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
於
「
一
九
九
〇
年
全
德
選
舉
之
選
舉
法
」

之
判
決

 

1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八
十
二

辑

第
三
百
二
十
二
頁
至
第

三

百

五

十

二

頁

譯

者

：
張
稚
川

判

決

要

旨

：

1.
由
形
式
的
選
舉
權
利
平
等
.待
遇
及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待
遇
的
原
則
中
，
可
以
得
出
以
下
結
論
：
卽

上

述

的

原

則

，
限

 

制

了

立

法

者

，
在
對
於
關
係
到
政
治
性
團
體
事
項
的
選
舉
法
施
行
細
則
中
，
只
留
下
一
個
狹
窄
的
活
動
空
間
來
標
榜
作

 

不
同
處
理
之
待
遇
。
而
上
述
的
這
種
差
別
待
遇
是
隨
時
需
要
一
個
令
人
信
服
的
理
由
來
爲
其
正
當
與
否
辯
護
的
。

2

a)
關
於
門
檻
條
款
是
否
合
於
選
擧
平
等
原
則
一
事
，
並
不
能
夠
一
次
就
被
抽
象
的
判
斷
埵
判
斷
出
來
，
從
而
門
檻

 

條
款
在
作
成
時
，
它
適
用
之
邦
之
各
種
情
況
應
被
予
以
考
量
。

■.b)
選
舉
法
的
立
法
者
若
發
現
了
百
分
之
五
數
額
的
門
檻
條
款
規
定
。
必
須
將
和
再
耱
績
被
允
許
存
在
之
特
殊
情
況

 

，
則
它
必
須
在
立
法
時
考
慮
及
之
。
在
此
等
情
形
下
。
此

際

，
它
原
則
上
是
自
由
地
，
放

棄

一

項
門
檻
條
款
的
適
用
，
 

或
者
是
降
低
百
分
之
五
的
額
度
，
或
者
是
採
取
其
他
適
當
的
措
施
。
他
認
爲
留
下
其
百
分
之
五
額
數
的
限
制
條
款
仍
是

二
八I



天

二

f

的

，
但
是
要
滅
輕
這
項
額
數
限
制
的
I

，
於

是

，
必
須
對
所
要
採
取
的
手
段
做
一
決
定
，
以
求
取
獲
致
到
適
當

 

的

緩

和
效
果
，
就
該
手
段
而
言
，
必
須
和
憲
法
一
致
，
尤
其
是
在
滿
足
政
欺
選
擧
權
利
平
等
對
待
及
機
會
平
等
的
原
則

 

之

部

分

o

3.
1
選
攀
法
若
依

其
規
定
使
得
政
黨
可
能
結
合
其
在
各
邦
的
候
選
人
名
册
，
以
爲
了
能
夠
做
爲
克
服
百
分
之
五
鬥
檻

 

條
款
的
計
算
共
间
體
，
則
該
法
律
左
右
——

與
此
不
同
的
是
一
項
規
定
，
這
項
規
定
允
許
政
黨
提
出
一
份
共
同
的
名
單

 

(
單

一

名

單

)
——

選
擧
投
票
的
結
果
；
倘
若
其
未
具
令
人
信
服
的
理
由
便
和
選
舉
及
機
會
平
等
的
原
則
不
符
。

4.
句
德
意
志
聯
邦
衆
議
院
的
第
一
次
全
德
地
區
選
舉
，
乃
是
被
認
爲
係
在
特
別
情
況
下
！̂

，
所
以
此
次
選
舉
不
允

 

許
對
於
有
關
逓
用
以
往
選
舉
區
域
中
所
存
在
的
百
分
之
五
的
門
檻
數
額
條
款
，
做
不
可
修
改
的
堅
持
。

y

在
本
次
選
舉
的
特
殊
情
形
之
下
，
一
項
限
制
條
款
是
在
憲
法
上
沒
有
問
題
的
，
當
此
項
門
檻
條
款
並
非
涉
及
全

 

部
的
選
舉
領
域
.，
而
只
是
使
得
政
黨
能
拉
近
不
平
等
的
差
距
—
I
當
這
些
政
黨
之
提
名
單
或
者
是
獲
得
了
在
包
括
西
柏

 

林
在
內
以
往
—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領
土
境
內
或
者
是
包
括
東
柏
林
在
內
的
以
往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領
土
中
選
票
的
百

 

分
之
五
數
額
的
話
=

.C)
在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的
領
土
中
，
這
些
參
與
選
舉
的
政
黨
或
政
治
性
團
髖
所
面
對
的
不
同
「
起

跑

狀

況

」

，
 

並
不
M

藉
著
門
檻
條
款
地
區
化
的
方
式
來
獲
得
充
分
的
平
衡
。
爲

求

補

償

，
乃
對
於
各
政
黨
及
政
i

ii
提

供

了

「
 

共

同
名
單J

之
許
可
機
會
，
只
要
這
些
政
黨
團
體
在
東
德
境
內
有
登
記
的
話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第
二
庭
於
西
元
一
九
九
〇
年
九
月
二
十
九
曰
基
於
同
年
月
二
十
六
日
之
言
詞
辯
論
i

判

決

，
在



本
件
判
決
中
主
要
是
要
確
認
如
下
之
訴
之
聲
明
(
按

：
計
有
三
件
機
關
權
利
爭
執
，
以
下
I

〜

瓜

，
以
及
一
件
憲
法
訴

 

願

*
以
下
I

)
：

I

、

1.
 

德
意
志
綱
邦
衆
議
院
已
經
侵
害
了
原
告
根
據
基
本
法
三
十
八
條
一
項
及
基
本
法
二
十
一
條
所
享
有
的
權
利
，
亦

 

卽
聯
邦
衆
議
院
通
過
了
爲
了
準
備
及
執
行
在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之
間
擧
行
的
首
次
全
德
地
區

 

選

舉

，
而
於
一
九
九
〇
年
八
月
三
日
簽
訂
的
簾
約
曁
其
八
月
二
十
曰
修
正
案
之
中
的
第
一
條
，
並
且
於
上
開
法
案
的
第

 

二
條
第
二
款
中
，
對
於
聯
邦
選
擧
法
第
五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採
取
第
一
項
修
改
的
規
定
，
但
却
保
留
聯
邦
選
擧
法
(

一

九
 

七
五
年
九
月
一
曰
公
布
版
本
)
中
第
六
條
第
六
項
中
規
定
的
門
檻
條
款
。
此
項
條
款
係
規
定
，
不
同
政
躁
之
提
名
單
—

 

I
設
若
這
些
政
黨
仍
未
在
柏
林
外
之
任
何一

邦
中
各
自
提
出
政
黨
提
名
單
I

不
得
經
由
政
黨
對
聯
邦
選
委
會
之
聲
明

 

而
連
結
成
一
名
單
。

2.
 

德
意
志
聯
邦
參
議
院
已
經
侵
害
了
原
告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一一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及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所
享
有
的
權

 

利

，
因
爲
它
同
意
通
過
了
於
一
九
九
0
年
八
月
三
日
的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及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之
間
首
次
全
德
地

 

區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擧
之
準
備
與
執
行
條
約
法
案
曁
其
八
月
二
十
日
修
正
案
的
第
一
條
及
第
二
條
第
二
款
原
告
：
聯
邦
政

 

黨

共

和

黨

(
以
下
爲
訴
訟
代
理
人
之
姓
名
、
住

址

)
、
被

告

：
1.
聯
邦
衆
議
院
C
2
聯

邦

參

議

院

C

M
告
面
之
訴
訟
參

 

加

人

：
聯

邦

政

府

。



二
八
E

德
意
忐
.聯
邦
衆
議
院
已
經
侵
害
了
原
告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项
及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所
一
孕
有
的
權
利
 

，
亦
卽
聯
邦
衆
議

K
通
過
了

爲
了
準
備
及
執
行
在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之
間
擧
行
的
首
次
全

徳

 

地
區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擧
，
而
於
一
九
九
〇
年
八
月

：

二
日
簽
訂
的
條
約

®
其
八
月
二
十

H
修
正
案
之
中
的
笫
一
條

D
並
且
 

於
上
開
法
案
的
第
二
條
第
二
款
中
，
對
於
聯
邦
選
舉
法
第
五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探
取
一
項
修
改
的
規
定
，

{0
保
留
/
聯
邦
 

選
擧
法
在

一

九
七
五
年
版
九
月
一
 

R
公
布
版
本
中
第
六
條
第
六
項
中
規
定
的
門
檻
條
款
。
此
項
條
款
係
規
定
，
凡
政
黨
若
 

在
除
了
柏
林
以
外
的
各
邦
皆
沒
有
各
自
提
出
選
擧
提
名
人
選
，
則
艽
不
得
經
由
向
聯
邦
選
擧
委
員
台
聲
明
的
方
法
而
黨

 

之
提
名
單
聯
繫
成

j

名

單

。
原
告
：
線
黨

(
以
下

爲
代
埋
人
之
姓
名
、
住

址

)
。
被
告
：
聯
邦
衆
議
院
、
聯
邦
參
議
院
 

。
被
告
面
之
訴
訟
参
加
人
：
聯
邦
政
府
。

I

'

1.
德
意
志
聯
邦
衆
議
院

:s
經
侵
害
了
原
告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及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所
莩
有
的
權

 

利

，
亦
卽
聯
邦
衆
議
院
通
過

h -

爲
了
準
備
及
執
行
在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興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之
冏
擧
行
的
首
次
全

 

德
地
區
選
擧
，
而
於
一
九
九
〇
年
八
月
三
日
簽
訂
的
條
約

韩
'其
八
月
二
十
日
修
正
案
之
中
的
第
一
條
。
並
且
於

t
開
法
 

案
的
第
二
條
第
二
款
中
，
對
於
聯
邦
選
擧
法
第
五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探
取
一
項
修
改
的
新
規
定
保
留
了
聯
邦
選
擧
法
一
九

 

七
五
年
九
月
一
日
公
布
版
本
中
第
六
條
第
六

项
中
規
定
的
門
檻
條
款
。
此

项
條
款
係
規
定
，
凡
政
黨
若
在
除
了
柏
林
以

 

外
的
各
邦
皆
沒
有
各
自
提
出
選
舉
提
名
人
選
，

m
其
不
得
經
由
向
聯
邦
選
擧
委
員
會
聲
明
的
方
式
而
將
各
政
黨
之
提
名

 

單
互
相
聯
結
成
一
總
名
單
。



2
德
意
志
聯
邦
參
議
院
巳
經
侵
害
了
原
告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及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所
享
有
的
權

 

利

，
亦
卽
聯
邦
參
議
院
通
過
了
於
一
九
九
〇
年
八
月
三
日
簽
訂
的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及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之
間
首

 

次
全
德
地
區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舉
之
準
備
與
執
行
條
約
法
案
曁
其
八
月
二
十
日
的
修
正
案
的
第
一
條
及
第
二
條
第
二
款
。
 

f

 口：民
主
以
下

爲

訴
訟
代
理
人
姓
名
、

f

〕
。
被

告

：
聯
邦
衆
議
院
、
聯

邦

參

議

院

。

IV

由

M
i
k
e

 
K
iET
太
太
所
提
之
憲
法
訴
願
，
訴
之
客
體
係
於
根
據
一
九
九
〇
年
八
月
三
日
簽
署
之
條
約
而
於
一
九

 

九
〇
年
八
月
二
十
九
日
通
過
的
條
約
法
案
，
曁
聯
邦
選
舉
法
第
六
條
第
六
項
及
第
五
十111

條

。

判
決
主
文

I

、
就
憲
法
訴
願
案
：

U
根
據
爲
了
準
備
與
執
行
於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之
間
所
擧
行
的
、
首
次
全
德
地
區
聯
邦

 

參
議
院
選
擧
而
簽
署
的
一
九
九
〇
年
八
月
三
日
條
約
豳
八
月
二
十
日
修
正
案
之
條
約
法
案
，
而
修
訂
之
聯
邦
選
擧
法
第

 

五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
係
侵
害
了
訴
願
人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頊
而
享
有
的
平
等
選
舉
權
，
從

而

無

效

。

2)
聊
邦
選
舉
法
第
六
條
第
六
項
前
段
暨
上
述3

之
所
列
法
律
第
一
條
，
係
侵
害
了
訴
願
人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
項
前
段
所
享
有
之
平
等
選
擧
權
I

I
就
其
於
涉
及
首
次
全
德
地
區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舉
之
中
。
關
於
共
同
選
擧
區

 

域
之
門
檻
條
款
之
部
份
。
這
鉴
規
定
在
此
範
圍
內
保
與
基
本
法
不
符
。

二
八
五



n

、
就

：一
一
個
機
關
訴
訟
程
序
：

徳
意
志
聯
邦
衆
議
院
經
由
通
過
上
開
一
九
九

◦
年
八
月
二
十
九
日
條
約
法
案
，
聯
邦
參
議
院
則
經
由
其
對
上
開
法

 

案
之
聲
明
同
意
，
而
侵
害
了
原
告
們
花

I
之
判
決
範
圍
內
的
，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所
享
有
的
機
會
平
等
權
。

m

、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應
對
訴
願
人
及
機
關
權
利
爭
議
之
原
告
承
擔
必
要
訴
訟
費
用
。

判
決
理
由

A

、
共
同
裁
判
的
四
件
申
諧
案
的
容
體
是
選
擧
法
上
的
規
定
，
因

爲
根
據
此
種
規
定
，
將
使
得
於
在
擴
充
後
的
選
擧

 

區
域
上
擧
行
之
首
次
全
德
地
區
選
擧
之
中
，
由
聯
郭
選
擧
法
第
六
條
第
六
項
前
段
規
定
而
適
用
的
百
分
之
五
額
數
的
門

 

檻
條
款
被
保
留
，
並
且
不
同
政
黨
的
名
單
聯
繫
將
在
確
定
的
要
件
下
被
許
可
。

_

—
1

、

L
 一
九
七
五
年
九
月

j

日
公
布
版
的
聯
邦
選
擧
法
，
前
次
在
一
九
九
〇
年
七
月
十
一
 

R
的
聯
邦
選
舉
法
修
正
法
中

 

經
修
正
，
其
規
定
了
：
選
擧
人
能
藉
由
其

r

第
二
不
同
票
」
的
投
出
，
而
能
選
舉
出
某
個
政
黨
的
邦
提
名
名
單
(
聯
邦
 

選
擧
法
第
四
條
〕
。
而
於
某
政
黨
邦
提
名
名
單
方
面
席
次
分
配
的
數
額
將
按
照
在
選
擧
區
中
，
旣
投
票
內
給
予
某
一
政

 

黨

的

r

第
二
票
」
總
票
數
的
基
礎
而
來
確
定
比
例
該
黨
之
全
國
席
次
，
然
後
再
分
配
給
到
邦
名
單
上
。
(
詳
見
聯
郭
選
 

擧
法
第
六
條
」
至
五
項
，
同
法
第
七
條
)
就
全
部
邦
名
單
之
參
與
分
配
席
次
，
聯
邦
選
舉
法
第
六
條
第
六
項
規
定
了

r



檻

條

款

。
此
項
法
規
的
內
容
是
：

⑹
在
關
於
邦
名
單
的
席
次
分
配
上
，
只
有
獲
得
該
選
區
中
有
效
票
數
百
分
之
五
以
上
或
至
少
在
三
個
縣
選
區
中
各

 

獲
得
一
個
席
次
的
政
黨
才
有
資
格
參
與
。
前
段
不
適
用
於
少
數
民
族
政
黨
編
列
之
邦
名
單
。

不
同
政
黨
間
的
「
名

單

聯

繫J

 
(
 Li

s
t
e
n
v
e
r
b
i
n
d
v
m
g

 
)
或

是

「
共

同

名

單

」

(L
i
s
t
e
n
v
e
r
e
i
n
i
g
l
m
g
)

並
 

未
在
一
九
七
五
年
九
月
一
日
的
聯
邦
選
舉
法
中
設
置
。
同
一
政
黨
的
邦
名
單
之
聯
繫
，
根
據
聯
邦
選
舉
法
第
七
條
第一

 

項

之

規

定

，
若
未
有
不
同
的
聲
明
*
則
視
爲
聯
結
成
一
總
名
單
。
關
於
這
樣
的
一
項
名
單
聯
繫
，
第
七
條
包
含
了
下
列

 

規

定

：⑵
經
聯
漘
後
之
名
單
，
於
席
次
分
配
上
視
爲
一
份
名
單
。

⑶
經
由
名
單
聯
繫
而
分
E
的
席
次
係
將
根
據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而
分
配
到
參
與
的
邦
名
單
。
第
六
條
第
四
項

 

、
第
五
項
亦

適

用

。

2.
於
德
鰌
統
一
的
過
程
中
，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的
代
表
，
於
一
九
九
〇
年
八
月
三
日
簽

 

署
了
首
次
全
德
地
區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舉
的
準
備
及
執
行
條
約
(
下
稱
■‘
選
舉
法
條
約
)
。
該
項
搽
約
的
第
一
條
第
一
項

 

前

段

，
爲
了
此
一
首
次
全
德
地
區
選
舉
，
而
將
聯
邦
選
擧
法
的
適
用
領
域
擴
張
至
下
列
各

邦

：M
e
c
k
l
e
n
b
u
r
g
—

 

V
o
r
p
o
m
m
e
r
n
,

 B
r
a
n
d
e
n
b
c
r
g
.

s
a
c
h
s
e
n
—
A
a
h
a
l
t
,

 
.
s
s
h
s
e
n

 及
 

T
h
t
l
r
i
n
g
e
n

 
,
遼

及

於

(
東

)
柏

林

。
 

選
舉
法
條
約
第
一
條
第
一
項
後
段
規
定
，
聯
邦
選
舉
法
應
該
對
條
約
附
件
中
笼
署
的
修
正
與
措
施
一
起
適
用
。
根
據
選

二
八
七



二
八
八

舉
法
條
約
第
一
條
第
二
項
的
規
定
，
政
黨
法
中
的
好
些
規
定
也
應
予
以
適
用
。
第
一
條
第
三
項
就
這
點
乃
規
定
：
在
本

 

法
意
義
下
的
政
治
性
團
體
(p

o
l
i
t
i
s
c
h
e

 V
e
r
e
i
n
i
g
u
n
g
e
n

 
)
，
將
自
一
九
九
〇
年
二
月
二
十
曰
至
一
九
九
〇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
在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國
民
大
會
選
擧
中
，
被
賦
予
和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政
黨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意
義

 

下
的
政
满
同
等
的
地
位
。

聯
邦
選
擧
法
第
六
條
第
六
項
所
規
定
的
門
檻
條
款
是
在
條
約
的
附
件
中
經
由
下
述
做
爲
聯
邦
選
舉
法
過
渡
時
期
修

 

正
案
而
被
規
定
：

第
五
十
三
條
之
規
定
如
下
：

第
五
十
三
條

第
十
二
届
德
意
志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舉
過
渡
時
期
規
定
：

⑵
政
黨
們
凡
在
除
了
柏
林
以
外
的
各
邦
皆
沒
有
各
自
提
出
提
名
單
時
，
其
於
各
邦
的
名
單
，
可
以
經
由
向
聯
邦
選

 

舉
委
員
會
之
i

，
而

互

相

聯

繫

。
此
項
聲
明
應
由
所
有
參
與
的
邦
名
單
之
受
委
託
人
及
代
理
人
，
至
遲
在
選
擧
之
前

 

二
十
天
的
十
八
點
以
前
*
以
書
面
方
式
發
表
。
…
…
第
六
條
第
六
項
及
第
七
條
第
二
、
三
項
亦
適
用
於
不
同
政
黨
間
聯

 

繫

的

名

單

。

S

.

.

.

.

於

一

九
九
o
年
八
月
二
十
日
，

一
項
本
條
約
的
修
正
案
被
簽
署
了
，
此
項
修
正
條
約
僅
只
涉
及
了
選
舉
縣
之
劃
分



的

問

題

。

根
據
此

項

條

約

，
在
一
九
九
〇
年
八
月
二
十
三
日
，
通
過
了

 

r

德
意
志
聊
邦
共
和
國
及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之
間

 

首
次
全
德
地
區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睾
之
一
九
九〇

年
八
月
三
日
準
備
整
執
行
條
約
曁
其
八
月
二
十
日
修
正
案
法
案
」

(
下

擧

條

約

法

案

)
，
在
該
法

案

的

第一

條

中

，
德
意
志
聯
邦
衆
議
院
通
過
了
上
開
選
舉
條
約
整
其
附
件
與
修
正
案
。
 

S

院
在
第
二
條
中
，
對
於
在
選
舉
法
條
約
的
附
件
以
及
聯
邦
選
擧
法
第
五
十
三
條
第
二
頊
採
取
了
相
同
的
修
正
(
見

 

第

二

條

第

二

款

)
。
聯
邦
參
議
院
自
一
九
九
〇
年
八
月
二
十
四
日
對
此
項
法
案
予
以
通
過
。
此
項
選
擧
法
曁
其
修
正
條

 

約
乃
自
一
九
九
〇
年
九
月
一n
曰
起
開
始
生
效
。

此
一
首
次
全
德
地
區
選
舉
的
期
日
係
定
於
一
九
九
o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

n

、

原
告
希
望
以
一
個
政
黨
之
S

，
來
參
與
此
項
首
次
全
德
地
區
選
擧
。
在

程

序

中

，
原
告
I

至
I
於
機
關
權
利
爭

 

議
訴
訟
程
序
中
做
出
如
下
的
要
求
：

德
意
志
聯
邦
衆
議
院
已
經
侵
害
了
原
告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及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所
享
有
的
權
利

 

,
亦
卽
聯
邦
衆
議
院
通
過
了
爲
了
準
備
及
執
行
在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和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之
間
擧
行
的
首
次
全
德

 

地
區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舉
，
而
於
一
九
九
〇
年
八
月
三
日
簽
署
的
條
約
整
其
八
月
二
十
曰
修
正
案
的
法
案
第
一
條
，
並
且
 

於
上
開
法
案
的
第
二
條
第
二
款
中
，
對
於
聯
邦
選
擧
法
第
五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採
用
了一

項
修
改
但
保
留
了
聯
邦
選
舉
法

 

(

1

.A
七
五
年
九
月
一
日
公
布
版
本
)
中
第
六
條
第
六
孭
中
所
規
定
的
門
樵
條
敖
。
此
；
門

襤

條

繳

規

定

，
Jl
JEfc
龙
涪

二
八
九



二
九o

在
除
了
柏
林
以
外
的
各
邦
皆
沒
有
各
自
提
出
選
舉
提
名
單
時
，

.ft
各

邦

的

名

單

，
不
得
經
由
其
向
聯
邦
選
擧
委
員
會
提

 

出
聲
明
的
方
式
而
互
相
聯
蕖
。

在
程
序
中
，
原
告
I

至
I

，
做
出
如
下
的
要
求
：

翼
衆
議
院
已
經
侵
害
了
原
告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及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所
享
有
的
權
利
，
亦
卽

 

參
議
院
通
過
了
於
一
九
九〇

年
八
月
三
i

署
的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之
間
首
次
全
德
地

 

區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舉
之
準
備
和
執
行
條
約
法
案
蹙
其
八
月
二
十
日
修
正
案
的
第
一
條
及
第
二
條
第
二
款
。

原
告
n

至
I

首
先
將
其
請
求
對
準
了
聯
邦
政
府
，
然
而
他
在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第
二
庭
(
按

：
卽

本

庭

)
的
如
下
暗

 

示
而
撤
囘
：
在
早
先
的
審
判
過
程
中
，
本
庭
並
不
認
爲
在
此
種
機
關
權
利
爭
執
訴
訟
程
序
上
，
聯
邦
政
府
也
能
有
消
極

 

的
訴
訟
當
事
人
適
格
能
力
。

原
告
所
提
出
做
爲
理
由
者
I

I

伴
隨
著
個
別
觀
點
的
不
同
比
重
——

基
本
上
係
如
下
：

對
於
系
爭
門
檻
條
款
於
此
一
共
同
—
丨
經
擴
張
後
的
——

選
舉
區
域
中
的
保
留
，
係
侵
害
了
原
告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而
享
有
的
機
會
平
等
權
利
。
經

由

此

項

措

施

，
做
爲
小
黨
的
原
告
，
特
別
受

 

到

震

-M
,
因
爲
他
們
直
到
現
在
，
仍
然
不
曾
i

在
這
一
個
共
同
選
區
之
內
從
事
組
織
I
作

。
原
告
因
此
I

在
聯
邦

 

共
和
國
境
內
^

本
來
迄
今
都
是
單
獨
從
事
對
選
民
的
招
徠
的
—
1

在
實
際
上
乃
必
須
克
服
—

百
分
之
六
的
法
定
額

 

數

。
此
一
I

I

原

本

受

限

制

(
但

今

已

放

寬

)
的
——

名
單
聯
繫
的
許
可
，
並
不
能
彌
補
由
於
對
門
檻
條
款
之
無
限
制



堅
持
而

绰
致
的
損

吿
。
它
使
得
已
設
立
的
政
激
能
夠
自
小
政
黨
的
群
集
之
中
挑
選
出
其
願
意
協
助

Ifll
使
獲
得
國
會
席
次

 

者

。
於
此
，
將
不
會
是
選
民
而
是
大
政
黨
做
支
配
，
因

爲
它
們
能
夠
引
入
在
聯
邦
衆
議
院
內
的

I

力
外
政
黨
，
而
致
名
單
 

聯
繫
之
可
能
性
的
降
低
，
引
用
所
謂
的
競
爭
條
款
(

K
o
n
k
u
r
r
e
n
z
k
l
a
u
s
e
l

 
)
，
造
成
了
對
於
機
會
及
選
擧
權
平
等

 

的
H
質
損
害
，
並
錯
失
而
未
能
達
成

K
本
身
的
規
範
目
的
。
它

绰
出
以
下
結
論
，
卽
名
單
聯
繫
的
許
可
，
也
只
舞
那
些
 

尙
未
在
此
一
共
同
選
擧
區
中
加
以
組
織
的
政
黨
中
的
一
部
份
帶
來
好
處
而
已
。
受
益
者
只
是
如
下
政
擻
■■其
找
到
名
單
 

聯
槃
夥
伴
，
但
道
夥
伴
在
除
了
柏
林
以
外
各
邦
皆
未
曾
與
此
政
黨
各
自
提
出
比
例
選
擧
政
黨
代
表
提
名
名
單
。
競
爭
條
 

款
的
限
制
係
以
和
法
律
口
的
矛
盾
的
方
式
降
低
7
適
合

爲
名
單
獅
繫
的
政
黨
之
數
朵
。
而
實
際
上
，
迄
今
也
只
有
一
侗

 

政
煎
計
剷
在
和
一
個
以
大
地
區
活
動

爲
m
心
的
政
黨
之
配
合
下
，
以
：运
種
名
單
聯
繫
的
手
段
來
對
付
門
檻
條
款
帶
來
的

 

重
措
。
其
他
的
政
黨
將
必
須
以

S
己
的
力

f
i來
克
服
這
個
法
定
額
數
，
並
負
擔
失
敗
的
風
險
；
道

项

規
定
在

I

政
黨
比
 

其
他
政
黨
們
得
到
更
多
選
票
，
却
因
不
足
門
檻
而
無
法
入
場
國
會
，
但

K
他
政
黨
們
却
因
名
卑
聯
結
而
成
功
進
入
國
會

 

時

，
更
是
特
別
地
違
反
平
等
的
。
此
外

，
也
冇
其
他
更
符
合
政
黛
機
會
：个
等
原
則
與
選
舉
平
等
原
則
的
方
案
來
修
改
門

 

檻
條
款
。

在
程
序

I
中

，
原

/i-.
L4
補
充
指
出
，
在
一
九
九

o
年
二
月
五
日
至
一
九
九
〇
年
八
月
十
二

B
之
間

，
於
/標
怠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內
，
共
和

皱
萣
被
禁
止
的
之
此
一
事
實
。

在
程
序

n
中

，
原
告
進
一
少
捽
擊
，
新
規
範
未
具
充
足
理
由
而
對

爲
基
本
法
所
保
障
的
政
黨
自
由
加
以
孭
害
，
囚
 

爲
小
政
黨

I

例
如
原
告
自
己
.
.
實
際

h
係
處
於
壓
迫
下
而
被
規
定
去
制
訂
一
項
非
出
於
自
由
意
志
之
「
名
單
聯
繫



J
o

 

二
九
二

在
程
序
I
中

，
原
告
呈
交
了
一
份
由
派
赫
博
士
與
史
杜
比
博
士
表
示
關
於
門
楹
條
款
在
選
擇
性
的
名
單
聯
繫
方
面

 

§

違
憲
的
鏗
定
書
。
 

f

本
項
和
機
關
權
利
爭
執
訴
訟
程
序
求
爲
共
同
裁
判
的
相
關
憲
法
訴
願
，
同
樣
地
係
針
對
選
舉
條
約
法
案
。
訴
願
人

 

，
綠
黨
的
會
員
，
係
於
第
十
二
德
意
志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擧
中
具
備
被
選
擧
權
，
並
且
嘗
試
謀
求
到
聯
邦
衆
議
院
的
席
次

 

，
1

的
訴
願
人
係
爲
縣
選
區
之
候
選
人
，
n

的
訴
願
人
則
在
其
政
黨
的
政
黨
代
表
提
名
名
單
中
居
於
第
五
順
位
。
訴
願

 

人
表
達
出
下
述
請
求
：

1-
因
爲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之
間
舉
行
之
首
次
全
德
地
區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舉
之
一
九
九
〇
年

 

八
月
三m

準
備
楚
執
行
條
約

fi
其
八
月1

!

十
日
修
正
條
約
，
而
於
一
九
九
〇
年
八
月
二
十
九
日
通
過
的
條
約
法
案
，
由
 

於
牴
觸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及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
而
爲
無
效
：

2.
 
聯
邦
選
擧
法
第
六
條
第
六
項
前
段
，
因
爲
牴
觸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及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而
無
效
，
因
爲
上
述
基
本

 

法
規
定
之
適
用
在
第
十
二
届
德
意
志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舉
中
不
慝
被
排
除
；

3.
 
在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與
徳
蕙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之
間
所
舉
行
首
次
全
德
地
區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舉
的
一
九
九
o
年
八

 

月
三
日
準
備
曁
執
行
條
約
盥
其
八
月
二
十
日
修
正
條
約
之
條
約
法
案
的
第
一
條
因
其
抵
觸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及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而
無
效
，
因
爲
它
造
成
了
聯
邦
選
擧
法
第
六
條
在
第
十
二
届
德
意
志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舉
中
的
適
用
。



訴
願
提
起
人
，
係
以
選
民
及
選
擧
競
爭
者
的
身
份
，
而
以
在
請
求
中
所
進
一
步
說
明
之
該
項
法
律
規
範
侵
害
其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與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而
享
有
之
權
利
而
提
起
訴
願
。
訴
願
提
起
人
簡
要
提
出
上
述
論
證
以

 

作
爲
理
由
，
此
亦
係
其
所
屬
政
黨
於
其
所
提
出
之
機
關
訴
訟
程
序
中
所
闡
明
者
，。

IV

、

1.
德
意
志
聯
邦
衆
議
院
將
基
於
此
一
首
次
全
德
地
區
選
舉
而
爲
的
選
舉
法
規
範
之
形
成
視
爲
合
憲
，
其
係
以
下
述
觀

 

點
爲
出
發
點
，
即

：
在
以
往
經
常
在
聯
邦
廉
法
法
院
的
審
判
過
程
中
，
被
採
取
來
替
在
所
有
規
範
中
存
在
的
百
分
之
五

 

門
植
條
款
辯
護
的
考
量
，
在

廉

及

了

「
首
届
全
德
國
會
」
此

一

因

素

後

，
應
該
仍
未
過
時
失
效
。
它
首
先
產
生
以
下
評

 

估

，
卽
伴
隨
著
泡
沫
政
黨
之
獲
利
的
是
，
在
民
主
方
面
的
國
家
政
策
風
險
之
付
出
。
但
仍
然
顯
而
易
見
的
是
，
門
檻
條

 

款
未
經
滅
低
卽
予
繼
績
適
用
，
可
能
引
起
巨
大
的
問
題
。
適
用
於
統
一
後
的
德
國
的
系
爭
百
分
之
五
數
額
門
檻
條
款
能

 

夠
導
致
以
下
結
果
，
卽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百
分
之
三
十
的
各
類
政
黨
，
將
在
全
德
國
會
之
組
成
中
被
置
之
不
理
。
德

 

意
志
聯
邦
衆
議
院
B
經
藉
由
盡
最
大
可
能
去
廣
泛
取
得I

致

的

方

式

，
尋
求
出
一
個
解
決
方
法
，
以
求
避
免
陷
入
跟
隨

 

個
別
情
況
而
產
生
的
窘
態
=
聯
邦
衆
議
院
是
否
應
因
此
當
然
I

I
對
於
進
一
步
產
生
的
，
關
於
國
會
功
能
佺
之
損
害
風

險一

*
有
_

上

霧

’
黛

驗

零

聋

並

不

的

政

黨

聯

繫

，
蜃

不

是

理

蠢

解

決

事

但

是

其

他

 

的

解

決

方

式

，
卽

#

^

霧

合

|

^

3

至
少
-
^
8
!
重

大

的

政

黨

政

治

^

^

題

。
首

先

，
對

鍪

一

湾

霍

蠢

放

|

|

^

或

 

法

定

？

适
方
^®

歧

黨
i

il
g

題

=

i

者
並
不
必
須
要

爲

此
種
罕
擧
1

而
去

i

l
項
以

 

此
特
別
狀
況
爲
§

的

，
推
翻
巳
經
被
證
實
具
功
能
之
系
統
的
，
並
可
能
不
可
囘
復
的
規
範
。I

項
涉
及
各
邦
的
百
分
之

二
九
三



二
九
四

五
門
檻
條
款
應
該
因
爲
邦
之
極
爲
不
同
的
大
小
以
及
由
此
而
發
生
的
選
票
效
力
«
値

不

同

，
而

遭

到

拒

斥

。
而

對

此

，
 

.兩
個
德
國
的
基
本
決
定
宣
佈
如
下
■
.

德
國
的
兩
個
部
份
，
視

爲

個

別r

淸

算

」
的
選
舉
區
域
來
對
待
。

在
新
增
列
的
聯
邦
選
舉
法
第
五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中
所
發
現
的
解
決
方
法
應
該
是
適
合
去
應
付
因
爲
選
舉
區
域
擴
張

 

而
造
成
的
門
檻
條
款
之
事
實
上
尖
銳
化
問
題
。
藉
由
名
單
聯
繫
許
可
的
限
縮
，
S

對
郓
些
並
不
互
相
競
爭
的
政
黨
加

 

以

阻

搜

，
羞
對
於
法
定
額
數
加
以
保
留
的
意
義
能
夠
被
破
壞
。
對
於
門
檻
條
款
的
緩
和
化
應
該
因
此
而
實
質
上
導
正
。
 

並
不
互
相
栽
爭
的
政
黨
間
之
名
單
聯
轚
應
該
是
一
項
明
確
的
徵
兆
，
象
徵
著
不
管
政
黨
所
剩
下
的
獨
立
性
多
少
，
其
政

 

治
上
的
接
近
是
存
在
的
，
並

應

該

對

這一

種

「
接

近

j

而
來
親
取
以
下
看
法
，
卽
它
也
影
響
了
國
會
的
工
作
成
果
。
從

 

而
也
因
此
存
在
著
一
項
辯
護
理
由
，
卽
未
達
到
法
定
額
數
的
政
黨
，
然
而
却
和
其
名
單
聯
繫
夥
伴
共
同
獲
得
高
於
單
一

 

政
黨
要
分
配
政
黨
代
表
所
需
澡
數
時
，
不
應
該
存
在
於
國
會
之
中
。
競
爭
條
款
也
正
對
以
下
的
政
黨
帶
來
好
處
*
卽
其

 

活
動
範
圍
尙
未
拓
及
全
德
國
者
。
立
法
者
不
必
須
保
證
所
有
的
政
黨
都
能
夠
實
現
其
實
傺
上
的
名
單
聯
繫
.，
而
應
決
定

 

的

只

是

"
對
這
些
政
黨
應
有
相
同
的
機
會
開
放
。

2.
聯

邦

政

府

在

程

序I
及
n

之

中

，
成
爲
了
請
求
相
對
人
(
按

：
卽

被

告

)
。
聯
邦
政
府
簡
扼
地
陳
述
了
也
曾
爲
聯

 

邦
衆
議
院
所
持
的
觀
點
，
並
且
否
認
對
請
求
提
起
人
及
訴
願
提
起
人
(
各

)
有
不
平
等
之
對
待
。
依
聯
邦
政
府
之
意
見

 

，
名
單
聯
繫
的
規
定
甚
至
連
小
簾
的
組
織
可
能
性
都
擴
張
，
以
使
其
能
獲
得
聯
邦
衆
議
民
席
次C

若
小
黨
們
不
能
接
受

 

這
名
單
聯
繫
規
定
或
是
無
能
力
去
接
納
使
用
，
則
其
屬
古
典
意
義
下
之
泡
洙
政
漉
.，
若
其
得
以
進
入
國
會
，
將
有
損
國

 

會
之
決
策
程
序
之
功
能
性
。



V

、

在
言
辭
審
理
過
程
中
，
機
關
權
利
爭
議
案
之
聲
請
人
’
德
意
志
聯
邦
衆
議
院
、
聯
i

府

及

訴

&

<
,
均

加

強
i

 

充
其
書
面
訴
狀
上
的
表
達
。

本庭也已經對於—

志民主共和國的國民會議及政府’甓

那

些

在

國

民

會

有

 

席
次
的
政
黨
和
政
治
性
團
體
，
在
言
辭
審
理
過
程
中
，
給
予
了
發
表
意
見
的
機
會
。
而
包
括
左
翼
行
動
聯
盟
、
基
督
敎
 

民
主
啪
盟
(C

D
U

 
)
、
基
督
敎
社
會
聯
盟
(C

 

S
U

 )
、
德
意
志
社
會
聯
盟
、
民
主
社
會
主
義
黨
以
及
德
意
志
社
會

 

民
主
黨
，
聳
新
論
組
織
(N

e
u
e
s

 F
o
r
u
B

〕
、
今
日
民
主
及
和
平
人
權
組
嫌
—
丨
後
三
者
已
會
組
成
聯
盟
九
十
(
 

w
u
n
d
n
i
s

 90

 
)
——

也
都
由
其
代
表
人
表
示
了
意
見
。
這
些
政
黨
及
選
舉
性
團
餹
已
經
簡
要
地
對
那
些
由
原
告
或
被

 

告
所
做
的
論
證
加
以
承
襄
、
引
用
。
左
翼
行
動
聯
盟
及
九
〇
禰
盟
組
織
的
代
表
人
特
別
強
調
對
於
在
—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的
新
興
政
黨
及
人
民
運
動
圃
體
而
言
，
個
別
門
檻
條
款
之
特
別
違
憲
之
處
，
並
基
此
而
指
出
了
，
在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邦
議
會S

W

法
中
原
定
的
P1
檻
條
款
是
限
制
較
少
的
，
羞
該
法
律
讓
給
政
黨
編
列
「
共
同
名
單
」
之
可
能
性
。

B

——

I

於
機
關
訴
訟
程
序
中
所
提
及
抽
請
求
，
是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以
及
聯
邦
簫
法
法
院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五
款
、
第
六
十
三
條f

f

，
因
而
係
合
法
提
起
。

請
求
提
起
人
係
政
黨
。
他
們
能
夠
以
提
起
機
關
訴
訟
的
方
式
來
對
抗
藉
由
選
舉
程
序
的
正
當
形
成
，
而
對
其
憲
法

 

上
地
位
之
侵
害
。

二
九
2L



二
九
六

政
黨
在
選
擧
中
所
享
有
的
機
會
平
等
權
係
從
屬
於
政
黨
的
憲
法
上
地
位
。
請
求
提
起
人
發
現
其
此
項
權
利
被
選
擧

 

條
約
法
案
的
規
定
所
侵
害
。
從
而
他
們
根
據
聯
郭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六
十
四
條
來
反
對
道
種
措
施
。
逗
樣
的
措
施
向
來
判

 

決
可
以
是
一
項
法
律
，
當
此
項
法
律
因
違
反
上
位
階
法
律
而
侵
害
一
相
關
人
之
權
利
時
。

請
求
提
起
人
反
對
以
下
之
情
形
，
卽
聯
邦
選
舉
法
的
效
力
，
在
選
擧
法
第
六
條
之
門
檻
條
款
被
保
留
之
情
況
下
， 

擴
大
到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各
邦
的
領
域
，
以
致
史
瀚
烈
了
對
平
等
之
違
反
。
他
們
進
一
步
指
摘
，
名
單
聯
結
之
許
可

 

使
政
黨
能
夠
不
必
去
超
越
門
檻
條
款
的
界
限
，
卽
可
能
翏
與
席
次
分
配
，
但
是
請
求
提
起
人
囚
不
參
與
名
單
聯
結
以
致

 

在
席
次
分
配
上
仍
然
遭
到
排
除
——

卽
使
當
他
們
結
合
起
來
時
它
們
是
事
實
上
獲
得
更
多
的
選
票
。
上
述
聲
明
能
夠
顯

 

現
T
對
於
機
會
平
等
權
的
侵

丧
狀
況
。

聯
郭
衆
謎
院
及
聯
邦
參
議
院
在
本
件
中
能
夠
成

爲
請
求
相
對
人
。
聯
邦
衆
議
院
曾
通
過
7
選
擧
法
條
約
法
案
。
聯
 

邦
#
議
院
則
於
其
憲
法
權
限
之
範
圍
內
，
協
力
幫
助
上
開
法
案
之
公
布
。
於

此

，
可
以
不
必
理
會
的
是
，
上
開
法
案
是
 

否
如
同
參
議
院
所
認

爲
的
，
係
屬
須
聯
邦
参
議
院
通
過
才
生
效
的
法
律
。
因

爲
-个
管

如

何

，
聯
邦
參
謅
院
的
確
以
其
同

 

怠
—

j
及
對
抗
辯
意
見
的
忽
視
，
而
促
進
了
該
法
案
的

K -
現

。

n

'

本
件
中
之
憲
法
訴
願
，
係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4
a

款

，
以
及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十
三
條

S
a

款
 

以
及
第
九
十
條
以
下
，
而
被
許
可
。
訴
願
人
丨
—
其
聲
明
依
合
理
之
解
釋
於
裁
判
主
文

I
之
明

掲
內
容
中

I

—
IK
張

：
 

其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I

項
而
享
有
的
權
利
，
被

I

I

也
遭
到
請
求
提
起
人
栺
摘
的
—
丨
選
擧
法
條
約
法
案
所



侵

窖

。
妣

此

一

項

侵

害

，
單
對
第
2
位
憲
法
訴
願
人
而
言
是
關
係
到
其
爲
名
單
中
候
選
人
的
地
位
，
而
對
另
兩
名
廉
法

 

訴
願
者
而
言
，
則
是
關
係
到
其
身
爲
選
民
的
地
位
。
如

此

，
則
訴
願
人
乃
藉
由
該
須
法
案
而
直
接
及
卽
時
地
有
了
利
害

 

關

係

。判
決
理
由
：
請
來
及
憲
法
訴
願
係
有
理
由
(
按

：
卽

原

告

勝

訴

)
。

I

 >

在
德
意
志
聯
邦
衆
議
院
的
選
舉
中
，
由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所
保
障
的
*
在
該
次
選
舉
中
的
平
等

 

i

原

則

，
是
一
直
被
f

憲
法
法
院
的
持
嫌
裁
判
中
，
將

其

與

平

等

之

民

主

原

則

起

來

，
而
被
理
解
成
嚴
格
而

 

形
式
的
平
等
意
義
。
上

述

的r
平

等

」
係
經

由

基

本

法

，
創
設
了
一
項
民
主
的
秩
序
，
這
項
秩
序
從
而
在
選
舉
領
域
中

 

，
導
致
了
所
有
國
家
人
民
的
投
票
權
是
不
可
被
侵
犯
的
之
此
一
結
論
，
無
論
這
些
人
民
有
那
些
旣
存
的
區
別
都
相
同
適

 

用

，
因
此
不
允
許
選
票
價
値
不
同
，
而
且
此
項
排
除
，
原
則
上
也
適
用
在
比
例
選
舉
中
選
票
的
效
果
價
値
上
。

而
尤
其
就
政
黨
而
言
，
乃
是
人
民
以
組
織
性
共
同
參
與
的
方
式
，
而
參
加
選
舉
並
爲
政
治
性
行
爲
的
組
合
，
所
以

 

依
據
在
選
舉
領
域
上
的
形
式
化
平
等
原
則
而
言
，
是
被
理
解
爲
當
然
具
有
政
黨
及
i

挂
團
體
能
有
相
同
競
爭
機
會
的

 

S

義

的

。
政
娓
在
選
—

事
項
上
所
擁
有
的
、
機
#

平
等
的
權
利
，
可

以

政

黨

在

基

本

法

二

十

I

條
一
項
與
三
十
八
 

條

一

項

一

款

中

，
所

限

定

的

憲

法

上

地

位

所

導

出

，
並
能
由
以
下
意
涵
所
導
出
，
卽
應
該
具
有
被
保
障
的
組
黨
自

 

由
及
基
於
自
由
民
主
情
形
下
的
多
數
黨
統
治
原
則
。
如

此

一
項

結

論

，
主
宰
了
選
舉
的
過
程
，
以
及
選
舉
的
事
前
準
備

 

措

施

。
假
使
政
黨
並
不
能
在
原
則
上
，
以
平
等
的
法
律
條
件
從
事
選
擧
的
競
爭
的
話
，
民
主
就
不
能
夠
運
作
而
發
揮
功

二
九
七



二
A
八

能
了

。
若
立
法
者
以
下
述
的
方
法
來
規
範
在
選
擧
事
項
方
面
有
關
於
政
治
性
意
志
形
成
的
領
域

=

卽
政
黨
及
選
舉
性
團

 

B

的
機
會
平
等
能
夠
被
改
變
則
對
其
形
成
空
問
應
設
置
一
項
妥
適
的
界
限
；
而
基
本
上
，
對
於
個
別
政
黨
及
選
舉

W
體
 

的
紐
個
個
別
：个
同
處
理
，
在

m
法
上
是
遒
受
拒
斥
的
。

根
據
政
黨
的
形
式
選
擧
權
平
等
與
機
會
平
等
的
原
則
，
可
以
翦
出
下
述
滑
法
：
卽
立
法
者
在

M
於
政
治
性
組
織
的

 

選
舉
權
制
度
事
項
上
，
只
有
狹
窄
範
圍
的
活
動
空
間
來
作
不
同
待
遇
規
定
。
這
種
不
同
待
遇
規
定
在
此
是
隨
時
需
要
一
 

個
令
人
倍
服
的
理
由
，
來

爲
其
自
己
辯
解
的
。
做

爲
一
個
在
比
例
選
擧
制
度
常
中
，
關
於
選
擧
權
平
等
方
面
之
差
別
處

 

遇
的
充
分
辯
護
理

闬
者
，
是
可
以
從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在
其
裁
判
中
對
於
由
選
擧
而
產
生
的
人

K
代
表
團
體
功
能
性
的
保

 

障
之
反
覆
強
調
，
來
加
以
觀
察
得
知
。
比
例
選
擧
制
度
有
一
項
獨
特
的
原
則
，
卽
選
擧
機
關
要
在
比
例
選
擧
制
度
中
， 

盡

nr
能
地
去
描
繪
出
合
乎
茧
實
的
選
民
政
治
意
願
。
人
民
代
表
的
分
裂

爲
許
多
小

M
體
之
事
實
，
可
以
造
成
下
述
結
果

 

:
卽

「
穏
定
多
數
」
的
建
立
，
就
變
得
更
困
難
或
甚
至
被
阻
却
了
。
就
保
障
國
會
之
權
利
能
力
與
行

爲
能
力
的
需
要
性

 

而
言
，
立
法
者
應
因
此
而
在
比
例
選
擧
制
度
中
，
在
於
選
票
的
效
力

惯
値

t
予
以
：个
同
的
評
價

。

爲
了
達
成
逭
些
目
的
盼
意
欲
，
立
法
者
蕋
本
上
是
得
以
藉
由
一
項
門
檻
條
款
，
來
保
障
民
意
代
表
團
體
的
功
能
性

 

。
從
而
，
門
檻
條
款
百
分
之
五
的
法
定
數
額
規
定

-
一
般
是
無
可
非
議
的
。
在
早
先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已
經
強
調
過
，
 

門
檻

條
款
是
否
合
於
選
擧
平
等
原
則
，
萣
不
能
一
次
就
澈
底
地
被

槪
念
化
地
評

惯
出
來
的
。

j

項
選
擧
權
的
規
定
，
可
 

以
在
一
個
國
家
的
某
一
個
限
定
時
點
中
被
辯
護

爲
正
當
，
而
在
另
外
一
個
國
家
的
另
外
一
個
時
點
中
被
認

爲
不
正
當
；
 

隨
著
對
於
上
述
之
門
檻
條
款
的
公
布
，
也
應
該
考
童
到
，
各
邦
的
不
同
情
形
所
可
能
的
效
力

=

依

此

，
便
可
作
如
下
之



確
認

：一

項
對
於
門
檻
條
款
之
不
同
以
往
的
評
價
，
係
可
證
實
它
是
必
要
的
——

儘
管
只
是
短
暂
的
必
要
-
-
-
倘
若

國
家
內
部
的
狀
況
發
生
重
大
的
變
化
，
例
如
是
在
距
選
舉
前
不
久
，
選
舉
法
的
空
間
適
用
範
圍
有
了
巨
大
的
擴
充
，
甚

 

至
於
包
括
了
政
黨
結
構
不
同
的
地
區
。

若
選
舉
法
的
立
法
者
發
現
了
在
上
述
意
義
〃
的
特
別
情
形
，
則
它
便
必
須
加
以
考
慮
。
在

此

，
它
基
本
上
可
以
自
由

 

地
放
棄
門
檻
條
款
的
適
用
，
卽

降

檻

條

款

規

定

的

額

數

或

探

取

其

他

的

措

施

。
若
他
堅
持
百
分
之
五
法
定
額
數
的

 

^

條
款
是
合
宜
的
，
但
另
方
面
則
想
要
緩
和
此
項
條
款
的
影
m

，
則
他
所
決
定
探
取
的
預
期
要
眘
緩
和
效
果
的
措
施

 

本
身
必
須
和
憲
法
相
符
，
尤
其
是
滿
足
憲
法
上
關
於
政
黨
的
選
舉
權
平
等
和
機
會
平
等
的
原
則
。

一
個
用
以
緩
和
此
項

 

門
檻
i

效
力
的
規
定
，
並
不
能
夠
單
獨
地
以
下
述
理
由
來
正
當
化
，
卽
此
項
規
定
係
比
起
原
先
無
此
規
定
時
之
倩
形

 

是
扮
演
了
降
低
原
本
不
受
限
制
之
條
款
效
力
之
角
色
。
其
實
在

憲

法

上

，
任
何
規
定
只
能
去
保
持
其
在
政
黨
的
選
舉
競

 

爭
上
中
立
時
才
不
會
有
違
憲
之
嫌
。
此
項
中
立
也
能
要
求
立
法
者
在
門
檻
條
款
的
事
項
方
面
，
不
可
對
於
選
擧
競
爭
中

 

經
由
法
律
規
定
而
致
之
競
S

序
之
破
壤
坐
視
不
頋
；
競
爭
秩
序
之
破
壞
可
以
構
成
前
述
意
義
下
的r

特

別

狀

況

」

。
 

n

s

與
系
爭
立
法
者
措
施
租
關
的
徳
意
志
聯
邦
衆
議
院
第
一
次
全
德
地
區
選
擧
，
係
處
於
特

別

的

，
而
非
經
常
重
覆
發

 

生
的
情
形
下
畢
行
，
而
選
舉
法
立
法
者
必
須
在
限
制
條
款
的
制
訂
上
對
此
等
特
別
狀
況
加
以
考
廉
。
這
次
全
德
選
舉
之

 

有
異
於
其
他
選
擧
者
在
於
，
政
黨
及
政
治
性
團
體
必
須
讓
自
己
在
短
期
內
適
應
一
個
擴
大
後
的
選
擧
區
域
，
此

外

，
參

 

與
此
次
選
舉
的
政
黨
與
政
治
牲
團
體
的
一
部
份
，
只
能
僅
僅
自
幾
個
月
之
前
開
始
組
織
及
從
事
政
治
性
活
動
。

二
九
九



三
0
〇

1.
聯

郭

選

擧

法

花

原

德

意

志K
主
共
和

阈
所
屬
各
邦
加
入
後
造
成
的
適
用
領
域
上
的
擴
充
，
可
以
導
出
下
述
結
果

 

:
上
述
：运
些
邦
成

爲
聯
邦
選
擧
法
規
範
意
義
下
選
擧
地
區
的
一
部
份
(
聯
邦
選
擧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
。
其
後
在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和
平
革
命
之
一
年
以
後
，
擧
辦
了
第
一
次
金
德
選
擧
：_。
在

此

一

全
德
選
擧
區
域
的
建
立
期
間
中
，
這
兩
 

個
分
離
了
四
十
年
的
領
土
統
一
了
，
而
且
決
定
把

m

 一
次
全
德
選
擧
的

n
期
定
於
三
個
月
後
？
此
一
發
展
並
未
讓
一
些

 

政
黨
有
足
夠
的
可
能
機
會
去
使
它
的
影

I
：

範
圍
也
隨
著
新
加
入
的
選
擧
區
域
而
擴
展
，
並
藉
此
有
追
求
選
票
的
成
功
希

 

望

。
尤
其
是
政
黨
在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擧
之
前
，
只
有
有
限
的
機
會
在
新
加
入
的
選
擧
區
域
之
地
方
級
或
邦
級
選
舉
中
加

 

以
參
與
，
也

M
能
在
此
冇
限
機
會
中
製
作
選
-擧
計
劃
及
確
定
候
選
人
名
單
。

'a)
在
此
種
起
始
的
情
勢
下
，
在
此
次
大
選
中
的
百
分
之
五
額
數
的
限
制
條
款
，
所
加
予
迄
今
僅
在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境

内
活
動
的
政
激
的
負
擔
，

D
前
乃
是
不
對
等
地
遠
強
於
加
予
只
在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境
內
活
動
的
政
黨
所

 

受
負
擔
=
根
據
聯
邦
衆
議
院
德
國
統
一
委

M
會
的
論
斷
認

爲

，
限
制
條
款
的
保
留
，
在
其
效
力
範
圍

内
的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顓
土
屮
，
導
致
了
受
到
限
制
的
政
黨
或
政
治
性
團
體
，
必
須
達
到
在
其
現
今
的
活
動
範
圍
內
，
於
二
次
選
擧
中

 

分
得
百
分
之
二
十
三
點
七
五
以
上
的
票
數
，
才
能
夠
使
他
們
超
越
百
分
之
五
的
門
檻
，
以
及
隨
之
而
能
存
在
於
聯
邦
衆

 

議
院
之
中
。
而
與
此
相
應
的
是
，
在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境
內
的
政
黨
，
只
必
須
在
其
現
有
的
活
動
範
圍
內
獲
得
第
二

 

次
投
票
中
略
微
超
過
百
分
之
六
的
票
數
就
可
以
了

 

=

選
擧
立
法
者
所
考
虛
到
的
另
一
項

II
進
一
步
的
特
別
狀
況
乃
是
，
除

了

「
國
家
陣
線
」
(

d
i
e

 Na
t
i
o
n
a
l
s

 

F
r
o
n
t

 

〕
之
外
的
政
黨
及
政
治
性
團
體
，
僅
只
從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的
政
治
■
革
開
始
之
後
，
才
能
夠
從
事
其
組



M
H
作
及
各
種
活
動
。
相

較

而

言

，
那
些
長
年
活
動
的
政
濂
，
是
因
此
在
其
組
織
的
、
人
事
的
及
財
政
的
活
動
基
礎
上

 

稍
稍
較
爲
完
備
的
；
但
是
它
們
的
和
其
他
馼
團
之
共
同
合
作
程
序
計
劃
，
也
還
是
受
到
影
響
，
而
只
有
短
暫
的
時
間
可

 

供
支
配
利
用
。

■b)
這
些
不
同
的
情
彤
，
並
不
能
要
.此
搜
政
黨
或
政
治
性
團
體
來
負
責
，
也
不
能
要
依
其
他
任
何
理
由
歸
咎
於
它

 

們

。

實

定

法

的

。

j

直
到
聯
弗
選
擧
法
的
適
用
空
間
鑛
充
之
前
爲
止
，
在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境
內
，
只
有
致
黛
在
現
今
法
律
效
力
範
圍
內
被
授
權
依
據
席
次
或
領
導
地
位
去
提
出
選
舉
人
的
推
薦
名
單
(
聯
邦

 

選
舉
法
第
十
八
條
)
。
在
一
九
九
〇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擧
行
的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國
民
議
會
選
擧
中
，
也
僅
有
政
黨
及

 

政
治
性
團
體
具
有
在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境
內
的
候
選
人
推
薦
權
(j

九
九
〇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及
三
月
十
八
日
之
德
惹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之
國
民
會
議
選
舉
法
第
八
條
一
項
；

一
九
九
o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之
政
黨
及
其
他
政
治
性
團
艟
第
五

 

條

二

項

)
。

一
九
九
〇
年
八
月
二
十
九
日
的
選
擧
條
約
代
替
了
迄
今
在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境
內
有
效
的
選
擧
法
規

 

，
也
修
正
了
聯
邦
選
舉
法
在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境
內
的
效
力
，
以
因
應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選
舉
區
域
擴
充
的
情
況

 

,
並
使
政
黨
及
政
治
性
團
體
能
在
「
與
以
往
相
異
的
組
織
起
跑
條
件J

下
參
與
選
擧
；
其

次

，
也

顧

及

了

另一

個
重
要

 

的
焦
點
，
卽
政
娓
之
機
會
平
等
的
問
題
。

這
些
與
以
往
相
異
的
組
織
起
跑
條
件
也
有
其
法
律
上
的
原
因
。
根
據
早
先
生
效
的
德
蕙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一
九
七
五

 

年
十
一
月
六
日
痛
布
的
人
§

體
之
組
織
及
活
動
相
關
的
行
政
命
令
規
定
：r

人
民
團
趙
需
要
國
家
的
承
認
方
可
從
事

 

活
動
」

(
第

二

條

一

項

)
.，r

,

而
此
承
認
只
有
在
當
人
民
團
體
於
其
性
質
及
目
的
設
定
上
符
合
社
會
主
義
的
社
會
制

三
0
|



三
〇
二

度
時
才
被
保
障
」

(
第

I

條
二
項
)
。

r

政
黨
慝
賅
只
存
在
於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r

國

家

之

內

」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一
九
六
八
年
四
月
六
日
憲
法
第
三
條
二
項
)
。
上
述
成
立
及
活
動
的
禁
止
規
定
僅
僅
在
不
久
之
前
才
取

 

消

。
道
些
由
於
法
律
秩
序
而
使
然
的
相
異
情
形
，
並

不

是

「
差

別

」

，
亦
卽
選
舉
法
立
法
者
基
於
其
中
立
義
務
而
必
須

 

接

受

者

，
而

是

「
不
平
等
」
，
從
而
立
法
者
便
不
應
該
對
限
制
條
款
的
存
在
坐
視
不
顯
。

2
與

r

新

論

組

織

」
(
^
e
g
s

 F
o
r
n
m
)

在
言
辭
審
理
中
所
提
的
觀
點
相
反
的
，
本
件
中
並
不
存
在
著
選
擧
法

 

立
法
者
滕
特
別
考
慮
之
特
別
情
況_

_
_

^
關

在

統

|

條
約
第
五
條
中
所
提
及
之
任
務
的
特
別

fi
況

。
根
據
該
條
文
的
規

 

定

，
立
i

關

乃

是

r

適

合

」
在
和
德
國
統
一
的
相
關
問
題
上
，
能
夠
去
硏
究
如
何
修
正
或
補
足
基
本
法
的
規
定
之
單

 

位

，
特
別
是
要
去
硏
究
基
本
法
第
一
四
六
條
之
適
用
與
公
民
投
票
範
圉
的
問
題
。
因

此

，
第
十
二
届
—

志
聯
邦
衆
議

 

院

便

不

自

成r

制
I

s

 

j

意
義
下
的
制
憲
或
草
擬
憲
法
的
國
民
大
會
。
因
此
我
們
可
不
同
這
些
任
務
是
否
排
除
掉

着

E

檻

條

款

。

I

、

1.
關
於
以
下
論
斷
，
卽
聯
邦
衆
議
院
第
一
次
全
德
地
區
選
舉
係
面
臨
著
特
別
情
形
，
從
而
不
允
許
在
該
全
德
選
區

 

的

情

形

下

繼

嫌

保

留

系

爭

之

百

分

之

五

的

限

制

條

款

，
並
不
如
此
就
完
了
。
立
法
者
已
經
藉
由
騵
邦
選
舉
法
第
五

 

十

三

條

二

項

來

削

弱

了

該

門

檻

條

款

的

影

簪

。
立
法
者
希
望
能
因
此
使
下
述
情
況
成
爲
可
能
.
.
「
處
在
一
個
將
由
兩

 

個
德
國
組
成
的
國
家
中
的
政
黨
，
它
們
也
還
沒
有
藉
由
與
另一

個
他
藉
國
政
黨
聯
合
，
而
趣
立
起
爲
此
次
全
德
地
區
選



舉
的
組
賴
基
礎
者
，
能
在
此
達
成
選
舉
名
單
的
連
結
，
並
藉
此
使
得
選
舉
中
第
二
次
投
票
所
得
票
數
的
總
賸
影
響
能
發

因

此

’
上
述
規
定
應
作
如
下
檢
査
：
是
否
此
項

規

定

，
能
夠
把
下
述
的
特
殊
I

以
憲
法
上
無
可
非
議
的
方
法
加

 

以

消

除

。
而
這
項
困
難
是
：
政
黨
及
政
治
性
團
體
所
面
臨
的
選
舉
區
域
擴
張
，
以
及
因
爲
選
事
區
域
擴
張
而
連
帶
激
化

 

的
與
選
區
有
關
之
百
分
之
五
額
數
門
檻
條
款
的
限
制
效
力
。

2.
此

問

題

係

遭

到

否

定

之

答

覆

a)
名
單
聯
結
之
作
成
，
是
受
到
聯
弗
選
擧
法
第

3£-
十

三

條

二

項

所

規

定

的

「
競

爭

條

款J

之
限
制
的

6
該
競

 

爭
條
款
旨
在
：
部
只
有
那
種
在
除
了
柏
林
之
外
任
何
一
邦
都
沒
有
彼
此
各
自
提
出
選
舉
名
單
的
政
黨
，
可
以
有
機
會
實

 

S

名

單

之

聯

結

。
由
於
競
爭

條

款

，
造

成

了

一

項

(
互

相

相

反

的

)
該
次
選
擧
選
票
結
果
價
値
不
等
値
的
結
果
，
此

 

項
不
等
値
的
—

發
生
於
得
到
少
於
百
分
之
五
的
選
票
的
政
黨
提
名
單
。
從
而
它
必
須
將
之
與
「
形

式

平

等

」
之
要
求

 

做

一

衡

量

。
此
平
等
要
求
——

姑
且
不
論
所
存
在
之
對
不
同
政
黨
之
名
單
聯
結
之
基
本
懐
疑
——

已

經

未

被

滿

足

了

，
 

因
爲
它
並
非
以
相
同
之
方
法
來
幫
助
所
有
政
黨
。

在
未
達
門
檻
票
數
時
仍
能
參
與
比
例
代
表
制
下
席
次
分
配
的
機
會
，
f

只
有
少
數
個
別
的
小
政
黨
。
抽
象
言
之

 

,
政
黨
名
單
聯
結
的
機
會
是
對
所
有
的
政
黨
及
政
S

画

賸

開

放

的

。
但
選
擧
法
不
是
針
對
抽
象
的
虛
擬
狀
況
，
而
是

 

取
向
政
治
實
情
。
我
們
若
心
存
此
事
，
則
可
能
的
政
黨
名
單
聯
始
之
數
目
急
i

少

。
進
一
步
地
更
可
看
出
，
居
於
優

 

勢

的
政

黨

，
基

於

聯

邦

選

舉

法

第

五

十

三

條

二

項

的

基

本

思

想

對

其

之

適

用

，
乃
在
政
黛
比
例
代
表
名
單
的
連
結
上

三
〇
三



三
o
四

找
不
到
s

,
而

這

種

情

形

，
並
不
是
出
於
政
黨
本
身
的
計
襴
，
或
其
他
政
黨
的
多
變
情
況
。
另

外

，
當
其
他
政
黨
希

 

望
藉
著
選
舉
名
單
聯
結
來
達
成
預
定
的
成
果
——

卽
克
服
限
制
條
款
的
壓
力
！

的

同

時

，
却
發
現
在
原
本
可
以
有
無

 

限
可
能
性
的
選
畢
名
單
—

事

項

方

面

-
乃
由
於
競
爭
條
款
的
生
效
，
费
成
僅
有
兩
個
政
黨
能
夠
達
成
選
擧
名
單
的
聯

 

繫

。
這

件

事

，
卽
使
政
r

l
般
而
言
至
少
在
—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或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其
中
之
一
的
領
土
的
每
一
個

 

邦
囊
出
孟
例
代
的
政
黨
候
選
人
名
單
時
，亦
然
。

若
許
多
名
單
不
能
夠
互
相
聊
葙
，
則
只
有
這
種
政
黨
的
聯
蕖
才
有
可
能
成
功
：
其
至
少
有
一
個
聯
結
夥
伴
在
(
按

 

:
此

夥

伴

)
地

區

(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或
德
意
志
鄹
邦
共
和
國
〕
之

中

。
擁
有
足
夠
的
選
舉
潛
力
來
利
用
，
並
且
可

 

以
因
而
在
此
種
情
況
下
，
彌
補
夥
伴
的
弱
點
。
能
夠
在
由
德
國
的
兩
個
不
同
範
圍
而
組
合
成
的
單
一
選
舉
區
域
中
，
而
 

被
列
入
考
廉
以
做
爲
小
黨
的
名
單
聯
繫
夥
伴
的
，
在
實
際
上
只
有
那
些
被
預
期
能
在
聯
邦
共
和
國
境
獲
得
値
得
重
視
髙

 

票
的
政
黨
而
已
■。
這

少

散

的

(
三

個

)
政

黨

，
在
選
舉
條
約
法
案
通
過
的
該
時
點
，
便
已
經
和
它
們
在
另
一
部
份
領
土

 

上
的
姐
I

黨
完
成
或
預
告
其
融
合
的
工
作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這
些
政
黨
在
競
爭
條
款
的
適
用
下
做
爲
其
他
政
黨
夥

 

伴
的
可
能
性
就
被
排
除
了
，
因
爲
它
們
在
毎
一
個
邦
都
提
出
了
比
例
代
表
選
舉
制
的
政
黛
候
選
人
名
單
。

因

此

，
打

一

開

始

，
便
只
有
極
小
部
份
的
政
黨
能
因
聯
邦
選
舉
法
第
五
十
三
條
之
基
本
思
想
的
適
用
，
而
眞
正
得

 

到

j

個
實
在
的
機
會
，
去
找
一
個
能
夠
協
助
克
服
百
分
之
五
條
款
限
制
的
夥
伴
。
而
這
樣
是
侵
害
了
政
黨
的
機
會
平
等

 

權

。

.b)
縱
此
不

論

，
事
實
上
毎
一
個
名
單
的
聯
結
薇
獨
立
地
導
致
了
對
於
機
會
平
等
權
的
牴
觸
！



爭
條
款
存
在
都
一
樣
—

因
爲
它
加
深
了
選
票
效
果
不
平
等
的
現
象
，
而
却
沒
有
能
夠
提
出
充
分
而
實
質
的
理
由
。
 

^

產
生
自
下
列
的
考
量
：

⑷
下
列
是
符
合
了
比
例
選
擧
的
制
度
，
就
如
同
它
在
聯
邦
選
擧
法
中
所
形
成
的
：
卽
選
擧
中
何
人
當
選
是
依

 

由
政
黨
開
列
的
各
邦
(
候

選

人

)
名

單

而
決
定
。
對
這
樣
一
份
名
單
所
作
之
投
票
依
聯
邦
選
擧
法
第
六
條
六
項
！

如
不
論
該
處
進
一
步
，
但
此
處
不
擬
討
論
之
規
定
-
-
-
在
分
配
席
次
上
是
不
被
考
廉
的
，
當
一
政
t

之
得
票
率
不
及

鬥
檻
條
款
時
。
這
種
選
票
結
果
價
値
的
不
相
同
比
重
，
是
適
用
於
所
有
的
政
黨
，
而
絲
毫
沒
有
差
異
的
，只

畫

s
litt
t一
政
黨
 

不
能
克
服
該
限
制
條
款
所
豎
起
的
門
檻
丨
丨
卽
選
區
中
旣
投
票
至
少
百
分
之
五
的
數
額
丨

j

的

話

。

此
等
完
全
相
同
的
限
制
條
款
效
力
乃
對
於
向
聯
邦
選
舉
委
員
會
聲
明
其
候
選
人
名
單
聯
繫
的
政
黨
們
並
不
適
用
。
 

此
項
聲
明
產
生
下
述
結
果
，
卽
對
於
克
服
限
制
條
款
來
說
是
有
決
定
性
作
用
的
是
對
聯
結
名
單
所
作
之
總
投
票
數
。
依
 

!

投
票
的
總
額
爲
計
算
基
準
而
來
確
定
參
與
聯
結
的
政
灌
們
的
政
黨
提
名
單
。
遵
循
著
此
種
方
式
，
那
些
曾
經
未
達

 

到
在
選
擧
區
中
獲
得
百
分
之
五
票
數
界
限
，
並
從
而
未
能
保
留
議
會
席
次
的
政
黨
，
乃
能
夠
在
席
次
的
分
配
中
被
列
入

 

S

。
如
果
某
個
已
締
結
名
單
聯
結
的
政
黨
，
獨
立
克
服
了
門
檻
條
款
，
則
在
名
單
聯
結
上
的
第
二
個
政
黨
乃
不
必
再

 

尉
.此
做
出
貢
獻
。
名
單
聯
結
因
此
不
僅
在
結
果
上
，
而
且
在
目
的
上
也
是
如
此
：
端
賴
此
項
名
單
是
否
經
由
向
聯
邦
選

 

委
會
之
聲
明
而
達
成
聯
結
，
以
形
成
門
檻
條
款
的
不
同
效
力
。

在
名
單
聯
結
之
投
票
相
較
於
在
非
名
單
聯
繫
上
所
得
票
數
者
的
不
同
結
果
價
値
，
與
钽
次
單
一
選
票
之
不
等
値
之

 

現
象
是
相
吻
含
..毎
一
個
投
下
其
選
票
給
聯
結
名
單
者
的
選
舉
人
，
亦
可
藉
其
投
票
，
而
有
助
於
在
考
置
席
次
分
配
問

三
〇
五



三
〇
六

題
時
對
他
的
名
單
所
投
之
票
能
被
計
算
到
。
他
乃
促
使
某
一
個
名
單
能
因
此
參
與
分
配
席
次
，
卽
使
是
他
並
未
對
之
投

 

票
者
。
由
於
這
種
選
票
的
不
同
比
重
，
是
在
如
此
根
本
的
方
式
上
和
形
式
選
擧
權
平
等
的
原
則
相
互
矛
盾
，
以
致
在
道
 

件
事
情
上
，
找
不
到
任
何
理
由
可
供
考
量

爲
隨
之
出
現
之

r

政
黨
機
會
不
平
等
」
做
辯
護
。

b b )
於
上
述
相
對
地
，
名
單
聯
結
，
正
如
同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的
選
擧
法
所
瞭
解
、
規
定
者
，
是
不
必
然
附

 

隨
著
對
選
擧
平
等
的
如
此
牴
觸
的
。

r

名
單
聯
結
」
是

一

棰
爲
了
克
服
門

I
條
款
而
產
生
了

 一
種
單
純
的
計
算
共
同
體
 

，
與
此
相
反
，
名
單
之
合
^

度

(L
i
s
t
e
n
v
e
r
e
i
n
i
g
g
g

 )
乃
以
堅
強
的
合
作
型
式

爲
前
提
。
在
道

様
的
合
併
情
形

 

下

，
更
多
的
政
黨
或
政
治
性
團
體
共
同
開
列
了
一
份
名
單
，
這
排
定
了
不
同
政
餹
候
選
者
之
間
穩
固
的
排
名
次
席
，
並
 

提
供
給
選
民
用
作
投
票
之
考
虛
。
因
此
門
檻
條
款
的
平
等
效
果
恰
好
沒
有
被
取
消
；

爲
克
服
門
檻
條
款
必
須
有
足
以
克

 

服
門
檻
條
款
之
票
數
才
行
。
對
於
名
單
合
併
的
准
許
，
並
未
促
使
旣
投
票
的
結
果
價

値
在
門
檻
條
款
目
的
所
及
之
範
圍

 

之
外
有
所
不
平
等
。
對
於
名
單
合
併
(
或

：
共
同
名
單
)
的
准
許
，
只
包
括
聯
邦
選
擧
法
原
則
之
一
項
例
外
：
只
有
個
 

別
的
政
黨
或
政
治
性
圈
體
能
夠
提
出
比
例
代
表
選
擧
的
政
黨
候
選
人
名
單
。
而
名
單
聯
結
的
確
極
重
視
法
律
上
的
讓
步

 

,
與
此
相
對
地
在
選
擧
權
平
等
事
項
上
打
破
了
憲
法
原
理
，
而
此
憲
法
原
理
是
：
對
於
所
有
比
例
代
表
選
擧
政
黨
候
選

 

人
名
單
的
限
制
障
礙
，
應

以

j

律
平
等
的
方
式
有
效

=

IV

、

.

根
據
迄
今
所
說
，
便
不
能
導
出
下
列
結
論
：
憲
法
制
訂
者
有
義
務
在
第
一
次
命

：

德
地
區
選
擧
中
，
完
全
地
放
棄
門

 

檻
條
款
的
規
範
。



l.
a)
然

而

，
門
檻
條
款
之
限
制
就
其
於
此
總
選
舉
區
而
言
，
並
不
能
一
般
性
加
以
放
寬
。
也

就

是

說

，
不
應
該
繼

 

S

於
下
述
情
況
置
之
不
理
，
該
情
況
萣
：
迄
今
之
活
動
空
間
皆
偏
限
於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的
各
政
黨
，
藉
由
選
舉

 

區
域
之
擴
張
，
發
現
了
它
們
係
與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之
政
黨
，
處
於
比
較
上
不
平
等
的
「
起

跑

條

件J

。
這
些
政
黨

 

爲
了
獲
致
確
切
選
菓
數
之
機
會
之
確
保
，
而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
爲
了
此
種
情
形
之
因
應
，
必

須

致

全

爭

取

新

的

選

 

民
簧
源
支
持
，
這
些
新
的
選
民
在
數
量
上
乃
是
暹
些
政
黨
迄
今
僅
有
的
選
翬
區
域
丨

—

卽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境
內
—
 

—
選
擧
權
人
的
三
又
二
分
之
一
倍
以
上
；
相

對

於

此

的

，
這
場
可
以
比
較
的
障
礙
赛
所
給
予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的
政

 

黨

，
是
與
其
迄
今
之
選
舉
區
域
中
定
居
之
選
舉
權
人
相
較
，
不

到
三
分
之1

的

數

額

。
此
種
不
平
等
的
起
跑
條
件
是
丨

 

i

同
已
經
說
明
的
部
份
I

I
兩
部
原
本
獨
立
的
選
舉
區
域
組
成
一
個
單
一
選
擧
區
域
的
必
然
結
果
，
而
且
就
此
是
首

 

先
經
由
一
項
法
律
規
範
，
也
就
是
選
奉
條
約
的
批
准
法
案
而
產
生
的
。

因
此
可
以
得
出
以
下
結
論
，
卽
立
法
者
依
憲
法
之
原
意
，
不
得
以
下
列
的
方
式
來
確
定

F3
檻

條

款

，
卽
此
門
檻
正

 

好
聯
接
以
系
爭
之
不
平
等*

起

跑*

基

礎

；
亦
卽
以
不
平
等
之
起
跑
點
爲
出
發
點
採
行
了
一
項
規
則
，
這
規
則
的
目
的

在

於

，
爲
了
國
會
能
發
揮
功
能
之
利
益
，
要
對
選
票
的
效
力
價
値
做
不
同
的
比
重
判
斷
。
在

本

案

中

-
-
-
由
於
文
中

所
提
及
的
不
平
等
出
發
處
境
-
-
-
不
平
等
並
未
藉
由
門
檻
條
款
的
運
作
而
正
當
，
却
反
而
由
於
門
檻
條
款
而
加
深
了

法
律
上
的
不
平
等
。
因

爲

：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的
政
黨
*
必
須
能
在
其
固
有
的
選
舉
區
域
中
，
獲
得
較
之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的
政
黨
所
在
其
固
有
選
舉
區
域
中
蹶
獲
得
的
、
大
得
多
的
選l

i
i

分

比

例

，
以
及
相
應
的
較
大
的
選
票
效
力

 

，
如
此
它
們
才
能
克
服
門
檻
條
款
的
限
制
就
此
，
舉

例

來

說

，
若
選
擧
區
域
有
關
的
門
®
媒
款
的
標
準
降
低
至
大
約
百

三
o
七



三
〇
八

分
之
一
點
二
，
則
有
如
下
效
果
：
德
意
志
民
卞
：共
和
國
的
政
黨
不
必
再
在
原
先

苋
德
領
土
中
獲
得
百
分
之
五
的
選
票
來

 

克
服
該
項
障
礙
。
适
些
政
黨
乃
因
此
就
變
得
比
較
於
在
固
有
選
舉
區
中
滿
足
本
案
例
提
及
之
百
分
之
五
門
檻
條
款
而
；

Ii4
 

，
要
較
容
易
達
成
其
結
果

=

M
此

，
德
意
忐
聯
邦
共
和
國
的
政
黨
早

B
只
須
獲
得
其
固
有
選
擧
區
域
內
選
票
的

fi'
分
之
 

一

■
六
左
右
，
卽
可
#
與
席
次
的
分
配
。
此
項
不
平
等
的
情
形
存
在
於
它
們
的
關
係
，
以
及
卽
使
是
門
檻
條
款
減
低
其

 

額
數
到
百
分
之
一
.
二
也
一
樣
；
它
的
毛
病
出
在
全
選
擧
區
只
有

j

個

單

一

門
檻
條
款
。

因

此

，
道

様
的
一
項
門
檻
條
款
，
乃
正
如
其
現
今
所
規
定
之
額
數
所
能
硤
到
的
，
對
於

徳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的
政

 

黨
加
予
重
擔
，
而
侵
害
了
它
們
的
機
會
平
等
權
。
在
對
於
以
法
律
事
實

爲
由
而
產
生
的
不
同
出
發
基
礎
上
，
此
一
門
檻
 

條
款
不
再
是
中
立
地
對
待
各
個
政
黨
，
而
毋
寧
說
它
所
意
味
的
乃
是
一
項
冇
利
於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政
黨
的
干
預
行

 

爲

。
b)
地
區
化
的

P5
檻
條
款
在
憲
法
上
是
沒
有
問
題
的
■■若
此
項
條
款
一
方
面
涉
及
了
除
柏
林
以
外
的
固
有
的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闕
領
域
(
西

德

〕
，
另
一
方
面
又
涉
及
了
除
柏
林
以
外
的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固
有
領
域
(
東

德

〕
，
並
且
 

在
上
開
兩
個
不
同
領
域
內
，
各
自
規
定
；/
不

冋
的
門
檻
額
數
。
如
下
之
不
平
等
，
亦
卽
隨
著
國
家
統
一
的
創
設
，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的
政
黨
乃
參
加
了

 一
個
以
人
口
而
言
是
其
固
有
選
舉
區
大
了
西
分
之
三
百
的
選
擧
區
域
的
爭
論
及
競
斐

 

;
相
反
地
，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政
餹
所
遭
遇
的
選
擧
區
域
的
擴
張
，
却
只
是
(
人
口
上
)
僅
僅
：

C]'
分

之

二

十

七

，
以

 

上
的
道
種
不
平
等
情
形
在
經
由
地
區
化
之
不

IKI
的r

檻
條
款
後
，
並
不
會
成

爲
選
票
效
力
價

値
加
以
不
同
計
算
的
規
則

 

的
出
發
點
；
這
不
平
等
並
無
法
藉
這
插
方
式
在
法
律
上
被
突
出
而
受
到
認
可
。
相
反
地
，
它
反
倒
是
有
時
候
對
於
政
黨



——

由
它
們
各
有
關
的
不
平
等
起
點
上
I

做
出
重
要
而
不
平
等
的
要
求
，
要
它
們
同
意
交
出
機
會
平
等
權
，
還
與
此

 

相
應
的
也
要
求
政
黨
交
出
其
由
選
民
而
來
的
平
等
援
助
。
以
下
因
應
上
述
情
形
的
作
法
應
是
不
會
被
反
對
的
，
亦
卽
在

 

此
意
義
下
的
地
區
化
門
檻
條
款
，
依
選
擧
權
槪
念
下
所
必
需
的
形
式
思
考
方
式
，
導
致
了
於
參
與
f

次
分
配
範
疇
內
的

 

S

,
於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領
域
內
獲
得
較
大
的
比
重
。
並

且

，
嚴

格

、
形

式

的

平

等

，
就
如
t

之
滿
足
民
主
原
則

 

，
也
使
得
它
能
在
此
處
旣
存
的
不
平
等
的
出
發
基
礎
上
，
僅

藉

著

形

式

平

. #
的

建

立

，
而
在
該
特
定
相
關
地
區
中
創
立

 

起

來

。
下

述

情

形

，
卽
I

由
於
確
切
投
票
部
份
之
中
選
票
效
力
價
値
的
獨
立
性
丨

—

在

此

情

形

下

在

某

個

選

舉

區

 

必
須
獲
得
較
他
選
區
在
此
情
形
下
所
獲
得
之
更
多
的
票
，
便
未
導
致
平
等
之
，違

反

，
只
要
——

如
同
此
處
—
1

該
相
關

 

區
域
係
根
據
平
等
之
觀
點
而
形
成
該
項
情
況
。

2
單
純
將
門
檻
條
款
地
區
化
丨
！

不
顧
及
其
數
額
I

I
在
此
當
然
仍
不
足
以
滿
足
機
會
平
等
的
要
求
。
它
是
沒
有

 

能
力
單
獨
毅
於
伴
隨
著
第
一
次
全
德
大
選
而
產
生
的
相
異
的
起
始
狀
況
，
做
出
充
份
的
平
衡
的
。
這
些
相
異
的
起
始
狀

 

況

存

在

於

，
那
些
處
於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境
內
，
而
要
參
加
此
次
選
擧
的
政
黨
及
政
治
性
團
體
，
如

前

所

述

地

，
於

相
當

大
的
程
度
上
，
他
們
自
己
須
於
選
睾
競
爭
中
—
1
以
多
多
少
少
可
稱
強
力
的
措
施

-
-
-
不
得
不
去
動
員
其
各
項

S

設
施
來
因
應
此
等
情
況
，
他
們
自
己
可
能
是
在
德
國
國
家
統
一
陣
線
政
黨
獨
裁
的
時
期
中
創
立
起
組
織
的
，
在
其

 

他

時

候

，
因
爲
獨
裁
的
迫
害
及
壓
制
，
他
們
首
次
能
夠
開
始
在
獨
栽
結
束
後
進
行
組
織
化
工
作
。
而
這
項
獨
裁
的
壓
制

 

，
也
導
致
了
在
言
辭
審
理
中
所
提
及
的
缺
點
丨
丨
在
其
最
後
提
及
的
編
制
工
作
上
，
對
於
所
有
在
固
有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境
內
而
要
參
加
此
次
選
舉
的
政
黨
與
政
治
性
團
體
，
也

有

不

利

的

。
這
不
利
必
須
加
以
平
衡
。
爲

此

，
在
於

=
0
九



三

I

 o

一
九
九
〇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及
同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所
通
過
的
，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的
國
民
會
議
i

法

，
以
及
一
九
九

 

〇
年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所
通
過
的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邦
議
會
選
擧
法
中
，
提
供
了
初
步
的
平
衡
方
式
，
卽
政
媒
比
例
名

 

單

的

聯

結

。
立
法
者
爲
了
第
十
二
届
德
國
聯
邦
衆
議
院
的
選
舉
，
利
用
了
此
項
可
能
性
，
他
還
與
之
相
應
地
，
在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境
內
，
於
邦
議
會
選
擧
中
，
在
現
行
法
律
的
前
提
條
件
下
，
允
許
政
黨
及
政
治
性
團
體
的
政
黨
比
例
選

 

舉

之
名

單

聯

結

，
只
要
這
些
政
黨
、
政
治
性
團
體
或
他
們
的
他
邦
聯
合
團
體
在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境
內
擁
有
席
次
的

 

話

；
如

此

，
歧
視
的
因
素
乃
被
考
慮
到
了
，
而
對
於

那

些

於

「
德
國
統
一
戰
線
」
統
治
時
代
所
創
立
，
而
在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趟
境
內
活
勤
的
政
黨
及
政
治
性
團
體
來
說
，
歧
視
在
現
今
是
頗
不
輕
微
的
。
但
是
另
外
未
被
提
及
的
是
，
從
卽

 

將
來
臨
的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擧
來
看
，
這
些
政
黨
及
政
治
性
團
體
必
須
在
很
短
的
、
選
擧
法
所
規
定
的
期
間
內
，
努
力
去

變
更
成
其
他
的
組
織
形
式
，
由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境
內
的
政
治
桂
組
織
「
名

單

聯

結

」

，
能
在
此
全
德
選
區
中
參
選

°

3.
錄
門
楹
條
款
正
當
化
的
目
標
，
就
其
係
如
此
的
地
區
化
，
以
及
另
外
加
上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境
內
活
動
的
政

 

黨
及
政
治
性
團
體
有
政
黨
名
單
合
併
(
共

同

)
的

機

會

以

觀

，
是

達

到

了

。
儘
管
經
由
這
個
方
法
，
的
確
是
在
不
平
等

 

的

狀

況

下

，
胆
却
了
小
黨
在
國
會
之
立
足
.

■
不
論
是
比
起
相
關
選
舉
區
域
內
的
統
！
型

門

檻

條

款

，
或
者
是
比
起
有
地

 

區

化

門

檻

條

款

但

却

沒

有

政

黨

名

單

(
共

同

)
制

之

情

形

。
當

此

期

間

，
如
此
一
項
適
用
於
第
十
二
届
聯
邦
衆
翳

院
選
舉
的
規
定
！

也
只
有
它
是
本
件
载
判
铟
題
#

-
-
-
遼
是
存
有
十
分
有
效
的
門
檻
效
果
。
立
法
者
也
就
是
在
這

種

情

況

之

下

，
在
考
慮
到
這
第
一
次
全
德
地
區
的
自
由
選
擧
的
特
殊
條
件
，
而
將
地
區
化
的
門
檻
條
款
定
在
百
分
之
五



以

下

；
這
也
同
樣
是
個
關
於
立
法
者
形
成
空
間
的
問
題
，
就
如
同
和
決
定
門
檻
條
款
是
否
應
存
在
的
問
題
一
樣
。
立
法

者
當
然
是
在
這
方
面
丨

i

拫
據
選
舉
權
平
等
的
理
由
-
-
-
-
-
-
-

被
阻
止
在
兩
個
相
關
選
區
的
地
區
化
門
檻
條
款
上
做
不
同

的

規

定

。

D

、
 

在
憲
法
訴
願
程
序
中
對
於
原
告
有
利
的
訴
訟
费
用
歸
属
裁
定
係
拫
據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一11

十
四

之

a
條
二

 

項

而

得

出

。

原
告
在
機
關
訴
訟
程
序
中
，
已
經
藉
由
程
序
的
準
備
及
實
行
，
B

題
之
基
礎
狀
況
的
澄
淸
做
出
貢
獻
，
亦
卽
關

 

於
第
一
次
全
德
地
區
選
摹
I

殊

憲

法

上

效

力

。
由
此
本
庭
例
外
地
依
塀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三
十
四
之
a
條

.二

項

來

 

裁
定
訴
訟
費
用
之
歸
羼
。

E

、
 

根
據
本
件
判
決
得
出
了
，
立
法
者
須
創
設
一
項
新
的
選
擧
法
規
定
。
這
當
然
須
在
棰
短
時
間
辦
理
，
因
爲
立

 

法
者
必
須
顧
及
，
在
新
法
規
公
布
的
時
點
以
及
稱
邦
選
舉
法
的
期
限
之
間
，
必
須
有
一
段
充
裕
時
間
保
留
給
政
黨
及
政

 

治
性
團
鼸
，
使
其
能
適
遯
新
的
規
定
。

聯

邦
衆
議
院
、
聯
邦
參
議
院
及
聯
邦
政
府
已
在
言
辭
審
理
程
序
中
表
明
，
他
們
準
備
隨
著
法
庭
對
這
項
不
公
平
規

 

定
的
違
廉
裁
判
，
而
去
及
時
在
聯
邦
總
統
決
定
的
大
選
日
——

一
九
九
〇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之
前
，
對
S

選
舉
法
做
一

 

必

要
的
修
正
。
本
庭
亦
同
意
此
見
解
。
故
本
庭
於
此
時
點
不
擬
以
根
據
聯
邦
廉
法
法
院
法
第=

1

十
五
條
的
命
令
頒
布
之

 

i

,
來
爲
選

舉

準

備H

作
之
法
律
基
礎
加
以
決
定
。

F

、
 

此
項
栽
判
係
一
致
通
過
。



以
下
係
第
二
庭
法
官
之
簽
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