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

於r

軍
人
批
評
北
約
組
織
核
子
嚇
阻
戰
略
之
意
見
自
由
」
之
 

判
決

-
-
聯
邦
蕙
法
法
院
第
二
庭
，
一
九
九
二
年
七
月
十
日
之
裁
判
，
載
於

E
U
-
G
R
Z

一
九
九
三
年
，
第
二
十
八
頁
以
下

墨

 

雲

：
洪
家
殷

主
文

理
由

I

、
事
件
背
景

L

「
軍
人
皆
屬
潛
在
的
謀f

」
論
點
之
源
始

 

2
-法
院
就
此
一
論
點
所
進
行
之
訴
訟
及
對
其
判
決
之
反
應

3.
 

訴
願
人
之
背
景

4.
 

法
蘭
克
福
邦
法
院|

九
八
九
年
十
月
二
十
日
之
判
決

5
.
 

訴
願
人
被
付
懲
誡
程
序

^

I

I

E

S

二
七
三



7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曇

懲

誡

庭

之

程

序 

.a)
對

馨
査
之
内
容

不

得

斷

章

取

義
 

2
非
刑
法
塞
我
下
之
謀
_

■̂
判
決
—

⑴
違
反
軍
人
法
第
十
1

六
項i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⑵
違
反
軍
人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⑶
違
反
軍
人
S

十
七
f

二
項
 

⑷
漬
職
罪

?

訴
願
人
及
聯
邦
政
府
之
意
見

L
訴

願

人

主

張

其

賣

自

由

基

_

及
平
等
權
受
到
侵
害

a)
 

只
有
一
般
法
律
可
以
限
制
意
見
自
由

b)
 

得
限
制
意
見
自
由
之
理
由 

C)
懲
誡
不
合
比
例
原
則

d)
未

簾

靡

價
値

内

貪

又

到

霞

 

d
雪

懲

誡

庭

靈

地

解

震

新

聞

啓

事

f>
原
判
決
違
反
平
等
原
則



2
•聯
邦
政
府
之
意
見

a)
 

軍
人
*

^

制

无

意

見

自

由

b)
 

懲

誡

未

侵

靈

見

表

達

自

由

 

C)
懲
誡
未
違
反
平
等
原
則

d)
 

核
S

略
未
違
反

M

、
聯
—

法

法

院

，
對

議

裁

憲

理

由

<
原

判

決

違昼
本

法

第

二

蠢

一

項

連

結

法

治

國

原

則

以

及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
 

1
法
麝
一
般
法
律
之
職
及
適
用
原
則
上
不
®

法
法
院
審
査
 

a)
^
&

意
見
自
由
之
目
的

 
2

紀
S

上
處
分
係
對
意
見
表
達
自
由
之
限
制

 

d

i

s仃
政
法
院
之
判
決i

囊

法

上

之

要

求

 

出
基
8

誤
理
解
之
判
決

e)
 
w

<
仍

有

克

製

言

S
i
m

務

 

5.
訴
願
人
可
以
援
引
上
揭
理
由

S.
必

要

花

費

賠

償

裁

定

緩

聯

馨

法

法

院

法

第

三

十

四

二

項

規

定

。



二
七
六

判

決

姜

1
_

行
政
法
院
一
九
九
一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曰
之
判
決—

 

2

 WD

 22
.9
1
-

侵
害
了
訴
願
人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項
第
一
句

 

之
基
—

利
'，
該

判

決

刪

，
本
案
由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重
行
審
理
。

2
.德
童
心
聯
邦
共
和
國
應
補
償
訴
願
人
必
要
之
费
用
。

判
決
理
由

訴
願
人
爲
四
十
九
f

職
業
軍
人
’
對
於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

第
二
兵
役
庭
——

一
九
九
一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之
 

判
決
提
起
憲
法
Iff
願
’
由
於
該
判
決
以
其
職
務
上
之
過
錯
，

從

i

降
級
爲
上
尉
。

I
 H

1
自

一

九

八

三

年

以

來

’
法
蘭
克
福
的
斐
特
烈
——

艾

伯

特

學

校

在

毎
年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爆

發

的

那

一

天

’
均

 

舉

行r

和

平

日

」
活

動

，
在
活f

,
會

提

出

阻

止

戰

爭

的

各

種

不

同

觀

點

.，
並

予

以

討

論

。

I

九
八
四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曰
以
「
釋

和

^
——

確

保

和

平

」
之

主

題

下

’
舉

行

此

種
r

和

平

日

」

’
重
點
在
於

一

^
全
反
應
當
時
大
衆
間

 

之

重

大

爭

議

，
關

於r

北

約

組

織

雙

重

決

議

」
之

實

施

，
在
西
歐
已
開
始
裝
設
美
國
中
距

®
^
器

’
其

主

體

並
f

帶

 

核

子

彈

頭

——

以r

和

平

政

策

之

核

子

耍

素

」爲
主

題

。
針

對

此

主

題

’
 
f

了
由
和
平
運
動
之
代
表
及
聯
邦
國
防
軍



之
年
輕
軍
人
蠢
之1

^
1
#

。

此
討
以
電
視
影
片
開
場

-
-
^
關
美
國
及
蘇
聯
核
子
武
器
之
概S

——

以
核
子
武S

射

在

中

歐

，
以

及

因

此

塞
S

可

能

義

之

略

毒

’加
以
討
論
。在
防
部
代
表

S

S

W

W 
\

於

說

明

北

證
 

織

和

平

政

策

之

理

念
聋

任

爱
S

 

-

確

信

核

子

置

可

以

防

止-

 i

s

「
重

防

止

孳

馨J 

共
同
®

A

A
博士’論
子
戰
重

|H
l
!g

性

’
及

因

此

生

對

市

民

之

集

體

雲

。
其
次
’
其

 

f

，
在
戰
f

 ’
人
們
如
同
軍
人
必f

某

些

事

情

’
而
這
些
事
情
！

們I

,
在

r

 1

生
活
中
根
本
無
法 

想

像

，
也
就
是
必
須
殺
死
其
他
人
——

包
括
軍
人
及
平
民
—

在
某

f
a

下
甚
至
是
集
體
的
。
因

此

-
軍
人
係
處

於
此
R

況

，
其

必

麗

由

訓

練

，f

套

墨

醤

則

，
霞

在

必

要

時

得

以

抑

髮

本

能

上

之

殺

人

障

礙

。
對

 

於

命

令

反

射

盡

執

行

’
 

到
有
此
後
果
’
即

經

由

囊

武

器

髮

之

產

4

可

能

以

按

紐

苛

計

數

的

 

人

毫

無

分

別

馨

屠

殺

。
此
在
必
要
時
，
必

述
爲

-
種
謀
殺
。
在
此
種
—

上

’
和
平
活
動
之
代
表
6
旦
稱
：r

 

任

 

—

r

s
是

 i

，
w
先
生

 

j

。
在

進

一

霞

討

 

’
■A
博
士
說
明
，
當

他

提

到

任

河

軍

人

的

謀

M
r

時

’
 

軍
人
的
訓
練
’
即
經
由
訓
練

-

以
 

謀
殺
的
集
體
屠
殺f

t

’
從
邏
輯
上
而
言
’
必
須
說
成
是
.

r

謀
殺
的
技
巧
」
。
.在
此
關
係
上
’
其
提
到
’
 

r

在
聯

 

邦

國

防

置

中

’
有
十
五
個
月
之
長
的
謀
殺
訓
練
’
特
別
是
在
最
初
的
二

f

」
。

Z

S

A

f
 S
a

5

i

i

s

n

?

»
-

法

法

院

一

i

—
w

 i

九

八

六

年

九

月

四

日

判

靈

量

-
因爲
以
侮

二
七
七



二
七
八

。
壁

ii

不
服
上
訴
，由
法f

福

地

產

院

在

一

九

八

七aH
H

 一
月
八
日
院
之
判
決
，並一是

c ®

罪

(
N
J
W

 

1
9
8
8
,
—

f
f

.
)
，
此

判

決

在

大

衆

勢

起赛

及

長
S

置

(
_

D
a
u

刑

法

上

對

聯

邦

國

防

軍

尊

變

議 

N
J
W

 i
,2650

 ff
.)

 ̂

^

及

®

國
防
部
長

爲
共
1

’
提
起
上
訴
，
由

法

蘭

院

在

-九
八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蘭

被

上

訴

之

判

決

，
並

且

發

回

地

產

院

另

一

 

’
重

新

調
査

晝

囊

判

(NJ
W
.

 
1
900
9
,
 

S
.13s

7f
f

.
)

。
摄

新

的

調
査

，
篇

克

福

^

U

院

第

二

十

九

大

轚

法

庭

，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月

二

十

日

同

樣
 

地

蜃

靈

達

一

九

八

六

年

九

月

四

日

裔

決

’
並
官
吾
A
博

士

無

罪(
s
t
v

 19g
.73f

f
:
)

。
羅

判

決

畜

容
 

’
籠

國

民

罪

(
刑
法
第
一
百
三t

)
 l

i

f

 

’
因
爲
莖

口

囊

達

並

|

§

條
要®

®

害
其
 

他
人
之
人
性
尊
嚴
。

，
侮
辱
罪
(刑
—

一
百
八
十
五
條
)
之

f

要

，
蓋共
同愿

n
w
及

麗

國

 

防
軍
：̂

爲

是

i

構。
&任
何
防
軍
軍
人

i

達，

法
院
的
裁
判
，
黯

 

法

確

認

對

於

集

體

之

侮

辱

及

因

此

而

拿

構

成

羃

之

侮

辱

。
但

被

告

之

表

逹

最

後

仍

是

刑

罰

的

’
因
其

一

 

注
意
到
基
本
：

W

五
條
意
見
自
由
之
特
別f

，在
政
之
相
互

1
S 1

—

乃
是
維
S

(合

法

之

利

益

(
刑
法
第 

一
百
九
十
三
條
)

。

這
個
一
再
i

述

爲

「
軍
人
判
決j

之

灣

’
立
即
在
大
衆
間i

強
烈
的
反
應
’
尤
碁
疋f

國
防
i

軍
人
 

。
因

此

，
當

時

的

聯

邦

國

麗

爵

托

爾

騰

傷

士

 ’
在
一
九
八
九
¥

月

二

士

百

之

「
星
期
天
世
界

J

 i
n

，
發
 

表
了
以
下
聲
明
：

r

此

判

決

是

全

然

不

可

最

置

仃

的

-
雖

霞

霍

囊

個

別

事

件

*
而
且
主
審
法
官
業
已
在



始

時

聲

明

，
此

裁

判
絕
非
是
描
述m
人
爲
潛
在
謀
|

之
1

書

，
然

而

在

大

衆

間

卻

了

解
爲
就

是
i

M

書

。
基

 

於

對
於
我
們
軍
人
及
數
百
萬
以
前f

所

負

之

責

任

，p
lt
無

法

忍

受

此

種

祺

情

。
」

.此

外

*
聯
邦
國
防
部
長®

在
一
九
八
九
$

月

二

十

四

日

的

r

聯

邦

國

防

軍

觀

點

」
刊

物

上

，
作
了
以
下
公
開

 

聲

明

：

r

儘

管

此

判

決

，
我

確

信

•*誰
描
述
軍
人
是
潛
在
謀̂

I

 ’
就

是

對

和

選

生

懷

疑

。
其
損
害
了
當
時
聯
邦
國
防

 

軍

約

五

十

萬

服

役

及

數

百

萬

以

前

軍

人

之

人

性

尊

嚴

。
此
與
我
國
人
對
於
我
國
聯
^

國

防

軍

所

防

會

中

之

和

平

 

共

同

生

活

無

關

。
因

此

’
我
判
斷
此
種
不
尊0.
人

性

之

表

達

’
應

受

刑

罰

。
令

人

遺

憾

的

’
法
蘭
克
福
地
方
法
院
對
於

 

現

行

法

之

解

釋

此

種

破

壞

名

譽

之

表

達

卻

不

受

刑

罰

。
我

必

須

強

調

，
對

於

我

們

國

家

服

役

中

軍

人

之

名

譽

，
應

 

有

效

地

保

護

’
即

藉

由

最

高

法

院

之

裁

判

，
或

者

在

必

要

時

，
藉

由

修

正

當

時

可

能

不

夠

圓

滿

之

法

律

’
聯
邦
國
防
軍

 

之
軍
人
絕
非
潛
在
的
謀
^I

，
毋

寧

說

他

只

是

盡

其

義

務

，
在
緊

急i

;會
投
入
自
己
的
生
命
以
防
衛
所
有
人
的
和
平

 

及

自

由

4

括

醫

生

及

法

官

二

3.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十
一
月
四H -
星

期

六

，

「
達
姆
斯
訊
息
工
作
團
」
於
波

b
s

——

巴
登
戈
德
斯
貝
舉
辦

r

第
六
屆

 

哈
特
貝
格
座
談
會
」

’
以

「
形

成

介

於

東

西

間

霜

之

措

施

」

爲
主
題
之
討
論
會C .

此

工

作

圃

在

-
九
八
三
年
源
自
於

 

「
北
約
組
織
——

雙
重
決
議
」
之
公S

論

’
由
少
數
軍
人
所
削
立
，
結
合
當
時
約
二
百
三
十
個
軍
人
及
聯
邦
國
防
軍

 

之
平
民
i

者

’
其
並
批
評
聯
邦
國
防f

部
意
見
之
形
成
’
其
他
也
針
對
防
衛
及
安
全
政
策
’
部
隊
之
民
主
化
以
及

 

對

「
第
三
世
界J

交
運
武
器
之
問
題
等
議
題
"

二
七
九



二
八o

在

1

—

開

始

之

前

，

一

個

r

達
姆
斯
特
訊
息
」
的
成

員

，
針
對
一
九
八
九
¥

月

二

十
八
日
「
法
蘭
克
福
展
望

 

」
報

上

所

刊

載

的

法

蘭

克

福

地

院

刑i

主
席
口
頭
上
之
判
決
理
由S

明

’
認
爲
工
作
團
有
必
耍
提
出f

的

 

立

場

，
並
草
擬
出
一
份
文
件
’
 
I

在
薩
爾
地
區
傳
閱f

 ’
以
參
與
有
關
該
判
決
之
討
論
；
此
聲
明
其
後
並
向
新
聞

 

f

散

佈

。
此
由
總
數

二

十一

個
更
吕
所
f

之
新
聞
聲
明
，
具
有
以
下
之内
容
.*

r

我

們

逵

姆

斯

特

訊

息

工

作

團

之

軍

人

，
向

法

蘭

克

福

地

產

院

第

二

十

九

大

刑

事

庭

一

九

八

九

年

十

月

二

十

曰

 

所

謂

的r

軍

人

判

決
J

I

O

一
方
面
，
意
見
的
抗
爭
是
我
們
社
會
的
生
活
要
素
‘
，
另

一

方

面

，
我

們

認

爲
「
所

有

軍

人

是

潛

在

的

課

殺

者

」
的

 

陳

述

’
在
内
容

上

是

正

確

的

。

根

本

且

仍

然

-
直
®

之

核

子

嚇

阻

戰

略

’
會

使

我

們

良

心

不

安

，
因
爲
當

它

失

效

時

’
必
然
會
造
成
大
量
毫
無

 

分

別

之

屠

殺

。

相

對

於

聯

邦

國

防

部

長

，
我

們

認爲
，
對

決

及

龙

；理

由

不

同

的

討

論

，
不
論
是
在
聯
邦
國
防
i

外
部
或
内

 

部

，
都

是

必

要

的

。

我
們

穿
f

國
民
之
尊
嚴
不
需
耍
特
別
地
保
護
！

訴
願
人
f

爲

「
達

姆

斯

特

訊

息

」
工

作

幽

之

成

員

’
但

由

於

職

業

上

之

原

因

未

能

參

與

r

第
六
屆
哈
特
貝
格
座

 

談

會

」

，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十

一

月

六

日

’
由X
作
團-

0
-
^

成

員

以

電

匪

&

有

關

預

備

之

新

聞

聲

明

’
而
了
解
到
其
内



容

及

所

意

圖

之

鼇

。
因爲
其
同
意
此
項
活
動
’
並

認爲

内

囂

r

適

震

表

達j

 -

其

同

意

以

其

名

字

及

靉

作爲

 

聲
明
者
。
對此
’
其
繁
到
在
麗
前
不
苘
之
討
論

j

 〇
s

i

s

—

於
一
九
八
九
？

-
月
七
日
嘉

一

一
^
霧

旨

家

發

送

’
並

馨

工

 

作團言
人

S

的
說
明
’
要

求

修

正

得

發

射

核

子

北

約

組

織

戰

略

’
也
寄
給
所
有
翼
衆
議
院
議
員

 

〇

在
科
隆
的
市
政
通S

波
S

民

菌

會

新

疆

蠢

也

報

導

了

 
S

「
逹
姆
斯
特
訊
息
」
的

聲

明

。

4.
 

在

大

衆

間

震

#s

法
®

院
一
九
八
九
¥

月
二
十
日
之
判
決
，
由
於
國
家

^

P
D
S

 (疆

 

告
之
不
服
，由

法

在

-九
九
一
年
三
月
十

I

日

蠢

，
並

l

r

s

.

s

'
l

—

^
及

®
f

i

—

'
i

ll
之

刑

誓

i

九
十
三
條
之
說I

!

充

分

’
尤
其
i

判

決

中

，
對

襄

名

5.
 

基

於

新

聞

聲

明

上

之

署

，
對

於

訴

願

人醤

紀

置

序

*

5

1

兵

旅

的

I

九
九
。
年

四

旱

八

日

’
餐

5

之

蜃-

願

人

i

第

五

裝

黑

襲
B
在
一
九
九o

f

 

C

月
一
日
’露
訴
願
人
進
行
院

*

s

 ,
訴
願
人
對
原
先
之
處
罰
所
提



二
八
二

&

在此
四庭
在一
九九

I

年

二

月

二

士

百

，
判
1

願
人
因®

^

上
之
過
 

鍇

f

 ’
 並且在六

毎

個

nt̂
i
t

二-h
^

M

 .
,
同

時

^

程

-b
^

m
n
!

0

0
,
 i

i

»
i

i

i

»
i

i

i

i

w

 -S

A

i

s
-
 M

i

s

在

^

^

制

表

逢
i

務
，而
此
—

到
％

^
畏

所

必

(軍
人
法

|
8
+
*
-
1
(
項

>

，此

 

外

’
故
意
的
損
害
同
士i

之
義
務
(軍
人
法
¥

二
蠢
二
句
)及

職

圏

圍

外

變

義

務

 <

 軍
人
 

法

罕

七

麝

二

項

第

二

句

)

。

訴
願
人
對
此
判
決
——

基

籍

罪

之

目

的

——

以

及

肇録

糞

目

一

圍
内
以
降
級
爲
目
的
丨
 

i
囂

起

上

訴

。

7.
對

於

一

九

九

-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曰

^
5

*

之
判
決
.，
！

行
政
法
院
第
二
兵
役
庭
駿
回
訴
願
人
之
—

 ’
並
基

於

驚

上

之

過

錯

’
 
i

蠢

上

尉

一

4
早

_

紀

律

糞

目

秦

？

法
院
f

 ’
訴
願
人
在
新
聞
聲
明
上
之
簽
名
’

爲

依

照

軍

人

法

第

六

項

’
第
十
二
：W

二

句

’
第
十
七
條

第一項，第

二

囊

二

旬

。

a)
因
爲
r
s
^

^

g
^

J
I
作
画
一
九
八
九
¥

 
I

月七日之̂

®

明，已

經

,所
以

1

 #

î

#
s

i

i

§

s
 =
 f

 i

i

f

f

i

s'

落

及

文

旬

••肇

靈

醤

〇

因

此

，
法
^

明

中

*
震

f
隻

固

的

及

晷

，
而
此
係
訴
願
人

î
5i

H

他
上
 

訴

審

理

中

之

辯

詞

耍

拘

束

。
準

此

’
在

聲

明

的

第

三

舉

所

包

含

禹

容

(

r

根

本

且

黛一

 

核

子

置



戰

略

’
會
使
我
們
良
心
不
安
’
因爲
當
其
失
效
時
，
必
然
會
造
成
大
量
毫
無
分
別
之
屠
殺
。
」
)
顯
出

爲
中
心
文
句
。
 

軍
人
由
此
了
解
其
拒
絕
核
子
武
器
之
初
次
發
射
’
且
已
給
予
對
於
由
北
約
組
織
所
持
之
核
子
嚇
阻
戰
^

心
不
安
的
印

 

象

，
以
使
聲
明
之
相
對
人
了
解
到
，
其
在
道
德
及
倫
理
上
不
負
責
任
的
核
子
武
發
射
於
此
戰
略
上
疏
失
時
之

S
慮

，
以
 

及
其
會
激
起
適
當
地
批
評
意
兒
形
成
。
聲

明

中

之

第

I

段
i

四

段

，
針

對一

九
八
九
年
十
月
二
十
日
法
蘭
克
！̂

方

 

法

院

之
判
決
，
得
歸
類爲
政
治
上
之
聲
明
，
並

追

求I

定

之

目

的

。
本

此

觀

點

，
訴
願
人
之
辯
詞
可
以
理
解
爲
1
其
藉

 

由

聲

明

有

助

於

關

於

地

產

院

判

決

之

討

論

之

裏

’
且

將

反

抗

依

其

意

見

被

提

出

之

判

決

賽

。
關
於

A
博
士
無
罪

 

之

討

論

’
尤
其
此
項
文
句
所
激
起
：

「
任
何

&

人
是
潛
在
謀
f

」

。
此
文
句
在
新
聞
聲
明
第
二
段
第
二
部
分
被
採
納

 

，
並

以r

所
有
軍
人
是
潛
在
的
謀S

」
被

重

複

。
因

此

，
訴
願
人
認爲
該
文
句r

在
内
容
上
是
正
確
的
」

，
在
其
表

 

逢
内
容
上
已
適
當
聲
明
’
其

在

呼

反

對

核

子

嚇

阻

戰

略

’
第
三
段
中
特
別
在
底
下
劃
線
’
以
便
在
意
見
形
成
之
過

 

程
S

現
並
特
別
注
意
及
傾
聽
。

因

此

’
其
藉
由
特
別
是
針
對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人
民
之

r

訊

息

」

’
使
其
考
慮
到
關
於
北
約
組
織
之
戰
略
’
以
 

及
對
此
問
題
之
討
論
，f

li
克
福
地
方
法
院
所
探
討
的
，
此
亦
已
在
聯
邦
國
防
軍
内
推
動
，
宜
(已
藉
由
宜
(表

示

，
認

 

爲

r

所
有
軍
人
是
潛
在
的
謀f

在
内
容
上
是
正
確
的
，
無

論
如
何
，
在
客
觀
上
且
根
本
就
是
視
爲
是
所
有
聯
邦
國

 

防
單
人
。

2.

與
訴
願
人
之
答
辯
相
同
，
法

庭

並
不
將
「
謀

殺
者

J

之
概
念
了
解
爲
刑
法
第
二
百
十
一
條
之
法
律
上
{歪
我
了
 

而
是
依
據
此
i

釋

’
即
已
在
法
蘭
克
福
地
方
法
院
對
被
告
所
已
承
認
的
’
當
作
是
對
於
一
個
人
價

値
之
描
寫
’
其
在

二
八
三



二
八
四

倫
理
/
道
理
上
以
高
度
不
正
當
之s

作
爲
。

「
潛

在
的
」
意
藹
依
照
一
般
及
解
釋
(
督

定

’
德
語
及
外
寐
ilL
g
^

IE
確

 

寫

法

，
第

十

九

版

，

一
九
八
六
年
，
第
五
四
一
頁
)

，

r

可

能

的

，
有
可
能
性
之
狀
態
」

。

.d
倘
若
訴
願
人
歡
迎
「
軍
人
判
決
」
，
並

提

出

「
意
見
之
抗
爭
」
-
苴
(有

關

r

核
子
擴
散
戰
略
」
之r

良
心
上

 

不
安
」
已
經
顯
示
出
來
，
此

外

-

「
相
對
於
聯
邦
國
防
部
長
，
我
們
認爲
，
對
於
判
決
及
其
理
由
不
同
的
討
論
，
不
論

 

是
在
聯
邦
國
防
i

外
部
或

内
部
’都
是
必
要
的
。
」以
！

國
防
軍
軍
人

r

尊
嚴
之
特
別
保
護
」
，
其
說

 

是
與
紀
律
法
上
無
關
的
’
且i

建
管
之
控
訴
中
正
確
地
以
此
非
違
反
義
務
。
藉
此
其
在
新
聞
說
明
中
’
經

由

r

此
 

表
達
在
内
容
上
是
IE
確
的
」
’
根
本
就
是
將
聯
邦
國
防i

軍
人
當
作r

所
有
軍
人
是
潛
在
的
謀
殺
者
」
’
而
且
其
以

 

之
爲
可
能
之
謀
殺
者
，
也
已
具
有
倫
理
\
道
德
無
價
値
之
判
斷
，
其
作
爲
一
個
軍
人
已
不
尊
重
聯
邦
國
防
軍
及
其
軍
人

 

之
地
位
及
任
務
’
如
同
其
依
基
本
法
及
軍
人
法
上
所
規
定
的
’
並
在
很
多
方
面
有
責
地
違
反
了
其
職
務
上
之
義
務
。

⑴
新
聞
聲
明
上
之
錢
名
，
違
反
了
軍
人
法
第
十
條
第
六
項
i

十
七
S

一

項
之
軍
人I

找
務
。
依
軍
人
法
第

 

十
條
第
六
項-
s

{目
及
士
兵
於
其
職
務内
外
之
表
達
應
受
抑
制
’
此爲
獲
得
上
級
信
賴
所
必
要
的
。
依
照
軍
人1

十

 

七

條

第I

項

，
軍
人
必
須
遵
守
紀
律
，
因
此
苴
(應

對

長宫
忠

誠

並

在

機

構m

制
地
適
應
且
服
從
。
任
何
長
官
及

 

軍
人
固
然
不
藝
邮
止
，
自
由
表
達
其
意
見
。
但
是
如
果
他
不
願
意
損
害
到
他
的
威
信
(
對
下
級
而
言
)
及
其
忠

誠

(
對

 

上
級
長
官
而
言
)-

則
須
審
i

、
克
制
地
且
客
觀
地
提
出
其
看
法
。
閲
明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一

i

本
人
權
之
}
^

 

及
其
特
別
價
値
内
容
之
範
圍
’
係
開
始
於
依
眾
人
法
¥
観
六

項

之

表

達

抑

制

’
及
依
基
本
法
第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在

 

r

意
見
抗
爭
」
中
之f

紀

律

，
藉
由
意
見
之
宣
示T
與
以
此
對
職
務
之
干
擾
，
聯
邦
國
防i

功
能
性
遭
受
妨
礙
5



如
此
就
是
這
種
情
形
’
當
由
於
表
達
-
長

官

將

不

焉

毫

無

限

制

地

熟

S

M

導
、訓

練

任

務

，下
級
顯
出
忠

 

誠
有
問
題
，當
士
兵
因
此
不
再
，其
會
正
確
的
、不
偏
地
、

履

s

f

經
由
其
在
職
稱
下
之
表
示
’
以
及
公
開
地
散
播
特
定
之
聲
明
’
其

認
爲r

所
有
軍
人
是
f

謀

馨

」
之
一
一
=
■

’
 

在
内
容
上
正
確
’
訴
願
人
已
經
是
不
客
觀
地
'
 

及
抑
制
地
表
達
’
而
是
以
廣
告
式
地
及
流
行
小
說
方
式
地
{旦
示

-

麗
如
同
毫
籠
別
的
政
籰
暴
達
丨
此
也
且
根
本
就
是
以
馨
尊
嚴
及-B

-S
S
S

方

式*

肇

昼

辱

聯

 

邦
國
防
軍
的
軍
人
’
此
在
聯
邦
國
防
軍
的内
部
’
 

行

激

起

了

無

益

的

纏

’
且

在

聯

邦

國

防

幕

 

地
濫
用
。

「
所
有
f

…
…
」
之

馨

一

*

^

面

地

置

是

羹

異

地

.
’
其
也
是
廣
雲
的
及
流
行
小
說
式
的
’
此
種
表
達

 

認
爲
聯
邦
國
防
軍
之
軍
人爲
正
確
的
，
因
爲
其
拒
絕
所
有
在
核
子
擴
散
戰
¥

被
迫
以
核
子
武
器
所
爲
集
體
毫
無
區
别
 

地
屠
殺
。
訴
願
人M

i
知

悉

’
在
防
衛
之
狀
況
下
如
果
發
生
此
種
情
形
，
也
只
_
很
少
部
分
的
軍
人
-
會
直
接
或
間
接

 

地
從
事
核
子
武
器
之
發
射
。
此

種

蠢

以

宜

雲

’
也

不

足

以

具

署

讓

蘭

克

福

r

軍
人
判
決j

。
因

此

’
 

其

以r

所

有j

軍
人
有
此
可
能
’
在
倫
理
及
道
德
上
高
度i

之
行
爲
’
以
說
明
「
成爲
並
一
良
心
謀
—

之
狀
態
及
可

 

補

j

,
其
也
是
且
根
本
就
是
顯
示
出
霧
邦
防
軍
的
軍
人
爲
$

的

、
情

且

r

 ®

的

」
效

果

的

謹

。
其

 

簡
直
就
是
在
討
論
問
題
上
「
火
上
加
油

J

 
’
且
挑
起
了
聯
邦M

M

軍
上
級
'
0

及
下
級
軍
人
間
之
矛
盾
’
此
已
藉
由

 

政
治
動
機
的
努
力
而
被
強
化
’
且
藉
由
嚴
重
地
責
任
感
’
扭
曲
了
其
職
務
上
之
墓
我
及
正

t

"
聯

邦

國

防

至

軍

人

 

並
不
是r

軍

豐

義

者
1_
’
而

是

民

主

匿

之

國

民

’
其
要
^

5

秦

及

下

級

’
以

蜃

及

尊

敬

套

良

知

二八五



二
八
六

判

斷。
此

種r

認
爲
是
正
確
的
.

一
一

糞

達

4

以

在

麗

國

防

軍

_

篇

被

誤爲

r

所
有
軍
人
S

在

的

謀

馨
 

J

。
在
®SiSSt

明
中
採
納
此
S

容
-其
是
如
此
議
似
的
和
置
義
者
’

 i

K

拒

絕

任

何

的

肇

防

衛
 

-

在

有

麗

謹

聯

邦

共

和

國

之

防

重

織

之B

，尤
其
是

爲

國
家
男

一

部
分
之
防
軍
及
其
軍
人

 

>只因

爲
其存在}

辱

-■因此

-

l

A

^
i

f

u

—
m

 

r

所

有

軍

人

是

籩
 

的
謀
_

」
在

内

容
上
壁
確
，
他

已

麗

絕

本

法

及

倫

理

\
道

德

露

軍

位

及

任

窆

要

求

，
此

s

l

s

x

l

i

x

^

 -

其

藉

由

新

屢

明

所

追

裘

晷

已

經逹

成

’
已
不
I

s

納
先
前
之
說
明
4

至

因

此

在

闔

明

依

基

銮

第 

五s
m

 一
項
自
由
意
達

-N
W

I
利

之

特

別

囊

及

範

圍

’
亦
已
不
再
是
必
要
的
’
蓋
此
種
表
達
之
適
用
’
已
逾

越

了

輩*
-
|
-
^
^
條

'
 ¥

七

置
一
項
-Nii ^

 -

s

訴
願
人
巳
曼
旬
之
簽
名
-不
僅
僅
是
相
互
間
之
認
許
，而

其

麓

S

考
慮
及
尊
重
 

，

害
S

邦
®

^

其

他

同

妻

蜃

及

蠢

，
且

因

此

靈

了

 

1

條
第
二
句
I

同
志
關
 

係

產

務

。
軍
人i

十

二

簾

二

旬

係

在

防

止

此

種

行爲
-
即
在
客
觀
上
而1M

 ’
馨

到

軍

隊

之

團

結

’
彼
此
間
之 

震

及

蠢

*
 S

互
間
之
投
入〇

 

結
*在

賽

上

乃

立

裔

係

i

爲
S

上

之

任

務

* 

要
求
相
互
之
®

及

確

信

’
與
無
條
件
的
得
以
彼
此
互S

賴

二

個

軍

人

若

嘉

壽

同

奎

尊

嚴

及

價値

S

利
 

，
醬

棄

此

霜

互

間

，
且
干
擾
了
因
此
而
來
之
蠢
上
團
結
以
及
最
後
部

S

投

入

。
上

贅

官

由

餘

種
 

S

 ’
同
時
S

毀

了

其

需

。
在

聯

邦

國

防

至

肇

霸内

’
 

從
幕
別
之
囊
’只

囊

在

確



信
及
®

之

上

’
因
此
若
違
反
了
同
志
—
i

務

’
將
髙
度
地
危
f

 

團
結
及
i

性

。
®
^
願
人
所
f

 

之

聲

明

，
表
現
出
嚴
重
之
毀
謗
及
$

許
之
誣

蔑

’
 

：！̂
^

聲

明

’
其
他
的
軍
人
在
道
德
上
已
不i

。
因

此

’
聲
明
 

之

，
已
向
其
同
志
1
6
^
了
§

務
上
之
倫
理
，
其

t
w

-
<

已

在r

工
怍
—

j

中

加

入

毒
氣
，
其
權
威
發
生 

問

題

-
且

深

麗

干

擾

了

彼

此

間

之

議

’
以

及

在

急

迫

與

危

險

時

互

相

予

以

協

助

之

蠢

。
因

爲
這
並
非
取
決
於
’ 

是

否

以

及

那一
 ̂

^

國

防

軍

的

芡

’
由

馨

訴

願

人®

^

 

之
倫
理
\
道
德
上
無
1

之
判 

斷

耍

譽

 >
 或
_

覺

到

饕

害

-
此
毋
寧
是
在
於
-
釐

文

旬

馨

地

干

擾

了

訴

願

人

之

同

志

之

尊

嚴

及

覆

>

 

違
反
了

 

十

二

謂

二

句

之

職i

務

。
藉
由
此
i

定

以

編

同

志

之

尊

嚴

，
儘
管
刑
法
第
一
百
八
十
五
條
 

已
f

護
人
性
尊
嚴
之
一
般
性
法
益
；
因爲
在S

i
M

上
——

不
—

i

法一

^
不

是

在

應

錯一

般
人
所
保
證
 

法
益
之
保
護

 '而

是

以

講

秩

運

作

-餐
因
此
而

i

軍

隊

功

蜃
爲

目

的

*
 S

篇

判

決

對

於

大

多
 

數

人

之

侵

蠢

力

在

此

不

。
訴
願
人
不
得
主
張
刑
董
一
百
九
十
三
條

爲
蠢
理
由
；
因

爲
此
規
定
並
不
存
在

’
且
不5

^
^

適

用

-
因
爲
在

合

理

的
範
圍
齋
表
達
出
正i

評
’不
得
違
上
級
及
下

f

職
務
 

義

務
C
獲

告

發

的

文

旬

中

所

顯

示

出

之

蠢

同

董

倫

理

\

道
德
無
價
値
之
s

 

第

五

權

一

項

中
 

之

權

利
及
意
義
'
並
無
法
證
明
是S

的

0

(3)
此

外

’
訴f

也

軎

文

句

之

■
,

違
反
了
基
本
法
¥

七

條

第

二

囊

二

旬

之

義

務

，
即
不
服
勤
務
 

時

，
其
在
職
務
上
之
軍
營
及
設
施
外
之I
M
 

-

不得嚴重地侵防

i

f

,
以
及
在
其
職
務
上
之
§

所 

必
要
之
尊
重
舆S *

。
當

~ 

©
W

人
之
行

爲
，在
客
已
適
當
^

gf

上
述
之
效
果
時
’
即
已
足
夠
；
不
需
要

二
八
七



二
八
八

侵
害
之
證
實
。由
於
訴
願
人

^
^

3
*

文
旬
之

内
囊
示
同
意
，此

已

適

當

國

防

軍

產

嚴

之

 

職

務

’
 

出
1

。
糞

願

人

^

防

置

「
内
部■

 

1

分

子

」

’ S

要

-
’此

 

地
描
所
有
軍
人
爲
f

謀

馨

是

「内
容
上
正
確
的J

 
’
且
其
因
此
必
然
也
視
聯
邦
菌
防
軍爲
潛
在
的
謀
殺
部
隊
’
那 

麽
一
個
理
性
的

 '客
觀
的

f

値

的

’必

形

，霞
德
墨
5
1
共和國部隊之倫理

\

道德

 

i

法

-
霉

蠢

之

謹

❶
其
必
然
由
此
議
•■即

轚

並

未

有

責

任

去

本

法

之

蜃

秩

序

 '
公
益

 

、

麗軍人在誤解之麗中，
成

爲
S

德

上

商

者

-訴雙
奎
張
，乃

 

是
降
低
了

 i

會

對

上

級

、
同
級
及
下
級
軍
人
之
評
價
’
其
眨
抑
了
其
在
職
業
上
之
自
知
及
道
德
上
之
完
整
性
，
尤

 

黌

撤

除

了

舊

其

職

務

上

之

醫

我

務

不

穩

固

"
且
侮
辱
丁
聯
邦
國
防
■

鼉

褽

國

家

社

皇

義

不

法

政

權

之

 

i

»

f
 

i

s

-

w
g

K
S

賴

五

蠢

一

 ？

-

亦

不

蠢

鼍

墨

的

G

⑷
虜

訴

願

人

有

責

地

違

反

了

軍

人

六

項

，
¥

二

權

二

句

，
第
十
七
條
第

I

項

，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之
職i

W

務

，
其
已
觸S

 了

軍

人

法

第

二

十

三

握

一

項

之

職

務

謹

。

錯

’
 

’
 

w
^
l
l
l

的。

离容上「所
有
的
謀
馨
」—

 

訴

’
訴
願
人
已
損
害
了

 

防i

委
託
’且

以

方

式

’干

f

邦
國
防
i

軍

人

’
 

之
 

舆
倫
理
/
道
德
上
之
正
當
。
聯
邦
國
防
軍
是
民
主
的
部
隊
’
尤

其

法

治

國

家

之

防

衛

’
苴

勢

於

和

平

之

要

求

 

暴

略

之
S

。
作

爲

部

’
麗

國

防

囊

到

達

及

法

，
同

時

也

靈

疆

法

-般

原

則

產

束

。
軍
人



被
S

倫K
N

道
德
上
無
價
値
—

斷

’
成
爲

「
漥

的

謀

馨J

 
’
乃
是
f

l [
的

及

靈

的

’
其

以

任

何I

篇

 

邦
國
防
i

軍

人

’
在

履

行

其

馨

上

之

義

籌

*
 

上

馨

達

高

靈

不

夠

馨◊ ®

$

I
此
法

上

之

軍

人

，
必
然
會
產
生
懷
疑
*
 _

其
已
正
確
地
掌
握
了
由
基
本
法
及
軍
人
法
所
規
定
其
職
務
上
之
意
義
及
服
務
。

此

籌
m

會

發

生

在

此

種

具

嘉

畏

職

位

之

譽

’
耋

是

如S

願

人

譽

i

人
之
職
級
越
，

 

因
宜
M
擁

有

之

上

級

權

簾

霣

泛

’
在

此

例

中

陰

加

麗

-

在

表

畢

馨

’
黯

同

在r

露

斯

斯

特

訊

息J

之
聲
明
中
所
包
含
的
’
且
在
其
職
務
上
所
造
成
之
拒
絕
將
更
形
嚴
重
。

在

評

價

其

鬵

過

錯

時

，
違
背
同
士
 
也

具

之

靈

，
因

爲
訴
願
人
將
軍
人
之
同
士
裡
與

r

謀
殺
可
能
 

性

」
同

等

看

待

，
已
侮
辱
到
同
士

 

,
並
在
倫
理

\

 

無
®

^

斷

上

，
加

-

訴

願

人

蠢

警

’
對
於
其
行爲
之
整
+體

評

價

’
尚

蠢

到

無

法

負

荷

之

地

步

’
以
致
於
對
於
法
庭
而

一
一吕
’
剝
奪
 

其

職

務

關

靈
J

問

題
i

s

務
過
錯t

v
W
!

量

重

-
在
責
任
上
之
效
果i

度

-
訴

願

人

不

得

霞

8

轶

 

警

之

擊

"
由

於

其

作爲
軍
人
所
提
出
之
麗
—

國
防
軍
地
位
及
委
託

 '
在

倫

理

及

道

德

上

之

蜃

値
判

斷

-
使
 

f
藝

馨

之

撤

除
爲

無

可

避

免

的

。
但

是

此

糧i

只
侷
限
於
職
等
-
在

此

仍

到

，
訴
願
人
長
期
以
來
在

 

職
務
期
間
之
優
良
表
現
，
以
及
已
證
明
在S

、活動
力
所
務
上
之
表
揚
-

對

醤

序
上
之
中
止
’
訴

願

人

清

癀

關

明

上

二

十

一

個

紀

8

上

訴
追
之
不
同
手
册
之
指
示
所
要
 

求

的

’
並

無

理

由

。
其
得
以*

-
W

 ’
 _

是

由

於

璧

到

平

等

遭

之

屢

原

則

以

及

正

當

程

2

權

利

’
覆 

爲
程
序
阻
礙
*

蓦

者
之
齧
人
中
只
嘉
人
讀
以
之
程
序
丨
以
逵
慰

一

傲
百
之
葛

〇

镘

者

二
八
九



二
九
o

之
情
形
並
不
嘗
，
倘

董

無

兩

糞

他

方

式

之

案

件

已

力

的

被

決

定

*
則
應
一
直
存
有
轉
■

院
懲
§

 

可

能

性
i

鑒
於
目
前
法
庭
之
裁
判
’
對

篇

起

暮

亦

得

惠

原

因

’
對
2

他

「
達
姆
斯

S

息J

 

H

作
團
新
聞

聲

明

，
立即予以̂̂。

4

由
其
憲
法
訴
願
’
訴

願

人

率

篇

本

董

五

條

第

一

項

量

三

條

第

一

麗

本

權

利

之

侵

害

，
提
出
反
駁
。

a)
 

該
判
決
因
此
已
抵
觸
了
基
本
法
第
五

f

 

1

項

’
囡
爲
屬
i

本
i

五
條
第
二
項
之
法
律
>

 S

只

 

有

可

以

適

用

馨

個

人

之

法

律

規

定

-
才
得
設
定
實
現
自
由
運
作
之
範
圍

。

此

意

馨
i

人
之
意
見
表
達
只S

此

 

• iV#

涉
及
紀I

b
K

,
當
其
*

—
案
在
此
並
非
如
此

一

^
照
一
般
§

也

是

，
亦
即
依
照
刑
法
典
且
尤
宜
；是
依
照
刑

 

擔

一

百

八

十

五

條

-
是

被

禁

止

的

。
對

此

-

在

基

本

法

第

五

爾

二

項
i

之

一

般

法

律

，
並
未
提
到
軍
人
法
之
特

 

別

職

務

秩

序

規

定

，
因爲
其
在
此
根
本
不
涉

及

對

任

何

人

裹

之

一

般

法

律

；
因

此

，
軍
人
法
適
用
在
新
聞
聲
明
之
簽

 

名

者

，
違

背

了

基

本

法

第

五

蠻

-
項

。

b)
 

除
此
之
外
i

人

法

規

驀

意

見

自

由

之

限

製

只

有

如

此

才

是

含

誇

’
即

在

個

華

*
此

對

於

高

輕

 

會
利
益
之
確
保
i

其
是
避
免
職
務
運
作
之
干
擾

-

對
於
B

國
防
軍
功
能
性
之
保
證i

防
止
聯
邦
國
防
軍
防
_

 

託
之
危
險
，
所
必
要
的
。
只
有
當
具
體
的
努
被
確
認
’
即
鑒
於
意
見
自
由
之
基

i

利
慣
値
設
定
之
意
義*

在
憲
法

 

上
被
證
實
爲
正
確
時
’
基
畫
利
聲
又
益
者
必
須
退譲
_

他
方
面
之
權
利
？

在
所
籰
之
判
決
中
缺
乏
此
種
具
體

 

之
確
認
-
旣

審

生

屢

邦

國

防

麗

於

其

功

能

性

或

其

防

雪

託

之

具

翔

險

 '
亦

M
壽
其
職
務
運
作
上
之
具
體



干
擾

〇

其

對

於

由

基

本

鋈

五

條

所

生

臺

之

限

鏨

不

充

分

 >
 當
所
震
之
判
決
只
是
針
對
此
種
想
像
上
之 

可

能

性

，
即
有
時
可f

在
聯
邦
國
防
軍
之
領
_

發

生

干

擾

。
以
此

I

正
特
定
之
意
見
及
從
事
紀®y

a

上

之

懲

罰

， 

並
不
_

分

。
其

次

，
此

翼

逵

並

不

會

引

致

該

當

之

干

擾

。
此

由

訴

願

人

所

馨

之

聲

明

，
在

此

旣

非

罢

面

的

， 

亦
8

率
地
予
以
評
價
；
此

一
si

於
在
核
子
武
器
之
發
射
上
，
被
強
調
對J

在
倫
理
\
道

德

上

醫
爲

i

謀
殺
 

者
——

對

於

慕

見

之

地

位

’
在i

般

公

蘭

之

討

論

的

獲

佈

*，其
甚
至
在
此
發
現
其
反
應
’
即
此
問
題
’
是

 

否
以
及
在
何
種
條
件
下
，
按
子
武
器
之
發
射
，
在
戰
爭
國

®

一

得
成
爲<1口

法
的
，
甚

至

在

專

業

知

有

爭

。
再

 

者

，
聯
^
0
防
部
之
1
§
及
；*

*

部

門

，
以

西

產

子

戰

略

「
有

糧

之

回

應

」
^
4
^
違
反
國
|

的

。
此
說

 

明
了
在
法
律
上
呈
現
出
’
 
一
個
遵f

約

組

織

之

戰

略

而
释
之

核

子

武

雲

射

’
得

糧爲
刑

法

第

二

百

十

一

條

意
 

義

之

殺

人

者

。
基

此

背

景

，
相
對
地
仍
有
很
多
訴
願
人
和
緩
之
意
見
表
達
，
絕
不

S

評
價
爲
非
f

之

宣

示

。
因
此
 

，
不
得
被
說
成
是
危
害
聯
邦
國
防
軍
。

C)
此

外

-
兵
役
法
庭
所
施
予
之
紀
律
上
措
施
也
是
不
合
比
例
的
，
而
且
基
此
觀

S

違

反

了

蒙

法

第

五

權

 

1

項

之

規

定

。
甚

至

當

由

此

出

發

’
即
在

f

之
權
利
關

係

中

’
公f
蕃

被

允

許

’
以
公
開
之
意
見
表
達

爲
違
反
義

 

務

’
而

加

以

禁

止

’
而
該
意
見
表
_

破

壞

聯

邦

國

防

董

功

能

性

’
因
此
藉
由
此
種
確
認
’
並
不
拘
束
其
得
採
取
任

 

何

製

’
以

貫

澈

前

述

之

禁

止

。
此

意

見

表

達

之

裏

’
其
所
顯
示
出
之

4
?

^
*

:

所

規

定

之

制

雙

間

.
必
須
存

 

嘉

過

衡

量

蠢

係

-
且
不
容
許
國
家
之
過
度
反
應
。
因

爲
’
在

另

一

方

面

’
 

高

度

’
墓

得

意

見

自

由

 

表
逹
之

風

險
爲
無

法

承

受

的

。
然

而

，
在
訴
願
人
之
情
形
中
，
被

處

罰

之

降

級

-
甚
至
將
訴
願
人
意
見
之
表
達
視

爲
職

二
九
一



二
九
二

務
過
錯
，
超
出
習
慣
上
對
於
軍
人
在
大
衆
間
違
背
職
務
之
意
見
表
達
所
被
處
罰
之
範
圍
•，
其
遠
遠
地
逾
越
了
類
僵
況

 

在
一
般
刑
法
，

S

可
刑
罰
表
逵
所
適
選
限
度
。
因
此
，
贵

此

種

*

嚇

阻

努

，
已
S

到
出

 

i

本
法
第
五
條
核
心
之
基
本
權
利
。

,d>
鬢

上

，
獲

TT
政

達

此

益

未

注

意

到

，
限

漏

奮

利

運

$

鋈

*
在

此

方

面

必

額

此
_

及

解M
l

本
櫂
利
之
意
義
’
即
基
—

利
之
特
別
價値
内
容
’
無
論
如
何
必
須
被
維
護
。
此
乃职
決
於
’
在
解
釋
—

意
 

見
自
由
之
軍
人
法
規
範
時
，
對
於
其
在
政
治
上
論
辯
之
公
開
批
評
之
容
許
性
上
，
並

未

被

允

許

高

的

要

求

.
-
此
 

在

所

震

备

決

中

被

忽

視

。

e)
法
院
對
於
在
新
聞
聲
明
中
所
包
含
之
表
達
，
最
後
並
未
採
取
與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
致

之

方

式

’
而
有

 

瑕
疯
地

解

釋

-
代
之
以
聲
明
所
要
求
之
整
體
判
斷

-

法

院

露

紀

律

上

之

評

價

 >
 只
針
對
聲
明
之
部
分
i

包
括
此
旬
 

「
所
有
軍
人
是
潛
在
的
謀i

。
因

此

’
此
部
分
之
聲
明
被
孤
立
且
*

^

到
聲
明
問
之
關
聯
而
被
評
價
，
法
院
直

 

嫌
到
職
務
過
錯
之
確
認
0法

院

明

之

解

釋

分

到

整

農

況

-那
個
部
分
之
聲
明
應
謹
明

 

〇

大
衆
間
之
政
治
氣
氛
丨
在
新
聞
聲
明
之
時
點

 >
 對

於

法

黌

福

地

S

院

所

謂r

軍
人
判
決j

存
有
過
度
之
批
評
= 

在
大
衆
之
批
評
中
，
很

蠢

有

瑕

疲

地

評

論

該

判

決

’
鬆

像

任

何

人

從

此

可

以

不

受

刑

嚴

稱

呼

f

爲

謀

馨

-

 

上

’
「
潛
在
的
謀
？

概

念

’
對
於
在
法
蘭
克
福
程
¥

壁

芝

醫

生

’
也
只
有
在
與
核
子
集
體
屠
殺
手
段
之

 

發

籍

關

連

時

’
才

蠢

用

 '
也
只
有
在
此
情
形
’
才
得
宣
示
無
罪
。
因

此

’
蕾

新

聞

聲

明

’
磐

者

已

經

指

出

此

 

在

公

爵

論

中

並

未

被

充

分

考

慮

到

觀

點

*
而
且
藉
此
將
有
助
於
不
同
之
公
爵
論
•
，
對

此

i

s

疋

馨

蠢

於

最



近

以

核

子

大

量

纛

武

器

之

霧

-
作爲
基
礎
之
雙
方
■

馨

之

_
戰

略

*
所

引

賛

心K
-

安

之

謹

，
迄
今
在
 

此

背

景

上

於

公

動

，
應
該
再
度
激
起
公
衆
之
良
知
。
對
於
同
—

聯
邦
國
防

i

貶

抑

，
並
不

適

蠢

翌

之

慧

。毋
寧
說
其
目
的

s

 ’
 

，
軍

人
辇

無

法

承

變

問

題

-
於

黯
 

國

防

軍

之

内

外

以

及

基

墓

在

負

防

晝

任

之

政

治

家

’
聳

知

悉

、

B

並
得
糾
正
缺
失
。
所
有
這
些 

S

 ’
對
_

願

人

意

暴

謇

畫

要

的

，
但

所

顰

之

判

決

並

未
S

謙

分

肇

視

。

倘
若
聯
邦
S

法

院

論

及

’
此

聲

明r

而
且
也
根
本
就
是
以
_

尊
嚴
及S

之

秦

干

擾

及

侮

辱

聯

邦

國

防

軍 

之

軍

人

」

’
也

是

對

馨

明

不

容

許

之

解

釋

。
此
聲
明
在
整
體
關
連
上
是
在

I

 ’
所

有

的
軍
人
’
但
並
不
特
別
指
明 

是

—

國

防

t
P
h
N
E
s
K

。
如
—

所
有
的W

-
<

 ’
則
因
此
其
得
免i

辱

’
因
爲
其一

^
早
在
刑
法
中
對
於
人
群
侮 

辱

努

所

發

展

出

之

裁

判

——

缺

乏

震

侵

害

紀

8

理

馨

必

要

之

—

性

-
在

刑

法

只

奪

侮

辱

’
當
此

 

有
問
題
之
人.

0
^

圍

充

分

地

被

霞

及
f

 ’
也
必
須
同
時
適
用
於

S
g
M

上
對
於
侵
害
尊
嚴
之
評
價
’
軍
人
法
在
此 

不

爵

於
f

國

防

屢

立

特

別

的

尊

嚴

保

護

 
'
此

種

進

一

盡

限

制

自

由

意

見

表

逵

逢

產

利

，
而
此
只

 

有
在
刑
法
第
一
百
八
十
五
條
才
有
3

 

〇

訴

願

人

是

軍

人

’
因
此
也
不
願
軍
人
團

S

此

地

嚣

辱

。

最

後

’
 1

軍
人
法
之
規
定
’
因
此
並
不
得
限
—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之
基
^
4
*
^
 ’
因

爲
此
規
定
抵
？

基

本
；̂
}
5
^
九

簾一

項

第

二

句

之

屬

要

求

。
由

兵

役

法

庭贯

還

規

定

’
不

得

限

鏨

本

法

第

五

條

之

基

_

利

°

n
紀
S

院
之
判
決
也
纛
了
基
东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之
規
定
，
此

被

釋

之

律

措

施

逾

越

了

在

類

似

二
九
三



二
九
四

»

1

 *
 

——

如
同
以
上
所
述
的

一

M
f

f

i
s

s

s

i

s

s

 - 

►
 i

^
i

f

T

i

- - 
s

 - n

^

l

 *
 I

-
不

善

黯

法

或

是

在

特p

瘻

之

蜃

’
鬆

公

開

之

評

論

之

賓

蠢

’
迄

以

類

似

之

醤

-

2
i

 *
 s

i

s

^

s *
 i

®s

s

»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確
認
，
訴
願
人贵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九
月
七
曰
之
新B

明
中
s

 ’
已
違
反
了
宜
葷
人
之
義
務 

且

因

此

籮

以

紀

籰

上

之

降

級

，
並

未

馨

懸

a)
所
適
用W

K

法

之

規

定

與

憲

法

霉i

f

 

UP *

保
部
®

能
性
之
利
益
及
履
行
’
 
S

與
之
 

託
之
規
定
’
且

因

此

依

麗

五

條

第

二

項

叠

-K
>

 a
條
第
一
項
之
規
定
’
其

s
w

-
<

意
見
自
由
之
運
作
設
 

定

界

限*3

丘
—

囊

—

聞

聲
S

W

I

i院
慾

罰

，
在

結

果

並

未

違昼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
項
自
由
意
8
 

對
此
可
以
保
留
’ 

法

院

^
4
®
:

決

五

蠢

-

■

 

1

旬

 

之

囊

及

範
赌

’
當
其
涉
及
訴
願
人
表逹
之
正
S

内
容

。
蠢

有

疑

義

地

顯

示

出

’
是
否
法
院
得
以
限㈣

’
在
新
 

聞
聲
明
第
三
段
所
包
8
本
且
黛

一

 

良

心

不

安

’
因
爲

當

荽

效

時

， 

必
S

造

突

叢

無

分

別

之
i

)
引
出
作

爲
$

文
句
，
以

施

在

妻

上

係

以

此

部

委

句

之

評

價

r 

:

:

:

—

^
内
容

上D
K
W
m

的J

作

爲

蕾
說
明
。在

’被

 

誓

之

判

決

並

未

誤

解

意

見

自

由

之

保

護

。
法

醫

福

法

；

院

之

襲

宣

示

，
已
經
在
大
衆
間
，
尤

碁

疋

在

讓



中
激
起
了
否
定
、
痛

及

懷

緒

上

之

囂

。
在

防

¥

’
麗

r

殺

人

裂

」
及

蹇

種

質

之

討

論

一

 

s

。
此
固
然
是
自
由
意
見
表逹
基
i

利
i

示

-
即
f

對
此
i

答

案

’
而
此
答w

l
w

f
;

議

及

 

憲
法
委
託
之
曩
了
解
。
因

爲

任

何

意

見

形

成

之

公

開

表

達

寘

此

種

囊

’
以

S

起

注

意

’
尤
其
是
安
全 

政

策

，
特
別
是B

B
K
i

 

r

逵
姆
斯
特
訊
息
」H

作

團

所

蠢

予

的

，
關

於

今

日

對

聲

位

置

之

鱟i

種

塗

刺

 

激
所
使
用
強
烈
的
'
 招

裝

的

，
偶

而

也

有

煽

馨

之

描

述

。

S

蠢

感

的

領

域

如

安

全

及

防

衛

政

策

-
也
必
須
維 

i

由

意

囊

達

,因

爲

議
地
*̂
上之

M

,
使

得

意

見

畜

爭
爲
可

能

，
此
爲
我
們
國
家
秩
序
之
 

生

活
要

素

。
此
在
大f

間

及

聯

謹

防

黃

嘉r

殺
人
引
句
」
之

霞一

，
的
確
已
造
成
情
緒
上
強
烈
之
浮
動
。
新 

聞
聲
明
之
f

者

及

訴
願
人
’
必f

悉
且
1

到
此
點
。

種
探
討
’
已
在
聯
靈
防
軍
之

内
外
引
起
^
&
法

 

蘭
克
福
判
決
S

理
由
之
不
同
討
論
’
其
必
然
是
清
楚
的
，
即

任

何

與

「
所
有
軍
人
是
潛
在
的
謀
_

 

J

主
張
在
表
達
 

上
之
一
致
’
將

在

部

步

地

社

謖

情

緒

化

及

兩

極

化

。
一
個
自
由
民
主
法
治
國
家
只
有
此
時
才
得
正
確
地
在
防

 

衛
中
投
入
部
隊

-

當

已

滿

入

之

要

件

-且
與
倫
理

f

合

。
當
有
人
對
此
以
「
所
有
軍
人
是
潛
在
的
謀 

殺

者J

表
達
8

政

治

藝

之

手

段

時

-
醬

_

?

體

諒

及

糧

之

界

限

-
其
在
此
不
得
主
張
自
由
意
見
表
達
之

 

基

—

利

。

基
本
法
¥

九

條

第一

項
第
二
句
之
引
用
要
求
並
未
被
違
反
’
因爲
此
規
範
在
基
本
德
五
條
第
二
項
之
藁
我
中 

’
並
不
適
用
於

r

-
般
法

律j

 〇

不
同
於
訴
願
人
之
見
解
-
意
見
表
達
自
由
並
不
受
到
1

遭

之

界

限

，
當

此

雲

蜃

m

已

在

黯

國

防

軍

二
九
五



二
九
六

之
生
影
響

-

i

及
防w

：

託
之
履
g

。
毋
寧
說
紀
律
之
違
反
此
雲
已
存
在
’
當

軍

人

有

個

 

毫
無
偏
見
地w

#

造
成
此
種
印
象
’
即

該

軍

人

巳

違

反

義

靈S

 ’
置

其

黌

上

也

是

如

此

，
在

義S

是

 

I

地
違
反
義
務
。
軍
人
之g

是
否
合
乎
義s

m

違

囊

務

’
必
須
在
行爲
i

業
可
確
認
的
’
且
不
得
直
到
此
時 

再
判
斷

 '
即

是

否

爵

知

悉

此

種

行爲-

1

職
務
之
運
作
-
聯
8

防

軍

具

體

霜i

力

或

醫

臺

託

-
發
生
 

干

擾

。其
他
的
解
釋
在i

i

層

次

之

聯

邦

國

防

軍

不

正

確

。
因
此
-
其
已
足
以
認

爲
違
反
§

我
務

 

*
當
意
見
表
達
以
獨
特
之
方
式
響
地M
重
危
害
到
_

 -
同
士
‘賴

置

灵

之

_

譽

蜃値

-
i

此
最
後
使
 

得

部

隊

之

防

墨

震
爲

問

題

。

c>
訴

願

人

憂

之

_

措
施
之
程
度
，
基
^M

震

i

點

及

牴

觸

平

麗

理

則

所

提

出

之
_

 ’
同

麗 

並

無

理

由■>

聯
邦
I
s
法
8

於

考

窨

疋

合

理

的

-
在
蜃
上
是
可
執
行
的

 >
 

而
且
此
界
院
本
於

S

 

及
责
任
之
適
當
反
應
之
要
求
’爲

憲

法

義

務

靈

的

。
此
_

願
人
該
當
之
財
務
上
損
失
’
乃

是

其

套

職

務

上

謹
 

行
爲
後

果

。

d)
訴

願

人

所

覽

解

’
國

馨

之

行

政

及

霍

部G

爲

r

種

的

反

應

」
之

西

子

戰

略

爲

違

反

國

墨

 

，
是
不
恰
當
的
。
毋

寧

說

現

行

略

，

舆
在
武
裝
衝
8

S

的

國

蜃

原

則

相

一

致

。
核

子

彥

之

發

射

，
 

蠢

於

武

裝

侵

§

個

別

或

集

醫

衛

之

天

賦

權

利辑

上

’
是
受
容
許
的
。
是
否
發时
核
子
武
器
’
寡

也

可

能

是
 

違
反
國
S

的

問

題

’
必

覆

個

案

之

齄

及

此

種S

來
判
斷
’即

是

斷

之

發

射

之

具

裒

況

’尤
其

 

是
關
S

舉

民

之

直

接

馨

’
篇

到

國

屢

。



容

許

之

憲

法

訴

願

在

實

質

上

顯

然

有

理

由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九

十

三

b

條

第

二

項

一

句

)

，
，
所

指

貴

之

裁

判

 

侵

害

了

訴

願

人

由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結

合

法

治

國

家

原

則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三

項

)

聋

本

法

第

五

f

1

 

項

第

一

旬

之

基

秦

利

"

1
程

序

之
形
成
，
構
成
要
件
之
確
認
及
評
價
’
所
謂
單
純
法
律
之
解
釋
及
個
¥

之

適

用

，
原
則
上
只
有
事
實
屬

 

於
一
般
有
*

^

法
院
而
免
於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i

査
；
只
有
在
法
院
違
反
特
定
的
憲
法
時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

M

於

 

憲

法
訴
願
加
以
干
預(v

g
r
B
v
e
r
f
G
E
5
,

co5
〔9

2
〕
；

 62
,
1
8
9

1—11
9
2
〕
)

。
當
裁
判
以
單
純
法
律
來
衡
量
，
在
客観
上
有
 

瑕

疵

時

，
特
定
憲
法
並
非
即
已
被
違
背
.，
必
須
此
瑕
疵
是
根
本
不
尊
重
基
—

利

。

a)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
項

在

保

護

意

見

自

由

’
以

及

與

意

見

自

由

有

密

切

關

連

之

個

人

人

格

發

展

之

利

益

，
而

 

且

也

在

於

民

主

程

序

之

利

益

。
任

何

人

尤

其

是

在

公

開

之

討

論

’
主

要

在

政

治

上

之

意

見

抗

爭

’
有

權

以

過

度

誇

張

及

 

極

端

之

方

式

表

達

批

評

。
軍

人

也

有

適

用

’
但

具

有

某

些

限

制

。
因

爲

在

i

職

務

要

求

之

範

圍

内

(
參

照

軍

人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句
)

’
以
及

f

聯

邦

國

防

眾

功

能

性

之

目

的

’
依

照

基

本

法

第

十

七

a
條

第

一

項

之

規

定

’
也

允

許

對

於

 

軍

人

意

見

表

達

自

由

之

基

本

權

利

’
以

法

律

爲

其

基

礎

之

義

務

所

限

制

(
v
g
l
.

 Bv
e
r
f
Gm

4
4
,
1
9
7
〔2

0
2
j
)

。
爲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紀

雲

處

罰

—

之

軍

人

法

規

定

’
屬

i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意

M
我

之

一

般

法

律

’
此

規

定

並

不

得

因

爲

 

意

見

之

内

容

而

禁

[[:.
該

特

定

意

見

，
而

是

在

執

1

£

本

法

¥

七

过

條

第

一

項

意

見

表

達

自

由

之

限

制

，
爲

了

藉

此

確

 

保

聯

邦

國

防

i

功

能

性

及

所

受

防

S

託

之

履

行

。
蕋

本

法

第

十

九

條

第

I

項

第

二

句

之

引

用

要

求

，
並

不

適

用

於

二
九
七



-I

九
八

基

本

法

第

五

簾

二

項

靈

之

一

般

法

律

(
v
g
l
.

 BV
e
r
f
G
E

 28
-
2
8
8
〔2
s
9
f
f
-〕
)

 〇
對

此

，
軍
人
之
意
見
表
達
自
由
並
非
因
此
而
遭
受
限
制
，
當
實
際
上
已
被
確
認
尉
聯
邦
國
防
軍
之
功
能
性
產
生
影

 

響
時
。
如
此
則
已
充
足
，
當
軍
人
之
行

爲
是
合
乎
此
種
形
態
，
其

嚴

重

危

互

尊

重

之

同

志

f

以
及
軍
人
之
 

董
與
一
^

^

之

紀

律

’
而
且
因
此
最
後
^
^
部
隊
之
^

^

發

生

問

題

^

巴

‘
^
芎
^
^
袁

-一
必
^
^
巴
}
*

 

因
爲
J

是
否
違
反
了

 
i

篇

務

’
必

_

1 在
S

之
時
已
i

可
知
悉
的
■
，
不
可
^

*

後
之
發
展
加
以
判 

斷

，
尤
其
是
取
決
於
，
是
否
由
於

it
®

之

進I

步

了

解

後

來

所

發

生

之

蠢

干

擾

。
不

顰

並

不

阻

止

，

r

損

害

」
之
 

瑕
疵
在
職
務
過
錯
之
評
價
上
-
蠢

予

以

減

輕

。

3

軍
人
意
見
之
样f

處

罰

’
係
干
預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之
保
護
領
域
除
了
干
涉
個
人
意
見
自

 

由

外

，
紀

施

之

採

行

及

該

當

之

紀®

院

判

決

，
除
了
個
案
之
外
，
也
對
軍
人
間
意
見
自
由
之
基
1

利
之
運
作

 

i

生

普

遍

重

大

之

鬈

。
此

種

賨

表

達

之

法

W
l

?

，

本

七

i

芷

63K

且

鹿

以

玆

得

 

^

^

樣

上

之

處

罰

’
因

此

’
 

意
見
自
由
基
_

利

之

干

預

合

撞

產

礎

。
但

是

法

蓦

於

 

意
見
表
逹
内
容
之
了
解
業
已f

，
基
於
此
種
了
解
建
立
之
法
律
上
評
價
-
有

關

由

基

本

擔

五

條

第
i

—

利
 

之
5

範

圍

。
基
i

利
自
由
保
證
之
功
能
.因
此
要
求
公
正
的
’
法
治
國
家
的
程
序
(
基
^

*

二

條

第

-
項
結
合
第

 

二

十

篇

三

項

)*■

 i

官
調
査
表
達
之
内
容
必
須
由
其
聲
明
之
全
部
文
句
，
客
觀
地
及
實
質
地
基
於
發
生
當
時
之
團

 

體

的

'
 社
會
的
及
政
治
的
事
件
之
背
景
-
而
且
在
其
裁
判
之
埋
由
說
明

S

届

*
其

係

以

此

種

方

式

蜃

評

估

。
 

囊

法

院

之

判

決

將

違

反

此

原

則

 >
當
意
見
表
逵
之
^

^

分

蓋

此

^
!
?
^
之

充

分

囊

 >
 不
再
是
可
理
解
地



給
予
強
化
的
及
強
加
上
去
的
說
明
，
且
其
屈
—

此
種
紀
S

上
之
評
價
及
處
罰
之
說
明
。

C)
此
*
^
上
之
優
位
並
未爲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在
其I

九
九
一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之
判
決
中
所
遵
守
。

兵
役
法
庭
主
要
適
當
地
由
此
出
發
，0

爲
了
得
以
對
新
聞
聲
明
之内
容
正
確
地
了
解
及
評
價
——

個 

別
段
落
及
文
！

非
由
整
¥

割
裂
’
且

任

何

部

分

皆

允

。
法
庭
在
此
確
認
，
在
文
¥

所
包
含
表
達
之
第

 

三
段

 

<

根

本

且

仍

然

-
直
有
效
之
核
子
嚇
阻
戰f

使
我
們
良
心
不
安
’
因爲
當
它
先
效
時
，
必
然
會
造
成
大
量
毫
無 

分
別
之
屠
殺
)爲
中
心
文
句
，®

而
涉
—

明
之
其
他
—

.，
藉
由
在
新
聞
聲
明
第
二
段
後
半
段
所
採
納
之

内
容
「 

所
有
軍
人
是
潛
在
謀
殺
者

J

 
’
聲
明
之

f

者
強
調
其
在
聲
明
第
三
段
中
反
對
核
子
戰
略
之
訴
求
’
以
便
在
意
見
形
成

 

之
過
程
中
找
到
特
別
的
注
意
及
聽
衆

=

兵
役
法
庭
正
確
地
由
此
出
發
，
即
在
解i

明
與
其
®
^
之
構
成
部
分
時
，
已®

到
此
想
法
之
有
關
目
的
及
目

 

的

’
此
想
法
與
f

者

互

相
關
連
。
此
由
兵
役
法
庭
對
於
新
聞
聲
明
第
二
段
所
包
含
之
文
句

r

其

次

’
我
們
認
爲
此
表

 

達
——

所
有
f

是
潛
在
的
謀
S

^
内
容
上
是
正
確
的
」
之内
容
進
一
步
處
理
之
墓g

，
但
是
在
新
聞
聲
明
關

 

連
之
充
分
重
視
，
是
不
再
可
理
解
地
強
化
及
因
此
被
加
上
去
之

W
K

。
固
然
不
能
去
指
責
，
當
專
業
法
院
在
個
別
的
文

 

章

部

分

，
考
慮
到
到
特
定
文
字
之
選
擇
及
S

此
所
生
之
對
外
g

，
在
紀M

之
評
價
上
賦
與
特
別
的
'
獨
立
的
份

 

量

，
如

同

所

謂r

謀
殺
^

」

。
然

而

法

院

基

不

充

分

之

聲

明内
容

之

考

慮

，
對
於
兵
役
法
庭
所
認爲
中
心
文
句

 

及
所
涉
及
範
画
之
不
充
分
討
論
，
以

及

對

於

「
I

殺
人
者
」
概
念
之
強
^

釋
可
以
得
到
此
植
理
解
’
訴
願
人
已
聲

 

明

其

在

聯

邦

國

防

同

志
爲

「
塞

良

心

謀

馨

之

可

能

性

」

。
此
意
義
將
形
成
法
庭
進
一
步
確
認
之
基
礎
’
即

二
九
九



三
〇
o

訴
願
人
之
聲
明
係
對
宜
(同
志
具
中
傷
的
、
情
緒
化
的
1

善
的
效
力
之
宣
傳
，
藉
此
-
訴

願

人

拒

絕

部

隊

本

法

 

之
地
位
與
任
務
’
以i

本
法
與
軍
人
法
對
任
何
軍
人
提
出
之
倫
理
\
道
德
之
要
求
’
且

以

其

在

聯

邦

國

防

同

 

志
在
道
德
上
不
夠
資
格
，
誹

謗
他
們
-
否
認
他
們
職
務
上
之
倫
理
，
$

聯
邦
國
防
軍
感
受
對
抗
國
家
社
會
主
義
不
法

 

政
權
防
衛
活
動
之
義
務
’
且

藉

此

嚴

重

地

傷

害

麗

國

防
i

威
望
以
及
他
們f

職
務
上
之
威
望
。
特
別
是
此
顯
示 

出
在
情
緒
上
被
加
上
色
彩
之
概
念
*
並
未
自
由
地
解
釋
，

S

庭

賦

與r

達
姆
斯
特
訊
息
」
新
聞
聲
明
一

 
f

化
的
及
 

被
加
上
去
的
内
容
’
因
此
成
爲
紀
i

評
價
及
處
罰
之
基
礎
’
此
不
符

<一

 口
基
本
i

五

條

第一

項

第

-
句

之

規

定

。

d)
 

對
於
訴
願
人
之
判
決
-
有
關
職
務
過f

確
認

 '
責
任
輕
重
之
評
價
及
降
級
紀
律
措
施
之
採
行
所
涉
及
者

-

 

鐘

於

對

「
達
姆
斯
特
迅
息
」
聲
明
之
錯
誤
靈
我
。
但
此
並
不
排
除
-
兵
役
法
庭
於
免
除
錯
誤
薹
我
後
，
^
^
其
他
對

 

訴

願

人

行
爲
之

紀

種

評

價

。

e)
 

無

礙

於

現

存

之

說

明

，
軍
人
之
義
—

以
——

特
別
是
基
於
重
視
要
求
—

到
其
他
同
-

之
感
覺

一

0

0
 

地

、
容

忍

地

、
客

觀

地

表

達

其

意

見

(
芑

1
.
§
6
^
^
2
8
,
3
6
〔
4
7
〕
)

，
尤
其
是
在
個
*
1
^
致

於

-
軍
人
藉
由
採
用

 

特

定

概

念

之

意

見

表

達

’
此
特
別
是
充
滿
情
緒
的
——

且
甚
至
在

内
容
上
適K

—

得
—

重

大

誤

解

及

錯

誤

解

釋

’
 

必

須

技

除

。
在

此

範

圍内
’
軍

人

之

意

見

表

達

自

由

須

遵

—

不

同

鍪

非

在

特

別

義

務

中

存

在

之

基

本

權

利

主

體

 

——

基

於

以

基

本

法

第

十

七
a
條
爲
基

礎

’
 
i

軍
人
法
—

規
定
之
標
準
所
提
高
之
限
制
。
因

此

’
兵
役
法
庭
在
進

i

步
之
程
f

必
須
注
意
到
，r

潛
在
的
謀
f

」
概
念
之
適
用
，
以

及r

所
有
軍
人
是
潛
在
的
謀S

」
文
句
之
内

 

容

上

同

意

’
經
由
軍
人
主
要
在
當
時
之
情
形
’
以
及
考
虛
到
法
蘭
克
福
地
-
^
院
之
判
決
在
聯
邦
國
防
軍
隊
伍
中
所
引



起
i

緒

’
對

於

醫

黌

構

成

要

件

之

證

明

。
而

此

是

震

照

訴
f

震

之

W

^
M
可
以
被
滿
足
’
兵

霞

庭
 

必

覉

斷

。

么

因

爲

判

決

已

經

i

蜃

一

墨

量

菌

家

疆

 <
基

本

黍

二

4

第
三
項
)
2

本醤

 

五

德

一
饔

-旬

，農
願
人
所
提
出
查

^
5

^

無i
s
w
s

。

3.
本

裁

判

嘉

之

必

要

解
®

^

聯

邦

囊

法

院

鮝

三

十

四a
議

二

項

。

蠢

1
判
之
法
官
：Kl

e
i
n
.

 Gr
o
B
h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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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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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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