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速
別
最
速
件

密等解密條件
岫件怖袖

朕
後解解‵﹝﹏﹏^…

年
月

曰自動解密

司
受

文
者

國
防
部

發
曰

期

行
正本

法
字號

丈皿早

、院
位

副本
又

附件
如丈

大書汕滷﹐記
批

擬

官
處)函(

示
辦

手
王
旨
˙﹝本

院
審
理
立
法
委
員
丁
守
中
等
一

百
廿
四
人
聲
請
解
釋

﹁
參
謀
總
長
應
否
列
席
立
法
院
備
詢

‥
火聶

渤
」〞

年
﹑L

、
、

、
、

限
號

或
陳
述
意
見
﹂

乙
案
，
請
惠
示
意
見

o

說明˙

sweet484
線條

sweet484
線條

sweet484
線條

sweet484
線條



一
`依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辦理
o

二﹑立法委員丁守中等一
百廿四人聲請解釋

﹁參謀總長應否列席立法院備詢或陳述意

見﹂
乙
案
﹐事
涉
貴
管
，
對
於
聲
請
意
旨
請
惠
示
意
見
﹐並
檢
送
相
關
資
料
﹐

以
供
參
考

o

三
﹑檢

附
立
法
委
員
丁
守
中
等
一

百
廿
四
人
解
釋
憲
法
聲
請
書
乙
份

o

83.1.50，00()



速
別

最速件
密
等
解
密
條
件

螞
件佈抽

孰
後解解腮

年
曰
自
勤
解
密

司
冗

丈
者

國
防
部
參
謀
本
﹑部

臭
皎
謀
總
長
辦
公
室

發
曰

期

行
正本

法
字號

丈單
‵ˊ院

位
副本

文
附件

如文

犬書法
‵記

批
擬

官
處

\﹒ˊ′函 ‵ˊ(
示

瓣

保
檔

主
旨
˙.本

院
審
理
立
法
委
員
丁
守
中
等
一

百
廿
四
人
聲
請
解
釋

﹁
參
謀
總
長
應
否
列
席
立
法
院
備
詢

存年限
號

或
陳
述
意
見
﹂

乙
案
，
請
惠
示
意
見

o

說
明
˙



一﹑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十三條第一
項辦理

o
二﹑立法委員丁守中等一

百廿四人聲請解釋
﹁
參
謀
總
長
應
否
列
席
立
法
院
備
詢
或
陳
述
意

見﹂
乙案﹐事涉貴管，對於聲請意旨請惠示意見﹐並檢送相關資料﹐

以供參考o

三﹑檢附立法委員丁守中等一
百
廿
四
人
解
釋
憲
法
聲
請
書
乙
份

o

83﹒l﹒50，000



附
﹒‥﹏﹏﹋‥‥﹁˙ ﹡ˊ′﹡

承辦人
﹒﹒

樊建雄
電話

︰
二五二一四O

保密
傳遞

攫
】擘蒔

年
月

日縮
要

區分﹐
密

速度
最

速
件

膊限
間宇號

菫
號影不要

受
涸﹛

發
附件

畫
文

訂J曦妒
蓋

者
日期中翬屢蠹孛月玆日菫

﹏﹏﹏‧﹣戊
囧

年
7

月
6

日
字號

宙弼引宇第
﹎O二四號

字搟
處大ˍ孛第三二六六號

文
駐地

台
北′

市﹒﹚
印

行
正

司法院
文

本
單

副
盧

位
本

胤胤′
685146勸7…

主旨
﹒.

敬
復
貴
院

﹁
參
謀

`媳
畏
應
否
列
席
立
法
院
備
詢
或
′陳

述
意
見
」

之陳
述

書
及

國
防

部
組

織
法

‵
蔘

鏍
本

部
組

織
法

各
乙

份
︵如

附
件
﹚

請
鑒

察
!

sweet484
線條

sweet484
線條

sweet484
線條

sweet484
線條

sweet484
線條



國
防
部
對
立
法
委
員
丁
守
中
等
人
聲
請
大
法
官
解
釋

「
參
謀
總
長
應
否
列
席
立

法院備詢」
陳述書

‵壹
﹑陳

述
之
目
的
︰

提
供
參
謀
總
長
不
出
席
立
法
院
備
詢
之
理
由
及
依
據

，
俾
供
參
考

o
貳
﹑立

法
委
員
聲
請
解
釋
參
謀
鰓
長
必
須
列
席
立
法
院
備
詢
四
項
理
由
︰

]﹑參謀總長曰疋寶質上的
﹁部會首長﹂

﹐膳
被
視
為

﹁部會首長」
﹐受

憲
法
第
五
十
七
條
及
七
十
一

條
遛
用
﹐參
謀
本
部
寶
為
獨
立
的
部
會
，
不

受
國
防
部
的
節
制

0
二
無
論
參
謀
總
長
是
否
被
視
為

﹁部會首長﹂
﹐參
謀
總
長
都
是

「政府人
員」

，
受
憲
法
第
六
十
七
條
的
渲
用

0
三
蔘
謀
總
長
不
是
國
防
部
長
的
幕
僚
長
，
亦
不
是
腮
統
的
幕
僚
長

，
﹁國防

部參謀本部組織法﹂
第
九
條
的
規
定
違
反
憲
法
第
五
十
三
條

0
四、無論

﹁
國
防
部
參
謀
本
部
組
織
法
﹂

第
九
條
的
規
定
是
否
違
憲
，
參
謀
腮

長
在
職
務
上
的
作
為

﹐無
論
是
否
與
執
行
縞
統
統
帥
懼
有
闢
﹐均
應
接
受

立
法
院
的
質
詢

o
′

一



一]
參
﹑國

防
部
認
為
參
謀
總
長
不
便
列
席
立
法
院
備
詢
之
理
由
及
依
據
︰

一
`參

謀
本
部
並
非
獨
立
的
部
會

﹐參
謀
總
長
亦
非
憲
法
之

「部會首長」
︰

鬥
參
謀
總
長
並
非
憲
法
第
五
十
七
條
之

﹁部會首長﹂
︰

﹁
按
憲
法
所
稱
行
政
院
各

『部會首長』
﹜係

指
行
政
院
依
憲
法
第
五

十
八
條
及
行
政
院
組
織
法
第
一
二
條
設
置
之
各
部
及
各
委
員
會

，是其
『

部會首長』
依
行
政
院
組
織
法
第
四
條
規
定

，
應
專
指
具
政
務
委
員
身

分
之
各
部
會
首
長

,就
國
防
部
而
言
自
係
指
國
防
部
部
長
，
至
參
謀
本

部係國防部依據
『 國防部組織法』

第
五
條
設
置
之
磯
闢

,顯
非
憲

法
及
行
政
院
組
織
法
所
措
部
會

﹐則
參
謀
總
長
自
亦
非
上
開
法
定
之
部

會首長
，
富
無
庸
疑

o
」

另
行
政
院
院
長
及
所
鏖
各
部
會
首
長
囿
有
接

受
立
法
委
員
質
詢
之
法
定
義
務

﹐惟
究
應
率
同
何
人
隨
同
出
席

?憲
法

並無明文規定
自
鷗
行
政
院
院
長
及
所
屠
各
部
會
首
長
之
灌
限

立
法
委
員
應
予
尊
重

0
而
參
諱
蠕
長
在
行
政
茅
銃
雖
塢

ˊ防
部
部
長
之
幕

僚長
躊
非
前
述
列
席
立
法
院
接
受
質
詢
之

﹁法定部會首長」
，依

法
本
來
不
具
備
列
席
立
法
院
備
詢
之
身
分

旦
菖
富
上
有
闢
國
防
預
笪



之
編
製
及
管
制
遐
用
，
均
由
國
防
部
部
長
負
責
，
立
法
院
國
防
委
員
會

閞會時
國
防
部
部
長
已
率
同
各
單
位
主
管
出
席

,對
立
法
委
員
所
有

質詢‥
項

必定會詳予說明
殊
無
定
耍
參
謀
總
長
再
以
國
防
部
部

長
之
幕
僚
長
身
分
到
立
法
院
國
防
委
員
會
僮
詢
之
必
要

o
慟
寥
謀
本
部
並
非
獨
立
的
部
會

,應
受
國
防
部
節
制
︰

1就
組
織
縞
制
言
︰

依
﹁國防部組織俵﹂

第五條
﹁國防部設參謀本部

下轄陸菫
海菫

空單
聯
合
勤
務
各
鰓
司
令
部

憲
乒
司
令
部
及
重
管
區

司
令
部

;其
組
織
另
以
法
律
定
之
﹂

,即
明
訂
參
諜
本
部
是
隸
罵
國

防
部
﹐接
受
部
長
督
導
是
無
庸
置
疑
，
而
參
謀
本
部
係
依
國
防
部
組

織法制定
「"‥﹝ˊ防部參誤本部組織法﹂

,故
參
謀
本
部
之
縞
制
與

員
額
自
當
於
該
法
中
訂
定

﹐
芫
全
符
合
法
規
制
定
之
規
定
﹐參
謀
本

部
組
織
法
亦
無
牴
髑
國
防
部
組
織
法

o
2˙就

主
管
事
務
言
︰

﹒
依

﹁國防部組織法」
第]

條
﹁
國
防
部
主
管
全
國
國
防
辜
務
﹂

,
三



匹
﹁
國
防
部
參
謀
本
部
組
織
法
」

第二條
「
參
諒
本
部
主
管
全
國
菫
辜

事務」
而
國
防
堊
務
所
指
的
是
以
國
防
政
策
為
中
心

︵
包
括
政
﹑

經
心

單等︶
之
有
闢
主
務
言

菫
主
主
務
則
指
的
是
軍
隊
賁
際

務
作
有
闢
之
車
務

包
括
葷
隊

- 工建立
指撢

管
制
及
運
用
等
方

面而言
國
防
堊
務
涵
括
單
堊
睾
務

且
參
謀
本
部
隸
屬

…防部
或
防
部
部
長
對
全
國
單
堊
辜
務
有
當
然

之
督
導
懼

o
﹐‥﹒3就預算言︰

…
有
闢
國
防
預
笪
縞
制
乃
屬
單
辜
行
政
主
務
範
疇

且罩隊
一

切賁
源

︵人力
物力

財力︶
工
不
涉
及
人
民
務
益

而主計局主
管
國
單
主
計
政
策
之
規
割

隸務國防部本部
秉承部長之命

,負
責
整
個
預
算
籌
繻
作
業
與
督
導

,直
接
向
部
長
負
責

o另
兼

受
參
謀
鰓
長
之
指
揮
監
督
，
負
責
預
笪
分
配
與
執
行

,故
由
國
防

部
長
依
法
至
立
法
院
國
防
委
員
會
列
席
國
防
預
算
審
查
及
接
受
委

員質詢o
圍
國
防
預
算
之
繻
成
係
務
循
行
政
院
核
頒
之
施
政
方
計

,衡
的
當
前



國
防
安
全
與
守
勢
防
衛
作
戰
需
要

,審
慎
策
編
而
成
。
以
八
十
六

年
度
之
國
防
預
笪
籌
繻
為
例

,初
期
係
先
編
成
菫
辜
投
賁
、
作
業

維
持
及
人
員
維
持
三
個
作
業
小
組
，
經
統
計
相
闆
需
求
，
於
八
月

至
十
月
份
分
向
參
謀
縞
長
簡
報
後
，
於
十
一

月廿一
曰正式向部

長
提
報
，
所
有
需
求
均
經
簽
奉
部
長
核
定
後
始
提
送
行
政
院

o所
以
在
整
個
預
算
籌
縞
的
過
程
中
﹐參
諒
本
部
僅
提
供
建
單
備
戰
需

求
建
議
﹐最
後
由
部
長
作
政
策
決
定

o立
法
院
審
議
預
算
期
問
，

在
詢
及
政
策
或
決
策
問
題
時

,均
由
部
長
向
委
員
說
明
﹔但
若
涉

及
作
業
技
術
層
面
或
執
行
之
細
節
部
分
時

,則
即
由
參
謀
本
部
各

聯
參
及
所
屬
各
總
部
主
管
、
幕
僚
向
委
員
說
明
，
均
可
進
行
賁
質

監
督

,多
年
來
行
之
亦
無
窒
礙
之
處

0
4.就

人
辜
懼
責
言
︰

凡
國
防
人
堊
法
令
規
章
均
由
部
長
直
接
指
導
人
力
司
策
訂
頒
布

,參
謀本部據_以執行

,因
此
參
謀
本
部
本
質
上
在
執
行
部
長
之
政
策

0
國
單
幹
部
之
任
用

,均
由
各
級
建
立
年
度
候
選
名
冊

,依
懼
責
賁
施

五



」/
核
定
，
重
要
菫
職
人
辜
任
兔

,亦
逐
級
簽
請
縞
長
﹑部

長
審
核
﹐呈

請鰓統核定
,由

部
長
副
署
發
布
之
﹔本
部
每
年
六
月
底
前
將
全
菫

﹁
陸
海
空
單
重
官
晉
任
名
冊
」

以
部
長
銜
呈
諳
行
政
院
轉
總
統
府
完

成
法
定
任
官
程
序

;另
參
謀
本
部
單
職
人
員
調
任
案

，罵腮統灌責
者
，
呈
請
部
長
核
示
後

,層
聘
總
統
核
定

;罵
縞
長
代
行
核
定
權
責

者
,則

經
由
總
長
核
定
後
，
另
冥
呈
請
部
長
核
閞
，
層
轉
總
統
發
布

﹔綜
上
所
述

﹐參
謀
本
部
依
據
部
長
所
訂
之
人
辜
政
策
予
以
貫
徹
寶

施
，
在
執
行
上
並
未
產
生
遐
作
上
之
困
難
或
因
人
堊
案
件
影
響
參
謀

本部與部本部問之闢係﹏0
二`參謀總長為

﹁政府人員﹂
，
其
未
瞎
邀
列
席
立
法
院
備
詢
，
並
無
違
反

憲
法
第
六
十
七
條
規
定
之
處
﹕

〕'﹨依憲法第六章
﹁立法﹂

,第
六
十
七
條
第
二
款
規
定
﹐立
法
院
各
種

委
員
會
固
得
邀
請
政
府
人
員
及
社
會
上
有
闆
係
人
員
到
會
備
詢

,但法
條明定

﹁邀請﹂
二
字

,若
社
會
人
士
不
應
所
邀
到
會

,憲
法
並
未
賦

予
立
法
院
各
委
員
強
制
其
到
會
或
課
以
行
政
罰
之
懼
力
，
即
顯
鷗

「 任



意規定﹂
應非強制性

︵
參
見
法
務
部
汀

3劊
法
七
七
律
字
第
五
三
一
一

六
號
函
意
旨
及
陳
新
民
先
生
菁

﹁中華民國憲法釋論﹂
第五二三頁

﹑林
紀
東
先
生
誓

﹁中華民國憲法釋論﹂
第
二
三
二
頁

,嫡
耍
均
如

附件﹚
,則

受
邀
者
不
論
係
社
會
人
士
或
政
府
人
員

,均
有
考
量
是
否

出
席
之
自
主
懼

;若
謂
政
府
人
員
應
邀
而
不
到
會
即
構
成
違
憲

﹐則
對

於
無
公
職
身
分
之
社
會
人
士

，
又
將
如
何

?倘
參
謀
總
長
受
邀
時

,經
其
斟
酌
任
務

`懼
責
及
立
場

,認
為
不
宜
應
邀
到
會
備
詢
﹐就

「法理
﹂

言
﹐

自無不可
o

倒
菫
辜
統
帥
灌
﹐依
憲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規
定
屬
於
總
統
，
縞
統
並
不
向
立

法
院
負
責
，
參
謀
總
長
貢
徹
腮
統

﹁統帥懼﹂
之
行
使
﹐其
任
務
係
純

「軍辜性﹂
，
當
總
統
行
使
統
帥
灌
時

﹐係
直
接
由
參
謀
縞
長
下
達
至

罩
隊

,故
參
諒
縞
長
之
職
責
﹐艦
專
注
菫
務

,不
宜
涉
及
政
治
，
不
應

納
入
向
立
法
院
負
責
之
政
務
辜
項
，
如
列
席
立
法
院
備
詢

﹐質
詢
內
容

涉
及
統
帥
灌
牛

…
…
項

,倘
不
予
答
彊
﹐對
立
法
委
員
有
欠
澧
貌
﹐如
擅
以

鰓
統
幕
僚
長
身
分
作
答

,則
不
僅
侵
犯
總
統
灌
限
而
且
違
憲

,造
成
體

七



﹨八、﹡′
制
上
之
混
淆
，
當
非
或
人
所
願
見

0
三﹑

﹁
國
防
部
參
謀
本
部
組
織
法
﹂

第
九
條
並
未
違
反
憲
法
第
五
十
三
條
規
定

鬥
「
國
防
部
參
謀
本
部
組
織
法
﹂

係依據
﹁國防部組織法﹂

第五條規
定制定之

﹐為
經
立
法
院
三
請
通
過

,由
總
統
依
法
公
布
施
行
之
法
律

，
其
第
九
條
規
定
並
未
違
憲

o
倒
憲
法
之
解
釋
﹐應
從
憲
政
整
體
架
楫
及
精
神

，
就
相
闢
條
文
通
盤
考
量

﹐不
應
割
裂
特
定
條
文

,斷
章
取
義

o查
憲
法
第
五
十
三
條
固
然
規
定

行
政
院
為
國
家
最
高
行
政
襪
闢

﹐與
第
五
十
七
條

﹁行政院對立法院
負責」

之
規
定
相
對
應

o然
憲
法
第
一
二
十
六
條
亦
明
定
縞
統
統
率
全
國

陸海空菫
,直

接
賦
予
縞
統
措
撢
菫
隊
之
寶
懼

，
而
依
我
國
現
行
憲
政

體
制

,總
統
並
不
對
立
法
院
負
責
﹐立
法
院
無
灌
監
督
總
統
，
故
為
貫

徹鰓統
﹁統帥懼﹂

之
行
使
，
國
防
部
參
諒
本
部
組
織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
參
謀
縞
長
在
統
帥
系
統
為
腮
統
之
幕
僚
長

，
鰓
統
行
使
統
帥
懼
，

﹒
對
菫
隊
之
措
揮
﹐直
接
經
由
參
諒
腮
長
下
達
單
隊
」

之
規
定

,正
是
落



貢
現
行
憲
政
鵙
制
之
精
神
，
無
違
憲
可
言
﹐亦
不
牴
鯧

﹁縞統府組織
法﹂

或
﹁國防部組織法﹂

o
閆
總
統
依
憲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規
定
統
率
一
二
菫

，
但
如
何
行
使
其
統
帥
灌

，
憲
法
並
無
規
定

,則
「
國
防
部
參
謀
本
部
組
織
法
﹂

第九條第二項規
定
參
謀
總
長
在
統
帥
系
統
為
縞
統
之
幕
僚
長

,總
統
行
使
統
帥
懼

,闢
於
菫
隊
之
指
渾
﹐直
接
經
由
鑾
謀
總
長
下
達
重
隊
﹐亦
無
牴
髑

﹁中華
民國腮統府組織法﹂

o復
按
閔

1﹒賦
修
正
公
布

﹁中華民國總統府
組織法」

，
已
無
設
置
參
重
長
承
縉
統
之
命
辦
理
有
闢
軍
務
堊
項
之
規

定
，
聲
請
人
仍
援
以
指
稱
國
防
部
參
謀
本
部
組
織
法
牴
鯛
總
統
府
組
織

法云
,顯

屬
無
據

o
倒
國
防
部
與
參
謀
本
部
係
一

整體之機制，
二者為一

鵙兩面
相輔相

成
單
毐
行
政
菖
頊
由
諍
屬

仃
政
系
統
之
國
防
部
長
掌
理

行政院依
憲
法
第
五
十
三
條
規
定

固
為
最
高
行
政
機
闢
，

但總統依害法第三
十
六
條
賦
予
之
統
帥
權

並
非
隸
罵
行
政
院
之
行
政
系
統

因此
﹁…[

防
部
參
謀
本
部
組
織
法
﹂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參
謀
總
長
在
統
帥
系

九



十﹔

統
為
總
統
之
幕
僚
長
，
總
統
行
使
統
帥
懼

,闢
於
重
隊
之
指
揮
，
直
接

經
由
參
謀
腮
長
下
達
菫
隊
﹐既
非
將
參
謀
總
長
編
制
改
至
總
統
府

,亦
非
將
菫
務
堊
項
由
行
政
院
輻
出

﹐寶
無
違
背
憲
法
第
五
十
三
條

0
四
蔘
諒
總
長
依
法
及
職
務
上
作
為

‵′實
有
不
赴
立
法
院
接
受
質
詢
之
正
當
理

由
︰

鬥憲法第一
三八條︰

﹁
全
國
壅
海
空
電
﹁

,須
超
出
個
人
﹑地

域
及
黨
派

闢
係
以
外
﹐效
忠
塾
家
﹐愛
護
人
民

0」
第]

三九條︰
﹁任何黨派

及個人
,不

得
以
武
裝
力
量
為
政
爭
之
工
具
﹂

o因此
，菫人固不該

千預政治
，
謹
遵
憲
法
賦
予
其
保
國
衛
民
之
天
職

,辜
賁
上
軍
隊
亦
從

未
平
預
政
治
，
惟
政
治
的
爭
議
亦
繩
不
薤
波
反
單
隊

0參
諒
總
長
在
統

帥
系
統
為
總
統
之
幕
僚
長

，
而
統
帥
懼
專
罵
於
縞
統
職
灌

,鰓
長
稟
承

腮
統
命
令
指
渾
三
罩
建
菫
備
戰
，
即
為
貫
徹
統
帥
罹
之
具
鵙
表
現
﹐參

諒
總
長
之
職
責
既
為
建
單
備
戰
確
保
國
家
安
全
而
不
涉
及
政
治

，不出
席
立
法
院
煽
詢
﹐也
是
一

種
謹
守
分
際
的
表
現
，
否
則
重
隊
的
超
然
性

﹑中
立
性
便
會
受
到
平
涉

,且
亦
將
陂
視
為

﹁罩人干政」
之嫌o



倒
依
據
國
防
部
參
謀
本
部
組
織
法
第
九
條
第
一
一
項
︰

﹁參謀總長在統帥
系
統
為
總
統
幕
僚
長

,腮
統
行
使
統
帥
懼

,闢
於
菫
隊
之
指
揮
，
直
接

經由參謀縞長下達菫隊0
﹂

參謀總長在行政系統為部長之幕僚
長
﹔軍
隊
之
指
撣
乃
涵
括
菫
隊
之
統
率
與
作
戰
之
措
渾

,包
括
三
菫
之

訓
肺
﹏
﹑保

盲
`戰

鬥
序
列
之
縞
成

,及
作
戰
計
晝
之
擬
訂
等

0然
而
在

菫
隊
統
帥
與
作
戰
指
撣
中
﹐'從

徵
隹
六
﹑服

役
﹑戰

傷
﹑撫

恤
，
無
不
涉

及
軍
辜
行
政
堊
務
﹔菫
隊
之
生
存
須
要
靠
給
養

,而
一

切
單
隊
之
賈
源

又
無
不
涉
及
人
民
權
益

,亦
即
無
一

不仰賴
「菫薯行政﹂

支援，掌
握賁源或

﹁
罩
辜
行
政
」

，即掌握
﹁菫隊」

;因
此
可
知
，

二者本
係
一
整
鶻
之
機
制

,互
為

]體
之
兩
面
，
相
輔
棺
成
﹐相
對
區
分
之
意

義
誠
屬
業
務
分
工

,本
質
係
以

﹁‥E
睾行政﹂

在於
﹁
單
隊
之
控
制
﹂

，
統
帥
懼
則
在

[﹞…
隊
廈
指
揮
﹂

o參
謀
總
長
兼
具
兩
重
身
分

﹐可
使

二
者
密
切
支
援
，
適
切
節
制

0
鬨
菫
隊
統
率
懼
之
內
涵
淉
廣
，
有
闆
人
辜
懼
﹑郡

隊
調
度
﹑作

戰
指
渾
等

均屬之
﹚非

因
人
治
之

,故
而
統
帥
、
行
政
院
長

(閣
揆
︶

﹑國
防
部

十一



十二
長
、
參
謀
縞
長
等

,均
應
維
持
建
度
之
獨
立
性

,以
相
對
協
調

,保
持

大
政
﹑軍

辜
行
政
﹑統

帥
懼
等
之
均
衡
性
，
使
之
制
衡
而
不
掣
肘
﹑獨

立
而
不
專
制

o由
於
國
防
建
制
功
於
之
調
建

`可
行
性
等
，
均
問
接
影

響政府建作
因
此
必
須
配
合
國
冢
整
建
發
展

0o國管
目前正極力推

勤
現
代
化
建
菫
工
作

惟
崑
前
社
會
變
建
劇
列

建雷
備戰工作難於

往昔，
國
菫
自
當
配
合
近
年
全
國
性
改
革

尊重民主
痣治

文官
行政等之精神

有龐
ˍˊ防

發
展
勢
將
融
政

經
心

單於
一

建
貫
戰
軍
隊
國
家
化
之
大
政
方
針

以
堆
建
塱
家
整
體
利
益
為
目
的

o基
於現行國防建制

及
在
建
去
合
埋
的
厚
則
下

﹐參
謀
總
長
賓
無
須

，
亦
不
宜
列
席
立
法
院
備
詢

o
倒
戰
爭
是
國
之
大
辜
，
建
單
備
戰
經
緯
萬
端
，
必
須
全
力
以
赴
，
尢
其
近

年
來
國
軍
寶
施
精
兵
政
策
及
二
代
兵
力
整
建
﹐加
上
中
共
近
期
對
我
之

武
力
恫
嚇

,對
未
來
國
軍
建
人
廿
一

世
紀
後
於
否
抗
衡
中
共
之
武
力
威

脅
,更

值
闆
鍵
時
刻
，

一
旦
建
長
到
立
法
院
備
詢
﹐勢
將
亦
可
同
樣
建

請
各
宣
建
司
令
及
各
級
部
隊
長
備
詢

﹐如
此
將
嚴
重
侵
犯
建
統

﹁統帥



權﹂
之行使,更可雕造成菫隊戰備訓練之廢弛及誤失戎機﹐就

參謀媳長羅一
級上將就任

︵艇7‧L︶
至今

，惻舫鱷」…﹝隊`多達鰓次
,其中外、島佔盥次,可見備戰工作之艱辛﹐非一

般民眾所能體
會,若出席立院僮詢,以目前立法院之議辜遐作情形﹐勢必鎮
曰枯坐立院，而疏於督導建菫備戰寶務工作，對國家安全將產
生深遠之影響o

'
固參謀縞長以效命疆湯為職責﹐本無個人榮辱之私念

﹐唯治宣練
兵不雕不重威信，若因立院質詢過程尊嚴受損﹐則非一

人之辱
，將是對全菫

工氣之打孳﹐其後遣症不可輕忽0
綜上所述﹐就整鵙國防辜務而言,統帥權與單辜行政賓為一

體之兩面
，二者相輔相成,參謀總長依法依理，均不宜到立法院煽詢，期望貴

‥院大法官雕依法循貢﹑博採周諮
}鰓取各方意見,定分止爭，此對民

主政治之發皇﹐
旦坊建設之推動﹐必定貢獸溧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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