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

於

「
強
迫
成
人
停
留
於

敎

養
機
構
或
療
養
院
」
之
判
決

丨
聯
邦
蕙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二
十
二
卷
第
一
百
八
十
頁
以
下

譯
者
：
簫
文
生

〈
判

決

要

旨

>

1.
 社
會
國
家
原
則
賦
予
國
家
建
立
公
平
社
會
秩
序
之
任
務
。
但
其
並
未
表
明
立
法
者
於
完
成
此
項
目
標
時
，
只
得
規
定

 

利
用
行
政
上
之
措
施
；
就
此
立
法
者
亦
得
規
定
私
人
福
利
團
體
之
協
助
。

2.
 
爲保
障
有
效
之
法
律
執
行
所
必
要
，
聯
邦
得
依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於
其
實
質
立
法
權
限
內
規
範
地
方
自
治

 

官
署
之
建
立
及
程
序
。

3.
 

在
基
本
法
生
效
前
授
權
頒
布
行
政
命
令
所
公
布
之
法
律
必
須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之
要
件
，
若
所

 

頒
布
之
行
政
命
令
應
有
助
於
其
實
現
之
實
體
權
利
於
基
本
法
生
效
後
遭
受
重
大
修
改
時
。

4.
 

聯
邦
從
事
資
助
任
務
時
亦
受
到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及
第
八
十
三
條
之
拘
束
。
若
基
本
法
並
未
明
示
給
與
聯
邦
從
事
該

 

項
任
務
之
行
政
管
轄
權
時
’
則
聯
邦
只
有
在
該
任
務
明
顯
地
超
越
區
域
性
時
才
得
擁
有
行
政
管
轄
權
。



5.
非

基

於

保

護

公

眾

或

保

護

當

事

人

本

身

，
而

僅

基

於

改

正

當

事

人

之

目

的

而

强

迫

成

人

停

留

於

敎

養

機

構

或

療

養

院

 

乃

是

違

憲

的

。

一
九
六
七
年
四
月

t

七
日
及
十
八
日
言
詞
辯
論
於
；
九
六
七
年
七
月
十
八
日
所
作
之
第
二
庭
之
判
決

I

I

 

2
1
^
勺

3
>
5
,
6
,
7
,
8
\

 

62.

 
’
 

2
B
V
R
1
3
9
,
1
4
0
,
3
3
i
3
3
5
\

 

6
2

——

本

件

訴

訟

程

序

旨

在

審

查

下

列

法

律

條

文

：

1.
 審

查

一

九

六

一

年

八

月

十

；
日

公

布

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3
G
B
U
S
.
1
2
0
5M

:
:

條

第

二

项

I

I
在
其
將
靑
少
年

照
顧
亦
包
括

情

形

下

-
-
-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
也

許

」

一
詞
，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六

款

、
第

二

項

及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

第
七
條
I

在

其

要

求

資

助

之

情

況

：卜
-
-
-
第
八
條
第
一
：一
項
及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
第

十

二

至

第

十

六

條

，
第
十
八
條

、
第

二

十

四

條

、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四

項

之

合

憲

性

。

2.
 

審

查

一

九

六

一

年

六

月

：
■'
十

日

公

布

之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B
G
B
U
S
.
8
1
5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第

：
：

句

，
第
十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及

第

四

項

，
第

七

^

三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
項

，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
項

第

：
.句
和
第
九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及

第

三

句

、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之

合

憲

性

。

1.
2.
之

訴

訟

聲

請

人

H
e
s
s
e
n
^
:

，H
e
s
s
e
n
^

政

府

，
代

理

人

：
邦
總

理

，
訴

訟

代

理

人■

…

W
F
r
e
i
e

 u
n
d

 H
a
n
s
e
s
t
a
d
t

 H
a
m
b
u
r
g

，
邦

政

府

，
代

理

人

：
邦

總

理

-
-
-
訴
訟
代
理

人

.

.

.
d
 

F
r
e
i
e

 H
a
n
s
e
s
t
a
d
t

 B
r
e
m
e
n
.

 ■邦
政
府
，
代
理
人
：
邦
總
理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

.

.
4

N
i
e
d
e
c
s
a
c
h
s
e

莼

，
邦

政

府

，
代

理

人

：
邦

總

理

-
-
-
拆

訟

代

理

人

.

.

.



二
八

3.D
0
r
t
m
u
n
d

，
代

理

人

：
市

政

府

，D
a
r
m
s
t
a
d
t

，
市

政

府

，F
r
a
n
k
f
u
r
t
(
M
a
i
n
)

，
市

政

府

，H
e
r
n
e

，
市

政

府

，
訴
訟
代
理
人

.

.

.
針
對
㈤

！

九

六

一

年

八

月

十

.：
日
公
布
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B
G
S
J
S
.1
2
0
5
M

五
條
第
三

項
及
第
八
條
第
三
项
W

一
九
六
一
年
六
月
三
i

日

公

布

之

社

會

救

助

法

K
G
B
1 . I
S
. S
1
5
M

卜
條
第
：0 .

项
第

i
:

句
及
第
四

 

項
和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所
提
出
之
憲
法
訴
訟
。

判

決

主

文

I

、

 ：

九

六

：
年
八
月
十
一
曰
公
布
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B
G
B
1 . I
S
.1
2
0
5
M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十
四
條
無
效
。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
第
五
條
第
一
至
第
一

 _
...
項

、
第

七

條

、
第

八

條

第

三

項

、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

 第
十
二
條
第
二
项
及

 

第
一
二
項
、
第

十

三

條

至

第

十

六

條

、
第

十

八

條

、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與
第
一：：十

七
條
第
四
项
皆
符
合
基
本
法

 

0

II

、

 
一
九
六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之
社
會
救
助
法(

B
G
3
1
. I
S
.8
1
5
M

七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和
第
三
項
及
第
九
十
六
條
第
一
项

 

第

二

句

無

效

。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
第

十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和

第

四

項

'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
项
第
二
句
及

 

第

九

十

六

條

第一

項
第
一
..
句

和

第

二

項

第
..
句

符

合

基

本

法

。

III

、
 
憲
法
訴
訟
駁
回
。

判

決

理

由



A

、
1
1

 '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國
家
於
靑
少
年
福
利
及
敎
養
範
圍
內
之
行
爲
乃
由
一
九
二
二
年
七
月
九
日
之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K
G
B
1.I
S
.
6
3
3
,

以
下
簡
稱
爲
：R

J
W
G

芨

有

關

敎

養

義

務

之

命

令

(一

九
二
四
年
二
月
十
三
日
，R

G
B
1J
S
.100

 

，
以
下
簡
稱
爲+

.
R
F
V
)

和
補
充R

F
V

有

關

公

其

敎

養

要

件

、
種
類
及
程
度
之
帝
國
原
則
(一

九
二
四
年
十
一
月
四

 

曰

，R
G
B
1.I
S
.
7
6
5
)

在
帝
國
法
律
方
面
加
以
規
範
。
此
些
法
律
規
範
經
多
次
修
改
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仍
然
繼
續

 

有

效

。
聯
邦
立
法
者
重
新
規
範
了
此
兩
項
法
律
領
域
。

1.
1
九
五
三
年
已
修
正
過
的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I

九
五
三
年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B

G
B
1J
S
1
0
3
5
,

以
下
簡
稱

 

:
第
一
次
修
改
之
法
)
於
一
九
六
一
年
八
月
十
一
日
經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修
改
與
補
充
法
(B

G
B
1.I
S
.
1
1
9
3
,

以
下

 

稱

：
第
二
次
修
改
之
法
)
修
正
並
於
當
天
以
重
新
編
排
條
文
順
序
之
方
式
以
靑
少
年
福
利
法(B

G
B
U
S
.
1
2
0
5
>
N

名
公

 

布

(以
下
稱

+
.
J
W
G
)

。
修

-1E
後
之
法
律
於
一
.
九
六
二
年
七
月
一
日
適
用
其
基
本
重
要
之
部
份
。

除
將
第
一
次
修
法
時
新
組
織
靑
少
年
機
關
之
任
務
加
以
擴
充
外
，
靑
少
年
辐
利
法
帶
來
了
許
多
靑
少
年
權
利
實
質

 

之

改

變

(
例
如
敎
養
之
權
利
)
。
其
提
出
了
公
共
之
救
助
應
支
援
及
補
充
在
家
庭
中
開
始
的
兒
童
敎
育
的
原
則
(
§
3
 

)
及
同
時
規
範
了
公
共
(
官

方

)
及

自

由

(
私

人

)
靑
少
年
救
助
之
關
係
(
§
§
5
—

9
 )
 C

2.
敎
養
義
務
命
令
及
帝
國
原
則
由
一
九
六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制
定
、
一
九
六
二
年
六
月
一
日
生
效
之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B
G
B
1.I

S
.
8
1
5
,

以
下
稱：

B
S
H
G
>

所

取

代

。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將
至
目
前
之
敎
養
法
及
個
別
特
殊
之
規
定
(
 

例
如
肺
結
核
救
助
、
盲
人
救
助
及
身
體
殘
障
救
助
)
整
合
成
爲
一
項
法
律
。
相
對
於
目
前
敎
養
之
槪
念
，
其
在
此
將
社

二
九



三
o

會
救
助
之
範
困
廣
泛
地
擴
大

 <
特
別
是
在
第
三
章
：
特
別
生
活
處
境
之
救
助
)
也
强
化
了
尋
求
救
助
者
之
地
位
，
即
承
 

認
其
享
有
請
求
救
助
之
請
求
權
(
§
4
 

>

且
只
有
在
有
限
的
範
圍
內
才
有
償
還
費
用
之
義
務
{
§
92
)
除
實
質
之
給
付
 

要
件
外
*
該
法
亦
規
範
了
公
共
救
助
與
民
間
福
利
照
顳
間
之
醑
係
(
§
S

10
，
S3
)
。

II
、

在
兩
項
法
律
立
法
過
程
中
已
有
部
份
條
文
，
特
別
是
規
範
官
方
救
助
及
民
間
團
體
間
關
係
之
條
文
，
在
憲
法
上
有

 

爭
論
。
法
律
生
效
後
總
共
有
十
項
訴
訟
提
出
於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
其
中
有
五
項
是
針
對
靑
少
年
輻
利
法
之
條
文
，
另
外
 

五
項
則
針
對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之
條
文
。
每
五
項
訴
訟
中
各
有
三
項
乃
基
於
邦
政
府t

H
^
s
s
e
n
,

 

H
a
m
b
u
r
g
,

 

B
r
e
m
e
n
^

 

N
i
e
d
e
x
s
a
c
h
i

孩
嫌
邦
恵
法
法
院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六
款
及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
抽
象
 

之
法
規
審
査
)
之
規
定
所
提
之
聲
請
。
各
有
兩
項
乃
是
非
屬
於
縣
管
糖
之
城
市
(
約
同
於
省
轄
市
，
如D

o
r
t
m
u
n
d
,

 

D
a

l
d

t
,

 Fr
a
n
k
f
u
r
t
/
M
a
i
n
p
e
s
H
e
r
n
e
)

依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九
十
一
條
所
提
出
之
憲
法
訴
訟
。

在
十
項
訴
訟
下
有
以
下
之
聲
明
：

1.
有
關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

W
H
e
s
s
e
n
^
:

政
府
及H

a
m
b
u
r
g
^

政
府
聲
請
確
認
，
下
列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之
條
文
違
反
基
本
法
而
無
效
：

I

、
 

第11

條
第
二
項
^

—

於
其
將
靑
少
年
照
顧
亦
包
括
情
形
下
——

及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六
款
和
第
二
項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條
o

II

、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

也
許
一
詞
-

-

-

-

-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
第
七
條一

W

其
要
求
資
助
情
況H

——



及
第
八
—

三
項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
第
七
十
條
、
第
八
十
三
條
、
第
二
十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

m

、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二
十
四
條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

[V
、
第

士

 一
至
第
十
六
條
、
第
十
八
條
及
第
三
十
七
條
第
四
項
遠
反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條
。

V
、
第
二
十
五
條
第一

項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三
條
。

B
r
e
m
e
r
s

政
府
提
出
了
如H

e
s
s
e
n

政
府
於
I

、
11
之

聲

請

。 

blD
o
r
t
m
u
n
d
,

 

D
a
r
m
s
t
a
d
t
,

 

F
a
n
k
f
u
r
t
/
M
a
i

 
吳

s
e
r
n

提
出
聲
請
確
認
■.

I

、
爲
修
正
及
補
充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於一

九
六
一
年
八
月
十
一
日
公
布
之
靑
少
年
瞩
利
法(

B
G
B
L

 

IS1193)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及
第
八
條
第
三
項
與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及
第
二
條
、
第

三

條

、
第
四
條
、
第

六

條

、
第

 

三
十
條
與
第
七
十
條
不
符
合
而
無
效
。

n

、
 

判
決
德
童
志
驊
邦
共
和
國
補
償
訴
訟
費
用
。

2.
有

雜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

a)H
e
s
s
e
n
^

政
府
及H

a
m
b
u
r
g
h

政
府
聲
請
確
認
下
列
一
九
六I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公
布
之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條
文

 

{
B
G
B
1
J
S
S
1
5

遼
反
基
本
法
而
無
效
：

I

、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
第
十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和
第
四
項
及
第
九
十
H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速
反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
第
七
十
條
、
第
八
十
三
條
、
第
二
十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和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IM

 !



.

三
二

二

項

。

II

、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二
及
第
三
項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一

 一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及
第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和
第
二
十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

III

、
 
第
九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及
第
三
句
和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條
。

B
r
e
m
e
l
^

政
府
提
出
了
如H

e
s
s
e
n

政
府
於
I

、
之
聲
請
。

b)D
o
r
t
m
u
n
d
,

 Da
r
m
s
a
d
t
,

 Fr
a
n
k
f
C
r
t
/
M
a
i
n
f
i
j

 

H
e
r

 

n
e
®

 出
聲
請
：

l

、
 

確
認
一
九
六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公
布
之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B
G
B
U
S

bol
s
M

十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和
第
四
項

 

及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不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及
第
二
條
、
第

三

條

、
第
四
條
、
第
三
十
條

 

與
第
七
十
條
而
無
效
。

II

、
判
決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補
償
訴
訟
費
用
。

N
i
e
d
e
r
s
c
h
s
e
n
^

政
府
加
人H

e
s
s
e
n
^

政
府
所
提
出
有
關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及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法
規
審
査
之

聲

請

。

m

、
 

聲
請
人
及
提
出
訴
訟
之
城
市
提
出
下
列
理
由
：

1.
有

關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

.

4
該
法
除
規
範
關
懷
具
危
險
性
或
已
犯
錯
靑
少
年
之
敎
養
外
，
亦
規
範
了
不
須
有
現
實
危
險
存
在
而
具一

般
性
幫

 

助
靑
少
年
身
體
上
精
神
上
及
道
德
上
利
益
任
務
之
靑
少
年
照
顧
。
聯
邦
就
靑
少
年
照
顧
並
無
立
法
櫂
限
。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四
條
公
共
敎
養
之
概
念
並
不
包
括
靑
少
年
照
顧
。
聯
邦
與
各
邦
立
法
權
限
之
分
配
與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頒
佈
時
之

 

情
形
並
不
相
同
。
就
此
基
本
法
亦
依
其
一
般
之
傾
向
將
聯
邦
立
法
者
之
權
限
相
較
帝
國
立
法
者
自
威
瑪
憲
法
所
得
出
之

 

結
果
加
以
限
縮
。

即
使
認
爲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四
條
第
七
款
得
將
靑
少
年
禧
利
之
範
圍
涵
括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所
規
範
之
領
域
，
聯
 

邦
立
法
者
亦
不
得
將
非
灞
於
敎
聋
槪
念
之
新
任
務
帶
入
其
中
。
此
類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並
未
包
括
全
新
的
純
粹
的
靑

 

少
年
照
顧
任
務
則
在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六
款
(
空
間
時
間
之
輔
導
、
政
治
敎
育
及
國
際
交
流
)
及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
資
 

助
靑
少
年
團
體
之
活
動
、
訓
練H

作
人
員
及
設
立
和
維
持
靑
少
年
之
家
)
中
規
定
。
上
述
兩
種
情
形
乃
涉
及
一
般
的
幫

 

助
靑
少
年
之
任
務
，
而
應
予
所
諝
的
「
敎
餐
」
無

關

。
此
類
深
入
文
化
領
域
內
容
之
規
範
只
屬
於
各
邦
之
權
限
。

b)
創
設
民
間
團
體
優
先
權
及
在
財
政
上
給
予
保
障
的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三
項
第
二
和
第
七
句
及

 

第
八
條
第
三
項
，
相
對
至
今
的
法
律
有
三
項
基
本
之
改
變
：
民
間
團
體
現
在
不
再
是
在
法
律
規
範
外
而
是
在
法
律
規
範

 

範
圍
內
從
事
活
動
。
相
對
地
地
方
自
治
f
f
l體
則
被
剝
奪
其
本
身
照
顧
靑
少
年
之
任
務
且
必
須
資
助
從
事
該
項
任
務
之
社

 

困

。
最
後
公
共
靑
少
年
救
助
機
闕
與
民
間
围
體
間
之
閼
係
不
再
是
兄
弟
般
的
夥
袢
，
相
反
地
在
完
全
錯
認
應
以
地
域
性

 

作
爲
靑
少
年
救
助
任
務
之
原
則
下
’
鄕
餓
本
身
之
救
助
行
爲
顯
得
如
惡
事
般
’
而
爲
儘
可
能
有
助
於
享
有
優
先
權
之
社

 

團
活
動
則
應
予
以
去
除
。

該
項
優
先
權
規
定
並
非
必
要
，
因
相
對
於
鄕
鎭
民
間
社
團
之
工
作
至
今
爲
止
並
未
受
到
不
利
益
且
如
統
計
數
字
顯

 

示
其
活
動
亦
不
斷
地
擴
展
。
其
具
有
國
家
級
之
性
格
。
在
此
必
須
提
出
是
否
因
此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之
憲
法
I

即



三
四

使
在
很
小
的
部
份
範
圍
內
—
—
被
無
聲
無
息
地
改
變
的
問
題
。
除
此
之
外
，
基
於
下
列
理
由
該
項
規
定
不
符
合
基
本
法

 

• ■

aa)
聯
邦
就
此
並
無
立
法
權
限
。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四
條
第
七
款
意
義
下
之
公
共
敎
養
係
僅
指
圔
家
或
地
方
自
治
圏

 

髑
所
爲
官
方
的
敎
養
。
因
此
聯
邦
立
法
者
只
限
於
頒
布
有
_
國
家
或
鄕
鎭
園
體
所
爲
靑
少
年
救
助
之
規
範
。
公
共
及
民

 

闓
靑
少
年
救
助
等
級
關
係
之
規
範
及
賦
予
民
間
團
體
特
定
法
律
定
位
並
未
包
括
在
內
。
這
些
已
不
再
是
公
共
敎
養
而
是

 

文
化
政
策
。

此
外
即
使
將
敎
養
之
概
含
做
最
廣
義
的
解
釋
，
救
助
需
要
者
亦
僅
靥
於
敎
養
概
念
之
客
體
。
聯
邦
立
法
者
卻
基
於

 

有
利
於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醑
髖
之
目
的
而
規
定
了
資
助
義
務
而
超
越
了
道
愐
範
阖
。
聯
邦
在
敎
養
領
域
內
並
不
具
有
例

如
依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四
條
第
十
三
款
有
關
學
術
硏
究
或
依
第
十
四
條
第
十
七
款
有
藺
農
林
業
生
產
所
擁
有
之
資
助
權
限

°

最
後
嫌
邦
以
一
方
面
宣
佈
鄉
供
及
薄
嫌
》
盟
爲
公
共
靑
少
年
救
助
之
主
體
’
另
一
方
面
卻
爲
了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賦
予
其
限
制
及
財
政
支
持
義
務
之
方
式
確
立
了
地
方
自
治
憲
法
，
而
這
方
面
聯
邦
卻
是
缺
乏
權
限
的
。
基
本
法
將
揶
鋇

 

歸
饜
於
各
邦
並
同
時
慄
障
邦
法
律
之
特
性
。
有
關
民
閬
靑
少
年
救
助
優
先
之
條
文
含
有
指
示
鄕
鎭
政
策
之
方
針
且
決
定

 

性
地
確
立
了
鄕
鎭
的
活
動
空
間
；
因
此
其
乃
屬
於
地
方
自
治
憲
法
之
範
圍
。
此
項
單
獨
保
留
給
邦
立
法
者
之
領
域
，
聯
 

邦
立
法
者
不
得
依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及
眉
於
其
權
限
範
藺
內
之
事
務
規
範
而
加
以
侵
害
。

W
此
外
優
先
原
則
侵
犯
了
各
邦
之
行
政
高
權(A

I
3
0
G
G
)。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三
條
並
非
僅
創
設
直
接
及
間



接
邦
行
政
執
行
聯
邦
法
律
之
義
務
，
而
亦
是
建
立
了
一
項
專
臑
權
。
此
項
專
靥
權
乃
是
針
對
聯
邦
而
言
，
蓋
聯
邦
只
在

 

基
本
法
規
定
或
允
許
之
情
況
下
才
得
自
己
從
事
法
律
之
執
行
。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三
條
亦
禁
止
聯
邦
透
過
其
他
方
式
來
阻

 

止
各
邦
執
行
法
律
。
保
留
不
厲
於
行
政
活
動
之
範
圍
或
將
聯
邦
法
律
所
規
定
之
任
務
移
轉
給
社
會
團
體
則
削
減
了
各
邦

 

基
於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三
條
之
權
利
。
依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之
規
定
邦
行
政
機
關
(
間
接
)
只
能
在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團
體

 

放
棄
本
身
之
活
動
時
，
才
能
執
行
其
所
受
委
託
之
任
務
。
其
結
果
是
邦
行
政
機
關
爲
能
實
施
基
本
法
所
保
棒
之
執
行
聯

 

邦
法
律
的
權
利
，
須
先
獲
得
社
團
之
允
許
。
此
亦
不
符
合
各
邦
身
爲
聯
邦
成
員
國
之
地
位
。

d
社
會
園
原
則
亦
被
侵
害(A

i
s

A
r

t
2
8
I
s
a
t
z
l
G
G
)。

依
基
本
法
之
規
定
國
家
擁
有
及
負
擔
社
會
敎
養
之

 

權
利
與
義
務
。
公
共
靑
少
年
救
助
乃
是
完
成一

項
針
對
靑
少
年
而
不
是
被
視
爲
對
社
金B

體
援
助
義
務
之
社
會
國
義
務

 

。
聯
邦
不
能
從
此
處
得
出
鄕
鎭
相
對
於
民
間
社
團
負
有
责
任
之
結
果
。
因
此
該
法
之
優
先
原
則
不
過
只
是
將
基
本
法
內

 

含
之
國
家
行
爲
補
充
性
原
則
加
以
具
體
化
之
看
法
是
無
法
接
受
的
。

社
會
國
家
原
則
亦
賦
予
各
邦
從
事
社
會
活
動
之
權
利(A

r
t
2
8
I
s
a
E
G
G
)
。

基
本
法
並
未
含
有
聯
邦
爲
有
利
於
民

 

間
社
團
得
以
限
制
各
邦
該
項
權
利
之
授
權
基
礎
。
爲
有
利
於
該
團
雔
所
規
定
之
輔
助
義
務
更
是
不
符
合
社
會
國
家
條
款

 

。
社
會
國
家
原
則
所
內
含
各
邦
從
事
社
會
活
動
之
權
利
包
含
了
將
國
家
之
社
會H

作
限
制
在
國
家
機
關
而
放
任
社
會
依

 

其
自
身
力
M
發
展
之
權
利
。

劲
最
後
該
儸
先
原
則
亦
不
當
地
侵
害
了
鄉
鎭
的
自
治
權(

A
r
t
s
s
I
I
G
G
r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不
但
侵
害
了
鄕
鎭
之

 

任

務

領

域

(
§
5
1
、m

s
a
t
z
2
)

也
侵
害
了
鄕
錤
事
物
自
行
執
行
之
權
利
(
§
§
7
'
8
m

)
，
此
兩
項
情
形
已
侵



犯
到
自
治
之
基
本
內
涵

。
至
少
是
違
反
了
禁
止
過
當
原
則
。
在
靑
少
年
救
助
中
所
涉
及
的
乃
是
鄕
鎭
傅
統
之
任
務

，
而
 

優
先
原
則
卻
侵
害
了
該
項
任
務
之
完
成
。
鄕
鎭
不
再
依
其
鄕
錤
自
由
權
而
爲
主
管
部
門
，
而
只
擁
有
依
聯
邦
法
律
所
賦

 

予

，
依
各
民
間
團
贈
之
活
動
而
定
之
補
充
性
權
限
。
在
民
間
围
體
從
事
救
助
活
動
時
，
實
際
上
鄕
鎮
則
被
排
除
從
事
靑

 

少
年
工
作
。
除
此
項
任
務
限
制
外
，
簿
鎭
就
自
治
事
務
之
自
行
負
责
執
行
權
限
亦
受
到
侵
害
；
鄕
鎭
於
決
定
使
用
其
經

 

費
時
——

此
乃
鄕
鎭
財
政
高
權
之
一
部
份
I

趴
受
胄
輔
助
^
罾
强
^
之
限

㈣

㈤
使
罾
^
謂
財
政
自
主
不
復
存
在
。

本
身
直
接
敎
養
之
禁
止
及
撥
付
鄕
鎭
預
算
給
民
間
囿
體
之
法
律
義
務
觸
及
到
地
方
自
治
之
命
脈
。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將
被
證
明
其
無
能
力
依
地
方
之
特
性
決
定
該
項
事
物
在
自
行
負
责
下
如
何
執
行
。
聯
邦
就
此
不
得
給
予
指
示
，
即
使
以

 

法
律
之
形
式
亦
不
允
許
。
若
解
鎭
及
其
居
民
於
此
問
題
上
被
剝
奪
自
主
決
定
之
權
利
，
則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之
地
方
自
治
保
障
即
失
去
意
義
。

d
基
本
權
利
亦
受
到
侵
害
。
民
間
儍
先
於
官
方
靑
少
年
救
助
之
規
定
乃
是
基
於
托
瑪
斯
自
然
法
之
補
充
性
原
則

 

。
該
項
學
說
在
法
律
內
被
提
升
至
具
拘
束
力
的
法
句
。
此
速
反
了
保
障
信
仰
及
良
心
自
由
的
基
本
法
第
四
條
。
對
植
基

 

於
地
方
區
域
的
鄕
鎭
靑
少
年
救
助
給
予
否
定
之
評
價
與
此
是
不
相
一
致
的
。

除
此
之
外
該
項
辅
助
義
務
在
結
果
上
將
導
致
財
政
較
佳
，
特
別
S
宗
敎
團
體
占
有
優
勢
，
而
其
已
間
接
自
國
家
給

 

予
敎
會
之
給
付
中(A

r
t
7
4
0
G
G
M

得
利
益
。
画
髖
本
身
支
出
愈
高
，
依
法
律
之
意
願
則
雜
鎭
之
資
助
亦
應
愈
高
。
透

 

過
這
樣
的
方
式
將
導
致
强
迫
造
成
不
同
從
事
靑
少
年
救
助
園
體
間
侵
害
平
等
要
求
之
不
平
等
待
遇
，
更
確
切
的
說
則
是

 

不
利
於
各
個
宗
敎
上
之
少
數
信
仰
。
同
時
鄕
鎭
亦
被
强
迫
藉
著
其
預
算
之
投
入
，
在
各
團
體
競
爭
時
表
達
立
場
，
因
此



I

違
反
其
自
由
意
志
I

去
影
響
言
論
之
形
成
。
此
項
聯
邦
法
律
指
撣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政
策
之
情
形
違
反
了
基
本
法

 

第
二
、
第
三
及
第
四
條
之
規
定
。
當
事
人
之
自
由
決
定
權
、
平
等
權
'
信
仰
自
由
及
父
母
之
敎
育
權
亦
將
受
到
侵
害
，
 

若
鄕
鎭
依
此
方
式
被
强
迫
不
同
地
來
處
理
社
會
的
力
量
時
。

4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二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並
不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對
授
權
法

 

律
之
確
定
性
所
提
出
的
要
求
。
第
九
條
第
二
項(J
W
G

芝
授
權
內
容
並
未
充
分
確
定
。
不
確
定
者
爲
是
否
透
過
命
令
只

 

得
規
定
國
家
承
認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主
體
之
實
質
要
件
或
是
亦
可
規
範
承
認
所
應
依
循
之
程
序
。
何
項
實
質
承
認
要
件

 

得
被
提
出
亦
不
確
定
，
因
爲
保
證
其
爲
有
助
於
達
成
基
本
法
目
探
之H

作
及
保
證
合
理
客
觀
地
使
用
經
費
，
本
就
是
提

 

供
給
付
之
要
件
且
依
第
九
條
第
一
項(J

W
G
g

承
認
乃
是
附
加
要
求
的
。
在
此
情
況
下
是
無
法
預
知
該
授
權
使
用
之
傾

 

向

(
請
見

 

B
V
e
r
f
G
E

 10,30【531)

依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而
非
依
第
一
百
二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評
斷
之
第
二
十
四
條O

W
G
M

授
權
內
容

 

及
範
圍
亦
完
全
不
確
定
。
聯
邦
政
府
是
否
基
於
保
障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同
質
量
地
完
成
任
務
之
目
的
只
得
頒
布
實
質
規
定

 

或
只
有
程
序
規
定
或
皆
可
之
問
題
並
不
淸
楚
。
此
外
該
執
行
規
定
之
可
能
內
容
亦
無
法
預
見
，
因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常
常

 

以
授
予
行
政
機
關
一
般
委
託
之
方
式
即
認
爲
已
經
足
夠
。

4
透
過
將
靑
少
年
解
釋
成
爲
鄕
鎭
及
鄕
鎭
聯
盟
自
治
事
項
及
賦
予
不
屬
於
縣
之
城
市
及
縣
(
市

)
設
立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義
務
之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J

W
G
K

與
此
有
關
緊
接
涉
及
靑
少
年
福
利
烏
之
組
織
，
特
別
是
靑
少
年
福

 

利
委
員
會
之
組
成
及
任
務
之
條
文
，
聯
邦
立
法
者
再
度
以
不
允
許
之
方
式
規
定
了
地
方
自
治
憲
法
。
一
項
任
務
是
否
由

三
七



鄕

鎭

依

自

治

事

項

或

依

受

指

示

拘

朿

之

委

託

事

項

加

以

執

行

乃

是

地

方

自

治

憲

法

之

問

題

，
因

其

直
接
牽
涉
到
國
家
與

 

鄕

鎭

間

之

關

係

。
同

樣

地

規

定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設

立

特

定

官

署

及

其

組

織

之

條

文

亦

侵

害

了

地

方

自

治

圃

體

之

行

政

組

 

織

。
聯

邦

自

基

本

法

第

八

卜

四

條

第

；
項

中

並

無

法

得

出

該

項

規

範

權

限

。
雖

然

自

該

條

文

字

面

意

義

可

以

得

出

聯

邦

 

在

該

條

文

範

圍

內

亦

得

就

間

接

之

邦

行

政

(
地

方

自

治

行

政

)
之

官

署

設

立

及

程

序

加

以

規

定

之

結

果

。
但
該
項
看
法

 

是

無

法

接

受

的

官

署

設

立

及

程

序

由

聯

邦

法

律

加

以

規

範

乃

是

例

外

之

情

形

，
因

此

該

條

文

之

解

釋

必

須

嚴

格

(
例

 

外

解

釋

從

嚴

)

。
此

外

其

亦

內

含

著

來

自

聯

邦

國

家

結

構

上

之

限

制

。
各

邦

之

國

家

組

織

，
例

如
將
邦
剿
分
成
幾
個
政

 

府

行

政

區

，
聯

邦

政

府

必

須

加

以

承

認

。
因

鄕

鎭

及

鄕

鎭

聯

盟

乃

是

各

邦

之

基

礎

，
因
此
地
方
自
治
憲
法
之
規
定
亦
屬

 

於

邦

之

國

家

組

織=

若

邦

無

權

制

定

地

方

自

治

憲

法

則

其

不

可

能

自

主

地

去

規

範

其

國

家

結

構

及

行

政

組

織

。

即

使

基

於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四

條

第

：
項

欲

賦

予

聯

邦

得

確

定

鄕

鎭

依

何

種

方

式

來

完

成

其

所

交

付

任

務

之

權

利

，
 

聯

邦

亦

僅

能

規

定

該

任

務

之

完

成

須

受

指

示

之

拘

束

，
因

爲

只

有

如

此

才

能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保
障
法

 

律

執

行

一

致

之

目

的

。
以

指

示

之

方

式

視

爲

自

治

事

務

已

不

再

屬

維

護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四

條

所

承

認

聯

邦

之

利

益

，
而

 

是

不

屬

聯

邦

立

法

權

限

的

邦

行

政

方

式

的

決

定

。

4

第

二

十

五

條

第I

項

0
与
0
芝

規

定

不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八

—

一：一
條
。
該
處
所
預
設
聯
邦
政
府
於
靑
少
年
救
助
範

 

圍
內
對
救
助
努
力
之
推
動
及
資
助
乃
是
執
行
聯
邦
法
律
之
行
政
行

爲

，
而
該
行

爲

僅
是
各
邦
之
職
責
(請
見
 

B
v
e
r
f
G
E
〕.2,20T

2
4
f

 

2
4
8
〕
)

 a

得

使

聯

邦

政

府

於

跨

區

域

行

政

rr
M'
擁
有
管
轄
權
之
情
形
並
不
存
在

D
該
所
指



稱
之
任
務
並
非
絕
對
需
要
由
聯
邦
來
加
以
完
成
。
聯
邦
並
無
一
般
的
推
動
及
資
助
權
限
。

2.
有

關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

4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
第
十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和
第
四
項
及
第
九
十
三
條
第I

項
第
二
句

 

所
規
定
且
在
財
政
觀
點
保
障
民
間
福
利
照
顧
主
體
優
先
権
基
於
在
靑
少
年
禧
利
法
中
優
先
權
相
同
理
由
爲
違
想
。

W
將
基
於
缺
乏
內
心
力
量
而
無
法
在
社
會
過
正
常
生
活
之
人
於
一
定
條
件
下
强
迫
安
置
於
一
定
機
構
的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二
及
第
三
項B

S
H
®

犯
了
人
身
自
由
基
本
權
利

 <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
之
本
質
內
容
。
傳
統
上
允

 

許
侵
害
人
身
自
由
之
法
規
範
皆
是
有
助
於
公
共
利
益
(
例
如
自
由
刑
之
科
處
)
或
保
護
當
事
人
本
身
(
如
精
神
病
患
之

 

安
置
)
。
但
在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所
規
定
之
强
迫
安
置
公
共
利
益
相
反
地
僅
扮
演
著
無
關
緊
要
的

 

地

位

。
儘
可
能
使
所
有
社
會
成
員
皆
能
過
正
常
生
活
符
合
人
性
助
人
利
益
之
觀
點
並
不
能
合
法
化
自
由
之
剝
奪
。
至
少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二
及
第
三
項
之
規
定
違
反
了
比
例
原
則
。

d
第
九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和
第
三
句
及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之
條
文
(
不
屬
於
縣
之
城
市
爲
地
方
性
救
助
主
體
之
規

 

定

；
聲
明
該
項
任
務
爲
地
方
自
治
行
政
事
務
；
各
邦
得
頒
布
實
質
指
示
之
授
權
規
定
)
乃
颶
地
方
自
治
憲
法
，
因
此
聯

 

邦
在
缺
乏
立
法
權
限
下
如
同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相
對
應
之
條
文
爲
違
憲
。

聲
請
人
引
用
了
在
立
法
程
序
中
由A

r
n
o
s
,

 K
s
t
g
e
n
e

提
出
之
鑑
定
書
(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
優
先
或
補
充
？
 

H
a
m
b
u
r
g
h

法
課
程
第
7
輯

，一

九

六

一

，
第
一
頁
以
下
)
來
支
持
其
看
法
。
此
外
亦
提
出
了
r

R
w
友Z

敎
授
之

 

鑑
定
書
。

三
九



聯

邦

政

府

認

爲

該

受

非

難

之

規

定

是

合

憲

的

且

就

此

援

引

在

立

法

程

序

中

由v
.
d

 

H
e
y
d
t
e
^

授
所
提
出
之
鑑
定

 

書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
優
先
或
補
充
？

H
a
m
b
r
u
g
^

法

課

程

第

7
輯

，
：
九

六

一

，
第
五
十
一
■-•
.頁

以

下

)

。
此
外

 

在

有

關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之

程

序

提

出

了

B
敎

授
(補
充
鑑
定
書
亦
在

内

)
3
律
師
(補
充
鑑
定
書
亦
在
內
)
及
3

敎
授
 

，
在

有

關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之

程

序

U
及

F
敎

授

之

鑑

定

書

D 

聯

邦

政

府

之

陳

述

詳

細

如

下

：

1.
有

關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

d
靑

少

年

照

顧

亦

在

甚

本

法

第

七

十

四

條

第

七

款

所

使

用

公

共

敎

養

之

概

念

內

。
靑
少
年
敎

養

及

靑

少

年

照

顧

需

 

要

統

一

的

規

範

。
靑

少

年
I

I

與
成
人
不
同
I

I

一

直

皆

需

要

幫

助

，
因

其

一

直

必

須

自

一

定

之

危

險

中

被

引

導

出

來

 

。
抑

制

性

的

靑

少

年

敎

養

與

預

防

性

之

靑

少

年

照

顧

間

並

無

淸

楚

之

界

限

。

■w

aa)
依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六

條

之

規

定

資

助

在

靑

少

年

福

利

領

域

內

之

自

願

行

爲

早

就

屬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之

 

任

務

。
就

此

認

爲

該

項

行

爲

亦

間

接

有

助

於

需

要

幫

助

之

靑

少

年

的

看

法

是

有

理

由

的

。
因

此
對
於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團

體

之

資

助

亦

在

公

共

敎

養

之

概

念

内

。

bb)
並

無

侵

害

各

邦

之

行

政

高

權

=
此

項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並

未

將

國

家

之

任

務

移

轉

給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團

體

，
 

而

係

僅

在

贵

助

其

完

成

其

自

己

賦

予

自

己

的

任

務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及
第
八
十
三
條
本
身
並
末
賦
予
各
邦
行
爲
之
權

 

力

；
該

條

文

並

未

禁

Ih
聯

邦

就

其

擁

有

立

法

權

限

之

任

務

，
透

過

立

法

之

方

式

將

之

非

國

家

化=



cd
社
會
國
家
原
則
要
东
關
注
建
立
公
平
之
社
會
秩
序
，
但
並
未
規
定
該
項
目
標
只
能
透
過
官
署
直
接
照
料
需
要

 

救
助
者
來
達
成
；
其
亦
並
未
給
予
各
邦
本
身
從
事
社
會
性
活
動
之
權
利
。
此
外
公
共
救
助
主
體
並
未
免
除
其
任
務
；
公
 

共
救
助
主
體
仍
是
順
利
公
平
完
成
救
助
之
最
後
負
责
者
。

4S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之
地
方
自
治
保
障
乃
是
針
對
國
家
而
非
針
對
社
會
。
就
國
家
及
社
會
功
能
給
予

 

法
律
上
界
限
诀
定
乃
是
判
斷
直
接
及
間
接
國
家
行
爲
功
能
分
配
之
前
提
q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因
而
不
可
能
受

 

到
侵
害
。eej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
靑
少
年
救
助
爲
自
治
事
物
)
及
第
十
三
條
至
第
十
六
條
及
第
十
八
條<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之
組
嫌
，
靑
少
年
禰
利
委
員
會
之
組
成
參
加
等
)
並
非
違
反
基
本
法
之
地
方
自
治
憲
法
規
定
。
雖
然
地

 

方
自
治
憲
法
乃
展
於
各
邦
之
憲
法
秩
序
。
但
聯
邦
只
有
在
無
視
於
各
邦
其
鄕
錤
及
鄕
錤
聯
盟
之
行
政
結
構
而
行
使
基
於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所
擁
有
之
規
範
權

-M
時

，
例
如
以
不
合
乎
各
邦
地
方
自
治
憲
法
規
定
之
方
式
規
範
地
方
自

 

治
官
署
之
設
立
及
X
作
方
式
，
始
有
超
越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之
情
形
。
但
在
此
並
非
如
此
。

ff)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因
其
明
白
的
確
認

 

不
得
違
反
享
有
受
照
顧
楢
人
之
意
願
而
將
之
轉
送
至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機
構
且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在
必
要
情
形
下
須
設
立

 

必
要
之
機
構
。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八
條
第
三
項
並
未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
第
三
條
、
第
四
條
、
第
六
條
及
第
二
十
條
之
規
定*

 

即
使
依
其
規
定
須
考
慮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團
體
本
身
之
付
出
，
但
此
並
不
表
示
須
給
予
財
力
最
强
的
画
體
最
多
之
資
助



。
其
並
非
僅
依
寅
際
已
支
出
之
本
身
费
用
，
而
是
依
適
當
的
有
期
待
可
能
的
本
身
付
出
而
定
。
基
於
公
平
之
理
念
本
項

 

規
定
乃
是
在
追
求
阻
止
地
方
自
治
主
體
及
民
間
围
體
所
設
立
檐
構
間
品
質
出
現
差
距
之
目
棵C

4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之
授
權
規
定
在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時
已
存
在
(
第
十
五
條
)
且
被
視
爲
立
憲
前

 

之
授
楢
依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二
十
九
條
之
規
定
仍
然
繼
續
有
效
1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之
授
榍
則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之
要
求
。

d}
給
予
聯
邦
政
府
鼓
勵
.及
資
助
靑
少
年
救
助
範
圍
內
活
動
之
行
政
權
限
的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並

 

未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及
第
八
十
三
條
之
規
定
。
聯
邦
基
於
基
本
法
第
八
+
七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句
，
至
少
依
事
物
自

 

然
之
理

-B
享
有
鼓
勵
及
資
助
靑
少
年
救
助
範
圍
內
跨
地
域
活
動
之
權
限
。
各
邦
之
權
利
並
不
會
因
此
而
受
到
侵
害
。

2.
有

關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

M

SO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
第
十
條
及
第
九
十
三
條
之
規
定
完
全
包
含
於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四

 

條
第
七
款
之
內
。
公
共
敎
養
之
槪
念
須
儘
量
廣
義
地
加
以
解
釋
；
因
此
並
非
只
有
該
提
供
給
付
之
種
類
及
範
圍
——

也
 

就
是
說
何
者
丨
—
而
是
與
此
無
法
分
離
的r

如
何
」
亦
得
加
以
規
範
。
公
共
敎
養
主
體
與
民
間
，
福
利
照
顧
團
體
間
關

 

係
之
規
定
亦
屑
於
該
項r

如
何
」
之
規
範
。

㈦
聯
邦
得
在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條
以
下
所
擁
有
之
立
法
權
限
內
，
於
規
被
一
定
之
事
務
時
制
定
觸
及
地
方
自
治
患

 

法
之
附
隨
規
定
。
若
符
合
客
観
實
質
利
益
時
，
聯
邦
亦
得
將
特
定
事
務
定
爲
自
治
事
務
且
頒
布
有
關
地
方
自
治
官
署
組

 

織
及
程
序
之
規
定
。



CC)

視
爲
機
構
制
度
的
鄕
鎭
自
治
行
政
並
未
受
到
該
被
责
難
條
文
之
妨
礙
。
只
有
在
法
律
範
圍
內
——

邦
及
賺
邦

 

法
律
I
—
才
給
予
並
保
障
自
治
行
政
權
之

內
涵
。

坳
在
赖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給
予
尋
求
幫
助
者
遒
擇
椹
之
規
定
排
除
了
對
其
基
本
權
利
，
特
別
是
基

本
法
第
四
條
之
侵
害
。

W
對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三
項
之
貴
難
亦
是
錯
誤
的
。
這
類
規
定
符
合
了
如
舊
條
文
中
在

 

保
護
敎
育
、
安
頓
不
願H
作

者

(
帝
國
敎
養
義
務
命
令
第
二
十
條
*
如
今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二
十
六
條
)

，
依
刑
法

 

第
四
十
二
C
條
及
第
四
十
二
d
所
爲
之
安
置
及
依
民
法
第
一
千
八
百
三
十
八
條
所
爲
安
置
中
所
指
出
的
傅
統
法
律
存
續

 

狀

態

。
其
所
規
定
之
措
施
不
但
有
助
於
公
共
利
益
亦
保
護
當
事
人
本
身
。
該
法
律
附
有
許
多
限
制
其
適
用
之
條
件
因
此

 

亦
符
合
比
例
原
則
。
法
院
之
指
示
安
置
只
有
在
特
別
重
大
危
險
時
才
有
可
能
。
將
條
文
僅
是
十
分
節
制
地
加
以
適
用
；
 

自
其
生
效
後
法
院
總
共
下
達
了
二
十
六
次
指
示
安
置
，
但
其
中
只
有
十
次
加
以
執
行
。

IV

、

0
邦
憲
法
法
院
曾
給
予
地
方
最
高
聯
盟
之
聯
邦
協
會
及
民
間
福
利
照
顧
聯
盟
發
表
意
見
之
檐
會
。

B

、

憲
法
訴
訟
及
導
致
共
同
審
理
及
決
定
抽
象
法
規
審
査
程
序
之
聲
請
是
許
可
的
。

C

、
 

—
I
 \

法
規
審
查
程
序
之
聲
請
人
及
提
起
訴
訟
之
城
市
認
爲
，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和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
第
七



四
四

條
及
第
八
條
第
三
項
及
賺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
¥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和
第
四
項
及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以
違
憲
之
方
式
創
設
了
不
利
於
公
共
靑
少
年
救
助
及
社
會
救
助
主
體
而
有
利
於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及
民

 

間
囅
利
照
顧
圉
«
之
優
先
權
。
但
道
些
條
文
是
符
合
基
本
法
的
。

1-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及
麻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丨
丨
如
同
其
前
身
一
九
二
二
年
的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及
一
九
二
四
年
的
敎
養

 

0

0
$

—

認
爲
靑
少
年
救
助
及
社
會
救
助
雖
是
画
家
之
任
務
，
但
國
家
不
論
是
在
組
織
上
或
是
財
政
上
皆
無
法

 

単
獨
充
分
地
負
擔
此
項
救
助
。
相
反
地
稱
要H

家
及
民
間
靑
少
年
和
禰
利
組
織
之
共
同
努
力
*
此
項
傳
統
且
經
幾
十

 

年
來
證
明
可
行
的
國
家
與
民
間
團
體
間
之
<
#
應
透
過
法
律
來
加
以
確
認
及
促
進
。

a)
依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之
規
定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之
任
務
乃
是
推
動
、
促
進
且
必
要
時
設
立
有
助
於
靑
少
年
福
利
必
要
之

 

機
構
及
括
動
(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
。
在
考
應
各
種
不
同
敎
育
基
本
方
向
下
，
其
須
致
力
於
充
分
提
供
靑
少
年
福
利

 

所
必
須
之
機
構
及
活
動
。
若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画
體
現
有
之
機
構
或
活
動
或
是
其
擴
充
或
設
立
此
類
檐
構
或
活
動

 

相
當
合
逋
時
，
則
靑
少
年
瞩
利
局
須
不
考
嫌
自
己
本
身
設
立
機
構
或
舉
辦
活
動
(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句
及
第
二

 

句

)
。
若
有
權
接
受
敎
養
者
不
願
利
用
現
有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蘭
體
時
*
因
其
與
權
利
人
所
定
之
—

基
本
方
向

不

符

合

(.第
三
條
)
——

例
如
在
宗
敎
観
黏
上
-
-
-
則
靑
少
年
糴
利
局
必
須
設
法
設
立
該
必
要
之
檐
構
(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三
句
)
。

從
上
述
可
以
得
出
下
列
情
形
：
靑
少
年
禧
利
馬
必
須
首
先
審
査
’
何
種
機
構
及
活
動
依
地
域
關
係
是
靑
少
年
禧
利

 

所
必
要
及
是
否
已
充
分
地
提
供
。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只
得
在
對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蘭
髁
之
推
動
或
資
助
措
法
達
成
目



標
時
，
才
自
己
設
立
機
構
及
舉
辦
活
動
；
若
民
間
團
體
無
法
提
供
適
當
的
本
身
給
付
或
該
民
間
團

II
之
機
構
依
地
方
之

 

翳
要
被
認
爲
不
充
分
時
，
例
如
其
所
表
彰
的
「
認
知j

在
該
鄕
鎭
乃
羼
少
數
，
則
亦
屬
於
後
者
的
情
形
。
但
一
項
欲
使

 

公
共
及
私
人
靑
少
年
救
助
得
在
合
理
有
意
義
下
合
作
之
法
律
並
不
能
被
認
爲
其
是
欲
透
過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强
迫
關
閉
身
爲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
體
之
撤
鎭
或
鄕
鎭
聯
盟
目
前
所
存
有
的
公
共
機
構
。
只
要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能
提
供
充
分
合
適
的
機
構
，
則
不
但
無
法
要
求
其
資
助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團
體
設
立
新
機
構
亦
無
法
要
求
爲
有
利
於
尙

 

須
設
立
新
的
民
間
機
構
而
關
閉
現
有
的
公
共
機
構
。
合
理
使
用
財
政
經
費
及
合
作
之
原
則
亦
禁
止
要
求
鄕
鎭
放
棄
以
有

 

限
經
费
來
擴
充
現
有
的
本
身
機
構
而
以
明
顯
較
多
的
花
費
來
資
助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團
體
設
立
新
的
機
構<

■
在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團
體
已
捧
有
適
宜
之
機
構
且
其
單
獨
已
足
以
保
障
充
分
提
供
靑
少
年
辐
利
所
霑
機
構
時
，
則
靑
少
年
龌
利
局

 

相
反
地
不
應
將
费
用
用
在
設
立
本
身
之
機
構
而
是
使
用
在
資
助
民
間
機
構
上
(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五
條
第
~
項

'
第
七
 

條
及
第
八
條
)
。
藉
著
不
確
定
之
法
律
概
念r

必
要
的
」

'
「
充
分
的
」

、
「
通
合
的
」
之
使
用
，
立
法
者
欲
保
障
在

 

合
乎
各
別
地
區
性
事
務
方
式
下
及
經
濟
合
理
使
用
公
共
及
私
人
所
準
備
之
經
费
下
提
供
靑
少
年
福
利
之
機
構
及
活
動
。
 

該
項
法
律
目
標
之
達
成
，
依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五
條
第一

M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擔
負
完
全
之
資
任
。
 

b)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十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首
先
在
確
定
社
會
救
助
主
體
I

罾
罾
九
十
六
條
第
l

a

5 :
規

定
«
吧
 

方
範
園
內
不
靥
於
縣
之
城
市
及
縣
(
市

)一

^
與
公
法
上
之
敎
會
及
宗
敦
團
體
及
民
間
福
利
照
顧
團
體
^
!
^
:
。
 

其
應
給
予
民
閩
照
顧
團
雔
在
社
會
救
助
範
圍
S

當
的

協

助

(
第
十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
。
若
在
個
案
中
民

間

，
 

福
利
照
顧
團
體
能
提
供
救
助
時
，
則
社
會
救
助
主
體
應
放
棄
執
行
本
身
之
措
施
(
第
十
條
第
四
項
)
。
其
應
致
力

四
五



四
六

於
充
分
提
供
社
會
救
助
之
合
適
機
構
並
在
民
間
福
利
團
體
擁
有
合
適
之
機
構
或
擴
充
或
設
立
適
宜
機
構
時
，
不
應

 

再
設
立
屬
於
自
己
之
新
機
構
(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
。
顆
便
一
提
的
是
上
述
最
後
之
規
定
基
本
上
早
在一

九
二
 

四
年
的
敎
養
義
務
命
令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中
即
已
存
在
。

與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幾
乎
字
面
上
^I

全
一
致
的
挪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條
文
亦
並
非
追
求
給
予
民
間
福
利

 

照
顧
絕
對
地
優
先
於
公
共
社
會
救
助
之
目
的
，
而
是
欲
保
障
長
久
以
來
在
敎
養
制
度
下
通
常
且
證
明
有
效
的
公
共
社
會

 

救
助
主
體
及
民
間
福
利
n

li
間
之
合
作
關
係
且
在
公
共
及
私
人
經
賫
互
相
配
合
使
用
下
達
成
儘
可
能
最
大
之
成
果
。

4
在
提
起
訴
訟
城
市
及
民
間
福
利
團
體
於
言
詞
審
理
過
程
中
所
爲
之
陳
述
中
可
以
看
出
，
實
務
上
是
以
此
處
所
爲
之

 

解
釋
作
爲
根
據
來
理
解
該
兩
項
法
律
；
因
此
以
前
所
爲
之
合
作
仍
繼
嫌
進
行
並
無
出
現
重
大
之
困
難
。
在
這
樣
的

 

法
律
解
釋
下
，
原
吿
對
於
所
諝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及
福
利
照
顧
團
體
優
先
權
憲
法
上
之
疑
慮
是
沒
有
理
由
的
。

2.
聯

邦

立

法

者

依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四

條

第

七

款

之

規

定

有

權

頒

布

上

述

列

舉

之

靑

少

年

輻

利

法

及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之

 

條

文

。

依
照
——

所
爲
之
解
釋
此
類
條
文
之
目
的
乃
在
於
透
過
公
共
及
私
人
努
力
之
合
作

0B
合
以
求
得
最
佳
之
成
果
。
各

 

規
範
對
象
僅
是
公
共
社
會
救
助
及
公
共
靑
少
年
救
助
主
體
，
亦
即
在
地
方
層
次
爲
不
羼
於
縣
之
城
市
及
縣
(
市

)
。
法

 

律
只
賦
予
其
義
務
法
律
根
本
沒
有
規
範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及
福
利
照
顧
主
體
之
行
爲
：
其
工
作
之
安
排
是
完
全
自
由
的

 

(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七
條
及
聯
邦
社
會
福
利
法
第
十
條
第
一
項
)=

公
共
敎
養
法
所
包
含
的
不
僅
是
包
含
負
有
該
義
務

 

之
公
共
主
體
所
應
提
供
之
實
質
敎
養
服
務
之
規
定
亦
包
括
了
組
織
上
之
規
定
及
其
界
限
。
此
處
被
貴
難
的
兩
法
律
條
文



僅
是
在
劃
定
公
共
靑
少
年
救
助
及
社
#
救
助
主
體
及
民
間
围
體
行
爲
之
界
限
。
此
類
規
定
仍
在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四
條
第

 

七
項
意
義
下
之
公
共
敎
養
概
念
之
內
。

3.
 

此
外
聲
請
人
i
張
這
些
條
文
侵
害
了
各
邦
的
行
政
高
權
。
但
這
並
非
如
此
。
因
執
行
該
類
條
文
及
最
後
負
责
提
供
常

 

助
之
同
意
與
否
皆
掌
握
在
鄕
鎮
及
鄕
鎮
聯
盟
，
其
亦
屬
於
邦
行
政
之
範
疇
。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及
民
間
福
利
圃
體
在

 

法
律
箱
圃
內
並
非
以
公
行
政
機
關
所
委
託
之
主
體
而
是
以
提
供
靑
少
年
救
助
及
福
利
照
顧
之
民
間
組
織
來
從
事
活
動

 

。
此
處
之
情
形
並
非
以
立
法
之
瑕
式
將
國
家
任
務
予
以
私
人
化
。

4.
 

社
會
國
家
原
則
亦
無
受
到
侵
害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一
項
宣
示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爲
社
會
聯
邦
國
家
，
但
自
此

 

亦
僅
能
得
出
國
家
負
有
平
衡
社
會
對
立
及
負
貴
建
立
公
平
社
會
秩
序
之
義
務
；
國
家
主
要
是
以
立
法
方
式
試
圚
來
完

 

成
此
項
目
標
。
自
社
會
國
家
原
則
絕
不
能
得
出
立
法
者
爲
實
現
該
目
棟
僅
能
採
行
官
方
措
施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i

項
僅
規
定r

何
者
」
爲
目
標
，
即
公
平
之
社
會
秩
序
；
其
並
未
規
定r

如
何
」

，
也
就
是
說
該
採
用
何
種
方
式
來

 

達
成
該
目
標
。
因
此
立
法
者
享
有
規
定
透
過
民
間
福
利
組
織
之
協
助
來
寅
現
該
目
標
之
自
由
。

除
此
之
外
不
論
依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或
依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所
涉
及
的
條
文
’
只
有
公
共
靑
少
年
救
助
及
社
會
救
助

 

主
體
才
對
需
要
幫
助
者
負
有
義
務
。

國
家
於
聯
邦
層
次
並
無
法
主
張
社
會
活
動
之
獨
占
，
在
邦
的
階
段
亦
同
。
自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亦
無
法
得
出
其
他
的
結
果
。
該
條
文
僅
是
限
制
各
邦
之
立
憲
者
：
各
邦
憲
法
制
度
應
符
合
基
本
法
意
義
下
之
共
和
、
民
 

主
及
社
會
法
治
國
。
此
僅
是
賦
予
各
邦
相
對
聯
邦
在
制
定
其
鼴
法
時
所
應
負
之
義
務
而
已
。

四
七



四
八

5,
該

有

關

之

條

文

亦

符

^

I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保

障

自

治

行

政

之

規

定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保
障
嫌
錤
在
法
律
範
園
內
得
自
行
負
責
規
範
所
有
地
方
性
事
務
之
權
。
立
法

 

者
不
得
取
消
該
項
權
利
且
不
得
將
自
治
事
務
行
政
移
轉
至
圃
家
官
署
。
其
亦
不
能
透
遇
將
自
治
行
政
內
容
掏
空
，
使
之

 

失
去
有
效
行
爲
之
可
能
及
使
之
成
爲
只
是
表
面
存
在
之
方
式
來
限
制
地
方
自
治
權
。
但
嬅
鐄
自
治
行
政
權
並
非
其
每
一

 

部
份
皆
受
到
保
障
(B

V
e
r
f
G
E
.1

 

1
6
7D

7
5V

依
徳
意
志
帝
國
國
家
法
院
一
九
二
九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及
十
一
日
之
判

 

決
爲
由
，L

a
m

 曰ers
^
i
m
o
n
s

 B
a
n
d
H
，

第
一
 〇
七

頁

)
。

若

對

鄉

鎭

自

治

行

政

之

限

制

並

未

觸

及

其

中

心

領

域

時

’

則

該

瞭

制

仍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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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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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確

定

何

者

鹰

於

該

項

受

想

法

保

障

不

受

法

律

限

制

之

領

域

時

，

必

須

考

量

歷

史

之

發

展

及

各

種

不

同

地

方

自

治

行

政

 

在

歴

史

上

曾

出

現

之

種

類

a
v
e
r
f
G
E

 

1
7
A
7
2
l
l̂

>
。

d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及

賺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

條

第

四

項

和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規

 

定

在

民

間

園

體

擁

有

合

適

之

機

構

且

已

足

以

提

供

必

要

幫

助

下

’
公

共

靑

少

年

救

助

及

社

會

救

助

主

體

必

須

放

棄

本

身

 

之

措

施

或

機

構

，

並

未

侵

犯

自

治

行

政

之

中

心

領

域

。

靑

少

年

救

助

及

社

會

救

助

之

任

務

範

睹

對

今

日

鄕

鎮

自

治

行

政

之

風

貌

有

決

定

性

之

影

響

。

但

亦

不

能

忽

視

早

在

 

一

九

二

二

年

的

帝

画

靑

少

年

輻

利

法

第

一

條

第

三

項

、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六

條

已

經

假

設

了

民

閏

靑

少

年

救

助

之

自

 

厭

合

作

及

規

定

了

靑

少

年

騮

利

局

應

對

之

加

以

支

持

及

資

助

。

但

基

於

當

時

財

政

上

之

困

難

’

履

行

帝

窗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四
條
所
定
任
務
之
義
務
，
首
先
被
暫
時
地
加
以
免
除
(
一
九
二
四
年
二
月
十
四
日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生
效
命
令

 

第
一
條
第
四
款
，R

G
B
1.I

S
J
1
0
)

。
在
社
會
救
助
範
圍
內
，
一
九
二
四
年
敎
養
義
務
命
令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丨
—
與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幾
乎I

 ̂

指
出
若
民
間
福
利
照
顧
已
擁
有
足
夠
合
適
之
機
構
時
，
則
 

敎
養
協
會
不
應
再
新
設
本
身
之
機
構
e

此
些
條
文
亦
標
劃
出
兩
領
域
之
範
圍
，
因
此
也
確
立
了
今
日
鄕
鎭
自
治
行
政
之
風
貌
。
因
此
鄕
鎭
於
靑
少
年
及
社

 

會
救
助
領
域
內
不
須
爲
了
有
利
於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及
福
利
團
體
之
行
爲
而
接
受
法
律
限
制
之
傳
統
屬
於
自
治
行
政
受

 

保
護
之
中
心
領
域
之
說
法
是
無
法
成
立
的
。
除
此
之
外
鄕
鎭
肩
負
著
使
官
方
及
民
間
活
動
在
兩
項
領
域
內
實
現
必
要
行

 

爲
之
整
體
责
任
。
如
上
1
之
說
明
該
項
規
定
僅
劃
分
鄕
鎭
及
民
間
圃
體
之
任
務
，
而
該
f

分
只
是
在
保
障
合
理
的
任

 

務
分
配
及
將
現
有
的
公
共
及
私
人
經
费
做
最
合
乎
經
濟
的
使
用
。
想
鐄
於
進
行
所
有
計
劃
前
應
先
確
認
是
否
及
在
何
種

 

範
圍
內
民
間
團
體
能
完
成
該
項
任
務
。
另
一
方
面
民
間
團
體
亦
不
能
期
待
鄕
鐄
資
助
其
計
劃
，
若
該
計
劃
乃
基
於
建
立

 

聲
譽
之
必
要
而
設
立
本
身
機
構
，
且
該
機
構
依
其
種
類
無
法
滿
足
地
方
爾
要
或
鄕
鎭
合
適
之
機
構
已
能
充
分
提
供
救
助

 

而
成
爲
不
必
要
時
。

在
這
點
上
靑
少
年
救
助
直
到
一
九
五
三
年
絕
非
在
所
有
的
邦
內
皆
完
全
靥
於
鄕
鎭
本
身
任
務
範
圍
之
事
實
亦
有
其

 

重
要
性
。
例
如
在
普
魯
士
敎
養
敎
育
乃
屬
於
委
託
事
物
(一
九
二
四
年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普
魯
士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施

 

行
法
第
一
條
，G

S

 

&
1
8
0
)

。
在
B

伐
利
亞
邦
縣
(
市

)
及
省
轄
市
將
指
定
由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完
成
之
任
務
視
爲
委

 

託
職
權
範
圍
內
之
事
物
而
加
以
管
理
(一

九
二
五
年
七
月
十
日
巴
伐
利
亞
邦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法
第
一
條
第
二
項
，

四
九



五
〇

G
V
B
1

 
S.211) 

>
W
幫
助
及
提
供
財
政
資
助
之
義
務
(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五
條
第
！
項
和
第
三
項
第
一
句
及
第
八
條
第
三
項
)
亦
不

 

侵
犯
自
治
行
政
之
中
心
領
域9

如
上
所
述
在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中
即
已
賦
予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支
持
有
助
於
靑
少
年
福
利
之
民
間
活
動
及
推
動
和

 

資
助
民
間
機
構
及
活
動
之
義
務
。
該
受
责
難
之
條
文
並
未
完
全
排
除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本
身
之
黄
任
，
亦
對
之
並
無
加
以

 

重
大
的
限
制
。
其
並
非
毫
無
條
件
地
資
助
民
間
靑
少
年
照
顧
之
機
構
及
活
動
，
而
是
只
在
認
爲
必
要
且
合
適
時
才
給
予

 

資
助
。
在
審
査
民
間
機
構
及
活
動
合
適
與
否
時
也
必
須
考
慮
靑
少
年
蕕
利
法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之
規
定
，
只
有
在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團
體
之
工
作
有
助
於
達
成
基
本
法
所
定
之
目
標
及
保
證
合
理
公
平
、
合
目
的
且
符
合
經
濟
要
求
使
用
經
費
時

 

才
得
資
助
之
。
在
此
就
資
助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圍
體
本
身
所
提
出
之
條
件
亦
應
適
用
於
資
助
個
別
機
構
及
活
動
。

法
律
對
於
所
得
提
供
資
助
之
種
類
並
無
規
定
。
鄕
鎭
則
依
合
義
務
性
之
载
量
來
決
定
在
個
案
中
究
竟
提
供
金
錢
或

 

給
付
物
品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丨
丨
如
提
供
必
要
之
人
員
——

來
加
以
幫
助
相
同
的
情
形
亦
適
用
於
準
備
用
於
資
助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所
編
列
預
算
經
費
之
總
額
。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三
項
僅
規
定
在
資
助
多
數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画
髖
間
相
同

 

之
措
施
及
資
助
公
共
和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團
體
間
相
同
措
施
時
必
須
適
用
相
同
之
原
則
及
標
準
。
即
使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八
條
第
三
項
接
著
規
定
在
資
助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團
體
之
措
施
時
必
須
考
*
其
本
身
之
支
出
，
並
不
表
承
由
鄕
鎭
所

 

欲
提
供
經
費
之
額
度
必
須
與
民
間
團
體
本
身
之
支
出
處
於
固
定
之
關
係
；
也
就
是
說
鄕
鎭
所
提
供
之
經
费
並
不
須
如
提

 

起
訴
訟
城
市
之
假
設
，
即
民
間
圑
體
本
身
事
實
上
之
支
出
愈
高
則
資
助
經
费
愈
高
。
相
反
地
鄉
鎭
資
助
民
間
蘭
體
之
措



施
只
有
在
該
團
體
依
其
條
件
及
財
力
提
供
適
當
的
本
身
給
付
時
才
予
以
考
慮
。
在
這
邊
鄕
鎭
亦
擁
有
相
當
寬
廣
的
決
定

 

空
間
。
絕
非
不
是
强
迫
其
不
合
理
的
使
用
預
算
經
費
。
地
方
的
財
政
高
權
亦
不
受
到
該
些
條
文
違
憲
地
限
制
。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並
不
影
饗
公
典
靑
少
年
救
助
主
膣
自
由
決
定
準
備
提
供
多
少
預
算
經
費
總
額
給
予
靑
少
年
救
助
——

本
身
之
措

 

施
及
資
助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措
施
^
^N

權

利

。

4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七
條
及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所
規
定
公
共
靑
少
年
救
助
及
社
會
救
助
主

 

體
支
持
、
激
勵
民
間
活
動
及
共
同
合
作
之
義
務
則
依
上
述
之
解
釋
亦
無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之
可

 

能

。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之
指
示
義
務
在
蠹
法
上
亦
無
可
非
難
。
社
會
救
助
主
體
雖
然
必
須
對
尋

 

求
建
議
者
指
出
民
間
福
利
照
顧
團
體
亦
提
供
相
同
的
咨
詢
機
會
。
但
其
仍
得
在
社
會
事
務
上
完
全
充
分
地
行
使
其
提
供

 

意
見
之
行
爲
；
特
別
是
尋
求
建
議
者
即
使
有
項
指
示
亦
不
妨
礙
其
向
社
會
救
助
主
體
要
求
給
予
建
議
。

6.
最
後
所
謂
的
優
先
規
定
亦
沒
有
侵
害
基
本
權
利
。
因
依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三
句
及
第
三
條
享
有
保
護

 

敎
養
權
人
得
拒
絕
利
用
民
間
團
體
之
機
構
或
活
動
，
因
此
基
本
法
第
四
條
及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並
不
會
因
爲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之
規
定
而
受
到
侵
害
。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中
—

應
之
規
定
亦
無
侵
害
基
本
法
第
四
條
，
因
依
第
三
條
之
規
定

 

在
幫
助
之
內
容
上
亦
應
於
宗
敎
觀
點
方
面
符
合
受
幫
助
人
之
願
望
。

若
將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八
條
第
三
項
有
關
資
助
時
須
考
量
民
間
圑
糖
本
身
付
出
之
規
定
作
正
確
的
解
釋
，
則
其
既

 

不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四
條
亦
不
違
民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

五

-



部

份

之

判

決

以

4
票

對

3
票

通

過

。

II
、法

規

審

查

程

序

之

申

請

人

亦

對

上

述

兩

法

律

許

多

不

同

的

組

織

規

定

加

以

貴

難

。

1.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公

共

靑

少

年

救

助

依

第

四

條

及

第

五

條

爲

鄕

鎭

及

鄕

鎭

聯

盟

之

自

治

 

行

政

事

務

。
依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九

十

六

條

第

：
項

第

二

句

相

同

的

情

形

亦

適

用

於

爲

社

會

救

助

主

體

之

縣

(
市

) 

及

不

屬

於

縣

之

城

市

。

各

邦

將

聯

邦

法

律

視

爲

本

身

事

務

而

加

以

實

行

時

，
則

由

其

規

定

官

署

之

組

織

及

行

政

程

序

，
除
非
具
有
聯
邦
參

 

議

院

同

意

之

聯

邦

法

律

有

另

外

之

規

定

(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

D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及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皆
以

 

聯

邦

參

議

院

同

意

之

法

律

公

佈

。
佴

即

使

在

該

項

前

提

存

在

下

，
莪

本

法

第

八

卜

四

條

箄

：
項
仍
是
不
允
許
聯
邦
立
法

 

者

毫

無

限

制

地

完

全

地

確

定

鄕

鎭

應

在

何

種

活

動

範

圍

內

執

行

法

律

，
藉

此

來

限

制

鄕

鎭

。
裁
本
法
第
八
十
四
條
之
目

 

的

一

般

而

言

乃

是

在

保

障

聯

邦

法

律

得

以

有

效

地

執

行

。

基

本

法

並

未

將

地

方

自

治

之

事

劃

歸

給

聯

邦

而

是

將

其

僅

保

留

給

各

邦

。
在
解
釋
某
本
法
第
八
卜
四
條
第
一
項
最

 

後

半

句

時

亦

須

加

以

注

意

。
在

聯

邦

立

法

者

將

鄕

鎭

歸

入

執

行

聯

邦

法

律

時

，
其
僅
能
涉
及
各
別
屬
於
聯
邦
立
法
者
權

 

限

實

質

規

範

之

附

屬

規

定

。
若

該

附

屬

規

定

並

非

有

效

執

行

該

法

律

實

贾

規

定

所

必

要

時

，
則
是
對
各
邦
行
政
權
限
不

 

法

之

侵

害

。
在

k
述

的

情

形

將

該

任

務

規

定

爲

自

治

行

政

事

務

並

不

能

有

助

於

實

質

規

定

之

有

效

執

行

。
將
一
項
任
務



定
爲
自
治
行
政
事
務
則
排
除
了
邦
主
管
官
署
之
專
業
監
督
而
將
其
限
制
於
法
律
監
督
。
在
此
是
很
難
主
張
此
爲
有
效
執

 

行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及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所
必
要
。

所
涉
及
的
條
文
亦
無
法
透
過
國
家
實
務
加
以
合
法
化
。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聽
任
各
邦
決
定
是
否
將
該
任
務
視
爲

 

自
治
行
政
或
委
託
事
務
而
由
鄕
鎭
執
行
。
因
此
在
普
魯
士
敎
養
敎
育
以
委
託
事
務
之
方
式
加
以
執
行
。
在
巴
伐
利
亞
邦

 

則
將
歸
屬
於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之
任
務
視
爲
委
託
活
動
領
域
由
縣
(
市

)
及
不
屬
於
縣
之
城
市
執
行
。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十
二
條
第一

項
及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九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第r

句
因
此
而
無
效
。

本
決
定
以
4
票
對
3
票

通

過

。

2,
4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卜
二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1一

項

，
第
十
三
至
第
十
六
條
及
第
十
八
條
包
含
了
有
關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組
織
和
程
序
，
特
別
是
有
關
靑
少
年
福
利
委
員
會
之
組
成
及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行
政
管
理
之
規
定
。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三
十
七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靑
少
年
辐
利
局
將
其
監
護
责
任
移
轉
給
局
裏
公
務
員
或
雇
員
之
情
形
並
非
屬
於
第
十
六
條
意
義

 

下
之
平
常
業
務
，
該
業
務
乃
是
由
地
方
行
政
g

長
或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主
管
單
獨
負
責
。

依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九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句
各
邦
可
以
規
定
是
否
及
至
何
種
程
度
縣
(
市

)
得
考
慮
依
本
法

 

之
規
定
賦
予
所
臑
之
鄕
鎭
或
鄕
鎭
聯
盟
執
行
該
任
務
及
就
此
得
否
下
達
指
令
；
在
此
種
情
況
下
縣
(
市

)
將
依
行
政
訴

 

訟
法
公
布
異
議
決
定
。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於
第
九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就
有
關
跨
區
域
性
之
社
會
救
助
主
體
亦
有
相

 

同
之
授
權
。

4
這
些
條
文
並
無
憲
法
上
之
疑
慮
。
其
中
有
一
部
份
具
宣
示
的
作
用
，
如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九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句

及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對

各

邦

之

授

權

，

：
部

份

是

聯

邦

依

基

本

法

第

八

h
四
條
第
一
项
在
其

實

質

規

範

公

共

敎

 

養

立

法

權

限

範

圍

內

得

制

定

之

附

屬

規

定

。
該

類

條

文

皆

是

實

質

相

關

的

且

爲

保

障

有

效

法

律

執

行

所

必

要

。
特
別
是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

例
如
早
在
一
九
二
二
年
的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八
條
規
定
縣
(市
)
及
 

不

屬

縣

之

城

市

設

立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之

條

文

更

不

能

加

以

責

難

。
因

此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亦

得

規

定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爲

負

擔

該

處

所

確

定

義

務

之

主

體

。

本

項

決

定

以

6
票

對

1
票

通

過

<=

III

、

1.
依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二

條

第

:-:
項

公

共

靑

少

年

救

助

包

含

/
所

苟

有

助

於

靑

少

年

福

利

(
靑
少
年
照
顧
及
靑
少

 

年

敎

養

)
之

官

方

措

施

。
在

靑

少

年

救

助

法

中

靑

少

年

敎

養

一

般

而

言

被

理

解

爲

乃

針

對

危

險

或

已

犯

罪

靑

少

年

之

措

 

施

，
而

靑

少

年

照

顧

則

指

欲

幫

助

所

有

靑

少

年

精

神

、
身

體

及

道

徳

倫

理

福

祉

之

措

施

，
其
並
不
以
在
個
案
中
須
存
有

 

危
險
性

爲

必
要
(

F
r
i
e
d
e
b
e
r
g
-Polligkeit

所

著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
第
二
版
一
九
一！：〇

年

，
重

印

一

九

五

五

年

 

，
第

二

條

註

釋

5
 ,

第
81
及

82
頁

)

。

依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六

款

之

規

定

，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之

任

務

乃

在

推

動

、
資
助

有

關

休

閒

M
助

、 

政

治

敎

育

及

國

際

交

流

之

機

構

及

活

動

-
甚

且

在

必

要

時

設

立

該

機

構

或

舉

辦

活

動

。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賦

予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在

維

持

靑

少

年

聯

盟

及

其

他

靑

少

年

共

同

體

合

乎

其

章

程

存

續

下

，
資

助

其

機

構

、
活
動
及
自
我

 

負

責

之

行

爲

，
特

別

是

在

第

：
項

第

六

款

所

提

範

園

內

之

活

動

，
除

此

之

外
給
予
其
工
作
者
之
訓
練
及
進
修
及
設
立
和



維
護
靑
少
年
之
家
、
休
聞
場
所
及
訓
練
場
所
。

聲
請
人
認
爲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在
其
將
公
共
靑
少
年
救
助
之
任
務
亦
包
括
靑
少
年
照
顧
之
點
上
爲
無

 

效

，
因
靑
少
年
照
顧
並
不
M

於
聯
邦
立
法
権
限
.
，相
同
的
理
由
亦
適
用
於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五
條
第I

項
第
六
款
及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
因
其
所
涉
及
的
僅
是
靑
少
年
照
顧
之
措
施
。

該
項
指
責
並
無
法
成
立
。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四
條
第
七
款
涵
蓋
了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六
款
和
第
二
項
。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四
條
第
七
款
的
公
共
敎
養
槪
念
在
靑
少
年
福
利
領
域
內
包
含
的
不
僅
是
狹
義
的
靑

 

少
年
敎
養
亦
包
括
了
靑
少
年
照
顧
。
敎
養
直
接
受
到
危
險
的
靑
少
年
與
幫
助
正
常
靑
少
年
間
的
界
限
是
流
動
的
。
照
顧

 

靑

少
年
之
措
施
，
如
資
助
靑
少
年
社
圃
舉
辦
休
閒
活
動
、
政
治
敎
育
及
國
際
交
流
活
動
、
資
助
其H

作
者
之
訓
練
及
進

 

修

、
設
立
及
維
持
靑
少
年
之
家
、
休
閒
場
所
及
訓
練
場
所
，
雖
然
顯
得
不
是
對
需
要
幫
助
者
或
遭
受
危
險
者
之
敎
養
措

 

施

。
但
若
我
門
想
到
部
分
年
靑
人
在
適
應
社
會
時
所
遭
遇
之
困
難
，
而
這
些
情
锻
倚
未
導
致
其
被
認
爲
遭
受
危
險
時
，
 

則
可
認
爲
在
一
定
情
況
下
與
其
他
年
輕
人
在
地
方
性
的
靑
少
年
之
家
在
區
域
性
或
國
際
性
方
面
靑
少
年
營
地
或
靑
少
年

 

旅
行
的
相
聚
可
以
幫
助
其
度
過
適
應
之
困
難
期
，
也
因
此
能
排
除
日
後
對
靑
少
年
的
危
害
而
使
將
來
的
敎
養
措
施
成
爲

 

不

必

要

。
相
同
情
根
亦
適
用
於
政
治
敎
育
之
活
動
，
其
特
別
是
讓
年
輕
人
明
瞭
，
在
民
主
制
度
下
個
人
是
無
法
與
社
會

 

隔
離
的
而
是
應
積
極
地
共
同
參
與
民
主
及
其
政
治
制
度
之
形
成
。
靑
少
年
敎
養
與
靑
少
年
照
顧
在
實
際
對
靑
少
年
工
作

 

上
是
如
此
緊
密
的
相
互
關
聯
，
因
此
單
従
事
物
關
聯
之
観
點
即
必
須
將
靑
少
年
照
顧
歸
入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四
條
第
七
款

 

之
公
共
敎
養
概
念
內
。
本
項
決
定
以
4
票
對
3
票

通

過

。

五
五



K
六

2.
M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之

授

權

條

款

亦

是

同

樣

有

效

。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在

第

五

條

第

四

項

列

舉

了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圃

體

(
靑

少

年

福

利

民

間

社

團

，
靑

少

年

聯

盟

及

其

他

靑

少

年

共

同

體

；
目
的

在

資

助

靑

少

年

福

利

之

 

法

人

，
敎

會

及

其

他

公

法

h
之

宗

敎

團

體

)

。
民

間

團

體

只

有

在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所

提

出

之

條

件

下

始

 

得

享

有

法

律

中

所

規

定

公

共

靑

少

年

救

助

主

體

之

資

助

■
■
其

必

須

提

出

其

行

爲

有

助

於

完

成

基

本

法

目

標

之H

作
及
公

 

平

合

理

合

乎

目

的

及

經

濟

性

使

用

經

費

之

保

證

且

其

被

公

眾

所

認

可

。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授

權

聯

邦

政

府

 

在

取

得

聯

邦

參

議

院

同

意

下

以

行

政

命

令

確

定

承

認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團

體

所

應

遵

循

之

原

則

。
雖
然
授
權
內
容
無
法

 

自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得

到

完

佥

充

分

之

確

定

；
但

自

先

前

列

舉

公

共

承

認

實

質

要

件

的

第

一

項

即

可

馬

上

推

論

出

。
囚
此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須

以

最

後

句

子

部

份

之

內

容

：

r

以

及

因

此

公

共

承

認

」
之

方

式

加

以

觀

察

。
因
公
共

 

承

認

要

件

之

列

舉

及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團

體

之

値

得

資

助

性

乃

是

廣

泛

的

，
所

以

依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經

由

行

政

命

令

所

確

定

之

基

本

原

則

僅

能

有

具

體

化

在

第

：
項

已

相

當

確

定

之

實

質

要

件

的

任

務

。
就
此
亦
可
以

 

得

出

，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並

未

授

權

聯

邦

政

府

得

規

範

承

認

之

程

序

。
本

項

決

定

爲

一

致

通

過

。

b)
相

反

地

授

權

聯

邦

政

府

在

聯

邦

參

議

院

同

意

下

爲

保

障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儘

可

能

同

樣

地

完

成

其

任

務

之

目

的

 

而

得

頒

布

執

行

規

定

的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則

因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而

無

效

。
所
請
執
行

 

規

定

乃

被

理

解

爲

行

政

命

令

。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二

十

西

條

並

非

先

於

憲

法

存

在

之

法

律

，
因
此
並
非
以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二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三

項

而

是

依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加

以

評

斷

=
雖
然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與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十

五

條

在

字

面

上

幾

乎

是

一

樣

的

。
佴

兩

項

條

文

皆

是

需

透

過

實

體

法

才

有

其

意

義

，
而



基
於
授
權
規
定
所
頒
葙
之
命
令
則
應
有
助
於
執
行
該
實
體
法
。
一
九
六
一
年
八
月
十一

曰
第
二
次
修
改
的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B
G
B
U
S
1
1
9
3

额
將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之
任
務
透
過
將
資
助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團
體
之
機
構
及
活
動
規
定
爲
義

 

務
任
務
之
方
式
顯
著
地
擴
大
；
相
同
的
亦
適
用
於
規
定
在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七
及
第
八
條
之
任
務
。
新
增
添
的
是
規
範

 

家
庭
監
護
及
在
家
庭
內
保
護
十
六
歲
以
下
靑
少
年
之
第
七
章
(
第
七
十
八
及
第
七
十
九
條
)
。
第
六
十
二
條
及
第
六
十

 

三
條
就
民
間
自
願
敎
育
輔
助
聯
邦
內
統
一
之
規
定
亦
是一

九
六
一
年
第
二
次
修
法
時
所
新
增
的
。
最
後
靑
少
年
_
利
法
 

亦
改
變
了
靑
少
年
適
用
個
別
條
文
時
之
年
齡
界
限
(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
第
六
十
四
條
及
第
七
十
五
條
第I

項>

 
6

透
過
在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中
對
實
質
靑
少
年
法
之
更
改
使
得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之
授
權
有
了
相
當
强
烈
的

 

意
義
轉
變
，
其
被
視
爲
在
基
本
法
生
效
後
所
制
定
之
條
文
而
因
此
須
依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加
以
評
斷
。
 

該
項
授
權
既
非
在
內
容
方
面
亦
非
在
範
圍
有
充
分
的
確
定
。
自
相
當
一
般
化
的
用
語
「
保
障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儘
可
能
相

 

同
地
完
成
任
務
」
並
無
法
得
出
相
關
的
訊
息
。
授
權
之
內
容
與
範
圍
亦
無
法
自
參
考
其
他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相
關
之
條
文

 

中
充
分
地
確
定
。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共
有
八
十
九
個
條
文
。
在
此
其
中
賦
予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之
任
務
是
如
此
多
及
不
同
，
 

因
此
何
項
情
形
可
以
使
用
授
權
是
不
可
能
掌
握
的(BverfGElA4ts;D

。

本
項
決
定
以
4
票
對
3
票

通

過

。

3.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授
權
聯
邦
政
府
促
進
及
資
助
靑
少
年
救
助
領
域
內
之
努
力
’
若
該
行
爲
已

 

超
越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
邦
靑
少
年
主
管
官
署
及
最
高
邦
機
關
之
義
務
但
卻
對
實
現
靑
少
年
救
助
任
務
有
其
重
要
性
時
。
 

若
聯
邦
政
府
僅
促
進
靑
少
年
救
助
範
圍
內
之
努
力
則
該
行
爲
依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之
観
點
並
無
涉
及
規
定
因
此
可
以
不

五
七



五
八

予

重

視

。
但

是

資

助

該

努

力

則

就

是

不

同

的

情

況

。
雖

然

聯

邦

政

府

可

以

亦

透

過

向

公

眾

爲

相

關

指

示

之

宣

吿

或

建

議

 

私

人

捐

助

支

持

之

方

式

來

資

助

該

努

力

。
但

在

此

處

顯

然

並

非

指

此

類

幫

助

。
在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二

卜

五

條

第

：
項

 

所

請

的

資

助

主

要

係

指

分

配

聯

邦

預

算

經

費

之

资

助

。
依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以

提

供

預

算

經

費

方

式

资

助

靑

少

年

救

 

助

範

圍

內

努

力

之

聯

邦

政

府

行

爲

因

而

實

現

了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意

義
_卜

之

國

家

任

務

。
若

®
本

法

無

其

他

條

文

規

定

 

或

允

許

時

，
則

國

家

任

務

之

完

成

乃

是

各

邦

之

事(B
v
e
r
f
G
E
1
2
,
2
0
5
【2
4
6
f
〕)

。

因

蕋

本

法

對

此

並

無

明

確

地

規

定

或

允

 

許

之

條

文

，
因

此

nj
能

涉

及

的

僅

爲

是

否

有

與

他

默

示

允

許

的

情

形

。

對

所

謂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三

條

以

下

從

屬

法

律

之

行

政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曾

經

指

出

只

宥

在

例

外

情

形

下

才

可

認

爲

 

基
本
法
默
示
授
權
聯
邦
在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六
條
以
下
所
規
定
不
屬
於
聯
邦
本
身
行
政
領
域
內

爲

行
政
行

爲

 

(
B
v
e
r
f
G
E
l
l
,
e
〔171

)
。

可

以

想

像

的

爲

一

項

其

目

的

根

本

無

法

透

過

一

個

邦

之

行

政

行

爲

得

以

完

成

之

法

律

 
基
本

 

上

可

以

認

定

基

本

法

於

第

三

十

條

及

第

八

十

：二
條
以
下
所
爲
之
規
定
乃
是
假
定
聯
邦
法
栉
得
以
瑾
無
障
礙
完
金
地
執
行

 

。
只

有

在

該

項

完

全

執

行

無

法

透

過

邦

行

政

達

成

時

，
才

可

以

認

爲

某

本

法

默

示

地

允

許

其

他

規

定

，
也
就

是

說

可

將

 

該

項

執

行

委

付

給

聯

邦

。
在

個

案

中

聯

邦

執

行

較

合

乎

目

的

之

情

況

並

無

法

作

爲

基

本

法

默

示

允

許

其

他

情

形

之

論

點

 

(
B
v
e
r
f
G
E

 

a
.
a
.
p
s
.
l
7
,
1
8
v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適

用

於

執

行

法

律

亦

適

用

於

不

受

法

怦

約

束

之

國

家

任

務

的

完

成(
B
v
e
r
f
G
E
1
2
,
2
0
5
〔2
4
6
D

。

 

基

於

事

務

自

然

之

理

所

得

出

之

權

限

乃

依

不

成

文

的

，
依

事

物

本

質

之

理

由

，
因

而

帝

國

憲

法

不

需

予

以

明

示

承

認

之

 

法

律

文

句

，
依

此

有

些

事

物

範

圍

依

其

本

質

顯

現

出

帝

國

特

宥

的

、
自

始

即

無

法

與

帝

國

加

以

分

離

之

立

法

權

限

而

由



帝
國
且
只
能
由
帝
國
加
以
規
範(

A
n
s
c
h
u
t
z
,

 K
d

B
D

S
t

R
I
,

 S.367;

 B
v

e

r

f

G

E

l
co
t o
o

^
s

M

l
^
I

f

u

l
^1

7
1
。

從
 

事
物
自
然
之
理
所
得
出
之
結
論
必
須
是
概
念
上
所
必
然
且
在
排
除
其
他
可
能
合
理
之
解
決
方
案
下
，
該
項
特
定
解
決
方
 

式
是
絕
對
迫
切
必
要
的a

v
e

r
f

G
E

U
M

s
】)。

在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之
情
形
只
有
在
聯
邦
政
府
對

 

靑
少
年
救
助
範
圍
之
資
助
對
象
，
其
任
務
乃
是
明
顯
地
具
跨
區
域
性
質
的
努
力
時
，
才
算
符
該
項
嚴
格
之
前
提
要
件

 

。
在
此
必
須
渉
及
的
是
依
其
種
類
爲
無
法
由
一
個
邦
單
獨
有
效
資
助
之
努
力
。
聯
邦
就
靑
少
年
照
顧
範
圍
內
努
力
之
資

 

助
在
下
列
情
況
下
則
爲
允
許
的
，
如
設
立
影
響
範
圍
延
伸
至
整
個
聯
邦
領
土
之
中
央
機
構
、
在
涉
及
整
體
德
國
之
任
務

 

及
國
際
任
務
之
情
形
。
聯
邦
之
權
限
絕
不
得
延
伸
至
資
助
區
域
或
地
方
性
之
努
力
。
除
此
之
外
聯
邦
政
府
於
運
用
其
資

 

助
權
限
時
則
須
注
意
聯
邦
友
善
行
爲
之
基
本
原
則
。
只
有
在
如
此
解
釋
下
I

I

合
磨
丨
丨
w

f

年
輻
利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才
符
合
基
本
法
。

木
項
決
定
爲
一
致
通
過
。

IV

、

聯
邦
社
舍
救
助
法
第
三
章r

幫
助
特
別
生
活
狀
況
」
中
自
第
七
十
二
至
第
七
十
四
條
爲
有
關
受
危
害
人
幫
助
之
規

 

定

。
依
此
規
定
應
提
供
凡
年
滿
十
八
歲
但
由
於
內
心
缺
乏
穏
定
性
以
致
無
法
在
社
會
上
過
正
常
生
活
而
受
到
危
害
之
人

 

幫
助
。
此
項
幫
助
應
帶
領
受
危
害
人
邁
向
正
常
之
生
活
，
特
別
是
使
其
習
慣
於
有
規
律
性
之
工
作
及
必
時
時
使
其
習
慣

 

於
長
居
之
住
所
。
幫
助
之
提
供
並
不
考
嫌
其
目
前
之
收
入
或
財
產
(
第
七
+
二
條
)
。
若
其
他
方
式
之
幫
助
仍
非
足
夠

 

時

，
則
應
建
議
受
危
害
人
前
往
特
定
之
營
造
物
、
敎
養
院
或
其
他
同
類
機
構
接
受
照
顧
(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
。
若

五
九



六

o

受
危
害
人
拒
絕
，
則
法
院
得
指
定
其
必
須
停
留
於
合
適
的
機
構
，
若
該
受
害
人

1.
 

意
志
力
特
別
薄
弱
或
其
性
生
活
特
別
的
€
無
節
制
且

2.
 

無
人
敎
養
或
有
無
人
敎
養
之
虞
且

3. 

只
得
於
機
構
內
提
供
有
效
幫
助
時
(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
。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三
項
爲
程
序
法
上
之
規
定
及
授
權
該
機
構
之
首
長
得
將
該
受
危
害
之
人
暫
時
地
安
置
於
合
適
的
家

 

庭
裏
。
安
置
的
最
長
期
限
則
並
無
規
定
。

指
定
受
危
害
人
停
留
於
合
適
之
機
構
乃
是
侵
犯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人
身
自
由
之
基
本
權
利
。
該
項
安
 

置
發
生
於
何
處
並
非
重
要
。
即
使
强
迫
性
把
安
置
於
公
共
敎
養
院
或
家
庭
亦
是
侵
害
人
身
自
由
。
依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第
三
句
之
規
定
此
類
侵
害
只
得
基
於
一
項
形
式
上
之
法
律
始
得
允
許
。
本
項
前
提
和
基
本
法
第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所

 

要
求
的
基
本
權
利
限
制
爲
一
般
性
而
非
只
爲
個
案
及
指
出
受
限
制
基
本
權
利
之
條
文
號
碼
皆
是
具
備
的
。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零
四
條
第
二
項
之
要
求
—
I

只
有
法
院
始
得
剝
奪
自
由
I

I

亦
具
備
。
但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之
基
本
權

 

利
卻
因
聯
邦
社
會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三
項
之
條
文
在
其
本
質
內
容
受
到
侵
害
。

基
本
權
利
不
可
侵
犯
之
本
質
內
容
究
竟
爲
何
，
必
須
針
對
每
一
基
本
權
利
依
其
特
別
之
意
義
於
整
體
基
本
權
利
制

 

度
下
得
知
。
人
身
自
由
是
如
此
重
大
的
法
益
，
因
此
只
有
在
基
於
特
別
重
大
理
由
時
才
允
許
對
之
加
以
限
制
。
屬
於
重
 

大
理
由
首
要
者
爲
實
質
刑
法
上
及
刑
#
訴
訟
法
上
之
理
由
。
此
項
對
個
人
人
身
自
由
之
侵
害
在
保
障
公
眾
利
益
。
屬
於
 

此
的
另
有
將
具
危
害
大
眾
之
精
神
病
患
安
置
於
特
別
的
機
構
。
此
外
具
敎
養
性
質
、
保
護
當
事
人
之
侵
害
亦
是
充
許
的



，
例
如
將
精
神
耗
弱
而
被
宣
吿
禁
治
產
之
人
，
基
於
防
止
其
個
人
因
其
行
爲
導
致
重
大
人
身
或
經
濟
損
失
之
目
的
，
而
 

將
其
安
置
於
封
閉
的
機
構
內{

B
v

e
r

f
G

E
l

o
l
)。

但
在
驊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七
+
三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三
項
所
規
定
之
安
置
並
非
渉
及
保
護
一
般
大
眾
亦
非
保
護
當
事

 

人

。
其
所
涉
及
的
僅
是
當
事
人
之r

改
善
」

。
透
過
剝
奪
自
由
之
方
式
使
得
當
事
人
邁
向
正
常
之
生
活
、
習
S

規
律
之
 

工
作
及
長
期
地
久
住
一
處
。
國
家
並
無
改
替
其
國
民
之
任
務
，
且
並
無
權
利
只
基
於
改
善
之
目
的
而
剝
奪
國
民
之
自
由

 

’
當
其
享
有
自
由
時
並
不
會
受
到
危
害
或
危
害
他
人
。
因
改
善
成
人
之
目
的
並
無
法
充
當
剝
奪
人
身
自
由
之
重
大
理
由

 

，
故
聃
邦
社
會
輻
利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第
三
項
侵
害
了
人
身
自
由
基
本
權
利
之
本
質
內
容
。

除
此
之
外
植
基
於
法
治
國
家
原
則
之
比
例
原
則
亦
受
到
侵
害
。
雖
然
受
危
害
人
既
無
從
事
犯
罪
行
爲、

一

般
公
眾
 

秩
序
亦
不
因
其
行
爲
受
到
明
顯
地
破
壊
，
但
其
仍
就
失
去
自
由
。
該
法
提
供
了
不
定
期
留
置
之
可
能
性
。

最
後
該
法
對
安
匱
前
提
要
件
之
描
繪
太
不
確
定
。
就
此
其
亦
無
法
滿
足
在
法
治
國
家
內
尉
於
授
權
公
行
政
侵
害
人

 

身
自
由
條
文
所
提
出
應
具
慷
之
嚴
格
要
件
。

因
此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三
項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而
無
效
。

本
決
定
以
6
票
對
1
票
通
過
。

V

'
提
起
訴
訟
城
市
要
求
償
還
其
支
付
賫
用
之
申
請
並
無
法
給
予
滿
足
。
撤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三
十
四
條
第
三
項
乃
是

 

例
外
規
定
。
只
有
在
特
別
公
平
理
由
具
備
下
，
才
考
慮
該
項
償
通B

v
e

r
f

G
E
14,

 12,1211140)。

該

理

由

並

不

明

顯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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