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

别

密

等

解
密

條

件

後

解

密

佈

後

解

密

年

月

%

解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
\7

函

受
文
者

立
法
委
員

-

丁

/
彳

文

bji

 
'■Grp

位

正本

立
法
委
員
郝
龍
減
等
五
十
五
人

-e'

 
本

郝
委
員
龍
斌

發文

口期字號
件

户

锻

民
國
捌
拾
粜
年

(.II
月
彻
日

§

處

大

一

字

第

一

。
？

\
號

批示

擬J
T

办
.

ft 樣

主
旨
：

爲
本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立
法
委
員
郝
龍
斌
等
七
十
三
位
就
省
是
否

爲
公
法
人
等
問
題
聲
請

解
釋
案
，
請
依

説

明
二
惠
示
意
見
，
俾
供
審
理
之
參
考
，
請

查

照

。

兑

月

-
a

P
H
y



附 亦 總 義 立 依
郝 案 請 额 法 前 本
委 謝 提 及 或 委 揭 院
員 委 供 本 適 員 審 大
龍 員 具 案 用 現 理 法
斌 聰 體 係 法 有 案 官
等 敏 相 行 律 總 件 審
七 等 關 有 额 法 理
十 十 之 何 牴 第 案
—— 八 資 項 觸 分 主 件
位 位 料 職 之 條 法
釋 委 0 權 — 第 第
惠 員 之 以 十
聲 已 提 疑 上 項
請 於 出 義 之 第 條
書 本 説 者 聲 第

明 5 請 款 '—

撤 八 〇 始 > 規 項
簽 十 如 得 並 定 規
聲 七 係 爲 就 ， 定
明 、̂ 〆 因 之 其 立 辦
及 年 審 0 行 法 理
撤 四 識 是 委 〇

簽 月 法 以 職 員
名 ■ —*■ 案 9 權 聲
單 十 請 > 請
影 四 發 就 適 解
本 a 生 立 用 釋
各 撤 上 法 憲 憲
乙 述 委 法
份 9 疑 員 發 9

0 茲 義 現 生 須
檢 有 疑 有



位 單 文 行 受

文

畐IJ 正 者

本 本

司 司

法 法

院 院

文 發

附 字 曰

件 硫 期

八
八
十.

七 七

年
龍 五

字 月
第
0 十
五 九
_• - 曰
九
1
\

0

1

號

立法委員郝育斌辦公室

速別
批示

密
等

解
密
條
件

|

公
布
後
解
密

附
件
抽
存
後
解
密

擬辦

年

.月

日
自
勖
解
密

保存年限

主

旨

：
前
次
向
貴
院
提
出
省
是
否
爲
公
法
人
等
問
題
聲
請
釋
憲
案
，
係

因

本

院

內

政

、
法
制
委
員
會
聯
席
會
議
於
第
三
屆
第
四
會
期
審

號

签

「
省
縣
自
治
法
」
時

，
部
份
委
員
對
於
省
的
法
律
定
位
產
生
疑
義
，
並
經
本
院
現
有
總
額
三
分
之I

以
上
委
員
連
署
提
請
釋
憲
在
案
，

年

1T
符
合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V .
款

聲

請

釋

憲

規

定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准
貴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八
十
七
年
五
月
八
日
(
八

七

)
處
大
一
字
第
一

 o

o

o三

號

函

辦

理

。

丁

本

院

現

有

立

法

委

員

一

五

八

人

(
見
附
件
一
：
立
法
院
秘
書
處
八
十
七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
八

七

)
台
處
人
字
第
一
七
四
四
號

函

)

，
本
席
前
次
就
省
是
否
爲
公
法
人
等
問
題
-
向
貴
院
提
請
大
法
官
會
議
解
釋
案
，
已
獲
本
院
七
十
三
位
委
員
連
署
。
雖
據

貴

院

來

函

表

示

，
謝
委
員
聰
敏
等
十
八
位
委
員
於
本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撤
簽
-
仍

有

本

院

現

有

總

額

三

分

之

一

(
五
十

三
)
以

上
立
法
委
員
連
署
在
案
。

三

、
本
席
前
次
就
省
是
否
爲
公
法
人
等
問
題
聲
請
釋
憲
案
，
原
係
八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本
院
內
政
及
邊
政
、
法
制
兩
委
員
會
聯
席

會

議

審

査

「
省
縣
自
治
法
修
正
草
案
」
時

，
鄭

委

員

寶

淸

、
陳
委
員
一
新
對
於
是
否
在
該
法
第
一
條
規
定
■‘
「
其
適
用
範
圍
以

現
稱
台
灣
省
之
區
域
爲
限
」
；
鄭

委

員

寶

淸

、
林

委

員

濁

水

、
傅

委

員

崑

成

'
陳

委

員

一

新

-
對
於
是
否
維
持
該
法
第
二
條

省
爲
公
法
人
」

及
其
施
行
有
效
期
間
，
均
曾
有
相
關
捉
案
是
否
符
合
憲
法
K

台

灣

省

法

律

地

位

之

疑

義

(
見

附

件

二

：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六
卷
第
五
十
三
期
委
員
會
部
份
記
錄
，
及
附
件
三
：
內
政
及
邊
政
、
法
制
委
員
會
聯
席
會
議
審
查
報
告
各
乙
份
)<

四

、
 
根
據
憲
法
第
六
十
三
條
規
定
’
立
法
院
有
議
決
法
律
案
之
職
櫂
’
則
審
議
法
案
乃
立
法
委
員
行
使
職
權
，
應
屬
當
然
之
理
。
且
 

本
屆
大
法
官
自
八
十
三
年
就
任
以
來
，
共
有
釋
字
第
三
八
o
號

、
第
三
八
八
號
、
第
四

o
 一
號
、
第
四
三
六
號
等
四
案
，
係
根

 

據
立
法
委
員
於
審
議
法
案
時
，
對
於
法
案
條
文
或
其
相
關
背
景
是
否
符
合
憲
法
規
定
，
做
出
憲
法
解
釋
。

五

、
 
綜
上
所
述
，
本
席
等
七
十
三
位
委
員
於
本
院
審
議r

省
縣
自
治
法
修
正
草
案
」
時

，
就
省
是
否
爲
公
法
人
等
問
題
產
生
疑
義
，
 

.
已
符
合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1
第

三
款r

依
立
法
委
員
現
有
總
額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之
聲
請
，
就
其
行
使

職

權

，
適
用
憲
法
發
生
疑
義
」
之
聲
請
解
釋
規
定
。

六

、
 
對
於
省
是
否
爲
公
法
人
等
問
題
-
本
席
曾
於
四
月
十
日
向
行
政
院
蕭
院
長
提
出
質
詢-

蕭
院
長
並
表
示
將
提
請
大
法
官
i

解

釋

，
茲
並
檢
附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七
卷
第
十
七
期
院
會
記
錄
部
份
乙
份
(
附
件
四
)

，
以
爲
參
照

立
法
委
員



( 雨 ） 處 書 秘 院 法 立

受
文

者

副
本

办

 

送機
關

郝
委
員
龍
斌

|(87)
台
處
人
字
第

"
7
4
4

 

¥

>|
民

_

捌

拾

^

年

任

|
月

廿

任

日

主
旨
：
本
院
八
十
七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立
：法
委

員
之
總

额
爲

一
五
八
人
，復
請
查
照
 

説

明
：復
貴
委
員

辧

公
室
八
十
七
年
一
五
月
二
十
一
曰
(八
七
)
龍
字
第
〇
五
二
一
 

一
〇
丨
一
號
函
。

蠢

警

雹



版 出 六 • 三 期 星 毎

第第八

五

I

三
 

六

I

期 

卷 

l

m

發
行
立
法
院
秘
_
處
 

成
本
費
每
期
新
臺
幣
八
：〕元
 

半
年
新
臺
幣
3、|0〕元 

全

年

新

S

幣八

、I

 一三
0
元
 

r r

購
處
立
法
院
公
報
宰
 

地
址
中
山
南
路
一
號

i

 
舌

三

二

一

.

.
五

-一
二

骂

話轉八五幵

k

 

U

中
華
郵
政
臺
字
第
四
九
七
號
執
照
登
記
認
為
第
；
類
新
聞
紙
類

立

^

比

V
教

委
員
會
紀
錄

頁 

次

要目

經
濟
委
員
會
金I

諸
審
查
人
民
請
願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I

八

)

敎

育

、
交

通

、
司
法
三
委
員
会I

職

席

會

議

併

案

審

查

「
衛
星
廣
播
電
視
法
草
案

j

案
.
.
.
.
.
.
.
.
.{

九
—
三
四
)

交
通
委
員
会
S

#
謙
邀
請
交
通
部
蔡
部
長
兆
隄
率
同
相
關
莒
長
列
席
報
告
「
交
通
建
設
採
行
B

C

.

T模
式
執

行
情
形

J

並
備
質
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

五
I

八

四

)

司

法

、
經
濟
兩
委
M

#
聯

席

畚

諶

審

杳

行

政

院

函

請

審

議

「
商
務
仲
裁
條
例
修
IH

草

案

」
案

.

.

.

.

.
(
八
五
丨
二
|六
)

財

政

、
經

濟

、
司
法
三
委
員
金
聯
席
«
謅
繼
續
併
案
審
查
行
政
院
凼
請
審
議
及
本
院
委
員
擬
具
「
證
券
交

易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止
草
案
」
等
十
五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二
七—

I

七

八

)

法

制

'
司
法
兩
委
員
會
聯
席
會
議
黻
續
併
案
審
査
司
法
院
阐
凊
審
議
及
李
委
員
慶
雄
等
十
七
人
、
葉
委
員

 

菊
蘭
等
十
六
人
、
施
委
員
明
德
等
四
卜
九
人
、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二
h

;

人

、
周
委
員
伯
倫
等
十
六
人
與
蘇

委
貝
煥
智
等
十
六
人
分
別
擬
具
之

r

nl
法
院
組
織
法
修

IF'
i早
案
」
案

.

.

.

.

.

.

.

.

.

.

.

.

.

.

.

(I

七
九
—

二

三

二

)

法
制
委
員
會
#
謙

「
立
法
院
組
織
革
新
力
向
」
公
聽
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三
三
—

二
五
o

 )

C H
e



內
政
及
邊
政
委
員
會
畜
議
邀
請
專
家
學
者
及
政
府
代
表
列
席
就
設
立
「
少
數
民
族
事
務
委
員
會
」
之
可
行

性
發
表
意
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五
I

I
二
七
四
)

交

通

、
司
法
兩
委
員
音
聯
席
金
謙
審
查
行
政
院
函
I I

審

議

r

引
水
法
第
六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案

.

.

.
(
二
七
五
—

二
八
六
)

法

制

、
司
法
兩
委
M

畚

聯

席

金

請

一

、
繼
績
併
案
審
查
行
政
院
函
請
審
議
「
監
獄
組
織
條
例
修
_止
草
案
」

案

、
「
監
獄
組
織
條
例
第
九
條
所
附
之
員
額
表
再
修
正
草
案
」
案

及

「
監
獄
組
織
條
例
第
九
條
條
文
再
修

 

正
草
案
」
案

二

、
審
查
陳
委
員
壤
讚
等
十
七
人
擬
具
「
監
獄
組
織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案

三

、
繼

 

續
併
案
審
査
行
政
院
函
請
審
議
「
看
守
所
組
織
條
例
修
正
草
案
」
案

、
「
看
守
所
組
織
條
例
第
八
條
所
附

 

之
員
額
表
再
修
正
草
案
」
案

及

「
看
守
所
組
織
條
例
第
八
條
條
文
再
修
正
草
案
」
案

四

、
審
查
行
政
院
函

請

審

議

r

少
年
觀
護
所
條
例
修
正
草
案
」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八
七
—

三

一

八

)

財

政

、
預
算
兩
委
員
會
聯
席
金
謅
邀
請
財
政
部
部
長
及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主
計
長
列
席
專
案
報
告

r

金
融
資

訊
服
務
中
心
民
營
化
方
案
」
並
備
質
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

I

九
—

三

四

〇

)

財
政

 '
預
算
兩
委
貝
«
聯
席
#
謀
邀
請
財
政
部
邱
部
長
正
雄
率
同
有
關
人
員
列
席
專
案
報
告
「
農
民
銀
行

民
營
化
」
問
題
並
備
質
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

四

I

丨
三
六
六
)

經

濟

、
司

法

兩

委

員

會

聯

席

金

謙

併

案

審

查

「
電
業
法
修
正
草
案
」
案

.

.

.

.

.

.

.

.

.

.

.

.

.

.

(
三
六
七
—

三
九
o

 )

司
法
委
員
會
金
謙
繼
績
審
查
司
法
院
函
請
審
議
「
民
事
訴
訟
法
暨
民
事
訴
訟
法
施
行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及

「
非
訟
事
件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

九

I

丨

四

二

二

)

內
政
及
邊
政

 '
法
制
兩
委
員
畜
聯
席
音
I s

併
案
審

查

「
省
縣
自
治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案

.

.

.

.

.

(
四
二
三
—

四

六

九

)

附

：

發

言

紀

錄

索

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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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
立
法
院
第
三
届
第
四
會
期
內
政
及
邊
政
、
法
制
兩
委
員
舍
併
案
審
查
「
省
縣
自
治
法
修
正
箄
案j

案
第

 

次
聯
席
會
謙
紀
録

時
 

間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
星
期

一

 
)
上
午
九
時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地
 

點
本
院
第
三
會
議
室

 

出
席
委
員
十
三
人

 

列
席
委

«

二
十
二
人

列席人8
內
政
部
部
長
葉
金
鳳內政部次長江清額

內政部司長紀俊臣

行政院人

亊

j
 

行
政
局
處
長
理
2丨

銓敘部次長李若一

銓敘部司長朱永隆

主
 

席
李
委
員
俊
毅

主
席
：
出
席
委
員
已
足
法
定
人
數
，
開

會

。
進

行
討
論
亊
項
。

討論事項

一

、
台

中

市

議

會

為

「
省
縣
自
治

 

法

」
對

於

縣

(
市

)
長

等

，
因

故

離

職

應

否

派

員

代

理

，
其
條

 

文

规

定

未

臻

明

確

，
謹
請
惠
予

 

修
正
以
符
地
方
自
治
精
神
案
。

二

、
 
台
北
縣
議
會
為
敬
請
修
正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二
十
二
條
相
闞
條

 

文

，
以
雄
議
員
提
案
權
之
法
定

 

效

力

案

。

主
席
：
以
上
二
案
係
本
院
程
序
委
員
會
函
請
本 

聯
席
會
審
査
之
人
民
請
願
案
。
請
各
位
委
員 

併
予
參
考
。

繼
績
進
行
討
論
事
項
。

三

、
 審

査r

本
院
委
員
林
濁
水
等

 

四
十
八
人
擬
具
『省
縣
自
治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
案

。

說

明

：
本
案
係
八
十
四
年
一

 

月
五
曰
本
院
第
二
届
第
四
會
期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六
卷
第
五
十
三
期
委
員
會
紀
錄

第
三
十
三
次
會
議
決
定
：

「
交
 

内

政

及

邊

政

、
法
剞
兩
委
員
會

 

審

査

。
」

四

、
 
審

査r

本
院
委
员
林
濁
水
等

 

二
十
五
人
擬
具
『删
除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三

十

一

條

條

文单
案
■-
」
案

o

說

明

：
本
案
係
八
十
五
年
十

 

月
四
日
本
院
笫
三
届
第
二
會
期

 

第
八
次

t
決

定

：

「
交
内
政

 

及

逄

政

、
法
制
兩
委
員
會
審
査

丄

五

、
 審

査

「
本
院
委
员
李
進
勇
等

 

二

十

六

人

擬

具-»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六
十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J

」
案

。

說

明

：
本
案
係
八
十
五
年
十

四
二
三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六
卷
第
五
十
三
期
委
員
會
紀
錄

二
月
六
曰
本
院
第
三
届
第
二
會
 

期
第
二
十
三
次
會
議
決
定
：

「
 

交
内
政
及
邊
政
、
法
制
兩
委
員

 

會
審
查0
 J

六

、
 審

查

「
本
院
委
員
林
濁
水
等

 

十
六
人
擬
具
『省
縣
自
治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
案

。

說
明
：
本
案
係
八
十
六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本
院
第
三
居
第
三
會

 

期
第
十
四
次
會
議
決
定
：

「
交
 

内
政
及
邊
政
、
法
制
兩
委
員
會

 

審

査

。
」

七

、
 併
案
審
査
「
本
院
委
員
簡
踢

 

墙
等
三
十
二
人
擬
具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
鄭
寶
清
等
十
九
人
擬
具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條
文
修
正

 

单
案J

、
林
濁
水
等
十
六
人
擬
具

 

『縣
自
治
法
草
案
』
、
張
俊
宏
等

三
十
八
人
擬
具
『省
縣
自
治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
行
政
院
函
 

請
審
議
『省
縣
自
治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
鄭
委
員
寶
清
等
二
 

十
六
人
擬
具
『省
縣
自
治
法
修
正
 

草
案
』
及
李
委
員
俊
毅
等
二
十
四
 

人
擬
具
『省
縣
自
治
法
修
正
草

 

案
』
」
案

。

主
席

：
：

㈠

簡
委
員
等
案
係
八
十
五
年
十

I

月
十
五

 

日
本
院
第
三
屆
第
二
會
期
第
十
七
次
會
議
決

 

定

：
r

交
內
政
及
邊
政
、
法
制
兩
委
員
會
審

 

査

。
」

㈡

鄭
委
員
等
案
係
八
十
六
年
三
月
十
四
日

 

本
院
第
三
届
第
三
會
期
第
六
次
會
議
決
定
：
 

r

交
內
政
及
邊
政
、
法
制
兩
委
員
會
，
與
相

 

關
提
案
併
案
審
査
。

j
 

㈢

林
委
員
等
案
係
八
十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本
院
第
三
屆
第
三
會
期
第
十
次
會
議
決
定

 

:

「
交
內
政
及
邊
政
、
法
制
兩
委
員
會
，
與
 

相
關
提
案
併
案
審
查
。
」

㈣

張
委
員
等
案
係
八
十
六
年
五
月
十
三
日

四
二
四

本
院
第
三
届
第
三
會
期
第
二
十
二
次
會
議
決

 

定

：

「
交
內
政
及
邊
政
、
法
制
兩
委
員
會
，
 

與
相
關
提
案
併
案
審
查
。
」

㈤

行
政
院
案
係
八
十
六
年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本
院
第
三
屆
第
四
會
期
第
四
次
會
議
決
定
：
 

「
交
內
政
及
邊
政
、
法
制
兩
委
員
會
，
與
相

 

關
提
案
併
案
審
査
」
。

㈥

鄭
委
員
等
案
係
八
十
六
年
卜
月
九
H

本
 

院
第
三
届
第
四
會
期
第
八
次
會
議
決
定
：

「
 

交
內
政
及
邊
政
、
法
制
兩
委
員
會
，
與
相
關

 

提
案
併
案
審
査
。
」

㈦

李
委
員
等
案
係
八
十
六
年
十一

月
十
三

 

日
本
游
第
三
届
第
四
會
期
第
十
九
次
會
議
決

 

定

：

r

交
內
政
及
邊
政
、
法
制
兩
委
員
會
，
 

與
相
關
提
案
併
案
審
查
。
」

現
在
進
入
審
查
的
程
序
，
先
由
提
案
委
員

 

作

說

明

，
然
後
再
作
詢
答
、
廣
g

討

論

、
逐
 

條

討

論

。

林
委
員
满
水
：

(
在
席
位

上

)
本
席
要
作
程
序

發

言

。

主
席
：
請
林
委
員
濁
水
就
程
序
發
言
。
發
言
時

間

一

分

鐘

。

林
委
貝
濁
水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案
己
醞

 

釀

了

五

、
六

年

，
所
有
S

見
均
已
相
當
成
熟

 

*

行
政
院
提
案
的
內
容
也
有
相
當
令
人
佩
服



之

處

，
我
們
也
會
將
跟
不
h

的
部
分
照
行
政

 

院
的
提
案
作
修
改
，
所
以
請
行
政
院
在
報
告

 

時

，
時
間
可
以
略
為
縮
短
，
三
分
鐘
即
已
足

 

夠

，
各
個
提
案
的
委
員
同
仁
，
也
將
發
言
的

 

時
間
縮
短
，
同
時
在
詢
答
部
分
，
若
沒
有
爭

 

議

，
本
席
建
議
就
直
接
進
入
逐
條
，
較
為
恰

 

當

-
敬
諳
主
席
裁
決
。

主
席
：
請
簡
委
員
錫
堦
作
程
序
發
言
。

晡
委
8
錫
堦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此
次
修
法

 

因
版
本
太
多
，
所
以
雖
有
共
識
但
整
合
起
來

 

有
些
困

難

，
因
此
本
席
建
議
今
天
會
議
可
以

 

採
取
兩
階
段
的
修
法
，
若
今
天
先
將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條
文
修
正
通
過
，
第
二
階

 

段
再
修
正
縣
自
治
法
，
如
此
採
取
兩
階
段
修

 

法

*
才
易
連
成
目
的
。

主
席
：
請
周
委
員
伯
倫
發
言
。

周
委
霣
伯
倫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為
了
待
會

 

處
理
的
方
法
，
所
以
本
席
必
須
先
就
程
序
的

 

部
分
作
說
明
。

當

時

，
政
黨
協
商
國
發
會
形
成
結
論
，
李

 

總
統
為
了
要
廉
快
落
實
，
所
以
決
定
停
辦
下

 

屆

選

舉

，
亦
即
連
下
個
月
各
鄉
鎮
市
長
的
選

 

舉

，
都
不
選
了
。

後
來
在
修
憲
時
，
有
些
國
民
黨
籍
反
凍
省

 

的
國
大
代
表
在
吵
吵
鬧
鬧
，
所
以
民
進
黨
為

了
顧
全
大
局
，
退
一
步
表
示
只
選

I

届

，
但

 

國
民
黨
黨
團
揚
言
要
推
翻
只
選
一
屆
的
政
黨

 

協

商

，
所
以
這
些
都
不
算
數
，
因
此
本
席
建

 

議
今
天
應
畢
其
功
於
一
役
，
因
為
國
民
黨
片

 

面
撕
毀
承
諾
，
所
以
今
夭
就
將
省
縣
自
治
法

 

部

分

，
明
文
規
定
，
從
下
個
月
的
鄉
鎮
市
長

 

就
開
姶
停
辦
。
謝

謝

。

主
席

：
請
蔡
委
員
明
憲
發
言
。
(
不

發

言

〕
蔡

 

委
員
不
發
言
。

主
席
：
請
傅
委
員
lli

成

發

言

。

傅
委
員
I I

成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國
發
會
的

 

決

議

，
沒
有
任
何
法
律
效
力
，
立
法
院
若
對

 

國
發
會
的
決
議
，
過
分
重
視
的
話
，
是
自
取

 

其

辱

，
自
棄
職
權
，
更
何
況
省
縣
自
治
法
茲

 

亊

體

大

，
本
席
覺
得
仍
然
應
該
照
規
矩
來
，
 

不
能
任
1:
省

略

。
尤
其
今
天
內
政
部
葉
部
長

 

-
尚
未
到

會

，
上
星
期
內
政
及
邊
政
委
員
會

 

有
兩
次
會
議
，
部
長
也
沒
有
來
，
本
席
建
議

 

應
立
刻
請
內
政
部
葉
部
長
來
，
因
為
葉
部
長

 

的
口
頭
報
告
無
法
由
次
長
取
代
。
謝

謝

。

主

席

：
報
告
委
員
會
。
本
會
收
到
內
政
部
葉
部

 

長
來
文
表
示
監
察
院
委
員
巡
察
內
政
部
，
所

 

以
不
克
前
來
本
會
，
本
席
收
到
這
封
函
件
時

 

，
並
未
置
可
否
，
因
為
本
席
以
為
這
個
問
題

 

必
須
讓
各
位
委
員
來
決
定
，
但
為
了
考
慮
選

後
整
個
地
方
自
治
體
制
改
變
的
需
要
性
，
所
 

以
我
們
是
否
馬
上
進
入
審
查
的
程
序
。

現
在
依
照
提
案
資
料
的
先
後
順
序
，
請
提

 

案
委
員
作
說
明
。

主
席
：
請
林
委
員
就
三
個
案
一
併
說
明
三
分
鐘

 

〇

林
委
虽
濁
水
：
主

席

、
各
位
列
席
官
員
、
各
位

 

同

仁

=
在
修
憲
凍
省
之
後
*
省
縣
自
治
法
應

 

作
大
幅
度
修
改
，
經
過
這
樣
的
修
改
，
整
個

 

中
央
及
地
方
的
證
制
才
能
健
全
，
但
是
由
於

 

過
去
當
政
者
未
作
長
遠
的
計
劃
，
以
致
在
修

 

法
上
造
成
技
術
上
的
困
難
，
例
如
省
長
及
省

 

議
員
任
期
只
剩
一
年
，
若
各
鄉
鎮
長
不
選
的

 

話

，
則
馬
上
要
進
行
修
法
，
進

行

二

'
三
讀

 

，
所
以
似
乎
不
太
擋
得
住
，
所
以
在
本
席
看

 

來

，
大
家
還
是
君
子
一
點
，
因
為
修
憲
時
對

 

只
選
一
届
是
大
家
有
共
識
的
，
若
只
選
一
届

 

的

話

，
將
發
生
省
縣
自
治
法
所
賦
予
郷
鎮
長

 

的

權

限

，
必
須
延
續
到
新
任
的
郷
鎮
長
任
期

 

為

止

，
所
以
立
法
之
間
，
有
些
時
間
上
的
技

 

術

，
必
須
要
克
服
，
本
席
以
為
國
民
黨
要
對

 

這
種
零
亂
的
現
象
，
負
起
所
有
的
責
任
，
因
 

為
他
們
政
權
的
考
量
，
都
是
在
如
何
透
過
黑

 

金
派
系
的
勾
結
，
來
穩
固
其
政
權
，
以
致
造

 

成
體
制
的
混
亂
。

四
二
五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六
卷
第
五
十
三
期
委
員
會
紀
錄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六
卷
第
五
十
三
期
委
員
會
紀
錄

在
國
發
會
提
出
凍
省
的
決
議
，
的
確
對
國

 

民
黨
此
次
的
選
舉
，
有

所

影

饗

，
但
是
若
未

 

提

出

凍

省

，
國
民
黨
也
不
見
得
會
永
遠
長
治

 

久

安

，
其
實
凍
結
鄉
鎮
的
自
治
，
是
給
國
民

 

黨
用
短
痛
的
方
式
來
解
決
長
痛
的
問
題
，
亦

 

即
國
民
黨
會
因
凍
省
及
鄉
鎮
長
自
治
取
消
而

 

使
得
政
權
受
損
’
但
長
遺
來
看
•
國
民
黨
郤

 

有
浴
火
重
生
的
機
會
，
但
國
民

黨
不
圖

這
條

 

路

徑

來

走

，
卻
反
而
繼
嫌
與
黑
金
掛
勾
。
現

 

在
通
要
推
翻
國
發
會
的
共
識
’
而
要
繼
續
選

 

下

去

，
如
此
國
民
黨
政
權
根
本
也
沒
有
趨
於

 

穩

固

，
因
為
地
方
派
系
在
示
威*

同
時
也
喪

 

失
了
年
經
選
民
，
表

面

上

，
國
民
黨
似
乎
可

 

維
持
短
暫
的
政
權
利
益
，
但
將
來
國
民
黨
將

 

會
很
恥
辱
的
在
台
灣
歷
史
上
消
失
。

所
以
國
民
黨
現
在
採
取
的
策
略
意
圔
鞏
困

 

鄉
鎮
長
的
選
舉
，
再
以
中
央
與
地
方
的
鄉
鎮

 

長

，
來
夾
殺
民
進
黨
籍
縣
市
長
的
地
方
自
治

 

，
本
席
以
為
這
是
非
常
錯
誤
，
且
使
國
家
政

 

治
_
於

動

荡

，
要
不
得
的
作
法
。

所
以
本
席
建
議
，
今
天
國
民
黨
仍
應
從
善

 

如

流

，
接
受
國
發
會
的
共
識
。

在
這
次
修
法
的
兩
項
重
點
為
縣
長
對
人
亊

 

權

的

任

命

，
以
及
副
縣
長
、
政
務
局
長
的
任

 

命

，
另
外
郷
鎮
市
長
仍
容
許
再
選
一
届
，
但

必
須
有
下
届
»
選
的
落
日
條
款
，
本
席
建
謙

 

運
樣
的
內
涵
，
各
位
同
仁
能
將
其
列
入
修
法

 

的
內
容

中

。
謝

謝

。

主
席

：
請
簡
委
員
錫
堦
發
言
。

曲
委
§

増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的
提

 

案
係
針
對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
因
為

 

針
對
S

市
長

選

舉

，
國
民
黨
又
欲
否
定
國

 

發
會
的
共
諏
，
同
時
在
新
黨
也
表
示
反
對
之

 

下

，
我
們
要
達
成
目
標
，
恐
有
困
難
，
所
以

 

本
席
才
建
議
分
為
兩
階
段
進
行
，
較
為
簡
單

 

，
雖
然
今
天
可
以
吵
嚷
的
以
技
術
性
順
利
通

 

過

一

讀

，
但
在
二
讀
時
，
又
可
能
會
被
翻
案

 

，
而
延
宕
至
一
九
九
九
年
，
才
能
修
正
完
成

 

,
本
席
以
為
這
對
新
當
選
的
縣
市
長
是
不
利

 

的

。
因
為
他
們
徒
具
新
的
職
位
，
卻
沒
有
新

 

的
播
利
擴
增
，
則
會
形
成
歧
腳
的
地
方
自
治

 

，
所
以
本
席
以
為
今
天
的
重
點
應
放
在
第
三

 

十

六

條

，
本
人
對
第
三
十
六
條
提
出
的
說
明

 

是
原
本
國
民
黨
的
慧
見
，
是
在
第
三
十
六
搽

 

增
設
副
縣
長
，
本
席
以
為
如
此
是
不
夠
的
，
 

還
必
須
要
注
意
的
是
縣
(
市

〉
政
府
一
級
機

 

關

首

長

，
除

主

計

、
人

事

、
警
政
及
政
風
主

 

管
由
縣
(市

)長
依
法
任
免
(亦
即
其
須
具
 

各
該
法
律
所
定
之
任
用
資
格
)
外

，
餘
均
列

 

為
政
務
性
職
位
，
由

縣

(
市

)
長
任
免
之
，

四
二
六

才
簾
承
擔
政
治
的
成
敗
，
據
以
貫
徹
地
方
自

 

治
與
貴
任
政
治
的
意
旨
。

另
外
為
使
縣
(
市

)
政
府
現
行
具
有
公
務

 

人
員
資
格
的
高
級
文
官
得
以
順
利
過
渡
，
強

 

化

縣

(
市

)
政
府
在
人
事
調
度
上
的
彈
性
，
 

並
疏
通

縣

(
市

)
政
府
所
轉
公
務
員
的
升
運

 

管

道

；
爰
授
權

縣

(
市

)
政
府
得
依
實
際
之

 

需

要

’
設
置
參
亊
若
干
人
’
藉
以
作
為
縣
市

 

行
政
的
參
予
’
本
席
認
為
這
樣
的
阻
力
較
小

 

，
也
較
能
畢
其
功
於
一
役
，
而
且
以
我
們
各

位
委
員
的
智
慧
，
將
會
很
快
的
通
過
。
謝
射

°

主
席
：
諝
李
委
員
進
勇
發
言
。
(
不

在

場

)
李

 

委
員
不
在
場
。

主
席
：
請
皤
委
員
寶
淸
發
言*

鄭
委
«
寶

滴

：
主

席

、
各
位
列
席
官
員
、
各
位

 

同

仁

。
本
案
是
在
國
發
會
取
得
共
諏
，
但
國

 

民
黨
現
在
一
選
输
就
耍
賴
，
現
在
將
國
發
會

 

的

共

識

I

 1

推

翻

，
當
初
國
發
會
的
共
識
，
 

寫
得
非
常
淸
楚
’
就
是
取
消
鄉
鎮
市
長
自
治

 

的

選

舉

，
更
重
要
的
是
對
精
省
業
務
要
儘
速

 

規
劃
完
成
-
但
是
現
在
國
民
黨
選
输
之
後
’
 

講
的
是
一
套
，
作
的
又
是
另
一
套
，
而
內
政

 

部
葉
部
長
竟
然
以
監
察
委
員
巡
察
內
政
部
為

 

由

，
就
不
到
本
院
來
備
詢
，
如
此
藐
視
立
法



權

，
這
種
違
反
憲
法
行
政
機
關
應
向
立
法
機

 

關
負
责
的
規
定
，
竟
然
也
敢
做
，
更
雔
譜
的

 

是
在
葉
部
長
的
口
頭
報
告
第
三
點
，
還
說
要

 

落
寅
國
發
會
的
會
議
結
論
，
結
果
內
政
部
卻

 

要
繼
續
鄉
鎮
市
長
的
選
舉
，
則
當
初
為
何
要

 

浪
費
那
麼
多
人
民
的
血
汗
錢*

早
知
如
此
，
 

當
初
又
何
必
召
開
呢
？
召
開
決
議
要
遵
守
的

 

是
國
民

黨

，
現
在
又
打
算
要
推
翻
結
論
的
，
 

也
是
國
民
黨
，
所
以
很
明
顯
的
葉
部
長
只
是

 

要
規
避
立
法
院
的
質
詢
，
她
自
己
知
道
站
不

 

住

腳

，
絕
對
會
受
到
人
民
的
唾
棄
與
唾
罵
，
 

所
以
葉
部
長
才
不
敢
到
院
備
詢
，
因
此
在
此

 

我
們
要
對
國
民
黧
的
這
種
行
為
表
示
嚴
重
譴

 

责

，
同
時
也
對
行
政
單
位
不
尊
重
立
法
權
，
 

表
示
謎

貴

。

我
們
修
改
地
方
自
治
法
，
是
關
係
到
整
個

 

國
家
效
率
的
提
升
並
且
關
係
到
國
家
如
何
邁

 

入
下
一
世
紀
，
非
常
重
要
的
法
案
*
但
國
民

 

黨
卻
刻
意
規
避
，
上
從
秘
書
長
、
內
政
部
長

 

，
甚
至
國
會
研
究
中
心
提
出
繼
續
選
舉
鄉
鎮

 

市
長
的
研
究
資
料
，
以
利
黑
金
掛
勾
，
而
國

 

民
黨
一
黨
之
私
，
本
席
認
為
民
衆
看
清
楚
之

 

後

，
會
更
加
唾
棄
國
民
黨
*
國
民
黨
垮
台
的

 

日
子
將
會
更
快
。
今
天
國
民
黨
最
重
要
的
關

 

鍵

，
應
馬
上
進
行
更
大
幅
度
的
改
革
，
若
今

天
國
民
黨
想
要
違
反
潮
流
-
並
且
違
反
自
己

 

書
面
與
P

頭
所
作
的
承
諾
，
來
更
改
國
發
會

 

的

共

識

，
相
信
在
下
次
選
舉
，
人
民
會
以
更

 

多

選

票

，
來
唾
棄
國
民
黨
，
並
請
行
政
單
位

 

改

進

，
不
要
說
的
是
一
套
，
敘

的

又

是

另一

 

套

。
謝

謝

。

傅
委
貝
雄
成
：

(
在

席

位

上

)
請
主
席
裁
示
，
 

要
求
內
政
部
葉
部
長
現
在
到
會
備
詢
，
在
上

 

星
期
的
會
議
，
有
兩
次
葉
部
長
也
沒
有
來
。

主
席
：
剛
才
已
通
知
過
，
他
們
表
示
葉
部
長
下

 

午
才
能
來
，
現
在
仍
請
內
政
部
國
會
聯
絡
人

 

儘
速
通
知
葉
部
長
，
明
確
告
知
本
會
葉
部
長

 

何
時
可
以
到
會
D

謝

謝

。

請
張
委
員
俊
宏
發
言
。
(不
在
場
)張
委
 

員
不
在

場

。

現
在
輪
到
本
席
就
提
案
提
出
說
明
*
本
席

 

在
此
作
簡
短
的
說
明
。

1
、
在
凍
省
之
後
，
整
個
未
來
縣
市
的
法

 

制

*
必
須
要
直
轄
市
化
，
因
此
要
有
副
縣
市

 

長
的
設

計

*
且
一
級
主
管
必
須
要
由
政
務
官

 

擔

任

，
要
取
消
鄉
鎮
市
這
一
級
單
位
。
這
些

 

體
制
的
設
計
牽
涉
到
國
家
中
央
與
地
方
的
扁

 

平
化
及
二
級
政
府
的
建
構
，
效
率
的
提
升
，
 

由
於
時
程
已
經
相
當
短
，
希
望
各
位
同
仁
在

 

發

言

時

，
能
把
握
時
間
。
謝

謝

。

另
外
在
今
天
的
開
會
通
知
有
明
確
的
列
明

 

要
求
內
政
部
葉
部
長
金
m

到
會
說
明
修
正
要

 

旨

，
並

備

詢

，
也
請
司
法
院
及
考
試
院
*
分
 

別
派
員
列
席
。

錐
然
葉
部
長
曾
來
文
表
示
，
因
事
不
克
列

 

席

，
但
本
席
為
本
遇
輪
值
的
召
集
委
員
，
並
 

未

批

准

。
在
本
席
沒
有
批
准
的
情
況
下
，
今

 

天
早
上
才
透
過
電
話
*
表
示
今
天
早
上
不
能

 

來

，
所
以
內
政
部
的
報
告
，
本
席
徵
詢
各
位

 

同
仁
的
意
見
，
行
政
院
內
政
部
的
報
告
，
是
 

否
就
不
必
報
告
了
？

陳
委
員
定
南
：

(
在

席

位

上

)
本
席
認
為
這
個

 

方
式
有
問
題
。

請
陳
委
員
定
南
發
言
。

陳
委
員
定
南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省
縣
自
洽

 

之
修
訂
極
為
重
要
，
皆
為
重
大
政
策
性
問
題

 

，
並
非
次
長
層
級
所
能
決
定
。
而
針
對
委
員

 

的

詢

答

，
亦
非
次
長
一
人
能
夠
決
定
。
甚
至

 

於
內
政
部
長
葉
金
鳳
在
此
所
作
之
承
諾
是
否

 

算

數

，
都
還
有
疑
問
-
因
為
國
民
黨
是
以
黨

 

領
政
的
體
制
。
全
國
各
黨
派
參
與
國
發
會
所

 

形
成
之
共
識
為
四
年
之
後
縣
鎮
長
改
為
官
派

 

，
理
由
即
是
精
簡
餍
級
、
消
除
黑
金
政
治
，
 

此
乃
為
國
家
長
洽
久
安
設
想=

結
果
國
民
黨

 

在
縣
市
長
選
舉
中
敗
選
，
竟
然
就
說
話
不
算

四
二
七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六
卷
第
五
十
三
期
委
員
會
紀
錄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六
卷
第
五

f

H

期
委
員
會
紀
錄

數

*
想
要
以
鄉
鎮
來
包
圍
縣
政
府
，
為

了

I  

黨

之

私

，
完
全
不
顧
國
家
長
遠
發
展
的
建
構

 

。
所

以

，
本
席
主
張
今
天
內
政
部
長

I

定
要

來
報
告
#
備

詢

，
否
則
會
議
就
暫
停
，
謝
謝

°

主
席

.

.
方
才
已
完
成
提
案
說
明
。

傅
委
員
_
成

：

(
在

席

位

上

)
應
維
持
立
法
程

 

序

〇

主
席

：
本
席
方
才
已
說
明
，
內
政
部
葉
部
長
金

 

鳳
的
修
正
草
案
說
明
及
備
詢
，
由
於
葉
部
長

未
列
席
會
議
，
所

以

，
我
們
就
跳
過
此
部
分

°

傅
委
S

11
成

.
■
在

席

位

上

)
主

席

，
此

一

程
 

序
實
不
宜
省
略
，
因
為
如
果
立
法
程
序
有
瑕

 

疵

，
徒
留
他
人
對
程
序
挑
剔
的
^
^
間

，
會
増

 

加
不
必
要
的
麻
煩
。
現
在
部
長
未
列
席
，
就

 

先
休
息
十
分
鐘
，
請
葉
部
長
必
定
列
席
，
本

 

席
絕
不
相
信
她
走
不
過
來
。
十
分
鐘
她
不
來

 

我
們
再
予
處
理
。

主
席

：
好

，
休
息
五
分
鐘
等
部
長
來
列
席
，
如
 

果
部
長
不
來
，
馬
h

進
行
裁

決
。

休
息

 

雄
續
開
耆

主
席

：
現
在
繼
績
開
會
。
據
內
政
部
的
訊
息
，
 

部
長
無
法
前
來
列
席
，
因

此

，
本
席
徵
詢
各

位
的

意

見

，
現
在
直
接
進
入
廣
泛
討
論
，
請
 

問

各

位

，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進

 

行
廣
泛
討
論
。
請
各
位
再
重
新
登
記
*
毎
位

 

委
員
發
言
三
分
鐘
。

請
林
委
員
濁
水
發
言
。

林
委
員
滴
水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關
於
如
何

 

落
實
地
方
自
治
的
問
題
，
討
論

已

久

，
而
共

 

識
亦
相
當
簡
單
，
即
為
權
力
的
下
放
。
而
其

 

要

者

為

，
袭
地
方
有
充
分
的
人
事
權
、
財
政

 

權

、
組

織

權

=
依
照
國
發
會
的
共
識
，
此
三
 

權

應

於

「
縣

」
的
層
級
上
落
實
，
所
以
應
賦

 

予
縣
長
組
織
縣
政
府
的
櫳
限
，
讓
其
具
有
充

 

分
的
人
亊
權
，
尤
其
應
設
置
副
縣
長
並
能
任

 

命
各
局
處
長
。
並
在
財
政
方
面
，
給
予
地
方

 

更
充
裕
的
財
源
。
此
三
權
中
有
二
權
係
在
「
 

省
縣
自
洽
法
」
中

處

理

，
至
於
財
政
權
則
是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的
問
題
。
因
 

此

*
今
天
我
們
修
法
的
重
點
是
，
如
何
強
化

 

縣

長

、
縣
政
府
在
自
治
上
的
組
琼
權
與
人
事

 

權

，
各
提
案
版
本
中
的
共
識
為
設
置
副
縣
長

 

*
本
席
認
為
其
層
級
應
比
照
十
三
職
等
，
各
 

局
處
長
應
為
政
務
性
任
命
。

此

外

，
欲
落
買
地
方
自
治
尚
須
斬
斷
黑
金

 

，
取
消
鄉
鎮
長
級
的
自
治
法
人
地
位
，
其
實

 

國
發
會
對
此
己
有
共
識
，
但
牽
就
於
國
民
满

四
二
八

一
時
無
法
轉
型
，
所

以

，
於
修
憲
時
已
達
成

 

共

識

-
再

選

一

届

*
以
後
就
不
再
選
了
。
因
 

此

，
此
一
精
神
應
納
入
條
文
中
，
相
信
國
民

 

黨

是

|

個
有
信
用
、
有

歷

史

、
有
黨
格
的
黨

 

，
不
會
翻
案
才
對
，
我
們
也
期
待
其
在
修
法

 

時

勿
1:
圖

翻

案

。

主
席
：
請
彭
委
員
紹
瑾
發
言
。

彭
娄
員
紹
瑾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國
發
會
的

 

共
識
涉
及
了
許
多
議
題
，
其
中
增
派
副
縣
長

 

、
廢
除
鄉
鎮
市
長
的
選
舉
及
停
辦
省
議
員
、
 

省
長
的
選
舉
，
皆
與
省
縣
自
治
法
有
關
，
因
 

此
有
委
員
認
為
應
先
制
定
省
縣
自
治
暫
行
條

 

例

，
用
以
過
渡
至
明
年
底
。
但

是

，
目
前
面

 

臨
二
大
問
題
：
設
置
副
縣
長
、
是
否
廢
除
鄉

 

鎮
市
長
選
舉
。
在
此
情
況
之
下
，
本
席
認
為

 

如
果
制
定
了
暫
行
條
例*

明
年
仍
必
須
修
法

 

，
所
以
今
天
的
修
法
勢
在
必
行
，
國
民
黨
如

 

果
故
意
拖
，
內
政
部
長
未
列
席
會
鼷
，
我
們

 

仍
可
進
行
審
査
，
因
為
各
委
員
的
版
本
皆
已

 

提

出

，
內
政
部
的
報
告
及
行
政
院
的
修
正
案

 

亦
已
送
來
。
至
於
未
來
單
獨
制
定
縣
自
治
法

 

，
各
委
員
亦
會
提
出
案
子
，
今
天
的
時
間
已

 

很

緊

迫

，
本

席

有

如

下
1:
見

：

I

 
、
第
三
十
六
條
增
設
副
縣
長
*
究
為
一
 

或

二

人

，
其
職
等
係
比
照
簡
任
第
十
二
職
等



或

第
-4--
-
三

職

等

，
應

予

確

定

。

一 ■
、
第
三
十
七
條
屮
應
否
廢
除
郷
鎮
市
長

 

的

問

題

，
國
民
黨
最
近
認
為
不
僅
此
次
*
 K
 

次
還
是
維
持
選
擧
。
所

以

，
只
是
我
們
修
法

 

未

通

過

，
國
民
黨
乂
可
以
認
為
以
後
還
是
依

 

法

選

舉

。
因

此

，
我
們
應
決
定
此
屆
是
否
選

 

舉

-
如
果
此
屆
仍
然
選
舉
，
F

屆
不
再
選
舉

 

，
就
應
制
定
落
日
條
款
。

以

上

點

是

很

急

迫

的

條

文

。
至
於
自
治

 

財

政

、
鄉
鎮
非
法
人
、
公
務
員
涉
案
後
須
判

 

決
確
定
才
子
停
職
，
除
非
是
羈
押
留
置
或
通

 

辑
等
相
關
條
文
尚
可
再
作
討
論
。
而
國
民
黨

 

較
為
關
切
的
應
是
繼
續
居
住
超
過
六
個
月
改

 

為

四

個

月

，
至
於
不
逮
捕
特
權
的
修
正
條
文

 

，
國
民
黨
不
見
得
同
意
，
因
其
斬
不
斷
地
方

 

的

黑

金

。
所

以

-
基
本
t

國
民
黨
並
不
急
著

 

修

法

；
但

是

，
對
於
落
實
國
發
會
并
識
、
台
 

«
M

主
的
進
步
及
提
升
競
爭
力
而
1B
，
此
次

 

修
法
應
是
急
迫
的
，
因

此

，
本
席
希
望
今
天

 

的
修
法
應
提
高
效
率
，
燼
快
修
正
通
過
。

主
席
：I

I

陳
委
员
定
南
發
言
。

陳
委
員
定
南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配
合
凍
省

 

之

後

，
縣
市
政
府
的
地
位
大
幅
提
升
，
應
予

 

縣
市
長
較
大
的
人
事
權
、
財
政
權
.，
並
予
地

 

方
議
會
較
大
的
立
法
權
。
針
對
人
事
權
方
面

，
多
位
同
仁
表
示
了
意
見
，
本
席
支
持
他
 

們
的

看

法

，
.認
為
未
來
的
縣
市
長
至
少
應
比

 

照
簡
任
第

+-
四

職

等

，
副
縣
長
比
照
簡
任
第

 

十
三
職
等
.，
現
行

的

縣
rtj

政
府
一
級
主
管
為

 

荐
任
第
九
職
等
，
未
來
內
政
部
擬
提
升
為
簡

 

任
第
十
職
等
，
本
席
則
認
為
應
將
之
提
升
為

 

機
關

首

長

，
比
照
簡
任
第
七
二
職
等
。

老

實

說

-
當
年
立
法
院
在
制
定
省
縣
自
治

 

法

時

，
民
進
黨
團
中
唯
有
本
席
提
出
不
同
的

 

看

法

，
認
為
立
法
院
無
權
制
定
省
縣
自
治
法

 

，
因
依
憲
政
體
制
之
規
劃
，
立
法
院
只
有
權

 

制
定
省
縣
自
治
通
則
，
孫
中
山
先
生
所
設
計

 

的
政
府
體
制
係
劃
分
為
政
權
、
治
權
機
關
，
 

其
中
由
國
民
大
會
制
定
國
憲
，
省
民
大
會
制

 

定

省

憲

，
縣
民
大
會
制
定
縣
之
憲
法
，
當
時

 

並
無
郷
民
代
表
大
會
，
但
是
台
灣
卻
荒
謬
地

 

將
原
屬
政
權
系
統
之
鄉
民
代
表
大
會
變
成
治

 

權
中
的
立
法
機
關
=
依
照
憲
政
設
計
，
立
法

 

院
只
有
權
制
定
省
縣
自
治
通
則
-
由
省
民
代

 

表
大
會
制
定
省
自
治
法
，
由
縣
民
代
表
大
會

 

制
定
縣
自
治
法
.，
如
果
設
置
第
四
級
政
府
，
 

則
郷
M

代
表
大
會
是
制
定
鄉
自
治
法
。
自
治

 

法
之
權
威
極
大
，
除
了
不
能
牴
觸
憲
法
之
外

 

，
可
以
挑
戰
中
央
的
法
律
與
命
令
。

主
席

：
請
黃
委
員
爾
漩
發
言
。

黃
委
員
爾
璇
：
主

席

'
各
位
列
席
官
员
、
各
位

 

同

仁

。
憲
法
增
修
條
夂
第
九
條
對
省
級
有
重

 

大

改

變

，
在
時
機
運
作
上
，
省
縣
3
治
法
應

 

維
持
至
明
年
底
。
但
在
法
律
h

,
應
及
早
準

 

備

因

應

=
過
渡
期
應
再
配
合
其
他
有
關
的
自

 

治
法
律
作
一
整
理
，
本
席
希
望
內
政
部
提
出

 

綜
合
性
的
地
方
自
治
法
，
因
為
在
省
級
非
自

 

治
法
人
化
之
後
，
「
直

轄

市

」

一
詞
已
不
應
 

存

在

，
而
為
了
配
合
新
縣
市
長
就
任
，
給
予

 

其
運
作
上
的
方
便
，
所

以

，
今
天
可
先
討
論

 

幾
個
重
要
條
文
，
在
進
行
逐
條
討
論
時
，
較

 

無
關
緊
要
的
條
文
可
先
依
程
序
唸
過
去

。
最
 

重
要
的
應
是
有
關
副
縣
長
之
任
用
，
以
及
賦

 

予
縣
市
長
一
級
主
管
之
任
用
權
。
其
他
如
不

 

逮

捕

特

權

、
辭
職
或
補
選
任
期
之
計
算
皆
為

 

次

要

問

題

。
關
於
地
方
財
政
的
問
題
，
係
在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法
中
修
正
，
本
遇
四
將
於
財

 

政
委
員
會
中
審
査
。

有
些
委
員
主
張
二
階
段
修
法
，
本
席
亦
f
 

支

持

-
今
天
先
修
正
較
急
迫
性
的
條
文
。
另
 

外

，
內
政
部
的
書
面
報
告
中
提
到
：

「
縣

( 

市

)
政
府
一
級
單
位
主
管
，
因
非
屣
機
關
首

 

長
*
不
宜
改
為
政
務
職
，
且
縣
(市
)長
本
 

即
有
依
法
派
免
權
限
」
本
席
認
為
這
是
胡
說

 

八

道

*
縣
市
長
如
對
一
級
主
管
有
任
用
權
，

四
二
九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彳
六
卷
第
五
十
三
期
麥

员

會
紀
錄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六
卷
第
五
十
三
期
委
員
會
紀
錄

讓
其
隨
縣
市
長
進
退
未
當
不
可
。
至

於

「
政

 

務
職J

,
行
政
院
現
有I

政
務
人
員
法
草
案

 

尚
未
送
來
，
我
們
早
於
三
、
四
年
前
在
法
制

 

委
員
會
中
表
示
’
未
來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之
後

 

，
縣
市
級
以
下
亦
有I

些
非
常
任
文
官
可
以

 

任

用

，
可
稱
為r
政
治
性
任
用
人
員
」
，
不
 

宜

稱r

政
務
官
」
，
因

此

*
如
果
修
法
使
一
 

級
主
瞀
隨
縣
市
長
進
退
未
當
不
可
，
內
政
部

 

應
修
正
觀
念
。

主
席
：
請
蔡
委
員
明
憲
發
言
。

禁
委
霣
明
憲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去
年
年
底

 

早
已
形
成
國
發
會
共
識
，
為
何
迄
今
為
止
，
 

內
政
部
尚
未
提
出
縣
市
自
治
法
？
今
天
內
政

 

部
部
長
未
來
列
席*

以
及
在
縣
市
長
選
舉
已

 

完
成
後
’
縣
市
自
治
法
迄
未
提
出

 >
 是
無
效

 

率

、
不
負
贵
任
政
府
的
敬
法
。

本
席
認
為
今
天
最
重
要
的
課
題
是
，
如
何

 

落
實
縣
市
政
府
的
人
事
、
財
政
自
主
權
。
關

 

於
副
縣
市
長
，
多
位
委
員
及
內
政
部
的
版
本

 

中
主
張
只
有
一
位
，
本
席
則
認
為
應
仿
照
北

 

、
高
二
市
，
設
置
二
位
副
縣
市
長
，一

為
政

 

務

、一

為
常
務
。
其

次

，
本
席
認
為
一
級
主

 

管
f

政
務
職
，
因
為
縣
市
長
在
施
政
時
必

 

須

由

一

級
主
管
配
合
。
內
政
部
的
看
法
為
：
 

r

縣

(
市

)政
府
一
級
單
位
主
管
，
因
非
屬

機
關
首

長

，
不
宜
改
為
政
務
囅
，
且

縣

(
市

 

)
長
本
即
有
依
法
派
免
權
限
。j

但
是
現
在

 

的
縣
市
長
對
_

局

局

長

、
財
政
局
局
長
、
 

主
計
處
處
長
並
無
任
免
權
，
所

以

，
本
席
認

 

為

，
如
欲
落
*
地
方
自
治
，
讓
縣
市
長
有
自

 

主

權

，
就
應
將
縣
市
政
府

I

級
主
管
改
為
政

 

務

官

，
與
縣
市
長
同
進
退
。
再

者

，
在
凍
省

 

之

後

，
也
應
賦
予
縣
市
議
會
更
多
的
立
法
權

 

與
財
税

權

，
i

調

整

，
鑛
張
s

的
立
法

 

權

。
今
天
最
重
要
的
是
先
修
正
第
三
十
六
條

 

、
第
三
十
七
條
，
以
真
正
落
實
地
方
自
治
。

主
席
：
嫌
周
委
具
伯
倫
發
霣
。

阃
委
«

§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民
主
政
治 

就
是
政
黨
政
治

 >
 政
黨
政
治
應
以
協
商
為
基
 

礎

，
若
協
商
不
成
才
勖
用
表
決
，
我
們
認
為 

政
黨
政
治
的
協
商
已
逐
漸
有
好
的
開
始
，
所 

以

’
民
進
黨
有
责
任
與
義
i

實
政
黨
協
商
 

。
國
發
會
政
黨
協
商
的
共
識
即
是
停
辦
下
届 

郷
錤
市
長
選
畢
*
而
下
倕
月
即
將
辦
理
骸
選 

舉

，
如
欲
臢
行
政
黨
承
諾
、
落
買
政
黨
協
商 

，
今
天
就
應
儘
快
修
正
省
縣
自
治
法
，
停
止 

下
個
月
之
鄉
鎮
市
長
選
舉
，
讓
新
的
縣
市
長 

有
任
命
鄉
錤
市
長
之
權
。
相
倍
民
進
黨
絕
對 

不
會
只
任
用
自
己
人
，
我
們
的
縣
市
長
有
包 

容

心

，
不
排
除
任
用
國
民
黨
優
秀
的郷
鎮
市

四
三〇

長

，
也
甚
至
不
排
除
任
用
新
黨
嫌
秀
的
鄉
鎮 

市

長

，
這
些
都
是
可
以
談
的
，
所

以

，
國
民 

黨

'
新
黨
都
不
必
緊
張
。
今
天
的
委
員
會
在 

民
進
黨
的
主
導
下
，
我
們
有
義
務
、
資
任
饞 

快
通
過
省
縣
自
治
法
修
正
案
，
菔
送
院
會

*

 

因

此

，
本
席
正
式
提
艤
停
止
廣
泛时
論
，
進
 

入
逐
條
討
論
。

主
席
：
請
問
各
位*

對
周
委
負
的
提
案
有
無
異 

雄
？

(
有

〉
有

異
黷
，
進
行
表
決
。
現
在
澝 

點

人
數
。

(
清
點
人
數>

主
席
：
在
場
委
員
十
三
人
，
贊
成
本
案
「
停
止

廣
泛
討
論
，
進
入
逐
條
討
鑰
」
者

，
m
舉
手

°{

進
行
表
決
)

主
席
：
報
告
表
決
結
果
，
在
場f

十
三
人
， 

贊
成
者
八
人
，
反
對
者
四
人
，
贊
成
者
為
多 

數

，
通

過

。
本
案
現
在
進
入
逐
條
村
論
。
 

s
t
w
Alle
成

.

.
(
在

席
位
上
)
本
席
有
程
序
問 

題

。

主

席

：

請

傅

委

員
11
成

就

程

序

發

言

。

S
M
K

IIS
1S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今
天
會
議 

的
程
序
資
在
有
嚴
重
瑕
班
。
部
分
同
仁
主
張 

-
切
從

簡

’
以
國
發
會
的
決
議
處
理
本
案
’

本
席
認
為
十
分
不
妥
。
試
問
：
國
發
會
為
何



物
？
在
憲
法
上
有
何
地
位
？
何

況

，
國
發
會

 

對
此
亦
未
逹
成
結
論
，
即
使
有
結
論
，
也
沒

 

有
絲
毫
的
拘
束
力
，
因

此

，
就
格
外
需
要
經

 

由
立
法
的
程
序
來
予
以
補
強
，
所
以
本
案
的

 

討
論
過
程
應
依
法
進
行
。
方
才
陳
委
員
定
南

 

說
明
的
十
分
清
楚
，
本
法
案
乃
一
高
位
階
法

 

律

，
並
非
為
一
如
道
路
安
全
處
罰
條
例
之
普

 

通

法

，
現
在
因

國

、
民
兩
大
黨
，
於
國
發
會

 

中

亂

協

議

，
搞

出

凍

省

、
廢
省
的
產
物
，
隨

 

便

修

憲

，
搞
得
天
下
大
亂
。
倘
若
現
在
再
將

 

本
法
案
隨
意
地
草
率
審
査
，
實
在
不
應
該
。
 

剛
才
為
了
等
部
長
而
体
息
十
分
钂
，
部
長
還

 

是

沒

來

，
部
長
以
監
察
委
員
巡
察
為
由
，
不
 

到
立
院
來
報
告
，
難
道
面
對
監
委
巡
f

比
 

列
席
立
院
審
査
本
法
案
還
重
要
嗎
？
簡
直
莫

 

名
其
妙
！
本
席
認
為
我
們
不
應
該
再
這
樣
和

 

稀
泥
下
去
了
，
部
長
必
須
來
本
院
報
告
，
而

 

本
案
也
必
須
進
行
詢
答
，
否

則

，
若
未
詢
答

 

，
接
下
來
的
程
序
又
怎
麽
會
適
當
呢
？
所
以

 

本
席

認

為

，
應
等
部
長
過
來
。
方
才
陳
委
員

 

定
南
亦
有
相
同
的
意
見
。
今
天
我
們
應
粟
老

 

百
姓
看
清
楚
，
行
政
院
自
己
本
身
的
提
案
，
 

相
關
的
部
長
卻
不
來
做
口
頭
報
告
，
試

問

，
 

這
是
如
何
看
待
這
樣
一
個
重
大
且
高
位
階
的

 

法
律
？
內
政
部
長
如
此
行
徑
，
不
僅
是
對
立

法
權
的
踐
踏
，
也
是
對
監
察
權
的
踐
踏
，
因
 

為
他
把
監
察
權
當
做
擋
箭
牌
來
利
用
，
根
本
 

就
是
對
兩
大
權
的
藐
覼
。
行
政
院
對
自
己
本
 

身
的
提
案
，
不
能
規
避
到
立
院
說
明
的
责
任
 

和
詢
答
的
程
序
，
不
能
如
此
草
率
通
過
。
本
 

席
今
天
看
見
主
席
與
民
進
黨
委
員
的
表
現
’
 

懐
疑
是
否
又
是
國
民
黨
與
民
進
黨
串
通
的
結
 

果

，
部
長
故
意
不
來
*
讓
法
案
草
率
通
過
，
 

陷
國
家
於
混
亂
局
面
之
中
。
在
行
政
區
劃
法
 

未
修
正
通
過
'
重
新
完
成
以
前
’
就
談
鄉
鎮
 

長
是
否
應
廉
選
的
問
題
，
根
本
就
是
莫
名
其
 

抄

*
是
不
負
貴
任
的
立
法
態
度
。
從
當
前
的
 

法
律
角
度
來
看
，
這
次
的
鄉
鎮
長
選
舉
能
不
 

辦
嗎
？
在
鄉
鎮
長
的
i

中

，
的
確
有
些
需
 

要
進
行
合
併
，
變
成
縣
市
層
級
，
比
如
板
橋
 

市
在
台
北
縣
中
的
地
位
，
從
任
何
條
件
來
看
 

，
板
橋
都
應
該
進
行
縣
市
升
級
，
但
它
至
今
 

仍
為
縣
轄
市
。
本
席
認
為
，
我
們
現
在
的
程
 

序
應
回
缔
至
剛
才
本
席
與
陳
委
員
定
南
的
建
 

識

，
即
諳
內
政
部
葉
部
長一

定
要
來
院
報
告
 

與
詢
答
，
否
則
以
本
法
位
階
之
高
，
铞
以
如
 

此
i

之
立
法
程
序
，
實
是
立
法
過
程
中
重
 

大
瑕
疵
，
將
來
必
然
會
影
響
其一

讀
效
力
。
 

謝
謝
。

主
席

：
因
為
我
們
現
在
審
査
的
版
本
，
不
只
是

行
政
院
的
版
本
’
還
包
括
很
多
委
員
提
案
的

 

版

本

，
而
委
員
的
提
案
，
都
是
早
於
行
政
院

 

版
本
提
出
。
行
政
院
的
版
本
亊
實
上
是
為
了

 

因
應
立
法
院
的
審
議
才
趕
製
出
來
的
。
因
此

 

，
我
們
的
法
案
審
査
是
否
就
應
因
為
部
長
沒

 

來
而
停
止
，
本
席
認
為
是
不
必
要
的
，
我
們

 

委
員
會
可
以
依
據
既
有
的
版
本
來
做
出
審
慎

 

的
決
定
即
可
，
因
為
我
們
已
通
知
部
長
來
院

 

報

告

，
說
明
行
政
院
的
立
場
，
但
他
就
是
不

 

來

，
我
們
也
沒
辦
法
’
所
以
會
議
還
是
繼
續

 

進

行

’
請
李
委
員
友
吉
程
序
發
言
。

周

委

貝

(在
席
位
上
)本案先前已經
 

由
表
決
通
過
進
入
逐
條
討
論
了
-
現
在
為
何

 

還
要
進
行
程
序
發
言
？
否
則
剛
才
為
什
麽
還

 

要
通
過
本
席
的
提
讖
？
本
席
提
議
即
為
「
停

 

止
廣
泛
討
論
-
進
入
遂
條
討
論
」
呀
！

主
席
：
刚
才
周
委
員
伯
倫
的
提
讅
，
進
行
表
決

 

後
已
經
生
效
，
所
以
本
案
廣
泛
討
論
已
經
結

 

束

，
現
在
進
行
的
是
遂
條
討
論
的
程
序
。
在

 

審
査
過
程
中
，
只
要
委
員
對
程
序
有
疑
問
*
 

都
是
可
以
就
程
序
發
言
，
我
們
應
予
以
尊
重

 

。
現
在
請
李
委
員
友
吉
程
序
發
言
。

李
委
員
友
吉
：
主

席

、
各
位
列
席
官
員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在
此
提
出
三
點
意
見
，
首

先

，
 

剛
才
已
運
用
表
決
方
式
決
定
進
入
遂
條
討
論

四
三
一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六
卷
第
五
十
三
期
委
員
會
紀
錄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f

六
卷
第
五
卜
三
期
委
員
會
紀
錄

，
對

此

，
本
席
以
為
並
不
妥
當
*
最
大
的
埋

 

由

在

於

，
面
對
如
此
重
大
的
修
正
草
案
，
有
 

許
多
委
員
登
記
發
言
，
然
而
卻
在
只
有
数
位

 

委
員
發
言
後
即
停
止
廣
泛
討
論
，
本
席
認
為

 

這
樣
的
做
法
使
草
案
欠
缺
討
論
的
基
礎
，
在
 

動
用
表
決
之
前
應
先
有
充
分
討
論
才
是
，
反
 

正
動
用
表
決
的
機
會
很
多
，
何
必
急
於
一
時

 

，
實
在
應
該
多
聽
聽
大
家
的
意
見
再
進
行
表

 

決

，
這
是
本
席
提
出
的
第
一
點
意
見
。
第
二
 

點
意
見
則
與
方
才
有
委
員
提
到
有
關
，
本
修

 

正
案
的
產
生
來
自
於
國
發
會
的
共
識
，
國
發

 

會
中
的
某
些
意
見
也
會
在
修
憲
時
被
提
出
來

 

,
然
我
們
目
前
所
討
論
者
，
並
未
在
修
憲
時

 

獲
得
通

過

，
必
須
是
修
憲
通
過
的
項
目
才
算

 

正

式

。
若
是
修
憲
未
通
過
者
，
只
能
表
示
其

 

具
有
某
種
程
度
上
的
共
識
卻
未
在
國
民
大
會

 

上
達
成
全
面
共
識=

今
天
立
法
院
卻
在
幾
位

 

委
員
提
案
後
，
尚
未
充
分
討
論
，
就
要
進
行

 

表

決

，
是
十
分
不
妥
的
。
第
三
點
意
見
就
是

 

，
行
政
部
門
對
於
如
此
重
大
法
案
的
討
論
是

 

不
應
該
缺
席
的
，
上
回
在
法
制
委
員
會
討
論

 

類
似
法
案
時
，
還
是
一
直
等
到
該
首
長
的
到

 

來

D

基
於
以
上
三
點
理
由
，
本
席
認
為
今
天

 

的
這
種
情
況
，
要
不
要
等
部
長
來
是

j

回
事

 

，
若

要

等

，
就
可
順
便
讓
大
家
多
討
論
一
下

，
既
然
有
多
位
委
員
已
登
記
發
言
-
即
顯
示

 

大
家
都
f

分
關
心
此
法
案
-
不
論
是
持
贊
成

 

或
反
對
意
見
，
總
算
是
一
種
協
商
的
過
程
，
 

有
無
討
論
過
程
的
差
別
是
很
大
的
…
…

，
 

主

席

，
請
尊
重
發
言
人
的
權
利
，
不
要
在

 

本
席
發
言
時
進
行
私
下
討
論
-
請
大
家
思
考

 

一
下
本
席
方
才
的
談
話
。

傅
委
員
111

成
：
(在
席
位
上
)李
委
員
友
吉
現
 

在
正
進
行
正
式
的
程
序
發
言
，
而
主
席
卻
在

 

那
兒
聽
幾
位
委
員
的
非
正
式
發
言
…
…

。

周
委
員
伯
倫
：

(
在

席

位

上

)
現
在
根
本
沒
有

 

程
序
發
言
，
程
序
發
言
時
間
早
就
己
經
過
了

傅
委
員
III

成
：
(在
席
位
上
)既
然
如
此
，乾
 

脆

表

決

免

除

一

讀

好

了

…

…

=

主
席

：
不

行

，
這
樣
做
是
違
痤
的
。

傅
委
員
t l

成

：
{

在

席

位

上

)
當
然
這
樣
做
是

 

明
顯
違
法
，
所
以
不
能
這
樣
做
！
立
法
院
現

 

在
有
許
多
錯
誤
的
慣
例
*
我
們
應
該
回
一i

議

 

事
規
則
才
對
嘛
！

主
席

：
請
大
家
尊
重
發
言
委
員
，
維
持
會
場
的

 

秩

序

。

李
委
員
友
吉
：
方
才
本
席
所
言
，
主
席

6T
能
沒

 

有
聽
進

去

，
在
此
再
簡
單
說
一
遍
。
國
發
會

 

雖
有
做
成
某
些
共
識
，
但
有
些
共
識
並
未
在

四
三
二

修

憲

時

完

成

…

…

。

主
席
：
李
委
員
所
說
係
牽
渉
到
實
質
k

的
問
題

 

，
但
我
們
現
在
是
討
論
程
序
上
的
問
題
。

李
委
員
友
吉
：
請
主
席
尊
重
本
席
的
發
言
。
本
 

席
的
結
論
是
，
本
草
案
攸
關
未
來
地
方
自
治

 

重
大
決

定

-
故
提
議
應
做
充
分
討
論
，
期
使

 

正
反
兩
面
意
見
並
陳
。
面
對
此
一
電
大
法
案

 

，
行
政
部
門
首
長
自
應
來
院
報
告
，
現

在

，
 

大

家

可

I

面

討

論

，

一
面
等
待
內
政
部
長
，
 

如
此
一

來

，
才
能
充
分
反
映
民
意
。
謝

謝

。

主
席
：
請

陳

委

員一

新

發

言

。

陳

委

員

I

新

■
■
主

席

、
各
位
列
席
官
員
、
各
位

 

同

仁

。
立
法
院
審
查
法
案
有
一
定
的
程
序
，
 

先
是
進
行
詢
答
，
接
著
是
廣
泛
討
論
。
本
席

 

到

場

時

，
詢
答
已
結
束
，
廣
泛
討
論
也
因
為

 

委
員
的
提
議
、
表
決
而
迅
速
結
束
*
自
本
會

 

期

以

來

，
立
院
已
建
立
相
互
尊
重
的
原
則
，
 

倘
若
朝
野
各
满
只
要
一
見
對
方
人
少
就
逕
付

 

表

決

*
那
豈
不
是
可
隨
時
提
議
、
表

決

*
甚

 

至
散
會
？
這
種
作
法
，
可
說
是
完
全
違
反
了

 

程
序
正

義=

過
去
在
立
法
院
，
只
要
是
需
要

 

部
長
答
詢
的
場
合
，
部
長
就
必
須一

定
在
場

 

，
否
則
就
是
藐
視
國
會
，
主
席
有
權
力
要
求

 

部
長
一
定
到
場
*
展
現
主
席
的
魄
力
，
此
時

 

的
主
席
乃
代
表
立
法
院
，
而
非
個
人
政
黨
。



主
席
不
能
因
為
個
人
政
黨
的
利
益
而
縱
容
部

 

長
不
來
立
院
詢
答
，
這
樣
的
作
法
實
有
違
程

 

序

正

義

。
立
法
院
本
己
被
人
看
輕
，
主
席
若

 

遼
如
此
任
人
作
賤
，
縱
容
部

長

，
豈
不
毀
了

 

立
法
院
名
聲
？
主
席
應
致
力
維
護
立
院
地
位

 

才

是

。
剛
才
有
委
員
講
得
很
好
，
至
於
是
否

 

為
實
質
問
題
，
在
此
不
做
討
論
。
若
硬
要
把

 

國
發
會
共
識
拿
來
作
為
修
法
準
繩
，
是
大
有

 

問

題

的

，
國
發
會
本
身
就
是
一
個
大
問
題
，
 

其
共
識
僅
能
作
為
參
考
，
就
連
憲
法
都
能
經

 

由
修
憲
做
一
再
的
更
改
，
遑
論
國
發
會
共
識

 

了

，
更
何
況
連
美
國
都
有
修
憲
錯
誤
而
一
再

 

修
憲
的
案
例
。
在
今
天
這
種
情
況
下
，
本
席

 

認
為
主
席
應
堅
守
立
法
院
立
場
，
要
求
內
政

 

部

長

出

席

，
我
們
要
了
解
部
長
不
出
席
的
真

 

正

原

因

，
謝
謝
！

主

席

：
本
席
並
非
未
堅
持
立
場
，
對
於
內
政
部

 

長
未
到
場
一
事
，
本
席
方
才
已
說
了
重
話
，
 

甚
至
有
委
員
上
台
發
言
表
示
不
應
予
U

讁
貴

 

。
在
場
委
員
是
否
願
意
提
案
讁
責
？

陳
委
貝
一
新
：

(
在

席

位

上

)
本
席
提
議
予
以

籰

。

主

席

：
陳

委

員

一

新

提

議

，
內
政
部
部
長
葉
金

 

鳳
未
依
法
列
席
內
政
及
邊
政
、
法
制
委
員
會

 

審

査

r

省
縣
自
治
法
修
正
案
」
第
一
次
聯
席

會

議

，
嚴
重
藐
視
國
會
，
本
聯
席
會
特
提
出

譴
责
。
是
否
有
當
？
提
諝
公
決
案
。

請
問

各

位

，
有
無
附
謙
？

(
有

)
有
人
附

 

議

，
本

案

成

立

。

請
問

各

位

，
贊
成
陳
委
員
一
新
提
案
者
*
 

請

舉

手

。

(進
行
表
決
)

主
席
：
報
告
表
決
結
果
，
贊
成
者
八
人
’
多
數

*, 

o

部
委
M

寶

清

：

(
在

席

位

上

)
主

席

，
本
席
認

 

為
現
在
不
只
是
譴
責
而
已
，
而
是
我
們
內
政

 

與
法
制
聯
席
會
一
而
再
、
再
而
三
地
要
求
內

 

政
部
長
出
席
*
其
卻
置
之
不
理
，
像
這
種
離

 

譜
的
事

情

，
我
們
應
不
僅
是
讁
責
，
還
應
送

 

監

察

院

要

求

彈

劾

…

…

。

主

席

：
現
在
休
息
五
分
鐘
。

休
患

雄
緝
開
會

主

席

* ‘現
在
繼
續
開
會
。
方
才
尚
有
幾
位
委
員

 

登
記
程
序
發
言
而
未
及
發
言
，
現
在
就
依
序

 

發

言

。

請
鄭
委
員
寶

淸
發
言
，
(
不
在
場
)鄭
委
 

員
不
發

言

。
接
下
來
登
記
的
彭
委
員
紹
瑾
、
 

劉
委
員
光
華
、
林
委
員
豐
軎
皆
不
在
場
，
程
 

序
發
言
到
此
已
經
全
部
發
言
完
畢
。
現
在
進

行
遂
條
討
論
，
首
先
進
行
法
案
「
名

稱

」
。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提
案
：

名
稱
縣
自
治
法
 

張
委
員
俊
宏
等
提
案
：

名
稱
省
縣
自
治
暫
行
條
例
 

鄭
委
員
賨
澝
等
提
案
：

名
稱
省
縣
自
治
法
 

李
委
員
俊
毅
等
提
案
：

名
稱
縣
市
自
治
法
 

現
行
條
文
：

名
稱
省
縣
自
治
法

主
席
：
對
本
案
名
稱
依
據
登
記
發
言
頤
序
，
先

 

請
曹
委
員
醑
忠
發
言
。
(
不

在

場

)
曹
委
員

 

不

在

場

。

請
黄
委
員
爾
璇
發
言
。

#

委
貝
爾
斑
：
主

席

、
各
位
列
席
官
員
、
各
位

 

同

仁

。
在
提
出
的
幾
個
有
關
名
稱
的
版
本
中

 

，
有
不
同
的
模
式
。
一
個
是
「
縣
自
治
法

J

 

，

I

個

是

「
省
縣
自
治
法

j

，
乃
是
原
來
的

 

名

稱

，
另
一
個
是
「
縣
市
自
治
法

J

，
還
有

 

I

個

是

「
省
縣
自
治
暫
行
條
例

J

 =

本
席
比

 

較
贊
成
採
用
張
委
員
俊
宏
所
提
之

r

省
縣
自

 

治
暫
行
條
例
」
。
理
由
在
於
今
年
七
月
公
布

 

的
憲
法
增
修
媒
文
第
七
條
己
作
了
若
干
改
變

 

，
現
在
有
不
少
法
律
須
配
合
修
改
，
而
本
法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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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因
與
之
有
連
帶
關
係
，
所
以
亦
須
配

 

合

修

正

。
然
而
在
衆
多
提
案
條
文
中
，
多
數

 

皆
規
定
：

「
本

法

.：
條

例

)
依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八
條
制
定
之
。
」
與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通
過
的
現
行
條
文
規
定
依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七
條
制
定
，
內
容
已
有
許
多
改
變

 

，
只
是
法
律
來
不
及
隨
著
更
改
，
所
以
省
縣

 

苜
治
的
規
定
應
用
暫
行
條
例
來
處
理
。
尤
其

 

省
的
層
級
單
位
於
明
年
底
即
停
止
運
作
，
若

 

再
以
省
縣
自
治
法
的
名
稱
制
定
本
法
，
則
恐

 

有

不

當

。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六
十
六
條
與
直
轄
市
自
治

 

法
第
五
十
六
條
皆
規
定
：
自
行
政
區
域
及
行

 

政
層
級
重
新
劃
分
後
一
年
內
，
完
成
本
法
之

 

修

正

，
逾
期
本
法
失
效
。
省
級
之
改
變
，
明

 

顯
邐
於
行
政
層
級
劃
分
的
問
題
，
而
所
謂
一
 

年
內
完
成
本
法
之
修
正
，
又
沒
有
明
白
規
定

 

係

為

修

憲

後一

年
內
或
是
修
法
後
一
年
內
。
 

在
此
種
情
況
下
，
應
以
暫
行
條
例
的
名
稱
較

 

佳

。
本
席
並
建
議
本
委
員
會
作
出
決
議
，
限

 

定
內
政
部
於
明
年
六
月
底
之
前
提
出
有
關
地

 

方
自
治
的
新
法
律
，
不
要
等
到
年
底
才
匆
忙

 

提

出

=

主
席
：
羅
委
員
傳
進
就
廣
泛
討
論
有
提
出
一
份

 

書

面

蕙

見

，
列
入
紀

錄

，
並
刊
登
公
報
。

羅
委
員
傳
進
書
面
意
見
：

因
應
凍
省
效
應
，
落
實
地
方
自
治
的
功
能

 

-
發
揮
精
簡
行
政
組
織
的
效
用
，
在
凍
省
後

 

-

縣
布
政
府
首
長
的
權
力
也
相
對
提
升
，
為

 

使
縣
市
首
長
擁
有
掌
理
地
方
事
務
的
權
力
，
 

由
中
央
政
府
充
分
授
權
，
省
縣
自
治
法
必
須

 

配
合
凍
省
的
決
策
，
做
適
度
的
修
正
，
目
前

 

行
政
院
版
已
送
請
立
法
院
審
査
，
另
有
立
委

 

版
七
個
版
本
，
將
於
今
日
併
案
審
査
。
 

茲
就
各
版
本
的
特
色
分
述
如
下
：

有
關
民
意
代
表
人
身
保
護
規
定

 

<
行
政
院
版

 

>

 為
配
合
整
肅
治
安
的
需
要
，
 

將
修
改
省
縣
自
治
法
三
十
一
條
規
定
，
省
議

 

員

、
縣
市

議

員

、
鄉
鎮
市
民
代
表
除
了
現
行

 

犯

，
再
增
加
涉
有
刑
責
而
通
緝
有
案
的
地
方

 

民
s

代

表

，
不
給
予
人
身
保
陣
，
也
就
是
是

 

現

行

犯

、
通
緝
犯
在
會
期
內
，
非
經
省
縣
市

 

議
會
或
民
代
會
許
可
，
警
政
或
司
法
單
位
不

 

得
逮
捕
或
枸
禁
。

《
立
委
版
》
為
張
俊
宏
提
案
：
省
縣
市
議
員

 

除
現
行
犯
外
，
在
會
期

內

，
非
經
省
縣
市
議

 

會

之

許

可

，
不
得
逮
捕
或
拘
禁
，
換

言

之

，
 

廢
除
了
鄉
鎮
市
民
代
表
人
身
保
護
規
定
=
 

另
有
林
濁
水
提
案
：
鄉
鎮
市
民
代
表
的
言

 

論
免
责
權
應
該
予
以
修
正
，
鄉
鎮
市
自
治
地

四
三
四

位

取

消

，
鄉
鎮
市
民
代
表
大
會
取
消
，
省
縣

 

市
議
員
與
鄉
鎮
市
民
代
表
的
人
身
保
護
也
應

 

全
面
刪
除
。

黑
道
介
入
地
方
選
舉
，
掌
握
地
方
議
會
由

 

來

已

久

，
但
鑑
於
省
縣
自
治
法
現
行
規
定
，
 

在
會
期
內
，
省
縣
市
議
員
與
郷
鎮
市
民
代
表

 

除
現
行
犯
，
非
經
議
會
或
鄉
鎮
市
民
代
表
大

 

會

許

可

，
不
得
逮
捕
或
拘
禁
的
規
定
，
使
得

 

具
有
黑
道
背
景
的
民
薰
代
表
，
因
為
這
項
法

 

令

規

定

，
而
依
法
享
有
人
身
保
護
的
特
權
，
 

司
法
或
聱
政
單
位
對
這
些
民
蔥
均
束
竽
無
策

 

，
連
帶
也
影
響
民
衆
對
執
政
黨
的
執
政
品
質

 

質

疑

，
執
政
黨
與
黑
金
掛
勾
的
情
況
*
也
成

 

為
選
舉
時
，
在
野
黨
的
攻
攣
焦
點
，
為
擺
脫

 

民
衆
對
執
政
黧
黑
金
執
政
的
存
疑
，
民
意
代

 

表
的
人
身
保
護
規
定
，
確
實
應
該
加
以
修
正

 

*
並
廣
召
社
會
大
衆
，
讓
各
界
瞭
解
執
政
黨

 

有
心
與
黑
道
_
清
界
線
的
決
心
。

有
關
民
代
自
肥
條
款
的
規
定
<
 現
行
規
定
>
 

為

：
省
縣
市
議
員
、
鄉
鎮
市
民
代
表
得
支
研

 

究
费
等
必
要
費
用
；
在
開
會
期
間
並
得
酌
支

 

出

席

费

、
交
通
費
及
膳
食
費
。
前
項
各
費
用

 

支
給
標
準
，
另
以
法
律
定
之
。<

 行
政
院
版
>
 

為
明
確
規
範
省
縣
市
議
員
及
鄉
鎮
民
代
表
的

 

费
用
給
付
，
將
修
法
明
文
規
定
，
除
非
有
法



律

規

定

，
否
則
民
代
不
可
以
自
行
增
加
費
用

 

。
這
項
條
文
修
訂
，
顯
示
行
政
院
為
避
免
民

 

代

自

肥

，
引
起
民
衆
強
烈
反
彈
，
決
定
以
法

 

律
來
規

範

，
民
代
自
行
增
加
其
各
項
費
用
的

 

疑

慮

。

<
立

委

版
 

>

 為
林
濁
水
與
張
俊
宏
均
提
案
，
 

希
望
該
項
條
文
維
持
原
案
，
不
予
修
正
。

本
席
意
見
是
：
有
關
民
意
代
表
各
項
费
用

 

包
括
出
席
黄
、
交

通

費

、
膳
食
費
等
各
項
支

 

出

，
均
交
由
社
會
大
衆
進
行
公
裁*

實
在
沒

 

有
必
要
再
以
法
令
來
規
範
，
民
代
的
各
項
支

 

出
該
增
該
減
，
應
交
由
民
蕙
公
審
而
決
定
*
 

才
是
民
主
政
治
運
作
的
常
軌
。

主
席
：
請
林
委
員
濁
水
發
言
。

林
委
員
濁
水
：
主

席

、
各
泣
委
員
。
木
席
建
議

 

本
法
名
稱
延
用
「
省
縣
自
治
法
」
。
黃
委
員

 

爾
壞
剛
才
的
立
論
非
常
精
棒
，
其
認
為
本
法

 

適
用
期
間
因
有
限
制
，
只
到
明
年
年
底
省
長

 

任
期
結
束
為
止
，
所
以
用
暫
行
條
例
的
名
稱

 

來

現

範

j

個
具
過
渡
性
質
的
落
日
法
律
較
恰

 

當

。
然
而
本
席
以
為
若
果
用
暫
行
條
例
，
將

 

來
即
有
很
多
條
文
須
將
「
本

法

」
的
規
定
改

 

為

「
本

條

例

」
*
本
席
以
為
無
此
必
要
。
所
 

以
本
席
建
議
，
以
落
日
條
款
規
範
此
暫
時
性

 

的
過
渡
法
律
較
為
簡
潔
。

其

次

，
本
委
員
會
內
部
的
作
業
中
，
皆
將

 

本
人
所
提
與
李
俊
毅
委
員
另
提
的
「
縣
自
治

 

法

草

案

j

放
入
省
縣
自
治
法
的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中
一
併
審
査
，
本
席
以
為
並
不
恰
當

 

。
所
以
本
席
建
議
未
來
在
審
查
時
，
應
將
此

 

部
分
排
除
不
處
理
。
理
由
是
縣
自
治
法
固
然

 

會
在
將
來
取
代
省
縣
自
治
法
，
但
須
等
到
省

 

長
的
法
定
任
期
結
束
後
，
才
能
取
代
適
用
，
 

換
句
話
說
，
從
現
在
開
始
到
明
年
底
省
長
任

 

期

內

，
省
縣
自
洽
法
仍
有
適
用
餘
地=

所
以

 

在
省
縣
自
治
法
行
使
期
間
內
，
另
行
訂
定
縣

 

自

治

法

，
並
在
條
文
中
分
別
r r

明

：
在
省
縣

 

自
治
法
部
分
，
給
予
有
關
行
使
時
限
的
「
落

 

日
條
款
」
；
而
在
縣
自
治
法
部
分
，
則
規
定

 

於

一

定
時
限
後
得
以
行
使
的
「
日
出
條
款
」
 

，
才
不
會
產
生
兩
個
法
律
出
現
親
合
適
用
的

 

情

況

。
因
此
本
席
建
議
主
席
作
一
裁
示
，
將

 

有
關
縣
自
治
法
併
案
的
部
分
，
全
部
予
以
剔

 

除

。

主
席

：
請
簡
錫
堦
委
員
發
言
。

鮪
委
員
錫
墙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由
於
省
縣

 

自
治
法
的
名
稱
施
行
已
滿
三
年
，
且
第
六
十

 

六
條
亦
明
定
落
日
條
款
，
具
暫
行
條
例
的
精

 

神

，
為
避
免
因
名
稱
變
動
可
能
產
生
的
爭
論

 

，
所
以
本
席
贊
成
林
濁
水
委
員
所
提
，
按
原

有
名
稱
繼
糠
進
行
審
查
。
將
來
制
定
縣
市
自

 

治

法

時

-
再
作
第
二
階
段
的
大
翻
修
。

另

外

，
本
席
對
傅
委
員
剛
才
所
提
的
意
見

 

有
不
同
看
法
，
國
際
化
的
決
議
並
沒
有
強
制

 

力

，
否
則
國
民
黨
原
先
傾
向
廢
除
鄉
鎮
長
選

 

舉

，
現
在
為
何
又
主
張
維
持
舉
辦
選
舉
。
本
 

席
以
為
當
今
最
重
要
的
，
是
稹
極
落
實
地
方

 

自

治

，
由
於
未
來
縣
市
將
由
行
政
院
直
接
管

 

轄

，
如
果
不
盡
快
通
過
此
法
案
，
可
能
會
讓

 

地
方
自
洽
成
為
陂
腳
制
度=

尤
其
若
是
阻
擋

 

此
種
改
率
，
將
會
遭
到
人
民
的
唾
棄
。
所
以

 

本
席
呼
顧
今
天
的
審
査
，
除
了
慎
重
外
，
速

 

度
上
也
要
加
快
，
否
則
若
再
拖
延
，
遲
至
西

 

元

I

九
九
九
年
才
通
過
*
則
對
新
任
M

市
長

 

不
僅
不
利
且
不
公
平
。

主
席
：
請

陳

委

員

I

新

發

言

。

陳

委

員

I

新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個
人
較
贊

 

成
黃
委
員
_
璇
所
提
把
省
縣
自
治
法
改
為
暫

 

行

條

例

。
埋
由
如
下
：

1

、
精
省
到
底
如
何
精
法
，
無
人
知
道
。
 

雖
然
一
般
人
皆
稱
凍
省
，
黄

際

上

，
其
正
式

 

名
稱
為
精
省
。
精
省
的
程
度
，
可
稍
微
為
之

 

，
亦
可
像
福
建
省
精
簡
到
只
剩
下
省
府
委
員

 

會

。
所
以
精
省
到
底
要
作
到
何
種
程
度
，
尚
 

不
能
確
定
。四

三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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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國
民
黨
新
任
章
秘
書
長
最
近
亦
提
到

 

國
發
會
共
識
，
郷

鎮

IIJ

長
是
否
要
廢
除
選
舉

 

改

為

官

派

，
只
能
供
作
参
考
，
還
不
確
定
。
 

所
以
現
在
就
明
訂
省
縣
自
治
法
的
名
稱
，
不
 

免
會
產
生
問
題
。
至
於
有
委
員
提
到
若
先
訂

 

定
暫
行
條
例
，
將
來
不
免
要
再
修
，
所
以
不

 

贊

成

。
其

實

，
立
法
院
本
來
就
在
作
此
項
工

 

作

，

1
0
法
律
需
要
修
訂
，
即
須
為
之
。
所

 

以
本
席
以
為
黃
爾
璇
委
員
提
出
的
省
縣
自
治

 

暫

行

條

例

，
可
以
考
慮
。

主

席

：
請
劉
委
員
光
華
發
言
。

劉
委
員
光
華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以
為

 

省
縣
自
治
法
的
名
稱
目
前
不
宜
修
改
。
本
席

 

並
非
反
對
黃
爾
璇
委
員
的
理
由
，
而
是
個
人

 

認

為

，
既
然
目
前
不
能
確
定
，
暫
時
就
不
要

 

修

改

。
因
為
原
本
既
已
不
確
定
。

一
旦
修
改
 

，
則
會
讓
不
確
定
的
狀
況
更
加
不
確
定
。
所
 

以
本
人
與
黃
委
員
等
人
的
意
思
一
樣
*
只
是

 

作
法
剛
好
相
反=

因
此
本
席
以
為
省
縣
自
治

 

法
的
名
稱
不
用
更
改
，
等
到
整
個
制
度
都
確

 

定

、
塵
埃
落
定
後
，
再
來
考
慮
修
改
名
稱
的

 

工

作

。

第

二

點

，
民
進
黨
於
此
次
縣
市
長
選
舉
，
 

當
選
席
次
雖
然
增
多
，
但
總
得
票
率
並
未
獲

 

得
匿
倒
性
的
勝
利
。
這
種
情
況
剐
好
反
映
基

層
選
民
對
國
發
會
的
決
定
或
某
些
有
關
中
央

 

地
方
權
限
的
結
論
-
可
能
還
是
有
意
見
，
因
 

此

，
身
為
執
政
黨
，
當
今
即
須
重
新
評
估
*
 

由
選
舉
期
間
-
選
民
的
投
票
取
向
來
評
估
民

 

衆
對
國
發
會
作
成
的
若
干
結
論
，
是
否
還
表

 

支

持

。
所
以
本
席
補
充
剛
7
陳
一
新
委
員
所

 

講

，
國
民
黨
新
任
秘
書
長
章
孝
嚴
曾
提
到
需

 

要

再

評

估

。
這
是
一
個
事
實
！
當
然
要
評

 

估
！
如
果
不
評
估
，
行
政
院
即
無
法
形
成
一

 

個
明
確
的
決
定
。
為
對
選
民
負
责
*
檢
討
民

 

意

趨

向

，
作
最
後
政
策
的
抉
擇
，
此
為
執
政

 

黨
應
有
的
立
場
。
因
此
可
能
會
引
起
國
發
會

 

結
論
的
不
確
定
性
。
這
也
是
民
主
政
治
必
然

 

的
發
展
邏
輯
。

執
政
黨
的
確
非
常
開
明
。
撫
順
民
情
，
民
 

意
既
然
認
為
有
評
估
的
必
要
性
，
執
政
黨
即

 

應
再
進
行
一
次
評
估
。
在
此
種
情
況
下
，
本
 

席
以
為
省
縣
自
治
法
中
某
些
重
要
條
款
，
仍

 

須
視
最
後
的
評
估
結
果
出
來
後
再
作
選
擇
。
 

立
法
院
是
民
蒽
機
關
，
不
是
黨
意
機
關
，
應

 

以
民
意
主
導
黨
意
，
若
黨
意
無
法
切
合
民
意

 

，
即
無
法
代
表
人
民
。
所

以

，
本
席
以
為
，
 

此
時
仍
須
視
台
灣
社
會
總
體
未
來
的
發
展
，
 

再
作
一
評
估
考
量
，
現
在
不
是
政
黨
較
勁
的

 

時

刻

。
個
人
在
此
呼
鼷
大
家
理
性
且
謹
慎
的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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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考
省
縣
自
治
法
未
來
的
走
向
-
這
才
是
正

 

確

之

途

。

主
席
：
關
於
本
案
名
稱
部
分
，
登
記
的
委
員
皆

已
發
言
完
畢
。

傅
委
員

111
成

：

(
在

席

位

上

)
可
否
讓
本
席
與

 

蔡
明
憲
委
員
就
名
稱
部
分
各
發
言
一
分
鐘
。
 

主
席
：
請
問

各

位

，
就
上
述
傅
#
員

、
蔡
委
員

 

兩
位
委
員
請
求
發
言
有
無
異
議
？
(無

)無
 

異

議

，
。
先
請
傅
委
員

11
成

發

言

。

傅
委
員
III

成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也
贊

 

成

維

持

「
省
縣
自
治
法
」
的

名

稱

，
並
同
意

 

劉
光
華
委
員
的
理
由
。
就
省
縣
自
治
法
的
修

 

法
工
作
而
言
，
本
席
以
為
社
會
大
衆
與
委
員

 

同
仁
應
慎
重
考
慮
。
尤
其
主
席
與
民
進
黨
同

 

仁
都
希
望
加
速
本
法
案
的
審
査
，
以

I

個
太

 

過
草
率
的
態
度
完
成
審
査
；
在
此
種
情
形
下

 

，
本

人

不

得

不

很

沈

痛

、
慎

重

的

呼

«|
民

進

 

黨

同

仁

，
寧
可
放
慢
進
度
，
不
要
太
急
*
因
 

為
立
法
不
是
兒
戲
，
有
關
縣
自
治
法
的
部
分

 

也
須
放
入
一
併
進
行
審
査
*
並
非
草
率
的
讓

 

其
通
過
即
算
數
。

新
任
縣
市
長
雖
由
較
多
的
民
進
黨
當
選
，
 

但
並
不
表
示
縣
自
治
法
與
省
自
治
法
可
分
開

 

處

理

。
因

為

省

、
縣
在
憲
法
制
度
內
同
屬
地

 

方
自
治
的
概
念*

與
中
央
相
對*

有
許
多
相



關

問

題

，
如
財
政
收
支
*
行
政
區
域
的
劃
分

 

，
都
是
這
種
概
念
下
的
產
物
，
所
以
本
席
建

 

議
維
持
省
縣
自
治
法
的
名
稱
，
至
於
縣
自
治

 

法
不
能
如
林
濁
水
委
員
所
提
剔
除
縣
自
治
法

 

、
先
進
行
省
縣
自
治
法
的
審
查
，
應
一
併
進

 

行
審
査

H

作

，
方

為

恰

當

。

主
席

：
請
蔡
委
員
明
憲
發
言
。

蔡
委
員
明
憲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首
先
想
請

 

江
次
長
說
明
內
政
部
現
正
研
擬
的
縣
(
市

) 

自

治

法

，
何
時
可
送
到
本
院
？

其

次

，
本
席
以
為
省
縣
自
治
法
的
名
稱
應

 

維
持
原

案

。
因

為

一

旦
修
改
名
稱
後
，
勢
將

 

變
成
一
個
新
的
條
例
，
如
此
可
能
會
對
現
存

 

的
省
縣
自
治
法
產
生
重
曼
或
適
用
h

會
有
模

 

糊
不
明
的
問
題
。
所
以
本
席
認
為
不
要
更
改

 

名

稱

，
本
法
案
之
要
點
應
在
第
三
十
六
條
、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處
，
等
到
內
政
部
將
縣
(
市
 

)
自
治
法
提
到
本
院
後
，
我
們
再
做
整
體
的

 

考

量

，
以
免
節
外
生
枝
。

主
席
：
請
內
政
部
江
次
長
說
明
何
時
可
將
縣
市

 

自
治
法
送
到
立
法
院
？

江
次
長
清
钱
：
主

席

、
各

位

委

員

。
本
部
正
在

 

進
行
作

業

，
預
計
在
明
年
七
月
分
可
送
到
立

 

法
院
審

議

。

蔡
委
員
明
憲
：
為
何
需
要
花
那
麽
長
的
時
問
？

內
政
部
這
樣
是
沒
效
率
、
不
負
責
任
的
作
法

 

。
國
發
會
在
去
年
十
二
月
達
成
共
識
至
今
已

 

一
年
的
時
間
，
為
何
還
要
花
半
年
的
時
間
？
 

本
席
建
議
本
委
員
會
作
出
決
議
，
要
求
內
政

 

部
於
二
個
月
內
將
縣
(市
)自
治
法
送
到
立
 

法
院

審

議

。

主
席

：
針
對
本
案
名
稱
，
各
位
委
員
的
發
言
大

 

致
分
成
二
種
，
其
一
是
主
張
將
原
名
稱
改
為

 

暫
行

條

例

，
其
一
則
認
為
應
維
持
現
行
法
律

 

名

稱

。
請
問
各

位

，
本
案
名

稱

，
維
持
現
行

 

「
省
縣
自
治
法
」
的

名

稱

，
有
無
異
議
？

( 

無

)無
異
議
，
通
過
。

林
委
員
濁
水
：

(
在

席

位

上

)
主

席

、
各
位
委

 

員

。
縣
自
治
法
草
案
係
另
外
獨
立
的
法
律
，
 

f a

因
內
部
作
業
的
緣
故
，
而
將
其
併
入
-
所
 

以
本
席
以
為
應
將
縣
自
治
法
草
案
抽
離
不
在

 

此

審

査
D

主
席

.

.
由
於
要
抽
離
縣
自
治
法
草
案
，
另
外
再

 

行

審

査

，
在
程
序
上
會
非
常
麻
煩
，
所
以
本

 

席
建
議
按
照
現
行
法
的
條
次
進
行
，
至
於
林

 

委
員
的
意
見
則
可
在
處
理
條
文
時
再
行
提
出

 

。
這
雖
對
提
出
縣
市
自
治
法
的
委
員
較
為
不

 

利

，
仍
須
重
新
提
案
，
但
應
無
大
礙
，
聯
席

 

會
若
有
必
要
為
此
作
成
決
議
，
則
請
林
委
員

 

提

案

。

主
席
：
現
在
進
行
第
一
章
葷
名
緦
則
部
分
，
由
 

於
沒
有
委
員
提
宽
修
正
，
所
以
維
持
現
行
章

名

。

主
席
：
現
在
進
行
第
一
條
。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提
案
條
文

 

第
一
條
本
法
依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八
媒
制
 

定
之
。縣

(市
)之
自
治
依
本
法
之
規
定
， 

本
法
未
規
定
者
，
適
用
其
他
法
律
。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提
案
條
文

 

第
一
條
本
法
依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八
條
制

定
之
。省

、
縣
(市

)之
自
治
依
本
法
之
規
 

定

，
本
法
未
規
定
者
，
適
用
其
他
法
律
。
 

張
委
員
俊
宏
等
提
案
條
文

 

第
一
條
本
條
例
依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八
條
制
定
之
。

省
、
縣
(市
)之
自
治
依
本
條
例
之
 

規

定

，
本
條
例
未
規
定
者
*
適
用
其
他
法
■ 

律

=

鄭
委
員
寶
清
等
提
案
條
文

 

第
一
條
本
條
例
依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制

定

之

，
適
用
範
圍
以
現
稱
台
颺
省
之
區

域

為

限

。

縣
(市

)之
自
治
依
本
法
之
規
定
， 

四
三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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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法
未
規
定
者
，
適
用
其
他
法
律
。

李
委
員
俊
毅
等
提
案
條
文

 

第
一
條
本
法
依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制
定
之
。

縣

(
市

)
之
自
治
依
本
法
之
規
定
，
 

本
法
未
規
定
者
，
適
用
其
他
法
律
。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條
本
法
依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七
條
制
定
之
。

省
、
縣
(市
)
、鄉

(鎮
、麻
糖
市

 

)
之
自
治
依
本
法
之
規
定
，
本
法
未
規
定

 

者

，
適
用
其
他
法
律
。

主
席

：
截
至
目
前
為
止
對
第
一
條
登
記
發
言
者

 

己
有
九

位

，
現
在
再
開
放
登
記
*
稍
後
截
止

 

登

記

。

請
曹
委
員
爾
忠
發
言
。
(
不

在

場

)
曹
委

 

員

不

在

場

。

諝
鄭
委
員
寶
淸
發
言
。

S

M

寶

清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剛
才
劉
光

 

華
委
員
提
到
民
進
黨
，
在
此
次
選
舉
的
得
票

 

率
比
國
民
黨
多
出
百
分
之
二
，
是
代
表
民
置

 

不
一
定
完
全
支
持
國
S

的

共

識

。
本
席
以

 

為
是
否
支
持
國
發
會
尚
是
未
定
之
天
，
但
民

 

衆
對
於
提
高
行
政
效
率
、
減
少
省
政
甩
級
，
 

則
幾
為
一
致
的
共
識
。
由
於
國
民
黨
之
前
曾

P

P

聲
聲
提

到

，
為
增
加
行
政
效
率
，
所
以

 

不
得
不
凍
省
並
停
止
S

市

長

的

選

舉

.
，
現

 

在
又
反
口
說
須
再
探
求
民
悬
，
可
見
國
民
黨

是
個
不
負
責
任
的
政
黨
’
前
後
說
法
不
一
致

 

〇

本
席
提
案
的
主
因
在
於
兼
法
增
修
條
文
已

 

重
新
制
定
關
於
省
縣
自
治
法
的
規
定
，
且
將

 

原
條
文
第
十
七
條
改
為
第
九
條
，
法
源
依
據

 

已
經
改
變
，
所
以
匾
依
現
行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制

定

。
另

外

，
由
於
金
馬
地
區
情
況
特
殊
*
 

人
口

稀

少

，
若
全
照
省
縣
自
治
法
施
行
，
恐
 

怕
會
有
窒
礙
難
行
之
處
’
所
以
訂
定
適
用
範

 

圍
以
台
灣
省
的
區
域
為
限
。
至

於

第

I

條
第

 

二
項
後
段
規
定
：

「
本
法
未
規
定
者
，
適
用

 

其
他

法

律

。
」
則
依
現
行
條
文
規
定
，
未
作

 

修

改

。

省
縣
自
治
法
對
台
灣
的
整
個
發
展
非
常
重

 

要

，
並
非
因
民
進
黨
或
國
民
黨
執
政
與
否
來

 

決
定
其
立
法
精
神
。
立
法
的
根
本
精
神
應
在

 

於
如
何
建
立
一
個
可
大
可
久
可
長
的
制
度
，
 

為
提
升
行
政
效
率
、
促
進
人
民
福
趾
作
最
大

 

的

考

量

，
如

果

-
再
以
政
黨
利
益
為
考
量
’
 

最
後
將
受
到
人
民
的
唾
罵
、
歷
史
的
靆
貴
。
 

所
以
本
席
希
望
大
家
能
以
慎
重
的
態
度
儘
速

 

通
過
這
些
法
案
，
並
以
人
民
的
利
益
為
優
先

四
三
八

考

置

-
不

要

以一

黨
之
私
來
考
*
讓
其
通
過

 

或
修
改
與
否
。

主
席
：
請
黄
委
員
爾
漩
發
言
。

黄
委
霣
爾
璇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有
關
第
一
 

條
前
段
規
定
本
法
依
廉
法
增
修
條
文
制
定
之

 

法
源
依
據
並
不
一
致
的
情
形
，
本
席
以
為
規

 

定
依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八
條
制
定
本
法
的
人

 

，
主
要
是
參
與
國
發
會
後
’
發
現
國
S

當

 

時
是
依
據
第
八
條
作
成
共
鼸
，
所
以
這
些
委

 

員
都
很
有
先
見
之
明
的
提
出
修
法
’
但
最
後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f

原
內
容
的
條
序
改
為
第

 

九

條

。
本
席
曾
在
法
制
委
員
會
一
再
聲
明
，
 

鑒
於
現
行
法
f

引
用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為
法

 

源
依
據
•
本
席
以
為
並
不
必
要
。
就
省
縣
自

 

治
法
而
言
’
若
欲
發
揮
地
方
自
治
的
精
神
，
 

訂
出
宗
旨
性
的
文
句
即
可
，
並

不

一

定
要
明

 

定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
以
現
行
省
縣
自
治
法
為

 

例

，
其
法
源
明
定
依
據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七

條

，
現
在
又
要
改
成
第
九
條
，‘這
是
不
必

 

要

的

。
若
將
第
九
條
訂
定
法
源
依
據
’
丽
省

 

級
問
g
尚
待
解
決
，
因
為
明
年
底
省
長
任
期

 

即
將
屆
滿
，
所
以
須
在
附
則
中
規
定
一
落
日

 

條

款

’
明
定
省
長
與
省
議
員
的
選
舉
將
於
明

 

年
十
二
月
底
為
止
。
否

則

，
由
於
法
律
i

 

為
省
蔴
自
洽
法
，
而
修
憲
後
的
省
已
非
自
治



法
人
，
不
應
在
自
治
法
的
法
律
內
存
在
，
所
 

以

，
如
果
大
家
堅
持
本
法
法
源
依
據
，
應
明
 

定
為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
本
席
以
為
鄉
鎮
(
市
 

)
之
未
能
依
國
發
會
結
論
改
變
，
亦
應
同
樣
 

在
附
則
內
補
上一

條
落
日
條
款
。

主
席

..請
簡
委
員
錫
堦
委
員
發
言
。
(
不
發
言
 

)
簡
委
員
不
發
言
。

請
陳
委
員
一
新
發
言
。

陳
委

M
U

新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法
第
一
 

條
提
到
的
法
源
依
據
’
確
實
令
人
很
混
淆
，
 

患
法
增
條
條
文
的
次
序
與
數
目
毎
隨
修
憲
而

 

變

動

，
所
以
應
明
定
以
民
國
幾
年
或
第
幾
次

 

修
憲
通
過
的
增
修
條
文
第
幾
條
為
依
據
較
妥

 

。
另
外
依
鄭
委
員
寶
M

言

，
由
於
金
馬
地

 

區
的
自
治
條
例
不
一
定
與
台
瞬
省
相
同
-
所

 

以
明
定
以
台
灣
省
為
限
；
實

際

上

，
由
於
大

 

家
皆
曉
得
這
些
地
區
的
情
況
不
同
，
所
以
不

 

必
寫
明
也
很
淸
楚
。
本
席
也
不
同
s

法
律
以

 

可
久
可
長
為
目
標
或
以
此
種
精
神
為
依
締
，
 

法
律
應
以
民
意
為
依
締
，
當
民
惹
認
為
需
要

 

改

變

時

-
即

須

順

應

*
並
不
是
訂
定
一
此
一
一

 一

 

百
年
也
不
變
的
法
律
，
否
則
立
法
院
將
沒
多

 

少

亊

作

。
所
以
本
席
以
為
不
管
國
發
會
或
修

 

憲

*
皆
應
以
民
£
為

依

歸

。

因
此
就
第
一
條
而
言
，
本
席
以
為
並
不
一

定
須
明
定
限
制
台
灣
省
的
區
域
；
另

外

，
若

 

要
以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為
法
源
，
則
須
訂
明
時

 

間

，
以
合
乎
時
效
，
讓
大
家
了
解
係
根
據
何

 

次
修
憲
條
文
而
調
整
。

主
席
：
請
林
委
員
獨
水
發
言
。

林
委
員
薄
水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首

先

，
本

 

席
針
對
第
一
條
條
文
作
具
體
建
議
。
本
席
以

 

為
只
須
將
現
行
條
文
：

r

本
法
依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七
媒
制
定
之
。
」
改
為

 

依
現
行
兼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即
可
，
如
此

 

也
可
迴
逋
掉
金
馬
地
區
是
否
包
括
在
內
的
問

 

題

。其

次

，
個
人
原
來
條
文
的
法
源
係
規
定
第

 

八
條

，
理
由
在
於
本
人
係
在
修
憲
前
提
出
此

 

法

案

’
當
時
係
依
據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
如
今
條
序
變
動
，
變
成
第
九
條
，
所
以
本

 

人
的
提
案
應
改
為
依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制
定
之
才
適
當
。

第

二

點

’
本
席
建
議
審
査
過
後
’
委
員
會

 

能

钕

成

一
項
提
議
：
建
議
院
會
重
新
考
量
「
 

縣
自
治
法
」
乃
屬
另
外
一
法
案
-
不

能

與

「
 

省
縣
自
治
法
」
併
案
處
理
。
如
果
現
在
不
做

 

此

處

理

，
未
來
將
會
遇
到
兩
個
問
題
。
第
一
 

現
在
所
有
的
「
縣
自
洽
法
」
會
被
消
滅
■’其

 

次

，
目
前
行
政
院
亦
在
起
草

r
縣
自
治
法
」

如
果
我
們
現
在
不
做
處
理
，
將
來
院
會
必
然

 

要
將
該
案
與
本
案
併
案
，
届
時
這
個
法
就
被

 

消

滅

了

。
今
天
我
們
審
了
半
天
，
只
有
一
個

 

「
省
縣
自
治
法
」
，
但
到
了
明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以
後
，
就
無
法
可
依
了
，
這
是
一
件
很

 

麻
煩
的
事
情
。
所
以
本
席
認
為
本
委
員
會
必

 

須
對
此
做
一
處
理
，
不
是
審
過
就
算
了
，
如

 

果
行
政
院
要
提
案
也
可
以
，
但
要
等
到
本
法

 

三
m

通

過

之

後

，
届

時

行

政

院

再

來

提

案

.
，
 

否
則
在
本
法
三
讓
通
過
之
前
’
只
要
行
政
院

 

將

「
縣
自
治
法
」
草
案
送
進
立
院
，
本
法
馬

 

上
就
被
消
滅
，
本
席
認
為
這
樣
會
造
成
很
大

 

的

困

擾

。
換
包
話
說

 >
 只
要
審
查
本
法
的
動

 

作

較

慢

，
那

麽

「
縣
自
洽
法
」
就
永
遠
不
會

 

出

現

了

，
所
以
本
席
建
議
主
席
還
是
對
本
案

 

方
才
的
提
親
會
作
處
理
比
較
允
當
。

另

外

’
方
才
黄
委
員
爾
璇
擔
心
有
關
落
日

 

條
款
問

題

*
在
本
席
看
來
，
其
實
各
委
員
會

 

的
提
案
條
文
中
都
已
做
了
處
理
，
至
於
本
席

 

對
落
日
條
款
的
提
案
，
因
為
是
在
修
憲
之
前

 

提

出

的

，
所
以
定
為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一
月
一

 

日

，
其
實
應
改
為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
主
要
是
為
與
憲
法
增
修
條
款
銜
接
，
 

所
以
關
於
落
日
條
款
的
問
題
已
啟
了
處
理
，
 

目
前
我
們
擔
心
是
「
縣
自
治
法
」
的

問

題

，

四
三
九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六
卷
第
五
十
三
期
委
員
會
紀
錄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
六

卷

第

/£
卜
三
期
委
員
會
紀
錄

囚
此
本
席
建
議
主
席
能
對
有
關
「
縣
自
洽
法

 

」
的
問
題
做
一
處
埋
。

主
席

：
請
林
委
員
濁
水
將
就
提
議
的
內
容
提
出

 

具
體
文

字

。

請
傅
委
員
岷
成
發
言
。

傅
委
員
腿
成
：
主

席

、
各
位
列
席
官
員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不
贊
成
以
此
種
草
率
的
方
式
來

 

進
行
法
律
的
逐
條
討
論
，
但
既
然
程
序
^
本
 

案
現
在
巳
經
在
第
一
條
，
本
席
也
必
須
就
第

 

一
條
的
內
容
表
達
個
人
的
意
見
：

事

實

上

，
本
席
從
今
年
暑
假
開
始
，
就
已

 

經
著
手
在
寫
相
關
條
正
條
文
，
只
是
因
為
太

 

過

慎

重

，
所
以
至
今
尚
未
提
出
*
本
席
看
到

 

各
位
提
案
委
員
都
已
將
相
關
的
修
正
文
字
提

 

出

，
實
在
感
到
敬
m

，
但
也
深
感
遺
憾
。
方

 

才
有
幾
位
委
員
提
到
有
關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條

 

號
的
問

題

，
這
也
是
兩
大
黨
在
國
民
大
會
搞

 

出
來
的
笑
話
，
尤
其
是
執
政
黨
的
李
主
席
，
 

我
們
實
在
是
不
想
說
，
m

大
家
真
的
這
麼
容

 

易
忘
記
嗎
？

一
機
關
兩
階
段
的
修
憲
沒
有
完

 

成

-
至
今
已
經
四
階
段
也
還
沒
完
成
嗎
？

T 

次
假
如
再
修
憲
，
所
有
增
修
條
文
的
條
號
是

 

否
又
要
再
重
新
洗
牌
，
電
新
再
排
列
一
次
，
 

本

席

以

為

，
這
簡
直
是
亂
搞
嘛
丨
整
個
國
家

 

竟
然
是
這
樣
治
理
的
，
我
們
實
在
不
知
該
怎

麼

溝

。

憲
法
增
修
當
初
講
好
是
一
機
關
分

-:
喈
段

 

進

行

，
在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即
應
完
成
*
結
果

 

到
現
在
還
是
沒
有
完
成
。
當
中
條
號
變
來
變

 

去

，
現
在
引
用
條
號
竟
變
成
了
笑
話
，
因
為

 

根
本
不
知
明
年
的
條
號
是
否
還
是
一
樣
，
這
 

種

情

況

，
簡
直
不
可
思
議
。
當
然
本
席
很
贊

 

成
按
照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款
的
規
定
制

 

定
省
縣
自
治
法
，
以
落
實
省
縣
地
方
自
治
，
 

這
是
我
們
長
久
以
來
所
支
持
的
理
念
。
但
是

 

這
次
條
號
的
問
題
，
讓
我
們
再
次
看
清
楚
一

 

些

事

情

，
這
也
是
社
會
大
衆
想
清
楚
，
整
個

 

國
家
為
什
麼
會
被
治
理
成
這
個
樣
子
？
本
席

 

深
感
遺
憾=

本
席
認
為
在
省
縣
自
治
法
的
第

 

一
條
中
，
可
將
憲
法
增
修
條
款
的
條
號
刪
除

 

，
即
在
條
文
中
只
言
明
「
依
據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
或

「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
的
規
定
來
制
定

 

即

町

，
不
見
得
一
定
要
把
條
號
寫
出
來
，
否

 

則

，
明
確
寫
出
來
，
明
年
不
知
道
還
是
不
是

 

這
個
條
號
？

當
初
我
們
制
定
憲
法
增
修
條
款
的
方
式
是

 

學

美

國

，
美
國
的
增
修
條
文
制
定
出
來
之
後

 

，
增
修
條
文
的
效
力
超
越
前
法
，
所
以
其
可

 

以
條
號
不
變
的
慢
慢
增
加
條
文
。
而
且
美
國

 

從
憲
法
制
定
以
後
，
迄
今
已
二
百
冬
年
，
m

四
四
0

經
過
後
面
一
百
多
年
的
不
斷
修
正
-
到
現
在

 

增
修
條
款
也
不
過
才
二
十
六
條
-
反
觀
我
們

 

卻
不
知
在
搞
什
麼
。
木
席
在
此
譴
责
執
政
.黨

 

，
也
譴
貴
最
大
的
在
野
黨
I

S

進

黨

，
從
 

國
發
會
到
國
民
大
會
裡
一
直
配
合
李
登
輝
主

 

席

亂

搞

，
才
弄
成
今
天
這
樣
的
局
面
。

主
席

：
請
蔡
委
員
明
憲
發
言
。

蔡
委
員
明
憲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民
進
m

沒
 

有
配
合
李
登
輝
*
而
是
配
合
台
灣
的
民
意
和

 

時
勢
的
需
要
。
本
席
附
議
方
才
有
位
委
員
所

 

說

，
第
一
條
乃
是
載
明
法
源
的
基
礎
，
所
以

 

第
一
條
可
用
原
來
的
條
文
，
只
要
將
第
一
項

 

中

「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t *
七
條
」 

的

r

第
f

七

條

」
，
改

為

「
第

九

條

」
即
可
 

，
這
是
較
簡
便
的
修
正
。
如
果
再
拖
著
其
他

 

文

字

*
可
能
會
浪
費
時
間
。

其

次

，
對
黃
委
員
莆
礙
所
提
出
有
關
落
日

 

條
款
的
問
題
，
本
席
也
在
思
考
這
個
問
題
，
 

但
是
現
行
法
的
第
六
卜
六
條
規
定
：

「
本
法

 

自
公
布
日
施
行
，
至
行
政
區
域
及
行
政
層
級

 

重
新
調
整
劃
分
後
一
年
內
完
成
本
法
之
修
正

 

，
逾
期
本
法
失
效
。
」
事
實
上
這
已
是
一
個

 

落
日
條
款
r

,
所
以
要
在
第
一
條
中
加
入
落

 

日
條
款
*
本
席
認
為
無
此
必
要
，
第
一
條
應

 

完
全
是
法
源
的
基
礎
和
背
景
，
落
日
條
款
在



現
行
法
第
六
十
六
條
中
已
經
寫
得
很
清
楚
了

°
不

過

，
本
席
未
雨
網
繆
提
出
一
個
問
題
，
 

在
第
六
十
六
條
中
規
定

r

本
法
自
公
布
日
施

 

行

，
至
行
政
區
域
及
行
政
垴
級
重
新
調
整
劃

 

分
後
一
年
內
完
成
本
法
之
修
正
/
 逾
期
本
法

 

失

效

。
」
在
今
年
七
月
二
十一

日
公
布
的
憲

 

法
增
修
條
款
的
第
九
條
中
寫
得
很
清
楚
，
是

 

不

是

在

施行
之後
的

- 1
 

%

明年，七月二十一臼之能要： 

本
法
f

o修

正

，
否
則
本
法
耘
^

s

^

,°i 

如
果
本
法
第
六
十
六
條
的
內
容
是
這
樣
的
解

 

漬

，
希
望
主
席
和
內
政
部
可
以
思
考
一
下
，
 

第
六
十
六
條
中
所
謂
的

r
一

年
內
完
成
本
法

 

之

修

正*

逾
期
本
法
即
失
效

(_
，
既
然
憲
法

 

增
修
條
款
在
今
年
的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已
經
總

 

統
公
布
施
行
，
現
在
凍
省
了

，
所
以
省
政
府

 

省
長
的
選
舉
、
縣
議
會
的
選
舉
完
全
廢
除
，
 

因
此
本
席
認
為
在
民
國
八
t

七
年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以
前
-

一
定
要
完
成
本
法
的
修
改
，
包

 

栝

「
縣
市
自
治
法
」
-
否
則
本
法
就
失
效
。
 

這
點
請
各
位
委
員
、
內
政
部
及
相
關
部
門
能

 

夠
考
量
本
法
第
六
十
六
條
的
落
日
條
款
，
以
 

上
是
本
席
所
做
的
補
充
D 

主
席
：
請
鄭
委
員
龍
水
發
言
不
在
場
)鄭

委
員
不
在
場
。

請
周
委
員
陽
山
發
言
。

周
委
員
陽
山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我
們
今
天

 

審
了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
省
縣
自
治
法
」
。
第

 

一
個
問
題
是
關
於
條
次
的
問
題
，
各
位
應
該

 

要
注

意

到

，
在
第
三
階
段
修
憲
之
後
，
條
文

 

的
正
式
名
稱
是
「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修

正

案

」
，
而
今
天
大
家
所
引
用
的
，
按
照

 

法
規
的
資
料
，
是

叫

做

r

修
正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

，
因
此
嚴
格
來
講
目
前
我
們

 

所
引
用
的
名
稱
都
是
錯
的
，
所
以
本
席
認
為

 

註
明
日
期
是
必
要
的
，
亦
即
要
在
條
文
中
註

 

明
是
八
十
六
年
七
月
這
次
的
修
憲
*
這
樣
它

 

的
法
源
才
會
清
楚
。

其
次
還
有
一
個
比
較
嚴
重
的
問
題
，
若
本

 

次
條
文
依
此
方
式
修
過
之
後
，
會
出
現
基
餍

 

民
主
不
見
的
問
題
。
在
上
個
世
紀
，
法

國

一

 

位
非
常
重
要
的
民
主
政
治
思
想
家
托
克
菲
爾

 

寫
了
一
本
名
為

r

美
國
的
民
主
」
的

書

，
他
 

特
別
強
調
美
國
的
民
主
，
最
重
要
的
根
蓮
就

 

是
基
層
的
民
主
，
可
是
在
我
們
今
天
所
看
到

 

的
各
個
版
本
中
，
鄉
鎮
市
的
民
主
被
取
消
，
 

這

不

是

I

個
號
稱
民
主
國
家
搞
民
主
政
治
的

 

正

途

=

大
家
都
說
現
在
黑
金
政
治
氾
濫
，
在
 

現
有
八
百
多
位
的
縣
市
議
員
中
，
三
百
多
位

有

黑

底

，
但
我
們
卻
不
能
因
噎
廢
食-

而
憑

 

這
樣
的
理
由
取
消
縣
市
議
員
的
選
舉
，
m

英
 

國
對
此
問
題
就
有
一
個
做
法
，
就
是
當
一
個

 

縣
議
會
發
生
賄
選
時
，
當
地
的
法
院
可
以
裁

 

定
其
停
止
一
屆
選
舉
，
等
狀
況
改
善
之
後
，
 

才
恢
復
民
主
，
可
以
藉
由
司
法
介
入
來
改
變

 

-
但
卻
不
可
因
為
目
前
鄉
鎮
市
長
黑
道
太
多

 

，
而
全
面
取
消-

這
樣
是
不
對
的
，
更
何
況

 

以
台
灣
的
生
態
而
言
，
像
板
橋
有
六
t

萬
的

 

人

口

，
今
天
若
通
過
一
個
法
將
板
橋
市
市
長

 

選
舉

取

消

，
對
扳
橋
市
民
當
然
是
不
公
平
的

 

。
所
以
現
在
真
正
應
該
做
的
是
，
各
黨
同
仁

 

應
全
面
重
新
思
考
台
灣
整
體
的
區
域
規
劃
，
 

不
應
該
像
台
北
縣
有
三
百
多
萬
人
，
在
縣
長

 

選
完

之

後

，
其
他
各
個
鄉
鎮
市
長
都
用
派
的

 

，
這
樣
做
是
不
對
的
，
而
是
應
該
將
國
土
重

 

新

規

劃

、
區
域
整
合
，
在
立
法
院
先
通
過
之

 

後

，
再
來
談
本
法
之
修
正
，
這
才
為
正
途
。
 

否
則
老
百
姓
會
說
，
一
紙
法
律
就
把
板
橋
市

 

、
三

重

市

、
新
店
市
等
鄉
鎮
市
長
選
舉
全
部

 

取

消

，
這
樣
不
是
一
個
負
責
的
做
法
，
所
以

 

我
們
堅
決
反
對
以
此
種
方
式
來
修
法
。

主
席

：
對
第
一
條
登
記
發
言
的
委
員
均
已
發
言

 

完

畢

，
現
在
進
行
處
理
D 

請
問

各

位

，
第
一
條
照
林
委
員
濁
水
方
#

四
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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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提
，
擬
將
第
一
條
第
一
項
中r

第
十
七
條
 

」
改
為r

第
九
條
」
，
其
他
文
字
則
維
持
不
 

變

，
有
無
異
議
？

有
委
員
建
議
將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公
布
的
年
 

、
月

、
日
也
寫
明
。

林
委
A
海
水
：
(
在
席
位
上
)
不
用
把
年
、
月
 

、
日
寫
明
。
如
果
只
是
一
個
提
案
，
寫

「
修
 

正
案J

是
沒
錯
的
，
但
正
式
通
過
之
後
，
就
 

不
能
稱
為r

修
正
」
了

。
現
在
印
出
來
的
條
 

文
的
確
稱
為r

中
華
民
國
增
修
條
文j

,
沒
 

有

「
修
正
」
二
字
，
沒
有
人
把
法
律
之
上
加
 

上

r

修
正
」
二
字
的
。

iss #

員

111
成
：
(
在
席
位
上
)
林
委
員
濁
水
說
 

得
對
，
稱

「
修
正
」
只
是
法
案
的
案
名
而
已
 

,
最

後

的f

還
是r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j

。

周
委
8
陽
山
：
(
在
席
位
上
)
第
三
次
修
憲
的
 

正
式
名
稱
，
是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修
 

正
案
，
至
第
四
階
段
根
據
司
法
委
員
會
的
文
 

則
是
稱r

修
正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
 

，
所
以
當
印
出
成
冊
時
，
當
然
是
以
第
四
次
 

修
憲
條
文
為
主
。

主
席
：
根
據
今
年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發
刊
的
總
統
 

府
公
報
，
是
使
用
「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
的
名
稱
，
這
應
是
定
案
的
法
律
名
稱
。

i

寶
清
：
(在
席
位
上
)另
外
也
不
要
把
 

時
間
加
進
法
條
中
，
因
為
修
法
會
有
一
段
時

 

間

*
到
時
再
去
對
照
即
可
，
否
則
在
毎
個
法

 

案

中

，
都
加
入
依
據
中
華
民
國
廉
法
增
修
條

 

文

X

年

X

月

X

日
公
布
之
條
文
，
會
很
麻
煩

 

的

。

主
席

：
這
是
牽
涉
到
立
法
例
的
問
題
，
請
各
位

 

就
不
要
再
堅
持
了
。

s

b

B

tf i
lti

成
：
(在
席
位
上
)本
席
建
識
不
要
 

寫
明
條
號
’
寫

「
按
照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及
其

 

增
修
條
文
」
就

可

以

了

。

主
席
：
是
否
可

以

折

衷

I

下

，
不
要
把
條
號
條

 

次
擺
在
條
文
中
，
如
此
修
正
並
不
影
響
其
效

 

力

。關

於

第一

條
就
照
傅
委
員
提
親
將
第
一
條

 

第

I

項

修

正

為

：r

本
法
依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制
定
之
。
」
之

外

，
第
二
項
的
文

 

字

不

變

，
請
問
各
位
有
無
異
議
？

傅
委
員
旭
成
.

■
在

席

位

上

)
是

否

改

成

「
依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及

其

增

修

條

文

」
比
較
適

 

當
？

主
席

：
現

在

有

-
個

問

題

’
即
總
統
府
的
公
告

 

是
獨
立
公
告
的
。

傅
委
I I

I11I
成

：

(
在

席

位

上

)
其

實

，
照
我
們

 

的
修
正
文
字
，
在
義
理
上
己
經
跳
晚
出
那
一

四
四
二

條

，
而
把
整
個
憲
法
及
其
增
修
條
文
當
作一

 

個
法
源
基
礎
。

主
席
：
本
席
方
才
已
根
據
傅
委
員
的

,t
見

，
將

 

條
文
條
文
做
了
修
改
，
請
傅
委
員
不
要
再
堅

 

持

。關

於

第

I

條

，
就
照
本
席
方
才
所
提
把
條

 

文
中
第
一
項
中

r

第
十
七
條
」
等
文
字
刪
掉

 

，
其
他
文
字
則
不
動
，
請
問

各

位

，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修

正

通

過

。

傅

委

員
1111
成

、
陳

委

員

一

新

聲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言

權

。

另
外

 >
 林
委
員
濁
水
提
案
，
內
容
如
下
：

本
席
等
十
六
人
所
提
「
縣
自
治
法
」
，
在

 

落
實
以
縣
為
主
之
地
方
自
治
，
增

強

縣

(
市
 

)
政
府
之
職
權
，
與

r

省
縣
自
治
法
修
正
案

 

J

I S

系

不

同

，
無
相
關
提
案
可
併
，
還
請
院

 

會
重
新
考
量
，
單
獨
交
付
審
査
。

提
案
人
：
林
濁
水

主

席

.

.
請

問

各

位

，
對

林

委

員

濁

水

提

案

有

無

 

m

見
？

8

委
員
寶
清
：

(
在

席

位

上

)
院
會
有
做
成
決

 

議

’
只
要
委
員
會
決
議
送
交
院
會
備
査
，
就

 

可
以
在
院
會
提
案
。

主
席
：
這
樣
可
以
做
嗎
？

s

A
l

g

水

：

(
在

席

位

上

)
審
査
完
之
後
再



做
會
有
問
題
，
第
一
在
審
査
之
前-

行
政
院

 

的
提
案
送
不
進
來
，
第

二

、
除
非
院
會
已
經

 

三
讀
通
過
，
否

則

，
我
們
在
立
院
雖
將
「
省

 

縣
自
治

法

」
審

查

通

過

，
但

「
轹
自
治
法
」
 

卻
…
…

主
席

■
.

我
們
通
過
這
樣
的一

個

決

定

，
即
請
內

 

政
和
法
制
兩
委
員
會
聯
席
會
來
發
文
給
院
會

 

，
請
院
會
做
決
定
，
因
為
我
們
並
沒
有
要
求

 

院
會
做
什
麼
，
只
是
請
院
會
重
新
考
量
。

固
委
員
伯
倫
：

(
在

席

位

上

)
本
席
不
做
程
序

 

發

言

，
只
做
實
質
發
言
，
可
否
給
本
席
一
分

 

鐘
發
言
時
間
？

主
席
：
請
周
委
員
伯
倫
發
言
。

周
委
員
伯
倫
：
主

席

、
各
位
列
席
官
員
、
各
位
 

同

仁

。
方
才
所
通
過
不
寫
條
號
的
條
文
，
是

 

否
可
以
提
補
救
議
案
？
因
為
過
去
規
定
法
源

 

依
據
的
條
文
沒
有
不
寫
明
條
號
的
，
本
案
第

 

一
條
依
據
的
法
源
就
是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
如
果
說
依
據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
第
一
條
是
關
於
國
民
大
會
*
第

 

二
條
是
關
於
總
統
、
副

總

統

，
這
些
條
文
和

 

省
縣
自
治
法
有
何
關
係
？
因
此
本
席
主
張
要

 

寫

明

條

號

。

主

席

：
請
周
委
員
伯
倫
將
復
議
案
提
出
=
針
對

 

林
委
員
濁
水
的
提
案
-
我
們
還
是
行
文
給
院

會

，
請
院
會
重
新
考
慮
-
至
於
院
會
該
怎
麼

 

做

，
就
讓
院
會
決
定
。

現
在
進
行
第
二
條
。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提
案
條
文

 

第
二
條
縣
(市

)為
法
人
，
依
本
法
辦
理
 

自
治
亊

項

，
並
執
行
中
央
委
辦
事
項
。

縣
以
下
設
鄉
、
縝

、
縣

轄

市

，
市
以

 

下

設

區

。
鄉

、
鎮

、
縣

轄

市

、
區

〔以
下

 

簡
稱
鄉
{鎮

、
市

、
區
二
以
內
之
編
組
 

為

村

、
里

。
村

、
里
以
內
之
編
組
為
鄰
。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提
案
條
文

 

第
二
條
省
以
下
設
縣
(市
)均
為
法
人
， 

各
依
本
法
辦
理
自
治
事
項
，
並
執
行-

M

級
 

政
府
委
辦
事
項
。

縣
以
下
設
鄉
、
鎮

、
縣

轄

市

，
市
以

 

下

設

區

。
郷

、
鎮

、
縣

轄

市

、
區

【以
下

 

簡
稱
鄉
(鎮
、
市
、
區

)〕以
內
之
編
組
 

為

村

、
里

。
村

、
里
以
內
之
編
組
為
鄰
。
 

張
委
員
俊
宏
等
提
案
條
文

 

第
二
條
省
以
下
設
縣
、
市
，
均
為
法
人
， 

各
依
本
條
例
辦
理
自
治
事
項
，
並
執
行
上

 

級
政
府
委
辦
事
項
。

縣

以

下

設

郷

、
鎮

、
縣

轄

市

〔以
下

 

簡
稱
鄉
(鎮

、
市
、
區

)〕
，
市
以
下
設
 

區

。
郷

、
鎮

、
縣

轄

市

、
區

〔以
下
簡
稱

鄉

(鎮
、
市
、
區
二
以
內
之
編
組
為
村
 

、
里

。
村

、
里
以
內
之
編
組
為
鄰=

鄭
委
員
寶
清
等
提
案
條
文

 

第
二
條
省
政
府
附
屬
於
行
政
院
，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監
督
縣
(市

)自
治

亊

宜
。

縣
(市
)為
法
人
，依
本
法
辦
理
自
 

治
事

項

，
並
執
行
中
央
委
辦
事
宜
。

縣
以
r

設

鄉

、
鎮

、
鯀

轄

市

，
市
下

 

設
區
，以
執
行
縣
(市
)交
辦
之
事
宜
。

鄉

'
鎮

、
縣

轄

市

、
區

〔以
下
簡
稱

 

郷

(鎮
、
市

、
區
二

I I

內
之
編
組
為
村

 

'
里

=

村

、
里
以
內
之
編
組
為
鄰
。
 

李
委
員
俊
毅
等
提
案
條
文

 

第
二
條
省
政
府
為
縣
(市
)自
治
之
上
級
 

監
督
機
關
，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
監

督

縣

c  

市

)自
洽
事
項
。

省
以
下
設
縣
(市

)
，縣
(市

)為
 

法

人

，
依
本
法
辦
理
自
治
事
項
，
並
執
行

 

上
級
政
府
委
辦
亊
項
。

縣
(市
)以
下
設
鄉
、鎮
、縣
轄
市
 

、
區

、
鄉

、
鎮

、
縣

轄

市

、
區

〔以
下
簡

 

稱
鄉
(鎮
、
市

、
區
二
以
內
之
編
組
為
 

村

、
里

。
村

、
里
以
內
之
編
組
為
鄰
。

現
行
條
文

第

二

條

省

為

法

人

，
省
以
下
設
鯀
、
市

，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六
卷
第
五
十
三
期
委
員
會
紀
錄

四
四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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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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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卷
第
五
十
三
期
委
員
會
紀
錄

縣

以

下

設

鄉

、
鎮

、
縣

轄

市

〔以
下
簡
稱

 

郷

(鎮
、
市

;■
均
為
法
人
，
各
依
本
法
 

辦
埋
自
治
事
項
，
並
執
行
上
級
政
府
委
辦

 

事

項

。市
以
下
設
區
。
瑯

、
鎮

、
縣

轄

市

、
 

區

L

以
下
簡
稱
鄉
(鎮
、
市
、
區
)〕以
內
 

之
編
組
為
村
、
里

。
村

、
里
以
內
之
編
組

 

為

鄰

。

主
席
：
請
曹
委
員
爾
忠
發
言
。
(
不
在
場
)曹
 

委
員
不
在
場
。

請
鄭
委
員
寶
淸
發
言
。

鄭
委
員
寶
淸
：
主

席

、
各
位
列
席
官
員
、
各
位

 

同

仁

。
關
於
第
二
條
，
根
據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的
規
定
，
在
省
的
部
分
，
省
主
席
將

 

改
由
行
政
院
長
派
任
，
省
不
設
省
議
會
，
而
 

設
省
諮
議
會
。
所
以
本
席
要
譴
責
內
政
部
，
 

在
你
們
的
報
告
中
，
還
用
省
議
員
的
名
稱
，
 

而
且
送
來
的
案
是
在
修
憲
之
後
，
七
月
份
就

 

修
憲

完

成

，
你
們
月
份
送
來
的
案
上
面
，還
寫

 

省

議

員

，
所
以
可
見
行
政
單
位
之
不
用
心
。

本
席
認
為
根
據
增
修
條
文
，
如
果
省
還
是

 

一
個
法
人*

而
省
長
和
省
諮
議
會
是
採
派
任

 

制

，
會
造
成
省
的
櫳
限
大
大
超
過
縣
市
長
，
 

換
句
話
說
，
本
席
主
張
省
的
法
人
地
位
應
被

 

垠

消

。
所
以
在
本
席
的
提
案
中
特
別
強
調
省

政
府
是
附
屬
於
行
政
院
，
亦
即
從
行
政
院
來

 

監
督
協
調
縣
的
自
治
事
項
，
而
縣
市
才
是
真

 

正
地
方
自
治
的
法
人
，
至
於
縣
以
下
的
鄉
鎮

 

縣

轄

市

，
依
據
國
發
會
的
共
識
，
取
消
其
為

 

法
人
機
構
，
而
由
縣
來
指
揮
監
督
，
這
樣
郷

 

鎮
市
就
會
類
似
台
北
市
、
高

雄

市

*
我
們
知

 

道
台
北
市
、
高
雄
市
的
區
長
並
沒
有
經
過
選

 

舉

，
但
我
們
町
以
看
到
台
北
市
和
高
雄
市
的

 

建
設
速
度
都
遠
高
於
縣
市
政
府
，
而
其
行
政

 

效
率
亦
遠
高
於
省
所
轄
的
縣
市
政
府
，
所
以

 

是
否
能
把
郷
鎮
市
的
部
分
，
取
消
法
人
資
格

 

，
而
全
部
由
縣
來
做
指
揮
、
統

籌

、
監

督

，
 

省
的
部
分
，
就
依
據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的
規
定

 

，
附
屬
在
行
政
院
之
下
，
承
行
政
院
命
令
來

 

監
督
縣
市
協
調
自
治
事
項
。
以
上
淺
見
就
敎

 

於
各
位
同
仁
。

主
席
：
請
黃
委
員
爾
璇
發
言
。

黃
委
員
爾
玻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針
對
第
二

 

條

，
具
體
而
言
，
依
照
憲
法
的
精
神
本
席
主

 

張
維
持
原
來
的
條
文
，
因
為
目
前
本
法
的
名

 

稱

採

用

r

省
縣
自
治
法
」
，
而
且
在
各
委
員

 

提
出
的
版
本
中
，
如
果
有
很
多
地
方
要
修
改

 

，
整
個
體
系
必
須
要
有
一
貫
性
，
所
以
在
內

 

政
部
提
出
的
六
條
條
文
中
，
關
於
縣
的
副
縣

 

長
部
分
，
我
們
建
議
再
增
加
其
一
級
主
管
的

四
四
四

任

用

權

，
其
他
在
附
則
加
入
落
日
條
款
，
本

席

認

為

這

樣

就

可

以

了

。
至

於

第
.:*
階

段

，
 

明
年
我
們
再
來
制
定
較
為
完
整
的
法
律
，
這
 

樣
流
程
會
比
較
快
。

方
才
許
多
委
員
所
爭
議
的
部
分
，
如
林
委

 

員
濁
水
擔
心
其
所
提
出
的
縣
自
治
法
草
案
這

 

次
不
能
修
，
但
按
照
議
事
慣
例
及
一
般
規
則

 

，
院
會
如
果
付
委
，
就
要
併
案
辦
理
，
現
在

 

如
果
林
委
員
或
其
他
委
員
要
將
提
案
抽
出
*
 

其
實
程
序
上
也
不
來
不
及
了
。
所
以
還
是
照

 

本
席
方
才
提
出
的
較
簡
要
的
精
神
，
儘
快
將

 

法
案
審
査
通
過
，
假
如
有
較
完
整
的
新
見
解

 

，
可
另
外
在
院
會
中
重
新
提
出
=

本
席
並
不
支
持
劉
委
員
剛
才
所
提
對
暫
行

 

條
例
之
見
解
，
主
要
是
因
為
暫
時
條
例
自
有

 

它
的
道
理
，
即
若

省

縣

、
鄉
鎮
仍
維
持
原
案

 

，
而
第
一
條
又
須
表
明
根
據
憲
法
增
修
第
九

 

條

，
則
勢
必
有
個
日
落
條
款
.，
既
有
日
出
條

 

款
又
有
落
日
條
款
，
按
法
理
則
為
暫
時
性
。
 

至
於
是
否
由
於
其
為
暫
時
性
就
不
必
修
改
？
 

其
實
不

然

。
畢
竟
省
長
及
省
議
會
現
在
尚
未

 

變

動

。
又
提
出
六
條
條
文
之
修
正
案
有
其
必

 

然
的
暫
時
性
。
所

以

，
本
席
方
才
所
提
的
建

 

議
不
但
顧
及
法
理
的
完
整
性
，
時
間
上
也
配

 

合
新
上
任
的
縣
長
市
。
總

之

，
本
席
認
為
第



二
條
應
維
持
原
條
文
。

主

席

：
請
袜
委
員
濁
水
發
言
。

林
委
员
濁
水
：
主

席

、
各
位
列
席
官
員
、
各
位

 

同

仁

。
第
二
條
牽
涉
自
治
法
人
到
底
是
那
幾

 

個
®
級
機
關
為
自
治
法
人
’
而
本
席
認
為;B
 

前
旳
—

晓
軟
及
國
猱
會
共
激
合
牌
後
，
-
^
一 

狗
處
理
應
為
：
省
縣;^
明

年
|±
1
月
二
十
日

 

之
前
為
自
治
法
人
，
十
二
月
一

I

十
旧
之
皆
應

 

以
縣
自
治
法
及
省
政
府览
滅
條
例
味
i

io
 

縣
為
自
治
法
人
，
於
明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前

 

縣
的
部
分
適
用
於
現
在
的
省
憲
自
治
法
並
且

 

修

改

’
以
便
賦
予
縣
有
更
大
的
政
治
權
’
同
 

時

，
於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之
_

適
用
於
縣
自

 

治
法
來
規
範
。
璁

之

，
目
前
應
當
進
行
縣
自

 

治
法
的
立
法
工
作
。

®

於
袖
頷
是
■否
為
自
治

 

法
人
？
目
前
的
共
識
為
於
九
十4-
年
4
買

十

 

日
前g

為
自
喻
法

人

，
即
明
年
三
月
一
日
所

 

上
任
^f
M!

^:
⑥
仍
為
自
治
法
人
單
位
的
首
長

 

;
而
九
十
一
年
三
月
之
後
，
則
喪
失
自
治
法

 

人
的
資
格
。
本
席
贊
成
黃
委
員
爾
璇
不
修
改

 

本
條
的
意
見
，
但
本
席
認
為
有
關郷
鎮
及
省

 

的
部
分
應
有
個
日
出

及
日
落
條

款

，
以
便
能

 

在
負
責
的
範
圍
內
增

加
規
範
，
如
本
法
至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失
效，
不
過
為
了
使

 

其
更
具
完
整
性
，
雖
不
必
處

理
省
自
治
法
人

，
但
仍
需
於
鄉
鎮
部
分
增
加
規
範
，
即
於
九

 

十
一
年
三
月
一
日
前
為
自
治
法
人
，
之
後
則

 

取

消

。
又
因
將
來
有
縣
自
治
法
，
而
本
席
認

 

為
縣
自
治
法
若
按
照
國
發
會
的
共
識
，
則
鄉

 

鎮
便
不
具
自
治
法
人
之
地
位
。
所

以

，
應
當

 

訂
立
一
項
鄉
錤
自
治
條
例
作
為
過
渡
時
期
的

 

法

律

，
即
掷
錤
自
治
暫
行
條
例
；
又
鄉
鎮
自

 

治
暫
行
條
例
也
應
重
新
立
法
，
其
適
用
之
年

 

限
至
九
十
一
年
三
月
一
日
為
止
。
以
上
為
本

 

席
的
建

議

，
請
大
家
作
參
考
。

主

席

•.
第

二

條

截

止

發

言

登

記

。

請
傅
委
員
till

成

發

言

。

s

l l
lli

成

：
本
席
認
為
可
保
留
第
二
條
，
不
 

必

修

改

，
因
為
此
條
的
內
容
已
淸
楚
說
明
省

 

及
縣
市
皆
為
自
治
法
人
，
各
依
本
法
辦
理
自

 

治

亊

項

，
並
執
行
上
級
政
府
委
辦
亊
項
，
這

 

與
憲
法
的
設
計
相
符
合
。
而
唯
一
的
疑
點
可

 

能
為
鄉
鎮
市
到
底
是
否
為
法
人
？
是
否
有
繼

 

續
存
在
之
必
要
性
？
本
席
認
為
鄉
鎮
市
確
有

 

其
存
在
之
必
要
性
，
但
必
須
重
新
調
整
鄉
鎮

 

市
及
縣
市
的
行
政
區
D

今

早

，
本
席
和
其
它

 

同
仁
也
一
再
地
強
調
：
有
些
郷
鎮
市
實
在
需

 

要

合

併

，
作

調

整

、
升
級
為
縣
市
，
而
不
是

 

繼
績
為
縣
轄
市
，
板
橋
市
是
最
明
顯
的
例
子

 

，
另

外

中

、
永
和
地
區
亦
是
如
此
。
所
以
本

席
認
為
在
行
政
區
尚
未
完
全
作
調
整
之
前
所

 

作
的
修
正
不
具
*
益

，
應
依
照
原
條
文
不
變

 

，
不
增
修
相
關
條
文
之
內
容
才
是
最
簡
明
且

 

合
乎
實
際
的
作
法
。
至

於

，
剛
才
有
委
員
提

 

到
我
們
應
依
照
國
發
會
的
共
識
進
行
，
本
席

 

並
不
同
意
。
國
發
會
為
何
物
？
國
發
會
的
共

 

識
只
是
少
數
幾
個
在
李
主
席
的
魔
棒
下
起
舞

 

所
完
成
之
意
見
，
會
飄
本
身
根
本
不
具
拘
束

 

力

及

決

議

。
若
會
議
有
決
嫌
應
於一

開
始
就

 

經
由
各
黨
全
數
派
簽
名
同
薰
才
算
數
。
但
亊

 

實

上

，
新
黨
一
發
現
國
發
會
根
本
不
按
法
理

 

作

事

，
即

退

出

，
如
此

一

來

*
便
無
決
議
之

 

存

在

C

所
以
會
譌
根
本
沒
有
決
課
，
當
然
沒

 

有
共

識

；
即
便
有
共
識
決
讖
*
也
無
拘
束
力

 

:
國
發
會
是
個
笑
話
，
根
本
不
具
任
何
拘
束

 

力

，
而
依
國
發
會
的
共
識
來
作
修
正
更
是
件

 

可
笑
的
事
，
毫

無

實

益

。

主
席

：
請
蔡
委
員
明
廉
發
言
。

禁
委
員
明
憲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以
為

 

由
內
政
部
葉
鄧
長
的
報
告
之
三
十
一
條
，
仍

 

稱
呼
為
省
議
員
，
可
知
內
政
部
並
不
用
心
。
 

本
席
贊
成
第
二
條
條
文
不
必
修
改
。
因
在
第

 

六
十
六
條
己
清
楚
說
明
：
行
政
區
域
及
行
政

 

層

級

重

新

調

整

_

分

後

一

年

內

完

成

本

法

之

 

修

正

，
逾
期
本
法
失
效
，
所

以

，
本
席
認
為

四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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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需
增
加
修
正
條
文
，
按
照
原
條
文
即
可
。
 

畢
一
竞
省
仍
為
法
人
*
而
修
正

省
、
縣
市
或
鄉

 

鎮
均
是
不
切
實
際
的
作
法
。
應
立
即
進
行
其

 

他

條

文

。

主
席
：
請
高
委
員
惠
宇
發
言
=
(
不
在
場
)高
 

委
員
不
在
場
。

請
周
委
員
陽
山
發
言
。

周
委
員
陳
山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以
為

 

大
家
對
第
二
條
修
正
的
看
法
並
無
太
大
的
岐

 

異

，
但
本
席
仍
要
對
實
質
的
內
容
發
表
意
見

 

。
第

一

，
本
席
認
為
在
具
體
條
文
中
提
及
國

 

發
會
共
識
是
件
不
倫
不
類
的
事
情
，
且
立
法

 

院
絕
對
不
具
理
由
配
合
體
制
外
的
國
發
會
之

 

共
識
去
做
任
何
事
，
它
根
本
不
是
個
合
法
的

 

機

構

。
第

二

，
本
席
一
再
強
調
廢
瑯
鎮
市
對

 

新
黨
的
影
響
並
不
大
，
但
廢
的
理
由
實
在
站

 

不

住

腳

。
有
的
鄉
鎮
僅
六
千
人
，
有
的
卻
有

 

六
十
萬
人
，
而
本
席
認
為
真
正
要
做
的
是
整

 

個
行
政
院
區
化
的
重
整
，
不
應
將
六
千
人
及

 

六
十
萬
人
以
同
一
套
方
式
來
處
理
。
若
要
同

 

時
廢
掉
則
是
件
荒
謬
的
事
。
我
們
現
在
實
在

 

很
難
想
像
紐
約
市
皇
后
郡
郡
長
取
消
選
舉
，
 

由
紐
約
市
長
來
指
派
；
果

真

如

此

，
將
使
紐

 

約
市
的
市
民
啼
笑
皆
非
。
若
皇
后
郡
郡
長
涉

 

及

舞

弊

、
黑
道
而
遭
罷
免
、
廢

掉

，
改
由
紐

約
市
長
來
指
派
，
這
真
是
不
倫
不
頬
。
所
以

 

，
目
前
的
當
務
之
急
應
是
將
整
個
行
政
區
化

 

作
一
個
整
體
的
設
計
，
同
時
配
合
台
«
整
體

 

需

要

，
而
這
須
要
從
長
計
議
。
未
來
立
法
院

 

約

有

I

年
左
右
的
充
分
時
間
，
可
以
完
成
這

 

項

任

務

，
但
目
前
若
另
立
一
法
而
將
其
整
個

 

取

消

，
本
席
以
為
這
簡
直
是
荒
謬
極
了
！
何
 

況

，
所
根
據
的
原
則
為
國
發
會
的
共
識
，
但
 

國
民
黨
現
在
又
說
可
以
不
必
理
會
國
發
會
的

 

共

識

。
本
席
認
為
以
政
治
上
的
共
識
來
解
決

 

法
律
的
問
題
是
不
正
確
的
，
且
此
作
法
對
立

 

法
委
員
而
言
不
啻
是
自
隐
身
價
？
畢
竟
立
法

 

院
的
職
黃
所
在
，
即
是
根
據
國
家
人
民
的
需

 

要
及
民
1;
背

景

來

做

事

-
怎
可
以
一
句
取
消

 

即

帶

過

。
所

以

，
將
郷
鎮
市
長
及
鄉
鎮
市
長

 

的

選

舉

，
從
條
文
中
廢
掉
且
取
消
法
人
的
地

 

位

，
顯
然
是
不
正
確
的
。
新
黨
的
確
是
主
張

 

回
歸
憲
法
，
但
憲
法
上
的
條
文
若
不
適
合
目

 

前
台
*C

地
區
現
有
的
國
土
規
劃
及
行
政
區
化

 

時

，
當
然
要
做
必
要
的
調
整
。
例
如
：
有
此li  

縣
市
僅
有
三
、
四

千

人

，
有
些
鄉
鎮
市
卻
有

 

六
十
萬
人
，
在
此
情
況
下
，
怎
能
取
消
六
十

 

萬
人
地
區
的
選
擧
，
而
維
持

三

、
四
千
人
的

 

選
舉
？
這
明
顯
不
是
將
全
部
回
歸
於
縣
自
治

 

法
人
之
地
位
，
即
可
解
決
一
切
的
問
題
，
這

四
四
六

是
敎
條
主
義
，
也
是
項
荒
謬
的
說
法
，
所
以

 

，
本
席
在
此
鄭
重
希
望
各
位
能
重
新
考
慮
這

 

個

問

題

。

主
席
：
請
陳
委
員
一
新
發
言
。

陳

委

員

j

新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想
從

 

第
一
條
來
作
檢
討
；
方
才
指
出
第
一
條
是
根

 

據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
但
由
於
縣
長
、
鄉
鎮
市

 

長
根
本
沒
有
達
成
增
修
條
文
的
條
件
，
所
以

 

這
條
根
據
有
問
題
；
即
將
郷
鎮
市
改
為
非
法

 

人

，
取
消
郷
鎮
市
之
法
人
地
位
，
或
停
止
選

 

舉

，
都
是
無
法
可
依
。
本
席
認
為
此
法
並
不

 

妥

當

。
雖
然
各
位
同
仁
大
多
同
意
不
必
修
第

 

二
條

，
但
本
席
以
為
後
面
有
許
多
條
文
是
根

 

據
這
樣
的
精
神
來
修
定
；
而
這
樣
的
修
法
可

 

能
會
引
起
民
進
黨
掷
鎮
市
之
選
民
許
多
不
滿

 

。
另

外

，
國
民
黨
是
否
依
照
正
常
修
憲
方
式

 

來
修
改
憙
法
修
正
條
文
？
由
於
國
民
黨
不
敢

 

負

責

，
所
以
累
積
所
有
的
條
文
；
以
至
於
雖

 

然
一
開
始
的
錯
誤
不
是
由
民
進
黨
所
造
成
，
 

但
民
進
黨
卻
不
敢
提
出
錯
誤
，
且

毎

I

次
選

 

擧
都
將
條
文
打
散
再
重
組
，
造
成
憲
法
條
文

 

混
亂
的
局
面
，
本
席
認
為
這
實
在
是
不
負
责

 

任
的
表
現
，
當
效
法
美
國
*
只
要
親
選
條
文

 

及
修
正
條
款
一
出
現
錯
誤
，
就
立
即
作
處
理

 

，
這
才
是
正
確
及
負
責
的
作
法
。
事

實

上

，



本
席
以
為
台
灣
省
政
府
不
僅
現
為
法
人
，
將

 

來
也
應
屬
法
人
，
如
福
建
省
政
府
亦
為
法
人

 

。
所

以

，
不
能
因
為
取
消
選
舉
而
喪
失
其
法

 

人

之

地

位

。
又
目
前
大
家
均
質
疑
國
發
會
的

 

共

識

，
而
此
共
識
也
開
始
動
搖
。
本
席
以
為

 

民
進
黨
猴
急
似
地

S

由
籩
勝
的
縣
市
長
選

 

舉
來
指
派
鄉
錤
市
長
是
罔
顧
民
意
的
作
法
*
 

應
當
先
採
取
行
政
匾
合
併
、
調
整
及
劃
分
，
 

而
不
是
急
於
廢
選
，
且
幾
十
萬
人
口
的
市
不

 

採
取
選
舉
的
方
式
而
由
官
派
，
實
在
是
荒
謬

 

。
國
父
孫
中
山
先
生
也
曾
提
及
縣
為
自
治
單

 

位

，
但
並
不
表
示
縣
以
下
的
基
本
單
位
就
不

 

能
辦
選
舉
•，
因
鄉
鎮
市
區
選
風
敗
壊
而
廢
選

 

*

則
是
否
也
應
廢
掉
亦
有
賄
選
的
立
法
委

 

員
？
本
席
以
為
這
是
不
可
能
的
事
。

主
席

：
請
彭
委
員
紹
瑾
發
言
。
(
不

在

場

)
彭

 

委
員
不
在
場
。

請
簡
委
員
錫
堦
發
言
。

觴
委
具
錫
堦
：
主

席

、
各
位
列
席
官
員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以
為
廢
郷
鎮
即
是
將
鄉
鎮
視
為

 

非
自
治
法
人
來
處
理
。
事

實

上

，
在

台

灣

整

■ 

個

地

區

’
台
北
市
的
人
口
僅
次
於
台
北
縣
’
 

而
它
的
區
長
雖
是
經
由
指
派
，
卻
沒
有
出
過

 

問

題

。
所

以

，
台
北
市
的
區
長
由
市
長
指
派

 

的
作
法
澈
底
推
展
市
長
的
政
治
理
念
；
如
為

何
台
北
市
的
區
公
所
及
戶
政
事
務
所
能
順
利

 

推

展

，
即
因
為
區
長
由
陳
水
扁
市
長
指
派
擔

 

任
以
貫
徹
其
政
治
理
念
、
提
昇
行
政
效
率
。
 

因

此

，
本
席
認
為
若
縣
市
為
一
自
治
單
位
，
 

則
鄉
鎮
市
可
比
照
台
北
市
由
市
長
指
派
區
長

 

的
作
法
；
此
法
不
但
是
政
黨
政
治

f

責
任

 

政
治
的
開
始
。
未
來
會
在
一
年
後
大
修
完
成

 

縣
市
自
治
法
•
所
以
目
前
為
了
落
實
憲
法
的

 

精

神

，
本
席
以
為
應
擴
大
縣
市
自
治
之
權
力

 

*
即
將
重
點
放
在
條
文
之
第
三
十
六
及
三
十

 

七

條

。
除
非
有
同
仁
認
為
某
條
有
必
要
提
出

 

討

論

，
否
則
本
席
以
為
應
將
逐
條
進
行
視
為

 

保
留
才
能
加
快
會
栽
進
行
的
速
度
，
而
不
是

 

一
再
地
拖
延
，
遑
害
地
方
健
全
。
又
本
席
認

 

為
最
重
要
的
仍
是
行
政
院
應
給
予
內
政
部
匾

 

力

，
應
於
下
次
會
議
二
月
份
開
議
前
，
將
縣

 

市
自
治
法
送
交
立
法
院
審
議
，
如

此

一

來

，
 

地
方
自
治
的
立
法
及
修
法
才
得
以
完
整
。

主
席

：
請
林
委
員
郁
方
發
言
。

林
委

M
郁
方

：
主

席

、
各
位
列
席
官
員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認
為
若
要
落
實
民
主
政
治
，
就

 

應
從
落
實
地
方
自
治
做
起
。
而
地
方
的
層
級

 

不
僅
僅
只
有
縣
或
院
轄
市
，
尚
有
政
治
人
物

 

常
提
到
的
鄉
鎮
，
以
及
甚
至
層
級
比
鄉
鎮
更

 

低
的
行
政
區
域
。
所

以

，
若
停
選
鄉
鎮
長
及

縣
轄
市
市
長
即
代
表
地
方
自
治
並
不
存
在
。
 

本
席
仍
記
得
美
國
衆
議
院
院
長
提
普
•
歐
尼

 

爾
先
生
曾
寫
過
一
本
書
名
為
：

一

切
政
治
皆

 

來
自
地
方
■，
以
美
國
這
樣
的
民
主
國
家
都
有

 

如
此
認
知
-
台
灣
的
地
方
民
主
卻
不
被
重
視

 

。
尤
其
大
陸
方
面
，
目
前
也
正
大
力
推
動
地

 

方

選

舉

，
而
我
方
卻
急
於
廢
掉
地
方
選
舉
。
 

剛
才
有
新
黨
同
仁
提
及
民
進
黨
同
仁
之
所
以

 

急
欲
廢
選
鄉
錤
市
長
係
由
於
基
層
選
風
敗
逋

 

。
但
本
席
以
為
地
方
均
是
由
國
民
黨
及
民
進

 

黨
輪
流
執
政
，
所
以
應
由
新
黨
提
出
此
種
批

 

評
才
有
道
埋
，
我
們
S

地
方
選
風
敗
壊
，
 

執
政
的
國
民
黨
及
民
進
黨
理
應
檢
討
。
為
何

 

提
名
有
賄
選
或
有
暴
力
傾
向
的
人
參
選
？
這

 

種
作
法
首
應
歸
咎
於
政
黨
不
負
责
任
，
兩
大

 

黨
只
求
勝
選
，
根
本
不
監
督
自
己
的
候
選
人

 

。
其

次

，
司
法
機
關
也
有
問
題
，
這
也
是
國

 

民
黨
最
須
檢
討
之
處
，
被
判
無
期
徒
刑
者
卻

 

能
在
選
舉
期
間
保
釋
擺
桌
請
客
’
道
真
是
一
 

個
笑
話
及
諷
刺
。
所
U

 ’
本
席
認
為
只
要
政

 

黨
能
負
貴
’
司
法
機
關
及
檢
調
單
位
能
嚴
格

 

執
法

 >
 則
選
風
必
將
得
以
改
善
；
否

則

，
不
 

公
平
的
司
法
必
然
導
致
地
方
選
風
敗
壞
。

又

，
方
才
有
同
仁
提
及
台
北
市
的
經
驗
*
 

本
席
相
信
連
陳
市
長
水
扁
都
不
敢
說
台
北
市

四
四
七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六
卷
第
五
十
三
期
委
員
會
紀
錄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六

卷

第

五

十

三

期

委

員

會

紀

錄

沒
有
選
舉
區
長
，
仍
可
以
辦
好
市
政
。
因
為

 

陳
市
長
也
說
過
，
其
實
不
該
說
是
「
台
北
市

 

的

經

驗

」
，
而
應
說

是

「
台
北
縣
的
經
驗

J

 

，
因
台
北
市
的
資
源
豐
富
，
所
以
將
台
北
市

 

辦
好
是
應
該
的
。
因

此

，
本
席
認
為
鄭
萎
員

 

寶
清
應
先
請
敎
陳
市
長
後
再
發
表
這
樣
的
言

 

論
才
恰

當

。

本
席
非
常
同
意
周
委
員
陽
山
的
看
法
，
即
 

應
重
新
調
整
全
國
行
政
區
域
.，黃
委
員
爾
璇

 

也
提
及
應
檢
討
地
方
自
治
法
規
，
選
舉
才
能

 

合
理
化
地
進
行
。
總

之

，
本
席
認
為
再
舉
行

 

兩
三
次
的
鄉
鎮
市
長
選
舉
，
若
選
風
仍
舊
如

 

此

敗

壞

，
那

麽

，
本
席
並
不
反
對
鄉
鎮
市
長

E
C
B
E
1

廢

選

。

主
席

：
請
鄭
委
員
朝
明
發
言
。
 

f

員
朝
明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有
許
多
法

 

律
方
面
的
專
家
同
仁
對
這
條
文
作
深
入
瞭
解

 

，
如
黃
委
員
主
張
應
保
留
第
二
條
條
文
.，蔡

 

委
員
認
為
應
加
快
進
行
條
文
討
論
，
不
應
拖

 

延

。
本
席
雖
認
同
這
些
同
仁
的
蕙
見
，
但
本

 

席
仍
要
提
出
意
見
。
凍

省

、
精

省

、
虛
省
是

 

我
們
三
黨
兩
派
的
共
識
，
本
席
以
為
應
落
實

 

這
項

共

識

，
使
得
縣
市
自
治
法
的
修
正
有
宣

 

誓

性

。

蔡
委
員
勝
邦
：
主

席

、
各
位
列
席
官
員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支
持
第
二
條
應
維
持
原
文
，
不
 

必

修

正

。
若
堅
持
要
增
修
時
，
也
僅
須
增
加

 

i

項
日
落
條
款
即
可
，
註
明
省
的
規
定
至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為
止
。
另

外

，
 

方
才
有
許
多
同
仁
提
及
行
政
區
重
整
劃
分
的

 

問

題

，
本
席
認
為
這
也
是
未
來
一
項
很
重
要

 

的

事

情

。
大
家
也
冋

1:
太
多
的
鄉
鎮
市
長
選

 

舉
很
浪
費
資
源
及
金
錢
、
各
方
面
皆
不
經
濟

 

，
但
本
席
以
為
台
北
縣
是
個
特
例
。
因
台
北

 

縣
有
成
立
二
個
省
轄
市
的
資
格
，
如
板
橋
市

 

、
中

、
永

和

、
三
重
市
及
新
莊
等
*
皆
有
成

 

為
省
辖
市
的
條
件
。
最
近
又
成
立
蘆
洲
市
，
 

僅
鄰
三
重
市
，
為
何
要
設
立
如
此
多
的
市
？
 

本
席
以
為
其
生
活
媒
件
、
文
化
及
過
去
的
關

 

係

密

切

，
其
實
可
以
不
用
再
多
設
蕹
洲
市
。
 

另

外

，
本
席
很
贊
成
廢
選
不
具
功
能
的
小
鄉

 

鎮

，
但
這
並
不
適
用
於
三
百
多
萬
人
口
的
台

 

北

縣

，
因
台
北
縣
範
圍
廣
大
，
僅
靠
一
個
縣

 

政
府
是
不
能
顧
及
完
全
，
內
政
部
應
就
這
點

 

作
審
慎
檢
討
。

主
席

：
請
周
委
員
伯
倫
發
言
。

周
委
M

伯
倫
：
主

席

、
各
位
列
席
官
員
、
各
位

 

同

仁

。
對
於
新
黨
同
仁
對
於
國
發
會
的
批
評

 

，
本
席
可
以
理
解
*
因
為
新
黨
最
後
退
出
國

 

發

會

，
而

是

由

兩

大

黨

達

成

了

共

識

(

四
四
八

c
o
m
m
i
t
m
e
n
t

 

)
 

*

同
時
，
國
發
會
的
結
論
 

也
並
無
拘
束
力
。
本
席
認
為
，
正
因
為
如
此
 

，
才
需
要
立
法
院
來
修
法
，
否
則
的
話
，
祇
 

要
在
國
發
會
結
束
後
即
不
必
再
進
行
鄉
鎮
級
 

選
舉
。
因
此
，
顯
然
新
黨
同
仁
乃
是
有
所
誤
 

解

，
因
為
國
發
會
祇
不
過
是
國
民
黨
和
民
進
 

黨
所
達
成
的
政
治
協
議
而
已
，
新
黨
加
以
讁
 

責
的
作
法
，
本
席
認
為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

另

外

，
在
處
理
本
條
條
文
之
前
，
仍
然
有

 

些
問
題
值
得
加
以
注
意
。
在
行
政
區
成
M

_

i
 

的

同

時

，
行
政
層
級
是
否
必
須
予
以
簡
化
，
 

恐
怕
也
是
必
須
加
以
考
慮
的
C

I I

1BIJ
满

 

但
是
省
縣
自
治型

態
；
目
前
問
 

題
的
癥
結
則
是
在
於
國
民
黨
不
願
意
簡
化
行
 

政
層
級
。
本
席
認
為
，
一
旦
行
政
堪
級
加
以
 

調
整
，
則
本
法
就
自
然
失
效
而
不
必
加
以
處
 

理
；
但
是
，
由
於
國
民
黨
不
願
如
此
，
因
此
 

,

目
前
祇
能
採
取
變
通
的
作
法
，
將
菝
省
P

 

為
凍
省
，
將
廢
止
s

!m

改
為
停
辦
鄉
鎮
市
 

私
選
舉
*

並
且
取
消~

其
自
治
^

^

的
地
1̂|
，丨

許
抝
表
js:

齓
乎
並
未
重
新
i

行
_

級

’

簡
化
行
®15

^
.
.
.



為
闱
級
政
府
的，！ m

標

。
本

席

認

為

，
台
ffi

祇
 

有
三
萬
六
千
甲
方
公
里
的
面
積
，
以
及
二
千

 

一
百
多
萬
人
口
，
維
持
四
級
政
府
的
型
態
，
 

不
但
妨
礙
到
行
政
效
率
的
提
升
-
同

時

，
人
 

民
對
於
選
舉
頻
繁
舉
行
也
會
感
到
厭
惡
到
極

 

點

C
因

此

-
本
席
建
議
第
二
條
條
文
先
不
予

 

更

動

，
並
且
留
待
日
後
再
加
以
處
理
，
因
為

 

第
二
條
條
文
若
子
以
更
動
，
則
可
能
會
出
現

 

下
個
月
公
佈
新
法
時
省
政
府
已
被
凍
結
但
是

 

其
任
期
卻
並
未
結
束
的
情
形
。
因

此

，
本
席

 

建
議
先
針
對
省
政
府
的
部
分
以
重
新
規
劃
，
 

同

時

，
此
部
分
也
有
新
的
法
令
加
以
處
理
，
 

而
不
必
再
由
省
縣
自
治
法
去
加
以
規
範
，
畢

 

霓
目
前
已
經
訂
定
了
六
十
幾
條
落
日
條
款
。
 

至
於
鄉
鎮
市
長
選
舉
部
分
，
本
席
認

為

，
既
 

然
兩
大
黨
之
間
已
有
承
諾
在
先
，
因

此

，
本

 

席
建
議
規
定
鄉
鎮
市
長
的
任
期
到
明
年
的

::
 

月
二
十
八
日
為
八
，
日
後
即
不
再
辦
理
此
項

 

選

舉

。
謝
謝
！

主
席

：
對
第
二

條

，
到
目
前
為
止
，
所
有
登
記

 

發
言
委
員
均
已
發
言
完
畢
，
現
在
進
行
處
理

 

D

請
問
各

位

，
對
第
二
條
維
持
現
行
條
文
，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議

，
第
二
條
維
持

 

現

行

條

文

。

現
在
休

息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繼
續
開
會

休

患

(
丨
二
時
七
分
)

雄

績

開

金

；
十
四
時
三
十
分
)

主
席
：
現
在
繼
續
開
會
。

報
告
聯
席
審
査
會
，
現
擬
將
程
序
稍
作
變

 

動

-
亦
即
逐
條
審
査
暫
時
停
止
，
待
內
政
部

 

葉
部
長
列
席
，
就
修
法
方
向
進
行
詢
答
後
，
 

再
繼
續
進
行
逐
條
審
查
，
請
問
各

位*

有
無

 

異
議
？

S

員
濁
水
：

(
在

席

位

上

)
如
此
恐
將
有
問

 

題

產

生

，
因
為
所
有
參
與
聯
席
會
的
委
員
同

 

仁
之
認
知
均
為
本
案
已
進
入
逐
條
討
論
，
如
 

果
現
在
要
改
為
詢
答
的
話
，
應
當
通
知
所
有

 

的

人

，
而
不
是
光
只
有
在
場
的
幾
位
委
員
知

 

道

而

已

=

主
席
：
由
於
今
H

上
午
部
長
沒
有
列
席
，
因
此

 

並
未
進
行
詢
答
便
直
接
進
入
大
體
討
論
，
其
 

間
又
有
委
員
提
議
停
止
大
體
討
論
*
直
接
進

 

行
逐
條
討
論
，
所
以
上
午
等
於
是
省
略
了
詢

 

答
的
程
序
，
現
在
部
長
表
示
今
天
下
午
願
意

 

就
修
法
方
向
進
行
報
告
，
所
以
我
們
只
是
將

 

省
略
的
程
序
補
足
而
己
*
影
響
並
不
大
。
至
 

於
委
員
的
權
益
應
該
也
不
至
於
會
被
剝
奪
，
 

因
為
我
們
本
來
就
已
經
發
出
通
知
今
天
要
開

 

會
了

 

〇

林
委
員
濁
水
：

(
在

席

位

上

)
除
非
今
天
罕
h 

大
家
都
有
共
識
，
只
要
部
長
一
列
席
就
隨
時

 

進
行
詢
答
，
否
則
就
不
可
以
這
麼
做
。

主
席
：
現
在
休
息
。

休
息

繼
緝
開
耆

主
席
：
現
在
繼
續
開
會
。
本
席
先
將
會
議
進
行

 

的
程
序
向
各
位
再
做
一
說
明
：
等
一
下
我
們

 

先
進
行
詢
答
部
分
，
詢
答
完
畢
後
再
回
到
逐

 

條

討

論

，
繼
續
審
查
第
三
條
條
文
。
這
是
由

 

於
早
上
部
長
原
應
列
席
說
明
，
然
因
部
長
另

 

有

要

公

，
所
以
才
改
變
了
此
一
程
序
。

其

次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分
截
止
發
言
登
記

 

，
每
人
詢
答
時
間
為
十
分
鐘
。

鄭
委
員
箱
水
：

(
在

席

位

上

)
既
然
改
變
了
程

 

序

，
本
席
可
否
程
序
發
言
？

周
委
員
伯
偷
：

(
在

席

位

上

)
本
案
上
午
即
己

 

進
入
逐
條
討
論
，
龅
將
第
二
條
討
論
完
畢
，
 

現
在
不
應
再
回
頭
進
行
詢
答=

過
去
沒
有
一
 

個
法
案
在
審
査
時
曾
於
進
入
逐
條
討
論
後
，
 

又
回
頭
進
行
詢
答
的
。
本
席
認
為
我
們
可
於

 

討
論
第
三
條
時
，
利
用
對
第
三
條
的
詢
答
，
 

來
進
行
大
體
詢
答
，
如
此
較
符
合
程
序
，
而
 

且
發
言
時
間
只
要
每
人
五
分
鐘
就
夠
了

 

=

趙
委
員
永
灌
：

(
在

席

位

上

)
要
詢
答
就
乾
脆

四
四
九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六

卷

第

五

十

三

期

委

員

會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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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會

紀

錄

一
次
問
淸
楚
，
如
果
利
用
討
論
第
三
條
的
時

 

間
進
行
詢
答
*
由
於
只
有
五
分
鐘
的
時
間
，
 

如
果
時
間
不
夠
，
還
要
利
用
討
論
下
一
條
的

 

時
間
繼
續
詢
答
，
會
將
詢
答
的
時
間
切
割
了

o

鄭
委
貝
寶
淸
：

(
在

席

位

上

〕
可
以
再
增
加
二

 

分
鐘
的
時
間
。

趙
委
员
永
滴
：

(
在

席

位

上

)
進
行
逐
條
討
論

 

之

後

，
部
長
是
否
又
會
離
開
？

主
席

：
根
據
法
令
規
定
，
逐
條
討
論
時
，
部
長

 

除
有
重
大
事
情
外
，
均
應
列
席
備
詢
，
過
去

 

我
們
只
是
為
方
便
部
長
處
理
政
務
，
故
而
請

 

政
務
次
長
在
場
即
可
，
但
這
只
是
慣
例
，
按

 

照

法

律

，
仍
應
由
部
長
列
席
。

現
在
進
行
詢
答
，
每
人
發
言
時
間
五
分
鐘

 

，
必
要
時
得
延
長
二
分
鐘
。

請
鄭
委
員
寶
淸
發
言
。

鄭
委
員
寶
请
：
主

席

、
各
位
列
席
委
員
、
各
位

 

同

仁

。
早
上
大
家
等
了
很
久
，
卻
沒
有
等
到

 

部
長
列

席

。

主
席

：
諳
葉
部
長
金
鳳
說
明
。

葉
部
長
金
鳳
：
主

席

、
各
位
委

員
。
首
先
要
向

 

各
位
委
員
表
示
抱
歉
，
但
是
今
天
監
察
委
員

 

巡
察
的
行
程
是
上
個
月
即
已
排
定
的
，
因
此

 

於
上
遇
接
獲
大
院
通
知
本
人
於
今
天
列
席
後

，
即
立
刻
備
文
請
假
。

鄭
委
員
寶
清
：
但
是
主
席
並
沒
有
同
意
。
接
'卜
 

來
本
席
要
請
敎
部
長
，
於
此

次

縣

(
市

；-
長
 

選

舉

中

，
民
進
黨
贏
得
大
多
數
縣
(
市

)
的
 

執

政

權

，
不
知
中
央
是
否
會
擔
心
地
方
包
圍

 

中
央
的
情
形
？

葉
部
長
金
鳳
：
關
於
中
央
與
地
方
的
權
限
及
互

 

動

，
憲
法
有
明
文
規
定
，
此
與
政
黨
獲
得
席

 

位
的
多
寡
無
關
，

I

切
只
要
依
法
行
政
，
沒

 

有

問

題
D

鄭
委
8
寶
清

：
你
們
不
擔
心
地
方
包
圍
中
央
，
 

我
們
卻
很
擔
心
中
央
打
壓
地
方
。
目
前
正
在

 

進
行
凍
省
與
精
省
的
程
序
，
將
來
省
究
竟
有

 

哪
些
職
權
？
其
權
力
是
位
何
在
？
我
們
很
希

 

望
省
縣
自
治
法
中
能
儘
快
對
此
加
以
定
位
。

葉
部
長
金
凰
：
關
於
精
省
的
問
題
，
事
實
上
在

 

選
舉
之

前

，
行
政
院
即
已
成
立
一
個
委
員
會

 

加
以
因
應
，
目
前
該
委
員
會
的
組
織
及
其
下

 

六
個
工
作
小
組
的
組
織
均
已
確
定
。

鄭
委
貝
寶
清
：
將
來
是
否
會
因
國
民
黨
於
此
次

 

縣

(
市

〕
長
選
舉
失
敗
，
即
將
省
的
權
力
加

 

大

，
以
成
為
監
督
地
方
自
治
更
大
權
限
的
單

 

位
？

葉
部
長
金
凰
：
大
家
都
是
為
了
國
家
建
設
與
地

 

方
發
展
考
量
，
應
該
抱
持
互
信
的
態
度
，
不

四
五
〇

要
在
事
情
未
發
生
前
即
加
以
質
疑
、
擔

心

，
 

如
此
對
政
務
的
推
動
並
無
助
益
。

鄭
委
員
寶
清
：
本
席
也
贊
成
應
以
人
民
利
益
為

 

考

量

，
而
凍
省
及
停
止
鄉
(
鎮

、
市

〕
長
選

 

舉

，
就
是
為
了
提
高
行
政
效
率
、
增
加
人
民

 

福

祉

；
但
國
民
黨
新
任
秘
書
長
章
孝
嚴
上
台

 

後

，
立
刻
就
表
示
要
重
新
考
量
是
否
停
止
瑯

 

(
鎮

、
市

)
長

選

舉

，
請
問
內
政
部
對
此
的

 

看
法
如
何
？
是
否
因
為
縣
(
市

)
長
選
輪
了

 

，
就

要

讓

鄉

(
鎮

、
市

)
長
繼
續
選
下
去
？
 

葉
部
長
金
*
:
我
們
目
前
無
此
建
議
。

鄭
委
員
寶
清
：
鄉

(
鎮

、
市

)
長
選
舉
究
竟
由

 

本
居
開
始
停
選
，
抑
或
由
下
届
開
始
停
選
？
 

葉
部
長
金
鳳
：
目
前
我
們
提
出
的
省
縣
自
治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其
實
只
是
針
對
明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以
前
；
至
於
明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以
後
，
由
於
已
無
省
自
治
的
問
題
，
我

 

們
會
再
研
擬
縣
市
自
治
法
，
但
這
又
是
另
外

 

一
個
問
題
。

f

員
質
清
：
部
長
的
報
告
中
表
示
要
「
落
實

 

國
家
發
展
會
議
增
加
縣
(
市

)
政
府
職
能
之

 

結

論

」
，
而
國
發
會
又
做
成

r

取

消

鄉

(
鎮

 

、
市

)
級
之
自
治
選
舉
，
鄉

(
鎮

、
市

)
長
 

改
為
依
法
派
任
」
的

結

論

。

葉
部
長
金
鳳
：
剛
才
個
人
己
經
強
調
過
*
今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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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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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之

一

 

I

 

一
七
S

一
七
八
一
 

一
八
二
九
 

一

九

一

〇

 

一
九
七
四

案
由
：
本
院
内
政
及
邊
政
'
法
制
兩
委
員
會
報
告
併
案
審
査
本
院
委
員
林
濁
水
等
四
十
八
人
擬
具
「
省
縣
 

自
治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单
案
」
、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二
十
五
人
擬
具
「
刪
除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三
十
一
 

條
條
文
草
案
」
、
簡
委
員
錫
堦
等
三
十
二
人
擬
具
「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j

 

、
李
委
員
進
勇
等
二
十
六
人
擬
具
「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六
十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
鄭
委
員
寶
清
等

 

十
九
人
擬
具
「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十
六
人
擬
具
「
縣
 

自
治
法
草
案
」
、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十
六
人
擬
具r

省
縣
自
治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
張
委
員

立
法
院
第
三
届
第
四
會
期
第
二
十
八
次
會
議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討
二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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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届
第
四
脅
期
第
一
：十
八
次
會
議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討
二
六

俊
宏
等
三
十
八
人
擬
具r

省
縣
自
治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
行
政
院
函
請
審
議
「
省
縣
自
治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
鄭
委
員
寶
清
等
二
十
六
人
擬
具r

省
縣
自
治
法
修
正
草
案
」
及
李
委
 

員
俊
毅
等
二
十
四
人
擬
具
「
省
縣
自
治
法
修
正
草
案
」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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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

政

及

邊

樣

委

買

畜

" |
, |
1
; ±
3

一
3

4

.

g

台
內
發
字
第

I

六三號

受
文
者
：
本
院
秘
害
處

主

旨

：
院
脅
交
付
併
案
審
査
「
本
院
委
員
林
濁
水
等
四
卜
八
人
擬
具
『者
縣E

治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j

、
林
委
员
濁
水
等
二
十
五
人
擬
具r

刪
 

除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三

丨

一

條

條

文

案

」
、
簡
委
員
錫
堦
等
三
十
二
人
擬
具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
李
委
員
進
勇

 

等
二
卜
六
人
擬
具
『省
縣
&
治
法
第
六
十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j

、
鄭
委
員
寶
清
等
十
九
人
擬
具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條
文
修
正
i

j

 

、
林
委
员
濁
水
等

-[■
六
人
擬
具
『
縣
自
洽
法
革
案
」
、
林
委
M
濁
水
等
丨
六
人
擬
具
『甚
縣
0
治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
張
委
員
俊
宏
等

 

三
十
八
人
擬
具
「省
縣
自
治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
行
政
院
函
請
審
議
『省
M

S
治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
鄭
委
M
寶
清
等
二
十
六

 

人
擬
抖
「省
縣
自
治
法
修

IH
草
案
」
及
李
委
员
俊
毅
等
二
十
四
人
擬
A
.「
省

縣

自

治

法

修

正

草

案

」

J

案

，
業
經
審
查
完
竣
，
函

請

査

照

，
 

提
報
院
會
公
決
。

說
明
：

|

、復

贵

處
八

h

四

年

}

月
十
一
 H

M

-&
處
議
字
第
〇

一
〇

四

號

、
八
十
五
年
h

月
十
一
日
㈣

台
處
議
字
第
二
八
二
五
號
、
八
十
五
年

 

卜

一

月

廿|

 n
㈣

台
處
議
字
第
三
'.一
一
四
五
號
、
八
十
五
年
1

二
月
十
-
一
日
@
台
處
議
字
第
三
六
七
八
號
、
八
十
六
年
三
月
一
：十
：=
(86)



台
處
議
字
第
〇
八
四
八
號
、
八
十
六
年
四
月
三
日

g

台
處
議
字
第一

1
1

六

號

、
八
十
六
年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㈣

台

處

議

字

第一
四
一

 

七

號

、
八
十
六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㈣

台
處
議
字
第
一
九
二
一
號
、
八
十
六
年
十
月
一
日
㈣

台
處
議
字
第
三
二
五
三
號
、
八
十
六
年
十
月

 

十
五
日
㈣

台
處
議
字
第
三
五
一
八
號
及
八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四
日
M

台
處
議
字
第
四
二
五
二
號
函
。

二

、
附
審
査
報
告
乙
份
。

立
法
院

|

政
及
邊
微
'委員
會
啟

立
法
院
第
三
届
第
四
會
期
第
二
十
八
次
會
議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討
二
七



立
法
院
第
三
届
第
四
會
期
第
二
十
八
次
會
議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討
二
八

併
案
審
查
省
縣
自
治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審
査
報
告

、
省
縣
自
治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經
本
院
院
會
決
鼸
陸
績
交
由
內
政
及
邊
政
、
法
制
兩
委
員
會
審
査
之
提
案
依
序
計
有
：

本
院
委
員
林
濁
水
等
四
十
八
人
擬
具
「省
縣
自
治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J

、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二
十
五
人
擬
具
『刪
除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三
十
一
條

 

條
文
草
案

J
、
簡
委
員
錫
堦
等
三
十
二
人
擬
具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J

、
李
委
員
進
勇
等
二
十
六
人
擬
具

f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六
十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J

、
鄭
委
員
寶
清
等
十
九
人
擬
具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J

、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十
六
人
擬
具
『縣
自
治

 

法
草
案J

、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十
六
人
擬
具
「省
縣
自
治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J

、
張
委
員
俊
宏
等
三
十
八
人
擬
具
「省
縣
自
治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
行
政
院
函
請
審
議
•̂省
縣
自
洽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J

'
鄭
委
員
賨
淸
等
二
十
六
人
擬
具
『省
縣
自
治
法
修
正
草
案

J

及
李
委
員
俊
毅

 

等
二
十
四
人
擬
具
「省
縣
自
治
法
修
正
草
案

J

等

十

一

案

。

內
政
及
邊
政
、
法
制
委
員
會
於
八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召
開
第

I

次
聯
席
會
議
，
復
於
十
二
月
十
日
召
開
第
二
次
聯
席
會
議
，
將
全
案
審
査
完

 

竣

，
兩
次
會
議
均
邀
請
內
政
部
部
長
葉
金
鳳
、
次

長

江

清

兹

、
司
長
紀
俊
臣
、
人
事
行
政
局
處
長
縻
正
村
、
銓
敘
部
次
長
李
若一

、
司
長
朱
永

 

隆
等
政
府
代
表
列
席=

並
均
由
內
政
及
邊
政
委
員
會
召
集
委
員
李
俊
毅
擔
任
主
席
。

一

、
茲
將
各
案
提
案
要
旨
或
總
說
明
先
行
摘
述
於
次
：

⑴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四
十
八
人
擬
具
「
省
縣
自
治
法
部
分
磔
文
修
正
草
案

J

案

 

鑒
於
法
律
上
所
規
定
的
不
逮
捕
特
權
有
其
特
定
的
歷
史
背
景
，
在
金
錢
與
黑
道
當
權
的
當
代
議
會
，
不
逮
捕
特
權
反
而
突
變
成
保
護
不
法
議

 

員

的

制

度

。
爰
提
出
省
縣
自
治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案
。

⑵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二
十
五
人
擬
具

r

刪
除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三
十

I

條
條
文
草
案
」
案

 

鑒
於
現
行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三
十
一
條
賦
與
省
議
員
、
縣

(
市

)
議

員

、
鄉

(
鎮

、
市

)
代
表
不
得
逮
捕
或
拘
禁
之
特
權
，
使
司
法
機
關
即
使



有
罪
證
在
手
，
也
對
某
些
有
黑
道
背
景
的
地
方
級
民
意
代
表
束
手
無
策
；
許
多
有
黑
道
背
景
者
也
因
為
民
意
代
表
有
此
特
權
存
在-

使
其
樂

 

於
參
與
選
舉
進
入
議
會
，
不
逮
捕
特
權
彷
彿
為
其
護
身
符
；
再
者

 >
 依

學

理

而

言

，
不
逮
捕
特
權
原
為
中
央
級
民
慧
代
表
才
得
享
有
，
其
乃

 

源
自
三
櫳
分
立
之
精
神
，
為
保
障
立
法
權
不
受
司
法
權
之
干
擾
才
得
創
設
，
而
地
方
級
民
意
代
表
在
地
方
事
務
之
範
圍
享
有
言
論
及
表
決
免

 

貴
權
即
已
足
，
故
擬
提
案
刪
除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三
十
一
條
。

⑶
簡
委
員
錫
堦
等
三
十
二
人
擬
具

r

省
縣
自
洽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條
文
修
正
s

」
案

 

為
落
實
憲
法
保
障
地
方
自
治
的
意
旨
，
使

縣

(
市

)
政
府
的
組
織
與
人
亊
安
排
，
得
U

充
分
因
應
自
治
行
政
之
需
要
，
並
合
乎
責
任
政
治
原

 

理
之
要
求
，
特
提
案
修
正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
強

化

縣

(
市

)
政
府
的
組
^

人
事

架

構

，
使

縣

(
市

)
首
長
對
其
一
級
機
關
主
管

 

得
有
基
本
的
任
免
權
，
並

使

縣

(
市

)
政
府
得
以
設
置
副
縣
(
市

)
及
參
事
等
職
，
以
利
自
浒
行
政
之
推
行
。

⑷
李
委
員
進
勇
等
二
十
六
人
擬
具
「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六
十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案

 

針

對

「
省
縣
自
治
法
」
第
六
十
條
規
定
，
省

長

、
縣
市
長
和
鄉
鎮
長
，
因

辭

職

、
去

職

、
死
亡
或
休
職
期
間
逾
任
期
者
，
所
遺
任
期
超
過
一

 

#

以

上

，
即
應
依
法
舉
行
補
選
，
而
內
政
部
又
依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三
十
五
、
三
十
六
和
三
十
七
條-

r

省

長

、
縣
市
長
和
掷
鎮
長
得
連
選
連

 

任

一

次

!_
，
解
釋
地
方
行
政
首
長
如
經
補
選
選
上
，
其
所
補
遺
缺
不
管
任
期
長
短
，
皆
計
算
為
一
任
=
地
方
首
長
出
缺
補
選
，
依
地
方
自
治

 

和
民
主
政
治
之
精
神
有
其
必
要
性
，
殆
無
疑
義
。
但
過
短
的
補
缺
任
期
，
仍
計
算
為
一
任
，
使
得
這
些
補
選
的
地
方
行
政
首
長
，
必
須
受
連

 

選
得
任
一
次
的
限
制
，
事
實
上
並
不
合
理
。
因

為

，
如
此
一
來
其
施
政
的
連
貫
性
必
大
受
影
響
，
而
地
方
行
政
也
因
此
難
有
長
期
的
規
劃
和

 

建

設

。
為

此

，
特

擬

具

r

省
縣
自
治
法
」
和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將

省

長

、
縣
市
長
和
鄉
縝
長
因
補
選
當
選
者
，
其
補
選
任
期
未
超
過
二

 

分

之

一

，
仍
得
依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三
十
五
條
、
第
三
十
六
條
和
三
十
七
條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以
利
補
選
之
地
方
行
政
首
長
，
有
足
夠
的
時

 

間
進
行
地
方
建
設
之
長
期
規
劃
和
推
動
。
 

.

⑸
鄭
委
員
賨
清
等
十
九
人
擬
具

r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案

 

為
落
實
地
方
自
治
，
特
提
案
修
正
「
省
縣
自
治
法
」
第
三
十

六

條

。

立
法
院
第
三
届
第
四
會
期
第
二
十
八
次
會
議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討
二
九



立
法
院
第
三
届
第
四
會
期
第
二
十
八
次
會
議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討
三
〇

 

⑹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十
六
人
擬
具

r

縣
自
治
法
§

案

為
求
落
實
以
縣
為
主
之
地
方
自
治
，
增

強

縣

(
市

)
政
府
之
職
權
，
以
健
全
地
方
自
治
’
特

擬

具r

縣
自
治
法
草
案j

,
建
請
交
付

審

査

。
 

台
灣
目
前
的
省
、
縣

(
市

)
、
鄉

(
鎮

、
縣

轄

市

)
各
級
組
織
及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
係
依
據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七
月
七
日
訂
定
之

r

省
縣
自
治

 

法

」
辦

理

。
近

年

來

，
政
府
積
極
推
勖
地
方
制
度
法
制
化

與
落
實
地
方
自
治
功
能
*
為
順
應
國
家
政
治
情
勢
之
發
展
，
落
賞
以
縣
為
主
之
地

 

方

自

治

，
爰
依
據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八
條
之
規
定
，
擬

具

「
縣
自
治
法
i

 

j

。

在
社
會
各
界
對
如
何
簡
化
政
府
甩
級
議
題
，
呈
現
百
案
雜
陳
、
莫

衷I

是
之
時
，
對
縣
市
政
府
自
治
地
位
的
提
升
與
職
櫳
的
增
強
，
卻
具
有
 

相
當
之
共
識
，
究
其
原
因
，
乃
因r

縣j

無
論
就
其
地
理
環
境
亦
或
人
口
分
布
而
言
*
是
一
個
相
當
合
適
的
自
治
單
位
之
設
置
。
國

父

孫

 

中
山
先
生
說
：r

地
方
自
治
之
範
圍
，
當
以
一
縣
為
充
分
之
區
域
，
如
不
得
一
縣
，
則
聯
合
數
村
，
而
附
有
縱
横
二
三
十
里
之
田
野
者
，
亦
 

可
為
一
試
辦
區
域
。
」(

<

地
方
自
治
開
姶
實
行
法
>
)
，
中
山
先
生
所
以
確
定
以
「
縣
為
自
治
單
位
」
，
因
為
縣
的
區
域
不
大
，
人
口
亦
 

不
多
’
交
通
便
利
’
便
於
實
行
直
接
民
權
.，同
時
一
縣
之
人
’
都
愛
其
生
長
所
在
的
故
郷
’
對
地
方
事
業
’
容
易
博
得
多
方
支
持
’
故
實
行
 

地
方
自
治
，
以
縣
為
單
位
，
最
為
適
宜
。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係
依
據
孫
中
山
先
生
創
立
中
華
民
國
之
遣
敎
而
制
定
，
於
憲
法
第
一
百
二
十一

 

條
中
明
文
規
定
：r

縣
實
行
縣
自
治j

,
明
確
揭
示
縣
為
自
治
單
位
。

在
未
f

府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調
整
精
簡
後
’
縣
市
層
級
的
自
治
地
位
必
將
提
升
’
縣
市
政
府
的
瞰
權
與
重
要
性
也
必
將
增
強
’
尤
其
今
年

 

(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
年
底
適
逢
縣
市
長
選
舉
，
縣
市
政
府
的
職
權
調
整
更
為
當
務
之
急
。
因

此

，
為
因
應
地
方
自
治
新
局
面
的
需
要
，
兼
顧

 

逋
近
程
的
立
法
規
劃
，
我
們
主
張
應
該
儘
速
制
定
「
縣
自
治
法

j
，
對
縣
市
政
府
的
組
織
與
權
限
作
一
明
確
合
理
的
規
範
，
以
落
實
縣
自
治

 

之

精

神

，
並
健
全
我
國
地
方
自
治
之
發
展
。

⑺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十
六
人
擬
具
「
省
縣
自
治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案

 

為

提

升

縣

(
市

)
政
府
職

權

*
並
修
正
鄉
鎮
市
罹
級
所
具
有
之
自
治
功
能
，
以
因
應
現
階
段
地
方
自
洽
新
局
面
之
需
要
，
特

擬

具

r

省
縣
启



治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i

」
’
並
撤
回
院
會
付
委
之
省
縣
自
治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

^

。

去
年
底
的
圃
家
發
展
會
嫌
針
對
合
理
_

分
中
央
舆
地
方
權
限
、
健
全
地
方
自
治
鼷
題
，
形
成
了
多
項
共
同
薏
見
，
包
括
取
消
鄉
錤
市
級
之
自

 

治

選

舉

，
郷
錤
市
長
改
為
依
法
派
任
以
及
縣
市
政
府
職

i

予
增
強
等
等
。
為
落
實
上
述
共
識
’
各
項
地
方
自
治
相
關
法
規
’
宜
作
全
盤
的

 

規
劃
與
檢

时
，
其

中

又

以r

省
縣
自
治
法
」
的
適
用
性
研
究
，
更
為
當

f

急

。

在
未

f

府
功
能
菜
務
與
組
嫌
調
整

M

後

’
縣
市
層
級
的
自
治
地
位
必
將
提
升
•
縣
市
政
府
的
職
權
與
重
要
性
也
必
將
增
強
’
尤
其
今
年

 

<

 一
九
九
七
年
)
年
底

i

縣
市
長
選
畢
*
縣

市

政

府

的

霖

調

整

更

具

迫

切

性

。
因

此

，
為
因
應
地
方
自
治
新
局
面
的
需
要
，
並
配
合
郷

 

(
錤

、
市

)
*
級
自
治
功
能
之
廢
除
，
我
們
主
張
現
階
段
應
該
鏖
速
修
訂
「
省
麻
自
治
法
」
，

一
方
面
提
升
縣
(
市

)
政
府
之
瞄
權
.，
另
一
 

方
面
修
正
§

市
層
級
所
具
有
之
自
治
功
能
與
權
限
；
至
於
省
政
府
的
組
織
與
權
限
’
在
本
届
省
長
、
省
嫌
員
任
期
届
滿
之
前
’
亦
即
在
本

 

法

未

失

效

前

(一

九
九
九
年
一
月
一
曰
前
)
’
仍
維
持
現
有
之
組
織
功
能
與
自
治
權
限
。
但

自

一

九
九
九
年
一
月一

日

起

，
省
的
自
治
地
位

 

與
功
徒
必
將
大
®

e

減

’
本
法
已
不
能
再
行
適
用
。
届
時
有
關
縣
(
市

)
自
治
之
部
分
，
應
重
新
制
定
一
部r

縣

自

治

法

■(—
予
以
規
定
’
而

 

省

的

部

分

，
則
可

s

以

「
省
政
府
組
雄
條
例
」
之
法
律
形
態
予
以
規
範
。
 

s
m

委
員
俊
宏
等
三
十
八
人
擬
具r
省
縣
自
治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

案

 

為
提
升
國
家
雄
爭
力
’
調
整
政
府
行
政
層
級
，
搪

增

縣

(
市

)
長

權

限

’
增

設

副

縣

(
市

)
長

、
確
立

I

市
長
派
任
方
式
’
並
因
應
在
省

 

級
自
治
單
位
凍
結
前
之
過
渡
性
省
縣
自
治
結
構
’
特

擬

具

「
省
縣
自
治
暫
行
條
例
」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I

。

自

從

去

年

(一

九

九

六

年

)
年
底
國
家
發
展
會
議
做
成r

調
整
精
簡
省
府
之
功
能
業
務
輿
組
織
，
並
成
立
委
員
會
完
成
規
劃
及
執
行
，
同
時

 

自
下
届
起
凍
結
省
自
治
選
舉
」
及

r

取
消
鄉
錤
市
級
之
自
治
選
舉
，
鄉
錤
市
長
改
為
依
法
派
任j

的

結

論

後

，
有

關

中

央

、
省

、
縣

(
市

)
 

政
府
層
級
間
的
關
係
、
縣

(
市

)
是
否
應
設
副
縣
(
市

)
長

、
縣

(
市

)
長
之
權
限
的
調
整
、
及
鄉
(
錤

、
市

)
長
之
派
任
方
式
等
，
均
成

 

為
社
會
各
界
關
切
的
焦
點
。

立
法
院
第
三
屆
第
四
會
期
第
二
十
八
次
會
讖
嫌
案
關
係
文
害

 

討
三
一



立
法
院
第
三
届
第
四
會
期
第
二
十
八
次
會
議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討
三
二

 

為
落
實
國
家
發
展
會
議
之
結
論
，
並
督
促
執
政
之
國
民
黨
確
實
執
行
國
發
會
之
決
議
，
以
達
到
提
升
國
家
親
爭
力
、
解
除
黑
金
治
國
危
機
、
 

並
重
新
調
整
中
央
與
地
方
政
府
，
及

省

政

府

、
縣

(
市

)
政

府

、
掷

(
鎮

、
市

)
公
所
之
暫
時
性
自
治
關
係
，
及
其
他
應
興
應
革
事
項
，
由

 

張
俊
宏
等
十
位
委
員
所
組
成
的
「
垮
世
紀
國
會
辦
公
室
」
特

擬

具

「
省
縣
自
治
暫
行
條
例j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計
五
十
條
條
文
。

⑼
行
政
院
函
請
審
議r

省
縣
自
治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i

案

內
政
部
函
U

,
為

利

本

{

八

十

六

)
年

底

縣

(
市

)
長
選
舉
S

以
银
速
增
置
副
縣
(
市

)
長

，
且
緞
近
社
會
各
界
對
加
強
整
肅
治
安
並
反

 

對
地
方
民
黧
代
表
自
行
增
加
支
給
费
用
等
有
強
烈
反
映
’
及
參
照
本
院
前
修
正
「
行
政
院
暨
所
屬
各
級
行
政
機
關
公
務
人
員
獎
懲
案
件
處
理

 

辦

法

」
放
宽
公
務
人
员
停
職
之
條
件
等
因
素
，
S

正
省
縣
自
治
法
六
條
文
及
直
轄
市
自
治
法
五
條
文
，
以
應
實
際
需
要
。

⑽
鄭
委
員
寶
淸
等
二
十
六
人
擬
具
「
省
縣
自
治
法
修
正

U

案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之
精
神
’
為
落
實
省
政
組
嫌
精
簡
’
調
整
政
府
行
政
播
級
’
提

昇

縣

(
市

)
政

府

職

權

’
以
達
成
提
昇
政
府
效
能
之
目

：

r

 

，
而
原
施
行
之
「
省
縣
自
治
法j

已
不
敷
適
用
，
特
重
新
擬
具
新
版
之
「
省
縣
自
治
法
」
i

。

⑼
李
委
員
俊
毅
等
二
十
四
人
擬
具
「
省
縣
自
治
法
修
正

i

」
案

省
縣
自
治
法
自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公
布
施
行
以
來
，
各
界
對
現
行
地
方
四
級
自
治
政
府
之
建
構
爭
謓
不
斷
，
從
企
茱
界
上
萬
言

 

害
痛
批
國
內
行
政
效
率
不
彰
’
至
重
金
禮
聘
外
國
學
者
前
來
論
述
提
升
國
家
競
爭
力
之
道
.，
更
有
地
方
基
餍
政
治
黑
道
、
金
權
氾
濫
之
情
事

 

’
有
嚴
重
®
鈾
國
家
根
基
之
虞
’
問
題
之
解
決
刻
不
容
緩
’
故
在
百
般
曲
折
之
下
’
終
在
國
家
發
展
會
鼷
中
凝
聚
各
界
共
諏
’
既
地
方
制
度

 

之
改
革
速
成
：

㈠
調
整
省
府
精
籣
功
能
之
業
務
與
組
級
’
並
成
立
委
員
會
完
成
規
劃
及
執
行
’
同
時
自
下
届
凍
結
省
自
治
選
舉
。
㈡
取
消
鄉

 

(
錤

、
市

)
級
自
治
選
舉

-

鄉

(
鎮

、
市

)
長
改
為
依
法
派
任
。

㈢
縣

(
市

i

設
副
縣
(
市

)
長

*.縣

(
市

)
政
府
職
權
應
予
增
強
等
結

 

論

，
i

儘
速
修
正
省
縣
自
治
法
加
以
配
合
。

三

、
聯
席
會
於
聽
取
各
提
案
說
明
，
並
與
內
政
部

i

長
等
列
席
政
府
代
表
進
行
詢
答
後
隨
即
進
行
遂
條
討
論
，
茲
將
全
案
審
査
修
正
情
形
概
述
如



下

：

㈠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四
十
八
人
提
案
、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二
十
五
人
提
案
、
李
委
員
進
勇
等
二
十
六
人
提
案
及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十
六
人
提
案
均
與
「
 

簡
委
員
錫
堦
等
三
十
二
人
提
案
、
鄭
委
員
賨
清
等
十
九
人
提
案
、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十
六
人
提
案
、
張
委
員
俊
宏
等
三
十
八
人
提
案
、
行
政
院

 

案

、
鄭
委
員
賨
清
等
二
十
六
人
提
案
及
李
委
員
俊
毅
等
二
十
四
人
提
案
」
案
併
案
審

査
。

㈡

名
稱
照
鄭
委
員
寶
清
等
案
通
過
。

㈢

第
一
葷
章
名
照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案
、
鄭
委
員
寶
清
等
案
及
李
委
員
俊
毅
等
案
通
過
。

㈣

現
行
法
第
一
條
除
將
第
一
項
中
之

r

第
十
七
條
」
等
四
字
刪
除
外
，
餘
均
維
持
不
予
修
正
。

g

第
三
條
至
第
七
條
及
第
二
章
章
名
及
第
九
條
條
文
均
維
持
現
行
法
條
文
及
葷
名
，
不
予
修
正
。

g

第
十
條
僅
將
第
三
四
款
中
之

r

依

法

」
二
字
修
正
為
：

r

依
地
方
自
治
法
規
」
外

，
餘
均
未
予
修
正
。

㈦

第
十
一

條

、
第

三

章

章

名

、
第
十
二
條
至
第
十
六
條
、
第
四
葷
荦
名
及
第一

節

節

名

、
第
十
七
條
至
第
三
十
條
等
均
維
持
現
行
法
條
文
及
葷

 

名

。

㈧

現
行
法
第
三
十
一
條
規
定
省
縣
市
及
鄉
鎮
各
級
民
意
代
表
在
會
期
內
非
經
各
該
議
會
或
代
表
會
之
許
可
，
均
不
得
逮
捕
或
拘
禁
，
各
提
案
中

 

有
擬
予
全
條
刪
除
，
有
擬
維
持
省
議
員
及
縣
(
市

)
議

員

，
並

刪

除

鄉

(
鎮

、
市

)
級
民
意
代
表
之
此
項
特
權
外
，
行
政
院
案
之
修
正
案
則

 

於
現
行
法
條
文
中

r

現

行

犯

」
之
下

增

加

「
通

緝

犯

」
，
經
聯
席
會
同
意
照
行
政
院
案
通
過
。

㈨

第
三
十
二
條
規
定
省
議
員
等
各
級
民
s

代
表
得
支
領
各
項
費
用
之
規
定
。
現
行
條
文
規
定
前
項
各
費
用
支
給
項
目
及
搮
準
，
另
以
法
律
定
之

 

，
行
政
院
之
修
正
案
於
第
二
項
末
句
之
後
增
訂
：

r

非
依
法
律
不
得
自
行
增
加
其
费
用
」
。
據
其
修
正
理
由
謂
民
意
代
表
之
費
用
支
給
係
屬

 

法
律
保
留
事
項
，
允
宜
明
確
規
定
。
聯
席
會
同
意
照
行
政
院
修
正
案
通
過
。

⑴
第
三
十
三
條
、
第
三
十
四
條
及
第
二
節
節
名
均
維
持
現
行
法
條
文
及
節
名
。

立
法
院
第
三
届
第
四
會
期
第
二
十
八
次
會
議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討
三
三



立
法
院
第
三
屆
第
四
會
期
第
二
十
八
次
會
議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討
三
四

a

第
三
十
五
條
第
三
項
中
之
「
主

管

」
二
字
修
正
為

r

首

長

j

，
餘
均
維
持
原
條
文
。

©
第
三
十
六
條
為
此
次
本
法
修
正
之
重
點
，
現
行
條
文
規
定
縣
(
市

)
政

府

置

縣

(
市

)
長

一

人

，
由
選
舉
產
生
。
各
修
正
案
均
以
政
府
業
務

 

日
益
繁

雜

，
或
為
根
據
國
發
會
結
論
落
實
地
方
自
治
或
鑑
於
凍
省
後
縣
(
市

)
自
治
地
位
提
升
等
因
素
擬
具
増
置
副
縣
長
一
人
或
二
人
及
其

 

資

格

、
任
免
等
之
相
關
規
定
，
審
査
會
於
參
酌
各
提
案
內
容
並
詳
加
討
論
後
，
分
別
就
置
副
縣
(
市

)
長

、
縣

(
市

)一

級
機
關
首
長
、
參

 

議
等
之
職
等
及
住
免
等
詳
加
規
定
，
條
文
詳
如
後
附
對
照
表
。

〇
一

第
三
十
六
條
之
一
為
審
査
會
增

17
條

文

，
除
規
定
前
條
增
列
人
員
適
用
公
職
人
員
財
產
申
報
法
之
規
定
，
限

制

縣

(
市

)
長

、
副

(
縣

、
市

 

)
長
不
得
兼
任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
並
列
舉
辦
理
都
市
計
畫
、
公
共

H

程
之
採
購
招
標
等
事
項
，
其
作
業
過
程
必
須
公
開
，
俾
可

 

防

堵

弊

端

，
取

信

於

民

，
條
文
詳
如
對
照
表
。

©
第
三
十
七
條
至
第
五
十
六
條
及
其
中
各
葷
章
名
均
維
持
i

條

文

。

.
£
§

第
五
十
六
條
之
一
為
審
査
會
增
訂
條
文
.，
係
屬
迴
避
條
款
，
詳
細
規
定
民
選
政
府
機
關
各
級
首
長
、
副
首
長
及
其
相
關
親
人
對
其
所
辦
理
之

 

H

程

、
財
t

業
務
均
須
迴
避
.，
各
級
民

*:
代
表
及
其
相
關
親
人
亦
均
不
得
與
其
職
權
監
督
之
政
府
機
關
、
公
營
事
業
進
行
交
易
’
旨
在
防

 

堵

弊

端

。
條
文
詳
如
對
照
表
。

g

第

五

十

七

條

於

第|

項
第
二
款
款
次
下
場
列
「
動
員
截
亂
時
期
終
止
後
」
等
文

字

外

，
餘
均
照
行
政
院
案
通
過
。

0

第
五
十
八
條
照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案
第
五
十
八
條
通
過
。

g

第
六
十
條
照
行
政
院
案
通
過
。

S

第
六
十
一
條
至
第
六
十
五
條
為
予
維
持
現
行
法
條
文
。

©
第
六
十
六
條
亦
為
本
次
修
正
之
另
一
重
點
，
是
為
落
日
條
款
，
明
定
鄉

鎮

(
市

)
代

表

及

鄉

鎮

(
市

)
長
之
選
舉
自
九
十
年
三
月
一
日
起
停

 

止

辦

理

，
改

由

縣

(
市

)
長

任

免

之

。

四

、
 

聲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言
權
委
員
：
傅

111
成

、
陳

一

新

、
趙

永

淸

。

五

、
 

全
案
審
査
完
竣
，
提
報
院
會
公
決
，
並
推
請
內
政
及
邊
政
委
員
會
召
集
委
員
李
俊
毅
於
院
會
討
論
時
補
充
說
明
。

六

、
 

附
條
文
對
照
表
乙
份
。



條
文
對
照
表

第

i

總

則

省
縣
白
治
法

審

査

會

通

過

條

文

李 鄭 林 林  
委 委 委 委  
貝 貝  JK 員

第 後 第 ， 第 濁 第 薄  
一 13 一 — 水 一 永  
葷 等 章 等 章 等 隼 等  

提 提 提 提  
總 亨 總 亭 總 亨 總 苹

則 則 則 則

名 李 名 鄭 名 張 名 林  
稱 委 稱 委 稱 委 稱 委  

員 員 員 員  
縣 俊 省 寳 省 俊 縣 濁  
市 毅 縣 清 縣 宏 自 水  
自 等 自 等 自 等 治 等  
治 提 治 提 治 提 法 提  
法 案 法 案 暫 案  案■ * Z —  ■ •

. * fT * *
條
例

提

案

條

文

第

章

總

則

名
稱

省
縣-

治
法

現

行

條

文

照 *
案 査
通 曾
二■BL * 
〇

照 *  。 刪 爰 李  
鄭 査  減 考 委  
委 耆  • 嫌 具  
員 ： 故 省 俊  
寶 以 組 毅  
淸 1 嫌 等  
等 縣 、 提 
提 市 職 案  
案 自 . 權 ： 
通 治 、
過 法 功  
° ■- 能 

代 大  
之 幅

說

明

討
三
五



討
三
六

第
一
條
本
法
依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制
定
之
。

省

、
縣

(
市
r

鄉

(
镇
 

、
縣
轄
市
)
之
自
治
依
本
法
之
 

規
定
，
本
法
未
規
定
者
，
適
用
 

其
他
法
律
。

林
委
貝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一
條
本
法
依
廉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八
條
制
定
之
。

縣

(
市

)
之
自
治
依
本
法
之
規
定
，
本
法
未
規
定
者
，
適
 

用
其
他
法
律
。

林
委
興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一
條
本
法
依
兼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八
條
制
定
之
。

省

、
縣

(
市

)
之
自
治
依
本
法
之
規
定
，
本
法
未
規
定
者
 

，
適
用
其
他
法
律
。

張
委
«
俊
宏
等
提
案
：

第
一
條
本
條
例
依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八
條
制
定
之
。
 

省

、
躲

(
市

)
之
自
治
依
本
條
例
之
規
定
，
本
條
例
未
規
 

定
者*

適
用
其
他
法
律
。

鄭
委
員
寶
清
等
提
案
：

第
一
條
本
法
依
廉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制
定
之
，
適
用
範
圍
以
 

現
稱
台
灣
省
之
區
域
為
限
。

縣

(
市

)
之
自
治
依
本
法
之
規
定
，
本
法
未
規
定
者
，
適
 

用
其
它
法
律
。

李
委
貝
俊
毅
等
提
案
：

第
一
條
本
法
依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制
定
之=

縣

(
市

)
之
自
治
依
本
法
之
規
定
，
本
法
未
規
定
者
，
適
 

用
其
他
法
律
。

第
一
條
本
法
依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七
條
制
定
之
。

省

、
縣

(
市

)
，
郷

(
錤

、
 

縣
轄
市
)
之
自
治
依
本
法
之
規
定
 

-

本
法
未
規
定
者
，
適
用
其
他
法
 

律

=

林

委
!!
}&
水

等

提

案

.

.

說
明
本
法
之
法
源
及
本
法
與
其
他
法

律
之
適
用
順
序
。

林
委
A

濁
水
等
提
案
：

一
、
 

第
一
項
配
合
總
統
八
十
三
年
八
 

月
一
日
修
正
公
布
之
廉
法
增
修
條
 

文
，
修
正
本
法
法
源
。

二
、
 

郷

(
錤

、
M

辖
市
)
之
自
治
法
 

人
地
位
取
消
。

李
委
員
儍
毅
等
提
案
：

一
、
第
一
項
配
合
總
統
八
十
六
年
七
 

月
十
八
日
修
正
公
布
之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
修
正
法
 

源

。

一
一
、
第
二
項
刪
除
省
i

(
鎮

、
縣
 

轄
市
)
之
自
治
規
定
。

一
、
 

全
條
修
正
如
上
。

二
、
 

委
員
傅
lli

成

、
陳
一
新
聲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言
權
。



I
第
二
條
省
為
法
人
-
省
以
下
設
 

縣

、
市

，
縣
以
下
設
郷
、
鎮

、
 

縣
轅
市

〖以
下
簡
稱
郷
(
鎮

、 

市

)
〕
，
均
為
法
人
，
各
依
本
 

法
辦
理
自
治
事
項
-
並
執
行
上
 

級
政
府
委
辦
事
項
。

市

以

下

設

區

。
鄉

、
.
鎮

、
 

縣
轄
市
、
區
〔以
下
簡
稱
郷
( 

鎮

、
市

、
區

)
〗以
內
之
編
組
 

為
村
、
里

。
村

、
里
以
內
之
編
 

組
為
鄰
。

林
委
ft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二

條

縣

(
市

)
為
法
人
，
依
本
法
辦
理
自
治
亊
項*

並
執
行
 

中
央
委
辦
事
項
。

M

以
下
設
郷
、
鎮

、
縣
辖
市
，
市
以
下
設
區
。
郷

、
鎮

、
 

縣
轄
市
、
區
【以
下
簡
稱
鄉
(
鎮

、
市

、
區
二
以
內
之
編
組
為

 

村

、
里

。
村

、
里
以
內
之
編
組
為
鄰
。

林
委
A

S
水
s

案
：

第
二
條
省
以
下
設
縣
(
市

)
均
為
法
人
，
各
依
本
法
辦
理
自
治
 

亊
項
，
並
執
行
上
級
政
府
委
辦
事
項
。

縣
以
下
設
郷
、
鎮

'
縣
轄
市
，
市
以
下
設
區
。
鄉

、
錤

、
 

縣
辖
市
、
區
〔以
下
簡
稱
郷
(
鎮

、
市

、
區

)
〕
以
內
之
編
組
為
 

村

、
里

。
村

、
里
以
內
之
編
組
為
鄰
。

張
委
§

宏
塞K
:

第
二
條
省
以
下
設
縣
、
市

，
均
為
法
人
，
各
依
本
條
例
辦
理
自
 

治
亊
項*

並
執
行
上
級
政
府
委
辦
事
項
。

縣
以
下
設
郷
、
鎮

、
縣
轄
市
【以
下
簡
稱
鄉
(
鎮

、
市

)
〕
 

,
市
以
下
設
區
。
鄉

、
鎮

、
縣
轄
市
、
區

1—1
以
下
簡
稱
鄉
(
鎮
 

、
市

、
區
二
以
內
之
編
組
為
村
、
里

。
村

、
里
以
內
之
編
組
 

為
鄰
。

i

A
fl

清
等
提
案
：

第
二
條
省
政
府
附
屬
於
行
政
院
，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
監
督M
( 

市

)
自
治
事
宜
。

縣

(
市

)
為
法
人
，
依
本
法
辦
理
自
治
亊
項
，
並
執
行
中

第
二
條
省
為
法
人
-
省
以
下
設
縣
 

、
市

，
縣
以
下
設
郷
'
鎮

、
縣
轄
 

市
〔以
下
簡
稱
郷
(
鎮

、
市

二

，
 

均
為
法
人
*
各
依
本
法
辦
理
自
治
 

事
項
，
並
執
行
上
級
政
府
委
辦
事
 

項

。
市
以
下
設
區
。
鄉

、
鎮

、
縣
 

轄
市
、
區
一
:以
下
簡
稱
鄉
(
錤

、 

市

、
區
二
以
內
之
編
組
為
村
、
 

里

。
村

、
里
以
內
之
編
組
為
鄰
。

林
委
A

濁
水
等
提
案
：

1

、
明
定
縣
(
市

)
為
法
人
，
依
法
 

辦
理
自
治
事
項
，
並
執
行
上
級
委
 

辦
事
項
。

一
一
、
明
定
郷
(
鎮

、
市

、
區

)
以
下
 

之
基
層
組
嫌
。

林
委
負
®
水
等
提
案
：

郷

(
錤

、
市

)
法
人
地
位
與
自
治
功
 

能
取
消*

鄉

(
錤

、
市

)
S

政
府
 

之
派
出
機
關
。

李
委
«
俊
毅
等
提
案
：

1

、
依
據
窓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七
款
，
省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
監
督
 

縣

(
市

)
自
治
事
項
=

二
、
廢
止
省
及
鄉
(
鎮

'
市

)
之
法
 

人
地
位
，
改
為
縣
(
市

)
之
監
督
 

機
關
與
以
下
之
行
政
機
關
。

審
査
f
t:

1

、
維
持
現
行
條
文
。

二

、
委
員
傅
lli

成
聲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言
權
。
 

.



討
三
八

第
定 其  ， ， 治 三  
。 人 得 且 、 條 

口 本 設 人 經  
數 法 市 口 濟 人  
得 施 。 在 及 口  
不 行  六 文 聚  
適 前  十 化 居  
用 己  萬 上 地  
前 設  人 地 區  
項 之  以 位 ， 
之 市  上 重 在  
規 ， 者 要 政

第 强 _  第 过  
， 三 委 定  ，二 赛  
且 條 貝 。 且 條 M  

本 人  僳 本 人  洧 
條 口 人 安  法 口 人 水  
例 在 〇 等 施 在 口 等  
施 四 聚 提  行 六 聚 提  
行 十 居 案  前 十 居 案  
前 萬 地 ： 巳 萬 地 ： 
已 人 區  設 人 區  
設 以 ， 之 以 *
乏•上在 市 上 在  
市 者 政  ， 者 政  
， ， 治 其 ， 治 
其 得 、 人 得 、 
人 設 經  口 設 經  
口 市 濟  數 市 濟  
數 。 及 得 。 及 
不 文  不 文  
適 化  適 化  
用 上  用 上  
前 地  前 地  
項 位  項 位  
之 重  之 重  
規 要  規 要

第 李
、 轅 自 院 二 委 U  市 央 
里 市  治 之 搽 興 內  一  委 
。 、 縣 亊 省 命  後 之 鄉 交 縣 辦  
村 區 〜 項 以 * 省 較 編 、 辦 以 事  
、 G 市 * 下 監 玫 等 組 錤 之 下 宜  
里 ^  一 並 設 詧 府 提 為 、 亊 設 。 
以 丄 以 執 縣 縣 為 * 村 縣 宜 鄉
內 i 下 行 -----縣 ： 、 轄 。 、
之 溢 設 上 市 市 〜  里 市  鎮 
編 ， 鄉 級 一  一 市  。 、 、
組 s s 、 政 ， 自一  村 區  縣 
為 ， 鎮 府 M 治 自  轄 
鄰 古  ' 委 ^ 事 治  里 ^  市 
。 甲 縣 辦 市 項 之  以 X  ， 

轅 亊 一 。 上 內 溫  市 

5 市 項 為 級 姦 1  下 
二 、 。 法 監  m ^  股 
以 區  人 督 組 區  
內 、 ， 機 為 ， ， 
之 鄉  依 關 鄰 ^  以 
編 、 本 ， 。 甲 執  
組 鎮 法 承  行 
為 、 辦 行  b  縣 
村 縣 理  政 U  -

第
人 市 人 、 三 
口 _ 。 口 經 條  
數 本  在 濟  
得 法  六 及 人  
术 施  十 女 口  
適 行  萬 化 聚  
用 前  人 上 居  
前 已  以 地 地  
項 設  上 位 區  
之 之  者 重 ， 
規 市  》要 在  
定 ， 得 ，政 
。 其 設 且 治

一 審 未 李  二 一 林  
、 査 修 委 列 達 、 、 委 
維 曾 正 不 設 為 明 員  
持 ： 。 後 溯 置 避 定 濁  
現 毅 及 標 免 市 水  
行 等 既 準 現 設 等  
條 提 往 ， 已 置 提  
文 案 規 而 設 探 案  
。 ： 定 滋 置 準 ： 

。 生 之 。 
疑 市  
義 人  
* p  
増 未

^
 

V

 

,



第
之 山  設 人 通 茱 四  
規 ， 縣 口 ® 發 條  
定 其 本 轄 在 利 速  
=■ 人 法 市 卜 及 、 人 

口 施 。 艽 公 自 口  
數 行  萬 共 治 聚  
得 前  人 設 財 居  
不 n  以 施 源 地  
適 設  上 完 充 區  
用 之  者 備 裕 ， 
前 縣  ， ， ' 工  
項 轄  得 u _ 交 商

第 張  第 林
没 通 四 委 之  設 通 四 委
縣 便 條 員 規  縣 便 條 員  

本 轄 利  俊 定 本 辖 利  濁 
條 市 及 人 宏 " 法 市 及 人 水  
例 。 公 口 等  施 。 公 口 等  
施 共 聚 提  行 共 聚 提  
行 設 居 案  m 設 居 案  
mi 施 地 ： 已 施 地 ： 
色 兒 區  設 完 區  
設 備 ， 之 備 ，
之 ， J : 縣  ， 丄 
縣  I I 商 輅 凡 商  
钴  人 戈  市 人 業  
市 口 發  ， u 發 
， 在 违  其 在 逹  
其 +  ' 人 十 、 
人 五 自  U  五 自  
n  离 治  數  萬 治  
數 人 財  得  人 財  
m  以 源  不  以 源  
不  上 充  適 上 充  
適 者 裕  川 者 裕  
用 ， 、 前 * 、
前 得 交  項  得 交

第 李  第 鄭  
定 ， 3 委 定  * 三 委 定  
。 且 條 貝 。 且 條 員 。 

本 人  俊  本 人  »
法 u 人 《  法 n 人 清  
施 在 口 等  施 在 口 #
行 六 聚 提  行 六 聚 提  
前 t• 居 案  前 十 居 案  
已 萬 地 ： 已 萬 地 ： 
設 人 區  設 人 辟  
之 以 *  之 以 ， 
i f y上 在  市 上 在  
， 者 政 '  * 者 政  
其 ， 治 其 ， 治 
人 得 、 人 得 、 
口 設 經  n 設 經  
數 市 濟  數 市 濟  
得 。 及 得 。 及 
不 文  不 文  
適 化  適 化  
用 上  用 上  
前 地  前 地 
項 位  項 位  
之 重  之 重  
規 要  規 要

第'
定 ， 。 十 利 發 四  
。 其  五 及 逹 條  

人 本  萬 公 、
, . n 法  人 共 S 人 

數 施  以 設 治 N  

得 行  h 施 財 聚  
不 的  者 完 源 居  
適 巳  ， 備 充 地  
川 設  得 * 裕 區  
前 之  設 1 1 、 ， 
項 縣  縣 人 交 工  
之 钴  轄 口 通 商  
規 市  . 市 在 便 業

三 二  一 李  二 一 林  
、 、 之 3 、 姜 ， 口 、 、 奏 
郷 第 要 治 第 貝 增 未 為 明 負  
、 二 件 圍 一 俊 列 達 避 定 濁  
鎮 項 。 膀 項 毅 不 設 免 縣 水  
改 未  ， 因 等 溯 a 現 轄 等  
制 修  配 郷 提 及 標 a 市 提  
為 正  合 一 案 既 準 設 設 案  
縣 。 刪 錤 ： 往 ， 置 賈 ： 
钴  除 、 規 而 之 標  
市 g 市 定 滋 躲 準  
， ife -- 。 生 轄 。
並 財 巳  疑 市  
未 源 非  義 人

言 、 
權 委  
。 員 

傅 
Hfi
成
聲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討

-
一
九



討
四
〇

第
— 省 鄉 設 一 ； 5 ： 
之 、 一 鄉 市 縣 條  
立 縣 錤 一  ' - 呆 
法 ^ 、 鎮 政 S 省 
機 市 市 、 府 設 投  
關 一  一 市 ； 縣 省  
及 、 公 一 鄉 乐 識  
行 鄉 所 民 一 恧 會  
政 ^ ， 代 鎮 議 、 
機 鎮 分 表 . 、 會 省  
M 、 細 會 市 、 政 
。 市 為 、 ■—•縣府

第 林  第 林
五 委 里  為 五 委  
條 具 設  縣 條 ft 

濁 村 鄉 〜  濁 
省 水 、 一 市 縣 水  
設 等 里 鎮 一 一 等  
省 提 辦 、 之 市 提  
議 案 公 市 立 一 案  
會 ： 處 、 法 設 ：
、 。 區 機 縣  
省 一 關 ^
政 設 及 市  
府 鄉 行 一  
， ' 政 議  
縣 鎮 機 會

市 市 。 縣

S  i  m
縣 一■ —
-  公 政  
市 所 府
、̂- 〇 t

議 村 分  
會 、 別

第 李  第 鄯  
府 之 施 四 委 之  二 一 四 委 項  
提 規 完 條 負 規  便 、 、 條 I I 之 
請 鄉 定 本 備  後 定 本 利 人 縣  竄 規  
縣 、 。 法 * 人 毅 。 法 及 口 治 符 淸 定  
議 鎮  施 且 口 等  施 公 聚 所 合 等 。 
會 符  行 人 聚 提  行 共 居 在 下 提  
同 合  前 口 居 案  前 設 地 地 列 窠  
m 第 已 在 地 ： 已 施 區 。 條 ： 
後 一  設 十 區  設 完 * 件 
設 項  之 五 ， 之 備 工  之 
置 設  縣 萬 工  縣 且 商  一 
之 置  瞎 人 商  辖 人 業  者 
。 條 市 以 業  市 口 發  *

件 ， 上 發  ， 在 達 得  
改 其 者 逹  其 十 • 設 
制 人 * ， 人 五 自  縣 
縣 口 得 交  口 萬 治  轄 
轄 數 設 通  數 以 財  市 
市 得 縣 便  得 上 湎  。
者 不 轄 利  不 者 充  
- 適 市 及  適 。 裕 
由 用 。 公 用 、 
縣 前 共  前 交 
政 項 設  項 通

第
機 6 鎮 鄉 A 縣 五  
關 市 、 市 ■ 條  
友 市 鎮 ' ~ • 市  
行 、 一 、 政 一 省  
政 鄉 公 市 府 設 設  
機 〜 所 一 ， 縣 省  
關 鎮 ， 民 鄉 一 議 
。 、 分 代 市 #  

市 別 表 鎮 9 、 
一 為 會 、 議 省  
之 省 、 市 會 政  
立 、 郷 一 、 府 
法 縣 A 設 縣 *

， 郷 林 一 關 明 林
鄉 〜 委 、 、 定 委  
一 ■ 鎮 員 村 行 縣 貝  
鎮 、 薄 、 政 6 濁 
， 市 水 里 機 市 水  
市 一 等 之 關 一 等  
一 餍 提 組 及 自 搛  
民 級 案 設 郷 治 案  
代 之 ： 。 - ' 組 ： 
表 立  鎮 織  
會 法  、 之 
廢 櫳  市 立  
除 取  、 法 
* 消 區 機

— — V
言 、 、 査 制 確 涉  
權 委 維 會 程 ， 及 
。 員 持 ： 序 爰 行  

傅 現  。 增 政  
眼 行  訂 區  
成 條  第 域  
聲 文  三 之  
明 。 項 瓣  
保 ， 更 
留 明 ， 
院 定 為  
會 其 使  
U  改 明



區
設
區
公
所
=

村

、
里
設
村
、
里
辦
公
處

、
縣

<
市

)
政
府
>
分
別
為
省
、
縣

(
市

)
之
立
法
機
關
及
行
 

政
機
關
。

鄉

(
鎮

、
市
i

)
設
郷
(
鎮

、
市

、
區

)
公
所
。
村

、 

里
設
村
、
里
辦
公
處
。

張
委
員
後
史
等
提
案
：

第
五
條
省
設
省
議
會
、
省
政
府
；
縣

(
市

)
設
縣
(
市

)
譁
會
 

、
縣

(
市

)
政
府
，
分
別
為
省
、
縣

(
市

)
之
立
法
機
關
及
行
 

政
機
關
。

鄉

(
鎮

、
市

)
設
鄉
(
鎮

、
市

)
公
所*

區
設
區
公
所
。

村

、
里
設
村
、
里
辦
公
處
。

i

M

v
滴
等
提
案
：

第
五
條
省
設
省
政
府
，
置
委
員
九
人
-
其
中
一
人
為
主
席
。
均
 

由
行
政
院
長
遴
選
中
央
政
府
行
政
官
員
及
學
者
專
家
兼
任
-
並
 

提
請
緦
統
任
命
之
。

省
設
省
諮
議
會
，
置
省
諮
激
員
若
千
人
-
由
各
縣
(
市

) 

議
會
議
長
兼
任
，
並
由
行
政
院
長
提
請
總
統
任
命
之
。

各
級
民
惫
代
表
、
監
察
委
員
、
司
法
人
員
及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所
屬
之
政
府
官
員
不
得
兼
任
省
政
府
委
員
。

省
政
府
委
員
及
省
諮
議
員
均
為
無
給
職
。

李
委
員
俊
毅
等
提
案
：

第
五
條
■
省
設
省
諮
議
會
、
省
政
府*

分
別
為
省
之
諮
詢
機
關
、 

行
政
機
關
。

縣

C

市

)
設
縣
(
市

)
議
會
、
縣

(
市

)
政
府
。
分
別
為

區
設
區
公
所
。

村

、
里
設
H

、
里
辦
公
處
。

郷

(
鎮

，
市

)
公
所
為
縣
政
府
派
出

機
關
=

李
委
員
俊
毅
等
提
案
：

一
、
 

依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
將
 

省
議
會
改
為
省
諮
謙
會
，
省
諮
議
 

會
為
諮
詢
機
關
。

二
、
 

刪
除
郷
(
錤

、
市

)
設
立
法
機
 

關
及
行
政
機
關
之
規
定*

另
於
第
 

三
項
明
定
於
鄉
(
鎮

、
市

、
區

) 

設
郷
(
鎮

、
市

、
區

)
公
所
。

審
査
會
：

一
、
 

維
持
現
行
條
文
。

二
、
 

委
員
傅
M

成
聲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言
權
。

討
四



討
四
二

第
府 市 督 行 六  
。 9 機 政 條  

自 關 院  
治 為 》省 
之 省 縣 自  
監 政 6 治 
督 府 市 之  
機 ， 一 監  
關 鄉 自 督  
為 ^ 治 機  
縣 鎮 之 關  
齒 、 監 為

第 李  第 張  第 林  第 林  
六 委 督 六 委 督 六 委 八 六 委  
條 貝 機 條 員 機 條 員 十 條 員  

俊 關  俊 關  洧 八  S  
6 毅 為 省 宏 為 省 水 年 縣 水  
刪 等 省 自 等 省 自 等 一 一 等 
除 提 政 治 提 政 治 提 月 市 提  
9 案 府 之 案 府 之 案 —— 9 案 

: 。 監 ： 。 監 ： 日 自 ： 
督 督 前 治  
機 機 之 之  
關 關 自 監  
為 為 治 督  
行 行 監 機  
政 政 督 關  
院 院 機 為  
， ， 關 行  
縣 縣 ，政 

A  仍 院  
市 市 為 。
— ~  省 但  

自 自 政 中  
治 治 府 華  
之 之 。 民 
監 監 國

第 鄭
為 六 委  
縣 條 員  

郷 一 V  
一 市 縣 清  
鎮 一 一 等 
、 之 市 提  
市 立 一 案 
、 法 設 ： 
區 機 縣  
- - 關 一■  
設 及 市  
鄉 行 一  
^ 政 議  
錤 機 會  
、 關 、
市 。 縣
S  K

區 市

公 政 
所 府
_ 6 O

分
別

縣

、 -■w-i

里 鎮 之  
設 、 立 
村 市 法  
' 、 機
a  ^  1
辦 一 及 
公 設 行  
處 鄉 政  
。 - 機  

鎮 關  
> 〇

市

區

公
所
〇

第

治 關 政 六  
之 為 院 條  
監 省 ，
督 政 縣 省  
機 府 一 自  
關 ，市 治  
為 鄉 9 之 
縣 6 自 監

i ^ i s
。 市 監 關

— 督 為  
自 機 行

二 一 李 自 郷 林  二 一 林  
、 關 、 委 治 ^ 委 機 滿 月 之 為 、 關 、 委 
省 於 有 負 監 鎮 貝 關 之 一 功 民 為 為 明 貝  
及 第 關 俊 督 、 濁 ， 前 日 能 選 兼 行 定 ®  
鄉 二 縣 毅 機 市 水 仍 * 本 • ，顧 政 縣 水  
〜 條 〜 等 關 一 等 為 縣 届 明 省 現 院 一 等 
錤 規 市 a 。 非 提 省 ^ 省 定 政 任 。 市 提  
、 定 一 案  自 * 政 市 長 民 府 省  ' - 案 
市 之 之 ： 治 ：府 一 省 國 仍 長  自 ： 
一 。 自 單 。 之 議 八 具 及  治 
非 治 位 自 員 十 地 省  之 
自 監  ， 治 任 八 方 鶸 監  
治 督 毋 監 期 年 自 員  督 
單 機 須 督 届 一 治 仍  機



第
律 置 錤 七
規 、 、條 
定 廢 市  
行 止 、省 
之 及 區 、 
。區 W 縣 

域 及 一  
變 村 市  
更 、 一 
， 里 、 
依 之 鄉  
法 設 A

第李  第 鄭  第 林  第 林  
置 七 委 請 更  行 七 委 後 區 規 七 委 報 變 行 七 委  
、條 負 省 ， 之 條 負 ，域 定 條 負 請 更 之 條 負  
廢 俊 政 由 郷 。 ， 報 變 行  濁 自 ， 。 濁 
止 省 毅 府 縣 6  縣 ® 請 更 之 省 水 治 由 鄉 縣 水  
及 、等 送 6 錤 6 等 行 ， 。 、等 監 縣 等  
區 縣 提 行 市 、 市 提 政 由 鄉 縣 提 督 ^ 鎮 市 提  
域 6 案 政 U 市 一 案 院 縣 案 機 市 、一 案  
變 市 ：院 政 、 之 ：核 一 鎮 市 ：關 一 市 之 ： 
更 U  核 府 區  設 備 市 核 政 、設 
- ' 備 擬 一 置  。 一 市 之  備 府 區 置  
依 鄉  。訂及  、 政 、設 。擬 一  
法 6  * 村 廢 府 區 置  訂 及 廢  
律 錤  經 、 止 擬 ，村 止  
規 、 縣 里  及 訂 及 廢  經 、及 
定 市  一之  區 * 村 止  縣 里 區  
行 、 市 設  域 經 、及 A 之 域  
之 區  ' -置 變 縣 里 區  市 設 樊  
。 '- 讖 、 更 ^ 之 域  一 S 更 

及 會廢  * 市 設 變  激 、 >
村 同止  依 一 S 更 會 廢 依  
、 S 及 法 議 、 ， 同 止 法  
里 後 區  律 會 廢 依  惹 及 律  
之 ，.域 規 . 同 止 法  後 區 規  
設 報 變  定 意 及 律  ，域 定

第
行 廢 、七 
之 止 市 條  
° 及 、 

區 區 省  
域 、 
變 及 縣  
更 村 2  
， ' 市 
依 里 一  

之 、 
律 設 郷  
規置一  
定 、鎮

二 一 審 未 李 院 縣 變 一 政 為 林 變 一 明 林  
言 、 、査 修 委 核 一 更 及 府 落 委 更 及 定 委  
權 委 維 « 正 興 備 市 * 村 職 實 負 键 村 縣 員  
。員 持 ： 。俊 。一 由 、權 地 濁 逛 ' 一 濁  

傅 現  毅 議 縣 里 ，方 水 規 里 市 水  
岫行  等 會 〜 之 明 自 等 定 之 ' - 等  
成 條  提 同 市 設 定 治 提 。股 、提 
聲 文  案 考：U 置 鄉 * 案 置 鄉 案  
明 。 ： 漢 : 政 、 一 堆 ： 、一 ： 
保 ，府 廢 廢 錤  
留 報 擬 止 、縣 止 、
院 請 r r及 市 一  及市  

行 • E 、市 E 、
發 政 經 域 區 一  域 區

二 一 審  
言 、 、査 位  
權 委 維 窨 ， 
。員 持 ：毋 

傅 現  稱 
唯 行  自 
成 條  治 
聲 文  監 
明 。 督 
保 機 
留 關 
院 。 
會 
發

討
四
三



討
四
四

第
八
條
省
政
府
、
縣

(
市

)
政
 

府

、
郷

(
鎮

'
市

)
公
所
所
在
 

地
之
變
更
，
由
省
政
府
、
縣

( 

市

)
政
府
'
鄉

(
鎮

、
市

)
公
 

所
提
請
各
該
省
議
會
、
縣

(
市
 

)
議
會
、
鄉

{

鎮

、
市

)
民
代
 

表
會
通
過
後*

報
請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備
査
=

新
設
省
政
府
、
縣

(
市

) 

政
府
、
鄉
S

、
市

)
公
所
所
 

在
地
之
擬
定
，
在
議
會
、
代
表
 

會
未
成
立
前
，
由
g

治

監

*

機

 

關
援
定
設
置
臨
時
辦
公
處
所
，
 

俟
議
會
或
代
表
會
成
立
後
依
前
 

項
規
定
辦
理
。

林
委
霣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八

條

縣

(
市

)
政
府
所
在
地
之
變
更
由
縣
{
市

)
政
府
提
請
 

縣

(
市

)
議
會
通
過
後
，
報
請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備
査
。

新
設
縣
(
市

)
政
府
所
在
地
之
擬
定
，
在
議
會
未
成
立
前
 

,
由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核
定
設
置
臨
時
辦
公
處
所
，
俟
m

會
成
立
 

後
依
前
項
規
定
辦
理
。

林
委
貝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八
條
省
政
府
、
縣

(
市

)
政
府
所
在
地
之
變
更
由
省
政
府
、 

縣

(
市

)
政
府
提
請
各
該
省
議
會
、
縣

(
市

)
議
會
通
過
後
’
 

報
請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備
査
。

新
設
縣
(
市

)
政
府
所
在
地
之
擬
訂
，
在
議
會
未
成
立
前
 

,
由
省
政
府
核
定
設
置
臨
時
辦
公
處
所
，
俟
議
會
成
立
後
依
前
 

項
規
定
辦
理
。

郷

(
鎮

、
市

、
區

)
公
所
所
在
地
之
擬
定
與
變
更
，
由
縣
 

(
市

)
政
府
提
請
各
該
縣
(
市

)
f

通
過
後
實
施
。

張
委
貝
後
宏
等
提
窠
：

第
八
條
省
政
府
、
縣

.(市

)
政
府
、
鄉

(
鎮

、
市

)
公
所
所
在
 

地
之
變
更
，
由
省
政
府
、
縣

(
市

)
政
府
提
請
各
該
省
栽
會
、 

縣

(
市

)
議
會
通
過
後
，
報
請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備
査
。

新
設
縣
(
市

)
政
府
、
鄉

(
錤

、
市

)
公
所
所
在
地
之
擬
 

定

，
在
議
會
未
成
立
前
，
由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核
定
設
置
臨
時
辦
 

公
處
所
，
俟
讅
會
成
立
後
依
前
項
規
定
辦
理
。

鄭
委
員
寶
淸
等
提
案
：

第
八
條
省
政
府
、縣
(市
)政
府
 

、
郷

(
鎮

、
市

)
公
所
所
在
地
之
 

變
更
，
由
省
政
府
、
縣

(
市

)
政
 

府

、
郷

(
鎮

、
市

)
公
所
提
請
各
 

該
省
議
會
、
縣

(
市

)
議
會
、
鄉
 

■
(

鎮

、
市

)
民
代
表
會
通
過
後*

 

報
請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備
査
。

新
設
省
政
府
、
縣
(市
)政
 

府

'
鄉

(
鎮

、
市

)
公
所
所
在
地
 

之
擬
定
，
在
議
會
、
代
表
會
未
成
 

立
前
，
由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核
定
設
 

置
臨
時
辦
公
處
所
，
俟
議
會
或
代
 

表
會
成
立
後
依
前
項
規
定
辦
理
。

林
委
M

VS

水
等
提
案
：

明
定
縣
(市
)政
府
所
在
地
之
變
更
 

程
序
及
新
設
縣
(市
)政
府
所
在
地
 

之
擬
定
方
式
。

林
委
負
濁
水
等
提
案
：

鄉
(
鎮
、
市
)無
鄉
(鎮
、
市
)
民
 

代
表
大
會
，郷
(
嫌
、
市
、
區
}
公
 

所
所
在
地
之
捩
定
與
變
更
，
由
縣

<

 

市
)政
府
提
請
各
賅
M

(
市
)嫌
會
 

通
過
後
實
施
。

李
委
H
俊
毅
等
提
案
：

省
政
府
、
縣
(
市
)政
府
、
鄉
(
錤
 

、
市
、
區
)
公
所
所
在
地
分
別
改
由

行

產

、縣
(
市
)鐾

、
縣
(市

)
政
府
決
定
之
。

謇
査
會
：

j

、
維
持
現
行
條
文
。

二
、
委
員
傅aft
成
聲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言
權
。



第
權 、 二

粗 一' 
義 鎮 省  
務 、 、 

市 縣

民 市
之 一

i 禁 i
* ^  *
伖 第 濁 第 漘  
宏 二 水 二 水  
等 章 等 荦 等  
提 提 提  
案 省 案 縣 案  
: 、 ： ^ :  

縣 市

市 民
— 乏
民 權  
之 利  
權 與  
利 義  
與 務  
義 
務

第 奎  第 
俟 * 政 後 八 奉 所 未  政 ， 八 
葶 由  府 • 條 員 • 成  府 經 條 
W 自 新 決 鄉 報 縣  後 俟 立 新 決 鄉 縣 縣  
成 治 設 定 一 請 一 省 》 举 前 設 定 ^ 一 〜 省  
立 監 躲 之 錤 苜 市 政 琴 答 ， 躲 之 鎮 市 市 政  
後 督 一 。 、 治 一 府 通 成 由 一 。 、 一 一 府  
依 機 市  市 監 政 所 案 立 省 市  市 _ 政 所  
本 關 一  、 督 府 在 ： 後 政 一  、 W 府 在  
條 報 政  區 機 所 地  依 府 政  區 同 所 地  
第 請 府  一 關 在 之  前 報 府  一 意 在 依  
二 行 所  公 轉 地 變  項 請 所  公 後 地 附  
項 政 在  所 行 之 更  規 行 在  所 ， 之 於  
規 院 地  所 政 變 》 定 政 地  所 報 變 中  
定 核 之  在 院 更 由  辦 院 之  在 請 更 央  
辦 定 擬  地 備 * 行 理 核 擬  地 省 • 政  
理 設 訂  之 査 由 政  。 定 tr 之 政 由 府  
。 置 * 變 = 縣 院  變 府 縣 所  

臨 在  更 一 決  設 在  更 送 一 在  
時 議  ， 市 定  置 縣  ， 行 市 地  
辦 會  由 一 之  臨 一  由 政  
公 未  躲 時 市  縣 院 政

所 立  市 決 公 議  市 査 擬  
， 前 一 定 處 會  一 。 訂

第
與 郷 二  
栽 ^ 荦  
務 鎮  

、 省 
市 、 
一 縣  
民 ^  
之 市  
權 一  
利 、

配 李 消 因 林  
合 委 • 應 委  
省 負 修 鄉 H
與 後 改 A 濁 
郷 毅 晕 鎮 水  
一 等 名 、 等 
鎮 提 。 市 提
、 案 ' - 案 
市 ： 法 ： 
— 人 
法 地 
人 位 
地 之 
位 取

討
四
五



討
四
六

市 民 、 籍 &  
— 、 市 走 條  
民 縣 ；r 省 i

市 政 縣 華
一 區 ^ 民  
民 域 市 國  
、 內 一 人  
鄉 者 、 民
- *  m  *
鎮 為 - 現 
、 省 鎮 設

第 垄  第 g  第 强  第 林  第 林  
為 九 * ， 九 赛 內 九 委 者 九 委 ， 九 委  
縣 條 員 為 條 貝 者 條 員 ，條 負 為 條 員  
-  傈 縣 ， ， 後 為  濁 縣  m  
市 中 毅 — 中 為 中 宏 省 中 水 ^ 中 水  
^ 華 等 市 華 等 省 華 等 民 華 等 市 華 等  
民 民 播 一 民 提 民 民 提 、 民 《 — 民 提  
。 國 案 民 國 案 、 國 案 縣 國 案 民 國 案  

人 ： 〇 國 ：縣 人 ： 一 人 ： 。 人 ： 
民 民 〜 民 市 民  民 
• * > »
設 現 一 現  民 設  現 
箱 設 民 設  〇 籍 設 
在 籍 》 箱 在 箱 
縣 於  在 省 在  
〜 縣 省  、 縣 
市 ""- 、 縣 A  
一 _ 市 縣 一 市 
行 一  一 市 一  
政 行  市 一 行  
區 政  一 行 政  
域 區 行 政  E  
內 城 政 區 域 
者 內 _ E  城 內 
_• . 者 域 內. 者

雲 I
員 貝

第 後 第 寶 第  
二 毅 二 清 二  
章 等 章 等 章  

提 提 
縣 案 縣 案 省

市 市 縣

民 之 市  
之 m  — 
楢 利 民
m  m  z
與 栽 權  
義 務 利 
務 與 

義 
務

第
〇 一 ^ " 在 九  

市 行 省 條  
w 政 、

民 匿 豚 中  
、域一■華 
鄉 內 市 民  
■"' 者 w 國 
錤 ， 、 人 
$ 為 鄉 民  

省 一 ， 
市 民 鎮 現

民 縣 市 箱

絹 T 規 、 委 刪 ： 地 、 委 有 定 T 內 以 、 委 
除 設 定 刪 貝 除 設 位 鄉 g 戶 ，所 為 現 明 貝  
條 籍 。 除 後 原 箱 。 一 涵 籍 於 謂 要 設 定 33 
文 係  省 g 條 係  鎮 水 者 縣 設 件 箱 縣 水
中 *  、 赛 文 鹰  、 等 。 ^ 籍 。，在 一 窄  
之 現  鄉 提 中 現  市 提  市 係  縣 市 S  
- ■行 ^ 窠 之 行  一 案  ' - 指 案 
現 存  鎮 ：一•存 巳 ： 行 依  市 民 ： 
■-續 、 現 績  無 政 戶  一之  
字 行  市 《- 行 自 區 籍  行 定  
。 為 一 字 為  治 城 法  政 義  

■ 民 。 ， 法 內 之 區 * 
爱 之  故 人  設 規 域 並

二 一 審 之  
言 、 、 査 取  
權 委 雄 會 消  
。 員 持 ： ， 

傅 男  修 
as n  正 
成 章  章

明 。 〇
保
留
院
會
發



第
K  四 三 二 一 ：鄉 十  

予 、 法 、 被 地 、 治 會 、 用 '  一 條  
之 其 請 對 決 方 對 法 p 對 之 釾  縝 
權 他 求 於 之 自 於 規 莉 於 權 於  、 省 
利 法 公 地 權 治 地 享 亊 地 。 地 市 民  
。 律 開 方 。 法 方 受 項 方  方 一 '  

及 之 政  規 自 之 * 敎 公 民 縣  
自 權 府  往 澄 權 有 育  共 之 一  
治 。 資 依 文  設 權 市  
法 訊 創 項  地 化  施 利 一  
規 有 制 有  方 、 有 如 民  
賦 依 、依 自社  使 下 、

第 張  第 林  第 林  
一 + 垂 五 四 三  二 一  + 赛 五 四 三  二 一  + 类 
、 族 負 、 、 、 權 、 、点 員 、 、 、 權 、 、 备 II 
對 俊 其 對 對 。 對 對  洧 其 對 對 。 對 對  濁 
於 省 宏 他 於 於  於 於 省 水 他 於 於  於 於 縣 水  
地 民 等 法 地 地  地 地 民 等 法 地 地  地 地 一 等 
方 、 提 律 方 方  方 方 、提 律 方 方  方 方 市 攩  
公 縣 案 及 政 自  敎 公 縣 案 及 政 自  敎 公 一 案  
共 自 府 治  育 共 一 ： 自 府 治  W 共 民 ： 
設 市  治 資 亊  文 設 市  治 資 寧  文 設 之  
施 一 法 訊 項  化 施 一 法 訊 項  化 施 權  
有 民  規 有 有  、 有 民  惠 有 有  、 有 利  
使 之  賦 依 依  社 使 之  驗 依 依  社 使 如  
用 權  f 法 法  會 用 權  f 法 法  會 用 下

if  i n s  s i s  l i :
。 下 利 公 創 亊 。 下 利 公 創 事 。

： 。 開 制 項 ： 。 開 制 項

權 複 有  權 複 有
。 決 依  。 决 依  

之 法  之 法  
櫳 享  權 享  
° 受 〇 受 

之 之

第

芄 四 三  二 一  ^ 十  
之 、請 、 行 、 。 輻 、 之 、 镇 條  
權 其 求 鲥 使 對 利 對 楢 對 、 
利 他 公 於 創 於 亊 於 。 於 市 省  
。 法 開 地 制 地 項 地 地 一 民  

律 名 方 、 方 ，方 方 民 '  
及 S 政 複 自  有 敎  公 之 縣  
自 。 府 決 治  依 育  共 權 A  
治 g 之 亊  法 文  設 利 市  
法 氛 權 項  享 化  施 如 U  
規 有 。 有 受 、 有 下 民  
賦 依 依 之 社  使 ： 、 
予 法 法 權 舍 用 鄉

二 一 審 規 刪 李 位 鄉 林 列 林  
新 、 、 査 舍 舍 委 。 舉 赛  
s 委 哇 會 〇 省 it 缜 I I 明 g  
明 員 條 ： 、俊 、灌 定 菊  
保 傅 修  鄉 毅  市 水 縣 水  
留 坻 正  一 等  一 夸 一 等  
院 成 如  錤 掸  己 9 市 提  
會 、 上 、 案 無 案 ^  *  
發 趙 。 市 ： 自 ： 民 ： 
首 永  一  治 之  
權 淸  民 功 權  
。 、 權 能 利  

陳 利 與 。
一 之 地

二 一  5
言 、 、 査 
權 委 維 會  
。- 員 持 ： 

傅 現  
诚 行  
成 條  
聲 文  
明 。
保
留
院
會
發

討
四
七



討
四
八

第
下 、十 
:鄉.一 

- 條  
鎮
、 省
市 民

之
義 市
務 一
如 民

第 林
— 十 委
、— 員 
遵 條 濁  
守 水 
自 縣 等  
治 一 提 
法 市 案  
規 一 ： 
之 民  
義 之  
務 義  
。 務 

如 
T

第 李  第 鄯
五 四 三  二 ----1 - 委 五 四 三  二 ----h 委 五 四 三  二
> > i-tM > 墨 、 、 、 B  、 、 、 > 4 ^、
其 對 對 。 對 對  後 其 對 對 。 對 對 ， 其 對 對 。 對 
它 於 於  於 於 縣 毅 它 於 於  於 於 縣 他 於 於  於 
法 地 地  地 地 一 等 法 地 地  地 地 一 等 法 地 地  地 
律 方 方  方 方 市 提 律 方 方  方 方 市 提 律 方 方  方 
及 政 自  敎 公 一 案 及 政 自  敎 公 一 案 及 政 自  敎 
自 府 治  育 共 民 ： 自 府 治  育 共 民 ： 自 府 治  育 
治 資 事  文 設 之  治 資 亊  文 設 之  治 資 事  文 
法 訊 項  化 施 權  法 訊 項  化 施 權  法 訊 項  化 
規 有 有  、有 利  規 有 有  、 有 利  規 有 有  、 
賦 依 依  社 使 如  賦 依 依  社 使 如  賦 依 依  社 
予 法 法  會 用 下  予 法 法  會 用 下  予 法 法  會 
之 請 行  瘦 之 ： 之 請 行  學 之 ： 之 腈 行  福 
權 求 使  # 權  權 求 使  莉 權  權 求 使  利 
利 公 釗  亊 。 利 公 創  事 《 利 公 創  亊 
^ 開 制 項  。 開 制 項  。 開 制 項  

之 ' * 之 ' • 之 ' * 
權 複 有  權 複 有  植 複 有  
。決 依  。決 依'  。 決 依  

之 法  之 法  之 法  
櫳 享  權 享 |  權 享  
。 受 。 受 。 受 

之 之 之

第
— 鄉 十

^  ^
守 、
自 市 省
治 一 民
法 民 、
規 之 縣
之 義 ^
義 務 市
務 如 一
。 卞 民

林 列 林
委 舉 委
奧 明 霣
濁 定 濁  
永 躲 水  
莫^ ' 莫
I m  S
3C — 案
: 民 ：

之
義
務



一
、
 

遵
守
自
治
法
規
之
義
務
。

二
、
 

繳
納
自
治
稅
捐
之
栽
務
。

三
、
 

其
他
法
律
及
自
治
法
規
所
 

課
之
義
務
。

二
、
 

繳
納
a

治
稅
捐
之
義
務
。

三
、
 
其
他
法
律
及
自
治
法
規
所
課
之
義

務

。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十
一
條
省
民
、
縣
(市
)民
之
義
務
如
下
.

一
、
 

遵
守
自
治
法
規
之
義
務
。

二
、
 

缴
納
自
治
稅
捐
之
義
務
。

三
、
 
其
他
法
律
及
自
治
法
規
所
課
之
義
務
=
 

張
委
貝
俊
宏
等
提
案
：

第
十
一
條
省
民
、縣
(市
)民
之
義
務
如
下
：

一
、
 

遵
守
自
治
法
規
之
義
務
D

二
、
 

繳
納
自
治
稅
捐
之
義
務
。

三
、
 
其
他
法
律
及
自
治
法
規
所
課
之
義
務
。 

鄭
委
M

U
清
等
提
案
：

第
十
一
條
縣
(市
)民
之
義
務
如
：卜
：
 

i

、
遵
守
自
治
法
規
之
義
務
。

二
、
 

檄
納
自
治
稅
捐
之
義
務=

三
、
 
其
它
法
律
及
自
治
法
規
所
課
之
義
務
。
 

李
委
貝
俊
毅
等
提
案
：

第
十
一
條
縣
(市
)民
之
義
務
如
下
：

一 
'
遵
守
自
治
法
規
之
義
務
。

二
、
繳
納
自
治
稅
捐
之
義
務
。

H

、
其
它
法
律
及
自
治
法
規
所
課
之
義
務
。

二
'
繳
納
自
治
稅
捐
之
義
務
。

三
、
其
他
法
律
及
自
治
法
規
所
課
 

之
義
務
。

郷

{

鎮

'
市

)
已
無
自
治
功
能
與
地
 

位

。

李
委
負
俊
毅
等
提
案
：

刪
除
省
、
鄉

(
鎮

、
市

)
民
義
務
之
 

規
定
。

審
査
睿
：

一
、
 

維
持
現
行
條
文
。

二
、
 

委
員
傅
眼
成
聲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言
權
。

討
四
九



討
五
〇

第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事 十  
、 、 、 、 、 事 、 、 、 、 實 、 电 二  省 省 省 省 省 業 省 省 省 省 施 省 ：條 

觀 公 財 交 水 = 農 衛 敎 地 事 公  
光 用 產 通 利  、 生 育 政 項 職  下 
亊 及 之 事 事  林 環 文 事 。 人 列 
業 公 經 業 業  、 保 化 項  員 各 
。 營 營 。 。 漁 事 害 。 選 款 

事 及  、 業 暴  舉 為  
業 處  牧 。 。 罷 省  
。 分 、 免 自  

° 碛 之 治

m

1

白
治
事
項

第 李
十 委
二 負
條 俊

毅

刪 提
除 苓

李 郞 林 林  
箜 委 箜 委 箜 委 箜 委  
■H I 具 貝 員 二 > 员 
章 俊 章 寶 章 濁 章 濁  

毅 清 水 水  
自 等 自 等 自 等 自 等  
治 提 治 提 治 提 治 提  
事 案 事 案 事 案 事 案  
項 ：項 ： 項 ： 項 ：

第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項 十  
、 ' 、 、 、 業 、 、 、 、 施 ' : 二  
省 省 省 省 省 。 省 省 省 省 事 省  條 
觀 公 財 交 水  農 衛 敎 地 項 公  
光 用 產 通 利  、 生 育 政 。 職 下 
事 及 之 亊 亊  林 灌 文 亊  人 列 
業 公 經 業 業  、 保 化 項  員 各 
。 營 營 。 。 漁 亊 亊 。 選 款 

事 及  、 業 業  舉 為  
業 處  牧 。 。 罷 省  
。 分 、 免 自  

。 礦 之 治  
事 實 事

m

白
治
事
項

二 一 審 取 李  
言 、 、 査 消 委  
權 委 維 會 省 員  
。 員 持 ： 之 後  

傅 現  法 毅  
lit行 人 等  
成 條  地 提  
聲文  位 案  
明 。 。 ： 
保 
留 
院 
會 
發

二 一 審  
言 ' ' 査  
權 委 照 窨  
。 員 案 ： 

傅 通  
通 過  
成 。
聲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ft,
 

t



十
一
、
省H

商
管
理
。

十
二
、
省
建
築
管
理
。

十
三
、
省
財
政
、
省
税
捐
及
省

*

。

十
四
、
省
銀
行
。

十
五
、
省
警
政
之
實
施
亊
項
。

十
六
、
省
戶
籍
登
記
及
管
理
事
 

項

。

十
七
、
省
國
民
住
宅
興
建
及
管
 

理
事
項
。

十
八
、
省
合
作
事
業C

十
九
、
省
公
益
慈
善
事
業
與
社
 

會
救
助
及
災
害
防
救
亊
項
。

二
十
、
省
人
民
團
嫌
之
輔
導
亊
 

項

。

二
十
7

省
國
民
就
業
服
務
事
 

項〇

二
十
二
、
省
勞H

行
政
事
項
。
 

二

±

一
一
'
省

社

會

霸

事

項

。

二
十
四
、
省
文
化
資
產
之
保
存
 

事
項
。

二
十
五
、
省
禮
儀
民
俗
及
文
獻
 

亊
項
。

十

一

、
省H

商
管
理
。

十
二
、
省
建
築
管
理
。

十
三
、
省
財
政
、
省
稅
捐
及
省
《

o

十
四
、
省
銀
行
。

十
五
、
省
警
政
之
實
施
亊
項
。
 

十
六
、
省
戶
箱
登
記
及
管
理
事
項

o

十
七
、
省
國
民
住
宅
興
建
及
管
理
 

•
項

0

十
八
、
省
合
作
i

 

C  

十九、省
公
益
與
社
會
 

救
助
及
災
杳
防
救
事
項
。

二
十
、
省
人
民
團
體
之
輔
導
事
項

°
二
十
一
、
省
國
民
就
業
服
務
亊
項

o

二

士
r

省
勞
X

行
致
事
項
。
 

二
土
二
、
省
社
會
輻
利
亊
項
。
 

二
十
四
、
省
文
化
資
產
之
保
存
亊
 

項

。

二
十
五
、
省
禮
儀
民
俗
及
文
獻
事
 

項

。

討
五



討
五
二

第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 - 十 
、 業 、 處 、 、 、 牧 、 、 、 、 罷 、 自 三  
縣 。 縣 分 縣 縣 縣 、 縣 縣 縣 縣 免 縣 治 條

市 市 市 市 市 事 市 市 寊 市 項 下  
一  — ■ 業 U 衛 敎 ' ^ 施 一 ： 列 
觀 公 財 交 水 。 典 生 育 地 事 公  各 
光 用 產 通 利  、 環 文 政 項 職  款 
事 及 之 事 事  林 保 化 事 。 人 為 
業 公 經 業 業  、 事 事 項  員 縣 
。 營 營 。 。 漁 業 業 。 選 6  

事 及  、 。 。  市

事 平 之 卩 平 ；
項 八 事 ^ 七 六  

O 、 業 上  N >

其 。 胃 與 省

依 ， 他 聞  
法 m 省 事  
律 S 、 業 
賦 u 直 。 
予 合 轄  
之 辦 市

第 林
土 士 十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士 委

縣 縣 縣 一 〜 一 區 一  水 
〜 、 一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域 市 下 赛  
市 市 市 一 一 ' 一 ' ~ • 龜 一 列 掩  

一 公 財 交 水 農 衛 敎 地 公 整 自 各 案  
建 工 觀 用 產 通 利 、 生 育 政 職 。 治 款 ： 
築 商 光 及 之 事 亊 林 環 文 事 人  規 為  
管 管 事 公 經 業 業 、 保 化 項 員  劃 縣  
理 理 業 營 營 。 。 漁 事 事 。 選 、 -'
。 ° d 事 及  、 業 業  舉 郷 市  

業 處  牧 。 。 罷 ^  — 
。 分 、 免 鎮 自  

。 磺  之 、 治 
事 實 市 事  
業 施 、 項 
。 事 區 ：

項 一- 
° 指 

導 
監

1

第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自 十  
 ̂ 分 '  ' ' 、 、 、 ^ ' 免  ' 治 三  

m 縣 。 縣 縣 縣 礦 縣 縣 縣 縣 之 縣 事 條
y- ~ ^

市 市 市 市 市 業 市 市 市 市 施 市 ： 下
Q  ' w **1 » • _ ^ 歹  | J  

觀 公 財 交 水  農 衛 敎 地 項 公  各 
光 用 產 通 利  、 生 育 政 。 職 款 
事 及 之 奎 ^  林 環 文 亊  人 為 
業 公 經 m 蓋  、 保 化 項  員 縣 

。  營 營 。 。 漁 事 事 。 選 〜  

事 及  、 業 業  舉 市  
業 處  牧 。 。 厢 一

項 平 事 不 平  
。 八 業 早 七 六

I  ° 籮 “ i
他 也 甘 新

依 竺 s 聞 
法 g  $ 事 
律 z 省 業  

賦 二 二 。 
予 合 直  
之 辦 轄  
事 之 市

二 一 審 取 爰 李 市 査 市 定 為 林 列 一 爰 林  
、 、 查 消 將 委 一 以 、 縣 落 委 縣 市 參 委  
委 維 會 ， 第 貝 之 及 區 ^ 實 員 〜 一 考 員  
員 持 ： 以 二 俊 自 縣 一 市 以 濁 市 政 縣 濁  
傅 現  配 十 毅 治 一 指 一 縣 水 一 府 一 水  
眼 行  合 八 等 事 市 導 自 為 等 自 職 市 等  
成 條  修 款 提 項 一 監 治 主 提 治 權 ' - 提  
聲 文  法 1 案 。 警 督 規 之 案 事 增 現 案  
明 ° 。 省 ： 政 、 劃 地 ： 項 強 制 ： 
保 法 事 行 、 方 。 之 ，
留 規 項 政 鄉 自  所 並  
院 ^  為 區 一 治  需 衡  
會 等 縣 域 錤 * * 量 
發 字 一 調 、 增 明 縣

、

 

、

 

％



卜

d
、
縣

：

市

r

丄
商
管
理
。

t
二

、
縣

(

IH
)
建
築
竹
理
。

上

"
、
縣

(
市

)
財

政

'
縣

■;

 

市

)
稅
捐
及

M
(
市

)-
3

。

卜

£

、
M
(
市

)
銀

行

。

十

五

、
縣

{
市

)
警
衛
之
寘
施

 

亊

屯

。

卜

六

、
縣

(
冇

)
戶
銪
登
記
及

 

奸

理

!lf
項

。

十

七

、
縣

(
市

)
國

K
仆
宅
興

 

建
及

狞

理
事
項
。

卜

八

、

M

t
lh-
::介
作
市
業
。

十

九

、
縣

(
市

)
公
益
慈
善
肀

 

業
與
社
舍
救
助
及
災
古
防
救

 

事

項

。

二

卜

、
縣

(
市

)
人
民
園
體
之

 

輔

導

韦

項

。

二
十
一
、
縣

(
市
i

K

就
業
 

服
務
事
項
。

1

-|:
二

、
縣

(
市

)
勞

H

行
政

 

車

項

。

M

十

三

、
縣

(
市

)
社
會
一

i

利
 

車

項

=

卜
一
:t-

/L:
丨
六
 

i-
七
 

十
八
 

十
九項

=

一
十
一

縣

{

市

；
財

政

、

M
(
市

)
税

柏

及

縣

(

[(]■
) g

。

縣

(

rh-
)
銀

行

。

縣

(
市

)
轚

政

、
餐
衛
之
寊
施
事
項
。

縣

(
市

)
戶
籍
登
記
及
竹
埋
事
項
。

縣

{

市

)
國
民
住
宅
興
建
及
赀
评
-卓

項

。

縣

(
市

)
合
作
事
栗=

縣

(
市

)
公
益
慈
善
事
龙
與
社
會
救
助
及
災
害
防
救
事

縣

{

市

)
人
民

阐

體
之
輔

禅

事
項

=

一
十
二
、
縣

(
市

)
國
斑
就

芜

服
務
車
項
。

4十

*.
、
縣

(
市

)
勞
工
行
政
車
項
。

一
十
四
、
縣

(
市

)
社
會
福
利
市
項
。

一
十
/!
、
縣

(
市

)
文
化
資
產
之
保
存
事
項
。

二

十
六
、
縣

{.市

)
禮
儀
民
俗
及
文
獻

of
項

。

十

七

、
縣

(
市

)
新
聞
事
業
。

二

十
八
、
與
其
他

R
級
地
方
政
府
介
辦
之
事
某
。

二

十
九
、
其
他
依
法
律
賦
予
之
事
項
。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十

三

條

K
列
各

款

為

縣

(

[-B
.;:
;
□

治

事

項

：

一
、
 

縣

{

市

)
0
治

規

劃

'

郷

{
3

、
市

、
區

)
£
導
監
@
及
 

行
政
區
域
調
整
。

二

、
 

M --
( 
m
 )
公
職
人

M
選
舉
罷
免
之
寊
施
事
項
。

1一一、
縣

〈
市

)
地

政

事

項

。

t

、
縣

(
市

；
I:
隨
背
理
。 

f
「

、
縣

(
市

：
迚
笼
竹
现

 

t

v

m(
市

)
財

政

、
m

(
th
 

)
稅
捐
及
縣
(
市

：-
沾

。

『
I

、

縣

(
市

)
銀

行

。 

f
7 £
、
鯀

{

市

)
赘

衛
之
實
施
帘

 

項

=

十

六

、
縣

(
市

)
戶
鍩
登
記
及
竹

 

理

韦
項
。

卜

七

、
縣

；
市

)
國

K
住
宅
興
建

 

及
管
理
事
項
。

十

八

、
縣

(
市

：
合
作
車
茱
。 

十

九

、
縣

(
市

)
公
益
慈
善

rv
茱

與
社
會
救
助
及
災
宵
防
救
亨
項

 

0

二

V

M
(
市

X

民
團
體
之
輔

 

導

亊

項

。

二
十
一
、
縣

(

rff
)
國

M
就
業
服

 

務

亊

項

。

二
卜
1

T

M
(
市

：
勞
工
行
政

审

 

項

0

1
;

卜

三

、
縣

(
市

)
社
合
福
利
事

 

項

。



討
五
四

二
十
四
、
縣

(
市

)
文
化
資
產
 

之
保
存
事
項
。

二
十
五
、
縣

(
市

)
禮
儀
民
俗
 

及
文
獻
事
項
。

二
±
<
、
縣

(
市

)
新
聞
事
業

o

二
十
七
、
與
其
他
縣
(
市

)
合
 

辦
之
事
業
。

二
十
八
、
其
他
依
法
律
及
省
法
 

規
賦
予
之
事
項
。

四
、
 

縣
(

市
)

敎
育
文
化
事
業
。

五
、
 

縣
(

市
)
衛
生
環
保
事
業
。

六
、
 

縣
(

市
i

、
林

'

漁
、
牧
'
硬
事
業
。

七
、
 

縣
(

市
)

水
利
事
業

=

八
、
 

縣
(

市
)

交
通
事
業
。

九
、
 

縣
(

市
)

財
產
之
經
營
及
處
分
。

十
、
縣

(

市
)

公
用
及
公
營
事
業
。

十
一
、
縣

(

市
)

覩
光
事
業
。

十
二
、
縣

(

市
)H

商
管
理
。

十
三
、
縣

(

市
)

建
築
管
理
。

十
四
、
縣

(

市
)

財
政
、
縣

(

市
)
税
捐
及
縣

(

市
5

。 

十
五
、
縣

(

市
)

銀
行
。

十
六
、
縣

(

市
)

警
政

、

*

衛
之
實
施
事
項
。

十
七
、
縣

(

市
)
戶
籍
登
記
及
管
理
事
項〇

 

十
八
、
縣

(

市
)

國
民
住
宅
興
建
及
管
理
事
項
。

十
九
、
縣

{

市：一

合
作
事
業
。

二
十
、
縣

(

市
)
公
益
慈
善
事
業
與
社
會
救
助
及
災
窖
防
救
事
 

項
。

二
十
一
、
縣

(

市
)

人
民
團
饉
之
輔
導
事
項
。

二
十
二
、
縣

(

市
〕
國
民
就
業
服
務
事
項
。

二
十
一

1
- ; *

縣
(

市
)

勞H

行
政
事
項
。

二
十
四
、
縣

(

市
)

社
會
福
利
事
項
。

二
十
五
、
縣

(

市
)

文
化
資
產
之
保
存
事
項
。

二
十
四
、
縣

(
市

)
文
化
資
產
之
 

保
存
事
項
。

二
十
五
、
縣

{

市

)
禮
儀
民
俗
及
 

文
獻
事
項
。

二
十
六
、
縣

(
市

)
新
聞
事
業
。
 

二
十
七
、
與
其
他
縣
(
市

)
合
辦
 

之
事
業
。

二
十
八
、
其
他
依
法
律
及
省
法
規
 

賦
予
之
事
項
。



二
十
六
、
M

(
市
i

儀
民
俗
及
文
S

項

。

二
十
七
、
縣

(
市

)
新
M

亊
業
。

二
十
八
、
與
其
他
縣
(
市

)
合
辦
之
亊
菜
。

二
十
九
、
其
他
依
法
律
及
省
法
規
陚
予
之
亊
項
。

—

員
寶
消
等
提
案
：

第

士

一

條

縣
s

i

治
事
項
如
了

一

、
指
揮
監
督
鄉
(
鎮

、
市

、
區

)
之
行
政
S

。

一
一
、
縣

(
市

)
公
嗛
人
S

舉
两
免
之
實
施
亊
項
。

三
、
 

縣

(
市

)
地
政
亊
項
。

四
、
 

縣

(
市

)
敎
育
文
化
事
業
。

五

、
 

躲

(
市

)
衛
生
環
保
事
莱
。

六
、
 

絲

(
市

)
農

、
林

、
漁

、
牧

、
嫌

蠢

。

七
、
 

縣

(
市

)
水

利

蠢

。

八
、
 

縣

(
市

)
交
通
i

。

九

、
 

縣

(
市

)
財
產
之
經
營
與
處
分
。

十

、
縣

(
市

)
公
用
及
公
營
亊
菜
。

十

一

、
縣

{
市

)
觀

光

蠢

。

十
一
T

縣

(
市

)
工
商
管
理
。

十
三
、
縣

(
市

)
建
築
管
理
。
■

十
四
、
縣

(
市

)
財
政
、
縣

(
市

)
稅
捐
及
縣
(
市

)
债

。

十
五
、
縣

(
市

)
銀
行
。

十
六
、
躲

(
市

)
警
政
、
警
術
之
實
施
事
項
。

十
七
、
縣

(
市

)
戶
籍
登
記
及
管
理
亊
項
。

討
五
五



十
八
、
縣

(
市

)
國
民
住
宅
興
建
及
管
理
事
項
。

十
九
、
縣

(
市

)
合
作
亊
業
。

二
十
、
縣

(
市

)
公
益
慈
善
事
業
與
社
會
救
助
及
災
害
防
救
事
 

項

。

二
十j

、
縣

(
市

)
人
民
團
艚
之
輔
導
事
項
。

二
十
二
、
縣

(
市

)
保
蹕
國
民
就
業
服
務
亊
項
。

二
土
一1

'

縣

(
市

)
勞
工
行
政
亊
項
。

二
十
四
、
縣

(
市

)
社
會
福
利
事
項
。

一 一
十
五
、
縣

(
市

)
文
化
資
產
之
保
存
事
項
。

二
土

C

、
縣

(
市

)
轤
儀
民
俗
及
文
獻
事
項
。

二
十
七
、
縣

(
市

)
新
聞
亊
業
。

二
十
八
、
與
其
它
縣
(
市

)
合
辦
之
事
業
。

二
十
九
、
其
他
依
法
律
賦
予
之
亊
項
=

李
委
負
俊
毅
等
提
案
：

第
十
三
條
下
列
各
款
為
縣
(
市

)
自
治
亊
項
：

1

、
縣

(
市

)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之
寅
施
事
項
。

二
'
縣

(
市

)
地
政
事
項
。

三

、
 

縣

(
市

)
敎
育
文
化
事
業
。

四
、
 

駱

(
市

)
衛
生
環
保
亊
業
。

五
、
 
縣
(市
)

典
、
林

、
漁

、
牧

、
嫌
事
業
。

六

、
 

縣

(
市

)
水
利
事
業
。

七

、
 

縣

(
市

)
交
通
事
業
。

八
、
 

縣

(
市

)
財
產
之
經
營
及
處
分
。



九

、
縣

(
rti

)
公
用
及
公
營
事
業
。
 

t

縣

(
市

)
観
光
事
業〇

 

十

：
、
縣

(
市

王

商

管

理

。

十
二
、
縣

(
市

)
建
築
管
理
=

土

r

m

(
市

)
財
政
、
縣

(
市

)
税
捐
及
縣
(
市

)
憤

。
 

十
四
、
縣

(
市

)
銀
行
。

十
艽
、
縣

(
市

)
養
衛
之
實
施
事
項
。

.十
六
、
縣

(
市

)
戶
籍
登
記
及
管
理
事
項
。

十
七
、
縣

(
市

)
國
民
住
宅
興
建
及
管
理
事
項
。

十
八
、
縣

(
市

)
合
作
亊
業
。

十
九
、
縣

(
市

)
公
益
慈
善
事
業
與
社
舍
救
助
及
災
害
防
救
亊
 

項

。

二
十
、
縣

(
市

)
人
民
團
體
之
輔
導
事
項
。

二
十
一
、
縣

(
市

)
國
民
就
業
服
務
事
項
。

二
十
二
、
縣

(
市

)
勞H

行
政
事
項
。

二
十
三
、
縣

(
市

)
社
會
福
利
事
項
。

二
十
四
、
縣

(
市

)
文
化
資
產
之
保
存
事
項
。

二
十
五
、
縣

(
市

)
禮
儀
民
俗
及
文
獻
事
項
。

二
十
六
、
縣

(
市

)
新
聞
事
業
。

二
十
七
、
與
其
他
縣
(
市

)
合
辦
之
事
萊
。

二
十
八
、
其
他
依
法
体
陚
予
之
事
項
。



討
五
八

第
十
四
條
下
列
各
款
為
鄉
(
鎮
 

、
市

)
自
治
事
項
：
 

i

、
鄉

(
鎮

、
市

)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之
實
施
事
項
A 

一

 !
、
鄉

(
鎮

、
市

)
敎
育
文
化
 

事
業
。

三
、
 

鄉

(
鎮

、
市

)
衛
生
瓖
保
 

事
業
。

四
、
 

鄉

<
鎮

、
市

)
農

、
林

' 

漁

、
牧
 '
礦
事
業。

五
、
 

郷
(鎮

、
市
)
水
利
事
業
。

六

、
 

郷
(鎮

、
市
)交
通
事
業
。

七

、
 

鄉

(
鎮

、
市

)
財
產
之
經
 

營
及
處
分
=

八
、
 

郷

(
鎮

、
市

)
公
用
及
公
 

營
事
業
。

九

、
 

鄉
(鎮

、
市
)觀
光
事
業
。
 

十

、
鄉

(
鎮

、.市

)
財
政
及
税

捐
事
項
。

十

一

、
鄉

(
鎮
 '
市

M

口
作
事
 

業

。

士

 T

鄉

(
鎮

、
市

)
公
益
慈
 

善
亊
業
與
社
會
救
助
及
災
害

林
委
«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十
四
條
(删
除
) 

張
委
員
俊
宏
等
提
案
：
 

第
十
四
條
(刪
除
) 

李
委
員
俊
毅
等
提
案
：

第
十
四
條
(刪
除
)

第
十
四
條
下

S

歉

蠢

{

鎮

、
 

市

)
自
治
事
項
：

1

、
鄉

(
鎮

'
市

)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之
寅
施
亊
項
。

二
、
鄉

(
鎮

、
市

)
敎
育
文
化
亊
 

業

。

，

一一一、
鄉

(
鎮

、
市
‘)
衛
生
瓌
保
亊

四
、
 

鄉

(
鎮

、
市

)
農

、
林

、
漁
 

、
牧

、
礦
亊
業
。

五
、
 

鄉
S

、
市

)
水
利
事
業
。

六
、
 

鄉

(
鎮

、
市

)
交
通
亊
業
。

七

、
 

鄉

(
錤

、
市

)
財
產
之
經
營
 

及
處
分
。

八
、
 

鄉

{

錤

、
市

)
公
用
及
公
營
 

亊
業
。

九

、
 

鄉
S

、
市

)ST

光
亊
業
。
 

十

、
郷

(
鎮

、
市

)
財
政
及
稅
捐

亊
項
。

十

一

、
鄉

(
鎮

、
市

)
合
作
事
業

°

十
二
、
鄉

(
鎮

、
市

)
公
益
慈
善
 

亊
業
與
社
會
救
助
及
災
害
防
救

林
委
M

K
水
等
提
案
：

鄉

(
鎮

、
市

)
自
治
地
位
取
消
，
故
 

本
條
■
除

。

李
委
負
俊
毅
等
提
案
：

取
消
鄉
(
鎮

、
市

)
之
法
人
地
位
。
 

審
査
會
：

1

、
維
持
現
行
條
文
=

二
、
委
員
傅
I I

成
聲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言
權
。



i

 

,

m
之 争 卜  
。 满 五  

時 條

*  m
立 於
法 卣
院 治
院 事
會 項
議 遇
決 有

.卜 卜 十- i.
及 六 合 k 俗 r a 利 一 ：防 
縣 、 辦 、 及 、 节 、 救 
規 其 之 與 文 郷 項 鄉 务  
葶 他 事 扰 獻 。 ' 項 

賦 依 業 他 事 祺  m  - 
子 法 。 郷 項 、 、 
之 律  -' ° Tti [f-y 
事 、 鎮
項 省  、 禮 杜 
。 法 市 邊 ■ 备  

規 、 民 .福

第 李  第 鄭 第 林 第 林
之 十 委 之 十 委 十 委 十 委  
〇 5 T _  〇 B  右 B  &

m  §  ^  S  «  S  ^  S
毅 清 水 水

對 等  對 等 對 等 對 等  

於 提  於 提 於 提 於 提  
自 案  自 案 自 案 自 案
治 ： 治 ： 治 ： 治 ： 
事 事 亊 事  
項 項 項 項  
遇 遇 遇 遇  
有 有 柯 有  
节 爭 肀 爭

m  m  m  m
時 時 時 時 
» > > *

由 E：h 丨y 由 
立 立 司 -]
法 法 法 法 
院 院 院 院  
院 院 解 解  
會 會 釋 釋  
m  議 之 之  
決 決 。 。

第 
議 十  
時 亚  
， 條 
由
立 對  
法 於  
院 自  
院 治  
會 事  
議 項  
決 遇  
之 有  
。 爭

卄 I卜 _|- 计- 

縣 六 辦 五 及 事 三 事  
規 、 之 、 文 ' 項 、 項 
章 其 事 與 獻 鄉 。 鄉 。 

陚 他 業 其 事 -、
子 依 。 他 項 鎮  鎮 
之 法  郷 。 、 、 
事 律  市 rh 
虔 " 鎮 一 … 
。 省 、 禮 社  

法 市 儀 會 
規 一 民 福 
及 合 俗  利

二 一 審 未 李 央 院 將 林 明 林  
發 、 、 查 修 委 介 解 自 娄 定 委  
言 委 維 會 正 貝 入 釋 治 員 自 _ 員  
權 負 持 ： 。 俊 太 ， 事 'S 治 濁  
。 爲 現  毅 深 以 項 水 事 水

^ 條  提 客 議 提 爭 提  
監 文  案 覼 之 案 議 案  
*  - ： 公 解 ： 之 ： 
^  正 決 解  
保 ， ▲ 決 
留 避 由 方  
院 免 司 式

討
五
九



討
六
〇

第

十

六

條

省

、
縣

'
市

、
鄉
 

(
鎮

、
市

)
與
其
他
省

.
Ily
 

、
縣

{

市

)
、
郷

.：
鎮

、
市

) 

合
辦
之
事
業
，
經
有
關
省
一
市

 

)
議

會

、
縣

；
市

；

議

會

'
鄉
 

(
鎮

、
市

)
民
代
表
會
通
過
後

 

*

得
設
組
織
經
營
之
。

前
項
合
辦
事
業
渉
及
省
( 

市

)
議

會

、
縣

.
(
市

)
謙

會

、 

郷

(
鎮

、
市

)
民
代
表
會
職
褙

 

事
項
者
，
得
由
有
關
省
(
市

)

議

會

、
縣

(
市

馨

、
鄉
一：

鎮

、
市

)
民
代
表
會
約
定
之
饿

 

會
或
代
表
會
決
定
之
。

林
委

M
濁
水
等
提
案
：

笫

十

四

條

縣

■、
市

■
與
其
他
同
級
地
方
政
府
合
辦
之
事
業
，
經
 

該
地
方
政
府
立
法
機
關
通
過
後
，
得
設
組
織
經
營
之
。

前
項
合
辦
亊
業
涉
及
該
地
方
政
府
立
法
機
關
職
權
亊
項
者
 

,
得
由
有
關
立
法
機
關
約
定
之
議
會
決
定
之
。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十
六
條
省
(市

一

、
M

(
市

)
與
其
他
省C

市
)
、縣
(市
 

)
合
辦
之
亊
業
，
經
有
關
省
(
市

)
議
會
、
縣

(
市

)
議
會
通
 

過
後
，
得
設
組
織
經
營
之
。

前
項
合
辦
亊
業
涉
及
省
(
市

)
議
會
、
縣

(
市

)
議
會
職
 

權
事
項
者
-
得
由
有
關
省
(
市

)
議
會
、
縣

(
市

)
議
會
約
定
 

之
議
會
決
定
之
。

張
委

M
後
宏
等
提
案
：

第
十
六
條
省
、縣
(市
)與
其
他
省
(市
)
、縣

{

市
)合
辦
 

之
事
業
，
經
有
關
省{

市

)
議
會
，
縣

(
市

)
議
會
通
過
後*

■
得
設
組
織
經
營
之
。

前
項
合
辦
事
業
涉
及
省{

市

)
議
會
、
縣

(
市

)
議
金
職
 

權
事
項
者
，
得
由
有
關
省
(
市

)
議
會
、
縣

(
市

)
議
會
約
定
 

之
議
會
決
定
之
。

鄯
委
員
寶
清
等
提
案
：

第

h
四

條

縣

『
市

._政
府
與
其
它
同
級
地
方
政
府
合
辦
之
事
業

 
*

經
相
關
地
方
立
法
機
關
通
過
後
，
得
設
組
織
經
營
之
。

前
項
合
辦
事
業
涉
及
相
關
地
方
立
法
機
關
職
權
事
項
者
-

第
十
六
條
省
、縣

f

市

了

鄉

f

 

鎮

、.市

)
與
其
他
省
：.
m
,
.
、
縣

 

(市
)
、

郷

(鎮
、市
)合
辦
之
 

事

業

，
經
有
關
省{

市

)
議

會

、 

縣

(
市

)
議

會

、
鄉
一
■
鎮

、
市

；

 

民
代
表
會
通
過
後
*
得
設
組
織
經

 

營

之

。前
項
合
辦
事
業
涉
及
省f

市
 

)
議

會

、
縣

{

市

)
S

、
鄉

( 

鎮
、
市

)
民
代
表
會
職
榷
事
項
者

 

，
得
由
有
關
省
「
市

)
議

會

、
縣

 

(市
)議
會
、鄉

5

、市
)民
 

代
表
會
約
定
之
議
會
或
代
表
會
決

 

定

之

。

林
娄
負
薄
水
等
提
案
：

一
、
 

為
推
動
縣
(
市

)
與
其
他
同
趿
 

地
方
政
府
合
辦
之
亊
業
，
明
定
得
 

設
必
要
之
祖
繳
經
營
。

二
、
 

明
定
合
辦
事
業
有
涉
及
兩
個
以
 

上
地
方
政
府
立
法
機
關
職
權
事
項
 

時

，
依
約
定
之
方
式
行
使
之
。

林
委
貝
濁
水
等
提
案
：

鄉

(
錤

、
市

)
自
治
地
位
e

取
消
。

李
委
貝
俊
毅
等
提
案：

一
、
取
消
省
及
鄉
(
錤

、
市

)
之
法
 

人
地
位
。

二
'
現
行
條
文
第
二
項
刪
除
。

審
查
睿
■-

一
、
 

維
持
現
行
條
文
。

二
、
 

委
員
傅
III

成
聲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言
權
。



第
鎮 - 
、 市 節  
市
一 議 省  
民 會 議  
代 、會
表 鄉 、 
會 - ' 縣

第
四
章

白
治
組
ifiji
酿

李 鄭  張 林 林  
委 委  委 委 委  
員 員  員 負 員

*î r 4qfir <ttr *T*r Ijĉ ：

m s S ^ S ^ S ^ S s h I

縣 ：縣 ：省 ：省 ：鯀 ：
广- 、 議 M
市 市 會 會  市

谦 逋  縣 縣 議  
會 秦 一 -、 會 

市 市

m  谦
#  會

李 鄭  張 林 林  
委 委  委 委 委  
g  g  g  g

第 俊 第 裒 第 俊 第 濁 第 濁  
四 毅 四 淸 四 宏 四 水 四 水  
章 等 章 等 章 等 章 等 章 等  

提 提  提 提 提  
0 案 自 某 自 案 自 案 自 案  
治 ：治 ：治 ： 治 ：治 ： 
組 組  組 組 組
«jtL yai' Mjh «ib «wim  職 織 概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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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過 

成 。
聲.
明
保
留
院
會



討

六

1

第

—
V

條

省

議

0

、

m
(
市

) 

議

會

“

、
市

)
民
代
表

 

會
由
省
民
、
縣

(
市

)
民

、
鄉
 

(
鎮

、
市

)
民
依
法
選
舉
省
議

 

員

、
縣

(
市

)
議

員

、
鄉

{
鎮
 

、
市

)
民
代
表
組
織
之
。
省
議

 

員

、
縣

(
市

)
議

員

、
鄉

(
鎮
 

、
市

)
民
代
表
任
期
均
為
四
年

 

>
連
選
得
連
任
。

省
議
員
、
縣

(
市

)
議
員
 

、
鄉

(
鎮

、
市

)
民
代
表
名
額
 

除
依
下
列
規
定
外
，
並
參
酌
各
 

該
省
、
縣
S

)
、
鄉

(
鎮

、 

市

)
財
政
、
區
域
狀
況
，
於
省
 

議
噙
組
織
規
程
、
縣

(
市

)
議
 

會

'
鄉

(
鎮

、
市

m

代
表
會
 

組
織
規
程
準
則
定
之
：

一
、
省
議
員
總
額
不
得
超
過
七
 

十
九
人
；
毎
一
M

(市
)最

 

少
一
人
，
最
多
不
得
超
過
十
 

二
人
。

林
委
8
渴
水
等
提
案
：

第
十
五
條
縣
-市
議
會
由
縣
；市

}

民
依
法
選
舉
縣
{市
) 

議
員
組
織
之
。
縣

；'
市

：-
遘
員
任
期
四
年
*
連
選
得
連
任
=
縣
 

(

IfJ
i.議
員
總
頟
，
縣

.'市

：-
人

U
在
一
萬
人
以
下
者*

不
得

 

超
過
十
一
人
.，人

L-J
在

' .十
萬
人
以
.卜
者
，
不
得
超
過
十
九
人

.

.，人
口
在
四
十
萬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一
11
-t-
三
人
；
人
口
在
 

八
十
萬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四
十
三
人
；
人
口
在
一
百
六
十
 

萬
人
以
y

者

-
不
得
超
過
五
十
七
人
：
最
多
不
得
超
過
六
十
五
 

人

。
其
名
額
並
應
參
酌
各
縣
(
市

)
財
政
、
區
域
狀
況
，
於
縣
 

(
市

：
議
會
組
織
規
裎
定
之

縣

(
市

；
有
平
地
原
住
民
人
n

在
一
千
五
百
人
以
上
者
， 

於
前
項
總
額
應
有
平
地
原
住
民
選
出
之
縣
(
市

)
議
員
名
額
=
 

有
山
地
鄉
者
，
應
有
山
地
原
住
民
選
出
之
縣
議
員
名
額
。

各
選
舉
區
選
出
之
縣
-
市

)
議
員
名
額
在
五
人
以
上
者
， 

應
有
婦
女
當
選
名
額
。

縣

(
市

)
選
出
之
山
地
原
住
民
'
平
地
原
住
民
名
額
在
五
 

人
以
h

者

，
應
有
婦
女
當
選
名
額
。

依
第
一
項
選
出
之
縣f

市

)
議
員
，
應
於
上
届
任
期
屆
滿
 

之
日
就
職
。

林
委
貝
濁
水
等
提
寞
：

第

f

七

條

吝

議

會

、
縣

：

ltl
;
.謙
 

會

、
郷

 >:

鎮

、
市

：.a

{代
表
大
舍

 

由

省

民

、
縣

(
市

：：-

拔

、
郷

鎮

 

、
市

1
民
依
法
選
舉
省
議
員
、
縣
 

(
市

)
議

員

、

郷

(
鎮

、
市

)
民
 

代
表
組
檝
之
。
省

議
員
、
縣

(
市
 

)
議

員

、
鄉

鎮

、
市

)
民
代
表

 

任
期
均
為
四
年
，
連
選
得
連
任
。

省
議
員
、縣
(市
)議
員
、 

郷

(
鎮

、
市

)
民
代
表
名
額
除
依

 

下
列
規
定
外
，
並
參
酌
务
該
省
、 

縣
(市
)
、鄉
(鎮
、市
；財
政
 

、
區
域
狀
況
，
於
省
議
會
組
織
規

 

程
、縣
(市
)響

、

郷

(鎮
、 

市

)
民
代
表
會
組
織
規
程
準
則
定

 

之
：

1
、
省
議
員
總
額
不
得
超
過
七
十

 

九
人
；
每
一
縣
(
市

)
最
少
一
 

人

-
最
多
不
得
超
過
十
二
人
。
 

二
、縣
(市
)議
員
總
額
，縣
(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提
案
：

一
、
 

本
條
第
一
項
明
定
縣
(市
)議
 

會
之
組
織
，
議
員
之
產
生
方
式
及

 

任

期

。

二

、
 

為
因
地
制
宜
及
貫
撤
地
方
自
治

 

精

神

，
規
定

M
(市
)議
會
名
額
 

之
最
高
限
額
，
至
於
確
實
名
額
則

 

應
參
酌
財
政
、
區
域
狀
況
，
於
縣

(
市

；.
議
會
組
織
規
程
定
之
。

三

、
 

依
據
憲
法
第
…
否
三
十
四
條
及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八
條
規
定
，
 

明
定
婦
女
及
原
住
民
當
選
名
額
之

 

保

陣

。

四

、
 

第
五
項
明
定
縣
(市
)議
員
就
 

職
日
期
。

林
委

M

S水
等
提
案
：

一
、
瑯

{

鎮

、
市

)
民
代
表
大
會
廢

 

除
，鄉
(鎮
、市
)民
代
表
選
舉
 

取
消
。

M
、

於
第
三
項
明
定
縣
(市
)讅
員



'
:

、
m

(
市

)
m

員
總
額
，
解
 

(市
)人

n

在

」
萬
人
以
■卜
 

者

，
不
得
超
過
十一

人
：
人
 

口
在
二
十
萬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十
九
人
；
人
口
在
四
 

十
萬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三
十
三
人
；
人
a

在
八
十
萬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四
十
 

三
人
；
人
口
在
一
百
六
十
萬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五
十
 

七
人
；
最
多
不
得
超
過
六
丨
 

五
人
=

三
、
鄉
(鎮

、
市

)
民
代
表
之
 

總
額
，鄉
(鎮

、市
)人
口
 

在
一
千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五
人
.，人
P

在
一
萬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七
人
.，人
 

口
在
五
萬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十
一
人
.，人
B

在
十
五
 

萬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十
 

九
人
；
最
多

不

得

超

過

一
_.
十

 

一
人
。

省
、縣
(市
)
、鄉
鎮

 

、
市

)
有
平
地
厣
住
民
人
口
在

第

卜

七

條

省

遘

會

、
縣

i

市

)
議
會
由
省

K
、
縣

(
市

；
民
依

 

法
選
舉
省
議
員
、
縣

(
市

；
議
員
組
織
之
。
省

議

員

、
縣

(
市
 

;

議
員
任
期
四
年
，
連
選
得
連
任
。

省
議
員
、
縣

{

市

)
議
員
名
額
除
依
下
列
規
定
外
，
並
參
 

酌
各
該
省
、
M

{
市

)
財
政
、
區
域
狀
況
，
於
省
議
會
組
織
規
 

锃

、
縣
 

<:

市

)
議
會
組
織
規
程
定
之
：

一
、
省
議
員
總
額
不
得
超
過
七
十
九
人
；
毎

I

縣
(市
)最
少
 

4
人

-
最
多
不
得
超
過
十
二
人
。

'

 

i

、
縣

(
市

)
議
員
總
額
，
縣

(
市

)
人
口
在
一
萬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十

i

人

；
人
口
在
二
十
萬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十
九
人
；
人
口
在
四
十
萬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三
十
三

 

人

：
人

P
在
八
十
萬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四
十
三
人
：
人
 

P
在

一

百
六
十
萬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五
十
七
人
；
最
多

 

不
得
超
過
六
十
五
人
。

縣

■!

市

)
議
員
選
舉
*
每

；
鄉

(
鎮

、
市

、
5

應
有
一
 

席
以
.上
縣
{
市

)
議
員
名
額
=
省

、
縣

(
市
■)有
平
地
原
住
民
 

人
P

在
一
千
五
百
人
以
上
者
*
於
前
項
緦
額
應
有
平
地
原
住
民
 

選
出
之
省
議
員
、
縣

(
市

)
議
員
名
額
6
有
山
地
鄉
者
-
應
有
 

山
地
原
住
民
選
出
之
省
議
員
、
縣
議
員
名
額
。

各
選
舉
區
選
出
之
省
議
員
名
額
在
四
人
以
h

者
；
躲

(
市
 

議
員
名
額
在
五
人
以
上
者
，
應
有
婦
女
當
選
名
額
。

縣

：：

市

：.選
出
之
山
地
原
住
民
、
平
地
原
住
民
名
額
在
五
 

人
以
上
者*

應
有
婦
女
當
選
名
額
。

市
)
人
P
在
一
萬
人
以
.卜
者
， 

不
得
超
過
十
'
人
..人
1:1
在
：' 

十
萬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1

 

九
人
；
人
n
在
四
十
萬
人
以
>■
 

者
*
不
得
超
過
一
...
卜
二
人
；
人
 

口
在
八
十
萬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四
十
一
:■■
人
.，人
U
在
一
百
 

六
十
萬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五
十
七
人
；
最
多
不
得
超
過
六
 

十
五
人
。

三
、鄉
(鎮
、市
)民
代
表
之
總
 

■
額
，鄉
{鎮
、市
乂
口
在
 ̂

千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五
人
 

;
人
P
在
一
萬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七
人
.，人
口
在
孔
萬
人
 

以
下
者
，.不
得
超
過
十
■
人
：
 

人
口
在
十
五
萬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十
九
人
：
最
多
不
得
超
 

過
三
十
一
人
。

省
、
縣
(
市
：：
瑯
.
，

 

市
)有
平
地
原
住
民
人

n
在
'千
 

五
百
人
以
I-.
者
，
於
前
項
緦
額
應
 

有
平
地
原
住
民
選
出
之
省
議
員
、

翼

r

每

一

鄉

(
鎮

、
市

、
區

：.-

 

應
饵

 '
席
以

h

M
{
市

；'

 議
員
名

 

額

，
以
保
暉
鄉

{

鎮

、
市

、
5

 

民
之
權
益
。

李
委
員
後
毅
等
提
案
：

一
、
 

配
合
省
及
鄉
(
鎮

、
市

)
法
人

 

之

取
消

*

刪
除
各
項
有
關
省
及
鄉

 

(
鎮

、
市

)
民
代
表
會
組
成
及
名

 

額
之
規
定
。

二

、
 

縣

、
市
議
員
的
名
額
因
縣
{
市
 

)
業
務
的
擴
增
而
擬
增
加
，
增
加

 

的
幅
度
如
何
？
需
進
一
步
評
估
， 

由
立
法
院
院
會
定
之
。

審
蛮
會
：

一
、
維
持
現
行
條
文
。

二
*、
委
員
傅
瞄
成
聲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言

權

。



討
六
四

一
千
五
百
人
以
上
者
，
於
前
項
 

總
額
應
有
平
地
原
住
民
選
出
之
 

省
議
員
、
絲

(
市

)
讅
員
、
郷
 

{
錤

、
市

)
民
代
表
®

。
有
 

山
地
鄉
者
，
應
有
山
地
原
住
民

選
出
之
省
議
員
、
縣
議
員
名
額
 

〇

各
選
舉
區
選
出
之
省
議
員
 

、
期

(
鎮

、
市

)
S

表
名
額
 

在
四
人
以
上
者
：
縣

(
市

)
議
 

貝
名
額
在
五
人
以
上
者
，
應
有
 

婦
女
當
選
名
餌
。

縣

(
市

)
選
出
之
山
地
原
 

住
民
、
平
地
原
住
民
名
額
在
五
 

人
以
上
者
，
應
有
婦
女
當
選
名
 

額

。
鄉

5

、
市

)
M

出
之
平
 

地
原
住
民
名
額
在
四
人
以
上
者
 

婦
女
當
選
S

。

依
第
一
項
選
出
之
省
鶸
員
 

、
縣

(
市

)
議
員
、
鄉

(
鎮

、
 

市

)
民
代
表
，
應
於
上
屆
任
期
 

屆
滿
之
日
就
職
。

依
第
一
項
選
出
之
議
員
、
縣

(
市
.
)
鶸
員
.，
應
於
上
届
任
 

期
届
滿
之
日
就
職
。

張
娄
負
俊
宏
等
提
案
：

第
十
七
條
省
議
會
、
縣

(
市

)
議
會
由
省
民
、
縣

(
市

)
民
依
 

法
選
舉
‘省
嫌
員
、
縣

(
市

)
議
員
組
嫌
之
。
省
議
員
、
縣{

市
 

)
鶸
員
任
期
均
為
四
年
*
連
選
得
連
任
。

省
鼷
貝
、
縣

(
市

)
議
員
名
額
除
依
下
列
規
定
外
，
並
參
 

酌
各
該
省
、
縣

(
市

)
財
政
、
區
域
狀
況
，
於
省
鶸
會
組
織
規
 

程

、
縣

(
市

)
議
會
組
織
規
程
定
之
。

1

、
省
議
員
總
額
不
得
超
過
七
十
九
人
；
毎
一
縣
(
市

)
最
少
 

1

人

，
*
多
不
得
超
過
十
二
人*

二
、
 

縣
(市
)議
員
總
額

*

縣
(市
)人

P

在
一
萬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十I1 K
 ;
人
口
在
二
十
5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一
 一
十
三
人
；
人
口
在
四
十
萬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三
十
 

九
人
；
人
口
在
八
十
萬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五
十一

人
；
 

人
P

在
一
百
六
十
萬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六
十
一
人
最

 

多
不
得
超
過
六
十
九
人
；
毎
一
鄉
(
錤

'
市

、
區

)
至
少
應
 

有
縣
(
市

)
議
員
一
名
。

三
、
 

刪
除
。

f

縣

(
市

)
、
鄉

(
錤

、
市

)
有
平
地
原
住k
人
口
在
 

一
千
五
百
人
以
上
者
，
於
前
項
總
額
應
有
平
地
原
住
民
選
出
之
 

省
議
員
、
縣

(
市

)
議
貝
名
額
。
山
地
鄉
者
*
應
有
山
地
原
住
 

民
選
出
之
省
議
員
、
縣
議
員
名
額
。

縣
(市
)議
員
、鄉
(縝
、市
) 

民
代
表
名
額
。
有
山
地
鄉
者
，
應
 

有
山
地
原
住
民
選
出
之
省
議
員
、
 

縣
議
員
名
額
。

各
選
舉
區
選
出
之
省
議
員
、 

郷

(
鎮

、
市

)
民
代
表
名
額
在
四
 

人
以
上
者
：
縣

(
市

)
議
員
名
額
 

在
五
人
以
上
者
，
應
有
應
女
當
選
 

名

.
額

。

縣

(
市

)
選
出
之
山
地
®
住
 

民

、
平
地
原
住
民
名w

y

五
人
以
 

上
者
-
應
有
嫌
女
當
i

額

-
鄉

(
鎮

、
市

)
選
出
之
平
地
原
住
民
 

名
額
在
四
人
以
上
者
，
應
有
婦
女
 

當
選
名
額
。

依
第一

項
選
出
之
省
鶸
貝
、
 

縣

(
市
i

負

、
？

鎮

、
市

) 

民
代
表-

應
於
上
届
任
期
届
滿
之
 

日
就
職
。



各
選
舉
區
選
出
之
省
議
員
名
額
在
四
人
以
上
者
；
縣

(
市
 

)
議
員
名
額
在
五
人
以
上
者
*
應
有
婦
女
當
選
名
額
。

縣

(
市

)
選
出
之
山
地
原
住
民
、
平
地
原
住
民
名
額
在
五
 

人
以
上
者
，
應
有
婦
女
當
選
名
額
；
瑯

(
鎮

、
市

)
選
出
之
平
 

地
原
住
民
名
額
在
四
人
以
上
者
，
應
有
婦
女
當
選
名
額
。

依
第
一
項
選
出
之
省
議
員
、
縣

f

市

-
謙
員
*
應
於
上
屆
 

任
期
屆
滿
之
日
就
職
"

鄭
置
賓
清
等
提
案
：

第
十
五
條
縣
(市
)議
會
由
縣
(市
}民
依
法
選
舉
縣
(市
) 

議
員
組
®

。
縣

(
市

)
議
員
任
期
四
年
，
連
選
得
連
任
。

躲

(
市

)
議
員
總
額
，
縣{

市

：-
人
口
在一

萬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十
一
人
；
人
口
在
二
H

萬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
十
九
人
.，人
口
在
四
十
萬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三
十
三
人
.，
 

人
P

在
八
十
萬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四
十
三
人
■，人
B

在

一

 

百
六
十
其
人
以
下
者
-
不
得
超
過
五
十
七
人
；
人
口
超
過
一
百
 

六
十
萬
者
’
不
得
超
過
六
十
五
人
-
其
名
額
應
由
中
央
選
舉
委
 

員
會
擬
訂
，
經
立
法
院
審
議
後
定
之
。

縣

(
市

)
有
平
地
原
住
民
在
一
千
五
百
人
以
上
者
，
於
前
 

項
總
額
應
有
平
地
原
住
民
選
出
之
縣
〔
市

；
議
員
名
額
，
有
山
 

地
鄉
者
，
f

山
地
原
住
民
選
出
之
縣
議
員
名
額
。

縣

(
市

)
議
員
選
區
應
選
名
額
在
四
人
以
上
者
，
S

婦
 

女
當
選
名
額
。
依
第
一
項
選
出
之
縣
：
市

)
議
員
，
應
於
上
届
 

任
期
届
滿
之
日
就
職
。

李
委< aĉ

等
提
案
：



討
六
六

第
得 管 外 之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逕 機 ，法 賦 、 、 、 。 、 ' 省 、 、税 、 、 、 八 
行 關 應 規 省 予 其 接 議  審 議 屬 謓 鶸 課 議 鶸 鶸  條 
修 轉 函 * 議 之 他 受 決  艤 決 亊 決 決 及 決 決 決  
正 行 由 除 會 職 依 人 省  省 省 檠 省 省 附 省 省 省  省 
。政 省 法 議 權 法 民 嫌  決 政 機 政 財 加 特 預 法  寧 

院 政 律 決 。律 請 員  箄 府 構 府 產 稅 別 算 規  ¥  
備 府 另 前  或 願 提  之 提 組 組 之 課 稅 。 。 之 
査 報 有 項  中 。案 審 案 嫌 織 處 。課 職 
，中 規 第  央 事 核 事 規 規 分  、 椹 
但 央 定 一 法  項 報 項 程 程 。 臨 如 
不 主 者 軟 規  。 告 。 。及 時 下

第 李
十 委
八貝
條 俊  

毅 
" 等  
刪 提  
除 ％  
一 1

第
議 十 ’

縣 組 條
織

市 之 縣
O -—-

議 縣 市

名 市 議  
額 一 會  
由 議 由  
立 員 縣  
法 任 一  
院 期 市  
院 為 9  
會 四 民  
定 年 依  
之 ，法 
。 連 選  

選 舉  
得 縣  
連 〜  
任 市
O S ^ -

第
正 轉 應 法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 行 菌 規  予 、 、 、 ■、 、屬 、 、課 、 、 、 八 

政 由  > 省 之 其 接 譎 審 議 亊 議 議 及 議 議 議 條  
院 省 除 譏 職 他 受 決 議 決 業 決 決 附 決 決 決  
備 政 法 會 權 依 人 省 省 省 機 省 省 加 省 省 省 省  
査 府 律 議 。 法 民 議 決 政 構 政 財 税 特 預 法 議  
* 報 另 決  律 請 員 算 府 組 府 產 課 別 算 規 會  
但 中 有 前  或 願 提 之 提 級 組 之 = 稅 。 。 之 
不 央 規 声  中 。 . 審 塞 規 織 處  課 職 
得 主 定 窠  央 蓽 核 蓽 程 規 分  、 槽 
逕 管 者 一 法  項 報 項 。 程 。 臨 如 
行 機 外 款 規  。 告 。 及 時 下 
修 關 * 之 賦  。 省 稅 ：

二 一 審 關 省 李
發 、 、 S 乏 取 畚  
言 委 維 窨 設 消 A  
權 s 持 ：置 法 後  
。：§ 現 ，人 毅  

冗 行 本 地 等

£ 文 配 後 案  
S 。 合 ， ：

煲 除 無  
留 。 立 
院 法 
會 機



吊

卜

九

條

縣

/
市

：
瀟
會
之
瞰

 

m

如
下
：

_.、
議

決

縣

(
市

：

規

荦

。

二

、
議

決

縣

(
市

)
預

箄

。

一.1、
議

決

縣

「
市

：！特
別
稅
課

 

、
臨
時
稅
課
及
附
加

税

課
。

四

、
 

議

決

縣

(
市

：-財
產
之
處

 

分

。

五

、
 

議

決

縣

(
市

)
政
府
組
織

 

規
程
及
所
籐
事
業
機
構
組
熾

 

規

程

。

六

、
 

議

決

縣

(
市

)
政
府
提
案

 

事

項

D

七

、
 

審

議

縣

(
市

)
決
算
之
審

 

m
報

告

。

八

、
 

m
決

縣

(
市

：.

m
M
提
案

 

事

項

=

九

、
 

接
受
人
民
請
願
。

十

、
其
他
依
法
律
、
中
央
法
規

或
省
自
治
法
規
賦
予
之
職
權

°
縣

(
市

)
議
會
議
決
前
項

 

第
一
款
之
規
章
，
除

法
律
、
省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十
六
條

縣

；
市

：-議
會
之
瞰
植
如
下
：

一
、
 

議
決
M

 (市
)法
規
。

二
、
 

議
決
縣
(
市

).預
算
。

一一一、
議
決
縣
(
市

)
特
別
税
課
、
臨
時
稅
課
及
附
加
稅
課
。

四
、
 

議
決
M

 (
市

)
財
產
之
處
分
。

五
、
 

議
決
縣
(
市

)
政
府
、
鄉

(
鎮

、
市

、
區

：：

公
所
組
織
規
 

程
及
所
屬
事
業
機
構
組
織
規
程
。

六
、
 

議
決
鄉
(
鎮

、
市

、
區

)
及
村
、
里
之
設
置
'
廢
止
及
區
 

域
樊
更
事
項
。

七

、
 

議
決
縣
(
市

)
政
府
提
案
事
項
。

八
、
 

審
議
縣
(
市

)
決
算
之
審
核
報
告
。

九

、
 

議
決
縣
(
市

)
議
員
提
案
事
項
。

十

、
捺
受
人
民
請
願
。

■h
l
 
'
其
他
依
法
律
或
中
央
法
規
賦
予
之
職
權
。

縣

{
市

)
議
會
議
決
前
項
第一

款
之
法
規
，
除
法
律
另
有
 

規
定
者
外
，
應
函
由
縣
(
市

)
政
府
報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備
查
，
 

但
備
査
時
不
得
逕
行
修
正
。

林
委
员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十

九

條

縣

(
市

；-議
會
之
職
權
如
下
：

一
、
 

議
決
縣
(市
)法
規
。

二
、
 

議
決
縣
(市
)預
算
。

一一r

議
決
縣
(
市

)
特
別
稅
課
、
臨
時
税
課
及
附
加
税
課
。

第
！
九

條

縣

：
市

)
議
倉
之
職
權

 

如
下
：

'
、議
決
縣
(市
)規
孽
。

二
、
 

議
決
縣
(市
)預

谏

'

三
、
 

議
決
縣
(市
)特
別
稅
課
、 

臨
時
税
課
及
附
加
稅
課
。

四

、
 

議
決
縣
(市
)財
產
之
處
分

°

五
、
 

議
決
縣
(市
)政
府
組
織
規

程
及
所
®
亊
業
機
構
組
織
規
程

 

〇六

、
 

議
決
縣
(市
)政
府
提
案
事
 

項
。

七
、
 

審
議
縣
(市
)決
算
之
審
核
 

報
告
。

八
、
 

議
決
縣
(市
)議
員
提
案
事
 

項

。

九

、
 

接
受
人
民
請
願
。

十

、
其
他
依
法
律
、
中
央
法
規
或

 

省
自
治
法
規
賦
予
之
職
權
。

縣
(市
)議
會
議
決
前
項
第
 

一
款
之
規
章
，
除
法
律
、
省
法
規

 

另
有
規
定
者
外
*
應
函
由
縣
(
市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提
案
：

:

、
明

定

縣

(
市

)
議
會
職
權
範
圍

 

0

二

、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議
決
特
別
稅
課

 

、
臨
時
稅
課
及
附
加

税

課
-
係
參

 

照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法
有
關
之
規
定

o

三

、
 

為

免

於

縣

(
市

)
譏
會
議
決
之

 

法
規
與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主
管
之
法

 

規

不

『
，
乃
於
第
二
項
明
定
縣

{

 

市

)
法
規
報
備
程
序
。

林
委

M
濁
水
等
提
窠
：

為
落
寘
以
縣
為
主
之
地
方
自
治
，
增
 

列

議

決

縣

(
市

)
法

規

(
第

一

款

) 

、
議

決

鄉

(
錤

、
市

、
區

)
公
所
組

 

織

規

程

(
第

五

款

)
以
及
議
決
鄉
！

：

 

鎮

、
市

i

)
及

村

、
里
之
設
置
、 

廢
止
及
區
域
變
更
事
項
，
為

縣

；
市
 

)
m
會
之
職
權
。

李
委
員
俊
毅
等
提
案
：

縣

{

市

)
議
會
議
決

M
(市

)規
章
 

應

画

由

縣

(
市

；
政
府
轉
報
省
政
府

 

「
送
行
政
院
」
備

査

。



法
銳
另
和

规

定
者
外
，
應

m
lfl 

M
.:
r1-J
.
政
府
轉
報
省
政
府
餹

 

#

，
備
沓
時
不
得
逕
行
修

In
。

四
、
議
決
縣
_'市

：；

財
產
之
處
分
。

K

、議
決
縣
(市

 >

 政
府
、
榔

m

、
rh

、
阽

.
公
所
組
織
M 

程
及
所
澳
事
菜
機
構
組
織
規
稈
。

六

、
 

議

決

鄉

{

鎮

、
市

、
區

)
及

村

4

之
設

W
.'
廢

Jh
及
區

 

域
變
更
事
項
。

七

、
 

議
決
M

{

市

)
政
府
提
案
事
項
。

八
、
 

審
議
縣
(
市

)
決
算
之
審
核
報
告
。

九

、
 

議
決
M

f
市
)議
員
提
案
奉
項

D 

十

、
接
受
人
民
請
願
。

-f-*
'
t、
其
他
依
法
律
、
中
央
法
規
成
智
肉
治
法
規
賦
予
之
職
權

0
縣{

市

)
議
會
逋
決
前
項
第
-
歆
之
法
規
，
除
法
律
、
省
 

法
規
另
有
規
定
者
外
，
應
函
由
縣
「
市

：
政
府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轉

行
政
院
備
查
，
備
査
時
不
得
逕
行
修
正
。

張
委
員
俊
宏
等
提
案
：

第
十
九
條
縣
(市
)議
會
之
職
權
如
下
：

一
、
 

議
決
縣
(市
)規
章
。

二
、
 

議
決
縣
(市
)預
算
。

三
、
 

議
決
縣
(
市

)
特
別
稅
課
'
臨
時
稅
課
及
附
加
稅
踝
。

四
、
 

詖
決
縣
(市
)財
產
之
處
分
。

K

、
議
決
縣
(
市

)
政
府
組
辙
規
程
及
所
屬
事
菜
機
構
組
織
規
 

程

。

J

政
府
轉
報
省
政
府
備
查
，
備
奄

 

時
不
得
逕
行
修
正

e

赛
査
窨
：

i

、
維
持
現
行
條
文
。

:

一
、
委
員
傅
腿
成
聲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言

櫳

。



六
、
A
決

昭

li-]
政
府
提

宽
車
項
3
 

」」
、
戒M
! ^
山
決
莨
之
桌
核
報
告

r
 

八
、
M
決
躲
、
rtl
. m

M提
窠
事
項
。

九

-
接
受
人
民
請
願
。

h

、
此
他
依
法
律
成
中
央
法
規
賦
予
之
職
權
。

睬

.'市

)
諶
會
議
決
fill

項
筑
:■:
款
之
規
草
，
除
法
律
另
有
 

规
定
者
外
-
應
函
由
縣
_
:
lfl-
:l
政
府
報
中
臾
主
管
機
關
轉
行
政
 

院
砘
查
，
備
杏
時
不
得
逕
行
修
正
。

鄭
委
員
寶
演
等
提
案
：

第
卜
六
m

m

(
lli

'_.迸
會
之
職
權
如
下
：

':、
滿
決
躲
(,!■!
.
法m
。

一
■.、
满
決
縣
-

A

 :
預
箅
。

一.
.
满
決
M

.
lb

..特
別
税
課
、
臨
時
稅
課
及
附
加
税
課
。

叫

、
满

決

縣

_:七

；
財
產
之
處
分
。 

f

講
決

M
_'
HJ
:
政

府

、

郷

.：
鎮

、
市

、
區

)
公
所
組
織
規

 

程
及

m
鳩
事
業
機
構
組
織
規
程
。

六
、
議
決
郷
(
镇
' 市
、
區
)
及
村
、m之
設
置
、
廢
it:
及
區
 

域
變
更
事
項
。

匕
、
議
決m
 _.市
 

>

 政
府
提
案
事
項
。

八
 '謠
決
縣
〔市
決
蓖
之
審
核
報
告
。

九
■謀
決

m

 (市
)議

M

提
案
事
項
。
 

t
、
接
受
人
坨
諸
願
。

卜
一
、
其
他
依
法
律
、
中
央
法
規
或
省
自
治
法
規
賦
予
之
職
權



討

七

G

M

rlJ
:
逋
#
諶
決

前

項

第

.

钦

之
法
規
，
除
法

 

現
定
者
外

*

應
函
由

M

f
rh-
)
政
府
報
詁
芯
政
府
送
行
政
院

础

 

S
-
楠

査

時
不
得
逕
行
修
改

=

李
委
員
俊
毅
等
提
案
：

第
卜
九
條
縣
_:市
),m
會
之
職
權
如
下
：

了

議

決

縣

：：

r1J
■:規

f
 

■ ■
、

谦

決
縣
一
市
)

m
茛

=

一二
 '
諶
決
縣
(
市
；
特
別
稅
課
、
臨
時
税
課
及
附
加
稅
課
。

四
、
議
決
縣
市
)
財
產
之
處
分D

ft:
、
議
決
M

.:市
)
政
府
組
織
規
程
及
所
觴
事
業
機
構
組
織
規

程

C

六
、
 

.逋
決
擗
(m

-政
府
提
案
事
項
。

七
、
 

審
滿
縣
.
f
lri
. 〃
決
拽
之
審
核
報
告
。

八
 '满
決
M

f
市
：
議
员
提
案
事
項
。

九
'
接
受
人
民
諮
願
。

!

其
他
依
法
律
、
中
处
法
規
或
省
自
治
法
規
fw

/-
之
職褴
"
 

縣

IB

諮
矜
議
決
前
項
第
 '
款
之规
苹
，
除
法
讲
〔力
有
 

規
定
者
外
，
應
函
山
縣

：

■
市
.：政
府
轉
報
省
政
府
送
行
政
院筛
 

査
，
備
查
時
不
得
逕
行
修
止
。



第■十
條
鄉

t

鎮

、
市

)
民
代

表
會
之
職
櫃
如
下
：

一
、
 

議
決
鄉
(鎮

、
市
)規
約
。

二
、
 

議
決
鄉
；镇

、
市
)預
算
。

三
、
 

議
決
鄉
(
镇

、
市

)
臨
時
 

稅
課
。

四

、
 

議
決
鄉
(
錤

、
市

)
財
產
 

之
處
分
。

五

、
 

謓
決
鄉
(
镇

、
市

)
公
所
 

組
織
規
程
及
所
屬
亊
業
機
構
 

組
餓
規
程
。

六
、
 

議
決
鄉
(
錤

、
市

)
公
所
 

提
案
亊
項
。

七

、
 

審
議
鄉
(
鎮

、
市

)
決
算
 

報
告
。

八
、
 

誨
決
郷
(
鎮

、
市

)
民
代
 

表
提
案
事
項
=

九

、
 

接
受
人
民
請
願
。

十

、
其
他
依
法
律
、
中
央
法
規
 

或
省
、
縣
自
治
法
規
賦
予
之

鄉

(
鎮

、
市

)
民
代
表
會

議
决
前
項
第
一
款
之
規
約
，
除

林
委
M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二
十
條
(刪
除
) 

S K

委
貝
後
安
等
提
案
：
 

第
二
十
條
(刪
除
) 

李
委
«
俄
教
等
掸
案
：
 

第
二
十
條
(刪
除
)

第

二

十

條

鄉
_、
镇

、
市

：-
民
代
表
 

會
之
職
權
如
下
：

一
、
 

S

鄉
(鎮
、市
)規
約
。

二
、
 

議
決
郷
(
錤

、
市

)
預9

*

。

三
、
 

議
決
鄉
(
錤

、
市

)
臨
時
税
 

課

。

四
、
 

識
決
鄉
(
鎮

、
市

)
財
產
之
 

處
分
。

五
、
 

議
§

(

鎮

、
市

)
公
所
組
 

織
規
程
及
所
屬
事
業
機
構
組
織
 

規
程
。

六
'
議
決
鄕
5

、
市

)
公
所
提

案
事
項
。

七

、
 

審
議
鄉
(
鎮

、
市

)
決
算
報
 

告

。

八
、
 

議
決
鄉
(
錤

、
市

)
民
代
表
 

提
案
事
項
。

九

、
 

接
受
人
民
請
願
。

十

、
其
他
依
法
律
、
中
央
法
規
或

省

'
縣
自
治
法
規
賦
予
之
職
權
 

〇

鄉
(錤

、
市
)民
代
表
會
諶
決
 

前
項
第
一
款
之
規
約
，
除
法
律
、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提
案
：

鄉

t

镇

、
市

)
自
治
地
位
取
消
，
鄉

 

<

鎮

、
市

)
民
代
表
會
廢
除
。

李
委

H
俊
毅
等
提
案
：

鄉

(
鎮

、
市

)
取
消
法
人
後
，
已
無

立

法
機
關
之
設
置
，
本
條
配
合
删
除

°審

華

-

1

、
維
持
現
行
條
文
。

二

、
委
員
傅
lit

成
轚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言
權
。

討
七



討
七
二

法
律
、
省
法
規
、
縣
规
革
另
有
 

規
定
者
外
，
應
函
由
鄉：

銪

、 

市

)
公
所
轉
報
縣
政
府
備
査
. 

備
査
時
不
得
逕
行
修
正
。

第
二
十
一
條
省
政
府
、縣
！市
 

)
政
府
、
鄉

(
鎮

、
市

)
公
所
 

’對
省
嫌
會
'縣
(市
)議
會
 

、
鄉

(
!»
、
市

)
民
代
表
舍
之
 

議
決
案
應
予
執
行
*
如
延
不
執
 

行
或
執
行
不
當
，
省
議
會
、
縣
 

(市
)嫌
會
、鄉

S

、市
) 

民
代
表
會
得
請
其
說
明
理
由
，
 

必
要
時
得
輾
請
各
該
自
治
監
齧
 

機
關
邀
集
备
有
關
機
關
協
商
解
 

決
之
。

林
委
«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十

七

條

縣

(
市

)
政
府
對
縣
(
市

)
議
會
之
議
決
案
應
予
執

 

行

，
如
延
不
執
行
或
執
行
不
當
，
縣

{
市

)
議
會
得
請
其
說
明

 

理

由

，
必
要
時
得
報
請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邀
集
有
關
機
關
協
商
解

決
之
。

林
委
負
濁
水
等
提
*
:

第
一
一
十
一
條
省
政
府
、
縣

{

市

)
政
府
對
省
議
會
、
縣

(
市

) 

議
會
之
議
决
案
應
予
執
行
，
如
延
不
執
行
或
執
行
不
當
，
省
議
 

金

、
縣

(
市

)
議
會
得
請
其
說
明
理
由
•
必
要
時
得
報
請
各
該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邀
集
有
關
機
關
協
商
解
決
之
。

强
委
«
後
宏
等
提
案

：

第
二
十
；條
省
政
府
、縣
(市
)政
府
，對
省
議
食
、縣
{市
 

;

議
會
之
議
決
案
應
予
執
行
，
如
延
不
執
行
或
執
行
不
當
，
省
 

議
會
、
縣

f

市

)
議
會
得
請
其
說
明
理
由
，
必
要
時
得
報
請
各
 

該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邀
集
各
有
關
後
關
協
商
解
決
之
。

鄭
委
具
寶
清
等
提
案
：

第
十
七
條
縣

f

市

)
政
府
對
縣
(
市

~
議
會
之
決
議
案
應
予
執
 

行

，
並
在
縣
(
市

)
議
會
請
求
下
，
向
其
輅
告
執
行
情
形
*
接

省
法
規
、
縣
規
韋
另
#
塊
定
者
外
 

，
應
函
由
鄉
 

>

 鎮

、
市

)
公
所
轉
 

報
縣
政
府
備
查
，
筛
査
時
不
得
逕
 

行
修
TE

。

第
二
十

一

條

省

政

府

、

M
f
市

) 

政

府

'
鄉

(
錤

、
市

)
公

所

’
對
 

省

議

俞

'
縣

(
市

)
議

會

、
鄉

( 

鎮

、
市
民
代
表

會
之
議
决

案
應

 

予
執
行
，
如
延
不
執
行
或
執
行
不

 

當

>.省

議

食

、
縣

(
市

)
議

金

、 

鄉

(

a
、
市

)
民
代
表
會
得
請
其

 

說
明
理
由
，
必
要
時
得
報
請
各
該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邀
集
各
有

關
機
關

 

協
商
解
決

之

。

林
委
員
薄
水

為
有
效
解
決
行
政
機
關
與
立
法
機
關
 

紛
爭
-
爰
明
定
縣
(
市

)
政
府
對
縣
 

(
市

)
議
會
議
決
案
執
行
不
當
或
延
 

不
執
行
之
處
理
方
式
。

林
委
水
等
提
案
：

為
因
應
鄉
(
鎮

、
市

)c

治
地
位
之
 

取
消
所
作
之
修
改
。

李
委
員
俊
毅
等
提
案
：

刪
除
省
政
府
與
省
議
會
、
郷

(
鎮

、 

市
)公
所
與
鄉
(鎮
、市
)民
代
表
 

會
關
係
之
規
定
。

審
查
會
：

!

、
維
持
現
行
條
文
。

二
'
委
員
傅
姬
成
轚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言
權
。



m
第 條  山 如 第 議 打 送 連 礙 第 條 ' 
十 第  阎 執 八 決 出 請 _ 省 雔 丨 第 卜  
钬 - 縣 復 行 款 窠 席 省 政 行 歆 - 二  
之 項 - 省 有 及 ， 满 满 府 時 之 項 條  
議 第 市 满 困 第 咨 蚊 會 二 ， a 第 
決 - … 會 難 九 政 三 覆 十 丨 便 決  •尥 
案 款 政 。 時 款 府 分 議 丨 _ | 於 案 款 政  
* 辛 府  ， 之 應 之 . • 內 該 ， 至 w  
如 第 對  應 議 即 s 钕 谦 如 第 对  
認 六 第  敍 決 抟 維 謀 明 决 工 六 第  
為 款 十  叫 戈 受 持 時 现 案 * 款 卜  
空 及 九  评 ， 。 哚 如 由 送 穿 及 八

犯 林  第 林
滴 原 縣 應 款 委 如 ， ，通 決 款 丨 • 委  
決 諮  _ 於 至 十 員 執 躲 尙 芡 及 八 員  
案 决 出 虛 第 ] 濁 行 蒗 a 第 條 濁  
* 案 . a 七 條 水 有 〗丨 ] 谦 逹 卜  水 
如 ， ，羡 決 歆 第 等 困  ， 躲 - 瞄 等  
執 縣 會 案 及 ：提 難 政 覆  款 提 
行 ' 覆 送 第 項 案 時 府 滿 山 之 出 案  
有 山 議 述 十  ： ， 應 時 一 遘 一 ： 
困 … ， 縣 - 縣  脃 邱 如 政 決 政  
雖 政 覆 一 款 … 敉 接 有 府 窠 府  
時 府 讓 市 之 市  受 出 二 ， ？1 
， 應 時 ^ 議 一  理 。 席 丨 • 如 第  

應 即 如 政 決 政  山 第 議 口 認 丨 • 
敘 接 有 府 案 府  阐 九 員 內 為 六  
明 受 出 n ， 對 覆 款 ^ 敕 审 條  
押 . 。 席 t• 如 第  縣 及 分 明 礙 第  
由 第 谦 日 認 t  … 第 之 埤 難 一  
凼 九 r t 內 為 九  市 十 由 行 項  
费 款 ：三 钕 窄 條  … 款：維 送 時 第  
縣 及 分 明 礙 第  逋 之 持 請 ， - 

第 之 评 難  • 會 满 原 躲 ！f : 款 
市 ！• 二 ！f l行 項  。 決 谲  於宁. 
… 欲 維 送 時 第  'M  ik  ill aS m  
m  ,> v t  m  ' -  ， 戈 ■ a  七

李

關 刚 執 （委 政  ^  
機 行 十 員 府  ^  
關 山 ， 俊 邀 縣 U  
協 I 如 條 毅 集  之 
商 必 延  等 & 市 «  
M  ^  ^ 縣 提 饤  
决 時 執  案 關 邁 。 
之 得 行 山 ： 機 會  
。 報 或 … m  m  

請 執 政  、 縣 
肉 行 府  人 
治 不 對  h  rh' 
監 當 縣  協 '
督 ， 一 商 政  
捭 縣 m  解 府  
關 ——  決 發

行 … 會 。 紛 
政 議 之  爭 
院 台 逋  時 
邀 得 决  ， 
集 沾 案  m
h  n ： m  ^
有 說 予  省

第
時 款 第  敘 谜 應 分 覆  ' 時 款 第 二  
， 之 -  明 決 即 之 誠 彳 ， 之 • 1- 

應 議 項 縣 理 案 接 二 ， n 應 滿 項 ， 
於 決 第 … rti ， 受 維 覆 內 於 決 第 條  
該 案  • * 凼 如 。 持 議 敘 該 案  - 
遘 ， 款 … 復 執 第 原 時 明 滅 ， 款 省  
決 如 至 政 省 行 八 谦 如 理 決 如 至 政  
案 認 第 府 議 有 款 決 右 由 案 認 第 府  
送 為 六 對 會 闲 及 案 出 送 送 為 六 對  
連 窒 款 第 。 難 第 ， 席 請 達 窣 款 第  
縣 礙 及 彳 _  時 九 省 議 省 省 礙 及 十  
一 雜 第 九  ， 款 政 H 謎 政 難 第 八  
市 行 十 條  應 之 府 三 侖 府 行 丨 條

-二 - 林 處 第 時 及 第 參 林  
= > 取 、 。 更 、 奏 现 卜 提 第 + 照 赛  

消 因  動 因 f t 方 款 請 卜 六 现 g  
* 應 ， 應 濁 式 之 覆 … 條 制 濁  
本 郷  本 第 水 。 議 議 敫 第 * 水 
條 一  條 卜 等  決 之 之 - 明 等  
第 鎮  第 九 提  案 程 譁 項 定 提  
三 、 二 條 案  執 序 決 第 縣 案  
項 市  項 第 ： 行 ， 案 - … : 
應 一  應、 - 有 與 有 款 市  
子 自  配 項  困 第 窒 至 … 
以 治  公 款  難 九 礙 . 第 政  
刪 地  修 次  時 款 難 t：府 
除 位  止：的 之 及 行 款 對



討

七

四

礙
難
行
時
-
應
於
該
議
決
案
送

 

逵

縣

.
市

.
政
府

一

一
一
十
日
內
敍
 

明
理
由
送
請
縣
(
市

)
議
會
覆

 

虚

-

S
M
時
如
有
出
席
議
員
三

 

分
之
.
:.
維
持
原
議
決
案
，
縣

( 

电

.
政
府
應
即
接
受
。
第
八
款

 

及
第
九
款
之
議
決
案
，
如
執
行

 

有
困
難
時
-
應
敍
明
理
由
函
復

 

縣
(市

)議
會
.

郷

(鎖

、市

)公
所
對
第
 

:.
十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至
第
六

 

款
及
第
十
款
之
議
決
案
，
如
認

 

為
穿
礙
難
行
時
，
應
於
該
議
決

 

案

送

违

鄉

(
錤

、
市

)
公
所
彐

 

彳
；=

内
钕

明
埋
由
送
請

郷

(
鎮

 

、
市

..民
代
表
會
覆
議
，
覆
議

 

時
如
打
出
席
代
表
一
二
分
之
二
維
 

持
原
遘
決
案
，
瑯

；
縝

、
市

) 

公
所
應
即
接
受
。
第
八
款
及
第

 

A
款
之

M
決

窠

，
如
執
行
有
困

 

難

時

，
應
敘
明
理
由
函
復
鄉

{

 

親

、

i1J
,
民
代
衷
會
。

會

。

第
三
項
(刪險)

張
委
員
俊
宏
等
提
案
：

第
二
十
二
條
省
政
府
對
第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至
第
六
款
及
 

第
十
款
之
議
決
案
，
如
認
為
室
礙
難
行
時
，
應
於
該
議
決
案
送
 

i t

省
政
府
三
十
日
內
敘
明
理
由
送
請
省
議
會
復
議
-
覆
議
時
如
 

有
出
席
議
員
三
分
之
二
維
持
原
議
決
案
，
省
政
府
應
即
接
受
。
 

第
八
款
及
第
九
款
之
議
決
案*

如
執
行
有
困
難
時
，
應
敘
明
理
 

由
函
復
省
議
會
=

縣
(市
)政
府
對
第
十
九
條
第

I

項
第
一
款
至
第
六
款
及
 

第
十
款
之
議
決
案
，
如
認
為
窒
礙
難
行
時
，
應
於
該
議
決
案
送
 

達
縣
(
市

)
政
府
三
十
日
內
敘
明
理
由
送
請
縣
(
市

：：
議
會
覆
 

議

，
覆
議
時
如
有
出
席
議
員
三
分
之
二
維
持
原
議
決
案
，
縣

( 

市

)
政
府
應
即
接
受
。
第
八
款
及
第
九
款
之
議
決
案
，
如
執
行
 

有
困
難
時
，
應
敍
明
理
由
函
復
縣
(
市

j

議
會
。

鄭
委
A

V
演

等

提

案

.

.

第
十
八
條
縣
(市

)政
府
對
第
十
六
條
第

i

項
第
一
款
至
第
七

 

款
及
第
九
歙
、
第
十
一
款
之
決
議
案
，
認
為
窒
礙
難
行
時
，
應
 

於
該
決
議
案
送
達
縣
(
市

)
政
府
十
日
內
，
敘
明
理
由
移
請
縣

 

(
市

)
議
會
覆
議
-
覆
議
時
如
有
出
席
議
員

？
一

分
之
二
維
持
原

 

決

議

案

，
縣

(
市

)
政
府
應
即
接
受
。

縣
(市
)議
會
對
於
縣
(市
)政
府
呈
送
之
覆
議
案
，應
 

於
送
達
十
五
日
內
作
成
決
議
：
如
為
休
會
期
間
-
縣

「
市

)
議
 

會
應
於
七
日
內
自
行
集
會
，
於
開
議
十
五
日
內
做
成
决
議
-
覆

)
政
府
一
一
一
十
日
內
敘
明
理
由
送
請
 

縣

(
市

)
議
會
覆
議
，
覆
議
時
如

 

有
出
席
議
員
三
分
之
二
維
持
原
議

 

決

案

，
縣

(
市

)
政
府
應
即
接
受

 

。
第
八
款
及
第
九
款
之
議
決
案

-

 

如
執
行
有
困
難
時
•
應
敘
明
理
由

 

函
復
縣
(市

)議
會
。

鄉

(
鎮

、
市

)
公
所
對
第
二

 

十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至
第
六
款
及

 

第
十
款
之
議
決
案
，
如
認
為
窒
礙

 

難

行

時

，
應
於
該
議
決
案
送

逹

鄉

 

(
鎮

、
市

)
公
所
三
十
日
內
敘
明

 

理
由
送
請
鄉
(
錤

、
市

)
民
代
表

 

會

覆

議

-
覆
議
時
如
有
出
席
代
表

 

H
分
之
二
維
持
原
議
決
案
，
鄉

( 

鎮

、
市

)
公
所
應
即
接
受
。
第
八
 

款
及
第
九
款
之
議
決
案
，
如
執
行

 

有
困
難
時
，
應
敘
明
理
由
函
復
鄉

 

(
鎮

'
市

)
民
代
表
會

=

李
委
员
悚
毅
等
提
案
：

一
、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項
及
第
三
項
關

 

於
省
及

郷

(
鎮

、
市

)
之

規
定
， 

配
合
予
以
刪
除
。

二

、
 

縣

(
市

)
政
府
將
議
決
案
送
請

 

縣

(
市

}

議
會
覆
議
，
只
要
出
席

 

議

員

「
二

分

之

一

」
維
持
原
議
， 

縣
(
市

)政
府
即
應
接
受
=

*
查
窨
：

一
、
 

維
持
現
行
條
文
。

二

、
 

委
員
傅
戚
成
聲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言
楢
。



議
案
逾
期
未
决
議
者
-
原
決
議
失
效
。

李
娄
M
俊
毅
等
提
窠
：

第

二

十

二

條

躲

(
市

)
政
府
對
第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至
第

 

六
软
及
第
十
款
之
議
決
案
，
如
認
為
窒
礙
難
行
時

 >
 應
於
該
議

 

決
案
送
達
躲
(
市

)
政
府
三
十
日
內
敘
明
理
由
送
諳
縣
(
市

) 

議
金
覆
議
，
覆
議
時
如
有
出
席
議
員
二
分
之
一
維
持
原
議
決
案

 

，
縣

(
市

)
政
府
應
即
接
受
。

第
八
款
及
第
九
款
之
議
決
案
-
如
執
行
有
困
難
時
，
應
敘

 

明
理
由
函
復
縣
(
市

)
議

會

。

第
一
壬一

一
條
省
、
M

(市
)' 

郷

(
錤

、
市

)
總
預
算
案
，
省
 

政
府
應
於
會
I t

年
度
開
始
三
個
 

月
前
送
逋
省
議
會
，
縣

(
市

) 

政
府
、
郷

{
錤

、
市

)
公
所
應
 

於
會
I t

年
度
開
始
二
個
月
前
送
 

達
縣
(市
)議
會
、鄉
{鎮
、 

市

)
民
代
表
舍
。
蠢

會

、
縣
 

;

市
)審

、榔
(鎮
、市
). 

民
代
表
會
應
於
會
計
年
度
開
始
 

一
個
月
前
審
議
完
成
。

省
#
|
會

、
M

(市
)議
會
 

、
鄉

(
鎮

、
市

)
民
代
表
會
對

林
委
■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十

九

條

縣

(
市

)
總
預
算
案
，
縣

(
市

)
政
府
應
於
會
計
年

 

度
開
始
三
個
月
前
甚
連
躲
(
市

)
議

會

，
躲

(
市

)
譏
會
應
於

 

會
計
年
度
開
始
一
個
月
前
審
議
完
成
。

縣

(
市

)
議
會
對
於
躲
(
市

)
政
府
所
提
預
算
案
不
得
為

 

增
加
支
出
之
提
議
。

縣

(
市

)
總
預
算
案
，
如
不
能
依
第
一
項
規
定
期
限
審
嫌

 

完

成

時

，
縣

(
市

)
議
會
應
於
會
計
年
度
開
始
半
個
月
以
前
議

 

定
包
括
緦
預
算
案
未
成
立
前
之
執
行
條
款
及
級
績
完
成
審
鼸
程

 

序
之
補
救
辦
法*

通

知

縣

(
市

)
政

府

。
年
度
開
始
仍
未
艤
定

 

補
救
辦
法
時
，
躲

(
市

)
政
府
得
在
年
度
總
預
算
案
範
■
內
動

 

支
維
持
政
府
施
政
所
必
須
之
經
费
、
法
律
規
定
應
負
擔
之
經
費

 

.及
上
年
度
已
確
定
數
額
之
繼
績
經
費
。

第
二
十
三
條
f

M

(
市

) 
'
鄉
 

(
錤

、
市

)
總
預
算
案
，
省
政
府
 

應
於
會
計
年
度
開
始
三
個
月
前
送
 

逹
省
議
會
，
縣

(
市

)
政
府
、
鄉
 

(
鎮

、
市

)
公
所
應
於
金
計
年
度
 

開
始
二
個
月
前
送
達
縣
(
市

)
議
 

會

、
郷

5

、
市

)
民
代
表
會
。
 

省
嫌
會
、躲
(市
)議
會
'鄉
( 

縝

'.
市

)
民
代
表
舎
應
於
會
計
年
 

度
開
始
一
個
月
前
審s

m
H

成

。

省

議

會

、
縣

(
市

；
議

會

、 

鄉

(
錤

、
市

)
民
代
表
會
斜
於
省

 

政

府

'
縣

(
市

)
政

府

、
鄉

(
鎮

林
委
A

%
水
等
提
窠
：

1

、
參
考
現
制
於
本
條
第
一
項
明
定
 

縣

{

市

)
總
預
算
送
連
躲{

市

) 

議
會
及
其
審
議
完
成
之
期
限
。

二
、
 

參
照
憲
法
第
七
十
條
及
現
制*

 

於
本
條
第
二
項
明
定
縣
(市
)議
 

會
對
於
M

(
市

)
預
算
不
得
為
增
 

加
支
出
之
提
議
。

三
、
 

參
照
預
算
法
第
四
十
九
條
規
定
 

，
於
條
第
三
項
明
定
縣
(
市

)
總
 

預
算
案
縣
(
市

)
議
會
如
不
能
依
 

規
定
期
限
審
讖
完
成
，
躲

(
市

) 

嫌
會
應
議
定
補
救
辦
法
，
及
未
議

討
七
五



討
七
六

於
省
政
府
、
縣
(
市
)
政
府
、 

鄉
(
鎮
、
市
)
公
所
所
提
預
箄
 

案
不
得
為
增
妯
支
出
之
提
謓
。

省
、
縣
(
市
)■、

鄉
(
鎮
 

、
市
)
總
預
算
案
，
如
不
能
依
 

第
一
項
規
定
期
限
審
議
完
成
時
 

-
省

審

、
縣

C

市
)
議
會
、 

鄉
(
鎮
、
市
)
民
代
表
會
應
於
 

會
計
開
始
半
個
月
以
前
議

 

定
包
括
緦
預
算
案
未
成
立
前
之
 

執
行
條
款
及
維
績
完
成
審
議
程
 

序
之
補
救
辦
法
-
通
知
雀
政
府
 

、縣
(市
)政
府
'鄉
(鎮
、

 

市i

公
所
。
$

開
始
仍
未
議
 

定
補
救
辦
法
時
，
省
政
府
、
縣
 

(市
)政
府
、

郷
(鎮
、市
)
 

公
所
得
在
年
度
锶
預
算
案
範
圍
 

內
動
支
維
持
政
府
施
政
所
必
須
 

之
經
费
、
法
律
規
定
應
負
擔
之
 

經
费
及
上
年
度
已
確
定
數
額
之
 

繼
續
經
費
。

省
、縣
(市
了
鄉

f

鎮
 

、
市
」
總
預
算
案
在
年
度
開
始

林

委
M

满
水
等
提
案
：

第
二
土
二
條
省
、
縣

(
市
一
總
預
算
案
•
省
政
府
應
於
會
計
年
 

度
開
始
一
二
個
月
前
送
連
省
議
會-

縣

(
市

)
政
府
應
於
會
計
年
 

度
開
始
二
個
月
前
送
達
縣
(
市

)
議
會
。
省
議
會
、
縣

(
市

j  

議
會
應
於
會
計
年
度
開
始
一
個
月
前
審
議
完
成
。

省
議
會
、
M

(市
)譏
會
對
於
省
政
府
、縣
(市
)政
府
 

所
提
預
筲
案
不
得
為
增
加
支
出
之
提
鶸
。

省
 '縣
(市

 '、
總
預
算
案
，
如
不
能
依
第
一
項
規
定
期
限
 

審
議
完
成
時
，
省
議
會
、
縣
(市

)

議
會
應
於
會
計
年
度
開
始
 

半
個
月
以
前
議
定
包
括
锶
預
算
案
未
成
立
前
之
執
行
條
款
及
繼
 

續
完
成
審
議
程
序
之
補
救
辦
法
，
通
知
省
政
府
、
縣

(
市

)
政
 

府

。
年
度
開
始
仍
未
議
定
補
救
辦
法
時
•
省
政
府
、
縣

(
市

) 

政
府
得
在
年
度
總
預
算
案
範
圍
內
動
支
維
持
政
府
施
政
所
必
須
 

之
經
费
、
法
律
規

定
應
負
擔
之
經
费
及
上
年
度
已
確
定
數
額
之
 

継
續
經
費
。

省
 ' 縣

1'

市

}

總
預
算
案
在
S

開
始
後
三
個
月
內
未
完
 

成
審
議
，
省
政
府
、
縣

(
市

)
政
府
得
就
原
提
總
預
算
案
未
審
 

議
完
成
部
分
，
報
請
各
該
自
治
監
督
換
關
於
十
五
日
內
激
集
各
 

有
關
機
關
協
商
議
決
之
。

張
委
貝
俊
宏
等
提
案
：

第
二
十
I

省

、
縣

(
市

)
總
預
算
案
*
省
政
府
應
於
會
計
年
 

度
開
始
三
個
月
前
送
達
省
議
會
.
縣

(
市

)
政
府
應
於
會
I t

年
 

度
開
始H

個
月
前
送
I

 
市
)議
會
。省
議
會
、縣
(市
)

、
市

)
公
所
所
提
預
箄
案
不
得
為

 

增
加
支
出
之
提
議
。

省

、
縣

(
市

)
'
郷

(
錤

、
 

市

)
總
預
算
案
，
如
不
能
依
第
一
 

項
規
定
期
限
審
g

TC
成

時

，
省
議

 

會

'
縣

{
市

)
雲

、
鄉

(
鎮

、
 

市

)
民
代
表
會
應
於
金
計
年
度
開

 

始
半
個
月
以
前
議
定
包
括
總
預
算

 

案
未
成
立
前
之
執
行
條
款
及
級
績

 

完
成
審
議
程
序
i

救
辦
法
-
通

 

知
省
政
府
、
縣

(
市

)
政

府

、
鄉

 

(
鎮

、
市

)
公

所

。
年
度
開
始
仍

 

未
議
定
補
救
辦
法
時
*
省

政

府

、 

縣

>'市
一
政
府
、
鄉

(
錤

、
市

) 

公
所
得
在
年
度
總
預
1

範
圍
內

 

動
支
維
持
政
府
施
政
所
必
須
之
經

 

費

、
法
律
規
定
應
負
擔
之
經
费
及

 

上
年
度
已
確
定
數
額
之
嫌
續
經
费

省

、
縣

(
市

)
、
鄉

(
鎮

、 

市

-
總
預
箄
案
在
年
度
開
始
後
三

 

個
月
內
未
完
成
審
議
，
省
政
府
、
 

縣
；

市

j

政

府

、
鄉

C

鎮

、
市

)

定
補
救
辦
法
時
之
權
宜
措
施*

以
 

利
縣
(市
)政

H

作
順
利

S

。 

林
委
H

薄

水

等

擭

案

：
‘

為
因
應
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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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分 審 設 源 之 鶸 鄉 二  
別 艤 定 別 收 * 一 十  
決 時 或 分 入 歲 錤 四  
定 應 擬 別 為 入 、 條 
之 就 變 決 主 以 市  
。 機 更 定 * 擬 一 省  

關 之 之 審 瓣 總 、 
別 支 ； 鏃 更 預 縣  
及 出 歲 時 或 算 一  
政 為 出 應 擬 案 市  
事 主 以 就 設 之 一  
別 ， 擬 來 定 審 、

第 鄭  第 强  第 林  第 林  
定 二 委 別 ； 更 二 委 別 ； 更 二 委 亊 以 設 二 委  
之 十 員 及 歲 或 十 n 及 歲 或 十 I I 別 捩 定 十 II 
收 條 霣 政 出 擬 四 径 政 出 擬 四 瀾 分 設 之 條 濁  
入 消 亊 以 設 條 宏 亊 以 設 條 水 別 定 收  水 
為 縣 等 別 擬 定  等 別 躲 定  等 決 或 人 縣 等  
主 分 設 之 省 提 分 設 之 省 提 定 擬 為 - ' 提  
， 市 案 別 定 收 、 案 別 定 收 、 案 之 變 主 市 案  
審 一 ： 決 或 入 縣 ： 決 或 入 縣 ： 。 更 ， V : 
議 總  定 捩 為 6  定 擬 為 A  之 審 總  
時 預  之 樂 主 市  之 矩 主 市  支 議 預  
應 算  。 更 ， 一 。 更 ， 一 出 時 算  
就 之  之 審 總  之 審 總  為 應 案  
來 審  支 議 預  支 議 預  主 就 之  
源 識  出 時 算  出 時 算  ， 來 赛  
別 ， 為 應 案  為 應 案  審 源 聶  
分 歲  主 就 之  主 就 之  議 別 ， 
別 入  ， 來 審  ， 來 審  時 分 歲  
決 以  審 滬 黷  審 源 議  應 別 入  
定 擬  鶸 別 ， 鼷 別 ， 就 決 以  
之 變  時 分 栽  時 分 歲  機 定 擬  
: 更  磨 別 入  應 別 入  關 之 變  
歲 或  鼓 決 以  就 決 以  如 ； 更 
出 擬  機 定 擬  嫌 定 擬  及 歲 或  
以 設  關 之 變  關 之 瓣  政 出 擬

議 報 議
決 請 *
之 各 縣 縣  
。 該 一 一  

自 市 市  
治 一 - 一  

監 政 總  
督 府 a  
機 得 算  
關 就 萁  
於 原 在  
十 提 年  
五 緦 度  
日 預 開  
內 算 始  
邀 案 後  
集 未 三  
各 審 個  
有 議 月  
關 完 內  
機 成 未  
關 部 完  
協 份 成  
商 ， 審

第
關 更 决 為 歲 一 二  
別 之 定 主 入 鎮 十  
及 支 之 ， 以 、 四 
政 出 ； 審 擬 市 條  
亊 為 玫 議 變 一  
別 主 出 時 更 總 省  
分 ， 以 應 或 預 、 
別 審 擬 就 擬 算 縣  
決 議 設 來 設 奉 一  
定 時 定 源 定 芝 市  
之 應 或 別 之 麥 … 
。 就 擬 分 收 議 、 

機 變 別 入 ， 鄉

二 一 審 鼷 刪 李 。 無 鄉 林 確 參 林  
發 、 、 査 之 除 委  鄕 一 委 立 照 委  
言 委 維 * 規 省 *  〜 鎮 * 預 預 霣  
權 頁 持 ： 定 及 M  鎮 、 蒗 算 算 瀉  
。 § 現  。 鄉 毅  、 市 水 審 法 水

漂 條  鎮 提  一 自 提 之 四 提

煞 。 市 ： 預 地 ： 際 六 ： 
0  -  算 位  。 條 
g  緦 案 取  之 
®  預 之 消  規 
院 算 審 * 定 
會 審 議 已  •

討
七
九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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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第
內 應  > 邀 一 、 會 並 逹 機 四 算 二  
送 於  並 請 市 縣 、 提 後 關 個 案 十  
逹 會 鄉 準 審 一 一 縣 出 三 ， 月 ， 五 

鄉 計 6 用 計 決 市  >  決 個 審 內 應 條  
〜 年 鎮 決 機 算 9 市 萆 月 計 ， 於 
镇 度 、 算 關 審 議  春 內 機 提 會 省  
、 結 市 法 首 棂 會 議 核 完 關 出 計 、 
市 束 一 規 長 報 審 會 報 成 應 於 年 縣  
、- 後 決 定 列 告 議 。 告 其 於 該 度 -、 
民 A 箄 。 席 時 省 省 於 審 決 管 結 市  

代 個 報  說 • 、 議 省 核 算 審 束 一  
表 月 告  明 得 縣 會 議 ， 送 計 後 決

第 張  第 林  第 林
二 委 ， 一 會 算 四 二 委 請 會 後 內 二 委  
十 貝 並 市 、 送 個 十 具 審 。 三 * 十 員  
五 俊 準 一 縣 逹 月 五 濁 討 縣 個 提 一 濁  
條 宏 用 決 ^ 後 內 條 水 機 /、 月 出 條 水  

等 決 算 市 三 * 等 關 市 內 於  等 
省 提 算 審 一 個 提 省 提 首 一 完 該 縣 提  
、 案 法 核 議 月 出 、 案 長 議 成 管 6 案 
縣 ： 之 報 會 內 於 縣 ： 列 會 其 審 市 ：
-  規 告 。 完 該 一  席 審 審 計 U  
市 定 時 省 成 管 市  說 議 核 機 決
-  。 ， 議 其 審 9  明 縣 > 關 算  
決  得 舍 審 計 決  ， 一 並 ， ，
算 邀 、 核 機 算  並 市 提 該 應  
案 諳 縣 ， 關 案  準 9 出 管 於
， 審 一 並 > * 用 決 審 審 會  
應 計 市 提 該 應  決 茛 椟 計 計  
於 機 一 出 管 於  箄 審 報 機 年  
會 關 議 審 審 會  法 棂 告 關 度  
計 首 會 核 計 計  之 報 於 應 結  
年 長 審 報 機 年  規 告 縣 於 束  
度 列 議 告 關 度  定 時 A 決 後  
結 席 省 於 應 結  。 ， 市 算 四  
束 說 、 省 於 束  得 - 送 個  
後  明 縣 議 決 後  邀 議 i s 月

第 李
政 出 擬 二 委 別 擬  
事 以 設 十 興 分 設  
別 擬 定 四 俊 別 定  
分 設 之 條 毅 決 或  
別 定 收  等 定 擬  
決 或 入 縣 提 之 變  
定 擬 為 〜 案 。 更 
之 變 主 市 ： 之

之 審 總  出 
.支 議 預  為 
出 時 算  主 
為 應 案  ， 
主 就 之  審 
， 來 審  議 
審 漉 議  時 
議 別 ， 應  
時 分 歳  就 
應 別 入  機 
就 決 以  關 
機 定 擬  別 
關 之 變  及 
別 ； 更 政 
及 歲 或  事

第
， 達 於  席 带 審 議 審 月 審 月 案 二  
並 鄉 會  說 時 議 會 核 內 計 內 ， k 
準 … 計 郷 明 * 省 。 報 完 機 ， 應 五  
用 鎮 年 • 得 、 省 告 成 關 提 於 條  
決 、 度 鎮 並 邀 縣 議 於 其 應 出 會  
算 市 結 、 準 請 ■ - 會 省 審 於 於 計 省  

法 V 束 市 用 審 市 、 議 核 決 該 年 、 
規 民 後 9 決 計 9 鯀 會 ， 算 管 度 縣  
定 代 六 決 算 機 決 A 、 並 送 審 結 A  
= 表 個 算 法 關 箄 市 縣 提 達 計 束 市  

會 月 報 規 首 審 9 〜 出 後 機 後 一  
審 內 告 定 長 核 議 市 決 三 關 四 決  
讅 送 應 。 列 報 會 一 算 個 ， 個 算

二 一 窨 之 刪 李 無 鄉 林 援 明 林  
發 、 、 査 規 除 委 決 A 委 報 市 定 委  
言 委 維 蠡 定 省 具 算 鎮 員 告 9 縣 員  
權 負 持 ： 。 及 饿 案 、 演 時 議 一 濁 - 
。 § 現  鄉 毅 之 市 水 ， 會 市 水

2  n  - ^  m - w  m m  -  ^
^ 條  鎮 提 讖 自 提 用 議 決 提  
普 文  、 案 。 治 案 決 縣 算 案  
盖 。 市 ： 地 ： 算 審 ： 
^  … 位  法 市 議  
保  決 取  之 … 程 
留 萆 消 規 決 序  
院 審 ， 定 箄 及  
齒 m  已 。 審 縣



法 後 中 ， 二 
律 ， 央 於 十  
牴 省 法 本 六  
觸 g 規 法 條  
者 i 牴 施  
無 羈 觸 行 省  
效 決 考 後 譏  
; 自 蕪 四 會  
鼷 治 效 年 鼸  
決 亊 ； 內 決  
委 項 期 ， 事 
辦 與 滿 與 項

。 會
審
議

準
用
決
算
法
規

定

第 埜  
。 效 二 #  

， 十 員  
前 議 二 濁  
項 決 條 水  
誰 委  等 
決 辦 縣 提  
事 事 一 案  
項 項 市 ： 
無 與 —  
效 法 識  
者 規 會  
> 牴 議  
應 觸 決  
由 者 自  
自 虿 治  
治 效 事  
雖 。 項 
督 與 
m  法 
關 律 
予 牴 
以 觸 
函 者 
告 無

第 李 .  第 鄭
溼 議 三 月 二 委 浬 _ 三 月 二 萎 ， 〜 會 達 四  
諳 會 個 內 十 負 藷 1 個 內 十 員 並 市 、 後 個  
審 。 月 ， 五 俊 審 。 月 ， 一 霣 準 一 縣 三 月  
計 縣 內 提 搽 毅 計 縣 內 提 條 用 決 ^ 個 內  
機 ^ 完 出  等 機 〜 完 出  等 決 算 市 月 ， 
關 市 成 於 縣 提 關 市 成 於 縣 提 算 審 ^ 內 提  
首 一 其 該 〜 案 首 一 其 該 〜 案 法 核 諶 完 出  
長 謀 審 管 市 ： 長 議 審 管 市 ： 之 報 會 成 於  
列 會 核 審 一  列 會 核 審 一 規 告 。 其 該  
席 審 ， I t 決 席 審 * 計 決  定 時 省 審 管  
說 鏃 並 機 算  說 譁 並 嫌 算  。 ， 議 核 審  
明 縣 提 關 案  明 縣 提 關 案  得 會 ， 計 
， 〜 出 ， ， ， 一 出 ， ， 遨 ' 並 機  
並 市 決 審 應  並 市 決 夢 應  請 縣 提 關  
準 ^ 算 計 於  準 - 算 許 於  審 、出 • 
用 決 審 機 會  用 決 審 機 會  計 市 決 審  
決 算 核 關 計  決 算 核 關 計  機 一 算 計  
算 審 報 應 年  算 審 報 應 年  關 嫌 審 機  
法 核 告 於 度  法 核 告 於 度  首 會 核 關  
規 報 於 決 結  規 報 於 決 結  長 審 報 應  
定 告 躲 算 束  定 告 縣 算 束  列 議 告 於  
。 時 一 送 後  。 時 6 送 後  席 省 於 決  

• 市 連 四  • 市 連 四  說 、 省 算  
得 一 後 個  得 U 後 個  明 縣 謀 送

第
者 議 法 於 二  
無 會 竭 本 十  
效 譌 蓰 法 六  
: 決 觸 施 條

l i s g ^
委 亊 效 四 #
辦 項 ，• 年 答  
事 與 期 內 嫌  
項 法 滿 * 決 
與 律 後 與 亊  
中 牴 ， 中 項  
央 觸 省 央 ，

A. t.
..■

互 合 會 、 委 
相 ， 議 本 霣  
配 議 決 條 濁  
合 決 自 第 水  
* 委 治 一 等  
俾 辦 亊 項 提  
利 事 項 明 案  
於 項 仍 定 ： 
國 仍 須 縣

建 與 法 市  
設 法 律 一 
之 規 配 識



討
八
-

車
項
與
屮
央
法
規
牴
觸
者
無
效

C

縣
(
市
)
議
會
議
決
車
項
 

與
屮
央
法
規
、
省
法
規
牴
觸
者
 

無
效
。郷

(
鎮
、
市
)
民
代
表
會
 

謎
決
市
項
與
屮
央
法
規
、
省
法
 

規
及
縣
(
市
)
規
章
牴
觸
者
無

效
。

前r

項
議
決
車
項
無
效
者
 

>
應
由
各
該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7- 

以
函
告
。

項
至
第
一
"
項
讅
決
事

 

項
與
法
規
、
規
萆
有
無
紙
觸
發
 

生
疑
義
時
-
由
司
法
院
解
釋
之

第
_
項
遘
決
牢
項
與
法
律
、
法
規
有
無
牴
觸
發
牛
疑
義
時
 

，
由
司
法
院
解
釋
之
。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提
案
.
，

第

二

卜

六

條

省

議

會

議

決

事

項

，
於
本
法
施
行
後

FJ
年

內

-
與
 

中
央
法
規
牴
觸
者
無
效
.，期

滿

後

，
省
諮
會
議
決

S
治
事
項
與

 

法
律
牴
觸
者
無
效
；
議
決
委
辦
事
項
與
中
央
法
規
牴
觸
者
無
效

C

縣

(
市

}
議
會
議
決
自
治
事
項
與
法
律
牴
觸
者
無
效

；

,m 

決
委
辦
事
項
與
中
央
法
規
、
省
法
規
牴
觸
者
無
效
=

前
二
項
議
決
事
項
無
效
者
，
應
由
各
該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予

以
函
告
。

第

'
項
及
第
…
項
議
決
事
項
與
中
央
法
規
、
省
法
規
有
無

 

牴
觸
發
生
疑
茬
時
*
由
司
法
院
解
釋
之
。

張
委
員
俊
宏
等
提
案
：

第

二

卜

六

條

省

議

會

議

決

事

項

，
於
本
條
例
施
行
期
限
內
，
與
 

中
央
法
規
牴
觸
者
無
效
。

縣

(
市

：-議
會
議
決
事
項
與
中
央
法
規
牴
觸
者
無
效
= 

前
二
項
議
決
事
項
無
效
者
，
應
由
各
該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予

以
函
告
。

第

)
項
及
第
二
項
議
決
事
項
與
法
規
、
規
章
有
無
牴
觸
發

 

生
疑
義
時
-
山
司
法
院
解
釋
之
。

鄭
委
員
V
清
等
提
案
..

第

:::

十
.

：筷
縣

(
市

；-議
會
議
決
事
項
與
法
律
牴
觸
者
無
效
=

汰
規
牴
觸
者
無
效
。

縣

_'市

：
讅
會
議
決
市
項
與

中
央
法
規
、
省
法
規
牴
觸
者
無
效

"

郷

％鎮
'市

；民
代
表
會
議
 

決
啦
項
與
中
央
法
規
、
省
法
規
及

 

M
(

itT
)
規
章
牴
觸
者
無
效
。

前
3
項
議
決

亊

項
無
效
名
， 

應
由
各

M
.E
治
監
督
機
關
予
以
函

第

'
項
至
第
三
項
議
決
事
項

 

與

法

規

、
規
章
有
無
牴
觸
發
生
疑

 

箱

時

，
由
司
法
院
解
釋
之
。

整
體
運
作
。

:■
、
本
條
第
二
項
明
定
議
決
事
項
無
 

效
函
告
之
機
關
。

三
、
本
條
第
一
項
明
定
議
決
事
項
有
 

無
牴
觸
法
令
之
疑
義
解
釋
機
關
D

林
委
員
S

水
等
提
案
：

一
、
 

鄉

{

鎮
、
市
〕
肖
治
地
位
取
消
 

，
無
鄉
(
鎮
、
市
)
民
代
表
會
之
 

議
決
亊
項
，
故
本
條
文
應
予
以
修
 

改
。

二
、
 

明
定
縣
{
市
)
議
會
議
決
自
治
 

事
項
與
法
律
牴
觸
者
無
效
：
議
決
 

委
辦
亊
項
與
中
央
法
規
、
省
法
規
 

牴
觸
者
無
效
。

三
、
 

第
四
項
文
字
略
作
修
正
。

李
委
員
俊
毅
等
提
案
：

7

刪
除
省
及
鄉
(
鎮
、
市
)
民
代
 

表
會
議
決
事
項
效
力
規
定
。

■:
、
縣
(
市
)
議
會
議
決
亊
項
與
中
 

央
法
規
、
省
法
規
牴
觸
者
無
效
， 

改
為
與
「
法
律
」
牴
觸
者
無
效
， 

提
升
縣
；
市
)
議
會
議
決
事
項
之
 

效
力
。



第

_ 1
十

七

條

省

議

會

、
縣

(
市
 

)
議
會
置
議
長
、
副

議

長

各

“ 

人

，由
省
議
員
、縣

市

；議
 

員
分
別
互
選
或
罷
免
之
：
其
選

 

舉
醮
免
於
省
議
會
' 縣

：：

市

) 

議
會
組
織
規
程
定
之
。

鄉

{

鎮

、
市
一
民
代
表
會

 

置

主

席

、
副
主
席
各
一
人

*

由
 

鄉

(鎮

、市

)民
代
表
互
選
或
 

罷

免

之

。
其
選
舉
罷
免
於
鄉

f 

鎮

、
市

)
民
代
表
會
組
織
規
程

 

定

之

。

前
項
議
決
事
項
無
效
者
，
應
由
省
政
府
予
以
函
告
。

前
項
議
決
事
項
與
法
律
、
中
央
法
規
有
無
抵
觸
發
生
疑
義
 

時

*
由
相
關
機
關
函
請
司
法
院
解
釋
之
。

李
委
M

俊
毅
等
提
案
：

第
一
 一
十
六
條
縣
(市
)議
會
議
決
事
項
與
法
律
抵
觸
者
無
效
。 

前
項
議
決
事
項
無
效
者
，
應
由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報
請
行
政

院
予
以
函
告
。

前
項
議
決
事
項
與
法
律
有
無
牴
觸
發
生
疑
義
時
-
由
司
法
 

院
解
釋
之
。

林
委
具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一
一
十
三
條
縣
(
市

)
議
會
置
識
長
、
副
雜
長
各
一
人
，
由
鯀
 

(
市

)
議
員
分
別
互
選
或
罷
免
之
；
其
選
舉
I I

免
於
縣
(市
) 

議
會
組
織
規
程
定
之
。

林
委
M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二
十
七
條
省
鶸
會
、
縣

(
市

)
議
會
置
議
長
、
副
議
長
各
一
 

人

-
由
省
議
員
、
縣

(
市

)
議
員
分
別
互
選
或
罷
免
之
；
其
選
 

舉
罷
免
於
省
謙
會
、
縣

(
市

)
議
會
組
餓
規
程
定
之
。

張
委
員
俊
宏
等
提
案
：

第
二
十
七
條
省
議
會
、
縣

(
市

)
議
會
置
議
長
、
副
議
長
各
一
 

人

，
由
省
議
員
、
縣

(
市

)
議
員
分
別
互
選
或
罷
免
之
。
其
選
 

舉
醑
免
於
省
議
會
、
縣

{

市

)
議
會
組
織
規
程
定
之
。

鄭
委
a

u
i*
等
提
案
：

第
二
十
七
條
省
議
會
、縣
(市
) 

議
會
置
議
長
、
副
議
長
各
一
人
，
 

由
省
議
員
、
縣

(
市

)
議
員
分
別
 

互
選
或
龍
免
之
；
其
選
舉
罷
免
於
 

省
議
會
、
縣

(
市

)
議
會
組
織
規
 

程
定
之
。

郷

(
鎮

、
市

)
民
代
表
會
宣
 

主
席
、
副
主
席
各
一
人
，
由
鄉{

 

鎮

、
市

)
民
代
表
互
選
或
罷
免
之
 

。
其
選
舉
罷
免
於
郷
(
錤

、
市

) 

民
代
表
會
組
織
規
程
定
之
。

V
蛮
窨
：

一
、
 

維
持
現
行
條
文
。

二
、
 

委
員
傅
岫
成
®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言
權
。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提
案
：

明
定
縣
(
市

)
嫌
會
隞
長
、
副
議
長
 

由
縣
(
市

)
議
員
互
選
或
屜
免
，
並
 

於
縣
(市
)議
會
組
織
規
程
定
之
， 

y

資
配
合
。

林
委
負
S

水
等
提
案
：

郷

(
錤

、
市

)
自
治
地
位
取
消
，
鄉
 

(鎮
'市
)已
無

郷
(琪
、市
)民
 

代
表
會
之
設
置
，
故
本
條
文
應
予
以
 

修
改
。

李
委
■
俊
毅
等
檯
案
：

刪
除
省
議
長
、
副
議
長
及
郷
(
鎮

、 

市

)
民
代
表
主
席
，
副
主
席
選
舉
罷



討
八
四

第
就 前 會 、 圭 該 、 政 各 長 縣 表 一 二  
其 項 ， 鄉 管 直 市 府 麻 應 6 會 鏞 十  
主 各 代 一 省 業 臑 9 各 處 提 市 定 會 八  
管 該 表 鎮 議 務 機 公 局 局 出 9 期 、 條 
業 首 舍 、 員 提 關 所 科 會 施 長 會 鄉  
務 長 定 市 、 出 首 各 室 首 政 、 開 A 省 
質 及 期 U 縣 報 長 課 主 長 報 鄉 會 鎮 議  
詢 單 開 民 一 告 * 室 管 、 告 ^ 時 、 會  
之 位 會 代 市 。 得 主 、 縣 ； 錤 * 市 、 
權 主 時 表 一  應 管 鄉 一 省 、 省 9 縣  
。 管 有 於 議  邀 及 〜 市 政 市 長 民 一 

* 向 嫌 員  就 各 鎮 ' - 府 一 、 代 市

第 張  第 林  第 林
縣 二 委 項 就 6 縣 = 委 前 業 出 二 委  
^ 十 與 首  主 市 6 十 員 項 務 施 十 眞  
市 八 後 長 省 管 9 市 八 薄 首 提 政 四 ®  
U 條 宏 及 謓 業 政 9 條 水 長 出 報 條 水  
長 等 單 員 務 府 長  等 及 報 告  婷 
應 省 提 位 、 提 各 應 省 提 單 告 ， 縣 提  
提 議 案 主 縣 出 局 提 議 案 位 。 縣 6 案 
出 會 ： 管 6 報 科 出 會 ： 主 縣 一 市 ： 
施 、 ， 市 告 室 施 、 管 〜 市 一  
政 縣  就 。 主 政 縣  ， 市 一 議 
報 6  其 議  管 報 6  就 y 政 會  
告 市  主 員  及 告 市 . 其 議 府 定  

管 於  各 ； 一 主 員 各 期

I I  1 1  靈 壽 1  1 1 8 8
府 定  質 定  屬 各 定  發 # 室 時  
各 期  詢 期  機 廳 期  簧 定 主 > 
應 開  之 開  關 處 開  詢 期 管 縣  
處 會  權 會  首 局 會  之 開 得 A  

局 時  。 時 長 會 時  權 會 應 市  
會 ， ， ， 首 ， 。 時 邀 一  
首 省  有 得 長 省  ， 就 長  
長 長  向 應 _ 、 長 有 主 應 '
、 、 前 邀 縣 、 向 管 提

第 李  第
組 一 二 委 議 ' 二  
緻 市 十 輿 會 市 十  
規 一 七 後 組 一 三  
程 議 條 毅 織 議 條  
定 員  等 規 員  
之 互 縣 提 程 分 縣  
。 選 〜 案 定 別 〜  

或 市 ： 之 互 市  
罷 一 。 選 一 - 
免 議  或 議 ’ 
之 會  罷 會  
。 置 免 置  
其 議  之 議  
選 長  。 長 
舉 、 其 、 
罷 副  選 副  
%  m 舉 議  

. 於 長  " 寵 長  
縣 各  免 各

—i* -»

市 人  人 
>

議 由  市 由  
龠 縣  - 縣

第
業 該 代 鄉  得 室 主 # ■ 施 - • 定 鵾 二  
務 首 表 ^  應 主 管 長 政 長 期 會 十  
質 長 會 錤 省 灌 管 、 、 報 、 會 、 八 
詢 及 定 、 謓 就 及 鄉 縣 告 鄉 開 郷 條  
之 單 期 市 員 主 各 一 6 ; - 會 h  

權 位 開 U 、 管 該 鎮 市 省 镇 時 鎮 省  
。 主 會 民 躲 業 直 、 ^ 政 、 ， 、 鶸  

管 時 代 ^ 務 * 市 政 府 市 省 市 會  
， 着 表 市 提 機 一 府 各 一 長 一 、 
就 向 於 一 出 關 公 各 K 長 、 民 縣  
其 前 議 議 報 首 所 局 處 應 縣 代 一 
主 項 會 貝 告 長 各 科 局 提 ^ 表 市  
管 各 、 、 。 * 課 室 會 出 市 會 ^

審 表 蜊 李 文 一 鄉 林 質 議 提 科 議 依 林  
査 金 除 委 應 鎮 ^ 委 詢 焉 出 室 會 一 委  
會 之 省 i 予 、 鎮 貝 之 罸 業 主 定 般 員  
: 相 議 後 以 市 、 濁 權 上 務 管 期 民 濁  

關 會 « 修 一 市 水 。 述 報 應 會 主 水  
規 及 等 改 民 等  人 告 提 時 政 等  
定 鄉 提 。 代 自 提 員 ； 出 * 治 提  
。 一 案 表 治 案 有 並 施 縣 運 案  

錤 ： '會 地 ： 質 明 政 一 作 ：
、 廢 位  詢 定 報 市 ，
市 除 取  之 縣 告 一 縣  
-  ， 消 權 一 或 長 ^
民 本 * 及 市 應 、 市 
代 條 鄉  其 一 逆 局 一

二 一 *
發 、 、 査 免  
言 委 維 會 之  
權 貝 持 ： 規 

。 W  i  定
^  U  °
成 f

5* c

明
保
留
院
會



■
F

第

::
卜

九

條

省

議

會

、

M
(
市
 

:
議
會
 '
鄉

鎮

、
市

..民
代
 

表
會
大
會
開
會
時
，
對
特
定
事
 

項
有
明
瞭
必
要
者
，
得
邀
請
前
 

條

第

1項
各
謖
旨
長
或
單
位
主
 

管
列
席
說
明
。

省
議
會
'
縣

(
市

)諮
會
 

委
員
會
或

鄕

{

鎮

、
市

)
民
代

M
'

rl,
政
府
&

咼

科

乇
卞
符
及

fr
,is
M
阑

機
關
首
&

，
得
應

 

邀

就

主

哲

槳

務

提

出

報

吿

。

省
遨

a

'

Mi
.市

.

.满

R
於

谦

矜
定
期
開

锜

時
每
向
前
項

 

各

該

苒

提

及

單

位

卞

管

-
就

其

卞

货

龙

務

贸

詢

之

灌

。

鄭
委
員
寳
清
等
提
案
：

第

:■■-
十

四

條

縣

；

市

，
谦

俜

定

期

會

開

會

時

，
胳

：'
市

：
设
應

 

提

出

施

政

報

告

，
縣

.(市

 '
政

W
谷
局
料
室
主
管
及
各
該
鬼
屬

 

機

關

首

長

，
得

睚

邀

就

卞

莳

業

務

捉

出

報

缶

並

備

質

詢

。

李
委
員
俊
毅
等
提
案
：

第
二
十
八
條
縣
(

rtj
一
戚
俾
定
期
會
開
會
時
，
縣

.；
市

：
長
應

 

提

出

施

政

報

告

；
縣

{
市

 '
政
附
各
局
科
鬼
主
管
及

li
阐

槲
關

 

W
長

，
得

應

邀

就

主

费

窠

務

捉

出

報

告

。

縣

(
市

；-
議

員

於

謓

會

定

期

色

閒

酋

時

冇

向

|1!]
項

各

該

斡

 

投

及

單

位

主

贺

，
就

其

主

竹

業

務

饩

狗

之

權

。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二

卜

五

條

縣

_(市

：：

a
會

A:
會

開

會

時

，
對
特
定
事
項
有
明

 

瞭

必

要

者

，
得

邀

請

縣

、
市

：

M
成

对

關
之
堝
科
逭
主

传

列
席

 

說

明

。縣

{

市
一
議
會
委

M
會
問
會
時
，
對
特
定
争
項
有
明
瞭
必
 

要

者

，
得

邀
請

m
 (
市

.
喪
以
外
之

钉

關
笫
務
主
管
人

M
列
席

 

說
明
。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二
十
九
條
省
讅
會
■

M
:

I4J 

m
會
、

郷

(
m '

i'J
.
.
民

代

衣

會

 

大

會

開

會

時

，
對
恃
定

亊

項
冇
明

 

瞭

必

要

者

-
得
邀
諳
前
條
第
一
項

 

各
譎

首

a
或
苹

f.v:
主
管
列
席
說
明

 

0

省
議
會

 
'

縣

满舎赉

 

員

會

或

鄉

(
鎮

、
市

y民
代
表
俾

、
維

持

現

行

條

文

。

:

'
袭
fi
m

G成
保
明
保
留
说
符
 

發

 i
li
m
。

林
委
寅
濁
水
等
提
案
：

躲

；

市

)
餵
會
定
期
會
及
臨
時
會
開
 

會

，
包
括
大
會
及
委

A
會
議
，

阴
其
 

性
皙
不
同
-
列
席
對
象
應
予
區
分
。 

第
二
項
關
於
委
員
會
開
會
時
，
規
定
 

僅
得
邀
請
縣
(
市

：

i

長
以
外
之
有
關
 

業
務
主
管
人
員
列
席
，
是
為
避
免
縣
 

_:巾

：：長
頻
於
出
席
各
種
會
漭
-
影

討
八
五



討
八
六

表
會
小
組
開
會
時*

對
特
定
事

 

項
有
明
瞭
必
要
者
，
得
邀
請
各

 

該

省

長

'
M

(
市

i

、
鄉

『 

镇

、
市

)
長
以
外
之
有
關
業
務

 

主
管
人
員
列
席
說
明
。

.

第
二
1-
九
條
省
謙
會
、
縣
(
市
)
議
會
大
會
開
會
時
，
對
特
定
 

事
項
有
明
瞭
必
要
者
，
得
逆
請
前
條
第
一
項
各
該
首
長
或
單
位
 

主
管
列
席
說
明
。

省
議
會
、
M 

f

市
)
議
會
委
員
會
開
會
時
，
對
特
定
事
項
 

有
明
瞭
必
要
者
-
得
邀
»
各
該
省
長
、
縣
(
市
)
長
以
外
之
有
 

關
莱
務
主
管
人
員
列
席
說
明
。

張
委
«
俊
宏
等
提
案
：

第
二
十
九
條
省
議
會
、
縣
(
市
)
S

大
會
開
會
時
，
對
特
定
 

亊
項
有
明
瞭
必
要
者
，
得
邀
請
前
條
第
一
項
各
該
首
長
或
單
位

主
管
列
席
說
明
。

省
議
會
、
縣
(
市
)議
會
委
員
舍
開
會
時
，
對
特
定
事
項
 

有
明
瞭
必
要
者
，
得
遂
請
各
該
省
長
、
縣
(
市
)
長
以
外
之
有
 

關
業
務
主
管
人
員
列
席
說
明
。

郞
委
員
V

滴
等
提
案
：

第
二
十
五
條
縣
(
市
)
議
會
大
會
召
開
時
-
對
特
定
事
項
有
明
 

瞭
必
要
者
，
锝
邀
請
前
條
所
列
之
各
該
酋
長
或
單
位
主
管
列
席

說
明
。縣

(
市
一
議
會
委
員
會
開
會
時
，
對
特
定亊項
有
明
瞭
必
 

.要
者
，
得
邀
請
縣
(
市
)
長
以
外
之
有
關
茱
務
主
管
人
員
列
席

說
明
。

雲
羼
後
毅
等
提
案
：
 

■

第
二
十
九
條
縣
(
市
)
嫌
會
開
會
時
-
對
特
定
亊
項
有
瞭
解
之
 

必
要
時
，
得
邀
請
前
條
第
一
項
各
該
首
長
或
單
位
主
管
列
席
說

小
組
開
會
時
，
對
特
定
事
項
有
明
 

瞭
必
要
者
，
得
邀
請
各
該
省
長
、 

縣
(市
)長
、

郷
(鎮
、市
)長
 

以
外
之
有
關
業
務
主
管
人
員
列
席
 

說
明
。

饗
縣
(市
)政
之
推
動
。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提
案
：

鄉
(
鎮
、
市
)
自
治
地
位
取
消
，
鄉
 

(
鎮
、
市
)
民
代
表
大
會
廢
除
，
本
 

條
文
應
予
以
修
正
。

李
委
員
俊
教
等
提
案
：

一
、
 

刪
除
省
雲
及
鄉
(
鎮
、
市
) 

民
代
表
會
之
相
關
規
定
。

二
、
 

縣t

市
)
議
會
斜
特
定
事
項
有
 

明
瞭
必
要
者
，
改
為
有
「8

之
 

必
要
時
」
，
以
順
暢
文
句
。

審

辜■

一

、
 

維
持
現
行
條
文
=

二
、
 
委
員
傅
!11|
成
聲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言
權
。



第
。 言 表 9 會 議 三  

論 對 議 開 會 十  
及 於 員 會 、條 
表 有 、 時 郷  
決 關 鄉 ，■-省 
，會 ^ 省 鎮 議  
對 議 錤 議 、 會 
外 事 、 員 市 、 
不 項 市 、 ■-縣 
負 所 一 縣 民 ^  
黃 為 民 6 代 市  
任 之 代 市 表 一

第 李  第 鄯  第 逢  第 林 第 林  
會 二 委 一 關 二 委 負 市 三 委 負 市 三 类 關 二 #  
議 十 負 議  會 十 f t 資 一 十 I I 資 ' - 十 g 會 十 員
亊 條 俊 會 縣 議 六 霣 任 議 條 俊 任 議 條 菊 議 六 濁  
項 毅 之 ^ 亊 條 清 。 員 宏 。 員 水 事 條 水
所 縣 等 許 市 項  等 對 省 等  對 省 等 項  等 
為 一 提 可 一 所 縣 提  於 嫌 提  於 議 提 所 縣 提  
之 市 案 ，議 為 一 案  有 會 案  有 會 案 為 6 案 
言 不 員 之 市 ： 關 、 ： 關 、 ：之 市 ： 
論 載  得 ，言 9  會 縣  會 縣  言 9  
及 會  逋 除 論 議  議 一  議 一  論 嫌  
表 開  捕 現 及 會  事 市  亊 市  及 會  
決 會  或 行 表 開  項 9  項 一  表 開  
，時 拘 犯 決 會  所 議  所 嫌  決 會  
對 ， 禁 外 ，時 為 會  為 會  * 時 
外 縣  。 ，對 ， 之 開  之 開 對 > 
不 … 在 外 脒  言 會  言 會  外 縣  
負 市  會 不 一  論 時  論 時  不 一 
資 一  期 負 市  及 ， 及 ， 負 市  
任 議  中 责 一  表 省  表 省  责 一  
。 員 ， 。 議 決 廉  決 議  任 廉  

對 非 員  ，員 * 員 《 員 
於 經 S  ^  ' 對 ， S  
有 〜 於  外 縣  外 縣  於 
Bfl 市 有  不 一  不 备

席 必  明 
說 要  。 
明 時 縣
〇 » 严、

得 市
遨 一
請 戡
縣 會
— 委

市 員

以 #
外 時
之 ，
有 對
關 特
業 定
務 事
主 項
管 有
人 瞭
員 解
列 之

第
* 關 、 會 舍 三
釾 會 鄉 時 、 十 
外 議 一  * 鄉 條  
不 事 鎮 省 6  
負 項 、 栽 鎮 省  
貴 所 市 負 、 譏 
任 為 一 、 市 會  

' ■ 。 之 民 麻 一 、
言 代 一 民 躲  
論 表 市 代 一  
及 對 ^ 表 市  
表 於 議 會 U  
決 有 員 開 鶸

二 一 審 表 刪 莘 責 條 鄉 衽 論 解 法 參 衫 ： 
發 、 、査 之 除 * 攫 之 A # 免 釋 院 照 #  
言 委 維 會 相 省 鄉 錤 員 資 意 大 憲 員  
櫳 負 持 ： 關 議 後 予 ^ 、漘 權 旨 法 法 濁  
。 异 現  規 員 毅 以 鎮 市 水 範 > 官 第 水

恐 文  一 案 。 一 代 案  縣 釋 三 案  
*  = 鎮 ： 民 表 ： 〜 字 條 ： 
w  、 代 會  市 第 之  
^  市 表 廢  一 一 精 
留 一 言 除  議•六神 
辟  民 論 * 員 k 及 
會 代 免 本  .言 號 司

討
八
七



討
八
八

第一;:

卜

一
條
省
議
員
、
縣

■市
 

.議s

'
郷

：：

鎮

、
市

民

代

 

表
除
現
行
犯
、
通
緝
犯
外
，
在
 

會
期
內
，
非
經
省
議
會
、
縣

〈 

市

)
議
會
、
鄉

{

鎮

、
市

)
民
 

代
表
會
之
同
意
*
不
得
逑
捕
或
 

拘
禁
。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三
十
；
條
 

刪

除

.：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一
二
十
一
條
〈
刪

除

'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三

十

一

條

{

刪

除

：：
張
委
M

俊
宏
等
提
案
：

第
三
十
一
條
省
議
員
、
縣

'

m

a
員
除
現
行
犯
外
，
在
會
期
 

內

，
非
經
省
議
會
、

M
.:市

..議
會
之
許
可
，
不
得
逮
捕
或
拘
 

禁
。
.

.行
政
院
案
：

第
三
十
一
條
省
謙
員
、
縣

「
市

)
議
貨
、
鄉

(
〒

市

)
民
代
 

表
除
現
行
犯
、
通

辑

犯
外
，

/F
會
期
內
，
非
經
省
議
會
、
縣

( 

市

)議
會
、
鄉

鎮

、
市

：
民
代
表
會
之

冋

意
，
不
得
逮
捕
或
 

拘
禁
。 

.

李
委
8
俊
毅
等
提
案
：

第
三
十
一
條
縣
(市
議

M
除
現
行
犯
外
，
在
會
期
內
，
非
經
 

縣

(
市

)
議
會
之
同
意

*

不
得
逮
捕
或
拘
禁
。

第
三
十
一
條
省

M

M
、
縣
 

議
員
'
郷

；
鎮

、
市

.
K
代
表
除
 

现
行
犯
外
，
在
會
期
內
-
非
經
省
 

議
會
、
M
(
市

議

會

、

郷

(
*fl
 

、
市

)
民
代
表
會
之
許
可
，
不
得
 

逮
捕
或
拘
禁
。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提
案
：

為
稲
除
不
法
民
代
，
將
地
方
民

#:
代

发
之
免
逮
捕
特
權
予
以
刪
除
。

行
政
院
案
：

'
、
為
配
合
加
強
整
肅
治
安
之
需
要
 

，
爱
增
列
在
會
期
中
，
涉
有
刑
黄
 

而
通
緝
有
案
之
地
方
民
意
代
表
不
 

在
人
身
保
障
之
列
。

■ ■
、
司
法
檢
警
機
關
與
議
會
並
無
隸
 

塍
關
係
，
本
條
規
定
係
在
規
範
議
 

會

M

--J
法
檢
察
機
關
法
律
行
為
之
 

同
意
-
爰
修
正
「
許
可
」
二
字
為
 

同
薰
，
以
符
事
寊
。

李
委
員
俊
毅
等
提
案
：

'
、
刪
除
省
議
員
及

郷
(
鎮

、
市

) 

民
代
表
之
相
關
規
定
。

'

 ■
、
司
法
警
察
機
關
與
議
會

M
無
隸
 

遛
關
係
•
本
條
規
定
係
在
規
範
議
 

會
剡
司
法
檢
查
機
關
法
律
行
為
的
 

同
意
-
使
完
成
法
律
行
為
的
效
力
 

，
與
許
可
之
本
質
係
劏
原
禁
止
事
 

件
之
解
除
者
有
別
*
丟
修
正
「
許
 

可

」
二
字
為
「
同
意
」
，
以
符
事

s

=



第
法 標  、 在 表  '- 三  
律 準  交 開 得 諮 十  
不 ，前 通 會 支 員 二  
得 另 項 費 期 研 、條 
自 以 各 及 間 究 鄉  
行 法 費 膳 並 費 〜 省  
增 律 用 食 得 等 鎮 議  
加 定 支 費 酌 必  ' 員  
其 之 給 。 支 要 市 、 
費 ；項 出 費 一 縣  
用 非 目  席 用 民 一  
。 依 及  黄 ；代 市

m  第 行  第 張  第 林  第 林
萎 法  ' 表 三 政 ，用 三 委  用 三 委  會 二 委  
負 律  交 得 十 院  ； 十 員  ；十 興  期 十 負  
寶 不 前 通 支 二 案 前 在 二 後 前 在 二 濁 前 間 七 濁  
清 得 項 黃 研 條 ：項 開 條 宏 項 開 條 水 項 並 條 水  
等 自 各 及 究  各 會  等 各 會  等 备 得  等 
提 行 费 膳 黄 省  费 期 省 提 費 期 省 提 费 酌 縣 提  
案 增 用 食 等 議  用 間 議 * 用 間 議 案 用 支 ■ ' 案  
: 加 支 费 必 員  支 並 員 . 支 並 筒 ： 支 出 市 ： 

其 給 。 要 、 給 得 、 給 得 、 給 席  
費 項  费 縣  僳 酌 縣  標 酌 縣  標 費 議  
用目  用 ■-'、 .準 支 〜  準 支 ■-、 準 、 員 
。 及 ：市 ，出.市 ， & i 市 * 交 得  

稷 10E — 另 席 、一 另 席 -" 另 通 i  
準 開 議  以 費 議  以 费 嫌  以 費 研  
* 會 員  法 、 員 法 、 員 法 及 究  
另 期 、 律 交 得  律 交 得  律 膳 费  
以 間 鄉  定 通 支  定 通 支  定 食 等  
法 並 6  之 费 研  之 費 研  之 费 必  
律 得 鎮  。 及 究  。 及 究  。 。 要 
定 酌 、 膳 黄  膳 費  费 
之 支 市  食 等  食 等  用 
; 出 一  赛 必  必 ； 
非 席 民  。 要 。 要 在 
谇 费 代  费 费 開

第
以 及 期 支 嫌 三  
法 膳 間 研 員 十  
律 前 食 並 究 ？ 二 
定 項 費 得 费 鄉 條  
之 各 。 酌 等 一 
。 费 支 必 鎮 省  

用 出 要 、 議 
支 席 费 市 員  
給 费 用 一 、

. m  、 ：民 縣  
準 交 在 代 〜  
* 通 開 表 市  
另 費 會 得 一

定 應 第 支 員 為 行 故 無 郷 林  二 一 林  
不 依 二 給 及 明 政 本 鄉 ^ 委 準 所 、 费 增 平 、委 
得 法 項 係 鄉 確 院 條 ^ 鎮 員 應 節 為 。 齒 時 參 員  
自 律 規 屬 一 規 * 應 鎮 、濁 以 度 使  支 得 照 溻  
行 規 定 法 镇 範 ：配 、 市 水 法 ，縣 出 支 現 水  
增 定 费 律 、 省 合 市 一 等 律 明 一 席 研 制 等  
加 支 用 保 市 議  修 一 自 提 定 定 市  费 究 明 提  
其 給 支 留 〜 具  正 民 治 * 之 各 一 、 费 定 *  
费 ，給 事 民 、 。 代 地 ： ，項 議  交 ，縣 ： 
用 非 項 項 代 縣  表 位  以 费 員  通 開 一  
。 依 目 ，表 〜  之 取  資 用 之  簧 會 市  

法 及 爰 之 市  設 消  遵 支 支  及 期 一 
律 標 修 費 ^  S ， 循 給 給  膳 間 議  
規 準 正 用 議  ，已 。 锞 有  食 並 員

二 - - 審 
發 、 、 査 
言 委 照 耆  

權 員 g  :
° 傅 政

5 1 藝

* 過
明 V
保
留
院
會

討
八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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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關 f t就 去  ^ 或 脯 、 各 民 立 表 9  3  
解 治 職 原  不 名 機 郷 該 選 各 ， 議 f- 
除 監 時 瞰 前 在 義 關 一 省 公 級 不 員 三  
其 督 視 ， 項 此 。 、 鎮 政 職 學 得 、 條 
職 機 同 不 人 限 m 事 、 府 人 校 兼 鄉  
務 關 辭 辭 員 。 法 業 市 、 員 專 任 一 省  
或 通 職 去 應  令 機 一 縣 ， 任 公 鎮 諮  
解 知 ， 原 於  另 構 公 … 亦 敎 務 、 員 
聘 其 並 職 就  有 任 所 市 不 師 員 市 、 
。 服 由 者 職  規 何 及 一 得 或 、 一 縣  

務 各 * 前 定 職 其 政 兼 其 公 民 一 
機 該 於 辭  者 務 所 府 任 他 私 代 市

第 林  第 林
就 構 兼 公 三 委 除 就  令 學 二 委  
職 任 任 私 十 員 其 職  另 政 校 十 員  
時 前 何 各 立 三 薄 職 時 前 有 府 專 八 濁  
梘 項 職 該 各 條 水 務 視 項 規 及 任 條 水  
同 人 務 省 級  等 或 同 人 定 其 敎  等 
辭 員 或 政 學 省 提 解 辭 員 者 所 師 縣 提  
職 應 名 府 校 議 案 聘 職 應 * ® 或 一 案 
， 於 義 、 專 員 ： 。 ， 於 不 機 其 市 ： 
並 就 。 縣 任 、 並 就 在 關 他 一  
由 職 但 一 敎 縣  由 職 此 、 民 議  
各 前 法 市 師 一  自 前 限 事 選 員  
該 辭 令 ■ 或 市  治 辭 。 業 公 不  
自 去 另 政 其 一  監 去  機 職 得  
治 原 有 府 他 議  督 原  構 人 兼  
監 職 規 及 民 員  機 職  任 員 任  
督 ， 定 其 選 ， 關 ， 何 * 公 
機 不 者 所 公 不  通 不  職 亦 務  
關 辭 ， 屬 職 得  知 辭  務 不 員  
通 去 不 機 人 兼  其 去  或 得 、 
知 原 在 關 員 任  服 原  名 兼 公  
其 瞰 此 、 ， 公 務 嗛  義 任 私  
服 者 限 事 亦 務  機 者  = 縣 立  
務 ， 。 業 不 員  關 ， 但 一 各  
機 於  機 得 、 解 於  法 市 級

第 李  第 
會 三 委  會 二  
期 十 畏  期 十  

前 間 二 俊 前 間 七  
項 並 條 毅 項 並 條  
各 得  等 各 得  
费 酌 躲 提 費 酌 縣  
用 支 一 案 用 支 一 
去 出 市 ： 去 出 市  
給 席 一  給 席 一  
標 費 議  標 费 議  
準 、 員 準 、 員 
* 交 得  ， 交 得

以 费 研  以 费 研  
法 及 究  法 及 究  
律 膳 费  律 膳 费  
定 食 等  定 食 等  
之 费 必  之 费 必  
〇 〇

费  费
用 用

開 開

第
職 督 時 原  有 構 一 ' 人 學 不 議 三  
務 機 視 職  規 任 公 縣 員 校 得 員 十  
或 關 同 ， 前 定 何 所 一 ， 專 兼 、 三 
解 通 辭 不 項 者 職 及 市 亦 任 任 郷 條  
聘 知 瞰 辭 人 * 務 其 ^ 不 敎 公 一 
= 其 ， 去 員 不 或 所 政 得 師 務 鎮 省  

服 並 原 應 在 名 遢 府 兼 或 員 、 議 
務 由 職 於 此 義 機 、 任 其 、 市 員  
機 各 者 就 限 。 關 鄉 各 他 公 一 、 
關 該 ， 職 。 但 、 … 該 民 私 民 縣  
解 自 於 前  法 事 鎮 省 選 立 代 一  
除 治 就 辭  令 業 、 政 公 各 表 市  
其 監 職 去  另 捩 市 府 職 級 ， 一

二 一  才木
院 T 作 際 立 地 勢 繁 立 兼 ， 、 赛  

大 依 ， 市 本 。 各 方 將 忙 各 任 公 公 貝  
法 憲 以 一 立  級 民 影  > 級 他 務 務 濁  
官 法 明 議 法  學 意 響 如 學 項 員 員 水  
會 第 分 員 、 校 代 學 准 校 公 除 服 等  
議 一 際 自 行  專 表 生 兼 專 職 法 務 提  
择 百 。 不 政  任 亦 之 地 任 或 令 法 案  
字 零  得 分  敎 不 課 方 之 業 所 第 ： 
第 三  兼 立  師 得 業 民 敎 務 定 十  
十 條  任 原  ， 兼 > 意 師 ； 外 四  
九 、 行 則  以 任 爰 代 其 另 ， 條 
號 司  政 * 符 公 規 表 工 公 不 規  
、 法  工 縣  實 私 定 ， 作 私 得 定

二 一 査  一 垄
言 、 、 査 民 、 委 
權 委 照 會 代 刪 貝  
。 員 行 ： 表 除 俊  

傅 政  黄 省 毅  
皤 院  用 議 祥  
成 案  支 員 提  
聲 通  給 及 案  
明 過  規 鄉 ： 
保 。 定 一  
留 。 鎮  
院 '
會  市 
發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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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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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或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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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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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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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1

省
議
負
、
縣

(
市

)
嫌

負*

不
得
兼
任
公
務
員
、
 

公
私
立
各
級
學
校
專
任
敎
師
或
其
他
民
選
公
職
人
負*

亦
不
得

 

兼
任
各
該
省
政
府
、
縣

(
市

)
政
府
及
其
所
屬
嫌
關

、
亊
業
機

 

構
任
何
職
務
或
名
義
。
但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者
-
不
在
此
限
。

前
項
人
员
應
於
就
職
前
辭
去
原
職
，
不
辭
去
原
職
者
，
於

 

就
職
時
視
同
辭
職
*
並
由
各
該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通
知
其
服
務
機

 

關
解
除
其
職
務
或
解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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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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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八

條

縣

(
市

)
鼴
員
不
得
兼
任
公
務
員
、
公
私
立
各
級

 

學
校
專
任
敎
師
或
其
他
民
選
公
職
人
員
，
亦
不
得
兼
任
縣
(
市
 

)
政
府
及
其
所
屬
機
關
、
亊
業
機
構
任
何
職
務
或
名
義
。
但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者
，
不
在
此
限
。

前
項
人
員
應
於
就
職
前
辭
去
原
職
，
不
辭
去
原
瞰
者
-
於
 

就
職
時
視
问
辭
職
，
並

由

縣

(
市

)
I

通
知
其
服
務
機
關
解

 

除
其
職
務

李
置
後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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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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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士一一

條

縣

(
市

)
議
員
不
得
兼
任
公
務
員
、
公
私
立
各
級

 

學
校
專
任
敎
師
或
其
他
民
邁
公
職
人
員
，
亦
不
得
兼
任
縣
(
市
 

)
政
府
及
其
所
觸
機
關
、
事
業
機
構
任
何
職
務
或
名
義
。
但
中

央
法
規
另
有
規
定
者
，
不
在
此
限
。

第
二
十
四
號
、
第
七
十
四
號
解
釋 

薰

旨

’
各
級
民
選
公
職
人员
不
得
 

互

兼

，
亦
一
併
予
以
明
文
限
制
。

四

、
依
同
法
院
大
法
官
會
嫌
轉
字
第 

一
號
解
釋
意
旨
，
明
定
本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林
委
«
濁
水
等
提
案
：

梅

(
鎮

、
市

)
自
治
地
位
取
消
-
巳

無

鄉

(
鎮

、
市

)
民
代
表
之
設
置
，

故
本
條
文
應
配
合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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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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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
除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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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
及郷
(
錤

、
市

) 

民
代
表
之
相
關
規
定
。

二

、
 

為
使
文
*
明

確

•
爰
將
但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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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令
」
修
正
為
「
中
央
法
規

j

 

，
以
杜
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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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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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
持
現
行
條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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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組 會 巾  定 擬 、 報 之  請 依 r 省 核 由 三  
織 、 行  。 訂 市 請 組  省 粑 樑 政  矩 省 十  

各 規 郷 政 新  組 一 內 織 郷 政 則 定 府 縣 。 議 P4 
极 杩 一 院 設  繳 K 政 由 一 府 * ; 擬 一  會 條  
遘 ， 鎮 定 之  規 代 部 省 鎮 梭 擬 各 訂 市  擬 
矜 山 、 之 右  程 表 核 政 、 定 訂 縣 準 一  f i m  
、 名' 市 c 誠 ， 备 淀 府 市 。 纽 則 議  ， _  
代 政  1 會 報 應 ； 擬 … 織 市 ， 會 報 會  
衷 府 氏 ■ ■ 組  縣 依 齐 訂 民  規 一 報 之  請 組  
會 定 代 m 織  政 準 鄉 準 代  锃 議 請 組  行 織  
之 之 表 / 規  府 則 〜 則 表  ， 會 行 織  政 規  
組 。 會 議 程  核 ， 鎮 ， 會 報 應 政 由  院 程

第 張  第 林  第 林
核 三 委 院 牴  行 核 三 委 牴  。 ， 二 委  
定 十 員 備 觸  政  定 十 員 觸  報 十 員  
。 四 俊 查 中 各 新 院 縣 。 四 濁 中 第  新 請 九 濁  

條 宏 。 央 級 設 備 一  條 水 央 一  設 自 條 水  
等 考 讅 之 査 市  等 考 、 之 治  等 

省 提  銓 會 縣 ， 、- 省 提 銓 二  縣 監 縣 提  
諾 案  法 之 ^ 備 議  議 案 法 項  〜 督 一 案  
會 ： 規 組 市 査 會  會 ： 規 組  市 機 市 ： 
組  _ ; 織 - • 時 組  組  ： 織  - - 關 一  
織  各 規 諶 不 織  織  並 規  諶 核 議  
規 權 程 會 得 規  規 於 程  會 定 會  
程  责 > 組 逕 程  程  梭 * 組 。 組 
由 機 其 織 行 由  由 定 其  織  織 
省 關 有 規 修 縣  省 後 有  規 規 
m  於 關 程 正 一  議  函 關  程  程 
兪 核 考 由 = 市 會 送 考  由 由 
擬  定 銓 行  擬  考 銓  肖 縣 
17 後 業 政  議  訂 試 菜  治 〜
， ， 務 院  會 * 院 務  監 市 
報 應 事 定  擬  報 備 事  督 一 
m  函 項 之  訂 請  査 項  機  廉 
行 送 ， 。 ， 行 。 ， 關 杳  
政 考 不  報 政  不 定 擬  
院 試 得  請 院  得 之 訂

服 就  
務 職  
機 時 前  
S 3 威 境  
病 向 入  
除 辭 員  
其 職 應  
職 ， 於 
務 並 就  
或 由 職  
解 自 前  
聘 治 辭  
。 監 去  

督 原  
機 職  
關 ， 
函 不  
諳 辭  
行 去  
政 原  
院 職  
通 者  
知 ， 
其 於

第
規 福 鄉 行  規 民 內 組  核 > 定 政  。 省 三  
程  ， - 政  程 代 政 織  定 擬 ； 府 議 十  
及 各 由 鎮 院 新 ， 表 部 由 郷 。 訂 各 擬 縣  會 四  
咿 級 省 、 定 設 報 會 核 省 一  組 縣 rr 一 擬 條  
則 議 政 市 之 之 縣 應 定 政 鎮  織 ^ 準 市  訂 
， 會 府 ， 。 省 政 依 ； 府 1 規 市 則 一 ， 省 

其 、 定 民 縣 議 府 準 各 擬 市  程 一 * 議  報 議  
有 代 之 代 一 會 核 則 鄉 n  — * 議 報 會  請 會  
關 表 。 表 市 組 定 ， 一 準 民  報 會 讅 之  行 組  
考 舎  會 一 織 。 擬 鎮 則 代  請 應 行 組  政 織  
銓 之  組 議 規  訂 、 ， 表  省 依 政 織  院 規  
栗 組  織 會 程  組 市 報 會  政 準 院 由  核 程  
務 織  規 、 由 織 一 請 之  府 則 核 省  定 由

二1 一 褰 表 曙 李 條 ^ 郷 林  二 一 林  
言 、 、 査 0 蜂 委 女 鎮 一 泰 ， 、 n 組 自 、 类 
權 委 維 會 之 省 興 應 、 錤 貝 不 組 * 織 治 為 ft 
。 員 持 ： 相 議 俊 配 m  ' 濁 得 織 報 規 之 符 濁  

傅 現  關 會 毅 合 一 市 水 牴 規 請 程 精 合 水  
她 行  規 及 等 作 民 一 等 觸 程 自 由 神 地 等  
成 條  定 鄉 提 修 代 自 提 中 有 治 各 • 方 提  
聲 文  案 正 表 治 案 央 關 監 縣 各 需 案  
明 。 鎮 ： 。 會 地 ： 考 考 督 一 縣 要 ： 
保 、 已 位  銓 銓 機 市 -、 ，
留 市 廢 取  法 業 關 一 市 落  
院 一 除 消  規 務 椟 議 、- 實  
备 民 * >  。 拿 是 # 議 _
發 代  本 鄉  項 = 擬 會 方



織

規

程

及

犁

則

，
其
有
關
考
銓

 

業

務

事

項

-
不
得
抵
觸
中
央
考

 

銓

法

規

；
各
權
貴
機
關
於
核
定

後

，
應

函

送

考

試

院

備

査

。

縣

(
市

i
m會
之
組
織
由
縣
(
市

〕
廉
會
擬

rj
.
-
報

請

行

 

政

院

備

查*

備
査
時
不

得

逕

行

修

正

。

各
級
議
會
之
組
織
規
程
，
其
有
關
考
銓
業
務
亊
項
-
不
得
 

牴
觸
中
央
考
銓
法
規
；
各
權
责
楔
關
於
核
萣
後
，
應
困
送
考
試

 

院
備
査
。

i

M

M
消
等
提
案
：

第

二

十

九

條

M
(
市

)
谦
會
組
織
規
程
由
縣
.(市

)
議
會
擬
訂

 

，
報
請
省
政
府
送
行
政
院
核
定
。

新
設
之
縣
(
市

)
議

會

*
其
組
織
規
程
訂
定
前
，
由
省
政

 

府
頒
布
暫
行
規
程
以
為
適
用
。

規
範
議
會
組
織
之
相
關
法
規
，
其
有
關
考
銓
業
務
事
務
，
 

不
得
抵
觸
中
夬
考
銓
法
覘
：
各
禳
責
機
關
於
核
定
後

 
應
函
送

 

考
試
院
備
査
=

李
娄
f

毅
等
提
案
：

第
一
:

 一
'h
四

條

縣

{
市

)
議
會
之
組
織
由
省
政
府
擬
訂
準
則
，
報
 

請
行
政
院
核
定
.'各

縣

；

m
)
議
會
應
依
準
則
，
擬
n
組
織
規

 

程

-
報
請
省
政
府
送
行
政
院
核
定
。

新
設
之
縣
(
市

)
議
會
組
織
規
程
-
由
省
政
府
送
行
政
院

 

定

之

。讅
會
之
組
織
規
程
及
準
則
，
其
有
關
考
銓
業
務
亊
項
，
不
 

得
牴
觸
中
央
考
銓
法
規
；
各
權
责
機
關
於
核
定
後
，
應
函
送
考

 

試
院
備
査
。

亊

項

，
不
得
牴
觸
中
央
考
鐙
法
規

 

;
各
權
责
機
關
於
核
定
後
，
應
菡

 

送

考

試

院

備

査

。



討
九
四

第
去 請 四  職 * 人 人 選 依 所 人 三  
锇 行 職  等 另 職 1 得 法 轅 * 十 
或 政 等 前 。 一 務 襄 連 選 縣 綜 五  
死 院 之 項  人 比 助 任 舉 A 理 條  
亡 備 副 職  職 照 省 一 之 市 省  
時 査 省 務  務 簡 長 次 ， 9 政 省  
， ， 長 比  列 _ 處 《 任 自 ， 政 
應 省 * 照 簡 第 理 置 期 治 並 府  
隨 長 由 簡  任 十 省 副 四 • 指 置  
同 辭 省 任  第 四 政 省 年 由 導 省  
離 職 長 第  十 I® ， 長 ， 省 監 長  
職 、 報 十  四 奪 一 二 連 民 督 一

區 〜  
— 市 
公 ^  
所 政 第  

府 二  
、 節 

.鄉 
— 省 
縝 政  
、 府 
市 、 
、 縣

第 李  
任 政 1 1  
第 院 十 員  
十 省 院 五 後  
四 主 長 條 毅  
職 席 提  考 
等 職 請 省 S  
。 務 總 政 案  

為 病 府 ： 
特 e 置 
任 命 委  
; 之 員  
其 。 九 
餘 人 
八 ，
名 其 
省 中 
政 一

賃 全
m  席
菇 ，
比 均 
照 由 
簡 行

李 部  林 林  
委 萎  委 委  
具 員 員 員
俊 霣  薄 漼

第 毅 第 1  第 水 第 水

商 1 裔 i  裔 霭 菊 霭
案 案  案 案

縣 ： 縣 ： 區 省 ， 縣 ：

市 市 公 府  市

政 政  縣 政
府 府  ^  府 

' 市 

鄉 二 n  ■ 政
鎮 府 

Tfi “

^  0
'—̂ 、

公 市
所 、

第
死 政 職  簡 任 長 一 舉 縣 * 三 
亡 院 等  任 第 處 次 之 ^ 綜 十  

省 時 備 之 前 第 十 理 。 ， 市 理 五  
政 ， 査 副 項 十 四 省 置 佳 一 省 條  
府 應 ， 省 職 四 職 政 副 崩 自 政  
一 隨 省 長 務 職 等 * 省 四 治 • 省  
級 同 長 ， 比 等 ， 一 長 年 ， 並 政  
機 離 辭 由 照 。 另 人 二 | 由 指 府  
關 嗛 職 省 簡  一 職 人 連 省 導 置  
首 。 、 長 任  人 務 ， 選 民 監 省  
長 去 報 第  瞰 比 襄 得 依 督 長  
睞 職 請 十  務 照 助 連 法 所 一 
務 或 行 四  列 簡 省 任 選 轄 人

公 市
所 一

政
m  m  

m  is

鎮 省
' j@c 
市 府

m . m

言 了 修 、 査 職 了 相 一 、 委 
權 委 正 將 會 等 明 關 歙 依 貝  
。 員 為 現 ： 。 定 規 之 據 後  

傅-■•行 省 定 規 憲 毅  
昽 首 條  主 予 定 法 等  
成 長 文  席 以 * 增 提  
聲 < - 第 及 配 省 修 案  
明 。 三 省 合 長 條 ： 
保 項  政 删 及 文  
留 一> 府 除 副 第  
院 主 委 。 省 一  
金 管  貝 長 項  
發 >- 之 之 第

二 一 審 、 節 李  
首 、 、 査 市 名 委  
權 委 維 會 、 依 貝  
。 員 持 ： 區 正 俊  

傅 現  一 ， 毅 
a t 行 公 刪 等  
成 節  所 除 提  
聲 名  規 省 案  
明 。 定 政 ： 
保 。 府 
留 及 
院 鄉

S  m



第
得 在 比 一  一 ， 市 縣 三  
增 一 照 長 市 連 民 錤 一 一 十  

副 置 百 簡 處 一 選 依 、 政 市 六  
躲 副 萬 任 理 長 得 法 市 ， 一 條  
A 縣 以 第 縣 一 連 選 ^ 並 長  
市 〜 上 十 〜 人 任 舉 自 指 一  M  

^ 市 之 三 市 ， 一 之 治 逢 人 一  
長 一 縣 職 一 襄 次 ， ， 監 ， 市 
由 長 ^ 等 政 助 。 任 由 督 綜 一  
縣 一 市 躲 置 期 縣 所 理 政  
一 人 一 人 職 ^ 副 四 一 轄 躲 府  
市 。 ， 口 務 市 縣 年 市 鄉 一 置

。 應 。 法 、 除 務  。 
於 任 蓍 副 均  
上 依  免 政 省 比 省  
屆 第  外 及 長 照 政  
任 一  ， 政 一 簡 府  
期 項  餘 風 人 任 一  
届 選  由 首 、 第 級  
滿 出  省 長 主 十 機  
之 之  長 由 計 三 關  
曰 省  任 省 、 職 首  
就 長  免 長 人 等 長  
m  * 之 依 亊 ， 職

^  _  第 籣  
任 等  。 府 比 一 一 市 三 委  
免 * 備 照 市 民 一 十 員  
外 除 躲  査 副 W  — 依 政 六 辑  
， 主 r - ， 縣 任 長 法 ， 條 瑁  
餘 計 市  縣 〜 第 一 選 並  夸 
由 、 一 ^ 市 十 人 舉 指 縣 S  

縣 人 政  市 一 一 ， 之 導 一 案  
市 事 府  一 長 職 襄 ， 監 市 ： 
長 、 一 長 ， 等 助 任 督 一  
任 警 級  辭 由 。 縣 期 所 政  
免 政 機  _職 躲  〜 四 辖 府  
之 及 關  、 〜 市 年 鄉 置  
。 政 首  去 市  一 縣 

風 長  職 一  長 笔 錤 a  

主 職  或 長  處 蓮 、 市 
管 務  死 任  理 得 市 一  
由 均  亡 免  縣 連 一 長  
縣 比  時 之  一 任 自 一  
一 磨 、 ， ， 市 一 治 人  
市 簡  癭 並  一 次 ， ， 
一 任  _ 银 政 。 由 綜  
長 第  同 請  ， 置 躲 理  
依 十  離 省  瞰 副 一 縣  
法 職  哦 政  務 縣 市 ^

。 ， 任 選 市 政 ^  S  

應 一 舉 一 ， 市 十  
於 依 次 之 自 並 一 六  
上 前 。 * 治 指 長 條  
屆 項  任 ， 導 一  
隹 選  期 由 監 人 躲  
崩 出  四 縣 督 ， 夂 
届 之  年 一 所 綜 市  
滿 躲  > 市 轄 理 一 
之 〜  連 一 鄉 躲 政  
日 市  選 民 一 〜 府  
就 一  得 依 錤 市 a  

職 長  連 法 、 一 縣

於 》 及 省 均  
上 餘 政 長 比  
屆 依 由 風 一 照  
任 第 省 主 人 簡  
期 一 長 管 、 任 
届 項 任 由 主 第  
滿 選 免 省 計 十  
之 出 之 長 、 三 
日 之 。 依 人 職  
就 省  法 事 等  
職 長  任 、 > 
。 ， 免 警 除  

應 外 政 副

， 選 有 府 * 一 政 長 外 雜 、 1  
爰 之 副 指 其 長 提 ， ， ， 縣 $  
參 問 縣 派 代 因 供 方 實 除 ， 〜 S  

酌 題 ^ 或 理 故 充 足 另 了 市 堦  
同 亦 市 由 人 停 分 以 需 會 一 等  
法 可 一 亊 選 止 的 斜 要 误 政 提  
第 妥 長 務 亦 瞰 協 縣 設 上 府 案  
三 善 * f • 不 務 助 一 置 的 的 ： 
十 解 此 汽 ：宜 或 ； 市 副 機 業  
五 決 項 之 由 請 且 一 鼸 要 務  
條 。 代 ， 上 假 縣 長 ^ 人 曰  
第 準 理 若 級 期 一 之 市 員 益  
一 此 人 設 政 間 市 施 一 之 龐

討
九
五



討

九

六

)
長
任
命
，
並
報

«

省
政
府
備
 

査

。
縣

(
市

)
長
辭
職
'
去
職
 

或
死
亡
時
，
應
隨
同
離
職
"

縣

(
市

)
政
府
一
級
機
關
 

酋
長
職
務
均
比
照
簡
任
第
十
二
 

職
等
，
除
主
計
、
人
事
、
警
政
 

及
政
風
首
長
由
縣
(
市

)
長
依
 

法
任
免
外
，
餘
由
縣
(

m
)
長
 

任
免
之
。

•
縣

(
市

)
政
府
得
置
參
議
 

若
干
人
*
職
務
列
薦
任
第
九
職
 

等
至
簡
任
第
十
職
等
，
其
員
額
 

由
縣
(
市

)
政
府
組
緻
規
程
定
 

之

。
依
第
一
項
選
出
之
縣
(
市
 

:
長

，
應
於
上
屆
任
期
届
滿
之
 

H
就
職
。

縣

(
市

)
政
府
得
置
參
事
若
干
人
，
職
務
列
菔
任
第
九
職
 

等
至
簡
任
第
十
職
等
，
其
員
額
由
縣
(
市

)
政
府
組
檝
規
程
定

之

。
依
第
一
項
選
出
之
縣
(
市

)
長

，
應
於
上
届
任
期
届
滿
之
 

日
就
職
。

郡
委
員
寶
淸
等
提
案
：

第

三

十

六

條

(
縣

、
市

畏

之

設

置

、
權

限

、
產

生

方

式

、
任
期

-

縣

(
市

)
政
府
置
縣
(
市

)
長
一
人
，

综

理
縣
(
市

)
政
 

，
並
指
導
監
督
所
轄
鄉
(
鎮

、
市

)
自
治
。
置
副
縣
(
市

)
長
 

一
人
，
襄
助
縣
.(市

)
長
處
理
縣
(
市

)
政

，
職
務
比
照
簡
任

第

十

:-:
職

等

。

前
項
縣

{

市

)
長
以
及
副
縣
(
市

)
長

，
須
聯
名
搭
檔
競
 

選

，
由
縣
(
市

)
民
依
法
選
舉
之
，
任
期
四
年
，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縣

市

)
長
缺
位
時
，
由
副
縣
(
市

)
長
繼
任
，
至
縣

C

 

市

)
長
任
期
届
滿
為

lb
。
縣

(
市

)
長

、
副
縣
(
市

)
長
均
缺
 

位
時
，
侬
法
進
行
補
選
。
縣

{
市

)
長
因
故
不
能
蜆
事
時
，
由
 

副
縣
(
市

)
長
代
行
其
嗛
權
。

M -
(
市

)
政
府
一
級
機
關
首
長
職
務
均
比
照
簡
任
第
十
一
 

職
等

*

除
主
計
、
人
事

、
蒈
政
及
政
風
主
管
由

M
長
依
法
任
免
 

外

-
餘
由
縣
長
任
免
之
。

項

之

規

定

-
於
現
行
條
文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增
列
「
置

副

縣

(
市

 

)
長

〗
人

……

職
務
比
照
簡
任

 

第

十

一

職

等

」
之

規

定

=

二

、
 

於
第
一
項
後
段
增
設
之
副
縣
( 

市

)
長

，
麋

於

政
務
性
之
職
務
•
 

非

常

任

文

官

，
故
參
酌
同
法
第
三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增
訂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以
使
其

 

任
免
與
進
退
問
題
得
以
明
確
化
。

三

、
 

縣
(市

)長
就
縣
(市

)政
府
 

一
級
機
關
首
長
之
任
免
，
應
享
有

較

完

整

的

人

事

權

*
方
合
乎
地
方

 

自
治
與
责
任
政
治
的
法
理
。
故
參

 

酌
同
法
第
三
十
五
條
第
三
項
之
規

 

筮

，
增
訂
第
一
二
十
六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使
縣
(市

)長
除
就
主
計
、 

人

事

'
警
政
及
政
風
主
管
須
依
法

 

任

免

外

，
就
其
餘
之
一
級
機
關
首

 

長

，
得

自

由

任

免

之

。

四

、
 

增
訂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授
權
縣
(市

)政
府
得
設
置
參



依
第
二
項
選
出
之
正
副
縣
 

<

 市

)
長

-
應
於
上
屆
任
期
 

届
滿
之
日
就
職

C

 

林
委
B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三

十

條

縣

(
市

)
政
府
罝
_

(
布

)
長
一
人
，
綜
理
縣
(
市
 

)
政

，
由
縣
(
市

)
民
依
法
選
舉
之
.
任
期
四
年
，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置
副
縣
(
市

)
長

1 一
人
，
襄
助
縣
(
市

)
長
處
埋
縣
 

(
市

)
政

，
一
人
職
務
比
照
簡
任
第
卜
三
職
等
，
另
一
人
職
務
 

列
簡
任
第
十
三
職
等
。

前
項
職
務
比
照
簡
任
第
十
三
職
等
之
副
縣
(
市

)
長

，
由
 

縣

(
市

}
長
報
請
行
政
院
備
查
，
縣

(
市

)
長
辭
職
、
去
職
或
 

死
亡
時
，
應
隨
同
離
職
。

縣

f
rfl
)
政
府
一
級
機
關
首
長
職
務
均
比
照
簡
任
第
十
二
 

職
等
，
除
副
縣
(
市

)
長
一
人
、
主

It
、
人
事
、
警
政
及
政
風

主
管
由
縣
(
市

)
長
依
法
任
免
外
，
餘
由
縣
(
市

)
長
任
免
之

°

依
第
一
項
選
出
之
縣
(
市
一
長
，
應
於
上
届
任
期
屆
滿
之
 

日
就
職
。

林
委
喿
淘
水
等
提
案
：

1

 一
士
；
條

縣

(
市

)
政
府
置
縣

{

市

)
長
一
人
，

综
理
縣
( 

市

)
政

*
由
縣
{
市
一
民
依
法
選
舉
之
，
任
期
四
年
，
連
選
得
 

連
任
“
次

=

置
副
縣
(
市

)
長

1
A
•
襄
助
縣
(
市

)
長
處
理
 

縣

(
市

)
政

，

一

人
職
務
比
照
簡
任
第
十
三
橄
等
，
另

；
人
職

事

若

干

人

，
據
以
緩
和
將
其
一
級

 

機
關
首
長
改
列
為
政
務
性
職
位
對

 

現
行
文
官
體
制
所
造
成
之
衝
擊
，
 

並
強
化
縣
(
市

)政
府
在
人
事
調
 

度
上
之
彈
性
、
擴
大
縣
(
市

)
公
 

務
員

的

升

遷

管

道

。

五

、
現

行

條

文

第

三

土

(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改
列
為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五

 

項

規

定

。

m

c
lr
;*
等

提

案

：

一 
'
國
發
會
結
論
決
定
落
*
地
方
自

 

治

，
縣

(
市

)
政
府
之
重
要
性
大
 

幅

提

高

，
有

必

要
增
設
副
躲
長
，
 

以

滿

足

縣

政

所

需

。

二
、
縣

{
市

)
政
府
地
位
提
昇
後
* 

應

陚

予
縣
(
市

)長
任
免
一
級
主
 

管
之
權
，
故
將
縣
(
市

〕
政
府
一
 

級
主
管
調
整
為
政
務
官
，
與
縣
長

 

同

進

退

*
以
確
保
地
方
政
府
黃
任

 

政

治

之

建

立

=

林
委
貝
濁
水
等
提
案
：
 

i

、
本
條
第
一
項
明
定
縣
(市

)
長

討
九
七



討
九
八

務
列
簡
任
第
十
三
職
等
。

前
項
職
務
比
照
簡
住
第
十
三
職
等
之
副
縣
(
市

)
長

，
由
 

縣

(
市

)
長
報
請
行
政
院
備
査
*
縣

；

)
長
辭
職
、
去
職
或

 

死
亡
時
-
i

同
離
職
。

縣

(
市

)
政
府
一
級
機
關
首
長
職
務
均
比
照
簡
任
第
十
二

 

職

等

，
除
副
縣
(
市

)
長
一
人
、
主

計

、

-A
亊

、
警
政
及
政
風

 

主
管
由
躲
(
市

)
長
依
其
人
亊
管
理
法
律
任
免
外
，
餘

由

縣

( 

市

)
長
任
免
之
。

依
第
一
項
選
出
之
縣{

市

)
長

，
應
於
上
届i

j
d
S

届
滿
之

 

曰
就
橄-

i

A

i

l

%
:

第

三

十

六

條

縣

(
市

)
政
府
置
縣
(
市

)
長
一
人
-
踪

理

縣

( 

市

)
政

，
由

縣

(
市

)
民
依
法
選
舉
之
，
任
期
四
年
，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置
副
M
(
市

)
長
二
人
，
襄

助

縣

(
市

)
長
處
理

 

縣

{
市

)
政

，一

人
職
務
比
照
簡
任
第
士
一
職
等
，
另
一
人
職

 

務
列
簡
任
第
十
二
職
等
=

前
項
職
務
比
照
簡
任
第
十
二
職
等
之
副
縣
(
市

)
長

，
由
 

縣

(
市

)
長
報
請
行
政
院
備
査
-
縣

(
市

)
長
辭
職
、
去
職
或

 

死
亡
時
，
應
隨
同
雉
職
。

縣

(
市

)
政
府
一
級
機
關
首
長
職
務
均
比
照
簡
®

十
一
 

職

等

，
除
副
躲
(
市

)
長
一
人
、
主

計

、
人

亊

、
警
政
及
政
風

 

主
管
由
縣
(
市

)
長
依
法
任
免
外
，
餘

由

縣

(
市

)
長
任
免
之

之
職
檫
及
產
生
方
式
。

二
'
由
於H

商
發
逹
，
縣
(
市
)
政
 

莱
務
增
加
，
並
為
因
應
省
凍
結
後
 

，
縣
(
市
)
自
治
地
位
提
升
、
職
 

楢
增
強
，
增
置
副
市
長
二
人
以
資
 

襄
佐
，
其
中
一
人
隨
市
長
同
進
退
 

，
另
一
人
為
常
任
文
官
須
具
有

一

 

定
之
任
用
資
格<

三
、
 

本
法
第
三
項
明
定
縣
(
市
)
政
 

府
一
級
機
關
首
畏
職
等
及
任
免
方

式
。

四
、
 

本
法
第
四
項
明
定
縣
(
市
)
艮
 

就
職
日
期
。

8

M

濁
水
等
提
案
：

1

、
由
於H

商
發
速
*
縣
(
市
)
政
 

乗
務
增
加
’
並
為
因
應
省
凍
結
後
 

-

縣
(
市
)
自
治
地
位
提
升
、
味
 

權
增
強
，
增
置
副
市
長
二
人
以
資
 

襄
佐
•
其
中
一
人
隨
市
長
同
進
退
 

，
另
一
人
為
常
任
文
官
須
具
有
一
 

定
之
任
用
資
格
。

二
、
本
法
第
三
項
明
定
縣
(
市
)
政



依
第
'
項
選
出
之
縣

{

市

)
長

，
應
於
上
届
任
期
屆
滿
之
 

日
就
職
。

行
政
院
案
：

1
:
十

六

條

縣

(
市

)
政
府
置
縣
(
市

)
長
一
人
，
餘
理
縣
( 

市

)
政

*

並
指
導
監
督
所
轄

郷

(
鎮

、
市

)
自
治
-
由
縣
(
市
 

依
法
選
舉
之
，
任
期
四
年
，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置
副
縣
 

(
市
一
.長
一
人
，
襄
助
縣
(
市

)
長
處
理
縣
(
市

)
政

-
職
務
 

比
照
簡
任
第
十
二
職
等
。

副
縣
(
市

)
長
之
任
免
，
由
縣
(
市

)

長
報
I#
省
政
府
備
 

查

-
縣

(
市

)
長
辭
職
、
去
職
或
死
亡
時

，
應
隨
同
離
職
。

依
第
'
項
選
出
之
縣
(
市

)
長

，
應
於
上
屆
任
期
届
滿
之
 

日
就
職
。

_
委
M
S

消
等
提
案
：

第
一
卜
條
縣
(市

I

政
府
宣
縣
(
市

)
長
一
人
，
綜
理
縣

(
m 

)
政

，
並
指
導
監
督
所
轄

郷

(
m
、
市

、
區

)
公
所
及
其
他
縣
 

(
市

)

M
槲
構
之
茱
務
執
行
。
黄
副

M
(
市

)
長
一
人
，
襄
助

縣

(
市

)
長
處
理
縣
(
市

)
政

-
職
務
比
照
簡
任
第
十
二
瞰
等

0

前
項
縣

{

市

；
長
以
及
副
縣
(
市

)
長

，
需
聯
名
搭
檔
競
 

選

，

HH
縣

(
市

)
民
依
法
選
舉
之
-
任
期
四
年
，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府
一
級
機
關
首
長
職
等
及
任
免
方

式

。

行
政
院
稟
：

一
、
 

第
一
項
於
縣{

市

)
政
府
增
置

 

職
務
比
照
簡
任
第
十
二
戰
等
之
副

(
市

)
長
一
人
。

二

、
 

增
訂
第
二
項
明
定
副
縣
(
市

) 

長
之
任
免
程
序
。

三
、
 

現
行
條
文
第
二
項
移
列
為
第
三

 

項

-
文
字
配
合
修
正
。

李
委
H
俊
毅
等
掁
案
：

一
、
 

第
一
項
爰

M
(
市

)
自
治
地
位
 

提
昇
、
暸
權
增
強
，

缯

置
副
縣
( 

市

)
艮
以
資
襄
佐
*
但
人

P
在
一
 

百
萬
以
上
之
縣
(
市

)得
再
增
置
 

副
縣

t

市

)
長
一
人
，
均
為
政
務
 

職

a

二

、
 

增

r :
第
二
項
明
定
副
縣
(
市

) 

長
之
任
免
程
序
。

三

、
 

增

rr
第
三
項
明
定
縣
(市
)長
 

之
人
事
任
免
權
。

四

、
 

現
行
條
文
第
二
項
移
列
為
第
四

討
九
九



討一

〇
〇

縣

(
市

)
長
缺
位
時
，
由
副
縣
(
市

)
長
繼
任
，
至
縣
(

 

市

)
長
任
期
屆
滿
為
止
。
縣

(
市

)
長

'
副
縣
(
市

)
長
均
缺

 

位
時
，
依
法
進
行
補
選
。
縣

(
市

)
長
因
故
不
能
視
事
時
，
由

 

副
縣
(
市

)
長
代
行
其
職
權
。
副
縣
(
市

)
長
任
或
代
理
縣
(

 

市

)
長
職
務
，
時
間
連
績
達
兩
年
以
上
者
，
視
同
擔
任
躲
(
市

 

)
長
一
任
。
經
由
補
選
*
擔
任
縣
(
市

)
長
職
務

逹
兩
年
以
上

 

者

，
亦
視
同
一
任
。

縣
(市
)政
府

I

級
機

M
首
長
職
務
均
比
照
簡
任
第
十

j

 

職
等
，
除
主
計
、
人

亊
.、
警
政
及
政
風
主
管
由
縣
(
市

)
長
依

 

法
任
免
外
，
餘
由
縣
(
市

)
長
任
免
之
。

依
第
一
項
選
出
之
躲
(
市

)
長

，
應
於
上
屆
任
期
屆
滿
之

 

日
就
職
。

李
委
貝
後
毅
$

案
：

第

一

罕

六

條

縣

(
市

)
政
府
置
縣
(
市

)
長
一
人
，
綜
理
縣
(

 

市

)
政

*

由

M
(
市
一
民
依
法
選
舉
之
*
任
期

S

T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置
副
縣
(
市

)
長
一
人
，
襄
助
縣
(
市

)
長
處
理

 

縣

(
市

)
政

，
職
務
比
照
簡
任
第
十
三
瞰
等
"
人
口
在
一
百
萬

 

以
上
之
縣
(
市

)
政
府
，
得
增
置
副
躲
{
市

)
長
一
人
。

前
項
副
縣
(
市

)
長
之
任
期
，
由
縣
(
市

)
畏
報
請
省
政

 

府
送
行
政
院
備

査
。

縣

(
市

)
政
府
一
級
機
關
首
長
職
務
均
比
照
簡
任
第
十
二

 

哦
等
，
除
主
計
、
人

亊

、
警
政
及
政
風
主
管
依
其
人

亊
管
理
法

項
，
文
字
配
合
修
正
。

審
査
會
：

一

、
 

全
條
修
正
如
上
。

二
、
 

委
員
傅
眼
成
聲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言
權
。



m
四 三 二 一 會 體 程 辦 一  市 一  法 人 乇  

請 、 審 、 工 、 、 議 參 應 理 長  計 長  之 員 十  
案 有 核 有 程 有 有 紀 與 公 下 指 縣 畫 不 縣 規 適 六  
之 關 、 關 採 關 關 錄 旁 開 列 揮 〜 委 得 一 定 用 條  
審 建 發 建 瞒 縣 都 ： 聽 透 事 所 市 員 兼 市 。 公 之  
核 築 放 築 招 一 市  、 明 項 屬 一 會 任 一  職 一  
、 物 = 執 搮 市 計  調 * 之 縣 長 主 該 長  人 
發 使  照 事 一 畫  閱 供 一 一 、 任 縣 、 員 前  
放 用  申 項 政 事  議 民 者 市 副 委 〜 副  財 條  
。 執  諳 。 府 項  事 眾 ， 一 縣 員 市 縣  產 增  

照  案 公 。 録 、 其 政 。 一 〜  申 列  
中 之 共 、 媒 過 府 市  都 市  報 之

r  m
就 任 
職 依 免  
。 第夕卜

項 “
選 由
出 縣
之 〜
縣 市

市 畏
一 任
長 免

之
應 。
於
上
屆

任
期
m
滿
之

二 一 赛  

言 、 、 查 
權 委 本 金  
。 員 條 ： 

傅 新  
眼 增  
成 ，
® 文 
明 字  
保 如  
留 上  
院 。

發

討
一
〇
一



m
滿 '  民 。 任 一 綜 所 三  
之 市  為 期 錤 理 置 十  
口 … 依 限 山  四 、 郷 郷 七  
就 長 第 。 地 年 市 ~ 6 條  
職 ， 一 郷  ， 一 $真缜  
= >應 項  鄉 連 民 、 、 郷 

於 選  長 選 依 市 市 一  
上 出  以 得 法 一 一 鎮  
屆 之  山 連 選 政 長 、 
任 鄉  地 任 舉 ， 一 市  
期 ^  原 … 之 … 人 一  
屆 鎮  住 次 ， 郷 ， 公

刪
除

第 林  第 林  
高 驗 學  悬 八 闪 去  監 等 長 三 委 指 免 長 二 委  
等 ， 由 辱 條 觸 瞞  督 ， 一 + 員 揮 之 - 十 II 
考 或 畢 依 職 第 犯 、 郷 所 承 人 七 * 監 * 人 二 濁  
試 酱 業 第 或 一 本 成 一 艄 縣 ， 條 水 督 並 ， 條 水  
及 在 或 一 解 項 法 死 鎮 人 - 由  等 所 承 職  等 
格 專 高 項 除 第 第 亡 、 員 市 縣 鄉 提 屬 縣 務 鄉 提  
之 科 等 派 其 一 五 時 市 。 一 ^ … 案 人 一 均 一 案  

專 以 考 任 職 款 丨 • * 、 長 市 鎮 ： 員 市 比 鎮 ： 
門 h 試 之 務 至 七 鄉 區  之 一 、 。 一 照 、
職 學 以 郷 。 第 條 一 一  命 良 市  長 商 市  
業 校 h  .-、 四 第 鎮 畏  綜 派 、 之 t t 、
合 擔 考 錤  款 一 、 任 理 任 區  命 第 區  
n 任 試 、 之 項 市 期  鄉 之 一  綜 十 一 
H 講 及 市  罪 第 、 四 一 ， 公 理 - 公  
年 師 格 、 者 一 - 區 年  鎮 瞰 所  鄉 職 所  
以 以 ， 區 ， 款 一  $ 、 務 董  一 等 置  
上 h  — 縣 至 提 M  市 均 郷  縝 * 鄉 
; 敎 具 長  ，、第 應 、 比 、 由 
或 職 有 ■ 市 八 隨 市  區 照 鎮  市 縣 領  
高 ， 行 須  一 款 同  '一 蝻 、 ' 一 、

級 或 政 專  長 及 離 長  政 任 市  區 市 市  
中 執 丄 科  不 第 職 辭  ， 第 、 - '
等 行 作 以  得 五 ， 職 指 卜 區  政 提 區  
以 經 經 上  任 十 非 、 揮 瞰 一 ， 任 一

林
委
員
濁

第 水
三 等
節 提

案
郷 ：

m

m
"V

區
公
所

第
n 市 為 ， 市 郷 置 三  
就 一  限 連 一 郷 十  
職 畏 依 。 L U 選 民 鎮 … 七 
。 ， 第 地 得 依 、 銥 條  

應 一  郷 連 法 市 、 
於 項  郷 任 選 一 市 郷  
上 選  長 一 舉 政 、- -  
屆 出  以 次 之 ， 長 鎮  
江•之 山 。 ， 由 一 、 
期 瑯  地 任 瑯 人 市  

陳 动 * 一 
滿 鎮  住 四 镇 綜 公  
之 、 民 年 、 理 所

四 ' 二  一 林  依 林  
' 資 、 列 與  ' 第 督 郷 之 、 級 、 委 、 位 、 本 委  

訂 格 郷 於 停 鄉 十 所 一 ， 區 ， 郷 貝 區 ， 區 法 員  
定 明 ■ ' 第 職 一 職 屬 鎮 竑 … 無 〜 濁 一 爰 一 第 濁  
郷 定 鎮 二 、 鎮 等 人 、 承 畏 法 錤 水 長 於 非 二 水  
- 於 、 項 解 、 。 員 市 縣 改 人 、 等 之 本 自 條 等  
鎮 第 市 。 除 市  ， 、 一 由 地 市 提 任 條 治 規 提  
、 二 、 職 、 職 區 市 縣 位 、 案 用 明 餍 定 案  
市 、 區 務 區  務 一 一  ^ ， 區 ： 方 定 級 ， ： 
、 四 、 之 均 政 長 市 鄉 一  式 郷 ， 郷 
區 項 搀  規 畏  比 ， 之 一 /、非 及 ^ 無 ^

。 之 定 之  照 指 命 長 鎮 自  職 鎮 法 錤  
设 仟 ， 仟 簡 揮 綜 派 、 治 權 、 人 、
仟 m  明 期  任 監 理 任 市 ®  。 市 地 市

二 .一審 
言 、 、 査 
權 委 刪 #  
° f l 除 ： 

傅 。 
ill 
成 
聲 
明 
保

院
會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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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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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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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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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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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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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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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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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判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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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未
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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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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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畢
未
逾
十
年
者
*
不
得

被

派

任

為

鄉

( 

鎮
、市
、區
)長
。

張
委
興
俊
宏
等
提
案
：

第
三
十
七
條
鄉
(鎮
、市

)公
所
置
鄉
<鎮
、市

)長
一
人
， 

承

縣

長

之

命

標

理

鄉

(
鎮

、
市

)
政

*

由

縣

長

任

免

之

，
縣
長

 

辭

職

、
去

職

、
或

死

亡

時

，
應

隨

同

離

職

；
郷

(
鎮

、
市

)
長
 

職

務

比
照
簡
任
第
十
嗛
等
。

转
犯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三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至

第

四

款

、
第
六
款
至
第
九
款
所
列
情
亊
之
一
，
或
組
織
犯
罪

 

條
例
之
罪
經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及
宣
告
強
制H
作

確

定

，
尚
未
執

 

行
或
執
行
未
畢
或
執
行
完
畢
未
逾
十
年
者
：
或
受
保
安
處
分
或

 

感

訓

處

分

之

裁

定

確

定

，
尚

未

執

行

、
執
行
未
畢
或
執
行
兀
银

 

未

逾

十

年

者

，
不

得

擔

任

鄉

(
鎮

、
m

)
長

。

用
之
反
黑
條
款
於
第
五
項=

 

審
査
金
：

一
、
 

維

持

現

行

條

文

。

二

、
 

委
員
傅
哏
成
聲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言

權

。



討
一
〇
四

第
監 承 區 三  
督 長 十  
所 矣 一 八  
屬 之 人 條  
人 命 ，
員 綜 依 市  
。 薄 法 之  

區 仟 區  
政 用 公  
， 之 所  

tn ， ， 
揮 並 置

李 第 張 第 林
委 未 感 行 條 至  隨 區 三 委 三 娄  
員 逾 訓 或 例 第  同 政 十 具 十 貝  
後 十 處 執 之 四 曾 離 ， 八 俊 八 濁  
毅 年 分 行 罪 款 犯 職 由 條 宏 條 水  
等 者 之 米 經 、 公 ； 市 等 等 
提 * 裁 樂 判 第 職 區 長 市 提 〜 提  
案 不 定 或 處 六 人 長 任 之 案 刪 案  
: 得 確 執 有 款 員 職 免 區 ： 除 ： 

擔 定 行 期 至 選 務 之 公  
任 * 完 徒 第 舉 比 * 所 
區 尚 畢 刑 九 罷 照 市 ，

長 未 未 及 款 免 簡 長 置  
。 執 逾 宜 所 法 任 辭 區  

行 十 告 列 第 第 職 長  
S 年 強 情 二  卜 N —■

執 者 制 事 l "1 職 去 人  
行 ； 丄 之 四 等 職 ，
未 或 作 … 條 。 、 承 
畢 受 確 ， 第 或 m  
会 保 定 或 一  彡E 矣 
執 安 ， 組 項  亡 之  
行 處 尚 織 第  時 命  
完 分 未 犯 一  _ 綜 
畢 或 執 罪 款  應 理

第 李  第 郾
三 委  指 一 長 三 委  
十 貝  揮 職 - - -十 具  
七 俊 山 監 等 人 一 H 山 
條 毅 地 督 ， ， 條 淸 地  

等 鄉 所 承 由  等 鄉  
- 提 郷 ® 縣 縣 鄉 提 郷  
刪 案 f t 人 A  i 索 長  
除 ： 之 員 市 市 錤 ： 以 
■ 派 。 、一 一 、 山 

任 長 長 市  地 
， 之 任 、 原 
以 命 免 區  住 
山 綜 之 一  民 
地  理 。 公 為 
原 郷 其 所  限 
住 … 職 置  。 
K  鎮 務 郷  
為 ^  ^

限 市 比 錤  
〇 、

區 市  
任 、 

政 第 區

第
赝 長 長 三  
人 之 一 十  
員 命 人 八  
。 綜 ， 條 

理 侬  
區 法 市  
政 任 之  
， 用 區  
指 之 公  
揮 ， 所 
症 並 ， 
督 承 置  
所 市 區

~  二 一 李 定 、 區 林  
的 、 地 市 、 。 改 、 委 ， 市 長 姜  
主 為 方 、 增 為 第 員 故 一 之 晨  
體 確 政 區 列  依 一 後 本 長 任 濁  
件 寅 治 一 第  法 項 毅 嶸 相 用 水  
， 保 之 長 二  任 因 等 文 同 方 等  
山 障 惡 之 項  免 應 提 刪 ， 式 提  
地 山 質 任 * > 鄉 案 除 已 及 案  
鄉 地 化 用 規  增 -、 ： 。 於 職 ： 
鄉 郷 。 資 定  列 鎮  前 櫧  
長 之  格 鄉  相 、 條 與  

原 ， 广' _ 市 一 郷  
派 住  防 祺  規 一  併 
任 民  範 、 定 長  規 m



第
任 擧 長 三  
 ̂ 之 一 十  

， 人 九  
任 ， 條 
期 由  
四 H 村 
年 、 n 
， 里 里  
連 民 置  
選 依 村  
得 法 、 
連 選 m

刚
除

第 林
擧 三 委  
之 十 員  

村 ， r a 潘 
、 任 條 水  
黾 期  等 
長 四 村 拢  
選 年 、 案 
舉 ， 里 ： 
， 連 置  

經 選 村  
二 得 、 
次 連 里  
受 任 長  
理 。 一•

候  人 
選 ，
人 由 
登 M  
記 、
而 里 
無 民 
人 依  
申 法 
請 選

第 林
中 核 政 三 ：委 
央 備 府 十 負  
考 前 。 擬 三 濁  
銓 項  n 條 水  
法 之  ， 等 
規 組  經 鄉 提  
* 織  縣 〜 案  
並 規  ^ 鎮 ： 
於 程  市 、 
核 ， u 市 
定 其  議 、 
後 有  會 區  
函 關  同 一  
送 考  惫 公  
考 銓  後 所  
試 業  ， 組 
院 務  報 織  
俩 事  諳 規  
査 項  自 程  
。 ， 治 由  

不  監 縣  
得 督 一  
牴  機 市  
觸 關 ' -

第
限 … 或 保 強  均 並 换 H
。 畏 執 安 制  比 指 一 卜  

山 。 行 處 工 曾 照 揮 人 八  
地  完 分 作 犯 簡 監 ， 蛲 
鄉  畢 成 確 組 任 督 承  
之  未 感 定 織 第 所 縣 郷  
郷  逾 訓 * 犯 t 臑 
a  十 處 尚 罪 一 人 市 鎮  
派 年 分 未 防 職 員 一 、 
任 者 之 執 制 等 ， 長 市  
> ， 裁 行 條 。 由 之 、 
以 不 判 或 例  縣 命 區  
具 得 確 執 之  6 綜 一  
有 被 定 行 罪  市 理 公  
山 派 ， 未 經  一 鄉 所  
地  任 尚 畢 判  長一■置  
原 為 未 未 處  依 鎮 鄉  
住  郷 執 逾 有  法 、 〜 
掉 6 行 十 期  任 市 縝  
之  鎮 、 年 徒  免 、 、 
身 、 執 者 刑  之 區 市  
芬 市 行 ； 及 ， 一 ， 
者 、 未 或 宣  職 政 區  
為 區 畢 受 告  務 ， 一

m

4  A  +
村 期 ， 九 
、 四 由 條  
里 年 村  
長 ， 、 村 
選 連 里 、 
舉 選 民 里  
， 得 依 置  
經 連 法 村  
二 任 選 、 
次 。 舉 里  
受 之 長

就 、 明 #  
職 無 定 蒌  
日 人 村 興  
期 申 、 》 
。 請 里 水  

登 長 等  
記 之 提  
之 產 案  
遴 生 ： 
聘 方  
方 式  
式 、 
及 任  
其 期

二 一 審 規 明 拄  
言 、 、 査 程 定 #  
權 委 刪 會 之 鄉 霣  
= 員 除 ： 訂 一 濁  

傅 。 定 鎮 水  
Llg 機 、 等 
成  關 市 *  
®  及 、 案 
明 程 區 ： 
保  序 一  
S  。 公 
院  所 
會 組  
發 級

一 一 審

言 T 、 査 之 以  
權 委 維 睿 界 原  
。 員 持 ： 定 住  

傅 現  以 民  
Lift行 行 為  
成 條  政 限  
® 文 院 。 
明 。 內 而

. 留  部 山  
院 r r 地 
會 之 鄉  

. 發

討
一
〇
五



第
。 辨 、 四 

理 市 十  
村 、 條 
、 區 
里 一 村  
公 長 、 
務 之 里  
及 指 長  
交 揮 受  
辦 監 鄉

項 • 鎮

就 長  期 民 、 區 登 受  
瞰 ， 為 遴 里 一 記 理  
。 應 依 限 聘 長 公 時 候 村  

於 第 。 之 候 所 * 選 、 
上 一  ，選 就 得 人 里  
屆 項  其 人 該 由 登 長  
任 選  任 資 村 鄉 記 選  
期 出  期 格 、 一 而 舉  
屆 之  以 之 里 鎮 無 ， 
滿 村  本 村 具 、 人 經  
之 、 屆 、 有 市 申 二  
曰里  任 里 村 、 請 次

第 李  第 林  
辦 四 委 ， 三 委  
理 十 負 辦 十 員  
村 條 俊 理 五 濁  
、 毅 村 條 水  
里 村 等 、 等 
公 、 提 里 村 提  
務 里 案 公 、 案 
及 長 ： 務 里 ： 
交 受  及 長  
辦 鄉  交 受  
事 一  辦 鄉  
項 鎮  事 6  
。 ' 項 鎮  

市 。 、
、 市 
區 、
— 區 
長 W  
之 長 
指 之 
撺 指 
監 揮 
督 監 
， 督

第 李
就 期 、 登 舉 三 委 就  期 、 登
職 為 里 記  之 十 f t 職 為 里 記  
。 依 限 長 時 村 ， 九 俊 。 依 限 長 時  

第 。 候 ， 、 任 條 毅  第 。 候 ， 
— 選 得 里 期  等 一 選 得  
項 人 由 畏 四 村 提  項 人 由  
選 資 鄉 遘 年 、 案 選 資 郷  
出 格 一 舉 ， 里 ： 出 格 一  
之 之 鎮 ，連 置  之 之 鎮  
村 村 、 經 選 村  村 村 、
、 、 市 二 得 、 、 、 市 
里 里 、 次 連 里  里 里 、 
長 民 區 受 任 長  長 民 區  
， 遴 一 理 。 一 ， m -  

應 聘 公 候  人 應 聘 公  
於 之 所 選  * 於 之 所  
上 ， 备 人 由  上 ，衾 
屆 其 該 登  村 届 其 該  
任 任 村 記  、 任 任 村  
期 期 、 而 里  期 期 、 
屆 以 里 無  民 屆 以 里  
滿 本 具 人  依  滿 本 具  
之 屆 有 申  法 之 屆 有  
曰 任 村 請  選 日 任 村

第
村 市 四  
、 、 十 
里 區 條  
公 一  
務 長 村  
及 之 、 

交 指 里  
辦 揮 長  
事 監 受  
項 督 鄉
〇 ♦ .-■"V

辦 鎮
理 、

。 ， 其 遘 所 時 理  
應 任 人 就 * 候 
於 依 期 資 該 得 選  
上 第 以 格 村 由 人  
届 一 本 之 、 郷 登  
任 項 屆 村 里 一 記  
期 選 任 、 具 鎮 而  
屆 出 期 里 有 、 無 
滿 之 為 民 村 市 人  
之 村 限 遴 、 、 申 
日 、 。 聘 里 區 請  
就 里  之 長 一 登  
職 長  ， 候 公 記

二 一 審 未 李 明 林
權 委 、 査 侈 娄 定 委
。 員 維 睿 正 I I 村 員  

傅 持 ： 。 後 、 瀉 
■ 現  毅 里 水  
成 行  等 長 等  
轚 條  播 之 播 ： 

明 文  案 瞰 窠  
保 。 ： 櫳 ： 
留 。
院
會
發
言

二 一 審 未 李  
言 、 、 査 修 委  
權 委 維 會 正 員  
。 員 持 ： 。 俊 

傅 現  毅 
眼 行  等 
成 條  提 
聲 文  案 
明 。 ： 
保 
留 
院.
會
發



第
同 邀  意 Etl四 
黃 政  後 省 十  
後 府 縣 ， 政 二  
* 擬 報 府 條  
報 定 市 請 擬  
誚 準 一 行 n 省 
行 則 政 政 * 政 
政 * 府 院 經 府  
院 經 之 備 省 組  
備 省 組 查 議 織  
査 議 織 。 會 規  
; # 函 同 程

第
省 、 四 
政 里 十  
府 民 一  
定 大 條  
之 會  
。 ， 丰寸 

其 '  
篥 里  
施 應  
辦 召  
法 集  
由 村

第 林
* ， 三 si
送 經 十 員  

第 同 新 縣 一 溻  
一 級 設 條 水  
、 ： 乏 市  赛 
二 法 縣 一 縣 提  
項 機 ^ 議 一 *  
之 關 市 會 市 ： 
組 査 一 同 一  
锇 照 政 悬 政  
規 。 府 後 府  
程 組 ， 組 
， 織 報 織  
其 規 請 規  
有 程 自 程  
ia 由 治 由  
考 自 監 縣  
銓 治 督 〜
業 監 機 市  
務 督 關 一  
事 機 備 政  
項 關 査 府  
， 擬 。 擬 
不 訂  rr

第 李  第 鄭  第 强  第 林  第 林
縣 四 委 民 三 委 縣 四 委 縣 四 委 縣 三 委  
… 十 興 大 十 員 一 十 具 ^ 十 員 〜 十 員  
市 一 傕 會 二 寶 市 一 俊 市 一 濁 市 六 濁  
一 條 毅 * 條 浦 ^ 條 宏 一 條 水 一 條 水  
政 等 其 舍 政 等 政  务 致 奪
酱 h  S  S  w  S 1  w  1  爵 w  «  焉 w  S
定 、 案 施 、 案 定 、 案 定 、 案 定 、 *  
之 里 ： 辦 • 里 ： 之 里 ： 之 里 ： 之 里 ： 
。 應 法 應  。 應 。 應 。 應 

召 由 由  S  召 召 
集 縣 鄉  集 集 集 
村 . — 村 村 村 
、 市 鎮  、 、 、
里 、 里 里 里 
民 政 市  民 民 民  
大 府 、 大 大 大 
會 訂 區  會 會 會
1 y t *

其 。 長 其 其 其 
實 召  實 實 實
施 集 施 施 施 
辦 村  辦 辦 辦
法 、 法 法 法 
由 里 由 由 由

第
後 政  ， 省 四  
， 府 報 政 十  
報 捩 縣 請 府 二  
請 定 一 行 擬 條  
行 準 市 政 訂  
政 則 一 院 ， 省 
院 ， 政 備 經 政  
備 經 府 査 省 府  
査 省 之 。 議 組  
; 議 組  會 織  
各 會 級  同 規  
縣 同 由  意 程  
- 意 省  後 由

第
府 里 四
定 民 十
之 大 一
。 會 條

i  H
實 、
施 里
辦 應
法 召
由 集
省 村  
政 、

—— 林
報 訂 組 自 、 委 
請 ， 織 治 為 負  
自 經 . 規 之 符 渾  
治 縣 程 枏 合 水  
監 一 由 神 地 等  
督 市 各 * 方 提  
機 一 縣 各 需 案  
關 嫌 一 縣 要 ： 
備 會 市 〜 ， 
查 同 一 市 落  
。 意 政  ' - 實 

後 府 政 地  
， 擬 府 方

言 二 一 審 政 會 李 市 、 並 為 社 辦 期 明 林  
權 、 、 資 府 實 委 一 里 為 求 类 法 全 定 委  
。 委 維 會 •一施 員 政 民 期 縣 貝 由 縣 村 貝  

員 持 ： 定 辦 儍 府 大 全 6 濁 躲 6 、 》 
傅 現  之 法 毅 定 會 縣 市 水 6 市 里 水  
通 行  。 修 等 之 之 等 市 一 得 等  
成 條  正 提 。 實 市 自 提 一 之 召 搛  
聲 文  為 案  施 一 治 案 政 一 集 案  

由 ： 辦 之 地 ： 府 致 之 ： 
蘇 一> 村 法 一 位  定 性 會  
留 縣 、 改 致 之 之 • 識  
院 ^ 里  由 性 提  。 其 *
會 市 民 縣 * 升 寅 並  
發 一 大  A 村 * 施 為



各
縣
(
市

)
政
府
應
依
準
則
， 

擬
訂
組
織
規
程
，
經
縣
(
市

) 

議
會
同
意
後
，
報
請
省
政
府
備

査

。
鄉
 <

 鎮

、
市

)
公
所
之
組
 

織
由
省
政
府
擬

17
準
則
，
經
省
 

議
會
同

惫
後
，
報
請
內
政
部
備
 

查

；
各
鄉
(
鎮

、
市

)
公
所
應
 

依
準
則
，
擬

n
組
橄
規
程
，
經
 

鄉

(
鎮

、
市

)
民
代
表
會
同
*
 

後

*

報
請
縣
政
府
備

査
。

新
設
之
省
政
府
組
織
規
程
 

由
行
政
院
擬
訂
，
送
立
法
院

査

 

照

。
新
設
之
縣
(
市

)
政
府
、 

鄉

(
鎮

、
市

)
公
所
組
織
規
程
 

*

參
照
第
二
、
三
項
準
則
之
規
 

定

-
由
省
政
府
擬
定
，
送
省
議
 

會
査
照
。

各
級
政
府
、
公
所
之
組
織
 

規
程
及
準
則
，
其
有
關
考
銓
業
 

務
事
項
，
不
得
牴
觸
中
央
考
銓
 

法
規
，
各
權
貴
機
關
於
核
定
後

得
牴
觸
中
央
考
銓
法
規
.，並
於
核
定
後
困
送
考
試
院
備
査
。

林
娄
興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四
十
二
條
省
政
府
組
織
規
程
由
省
政
府
擬
訂
*
經
省
議
 

s

後

，
報
》
行
政
院
備
查
。

縣

(
市

)
政
府
組
織
規
程
由
縣
(
市

)
政
府
擬
定
，
經
躲
 

(
市

)
議
會
同
意
後
，
報
請
行
政
院
備
査
。

鄉

(
鎮

、
市

、
區

)
公
所
之
組
嫌
規
程
，
由
縣
(
市

)
政
 

府
擬
17
,
經
縣
(
市

)
議
會
同
*:
後

，
報
請
內
政
部
備
査
。

新
設
之
縣
(
市

)
政
府
組
織
規
程
由
行
政
院
擬
訂
，
送
立
 

法

院

査

照

.

各
級
政
府
、
公
所
之
組
織
規
程
，
其
有
關
考
銓
業
務
事
項
 

，
不
得
牴
觸
中
央
考
銓
法
規
•
各
權
資
機
關
於
核
定
後
，
應
函
 

送
考
試
院
備
査
。

張
委
■
俊
宏
S

案
：

第
四
十
二
條
省
政
府
組
織
規
程
由
省
政
府
擬
訂
*
經
省
議
會
同
 

意
後
，
報
請
行
政
院
備
査
。

縣

(
市

)
政
府
組
織
規
程
由
縣
(
市

)
政
府
擬
定
，
經
縣
 

(
市

)
議
會
同
惫
後
，
報
請
行
政
院
備
査
。

鄉

(
鎮

、
市

、
區

)
公
所
之
組
織
規
程
，
由
縣
(
市

)
政
 

府
擬
訂
，
經
縣
(
市

)
議
會
同
意
後
*
報
請
內
政
部
備
査
。

各
級
政
府
、
公
所
之
組
織
規
程
及
準
則
，
其
有
關
考
銓
業
 

務
事
項
，
不
得
牴
觸
中
央
考
銓
法
規
，
各
檷
黃
機
關
於
核
定
後

市

)
政

府

應

依

準

則

，
擬
訂
組
織

 

規

程

，
經
M

(
市

)
議
金
同
*
後

 

，
報
請

省

政

府

備

査

。

郷

(鎮
、市
)公
所
之
組
緻
 

由

省

政

府

擬

ST
準

則

，
經
省
議
會

 

同

葸

後

，
報
請
內
政
部
備
査
；
各
 

郷

(鎮
、市

)公
所
應
依
準
則
， 

擬

訂

組

織

規

程

，
經

鄉

(
鎮

、
市

 

)
民
代

表

會

同

蒽

後

，
報
請
縣
政

 

府

備

査

。

新
設
之
省
政
府
組
級
規
程
由

 

行

政

院

擬

訂

，
送

立

法

院

査

照

。
 

新
設
之
縣
(市
)政
府
、鄉
(鎮
 

、
市

)
公

所

組

織

規

程

，
參
照
第

 

二

、
三
項
準
則
之
規
定
，
由
省
政

 

府

擬

定

，
送

省

議

會

査

照

。

各

級

政

府

、
公
所
之
組
織
規

 

程

及

準

則

，
其
有
關
考
銓
業
務
亊

 

項

，
不
得
牴
觸
中
央
考
銓
法
規
，
 

各
檣
责
機
關
於
核
定
後
，
應
函
送

 

考

試

院

備

査

。

二
、
組
織
規
程
有
關
考
後
業
務

亊
項

 

’
不
得
牴
觸
中
央
考
銓
法
規
-

 

s

ll
濁
水

i

案
：

為
提
升
縣
(
市

)
之
自
治
功
能
與
增

 

1

職
癯
，
本
修
正
條
文
明
定
縣
{

 

市

)
政
府
組
織
規
程
由

M
(市
)政

 

府
擬
訂
，
經
躲
(
市

)
議
#
间
意
後

 

*
報
請
行
政
院
備

査
。
鄉

(
镇

、
市

 

、
區

)
公
所
之
組
織
規
程
*
由
縣
(

 

市
〕政
府
捩

rr
*經
縣
(市
)議
會

 

同
葱
後
 > 輾
請
內
政
部
備

査
。

雲

B
後

量

案

：

一
、
第
一
項
省
政
府
組
級
規
程
修
正

 

為
以
「
法
律

J

定
之
。

二
'
第
二
項
縣
(
市

)
政
府
之
組
織

 

修

正

為

由

行

政

院

擬

，
n
準

則

，
經
 

立
法
院
同
意
後
實
施

*

1
T
第
三
項
鄉
(
鎮

、
市

、
區

)
公

 

所
之
組
級
修
正
為
由
縣
(
市

)
政

 

府
擬
訂
準
則
，
經
縣
(
市

)
議
會

 

同
*:
後

寅

施

。

審
查
會
：



，
應
困
送
考
試
院
備
査
。

鬈

員
寶
淸
等
提
案
：

第
三
十
三
條
M

(
市

)
政
府
之
組
織
，
由
行
政
院
换
定
準
則
，
 

送
請
立
法
院
審
議
。
各
縣
(
市

)
政
府
再
依
準
則
，
擬
訂
組
織
 

規
程
，
經
縣
(
市

)
議
會
同
意
後
，
報
請
省
政
府
送
行
政
院
備
 

査

。
新
設
之
縣
(
市

)
政
府
，
由
省
政
府
報
請
行
政
院
擬
訂
暫
 

行
組
織
規
程
，
並
送
立
法
院
査
照
。

鄉

(
鎮

、
市

、
區

)
公
所
之
組
織
規
程
'
由
縣
(
市

)
政
 

府
擬
訂
，
經
縣
(
市

)
議
會
同
意
後
實
施
。

第
一
項
至
第
三
項
之
祖
織
規
程
，
其
有
關
考
銓
業
務
亊
項
 

’
不
得
牴
觸
中
央
考
銓
法
規
；
各
權
责
機
關
於
核
定
後
’
應
函
 

送
考
試
院
備
査
=

李
委
f

毅
等
提
案
：

第
四
十
二
條
省
政
府
組
級
以
法
律
定
之
。

縣

(
市

)
政
府
之
組
織
由
行
政
院
擬
訂
準
則
，
經
立
法
院
 

同
意
後
實
施
，
各
縣
(
市

)
政
府
應
依
準
則
，
捩
訂
組
織
規
程
 

，
經
縣
(
市

)
讅
會
同
意
後
*
報
請
省
政
府
送
行
政
院
備
査
。

鄉

(
鎮

、
市

、
區

)
公
所
之
組
織
由
縣
(
市

)
政
府
躲
訂
 

準
則
，
經
縣
(
市

)
議
會
同
意
後
寅
施
。

新
設
之
縣
(
市

)
政
府
、
鄉

(
鎮

、
市

、
區

)
公
所
組
織
 

規
程
，
準
用
第
二
二一

一
項
準
則
之
規
定
。

1

、
維
持
現
行
條
文
。

二
、
委
員
傅
眼
成®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言
權
。

討
一
〇
九



第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入 四

獻 助 業 產 託 黄 款 程 課  條 
及 及 盈 收 管 收 及 受 收  
贈 協 餘 入 理 入 賠 益 入  下 
與 助 及 = 收 。 復 費 。 列 
收 收 查  入 收 收  各 
入 入 桑  。 入 入  款 
。 。 收 。 。 為 

人 省 
。 收

第
五
章

i
治
財
政

第 李  
四 娄  
十 霣
三 後  
條 毅  

等 
^ 提  
刪 *  
除 ：

李 邮 林 林  
委 委 委 娄  
員 貝 貝  霣

第 俊 第 寶 第 s 第 濁  
五 较 五 浦 五 水 五 水  
章 等 章 # 章 等 葷 等  

提 提 提 提  
自 案 自 案 自 案 自 案  
治 - : 治 ： 治 ： 治 ： 
財 財 財 財  
政 政 政 政

> 及 
各
權 則 縣  
貴 *
機 其 市
關有一 -  
於 關 政  
核 考 府

後 業 鄉  
* 務 — 
應 事 鎮  
函 項 、 
送 f 市 
考 不 、 
試 得 區  
院 牴 一  
備 觸 公  
S 中 所  
。 央 之  

考 組  
銓 織  
法 規  
規 程

第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 四

獻 助 業 產 託 費 款 程 課  條
及 及 盈 收 管 收 及 受 收  
贈 協 餘 入 理 入 晤 益 入  下 
與 助 及 。 收 。 «  »  » 列 
收 收 亊  入 收 收  各
入 入 業  。 入 人  款 
。 。 妝 。 。 為 

入 省 
。 收

入

第
五
幸

白
治
財
政

二 一 審 。 配 莘  
言 、 、 董 合 泰  
權 委 維 會  省 負  
。 負 持 ： 法 悛  

傅 現  人 毅  
a a 行 地 等  
成 條  位 提  
轚 文  之 案  
明 。 取 ： 
保 消 
留 刪 
院 除 
#  本 
發 條

二 一 審  
言 、 、 査 
檫 委 照 會  
。 員 案 ： 

傅 通  
瞄 過  
成 。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第
t 十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市 四

、1 、 公 捐 補 營 財 倍 規 別 工 税 收 四  
其 自 憤 獻 助 業 產 託 费 款 程 課 人 條  
他 治 及 及 及 盈 收 管 收 及 受 收 ： 
收 稅 借 贈 協 餘 人 理 人 賠 益 人  下 
入 捐 款 與 助 及 。 收 。 《 费 。 列 
。 收 收 收 收 事  人 收 收  各 

入 人 入 入 栗  。 入 入  款 
D O O Q ĵ r O O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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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一  俾 市 ^ 及 方 入 劃  列 
， e  充 … 地 BI £J 業 分  縣 
刪 非  裕 立 方 治 治 冇 法  一 
除 S  地 法 稅 稅 施 相 市  
1 治 方 依 法 捐 政 關 對  一



二
、
 

H

程
受
益
费
收
入
。

三
、
 

罰
款
及
晤
廣
收
入
。

四
、
 

規
費
收
入
。

五
、
 

信
託
管
理
收
入
。

六
、
 

財
產
收
人
。

七

、
 

營
業
盈
餘
及
亊
業
收
入
。

八

、
 

補
助
及
協
助
收
入
。

九

、
 

捐
獻
及
睢
與
收
入
。

十

、
公
f t

及
借
款
收
入
。

十
一
、
自
治
稅
捐
收
入
。

十
二
、
其
他
收
入
。

李
委

霣
俊
毅
第
提
案：

第
四
十
四
條
下
列
各
款
為
縣
(
市

)
收
入*

 

i

、
稅
課
收
入
。

二
、
 

H

程
受
益
*
收
入
。

三
、
 

罰
款
及
賠
«
收
入
。
■

四

、
 

規
费
收
入
。

五

、
 

信
託
管
理
收
入
。

六

、
 

財
產
收
入
。

七

、
 

營
業
盈
餘
及
事
業
收
入
。

八
、
 

補
助
收
入
。

九

、
 

捐
獻
及
贈
與
收
入
。

十

、
公
债
及
借
款
收
入
。

二
、
委
員
傅
111

成
聲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言
權

C



第
收 税 、 鄉 四  
支 之 省 … 十 

由 劃 統 及 鎮 六  
省 分 籌 直 、 條 
統 法 分 轄 市  
籌 規 配 市 一 省  
分 定 比 税 應 、 
配 辦 率 、 分 縣  
所 理 ， 縣 配  
® 。 依 A 乏 市  
縣 I t 市國 ' ~ -  
— 政 • 税 、

* 第 

士 十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鎮 ^

其 自 _ 獻 助 業 產 託 費 款 程 課 一 條  
他 治 收 及 收 盈 收 管 收 及 受 收 收  
收 税 人 贈 入 餘 入 理 人 暗 益 入 入 下  
入 捐 。 與 。 及 。 收 。 償 费 。 ： 列 
。 收 收 _ 事 人 收 收  各 

入 入 業  。 入 入  款
。 。 收 。 。 為 

入 鄉

第 玆
比 財  分 三 #  
率 政  配 十 具  
， 情 前 比 八 ®  
必 況 項 率 條 水  
要 ， 統 ， 等 
時 比 * 依 縣 擓  
修 較 分 財 - ' 案  
正 其 配 政 市 ： 
調 基 之 收 一  
整 準 比 支 應  
財 財 率 劃 分  
政 政 ， 分 配  
收 需 行 法 之  
支 要 政 規 國  
劃 額 院 定 稅  
分 與 應 辦 、 
法 基 毎 理 縣  
有 準 年 。 
關 財 檢  市 
各 政 討 _ — 
級 收 各  税 
政 入 級  之 
府 額 政  統 
統 之 府  籌

第 李 第 張 第 林  
四 委 四 委 四 委

S  §  J  §  K  S
條 毅 條 宏 條 水  

等 等 每  
一 提 a 運 一 運
w i t ?  < ^ p  w i n  m l  

剛 糸 ■ 果 _ 朶

除 ： 除 ： 除 ：

士 十

其 i 
他 治  
收 稅  
入 捐  
。 收 

入 
〇

第
法 籌 及 一 四  
規 分 直 鎮 十  

由 定 配 轄 、 六 
省 辦 比 市 市 條  
統 理 率 税 一 
籌 。 ， 、 應 省  
分 依 縣 分 、 
配 財 A 配 縣  
所 _ 蔌 市 之 一  
屬 收 一 國 市  
m  支 稅 稅 一 
-  劃 之 、 、 
市 分 統 省 鄉

第
士 十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 四

了 、 茁 £
其 自 款 獻 助 業 產 託 费 款 程 課 收 條  
他 治 收 及 收 盈 收 管 收 及 受 收 入  
收 稅 入 贈 入 除 入 理 入 賠 益 入 ： 下 
入 捐 。 與 。 及 。 收 。 供 費 。 列 
。 收 收 亨  入 收 收  各 

入 入 桑  。 入 入  軟 
。 。 妆 ◊ 。 為 

入 鄉
O  - - - - ,

鎮

全 了 財 縣 ，S  
各 為 政 一 各 眞  
級 促 收 市 縣 濁  
政 進 支 一  ^ 水  
府 城 劃 稅 市 等  
財 鄉 分 統 一 提 
政 之 法 籌 應 窠  
狀 平 所 分 分 ： 
況 衡 規 配 配  
* 發 定 比 之  
前 展 辦 率 國  
項 ， a ， 税 
統 健 。 按 及

二 一 饔 消 配 垄 治 鄉 柱
言' 、 、 査 ， 合 类 財  
權 委 維 會 刪 鄉 A 政 鎮 A  
。 員 持 ： 除 一 摟 之 、 薄 

傅 現  本 鎮 藉 規 市 水  
峨 行  條 、 等 定 一 等  
成 條  。 市 提 應 非 提  
聱 文  一 案 予 自 *  
明 。 法 ： 以 治 ： 
保 人 刪 喵  
留 地 除 級  
院 位 。 ，
會 之 其  
發 取 自



市

)
之
財
源
，
其
各
縣
(
市

) 

間
應
分
配
之
比
率
，
須
經
省
議
 

會
之
決
議
。

第
二
項
統
籌
分
配
之
比
率
 

，
須
比
較
各
縣
(
市

)
基
準
財
 

政
需
要
額
減
基
準
財
政
收
入
額
 

箄
定
之
。

行
政
院
應
依
據
第
三
項
原
 

則

，
毎
年
檢
討
各
級
政
府
財
政
 

情
况
，
必
要
時
修
正
調
整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法
有
關
各
級
政
府
統
 

籠
分
配
各
稅
之
比
率
。

_
分
配
各
稅
之
比
率
=

林
委
貝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四
十
六
條
省
、
縣

(
市

)
應
分
配
之
國
稅
、
省
及
直
轄
市
稅
 

'
縣

(
市

)
稅
之
統
籌
分
配
比
率
，
依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法
規
定
 

辦
理
。由

省
統
壽
分
配
所
馗
縣
(
市

)
之
財
源
，
其
各
縣
(
市

) 

間
應
分
配
之
比
率*

須
經
省
議
會
之
決
議
。

第
二
項
統
籌
分
配
之
比
率
，
須
比
較
各
縣
(
市

)
基
準
財
 

政
需
要
額
減
基
準
財
政
收
入
額
算
定
之
=

行
政
院
應
依
據
第
三
項
原
則
-
毎
年
檢
討
各
級
政
府
財
政
 

情
況
，
必
要
時
修
正
調
整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法
有
關
各
級
政
府
統
 

麻
分
配
各
税
之
比
率
。

張
类
貝
俊
宏
等
提
案
：

第
四
士

 

C

條

省

、
縣

(
市

)
、
鄉

(
鎮

、
市

)
應
分
配
之
國
稅
 

、
省
及
宣
轄
市
稅
、
縣

(
市

)
税
之
統
壽
分
配
比
率
，
依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法
規
定
辦
理
=

由
省
統
溽
分
配
所
屬
躲{

市

)
之
財
源
，
其
各
縣
(
市

) 

間
應
分
配
之
比
率
，
須
經
省
議
會
之
決
議
。

前
項
由
省
統
I s

分
配
所
觸
縣
(
市

)
之
財
源
，
自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度
起
，
改
由
行
政
院
統
壽
分
配*

各
縣{

市

)
間
 

應
分
配
之
比
率
，
須
經
立
法
院
之
決
議
。

第
二
項
統
壽
分
配
之
比
率
-
須
比
較
各
縣
(
市

)
基
準
財
 

政
需
要
額
減
基
準
財
政
收
入
額
算
定
之
。

)
之
財
源
，
其
各
縣
(
市

)
間
應
 

分
配
之
比
率
，
須
經
省
議
會
之
決
 

議
。

第
二
項
統
壽
分
配
之
比
率
，
 

須
比
較
各
縣
(
市

)
基
準
財
政
需

要
額
減
基
準
財
政
收
入
額
算
定
之

°

行
政
院
應
依
據
第
三
項
原
則
 

>
毎
年
檢
討
各
級
政
府
財
政
情
況
 

，
必
要
時
供
正
調
整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法
有
關
各
級
政
府
統
籌
分
配
各
 

稅
之
比
率
。

簿
分
配
比
率
應
於
必
要
時
侈
正
。
 

林
委
貝
濁
水
等
提
案
：

鄉

{
錤

、
市

)
已
非
自
治
層
級
，
其
 

稅
款
分
配
之
規
定
，
應
作
修
正
。
 

李
委
H

後
毅
等
提
案
：

刪
除
省
及
鄉
(
鎮

、
市

)
分
配
税
率
 

之
規
定
。

審
査
會
：

一
、
 

維
持
現
行
條
文
。

二
、
 委
員
傅
■
成
聲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言
權
。

■



第
* 鄉 四
應 十  
依 錤 七  
本 、 條 
法 市  
及 一 省  
財 之 、 

政 收 縣  
收 入 -、 
支 及 市  
劃 支 9  
分 出 、

第 林
支 三 委
劃 十 員
分 九 濁
法 條 水m #
定 縣 S  
辦 〜 案  
理 市 ：
〇

之
收
入
及
支
出
，

應
依
本
法
及
財
政
收

第 李 第 邮  
府 財  額 分 四 委 分 況  需 分 三 委 轉 情  
統 政  減 配 十 員 配 * 要 配 十 員 分 況  
簿 情 行 基 統 比 六 俛 各 必 行 額 前 比 五 寳 配 * 行 
分 況 政 準 簿 率 條 毅 稅 要 政 減 項 率 條 消 各 必 政  
配 ， 院 財 分 ， 寄 之 時 院 基 統 ， 等 稅 要 院  
各 必 應 政 配 依 縣 g 比 修 應 準 籌 依 縣 提 之 時 應  
稅 要 依 收 之 財 率 正 依 財 分 財 6 案 比 修 依  
之 時 搛 入 比 政 市 ： 。 調 據 政 配 政 市 ： 率 正 據  
比 修 第 額 率 收 一  整 第 收 之 收 U  。 調 第  
率 正 二 箄 ， 支 應  財 二 入 比 支 應  整 四  
。 調 項 定 須 割 分  政 項 額 率 劃 分  財 項  

整 原 之 比 分 配  收 原 算 ， 分 配  政 原  
財 則 = 較 法 之  支 則 定 需 法 之  收 則  
政 ， 各 規 國  劃 毎 之 比 規 國  支 ， 
收 毎  縣 定 稅  分 年 。 較 定 稅  劃 每  
支 年  〜 辦 、 法 檢  各 辦 、 分 年  
劃 檢  市 理 縣  有 討  縣 理 縣  法 檢  
分 討  一 办 严 '  關 各  有 討  
法 縣 基 市  各 級 市 市  關 各  
有 〜 準  -- 級 政 一 一  各 級  
關 市 財 稅  政 府 基 税  級 政  
各 一 政 之  府 財 準 之  政 府  
級 政 補 統  統 政 財 統  府 財  
政 府 要 壽  娜 淸 政 簿  統 政

第
依 一 四
本 鎮 十
法 、 七
及 市 條
財 一
政 之 省
收 收 、
支 入 縣
劃 及 A
分 支 市
法 出 一
規 * 、
定 應 鄉

一 林  
圍 、 委
由 明 員
本 定 濁
法 縣 水
及 A 等
財 市 提
政 一 案
收 收 ：
支 入
劃 及

法 出
規 範

討
一
一
五



法
規
定
辦
理
=

地
方

税
之
範
圍
及
課
徵
， 

侬
地
方
稅
法
通
則
之
規
定
。

地
方
政
府
規
費
之
範
圍
及
 

課
徴
原
則
，
依
政
府
規
費
法
之
 

规

定
。
其
未
經
法
律
規
定
者

*

 

須

經

民
«:
機

關

之

決

議徴
收

之

縣

{

市

)
税
之
範
囷
及
課
徴
，
依
地
方
税
法
通
則
之
規
定

o

縣

(
市

)
政
府
规
費
之
範
圍
及
課
澂
原
則
，
依
政
府
規
费
 

法
之
規
定
。
其
未
經
法
律
規
定
者
，
須

經

脎
m

)
議
會
之
決
 

議
徵
收
之
。

林
委
具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四
十
七
條
省
、縣
(

iff
)
之
收
入
及
支
出
，
應
依
本
法
及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法
規
定
辦
理
。

地
方
稅
之
範
圍
及
課
徵
•
依
地
方
稅
法
通
則
之
規
定
。

地
方
政
府
規
費
之
範
囷
及
課
徴
原
則
，
依
政
府
規
費
法
之
 

規
定
。
其
未
經
法
律
規
定
者
，
須
經
民
竞
機
關
之
決
激
徵
收
之

o

張
委
貝
俊
宏
等
提
案
：

第
四
十
七
條
省
、縣
(市
：

i

之
收
入
及
支
出
..應
依
木
條
例
及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法
規
萣
辦
理
。

地
方
稅
之
範
圍
及
課
微
-
依
地
方
稅
法
通
則
之
規
定
。
 

地
方
政
府
規
費
之
範
圍
及
課
徴
原
則
 >
 依
政
府
規
费
法
之
 

規
定
。
其
未
經
法
律
規
定
者
，
須
經
民
意
機
關
之
決
訑
微
收
之

o

1

員
寶
消
等
提
案
：

第
三
十
六
條
縣：：

市

)
之
收
人
及
支
出
-
脃
依
本
法
及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法
規
定
辦
理
。

縣

(
市

)
稅
之
範
圊
及
課
徵
，
依
地
方
祝
法
通
則
之
規
定

辦
埋
。地

方

税
之
範
圍
及
課
徵
•
依
 

地
方

税
法
通
則
之
規
定
。

地
方
政
府
規

费
之
範
圍
及
課
 

徵
原
則
-
依
政
府
規
費
法
之
規
定
 

。
其
未
經
法
律
規

宠
者*

須
經
民
 

«:
機

關

之

決

議

徵

收

之

。

疏0

二
、
 

明
定
縣
(
市

)

税

課

徴

之
依
據

a

三
、
 

明
定
縣
(
市

)
政
府
規
費
徵
收
 

之
依
據
。

林
委
貝

JB
水
等
揲
案
：

鄉

(
鎮

、
市

〕
已
不
具
自
治
功
能
， 

其
財
政
收
支
相
關
規
定
應
予
修
正
。 

李
委
A
悛
毅
等
提
案
：

_
除
省
及
鄉
(
镇

、
市

)
收
入
及
支
 

出
之
規
定
。

1

:

一
、
 

維
持
現
行
條
文
。

二
、
 

委
員
傅
委
員
眼
成
轚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言
權
=



第
之 政  間 一 算  之 瑯 h  
。 院 煦 銪 比  陆 w … 十 

擬 前 維 、 例 税 金 源 鎮 八  
定 二 持 市 ， 課 。 比 、 條 
， 項 適 一 省 收  例 市  
提 適 度 與 、 入 ， 一 省  
諳 度 比 中 M 佔 以 應 、 
立 比 例 央 一 年  維 維 縣  
法 例 。 、 市 度  自 持  
k  - w  - a  治 適 市  
決 由  轄 、 出 財 度 一  
定 行  m 鄉 預  政 6  、

第 林  第 林
維卩 H 委 之  府 財 四 委  
s  r 員 。 問 政 十 員  

税 治 八 濁  前 應 稅 之 條 濁  

課 財 條 水  二 維 課 健  水 
收 政  等 項 持 收 癸 縣 等  
入 之 省 提  適 適 人 。 ■'提 
佔 健 、 某 度 度 佔  市 案  
年 全 縣 ： 比 比 年  一 ： 
度 。 〜 例 例 度  應 
歳 市  ， 。 歲 維 
出 、 山 出 持 
®  應 行 預 適  
筅 維  政 斿 度  
比 持  院 比 自 
例 適 擬 例  有 
■ 度 n  ， 財 
省 自  ， 縣 源 
、 有 提 一 i t  
縣 財 請 it) 例 

源 立 —■ ' 
市 比  法 與 以  

例 院 各 維  
與 * 決 級 自  
各 以  定 政  治

第 李
。 規 支 四 委 議 法  。 

定 劃 十 員 徴 之  
。 地 地 分 七 儍 收 規 縣  
其 - 方 方 法 條 毅 之 定 一  
未 政 稅 規  等 。 。 rff 
經 附 之 定 縣 提  其 一  
法 規 範 辦 一 案  未 政  
律 費 圍 理 市 ： 經 府  
規 之 及 = 法 規  
定 範 課  之 律 費  
者 圔 徵  收 規 之  
， 及 ， 入 定 範  
須 課 依  及 者 圍  
經 徵 地  支 • 及  
民 原 方  出 須 課  
慧 則 稅  ， 經 徵  
機 * 法 應 縣 原  
關 依 通  依 '■貝IJ 
之 政 則  本 市 ， 
決 府 之  法 … 依 
諮 規 規  及 諮 政  
徵 黄 萣  財 會 府  
收 法 。 政 之 規  
之 之  收 決 費

第
院 持 、 比 。 源 一 四  
擬 適 巾 例  比 鎮 十  
定 前 度 一 ， 稅 例 、 八 
， 二 比 興 省 課  ， 市 條  
提 項 例 中 、 收 以 … 
請 適 。 央 縣 人  維 應 省  
立 度  、 … 佔 a 維 、 
法 比  K 市 年  治 持 縣  
院 例  轄 一 度  財 適 _、 
決 * 市 、 歳  政 度 市  
定 由  間 郷 出  之 S  ^  
之 行  應 _-、 m  健 有 、 
。 政 維 鎮 箅  全 財 郷

一 李 本 治 郷 林 展 政 落 抒  
税 、 委 條 財 一 委 * 結 實 奏  
率 則 貝 文 政 鎮 禺 爰 構 地 員  
之 除 後 應 及 、 濁 訂 ， 方 濁  
規 省 毅 作 稅 市 水 矩 另 自 水  
定 及 等 修 課 一 等 規 為 治 等  
。 郷 提 i h 收 非 提 定 保 ， 提 

一 案 。 入 自 案 如 持 立 案  
鎮 ： 已 治 ： .h 城 維 ：
、 © 層  。 郷 持  
市 須 級  之 穩  
一 規 • 〒 健  
分 •定其 衡 之  
配 ， &  發 財



級
政
府
間
應
維
持
適
度
比
例
。

前
一
一
項
適
度
比
例
，
由
行
政
院
擬
定
，
提
請
立
法
院
決
定

之

。

張
委
員
俊
宏
等
提
案
：

第

四

十

八

條

省

、
鯀

(
市

)
應
維
持
適
度
自
有
財
源
比
例
，
以
 

維
自
治
財
政
之
健
全
。

税
課
收
入
佔
年
度
歲
出
預
算
比
例
，
省

、
縣

(
市

)
與
中

 

央

、
直
轄
市
間
應
維
持
適
度
比
例
。

前
二
項
適
度
比
例*

由
行
政
院
或
立
法
院
擬
定
，
立
法
院

 

決
定
之
。

鄭
委
19
寶
消
等
提
案
：

第

三

十

七

條

縣

(
市

)
應
維
持
適
度
自
有
財
源
比
例
，
以
維
自

治
財
政
之
健
全
。

税
課
收
入
佔
年
度
歳
出
預
算
比
例
，
縣

(
市

)
與
各
級
政

 

府
間
應
維
持
適
度
比
例
。

前
兩
項
適
度
比
例
，
由
行
政
院
擬
定
，
提
請
立
法
院
決
定

之

。

李
委
具
俊
毅
等
提
案
：

第

四

十

八

條

縣

(
市

)
應
維
持
適
度
自
有
財
源
比
例
，
以
維
自

 

治
財
政
之
健
全
。

稅
課
收
入
佔
年
度
歲
出
預
簞
比
例
，
縣

(
市

)
與
中
央
間

 

應
維
持
適
度
比
例
。

前
兩
項
適
度
比
例
，
由
立
法
院
院
會
決
定
之
。

二

、
第
三
項
刪
除
「
由
行
政
院
擬
定

 

J

程

序

-
直
接
由
立
法
院
院
會
決

 

定

之

。

«
查

金

：

一
、
 

維
持
現
行
條
文C

二

、
 

委
員
傅
委
員
眼
成
聲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言
權
。



第
四
十
九
條
省
、縣
(市
)公

 

價
及
借
款
之
未
償
餘
額*

郷

( 

錤

、
市

)
借

软

之

未

德

額

，
 

占
各
該
政
府
總
預

S

特
別
預

 

算
黴
出
總
額*
不
得
超
過
一
定

 

比

例

6前
項
比
例
僳
準
，
另
以
法

 

律
定
之
。

林
委
負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四

十

一

條

M

(
市

)
公
僙
及
借
款
之
未
償
餘
額
-
占
其
總
預

 

算
及
特
別
預
算
嫌
出
餘
額
，
不
得
超
過
一
定
比
例*

前
項
比
例
檫
準*

另
以
法
律
定
之
。

§
1

*

濁

水

達

案

：

第

四

十

九

條

省

、
縣

{

市

)
公
共
«
務

，
依
公
共
《
務
法
之
規

 

定

。

張
責
後
宏
等
提
案
：

第

四

十

九

條

省

、
縣

{
市

)
公
赓
及
借
款
之
未
償
餘
額
，
占
各
 

該
政
府
總
預
算
及
特
別
預
算
歲
出
總
額
，
不
得
超
過
一
定
比
例

 

0

前
項
比
例
探
準
，
另
以
法
律
定
之
。
 

i

s

i*
$

 案
：

第

三

十

八

條

縣

(
市

)
公
潰
及
借
歙
之
未
供
餘
額
-
佔
該
政
府

 

總
預
算
及
特
別
預
算
歲
出
總
額
，
不
得
超
過j

定
比
例
。
 

前
項
比
例
標
準
，
另
以
法
律
定
之
。

李
委
§

毅
等
提
案
：

第

四

十

九

條

縣

(
市

)
公
共
債
務
，
依
公
共
債
務
法
之
規
定
。

第
四
十
九
條
省
'縣
(市
)公

溃

 

及
借
款
之
未
《
餘

額

，
郷

(
鎮

、
 

市

)
借
欹
之
未
償
餘
額
，
占
各
該

 

政
府
總
預
算
及
特
別
預
算
歲
出
總

 

額

*

不
得
超
過
一
定
比
例*

 

前
項
比
例
標
準
，
另
以
法
律

 

定

之

。

林
委

A
漘
水
等
提
案
：

發
行
公
«
及

除

借

，
係
屬
政
府
值
務

 

*

將
來
須
通
本
付
息
，
為
維
嫌
政
府

 

僚
偁
與
债
權
人
權
益
及
穩
固
地

S

 

府
財
政
，
爰
明
定
如
上
，
並
於
第if

 

項
明
定
由
法
律
定
之
。

林

置

灌

水

等

提

案

：

1
、

鄉

(
鎮

、
市

)
巳
無
自
治
地
位

 

,
其
借
款
未
償
餘
額
相
關
規
定
應

 

予
廢
除
。

二

、
公
共
*
務
法
業
經
於
八
十
五
年

 

i

月
七
日
制
定
公
布
，
內
容
規
定

 

詳

盡

，
丢
修
正
省
、
縣

(
市

)
僙

 

務
依
該
法
規
定
。
 

i

俊
教
等
提
案
：

公
共
債
務
法
茱
經
於
八
十
五
年I

月

 

十
七
日
制
定
公
布
，
其
內
容
涵
盖
立

 

法

目

的

、
各
級
政
府
公
共
债
務
之
主

 

管

機

關

、
適
用
範
圍
、
债
限
規
範
、 

監
督
機
關
及
査
核
處
理
等
，
均
有
詳

 

盡

規

定

，
爰
修
正
縣
(
市

)
公
共
債

 

務
依
該
法
規
定
。



第
後 ， 、 助 款 自 徵  得 ；較 謀 五  
， 由 補 金  。 治 收  取 對 差 地 十  
送 各 第 助 性 第  監 之 各 得 財 之 方 條  
间 該 一 率 質 一  督 財 級 協 力 地 均  
級 自 項 及 、 項 機 源 地 助 g 方 衡 各  
立 治 補 補 補 補  關 而 方 金 溪 政 發 自  
法 監 助 助 助 助  得 不 政 。 之 府 展 治  
機 督 反 基 對 金  酌 徵 府  地 應 ，監 
關 機 協 準 象 須  滅 收 有  方 酌 對 督  
審 關 助 。 之 明  其 時 依  政 予 於 機  
議 擬 辦  條 定  補 ， 法 府 補 財 關  
。 定 法  件 補  助 其 得  ，助 力 為

第 李  第 鄭  第 林  
五 委 法  、 在 央  協 之 三 委 治  機 、 由 四 委  
十 員 院  補 此 政  調 縣 十 員 監  關 補 自 十 貝  
條 俊 審 第 助 第 限 府 縣 取 6 九 寶 督 縣 審 助 治 二 濁  

毅 議 一 率 一 。 得 „ 得 市 條 清 機 „ 議 對 監 條 水  

中 等 。 項 及 項  酌 市 協 y  等 關 市 。 象 督  等 
央 提  補 補 補  減 一 助 應 中 提 得 U  之 機 自 提  
政 案  助 助 助  其 政 金 酌 央 案 酌 政  條 關 治 案  
府 ： 及 基 金  補 府 = 予 政 ：減 府  件 訂 監 ： 
為 協 準 須  助 有  補 府  其 有  、 定 督  
謀 助 。 明 款 依  助 為  補 依  補 補 機  
地 辦 定 。 法 ； 謀 助 法  助 助 關  
方 法 補 若 得  對 地  款 得  率 及 對  
均 - 助 徵 徵  於 方  。 徵 及 協 縣  
衡 由 金 得 收  財 均  收 補 助 A  
發 行 性 中 之  力 衡  之 助 辦 市  
展 政 質 央 財  較 發  財 基 法 9  
* 院 、 政 源 優 展  源 準 ，之 
對 擬 補  府 而 之 * 而 ， 明 補  
於 n  助 之 不  縣 對  不 並 定 助  
財 後 對 同 徵 〜 於  徵 送 補 及  
力 ， 象 意 收 市 財  收 同 助 協  
較 送 之 者 時  一 力 時 級 金 助  
差 交 條 ， * ，較 > 立 性 ，
之 立 件 不 中  得 差  自 法 質 應

第
送 由  助 金  監 收  助 力 之 地 五  
同 各  率 蚀  督 之  金 較 地 方 十  
級 該 第 及 質 第 機 財 各 。 優 方 均 條  
立 自 一 補 、 一 關 源 級  之 政 衡  
法 治 項 助 補 項 得 而 地  地 府 發 各  
機 監 補 基 助 補 酌 不 方  方 應 展 自  
關 督 助 準 對 助 減 徵 政  政 酌 • 治  
審 機 及 。 象 金 其 收 府  府 予 對 監  
議 關 協  之 須 補 時 有  * 補 於 督  
。 擬 助  條 明 助 * 依 得 助 財 機  

定 辦  件 定 款 其 法  取 ； 力 關  
後 法  、 補 。 自 得  得 對 較 為  
， > 補 助  治 徵  協 財 差 謀

言 了 、 * 修 為 第 之 ， ， 了 — 定 政 關 、 鬈 

樯 委 維 會 正 1 項 貝 二 方 上 如 地 進 * 收 經 參 貝  
。 員 持 ：為 中 之 後 項 法 級 有 方 行 自 支 濟 照 濁  

傅 現  1 央 1 毅 之 • 政 依 政 補 治 劃 平 憲 水  
眼 行  縣 政 各 等 規 予 府 法 府 助 監 分 衡 法 等  
成 條  〜 府 自 提 定 以 自 應 宜 及 督 法 發 第 提  
聲 文  市 ■-治 案 《 有 得 徵 致 協 機 第 展 一 案  
明 。 - 、 監 ： 效 以 收 力 助 關 三 規 苗 ： 
保 政一 '督  規 涑 而 於 。 得 十 定 四  
留 府 各 機  範 少 不 開  對 三 ， 十 
院 級 關  • 補 徵 闢  縣 條 並 七  
會 。 政 爰 助 收 財  〜 之 依 條  
發 府 修  有 款 者 源  市 規 財 有

二 一 *  
言 ' 、 査 
權 委 維 會  
。 員 持 ： 

傅 現  
U S 行 
成 條  
聲 文  
明 〇 
保 
留 
院 
會 
發



第

五

十I

條
中
央
費
用
與
地
方
 

费
用
之
區
分
，
應
明
定
由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全
頟
負
擔
、
中
央
與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分
擔
以
及
中
央

 

全
額
負
擔
之
項
目
，
以
確
定
地

 

方
財
政
之
自
主
性
。
中
央
不
得

 

將
應
自
行
負
擔
之
經
黄
，
轉
嫁

 

子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

縣

{

市

)應
酌
予
補
助
；
對

財

力

之

縣

(
市

)
，
得
取
得
 

協
助
金
。

前
項
補
助
金
須
明
定
補
助
金
性
質
、
補
助
對
象
之
條
件
、 

補
助
率
及
補
助
基
準
。

第
一
項
補
助
及
協
助
辦
法
，
由
法
律
定
之
。

林
委
員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四

十

三

條

中

央

費

用

與

地

方

费

用

之

區

分

.，
應
明
定
由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全

額

負

擔

、
中
央
與
地
方
自
治
團
腌
分
擔
以
及
中
央

 

全

額

負

擔

之

項

目

，
以
確
定
地
方

財

政

之

自

主

性

。
中
央
不
得

 

將
應
自

行

負

擔

之

經

费

，
轉

嫁

予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

S

1K
K
B1
(清
等
提
案
：

第

四

十

條

中

央

费

用

與

地

方

费

用

之

區

分

，
應
明
定
由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全
額
負
寅

 '
中
央
與
地
方
自
治
團

8S
分
擔
以
及
中
央
全

 

額

負

擔

之

項

目

，
U
確

定

地

方

財

政

之

自

主

性

。
中
央
不
得
將

 

應

自

行

負

擔

之

經

费

，
轉
嫁
予
地

方

自

治

團

艟-

李
委
貝
俊
毅
等
提
案
：

第

五

十

一

條

中

央

費

用

與

地

方

費

用

之

區

分

，
應
明
定
由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全

額

負

擔

、
中
央
與
地
方
自
治
團
膜
分
擔
以
及
中
央

 

全

額

負

擄

之

項

目

，
以
確
定
地
方

財

政

之

自

主

性

。
中
央
不
得

 

將
應
自

行

負

擔

之

經

費

-
轉

嫁

予

地

方

自

治

围

體

。

第
五
十
一
條
中
央
费
用
與
地
方
费

 

用
之
區
分
，
應
明
定
由
地
方
自
治

 

團
膾
全
額
負
擔
、
中
央
與
地
方
自

 

治
豳
體
分
擔
以
及
中
央
全
額
負
擔

 

之
項
目
，
以
確
定
地
方
財
政
之
自

 

主

性

。
中
央
不
得
將
應
自
行
負
擔

 

之
經
#
,
轉
嫁
予
地
方
自
治
團
膜

林
委
負
薄
水
等
提
案
：

為
健
全
地
方
政
府
財
政
，
以
利
地
方

 

自
治
推
行
，
中
央
费
用
與
地
方
费
用

 

之
區
分
，
應
予
明
定
。

李
委
3

毅
等
提
案
：

未
修
正

C
 

審
査
會
：

一
'
維
持
現
行
條
文
。

二

、
委
員
傅
lie
成

K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言

權

。

第
五
士

 

一

條

郷

(鎮
、市
)應
 

致
力
於
公
共
造
產
事
項
，
以
增

 

加
其
財
源
，
省

、
縣
得
對
鄉
(

林
委
負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四

十

五

條

縣

(
市

)
應
致
力
於
公
共
造
產
事
項
，
以
增
加
其

 

財

源

，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對
縣
(
市

)
公
共
造
產
應
予
以
補
助
，

第
五
十
二
條

郷

(鎮
、
市

)應
致
 

力
於
公
共
造
產
事
項
，
以
增
加
其

 

財

源

，
省

、
縣
得
對
郷
(
鎮

、
市

林
委

M
濁
水
等
提
案
：

為
充
裕
地
方
財
政
，
俾
利
各
項
地
方

 

建

設

，
縣

(
市

)
應
致
力
於
公
共
造



討
|二
二

第
， 一 定 其 鄉 五  
經 以 ，代 一 十  
縣 下 經 理 鎮 三  
^ 由 省 機 、條 
市 縣 議 關 市  
w  ^■會 * ' ^ 省 
嫌 市 核 省 應 、 
會 一 定 由 設 縣  
最 政 ，省 置 ^  
定 府 躲 政 公 市  
。 擬 A 府 庫 一  

定 市 擬 ， 、

。 ；錤 
補 '  
办 市

法 公  
由 共  
省 造  
、 產 
縣 予  
1 7 以 

定 逋  
之 遇

第 張  第 林  第 兹
由 五 委 府 由 五 委 ' - 四 #  
省 十 員 擬 省 十 員 政 十 負  
政 三 後 定 政 三 S 府 四 ®  
府 條 宏 ，府 條 水 擬 條 水  
擬 等 經 擬  等 訂 ‘ 等 
定 省 提 縣 定 省 提 ，縣 提  
， 、 索 6 ， 、 窠 經 一 案  
經 縣 ： 市 經 縣 ：縣 市 ：

激 市  議 議 市  市 應

核 應  長 長 應  嫌 s  

定 設  定 定 設  會 公  
，置 。 ， 置 最 庫  
縣 公  縣 公  定 ， 
〜 庫  〜 庫  。 其 
市 ， 市 *
U 其 W 其 理 
由 代  由 代  機 
躲 理  縣 理  關.
^ 機  ^ 機  由 
市 關  市 關  M

政 省  政 省  市

第 李  第 鄭 第 强  第 &
五 委  由 財 四 委 五 委 法 財 五 接 補  
十 員  行 齦 十 貝 十 f t 由 源 十 負 助  二俊 原 政 ，一 霣 •二孩 行 ，二 濁 辦  
條 毅 牖 院 中 條 清 條 宏 政 行 條 水 法  

笮 鄉 打 央  芎 夸 院 政  等 由  
一 S g 定 對 縣 通 一 鼉 訂 院 縣 提 自  
刪 案 ， 之 縣 刪 案 定 對 〜 案 治  
除 ： A 市 ： 除 ：之 縣 市 ：監

之 一 窳  市 應 機
公 之 致  ^ 致 關  
共 公 力  公 力 訂  
造 共 於  共 於 定  

. 產 造 公  造 公 之  
， 壅 共  產 共 。 
締 證 造  應 造  
由 予 產  予 產  
縣 補 事  以 亊
-  助 項  補 項  
市 ； ， 助 *
— 補 以  * 以 
所 辟 增  補 增

。 法 其  蘇 其

第
一 縣 省 . 理 ^ 五  
鶸 ^ 艤 嫌 錤 十  
會 市 會 關 、 三
核 ^ 核 * 市 條  
定 政 定 省 一  
。 府 ， 由 應 省  

_ 縣 省 設 、 
蛋 ^ 政 置 縣  
， 市 歷 公 一  
經 一 ■ 磁 庫 市  
縣 以 定 • 一  
^ 下 ，其 、 
市 由 經 代 鄉

法 一 
由 公  
省 *

“耋
訂 予
定 以
之 補
。 sp

m
助
辦

審 定 刪 李 設 鄉 埜 置 為 埜  
査 ，除 9 置 〜 桊 公 健 S  

會 文 省 公 鎮 f t 庫 全 f i

: 字 及 M 庫 、 薄 。 地 《

| 5 g | 5 |翥| |  

髹 a t S l e S l S S
修 、 窠 ，印 案 如 ，案 
正 市 ：應 : 上 麻 ：
O  -W *■ 予 治  O *-">

設 修 I V  市

庫 。 ， 應
規 其 設

二 一 審 本 爰 李 文 力 自 政 為 技 產  
言 、 、 套 嫌 取 委 如 於 治 府 充 蒌 事

• 頁 持 ：合 掷 货 。 共 垡 權 地 * 二

l l  ^ 議  i 讓 i i s s
聲 文  市 案 項 • 合 • 案 如
明 《 -  ： * 麻 鄉 增 ： 上 
保 法 爱 一  一 # 。 
留 人 修 市 錤 爲  
院 地 正 ^ 、 一 
會 位 本 理 （市 市  
發 ， 條 致 一



第
報 背  止 行 限 事 五  
諳 法  或 政 者 項 十  
行 律 省 停 院  > 違 四  
政 者 政 止 予 由 背 條  
院 * 府 . 其 以 中 中  
予 由 辦 執 撤 央 央 省  
以 中 理 行 銷 主 法 政  
撤 央 自 。 、 管 令 府  
銷 主 治  粜 機 、 辦 
、 管 亊  更 關 • 逾 理  
變 機 項  、 報 越 娄  
更 關 違  廢 請 權 辦

第
y -—

章

S

治
監
督

第 林
限 報 止 限 五 委  
者 請 或 者 十 I I  

， 縣 行 省 停 ， 四 濁  
由 一 政 蔌 止 由 條 水  
中 市 院 府 其 中  等 
央 9 予 辦 執 央 省 提  
主 政 以 理 行 主 政 案  
管 府 撖 自 。 管 府 ： 
機 辦 銷 治  機 辦  
關 理 、 亊  關 理  
報 委 變 項  報 委  
諸 辦 更 違  請 辦  
行 亊 、 背 行 亊  
政 項 廢 法  政 項  
院 違 止 律  院 違  
予 背 或 者  予 背  
以 中 停 ， 以 中  
礆 央 止 由  礆 奂  
銷 法 其 中  銷 法  
、 令 執 央  、 令 
變 ， 行 主 變 '  
更 逾 。 管 更 逾  
、 越 機 、 越 
廢 權  關 廢 權

李 I I  林 林  
委 番 委 委  

負 M  員
第 @ 第 霣 第 漘 第 濁  
六 教 六 消 六 水 六 水  
章 等 章 等 章 等 苹 等  

提 檯 提 檯  
自 案 自 案 自 案 自 案  
治 ： 治 ： 治 ： 治 ： 
監 監 監 監  
督 督 督 督

第 李  第 》
一 五 委 一 四 委 府  
由 十 員 政 十 I I 擬 
縣 三 後 府 二 霣 定  
〜 條 毅 擬 條 清 》 
市 等 定  等 經  
^ 縣 提 • 縣 提 縣  
政 一 案 經 案  
府 市 ： 縣 市 ： 市

定 應  市 應  嫌 
， 設 一 設  會 
經 置  議 置  椟
縣 公  會 公  定 
- 庳 核 庫  。 
市 ， 定 ，
一 其  。 其 
鶸 代  代 
會 理  理 
同 機  機 

關
之 * 由 
。 縣 m

市 市

第
行 法  其 予 ， 項 五  
政 律  執 以 由 違 十  
院 者 省 行 撤 中 背 四  
子 ， 政 。 銷 央 中 條  
以 由 府  、 主 央  
撤 中 辦  變 管 法 省  
銷 央 理  更 機 令 政  
、 主 自  、 關 、 府 
變 管 治  廢 報 逾 辦  
更 機 事  止 請 越 理  
、 關 項  或 行 權 委  
廢 報 違  停 政 限 辦  
止 請 背  止 院 者 亊

箜

%

自
治
監
督

一 林
中 止 府 省 政 ， 、 委 
央 其 予 法 府 將 為 員  
法 執 以 令 辦 本 落 *  
令 行 撤 、 理 條 實 水  
、 之 銷 逾 : 委 文 以 等  
逾 規 、 越 辦 第 縣 提  
越 定 變 權 事 三 為 案  
權 ， 更 限 項 項 主 ： 
限 修 、 者 違 ； 之 
者 改 廢 ， 背 縣 地  
，為 止 由 中 ^ 方  
由 連 或 省 央 市 自  
中 背 停 政 或 9 治

二 一 審  
言 、 、 窒 
權 委 照 會
。 員 案 ： 

傅 通  
诚 過  
成 。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言 、 、 
楢 委 維  
。 員 持  

傅 現  
眼 行  
成 條  
聲 文  
明 。 
保  
留 
院 
會 
發

討
二
一
三



、
廢
止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

縣

{

市

)
政
府
辦
理
委
辦

 

事
項
違
背
中
央
或
省
法
令
、
逾

 

越
權
限
者
，
由
省
政
府
予
以
撤

 

銷

、
變

更

、
廢
止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
縣
(
市

)
政
府
辦
理
自
治
 

事
項
達
背
中
央
或
省
法
規
者*

 

由
省
政
府
予
以
撤
銷
、
欒

更

、 

廢
止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

郷

(
鎮
'
市

)公
所
辦
理
 

委
辦
事
項
違
背
中
央
、
省
或
縣

 

法

令

、
逾
越
權
限
者
，
由
縣
政

 

府
予
以
撤
銷
、
變

更

、
廢
止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

鄉

(
鎮
、
市

)
公

所
辦
理

 

自
治
事
項
違
背
中
央
或
省
法
規

 

、
縣
規
章
者
，
由
縣
政
府
予
以

 

撤

銷

、
埏

吏

、
廢
止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
第
一
！項

、
第
四
項
及
第
六

 

項
之
自
治
事
項
有
無
滄
背
中
央

 

或
地
方
法
令
發
生
疑
義
時*

由

止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

縣

{

市

)
政
府
辦
理
自
治
事
項
遠
背
法
律
者
，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報
請
行
政
院
予
以
撤
銷
、
變

更

、
廢
止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o

鄉

(
镇

、
市

、
區

)
公
所
辦
理
8

亊
項
達
背
中
央
或
縣

 

法

令

、
逾
越
權
限
者
，
由

縣

(
市

)
政
府
予
以
撤
銷
'
變

更

、
 

廢
止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

第
二
項
、
第
四
項
之
自
治
亊
項
有
無
違
背
中
央
或
地
方
法

 

令
發
生
疑
義
時
，
由
司
法
院
解
釋
之
。

前
項
情
形
*
在
司
法
院
解
榉
前*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或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
不
得
予
以
撤
銷
、
樊

更

、
廢
止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

張

委
«
後

宏

$

案

：

第
五
十
四
條
省
政
府
辦
理
委
辦
事
項
違
背
中
央
法
令
、
逾
越
權

 

限

者*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報
請
行
政
院
予
以
撤
銷
、I

K
W

、
廢

 

止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

省
政
府
辦
理
自
治
事
項
逋
背
法
律
者
，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報
請
行
政
院
予
以
撤
銷
、
變

更

、
廢
止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

縣

(
市

)
政
府
辦
理
委
辦
事
項
違
背
中
央
法
令
'
逾
越
櫳

 

限

者

，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報
請
行
政
院
予
以
撤
銷
、
瓣

更

、
廢

 

止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

縣
(市

)政
府
辦
理

自
治
事
項
違
背
法
律
者
，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報
請
行
政
院
予
以
撤
銷
、
變

更

、
廢
止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止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

縣

{

市

 

>

 政
府
辦
理
委
辦
事

 

項
違
背
中
央
或
省
法
令
、
逾
越
權

 

限

者

，
由
省
政
府
予
以
撤
銷
、
變

 

更

、
廢
止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

縣
(
市

)政
府
辦
理
自
治

亊

 

項
違
背
中
央
或
省
法
規
者
，
由
省

 

政
府
予
以
撤
銷
、
矩

更

、
廢
止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

鄉
(
鎮
、
市
)
公
所
辦
理
委
 

辦
事
項
違
背
中
央
、
省
或
縣
法
令

 

、
逾
越
權
限
者
，
由
縣
政
府
予
以

 

撤

銷

、
變

更

、
廢
止
或
伴
止
其
執

 

行

。
鄉
(
鎮
、
市
)
公
所
辦
理
自
 

治
事
項
違
背
中
央
或
省
法
規
、
縣

 

規
荦
者
，
由
縣
政
府
予
以
撤
銷
、
 

變

更

、
廢
止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

第

二

項

、
第
四
項
及
第
六
項

 

之
自
治
事
項
有
無
逮
背
中
央
或
地

 

方
法
令
發
生
疑
義
時
，
由
司
法
院

 

解
釋
之
。

前
項
情
形
，
在
司
法
院
解
择

央
主
管
機
關
報
請
行
政
院
予
以
撤

銷
、
欒
更
、
廢
止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o
二
、
 

將
本
條
文
第
四
項
：
縣
(
市
) 

政
府
辦
理
自
治亊
項
逢
背
中
央
或
 

省
法
規
者
，
由
省
政
府
予
以
撤
銷
 

、
瓣
更
、
廉
止
或
序
止
其
執
行
之
 

規
定
*
修
改
為
違
背
法
律
者

*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報
請
行
政
院
予
以
 

撤
銷
、
樊
更
、
廢
止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

三
、
 

鄉
(
镇
、
市
)
非
自
治

S

級
，
 

其
辦
理
自
治
事
項
之
規
定
(
原
第
 

六
項
)
•
子
以
刪
除
。郷{

鎮
、
 

市
、
區
)
辦
理
委
辦亊
項
之
規
定
 

，
則
明
定
於
修
正
條
文
第
五
項
。

李
委
■
後
毅
等
攩
案
：

1

、
第
T

二
、
五
、
六
項E
合
予
 

以
則
除
®

二
、
縣
(
市
)
政
府
辦
理
委
辦
事
項
 

違
背
「
中
央
或
省
法
令

j

修
正
為
 

違
背
「
法
律
」
，
並
增
加
省
政
府
 

「
報
請
行
政
院J

予
以
撤
銷
程
序



司
法
院
解
择
之
。

前
項
情
形
 >
 在
同
法
院
解
 

釋
前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或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
不
得
予U
撤
銷
、
 

®
更
、
廢
止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

鄉

(
鎮

、
市

、
區

)
公
所
辦
理
委
辦
事
項
違
背
中
央
或
縣

 

法

令

、
逾
越
權
限
者
，
由

縣

(
市

)
政
府
予
以
撤
銷
、
變

更

、
 

廢
止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

第

二

項

、
第
因
項
之
自
治
事
項
有
無
違
背
中
央
或
地
方
法

 

令
發
生
疑
栽
時
，
由
同
法
院
解
釋
之
。

前
項
情
形

，
在
司
法
院
解
釋
前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或
自
治

 

監
督
揆
關

 >
 不
得
予
以
撤
銷
、
變

更

、
廢

11-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

鄭
委
負
V
清

等

提

案

：

第
四
十
三
條
縣
(市

)政
府
辦
理
中
央
委
辦
事
項
或
自
治
事
項
 

-
違
背
中
央
法
令
或
逾
越
權
限
者
，
由
省
政
府
報
請
行
政
院
予

 

以
撤
銷
、
樊

更

、
廢
止
或
停

Ik
其

執

行

。

前
項
之
自
治
事
項
有
無
違
背
中
央
或
地
方
法
令
發
生
疑
義

 

時

-
由
司
法
院
解
釋
之
。

第
二
項
之
情
形
-
在
司
法
院
解
釋
前
-
相
關
機
關
不
得
予

 

以
撤
銷
、
樊

更

、
廢
止
或
停
土
其
執
行
。

李

委
«
盡

I

案

：

第

S
十

四

條

縣

(市

)政
府
辦
理
委
辦

t
項
達
背
法
律
或
逾
越

 

權

限

者

-
由
省
政
府
報
請
行
政
院
予

U
撤

銷

、
樊

更

、
廢
止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

躲

(
市

)
政
府
辦
理
自
治
事
項
違
背
法
律
者
，
由
省
政
府

 

報
請
行
政
院
予
以
撤
銷
、
變
更

、
廢

止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
，

前
二
項
之
自
治
亊
項
有
無
違
背
中
央
或
地
方
法
令
發
生
疑

前
’
中
央
主
管
或
自
治
監
晳
 

機
關
，
不
得
予
以
撤
銷
、
變
更
、
 

廢
JJ;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

鑒

*
:

一
、
 

維
持
現
行
條
文
。

二

、
 

委
員
傅
诚
成
®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言

權

。

討
一
二
五



討
二
一
六

第
五
十
五
條
省
政
府
、縣
(市

 

)政
府
、鄉
(鎮
、市
)公
所

 

依
法
應
為
之
行
為
而
不
為
，
其
 

適
於
代
行
處
理
者
，
各
該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得
命
其
於
一
定
期
限

 

內
為
之
，
如
逾
期
仍
不
為
者
，
 

各
該
自
治
監
*
機
關
得
代
行
處

 

理

。
但

情
況
#a

t
*

得
逕
行

 

代
行
處
理
。

前
項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之
代

 

行
處
理
辦
法
，
由
內
政

S

同
 

中
央
相
關
主
管
機
關
擬

IJ
*
報
 

請
行
政
院
核
定
。

義

時

，
由
司
法
院
解
釋
之
。

前
項
情
形
，
在
司
法
院
解
揮
前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或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
不
得
予
以
撤
銷
、
铤

更

、
廢
止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

林
委

M
薄
水
等

提
案
：

第
四
十
六
條
縣

S

)
政
府
依
法

S

之
行
為
而
不
為
，
其
適

 

於
代
行
處
理
者
*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得
命
其
於一

定
期
限
內
為
之

 

，
如
逾
期
仍
不
為
者
-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得
代
行
處
理
。
但
情
況

 

急
迫
時
，
得
逕
行
代
行
處
理
。

前
項
之
代
行
處
理
辦
法
，
由
內
政
部
會
同
中
央
相
關
主
管

 

檄
關
擬
訂
，
報
請
行
政
院
核
定
。

林
委

興
洧
水
等

提
案
：

第
五
十
五
條
省
政
府
、
縣
(市

)政
府
依
法
應
為
之
行
為
而
不
 

為

-
其
適
於
代
行
處
理
者
，
各
該
自
治
監
督
捩
關
得
命
其
於
一

 

定
期
限
內
為
之
，
如
逾
期
仍
不
為
者
，
各
骸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得

 

代
行
處
理
。
但
情
況
急
迫
時
-
得
逕
行
代
行
處
理
。

前
項
之
代
行
處
理
辦
法
-
由
內
政
部
會
同
中
央
相
關
主
管

 

機
關
擬
訂
，
報
請
行
政
院
核
定
。

張

委
«
俊

宏

等
提
案
：

第
五
十
五
條
省
政
府
、
縣
(市

)政
府
依
法
應
為
之
行
為
而
不
 

為

，
其
適
於
代
行
處
理
者
*
各
該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得
命
其
於
一

 

定
期
限
內
為
之
，
如
逾
期
仍
不
為
者
，
各
該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得

第
五
十
五
條
省
政
府
、
縣
(
市

) 

政
府
、
鄉

(鎮
、
市
)
公
所
依
法
 

應
為
之
行
為
而
不
為
•
其
適
於
代

 

行
處
理
者
，
各
該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得
命
其
於
一
定
期
限
內
為
之
，
如

 

逾
期
仍
不
為
者
，
各
該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得
代
行
處
理
。
但
情
況
急
迫

 

時

*

得
逕
行
代
行
處
理
。

前
項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之
代
行

 

處
理
辦
法
-
由
內
政
部
會
同
中
央

 

相
關
主
管
機
關
擬
訂
，
報
請
行
政

 

院
核
定
。

林
委
貝
濁
水
等
提
案
：

為
避
免
縣
(
市
)
政
府
怠
於
行
使
職
 

務
而
影
謇
人
民
權
益
，
明
定
行
政
院

 

得
代
行
處
理
之
情
事
。

林
委
H

VS
水
等
提
案
：

鄉
(錤
、
市
)
巳
非
自
治
層
級
，
其
 

代
行
處
理
辦
法
應
予
修
正
。

李
委
員
後
毅
等
提
案
：

1

、
刪
除
省
政
府
及
鄉
(鎮
、
市
) 

公
所
規
定
。

二

、
前
項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之
代
行
處

理
辦
法
侈
正
為
「
由
法
律
定
之
」

〇

審
査
會
：

一
、
 

維
持
現
行
條
文
。

二

、
 

委
員
傅

lig
成
轚
明
保
留
院
#

發
 

言

權

。



第
由 一 鄉 、 21 
各 間 一 縣 十  
該 發 鎮 〜 六  
自 生 、 市 條  
治 亊 市 一 
監 權 一 與 省  
瞀 爭 與 縣 與  

機 鶸 鄉 ^ 省  
關 時 〜 市 〜  
解 ， 錤 一 市  
決 分 、 間 ^  
之 別 市 、 間

第 林  
關 級 政 四 委
機 地 府 十 員  
關 方 首 七 濁  
協 政 長 搽 水  
商 府 ， 等 
解 間 B 行 攙  
決 發 開 政 案  
之 生 中 院 ：
° 事 央 應  

權 地 定
爭 茇 期  
議 威 召  
時 務 集 1 
， 協 縣  
由 調 〜  
自 會 市  
治 報 ^
監 。 雇 
督 躲 級  
機 一 以  
關 市 上  
召 一 之  
集 與 地  
有 同 方

第 李  第 鄭
處 之 於 五 委  逾 於 四 i 中 代 
理 ， 代 十 員  期 代 十 霣 央  行 

前 。 如 行 五 後 前 仍 行 四 I I 相 前 處  
項 但 逾 處 條 爸 項 不 處 條 M 關 項 理  
自 情 期 理  W 之 為 理  等 主 自 。 
治 況 仍 者 縣 提 代 者 者 躲 提 管 治 但  
監 急 不 * ^ 案 行 ， ' 案 捩 監 情  
督 迫 為 自 市 ： 處 省 省 市 ： 關 督 況 .  
機 時 者 治 一  理 政 政 一  供 承 卷

之 得 自 督 府  法 得 得 府  ， 之 轉  
代 逕 治 機 依  》 報 面 依  報

衋 g i l l  1 8 1 1  S 蠢 S
辦 處 關 嫌 之  定 院 一 之  院 辦 代  
法 理 得 其 行  之 逕 定 行  核 法 行  
， 。 報 於 為  。 行 期 為  定 * 處  
由 牌 一 而  代 限 而  。 由 理  
法 ^ 定 不  為 內 不  內 。 
律 政 期 為  處 為 為  政 
定 院 限 * 理 之 ， 部  
之 代 內 其  。 ， 其 會 
〇 行 為 適  如 適  同

第
治 生 錤 M 五 
監 亊 、 ^ 十  
督 權 市 市 六  
機 爭 一 一 條  
關 議 與 與  
解 時 鄉 縣 省  
決 ， 一 與  
之 分 鎮 市 省  
。 別 、 一 

由 市 間 市

f t  ^  ^  ^
自 發 〜  、

二 一 林  
、 伴 報 、 委  
參 利 ■ - 明 員  
考 地 之 定 瀉  
憲 方 召 1 水 
法 政 開 中 等  
第 務 方 央 提  
四 推 式 地 案  
十 行 與 方 ： 
四 。 參 政  
條 加 務  
規 人 協  
定 員 拥  
M  * #

討
二
一
七



第

縣 長 、 十
一 、 縣 六  
市 掷 A 條 
W  — 市 乏  
、 r

郷 、 長 
— 市 、 省 
錤 一 副 長  
、 長 縣 、 
市 及 〜 副  
y 省 市 省

〇

第 李  第 》 第 張  第 林
別 五 委 調 * 四 委 生 五 委 該 間 政 五 委  
由 十 員 處 商 十 員 亊 十 員 自 、 府 十 員  
自 六 货 縣 譏 五 寶 權 六 後 治 縣 首 六 薄  
治 條 級 一 各 條 消 爭 條 宏 監 長 條 水  
監 等 市 級  等 議  等 督 市 * 等 
督 縣 提 9 政 行 提 時 省 提 機 一 召 行 提  
機 6 案 與 府 政 案 • 與 案 關 與 開 玫 案  
關 市 ： 縣 之 院 ： 分 省 ： 召 縣 中 院 ： 
報 一  ^ 政 得  別 一  舉 一 央 應  
請 與  市 務 3  由 市  W 市 地 定  
行 縣  y 協 集  各 一  關 一 方 期  
政 一  間 調 縣  該 間  機 間 政 召  
院 市  亊 亊 一  自 、 關 發 務 集  
解 一  植 宜 市  治 縣  協 生 協 縣  
決 間  及 監 一  商 事 調 一  
之 發  相 並 雇  督.市 解 權 會 市  
。 生 關 應 級  檐 V  決 爭 報 一 

亊 權 省 以  關 與  之 雄 • 雇  
權 益 政 上  解 縣  。 時 省 級  
爭 之 府 之  決 A  ， 與 以  
m  爭 之 政  之 市  分 省 上  
時 議 請 府  。 一 別 〜 之  
， 。 求 首  間 由 市 地  
分 ， 長 發 各 一 方

二 一 審  
言 、 、 査 
權 委 本 會  
° 員 齒 ： 

傅 新  
i l 增 
成 文  
轚 字  
明 如  
保 上  
留 。

S
發

二 一 審 。 權 、 刪 李  二 一 林  旨 
首 、 、 査 . 爭 市 舍 委 除 、 俾 報 、 类 。 府 ， 
權 委 維 耆  議 一 省 貝 。 鄉 利 * - 增 員  間 明  
。 員 持 ： 之 與 政 悝  〜 於 之 定 濁  發 定  

傅 現  規 瑯 府 教  鎮 地 召 一 ■ 水  生 縣  
眼 行  定 一 與 等  、 方 開 中 等  事 一 
成 條  ， 鎮 省 提  市 政 方 央 提  權 市  
轚 文  文 、 政 案  一 府 式 地 案  爭 一  
明 。 字 市 府 ： 之 政 及 方 ： 議 與  
保 並 一 間  相 務 參 政  之 同  
留 酌 間 、 關 之 加 務  處 級  
院 作 發 鄉  規 推 人 協  理 地  
會 侈 生 一 定 行 員 調  万 方  
發 正 亊 錤  ， 會 式 政



辦
理
省
、
縣

(市

)
、

郷

(鎮
 

、
市

)政
府

H

f

訂

作

、
財
 

物
之
瞵
置
、
定

製

、
承
租
及
勞

 

務
之
委
任
或
獲
得
之
人
員
，
其
 

配

偶

、
三
等
親
以
內
血
親
或
姻

 

親

-
或
同
財
共
居
之
親
觸
所
擔

 

任
負
责
人
、
董

事

、
監
察
人
及

 

經
理
人
之
營
利
事
業
，
對
於
其

 

所
辦
理H

程
之
訂
作
、
財
物
之

 

瞵

置

、
定

製

、
承
租
及
勞
務
之

 

委
任
或
獲
得
之
業
務
，
應
行
迴

 

避

。
省
議
員

 '縣
(市
)

m
員
 

及
鄉
(鎮
、
市

)民
代
表
本
人
 

、
配

偶

'
三
等
親
以
內
血
親
或
. 

姻

親

，
或
同
財
共
居
之
親
屬
擔

 

任
負
责
人
、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經
理
人
之
營
利
事
業
，
不
得
與

 

其
職
權
監
督
之
政
府
機
關
、
公
 

營
事
業
進
行
交
易
。

違
&■
本
條
規
定
者
，
處
一
一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
拘
役
及
併

 

科
二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



討
一
三
〇

第
五
十
七
條
省
議
員
、
省
長
、 

縣

C

市

)
議
員
、
縣

{
市

)
長
 

'
郷{

鎮

、
市

)
民
代
表
、
郷
 

(
鎮

'
市

)
長
及
村
、
里
長
有
 

下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
省
議
員
、
 

省
長
，
縣

(
市

)
寶

、
縣

( 

市

)
長

、
鄉

(
鎮

、
市

)
民
代
 

表

、
鄕

(
鎮

、
市

)
長
由
各
該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解
除
其
職
務
，
 

並
通
知
各
該
省
議
會
、
縣

(
市
 

)
響

、
郷

(
鎮

、
市

)
民
代
 

表
會
；
村

、
里
長
由
鄉
(
鎮

、
 

市

、
區

)
公
所
解
除
其
瞰
務
，
 

應
補
選
者
，
並
依
法
補
選
：

一
、
 

經
法
院
判
決
當
選
無
效
確
 

定
者
=

二
、
 

勖
員
戡
亂
時
期
終
止
後
，
 

犯
內
亂
、
外
患
罪
，
經
判
刑
 

確
定
者
。

1

一一、
犯
貪
汚
罪
、
經
判
刑
確
定
 

者

。

四
、
犯
前
二
款
以
外
之
罪*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之
判
決
確

林
委
A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四
十
八
條
縣
(
市

)
議
員
、
縣

(
市

)
長
及
村
、
里
長
有
下
 

列
情
亊
之
一
者
，
縣

(
市

)
議
員
、
縣

(
市

)
長
由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解
除
其
職
務
-
並
通
知
縣
(
市

)
議
會
.，村

、
里
長
由
鄉
 

'
(
錤

、
市

、
區

)
公
所
解
除
其
職
務
，
應
補
選
者
，
並
依
法
補
 

選
：

一
、
 

經
法
院
判
決
當
選
無
效
確
定
者
。

二
、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終
止
後
，
犯
內
亂
、
外
患
罪
，
經
判
刑
確
 

定
者
=

三

、
 

犯
貪
汚
罪
，
經
判
刑
確
定
者
=

四
、
 

犯
前
一
一
款
以
外
之
罪*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之
判
刑
確
定
 

,
而
未
受
緩
刑
之
宣
告
或
未
執
行
易
科
罰
金
者
。

五
、
 

受
保
安
處
分
或
感
訓
處
分
之
判
刑
確
定
者
。
但
因
緩
刑
而
 

付
保
護
管
束
者
，
不
在
此
限
。

六
、
 

戶
箱
遷
出
各
該
行
政
區
域
六
個
月
以
上
者
。

七

、
 

掮
奪
公
櫳
尚
未
復
櫳
者
。

八
、
 

受
禁
治
產
之
宣
告
尚
未
撤
銷
者
。

因
前
項
第
二
款
至
第
四
款
情
事
而
解
除
職
務
，
經
再
審
或
 

非
常
上
訴
判
決
無
罪
確
定
者
；
因
第
五
歆
情
事
而
解
除
職
務
，
 

保
安
處
分
經
依
法
撤
銷
，
感
訓
處
分
經
重
新
審
理
更
為
裁
定
撤
 

.
銷
者
：
或
因
第
八
款
情
事
而
解
除
職
務
*
經
提
起
撤
銷
禁
治
產
 

宣
告
之
訴
，
為
法
院
判
決
撤
銷
宣
告
禁
治
產
之
栽
定
者
，
其
原
 

職
任
期
未
滿
且
尚
未
經
選
舉
機
關
公
告
補
選
時
，
解
除
職
務
之

第
五
十
七
條
省
議
員
、
省
長
、
縣
 

C

市

)議
員
、
縣
(
市

)長
、
鄉
 

(鎮
、
市

)民
代
表
、
鄉
(錤
、 

市

)
長

及

村

、
里
長
有
下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
省

議

員

、
■省

長

、
縣

( 

市

)議
負
、

M

(
市

)長
、

郷

( 

鎮
、
市

)
民
代
表
、
鄉
(鎮
、
市
 

)
長
由
各
該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解
除

 

其

職

務

，
並
通
知
各
該
省
議
會
、 

縣

(市

)議
會
、

郷

(鎮
、
市
) 

民
代
表
會
.，
村

、
里
長
由
鄉
(
錤

 

、
市

、
區

)
公
所
解
除
其
職
務
’
 

應
補
選
者*

並
依
法
補
選
：

一
、
 

經
法
院
判
決
當
選
無
效
確
定
 

者

。

二
、
 

犯
內
齓
、
外
患
罪*

經
判
刑
 

確
定
者
。

三
、
 

犯
貪
汚
罪
、
經
判
刑
確
定
者

o

四
、
 

犯
前
二
款
以
外
之
罪
，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之
判
決
確
定
，
 

而
未
受
緩
刑
之
宣
告
或
未
執
行
 

易
科
sit

金
者
。

林
委
A

濁
水
等
提
案
：

一
、
 

本
條
第
一
項
明
定
縣
(
市

)
議
 

員

、
縣

C

市

)
長
及
村
、
量

解

 

除
職
務
之
條
件
程
序
及
補
選
有
關
 

規
定
。

二
、
 

第
二
項
明
定
解
除
職
務
之
處
分
 

撤
銷
條
件
。

三
、
 

為
維
持
政
務
正
常
運
作*

明
定
 

市
長
因
病
不
能
執
行
職
務
，
雄
績
 

一
年
以
上
者
-
應
予
解
除
職
務
之

規
定
。

林
委
貝
濁
水
等
檯
案
：

1

、
鄉

(
鎮

、
市

)
長
解
除
職
務
之
 

有
關
規
定
，
予
以
修
正
。

二
、
 

參
考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厢
免
法
第
 

三
十
四
條
规
定
*
將
原
條
文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之
規
定
，
搽
改
為
「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終
止
後

.

.
」
，

以
為
政
治
犯
之
復
權
。

三
、
 

第
一
項
第
六
款
配
合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I I

免
法
有
關
規
定
，
將
原
規
 

定

「
戶
籍
遷
出
各
該
行
政
區
域
六
 

個
月
以
上
者
。
」
修
正
為
四
個
月



定

，
而
未
受
緩
刑
之
宣
告
或
 

未
執
行
易
科
罚
金
者
。

五

、
 

受
保
安
處
分
或
感
訓
處
分
 

之
裁
判
確
定
者
。
但
因
緩
刑
 

而
付
保
護
管
束
者
，
不
在
此
 

限

。

六

、
 

戶
籍
遷
出
各
該
行
政
區
域
 

四
個
月
以
上
者
。

七

、
 

褫
奪
公
權
尚
未
復
權
者
。

八

、
 

受
禁
治
產
之
宣
告
尚
未
撤
 

銷
者
。

因
前
項
第
二
款
至
第
四
歆
 

情
事
而
解
除
職
務
-
經
再
審
或
 

非
常
上
訴
判
決
無
罪
確
定
者
；
 

因
第
五
款
情
事
而
解
除
職
務
-
 

保
安
處
分
經
依
法
撤
銷
，
感
訓
 

處
分
經
重
新
審
理
更
為
裁
定
撤
 

銷
者
.，或
因
第
八
歙
情
事
而
解
 

除
職
務
*
經
提
起
撤
銷
禁
治
產
 

宣
告
之
訴
，
為
法
院
判
決
撤
銷
 

宣
告
禁
治
產
之
裁
定
者
，
其
原
 

職
任
期
未
滿
且
尚
未
經
選
舉
機
 

關
公
告
補
選
時
，
解
除
職
務
之

處
分
均
應
予
撤
銷
。

縣

(
市

)
長

、
村

、
里
長
，
因
罹
患
重
病
，
致
不
能
執
行
 

職
務
粗
績
一
年
以
上
者
，
亦
應
依
第
一
項
規
定
辦

理

。

林
委
A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五
十
七
條
省
議
員
、
省
長
、
縣

(
市

)
議
員
、
縣

(
市

)
長
 

及
村
、
里
長
有
下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
省
議
員
、
省
長
、
縣

(
市
 

)
議
員
、
縣

(
市

)
長
由
各
該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解
除
其
職
務
，
 

並
通
知
各
該
省
議
會

、縣
(市
)

村
、里長由鄉(鎮 

、
市

、
5

公
所
解
除
其
職
務
。
郷

(
镇

、
市

、
5

長
有
下
 

列
第
二
款
至
第
八
款
情
事
之
一
者
，
由
縣
(
市

)
長
解
除
其
職
 

務

。
應
補
選
者
，
並
依
法
補
選
：

一
、
 

經
法
院
判
決
當
選
無
效
確
定
者
。

二
、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終
止
後
，
犯
內
亂
、
外
患
罪
，
經
判
刑
確
 

定
者
。

1

一一、
犯
貪
汚
罪
、
經
判
刑
確
定
者
。

四
、
 

犯
前
二
款
以
外
之
罪*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之
判
刑
確
定
 

，
而
未
受
緩
刑
之
宣
告
或
未
執
行
易
科
罰
金
者
。

五
、
 

受
保
安
處
分
或
感
訓
處
分
之
判
刑
確
定
者
。
但
因
緩
刑
而
 

付
保
護
管
束
者
，
不
在
此
限
。

六
、
 

戶
籍
遷
出
各
該
行
政
區
域
四
個
月
以
上
者
。

七

、
 

褫
奪
公
權
尚
未
復
楢
者
=

八
、
 

受
禁
治
產
之
宜
告
尚
未
撤
銷
者
=

因
前
項
第
二
款
至
第
四
款
情
事
而
解
除
職
務
，
經
再
審
或

五

'
受
保
安
處
分
或
感
訓
處
分
之
' 

裁
判
確
定
者
=
但
因
緩
刑
而
付

 

保
護
管
束
者
，
不
在
此
限
。

六

、
 

戶
籍
遷
出
各
®
行
政
區
域
六

 

個
月
以
上
者
。

七

、
 

捆
奪
公
權
尚
未
復
權
者
。

八

、
 

受
禁
治
產
之
宣
告
尚
未
撤
銷

 

者

。因
前
項
第
二
款
至
第
四
款
情

 

事
而
解
除
職
務
，
經
再
審
或
非
常

 

上
訴
判
決
無
罪
確
定
者
.，
因
第
五

 

款
情
亊
而
解
除
職
務
，
保
安
處
分

 

經
依
法
撤
銷
，
感
訓
處
分
經
重
新

 

審
理
更
為
裁
定
撤
銷
者
；
或
因
第

 

八
款
愴
事
而
解
除
職
務
*
經
提
起

 

撤
銷
禁
治
產
宣
吿
之
訴
，
為
法
院

 

判
決
撤
銷
宣
告
禁
治
產
之
裁
定
者

 

，
其
原
職
任
期
未
滿
且
尚
未
經
選

 

舉
機
關
公
告
補
選
時
’
解
除
職
務

 

之
處
分
均
應
予
撤
銷
。

省
長
、
縣

{

市
)長
、

郷

( 

鎮
、
市

)長
、
村
、
里
長

*

因
罹
 

患
重
病
，
致
不
能
執
行
職
務
繼
績

以

上

。

行
政
院
*
:

配
合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有
關
選

舉
人
需
在
選
舉
區
級
績
居
住
四
個
月

以

上

之

規

定

，
將

第

一

項

第

六

款

「

戶
箱
遷
出
各
該
行
政
區
域
六
個
月
以

上

者

。
」
修

正

為

「
四

個

月

以

上

」

°李
委
M

後
毅
等
提
案
：

一
、
 

第
一
項
及
第
三
項
刪
除
省
長
及

 

省

議

員

、
鄉

(
錤

、
市

)
長
及
鄉

 

(
錤

、
市

)
民

代

表

相

關

規

定

。

二

、
 

第
一
項
第
六
款
配
合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有
關
選
舉
人
須
在
選

 

舉
區
繼
績
居
住
四
個
月
以
上
之
規

 

定

-
將

現

行

規

定

「
戶
籍
M

出
各

 

該
行
政
區
域

六

個

月

以

上

者

。
」
 

修

正

為

「
四

個

月

以

上

」

。

鑒

會

：

一
、
 

全

條

修

正

如

上

。

二

、
 

委
員
傅
眼
成
S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言

權

。



處
分
財
應
子
撤
銷
。

省

長

、

m
{市

)提
、鄉

(
鎮

、
市

5

、
村

、
里

長

，

闪

罹
患
重
病
，
致
不
能
執
行
職

 

務
羝
績
一
年
以
上
者

-

亦
應
依

 

第
一
項
規
定
辦
理
。

非
常
上
訴
判
決
無
罪
確
定
者
.，因
第
五
款
情
事
而
解
除
職
務
，
 

保
安
處
分
經
依
法
撤
銷
，
感
訓
處
分
經
重
新
審
理
更
為
裁
定
撤
 

銷
者
；
或
因
第
八
歙
情
事
而
解
除
職
務
，
經
提
起
撤
銷
禁
治
產
 

宜
告
之
訴
•
為
法
院
判
決
撤
銷
宣
告
禁
治
產
之
裁
定
者
，
除
鄕
 

(
镇

、
市

、
區

)
長
外
，
其
原
職
任
期
未
滿
且
尚
未
經
選
舉
檐
 

關
公
告
補
選
時
*
解
除
職
務
之
處
分
均
應
予
撤
銷
。

省
長
、
縣

(
市

)
長

、
郷
5

1

市

、
辟

)
長

、
村

、
里
 

長

，
因
罹
患
重
病
，
致
不
能
執
行
職
務
想
績
一
年
以
上
者
，
亦
 

應
依
第
一
項
規
定
辦
理
。

張
委
員
俊
宏
等
提
案
：

第
1£
十
七
條
省
議
員
、
省
長
、
縣

{

市

)
議
員
、
縣
長
、
鄉

( 

錤

、
市

)
長
及
村
、
里
長
有
下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
省
議
員
、
省
 

長

、
縣

(
市

)
議
員
、
縣
長
、
鄉

(
鎮

、
市

)
長
由
各
該
監
督
 

機
關
或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解
除
其
職
務
，
並
通
知
各
該
省
議
會
、
 

縣

(
市

)
議
舍
；
村

、
里
長
由
郷
(
錤

、
市
i

)
公
所
解
除
 

其
職
務
。
除
省
議
員
、
省
長
不
須
補
選
外
，m

選
者
，
須
依
 

法
補
選
；
應
重
新
派
任
者
-
須
重
新
派
任
：

一
、
 

經
法
院
判
決
當
選
無
效
確
定
者
。

二
、
 

犯
內
亂
、
外
患
罪
，
經
判
刑
確
定
者
。

一一;'
犯
貪
汚
罪
，
經
判
刑
確
定
者
。

四
、
犯
前
二
款
以
外
之
罪
，
受
右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之
判
決
確
定
 

-
而
未
受
後
刑
之
宣
告
或
未
執
行
易
科
罰
金
者
。



五

、
 

受
保
安
處
分
或
感
訓
處
分
之
裁
判
確
定
老
。
但
因
緩
刑
而

 

付
保
護
管
束
者

-

不
在
此
限
。

六

、

 

戶
籍
遷
出
各
該
行
政
區
域
六
個
月
以

J:
者

。

七

、
 

褫
奪
公
權
尚
未
復
權
者
。

八
、
 

受
禁
治
產
之
宣
告
尚
未
撤
銷
者
。

因
前
項
第
二
款
至
第
四
款
情
事
而
解
除
職
務
，
經
冉
審
或
 

非
常
上
訴
判
決
無
罪
確
定
者
.，因
第
五
款
情
事
而
解
除
職
務
，
 

保
安
處
分
經
依
法
撤
銷
，
感
訓
處
分
經
重
新
審
理
史
為
裁
定
撤
 

銷
者
.，或
因
第
八
款
情
事
而
解
除
職
務
，
經
提
起
撤
銷
禁
治
產
 

宣
告
之
訴
，
為
法
院
判
決
撤
銷
宣
告
禁
治
產
之
裁
定
老
，
除
鄉
 

(
鎮

、
市

)
長
外
，
其
原
職
任
期
未
滿
R

尚
未
經
選
舉
機
關
公
 

告
補
選
時
，
解
除
職
務
之
處
分
均
應
予
撤
銷
。

省
長
、
縣

(
市

)
長

'
鄉

(
鎮

'
市

)
長

、
村

、
里
長-

 

因
罹
患
重
病
，
致
不
能
執
行
職
務
繼
續
一
年
以
上
者
，
亦
應
依
 

第
一
項
規
定
辦
理
。

行
政
院
案
：

第
五
十
七
條
省
議
員
、
省
長
、縣

(市

)謎
員
、
縣

(市

)長
 

、
鄉

{

鎮

、
市

)
民
代
表

 

'
郷

(鎮
、
市

)民
及

ft
、
里
畏
有

 

下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
省

議

員

、
省

長

、
縣

(
市

)
議

員

、
縣

( 

市

)長
、鄉

(鎮

、
市

)民
代
表
、鄉

(鎮

'市

5

由
各
該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解
除
其
職
務
*
並
通
知
各
該
省
戥

會

、
縣

(
市
 

)
議

會

、
鄉

(
鎮

、
市

)
民
代
表
會
；
村

、
里
長
由
鄉
(
鎮

、 

市

、
區

)
公
所
解
除
其
職
務
，
應
i

者

’
並
依
法
補
選
：

一

、
 

經
法
院
判
決
當
選
無
效
確
定
者
。

二
、
 

犯
內
亂
、
外
患
罪
，
經
判
刑
確
定
者
。

三
、
 

犯
貪
汚
罪
、
經
判
刑
確
定
者
。

四
、
 

犯
前
二
款
以
外
之
罪
，
受
有
期
徙
刑
以
上
刑
之
判
刑
確
定
 

*

而
未
受
後
刑
之
宣
告
或
未
執
行
易
科
前
金
者
。

五

、
 

受
保
安
處
分
或
感
訓
處
分
之
敖
判
確
定
者
。
但
因
後
刑
而
 

付
保
護
管
束
者
，
不
在
此
限
。

六

、
 

戶
籍
遷
出
各
該
行
政
區
域
四
個
月
以
上
者-

七
、
 

s
#

公
權
尚
未
復
權
者
。

八
、
 

受
禁
治
產
之
宣
告
尚
未
撤
銷
者
。

因
前
項
第
二
款
至
第
四
軟
情
事
而
解
除
職
務
，
經
再
審
或
 

非
常
上
訴
判
決
無
罪
確
定
者
；
因
第
五
歙
情
亊
而
解
除
職
務
，
 

保
安
處
分
經
依
法
撤
銷
，
惑
訓
處
分
經
重
新
審
理
更
為
裁
定
撤
 

銷
者
‘，或
因
第
八
軟
情
亊
而
解
除
職
務
，
經
提
起
撤
銷
禁
治
產
 

宣
告
之
訴
，
為
法
院
判
決
撤
銷
宣
告
禁
治
產
之
裁
定
者
，
其
摩
 

職
任
期
未
滿
且
尚
未
經
選
舉
機
關
公
告
補
選
時
，
解
除
職
務
之
 

處
分
均
應
予
撤
銷
。

省
長
、
妹

(
市

)
長

、
郷

(
鎮

、
市

)
長

、
村

、
里
長
，



因
罹
患
重
病
，
致
不
能
執
行
職
務
繼
縝
一
年
以
上
者
，
亦
應
依
 

第
一
項
規
定
辦
理
。

鄭

委

員
«
清

$

案

：

第
四
十
六
條
縣
(
市

)
議
員
、
縣

(
市

)
長
有
下
列
情
亊
之
一
 

者

，
由
省
政
府
報
請
行
政
院
解
除
其
職
務
，
並
通
知
縣
(
市

) 

議
會
：

1

、
經
法
院
判
決
當
選
無
效
確
定
者
。

二
、
 

勡
員
戡
亂
時
期
終
止
後
，
犯
內
亂
、
外
患
罪
，
經
判
刑
確
 

定
老
。

三
、
 

犯
貪
汚
罪
，
經
判
刑
確
定
者
。

四
、
 

犯
前
兩
款
以
外
之
罪*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之
判
刑
確
定
 

,
而
未
受
緩
刑
之
宜
告
或
未
執
行
易
科
罰
金
者
。

五
、
 

受
保
安
處
分
或
感
訓
處
分
之
判
刑
確
定
者
。
但
因
緩
刑
而
 

付
保i

l
l
N

束
者
，
不
在
此
限
。

六
、
 

戶
箱
遒
出
各
該
行
政
區
域
六
個
月
以
上
者
。

七

、
 

褫
奪
公
權
尚
未
復
權
者
。

八
、
 

受
禁
治
產
之
宣
告
尚
未
撤
銷
者
。

縣

(
市

)
長
因
罹
患
重
病
’
致
不
能
執
行
職
務
繼
續
一
年
 

以
上
者
，
亦
應
依
第
一
項
規
定
辦
理
。

李

委
A
俊
毅
等
提
案
：

第
五
十
七
條
縣
(
市

)
議
員
、
縣

(
市

)
長
及
村
、
里
長
有
下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
由
g

治
監
督
機
關
報
請
行
政
院
解
除
其
職
務
 

>
並
通
知
各
該
縣
(
市

)
議
_會
：

一
、
 

經
法
院
判
決
當
選
無
效
確
定
者
。

二
、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終
止
後
，
犯
內
亂
、
外
患
罪
，
經
判
刑
確
 

定
者
。

三

、
 

犯
貪
汚
罪
，
經
判
刑
確
定
者=

四

、
 

犯
前
兩
款
以
外
之
罪
，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之
判
刑
確
定
 

,
而
未
受
緩
刑
之
宣
告
或
未
執
行
易
科
罰
金
者
。

五
、
 

受
保
安
處
分
或
感
訓
處
分
之
判
刑
確
定
者
。
但
因
梭
刑
而
 

付
保
護
管
束
者
，
不
在
此
限
。

六

、
 

戶
箱
遷
出
各
該
行
政
區
域
四
個
月
以
上
者
=

七

、
 

褫
奪

公
權
尚
未
復
權
者
。

八

、
 

受
禁
治
產
之
宣
告
尚
未
撤
銷
者
。

.
因
前
項
第
二
款
至
第
四
款
情
事
而
解
除
職
務
，
經
再
審
或
 

非
常
上
訴
判
決
無
罪
確
定
者
；
因
第
五
款
情
事
而
解
除
職
務
*
 

保
安
處
分
經
依
法
撤
銷
，
感
訓
處
分
經
a

新
審
理
更
為
裁
定
撤
 

銷
者
；
或
因
第
八
款
情
事
而
解
除
職
務
，
經
提
起
撤
銷
禁
治
產
 

宣
吿
之
訴
，
為
法
院
判
決
撤
銷
宣
告
禁
治
產
之
裁
定
者
，
其
原
 

職
任
期
未
滿
且
尚
未
經
選
舉
機
關
公
告
補
選
時
，
解
除
瞰
務
之
 

處
分
均
應
予
撤
銷
=

縣

{

市

)
長

、
村

、
里
長
，
因
罹
患
重
病
，
致
不
能
執
行
 

瞰
務
繼
續
一
年
以
上
者*

亦
應
依
第
一
項
規
定
辦
理
。



第
五
十
八
條
省
長
、
縣

(
市

) 

長
有
下
列
情
事
之
一
老
-
由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序
止
其
職
務
‘，郷
 

(
镇

、
市

、
區

)
長
有
下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由
縣
(
市

)
長
停
 

止
其
職
務
：

一
、
 

動
員
歡
亂
時
期
終
止
後
*
 

涉
嫌
內
亂
、
外
患
或
貪
汚
罪
 

，
經
第
一
審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者
。

二
、
 

涉
嫌
前
款
以
外
之
罪
，
經
 

第
二
審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者
。
但
受
緩
刑
之
宣
告
 

或
易
科
罰
金
者
不
在
此
限
。

三
、
 

被
通
緝
者
。

四
、
 

在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被
羈
押
 

者

。前
項
人
員
，
經
刑
事
確
定
 

者

-
如
非
補
條
應
予
解
除
職
務
 

者

，
應
許
其
復
職
。

依
第
一
項
規
定
予
以
停
止
 

其
職
務
之
人
員
，
經
依
法
參
選
 

，
再
度
當
選
原
公
瞰
並
就
職
者

林
委
M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四
十
九
條
縣
；
市

)
長
有
下
列
情
亊
之
一
者
，
由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停
止
其
職
務
：

1

、
動
員
截
軚
時
期
終
止
後
，
涉
嫌
內
亂
、
外
患
或
貪
汚
罪
，
 

經
第
一
 S

處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者
。

二
、
 

涉
嫌
前
款
以
外
之
罪
，
經
第
二
審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者
。
但
受
緩
刑
之
宣
告
或
易
科
罰
金
者
不
在
此
限
。

三
、
 

被
通
辑
者
。

四
、
 

在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被
轉
押
者
。

前
項
人
員
，
經
刑
事
確
定
者
，
如
非
前
條
應
予
解
除
瞰
務
 

者

，
應
許
其
復
職
。

依
第
一
項
規
定
予
以
停
止
其
職
務
之
人
員
，
經
依
法
參
選
 

，
再
度
當
選
原
公
職
並
就
職
者
，
不
再
適
用
該
項
之
規
定
。

林
委
貝
濁
水
S

案
：

第
五
十
八
條
省
長
、
縣

(
市

)
長
有
下
列
情
亊
之
一
者
，
由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停
止
其
職
務
.，鄉

(
鎮

、
市

、
區

)
長
有
下
列
情
 

亊
之
一
者
，
由
縣
(
市

)
長
停
止
其
職
務
：

一
、
 

勖
員
戡
亂
時
期
終
止
後
，
涉
嫌
內
亂
、
外
患
或
貪
汚
罪
，
 

經
第
一
審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者
。

二
、
 

涉
嫌
前
款
以
外
之
罪
，
經
第
二
審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者
。
但
受
緩
刑
之
宣
告
或
易
科
罰
金
者
不
在
此
限
。

三
、
 

被
通
辑
者
。

四
、
 

在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被
騍
押
者
。

第
五
十
八
條
省
長
'
縣

(
市

)
長
 

、
鄉

(
鎮

、
市
i

，
有
下
列
情
 

事
之一

者

’
由
各
該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停
1K
其
嗛
務
。

1

、
涉
嫌
內
X L

、
外
m

汚
罪
 

，
經
第一

審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者
。

二
、
涉
嫌
前
款
以
外
之
罪
，
經
第
 

一
一
審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者

。
但
受
緩
刑
之
宜
告
或
易
科
 

罰
金
者
不
在
此
限
。

1!

一
、
被
通
辑
者
。

四

、
在
刑
亊
訴
訟
程
序
被
轉
押
者

°
前
項
人
員
，
經
刑
亊
判
決
確
 

定

-
如
非
前
條
應
予
解
除
職
務
者
 

*

應
許
其
復
職
。

依
第
一
項
規
定
予
以
停
止
其
 

職
務
之
人
員
，
經
依
法
參
選
，
再
 

度
當
選
原
公
職
並
就
職
者
，
不
再
 

適
用
該
項
之
規
定
。

林
委
興
濁
水
等
拫案
：

明
定
縣
(
市

)
長
停
止
職
務
及
復
職

之
要
件
。

林
委
霣
薄
水
1

案
：

1

、
鄉

5

、
市

)
長
其
停
止
職
務

及
復
瞰
有
關
規
定
，
予
以
修
正
。

二
、
參
考
公
職
人
負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三
十
四
條
規
定
，
將
原
條
文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之
規
定-

修
改
為f

動
 

員I
g
s
i

時
期
終
止
後
……

」-

 

以
為
政
治
犯
之
復
權
。

行
政
院
案
：

1

、
第
一
項
考
量
民
選
地
方
行
政
首
 

長
係
任
期
制
之
人
員
，
與
一
般
公
 

務
人
員
身
分
有
別
，
為
保
陣
其
服
 

公
職
之
權
，
修
正
於
涉
刑
事案
件
 

判
決
！

前

’
除
有
被
通
緝
、
羈
 

押
或
留
置
等
不
能
執
行
瞰
務
之
情
 

亊
*
應
予
停
職
外
，
餘
不
另
定
停
 

味
規
定
。
又
如
經
判
決
確
定
，
除
 

應
依
本
法
規
定
予
以
解
除
職
務
者
 

外*

應
准
其
嫌
續
執
行
職
務
至
任
 

期
届
滿
，
爰
明
定
不
受
公
務
員
懲

討
二
二
七



討
二
二
八

，
不
再
適
用
該
項
之
規
定
。

前
項
人
員
，
經
刑
事
確
定
者
，
如
非
前
搽
應
予
解
除
職
務
 

者

，
應
許
其
復
職
。

依
第
一
項
規
定
予
以
序
止
其
儆
務
之
人
員
，
經
依
法
參
選
 

*

再
度
當
選
原
公
職
並
就
職
者
，
不
再
適
用
該
項
之
規
定
。
 

張
委

員
俊
宏
等

提
案
：

第
五
十
八
條
省
長
、
縣

(
市

)
長
有
下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
由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停
止
其
職
務
。
鄉

(
鎮

、
市

、
區

)
長
有
下
列
情
 

亊
之
一
者
，
由
縣
(
市

)
長
停
止
其
職
務
：

1

、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終
止
後
，
涉
嫌
內
齓
、
外
患
或
食
汚
罪
，
 

經
第
一
審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者
。

二
、
 

涉
嫌
前
款
以
外
之
罪
，
經
第
二
審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者
。
但
1

刑
之
宣
告
或
易
科
罰
金
者
不
在
此
限
。

三

、
 

被
通
緝
者
。

四
、
 

在
刑
亊
訴
訟
程
序
被
韉
押
者
。

前
項
人
員
，
經
刑
事
確
定
者
，
如
非
前
條
應
予
解
除
職
務
 

者

，
應
許
其
復
職
。

依
第
一
項
規
定
予
以
停
止
其
職
務
之
人
貝*
經
依
法
參
選
 

，
再
度
當
選
原
公
職
並
就
職
者
，
不
再
適
用
該
項
之
規
定
。

行
政
院
案
：

第
五
十
八
條
省
長
、
縣

(
市

)
長

、
鄉

(
鎮

、
市

)
長
依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被
通
辑
、
羈
押
或
依
檢
簫
流
氓
條
例
規
定
被
留
置
者
 

’
由
各
該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停
止
其
職
務
’
不
受
公
務
員
懲
戒
法
 

第
三
條
之
限
制
。

戒
法
第
三
條
之
限
制
。

二
、
 

第
二
項
配
合
第
一
項
停
職
要
件
 

修正。至
撤
銪
通
緝
之

 

情
形
-
自
仍
有
第
一
項
之
適
用
。

三
、
 

現
行
條
文
第
三
項
因
第
一
項
業
 

修
正
民
選
地
方
行
政
，首
長
僅
被
通
 

辑

、
羈
押
或
留
置
等
不
能
執
行
職
 

務
之
情
亊
始
予
停
嗛
’
爰
配
合
M 

除

。

雲

i

等
搵
窠
：

一

、
 

第
一
項
删
除
省
長
及
鄉
(
鎮

、
 

市

)
民
代
表
之
相
M

規
定
。

二
、
 

_

除

第

三

項

。

審
査
會

：

一

、
 

照
林
委
貝
濟
水
等
提
案
通
過
。

二
、
 

委
負
傅
蹤
成
聲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言

權〇



前
項
停
止
f

之
人
貝
，
如
經
撤
銷
通
辑
或
辙
放
者
，
應
 

許
其
復
職
。

鄭
委
A

M

I等
提
案
：

第
四
十
七
條
縣
{
市

)
長
有
下
列
情
亊
之
一
者*

由
省
政
府
報
 

請
行
政
院
停
土
其
履
行
：

7

涉
嫌
內
%
'
外
患
或
貪
汚
罪
-
經
第
一
審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者
。

二
、
 

涉
嫌
前
軟
以
外
之
罪
，
經
第
二
審
判
A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者
。
但
受#

刑
之
宣
吉
或
易
科
罰
金
者
不
在
此
限
。

三

、
 

被
通
辑
者*

■

四
 '
在
刑
亊
訴
松
程
序
被
霹
者
。

前
項
人
負
，
經
刑
事
確
定
者
，
如
非
前
條
應
予
解
除
職
務
 

者

-
應
許
其
復
職
。
若
职
職
1
^
届
滿
或
己
經
選
舉
機
關
公
告
 

補
選
時-

則
不
在
此
限
。

依
第
一
項
規
定
予
以
停
止
其
職
務
之
人
具
，
經
依
法
參
選
 

,
再
度
當
選
原
公
職
並
就
瞰
者
•
不
再
適
用
該
項
之
規
定
。

李
委
A

俊
教
等
提
X

:

第
五
十
八
條
縣
(市
)長

有

下

列

者

，由自治監督

 

機
關
報
請
行
政
院
停
止
其
職
務
：

1

、
渉
嫌
內
亂
、
外
患
或
食
汚
罪*

經
第
一
審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者
。

二
、
涉
嫌
前
軟
以
外
之
罪
，
經
第
二
審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者
。
但
受
級
刑
之
宣
告
或
易
科
罰
金
者
不
在
此
限
。

討
一



第
限 民 一  足 均 選 額 表 一 五  
= 代 市  一 應 舉 達 辭 議 十  

表 一 前 年 補 區 總 職 員 九  
， 議 項 者 選 缺 名 、 、 條 
以 員 補 ， 。 額 額 去 郷  
補 、 選 不 但 逹 十 職 - ' 省  
足 郷 之 再 其 二 分 或 鎮 議  
所 A 省 補 所 分 之 死 、 員 
遺 鎮 議 選 遺 之 三 亡 市 、 
任 、 貞 。 任 一 或 ， ' ^ 縣  
期 市 、 期 時 同 其 民 6  
為 - - 縣  不 ， 一 缺 代 市

第 張  第 林  第 林
其  補 總 五 委 期  時 其 五 委  選 名 五 委
缺  選 名 十 貝 為  ， 缺 十 貝  。 額 十 員  

第 額 第 。 額 九 儍 限 前 均 額 九 濁 前 但 十 條 淘  
一 多 十 但 十 條 宏 。 項 應 達 條 水 項 其 分  水 
項 寡 届 所 分  等  補 補 總  等 補 所 之 縣 等  
補 及 台 遺 之 縣 提  選 選 名 省 提 選 遺 三 A 提 
選 所 灣 任 三 …■案 之 。 額 議 案 之 任 或 市 案  
之 遺 省 期 或 市 ： 省 但 十 員 ： 縣 期 同  
縣 任 議 不 同 9  議 其 分 、 6 不 一 議  
一 期 會 足 一 議  員 所 之 縣  市 足 選 員  
市 時 省 一 選 員  、 遺 三 A  U — 舉 辭  
9 間 議 年 舉 辭  縣 任 或 市  議 年 區 職  
議 長 員 六 區 職  A 期 同 9  員 者 缺 、 
員 短 辭 個 缺 、 市 不 一 議  ， ， 額 去  
， • 職 月 額 去  9 足 選 員  以 不 逹 職  
以 均 、 者 逹 職  議 一 舉 辭  補 再 二 或  

補 不 去 ， 二 或  員 年 區 職  足 補 分 死  
足 再 職 不 分 死 . ， 者 缺 、 所 選 之 亡  
所 辦 或 再 之 亡  以 ， 額 去  遺 。 一 > 
遺 理 死 補 一  * 補 不 ' 連 職  任  時 其  
任 補 亡 選 時 其  足 再 二 或  期 • 缺  
期 選 ， 。 ， 缺  所 補 分 死  為  均 額  
為 。 不  均 額  遺 選 之 亡  限 應 達  
限 論  應 遑  任 。 一 ， 。 補 總

職  四 三  
務  、 、 
者 前 在 被  
， 項 刑 通  
應 人 事 緝  
許 員 訴 者  
其 ， 訟 。 
復 經 程  
職 刑 序  
。 事 被  

判 鞴  
決 押  
確 善

者

如

前
條

予
解
除

第
表 市  再 但 額 名 職 議 E  
* -  補 其 連 額 、 員 十  
以 議 前 選 所 二 十 去 、 九 
補 員 項 。 遺 分 分 瞰 鄉 條  
足 、 補 任 之 之 或 〜  
所 鄉 選  期 一 三 死 錤 省  
遺 一 之 不 時 或 亡 、 議 
任 錤 省  足 ， 同 * 市 員  
期 、 議 一 均 一 其 u 、 

為 市 員  年 應 選 缺 民 縣  
限 一 、 者 補 舉 額 代 一 
。 民 縣  * 選 區 逹 表 市  
. 代 〜  不 。 缺 總 辭 一

二 一 審 之 刪 李 刪 民 鄉 林 死 明 林
言 、 、 査 相 除 委 除 代 ^ 委 亡 定 委  
權 委 維 耆 關 省 員 。 表 鎮 貝 之 縣 貝  
。 員 持 ： 規 長 俊  之 、 濁 補 ^  S  

傅 現  定 及 毅  設 市 水 選 市 水  
岷 行  = 鄉 等  置 一 等 事 一 等  
成 條  A 搵  * 已 提 宜 議 提  
轚 文  鎮 案  其 無 案 。 員 案  
明 。 、 ： 補 鄉 ： 辭 ： 
保  市 選 A  職  
留 9  事 錤  、
院  民 宜 、 去 
會  代 應 市  職 
發 表 予 一  或



第
監 ' - A 或  、 、 關 職 、 六 
督 長 市 停  市 去 派 或 鄉 十  
機 休 一 職 省 、 職 良 死 ^ 條  
關 職 畏 者 畏 區 或 代 亡 鎮  
派 或 代 》 死 理 者 、 省 
員 停 理 由 縣 公 亡 ； * 市 長  
代 職 ； 副 A 所 者 村 由 一 、 
理 者 郷 省 市 派 ， 、 自 長 縣  
。 ， - ' 長 一 員 由 里 治 辭 A  
但 由 鎮 、 長 代 郷 長 監 職 市  
副 自 、 副 休 理 ^ 辭 督 、 一 
省 治 市 縣 瞰 。 鎮 咏 機 去 長

第 李
羞  ' 當  任 屆 補 長 六 委  
負 第 選  期 任 選 辭 十 具  
濁 三 人 第 以 前 期 。 咏 條 進  
水 十 ， 一 補 項 亦 但 、 勇 
等 六 其 項 足 補 應 所 去 省 等  
提 條 種 所 本 翠 依 遺 職 長 搛  
案 、 暹 遺 屆 芝 法 任 或 、 案 
: 第 任 任 所 當 改 期 死 M  : 

三 期 期 遺 選 選 不 亡 〜  
十 不 不 任 人 。 足 者 市  
七 予 足 期 應  一 ， 一 
條 計 原 為 於  年 或 長  
連 算 任 限 公  者 休 、
選 ， 期 。 告  ， 職 郷  
得 仍 二  當 不 期 一  
連 得 分  選 再 間 鎮  
任 依 之  後  補 逾 '
— 本 一  十 逢 任 市  
次 法 者  日 。 期 -- 
。 第 * 內 停 者 長  

三 經  就  職 ， 及 
十 補  職  者 應 村  
五 選  ， ， 辦 、 
條 之  其 如 理 里

第 李  第 邾  
補 總 五 委  遘 總 四 委 。
選 名 十 典  。 名 十 員  

前 。 額 九 後 前 但 額 八 寶  
項 但 十 條 毅 項 其 十 條 清  
補 其 分  等 補 所 分  等 
選 所 之 縣 提 選 _ 之 縣 搛  
之 遺 三 ^ 案 之 S 三 - ' 案  
縣 任 或 市 ： 縣 期 或 市 ： 

期 向 不 向 一  
市 不 一 議  市 足 一 m  
- 足 選 員  —— * 選 員  
議 一 舉 辭  議 年 區 辭  
員 年 區 瞰  員 者 缺 瞰  
， 者 链 、 ， * 額 、
以 ， 韻 去  以 不 達 去  
補 不 連 職  補 再 二 瞰  
足 再 二 或  足 補 分 或  
所 補 分 死  所 選 之 死  
遺 選 之 亡  遺 。 一 亡  
任 - 。 一 ， 任  時 ，
期  時 其  期 ， 其 

為  ， 缺  為  均 缺  
限 均 額  限 應 額  
。 應 達  。 補 逹

第
以 告  法 選 所 間 瞰 鄉 六  
補 當  改 * 遺 逾 、 ^ 十  
足 選 前 選 停 任 任 去 鎮 條  
本 後 項 。 職 期 期 職 、 
届 十 補  者 不 者 、 市 省  
所 日 選  ， 足 ， 死 一 長  
遺 內 之  如 一 應 亡 長 、 
任 就 當  届 年 辦 者 及 縣  
期 職 選  任 者 理 ， 村 ^  
為 ， 人  期 ， 補 或 、 市 
限 其 應  亦 不 選 休 里 一 
。 任 於  應 再 。 職 長 長  

期 公  依 補 但 期 辭 、

二 一 李
規 足 六 二 稱 條 選 如 、 、 委 
劃 以 年 分 合 連 之 逾 第 第 負  
和 讓 ， 之 理 選 當 原 三 一 進  
推 其 鷇 一 * 得 亊 任 項 、 勇 
動 進 少 ， 然 連 人 期 為 二 等  
* 行 為 其 如 任 仍 二 增 項 撝  
對 地 五 連 所 一 受 分 訂 未 案  
補 方 年 任 遺 次 本 之 。 修 ： 
選 建 ， 最 任 之 法 一 因 正  
當 設 此 多 期 限 第 者 所 。
選 之 時 住 尚 制 三 ， 遺 
人 長 間 味 不 * 十 經 任  
亦 期 不 為 足 尚 六 補 期



討
一
四
二

長

、
副
縣
(
市

)
長
出
缺
或
不
 

能
代
理
者
，
由
自
治
機
關
派
員
 

代
理
。第

一
項
省
長
、
縣
(
市

) 

長

、
郷

5

、
市

)
長
辭
職
、 

去
職
或
死
亡
者
，
應
於
代
理
人

 

員
代
理
之
日
起
一
個
月
內
公
告

 

辦
理
補
選
.，
村

、
里
長
應
於
代

 

理
人
具
代
理
之
日
起
三
個
月
內

 

公
告
辦
理
補
選
，
並
均
應
於
公

 

告
辦
理

i

三
個
月
內
完
成
選

 

舉

。
但
其
所
遺
任
期
不
足
一
年

 

者

*

不
再

i

*
由
代
理
人
代

 

理
至
該
屆
§

屆
滿
為
止
。

前
項
補
選
之
當
選
人
應
於
 

公
告
當
選
後
十
日
內
就
職
，
其
 

任
期
以
補
足
本
屆
所
逍
任
期
為
 

限

，
並
視
為
一
任
。

第
一
項
人
員
之
辭
職
，
應
 

以
害
面
為
之
。
省
長
、
縣

(
市
 

)
長

、
鄉

(
镇

、
市

)
S

向
 

各
該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提
出
.，村
 

、
里
長
應
向
鄉
(
錤

、
市

、
區

第
五
十一

條

縣

.
(
市

)
長

、
村

、
里
長
辭
職
、
去
職
、
死
亡
者
 

，
或
休
職
期
間
逾
任
期
者
，
應
辦
理
補
選
。
但
所
遺
任
期
不
足
 

一
年
者
*
不
再
補
選
。
停
職
者*

如
屆
任
期
亦
應
依
法
改
選
。

縣

(
市

)
長
之
辭
職
，
以
辭
職
文
書
函
送
縣
(
市

)
議
會
 

或
於
縣
(
市

)
議
會
召
開
大
會
時
出
席
為
口
頭
正
式
之
宣
佈
，
 

並
以
辭
職
文
害
報
請
自
治
監
督
機S
t

査
時
視
為
生
效
。
村

、 

里
長
之
辭
職
於
報
請
該
管
鄉
(
鎮

、
市

、
區

)
長
同
意
後
生
效
 

〇
第
一
項
補
選
之
當
選
人
應
於
公
告
當
選
後
十
日
內
就
職
，
 

其
任
期
以
補
足
本
屆
所
遑
任
期
為
限
。
 

t

貝
濁
水
等
提
案
：

第
六
十
條
省
長
、
縣

(
市

)
長
辭
嗛
、
去
職
或
死
亡
者
-
由
事
 

務
剷
省
長
、
事
務
S

M

(
市

)
長
代
理
；
郷

5

、
市

、
區

) 

長
辭
職
、
去
職
或
死
亡
者
，
由
縣
(
市
i

新

派

任

•
，
村

、

 

里
長
辭
職
、
去
職
或
死
亡
者
，
由
郷
(
鎮

、
市

、
區

)
公
所
派
 

員
代
理
。

省
長
、
縣

(
市

)
長
休
職
或
停
職
者
，
由
政
務
副
省
長
、 

政
務
副
縣
(
市

)
長
代
理
。

前
二
項
副
省
長
、
副
縣
(
長

)
出
缺
或
不
能
代
理
者
，
由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派
員
代
理
。

第
一
項
省
長
、
縣

(
市

)
長
辭
職
、
去
職
或
死
亡
者
，
應
 

於
代
理
人
員
代
理
之
日
起
一
個
月
公
告
辦
理
補
選
，
村

、
里
長
 

應
於
代
理
人
員
代
理
之
日
起
二
個
月
內
公
告
辦
理
補
選
，
並
均

不
甚
公
平*

且
如
所
遺
任
期
儀
一
 

年
餘
，
加
上
改
選
之
期
間
為
三
個
 

月

，
至
其
就
任
僅
餘
九
個
多
月*

 

即
算
一
任
，
鲟
補
選
當
選
人
甚
不
 

公
平
*
且
有
可
能
候
選
人
為
避
免
 

浪
費
一
次
任
期
而
不
予
參
選
，
為
 

求
折
衷
，
故
在
所
遺
任
期
不
足
二
 

分
之

j

之
情
形
下
，
其
任
期
不
予
 

計
算*

特
增
訂
本
項
。

林
委
■
%

水
等
提
案
：

一
、
 

明
定
縣
(
市

)
長
及
村
、
里
長
 

出
缺
應
辦
理
補
遘
之
規
定
及
補
選
 

之
當
選
人
就
哦
事
宜
"

二
、
 

本
條
第
二
項
明
定
縣
(
市

)
長
 

及
村
、
里
長
辭
職
生
效
之
要
件
。

林
 

S
t
m
f
g

 水
 

H
W
6!

案
：

1

、
增
定
第j

項

，
以
規
範
省
長
、
 

縣

(
市

)
長

'
鄉
S

、
市

、
區
 

)
長
及
村
、
里
長
出
缺
時
之
代
理
 

、
重
新
派
任
之
規
定
。

二
、
增
定
第
二
項
，
以
規
範
省
長
、
 

縣

{
市

)
長

、
休
曠
或
停
職
時
之
 

代
理
規
定
。



)
公
所
提
出
，
均
自
核
准
辭
職
 

後
生
效
。

應
於
公
告
辦
理
補
選
三
個
月
內
完
成
選
舉
。
但
省
長
所
遺
任
期
 

未
滿
兩
年
-
縣

(
市

)
長
及
村
、
里
長
所
遺
任
期
未
滿
i

 

-
不
再
補
選
，
由
代
理
人
代
理
至
該
屆
任
期
届
滿
為
止
。

前
項
補
—

當
選
人
應
於
公
告
當
選
後
十
日
內
就
皲
，
其
 

任
期
以
補
足
本
届
所
遺
任
期
為
限
。

省
、
縣
(
市
)
長
之
辭
瞰

*

 ̂

職
文
害
囷
送
省
、
縣

<

 

市
)
議
會
’
或
於
省
、
縣
(
市
)
f

召
開
大
會
時
出f

p

 

頭
正
式
之
宣
佈
，
並
以
辭
職
文
害
報
請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備
査
時
 

視
為
生
效
。
鄉
5

、
市
'
區
)
畏
、
村
、
里
長
之
辭
_
於
報
 

請
該
管
縣
{
市
)
政
府
、
鄉
(
錤
、
市
、
匾
)
長
同
意
後
生
效
 

0

%

委
«
後

宏

等

提

案

：

第

六

十

條
M

(
市

)
長

、
郷

(
鎮

、
市

)
畏
及
村
、
里
長
辭
瞰
 

、
去
職
、
死
亡
者
，
或
休
職
期
間
_

期
者
，
應
辦
理
補
選
或
 

重
新
派
任
。
躲
 

<

 市

)
長

、
村

、
里
長
所
遺
任
期
不
足
一
年
六
 

個
月
者*

不
再
補
選
。
停
職
者*
如
届
任
期
亦
應
依
法
改
選
。

第
一
屆
台
灣
省
省
長
不
論
辭
哦

、
去

職

、
死

亡

.
、
或

休

職

 

期
間
逾
任
期
者
，
均
不
再
辦
理
補
選
。

第
一
項
補
選
之
當
選
人
應
於
公
告
當
選
後
十
日
內
就
職
*
 

其
任
期
以
補
足
本
屆
所
遺
任
期
為
限
。

行
政
院
案
：

第
六
十
條
省
長
、
縣

<
市

)
長
、
鄉

(
錤

'
市

)
長
辭
職
、
去
 

職
或
死
亡
者
-
由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派
員
代
理
；
村

、
里
長
辭
職

三

'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項
移
列
為
第
四

 

項

，
並
增
訂
補
選
之
公
告
期
限
與

 

完

成

雪

之

期

限

*

四

、
 

依
現
行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六
十
搽

 

第
一
項
規
定
*
省
長
、
縣
(
市

) 

長
、
鄉
(鎮
、
市
)
長
及
村
、
里
 

長
辭
職
後
，
如
所
遣
任
期
一
年
以

 

上

者

，
應
辦
理
補
選
。
惟
在
省
長

 

及
鄉
(
鎮
、
市

)長
遘
舉
即
將
停
 

辦
的
情
況
下*

若
一
且
省
長
此
刻

 

辭
職
生
效
，
則
將
會
形
成
依
法
應

 

再
補
選
、
依
理
不
應
補
選
之
合
法

 

性
與
合
理
性
衝
突
。
因

此*

本
院

 

有
義
務
儘
速
解
決
此
一
「
合
法
性

 

」
之
僅
局
，
故
修
正
尿
第
一
項
之

 

規
定
為
第
四
項
。

五

、
 

有
關
省
〉
縣
(市

)
長
辭
職
之
 

要

件

，
現
行
省
縣
自
治
法
中
未
能

 

明
確
規
範
’
為

尋

裘

底

解

決

之

 

道

-
以
為
曰
後
省
、
M

S

)
長
 

有
所
遵
循
*
本
修
正
案
乃
依
行
政

 

、
立
法
分
立
及
制
衡
之
原
則
，
並
 

為
落
實
地
方
自
治
之
精
神
，
特
於

討
一
四
三



討

j

四
四

、
去
職
或
死
亡
者
，
由
郷
(
鎮

、
市

、
區

)
公
所
派
員
代
理
。

省
長
、
縣

(
市

)
長
休
職
或
停
職
者
，
由
副
省
長
、
副
縣
 

(
市

)
長
代
理
；
郷

(
鎮

、
市

)
長
休
職
或
停
瞰
者*

由
自
治
 

雀
督
機
關
派
負
代
理
。
但
副
省
長
、
1|
縣

(
市

)
長
出
缺
或
不
 

能
代
理
者
*
由
自
治
機
關
派
員
代
理
。

第
一
項
省
長
、
縣

(
市

)
長

、
鄉

5

、
市

)
長
辭
職
' 

去
職
或
死
亡
者
，
應
於
代
理
人
員
代
理
之
日
起
一
個
月
內
公
告
 

辦
理
補
選
；
村

'
里
長
應
於
代
理
人
員
代
理
之
日
起
三
個
月
內
 

公
告
辦
理
補
選
，
並
均
應
於
公
告
辦
理
補
選
三
個
月
內
完
成
選
 

裹

。
但
其
所
遺
任
期
不
足
一
年
者
，
不
再
補
選
，
由
代
理
人
代
 

理
至
該
屆
任
期
屆
滿
為
止
。

前
項
補
選
之
當
選
人
應
於
公
告
當
選
後
十
日
內
就
皲*

其
 

任
期
以
補
足
本
届
所
遺
任
期
為
限
，
並
視
為
一
任
。

第
一
項
人
員
之
辭
職
，
應3
耆
面
為
之
。
省
長
、
縣

(
市
 

)
長

、
鄉

(
鎮

、
市

)
長
應
向
各
該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提
出
■，村
 

、
里
長
應
向
鄉
(
錤

、
市

、
匾

)
公
所
提
出
，
均
S

准
辭
晡
 

後
生
效
。

員
寶
清
等
提
案
：

第
四
十
九
條
縣

(
市

)
長
辭
職
'
去
職
、
死
亡
或
休
瞰
期
間
逾
 

任
期
者
，
由
副
縣
(
市

)
長

雄

任

.
，
停

職

者

，
由

副

M

 
(
市

)
 

長

代

理。
若
副
縣
(市
)

長
因
故
無
法
雄
任
、
代
理
或
於
所
遺
 

任
期
屆
滿
前
去
任
者
，
由
縣
(
市

)
議
會
議
長
代
行
其
職*

並

本
法
第
六
十
條
第
六
項
修
正
案
中
 

明
定
’
省

、
縣

(
市

)
長
之
辭
職
 

*

以
辭
職
文
窖
困
送
省
、
縣

(
市
 

)
嫌
會
，
或
於
省
、
M

{市
)議
 

會
召
開
大
舍
時
出
f

a

頭
正
式
 

宜
佈*

並
以
辭
職
文
害
報
請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備
査
時
即
為
生
效
，
而
 

鄉

('鎮

、
市

、
區

)
長

、
村

、
里
 

畏
之
辭
職
應
於
報
請
該
管
躲
(
市
 

)
政
府
、
鄉

(
鎮

、
市

、
區

)
長
 

同
意
後
生
效
。

兹

院

案

.

.

1

、
為
明
確
規
範
地
方
行
政
首
長
之
 

代
理
規
定*

增
r r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
分
別
規
範
省
長
、
縣

(
市

) 

畏
、
鄉
s

'
市

)
長
、
村

、
里
 

長
出
缺
或
省
長
、
縣

{
市

)
長

、
 

鄉

(
鎮

、
市

)
長
休
瞰
、
伴
職
時
 

之
代
理
人
員
。

二
、
省
長
、
麻

(
市

)
長

、
鄉

(
鎮
 

、
市

)
長
於
懲
成
休
職
期
間
，
並
 

未
撤
其
職
務
，
實
際
上
職
務
尚
未
 

出
缺
，
不
宜
遽
以
補
選*

爰
與
停



依
法
進
行
補
選
。
但
所
逡
任
期
不
足
十
個
月
者
，
不
再
補
選
。

前
項
補
選
之
當
選
人
應
於
公
告
當
選
後
十
日
內
就
任
，
其
 

任
期
以
補
足
本
届
所
遺
任
期
為
限
。

躲

(
市

)
長
之
辭
職
-
以
辭
職
文
害
函
送
縣
(
市

)
嫌
會
 

-
或
於
縣
(
市

)
識
會
召
開
大
會
時
出
s
ĝ

B

頭
正
式
之
宣
布

，
並
：̂

職
文
窬
報
請
省
政
府
轉
送
行
政
院
備
査
時
視
為
生
效

°

李
委
員
後
毅
等
提
寞
：

第

六

十

條

縣

(
市

)
長
辭
職
、
去
瞰
、
死
亡
者
，
副
縣
(
市

) 

長
窳
隨
同
離
職
，
但
縣
(
市

)
長
所
遺
任
期
不
足
原
任
期
之
二
 

分
之
一
者
，
由
副
縣
(
市

)
長
代
理
。

前
項
副
躲
(
市

)
長
出
缺
或
不
能
代
理
時
，
由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報
猜
行
政
院
派
員
代
理
=

前
項
縣
(
市

)
長
辭
職
或
去
職
，
且
所
遺
任
期
超
過
原
任
 

期
之
二
分
之
一
者
，
應
於
代
理
人
員
代
理
之
日
起
一
個
月
內
公
 

告
辦
理
補
選
，
村

、
里
長
應
於
代
理
人
員
代
理
之
日
起
二
個
月
 

內
公
告
辦
理
補
選
-
並
均
應
於
公
告
辦
理
補
選
三
個
月
內
完
成
 

選
犁
。前

項
補
選
之
當
選
人
應
於
公
告
當
選
後
十
日
內
就
職
*
其
 

任
期
以
補
足
本
屆
所
遺
任
期
為
限
，
並
視
同
一
任
。

縣

(
市

)
長
之
辭
職
，
以
辭
職
文
害
函
送
縣
(
市

)
議
會
 

，
或
於
縣
(
市

)
議
會
召
開
大
會
時
出
f

口
頭
正
式
之
宣
佈
 

，
並
以
辭
職
文
害
報
請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備
查
時
視
為
生
效
。

職
期
間
之
代
理
併
同
規
定
於
第
二
 

項

，
用
以
與
離
職
、
去
職
或
死
亡
 

之
代
理
情
況
有
所
區
別
。

三
、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項
移
列
為
第
三
 

項

，
並
增
訂
各
項
補
選
之
公
告
與
 

完
成
選
舉
期
限
。

四
、
 

現
行
條
文
第
二
項
移
列
為
第
四
 

項

-
並
增
列
補
選
當
選
人
員
之
任
 

期
規
為
一
任
。

五
、
 

增
訂
第
五
項
規
定
，
為
使
民
選
 

行
政
人
員
辭
職
程
序
法
制
化
，
明
 

定
其
辭
職
及
核
准
程
序
。

李
委
具
後
毅
等
檯
案
：

1

、
取
消
省
及
鄉
(
錤

、
市

)
之
法
 

人
的
地
位
、
省
長
及
鄉
(
鎮

、
市
 

)
長
的
選
睾
停
辦
。

二
、
 

縣
市
長
停
職
、
休
職
或
死
亡
後
 

所
遺
任
期
若
不
足r

原
任
期
之
二
 

分
之
一
」
者

，
妄
考
慮
施
政
的
連
 

貫
性
及
落
賁
資
任
政
治
的
考
董
，
 

應
由
副
縣
(
市

)
長
完
成
前
任
縣

(
市

)
長
的
未
覚
之
功
。

三
、
 

有
關
村
、
里
長
之
任
免
、
代
理

討
一
四
五



討
一
四
六

准 選 依 梅 I 並 該 延 一  辭 時 期 縣 g 
辦 ，第 一  送 自 期 艤  理 ，届 鎮 鄉 - ' 十  
理 由 一 錤 鄉 同 治 辦 員 省 改 如 滿 、〜 市 一  
，各 項 、 一 級 監 理 、 議 g 因 或 市 鎮 〜 條  
並 該 延 市 祺 立 督 改 縣 貝 ！ 特 出 W 、鶸 
送 縣 期 一 、 法 機 選 〜 、 _ 殊 缺 長 市 貝 省  
躲 6 辦 長 市 捵 關 或 市 省 連 亊 應 及 一 、議 
■ 市 理 、 一 關 核 逋 一 長 。 故 憨 村 民 縣 员  

市 一 改 村 民 査 准 遵 長 、 ，寒 、代 一 、 
V 政 選 、 代 照 辦 ，依 縣  得 ！ 里 表 市 省  
議 府 或 里 表 。 理 由 前 一  延 補 長 、 一 長  
會 核 補 長 、 * 各 項 市  期 選 任 鄉 長 、

第 林  第 林
* 延 事 及 六 委 一 査 補  理 屆 五 委  
並 期  故 村 十 員 政  照 連  改 滿 十 員  

村 送 辦 省 * 、 一 》 府 村 。 ，躲 遴 或 二 漘  
、 同 理 醸 得 里 條 水 核 、 由 ^ 或 出 條 水  
里 級 改 員 延 畏  等 准 里  自 市 種 缺  等

依 法 或 省 辦 期 議 案 辦 依  監 識 。哉 一 案  
第 機 補 長 理 届 員 ：理 第  督 良  選 市 ： 
一 關 選 、改 滿 、 ，一 機 、 或 一  
項 査 ，躲 選 或 省  並 項  關 縣  補 議  
延 照 由 n 或 出 長 送 延  核 一 選 貝  
期 。 各 市 補 缺 、 縣 期  准 市  時 、 
辦 該 一 選 應 縣 一 辦  择 一  ，縣 
理 自 議 。 改 ^  市 理  蘇 長  如 〜
改 治 負  選 市  一 改  理 依  因 市  m 監 、 或 一  mm ，前 特 一  
或 督 縣  逋 議  會 遘  並 項  娣 長

選 關 市  蒔 、 照 遘  同期  故 村  
• 核 一  ，躲 。 ， 級 辦  * 、
由 准 長  如 ^  由 立 理  得 里  
各 後 依  因 市  縣 法 改  延 長  
該 辦 前  特 一  一 機 璺  期 佳  
郷 理 項  殊 長  市 關 歲  辦 璀

於 ，村 期  
報 由 、之 
請 代 里 二 村  
骸 理 長 分 '  
管 人 所 之 里  
縣 代 遺 一 長  
一 理 任 者 辭  
市 至 期 ，職 
- 該 未 由 、 
政 届 滿 鄉 去  
府 任 原 一 職  
同 期 金 錤 或  
意 屆 璀 、 死 
後 $ 之 市 亡

圭 爲 云 、 者
效 止 分 區 》 
。 。 之 ' -所 

村 一 公 4  
、 者 所 荏  
里 * 派 期  
長 不 員 不  
之 再 代 足  
辭 補 理 原  
職 選 。 任

並 各 ——  立 監 辦 議  選 殊 出 市 ^ 〜 六  
送 該 項 錤  法 督 理 貝  。 事 缺 一 鎮 市 十  
縣 縣 延 、鄉 機 機 盡 、爸 故 疼 畏 、 一 一

市 市 辭 一 鎮 査 麁 歲 ^ 貝 得 選 村 一 負  
― ― 理 長 、 照 准 補 市 、 延 或 、民 、省 
赛 政 改 、 市 。 辦 選 v 省 期 铺 里 代 縣 38 
1 府 選 村 一 理 ，長 畏  玢 遢 長 表 一 負  
査 核 或 、民 ，由 依 、 理 時 佳 、市 、

， 辭 速 長 表  送 胲 項 ^  蓮 如 屆 ^ 長 長  
但 理 ，依 、 同 自 延 布  或 因 滿 鎮 、 、 
其 * 由 第 鄉  級 治 期 一 補 特 或 、 郷 縣

一 窨 二  一 李 地 規 民 鄉 林 之 及 明 林  
、査 、 補 與 與 、委 位 定 代 一 委 原 村 定 委  
維 會 第 選 鄉 省 第 g 之 ，表 鎮 A 因 、縣 
持 ：三 之 一 長 一 径 取 為 之 、濁 、里 一 菊  
現 項 規 錤 、項 g 消 配 延 市 水 核 長 市 水  
行 刪 定 、鄉 及 葙 ，合 期 一 # 准 延 一 》 
條 除 。 市 一 第 提 應 掷 掄 畏 通 權 期 雄 通  
文 。 一 錤 二 案 作 〜 理 及 案 责 辦 具 案  
。 長 、項 ：修 鎮 改 鄉 ： p 理 、 ： 

g 市 W  改 、 遘 一  M 绝 縣  
瑪 一 除  。 市 或 铒  。塞 一

H I  | 1 ^  1 ^

二 一 審
言 、 、 査 統 本 、 
權 委 照 會 壽 條 補  
。 負 行 ：規 第 選  

傅 政  定 六 之  
眼 院  辦 項 相  
成 案  理 ，關 
聲 通 。 由 規  
明 過  一«定 

。 縣 統  
®  击 一  
院 政 規

鑫  £ 裏



査

照

。
但

其

屬
於
全
省
性
者
，
 

由

省

政
府
逕
行
決
定
-
並
送
省

 

諶

會

査

照

。

(
錤

、
市

)
公
所
梭
准
後
辭
理
-
並
送
縣
(
市

)
議
會
査
照
。

張
委
具
後
宏
等
提
案
：

第
六
十
一
條
縣
(
市

)
議
員
、
縣

(
市

)
長

、
村
、
里
長
任
期
 

届
滿
或
出
缺
應
改
選
或
補
選
時
，
如
因
特
殊
亊
故*

得
延
期
辦
 

理
改
遘
或
補
選
。

縣

(
市

5

負

、
縣

(
市
i

依
前
項
延
期
辦
理
改
選
或
 

補
選
，
由
各
該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核
准
後
辦
理
，
並
送
同
級
立
法
 

機
關
査
照
。

村

、
里
長
依
第I

項
延
期
辦
理
改
選
或
補
選
，
由
各
該
郷
 

(
錤

、
市

)
公
所
核
准
辦
理
’
並
送
縣
(
市

)
議
#
査
照0

鄭
委
員
寶
清
等
提
案
：

第

五

十

條

躲

(
市

)
_
員

、
躲

(
市

)
長
任
期
屆
滿
，
或
出
缺
 

應
改
選
或
補
選
時
，
如
因
特
殊
亊
故
，
得
延
期
辦
理
改
選
或
補
 

選

。
躲

(
市

)
議
員
、
縣

(
市

)
長
依
前
項
延
期
辦
理
改
選
或
 

i

 

*
由
省
政
府
送
請
行
政
院
核
准
後
辦
理
，
並
送
立
法
院
査
 

照

。

李
委
M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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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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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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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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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改
選
或

*

於

全

省

性

者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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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選 出 寅 理 期 一 、 縣 六  
。 缺 延 改 屆 鎮 郷 一 十  

時 長 選 滿 、 一 市 二  
* 之 時 ， 市 鎮 一 條  
任 。 ， 依 一 、 議 
其 如 其 前 長 市 員 省  
缺 於 本 條 及 一 、 議 
額 延 屆 規 村 民 縣 員  
, 長 任 定 、 代 6  ' 
均 任 期 延 里 表 市 《 
不 期 依 期 長 、 一 長  
補 中 亊 辦 任 鄉 長 、

李 第 鄭  第 》 第 林  第 林
委 如 前 五 委  延 屆 六 委 缺 本 及 六 委 = 延 屆 五 委  
員 於 條 十 貝  長 滿 十 員 額 屆 村 十 負  長 滿 十 員  
俊 延 規 一 * 如 之 ， 二 後 ， 任 、 二 *  之 ， H 洧 
毅 長 定 條 清 於 。 依 條 宏 均 期 里 條 水  。 依 條 水  
等 任 延  等 延  前 等 不 依 長  等 如 前  等 
提 期 期 縣 提 長  條 縣 提 補 亊 任 省 提  於 條 縣 提  
案 中 辦 一 案 任  規 一 案 選 實 期 議 案  延 規 一 案  
: 出 理 市 ： 期 矩 市 ： 。 延 屆 員 ： 長 定 市 ： 

缺 改 一  中 延 一  長 滿 、 仟 延 一  
時 選 議  出 期 議  之 ， 省 期 期 議  
， 時 員  缺 辦 員  。 依 長  中 辦 S  
任 ， 、 時 理 、 如 前 、 出 理 、 
期 其 縣  - 改 縣  於 條 縣  缺 改 縣  
缺 本 ^  任 選 ^  延 規 〜  時 選 一  
額 届 市  其 時 市  長 定 市  ， 時 市  
， 住 一  缺 > 任 延 一 任 ，
均 m  其 長  m m m  窈 其 長  
不 依 及  ， 本 及  中 辦 員  缺 本 及  
補 事 任  均 届 村  出 理 、 額 屆 村  
選 實 期  不 任 、 缺 改 縣  ， 任 、 
。 延 屆  補 期 里  時 選 一  均 期 里  

長 滿  選 依 長  ， 時 市  不 依 長  
之 ， 。 亊 任  任 ， 一 補 事 任  
。 依 實 期  其 其 長  選 寅 _

立 補  
法 選  
院 ， 
査 由  
照 各  
。 該 

自 
治 
監 
督
%}SK
關
報
請
行
政
院
核
准
辦
理

i
送

第
額 於 其 依 市 一 a 六 
， 延 本 前 一 錤 市 十  
均 長 屆 條 長 、 一 二  
不 任 任 規 及 市 議 條  
補 期 期 定 村 一 員  
選 中 依 延 、 民 、 省 
。 出 事 期 里 代 縣 議  

缺 實 辦 長 表 ^ 員  
時 延 理 任 、 市 、 
■ 長 改 期 鄉 一 省  
任 之 選 届 ^ 畏 長  
其 。 時 滿 錤 、 、 
缺 如 ， * 、 郷 縣

二 一 審 定 一 刪 李 自 處 民 鄉 林 式 期 及 明 林  
言 、 、 査 。 民 除 委 治 理 代 … 委 。 辦 村 定 委  
權 委 維 會  代 省 貝 地 方 表 錤 負  理 、 縣 負  
= 員 持 ： 表 議 俊 位 式 延 、 濁 改 里 ^ 洧  

傅 _  及 員 毅 之 ， 期 市 水  選 長 市 水  
nfi n  郷 及 等 取 為 辦 一 ■ 等  時 任 ^ 等  
成 條  ^ 省 提 消 配 理 長 提  瞰 期 議 提  
聲 文  錤 長 案 ， 合 改 及 案  務 届 員 案  
明 = 、 、 ： 應 鄉 選 郷 ： 延 滿 、 ： 
保 市 鄉  作 一 職 ^  續 後 縣  
留 修 錤 務 縝  之 ， 一 
院 長 錤  改 、 延 、 處 發 市  
會 之 、 。 市 績 市  理 生  
發 規 市  一 之 ^  方 延 長



刪
除

刪
除

第
七
章

附

則

»  第 林  
委 以 法 五 委  
I I法 相 十 M
寶 律 關 五 濁
滴 定 規 條 水  
等 之 定  等
提 《 * 本 a  
案 停 法 案
： 止 公 ： 

適 布  
用 施  
〇 行 
直 後  
辖 ， 
市 省  
與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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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法  
一 及  
之 直  
關 轄  
係 市  
， 自 
另 治

第 鄭 第 林  
。五 # 五 #  

十 I I十 員  
二 霣 四 濁  
條 谪 條 水  

m  等 
本 提 本 提  
法 案 法 案  
所 ：所 ：
会 _舍
去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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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包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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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職

k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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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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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李 鄭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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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後 第 V 第 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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箪 等 草 等 葷 等

附 * 附 * 附 甲

貝IJ ‘則 + 貝IJ ^

第
長 滿 六  
之 •十 
。依 二  
如 前 條  
於 條  
延 規 縣  

長 定 $  
任 延 $  
期 期 譏  
中 辦 員  
出 理 、 
缺 改 縣  
時 選 6  
，時 市  
任 ，一 
期 其 長  
缺 本 及  
額 届 村  
，任 、 
均 期 里  
不 依 長  
補 亊 任  
選 實 期  
。 延 屆

第
七
箪

附

則

■ - 項 自 規 林  
與 而 治 定 委  
1 重 法 ， 貝 
直 為 ■-省 漘  
轄 規 宁 縣 水  
市 定 ％ 自  
自 者 關 治 $  
治 * 本 法 案  
法 1 法 :  
^ 省 已 與  
相 縣 規 1  
關 自 定 直  
規 治 之 轄  
定 法 亊 市

言 二 一 審 故 並 法 本 林  
權 、 、査 予 無 規 法 委  
。 委 刪 會 明 此 沿 所 i  

貝 除 ：定 規 用 稱 呆  
傅 。 。 舍■ E  _ > 水 
|1£ * 久 去 等  
成 為 ，職 檯  
聲 避 惟 《- 案 
明 免 有 * : 
保 滋 關 因  
留 生 人 地  
院 疑 亊 方  
會 義 法 自  
發 ，規 治

二 一 g
首 ' 、査 
權 委 照 會  
" 員 案 ： 

傅 通  
眼 過  
成 0 
%
明
保
留
院
會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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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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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省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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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十
撤 三
職 條
、

解 本
除 法
職 所
務 定
及 去
罷 職
免 ，

第 李
六 委

十 畀
五 後  
條 毅  

等 
本 提  
法 案  
公 ： 
布 
施 
行 
後

9

各
相
關
法
規
未
制

ts
■w-**
定

第 李  
六 委  
十 《
四 货  
條 耢  

等 
〜 提
冊）案
除 ：

第 李
。 六 类

十 尹

條 教
等

本 提
法 案
所 ：
定
去
職

n
括
撤
職

m
除
戰
務
及
罷
免

第
績 用 五  
適 。 十 
用 各 三  
。 相 條  

關
法 本  
規 法  
朵 公  
制 布  
〜 實  
訂 施  
w 後 
定 ， 
' 原  
修
正 省  
前 縣  
， 自 
現 治  
行 法  
法 1— 
規 伴  
仍 止  
雄 適

第
各 六
相 十
關 五
法 條
規
未 本  
制 法  

公 
n 布 
- ■施 
定 行  
、 後 
侈 ，

m
院 其 六
另 識 十
定 會 四
之 與 條
。 政

府 辖
之 區
組 不
織 完
， 整
由 之
行 省
滅 ，

第
括 六
撤 十
職 三
、 條
解
除 本
職 法
務 所
及 定
厢 去
免 職
a »

包

未 李
修 娄
正 興
。 後

毅
等
提
案

二 一 審 〇 取 李  
言 、 、 査 消 委  
櫳 委 維 會  省 貝  
。 具 持 ： 法 後  

傅 現  人 《 
通 行  地 婷  
成 條  位 提  
聲 文  故 案  
明 。 配 ： 
保 合 
留 刪 
院 除 
會 此 
發 條

二 一 審 未 垄  
首 、 、 査 修 香  
權 委 維 會 正 負  
。 負 持 ： 。 俊 

傅 現  毅 
雎 行  等 
成 條  提 
s 文 案 
明 》 : 
保 
留 
院 
會 
發

二 一 審 市 之 應  
言 、 、 査 自 關 停  
權 委 刪 會 治 係 止  
。 負 除 ： 法 ， 適 

傅 。 * - 則 用  
姐 方 可 。 
成 式 考 直  
聲 定 慮 辖  
明 之 以 市  
保 。 修 與  
留 改 縣
院 一！ ^
會 直 市  
發 箱 一



第
一 日 一 錤 二 行 六  
長 起 長 、 月 1 十 
由 萍 之 市 二 自 六  
縣 止 選 U 十 中 條  
一 辦 舉 代 一 華  
市 理 自 表 日 民 本  
■ ， 九 及 起 國 法  

長 鄉 十 鄉 失 八 自  
任 6 年 „ 效 十 公  

免 錤 三 鎮 。 七 布  
之 、 月 、 鄕 年 日  
。 市 一 市 + 施

適 、
用 修
。 正 

前

行
法
規
仍
撤
繽

第 整  第 張  第 林  第 林
重 五 萎 ^ 例 一 六 ® 修 治 月 六 委 。 重 五 委  
新 十 員 之 U  日 十 員 正 法 一 十 *  新 十 具  
調 四 寶 立 、 立 起 六 俊 。 > - 日 六 ®  調 六 濁  
整 條 清 法 一 ' 法 本 條 宏  、 起 條 水  整 條 水  
劃 # 及 解 院 條  等 一■本 等 劃 等 
分 本 市 應 例 本 提  省 法 本 提  分 本 提  
後 法 案 財 暨 於 失 搽 案  政 失 法 窠  後 法 案  
一 自 ： 政 原 民 效 例 ： 府 效 自 ： 一 自 ： 
年 公  收 住 國 。 自 組 。 公 年 公  
內 希  会：民 八  公 織 立 布  内 布  
完 日  劃 自 十  布 條 法 日  完 日  
成 施  分 治 八  日 例 院 施  成 施  
本 行  法 區 年  施 ■-應 行  本 行  
法 * k 自 一 行  之 於 ， 法 ， 
之 至  之 治 月  ， 制 本 自  之 至  
修 行  修 法 一  自 定 法 中  修 行  
正 政  法 b 日 民 ， 失 華  正 政  
， 區 工 、 前 國 以 效 民  ， 區 
逾 域  作 1 完 八 及 前 國  逾 域  
期 及  。 行 成  十 相 完 八  期 及  
本 行  政 _ >  八 關 成 十  本 行  
法 政  . 區 廢  年 法一 ' 八  法 政  
失 層  劃 省  一 令 縣 年 • 失 層  
效 級  法 條  月 之 自 一  效 級

修
正
前

m
行
法
規
仍
m
纊
m
用
〇

第
修 綢 ， 六 
正 整 至 十  
， 劃 行 六  
逾 分 政 條  
期 後 區  
本 一 域 本  
法 年 及 法  
失 內 行 自  
效 完 政 公  
。 成 層 布  

本 級 曰  
法 重 施  
之 新 行

正
fltj

k
行
法
規
仍
雄
m
適
用
〇

播 刪 李  二 一 林 一 區 明 林  
級 除 委 修 直 省 日 立 之 落 八 、 、 委 年 域 定 委  
重 第 n 正 鎔 政 前 法 工 實 年 明 增 負 內 及 本 負  
新 一 P  6 市 府 ， 院 作 省 十 定 訂 濁 • 行 法 濁  

調 項 較  自 組 制 應 ， 府 二 本 省 水 必 政 施 水  
整■ ^ 等  治 級 定 於 提 組 月 法 縣 等 須 ® 行 等  
劃 至 提  法 條 1 一 升 織 三 施 自 提 完 級 日 提  
分 行 案  例 縣 九 國 與 十 行 治 案 成 重 期 案  
後 政 ： 等 > - 自 九 家 功 一 期 法 ： 本 新 ， ： 
一 區  相 > 治 九 行 能 日 限 落  法 調 並  
年 域  關 並 法 年 政 業 為 至 日  之 整 規  
內 及  法 完 1 一 效 務 止 一 條  修 劃 定  
完 行  令 成 及 月 率 精 ， 九 款  正 分 行  
成 政  之 一 ■ 一 ■ 一 ， 簡 為 九 。 。 後 政

二 一 審  
言 、 、 5  
楢 委 維 《 
- 員 持 ： 

傅 現  
岫 行  
成 條  
聲 文  
明 。
保
留
院
會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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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
有
我
們
自
己
的
犯
罪
研
究

 >
 對
於
陳
進
興

 

及
近
日
所
發
生
的
妨
害
風
化
案
，
都
必
須
作

 

個
案
研
究
，
才
可
以
清
楚
未
來
在
面
對
重
大

 

案
件
時
應
如
何
應
對
。
本
席
認
為
行
政
機
關

 

對
於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過
於
忽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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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
到
依
法
行
政
的
觀
念
，
立
法
委

 

員
每
天
接
觸
的
事
務
幾
乎
九
成
以
上
與
依
法

 

行
政
有

關

，
以
電
動
玩
具
的
取
締
為
例
，
電

 

動
玩
具
業
是
否
應
該
開
放
？
我
們
現
在
不
討

 

論

，
但
是
目
前
中
華
民
國
尉
於
電
動
玩
具
的

 

政
策
是
一
國
三
制
，
台
北
市
目
前
是
全
面
掃

 

蕩

，
但
是
知
道
門
路
的
人
，
從
後
門
進
去
，
 

仍
然
可
以
看
到
賭
博
性
的
玩
具
，
對

此

，
陳

 

水
扁
應
該
負
起
貴
任
。
高
雄
市
目
前
市
面
上

 

仍
有
賭
博
性
和
一
般
性
的
電
動
玩
具
，
但
是

 

禁
止
新
申
請
案
件
的
核
准
。
本
席
不
明
白
為

 

何
原
來
已
經
設
立
的
店
家
可
以
繼
嫌
營
業
，
 

而
新
申
請
的
案
件
卻
不
核
准
。
至
於
台
灣
省

 

則
是
現
有
的
店
家
可
以
繼
績
營
業
’
而
新
申

 

請
的
案
件
也
會
批
准
。
試

問

，
世
界
上
哪
有

 

一
個
國
家
像
中
華
民
國
這
樣
’
行
政
機
關
的

 

措

施

，
過
了
一
條
河
就
有
所
不
同
，
河
的
這

 

邊
可
以

做

，
但
是
另
一
邊
卻
不
能
儆
，
此
與

 

依
法
行
政
有
關
嗎
？
中
央
政
府
難
道
沒
有
一

 

套
標
準
讓
全
國
統
一
施
行
的
嗎
？

此

外

，
有
關
行
政
官
員
「
不
作
為
」
的
問

題

，
在
此
本
席
要
舉
出
一
例
，
此
例
並
非
在

 

現
任
的
經
濟
部
長
任
內
發
生
，
而
是
發
生
在

 

經

濟

部

。
曾
經
有
幾
位
商
家
經
過
我
們
的
建

 

議

，
希
望
共
同
成
立
一
家
無
限
公
司
，
由
於

 

近
年
來
已
很
少
有
人
成
立
無
限
公
司
，
他
們

 

赴
經
濟
部
索
取
申
請
無
限
公
司
的
申
請
書
，
 

結
果
經
濟
郡
居
然
沒
有
，
因
為
已
經
有一

、
 

二
十
年
沒
有
人
申
請
成
立
無
限
公
司
。
當
時

 

承
辦
人
表
示
「
沒
有
這
種
表
格
」
，
言
下
之

 

惫

，
好
像
他
們
不
可
以
申
請
。
當
他
們
進
一

 

歩

說

明

，
在
公
司
法
中
有
申
請
無
限
公
司
的

 

規

定

，
他
們
可
以
依
法
申
請
設
立
，
承
辦
人

 

卻
直
斥
：

r

你
不
懂
公
司
法
！

」
要

知

道

，
 

人
家
是
敎
法
律
的
！
行
政
官
員
此
種
態
度
即

 

是

-
他
們
不
依
法
行
政
，
只
以
自
己
眼
中
所

 

見
的
法
律
作
為
全
部
的
規
定
，
他
們
沒
看
過

 

的
就
不
存
在
。

本
席e

象
最
深
刻
的
是
到
區
公
所
辦
事
的

 

例

子

’
時
到
如
今
高
雄
竟
然
還
會
發
生
這
樣

 

的
亊
情
！
本
席
前
去
區
公
所
更
改
身
分
證
職

 

業
欄
之
登
記
，
前

後

一

共
去
了
三
次
，
第
三

 

次
遇
見
區
公
所
主
任
秘
書
，
他
認
得
本
席
，
 

就
說
：

r

唉

呀

，
姚

老

師

，
你
不
需
要
自
己

 

跑
來
辦
理
，
只
要
打
個
電
話
來
就
好
了
」
，
 

這
讓
本
席
發
覺
，
前
二
次
前
往
時
與
承
辦
人

 

員
大
談
道
理
，
從
民
法
談
到
行
政
法
，
再
談

及
憲

法

時

，
他
理
都
不
理
本
席
，
可
是
我
只

 

要
認
得
主
任
秘
書
，
不
必
親
自
前
往
就
可
以

 

把

事

辦

成

。
中
華
民
國
的
法
律
怎
麽
這
麽

 

小
！
難
怪
發
生
交
通
事
故
時
，
人
們
從
口
袋

 

中
拿
出
來
的
不
是
法
規
卻
是
電
話
簿
，
以
尋

 

找

「
關

係

」
，
只
要
找
到
有
力
人
士
，
什
麽

 

事
情
都
可
以
解
決
。

本
席
質
詢
依
法
行
政
的
部
分
，
勿
須
蕭
院

 

長
或
各
部
會
首
長
回
答
，
本
席
相
信
你
們
的

 

體
會
應
與
本
席
一
樣
。
本
席
總
覺
得
，
面
對

 

問
題
時
應
具
有
開
創
性
的
思
維
，
諸
如
：
賭

 

博
究
竟
有
無
合
法
化
的
目
標
？
公
娼
究
竟
要

 

不
要
設
立
？
電
玩
是
否
允
許
有
開
汽
車
的
遊

 

戯
？
到
底
允
不
允
許
酒
店
開
業
？
到
底
發
不

 

發
執
照
給
舞
颼
？
為
何
政
府
對
某
些
行
業
保

 

障
其
合
法
化
，
另
有
一
些
卻
不
被
保
暉
為
合

 

法
化
？
對
這
麽
多
的
與
民
生
直
接
相
關
的
事

 

項

，
政
府
為
何
不
做
政
策
性
的
決
定
、
認
真

 

的

討

論

，
並
大
膽
的
講
：
蕭
院
長
可
以
說
我

 

們
S

院
贊
成
什
麽
’
不
贊
成
什
麽
？
如
此
一
 

來

，
讓
全
國
上
下
有
一
蠢
的
搮
準
。

以
上
的
質
詢
，
可
以
不
必
答
復
。

主
席
：
姚
委
員
的
質
詢
，
請
行
政
院
以
書
面
答

 

復

。今
日
上
午
的
質
詢
到
此
為
止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繼
續
質
詢
，
現
在
休

息

。

休

息

(
十
二
時
二
十
二
分
〕

六
一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七

卷

第

十

七

期

院

會

紀

錄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七

卷

第

十

七

期

院

會

紀

錄

繼

續

開

金

t

十
四
時
三
十
五
分
)

主
席

：
現
在
繼
續
開
會
。

請
郝
委
員
龍
斌
質
詢
、
郝
委
員
的
質
詢
採

 

四
問
四
答
方
式
，
詢
答
各
為
五
分
鐘
。

現
在
進
行
第
一
問
。

郝
委
員
親
斌
：

(
十
四
時
三
十
五
分
)
主

席

、
 

行
政
院
蕭
院
長
、
劉

副

院

長

、
各
部
會
首
長

 

、
各

位

同

仁

。
首

先

，
本
席
要
請
敎
精
省
後

 

省
定
位
的
問
題
。
最
近
省
政
府
和
行
政
院
對

 

於
省
府
財
產
和
預
算
等
問
題
*
不
斷
發
生
爭

 

執

，
成
為
社
會
注
意
焦
點
，
本
席
認
為
，
這
 

正
是
行
政
院
遲
遅
不
肯
對
精
省
後
，
省
的
萣

 

位
問
題
做
出
明
確
宣
示
所
造
成
=

上
個
月
蕭
院
長
在
立
法
院
曾
經
針
對
省
的

 

定
位
問

題

，
答
復
立
委
的
質
詢
。
院
長
說
：
 

省
政
府
變
成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
是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監
督
地
方
自
治
縣
市
政
府
*
我
們
即
依

 

此
修
憲
條
文
，
成
立
台
灣
省
政
府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調
整
委
員
會
並
開
始
作
業
，
所
以
a
 

們
認
為
不
要
只
將
它
限
於
是
否
屬
於
公
法
人

 

，
因
為
如
此
一
來
，
還
要
對
公
法
人
的
性
質

 

、
定
位
加
以
解
釋
。j

以
上
是
院
長
在
立
法

 

院
答
詢
時
說
的
話
。

從
院
長
這
段
話
，
本

席

認

為

，
一
方
面
，
 

行
政
院
無
法
界
定
公
法
人
的
性
質
和
淀
位
，

因
此
決
定
規
避
這
個
問
題
；
但
是
另
一
方
面

 

，
行
政
院
卻
已
經
照
著
派
出
機
關
的
方
向
開

 

始

作

業

。
然
而
本
席
認
為
，
精
省
作
業
必
須

 

先
確
定
省
的
定
位
，
否
則
大
方
向
錯
了
，
全

 

盤
規
劃
一
定
錯
誤
百
出
。

事

實

上

，
省
是
不
是
公
法
人
，
最
關
鍵
的

 

就
是
省
諮
讅
會
的
功
能
，
和
省
制
訂
單
行
法

 

規
的
權
力
這
兩
件
事
，
本
席
下
面
要
就
這
兩

 

方
函
請
敎
院
長
。

首
先
我
要
請
敎
蕭
院
長
，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的
提
案
說
明
指
出
，
未
來
省
將
設
「
 

省
諮
議

會

，
置
省
諮
議
會
議
員
若
干
人
，
以
 

供
省
政
府
施
政
之
諮
詢
」
，
但

是

，
如
果
省

 

不
是
公
法
人
，
就
沒
有
含
己
的
獨
立
意
志
，
 

省
政
府
凡
事
只
要
秉
承
行
政
院
的
命
令
去
做

 

就

好

了

，
就
像
台
北
市
的
區
公
所
，
根
本
不

 

需
要
徵
詢
省
諮
議
會
的
意
見
，
如

此

一

來

，
 

省
諮
議
會
很
可
能
淪
為
花
瓶
。
因
此
本
席
要

 

請
問

院

長

，
行
政
院
準
備
怎
樣
規
劃
省
諮
議

 

會
的
功
能
？
是
代
表
省
民
利
益
的
獨
立
機
構

 

呢
？
還
是
類
似
總
統
府
國
策
顧
問
，
不
顧
也

 

不
問
的
花
瓶
機
構
呢
？

其
次
我
要
請
敎
蕭
院
長
，
依

據

憲

法

第一

 

百
零
八

條

，r

省
於
不
牴
觸
國
家
法
律
內
，
 

得
制
定
單
行
法
規
」
，
沮

是

，一

且
省
铤
成

六
二

只
是
派
出
機
關
，
而
不
是
公
法
人
，
它
就
像

 

是
財
政
部
的
國
税
局
，
不
可
能
去
制
訂
不
同

 

於
中
央
命
令
的
單
行
法
規
，
即
使
中
央
的
命

 

令
在
省
窒
礙
難
行
，
省
也
沒
有
救
濟
的
辦
法

 

，
因
此
請
問
院
長
，
未
來
省
制
定
法
規
是
根

 

據

法

律

的

授

權

，
還
是
根
據
行
政
院
的
授

 

權
？
省
所
制
定
的
法
規
能
不
能
和
行
政
院
的

 

命

令

平

行

，
或
者
是
不
同
於
行
政
院
的
命

 

令
？未

來
省
究
竟
是
不
是
公
法
人
，
關
係
到
台

 

腾
省
一
千
多
萬
民
眾
的
權
益
，
行
政
院
卻
一
 

邊
迴
避
問
題
，

一
邊
黑
箱
作
業
■，
跟
這
個
問

 

題
相
關
的
法
案
，
如

r

省
縣
自
治
法
」
，
也
 

沒
有
排
進
這
個
會
期
審
査
，
顯
示
行
政
院
根

 

本
就
是
打
算
趁
年
底
所
有
立
委
郁
在
準
備
競

 

選

之

際

，
以
迅
雷
不
及
掩
耳
的
手
段
將
相
關

 

法
案
送
到
立
法
院
審
查
，
到

時

候

，
在
野
黨

 

即
使
有
異
議
，
也
來
不
及
退
回
行
政
院
重
擬

 

。
本

席
認

為

，
這
是
不
負
資
任
、
沒
有
擔
當

 

的
作
法
；
因

此

，
本
席
請
蕭
院
長
就
朱
來
省

 

究
竟
還
是
不
是
公
法
人
，
在
此
做
出
明
確
的

 

答

覆

。
謝

謝

。

主
席
：
郝
委
員
的
質
詢
-
由
行
政
院
蕭
院
長
答

 

復

。現
在
請
蕭
院
長
答
復
。



蕭
院
長
萬
長
：

(
十
四
時
三
十
九
分
)
主

席

、
 

各
位
委

員

。
郝
委
員
的
質
詢
中
提
到
精
省
後

 

，
亦
即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生
效
之
後
，
省
的
地

 

位

問

題

=
關
於
此
一
問
題
，
行
政
院
一
定
會

 

遵
照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的
規
定
。
目
前
行
政
院

 

Li
就
省
政
府
功
能
、
業
務
及
組
織
調
整
等
事

 

項
設
立
一
個
委
員
會
，
並
分
為
六
組
正
緊
鑼

 

密
鼓
地
進
行
精
省
的
規
劃
工
作
。

郝
委
員
所
提
出
的
第
一
個
問
題
，
矩
關
於

 

省
府
定

位

，
特
別
是
省
諮
議
會
將
來
功
能
的

 

問

題

，
依
照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的
規
.足
 

，
台
麴
省
省
長
及
省
議
會
議
員
的
選
舉
至
本

 

屆
任
滿
日
起
停
止
辦
理
，
換
l
d之

，
從
今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以
後
將
停
止
辦
理
省
長
及
省

 

議
會
議
員
選
舉
。
未
來
省
級
政
府
組
織
架
構

 

-
省
設
省
政
府
置
省
政
委

fl
九

人

；
並
設
省

 

諮
議
會
置
省
諮
議
會
議
员
若
干
人
，
以
上
皆

 

由
行
政
院
院
畏
提
請
總
統

rt
命

。
同
條
應
規

 

定

「
省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
監
督
縣
自
治
事
項

 

。J

因
此
我
們
認
為
-
在
省
級
肖
治
選
擧
停

 

止
辦
理
之
後
，
省
政
府
當
然
喪
失
，她
方

 

饉
體
的
地
—位

，
成
為
中
央
的
派
出
機
關
。
歪
 

於
省
府
进

^ '
具
有
公
法
人
的
地
位
？
此
乃
遘

 

法
解
釋
層
面
的
問
題
，
行
政
院
K
無
權
解
釋

 

逾

法

，
將
來
有
需
要
時
，
我
們
將
會
循
憲
法

解
澤

程

序

*
釐
清
大
法
官
會
議
來
解
釋
。
關
 

於
日
後
省
政
府
的
業
務
，
功
能
及
組
織
調
整

 

，
本
院
所
設
立
的
委
员
會
正
分
為
六
個
小
組

 

進
行
規
劃
中
，
待
達
成
具
體
結
論
之
後
*
再
 

研
擬
法
律
為
特
別
之
規
定
。

關
於
憲
法
第
一
百
零
八
條
規
定
省
得
制
定

 

^

^

,

.

在

.精

省

之

後

，
省

制

定

犁

行

法

 

規

之

效

力

—
亦I H

的

問

.M
，
由
於
遨
法
第
-
瓦
. 

零八條中央立法並執珩 

g

由
省
縣
執
行
之
事
項
：
同
條
第一

 一
項
則
 

兜
各
款
V'
省
在
不
牴
觸
國
沒

內
得
制
定

f !
H

l

^ l

°;
0 ;
f

c
i i

:ni !
^ L

在

'喪

失

_
地

方

自

治

围
體

的

地

位

之

後
J

省
政

 

府

！

t

否
仍
能
制
定
眾
行
法
規
，
須
視
將
來
台

 

灣
省
是
否
有
繼
續
受
託
辦
理
的
荚
務
M

定

。
 

如
界
味
啥
職
禎
受
託
辦
理
的
業
務
.，
那
麼
現

 

€
.

有

的

省m

f r

法

辑

.
，f

X

中

央

法

規

..

移
轉
為
縣
市
法
規
之
後
，
部
.必
須
廢
止
 

;
如
果
省
政
府
仍
然
有
繼
績
受
託
辦
理
的
業

 

務

，
那
麼
甚
於
色
灣
省
政
府
仍
是
地
方
行
政

 

機
關
的
性
質
，
在
也
律
或
是
中
央
機
關
授
權

 

省
政
府
發
布
命
令
時
-
省
政
啉
當
然
可
依
照

 

遨
法
第

lr
百
零
八
條
的
1
宠

，
制
定
省
的
單

 

行

忠

助
);

i
m為執
一
打
，的

依

據

。
以

上

答

復

，
 

請

郝

委

M指
軚

。

主
席
：
請
郝
委
員
龍
斌
進
行
第
二
問
。

郝
委
員
描
斌
：

(
十
四
時
四
十
四
分
)
蕭
院
長

 

剛
才
答
復
表
示
省
將
成
為
中
央
政
府
的
派
出

 

機
關
而
不
再
是
自
治
图
體
，
但
是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的
提
案
說
明
中
明
白
表
示
省
也

 

是

公

法

人

。
從
院
長
剛
才
的
答
覆
證
明
-
行
 

政
院
根
本
就
萣
故
蒽
模
糊
省
是
不
是
公
法
人

 

的
姖
位
問
題
。
但
是
雖
然
院
長
一
再
迴
避
正

 

面

答

覆*

本
席
卻
觀
察
到*

行
政
院
目
前
的

 

作

法

實

就

是

在

朝

剝

奪

省

公

法

人

地

位

 

的
方
向
規
劃
。

據
本
席
瞭
解
*
在
內
政
部
的
規
劃
中
，
未

 

來
省
諮
議
會
議
員
有
一
半
是
卸
任
公
職
人
M
 

，
另

i

半
則
是
所
謂
的
學
者
專
家
和
社
會
公

 

正

人

土

。
換
句
話

說

，
未
來
的
省
諮
議
會
根

 

本
就
是
執
政
黨
卸
任
公
職
人
員
的
收
容
所
，
 

這
樣
的
省
諮
諶
會
怎
麼
可
能
有
獨
立
行
使
職

 

權
的
機
會
！

另

外

*
菔
院
長
日
前
在
本
院
答
IflJ

時

，
曾

 

經
明
確
表
示
，
未

來

「
省
政
府
原
有
的
資
產

 

及

負

債、
.：

□
治
所
需
的
財
源
，
都
將
移
撥
給

 

縣
市
政
府
或
中
央
」
；
顯
然
行
政
院
已
經
假

 

設
未
來
省
不
再
是
公
法
人
，
因
此
才
認
定
省

 

不
能
支
配
本
身
的
財
產
。

如
果
照
行
政
院
目
前
規
劃
的
方
向
去
做
，

六
三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七

卷

第

十

七

期

院

會

紀

錄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七

卷

第

十

七

期

院

會

紀

錄

未

來

的

省

雖

然

仍

保

有

某

槿

形

式

的

政

府

組

 

織

，
m

是

事

贲

上

完

全

喪

失

獨

立

人

格

，
淪

 

為

執

行

行

政

院

命

令

的

白

手

套

。
這

哪

裡

是

 

「
精

省

」

，
根

本

是

把

省

做

為

地

方

制

度

一

 

環

的

功

能

完

全

廢

掠

本
席
認

為

，
當
初
修
逢
者
之
所
以
要
規
定

 

省
同
時
具
備
中
央
政
府
派
出
機
關
，
及
公
法

 

人
兩
種
地
位
-
完
金
娃
為
了
維
護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K

的
地
方
制
度
。一

方

面

，
在
國
家
統

 

一
之
前
，
拮
簡
省
的
組
織
有
其
必
要
；
M

是

 

另
一
方
面*

國
家
一
貫
的
體
制
，
也
就
是
中

 

央

、
省
以
及
縣
市
一
 

1

級
制
度
必
須
予
以
尊
重

 

，
囚
此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一

項

-
開

 

宗
明
義
就
指
出
：

「
省

'
縣
地
方
制
度
」
，
 

確
立
省
在
憲
法
h

為
地
方
制
度
的
一
環
。
既
 

然

如

此

*
憲
法
就
不
可
能
認
為
省
是
虛
位
，
 

而

應

該

是

-
個
能
夠
獨
立
行
使
權
利
、
承
擔

 

義
務
的
法
人
。

其

次

，
逾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規

5H
省

政

 

府

和

省

諮

謎

科

分

立

，
其

目

的

顯

然

萣

要

讓

 

省

諮

譎

科

制

衡

省

政

府

，
避

免

省

政

府

完

<
上
 

淪

為

中

央

命

令

的

執

行

機

關

。
換

句

話

說

，
 

-M

fs'.
妓

修

婼

者

都

橱

力

避

免

中

央

政

府

過

度

 

擴

張

職

權

，，，甚

运

形

成

中

央

專

權

-
而

損

害

 

到

地

方

利

益

。

1
1 I
f
r
 J
.

-

當
初
修
憲
時
既
然
並
未
凍
結
憲
法
第
一
百

 

零

八

條

，
就
表
示
希
望
維
護
省
的
獨
立
人
格

 

，
在
不
抵
觸
國
家
法
律
的
前
提
下
，
省
可
以

 

基
於
省
的
獨
特
考
f
f
i-
制
罡
平
行
或
不
同
於

 

中
央
命
令
的
法
規
。

由
此
可
昆
當
初
修
憲
的
本
意
是
希
望
省
在

 

縮
減
K

組
織
之

後

，
仍
然
同
時
具
備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和
公
法
人
的
地
位
，

一
方
面
可
以
制

 

衡
中
央
的
權
力
，一

方
面
則
維
護
地
方
制
度

 

的
凉
嘯
f

;o
.如
今
行
政
院
只
取
憲
法
解
釋
說

 

明

之
i

w :
派

出

機

關

，
而
故
意
忽
略
公
法
人

 

的

部

分

，
這
不
但
是
藐
視
修
患
者
本
意
的
通

 

憲

作

法

，
並
且
將
破
壞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上
地

 

方
制
度
的
精
神
，
本
席
認

爲*

這
與
毀
憲
沒

 

有
兩
樣
！

為
避
免
出
現
行
政
院
毀
崽
的
嚴
重
後
果
，
 

木
席
要
求
0
院
長
明
確
答
復
，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的
提
案
說
明
中
「
將
省
定
位
為
巾

 

央
政
府
之
派
出
機
關
，
仍
為
公
法
人
」
，
這
 

句
話
應
如
何
解
釋
？
行
政
院
又
準
備
如
何
落

K

?

主
席

：
郝

委
R

的

質

詢

，
行
政
院
逦
院
長
諳
內

 

政
部
黄.

部

長

答

復

。

現
在
諮
黃
部
長
答
復
。

黄
部
長
主
文
：

(
十
四
時
四
十
九
分
)
主

席

、

六
四

各

位

委

員

。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的
意
旨

 

，
剛
才
蕭
院
長
已
解
釋
得
非
常
清
楚
。
關
於

 

未
來
省
諮
議
會
的
功
能
此
一
問
題
，
事
寅
上

 

，
在
精
省
之
後
*
省
諮
議
會
已
經
不
是
民
意

 

機

構

，
而
應
該
是
行
政
機
構
*
因

此

，
省
諮

 

議
會
沒
有
質
詢
權
、
議
決
預
算
權
及
議
決
省

 

頃
行
法
規
的
瞰
權
。
省
諮
議
會
的
定
位
，
應
 

是
省
府
的
諮
詢
機
關
，
也
是
一
行
政
機
關
，
 

則
其
是
否
為
公
法
人
的
問
題
，
大
家
不
必
在

 

此

爭

辯

，
而
應
由
大
法
官
會
議
解
釋
。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規
定
省
設
省
諮
議
會
，
置

 

省
諮
議
會
議
員
若
干
人
，
由
行
政
院
院
長
提

 

請
總
統
任
命
之
；
此

外

*

省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

監
督
縣
自
治
事
項
。
由
此
可
見
省
府
是
行

 

政
院
的
派
出
機
關
，
省
諮
議
會
則
為
一
行
政

 

機

關

。

以

.h.
說

明

，
敬
請
指
敎
。
謝

謝

。

主
席

：
諳
郝
委
負
龍
斌
進
行
第
三
問
。

郝
委
員

贿
斌

：

(
十
四
時
五
十
一
分
)
方

才

，
 

黃
部
長
表
示
省
諮
議
會
係
一
諮
詢
機
關
，
阻
 

本
席
要
強
調
它
是
一
有
獨
立
悬
志
之
機
關
，
 

主
要
在
制
衡
洛
政
府
。
因

此

，
省
政
府
與
省

 

諮
議
會
是
權
力
分
立
，
彼

此

制

衡

，
為
獨
立

 

行

使

職

權

，
承
擔
義
務
之
主
體
；
換

言

之

，
 

也
可
說
萣
一
公
法
人
。
由
蕭
院
長
與
黃
部
長



之

答

復

，
顯
見
行
政
院
根
本
未
搞
清
省
之
定

 

位

問

題

。
為
了
避
免
行
政
院
違
憲
、
毀

憲

’
 

本
席
建
議
行
政
院
立
即
主
動
地
聲
請
大
法
官

 

解

釋

；
否

則

，
未
來
一
切
政
治
後
果
，
將
由

 

行
政
院
承
擔
。

其

次

，
本
席
欲

就

r

科
技
與
人
文
」
的
問

 

題
向
M

院
長
提
出
質
詢
：

過
去
幾
個
月
來
，
幾
乎
所
有
亞
洲
國
家
都

 

被
金
融
風
暴
所
籠
罩
，
我
國
是
受
傷
最
輕
微

 

的

國

家

，
證
明
政
府
過
去
多
年
來
的
經
濟
政

 

策
大
方
向
是
正
確
的
，
對
於
這
一
點
，
本
席

 

要
在
此
給
予
肯
定
，
尤
其
蕭
院
長
過
去
一
直

 

在
財
經
部
門
，
對
於
健
全
財
經
制
度
和
促
進

 

經
濟

發

展

，
都
有
相
當
貢
獻
。

但

是

，
我
們
也
不
能
必
須
忽
略
，
過
去
幾

 

個
月
也
是
台
灣
社
會
最
黑
喈
、
人
心
最
低
沈

 

的

時

期

。
我
們
看

看

，
強

暴

、
殺
人
案
件
幾

 

乎
毎
天
發
生
，
不
®
大
人
砍
砍
殺
殺
如
家
常

 

便

飯

，
就
連
青
少
年
只
要
看
別
人
不
順
眼
，
 

就
聚
眾
加
以
虐
待
，
然
後
再
殺
人
滅
屍
。
另

 

外

，
飛

機

一

架
接
著
一
架
往
海
裡
掉
，
各
種

 

公
安
事
故
、
重
大

車

禍

，
動
不
動
死
傷
十
幾

 

人

，
甚
至
上
百
人
。
連
續
的
慘
案
，
加
上
從

 

軍
方
到
地
方
政
府
弊
案
不
斷
，
搞
得
整
個
社

 

會
人
心
惶
惶
-
人
人
都
在

說
，
我
們
的
社
會

病

了

，
不
但
不
尊
重
法
律
，
不
尊
重
道
德
，
 

甚
至
連
生
命
的
價
值
都
遵
到
踐
踏
。

蕭
院
長
日
前
說
*
這
些
現
象
需
要
發
起
一

 

項
全
民
運
動
，
來
加
以
改
革
，
我
們
也
看
到

 

社
會
上
有
人
發
起
為
社
會
祈
禰一

分
鐘
運
動

 

，
有
宗
敎
團
體
發
起
迎
佛
牙
、
安
人
心
活
動

 

。
本
席
認

為

，
這
些
活
動
都
很
好
，
但
是
真

 

正
治
本
之
道
，
還
是
找
出
社
會
的
病
根
，
和

 

醫
治
病
根
的
方
法
。

過
去
幾
十
年
來
，
政
府
為
了
發
展
經
濟
，
 

幾
乎
投
下
了
所
有
的
國
家
資
源
，
甚
至
連
國

 

科
會
在
推
動
各
種
研
究
項
目
時
*
也
始
終
是

 

以
提
昇
科
技
、
發
展
經
濟
為
目
搮
。
為
了
推

 

動
尖
端
的
科
學
研
究
和
技
術
發
展
，
政
府
可

 

以
編
列
許
多
預
算
，
成
立
專
門
的
研
究
中
心

 

和
國
家
實
驗
室
，
但
不
可
否
認
，
我
們
過
去

 

確
實
很
少
關
心
到
「
人

文

j

的

問

題

。
本
席

 

認

為

，
過
去
政
府
過
度
重
視
科
技
和
經
濟
的

 

發

展

’
已
經
成
為
社
會
價
值
觀
的
錯
誤
示
範

 

，
今
天
社
會
人
心
的
浮
動
、
和
種
種
暴
力
傾

 

向

，
這
就
是
社
會
的
病
根
所
在
，
也
都
跟
政

 

府

不

關

心

r

人

」
有

關

。
不

過

，
亡
羊
補
牢

 

，
為

時

不

晚

。

本
席
要
強
調
，
設
備
可
以
向
國
外
採
購
，
 

技
術
可
以
從
國
外
引
進
，
但
我
們
的
社
會
問

題

，
還
是
要
靠
國
人
自
己
的
智
鎌
解
決
。
其

 

實

，
中
華
民
國
在
過
去
五
十
年
來
立
足
台
腾

 

，
除
了
經
濟
成
果
外
，
最
值
得
驕
傲
的
，
還

 

是
培
養
了
許
多
人
才
，
散
佈
在
學
術
界
和
民

 

間

機

構

。
他
們
應
該
可
以
協
助
政
府
建
立
一

 

套
新
的
思
想
觀
念
、
行
為
準
則
和
法
律
秩
序

 

，
這
才
是
醫
治
病
根
的
最
根
本
的
方
法
，
問

 

題
是
：
政
府
有
沒
有
一
套
完
整
的
計
畫
，
提

 

供
足
夠
的
資
源
，
來
整
合
這
些
人
才
？

面
對
二
十
一
世
紀
外
來
的
和
內
在
的
衝
擊

 

，
如
果
政
府
還
是
只
重
科
技
、
產

業

，
卻
不

 

重
視
人
文
和
社
會
科
學
的
研
究
，
必
然
會
贏

 

了

經

濟

，
輸
了
生
活
，
還
有
可
能
賠
了
生
命

 

。
因
此
本
席
要
請
問
：
政
府
對
於
導
正
社
會

 

現
象
有
沒
有
完
整
的
構
想
？
構
想
目
標
是
什

 

麽
？
國
科
會
在
積
極
提
昇
科
技
的
同
時
，
有

 

沒
有
請
學
者
專
家
針
對
社
會
人
文
現
i

行

 

深
入
研
究
的
計
盡
？
政
府
又
將
如
何
落
實
這

 

些
研
究
的
結
果
和
建
議
？

主
席
：
郝
委
員
的
質
詢
*
由
行
政
院
蕭
院
長
答

 

復

〇現
在
請
蕭
院
長
答
復
。

簫
院
長
萬
長
.
'
十
四
時
五
十
七
分
)
主

席

、
 

各

位

委

員

。
郝
委
員
指
出
，
於
當
前
國
家
發

 

展

過

程

中

，
衍
生
諸
多
新
舊
病
象
，
且
一
一

六
五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七

卷

第

十

七

期

院

會

紀

錄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卜
七

卷
第
十

暴
發

顯

現

，
已
引
起
社
會
大
眾
的
關
心
。
因
 

為
有
許
多
問
題
，
如
整
個
價
值
觀
之
扭
曲
、
 

功
利
主
義
之
抬
頭
，
造
成
社
會
諸
多
亂
象
，
 

是
我
們
國
家
所
獨
有
的
問
題
，
的
確
值
得
大

 

家

關

心

。
郝
#
員

表

示

-
政
府
不
能
再
偏
重

 

於
科
技
產
業
，
而
應
m
視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之

 

研

究

：
本
人
敁
表
贊
同
。

二
週
前
-
行
政
院
院
會
通
過
一
科
技
化
國

 

家
的
推
勐
方
案
。
通

常

，
此
種
方
案
H
是
針

 

對
一
般
所
指
的
抉
義
科
技
，
如
，H
然
科
學
方

 

面

；
f.K
此
次
則
不
然
*
將
恃
別
著
m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
因
觀
諸
舉
世
高
科
敁
闕
家
*
如
無

 

有
M
好
之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作
基
礎
，
則
其
所

 

發

展

之

高

科

技

根

木

無

法

落

實

我

n
亦
深

 

知

，
欲
使
國
家
走
h
岛
正
的
枓
技
化
，

一
定
 

要
在
人
文
、
環
保
方
面
給
予
同
等
之
屯
覷
。
 

m

前

，
國
科
會
對
人
夂
科
學
研
究
補
助
，
亦
 

很
m

M
-
rfu
國
内
人
文
社
#
科
學
研
究
人
：
W

 

約
右
四
千
人

/£
右

。
占
各
學
術
領
域
研
究
人

 

:u
的

-:
一
分
之
：
‘\
冉

者

，
近
兩
年
來
广
母
年

 

申
諳
的
研
究
莬
件
計
有
二
T
件

，
可
謂
相
當

 

多

。

m

際
卜
/

阈
科
俞
袖
助
人
文
社
钶
科
學
研

 

究
的
經
費
高
達
六
成
-
而
炖
他
如
敎
育
部
、
 

研
考
會
等
部
t
的
前
助
僅
為
四
成
；
此

外

，

七
期
院
會
紀
錄

過
去
一
年
多
U
來

，
國
科
會
毎
月
舉
辦
人
文

 

與
科
技
對
話
的
論
壇
，
此
論
壇
於
網
路
中
d

 

發
廣
泛
的
討
論
，
深
獲
各
界
肓
定
，
可
知
大

 

家

都

了

解

，
科
技
與
人
文
應
相
互
結
合
。
目
 

前

，
國
科
會
除
舉
辦
上
述
論
增
之
外
-
尚
舉

 

辦
二
十
餘
場
具
有
社
會
關
聯
牲
的
研
討
會
，
 

並
推
行
若
千
項
以
人
文
社
#
為
主
題
的
研
究

 

計

靈

。
此

外

，
也
擬
於
八
卜
八
年
度
在
火
學

 

及
研
究
機
構
設
立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
¥:
預
計
於
明
年
一
月
舉
辦
金
國
人
文
社

 

#
科
學
檢
討
會
議
。
綜
匕

所

述

，
國
科
會
從

 

未
忽
略
人
文
社
搿
科
學
與
科
技
的
關
速
性
，
 

il
也
僉
i
i
m加
強
道
方
面
的

r_
作

。
謝

謝

。
 

主

席

：
諳
郝
委
总
龍
斌
進
行
第
四
問
=

郝
委
員
龍
斌
：

卜
五
叶
1
分

i
身

為

學

術

、 

科
技
界
出
身
的
立
委
，
本
席
非
常
欣
見
菔
院

 

畏
強
調
人
文
枓
學
的
审
：要

吨

-
亦
十
分
樂
見

 

阈
科
锊
能
m

M
科
技
與
人
文
科
學
。
本
席
繼

 

桢
就
敎
育
問
題
提
出
質
詢
如
K

。

今

天

，
在
中
華
K
阈
敎
钌
改
革
史
上
-
足

 

)
個
非
常
有
恳
義
的
日
子
，
因
為
四
年
前
的

 

今

天

，
民
間
的
『
四
一
〇
j
敎
改
围
體

-
提
出

 

r

「
小
班
小
校
」
的
#
求

；

[ft'
fr
政
院
敎
推

 

啻

，
終
於
在
今
年
四
月
四
日

4i-
r

[n]
應

：
政
 

府
將
在
卜
年
間
，
投
A

一 V
V 一

百
M

X
推
勘

六
六

小
班
小
校
-
預

it
將
在
九
十
六
學
年
度
，
逹
 

到
國
中
國
小
每
班
平
均
H
十
五
人
的
目
標
。
 

事

實

上

，
敎
育
部
在
八
十
七
和
八
十
八
年
度

 

-
已
經
針
對
小
班
小
校
，
分
別
編
列
了
五
卜

 

七
M

X
和
六
十
六
億
元
的
預
算
；
看

起

來

，
 

國
人
多
年
的
期
待
終
於
可
以
贾
現
。

供

足

-
本
席
在
詳
細
研
究
敎
育
部
的；

些
 

統
計
數
字
之
後
，
卻
發
現
了
二
天
疑
點
，
與
 

敎
育
部
宜
稱
推
動
小
班
小
校
的
決
心
似
乎
有

 

所

矛

盾

。

第
一
個
疑
點
：
我
國
的
出
生
率
是
在
逐
年

 

遞

減

的

。
本
席
根
據
<
台
間
地
區
各
國
民
中

 

小
學
統
計
概
况>

推

算

，
只

要

國

中

、
國
小

 

的
班
級
數
維
持
不
變
*
到
九
〇
學
年
度
，
國
 

小
毎
班
的
平
均
人
數
是
三
卜
四
人
-
阈
中
則

 

楚
：一

一
卜
九
人
；
換
句
話
說
，
因
為
入
學
人
U

 

歙
的
自
然
減
少
-
敎
W
部
什
麼
事
都
不
必
做

 

，
國
小
在
九
〇
年
度
就
會
，H
然
述
到
小
班
的

 

標

準

，
阈
中
也
相
去
不
遠
。
那

麼

-
為
什
麼

 

敎
育
部
卻
要
花
上
這
麼
大
的
力
氣
，
還
戏
等

 

到
九
卜
六
學
年
度
才
能
逹
到
小
班
的
目
搮

 

f
第

個

疑

點

-
其
宵
也
就
解
答
f

m
 ̂
個
 

問

題

。
原

來

，
國
中
的
班
級
總
數
卻
在
近
年

 

逐
漸

烕

少

。
根
據
本
席
的
研
究
發
現
，
從
八



速
 

别

最

逹

件

密
等

解密條件

%

件

抽

存

解

密密

月

e]

%

解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
\
)
/函

受
文
者

内
政
部

-丁
文單位

正
本

sl-
本

發文

附

件

字

期

如

文 處

大

1

1

號

伞
華

民
國

捌

拾

柒
年

m
月

廿

%

變

批

擬'
.
f

保.存年

號

主
旨
：

爲
本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立
法
委
員
郝
龍
域
等
七
十
三
位
聲
請
解
釋
省
是
否

爲
公
法
人
案
，

請
就
聲
請
意
旨
表
示
意
見
，
並
提
供
有
關
資
料
。

説

明
：



一 書 5 示 本
0 影 附 院 司
1 本 見 大 法

及 法 及 法 院
號 立 委 目 官 大
函 法 員 前 審 法
影 委 郝 相 理 官
本 員 龍 關 立 審
各 郝 斌 問 法 理
—  ■ 龍 等 題 委 案
份 斌 七 處 員 件
〇 辧 十 理 郝

公 情 龍 第
室 位 形 斌 十

* 八 省 9 等
十 是 暨 七 條
七 否 理 十 第
年 爲 論
五 公 上 位 項
月 法 依 聲 辦
— 人 據 請 理
十 等 解 0

九 問 並 釋
HJ 題 檢 案

特 送 5

龍 請 有 請
字 大 關 針
第 法 資 對
0 官 料 聲
五 解 以 請
一 — 釋 供 意
九 聲 參 匕

曰

1 請 考 惠



限年存保 

號 檔

説

明

復

貴
處
八
十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幽
處
大
一
字
第
一
四
二
三
四
函
。

都

長

I

 

斗

—
^

■

速

内政部

特
急
件

密
等

解

密

條

件

布

 

後

密

附
件
抽
存
後
解
密

年

月

r

動

解

密

|

受
文
者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行文單位

正
本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副
本

部
長
室
 

"

邵
法
.規
會

 

民
政
司

發文

期字號附件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九
月
十
四
日

台
(87)
内

民
字
第

0 0
7
 7

 

8
2

 

9

 

0

號

如
附
件

批

\
1
/

函

示

擬舞

主
旨
：
檢
送
 
大
院
大
法
官

爲

審
理
立
法
委
員
郝
龍
斌
等
七
十
三
位
聲
請
解
釋
省
是
否

爲

公

法
人
案
，
本
部
就
該
聲
請
意
旨
之
答
辯
意
見
書
如
附
件
，復
請
查
照
卓
酌



2：
政

部

對

「
省
是
否
為
公
法
人
」
意
見
書

N
、

主
旨
：
為
立
法
院
郝
龍
斌
等
七
十
三
位
委
員
向
大
院
就
「省
是
否
為
公
法
人

J

提
請
大
法
官
解
釋

一

案

， 

大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行
文
本
部
就
上
開
釋
憲
案
表
示
意
見
，本
部
認
為
省
自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起
，
不
具
有
公
法
人
之
地
位
。

取
、
說
明
：
本
部
自
收
到
大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八
十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函
請
就
郝
龍
斌
等
委
員
上
開
釋
蕙
案
 

表
示
意
見
後
，
即
多
方
蒐
集
相
關
資
料
並
與
多
位
公
法
學
者
討
論
，
咸
認
修
憲
後
省
不
具
公
法
人
地
 

位
，
謹
將
意
見
陳
述
於
后
：

一
、
郝
委
員
等
人
於
釋
蕙
聲
請
書
(
以
下
簡
稱
釋
憲
聲
請
書
)
中

，
指
出
蕙
法
規
定
省
之
地
方
制
度
，
原
不
 

'
僅
限
於
台
灣
省
有
其
適
用
，
與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與
第
二
、
三
項
之
專
係
規
定
台
灣
省
 

者
不
同
，
憲
法
既
以
明
文
建
立
「省
」
之
制
度
，
以
與
中
央
與
縣
有
所
區
別
，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又
將
省
之
機
關
區
分
為
省
政
府
與
省
諮
議
會
，
以
求
省
級
機
關
之
權
力
分
立
，
則
省
為
獨
立
承
 

擔
公
法
上
權
利
、
義
務
關
係
之
地
方
公
法
人
，
而
與
中
央
之
法
人
人
格
兩
立
，

T -
無
疑
義
，
此
觀
之
 

於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修
憲
時
之
提
案
理
由
，
亦
甚
明
確
〒

本
部
意
見
：

蓋
上
開
釋
憲
聲
請
書
中
，
認
為
將
省
之
機
關
區
分
為
省
政
府
與
省
諮
議
會
，
係
為
權
力
分
立
之
架
構
， 

以
此
架
構
省
為
獨
立
承
擔
公
法
上
權
利
、
義
務
關
係
之
地
方
公
法
人
一
節
，
實
有
諸
多
誤
解
。

㈠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省
設
省
政
府
與
省
諮
議
會
，
其
是
否
一
定
為
求
省
制
度
之
櫂
力
分
 

立
，
實
有
可
議
之
處
。
省
設
省
政
府
固
為
行
政
機
關
，
但
設
省
諮
議
會
亦
僅
具
諮
議
性
質
，
並
非
立
法
 

機
關
，
二
者
實
非
行
政
與
立
法
分
立
之
權
力
相
互
制
衡
機
制
。



㈡

復
查
郝
龍
斌
等
委
員
所
持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修
憲
時
之
提
案
理
由
，
其
僅
係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號
之
提
案
說
 

明
，
並
非
國
民
大
會
通
過
，
總
統
八
十
六
年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公
布
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之
 

内

容
，
係
依
國
民
大
會
周
代
表
威
佑
所
提
修
正
案
第
一
一
一
號
通
過
，
該
第

一
1

 
一
號
修
正
案
之
條
文
 

内

容
與
說
明
意
旨
並
無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
之

内

涵
與
文
字
(
如
附
件
一
)
，
郝
龍
斌
等
委
員
依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號
之
提
案
說
明
，
而
主
張
省
為
公
法
人
，
實
為
有
誤
。

二
、
 釋
憲
聲
請
書
中
，
認
為
省
若
隸
屬
於
行
政
院
，
完
全
受
其
指
揮
而
無
獨
立
之
人
格
，
實
無
於
憲
法

内
容
 

詳
細
規
定
其
建
制
及
機
關
之
理
由
；
實
則
「精
省
」
之
後
，
憲
法
上
之
「省
」
應
具
有
「
立
於
中
央
與
 

縣
之
間
之
獨
立
聯
絡
功
能
，
雖
非
自
治
單
位
，
但
亦
非
中
央
之
一
部
分
，
其
建
制
無
非
要
在

缓
衝
並
減
 

低
中
央
侵
犯
縣
自
治
之
作
用
」
之
理
由
。

本
部

意

見

：

蓋
上
開
釋
憲
聲
請
書
認
為
省
具
有
立
於
中
央
與
縣
間
之
獨
立
聯
絡
功
能
，
致
為
公
法
人
一
 ■節

，
實
屬
牽
 

強
附
會
。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六
款
規
定
：

「中
央
與
省
、
縣
之
關
係
」
係
屬
憲
法
之
授
 

權
條
款
，
實
尚
待
省
、
縣
地
方
制
度
法
制
之
補
充
，
而
同
條
第
一
項
第
七
款
規
定
：

「省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
監
督
縣
自
治
事
項
」
，
致
省
無
獨
立
聯
絡
功
能
之
可
能
，
更
無
由
即
認
省
具
公
法
人
之
地
位
。

三
、
 郝
龍
斌
等
委
員
認
為
省
之
職
權
，
雖
僅
限
於
蕙
法
第
一
百
零
八
條
第
二
項
所
規
定
，
就
中
央
委
託
省
、 

縣
執
行
之
事
項
「制
定
單
行
法
規
」

，
以
及
蕙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七
款
所
規
定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
監
督
縣
自
治
事
項
」
，
惟
依
憲
法
一
百
十
一
條
規
定
，
有
未
列
舉
事
項
發
生
時
，
「其
事
務
 

有
全
省
一
致
之
性
質
者
屬
於
省
」
，
省
與
中
央
與
縣
，
自
仍
顯
有
區
別
，
不
能
認
為
省
為
中
央
之
一
部
 

分
而
無
公
法
人
地
位
。

本

部

意

見

：



蓋
上
開
釋
憲
聲
請
書
中
，
以
憲
法
第
一
百
零
八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前
項
各
款
，
省
於
不
牴
觸
國
家
法
律
 

内

，
得
制
定
單
行
法
規
」
與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七
款
「省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
監
督
縣
自
 

治
事
項
」
及
第
一
百
十
一
條
中
央
與
地
方
之
權
限
有
關
剩
餘
權
之
劃
分
規
定
綜
合
論
證
，
質
疑
省
為
中
 

央
之
一
部
分
而
無
公
法
人
一
節
，
實
有
未
盡
合
理
之
處
。

㈠

憲
法
第
一
百
零
八
條
第
二
項
之
省
單
行
法
規
，
原
係
以
省
為
地
方
自
治

圑

體
，
擁
有
自
治
權
為
前
提
， 

而
蕙
法
第
一
百
零
九
條
之
省
自
治
權
已
遭
凍
結
，
憲
法
第
一
百
零
八
條
第
二
項
顯
已
無
所
附
麗
。
復
因
 

蕙
法
第

一
百
十
三
條
關
於
「省
之
立
法
權
，由
省
議
會
行
之
」
，
已
為
蕙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所
凍
結
。 

由
於
省
諮
議
會
已
非
由
民
選
之
議
員
組
成
，
省
諮
議
會
已
不
可
能
具
憲
法
第
一
百
十
三
條
之
省
立
法
 

權

，
而
議
決
省
單
行
法
規
，
足
見
省
政
府
即
使
有
訂
定
單
行
法
規
乏
權
，
亦
僅
為

r

職
權
性
立
法
」
而
 

已
。
因
此
，
以
省
政
府
得
訂
定
單
行
法
規
，
即
認
為
省
應
有
公
法
人
之
論
證
，
為
明
顯
錯
誤
。

㈡

復
查
憲
法
第

一

百
十
一
條
規
定
，
有
關
中
央
與
省
、
縣
對
權
限
分
配
爭
議
時
，
由
立
法
院
解
決
，
係
指
 

立
法
院
可
依
第
■一
百
十
一
條
之
規
定
，
將
全
國
一
致
性
及
全
省
一
致
性
之
事
務
全
納
入
中
央
行
政
系
統
 

及
其
派
出
機
關
系
統
處
理
，
而
依
蕙
法
規
定
處
理
中
央
與
省
、
縣
間
之
權
限
爭
議
。
惟
憲
法
該
條
之
規
 

:
定
，
省
對
於
未
列
舉
自
治
事
項
之
分
配
權
，
仍
應
以
憲
法
第
一
百
零
九
條
之
省
自
治
權
為
基
礎
，
而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凍
結
蕙
法
第
一
百
零
九
條
省
之
自
治
權
後
，
其
剩
餘
權
之
分
配
已
失
其
附
麗
。
因
此
，
自
 

不
能
再
以
省
具
有
自
治
剩
餘
權
之
分
配
，
而
主
張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

㈢

再
查
蕙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七
款
規
定
：

「省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
監
督
縣
自
治
事
項
」
•，亦
 

即
指
省
為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
按
依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規
定
：

「省
設
省
政
府
，
置
 

委
員
九
人
，
其
中
一
人

爲

主
席
，
均
由
行
政
院
院
長
提
請
總
統
任
命
之
。
」
復
以
第
七
款
規
定
：

「省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
監
督
縣
自
治
事
項
」
，
而
省
依
此
修
憲
意
旨
改
制

爲

非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後
，
省
政
府



主
席
及
委
員
既
均
由
中
央
任
命
，
其
運
作
亦
係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辧

理
有
關
事
務
。
據
此
，
省
政
府
自
已
 

成

爲

行
政
院
之
派
出
機
關
，
其
功
能
業
務
以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
監
督
縣
自
治
事
項
」

爲

主
，
辦
理
其
 

他
法
令
授
權
或
行
政
院
交

辧

事
項

爲

輔
。

四
、
 郝
委
員
等
人
認
為
省
與
中
央
與
縣
為
不
同
之
公
法
人
，
雖
省
非
民
選
之
機
關
，
然
中
央
委
託
省
執
行
之
 

事
項
，
其
是
否
委
託
與
委
託
之
後
是
否
將
委
託
之
事
務
收
回
，
均
仍
聽
中
央
決
定
；
而
憲
法
未
列
舉
之
 

分
權
事
項
發
生
爭
議
時
，
亦
由
中
央
之
立
法
院
解
決
，
自
不
慮
省
之
權
能
有
不
受
任
何
限
制
、
逸
脫
權
 

力
界
限
之
顧
忌
。

本
部
意
見
：

蓋
上
開
釋
憲
聲
請
書
中
，
「
認
為
即
使
省
具
公
法
人
之
地
位
」
，
依
憲
法
條
文
之
規
定
，
省
之
權
限
仍
 

有
限
制
，
而
不
影
響
中
央
權
限
之
理
由
，
足
見
郝
委
員
等
人
，
對
主
張
公
法
人
之
權
利
屬
性
實
難
自
圓

其
說
。

五
、
 郝
龍
斌
等
委
員
認
為
憲
法
就
省
之
一
般
建
制
規
定
如
上
述
，
惟
授
權
立
法
院
就
台
灣
省
為
特
別
規
定
之
 

意
旨
為
何
？
其
係
專
指
就
台
灣
省
省
長
及
省
議
會
議
員
之
選
舉
另
為
完
全
不
同
於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建
制
之
規
定
？
殊
令
費
解
。
現
行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二
條
關
於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規
定
，
於
台
灣
省
 

部
分
是
否
必
須
修
改
，
使
之
不
具
法
人
地
位
？
尤
為
關
鍵
。

本
部
意
見
：

蓋
上
開
釋
憲
聲
請
書
中
，
郝
委
員
對
未
來
省
制
度
頗
多
疑
惑
。
誠
然
，
依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有
關
省
制
度
 

之
一
般
建
制
與
台
灣
省
政
府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之
調
整
，
此
二
者
相
關
法
制
作
業
如
何
進
行
，
實
屬
重
 

大
之
政
治
工
程
，
本
部
相
當
贊
同
，
亦
將
審
慎
處
理
。



參

、
憲
法
相
關
條
文
不
容
省
再
具
公
法
人
之
理
由
：

台
灣
省
政
府
對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
提
出
「省
於
修
憲
停
選
後
仍
為
公
法
人
之
法
律
意
見
」

(
如
附
件
 

二
)
。
經
本
部
詳
加
研
究
後
，
依
其
最
主
要
之
論
點
歸
納
而
言
，
係
從
現
行
憲
法
條
文
中
導
出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之
理
由
，
然
其

内

容
多
所
錯
誤
易
於
誤
導
。
本
部
對
台
灣
省
政
府
所
提
上
開
法
律
意
見
書

内

容
，
研
擬
下
 

列
€.
不

具

公

法

人

意

見

如

后

•_

1

、
國
家
之
法
律
人
格
係
依
國
際
公
法
之
一
般
理
論
，而
於
國
家
領
土
範
圍

内
之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須
具
有
一
定
 

之
區
域
範
圍
，有
一
定
之
住
民
，並
擁
有
法
律
賦
予
之
自
治
權
，且
依
我
國
法
制
法
人
係
由
法
律
所
賦
予
， 

始
得
為
公
法
人
。
依
現
行
憲
法
條
文
並
無
省
為
當
然
公
法
人
之
明
文
規
範
。
按
大
法
官
吳
庚
著
「行
政
法
 

之
理
論
與
實
用
」

(增
訂
四
版
，
頁
一
五
四
)
法
人
資
格
取
得
途
逕
：

㈠

直
接
基
於
法
律
(或
法
規
)
之
 

規

定

者

；
㈡

須
經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並
向
法
院
登
記
始
取
得
法
人
資
格
者
；

㈢

經
主
管
機
關
登
記
取
得
者
。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為
法
人
資
格
，
係
依
省
縣
自
治
法
與
直
轄
市
自
治
法
之
規
定
，
吳
大
法
官
並
指
出
，
直
接
 

基
於
法
律
之

说

定
而
取
得
法
人
資
格
之
組
織
，
通
常
以
行
政
區
域
為
範
圍
而
設
置
，
並
非
屬
於
得
自
由
設
 

立
之
團
體
。
因
此
，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之
法
人
格
並
無
爭
議
，
基
於
法
律
(或
法
規
)
規
定
之
法
人
格
組
織
 

非
必
然
為
自
治
團
體
。-我
國
現
制
無
所
謂
一
般

— 1
行
政
公
法
人
」
之
設
置
，
若
須
存
立
亦
須
基
於
法
律
之
 

賦
予
，
非
憲
法
之
規
範
。
台
灣
省
自
無
由
憲
法
中
導
出
為
「
行
政
公
法
人
」
之
理
論
基
礎
。

二
 '
至
謂
修
憲
後
之
省
可
依
憲
法
第
一
百
零
七
條
第
七
款
規
定
，享
有
「省
稅
」而
主
張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理
由
， 

實
屬
有
誤
，
蓋
憲
法
第
十
九
條
規
定
人
民
有
依
法
律
納
稅
之
義
務
，
是
以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之
「
租
稅
權

J

 

係
依
法
律
(
如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法
)
之
規
定
賦
予
，
然
其
為
中
央
立
法
並
執
行
之
事
項
，
明
顯
為
中
央
之
 

權
限
，
並
不
能
以
憲
法
「省
稅
」
之
文
字
，
望
文
生
義
，
即
主
張
省
為
公
法
人
。

五



三
、
 憲
法
第
一
百
十
六
條
與
第
一
百
十
七
條
之
省
法
規
，係
依
蕙
法
第
一
百
零
八
條
第
二
項
或
憲
法
第
一
百
零
 

九
條
之
規
定
所
訂
定
者
，
後
者
已
為
蕙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所
凍
結
，
故
省
法
規
僅
得
依
前
者
訂
 

定
之
，
此
係
省
在
非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
而
由
省
政
府
依
職
權
立
法
所
訂
定
者
，
省
應
係
非
公
法
人
之
理
自
 

明

。

四
、
 憲
法
第
一
百
四
十
七
條
「省
補
助
事
權
」
與
第
一
百
六
十
四
條
「省
教
科
文
預
算
權
」
等
條
文
，
省
無
自
 

治
權
即
無
自
治
財
源
，
就
無
總
預
算
。
修
蕙
後
之
省
預
算
將
納
入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
而

「台
灣
省
政
府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調
整
暫
行
條
例
(草
案
)
」
第
十
條
(
如
附
件
三
)
亦
為
相
同
之
規
定
，
並
為
台
灣
省
 

政
府
所
同
意
。
是
以
，
相
關
預
算
補
助
事
權
即
為
中
央
之
事
權
，
省
無
自
治
權
，
又
何
以
該
項
事
權
而
主
 

張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理
。

五
、
 修
憲
後
省
非
自
治

圑

體
，
已
無
疑
義
，
而
省
政
府
為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
之
意
涵
，
亦
於
台
灣
省
政
府
之
 

「省
於
修
憲
停
選
後
仍
為
公
法
人
之
法
律
意
見
」
文
中
認
定
。
派
出
機
關
可
謂
行
政
機
關
型
態
之
一
種
，

然
行
政
機
關
依
吳
大
法
官
前
揭
書
，
係
為
廣
義
之
「
行
政
主
體
」
。
是
以
，
未
來
台
灣
省
政
府
為
隸
屬
行
 

政
院
之
派
駐
於
台
灣
省
之
地
方
行
政
機
關
，
從
而
，
台
灣
省
政
府
之
行
政
行
為
，
係
依
國
家
公
法
人
之
意
 

思
活
動
，
已
不
附
麗
於
原
台
灣
省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之
法
律
地
位
，
未
來
台
灣
省
政
府
之
行
政
作
為
效
力
， 

係
歸
屬
於
國
家
，
應
無
疑
義
。

肆

、
提
請
釋
憲
事
項

擬
請
大
院
大
法
官
依
現
行
憲
法
意
旨
，
明
文
解
釋
「省
自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起
，
不
 

具
公
法
人
地
位
」
，
俾
憑
遵
行
。



修
憲
提
案
審
查
結
果
修
正
案
第
一

 
一
一
號

周
代
表
威
佑
等
七
十
八
人
提
：
茲
就
修
憲
審
查
委
員
會
提
交
大
會
通
過
之
審
查
報
告
中

 

第
一
號
修
憲
提
案
，
提
議
修
正
如
下
：

第
九
條

省

、
縣
地
方
制
度
，
應
包
括
左
列
各
款
，
以
法
律
定
之
，
不
受
蕙
法
第
一
百
零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一
百
零
九
條
、
第
一
百
十
二
條
至
第
一
百
十
五
條
及

 

第
一
百
二
十
二
條
之
限
制
：

一
、
 省
設
省
政
府
，
置
委
員
九
人
，
其
中
一
人

爲

主
席
，
均
由
行
政
院
院
長
提

 

請
總
統
任
命
之
。

二

、
 省
設
省
諮
議
會
，
置
省
語
議
會
議
員
若
干
人
，
由
行
政
院
院
長
提
請
總
統

 

任
命
之
。

三

、
 縣
設
縣
議
會
，
縣
議
會
議
員
由
縣
民
選
舉
之
。

四

、
 屬
於
縣
之
立
法
權
，
由
縣
議
會
行
之
。

五

、
 

縣
設
縣
政
府
，
置
縣
長
一
人
，
由
縣
民
選
舉
之
。

第
三
屆
國
民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諮
修
恣
提
案
漭
査
結
果
修
正
某
第
一

K

九

^

弋
 
t

 
二

；

?i
A

,a
;
~
i



第
三
屆
國
民
大
#
第
二
次
會
議
修
班
提
案
審
査
結
果
修
正
案
第一

 
一
一
號
 

二
九
〇

-

 

.

 

:

•

 

r

六

、
 中
央
與
省
、
縣
之
關
係
。

七

、
 

省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
監
督
縣
自
治
事
項
。

'

第
十
屆
台
灣
省
議
會
議
員
及
第
一
屆
台
灣
省
省
長
之
任
期
至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止
，
台
灣
省
議
會
議
員
及
台
灣
省
省
長
之
選
舉
自
第
十

屆
台
灣
省
議
會
議
員
及
第
一
屆
台
灣
省
省
長
任
期
之
屆
滿
曰
起
停
止
辦
理
。

'

台
灣
省
議
會
議
員
及
台
灣
省
省
長
之
選
舉
停
止
辦
理
後
，
台
灣
省
政
府
之
 

功

能

、
業
務
與
組
織
之
調
整
，
得
以
法
律

爲

特
別
之
規
定
。

蕋

於

各

政

赏

所

凝

聚

之

共

識

.
關

於

健
全
地
方
自
治
制
度
部
分
-
捉

出

以

上

修

正

戈

-
茲

說

明

如

下

：

爲

提

升

行

政

效

率

-
地
方
自
治
之
調

M
，
包
括
下
列
各

项

：
椏
止
辦
理
台
捫
冇
朽
艮
及

贫

謎

员

之
遝
舉
，
精
面
省
府
之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

竹
設
省
政
府

 '
置

委

員

若

千

入

，
其

中

一

人

爲

主

席

，
均
由
行
政
院
院
長
捉

M
總

統

任

命

之

。

钪

設

省

諮

讁

會

，
置
省
諮
謀
會
謎
員
若
午
人

■<■
*

.
 

.
 

.
 

.
 

.
 

.
 

.
 

.
 

.

fT
政

院

院

長

提

請

總

統

任

命

之

。
至
於
省
府
之
功
能

 

'
業
務
與

m
織

之

調

赞

-
以

法

柿

爲

恃

別

之

規

定

•

提

案

人

：
周
威
佑

達
署
人
：
丁
詠
孫
王
明
玉
王
銘
源
王
豳
三
江
昭

谪

江
瑞
添
朱
銅

5
5

李
明
逝
吳
富
貴
余
政
靖
间
敏
逛

利
錦
祥
林
重
誤
林
勝
利
林
苡

桢

林
逸

K

林

懋

榮

刑

民

迎
S

T

衡
邱
太
三
邱
國
昌
邱
謎
螢

.

 

.

.
 

.

 

.

 

.

 

■

 

.

 

.

 

..

 

■

 
■

.

洪
茂
澤
洪
順
五
胡
維
剛
侯
水
盛
侯
慶

a

許

酿

俊
趿
泰
山
張
秀
珍
張
國

跷

張
富
美
張
禎
祥



陳
三
思
陳
大
鈴
陳
屋
陳
宗
仁
陳

1

陴
盡
陳

I

 

I

發陳道明陳

I

陳

1

篇

警

疆

=

讓

霧

遲

I

 !

屢

I

 
I

鄭
貴
速
鄭
新
助
蠢
文

蔡
啓
芳
到

s

 
S

祥

I

秀
賴
—

箱

1

—

興

I

松

I

雄

—

文

棄

聖

I

溃

讓
姬

颜

I

 

I

聰砸

I

商

1

簡

1

蘇明
南

第

三

屆

國

民

大

t
第

二

次

會

讅

修

齑

提

案

審

査

結

果

皞

正
案
第
一
 

一
一
號

I

九



第

三

屆

国

民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實

錄

五二
八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號

修
正
案

 

第
八
十
三
號

修
正
案

 

第
九
十
六
號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

省

、
縣

地

方

制

度

，
應
包
含
左
列
各
款
-
以
法
律

定

之

-
不
受
憲
法
第
一
百
零
八
條
第

I

項
第
一
款

 

、
第

I

百

零

九

條

、
第
一
百
十
二
條
至
第
一
百
十

五
條
及
第
一
百
二
十
二
條
之
限
制
：
 

i

、
省

設

省

政

府

，
置
委
員
若
干
人
-
其
中
一
入

 

爲

主

席

，
均
由
行
政
院
院
長
提
請
總
統
任
命

 

之
•

二

'
省
設
省
諮
議
會
，
置
省
諮
議
會
議
員
若
千
人

 

，
由
行
政
院
院
長
提
請
總
統
任
命
之
•

三

、
 

縣
設
縣

讅

會

，
縣
議
會
謎
員
由
縣
民
選
舉
之

 

>

四

、
 

靥
於
縣
之
立
法
權*

由
縣
議

會

行

之*

五

'
縣
設
縣

政

府

，
置

縣

長

I

人

，
由
縣
民
選
舉

 

之

，

六

'
省

'
縣
與
中
央
之
關
係
*

七

、
縣
自
治
之
監
督
機
關
爲
省
政
府
•

剛

除

第

I

項

.

省

、
縣

地

方

制

度

，
應
包
含
左
列
各
款
，
以
法
律

 

定

之

-
不

受

葱

法

第一

百

零

八

條

第

I

項
第
一
款

 

'
第

I

百

十

二

條

至

第一

百
十
五
條
及
第
一
百
二

 

十
二
條
之
限
制
：

i

 
、
省

設

省

議

會

，
縣

設

縣

譁

會

，
省
議
會
讓
員

 

、
縣
議
會
議
員
分
別
由
省
民
'
縣
民
選
舉
之
. 

二

、
屬

於

省

、
縣

之

立

法

權

，
由

省

諶

會

、
縣
議

 

會

分

別

行

之

.

吳

正

群

、 

周

威

饴

、 

呂

學

樟

' 

陳

盛

' 

楊

敏

華

、 

蔡

信

德

' 

陳
婉
真
等

 

七

人

*

湯

阿

根

、 

蘇
南
成
等

 

二
人
(毋
 

面
)

•

i

 
、
曾
代
表
憲
粲
等
三
十
七
人
提
停
止
討
 

論
勒
謀
*
經
提
付
表
決
結
果
：
 

在
場
入
敢
三
o
九
人
-
贊
成
者
二
五
 

三
人
-
超
過
半
数
.
本
案
停
止
討
論

-

依
次
提
付
表
決
•_
_
_
_
_
_

-
,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號
第
九
—
^i
第
一
 

S
. 

其
修

IHI
案
之

H
修
正
案
第
八
十
三
號
提
付
表
決
結
果

在
場
人
数
三O

九
人
-
贊
成
者
o
人
 

，
未
達
出
席
代
表
四
分
之
三
之
法
定
 

人
数
，
不
通
過
*

C3
修
正
案
第
九
十
六
號
提
付
表
決
結
果

在
場
人
數
三
〇
九
人
，
贊
成
者
一
人
 

-
未
遝
出
席
代
表
四
分
之
三
之
法
定
 

人
数
，
不
通
過
.

3

修
正
案
第i

四
0
號
提
付
表
決
結
果

在
場
人
数
三
〇
九
人
-
贊
成
者
〇
人
 

-
未
達
出
席
代
表
四
分
之
三
之
法
定
 

人
數
，
不
通
過
，

㈣
修
正
案
第
二
一
〇
號
提
付
表
決
結
果

在
場
人
数
三
o
九
人
，
贊
成
者
四
人
 

-
未
達
出
席
代
表
四
分
之
三
之
法
定
 

数

，
不
通
過
。

㈤
修
正
案
M '
i
二
六
號
提
付
表
決
結
果

第
二
十
穴

 

次
大
會
江

 

代
表
惠
貞

 

等
提
延
期

-

經
提
付

 

表
決
結
果

在
場
人
数

 

二
二
七
人

 

，
贊
成
者

 

二
一
六
人

 

-

超
過
半

 

數

，
延
期

 

討
論
動
a
 

通

過

，

第
三
十
次

 

大
會
討
論

 

謙
決
.

l̂
r
g
A
^
s
 攀

c
f̂
璧
省
爵
療

镌

泡

 5

糾

逵

#
/-
{
^
:
二

衿

反

#
\
^

、

^



修
正
案

 

第
一
 
一
一
號

修
正
案

第
一
二
〇
號

三

、
省

設

省

政

府

-
置
省
長
一
人
-
縣
設
縣
政
府

 

-
置

縣

長

一

人

，
省

長

、
縣
長
分
別
由
省
民

 

'
縣

民

選

舉

之

■

四

，
省
與
縣

之

關

係

。

五

、
省
自
治
之
監
督
機
關
爲
行
政
院
，
縣
自
治
之

 

監
督
機
關
爲
省
政
府=

六

'
省
之
轄
區
不
得
超
過
中
央
政
府
統
治
權
所
及

 

轄
區
二
分
之
一

 
•

省

'
縣

地

方

制

度

，
應
包
括
左
列
各
款
，
以
法
律

 

定

之

，
不

受

憲

法

第

I

百
零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一

百

零

九

條

，
第
一
百
十
二
條
至
第

j

百
十

 

五
條
及
第
一
百
二
十
二
條
之
限
制
：

一
、
省

設

省

政

府

，
置

委

員

九

人

，
其

中

I

入
爲

 

主

席

-
均
由
行
政
院
院
長
提
請
總
統
任
命
之
•

二

■
省
設
省

諮

議

會

，
置
省
諮
議
會
議
員
若
干
人

 

，
由
行
政
院
院
長
提
請
總
統
任
命
之
.

三

'
縣

設

縣

議

會

-
縣
議
會
議
員
由
縣
民
選
舉
之

四

，
屬
於
縣
之
立
法
權
，
由

縣

議

會

行

之

.

五

、
縣

設

縣

政

府

，
置

縣

長

一

人

.
由
縣
民
選
舉

 

之

" 

. 

六

'
中

央

與

省

'
縣

之

關

係

。 

/
 

七

、
省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
監
督
縣
自
治
事
項
1

地

方

制

度

-
應
包
含
左
列
各
款
，
以
法
律
定
之
，

不
受
憲
法
第
一
百
零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一
 

百

零

九

條

'
第
一
百
十
二
條
至
第
一
百
十
五
條
及

 

第
一
百
二
十
二
條
之
限
制
：

在
場
人
數
三
〇
九

人

，
贊
成
者
〇
人

 

-
未
逯
出
席
代
表
四
分
之
三
之
法
定

 

入

數

-
不

通

過

.

㈥

修
正
案
第

號
提
付
表
決
結
果

在
場
人
数
三
二
一
人
-
贊
成
者
二
六

 

一
人
，
已
達
出
席
代
表
四
分
之
三
之

 

法

定

人

數

■

邱
代
表
建
勇
提
議
重
行
表
決
-
經
主

 

席
徴
求
附
謙
後
成
立
■
重
行
表
決
結

 

果

：

在
場
人
數
三
二
一
人
，
贸
成
者
二
五

 

九

人

，
已
達
出
席
代
表
四
分
之
三
之

 

法

定

人

數

.

李
代
表
新
提
讁
反
表
決
，
經
主
席
徵

 

求
附
m

後

成

立

.
反
表
決
結
果
.. 

在
場
人
數
三
二
一
人
.
反
對
者
五
十

 

二
人

 *

㈦

主
席
宣
布
.
.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號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不
再
處
理■

三

、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號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及

 

其
修
正
案
之
表
決
..

H

修
正
案
第
八
十
三
號
提
付
表
決
結
果

在
場
人
數
三
二
一
人-

贊
成
者
〇
人

 

-
未
達
出
席
代
表
四
分
之
三
之
法
定

 

人

数

-
不

通

過

_

㈡

修
正
案
第
一
二
六
號
提
付
表
決
結
果

第
三
章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之
修
訂

五
二
九



第

三

屆

茴

民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實

錄

五

三
G

修
正
案

 

第
二
一
六
號

修
正
案

 

第
一
四
〇
號

一

'
省

設

省

政

府

，
置
委
員
若
干
人
，
其
中
一
人

 

爲

主

席

，
均
由
行
政
院
院
長
提
請
總
統
任
命

 

之

，

二

、
省

設

省

議

會

，
省
議
會
謙
員
由
省
民
選
舉
之

 

三

'
縣

設

縣

諶

會

-
縣
議
會
謅
員
由
縣
民
選
舉
之

四

、
 

屬
於
縣
之
立
法
權
，
由
縣
l i

會

行

之

*

五

、
 
M

設

縣

政

府

，
置
縣
長
一
人
，
由
縣
民
選
舉

 

之

.

六

、
 

省

'
縣
與
中
央
之
關
係■

七

'
縣
自
治
之
監
督
機
關
爲
省
政
府
.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一 
'
省

設

省

政

府

，
置
省
長
一
人

 

-

均
由
省
民
選
舉
產
生
之=

副
省
長
二
人

省

'
縣

地

方

制

度

-
應
包
含
左
列
各
款
，
以
法
律

 

定

之

，
不

受

憲

法

第

I

百
零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一
百
十
二
條
至
第一

百
十
五
條
及
第
一
百
二

 

十
二
條
之
限
制
..

一

、
 

省

設

省

政

府

，
置

省

長

I

人

-
副
省
長
二
人

 

，
均
由
省
民
選
舉
之
.

二

、
 

省

設

省

議

會

，
縣

設

縣

議

會

-
省
謎
會
a

員
 

'
縣
議
會
議
員
分
別
由
省
民
、
縣
民
選
舉
之
.

三

、
 

屣

於

省

、
縣

之

立

法

權

-
由

省

議

會

、
縣
議

 

會

分

別

行

之

。

四

、
 

縣

設

縣

政

府

-
置

縣

長

一

人

，
縣
長
分
別
由

 

縣

民

選

舉

之

.

在
場
人
數
三
二
一
人
，
贊
成
者
〇
人

 

-
未
達
出
席
代
表
四
分
之
三
之
法
定

 

人

數

，
不

通

過

，

㈢

修
憲
提
案
第

i

號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提

 

付
表
決
結
果
：

在
場
人
數
二
七
三
人
，
成
者
二
五
九

 

人

，
已
達
出
席
代
表
四
分
之
三
之
法

 

定

人

數

，
通

過

■

四

、
修
齑
提
案
第

i

號
第
九
條
第
三
项
及

 

其
修
正
案
之
表
決
：

H

修
正
案
第
八
十
三
號
提
付
表
決
結
果

在
場
人
數
二
七
三
入
，
贊
成
者
〇
人

 

，
未
達
出
席
代
表
四
分
之
三
之
法
定

 

人

数

，
不

通

過

•

㈡

修

正

案

第1
1
、

二
號
提
付
表
決
結
果

在
場
人
数
二
七
三
人
，
贊
成
者〇

人
 

，
未
達
出
席
代
表
四
分
之
三
之
法
定

 

人

數

，
不

通

過

.

0
修
正
案
第
一
二
六
號
提
付
表
決
結
果

在
場
人
數
二
七
三
人
，
贊
成
者
一
入

 

，
未
達
出
席
代
表
四
分
之
三
之
法
定

 

人

數

，
不

通

過

.

四
修
蒽
提
案
第
一
號
第
九
條
第
三
項
提

 

付
表
決
結
果
：

在
場
人
數
二
七
三
人
，
質
成
者
二
五

 

六

人

，
已
達
出
席
代
表
四
分
之
三
之



修
憲
提
案

 

第

t

號

修
憲
提
案

 

第
八
十
三
號

修
正
案

 

第

I

二
六
號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號

修
正
案

 

第
八
十
三
號

五

、
 

省

與

縣

之

關

係*

六

、
 

省
之
監
督
機
關
爲
行
政
院
，
縣
之
監
督
機
關

 

爲

省

政

府

•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

第
十
屆
台
溽
省
譎
會
議
具
及
第
一
屆
台
薄
省
省
長

 

之
任
期
至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止

 

，
台
尚
省
議
會
議
員
及
台
灣
省
省
長
之
選
舉
自
第

 

十
屆
台
漘
省
謙
會
議
員
及
第

I

屆
台
澉
省
省
長
任

 

期
之
屆
滿
日
起
停
止
辦
理
•

刪

除

第

二

項

.

第
十
屆
台
薄
省
議
會
議
員
及
第

I
屆
台
爾
省
省
長

 

之
任
期
至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B

止
 

,
任

期

均

爲

四

年

•
台
薄
省
m

會
諶
員
及
台
灣
省

 

省
長
之
選
舉
自
十
屆
台
薄
省
議
會
議
貝
及
第
一
屆

 

台
灣
省
省
長
任
期
之
屆
滿
日
前
二
月
，
次
屆
之
各

 

選

舉

繼

績

辦

理•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三
項
：

台
灣
省
議
會
議
貝
及
台
薄
省
省
長
之
選
舉
停
止
辦

 

理

後

，
台
截
省
政
府
之
功
能
、
業
務
與
組
織
之
調

 

整

*
得
以
法
律
爲
特
別
之
規
定•

刪

除

第

三

項

.

法

定

人

數

*
通

過

.

五

、
 

主
席
宣
布
：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〇
七
號

第

八

條

.
因
性
質
相
同
-
不
予
處
理

*

六

、
 

主
席
就
已
通
過
之
修
正
案
第I

一
一

 

號

.
以
及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號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
第

三

項

-
合
併
爲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
提
付
表
決
結
果
：
 

在
場
人
数
二
七
三
人
，
霣
成
者
二
五

 

五

人

，
巳
達
出
席
代
表
四
分
之
三
之

 

法

定

人

數

-
通

過

.

第
三
幸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之
修
訂

五
三



1
届

8

民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實

錄

修
正
案

 

第
二
二
號

修
正
案

 

第

I

二
六
號

台
覉
省
省
長
之
選
舉
停
止
辦
理
後
，
台
薄
省
政
府

 

之

功

能

、
業
務
與
組
織
調
整
，
得
以
法
律
爲
特
別

 

之

規

定

•

台
灣
省
議
會
議
員
及
台
潸
省
省
長
之
選
舉
雄
捃
辦

 

理

後

，
台
薄
省
政
府
之
功
能
、
業
務
與
組
級
之
調

 

整

，
得
以
法
律
爲
特
別
之
規
定*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〇
七
號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八
條
：

地
方
制
度
應
包
含
左
列
各
款
.
以
法
律
訂
之
-
不
 

受
憲
法
第
一
百
零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一
百

 

十
二
條
至
第
一
百
十
五
條
及
第一

百
二
十
二
條
之

限

制

：

1

、
省
置
省
委
員
會
，
承
行
政
院
指
示
-
協
調
縣

 

際
間
自

治

事

項

.
省
委
員
會
設
委
員
九
人
-
 

並
以
其
中
一
人
爲
主
任
委
員
，
皆
由
行
政
院

 

院

長

任

命

之•
(

要
求
修
憲
政
满
協
商
附
帶

 

決

議

：
行
政
院
應
成
立
省
府
精
簡
委
貝
會
，
 

設
委
員
若

干

人

，
依
政
黨
比
例
產
生
-
雎
以

 

其
中
一
人
爲
主
任
委
貝
-
由
行
政
院
院
長
任

 

命

之

•
)

二

、
行
政
院
與
縣
之
關
係
•

三

'
縣

設

縣

議

會

，
縣
謙
會
議
頁
由
縣
民
選
舉
之

 

;
屬
於
縣
之
立
法
權
-
由

縣

豳

會

行

之

.

四

、
 

縣

設

躲

政

府

，
置

縣

長

一

人

，
由
躲
民
選
舉

 

之

*

五

、
 

縣
自
治
之
監
督
楢
關
爲
行
政
院
•

憲
法
第
一
百
零
七
條
第
七
款
、
第
一
百
十
條
第
一

 

項

第

十

一

款

、
第
一
百
十
一
條
至
第I

百
十
七
條

 

及
第
一
百
二
十
五
條
瞄
於
省
之
規
定
停
止
適
用
：



第

中
華
民
囷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之
修
訂

五

第修 
— S

〇 i

七案 

號 .

十
二

有
關
憲

第修
八憲
十提
七案
號

第修 
- m
十 i  

六案 

號

第修 
+  ®  

五 i  

號案

選 第 分 選 爲 第 憲 選 六憲 — 縣增 推 一 並 至 縣 憲 定 關 項 憲

舉 二 之 舉 確 一 法 舉 、法 人 議列 動 ，應 少 議 法 •法由法

規 項 規 規 保 項 增 罷 留 財 增 * 員憲 • 由 設 保 員 第 律 中 第

蒯 ：劃 割 選 ：修 免 由政修 之法 政 置 障 之 一 之 央 一

委 ，委 舉 條 創 縣 困 條 選增 黨 全 一 產 百 廢 立 百

M  其貢
制 市 難 文 舉修 比 縣 名 生 二 止 法 零

會 組 會 公 第
複 自之第 ，條 例 不 ， ，十 或 並 八

委 織 ，正 九
決 行 縣 八 每文 產 分 以 應 四 修 執 條

員 以 負 、 條
部 運 舌 條 鄉第 生 區 維 以 條 正 行 、

名 法 貴 公 ：
7T

用 得 第 鎮八 ，縣 護 鄉 增 1 或第

額 律 選 平 •將六 市條 以 譁 偏 鎮 訂 得 女 一

， 定 舉 、 - 款 至第 锥 員 遠 市 = 以 由 百

依 之 制 公 定增 少六 謨 ，地爲 法 縣 零

各 * 度開 比列 應款 全 佔 區 單 律 執 九
政 寅 > 例條 有條 縣 全 之 位 爲 行 條

m  逡總 之文 當文 性 額 參 * 特 之 規

立 舉統 國 ： 選 ： 事 四 政 每 S'J * $

法 區府 稅 名 務 分 權 鄉 之 省 之

院 劃設 * 額 之 之 • 領 規 有 事

項 修 法 一 在 項 修

■  -

之 七 在 果 修 之 六 在 果 修 之 八 在 ：修

提 憲 定 人 場 提 憲 法 人 場 ：葱 法 人 場 憲 法 人 場 憲

付提人•，人付提 定 ，人 提 定 ，入 提 定 ，人 提

表 案 數 未 數 表 案 人 未 數 案 人 未 數 案 人 未 數 案

決 第 ，達 二 決 第 數 達 二 第 數 達 二 第 數 達 二 第

結 一 不 出 四 結 一 ，成 二 八 ，成二 二 ，成 二 十

果 〇 逢 席 七 果 〇 不 出 七 十 不 出 七 十 不 由 七  E

: -七 過 代 人 ：七 痛席 人  七 通 席 人 六 通 席 人 號

號 • 表  > 號 渦 代 ’ 號 過 代 ’ 號 過 代 1 提

第 四 霣 第 . 表 霣 提 . 表 贊 提 • 表 霣 付

九 分 成 九 四 成 付 四 成 付 四 成 表

條 之 者 條 分 者 表 分 者 表 分 者 決
第 二 九 第 之 三 決 之 七 決 之 六 結

二 之 +  — 三 十 結 三 十 結 三 十 果

會第 會第

討二 討二

論十 論十
m  /\ 議六

決次 決次

。大 * 大



w
t

三

屆

酉

民

大

备

二

次

會

■
後
實
錄

六

G

六

第
九
條
 

(
第一項)

(第
二
項
)

(第
三
項
)

第

十

條

 

(第
一
項
) 

(第
二
項
) 

f

一
項
) 

(第
四
項
)

省

、
縣
地
方
制
度
，
應
包
括
左
列
各
款
，
以
法
律
定
之
，
不
受
涊
法
第
一
百
零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一
百
零
九
條
、
第
一
百
十
二
條
至
第一

百
十
五
條
及
第
一
百
二

 

十
二
條
之
限
制
..

一

 

省
設
省
政
府
-
置
委
員
九
人
-
其
中
一
人
爲
主
席
，
均
由
行
政
院
院
長
提
請

 

總
統
任
命
之•

二

省

設

卷

諮

議

會

，
置
省
諮
議
會
議
員
若
千
人
，
由
行
政
院
院
長
提
m

總
統
任

 

命

之

"

三

縣

設

縣

議

會

，
縣
議
會
諾
員
由
縣
民
選
舉
之
•

四

屬

於

縣

之

立

法

權

，
由
縣
!1
會

行

之•

五

縣

設

縣

政

府

，
置
縣
長
一
人
，
由
縣
民
選
舉
之=

六
中
央
與
省
、
縣
之
關
係

•

七
省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
監
督
縣
自
治
事
項
■

第
十
屆
台
踣
省
議
會
議
員
及
第
一
屆
台
灣
省
省
長
之
任
期
至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止
，
台
澍
省
議
會
謙
員
及
台
简
省
省
長
之
選
舉
自
第
十
屆
台
筘
省
議
會

 

11
員
及
第
一
屆
台
灣
省
省
長
任
期
之
屆
滿
日
起
停
止
辦
理
■

台
滑
省
議
會
讅
員
及
台
灣
省
省
長
之
選
舉
停
止
辦
理
後
，
台
罔
省
政
府
之
功
能
1 

業
務
與
組
織
之
調
整
-
得
以
法
律
爲
特
別
之
規
定
.

國
家
應
獎
勵
科
學
技
術
發
展
及
投
資
，
促
進
產
業
升
級
，
推
動
"y
漁
業
現
代
化
， 

重
視
水
資
源
之
開
發
利
用
-
加
強
國
際
經
濟
合
作
.

經
濟
及
科
學
技
術
發
展
-
應
與
環
境
及
生
態
保
謖
兼
辑
並
顧
，

國
家
對
於
人
民
興
辦
之
中
小
型
經
濟
事
業
-
應
扶
助
並
保
恶
其
生
存
與
發
展
. 

國
家
對
於
公
營
金
融
機
構
之
管
理
-
應
本
企
業
化
經
營
之
原
則
；
其
管
理
、
人
事
 

、
預

算

'
決
算
及
審
計
，
得
以
法
律
爲
特
別
之
規
定
.

a

l
.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號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條
文
三
m

m
 

過

_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號
第
九
條
第
三
項
條
文
三
m

通
 

過

■

原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條
文
未
修
正
.

原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條
文
未
修
正
.

修
憲
提
案
第
四
十
二
號
條
文
三
請
通
過
。

原
第
九
條
第
三
項
條
文
未
修
正=



(第
五
項
>
 

國
家
應
推
行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
並
促
進
現
代
和
傅
統
铵
藥
之
研
究
發
展
*

<

第
六
項>

 

國
家
應
維
護
婦
女
之
人
格
尊
嚴
，
保
障
婦
女
之
人
身
安
全
，
消
除
性
別
歧
視
，
促
 

進
兩
性
地
位
之
寊
質
平
等
•

(第
七
項
)
 

國
家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保
險
與
就
轚
、
無
障
礙
頊
境
之
建
構
、
敎
育
訓
練
與
就

 

業
輔
導
及
生
活
維
護
與
救
助
，
應
予
保
障
，
並
扶
助
其
自
立
與
發
展
，

(第
八
項
)
 

敎

育

、
科

學

1
文
化
之
經
費
.
尤
其
國
民
教
育
之
經
费
應
優
先
編
列
-
不
受
躉
法

 

第
一
百
六
十
四
條
規
定
之
限
制
.

(第
九
項
)
 

國
家
肯
定
多
元
文
化
，
並
積
極
維
護
發
展
原
住
民
族
語
言
及
文
化
*

(第十
項
)

0

罾
應
依
民
族
意
願
*保
障

M

&
民
族
之
地
位
及
政
治
#
M

V

並
對
其
教
育
文
化

 

、
交
通
水
利
、
衛
生
醫
療
、
經
濟
土
地
及
社
會
福
利
事
業
予
以
保
障
扶
助
並
促
其
發
展

 

-

其
辦
法
另
以
法
律
定
之
，
對
於
金
門
、
馬
祖
地
區
人
民
亦
同•

國
家
對
於
僑
居
國
外
國
民
之
政
治
參
與
，
應
予
保
瘅
*

第
十
一
條

 

自
由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間
人
民
權
利
義
務
關
係
及
其
他
事
務
之
處
理
，
得
以
法
律

 

爲
特
別
之
規
定
。

原
第
九
條
第
四
項
條
文
未
修
正
•

原
第
九
條
第
五
項
蝾
文
未
修
正
.

修
正
案
第
四
十
三
號
條
文
經
第
三
讀
會
文
字
修
正

 

後

，
三
19
通

過

.

烽
憲
提
案
第一

〇
三
號
條
文
三
諝
通
過
•

修
憲
提
案
第
二
十
號
第
九
條
「
發
展
權J

條
文
三
 

讀
通
過•

修
憲
提
案
第
二
十
號
第
九
條
「
發
展
權J

條
文
經

 

第
二
讀
會
謙
決
蝾
項
文
句
整
理
小
組
整
理
後
-
三
 

調
通
過*

原
第
九
條
第
八
項
條
文
未
修
正
*

原
第
十
條
條
文
未
修
正
*

第
三
章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之
修
訂

六
〇
七



省
於
修
憲
停
選
後
仍
為
公
法
人
之
法
律
意
見

 

臺
灣
省
政
府
提
 

一
、前
言憲

法
是
政
治
性
最
為
濃
厚
的
法
規
範
，
但
是
，作
為
國
家
最
高
規
範
之
憲
法
，
亦
必
須
妥
 

當
超
越
於
政
治
之
外
，適
時
充
分
發
揮
其
規
範
政
治
之
功
能
。然
而
，憲
法
如
何
發
揮
規
範
政
 

治
之
功
能
-其
最
為
重
要
者
，在
於
解
釋
憲
法
或
執
行
憲
法
事
項
之
時
，應
謹
守
憲
政
體
制
及
 

立
(修
)
憲
意
旨
。
而
且
，
面
對
越
是
具
有
政
治
爭
議
之
憲
政
課
題
，
這
種
態
度
應
更
審
慎
而

嚴
謹
。

我
國
憲
法
上
，省
為
地
方
制
度
之
一
環
，
亦
為
地
方
政
府
層
級
之
一
。憲
法
上
有
關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定
位
，其
有
關
條
文
尚
多
，
彼
此
呼
應
而
構
成
省
之
制
度
整
體
。
此
次
憲
法
增
修
， 

雖
停
止
省
自
治
選
舉
(以
下
簡
稱
停
選
)
，
但
並
未
停
止
憲
法
上
有
關
省
之
定
位
之
其
他
相
關
 

條
文
。
因
此
，停
選
在
我
國
憲
法
上
之
法
律
規
範
效
果
如
何
？
其
是
否
使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地
位
 

受
到
影
響
？
解
釋
上
應
從
我
國
憲
法
上
地
方
制
度
構
成
原
理
及
修
憲
意
旨
，作
為
分
析
說
明
之
 

依
據
，其
基
本
之
理
性
客
觀
態
度
，
則
應
回
歸
憲
法
地
方
制
度
之
整
體
，
將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與
未
停
止
適
兩
之
其
他
條
文
，予
以
綜
合
，並
作
完
整
體
系
觀
察
，
如
僅
依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而
作
解
釋
，
顯
然
會
發
生
以
偏
概
全
，並
因
而
違
背
憲
政
體
制
。

二
、省
本
為
公
法
人

—
省
之
憲
法
上
定
位
—

尊
重
地
方
制
度
，
賦
與
省
、縣
政
府
層
級
享
有
公
法
上
權
限
，是
我
國
憲
法
有
別
於
其
他
 

國
家
憲
法
之
特
色
.，此
一
特
色
，
不
僅
使
我
國
憲
法
與
德
國
、法
國
、
日
本
等
分
治
國
家
之
憲
 

法
截
然
有
別
-更
因
之
使
省
具
有
類
如
聯
邦
國
中
邦
之
地
位
。
省
為
公
法
人
，
即
是
源
自
憲
法
 

之
此
一
特
色
。

㈠

省
公
法
人
地
位
之
賦
與

公
法
人
者
，基
於
國
家
意
思
所
賦
與
而
享
有
公
法
上
權
限
，
得
行
使
公
法
上
一
定
權
利
 

義
務
之
主
體
。
此
之
國
家
意
思
表
示
，得
以
憲
法
為
之
，亦
得
以
法
律
為
之
。
固
然
，多
數
國
 

家
賦
與
政
治
實
體
以
公
法
人
時
，̂

I

家
意
思
之
表
示
，常
以
法
律
為
之
，
但
在
我
國
，為
宣
 

示
特
別
尊
重
保
障
地
方
制
度
，
乃
於
憲
法
明
定
中
央
與
地
方
權
限
區
分
之
專
章
，
以
憲
法
表
達
 

省
、縣
享
有
公
法
上
權
限
及
行
使
權
利
之
意
思
。
足
見
，在
我
國
憲
政
體
制
，省
、縣
之
為
公
 

法
人
，係
由
憲
法
所
賦
與
，
既
無
待
法
律
規
定
，
亦
不
得
依
法
律
使
之
喪
失
。

2



對
照
我
國
憲
法
權
限
區
分
及
地
方
制
度
二
章
(憲
法
本
文
第
十
章
'第
十
一
章
)
及
有
 

關
省
之
條
文
之
各
項
規
定
-
足
認
我
國
憲
政
體
制
原
理
上
，省
為
公
法
人
定
位
之
確
立
、
乃
至
 

公
法
人
與
自
治
法
人
概
念
之
區
別
-應
可
分
別
說
明
如
下
：

1
根
據
權
限
區
分
一
章
及
有
關
省
之
條
文
之
各
項
規
定
，
省
享
有
一
定
之
公
法
上
權
限
， 

得
行
使
一
定
之
公
法
上
權
利
義
務
(憲
法
本
文
第
一
 一
一
條
、第
一
〇
九
條
、第
一
〇
 

七
條
第
七
款
、第
一
四
七
條
及
第
一
六
四
條
丨
|
憲
法
第
一
一
 一
條
為
權
限
區
分
原
則
 

，爰
列
為
首
條
)
。是
以
，省
為
公
法
人
，
乃
憲
法
所
保
障
，無
待
法
律
明
文
規
定
卜
 

亦
不
以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為
前
提
，
除
非
省
之
政
府
層
級
廢
止
，
否
則
，省
之
公
法
人
地
 

位
應
不
容
置
疑

D

2
根
據
地
方
制
度
一
章
規
定
，
省
如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地
方
立
法
權
(理
論
上
)
趨
於
完
 

整
，省
將
成
為
自
主
權
限
更
強
之
自
治
法
人
。換
言
之
，省
因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
進一
 

步
享
有
更
完
整
的
立
法
權
、
預
算
權
及
財
產
處
分
權
，
成
為
自
治
法
人
之
公
法
人
，僅
 

受
中
央
政
府
之
合
法
監
督
；
如
未
實
施
自
治
，其
地
方
立
法
權
並
不
完
整
，省
僅
根
據
 

權
限
區
分
乙
章
之
規
定
享
有
權
限
，其
地
位
為
一
般
之
行
政
公
法
人
，其
前
述
各
項
權

3



限

(利
)

之
行
使
，
仍
受
中
央
政
府
之
相
當
約
束
(指
揮
監
督

)
，

不
能
享
有
完
整
之
 

立
法
權
、
預
算
權
及
財
產
處
分
權
。

㈡

公
法
人
與
自
治
法
人

在
某
些
僅
有
分
治
而
其
分
權
有
名
無
實
的
國
家
，
亦
即
中
央
集
權
甚
為
濃
烈
之
國
家
，

其
地
方
政
府
必
須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後
，
始
依
法
律
賦
與
公
法
人
地
位
。
在
此
等
國
家
，
其
公
法

*

人
與
自
治
法
人

-

可
能
混
同
難
分
.，甚
至
可
說
，
地
方
政
府
除
自
治
法
人
以
外
，
並
無
其
他
形
 

態
之
公
法
人
存
在
。
然
則
，
由
於
我
國
憲
法
尊
重
地
方
制
度
之
匠
心
巧
造
，
公
法
人
與
自
治
法
 

人

，
乃
為
兩
個
不
同
、
但
有
互
涉
關
係
之
概
念
，
二
者
指
涉
之
政
治
實
體
，
均
同
受
憲
法
保
障
 

，
概
念
上
涇
渭
分
明
，
併
存
互
補
。
這
種
二
重
分
權
的
特
殊
體
制
，
不
僅
較
能
合
理
說
明
不
同
 

時
期
且
不
斷
發
展
變
動
之
地
方
制
度
.，運
用
得
宜
-
在
幅
員
廣
大
、
自
治
不
及
之
行
憲
當
時
， 

既
可
兼
顧
制
憲
當
時
政
治
現
實
，
保
證
逐
步
推
動
地
方
自
治
；
在
國
家
面
臨
重
大
政
府
再
造
之
. 

當
前
，
更
可
發
揮
妥
善
銜
接
、
順
利
推
移
之
妙
用
。
茲
為
便
於
參
考
，
爰

將

(

一

般
行
政
)
公
 

法
人
與
自
治
人
之
概
念
關
係
，
予
以
說
明
如
附
圖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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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I

修
憲
後
的
省
—

於
修
憲
之
後
，
討
論
省
之
定
位
，
畢
竟
已
是
憲
法
解
釋
層
面
之
問
題
。
憲
法
解
釋

，原
理
 

上
仍
屬
法
律
解
釋
之
一
環
，
其
基
本
態
度
應
是
憲
政
體
制
意
義
之
闡
發
及
修
憲
意
旨
之
如
實
說
 

明
•，至
於
修
憲
前
政
治
立
場
之
爭
論
或
其
相
關
政
治
信
念

、意

識
形
態
之
表
達

，
除
已

納
為
修
 

憲
意
旨
者
外
’
絕
不
能
作
為
釋
憲
之
依
據
。
因
此
，
修
憲
後
之
省
是
否
仍
具
有
公
法
人
地
位
， 

應
回
歸
憲
法
地
方
制
度
構
成
之
整
體
，
將
憲
法
修
正
條
文
第
九
條
(
以
下
簡
稱
增
修
條
文
)
與
 

憲
法
本
文
中
未
停
止
適
用
之
其
他
條
文
，
予
以
綜
合
，
並
作
體
系
觀
察
，
透
過
嚴
謹
的
體
系
解
 

釋
及
歷
史
解
釋
來
解
析
。

㈠

髅

系
解
釋

省
是
否
為
公
法
人
，
依
如
上
所
述
之
我
國
憲
政
體
制
及
其
構
成
原
理
，
其
基
本
判
斷
標
 

準

-
在
於
省
是
否
仍
享
有
一
定
權
限
而
仍
為
實
質
之
政
府
層
級
。
如
其
答
案
為
肯
定
，
則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反
之
，
則
否
。

憲
法
上
，
有
關
省
為
地
方
政
府
層
級
，
得
享
有
一
定
權
限
而
定
位
其
為
公
法
人
者
，
具
體
 

條
項
約
可
依
序
列
舉
並
表
解
如
下
：



第
一
〇
七
條
第
七
款
 

第
一
〇
八
條
 

第
一
〇
九
條
 

第一
 一
一
條

第一
 

\

二
條
—

第
一 
一
五
條
 

第
一
 一
六
條
、第
一
 一
七
條
、第
一
二
五
條
 

第
一
四
七
條
 

第
一
六
四
條

省
稅
享
有
事
權
 

執
行
中
央
事
權
 

省
固
有
(具
體
)
執
行
事
權
 

省
固
有
(
一
般
)
執
行
事
權
 

自
治
事
權
 

省
法
規
位
階
 

省
補
助
事
權
 

省
教
科
文
經
費
事
權

公
法
人
 

派
出
機
關

公
法
人
(自
治
法
人
)

公
法
人

自
治
法
人

公
法
人

公
法
人

公
法
人

以
上
各
條
項
之
公
法
人
，
於
省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後
，省
之
定
位
，當
即
轉
化
為
自
治
(公
 

)
法
人
。尤
其
第
一
〇
九
條
，
於
省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者
-其
立
法
權
日
臻
完
熟
，
於
地
方
制
度
 

上
具
有
凸
顯
自
治
法
人
之
意
義
，爰
於
附
表
特
以
括
弧
表
徵
自
治
法
人
之
意
旨
。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停
止
適
用
之
憲
法
本
文
，有
第
一
〇
九
條
、第
一
 一
二
條
至
第
一
 

一
五
條
及
第
一
二
二
條
，此
外
，
相
對
憲
法
本
文
，增
修
條
文
有
關
省
之
事
權
亦
有
保
留
及
增



訂

。
其
保
留
者
主
要
如
下
：

1
省
之
層
級
之
肯
定
：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
保
留
「省
縣
地
方
制
度
」

、
「
於
省
 

設
省
政
府
、
設
省
諮
議
會

J

，
惟
其
具
體

内

容
由
憲
法
保
障
改
為
法
律
保
障
而
已
。

2
省
之
公
法
人
定
位
之
肯
定
：
於
增
修
條
文
立
法
(修
憲
)
理
由
說
明
，
明
確
載
明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
並
列
為
第
一
項
說
明
。

3
省
具
體
權
限
之
保
留
：
憲
法
第
一
〇
九
條
所
定
省
之
具
體
權
限
事
項
，
須
視
當
前
國
家
 

社
會
發
展
而
作
適
度
調
蝥
，
其
範
圍
則
待
清
查
整
理
後
以
法
律
定
之
，
並
因
此
由
憲
法
 

直
接
保
障
，
改
採
法
律
保
障
；
此
為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六
款
及
第
三
項
之
修
 

憲
意
旨
，
載
在
同
條
修
憲
理
由
說
明
五
。

至
於
增
訂
者
，
則
為
「省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監
督
縣
自
治
事
項
」
，
載
在
同
條
修
憲
理
由
三

0

以
上
各
點
，
或
載
在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本
文
或
記
載
在
該
條
理
由
說
明
，
茲
為
便
於
 

對
照
，
爰
予
標
明
於
后
(
如
附
件

一

 )
。
並
茲
為
便
於
瞭
解
，
爰
就
增
修
條
文
與
憲
法
本
文
之
 

互
涉
關
係
，
敘
明
停
選
後
省
之
定
位
於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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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第
一
 

o
七
條
第
七
款

j

 

.

一
本
文
第
一
〇
八
條
 

本
文
第

一

 
一
一
條
 

I

本
文
第
一
 
一
六
條
、
第
一
 

:本
文
第
一
四
七
條

I

本
文
第

一

六
四
條

七
條

省
稅
享
有
事
權
 

執
行
中
央
事
權

.

省
固
有
(

一

般
)
執
行
事
權
 

省
法
規
位
階
 

省
補
助
事
權
 

省
教
科
文
預
算
事
權

增
修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二
款
省
為
政
府
層
級

I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六
款
 

I
省
為
政
府
層
級

i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七
款
 

I

縣
市
自
治
監
督
事
權

第
九
條
第
三
項
 

I

省
固
有
具
體
執
行
事
權

I

 (憲
法
第

一
〇
九
條
)

公法
人 

‘，
， 

派出機
關

■■:
/

:

公法
人

公法
人

公法
人

 

.

;

公法
人

公法
人

公法
人

派
出
機
關

公

法

人

 

(一

〇
九
條
法
律
保
障
)

對
照
增
修
條
文
及
憲
法
本
文
，
吾
人
發
現
，
增
修
條
文
所
停
止
適
用
者
，
僅
為
省
自
治
有
 

關
事
項

-

其
所
受
影
響
者

-

僅
為
自
治
法
人
之
定
位
而
已
。
換
言
之
，
修
憲
停
選
後
之
省
，
仍



有
一
定
權
限
。
至
於
具
體
事
權
有
三
，
一
為
辦
理
全
省
一
致
性
質
之
事
項
(憲
法
本
文
第

一

 I 

一
條
).，
二
為
監
督
縣
自
治
之
事
項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七
款
)
；
三
為
保
留
於
省
 

執
行
之
固
有
具
體
執
行
事
項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三
項
)
(具
體

内

容
待
調
整
後
依
法
律
規
 

定
之
)
。
既
然
*
停
選
後
之
省
仍
然
享
有
源
自
憲
法
上
之
多
項
權
限
，
並
得
行
使
此
等
公
法
上
 

之
權
限
(利
)
，省
自
然
仍
為
公
法
人
。再
者
，
從
省
法
規
之
地
位
(憲
法
第

一
1

六
條
、苐
 

一 一
七
條
、第
一
二
五
條
)
繼
續
不
變
(省
為
執
行
政
務
，得
在
中
央
監
督
之
下
，
訂
定
省
法
 

規
)
，更
可
印
證
，省
仍
為
政
府
層
級
，其
憲
法
上
地
位
並
未
變
動
，
乃
是
體
系
解
釋
憲
法
之
 

必
然
結
論
.，是
以
，修
憲
停
選
後
之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應
屬
無
庸
置
疑
。
亟
欲
廢
省
之
民
進
黨
 

，其
國
代
提
出
之
憲
法
修
正
提
案
，
很
用
心
地
將
憲
法
第

一

 o

七
條
第
七
款
、第
一
一
 一
條
、 

第
一
 一
六
條
、第一
 一
七
條
及
第
一
二
五
條
全
部
停
止
適
用
(附
件
二
)
，更
可
說
明
，
僅
將
 

憲
法
第
一

o

九
條
、第
一
一
二
條
至
第

一
1

五
條
停
止
適
用
，
顯
然
不
足
以
否
定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憲
法
上
定
位
，
何
況
，
根
據
增
修
條
文
所
表
明
之
意
旨
，停
止
適
用
憲
法
第
一
〇
九
條
，
只

是
將
具
體
事
權
事
項
，轉
為
法
律
保
障
而
已
。
既
然
，
增
修
條
文
沒
有
停
止
此
等
條
文
之
適
用

*

，在
憲
政
體
制
上
，
是
斷
然
不
可
否
定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憲
法
上
定
位
的
。
這
也
正
是
憲
法
修
正
 

提
案
，
何
以
仍
然
認
定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主
要
論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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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修
條
文
僅
係
省
地
方
制
度
之
一
環
，非
為
其
全
體
，省
之
定
位
，
省
府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之
範
圍
，亦
絕
非
以
該
增
修
條
文
為
唯

\

論
據
，
從
前
述
說
明
，
可
以
說
是
非
待
論
爭
之
 

憲
法
學
上
極
其
淺
顯
之
常
識
=其
援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七
款
，論
定
省
非
為
公
法
人
 

者
，
如
非
別
有
居
心
，
惡
意
模
糊
修
憲
意
旨
；
亦
係
以
偏
概
全
，
以
樹
喻
林
，其
不
值
識
者
一
 

駁
明
矣
！實

則
，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七
款
之
所
以
增
訂
，係
因
省
停
選
後
，
已
非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是
否
有
監
督
縣
自
治
職
權
，學
理
上
恐
有
爭
議
，憲
法
本
文
規
定
亦
不
明
確
，為
杜
 

爭
議
，
同
時
強
力
宣
示
省
仍
為
地
方
政
府
層
級
，爰
予
明
定
，
此
即
前
述
所
以
列
為
增
訂
事
項
 

之
依
據
。
因
之
，
不
論
其
用
語
為
「省
為
縣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
，或
為
「省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監
 

督
縣
自
治
」
，
對
於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憲
法
上
定
位
，均
無
任
何
影
響
。

(二
)修
憲
意
旨
(歷
史
解
釋
)

增
修
條
文
之
修
憲
意
旨
為
何
？
應
從
條
文
生
成
發
展
之
過
程
觀
之
。基
本
上
增
修
條
文
係
 

源
自
國
民
黨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之
修
憲
提
案
(以
下
稱
國
代
提
案

)
-

國
民
黨
國
代
提
案
，則
源
 

自
國
民
黨
修
憲
小
組
之
修
憲
提
案
。因
此
，修
憲
意
旨
為
何
？
應
由
提
案
過
程
相
關
文
獻
所
表
 

述
之
修
憲
理
由
尋
求
答
案
。

11



無
論
是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本
身
'
國
民
黨
國
代
提
案
原
文
、
乃
至
國
民
黨
修
憲
小
組
建
議
提
 

案
，
關
於
修
憲
理
由
之
說
明
，
均
載
明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觀
之
增
修
條
文
本
條
之
生
成
發
展
過
 

程
，
吾
人
可
以
發
現
，
從
國
民
黨
修
憲
諮
詢
小
組
之
書
面
報
告
、
初
擬
建
議
修
正
案
、
經
國
民
 

黨
修
憲
策
劃
小
組
議
定
之
修
正
建
議
案
、
以
迄
國
民
黨
國
代
提
案
，
於
修
憲
理
由
均
載
明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其
增
修
條
文
，
又
採
用
國
民
黨
國
代
提
案
版
本
，
並
未
凍
結
省
為
公
法
人
及
省
為
 

政
府
層
級
關
鍵
條
文
之
憲
法
第
一
〇
七
條
第
七
款
'第一
 一
一
條
、第一
 一
六
條
、第
一
一
七
 

條
、第
一
二
五
條
 '第
一
四
七
條
及
第
一
六
四
條
等
，是
其
修
憲
意
匕
曰
，
認
定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應
是
彰
彰
明
甚
，
不
言
可
論
。茲
為
便
於
參
考
，爰
將
(
一
般
行
政
)
公
法
人
與
自
治
法
人
 

之
動
態
關
係
，
予
以
說
明
如
附
圖
二
。

附
圖
二

(
一
般
行
政
)
公
法
人
與
自
治
法
人
動
態
關
係
圖

I
 

[

 

.—

_

I

實施地方自治

一
般
行
政
公
法
人
 

一 ̂

-

---

I

I

--

 

V

I

{

權
限
區
分

}

 

A

—
-

----

-

-

--
--

不實施地方自治

自治法人 (地
方
自
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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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
法
人
與
派
出
機
關
之
互
動
共
存
 

H

派
出
■機關
之
涵
義

在
憲
法
學
及
地
方
政
府
行
政
法
學
上
，
派
出
機
關
是
一
個
用
來
說
明
中
央
政
府
與
地
方
 

政
府
關
係
之
名
詞
；
就
概
念
本
身
而
言
，
可
說
相
當
流
動
而
相
對
。基
本
上
，
一
個
沒
有
立
法
 

權
的
地
方
政
府
、
乃
至
地
方
立
法
權
有
名
無
實
或
不
盡
確
實
的
地
方
政
府
，在
政
府
功
能
角
色
 

上
，
它
與
中
央
政
府
的
關
係
，
均
可
認
為
係
派
出
機
關
。法
國
的
地
方
政
府
(省
、縣
政
府
及
 

一
九
八
二
年
以
後
之
區
政
蔚
)
，
雖
形
式
上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有
民
選
議
會
及
首
長
，
但
其
地
 

方
立
法
權
頗
受
抑
制
。
因
此
，在
該
國
公
法
學
上
，或
認
區
、省
、縣
等
具
有
公
法
人
定
位
之
 

地
方
政
府
，
一
直
被
認
為
同
時
兼
具
中
央
政
府
派
出
機
關
之
功
能
，堪
稱
比
較
法
上
最
顯
著
之
 

例
子
。

我
國
之
地
方
政
府
，
無
論
省
、縣
，雖
然
憲
法
上
均
直
接
賦
與
其
固
有
權
限
及
立
法
權
 

，
並
因
而
享
有
公
法
人
之
地
位
，
但
現
實
發
展
上
，我
國
地
方
政
府
之
立
法
權
，亦
有
如
法
國
 

之
頗
受
抑
制
。因
此
，
迄
今
為
止
，
縱
使
省
、縣
自
治
法
亦
已
實
施
三
年
有
餘
，
省
、縣
政
府
 

，
因
地
方
立
法
權
未
盡
完
足
，
以
致
現
實
上
仍
未
完
全
脫
離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之
色
彩
。從
歷
史
 

發
展
過
程
分
析
，我
國
之
地
方
政
府
，
以
省
為
例
，或
處
於
無
立
法
權
者
，
如
未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之
前
臺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
目
前
之
福
建
省
政
府
即
是
：
或
處
於
地
方
立
法
權
未
臻
完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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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如
省
縣
自
治
法
施
行
前
、
乃
至
施
行
後
之
臺
灣
省
政
府
、臺
灣
省
各
縣
市
政
府
均
是
。足
 

見
，
從
我
國
憲
法
地
方
制
度
構
成
原
理
，並
配
合
中
央
政
府
與
地
方
政
府
之
相
互
關
係
言
*各
 

該
時
期
之
臺
灣
省
政
府
，
均
一
方
面
是
公
法
人
，
另
一
方
面
又
是
行
政
院
派
出
機
關
，前
者
表
 

徵
政
府
層
級
之
地
位
，
後
者
表
徵
功
能
性
之
政
府
關
係
.，只
不
過
，
省
縣
自
治
法
施
行
後
之
臺
 

灣
省
政
府
、臺
灣
省
各
縣
市
政
府
，
因
地
方
立
法
權
稍
見
推
進
，其
派
出
機
關
之
色
彩
，為
之
 

逐
漸
沖
淡
而
已
。

㈡

派
出
機
關
與
公
法
人
之
關
係

從
中
央
政
府
與
地
方
政
府
之
關
係
言
，
派
出
機
關
，係
詮
解
上
下
級
機
關
間
相
互
關
係
 

之
名
詞
，
性
質
上
為
機
關
功
能
範
疇
之
概
念
；
公
法
人
-係
賦
與
地
方
政
府
主
體
地
位
之
名
詞
 

，
性
質
上
為
政
府
層
級
屬
性
之
概
念
。
二
者
層
次
不
同
，指
涉
之
對
象
及

内

涵
，
堪
稱
畛
域
分
 

離
。本
質
上
，
二
者
並
不
發
生
對
立
矛
盾
、亦
無
所
謂
互
相
排
斥
之
現
象
。甚
至
可
說
，
在
地
 

方
政
府
之
發
展
現
實
上
，
二
者
且
經
常
是
互
動
併
存
的
。

派
出
機
關
云
者
，憲
法
本
文
並
未
之
見
，增
修
條
文
亦
無
其
詞
，其
成
為
議
論
焦
點
， 

係
因
與
「公
法
人
」
同
時
出
現
在
增
修
條
文
修
憲
理
由
上
之
故
，
而
且
，
從
國
民
黨
修
憲
小
組
 

擬
定
之
書
面
報
告
，
乃
至
修
憲
提
案

，
兩

個
名
詞

，

一

直
相
生
相
隨
。換
言
之
，
增
修
條
文
之
 

立
法
(修
憲
)
意
旨
，顯
然
有
意
本
乎
我
國
憲
法
地
方
制
度
之
分
權
理
念
，並
斟
酌
地
方
政
府



之
現
實
發
展
需
要
，
將
修
憲
後
的
省
定
位
為
「公
法
人
」
，
同
時
又
為
「
派
出
機
關
」

。
這
也
 

正
是

综

合
憲
法
本
文
及
增
修
條
文
相
關
規
定
之
必
然
結
論
。
換
言
之
，
停
選
後
之
「省
為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
仍
為
公
法
人
」
之
用
語
，
乃
是
最
契
合
憲
政
體
制
整
體
之
概
念
，
絕
非
援
用
法
國
 

、
日
本
地
方
制
度
之
說
法
可
以
加
以
推
翻
的
。

「
公
法
人
」
與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
二
者
併
存
，
或
有
以
為
，
其
間
似
有
矛
盾
，
不
過
 

，
吾
人
如
從
學
理
深
入
探
析
，
乃
至
觀
察
各
國
地
方
制
度
發
展
過
程
，
即
可
發
現
，
二
者
係
經
 

常
處
於
互
動
併
存
之
有
機

结

合
關
係
，
其
間
絕
無
矛
盾
可
言
。
茲
再
就
其
理
由
說
明
如
下
：

1.
從
國
家
(垂
直
)
分
工
原
理
言

地
方
制
度
，
本
於
國
家
政
務
之
垂
直
分
工
原
理
，
其
間
或
_
分
治
理
論
，
或
採
分
權
理
 

論

。
本
於
前
者
，
則
地
方
政
府
層
級
，
僅
為
行
政
機
關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
，
本
於
後
者
，
則
 

地
方
層
級
，
將
同
時
為
公
法
人
，
其
地
方
自
主
權
限
成
熟
完
整
者
，
是
為
自
治
法
人
。
不
過
， 

分
權
無
論
如
何
澈
底
，
地
方
政
府
所
擁
有
之
權
限
，
是
有
限
度
而
非
完
整
的
，
仍
是
本
於
國
家
 

主
權
而
來
，
而
且
不
能
獨
立
於
國
家
主
權
之
外
，
也
因
此
，
地
方
政
府
即
使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而
 

成
為
自
治
法
人
，
不
能
等
同
於
另
一
國
家
，
其
道
理
極
為
淺
顯
。
在
此
意
義
上
-
相
對
於
中
央
 

政
府
，
縱
使
為
自
治
法
人
之
地
方
政
府
-
仍
然
不
能
全
然
脫
離
派
出
機
關
之
性
質
。
換
言
之
，



在
地
方
制
度
原
理
上
，
公
法
人
與
派
出
機
關
二
者
-概
念
雖
有
不
同
，
但
用
以
說
明
地
方
制
度
 

之
現
實
，
二
者
實
常
呈
現
有
機
結
合
、
互
動
併
存
。多
年
來
，
政
府
對
於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之
臺
 

灣
省
(政
府
)
、台
北
市
(政
府
)
、高
雄
市
(政
府
)
認
定
為
行
政
院
所
屬
機
關
，
將
各
縣
 

、市

(政
府
)
認
定
為
臺
灣
省
所
屬
機
關
，
即
可
充
分
佐
證
。
只
是
，為
突
顯
公
法
人
之
制
度
 

上
意
義
，-為
避
免
中
央
集
權
之
疑
慮
，吾
人
於
使
用
公
法
人
用
語
時
，
不
再
同
時
強
調
其
派
出
 

機
關
之
角
色
而
已
。

2.
從
我
國
憲
法
地
方
制
度
設
計
言

我
國
憲
法
，為
尊
重
並
保
障
地
方
制
度
，爰
強
調
分
權
而
採
權
限
區
分
之
地
方
制
度
設
 

計
，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定
位
，
在
憲
法
上
乃
頗
為
突
顯
；
在
此
意
義
上
，省
為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之
 

角
色
，
已
較
單
純
分
治
理
念
國
家
之
省
薄
弱
許
多
。反
之
，省
停
止
選
舉
後
，省
由
自
治
法
人
 

回
復
為
一
般
之
行
政
公
法
人
，其
同
時
為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色
彩
，顯
較
修
憲
前
濃
烈
。修
憲
當
 

時
，為
一
方
面
維
護
憲
法
地
方
制
度
設
計
之
本
意
，

一

方
面
表
徵
修
憲
停
選
之
用
意
，
乃
本
於
 

公
法
人
與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併
存
結
合
、
互
補
互
動
之
我
國
憲
政
原
理
，
於
經
深
思
熟
慮
，慎
重
 

表
決
之
後
，
使
用
「省
為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
仍
為
公
法
人
」
之
文
句
，其
間
並
無
任
何
矛
盾
可
 

言
。
以
其
似
有
矛
盾
，
否
定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看
法
，
恐
有
牴
觸
國
家
分
工
原
理
、我
國
憲
法
設



計
體
例
'
乃
至
修
憲
真
意
所
在
。

3.
從
派
出
機
關
之
生
成
過
程
言

揆
諸
修
憲
相
關
資
料
派
出
機
關
之
用
語
，
當
係
採
自
法
國
之
區
制
度
而
來
。
此
之
區
 

者

，
在
法
國
為
縣
制
度
之
上
級
政
府
層
級
發
展
之
產
物
。
緣
在
二
次
大
戰
後
，
法
國
政
府
有
感
 

縣
之
幅
員
過
於
狹
隘
，
乃
於
數
縣
之
上
，
於
中
央
設
置
區
之
公
署
，
藉
以
協
調
數
縣
之
部
分
相
 

關
事
項
。
初
期
，
其
職
務
極
其
有
限
，
一
般
乃
以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稱
之
。
嗣
後
，
區
之
職
權
及
 

業
務
加
重
，
逐
漸
演
變
同
時
為
派
出
機
關
及
公
法
人
之
雙
重
性
格
。
法
國
的
區
，
維
持
這
種
雙
 

重
性
格
之
存
在
形
態

*

為
時
甚
久
，
並
於
累
積
地
方
事
務
經
驗
數
十
^

之
後
，
終
於
演
進
為
自
 

治
法
人
並
為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之
形
態
。
由
此
概
念
創
設
及
其
歷
史
過
程
觀
之
，
在
在
充
分
佐
證
 

，
派
出
機
關
與
公
法
人
、
乃
至
自
治
法
人
，
不
僅
原
理
上
互
補
互
動
、
共
存
共
榮
，
現
實
運
作
 

上
更
有
確
切

t

歷
史
事
實
，
堪
為
充
分
佐
證
。
茲
為
便
於
參
考
，
爰
將
公
法
人
與
派
出
機
關
併
 

存
互
動
之
關
係
-
予
以
說
明
如
圖
三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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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上
所
述
，
足
證
，
無
論
從
各
國
地
方
制
度
、
乃
至
我
國
憲
法
體
認
之
地
方
制
度
分
析
， 

特
別
是
從
其
動
態
運
作
實
情
觀
之
，
派
出
機
關
與
公
法
人
二
者
，
實
是
常
相
左
右
、
機
動
結
合
 

，
其
關
係
約
可
歸
納
如
下
五
種
形
態
：

①

 
純
粹
公
法
人
或
自
治
法
人
：
邦
聯
或
聯
邦
國
之
邦
。
(我
國
尚
無
)
。

②

 
自
治
法
人
，兼
為
派
出
機
關
：
法
國
的
省
、
縣
地
方
政
府
、
一
九
八
二
年
以
後
法
國
之
區
 

政
府
；
省
縣
自
治
法
施
行
後
的
臺
灣
省
政
府
、
臺
灣
省
各
縣
市
政
府
。

③

 
半
自
治
法
人
兼
派
出
機
關
：
一
九
七
〇
年
代
以
後
法
國
之
區
政
府
；
省
縣
自
治
法
施
行
 

以
前
之
臺
灣
省
政
府
、
臺
灣
省
各
縣
市
政
府
。

④

 (
非
自
治
)
公
法
人
兼
派
出
機
關
：
一
九
七
〇
年
代
以
前
法
國
之
區
政
府
、
臺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
省
議
會
成
立
前
之
臺
灣
省
政
府
、
目
前
之
福
建
省
政
府
、
修
憲
停
選
後
 

的
臺
灣
省
政
府
。

⑤

 
純
粹
派
出
機
關
：

一

九
五
〇
年
代
初
置
時
期
之
法
國
區
政
府
(我
國
尚
無
)
。

㈢

憲
法
上
之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由
上
所
述
，
可
知
派
出
機
關
與
公
法
人
，
不
僅
本
無
互
相
排
斥
，
而
且
可
說
大
都
情
形
是
 

相
伴
相
隨
、
相
互
調
整
。
當
地
方
政
府
之
立
法
權
成
熟
時
，
地
方
政
府
表
徵
政
府
層
級
之
公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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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固
有
權
限
擴
大
，
其
功
能
性
表
徵
之
派
出
機
關
性
質
轉
弱
；
反
之
，
當
地
方
政
府
立
法
權
減
 

縮
或
喪
失
者
，
派
出
機
關
角
色
為
之
特
別
凸
顯
，
其
表
徵
地
方
政
府
層
級
之
公
法
人
，
逐
漸
流
 

於
象
徵
意
義
。
至
其
於
特
定
時
點
、
特
定
地
方
政
府
之
情
形
，
正
確
答
案
為
何
(真
正
關
係
如
 

何
)
？
宜
從
各
國
憲
法
之
地
方
政
府
體
制
及
各
該
時
點
之
體
現
實
情
論
之
。

在
我
國
憲
法
的
地
方
制
度
設
計
上
-
賦
與
作
為
地
方
政
府
層
級
的
省
以
一
定
之
權
限
，
省
 

因
而
具
有
公
法
人
之
屬
性
，
本
是
無
庸
置
疑
；
不
過
，
由
於
迄
今
為
止
，
省
之
立
法
權
現
實
上
 

仍
頗
受
抑
制
，
而
且
省
受
中
央
政
府
委
託
辦
理
許
多
中
央
政
府
事
務
，
因
此
，
從
政
府
功
能
角
 

度
言
-
即
使
在
省
縣
自
治
法
施
行
後
之
今
日
，
省
政
府
仍
然
具
有
相
當
濃
厚
的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之
色
彩
。
事
實
上
-
我
國
許
多
法
律
規
定
，
本
法
主
管
機
關
，
在
中
央
為
•
•
•
，
在
省
為
省
 

政
府
，
在
縣
市
為
縣
市
政
府
，
斯
時
之
省
政
府
，
就
其
主
管
事
項
而
言
，
即
具
有
極
為
濃
烈
之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之
性
質
。

憲
法
上
的
省
，
並
不
以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為
前
提
，
因
此
，
在
省
的
層
級
屬
性
言
，
其
公
法
 

人
之
概
念
，
將
因
為
是
否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
再
有
下
位
概
念
之
區
分
。
此
即
，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者

，
為
自
治
公
法
人

.
，未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者
，
為
一
般
行
政
公
法
人

，

學
理
因
求
用
語
簡
便
及
 

區
別
，
爰
於
前
者
簡
稱
為
自
治
法
人
.，於
後
者
簡
稱
為
公
法
人
。
從
我
國
憲
法
關
於
省
之
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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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計
，
對
照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與
公
法
人
二
個
概
念
，
可
見
其
間
之
互
涉
關
係
，
頗
為
機
動
複
雜
 

,
它
可
以
是
公
法
人
與
派
出
機
關
併
存
，
也
可
以
自
治
法
人
與
派
出
機
關
併
存
。
來
日
，
如
果
 

省
之
自
治
立
法
權
完
熟
，
則
可
以
單
純
是
自
治
法
人
；
反
之
，
如
果
廢
省
，
則
它
可
以
是
單
純
 

之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
同
理
，
如
果
沒
有
廢
省
，
如
果
省
在
憲
法
所
賦
與
之
事
權
未
經
完
全
廢
止
 

，
省
之
公
法
人
地
位
，
是
絕
不
可
以
以
法
律
加
以
剝
奪
的
。
這
也
正
是
，
何
以
前
段
將
其
結
合
 

關
係
區
分
為
四
，
並
將
停
選
後
之
臺
灣
.省

，
列
入
「公
法
人
兼
派
出
機
關
」
形
態
之
憲
法
上
依
 

據

。㈣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含
義
之
臺
灣
省
政
府

停
選
後
的
臺
灣
省
，
不
再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
省
法
規
須
送
中

来

政
府
核
定
、
省
本
身
不
再
 

擁
有
獨
立
完
整
意
義
之
立
法
權
及
財
產
處
分
權
、
省
喪
失
自
治
法
人
地
位
，
凡
此
固
屬
無
待
爭
 

執

。
然
而
，
省
仍
因
憲
法
第
一
 
一
一
條
、
第
一
〇
七
條
第
七
款
、
第

一

 1

六
條
、
第
一
 
一
七
條
 

、
第
一
二
五
條
、
第
一
四
七
條
及
第
一
六
四
條
等
之
保
留
，
在
憲
法
上
仍
享
有
之
一
定
權
限
， 

仍
屬
甚
多
，
省
之
層
級
更
未
廢
除
，
故
其
本
於
憲
法
而
來
之
公
法
人
之
地
位
仍
然
屹
立
。
不
過
 

，
由
於
憲
法
第

一

〇
九
條
停
止
適
用
，
此
等
權
限
保
有
多
少
，
須
待
法
律
重
新
釐
定
，
而
且
， 

不
管
法
律
保
留
多
少

V

省
之
權
限
勢
將
減
縮
。
正
因
停
選
後
之
省
不
再
擁
有
獨
立
意
義
之
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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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
省
政
府
之
功
能
因
之
重
新
調
整
，
以
致
在
政
府
功
能
上
，
省
政
府
派
出
機
關
之
性
質
大
為
 

凸
顯
，
公
法
人
之
屬
性
將
逐
漸
趨
於
政
府
層
級
之
象
徵
意
義
。
這
也
正
是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修
憲
理
由
說
明
第
一
段
所
稱
「省
為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
仍
為
公
法
人
，
但
非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
之
由
來
。
這
一
段
話
，
乃
是
審
慎
把
握
研
酌
我
國
憲
法
地
方
制
度
原
理
及
因
應
修
憲
需
要
之
 

真
諦
，木
明
確
援
為
修
憲
意
旨
。諸
君
但
見
其
使
用
「仍
為
」
、
「但
非
」
之
字
眼
，
即
可
想
 

見
其
過
程
是
如
何
仔
細
推
敲
、費
心
研
求
；
絕
非
以
所
謂
歷
史
文
件
而
可
否
認
其
真
意
，其
準
 

於
憲
法
條
文
之
法
律
上
效
果
，更
是
不
可
輕
易
動
搖
的
。

自
治
法
人
之
自
治
立
法
權
，
雖
不
完
整
，
但
本
於
地
方
自
治
之
尊
重
，中
央
政
府
不
宜
直
 

接
指
揮
，
故
法
制
意
義
上
，中
央
政
府
對
自
治
法
人
僅
有
監
督
權
而
無
指
揮
權
；
反
之
，未
實
 

施
自
治
之
公
法
人
，
因
政
府
功
能
高
度
表
徵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之
性
質
，
故
法
制
意
義
上
，自
應
 

由
中
央
政
府
指
揮
監
督
。
訓
政
時
期
制
定
之
省
政
府
組
織
法
、
乃
至
行
憲
後
訂
頒
之
福
建
省
政
 

府
組
織
規
程
，均
明
定
「省
政
府
受
中
央
或
行
政
院
指
揮
監
督
。執
行
省
行
政
事
務
」
之
相
類
 

文
句
，
均
可
佐
證
。停
選
後
之
臺
灣
省
、
乃
至
臺
灣
省
政
府
，其
地
位
應
不
低
於
訓
政
時
期
之
 

省
或
省
政
府
、
乃
至
目
前
之
福
建
省
或
福
建
省
政
府
。因
之
，
於
法
律
上
表
徵
其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之
功
能
，
採
用
上
述
法
規
所
稱
「省
政
府
受
行
政
院
指
揮
監
督
，
辦
理
(或
執
行
)
省
政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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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文
句
，
當
屬
最
為
妥
切
。
至
其
業
務
項
目
，
絕
非
僅
為
監
督
縣
(市
)
自
治
，
而
是
有
如
上
 

述
組
織
法
或
組
織
規
程
所
列
，
並
有
下
列
事
權
：

1.
 全
省
行
政
事
務
：
包
括
憲
法
第
一
〇
七
條
第
七
款
、
第

一

 1

 
一
條
、
第
一
四
七
條
'
第
 

一
六
四
條
、
第
一
0
八
條
第
一
項
委
託
省
執
行
事
項
及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三
項
法
律
 

所
定
保
留
於
省
繼
續
執
行
之
事
項
等
。

2.
 監
督
縣
(市
)
自
治
：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七
款
。

3.
 法
令
授
權
或
行
政
院
交
辦
事
項
..個
別
授
權
或
交
辦
事
項
。

正
因
如
此
，
吾
人
如
謂
，
修
憲
停
選
後
之
臺
灣
省
政
府
，
僅
剩
監
督
縣
(
市
)
自
治
 

之
事
權
，
顯
然
是
曲
解
修
憲
本
意
，
亦
有
悖
我
國
憲
法
體
制
砵
計
及
制
度
原
理
，
絕
對
是
 

不
可
採
，
亦
不
可
行
的
。

五

、
精
省
僅
是
機
關
組
織
層
次
問
題

精
省
者
，
旨
在
調
整
省
政
府
之
功
能
、
業
務
與
組
織
，
性
質
上
為
機
關
構
成
'
政
府
組
織
 

再
造
層
次
之
問
題
，
無
關
政
府
層
級
之
增
減
存
廢
。
問
題
層
次
與
省
之
定
位
為
何
？
並
無
直
接
 

關
連
.，因
此
.，精
省
也
好
，
省
府
功
能
業
務
、
組
織
調
整
也
好
，
應
均
不
發
生
省
是
否
為
公
法
 

人
之
爭
議
。
修
憲
過
程
中
，
無
論
在
媒
體
上
、
亦
或
在
國
代
議
事
堂
上
，
提
案
單
位
及
其
有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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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表
人
士
，均
一
再
強
調
沒
有
廢
省
、沒
有

虚

省
，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理
由
說
明
，更
因
於
此
等
 

強
調
。
不
僅
書
面
載
明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
於
省
府
功
能
組
織
調
整
部
分
之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三
項
修
憲
理
由
，更
申
明
省
仍
保
有
執
行
事
權
。
因
此
-除
非
經
國
民
大
會
再
度
修
憲
，
否
則
 

，省
為
公
法
人
應
是
不
可
推
翻
的
修
憲
意
旨
及
憲
政
原
理
=

憲
政
體
制
原
理
也
好
，修
憲
意
旨
也
好
，
既
然
已
體
現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則
省
為
公
法
人
 

，
乃
其
作
為
政
府
層
級
之
表
徵
，
予
以
否
認
，
無
異
形
同
廢
省

=

精
省
工
程
之
重
心
，在
於
政
 

府
功
能
之
調
整
，
並
非
在
於
省
之
定
位
，是
以
，修
憲
之
後
，
如
借
精
省
工
程
否
認
省
為
公
法
 

人
，
不
僅
破
壞
憲
政
體
制
、
顯
然
牴
觸
憲
法
原
意
，對
於
憲
法
之
正
常
發
展
，
更
有
嚴
重
之
反
 

面
教
育
作
用
。
也
因
此
，
根
據
同
條
項
制
定
之
「臺
灣
省
功
能
業
務
組
織
調
整
暫
行
條
例
」
， 

乃
至
根
據
同
條
第
一
項
制
定
之
「地
方
制
度
法
」
，是
絕
對
不
可
否
認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憲
政
體
 

制
原
理
及
修
憲
意
旨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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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菩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絛
文
對
踩
表
 

(固
民
大
會
通
過
版
本
)

第

九

條

制 百 百 百 百 項 一 之 1各 度

任 院 人 會 會 省 統 院 席 其 置 j省 ： 二 十 十 零 第 百 ， llfci,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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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行 二 省 @ 之 提 甴 人 丨 九 玫 條 及 至  ' 、 條 憲 法 括  

總 政 方 諮 路 • 請 行 為 ! 之 第 第 第 第 第 法 律 匕 方  

统 院 干 議 礒 總 k 主 ’ i 1 限 ------------------ 一 第 定 丨 列

大

會

修

正

後

條

文

第

九

條

告 丨 百 "i■ 百 "S■ 指 一 夕 L&J户

哆 人 會 會 省 之 請 行 為 K 丨 置 | 省 V 二 十 十 零 佘 百 ， 1#欠 广 省  

長 ’ 議 ， 兮 3 地 - 政 主 ’ ^ 碎 十 五 二 九 一 零 不  ' 應 、 

提 由 3 置 L  二 院 席 其 ^ 丨 省 二 條 條 絛 款 八 受 以 丨 包 丨 縣  

請 行 1 省 ’s 沈 院 . 申 f 政 條 及 至 、 、 條 憲 法 丨 全 ! 地  

總 政 方 炫 洁 住 長 均 一 声 踣 之 第 第 第 第 第 法 律 左 丨 方  

統 院 干 議 議 合 提 甴 人 1 干 卜  限 ------------------------冥 定 1列 制

提

案

擬

修

正

絛

文

第 i 

S 原

♦ i百 百 百 g  — 之 各 •度 1

置 省 分 議 立 屌 之 民 員 員 會 縣 省 ： 二 十 十 第 百 ‘ 款 ， 省 L  
丄 設 刹 會 法 於 ， 、 今 、 . . . 投 十 五 二 一 零 不  ' 恧 、r  
名 省 行 、 裎 省  锌 “ 縣 省 ^ 省 二 條 條 款 八 受 以 包 縣 丨  

長 政 之 縣 ， 、 民 ^ 議 議 K 議 條 及 至 、 條 憲 法 含 地 k  
' 府 9 議 由 縣 選 ® 會 會 # 會 之 第 第 第 第 法 律 左 方 !x  
一 ， 會 省 之 是 省 議 議 議 . 限 一 ------------- 第 定 列 制 1

\

選 為 丨 制 能 嗥 務 長 政 省 提 諮 議 項 中 理 省 踔 乏 陴 眸 政 省 凍  

舉 顧 丨 立 降 磧 職 期 府 自 請 詢 員 _ 一 後 議 。 j自 既 非 ‘ 自 蛣  

承 及 1之 低 士 掌 以 之 治 總 ， 若 並 人 ， 會 i治 跑 地 之 治 憲  

諾 省 敕 政 省 ， 來 派 地 統 上 干 設 為 省 議 U i ;東 方 派 之 法  

， 長 • k台 賊 如 ， 出 位 任 述 人 省 至 政 貞  ■ 结 i 出 規 本  

確 及 陴 陴 阵 熟 機 雖 命 人 ， 諮 席 府 及  k ， 治 定 文  

保 省 擊 監 k于 悉 關 然 之 員 以 議 ， 置 省  $ 憲 固 關 ， 與  

本 議 外 噔 政 各 ， 凍 。 均 供 會 執 委 長  $ 法 雜 ， 畔 增  

屆 員 ， 縣 院 縣 但 結 由 省 ， 行 員 之  g • 中 。 昉 省 修  

‘台 對  b t 市 督 市 由 ， 行 政 置 中 若 選  ^ 專 省 一 定 條  

灣 於 可 自 導 政 於 成 政 府 省 央 干 舉 时 邊 文  

省 省 收 1̂ 眨 府 省 為 院 施 諮 交 人 停 予 省 自 法 中  

省 民 因 ， 下 之 政 中 院 政 議 辦 ， 止 以 [t義 治 k 中 有  

長 的 地 除 1 業 府 央 長 之 會 寧 其 辦 丨 ; 東 會 逞 ， 夬 閒

說

明



省 監 瓦 瑞 杬 係 省 二 民 長 人 符 人
^ - 7  J a t  '  " ( l E I  4  a  、 八  t  ■ 3

好 0 坊 A )台 . . 縣 e,l 省 置 縣

s 〇  3  ^  ^  、 人 ，又 知 H

⑸ 治 仃 監 （ 選 田 、 長 縣  

為 之 政 督 關  进 省 縣 一 政

餘

設

.#.
議

會

，
 

縣
議
會
議
員
甴
 

辟
民
選
舉
之
。 

t
f/s
於
耗
之
立
法
 

棍

'
甴
縣
議
會
 

行
之
。

縣
設
縣
玟
府
， 

置
縣
長
一
人
， 

甴
縣
民
選

蛊

 

之
。:

£
.
與i
r驿

!̂
間

鸪

。

^

^
时
效

^

^

 

睁

 l

t

£

k

除

.項

。

第
十
屆
台
灣
 

省
議
會
議
員
及
第

一屆厶

d

地-
r
省

長

 

之
任
期
至
中
菩
民
 

1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卞
0

止

.-台

任
命
之
。

B

設
縣
議
會
. 

孫
議
會
議

—

-
B

 

縣
民
選
是
之
， 

屬
於
縣
之
立
法
 

摄

，甴
縣
議
會
 

行
之
。

縣
設
縣
政
府
- 

置
縣
長

I

人
， 

甴

縣

民

選

迸

 

之

。

^■
'

lli
a

^
;
 
.

'rt 

u r L

t e ;
-
『

。

蓝
—
'ls
治

^
:£
督

 

si^l
N
- !
亂

:
晬

=

第十忌台
 

; t
省
議
會
議
員
及
 

t

弟
一
届
厶

r
l
^
T

省
省
 

長
之
任
期
至
中
荃
 

民

E3J/V
.
.
1
 

~

 
^
^
年

丄

：
 

二
月
二
丄

-

2
止

'

與
省
議
會
議
員
於
任
期
與
職
權
堆
持
 

不
變
.
不
受
凍

结

省
自
治
選
里
修
憲
 

之
影
響
。

關
於
台
芡
省
政
府
之
功
能
、
業
務
與
 

组

織
之
調
整

I

t

藉
修
正
現
行
法
 

律

、
中
夬
法
規
及
台
灣
省
政
府
組
織
 

規
程
等
省
法
規
加
以
落
實
，
如
就
各
 

別
法
規
逐
一
檢
討
修
正

i

个
僅
缺
乏
 

效
率

-

且
不
免
有
所
疏
漏
，
或
難
以
 

作
整
體
考
量
以
窺
其
全
貌
，
為
了
爭
 

取
時
效
，
宜
，制
定
特
別
法

-
就
現
杆
 

法
律
〔規
)

Itl
所
規
定
之
省
府
功
能
 

it.
,̂1
事
項
扣
以
#
查

，

fe1
其
性

货
應
 

,
w清
㈤

由

r

蜱
理
或
調
整
劃
緙

itj 

— Hi

八
-
縣

扩

：卿
理
-
予
以
明
確
規
定
, 

當
可
迅
為
因
應
。
惟
此
特
別
法
應
優
 

先
於
現
行
相
關
法
規
之
適
用
，
自
宜
 

於
憲
法
位
噔
明
確
保
留
，以
杜
爭

/
K
i

 

"

。台
灣
省
省
長
及
省
議
會
議
員
任

：

 

期
屆
滿
後
，
均
不
再
舉
行
選
舉
，
爰
子
 

時
別
規
定
"



膂
省
議

t'
議員足
 

台
灣
省
省
長
之
選
 

舉

自

第

十

届

台;4!
 

省
議
會
議
員
及
第
 

1

屆

台

.灣
省
省
長

 

任
期
之
屆
滿
日
起
 

停

止

#

戌

r

台
灣
省
議
會
 

議
員
及
台
灣
省
省
 

長
之

I

舉
停
止
辦
 

理
後
，
台
灣
省
政
 

府
之
功
能
、
業
務
 

與

组

織
之
調
整
， 

得
以
法
律
為
特
別
 

之
規
定
。

台
灣
省
議
會
議
員
 

及
台
臂
^
省
長
之
 

選
m

自
第
十
屆
台
 

灣
省
議
會
議
員
及
 

第
一
屆
台
灣
省
省
 

長
任
期
之
屆
滿
日
 

起
停
止
辦
理
。

台
灣
省
議
 

會
議
員
及
台
臂
省
 

省
長
之
選
翠
停
止
 

辩

理
後
，
台
灣
省
 

政
府
之
功
能
、
業
 

務與

组

織之

调

 

整

，
得
以
法
律
為
 

特
別
之
規
定
。

台
哭
省
省
長
及
省
議
員
之
選
承
停
止
 

後
，省
政
府
已
非
自
治
機
關
-
其

组

 

織
之
調
整
-
得
以
法
律
特
別
規
定
 

之
。



第
I

〇
七
铕

®

法
增
疹
薛
文
第
八
揉
：

地
方
轺
度
湮
包
含
左
列
各
款
-
以
法
律
17
之

，
不
 

受
至
法
第
二

e
零
八
揉
第
一
項
第I

款
■第二

a 

十
二
蝾
至
第
一
百
十
五
蹂
及
第
二
曰i

 |十
二
條
之

 

限

制

.

.

I:
'

省
置
省
委
員
會
，
承
行
政
院
指
示
，
S

調
M

 

際
間
自
治
事
項
.

•
省
委
員
畲
設
委
員
九
人-

 

並
以
其
中
一
人
爲
主
任
委
員
，
皆
由
行
政
院

 

院
長
任
命
之
.
(
要
茨
修
躉
玫
深
溫
商
附
帶

 

決

諮

.
行
政
院
！
成
X L

省
肟
m

ffi

委
員
會
， 

a

委
員
宕
干
入
,
依
政
玄
比
例
至
一
生
-
茧
以
 

=:
;
中

I

人
爲
三
任
委
員
：
s

f T
s

院
院
長
壬

 

.5n
之

.
)

二

，
行
孜
院
與

轻

之
開
係
*

三
 '
躲
設
躲

M

眘

-
躲
謀
會
謀
員
甴
祛
民
選
吾
之

 

:

甭

於

縣

之
2:.
法

項

.
虫
躱

謙

會

行

之

‘

四

'
M

設

縣

政

府

-
'
置

縣

長

~A

,
E

M

民
選
舉
 

之

-

五

、

- M
s
H

y

之
監
督

费

關

爲

行
玫
烷
*

憲
法k

 I

百
零
七
條
第
七
款
'
第
二
曰
十
條
第I 

項

第

十

一

畝

、
第
一
百
十
一
磔
至
第
！
百
十
七
條

 

及

第

二

E
二
十
五
條
關
於
省
Z
規
定
停
止
M

m
.,
 

m
法
第
二
曰
零
八
矮

 '
第

一

百
零
九
矮
規
定
之
事

 

項
臣
中
宍
立
法
茈
執
行
或
交
白
鉍
執
行
之
.
省
有

 

關
法
®
之
廢
止
或
垮
正
-
得
以
法
律
爲
特
別
之
規

 

定

*



臺
灣
省
政
府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調
整
暫
行
條
例
草
案
總
說
明

依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規
定
，
臺
灣
省
議
會
議
員
及
臺
灣
省
省
長
之
選
舉
，
自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
第
十
屆
臺
灣
省
議
會
議
員
及
第
一
屆
臺
灣
省
省
長
任
期
屆
滿
之
日
起
停
止
辨
理
，
省
並
同
時
改
為
非
地
方
 

自
治

圑

體
。
因
應
省
制
度
之
改
變
，
不
僅
臺
灣
省
政
府
之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應
配
合
調
整
，
現
行
諸
多
法
律
、
中
 

央
法
規
以
及
臺
灣
省
法
規
亦
均
應
配
合
修
正
：
万
能
落
實
此
一
制
度
之
建
立
。
為
整
體
考
量
各
項
調
整
並
爭
取
時
 

效

，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
「台
灣
省
議
會
議
員
及
台
灣
省
省
長
之
選
舉
停
止
辦
理
後
，
台
灣
省
政
 

府
之
功
能
 '
業
務
與
組
織
之
調
整
，
得
以
法
律
為
特
別
之
規
定
。
」
，
爰
擬
具

r

臺
灣
省
政
府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調
 

整
暫
行
條
例
」
草
案
，
以
為
臺
灣
省
政
府
制
度
變
革
過
渡
時
期
各
機
關
作
業
之
規
範
，
俾
因
應
此
項
調
整
工
程
之
 

需

。

本
條
例
草
案
計
二
十
二
條
，
主
要
規
範
之

内
容
包
括
：
省
政
府
組
織
及
功
能
調
整
、
省
政
府
業
務
之
檢
討
歸
 

屬

、
省
法
規
之
檢
討
整
理
、
省
政
府
資
產
及
負
債
之
處
理
及
過
渡
期
間
省
財
政
與
省
預
算
之
處
理
、
省
公
務
人
員
 

之
移
撥
安
置
以
及
權
益
保
障
事
項
等
。
其
涉
及
之
組
織
調
整
包
括
精
簡
、
整
併
'
改
隸
、
改
制
、
裁
撤
及
移
轉
民
 

營
等
方
式
，
其
中
精
簡
係
指
組
織
業
務
或
員
額
編
制
規
模
縮
小
之
謂
.，整
併
係
指
二
以
上

组

織
合
併
為
一
組
織
，



或
多
數
組
織
重
組
為
少
數
組
織
之
謂
；
改
隸
係
指
組
織
改
變
原
來
隸
屬
關
係
之
謂
.，改
制
係
指
組
織
屬
性
變
更
之
 

謂
.，裁
撤
則
指
組
織
消
滅
之
謂
.，移
轉
民
營
係
指
公
營
型
態
移
轉
為
民
營
型
態
之
謂

a 

茲
將
本
條
例
制
定
要
點
臚
列
如
次
：

1

、
揭
示
本
條
例
係
依
據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三
項
制
定
。
(草
案
第
一
條
)

二
、
 明
定
臺
灣
省
政
府
之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
(草
案
第
二
條
及
第
三
條
)

三

、
 明
定
臺
灣
省
政
府
業
務
及
機
關
組
織
調
整
之
原
則
，
為
因
應
省
政
府
業
務
與
組
織
之
調
整
，
現
行
法
律
及
中
 

央
法
規
有
關
省
及
省
政
府
主
管
或
執
行
之
事
項
，
於
相
關
法
規
未
修
正
前
-
得
由
行
政
院
依
業
務
調
整
移
轉
 

歸
屬
，
以
行
政
命
令
方
式
調
整
相
關
規
定
。
(草
案
第
四
條
)

四
、
 明
定
本
條
例
施
行
期
間
臺
灣
省
政
府
與
其
所
屬
機
關
(構
)
或
學
校
組
織
規
程
之
訂
定
、
修
正
權
責
機
關
及
 

各
該
組
織
規
程
適
用
之
規
定
。
(草
案
第
五
條
)

五
、
 明
定
臺
灣
省
政
府
業
務
移
撥
至
中
央
機
關
或
縣

(市
)

政
府
，
涉
及
員
額
調
整
者
，
排
除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總
 

員

额

或
縣

(市
)

政
府
員
額
設
置
基
準
所
規
定
員
額
數
之
限
制
。
(草
案
第
六
條
)

六

、
 明
定
臺
灣
省
法
規
配
合
省
政
府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調
整
之
處
理
措
施

A

草
案
第
七
條
)



七

、
 明
定
臺
灣
省
政
府
功
能
業
務
與

组
織
調
整
後
，
省
有
資
產
及
負
債
之
繼
受
與
處
理
事
宜
。
(草
案
第
八
條
及
第
 

九
條
)

八

、
 明
定
臺
灣
省
政
府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調
整
期
間
，
省
預
算
編
製
與
執
行
之
處
理
規
範
。
(草
案
第
十
條
)

九

、
 明
定
省
級
公
務
人
員
配
合
省
政
府
功
能
業
務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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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人 另 編 須 校  
方 m 定 制 移 * 
權 4 組 員 也 因  
責 ，織 額 安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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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邊 資 。 。者 人 ，一條者下 

， 月遣 但 ，員 減 次 第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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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後 效 個 ，後 哼 之 ，f  

， ，曰 月 並 二 總 俸 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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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人 指 授 試 ，省定 
省 俾 員 中 櫂 院 但 級 授  
政 舉 如 央 事 以 尚 員 權  
府 安 人 政 項 命 不 工 由  
業 置 數 府 如 令 需 權 ,  

務 。較 機 下 赘 於 益 咚  

與 多 關 • 夸 本 保 5  
組 者 承 埼 條 障 变  

織 ，接 2 例 措 S  
調 得 配  f 中施耄 
整 在 合  S 明 雖 泛  
後 原 業  f 定 與 5  
， 服務  5 ，現 5  

現 務移 £ 爰 行 坌  
合 地 轉 ： 授 相 5  
法 區 移 法 權 關 ^  
續 設撥  ° 行 規 f  

住 立之 政定

四 三

金 學 再 第 間 職 法 第 用 一 條 為 法 辨  
額 校 任 三 内 ，適 二 ，定第期所法  
。或 臺 項 辨 爰 應 項 並 月 二 資 定 辦  

業 灣 明 理 規 新 係 於 份 項 遣 之 理  
務 省 定 資 定 工 顧 留 之 第 人 資 資  
未 雜 依 遣 給 作 及 用 傣 一 員 邊 邊  
受 議 優 者 予 ^ 已 期 他 款 與 給 之  
機 會 惠 二 二 $ 移 ^ 她 及 自 與 情  

關 臺 資 ^ 年 | 撥 辨 S 第願和形 
之 i 遣 f 之 s 安 f j 二退一外

務 盖 定 £ 應 f 之 S f 規人退並 
應 府 辨 璺 緩 卺 省 赉 J 定員休因 
按 與 理 衝 ® 級 S  士 ，權金公 
比 箕 資 囔 期 靈 公 莹 ；̂辦 益 之 務  
例 所 遣 念 ，f 務 5  f 理衡計人 
，缴 屬 者 楚 並 而 人 变 第 資 平 算 負  
回 機 ’疋 規 不 員 發 二 遣 ’標資 
已 關 於 ° 定 願 ， ° 項 者 爰 準 遣  

領 2  一  於 繼 可 規 得 參 相 給  
取 5 年 該 續 能 定 發 照 同 與  
之 、内 期 任 無 留 給 前 ，辨



六

，
退

体

人

員

及

公

務

人

員

遺

族

照

之

權

責

機

關

事

項

。

七
、
 原
依
聘
用
人

t

貝
聘
用
條
例
或
行
政
院
暨
所
屬
機
關
約
僱
 

人
員
僱
用
辦
法
聘
僱
人

员
之
權
益
保
障
事
項
。

八
、
 技
工
、工
友
之
權
益
保
障
事
項
。

九
、 休
職
 '停
職
及
留
職
停
薪
人
員
之
權
益
保
障
事
項
。

宿

舍

之

述

41
^

員

1!
^

法

養

(
借

)—
住

眷

屬

宿

舍

或

 

職
務
宿
舍
之
現
職
人
員
，其
借
住
宿
舍
之
相
關
權
益
維
護
 

事
項

C
 

,

第
三
款
係
指
配
合
省
政
府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調
整
後
，提
 

前
退
休
(職
)
或
資
遣
人
員
於
一
定
年
限

内
再
任
時
，其
 

再
任
前
之
年
終
考
績
與
再
任
後
之
年
終
考
績
視
為
連
續
之
 

相
關
事
項
。

第
四
款
係
指
依
優
惠
辦
理
資
遣
人
員
-如
因
任
職
年
資
未
 

達
請
領
公
保
養
老
給
付
或
勞
保
老
年
給
付
條
件
，而
有
損
 

失
公
保
或
勞
保
之
已
投
保
年
資
者
，其
權
益
損
失
之
補
償
 

相
關
事
項
。

第
五
款
係
指
支

(兼
)

領
月
退
休
金
人
員
退
休
金
與
公
務
人
 

員
遣
族
年
撫
卹
金
支
給
機
關
之
相
關
事
項
。

第
六
款
係
指
原
省
政
府
與
其
所
屬
機
關
退
休
人
員
及
公
務
 

人
員
遺
族
照
護
權
責
機
關
之
相
關
事
項
。

第
七
款
係
指
省
約
聘
僱
人
員
原
則
上
配
合
省
政
府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調
整
，隨
同
業
務
移
撥
。不
願
隨
同
業
務
移
撥
 

者
，除
依
照
各
機
關
學
校
聘
僱
人
員
離
職
儲
金
給
與
辦
法
 

規
定
辦
理
外
，於
業
務
移
撥
當
時
已
繼
績
服
務
滿
一
定
年
 

限
者
，發
給
一
定
月
份
之
月
支
報
酬
等
之
相
關
事
項
。

第
八
款
係
指
省
技
工
(含
駕
駛
丫
工
友
原
則
上
配
合
省
政
 

府
功
能
業
務
與

组
織
調
整
，隨
同
業
務
移
撥
。不
願
隨
同
 

業
務
移
撥
者
，於
業
務
移
撥
當
時
已
繼
續
服
務
滿
一
定
年
 

限
者
，發
給
一
定
月
份
之
工
餉
等
之
相
關
事

项
=



第

曰十
裁條
撤
，臺
其灣
组省
織議
規會
程自
由中
行
政民 
院國 
廢八  
i 十 
之七 
; 年 
其十 
所二 
屬月 
公二 
務十

第
序 條 之 十  
， 例 省 九  
由 原 之 屬 條  
行 省 規 機  
政 政 定 關 省  
哆 府 。首長 

疋常 長 、 
之 i  之 省  
° S  退政

g 職奮
1  ，貝

J 準及 
^  用職 

:  政務  
f  務比

S  m l

首 碱任  
長 酬 第  
之 勞十 
任 备三 
免 給職  
程 與等

第
四 三 二 一 適 十  
、 、 、 、 用 八

府 於 ^ 省 區 中 機 於 條  
與 中 含 營 設 央 關 下  
其 華 專 事 辩 機 ^ 列 本  

所 民 案 業 事 關 構 人 條  
屬 國 裁 或 處 一  ̂ 員 例  
機 八 減 兼 纟 斤 構 或 ：有 
關 十 ^ 具 並 ^ 學  關 

一 七 时 事 予 或 i交 省  
構 年 g 業 移 學 整 級  
w 七 f 性 撥 校 併  公 
或 月 冷 質 安 i 、 務 
考 十 2 之 置 省 迻 人  
校 六 亦 省 者 級 警  貝 
服 曰 孟 屬 。公典 各 
務 以 f 機 務 豐  項 
者 後 货 關 人 焚 優  

。調 s  ^ 負 举 惠  

任 1 ■ 構 原 f  措 
至 1 一 服 墨 施  
省 精 務 者  ， 
政 簡 地 。 不

S !
A 項 

貝規 
、定 
技臺 
工灣 
一省

贪議
駕會
駛裁
^ 撤
及後
工 ，

友相 
w 關 
之公  
安務 
置人 
及員 
權 ^  

益含

適 之 第 機 俾 長 第  
用 任 二 關 資 之 一  
。免 項 首 看 退 項  

蛘 規 吞 長 職 ‘ 

序 定 S  I 準定 
，省 卺 省 | 省  
授 政 適 政 ^ 長

權 府 1 委 1  
行 原 4 員 ？ 省 
年 常 據 及 5 政 

院感 職 職 委  
另 副 務 酬 員  
定省 比 普 及  

之 長 照 签 省  
f 及 簡 給 政  
以 各 任 與 府  
為廳 第 4 各 
過處 十 例 政  
渡機 三 之 務  
時關 職 規 廳  
期首  等 定 處  
之萇  之 ，首

-- W .  一

■  ■  I  '1

服 月 本 丄 定 ‘ 影 置 方 對 與 丄  

務 十 條 2 之 f 響 在 機 於 組 J

者 5 例 芷 规 5 ，其 關 機 織 ： 
不日 , 優 盎 定 J 爰 原 ^ 關 調 U  
f 湓 惠 f 辨 | ， 服 構 ^ 整 S  

用 1 5 盒 理 t S 務 ^ 構 致 I

至 5 務 案 措  
哼 1 人 裁 f  f  f  f  f 施 
是二員 述 相 承 校 有 係
f  S 刻 係 篇 關 接 原 權 S  

t 為 意 依 1 單 移 地 益 對  
§ ， 調 各 f 位 撥 整 之 因  

f 麦 任 事 藉 ，f 併 省 配  
1 1 名、 業 1  g 省 、、級合 
1 1 屬 主 t 其 級 改 公 省  

機 管 原 公 隸 務 政  
構乂 關  機 有 務 及 人 府  
V 十 ， 關 權 人 中 員 功  
或七以  已 益 員 央 而 能  
學 年 適  另 不 ，或 設 業  
校七用  訂 受 安 地 ，務

益薪第 
保 、九 
障應款 
之徵係 
相入指 
關伍休 
事留職 
項 職 ， 
。停停

薪職 
! '

:留 
U 職 
及停 
復薪 
職一 
等含 
省育 
級婴 

■員留 
工職
權停



第
八 七  六五  四 三 二 一 此 承 國 二  
、 、 、 、 、 、 、 、 限 行 八 十

事 逾 縣 焚 項 5  S 事 髮 之 5  S S : 犛 J  ^  

項 越 5 市 。 市 市 項 市 主 市 市 市 S i
5 棄 U 省

限 政 厨 員 會  S 2 府 章 府 監 二 J  4 府 組  不 4  呈 S 延 備 所  督 月 t'
予 辦 織 i  %  1 1 佘 查 在 具
£  f  f  去 1  1  ^  1 5 t 十 $  i t 委 &  原 f  1 行 項 1 列 一 有
轴 1 1  職 1  S  ft ° | ^  f m
螯 自 f  通 f  方 s  項 縣 ， 自 

更 _  f £  5 總 |  °  ¥  t 孕

f 項 除 营 算 決  自 適 規  
i. .1 威 函 案 議  治 用 定  
夯 4  務 £  之 或  事 。 」 

亨 ？ 或 4 協 執 項 但 自  
去 手  解項  兩 行  ^ 省中  
執 令  聘 f 議 不  不 政 華  
行 、 事 決 當  在 府 民

詢 諮 九 人  
意 議 人 員  

臺 見 長 ，臺之 

灣 i ’由灣權 
省產任行 省 益  
諮 f 期 政 i 嘈 
議 导 三 院 3 障 

會 5■年院5 .， 
組 濟 ，長 s 準

織 S1為 提 密 $  
規 J 無 請 置 本  
程 ■ 給 總 諮 條  
，2 職 統 議 例  
由 T ，任 會 之  
行 準 對 命 議 埤  
政 | 省 之 | 定 
院 | 政 ，5 。 
定 $ 府 並 不  
之 業 指 丄  
° $ 務 定 人

規盤一至 定 供 人 二  
。諮 為 十

項 第 項 第 埤 第 項 第 第 項 第 第 自 公 定 議 民 ‘ 
。七 ° 六 定 五 。四 三 。二 一 治 棒 ’員國舍 

款 款 之 款  款款  款 款 事 i 為 選 八 :  
係 係事 係  係係 係 係 項 款 避 舉 十 增  
i旨 4旨項 4旨 ia 指 ^ 旨 如 有 專 ，戈修 

省 省 。省 廣 |  省 盘 下 關 f 省 歪 條

a a a i 真 f 真 犛 f i 言f
法 法 法 法 t  £  t  承f 法 ：f：條 
第 第 第 第 f  j f  行 ， 中 i 第

四 二 一 '一本 It 政 喜 有 3 二

士 t  1； 言土 P I  f 養 ^ 遭

f  f  f  f l  1 ; 停定

二 二 二 四 之 孟 t  督 ’ 事 # 臺 
項 項 項 項 J  項 爹 之 以 項 理 灣  
規 規 及 規 j  規 i  縣 杜 之 省 省  
定 定 第 定 。、 足 項 爭相長自 
之 之 四 之  之 。、 市 議 關 及 +  
事 事 項 事  事 v  = 規 省 華

第 省 產 功 第 保  
^ 有 ，能二障  
f 財 係 及 項 事  
5 產 登 其 規 項  
：!：處 記 預 定 ’ f 理 為 算 省 準

， 規 有 列 議 省

| 定 財 與 賞 齊

爹，產_
| | a a

f 略i 至 i 之 
$ 定監尝產規町 。 為 冇生泠 
定 管 關 1 1 
權 理 省 式  
責 機 議 、
機 關 會 任  
關 ，之期 
。 屬 財 、



第
日二
施十
行二
，條

其

行 1  
政 ？

™ 國
另八

1  +  
之七
。年

十
—

■  ■

+

十 十 十 十 九  
三 二 一 、 、
、 、 、 縣縣 

選 縣 縣 縣 ^  
畜/ " " N  市市
高 市 市 市 一  一 
f  一 w  一 間 政  

長 長 長 事 府  
、之 、權 依  
縣 停 縣 爭 法  
^ 止 ^ 議 應  
市 職 市 之 為  
> 務 ^ 解 而  

議 拳 議 灰 不  
f 項 員 事 為  
益 。之 項 之  
荔 解 。代
1 除 行  

/ ^  職 處  
f  務 理  
J  事 事

|  ^  ^

補 ° .,：：

定明
之定
，本
以條
期例
調之
整施
作行
業始
程日
序 ，

5 並

竽規

S |

行
期
間
9

由
行
政
院

之 留 法 政 i 項 第 事 第 項 第 第 項 第 規 第  
。待 令 府 縣 規 + 項 + 規 +  +  ° A •定八 

司 故 之 自 定 三 。二 定 一 灰  款 之 款  
法 定 功 治 之 款  款 之 款 係  係事係  
院 定 能 法 事 係  係 事 係 指 指 項 指  
大 之 、中 項 指 指 項 指 省 省 ° 省 

法 ‘ 業 省 。省 省 w 省 f ' 縣 縣 
官 5 ：務自 縣 縣 縣今 自 自 
會 5 、治 自 自 自泠 治 治 

議 M 組事 治 治 治营  法 法 
解 I 織 項 法 法 法 f  第 第  
釋 5 及部 第 第 第垩  五 五 

棱 ；| 職 分 六 五 五 卞 十 十  
，之 掌 停  十 十 十 g  五 四 

於 公 ，止 一 八  七 : 條 條  
地 法 依 適 條 條 條 f  第 第 
方 人 本 用  第 第 第 f  一 三  
制 定 條 彳 政 一 — 一翥 項 項 
度 位 例 ， 項 項 項 ; 規 及  
中 問 及 關  及 規 及 f  定 第 
規 題 相 於  第 定 第 之 四 
定 ，關省 二 之 三  事 項



速

最
速
件

密
萼

解
密
條
件

件

抽

存

後

公

後

解

密

年

月

a

k
動

解

密

受艾者

臺灣省政府函

行文單位

正本

翁
大
法
官
岳
生
等
十
四
人

本

本
府
吳
副
省
長
室
、民
政
廳
、人
事
處
、法
 

賴

規會含附件)

發文

3期字號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八
七
府
法
一
字
第
一
四
二
九
一
〇
號

件

見
主

.

批

擬辦

限年存保

號 檔

主
旨
：檢
陳
「省
於
修
憲
停
選
後
仍
為
公
法
人
之
法
律
意
見
」
一
份
如
附
件
，敬
請
卓
參
。

說
明
：r

據
本
(八
十
七
)
年
七
月
四
日
台
灣
時
報
第
四
版
報
導
：
有
關
「省
於
修
憲
停
選
後
仍
為
公
法
人
 

」
之
疑
義
問
題
，立
法
院
業
已
提
請
大
法
官
會
議
解
釋
，日
前
大
法
宮
會
議
並
行
文

内
政
部
，就



省
是
否
得
為
公
法
人
之
釋
憲
案
，請
其
提
出
說
明
，該
部
將
在
近
期

内
就
省
何
以
不
為
公
法
人
提
 

出
答
辯
說
明
。

’依
我
國
憲
法
揭
示
，省
為
地
方
制
度
之
一
環
，亦
為
地
方
政
府
層
級
之
一
。憲
法
上
有
關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定
位
，其
有
關
條
文
甚
多
，彼
此
呼
應
而
構
成
省
之
制
度
整
體
。揆
諸
此
次
憲
法
增
修
， 

雖
停
止
省
自
治
選
舉
(以
下
簡
稱
停
選
)
，但
並
未
停
止
憲
法
上
有
關
省
之
定
位
之
其
他
相
關
條
 

文
。因
此
，停
選
在
我
國
憲
法
上
之
法
律
規
範
效
杲
如
何
？
其
是
否
使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地
位
受
到
 

影
響
，
不
宜
僅
依
據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予
以
解
釋
，
以
免
斷
章
取
義
、
以
偏
概
全
，因
而
違
 

背
憲
政
體
制
。本
府
爰
從
我
國
憲
法
上
地
方
制
度
原
理
及
修
憲
意
旨
，並
理
性
客
觀
地
從
憲
法
地
 

方
制
度
整
體
，將
該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舆
未
停
止
適
用
之
其
他
條
文
，予
以
綜
合
，並
作
完
整
體
 

系
說
明
，特
別
提
出
「省
於
修
憲
停
選
後
仍
為
公
法
人
之
法
律
意
見
」
如
附
件
，謹
供
貴
大
法

官
審
議
參
考

省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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曩

羊

會

E

t

i

ny

 
•

盞

-

殳

：
響

?

窮
2:;

•■::. l
:.: l!

M
.

l

S

興
新
村

説

一
內
政
部
民
政
司
長

纪

佼
臣
昨
天
在
省
誘
會
表
示

 

-
省
諾
會
末
又
.改
制

爲

省
K

議
#
後

，
定
位
已
確
定
和
精
簡
後
的
省

 

政
府

2E
行

-
而
非
省
府

隷

屬
s

位

：
不

迓

，
省
諮
隶
會
體
質
朝
行
政

 

委
員

#■
規

劃

，
己
是
由
央
同
意
的
上
限
=

省
諶
金
昨
天
召
開
一
省
議
會
改
制
學
術

硏

討
會

j

 
■
邀
詢
多
名
專

 

家
學

# ,
及

官

員

-
就

省

諾

會

改

制

「
省
諮
諶
會
的
法
制
地
位
及
職
權

 

」
等
多
項
主
題
進
行

I T
論

。
紀
俊
臣
在
會
中
發
言
指
匕
，
省
府

钽
磁

 

精
簡
的
各
盤
調
整
，
由
民
主
概
制
改

爲

非
民
芏
機
制
-
政
治
組
織
改

 

爲

非
政
治
組
級
，
法
人
膛
質
改

爲

非
法
人
體
質
-
決
策
功
能
改

爲

監

 

督

功

組

，
可
以
說
在
省
的
改
制
而
言
-
新
地
方
政
府
的
建
造
，
而
非
 

僅
*
1
組
矮
的
精
簡
而
已
。

.
色

此

臣

說

>_省
的
定
位
由
省
自
治

S

I S
愛
更

爲

省
巧
政
區
域

T
省
 

政
庶
成

爲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
權

實

縮

小

也

0
制
了
省
諮

m

會
的
功

 

能

- ;
把
俊
臣
指
叱
，
省
諮
謙
會
的
定
位
已
定

爲

和
省
政
府
平
行
而
對

 

等

晚
機
關
，
大
約
相
似
於
獨
立
的
「
行
政
委
員
會

一

 
，
其
特
性

爲

諮

 

詢

^ ;
)'牮
立
法

性

'
準
司
法
性
-
省
議
會
未
來
體
質
特
性
最
高

爲

不

 

超
過
行
政
委
員
會
的
體
筲
-
這
是
中
央
對
省
諮
議
會
的
上
限
。

不

過

，
代

表

省

政

府

的

省

法

規

會

主

秘

陸

鑫

在

會

中

仍

重

由

省

爲

 

公

法

人

的

修

憲

原

則

應

受

璋

重

：
5 n
將

省

定

位

爲

中

央

i s
出

機

関

，
 

即

無

行

政

區

域

可

言

-
則

憲

法

中

有

関

「
省

與

省

一

間

桎

濟

芊

衡

發

 

展

補

助

的

規

定

-
即

失

去

其

意

赛

。
而

中

央

一

再

篁

稱

袴

省

定

位

爲

 

中

央

渡

出

唼

 

t
K
,

 K.

具

S

人

：>
s

,
.
7

i r
'-S
I
K.f t
I
K
i>a

=-l
l.i

5:
:=
、
 

省

諮

議

會

間

的

阽

係

有

侘

區

別

？

省

與

省

&

莳

有
L;c.
不

一='
?

等

提

&

 

有

力

說

明

-
令

人

難

以

信

服

=

(中
興
新
杧
訊
)
內
政
部
民
改
€
長
紀
俊
巨
昨
天
在
省
議
#
指
：

0

 

，
大
法
官
會
議
已
就
省
是
否

爲

公
法
人
釋
蕙
夾
函
內
政
部
提
33答
辯
 

.。
紀
俊
臣
同
時
對
台
灌
省
長
宋
楚
瑜
批

庐

中
央
把
精
省
由
五
年
縮

爲

 

二
年
一
事
提
出
說
明
-
他
說
從
來
沒
有
一
個
文
件
記
載
五
年
後
7
要
 

稍

省

，
至
於
二
年
前
是
依
行
政
院
的
政
府
改
造
二
年
完
成
的

I t
劃

。

.

*=
俊

臣

說

-
省
政
府
一
直
爭
取
精
省
後
仍

爲

公
法
人
，
立
法
院

S

 

此
提
請
大
法
官
會
議
解
釋
。
日
前
大
法
官
舍
諾
行
文
內
政
部
，
就
省
 

是
否
得

爲

公
法
人
的
釋

宽

要
內
政
部
提
出
說
明
，
內
政
部
將
在
近
期

 

k

就
省
坷
以
不

爲

公
法
人
提
出
答
辯
說
明
。

紅
俊
臣
表
示
-
未
來
雈
府
組
織
架
構
如
何
*
內
政
部
有
構
思

，f
J

 

尙

未
有
明
確
方
案

D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七
月
三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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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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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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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於
修
蕙
停
選
後
仍
為
公
法
人
之
法
律
意
見

※※※※

研
提
單
位
：
臺
灣
省
政
府



省
於
修
憲
停
選
後
仍
為
公
法
人
之
法
律
意
見

一
、前
言
 

'

憲
法
是
政
治
性
最
為
濃
厚
的
法
規
範
，
但
是
，作
為
國
家
最
高
規
範
之
憲
法
-
亦
必
須
妥
 

當
超
越
於
政
治
之
外
，適
時
充
分
發
揮
其
規
範
政
治
之
功
能
。
然
而
，
憲
法
如
何
發
揮
規
範
政
 

治
之
功
能
，其
最
為
重
要
者
，
在
於
解
釋
憲
法
或
執
行
憲
法
事
項
之
時
，
應
謹
守
憲
政
體
制
及
 

立
(修
)
憲
意
旨
。
而
且
，
面
對
越
是
具
有
政
治
爭
議
之
憲
政
課
題
，
這
種
態
度
應
更
審
慎
而
 

嚴
謹
。

我
國
憲
法
上
，
省
為
地
方
制
度
之
一
環
，亦
為
地
方
政
府
層
級
之

一

 。憲
法
上
有
關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定
位
，其
有
關
條
文
尚
多
，彼
此
呼
應
而
構
成
省
之
制
度
整
體

◊
此
次
憲
法
增
修
， 

雖
停
止
省
自
治
選
舉
(
以
下
簡
稱
停
選
)
，
但
並
未
停
止
憲
法
上
有
關
省
之
定
位
之
其
他
相
關
 

條
文
。因
此
，
停
選
在
我
國
憲
法
上
之
法
律
規
範
效
果
如
何
？
其
是
否
使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地
位
 

受
到
影
響
？
解
釋
上
應
從
我
國
憲
法
上
地
方
制
度
構
成
原
理
及
修
憲
意
旨
，
作
為
分
析
說
明
之
 

依
據
，其
基
本
之
理
性
客
觀
態
度
，
則
應
回
歸
憲
法
地
方
制
度
之
整
體
，將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與
未
停
止
適
用
之
其
他
條
文
，
予
以
綜
合
，並
作
完
整
體
系
觀
察
，
如
僅
依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而
作
解
釋
，顯
然
會
發
生
以
偏
概
全
，並
因
而
違
背
憲
政
體
制
。

不
過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對
憲
法
本
文
有
關
省
之
權
限
，
以
及
地
方
制
度
中
之
地
 

方
自
治
部
分
，畢
竟
有
重
大
調
整
意
義
，
且
為
問
題
探
討
之
核
心
所
在
，爰
就
該
條
條
文
及
其
 

所
附
修
憲
理
由
表
列
於
下
，作
為
相
關
說
明
之
參
考
。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條
文
對
照
表

_
_
_
_
_

(
國
民
大
會
通
過
版
本
)總
統
八
十
六
年

l- fc

月
二
十
一
 

a

公
布

規 整 能 理 灣  滿 扎 A 七 之 員  

定 ， 、 後 省 台 1 _ ]  ◊ 灣 肖 灣 年 任 及 笫  

。 得 業 ， 省 灣 起 邛 K k 九 十 期 第 十  

以 務 台 長 省 伶 W 4  > 議 二 至 一 屆  

法 I 灣 之 議 】I> vr介 選 會 月 中 屆 台  

律 f 省 選 會 _  & 冰 取 議 二 華 台 灣  

為 巧 政 舉 議 现 任 U 自 員 十 民 灣 省  
特 織 府 停 員 ° 期 及 第 及 曰 國 省 議  

別 之 之 止 及  之 第 十 台 止 八 省 會  

之 調 功 辨 台  屆 一 屆 灣 ， 十 長 議

督

縣

白

治

事

項
〇

七

承 。

行

政

院

之

命
賢

監

A  丑 四 . 耳  二：

中 一 縣 縣 屬 議 縣 任 行 諸 省 請 席 九  

央 人 設 議 於 員 設 命 政 議 設 總 A  k  
版 丄 縣 會 縣 由 縣 之 院 會 省 統 ^ ， 

S m 政 J 之 f 議 。 院 1 * 其

縣 ‘ 置 權 豐 縣 請 T  , ° 院 人  

之 i 縣 ， f 議  總 个 置  長 為  

關 。 長  由 會  統 由 省  提 主

百 至

省 X 第 
設 t  — 

省 ；̂ 百 ’ 

政 f 十

f  5  5

置 ，i  
委 ’ 第

M 一

百
零

九

%

百

十
二

綠

際

第
一

m
第
一

款

k

定 i 
之y
不

受

憲

第

百

零

%

包

左

列

各

款

以

法

律

第

九

條

省
、

縣

地

方

制

度

大

會

修

正

後

條

文

規 整 能 理 灣  滿 屆 台 省 台 七 之 8 

定 ， 、 後 省 台 曰 台 灣 省 灣 年 任 及 第  

。 得 業 ， 省 灣 起 灣 省 長 省 十 期 第 十  
以 G 台 長 省 停 省 議 之 議 二 至 一 屆  

法 : 灣 之 議 丰 省 會 選 會 月 中 屆 台  

律 f 省 選 會 辦 長 議 舉 議 二 華 台 灣  

為 气 政 舉 議 5里 任 員 自 員 十 民 灣 省  

特 織 府 停 員 ° 期 及 第 及 曰 國 省 議  

別 之 之 止 及  之 第 十 台 止 八 ，省 會  

之 調 功 辦 台  屆 一 屆 背 ， 十 | 長 議

省

政

府
〇

9

縣

白

治

之

監

督

機

關

為

丨係
〇

省
>

縣

與

中

央

之

關

五

之 一 縣 縣  

。 人 設 議  

， 縣 會  

由 政 圩

盖 府 f

民 置

選 縣

舉 長

n
屬

於

縣

之

立

法

權

由

議 縣 統 由 諮 省 長 主 若  

員 設 任 行 議 設 提 席 干  

由 縣 命 政 會 省 請 * 1a  
縣 議 之 院 議 諮 總 均 ， 

| 會 。 院 員 議 夢 由 其  

J ， 長 若 會 ; | 行 中  

_ 縣 提 干 ， t 政 一  

^ 議  請 人 置 （ 院 人  

° 會  總 ， 省 " 院 為

— 百 至

省 士 第

設 十 一

省 孟 百  
政 ， 十 

府 孟 五
， 限 條  

置 制 J  
委 ‘ 第 

員 一

百

零

九

條

%

百

十

5

八

第

項

第

款

i

定

之

受

憲

法

第

百

零

應

包

含

左

列

各

款
1

以

法

律

第

九

條

省

縣

地

方

制

度
*

提

案

擬

修

正

條

文

1

i

i
i

督

關

為

省

政

府
〇

行

政

院

縣

白

治

之

監

A
省 省 民 縣  

自 與 選 長  

治 縣 舉 分  

之 之 之 別  

監 關 ° 由 

督 係  省 

機 ° 民 

關 、 

為 縣

置

縣

長

人

省

長
、

三 二 一

一 省 會 權 屬 ‘民 縣 議 省 ‘ 

人 設 分 ， 於 、 議 會 設  

， 省 別 由 縣 會 ， 瀹 

縣 政 行 省 ^ 民 議 省 議  

設 府 之 議 庇 f 員 議 會  
縣 ， 。 會 縣 舉 分 會 ， 

政 置  、 之 义 別 議 縣  

府 省  縣 立 ° 由 員 設  

， 長 議 法  省 、 縣

隈 條

制 及

: 第

百

十

條

之

百

十

條

至

第

百

十

五

八

條

第

項

第

款

%

定
之

不

受

憲
法

第

百

零

應

包

I

列

各

款

以

法

律

第
八

條

省

縣

地

方

制

度

原

條

文

調 後  後 
整 ， 台 ' 台 法 於 當 緙  
， 省 灣  ；均 灣 位 現 可 中  

得 政 省 ， ：f 省 階 行 迅 央  

以 府 省  1 省 明 相 為 ‘ 
法 已 i  齊 長 確 關 因 1  

律 非 ^  ^ 及 f 法 應 $  
特 白 J  f 省 留 規 ° 3  
別 治 s  舉 議 ，之 惟 甲  

規 機 普  # 會 以 適 此 予  

芩 關 貝  幸 議 墊 用 特 以

， 其 選  當 5 5 自 髮 5

组 舉  ^ 期 。 宜 應 規  

織 停  | 屆 於 優 定  

之 止  。滿 憲 先 ，

其
性

質
應

繼

續

歸
由

省

辦

理

或
調

割

之

省

蔚
功

能

業

務

事

項
加
以

查

視

別
法

就

現

行
法

津

規

中

所

規

定

其 有 檢 法 央  

全 所 討 規 法  

貌 疏 修 加 規  
，漏 正 以 及  

為 ， ，落台  

了 或 不 實 灣  

爭 難 僅 ，省 
取 以 缺 如 政  

時 作 乏 就 府  

效 整 效 各 组  

，體 率 別 織  
宜 考 ，法 規  

制 量 且 規 程  

定 以 不 逐 等  

特 窺 免 一 省

織
之

調
整

需

藉

修
正

現

行
法

律
、

中

關
於
台

省
政

府
之

功

能
、

業

務

與
组

不

受

凍
結

省

白
治

選

舉

修
憲
之

影

響
〇

四

議舉為\;台  

會 承 顧 衝  

議 諾 及 擊  
貞 * 省 外  

於 確 長 ， 

任 保 及 並  

期 本 省 可  

與 屆 議 收  

職 台 員 芎  

權 灣 對 $  
維 省 於  

持 省 省  

不 長 民 ^  

變 與 的 &  

，省 選 °

省
政

府
監

督
縣

市

白
治
t
除

能

降

低
政

三

掌 以 府 y 之 人 人 設 人  

， 來 之 自 。 員 ， 省 為  

如 ， 痕 治 均 以 諮 主  

在 熟 出 地 由 供 礒 席  

行 ¥ 機 位 行 省 會 ， 

政 i 關 雖 政 政 ，執 

院 : ， 然 院 府 置 行  

督 5 但 凍 院 施 省 中  

辱■ J 由 結  i 政 諮 4  

之 $ 於 ， 提 之 議 交  

下 府 省 成 請 諮 會 辦  
，又 政 為  總 詢 議 事  

纒 業 府 中  統 ， 員 項  

續 務 長 央  任 上 若 ， 

由 職 期 政 命 述 干 並

後
，議 亦  

省 會 應  
政 議 同  

府 員 時  

置 及 予  

委 省 ^  

員 長 凍  

若 之 1•结 

干 選 ° 
人 舉

，停

其 止

中 辦
一 理

結

憲
法

中

專

屬

省

議

會
之

白

治

立

法

方

白

治

困

體
〇

省

之

t
治

選

舉
既

然

凍

之

派

出

機
關

仍

為
公

法

人
f
但

非
地

白
治

之

規

定

將

省

定

位

為

中

央

政

府

結

憲
法

本
文

與

增

修
條
文

中

關
省

說

明

3



二
、省
本
為
公
法
人

—
省
之
憲
法
上
定
位
^̂,

尊
重
地
方
制
度
，
賦
與
省
、縣
政
府
層
級
享
有
公
法
上
權
限
，是
我
國
憲
法
有
別
於
其
他
 

國
家
憲
法
之
特
色
；
此
一
特
色
，
不
僅
使
我
國
憲
法
與
德
國
、
法
國
、
日
本
等
分
治
國
家
之
憲
 

法
截
然
有
別
-
更
因
之
使
省
具
有
類
如
聯
邦
國
中
邦
之
地
位
。省
為
公
法
人
，
即
是
源
自
憲
法
 

之
此
一
特
色
。

㈠

省
公
法
人
地
位
之
賦

舆

 

~4

公
法
人
者
，基
於
國
家
意
思
所
賦
與
而
享
有
公
法
上
權
限
，
得
行
使
公
法
上
一
定
權
利
 
~ 

義
務
之
主
體
。
此
之
國
家
意
思
表
示
，得
以
憲
法
為
之
1

亦

得
以
法
律
為
之
。固
然
，多
數
國
 

家
賦
與
政
治
實
體
以
公
法
人
時
，其
國
家
意
思
之
表
示
，常
以
法
律
為
之
，
但
在
我
國
，為
宣
 

示
特
別
尊
重
保
障
地
方
制
度
，
乃
於
憲
法
明
定
中
央
與
地
方
權
限
區
分
之
專
章
，
以
憲
法
表
達
 

省
、縣
享
有
公
法
上
權
限
及
行
使
權
利
之
意
思
。足
見
，在
我
國
憲
政
體
制
，省
、縣
之
為
公
 

法
人
，
係
由
憲
法
所
賦
與
*
既
無
待
法
律
規
定

，
亦
不

得
依
法
律
使
之
喪
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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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照
我
國
憲
法
權
限
區
分
及
地
方
制
度
二
章
(憲
法
本
文
第
十
章
、第
十
一
章
)
及
有
 

關
省
之
條
文
之
各
項
規
定
，
足
認
我
國
憲
政
體
制
原
理
上
，省
為
公
法
人
定
位
之
破
立
、
乃
至
 

公
法
人

舆

自
治
法
人
概
念
之
區
別
*應
可
分
片
說
明
如
下
：

1
根
據
權
限
區
分
一
章
及
有
關
省
之
條
文
之
各
項
規
定
，省
享
有
一
定
之
公
法
上
權
限
， 

得
行
使
一
定
之
公
法
上
權
利
義
務
(憲
法
本
文
第
一
 一
一
條
、第
一
〇
九
條
'第
一
〇
 

七
條
第
七
款
'第
一
四
七
條
及
第
一
六
四
條
—

憲
法
第
一
一
 一
條
為
權
限
區
分
原
則
 

，爰
列

為
首
條
)

D

是
以
，省
為
公
法
人
，
乃
憲
法
所
保
障
，
無
待
法
律
明
文
規
定
， 

亦
不
以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為
前
提
，除
非
省
之
政
府
層
級
廢
止
，
否
則
，省
之
公
法
人
地
 

位
應
不
容
置
疑
。

2
根
據
地
方
制
度
一
章
規
定
，省
如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地
方
立
法
權
(理
論
上
)
趨
於
完
 

整

，省
將

成
為
自
主
權
限
更
強
之
自
治
法
人
。換
言
之
，省
因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
進一
 

步
享
有
更
完
整
的
立
法
權
、
預
算
權
及
財
產
處
分
裎
’成
為
自
治
法
人
之
公
法
人
’僅
 

受
中
央
政
府
之
合
法
監
督
.，如
未
資
施
自
治
，其
地
方
立
法
權
並
不
完
整
，省
僅
根
據
 

權
限
區
分
乙
章
之
規
定
享
有
權
限
，其
地
位
為
一
般
之
行
政
公
法
人
’其
前
述
各
項
權



限
(利
)
之
行
使
，
仍
受
中
央
政
府
之
相
當
約
束
(指
揮
監
督
)
，
不
能
享
有
完
整
之
 

立
法
權
、
預
算
權
及
財
產
處
分
權
。

㈡

公
法
人
與
自
治
法
人

在
某
些
僅
有
分
治
而
其
分
權
有
名
無
實
的
國
家

，
亦
即

中
央
集
權
甚
為
濃
烈
之
國
家
，

其
地
方
政
府
必
須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後
，始
依
法
律
賦
與
公
法
人
地
位
。在
此
等
國
家
，其
公
法
 

人
與
自
治
法
人
，
可
能
混
同
難
分
.，甚
至
可
說
，地
方
政
府
除
自
治
法
人
以
外
，並
無
其
他
形
 

態
之
公
法
人
存
在
。然
則
，
由
於
我
國
憲
法
尊
重
地
方
制
度
之
匠
心
巧
造
，
公
法
人
與
自
治
法
 
~ 

人
，
乃
為
兩
個
不
同
、但
有
互
涉
關
係
之
概
念
，
二
者
指
涉
之
政
治
實
體
，
均
同
受
憲
法
保
障

- 6
 

-
概
念
上
涇
渭
分
明
，餅
存
互
補
。這
種
二
重
分
楛
的
特
殊
體
制
，
不
僅
較
能
合
理
說
明
不
同
 

時
期
且
不
斷
發
展
變
動
之
地
方
制
度
.，運
用
得
宜
，在
幅
員
廣
大
、自
治
不
及
之
行
憲
當
時
，

既
可
兼
顧
制
憲
當
時
政
治
現
實
，
保
證
逐
步
推
動
地
方
自
治
；
在
圉
家
面
臨
重
大
政
府
再
造
之
 

當
前
，
更
可
發
揮
妥
善
銜
接
、
順
利
推
移
之
妙
用
。茲
為
便
於
參
考
，爰
將
(

一

般
行
政
)
公
 

法
人
與
自
治
法
人
之
概
念
關
係
，予
以
說
明
如
附
圖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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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
修
憲
後
的
省

I

於
修
憲
之
後
，討
論
省
之
定
位
，畢
竟
已
是
憲
法
解
釋
層
面
之
問
題
。
憲
法
解
釋
，原
理
 

上
仍
屬
法
律
解
釋
之
一
環
，其
基
本
態
度
應
是
憲
政
體
制
意
義
之
闡
發
及
修
憲
意
旨
之
如
實
說
 

明
；
至
於
修
憲
前
政
治
立
場
之
爭
論
或
其
相
關
政
治
信
念
、音̂識
形
態
之
表
達
，
除
已
納
為
修
 

憲
意
旨
者
外
，
絕
不
能
作
為
釋
憲
之
依
據
。
因
此
，修
憲
後
之
省
是
否
仍
具
有
公
法
人
地
位
，

應
回
歸
憲
法
地
方
制
度
構
成
之
整
體
，
將
憲
法
修
正
條
文
第
九
條
(以
下
簡
稱
增
修
條
文
)
與
 

憲
法
本
文
中
未
停
止
適
用
之
其
他
條
文
，
予
以

综

合
，並
作
體
系
觀
察
，
透
過
嚴
謹
的
體
系
解
 
+
 

釋
及
歷
史
解
釋
來
解
析
。

㈠

體
系
解
釋

省
是
否
為
公
法
人
，
依
如
上
所
述
之
我
國
憲
政
體
制
及
其
構
成
原
理
，其
基
本
判
斷
標
 

準
，在
於
省
是
否
仍
享
有
一
定
權
限
而
仍
為
實
質
之
政
府
層
級
。
如
其
答
案
為
肯
定
，
則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反
之
，
則
否
。

憲
法
上
，
有
關
省
為
地
方
政
府
層
級
，
得
享
有
一
定
權
限
而
定
位
其
為
公
法
人
者
，
具
體
 

條
項
約
可
依
序
列
舉
並
表
解
如
下
：



第 第 條

〇 〇

八 七

條 條

第

七

款

執 省

行 稅

中 拿  

央 有  

事 事  

權 權

文

事

權

公

法

人

定

位

第

I

〇
九
條
 

第

M

 1
條

第

一
1

二
條
丨
第
一
 一
五
條
 

第一
 

一
六
條
、
第
一
 
一
七
條
、
第
一
二
五
條

 

第
一
四
七
條
 

第
一
六
四
條

一
省
固
有
(具
體
)
執
行
事
權

-

|

省
固
有
(
一
般
)
執
行
事
權
 

|

 

.

_
自
治
事
權

省
法
規
位
階

省
補
助
事
權

省
教
科
文
經
費
事
權

公
法
人
(自
治
法
人
)

公
法
人

自
治
法
人

公
法
人

公
法
人

公
法
人

以
上
各
條
項
之
公
法
人
，
於
省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後
，
省
之
定
位
，
當
即
轉
化
為
自
治
(公
 

)
法
人
。
尤
其
第
一
〇
九
條
，
於
省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者
，
其
立
法
權
曰
臻
完
熟
，
於
地
方
制
度
 

上
具
有
凸
顯
自
治
法
人
之
意
義
，
爰
於
附
表
特
以
括
弧
表
徵
自
治
法
人
之
意
旨
。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停
止
適
用
之
憲
法
本
文
，
有
第
一
〇
九
條
、
第
一
 
一
二
條
至
第
一
 

一
五
條
及
第
一
二
二
條

-

此
外
，
相
對
憲
法
本
文
，
增
修
條
文
有
關
省
之
事
權
亦
有
保
留
及
增



訂
。其
保
留
者
主
要
如
下
：

1
省
之
層
級
之
肯
定
：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
保
留
「省
縣
地
方
制
度
」
、
「於
省
 

設
省
政
府
、
設
省
諮
議
會
」
，惟
其
具
體

内

容
由
憲
法
保
障
改
為
法
律
保
障
而
已
。

2
省
之
公
法
人
定
位
之
肯
定
：
於
增
修
條
文
立
法
(修
憲
)
理
由
說
明
，明
確
載
明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並
列
為
第
一
項
說
明
。

3
省
具
體
權
限
之
保
留
：
憲
法
第
一
〇
九
條
所
定
省
之
具
體
權
限
事
項
，須
視
當
前
國
家
 

社
會
發
展
而
作
適
度
調
整
，其
範
圍
則
待
清
查
整
理
後
以
法
律
定
之
，
並
非
停
止
省
執
 

行
該
條
項
之
所
有
事
權
，法
律
亦
不
得
予
以
全
部
取
消
。換
言
之
，憲
法
第
一
〇
九
條
 

所
定
省
之
具
體
權
限
事
項
，其
範
圍
由
憲
法
直
接
保
障
，
改
採
法
律
保
障
：
此
為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六
款
及
第
三
項
之
修
憲
意
旨
，載
在
同
條
修
憲
理
由
說
明
五
。

至
於
增
訂
者
，
則
為
「省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監
督
縣
自
治
事
項

J

 ,載
在
同
條
修
憲
理
由
三

°

以
上
各
點
，
或
載
在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本
文
或
記
載
在
該
條
理
由
說
明
。並
茲
為
便
 

於
瞭
解
，爰
就
增
修
條
文
與
憲
法
本
文
之
互
涉
關
係
，敘
明
停
選
後
省
之
定
位
於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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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修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九 九 九  九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條 條 條 條 六 四 ； 一 〇 〇  
第 . 第 第 第 四 七 條 一 八 七  

三 一 一  一 條 條 ‘ 條 條 條  

項 項 項 項  一 第 

第 第 第  一 七 

七 六 一  S  款 
款 款 款  1 

、 第

第 2
二 五

款 條

條

文

^ 省 縣 省 省 省 省 省 省 執 省  
基 固 市 為 為 教 補 法 固 行 稅  

第 有 自 政 政 科 助 規 有 中 享  

一 具 治 府 府 文 事 位 一 央 有  

〇 體 監 層 層 預 權 階 一 事 事  
九 執 督 級 級 算  般 權 權  
條 行 事  事 一 

^ 事 權 權 執  

權 行

事

權

事

權

i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〇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 
九 *

$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法
律
保
障

定

位

對
照
增
修
條
文
及
憲
法
本
文
，吾
人
發
現
，增
修
條
文
所
停
止
適
用
者
，僅
為
省
自
治
有
 

關
事
項
，其
所
受
影
響
者
1僅
為
自
治
法
人
之
定
位
而
已
。換
言
之
，修
憲
停
選
後
之
省
，
仍



有
一
定
權
限
。
至
於
具
體
事
權
有
三
，
一
為
辦
理
全
省
一
致
性
質
之
事
項
(憲
法
本
文
第
一
一
 

一
條
)
；
二
為
監
督
縣
自
治
之
事
項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七
款
)
；
三
為
保
留
於
省
 

執
行
之
固
有
具
體
執
行
事
項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三
項
)
(
具
體

内
容
待
調
整
後
依
法
律
規
 

定
之
)
。
既
然
，
停
選
後
之
省
仍
然
享
有
源
自
憲
法
上
之
多
項
權
限
，並
得
行
使
此
等
公
法
上
 

之
權
限
(利
)
，
省
自
然
仍
為
公
法
人
。
再
者
，
從
省
法
規
之
地
位
(憲
法
第
一
 一
六
條
、第
 

一 一
七
條
、第
一
二
五
條
)
繼
續
不
變
(省
為
執
行
政
務
，
得
在
中
央
監
督
之
下
，
訂
定
省
法
 

規
)
，更
可
印
證
，省
仍
為
政
府
層
級
，其
憲
法
上
地
位
並
未
變
動
，
乃
是
體
系
解
釋
憲
法
之
 

必
然
結
論
；
是
以
，修
憲
停
選
後
之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應
屬
無
庸
置
疑
。
亟
欲
廢
省
之
民
進
黨
 

,其
國
代
提
出
之
憲
法
修
正
提
案
，很
用
心
地
將
憲
法
第
一
〇
七
條
第
七
款
、第
一
一
 一
條
、 

第

一
1

六
條
、第
一
 一
七
條
及
第
一
二
五
條
全
部
停
止
適
用
(如
附
件
)
，
更
可
說
明
，僅
將
 

憲
法
第
一

o

九
條
、第

一
1

二
條
至
第
一
一
五
條
停
止
適
用
，顯
然
不
足
以
否
定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憲
法
上
定
位
，
何
況
，
根
據
增
修
條
文
所
表
明
之
意
旨
，停
止
適
用
憲
法
第
一
 

o

九
條
，
只
 

是
將
具
體
事
權
事
項
，轉
為
法
律
保
障
而
已
。
既
然
，
增
修
條
文
沒
有
停
止
此
等
條
文
之
適
用
 

，在
憲
政
體
制
上
，
是
斷
然
不
可
否
定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憲
法
上
定
位
的
。
這
也
正
是
憲
法
修
正
 

提
案
，
何
以
仍
然
認
定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主
要
論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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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修
條
文
僅
係
省
地
方
制
度
之
一
環
，非
為
其
全
體
，
省
之
定
位
，
省
府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之
範
圍
，
亦
絕
非
以
該
增
修
條
文
為
唯
一
論
據
，
從
前
述
說
明
，
可
以
說
是
非
待
論
爭
之
 

憲
法
學
上
極
其
淺
顯
之
常
識
。其
援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七
款
，論
定
省
非
為
公
法
人
 

者
，
如
非
別
有
居
心
，
惡
意
模
糊
修
憲
意
旨
•，亦
係
斷
章
取
義
、
以
偏
概
全
-其
不
值
識
者
一
 

驳

明
矣
！實

則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七
款
之
所
以
增
訂
，係
因
省
停
選
後
，
已
非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是
否
有
監
督
縣
自
治
職
權
，學
理
上
恐
有
爭
議
，憲
法
本
文
規
定
亦
不
明
確
，為
杜
 

爭
議
-
同
時
強
力
宣
示
省
仍
為
地
方
政
府
層
級
，爰
予
明
定
，
此
即
前
述
所
以
列
為
增
訂
事
項
 

之
依
據
。
因
之
，
不
論
其
用
語
為
「省
為
縣
自
治
監
督
機
關
」
，或
為
「省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監
 

督
縣
自
治
」
，對
於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憲
法
上
定
位
，均
無
任
何
影
響
。

(二
)修
憲
意
旨
(歷
史
解
釋
)

增
修
條
文
之
修
憲
意
旨
為
何
？
應
從
條
文
生
成
發
展
之
過
程
觀
之
。基
本
上
增
修
條
文
係
 

源
自
國
民
黨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之
修
憲
提
案
(以
下
稱
國
代
提
案
)
，
國
民
黨
國
代
提
案
，
則
源
 

自
國
民
黨
修
憲
小
組
之
修
憲
提
案
。
因
此
，修
憲
意
旨
為
何
？
應
由
提
案
過
程
相
關
文
獻
所
表
 

述
之
修
憲
理
由
尋
求
答
案
。

〜 13〜



無
論
是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本
身
、
國
民
黨
國
代
提
案
原
文
、
乃
至
國
民
黨
修
憲
小
組
建
議
提
 

案
'關
於
修
憲
理
由
之
說
明
，
均
載
明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觀
之
增
修
條
文
本
條
之
生
成
發
屐
過
 

程
，吾
人
可
以
發
現
，
從
國
民
黨
修
憲
諮
詢
小
組
之
書
面
報
告
、初
擬
建
議
修
正
案
、
經
國
民
 

黨
修
憲
策
劃
小
組
議
定
之
修
正
建
議
案
、
以
迄
國
民
黨
國
代
提
案
，
於
修
憲
理
由
均
載
明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其
增
修
條
文
，
又
採
用
國
民
黨
國
代
提
案
版
本
，並
未
凍
結
省
為
公
法
人
及
省
為
 

政
府
層
級
關
鍵
條
文
之
憲
法
第
一
〇
七
條
第
七
款
'第一
 一
一
條
、第一
 一
六
條
、第
一
一
七
 

條
、第
一
二
五
條
、第
一
四
七
條
及
第
一
六
四
條
等
，是
其
修
憲
意
旨
，
認
定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應
是
彰
彰
明
甚
，
不
言
可
喻
。茲
為
便
於
參
考
，爰
將
(
一
般
行
政
)
公
法
人
與
自
治
法
人

14

-

之
動
態
關
係
，
予
以
說
明
如
附
圖
二
。

附
圖
二

|( 一
般
行
政
)
公
法
人
與
自
治
法
人
動
態
關
係
圖
—

|

實施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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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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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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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
法
人
與
派
出
機
關
之
互
動
共
存
 

㈠

派
出
機
關
之
涵
義

在
憲
法
學
及
地
方
政
府
行
政
法
學
上
，
派
出
機
關
是
一
個
用
來
說
明
中
央
政
府
與
地
方
 

政
府
關
係
之
名
詞
；
就
概
念
本
身
而
言
，
可
說
相
當
流
動
而
相
對
。基
本
上
，
一
個
沒
有
立
法
 

權
的
地
方
政
府
、
乃
至
地
方
立
法
權
有
名
無
實
或
不
盡
確
實
的
地
方
政
府
，在
政
府
功
能
角
色
 

上
，
它
與
中
央
政
府
的
關
係
，均
可
認
為
係
派
出
機
關
。法
國
的
地
方
政
府
(省
'縣
政
府
及
 

一
九
八
二
年
以
後
之
區
政
府
)
，雖
形
式
上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有
民
選
議
會
及
首
長
，
但
其
地
 

方
立
法
權
頗
受
抑
制
。
因
此
，在
該
國
公
法
學
上
，咸
認
區
、省
、縣
等
具
有
公
法
人
定
位
之
 

地
方
政
府
，
一
直
被
認
為
同
時
兼
具
中
央
政
府
派
出
機
關
之
功
能
，堪
稱
比
較
法
上
最
顯
著
之

o

我
國
之
地
方
政
府
，無
論
省
、縣
，雖
然
憲
法
上
均
直
接
賦
與
其
固
有
權
限
及
立
法
權
 

，
並
因
而
享
有
公
法
人
之
地
位
，
但
現
實
發
展
上
，我
國
地
方
政
府
之
立
法
權
，
亦
有
如
法
國
 

之
頗
受
抑
制
。
因
此
，迄
今
為
止
，
縱
使
省
、縣
自
治
法
亦
已
實
施
三
年
有
餘
，
省
、縣
政
府
 

，
因
地
方
立
法
權
未
盡
完
足
，
以
致
現
實
上
仍
未
完
全
脫
離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之
色
彩
。
從
歷
史
 

發
展
過
程
分
析
，我
國
之
地
方
政
府
，
以
省
為
例
，或
處
於
無
立
法
權
者
，
如
未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之
前
臺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
目
前
之
福
建
省
政
府
即
是
；
或
處
於
地
方
立
法
權
未
臻
完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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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如
省
縣
自
治
法
施
行
前
'
乃
至
施
行
後
之
臺
灣
省
政
府
、臺
灣
省
各
縣
市
政
府
均
是
。
足
 

見
，
從
我
國
憲
法
地
方
制
度
構
成
原
理
，並
配
合
中
央
政
府
與
地
方
政
府
之
相
互
關
係
言
，各
 

該
時
期
之
臺
灣
省
政
府
，均
一
方
面
是
公
法
人
，
另
一
方
面
又
是
行
政
院
派
出
機
關
，前
者
表
 

徵
政
府
層
級
之
地
位
，
後
者
表
徵
功
能
性
之
政
府
關
係
：
只
不
過
，省
縣
自
治
法
施
行
後
之
臺
 

灣
省
政
府
、臺
灣
省
各
縣
市
政
府
，
因
地
方
立
法
權
稍
見
推
進
，其
派
出
機
關
之
色
彩
，為
之
 

逐
漸
沖
淡
而
已
。

㈡

派
出
機
關
與
公
法
人
之
關
係

從
中
央
政
府
與
地
方
政
府
之
關
係
言
，
派
出
機
關
，係
詮
解
上
下
級
機
關
間
相
互
關
係
 

之
名
詞
，性
質
上
為
機
關
功
能
範
疇
之
概
念
；
公
法
人
，係
賦
與
地
方
政
府
主
體
地
位
之
名
詞
 

，
性
質
上
為
政
府
層
級
屬
性
之
概
念
。
二
者
層
次
不
同
，指
涉
之
對
象
及

内

涵
，
堪
稱
畛
域
分
 

離
。本
質
上
，
二
者
並
不
發
生
對
立
矛
盾
、亦
無
所
謂
互
相
排
斥
之
現
象
。甚
至
可
說
，
在
地
 

方
政
府
之
發
展
現
實
上
，
二
者
且
經
常
是
互
動
併
存
的
。

派
出
機
關
云
者
，憲
法
本
文
並
未
之
見
，
增
修
條
文
亦
無
其
詞
-其
成
為
議
論
焦
點
， 

係
因
與
「公
法
人
」
同
時
出
現
在
增
修
條
文
修
憲
理
由
上
之
故
，
而
且
，
從
國
民
黨
修
憲
小
組
 

擬
定
之
書
面
報
告
，
乃
至
修
憲
提
案
，
兩
個
名
詞
，
一
直
相
生
相
隨
。換
言
之
，
增
修
條
文
之
 

立
法
(修
憲
)
意
旨
，
顯
然
有
意
本
乎
我
國
憲
法
地
方
制
度
之
分
權
理
念
，並
斟
酌
地
方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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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現
實
發
展
需
要
，
將
修
憲
後
的
省
定
位
為
「公
法
人
」
，
同
時
又
為
「派
出
機
關

J

 。
這
也
 

正
是
綜
合
憲
法
本
文
及
增
修
條
文
相
關
規
定
之
必
然
結
論
。換
言
之
，停
選
後
之
「省
為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
仍
為
公
法
人
」
之
用
語
，
乃
是
最
契
合
憲
政
體
制
整
體
之
概
念
，
絕
非
援
用
法
國
 

、
日
本
地
方
制
度
之
說
法
可
以
加
以
推
翻
的
。

「公
法
人
」
與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
二
者
併
存
，或
有
以
為
，其
間
似
有
矛
盾
，
不
過
 

，吾
人
如
從
學
理
深
入
探
析
，
乃
至
觀
察
各
國
地
方
制
度
發
展
過
程
，
即
可
發
現
，
二
者
係
經
 

常
處
於
互
動
併
存
之
有
機
結
合
關
係
，其
間
絕
無
矛
盾
可
言
。茲
再
就
其
理
由
說
明
如
下
：

1.
從
國
家
(垂
直
)
分
工
原
理
言

地
方
制
度
，本
於
國
家
政
務
之
垂
直
分
工
原
理
，其
間
或
採
分
治
理
論
，
或
採
分
權
理
 

論
。本
於
前
者
，
則
地
方
政
府
層
級
，僅
為
行
政
機
關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
，本
於
後
者
，
則
 

地
方
層
級
，
將
同
時
為
公
法
人
，其
地
方
自
主
權
限
成
熟
完
整
者
，是
為
自
治
法
人
。
不
過
， 

分
權
無
論
如
何
澈
底
，地
方
政
府
所
擁
有
之
權
限
，是
有
限
度
而
非
完
整
的
，
仍
是
本
於
國
家
 

主
權
而
來
-
而
且
不
能
獨
立
於
國
家
主
權
之
外
，
也
因
此
，地
方
政
府
即
使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而
 

成
為
自
治
法
人
，
不
能
等
同
於
另
一
國
家
，其
道
理
極
為
淺
顯
。在
此
意
義
上
，
相
對
於
中
央
 

政
府
，
縱
使
為
自
治
法
人
之
地
方
政
府
，
仍
然
不
能
全
然
脫
離
派
出
機
關
之
性
質
。換
言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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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地
方
制
度
原
理
上
，
公
法
人
與
派
出
機
關
二
者
-概
念
雖
有
不
同
，但
用
以
說
明
地
方
制
度
 

之
現
實
，
二
者
實
常
呈
現
有
機
結
合
、
互
動
併
存
。多
年
來
，政
府
對
於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之
臺
 

灣
省
(政
府
)
、台
北
市
(政
府
)
、高
雄
市
(政
府
)
認
定
為
行
政
院
所
屬
機
關
，將各縣
 

、市

(政
府
)
認
定
鸟
臺
灣
省
所
屬
機
關
，
即
可
充
分
佐
證
。
只
是
，為
突
顯
公
法
人
之
制
度
 

上
意
義
，
為
避
免
中
央
集
權
之
疑
慮
，
吾
人
於
使
用
公
法
人
用
語
時
，
不
再
同
時
強
調
其
派
出
 

機
關
之
角
色
而
已
。

Z.
從
我
國
憲
法
地
方
制
度
設
計
言

我
國
憲
法
，為
尊
重
並
保
障
地
方
制
度
，爰
強
調
分
權
而
採
權
限
區
分
之
地
方
制
度
設
 

計
，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定
位
，
在
憲
法
上
乃
頗
為
突
顯
；
在
此
意
義
上
，省
為
申
央
派
出
機
關
之
 

角
色
，
已
較
單
純
分
治
理
念
國
家
之
省
薄
弱
許
多
。反
之
，省
停
止
選
舉
後
-省
由
自
治
法
人
 

回
復
為
一
般
之
行
政
公
法
人
，其
同
時
為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色
彩
，
顯
較
修
憲
前
濃
烈
。修
憲
當
 

時
，為
一
方
面
維
護
憲
法
地
方
制
度
設
計
之
本
意
，
一
方
面
表
徵
修
憲
停
選
之
用
意
，
乃
本
於
 

公
法
人
與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併
存
結
合
、
互
補
互
動
之
我
國
憲
政
原
理
，
於
經
深
思
熟
慮
，慎
重
 

表
決
之
後
，使
用
「省
為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
仍
為
公
法
人
」
之
文
句
，其
間
並
無
任
何
矛
盾
可
 

言
。
以
其
似
有
矛
盾
，
否
定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看
法
，
恐
有
牴
觸
國
家
分
工
原
理
、我
國
憲
法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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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體
例
、
乃
至
修
憲
真
意
所
在
。

3-
從
派
出
機
關
之
生
成
過
程
言

揆
諸
修
憲
相
關
資
料
，
派
出
機
關
之
用
語
，當
係
採
自
法
國
之
區
制
度
而
來
。
此
之
區
 

者
，在
法
國
為
縣
制
度
之
上
級
政
府
層
級
發
展
之
產
物
。
緣
在
二
次
大
戰
後
，法
國
政
府
有
感
 

縣
之
幅
員
過
於
狹
隘
，
乃
於
數
縣
之
上
，
於
中
央
設
置
區
之
公
署
-藉
以
協
調
數
縣
之
部
分
相
 

關
事
項
。
初
期
，其
職
務
極
其
有
限
，
一
般
乃
以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稱
之
。
嗣
後
，
區
之
職
權
及
 

業
務
加
重
，
逐
漸
演
變
同
時
為
派
出
機
關
及
公
法
人
之
雙
重
性
格
。
法
國
的
區
，
維
持
這
種
雙
 

重
性
格
之
存
在
形
態
，為
時
甚
久
，並
於
累
積
地
方
事
務
經
驗
數
十
年
之
後
，終
於
演
進
為
自
 

治
法
人
並
為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之
形
態
。由
此
概
念
創
設
及
其
歷
史
過
程
觀
之
，在
在
充
分
佐
證
 

，
派
出
機
關
與
公
法
人
、
乃
至
自
治
法
人
，
不
僅
原
理
上
互
補
互
動
、共
存
共
榮
，
現
實
運
作
 

上
更
有
確
切
之
歷
史
事
實
，堪
為
充
分
佐
證
。茲
為
便
於
參
考
，爰
將
公
法
人
與
派
出
機
關
併
 

存
互
動
之
關
係
，
予
以
說
明
如
圖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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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上
所
述
，
足
證
，無
論
從
各
國
地
方
制
度
、
乃
至
我
國
憲
法
體
認
之
地
方
制
度
分
析
， 

特
別
是
從
其
動
態
運
作
實
情
觀
之
，
派
出
機
關
與
公
法
人
二
者
，實
是
常
相
左
右
、機
動
結
合
 

，其
關
係
約
可
歸
納
如
下
五
種
形
態
：

①
 
純
粹
公
法
人
或
自
治
法
人
：
邦
聯
或
聯
邦
國
之
邦
。
(我
國
尚
無
)
。

②
 
自
治
法
人
兼
為
派
出
機
關
：
法
國
的
省
、縣
地
方
政
府
、
一
九
八
二
年
以
後
法
國
之
區
 

政
府
；
省
縣
自
治
法
施
行
後
的
臺
灣
省
政
府
、臺
灣
省
各
縣
市
政
府
。

③
 
半
自
治
法
人
兼
派
出
機
關
：
一
九
七
〇
年
代
以
後
法
國
之
區
政
府
.，省
縣
自
治
法
施
行
 

以
前
之
臺
灣
省
政
府
、臺
灣
省
各
縣
市
政
府
。

④

 (非
自
治
)
公
法
人
兼
派
出
機
關
：
一
九
七
〇
年
代
以
前
法
國
之
區
政
府
、臺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省
議
會
成
立
前
之
臺
灣
省
政
府

、
目
前

之
福
建
省
政
府
、修
憲
停
選
後
 

的
臺
灣
省
政
府
。

⑤
 
純
粹
派
出
機
關
：

一

九
五
〇
年
代
初
置
時
期
之
法
國
區
政
府
.(我
國
尚
無
)
。

㈢

憲
法
上
之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由
上
所
述
，
可
知
派
出
機
關
與
公
法
人
，
不
僅
本
無
互
相
排
斥

-

而
且
可
說
大
都
情
形
是
 

相
伴
相
隨
、相
互
調
整
。當
地
方
政
府
之
立
法
權
成
熟
時
，
地
方
政
府
表
徵
政
府
層
級
之
公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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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固
有
權
限
擴
大
，其
功
能
性
表
徵
之
派
出
機
關
性
質
轉
弱
；
反
之
，當
地
方
政
府
立
法
權
減
 

縮
或
喪
失
者
，
派
出
機
關
角
色
為
之
特
別
凸
顯
，其
表
徵
地
方
政
府
層
級
之
公
法
人
，
逐
漸
流
 

於
象
徵
意
義
。
至
其
於
特
定
時
點
、特
定
地
方
政
府
之
情
形
，
正
確
答
案
為
何
(真
正
關
係
如
 

何
)
？
宜
從
各
國
憲
法

I
地
方
政
府
體
制
及
各
該
時
點
之
體
現
實
情
論
之
。

在
我
國
憲
法
的
地
方
制
度
設
計
上
，賦
與
作
為
地
方
政
府
層
級
的
省
以
一
定
之
權
限
，省
 

因
而
具
有
公
法
人
之
屬
性
，本
是
無
庸
置
疑
.，不
過
，由
於
迄
今
為
止
，省
之
立
法
權
現
實
上
 

仍
頗
受
抑
制
-
而
且
省
受
中
央
政
府
委
託
辦
理
許
多
中
央
政
府
事
務
，因
此
，
從
政
府
功
能
角
 

度
言
，
即
使
在
省
縣
自
治
法
施
行
後
之
今
日
，省
政
府
仍
然
具
有
相
當
濃
厚
的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之
色
彩
。事
實
上
，我
國
許
多
法
律
規
定
，本
法
主
管
機
關
，在
中
央
為

•
•

■
，

在
省
為
省
 

政
府
，在
縣
市
為
縣
市
政
府
，斯
時
之
省
政
府
，
就
其
主
管
事
項
而
言
，
即
具
有
極
為
濃
烈
之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之
性
'質

。

憲
法
上
的
省
，並
不
以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為
前
提
，因
此
，在
省
的
層
級
屬
性
言
，其
公
法
 

人
之
概
念
，將
因
為
是
否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再
有
下
位
概
念
之
區
分
。此
即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者

，為
自
治
公
法
人
■，未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者
，為
一
般
行
政
公
法
人
，學
理
因
求
用
語
簡
便
及
 

區
別
，爰
於
前
者
簡
稱
為
自
治
法
人
；
於
後
者
簡
稱
為
公
法
人
。從
我
國
憲
法
關
於
省
之
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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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計
，對
照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與
公
法
人
二
個
概
念
，可
見
其
間
之
互
涉
關
係
，頗
為
機
動
複
雜
 

，
它
可
以
是
公
法
人
與
派
出
機
關
併
存
，也
可
以
自
治
法
人
與
派
出
機
關
併
存
。來
日
，
如
果
 

省
之
自
治
立
法
權
完
熟
，則
可
以
單
純
是
自
治
法
人
；
反
之
，
如
果
廢
省
，則
它
可
以
是
單
純
 

之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同
理
，
如
果
沒
有
廢
省
，
如
果
省
在
憲
法
所
賦
與
之
事
權
未
經
完
全
廢
止
 

，省
之
公
法
人
地
位
，是
絕
不
可
以
以
法
律
加
以
剝
奪
的
。這
也
正
是
，
何
以
前
段
將
其
結
合
 

關
係
區
分
為
四
，並
將
停
選
後
之
臺
灣
省
，列
入
「公
法
人
兼
派
出
機
關
」
形
態
之
憲
法
上
依
 

據

。㈣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含
義
之
臺
灣
省
政
府

停
選
後
的
臺
灣
省
，
不
再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省
法
規
須
送
中
央
政
府
核
定
、省
本
身
不
再
 

擁
有
獨
立
完
整
意
義
之
立
法
權
、省
喪
失
自
治
法
人
地
位
，
凡
此
固
屬
無
待
爭
執
。然
而
，省
 

仍
因
憲
法
第
一
 一
一
條
、第
一
〇
七
條
第
七
款
、第一
 一
六
條
、第一
 一
七
條
、第
一
二
五
條
 

、第
一
四
七
條
及
第
一
六
四
條
等
之
保
留
，在
憲
法
上
仍
享
有
之
一
定
權
限
，仍
屬
甚
多
，省
 

之
層
級
更
未
廢
除
，故
其
本
於
憲
法
而
來
之
公
法
人
之
地
位
仍
然
屹
立
。
不
過
，由
於
憲
法
第
 

一〇
九
條
停
止
適
用
，
此
等
權
限
保
有
多
少
，
須
待
法
律
重
新
釐
定
，
而
且
1
不
管
法
律
保
留
 

多
少
，省
之
權
限
勢
將
滅
縮
。
正
因
停
選
後
之
省
不
再
擁
有
獨
立
意
義
之
立
法
權
，省
政
府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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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能
因
之
重
新
調
整
，
以
致
在
政
府
功
能
上
，省
政
府
派
出
機
關
之
性
質
大
為
凸
顯
，公
法
人
 

之
屬
性
將
逐
漸
趨
於
政
府
層
級
之
象
微
意
義

=

這
也
正
是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修
憲
理
由
說
 

明
第
一
段
所
稱
「省
為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
仍
為
公
法
人
，
但
非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
之
由
來
。
這
 

一
段
話
，
乃
是

赛

慎
把

M
研
酌
我
國
憲
法
地
方
制
度
原
理
及
因
應
修
憲
需
要
之
真
諦
，才
明
確
 

援
為
修
憲
意
旨
。諸
君
但
見
其
使

闬

「仍
為
」
、
「但
非
」
之
字
眼
，
即
可
想
見
其
過
程
是
如
 

何
仔
細
推
敲
、費
心
研
求
；
絕
非
以
所
謂
歷
史
文
件
而
可
否
認
其
真
意
，其
準
於
憲
法
條
文
之
 

法
律
上
效
果
1
更
是
不
可
輕
晶
動
搖
的
。爰
綜
合
以
上
所
述
，
就
憲
法
及
增
修
條
文
有
關
省
之
 

定
位
及
省
功
能
，表
徵
在
公
法
人
與
派
出
機
關
之
相
互
關
係
，予
以
表
示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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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M

項

本文第一〇
七條第七款
 

本
文
第

I
〇八條
 

本
文
第

一

 一一條

表

文

第

二

' 穴
，

*

二
-fc
條

'
 *
 i

*

本
文
第

I

 B

七
條
_

本文第一六

0

條

增修第九條笫一項第

一

款
、第二款
 

第九條第一項第六款
 

第九條笫一項第七款
 

第九條第三項

省

之

事

權

省稅享有事權

執行中央事權

省
固
有
(

一

般
)執行事權

省法規位

带

省補助事權

省教科文

预
算事權

省為政府層級

省為政府層級

縣市自治監督事權

省固有具逋執行事權

(-

憲法第

一

〇九條)

省

之

定

位

公
法
人

公
法
人

公
法
人

公
法
人

公
法
人

公
法
人

公
法
人

公
法
人

公
法
人
 

(一

〇九條法律保障)

省

蔚

功

0

受
委
辦
機

M

指
揮
監
督

(派
出
機

M

)

受
行
政
院
指
揮
監
督

(派
ft
機
 M
)

受
行
政
院
指
揮
監
督

(派
出
機

W

)

受
行
政
院
指
揮
監
督
 

(派
出
機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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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治
法
人
之
自
治
立
法
權
，
雖
不
完
整
，
但
本
於
地
方
自
治
之
尊
重
，中
央
政
府
不
宜
直
 

接
指
揮
，
故
法
制
意
義
上
，中
央
政
府
對
自
治
法
人
僅
有
監
督
權
而
無
指
揮
權
；
反
之
，未
實
 

施
自
治
之
公
法
人
，
因
政
府
功
能
高
度
表
徵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之
性
質
，
故
法
制
意
義
上
，
自
應
 

由
中
央
政
府
指
揮
監
督

j
訓
政
時
期
制
定
之
省
政
府
組
織
法
、
乃
至
行
憲
後
訂
頒
之
福
建
省
政
 

府
組
織
規
程
，
均
明
定
「省
政
府
受
中
央
或
行
政
院
指
揮
監
督
。執
行
省
行
政
事
務
」
之
相
類
 

文
句
，
均
可
佐
證
。停
選
後
之
臺
灣
省
、
乃
至
臺
灣
省
政
府
，其
地
位
應
不
低
於
訓
政
時
期
之
 

省
或
省
政
府
、
乃
至
目
前
之
福
建
省
或
福
建
省
政
府
。
因
之
，
於
法
律
上
表
徵
其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之
功
能
，
採
用
上
述
法
規
所
稱
「省
政
府
受
行
政
院
指
揮
監
督
，
辦
理
(或
執
行
)
省
政
業
 

務
」
之
文
句
，當
屬
最
為
妥
切
。
至
其
業
務
項
目
，
絕
非
僅
為
監
督
縣

(市
)

自
治
，
而
是
有
 

如
上
述
組
織
法
或
組
織
規
程
所
列
，
並
有
下
列
事
權
：

1.
 全
省
行
政
事
務
..包
括
憲
法
第

l

o

七
條
第
七
款
、第
一
 一
一
條
、第
一
四
七
條
、第
 

一
六
四
條
、第

一

〇
八
條
第
一
項
委
託
省
執
行
事
項
及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三
項
法
律
 

所
定
保
留
於
省
繼
續
執
行
之
事
項
等
。

2.
 監
督
縣

(市
)

自
治
：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七
款
。

9山
法
令
授
權
或
行
政
院
交
辦
事
項
：
個
別
授
權
或
交
辦
事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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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因
如
此
，
吾
人
如
謂
，修
憲
停
選
後
之
臺
灣
省
政
府

，僅
剩

監
督
縣
(市
)
自
治
之
事
 

權

，
顯
然
是
曲
解
修
憲
本
意
，
亦
有
悖
我
國
憲
法
體
制
設
計
及
制
度
原
理
，
絕
對
是
不
可
採
， 

亦
不
可
行
的
。

五
、精
省
僅
是
機
關
組
織
層
次
問
題

精
省
者
，旨
在
調
整
省
政
府
之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
性
質
上
為
機
關
構
成
、
政
府
組
織
 

再
造
層
次
之
問
題
，
無
關
政
府
層
級
之
增
減
存
廢
。問
題
層
次
與
省
之
定
位
為
何
？
並
無
直
接
 

關
連
.，
因

此

，
精
省
也
好
，
省
府
功
能
業
務
'

 組
織
調
整
也
好
，應
均
不
發
生
省
是
否
為
公
法
 

人
之
爭
議
。修
憲
過
程
中
，
無
論
在
媒
體
上
、亦
或
在
國
代
議
事
堂
上
，
提
案
單
位
及
其
有
關
 

代
表
人
士
，
均
一
再
強
調
沒
有
廢
省
、沒
有
虛
省
，
也
沒
有
凍
省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理
由
說
明
 

，
於
此
等
事
項
更
有
明
確
強
調
，
不
僅
於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修
憲
理
由
一
，書
面
載
明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
於
同
條
之
修
憲
理
由
五
，
更
申
明
省
仍
保
有
執
行
事
權
。
因
此
，
除
非
經
國
民
 

大
會
再
度
修
憲
，
否
則
，省
為
公
法
人
應
是
不
可
推
翻
的
修
憲
意
旨
及
憲
政
原
理
。

憲
政
體
制
原
理
也
好
，修
憲
意
旨
也
好
，
既
然
已
體
現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則
省
為
公
法
人
 

，
乃
其
作
為
政
府
層
級
之
表
徵
，
予
以
否
認
，
無
異
形
同
廢
省
。精
省
工
程
之
重
心
，
在
於
政
 

府
功
能
之
調
整
，
並
非
在
於
省
之
定
位
，是
以
，
修
憲
之
後
，
如
借
精
省
工
程
否
認
省
為
公
法

〜 2 7〜



人
，
不
僅
破
壞
憲
政
體
制
、顯
然
牴
觸
憲
法
原
意
，對
於
憲
法
之
正
常
發
展
，更
有
嚴
重
之
反
 

面
教
育
作
用
。
也
因
此
，根
攄
同
條
項
制
定
之
「臺
灣
省
功
能
業
務
組
織
調
整
暫
行
條
例
」
， 

乃
至
根
據
同
條
第
一
項
制
定
之
「地
方
制
度
法
」
，是
絕
對
不
可
否
認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憲
政
體
 

制
原
理
及
修
憲
意
旨
的
。

〜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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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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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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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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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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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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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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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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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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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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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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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s
B
l
洽
之
監
眢
捺
關

爲
行
a

浣

.

蒽
法
第
二

E

苕
七
條
第
七
苡

 '苐
15十

较

第
| 

項

第

十

|
詨

、
苐

二

£
十
一
娆
一
三
第
=

〒
丁
七
较
 

及

第

二
E

二
十
五

较
關
於

- B
Z

規
定

f?
止
M

ra

', 

褢
法
第
二

S

零

八

较

，
第

=
|
1
笃
九
疫
.規
l
e

v
茑
 

項
E

中
夫

11
法
茧
執
行
或
交
3
鉍
執
行

之

.
省
有

{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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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密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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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解

密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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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密

司法法官書記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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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函

受文者

台
灣
省
政
府

行文單位

正本
批示

擬

•5̂
--

發文

M

字號附件

中
華
捌
拾
柒
年
捌
月

饴

fji
n

f

§

處

大

一

字

第

i
c
t
/,。

號

如

文

保存年限

檔號

主
旨
：
貴
府
有
關

r

省
於
修
憲
停
選
後
仍

爲
公
法
人
之
法
律
意
見
」
來
函
敬
悉
。

爲
本
院
審
理

立
法
委
員
郝
龍
斌
等
七
十
三
位
聲
請
解
釋
省
是
否

爲
公
法
人
案
，
請
於
文
到
後
一
個
月

内

就
聲
請
意
旨
惠
示
意
見
，
俾
供
審
理
之
參
考
。





權 號 :

保 存 年 限 ：

台
灣
省
政
府
函

機
關
地
址
：
中
興
新
村
府
西
路
五
十
六
號
一
樓
 

傳
真
：
〇
四
九
—
三
五
九
四
八
四

受
文
者
：

v̂
7
5 1
^ i
^

5l
_
T
 雲

%
1

速
別
：
最
速
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

發
文
曰
期
：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九
月
十
四
日
 

發
文
字
號
：
八
七
府
法
一
字
第
一
四
二
九
一
三
號
 

附
件
：
見
說
明
二

主
旨
：
貴
處
函
為
審
理
立
法
委
員
郝
龍
斌
等
七
十
三
位
聲
請
解
釋
省
是
否
為
公
法
人
，
請
本
府
表
示
意
見
案
，
復
如
 

說
明
，
敬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復
貴
處
八
十
七
年
八
月
十

五曰

㈣
處
大
一
字
第
一
八
七
八

o

號
函
。

二、依
我
國
憲
法
規
定
，
省
為
政
府
層
級
之
一
，
由
憲
法
賦
與
一
定
權
限
-
行
使
公
法
人
之
權
利
義
務
，
而
受
憲
 

法
直
接
保
障
，
不
以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為
前
提
，
尤
其
未
由
憲
法
賦
與
一
定
權
限
之
鄉
鎮
，
於
未
實
行
地
方
自
 

治
之
時
期
，
司
法
院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十
月
二
日
院
解
字
第
二
九
九

o

號
解
釋
，
即
明
示
鄉
鎮
為
公
法
人
，
足
 

證
公
法
人
地
位
之
取
得
，
並
不
以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為
前
提
。
此
次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修
憲
，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明
定
：
省
 '
縣
均
為
地
方
制
度
之
一
環
；
省
設
省
政
府
，
省
設
省
諮
議
會
■，中
央
與
省
、
縣
之
關
係
 

，
足
見
省
之
層
級
仍
然
存
在
，
並
未
廢
止
.，其
憲
法
上
享
有
之
事
權
，
亦
大
部
分
保
留
。
修
憲
理
由
更
明
確



宣
示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附

，在
停
止
省
長
'省
議
員
等
自
治
選
舉
後
，省
僅
為
非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但
臺
灣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不
受
影
響
，應
是
無
庸
置
疑
。另
省
政
府
為
機
關
非
屬
公
法
人
，與
省
並
 

非
相
同
之
概
念
，
應
有
所
區
別
。
本
府
爰
依
憲
政
體
制
及
修
憲
意
旨
提
出
「
對
省
是
否
為
公
法
人
釋
憲
案
之
法
 

律
意
見
」

(
附
件
二
)
，
謹
供
大
院
審
議
時
之
參
考
。

三
、 

本
府
八
十
七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檢
陳
之
「
省
於
修
憲
停
選
後
仍
為
公
法
人
之
法
律
意
見
」

，
敬
請
併
予
核
酌
。

四
、 

建
請
准
予
本
府
於
會
議
時
到
會
說
明
或
召
開
法
庭
辯
論
時
，
到
場
陳
述
。
又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本
條
係
國
民
大
會
 

修
正
通
過
，
有
關
修
憲
意
旨
及
增
修
本
意
，
似
宜
徵
詢
國
民
大
會
，
以
供
參
考
，
爰
亦
一
併
建
請
核
參
。

正
本
：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副
本

：翁

大
法
官
岳
生
等
十
四
人
、
本
府

峻
副
省
長
室
、
秘
書
長
室
、
馬
副
秘
書
長
室
、
民
政
廳
、
財
政
靡
、
新
聞
處
、
主
計
處
、
人
事
處

賴

、
人
力
培
訓
處
、
經
研
會
、
法
規
會
(均
含
附
件
)

省
長
出
國

副
省
長
 吳
交
明
代
行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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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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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第
九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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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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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民
大
-會
通
過
版
本

}

總
統
八
十
六
年
七
月
二
十

t

日
令
公
布

規 整 能 理 灣 滿 屆 台 省 台 七 之 員  

定 ， 、後 省 台 曰 台 灣 省 灣 年 任 及 第  

• 得 業 ，省 灣 起 灣 省 長 省 十 ■ 期 第 十  

以 葙 台 長 省 停 省 議 之 議 二 至 一 屆  

法 S 灣 之 議 去 省 會 選 會 月 中 屆 台  

律 ^ 省 選 會 ! ! 長 議 舉 議 二 華 台 灣  
為 ^ 政 舉 議 理 任 霣 自 員 十 民 灣 省  

特 織 府 停 员 ° 期 及 第 及 日 g 省 議  

別 之 之 止 及 之 第 十 台 止 八 省 會  

之 調 功 辨 台  屆 一 屆 灣 ，十 長 議

• — ■ — - ■

督

縣

白
治

事

9

七

省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監

0

六 五 

中 一 縣 縣  

央 人 設 議  

輿 1 縣 會

名 f 府 （

w ' 蛊 置  

關 • 長

四

屬
於

縣

之

立

法

權
1

由

三 二

議 縣 任 行 諮 省 請 席 九  

貝 設 命 政 議 設 總 ；
由 縣 之 院 會 省 統 3 ，

f 議 • 院 魯 諸 堡 J 其

予 議 總 + 置 長 為  

會 统 由 省  提 主

百 至

㈤ i : 第 
設 十 一

委 第  

貝 一

百

零
九

條

；

十
—

悴

八

條

第

項

第

定

之

不

受

憲
法

第

百

應

包
括

左

列

|
以

法

律

第

k .

條

省
、

縣

地

方

制

度j

大

會

修

正

後

條

文

規 整 能 理 灣  滿 屆 台 省 台 七 之 員  

定 * 、後 省 台 日 台 灣 省 灣 年 任 及 第  

。得 業 ，省 灣 起 灣 省 長 省 十 期 第 十  

以 務 台 長 省 停 省 議 之 議 二 至 一 屆  

法 J 灣 之 議 去 省 會 選 會 月 中 屆 台  

律 = 省 選 會 g 長 議 舉 議 二 華 台 灣  
為 ^ 政 舉 議 現 任 肖 自 員 十 民 灣 省  

特 織 府 伴 員 * 期 及 第 及 日 國 省 議  

別 之 之 止 及  之 第 十 ,台 止 八 省 會  

之 調 功 辦 台  屆 一 屆 i f ，十 長 議

省
政

府
〇

七

縣

3

治

之

監

督

機

M
為

a

六

省
、

縣

與

中

央

之

關

五

之 一 縣 縣  

* 人 設 議  

，縣 會

坊 ， * 

民 置  

選 縣  

舉 長

四

屬
於

縣

之

立

法

權
I

由

議 縣 統 由 諮 省 長 主 降  

員 設 任 行 議 設 提 席 干  

由 縣 命 政 會 省 請 ，k  
5 議 之 院 議 諮 總 均 ， 

J 會 。 院 l i議 赞 由 其  

2 ， 長 若 會 罢 行 中  

f 縣 提 干 ， T 政 一  

( 議 請 人 置 之 院 人  

會 總 • 省 e 院 為

— 百 至

省 二 第

省 G 百 
政 ™ 十

府 5 五

置 ” 及 

委 ‘ 第 

貝 -

百

零

條

i
百

十

八

條

第

項

第

%

定

之
»

不

受

憲
法

第

百

零

應

包
含

左

H
各

\k
以

法

律

第

九

條

省

縣

方

制

度
»

提

案

擬

修

正

條

文

督
機

關

為
省
政

府
令

行

政

院

縣

自

治

之

監

五 四

省 省 民 縣  

自 與 選 長  
治 W 舉 分  

之 之 之 別  
監 M 。 由 

督 係 省  

機 * 民 

關 、 

為 縣

篁
縣

長

人

省

長
、

三 二  一

一 省 會 樣 屬 民 縣 議 省  
人 設 分 ，於 、该 + 設 
， 省 別 由 彡 縣 奋 ，惫 

縣 政 行 省 4 民 議 省 議  

設 府 之 議 二 5 貝 議 會  
縣 ， ， 會 孫 舉 分 會 ， 

政 置 、之 之 別 議 縣  

府 省  縣 立 。 由 霣 設  

* 長 議 法 省 、 縣

限 條

制 及

: 第

I

十

條
之

百

十

條

!

百

十

八

條

第

項

第

款

定

之

T'

受

%

法

第

百
%

應

包

含
左

列

款
f

以

法
律

第
八

條

省

縣

方

制

度
*

原

條

文

調 後  後
整 ， 台 ， 台 法 於 當 陴  

，省 灣  均 灣 位 現 可 中  

得 政 省  f 省 陳 行 迅 央  

^ 疳 省  4 省 S 相 為 M  
. 4 5 長 f 長 球 關 因 5  

及 J 及 f 法 應 2  
自省 2 省 留 規 • 》

平 枣 ，之 惟 f

5 譏 ？ i 會 以 適 此 予
K . * ， 擎 議 埜 用 特 S

* 2  I 任 議 自 法 <  
… g 期 • 宜 應 规

之 止  * 滿 s 先 ，

性

質

應

m
續

鋒

由

省

畔

或

m
整

a

之

省

府

功

能

業

務

事

項

以

清

查

㈣
法
贅

就

行
ik
牵

規

中

W

蟪

定

其 有 檢 法 央  

全 所 討 規 法  

Ife疏 修 加 規  
，漏 正 以 及  

為 * ，落台  

了 或 不 實 灣  

爭 難 僅 》省 
取 以 缺 如 政  

時 作 乏 就 府  

效 全 效 拿 组  

， t t 丰 別 織  

宜 考 ，法.規 
W 量 且 规 程  

定 以 不 逐 ，争 

幹 窺 免 一 省

織
之

調
整t
需

藉

修
正

現

b
法

律

中

A

M

於

台

灣

省
政

府
之

功

麻
%

業

務

與
級

不

受

凍
結

省

自
治

遘

I
之

影

響
♦

四，

議舉為(•治 

會 承 顧 衝  

議 諾 及 擊

貞 ，汝 外

於 確 長 * 
任 保 及 並  

期 本 省 可  

與 屆 議 收  

職 台 貝 芎  

檬 灣 對 含  

維 省 於 S  
持 省 省 f  

不 長 民 J  
變 與 的 扭  

，省 選 •

政

府

督

市

治
*

除

降
低

玫

二

掌 以 府 J 之 人 人 設 人  

，來 之 自 • 員 ，省 為  

如 ， 派 治 均 以 諮 主  

在 熟 出 地 由 供 議 席  

^ 悉 機 位 行 省 會 ， 

政 各 M 雖 政 政 ，執  

院 n ，然 院 府 置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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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省
是
否
為
公
法
人
釋
憲
案
之
法
律
意
見

r

緒
說
 

㈠

前
言

依
我
國
憲
法
規
定
，省
為
政
府
層
級
之
一
，由
憲
法
賦
與
一
定
權
限
而
得
行
使
公
法
 

上
權
利
義
務
，其
為
公
法
人
，由
憲
法
所
直
接
保
障
，
並
不
以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為
限
。
此
 

次
修
憲
，省
為
政
府
層
級
之
地
位
並
未
變
動
，其
憲
法
上
享
有
之
事
權
，
亦
大
部
分
保
留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
理
所
必
然
；
且
經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以
下
簡
稱
增
修
條
文
) 

修
憲
理
由
明
確
宣
示
。足
認
，在
停
止
自
治
選
舉
(
以
下
簡
稱
停
選
)
後

，臺
灣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

乃
屬
無
庸
置
疑
，合
先
說
明
。

由
於
省
在
自
治
選
舉
停
止
後
，省
為
公
法
人
定
位
之
爭
議
，係
源
自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
因
此
，
在
憲
法
解
釋
上
，有
關
問
題
之
探
討
，
自
應
回
歸
問
題
核
心
之
增
修
條
文
，
並
 

以
該
條
文
規
定
為
出
發
點
，再
依
次
結
合
其
修
憲
理
由
，
乃
至
憲
法
本
文
相
關
規
定
(特
 

別
是
憲
法
第
十
章
中
央
與
地
方
之
權
限
、第
十
一
章
地
方
制
度
)
，並
以
其
所
形
成
之
修
 

憲
意
旨
及
制
度
原
理
，作
為
論
據
重
心
。

就
法
律
解
釋
而
言
，
法
律
上
之
結
論
，
直
接
而
由
法
律
條
文
表
徵
，
固
是
最
無
爭
議



，
唯
法
律
條
文
文
字
，或
因
用
語
過
於
簡
要
，或
因
問
題
涉
及
較
廣
，單

t

條
文
文
字
， 

往
往
不
能
直
接
表
明
一
定
結
論
，
此
無
寧
為
法
律
規
定
之
常
態
。
於
此
情
形
，
立
法
意
旨
 

，
便
成
為
最
重
要
之
解
釋
依
據
.，如
其
尚
難
獲
得
明
確
答
案
，
則
觀
察
該
條
文
關
聯
制
度
 

規
定
，
從
制
度
之
體
系
原
理
探
求
其
答
案
，
便
成
為
法
律
解
釋
上
繼
立
法
意
旨
解
釋
(歷
 

史
解
釋
)
之
重
要
解
釋
方
法
。這
也
就
是
法
律
解
釋
論
上
所
稱
之
文
義
解
釋
、歷
史
解
釋
 

及
體
系
解
釋
。法
律
解
釋
經
此
三
者
而
仍
無
答
案
者
，
乃
有
所
謂
目
的
解
釋
，
乃
至
社
會
 

學
解
釋
等
，
以
為
補
充
。換
言
之
，
法
律
解
釋
，係
依
次
循
文
義
解
釋
而
歷
史
解
釋
而
體
 

系
解
釋
之
順
位
次
第
進
行
之
，並
於
獲
得
答
案
時
，即
得
亦
應
停
止
後
順
位
解
釋
方
法
； 

反
之
，
如
文
義
解
釋
、歷
史
解
釋
、
乃
至
體
系
解
釋
，
三
者
窮
盡
，其
法
律
上
爭
議
之
答
 

案
仍
曖
昧
不
明
者
，
則
目
的
解
釋
、
社
會
學
解
釋
，當
可
亦
始
可
作
為
補
充
解
釋
之
手
段
 

，
作
為
詮
釋
法
律
意
義
之
論
據
。憲
法
為
廣
義
法
律
規
範
之
一
環
，
上
述
法
律
解
釋
方
法
 

及
其
順
位
排
序
，
於
憲
法
解
釋
自
亦
有
其
適
用
。

修
憲
之
後
，
從
增
修
條
文
及
相
關
規
定
，論
究
省
之
定
位
，基
本
上
係
法
律
解
釋
層
 

次
之
問
題
。因
此
，有
關
論
述
，自
應
循
上
述
嚴
謹
的
法
律
解
釋
方
法
為
之
。本
法
律
意
 

見
，
即
在
謹
守
如
上
法
律
解
釋
方
法
，
以
客
觀
理
性
之
解
釋
態
度
提
出
省
定
位
之
法
律
上

2



相
關
說
明
。

㈡

二
個
基
本
概
念

修
憲
後
省
之
公
法
人
地
位
所
以
引
起
爭
議
，係
導
因
於
增
修
條
文
第
一
項
說
明
一
， 

同
時
併
列
使
用
「公
法
人
」
及

「派
出
機
關
」
兩
個
名
詞
之
故
。在
法
律
概
念
之
分
析
上
 

，
這
二
個
名
詞
，
均
屬
語
義
多
歧
，
且

内

涵
極
不
明
確
之
不
確
定
概
念
，
不
僅
立
法
定
義
 

並
不
多
見
，
學
理
上
之
體
系
討
論
亦
少
，修
憲
後
解
讀
增
修
條
文
意
義
，
因
而
出
現
紛
歧
 

，無
寧
為
正
常
現
象
。為
此
，
於
客
觀
理
性
闡
釋
增
修
條
文
之
意
義
，
乃
至
論
證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之
定
位
，在
前
提
作
業
上
，
就
這
二
個
基
本
概
念
，先
作
初
步
釐
清
，
可
說
是
相
 

當
必
要
。

1
公
法
人
之
概
念
解
析
 

⑴
憲
法
規
定

公
法
人
者
，享
有
公
法
上
權
限
，
得
行
使
一
定
之
公
法
上
權
利
義
務
之
行
政
主
 

體

。在
公
法
學
上
，公
法
人
地
位
之
取
得
，其
途
徑
有
三
：

一

為
無
待
法
規
範
規
定
 

者

，
如
聯
邦
、
國
家
或
聯
邦
國
的
邦
.，二
為
因
憲
法
而
賦
與
者
，
如
我
國
的
省
、縣
 

;
三
為
由
法
律
賦
與
，
如
日
本
、法
國
的
地
方
政
府
，
我
國
的
鄉
鎮
或
水
利
會
。

3



依
我
國
憲
法
規
定
，省
之
公
法
人
定
位
，係
由
憲
法
直
接
賦
與
，
斯
即
省
享
有
 

憲
法
第

一

〇
七
條
第
七
款
、第
一
〇
八
條
、第
一
 

o

九
條
、第
一
 一
一
條
、第
一
四
 

七
條
'第
一
六
四
條
等
權
限
，
並
不
以
實
施
自
治
為
前
提
□換
言
之
，
省
所
具
有
憲
 

法
如
上
所
列
各
條
之
事
權
，其
公
法
人
之
地
位
即
直
接
由
憲
法
保
障
而
告
確
立
，無
 

關
乎
亦
無
待
乎
實
施
自
治
.，
不
過
，
省
如
未
實
施
省
自
治
，
其
諸
多
事
權
之
行
使
， 

須
經
中
央
(通
常
為
行
政
院
)
核
定
而
已
。由
於
省
之
此
一
雙
層
分
權
機
制
，
乃
舉
 

世
所
獨
有
，
既
非
如
聯
邦
國
之
邦
，亦
不
同
於
單
一
國
之
地
方
政
府
，
吾
人
絕
對
不
 

可
輕
易
以
法
國
、
曰
本
制
度
體
例
及
思
考
模
式
，落
入
彼
等
所
謂
如
不
實
施
自
治
即
 

非
為
公
法
人
之
誤
謬
論
點
。多
數
國

内

憲
法
學
者
，
於
論
及
我
國
省
制
之
特
殊
意
義
 

時

，常
謂
我
國
的
省
具
有
類
似
聯
邦
國
中
邦
之
地
位
，
即
是
明
證
(聯
邦
國
之
邦
， 

其
公
法
人
定
位
先
於
法
規
範
而
存
在
，
無
待
憲
法
或
特
定
法
律
明
文
規
定
。
)
為
免
 

誤
解
積
非
成
是
，爰
於
此
特
別
說
明
。

Hy-
\ 憲政
現
實

地
方
自
治
，是
源
自
歐
美
地
方
政
府
之
產
物
，
用
以
說
明
我
國
地
方
政
府
體
制
 

相
關
部
分
，
固
無
不
可
。
但
我
國
地
方
政
府
體
制
相
關
問
題
，是
否
盡
可
' 亦
僅
能

4



依
歐
美
之
地
方
自
治
理
論
說
明
，學
理
上
亦
不
能
毫
無
疑
義
。畢
竟
，
我
國
的
省
、 

縣

、
乃
至
鄉
鎮
，其
存
在
本
是
源
遠
流
長
，彼
等
本
為
行
政
主
體
，
依
法
定
各
種
事
 

項
而
享
有
並
行
使
公
法
上
各
種
權
限
，並
負
擔
其
義
務
，
此
即
學
理
上
所
謂
之
公
法
 

人
。換
言
之
，省

、縣

、鄉
鎮
等
公
法
人
之
判
定
，係
從
整
體
法
規
範
所
形
成
之
實
 

質
法
律
認
定
，亦
即
如
實
質
法
律
足
認
其
得
享
有
公
法
上
權
利
義
務
者
，
即
為
公
法
 

人
，
既
不
須
特
定
法
律
或
法
條
明
文
加
以
規
定
其
為
公
法
人
，
且
不
以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為
前
提
，業
經
司
法
院
三
十
四
年
院
解
字
第
二
九
九

o

號
解
釋
在
案
。是
以
，
於
 

憲
法
頒
行
後
，吾
人
不
得
依
憲
法
第
一
二
一
條
規
定
，
以
縣
市
或
鄉
鎮
未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為
由
，
否
定
縣
(市
)
及
鄉
鎮
本
來
即
已
享
有
之
公
法
人
地
位
，
應
是
無
庸
置
 

疑
，
此
亦
省
縣
自
治
法
施
行
以
前
數
十
年
之
憲
政
事
實
，
值
得
吾
人
特
別
指
明
。
不
 

過
，
這
類
公
法
人
主
要
係
由
行
政
法
令
總
體
而
賦
與
，為
示
與
自
治
法
人
區
別
，
吾
 

人
爰
以
一
般
行
政
公
法
人
稱
之
。

既
然
，本
來
須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之
縣
市
、
鄉
鎮
，其
公
法
人
地
位
之
概
念
，
仍
 

可
以
有
無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為
界
線
，
區
分
之
為
一
般
行
政
公
法
人
(未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
及
自
治
法
人
.，
一
般
行
政
公
法
人
，由
憲
法
及
相
關
行
政
法
令
形
成
之
法
規
範
 

總
體
賦
與
之
，自
治
法
人
由
省
縣
自
治
法
賦
與
之
。則
憲
政
體
制
原
理
上
，本
來
就
 

是
如
此
設
計
的
省
，情
形
就
更
應
當
然
如
此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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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為
公
法
人
，
既
為
憲
法
所
賦
與
，
且
不
以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為
前
提
。
公
法
人
 

者

，
法
律
上
權
利
義
務
之
主
體
，
非
公
法
人
者
，
即
非
法
律
上
權
利
義
務
之
主
體
， 

其
作
為
地
方
政
府
層
級
之
意
義
盡
失
。
是
以
，
省
為
公
法
人
定
位
之
存
否
，
關
係
到
 

省
之
存
廢
，
否
定
省
為
公
法
人
，
省
即
不
復
為
權
利
義
務
主
體
，
不
能
再
有
省
立
學
 

校
及
省
營
事
業
機
構
，
不
能
擁
有
省
產
，
不
能
與
外
國
地
方
政
府
締
結
姊
妹
州
市
， 

其
已
訂
立
者
，
亦
要
突
然
宣
告
失
效
，
即
省
級
人
民
團
體
、
社
團
法
人
、
財
團
法
人
 

等

，
亦
要

頓
失
存
續
依
據
。
足
見
，
否
定
省
為
公
法
人
，
既
是
廢
省
，
更
是
嚴
重
影
 

響
省
民
權
益
及
國
家
社
會
安
定
。

2-
派

出

機

關

之

概

念

解

析

 

⑴
派
出
機
關
之
歧
義

派
出
機
關
之
概
念
確
定
，
較
之
公
法
人
所
面
對
且
應
克
服
之
困
擾
，
實
有
過
之
 

而
無
不
及
。
蓋
以
相
對
於
公
法
人
，
派
出
機
關
本
身
具
有
多
義
性
，
必
須
從
上
下
文
 

關
係
之
解
讀
，
才
能
顯
現
其
真
義
，
非
若
公
法
人
云
者
，
尚
可
就
名
詞
本
身
進
行
概
 

念
分
析
。

在
分
歧
多
義
之
概
念
游
移
下
，
派
出
機
關
最
主
要
之
不
同
用
法
有
二
。
其
一
為
 

表
徵
垂
直
分
權
，
亦
即
說
明
中
央
與
地
方
上
下
級
政
府
功
能
關
係
之
派
出
機
關
，，另
 

一
為
表
徵
橫
平
分
工
，
亦
即
說
明
同
一
機
關
組
織
關
係
之
派
出
機
關
。
基
於
前
者
，

6



舉
凡
地
方
立
法
權
不
盡
成
熟
之
地
方
政
府
，
均
為
中
央
政
府
之
派
出
機
關
.，換
言
之
 

，
即
使
政
府
層
級
定
位
屬
於
公
法
人
，
但
其
地
方
立
法
權
未
臻
完
熟
時
，其
在
政
府
 

功
能
運
作
之
角
度
上
，則
地
方
政
府
仍
屬
所
謂
中
央
政
府
之
派
出
機
關
。基
於
後
者
 

，
則
所
謂
派
出
機
關
，係
指
某
一
政
府
機
關
，為
處
理
轄
區
業
務
，
於
其
所
在
地
之
 

外

，
設
置
之
分
支
組
織
機
關
或
單
位
，
因
其
僅
是
機
關
組
織
分
置
之
形
態
，
尚
不
涉
 

及
公
法
人
存
否
之
問
題
。
正
因
如
此
，
吾
人
遇
有
派
出
機
關
用
語
時
，
必
須
先
從
其
 

上
下
文
關
係
確
定
其
語
意
所
在
，
始
能
進
一
步
進
行
所
謂
用
語
概
念
之
解
析
。

⑵
增
修
條
文
所
謂
派
出
機
關
之
意
義

增
修
條
文
說
明
欄
所
稱
之
派
出
機
關
，係
出
現
於
省
縣
地
方
制
度
之
相
關
規
定
 

，
在
省
之
層
級
仍
屬
存
在
之
前
提
下
(省
設
省
政
府
、省
諮
議
會
，非
於
行
政
院
設
 

省
政
府
)
，
派
出
機
關
云
者
，係
在
說
明
中
央
與
地
方
上
下
級
政
府
垂
直
分
權
之
關
 

係

，
用
意
甚
為
明
顯

C

換
言
之
，除
非
廢
除
省
之
層
級
，
否
則
，
此
所
稱
派
出
機
關
 

，其
性
質
上
為
表
徵
政
府
間
功
能
關
係
之
用
語
，
而
非
為
機
關

内

部
間
組
織
橫
平
分
 

置
之
概
念
，實
甚
明
確
。吾
人
觀
之
修
憲
說
明
，
那
麼
審
慎
研
酌
「省

(政
府
)
定
 

位
為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
(省
)
仍
為
公
法
人
，
但
非
地
方
自
治
困
體
」
，
三
者
一
氣

7



呵
成
，
更
可
證
明
此
所
稱
派
出
機
關
，係
意
指
層
級
政
府
間
功
能
關
係
，
而
且
絕
非
 

意
指
機
關

内

部
橫
平
組
織
分
置
而
言
。

既
然
，
增
修
條
文
說
明
所
稱
派
出
機
關
，係
上
下
級
政
府
垂
直
分
權
意
義
下
之
 

派
出
機
關
，
則
公
法
人
與
派
出
機
關
不
能
併
存
或
相
互
矛
盾
之
說
法
，
即
屬
不
攻
自
 

破

。
由
於
此
一
概
念
解
析
，與
論
證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有
重
要
關
係
，爰
亦
先
此
指
明
 

，
以
免
誤
解
或
曲
解
積
非
成
是
，
混
淆
真
正
意
義
。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之
論
證
 

㈠

增
修
條
文
意
旨
肯
定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1.
增
修
條
文
之

内

容
與
意
義

 

⑴
條
文
本
身
之
規
定

内

容

增
修
條
文
本
身
，雖
無
正
面
肯
定
或
否
定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文
句
，
惟
其
於
省
地
 

方
制
度
之
調
整
，畢
竟
有
重
大
意
義
，
且
為
問
題
探
討
之
核
心
及
出
發
點
，爰
予
摘
 

錄
於
下
，
以
為
相
關
論
述
之
回
顧
及
參
考
：

第
一
項
：

省

、縣
地
方
制
度
，應
包
括
左
列
各
款
-
以
法
律
定
之
-
不
受
憲
法
第
一
百
零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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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款
、第
一
百
零
九
條
、第
一
百
十
二
條
至
第
一
百
十
五
條
及
第
一
百
二
十
二
條
之
限
制
：

一 

省
設
省
政
府
，
置
委
員
九
人
-其
中
一
人
為
主
席
-
均
由
行
政
院
院
長
提
請
總
統
任
命
之
。

二
省
設
省
諮
議
會
-
置
省
諮
議
會
議
員
若
干
人
，
由
行
政
院
院
長
提
請
總
統
任
命
之
。

三
縣
設
縣
議
會
，縣
議
會
議
員
由
縣
民
選
舉
之
。

四
屬
於
縣
之
立
法
權
，由
縣
議
會
行
之
。

五
縣
設
縣
政
府
，置
縣
長
一
人
，由
縣
民
選
舉
之
=

六
中
央
與
省
、縣
之
關
係
。

七
省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監
督
縣
自
治
事
項
。

第
二
項
：

第
十
屆
臺
灣
省
議
會
議
員
及
第
一
屆
臺
灣
省
省
長
之
任
期
至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止
，臺
灣
省
議
會
議
員
及
臺
灣
省
省
長
之
選
舉
自
第
十
屆
臺
灣
省
議
會
議
員
及
第
一
屆
臺
灣
省
省
 

長
任
期
之
屆
滿
日
起
停
止
辦
理
。

第
三
項
：

臺
灣
省
議
會
議
員
及
臺
灣
省
省
長
之
選
舉
停
止
辦
理
後
，臺
灣
省
政
府
之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之
調
整
-
得
以
法
律
為
特
別
之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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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條
文
本
身
之
重
點

歸
納
增
修
條
文
之
文
字
，其
有
關
於
省
及
省
政
府
之
調
整
，重
點
為
如
下
五
者
：

①
 
省
為
地
方
政
府
之
一
環
，亦
為
政
府
層
級
之
一
，
於
省
設
省
政
府
及
省
諮
議
會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第
二
款
)
。

②
 
維
持
中
央
與
省
、縣
關
係
之
憲
政
體
制
，肯
定
省
之
政
府
層
級
(第
一
項
第
六
款
)

D

③
 
省

(政
府
)
有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監
督
縣
自
治
之
職
權
(第
一
項
第
七
款
)
。

④
 
臺
灣
省
(以
下
簡
稱
本
省
)
省
長
及
省
議
員
選
舉
停
止
(第
二
項
)
。

⑤
 
臺
灣
省
政
府
(以
下
簡
稱
省
政
府
)
之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
於
停
選
後
以
法
律
調
 

整
之
(以
下
簡
稱
精
省
)
，
不
受
憲
法
第
一
 

o

九
條
之
限
制
，並
得
以
特
別
法
規
定
 

之
(第
三
項
)
。

⑶
條
文
之
重
點
分
析

以
上
摘
錄
及
說
明
，
足
見
目
前
爭
議
核
心
之
「公
法
人
」
也
者
、
「派
出
機
關

j

 

也
者
，
於
增
修
條
文
本
身
，均
未
出
現
。換
言
之
，
純
就
增
修
條
文
本
身
之
法
律
用
語
 

而
言
，
並
沒
有
「派
出
機
關
」
字
眼
，也
沒
有
「公
法
人
」
之
文
字
。乍
見
之
下
，
足
 

認
增
修
條
文
，對
於
省
之
屬
性
，
並
未
正
面
明
定
，在
法
律
解
釋
上
，堪
稱
文
義
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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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突
破
文
義
不
明
，
理
應
探
求
修
憲
意
旨
、
回
歸
憲
政
體
制
原
理
與
憲
政
現
實
-
以 

求
解
答
。
因
之
，
訴
諸
嚴
正
之
次
順
位
法
律
解
釋
手
段
，自
難
避
免
。
以
下
，爰
依
法
 

律
解
釋
方
法
，嘗
試
分
就
歷
史
解
釋
方
法
及
體
系
解
釋
方
法
，
以
期
突
破
文
義
，
探
求
 

正
確
答
案
。
由
於
解
釋
方
法
上
，歷
史
解
釋
順
位
通
常
優
先
於
體
系
解
釋
，合
先
運
用
 

。
又
歷
史
解
釋
，旨
在
闡
釋
立
法
意
旨
，其
重
心
在
於
立
法
理
由
(立
法
說
明
)
，
此
 

於
修
憲
後
之
憲
法
解
釋
言
，
則
為
增
修
條
文
之
說
明
，
故
以
下
綱
目
，
以
增
修
條
文
說
 

明
凸
顯
之
。

2.
增
修
條
文
之
說
明

⑴
立
法
說
明
在
解
釋
上
之
地
位

盡
量
避
免
法
律
文
義
曖
昧
不
明
，本
為
立
法
者
之
首
要
任
務
，
惟
大
陸
法
系
，
因
 

採
法
典
制
度
，
法
律
用
語
，
力
求
簡
約
，
乃
成
為
大
陸
法
系
國
家
立
法
之
常
態
，我
國
 

情
形
亦
然
。在
此
特
徵
下
，
法
律
相
關
條
文
常
因
文
字
有
限
，
以
致
無
從
明
確
表
徵
法
 

律
制
度
之
相
關
意
義
者
，
所
在
多
有
。此
種
情
形
，在
憲
法
上
之
表
現
，
尤
為
顯
著
。

事
實
上
，
法
律
文
義
曖
昧
不
明
之
所
在
，
即
法
律
解
釋
空
間
之
所
在
。
一
般
情
形
 

，
立
法
者
為
盡
量
避
免
法
律
文
義
曖
昧
不
明
，除
法
條
本
身
文
字
之
外
，其
最
主
要
途
 

徑
即
為
附
載
於
條
文
之
說
明
(亦
即
一
般
所
稱
之
立
法
理
由
)
。換
言
之
，
就
立
法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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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言
，條
文
之
說
明
乃
其
表
達
闡
釋
法
律
上
意
義
之
最
主
要
手
段
，
就
法
律
解
釋
而
言
 

，
條
文
之
說
明
具
有
類
如
法
條
文
字
，準
於
法
條
文
字
之
地
位
，
乃
法
律
解
釋
學
上
之
 

一
般
常
識
。也
因
此
，
在
法
律
解
釋
上
，
跳
出
法
律
條
文
文
字
而
尋
求
文
義
所
無
法
充
 

分
表
徵
之
意
義
時
，條
文
之
說
明
便
成
為
最
重
要
之
法
律
解
釋
依
攄
。
一
般
文
獻
，
將
 

其
在
法
律
解
釋
上
之
地
位
，
視
為
緊
隨
於
文
義
解
釋
之
後
，良
有
以
也
。

⑵
增
修
條
文
說
明
之

内

容

增
修
條
文
說
明
與
省
之
定
位
直
接
有
關
者
，
略
有

如
下
：

第
一
項
：

r

凍

结

憲
法
本
文
與
增
修
條
文
中
有
關
省
自
治
之
規
定
■
將
省
定
位
為
中
央
政
府
之
派
出
機
關
-
仍
 

為
公
法
人
，
但
非
地
方
自
治

图

體
。省
之
自
治
選
舉
既
然
凍
結
，
憲
法
中
專
眉
省
議
會
之
自
治
立
 

法
權
亦
應
同
時
予
以
凍
結
。

三'省
自
治
地
位
雖
然
凍
結
，
成
為
中
央
政
府
之
派
出
機
關
，
但
由
於
省
政
府
長
期
以
來
-
熟
悉
各
縣
 

市
政
府
之
業
務
職
掌
-
如
在
行
政
院
督
導
之
下
，
繼
續
由
省
政
府
監
督
縣
市
自
治
，
除
能
降
低
政
 

治

衝
擊
外

*並
可
收
因
地
制
宜
之
效
。

五■關
於
臺
灣
省
政
府
之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之
調
整
，
需
藉
修
正
現
行
法
律
'中
央
法
規
及
臺
灣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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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組
織
規
程
等
省
法
規
加
以
落
實
-
如
就
各
別
法
規
逐
一
檢
討
修
正
，
不
僅
缺
乏
效
率
*
且
不
 

免
有
所
疏
漏
-
或
難
以
作
整
體
考
量
以
窺
其
全
貌
，
為
了
爭
取
時
效
-
宜
制
定
特
別
法
，
就
現
行
 

法
律
(規
)
中
所
規
定
之
省
府
功
能
業
務
事
項
加
以
清
查
，
視
其
性
質
應
繼
續
歸
由
省
辦
理
或
調
 

整
劃
歸
中
央
、
縣
市
辦
理
，
予
以
明
確
規
定
，
當
可
迅
為
因
應
。
惟
此
特
別
法
應
優
先
於
現
行
相
 

關
法
規
之
適
用
，
自
宜
於
憲
法
位
階
明
確
保
留
，
以
杜
爭
議
。

第
二
項
：
臺
灣
省
省
長
及
省
議
會
議
員
任
期
屆
滿
後
，
均
不
再
舉
行
選
舉
，
爰
予
特
別
規
定
。 

第
三
項
：
臺
灣
省
省
長
及
省
議
員
之
選
舉
停
止
後
，
省
政
府
已
非
自
治
機
關
，
其
組
織
之
調
整
-
得
 

以
法
律
特
別
規
定
之
"

⑶
修
憲
意
旨
重
點
分
析

歸
納
以
上
說
明
，其
有
關
於
省
及
省
政
府
之
調
整
者
，重
點
為
如
下
五
者
：

①
 
省

(層
級
)
之
定
位
，
回
復

(仍
)

為

(
一
般
行
政
)
公
法
人
，
但
非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

②
 
省

(政
府
)
之
功
能
，
回
復
為
中
央
政
府
派
出
機
關
。

③
 
憲
法
中
專
屬
於
省
議
會
之
自
治
立
法
權
，同
時
予
以
凍
結
。

④
 
省

(政
府
)
在
行
政
院
督
導
下
，繼
續
監
督
縣

(市
)

自
治
。

⑤
 
省
政
府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進
行
調
整
，其
過
程
為
「清
查
現
行
法
律
規
定
中
之
省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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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能
業
務
事
項
，
視
其
情
形
保
留
於
省
府
或
劃
歸
中
央
或
縣
市
，
同
時
就
其
組
織
加
 

以
調
整
」
，
但
為
爭
取
時
效
、確
保
過
渡
，
得
制
定
特
別
法
以
為
規
範
，
此
之
特
別
 

法
即
目
前
研
擬
中
之
「臺
灣
省
政
府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調
整
暫
行
條
例
」
(
以
下
簡
 

稱
精
省
條
例
)
草
案
。

既
然
，
增
修
條
文
本
身
，
不
僅
明
確
保
留
省
以
相
當
多
之
事
權
，
而
且
明
定
省
仍
 

為
政
府
層
級
，
並
在
省
設
省
政
府
及
省
諮
議
會
，則
省
於
停
止
自
治
選
舉
後
，
回
復
自
 

治
實
施
前
之
(
一
般
行
政
)
公
法
人
狀
態
，無
寧
為
理
所
當
然
，
而
且
增
修
條
文
說
明
 

，更
為
此
而
這
麼
明
確
具
體
載
明
省
為
公
法
人
。照
理
，省
在
憲
法
體
制
上
之
定
位
為
 

公
法
人
，應
屬
無
庸
置
疑
。
不
料
，
在
精
省
條
例
草
案
研
擬
過
程
中
，
卻
出
現
省
非
公
 

法
人
之
言
論
，
乃
至
出
現
意
圖
模
糊
省
公
法
人
定
位
之
規
劃
，
誠
屬
令
人
詫
異
與
費
解

o

㈡

增
修
條
文
構
成
之
憲
政
體
系
肯
定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1.
公
法
人
與
我
國
地
方
制
度
 

⑴
公
法
人
地
位
之
憲
法
保
障

在
法
律
構
成
形
式
上
，
我
國
憲
法
上
之
地
方
制
度
，與
法
國
、
日
本
、德
國
等
 

，有
相
當
顯
著
之
不
同
。此
即
在
法
國
、
曰
本
等
國
之
地
方
制
度
，

谨
有
分
治
而
無

14



分
權
，憲
法
僅
見
地
方
自
治
而
無
地
方
政
府
固
有
權
限
；
反
之
，
於
我
國
憲
法
，則
 

地
方
制
度
，
不
僅
有
地
方
自
治
，地
方
政
府
更
有
憲
法
所
賦
與
並
保
障
之
固
有
權
限
 

。
況
者
，為
表
徵
此
一
地
方
制
度
上
之
特
色
，我
國
憲
法
特
別
於
地
方
制
度
之
外
， 

另
闢
中
央
與
地
方
權
限
(其
意
旨
在
於
規
範
中
央
與
地
方
權
限
之
垂
直
區
分
，
以
下
 

爰
以
權
限
區
分
稱
之

)
，

並
規
定
於
地
方
制
度
之
前

，用
示

我
國
憲
法
之
酌
採
分
權
 

體
制
及
尊
重
地
方
制
度
。這
也
正
是
，
何
以
本
文
常
將
此
二
章
一
併
論
述
之
原
因
。

正
由
於
憲
法
上
之
如
上
特
色
，我
國
的
地
方
制
度
，
相
對
於
其
他
‘國
家
，
乃
具
 

有
與
眾
不
同
之
獨
特
意
義
，
此
在
省
制
尤
為
顯
著
。它
既
不
完
全
同
於
其
他
單
一
國
 

家
-
亦
不
完
全
同
於
聯
邦
國
家
。綜
合
言
之
，
此
之
獨
特
意
義
，
堪
稱
源
自
中
山
先
 

生
遺
教
中
之
均
權
制
。其
具
體
表
現
於
憲
法
者
則
為
：
於
政
府
垂
直
分
工
上
，
充
分
 

體
現
分
權
，除
地
方
制
度
章
節
外
，另
有
中
央
與
地
方
權
限
(區
分
)
章
節
，
二
者
 

互
為
結
合
，由
憲
法
直
接
賦
與
省
、縣
地
方
政
府
以
各
項
公
法
上
權
限
，
使
省
、縣
 

之
公
法
人
地
位
，直
接
由
憲
法
予
以
明
確
保
障
。

⑵
公
法
人
存
在
形
態
之
不
同

依
憲
法
規
定
及
多
年
來
之
運
作
實
情
，我
國
地
方
政
府
，並
不
以
省
、縣
為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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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縣
以
外
，與
省
同
級
者
，尚
有
直
轄
市
及
蒙
藏
地
方
，與
縣
同
級
者
，
尚
有
 

(省
轄
)
市
，縣
之
下
則
尚
有
鄉
、鎮
'縣
轄
市
。由
於
憲
法
上
特
別
凸
顯
省
、縣
 

之
分
權
地
位
。
因
此
，地
方
政
府
之
為
公
法
人
，
無
論
其
取
得
之
依
據
法
源
，
乃
至

存
在
形
態
，
於
各
種
地
方
政
府
間
，其
呈
現
亦
不
盡
相
同
。其
間
可
得
區
隔
者
如
下
 

*•
①
 
根
據
權
限
區
分
一
章
及
憲
法
本
文
其
他
有
關
省
之
條
文
之
各
項
規
定
，省
享
有
多
 

項
之
公
法
上
權
限
，得
行
使
一
定
之
公
法
上
權
利
義
務
(憲
法
本
文
第

一

〇
七
條
 

第
七
款
、第
一

o

八
條
、第
一
〇
九
條
、第一
 一
一
條
、第
一
四
七
條
及
第
一
六
 

四
條
)
。是
以
，省
為
公
法
人
，
不
僅
為
憲
法
所
保
障
而
無
待
法
律
明
文
規
定
， 

而
且
不
以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為
前
提
，
除
非
省
之
政
府
層
級
廢
止
，
否
則
，
省
之
公
 

法
人
地
位
應
不
容
置
疑
。

②
 
根
據
地
方
制
度
一
章
規
定
，省
如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
地
方
立
法
權
(理
論
上
)
趨
 

於
完
整
，
省
由
(
一
般
行
政
上
之
)
公
法
人
躍
昇
為
自
主
權
限
更
強
之
自
治
法
人
 

。換
言
之
，省
因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
進
一
步
享
有
更
完
整
的
立
法
權
、
預
算
權
及
 

財
產
處
分
權
，成
為
自
治
法
人
之
公
法
人
，僅
受
中
央
政
府
之
合
法
監
督
；
省
如
 

未
實
施
自
治
，其
地
方
立
法
權
並
不
完
整
，省
僅
根
據
權
限
區
分
一
章
之
規
定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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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權
限
，其
地
位
為
一
般
之
行
政
公
法
人
，其
前
述
各
項
權
限

(利
)

之
行
使
， 

仍
受
中
央
政
府
之
相
當
約
束
(指
揮
監
督
)
，
不
能
享
有
完
整
之
立
法
權
、預
算
 

權
及
財
產
處
分
權
，其
情
形
有
如
一
般
所
稱
之
限
制
行
為
能
力
人
，相
對
於
中
央
 

政
府
，省
政
府
因
而
成
為
學
理
上
所
稱
之
派
出
機
關
(有
關
派
出
機
關
與
公
法
人
 

之
關
係
，
另
段
獨
立
闡
釋
)
。

③
 
根
據
權
限
區
分
及
地
方
制
度
二
章
之
規
定
，縣
之
享
有
公
法
上
權
限
，其
公
法
人
 

地
位
之
取
得
，
固
亦
由
憲
法
上
賦
與
，並
因
實
施
縣
自
治
而
成
為
自
治
法
人
(憲
 

法
本
文
第
一
二
一
條
)
。因
此
，
就
憲
法
規
定
及
憲
政
現
實
言
，縣
之
取
得
公
法
 

人
，
亦
可
分
為
行
政
上
公
法
人
及
自
治
法
人
，前
者
由
總
體
行
政
法
令
體
現
，
後
 

者
由
省
縣
自
治
法
表
徵
，
故
其
情
形
與
省
尚
無
不
同
，
此
即
如
上
所
述
司
法
院
解
 

釋
之
意
旨
，
且
於
鄉
鎮
亦
有
適
用
。

④
 
蒙
藏
地
方
自
治
制
度
，尊
重
其
原
有
體
制
，其
公
法
人
之
定
位
，自
不
以
實
施
自
 

治
選
舉
為
前
提
(憲
法
第
一
 一
九
條
、第
一
二
〇
條
)
。

⑤
 
直
轄
市
，是
否
享
有
憲
法
上
之
分
權
，
規
定
未
盡
明
確
，解
釋
上
不
宜
認
為
憲
法
 

直
接
賦
與
直
轄
市
以
公
法
上
權
限
之
享
有
，是
其
公
法
人
地
位
之
取
得
，亦
須
由
 

法
律
賦
與
之
(憲
法
第
一
 一
八
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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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

省
轄
)
市
準
用
縣
之
規
定
(憲
法
第
一
二
八
條
)
，
理
論
上
應
與
縣
作
同
一
解
 

釋
，亦
即
市
之
公
法
人
地
位
，亦
由
憲
法
所
直
接
保
障
。

2.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存
在
形
態
 

⑴
公
法
人
與
地
方
自
治

由
以
上
分
析
，
可
知
從
憲
法
規
定
及
我
國
憲
政
現
實
之
角
度
，對
照
省
與
其
他

地
方
政
府
之
區
隔
，其
不
同
形
態
，當
有
如
下
：

①
 
公
法
人
由
憲
法
直
接
保
障
，憲
法
上
且
不
以
實
施
自
治
選
舉
為
前
提
：
省
、蒙
藏
 

地
方
政
府
。

②
 
公
法
人
由
憲
法
直
接
保
障
，
且
法
規
範
現
實
上
亦
不
以
實
施
自
治
選
舉
為
前
提
： 

縣
、
(省
轄
)
市
。

③
 
公
法
人
由
法
律
賦
與
，
且
法
規
範
現
實
上
亦
不
以
實
施
自
治
選
舉
為
前
提
：
直
轄
 

市
、鄉
、鎮
、縣
轄
市
。
此
所
稱
之
法
律
，意
指
如
前
所
述
之
實
質
法
律
，
無
待
 

個
別
特
定
法
律
或
法
條
明
定
，
併
此
指
明
(本
文
有
關
公
法
人
定
位
所
稱
之
法
律
 

均
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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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公
法
人
與
自
治
法
人

在
某
些
僅
有
分
治
而
其
分
權
有
名
無
實
的
國
家
，
亦
即
中
央
集
權
甚
為
濃
烈
之
國
 

家
，其
地
方
政
府
必
須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後
，
始
依
法
律
賦
與
公
法
人
地
位
。在
此
等
國
 

家
，其
公
法
人
與
自
治
法
人
，亦
可
能
混
同
難
分
；
甚
至
可
說
，地
方
政
府
除
自
治
法
 

人
以
外
，並
無
其
他
形
態
之
公
法
人
存
在
。換
言
之
，在
該
等
國
家
之
地
方
政
府
，其
 

公
法
上
地
位
，僅
如
我
國
地
方
制
度
上
之
直
轄
市
、鄉
(鎮
、市
)
，與
我
國
之
省
、 

縣
之
有
憲
法
直
接
保
障
地
位
*情
境
尚
難
比
擬
。
況
者
，
由
於
我
國
憲
法
地
方
制
度
尊
 

重
省
制
之
匠
心
巧
造
，
於
省
之
層
級
，
(
一
般
行
政
)
公
法
人
與
自
治
法
人
，
乃
成
為
 

兩
個
不
同
、但
有
互
涉
關
係
之
概
念
，
二
者
指
涉
之
政
治
實
體
，均
同
受
憲
法
保
障
， 

概
念
上
涇
渭
分
明
，彼
此
互
補
。這
種
省
制
上
二
重
分
權
的
特
殊
體
制
，
不
僅
較
能
合
 

理
說
明
不
同
時
期
且
不
斷
發
展
變
動
之
省
地
方
制
度
。在
幅
員
廣
大
、自
治
不
及
之
行
 

憲
當
時
，
既
可
兼
顧
制
憲
當
時
政
治
現
實
，
保
證
逐
步
推
動
地
方
自
治
.，在
國
家
面
臨
 

重
大
政
府
再
造
之
當
前
，更
可
發
揮
階
段
過
渡
、妥
善
銜
接
及
順
利
推
移
之
妙
用
。

其
實
，在
我
國
憲
政
現
實
上
，
(
一
般
行
政
)
公
法
人
與
自
治
法
人
之
併
存
，並
 

非
僅
於
省
有
之
，
即
使
在
縣
市
、鄉
鎮
之
運
作
上
，情
形
亦
然
。
足
見
，
這
種
互
存
關
 

係
，
無
寧
為
我
國
憲
政
上
地
方
制
度
之
特
色
，非
其
他
國
家
地
方
制
度
原
理
或
實
務
所

可
盡
為
說
明
。

兹
為
便
於
參
考
，爰
將
此
之
(
一
般
行
政
)
公
法
人
與
自
治
法
人
之
概
念
關
係
， 

予
以
說
明
如
附
圖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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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地

方

法

人 ，治

權

限

區

分

行  

人  政

. 一  / / /

人 法 治 自

A 、 ， 限 區 分 （1 0 9  ' 1 1 0 + 其 他 ） ： （一 般 行 政 ） 公 法 人

憲 法 ：省 ：公 法 人 j
^ 權 限 區 分 ^ 地 方 自 治 （1 1 2 - 1 1 5 ) : 自 治 法 人

憲政現實：公 法 人

行 政 法 令 總 想 ：一 般 行 政 公 法 人 （未 實 施 自 治 選 舉 之 省 、縣 、鄉 鑌 ）

行 政 法 令 總 體 彳 省 縣 自 治 法 ：自 治 法 人 （實 施 自 治 選 舉 之 省 縣 鄉 鎮 ）

附
圖
一
憲
政
有
關
(
一
般
行
政
)
公
法
人
與
自
治
法
人
概
念
關
係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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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我
國
憲
法
上
省
為
公
法
人
，
既
不
以
實
施
自
治
選
舉
為
前
提
，是
修
蕙
停
選
後
 

，省
僅
由
自
治
法
人
轉
換
(回
復
)
為
一
般
行
政
公
法
人
，
尚
不
發
生
喪
失
公
法
人
之
 

法
律
效
果
。
反
對
論
者
，
執
外
國
地
方
制
度
學
理
或
現
實
，
認
為

r

非
為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之
政
府
層
級
，
即
非
為
公
法
人
」
，其
用
以
說
明
我
國
之
直
轄
市
、
乃
至
縣
(市
) 

、
鄉

(鎮
、市
)
，
已
屬
不
當
；
如
其
進
一
步
用
於
說
明
我
國
之
省
制
，則
屬
全
然
無
 

據
，
不
言
而
明
。

3.
增
修
條
文
之
體
系
解
釋
 

⑴
增
修
條
文
在
地
方
制
度
體
系
上
之
地
位

I

增
修
條
文
與
蕙
法
本
文
之
互
涉
關
係
—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係
修
正
憲
法
部
分
條
文
之
集
合
，
就
憲
法
構
成
言
，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係
憲
法
之
一
部
分
。換
言
之
，
以
我
國
憲
法
構
成
言
，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及
憲
法
本
文
 

，
均
為
憲
法
之
一
部
分
，
二
者
之
有
機
融
合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補
充
或
修
正
憲
法
本
文
 

)
，
形
成
憲
法
之
整
體
。在
此
角
度
上
，對
照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與
憲
法
本
文
，
吾
人
可
 

以
確
認
，
增
修
條
文
所
修
正
者
，
及
於
憲
法
本
文
權
限
區
分
(第
十
章
)
及
地
方
制
度
 

(第
十
一
章
)
二
章
。審
視
增
修
條
文
影
響
所
及
，係
以
上
二
章
之
一
部
分
，
而
非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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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部
，憲
法
本
文
此
二
章
之
多
數
條
文
、
乃
至
其
他
章
節
有
關
省
規
定
之
條
文
，均
屬
 

仍
然
繼
續
適
用
，
不
受
增
修
條
文
之
任
何
影
響
。
足
見
，
對
照
增
修
條
文
與
憲
法
本
文
 

，來
解
釋
其
相
互
關
係
，
吾
人
可
以
肯
定
，增
修
條
文
僅
係
憲
法
以
上
二
章
之
部
分
修
 

正
，
相
對
於
憲
法
本
文
而
言
，係
補
充
作
用
而
非
取
代
關
係
。換
言
之
，增
修
條
文
除
 

修
正
以
上
二
章
部
分
規
定
外
，在
憲
法
地
方
制
度
之
體
系
構
成
上
，
不
僅
成
為
以
上
二
 

章
之
一
部
分
-
並
與
其
未
修
正
部
分
，
乃
至
憲
法
其
他
章
節
有
關
權
限
區
分
及
地
方
制
 

度
之
個
別
規
定
，
共
同
融
合
成
為
憲
法
上
有
關
權
限
區
分
及
地
方
制
度
之
新
整
體
。基
 

此
言
之
，
增
修
條
文
固
有
其
嶄
新
意
義
，
但
絕
非
全
面
推
翻
省
之
地
方
制
度
而
孤
立
存
 

在
。
從
而
，
面
對
此
一
新
的
權
限
區
分
及
地
方
制
度
新
機
制
，在
法
律
解
釋
上
，
允
宜
 

把
握
以
下
二
大
原
則
：

①
 
增
修
條
文
的
優
先
性
：
增
修
條
文
旨
在
調
整
地
方
制
度
(特
別
是
省
的
制
度
)
，
此
 

一
修
憲
意
旨
，
於
法
律
解
釋
上
應
予
優
先
尊
重
。

②
 
增
修
條
文
的
非
排
他
性
：
增
修
條
文
，僅
係
憲
法
地
方
制
度
之
一
部
分
，
法
律
解
釋
 

上
，
增
修
條
文
絕
無
排
他
性
，其
更
為
重
要
者
，
母
寧
為
憲
法
地
方
制
度
上
省
制
重
 

新
構
成
之
整
體
性
考
慮
，亦
唯
有
把
握
其
整
體
性
而
為
體
系
解
釋
，才
能
避
免
斷
章
 

取
義
、
以
偏
概
全
之
主
觀
誤
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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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二
者
，為
體
系
解
釋
所
須
兼
籌
並
顧
，亦
本
法
律
意
見
之
方
法
論
上
基
礎
，爰
 

特
附
帶
說
明
。

⑵
憲
法
本
文
上
有
關
省
公
法
人
定
位
之
具
體
規
定
。

憲
法
上
有
關
省
之
事
權
之
規
定
，
主
要
可
臚
列
如
下
：

①

 
省
稅
之
享
有
：

第
一
百
零
七
條
第
七
款
..國
稅
與
省
稅
、
縣
稅
之
劃
分
。

②

 
省
立
法
及
執
行
事
權
：

第
一
百
零
九
條
 

左
列
事
項
*
由
省
立
法
並
執
行
之
-
或
交
由
縣
執
行
之
：

一
'
省
教
育
、
衛
生
、
實
業
及
交
通
。

二
、
 省
財
產
之
經
營
及
處
分
。

三
、
 省
市
政
。

四
、
 省
公
營
事
業
。

五
、
 省
合
作
事
業
。

六
、
 省
農
林
、
水
利
、
漁
牧
及
工
程
。

七
、
 省
財
政
及
省
稅
。

八
、
 省
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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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省
银
行
。

十

、
省
警
政
之
實
施
。

十
一
、
省
慈
善
及
公
益
事
項
。

十
二
、
其
他
依
國
家
法
律
賦
予
之
事
項
。

前
項
各
款
，
有
涉
及
二
省
以
上
者
-
除
法
律
別
有
規
定
外
，
得
由
有
關
各
省
共
 

同
辦
理
。

各
省
辦
理
第
一
項
各
款
事
務
，
其
經
費
不
足
時
，
經
立
法
院
議
決
，
由
國
庫
補
 

助
之
。

③

省

自

治
事
權
■

-

第
一
百
十
二
條
 

省
得
召
集
省
民
代
表
大
會
-
依
據
省
縣
自
治
通
則
，
制
定
省
自
治
法
-
但
不
得
 

與
憲
法
牴
觸
。

省
民
代
表
大
會
之
組
織
及
選
舉
，
以
法
律
定
之
。

第
一
百
十
三
條
 

省
自
治
法
應
包
含
左
列
各
款
：

一
、
省
設
省
議
會
，
省
議
會
議
員
由
省
民
選
舉
之
=

二 '
省
設
省
政
府
，
置
省
長
一
人
，
省
長
由
省
民
選
舉
之
。

三
' 省
與
縣
之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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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於
省
之
立
法
權
，
由
省
議
會
行
之
。

第
一
百
十
四
條
 

省
自
治
法
制
定
後
，
須
即
送
司
法
院
。
司
法
院
如
認
為
有
違
憲
之
處
，
應
將
違
 

憲
條
文
宣
布
無
效
。

第
一
百
十
五
條
 

省
自
治
法
施
行
中
，
如
因
其
中
某
條
發
生
重
大
障
礙
，
經
司
法
院
召
集
有
關
方
 

面
陳
述
意
見
後
，
由
行
政
院
院
長
、
立
法
院
院
長
、
司
法
院
院
長
、
考
試
院
院
長
與
 

監
察
院
院
長
組
織
委
員
會
，
以
司
法
院
院
長
為
主
席
，
提
出
方
案
解
決
之
。

④

 

省
法
規
位
階

第
一
百
十
六
條
 

省
法
規
與
國
家
法
律
牴
觸
者
無
效

=

第
一
百

十
七
條
 

省
法
規
與
國
家
法
律
有
無
牴
觸
發
生
疑
義
時

，
由
句

法
院
解
釋
之
。

第
一
百
二
十
五
條
 

縣
單
行
規
章
，
與
國
家
法
律
或
省
法
規
牴
觸
者
無
效
。

⑤

 

補
助
地
方
及
受
中
央
補
助
事
權

第
一
百
四
十
七
條
 

中
央
為
謀
省
與
省
之
經
濟
平
衡
發
展
，
對
於
貧
瘠
之
省
，
應
酌
予
補
助
。

省
為
謀
與
縣
間
之
經
濟
平
衡
發
展
*
對
於
貧
瘠
之
縣
，
應
酌
予
補
助
。

⑥

 

教
科
文
保
障
權
責

第
一
百
六
十
四
條
 

教
育
、
科
學
、
文
化
之
經
費
，
在
中
央
不
得
少
於
其
預
算
總
額
百
分
之
十
五
 

，
在
省
不
得
少
於
其
預
算
總
額
百
分
之
二
十
五
，
在
市
、
縣
不
得
少
於
其
預
算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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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百
分
之
三
十
五
-
其
依
法
設
置
之
教
育
文
化
基
金
及
產
業

-

應
予
以
保
障
。 

由
上
舉
條
列
，可
知
有
關
省
之
地
方
政
府
層
級
，
憲
法
上
明
定
其
享
有
一
定
權
限
 

而
定
位
其
為
公
法
人
者
，其
具
體
之
法
律
條
項
，
可
依
序
表
解

如

下

：

第 第  笫 第 第  第 第 第  
_  ■ —< ■ _ 1 ■ ■ ■丨 _ 一 _

六 四 六 一 一 〇 〇 〇  

四  七 條 二  一  九 八 七

條  條  ， 條  條  條  條  條  

第 丨 第 

一 第  七  

七 一  款

條 —
、 五

第 條

條

條

文

省 省  省 自 省 省 執  省 

教 補 法 治 固 固 行  ^  

科 助 規  f  有 有 中  J  
文 事  位 權 ^ 央 有  

經 權 階  補 具 事  S  
費 充  體 權 權  

事  一  W  

A  執 執

行 行

S  事
權 權

事

權

公  公  公  自 公 公 行  公  

法  法  法  治  法  法  i  法  

人 人  人 法 人  人 公 人

人  1

定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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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法
律
條
文
之
互
涉
關
係
言
之
，
以
上
有
關
省
為
公
法
人
定
位
之
法
律
條
項
，
堪
 

稱
彼
此
互
應
而
構
成
省
之
制
度
整
體
。再
者
，
就
制
度
現
實
上
之
調
整
遞
嬗
觀
之
 

，則
以
上
各
條
項
構
成
之
公
法
人
定
位
，本
由
各
項
行
政
法
令
補
充
確
定
，
於
省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後
，
省
之
定
位
當
即
轉
化
為
自
治
(公
)
法
人
。

⑶
增
修
條
文
之
修
正
範
圍

增
修
條
文
之
修
正
範
圍
如
何
？
應
對
照
憲
法
本
文
相
關
規
定
而
定
。
如
是
，
則
其
 

答
案
當
有
如
下
：

①
 
停
止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增
修
條
文
雖
未
明
定
省
全
面
停
止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惟
依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省
長
及
省
議
員
選
舉
停
止
，參
酌
修
憲
理
由
說
明
，
解
釋
上
省
即
停
止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憲
法
第
一
 一
二
條
至
第
一
 一
五
條
關
於
自
治
事
權
之
規
定
，
因
之
 

停
止
適
用
。

②
 
省
享
有
事
權
予
以
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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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修
條
文
之
另

一

項
重
點
，
是
為
省
享
有
事
權
予
以
調
整
，
誠
然
憲
法
第
一
〇
 

九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係
省
固
有
權
限
之
重
心
條
文
，
亦
劃
分
中
央
與
省
、
縣
權
限
之
 

重
要
依
據
，
憲
法
第
一
〇
九
條
第
一
項
省
制
之
調
整
，
影
響
深
遠
，
固
係
事
實
。
惟
 

就
憲
政
現
實
而
言
，
省
之
為
公
法
人
，
一
直
係
基
於
各
項
中
央
行
政
法
令
而
賦
與
。 

換
言
之
，
由
於
省
立
法
權
一
直
處
於
未
臻
成
熟
，
省
執
行
之
事
務
，
絕
大
部
分
係
執
 

行
中
央
法
令
，
論
其
性
質
，
堪
稱
絕
大
多
數
係
源
自
憲
法
第
一
〇
八
條
、
第
一
一
一
 

條

，
此
亦
何
以
吾
人
將
實
施
自
治
前
之
公
法
人
稱
之
行
政
公
法
人
之
故
。
以
上
情
形
 

於
省
縣
自
治
法
實
施
後
，
情
形
亦
未
多
大
改
變
，
現
行
省
法
規
本
於
省
自
治
事
項
而
 

訂
定
者
，
尚
不
多
見
，
足
認
，
省
於
省
縣
自
治
法
施
行
後
，
仍
以
執
行
中
央
立
法
事
 

項
所
賦
與
之
事
務
為
其
大
宗
。
是
以
，
憲
法
第
一
〇
九
條
即
使
完
全
停
止
適
用
，
對
 

於
省
回
復
為
原
來
之
行
政
公
法
人
，
應
無
影
響
。
況
者
，
體
系
解
讀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六
款
，
其
語
意
應
為
：

「省
地
方
制
度
包
括
中
央
與
省
、
縣
之
關
係
， 

以
法
律
定
之
，
不
受
憲
法
第

一

〇
九
條
之
限
制
」

。
再
參
照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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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說
明
五
，先
稱
「關
於
臺
灣
省
政
府
之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之
調
整
，
需
藉
修
正
 

現
行
法
律
、中
央
法
規
及
臺
灣
省
政
府
組
織
規
程
等
省
法
規
加
以
落
實
」
，
繼
而
又
 

稱

「宜
制
定
特
別
法
，
就
現
行
法
律
(規
)
中
所
規
定
之
省
府
功
能
業
務
事
項
加
以
 

清
查
，
視
其
性
質
應
繼
續
歸
由
省
辦
理
或
調
整
劃
歸
中
央
、縣
市
辦
理
，
予
以
明
確
 

規
定
」
，憲
法
本
文
第
一
〇
九
條
是
否
停
止
適
用
，法
律
上
似
非
毫
無
探
求
餘
地
。 

③
省
議
會
專
屬
立
法
權
棟
結

專
屬
於
省
議
會
立
法
權
之
凍
結
，其
意
義
有
二
： 

a

屬
於
省
議
會
之
立
法
權
如
何
行
使
，
增
修
條
文
並
未
明
定
，
而
省
議
員
停
止
選
舉
 

後
，復
於
省
設
省
諮
議
會
，省
諮
議
會
之
職
權
如
何
，
並
未
明
確
規
定
，
增
修
條
 

文
此
段
說
明
文
句
，
寓
有
排
除
省
諮
議
會
行
使
省
立
法
權
之
意
旨
，
可
以
用
來
杜
 

免
爭
議
。

b

省
法
規
之
立
法
程
序
，
視
其
是
否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而
有
不
同
。其
未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者
，
由
省
政
府
訂
定
後
，報
經
行
政
院
核
定
，
此
省
縣
自
治
法
實
施
前
之
形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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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
之
，省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後
，由
省
政
府
訂
定
，送
請
省
議
會
議
決
，
此
即
所
謂
 

專
屬
於
省
議
會
之
立
法
權
，為
省
縣
自
治
法
實
施
後
之
形
態
。
足
見
，
所
謂
專
屬
於
 

省
議
會
立
法
權
凍
結
云
者
，其
意
義
等
於
，省
法
規
之
立
法
程
序
，
又
回
復
實
施
自
 

治
以
前
之
形
態
，
亦
即
仍
由
省
政
府
訂
定
，報
經
行
政
院
核
定
。由
此
，省
之
立
法
 

權
又
因
之
陷
於
不
完
整
，
但
絕
非
省
已
無
立
法
權
，
更
非
省
法
規
不
再
存
在
。憲
法
 

第一
 一
六
條
、第
一
一
七
條
及
第
一
二
五
條
繼
續
存
在
，
正
可
說
明
此
一
實
情
。

⑷
增
修
條
文
之
體
系
構
成

從
增
修
條
文
與
憲
法
本
文
之
互
涉
關
係
言
，
可
知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停
止
適
用
 

之
憲
法
本
文
，
主
要
為
第
一
 一
二
條
至
第
一
 一
五
條
及
第
一
二
二
條
；
其
次
則
為
第
一
〇
 

九
條
之
限
制
適
用
。
但
亦
有
憲
法
本
文
所
未
訂
明
事
權
之
增
訂
。茲
歸
納
其

内

容
於
下
：

①
 
停
止
適
用
事
項
：
省
自
治
事
權

②
 
保
留
適
用
事
項
：
省
行
政
事
權

a

省
層
級
繼
續
存
在
之
肯
定
：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六
款
，
明
定
中
央
與
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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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之
關
係
，
以
法
律
定
之
，確
認
省
仍
為
政
府
層
級
之
一
。依
我
國
憲
法
規
定
及
 

憲
政
現
實
*
法
規
範
體
系
上
，非
為
法
人
即
不
具
政
府
層
級
之
意
義
，
因
此
，
如
 

認
為
省
非
為
法
人
，
即
意
味
省
之
層
級
不
復
存
在
，
認
為
省
非
為
法
人
，
即
等
於
 

廢
省
，
這
顯
然
是
違
背
增
修
條
文
肯
定
省
之
層
級
繼
續
存
在
之
本
意
。 

b

於
省
之
層
級
設
置
機
關

.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
明
定
省
仍
為
「省
縣
地
方
 

制
度
」
之
一
環
，並
訂
明
「於
省
設
省
政
府
、
設
省
諮
議
會
」
，
足
見
省
之
層
級
 

仍
然
存
在
，僅
其
具
體

内

容
由
憲
法
保
障
改
為
法
律
保
障
而
已

C 

C

省
之
公
法
人
定
位
之
肯
定
：
於
增
修
條
文
立
法
(修
憲
)
理
由
，
明
確
載
明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
列
於
第
一
項
說
明
，惟
為
呼
應
前
述
省
自
治
事
權
之
停
止
適
用
，
於
 

說
明
中
特
別
明
示
「省

.
.

.

仍
為
公
法
人
，但
非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
，構
成
本
 

次
修
憲
最
為
明
確
，
亦
最
重
要
之
核
心
意
旨
，
就
憲
法
學
原
理
言
之
，
這
種
明
確
 

核
心
部
分
，是
不
容
許
以
解
釋
加
以
推
翻
的
。 

d

省
行
政
事
權
之
保
留
及
調
整
：
省
依
各
種
行
政
法
令
賦
與
之
具
體
權
限
事
項
，須
 

視
當
前
國
家
社
會
發
展
需
要
而
作
適
度
調
整
，其
範
圍
則
待
清
查
整
理
後
以
法
律
 

訂
定
之
。換
言
之
，
於
省
而
言
，此
所
稱
之
各
種
行
政
法
令
或
源
自
憲
法
第
一
 

o

31



八
條
或
第
一

〇

九
條
或
第
一
 
一
一
條
。
不
過
，
惟
其
何
者
源
自
第
一

〇

八
條
？
何
者
 

源
自
第

一
〇

九
條
？
何
者
源
自
第
一
 
一
一
條
，
立
法
及
法
律
解
釋
-
常
未
具
體
說
明
 

，
事
實
上
亦
難
具
體
廓
清
。
是
以
，
綜
觀
如
上
所
舉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六
 

款
規
定
(
語
意
應
為
「省
縣
地
方
制
度
，
包
括
中
央
與
省
、
縣
關
係
，
以
法
律
定
之
 

，
不
受
憲
法
第
一
〇
九
條
之
限
制
」
)
、
同
條
第
三
項
修
憲
理
由
及
第
一
項
修
憲
理
 

由
說
明
五
所
述
，
憲
法
第
一

〇
九

條
是
否
完
全
停
止
適
用
，
解
釋
似
非
毫
無
探
究
餘
 

地

。
退
而
言
之
，
縱
認
憲
法
第
一
 

o

九
條
完
全
停
止
適
用
，
但
以
省
、
縣
自
治
之
前
 

，
省

、
縣

、
鄉
鎮
均
因
憲
法
第

一
〇

八
條
、第
一
 

一
1

條
規
定
，
依
各
種
行
政
法
令
 

賦
與
事
權
而
肯
定
其
為
「
行
政
」
公
法
人
，
修
憲
停
選
後
，
自
亦
應
作
同
一
解
釋
。 

e

省
之
其
他
事
權
繼
續
存
在
：
省
稅
之
享
有
、
省
補
助
權
責
及
省
教
科
文
經
費
等
事
權
 

、
繼
績
保
留
。

③
增
訂
適
用
事
項
：

「省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
監
督
縣
自
治
事
項
」
，
規
定
於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七
款
，
並
載
在
同
條
修
憲
理
由
三
。

茲
為
便
於
瞭
解
，
爰
就
增
修
條
文
與
憲
法
本
文
之
互
涉
關
係
，
敘
明
停
選
後
省
之
定
 

位
於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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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本文

省之事權

增
修
條
 文 

(第九條)

互
涉
關
係

省
之
定
位

第

t
〇
七
條
第
七
款
 

第
一
〇
八
條

第
一
〇
九
條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

二
條

一
二
條

一
三
條

一
四
條

一
五
條

一
六
條

一
七
條

二
五
條

第
一
四
七
條
 

第
一
六
四
條

省
稅
享
有
事
權
 

執
行
中
央
事
權

省
固
有
具
體
事
權

省
固
有
補
充
執
行
事
權
一
 

制
定
省
自
治
法
 

省
議
會
自
治
立
法
權
 

省
自
治
法
違
憲
審

査
 

省
自
治
法
爭
議
解
決
 

省
法
規
位
階
 

省
法
規
位
階
 

省
法
規
位
階
 

省
補
助
事
權
 

省
教
科
文
經

f

事
權

第
一
項
本
文

第
一
項
第
一
 '
二
款
、第
三
項
 

第
一
項
本
文

第
一
項
本
文
'第
一
項
第

一

、 

第I

項
本
文
 

第
一
項
本
文

二
款
'第
二
項

監
督
縣
自
治

未
受
影
零
 

未
受
影
響

(完
全
停
止
適
用
或

ill 

分
保
留
待
法
律
釐
定
9

}

未
受
影
響
 

停
止
適
用
 

停
止
適
用
 

停
止
適
用
 

停
止
適
用
 

未
受
影
響
 

未
受
影
響
 

未
受
彩
響
 

未
受
影
響
 

未
受
影
響
 

增
訂

行
政
公
法
人
 

行
政
公
法
人

?行
政
公
法
人
 

非
自
治
法
人
 

非
自
治
法
人
 

非
自
治
法
人
 

非
自
治
法
人
 

行
政
公
法
人
 

行
政
公
法
人
 

行
政
公
法
人
 

行
政
公
法
人
 

行
政
公
法
人
 

行
政
公
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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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增
修
條
文
之
體
系
意
義

對
照
增
修
條
文
及
憲
法
本
文
，
吾
人
發
現
，
增
修
條
文
所
停
止
適
用
者
，
僅
為
省
 

自
治
有
關
事
項
，
其
所
受
影
響
者
，
僅
為
自
治
法
人
之
定
位
而
已
。
換
言
之
，
修
憲
停
 

選
後
之
省
，
仍
有
一
定
權
限
。
此
之
具
體
事
權
有
三
：

一

為
保
留
於
省
執
行
之
固
有
具
 

體
執
行
事
項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六
款
、
第
三
項
—
各
種
行
政
法
令
賦
與
省
 

之
事
權
重
新
調
整
、
具
體

内

容
待
釐
清
後
依
法
律
規
定
之
、
憲
法
第
一
〇
七
條
第
七
款
、 

第

l

o

八
條
、
第
一
四
七
條
'
第
一
六
四
條
)
；
二
為
監
督
縣
自
治
之
事
項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七
款
).
，
三
為
具
全
省
一
致
性
質
之
事
項
(憲
法
本
文
第
一
一
一
 

條
)
.
，既
然
，
停
選
後
之
省
仍
然
享
有
源
自
憲
法
上
之
多
項
權
限
，
並
依
各
項
行
政
法
 

令
規
定
而
得
行
使
此
等
公
法
上
之
權
限

(利
)

，
省
自
然
仍
為
公
法
人
。
再
者
，
從
省
 

法
規
之
地
位
(憲
法
第

一

 1

六
條
、
第
一
 
一
七
條
、第
一
二
五
條
)
繼
續
不
變
(省
為
 

執
行
政
務
，
得
在
中
央
指
揮
監
督
之
下
，
訂
定
省
法
規
)
，
自
治
事
項
以
外
其
他
相
關
 

事
權
繼
續
保
留
，
更
可
印
證
，
省
仍
為
政
府
層
級
，
其
憲
法
上
地
位
並
未
變
動
，
乃
是
 

體
系
解
釋
憲
法
之
必
然
結
論
.，是
以
，
修
憲
停
選
後
之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
應
屬
無
庸
置
 

疑

。
亟
欲
廢
省
之

民
進
黨

，
其

國
代
提
出
之
憲

法
修
正

提
案
，除
第
一

0

九

绦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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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條
至
第

一

 1

五
條
停
止
適
用
外
，
並
很
用
心
地
將
憲
法
第
一
〇
七
條
第
七
款
、
第
 

一 
一
一
條
、
第
一
 
一
六
條
、
第

1
1

七
條
及
第
一
二
五
條
全
部
停
止
適
用
(
如
附
件
) 

，
更
可
說
明
，
僅
將
憲
法
第
一
〇
九
條
、
第
一
 

一

二
條
至
第
一
一
五
條
停
止
適
用
，
顯
 

然
不
足
以
否
定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憲
法
上
定
位
，
更
何
況
，
根
據
增
修
條
文
本
文
之
規
定
 

及
修
憲
理
由
所
表
明
之
意
旨
，
憲
法
多
項
有
關
省
之
事
權
繼
續
適
用
，
其
各
項
行
政
法
 

令
賦
與
之
事
權
，
更
有
保
留
，
省
作
為
如
同
省
縣
自
治
法
施
行
前
之
行
政
公
法
人
，
在
 

憲
政
體
制
上
，
是
斷
然
不
可
加
以
否
定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憲
法
上
定
位
的
。
這
也
正
是
增
 

修
條
文
說
明
，
何
以
仍
然
認
定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主
要
論
據
。

附
件
：

(民
進
黨
廢
省
提
案
版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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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進
黨
國
代
提
案
版
本‘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八
條
： 

一 

地
方
制
度
應
包
含
左
列
各
款
-
以
法
律
訂
之
-
不
受
憲
法
第
一
百
零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第
一
百
十
二
條
至
第
一
百
十
五
條
及
第
一
百
二
十
 

二
條
之
限
制
：

.

 

I 

,省
置
省
委
員
會

-

承
行
政
院
指
示
*
協
調
縣
際
間
自
治
事
項
，省
委

I 

員
會
設
委
員
九
人
，並
以
其
中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皆
由
行
政
院
院
 

長
任
命
之

=
(

要
求
修
憲
政
黨
協
商
附
帶
決
議
■■行
政
院
應
成
立
省
 

府
精
簡
委
員
會

-

設
委
員
若
干
人
，
依
政
黨
比
例
產
生
，並
以
其
中
 

一
人
為
主
任
委
員
-
由
行
政
院
院
長
任
命
之
。
)

二，行
政
院
與
縣
之
關
係
。

三
■縣

設
縣
議
會
-縣
議
會
議
員
由
縣
民
選
舉
之
：
屬
於
縣
之
立
法
權
， 

由
縣

議
會
行
之
。

四
、縣
設

縣
政
府
-
置
縣
長
一
人
，由
縣
民
選
舉
之
。

五
縣
自
治
之
監

督
機

關
為
行
政
院
。

憲
法
第
！
百
零
七
條
第
七
款
、第

一

百
十
條
第
一
項
第
十
一
款
，第
一
 

百
十
一
條
至
第
一
百
十
七
條
及
第
一
百
二
十
五
條
關
於
省
之
規
定
停
止
 

適
用
：
憲
法
第
一
百
零
八
條
、第
一
百
零
九
條
規
定
之
事
項
由
中
央
立

|

 

法
並
執
行
或
交
由
縣
執
行
之
。省
有
關
法
律
之
廢
止
或
修
正
，得
以
法
一
 

律
為
特
別
之
規
定
。 

_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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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
省
非
為
公
法
人
說
法
之
論
駁

省
於
修
憲
停
選
後
仍
為
公
法
人
，無
論
從
修
憲
意
旨
、憲
政
體
制
原
理
、
乃
至
憲
政
現
 

實
言
，
固
屬
彰
彰
明
甚
。惟
部
分
論
者
，或
因
政
治
立
場
、或
因
個
人
成
見
、或
因
認
知
差
 

距
，
提
出
各
種
省
非
為
公
法
人
之
不
當
言
論
，冀
以
模
糊
焦
點
，
混
淆
視
聽
。

歸
納
相
關
論
述
，其
認
為
修
憲
停
選
後
之
省
已
非
再
為
公
法
人
之
似
是
而
非
言
論
，
主
 

要
論
據
，
略
有
如
下
數
者
：

1.
 憲法
係
制
定
於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
且
以
幅
員
廣
大
之
大
陸
為
其
背
景
，
茲
因
時
移
勢
遷
， 

原
來
預
設
之
省
地
方
政
府
體
制
已
不
符
當
前
臺
灣
社
會
需
要
=

2.
 憲法
為
憲
政
綱
頜
規
定
，
不
能
作
為
論
斷
公
法
人
與
否
之
論
據
。

3. 
修
憲
係
基
於
國
發
會
精
簡
政
府
行
政
層
級
之
共
識
而
進
行
，保
留
省
之
公
法
人
地
位
，有
 

背
精
簡
政
府
層
級
之
修
憲
目
的
。

4.
 
省
於
停
止
自
治
選
舉
後
，
已
非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無
自
治
事
項
，
亦
無
民
選
議
會
行
使
立
 

法
權
，當
然
不
能
再
成
為
公
法
人
。

5.
 省於
停
止
自
治
選
舉
後
成
為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
派
出
機
關
本
質
上
與
公
法
人
不
能
併
存
， 

自
不
宜
肯
定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



6.
省
於
停
止
自
治
選
舉
後
，
對
縣
市
政
府
僅
享
有
行
政
監
督
，
而
非
自
治
監
督
，
不
能
執
其
 

事
權
作
為
公
法
人
定
位
之
依
據
。

以
上
論
點
，其
立
論
角
度
，或
有
不
同
，
但
彼
等
均
顯
有
違
背
修
憲
意
旨
及
憲
法
上
省
 

之
憲
政
體
制
原
理
，
則
無
不
同
，為
免
其
似
是
而
非
，斷
章
取
義
論
點
，
繼
續
誤
解
曲
解
關
 

於
省
之
修
憲
意
旨
及
憲
政
體
制
原
理
，爰
予
分
別
論
駁
如
下
：

㈠

社
會
變
遷
，
不
能
作
為
以
解
釋
修
改
憲
法
之
依
據

社
會
生
活
需
要
，是
個
非
常
廣
泛
空
洞
的
抽
象
詞
語
，
一
項
法
律
制
度
，是
否
符
合
 

生
活
需
要
，更
經
常
是
一
個
見
仁
見
智
，爭
議
不
斷
之
概
念
，在
一
個
剛
性
成
文
憲
法
的
 

國
家
，
社
會
變
遷
，
乃
至
社
會
生
活
需
要
，
不
能
作
為
以
解
釋
修
改
憲
法
之
藉
口
，
乃
是
 

極
其
淺
顯
的
法
學
常
識
=

憲
法
上
的
省
制
*是
否

I
f

已
不
符
臺
灣
當
前
社
會
生
活
需
要
，本
身
是
個
非
常
相
對
 

的
、
可
爭
議
的
問
題
。純
就
學
理
而
言
，
成
文
法
制
國
家
的
法
律
，
於
法
律
頒
布
施
行
後
 

，
難
免
均
有
某
種
程
度
的
不
符
社
會
生
活
需
要
的
爭
議
，
面
對
此
類
爭
議
，
法
律
解
釋
原
 

則
上
是
不
可
輕
予
置
喙
的
，
尤
其
是
涉
及
重
大
法
律
制
度
的
變
革
調
整
時
，
更
應
如
此
。 

這
也
正
是
相
對
於
意
志
、情
緒
的
政
治
，
法
律
猶
能
保
持
理
性
冷
靜
，
發
揮
安
定
社
會
秩



序
之
最
主
要
原
因
，法
律
之
可
貴
，
乃
至
其
最
基
本
之
存
在
價
值
，當
即
在
此
。換
言
之
 

，
法
律
果
真
不
符
合
社
會
生
活
需
要
，
法
律
學
理
上
，
乃
是
修
正
或
廢
止
法
律
之
課
題
， 

並
非
法
律
解
釋
之
問
題
。
即
使
在
判
例
法
國
家
，其
法
律
主
要
表
徵
之
判
例
，
也
不
是
可
 

以
以
社
會
變
遷
或
不
符
社
會
生
活
變
遷
就
隨
便
加
以
修
正
或
改
變
的
。

我
國
是
剛
性
成
文
的
憲
法
體
制
，憲
法
體
制
規
定
，果
真
不
符
社
會
需
要
，
且
非
加
 

以
調
整
不
足
因
應
國
家
發
展
者
，
理
論
上
必
須
訴
諸
憲
法
修
正
，近
年
來
，我
國
憲
法
迭
 

有
增
修
，其
理
在
此
。茲
憲
法
增
修
既
已
完
成
，憲
法
意
義
上
，省
之
體
制
調
整
亦
已
告
^
 

完
成
，
則
無
論
憲
法
學
理
也
好
，無
論
民
眾
福
祉
也
好
-
全
國
上
下
，
均
必
須
不
分
黨
派
 

及
任
何
個
人
好
惡
，
以
修
憲
意
旨
及
憲
政
體
制
原
理
，作
為
解
釋
憲
法
上
省
制
新

内

涵
，

萬
萬
不
可
再
以
所
謂
社
會
變
遷
或
社
會
需
要
，
進
行
二
度
修
憲
，造
成
國
家
憲
政
體
制
之
 

重
大
混
亂
。

㈡

公
法
人
定
位
非
屬
憲
政
綱
領
規
定
 

1.
憲
法
非
盡
為
綱
頜
條
款

就
法
規
範
之
強
制
作
用
意
義
言
，蕙
法
僅
係
憲
政
綱
領
規
定
，其
充
實
必
待
行
政
 

法
乃
至
民
法
'
刑
法
或
訴
訟
法
等
一
般
所
稱
之
法
律
，
始
能
充
分
發
揮
法
律
規
範
作
用



之
意
義
，
固
為
早
期
歐
陸
憲
法
通
說
。
不
過
，憲
法
相
關
規
定
，是
否
盡
為
憲
政
網
領
 

條
款
，
不
得
作
為
法
律
解
釋
之
直
接
依
據
，
即
使
在
歐
陸
憲
法
學
理
及
實
務
，亦
已
於
 

通
盤
檢
討
後
作
重
大
修
正
，憲
法
上
權
利
保
護
有
關
之
規
定
，
不
再
單
純
是
憲
政
綱
領
 

條
款
，
已
幾
乎
是
憲
法
學
理
上
眾
可
接
受
之
理
論
。

憲
法
所
以
有
「憲
政
綱
領
條
款
」
之
論
點
，
主
要
是
表
徵
在
行
政
組
織
及
行
政
作
 

用
層
面
。所
以
如
此
，
主
要
原
因
有
二
：
一
為
行
政
組
織
及
行
政
作
用
，事
涉
具
體
蕪
 

雜
，非
待
法
律
予
以
充
實
，無
從
形
成
其
具
體

内

容
；
次
為
行
政
組
織
及
行
政
作
用
之
 

具
體
體
現
，與
國
民
權
利
義
務
相
關
，
如
不
以
法
律
為
具
體
界
限
，
國
民
權
利
義
務
極
 

易
受
到
重
大
侵
害
。因
此
，非
屬
行
政
組
織
或
行
政
作
用
相
關
之
憲
法
規
定
，
不
能
認
 

為
僅
係
憲
政
綱
領
條
項
，
已
為
多
數
憲
法
學
理
及
實
務
所
肯
定
。基
本
上
以
權
利
保
障
 

條
款
為
重
心
之
美
國
憲
法
，並
非
所
謂
憲
政
綱
領
條
款
，我
國
憲
法
關
於
憲
法
之
施
行
 

及
修
改
乙
章
之
規
定
，亦
絕
非
所
謂
憲
政
綱
領
條
款
，
均
屬
不
可
否
認
。

2.
公
法
人
定
位
規
定
非
屬
憲
政
綱
領
條
款

我
國
憲
法
本
於
均
權
制
，定
有
權
限
區
分
一
章
，
不
問
有
無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均
 

軾
與
省

一

定
權
限
，省
亦
因
之
成
為
公
法
人
，
此
乃
相
對
於
其
他
國
家
憲
法
所
無
有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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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殊
體
制
。由
於
公
法
人
肯
否
之
論
證
，係
能
力
有
無
、資
格
有
無
之
課
題
，本
身
並
 

無

内

容
多
寡
、範
圍
大
小
之
問
題
，
而
且
與
是
否
侵
害
國
民
權
利
全
然
無
關
，
無
寧
說
 

，
認
其
為
權
利
保
護
規
定
將
更
貼
切
，是
本
質
上
應
不
發
生
以
待
行
政
法
規
予
以
充
實
 

之
問
題
。換
言
之
，憲
法
上
權
限
區
分
一
章
，
於
論
定
公
法
人
定
位
本
身
，
尚
非
憲
政
 

綱
領
條
款
適
用
範
圍
。

誠
然
，
省
享
有
之
具
體
權
利
(限
)
範
圍
如
何
？
乃
至
得
否
獨
立
行
使
職
權
(包
 

括
權
利
—
以
下
同
)
？
須
待
法
律
為
之
充
實
。
不
過
，在
問
題
層
次
上
，前
者
係
權
利
 

或
職
權
數
量
之
課
題
，後
者
則
為
行
為
能
力
之
課
題
，均
與
公
法
人
定
位
無
關
。省
之
 

公
法
人
定
位
本
於
憲
法
而
無
待
於
法
律
，
明
灼
至
此
，
吾
人
之
不
可
以
蕙
法
上
述
規
定
 

作
為
憲
政
綱
領
條
款
，
從
而
據
以
否
定
省
在
憲
法
上
之
公
法
人
定
位
，應
甚
顯
然
。
何
 

況
，在
行
憲
之
前
，剛
性
成
文
憲
法
尚
未
成
熟
，省
有
本
於
習
慣
憲
法
而
來
之
公
法
人
 

地
位
，
乃
是
長
久
之
歷
史
實
情
，在
此
肖
度
上
，憲
法
肯
定
省
之
公
法
人
定
位
，學
理
 

意
義
上
無
非
係
歷
史
的
確
認
，
而
非
為
憲
法
規
範
之
創
造
，吾
人
難
道
可
反
而
以
分
治
 

而
非
分
權
之
歐
陸
或
日
本
憲
法
體
制
，援
用
所
謂
憲
政
綱
領
條
款
來
否
定
省
在
憲
法
上
 

之
公
法
人
定
位
嗎
？
同
理
，在
憲
法
保
障
未
如
省
堅
實
之
縣
市
、乃
至
沒
有
憲
法
保
障
 

之
鄉
鎮
，在
未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之
前
，
既
已
依
行
政
法
令
整
體
之
體
現
，
以
解
釋
肯
定



其
為
公
法
人
，有
憲
法
保
障
之
省
，難
道
反
而
可
以
以
停
止
自
治
選
舉
否
定
其
公
法
人
 

之
地
位
嗎
？

3.
省
之
公
法
人
定
位
絕
非
僅
止
於
憲
法
層
次

省
縣
自
治
法
，係
施
行
於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在
此
之
前
的
近
五
十
年
歲
月
，各
項
 

行
政
法
令
逐
步
充
實
本
於
憲
法
第
一

o

七
條
第
七
款
、第一
 

o

八
條
至
第
一
一
 一
條
、 

第
一
四
七
條
、第
一
六
四
條
等
規
定
之
事
權
於
省
縣
鄉
鎮
等
地
方
政
府
，
乃
係
史
實
，

其
情
形
甚
至
可
回
溯
至
行
憲
之
前
。在
此
角
度
上
，省
縣
自
治
法
僅
係
各
項
行
政
法
令
 

之
集
大
成
(形
式
上
匯
聚
各
項
行
政
法
令
)
，原
無
法
令
職
權
新
設
之
意
義
；
換
言
之
 

4

 

，省
縣
自
治
法
之
施
行
，充
其
量
也
僅
是
使
本
為
公
法
人
之
省
，藉
所
謂
自
治
而
不
受
 

中
央
指
揮
及
目
的
監
督
而
已
，在
法
學
意
義
上
，
自
治
之
實
施
，其
情
形
有
如
自
然
人
 

之
成
年
。換
言
之
，在
我
國
憲
政
體
制
上
，
從
權
利
主
體
之
立
場
言
，省
縣
自
治
法
之
 

施
行
，
於
省
乃
至
其
他
層
級
地
方
政
府
而
言
，其
情
形
猶
如
自
然
人
之
(宣
告
)
成
年
 

，係
行
為
能
力
的
課
題
，
而
非
權
利
能
力
(法
人
定
位
)
之
課
題
。

事
實
上
，
省
為
具
有
一
定
權
限
之
行
政
主
體
，
於
法
定
事
項
範
圍

内

，享
有
權
利
 

(限
)
，
並
負
擔
義
務
，
不
僅
於
省
縣
自
治
法
施
行
前
，
即
已
有
之
，其
在
行
憲
之
前
 

，
亦
是
如
此
。
此
之
法
定
事
項
，
於
行
憲
之
後
，
絕
非
僅
止
於
憲
法
層
次
，其
更
為
廣



泛
而
重
要
者
，無
寧
在
於
各
項
行
政
法
令
之
具
體
充
實
憲
法
第
一
 

o

八
條
至
第
 

條
、
乃
至
於
其
他
憲
法
相
關
條
文
。
足
見
，
即
使
認
為
憲
法
規
定
僅
係
憲
政
綱
領
條
款
 

，
亦
無
從
否
定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憲
法
上
定
位
，因
為
在
法
規
範
體
制
上
，
它
本
身
係
同
 

時
結
合
憲
法
及
各
項
行
政
法
令
而
整
體
體
現
的
。臺
灣
省
自
有
臺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時
代
以
來
，
可
說
均
是
處
在
這
種
形
態
的
。修
憲
停
選
後
的
臺
灣
省
，
它
仍
有
源
於
憲
 

法
第
一

o

八
條
至
第
一
 一
一
條
之
權
限
(現
有
行
政
法
令
應
予
重
新
檢
討
修
正
，
將
其
 

範
圍
重
新
調
整
)
，
它
仍
有
本
於
自
治
實
施
前
各
項
行
政
法
令
所
授
與
之
事
權
，是
以
 

臺
灣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之
地
位
，是
憲
政
原
理
上
絕
對
無
從
、亦
絕
不
可
抹
煞
的
。

㈢

所
謂
修
憲
目
的
語
焉
不
詳
，
且
未
納
入
修
憲
意
旨
 

1.
修
憲
目
的
不
能
獨
立
於
修
憲
意
旨
之
外

就
法
律
規
範
原
理
言
，
立
法
意
旨
所
明
確
表
徵
者
，
即
為
一
般
所
稱
之
立
法
目
的
 

。
一
般
言
之
，明
確
之
立
法
意
旨
果
屬
存
在
，於
法
律
解
釋
時
，
即
不
得
將
未
納
入
修
 

憲
意
旨
之
立
法
動
機
，
作
為
法
律
解
釋
之
依
據
；
否
則
，
法
律
解
釋
本
身
即
將
陷
於
永
 

無
止
休
之
爭
議
。換
言
之
，在
法
律
解
釋
理
論
上
，
立
法
動
機
並
非
所
謂
立
法
目
的
， 

立
法
意
旨
具
有
排
除
立
法
動
機
於
解
釋
射
程
範
圍
以
外
之
作
用
，並
依
立
法
意
旨
構
成
 

所
謂
立
法
目
的
之
範
圍
。
於
修
憲
後
，論
析
停
選
後
之
省
是
否
為
公
法
人
，係
法
律
解

4 )



釋
問
題
，無
論
如
何
，是
絕
不
可
於
修
憲
意
旨
之
外
，
將
修
憲
動
機
僭
稱
為
修
憲
目
的
 

，
更
不
容
許
以
此
作
法
影
響
法
律
解
釋
的
。

民
進
黨
之
修
憲
動
機
，在
於
廢
省
，
可
從
如
上
所
附
民
進
黨
提
案
版
本
之
如
下
規
 

定
充
分
表
徵
。此
即
：

①
 
於
條
文
首
句
，
使
用
地
方
制
度
，
而
非
省
縣
地
方
制
度
，
淡
出
省
之
層
級
意
義
。

②
 
憲
法
第
一

◦
九
條
、第
一
一
一
條
及
第
1〇
八
條
有
關
省
之
事
權
，
全
面
廢
止
。

③
 
省
法
規
之
存
在
及
適
用
(第
一
〇
八
條
第
二
項
、第一
 一
六
條
、第
一
一
七
條
、

1

二
五
條
)
，
全
面
廢
止
。

④
 
省
於
停
選
後
，僅
置
省
府
委
員
會
，協
調
縣
事
項
，連
機
關
存
在
(設
省
政
府
) 

意
義
，亦
已
取
消
。

誠
然
，
根
據
以
上
重
點
形
成
之
法
律
文
字
，則
省
之
層
級
意
義
已
不
存
在
(充
其
 

量
省
僅
具
行
政
區
域
之
意
義
)
，省
本
於
憲
法
本
文
之
公
法
人
定
位
，
自
亦
不
復
存
在
 

。惟
此
修
憲
動
機
，並
未
付
諸
決
議
，修
憲
完
成
後
之
增
修
條
文
，與
上
述
提
案
完
全
 

南
轅
北
轍
，
則
於
修
憲
之
後
，
顯
然
不
宜
再
以
類
此
廢
省
之
動
機
僭
為
目
的
，
如
藉
其
 

以
為
否
定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論
據
，更
是
荒
謬
之
至
。

2.
精
簡
政
府
行
政
層
級
不
是
廢
省

第之



精
簡
政
府
行
政
層
級
，
於
修
憲
之
前
，部
分
文
獻
，
固
曾
出
現
，
惟
其
所
側
重
者
 

，係
在
配
合
政
府
再
造
，由
中
央
、省
及
縣
市
等
各
級
政
府
整
體
考
量
，並
非
針
對
某
 

一
特
定
政
府
層
級
。在
此
意
義
下
，精
簡
政
府
行
政
層
級
之
重
點
，
應
是
中
央
與
地
方
 

權
限
合
理
劃
分
及
行
政
分
層
負
責
之
落
實
。
如
此
，
不
但
於
行
政
體
制
上
，
可
以
形
成
 

二
級
或

一

級
政
府
之
體
制
，行
政
流
程
亦
可
大
幅
縮
減
，
斯
為
縮
短
政
府
行
政
層
級
本
 

意
，
亦
提
昇
國
家
競
爭
力
之
正
途
，省
府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
則
在
配
合
此
一
整
體
 

作
業
，視
國
家
社
會
需
要
，
逐
步
調
整
移
轉
，並
於
調
整
移
轉
後
作
適
度
保
留
，
凡
此
 

，均
與
省
之
層
級
存
在
，
乃
至
省
之
公
法
人
定
位
無
關
。謹
慎
審
酌
增
修
條
文
文
字
及
 

修
憲
意
旨
說
明
，
這
難
道
不
是
最
理
性
、最
客
觀
之
解
讀
嗎
？

況
者
，精
簡
政
府
行
政
層
級
，是
一
個
非
常
不
確
定
的
概
念
，
如
其
未
形
之
於
法
 

律
文
字
或
立
法
說
明
，法
律
解
釋
上
是
不
宜
輕
率
作
為
解
釋
依
據
的
。
如
今
，增
修
條
 

文
文
義
及
意
旨
，均
在
在
說
明
：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省
仍
保
有
各
項
行
政
法
令
賦
與
之
 

事
權
■，精
省
云
者
，
依
增
修
條
文
說
明
明
確
宣
示
，旨
在
釐
清
並
確
定
其
保
留
之
範
圍
 

，
但
絕
非
、亦
絕
不
可
以
全
部
取
消
=
如
強
謂
精
簡
政
府
行
政
層
級
或
社
會
需
要
，對
 

精
省
作
業
可
以
發
生
作
用
，
充
其
量
應
僅
於
範
圍
保
留
之
確
定
時
，
或
可
酌
作
參
考
，



讓
其
更
符
精
實
需
要
而
已
。
但
是
，
無
論
如
何
，
是
不
可
以
倒
行
逆
施
，
本
末
倒
置
地
 

援
為
否
定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依
據
，
所
謂
精
到
像
福
建
省
模
式
，
也
是
完
全
違
背
修
憲
意
 

旨

(
目
的
)
及
憲
政
上
之
省
體
制
原
理
的

C

學
理
上
，
雖
然
有
所
謂
目
的
解
釋
(或
稱
目
的
論
解
釋
)
，
亦
即
以
所
謂
法
之
客
 

觀
目
的
，
作
為
解
釋
之
論
據
。
不
過
，
考
諸
目
的
(論
)
解
釋
之
所
起
，
係
因
法
條
施
 

行
既
久
，
舊
有
法
條
因
歷
史
變
遷
，
不
能
適
應
當
前
社
會
環
境
，
始
能
運
用
，
藉
以
擺
 

脫
舊
時
代
立
法
者
原
意
的
約
束
。
在
此
基
礎
上
，
目
的
(論
)
解
釋
之
運
用
，
基
本
上
 

有
二
大
限
制
。
一
為
法
律
明
確
之
核
心
部
分
，
不
能
依
目
的
(論
)
解
釋
排
除
；
二
為
 

法
律
意
旨
非
因
歷
史
變
遷
致
不
能
適
應
當
前
社
會
環
境
者
，
不
能
適
用
。
按
省
為
公
法
 

人
，
非
以
實
施
自
治
選
舉
為
前
提
，
乃
我
國
憲
法
明
確
之
核
心
部
分
；
省
於
修
憲
停
選
 

後

-
僅
其
事
權
以
法
律
重
新
調
整
，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
惟
省
政
府
之
執
行
事
權
受
中
央
 

指
揮
監
督
，
亦
係
增
修
意
旨
明
確
之
核
心
部
分
，
此
二
者
均
非
目
的
(論
)
解
釋
所
可
 

推
翻
。
再
者
，
增
修
條
文
尚
未
施
行
，
亦
不
發
生
因
歷
史
變
遷
而
須
運
用
目
的
(論
) 

解
釋
之
餘
地
。
是
以
，
目
的
(
論
)
解
釋
云
者
，
於
省
為
公
法
人
定
位
之
爭
議
，
應
該
 

是
沒
有
揮
灑
空
間
的
。



㈣

停
止
自
治
選
舉
，
不
能
否
認
省
為
公
法
人
 

1.
公
法
人
絕
不
限
於
自
治
法
人

在
徹
底
分
治
而
無
分
權
理
念
之
國
家
，
地
方
政
府
即
使
自
治
，
在
憲
法
上
仍
無
固
 

有
事
權
，
日
本
憲
法
便
是
顯
著
例
子
。
在
彼
國
憲
政
體
制
上
，
地
方
之
立
法
權
、
執
行
 

權

、
預
算
權
、
乃
至
財
產
權
等
，
均
胥
賴
地
方
自
治
法
而
創
設
賦
與
。
因
此
，
於
彼
等
 

體
制
，
地
方
政
府
胥
待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
並
於
地
方
自
治
法
明
定
賦
與
(創
設
意
義
) 

法
人
(自
治
法
人
)
地
位
後
，
始
取
得
公
法
人
之
地
位
。
也
因
此
，
在
彼
等
國
家
，
就
 

地
方
政
府
而
言
，
公
法
人
與
自
治
法
人
，
無
寧
為
同
一
概
念
，
於
自
治
法
人
之
外
，
別
 

無
公
法
人
之
存
在
，
或
係
事
實
。

不
過
，
單
就
公
法
人
而
言
，
即
使
在
日
本
，
除
地
方
政
府
(在
日
本
通
常
為
地
方
 

公
共
團
體
—

以
下
同
)
之
外
，
仍
然
另
有
別
於
自
治
法
人
之
公
法
人
存
在
。
其
因
特
別
 

行
政
目
的
而
存
在
之
營
造
物
公
法
人
即
是
。
此
類
公
法
人
，
未
若
地
方
公
共
團
體
之
有
 

自
治
選
舉
，
亦
無
類
如
議
會
之
議
事
(意
思
)
機
關

=

學
理
上
為
示
區
別
，
多
將
其
解
 

釋
為
類
似
財
團
法
人
之
他
律
法
人
。
省
於
未
實
施
自
治
選
舉
時
之
省
公
法
人
概
念
，
乃
 

至
前
述
司
法
院
解
釋
之
行
憲
前
(未
實
施
自
治
選
舉
)
縣

(市
)
公
法
人
、
鄉
鎮
公
法

4 ?



人
之
概
念
，
均
因
各
該
地
方
政
府
之
事
權
享
有
及
執
行
，
須
受
行
政
院
或
上
級
機
關
之
 

指
揮
監
督
，
致
具
有
他
律
法
人
之
性
質
。

2.
省
為
公
法
人
先
於
實
施
自
治
而
存
在

省
於
法
定
事
項
範
圍

内

，
享
有
事
權
，
並
負
擔
義
務
，
從
而
作
為
公
法
上
權
利
義
 

務
主
體
之
公
法
人
，
不
僅
先
於
省
縣
自
治
法
而
存
在
，
更
是
先
於
現
行
憲
法
而
存
在
。 

省
之
法
定
事
權
，
並
非
僅
表
徵
於
憲
法
層
次
，
而
係
藉
千
百
行
政
法
令
而
落
實
。
此
從
 

以
下

阶

表
，
可
以
獲
得
充
分
佐
證
，
尤
其
顯
著
者
，
其
中
諸
多
法
令
，
係
早
在
行
憲
之
 

4
 

前
制
定
施
行
，
並
賡
續
適
用
迄
今
，
既
未
因
憲
法
施
行
而
告
廢
止
，
亦
未
因
實
施
自
治
 

而
告
變
動
。
從
而
，
省
於
停
止
自
治
選
舉
後
，
其
公
法
人
之
地
位
，
充
其
量
僅
是
由
自
 

治
法
人
退
回
未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前
之
(
行
政
)
公
法
人
(非
自
治
公
法
人
)
，
實
是
非

常
淺
顯
的
事
實
。

附
表
：



主

要

行

政

法

令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十

主
要
行
政
法
令
及
省
縣
自
治
法
第
十

條

文
對
昭

i  »

條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公
布
施
行

土
地
法
(民
國
十
九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公
布
施
 

行
)

高
級
中
學
法
(民
國
六
十
八
年
五
月
二
日
公
 

布
施
行
)

社
會
教
育
法
(民
國
四
十
二
年
九
月
二
十
四
 

日
公
布
施
行
)

醫
療
法
(民
國
七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公
布
施
行
)

省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之
實
施
事
項
。

二
、省
地
政
事
項
。

三
、省
教
育
文
化
事
業
。

四
、
省

衛

生
環
保
事
業
。

7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民
國
六
十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六
日
公
布
施
行
)

I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法
(民
國
六
十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公
布
施
行
)

農
業
發
展
條
例
(民
國
六
十
二
年
九
月
三
曰
一
革
省
農
、林
、漁
、牧
、姨
事
業
。 

公
布
施
行
)

農
會
法
(民
國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曰
公
布

I

-

}

 

I

農
藥

管
理
法
(民
國
六
十
一
年
一
月
六
日
公

I

布
施
行
)

森
林
法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九
月
十
五
日
公
布

I

施
行
)

漁
業
法
(民
國
十
八
年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公
布
一
 

施
行
) 

I



礦
場
安
全
法
(民
國
六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曰
公
布
施
行

}

礦
業
法
(民
國
十
九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公
布
 

施
行
)

水
利
法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七

月
七
日

公
布
施
 

行
)

公
路
法
(民
國
四
十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公
 

布
施
行
)

土
地
法
(民
國
十
九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公
布
施
 

行
)

民
營
公
用
事
業
監
督
條
例
(民
國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公
 

布
施
行
)

中
小
企
業
發
屐
條
例
(民
國
八
十
年
二
月
四

日
公
布
施
行
)

六
省
水
利
事
業

七

、省
交
通
事
業

八■省
財
產
之
經
營
及
處
分

九
、省
公
用
及
公

營
事
業

/
r



發
展
觀
光
條
例
(民
國
五
十
八
年
七
月
三
十
 

日
公
布
施
行
)

商
業
登
記
法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公
布
施
行
)

十
省
觀
光
事
業
。

十
「省
工
商
管
理

建
築
法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公
布
施
行
)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辦
法
(民
國
四
十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公
布
施
行
)

士f

省
建
築
管
理
。

古f

省
財
政
、
省
稅
捐
及
省
債

公
庫
法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六
月
九
日
公
布
施
 

行
)

稅
捐
稽
徵
法
(民
國
六
十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日
 

公
布
施
行
)

銀
行
法
(民
國
二
十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公
布
 

施
行
)

在
省
銀
行



警
察
法
(民
國
四
十
二
年
六
月
十
五
日
公
布
 

施
行
)

警
察
法
施
行
細
則
(民
國
四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曰
發
布
)

省
警
政
之
實
施
事
項

戶
籍
法
(民
國
二
十
年
十
二
月
十
二
曰
公
布
 

施
行
)

國
民
住
宅
條
例
(民
國
六
十
四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公
布
施
行
)

±(省
戶
籍
登
記
及
管
理
事
項

右
省
國
民
住
宅
興
建
及
管
理
事
項

合
作
社
法
施
行
細
則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八
月
|宋
省
合
作
事
業

九
日
發
布
)

社
會
救
助
法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六
月
十
四
 

公
布
施
行
)

友
省
公
益
慈
善
事
業
與
社
會
救
助
及
災
害
防
 

救
事
項
。

人
民
團
體
法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二
月
十
曰
公
辛

，
省

人
民
團
體
之
輔
導
事
項



布
施
行
)

就
業
服
務
法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五
月
八
日
公
 

布
施
行
)

二
一
、省
國
民
就
業
服
務
事
項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法
(民
國
十
九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公
布
施
行
)

二二'省
勞
工
行
政
事
項

勞
動
基
準
法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七
月
三
十
日
 

公
布
施
行
)

H

身
心
障
礙
者
保
護
法
(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四
月
—
一-一

r

省
社
會
福
利
事
項

二
十
三
日
公
布
施
行
.，

前
身
殘
障
福
利
法
六
十

 

九
年
六
月
二
日
公
布
施
 

行
)

消
防
法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公
布
施
行
)

兒
童
福
利
法
(民
國
六
十
二
年
二
月
八
日
公
 

布
施
行
)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民
國
七
十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公
布
施
行
.，
前
身

 

古
物
保
存
法
民
國
十
九
年

 

六
月
二
日
公
布
，
民
國
二
 

十
年
六
月
十
五
曰
施
行
)

一一四.

省
文
化
資
產
之
保
存
事
項

公
葬
條
例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五
日
公
 

布
施
行
)

氧
省
禮
儀
民
俗
及
文
獻
事
項

墳
墓
設
置
管
理
條
例
(民
國
七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公
布
施
行
)

地
方
志
書
纂
修
辦
法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發
布
)



出
版
法
(民
國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公
布
 

施
行
)

宍
省
新
聞
事
業
。

龟
與
其
他
省
、直
轄
市
〔以
下
簡
稱
省
(市
 

)
〕
合
辦
之
事
業
。

1
|
<
其

他

依
法
律
賦
予
之
事
項
。

t

般
行
政
公
法
人
(狹
義
公
法
人
)

C

廣
義

}

公

法

人

(行
政
公
法
人
)
未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1

^
1

 

r
.
 

-
 

n

 

I

 
1

 

1

 

I
t

自
治
(公
)
法
人

^

i-

:治
法
人
)
t l
施
地
方
自
治

(行
政
公
法
人
)
停
止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3.
省
自
治
之
法
規
範
上
意
義

從
以
上
史
實
，對
照
憲
法
、相
關
法
令
及
省
縣
自
治
法
之
規
定
，
就
省
之
體
制
而
 

言
，
省
之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其
法
規
範
上
意
義
，當
有
如
下
：

⑴
省
因
實
施
自
治
，其
於
行
政
上
公
法
人
地
位
提
昇
為
自
治
法
人
，藉
由
省
議
會
議
決
 

，
在
法
制
意
義
上
享
有
獨
立
之
立
法
權
、
預
算
權
及
財
產
處
分
權
，
無
須
再
事
事
報
 

經
行
政
院
核
定
。

⑵
省
縣
自
治
法
規
定
之
省
為
公
法
人
，僅
具
確
認
意
義
，
而
非
創
設
意
義
。因
此
，
如
 

日
本
國
地
方
自
治
法
相
類
規
定
之
被
解
釋
為
具
有
創
設
意
義
者
，在
我
國
並
不
發
生
 

。也
因
此
，
於
省
停
止
自
治
選
舉
或
省
自
治
事
項
停
止
適
用
後
，
於
省
而
言
，
仍
無
 
”

 

否
認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法
律
效
力
。

⑶
就
我
國
憲
政
上
省
之
體
制
，
配
合
各
種
行
政
法
令
-來
說
明
省
之
定
位
之
變
動
，其

關
係
如
附
圖
二
(縣
以
下
之
層
級
，
如
縣
市
、鄉
鎮
亦
應
作
同
一
解
釋
)
：

附
圊
二
(
一
般
行
政
)
公
法
人
與
自
治
法
人
動
態
關
係
圖



4.
停
止
省
自
治
選
舉
之
規
範
效
力
範
圍

相
對
於
各
項
行
政
法
令
，省
縣
自
治
法
猶
如
一
個
巨
大
的
包
裹
立
法
，亦
即
將
原
 

屬
省
之
行
政
事
務
，
以
自
治
之
包
裹
加
以
包
裝
，使
其
具
有
法
規
範
意
義
上
之
自
治
形
 

態
而
已
，
至
於
原
有
行
政
法
令
之
實
質
規
範

内

容
事
項
，
仍
然
持
續
。換
言
之
，在
法
 

律
規
範
原
理
上
，
從
省
之
角
度
言
，
省
縣
自
治
法
之
施
行
，僅
係
省
政
府
執
行
各
該
行
 

政
法
令
賦
與
事
權
方
式
之
變
動
，此
之
方
式
為
何
？
主
要
表
徵
為
，.由
公
法
人
兼
派
出
 

機
關
走
到
自
治
法
人
，亦
即
由
行
政
院
指
揮
監
督
走
向
行
政
院
備
查
，
由
行
政
院
核
定
 

走
到
省
議
會
議
決
。
因
此
，停
止
省
自
治
選
舉
，僅
係
省
行
為
能
力
之
變
動
(由
自
治
 

式
之
行
為
能
力
人
到
一
般
行
政
式
之
限
制
行
為
能
力
人
)
，
並
無
關
乎
權
利
能
力
(法
 

人
資
格
)
之
改
變
。

以
上
論
點
，
從
增
修
條
文
及
其
說
明
所
表
彰
之
修
憲
意
旨
，亦
可
獲
得
印
證
。
按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說
明
一
後
段
載
明
：
「省
之
自
治
選
舉
既
然
凍
結
，憲
法
中
專
屬
 

省
議
會
之
自
治
立
法
權
亦
應
同
時
予
以
凍
結
」
。由
此
敘
明
，在
在
足
證
，停
止
自
治
選
 

舉
所
凍
結
者
，僅
係
屬
於
省
議
會
之
立
法
權
，
此
即
省
縣
自
治
法
上
所
稱
省
法
規
議
決
權



:
至
於
省
政
府
訂
定
省
法
規
之
權
限
，則
未
凍
結
，
此
亦
增
修
條
文
所
以
保
留
憲
法
第
一
 

o

八
條
第
二
項
、第一
 

一

六
條
、第一
 

一

七
條
及
第

一

二
五
條
之
由
來
。
只
是
，省
既
已
 

不
再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其
法
規
訂
定
之
後
，
須
回
復
實
施
自
治
選
舉
前
之
形
態
，
於
報
經
 

行
政
院
或
其
他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後
，
始
能
生
效
。省
之
財
產
處
分
權
，
亦
應
作
同
一
 

解
釋
。是
以
，
認
為
省
不
再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
即
無
立
法
權
、財
產
權
，亦
非
公
法
人
之
 

看
法
，
乃
係
混
淆
視
聽
，
似
是
而
非
之
說
詞
，令
人
不
敢
苟
同
。

㈤

公
法
人
與
派
出
機
關
之
互
動
共
存
 

巧
 

1.
派
出
機
關
涵
義
之
確
定

派
出
機
關
雖
非
單
一
意
義
之
概
念
，
但
從
法
律
解
釋
言
，此
之
派
出
機
關
，意
指
 

垂
直
分
工
之
派
出
機
關
，旨
在
描
述
中
央
與
地
方
政
府
之
相
互
關
係
，
業
在
本
文
第
一
 

段
詳
細
研
析
論
定
，茲
不
復
贅
。

派
出
機
關
，
從
用
來
說
明
中
央
政
府
與
地
方
政
府
關
係
之
名
詞
來
說
，其
概
念
本
 

身
之
涵
義
，
可
說
相
當
流
動
而
相
對
。基
本
上
，
一
個
沒
有
立
法
權
的
地
方
政
府
、
乃
 

至
地
方
立
法
權
有
名
無
實
或
不
盡
確
實
的
地
方
政
府
，在
政
府
功
能
角
色
上
，
它
與
中
 

央
政
府
的
關
係
，均
可
認
為
係
派
出
機
關
。法
國
的
地
方
政
府
(省
、縣
政
府
及
一
九



八
二
年
以
後
之
區
政
府
)
，
雖
形
式
上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
有
民
選
議
員
及
首
長
，
但
其
 

地
方
立
法
權
頗
受
抑
制
。
因
此
，
在
該
國
公
法
學
上
，
區

、
省

、
縣
等
具
有
公
法
人
定
 

位
之
地
方
政
府
，
一
直
被
認
為
同
時
兼
具
中
央
政
府
派
出
機
關
之
功
能
，
堪
稱
比
較
法
 

上
最
顯
著
之
例
子
。

我
國
之
地
方
政
府
，
無
論
省
、
縣

，
雖
然
憲
法
上
均
直
接
賦
與
其
固
有
權
限
及
立
 

法
權
，
並
因
而
享
有
公
法
人
之
地
位
，
但
現
實
發
展
上
，
由
於
充
實
憲
法
上
中
央
與
地
 

方
權
限
的
各
項
行
政
法
令
，
高
度
體
現
中
央
法
令
優
先
之
現
象
，
數
十
年
來
，
我
國
地
 

方
政
府
之
立
法
權
，
亦
有
如
法
國
之
頗
受
抑
制
，
此
種
偏
離
憲
法
均
權
體
制
之
現
實
， 

即
使
於
省
縣
自
治
法
施
行
後
，
情
況
亦
未
有
多
大
改
變
。
因
此
，
迄
今
為
止
，
縱
使
省
 

縣
自
治
法
亦
已
實
施
三
年
有
餘
，
省

、
縣
政
府
，
因
地
方
立
法
權
未
盡
完
足
，
以
致
現
 

實
上
仍
未
完
全
脫
離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之
色
彩
。
從
歷
史
發
展
過
程
分
析
，
我
國
之
地
方
 

政
府
，
以
省
為
例
，
或
處
於
幾
無
獨
立
立
法
權
者
，
如
未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之
前
臺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
目
前
之
福
建
省
政
府
即
是
；
或
處
於
地
方
立
法
權
未
臻
完
熟
者
，
如
 

省
縣
自
治
法
施
行
前
'
乃
至
施
行
後
之
臺
灣
省
政
府
、
臺
灣
省
各
縣
市
政
府
均
是
。
足
 

見

，
從
我
國
憲
法
地
方
制
度
構
成
原
理
，
並
配
合
中
央
政
府
與
地
方
政
府
之
相
互
關
係



言
，各
該
時
期
之
臺
灣
省
及
臺
灣
省
政
府
，均
是
於
省
之
層
級
是
公
法
人
，
但
另
一
方
 

面
於
政
府
功
能
之
角
色
上
又
是
行
政
院
派
出
機
關
，前
者
表
徵
政
府
層
級
之
地
位
，後
 

者
表
徵
功
能
性
之
政
府
關
係
；
只
不
過
，省
縣
自
治
法
施
行
後
之
臺
灣
省
政
府
、臺
灣
 

省
各
縣
市
政
府
，
因
地
方
立
法
權
稍
見
推
進
，其
派
出
機
關
之
色
彩
，為
之
逐
漸
沖
淡
 

而
已
。

2.
派
出
機
關
與
公
法
人
之
關
係

從
中
央
政
府
與
地
方
政
府
之
關
係
言
，
派
出
機
關
，係
詮
解
上
下
級
機
關
間
相
互
 

關
係
之
名
詞
，
性
質
上
為
機
關
功
能
範
疇
之
概
念
*，公
法
人
，係
賦
與
地
方
政
府
主
體
 

地
位
之
名
詞
，
性
質
上
為
政
府
層
級
屬
性
之
概
念
。
二
者
層
次
不
同
，
指
涉
之
對
象
及
 

内

涵
，堪
稱
畛
域
分
明
。本
質
上
，
二
者
並
不
發
生
對
立
矛
盾
、亦
無
所
謂
互
相
排
斥
 

之
現
象
。甚
至
可
說
，在
地
方
政
府
之
發
展
現
實
上
，
二
者
且
經
常
是
互
動
併
存
的
。

派
出
機
關
云
者
，憲
法
本
文
並
未
之
見
，增
修
條
文
亦
無
其
詞
，其
成
為
議
論
焦
 

點
，

係

因

與

「公
法
人
」
同

時
出
現

在
增
修
條
文
修
憲
理
由
上
之
故
，
而
且
，
從
國
民
 

黨
修
蕙
小
組
擬
定
之
書
面
報
告
，
乃
至
修
憲
提
案
，
兩
個
名
詞
，
一
直
相
生
相
隨
。換
 

言
之
，增
修
條
文
之
立
法
(修
憲
)
意
旨
，
顯
然
有
意
本
乎
我
國
憲
法
地
方
制
度
之
分



權
理
念
，並
斟
酌
地
方
政
府
之
現
實
發
展
需
要
，
將
修
憲
後
的
省
定
位
為
「公
法
人
」 

，
同
時
又
為
「派
出
機
關
」
。
這
也
正
是

综

合
憲
法
本
文
及
增
修
條
文
相
關
規
定
之
必
 

然
結
論
。換
言
之
，停
選
後
之
「省
為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
仍
為
公
法
人
」
之
用
語
，
乃
 

是
最
契
合
憲
政
體
制
整
體
之
概
念
，
亦
最
能
合
理
說
明
我
國
憲
政
之
現
實
，
絕
非
援
用
 

法
國
、
日
本
地
方
制
度
之
說
法
可
以
加
以
推
翻
的
。

認
為
「公
法
人
」
與

r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
二
者
矛
盾
而
不
能
併
存
，
顯
然
是
將
修
 

憲
意
旨
所
稱
之
派
出
機
關
，曲
解
為
非
在
描
述
中
央
與
地
方
政
府
關
係
，
並
以
其
曲
解
 

作
為
論
據
。此
一
說
法
，
顯
與
修
憲
意
旨
有
背
，
不
值
一
駁
，業
已
於
第
一
段
論
析
， 

茲
不
贅
述
。其
實
吾
人
如
從
垂
直
分
工
學
理
深
入
探
析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與
公
法
人
，
乃
 

至
觀
察
各
國
地
方
制
度
發
展
過
程
，
即
可
發
現
，
二
者
係
經
常
處
於
互
動
併
存
之
有
機
 

結
合
關
係
，其
間
絕
無
矛
盾
可
言
。茲
再
就
其
理
由
說
明
如
下
：

⑴
從
國
家
(垂
直
)
分
工
原
理
言

地
方
制
度
，本
於
國
家
政
務
之
垂
直
分
工
原
理
，其
間
或
採
分
治
理
論
，或
採
 

分
權
理
論
。本
於
前
者
，則
地
方
政
府
層
級
，僅
為
行
政
機
關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 

，本
於
後
者
，
則
地
方
層
級
，將
同
時
為
公
法
人
，其
地
方
立
法
權
限
成
熟
完
整
者



，是
為
自
治
法
人
。
不
過
，分
權
無
論
如
何
徹
底
，地
方
政
府
所
擁
有
之
權
限
，是
 

有
限
度
而
非
完
整
的
，
仍
是
本
於
國
家
主
權
而
來
，
而
且
不
能
獨
立
於
國
家
主
權
之
 

外
，
也
因
此
，地
方
政
府
即
使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而
成
為
自
治
法
人
，其
地
位
仍
不
能
 

等
同
於
另
一
國
家
，其
道
理
極
為
淺
顯
。在
此
意
義
上
，相
對
於
中
央
政
府
，
縱
使
 

為
自
治
法
人
之
地
方
政
府
，
仍
然
不
能
全
然
脫
離
派
出
機
關
之
性
質
。換
言
之
，在
 

地
方
制
度
原
理
上
，
公
法
人
與
派
出
機
關
二
者
，
概
念
雖
有
不
同
，
但
用
以
說
明
地
 

方
制
度
之
現
實
，
二
者
實
常
呈
現
有
機
結
合
'
互
動
併
存
。多
年
來
，
政
府
對
於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之
臺
灣
省
(政
府
)
、台
北
市
(政
府
)
、高
雄
市
(政
府
)
認
定
為
 

行
政
院
所
屬
機
關
，
將
各
縣
'市

(政
府
)
認
定
為
臺
灣
省
所
屬
機
關
，
即
可
充
分
 

佐
證
。
只
是
，為
突
顯
公
法
人
之
制
度
上
意
義
，為
避
免
中
央
集
權
之
疑
慮
，吾
人
 

於
使
用
公
法
人
用
語
時
，並
不
再
常
常
同
時
強
調
其
派
出
機
關
之
角
色
而
已
。

從
我
國
憲
法
省
制
之
雙
重
分
權
原
理
設
計
言
，屬
於
省
議
會
之
立
法
權
，
如
臻
 

成
熟
，斯
即
學
理
所
稱
省
有
獨
立
立
法
權
，此
時
之
省
，有
如
聯
邦
國
之
邦
，省
政
 

府
執
行
職
權
始
能
脫
離
派
出
機
關
之
角
色
；
反
之
，其
省
議
會
專
屬
立
法
權
未
臻
成
 

熟
，
乃
至
凍
結
者
，省
政
府
執
行
職
權
，則
為
所
謂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
對
照
民
法
權



利
主
體
理
論
體
系
言
之
，
吾
人
顯
然
可
以
認
為
，
公
法
人
定
位
屬
權
利
能
力
概
念
層
 

次
之
課
題
，
派
出
機
關
則
為
行
為
能
力
層
次
之
課
題
，
二
者
為
互
為
結
合
，
而
絕
無
 

相
互
排
斥
可
言
。公
法
人
且
並
為
派
出
機
關
者
，無
寧
為
我
國
省
制
之
現
實
常
態
( 

縣
市
、鄉
鎮
相
對
於
其
上
級
政
府
，情
形
亦
然

)

C 

⑵
從
我
國
憲
法
地
方
制
度
設
計
言

我
國
憲
法
，為
尊
重
並
保
障
地
方
制
度
，爰
強
調
分
權
而
採
權
限
區
分
之
地
方
 

制
度
設
計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定
位
，在
憲
法
上
乃
頗
為
突
顯
；
在
此
意
義
上
，
省
為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之
角
色
，
已
較
單
純
分
治
理
念
國
家
之
省
薄
弱
許
多
。
反
之
，
省
停
 

止
選
舉
後
，省
由
自
治
法
人
回
復
為
一
般
之
行
政
公
法
人
，其
同
時
為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色
彩
，
顯
較
修
憲
前
濃
烈
。修
憲
當
時
，為
一
方
面
維
護
憲
法
地
方
制
度
設
計
之
 

本
意
，
一
方
面
表
徵
修
憲
停
選
之
用
意
，
乃
本
於
公
法
人
與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併
存
結
 

合
、
互
補
互
動
之
我
國
憲
政
原
理
，
於
經
深
思
熟
慮
，慎
重
研
討
之
後
，使
用

r

省
 

為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
仍
為
公
法
人
」
之
文
句
，其
間
焉
有
任
何
矛
盾
可
言
。
以
其
似
 

有
矛
盾
，
否
定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看
法
-顯
有
牴
觸
國
家
分
工
原
理
'我
國
憲
法
設
計
 

體
例
、
乃
至
修
憲
真
意
所
在
。



⑶
從
派
出
機
關
之
生
成
過
程
言

揆
諸
修
憲
相
關
資
料
，
派
出
機
關
之
用
語
，
當
係
採
自
法
國
之
區
制
度
而
來
。 

此
之
區
者
，
在
法
國
為
省
制
度
之
上
級
政
府
層
級
發
展
之
產
物
。
緣
在
二
次
大
戰
後
 

，
法
國
政
府
有
感
省
之
幅
員
過
於
狹
溢
，
乃
於
數
省
之
上
，
於
中
央
設
置
區
之
公
署
 

，
藉
以
協
調
數
省
之
部
分
相
關
事
項
。
初
期
，
其
職
務
極
其
有
限
，
一
般
乃
以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稱
之
。
嗣
後
，
區
之
職
權
及
業
務
加
重
，
逐
漸
演
變
而
略
具
地
方
政
府
層
 

級
之
形
態
，
並
同
時
兼
有
為
派
出
機
關
及
公
法
人
之
雙
重
性
格
。
法
國
的
區
，
維
持
 

這
種
雙
重
性
格
之
存
在
形
態
，
為
時
甚
久
，
並
於
累
積
地
方
事
務
經
驗
數
十
年
之
後
 

，
終
於
演
進
為
自
治
法
人
並
為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之
形
態
。
由
此
概
念
創
設
及
其
歷
史
 

過
程
觀
之
，
在
在
充
分
佐
證
，
派
出
機
關
與
公
法
人
、
乃
至
自
治
法
人
，
不
僅
原
理
 

上
互
補
互
動
、
共
存
共
榮
，
現
實
運
作
上
更
有
確
切
之
歷
史
事
實
，
堪
為
充
分
佐
證
 

。
茲
為
便
於
參
考
，
爰
將
公
法
人
與
派
出
機
關
併
存
互
動
之
關
係
，
予
以
說
明
如
附
 

圖
三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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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上
所
述
，
足
證
，無
論
從
各
國
地
方
制
度
、
乃
至
我
國
憲
法
體
認
之
地
方
制
度
 

分
析
，特
別
是
從
其
動
態
運
作
實
情
觀
之
，
派
出
機
關
與
公
法
人
二
者
，實
是
常
相
左
 

右
、機
動
結
合
，其
關
係
約
可
歸
納
如
下
五
種
形
態
：

①
 
純
粹
公
法
人
或
自
治
法
人
：
邦
聯
或
聯
邦
國
之
邦
(我
國
尚
無
)
。

②
 
自
治
法
人
兼
為
派
出
機
關
：
法
國
的
省
、縣
地
方
政
府
、
一
九
八
二
年
以
後
法
國
之
 

區
政
府
；
省
縣
自
治
法
施
行
後
的
臺
灣
省
政
府
'臺
灣
省
各
縣
市
政
府
。

@

半
自
治
法
人
兼
派
出
機
關
：
一
九
七
〇
年
代
以
後
法
國
之
區
政
府
；
省
縣
自
治
法
施
 

行
以
前
之
臺
灣
省
政
府
、臺
灣
省
各
縣
市
政
府
。

④

 (非
自
治
)
公
法
人
兼
派
出
機
關
：

一

九
七
〇
年
代
以
前
法
國
之
區
政
府
、臺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省
議
會
成
立
前
之
臺
灣
省
政
府
、
目
前
之
福
建
省
政
府
、修
憲
停
 

選
後
的
臺
灣
省
政
府
。

⑤
 
純
粹
派
出
機
關
：
一
九
五
〇
年
代
初
置
時
期
之
法
國
區
政
府
(我
國
尚
無
)
。

3.
憲
政
體
制
上
之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由
上
所
述
，
可
知
派
出
機
關
與
公
法
人
，
不
僅
本
無
互
相
排
斥
，
而
且
可
說
大
都
 

情
形
是
相
伴
相
隨
 '相
互
調
整
。當
地
方
政
府
之
立
法
權
成
熟
時
，地
方
政
府
以
政
府

b?



層
級
之
公
法
人
地
位
獨
立
行
使
固
有
權
限
之
能
力
提
昇
，其
功
能
性
表
徵
之
派
出
機
關

性
質
轉
弱
•，反
之
，當
地
方
政
府
立
法
權
減
縮
或
喪
失
者
，派
出
機
關
角
色
為
之
特
別

凸
顯
，其
以
地
方
政
府
層
級
之
公
法
人
獨
立
行
使
職
權
之
能
力
減
弱
，甚
而
逐
漸
流
於

象
徵
意
義
。
至
其
於
特
定
時
點
、特
定
地
方
政
府
之
情
形
，
正
確
答
案
為
何
(真
正
關

係
如
何
)
？
宜
從
各
國
憲
法
之
地
方
政
府
體
制
及
各
該
時
點
之
體
現
實
情
論
之
。

在
我
國
憲
法
的
地
方
制
度
設
計
上
，賦
與
作
為
地
方
政
府
層
級
的
省
以
一
定
之
權

限
，省
因
而
具
有
公
法
人
之
屬
性
，本
是
無
庸
置
疑
.，不
過
，由
於
迄
今
為
止
，省
之

立
法
權
現
實
上
仍
頗
受
抑
制
，
而
且
省
受
中
央
政
府
委
託
辦
理
許
多
中
央
政
府
事
務
，

因
此
，
從
政
府
功
能
角
度
言
，即
使
在
省
縣
自
治
法
施
行
後
之
今
曰
，省
政
府
仍
然
具
丨

6

有
相
當
濃
厚
的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之
色
彩
。事
實
上
，我
國
許
多
法
律
規
定
，本
法
主
管
 

機
關
，在
中
央
為
.
.
•
，在
省
為
省
政
府
，在
縣
市
為
縣
市
政
府
，斯
時
之
省
政
府
 

，
就
其
主
管
事
項
而
言
，
仍
具
有
極
為
濃
烈
之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之
性
質
。

憲
法
上
省
的
存
在
，
並
不
以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為
前
提
，
因
此
，在
省
的
層
級
屬
性
 

言
，其
公
法
人
之
概
念
，
將
因
為
是
否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
再
有
下
位
概
念
之
區
分
。
此
 

即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者
，為
自
治
公
法
人
；
未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者
，為
一
般
行
政
公
法



人
，
學
理
因
求
用
語
簡
便
及
區
別
，爰
於
前
者
簡
稱
為
自
治
法
人
；
於
後
者
簡
稱
為
公
 

法
人
。
從
我
國
憲
法
關
於
省
之
制
度
設
計
，對
照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與
公
法
人
二
個
概
念
 

，
可
見
其
間
之
互
涉
關
係
，頗
為
機
動
複
雜
，它
可
以
是
公
法
人
與
派
出
機
關
併
存
，

也
可
以
自
治
法
人
與
派
出
機
關
併
存
。來
日
，
如
果
縣
之
自
治
立
法
權
完
熟
，
則
屆
時
 

縣
可
以
單
純
是
自
治
法
人
；
反
之
，
如
果
廢
省
，
則
省
(政
府
)
可
以
是
單
純
之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
同
理
，
如
果
沒
有
廢
省
，省
在
憲
法
及
各
項
行
政
法
令
所
賦
與
之
事
權
未
 

經
完
全
廢
止
，省
之
公
法
人
地
位
，是
絕
不
可
以
以
解
釋
加
以
剝
奪
的
。
這
也
正
是
，

何
以
前
段
將
其
結
合
關
係
區
分
為
五
，並
將
停
選
後
之
臺
灣
省
，
列
入

r

公
法
人
兼
派
 

/
 

出
機
關

j

形
態
之
憲
法
上
依
據
。

4.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含
義
之
臺
灣
省
政
府

停
選
後
的
臺
灣
省
，
不
再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省
法
規
須
送
中
央
政
府
核
定
 '省
本
 

身
不
再
擁
有
獨
立
完
整
意
義
之
立
法
權
、省
喪
失
自
治
法
人
地
位
，
凡
此
固
屬
無
待
爭
 

執
。然
而
，省
仍
因
各
項
行
政
法
令
賦
與
事
權
之
部
分
保
留
(待
清
查
調
整
後
依
法
律
 

確
定
)
，
且
因
憲
法
第
一
 一
一
條
'第
一
〇
七
條
第
七
款
、第
一
〇
八
條
、第
一
一
六
 

條
、第

一
1

七
條
、第
一
二
五
條
、第
一
四
七
條
及
第
一
六
四
條
等
之
繼
續
適
用
，
在



憲
法
上
享
有
之
一
定
權
限
，
仍
屬
甚
多
，省
之
層
級
更
未
廢
除
，故
其
本
於
憲
法
而
來
 

之
公
法
人
之
地
位
仍
然
屹
立
。
不
過
，由
於
憲
法
第
一
〇
九
條
事
權
是
否
保
留
，修
憲
 

意
旨
未
盡
明
確
，
而
行
政
法
令
整
體
賦
與
之
權
限
保
有
多
少
，須
待
修
正
各
種
行
政
法
 

令
或
法
律
重
新
釐
定
，
不
管
法
令
保
留
多
少
，省
之
權
限
範
圍
勢
將
減
縮
，並
因
停
選
 

後
之
省
不
再
擁
有
獨
立
意
義
之
立
法
權
，省
政
府
之
功
能
因
之
重
新
調
整
，
以
致
在
政
 

府
功
能
上
，省
政
府
派
出
機
關
之
性
質
大
為
凸
顯
，
公
法
人
之
屬
性
將
逐
漸
趨
於
政
府
 

層
級
之
象
徵
意
義
。
這
也
正
是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修
憲
理
由
說
明
第
一
段
所
稱
「 

省
為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
仍
為
公
法
人
，
但
非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
之
真
義
。這
一
段
話
， 

乃
是
審
慎
把
握
研
酌
我
國
憲
法
地
方
制
度
原
理
、憲
政
發
展
現
實
及
因
應
修
憲
需
要
之
 

真

缔

，才
明
確
援
為
修
憲
意
旨
的
。吾
人
但
見
其
使
用
「仍
為
」
、
「但
非
」
之
字
眼
 

，
即
可
想
見
其
過
程
是
如
何
仔
細
推
敲
、費
心
研
求
，
絕
非
以
所
謂
歷
史
文
件
而
可
否
 

認
其
真
義
•，在
法
律
體
制
上
，其
準
於
憲
法
條
文
之
法
律
上
效
果
，更
是
不
可
輕
易
動
 

搖
的
。爰
綜
合
以
上
所
述
，
就
憲
法
及
增
修
條
文
有
關
省
之
定
位
及
省
功
能
，表
徵
在
 

公
法
人
與
派
出
機
關
之
相
互
關
係
，
予
以
表
示
如
下
：

r



憲法本文

省之事權

增
修
條

<

第九條)

文

第
一
〇
七
條
苐
七
款
 

第
一
〇
八
條
 

苐

一

 
o
九
條

第
一

第
一

第
一

第
一

第
一

第
一

第
一

一
條

二
條

三
條

四
條

五
條

六
條

七
條

第
一
二
五
條
 

第
一
四
七
條
 

第
一
六
四
條

省
稅
享
有
事
權
 

執
行
中
央
事
權
 

省
固
有
具

II
事
權

省
固
有
補
充
執
行
事
權
 

制
定
省
自
治
法
 

省
議
會
立
法
權
 

省
自
治
法
違
憲
審
查
 

省
自
治
法
爭
議
解
決
 

省
法
規
位
喑
 

省
法
規
位
隋
 

省
法
規
位
陏
 

省
補
助
事
權
 

省
教
科
文
經
費
事
權

I

第
一
項
本
文
 

I

第
一
項
第
一

二
款
■、第
三
項

第
一
項
本
文

第
一
項
本
文
第
一
項
說
明
一
、
第
二
項
 

第
一
項
本
文
 

第
一
項
本
文

監
督
縣
自
治
(笫
一
項
笫
七
款
)

互
涉
關
係

未
受
影
響
 

未
受
影
響

(
完
全
停
止
適
用
 

或
部
分
保
留
待
法
 

律
釐
定
？
)

未
受
影
響
 

停
止
適
用

-

II

停
止
適
用
 

停
止
適
用
 

伴
止
適
用
 

未
受
彩
響
 

未
受
影
響
 

未
受
影
響
 

未
受
影
響
 

未
受
影
響
 

增
訂

省
之
定
位

行
政
公
法
人
 

行
政
公
法
人

行
政
公
法
人
 

非
自
治
法
人
 

非
自
治
法
人
 

非
自
治
法
人
 

非
自
治
法
人
 

行
政
公
法
人
 

行
政
公
法
人
 

行
政
公
法
人
 

行
政
公
法
人
 

行
政
公
法
人
 

行
政
公
法
人

雀
府
功
能
 

:

 <
受
行
政
院

 

指
揮
監
督
)

i

派
出
機
關

派
出
機
關

派
出
機

M

 

派
出
機
關
 

派
出
機
關

I

派
出
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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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治
法
人
之
自
治
立
法
權
，
雖
不
完
整
，
但
本
於
地
方
自
治
之
尊
重
，
中
央
政
府
 

不
宜
直
接
指
揮
，
故
法
制
意
義
上
，
中
央
政
府
對
自
治
法
人
僅
有
監
督
權
而
無
指
揮
權
 

反
之
，
未
實
施
自
治
之
公
法
人
，
因
政
府
功
能
高
度
表
徵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之
性
質
， 

故
法
制
意
義
上
，
自
應
由
中
央
政
府
指
揮
監
督
。
訓
政
時
期
制
定
之
省
政
府
組
織
法
' 

乃
至
行
憲
後
訂
頒
之
福
建
省
政
府
組
織
規
程
，
均
明
定
「省
政
府
受
中
央
或
行
政
院
指
 

揮
監
督
，
執
行
省
行
政
事
務
」
之
相
類
文
句
，
均
可
佐
證
。
停
選
後
之
臺
灣
省
、
乃
至
 

臺
灣
省
政
府
，
其
地
位
應
不
低
於
訓
政
時
期
之
省
或
省
政
府
、
乃
至
目
前
之
福
建
省
或
 

福
建
省
政
府
。
因
之
，
於
法
律
上
表
徵
其
中
央
派
出
機
關
之
功
能
，
採
用
上
述
法
規
所
 

稱

「省
政
府
受
行
政
院
指
揮
監
督
，
辦
理
(或
執
行
)
省
行
政
事
務
」
之
文
句
，
當
屬
 

最
為
妥
切
。
至
其
業
務
項
目
，
絕
非
僅
為
監
督
縣
(市
)
自
治
，
而
是
有
如
上
述
組
織
 

法
或
組
織
規
程
所
列
，
具
有
下
列
事
權
：

⑴
全
省
行
政
事
務
：
包
括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本
文
、
第
六
款
及
第
三
項
法
律
所
 

定
保
留
於
省
繼
續
執
行
之
事
項
、
憲
法
第
一
〇
七
條
第
七
款
、
第
一
 
一
一
條
、
第
一
 

四
七
條
、
第
一
六
四
條
及
第
一
〇
八
條
第
一
項
委
託
省
執
行
事
項
等
。

⑵
監
督
縣

(市
)

自
治
：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七
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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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法
令
授
權
或
行
政
院
交
辦
事
項
：
個
別
授
權
或
交
辦
事
項
。

正
因
如
此
，
吾
人
如
謂
，修
憲
停
選
後
之
臺
灣
省
政
府
，僅
剩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七
款
之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監
督
縣
(市
)
自
治
之
事
權
’
顯
然
是
混
淆
視
聽
、 

顛
倒
是
非
，
故
意
曲
解
修
憲
本
意
，
更
有
悖
我
國
憲
法
體
制
設
計
及
制
度
原
理
，
絕
對
 

是
不
可
採
，
亦
不
可
行
的
。

5.
精
省
不
可
廢
省

精
省
者
，旨
在
調
整
省
政
府
之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性
質
上
為
機
關
構
成
、
政
 

府
組
織
再
造
層
次
之
問
題
，無
關
政
府
層
級
之
增
減
存
廢
。問
題
層
次
與
省
之
定
位
為
 

何
？
並
無
直
接
關
連
；
因
此
，精
省
也
妤
，省
府
功
能
業
務
' 組
織
調
整
也
好
，
應
均
 

不
發
生
省
是
否
為
公
法
人
之
爭
議
。修
憲
過
程
中
，
無
論
在
媒
體
上
、亦
或
在
國
大
議
 

事
堂
上
，提
案
單
位
及
其
有
關
代
表
人
士
，均
一
再
強
調
沒
有
廢
省
、沒
有
虛
省
、
也
 

沒
有
凍
省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理
由
說
明
，
於
此
等
事
項
更
有
明
確
強
調
，
不
僅
於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修
憲
理
由
一
，書
面
載
明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
於
同
條
之
修
憲
理
由
五
 

，
更
申
明
省
仍
保
有
憲
法
第

一

 o

九
條
部
分
執
行
事
權
。因
此
，除
非
經
國
民
大
會
再
 

度
修
憲
，
否
則
，省
為
公
法
人
應
是
不
可
推
翻
的
修
憲
意
旨
及
憲
政
原
理
。



憲
政
體
制
原
理
也
好
，修
憲
意
旨
也
好
，
既
然
已
體
現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
則
省
為
 

公
法
人
，
乃
其
作
為
政
府
層
級
之
表
徵
，
予
以
否
認
，無
異
形
同
廢
省
。精
省
工
程
之
 

重
心
，在
於
政
府
功
能
業
務
組
織
之
調
整
，
絕
非
在
於
省
之
定
位
之
否
認
。是
以
，修
 

憲
之
後
，
如
借
精
省
工
程
否
認
省
為
公
法
人
，
不
僅
破
壞
憲
政
體
制
、顯
然
牴
觸
憲
法
 

原
意
，
對
於
憲
法
之
正
常
發
展
，更
有
嚴
重
之
反
面
教
育
作
用

=

也
因
此
，
根
據
同
條
 

第
三
項
制
定
之
「精
省
條
例
」
，
乃
至
根
據
同
條
第
一
項
制
定
之
「地
方
制
度
法
」
， 

雖
可
大
幅
調
整
縮
減
省
之
權
限
範
圍
，本
於
所
謂
「派
出
機
關
」
使
省
成
為
類
似
限
制
 

行
為
能
力
人
，
但
是
，無
論
如
何
？
是
絕
對
不
可
否
認
省
為
公
法
人
之
憲
政
體
制
原
理
 

及
修
憲
意
旨
的
。

㈥

監
督
自
治
事
項
無
損
法
人
定
位

增
修
條
文
所
以
於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七
款
有
省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監
督
縣
自
治
之
規
定
 

,
本
係
為
避
免
爭
議
而
設
，亦
即
考
慮
省
於
停
止
自
治
選
舉
後
，是
否
仍
有
監
督
縣
自
治
 

之
事
權
，學
理
上
易
啟
疑
義
，為
免
紛
爭
而
以
此
款
明
定
。
依
增
修
條
文
規
定
及
其
意
旨
 

，
可
知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係
憲
法
上
相
關
事
權
保
留
之
結
果
，與
本
款
所
稱
監
督
縣
自
治
 

之
有
無
，
並
無
關
係
，有
關
於
此
，業
已
多
有
論
述
-茲
不
贅
述
。



在
條
項
關
係
上
，本
款
乃
係
省
權
限
增
訂
事
項
，無
論
省
政
蔚
執
行
時
是
否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為
之
，
均
與
省
是
否
為
公
法
人
無
關
。
觀
之
增
修
條
文
第
一
項
說
明
三
，
所
 

謂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監
督
縣
自
治
'係
指
「在
行
政
院
督
導
下
，
繼
續
由
省
政
府
監
督
縣
 

市
自
治
」
，
就
監
督
權
責
言
，其
間
並
無
本
質
上
之
不
同
。因
此
，
所
謂
本
條
例
規
定
 

之
監
督
，
已
非
「自
治
監
督

J

而
係
「行
政
監
督
」
之
說
法
，
亦
不
能
動
搖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之
論
證
，事
至
明
灼
，
於
此
一
併
說
明
。

四' 結論
㈠

省
仍
為
公
法
人
之
法
制
構
成

省
為
公
法
人
係
中
華
民
國
立
國
以
來
長
久
存
在
之
歷
史
事
實
，
它
不
僅
先
於
省
縣
自
 

治
法
而
存
在
，更
先
於
現
行
憲
法
而
存
在
。
在
此
意
義
上
，憲
法
之
權
限
區
分
規
定
，
乃
 

係
歷
史
之
印
證
-省
縣
自
治
法
之
施
行
則
僅
使
其
提
昇
為
自
治
法
人
。
因
此
，臺
灣
省
在
 

停
止
自
治
選
舉
後
，
亦
由
自
治
法
人
回
復
為
原
來
之
行
政
公
法
人
，
並
因
配
合
各
項
行
政
 

法
令
賦
與
事
權
之
調
整
，
於
法
定
事
項
範
圍

内

享
有
權
利
(限
)
、負
擔
義
務
。
是
以
， 

停
選
後
，有
關
省
公
法
人
之
構
成
1應
以
如
下
方
式
表
達
：

「省
於
法
定
事
項
範
圍

内

有
享
受
權
利
(限

)
、

負
擔
義
務
之
能
力

，
但
專

屬
於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之
事
項
，
不
在
此
限
。
」

㈡

省
政
府
為
派
出
機
關
之
法
制
構
成
 

>

 

省
於
停
止
自
治
選
舉
後
，
已
非
自
治
法
人
，專
屬
於
省
議
會
議
決
之
事
項
，
特
別
是
 

省
法
規
、
預
算
審
議
權
及
財
產
處
分
權
，停
止
適
用
.，其
情
形
恰
似
民
法
所
稱
之

r

限
制
 

行
為
能
力
人
」
。基
此
，省
政
府
執
行
省
行
政
事
務
，應
以
所
謂
派
出
機
關
之
態
樣
為
之
 

。因
此
，地
方
制
度
相
關
法
律
中
應
訂
明
下
列
事
項
：

L

省
政
府
受
行
政
院
指
揮
監
督
，
辦
理
全
省
行
政
事
務
、監
督
縣
自
治
及
辦
理
法
令
授
權

? t 

或
行
政
院
交
辦
事
項
。

2.
省
政
府
訂
定
省
法
規
及
處
分
省
產
，
應
報
經
行
政
院
核
定
。

㈢

省
政
府
執
行
事
權
之
範
圍

省
政
府
執
行
事
權
之
範
圍
，
配
合
其
組
織
規
模
，
於
調
整
移
轉
後
，
於
地
方
制
度
相
 

關
法
律
中
訂
明
，
同
時
配
合
修
訂
或
制
定
相
關
行
政
法
令
。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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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氺
氺
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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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於
停
止
自
治
選
舉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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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公
法
人
之
補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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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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氺

氺

氺 

氺 

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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氺
氺
氺
氺
氺
氺
氺
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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氺
氺
氺
氺
氺
氺
氺
氺
氺
氺
氺
氺
氺
氺
氺
氺
氺
氺
氺
氺
氺

臺
灣
省
政
府
 

法
規
委
員
會



省
於
停
止
自
治
選
舉
後
仍
為
公
法
人
之
補
充
說
明
 

一'行
政
公
法
人
之
成
立

公
法
人
者
，享
有
公
法
人
之
權
限
，
得
行
使
公
法
上
一
定
權
利
義
務
之
行
政
主
體
。 

在
我
國
憲
政
體
制
上
省
為
政
府
層
級
之
一
，為
有
別
於
國
家
(中
央
政
府
)
及
縣
市
之
行
 

政
主
體
，基
於
憲
法
及
其
他
法
令
規
定
，
享
有
各
種
公
法
上
權
限
，並
得
據
以
行
使
各
該
 

公
法
上
之
權
利
義
務
，是
省
之
為
公
法
人
，本
屬
無
庸
爭
議
。
此
之
公
法
人
，與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之
自
治
法
人
，其
於
法
律
概
念
上
之

内

涵
，
尚
有
不
同
，為
示
其
與
自
治
法
人
互
 

為
區
別
，
吾
人
爰
以
「行
政
公
法
人
」
稱
之
。

公
法
人
本
為
學
理
上
概
念
，
類
型
繁
多
。省
縣
之
地
方
政
府
層
級
，
通
常
被
歸
類
於
 

公
法
上
社
團
；
公
法
上
社
團
之
成
立
，本
不
以
特
定
法
律
或
法
條
規
定
其
為
公
法
人
為
要
 

件
，
亦
不
以
實
施
自
治
為
限
，
更
不
以
具
有
所
謂
意
思
機
關
為
前
提
。
例
如
，
日
本
銀
行
 

(類
如
我
國
之
中
央
銀
行
)
，
並
無
所
謂
意
思
機
關
或
實
施
自
治
，
日
本
銀
行
法
亦
未
直
 

接
規
定
其
為
公
法
人

，
但
曰

本
學
理
及
實
務
，均
認
為
其
為
行
政
公
法
人
(類
如
公
法
上

7



社
團
)
。
足
見
，
認
為
沒
有
實
施
自
治
或
沒
有
意
思
機
關
即
非
為
公
法
人
之
論
點
，顯
然
 

沒
有
堅
強
的
法
理
依
據
。

二
、
省

為
公
法
人
地
位
之
硪
立

在
我
國
憲
政
體
制
上
，省
為
公
法
人
，
不
以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為
前
提
，
不
僅
為
現
行
 

憲
法
所
直
接
保
障
，
更
為
我
國
長
久
以
來
憲
政
之
現
實
。
以
臺
灣
省
為
例
，
嚴
格
講
，其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係
在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之
後
，在
此
之
前
，臺
灣
省
所
擁
 

有
源
自
憲
法
與
各
種
法
律
之
行
政
事
權
、財
稅
徵
收
權
限
及
省
有
財
產
等
權
限
，
與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後
之
臺
灣
省
，
尚
無
重
大
不
同
。
一
個
享
有
各
種
公
法
上
行
政
事
權
、
稅
捐
稽
 

徵
及
省
有
財
產
權
限
之
地
方
政
府
層
級
，
在
法
理
上
為
公
法
人
，實
屬
至
為
明
確
。

其
實
，在
我
國
憲
政
體
制
上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選
舉
與
否
，
於
省
之
政
府
層
級
而
言
 

，僅
其
權
利
行
使
方
式
不
同
，並
不
直
接
影
響
到
權
限
之
享
有
與
否
。
此
之
權
利
行
使
方
 

式
之
不
同
，
在
於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者
，代
表
省
行
使
各
種
公
法
上
權
限
之
省
政
府
，
於
權
 

利
行
使
之
時
，
原
則
上
僅
以
省
議
會
議
決
，
於
法
即
生
效
力
，無
待
中
央
政
府
(通
常
為



行
政
院
丨
以
下
稱
行
政
院
)
核
定
，其
情
形
有
如
民
法
上
所
稱
之
(完
全
)
行
為
能
力
人
 

;
反
之
，
未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者
，則
省
政
府
代
表
省
行
使
各
種
公
法
上
權
限
時
，
須
報
經
 

行
政
院
核
定
，
省
政
府
成
為
學
理
上
所
稱
之
派
出
機
關
，其
情
形
有
如
民
法
上
所
稱
之
限
 

制
行
為
能
力
人
。
足
見
，
在
我
國
憲
政
體
制
上
，是
否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選
舉
，其
表
徵
於
 

法
律
規
範
之
意
義
，係
在
於
行
為
能
力
層
面
，其
對
於
權
利
能
力
之
資
格
，
亦
即
公
法
人
 

資
格
之
取
得
，並
無
影
響
。換
言
之
，省
如
停
止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選
舉
，
省
政
府
執
行
政
 

務
，
須
受
行
政
院
指
揮
監
督
，省
不
再
為
自
治
法
人
，
但
其
行
政
公
法
人
之
地
位
，
仍
屬
 

存
在
.，法
律
規
範
意
義
上
，省
由
自
治
法
人
回
復
為
行
政
公
法
人
，其
情
形
恰
如
未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選
舉
之
省
，
於
實
施
自
治
選
舉
時
，由
原
來
之
行
政
公
法
人
轉
變
為
自
治
法
人
 

，
唯
其
方
向
正
好
相
反
而
已
。
論
者
或
謂
，省
於
停
止
自
治
選
舉
後
，
即
不
復
為
公
法
人
 

，
顯
然
是
違
背
我
國
憲
政
體
制
，
如
非
曲
解
，
亦
係
誤
解
。

三、省
為
公
法
人
之
歷
史
鐵
證

在
我
國
憲
政
現
實
上
，未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選
舉
之
省
為
行
政
公
法
人
，
更
可
以
福
建

〇



省
及
臺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時
期
之
臺
灣
省
，作
為
明
確
之
歷
史
鐵
證
。截
至
目
前
為
止
 

，
福
建
省
迄
未
辦
理
省
級
自
治
選
舉
，
福
建
省
沒
有
省
議
會
，
福
建
省
政
府
也
沒
有
省
長
 

，是
個
百
分
之
百
沒
有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之
省
，
然
而
，
福
建
省
仍
有
行
政
事
權
(大
部
分
 

委
託
中
央
或
臺
灣
省
辦
理
)
，
仍
有
省
有
財
產
，
名
義
上
亦
有
省
稅
(歸
金
門
縣
、連
江
 

縣
使
用
)
，
解
釋
上
仍
屬
行
政
公
法
人
，應
難
否
認
。

臺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時
期
之
臺
灣
省
，未
實
施
省
級
自
治
選
舉
，
但
依
當
時
有
效
 

之
法
律
，當
時
之
臺
灣
省
不
僅
依
法
享
有
各
種
行
政
事
權
，復
有
省
有
財
產
，更
有
省
稅
 

稽
徵
收
入
及
省
庫
之
設
置
，其
為
百
分
之
百
之
行
政
公
法
人
，
絕
無
可
議
。茲
為
便
於
參
 

酌
，爰
舉
其
最
主
要
法
律
，
列
表
說
明
於
下
，
以
資
明
證
：

A



臺
灣
省
於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前
為
公
法
人
之
法
律
依
據

法
 

律

名

不

同

稱

時
 

期
邊
灣
4

衍
滅
長

-ti
公
著
(臺
 

淨
省
政
身
成
立
前
)
艮
國
三
 

十
六
年
五
月
十
六
曰
之
前

- 1
货

^ 1
政

府

(
4
韻

會

成

-id
 

前
)
民
國
四
十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曰
之
前

_

_______

月
一
日
之
前

________

柯

省
行
政
事
權

省
有
財
產
權

水
利
法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七
 

月
七
日
公
布
施
行
)
第
四
條
 

礦
業
法
(民
國
十
九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公
布
施
行
)
第
十
 

七
'十
八
、十
九
條
 

森
林
法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九
 

月
十
五
日
公
布
施
行
)
第
二
 

條土
地
法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修
正
公
布
)
第
 

四
條

臺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核
覆

 

繳
驗
土
地
權
利
憑
證
電
：
第

水
利
法

礦
業
法

森
林
法

社
會
教
育
法
(民
國
四
十
二
 

年
九
月
二
十
四
日
公
布
施
行

土
地
法

水
利
法
 

礦
業
法
 

森
林
法
 

社
會
教
育
法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公
 

布
施
行
)

國
民
住
宅
條
例
(民
國
六
十
 

四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公
布
施
行

高
級
中
學
法
(民
國
六
十
八
 

年
五
月
二
日
公
布
施
行
)

土
％
法



省
稅
稽
徵

省
庫
設
置

辦
法
：
第
十
條

 

臺
灣
省
土
地
權
利
清
理
辦
法

:
第
五
條
(註
一
)

營
業
稅
法
(民
國
二
十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

使
用
牌
照
稅
法
(三
十
四
年
 

六
月
十
一
日
公
布
施
行
)
(
 

註
二
)

公
庫
法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六
 

月
九
日
公
布
、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十
月
一
日
施
行
)
(
註
三

營
業
稅
法

 

使
用
牌
照
稅
法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法
(民
國
四
 

十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公
布
施
行

)公
庫
法

營
業
稅
法

 

使
用
牌
照
稅
法

公
庫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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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省
有
財
產

依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三
十
五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辰
巧
民
地
字
第
三
二
七
七
號
函
發
布
之
「核
覆
繳
驗
土
 

地
權
利
憑
證
電
」
第
三
點
中
規
定
：
公
有
土
地
_ .
.
原
屬
總
督
府
處
分
者
，
於
所
有
權
人
姓
名
欄
填
 

「省
有
」

(
附
件

一
)

。
及
依
三
十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令
公
布
之
「台
灣
省
公
有
土
 

地
緊
急
清
查
辦
法
」
第
十
條
規
定
：
各
機
關
或
團
體
接
管
之
公
地
.
.
.
按
土
地
所
在
地
劃
分
為
國
有
 

、
「省
有

J
 *
 *

 _ 。
(
附
件
二
)
即
可
知
於
三
十
五
年
五
月
十
八
曰
之
臺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函
電
 

時
起
-
即
有
省
屬
財
產
之
依
據
。
足
見
，
省
擁
有
省
有
財
產
，
並
不
以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為
前
提
，
自
亦
 

不
因
停
止
自
治
選
舉
而
被
剝
奪
。

三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廿
八
曰
行
政
院
指
令
頒
布
「臺
灣
省
土
地
權
利
清
理
辦
法
」
第
五
條
規
定
：

「 

原
屬
台
灣
總
督
府
之
公
有
土
地
，
經
台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接
管
有
案
，
並
經
呈
准
行
政
院
歸
屬
省
政
 

府
使
用
收
益
者
，
為
省
有
土
地

J

，
明
確
規
定
「省
有
土
地
」
之
定
義
(
附
件
三
)
；
由
於
台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係
以
「接
管
」
為
取
得
省
有
財
產
之
原
因
，
其
不
動
產
無
庸
以
土
地
法
所
稱
之
「登
記
」 

為
要
件
(
五
十
二
年
台
上
字
第

一

四
八
五
號
判
例
參
照
丨
附
件
四
)
，
足
認
於
依
上
開
辦
法
清
理
完
竣



而
屬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暨
所
屬
機
關
接
管
者
，
即
屬
省
有
土
地
。
其
初
期
僅
係
以
接
收
日
產
表
登
記
，
其
 

後
省
政
府
於
五
十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府
財
產
字
第
八
七
五
七
號
通
令
本
府
所
屬
機
關
'
學
校
、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
限
期
於
五
十
年
九
月
底
前
，
將
經
管
省
有
房
地
產
及
接
收
使
用
日
產
房
地
*
依
土
地
法
第
五
 

十
二
條
規
定
向
該
管
縣
市
地
政
事
務
所
辦
理
囑
託
登
記
，
所
有
權
一
律
登
記
為
「省
有
」
，
並
以
現
奉
 

准
使
用
機
關
為
管
理
機
關
(
附
件
五
)
。
茲
之
登
記
，
究
其
性
質
，
僅
係
地
政
程
序
之
完
備
，
與
所
有
 

權
取
得
無
關
，
對
於
台
灣
省
於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之
權
利
取
得
事
實
，
更
無
影
響
"

註
二
省
稅
稽
徵

營
業
稅
、
使
用
牌
照
稅
係
屬
省
稅
，
且
為
憲
法
第
一
百
零
七
條
第
七
款
所
保
障
。
營
業
稅
法
及
使
 

用
牌
照
稅
法
並
分
別
於
民
國
二
十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
三
十
四
年
六
月
十
一
日
公
布
施
行
-
台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時
期
之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
其
營
業
稅
收
入
為
新
台
幣
(下
同
)
四
百
三
十
七
萬
三
千
元
，
使
 

用
牌
照
稅
為
七
百
七
十
四
萬
九
千
元
；
民
國
四
十
七
年
臺
灣
省
議
會
成
立
前
之
臺
灣
省
，
其
營
業
稅
收
 

入
為
三
億
二
千
五
百
三
十
九
萬
元
，
使
用
牌
照
稅
之
收
入
為
六
千
七
百
三
十
五
萬
五
千
元
；
又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省
縣
自
治
法
實
施
前
之
台
灣
省
，
其
營
業
稅
收
入
為
七
百
六
十
七
德
四
千
二
百
五
十
萬
一
千
元

8



，
使
用
牌
照
稅
為
一
百
八
十
八
億
八
百
九
十
五
萬
三
千
元
=
(
附
件
六
)

註
三
 
省
庫
設
置

公
庫
法
於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六
月
九
日
公
布
，
二
十
八
年
十
月
一
日
施
行
，
該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省
政
府
之
公
庫
稱
省
庫
，
以
財
政
廳
為
主
管
機
關
；
臺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財
政
處
並
於
三
十
五
 

年
九
月

一
日
與
臺
灣
銀
行
訂
定
委
託
契
約
，
由
臺
灣
銀
行
代
理
省
庫
(
附
件
七
)
。
足
見
，
台
灣
省
省
 

庫
於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即
已
成
立
，
與
是
否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並
無
直
接
關
係
。
既
然
省
於
當
時
享
有
省
產
 

、
徵
收
省
稅
、
設
置
省
庫
及
其
他
各
種
行
政
事
權
，
是
省
為
一
般
所
稱
之
行
政
公
法
人
，
自
屬
無
庸
置
 

疑

。

四
，
結

語

臺
灣
省
自
臺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設
置
伊
始
，
既
依
法
享
有
各
種
省
行
政
事
權
'省
 

財
稅
稽
徵
收
入
，
並
設
有
省
庫
，當
然
即
為
公
法
上
之
行
政
公
法
人
。
此
一
行
政
公
法
人
 

地
位
，自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延
續
至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
並
有
憲
法
直
接
保
障
。
嗣
因
臺
灣
省
 

正
式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臺
灣
省
於
省
縣
自
治
法
之
施
行
時
起
，由
原
來
之
行
政
公
法
人
轉

9



變
為
自
治
法
人
。因
此
，
無
論
從
憲
政
體
制
原
理
，或
從
憲
政
現
實
發
展
言
之
，臺
灣
省
 

自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停
止
自
治
選
舉
時
起
，
充
其
量
僅
係
由
自
治
法
人
回
 

復
為
原
來
之
行
政
公
法
人
而
已
，
絕
不
發
生
所
謂
喪
失
公
法
人
定
位
之
情
事
。

停
止
自
治
選
舉
後
之
臺
灣
省
相
關
事
權
，
依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九
條
規
定
，最
多
僅
 

是
憲
法
第
一

 〇

九
條
規
定
停
止
適
用
而
已
。至
於
憲
法
其
他
有
關
省
事
權
之
規
定
，
如
憲
 

法
第
一
〇
七
條
第
七
款
、第

一
〇

八
條
、第一
 一
一
條
、第
一
一
六
條
、第一
 

一

七
條
、 

第
一
二
五
條
、第
一
四
七
條
、第
一
六
四
條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條
第
八
項
)
，則
仍
 

繼
續
適
用
，
各
種
法
律
所
賦
與
之
省
行
政
事
權
、省
稅
稽
徵
收
入
、省
庫
設
置
，
乃
至
省
 

有
財
產
權
享
有
行
使
等
，
亦
均
繼
續
有
效
。
「臺
灣
省
政
府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調
整
暫
行
 

條
例
」
，
係
省
政
府
職
掌
業
務
之
調
整
，與
省
為
公
法
人
地
位
之
存
續
並
無
直
接
關
係
。 

因
此
，
如
以
立
法
手
段
，
於
該
條
例
中
提
出
凍
結
省
主
管
事
項
、取
消
省
徵
稅
權
限
'剝
 

奪
省
有
財
產
或
廢
止
省
庫
之
條
款
，
都
是
假
調
整
省
政
府
業
務
組
織
之
名
，
而
意
在
實
現
 

廢
省
之
政
治
目
的
，
顯
然
達
背
憲
政
體
制
及
憲
法
原
理
；
吾
人
期
期
以
為
不
可
。



附
件
一

核
復
繳
驗
土
地
權
利
憑
證
電
(
註
：
參

閲

臺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公
報
三
十
五
年
夏
第
三
十
期
第
四
七
八
頁
)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五
月
十

<

(一

) 土
地
申
報
以
法
院
登
記
濟

镘

，
或
最
近
三
年
各
期
完
納
地
租
收
據
為
主
要
憑
證
，
上
項
憑
證
，
如
確
因
不
可
抗
力
致
一
部
或
全
部
滅
失
者
，
則
 

提
出
蓋
有
印
信
之
土
地
臺
帳
謄
本
，
或
取
具
地
鄰
保
證
書

-

亦
即
規
定
應
提
出
之
同
類
權
利
憑
證
中
必
須
提
繳
一
類
-
以
便
核
驗
。

(
二
)
 共
有
土
地
，
由
共
有
人
推
舉
代
表
申
報
，
在
申
報
書
所
有
權
人
備
註
攔
記
明
各
共
有
人
姓
名
*
及
共
有
比
率
，
如
共
有
人
數
眾
多
時
，
應
請
其
 

別
名
單
，
粘
附
於
申
報
書
。

(
三
)
 公
有
土
地
，
由
各
保
管
機
關
申
板
-
如
無
保
管
機
關
者
，
則
由
縣
市
地
政
機
關
申
報
，
原
屬
總
督
府
處
分
者
-
於
所
有
權
人
姓
名
欄
填
省
有
， 

屬
州
廳
處
分
者
，
於
所
有
權
人
姓
名
欄
填
縣
有
，
保
管
機
關
填
在
使
用
人
欄
。

(四
)
 

日
人
私
有
土
地
，
暫
應
由
各
縣
市
曰
產
處
理
分
會
以
代
理
人
資
格
申
報
毋
須
繳
附
憑
證
，
所
有
權
人
欄
，
仍
應
填
註
原
日
人
姓
名
。

(
五
)
 申
報
書
代
書

费

-
應
遵
照
臺
灣
省
土
地
代
書
人

规

則
第
八
條
之
規
定
辦
理
，
以
上
各
點
-
除
電
復
並
分
電
外
-
合
亟
電
希
遵
照
。
省
民
政
處
地

(
)
印



附
件
二

臺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令
(
註
：
參
閱
臺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公
報
三
十
五
年
冬

22
期
第
三
五
七
頁
)

中
華
民
圉
三
十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八

茲
制
定
臺
灣
省
公
有
土
地
緊
急
清
查
辦
法
公
布
之
。
此
令
。

行
政
長
官
陳
儀

臺
灣
省
公
有
土
地
緊
急
清

査

辦
法

第
一
條
臺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
以
下
簡
稱
本
公
署

)
-

為
把
握
時
機
，
加
強
管
理
省

内

公
有
土
地
收
入
，
并
迅
速
清
查
出
祖
公
有
耕
地
現
耕
農
戶

 

限
制
各
機
關
留
用
公
地
，
作
為
明
年
度
實
施
分
配
之
準
備
起
見
，
特
訂
定
本
辦
法
。

第
二
條
本
省
公
有
土
地
緊
急
清

査

事
宜
-
由
本
公
署
組
織
公
地
清
查
團
辦
理
，
其

组

織
規
程
另
定
之
。

第
三
條
應
受
清
查
之
本
省
公
有
土
地
如
左
：

1

、
前
總
督
府
之
所
有
土
地
。

二

、
 
前
州
廳
或
街
庄
所
有
土
地
。

三

、
 
前
日
人
私
有
土
地

<•

四

'
前
曰
人
會
社
所
有
土
地
。

五

、
 
前
移
民
村
土
地
。

六

、
 
河
川
用
地
。

七

、
 
軍
事
用
地
(
可
供
分
配
之
土
地
，
由
本
公
署
召
集
會
議
決
定
)

。

前
項
各
款
所
列
土
地
以
出
租
收
益
為
目
的
者
，
應
儘
先
清

査

，
各
機
關
不
得
藉
詞
拒
絕
。
并
應
派
員
辦
理
清

査

團
指
辦
各
事
項
。

第

四

條

公

地
實
施
清

査

前
，
應
為
左
列
之
準
備
：

一

、
 
由
地
政
局
日
產
處
理
委
員
會
查
明
前
條
所
定
公
有
土
地
，
及
原
保
管
機
關
團
體
名
稱
，
或
所
有
人
姓
名
等
，
連
同
現
在
接
管
機
關
或

n
 

名

稱

，
分
別
核
明
出
租
及
使
用
情
形
，
冊
送
清
查

图

。

二

、
 
各
接
管
機
關
團
體
等
所
送
接
管
土
地
帳
表
圖
冊
等
，
應
由
地
政
局
日
產
處
理
委
員
會
財
政
處
分
別
核
對
，
如
有
不
符
，
列
冊
送
清
查

s

三

、
 
各
機
關
團
體
等
所
接
管
土
地
逾
限
未
報
者
，
由
地
政
局
日
產
處
理
委
員
會
分
別

査

明
函
報
清

査

困
。

第
五
條
公
地
清

査

團
遇
有
前
條
第
二
款
情
事
時
-
應
即
前
往
各
該
接
管
機
關
困
體
實
施
清

査

，
必
要
時
並
得
攜
帶
圖
冊
至
土
地
所
在
地
，
與
該
管
縣



(
市

)
政
府
保
管
圖
帳
，
及
當
地
各
該
機
關
或
團
體
自
備
之
圊
冊
核
對
，
如
仍
有
未
符
-
得
由
該
管
縣
(
市
)
政
府
派
員
實
地
勘
測
澈
底
清
 

之

。

第

六

條

公

地

清

查

團

，
遇
有
第
四
條
第
三
款
情
事
時
，
應
即
派
員
前
往
各
該
機
關
等
清
查
，
限
期
報
核
-
其
故
意
遲
煖
或
查
有
舞
弊
情
事

-

或
經
人
 

檢
舉
者
，
均
應
依
法
報
請
嚴
懲
，
其
非
故
意
遺
漏
者
，
應
即
通
知
原
機
關
等
迅
即
補
報
=

第
七
條
清
查
團
對
左
列
事
項
，
應
分
別
督
促
限
期
辦
竣
，
會
報
本
公
署
核
備
。

1
、
本
年
各
機
關
或
團
體
已
出
租
之
公
有
土
地
，
依
照
臺
灣
省
公
有
土
地
佃
租
征
收
辦
法
之
規
定

*

應
即
造
具
佃
祖
底
冊
及
實
物
數
額
表
夂
 

三
份
，
以
一
份
送

桟

食
局
代
收
實
物
并
代
保
管
，
以
二
份
送
由
清
查
困
彙
報
本
公
署
發
交
地
政
局
會
同
財
政
處
辦
理
"

二

、
 
各
機
關
或

®
體
對
接
收
後
出
租
之
土
地
，
除
原
屬
縣
(
市
)
有
或
業
經
釗
歸
縣
(
市
)
使
用
收
益
者
外
，
其
餘
已
收
袓
金
暫
解
省
庫
， 

由
財
政
處
統
籌
辦
理
。

三

、
 
出
租
收
益
之
土
地
，
應
一
律
繳
納
田
賦
，
由
糧
食
局
代
收
實
物
者
-
即
由
糧
食
局
代
繳
，
已
收
取
現
金
者
，
由
原
機
關
扣
繳
田
賦
後
， 

餘
款
依
照
財
政
處
所
定
辦
法
，
暫
解
省
庫
。

第
八
條
本
省
各
機
關
困
體
或
中
央
駐
本
省
之
各
機
關
團
體
，
因
事
業
上
需
要
留
用
公
有
土
地
者
，
須
經
本
公
署
之
核
准
。

第
九
條
各
機
關
團
體
未
經
本
公
署
核
准
留
用
之
公
地
-
得
由
清
查
困
暫
依
左
列
標
準
審
查
後
，
報
請
本
公
署
核
定
之
。

1

 
、
合
於
土
地
法
第
二
〇
八
條
各
款
之
規
定
者
"

二

'
因
示
範
試
驗
或
育
苗
等
業
務
，
留
用
公
有
土
地
者
。

第
十
條
各
機
關
或
困
體
接
管
之
公
地
，
除
依
第
八
條
第
九
條
規
定
准
予
留
用
者
外
，
一
律
由
清
查
團
陸
續
交
由
地
政
局
及
財
政
處
，
按
土
地
所
在
地
 

分
國
有
，
省

有

，
縣

(
市
)
有

後

，
造
冊
通
知
各
該
縣
(
市
)
政
府
會
同
日
產
處
理
委
員
會
分
合
統
一
接
管
。

移
民
村
土
地
，
準
用
第
八
條
、
第
九
條
規
定
准
由
各
機
關
或
團
體
撥
用
者
外
，
一
律
於
三
十
五
年
底
前
由
各
所
在
地
之
縣
(
市
)
政
府
逕
行
 

一
接
管
，
造
具
清
冊
三
份
，
報
本
公
署
核
辦
。

第
十
一
條
各
縣
(市
)
政
府
應
分
鄉
(鎮
)
或
分
村
(里
)
舉
辦
公
有
土
地
現
耕
農
戶
登
記
，其
經
查
尚
有
待
耕
土
地
時
，即
以
該
土
地
所
在
地
之
 

(里
)
或
鄉
(鎖
)
舉
辦
待
耕
農
戶
登
記
。

前
項
登
記
，
依
臺
灣
省
承
耕
公
有
土
地
農
戶
登
記
規
則
之
規
定
，
由
清
查
團
派
員
督
導
，
限
三
十
五
年
底
辦
理
完
竣
"

第
十
二
條
公
地
清
查
之
工
作
，限
於
三
十
五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前
辦
理
完
竣

=

第
十
三
條
本
辦
法
自
公
布
曰
施
行
。



附
件
三

臺
灣
省
土
地
權
利
清
理
辦
法
(註
：
參
閱
臺
灣
省
單
行
法
規
彙
編
第
一
集
第
三
編
第
六
類

67
、
6S
頁
)

卅
六
年
十
一
月
廿
八
日
行
政
院
指
令
頒
佈
 

卅
六
年
十
一
月
廿
一
日
國
民
政
府
指
令
備
案
 

卅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臺
灣
省
政
府
公
布
(
六
八

說
明
■■本
省
受
日
本
統
治
達
五
十
一
年
之
久
其
土
地
權
利
因
日
人
強
佔
豪
奪
及
抗
戰
時
期
之
軍
事
征
用
以
致
糾
紛
疊
起
亟
待
清
理
以
維
護
人
民
權
益
且
_ 

省
係
屬
光
復
區
域
與
一
般
收
復
區
域
不
同
日
本
原
有
殖
民
政
策
與
我
國
土
地
政
策
不
合
故
特
訂
定
本
辦
法
以
資
清
理
。

第
一
條
臺
灣
省
土
地
權
利
之
清
理
依
本
辦
法
之
規
定
，
本
辦
法
未
規
定
事
項
依
其
他
法
令
之
規
定
。

第
二
條
前
臺
灣
總
督
府
在
卅
四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以
前
，
對
於
公
有
私
有
土
地
所
為
之
處
分
-
除
其
處
分
尚
未
完
畢
而
與
現
行
法
令
有
牴
觸
者
外
遒
續
 

效
。

第
三
條
凡
人
民
於
卅
四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以
前
取
得
之
土
地
權
利
，曾
經
前
臺
灣
總
督
府
司
法
機
關
為
不
動
產
登
記
者
，
應
由
權
利
人

缴
驗
登
記
憑
證
 

發
權
利
書
狀
-
以
確
定
其
土
地
權
利
。

人
民
於
卅
四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以
前
承
受
日
人
公
私
有
土
地
之
權
利
，
已
於

同
日
以

前
依
法
申
請
登
記
未
能
完
備
手
續
而
有
確
切
證
據
光
復
後
 

經
申
請
有
案
者
-
得
由
權
利
人
檢
具
證
件
並
經
土
地
所
在
地
四
鄰
負
責
證
明
呈
經

査
核
無
訛
，其
所
承
受
之
權
利
為
有
效
。

前
項
繳
驗
登
記
憑
證
換
發
權
利
書
狀
之
辦
法
另
定
之

D

第
四
條
原
屬
臺
灣
總
督
府
之
公
有
土
地
，暨
曰
本
陸
海
空
軍
之
軍
事
用
地
，經
中
央
機
關
依
法
接
管
或
經
行
政
院
核
准
接
管
有
案
者
-均
為
國
有
土
：

|

 

其
未
經
人
民
依
法
取
得
所
有
權
之
土
地
亦
同
。

第
五
條
原
屬
臺
潸
總
督
府
之
公
有
土
地
-經
臺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接
管
，暨
公
署
所
屬
機
關
接
管
有
案
，並
經
呈
准
行
政
院
歸
省
政
府
使
用
收
益
去
 

為
省
有
土
地
。

第
六
條
原
屬
臺
灣
各
州
廳
以
下
之
市
、
術
 '庄
公
有
土
地
，
由
州
廳
接
管
委
員
會
接
管
有
案
者
，
依
其
原
來
隸
屬
範
圍
分
為
縣
市
鄉
鎮
公
有
土
地
。



第
七
條
凡
已
經
臺
灣
總
督
府
依
河
川
法
劃
為
河
川
用
地
，
或
因
水
利
之
必
要
築
成
埤
圳
等
公
共
事
業
範
圍

内

者
，
基
地
及
建
築
物
概
為
公
有
。

前
項
經
劃
為
河

JII
用
地
之
土
地
，
如
有
土
地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之
情
形
者
-
除
依
土
地
法
第
十
四
條
第
一
、
二
 

'三
、
四 '六
、七
、
八 

十
各
款
之
規
定
不
得
為
私
有
者
外
，
由
縣
市
政
府
勘
明
報
請
省
主
管
河
川
機
關
及
地
政
機
關
核
准
發
還
之
。

第
八
條
經
前
臺
灣
總
督
府
依
據
土
地
調
查
及
林
野
調
查
清
理
之
結
果
收
歸
公
有
之
土
地
概
不
發
還
。

前
項
收
歸
公
有
之
土
地
如
放
領
放
粗
時
，
依
照
有
關
土
地
法
規
，
暨
臺
灣
省
公
有
耕
地
故
租
辦
法
辦
理
之
。

第

九

條

不

論
已
未
登
錄
地
，
在
前
臺
灣
總
督
府
時
代
未
經
許
可
而
繼
蟥
佔
有
其
佔
有
人
現
仍
自
任
耕
作
者
，
應
即
限
期
向
縣
市
政
府
依
法
辦
理
承
領
」 

承
租
手
續
，
否
則
喪
失
其
佔
有
之
權
利
。

第
十
條
中
國
人
之
土
地
經
臺
灣
總
督
府
依
據
日
本
所
頒
關
於
中
國
人
為
業
主
登
錄
土
地
臺
帳
之
律
令
，
收
歸
公
有
或
交
歸
共
有
者
，
得
由
原
土
地
所
.

人
提
出
原
產
權
憑
證
及
四
鄰
之
保
證
書
，
呈
由
縣
市
政
府
核
實

-

呈
准
省
政
府
發
還
之
。

第
十
一
條
在
前
臺
灣
總
督
府
時
代
人
民
捐
獻
艏
與
或
「
寄
附
」
之
土
地
，
不
得
請
求
發
還
。

第
十
二
條
前
臺
灣
總
督
府
放
領
之
公
有
土
地
-
在
民
國
卅
四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以
前
經
許
可
豫
約
賣
渡
而
成
功
年
限
在
民
國
卅
四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以
後
_ 

在
已
經
屆
至
者
，
應
即
重
辦
承
領
手
續
。

豫
約
賣
渡
價
金
尚
未
繳
交
政
府
者
應
即
補
交
價
金
，
其
經
許
可
豫
約
賣
渡
而
成
功
年
限
尚
未
屆
至
立
約
人
為
自
耕
農
而
繼
續
耕
作
者
，
得
 

期
重
辦
承
領
手
續
並

缴

交
賣
渡
價
金

=

前
項
立
約
人
倘
為
直
接
經
營
者
-
承
領
後
發
現
承
領
人
非
直
接
經
營
，
則
由
政
府
照
豫
約
賣
渡
價
金
征
收
-
並
以
其
土
地
另
行
創
設
自
耕
*
 

關
於
豫
約
賣
渡
契
約
之
整
理
，
以
其
立
約
人
為
中
華
民
國
人
民
為
限
。

第
十
三
條
前
臺
灣
總
督
府
強
制
征
收
未
給
價
之
土
地
，
確
有
已
登
記
之
產
權
憑
證
，
及
其
他
當
時
之
證
明
文
件
者
，
得
附
具
四
鄰
之
保
證
書
，
呈
由
 

市
政
府
核
實
後
，
呈
准
省
政
府
發
還
之
。

前
項
征
收
土
地
當
時
僅
授
以
換
取
價
款
憑
證
者
，
得
由
人
民
持
證
向
縣
市
政
府
依
其
年
限
一
併
具
領
本
息
。

第
十
四
條
前
臺
灣
總
督
府
強
制
征
收
已
經
給
價
之
土
地
及
已
辦
理
交
換
之
土
地
，
均
為
公
有
土
地
。

前
項
交
換
土
地
如
交
換
手
續
尚
未
辦
理
完
竣
者
，
得
由
人
民
提
出
確
切
證
件
呈
由
縣
市
政
府
轉
呈
省
政
府
視
其
需
要
情
形
繼
續
完
成
交
埴
 

鲼

，
或
撤
銷
交
換
，
依
法
補
辦
征
收
。

第
十
五
條
本
辦
法
所
定
土
地
權
利
之
清
理
，
由
縣
市
政
府
執
行
之
-
其
由

a
產
處
理
委
員
會
接
收
之
日
人
私
有
土
地
-
均
為
國
有
土
地
其
處
理
辦
法

由
行
政
院
核
定
之
=



第
十
六
條
本
辦
法
呈
請
行
政
院
核
定
後
公
佈
施
行



附
件
四

系
？
土
地
於
日
據
時
期
，既
經
日
軍
孜
收
作
為
軍
用
機
湯
用
地
，
益
已
對
上
訴
人
付
清
僧
款
，
依
當
時
遛
用
之
9
本
民
法
，
具
所
有
權
郎
已
 

移
轉
於
日
革
。
上
訴
人
於
本
省
光
復
後
隱
匿
徵
收
情
彤
，
向
主
管
官
署
蟓
混
聲
請
轉
理
所
有
權
蚤
記
，
當
時
轧
补
糸
辛
土
地
之
其
玉
權
利
 

人

，
則
縱
使
業
經
登
記
完
畢
取
得
所
有
權
狀
，
亦
無
從
碓
定
其
權
利
。
而
且
國
家
櫟
利
之
取
得
又
係
基
於
戟
蝽
國
之
樣
力

M
係
所
為
之
接
 

收

，
益
朴
由
於
法
律
行
為
，
依
民
法
第
七
百
五
十
八
條
之
反
面
解

释
，
自
無
須
登
記
卸
發
屯
取
得
所
有
權
之
故
力
0
上
柝
人
類
不
得
再
以
 

日
軍
就
系
爭
土
地
未
辦
所
有
權
移
轉
登
記
，
而
謂
系
？
土
地
之
所
有
椹
仍
屬
於
上
#
人

，
被
上
詬
人
不
得
請
求
盪
銷
就
系
爭
土
地
所
為
之
 

所
有
權
登
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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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w » 摘 綠  1] ' 臺凌省統声 f  + 孩」 财 瓶 令

件 表 1 3 1 臺 瀠 省 各 項 稅 捐 f 徵 淨 額

六
m 位 ： 新 臺 衆 千 元

4 si^ » t e l !J m n .  l i f l - f i i c .
'i .'•

T 9 4 7

R f f l 三 + 七 年 度 J a n ； H 4 I — 〇 « c . 1 9 “

芪 ■ 三 十 八 年 * J a n , 1 9 H  —  D 4 C _ 1 9 4 3

R ■ 三 + 九 年 度 J a n t 1 9 5  卜  D * c . 1 9 3 0

K ■ 四 十 年 * J a n , 1 3 3 1  — D o c . ^ 5 1  C p

R 〇 a + _ 年 ® J s n , 1 t 9 2 - - D e c , m z

* _ r a + 二 年 * J a n ^ m 3 - o * c . 1 S 5 3

R B H 十 三 年 度 J a n . 1 3 S 4 - > O u n 〇 1 1 5 3

K ■ 四 十 四 年 度 J u l y H 9 S — J u n * 1 B S B

班 B E 十 五 年 度 J u l y 1 9 9 1 — J u n a 1 B 3 7

民 B H 十 六 年 * J u l y 1 ! 5 7 — J u n # 1 9 5 1

昃 ■ 五 十 箏 度 J u l y 1 9 $ Q — J o n a T 9 B 1

民 a s 十 一 年 « J u l y 1 S 5 1 — J u n e 1 9 B 2

s a 五 十 二 年 度 J u l y 1 9 9 2 — J u n « i m

R B 五 十 三 年 度 J u l y 1 9 8 3  一 J u r t o i m

艮 _ 五 十 四 年 度 J u l y 1 H 4 — J u r « 1 9 R 5

戾 顆 五 十 五 羊 度 J u l y 1 3 B 3 — O u n * i s s a

民 _ 五 十 六 年 * J u l y 1 9 S B — J u n « i m

K ■ 五 十 七 年 度 J u l y 1 1 1 7 - J u n * i m

民 ■ 五 七 八 羊 * J u l y l i n — J u n » 1 9 f i 3

J S H 五 十 九 年 * J u \ y T i l l — J u n * 1 1 7 0

K ■ 六 十 年 * J u f y 1 3 T Q — J u n e 1 B 7 1

S H 六 i ■ 一 年 * J u l y T 5 7 1 - J u n * 1 ! 7 I

r 删 六 十 二 j r a e J u l y 1 5 7 2 - J u n * n n

民 羼 六 十 三 年 縻 J u l y 1 1 7 ] — x i u n a 1 ! T 4

芪 ■ 穴 十 四 年 * J u t y t a T 4 " J u r » 1 9 7 }

R l t 六 十 五 年 度 J u l y t a n — J u n * T 9 7 f

R ■ 六 十 六 年 度 J u f y I S T I - J u i * i m

K 隊 k 十 七 年 a t O u t / 1 1 7 7 — J u n « 1 9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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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 B«aed on ^Taiwan Prarince Taxation Statistics Handbook* compiled b r  Provincial Taxation Bureau.
Note ； l.fi«f〇T« 196$ Hgurea denote actual collection,

2.Gr〇as Actual Amount b  actual collection of the FY and supplemental amount of past FT ； the balance of 
丨 return  tax trf past FY  from the gross actual 丨mount is galled net actual AmounL 

Remark ： ^Collected  acoordinff to  Taiw an  X̂ocaI Tax .
② E x d u d e 、 commoditr tax* on accounta in 1962 fiscal ye«r. _Conimdit7  Tax’ not Contain China Petra feu m 

Crap on Accounts since FY  1S93.
OTThe ^HoiwhoJd Tax* ce»ed  sinc« Jan . 1968 and  the  fleures listed in th b  cable after 1968 denote 

suppt«m«ntal amount of tax  collection.
® The  ^Entertainment Tax* ceaaed since FY 1W1*
⑤ Part of commodity tiuc and  SC&mD tax  have be«n included in busin胡 tax  since A pril【s t  1986 under now
^ b u s m e n  t u  (Valuft added  tax).
® The  'SlausKter Tax# ceased since April 26 th.1987.
(I)£xc!ud« "Harbor Construction Dues4 on accounts since FT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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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代表江昭儀辦公室 

彰 ^ ^ 鹅 成 功 東 路 (04)833-8899 F A X :(04)8366514

“修憲後台灣省不是公法人” 

友善的意見

收 文 者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發 文 者 ：國民大會民主進步黨修憲小組召集人江昭儀 

日 期 ：1998年 9 月 7 日

主 旨 ： “修憲後台灣省不是公法人”友善的意見 

說 明 ：

L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有關省縣地方制度係 

於中華民國8 6年 7 月 2 1 日總統華總〔附件一〕義 

字第 8600167020號令修正公佈。

2 .  憲法增修文第九條第七款 '、省承行政院之命，監督 

縣自治事項〃 明 定 修憲後省之地位非公法人。

3 .  第三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民國 8 6〕通過之修 

憲 案 ，地方制度有關省之修憲内容大致可分成五部

份 。

〔1 〕省政府及省諮議會的組織 

〔2 〕中央與省縣之關係



〔3 〕省的地位

〔4 〕中止省長及省議員之選舉

〔5 〕台灣省政府之功能，業務與組織之調整。

原修憲提案〔修憲提案第 1號 ，附 件 2 〕有關省 

縣地方制度部份依修正案〔修正提案第111號 ，附件 

3 〕通 過 。原修憲提案與修正案的差別在於修憲後省 

之 地 位 。其他則完全相同

4 .有關修憲後台灣省之地位：

原修憲提案說明明確表達修憲後之台灣省為一公法 

人 ，因此在該修憲提案之第七款將台灣省之地位定 

位在縣自治之監督機關。然而此原修憲提案（包括 

原提案之文字說明及支持該提案口頭說明）不為大 

會 接 受 ，大會採納修正案。原修憲提案及修正案就 

省政府之地位比較如下：

原修憲提案 七 、縣自治之監督機關為省政府

修 正 案  七 、省承行政院之命監督縣自治事項

原修憲提案或修正案除了說明部分及上列有關 

省的地位不同外，其他部份則完全相同。而兩者之 

差異在於原修憲提案視台灣省為一公法人，台灣省



之層級修憲後仍然存在，是縣的監督機關；修憲通 

過的修正案則不將省做一公法人，省不必然是縣的 

監 督機關，只是承行政院之命監督縣自治事項而 

已 。

5 .以上說明修憲的過程以及闡釋修憲的動機希冀有助 

於貴大法官會議解釋相關修憲條文。

國大代表江昭儀

^
附 件 〗 .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8 6 年 7 月 21 口 公 佈 〕第 • 及 第 七 頁

附 件 2 .第 三 屆 國 民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修 憲 提 案 第 # 一 至 芽 # ] 及 铂 巧  

部 分 （第 2 2 至 2 4 頁 〕 A

附 件 3 .第 三 屆 國 民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修 憲 提 案 審 杳 結 果 修 TH案 第 1 1 〗 號

[ 第 2 8 9 至 2 9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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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逛
政
之
祛
礎
*
屮
華
戌
國
八
十
年
71

月
廢
止
勅
0

敗
亂
時
期
臨
時
條
款
，
八
十
一
年
改
革
中
央

 

^

;s
lt
m

,
強
化
五
櫊
迤
政
節
制
。
八
十
三
年
五
0
:
明

定

總

統

'
副
總
統
巾
人
民

1<1
接

選

舉

，
饵

徹

:-1-
權

作

汉

-
合
理
調
整
行
政
院
院
畏
副
莕
範

 

冏

‘
落
lir

v(
(r:
政

治

，
明
定
國
说
大
符
設
讁
畏

 '
副
讁
E

-
捉
升
讁
m

效

率

"
八
十
H

年
三

x
：
-

完

成
lvl

次

總

統

、
副
總
統

y-L
接
：

H

選

'
：

H

史
化

 

改

苽

向

11;]
遇
迆
一
大
步
。
他
返
政
®
制
與
现
W

述
作
仍
何
相
常
差
阳
，
a

a

r

n

^
治

久

安

，
並
诹
M

民
主
與
效
能
之
逼
政
體
制
-
莩
m

統
登
輝
先

 

生
乃
於
八
十
五
尔
十
二
只
«
|
1
國
家
發
展
肉
議
.
針
對
我
國
跨

[11:
紀
發
展
之
规
訓
蓝
岡
-
廣
邀
朝
野
各
界
熱
烈
研
討
-
達
成
多
项
共
識
，
以
小
幅

 

度之修進

r;
逝

政

改

茁

。
||;-
主

要
n

的

-
在
因
應
總
統
立

)!
後
之
政
治
怙
勢
-
rn
M

政
府
行
政
效
串
，
捉
升
國
家
競
爭
力
，
E
l

filj

阀
家
祈
機

 

迚

。
©
擬

[■1
:屮
華
说
國
斑
法
增
修
條
文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茗
'
並
説
叨
其
立
案
盼
則
、
內
容
耍
點
及
修
訂
方
八
如
次
：

壹

、立
案
原
則

功
二
Ili-i
E

E

W

大
符
茁
二
次
灼
誠
修
返
從
某
第
一
號

 

一



i
.€:::

〕
Hi
國

说

大
荇

W
1
1

次
釘
讁
修

遗

捉
案
第
一
號

 

二
 

一

-
炫

通

之

1,1
的

.
在

闪

應

總

統

n

m
後

之

政

rrr
M

努

.
增
進
政

ff-f
fr
政

效

率

，
問
刟
國
家
新
機
運
。

..r

e

返
之
t

e
iw

.

仍

維

持

：
./L
褴
逆
政
體
制
.
適
應
阈
家
統
一

fi!I
之

溢

盟

.
及

常
im
K

E

趨

向

，
作
必
要
之
增
怜
'

:■-
'
0
返

之

耑

例

-
仍
小
tfl

例

.
不
修
改
遗
法
本
文
-
將
m

修
條
文
作
必
耍
之
m

修

，
並
整
观
现
行
规
定
.
調
览
其
蛘
文
順
序
。

貳

、
修
訂
內
容
要
點

本
次
修
迤
整
侄
惘
制
設
計
之
屯
心
.
{h
使
K

選
後
之
總
統
成
爲
政
R

!3
定

之

中

心

-
建
立
解
敗
權
與
不

f3
任
案
之
制
衡
摅
制
，
m

riri

地
方
el 

治
之

迚

作

，
落
打
贞
任
政
治
>
依

其

性

行

.
可
分
爲
五
大
邰
分
-.

一 

關
阈

K
大
會
代
衣
之
名
額
及
.禮
生
方
式
：

M

W

大

i'?
R

去
之
名
fl
a

':.
K
I
::/L
十

四

人

■
以
政
觉
比
例
方
式
逆
生
之
。
此
项
總
額
可
兼
顧
諶
出
效
串
之
提
升
及
代
表
性
。
政
採
比
例

 

之

,;f-
H

 ‘ 

總
铳

 '
副
總
統
選
舉

b
 一
次
投
淇
之
6-
政
黨
以
栗
率
爲
計
兑
標
细
.
既
能
符
台
國
民
大
泠
與
锶
統
之
密
切
互
動
，
业
能
促
逝
政

 

H

政
治
之
ia
t

t

發

M-
。
此

外

.
n

保
IV
W

殊
地
區
弱
勢
族
辟
之
參
政
機

I
：

，
將

/J?;
住
尻
總
額
六
人
增
爲
八
人
。
战
於
»
屯
女
性
键
政
之
機
钤

 

■
祁
將
：§
女
保
0
名
額
爲
迠
度
之
m

w

。

:■.
、
_

於

冲

結
阈
K

大
荇
nil

制

、
松

決

權

.
改
山
人
说
行
使
：

我
M

U

fT

连

以

宋

.
人
K

之
刖
制

 ' 出
決
權
迄
未
行
使
。
^
落
汽
主
權
在
尻
之
桔
神
，
賦
與
中
苹
厌
阈
0
山
地
區
人
贝
捋
依
法
對
*
國
 

ft:
-1i
楛

，
行

切
STI

制

、
衩
決
1

.
並
凍
結
阈
K

大

钶

削

制

'
fy

決
M

.- 

'■'
'
關
於
緦
統
之
成
虫

■;;
式

：

返
法
增
胳
條
文
規
定
總
統

|:1!
!'[
接
民
選
而
浼

1-
>
此

次

修

遊

，
對

於

總

統

、
行
政
院
與
立
法
院
之
關
係
，
應
爲
«
总

之

調

整

'
使
總
铳

 

lî

a

政
治
桤
定
之
核
心
。
爲
此
緦
統
發
邱
u

ro

&
fjjl

;功

能

，
應
採
絶
對
多
數
常
選
制
-
使
奸
H

G

ui

^
泛
之
K

S

M

礎

。
如
m

 i

輪
投
恕
®
 

姣

選

人

過

1-
數

.
則

於
r

N

:;:内

就

以

栗

較

多

之

二

柑

K

S

人
丙
進
行
投
栗
.
以
行
^
砼
多
之
：

fjl

fe;
逕人二

C

二欠

夺

；



* ► 

二
■
 
o
 
*5
- 一

 

r'
^

0̂
7̂1

铽
聯
盟
之
競
爭.

-

形
成
中
道
之
多
數
民
意-

有
助
穩
定
政
局*

四

'
關

於

總

統

'
行
政
院
與
立
法
院
關
係
之
部
分
：

我
國
現
行
制
度
有
關
總
統
、
行
政
院
與
立
法
院
之
關
係
-
有
產
生
m

局
之

現

象

•
因
此
在
此
次
修
迤
-
對
三
者
間
之
關
係
，
作
以
下
九

項

之

調

整

.

.

H

行
政
院
院
艮
由
總
統
任
命
之
，
無
須
經
立
法
院
同
意
。
總
統
於
立
法
院
無
多
數
搽
或
其
聯
盟
時
，
可
順
利
任
命
行
政
院
院
長
-
冇
肋
維
持

 

政

局

之

安

定=

㈡

總
統
得
於
諮
詢
行
政
院
院
長
及
立
法
院
院
長
後
，
解
散
立
法
院
，
而
立
法
院
亦
捋
對
行
政
院
院
長
行
使
不
信
任
案
"
此

項

設

計

，
苻
助
建

 

立
政
黨
黨
紀
-
化
解
政
治
f

f

i局

，
落17
K

任

政

治

，
並
於
立
法
院
無
多
數
黨
時
，
可
促
成
政
黨
遵
'守

聯

盟

承

諾

。
解
散
權
與
不
信
任
案
之

 

設

計

，
具
朽
穏
定
政
治
之
.正

面

作

用

，
並
可
強
化
行
政
部
門
與
立
法
部
門
之
良
性
互
動
，
產
生
自
然
節
制
之
作
用
=

立

法

院

無

多

數

祺

時

必

須

組

織

聯

合

政

府

，
此
時
若
無
解
散
權
與
倒
閣
權
之
設
計
-
則
政
寐
之
聯
盟
承
諾
可
隨
時
滅
失
-
反
而
造

 

成
政
治
之
不
穩
定
。
立
法
院
之
解
散
，
因
需
耗
费
大
fl

選

舉

成

本

，
絕
非
任
何
委
貝
或
政
黨
所
樂
窓
爲
之
。

3

總
統
爲
決
定
國
防
、
外

交

、
自
由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關
係
及
其
他
有
關
國
家
安
全
大
政
方
針
，
得
設
國
家
安
金
fr
M

及
所
屬
國
家
安
企
局
-
 

其
組
織
以
法
律
定
之
•
總
統
就
各
該
大
政
方
針
所
作
之
決
定
，
由
行
政
院
依
法
執
行
之*

國
家
安
全
#
議
由
總
統
主
持
，
其
成
員
包
括
副

 

總

統

、
行
政
院
院
長
'
總
統
府

秘

書

長

'
國
家
安
全
會
議
秘
逛
長
'
行
政
院
副
院
長
'
相
關
部
會
首
長
、
國
家
安
全
局
局
長
及
其
他
總
統

 

指

定

之

人

員

。

總
統
直
接
民
選
後
，
已
成
爲
我
國
政
治
穩
定
中
心~
由

於

國

防

'
外
交
與
兩
岸
關
係
-
牽
涉
國
家
安
全
至
鉅
，
而
總
統
擁
有
全
國
最

 

廣
泛
之
民
意
基
礎-

理
應
賦
予
決
策
之
權
力*

3

對

總

統

'
副
總
統
之
彈
劾
權
，
改
由
立
法
院
向
國
民
大
#
提

出

，
經
國
民
大
锊
代
表
總
額
三
分
之
二
同
怠
時
-
被
彈
劾
人
應
即
解
職
"

我
國
總
統
已
由
人
民
直
接
選
舉
產
生
，
地

位

崇

隆

-
直
接
對
人
民
負
責
，
有
關
其
彈
劾
權
之
行
使
，
由
比
較
H

葙
说
怠
基
礎
之
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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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t

r i

三
r a

國

民

大

曾

第

二

次

酋

讅

修

遼

提

案

第

一

號

 

四

院
行
使

-

似
較

爲

適
當
。
爲
防
止
濫
用
彈
劾
權
，
須
經
金
體
立
法
委

«
五
分
之
三
之
提
讁
，
全
體
立
法
委
眞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之
決
謙
，
向
 

國
民
大
矜
提
出
，
山
國
民
大

锷
議
決
，
以
昭

愤

1R
*

㈤

關
於
搜
謎
案
是
否
保
留
，
經
多
方
討
論

 '
認
爲
盟
謎
揹
仍
ri

保

留

□
闶
拟
謙
爲
對
事
不
對
人
之
制
度
-
可
避
免
升
岛
政
治
衝
突
=
惟
盟
讁

 

後

：
；ii
法
院
須
於
一
定
期
限
内
作
成
決
講
-
否
则
原
決
識
失
效
-
以
免
影
鞞
政
務
之
推
行~

 m

議

時

，
如
經
出
席
立
法
委
M

三
分
之
二
維

 

持

原

案

，
行
政
院
院
長
應
即
接
受
該
決
議
或
辭
職*

㈥

行
政
院
提
出
於
立
法
院
之
IE

大
说
生
法
某
，
未
於
一
年
內
完
成
立
法
埕
序
者
，
行
政
院
得
經
總
統
之
梭
可
，
以

s
：

行
條
例
公
布
施
行
。 

政
府
之
政
策
.
m

化
爲
法
饨
始
能
推
行
，
立
法
效
率
對
政
策
之
落
钗
與

VI-
任
政
治
之
钭
馓

 '
有
m

大

影

鞞

。
此
項
限
時
立
法
規
定
， 

主
耍
H

的
在
提
升
立
法
之
效
率
及
國
家
競
爭
力
。

㈦

M

家
機
關
之
職
權

 '
設
立
程
序
及
總
员
額
-
得
以
法
律
爲
準
則
性
之
規
定
。
各
機
關
之
組
織
、
編

制

及

0〈額

，
應
依
前
項
法
律
，
雄
於
政

 

策
或
業
務
需
耍
決
定
之
。

行
政
機
關
負
0
政
策
之
擬
定
與
推
動
，
其
內
部
之
組
織
編
制
宜
保
持
彈
性
-
以
發
渾
效
能
-
惟
爲
控
制
員
額
之
膨
脹
，
其
總
：3!額
以

法

H'-
定

之

。

\

㈧

立
法
委
M

之
任
期
改
爲
四
年
，
名
額
提
高
爲
二
百
人
-
並
以
识
一
遝
區
及
比
例
代
表
制
混
合
之
兩
票
制
選
舉
商
生
之
*

立

法

委
M

之
任
期
改
爲
四
年
，
較
符
合
世
界
各
國
法
制
-
且
可
統
一
我
國
總
統
、
及
咨
級
K

S

代

表
之

任

期

□
兩
票
制
爲
我
國
選
舉

 

制
度
之
一
大
改
茁
-
可
強
化
政
黛
黨
紀
-
並
可
避
免
偏
激
政
治
之
現
象
，
仃
助
於
長
治
久
安
。

㈨

立
法
院
爲
行
使
職
權
，
得
經
脫
俾
或
委
n

俾
之
決
M

，
要
求
行
政
院
及
W

各
部
會
就
讁
案
涉
及
事
项
捉
供
參
考
資
料
，
必
要
時
並
得
經
院

 

符
決
議
調
閱
文
件
原
本*

其
調
閱
權
之
行
使
，
以
法
律
定
之
：
VL

法
院
谷
沌
委
a

會
除
依
蒽
法
第
六
十
七
蝾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辦
理
外
，
爲
 

審
迕
議
案
需
要
，
並
沿
舉
行
聽
證
，
其

聽

證

柷

序

，
以
法
邙
定
之
。

調
閱
榄
之
行
使
與
聽
證
制
度
，
舛
@
的
均
在
協
助
立
法
委
员
瞭
解
迅
苡
，
以
爲
問
政
之
依
據
。
關
於
調
閱
樯
.
司
法
院
大
法
乜
锊
謎



已
有
解
釋
。
調
閱
權
與
聽
證
制
度

爲
立
法
院
運
作
中
之
權
力
，
應
有
惠
法
上
之
依
據

*

五

、
關
於
健
全
地
方
自
治
部
分
..

爲
提
升
行
政
效
率
-
地
方
自
治
之
調
整
，
包
括
下
列
各
項
：
停
止
辦
理
台
灣
省
省
長
及
省
議
員
之
選
舉
'
精
簡
省
府
之
功
能
業
袼
 

織

。
省
設
省
政
府
、
置
委
員
若
干
人
-
其
中
一
人

爲
主
席
，
均
由
行
政
院
院
長
提
請
總
統
任
命
之
。
省
設
省
諮
議
會
，
置
省
諮
議
會
講
 

干
人

，
由
行
政
院
院
長
堤
請
總
統
任
命
之

=

至
於
省
府
之
功
能
、
業
務
與
組
織
之
調
整
，
以
法
律

爲
特
別
之
規
定
。

參

、
修
訂
方
式

一
、
 

憲
法
本
文
不
修
改
-
而
將
上
列
五
部
分
擬
定
增
修
條
文

 '
作
必
要
之
修
訂

_•

二

、
 

本
此
修
憲
之
增
修
條
文
順
序
，
依
憲
法
章
次
相
應
調
整
。

三

、
 

現
有
增
修
條
文
，
除
依
前
項
修
訂
或
另
有
刪
除
外
.
均
予
保
留
。

依
上
述
立
案
原
則
'
內
容
要
點
及
修
訂
方
式
，
擬
具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就
現
行
條
文
十
條
中
修
正
五
條

：

m
 

(
國
民
大
會
)
、
第
二
條
(
總
統
)
、
第

三

條

(
立
法
院
)
、
第
六
條

 

<

監
察
院
)
、
第

八

條

(
地
方
自
治
)
.
，增
加
二
條
(
行
政
院
 

民
行
使
創
制
複
決
權
)
..因
期
限
已
過
，
刪
除
三
項
條
文
(
原
第
一
條
第
七
項
'
原
第
二
條
第
三
項
、
原
第
六
條
第
五
項
)
。
維
持
原
 

加
修
正
者
有
五
條
。
經
合
併
整
理
'
並
依
憲
法
章
次
調
整
其
條
文
順
序
.
計
列
第

一

條
至
第
十
二
條
。
謹
列
具
修
正
條
文
與
現
行
條
文
 

表

，
並
分
條
項
說
明
如
附
件
，
擬
請
依
照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一
條
第
三
項
第
四
款
所
定
修
憲
程
序
審
議
通
過
。
謹

提

請

公

 

提

案

人

：
荊
知
仁
謝
瑞
智
許
塍
發
蘇
南
成
張
隆
盛

連

署

人

：
朱
新
民
沈
銀
和
江
惠
貞
莊
隆
昌
陳
子
欽
林
慶
麒
李
成
家
洪
秀
菊
曾
憲
檠
陳
燦
鴻
郎
裕
憲
 

李
詩
益
劉
東
隆
黃
健
庭
林
鴻
池
孫
英
善
吳
東
昇
簡
德
源
彭
錦
鶸
李
學
英
謝
隆
盛
彭
芳
谷
 

陳
漢
春
陳
治
男
張
明
致
陳
建
銘
黃
敏
惠
石
元
娜
林
淵
源
郭
哲
徐
守
志
王
國
清
李
榮
堂

第

三
S

S
民

大

象

第

二

欠
s

i
®

意

1
蒺

專

一

丧

._
_
_
_
_
_
_
_
_
_
_

 

[



附
件

中
華
民
國
蕙
法
增
修
條
文
部
偷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修

正

文

現

行

交

說

明

前

一
fci

(
前
言
未
修
正
)

第
一
條

第
一
项

第
二
項

阈
K

大
尙
代
表
泡
第
四
屆
起
總
額

爲
二
百
五
 

十
四
人

*

依
左
列
規
定
，
以
總
統
、
副
總
統
 

選
帮
，
各
政
猫
所
推

蓝
候
選
人
沿
票
數
之
比
 

率

，
分
配
各
政
笳
名
額
；
總
統
'
副
總
統
選
 

舉
如
須
進
行
第
二
次
投
票
時
.
以
第
一
次
投
 

謀
谷
政
斌

m

推
薦
候
選
人
得
票
數
之
比
率

爲

 

準

=
不
受

遗
法
第
二
十
六
條
及
第
一
百
三
十
 

7{
條

之

限

制

：

一
金
國
不
分
區
二
0
二
十
六
人
。

二
'白
由
地
區
平
地
原
仗
民
及
山
地
原
住
K

各

 

四

人~

三
僑
居
國
外
國
民
二
十
人■

IJ'J
rfi

务
款
各
政
斌
分
配
之
名
額
，
毎
滿
四
人

 

'
應
釕
婦
女
當
選
名
額
一
人
。

NiJ
tir

爲
因
應
國
家
統
一
前
之
需
耍
，
依
照
 

遊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及
第
一
 

:

白
七
十
四
條
第
一
款
之
規
定
，
增
修
本
憲
 

法

條

文
如
左
.
.
.

國
；

H

大
啓
代
表
依
左
列
規
定
選
出
之
，
不
受
 

逾
法

诏
二
十
六
條
及

m

 一
百
三
十
五
晚
之
限
 

制
：

一 ■自
由
地
區
每
直
轄
市
、
縣
市
各
二
人
-
但
 

«
人
口
逾
十
萬
人
者
-
每
增
加
十
萬
人
增
 

一
人
。

I

「尚
由
地
區
：牛
地
原
住
民
及
山
地
原
住
民
各
 

三
人

*

l
-f
f s

居
國
外
國
民
二
十
人

*

四
■余
國
不
分
區
八
十
人
□

一
前
项
第
三
款
及
第
四
款
之
名
額
-
採
政
搣
比
 

例
方
式
選
出
之
。
第
一
款
每

K

轄
市
、
縣
市

原
冇

IJti
H

,
未
修

J H

國
大
代
表
改

爲
政
铽
比
例
分
配
名
額
後
-
總
 

額
得
以
固
定
-
並

爲
兼
顧
議
m

效
率
及
代
表
 

性
二
西

r L

十
四
人
，
允

爲
適
a

之
修
正
。
至
 

於
比
例
之
計
算
，
以
依
據
總
統
、
副
總
統
遝
 

舉
之
各
政
黨
得
票
率

爲
計
算
標
準
，
並
以
總
 

統

、
副
總
統
選
舉
第
一
次
投
票
之
得
栗
數

爲

 

準

=

此
法
符
合
國

R

大
齊
與
總
統
之
密
切
互
 

動

、
任
期
相
同
之
精
祌
，
並
促
進
政

铽
政
治
 

之
良
性
發
鹿
，
使
國
大
代
表
的
產
生
亦

H

民
 

意
椹
礎
。

本
项
爲

捉
升
弱
勢
族
群
之
參
政
機
符
，
將
平
 

地
盼
住
民
及
山
地
原
住
找
由
各
三
人
增

爲
四

第
三
屆
國
M

大
會
第
二
次
锊
議
修
蔥
提
案
第
一
號

七



笫
三
屈
阔
民
大
旮
第
二
次
©
諾
修
遒
提
案
第

I

號
 

一
一
一

笫 九

一 m  
m

m

八
條

七.六， 五 . 四 . 三  二 限 修 明 法 s  
縣 杏 舉 縣 M 之 縣 人 省 任 人 古 制 M 第 律 、 

tii ， 之 設 於 。 設 ， 設 品 為 設 ： 沿 一 舍 縣  
治 縣 。 縣 縣  縣 由 诺 之 主 古  一 款 之 地  

之 與  政 之  謫 行 諮 = .席 政  百 、 ， 方 

監 中  府 立  仿 政 m  1 府 十 第 不 制  

. 倍央 . 法  ， 院 笸  均 ， 五 一 受 度  

機 之  n 權  縣 院 ， 由 s  條 百 齑 ， 

關 既 ） 縣 ， 諶 K 迸 行 委  及 零 法 應  
爲 係  U  [I] 龠 提 咨  政 M  第 九 第 包  

穸 。 一 #  m  |h ^  院 ^  — 條 一 含  

竽 人 a  员 f 諾 k  +  m 、 w 左 

府  ， g  山丨5 龠 只 人  二 第 翠 列  

° 由 7  縣 萨 諾  捉 ， 十 一 八 各  

縣 Z  K  f 员 詔 其  二 百 蛉 款  
民 ° 遝 ^ 若  總 中  條 十 第 > 

選 舉 ° 干 統 一 之 二 一 以

原
m

七

條

未

修
正

五.四. 三  二. 一 條 項 法 进  

之 宙 进 宙 沿 肖 諾 璐 m  n 进 及 第 悻 、 

監 向 與 说 ， 設 传 於 之 • 設 第 一 定 縣  

■ 愷 治 縣 ' H 杏 分 错 * 縣 肖 一 款 之 地  
槌 之 之 M 縣 政 別 ■ 譆 調 百 、 ， 方 
關 監 關 民 技 府 行 縣  铃 巧 二 第 不 制  

爲 督 係 選 一 ， 之 之  諾 ， 十 一 受 度  
迠 機 = 帮 人 H 。 立 M 縣 二 苗 迸 ， 

政 關  ^  ^  法 分 設 衫 十 法 應  

府 爲  ° n  vi 權 . 别 m  z 二 第 包  

。 行 投 一  ， 甶 讁 明 K  一 含  

政 、 人 山 挤 灼 制 至 百 左  

院 縣 * 进  K  * : 第 零 列  

， 畏 縣  諶 ' W  一 八 各  

縣 分 設  愈 縣 讁  百 條 款  

向 別 縣  、 K  fl 十 第 * 

治 山 政  縣 選 諾  五 一 以

屈 ， ， 固 

起 m 應 民  

过 獨 以 大

。 加 邙 代  

祀 定 农  
q 之 g  
或 * 立 

持 除 法  

遇 年 委  

之 度 M  
现 通 之  

定 案 報  

• 調 酬  

應 整 或

次 外 遇

4. 3. 2. 1 1. 

承 爲 可 縣 行 * 之 w  a  w 謡 主 ， 咨 予 屮 陬 /出 t治 凍  

諾 鞀 收 市 政 趵 派 囟 眈 政 衍 席 朽 諾 以 畀 之 結  
• a 囚 闰 皖 悉 出 治 院 府 * * 政 曾 凍 餡 = fej規 遊  

確 哲 地 治 筒 咨 機 地 K 施 H 執 府 諾 結 竹 咨 ，\ $ 法  

保 艮 制 ， 群 縣 關 位 提 政 哲 行 a  n 。 諶 之 仍 • 本  

本 s  h 除 之 市 | 雖 請 之 諮 中 委 及  灼 沟 a 济 文  

屆 咨 之 能 下 政 但 然 總 諮 諶 央 员 街  之 治 公 / # 與 

台 譆 效 降 ， 府 由 凍 統 詢 0 交 若 段  阁 選 法 &定 楷  

跆 员 。 低 縱 之 於 結 p  1 M 辦 + 之  治 舉 人 位 修  

也 對  政 綃 業 省 • f 上 吕 m 人 選  立 既 ， 爲 條  
指 於  治 由 務 政 成 z 述 若 项 t 帮 法 然 但 丨 中 文  

長 击  衝 宙 職 府 爲 ° 人 干 t k 停 撾 凍 非 央 中  
與 k  擊 政 笫 k 中 n 人 並 中 止  亦 結 地 \ 政 , 有  

葙 的  外 府 ， 期 央  均 * 設 一 辦  應 * 方 府 關  

m  S! ， 監 如 以 政  巾 以 K 人 埋  R 茧 g 之\ 省 

灼 舉  並 锊 在 來 府  行 供 諮 a 後 時 法 治

內 本

並 爲

未 現

修 行
正 條

•■文

第
七

條
t

M
m

次

n

.劻



議
員
的
任
期
與
職
權
維
持
不
變
，
不
受
凍
 

結

省

自

治

選

舉

修

逆

之

影

窖

‘

S

關
於
台

臂
雀
政
府
之
功
能
，
業
務
與
組
織
 

之
調
整
，
需
藉
修
正
現
行
法
律

、
中
央
法
 

規
及
台

鹊
省
政
府
組
織
規
程
等
咨
法
規
加
 

以
落
H

，
如
就
荇
別
法
規
逐
一
檢
討
修
正
 

，
不
缒
缺
乏
效
率
，
且
不
免
T1
所

疏

漏-

 

或
難
以
作
整
體
考

®
以
窥
其
金
貌
，
爲
了
 

爭

取

時

效

'
,
{11
制

定

特

別

法

，
就现
行
法

 

律

(
規
)
中
所
規
定
之
酋
府
功
能
業
務
茁
 

项
加
以

淸
査

，
視
其
性

M

應
繼
續
歸
由
苗
 

辦
理
或
調
整
劃
歸
中
央
、
縣
市
辦
理
-
予
 

以
明
確
規
定

*

當
可
迅

爲
因
應
。
惟
此
特
 

別
法
應
设
先
於
現
行
相
關
法
規
之
適

m

-

 

自
i
J'L

於
逛
法
位
階

IIJJ

確
保
留
，
以
杜
爭
謎

台
®
省

哲

長

及

酋

議

曾
I S
W

任
期
屆
滿
後

-

 

均
不
再
舉
行
選
舉
-

爱
予
特
別
規
定
。

台
灣
省
咨

M

及
笱
議
e

之
選
舉
桴
止
後
，
哲
 

政
府
已
非
自
治
機
關
，
其
組
織
之
調

赘
，
得

二
三

第
二
'm

第
三
項

m

十
屆
台
罔

W

諾
會
議
M

及
第
一
 
e

台
垲
省
 

«
投
之

IT:
期

至

屮

華
K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B

IL

.
台

鹊
ti
m

畲
m

f >
及
台
铛
咨
省
 

畏
之
選
舉

s

®
十
屆
台
矜
逍
議
脔
議

员
及
m
 

一
屆
台

湾
苗
宙
長
任
期
之
屆
滿
日
起
停
止
辦

!T!r1PI

。
台
朽
W

讁
0
議
a

及
台
罔
哲
哲

M

之
選
舉
停
 

止
辦
理
後
-
台
鬥

钳
政
府
之
功
能
、
業
務
與

第
三
屆
國
民
大
畲
第
二
次
#
議
修
恵
提
案
第一

號



第
三
E

國
K

大
矜
第
二
次
胄
議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號

 

二
四

第
第 十

項 條

+
條

Ki
m

九

條

未

修
正

止 觸 車 中  組 

適 。 務 華  織 

用 逾 行 拔  之 

。 法 M 闽 調 

• 第 削 白  m  

二 制 山  ’ 

十 裎 地  得 

七 決 區  以 

條 權 人  法 

第 ， 民 §  
二 但 得  §  

m 不 依  资 

之 得 法  巧 

規 與 對  给 
定 遵 全  每 

， 法 國  ^  

停 牴 性  "

资 產 國  

源 m 家 

開 升 應  

發 級 獎  

利 * 勵 

推 科  
' 動 學  

/JN農 技  

I I 漁 術  

圏 桀 發  
i 現 p  

字透代及  
^  it s
a  ， 資 

作 茧 ， 

" 視 促  

水 進

內 本

容 條
並 爲

未 現

修 行

正 條

。 文

第

九

條

m

條

次

m

全 全 案 m 徹 備 直 免 主 多 來 行 統 的 化 民 民 國  

功 民 ， 免 主 由 接 ， 化 年 的 使 治 條 基 主 國 父  以 
。 ， 進 兩 權 人 民 經 的 來 變 = 的 件 礎 憲 窮 中  法 

俾 一 權 在 民 權 由 建 * 遷 而 四 • * 政 建 山  * 挣 

使 步 歸 R 直 ， 修 設 經 ■ 國 種 因 人 所 之 先  特 

主 再 諸 的 接 至 憲 亦 過 發 家 政 而 民 必 初 生  別 

權 將 人 功 行 於 程 日 蓽 展 的 權 通 尙 須 1 ， 規 

在 创 民 能 使 创 序 趨 路 ， 政 ， 權 未 的 因 益  定 

民 制 之 | 的 制 ， 成 藍 特 治 賦 達 具 教 鑒 本  ^  

之 、 後 爱 條 松 已 熟 縷 別 生 予 變 璐 育 於 上  ° 

迚 複 * 於 件 決 將 • 的 足 態 特 | 參 、 整 主  

制 決 特 總 ， 兩 間 總 努 政 ， 設 將 與 交 個 張  

， 兩 提 統 茲 權 接 統 力 府 經 的 人 金 迎 國 k  
從 權 出 之 爲 * 民 的 * 遷 過 固 民 國 及 家 接  

而 ， 本 選 充 亦 權 選 政 台 八 民 對 性 政 尚 K  
得 還 修 舉 份 已 改 舉 治 四 十 大 中 政 治 缺 權  

竞 詰 茧 、 貨 R 爲 罷 民 十 年 啓 央 務 文 乏 |



...
 

.

.

.
 
.
 
.
 
.
.
.
 

-.
1/

修
憲
提
案
審
查
結
果
修
正
.案
第

一
省

':
丨7

 

一 
#

周
代
表
威
佑
等
七
十
八
人
提
：
茲
就
修
憲
審
查
委
員
會
提
交
大
會
通
過
之
審
查
報
告
中
 

第
一
號
修
憲
提
案
，
提
議
修
正
如
下
：

第
九
條

省

、
縣
地
方
制
度
，
應
包
括
左
列
各
款
，
以
法
律
定
之
，
不
受
憲
法
第
一
百
零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一
百
零
九
條
、
第
一
百
十
二
條
至
第
一
百
十
五
條
及
 

第
一
百
二
十
二
條
之
限
制
：

一 
'
省
設
省
政
府
，
置
委
員
九
人
，
其
中
一
人

爲

主
席
，
均
由
行
政
院
院
長
提
 

請
總
統
任
命
之
。

二
、
 省
設
省
諮
議
會
，
置
省
諮
議
會
議
員
若
干
人
，
由
行
政
院
院
長
提
請
總
统
 

任
命
之
。

三

、
 縣
設
縣
議
會
，
縣
議
會
議
員
由
縣
民
選
舉
之
。

四
、
 屬
於
縣
之
立
法
權
，
由
縣
議
會
行
之
。

五

、
 縣
設
縣
政
府
，
置
縣
長
一
人
，
由
縣
民
選
舉
之
。

m

三
屈
阀
民
大
商
第
二
次
P7
M

K

适
捉
案
洁
查
結
呆
这
正
栗
适
一
一
一
钱

二
八
九



第
三
屈
國
民
大
畲
第
二
次
會
議
修
窻
提
案
審

査
結
果
修
正
案
第
一
 

一

 1

號

. 

二
九

o

六

、
 中
央
與
省
、
縣
之
關
係
。

七

、
 省

承

行

政

院

之

命

，
監

督

縣

自

治

事

項

。
.

：；)：.

■
 

.-

第
十
屆
台
灣
省
議
會
議
員
及
第
一
屆
€

» :

答
省
長
之
任
期
至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止
，
台
灣
省
議
會
議
員
及
台
灣
省
省
長
之
選
舉
自
第
十
 

屆
台
灣
省
議
會
議
員
及
第
一
屆
台
灣
省
省
長
任
期
之
屆
滿
日
起
停
止
辨
理
。

台
灣
省
議
會
議
員
及
台
灣
省
省
長
之
選
舉
停
止
辦
理
後
，
台
灣
省
政
府
之
 

功
能
、
業
務
與
組
織
之
調
整
，
得
以
法
律

爲
特
別
之

规
定
。 

■

說

明

：越
於
备
政
掇
所
凝
聚
之
共
識
-
關
於

铠
全
地
方
自
治
制
度
部
分

-

提
出
以
上
修
正
案
-
茲
說
明
如
下
：

爲
提
升
行
政
效
率
，
地
方
自
治
之
調
整
，
包
括
下
列
各
項
..停
止
辦
理
台

湾
省
省
長
及
咨
諮

M

之
選
舉
，
精
簡
省
府
之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

%

省
設
省
政
府
、
S

委
M

若
干
人
，
其
中

一

人

爲

主
席
-
均
由
行
政
院
院
長
提
請
總
統
任
命
之
•
省
設
省
諮
讁
會

:'
置
省
諮

Iffi

會
議

员
若
干
人
-
由
 

行
政
院
院
畏
提
諳
總
統
任
命
之
*
至
於
省
府
之
功
能
、
業
務
與
組
織
之
調
整
-
以
法
律

爲
特
別
之
規
定

~

提
案
人
：
周
威
佑

連
署
人
：丁
詠
蓀
王
明
玉
王
銘
源
王
慶

H

一江昭

m

江
瑞
添
栄
銅
樹
李
明
憲

员

富
資
余
政
靖
何
敏
豪
 

利
錦
祥
林

®
謨
林
勝
利
林
意
禎
林
逸
民
林
懋
榮
周
民
進
周
衡
邱
太
三
邱
國
昌
邱
諾
瑩
 

洪
茂
澤
洪
順
五
胡
維
剛
侯
水
盛
，候
慶
昌
許

m

俊
康
泰
山
張
秀
珍
張
國
慶
張
富

m

張禎祥



陳
三
思
陳
大
鈞
陴
玉
逛
陴
宗
仁
陴
秀
思
陳
金
德
陴
朝
能
陳
進
發
陳
道
明
陴
瑞
榦
陳

约

峰
 

陳
m

深
陳
耀
昌
莊
勝
榮
湯
萸
娥
黄
文
和
页
永
煌

荧

昭
凱
黃

谠

哲

贸

德
隆
彭
百
崇
傅
淑
西
 

鄭
貴
蓮
鄭
新
助
鄭
麗
文
蔡
啓
芳
劉

一

德
劉
貞
祥
劉
俊
秀
賴
勁
麟
賴

淸

德
賴
福
興
賴
儀
松
 

盧
國
雄
謝
清
文

M

榮
聖
鍾
佳
济
鍾
淑
姬
顏
明
聖
藍
世
聰
蕭
秋
德
簡
淑
慧
簡
慈
慧
蘇
明
南

第
三
屆
國
民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謙
修
窻
提
案

赛
査
結
果
修
正
案
第
一
 
一
一
號
 

：

二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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