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
二

關
於
「資
訊
自
由
權
」
之
判
決

丨
聯
邦
蕙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二
十
七
卷
第
七
十
一
頁
以
下

譯
者
：
黃
錦
堂

<
判

決

要

旨

>

1-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所
保
障
之
不
受
阻
礙
地
由
一
般
大
眾
得
接
近
之
資
訊
來
源
接
受
知
識
的
權
利
(
資
訊

 

自
由
)

’
係
獨
立
且
與
言
論
自
由
及
出
版
自
由
並
立
之
基
本
權
利o

2.
 

當
某
種
資
訊
來
源
在
技
術
上
係
適
當
且
確
定
可
以
使
一
般
大
眾
獲
得
一
些
資
訊
時
*
它

就

是

(
前
面
所
稱
的
)

一
般
 

大
取
得
接
近
者
。
它
並
不
因
法
律
上
禁
止
其
散
佈
所
爲
之
措
施
而
喪
失
其
此
種
特
性
。

3.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之
規
定
非
僅
保
障
積
極
獲
得
資
訊
之
行
爲
’
同
時
亦
保
障
單
純
的
接
受
資
訊
之
行
爲

°
4.
 

本
案
之
沒
收
處
分
，
係

在

r

資
訊
自
由
」
與
做
爲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意
義
下
的
防
止
危
害
憲
法
之
一
般
法
律
的

「
刑
法
規
定
」
二
者
間
所
爲
之
利
益
衡
置
之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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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六
九
年
七
月
三
日
第一

庭
判
決

 

-
-
1
B

V

R
46
\

65

於

…

先

生

針

對

L
u
e
n
e
b
u
r
—

法
院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曰
之
裁
定
-
 

\
6
4

^
1
所
提
出
之
憲
法
訴
願
程
序
內
所
作
成
。

判

議

 

—

1

4

L
u
e
n
e
b
u
r

舞
法
院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裁
定

-
-
-
-
-
-
-
-
-
-

t
i

害
了
訴
願
人
源
自
基
本
法
第

自

 

5
7
4
2
/
6
4

五

條

第一

項
第
一
句
之
基
本
權
利
。
該
裁
定
應
予
撤
銷
，
案
件
發
回L

u
n
e
b
u
r
g

法

院

。

判
決
理
由

A
 >
 —

I

、

1.
依

據

一

九

六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之

有

關

對

違

法

刑

法

的

或

其

他

禁

止

散

佈

之

規

定

之

監

督

法

律

-

B
G
B
1J
S
.

6
0

7

(
以
下
稱
監
督
法(u

b
e
r
w
a
c
h
u
n
g
s
g
e
s
e
t
T
G
U
f
)

 
’
當
某
刑
事
法
律
基
於
保
護
國
家
之
理

 

由
而
禁
止
上
述
物
品
輸
入
或
散
佈
時
，
郵
政
及
海
關
官
署
應
確
保
道
些
對
象
(
例

如

報

紙

、
期

刊

、
小
冊
子
…
等
取
得

八
三



八
四

資
訊
之
工
具
，
不
被
帶
入
該
法
律
之
地
域
(
按
：
EP:
西
徳
)
的
效
力
範
圔
內
。
爲
此
一
目
的
，
郵
政
以
及
鐵
路
官
署
尤

 

應
挑
揀
出
由
來
德
而
來
之
.#
有
客
觀
根
嫌
違
反
基
本
法
之
所
有
薄
件
。
道
些
官
署
並
應
進
一
步
將
有
嫌
疑
之
郵
件
送
至

 

有
權
開
拆
並
捜
索
之
海
關
總
局
。
倘
該
郵
件
於
海
關
總
局
仍
有
違
反
以
保
護
國
家
爲
由
之
刑
法
法
律
之
嫌
時
，
則
海
關
 

總
局
應
將
該
郵
件
呈
送
至
檢
察
機
關
，
而
由
檢
察
機
關
在
必
要
時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之
規
定
申
請
沒
收
該
郵
件
。
最
後
只
 

有
：
在
刑
事
法
庭
宣
吿
沒
收
時
，
該
郵
件
始
被
扣
留
下
來
不
再
寄
送
。
沒
收
係
一
客
觀
的
、
非
針
對
特
定
行
爲
人
所
規

 

定
之
程
序
，
而
且
通
常
沒
收
之
對
象
也
不
僅
是
被
指
稱
逍
反
刑
法
之
期
刊
的
單
一
本
冊
，
而
應
是
該
期
刊
整
版
沒
收
。

近
年
f

數
以
百
萬
計
的
期
刊
f

收

，
其
中
大
部
分
係
由
東
德
所
印
製
。
被
沒
收
的
除
了
特
地
爲
了
寄
送
至
西

 

德
境
內
所
印
製
之
小
冊
子
及
期
刊
之
外
，
還
有
報
紙
以
及
其
他
定
期
於
東
德
出
版
之
期
刊
。
在
一
九
六
六
年
元
月
，
於
 

5
4
8
3
3
3
^

受
檢
刊
物
中
有53795

禅
遭
到
扣
留
.
，在

一

九
六
七
年
元
月
’
則
於401

f

受
檢
信
件
及9

3
9
9
^
:

受
检
印
 

刷
品
中
，
有3

0
1
8
4
f

侰
件
及9

2
5
0
6

^
印
刷
品
遭
到
扣
留
(
參
閱
刑
法
修
正
特
別
委
貝
會
第
七
十
九
次
會
釀
紀
錄

 

5.W

P
,
頁
一
五
九
五}

。

根

據

一

九

六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曰

第

八

次

刑

法

修

正

法

(B
G
B
1
.
I

貢

七

四

一

)
之

一

九
六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之

版

本

(B
G
B
1

1

貢

二

六

九

)
第

八

條

之

規

定

，
目
前
東
德
之

報

紙

與

期

刊

只

要

専

供

郵

政

報

務

之

用

或

與

商

業

有

 

關

者

*
就

不

再

在

沒

收

之

列

。

2.
酥
願
人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以
資
訊
之
目
的
，
由
其
友
人
以
郵
寄
方
式
自
東
德
寄
送
日
報
至M

u
e
g
t
e
r
c

其
中
一
 

份
寄
送
品
內
夾
有
一
九
六
四
年
五
月
八
曰
的
「
來
比
鍚
人
民
報
」

一

九
六
四
年
第
一
2
6
\
1
號

。
®
督
機
關
於



B
r
a
u
n
s
c
h
w
e
i
g
^

監
督
法
之
規
定
截
獾
該
分
郵
件
’
並
由
當
地
之
海
關
總
局
開
拆
且
嫌
交
給B

r
a
u
n
s
c
h
w
e
i
g
®

檢
 

察
機
關
後
，
檢
察
機
關
扣
留
了
該
郵
件
。
訴
願
人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六
月
初
申
請
檢
察
機
關
發
還
被
扣
留
之
報
紙
，
因
爲

 

該
報
紙
係
以
個
人
賫
訊
所
需
爲
由
而
由
其
友
人
寄
送
給
他
。
對

此

，
檢
察
機
關
通
知
訴
願
人
該
件
有
問
題
之
寄
送
品
已

 

爲
法
院
所
沒
收
。
訴
願
人
立
即
要
求
給
予
該
沒
收
裁
定
之
副
本
，
並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九
月
收
到B

r
a
u
n
s
c
h
w
d
i

法
 

院
沒
收
裁
定
副
本
，
然

而

，
該
副
本
卻
是
有
閬
於
其
他
印
刷
品
的
。
於
訴
穎
人
對
此
點
提
出
異
議
後
，
檢
察
機
關
通
知

 

訴
願
人
曰
：
該
份
寄
送
予
訴
願
人
之
「
來
比
錫
人
民
報J

已
由F

r
a
n
k
f
u
r

黄

L
u
e
n
e
b
u
r
g
h
l

邦
法
院
共
同
沒
收
。
經
 

申

請

後

，
訴
顏
人

始

於一
九
六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一

曰
收
到L

u
n
e
b
u
r
g
S
S

法
院
之一

九
六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裁
定

 

之
副
本
。

3.
於

該

裁

定

中

，

r
u
e
n
e
b
u
r
g
^

法
院
認
爲
一
九
六
四
年
五
月
八
日
之
第
一
二
六
號
「
來
比
錫
人
民
報
」
係
因

 

違
反
了
聯
邦
想
法
法
院
法
第
四
十
二
條
及
四
十
七
條
，
與
刑
法
第
一
二
八
條
、
九
十
四
條
及
九
十
a
條
之
規
定
而
加
以

 

沒
收
。
在
裁
定
理
由
內
尙
有
刑
法
第
九
十
七
條
之
規
定
也
被
稱
爲
係
被
違
反
之
刑
法
規
範
。
該
裁
定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六

 

月
十
五
日
確
定
。

邦

法

院

之

理

由

在

於

該

刊

物

係

由

徳

國

社

會

統

一

黨(S
E
D

終

柬

德

印

制

。
要

藉

著

該

寄

送

品

’
由

S
E
D
®

縱
非

 

法

活

動

的

德

圃

共

產

»
<
K

P

D

M動
之

企

以

便

將

現

存

於

東

徳

境

內

之

暴

力

統

治

與

専

制

制

度

引

入

聯

邦

德

國

(
 

刑

法

修

正

法

於

一

九

五

一

年

八

月

三

十

曰

之

版

本

第

八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第

六

款

)

。
該
刊
物
係
爲
於
聯
邦
徳
國
境
內
散

 

佈

而

加

以

输

入

。
因

此

，
已

經

逋

反

了

裁

定

主

本

內

所

列

舉

之

刑

法

規

定

(
w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四

十

二

條

、
第
四
十

八
五



八
六

七

條

、
刑

法

第

一

二

八

條

、
第

九

- f--
四

條

' 第

九

十

a
條

)

，
亦

因

此

而

實

現

了

.刑

法

第

八

十

六

條

及

九

十

八

條

關

於

 

沒

收

之

構

成

耍

件

。

至
於
是
否
因
爲
該
報
紙
內
的
文
章
被
認
爲
有
問
題
，
抑
或
是
否
因
爲
迓
次
未
顧
及
到
內
容
的
寄
送
係
由
德
國
共
產

 

黨
所
推
動
，
在
裁
定
理
由
並
未
提
及
。
該
裁
定
係
依
事
前
印
製
的
表
格
而
作
成
的
，
該
表
格
內
僅
塡
入
了
報
紙
之
名
稱

 

及
號
碼
，
並
且
選
擇
性
地
在S

E
D
S

旁
邊
將
被
稱
爲
創
始
人
的F

D
G
B
O
D
S
F
-D
F
D
-
C

在

客

觀

程

序

中

，
邦

法

院

之

決

定

係

依

據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四

三

〇

條

以

下

之

規

定

(
現

今

已

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四

 

四

〇

條

，
由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四

曰

之

秩

序

違

反

法

之

施

行

法

9

3 -
£ ,
&

〇
1
英

3
劳

3
^
2
6
3 
2
1
1
1
1
1
0£
3
&
2

u
e
b
e
r

 

O
r
d
n
u
n
g
s
w
i
d
r
i
g
k
e
i
t
e
n
}

-
-
-

簡

稱

K
G

O
W

i
G

-
-
-

第

：

 '

 條

第

十

六

款

加

以

補

充

)
發

布

之

，
囚

爲

根

本

沒
有
特
定
人
叫
以
訴
追
，
尤
其
是
對
於
在
束
德
境
内
之
寄
件
人
。
也
沒
有
理
由
支
持
對
聯
邦
德
國
(
西
徳
)
境
內
之
收

 

件
人
有
可
罰
性
。
由
於
寄
件
人
無
法
在
主
審
程
序
中
被
傳
喚
到
場
，
而
收
件
人
也
沒
有
權
利
要
求
交
還
於
郵
寄
過
程
中

 

被
抽
取
出
來
的
郵
件
，
因

此

，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四
一：M

條
第
二
項
意
義
下
之
沒
收
當
事
人
並
不
存
在
D

n

、

訴

願

人

於

：
九

六

五

年

元

月

二

十

：

日

向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提

出

憲

法

訴

願

，
指

责

L
u
e
n
e
b
u
r
—

法

院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五

月

卩

一

曰

之

裁

定

違

反

了

埜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之

規

定

。

1 .
訴

願

人

提

出

理

由

認

爲

邦

法

院

疏

於

審

查

該

報

紙

之

內

容

是

否

敵

視

憲

法

的

(
v
e
r
f
a
s
s
u
n
g
s
f
e
i
n
d
l
i
c
h
Y

R .
 

未

審

查

寄

件

人

是

否

藉

該

郵

件

之

寄

送

推

動

其

敵

視

憲

法

之

企

圖

。
而

由

單

純

形

式

上

理

由

也

可

以

發

現

法

院

並

未

考



嫌
到
資
訊
自
由
之
基
本
權
利
。
此
項
基
本
權
利
係
爲
了
獲
得
一
個r

最
大
的
政
治
上
意
見
參
與
點j

。
因
此
，
私
人
的

 

刊
物
訂
閱
—

—

内
豸
®
視

憲

法

內

容

—

丨

應
是
受
允
許
的
，
正
如
同
個
人
可
藉
廣
播
及
電
視
的
傳
送
而
由
東
徳

 

獲
得
資
訊
一
樣
。
所
以
亦
應
許
可
閱
讀
所
有
於
東
德
境
內
出
版
之
刊
物
。
沒
收
所
有
報
紙
之
行
爲
實
已
侵
害
以
資
訊
爲

 

目
的
之
報
紙
之
資
訊
自
由
。
本
案
所
涉
者
並
非
會
造
成
無
法
控
制
其
散
佈
的
大
量
寄
送
。
而
遭
沒
收
之
刊
物
亦
非
特
別

爲
於
聯
邦
德
國
境
內
煽
動
所
印
製
，
「
來
比
錫
人
民
報
」
主
要
係
一
以
於
東
德
境
內
散
布
爲
目
的
之
地
區
性
報
紙
而
已

°

2.
在
他
一
九
六
五
年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送
連
至
聯
邦
盥
法
法
院
之
書
狀
中
，
訴
願
人
明
白
指
黄
其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一

 

〇
三
條
第
一
項
之
法
律
上
聽
審
之
權
利
亦
受
到
侵
害
，
邦
法
院
乃
係
以
郵
件
寄
送
之
收
件
人
並
不
參
與
客
観
沒
收
程
序

 

爲
出
發
點
，
在
這
裏
，
邦
法
院
否
認
了
資
訊
自
由
之
權
利
爲
收
件
人
創
設
了
一
種
獨
立
於
其
他
法
律
狀
態
的
當
事
人
地

 

位

。

Eni

、

I

聯
邦
司
法
部
長
曾
爲
聯
邦
政
府
發
表
其
意
見
，
其
認
爲
這
項
從
對
基
本
法
第一

〇
三

條I

項
爲
指
資
之
憲
法
訴
願

 

不
合
法
也
無
理
由
。

1.
 

訴
願
人
對
於
其
法
律
之
聽
審
權
受
侵
害
之
指
質
已
太
遲
，
因

爲

，
它
是
在
訴
願
期
間
經
過
之
後
才
提
出
，
而
且
 

無
論
從
事
實
上
或
法
律
上
的
觀
點
來
看
，
這
裏
均
不
涉
及
單
純
地
對
以
前
所
已
經
提
出
過
的
意
見
作
補
充
。

2.
 此

外

，
該
憲
法
訴
願
也
無
理
由
。
資
訊
自
由
之
基
本
權
利
並
未
受
到
侵
害
。
就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中
印
刷
品
之
沒

八
七



八
八

收
而
言
，
這
裏
並
非
直
接
涉
及
自
由
的
接
受
資
訊
之
可
能
性
的
界
限
，
而
是
特
別
涉
及
到
自
由
的
意
見
表
達
之
界
限
。
 

資
訊
自
由
僅
間
接
地
受
到
影
響
，
因
爲
一
個
因
法
律
之
確
定
力
而
被
沒
收
之
印
刷
品
，
並
非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
句
意
義
下
之r

 一
般
大
眾
得
接
近
之
資
訊
來
源
」

。
邦
法
院
認
定
該
報
紙
之
輸
入
H
違
反
刑
法
H
 一
點
，
只
能
聽
任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加
以
審
查
。
而
對
此
實
未
見
支
持
之
理
由
。
因
此
訴
願
人
事
實
上
的
主
張
：
認
爲
不
論
在
內
容
t
或
依

 

其
散
佈
可
能
性
看
來
，
該
報
紙
均
未
能
推
動
任
何
與
敵
視
憲
法
之
<止
圖
，
正
如
同
如
下
問
題
：
本
案
所
涉
及
者
究
爲
大

 

量
寄
送
或
者
個
別
寄
送
：
樣

，
一
；者
均
不
足
以
據
以
判
斷
本
件
訴
訟
。

r

來
比
錫
人
民
報
」
係

S
E
D
^

來
比
錫
地
區

 

之
機
關
，
其
爲
東
德
境
內
較
大
的
日
報
，
並
且
一
般
而
言
僅
有
部
分
不
重
要
的
內
容
係
屬
地
區
新
聞
。
它
係
在
所
有
的

 

蘇
聯
佔
領
區
內
之(

s
o
w
j
e
t
z
o
n
a
l
e
n
M

紙

中

的

「
新
徳
國
」
報

之

外

，
最
廣
泛
地
傅
佈S

E
D
N

政
治
思
想
，
且
靥
於

 

最
常
基
於
分
化
之
目
的
而
寄
送
至
聯
邦
徳
國
境
內
之
報
紙
。

即
使
訴
願
人
指
責
法
律
h
聽
審
權
利
受
到
俊
害
這
一
點
，
被
認
爲
係
合
法
的
，
至
少
它
也
是
無
理
由
的
。
訴
願
人

 

不
能
被
視
爲
沒
收
程
序
之
當
事
人
，
因
爲
身
爲
收
件
人
的
他
對
郵
件
並
無
所
有
楢
，
亦
無
任
何
限
定
物
權
。
倘
若
給
下

 

訴
願
人
此
種
權
利
地
位
，
且
因
此
使
之
成
爲
沒
收
程
序
之
當
事
人
時
，
則
將
因
此
使
常
由
東
德
寄
入
之
數
以
千
計
的
大

 

量
寄
送
品
於
實
務
h
遭
遇
無
法
解
決
的
困
難
。
而

且

，
從
憲
法
中
也
無
法
直
接
導
出
當
事
人
的
角
色
。
因

此

，
在
沒
收

 

程
序
中
，
訴
願
人
之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
項
第
一
句
之
自
由
接
受
資
訊
之
權
利
僅
間
接
受
影
響
。

B

、

本
件
訴
願
僅
部
分
合
法



1.
 

訴
願
人
對
其
基
本
法
第
一
〇
二
條
第
一
項
之
權
利
受
侵
害
之
指
責
已
太
遅
。
雖
然
憲
法
訴
願
內
之
事
實
陳
述
表

 

明
了
：
訴
願
人
並
未
得
到
任
何
參
與
沒
收
程
序
之
機
會
。
然
而
這
其
中
之
陳
述
僅
包
含
了
報
導
沒
收
之
事
實
上
經
過
，
 

並
不
能
使
我
們
認
識
到
：
訴
願
人
自
己
認
爲
經
由
該
沒
收
程
序
之
完
成
，
已
使
其
源
自
基
本
法
第
一
〇
三
條
第
一
項
的

 

權
利
受
到
侵
害
，
並
且
將
導
致
由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爲
審
査
。
因
爲
訴
願
人
一
開
始
係
於
期
限
屆
滿
後
始
對
法
律
上
聽
審

 

權
利
被
拒
絕
提
出
指
責
，
故
此
一
事
實
不
得
再
作
爲
憲
法
訴
願
之
客
體a

v
e
r
f
G
E

 18,85

 too
s
)
。

2.
 

除
此
之
外
，
本
件
憲
法
訴
願
合
法
，
應
予
受
理
。
訴
願
人
因L

u
n
e
b
u
r
&

法
院
之
沒
收
裁
定
而
於
法
律
上
受

 

到
直
接
影
密
，
因
爲
該
裁
定
將
所
有
由
東
德
輸
入
之
報
紙
文
件
沒
收
，
因

而

，
延
伸
到
了
訴
願
人
的
樣
本
上
。
按
照
判

 

決
及
學
說
之
通
說
，
身
爲
收
件
人
之
訴
願
人
對
郵
寄
之
內
容
並
無
所
有
權
及
限
定
物
權
，
且
相
對
於
郵
局
也
並
不
承
認

 

其
對
郵
寄
之
內
容
擁
有
任
何
權
利
，
這
點
並
無
疑
義
(
參
閱K

M
R

，

刑
事
訴
訟
法
逐
條
釋
義
，
一
九
六
六
年
第
六
版

 

S
四
三
一
註z

a
;

 L

o:w
e
-R
o
s
e
n
b
e
r
g
,

刑
事
訴
訟
法
逐
條
釋
義
*
 一

九
六
五
年
第
二
十
一
版
，
§
四

三一

，
註5

a
;

 

及
其
他
論
著
)
。
訴
願
人
以
憲
法
酥
願
之
方
主
式
主
張
該
沒
收
行
爲
侵
害
其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所
保
障
之

 

權
利
地
位
，
亦
即
資
訊
權
。
此
種
主
張
已
滿
足
憲
法
訴
顔
之
許
可
要
件
(
參
閱B

V
e
r
f
G
E

 19,

 M
2
1
5
〗)

，
而
於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時
點
上
仍
必
需
之
不
服
狀
態(B

e
s
c
h
w
e
r
H

參B
V
e
r
f
G
E

 21,1391143〗
)

迄
今
仍
存
在
，
因
爲

 

訴
願
人
迄
今
尙
未
收
到
寄
送
予
他
之
報
紙
。

而

且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九
十
條
第
二
項
中
所
表
示
之
憲
法
訴
願
補
充
性
原
則
，
亦
不
阻
礙
本
案
受
理
之
合
法

 

性

。
僅
有
沒
收
之
當
事
人
始
被
承
認
擁
有
法
院
判
決
及
學
說
中
被
部
分
認
可
之
依
形
式
上
法
律
確
定
力
對
沒
收
裁
定
加

八
九



九o
以
反
駁
之
可
能
性
(
參
閲
r .d

w
e
-R
o
s
e
n
b
e
r
g
,

同

前

註

，
§
四
三
二
，
註

3
af̂

b
;

K
M
R
，

同
前
註
，
§
四
三
一
，
 

註

笼

S
四

五

八

，
註2

a
;

及
進
一
步
之
論
述
)
。
然
而
幾
乎
一
致
地
認
爲
應
否
定
郵
遞
收
件
人
擁
有
—

當
事
人
之

 

地

位

。
因

此

，
此
種
法
律
狀
態
係
如
此
地
有
疑
問
，
以
致
於
我
們
無
法
指
望
訴
願
不
採
取
此
處
被
認
爲
可
能
之
法
律
救

 

濟
途
徑

 

<

 參
閱

 
B
v
e
a
G
E

 17,252【2
5
7
J)

。

C

、
——

I
 %

本
廉
法
訴
願
爲
有
理
由
。

1.
澍
於
遭
沒
收
之
報
紙
之
制
作
及
散
佈
已
違
反
了
邦
法
院
於
其
裁
定
主
文
內
所
引
法
條
一
事
’
及
對
於
該
沒
收
命

 

令
一
事
，
邦
法
院
顯
然
未
考
慮
到
該
報
紙
之
制
作
者
及
散
佈
者
的
言
論
自
由
及
出
版
自
由
。
此
點
於
憲
法
上
暫
且
不
去

 

加
以
指
資
。
雖
然
該
裁
定
並
未
表
明
報
紙
文
章
中
何
者
被
視
爲
係
對
憲
法
具
有
敢
意
，
然
而
從
裁
定
理
由
之
關
連
性
便

 

可
得
知
，
邦
法
院
之
出
發
點
在
於
：
以
制
作
及
寄
送
報
紙
之
方
式
，
在
違
反
聯
邦
邃
法
法
院
法
第
四
十
二
條
、
第
四
+

 

七
條
及
刑
法
第
二
一
八
條
，
九

十

四

條

，
九

十

a
條

之

下

，
推
動
由S

E
M

操
縱
之
從
事
非
法
活
動
的
徳
國
共
產
黨

 

(K
P
D
M

企

圖

。
在
這
樣
一
種
由
被
禁
止
的
德
國
共
產
黨{K

P
D

肴
組
織
地
聯
合
直
接
支
持
的
情
況
下
，
因
爲
有
組
織

 

地
推
動
的
作
用
結
果
，
限
制
言
論
與
出
版
自
由
係
可
以
允
許
的
，
並
且
在
此
等
範
困
內
適
用
刑
法
規
定
，
在
憲
法
上
也

 

是
無
可
指
貴
(
參B

V
e
r
f
G
E

 25,44I5
5
f
f
e

。
俏
若
邦
法
院
之
裁
定
同
時
以
僅
於
其
理
由
中
提
及
，
但
未
於
主
文
內

 

提
及
的
刑
法
第
九
十
七
條
之
規
定
(
對
國
家
樺
關
之
侮
辱
)
爲
根
據
時
，
道
點
也
無
庸
指
資
。
在
公
開
的
言
論
爭
辯
中

 

，
任
何
受
許
可
之
對
立
情
況
下
，
攻
擊
之
方
式
均
可
能
引
起
無
法
容
忍
之
效
果
(
參B

V
e
r
f
G
E

 4,3252t3
5
5
ff.

^

於



刑
法
一
八
七
a
條

〔
政
治
人
物
之
名
#
保
護
〕
合
憲
性
之
探
討
)
。

2.
然
而
邦
法
院
在
下
令
沒
收
時
並
未
考
慮
到
報
紙
讀
者
及
訂
閱
者
受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所
保
障
之
不

 

受
阻
礙
地
由
一
般
大
眾
得
接
近
之
資
訊
來
源
接
受
知
識
的
權
利
(資
訊
自
由
)的
放
射
作
用
 

(A
u
s
s
t
r
a
h
l
u
n
g
s
w
i
r
k
u
n
g
)
。

透
過
該
刑
事
法
院
之
沒
收
裁
判
，
在
該
裁
判
阻
礙
了
作
爲
最
重
要
的
供
給
資
訊
方
式

 

之
報
紙
管
道
的
範
圍
內
，
該
基
本
權
利
受
到
了
影
灌
。

在
制
定
第
八
次
刑
法
修
正
法
時
多
次
被
主
張
的
看
法
：
認
爲
加
重
訂
閱
東
徳
報
紙
之
困
難
並
未
影
響
到
聯
邦
德
國

 

國
民
之
基
本
權
利
(
參
閱D

r
b
r
a
d
l
,

 

S
t
e
n
B
e
r
.

議
員
之
意
見
，
聯
邦
議
會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會
議
，
頁
九
 

五
二
七
及D

r
.G
u
d
e
f
^
D
r
s
c
h
w
a
r
z
h
a
u
p
®

員
於
聯
邦
議
會
爲
刑
法
之
修
正
而
於|

九
六
七
年
十
一
月
八
曰
召
開
之

 

特
別
委
員
會
內
之
意
見
，
頁
一
六
九
八
及
一
七
〇

一
)

，
實
忽
略
了
訂
閱
報
紙
所
涉
及
者
係
一
雙
面
的
交
往
過
程

 

{
K
o
m
m
u
n
i
k
a
t
i
o
n
s
v
o
r
g
a
n
g
Y

此
一
交
往
過
程
於
憲
法
層
面
上
不
單
僅
藉
由
言
論
表
達
及
言
論
散
佈
自
由
保
障
，
 

亦
藉
資
訊
自
：

H

加
以
保
障
。
因
此
對
此
交
柱
過
程
之
侵
害
同
時
亦
會
侵
害
前
舉
二
者
(
按

：
指
言
論
自
由
與
資
訊
自
由

 

)
之
範
圍
。

對
於
邦
法
院
裁
判
有
重
要
性
之
刑
法
規
定
(
刑
法
第
八
十
六
條
及
第
九
十
八
條
二
項
)

，
並
未
有
應
加
以
沒
收
之

 

規

定

，
反
而
係
規
定
得
由
法
院
裁
量
沒
收
與
否
。
依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之
判
決
所
示
，
作

爲

一

般

性

的

、
限
制
了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意
義
下
之
基
本
權
的
此
一
法
律
，
應
在
資
訊
自
由
基
來
權
的
重
要
性
之
觀
點
來
加
以
審
視
並
解
釋
之
，
 

以
期
於
任
何
情
形
下
均
能
保
護
該
基
本
權
利
之
特
別
的
價
値
內
涵
(
參
閱B

V
e
r
f
G
E

 7a
9
8
t2
s
f
q
;

 25,

 44
〔551)



九
二

，
邦
法
院
於
行
使
其
裁
置
時
應
於
資
訊
自
由
基
本
權
所
保
護
之
利
益
與
刑
法
所
保
護
之
法
益
間
爲
利
益
衡
量
。
爲

此

，
 

首
先
應
進
一
步
確
定
該
基
本
權
利
之
內
容
與
效
力
範
困
。

II

、

1.
 

徳
國
之
憲
政
史c

v
e
r
f
a
s
s
u
n
g
s
g
e
s
c
h
i

o-h
t
e
M

至
一
九
四
五
年
止
尙
未
承
認
，
不
受
阻
礙
地
由
一
般
大
眾
得

 

接
近
之
資
訊
來
源
接
受
知
識
這
種
獨
立
的
基
本
權
利
。
此
種
資
訊
自
由
於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首
先
於
各
邦
憲
法
內
(
參
 

聞
例
如
一
九
四
六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曰W
u
r
t
t
e
m
b
e
r
g
-
B
a
d
e
n
l
^

憲
法
第
八
條
；

一
九
四
六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的

«
法
第
十
三
條
；

一
九
四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的B

a
y
e
i

窻

法

第

二

二

條

二

項

)

，
然
後
於
基
本
法
內

 

出
現
之
。
於
基
本
法
內
對
於
資
訊
自
由
爲
獨
立
的
憲
法
保
障
之
理
由
乃
肇
因
於
國
家
社
會
主
義
政
府
實
務
下
之
資
訊
限

 

制

，
國
家
言
論
之
控
制
，
對
外
國
廣
播
之
國
家
收
聽
禁
令
及
學
術
與
藝
術
禁
令
等
經
驗
。

2.
 

V
在
基
本
法
秩
序
中
，
資
訊
自
由
係
與
言
論
自
由
及
出
版
自
由
等
價
並
立
，
其
並
非
僅
是
單
純
自
由
的
言
諭
表

 

達
與
散
佈
之
權
利
的
組
成
部
分
。
此
項
言
論
自
由
之
權
利
雖
然
係
以
保
護
經
由
他
人
接
受
意
見
爲
其
內
容
；
然

而

’
此
 

種
保
護
卻
僅
係
爲
了
言
論
自
由
之
緣
故
而
保
護
意
見
表
達
者
，
至
於
意
見
接
受
者
在
此
範
圍
內
僅
扮
演
著
消
極
的
角
色

 

。
相
反
於
此
，
資
訊
自
由
正
是
自
身
取
得
資
訊
之
權
利
。
另
一
方
面
，
道
種
資
訊
自
由
權
亦
爲
以
言
論
表
達
爲
首
之
言

 

論
形
成
之
先
決
要
件
，
因
爲
只
有
全
面
性
的
，
藉
由
充
足
的
資
訊
來
源
而
被
加
以
注
意
之
資
訊
，
始
能
使
得
個
人
及
社

 

會(
G
e
m
e
i
n
s
c
h
a
f
t

芝
自
由
言
論
形
成
及
表
達
成
爲
可
能
。
最

後

，
自
由
的
出
版
也
將
因
此
有
助
於
減
輕
國
民
透
過

 

完
整
的
資
訊
而
形
成
言
論
並
作
出
政
治
性
決
定
之
使
命(

B
v
e
r
f
G
E

 20,

 16
2
【1
7
4
〕
)

。



準
此
以
解
，
有
二
個
要
素
浃
定
了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所
保
障
之
資
訊
自
由
之
本
質
。
首
先
是
資
訊
自

 

由
與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一
項
之
民
主
原
則
之
關
係
：

一
個
民
主
國
家
內
不
能
沒
有
自
由
的
且
儘
可
能
完
善
資
訊
化
之

 

公
共
言
論
。
其

次

*
資
訊
自
由
具
備
了
一
個
個
人
權
利
的
、
由
基
本
法
第
：
條

、
第
二
條
一
項
所
導
出
的
要
素
。
儘
可

 

能
地
接
受
豐
富
的
資
訊
來
源
以
增
加
知
識
並
開
展
其
人
格
，
實
係
人
類
之
基
本
需
求
。
此

外

，
在
現
代
化H

業
社
會
中

 

，
資
訊
的
掌
握
對
於
個
人
的
社
會
地
位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
資
訊
自
由
的
基
本
權
利
正
如
同
自
由
的
言
論
表
達
的
基
本
權

 

|

樣

，
均
係
自
由
民
主
之
最
重
要
條
件
之j

 
(
參B

V
e
r
f
G
E

 

7,198d
)

。
藉
由
資
訊
自
由
之
助
，
國
民
得
以
居

 

於
建
立
起
行
使
其
人
格
上
及
政
治
上
使
命
之
必
要
條
件
，
以
使
其
於
民
主
之
名
下
得
自
我
負
寶
處
理
事
務
之
地
位
。
國
 

民
藉
由
逐
渐
增
加
之
資
訊
自
由
得
以
認
識
政
抬
上
及
其
存
在
意
義
上
之
相
互
作
用
，
並
得
以
獲
致
結
論
；
增
長
其
共
同

 

負
责
及
批
評
之
自
由
。
資
訊
特
別
是
能
夠
使
個
人
去
了
解
其
他
人
的
言
論
，
並
相
互
加
以
衡
置
，
進
而
消
除
偏
見
並
喚

 

醒
其
對
其
他
思
想
者
之
理
解
。

在
國
際
範
圍
內
，
資
訊
自
由
亦
有
其
特
別
意
義
，
此
顯
示
在
自一

九
四
五
年
起
，
國
際
間
亦
努
力
對
此
自
由
以
獨

 

立
的
權
利
而
加
以
保
護
。
此

後

，
於
一
九
四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之
聯
A
n國
全
體
會
議
之
決
議
中
，
資
訊
自
由
已
被
以

 

一
個
包
含
了
言
論
表
達
自
由
在
內
之
廣
泛
意
義
而
加
以
理
解
，
而
聯
合
國
組
織(U

N
O
®

全
體
會
議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之
人
權
宣
言
第
十
九
條
內
亦
寫
著
：

任
何
人
均
擁
有
言
論
及
表
達
之
自
由
，
尤
其
擁
有
不
因
其
信
念
而
受
侵
捿
及
藉
由
每
種
表
達H

具
而
不
因
限
制
的

 

取

得

，
接
受
及
散
佈
資
訊(

N
a
c
h
r
i
c
M
e
n

舆
思
想
之
權
利
。

九
三



九
四

同
樣
地
於
一
丸
五
〇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之
人
權
及
基
本
自
由
保
護
公
約
第
十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及
第
二
句
中
亦
規
定

著

：
任
何
人
均
享
有
要
求
自
由
言
論
表
達
之
權
利
。
此
一
權
利
包
含
了
言
論
之
自
由
與
不
受
公
官
署
之
侵
害
及
無
分
國

 

界
地
接
受(

E
m
p
f
a
n
g
M
;

傳
播
資
訊
或
理
念
之
自
由
。

4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之
規
定
所
保
護
的
不
僅
是
積
極
的
取
得
資
訊
之
行
爲
，
其
同
樣
地
亦
保
護
單

 

純
的
接
受
資
訊
行
爲
。
基
本
法
所
欲
保
障
的
乃
係
個
人
儘
可
能
廣
泛
的
接
受(u

n
t
e
r
r
i
c
h
t
u
n
g
M

權

利

。
而

「
接
受

 

」
亦
可
能
不
需
接
受
人
之
助
力
，
而
藉
由
於
接
受
人
可
察
覺
之
锢
圍
內
即
可
漪
及
之
資
訊
來
源
來
達
成
因
爲
只
有
資
訊

 

之
掌
握
始
使
得
獨
立
之
選
擇
成
爲
可
能
，
而
此
種
選
擇
可
能
性(A

u
s
w
a
h
l
e
n
k

o;n
n
e
n
>N

観
點
亦
正
是
所
有
資
訊
來

 

源
之
基
本
要
件
，
倘
若
藉
由
資
訊
自
由
並
未
能
擔
保
個
人
均
得
接
觸
及
資
訊
來
源
，
則
如
此
亦
阻
礙
了
個
人
於
資
訊
自

 

由
下
藉
積
極
行
爲
加
以
選
擇
之
權
利
。
因

此

「
接
受J

 (sich

 

u
n
t
e
r
r
i
c
h
t
e
n
)

 一
詞
亦
意
指
單
純
地
接
收
資
訊
的
思

 

想
過
程
。
個
人
的
此
種
「
接
受
」
只
有
於
資
訊
藉
由
郵
政
途
徑
送
至
他
時
始
存
在
。
倘
若
通
往
此
一
途
徑
之
路
被
截
斷

 

,
則
嗣
後
便
無
法
反
駁
對
於
資
訊
自
由
之
異
議
，
同
爲
在
此
個
人
並
未
收
到
印
刷
品
，
故
因
此
並
未
有
任
何
「
接
受
」
 

的
自
由
被
侵
害
。
接
受
的
意
思(u

n
t
e
r
r
i
c
h
t
u
n
g
s
i
e
^

某
些
情
形
下
應
在
收
到
郵
遞
之
後
才
獲
得
實
現
，
此
乃

 

此
種
權
利
之
性
質
所
在C

 .

d
在
憲
法
上
，
資
訊
自
由
僅
於
資
訊
來
源
係
一
般
大
眾
得
接
近
之
情
況
下
始
受
到
保
障
。
在
一
般
情
況
下
，
資

訊
來
源
只
有
於
其
在
技
術
上
係
適
當
且
確
定
使一

般

大

眾

(
即
指
個
別
或
不
確
定
之
人
群
)
獲
得
一
些
資
訊
時
，
始
爲



一
般
大
眾
得
接
近
之
資
訊
。
因

此

，
報
紙
或
其
他
大
眾
傳
播
工
具
自
然
是
一
般
大
眾
得
接
近
之
資
訊
來
源
，
即
使
於
其

 

受
到
國
家
措
施
(
例
如
沒
收
，
進
口
禁
令
或
限
制
)
之
影
響
而
損
及
其I

般
大
眾
得
接
近
之
可
能
性
時
，
亦
不
喪
失
其

 

作
爲
一
般
大
眾
可
接
近
之
資
訊
來
源
之
特
性
。
國
家
的
此
穉
相
對
於
不
受
限
制
地
接
近
資
訊
來
源
的
限
制
措
施
，
並
不

 

妨
礙
其

 一
般
大
眾
之
得
接
近
性(A

l
l
g
e
m
e
i
n
z
u
g
r
g
l
i
c
h
k
e
i
t
)

(
參
閱

 

H
e
r
z
o
g

 in

 M
a
u
s
z
.D

c:r
i
g
.H
e
r
z
o
g
l
^

 本
 

法
逐
條
釋
義
，
第
五
條
，
段
號
八
十
九
以
下
；

L
e
r
c
h
e
,

 S
t
i
c
h
w
o
r
t

 
=
 

I
n
f
o
r
m
a
t
i
o
n
s
f
r
e
i
h
e
i
t
"

 in

 

E
v
a
u
g
l
i
s
c
h
e
s

 st
a
a
t
s
l
e
x
i
k
o
s
1966,

 Sp
.

 78
5
t7
8
6
〗
>

。
眞
正
重
要
的
只
有
散
佈
資
訊
的
客
觀
方
式
，
而
非
國

 

家
之
規
定
或
處
分
。
主
張
一
般
大
眾
之
得
接
近
性
會
因
茼

權

行

爲(
H
o
h
e
i
t
s
a
k
t
e
e

而
受
影
響
的
這
種
覿
點

 

m

i

m

a

n
’
基

本

法

’
 一
九
六
一
年
第
二
版
，
對
第
五
條
之
註
解B

5;

 DU
r
i
g
,

>.
6
R
, 
B

d

pS
1
1
7
tl3

9
】；

v
g
l
.

 

a
u
c
h

 W
T
D
r
u
c
k
s
'

v
/
2
4
7
6

 &
3
4
u
n
d

 WT
D
r
u
c
k
p

 V
/
1
3
1
9

 S.75)，

已

逋

反

了 S

 法
上
保
陣
資
訊
自
由
之
目

 

的

。
應
使
個
人
能
夠
基
於
廣
受
信
賴
之
資
訊
內
容
以
形
成
其
意
見
，
於
資
訊
內
容
之
遛
擇
上
，
個
人
不
應
受
國
家
任
何

 

侵

捿

。
鑒
於
資
訊
自
由
與
民
主
原
則
間
之
關
係
’
且
鑒
於
資
訊
自
由
可
確
定
於
政
治
上
預
爲
個
別
國
家
檐
關
爲
判
斷
’
 

故
基
本
權
利
應
盡
可
能
地
免
於
受
到
國
家
機
關
之
限
制
。
然

而

，
因
爲
資
訊
自
由
這
種
新
型
的
基
本
權
利
而
顯
得
特
別

 

重
要
的
之
(此
一

權
利
之
)
形
成
史C

E
n
t
l
h
u
n
g
s
g
e
s
c
h
i
c
h
t
e

赤
指
出
.

■
般
大
眾

得
接
近
性
僅
能
依
客
観
之
標

 

準
衡
童
之
。
在
憲
法
上
對
資
訊
自
由
加
以
保
護
正
是
對
於
納
粹
時
代
之
資
訊
禁
令
與
限
制
所
作
的
反
應
，
以
保
障
不
受

 

限

制

地

(
在
聯
邦
德
國
之
權
力
統
治
範
圍
之
外
)
從
資
訊
來
源
接
受
知
識
，
倘
資
訊
來
滙
於
某
地
方
係
一
般
大
眾
得
接

 

近

者

(
該
地
方
亦
可
能
位
於
聯
邦
徳
國
之
外
)
，
則
一
個
具
法
律
確
定
力
的
沒
收
裁
定
亦
不
能
剝
奪
該
資
訊
來
源
之
一

九
五



九
六

般
大
眾
得
接
近
性
之
特
性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之
法
律
體
系
也
可
以
導
出
相
同
之
結
果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所
規
定
之r

 i

般
法
律
」
之
限

 

制
係
舆
在
第
一
項
所
規
範
之
所
有
基
本
權
利
有
關
。
倘
若
國
家
可
以
規
定一

般
大
眾
得
接
近
性
，
並
可
以
循
此
方
式
任

 

意
限
制
基
本
權
利
之
範
圍
時
，
則
對
於
資
訊
自
由
而
言
，
第
二
項
之
限
制
即
可
能
會
是
完
全
多
餘
了
。

即
使
一
個
一
般
大
眾
可
接
近
之
資
訊
來
源
成
爲
郵
件
寄
送
物
之
內
容
時
，
也
不
喪
失
它
這
種
特
性
。
在
一
般
大
眾

 

可
接
近
性
之
問
題
上
，
著
重
黏
不
應
是
單
獨
的
本
冊(E

i
n
z
e
l
e
x
e
m
p
l
a
r
T
，

而
應
在
於
該
期
刊
之
整
個
版
次
上
，
如

 

此
始
爲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一

句
之
資
訊
來
源
。
單
獨
本
冊
之
取
得
不
過
是
接
受
的
自
由
之
具
體
化
而
已
。

m
 '

1.
 

準
上
所
述
，
與
邦
法
院
之
沒
收
裁
定
有
關
之
一
九
六
四
年
五
月
八
日
的
「
來
比
錫
人
民
報
」
第
一
二
六
號
應
視

 

爲
係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之I
般
大
眾
可
接
近
的
資
訊
來
源
，
故
沒
收
行
爲
便
侵
窖
了
訴
願
人
之
資
訊
自
由

 

。
因
爲
邦
法
院
並
未
考
慮
到
資
訊
自
由
之
放
射
作
用(A

u
s
s
t
r
a
h
l
u
n
g
s
w
i
r
k
u
n
g
)

，
所
以
沒
收
裁
判
應
予
廢
棄
。

2.
 

對
於
有
關
邦
法
院
基
於
本
判
決
所
引
述
之
資
訊
自
由
之
意
涵
所
爲
之
衡
量
，
法
院
特
別
必
須
考
嫌
到
下
述
幾
點

4
於
憲
法
上
不
得
加
以
非
議
之
推
論
(
遭
沒
收
之
刊
物
違
反
刑
法
之
規
定
)
並
非
意
味
資
訊
權
必
須
屈
居
次
位

 

。
在
刊
物
制
作
者
與
散
佈
者
之
言
論
舆
出
版
自
由
與
刑
法
所
保
護
的
法
益
二
者
間
所
爲
之
利
益
衡
量
，
乃
渉
及
一
個
造

 

成
危
險
源
之
積
棰
行
爲
。
反

之

，
若
一
般
大
眾
接
近
資
訊
來
源
之
管
道
已
然
開
啓
時
，
資
訊
自
由
才
對
該
刊
物
產
生
作



用

。
對
於
具
有
求
知
欲
望
的
國
民
之
基
本
權
利
地
位
，
應
予
一
個
特
別
的
利
益
衡
量
，
而
僅
有
因
資
訊
交
流
過
程
而
生

 

之

危

險

，
始
有
理
由
限
制
依
基
本
法
之
觀
念
下
係
成
年
的
，
且
有
能
力
參
與
公
共
的
意
志
形
成
之
個
人
。

b)
不
得
以
聯
邦
德
國
之
出
版
品
已
報
導
了
足
夠
的
東
德
現
狀
與
當
地
當
權
者
之
思
想
，
作
爲
壓
制
資
訊
自
由
之

 

理
由
：
因

爲

，
只
有
藉
由
直
接
的
讀
物
，
始
能
得
到
有
關
東
德
報
紙
內
所
含
之
事
實
報
導
及
言
論
一
個
更
詳
盡
的
面
貌

0

倘
若
於
沒
收
裁
定
之
時
點
上
，
某
種
例
如
第
八
次
刑
法
修
正
法
已
然
存
在
之
情
況
下
，
亦
不
得
一
開
始
就
對
資
訊

 

自
由
加
以
抑
制
。
關
於
資
訊
自
由
無
論
如
何
，
只
有
當
事
寅
上
一
般
大
眾
得
接
受
知
識
之
可
能
已
經
被
開
放
時
，
自
由

 

的
給
予
個
別
的
接
受
途
徑
(
有
關
郵
政
報
業
或
商
務
)
才
能
算
是
足
夠
。
但
此
點
並
不
然
，
因
爲
東
德
迄
今
不
再
經
由

 

開
放
的
途
徑
向
西
德
寄
送
報
紙
(
參
閱
一
九
六
九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聯
邦
政
府
公
報B

T
D
r
u
c
k
s

 v
/
i
)

。
但

是

，
 

事
實
上
另
外
仍
有
以
郵
遞
之
簡
便
途
徑
而
取
得
報
紙
之
可
能
性
，
所
以
，
國
家
對
於
報
紙
進
口
之
「引
導
」 

C
K
a
n
a
l
i
s
i
e
r
u
n
g

莉
益
即
無
優
位
地
位
可
言
，
因
爲
所
有
國
民
均
有
寅
現
其
資
訊
利
益
之
權
利
。

4
依
邦
法
院
判
決
主
文
中
所
示
，
裁
定
係
根
據
保
障
自
由
民
主
基
本
秩
序
之
刑
法
規
定
。
此
點
亦
適
用
於
刑
法

 

第

|

二
八
條
，
該
條
文
雖
係
保
障
公
共
秩
序
；
然
在
此
其
卻
僅
於
保
護
憲
法
之
觀
點
下
始
有
適
用
，
因
爲
其
係
防
止
由

 

被
禁
止
組
織
的
地
下
活
動
所
引
發
之
特
殊
危
險
。

就
必
糯
的
衡
M
而

言

，
著
重
點
不
應
在
於
對
個
別
訂
閲
者
之
影
審
所
生
之
危
險
上
，
而
應
以
該
刊
物
仍
大
量
地
輸

 

入
德
國
爲
考
量
之
出
發
點
，
且
因
此
應
審
査
於
當
前
的
關
係
中
，
於
一
般
情
形
下
是
否
已
產
生
了

 一
個
危
險
結
果
。
此

九
七



.

九
八

外

，
在
已
進
行
的
程
序
中
，
所
渉
者
應
只
有
於
東
徳
境
內
具
影
響
力
的
，
針
對
地
區
性
讀
者
的
某
些
出
版
品
，
並
非
渉

 

及
専
爲
於
聯
邦
德
國
境
內
之
煽
動
目
的
所
制
作
之
刊
物
。
此
二
種
情
況
應
於
其
範
圍
及
效
果
上
分
開
加
以
處
理
。
有
關

 

由
東
徳
進
口
刊
物
之
限
制
之
法
律
上
許
可
及
政
治
上
<
口
目
的
性
之
討
論
，
本
質
上
均
針
對
由
東
徳
輸
入
之
日
報
及
其
他

 

週
期
性
出
版
之
印
刷
品
而
爲
之
，
對
此
曾
有
見
解
多
次
主
張
應
允
許
東
徳
報
紙
以
迄
今
爲
止
之
模
式
自
由
進
口
，
只
要
 

其
不
是
以
潛
藏
之
形
式
特
別
地
作
爲
分
裂
德
國
之H

具
而
制
成
者
，
並
不
會
對
我
們
的
基
本
秩
序
造
成
重
大
趵
危
害
。
 

所

以

，
昔
時
之
®
邦
司
法
部
長j

a
e
g
e

语

士

於

一

九
六
〇
年
十
月U

十
六
曰
在
聯
邦
議
會
內
就
簡
化
德
画
境
內
印
刷

 

品
銷
售
之
法
律
爲
第
一
次
協
商
時
爲
’
曾
以
報
紙
交
流
之
相
互
性(G

e
g
e
n
s
e
i
t
i
g
k
e
i
t
M

目
標
所
爲
之
有
計
劃
的
’
持
 

績
性
的
限
制
行
爲
加
以
辯
護
’
並
贊
同
對
方
的
此
種
目
標
設
定(z

i
e
l
s
e
t
z
u
n
g
x
s
t
e
n
B
e
r
.

 de
r

 67,

 Si
t
z
u
n
g

 de
s

 

B
u
n
d
e
s
t
a
g

,®&

 31
7
5
)
，

而
認
爲
「
我
們
可
以
允
許S

B
Z
N

報
紙
及
期
刊
於
未
對
合
憲
之
秩
序
產
生
事
實
上
危
險
時

 

於
聯
邦
德
國
境
內
散
佈
。
至
於
其
缺
乏
眞
正
的
資
訊
價
値
以
及
其
原
始
自
主
的
煽
動
性
，
則
顯
示
當
時
其
並
未
眞
正
的

 

危
險J

 
(
參
閱B

T
M

刑
法
修
正
之
特
別
委
員
會
之
紀
錄
，5,

 W
P
，

頁
七
十
九
以
下
»
1
五
〇

，
一
五
八
，
一
六
九
 

;
同
前
述
之
紀
錄
，
第
八
十
五
次
會
議
，
頁
一
六
九
九
)
。

其

後

，
邦
法
院
對
此
論
證
加
以
深
入
之
硏
究
，
而
漢
堡
邦
法
院
則
以
此(

N
J
W

 1
9
6
7

 S
5
8
2
〔5
8
4
f.:IM

絕
對

 

S
E
D
&

刷
品
之
沒
收
。

d}
倘
若
邦
法
院
於
衡
童
後
並
不
認
爲
國
民
之
資
訊
自
由
具
優
位
地
位
，
則
其
最
後
應
審
査
是
否
有
特
別
的
資
訊

 

利
益
(例
如

B
G
H
s
t

 19,

 2
4
5
t2
5
6
〕

痕
使
法
院
限
縮
所
有
與
報
紙
單
冊
有
關
之
沒
收
行
爲
，
尤
其
是
在
於
沒
收
要
件



存
立
的
情
況
下
，
尙
得
依
法
院
之
裁
量
而
完
全
不
予
沒
收
。

3.
對
於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j

項
第
一
句
之
指
责
，
已
因
爲
適
用
實
質
的
沒
收
法
律
時
有
瑕
疵
，
而
導
致
系
爭

 

判
決
被
撤
銷
。
此
外
在
此
並
未
考
慮
到
作
爲
審
査
標
準
的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
參
閱B

v
e
r
f
o
E

 11,

 2
3
4
1
1

 

)
。
至
於
資
訊
自
由
之
基
本
權
是
否
需
要
一
個
特
定
的
形
成
程
序
，
例
如
設
置
對
沒
收
裁
判
之
進
；
步
法
律
救
濟
，
給
 

予
再
審
程
序
之
可
能
性
或
根
據
相
關
規
定
(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四
三
一
條
二
項
、
秩
序
違
反
法
施
行
法
第
二
條
第
十
六
點

 

版
本
下
之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四
四〇

條

，
第
四
三
一
條
)
依
通
說
所
主
張
的
，
讓
關
係
人
全
面
參
與
客
觀
沒
收
手
續
，
則

 

尙
待
確
定
。

九
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