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

於r

手
工
藝
業
證
照
」
之
判
決

1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十
三
卷
第
九
十
七
頁
以
下

譯
者
：
黃
錦
堂

<
判
決
要
旨>

1.
 

關
於
手
工
藝
業
所
需
的
能
力
證
明
之
規
定
，
係
屬
符
合
基
本
法
之
規
範
者
。

h

2.
 主
觀
許
可
要
件
也
只
有
爲
求
重
要
利
益
之
保
護
時
，
才

係

爲

合

理

。
而
是
否
値
得
保
護
，
不
能
只
能
一
般
性
地
加
以

 

承

諏

，
而
是
還
必
須
考
慮
到
共
同
價
値
，
此
等
共
同
價
値
係
首
先
產
生
於
立
法
者
於
立
法
時
所
斟
酌
之
特
殊
地
M

濟

 

上

、
社
會
結
構
上
及
社
會
政
策
的
目
標
，
例
如
向
來
效
率
表
現
曁
手H

藝
業
效
率
能
力
的
保
持
，
以
及
就
整
體
手H

 

藝
業
經
濟
的
生
徒
的
地
位
的
保
全
。

3.
 

立
法
者
有
權
限
去
確
定
職
業
的
圖
像
，
並
從
而
得
在
該
項
領
域
中
限
縮
自
由
的
職
業
選
擇
的
範
園
。
立
法
者
於
此
得

 

類
型
化
而
且
就
專
業
化
之
發
展
傾
向
只
須
於
一
定
程
度
範
圍
內
考
量
。

4.
 

以
下
是
合
於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的
保
護
思
想
：
對
職
業
申
請
人
根
據
手H

藝
業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八
條



給

予

例

外

執

業

許

可

，
當
對
他
要
求
提
出
通
過
師
傅
級
考
試(

i
r
p
r
i
i
f
u
n
g
K

證
明
是
太
過
份
，
而
且
不
可
期

 

待

時

。

聯
邦
患
法
法
院
第
一
庭
西
元
一
九
六
一
年
七
月
十
七
日
判
決

 

丨
案
號

 

I
B
v
L

本
件
是
針
對
西
元
一
九
五
三
年
九
月
十
七
曰
德
國
聯
邦
手H

藝
業
法(

H
a
n
d
w
e
r
k
s
o
r
d
n
u
n
g
H

載
於
該
會
聯
邦

 

法
律
公
報
第
I

輯

第

I

四

一
 1
頁
以
下
)
的
合
憲
性
與
否
而
發
；
本
件
是
由
位
於
漢
諾
瓦
之
邦
行
政
法
院
於
西
元一

九
 

五
五
年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決
議
提
請
作
具
體
的
規
範
審
查
而
來
。

判
決
主
文

一
九
五
三
年
九
月
+
七
日
的
手H

藝

業

法

第
j

條
曁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
第

二

項

，
係
符
合
基
本
法
之
規
定
。

判
決
理
由

A

、

—
I

、

根
據
手H

藝
業
法
第
一
條
第
一
項
*
是
只
有
已
在
手H

藝
業
名
冊
上
登
記
過
的
人
，
才
能
被
許
可
獨
立
開
業
營
業

 

(
s
t
e
h
e
n
d
e
s

 G
e
w
e
r
b
e
Y

能
夠
被
視
爲
手H

藝

業

而

經

營

的

行

業

，
係
於
本
法
附
表
A

中

被

列

舉

(
第
一
條
第
二



項

)

。
只
有
當
通
過
其
所
擬
經
營
的
手
X
藝
業
裏
師
傅
級
考
試{

M
e
i
s
t
e
r
p
u
f
n
n
g
M

人

，
才
被
登
記
在
手
工
藝
業
名

 

冊

內

(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
而
有
資
格
開
業
。
該

項

考

試
旨
在
確
定r

應
試
人
是
否
有
資
格
獨
立
地
掌
管
：
家
手
工
藝
企

 

業

，
以
及
按
規
定
地
去
指
導
學
徒
」

，
以
及
他
是
否r

能
夠
高
明
地
完
成
於
他
所
屬
手
X
藝
行
業
內
常
見
的
X
作

，
以
 

及
具
有
必
要
的
專
業
知
識
暨
必
要
的
企
業
經
濟
上
、
商
業
上
與
一
般
理
論
上
的
認
知
。
」

(
第
四
十

一
條
)

在

例

外

情

形

下

，
於
手
工
藝
業
名
冊
之
外
，
存
有
雖
未
參
加
師
傅
級
考
試
及
格
，
但
能
證
明
其
擁
有
相
關
手
工
藝

 

行
業
獨
立
經
營
所
必
須
的
知
識
與
能
力
，
並
擁
有
上
級
行
政
官
署
的
例
外
許
可
之
人
(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
第

八

條

)

。

II

、

起
訴
人
係
於
一
九
三
四
年
參
加
手
工
製
錶
業
的
學
徒
考
試(

G
e
s
e
l
l
e
n
p
r
i
i
f
n
n
g
r

並
從
而
以
製
錶
爲
業
。
他
請

 

求
上
級
行
政
官
署
根
據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而
爲
例
外
許
可
之
批
准
。
他
提
出
以
下
的
事
項
，
即
他
係
誠
然
是
因
爲
其
右
肘

 

及
右
腕
關
節
的
僵
化
，
而
處
於
不
能
完
成
於
師
傅
級
考
試
所
需
複
雜H

作

的

狀

態

。
然
而
他
一
定
有
能
力
完
成
於
手H

 

製
表
業
中
一
般
存
在
的H

作

，
而
且
有
能
力
主
持
一
家
手
工
藝
企
.業

；
這
可
由
如
下
證
明
：
起
訴
人
於
其
父
親
在
戰
後

 

開
幕
的
店
工
作
，
而
且
其
父
親
百
分
之
七
十
無
勞
動
能
力
，
所
以
他
是
有
若
干
年
實
際
獨
立
地
經
營
該
家
製
録
店
。
他

 

完
成
附
帶
的
修
繕
任
務
，
主
持
與
相
連
鎖
的
手
工
藝
企
業
間
的
關
於
鐘
鏔
零
售
商
店
的
買
進
及
賣
出
，
並
且
完
成
帳
本

 

簿

記

。
由

上

所

述

，
應

足

以

說

明

，
他
擁
有
爲
合
秩
序
的
職
業
之
執
行
而
必
要
的
知
識
及
技
巧
。
若
吾
人
慮
及
他
重
病

 

父
親
之
隨
時
可
能
逝
世
乙
事
，
則
拒
絕
做
成
例
外
之
許
可
，
將
使
得
他
必
須
放
棄
此
家
手H

藝

企

業

，
從
而
使
得
他
失

 

去
其
辛
苦
持
續
建
立
的
經
濟
上
生
活
條
件
，
而
此
一
經
濟
上
之
生
活
條
件
，
乃
不
僅
是
他
及
其
家
庭
，
尙
有
他
母
親
生



活
之
所
依
賴
者
。

上
級
官
署
拒
絕
依
據
上
述
理
由
而
給
予
例
外
的
批
准
，
它
認
爲
本
案
例
非
屬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意
義
下
的
例
外
事
例

 

。
而
起
訴
人
在
戰
後
那
些
年
中
，
有
足
夠
的
機
舍
去
參
加
師
傅
級
考
試
。
所
以
也
必
須
令
人
懷
疑
，
他
是
否
擁
有
必
要

 

的
商
業
的
、
企
業
經
濟
的
以
及
理
論
上
的
知
識
。
因
起
訴
人
之
訴
願
徒
勞
無
功
.，
他
乃
採
取
行
政
訴
訟
途
徑
。

n
n
u '

漢
諾
瓦
邦
行
政
法
院
根
搛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條
第
一
項
而
暫
停
此
項
程
序
’
並
對
此
S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做
出
判
決

，
究
竞
該
項
對
於r

能
力
證
明
」
的

規

定

(
第
一
條
曁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
第
二
項
)
是
否
符
合
基
本
法
。
該
法
院
主
張

 

一
項
依
據
紐
倫
堡
髙
等
行
政
法
院
所
爲
判
決
而
來
之
觀
點
，
即
對
於
手
工
藝
業
獨
立
經
營
之
限
制
，
係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

做
爲
獨
立
的
手
工
藝
行
業
之
例
外
許
可
的
要
件
中
之
主
觀
要
件
的
能
力
證
明
的
要
求
’
是
誠
然
可
以
在
手
工
藝
業

 

中
獲
得
正
當
性
的
，
蓋
於
此
種
行
業
中
，
不
得
法
的
經
營
是
會
給
一
般
大
眾
或
個
別
的
市
民
帶
來
風
險
。
但
楚
阻
止
在

 

專
業
上
雖
夠
專
精
但
其
不
完
備
之
行
爲
逆
未
危
及
大
眾
的
人
來
獲
得
許
可
獨
立
執
業
或
加
入
該
種
手H

業
部
門
，
則
不

 

是
有
何
公
共
利
益
。

手
工
藝
業
法
E
別
手H

藝
業
活
動
的
不
同
種
類
，
並
非
按
照
道
些
種
類
活
動
的
重
要
性
及
其
對
大
眾
的
風
險
。
毋

寧
說
它
是
使
得
所
有
在
附
A
中
所
包
括
的
營
業
，
其
獨
立
地
執
業
須
依
賴
其
參
加
師
傅
級
考
試
。
如
同
本
法
的
產
生
歷

 

史
中
所
出
現
的
，
立
法
者
並
不
是
由
能
防
止
因
爲
不
當
執
棄
而
產
生
的
風
險
此
一
觀
點
，
而
係
期
望
實
現
經
濟
舆
職
業



政
策
上
的
計
劃
。
鑒
於
基
本
法
在
經
濟
政
策
上
的
中
立
，
立
法
者
確
實
是
有
寬
闊
的
決
策
彤
成
自
由
；
然
而
在
基
本
法

 

第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之
中
，
卻
可
發
現
此
種
形
成
自
由
之
不
可
錯
亂
而
且
嚴
格
的
界
限
。
自
由
選
擇
職
業
的
基
本
權
利
會

 

被
下
述
而
觸
及
核
心
內
涵t

w
e
s
e
n
s
g
e
h
a
l
t
)

，
亦
即
手
工
藝
業
法
對
於
所
有
包
括
於
附
表
A
中

的

營

業

，
同
樣
地
要

 

求
於
其
專
業
上
能
力
的
證
明
。

該
項
手
工
藝
業
法
中
的
許
可
要
件
的
目
的
，
不
能
以
憲
法
上
的
特
別
規
範
或
原
則
來
正
當
化
的
。
基
本
法
既
未
明

 

文
也
未
有
任
何
意
義
推
論
出
下
述
規
定
，
即
藉
由
能
力
證
明
，
而
使
促
進
或
保
護
手H

藝
業
成
爲
一
項
階
級
而
且
是
中

 

產
階
級
成
爲
可
能
。

基
本
法
不
應
該
對
參
加
考
試
的
手H

藝
師
傅
的
職
業
型
態
，
視

爲

國

家

的

、
法
律
上
的
以
及
社
會
學
上
的
事
實
，
 

而
逕
以
下
述
內
容
預
定
之
，
即
手
工
藝
業
的
獨
立
企
業
，
在
本
質
上
就
應
依
賴
能
力
證
明
。
徳
画
手
工
藝
業
的
歷
史
並

 

未
指
出
獨
立
執
業
之
手
工
藝
X
匠
的
職
業
型
態
應
和
該
工
匠
的
能
力
緊
密
聯
結
乙
事
。

IV

、

聯
邦
眾
議
院
認
爲
該
項
安
排
考
試
的
規
範
係
饜<1口

乎

憲

法

。
於
手H

藝
業
法
中
所
追
求
的
目
的
，
正
當
化
了
聯
邦

 

磨
法
法
院
自
藥
房
判
決
以
來
之
標
準
，
亦
即
以
能
力
證
明
當
作
主
觀
許
可
要
件
的
成
立
。
手
工
藝
業
階
級
維
持
其
於
經

 

濟
生
活
中
之
特
定
功
能一

事

 >
 係
存
在
著
特
別
的
公
共
利
益
。
維
持
手
工
藝
業
的
表
現
水
準
也
應
該
是
一
項
特
別
重
要

 

的
公
共
福
利
的
需
求
，
因
爲
只
有
如
此
，
對
於
最
大
部
份
的
職
業
新
生
代
的
可
靠
的
專
業
上
的
訓
練
才
得
以
被
保
障
。

聯
邦
經
濟
部
長
已
經
以
聯
邦
政
府
的
名
義
表
達
了
意
見
。
他
堅
持
該
些
在
手
X
藝
業
法
中
相
關
的
規
則
是
符
合
基



丄八

本

法

。
鑒
於
手H

藝
業
在
總
體
國
民
經
濟
的
架
構
下
所
應
達
成
的
任
務
，
並
且
鑒
於
手
工
藝
業
在
社
會
組
織
中
的
地
位

 

，
從
而
對
基
於
希
望
維
持
手H

藝
業
的
表
現
水
準
及
表
現
能
力
的
想
法
而
爲
的
在
手H

藝
業
者
獨
立
執
業
的
許
可
上
之

 

限

制

，
應
屬
正
當
。
要
求
高
的
表
現
水
平
乙
事
h

，
也
從
下
事
而
存
在
著
公
眾
的
利
益
：
因
爲
個
別
手
；—
藝
業
者
的
高

 

水
平
表
現
應
該
可
以
合
宜
地
保
護
消
費
者
免
於
經
濟
上
的
不
利
益
。
此
外
目
的
尙
有
，
藉
由
表
現
水
準
的
維
持
，
同
時

 

保
障
r
新
進
人
員
的
基
本
與
專
業
h
正
當
訓
練
的
存
在
，
此

目

的

具

有

.»
大
意
義
，
特
別
是
因
爲
工
業
需
要
大
批
曾
在

 

手

業

內

受

過

訓

練

的

専

業

人

員

。
最

後

，
階
級
政
策
上
的
考
f
i
，
也
替
」V
:法
者
保
障
手H

藝
業
的
表
現
水
準
提
供

 

了
辯
護
：
維
持
手
_丄
藝
業
做
爲
中
產
階
級
的
重
要
部
份
，
也
存
在
著
由
於
它
(
手H

藝

業

)
在
社
會
組
織
所
帶
來
的
平

 

衡
與
穏
定
的
效
果
，
而
產
生
一
般
的
社
會
政
策
上
利
益(

a
u
g
e
m
e
i
n
c
s

 st
a
atspolitisches

 In
t
e
r
e
s
s
)
。

而

手

：丄
 

藝
業
的
化
命
力
與
其
經
濟
上
的
意
義
卻
是
非
常
地
仰
賴
於
其
表
現
水
準
而
定
。

巴
伐
利
亞
邦
政
府
特
別
强
調
，
鑒

於

「
獨
立
之
中
產
階
級
在
社
會
h
式
微
的
明
顯
徵
兆
」

，
獨
立
執
業
的
手
工
藝

 

業

者

的

意

願

.
-
I
藉
著
個
人
的
表
現
，
來
保
障
其
自
身
的
經
濟
h
存

在

，
及
獲
得
社
會
的
尊
重
I

特
別
加
以
强
化
。

:

項
妥
當
的
手H

藝
業
訓
練
管
道
仍
應
係
必
要
，
以
期
抵
抗
正
在
增
加
的
、
而
且
並
非
只
在
手H

藝
業
黑
存
在
的
、
危

 

險
的
職
楽
眨
値
看
法
。

V

、

本
項
程
序
沒
有
憲
法
機
關
聲
請
爲
參
加
人
。

B

、



本
件
訴
之
提
起
係
合
法
。

於
前
述
法
院
之
判
決
中
，
產
生
一
個
問
題
，
即
第
一
條
及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
第
二
項
是
否
符
合
基
本
法
之
規
定
。
 

在

此

，
下
述
之
事
乃
是
無
關
緊
要
的
：
是
否
該
法
院
認
爲
例
外
之
許
可
之
實
質
要
件
已
經
該
當
。
該
項
安
排
考
試
所
用

 

的
規
範
若
係
有
效
，
則
該
法
院
只
能
夠
在
此
要
件
該
當
的
情
況
下
准
予
撤
銷
之
訴
，
於
不
該
當
的
情
況
下
法
院
則
必
須

 

以
無
理
由
而
駁
回
該
訴
。
而
倘
若
相
反
地
，
此
規
範
係
臑
無
效
，
則
法
院
必
須
在
所
有
情
況
下
皆
駁
回
該
訴
，
然
而
須

 

以
下
述
爲
理
由
：
即
不
應
有
批
准
例
外
許
可
的
可
能
性
。
前
審
法
院
相
信
由
於
規
範
的
有
效
及
例
外
許
可
要
件
的
不
該

 

當

，
應
如
同
規
範
無
效
的
情
況
下
駁
回
該
訴
。
然
而
該
法
院
不
應
該
當
它
在
認
爲
例
外
許
可
的
要
件
不
該
當
之
時
，
基

 

於
表
面
上
相
同
的
結
果
，
而
把
該
規
範
的
效
力
問
題
摑
在
一
旁
不
加
探
討C

因
爲
它
應
要
——

不
論
是
否
只
能
二
選
一

 

——

對
該
訴
之
駁
回
是
以
該
規
範
逭
憲
爲
理
由
。
只
有
當
本
判
決
的
理
由
才
能
說
明
，
該
訴
之
駁
回
係
植
基
於
手
工
藝

 

業
者
職
業
自
由
的
無
限
制
有
效
抑
或
是
因
爲
起
訴
人
缺
少
資
格
證
明
，
亦

即

，
那
項
法
律
依
搛
才
算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本
件
判
決
是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條
第
一
項
所
指
稱
的
案
型
，
完
全
取
決
於
系
爭
法
律
的
效
力
；
就

算
不
是
如
此
，
如
同

 

在

一

般

情

形

中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例
遘
輯
，1

0
2
5
8
t2
6
1
〕；l

§
3

3
4

f
e

一
般
，
該
判
決
主
文
是
依
賴
於
該
規
範
的

 

有
效
或
無
效
而
定
的
。

C

、

手H

藝
業
法
第
一
條
及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
第

二

項

，
係
属
符
合
基
本
法
之
規
定
者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已
經
在
其
藥
房
判
決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7

,

 37
7
)

中
陳
述
了
一
些
原
則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係
依
之
以
作
爲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的
詮
釋
之
出
發
點
。
依

此

，
職
業
自
由
的
基
本
權
利
保
障
了
個
人
下
述
權
利

 

:
對
任
何
一
項
工
作
，
個
人
都
可
以
相
信
它
是
適
合
自
己
做
爲
「
職
業J

來

選

擇

；
他
應
該
對
各
項H

作
中
感
覺
自
己

 

勝
任
的
來
自
由
地
選
取
，
也
能
夠
在
此
基
礎
上
建
立
他
自
己
的
生
活
方
式
。
此
一
基
本
權
利
乃
係
全
面
的
、
於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中
所
確
保
的
、
關
於
人
格
自
由
發
展
之
檷
利
的
特
殊
標
記
。
儘

管

如

此

，
它
還
是
必
須
和
公
眾
利
益
加

 

以

協

調

，
此
一
公
眾
利
益
反
對
不
加
限
制
的
執
業
自
由
。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一

項
第
二
段
中
提
供
了
立
法
者
規
範
權

 

能

。
而
此
項
規
範
權
能
的
界
限
，
藥
房
判
決
是
從
該
項
基
本
權
利
的
意
義
中
推
斷
出
來
。
由
此
而
發
展
出
來
的r

階
廢

 

理
論
」(s

t
u
f
e
n
t
h
e
o
r
i
e

節
是
比
例
原
則
在
對
職
業
自
由
因
爲
公
共
輻
利
緣
故
所
爲
限
制
時
之
嚴
格
適
用
的
結
果
。
此

 

一
階
層
理
論
是
由
以
下
觀
點
出
發
：
亦
即
根
據
基
本
法
的
秩
序
，
自
由
的
人
類
性
格
是
最
高
的
法
價
値
，
亦
即
它
從
而

 

也
必
須
在
職
業
選
擇
乙
事
上
得
到
最
大
可
能
的
自
由
保
障
’
也
就
是
說
道
項
自
由
只
有
在
爲
達
成
公
共
福
利
之
所
絕
對

 

必
要
的
情
況
之
限
度
內
才
能
被
限
制
。
從
此
項
原
則
性
的
自
由
之
推
定
，
產
生
了
单
純
對
執
業
的
規
則
與
職
業
選
擇
的

 

限
制
此
二
者
間
的
區
別
，
而
此
項
區
別
另
一
方
面
也
就
是
職
業
許
可
的
主
觀
與
客
觀
要
件
的
區
別
；
它
此
外
還
產
生
了

 

下
述
原
則
：
即
立
法
者
之
立
法
介
入
只
有
在
「
階
層
」
的
理
由
上
才
算
是
正
當
，
而

這

項

「
階
層
」
的
理
由
會
替
個
人

 

的
職
業
自
由
帶
來
最
微
小
的
限
制
。

做
出
許
可
一
項
對
職
業
自
由
所
具
體
設
置
的
限
制
之
判
決
，
毎
每
需
要
對
互
相
對
立
的
個
人
利
益
與
整
體
利
益
加

 

以

斟

酌

。
在

此

，
當
人
必
須
從
自
由
權
原
則
上
有
優
先
性
這
一
角
度
出
發
：
法
官
原
則
上
不
應
跳
離
那
些
引
導
立
法
者



做
出
認
爲
以
其
觀
點
乃
屬
必
要
的
自
由
限
制
之
考
童
與
價
値
判
斷
，
除
非
當
這
些
考
置
及
價
値
判
斷
被
證
明
就
基
本
法

 

的
標
準
而
言
，
的
的
確
確
是
站
不
住
腳
的
時
候
。

II
、

就

個

人
而
言
，
對
一
項
在
手H

藝
業
法
附
表
A
中
所
提
及
的
手
工
藝
行
業
，
獨
立
地
將
之
選
定
做
爲
營
業
而
加
以

 

開
業
的
決
定
，
乃
是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意
義
下
的
職
業
選
擇
行
爲(

A
k
t

 d
e
r

 B
e
r
u
f
s
w
a
h
l
Y

手H

藝
業
的

 

活
動
雖
然
也
是
能
夠
以
非
獨
立
營
業
的H

作
來
做
爲
職
業
而
選
取
，
然
而
根
據
手H

藝
業
階
級
在
歷
史
中
所
形
成
的
結

 

構

，
以
其
特
有
的
名
稱
、
特
有
的
風
險
及
特
有
的
貴
任
而
爲
的
手H

藝
業
之
經
營
，
是
有
一
項
特
別
的
、
並
且
正
是
因

 

爲
該
手H

藝
業
者
的
公
共
性
観
點
而
獨
特
具
有
特
徵
的
社
會
上
重
要
性
。
手H

藝
業
法
已
經
證
寅
了
此
一
重
要
性
■
-

正
 

是
該
種
特
殊
性
，
所
以
手H

藝
業
的
獨
立
執
業
的
開
始
是
和
其
能
力
證
明
分
不
開
的
。
選
擇
職
業
的
行
爲
總
是
存
在
著

 

不
論
它
是
否
關
係
到
迄
今
並
非
臑
手
工
藝
業
的
活
動
，
是
否
一
位
已
經
是
獨
立
執
業
的
手
X
藝
業
者
要
選
擇
另
外
一
種

手H

藝

業

，
或
者
是
否
有
人
希
望
把
他
所
學
習
的
、
且
迄
今
係
爲
非
獨
立
的
手
工
藝
業
從
現
在
起
改
爲
獨
立
經
營
等
等

 

0

於

藥

房

判

決

(
聯
邦
窳
法
法
院
判
決
集7,377【3

9
7
】
)

中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表

示

，
個
人
的
職
業
選
擇
自
由
，
是
不

 

可
以
自
始
就
被
限
制
在
固
定
的
職
業
圃
像
，
而
毋
寧
是
他
原
則
上
應
該
也
可
以
選
擇
任
何
一
種
(
可
能
的
)
非
典
型
X

 

作
來
做
爲
職
業
。
職
業
槪
念
的
此
一
廣
義
解
釋
，
是
由
自
由
選
擇
職
業
的
原
則
中
所
必
然
導
出
的
。
在

此

，
吾
人
承
認

 

立
法
者
有
權
對
於
特
定
的
職
業
的
圃
像
予
以
適
當
地
圈
定
，
以
及
從
而
使
自
由
選
擇
職
業
的
範
圍
在
該
領
域
中
被
限
縮



也
就
是
部
份
被
排
除
。
而
職
業
圖
像
在
法
律
上
界
定
之
界
限
將
至
何
處
，
是
不
能
一
般
回
答
；
它

取

決

於

，
是
否
立
法

 

者
只
宣
吿
了
一
個
由
本
已
明
確
地
上
下
相
關
聯
的
而
且
和
其
他
工
作
明
顯
區
分
的
「
預
定
的
」
亊
實
所
產
出
之
結
果
，
 

抑
或
他
並
沒
有
充
足
的
理
由
而
專
断
地
强
迫
接
受
另
一
種
規
定
。
至

於

現

行

附

表

(
手
X
藝
業
法
附
表
A

)
在
此
等
觀

 

點
下
是
沒
有
問
題
的
乙
事
’
將
會
另
予
說
明
。

瓜

、

能
力
證
明
的
要
求
是
一
項
主
觀
的
許
可
要
件
：
從
事
獨
立
手
X
業

的

行

爲

，
是
和
職
業
上
的
能
力
和
表
現
分
不
開

 

的

’
而
能
力
和
表
現
是
個
人
能
夠
經
由
確
定
的
就
學
管
道
——

例
外
地
可
經
由
其
他
方
法
I

I

而

獲

得

’
以
及
他
原
則

 

上

要

在

1

項

特

定

的

考

試

中

加

以

蜃

的

。

而
主
觀
的
許
可
要
件
也
是
只
窝
了
重
要
的
社
會
共
同
利
益
的
保
嬅
而
獏
得
辯
護
的
。
因
爲
它
也
明
顳
地
限
制
了
—

 

丨
從
原
則
上
來
看
——

個
人
的
自
由
請
求
權
，
它
阻
檔
了
個
人
在
被
其
選
擇
之
職
業
中
的
活
動
起
點
，
直
到
個
人
帶
來

 

了
以
下
證
明
：
他
經
歷
了
長
時
間
必
要
的
訓
練
，
並
通
過
了
一
項
特
定
的
考
試
。

於
此
値
得
保
諝
的
並
非
只
有
，
絕
對
的
，

、
也
就
是
說
被
一
般
承
認
的
以
及
從
各
該
共
同
體
政
策
中
獨
立
出
來
的

 

社

會

價

値

(
例
如
國
民
健
康
)
而

已

。
立
法
者
也
能
夠
利
用
職
業
規
定
(
按

：
即

立

法

、
修

法

)
乙
事
來
達
成
社
會
利

 

益

，
而
此
一
意
義
下
之
規
定
並
非
被
先
設
的
*
它
毋
寧
是
於
其
特
定
的
經
濟
上
、
社
會
上
及
集
釀
政
策
的
觀
念
及
目
的

 

之

中
才
能
產
生
，
立
法
者
自
己
將
它
們
提
升
至
重
要
社
會
利
益
的
位
階
上
。
在
此
等
情
況
下
，
#
邦
憲
法
法
院
不
能
以

 

如
下
理
由
指
摘
職
業
規
則
：
此
項
規
則
所
引
爲
依
據
的
政
策
觀
點
尙
無
定
論
。
本
法
院
乃
被
限
制
只
就
下
列
審
査
.
.
是



否
系
爭
職
業
規
則
能
否
表
現
出
如
此
高
層
次
的
社
會
共
同
利
益
，
以
致
於
其
爲
自
由
選
擇
職
業
之
限
制
帶
來
辯
誤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只
有
當
立
法
者
之
觀
點
明
顯
地
錯
誤
或
和
基
本
法
的
價
値
體
系
不
相
符
合
之
時
，
才
有
權
去
拒
斥
立
法
者

 

的

見

解

。

IV

、

此

|

受
審
査
的
手
工
藝
業
法
規
定
，
植
基
於
下
列
基
本
観
酤
：
就
手H

藝
業
表
現
水
準
及
表
現
能
力
的
維
持
，
及

 

就
整
體
手
工
業
經
濟
的
接
嫌
的
保
全
，
是
關
係
到
重
要
的
社
會
利
益
，
因
而
手H

藝
業
獨
立
執
業
的
管
道
是
不
能
對
每

 

個
人
都
任
意
自
由
設
®

。
手H

藝
業
法
的
此
一
出
發
點
，
在
*
法
上
是
不
能
指
摘
的
。
以
下
詳
述
之
。

1.
聯
邦
立
法
者
已
將
手
工
藝
業
視
爲
一
項
國
民
經
濟
上
不
可
或
缺
的
部
門
，
以
及
視
其
爲
中
產
階
級
的
一
個
特
別

 

的
重
要
部
份
。
而
和
多
數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所
羼
各
邦
之
憲
法
相I

致

的

是

(
道
些
邦
的
瘇
法
是
將
其
對
手H

藝
業

 

的
保
護
及
要
求
明
白
列
入
其
經
濟
政
策
的
網
要
中
)

，
聯
邦
立
法
者
係
將
手H

藝
業
親
爲
一
個
整
體
而
來
加
以
保
護
或

 

要
求
；
立
法
者
同
時
希
望
藉
由
上
述
方
式
，
對
格
趙H

商
業
職
業
新
生
代
的
訓
練
能
加
以
確
保
。

依
基
督
敦
民
主
聯
盟
、
自

由

民

主

黨

(
F
 ‘
D

* P

)
以
及
D

P
黨
的
黨
團
舍
議
之
中
提
出
的
手H

藝
業
法
草
案

 

之

理

由

，
本
法
條
可
和
威
瑪
共
和
國
未
期
所
進
行
的
努
力
相
聯
接
，
該
努
力
旨
在
依
威
瑪
憲
法
第
一
百
六
十
四
條
頒
訂

 

防
止
手
工
藝
界
之
小
企
業
逋
經
濟
上
之
强
者
之
排
擠
或
購
併
。
該
項
規
定
乃
係
參
考
歐
洲
其
他
國
家
之
立
法
趨
勢
，
而

 

此
一
趨
勢
乃
是
力
求
"
爲
了
維
持
手H

藝
業
的
特
點
，
加
强
經
濟
上
的
表
現
能
力
，
以
及
最
後
地
，
靑
年
的
職
業
深
造

 

的

緣

故

，
而
達
成
統
一
的
手
工
藝
法
上
的
重
新
佈
局
以
及
齡
結，
*



在
該
草
案
的
第
一
次
討
論
中
，
此
項
想
法
被
提
出
於
聯
合
內
閣
以
及
反
對
黨
之
議
員
之
前
。
人

門

强

調

，
它
是
因

 

爲
國
民
及
國
家
的
利
益
而
去
對
手
工
藝
業
的
表
現
能
力
及
生
活
能
力
加
以
保
障
，
且
對
手
工
藝
業
的
高
表
現
水
準
加
以

 

維

持

’
並
因
而
使
手H

藝
楽
在
絍
體
經
濟
中
所
占
的
可
觀
比
例
不
會
降
低
，
因
爲
只
有
如
此
’
也
才
能
同
時
保
障
高
價

 

値
的
工
業
產
品
存
在
。
手

H

藝
業
必
須
藉
由
其H

怍
場
所
及
生
產
場
所
的
維
持
而
加
以
保
護=

於
此
場
所
中
，
資
本
與

 

勞H

在
同
一
人
之
下
結
合
爲I

,
以
對
抗
資
本
主
義
的
發
展
趙
勢
。

經
濟
政
策
委
貝
會
中
的
「
手H

藝
業
法
次
級
委
員
會
」
赞
同
一
項
並
非
只
限
於
特
定
手H

藝
業
部
門
中
要
求
能
力

 

證
明
的
公
共
利
益
之
存
在
；
認
爲
只
有
如
此
才
能
夠
爲
了
總
體H

商
業
經
濟
的
緣
故
，
而
去
檐
保
手
工
藝
業
的
表
現
水

準
與
表
現
能
力
，
以
及
新
生
代
的
訓
練
。
此
項
觀
點
被
經
濟
政
策
委
貝
會
於
其
對
法
律
草
案
的
書
面
報
吿
中
予
以
同
意

 

〇

在
一
九
五
三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曰
，
本
法
草
案
的
第
二
次
及
第
三
次
討
論
中
，
史
圖
克
倫
議
員
强
調
，
鑒
於
手
工
藝

 

業
階
級
在
經
濟
、
社
會
及
國
家
政
策
上
的
重
大
童
義
，
一
項
手H

藝
業
的
秩
序
乃
屬
必
要
.
，師
傅
級
考
試
檐
保
了
手H

 

藝
業
的
表
現
水
平
以
及
國
民
經
濟
，
並
且
同
時
表
現
了
對
消
费
者
的
保
護
。
諾
爾
議

II
出
於
下
述
考
量
而
認
爲
能
力
證

 

明
的
要
求
正
當
：
此
項
考
試
迫
使
學
徒
除
了
其
技
術
上
的
訓
練
外
，
必
須
去
理
解
經
濟
上
的
問
題
。
氏
認
爲
師
傅
級
考

 

試

尤

其

是

意

味

著r

對
於
未
來
的
獨
立
手
工
藝
業
工
匣
們
的
保
譎
：
免
於
他
在
經
濟
上
不
能
有
進
展
，
因
爲
否
則
他
太

 

過
於
不
重
視
企
業
經
濟
上
的
問
題
了
o
」

本
法
律
得
到
除
了
德
國
共
產
黨f

K
P
D

芝
外
所
有
政
黨
的
贊
成
而
獲
得
通
過
。



X.
如
同
上
述
所
指
出
的
，
立
法
者
並
非
以
不
當
執
業
對
整
體
或
個
人
造
成
的
危
險
的
防
止
爲
考
量
標
準
，
此
項
危

 

險

1¥
在
於
爲
數
町
觀
的
手
_—
藝

業

部

門

，
例
如
建
築
手
藝
業
或
汽
機
卓
機
師
與
電
子
裝
配
技
工
的
團
體
D
d

以
爲
準
的

 

，
毋
寧
說
是
維
持
及
促
進
手H

藝

業

階

級

成

爲

：
健

全

、
具
表
現
能
力
的
整
體
之
利
益
。
手

業

確

實

是

山

眾

多

的

 

單

：
部

門

而

組

成

，
而
其
工
作
按
照
N:
(
整
體
的祯
類
與
意
義
而
一
一
.：一

也

足

十

分

不

同

，
這

些

工

作

刑

」
態

係

按

照

其

自

己

的

 

變
化
I

I

特
別

是

按

照

經

濟

技

術

之

發

展

的

層

級

.
，
1而
形

成

。
儘

管

如

此

，
手

T
藝
業
本
身
仍
衷
現
爲
一
個
統
：
的

 

社

會

團

體

，
而
該
團
體
係
被
藉
由
歷
史
的
發
展
、
傅

統

、H

作

的

典

型

特

殊

性

、
生
活
風
格
以
及
對
於
其
他
職
業
團
體

 

的
職
業
隸
屬
的
階
級
意
識
而
淸
楚
地
區
隔
定
位
。
而
其
特
定
的
營
業
與
就
業
組
織
也
爲
其
在
中
產
階
級
的
工
商
業
經
濟

 

中

分

配

了

：
個
獨
特
的
社
會
定
位
。

3.
立

法

者

所
d

以
做
爲
在
維
持
與
促
進
手
_
1
藝
業
時
所
存
托
的
特
定
社
會
利
益
的
考
量
，
係
保
持
在
一
個
根
據
邀

 

本
法
係
屬
可
能
、
而
&
單
獨
屬
於
立
法
裁
M

所

規

定

的

經

濟

、
社
會
曁
集
體
政
策
的
框
架
内
；
它
既
不
和
基
本
法
上
之

 

原
則
也
不
和
憲
法
上
的
特
定
價
値
決
定
相
矛
盾
；
它
能
夠
在
另
一
方
面
運
用
吾
人
經
濟
與
社
會
十
活
的
事
K

與
經
驗
來

 

證

明

。對
此
可
以
個
別
地
於
下
論
證
：

^
手
工
藝
業
在
經
濟
整
體
領
域
的
內
部
占
據
了
'
個
重
要
的
空
間
.
，在
其
惠
業
功
能
(
於
單
件
生
商
過
程
中
貨

 

物
的
製
作
、
裝
配
及
安
裝
'
修
繕
的
進
行
及
個
人
學
習
的
手H
產
品
之
某
礎
勞
務
提
供
)
上

，
它
是
在
很
廣
泛
的
層
面

 

.[:
所

小

可

替

代

的

。



手H

藝
業
的
營
業
額
在
-
九
五
五
年
總
計
四
千
七
百
七
十
萬
馬
克
；
在
七
十
五
萬
二
千
家
的
企
業
—

三
百
六
十

 

二
萬
員
工
來
工
作
。
估
計
在
一
九
五
九
年
，
營
業
額
會
是
六
千
六
百
萬
馬
克
，
而
職
工
人
數
會
是
三
百
八
十
萬
；
而
到

 

了
一
九
六
〇
年
營
業
額
將
會
到
達
七
千
八
百
萬
馬
克
，
且
有
四
百
萬
職H

 o

手H

藝
業
的
產
品
及
勞
務
只
有
在
手H

藝
的H

作
技
巧
下
才
能
合
宜
地
產
出
最
大
部
份
。
快
速
的
科
技
發
展
並
不

 

一
般
性
地
排
斥
手H
藝
業
的
個
人H

作
方
式
，
它
甚
至
對
手H

藝
兼
開
啓
了
重
要
的
新
領
域
(
汽
檐
車
機
器
，
電
子
裝

 

配

)
。
手
工
藝
業
的
表
現
水
準
於
此
乃
直
接
地
及
巨
大
地
影
饗
了
豳
民
經
濟
的
整
體
成
就
。

W
根
據
藉
由
雎
持
盡
可
能
多
數
獨
立
企
業
的
方
式
而
來
達
成
中
產
階
級
之
保
護
的
經
濟
與
社
會
政
策
觀
點
來
看

 

，
手
工
藝
業
的
促
進
是
合
乎
邏
輯
的
。

在
手
工
藝
行
業
中
’
中

、
小
型
企
業
是
占
大
多
數
的
’
在
道
種
企
業
中
，
企
業
主
自
己
參
與
作
業
’
並
常
f

家

 

族
親
雇
的
幫
助
。
在
一
九
五
六
年
，
仍
有
百
分
之
三
十
三
點
二
的
手H

藝
企
業
是
一
人
企
業
；
平
均
一
家
企
業
有
五
點

 

四
名
員H

;
只
有
大
約
百
分
之
十
的
企
業
雇
用
超
過
九
名
貝H

。
而
有
一
大
部
份
的
手
工
藝
業
霣
工
係
屬
専
業
上
未
經

 

訓
練
或
仍
屬
在
専
業
訓
練
階
段
的
學
習
生
。

手H

藝
業
的H

作
之
特
性
會
引
致
如
下
結
果
：
人
們
藉
由
專
業
表
現
而
建
立
經
濟
上
自
主
存
在
的
意
顧
，
會
比
在

 

其
他
工
商
業
經
濟
領
域
中
，
要
來
得
容
易
實
現
。
因

而

’
在

此

’
個
人
的
能
力
’
亦

即

自

己

職

業

上

之

劈

，
就
居
於

 

非
常
重
要
的
地
位
；
獨
立
企
業
開
幕
所
爾
資
本
需
求
自
然
就
會
較
小
。
從

而

，
在
中
產
階
級
的
範
圍
內
會
不
斷
地
產
生

 

新
企
業
，
在
道
些
企
業
之
中
，
»
於
生
產
要
索
中
的
勞H

和

資

本

結

來

，
而
且
業
主
能
夠
使
個
人
的
能
力
完
全
得



到

發

揮

。
以
下
二
者
之
關
係
，
即
此
種
獨
立
手
工
藝
業
者
獲
得
其
自
己
的
工
作
與H

作

產

品

*
以
及
藉
此
反
覆
得
到
新

 

活

力

的

、
以
表
現
之
强
化
的
方
式
來
有
效
地
保
持
經
濟
上
生
活
的
意
願
等
等
的
關
係
，
勢
必
不
會
對
於
參
與
工
作
的
人

 

之

H

作
信
念
沒
有
影
響
。
總

而

言

之

，
此
一
關
保
產
生K

^

經
濟
地
及
心
理
地
I

社
會
穩
定
的
重
要
元
素
，
而
社

 

會
穩
定
的
强
化

是
國
家
立
法
的
正
當
目
的
。

4
在
手
工
藝
業
的
企
業
中
，
有
在
整
體H

商
業
經
濟
的
新
生
代
之
中
最
高
的
受
訓
部
份
比
例
(
大
約
三
分
之
二

 

>

。
手

H

藝
業
由
此
提
供
給
特
別
是H

業
如
下
的
可
能
性
，
即
以
受
過
訓
練
的
年
輕
手
工
業
者
來
持
續
不
斷
地
補
充
其

 

技

工

群〇

工
業
對
此
有
巨
大
規
模
地
的
使
用
，
而
工
業
界
自
己
——

尤
其
是
小
企
業
——

舆
於
此
項
任
務
卻
只
能
不
完

 

美

地

、
並
且
所
費
不
貲
地
來
承
擔
。
在
此
種
情
況
下
，
對
於
手H

藝
業
而

言

，
乃
產
生
了
一
項
；̂

遠
遠
逾
越
了
其
直

 

接

領

域

的

功

能

，
而
且
具
有
重
大
的
辑
體
經
濟
上
的
意
義
。

4
手

H

藝

業

，
表
現
在
特
別
是
*
師
傅
，

的

形

成

，
乃
是
在
社
會
組
織
中
以
一
個
特
別
的
画
體
的
著
稱
，
此
一
 

團
«
在
長
期
的
歷
史
發
展
中
’
發
展
了
性
格
上
的
特
徵
，
並
且
獲
得
了
很
高
的
評
價
：
此
一
階
級
自
古
以
來
，
即
非
常

 

重
視
其
職
業
聲
望
，
並
且
特
別
强
調
地
保
M
其

*i
#
的H

S
I
%

識

。
立
法
者
立
法
之
時
應
該
可
以
信
賴
人
民
、
民
M
之

 

此
項
公
共
意
見
上
的
支
持
—
I

在
他
爲
維
持
及
促
進
這一

個
職
業
階
層
的
信
春
以
及
要
選
擇
措
施
之
時
。

V

、

若
立
法
者
以
維
持
及
保
養
手H

藝
業
高
表
現
水
準
的
理
由
爲
一
項
特
別
重
要
的
社
會
利
益
，
則
下
列
問
題
仍
然
是

 

最

重

要

的

’
即
是
否
相
對
於
個
人
自
由
權
利
的
此
項
社
會
利
益
能
夠
占
有
傻
先
性
’
以
及
是
否
！

隨
著
上
開
問
薄
有



肯
定
答
案
——

本
法
律
並
未
逾
越
基
本
權
利
的
限
制
。
職
業
自
由
的
基
本
權
利
之
內
容
，
乃
在
使
個
人
在
職
業
選
取
上

 

必
須
在
如
下
程
度
內
擁
有
自
由
，
只
要
是
其
和
社
會
上
値
得
保
護
的
利
益
是
相
容
的
時
.
，反
過
來
說
：
職
業
選
擇
的
限

 

制

，
對
個

人

來

說

，
只
有
在
該
項
限
制
是
重
大
社
會
利
益
之
保
護
的
必
要
時
機
及
範
圍
內
才
必
須
加
以
忍
受
。
公
共
福

 

利
的
必
要
性
與
市
民
的
自
由
限
制
必
須
處
於
平
衡
的
關
係
。
這
意
味
著
I

根
據
在
藥
房
判
決
中
所
做
出
的
原
則
之
內

 

容
——

，
首
先
應
該
審
査
的
是
，
立
法
者
爲
了
其
目
標
逹
成
之
故
是
否
究
竟
必
須
去
做
出
對
職
業
自
由
選
擇
的
限
制
而

 

非
只
去
做
對
於
職
業
型
態
的
規
制
；
以

及

，
是
否
立
法
者
所
採
用
的
許
可
要
件
就
社
會
共
同
價
値
的
維
護
而
言
屬
於
顯

 

而
易
見
之
不
適
當
手
段
；
在
最
後
則
是
，
是
否
該
項
許
可
要
件
，
按
照
它
所
表
示
的
，
並
‘未
過
度
地
與
不
可
期
待
性
地

 

加
負
擔
給
當
事
人
。
在
這
些
於
上
下
文
中
處
處
提
及
的
個
値
與
權
衡
的
問
題
上
，
立
法
者
的
観
點
是
不
能
夠
被
聯
邦
癉

 

法
法
院
來
指
摘
的
，
只
要
吾
人
不
能
確
價
其
係
出
於
一
項
不
正
確
的
事
實
前
提
或
是
它
和
患
法
矛
盾
。

1.
立
法
者
對
手
工
藝
業
之
表
現
水
平
與
表
現
能
力
之
保
障
與
促
進
一
事
本
來
是
能
聽
任
對
於
手
工
藝
業
企
業
業
主

 

的
自
由
決
定
。
若
然
則
立
法
者
是
以
下
列
親
點
爲
出
發
點
，
即

：
自
由
競
爭
已
經
將
無
表
現
水
平
或
表
現
能
力
較
差
的

 

人
充
分
地
加
以
排
除
，
在
此
情
形
下
即
是
透
過r

自
我
篩
選
」
的
方

式

，
最
具
表
現
能
力
的
人
可
以
得
到
獨
立
性
或
者

 

繼
嫌
保
持
獨
立
性
。
此

項

目

的

，
本
來
也
能
夠
藉
由
對
經
營
之
規
制
而
獲
得
促
進
。
而
且
本
來
也
有
可
能
，
就
職
業
的

 

自
由
進
出
的
管
制
是
否
加
以
開
放
的
問
題
上
，
只
讓
有
師
傅
稱
號
者
才
有
资
格
成
爲
企
業
主
，
而
這
些
人
係
已
通
過
師

 

傅
級
考
試
；
而
藉
由
上
述
，I

人
企
業
是
否
擁
有
高
表
現
能
力
，
就
會
被
大
眾
所
瞭
解
了
。
而
正
如
同
在
皁
年
之r

小

 

能
力
證
明
」

一
樣
，
職
業
新
生
代
的
訓
練
仍
然
是
手
工
藝
業
師
傅
的
專
利
品
。
對
於
那
些
手
工
藝
業
的
技
術
上
與
企
業



經

濟

上

的

深

造

，
是
手
工
藝
業
法
上
本
來
就
陚
予
手
工
藝
業
同
業
協
會
與
手H

藝

業

公

會

的

義

務

，
這
些
深
造
的
管
道

 

應
該
透
過
各
式
各
樣
的
措
施
被
繼
續
建
立
起
來
。

若
吾
人
認
爲
以
上
這
些
可
能
性
並
未
充
分
地
顯
示
給
立
法
者
，
吾
人
也
可
認
爲
其
背
後
之
理
由
是
明
白
不
會
有
錯

 

的

。
因
爲
執
業
規
則
—
—

以
及
更
多
的
，
自
由
經
濟
的
主
體
的
競
爭
規
定
I

I
將
沒
有
例
外
地
首
先
對
那
些
已
經
具
有

 

獨
立
的
職
業
上
能
力
的
人
員
有
效
。
這
些
規
定
並
非
旨
在
對
抗一

項
行
業
之
中
不
具
資
格
的
人
員
的
侵
入
。
直
到
這
些

 

人
員
繼
績
被
淘
汰
或
是
它
們
達
到
了
値
得
追
求
的
表
現
水
平
之
前
，
不

僅

是

顧

客

(
經
由
有
瑕
疵
的
勞
務

 >
,
而
且
是

 

手H

藝

業

階

級

本

身

(
經
由
對
於
事
實
上
具
表
現
能
力
的
企
業
之
排
擠
與
妨
礙
，
曁

手H

藝
業
勞
力
被
視
爲
一
個
整
體

 

而
遭
受
到
尊
重
之
降
低

 

>

 都
會
蒙
受
重
大
傷
害
。
對
這
種
情
般
加
以
避
免
，
正
就
是
立
法
者
的
目
的
。
當
立
法
者
因
此

 

相

信

，
已
經
必
須
在
職
業
選
擇
的
階
段
中
，
設
置
自
由
的
限
制
手
段
，
以
期
阻
止
不
適
宜
的
人
員
進
入
此
種
行
業
之
時

 

,
則
他
不
能
夠
只
原
則
上
地
阻
止
，
而
是
要
將
之
設
立
前
提
要
件
，
此
項
要
件
即
是
要
使
這
些
措
施
處
於
合
憲
的
界
限

 

內

，
特
別
是
要
保
護
比
例
原
則
。

2.
手

H

藝
業
法
提
出
專
業
能
力
的
證
明
做
爲
獨
立
執
業
之
許
可
的
主
觀
要
件
。
這
項
證
明
應
該
要
透
過
一
項
確
定

 

的

訓

練

，
以
及
參
加
一
項
特
定
的
考
試
而
完
成
。
它
是
I

I
撇
開
在
第
四
點
之
中
所
加
以
探
討
的
特
別
情
況
不
算
I

 

最

輕

微

的

、
對
於
求
職
者
在
職
業
自
由
選
擇
的
限
制
上
之
最
小
負
擔
的
型
式
。
於

此

，
藥
房
判
決
中
的
論
述
乃
於
一
切

 

範
圍
上
都
得
適
用
；
依

之

，
此
等
內
容
上
的
限
制
，
在
本
案
例
中
係
能
夠
證
明
爲
合
理
。
手
工
藝
業
的
合
秩
序
執
業
，
 

係
以
知
識
與
能
力
爲
前
提
，
而
知
識
和
能
力
，
應
該
是
只
能
透
過
理
論
與
實
際
上
的
訓
練
而
加
以
獲
得
的
。
當
立
法
者



就
其
應
獲
得
的
必
要
知
識
與
能
力
，
以
及
種
類
與
方
法
，
加
以
個
別
地
確
定
時
，
道
乃
是
根
據
事
物
本
質
所
產
生
的
資

 

格
要
件
的
形
式
化
及
具
體
化
，
因
進
入
此
等
行
業
的
管
道
，
將
變
得
只
對
那
些
已
獲
得
爲
T
該
職
業
活
動
之
合
秩
序
執

 

行
必
需
的
能
力
證
明
者
加
以
開
放

 >
 從
而
申
請
人
只
能
指
望
，
他
必
需
以
理
智
的
評
估
，
來
判
斷
將
發
生
的
事
，
而
做
 

出
他
自
己
應
該
如
何
完
成
該
要
件
的
決
定
。
這
尤
其
重
要
(
有
意
義
)
，
當
所
渉
及
到
之
職
業
(
例
如
本
件
之
手H

藝
 

業

)
，
其
特
點
在
於
介
：業
主
在
廣
泛
的
層
面
h
必
須
自
己
進
行
合
力
工
作
的
行
爲
，
從
而
它
乃
是
以
企
：業
主
的
個
人
能

 

力
及
知
識
爲
決
定
性
的
出
發
點
時
。
這

：
項
對
企
業
主
要
他
證
明
自
己
擁
有
足
夠
的
能
力
與
知
識
的
規
定
，
是
如
此
地

 

能
配
合
各
個
行
業
本
玢
的
特
殊
狀
況
，
以
致
於
該
項
系
爭
對
自
由
權
之
限
制
規
定
對
個
人
而
言
，
幾
乎
是
對
其
存
在
( 

影
響
)
不
生
什
麼
感
覺
，
尤
其
是
當
相
較
於
對
重：

要
社
會
利
益
的
保
護
而
言
D
以
上
所
述
冰
是
本
件
之
決
定
性
的
部
分

 

，
至
於
手H

藝
業
的
活
動
由
於
其
多
樣
性
以
及
其
輕
易
的
加
入
可
能
性
已
不
斷
地
被
許
多
人
選
擇
做
爲
職
業
以
及
適
用

 

該
規
定
當
事
人
的
數
目
很
高
，
則
不
具
決
定
地
位
D

3.
因
上
所
述
，
立
法
者
應
該
超
越
純
粹
執
業
規
則
的
層
次
，
而
能
夠
—

I
如
同
前
面
所
探
討
中
所
明
顯
H;
知
的
—

 

丨
將
他
所
採
行
的
能
力
證
明
規
定
視
爲
一
項
原
則
h
合
適
的
手
段
。
此
處
之
手
段
的
合
用
性
曁
對
於
職
業
自
由
選
擇
之

 

法
怦
介
入
的
必
要
性
的
判
斷
，
：小
得
以
_
>
述
理
由
被
質
疑
，
即
職
業
許
可
的
限
制
並
未
達
成
立
法
者
目
的
之
要
求
。
固
 

然

，
師
傅
級
考
試
仍
未
保
證
：
名
師
傅
能
經
由
專
業
的
深
造
進
修
而
跟
得
上
其
所
屬
手
工
業
的
發
展
腳
步
曁
從
而
能
持

 

績
地
保
持
被
追
求
的
表
現
水
平
。
然
而
此
項
考
試
卻
至
少
保
障
/
應
考
人
透
過
理
論
與
實
際
的
訓
練
而
獲
得
必
要
知
識

 

與
能
力
，
並
且
其
能
認
識
到
持
續
進
修
之
必
要
性
，
而
且
其
能
自
己
建
立
了
進
修
的
基
礎
。
每

：
個
入
行
的
手H

藝
業



者
能
夠
由
於
確
定
的
表
現
層
次
，
而
充
分
地
在
整
體
上
保
持
獨
立
執
業
的
T -
工
藝
業
的
高
衷
現
。

師
傅
級
考
試
只
保
障
了
手H

赛
企
業
業
主
的
能
力
，
郤
在
被
雇
用
的
T
人
的
職
楽
能
力
問
題
上
留
下
空
白
。
然
當

 

此
其
時
，
手
工
藝
企
業
的
表
現
水
平
乃
足
決
定
性
地
仰
賴
於
業
主
的
專
業
能
力
：
業
主
的
活
動
，
一
般
而
言
都
保
障
了

 

<止
業
内
成
員
的
工
作
的
品
質
。
此
外
還
有
，
尙
未
結
束
其
訓
練
，
可
是
打
算
獨
立
的
非
獨
立
手
.1:
藝
業
者
，
可
以
預
見

 

地

，
將
會
極
爲
努
力
地
拓
展
其
專
龙
知
識
，
並
H.
充
實
K
技
術
能
力
，
：
旦
他
瞭
解
他
必
須
證
明
他
在
手H

藝
業
中
獨

 

立
執
業
之
能
力
的
話
。

4
於
此
可
以
發
現：
項

不

nr
期

待

的

(
按

：
即
過
度
的
)
自
由
限
制
：
即
本
法
在
其
附
表
A
之
中
將
職
業
的
選
擇

 

範
圍
限
縮
到
於
該
农
屮
所
登
錄
出
的
手
n
藝
部
門
，
這
項
限
制
使
得
個
人
不
可
能
去
選
擇
在
被
確
定
的
職
業
形
態
所
概

 

括
的
手
K
敎
業
活
動
以
外
的
分
科
當
做
職
業
並
從
而
有
相
應
之
學
成
訓
練
。
在

特

定

..：
而

.a
nj
能
是
合
理
地
區
隔
開

 

的
I

I
工

作

(
例
如
裁
縫
業
及
機
械
手
n
業
的
內
部
)
之
屮
的
人
，
若
有
心
進
行
專
業
化
，
則
應
能
夠
要
求
對
他
有
更

 

高
的
訓
練
與
測
驗
的
設
施
或
機
會
。

侃
是
本
法
基
於
以
下
的
觀
點
在
憲
法
受

k
述
指
摘
。
立
法
者
原
則
上
應
將
職
業
圖
像
加
以
正
當
地
確
定
下
來

 

，
這
足
一
個
已
經
在
藥
房
判
決
中
表
達
出
來
的
觀
點
。
立
法
者
所
能
夠
操
作
的
只
是
，
將
I

I
在
基
於
對
職
業
中
傳
統

 

及
實
際
情
況
的
注
m

I

I相
類
似
的
活
動
總
括
成
某
一
棟
單
一
的
職
業
單
元
。
而
於
此
他
是
资
廣
泛
地
滿
足
/
職
業
的

 

專
業
分
工
要
求
，
則
只
能
個
別
地
加
以
評
價
。
一
般
地
說
，
吾
人
必
須
在
此
留
給
立
法
者
個
某
程
度
的
浃
策
空
間

 

(s
p
l
e
l
r
a
u
m
;

立
法
者
須
做
類
型
化
的
工
作
，
並
0.
應
該
在
此
項
基
礎
上
而
以
平
均
地(d

u
r
c
h
s
c
h
m
t
t
l
i
c
h
)

正
當
化

I

九



二
〇

過
的
資
格
需
要
爲
出
發
點
；
對
即
使
是
已
廣
泛
散
播
開
來
的
專
業
化
趙
勢
，
立
法
者
只
能
在
一
定
程
度
的
界
限
之
內
加

 

以
考
慮
！

當
他
意
欲
相
對
於
純
粹
的
「
專
業H

人

」
而
思
保
持
手
工
藝
業
的
全
面
特
性
時
。
若
吾
人
相
信
此
項
規
定

 

整

醱

而

言

，
並
不
會
導
致
對
向
來
的
與
事
實
上
存
在
於
相
關
職
業
領
域
中
的
關
係
的
扭
曲
，
則
一
個
一
定
程
度
的
、
於

 

合
理
界
限
內
對
訓
練
暨
考
試
要
求
的r

要
求
」
！

如
同
立
法
者
迄
今
在
許
多
國
家
的
訓
練
替
考
試
命
令
中
所
確
定
者

 

——

乃

應

被

接

受

，
尤
其
是
當
系
爭
的
自
由
限
制
可
透
適
新
生
代
之
就
業
機
會
以
及
社
會
聲
譽
之
增
加
而
得
在
一
定
意

 

義
上
獲
得
平
衡
時
。

從
手H

藝
業
法
附
表
A
中
之
考
試
中
吾
人
可
以
得
知
，
立
法
者
於
個
別
手H

藝
業
部
門
的
列
舉
上
——

此
項
列
皐

 

具
有
規
範
上
之
區
別
性
以
及
總
體
性
之
意
義
——

，
保
留
了
手H

藝
業
的
傅
統
形
態
，
並
且
也
適
當
地
導
致
了
手H

藝

 

業
部
門
內
部
的
専
業
化
努
力
。
對
於
系
爭
法
律
規
定
的
憲
法
上
的
指
摘
從
而
是
不
應
被
承
認
的
。

5.
在
該
法
律
中
之
許
可
要
件
的
知
識
與
能
力
，
依
本
庭
見
解
並
不
是
與
妥
善
之
職
業
活
動
之
達
成
的
目
的
無
關
的

 

職
業
種
類
及
規
模
；
而
且
原
則
上
所
表
現
的
形
式
訓
練
管
道
與
考
試
，
也
並
未
過
度
地
勞
煩
職
業
申
請
人
。
以
下
詳
述

 

之

。

4
由
手
工
藝
業
工
作
的
本
質
乃
產
生
以
下
結
果
，
即
獨
立
執
業
的
手
工
藝
業
者
必
須
擁
有
對
於
材
料
及H

作
技

 

術

、
曁
其
工
作
之
技
術
聯
繫
面
上
的
廣
泛
知
識
。
在
許
多
手
X
藝
業
的
部
門
中
，
工
作
程
序
是
一
種
持
績
的
發
展
；
而

 

合
乎
潮
流
的
造
型
以
及
時
髦
的
塑
造
也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在
現
代
的
經
濟
生
活
中
*
 1

名
手H

藝
業
者
是
不
能
夠
不
具

 

備
企
業
經
濟
及
商
業
交
易
上
的
知
識
而
生
存
的
。
從
而
下
述
的
事
項
是
可
以
被
正
當
化
的
，
即
在
師
傅
級
考
試
之
中
，



要

求

r

必
要
的
企
業
經
濟
上
的
，
商
業
交
易
上
的
以
及
一
般
理
論
上
的
知
識
」

(
本
法
第
四
十
一
條
)

。
以
下
這
件
事

 

是

自

明

之

理

(
考
試
規
定
中
也
將
它
也
規
定
了
)
：
於

此

考

試

中

，
只
要
求
應
該
有
的
知
識
領
域
之
基
礎
的
知
識
。

以

上

所

述

最

後

意

味

的

是

，
當

要

求

一

名

手

工

藝

業

者

能

夠

「
師

傅

級

般

地

」(
m
e
i
s
t
e
r
h
a
f
s

Tn
成
在
其
所
属

 

行
業
之
中
常
見
的
工
作
時
，
那
並
不
是
不
合
比
例
的
沈
重
要
求
。
所

謂

「
師
傅
級
般
地J

並
非
意
指
該
項
專
業
能
力
必

 

須
遠
遠
超
越
一
般
手H

藝

業

的

水

平

。
它
並
不
要
求
不
尋
常
的
表
現
；
而
毋
寧
單
貝
是
要
求
職
業
申
請
人
有
能
力
去
「
 

獨
立
地
」

，
依
手H
藝
業
的
一
般
原
則
，
而
忠
於
原
有
精
神
地
完
成
一
件
常
見
的H

作

。

如
同
師
傅
級
考
試
的
結
果
所
證
明
的
，
本
法
所
列
之
考
試
要
求
«
際
上
有
調
整
配
合
一
般
手
X
藝
業
的
水
平
；
就

 

手H

藝
業
的
整
體
平
均
數
而
言
，
在
一
九
五
一
年
到
一
九
五
五
年
之
中
，
只
有
百
分
之
十
三
的
考
生
被
拒
絕
(
未
通
過

 

)

。
總

之

，
本
法
所
列
之
實
際
舆
理
論
考
試
的
要
求
，
坷
以
由
平
均
才
智
的
人
經
由
平
均
水
準
的
努
力
而
達
成
。

W
本
法
所
規
定
之
訓
練
過
程
以
及
考
試
，
在
典
型
的
情
況
下
，
並
不
會
過
度
地
煩
勞
職
業
申
請
人
。
於
三
至
四

 

年
的
見
習
期
與
至
少
三
至
五
年
的
生
徒
期
之
後
舉
行
的
學
徒
考
試(G

e
s
e
l
l
e
n
p
r
u
f
u
n
g
K

原

則

上

要

求

(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
三

士

 一
條
、
三
十
四
條
)

，
是
立
法
者
以
平
均
而
適
當
方
式
所
作
的一

項

決

定

。
此
項
一
般
爲
十
八
年
的
完
整

 

學
習
期
間
的
訓
練
目
的
是
，
使
得
學
徒
能
夠
具
有
於
其
所
H
手H

藝
行
業
中
常
用
的
技
巧
與
能
力
，
並
且
擁
有
對
於
原

 

料
及
輔
助
材
料
的
價
格
、
性

質

、
處
理
舆
利
用
的
專
業
知
識
(
本
法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

。
除
了
表
現
水
平
之
外
，
 

學
徒
還
需
要
有
可
觀
的
職
業
經
驗
，
才
能
夠
對
於
在
其
所
屬
手H

藝
行
業
中
發
生
的H

作

，
予
以
在
上
已
述
及
之
意
義

 

下

的

「
師
傅
級
般
地
」
完

成

。

一
段
三
至
五
年
的
生
徒
期
間
，
儘
管
如
果
加
上
這
段
時
間
之
後
整
體
的
訓
練
過
程
會
變



成
二
h

二
至
二
十
一
..
年

之

久

，
但
並
不
是
不
適
當
地
長
。
此

外

，
存
在
著
.卜
述
可
能
性
，
即
職
業
學
校
的
就
學
期
間
被

 

列
入

算
是
生

徒

期

間

(
本
法
第
四
十
四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段
)
；
而
其
在
生
徒
期
間
擔
任
獨
立
執
業
手H

業H

匠

、
作
爲

 

工
廠
師
傅t

W
e
r
k
m
e
i
s
t
e
r

或

其

他

相

應

位

子

的

時

間

，
也

可

做

爲

生

徙

時

間

(
本
法
第
四
十
四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段
)
 

。
最

後

，
在

例

外

的

情

況

下

，
通
過
師
傅
級
考
試
者
，
能
夠
完
全
不
去
經
歷
該
項
法
定
的
訓
練
過
程
(
本
法
第
四
卜
四

 

條
第
四
項
)
。

^
該
項
在
手
工
藝
業
中
資
本
與
勞
力
應
該
結
合
一
起
的
原
則
，
會
造
成
以
下
結
果
，
即
一
名
自
己
不
具
師
傅
身

 

分
的
企
業
家(u

n
t
e
r
n
e
h
m
e
r
)
，

不
得
雇
用
師
傅
而
去
開
設
一
家
手
工
藝
企
業
。
這
並
不
是
過
度
的
要
求
，
而
且
不
論

 

該
系
爭
法
律
是
否
在
其
他
某
些
情
況
下
存
茌
著
此
種
可
能
性
；
因
爲
這
種
規
定
是
植
基
於
特
殊
狀
況
，
並
且
是
只
有
與

 

該
系
爭
法
律
整
體
的
目
的
範
圍
內
。

6.
若
吾
人
終
局
地
總
體
評
價
該
系
爭
由
立
法
者
所
加
諸
手H

藝
業
爲
先
的
人
的
自
由
的
限
制
，
則
有
一
些
観
點
不

 

能
+
列

入

考

量

，
這
些
考
踅
能
使
對
自
由
權
的
限
制
的
比
重
加
以
進
一
步
降
低
：
首

兜

，
在

手

工

藝

業

，
工
匠
也
能
夠

 

不
經
過
師
傅
級
考
試
而
在
手H

藝
業
以
及
工
業
中
從
毐
活
動
。
即
使
撇
開
此
點
不
談
，
該
系
爭
法
律
甚
至
也
特
別
開
放

 

f
下

述

可

能

性

，
即
職
業
申
請
人
能
夠
在
例
外
情
況
下
，
也
可
以
用
考
試
以
外
的
方
法
，
來
產
生
其
在
手
工
藝
行
業
中

 

獨
立
執
業
所
必
須
之
知
識
與
能
力
的
證
明
(
本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
第

八

條

)

。
根
據
上
所
述
及
的
原
則
，
例
外
情
況

 

至
少
於
以
F
的
情
況
時
是
應
該
被
採
納
的
，
即
當
對
於
職
業
申
請
人
而
一
一
：

H
.
-

逕
以
參
加
學
徒
學
成
考
試
的
形
式
來
做
爲

 

其
專
業
能
力
的
證
明
係
屬
一
過
度
而
不
可
期
待
的
重
擔
之
時
。
於

此

，
這
種
情
況
只
可
以
在
基
於
對
個
別
情
形
的
所
有



狀
況
都
加
以
評
量
後
予
以
評
價
。
例
如
說
下
列
的
情
形
就
可
以
被
視
爲
一
種
特
別
複
雜
的
因
素
，
例
如
職
業
申
諳
人
必

 

須
籌
措
到
親
»
的

生

活

費

用

’
以
致
從
而
沒
有
能
力
去
承
擔
學
習
技
能
所
需
的
時
間
與
金
錢
的
耗
賫
；
另

外

’
職
業
的

 

有
權
期
待
者
(

B
e
r
u
f
s
a
n
w
H
l
t
e
r
)

之
年
事
漸
高
也
能
夠
彤
成
一
個
理
由
，
使
他
可
以
免
於
考
試
，
尤
其
是
當
他
已

 

然
經
歷
過
其
他
的
訓
練
過
程
，
而
此
種
過
程
是
如
同
在
手
工
藝
業
法
之
中
所
規
定
者
。
只
有
下
列
這
種
行
政
上
實
際
操

 

作

，
即
針
對
在
於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所
適
用
下
的
那
種
免
除
參
加
師
傅
級
考
試
乙
事
而
充
分
考
童
到
了
特
別
沈
重
負
擔
的

 

狀

況

者

，
才
是
取
向
於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
並
且
是
符
合
了
該
條
項
中
的
保
護
思
想
。

就
繼
績
擴
大
例
外
情
彤
是
否
滿
足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的
目
的
與
目
標
是
否
仍
如
前
所
述
者
，
係
在
憲
法
上
合
宜
者一

 

事

，
於
此
不
須
加
以
討
論
。
無

論

如

何

，
手
X

藝
業
法
的
產
生
歷
史
已
經
指
出
了
，
對
於
例
外
批
准
之
給
予
之
可
能
性

 

，
應
該
不
吝
利
用
。
這
些
例
外
情
況
不
應
該
只
依
樣
地
就
只
被
承
認
逋
用
於
那
些
被
特
別
的
、
尤
其
是
由
戰
時
及
戦
後

 

的
各
項
關
係
而
造
成
的
理
由
所
妨
礙
而
不
能
參
加
師
傅
級
考
試
的
人
；
毋
寧
說
是
應
該
在
例
外
批
准
的
給
予
上
，
也
要

 

考
慮
給
予
下
述
職
業
申
請
人
，
即

r

有
能
力
於
手
工
藝
業
或
工
業
中
的
相
應
的
責
任
重
大
的
職
位
上
從
事
非
獨
立
執
業

 

的
活
動
者
」

，
或

是

「
完
成
其
他
的
訓
練
過
程
以
代
替
學
習
期
、
寅
習
考
試
及
實
習
期
者
」

。
於

此

，
立
法
者
乃
爲
所

 

有
未
能
通
過
師
傅
級
考
試
的
人
開
啓
了一

條

出

路

。
而
此
一
出
路
並
不
是
目
的
本
身
，
也
不
是
對
不
受
人
歡
迎
的
競
爭

 

的

保

護

手

段

，
而

是

I

條
正
常
情
況
下
對
一
定
條
件
之
手H

業
從
事
之
人
擇
優
錄
取
的
道
路
。
無

論

如

何

，
大
規
模
的

 

承
認
例
外
是
不
合
於
手H

藝
業
法
的
目
的
——

其
目
的
爲
增
大
有
表
現
能
力
的
獨
立
手H

藝
業H

匠
之
存
在
。

一
個
對
 

於
例
外
情
況
之
槪
念
的
廣
泛
詮
釋
，
釦
該
系
爭
法
律
的
企
圖
(
保
持
與
促
進
手
工
藝
業
的
表
現
水
平
與
表
現
能
力>

 
,



二
四

是

沒
有
違
背
的
，
因
爲
職
業
申
請
人
在
所
有
情
況
下
，
都
必
須
證
明
其
具
有
就
手H

藝
業
獨
立
執
業
之
所
要
的
知
識
與

 

能

力

。7.
總
結
而
言
：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係
以
該
有
法
律
規
定
之
必
要
性
爲
前
提
。
在
基
本
法
制
定
之
制
憲
會
議

 

(
p
a
r
l
a
m
e
n
t
a
r
i
s
c
h
e
r

 R
a
t
K

辯
論
中

已

指

出

，
職
業
自
由
的
原
則
，
需
要
有
法
律
的
加
以
具
體
化
。
提
出
主
觀
許

 

可

要
件
的
法
律
，
正
是
對
此
的
典
型
例
子
。
當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授
權
立
法
者
制
訂
「
規

制J

時

，
基
本
法
即

 

係
明
白
地
表
達
出
，
這
樣
的
法
律
並
非
是
在
基
本
法
第
十
九
條
意
義
下
的
「
限
制
」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7
3
7
7
E4
0
3
f

e

。
從

而

’
乃
排
除
基
本
法
第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
以
及
同
條
文
第
一
項
第
二
段
之
適
用
o
 

VI

、

平
等
原
則
並
未
被
下
述
狀
況
所
侵
害
，
即
工
業
生
產
的
成
品
中
，
有
的
係
經
手H

藝
的
製
造
過
程
者
，
而
其
工
人

 

並
未
被
要
求
具
有
能
力
證
明
。

若
立
法
者
有
權
以
能
力
證
明
的
B
式
來
設
立
主
觀
的
許
可
要
件*

則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
他
並
不
負
有

 

義
務
因
下
述
理
由
而
平
等
地
看
待
各
項
職
業
，
亦
即
在
個
別
的
活
動
範
圍
或
X

作
之
間
的
外
部
平
等
性
應
該
被
確
定
。
 

而

毋

寧

說

是

，
立
法
者
能
夠
就
職
業
規
則
的
種
類
與
規
模
，
用
多
種
措
施
，
依
照
不
同
職
業
的
生
活
領
域
間
的
特
別
閼

 

係

，
尤
其
是
依
照
討
論
中
之
既
存
職
業
的
社
會
性
結
構
，
而

加

以

區

別

化

(
聯
邦
嫌
法
法
院
判
決
集9,338

t3
5
0
1
)

。
 

根
據
這
項
標
準
來
看
，
下
述
的
情
況
是
不
能
夠
被
評
價
爲
牴
觸
一
般
的
平
等
原
則
，
即

：
被H

業
化
地
經
營
的
工
作
，
 

係
被
自
由
地
容
許
，
但
在
手H

藝

業

中

，
這
些
工
作
就
須
承
受
能
力
證
明
的
規
定
。



手H

藝
企
業
不
同
於
工
業
企
業
。
手
工
藝
業
其
中
大
部
份
係
小
企
業
。
企
業
主
個
人
在
手
U
藝
工
作
h
.
的

協

力T
 

作
對
手
工
藝
企
業
而
！百
是
典
型
的
狀
況
；
因

此

，
企
業
主
的
專
業
能
力
乃
決
定
了
手H

藝
業
效
率
的
價
値
。
與
此
相
反

 

地

，
工
業
企
業
的
企
業
主
，
一
般
而
言
，
並
不
直
接
參
與
生
產
，
而
只
是
限
縮
於
買
賣
交
易
或
技
術
上
的
領
導
。
此
項

 

結
構
上
的
區
別
使
得：

卜
述
之
事
顯
得
理
由
充
分
：
即
只
有
手
工
藝
業
的
獨
立
執
業
取
決
於
其
個
人
能
力
®
知
識
的
證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