

、
第

I

項

、
第
二
？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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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

第
三
十
三
條
汽
車
行
駛
於
 

高
速
公
路
或
設
姑
管
制
之

 

道
路
，
而
不
遵
管
制
之
規

 

定
者

，
處
汽
萆
锶
駛
人
五

 

百
元
以
上
、
一
千
元
以
下
 

罰
鑀
，
因
而
致
人
受
傷
者

 

，
吊
扣
其
駕
駛
執
照
三
個

 

月

，
致
人
死
亡
者
，
吊
銷
 

其
駕
駛
執
照
•，
必
要
時
，
 

並
得
蜇
時
扣
留
其
車
辆
。

I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曾
犯
故
 

意
殺
人
、
搶
劫
、
搶
奪
、
 

強
盜
、
妨
害
風
化
、
恐
嚇
 

取
財
或
掳
人
勒
頤
之
罪
，
 

經
判
決
罪
刑
確
定
，
而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不
准
 

辦
理
S

業
小
客
車
薄
駛
人

 

執
業
登
記
：

1

 
>
受
有
期
徒
刑
之
執
行

 

完
畢
、
受
無
期
徒
刑
或
 

有
期
徒
刑
一
部
之
執
行

1

、
修
正
理
由
詳
審
査

報
告
。

二

、
文
字
修
正

修
正
理
由
詳
審
査

報
告<

第
三
十
三
條
汽
卑
行
駛
於
 

高
速
公
路
或
設
站
管
制
之
 

道
路
，
而
不
遵
管
制
之
規
 

定

者

，
處
汽
車
m

驶
人
六
 

百
元
以
上
、一

■千
二
百
元
 

以
下
前
鍰
，
因
而
柴
亊
或
 

致
人
受
傷
者
，
吊
扣
其
m

 

駛
執
照
三
個
月
至
六
個
月
 

，
致
人
死
亡
者
，
吊
銷
其
 

駕
駛
執
照
；
必
要
時
，
並
 

得
暫
時
扣
留
其
車
稱
。

_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曾
犯
殺
 

人

、
強
盜
、
搶
奪

、
妨
害
 

風
化
、
恐
嚇
或
擒
人
勒
贖
 

之
罪
，
經
判
決
罪
刑
確
定
 

，
而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不
准
辦
理
營
朵
小
客
車
 

篤
駛
人
執
業
登
記〇

 
一

 
、
受
有
期
徒
刑
之
執
行

 

完
畢
或
受
無
期
徒
刑
或

 

有
期
徒
刑
一
部
之
執
行

 

而
赦
免
後
，
未
滿
三
年

第
三
.十

三

條

汽

車

行

駛

於

_ 

高
速
公
路
或
設
站
管
制
之
、 

道
路
，
而
不
遵
管
制
之
規
一

 

定
者
，
處
汽
車
m

驶
人
三
一
 

百
元
以
上
，
六

百

元

以

下

~ 

罰
鍰
，
必
要
時
並
得
暫
時
 

扣
留
其
車
輛
。

增

訂

高
速
公
路
行
If:
速
枣
極
 

高

，

I

旦
發
生
交
通
亊
故
，
 

卽
造
成一

連
串
汽
車
迆
撞
，
 

致
車
毀
人
傷
或
死
亡
，
分
析
 

其
原
因
，
多
由
於
車
輛
铒
駛
 

人
任
意
越
速
、
愛
換
車
适
、
 

超
車
、
不
仪
規
定
保
持
安
全
 

距
雕
所
致
。
爲
提
萵
m

駛
人
 

之
戒
心
，
並
使
其
嚴
格
遊
守
 

高
速
公
路
交
通
佬
郜
規
則
之
 

規
定
，
特
修
正
本
條
，
加
重
 

處
罰
，
以
利
執
行
。

嶔
漘
地
區
密
業
小
客
車
 

駕
驶
人
，
截
至
六
十
九
年
十
 

月
底
止
，
共
有
九
莴
八
千
八
 

百
二
十
九
人
。
以
査
此
、
岿
 

雄
二
直
轄
市
為
例
，
窆
北
市
 

有
四
萬
九
千
六
百
九
十
人
，
 

高
雄
市
有
八
千
一
百
六
十
八
 

人

，
共
計
五
萬
七
千
八
百
五
 

十
八
人
。
其
中
曾
犯
有
殺
人
 

、
強
盜
、
搶
奪
、
妨
害
風
化
 

、
恐
嚇
或
擄
人
勒
贐
、
竊
盜

而
赦
免
後
，
未
滿
二
年

 

者

。
 

，

二

、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之
宜
告
尙
未
執
行
，
行
 

刑
權
時
效
消
滅
後
，
朱
 

滿
二
年
者
。

三

、
 

受
刑
人
在
假
择
中
者

o
營
業
小
客
車
興
駛
人

 

在
轨
業
期
中
•
犯
前
項
所
 

列
各
罪
之
一
，
經
判
決
罪

 

刑
確
定
者
，
吊
銷
其
煢
業
 

小
客
車
執
業
登
記
證
及
E
 

駛
執
照
。

營
業
小
客
車
铒
駛
人

 

在
執
業
期
中
，
犯
竊
盜
、
 

詐

欺

、
贓

物

、
妨
害
自
由

 

各
罪
之一

，
經
判
決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確
定
而
未

 

宣
告
被
刑
或
尨
科
削
金
者

 

，
吊
銷
其
營
業
小
客
本
執

 

業
登
記
蹬
及
駕
駛
執
照
。
 

營
業
小
客
車
m

駛
人

者

。

二

、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之
宣
吿
尙
未
執
行
，
行
 

刑
權
時
效
消
滅
，
尙
未
 

滿
三
年
者
。

三

、
 

受
刑
人
在
假
释
中
者

0

營
業
小
客
車
兔
驶
人
 

在
執
業
期
中
•
犯
前
項
所
 

列
各
罪
之
一
，
經
判
決
罪
 

刑
確
定
者
，
吊
銪
其
營
業
 

小
客
車
執
業
登
記
迓
及
親
 

规
執
照
。

營
業
小
客
単
掰
駛
人
 

在
執
II

期
中
，
犯
竊
盜
、
 

詐
欺
、
贓
物
、
妨
害
自
由
 

各
罪
之
一
，
經
判
決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確
定
而
未

 

宣
告
緩
刑
者
-
吊
銪
其
營
 

業
小
客
車
執
業
登
記
證
及
 

駕
駛
執
照
。

營
業
小
客
車
駕
驶
人
 

不
依
規
定
辨
理
執
業
登
記

、
詐
欺
、
《
物

、
妨
害
自
由
 

等
罪
者
，
共
有
五
千
六
百
三
 

十
二
人
，
占
班
人
數
百
分
之
 

九

•
七
三
。
在
辦
理
執
業
登
 

記
前
有
犯
罪
前
科
紀
錄
者
四
 

千
三
百
四
十
二
人
，
辦
理
執
 

業
登
記
後
再
犯
以
上
之
罪
者
 

，
有
二
百
五
十

I

人

，
辦
理
 

執
業
登
記
前
未
有
犯
罪
紀
錄
 

而
在
登
記
後
犯
以
上
之
罪
者
 

，
有
一
千
零
三
十
九
人
。

以
上
有
犯
罪
紀
錄
之
埜
 

業
小
客
車
M

駛
人
，
依
所
犯
 

案
類
分
析
，
以
付
犯
弒
盗
罪
 

者
最
多
，
計
三
千
二
百
四
十
 

一
人
，
詐
欺
罪
次
之
，
計
八
 

百
五
十
四
人
，
贓
物
罪
七
百
 

五
十
七
人
，
妨
苒
自
由
罪
四
 

百
六
十
七
人
1
妨
害
風
化
罪
 

二
百
五
十
八
人
。
其
犯
罪
趨
 

勢
仍
在
不
斷
增
加
之
中
，
對
 

社
含
治
安
及
乘
客
安
全
構
成
 

重
大
威
脅
，
且
其H

作
笛
流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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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四

不
依
規
定
瓣
理
執
業
登
記

 

者

，
吊
銪
其
駡
駛
執
照
。

營
業
小
客
車
潘
酡
人

 

執
業
登
記
辧
法
，
由
交
通
 

部
會
同
内
政
部
定
之〇

蕙
車
在
*
路

平

交

道

有

左

j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處
一
千
一

 

元
以
上
、
二
千
元
以
下
前

 

鍰

：
一
、
 

不
遵
守
看
守
人
員
之

 

指
示
，
或
遮
斷
器
関
始

 

放
下
，
或
警
鈴
已
晷
、

i 

閃
光
號
誌
已
顯
示
，
仍

j 

強
行
閨
越
者
o-
一

二

、
 

在
無
看
守
人
貝
管
理一

 

或
無
遮
斷
器
、
警

鈴

及

一

者

，
吊
銪
其
駕
駛
執
照
。

營
業
小
客
車
駕
駛
人
 

執
業
登
記
辦
法
，
由
交
通

部
會
同
內
政
部
定
之
。

一
、
 

不
遵
守
看
守
人
員
之

 

指
示
，
或
遮
斷
器
開
始
 

放

下

，
或
警
鈴
已
響
、
 

閃
光
號
誌
已
頭
示
，
仍
 

強
行
閫
越
者
。

二

、
 

在
無
看
守
人
員
管
理

 

或
無
連
斷
器
、
警
鈴
及

動
性
，
接
觸
單
身
女
性
及
攜
 

帶
大
批
財
物
旅
客
之
檐
金
甚
 

多

，
並
易
於
控
倒
，
如
不
予
 

以
防
止
，
後
果
至
爲
嚴
重
。
 

爰
增
訂
本
條
，
俾
針
對
營
窀
 

小
客
車
駕
駛
人
登
記
執
業
予
 

以
限
制
。
至
警
察
檐
關
辦
理
 

i

登
記
之
詳
細
規
定
。
本
 

條
第
五
項
特
規
定
授
權
交
通
 

部
舎
同
內
政
部
以
辦
法
定
之
 

，
以
利
執
行
。

爲
加
強
緻
路
平
交
逍
之
 

管
理
，
防
止
平
交
道
車
禍
發
 

生

，
特
隹
正
本
條
，
加
重
汽
 

車
駑
駛
人
違
規
閻

越
平
交
道
 

之
處
罰
，
其
有
關
罰

鍰
部
分
 

•
自
現
行

r

五
百
元
以
上
、
 

一
千
元
以
下
」
提
高
爲
Z

 

千
元
以
上
、
二
千
元
以
下
」
 

•
其
吊
扣
駑
驶
執
照
部
分
，
 

自
現
行
「

I

個
月

」
提
高
爲
 

「
三
個
月
」

，

n

二
個
月
」 

提
高
爲

r

六
個
月

j

，
以
策

W

五
十
四
條
汽
車
駕
駛
人
 

駑
車
在
鐵
路
平
交
道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I

者

，
處
五
百
 

元
以
上
、
一
千
元
以
下
罰

一

、
 

不
遨
守
看
守
人
員
之

 

指

示

，
或
遮
斷
器
開
始

 

放

下

，
或
謇
鈴
已
霣
、
 

閃
光
锇
誌
已
顯
示
，
仍
 

強
行
M

越
者
。

二

、
 

在
無
看
守
人
具
管
理

 

或
無
逹
斷
器
、
警
鈴
及

_第
五
十
四
條
汽
車
思
駛
人
|修
正
理
由
詳
審

査
報
告
第
五
十
四
條
汽
車
駕
鴃
人

駕
車
在
鐵
路
平
交
道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處
一
千
 

元
以
上
、
二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

•行
政
院

®
中
華
民
S
七
十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赉
七
十
交
字
第
七
三
四
一
號

受
文
者
：
立
法
院

a
本
联
受
者
：
交
通
部
、
內
政
部
Y
法
務
部
(

均
含
附
件
)

主
旨
：
函
送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第
八
條

等
部
分
條
文
侈
正
—

，
誚
f

審
諝
。

說
明I

V
交
通
部
函
，
S

現
行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遘
酣
條
铒
r
自
六
十
西
年
七
月
修
正
公
布

 

•
旛
行
迄
今
，
巳
五
年
有
餘
，
經
會
同
內

 

政
部
及
法
務
部
檢
討
，
尙
—

分
條
文
不
 

足
以
逋
應
現
時
寅
際
薄
要
，
金
擬
修
正
本

 

條
铒
第
八
條
、
第
十
四
條
、
M
二
十
一
條
 

、
第
二
十
七
條
、
第
三
十
！
條

、
第
三
十
 

三

條

、
第
五
十
四
條
、
第
六
十
五
條
、
第
 

六
十
六
條
、
第
六
十
七
條
及
第
八
十
九
條

 

並
增
訂
第
三
十
七
條
之一

,
以
利
執
行
，
 

請
麋
核
到
院
。

二

、
 

«
提
出
七
十
年
四
月
廿
三
日
本
院
第{

 

七
二
七
次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

「
通
過
，
送
 

請
立
法
院
赛
議

。J

三

、
 

檢
送
道
路
交
遍
管
理
蠡
撕
條
例
第
八
條

•攀
部
分
條
文
恢
正
—

班
說
明
及
對
照
表

各

三

份

_
。院長孫運

璿

(
註

：
道
路
交
通
筲
理
處
刑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苹
案
，
參
閱
審
査
報
告
所
附
對

 

照
表
。
)

道
路
交
通

V
理
e
罰
條
例
第
八
條
、
第
十

四
孅
、
解
二
十
，I

條

、
第

I

 |十
七
條
、
第
三
 

+

 

1

條

，、
第HI

十
三
條
、
第
三
+
七
條
之一

 

、
第
五
十
四
條
、
第
六
+
五
條
、
第
六
十
六
 

條

、
第
六
十
七
條
、
第
八
+
九
條
，修
正
及
堆
 

盯
條
文
草
案
緣
1£
明

現
行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
係
民
困

 

六
十
四
年
七
月
廿
四
日
修
正
公
布
•
施
行
至
 

今

，
已
五
年
麴
，
經
加
榡
討
，
尙
有
少
霣
條
 

文
不
足
以
適
應
現
時
實
睜
需
要
，
免
特
硏
討

 

侈
正
本
條
铒
第
八
條
、
第
十
四
條
、
第
二
十

 

一
條
、
第
二
十
七
條
、
篥
三
十I

條

、
第
三
 

十
三
條
、
第
五
十
因
條
•、
第
六
十
五
條
、
第
 

六
十
六
條
、
第
六
十
七
條
及
第
八
十
九
條
M 

增
訂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
期
於
完
成
立
法
程
 

序
後

•
公
布
施
行
。
議
將
修
正
及
增
訂
要

W -
 

箇
述
如
左
：

1

、
提
高
本
條
例
第
十
四
條
之
罰
铥
激
*

立
«
篇

公

報

第

七

4

鑛

五

十

五

期W
W

W
I

:
本
條
例笫

-f -gI

條
滅
定
疔

窜

行
牌
不

 

依
規
i

®
褂
等
之B
鑀

，
處
分
太
雜
，
 

I I
收
促
使
遵
行
之
效
，
因
而
卑
耱
駕
黢
人
賴
 

以
利
用
享
輾
犯
罪
及
遊
鷺
窣
&

§

»:
運
 

之
事
常
有
發
生
，■爰
規
定
之
醑
鍰
數

 

*

「
五
十
元
以
上
，I

百
元
以
下
J

I I
W
S 

r

三
百
元
以
上
，
穴
百
元
议
下j

 
,
议
資
贫
 

徼

。二

、
 
繭
整
汽
車
駕
駛
人
*
驶
執
照
之
分
類
 

:
本
條
f

二
十I

條

規

定

汽

萆»'
»
人

駕
 

鴃
稹
照
除
|

駕
賊
證
外
，
分
爲
輮
、
重
型
 

機
器
脚
》
車

、
小
型
窣
 

>

 大
货
率
、
大
客
車
 

五
類
。
目
前
裝
戴
货
橛
之
1

享

，
倮
由
持
 

有
大
客
卑
、
大
*
車
篤
跛
執
照
之
駕
躞
人
薄
 

鴕

，
因
i

需
之
搡
作
技
術
及
駕
驗
原
理
與
 

駕
#
大
客
瑱
、
大
貨
窣
不
同
•
爲
策
交
通
安
 

全
，特
修
正
本
條
•將
卑
駑
酺
執
照
，

 

單
獨
！

 I

類

，
並
規
定
其
許
可ir *

之
車
 

輛

，
以
資
限
制
。
又
f

規
定
冊
蠖
太
低

l i 

收
取
締
之
效
，
爱
特
#
高
一
倍
，
將
原
定
前
 

鳗
歡
鑕r

五
百
元
U
上

，一

千
元
以
下
」
侈
 

正
S

「
一

千
元
以
上
，
二
千
元
以
下
」

.，
期
 

利
遵
行
。

三

、
 

明
定
汽
車
駑
駛
人
逃
逋
嫌
费
或
因
而

致
收
费
人
貝
％

 

>

 *
之
處
分
：

四
九



立
法
時
公
報
第
七
十
卷
第
五
十
五
期
路
#

la
*

十
七
條
規
定
汽
車
駕
駛
人
逃
避
繳
資
並
有
*
 

害
收
*
人
員
之
情
亊
者
，
除
處
罰
鑀
外
，
並
 

吊
扣
其
S

駛
執
照
三
個
月
。
寅
施
以
來
，
對
 

於
汽
車
駕
®
人
駕
車
行
近
徴
收
道
路
工
程
受

 

益
費
之
收
黄
站
時
，
多
不
依
規
定
嫌
費
，
或
 

提
高
行
車
速
度
，
衝
越
而
過
，
逃
避
繳
费
，
 

惟
因
未
致
收
《
人
貝
受
傷
，
故
無
法
依
據
本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予
以
處
前
，
爱
修
正
本
條
除
 

提
高
罰
鲅
外
，
並
按
其
逋
規
情
節
輕
重
，
規
 

定
汽
車
ffl
t

t

人
逃
避
班
#
者

，
吊
扣
其
薄
驶
 

執

厢

I

個

月

，
致
收
费
人
員
受
傷
者
，
吊
扣
 

其
篤
駛
執
照
三
個
月
，
致
收
*
人
貝
死
亡
者
 

，
吊
箱
其
m

駛
執
照
。
此

外

，
並
修
正
第
六
 

十
七
條
條
文
，
以
配
合
第
二
十
七
條
吊
銪
駑

 

駛
執
照
之
規
定
，
予
以
考
領
之
S

制

。

四

、
加
強
檐
器
脚
踏
車
1
駛
人
及
附
載
人

 

具
應
戴
安
全
帽
之
執
行
.，
近
年
來
機
器
脚
踏

 

車
數
ft

激

增

，
截
至
六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底
止

 

B

逹
三
百
九
十
六
萬
五
千
五
百
一
十
五
輛
，
 

根
據
統
計
，
機
器
脚
踏
車
醚
駕
人
六
十
八
年

 

度
發
生
交
通
亊
故
六
千
九
百
八
十
四
件
•
死
 

亡
人
數

I

千
六
百
九
十
七
人
中
，
有

I

千
五
 

百
九
十
七
人
係
因
未
戴
安
全
帽
所
致
，
比
率
 

高
達
百
分
之
九
十
四
點

I

 
一
，
輕
重
傷
人
*
 

八
百
八
十
四
人
中
有
七
百
九
十
七
人
未
戴
安

全
比
苹

髙
逹

百
分
之
九
十
點

I

六
丨
根
 

據
英
、
日

、
美
三
國
硏
究
試
驗
結
果
，
檄
器
 

脚
踏
車
駛
駕
人
及
附
載
座
人
如
均
戴
安
全
®
 

，
則
可
滅
少
傷
亡
百
分
之
五
十
以
上
。
因
之
 

，
世
界
各
國
多
以
法
律
規
定
機
器
脚
踏
車
》
 

駕
人
及
附
載
座
人
均
應
戴
安
全
M

，
以
維
生
 

命
安
全
。
目
前
我
困
檐
器
脚
踏
車
驶
思
人
卽
 

將
逹
到
四
百
萬
人
，
連
同
柑
載
座
人
計
算
亦

 

將
近
六
百
萬
人
，
而
«
亊
案
件
及
®
亡
人
«
 

年
有
增
加
，
以
锄
導
方
式
難
收
#
效

，
故
修
 

正
本
第
三
十

I

條

，
規
定
機
器
脚
路
車
駛
駕

 

人
或
附
*
座
人
未
戴
安
全
I!®
,
或
裝
戴
物
品
 

、
附
載
座
人
未
依
規
定
者
，
處
驶
駕
人
一
百
 

元
以
上
，
二
百
元
以
下
罰
鍰
，
俾
使
現
行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規
則
第
八
十
八
條
第
五
款
之
規

 

定
得
以
執
行
.，
而
維
行
車
安
全
。

五

、
加
強
汽
車
陡
駕
人
雜
車
行
駛
高
速
公
 

路
之
管
匍
彳
現
S

三
十
三
條
規
定

r

汽
車
 

行
駛
於
s'
速
公
路
或
設
站
管
制
之
道
路
，
而
 

不
逸
管
« '
之
規
定
者
，
處
汽
車
駛
M

人
三
百
 

元
以
上
，
六
百
元
以
下
罰
鍰
•，
必
要
時
並
得
 

扣
留
其
車
輛
」

。
實
施
以
來
.，
f

不
著
。
 

高
速
公
路
行
車
速
苹
極
高
，

I
且
發
生
交
通
 

亊
故
，
卽
造
成

I

連
串
汽
車
迠
撞
，
致
車
毀
 

人
傷
或
死
亡
•
分
析
其
原
因
，
多
由
於
汽
車

五
〇

%
駛
人
駕
車
行
駛
商
速
公
路
未
齙
提
离
_
覺
 

，
行
車
前
旣
未
對
車
輞
作
充
分
之
I

，
行
 

黢
後
又
多
不
遵
髙
速
公
路
交
通
管
制
規
則
之
 

規
定
，
任
意
超
車
、S

換
車
道
、
超
速
、
不
 

保
持
安
全
距
離
所
致
。
茲
爲
提
高
汽
車
®
駕
 

人
行
驶
高
速
公
路
或
設
站
管
制
道
路
之
戒
心
 

，
並
使
其
嚴
格
遵
守
交
通
管
制
之
規
定
，
特

 

修
正
第
三
十
三
條
條
文
•
規
定
：

「
汽
車
行
 

驶
於
高
速
公
路
或
設
站
管
制
之
道
路
，
而
不
 

遵
管
制
之
規
定
者
，
處
汽
車
駕
駛
人
六
百
元
 

以
上
、|

千
二
百
元
以
下
15
緩
•，如
因
而
采
 

事
或
致
人
受
傷
者*

吊
扣
其
駑
»
執
照
三
個
 

月
至
六
個
月
；
致
人
死
亡
者
，
吊
箱
其
駕
駛
 

執
照
•，
必
要
時
•
並
得
*
時
扣
留
其
車
藕J

 

*

以

—

通

安

全

。
'

六

、
增
訂
營
業
小
客
萆
駕
駛
人
執
業
登
記
■ 

之
限
锢>

 •現
行
第
三
十
七
條
規
定
營
業
小
客
 

車
駕
駛
人
向
公
路
主
管
檐
關
委
託
之
警
察
機
 

閬

辦

理

版

登

，13
，
值
應
f

駑
》
勢

 

照

，
未
附
有
任
向
條
件
，
而
公
路
主
管
檄
關
 

對
联
業
駑
駛
人
之

W

照
考
驗
，
亦
無
》
駛
人
 

淸
極
資
»
之
規
定
•
致
*
業
小
客
車
駕
駛
人
 

良
莠
不
齊
，
利
用
業
務
上
之
琚
利
從
亊
犯
罪
 

行
爲
之
亊
常
有
發
生
。
揍
調
査
統
計
，
截
至
 

六
十
九
年
十
月
底
止
，
畜
灣
地
區
*
業
小
客

車
#
»
人
共
有
九
萬
八
千
八
百
二
十
九
人
，
 

以
臺
北
、
高
雄
二
直
S

市
爲
例
：
*
北
市
有
 

四
萬
九
千
六
百
九
十
人
，
高
雄
市
有
八
千

I 

百
六
十
八
人
■
共
計
五
萬
七
千
八
百
五
十
八

 

人

，
其
中
曾
犯
有
《
人

、
強
盗

、
搶

奪

、
妨
 

害

S
S
.

化

、
恐
嘛
或
搶
人
勒
贘
、
竊
盗
、
詐
欺
 

、
贓
物
、
妨
害
自
由
#
罪

者

，
共
有
五
千
六
 

百
三
十
二
人
，
占
該
二
市
營
業
小
客
車
》
駛
 

人
嫌
人
獻
百
分
之
九
.
七

三

，
在
辦
理
软
業
 

登
記
前
有
犯
»
前
科
紀
錄
者
四
千
三
百
四
十

 

二
人
，
瓣
理
執
業
登
記
後
再
犯
以
上
之
罪
者

 

有
二
百
五
十

I

人

，
»
理
#
業
登
記
前
未
有

 

犯
罪
紀
錄
而
在
登
記
後
犯
以
上
之
罪
者
有

I 

千
零
三
十
九
人
。
依
所
犯
案
類
.分

析

，
以
雷
 

犯
竊
盗
罪
者
最
多
，
計
」
_千
二
百
四
十

I

人
 

，
胙
欺
罪
次
之
，
計
八
百
五
十
四
人
，w

物
. 

罪
七
百
五
十
七
人
，
犯
妨
害
自
由
罪
者
四
百

 

六
十
七
人
，
妨
害
風
化
罪1

1

百
五
十
八
人
.
 

其
犯
罪
»
»
仍
在
不
斷
«
加
之
中
，
對
社
食
 

治
安
及
乘
客
安
全
構
成
重
大
成
脅
。
如
不
予
 

以
防
止
，
後
果
至
II

联
重
。
爲
預
防
並
*
止
 

此
種
犯
罪
行
爲
之
發
生
，
特
增
II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I

,
分
i

五
項
，
第

I

項
規
定
：
曾
 

犯
秩
人
、
強

盗

、
搶
奪

、
妨
害
風
化
、
恐
《
 

或
捶
人
勒
賬
之
罪
，
經
判
決
罪
刑
確
定
而
有

本
項
第

I

至
三
款
情
形
之
一
者-

不
准
辦
《
 

業
小
客
車
#
業
.登
記
。
第
二
項
規
定
：
營
業
 

小

客

車

.«
#
入
在
鸚
業
期
中
犯
前
項
所
列
各
 

P

之

I

,
«
判

決s

刑
確
定
者
，
吊
箱
其
*
 

業
.小

客

車

登

記

證

及

»-
»
執
照
。
笫
三
 

項
規
定
：
i

小
客
車
駕
駛
人
在
執
業
期
中

 

,
狍
*
盗

、
胙
欺

、
《
物

、，舫
害
自
由
各
罪
 

之

I

,
経
判
決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確
定
而

 

S

告
嫌
刑
者
，
吊
銪
其
執
業
登
記
證
及
*
 

«
執
照
。
第
四
項
規
定
：
營
業
小
客
車
 

人
不
依
規
定
嫌
理
執
業
登
記
者
，
吊
銪
其
駡
 

»
執
照
~
俾
對
營
業
小
客
萆
薄
K

人
登
記
執
 

業
予
以
限
匍
，
以
加
薄
交
通
安
全
及
行
車
抶

 

序
之
維
»

。
至
警
察
壤
i

理
營
業
小
客
車

 

駑
驶
人
稱
業
登
記
之
拝
胭
規
定
，
則
於
笫
五
 

項
規
定
：
授
權
交
通
部
#
同
內
政
部
定
之
，
 

以
利#

行

。
此
外
，
並
供
正
苐
六
十
七
條
條
 

文

，
以
配
合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I

吊
箱
營
業
小
 

客
萆
m

t

t

人
駕
駛
執
照
之
規
定
，
予
以
考
領
 

之
限
制
。

七

、
加
重
汽
車
駕
被
人
閫
越
平

W
S

之
處
 

前
：
近
年
來#

路
平
交
道
亊
故
不
斷
級
生
，
 

尤
以
*
化
*
路
通
車
後
，
車
行
速
度
增
加
，

I

且
遭
遇
事
故
，
乘
*•
傷
亡
-
財
物
損
失
，
 

極
爲
嚴
重
。
爲
加
強
嫌
路
平
交
道
之
管
理
，

除
稂
®
改i

l#

路
平
交
道
之
設
旛
外
，
尤
嫌

 

對
汽
車
駕
駛
人
搜
自
聞
越
*
路
平
—

之
行
 

爲

，
予
以
從
嚴
取
箝
，
爱
特
修
正
本
條
例
苐
 

五
十
四
條
加
*
汽
車
s

t

t

人
閫
越
鐮
路
平
交
 

道
之
處
《

，
將
現
行
規
定
之
罰
鍰
「
五
百
元
 

以
上
，

I

千
元
以
下

J

提
高

爲
二
千
元
以
 

上

，
二
千
元
以
下
」
；
其
吊
扣
M

駛
執
照
之
 

期
限
，
原
定
爲

r

 

I

個
月.」

者

，
侈
正
爲
「
 

三
個
月
」

，
「
三
俚
月

j

者

，
《
正

爲

r

六
 

個
月
」

。
使
汽
車
»
被
人
知
所

s
s
r
,

而
苹
 

鐵
路
與
公
路
之
行
—

全

。

八

、
 
加
強
汽
車
所
有
人
、.駑
》
人
逋
反
本
 

條
例
應
n
之

執！•
£

力

：
現

時

汽

車

所

有

人
 

、
—

人

逋

反

道

路

交

理

管

理

，

«
依

規

定
 

吊

扣

其

汽

車

.牌

照

或

*

«
執
i

,
多

不

依 

規

定

 

繳

送

汽

車

牌

照

或

*

»
稱

照

，
致 

本
涤
例
第
六
十
五
條
第I

項
第
二
款
、
第
三
 

款
加
倍
*
分
吊
照
成
易
*
吊
照
之
規
定
，
形
 

同
具
文
。
爲
維
*
交
通
秩
序
，
確
保
行
_

 

全

，
爱
修
正
R
第

六

+

五

搽

，
於

弟

一

項

第

 

二
款
及
第
三
款
中
分
別
規
定
，
加
倍
處
分
吊
 

照
後
仍
不
依
限
期
#
送
汽
車
牌
照
或
篤
#
執
 

照

者

，
.
吊销
其

汽

車If
®

或

駕

*I

{
照

.，
以 

加
強
處
罰
執
行
之
效
力
。

九

、
 

滅
輟
a

銷
汽
車
牌
照
後
再
行
》
領
之

五

I

立
法
繭
公
*

第
七
十
卷
第
五
十
五
期

择♦
l

a
#



—
1
6

公
輕
第

.七
十
*

第
五
十
五
期

B E
#
*
*

期
W

 :
現
行
第
六
十
六
條
但
*
規
定
汽
車
牌
 

照
依
第
六
十
五
條
第

I

項
第
一
款
之
規
定
由

 

公
路
主
管
播
蘭
a

行
註
销
者
，
非
滿
一
年
不
 

得
再
行
鲴
領
，
時
間
過
長
，
易
使
因
註
銪
牌

 

照
而
停
》
之
車
稱
受
損
，
且
依
第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
第
十
七
條
第

I

項
規
定
吊
銪
之
牌
照

 

,
因
未
予
規
定
期
限
內
掸
送
而
註
銪
之
情
®
 

並
非
嚴
重
，
非
滿
一
年
不
得
再
行
諳
領
，
不
 

免
失
之
過
苛
，
爱
將
本
條
但
®
 r

非

滿

I

年
 

不
得
再
行
諸
領
」
之
期
限
，
修

正

爲
r

非
滿
 

六
俚
月
不
得
再
行
諸
領
」
以
利
執
行=

十

、
修
正
道
路
交
通
事
件
裁
決
嫌
構
設
置

 

辦
法
及
道
路
交
*
案
件
處
理
嫌
法
之
訂
定
*
 

R

:
本
條
例
皤
於
法
除
受
理
有
醑
交
a

亊
件
 

之
處
理
瓣
法
，
原
規
定
由
司
法
行
i

定
之
 

。
惟
交
通
亊
件
，
應
包
括
異
議
亊
件
舆
刑
亊

 

案
件
在
內
•
交
通
興
議
亊
#
之
裁
定
及
刑
事

 

案
件
之
審
判*

係
由
法
院
交
速
法
庭
爲
之
。
 

交
a

刑
亊
案
件
之
偵
査
及
執
行
，
則
由
檢
察
 

官
依
有
關
法
律
之
規
定
辦
理
。
審
檢
分
隸
寅

 

施
後
，
除
交
通
異
饑
事
件
之
裁
走
及
刑
亊
案

 

件
之
審
.飼

，
應
由
司
法
.院
監
督
外
，
其
餘
各
 

«

 *
均
應
由
行
政
院6

W

。
故
道
路
交
通
亊

 

#
4
?
理

«

法

，
自
應
由
司
法
院
會
同
行
漱
除

 

定

之

，
爱
將
第
八
十
九
條
予
以
侈
正
。
另
爲

f

司
法
行
政
部
名
稱
之
*
更

，
併
i

八
 

條
第
三
項
粟
規
定
之
嘯
路
交
*
亊
件
蒙
決
檄

 

構

凿

瓣

法

，
由
內
—

會
商
交
通
部
、
司
 

法
行
政
部
定
之
，
修

I E
爲
由
內
政
部
會
同
交

 

通

部

、
法
務
部
定
之
。

主
*
:
審
査
報
告
完
華
，
諸
李
委
員
級
武
補
充

 

說
弭
。

.李
委
霣
*
武
.人

十

I

時
三
十
六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此
次
行
政
院
所
提
道
路
交
通
苷

 

理
a

前
搽
例
茚
分
條
文
修
正
i

共
修
正
十

 

I

條

、
增

耵

I

條

，
共
十
二
條
，
《
本
會
等
 

審
査
照
案
通
®
者
計
爲
第
八
條
、
第
二
十
一
 

條

、
笫
六
十
五
條
 

>

 第
六
十
六
條
、
第
六
十
 

七

條

、
第
八
十
九
條
共
六
條
，
經
審
査
修
正

 

者
六
條
•
爲
第
十
四
條
、
第
二
十
七
條
、
第
 

三
十
一
條
、
第
三
十
三
條
、
第
三
+
七
條
之
 

I

 
、
第
五
十
四
條
>
其
中
四
條
多
爲
职
鍰
降

 

低
或
吊
扣
%
厢
期
限
播
短
問
埋
，
f

第
三
 

十
一
條
及
策
三
十
七
條
之
|
審
査
情
形
，
簡
 

單
補
充
說
弭
：
本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侈
正
_，
主
 

要

有

三

I

、
卅

I
條
戴
安
全
帕
問
S

，
 

二

、
卅
七
條
之
一
係
加
強
管
理
營
業
小
客
車

 

篤
»
人
以
浓
吐

♦
秩
序
及
*
客
安
全
，
三

、
 

提
高
SI

鍰
以
及
加
重
堪
前
部
分
，
以
發
揮
《
 

阻
作
甩
如
廿

I

條

。

五
二

:
:
第
三
十
『
嫌
在
#
1
^
會
中
爭
|

烈

，
 

分
兩
韁
章
見
，
⑴
*

分
委
貝
認
爲
搛
車
駕
«
 

人
及
附
載
座
人
應
戴
安
全
相
，
其
目
的
在
於

 

保
陣
H

民

生

—

全I

I

全
《

，
«
有
不
. 

便

，
亦
«
權
衡
和
害
輕
重
，
但
須
採
分
期
資
 

施
瓣
法
，以
期
周
部
分
委
歲
認

爲

供

 

車
駕
t

t

人
—

全
供
問
S

 ,
因
本
省#

處
亞
. 

熱
带
，
毎
至
#
塞

，
汗
流
狹
背
，
至
感
不
谭

 

，
安
全
《
之
®
最
均
待
改
進
，
他
如
道
路
工
 

程
之
改
良
及
*
力
尤
須
—

，
靜
市
大
衆
寒

 

輪
系
統
建
設
問
题
，
亦
待
加
強
，
否
則
徒
法
 

不
能
施
行
，
爱
將
本
條
到
爲
甲
乙
兩
案
，報
誚
 

院
會
公
決
。
該
案
S

似
很
小
，
但
牽
涉
太
廣
 

，
據
統
計
*
湾
地
IE

共
有
後
車
四
百
九
十
多

 

萬
毹
，
加
附
*
坐
人
約
八
、
九
百
萬
人
，
差
 

不
多
是
班
爾
人
0
的
二
分
之

I

，
政
府
施
政
 

第
一
要
愛
民
，
所
以
勸
導
要
戴
安
全
楢
，
第

 

二
II

便
民
，
因
之
並
不
強
制
。

：

㈡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I

第

I

項
所
盯
各
罪
如

 

「
殺
人
」

，
有

r

故
意
.一
或
「
過
失
」
之
別
. 

9.
應

以

「
「
故
意
殺
人
」
爲
處
罰
之
依
據
，
 

r

強
盗
」

、
「
》
奪
」
在
刑
法
上
類
似
同
一
 

之
罪
者
尙
有
「
擔
錮，1

應
予
併
列
。

「
恐
*■
 

j

 I

詞
似
嫌
廣
泛
，
應

以

「
恐
嚇
取
財

j

以
 

爲
處
》
之
！*
*
«.
此

外

*
各
委
員
以
爲
吊
a

執
業
登
記
靄
及
《
駛
#
照
霣
爾
較
爲
嚴
重
.，

在
原
則
上
除

I

■宜
告
級
刑-.1

可
予
免
扣
外
，
 

嫌

增

加

「
易
科

e

金
者
」

，
以
期
輕
撖
之
罪

 

者

，
.仍
得
鸚
業*

是
將
本
條
處
罰
範
圍
縮
小

 

，
時
間
耱
烜
，
但
對
本
條
立
法
精
神
均
表
支

 

持

。今
天
中
央
曰
*
»
刊
有
*
冰
先
i

頓
交
 

通

|文
銳
得
很
對

r

推
持
交
通
秩
序•

靠
駕
 

跛
人
守
規
，
靠
嚴
厲
執
法

 ''邇
s

«
s

s

e
.

J

o
主
JC

..B

集
委
貝
說
'SS
完
畢
*
現
在
進
行
®
泛
 

討
論
。

II

王
委
ft

淸
波
發
言〇

王
委
A

*

a

 :
 

<

十
一
時
四
十
五
分
)
主
席
、
 

各
位
词
仁*

 M

於
第
三
十
一
條
規
定
騎
機
車

 

不
戴
安
全
n

就
II

處
罰
的
間
題
。

本
席
m

l

明
••
 r

騎
機
車
鼓
勵
败
安
全

 

帽

，
但
不
*
成
處
罰
不
戴
安
全
幘
者

j

 
，
其
 

理

由

如

下

.：

I
,、

交
a

秩
序
混
a

並
非
不
戴
安
全
W

所
 

致

：
交
通
秩
序
之
混
戴
是
由
於
交
通
*
察
執
 

行
不
力
，
道
路
交
a

获
施
不
如
理
想
所
致
(
 

佔
*
機
》
萆
輛
百
分
之
五
十
五
的
*
車

，
只
 

有
不
到
六
分
之

I

的
路
槽)

？

笼
非
機
車
*
 

K

A

不
戴
安
全
H

使
然
，
舖
勿
本
末
倒
置
。

二

、
 
戴
安
全

S

不
必
採
取
強
迫
手
段
：
嫌
 

.皁
駕
t

t

人
設
若
強
迫
I

全
*
而
增
加
其
本

 

身
行
車
安
全
，
則
容
生
增
加
車
速
或
蛇

.行#

違
規
心
理
，
直
接
釤
響
第
三
者
之
行
車

 

、
行
路
安
全
，
此
種
保
豳
自
己
安
全
而
增
加

 

別
人
危
*
之
法
律
，
不
宜
訂
定
。
反
之
因
未

 

戴
安
会

B

,
自
己
行
車
肇
亊
有
危
險
，
則
必
 

有

「
》
速
慢
行
」
以
*
»
自
己
安
全
之
心
理

 

*

別
人
亦
因
之
® -
加
行
車
或
行
路
之
安
全
•
 

又
機
車
肇
事
死
亡
人
歎

I

年
傲
有一

千
八
百
 

二
十
人
.，
《
佔
使
§

車
人
數
之
五
千
分
之

 

1

•
只
佔
人
□
的
一
萬
分
之
一
，
並
非
嚴
重
 

現
象

。

三

、
 
保
護
自

己
安
全
乃
植
利

不
用
冊
薄
取

 

締
：
戴

安
全
相
是
*
*

自
己
安
全
、

C

 *
不
 

«
安
全
*
舆
冬
天
弈
不
穿
棉
襖

的
道
理

I

嫌
 

〕
是
一
植
禳
利

，
而
非
義
務

，
*

利

廑

予♦
 

重

，
而
非
取
薄
。

廉
法
第
二
十
二
條
規
定
.•

 r

凡
人
民
之
其

 

他
自
由
及
*
利

，
不
妨
害
社
會
佚
序
，
公
共
 

利
益
者
，
均
受
憲
法
之
保
陣

J
.。

又
第
二
十

 

三

條

規

定

r

以
上
各
條
列
舉
之
自
由
植
利

 

，
除
爲
防
止
妨
礙
他
人
自
由
，
进
免
累
急
危

 

難

，
維
持
社
會
秩
序
或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所
必

 

要
者
外
，
不
得
以
法
律
®
匍
之.〇

j

四

、
 
不

合

「
民
之
所
好
好
之
，
民
之
所
痗
 

*
之
」
之
放
治
珙
則
•：
{!
本
席
一
里
期
來
之
 

抽
嫌
！s

査

，
現
在
只
有
十
分
之

I
的
駕
*
人
 

戴
安
全
«

，
十
分
之
7L
不
*
^
全
《

，
如
匍
 

定
罰
則
，
必
導
致
«
草
鳶
皺
人
四
百
萬
餘
人
 

與
w

«
座
人
四
百
萬
餘
人
之
不
*
與
反
感
。
 

此
*
前
則
及
於
被
大
多

I
K

，
且
不
合
憲
法
 

保
陣
人
民
之
自
由
榷
利
之
糖
神
，
應
非
政
治
 

家6
*

爲

。

五

、
 
四
百
錄
莴
锇
萆
使
用
人
天
天
*
刺
跋
 

之
成
脅
，
必
—

厭
搌
i

，
貨
駡
政
府
：
 

例
如
忘
記
攜C

i
K

全
_
,
.
逵
失
安
全
帽
，
附
 

*
座
人
《
時
找
.不
到
安
全
糴
等
等
均
在
受
前
 

之
狀
况
，
_
法
使
人
心
雇
□
»•
0
 
.

六

、
 
增
加
醫
察
單
位
無
限
之
負
擔
：
此
刖

 

則
*
怖
後
，
如

I
f#

行
則
失
去
意
義
，
顯
示
 

政
府
無
匍
，
加
»
s

#
l

t

,
所
i

力
全
部
 

投
»
»
拥
單
亦
不
足
以
應
付

C

毎
天
約
有
四
 

萬
人
S

受
W

)
。
又
安
全
《
失
麝
報
案
之
査
 

處
等
更
是
無
可
針
.量

，
*
民
之
料
紛
必
將
層
 

出
不
*

。
治
安
及
i

大
事
，
何
其
多
，
爲
 

什
麽
要
在

r

戴
安
全
H

J

 a

一

W

&

,
自
找

K

M

?
七

r

苛
K

猛
於
虎
-
不
得
爲
也
：
如
毎
天
 

以
百
分
之
一
未
戴
安
全
《
計
»

，
毎
天
約
有

五
三

立

*

_

公

《
鳙
七

十

*

第

五

十

五
»
.
.»«
會
«
錄
.



■異
i

安
全
轘
的
製
造
工
廠
推
銪
生
意
。
由
 

於
物
資
局
現
存
的
安
全
糴
<
^
®
百
萬
頂
，
 

因
此
物
賫
局
曾
要
求
嫌
車
狸
造
商
購
置
安
全

 

帽
明
同
檄
車I

齊
出
售
，
但
是
換
車
典
造
商
 

却

予I
槪
拒
絕
，
他
捫
甚
至
願
意
毎I

頂
帷
 

子
倒
貼
三
十
元
給
物
.質
局
而
不
接
受
此
建
*
 

。
現
在
政
府
以
立
法
手
段
強
锢
推
銷
安
全
f
fl
 

,
道
是
本
末
倒
置
的
做
法
。
毎
一
個
機
車
醃
 

乘
人
，
爲
了
自

iii
的
生
命
安
全
，
都
應
當
戴
 

安
全
帽
，5

1
^

政
府
箱
不
可
以
處
罰
鎪
來
強

 

制
執
行
，
否
則
必
將
遭
致
民
怨
，
交
通
秩
序

 

可
能
將
比
現
在
更
爲
紊
亂
*
希
望
本
案
的
修
 

正
匍
够
顒
應
興
情
，
從
#
如

流

，
應
有
合
情

 

、
合

理

、
合
法
的
修
正C

謝
謝
各
位P

主
席
：
餉
洪
委
貴
玉
.欽
發
言
。
(
不
在
場
)
洪
 

委
負
不
在
場
，
請
林
委
具
职
》
發
言
。
(
不
 

在

場

)
林
委
員
不
在
場
*
睛
洪
委
負
昭
男
發

 

言

。

洪
委
具
眧
男
.A

十
六
時
十
二
分
)
主
席
、
各
 

f

仁

。
騎
乘
檄
車
是
否
應
戴
安
全
帷
，
這
 

是

1

個
十
分
矛
盾
的
問
題C

在
審
査
會
中
，
 

本

席

曾

主

張«
乘

機
i

戴
安
全
帷
，
但
是
 

並
未
主
張
對
於
不
戴
安
全
相
者
處
以
罰
鍰
。
 

择
後
本
席
就
立
卽
S
到

許

多

選

民

的

黄

間
•-*
 

€
3
5
,«

安

全

.|«
旣

然

如

此

|

^

便

，
本

席

何

以
要
作
此
主
張
？
本
席
所
要
軀
明
的
是
，
本
 

席
在
原
則
上
嚴
作
此
主
張
，
但
是
反
對
在
本
 

涤
例
中
加
以
處
拥
的
規
定
-
其
理
由
本
席
分
 

述

如

下

•
•

H

臺
爾
歡
百
萬
的
櫬
車
》
士
大
部
分
都
反
 

對
戴
安
全
帽
，
如
果
在
條
文
中
再
加
上
逋
罰

 

的
規
定
，
反
對
之
聲
一
定
更
爲
激
烈
。
基
於
 

爲
政
之
追
在
於
民
之
所
好
好
之
，
民
之
所
悪
 

惡
之

，
本
席
認
爲
第
％

一
條
應
維
持
現
行
法
 

抱
條
文
規
定
。
猞
如
抽
烟
有
璇
人
民
身
《
健
 

康

，
政
府
是
否
也
應

IJ
定
法
律
條
文
，
對
於
 

抽
烟
者
予
以
強
匍
處
罰
宪
？
道
是
不
當
的
做
 

法

，
必
將
這
致
人
民
反
對
。
現
在
人
民
旣
然
 

有
此
強
烈
的
意
願
•
認
爲
不
應
強
制
執
行
戴

 

安
全B

的
規
定
，
政
府
就
應
接
受
多
獻
人
民

 

的
意
願
。

㈡
第
卅
一
條
的
甲
案
，
欲
增
訂
第
卅
一
條

 

之

一
，
規
定
由
交
通
部
會
同
內
政
部
、
法
務
 

部
擬
訂
分
期
實
旛
辦
法
，
報
第
行
政
院
核
定

 

•0
本
席
認
爲
此
種
立
法
技
術
有
欠
高
明
。
分
 

期
資
施
，
1

先
«
宜
導
、
敎
育
再
強
锢
賓
 

施

，
但
是
政
府
由
籣
始
宣
導
至
今
，
至
少
已
 

有
五
年
了
，
有
的
人
固
然
接
受
勸
導
戴
上
T 

安
全
帷
，
但
是
許
多
人
速
是
不
戴
，
因
此
此
 

锺
琪

定

並

無

多

大

的

意

義
,°

..

㈢

憲
法
第
二
十
二
條
規
定
：

r

凡
人
民
之
 

其
f

由
及
櫬
利
，
不
妨
璇
社
會
秩
序
，
公
 

共
利
益
者
，
均
受
憲
法
之
保
障
。
‘】
一
個
人
 

不
戴
安
全
榷
，
並
不
妨
礙
公
共
佚
序
或
他
人
 

的
利
益
，
因
此
i

f

其
自
由
選
擇
的
檄
 

利

。
政
府
修
正
此
條
的
用
意
固
然
很
好
，
但
 

是
執
行
起
來
却
非
—

灘

，
因
此
本
席
認
爲
 

第
卅
一
條
應
當
維
持
魂
行
法
的
規
定
。
至
於
 

戴
安
全
桕
的
問
题
，
應
由
行
政
概
厢
另
行
硏
 

擬
瓣
法
。

主
席
：
誧
蘇
委
負
秋
鎮
發
言
。

蘇
委
具
秋
《
:
(
十
六
時
十
九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道
路
犮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是
由
交
 

通

、
內
政
與
司
法
三
委
具
會
聊
席
審
議
的
，
 

此
次
審
査
修
正
案
有
以
下
三
個
璽
點
：

H

頭
前
溪
大
車
*
發
生
以
後
，
如
何
建
立
 

平
交
道
的
權
戚
，
通
是
衆
所
_
目
的
一
個
問
 

題

，
審
査
會
已
將
原
草
案
第
.五
十
四
條
加
以
 

修
正
後
連
於
完
美
的
程
度
，
平
交
道
的
櫬
威
 

廒
可
建
立
起
來
了
。
 

•

㈡

欲
對
計
程
車
司
檐
的
消
極
資
格
加
以
管
 

制

，
使
計
程
車
司
嫌
在
登
‘記
之
舫
，
就
對
其
 

费
格
有
所
限
铟
。
至
於
執
業
中
的
計
程
車
司
 

«
?
若
犯
了
竊
盜
、
胙
撳
、
妨
杳
自
由
等
邠
 

之

7
就
要
加
以
處
罰
，郁
吊
銪
其
執
業
登
記

五
七

f

•
五
十
五
一I

 
痴

立

f

十
#

集

五
十
五
期
拥
«
0
M

f
i及
駑
鴃
執
照
，
以
補
刑
法
政
1

不
足
，
此
 

規
定
可
以
*
恨
司
携
*
加
強
刑
事
上
的
匍
裁

 

效
果
_
達
到
預
爲
防
範
的
目
的
，
道
是
用
意
很
 

好
的
條
文
。
審
査
會
根
據
列
席
政
府
首
長
的

 

說

明

•
將
資
格
審
査
的
觀
察
期
間
由
三
年
縮

 

短
爲
二
年
，
對
於
宪
了
不
可
原
諒
過
鍺
之
人

 

>
將
予
以
厳
厲
的
處
罰
，
本
席
認
爲
第
卅
七

 

條
之
一
的
規
定
已
修
正
得
很
1]
滿
了
，
本
案
 

可
算
是
各
種
交
通
處
罰
條
例
中
最
完
美
的I

 

個

，
而
且
審
査
會
也
開
了
風
氣
之
先
，
將
現
 

在
社
會
*
敏
感
的
間
题
之
一
，
II
安
全
帽
的

 

問
通
未
作
決
定
，
而
將
審
査
會
同
仁
見
仁
見

 

智
的
不
同
意
見
，
擬
成
甲
、
乙
二
案
，
報
誚
 

院
會
公
決
，
因
此
院
會
所
要
決
定
的
問
題
就

 

是
應
維
持
現
行
條
文
或
是
再
增
加
一
條
規
定

 

C

甲
案
是
對
不
戴
安
全
帷
者
予
以
處
拥
的
規

 

定

，
並
決
定
擬
訂
分
期
實
施
辦
法
。
相
侰
絕
 

大
多
數
增
額
邇
出
的
立
委
都
不
敢
主
張
強
制

 

執
行
騎
檐
車
戴
安
全
«
的
規
定
，
因
爲
逭
是
 

兹
亊
《
大

，
非
常
嚴
重
的
一
件
亊
，
牽
涉
到
 

胖
多
方
面
。
若
爲
維
疲
個
人
的
安
全
，
應
考
 

慮
的
因
索
很
多
，
例
如
冬
天
出
門
^

\

穿
衣
 

服

，
將
會
感
s
生

病

，
政
府
是
否
也
應
以
法

 

律
規
定
冬
天
出
門
不
多
穿
衣
服
的
人
要
處
罰

 

鍰
呢
？
又
如
自
殺
行
爲
，
若
照
強
制
人
民
戴

安
全
《
的
理
由
來
看
，
此
種
危
害
人
民
生
命
 

安
全
的
行
爲
，
豈
不
是
也
應
以
法
律
來
強
劁

 

執
行
噍
？
但
是
$

上

，
刑
法
對
於
自
殺
行

爲

並

不

裔

。
因

爲

舊

震

愛

護

百

姓

，
對
 

於
要
自
殺
者
，
也
無
可
奈
何
。
因
此
由
安
全
 

的
觀
點
來
看
，
由
於
關
乎
個
人
安
全
的
因
素

 

不
勝
枚
舉
，
只
要
是
不
妨
害
他
人
的
安
全
，
 

只
是
個
人
的
安
全
問
理
，
法
律
>r-
宜
強
制
規
 

定

。再
由
立
法
政
策
來
看
，
如
果
法
律
巳
有
規
 

定
應
戴
安
全
帽
，
却
又
說
要
擬
盯
分
期
實
施
 

辨
法
，
道
種
立
法
技
術
就
不
妥
當
，
因
爲
法
 

律
的
钿
定
如
果
備
而
不
用
，
就
有
拫
法
律
的
 

櫬
威

，
不
如
乾
脆
不
予
規
一
疋
。
如
果
因
爲
人

 

民
反
對
，
就
不
敢
執
行
法
律
的
規
定
，
人
民
 

就
將
永
速
反
對
下
去
。
因
此
如
果
政
府
決
心
 

執
行
，
就
覼
立
法
；
若
速
不
準
備
立
卽
祛
取
 

處
罰
的
強
制
手
段
，
現
在
就
不
宜
作
此
規
定

 

〇

又
由
於
本
法
關
於
速
規
行
爲
的
裁
決
，
處
 

罰
檄
！

i

是
善
察
機
關
，
而
內
政
部
自
前
正
在

 

苹
擬
社
會
安
全
保
藤
法
，
道
是
根
據
大
法
官
 

舍
酗
解
釋
遠
詧
罰
法
的
規
定
有
锤
憲
之
處
而

 

擬
訂
的，一

個
亡
羊
補
牢
的
法
案
，
欲
將
所
有
 

審
判
與
處
卵
程
序
都

II
於
法
院
負
実
，一

且

五
八
 

•

瓧
會
安
全
保
譲
法
修
正
通
過
，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的
裁
決
處
莉
檐
關
也
要
由
謇
察

櫬
鼷
修
正
爲
法
院
，
因
此
本
條
例
必
將
於
.近
 

年
內
再
送
本
院
侏
正
，
如
茱
興
在
安
全
蛔
的
 

間
題
邇
不
擬
強
制
執
行
，
則
何
妨
待
將
來
配
 

合
社
舍
安
全
保
贐
&
的
坑
定
修
正
本
條
例
時
 

再
加
以
修
正
呢
？
交
通
單
位
可
以
在
此
期
間
 

儘
I

導

，
提
高
人
民
的
敎
W

水
準
與
對
交
 

通
安
全
常
嫌
的
鸹
諏
，
更
重
要
的
是
道
路
般
 

施
也
應
配
合
，
政
府
對
於
同
負
捫
稅
莪
務
的
 

四
百
莴
名
嫌
萆
騎
士
，
爲
了
他
們
的
生
命
安
 

全
，應
爲
他
們
設
置
機
車
與
用
道
。以
高
雄
市
 

中
正
路
至
加

H

出
口
區
一
段
路
而
言
•
在
萵
 

速
公
路
旁
邊
都
設
有
檐
車
專
用
道
，
因
此
未
 

酋
發
生
過
機
萆
車
禍
，
可
見
檐
車
肇
事
並
不
 

能
完
全
蹄
咎
於
—

駕
駛
人
，
政
府
不1

1

只
 

苛
求
百
姓
而
不
反
躬
自
省
。
基
於
以
上
粧
種
 

原
因
，
本
席
主
張
第
卅
一
條
應
雎
持
現
行
法
 

條
文

，
不
宜
再
增
rT

第
卅
一
條
之一

 
,
也
就
 

是
應
採
乙
案
的
規
定
。
人
民
絕
對
不
會
歡
迎
 

政

安

全

《
的
強
匍
措
施
，因
此
政
府
的
 

措
施
應
秉
持
「
民
之
所
好
好
之
•，
民
之
所
惡
 

悪
之
。J

的
®
則
去
做
。
敬
骑
院
會
公
決
。

主
席
：
誚
黄
委
A
河
淸
發
言
。

黄
委
A
河
淸
•
■
(

十
六
時
三
十
分
)
主
席
、
各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卷
笫
五
十
六
期
院
會
紀
錄

三

、
曾
坯
報
部
核
准
事
項。

.：
第

十
I

條
本
署
辦

毕

細
則
，由
署
擬
訂
， 

報
請
財
政
部
核
定
之
？

•
.

第
十
二
條
本
條
例
自
公
布

B

施
行
。

主
席
：
請
埔
院
會
，
對
本
案
有
無
文
字
修
正
-?
 

誚
吳
委
a

延

環

發

言

、
。

吳
委
霣
延
瓌
：
•：(
十
時
廿
七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

對
於
本
案
，有
下
列
文
字
修
正
：
 

!
:
第
二
條
第
.1款

1_ 

業
務
之
監
督
…
 

•
:J

，

r

之

-1_
字

捆

除

。

s

第
二
條
第
三
款
一
■…
…
財
務
效
能
與
…
 

•
:J

，

I，

與.1

孕
改
爲
【.及.1

字

。

主
席
：
吳
委
員
延
環
對
本
案
提
出
下
列
文
字
侈

 

正

：
H

第
二
條
第一

款
一
;

…
…
業
務
之
監
督
…
 

.

:

J

 
,
 I

■之

J

字
腼
除
。
餹
問
院
舍
，
有
無

 

異
讓
？：(

無

)
無
異
識
，
照
删
。

㈡

第
二
f

三

款

一
.'
1

•
射

務

效

菜

與

…

 

…

，

「舆

J
:

字

改
爲
一

•
及J

字

。
諮
問
院
會

 

，
有
無
異
番
？

(
無

)
無
異
議
，
照
改
C 

請

間

院

.
*->
有

無

其

他

文

字

修

正
-9
;
(
.
無

 

)
沒
有
•其
他
文
字
—
正
。

、

本

案

決

苐

•
：
 r

財
政
部
國
庳
署
組
耧
法
名

 

稱
修
正
爲
財
玫
诨
國
庳
署
組
鏃
條
例
.

，
i

 

條
文
修
芷
通
過
。
」
請
問
院
會
，
有
無
異
議

?
(
無

.)無
異
鸛
，
通
過
7
 

現
在
進
行
討
譫
事
項
笫
二
案
。

二
、
：̂
展
支
炎

->

f
:
政

.
、

司

毛

三

'
 

委

员

^ :
報

：
告* -
查

行

政

院®
請

，
 

#

議

「違

㈤
交
邋
管
理
處

罚

條

例

.
部

分

條* !
修

毛

草

.案

J

案

。

.

/■
• • • 

•
.

主
席
：
本
案
經
.提
上
次
會
議
討
論
.未
畢
，
第
二

十
一
條
以
下
條
文
，
於
本
次
會
議
提
出
繼
績

 

討
廡
。

請
問
院
會
1
對
第
二
十
*
條
那
位
邇
有
意

 

見

？
諸
蘇
委
炅
秋
嫌
發
言
。

蘇
委
微
秋
鐵
■:
(
十
時
卅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對
於
第
二
十
11條

，
本
院
同
仁
已
發
表

 

了
許
多
意
見
.。
本
席
是
明
席
審
査
舍
的
一
員

 

，
當
然
支
持
審
査
會
的
意
見
，
但
是
上
次
贿
 

了
各
位
S

言
同
仁
的
意
見
以
後
，
認
爲
第
二
 

款
至
第
五
款
的
文
宇
迈
定
r

有
商
榷
的
必
要

 

。
法
律
文
字
應
求
明
確
化
、
大
衆
化
、
舆
簡
 

略

化

-»
使
人
民
易
於
瞭
解
>
執
法
人
便
於
執

 

行

..如
果
法
律
規
定
得
太
過
細
瑣
，
而
大
家
 

的
記
愴
力
X
是
有
限
的
，
將
來
不
僅
人
民
遵

 

循

，
《
察
1

執
法
也
有
困
甦
。
至
於
本
案

六

第
卅
三
條
的
規
定
則
很
筒
略
槪
要
1
以

f

不
 

f

匍

.—
四

字

龙槪
括

4
.
切

，
本

席

詻
爲
此

 

«
立

法

*

式较

好

.»
因

此

第

二

_十

|
條

第

二

 

敫

至

第

五

款

是

否

可
«
箱
爲
.
.
1
句

規

艮

：

「
 

領
有

»
駛
執
照
而
駕
鴃
不
同
車
種
者
。
*_
誚
 

各
位
考®

。

主
席
：
誚
袁
委
員
其
焖
裔
言*

 

..

袁
®
飘
其
烟
*
.

•
(

十
時
四
十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上
次
會
»
本
席
聽
到
許
多
同
仁
對
第
 

二
十.一

條
發
表
的
意
見
i

本
席
希
I

會
同
 

仁
對
本
i

規
定
«
重
考
嫌
，
切
勿
s

-'r
更
 

張

，
因
爲
道
是

I

條
直
接
悶
乎
交
通
安
全
的
 

條
文
。
此
條
文
在
當
年
是
由
許
多
專
家
訂
出
 

來
的
條
文
，
自
從
本
條
.例
立
法
以
來
，
已
行
 

之
多
年
。
本
嵌
將
罰
親
由
原
來
的
五
百
元
至
 

I

千
元
提
高
爲
一
千
元
至
二
千
元
，
卽
新
銮
 

幣
三
千
元
至
六
千
元〇

因
爲
近
來
在
高
速
公
 

路
或
一
般
道
路
常
有
連
.瑷
車
P

的
發
生
，
死
 

«
者

甚

衆

.
，
追

究

其

原

因

V

就
是
在
於
未
注
 

意
本
條
的
規
定
以
往
妫
合
國
的
國
際
勞

H

 

局
爲
了
i

各
阐
有
r

a

汽
車
结
播
的
高
W

技
 

*
人
II

-*
曾
於
民
国
五
十
年
垄
六
十
年
在
板

 

橋

設
«
明

練

班

.
，
孩

班

陳

設

T

. 

1

套
解
剖
開
 

的

檐

器

，
：使

受
现
.者

有

涕»
的

瞭

解i

第
二
 

十
一
條
就
是
許
多
專
家
們
訂
出
來
的
條
文
。

立
法
除
公
*

第
七
十
卷
第
五
十
六
期
院
會
紀
.錄

I

、
雄
持
現
行
法
第
三
十
一
搽
條
文
：
 

「
櫬
器
脚
踏
车
附
*
人
貝
、
物
品
未
农
規

 

定

者

，
處

*»
人

五

十

：
兀

以

上

、

I

百

-
瓜
以

 

下

80
栽

。，1

二

、
增
訂
第
三
十

I

條

之一

 ••

「
檎
器
脚
踏
車
駕
駛
人
或
附
載
座
人
未
轚

 

安
全
《
者

，
處
駕
»
人

I

百
元
以
上
，
二
百
 

元
以
下
圃
《

。

前
項
規
定
，
由
交
通
部
食
同
內
政
部
、
法
 

赛
部
擬
訂
分
期
實
施
娣
法
，
報
請
行
政
院
核

 

定

0
」乙

案
••維
持
現
行
法
第
册

I

條
條
文
：
 

r

檐
％
8
«

車
附
《
人
貝
、
物
品
未
依
規

定

者

，
*
*
駛
人
五
十
元
以
上
、

I

百
元
以
 

下
罰
鎪
。
」

主
席
：

M

吳
委
員
延
環
發
言
。

吳
委
嚴
延
環
：

C

十
時
五
十
六
分
〕
主
席
、
各
 

位
固
仁.

。
本
條
問
埋
最
多
，
林
委
負
銳
大
家

 

正
在
硏
究
修
正
意
見
，
本
席
建
*
本
條
在
程

 

序
上
先
暫
行
保
留
，
等
其
他
條
文
討
論
完
畢

 

V

 
,
再
画
頭
討
論
。

主
席
：
吳
委
貝
1

本
條
暂
行
保
留
-t
誚
間
院

 

*
有
無
興
*
?
 

C

無

)
無
異
*
 ,
本

條

暫

行

 

保

留
C

宣
讀
第
三
十
三
條
。

第
三
十
三
條
汽
車
行
珐
於
高
連
公
路
或
設

 

站
管
匍
之
蛋
路
，
而
不
遂
管
制
之
規
定
者

 

，
處
汽
車
駑
駛
人
五
百
元
以
上
、
一
千
元
 

以
下
前
线
，
因
而
致
人
受
傷
者
，
吊
扣
其
 

駕
敝
執照

一
一

一
個
月
-
致
人
死
亡
者
，
吊
銪
 

其

駑
蛱

软
照

•
，
必

要

時

.
，
並

得

暫

時

扣

留

 

其
家
橱
。

主
席
：
請
闻
捺
會
，
對
第
三
十
三
條
有

無

異
11
 

?
(
無

)
無
異
謓
，
通

邁

。

宜
*
笫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

第
三
十
七
條
之一

曾
犯
故
意
殺
人
、
搶
規
 

、
搶
奪
、<強
盜
、
妨
署
風
化
、
恐
嚇
取
財

 

或
據
人
親#

之
罪
，
經
判
決
罪
刑
確
定
，
 

而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不
准
辧
理
營
業

 

小
客
車
駕
跛
人
執
業
登
記
：

1

、
受
有
期
徙
刑
之
#I

t

完
畢

、
受
無
期
 

徒
刑
或
有
期
徒
刑一

部
之
執
行
而
赦
免

 

後

，
未
滿
二
年
者
。

二
、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之
宜
告
尙
未
執

 

行

、
行
刑
植
時
效
消
滅
後
，
未
滿
二
年

 

者

。

三

、
 

受
刑
人
在
嵌
释
中
者
。

營
業
小
客
車
駕
鈹
人
在
—

期
中

，
 

犯
前
項
所
列
各
罪
之一

,s

判
決
罪
刑
確

 

定
者
，
吊
銪
其
縈
業
小
客
車
執
業
登
記
證

摩

八

及
駕
駛
執
照
。

營
藥
小
客
車
駕
驶
人
在
執
業
期
中
，
 

犯
軀
盗
、
胙
欺
、
K

物

、
妨
害
自
由
各
罪
 

之

I

,
經
辤
決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確
定
 

而
未
宜
告
級
刑
或
易
科
罰
金
者
•
吊
銪
其
 

營
業
小
客
車
執
業
登
記
證
及
駑
駛
執
照
。

營
業
小
客
車
駕
駛
人
不
依
規
定
缽
理
 

糗
業
登
記
者
•
吊
銪
其
駑
皺
執
照
。

營
業
小
客
車
駕
駛
人
執
業
登
記
较
法•

 

,
由

交

通部

會

同
內
政
部
定
之
。

主
席
：
$

有
幾
位
同
仁
登
記
發
言
，
現
在
睛
 

沈
委
具
世
雄
發
言
。
(
不
在
場
)
，
沈
娄
貝
 

不
在
》

。

請

張

委

—

銘

發

言

。

張
委
A

植
路
：

C

十
時
五
十
九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c

本
席
是
因
爲
有
一
名
法
律
系
學
生

 

對
本
條
向
本
席
建
M

I

個
觀
念
問
題
，
特
提
 

出
作
一
報
吿
。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第

I

項
規
 

定
：

「
曾
犯
故
意
殺
人
、
搶
琪
、
搶
奪
、
強
 

盜

、
妨
害
風
化
、
恐
#
取
財
或
掳
人
勒
賊
之
 

罪

，
經
判
決
.罪
刑
確
定
"
而
有
左
列
淸
形
之
 

一
者
，
不
准
铋
理
營
業
小
客
車
駑
驶
人
執
業

 

登
記
。

J

孩
畢
生
說
：
搶

4K.
、
搶

奪

、
強

盜

三

者

罪

 

資
實|

。
搶
扨
是
春
査
會
坩
加
的
，
在
法
律



観
念
上
，
搶
a

、
搶

奪

、
強
盜
是
同

I

個
意
 

義

，
搶
SV

是
陸
海
空
軍
刑
法
中
所
規
定
，
結
 

夥
三
人
以
上
諝
之
搶
现
，
其
本
質
就
是
強
盜

 

，
所
以
三
者
並
列
，
在
法
律
《
念
上
是
重
《
 

了

。
本
席
認
爲
審
査
會
加
入
搶
f
fl

是

I

種
剩
 

餘
的
行
爲
。
該
名
畢
生
的
意
見
也
頗
有
道
理

 

，
他
《
爲

r

揄
刼
.

一
兩
字
®
予
f
fl

除

。
陸
海
 

空
軍
刑
法
中
是
刑
法
的
特
別
法
，
其
所
規
定

 

之
搶
s

本
質
就
是
強
盜-
就
是
使
人
夾
失
自

 

由
®
志
不
能
抗
拒
而
夾
失
財
物
之
情
況
，
三
 

人
結
夥
謂
之
搶
刼
，
是
加
璽
通
罰
的
條
件
，
 

3r-
以
本
席
建
鑫
捆
除
「
搶刼

.
|

，
而
維
持
行
 

政
院
的
原
案
。
 

■ 

其

次

，
本
條
第
三
項
：

r

營
業
小
客
車
駕

 

駛
人
在
執
業
期
中
，
犯
竊
盜
、
詐
欺
、
H

物
 

、
妨
害
自
由
各
罪
之
一
…
….

1

對
於
鼴
物
犯

 

，
本
席
有
一
黏
意
見
：
現
在
法
除
雄
案
有
*
 

種

案

子

*«
坫
■

t

 S

傷
害
罪
，
另

外|

偭
 

就
是
贓
物
犯
，
f

在
十
五
年
律
師
生
涯
中

 

•
感
到
法
.院
對
贓
物
犯
的
判
決
非
常
不
公
平

 

，
醎
物
|

身
不
是
動
舫
性
的
，
所
以
^
^
 

認
S

H

物
扭
是
5
要
列
在
其
中
値
得
斟
酌
，
 

因
其
本
身
沼
罪
M

不

是
铒
重

大

，
鋪

各

&
.
同

 

仁
多
多
指
®
 〇

 

主
席
：
請
蘇
委
員
秋
鎭
發
言
。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卷

藓
*
A

秋
鎭
：

C

十
一
時
三
分
；一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張
委
具
提
出
W

於
搶
a

、
揄
奪
、
強
 

盜
三
名
R

在
SS

律
観
念
上
是
否
重
複
的
問
«
 

,
審
査
會
肘
输
時
也
爲
此
爭
執
很
久
，
並
與
 

內
政
部
、
法
務
部
的
代
表
幾
度
斟
酌
煞
«■
苦
 

心

，
如
果
將
罪
名

I

一
列
舉
-
條
父
太
長
了
 

，
只
有
用
®
简
略
的
文
字
將
那
一
條
項
的
犯

 

罪
行
爲
列
出
來
。
第

I

、
在
第
一
項
中
有
重
 

罪
行
爲
者
，
我
f
fl

要

I

個s

察
期
間
，
不
要
 

讓
*■
离
上
®
到
執
照
，
原
草
案
定
爲
三
年
，
 

現
在
縮
滅
爲
二
年
。
對
有
重
罪
紀
錄
，
有
犯
 

罪
傾
向
者
，
大
家
«
察
一
段
時
間
以
媒
社
會

 

的
安
苹
無
可
厚
非
，
所
以
審
査
會
斟
酌
結
果
，
 

定
爲
二
年
，
大
家
沒
有
興
弟
。
罪
名
方
面
，
 

大
家
覺
得
殺
人
範
困
太
廣
，
有
遇
失
致
人
於
 

死
的
，
應
免
列
入
其
內
，
所
以
特
標
明
故
意
 

殺
人
字
搽
。
其
次
，
醑
於
搶
斑
財
物
方
面
的

 

罪
刑
，
如
果
只
寫
強
盜
，
也
恐
引
起
爭
*

,
 

發
生
解
釋
上
的
麻
煩
。
刑
法
上
搶
奪

r

強
盗
 

是
兩
個
罪
名
，
间
様
是
強
ffl

財
產
上
的
犯
罪
 

，
搶
奪
是
用
強
匍
的
手
段
，

人
不
能
抗
拒
 

，
所
以
在
名
稱
上
要
列
出
來
，
否
則
將
來
解
 

釋
會
發
生
問
題
。
陸

、
海

、
空
軍
刑
法
對

r

 

搶
‘却

處

罰

*
重

-
唯

I

死
罪
，
不
列
在
內
 

是
®
大
的
缺
涌
，
所
以
審
査
會
就
把
搶
奪
、

搶
却
、
強
盜
都
列
出
來
了
 
大
家
脬
爲
道
搛
 

比
较
周
延
。
因
爲
執
行
法
律
的
交
a

警
察
，
 

對
法
律
名
商
不
一
定
能
a

*
淸
楚
明
瞭
，
所
 

以
我
們
在
文
字
上
概
明
得
敢
淸
楚
愈
好-

 

其
次
，
晒
於
M

物

犯

，
凡

收

1

、
*
!(
,
 

互
寅
贓
物
都
叫
M

物
犯
，
要
詳
列
非
常
困
難
 

，
大
家
费
了
相
當
M

筋
沒
有
級
法
把
更
濟
楚
 

的
條
文
列
出
來
，
所
以
溉
掊
的
用
H

物
兩
字
 

。
妨
軎
自
由
也
是
一
樣
，
都
是
範
圍
根
廣
，
 

可
S

可
重
，S

者

固

應

予

以

處

前

，

«
者

只

痛

 

予
以
勸
導
、
瞽
吿

。
故
條
文
中
也
有
宣
告
瑷
 

刑
或
易
科

s

金
的
舉
指
-
令
罪
e

者
不
必
吊
 

銪
其
s'
業
小
客
車
執
業
登
記
思
及
駑
駛
執
照
 

。
《
物
與
竊
盜
在
刑
法
學
上
兩
者
是
|
起
的
 

,
沒
有
銪
《
的
處
所
，
竊
盜
犯
也
就
不
食
那
様
 

猖
獗
，
外
國
的
牵
說
I8
M

物
犯
爲
»
盗
的
腥
 

牆

，
兩
者
是
分
不
開
的
，
甚
而
贓
物
比
竊
盜
 

還
»
貫

，
從
刑
法
的
截
念
上
，
要
對
付
*
盗
 

,
不
如
签
底
抽
薪
的
對
付
M

物
犯
。
所
以
本
 

嫌
把
贓
物
列
在
其
中
，
並
沒
有#5

 ,
在

刑亊
 

政
策
上
是
非
常
正
確
的
。
審
査
時
爲
本
條
文
 

争
執
時
間
非
常
久
，
®
盡
了
腦
筋
，
才
作
了
 

決
定
，
本
席
認
爲
張
委
員
所
提
的
很
有
見
解
 

，
但
這
見
解
在
審
査
金
也
都
討
論
過
了
，
希
 

望
大
家
徒
支
持
審
査
舍
意
見
，
順
利
予
以
通

九

第
五
十
六
期
院
會
紀
錄

立
法
两
公
報
第
七
+

^

第
五
十
六
期

SS
*

紀
錄

:

••遇
 o
 •

主
席
：
諧
張
委
貝
榮
顯
發
.言

。

張
委
風
榮
«

•
，
(
十
一
時
十
四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I

條
文
，
能
於
此
 

時
提
出
，
本
席
認
爲
十
分
恰
當
。
對
社
會
治

 

安
也
有
相
當
的
保
障
e

在
條
文
中
，
故
意
殺
 

人

、
搶

刼

、
搶

萆

、
強
盜
當
然
都
是
联
重
的

 

罪

刑

，
但
有
一
點
，
本
席
想
提
出
來
就
敎
於

 

各
位
：
妨
害
風
化
的
案
件
有
輕
有
重
*
重
的
 

不
可
麽
諒
，
輕
的
譽
如
今
天
有
人
經
營
一
個

 

冰
果
店
，
店
中
有
小
姐
陪
座
，
替
察
査
到
後
 

也
可
依
妨
軎
風
化
案
移
送
法
院
，
通
常
判
刑

 

四
個
月
到
六
個
月
，
兩
年
內
無
法
再
笾
隹
冰

 

果

店

，
他
如
果
出
獄
後
想
當
計
程
車
司
檐
，
 

也
因
攉
條
文
而
失
去
了
資
格
。
所
以
f

認
 

爲
此
處
是
否
有
值
得
斟
酌
的
地
方
？
張
娈
员

 

镰
銘
說
到
»
物
的
問
理
，
本
席
倒
詆
爲
條
文

 

訂
得
很
對

T

因
爲
條
文
中
註
明
了
「
營
業
小
 

客
車
*
搋
人
在
執
業
期
中
，
犯
以
下
各
罪

J

，
 

當
然
應
賅
處
以
刑
貴
*
在
執
行
工
作
期
間
發

 

生
道
間
通
是
不
可
原
孩
的
亊
。
所
以
本
席
脒

 

爲
不

宜
10
除
r

w

物.一

兩

字

，
.
對

於

妨

害

風

 

化

罪

，
是
否
定
一
個
期
限
，
處
刑
六
個
月
以

 

上
者
才
不
准
辧
理
營
業
小
客
車
駕
駛
人
稱
業

 

登

記

*•以
補
救
輕
界
者
可
以
鋅
理
執
業
登
記

主
席
：
誚
林
委
負
确
輝
發
言
。

林
委
a

脚
鏵
：
(
十
一
時
十
七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c

悶
於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與
剛
才
保

 

留
的
第
三
十

I

砹
是
審
査
畤
討
齡
最
多
的
條

 

文

，
第

三

：

f

七
條
之

I

審
査
會
討
論
對
各
方

 

面
意
見
都5

8

酌
了
，
張
委
具
榮
顯
的
意
見
在

 

條
文
中
已
妊
包
括
了
，
有
部
分
的
限
铜
*
當
 

時
大
家
也
爭
得
很
厲
畜
，
^
^
是
大
家
協
馘
 

的
結
果
，
張
委
負
榮
顛
因
爲
未
參
與
審
査
，
 

所
以
不
明
白
當
時
大
家
協
镅
的
情
形〇

 

晒
於
搶
却
，
張
委
炅
铕
銘
提
到
搶
刼
是
否

 

能
與
強
盜
給
予
同
嫌
的
罪
貴
，
在
法
理
上
是
 

同
一
個
罪
案
，
但
罪
名
不
一
搛
，
執
行
職
務
 

的
是
交
通
瞥
祭
，
受
89
處
的
是
老
百
姓
，
罪
 

貴
與
罪
名
有
時
往
往
分
不
淸
，
有
時
罪
實
相
 

同

，
罪
名
不
一
樣
，
有
的
人
就
睽
可
以
免
除

 

•
就
會
發
生
爭
執•：

搶
扨
輿
強
盛
在
罪
責
上

 

雖
然.1

擻

，
但
罪
名
不

I

镟

，
同
時
-
強
盜
 

是
在
眘
通
刑
法
規
定
，
搶
刼
在
陸
、
海

、
空
 

軍
刑
法
規
定
，
爲
免
在
遄
用
上
有
所
爭
執

K

 

還
是
同
時
列
上
比
較
妥
當
，
以
免
發
生
不
必

 

要
的
困
瘙
。
至
於
M

物
罪
與
竊
盜
是
完
全
不

 

同
的
兩
囘
亊
，

I

種
是
攻
擊
性
的
*
 I

種
是
 

薷
籣
性
的
，
但
M

物
與
竊
盜
在
法
浣
審
理
時

1

 o

往
往
很
難
予
以
認
定
••往
往
竊
盗
人
辨
解
爲
 

贓
物
罪
，
與
明
是
他
傖
的
*
却
辨
解
爲
向
人
 

寅
來
或
別
人
送
的
，
爲
了
釜
底
抽
薪
，
把
贓
 

物
罪
也
列
入
，
但
因
顯
及
贓
物
罪
有
較
輕
者
 

_
所

以

我

們

加

I

 r

易
科
荆
金.1

的
規
定
，
 

卽
贓
物
罪
可
以
「
易
科
罰
金

j

 
,
則

可

以

除

 

外

，
如
果
把
惡
性
根
大
的
贓
物
罪
：卞
以
除
外
 

是
不
大
合
理
的
，
以
上
說
明
，
销
大
家
指
敎
 

，
也
誚
支
持
照
審
査
案
予
以
通
過
。

主
席
：
詖
沈
委
員
世
雄
發
首
。

沈
委
A

世
雄
：
(
十
一
時
二
十
二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厢
於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I

第

I

項
 

有
9S
犯
重
大
刑
案
者
不
准
辦
理
缍
粱
小
客
車
 

駕
駛
人
软
業
登
記
•，
在
所
列
舉
的
重
大
刑
罪
 

中
妨
1

化
也
是
一
項
，
本
條
文
主
要
在
防
 

止
犯
罪
，
而
且
本
條
所
顧
慮
的
就
是
妨
莕
風
 

化

，
卽
強
暴
罪
。
依
據
刑
法
的
規
定
，
強
暴
 

罪
是
吿
訴
乃
論
罪
，
依
本
席
所
了
解
的
，
很
 

多
強
暴
罪
i

在

第

I

審
判
決
前
是
和
解
的
 

，
但
有
的
人
對
強
暴
是
一
種
習
«
性
犯
罪
，
 

但

因
爲

毎
次

和

解

，
每

次

都

不
«!-
成

犯

罪

•
 

我
鼴
爲
道
是
非
常
遺
嫌
的
-
件
事
。f

過
 

去
當
縣
覦
貝
.，
賊
說
過
很
多
傲
通
類
似
案
的
 

件

人

，
他

*

J#

、
強
兹
、
強
暴
統
統
有
，
但
 

是
他
還
是
在
做
計
程
車
司
檐

r

他
以
适
個
罪



名

移

送

法

院

.
，
總

是

能

在

第

I

審
判
決
之
前

 

和

.解

.，
基

於

本

身

曲

利

益

，
.十

莴

、
二

十

萬

 

他
禅
願
花
，
而
本
條
文
费
有
逭
《
犯
罪
宵
«
 

的
人
反
而
沒
有
虞

S

的

規

定

，
所
以
我
第
爲

m

f

i

s

s

i

A

i

*
«
f

，
但

只赛
難

1

牙
-»
應

賅

規
爲

 

品
性
不
良
的
人
t»
不
* :
f

il-
巷
車
司
檐

 

,
S

I

»
弈
常
璽
栗
。
如
果
強
轉

I

定
栗
曾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
話

，
爾
今
後
膚
女
不
敢
坐

 

計
程
車
的
現
象
逋
是
存
在
，
II

曾
的
安
全
却

 

受
到
很
次
成
脅■

>

因

此-

1

想
趁
隹
正
此

 

_| &
案
之
«

對
於
有
犯
強
暴
罪
的
人
-

II 

使
私
下
和
«
也
不
准
其
駑
駛
計
程
車
，
這
是
 

本
席
特
別
主
張
的

I

»

。
當

然

，
有
委
負
認

 

爲
达
院
既
無
判
決
如
何
確
定
其
不
良
行
爲
，
 

.
但

是

*
2
於

強

*

案

大

都

是

#

察

破

*

,

在

¥

 

察

局

、
地
檢
處
都
有
記
錄
，
我
們
可
依
此
記

 

.
錄
加
以
査
阴
，
本
席
的
建
*
是
否
有
當
，
尙
 

餹
院
含
同
仁
愼
重
考
廉
。

主
席
：
請
許
委
員
哲
男
發
言
。

許
委
M

e

s

:
(
十
！時
二
十
八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第
三
十
七
烧
之

I

在
審
査
會
時

 

本
席

爲

有
違
刑
事
政
策
，
不
宜
規
定
， 

應
由
交
通
、
內
政
檐
晒
另
訂
管
理
辦
法
，
但
 

是
今
天
大
部
分
同
仁
主
張
在
本
法
中
加
以
規

定

。
本
席
R

爲
法
津
铟
定
應
胲
公
平
，
法
律
 

前
人
人
平
等
.，
所
以
本
條
僅
規
定
曾
犯
故

 

意
殺
人
、
搶
班
、
搶

奪

、
強

袋
、
妨
害
風
化
 

、
恐
》
取
財
或
擄
人
勒
贖
等
葬
不
准
其
》
酸
 

計
程
車
是
不
合
理
的
，
而
寅
汚
、
凟

戰

，
其
 

罪
比
殺
人
、
妨
害
a

化
更
*
重

1
也
》
加
以
 

限
匍
•
刑
法
所
規
定
之
罪
都
康
列
進
去
以
示

 

公
平
，
本
席
建
*
第
一
項
可
修
正
爲
：

「
曾
 

犯
刑
&
規
定
之
罪
經
到
決
確
定
…
….

1

。
其
 

次

，
本
席
認
爲
蚨
近
幾
年
計
SI

車
想
《
人
妨
 

害
風
化
的
情
形
很
嚴
重
，
且
在
十
幾
年
前
，
 

本
席
於
某
夜
校
任
職
就
甘
發
生
女
生
被
計
程

 

車
司
携
強
*
的

爭

，
所
以
剛
才
沈
委
員
主
張

 

有
妨
害H

E

化
前
科
的
乗
永
久
禁
止
其
開
小
客

 

車

，
本
席
十
分
《
成

。
以
上
宽
見
，
«
誚
指

 

敎

，
謝
謝
各
位
。

主
席
：
請
暹
委
員
德
銘
S

B-
。

張
*
風
*
«
:
(
十
一
時
三
十
二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依
*
W

才
秣
委
貝
、
蔴
委
貝
的
 

解

釋

，
認爲
搶
« ;
、
強

盜

、
搶

奪

之

事

，
是

 

雜

質

I

様

，
#
名

不
I

嫌

，
但
是
本
席
®
爲
 

若
要
以
罪
名
來
決
定
取
捨
的
酋
，
應
該
在
搶

 

«
上

面

加

上F

結
夥
.

I

兩
個
字
。
搶
奪
係
一
 

人
侠
案
，
而
搶
却
係
三
人
.以
上
傲
案
，
結
夥
 

才
*
搶
趄
罪
。
至
於
蔴
委
員£
才
說
加
上
W

物
一
項
是
爲
*
底
抽
薪
之
肝
，
但
今
天
我
們
 

立

故

法

不

*

犯

罪

防
®
&-
-
而

是

對

某

I

 a
 

犯
罪
的
人
就
業
權
的
劁
奪
，
肚
舉
巳
®
連
反
 

憲
法
的
精
；

S

 ;
可

是

我«

«
定

本

條

的

目

的

 

是
有
第
實
的
*
要

，
因
爲
道
幾
年
來
曹
犯
a

 

些

罪

的

人

*

*

*

業

小

w

車
是
有
其
危
晚
性
 

.
所

以

才

特

別

立

法

.
，
因

此

，
本

席

並

不

堅

 

持
B

意

，
本
條
可
以
照
審
査
案
通
a

。
不
遇
 

，
法
律
在
任
何
角
度
S

TT

能

言

之

成

理

，
.械

 

該

採

用»
我
®
:
最
爲
有

用

的

。
所

以
W

才
許
 

委
员
說
妨
害
*
化
計
程
車
司
*
鼴
永
久
不
准
 

其

薄

車

1但
女
計
程
車
司
嫌
若
被
男
 

性
乘
客
強

I
T
，

請
問
是
百
可
p

 

I

個
法
規
定
 

有
強
*
前
科
的
乘
客
永
久
不
准
其
乘
計
®
車
 

'?
因

此

，
本
席
認
爲
法
律
有
其
《
限

。
以
上
 

本
席
是
把
觀
念
來

*

不
過
■本
條
第
一
 

項

在

r

搶
刼.

1

上
面
最
好
加
上

I

•結
夥

j

兩
 

個

字

，
不
加
本
席
也
不
堅
持
，
加
舆
不
加
對
 

法
律
本
身
並
無
影
粵
，
只
是
*
人
對
定
法
的
 

人
不
知
其
如
此
用
字
是
否
有
其
他
問
S

存
在
 

傾
了
。

主
A

V

1I
許
委
員
哲
男
發
言
。

許
委
負
哲
男
：
(
十
一
時
三
十
五
分
)
主
席
、
 

各
位
周
仁
。
旣
然
各
位
同
仁
都
《
成
道

I

條
 

本
席
也
不
堅
持
•，
唯
對
妨
害
風
化
一
項
，
本

立
法
院
公
*

第
七
十
卷
第
五
十
六
期
院

立
法
皖
公
#

*

七
十
卷
第
五
十
六
期
院
會

«
錄

席
主
張
要
另
列一

款
規
定
，
妨
害
風
化
不
僅

 

是
對
麻
女
而
言
是
個
重
要
問
題
，
彤
®
所
及

 

對
着
良
計
程
車
苛
檄
的
名
節
、
生
活
也
大

 

有
影
®

，
所
以
妨
害
風
®

罪
行
判
決
確
定

 

者
 >
本
席
主
張
要
永
久
剝
奪
其
營
業
榷
利
。
 

以
上
意
見
，
敬
請
指
敎„

主
席
：
誚
蘇
委
員
秋
嫌
發
言
。

蘇
委
風
秋
霣
：

C

十
一
時
三
十
七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條
在
審
査
會
討
論
了
很
久
，
 

尤
其
是
晒
於
妨
害
風
.
化

的

間題

>
 沈
委
貝
的

 

意
思
是
凡
有
妨
軎
風
化
紀
錄
者

I

律
予
以
限

 

制

 >
但
是
紀
錄
並
未
鼉
遇
正
式
的
判
決
確
定

 

，
且
被
紀
篇
者
可
以
矢
口
否
認
，
也
令
執
行
機

 

閭
英
可
奈
何
，
因
此

，
沈
委
ft

的
建
》
尚
成

 

I

個
問
雇
。
同

時

，
強
姦
的
構
汍
要
件
是
使

 

對
方
不
能
抵
抗
而
：-了
以
姦
淫
，
但
能
抗
拒
而

 

不
抗
拒
則
不
能
謂
之
強
暴
。
因

此

-
若
依
沈

 

委
負
的
意
見
，
徒
增
行
政
檐
R

$

困
»

。
我

 

們
當
然
希
望
本
法
對
有
色
愴
狂
的
人
有
所
限

 

钿

，
可
是
我
《
是
個
法
治
國
家
，
並
不
能
有

 

非
法
的
要
求
，
本
席
希
望
沈
委
貝
不
要
堅
持

 

。
至
於
許
委
A

#
K

»
犯
刑
法
規
定
之
罪
者

 

都
要
.一

律
加
以
限
制
，
本
席
篇
爲
若
將
本
法

 

弄
的
太
魇
泛
，
影
粵
太
大
•
因
爲
政
府
三
十

 

多
年
並
未
辦
過
大
赦
；
犯
罪
記
錄
並
未
註
銪

，
目
前
是
刑
亊
前
科
業
務
上
根
困
摄
的
事
，
 

所
以
我
《
把
犯
罪
前
i

ls

圍
盡
置
縮
小
，
 

只
把
對
旅
客
有
攻
«
性
的
加
以
列
出
，
其
他
 

範
園
不
予
涉
及
，
請
許
委
貝
不
要
堅
持
。
審
 

査
會
對
此
亊
考
*
了
很
久
，
最
後
«
過
主
管
 

官
負
、
學
者
、
專
象
及
審
査
會
同
仁
的
努
力

 

，才

软
此
最
後
決
定
•本

&
照
審

査
會
條
 

文
通
過
。

主
席
：
請
許
委
貝
哲
男
發
言
。

許
委
m

®
男

：

c

十

I

時
四
十
二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條
保
新
增
訂
的
條
文
，
拥
保
 

重

大

•
本
席
特
別
退

I

步
建
黼
本
條
增
加

I 

內
容
爲
：

「
曾
犯
強
吞
罪
S

判
決
罪
刑
 

確
定
者
，
不
准
嫌
理
營
業
小
客
車
*
t

t

人
職
 

業
登
記
。.

1

卽
费
強
赛
罪
罪
行
確
定
者
另
外

 

規
定
。

主
席
：
»

«
委

*
榭
#
發
言
。

»
*

最»
«

V

 

c

十
一
時
四
十
四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两
於
計
程
萆
司
檐
強
«
女
乘
客
 

一
亊
，
深
爲
f
t

會
所
詬
病
-
此
比
普
通
強
姦

 

邇
要
可
悪
。
計
程
車
司
*
將
乘
客
*
至
荒
郊
 

IEF-
地
予
以
強
暴
，
而
許
多
乘
客
爲
覼
及
顔
面

 

往
往
不
願
意
報
案
，
但
我
«
豈
能
任
逋
些
悪

 

I
P

機
逍
遙
法
外
？
本
席
主
張
窳
加
重
其
徒
刑

 

並
嚴
格
限
制
不
准
其
再
爲
«
業
^
|
車
蕙
皲

三

人

。

*
要
«|
余
軀
：
(
十
一
時
四
十
五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I

所
規
定
犯
罪
 

:
行
爲
的
內
容
，
對
雄
*
公
共
秩
序
安
全
有
*
 

»
的
作
用
。
但
是
道
差
罪
行
的
內
容
有
死
刑
 

■
、
無
期
徒
刑、

+
m

徒
刑
及
拘
役
、
罰
金
、
 

告
訴
乃
論
和
公
訴
等
•
故
在
內
容
方
面
非
常
 

駁

雜

，
而
立
法
的
原
則
是
栗
明
確
，
所
以
本
 

席
K

爲
若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I

要
通
過
，
必
須
 

栗
有
授
權
的
規
定
。
因
爲
我
們
立
法
之
後
，
 

其
罪
刑
的
寬
K

是
由
誰
審
定
？
由
誰
決
定
可
 

吊
箱
其
*
默
執
照
或
m

業
登
記
？
因
此
，
本
 

條
要
癌
然
通
遇
，
應
有

W

權
的
規
定*

本
席
 

建
*
在
本
條
增
列
最
後
一
項
：

「
營
策
小
客
 

車
駕
駛
人
職
業
登
記
辭
.法
及
A

t

t

人
所
犯
罪
 

行
之
確
as

範
圍
由
交
通
部
會
同
內
政
部
定
之

 

。
.一

 f

的
意
思
，
在
立
法
之
後
，
對
於
耶
 

行
的
認
定
一
定
要
有
|
«
範
圍

，
否
剧
，
本
 

條
在
t

t

w

論
大
半
天
都
無
結
論
。
因
此
.
我
 

■
們
可
以
授
櫬
交
通
部
擬
定
辮
法
辦
理
。
否
則
 

,
*
妨

畜

風

化

，
拘
»

、
罰

金

、
有

的

典

刑

二

 

個

月

，
有
的
三
個
月
，
案

常

*
雜

，
若
 

遽

然

吊

銪

其

*

駛
«
照

未

免»
於

嚴

苛

。
同

 

時

•
有
很
多
案
件
有
的
是
公
訴
_
有
的
是
告
 

訴
乃
諭
，
而
吿
訴
乃
論
有
的
罪
行
妨
番
公
共



秩
序
安
全
，
因

此

，
我
捫
要
細
談
這
些
法
則

 

、
法
理
的
話
，
不
如
在
本
條
內
做
一
授
檨
規

 

定

，
使
本
條
有
一
伸
綰
的
餘
地
，
否
則
，
將
 

來
在
罪
行
認
定
上
一
定
有
許
多
困
S

。
以
上
 

是
f

看

法

，
謝
謝
各
位
。

主
席
：
諸
林
委
員
通
宏
發
言
。

林
委
a

a

宏
：
(
十

I

時
五
十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剛
才
糖
了
許
多
位
同
仁
的
高
見
，
 

有
的
委
貝
主
張
將
刑
法
所
規
定
的
罪
犯
全
部

 

規
定
在
本
法
赛
面
•
有
的
主
張
將
妫
害
風
化

 

另
列
條
款
規
定
，
本
席
聪
爲
都
無
必
要
。
幾
 

年

前

，
本
席
i

搭
乘
最
後
一
班
火
車
到
臺

 

北
時
，
已
近
午
夜
十
二
點
，
本
席
原
擬
搭
計
程

 

車
到
旅
館
休
息
，
一
輻
計
程
車
嫌
路
近
不
願
 

搭
載
，
另
一
辋
又
見
本
席
是
男
性
，
也
不
願
意
 

，
可
見
對
計
程
車
司
檐
是
應
嚴
加
管
理
。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最
主
要
的
目
的
是
保
障
婦
女
的

 

安

全

，
如
果
妨
害
風
化
不
列
進
去
勢
必
危
害

 

瓧
會
安
全
，
但
也
無
另
訂I

款
的
必
要
。至
於
 

將
本
條
的
範
圍
擴
大
，
所
有
刑
法
罪
犯
都
不

 

能
開
營
業
小
客
車
，
未
免
限
劁
遇
嚴
，
旦
也
違
 

背
憲
法
第
十
五
條
的
規
定
，
剝
奪
了
人
民
工
 

作
的
權
利
。
唯
張
委
員
認
爲
搶
刼
一
定
是
結

 

夥
搶
刼
，I

個
人
犯
案
是
搶
奪
，
此
在
陸
、
 

海

、
空
軍
刑
法
第
八
十
四
條
有
明
文
規
定
，

如
果
本
法
有
瑕
庇
的
話
，
在
搶
刼
的
用
字
上
 

應
加
以
揭
酌
，
本
席
同
意
張
委
員
的
意
見
，
 

應
加
±

「
結
夥
.一
兩
字
。
至
於
妨
害
風
化
罪
 

的
間
題
，
妨
害
風
化
並
不
是
全
部
是
告
訴
乃
 

論

，
只
有
二
百
二
十I

條
到
二
百
三
十
媒
是

 

告
訴
乃
論
，
其
他
到
二
百
卅
五
條
是
非
告
訴

 

乃
論
。
所

以

，
本
席
之
意
，
道

I

條
可
以
按
 

照
審
査
會
修
正
涤
文
通
遇
。
謝
謝
各
位
。

主
席
：
請
沈
委
貝
世
雄
發
言
。

■

沈
委
風
世
雄
：

(
十
一
時
五
十
三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依
本
席
之
見
，
我
們
旣
然
要
匍

 

定

本

條

，
就
要
能
有
效
的
遏
止
犯
罪
。
本
席

 

曾
再
三
強
調
，
今
天
有
許
多
婦
女
，
都
不
敢
輕

 

易
搭
乘
計
程
車
，
無
S

認
的
，
計
程
車
司
檐

 

中
確
實
有
皤
藏
色
情
狂
分
子
，
逭
旣
是
個
事

 

寅

••我
捫
立
法
機
瞰
就
有
資
任
解
決
此
一
問

 

題

，
我
們
旣
然
承
認
此I

亊
實
的
存
在
丨
立

 

法
機
髋
爲
何
不
立
法
加
以
懲
治
？
本
席
基
於

 

此

I

觀
念
，特
提
出
道
俚
問
題
向
賭
位
誚
敎
。
 

如
果
各
位
反
對
，
本
席
並
不
堅
持
。
不

强

，
 

我
們
是1̂

1

此
一
嫌
會
對
有
妨
害
風
化
的
人

 

加
以
锢
裁
，
因
爲
照
刑
法
第
二
百
二
十
一
條

 

至
第
二
百
卅
條
的
規
定
，
所
有
妨
害
風
化
都

 

屬
告
訴
乃
論
罪
1
因

此

，
本
席
認
爲
所
有
铎

 

業
小
客
萆
駕
驶
人
若
有
妨
害
風
化
前
科
，
卽

使
在
判
決
之
前
自
行
和
解
者
，
監
理
所
亦
可
 

依
據
警
察
局
或
地
檢
處
的
紀
錄
資
料
不
准
其
 

當
計
程
車
司
機
。
也
許
有
同
仁
認
爲
旣
然
無
 

判
刑
如
何
可
確
定
其
犯
罪
？
但
此
一
漏
洞
正
 

是
使
爲
非
作
歹
的
人
有
恃
無
恐
，
爲
杜
箱
此
 

I

潘

洞

，
我
們
應
铵
一
澈
底
的
檢
討
。
以
上
 

是
本
席
看
法
，
至
於
是
否
採
納
，
由
院
會
決
 

定

。
謝
榭
各
位
。

主
席
：
謫
張
委
戾
裱
銘
發
言
。

强
委
負
德
鈷
：
(
十
一
時
五
十
七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_

才

本

席

曾

說

钥
-»
法

律

制

定

 

的
本
身
有
其
極
限
。
本
來

，
此
一
增
盯
的
條
 

文
就
有
問
題
，
本
條
的
增
訂
是
不
得
已
而
爲
 

之
的
，
它
的
前
提
連
背
憲
法
，
因
此
應
予
以
 

限
制
。
所
以
沈
娄
負
的
建
薄
對
妨
害
風
化
的
 

範
圍
加
以
擴
大
，本
席
認
爲
無
此
必
要
。因
爲
 

妨
害
風
化
罪
，
大
部
分
同
仁
菜
持
的
是
男
性
 

本
位
主
琏
的
觀
念
，
可
是
通
姦
罪
男
、
女
皆
 

妨
害
風
化
，
如
此
女
性
妨
害
風
化
可
當
計
程
 

車
司
檐
嗎
？
女
性
妨
害
風
化
申
諸
執
照
有
道
 

理
嗎
？
固
然
，•有
人
耽
心
女
兒
被
強
盎
，
難
 

道
不
會
有
人
也
躭
心
他
的
兒
子
也
會
被
強
暴
 

?
本
席
如
此
的
說
钥
是
表
示
法
律
本
身
的
有
 

限
性
D

其

次

，
本
條
的
限
铟
，
應
胲
以
法
律
 

來
制
定
，
因
此
，
也
不
能
授
權
交
通
部
訂
定

二
二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卷
第
五
十
六
期
院
金
紀
錄

立
法
除
公
報
第
七
十
卷
第
五
十
六
期
院
金
紀
箝

瓣

法

，
本
條
栗
完
全
周
延
是
不
可
能
的
•
本
 

席
旣
不
堅
持
，
希
望
各
位
同
仁
也
不
要
堅
持

 

丨
現
在
已
經
十一

 .點

五

十

九

分

，
希

望

在

早

 

上
能
通
過
這
一
條
。
謝
謝
各
位
。

主
席
：
第
三
十
七
條
之一

 i

痒

過

 

，
誚
問
院
會
有
無
異
窠
？
(
無

)
無
興
議
，
 

通
遇
。

現
在
休
息
，
下
午
三
點
半
組
績
開
會
。
 

休
患
(
十
二
時
〕
•■

繳
樣
関
會
(
十
五
時
三
十
分
)

主
席
：
.現
在
組
績
開
含
。
璣
箱
討
論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審
査
修

 

正

案

。

宣
iff

第
五
十
S

條

第
五
十
四
條
汽
車
駑
鴃
人
駕
車
在
嫌
路
平

 

交
遒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處
一
千
元
以

 

上

、
二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丨

 

I

、
不
遵
守
看
守
人
员
之
指
示
，
或
遮
斷
 

器
開
始
放
下
，
或
警
鈴
已
骣
、
•閃
光
賊
 

誌

巳

顯

示

"，
仍

強

行

W

越

者

。

二

、

 

在
無
看
守
人
具
管
理
或
無
遮
斷
器
、
 

警
鈴
及
閃
光
■钱
誌
殺
備
之
鐵
路
卒
交
道

 

致
有
警
吿
壤
誌
或
跳
動
路
面
，
不
依
規

"
定
暫
泮
，
逕
行
通
遇
者
。

三

、
 

在

鐵

路

平

交

道

超

車

、
.
迴

專

、

镝
車

、
臨
時
停
車
或
停
車
者
。

前
項
第

I

款
情
形
，
並
吊
扣
其
1
»
 

執
照
三
個
月
，
第
二
款
或
第
三
款
情
形
，
 

並
吊
扣
其
»
駛
執
照

I

個
月
。
因
而
S

亊
 

者

，
並
吊
銪
其
》
駛
執
照
。

主
席
：
誚
問
院
食
•
對
第
五
十
四
條
有
無
異
紫

 

?
(無
)無
興
通
遇
。

宣
嫌
第
六
十
五
條
。

第
六
十
五
條
汽
車
所
有
人
、
駕
駛
人
違
反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
撅
主
管
檐
朗
栽
決
後
逾

 

十

日

，
未

向

管«
池

方

法

院«
明

興

*
,

 

而
又
不
依
栽
決
拔
納
厢
銨
或
不
級
送
汽
車

 

牌
照
、
駑
駛
執
照
者
，
依
左
列
規
定
處
理
 

之

：

i

、
原
處
分
吊
銪
汽
車
牌
照
或
薄
驶
執
照
 

者

，
由
公
路
主
喈
檐
關
逕
行
註
銪
？.

.

二

、
 

原
處
分
吊
扣
汽
車
牌
照
或
駕
驶
執
照

 

者

，
.按
其
吊
扣
期
間
加
倍
處
分
，
仍
不
 

依
限
期
撖
送
汽
車
牌
照
或
*
*
執
照
者
 

，
吊
銪
其
汽
$
牌
照
或
駕
駛
執
照
。

三

、
 

罰
鍰
不
繳
納
者
，
按
其
罰
鍰
數
額
易

 

處
吊
扣
汽
車
牌
照
或
駕
照

I

f

 

1
1
1
個
月
•，
不
依
限
期
內
繳
送
汽
車
牌
 

照

或
«
駛

執

照

者r

吊
銪
其
汽
車
牌
照
 

或
駕
》
執
照
。

-
四

前
項
第
三
款
之
汽
車
所
有
人
、

人
如
無
汽
窣
牌
照
或
*
駛
執
照
可
資
县
處
 

吊
扣
時
，
得
躭
原
處
分
之
前
銨
加
倍
處
罰
 

，
逾
十
日
後
仍
不
繳
納
者
，
移
送
法
院
強
 

制
執
行
。

主
席
：
第
六
十
五
條
登
記
發
首
委
負
有
沈
类
貝
 

世
雄
，
誚
沈
g-
具
世
雄
發
言
。
(
不
在
場
)
 

沈
委
負
不
在
裼
。
聃
問
院
食
，
對
笫
六
十
五
 

條
有
無
興
轚
？
(
無

)
無
興
一i

，
通
迺
。
 

宣
諕
第
六
十
六
條

第
六
十
六
條
汽
車
牌
照
鉍
吊
銪
或
註
鉑
者
 

，
非
祺
公
路
主
管
機
關
檢
驗
合
格
，.不
得
 

再
行
賭
領
。
但
依
前
條
第|

項
笫
一
款
之
 

規
定
註
銷
者
，
非
滿
六
個
月
不
得
再
行
請
 

領

。

主
席
：
誚
問
院
侖
，
對
第
六
十
六
條
有
無
異
.滅
 

?
(
無
5無
異
磺
，通
迺
。

宣
謓
第
六
十
七
條
。

第
六
十
七
條
汽
車
*
駛
人
酋
依
笫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第
二
項*

第
五
十
四
條
第1

1

項

、
 

.
笫
六
十

I

條

第

一.

項

笫

I

款

、
弟
二
款
、
 

第
六
十
二
隹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吊
銷
執
 

照
者
，
不
得
考
領
駕
《
執
照
。

汽
車
駕
《
人
曾
银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二
 

項

、
第

三

十

五«
第

I

項

、
第
三
十
七
條



立

法

玲

公-1I
•
第
七
十
卷
第
五
十
七
期
院
會
紀
*

特
向
行
政
院
提
出
緊
急
質
詢0

十
三
、
本
院
許
委

A
榮

淑

，
爲
保
障
選
舉
公
平

 

公
正
公
開
，
敬
向
行
政
院
質
詢
。
.

十
四
、
本
院
黃
余
委
負
銹
鷲
，
爲
建
議
政
府
組

 

嫌
專
案
小
組
，
調
査
國
民
教
育
之
缺
失
*.
澈
 

底
改
善
，
做
好
國
民
敎
育H

作

，
向
行
政
院
 

質
詢
。

+
五

、
本
院
*
余
委
具
绣
營
7

爲
火
車
時
常
誤

 

點
誤
人
又
誤
亊
，
服
務
品
質
差
，
旅
客
吃
悶
 

虧

，
大
家
表
不
滿
，
希
望
雄
路
局
澈
底
改
#
 

缺
失
，
對
誤
點
致
人
誤
事
，
應
自
助
耵
定
合

 

理
之
賠
《
辞

法

，
挽
®
信
*

，
期
能
轉
虧
爲

 

盈

，
向
行
政
院
質
詢
。

十
六
、
本
院
委
員
郭
榮
宗
等
三
十
三
人
，
爲
政
 

府
於
民
國
六
十
六
年
停
止
受
理
大
客
車
出
租

 

業
設
行
增
車
事
，
啭
向
行
政
院
提
出
質
飾
。

十
七
、
行
政
院
函
，

贵
院
函
送
第
六
十
七
會

 

期
第
十
七
次
院
會
對
本
年
三
月
八
日
新
竹
頭

 

前
溪
平
交
道
自
強
號
火
車
車IS

案
之
決
！I

,
 

巳
轉
由
交
通
瓿
及
受
灣
省
政
府
嫌
理
，
兹
將
 

辦
理
情
形
，
後
諸
査
照
案
。

主
席
：s
問
院
舍
，
對
報
告
亊
項
第
二
案
及
第

 

三
案
程
序
委
員
會
處
理
意
見
有
無
異
識
？
(
 

無
)無
異
_
，
均
照
程
序
委
員
會
意
見
銪
理
。

現
有
未
及
列
入
飜
程
之
報
告
事
項
：

十
八
，
本
院
委
負
張
榮
顯
等
三
十
三
人
，
就
有
 

两

「
呆
帳.

1

所
存
各
種
問
題
及
疑
點

 >
 特
向
 

行
政
院
再
提
出
緊
急
«
詢

。

十
九
、
本
院
李
委
負
明
相
，
爲
各
地
農
金
®
系
 

紛
爭

，
影
®
*
會
改
速
，
良
會
運
舉
法
，
應
 

修
改
比
照
縣
市
嬅
栽
長
任
期
制
，
以
資
平
抑
 

地
方
派
系
，
向
行
政
院
提
出
賢
詢
。

(
以
上
第
四
案
至
第
十
案
及
第
十
二
案
至

 

第
十
九
案
全
文
，
均
見
本
期
質
詢
及
答
後
C 

-

主
席
：
現
在
進
行
討
諂
事
項
。

討論事項

一

、
本
院
交

逓

、

内

政
、
司
法
三
 

委
員
會
報
告
審
查
行
政
院

®
請
 

審

議

「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单

案
」
案

。

主
席
••本
案
經
提
上
次
會
議
討
諂
決
*
 :
俟
下

次
會
*

進
行
三
諏
0
爱
於
本
次
會
*
提
出
三

蔚

。現

在

進

行

三»
,

宜
f
f
i

 0

修
正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第

八

條

、
第
二
十
一
條
、
第
二

四

十

七

條

、
第
三
十
一
條
、
第

=
t
 

十

三

條

、
第
五
十
四
條
、
第
六
 

十
五
傺
至
第
六
十
七
條
及
第
八

 

十
九
條
•，
並
增
訂
第
三
十
七

释

 

之
一
條
文
案

c

三
n
)

第

八

條

車

輔

所

有

人

、
駑
駛
人
、
行
人
違
- 

反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之
處
罰
，
由
左
列
«
两

爲
之
：

一

1
速
反
第±

1

條
至
笫
三
十
三
條
之
規

 

定

者

-
由
公
路
主
管
»
關
處
罰
。

二

、
連
反
第
三
十
四
烧
至
第
六
十
三
條
、
 

第
六
十
九
條
至
第
八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者

 

，
由
番
察
機
讕
處
罰
。

前
項
第
二
款
第
三
十
四
條
至
第
六
十

 

三
條
規
定
由
警
察
機
關
處
罰
之
案
件
，
其
 

有
關
吊
扣
或
吊
銪
汽
車
牌
照
或
駑
駛
執
照

 

者

，
由
公
路
主
管
檐
防
委

SE
警
察
檐
關
辦
 

理

，
並
將
辦
理
愤
形
通
知
公
路
主
管
機
關

 

登
記
。第I

項
之
檄
圖
，
得
啪
合
設
立
交
薄
 

亊
件
裁
決
*
楢

，
其
設
e
辦
法
由
內
政
部
 

會
同
交
通
部
、
法
務
部
定
之
。

笫
二
十
一
條
汽
車
駕
駛
人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處

I

千
元
以
上
、
二
千
元
以
下

B

 

鍰

，
並
禁
止
其
駕
駛
，
扣
留
其
車
輛
牌
照

I

、
未
領
有
駕
駛
執
照
s

s

。

二

、
 

持
檐
器
脚
踏
車
駕
駛
執
照
，
駕
駛
楙
 

結
車
、
大
客
車
、
大
貨
車
或
小
型
車
者

〇三

、
 

持
小
型
車
II

駛執照，

聯結車
 

、
大
客
i

大
货
車
者

C

四

、
 

持
大
貨
車
甩
駛
執
照
，
》
駛
大
客
車

 

、
职
結
車
或
持
大
客
車
m

駛
執
照
駕
駛

 

相
結
車
者
。

五

、
 

持
聯
結
車
、
大
客
車
、
大
货
車
或
小

 

型
車
萬
酡
執
照
，
鷲
駛
檐
器
脚
路
車
，
 

或
持
輕
型
檐
器
脚
踏
車
駑
酸
執
照
，
駑
 

駛
重
型
檝
器
脚
除
$

。

六

、
 

使
用
僞
造
、
麋
造
或
暖
領
之
駕
駛
執

 

照
駕
車
者
。

七

、
 

使
甩
逾
期
或
註
銪
之
駑
駛
執
照
駕
車

 

者

。

八

、
 

駑
駛
執
照
吊
扣
期
間
駕
車
者
。

九

、
 

持
學
習
焉
酰
證
無
領
有
駕
駛
執
照
之

 

駕
t

t

人
在
旁
指
導
，
而
在
舄
駛
學
習
場

 

外
學
習
駕
。

十

、
持
學
習
駕
f
t

證
在
駕
t

t

學
習
椐
外
未

經
許
可
之
學
翬
駕
駛
通
路
或
規
定
時
間

a.

十

一

、
未
領
有
M

驶
執
照
而
指
禅
他
人
學

 

替
罵
単
者
。

前
項
第
六
款
、
第
七
款
之
駕
鴃
執
照

 

，
均
應
扣
繳
之
。

第
二
十
七
條
汽
車
行

t

t

於
應
繳
费
之
公
路
 

、
橋
標
、
隧
道
、
輪
渡
或
於
收
费
停
車
處

 

所
停
軍
。
不
依
規
定
繳
费
者
，
處
汽
車
所
 

有
人
二
百
元
以
上
、
四
百
元
以
下
罰
缓
，
 

並
追
繳
欠
黄
。

汽
車
駕
駛
人
逃
避
搛
黄
，
致
收
费
人
 

貝
受
傷
者
，
吊
扣
其
»
駛
執
照
三
倨
月
，
 

致
收
费
人
貝
死
亡
者
，
並
吊
銪
其
駕
《
執
 

照

〇

第
三
十
一
條
裙
器
脚
铕
車
附
戰
入
貝
、
物
 

品
未
依
規
定
者
，
處
駕
驶
人
五
十
元
以
上

 

、
一

百
元
以
下
罰
鈸
。

交
通
部
應
宜
導
機
器
脚
拍
車
想
駛
人

 

及
附
戴
座
人
戴
安
全
相
，
其
辦
法
由
交
通
 

部
定
之
。

第
三
十
三
條
汽
車
行
駛
於
高
速
公
路
或
設
 

站
管
镧
之
道
路
，
而
不
遵
管
制
之
規
定
者
 

,
處
汽
車
駕
驶
人
五
百
元
以
上
、

I

千
元

以
下
罰
銨
，
因
而
致
人
受
傷
者
，
吊
扣
其
 

駑
鴃
秩
照
三
個
月
，
致
人
死
亡
者
*
吊
，銷
 

其
m

t

t

執
照
.，必
要
時
得
暫
時
扣
留
 

其
車
輛
o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曾
犯
故
意
殺
人
、
搶
刼
 

、
搶

奪

、
強
盗
、
妨
害
風
化
、
恐
嚇
取
財
 

或
擄
人
勒
妝
之
罪
，
鼴
判
決
罪
刑
確
定
，
 

而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不
准
辦
理
铎
業
 

小
客
車
*
駛
人
執
業
登
記
：

一
、
 

受
有
期
徒
刑
之
轨
行
完
畢
、
受
無
期
 

徒
刑
或
有
期
徒
刑

I

部
之
執
行
經
赦
免
 

後
未
滿
二
$

。

二

、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之
宜
告
尙
未
執

 

行

，
行
刑
權
時
效
消
被
後
，
未
滿
二
年
 

者

。

三

、
 

受
刑
人
在
假

•營
業
小
客
車
駑
駛
人
在
執
業
期
中
，
 

犯
前
項
所
列
各
罪
之一

 •
，
*

判

決

罪

刑

確

 

定

者

，
*
'«
其

營

業

小

客

車

執

業

登

記

證

 

及
m

觥

：̂

照

。

營
業
小
客
車
駕
靛
人
在
執
業
期
中
，
 

犯
》
盜

、
詐

欤
、
贓
物
、
妨
害
自
由
各
罪
 

之

一

，
«
判
決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確
定
 

而
未
宣
告
梭
刑
或
易
科
前
金
者
，
吊
銪
其
 

營
業
小
答
車
執
業
登
記
證
及
M

醚
執
照
。

五

立
法
B

公
*

第
七
十
卷
第
五
十
七
期
两
會
紀
鋒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卷
第
五
十
七
期
院
會
紀

珑

S
業
小
客
車
搏
駛
人
不
依
規
定
涟
理

 

執

業

登

記

者

，
吊
銪
其
兔
駛
執
照
。

锊
業
小
客
車
潲
駛
人
執
業
登
記
辦
法

 

,
由
交
逋
部
會
同
內
政
部
定
之
。

第
五
十
四
條
汽
朮
甩
駛
人
駕
車
在
撖
路
平

 

交
道
有
左
列
情
形
之I

者

，
處

I

千
元
以

 

上

、
二
千
元
以
下
莉
达
：

1

 
、
不
逭
哜
浥
守
人
良
之
指
示
，
或
遮
斷

 

器

関

始

放

丁

，
或
轚
鈴
E

S
、
閃
光
號

 

誌

已

顯

示

，
仍

行

閣

越

者

。

二

、
 

在
無
看
守
人
员
管
理
或
無
遮
斷
器
、
 

畚
鈴
及
閃
光
號
誌
設
備
之
敏
路
平
交
道

 

設
有
锊
告
僳
誌
或
跳
動
路
而
，
不
依
規

 

定

暫

阵

，
逕
行
通
過
者
。

三

、
 

在
鐵
路
平
交
道
超
車
、
迴

車

、
倒
車
 

、
臨
時
淬
車
或
停
車
者〇

前

項

第

I

款

情

形

，
並
吊
扣
其
駕
駛

 

執

照

三

個

月

，
第
二
款
或
第
三
款
情
形
，
 

並
吊
扣
其
駕
駛
執
照一

個

月

。
因
而
肇
亊

 

者

，
並
吊
銪
其
浦
駛
執
照
。

第

六

十

五

條

汽

車

所

有

人

、
思
駛
人
違
反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
經
主
管
槻
親
裁
決
後
逾

 

十

日

，
未
向
管
轄
地
方
法
院
聲
明
異
議
，
 

而
又
不
依
裁
決
槐
納
罰
鍰
或
不
繳
送
汽
車

 

牌

照

、
駕

駛

執

照

者

，
依
左
列
規
定
處
理

之

.：
一
、
 

原
處
分
吊
銪
汽
萆
牌
照
或
涊
駛
執
照
 

者

，
由
公
路
主
晋
機
關
逕
行
註
銷〇

二

、
 

原
處
分
吊
扣
汽
車
牌
照
或
甩
駛
執
照
 

者

，
按
其
吊
扣
期
間
加
倍
處
分
；
仍
不
 

依
限
期
繳
送
汽
車
牌
照
或
漶
駛
執
照
者

，
吊
銪
其
汽
車
牌
照
或
駑
駛
執
照
。

三

、
 

罰
缠
不
繳
納
者
，
按
其
罰
铱
數
額
易
 

處
吊
扣
汽
审
牌
照
或
铒
駛
執
照
一
個
月

 

至
三
個
月
：
不
依
限
期
內
緻
送
汽
車
牌
 

照
或
洱
驶
執
照
者
，
吊
銷
其
汽
車
牌
照
 

或
蒴
驶
執
照

C

前
項
第
三
款
之
汽
車
所
有
人
、
铒
駛
 

人
如
無
汽
車
牌
照
或
狨
駛
執
照
可
黃
易
處

 

吊
扣
時
，
得
就
原
處
分
之
罰
毅
加
倍
處
罰
 

•，
逾
十
日
後
仍
不
總
納
者
，
移
送
法
院
強
 

制
執
行
。

第
六
十
六
條
汽
車
牌
照
蒞
吊
銪
或
註
銪
者
 

，
非
鈣
公
路
主
管
機
關
檢
驗
合
格
，
不
得
 

再
行
誚
領
。
但
依
前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歎
之
 

規
定
註
銪
者
，
非
滿
六
個
月
不
得
再
行
誚

 

領

〇

第
六
十
七
條
汽
車
胬
駛
人
曾
依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第
二
項
、
第
五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
 

第
六
十

I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二
款
、

六

第
六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吊
祐
涊
駛
執
 

照
者
，
不
得
考
領
瓿
駛
執
照
。

汽
車
駕
駛
人
曾
依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二
 

項

、
第
三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第
三
項
、
第
六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之
規
定
吊
銪
薄
駛
執
照
者
，
三
年
內
不
 

得
考
領
駕
驶
執
照
。

汽
車
稱
駛
人
曾
依
本
條
例
其
他
各
條
 

規
定
吊
鎔
駕
駛
執
照
者
，
一
年
以
內
不
得
 

考
領
薄
驶
執
照
。

第
八
條
法
院
受
理
有
關
交
通
啡
件
， 

準
用
刑
亊
訴
訟
法
之
規
定
，，
其
處
邢
辦
法
 

，
由
司
法
院
含
同
行
政
院
定
之
。

主
席
：
餹
問
院
僉
有
無
文
字
修
正
意
見
？

詰
吳
委
員
延
理
發
言
。

吳
委
具
延
環
：
(
十
時
十
四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有
下
列
文
字
修
正
意
見
：

H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

r

大
客
 

車

j

下
之
頓
號
(
、
)
改

爲

r

或
」
字

，
俾
 

與
第
二
款
及
第
四
款
之
體
例
一
致
。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笫
一
項
第
一
歎
的
文
字
 

,
其

後

段r

…

…

而

赦

免

後

，
未

滿

二

年

者

 

。j

修

正
爲

r

…

…

經

赦

免

後

未

滿

二

年

者

 

。
」
比
較
通
順
。

第
五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
前
項
第
一
款
情
形

，
並
吊
扣
其
駕
駛
執
照
三
個
月
」

，
「
三
個
月
 

」
下
之
K

號

(

，
)
應
改

爲
分
號
(
；
)

。

主
席

•■吳
委
員
對
本
案
有
下
列
文
字
修
正
意
見

第

二

十

f

條

第

一

項

第

三软
「
…

…

大

客

 

車

、
大
貨
車
者
」
的
頓
號
(
、
)
改

爲

「
或
 

」
字

，
請
問
院
會
有
無
興
議
？
(
無
)無
異
 

激

，
照
改

。
.

第
三
.十
七
條
之I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最
後
「
 

…
…
而
赦
免
後
，
未
滿
二
年
者J

改

爲

「
…
 

…
經
赦
免
後
未
滿
二
年
者
。j

請
閗
院
會
有

 

無
異
*
?
(
無

)
無
異
覼
，
照
改
。

第
五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r

…

…

並

吊扣
其
駕

駛
執
照
三
個
月

.

.
」
的
點
號
(
，
)改

爲
分
號
(
；
〕
誚
問
院
會
有
無
異
讚
？
(
無
 

)
無
異
豳
，
照

改

。
■

詰
林
委
員
聯
輝

發
宫
。

林
委
霣
聪
鰥
：
(
十
時
十
九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第
三
十

I

條
第
二
項
乃
是
新
增
條

 

文

，
爲
求
條
文
吏
完
美
，
文
字
上
宜
梢
作
更

 

動

。
由
於
宜
導
戴
安
全
帽
的

H

作

，
不

I

定
 

由
交
通
部
負
萁
，
可
能
交
由
內
政
部
進
行
，
 

爲
能
使
政
府
便
宜
行
事
，
第
二
項
宜
作
授
權

 

的
規
定
，
所
以
本
席
建
艤
第
三
十一

條
第
二
 

項
文
字
修
正
如
下
：

「
政
府
窳
宣
導
嫌
器
脚

 

踏

車

人

及

附

載

座

人

戴

安

全

榷

，
其
辦
 

法
另
定
之
。
」
是
否
有
當
，
齡
院
會
梦
酌
。

主
席
：
讀
都
委
貝
翔
宇
發
言
。

©
委
風
翔
宇
_
,
(
十
時
二
十
三
分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林
委
貝
的
文
字
修
正
葱
見
與

I

般

立

法

例

不

合

；

因
爲
法
律
文
字
未
有r

政
 

府
•
字

擻

者

，
何

况

r

交
通
部，一

也
是
政
府

 

何
須
侈
议
？

如
杲
秫
委
負
認
爲
此一

H

作
將
來
可
能
不

 

是

田

「
交
通
部
，

一

執

行

，
則
届
時
可
視
需
要

 

及
寅
除
情
形
修
改
法
律
條
文
，
所
以
本
條
文

字
遠
是
；小
以
爲
宜
。

主
席
：
誚
問
林
委
炅
是
否
堅
持
？
(
林
委
员
表
 

示
不
堅
持
)
，
林
委
貝
不
堅
持
，
第
三
十
一
 

條
文
字
不
修
改
。

駱

問

院

會

，
有
無
其
他
文
字
修
正
意
見
？
 

(
無

)
無
其
他
文
字
修
正
意
見
。

本
案
決
鵷
：

「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逬
前
條
例

 

增
訂
第
三
十
七
嫌
之

I

 

八
條
、
第
 

二
十
一
條
、
第
二
十
七
條
、
第
三
十
一
條
、
 

第
三
十
三
條
、
第
五
十
四
條
、
第
六
十
五
條
 

至
第
六
十
七
條
及
第
八
十
九
條
條
文
修
正
通

 

過

。.1

 _
問
两
會
有
無
興
*
?
(
無

)
無
典
 

。

■
嫌
績
f

行
討
嫌
亊
項
第
二
案
。

二

、
本

院
法
制
、

敎

育
兩
委

员

會

 

報
告
家

査

行
政

院
&
請

家

議

「
 

行
也
院
文
化

攻
設
委
員
會
組
織

 

條
例

草
案
」
案

。

主
席
：
本
案
«
提

本

院

第

六

十

六

第

二

十

 

五
次
會
饋
報
吿
決
定
：
交

法

制

、
敎
育
兩
委

 

具
會
審
査
。
茲
接
薄
告
，
爱
於
本
次
會
譎
提

 

出

討

論

。

現
在
宜
讀
審
査
報
告
。

立

法

院

隸

委

员

會
a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
70

〕
蛋
法
發
文
字
第一

〇
七
一
號

受
文
#
:
本
院
秘
窖
處

主
旨
：
行
政
院
函
請
審
誡
行
政
院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組
嫌
條
例
草
案
，
業
經
審
査
竣
求
，
復
 

誚
査
照
，
提
誚
院
會
公
決
。

說
明
：

、
復

贵

處

(
69
)
銮
跑
盡
字
第
二
四
七
 

六
號
函
。
 

，

、
本
會
等
經
於
七
十
年
五
月
六
R

、
六
月
 

三
日
、
十
日
、
七
月
四
日
、
九
曰
及
十
一
 

日
先
後
舉
行
六
次
聯
席
會
議
，
由
召
集
委
 

員
張
金
鑑
、
黃

通

分

任

主

席

，
審
査
時
 

，
行
政
院
應
邀
指
派
代
表
敎
育
部
部
長
朱
 

湎
森
、
政
務
委
貝
鳆
奇
祿
、
秘
番
長
《
韶
 

華

、
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局
局
長
陳
桂
華
、
 

副
局
長
馮
信
学
、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副
局
畏
 

甘
锭
箱
；
考
轼
院
應
邀
指
派
代
表
銓
敍
部
 

次
長
羅
萬
類
等
列
席
，
分
別
說
明
立
法
要
 

旨

，
陳
述
意
見
，
笼
答
復
各
委
玟
朐
問
後
 

，
當
卽
進
行
討
論
，
僉
以
政
府
多
年
來
致
 

力
於
經
濟
建
設
，
厚
植
反
共
復
困
國
力
，
 

國
民
之
物
質
生
活
水
準
普
逋
提
商
，
然
 

對
國
民
辅
神
生
活
亦
未
曾
忽
規
，
是
以
 

近
年
來
已
稹
極
從
亊
次
化
建
設

H

作

。
民
 

國
六
十
六
年
九
月
，
行
政
院
施
政
報
吿
曾
 

說
明
：

「
爲
了
更
加
充
實
团
力
，
強
化
經

七

立
法
除
公

W

第
七
十
卷
第
五
十
七
期
抹
—

鋒



檔 號 ：
抄 本

發文 方 式 ：電子交換（第 一 類 ’不加密） 絲 年 限 ：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

地 址 ：10048台北市重慶南路1段124號
承辦人：涂人蓉
電 話 ：（02)2361-8577轉 196

受 文 者 ：内政部警政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8 曰

發文字號：秘台大二字第1060012558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9876號李耀華等聲請解釋案，請 

於函到 5 日 内 ，就說明二所列事項，提供相關資料惠復，俾 

供審理之參考，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 、 請提供下列統計貢料：

(一） 94年至105年 間 ，計程車駕駛人在執業期中，因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第 37條第 3項 （下稱系爭規定） ，而被廢止 

執業登記之人數，即曾犯竊盜、詐 欺 、贓 物 、妨害自由或 

刑法第230條至第236條各罪之一，並經法院判決有期徒刑 

以上之刑確定因而被廢止執業登記之人數。請依各罪名及 

年度統計之。

(二) 前開期間中，因系爭規定而被廢止執業登記之計程車駕駛， 

其係利用駕駛計程車為犯罪者之人數。請依各罪名及年度 

統 計 之 。

正 本 ：内政部警政署 

副本：

第 1 頁 共 2 頁



電 子 交 換 ：内政部警政署



内 政 部 警 政 署 函

保 存 年

地址：10058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7號 

聯絡人：專員林鉦哲

聯絡電話：自動02-23578544;警用722-6528 

傳真電話：02-23219861 

電子信箱：sunl23@npa.gov. tw

受文者：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24曰 

發文字號：警署交字第106009641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500000000FUX00000_106D020950_106D2010340-01.xlsx)

主 旨 ：檢送受（處）理計程車駕駛「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7條第3項 」廢止執業登記人數統計資料1份 ，請查照。 

說 明 ：復貴秘書長106年5月8 日秘台大二字第1060012558號 函 。

正本：司法院秘書長

副本：本署交通組

第 1 頁 ， 共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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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理計程車駕駛「違反 l e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7條第 3項 」廢止執業登記人數統計表

製表日期：105年5月2 2曰

類型

年度
竊 盜 罪 詐 欺 罪 贓 物 罪 妨 害 自 由 罪

妨 害 風 化 罪  

(刑法第 230條至第 236條）
合 計 備 考

9 4年 度 10 4 1 2 17 34

9 5年 度 5 7 0 4 6 22

9 6年 度 16 53 2 9 34 114

9 7年 度 28 70 4 19 39 160

9 8 年 度 8 28 1 6 38 81

9 9 年 度 12 38 3 6 33 92

1 0 0年 度 6 34 1 6 38 85

1 0 1年 度 13 18 1 12 34 78

1 0 2年 度 7 14 3 6 24 54

1 0 3年 度 10 9 2 8 20 49

1 0 4年 度 6 13 2 9 16 46

1 0 5年 度 6 12 1 4 7 30

合 計 127 300 21 91 3 0 6 8 4 5



抄 本

發文方式：電子交換（第一 類 ，不加密）

司法院秘書長

檔 號: 

保存年限：

函

地 址 ：10048台北市重慶南路1段124號
承辦人：涂人蓉
電 話 ：（02)2361-8577轉 196

受 文 者 ：法務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5日

發文字號：秘台大二字第1060013225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9876號李耀華等聲請解釋案，請 

於函到 7 日内，儘速就說明二所列事項，提供相關資料惠復， 

俾供審理之參考，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 、 請提供下列統計資料：

(一） 101年至105年 間 ，原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 、第320條第2項 、 

第321條 、第339條 、第339條之1 、第339條之2 、第339條 

之 3 、第339條之4 、第341條 、第349條 、第296條 、第296 

條之1 、第297條 、第298條 、第299條 、第300條 、第302條 、 

第303條 、第304條 、第305條 、第306條 、第307條 、第230 

條 、第231條 、第231條之1條 、第233條 、第234條 、第235 

條 各 罪 ，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判決確定免入監服刑及入監而 

出獄者之再犯率。請分就免入監服刑、入監出獄之情形， 

按前列各條項分別統計之。

(二） 101年至105年間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判決確定免入監服刑及 

入監而出獄者之整體再犯率。

正 本 ：法務部
副 本 ：

第 1 頁 共 2 頁



保 存 年 n

法 務 部 函

地 址 ：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30

號

承辦人：陳玉萍

電話：02-21910189轉2310

電子信箱：cjp®mail.moj.gov. tw

受文者：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05月26曰 

發文字號：法檢字第10600083420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500000000FUX00000_A11000000F J 0600083420A0C_ATTCH3, pdf)

主 旨 ：有關大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9876號李耀華等聲請解釋 

案 ，請本部提供統計資料乙案，謹提供相關統計數據如附 

件 ，請查照。

說 明 ：復貴秘書長106年5月15日秘台大二字第1060013225號 函 。

正 本 ：司法院秘書長

副本：本部統計處、本部檢察司

第1頁 ，共 1頁



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判決確定 

有期徒刑案件之免入監執行者及出獄者再犯情形

截至106年4月底止

單位：人 、％

101年 至 105年

判決確定有期

判決確定有期

罪名/法條 再犯 徒刑於101年至 再犯
徒 刑案件之免

人數 再犯率 10 5年 出 獄 者 人數 再犯率入 監 執 行 者

第320條1項 3,607 1,479 41.0 7,350 4,404 59.9
竊

盜 第320條2項 320 33 10.3 21 9 42.9

罪
第321條 3,931 1,242 31.6 9,663 5,245 54.3

第339條 13,526 2,460 18.2 7,031 1,858 26.4
詐

欺 第339條之2 111 22 19.8 49 21 42.9

罪
第339條之4 407 62 15.2 88 4 4.5

賊物罪 第349條 885 222 25.1 328 129 39.3

第302條 1,783 464 26.0 731 251 34.3
妨

害
白

第304條 1,071 271 25.3 222 94 42.3

曰

由 第305條 1,631 416 25.5 420 177 42.1

罪
第306條 54 16 29.6 18 10 55.6

妨 第231條 6,259 1,583 25.3 801 200 25.0
害

風 第234條 84 34 40.5 24 11 45.8

化

罪 第235條 131 33 25.2 45 15 33.3

全般刑案 

(含全部法條）
310,034 66,807 21.5 149,721 61,869 41.3

資料提供：法務部統計處

說 明 ：1.免入監執行者包括宣告緩刑、易科罰金及易服杜會勞動等。
2•再犯係指至統計戴止日止經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被提起公訴、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緩起訴 

處分、職權不起訴處分及移送觀察勒戒或戒治等有犯罪嫌疑者。

3.部分罪名法條（包括刑法第339條之1 、第339條之3 、第341條 、第296條至第300條 、第303條 、 

307條 、第230條 、第231條之丨及第233條）因人數為零或過少，不具解釋力，故不予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