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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言

1

、
本
院
爲
供
賓
務
上
學
術
上
之
參
考
，
續
將
德
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
擇
其
具
有
參
考
'價
値
者
，
驛
成
中
文

►編

輯

成

册

。

二
、
 

本
害
定
名
爲
德
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選
®S

X

註
由
翁
大
法
官
岳
生
就
德
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之
到
決
中
擇
選

 

十
篇
：y

於

「
艾
菲
爾
事
件
」
之
判
決
；
㈡
關
於
「
人
身
不
受
侵
犯
之
基
本
權
要
求
」
之
剣
決
(
體
液
抽
驗
案
 

〕
.，㈢
關
於
「
人
民
集
會
遊
行
權
」
之
判
決
(
布
洛
克
朵
夫
案
)
；
㈣
關
於
「
大
學
特
定
學
糸
入
學
許
可
名
額
限
 

制

」
之
判
決
；
㈤
關
於
「
兩
德
基
本
關
係
條
約
」
之
判
決
；
㈥
關
於
「
聯
邦
政
府
公
關
文
宣
品
在
選
舉
中
之
界
限
 

」
之
判
決
；w

關
於
「
政
黨
經
费
」
之
第
三
次
判
決
；
(A)
關
於r

 一

九
九
〇
年
全
德
選
舉
之
選
擊
法
」
之
判
決
；
 

W
關
於
「
色
情
與
藝
術
之
分
際一

之
判
決
 

<
 敏
稱
巴
哈
案
〕
；

㈩
關
於
「
示
威
者
拘
留
」
之
判
決
；
譯
印
而
成
。

三
、
 

本
栽
判
選
輯
中
第
五
篇
關
於r

兩
嫌
基
本
關
係
條
約
」
之
判
決
(
曾
刊
載
於
憲
政
時
代
第
十
六
卷
第
一
期
)
，
係
 

由
彭
評
事
鳳
至
翻
譯
外
，
其
餘
各
篇
係
由
本
院
委
請
院
外
精
通
德
語
及
法
學
造
詣
相
當
之
人
士
，■謝
銘
洋
、
吳
從
 

周

、
劉
孔
中
、
李
震
山
、
黃
啓
縯
，
王

玉
楚
、
黃
俊
杰
、
黃
錦
堂
、
詹
文
凱
、
林
麗
螢
、
吳
從
周
、
高
文
崎
、
張
 

稚
川
、
蔡
明
誠
、
張
懿
云
諸
位
先
生
小
姐
翻
譯
，
並
請
法
學
博
士
黃
錦
堂
先
生
擔
任
■
文
i

査
工
作
。

四

、
 

本

裁

判

選

輯

，
由
參
事
蔣
次
寧
、
秘
書
處
第
二
科
黄
科
長
一
鑫
，
谷

雲

祥

、
王

蓉

飛

、
劉
夢
蕾
諸
位
同
仁
分
任
編



校

，
始

克

付

梓

，
併

此

附

誌

。

註

：
因

東

、
西
德
已
於
一
九
九
〇

年
十
月
三
日
完
成
統一

,
故
本
書
耆
名
自
第
二
輯
起
，
將

原

有

書

名

「
西
德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選
輯
」
改

爲

r

德
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選
輯J

。



高 吳 林 苊 黃 黃 彭 卍  
文 從 麗 文 錦 俊 鳳 玉  
点 周 瑩 凱 堂 杰 至 楚

.
張

稚

川

五

、
 

關

於r

兩
德
基
本
繭
係
條
約
」
之
判
決
.
.
.
.
.
.
.

六

、
 

關

於

「
聯
邦
政
府
公
關
文
宣
品
在
選
擧
中
之
界
限
」
之
判
決

七

、
 

關

於

r

政
黨
經
费
」
之
第
三
次
判
決
.
.
.
.
.
.
.
.

八

'
關

於

「一

九
九
〇

年
金
德
選
擧
之
選
舉
法
」
之
判
決
.
.
.

德

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選

辑

t

目

錄

譯

名

：
 

譯

#

一

 
'
關

於

「
艾
菲
爾
事
件
」
之
判
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謝
銘
洋

二

、
 

欄

於r
人
身
不
受
侵
犯
之
基
本
權
要
求
」
之
判
決
(
體
液
抽
驗
案
)
.
.
.
.
.
.
.
.

吳
從
周

三

、
 

關

於r

人
抝
集
會
遊
行
權
」
之
判
決
(
布
洛
克
朵
夫
案
〕
.
.
.
.
.
.
.
.
.
.
.
.

劉
孔
中

四

、
 

關

於

「
大
學
特
定
學
糸
入
學
許
可
名
額
限
制
」
 

李
震
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黃
啓
禮



九

、
關

於r

色
情
與
藝
術
之
分
際
」
之
判
決
(
敏
稱
巴
哈
案
)
.
.
.
.
.
.
.
.
.
.
.
.
.
.

蔡

明

誠

：
…
三
一
三

十

、
關

於

r
示
威
者
拘
留
」
之
判
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張

懿

云

：
：
三
四o



關
於
「艾
菲
爾
事
件
」
之
判
決
 

—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六

辑

第
三
十
二
頁
至
第
四
十
五
頁

譯

者

：
謝
銘
洋

L

基

本

法

第

十|

條
Z
規
定
與
出
境
之
自
由
無
關
。

2.
 
出
境
之
自
由
，
在
合
憲
法
性
秩
序
(
<
2
^
5
8§
^
3
3
(1>
8
09
«'
0
^
1
1巨
(»
)
限
制
之
範
圍
內
，
受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一

 .般
行
爲
自
由
之
保
障
。

3.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意
義
下
Z
合

憲

性

秩

序

，
係
指
合
憲
性
之
法
律
秩
序
(v

e
r
f
a
s
u
n
g
s
m
a
e
s
i
g
e

 

w
s
h
t
s
o
r
d
n
u
n
g

 
)
 
*
亦
卽
在
形
式
上
及
實
質
上
均
符
合
憲
法
之
法
規
範
全
體
。

4.
 
任
何
人
皆
得
尋
憲
法
訴
願
之
逯
徑
，
主
張
限
制
其
行
爲
自
由
之
法
律
規
範
與
合
憲
性
秩
序
相
牴
觸
。

一
九
五
七
年I

月
十
六
日
第I

庭
判
決

 

—

 

1

 

B
v
K

 2
5
3

 /

 56

 

—

退
休
行
政
首
長I

V
i
l
h
e
l
m

 E
.

對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九
五
六
年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之
判
決
所
提
出
之
憲
法
訴
願



二

判
決
主
文

 

憲
法
訴
願
駁
囘
。

判
決
理
由

1.
憲
法
訴
願
人
搶
任
中
央
黛

(Z
e
n
t
r
u
m
s
p
a
r
t
e
i

 )
之
國
家
執
行
委
員
至|

九
三
三
年
爲
止
，
同
時
亦
爲
普
魯
士

 

國

會

(p
r
e
s
s
i
s
c
h
e
n

 S
t
a
a
t
s
r
a
t
s

 
)
Z
議

員

，
其
間
於
一
九
二
七
年
被
任
命
爲
克
略
菲
爾
得
(
K
r
e

f
e
5:
)
2 :
 

瞥

察

局

長

。

一

九
三
三
年
其
因
政
治
上
之
原
因
被
撤
職
。

一
九
四
五
年
其
被
選
爲
莫
西
i

拉

的

巴

赫(
s
o
e
n
c
h
e
n

 

G
l
a
d
b
a
c
h

 
)
市

之

市

長

，
而
於
嗣
後
成
爲
該
市
之
行
政
首
長
。

一
九
四
七
年
其
以
基
民
黨(

C
D
U

 
)
黨
員
之
身
份

 

被
選
爲
北
萊
因
丨
威
斯
德
發
連

(N
o
r
d
r
h
e
i
n

 

W
e
s
t
f
a
l
e
n

 )
邦

之

邦

議

員

。
此
時
其
已
領
導
與
聯
邦
政
府
對
立
之
組

 

織

「
德
意
志
聯
盟

」(
B
u
n
d

 d
e
r

 Ds
t
s
c
h
e
n

 
)
，
達

數

年

之

久

。
訴
願
聲
請
人
自
己
曾
數
次
在
國
內
外
所
擧
行

 

之
集
會
和
會
議
中
，
公
開
發
表
言
論
批
評
聯
邦
政
府
政
策
，
特
別
是
有
關
軍
事
政
策
及
統|

之

問

題

。

當
訴
願
人
於
一
九
五
三
年
，
向
莫
西
丨
克
拉
的
巴
赫
(S

o
s
c
h
e
n
-
G
l
a
d
b
a
c
h

 
)
市
之
護
照
機
關
聲
請
延
長
護

 

照

時

，
卻

被

其

於I

九
五
三
年
六
月
六
曰
未
附
理
由
地
，
依

I
九
五
二
年
三
月
四
日
所
公
布
之
護
照
法
第
七
條
第I

項

 

a
款

之

規

定

，
駁

囘

其

聲

請

。
其
所
提
出
之
異
議
，
亦

於

|

九
五
三
年
七
月
四
日
被
莫
西
—
克
拉
的
巴
赫
(M

n
e
n
c
h
e
n
—

 

G

E-d
b
a
c
h

 
)
市
行
政
首
長
駁
囘
。
其
提
起
之
行
政
訴
訟
首
先
被
杜
塞
爾
道
夫
(D

u
e
s
s
d
d
o
r
f

 )
行
政
法
院
於
一
九



五
三
年
九
月
十
八
曰
裁
定
駁
囘
，
嗣
後
於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二
月
四
日
被
判
決
駁
囘(

l
o
w

 1
3
6
/
5
3

 
)
。
訴
願
聲

 

請
人
對N

向

明

斯

特(
M
s
s
t
e
r

 
)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所
提
起
之
上
訴
亦
被
判
決
駁
囘
。
(

一
九
五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八

 

日N
裁
定i

v
j
l

 A

 3
8
/
5
4

 

1
〕

。
同

樣

的

，
其
向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提
起
之
第
三
審
上
訴
亦
被
判
決
駁
囘
(一

九

 

五
六
年
二
月
二
十
二
曰
之
到
決—

I

 C

 4
1
.
5
5
—

 
)
。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駁

囘

訴

麗

請

人
Z
聲

請

*

其
理
由

 

爲
訴
願
聲
請
人
參
加
！
九
五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二
至
十
九
曰
於
雒
也
納
所
擧
行
之
人
民
和
平
代
表
大
會
，
並
宣
讀
在
當
地

 

所

撰

之

「
全
德
宣
言

」(
G
e
s
a
m
t
d
e
i
c
h
e
n

 E
r
k
l
a
e
r
u
n
g

 )
；
邦
行
政
法
院
及
高
等
法
院
之
判
決
均
認
爲
除
上

 

所
述
之
外
，
其
參
加
在
巴
黎
、
布
達
佩
斯
及
東
柏
林
的
集
會
亦
屬
重
點
。

訴
願
聲
諳
人
針
對
騍
邦
行
政
法
院
之
判
決
提
起
憲
法
訴
願
，
並
主
張
其
基
本
法
第
二
、
三

、
五

、
六
及
十
一
條
之

 

基
本
權
利
受
到
侵
害
。
嗣
後
其
通
知
，
有
關
其
因
違
反
刑
法
第
九
十
a

、

|

百

二

十

九

、
九
十
四
及
七
十
三
條
而
進
行

 

之
詢
査
程
序
，
翼

最

高

法

院

已

因

高

等

聯

邦

檢

察

官

(o
b
a
r
f

 

d
e
s
a
n
w
a
l
t

 
)
之
聲

請

，
而

於

|

九
五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二
曰
宣
告
不
再
追
訴
(
刑
事
判
決
集4

8
\
5
2

 
,
 AK

 7
4
\
5
6

 
)
。

f

內
政
部
長
及
北
萊
因
1
威
斯
德
發
連
(N

o
r
d
r
h
e
i
n
-
W
e
s
t
f
a
l
e
n

 
)
邦

之

髮

部

長

認

爲

其

所

提

起

之

訴

 

願
並
無
理
由
的
。
言
詞
審
理
時
，
訴
f

諝

人

、
聯
邦
及
北
萊
因
—
威
斯
德
發
連
邦
之
內
政
部
長
均
到
庭
。

n

、
在
形
式
上
及
期
限
上
均
屬
合
法
之
本
件
憲
法
訴
願
並
無
理
由
。

1.
訴
願
人
主
張
，

一
九
五
二
年
三
月
四
日
公
布
Z
護
照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a
款

無

效

，
因
其
對
基
本
法
第
十
一
條

111



所
保
陣
之
出
境
自
由
不
法
加
以
限
制
。
其
主
張
並
無
理
由
。

該
條N

規
定
爲
：

r

有
事
實
足
以
認
定
有
下
列
情
事
時
，
應
拒
絕
發
給
護
照
..

.a)
聲
請
人
爲
護
照
之
所
有
人
，
而
危
害
到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或
某
一
邦
之
內
部
或
外
部
安
全
或
其
他
之
重
大
利

 

益

者

；

…

…

J

。

基

本

法

第

十I

條

第
一

項

保

障r

在
整
個
德
國
境
內
」
有
遷
徙
之
自
由
。
由
其
文
義
觀
之
，
並
不
表
示
亦
有
自
由

 

蘭

德

國

之

基

本

權

利

。
由

該

條

訂

定

之

肇

覼

之

，
亦

同

。
在
立
憲

會

議(
T
a
r
p
B
s
t
a
r
i
s
c
h
e
r

 Wa
t

 
)
中

，
 

曾
就
栘
民
國
外
Z
自
由
是
否
應
列
爲
基
本
權
利
Z

I

，
加

以

討

論

(
最
後
被
否
決
，
見
基
本
問
題
委
員
會
一
九
四
八
年

 

九
月
二
十
九
日
第
五
次
會
議
，
，

K
u
r
z
p
r
o
r

第
H
頁

)
；
但
對
於
出
境
之
自
由
則
未
提
及
。

自
由
遷
徙
之
基
本
灌
利
，
只
得
在
基
本
法
第
十|

條
第
二
項
所
明
i

定
之
前
提
下
，
以
法
律
加
以
限
制
。
基
本

 

法
之
立
法
者
論
及
限
制
之
構
成
要
件
時
，
只
想
到
國
內
遷
徙
之
限
制
；
對
出
境
自
由
Z

I

般
而
適
當
的
限
制
則
未
提
及

 

。
長

久

以

來

，
許
多
國
家
——

在
自
由
民
主
之
國
家
亦
同
—
丨
對
於
i

國

境

，
均
得
因
國
家
安
全
，
而
以
拒
絕
發
給

 

護
照
之
方
式
加
以
限
制
。
德
國
自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軟
後
，
運
方
面
相
關
法
規
之
效
力
卽
未
曾
中
斷
過
；

一

九
五
二
年
之

 

護
照
法
就
這
些
規
定
幾
乎
未
爲
修
改
卽
予
承
受
。
至
於
說
基
本
法
之
立
法
者
，
有
意
將
出
境
自
由
之
基
本
欏
利
列
入
基

 

本

法

第

十

~
條
保
障
之
範
圍
內
，
並
忽
略
長
久
以
來
卽
已
存
在
且
重
要
之
菌
家
安
全
之
限
制
原
因
，
此
說
並
不
足
探
。
 

詳
言
Z

，
立
法
者
並
無
在
基
本
法
第
十|

條
保
障
出
境
自
由
之
意
思
。
這
種
觀
點
顯
然
亦
爲
護
照
法
之
立
法
者
所
採
；



f

對
於
拒
絕
護
照
之
原
因
，
在
內
容
上
旣
未
與
基
本
法
第
十
一
條
第
二
項
之
條
文
相
配
合
，
亦
未
顯
及
基
本
法
第
十

 

九

條

第I

項
第
二
句
而
在
護
照
法
中
將
遷
徙
目
由
之
基
本
權
利
稱
之
爲
受
有
限
制
之
基
本
權
利
。
聯
邦
衆
議
員
因
歐
洲

 

議

會

(E
u
r
o
p
a
r
a
t

 

>

之
建
讒
-
而
多
次
論
及
放
寬
或
取
消
護
照
強
制C

 Pa
s
s
z
w
a
n
g

 
)
時

，
亦
無
人
將
此
問
題

 

S

徙
自
由
之
基
本
擀
利
牽
扯
在|

起

。

在
此
情
形
下
，
解
邦
憲
法
法
院
無
法
確
信
出
境
之
自
由
因
體
系
上
之
要
求
，
而
應
I

I

如
學
說
上
所
主
張
者
I

 

包
括
於
基
本
法
第
十|

條
所
保
陣
之
遷
徙
自
由
之
內
。
雖

然

如

此

，
出

境

自

由

乃一

般
行
爲
自
由
之
表
現
，
其
並
非
無

 

適
當
之
基
本
權
利
加
以
保
障
(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
項

)
。

2.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於
一
九
五
四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之
判
決
中*

對
於
是
否
在
人
格
自
由
發
展
之
槪
念
下
，
就
人
之
行

 

爲
自
由
做
最
廣
義
之
解
释
-
或
者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限
於
保
障
最
低
限
度
之
行
爲
自
由-

倘
欠
缺
此
最
低
限
度
之

 

行
爲
，
由

，
則
人
便
完
全
無
法
發
展
其
身
爲
精
神
道
德
之
人
的
本
質
，
並

無

定

論

。

句
基
本
法
對
於r

人
格
之
自
由
發
展
」
並
不
只
限
於
發
展
與
精
神
道
德
有
重
大
關
係
之
値
人
人
格
之
核
心
部
份
而

 

已

.，羞
在
此
核
心
部
分
之
發
展
，
如
何
可
能
會
違
反
風
俗
規
範
、
其
他
法
律
或
甚
至
違
反
自
由
民
主
之
合
憲
秩
序
，
很
 

雞
令
人
理
解
。
對
個
人
因
其
爲
社
會
之
一
員
而
加
以
限
制
，
反
而
正
好
顯
示
出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係
指
廣
義
之
行

 

爲

自

由〇

當

然

，
當
時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一

項
以
嚴
肅
之
用
語
規
足
Z

目

的

，
特
別
係
在
於
使
該
條
文
在
基
本
法
第

I

條
之

 

下
被
了
解
，
並
由
此
導
出
：
該
條
規
定
亦
在
於
強
調
基
本
法
上
之
人
的
形
象
(J

w
e
n
s
c
h
e
n
b
i
s
)

。
是

以

，
無
可
否



認
地
，
基
本
法
第
一
條
事
贲
上
爲
重
要
之
憲
法
原
則
，
其
支
配
所
有
基
本
法
之
規
定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亦
包
括
 

在
內
。
就
法
律
層
面
而
言
其
爲
獨
立
之
基
本
權
利
，
保
障
一
般
性
之
人
的
行
爲
自
由
。
當
時
立
法
者
會
以
現
在
Z
規
足
 

取
代
原
來
之r

任
何
人
之
作
爲
或
不
作
爲
，
皆
得
依
其
意
思
爲.
Z
」
之
規
足
，
並
非
由
於
法
律
上
之
考
慮
，
而
係
基
於
 

語
法
上
之
原
因
。
認
爲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之
0

的
只
在
於
保
護
人
格
之
核
心
部
分
之
說
法
，
顯
然
係
認
爲
合
憲
性
 

秩
序
亦
屬
後
半
句
中
所
稱
對
人
民
發
展
其
人
格
之
限
制
所
致
。
過
去
就
此
一
在
基
本
法
其
他
地
方
亦
會
出
現
之
槪
念
，
 

試
圖
均
以
相
同
之
方
式
来
解
釋
時
，
最
後
會
得
到|

結

果

，
亦
卽
在
合
憲
性
秩
序(

v
e
r
f
a
s
i
g
s
m
a
e
s
s
i
g
e

 

O
r
d
n
u
n
g

 

)
中
發
現I

個
相
舞
於
合
憲
性
之
法
律
秩
序
(

v
e
r
f
a
s
s
u
n
g
s
m
a
e
s
s
i
g
e

 

R
e
c
h
t
s
o
r
d
n
u
n
g

 

)
而
言
K!'
淚
險
之
槪
 

念

。
因
此
過
去
人
們
必
然
會
推
論
出
，
憲
法
所
保
障
者
只
是
人
格
之
核
心
部
分
-

而
非
人
之
行
爲
自
由
之
結
論
。

除
了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I

項
所
保
障
之I

般
行
爲
B

由
外
，
基
本
法
對
於
人
類
在
特
定
生
活
範
圍
內
之
活
動
自
由

 

，
特
別
是
其
依
歷
來
N
M

驗

，
非
屬
公
權
力
所
得
千
預
者
，
皆
以
特
別
之
基
本
權
利
之
規
定
加
以
保
護
■，就
逭
些
規
定
 

，
憲
法
以
不
同
椅
次
之
法
律
保
留
來
界
足
各
個
基
本
權
利
在
何
範
圍
會
被
侵
犯
到
。
倘
公
權
力
所
侵
咨
N
s

由

，
不
屬
 

於
此
種
基
本
權
利
所
保
障
之
特
足
生
活
範
圍
，
則
可
援
引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之
規
定
。
在
此
並
不
需
有
法
律
保
留
 

，
蓋
國
家
可
得
干
預
之
範
圍
，
由
合
憲
秩
序
對
人
格
自
由
發
展
之
限
制
卽
可
直
接
推
論
出
。

:
&

如

下

述2
a

)

所
示
，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I

項
係
以
人
格
之
自
由
發
展
來
保
障I

般
行
爲
S

由

，
倘
一
般
行
爲
 

自
由
只
受
合
憲
秩
序
之
拘
束
(
只
要
該
行
爲
不
侵
害
他
人
之
權
利
或
違
反
風
俗
法
)
，
則
此
所
稱
之
合
憲
性
秩
序
之
槪
 

念

，
只
能
被
r

解
爲
遵
守
憲
法
上
之
K

質
及
形
式
規
範
之
一
般
法
律
秩
序
，
亦
卽
其
須
爲
合
憲.

N

法
律
秩
序
。
在
此
竞



義

下

，
明
斯
特(

M
u
n
e
s
t
e
r

〕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在
系
爭
案
件
中
亦
稱
合
憲
秩
序
爲
「
依
照
憲
法
的
」
，
「
依
憲
法
所

 

建
立
且
在
憲
法
之
範
圍
內
之
法
秩
序
」
。

下
述N

說
法
並
不
能
推
翻
上
述
Z
結
果
，
卽

「
合
憲
秩
序
」
在
其
他
之
基
本
法
條
文
中
必
然
有
其
他
意
義
，
但
其.

 

槪
念
則
須
具
有
相
同
之
內
容
。
對
其
所
爲
之
解
釋
，
大
多
依
其
槪
念
在
各
個
規
範
內
所
具
有
之
功
能
而
定
□
分
析
槪
念
 

所
在
之
法
律
構
成
要
件
，
會
發
現
其
經
常
在
於
界
定
規
範
相
對
人
所
應
受
拘
束
之
規
範
的
範
圈
。
此
卽
說
明
了
，
表
現
 

合
乎
憲
法
秩
序
而
有
拘
束
力
之
規
範
，
其
範
围
對
每
一
規
範
相
對
人
！

其
相
互
間
完
全
不
同
—
丨
並
非
皆
屬
扣
同
。
 

例
如
雖
然
立
法
者
完
全
受
憲
法
之
拘
束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三
項
)
，
在
其
他
相
關
之
情
形
丨
—
例
如
基
本
法
第
九
 

條

、
刑
法
第
九
十
a
條
—

孙
坩
能
要
求
將
「
憲
法
秩
序
」
之
概
念
限
於
某
些
憲
法
之
基
本
原
則
；
而
合
法
地
限
制
人
 

民
之
一
般
行
爲
H
由

，
不
單
只
是
以
憲
法
或
只
是
以
「
憲
法
基
本
原
則
」
加
以
限
制
，
而
是
以
在
形
式
上
及
S
質
上
均
 

合
憲
之
法
律
規
範
加
以
限
制
。

此
亦
町
由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I

項
之
制
定
過
程
中
得
到
證
實
。
其
係
源
0

立
憲
會
讒
之
原
則
委
員
會
(G

r
u
n
d

 

s
t
z
a
u
s
s
c
h
i
u
s
s

 

)
之
男
士
金
湖
草
案(

d
e
r

 
n
e
r
r
e
n
c
h
i
e
m
s
e
e
-
.
E
n
t
w
u
r
f

 

)
第
二
條
，
該
條
第
二
項
明-

3

 

表
示
：

「
任
何
人
在
法
秩
序
及
善
良
風
俗N

界
限
內
可
爲一

切
之
行
爲
，
只
要
之
侵
犯
第
一
-•
人

之

由

」
。
在
討
論
之

 

過
程
中
，
爲
避
免
疑
慮
，
乃
根
據
黑
森
郭
之
憲
法
探
用
「
合
憲
秩
序J

 
(
 ve

r
f
a
s
s
u
n
g
s
m
a
e
s
s
i
g
e

 

o
r
d
n
u
n

oq〕

 

之
槪
念
。
當
時
在
最
後
之
足
稿
中
，
則
兩
種
槪
念
併
存
。
是
以
在
主
要
委
員
會
二
讀
時
，
有
卞：

要
委
员
會
之
版
本
至

 

，
以
及
編
輯
委
M
會
之
版
本
b
T
其
文
字
如
下
(
立
憲
會
議
印
刷
品

〗.4
9
1
5
4
3

〕
：



八

第
二
條

a)
「
⑴
任
何
人
均
有
主
張
生
命
及
身
體
不
受
侵
犯
、
個
人
Z
自
由
及
安
全
之
權
利
。

⑵
任
何
人
均
有
自
由
發
展
其
人
格
之
權
利
，
但
以
不
侵
害
他
人
之
權
利
且
不
違
反
憲
法
秩
序
或
道
德
規
範
爲
限
。
 

⑶
此
等
楢
利
僅
得
依
法
律
干
預
之
。
」

y

「
{!)
任
何
人
均
有
作
爲
或
不
作
爲
之
自
由
，
但
以
不
侵
害
他
人
之
欐
利
及
廉
法
秩
序
或
道
德
規
範
爲
限
。

⑵
任
何
人
均
有
主
張
生
命
及
身
髓
不
受
侵
犯
Z
權

利

。
此
等
權
利
僅
得
依
法
律
千
預
Z

。J 

就
此
編
輯
委
員
會
在r
註

解

」
中
加
以
說
明
：

「
⑴
依
普
通
編
輯
委
員
會
之
見
解
，
第
二
條
首
先
匾
保
障
一
般
之
行
爲
&
由

。

⑵
不
淸
楚
的
是
，
主
要
委
員
會
在
第I

項
中
所
謂
安
全
之
權
利
內
容
爲
何
。
其
只
能
是
人
格
自
由
之
表
現
。
 

⑶
人
格
Z
自
由
發
展
，
基
本
上
是
在
國
家
秩
序
以
外
所
發
生
Z
過

程

。

⑷
主
要
委
員
會
i

H

項
規
定
得
依
法
律
干
預
之
櫳
利
，
不
僅
指
第
一
項

，
亦
係
指
第
二
項
所
規
定
之
權
利
而
言

 

C

但
在
第
二
項
所
規
定
自
由
發
展
人
格
Z
權

利

，
已
於
該
條
第
二
句
中
做
了
限
制
。
因
此
第
三
項
必
須
當
成
第|

項
之

 

第
二
句
。
此

外

，
依
所
選
定
之
版
本
，
第
二
項
所
指
之
權
利
，
在

I

般
法
律
保
留
之
下
，
臛
软
最
廣
義
解
。
是

以

，
任
 

何
規
範
，
例
如
基
於
自
己
創
設
Z
鬌
察
習
慣
法
，
皆
得
干
預
這
些
檣
利
。

立
廉
會
議
於I

九
四
九
年
五
月
六
曰
二
讓
時
，
就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有
關
法
律
保
留
之
部
分
卽
探
用
了
鑣
輯
委
員
會



之
版
本
。
由
此
可
知
其
亦
認
爲
，
此
之
行
爲
自
由
應
在
所
冇
合
憲
性
法
律
保
留
之
下
受
保
障
。J

(c)
在
學
說
上
經
常
出
現
不
同
之
意
見
，
依
其
見
解
，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之
權
利
將
會
「
空
洞
化
」
(
一ee

r
l

 

sru
f
e
n

〕
，
因
其
受
一
般
法
律
保
留.N

限

制

。
然
而
其
卻
忽
略
了
，
基
本
法
中
規
定
之
立
法
權
比I

九
一
九
年
帝
國

 

憲
法
中
Z
規
足
受
到
更
多
之
限
制
。
當
時
不
只
是
許
多
基
本
權
利
由
於
依
憲
法
公
佈
Z
法
律
之
一
般
性
的
法
律
保
留
，
 

而
事
實
上
變
成
「
空
洞
化
」
；
立
法
者
亦
得
隨
時
藉
著
修
改
憲
法
之
多
數
決
所
公
佈
之
法
律
，
於
個
案
中
擺
脫
憲
法
上

 

之
限
制
。
反M

，
基
本
法
建
立
了
一
個
與
公
權
力
相
區
分
並
受
價
値
拘
束
之
秩
序
(w

e
r
t
g
e
b
u
n
d
s
e

 o
r
d
n
u
n
g
〕

=
經

由

此一

秩

序

，
人
類
之
特
性
、
自
我
责
任
及
尊
嚴
，
在
國
家
社
會
中
應
受
到
保
障
(
聯
弗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2

,
1

 

;
5
,
8
5

 

這
個
價
値
秩
序
之
最
高
原
則
應
受
保
障-

而
不
得
經
由
修
憲
加
以
改
變
(
基

本

法

第|

條

、
二
十
條
及
 

七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
。
不
得
有
憲
法
破
棄
(v

e
r
f
a
s
s
n
g
s
d
u
r
c
h
b
r
s
h
u
n
g

〕
；
憲
法
審
判
權
監
督
立
法
者
應
受

 

憲
法
之
拘
束
。
形
式
上
合
秩
序
之
法
律
，
尙
不
得
稱
爲
其
已
「
合
憲J

 D
必
須
其
货
質
上
亦
符
合
民
主
自
由
基
本
秩
序

 

之
最
高
基
本
價
値
，
以
及
憲
法
上
之
價
値
秩
序
，
惟
其
亦
包
括
未
明
文
規
定
之
憲
法
基
本
原
則
及
基
本
法
之
基
本
決
足

 

，
特
別
是
法
治
國
家
基
本
原
則
及
社
會
國
家
原
則
。
因
此
法
律
尤
其
不
得
®
犯
人
性
之
尊
嚴
，
其
乃
基
本
法
之
最
髙
價

 

値

，
同
時
亦
不
得
對
人
之
精
神
上
、
政
治
上
及
經
濟
上
自
由
加
以
限
制
，
以
致
於
侵
犯
到
其
本
質
內
涵
(
基
本
法
第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
第
一
條
第
；二
項
，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
。
由
此
可
知
，
各
個
人
民
在
私
人
生
活
之
形
成
方
面
，
享
有
憲
法

 

效
力
之
保
留
權
，
亦

BII
冇
人
性
S
由
最
後
不
可
侵
犯N

範

圍

，
其
不
容
許
公
權
力
加
以
侵
犯
。
對
人
民
造
成
侵
犯
之
法

 

律
不
可
能
成
爲
「
合
憲
秩
序
」N

I

部
分
；
其
應
由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宣
告
爲
無
效
。



由
上
所
述
得
知
，
_
1
個
法
律
規
範
必
須
完
全
符
合
這
些
要
求
，
且

亦

I

直

屬

於

「
合
廉
秩
序
」
之
一
部
分
，
始
得

 

對
人
民
之一

般
行
爲
自
由
範
團
有
#
地
加
以
限
制
。
程
序
法
上
之
意
義
爲
：
任
何
人
得
以
憲
法
訴
願
之
方
式
，
主
張
某

 

|
限
制
其
行
爲
自
由
之
法
律
不
符
憲
法
秩
序
，
因

其

(
形
式
上
或
內
容
上
)
違
反
個
別
之
憲
法
規
定
或I

般
之
憙
法
基

 

本
原
則
，
而
使
其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之
基
本
權
利
受
到
侵
害
=

3.
出

境
Z
自
由
亦
不
屬
基
本
法
第
十I

條
第
一
項
所
保
護
之
在
德
國
境
內
之
遷
徙
自
由
，
故
其
靥
基
本
法
第
二
接

 

第
一
項
一
般
行
爲
自
由
之
表
現
，
在
合
憲
秩
序
(

合
憲
之
法
律
秩
序
)
陔
制
之
範
圍
內
受
憲
法
之
保
障
。
問

題

是

，
 

護
照
法
是
否
腾
於
此
m

義
下
之
合
廉
秩
序
。
答
案
是
肯
定
的
。

a)
 

護
照
法
斜
所
有
欲
S

國
境
至
外
國
之
德
國
人
，
規
定
護
照§

(
F
a
s
s
z
w
a
n
g

 
)
，
此
乃
出
境
時
重
要
Z 

形
式
上
限
制
。
由
於
依
通
說
之
見
解
，
該
法
賦
與
人
民
聲
請
簽
發
護
照
之
法
律
請
求
權
，
僅
於
具
備
特
定
Z
要

件

時

，
 

始
得
担
絕
發
與
護
照
，
是
以
該
法
乃
保
障
自
由
出
境
之
原
則
，
亦
卽
考
廉
到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I

項
推
定
自
由
(
 

F
^
e
i
h
e
i
t
s
s

 目

 c
t
u
D
g
 )
之

原

則

。

b)
 

拒
絕
發
與
護
照
之
理
由
分
別
列
擧
於
護
照
法
第
七
條
中
。
在
此
有
關
之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第I

款
對
於
認
爲
有
危

 

害
德
國
或
某I

邦
內
部
或
外
部
安
全
者
得
拒
絕
護
照
之
規
定
，
並

無
可
指
摘

。
倘
認
爲
有
危
害
「
其
他
重
大
利
益
」
之
 

顯
慮
卽
足
，
則
可
能
會
有
問
題
。
使
用
此
種
內
容
上
如
此
不
確
定
Z
槪

念

，
容
易
產
生
危
險
，
卽
担
絕
發
與
護
照
事
實

 

上
操
之
於
護
照
機
關
之
裁
量
，
而
無
法
加
以
審
査
。
倘

如

此

，
則
該
規
定
就
沒
有
存
在
之
必
要
.，因
立
法
者
得
依
其
灌

 

利
對
自
由
Z
限
制
加
以
規
定
，
而
不
須
藉
著
不
明
確
之I

般

條

款

，
讓
各
饀
行
政
機
關
就
個
案
衡
量
其
界
限
(
參
照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集2

,

 

H
4

 )
。
惟
上
述
之
情
形
，
在
此
並
不
存
在
。

依
護
照
法
第
七
條
第I

項
第
一
款
之
規
定
，
首
先
必
須
確
定
特
定
之
事
實
，
依
該
事
實
足
以
認
定
危
害
到
德
國
之

 

重
大
利
益
。
這

「
其
他
重
大
利
益J

之
槪
念
，
正
如
行
政
法
院
曾
正
確
表
示
過
，
乃

I

種
不
確
定
之
法
律
槪
念
，
而
行

 

政

法
院

對I
特
定
之
生
活
事
件
是
否
亦
靨
於
此
槪
念
下
，
有
充
分
之
審
査
權
限
。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亦
正
確
地
認
爲
-
由

 

護
照
法
第
七
條
第I
項

第

I

款
的
三
個
構
成
要
件
之
關
係
，
應
可
得
出
該
法
之r

其
他
重
大
利
益
」
係
指
下
述
之
構
成

 

要

件

，
卽

r

其
重
要
性
雖
與
其
他
二
個
構
成
要
件
不
同
——

但
亦
相
差
不
遠
」
，
其

相

當

「
重
要
而
基
於
強
制
性
之
國

 

家
政
策
之
理
由
，
應
被
置
於
在
德
國
境
內
自
由
發
展
之
前
」

。
如

此

解

釋

，
則

該

規

定

與

~
般
法
治
國
家
原
則
，
特
別

 

是
依
法
行
政
之
基
本
原
則
相
符
。

4
因
此
倘
能
確
定
護
照
機
關
及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所
依
據
Z
規
定
在
憲
法
上
無
可
指
摘
，
則
仍
有
可
能
這
些
機
關
於

 

適
用
這
些
規
足
時
違
反
憲
法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常
表
示
，
其
對
針
對
法
院
之
判
決
所
提
起
之
憲
法
訴
願
並
不
就
全
部
之

 

磨

爲

審

査

，
而

係

只

就

是

否

違

反

特

別

產

法

(s
p
e
z
i
f
i
s
c
h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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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之
觀
點
加
以
審

 

査

。
在
此
適
用
此
原
則
時
，
並
不
須
審
査
所
有
參
與
訴
訟
程
序
之
機
關
及
法
院
所
爲
之
衡
量
在
憲
法
上
是
否
均
無
問
題

 

。
做
爲
《
威

性

之

法

律

審

査

邦

行

政

法

院

，
倘
其
拒
絕
發
給
護
照
之
衡
量
能
通
過
憲
法
上
之
審
査
，
則

足

矣

。
本

 

案
卽
臑
於
此
種
情
形
。
前
巳
述
及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正
確
地
以
與
基
本
法
之
自
由
法
治
國
家
精
神
相
符
Z

「
其
他
重
大
利

 

益

J

槪
念
爲
出
發
點
。
倘
進
一
步
依
所
調
査
而
訴
—

請
人
大
致
上
沒
有
異
議
之
事
實
，
可
認
定
訴
f

請
人
做
爲
護

 

照
之
所
有
人
，
將
會
危
害
德
國N

重

大

利

益

，
甚
至
所
危
害
者
爲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審
査
時
之
界
限
，
應
與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扣
同
■，
因
此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並
未
牴
觸
其
解
釋
之
原
則
，
亦
不
違
反
憲
法
之
其
他
規
定
，
特
別
是
訴
願
人
主
張
而
未

 

詳
細
說
明
理
由
之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及
第
六
條
。

同
樣
的
訴
願
聲
請
人
未
附
理
由
所
主
張
之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所
受
之
侵
杳
亦
不
存
在
。
雖
然
該
憲
法
條
文
包
括
其
於

 

國
內
及
國
外
發
表
意
見
之
權
。
倘
爲
保
護
高I

層
之
法
益
(
在
此
卽
國
家
之
安
全
及
重
要
利
益
〕
而
對
出
境
之
權
利
加

 

以
限
制
，
則
訴
願
聲
諝
人
不
得
只
爲
其
能
在
國
外
發
表
意
見
而
主
張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之
權
利
。

5.
是
以
本
件
崽
法
訴
願
並
不
成
立
。
惟
駁
囘
其
聲
請
並
不
表
示
同
意
護
照
機
關
不
具
理
由
而
拒
絕
訴
願
聲
諝
人
之

 

護
照
延
長
程
序
。
雖
然
護
照
機
關
得
主
張
依
一
九
五
二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所
制
定
之
護
照
法
施
行
之I

般
管
理
規
定
第
二

 

十
五
條
第I

項

，
於

有

「
特
別
規
定
時
」
得
例
外
地
不
附
理
由
。
但
此
例
外
規
足
，
與
人
民
於
權
利
受
到
侵
害
時
，
有
 

權
得
知
其
理
由
之
法
治
國
家
菡
本
原
則
並
不
相
符
；
羞
唯
有
如
此
，
人
民
才
能
適
當
地
防
衞
其
權
利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只
有
在
護
照
機
關
已
於
行
政
法
院
之
程
序
中
說
明
其
理
由
，
使
訴
願
聲
請
人
得
對
之
表
示
其
意
見
-
且
結
果
證
實
護
照

 

機
關
之
決
足
有
理
由
時
，
才
可
考
慮
不
廢
棄
其
決
定
。



關
於
「
人
身
不
受
侵
犯
之
基
本
權
要
求
」
之
判
決
(體
液
抽
驗
案
)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十
六

辑

第
一
百
九
十
四
頁
至
第
二
百
〇
三
頁

譯

者

：
吳
從
周

憲
法
上
人
身
不
受
侵
犯
之
基
本
權
要
求
在
依
刑
爭
訴
訟
法
第
八

t-
l
條

a
發
佈

fe
液
抽
驗
命
令
之
倩
況
下
，

尙

須

 

考

M

到
擬
執
行
的
人
身
侵
犯
手
術
與
犯
罪
事
貨
的
重
大
性
應
處
於
適
當
之
關
係

D
 

1

九
六
三
年
六
刀
十
日
第
一
庭
判
決

 

1
丨
 I .

 B
V
K

 7
9
0

 /
 58
 ——

本
案
件
是
商
人R

o
b
e
r
t
.

 N
.

…

(
訴
訟
代
理
人
：
律
師
…
…

〕
不
服
m

M
黑
區
法
院
一
九
五
八
年
九
月
十|

 B 

判
決
—
案

號8

 Cs

 67

 

/

 58

丨
及
慕
尼
黑
地
方
法
反
一
九
五
八
年
十
月
十
四
日
判
決
—
案
號U

Q
S

 3
0
4

 

/

 5

00
 

I
所
提
起
之
憲
法
訴
願
。

判
決
主
文
：

慕
圯
黑
區
法
院I

九
五
八
年
九
月
十I

日
判
決
1
.案

號8
 Cs
 6

7
X

5
8

 
1

及
慕
尼
黑
地
方
法
院
一
九
五
八
年



-
四

十
月
十
四
日
判
決
—

案
號n

 Qs

 30
4

 /

 58

丨
侵
害
憲
法
訴
願
人
猄
@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之
基
本
楢
利
，
應
予
 

殿
棄
。
案
件
發
闾
慕
尼
黑
區
法
院
。

理
由
：

A
 '

L
憲
法
訴
願
人
乃
慕
尼
黑
針
織
様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之
經
理
及
擁
有1

9
0
0
0

馬
克
股
份
之
大
股
東
.，
與
其
同
往
，
 

現
年
八
十
九
歲
之
年
邁
母
親
則
是
擁
有
S
0
0
馬
克
股
份
之
公
司
股
觅
。
因
爲
擔
任
經
理
之
憲
法
訴
願
人
0
信
其
並
無

 

義
務
重
覆
囘
答
手
工
業H

會
所
寄
發
之
意
見
調
査
表
，
所
以
未
按
規
定
塡
寫
，
反
而
I
I
如
檢
査
官
所
陳
述
者
I
—
記
 

載
一
些
不
合
要
求
的
、
嘲
諷
的
，
甚
至
部
分
根
本
毫
無
a

義
的
評
語
，
致
使
該
公
司
被
課
以.

兩

次

5
0
0
馬
克
的
罰
鐘
。
 

由
於
憲
法
訴
願
人
在
此
之
前
已
公
開
宣
誓
就
任
公
司
之
法
定
代
理
人
，
因
此
這
些
罰
鑀
便
成
爲
公
司
的
不
利
損
失
。
又
 

因
爲
道
些
罰
鍰
之
裁
決
乃
肇
因
於
憲
法
訴
願
人
，
致
使
公
司
蒙
受1

0
0
0

馬
克
的
損
失
，
故
訴
願
人
被
以
違
反
股
份
冇

 

限
公
司
法
第
八
十I

條
a
 (
機
關
背
信
罪
)
爲
由
提
起
公
訴
D

在
主
審
程
序
中
，
區
法
院
法
官
命
被
告
接
受
醫
療
檢
査
，
以
確
定
其
有
無
貴
任
能
力
。
法
醫
根
據
診
斷
檢
査
結
果

 

斷
定
被
告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可
能
罹
患
疾
病
；
爲

進

I

步
澄
淸
，
法
骼
認
爲
有
必
要
作
血
液
檢
驗
及
液
K

抽
驗
(
M
龅
液
 

艎
及
脊
■
液
瞌
)
，
這
種
檢
驗
必
須
以
一
根
畏
針
管
刺
入
腰
部
脊
髓
(
腰
部
穿
■刺
術
I

—

L
u
m
b

ELp
u
n
k
t
i
o
n

 

)
或
顱
 

骨
與
M

上
端
頸
椎
之
問
的
頸
脊
髓
(
枕
骨
穿
刺
術
丨
—o

k
z
i
p
i
t
a
l
p
c
n
k
t
i
g

 

)
的
椎
骨
柱
中
。
因
爲
憲
法
訴
願
、人
拒



絕
實
施
這
植
檢
驗
，
因

此

，
匾
法
院
乃
根
據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八
十I

條
a
作

成

|

九
五
八
年
九
月
十
一
日
之
判
決
-
命

 

令
慕
尼
黑
大
學
神
經
專
科
酱
院
進
行
該
檢
驗
。

憲
法
訴
願
人
不
服
該
判
決
而
提
起
憲
法
訴
願
，
主
張
液
體
抽
驗
乃
是
一
種
最
爲
疼
痛
的
手
術
(E

i
n
g
r
i
f
f

〕
。
這
 

項
液
膛
抽
驗
其
實
是
不
必
要
的
，
羞

其

責

任

能

力

才

剛

在

~
年
前
一
次
由
其
主
勤
告
發
的
傷
證
罪
審
理
程
序
中
，

I

份

 

s

的
鑑
定

所

肯

認

。
法
院
的
命
令
欠
缺
必
要
的
確
定
性

(B
e
s
t
i
m
B
t
h
e
i
t

 )
，
因
爲
還
有
好
幾
種
液
膛
抽
驗
的
方

 

式

.由

此

*
這
項
卽
將
進
行
的
身
.腹
手
術
應
被
精
確
地
加
以
認
定
。
這
種
強
制
而
粗
暴
的
手
術
最
後
可
能
足
以
嚴
重
地
. 

動
搖
訴
願
人
因
過
量H
作
而
原
本
在
精
神
上
便
已
負
擔
沈
重
的
心
理
結
構
。

地
方
法
院
在
一
九
五
八
年
十
月
十
四
日
以
無
埋
由
判
決
駁
囘
該
訴
願
。
針
對
憲
法
訴
願
人
所
指
謫
之
欠
缺
必
要
的

 

f

性

，
判
決
中
指
出
：
匾
法
院
之
判
決
雖
然
並
未
確
定
應
探
行
腰
部
穿
刺
術
或
是
枕
骨
穿
刺
術
。
但
此
並
非
絕
尉
必

要

，
根
據
法
酱
在
電
話
中
所
作
之
報
告
，
此
二
種
手
術
是
被
同
等
評
價
的
，
因
此
可
讓
諸
實
施
手
術
的
醫
生
自
由
選
擇

°

2
憲
法
訴
願
人
指
謫
上
述
判
決
侵
害
其
源
目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及
第I

〇

三

條

第I

項

之

基

本

锺

。
法
院
審

 

判
違
法
之
處
主
要
在
於
，
地
方
法
院
使
用
法
醫
以
電
話
所
作
之
報
告
而
未
予
憲
法
訴
願
人
表
示
意
見
之
機
會
。
對
於
人

 

身
不
受
侵
犯
！8

所

受

之

侵

害

，
訴
願
人
主
張

.•液

te
抽
驗
的
兩
種
方
式
，
雖
皆
有
身
體
不
適
之
後
果
，
但
枕
骨
穿
刺
術

 

在
程
度
上
顯
然
較
甚
於
腰
部
穿
刺
術
。
因
此
'，
法
院
不
得
將
這
兩
種
手
術
方
式
讓
諸
醫
生
自
由
選
擇
。
液
髗
抽
驗
將
會

 

以

最
嚴

重

，
且
或
許
根
本
是
不
必
要
的
，
尤
其
是
遼
有
其
他
足
以
證
明
其
貴
任
能
力
之
方
式
危
害
憲
法
訴
願
人
之
健
康
。

一
五



3.
拜

恩

邦

(B
a
y
e
r
i
s
c
h
e

〕
司
法
部
長
認
爲
憲
法
訴
願
人
無
理
由
。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並
未
被
違
反
，
盖
法
院
之

 

命4
^

根
搣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八
十
一
條
a
 ,
亦
卽
根
據
法
律
而
發
佈
的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因
此
而
諝
求
前
漢
堡
大
學
神
經
病
理
學
附
設
醫
院
院
長
，D

r
.

 F
e
t
t
e

敎

授

，
對
下
列
事
項
作

 

成
專
家
隹
定
：
腰
部
穿
刺
術
及
枕
骨
穿
刺
術
對
關
係
人
具
有
何
種
重
要
栓
及
具
有
何
種
身
醍
及
心
理
上
之
後
果
.，
是
否

 

二
者
對
铀
係
人
而
言
應
被
同
等
評
價
抑
或
枕
骨
穿
刺
術
基
本
上
較
爲
疼
痛
和
危
險
。
同

時

，
液
體
抽
驗
以
證
明
被
告
責

 

任
能
力
之
必
要
性
程
度
如
何
。
鑑
定
結
果
如
下
..

腰
部
及
枕
骨
穿
刺
術
如
果
由
專
家
實
施
並
不
會
產
生
任
何
不
良
後
果
，
它
們
不
致
造
成
心
理
打
擊
及
身
體
傷
害
，
 

特
別
是
不
致
對
健
康
產
生
不
良
後
果
，
卽
使
是
違
反
關
係
人
之
意
願
而
進
行
時
亦
同
。
道
兩
種
液
賸
抽
驗
的
方
式
對
關

 

係
人
而
言
應
被
同
等
評
價
。
惟
在
腰
部
穿
刺
術
約
有
十
％
的
案
例
會
出
現
較
多
天
的
頭
痛
、
背
痛
及
噁
心
等
身
膣
不
適

 

;
但
在
枕
骨
穿
刺
術
則
不
致
如
此
，

一

般

而

言

，
後
者
亦
較
不
疼
痛
。
在

本

案

中

，
以
液

II
抽
驗
來
判
斷
精
神
狀
況
似

 

乎
並
非
絕
對
必
要
。
因
爲
截
至
目
前
爲
止
之
診
斷
結
果
，
客
觀
上
並
未
得
出
任
何
神
經
系
統
的
組
織
受
傷
的
預
兆
。

4
聊
邦
司
法
部
長
認
爲
本
件
以
審
判
違
法
提
起
之
憲
法
訴
願
有
理
®

，
其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之
處
在
於

 

:
根
據
最
近
之
判
決
，
在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發
佈
處
置
命
令
以
前
，
應
審
播
考
量
手
術
侵
害
的
嚴
重
性
與
捩
制
栽
之
犯
罪

 

行
爲
的
重
要
性
間
居
於
何
種
關
係
。

B

、
地
方
法
院
之
判
決
是
否
違
反
基
本
法
第I

o

三
條
第
二
項
，
尙

未

確

定

。
惟
本
件
憲
法
訴
願
已
可
因
人
身
不
可
侵



犯
之
基
本
灌
受
侵
害
(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
而
判
決
有
理
由
。

I.
以
一
根
長
針
管
抽
驗
腦
髓
及
脊
絕
液
皚
是I

項
不
算
睡
微
的
手
術
侵
害
，一

項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意
義
下

 

對
人
身
不
可
侵
犯
權
之
侵
害
。
儘
管
當
這
項
手
術
由
醫
師
依
醫
療
規
則
進
行
時
，
正
常
清
況
下
並
無
危
險
，
但
仍
有
可

 

能
出
現
像
疼
痛
及
噁
心
等
這
類
身
體
不
適
干
捷
健
康
狀
態
，
甚
至
依
專
家
鑑
定
結
果
，
在
腰
部
穿
刺
術
遢
必
須
預
期
有

 

十
％
的
1
例
會
發
生
上
述
症
狀
，
茌
特
殊
情
況
下
，
液
鼴
抽
驗
可
能
通
會
導
致
嚴
重
的
倂
發
症
(
參

閱P
s
c
h
y
r
e
m
b
e
l

 

)
，
醫

學

詞

典

，
對
禁
忌
徵
象
(k

l
r
a
i
n
d
i
k
a
t

o-n

^
丨

譯

按

：
指
不
宜
使
用
某
種
程
序
法
之
狀
態
)
的

說

明

，

1
2
bo
f
 15

3

 An
f
l
.
，

詞

目

：
腰

部

穿

刺

術

)
。
因

此

，
帝
國
社
S

險
局
丨
丨
畠
其

ffi
M
^

lll
件

^
_
丨
數
十
年
前

 

早
已
在
一
個
後
來
一
直
被
遵
守
的
判
決
中
正
確
地
評
僙
遢
此
種
手
術
，
在

當

時

，
該
局
判
示
：
拒

液

腌

抽

驗

而

剝

 

奪
其
年
金
請
求
.灌
係
無
理
由
的
。
(
參

閱

，A
m
t
l
i
c
h
e

 JJ
a
c
h
r
i
c
h
t
e
n

 fifr

 R
e
i
c
h
s
s
r
s
i
c
h
e
r
u
n
g

 1
9
2
9

 年

 *
 

1
6
4

 頁

；1
9
3
0

 年

.1
6
3
-

頁

；E
n
t
s
c
h
e
i
d
u
n
g
e
n

 u
n
d
s
i
t
t
e
j
l
u
n
g
e
n

 d
e
s

 R
e
i
c
h
s
v
e
r
s
i
c
h
e
r
u
n

oq—

 

s
m
t
e
s
,

第

4
6

册

，

〔1
9
4
0

年

〕

，2
6
3

頁

)
此

判

決

係

根

據I

份
帝
國
衝
生
局
之
追
定
作
成
，
該
鑑
定
認
爲

 

，
只
有
在
：
除
了
於
手
術
進
行
之
際
有
特
別
之
安
全
措
施
之
外-

事
先
尙
M
經
詳
盡
的
專
科
醫
師
之
硏
究
以
避
免
腦
部

 

過
度
負
荷
之
情
形
下
，
才
能
認
定
該
手
術
保
證
具
有
較
高
機
率
之
無
危
險
性
(G

e
f
a
h
r
l
o
s
i
g
k
e
i
t

 )
。
同

樣

地

，
也

 

必
須
在
衆
多
的
條
件
限
制
之
下
，
才
能
肯
認
該
手
術
具
有
相
對
的
無
疼
痛
性
(S

c
h
m
e
r
z
l
o
s
i
g
k
e
i
t

 
)
。
該
鑑
定
特

 

別
強

調

，
對
神
經
機
能
病
患
者
而
言
，
存
在
着
因
手
術
致
使
神
經
機
能
僵
化
停
止(

n
s
r
o
t
i
s
c
h
e
r

 Fi
x
a
t
i
o
n

 
)
 

之

危

險

，
在

~
個
違
反
病
患
之
意
願
而
進
行
之
腰
部
穿
刺
術
中
，
此
種
危
險
尤
有
升
高
之
虞
。
此

外

，
一

九
五
五
年
七

一
七



月
五
日
發
佈
之
執
行
性
病
防
治
法
之
第
二
行
政
命
令(

d
i
e

 z
c
s
i
t
e

 v
e
r
o
r
d
n
u
n
g

 
)
 (

B
G

B
r

I
.

 4
0
2

頁

 

)
亦
將
液
艟
抽
驗
列
爲
須
經
病
患
同
意
始
得
施
行
之W

f
i
S

。

2
人
身
不
受
侵
犯
權
只
能
依
據
法
律
加
以
限
制
(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第
三
句

 >

。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八
十
一
條

 

a
作
爲
形
式
上
之
法
律
已
足
以
滿
足
此
項
要
求
。

㈣
在

I

九
五
〇
年
九
月
十
二
日
公
佈
，
欲

在

法

院

組

織

、
民

、
刑
事
訴
訟
及
訴
訟
費
用
法
等
各
領
域
重
建
法
律

 

統

|

性
之
統
一
法

(B
G
B

 r

 4
5

5

頁

)
，
雖
使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八
十
一
條
a
獲
择
現
行
有
效
的
理
解
，
但
並
不
認

 

爲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之
基
本
權
利
受
到
限
制
。
此
處
實
並
未
涉
及
陔
項
規
定
合
憲
性
之
問
題
。
刑
事
訴
追
機
關
現

 

有
之
權
限
早
已
規
定
在
針
對
有
危
險
性
的
常
習
犯
及
保
安
處
分
之
法
律(

R
G
B
r

 I
.

S
0
0

頁

)
的
施
行
法
第
二
條

 

第
四
款
中
；
上
述
的
統
一
法
只
是
重
申
陔
權
限
，
但
並
未

擴

張

之

。
基
本
法
第
十
九
條
第
一
頊
第
二
句
之
規
定
與
本
案

 

無

關(
w
v
e
r
f
G
W

 S
,.

 1
3

〔
 
l
cn
f
f.
〕
)
。

⑹

且
就
內
容
而
言
，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八
十I

條
a
在
此
唯
一
重
要
之
範
圍
內
I

卽
發
佈
命
令
強
制
對
被
告
進

 

行
液
體
抽
驗
的
容
許
丨
丨
並
未
牴
觭
基
本
法
。

@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八
十I

條
a
規

定

，
爲
確
定
對
訴
訟
程
序
具
有
重
要
性
之
事
實
，
得
命
被
告
接
受
驗
血

 

及
其
他
由
醫
師
依
醫
療
規
則
基
於
檢
査
目
的
所
爲
之
身
M
手

術
(
E
i
n
g
r
i
f
f
e

 
)
，
此
項
手
術
如
對
被
告
健
康
並
無

 

不
利
之
虞
者
-
毋
溽
獲
得
被
告
同
意
。

在
文
獻
上
針
對
本
項
規
定
之
合
憲
性
所
提
出
之
質
疑
1

 乏
根I

t
s
。

論
者
或
指
責
，
該
規
定
未
要
求
犯
罪
嫌
疑
確



定

之

程

度

，
因

此

，
顏
然
違
反
無
罪
推
定
原
則
(
主
此
說
者
如S

a
x
,

 G
r
u
n
d
s

BSt
ze

 d
e
r

 s
t
r
a
f
r
s
h
t
s
p
f
l
e
g
e

 

in
 Be

t
t
e
r
m
a
n
n
/

N
i
p
p
e
r
d
e
y
/

s
c
h
s
n
e
r
,

 G
r
u
n
d
r
e
c
h
t
e

 JI
I
/
2

 ,

第
 

9
7
3

 
頁

以

下

，
特

別

是

CC
8
3
 

頁

以

下

)
；
或
指
貴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八
十I

條
a
所
使
用
之
槪
念
缺
乏
明
確
之
界
限
(
主
此
說
者
如S

a
r
s
t
e
d
t

 be
i

 

I
^
i
v
e

 /
 

R
o
s
e
n
b
e
r
g
,

 S
t
r
a
f
p
r
0
2
e
>

0
r
d
n
u
n
g
,

第

 

2
1

 版

，
S

6
2
年

，
§

八
十
 一
條
 a
註

釋
1
 )
 ®
 按
得

 

基
於
犯
罪
嫌
疑
人
(
被

告

)
之
特
殊
地
位
而
允
許
對
其
作
特
別
之
手
術
，
爲
刑
法
基
本
需
要
所
要
求
者
。
唯
依
照
符
合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八
十I
條
a
之
精
神
所
作
之
解
釋
，
必
然
會
自
明
地
得
出
如
下
結
論
.■法

官
發
出
命
令
之
前
匾
先
審
愼

 

考

童

，
是
否
當
時
存
在
之
犯
罪
嫌
疑
足
以
正
當
化
其
所
擬
採
取
之
措
施
。
因

此

，
得
承
認
者
係
：
法
律
並
不
要
求
須
形

 

式
上
確
定
足
夠
之
犯
罪
嫌
疑
，
才
可
發
佈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八
十
一
條
a
之

命

令

；
就
如
同
不
要
求
形
式
上
須
確
定
足
夠

 

的
犯
罪
嫌
疑
才
可
開
始
主
審
程
序
或
須
有
重
大
犯
罪
嫌
疑
才
可
題
押
一
樣
。

邢
事
訴
訟
法
第
八
十I

條
a
所
使
用
之
槪
念
廣
泛
而
不
確
定
，
這
種
指
責
是
正
確
的
。
但
此
種
不
確
定
性
並
不
會

 

導
致
該
規
定
無
效
。

一

項
未
被
完
全
掌
握
的
規
定
內
涵
，
可
經
由
考
量
其
定
法
目
的
所
作
之
解
釋
！

本
案
中
還
必
須

 

考
慮
到
基
本
法
的
價
値
標
準
I
—
而

得

出

，
這
點
實
不
足
爲
奇
。S

a
r
s
t
e
d
t

敎
授

自
己
也
指
出

，
只
有
當
對
被
告
所

 

作
之
手
術
與
被
控
告
罪
责
之
嚴
重
性
、
嫌
疑
之
重
大
性
、
結
果
之
可
能
性
以
及
判
決
之
價
値
(E

r
k
e
n
n
s
i
s
w
e
r
t

 
)
 

S

適
當
之

關

係

時

，
此
種
符
含
該
規
定
精
神
所
作
之
人
身
侵
犯
，
才

是

允

許

的

。
此

外

，
對
M
藏
在
法
律
文
義
背
後

 

之
人
身
不
可
侵
犯
性
所
作
之
侵
犯
，
其
實
是
存
有
一
條
絕
對
的
界
限
的
，

一
曰一

逾
越
將
危
及
基
本
權
之
本
質
內
涵=

本
項
規
定
在
憲
法
上
之
評
償
主
要
必
須
考
盧
到
：
該
命
令
之
發
佈
掌
握
在
法
官
手
中
.，
至
於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八



十
一
條
a
第

二

項

，
檢
察
官
及
其
_

佐
人
員
在
急
迫
情
形
下
亦
有
此
項
如
液
體
抽
驗
等
重
大
侵
害
人
身
之
權
限
，
則
並

 

無
實
際
之
重
要
性
。
法
律
期

於

法

官

者

乃

是

在

他

須

採

取

一

項

類

似

行

政

處

分

之

處

置

時

，
他
能
運
用
同
樣
特
有
的

 

法
官
的
思
維
方
式
，

一
如
其
對
行
政
機
關
在
其
裁
量
範
圍
所
爲
行
爲
之
司
法
審
査
。
這
正
是
法
律
將
此
重
要
的
命
令

 

交
付
於
法
苕
之
原
因
。

bb;
因

此

，
對
此
項
規
定
之
效
力
所
產
生
的
憲
法
上
質
疑
，
並
無
強
大
之
說
服
力
。
故
仍
不
能
排
除
依
個
別
考

 

量
所
爲
之
手
術
侵
害
經
由
憲
法
而
加
以
絕
對
地
禁
止
之
必
要
。
當
法
院
接
受
專
家
鑑
定
而
爲
判
決
時
，
液
體
抽
驗
並
不

 

f

此
處

所

禁

止

者

。

S

就
如
同
所
有
國
家
侵
犯
人
民
自
由
範
圍
時
之
淸
形
相
同
，
因

而

，
在
本
案
關
於
液
睡
抽
驗
的
判
決
中
，
法
官

 

亦
必
須
去
注
意
到
手
段
與
目
的
間
之
比
例
原
則
。
卽
使
是
根
源
於
法
治
國
家
非
常
重
要
之
合
法
性
原
則
(
刑

訴

法

第I 

五
二
條
第
二
項
)
，
故
基
於
調
査
犯
罪
之
公
共
利
益
的
需
要
，
在

I

般
情
況
下
可
正
當
化
其
尉
犯
罪
嫌
疑
人
自
由
之
侵

 

犯

；
侄
對
人
民
自
由
範
圍
侵
害
得
愈
嚴
重
，
其
實
公
共
利
益
的
滿
足
愈
少
。
因

而

，
爲
判
斷
目
的
與
措
施
間
的
比
例
關

 

係

，
必
須
考
量
到
該
項
擬
制
裁
之
犯
罪
行
爲
具
有
何
等
重
要
性
。
這
點
特
別
在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八

十I

條
a
所
允
許
用

 

以
確
定
犯
罪
嫌
疑
人
資
任
能
力
之
重
大
措
施
時
有
其
適
用
；
在

此

，
考
量
基
本
權
精
神
之
法
律
適
用
，
要
求
的
是
..擬

 

進
行
之
手
術
侵
犯
與
犯
罪
行
爲
之
重
大
性
間
處
於
適
當
之
關
係
，
因

而

，
爲
調
査
犯
罪
行
爲
而
造
成
之
後
杲
不
得
較
行

 

爲
人
所
可
能
接
受
的
刑
罰
負
擔
爲
重
。
職

是

之

故

，
法
官
必
須
遒
守
憲
法
，
在
個
案
中
衡
藎
法
律
所
允
許
採
取
之
措
施

 

與
禁
止
過
份
原
則
(
參
閱S

a
u
n
z
/

D
i
i
r
i
g
,

 Ko
m
m
s
t
a
r

 z
u
m

 G
r
u
n
d
g
e
s
e
t
2
,

foa
n
d
n
r
.

 4
0
,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註
棒
)
。
此
項
原
則
之
適
用
已
在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八
十I

條
爲
鏗
定
犯
罪
嫌
疑
人
精
神
狀
態
之
準
備
，
將
其
送

 

入
公
立
精
神
病
院
之
案
型
，
獲
得
普
遍
地
承
認
。
(
可
參
閱
3
r
. 4
7

 de
r

 Ki
c
h
d
i
n
i
s

 
f
c:
r
 da

s

 S
t
r
a
f
v
e
r

丨

 

s -h
r
e
n

 

)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亦

已|

再
地
將
此
原
則
適
用
於
钃
押
之
規
定(

B
v
e
r
f
G
E

 1
0
,
2
7
1

〔
 2

7
4

目d

 

t-'e
i
t
s
a
t
z

 
〕

)
。
因

此

，
刑
訴
法
第
八
十
一
條
a
之
合
憲
解
鞸
便
要
求
在
此
應
以
如
同
法
院
迄
今
爲
止
所
一
再
運
用

 

的

方

式

，
適

用

比

例

原

則

(
參

閱L
G

 G
b
t
t
i
n
g
s
，

M
D
K

 1
9
5
2
,

 6
2
9

 C 

6
3
0

 a
.

 E

〕

；

 B
a
y

 O
b
L
G
s
t

 

1
9
5
6
,

 1
8
0

〔
 1

8
6
〕

；

 O
L
G

 Ce
l
l
e
,

 Nd
s
.

 Re
c
h
t
s
p
f
l
e
g
e

 1
9
5
7
'

 1
5

〔

】
6

〕
)
。

3.
在

本

案

中

，
法
院
忽
略
了
此
項
原
則
。
由
憲
法
訴
願
人
擔
任
經
理
之
公
司
，
除
了
訴
願
人
以
外
還
有
其
年
邁
的

 

母
親
以
其
一
小
部
份
資
本
投
資
於
公
司
。
很

顯

然

地

，
其
母
親
已
同
意
其
對
手H

業
公
會
之
行
爲
或
者
至
少
訴
願
人
可

 

以
預
期
到
其
母
親
之
同
意
。
雖
然
全
體
肢
東
之
同
意
並
不
能
排
除
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法
第
八
十I

條
a
作
成
之
判
決
所

 

構
成

之

背

信

罪

，
蓋
公
司
之
財
產
爲
《

楢
人
之
擔
保
，
且
須
爲
債
權
人
而
保
存
以
作
爲
信
用
基
礎
(B

G
W
S

 

t 

2
W
 u

n
d

 di
e

 do
r
t

 a
n
g
e
f
u
h
r
t
e
w
e
c
h
t
s
s
p
r
e
c
h
u
n
g
)

 〇

惟

在

本

案

中

，
雖

被

課

處

罰

鍵

，
但
並
未
有
任
何
人

 

S

失

，
旣
非
公
司

本

身

，
亦
非
可
能
之
婕
權
人
。
整

體

而

言

，
其

所

牽

涉

者

乃

一

微

不

足

道

事

，
爲
此
所
課
處

 

的

，
亦
只
是
一
個
徴
不
足
道
的
刑
罰
，
甚
至
在
可
能
情
形
下
，
可
考
慮
因
微
罪
而
不
起
訴
處
分
。
相

對

於

此

者

，
以
上

 

述
兩
種
方
式
所
爲
之
液
賸
抽
驗
是
一
項
並
非
無
關
緊
的
人
身
侵
害
，
因
爲
此
件
微
不
足
道
的
小
事
而
違
反
被
告
意
願
，
 

強
令
其
接
受
此
植
手
術
，
實
不
足
以
構
成
正
當
化
之
理
由
。

因
爲
法
院
在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之
基
本
灌
效
力
範
圍
內
忽
視
了
比
例
原
則
，
因

此

-

上
述
判
決
應
予
廢
棄
。

二
 I



案
件
發
囘
區
法
院(

B
v
e
r
f
G
G
，

第

9
5

條

第

二

項

)



闋
於
「
人
民
集
會
遊
行
權
」
之
判
決

1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十
九

辑

第
三
百
十
五
頁
至
第

三
百
七
十
二
頁

譯

者

：
劉
孔
中

1.
 

人
民
透
過
行
使
集
會
自
由
而
撗
極
#
與
政
治
意
凫
及
意
思
形
成
過
程
的
權
利
係
屬
民
主
共
同
體
不
可
或
缺
的
功

 

能
要
素
。
此
項
S
由
權
的
此
種
蕋
本
意
義
，
在
立
法
者
制
定
限
制
基
本
權
的
規
範
時
以
及
官
署
及
法
院
解
釋
、
適
用
道

 

些
規
範
時
應
遵
守
之
。

2.
 

集
會
法
關
於
申
報
室
外
活
動
之
義
務
以
及
關
於
其
解
散
或
禁
止
的
規
定
，
若
在
解
釋
及
適
用
時
斟
酌
下
列
二
點

 

，
則
符
合
憲
法
的
要
求
：

⑻
申
報
義
務
不
及
於
突
發
的
示
威
以
及
違
反
義
務
者
並
不
當
然
铅
致
解
散
或
禁
止/

(b)
只
有
在
嚴
格
遵
守
比
例
原
則
下
，
爲
了
保
護
相
等
價
値
之
法
益
不
受
直
接
且
可
得
而
知
情
況
可
能
導
出
之
危

 

害

，
始
准
許
解
散
或
禁
止
。

3.
 

阈
家
官
署
應
以
和
平
進
行
的
大
規
模
示
威
爲
模
範
，
以
利
於
集
會
的
方
式
處
遇
，
並
不
得
在
缺
乏
充
分
理
由
的

 

情
況
置
行
之
有
效
的
經
驗
不
顧
。
主

辦

人

|

方
越
是
願
意
採
取
取
得
信
賴
的
措
施
或
有
利
於
示
威
的
合
作
，
背
署
基
於



公
共
安
全
受
危
害
而
干
涉
所
受
到
的
限
制
應
該
更
嚴
格
。

4
若
不
需
憂
廉
示
威
在
大
體
上
會
探
取
不
和
平
的
過
程
，
或
主
辦
人
及
其
支
持
者
會
追
求
此
種
過
程
或
至
少
贊
許

 

此

種

過

程

，
則
在
卽
使
各
別
個
人
或
少
數
人
有
可
能
採
取
越
軌
騷
亂
的
情
形
，
和
平
參
與
人
之
憲
法
授
予
每
個
人
民
之

 

集
會
目
由
仍
應
受
到
保
護
。
遇
有
上
述
情
形
而
對
活
動
整
體
所
作
之
預
防
挂
禁
止
必
須
以
對
危
檢
預
估
設
有
嚴
格
要
求

 

，
以

及

窮

蛊一

切

合

理

、
可
適
用
且
有
助
於

實
現
和
平
示
威
者
之
基
本
楢
利
的
手
段
爲
前
提
要
件
。

5.
 

行
政
法
院
在
暫
時
的
權
利
保
護
程
序
，
卽
腱
以
較
嚴
格
之
審
査
而
考
置
到
示
威
禁
令
之
立
卽
執
行
原
則
上
f

 

局
地
妨
礙
基
本
摧
之

實
現
。

6.
 

論
及
法
官
造
法
(r

i
c
h
t
e
r
l
i
c
h
e

 Rs
h
t
s
f
o
r
t
b
i
l
d
u
n
g

 
)
的

界

限

。

第

一

庭

~
九
八
五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之
決
議

1

 
'

關
於
I

1.
P

先
生
及
2
P
女
士
針
對
⑻
低
薩
克
森
邦
及
史
列
斯
維
希
—
赫
爾
斯
坦
邦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九

八

|

年
 

二
月
廿
八
日
之
決
議
，
(b)
史
坦
堡
縣
縣
長
一
九
八
一
年
二
月
廿
三
日
之
一
般
行
政
處
分
，
以
及
關
於
n

l.
s

律
師
及

2.
 

W
先
生
針
對
⑻
低
薩
克
森
邦
及
史
列
斯
維
希
—
赫
爾
斯
坦
郭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一
九
八
一
年
二
月
廿
八
日
之
決
議
，
(b).
史
 

列
斯
維
希
—
赫
爾
斯
坦
邦
史
列
f

希

行

政

法

院I

九

八

I

年
二
月
廿
七
日
決
議
，
(c)
史

坦

堡

縣

縣

長I

九

八

I

年
二

 

月

廿

三

之I

般
行
政
處
分
所
提
憲
法
訴
訟
之
程
序
。



判
決
主
文
：

I

、
低

薩

克

森

邦

及

史

列

斯

維

希

丨

赫

麗

坦

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I

九

八

I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曰
決
議
判
決
針
對
第

 

I

審
裁
判
所
提
上
訴
勝
訴
部
份
，
侵
害
憲
法
訴
訟
提
起
人
依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與
基
本
法
法
治
國
家
原
則
結
合
所
享
有
之

 

基

本

楢

利

，
應
予
撤
銷
。
本
案
發
囘
該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
 

n

、n

案
憲
法
訴
訟
提
起
人
之
憲
法
訴
訟
M
予

駁

囘

。

I

、
史
列
斯
維
希
—
赫

坦

邦

龎

支

付

憲

法

訴

訟

提

起

人

所

支

出

的

必

要

費

用

"

判
決
理
由
：

A
 '

本
案
之
憲
法
訴
訟
涉
及
針
對
反
對
在
布
洛
克
城

(B
r
o
k
d
o
r
f

 
)
設
立
核
能
電
廠
之
示
威
所
頒
布
之
禁
令
。
其
主

 

要
客
髄
係
有
關
縣
長
以
一
般
行
政
處
分
所
預
防
性
頒
布
的
、
而
且
得
到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支
持
时
示
威
禁
令
的
立
卽
執
行
。

I

、

1.
除
了
意
見
自
由
，
特
別
就
是
集
會
自
由
此
一
基
本
權
可
以
做
爲
確
保
示
戚
自
由
的
憲
法
上
的
基
礎
：

(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⑴
德
國
人
民
享
有
不
f

報
或
許
可
而
和
平
且
不
携
帶
武
器
集
會
之
權
利
。



⑵
此

項

權

利

■*
室
外
集
會
之
場
合
得
以
法
律
或
依
據
法
律
限
制
之
。

I
九
五
三
年
七
月一

 

i

十

四

曰
公
布
1

九

七

八

年

十I

月
十
五
曰
修
正
的
集
會
遊
行
(
集

會

法

)
對
此
有
進
一
步

 

的

規

範

(
聯
邦
法
律
公
報
1

1

七

八

九

頁

)
。
該

法

第

I

條
強
諝
毎
個
人
主
辦
公
開
集
會
、
遊
行
以
及
參
加
此
種
活
勤

 

之

權

利

。
該
法
第
三
節
是
關
於
「
室
外
公
開
集
會
遊
行J

之

規

定

：

第
十
四
條

⑴
須
在
室
外
主
辦
公
開
集
會
或
遊
行
者
，
至
遲
媒
於
宣
佈
活
動
四
十
八
小
時
之
前
向
主
管
機
關
提
出
申
報
並
說

 

明
集
會
或
遊
行
之
客
髖
。

⑵
申
報
中
應
說
明
何
人
對
此
集
會
或
遊
行
負
貴
。

第
十
五
條

⑴
依
做
成
1
§
應
分
時
可
得
而
知
清
況
，
公
共
安
全
或
秩
序
會
受
到
f

或
遊
行
遂
行
的
直
接
危
害
者
，
主
管

 

機
關
得
禁
止
賅
集
會
或
遊
行
或
賦
加
某
些
負
搛
。

⑵
集
會
或
遊
行
未
經
申
報
、
偏
離
申
報
中
之
說
明
、
違
反
負
搶
或
符
合
第
一
項
關
於
禁
止
之
要
件
者
，
主
i

 

.

關
得
解
敗
之
。

⑶
被
禁
止
之
活
動
膘
解
散
。

.

第
十
八
條
規
定
室
內
活
動
的
一
些
規
定
準
用
於
室
外
之
集
會
(
集
會
領
導
人
之
必
要
性
及
任
務
，
糾
察
貝
之
配
置

 

,
破
壞
者
之
排
除
，
解
散
後
撤
敵
參
加
者
之
義
務
)
；
第
十
九
條
規
定
遊
行
的
特
別
規
定
。
第
四
節
含
有
包
括
針
對
被



禁
止
或
未
經
申
報
之
活
動
的
主
辦
人
或
領
導
人
(
第

二

十

六

條

)
以
及
參
加
被
禁
止
之
集
會
(
第

二

十

九

條

第I

項
第

 

|
款

〕
之
刑
罰
與
罰
金
規
定C

2
係
爭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及
璲
境
保
護
市
民
運
勤
聯
邦
協
會
在
本
案
程
序
各
以
不
同
理
由
說
明
，
法
律
規
定
不
足
以

 

像
在
布
洛
克
城
所
計
劃
的
大
規
模
示
威
。
爲
了
藤
淸
主
管
機
關
及
主
辦
人
的
那
些
措
施
可
以
有
助
於
大
規
模
示
威

 

和
平
進
行
此
一
問
題
，
聯
邦
內
政
部
長
曾
提
出
有
關
邦
內
政
部
長
的
經
驗
報
告
(E

r
f
a
h
r
u
n
g
s
b
e
r
i
c
M
e

 
)
。
布
洛

 

克
城
示
威
促
使
璜
境
保
護
團
體
成
員
、
瞥
方
代
表
以
及
社
會
人
士
斜
如
何
和
平
解
決
環
境
糾
紛
進
行
對
話
。
其
結
果
經

 

發
表
爲
參
考
輔
助
(
斯

圖

加

特

對

話

，
波

昂

I

九

八

四

)
，
其

中

宣

稱

：

警
方
首
要
的
任
務
在
於
確
保
對
調
節
社
會
糾
紛
而
言
係
屬
重
要
的
意
見
及
集
會
自
由
等
基
本
權
利
不
受
妨
礙
地
被

 

行

使

。
生
態
及
和
平
運
動
基
於
其
自
我
體
認
卽
應
協
力
促
使
政
治
糾
紛
不
流
於
暴
力
。
特

別

重

要

的

是

，

I

切
當
事
人

 

所
具
備
之
對
話
意
願
以
及
因
此
而
產
生
的
持
續
性
接
觸
。
接
觸
有
助
於
相
互
了
解
、
當
事
人
做
情
況
判
斷
、
完
成
其
任

 

務
並
促
使
吾
人
能
較
輕
鬆
面
對
衝
突
的
狀
況
。
瞥
方
不
能
容
忍
違
法
之
行
爲
，
但
致
力
於
以
適
<
翼

賸

情

況

、
彈
性
及

 

合
乎
比
例
的
反
應
避
免
緊
張
情
勢
升
高
，
節
制
行
使
國
家
獨
占
的
暴
力
，
以
適
當
防
禦
性
的
態
度
及
介
入
面
對
新
而
和

 

平
的
行
動
方
式
。
所
有
當
事
人
均
應
努
力
避
免
以
下
性
質
的
措
施
：

不
通
告
集
會
及
行
勤
，

相
互
誠
諷
及
侮
辱
，

過

當

妨

礙

、
威
脅
或
危
害
他
人
之
行
勤
及
措
施
，



示
耿
者
及
警
力
溆
烈
的
行
爲
，

令
人
麈
得
沒
有
必
要
、
過
份
或
難
以
理
解
的
譬
方
佈
署
措
施
，

譬
方
及
民
間
團
體
或
主
辦
人
，
當
然
還
有
政
治
人
物
沒
有
必
要
的
實
力
展
現
。

n

、

1.-
在
布
洛
克
城
赛
刻
並
建
立
核
能
電
廠
是
行
政
法
院
訴
訟
的
客
髗
，
並
自
一
九
七
六
年
起
引
發
多
起
示
威
I

其

 

中
部
分
是
不
和
平
。
經
過
四
年
停
工
於
一
九
八O

年
底
傳
來
S

施H

的

消

息

，
於

是

在

I

九
八
一
年
初
就
開
始
了一

個
大
規
模
示
威
的
準
備H

作

。
H
十
個
市
民
運
動
團
贈
於
科
馬
(K

o
l
l
m
a
r

 
)
召
開
的
籌
備
會
中
決
議
，
號

召

一

個

-
 

.

.

.

 

.

國
際
蛀
的
大
規
模
示
威
。
來
自
六
十
個
市
民
運
動
團
趙
及
其
他
組
織
的
四
百
位
代
表
在
~
九
八
一
年
二
月
十
四
曰
於
漢

 

諾
威
召
賭
的
會
議
中
，
將

I

九
八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
星
期
六
訂
爲
示
威
曰
。
他
們
透
過
傳
單
.、
宣
傳
看
版
以
及
報

 

紙
呼
籲
在
全
國
邀
請
參
與
。
新
聞
界
自
始
卽
關
切
該
預
定
之
示
威
並
預
期
它
會
流
於
暴
力
。

根
據
環
境
保
護
市
民
運
動
聯
邦
協
會
的
陳
述
，
此
項
示
威
的
最
終
方
案
是
在I

九

八

一

年

二

月

二

十I

曰
才
通
過

 

。
根

據

此

方

案

，
陸
縝
到
逹
的
示
威
參
與
人
應
眵
在
距
離
建
築H

地
九
公
里
的
小
城
韋
斯
特

(W
U
s
t
e
r

 
)
所
畢
行
的

 

序
幕
大
會
上
集
合
；
遊

行

隊

伍

預

計

十I

點
左
右
向
布
洛
克
城
前
進
，
並
於
十
三
點
左
右
在
建
築H

地

旁

、
由

I

位
農

 

民
所
提
供
的
草
地
上
舉
行
閉
幕
大
會
i
s
!些
活
動
原
本
預
計
在
下
個
星
期I

卽

I

九

八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三

曰

，
提
出
申

 

報

。
2
另

一

方

面

，
史
坦
堡
縣
縣
長
於
一
九
八
一
年
一
月
卽
開
始
準
備
計
劃
。
他
曾
在
二
月
中
旬
考
慮
對
未
經
立
卽
提



出
申
報
的
示
威
將
採
取r

警

告

」
做

爲

第

一

個

措

施

。
未

經

此

種

譬

告

，
他
於
一
九
八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
星

期

一

 

，
頒
布
禁
止
前
述
示
威
及
其
他I

切

於

一

九

八I

年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至

三

月I

日
在
建
築
I
地
及
韋
斯
特
低
地
方
圓
二

 

一

◦
平
方
公
里
反
對
該
核
能
電
厥
的
示
威
的I

般

行

政

處

分

。

他
所
提
的
理
由
是
：
申
報
迄
未

依

法

提

出

。
卽
使
已
申
報
的
活
動
亦
S

止

之

。
估
計
會
有
五
萬
人
礬
M
遊
行
的

 

號

召

，
其
中
有
不
少
人
企
圖
用
暴
力
占
領
及
破
壞
建
築
工
地
並
對
人
身
及
物
施
以
暴
行
。
此
外
必
須
擔
心
在
活
動
遂
行

 

中
發
生
重
大
刑
事
犯
行
及
秩
序
罰
犯
行
的
機
率
接
近
百
分
之
百
。
此
項
疑
慮

一

方

根

據

報

紙

報

導

及

數

個

主

張

使

用

 

暴
力
或
至
少
歡
迎
使
用
暴
力
的
圈
皚
所
散
發
的
傳
單
內
容
。
另
一
方
面
目
前
的
經
t

顯

示

，
潛
在
的
破
壞
及
暴
力
人
士

 

有
意
地
利
用
和
平
示
威
者
單
純
的
在
場
爲
其
護
盾
，
特
別
是
一
九
八
〇
年
十
二
月
二
十一

日

以

及

一

九

八I

年
二
月
二

 

曰
分
別
在
布
洛
克
城
及
漢
堡
擧
行
的
示
威
。
幾
乎
可
以

確

定

的

是

，
前
述
二
次
示
威
的
暴
力
人
±
也
會
以
暴
力
的
方
式

 

參
加
預
計
在
布
洛
克
城
舉
行
的
活
動
。

此

外

，
該
縣
縣
長
依
據
行
政
法
脘
法
第
八
十
條
第
二
項
第
四
款
命
令
立
卽
執
行
該
項I

般

行

政

處

分

，
如
禁
令
理

 

由

中

所

說

的

，
它

認

爲

(
此

項

遊

行

活

動

)
會
對
大
衆
的
福
祉
帶
來
不
利
並
造
成
健
康
與
財
物
的
損
害
，
以
及
法
規
範

 

之

違

反

.，保
護
這
些
法
益
應
該
優
先
於
活
動
遂
行
可
能
得
到
的
利
益
-
故
基
於
公
共
利
益
有
立
卽
執
行
的
必
要
。

3.
禁

令

頒

佈

後

，
n

案
的
訴
訟
提
起
人
身
爲
「
保
護
生
命
世
界
聯
盟
I
—
漢

堡

分

會

」
理

事

和

幾

個

其

他

的

人|

 

樣

，
於

.一

九
八
一
年
二
片
二
十
四
日
(
星

期

二

)
以

書

狀

申

報

於I

九

八

一

 ̂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在
核
能
電
廠
建
築H

地

 

的
範
圍
舉
辦
示
威
。
縣

長

於

I

九

八

I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囘
函
中
指
出
該
項
~
般
行
政
處
分
及
其
中
所
包
含
之
禁
令



三o

。
該
提
起
人
立
卽
針
對
此
信
件
及
該
一
般
行
政
處
分
提
出
異
議
。
I
案
的
訴
訟

提

起

人

亦

於I

九

八

I

年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
星

贴

四

)
以
函
件
對
該
一
般
行
政
處
分
提
出
異
議
，
冋
日
並
以
另
外
二
封
函
件
表
示
，
他

們

將

於

一

九
八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B

在
韋
斯
特
市
集
廣
場
I

I

I

案
之

2.
的
訴
訟
提
起
人
亦
將
在
布
洛
克
城
—

I

與
其
支
持
者
示
威
反
對
核
能

 

電
廠
艏
齡
施H
。

該
縣
縣
長
起
先
並
未
對
所
提
之
異
議
做
出
判
斷
。
史
列
斯
維
希
—
赫
M
斯
坦
邦
行
政
法
院
基
於
申
請
，
以
一
九
八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決
議
命
令
部
分
恢
復
該
異
議
之
延
展
效
力
。
在
譬
方
自
建
築H

地
四
點
五
公
里
至
九
公
里
處
封
鎖

 

街

道

之

範

圍

，
該
法
院
則
維
持
禁
令
之
立
卽
執
行
，
並
指
定
街
道
封
鎖
前
最
多I

百
公
尺
爲
安
全
距
離
。
該
行
政
法
院

 

在
決
議
理
由
中
對
該I

般
行
政
處
分
之
合
法
性
提
出
強
烈
質
疑
；
特
別
是
它
是
否
符
合
比
例
原
則
。
(
該
法
院
認
爲
：
 

)
依
據
所
提
出
的
證
明
，
尉

建

地

設

施

，
特
別
是
將
來
核
能
電
廠
用
地
四
周
之
建
築
圍
牆
使
用
暴
力I

事

，
僅
不
過
具

 

有
相
當
的
確
定
性
。
然
而
由
於
在
簡
易
程
序
不
能
終
局
地
澄
淸
禁
令
合
法
性
的
問
題
，
因

此

有

必

要I

方
面
斟
酌
集
會

 

目
由
此
項
基
本
植
的
崇
高
意
義
-
另

I

方
面
斟
酌
安
全
與
秩
序
之
維
持
所
具
有
的
公
共
利
益
，
而
衡
量
衝
突
的
利
益
。
 

原
則
上
此
基
本
權
亦
保
障
在
主
辦
人
所
希
望
的
地
點
集
合
此I

權

益

.，
由
反
對
核
能
人
士
所
主
辦
的
示
威
自
然
希
望
在

 

核
電
隞
的
建
地
或
儘
可
能
與
其
鄰
近
之
處
所
集
合=

基
於
目
前
的
知
識
，
爲
了
避
免
對
公
共
安
全
與
秩
序
的
直
接
危
害

 

，
在
核
電
厥
四
周
劃
定
特
定
不
得
示
威
的
範
圍
，
是

正

當

的

。
但
是
整
個
地
區
禁
止
集
會
却
太
過
分
，
因

爲

根

據

目

iff-
 

資

料

，
並
沒
有
會
在
其
他
地
方
發
生
騒
亂
的
跡
象
。
因
爲
單
純
有
可
能
及
指
出
在
漢
堡
曾
因
示
威
而
發
生
騷
亂
，
並
不

 

充

分

。
每

I

個
示
威
都
可
以
以
此
爲
由
遭
到
禁
止
。



4
行
政
法
院
裁
判
雖
然
已
在
曉
諭
救
濟
途
徑
中
指
出
，
該
裁
判
！

_

訴
訟
參
加
人
亦
同
I

關
於
准
允
申
請
之

 

部
份
已
不
得
撤
銷
，
但
是
身
爲
訴
訟
參
加
人
的
地
方
行
政
區
域
、
公

職

人

員

、
縣
長
以
及
公
共
利
益
代
理
人
仍
於
一
九

 

八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
星

期

五

)
下
午
向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上
訴
。
在
同
天
傍
晚
的
言
詞
辯
論
之
中
n

案
之
訴
訟
提
起

 

人
亦
提
起
上
訴
。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基
於
訴
訟
參
加
人
的
上
訴
以
一
九
八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晚
上
作
成
的
決
議

(

D
or
v 

，

一
九
八
一
年
，
四

六

~
頁

)
改

變

第

I

審
裁
判
並
駁
囘
恢
復
全
部
展
期
效
力
之
申
請
。
它
依
據
行
政
法
院
法
第
八
十

條
第
六
頊
第
二
句
的
舊
規
定
不
受
理
縣
長
及
公
共
利
益
代
理
人
之
上
訴
*
並
且
判
決
n

案
訴
訟
提
起
人
之
上
訴
無
理
由

°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的
判
決
理
由
：
它
認
爲
依
目
前
可
預
見
的
事
實
谰
係
判
斷
，
係

爭

禁

令

是

正

當

◊
無

論

如

何

，
適

-r

當
的
利
益
衡
量
必
定
也
會
完
全
證
實
立
卽
執
行
的
合
法
性
。
大
多
數
的
示
威
參
與
人
是
要
以
和
平
的
方
式
表
達
其
確
信

 

:
他
們
M
以
原
子
能
製
造
能
源
的
方
式
感
到
無
比
的
憂
慮
。
然
而
多
數
而
且
一
定
是
絕
大
多
數
的
善
意
示
威
人
却
無
法

 

擔

保

，
能
排
除
少
數
但
層
面
廣
泛
而
執
意
採
取
暴
行
的
示
威
人
。
自

傳

單

、
其
他
的
公
開
宣
傳
以
及
螫
方
與
附
近
居
民

 

從
以
前
示
威
所
得
到
的
經
驗
顯
示
，
爲
數
不
少
的
參
與
人
要
以
不
和
平
及
使
用
暴
力
的
方
式
示
威
。
根
據
社
區
共
同
體

 

代
理

人

的

陳

述

，
該
地
區
的
居
民
爲
防
範
破
壞
而
探
取
防
護
措
施
，
甚
至
離
開
住
處
向
有
關
當
局
尋
找
救
助
。
此
種
對

 

公
共
安
全
與
秩
序
危
害
的
程
度
，
使
得
有
關
機
關
有
義
務
探
取
適
當
的
手
段
對
付
這
種
危
險
。
如
果
有
關
機
關
能
適
時

 

與
負
責
主
辦
示
威
的
單
位
達
成
協
議
，
示
威
過
程
中
的
安
全
措
施
在
如
此
不
尋
常
的
範
圍
及
地
緣
的
特
殊
性
下
仍
有
可

 

能

發

揮

效

用

。
在
協
議
的
過
程
也
可
以
討
論
，
是
否
不
在
預
定
示
威
區
域
裏
的
田
野
、
道
路
以
及
小
市
鎭
，
而
在
比
較

三

f



三
二

適
合
的
場
所
舉
行
此
大
規
模
的
示
威
，
例
如
可
以
建
議
在
體
育
場
或
其
他
適
合
群
衆
活
動
的
空
間
，
而
無
損
於
示
威
意

 

念
持
續
不
斷
的
表
達
。
然
而
卞
：管
機
關
旣
無
法
得
知
示
威
的
負

责
領
導
也
無
法
得
知
示
威
的
步
驟
。
此
一
將
達
到
鮮
知

 

其
規
模
的
示
厥
在
開
始
前
五
天
仍
未
依
集
筲
法
第
十
四
條
申
報

D
這
不
僅
對
行
政
法
院
所
措
定
的
範
圍
，
而
且
對
該

|

 

般
行
政
處
分
所
指
出
的
其
他
地
區
之
公
共
安
全
產
生
直
接
的
危
害
。

(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接
着
認

爲
：

〕
總

之

，
在
該
示
威
禁
令
及
其
立
卽
執
行
命
令
中
並
沒
冇
裁

a

錯

誤

。
憲
法
保
障

 

的
集
曾

«
由
_刷
於
室
外
集
會
之
部
分
，
依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之
明
文
規
定
，
係
受
到
集
铃
法
的
限
制
。
不
遵
守
集
 

會
法
之
規
定
者
，
應
承
受
主
管
機
關
最
重
可
預
防
性
地
禁
止
示
威
等
不
同
措
施
。

I

般
而
論
，
有
問
題
的
是
，
未
經
申
 

報
的
集
會
是
否
皁
有
匕
被
憲
法
規
定
的
申
報
義
務
限
制
其
保
障
的
基
本
法
保
護
。
最
後
要
質
問
，
現
行
有
效
的
集
筲
法

 

規
定
到
底
能
否
掌
握
此
種
規
模
的
示
威
。
一
如
法
院
已
在
他
處
所
言
，
言
論
：我
達
及
集
會
自
由
賦
予
大
規
模
示
威
主

辧

 

人
一
狴
在
集
會
法
只
被
零
星
規
範
的
重
要

蓣
務
。
爲
了
解
決
當
初
立
法
者
未

预
兒
的
問
題
，
應

該

進

I

步
發
展
這
此
一
一
義

 

務

。
5.
H
業
之
訴
訟
提
起
人
於I

九

八

I

年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晚

jh
尙
提
出
憲
法
訴
訟
。
他
同
時
所
提
發
佈
臨
時
命
令
(
 

e
i
n
s
t
w
e
i
l
i
g
e

 A
n
o
r
d
n
u
n
g
)

之
申
諦
被
駁
囘C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五
十
六
册

 '
第
二
四
四
頁
)
。
儘
管
如

 

此

，
示
威
在
遠
超
過
五
萬
人
的
參
與
之
下
依
然
擧
行
。
其
中
發
生
越
軌
的
暴
力
行
爲
。
至
於
可
否
將
此
示
威
整
體
評
價

 

爲
和
平
示
威
，
並
沒
有
一
致
的
見
解
。
臀
方
決
讅
在
經
過
搜
査
身
體
之
後
，
也
讓
示
威
者
通
過
行
政
法
院
所
指
定
的
封

 

鎖

線=



該

縣

縣

長

是

在I

九
A

1
年
%

季
憲
法
訴
訟
被
提
起
之
後
才
對
被
提
起
之
異
議
裁
決
並
駁
囘
之
。
I

案
訴
訟
提
起

 

人
對
此
上
訴
/
迄
今
仍
未
判
決
。
I

案
訴
訟
提
起
人
認
爲
上
訴
的
動
機
因
時
間
經
過
而
不
存
在
，
但
是
對
其
於
示
威
日

 

期
前
已
針
對
禁
令
之
立
卽
執
行
所
提
出
之
憲
法
訴
訟
仍
有
楢
利
保
護
之
必
要
。

訴
訟
提
起
人
之
憲
法
訴
訟
係
針
對
該
一
.般
行
政
處
分
之
立
卽
執
行
以
及
高
等
行
致
法
院
的
判
決
。
此

外

，n

案
訴

 

訟
提
起
人
攻
擊
M

I
審
行
政
法
院
決
議
關
於
允
許
示
威
禁
令
立
卽
執
行
亦
及
於
建
地
四
周
較
小
的
「
禁

止

區

域

」
以
外

 

範
圍
之
部
分
P

-
J
I

案
之
訴
訟
提
起
人
批
評
：
其
依
據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及
第
五
條
之
基
本
一i

利

被

侵

害

。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在
本
案

 

對
其
勝
S

望
做
鍺
誤
的
判
斷
，
所
做
的
利
益
衡
量
亦
不
充
分
。
集
會
法
第
十
五
條
廣
泛
的
一
般
條
款
是
否
未
抵
觸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及
第
八
條
所
規
定
之
基
本
權
、
是
否
符
合
此
基
本
權
在
民
主
國
家
對
意
見
形
成
之
基
本
意
義
，
已
很
有
疑

 

問

。
無

論

如

何

，
主
管
機
關
不
得
依
其
判
斷
認
爲
和
平
示
威
者
中
可
能
混
有
會
對
示
威
對
象
施
暴
的
人
士
，
就

禁

止

I 

個
和
平
的
示
威
D
透
過
奐
方
理
智
的
行
爲
可
以
節
制
另
懐
目
的
或
試
圖
暴
行
的
少
數
人
士
，
其
前
提
是
有
關
機
關
不
以

 

情
緒
性
的
聲
明
促
使
情
勢
升
髙
。
由
於
至
少
訴
訟
提
起
人
打
算
和
平
地
示
威
，
並
且
就
此
提
出
個
人
保
證
，
有
關
機
關

 

的
任
務
就
是
針
對
破
壤
人
士
探
取
措
施
並
保
護
和
平
的
示
威
者
。
示
威
大
體
上
確
實
是
和
平
進
行
。
市
民
的
恐
懼
相
當

 

程
度
是
來
目
於
主
管
機
齣
的
新
閭
政
策
及
媒
艟
不
斷
製
造
焦
慮
。
無

論

如

何

，
該
項
涵
羞
面
積
廣
泛
的
預
防
性
遊
行
禁

 

令
挺
觸
比
例
原
則
。
該
一
般
行
政
處
分
所
提
到
的
資
料
不
過
指
出|
遅
小
團
趙
在
建
築H

地

施

暴

。
在
當
時
警
力
佈
署



下

，
最
起
：媽
可
以
賦
予
預
足
在
韋
斯
特
舉
行
的
示
威
某
迦一

負

搶

而

准

允

之

。
邦

議

會

所

有

黨

團

於I

九

八

I

年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的
一
致
決
議
中
亦
支
持
：
雖
然
不
在
建
地
或
布
洛
克
城
舉
行
活
動
，
但
接
受
在
其
餘
地
區
的
和
平
示
威
。

H

E
案
訴
訟
提
起
人
主
張
：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違
反
舊
行
政
法
院
法
第
八
十
條
第
六
項
第
二
句
的
明
文
規
定
，
受
理

 

S

參
加
人
的
上
訴
，
卽
侵
犯
其
基
本
權
利
。
言
詞
辯
論
時
公
平
程
度
之
要
求
被
破
壊
，
因
爲
法
院
片
面
受
到
縣
代
表

 

及
訴
訟
參
加
人
恐
佈
陳
述
的
影
砮
。
該
涵
盖
面
積
廣
泛
的
遊
行
禁
令
實
際
上
使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及
第
八
條
的
基
本
權
利

 

失

效

。
係
爭
植
類
.的
大
規
模
示
威
是
一
種
自
發
的
行
動
，
並
沒
有
一
般
情
形
下
的
主
辦
人
，
最
多
只
有
發
言
人
士

 .，
在
 

那
麼
多
參
與
豳
_
中

當

然

沒

有I

個
團1

3

能

爲

另

~
個
圈
證
承
擔
責
任
。
依
據
比

例

原

則

，
頂
多
在
建
地
四
周
二
公
里

 

的

r

禁

止

區

域

」
禁
止
遊
行
是
適
當
，
此
區
域
在
遊
行
期
間
並
沒
有
任
何
可
以
破
壊
的
東
西
。
與
軍
事
演
習
造
成
的
損

 

害

相

比

，
示
既
人
進
入
結
揮
的
土
地
，
並
不
能
被
視
爲
是
眞
正
的
損
害
。
不
可
以
基
於
主
管
機
關
別
人
難
以
査
證
的
、
 

關
於
預
期
使
用
暴
力
的
資
料
而
一
般
地
禁
止
示
威
。
對
絕
斜
有
問
題
的
示
威
對
象
亦
沒
有
充
分
斟
酌
。
其

間

，
漢
堡
電

 

力
公
司
爲
了
避
免
電
力
過
剩
而
能
觀
虧
本
地
出
售
其
核
能
電
厫
的
持
分=

重
要
的
政
治
人
物
亦
承
認
此
電
力
過
剩
是
政

 

治
上
與
企
桊
上
的
錯
誤
決
策
。

IV

針
對
前
述
憲
法
訴
訟
，
聯
邦
內
政
部
長
代
表
聯
邦
政
府
、
史
列
斯
維
^—

a

爾
斯
坦
邦
總
理
代
表
邦
政
府
、
史
坦

 

堡
縣
長
以
原
始
程
序
當
事
人
的
身
分
、
警
察H

會
及
環
境
保
護
市
民
運
動
聯
邦
協
會
均
曾
表
示
意
見
。

1.
聯
邦
內
政
部
長
認
爲
：
係
爭
裁
判
據
以
爲
基
礎
的
集
會
法
之
規
定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與
第
五
條
之
要
求
，
儘



霍
會
目
由
對
目
由
民
主
的
基
本
秩
序
有
始
創
性
的
功
能
。
集
會
法
第
十
四
條
規
定
的
申
報
義
務
，
只

是

I

種
不
過
分

 

的
負
搛
，
旨

在

I

方
面
確
保
活
勤
儘
可
能
不
受
干
擾
，
另

I

方
面
保
障
他
人
及
社
會
的
利
益
，
它
同
時
也
包
含
主
管
機

 

關
爲
順
利
實
現
集
會
目
的
所
提
供
的
合
作
。
主
辦
人
與
官
署
及
早
的
對
話
、
相
互
査
證
彼
此
的
忍
耐
負
荷
極
限
以
及
斟

 

酌
具
瞪
當
時
利
益
達
成
合
作
等
，
均
有
助
於
大
規
模
示
威
時
避
免
發
生
事
後
的
衝
突
情
況
。
集
會
法
第
十
五
條
是
申
報

 

義
務
的
邏
輯
必
然
結
果
，
它
規
定
漸
進
的
干
預
可
能
性
。
與
法
條
文
字
不
同
的
是
，
未
申
報
之
集
會
不
僅
得
解
散
之
，
 

更
可
以
禁
止
之
。
固
然
本
規
定
一
般
條
款
式
的
範
圍
在
文
獻
上
零
星
地
被
批
評
，
但
是
只
要
考
慮
到
每
個
和
平
集
會
原

 

則
上
許
可
的
推
定
，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的
重
要
內
容
不
會
受
到
集
會
法
第
十
五
條一

般

規

定

的

影

響

。
自
由
的
具
體
界
限

 

亦
不
是
由
行
政
機
關
來
裁
量
，
因
爲
諸
如
公
共
安
全
與
秩
序
等
槪
念
早
已
在
譬
察
法
中
有
確
定
且
符
合
法
治
國
家
原
則

 

的
內
容
。

爲
了
解
釋
及
適
用
集
會
法
之
規
定
(
聯
邦
內
政
部
長
的
)
意
見
書
特
別
考
量
可
榇
證
性
、
法

益

衡

量

、
干
預
的
準

 

則

、
危
險
預
.測
以
及
比
例
原
則
。
(
他

認

爲

：

)
由

於

I

旦
頒
布
集
會
禁
令
，
基
本
權
之
實
現
多
半
只
能
透
過
暫
時
的

 

摧
利
保
護
才
能
達
成
，
因
此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宜
將
其
特
別
注
意
力
新
對
以
下
問
題
：
行
政
法
院
在
簡
速
程
序
中
是
否
考

 

慮

到

與

出

於I

次
性
動
機
有
關
的
基
本
楢
之
實
現
係
蕖
於
具
體
的
情
況
。
官
署
與
法
院
在
解
釋
與
適
用
集
會
法
時
=
面
 

臨
一
個
限
制
性
法
律
與
基
本
權
擔
保
相
互
影
響
的
情
形
，
如
同
在
以
法
律
限
制
意
見
自
由
的
情
形
。
基
本
_權
利
所
具
有

 

設
定
僙
値
的
意
義
特
別
會
影
響r

公
共
安
全
」
及

r

公

共

秩

序

」
等
不
確
定
法
律
槪
念
的
解
釋
。
不
同
於
涵
羞
中
心
法

 

益
且
被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做
爲
主
要
嵌
據
的
公
共
安
全
的
槪
念
，
公
共
秩
序
的
槪
念
廣
泛
到
不
能
直
接
做
爲
基
本
榷
利
行



使

的

限

制

。
依
據
學
說
與
裁
判
的
~
致

見

解

，
單
純
引
起
麻
煩
(B

e
l
a
s
t
i
g
u
n
g

 )
 

一
4
|
管

有
時
持
續
不
斷
I

式

 

的
違
反
秩
序
行
爲
應
被
容
忍
。
任
何
一
個
預
防
性
的
集
會
禁
令
所
涉
及
的
核
心
問
題
是
，
按
照
可
得
而
知
的
事
實
預
測

 

公
共
安
全
與
秩
序
是
否
直
接
受
到
危
害
。
所
預
测
到
對
他
人
生
命
、
健
康
及
所
有
權
直
接
危
害
的
範
圍
及
程
度
，
在
大

 

義

的

示

威

可

以

降

低

官

署

合

法

不

作

爲

的

界

限

。
官
署
在
其
得
裁
壘
的
範
圍
內
若
決
定
干
預
，
就
必
須
遒
守
比
例
原

 

則

。
據

此

，
賦
加
負
擔
應
在
只
能
傲
爲
最
後
手
段
的
禁
止
之
先s

然
而
在
大
規
模
的
示
威
，
賦
加
某
遲
負
擔
的
前
提
正

 

是
要
有
負
貴
人
做
爲
§

人
及
交
涉
對
象
。
若
已
號
召
探
取
暴
行
，
賦
加
負
搛
是
不
足
以
應
付
。
然
而
若
在
大
規
模
示

 

威
可
以
預
期
少
數
暴
力
導
向
人
±
欲

濫

用

示

威

，
則
是
否
應
依
食
際
的
合
諧
原
則
，
在
有
限
度
的
範
圍
容
忍
這
些
不
和

 

平

的
行
爲
，
以
確
保
和
平
示
威
者
基
本
權
利
之
行
使
，
逆
非
沒
有
疑
問
。

一
項
禁
令
的
空
間
範
圍
亦
可
依
警
方
執
法
的

 

策
略
觀
點
而
定
，
否
則
警
方
無
法
有
效
保
讓
示
威
的
對
象
。
另

I

方

面

，
集
會
自
由
基
本
權
亦
保
障
(
示
威
與
示
威
客

 

體

)
具
皚
的
空
間
駙
聯
；
若
有
一
個
特
定
的
示
威
客
體
存
在
，
赵
須
遼
要
能
確
保
某
種
空
間
的
關
係
。

在
評
估
布
洛
克
坡
具
體
的
示
成
禁
令
上
，
(
聯

邦

內

政

)
部

長

認

爲

：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詳
細
討
論
了
集
會
自
由
基

 

本
權
利
與
受
到
保
護
的
團
體
及
個
人
利
益
之
間
的
緊
張
阚
係
。
基
於
在
調
査
證
據
及
評
估
證
據
所
得
到
的
情
況
判
斷
丨

 

在
此
大
規
模
示
威
開
始
前
沒
多
久
B
呈
現
出
來
丨
顧
示
，
被
攻
擊
的
裁
判
旣
未
在
該
禁
令
的
合
法
性
判
斷
上
，
亦
未
在

 

利
益
衡
量
上
對
被
指
爲
逋
侵
害
的
基
本
權
利
有
錯
誤
的
見
解
。

2
史
列
斯
維
希
—
赫
爾
斯
坦
邦
總
理
認
爲
本
憲
法
訴
訟
不
應
受
理
而
且
無
理
由
：
係
爭
禁
令
的
法
律
基
礎
在
憲
法

 

上
並
無
§

。
釾
於
法
律
及
事
實
狀
況
之
整
膣
檢
査
亦
顯
示
，
禁
令
的
構
成
要
件
前
提
確
實
存
在
。
在

大

規

模

示

威

！



些
能
確
保
和
平
進
行
的
條
件
——

及

早

申

報

、
合

作

的

意

願

、
和
平
遂
行
示
威
之
意
向
以
及
嚴
格
而
有
效
的
組
織
I

I

 

都
不
存
在
於
布
洛
克
城
的
示
威
。
建
築
中
的
核
能
電
廠
長
期
以
來
是
公
共
對
立
的
客
體
。
I
A
七
六
年
十
月
三
十
B
首

 

次
有
五
千
名
左
右
的
反
核
人
士
示
威
，
接

着

在

一

九

七

六

年

十I

月
十
六
曰
又
有
一
個
二
萬
人
的
示
威
。
二
次
示
威
均

 

未
經
申
報
，
且
均
發
生
.厳
重
的
暴
力
事
件
。
在
第
二
次
示
威
時
有
八
十
一
名
警
員
受
傷
並
造
成
五
十
萬
馬
克
的
損
害
。
 

在

I

九
八
0
年

十

二

月

二

十一

日
由
環
境
保
護
市
民
運
動
聯
邦
協
會
主
辦
並
經
申
報
的
示
威
共
有
四
千
人
參
加
，
又
導

 

致
十
五
名
警
員
受
傷
的
嚴
重
暴
力
事
件
。
基

於

上

述

的

經

驗

、
所
發
出
的
傳
單
及
號
召
，
必

須

考

慮

到

有

十

分

之I

的

 

參
與
人
有
暴
力
傾
向
，
因
此
會
對
公
共
安
全
與
秩
序
造
成
直
接
的
危
害
。
在
示
威
地
區
及
預
期
參
加
示
威
人
數
如
此
廣

 

大
而
衆
多
的
情
形
，
縱
使
部
署
一
切
可
調
用
丨
—
聯
邦
及
各
邦
已
佈
署
一
萬
名
警
員
I

的
瞥
力
亦
無
法
確
保
示
威
和

 

平
的
進
行
。
示
威
過
程
中
發
生
的
暴
力
行
爲
證
實
官
署
的
預
測
無
誤
。
示
威
當
天
的
淸
晨
就
有I

千
名
大
多
帶
有
安
全

 

帽
的
示
威
者
在
義
澤
候
(H

z
e
h
o
e

 )
以
南
的
封
鎖
處
逼
使
瞥
方
撤
退
。
下
午
在
核
能
電
廠
發
生
暴
力
行
爲
，
約
有
二

 

至
三
千
名
示
戚
者
曾
參
與
。

I

共
有
七
名
餐
員
受
重
傷
、
四
十
名
受
中
度
傷
，
約
有
八
十
名
受
輕
傷
。
完
全
由
於
警
方

 

的
籌

»j
及
靈
活
的
調
度
才
沒
有
遒
致
更
多
人
員
受
傷
以
及
更
大
的
損
害
。
官
署
此
項
基
本
上
是
正
當
的
千
預
行
爲
亦
未

 

羝
觸
禁
止
過
份
原
則
。
因
爲
沒
有
負
責
的
主
辦
人
，
所
以
自
始
就
不
可
能
賦
加
負
擔
。
由

於

I

旦
封
鎖
建
築H

地
有
可

 

能
在
號
召
中
所
提
到
的
其
他
集
合
地
點
發
生
暴
力
行
爲
；
此

外

，
小
的
地
區
以
及
道
路
街
道
網
完
全
不
適
合
於
大
規
模

 

示

威

，
所
以
有
必
要
擴
大
禁
令
所
及
的
範
圍
。

經
過
必
要
的
一
一
衡
，
禁

令

之

貫

徹

此

~
公
共
利
益
明
顯
大
於
逯
行
示
威
的
私
人
利
益
，
因
爲
該
示
威
不
僅
因
爲
未



¥

報

，
而
且
因
爲
發
生
暴
力
，
所
以
顳
然
違
法
並
且
不
享
有
基
本
M
的

保

護

。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對
命
令
立
卽
執
行
所

 

要
求
的
特
殊
公
共
利
益
確
實
存
在
，
因

爲

I

個
歿
有
同
時
立
卽
執
行
的
示
威
禁
令
實
際
上
並
沒
有
意
義
。
本
憲
法
訴
訟

 

提
起
人
並
沒
有
被
假
設
成
打
算
在
建
地
及
韋
斯
特
進
行
不
和
平
示
威
。
然
而
他
們
所
申
報
的
示
威
並
不
能
有
效
地
與
數

 

千
名
有
意
探
取
暴
行
的
人
士
區
別
。
此

外

，
訴
訟
提
起
人
顯
然
也
不
f

區

別

。

.

3.
史
坦
堡
鯀
縣
長
亦
認
爲
示
威
禁
令
及
立
卽
執
行
之
指
示
並
無
可
議
之
處
.

•
官
署
在
頒
布
禁
令
時
是
假
設
，
大
多

 

數
的
示
戚
人
士
是
要
以
和
平
的
方
式
表
達
敎
使
用
核
能
的
危
險
的
憂
搛
。
但
是
在
情
況
的
判
斷
上
，
以
前
示
威
的
經
驗

 

、
有
關
市
民
運
動
的
極
端
化
、
預
測
百
分
之
五
至
十
的
暴
力
分
子
之
參
與
、
可
預
見
的
交
通
混
亂
、
民
衆
日
益
增
加
的

 

不
安
以
及
特
別
是
未
經
申
報
等
是
重
要
的
因
素
。
根

據

經

験

，
經
申
報
的
示
威
比
較
和
平
進
行
，
而
在
欠
缺
申
報
及
負

 

責
主
辦
人
的
示
威
則
有
越
軌
暴
力
之
庚
。
欠
缺
申
報

之

外

，
又
對
公
共
安
全
與
秩
序
有
重
大
危
害
之
示
威
已
不
在
憲
法

 

保

陣
範

圍

之

列

。
稂
據
所
有
經
験
及
已
得
之
資
料
，
在
本
案
即
將
發
生
的
是
一
傕
混
亂
的
、
沒

有

秩

序

的

、
沒
有
人
控

 

制
也
根
本
無
法
控
制
且
帶
有
廉
重
越
軌
暴
力
的
、
規
模
空
前
的
示
威
。
固

然

I

個
活
動
不
會
因
爲
給
暴
力
人
士
越
軌
骚

 

亂
的
理
由
與
機
會
就
會
麵
成
對
公
共
安
全
的
破
壤
。
但
是
在
本
案
只
對
破
壤
者
採
取
行
動
，
並
不
能
確
保
公
共
安
全
。
 

事
後
事
實
的
過
程
證
實
警
方
預
測
的
正
確
性
。
禁
令
之
合
法
性
並
不
能
因
爲
譽
方
基
於
策
略
考
慮
偏
離
第I

審

判

決

、
 

打
開
封
鎖
線
，
並
以
f

行
爲
某
種
程
度
地
控
制
過
程
而
逋
到
懷
疑
。

4
瞥
察
工
會
認
爲
第
一
審
判
決
妥
適
，
上
訴
判
決
則
不
符
合
基
本
權
利
：

卽
使
斟
酌
示
威
權
的
特
殊
民
主
位
階
，
法
律
規
定
仍
滿
足
憲
法
的
要
求
。
目
前
針
對
集
會
法
第
十
五
條
所
表
示
之

 

意
見
在
大
豳
上
値
得
贊
同
。
然
而
該
條
第
一
項
只
是
授
權
禁
止
一
個
具
艟
的
集
會
；
據

此

，

一

個
針
對
數
個
主
辦
人
並



同
時
禁
止
數
個
活
動
的
一
般
行
政
處
分
是
欠
缺
法
律
的
基
礎
。
集
會
法
第

f

四

條

第

I

項

所

規

定

的

申

報

義

務

的
1--
，
要

 

n
的

是

，

阈

家
基
於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及
第
八
條
所
生
的
保
護
義
務
，
應
促
使
並
保
誕
集
會
與
遊
行
。
基
本
權
利
不
受
阻

 

礙
之
行
使
亦
廟
於
公
共
安
金
的
保
護
範
圍
，
因
此
也
是
瞥
察
任
務
的
核
心
。
因

爲

申
報
促
使
有
關
機
關
得
以
保
護
主
辦

 

人
及
#
加

人

的

利

益

，
同
時
探
取
措
施
防
止

闽

體
及
個
人
利
益
受
到
不
必
要
的
損
杏
或
危
害
，
因
此
集
會
法
第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之
規
定
符
合
憲
法
的
價

値

決
定
。

現
行
的
示
威
法

M

以
促
進
和
平
的
方
式
適
用
之
。
花
有
衝
突
可
能
的
活
勑
應
以

r

先
预
防
再
歷
制
」

爲

出
發
點
。 

此
外
應
發
展
新
的
策
略
，
以
便
在
暴
力
發
生
的
時
點
預
防
之
。
根
據
其
他
大
規
模
示
威
的
經
驗
顯
示
，
透
過
#
方
與
示
 

威
主
辦
人
之
會
談
，
可
達
成
諒
解
以
及
協
議
，
它
們
可
促
使
善
意
的
卞
辦
人
在
瞥
方
的
諮
商
下
自
行
且
有
效
地
面
對
潛

 

在
的
破
壞
者
。
#

I

意
的
人
苦
能
不
用
太
擔
心
其
_町
能
的
個
人
後
果
，
而
聲
明
願
怠
單
獨
或
共
间
承
擔
大
規
模
示
威
之

责

 

任

，
亦
是

値
得
吾
人
追
求
之
事
。
若
威
脅
性
的
制
裁
阻
礙
了
此
種
怠
願
，
結
果
就
是
混
亂
不

淸
的
準
備

H

作

。
相

冋
地
 

，
一
個
不
遵
循
比
例
股
則
的
一
般
性
預
防
禁
令
會
經
致
沒
冇
必
耍
的
衝
突
並
破
壤
互
信
合
作
的
基
點
。
若

在

f

個
特
別

孕
含
危
險
的
情
況
下
考

虚

一
個
全
面
的
示
威
禁
令

I

I
在
布
洛
克
城
並
非
如
此

-
-
-

對
於
旣
已
通
告
且
藪
與
人
絕
大

多
數
抱
持
和
平
態
度
的
大
規
模
示
威
，
有
必
耍
事
先
公
告
此
一
非
比
尋
常
的
措
施
，
並
設

i

疋
期
限
給
與
申
報
活
勒
的
機

 

會

。
這
呰
程
序
法
的
基
本
要
求
在
布
洛
克
城
一
案
並
未
被
遵
守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應
該
詳
細
審

査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對
法
律
規
定
之
適
用
；
因

爲

在
冇
爭
遘
的
情
形
下
，
示
威
禁
令
之

 

立

卽

執

行

宵

嚴

重

哏

縮

由

的

行

使

=

卨

等
行
政
法
院
的
判
決
在
許
多
觀
點
的
考

a

上
誤
解
了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及
第
五



四
o

條
的
放
射
作
用
。
在
聊
邦
議
金
靑
少
年
調
査
委
負
會
正
確
地
要
求
比
以
前
更
加
強
區
分
暴
力
與
和
平
的
示
威
者
之
際
，
 

該
法
院
却
價
向
一
個
不
加
匾
別
的
態
度
。
「
擔

保

」
活
勦
能
和
平
進
行
並M

與

人

、
而
是
警
方
的
任
務
。
若
其
他
播

 

施
不
足
以
禁
止
不
和
平
的
過
程
，
可
$

解

散

一

途

。
骸
法
院
針
對
負
貴
協
商
之
領
導
人
物
未
出
面
之
部
分
，
係
忽
略

 

了
此
項
疏
失
也
是
而
且
主
要
是
歸
因
於
頒
布
示
威
禁
令
的
程
序
。
此

外

，
官
署
一
定
知
道
是
誰
公
開
號
召
在
布
洛
克
城

 

示

威

。
該
法
院
的
理
由
欠
缺
說
明
爲
何
在
示
威
客
鼸
以
外
的
其
他
地
方
有
遭
到
危
險
威
脅
的
論
據
。
該
法
院
在
判
斷
危

 

—

況

時

，
堰
依
據
確
實
的
資
料
而
不
是
居
民
單
純
的
恐
懼
，
它
並
且
應
該
問
自
己
：
當
地
之
氣
氛
難
道
不
是
已
受
到

 

外

界

，
特
別
是
媒
艙
，
重
大
的
影
響
。
該
法
院
考
應
將
群
衆
集
會
邐
移
到
體
育
場
，
無
異
強
求
示
威
者
不
向
其
他
人
訴

 

求

；
此
外
此
種
1

方
式
也
不
能
確
保
安
全
。
此
種
活
動
所
帶
來
的
麻
煩
(
交

通

混

亂

)
在
其
他
類
似
的
大
型
活
動
如

 

i

、
嫌
育
及
文
化
活
動
也
會
發
生
。
姑
且
不
諭
上
述
這
些
只
要
其
中
之I

就
可
擻
$

上
訴
判
決
的
批
評
，
此
判
決
也

 

到
對
大
規
模
示
威
不
該
有
的
負
面
評
價
的
影
響
。

4
磨
f

護
市
民
運
動
聯
邦
協
會
亦
鼸
爲
此
憲
法
訴
訟
有
理
由
：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不
僅
確
保I

個
個
人
的
自
由
播

 

利

，
更
M
構
一
個
是
人
民
主
攉
及
民
主
原
則
構
成
部
分
的
政
與
民
主
的
基
本
一I

利

，
它
並
課
予
國
家
促
使
此
目
由

 

概
利
行
使
的
保
護
義
務
。
(
詳
細
諝
#
照

G
e
usr
n

於

I
C
r
i
t
i
s
c
b
e

 J
u
s
t
i
z

 
一

九

八

三

二

八

九

頁

以

下

的

論

文

)
 

。
集
會
法
並
$

分
符
合
此
種
基
本
權
利
観
。
該
法
源
自
徳
意
志
團
體
及
集
會
法
的
欏
威
性
，
依
循
$

在
特
定
主
辦

 

人
領
導
下
、
上
下
組
嫌
嚴
密
、
紀
律
良
好
的
集
會
祺
式
。
然
而
自
七
十
年
代
中
期
以
來
，
特
別
是
反
對
設
置
有
害
環
境

 

©
K

型
計
劃
所
舉
行
較
大
的
示
威
與
其
大
不
相
间
，
並
沒
有
集
會
法
所
謂
的
主
辦
人
及
領
導
人
。
示
威
無
箏
是
多
元
地



由
許
多
基
本
上
平
等
而
部
分
具
有
重
大
意
見
歧
異
的
團
體
及
個
人
所
準
備
，
並
且
在
較
大
的
聚
會
上
無
期
而
公
開
地
被

 

討

論

。
沒
有
論
據
可
以
說
明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只
要
保
護
傳
統
的
集
會
遊
行
類
型
。
因
爲
法
律
規
定
的
申
報
義
務
是
_以
此

 

f

統
類
型
爲

前

提

，
而

且

因
爲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第I

項
亦
確
保
人
民
遂
行
未
經
申
報
之
集
會
的
自
由
，
所
以
集
會
法

 

第
十
四
條
違
反
憲
法
。
同

樣

地

，
集
會
法
第
十
五
條
對
室
外
集
會
禁
止
之
授
權
，
因
爲
對
干
涉
要
件
的
構
成
要
件
規
定

 

不
夠
清
楚
亦
違
反
憲
法
。
根
據
這
些
係
爭
禁
令
據
以
爲
基
礎
的
要
件
，
幾
乎
可
以
禁
止
任
何
一
個
較
大
規
模
的
示
威
；
 

在
每
一
個
較
大
規
模
的
示
威
都
會
有
一
些
可
以
推
斷
出
不
和
平
過
程
的r

資

料

」

。

定W
S
K
，

所
以
已
侵
害
訴
訟
提
起
人
依
據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第
一
項
所
享
有
的
基
本

 

a
i
：

。
該
禁
令
違
反
比
例
原
則
，
忽
略
了
絕
大
多
數
的
參
與
人
—
I

其
中
有
許
多
當
地
的
農
夫
1

丨
是
要
以
和
平
的
方

 

式

示

威

。
一
些
小
的
邊
緣
團

if
的
傳
單
並
不
能
正
當
化
該
禁
令
。
與
警
方
發
生
的
個
別
越
軌
騷
亂
是
來
自
於
該
項
不
合

 

比
t

的

禁

令

。
該
禁
令
更
不
能
因
爲
示
威
未
經
申
報
而
被
正
當
化
，
因
爲
官
署
曾
迴
避
示
威
人
有
意
提
出
的
申
報
，
此

 

外

，
官
署
的
代
表
亦
曾
參
與
所
有
的
籌
備
會
議
。

B

、

本
憲
法
訴
訟
應
受
理
之
。

I

'

憲
法
法
院
審
核
的
客
體
是
該
禁
令
之
立
卽
執
行
以
及
行
政
法
院
對
此
所
爲
之
支
持
。
訴
訟
提
起
人
就
上
述
措
施
涉

 

及
其
已
申
報
之
示
威
之
部
分
係
受
到
直
接
的
不
利
。
該
示
威
之
禁
令一

如̂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曾
正
確
指
出
I
-

不̂
能
與



該
一
般
行
政

m

分
之
立
卽
執
行
分
開
來
判
斷
。
該
一
般
行
政
處
分
及
於
所
有
於
係
爭
期
間
針
對
係
爭
核
能

m

M
的
示
威

 

活

動

，
因
此

爲

行
政
法
院
審
核
之
中
心
。

訴
訟
提
起
人
由
於
受
到
示
威
禁
令
立
卽
執
行
及
法
院
對
該
執
行
之
支
持
的
阻
礙
，
無
法
在
告
知
主
管
機
關
之
地
點

 

及
時
間
合
法
示
威
。
訴
訟
提
起
人
認
爲
公
：罹
力
的
上
述
行
爲
已
侵
害
其
受
到
基
本
權
利
保
護
的
法
律
地
位
。
因
爲
他
們
 

已
訴
誚
法
院
撤
銷
這
此
一
一
行
爲
、
窮
盡
了
救
濟
途
徑
，
所
以
他
們
於
期
限
內
提
出
之
憲
法
訴
訟
具
備
了
法
定
的
受
理
要
件

 

(
基
本
法
第
九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之一

，
九
四
條
第
二
項
以
及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九
〇
條
以
下
)
。
依
據
B
確
立
 

慣
行
之
法
院
载
判
，
此
憲
法
訴
訟
之
町
受
理
性
並
不
受
本
案
程
序
救
濟
途
徑
尙
未
窮
盡
之
影
響
*
因
爲
依
行
政
法
院
法

 

第
八
〇
條
第
五
項
，
暫
時
程
序
在
法
律
上
有
其
獨
立
地
位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五
三
册
，
三
〇
员c

五
二
頁
〕
 

■，第
五
九
册
，
六
三
頁
〔
八
二
頁
〕
)
。

n

、

史
列
斯
維
希
—
赫
爾
斯
坦
邦
總
理
及
史
圻
堡
縣
縣
長
針
對
本
憲
法
訴
訟
之
可
受
理
性
所
提
出
之
懐
疑
，
卽
使
在
憲

 

法
訴
訟
之
從
屬
性
(s

u
b
s
i
d
i
a
r
i
t
y

 
)
及
權
利
保
護
必
要
性
之
觀
點
下
亦
不
能
言
之
成
理
。

1.
囚
爲
訴
訟
提
起
人
所
指
責
的
基
本
權
之
侵
害
1
丨
如
冋
卨
等
行
政
法
院
承
認
訴
訟
參
加
人
之
上
訴
權
丨
丨
只
對

 

暫
時
程
序
有
意
蕙
，
因
此
無
法
在
本
案
程
序
淸
除
之
。
此

外

，
固
然
該
指
寊
主
要
是
針
對
只
有
在
本
窠
程
序
中
才
能
終

 

陆
判
斷
的
禁
令
之
違
法
性
，
在
簡
速
程
序
只
能
進
行
簡
易
審
M

。
但
.龙
聯
邦
內
政
部
長
B
正
確
地
指
出
目
前
的
司
法
判

 

決

。
據

此

，
卽
使
考
虛
次
要
性
原
則
仍
是
可
以
依
據
行
政
法
院
法
第
八
〇
條
第
五
項
之
規
定
，
在
簡
易
程
序
例
外
地
受



理
斜
終
審
法
院
上
訴
裁
判
所
提
起
的
憲
法
訴
訟
，
其

要

件

爲

，
憲

法

訴
訟
之
裁
判
不
需
要
進I

步

的

事

實

說

明

，
而
且

 

!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九
十
條
第
二
項
之
要
件
—
I
據
此
不
再
需
要
窮
盡
救
濟
途
徑
i

亦

存

在

。
此
種
例
外
特
別
是
在

 

立
卽
執
行
會
終
局
地
阻
礙
基
本
權
利
之
行
使
-
以
及
在
暫
時
權
利
保
護
因
此
而
意
義
更
形
重
大
的
場
合
有
其
正
當
性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五
六
册
*
二

~
六

頁C

二
三
四

頁
〕)。

這
些
要
件
正
也
有
可
能
存
在
於
對
基
於
一
次
牲
勤
機
的
示
威
之
禁
令
的
立
卽
執
行
之
上
。
簡
易
程
序
在
此
實
際
上

 

$

了
本
案
程
序
的
意
義
I

行
政
法
院
法
第
八
十
條
的
修
正
理
由
亦
是
如
此
(
聯
邦
議
會
議
事
記
錄
九\

1

九
〇
五

 

，
第

五

頁

)
。
集
會
法
相
關
規
定
在
憲
法
上
應
如
何
判
斷
、
解
釋
以
及
在
勘
酌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的
基
本
權
利
保
障
下
，
 

於
禁
止
大
規
模
示
威
及
立
卽
執
行
此
禁
令
之
際
應
遵
守
那
些
標
準
，
是
本
案
的
核
心
問
題
並
具
有
憲
法
上
基
本
的
意
義

 

。
這
項
問
題
在
對
此
基
本
權
利
至
今
尙
無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的
情
形
下
更
能
證
明
承
認
本
案
之
可
受
理
的
正
當
性
。
對
本

 

憲
法
訴
訟
之
判
決
並
不
需
要
其
他
的
事
實
調
査
。

2.
本
憲
法
訴
訟
亦
不
欠
缺
必
要
的
權
利
保
護
必
要
性
。
此
種
必
要
性
尤
其
不
會
因
爲
示
威
日
期
已
過
以
及
禁
令
之

 

立
卽
執
行
因
此
铤
成
多
餘
而
喪
失
。
依
據
確
立
慣
行
的
判
決
，
卽
使
憲
法
訴
訟
所
追
求
的
已
經
解
決
，
權
利
保
護
之
必

 

1
1
^

在
否
則
無
法
澄
淸
一
個
具
有
基
本
蒽
義
的
憲
法
問
題
，
以
及
所
侵
害
之
基
本
權
利
特
別
重
要
的
情
形
下
，
無
論
如

 

何
仍
繼
嫌
存
在
(
參
照
稀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三
三
册*

二
四

七

頁

〔
二
五
七
頁
以
下
〕
.，
第

五

〇

册

，
二
四
四
頁

 

〔
二
四
七
頁
以
下
〕
；
五

三

册

，
三

〇

頁

〔
五

四

頁

〕

)
。
而
前
述
的
考
量
亦
說
明
本
案
具
備
這
些
條
件
。

I
案
訴
訟
提
起
人
之
利
益
値
得
保
護
應
予
肯
定
，
儘
管
他
們
在
異
議
被
較
囘
之
後
並
未
在
本
案
提
起
訴
訟
。
他
們

四
三



四
四

在
示
威
前
一
晚
已
提
出
的
憲
法
訴
訟
，
應

予

受

理

，
亦
毫
無
疑
問
(
參
照
對
臨
時
命
令
申
詰
所
做
之
決
議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五
六

册

，
二
四
四
頁
〔
二
四
六
頁
〕
)
。
囚
此
其
權
利
保
護
必
要
性
只
可
能
因

爲

事
後
的
倩
況
而
喪
失

 

=

然

Ifn

他
們
以
憲
法
訴
訟
所
追
求
的
反
正
必
須
花

n

案
訴
訟
提
起
人
的
程
序
中
決
定
之
；
因
此
沒
有
必
要
就
可
受
埋
性

 

之
要
件
對
I

案
訴
訟
提
起
人
權
利
保
護
必
要
性
之
繼

M

存
在
要
求
太
嚴
(
參
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五
〇

册

，
二
 

九

◦
頁

〔
三
二
〇
頁
〕
；
第
六

二

册
，

I

 
一
七
頁
〔

一

四

四

頁

〕
)
。
因

爲

丨
—
如
前
所
述
—
—
行
政
法
院
法
第
八
〇
 

條
第
五
項
規
定
之
程
序
在
憲
法
法
院
審
核
中
應
被
視

爲

法
律
上
獨
立
的
程
序
，
而
且
因

爲
I

案
之
訴
訟
提
起
人
對
於
憲

 

法
法
院
關
於
在
何
種
要
件
下
才
能
命
令
立
卽

m

rr

示
威
禁
令
所
做
之
_
明

感

到
興
趣
，
所
以
不
能
單
純
因

爲

他
們
在
示

 

威
期
日
經
過
後
並
未
向
行
政
法
院
提
起
訴
訟
就
假
設
，
原
本
存
在
的
權
利
保
護
必
要
性
事
後
已
喪
失

D 

C
 '

本
憲
法
訴
訟
就
其
針
對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基
於
訴
訟
參
加
人
之
上
訴
而
維
持
示
威
禁
令
之
立
卽
執
行
應
超
過
行
政
法

 

院
所
同
意
地
區
之
部
分
，

爲

有
理
由
。
集
會
法
中
被
間
接
攻
擊
的
相
關
條
文
在
結
果

J:
禁
得
起
憲
法
法
院
的
審
核

=

I

、

憲
法
法
院
的
審
核
標
準
是
集
會
自
由
此
項
基
本
權
(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
。

1.
在
原
始
程
序
中
所
被
攻
擊
的
措
施
及
其
基
礎
法
條
限
制
了
訴
訟
提
起
人
遂
行
預
定
示
威
之

S

由

。
遊
本
法
第
八

 

條
確
保
此
項
目
由
。
它
認

爲

集
會
與
遊
行
—

I

不
同
於
單
純
的
集
合
或
市
民
遊
樂

I

I

是
表
達
旨
在
溝
通
的
、
團
體
的

 

發
展
方
向
，
所
以
加
以
保
護

D

 _這
項
保
護

：

个
限
於
只
供
爭
辯
的
活
動
，
而
且
包
括
甚
至
非

P

頭
表
達
形
式
的
各
毪
集
體



行
爲
的
方
式
，
爲
了
大
肆
或
引
人
注
目
地
宣
揚
意
見
而
行
使
集
會
自
由
的
、
帶
有
示
威
性
格
的
方
式
亦
屬
於
其
中
之一

 

C
因
爲
在
原
始
程
序
並
沒
有
某
種
意
見
內
容
之
表
逹
—

丨
例
如
在
號
召
、
發

言

、
歌
曲
中
或
標
語
上
—

丨

會
受
到
胆
礙

 

之
根
據
，
因
.此
不
需
要
審
核
，
如
何
可
以
在
示
威
的
防
範
措
施
上
援
引
意
見
自
由
此
項
基
本
權
利
做
爲
檢
査
標
準
，
以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

■2.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是
防
禦
權
，
它
也
要
而
且
特
別
是
要
有
利
於
不
同
思
想
的
少
數
人
。
它
賦
予
基
本
櫃
利
主
.體
關
 

於
活
勤
地
點
、
時

間

、
種
類
及
內
容
的
自
我
決
定
權
，
同
時
並
且
禁
止
國
家
強
制
人
民
參
與
或
遠
離I

項
公

開
集
會
。
 

該
項
基
本
權
利
在
此
意
義
下
於
自
由
國
家
體
卽
享
有
特
殊
的
位
階
。
不
受
阻
礙
而
且
不
需
要
特
別
的
許
可
而
與
他
人
集

 

會
的
權
利
向
來
是
充
滿
目
信
的
市
民
所
具
有
的
目
由
、
獨
立
及
成
熟
的
象
徵
。
此
項
目
由
擔
保
在
其
政
治
活
動
的
效
力

 

上
同
時
體
現
一
個
基
本
判
斷
，
而
此
項
判
斷
的
意
義
超
過
對
目
然
的
人
格
發
展
不
受
國
家
干
涉
的
保
護
。
集
會
自
由
在

 

英
美
法
系
有
其
目
然
法
思
想
的
根
源
，
很
早
就
被
理
解
爲
人
民
主
檑
的
表
徵
，
也
因
此
被
理
解
爲
積
極
參
與
政
治
過
程

 

的

、
民
主
的
市
民
■權

利

(
參

照Q

s .l
i
s
c
h
,

 Di
e

 de
m
o
k
r
a
t
i
s
c
h
e

 y
e
r
s
a
m
m
c
n
g

，
丨

丨

民

主

的

集

會|

九
 

七
0
年

，
三
六
頁
以

 

H

—

S
c
h
w
a
b
™,

 Da
s

 G
r

 目

 

d
r
e
c
h
t

 d
e
r

 v
e
r
s
a
m
m
c
n
g
s
f
r
e
i
h
e
i
t

—一

集
會
自
由
的

 

基
本
M
利

，I

九
七
五
年
，I

七

頁

以

下

)
。
此
項
自
由
權
利
的
上
述
意
義
也
在
聯
邦
內
政
部
長
、
譬
察H

會
以
及
環

 

境
保
護
市
民
運
勤
聯
郵
協
會
所
提
的
意
見
書
中
被
強
調
出
來
。
它
並
且
在
文
獻
上
被
普
遍
承
認
。

■

(
詳
細
請
參
照

 

B
c
m
e
n
w
i
t
z
,

 V
e
r
s
a
m
m
l
u
n
g
s
f
r
e
i
h
e
i
t

 un
d

 p
o
l
i
t
i
s
c
h
e

 G
e
f
a
h
r
e
n
a
b
w
e
h
r

b
e
i
D
e
m
o
n
s
t
r
a
t
i
o
n
e
n

-
-
集
會
自
由
.與
示
威
中
政
治
危
險
之
防
絮
，
收

錄

於S
a
m
p
e
r

紀

念

文

集

*
 -I

九
八
二

四
五



四
六

年

，I

 三
 一

 頁

〔I

 三

二

〕；
B
J
a
n
k
e
l
\

s
t
e
r
z
e
l
,

 In
h
a
U

 u
n
d

 S
c
h
r
a
n
k
e
n

 d
e
r

 D
e
m
o
n
s
t
r
a
t
i
o
n
s
-

f
re

i
he

i
t

 d
e
s

 Gr
u
n
d
g
e
s
e
U
e
s

 
-
-
基
本
法
上
示
威
目
由
的
內
容
與
限
制
，
刊

於V
〇
r
g
5
n
g
e

 一

九

八

三

年

*

六
七
K

〔
七

二
頁
以
下
〕
；D

s
n
i
n
g
e
r
,

 Z
w
S
l
f

 T
h
s
e
n

 z
u
r

 D
e
m
o
n
s
t
r
a
t
i
o
n
s

 

f
r
e
i
h
e
i
t

 
—
I

 示
威
目

 

由
的
十
二
個
課
題
，
刊
於D

R

 

i

 

Z

 *
 |

九

六

九

年

，
七
o

頁

以

下；
D
i
e
t
e
l

 

\
G
i
n
t
z
e
,
D
e
m
o
n
s
t
s
t
i
o
n
s

 

—
u
n
d

 

V
e
r
s
a

日m
l
u
n
g
s
f
r
e
i
b
e
i
t

——

示
威
及
集
會
自
由*

第

八

版

，

一

九

八

五

年

，
序

言

第

二

頁

，
集
會
法
第
一
條
註
釋

 

第
十
八
段
以
下
及
第
十
四
條
註
釋
第
七
段
以
下
；F

s
n
k
e
n
b
e
r
g
,

 D
e
m
o
n
s
t
r

s -i
o
n
s
f
r
e
i
h
e
i
t

丨e
i
n
e

 .v
e
r

丨

f
a
s
s
u
n
g
s
i
-
e
c
h
t
l
i
c
h
e

 Sk
i
z
z
e

 
-
-
示
威
目
由

-
-一

 個
憲
法
法
上
的
素
描
，
列
於

 

K
r
i
t
i
s
c
h
e

 J
U
S
U
Z
'

九

八
 I

 年

，
三

七

〇

頁

〔
三
七
一
頁
以
下
〕；

F
.r
o
w
e
i
n
,

 V
e
r
s
a
m
m
l
u
n
g
s
f
r
e
i
h
e
i
t

 u
n
d

 v
e
r
s
a
m
s
c
n
g
s
r
e
c
h
t

-
-
集
會
自
由
與
集
會
法
-
刊
於
艺J

W

 
► 1

九

六

九

年

，I

 〇

八
一
頁
以
下.，

G
s
l
e
n
,

 V
e
r
s
a
m
m
l
u
n
g
s
f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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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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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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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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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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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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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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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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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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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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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I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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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三

頁

〔
五

九

頁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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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t
r
I
c
o
m
m
e
n
t
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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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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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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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八

三

年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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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以H

 
—Q

u
i
l
i
s
c
h

 

，
前

揭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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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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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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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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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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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n
e
i
d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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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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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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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a
t
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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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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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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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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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
m
e

 d
e
r

 V
e
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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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

 

l
u
n

(K)s
f
r
e
i

B-ei

 

t

——

 

變
動
中
的
民
主
，
集

會

自

由

的

問

題

，
收
錄
於
s

宇

〗3
a

n
n

之

紀

念

文

集

，

一

九

六

九

年

，
二

四

九

頁C

二
五
七
頁

 

以

下

〕；
s
c
h
w
&
b
l
e

 *
前

掲

書

，

I

八
及
六
五
頁
以
下
)
。

⑻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

至
今
仍
未
處
理
過
集
會
目
由
丨
—
長
久
以
來
就
認
爲
意
見
自
由
是
民
主
共
同
體
不
可
或

 

缺

的

、
基
礎
的
功
能
要
素
。
它
是
人
格
最
直
接
的
表
達
以
及
最
重
要
的
人
權
之一

，
對
自
由
民
主
的
國
家
秩
序
有
創
設

 

性

的

功

能

，
因
爲
它
促
使
人
類
不
斷
的
、
精
神
上
的
相
互
討
論
及
意
見
的
抗
爭
成
爲
此
項
國
家
形
式
的
生
活
要
素
(
參

 

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
第

七

册

，
一

九

八

頁

〔
二
〇
八

頁

〕
；
第

十

二

册

，

一

 
~
三

頁C

 M
l

五

頁

〕
；
第
二
十

 

册

，
五

六

頁

〔
九

七

頁

〕
；
第

四

二

册

，

~
六

三

頁

〔

~
六

九

頁

〕

)
◊
若
將
集
會
目
由
理
解
爲
集
體
表
達
意
見
的
自

 

由

，
則
對
其
解
釋
上
不
會
有
基
本
的
差
異
。
這
不
會
因
爲
原
則
上
表
徵
意
見
目
由
之
行
使
的
說
理
要
素
特
別
在
示
威
的

 

情
形
退
居
次
要
的
地
位
而
有
改
變
。
示
威
者
以
有
形
的
出
席
、
公
開
地
且
沒
有
媒
體
的
介
入
地
宣
揚
其
意
見
，
亦
正
是

 

以
直
接
的
方
式
發
展
其
人
格
。
理
想
的
示
威
形
式
是
共
同
地
以
身
體
呈
顬
其
確
信
，
參

加

人

I

方
面
在
團
體
中
與
他
人

 

共
同
堅
定
此
項
確
信
，
另

I

方
面
對
外
丨
丨
透
過
箪
純
的
出
現
，
出

現

的

方

式

，
相
互
互
動
的
方
式
或
地
點
的
選
擇
—

 

「
探

取

」
立

場

、
表

明

其

態

度

◊
至
於
此
類
公
開
意
見
的
場
合
有
被
煽
勤
利
用
、
並
被
不
當
情
緒
化
的
危
險
，
對
集
會

 

自
由
和
對
意
見
及
新
聞
自
由
的
基
本
評
估
並
不
重
要
。

四
七



四
八

(b)
3

酌
民
主
共
同
艟
意
見
形
成
過
程
的
特
殊
桂
，
則
更
能
顯
現
集
會
自
由
的
基
礎
意
義
。
在
德=

1

共
產
黨
判

 

決

(K
P
D
I
U
r
t
e
i
l

 
)
中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認
爲
民
主
自
由
的
秩
序
的
出
發
點
是
，
現

存

的

、
源
自
歷
史
的
國
家
及
社

 

會
關
係
可
以
修
改
而
且
也
需
要
修
改
，
因
此
吾
人
有
個
永
不
終
止
的
任
務
，
它
必
須
不
斷
以
新
的
意
思
決
定
達
成
之
(
 

f

M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五
册
，
八

五

頁

〔

一
九
七
頁
〕

)
。
形
成
此
項
意
思
決
定
的
途
徑
被
描
寫
爲
「
嘗
試
與
鍺
誤

 

」
的

過

程

。
它
透
過
不
斷
的
、
精
神
上
的
相
互
討
論
、
相
互
監
督
及
批
判
，
對

I

個

(
相

對

)
正
確
的
政
治
路
線
I

 

國
家
內
有
效
政
治
力
量
的
結
果
與
平
衡
——

提

供

最

好

的

擔

保

(
前

引

判

決C

 
一
三
五
頁
〕
；
並
參
照
聯
邦
憙
法
法
院

 

十
二
册
，
二

三

頁

〔
一
二
五
頁
〕
)
。
稍
後
關
於
政
黨
財
政
補
助
的
裁
判
依
循
前
述
考
量
並
且
強
調
，
民
主
政

 

治
的
意
思
形
成
應
該
是
由
人
民
到
國
家
機
關
，
而
不
是
反
其
道
而
行
■，
市
民
參
與
政
治
意
思
形
成
的
權
利
不
僅
表
現
在

 

選
皋
時
投
票
，
而
且
表
現
在
對
政
治
意
見
形
成
丨
丨
在
民
主
國
家
體
必
須
自
由
、
公
開
、
不
經
規
範
而
且
原
則
上r

沒
有

 

國
家
介
入
」
地
形
成
——

持
續
過
程
的
影
響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二
十
册
，
五

六

頁C

九
八
頁
以
下
〕
)
。

市
民
以
不
同
程
度
參
與
此
項
過
程
。
大

型

組

嫌

、
財
力
雄
厚
的
出
資
人
或
者
大
衆
媒
體
能
夠
發
揮
很
大
的
影
篇
力

 

。
相
形

之

下

，
公
民
比

較

無

力

。I

個
社
會
的
大
衆
媒
賸
管
道
及
透
過
媒
艟
表
達
意
見
的
機
會
若
集
中
在
少
數
人
手
中

 

,
個
人
除
了
在
政
黨
及
團
趙
中
共
同
發
揮
作
用
之
外
，I
般
只
有
透
過
行
使
示
威
的
集
會
目
由
發
揮
集
膣
的
影
響
力
。
 

此
項
自
由
灌
的
順
利
行
使
不
僅
可
以
對
抗
政
治
無
力
惑
及
對
國
f

煩
的
危
險

趨

勢

，
而
且
也
符
合
正
確
埋
解
下
的
公

 

共

利

益

，
因
爲
只
有
當
一
切
政
治
方
向
某
種
程
度
地
經
有
力
發
展
之
後
-
在
政
治
意
思
形
成
的
力
量
對
抗
中
，

~
般
才

 

I

到
相
對
正
確
的
結
果
。



於
是
文
獻
正
確
地
將
集
會
認
爲
是
民
主
公
開
性
的
重
要
要
件
：

r

它
提
供
公
開
影
響
政
治
過
程
、
發
展
多
元
的
主

張
及
代
替
方
案
以
及
批
判
與
抗
議
的
可
能
性

.

.
，它

含

有

最

初

，
未
經
限
制
的
直
接
民
主
中
能
防
止
政
治
運
作
因
例

行H
作
而
陷
於
值
化
的
部
分(

H
e
s
s
,

前

掲

書
1

五
七
頁
，

B
c
m
e
n
w
i
t
z

採

相

同

見

解

，
前

揭

文

〔

=

三

 

頁
以
下
〕)。

特
別
在
議
會
代
表
制
以
及
少
有
公
民
參
與
權
利
的
民
主
體
制
下
，
集
會
自
由
是
基
本
且
不
可
或
缺
的
劫

 

能
要
素
。

適
用
——

卽
使
對
於
有
嚴
重
的
、
而
且
在
權
力
更
替
後
無
法
輕
易
改
變
結
果
的
決
定

I

多

 

數
決
原
則
。
另
一
方
面
選
擧
人
的
多
數
能
發
揮
的
影
響
相
當
有
限
.，
國
家
權
力
是
透
過
特
殊
機
關
行
使
而
且
由
有
能
力

 

的
官
僚
機
制
管
理
。
越
是
能
確
保
對
少
數
的
有
效
保
障
，
這
些
機
關
基
於
多
數
決
原
則
所
做
的
決
定
就
能
一
般
地
得
到

 

正
當
性
。
少
數
是
否
能
事
先
充
分
影
響
意
見
及
意
思
的
形
成
可
左
右
人
們
對
這
些
決
定
的
接
受
程
度
(
參
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载
判
集
第
五

册
，
八
五
頁
〔
！九
八
頁
以

下
〕〕

。
若
代
議
機
關
未
或
未
能
及
時
發
現
弊
端
及
錯
誤
的
發
展
或
基

 

於
其
他
利
益
之
考
量
而
容
忍
之
，
示
威
性
的
抗
議
就
會
變
得
特
別
必
要
(
請
參
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二
八
册
*

|

九
一
頁
〔
二

〇

二
頁
〕
)
。集
會
自
由
對
於
代

M
制
度
的
稳
定
劫
能
在
文
獻
中
被
做
了
如
下
正
確
的
描
述
：
它
使
得

 

不
滿
、
憤
怒
與
批
評
能
被
公
開
提
出
而
且
得
到
宣
洩
，
它
是
能
偵
測
谮
在
破
壊
、
呈
顯
整
合
缺
陷
以
及
因
此
能
夠
修
改

 

政
策
路
線
的
早
期
餐
報
系
統
之
必
要
條
件
(B

l
a
a
k
e
/
s
t
e
r
z
e
l

，
前

揭

文C

六
九
頁
〕
)
。

集
會
法
中
與
原
始
程
序
有
關
之
規
定
在
解
禪
及
適
用
上
若
能
斟
酌
集
會
目
由
的
原
則
性
意
義
，
則
滿
足
憲
法
上
的

要
求

四
九



五
〇

1.
集

會

B由

的

位

階

雖

：[3
，
m

不
是
毫
無
保
留
地
受
到
保
障
。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只
確
保
「
和
平
且
不
携
帶
武
器
集

 

會
」
的
植
利
(
參
照
下
列

nl
3.
a
_
)
，
此
外
並
對
室
外
活
動
的
此
項
權
利
加
上
法
律
保
留
。
憲
法
藉
此
考
慮
到
以
下
的

 

情
況
：
室
外
行
使
集
會

S
由
囚

爲
與
外
界
接
觸
■
有
特
別
的
、
尤
其
萣
組
織
法
上
與
程
序
法
上
的
規
範
需
要
，
以

便

一

 

方
面
規
定
摧
利
行
使
的
眞
實
要
件
，
另
一
方
面
充
分
保

m

他
不
同
的
利
益
。

威
瑪
憲
法
在
第
二
二

n

條
明

a
規

定

，
室

外

集

會

「
得
依
帝

阈

法
律
之
規
定
負
有
申
報
義
務
，
若
對
公
共
安
全
檇

 

成
直
接
危
臉
，
得
禁
止
之
」
，
相
形
之
下
，
迤
本
法
只
萣
規
定

I

個
單

純

的

、
規
範
客
體
似
乎
完
全
沒
有
限
制
的
法
律

 

保
留
。
但
足
這
_个
'我
示
，
此
項
基
本
椒
利
擔
保
的
效
力
只
限
於
立
法
者
在
尊
重
：其
逭
要
內
容
下
所
留
給
它
的
範

阐

。
如
 

同
聯
邦
內
政
部
長
亦
曾
正
確
指
出
，
意
兒
0

y1
依
憲
法
文
義
雖
然
應
受
到
一
般
法
律
之
限
制
，
但
是
其
效
力
範
圍
不
得

 

以
普
通
法
律
任
惡
加
以
相
對
化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七

册

，

一
九
八
頁
〔
二
〇
七
頁
以
下
〕
.，第

七

册

，
三
七
 

七

貝

〔
四
〇
四
.良

〕
〕
，
迓
在
集
會
0
由
並
無
不
同
。
立
法
者
在
制
訂
限
制
規
範
時
，
應
遵
守
以
上
所
述
的
，
在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中
所
體
現
的
憲
法
基
本
判
斷
.，他
只
有
在
嚴
格
遵
守
比
例
原
則
下
，

爲

了
保
鼴
其
他
相
等

愤
値

的
法
益
才
可

 

以
限
制
集
會
自
由
的
行
使
。

官
署
及
法
院
解
釋
及
適
用
由
立
法
者
所
規
範
的
限
制
基
本
權
利
的
法
律
時
，
躐
該
與
在
解
釋
限
制
意
見
自
出
的
規

 

定
時
並
無
二
致
(
參
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七

册

，

；
九
八
.良

〔
二
〇
八

頁

〕
.，第

六

卜

册

，
二
三
四
頁
〔
二
四
 

〇

頁

〕
.，針
對
集
會
權
者
，
第
二

六

册

，
一
一
五

a
〔
一
三
七
頁
〕

)
。
在
集
會
自
由
的
領
域
，
可
以

内
爲

示
威
者
在

 

行
使
自
由
之
際
侵
害
第
三
#
的
法
律
地
位
而
有
必
要
探
取
限
制
0
由
的
干
涉
措
施
。
_
家
機
關
在
探
取
干
涉
時
，
應
該



不
斷
#
照
該
基
本
權
在
自
由
民
主
函
家
所
具
備
之
基
本
意
義
而
解
椁
限
制
基
本
權
之
法
律
，
並
且
將
其
措
施
局
限
於
爲

 

保
m

相
等
僙
値
法
益
所
必
要
者
。
與
此
要
求
格
外
不
合
的
是
下
列
官
署
措
施
：
超
越
對
限
制
基
本
權
之
法
律
的
適
用
範

 

圍

，
；

g
例
如
以
限
制
車
輛
進
入
及
冗
長
的
預
防
性I #

過
分
地
增
加
前
往
示
威
的
困
難
，
或
者
以
過
多
的
觀
察
與
記
錄

 

改
奐
示
威
沒
有
國
家
介
入
、
未
經
規
範
的
性
格
(
參
照
獅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六
五
册
，

一
頁
〔
四

三

頁

〕

)
。

2
立
法
者
基
於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之
法
律
保
留
所
制
定
的
集
會
法
規
定
，
只
有
第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的
申
報
義

 

務
及
第
十
五
條
的
解
散
及
禁
止
構
成
要
件
對
於
原
始
案
件
之
裁
判
是
重
要
的
。
沒
有
必
要
審
査
集
會
法
關
於
申
報
期
限

 

及
說
明
負
責
之
領
導
人
的
規
定
；
因
爲
行
政
機
關
及
法
院
均
未
以
此
規
定
說
明
其
決
定
。

⑻
集

會

法

第

十

四

條

第I
項
所
規
定
的
申
報
義
務
在
威
瑪
憲
法
被
明
文
規
定
爲
集
會
自
由
可
以
有
的
限
制
。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認
爲
原
則
上
它
只
是
輕
微
地
限
制
該
項
基
本
權
利
(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二
六
册
，

一
三
五
頁
〔

一

 

三
七
頁
以
下
〕
)
。
聯
邦
法
院
(
參
照
聯
邦
法
院
刑
事
裁
判
集
第
二
三

册
，
四
六
頁
〔
五
八
頁
以
下
〕
)
及
絕
對
的
通
 

說
亦
認
爲
此
項
規
定
合
憲
。
此
項
見
解
値
得
贊
同
，
但
是
同
時
要
考
量
：
申
報
義
務
並

非

沒

有

例

外

，
而

且

一

項
活
動

 

違
反
申
報
義
務
者
，
並
不
當
然
可
以
禁
止
或
解
散
之
。

■
申
報
義
務
只
適
用
於
室
外
集
會
，
因
爲
經
常
有
必
要
針
對
其
對
外
效
果
操
取
特
殊
的
預
防
措
施
。
申
報
中
的
說
明

 

可
以
提
供
官
署
必
要
的
消
息
，
以
便
它
一
方
面
就
活
動
儘
可
能
不
受
干
擾
而
應
操
取
那
些
交
通
管
制
及
其
他
措
施
、
另

 

一
方
面
就
第
三
人
利
益
及
團
艎
利
益
所
必
要
者
以
及
二
者
如
何
調
合
等
問
題
形
成
腹
案
(
聯
邦
議
會
議
事
記
錄

00/

 

I
S
4
5

 
，第
十
頁
)

。
根
據
絕
對
的
通
說
，
及
時
申
報
的
義
務
不
及
於
出
於
現
在
實
際
的
動
機
而
立
卽
形
成
的
突
發
示

五

~



五
二

威
(參
照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栽
判
集
第
二
六

册-
一

三

五
頁

C

 1

三
八
頁
〕
.，巴
伐
利
亞
邦
高
等
法
院
，

，
一
九
 

七
〇
年
，
四
七
九
頁

；D
i
e
t
e
l

 \

 

G
i
n
u
e
l
,

前

揭

書

，
第
一
條
註
釋
第
二
三
段
及
第
十
四
條
註
釋
第
十
八
段
以
下
；
 

H
e
r
z
o
g

，
前

揭

書

，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註
榉
第
四
八
，
八
二
及
九
五
段
；
v
. 
M
*§;
c
h
,
前

掲

書

*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註

 

样
第
十
段
；H

o
f
f
m
a

目

丨

»
i
e
s 
,
前

揭

書

，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註
釋
第
四
七
段

；F
r
o
w
e
i
n

 
,
前

掲

文

〔
1
0
八
 

五

以

下

〕；
0
s
s
e
n
b

p5hl

 

，
前

掲

文

，C

六
五
頁
以
下
〕
；

p
. S

c
h
n
e
i
d
e
r

前
揭
文
〔
二
六
四
頁
以
下
〕
〕
。
此
 

類
突
發
示
威
受
到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的
保
障
•，
在
若
遵
守
集
會
法
之
規
定
卽
無
法
達
到
突
發
示
威
之
目
的
的
範
圍
，
纆
不
 

J
S
S
K

此
規
定
。
其
理
由
在
於
：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第
一
項
原
則
上
f

人

民

「
不
f

報
或
許
可
」
而
集
會
的
自
由
；
該
 

條
第
二
項
雖
然
規
定
此
自
由
在
S

集
會
的
情
形
得
依
法
限
制
之
，
但
是
此
類
限
制
不
得
使
特
定
類
型
活
動
完
全
喪
失

 

第
一
項
的
擔
保

 >
 此
項
檐
保
無
寧
應
在
前
述
要

件
下
不
受
申
報
義
務
的
限

制

。

前
述
對
於
突
發
示
威
之
評
斷
—

礎

在

於

，
集
會
法
上
秩
序
規
定
應
依
循
集
會
自
由
此
項
基
本
權
利
適
用
之
，
必
 

要
時
更
應
對
其
退
鼷=

確
保
集
會
與
遊
行
許
可
性
的
是
此
項
基
本
權
利
而
不
是
集
會
法
.，
後
者
只
是
規
定
一
些
必
要
的

 

限

制

。
道
再
度

說

明

，
申
報
義
務
之
違
反
並
不
當
然
導
致
活
動
的
禁
止
或
解
散
。
儘
管
以
主
辦
人
或
®W

人

的

身

分

「
 

遂

行J

 
一
項
未
經
申
報
的
集
會
者
需
負
刑
亊
貴
任
(
集
會
i

廿

六

條

)
，
但
是
除
此
以
外
*
集
會
法
第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僅

規
定
，
主
管
官
署
「
得

j

解
散
未
經
申
報
的
S

集

會

及

遊

行

。
此

外

，

內
政
部
長
認
爲
預
防
性
禁
止
若
是

 

比
法
所
明
定
的
解
散
較
輕
微
的
手
段
，
在
此
範
鬮
內
可
做
爲
制
裁
之
用
。
然
而
無
論
如
何
，
解
散
及
禁
止
並
菲
主
管
官

 

署
的
法
律
義
務
，
而
是
官
署
鑑
於
集
會
自
由
一
般
具
有
的
高
度
意
義
，
必
須
在
干
涉
的
其
他
要
件
存
在
時
，
才
能
行
使



的
授
權
規
定
。
申
報
之
欠
缺
與
隨
之
而
來
的
資
訊

：

个
足
不
過
使
得
官
署
比
較
容
易
干
涉
。

若
申
報
義
務
並
非
沒
有
例
外
而
且
義
務
之
違
反
並
不
當
然
導
致
解
散
及
禁
止
，
則
看
不
出
來
某
於
重
大
共
同
利
益

 

的
中
報
峩
務
在
原
則
上
會
是
不
合
比
例
。
至
於
大
規
模
示
威
是
杏
以
及
在
何
種
程
度
與
突
發
示
威
一
樣
具
有
某
些
應
.該
 

做
不
同
判
斷
的
特
殊
性
，
將
在
其
他
關
聯
之
處
再
做
討
論
(
參
照
下
述

W

2.
)
。

(b)
同
樣
地
，
集
會
法
第
十
五
條

(
據
此
卞
：管
機
關
「
在
依
做
成
行
政
處
分
時
可
得
而
知
情
況
，
公
共
安
全
或
秩
 

序
會
受
到
集
會
遊
行
之
遂
行
的
直
接
危
害
」
的
情
形
，
得
對
集
會
賦
加
某

鉴
負
擔
或
禁
止
、
解
散
之
)
經
得
起
憲
法
法
 

院
在
合
憲
性
解

释
所
做
之
審
核
。

訴
訟
提
起
人
及

m

境
保
護
市
民
運
動
聯
邦
協

0
質
疑
干
預
要
件
：
：̂

卽

「
觀
公
共
安
全
或
秩
序
之
危

^

」

—

的 

不
確
定
性
：
由
於
對
干
預
之
判
斷
係
由
比
較
基
層
的
行
政
機
關
及
執
行
瞥
察
裁
*

，
益
見
此
不
確
定
性
不
妥
當
。
然
而
 

丨
—
如
同
聯
邦
內
政
部
長

0
正
確
指
出

I

I
前
述

槪
念
U

透
過
警
察
法
而
得
到
充
分
明
確
的
內
容
(
發
照

D
r
e
w
s

 \

W
a
c
k
e

 /

 

V
o
g
e
l
/
M
a
r
t
e
n
s
, 

G
e
f
a
h
r
e
n
a
b

 w
e
h
r

-
-

危
險
之
防

»

丨
丨
一
書
，
第
八
版
，
一
九
七
七
年
，
第

一：
册

，
一 
一
七
.良
以
下
及
一
：二
〇
頁
以
下
)

D
據

此

，

r

公
共
安
全
的

槪

念
」
包
括
對
個
人
生
命
、
健

康

、
自

由

、
名
 

罄

、
所
冇
權
及
財
產
以
及
法
秩
序
與

阚

家
設
施
之
不
可
侵
犯
性
等
中
心
法
益
之
保
護
；

冋

時
若
前
述
法
益
受
到
刑
事
侵

 

害

之

威

脅

，
原
則

H

會
被
假
設
對
公
共
安
全
已
構
成
危
害
。

r

公

共

秩

序

」
指
的
足
依
照
當
時
通
行
的
社
會
及
倫
理
觀

 

對
其
遵
守
是
特
定
區
域
內
規
律
的
共

问

生
活
所
不
可
或
缺
的
不
成
文
規
範
的
總
體
。

然
而
此
項

槪

念
的
說
明
本
身
並
不
能
確
保
法
律
適
用
符
合
憲
法
。
對
憲
法
上
判
斷
重
要
的
是
集
會
法
本
身
所
包
念



五
四

的
二
個
限
制
，
它
們
使
得
主
要
只
有
爲
了
保
護
重
大
法
益
才
能
考
慮
禁
止
及
解
散
，
單
純
對
公
共
秩
序
的
一
般
危
害
並

 

不

充

分

。
一
方
面
，
栗
止
或
解
散
做
爲
最
後
手
段
必
須
以
B
窮
盡
賦
加
負
擔
此
一
比
較
溫
和
的
手
段
爲
前
提
(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载
判
集
第
六
四
册
，
五

五

頁

亦

同

)
。
這
是
基
於
比
例
原
則
。
它
不
僅
限
制
主
管
機
關
關
於
手
段
選
擇
之
载
量
，
而

 

且
限
制
其
在
決
定
上
之
载
量
。
受
到
基
本
權
利
保
障
的
集
會
自
由
，
只
有
當
已
斟
酌
其
意
義
的
利
益
衡
量
顯
示
，
爲
了

 

保
護
其
他
相
等
僙
値
法
益
係
屬
必
要
時
才
應
該
退
讓
。
然
而
絕
不
是
任
何
一
個
利
益
就
可
以
限
制
此
頊
自
由
；

一
般
而
 

言

，
第
三
人
必
須
忍
受
因
爲
集
體
行
使
基
本
權
利
必
定
會
產
生
的
，
而
且
只
有
在
對
活
動
目
的
不
利
的
情
形
下
才
能
避

 

免
的
麻
煩
不
便
。
因
爲
原
則
上
可
以
透
過
賦
加
負
擔
的
方
式
使
得
示
威
者
與
流
暢
的
交
通
能
共
同
使
用
街
道
，
所
以
更

 

不
能
單
純
基
於
交
通
技
術
的
理
由
而
考
慮
禁
止
集
會
。

另

|

方

面

，
官
署
干
涉
的
權
限
更
受
到
限
制
.■只

有
在
公
共
安
全
或
秩
序
受
到
「
直

接

危

害J

時
才
允
許
禁
止
及

 

解

散

。
透

過

ltd
項
直
接
性
的
要
求
，
干

涉

要

件

比

在一

.般
瞥
察
法
受
到
更
嚴
格
的
限
制

◊
在
具
體
案
件
上
必
須
做
出
危

 

險

預

測

。
它
雖
然
一
直
只
包
含
一
個
或
然
率
的
判
斷
，
但
是
其
基
礎
能
夠
而
且
必
須
被
證
明
。
因
此
集
會
法
規
定
，
它

 

必

須

基

於r

可
得
而
知
的
情
況
」

，
也
就
是
基
於
事
實
、
事
實
關
係
及
其
他
的
細
節
單
純
的
懷
疑
或
者
推
測
並
不
充

 

分

。
鑑
於
集
會
自
由
重
大
的
意
義
，
官
署
於
頒
布
預
防
性
禁
令
之
際
，
對
危
險
預
測
的
要
求
不
得
太
低
，
特
別
是
因
爲

 

它
在
估
計
鍺
誤
時
尙
有
事
後
解
散
的
權
利
。
此
外
應
先
由
專
門
法
院
判
斷
應
該
具
備
那
些
詳
細
的
要
求
(一

方
面
請
參

 

照D
i
e
t
e
l
\

G
i
n
t
z
e
l

前

掲

書

，
對
集
會
法
第
十
五
條
註
釋
第
十
二
段
提
到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四
五
册
，
五



一
頁
〔
六

一

頁
〕
；
另
一
方
固
，

O
t
t

前

掲

書

，
集
會
法
第
十
五
條
註
釋
第
五
段
以
及W

e
r
b
k
e

，
3

5

w

，

一
九
 

七

〇

年

，一

頁

〔
二
頁
〕
.，類
似
的
有
布
萊
梅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
刊
於
D

CC
V

，

一
九
七
二
年
，一

 0
 一
頁
〔一

 o

二
 

頁

3

 ;
M

M
雜

易

斯s
a
a
r
l
o
u
i
s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
刊

於
D
o;
v

 
,
 
一
九
七
三
年
，
八
六
三
頁
〔
八
六
四
頁
〕
以
及
法
 

律
委
員
會
對
一
九
七
八
年
法
條
修
正
所
提
出
的
報
告
，
聯
邦
議
會
議
事
記
麴

00
\

 1
00
4

5
，
十
一
頁
)
。
這
些
要
求
很
 

難
脫
離
具
瞠
情
況
而
在
憲
法
上
加
以
規
定
，
但
是
可
以
繫
於
：
大
規
模
示
威
的
主
辦
人
從
事
合
作
準
備
的
意
願
有
多
少

 

，
破
壞
是
否
只
是
來
自
於
第
三
方
面
或
少
數
人
(
參
照
下
述
I

1-
及

3.
〕
。
無

論

如

何

，
若
在
解
释
及
適
用
上
能
確
保

 

只
有
爲
了
保
M
更
重
要
的
團
體
法
益
不
受
直
接
且
自
可
得
而
知
情
況
可
能
導
出
之
危
害
，
並
且
在
遵
守
比
例
原
則
下
才

 

可
以
禁
止
或
解
散
，
則

總

體

來

說

，
集
會
法
第
十
五
條
是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W

、

以
上
所
討
論
的
集
會
法
規
定
亦
適
用
於
大
規
模
示
威
，
此
在
憲
法
上
並
無
可
議
之
處=

然
而

在
其
適
用
上
，
應
善

 

用
已
在
促
使
包
括
此
類
示
威
和
平
進
行
的
努
力
中
所
捜
集
到
的
並
且
經
過
證
實
的
經
驗
。

1.
根
據
在
原
始
程
序
所
取
得
的
經
驗
報
告
及
斯
圖
加
特
對
話
的
結
果
，一

些
情
況
能
夠
有
助
於
和
平
遂
行
，
諸
如

 

一
九
七
九
年G
o
r
l
e
b
e
n
I
T
r
e
c
k
，

一
九
八
一
年
波
鯧
和
平
示
威
或
一
九
八
三
年
南
德
手
牽
手
之
類
的
活
動
。
這
除
了

 

及
時
澄
淸
法
律
狀
態
之
外
還
包
括
，
雙
方
不
從
事
挑
*

及
攻
擊
行
爲
，
主
辦
人
引
導
參
與
人
士
從
事
和
平
行
爲
並
且
孤

 

立
暴
力
人
士
，
國
家
權
力
——

必
要
時
以
設
立
無
譬
察
的
匾
域
的
方
式
丨
—
應
審
m

自
行
節
制
並
且
避
免
過
度
的
反
應

 

以
及
及
時
的
接
觸
I

雙
方
在
此
可
彼
此
認
識
、
交
換
資
料
並
且
或
許
達
到
有
助
於
克
服
事
先
未
預
見
的
衝
突
情
況
的

五
五



五
六

互
信
的
合
作
。

全
於
是
否
可
從
瞥
察
工
會
認

爲

豳
家
機
關
如

冋

在
其
他
高
位
階
基
本
權
利
擔
保
的
情
形
，
依
據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的
 

憲
法
基
本
判
斷
所
負
擔
的
、
旨
在
促
使
集
會
遊
行
進
行
及
保
護
基
本
權
利
之
行
使
免
於

绾

三
人
破
壞
或
越
軌
擾
騷
的
保

 

護

義

務

，
就

可
以
得
出
應
斟
酌
前
述
經
驗
的
義
務
，

R;
置

而

不

論

。
無
論
如
何
應
援
引
最
近
的
憲
法
法
院
的
裁
判

。
據
 

此

，
基
本
權
利
不
僅
影
響
實
體
法
的

规

造
，
而
且
同
時

爲

促
進
基
本
權
利
保
障
的
組
織
及
程
序
規
定
，
以
及

爲

合
憲
地

 

適
用
現
有
程
序
規
定
設
定
標
準
(
參
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五
：二

册

，
)二
〇
頁
〔
六
五
良
以
下
及
七
二
頁
以
下
〕
 

■，第

五

六

册

，
二

一

六

頁

〔
二
.三
六
頁
〕
及

第

六

五

册

，
七

六

頁

〔
九

四

頁

〕
■，第

六

三

册

，
一
三
一
頁
〔

一

四
三
頁

 

〕
；
第

六

五

册

，

一

 :

良
〔四
四

K
，
四

九

頁

〕

〕
。
將
前
述
裁
判
亦
適
用
於
集
會
自
由
，
並

無

不

妥

，
尤
其
此
項
基
本

 

權
利
亦
帶
有
重
要
的
程
序
及
組
織
法
的

内

容
；
它
做

爲

0
由
權
利
並
未
就
集
會
遊
行
的
實
質
構
造
表
示
意
見
，
而
將
之

 

委
諸
主
.辦
人
自

f
f
i的
自
我

決

定

，
它
不
過
就
其
遂
行
做
組
織
上
的
規
定

。
國
家
機
關
應
以

和
平
進
行
的
大
規
模
示

威
爲
 

模

範

，
以
利
於
集
會
的
方
式
處
遇
，
並

§.
不
得
在
缺
乏
充
分
理
由
的
倩
況
置
行
之
有
效
的
經
驗
不
顧
。
此
項
要
求
符
合

 

吾
人
花
程
序
法
上
促
進
自
由
權
利
的
努
力
。
不
僅
參
考
而
且
要
實
際
去
驗
證
前
述
經
驗
的
這
页
義
務
，在
患
法
匕
更
可
以
 

其
相
對
於
禁
止
或
解
散
等
干
涉
態
樣
是
比
較
溫
和
的
手
段
而
被
：止
當
化
。
國
家
機
關
越
是

眞
誠
地
以
此
種
方
式
致
力
於

 

大
規
模

示
威
的
和
平

進

行

，
其
在
努
力
不

成
後
所
發
佈
的
禁
止
或
解
散
命
令
越
能
禁
得
起
行
政
法

院
的
審
査
。

前
述
程
序
法
上
的
要
求
對

阈
家
機
關
不
能
擴
張
到
，
澈
底
改
變
筈
察
任
務
是
危
險
防
禦
的
此
項
性
格
。
或
使
得
彈

 

性
的
配
置
策
略
無
法
適
用
的
地
，步

。

问
樣
地
而
且
特
別
是
小
能
對
大
規
模
示
威
的

K

辦
人
及
參
加
人
提
出
使
得
示
威
做



爲
對
政
治
怠
見
及
意
思
形
成
所
做
的
、
阐
家
之
外
的

rl
未
經
規
範
的
貢
獻
此
^
性

格

，
以
及
主
辦
人
對
示
威
的
方
式
及

 

內
容
的
自
我
決
定
權
落
空
的
要
求
。
只
是
要
求
主
辦
人
及
參
加
人
避
免
不
和
平
的
行
爲
並
且
儘
是
減
少
對
第
三
人
利
益

 

之
侵
害
，
並
不
足
前
述
的
要
求
。
此
項
義
務
自
基
本
權
利
之
擔
保
及
其
與
其
他
人
菡
本
權
利
之
調
合
就
可
得
出
D
其
他
 

程
序
法
上
的
義
務
，
或
許
可
以
以
基
本
權
利
行
使
的

WJ
膛
關
聯
性
及
對
大
規
模
示
威
的
結
果
腦
负
的
肇
始
人
共
同
责
任

 

加
以
正
當
化
。
道
挡
義
務
應
由
立
法
者
在
法
律
保
留
的
範

fa
及
界
限
內
，
利
用
前
述
經
驗
以
普
通
法
律
精
確
規
定
之
。 

卽
使
沒
有
此
項
精
確
立
法
，
主
辦
人
及
窭
加
人
自
然
也
會
樂
於
儘
可
能
主
動
斟
酌
自
行
之
有
效
經
驗
中
對
大
規
模
示
威

 

所
得
出
的
建
議
。
無
論
如
何
，
行
政
實
務
及
司
法
裁
判
依
據
憲
法
應
優
待
此
類
的
意
願
：
主
辦
人
申
報
大
規
模
示
威
時

 

，
越
走
願
意
採
取
取
得
信
賴
的
單
方
措
施
或
甚
至
願
意
採
取
有
利
於
示
威
的
合
作
-
官
署
基
於
公
共
安
全
與
秩
序
受
危

 

咨
而
干
涉
所
受
到
的
限
制
應
該
：史
嚴
格=

2.
與
環
境
保
護
市
民
運
動
聯
邦
協
會
見
解
不

问

的
是
，
懣
法
並
未
要
求
將
大
規
模
示
威
如
同
突
發
示
威
一
般
免
除
集

 

會
法
第
十
四
條
的
申
報
義
務
。

固

然

一

九
五
三
年
的
集
會
法
是
依
循
傳
統
的
、
嚴
格
組
織
及
領
導
的
活
動
(
參
開
聯
邦
議
會
一
九
五
〇
年
九
月
十

 

二
日
第
八
三
次
會
讅
之
速
記
報
告
，
一

-*
1
二
三
頁
以
下
)
。
然
而
近
幾
年
來
示
威
主
體
及
進
行
的
方
式
都
有
重
大
改
變

 

。
爲

數
不
少
的
個
別
團
體
及
市
民
運
動
在
沒
有
特
定
的
組
織
結
合
以
及
部
分
不
同

n
標
想
法

的

情

形

下

，
基
於
共

问

的

 

動
機
丨
—

主
要
浥
環
境
保
護
及
和
平
運
動
的
題

H
丨

—
藪

與

、
發

起

、
討
論
並
且
組
織
共
同
的
示
威
活
動
。
丙

爲

所
有

 

的
藪
與
人
在
活
動
的
準
備
及
遂
行
匕
原
則
上
是

平

等

的

，
所
以
原
本
沒
有
問
題
的

，
關
於
主
辦

人
及
領
導
人
的
想
法
就

五
七



五
八

不
再
那
麽
適
合
。
此

外

，
各
別
個
人
以
主
辦
人
或
領
導
人
身
分
出
面
負
責
的
意
願
似
乎
降
低
，
因
爲
欠
缺
明
確
的
規
定

 

以
及
可
推
測
的
司
法
裁
判
，
致
使
起
碼
有
時
無
法
預
見
其
在
刑
法
及
責
任
法
上
要
負
搶
的
風
險
。

但
是
主
嬰
仍
是
要
由
立
法
者
從
這
些
改
變
中
吸
取
經
驗
並
繼
續
發
展
集
會
法
的
規
定
。
在
此
之
前
-
不
能
排
除
集

 

會
法
規
定
必
濱
被
視
爲
有
漏
洞
而
且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之
保
護
及
於
一
九
五
三
年
立
法
者
規
定
的
活
動
之
外
。
前
述
改
變

 

並
不
在
憲
法
上
導
致
大
規
模
示
威
申
報
義
務
之
免
除
，
只
是
導
致
申
報
功
能
的
改
奰
：

透
過
在
由
多
數H

體
主
辦
的
示
威
之
前
，
通
常
會
進
行
的
公
開
宣
傳
及
討
論
，一

般

而

言

，
主
管
機
關
已
知
悉
其

 

時

間

、
地
點
及
構
想
細
節
。
然
而
申
報
在
大
規
模
活
觔
仍
保
有
其
理
性
的
意
義
，
因
爲
卽
使
在
大
規
模
示
威
應
優
先
考

 

慮
的
負
檐
之
賦
加
是
以
相
對
人
存
在
爲
前
提
。
何
況
因
爲
申
報
而
f

的
接
觸
在
相
互
認
識
之
外
，
更
能
促
使
官
署
去

 

達
成
基
於
前
述
理
由
卽
必
須
做
的
，
而
且
示
威
主
趙
爲
了
自
身
利
益
也
勝
該
做
的
對
話
以
及
合
作
。
因
此
在
薄
備
階
段

 

就
能
看
淸
對
立
的
利
益
，
例
如
衝
突
情
況
及
彼
此
承
受
能
力
。
此
外
也
可
以
提
髙
主
管
官
署
預
測
的
準
確
性
及
反
M
限

 

制

。
主
齡
人
與
替
察
仔
細
準
備
大
規
模
示
威
以
及
相
應
的
合
作
同
時
可
以
滅
少
示
威
不
和
平
進
行
的
危
險
。
在
此
事
實

 

狀

態

下

，
可
以
而
且
必
須
維
持
申
報
義
務
的
基
本
效
力
。
然
而
鑑
於
大
型
活
動
參
與
團
體
的
多
樣
性
，
在
個
別
團
體
或

 

個
人
自
認
無
法
申
報
或
領
導
活
動
整
體
的
情
況
下
-
應
該
對
集
會
法
第
十
四
條
與
第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之
共
同
適
用
做
合

 

憲

的

解

樺

。
在
因
爲
未
經
申
報
而
考
慮
某
些
制
裁
時
，
不
得
忽
略
參
與
人
有
限
的
授
權
以
及
有
限
的
、
表
示
有
對
話
能

 

力
以
及
承
擔
責
任
的
意
願
。
欠
缺
整
體
負
責
的
申
報
人
之
結
果
不
過
是
，
主
管
機
關
爲
履
行
其
程
序
義
務
，
已
盡
全
力

 

和
平
構
思
的
示
威
實
現
者
^

—

例̂
如
提
出
公
平
合
作
的
建
議
-
-
-
可
以
在
發
生
破W

的
情
形
I

如
同
在
突
發



示
顾
——

M

低
其
千
預
的
限
制
。

3.
特
別
茌
大
規
模
示
威
更
經
常
會
被
提
起
在
原
始
程
序
亦
屬
重
要
的
問
題
：
是
否
以
及
在
那
些
要
件
下
，
個
別
個

 

人
及
少
敷
人
的
越
軌
騷
亂
行
爲
可
以
正
當
化
，
依
據
集
會
法
第
十
五
條
出
於
公
共
安
全
與
秩
序
受
到
直
接
危
害
而
對
示

 

威
所
做
之
禁
止
或
解
散
。

⑼
憲
法
&
是

確

保

人

民

「
和
平
且
不
携
帶
武
器
集
會
」
之

權

利
D
此

項

在p
s
l
s
k
i
r
c
h
e
n

憲
法
及
威
瑪
憲
法

 

卽
已
包
含
的
和
平
要
求
多
少
澄
淸
了
，
從
被
理
解
爲
相
互
爭
辯
討
論
及
影
響
政
治
意
見
形
成
的
手
段
的
集
會
自
由
之
法

 

律
性
質
可
以
得
出
什
麼
(
聯
弗
法
院
刊
於
：N
C:
名

一

九

七

二

年

，
一
五
七
一
頁
〔

一

五

七

三

頁

〕
之

裁

判

)
。
發
生
暴

 

力
行
爲
的
原
始
程
序
並
不
使
吾
人
有
必
要
去
更
仔
細
地
區
分
可
以
容
忍
的
作
用
以
及
不
和
平
的
行
爲
。
無

論

如

何

，
參

 

與
人
若
m

人
身
或
物
施
以
暴
行
就
是
不
和
平
。
爲
了
避
免
暴
力
行
爲
必
須
確
實
存
在
一
個
法
秩
序
！

它
在
人
類
克
服

 

中
古
時
代
拳
頭
法
則
之
後
，
也
是
爲
了
較
弱
小
的
少
數
而
將
暴
力
的
行
使
完
全
集
中
在
國
家
。
它
是
確
保
集
會
自
由
做

 

爲
積
極
#
與
政
治
過
程
的
前
提
要
件
，
並

且

如̂
同
威
瑪
共
和
時
街
頭
打
鬥
的
經
驗
_

示
I

對
自
由
民
主
體
制
而

 

言
不

可
或
缺
！
因
爲
暴
力
行
爲
之
防
禦
會
帶
來
腿
制
自
由
的
措
施
。
由
於
和
平
行
爲
只
會
使
示
威
者
立
於
不
敗
之
地
，
 

而
且
在
暴
力
衝
哭
時
，
他
們
最
終
一
定
屈
服
在
國
家
暴
力
之
下
，
同
時
使
其
所
追
求
的
目
的
模
糊
不
淸
，
所
以
更
可
以

 

期
待
他
們
從
事
和
平
行
爲
。

(b)
如
果
預
測
以
很
高
的
或
然
率
顯
示
，
主
辦
人
及
其
支
持
者
企
圖
暴
力
行
爲
或
者
至
少
賛
許
他
人
的
此
項
行
爲

 

，
則
就
是
對
大
規
模
示
威
頒
布
集
會
禁
令
並
不
曾
引
起
憲
法
上
特
別
的
問
題
。
此
類
不
和
平
的
示
威
根
本
不
受
基
本
法

五
九



六
〇

第
八
條
的
確
保
，
對
其
解
散
或
禁
止
之
也
就
不
會
侵
犯
此
項
基
本
權
利=

反

之

，
若
主
辦
人
及
其
支
持
者
行
爲
和
平
而

 

破
壤
的
行
爲
僅
是
來
自
於
局
外
人
(
反

遊

行

、
破

壞

團

體

)
，
則
法
律
狀
況
有
所
不
同
。
對
於
此
類
案
件
文
獻
正
確
地

 

要

求

*
官
署
措
施
必
須
是
主
要
針
釾
破
壤
人
士
，
而
且
只
有
在
符
合
替
察
緊
急
狀
態
的
特
殊
要
件
時
才
能
千
預
集
會
整

 

體

r

 Ho
f
f
m
a
n
n
t
K
i
e
m
，

前

掲

書

，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註
釋
第
二
三
及
五
H
段

；H
e
t
e
l

 \

G

B*
u
e
r

前

掲

書

，
集

 

會
法
第
十
五
條
註
律
第
十
四
段
；v

.

 M
u
n
c
h
e
n
,

前

掲

書

，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註
釋
第
三
九
段；

D
r
o
s
d
z
o
l

 ,

G
r
u
n
d
p
r
o
s
e
m
e

 de
s

 D
e
m
o
n
s
t
r
a
t
i
o
n
s
r
e
c
h
t
s

 
-
-
示
威
法
的
基
本
問
題

，J
u
S

 ,
1

 九

八

三

年

，
四

 

〇

九

頁

〔
四

一

四

頁

〕
；F

r
o
w
e
i
n

 
，
前

揭

文，
〔

一

〇
八
四

頁

〕

)
。

若
無
m

搛
心
會
發
生
集
體
不
和
平
的
情
形
，
換
言
之
無
席
搛
心
示
威
之
整
贈
流
於
暴
力
或
越
軌

 

<

 參
照
集
會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
或
主
辦
人
或
其
支
持
者
追
求
或
至
少
贊
許
此
種
行
爲C

集

會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款

)
，
在
個
別

 

示
馨
或
姿
人
從
事
時
’仍囊
和
平
示
蠢
每
個
國
民
的
雞
(纖

v
.

 su

 

n

 

c

 

h

 
’前 

馨

，
蒙

蕾

五

讓

三

款

註

馨

十

八

段

；H
e
r
z
o
g
'

罌

書

，
肇

囊

八

條

；

五

九

替

下

；H
o
f
f
m
a

目

K
i
l

 

，：t

屬

書

，
乘

1

條

註

講

二

三

段

；B
l
a
n
k
e
/
S
t
e
r
z
e
l

，前
揭
文
〔
七
六
頁
〕；

s
c
h
w

pib
l
e

五
M

書

，
二
二
九
罝

 

及
二
三
四
頁
；W

c
h
m
i
d
t
—
B
l
e
i
b
t
r
e
u
/
I
c
l
e
F

 G
G

丨
—
基

本

法

註

釋

，
第

六

版

丄

九

八

三

年

，
第
八
條
詳

 

釋

第

四

段

)
。
若
個
人
不
和
平
的
行
爲
不
僅
能
導
致
其
而
且
能
導
致
活
動
整
體
喪
失
基
本
權
利
保
護
，
則

他

們

將

能r 

改

變

」
示
威
的
功
能
並
違
反
其
他
參
與
人
的
意
思
讓
示
威
狰
成
違
法
(
薩
爾
露
易
期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刊
於
！3
OI
V
 一

九
 

七

三

年

，
八
六
三
頁
〔
八
六
四
頁
〕
之

裁

判

)
；
幾

乎

每

一

個
大
規
模
示
威
都
可
能
被
禁
止
，
因

爲一

直

會

有

「資
料



」
顯
示
參
與
人
之
一
部
分
具
有
不
和
平
的
意
圖
。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盼
保
護
必
須
在
適
用
限
制
基
本
權
利
的
法
規
範
時
發
揮
效
力
(
就
部
分
不
和
平
進
行
的
示
威
所
採
 

刑
事
及
責
任
法
上
的
措
施
，
參
照
聯
邦
法
院
刑
事
裁
判
集
第
三
二
册
，一

六
五
頁
〔
一
六
九
頁
〕
.，聯
邦
法
院
民
 

事
裁
判
集
第
八
九
册
，
三
八
三
頁
〔
三
九
五
頁
〕
.，另
請
參
照
歐
洲
人
權
委
員
會
之
裁
判
，W

U
G
K
Z

 
，
一
九
八
一
 

年

，一

二
六

頁

〔
二
一
七
頁
〕
)
。
此
頊
處
於
法
律
保
留
之
下
的
基
本
權
利
揄
保
並
不
排
除
，
官
署
依
據
集
會
法
第
十
 

五
條
爲
保
護
公
共
安
全
而
針
M
示
威
整
體
採
取
包
括
禁
止
的
措
施
。
然
而
要
優
先
考
廉
不
會
自
始
卽
切
斷
和
平
示
威
者
 

S

基
本
權
利
的
機
會
的
，
使
主
辦
人
得
以
先
隔
離
不
和
平
參
與
人
的
事
後
解
散
。
只
有
在
嚴
格
的
要
件
及
對
集
會
法
 

第
十
五
條
做
合
憲
適
用
的
情
形
下
，
才
可
以
基
於
擔
心
暴
力
導
向
的
少
數
會
發
生
越
軌
騒
亂
而
預
防
地
禁
止
活
動
整
體
 

——

這
是
儘
量
維
護
集
會
自
由
的
義
務
所
要
求
的
丨
丨
。
具
有
髙
度
或
然
率
的
危
險
預
測
(
參
照
薩
爾
露
易
斯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刊
於D

&
V

 
一
九
七
一I

一
年
，
八
六
三
頁
〔
八
六
四
頁
〕
之
裁
判
.，巴
伐
利
亞
行
政
法
院
刊
於
D
CC
V
 
一
九
七
九
 

年

，
五
六
九
頁C

五
七
〇
頁
〕
之
裁
判
；
類
似
見
解
請
參
照
，s

c
h
w

tf:b
l
e

，
前
揭
書
，
二
二
九
頁
；D

r
o
s
d
z
o
l

 ,
 

文

〔
四
一
五
頁
〕
)
以
及
事
先
窮
盡
一
切
合
理
、
可
適
用
且
有
助
於
實
現
和
平
示
威
者
基
本
權
利
的
手
段
(
例
如
 

限
制
禁
止
的
區
域
)
是
其
適
例
。
做
爲
最
後
手
段
的
尉
示
威
整
體
的
禁
止
之
前
提
是
，
比
較
溫
和
的
手
段
丨
—
透
過
與
 

和
平
示
威
者
的
會
作
—
I
失
敗
，
或
是
此
種
合
作
因
爲
示
威
者
須
負
責
之
事
由
而
無
法
進
行
。
若
基
於
比
較
進
一
步
的
 

情
況
而
考
慮
一
般
性
的
預
防
禁
止
，
原
則
上
在
絕
大
多
數
參
與
人
是
和
平
的
大
規
模
示
威
匾
該
事
先
設
定
期
限
公
告
此
 

一
不
尋
常
且
侵
害
權
利
的
措
施
-
同
時
在
此
期
限
內
有
討
論
所
搶
心
的
危
險
及
適
當
的
對
策
的
機
會
。

六I



據
前
所
述
，
因
爲
對
原
始
程
序
係
属
重
要
的
法
律
規
定
在
合
憲
解
釋
上
並
無
可
議
之
處•>

所
以
被
攻
擊
的
行
政
法
 

院
的
裁
判
並
：个
因
爲
基
於
這
些
規
定
就
侵
害
訴
訟
提
起
人
的
基
本
權
利
。
然
而
此
項
規
定
之
適
用
並
不
完
全
禁
得
起
籯
 

法
法
院
的
審
査
。

1.
1
、
二
審
法
院
的
出
發
點
與
一
般
見
解
一
致
：
若
官
署
措
施
之
合
法
性
不
能
在
簡
易
審
核
被
充
分
地
預
見
，
則
 

f

法
院
對
眈
措
施
立
卽
執
行
的
監
督
管
制
需
要
做
利
益
衡
壘
。
他
們
認
識
到
此
種
性
質
的
案
件
需
要
更
仔
細
的
審
査
 

0

勒
邦
憲
法
法
院
在
其
第
一
個
晡
於
_
逐
出
境
立
卽
_
行
的
原
則
裁
判
就
已
明
確
指
出
，
人
f

負
之
負
搛
越
重
以
 

及
行
政
措
施
所
造
成
的
事
實
越
是
無
法
改
澳
，
人
民
權
利
保
護
之
要
求
越
是
不
能
退
讓
(
15
弗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三
 

五
册
，
三
八
二
頁
〔
四
〇
二
頁
〕
)
。
此
頊
觀
點
在
一
個
對
終
止
居
留
許
可
的
措
施
的
立
卽
執
行
之
栽
判
上
*
爲
了
一
 

個
政
治
此
難
申
請
因
顯
然
無
理
由
而
被
駁
囘
的
情
形
而
被
繼
績
發
展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栽
判
集
第
六
七
册
，
四
三
頁
一；

 

六
一
頁
以
下
〕
)
。
基
於
此
類
駁
囘
之
效
力
而
且
也
爲
了
有
效
的
權
利
保
護
，
行
政
法
院
在
暫
時
權
利
保
護
程
序
M
賅
 

不
以
對
「
顧
然
性
判
斷J

 (
 

o
f
f
e
n
s
i
c
h
u
i
c
k
k
e
i
t
s
u
r
e
〗〗

)
之
正
確
栓
的
單
純
預
測
爲
滿
足
，
而
是
應
該
琪
盡

 

地
澄
淸
縯
然
性
問
越
並
且
超
越
單
純
的
筒
易
審
核
。
此
符
合
行
政
法
文
獻
的
見
解
..在
執
行
的
命
令
事
後
幾
乎
無
法
撤
 

囘
的
情
形
，
要
加
強
斟
酌
簡
速
程
序
本
案
訴
訟
勝
訴
機
會
(K

o
p
p
,

 V
w
G
O

 

—

lrr
政
法
院
法
，
第
六
版
，
一
九
八
 

四
年
，
第
八
十
條
註
鞸
第
八
二
段
‘，Ey

e
r
s
a
n
n
/

F
r

och
l
e
r
,

 V
w
G
O

——

行
政
法
院
法
，
第
七
版
，一

九
七
七



年
，
第
八
十
^

I

第
四
七
段
b
 
)
。
聯
邦
內
政
部
長
及
警
察
工
會
的
見
解
與
其
並
無
二
致
：
他
們
指
出
暫
時
權
利
保
護

 

的
意
義
在
示
賦
程
序
上
亦
U
形

重

要

，
並
且
說
明
行
政
法
院
在
簡
速
程
序
就
必
須
以
吏
嚴
格
的
審
核
考
慮
到
：
基
本
權

 

利
之
货
現
往
往
繫
於
具
體
情
況
，
也

就

是

與

；
次
性
動

機

有

關

，
所
以
禁
令
之
立
卽
執
行
原
則
上
會
終
局
地
妨
礙
基
本

 

權

利

之

實

現

。
事
後
行
政
法
院
法
第
八
〇
條
第
六
項
亦
正
是
以
行
政
法
院
的
簡
速
程
序
在
示
威
法
的
範
圍
內
已
事
實
上

 

取
代
了
本
案
程
序
的
意
義
爲
理
由
而
被
修
改
(
聯
弗
議
會
議
事
記
錄9

 /
】
9
0
5

，
第

五

頁

)
。
官
署
無
充
分
理
由
延

 

緩
其
決
定
而
使
得
在
行
政
法
院
的
簡
速
程
序
無
法
進
行
充
分
詳
細
的
審
核
者
，
可
促
使
法
律
救
濟
的
延
展
效
力
恢
復
。

1

、
二
審
法
院
在
本
案
已
滿
足
前
述
更
巌
格
控
制
的
要
求
。
一
審
行
政
法
院
部
分
撤
銪
官
署
的
命
令
。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雖
然
完
全
支
持
此
項
命
令
，
但
並
非
首
要
針
對
利
益
衡
量
而
主
要
在
於
審
査
！

類
似
於
在
本
案
程
序
——

系
爭

 

禁

合

的

合

法

性

，
並
決
定
性
地
以
此
說
明
其
裁
判
。

2
至
於
是
否
鑑
於
所
述
特
殊
性
，
憲
法
法
院
的
審
査
應
該
也
比
一
般
情
形
更
嚴
格
，
可

置

而

不

論

(
就
一
般
案
件

 

請
#
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五
三
册
，
三

〇

頁

〔
六

一

頁

〕
以

下

)
。
卽
便
適
用
比
較
嚴
格
的
標
準
，
第
一
審
裁

 

判
仍
是
禁
得
起
審

査

。

行
a

法
院
在
其
判
決
屮
正
確
地
強
調
集
#

自

由

-
此
項
基
本
權
利
的
崇
高
位
階
。
它
認
爲
此
項
權
利
尙
包
括
在
主

 

辦
人
想
要
的
地
點
集
合
的
權
利
。
它
未
針
對
未
經
申
報
一
事
，
而
是
依
據
集
會
法
第
十
五
條
針
對
暴
力
越
軌
行
爲
對
公

 

共
安
全
的
直
接
危
害
。
它
的
假
設
與
禁
令
理
由
以
及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的
判
斷
一
致
，
顯

然

就

是

，
只

有

一

小
部
分
的
參

 

'與
人
可
能
會
有
此
類
越
軌
騒
亂
的
行
爲
。
在
下
列
要
件

下

，
對
和
平
參
與
人
大
衆
仍
繼
續
存
在
的
基
本
權
利
保
護
發
揮

 

其
作
用
、
亦
卽
基
於
集
會
法
第
十
五
媒
的
預
防
性
示
威
禁
令
必
須
以
具
有
更
高
或
然
率
的
危
險
預
測
爲
前
提
，
以
及
事



六
四

先
窮
盡
一
钥
合
理
、
可
適
用
而
且
能
促
使
和
平
的
示
威
人
實
現
其
基
本
權
利
的
.手
段
。
行
政
法
院
充
分
考
慮
上
述
狀
況
 

而
將
禁
令
之
立
卽
執
行
限
於
建
地
四
周
更
小
的
範
圍
。

該
法
院
在
審
核
該
禁
令
之
合
法
性
及
利
益
衡
量
之
際
，
曾
一
再
考
慮
到
比
例
原
則
以
及
據
心
特
別
是
射
對
建
地
圍
 

牆
之
類
的
建
築
設
施
的
暴
力
行
爲
，
但
是
它
不
認
爲
有
充
分
論
據
顯
示
會
發
生
其
他
的
越
軌
行
爲
。
此
項
預
測
是
基
於
 

存
在
的
資
料
，
亦
卽
基
於
可
得
而
知
的
情
況
.，
此
外
它
事
後
因
爲
在
建
地
附
近
眞
的
發
生
越
軌
騷
亂
而
被
證
實
。
因
此
 

I
案
訴
訟
提
起
人
並
未
質
疑
經
行
政
法
院
指
定
範
圍
的
立
卽
執
行
。
只
有
n

案
訴
訟
提
起
人
認
爲
用
更
小
的
「
禁
止
區
 

域
」
就
足
以
保
護
建
地
。
但
是
他
們
忽
略
，
過
於
接
近
建
築
計
劃
會
導
致
情
楮
化
並
引
起
帶
有
危
險
的
發
展
，
從
而
在
 

大
規
模
示
威
的
激
烈
情
況
，
有
必
耍
保
持
較
大
的
距
離
(
參
照
開
始
就
曾
提
到
的r

司
徒
加
特
對
話
J
I
、
5.
以
及
北
 

萊
茵
——

西
發
稼
內
政
部
長
就
一
九
七
七
年
於K

a
l
k
a
r

舉
行
的
大
示
威
所
提
出
的
經
驗
報
告
)
。
尤
其
他
們
沒
有
認
 

淸
官
署
在
頒
布
有
效
保
II
措
施
之
際
所
具
有
的
、
行
政
法
院
以
遵
循
替
方
準
備
的
街
道
封
鎖
定
其
界
限
的
方
式
予
以
尊
 

重
的
判
斷
空
間
。
何
況
他
們
並
沒
有
主
張
示
威
者
對
危
險
發
展
之
抑
制
或
者
—
I
透
過
與
官
署
接
觸
及
引
導
參
與
人
和
 

平
行
進
並
隔
離
暴
力
分
子
丨
丨
對
官
署
干
預
所
受
限
制
之
提
升
有
何
貢
獻
，
憲
法
法
院
更
不
可
以
基
於
憲
法
而
指
責
此
 

項
界
定
。

3.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裁
判
維
持
第I

審
裁
判
並
駁
囘
n

案
訴
訟
提
起
人
上
訴
之
部
分
*
基
於
以
上
所
討
論
的
理
由
，
 

亦
無
可
議
之
處
。
然
而
此
裁
判
許
可
訴
訟
參
加
人
提
起
上
訴
以
及
錐
持
藥
令
立
卽
執
孖
超
過
行
政
法
院
許
可
盼
範
圍
而
 

及
於
整
個
韋
斯
特
低
地
等
部
分
*
侵
犯
兩
案
訴
訟
提
起
人
基
於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及
法
治
國
家
原
則
所
享
有
的
基
本
權
利



⑻
審
察
工
會
認
爲
，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在
法
律
規
定
適
用
上
多
方
準
據
的
考
量
誤
解
了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的
要
求
(
 

參
照
前
述
A

、
IV
、
4.
;
D
r
o
s

d
z
o

l

，
前
掲
文
，
〔
西

一

五
頁
〕.
，Ja

c
o
b

 ,

 D
O
V

，
一
九
八
一
年*

四
六
三
頁
 

，
對
此
均
有
批
評
)
。

此
項
批
評
：應
予
贊
同
，
羞
可
立
卽
執
行
的
大
示
威
禁
令
之
範
圍
及
理
由
如
同
本
案
的
情
形
者
，
依
據
目
前
已
有
的
 

知
識
狀
態
很
難
在
憲
法
上
得
到
贊
同
。
官
署
及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均
未
充
分
考
慮
：
絕
大
多
數
的
示
威
人
是
要
和
平
示
威
 

(
參
照
上
述
c

、
I

、
3.
b
 )
。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對
行
政
法
院
所
維
持
的
禁
止
地
區
以
外
的
部
分
並
未
要
求
充
分
的
危
 

險
預
測
，
儘
管
行
政
法
院
曾
明
言
確
認
，
並
沒
有
充
分
論
據
可
以
說
明
在
此
地
區
會
釾
人
身
與
物
發
生
越
軌
騷
亂
的
行
 

爲

。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僅
是
以
「
來
自
全
國
各
地
的
善
良
的
與
惡
意
的
示
威
人
j
-
^
管
其
中
無
人
願
意
以
事
先
申
報
及
 

與
官
署
協
議
的
方
式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丨
一
^
在
整
個
地
區
集
合
，
將
之
向
布
洛
克
方
向
延
伸
並
且
也
會
成
群
結
隊
地
出
 

現
在
小
市
鎭
」
說
明
在
韋
斯
特
其
他
地
汸
的
公
共
安
全
受
到
危
害
。
此
項
說
明
甚
至
欠
缺
說
明
惡
意
示
威
者
爲
何
會
在
 

有
爭
議
的
範
圍
從
事
暴
力
行
爲
的
具
體
論
據
。
該
法
院
之
權
衡
係
以
民
衆
之
不
安
及
恐
懼
及
韋
斯
特
低
地
不
適
合
大
規
 

模
示
威
爲
理
由
，
而
未
審
査
限
於
建
地
四
周
的
禁
令
是
否
不
能
充
分
保
障
公
共
安
全
。
但
是
第
三
人
的
恐
懼
無
法
做
爲
 

像
預
防
性
示
威
禁
令
之
類
嚴
重
干
涉
的
基
礎
，
無
寧
必
須
是
對
公
共
安
全
之
直
接
危
害
「
可
得
而
知
的
情
況J

。
將
一
 

個
有
地
區
關
楙
的
示
威
遷
移
到
任
何I

個
體
育
場
的
想
法
-
卽
是
忽
略
了
行
政
法
院
所
強
調
的
、
存
在
於
示
威
動
機
與
 

示
威
地
ffi
之
間
的
關
聯
。
該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雖
正
確
考
量
到
申
報
之
欠
缺
及
因
此
對
達
耽
合
適
協
議
所
生
之
困
難
，
但



六
六

是
它
卻
未M

，
官
署-

1
雖
然
S

S

的
時
間
、
1

5

S

®
 1

1

1

雲

考

逢

的

S

告

」
以
 

促
使
相
互
合
作
的
準
備
工
作
。

總
趙
而
言
，
有
數
項
理
由
可
以
強
烈
懐
疑
此
項
範
圍
異
常
廣
泛
的
禁
令
—
丨
幾
乎
數
日
廢
止
大
多
數
和
平
示
威
者
 

在
約
三一

〇
平
方
公
里
集
會
自
由
此
項
基
本
權
利
——

之
合
法
性
。
另
一
方
面
是
可
以
考
廉
，
是
事
後
才
取
得
和
平
遂
 

行
大
規
模
示
威
的
重
要
知
識
，
以
及
可
以
期
待
布
洛
克
城
示
威
之
發
起
人
爲
和
平
進
行
之
確
保
做
更
多
的
努
力
。
至
於
 

在
此
事
實
狀
況
下
並
斟
酌
簡
速
程
序
之
特
性
，
是
否
在
憲
法
上
應
容
忍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在
裁
判
禁
令
之
際
於
簡
易
審
核
 

中
判
定
其
合
法
，
可
置
而
不
論
。
但
是
因
爲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依
當
時
有
效
之
法
律
不
得
以
不
利
於
訴
訟
提
起
人
的
方
式
 

更
改
第
一
審
裁
判
，
所
以
無
論
如
何
應
該
認
爲
憲
法
訴
訟
有
理
由
：

g

行
政
法
院
法
於
系
爭
決
議
作
成
之
際
在
第
八
〇
條
第
六
項
第
二
句
規
定
，
行
政
法
院
裁
判
允
准
申
請
恢
復
法
 

律
救
濟
之
延
展
效
力
者
，
卽
爲
確
定
。
該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違
反
此
項
明
確
的
法
律
規
定
，
受
理
訴
訟
參
加
人
對
第
一
審
 

S

所
提
之
上
訴
。
它
因
此
牴
觸
法
治
國
家
原
則
而
超
越
法
官
造
法
的
界
限
。
同
時
訴
訟
提
起
人
依
據
基
本
S

八
條
 

的
基
本
權
利
因
此
遭
到
侵
害
，
因
爲
違
反
法
治
國
原
則
而
更
改
第
一
審
裁
判
的
結
果
是
，
訴
訟
提
起
人
在
韋
斯
特
低
地
 

其
他
部
分
不
能
行
使
集
會
自
由
。
他
們
所
提
的
，
應
該I
併
裁
判
的
，
一
致
針
對
前
項
權
利
之
不
能
行
使
的
而
且
是
以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遭
到
伎
害
爲
理
由
的
憙
法
訴
訟
，
無
論
他
們
之
中
是
誰
主
張
第
一
審
S

之
不
可
撤
銷
性
，
應
該
爲
有
 

理
由
。

⑧
聯
邦
內
政
部
長
亦
曾
在
其
意
見
書
中
認
爲
，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的
程
序
可
能
不
符
合
當
時
的
行
政
法
院
法
第



八

〇

條

第

六

項

第

二

句

的

規

定

。
立

法

者

正

也

是

因

此

認

爲

有

必

要

以

一

九

八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的

法

律

(
聯
邦
法

 

律
公
報
I

、

一

八

三

四

頁

〕
修

改

前

項

規

定

，
以

便

可

以

撤

銷

一

頊

恢

復

法

律

救

濟

延

展

效

力

的

第

一

審

裁

判

(
參
照

 

f

議

會

會

議

記

錄9

 \

 

1
9
0
5

 ,
，
第

五

頁

)
。
該

高

等

法

院

及

史

列

斯

維

希

i
赫

爾

斯

坦

邦

邦

總

理

主

張

畜

規

定

帶

 

有
一
個
可
以
由
解
釋
§

的

規

定

漏

洞

之

見

解

，
亦

不

値

得

贊

同

：
憲

法

法

院

在

該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所

引

用

的

原

則

裁

 

判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三

五

册

，
二

六

三

頁

)
卽

明

白

確

認

，
基

於

舊

行

政

法

院

i

〇
條

第

六

項

第

二

句

 

而

排

除

官

署

所

提

之

上

訴

並

不

違

憲

。
只

有

在

具

有

雙

重

效

果

的

行

政

處

分一

^
於

一

造

市

民

之

同

時

却

又

不

利

於

 

另

I

造
市
民
——

的

情

形

，
才

應

該

將

該

規

定

做

成

如

下

合

憲

解

律

：
兩

造

基

於

訴

訟

上

機

會

平

等

原

則

均

必

須

可

以

 

提

起

上

訴

。
就

規

定

內

容

及

規

定

對

象

觀

之

，
依

據

集

會

法

第

十

五

條

的

集

會

禁

令

並

非

此

類

具

有

雙

重

效

果

的

行

政

 

處
分
。
此
項

處

分

的
特
色

在

於

，
對
一
方
之
利

卽

是

對

另

一

方

之

不

利

-
反
之

亦

然

，
因
此
對

此

處

分
之
賢
生
、
繼
續

 

存
在
及
消
滅
，
一
方
有
積
極
的

利

益

，
而
另

一

方

有
消
極
的
意
義
(
參

照

L
a
u
b
i
n
g
e
r
,

 D
e
r

 V
e
r
w
a
l
t
u
n
g
s
a
k
t

 

3
it

 D
G
P
P

.fDl
w
i
r
k

目g

——

具
有
雙
重
效
果
的
行
政
處
分
——

一
九
六

七

年

*
第

一
頁
以
T
及
第
二
九
頁
)

。
若
只
 

是
第

三

者

的

利

益

害
，
並
不

充
分
；
必

須

是

可

以

做

爲

行

政

法

院

訴

訟

標

的

法

律

利

益

受

到
損
害
意
義
下
不
利
益

(E
r
i
c
h
s
e
n

 

\
M
a
r
t
e
n
s
,

 A
u
g
e
m
e
i
s
e
s

 v
e
r
w
a
l
t
u
n
g
s
r
s
h
t

-
-
行

政

法

總

論

，
第

四

版

，

一
九
七
九
年

，

一
七
一
頁
以
下
；L

a
u
b
i
n
g
e
r
，

前

掲

書

，
十

四

-S
以

下

)
。
這

是

在

建

築

法

上

及

§

物

防

護

法

上

的

鄰

人

訴

訟

 

(N
a
c
h
b

'pr
E
a
g
e
n
)

及

競

爭

者

訴

訟

(w
o
n
k
u
r
r
e
n
t
e
n
k
l
a
g
e
n

 
)
B
獲

得

司

法

裁

判

與

學

說

的

承

認

(
參
照

 

w
r
i
c
h
s
e
n
x
s
a
r
t
e
n
s

，
前
掲
處

 

*，s
e
y
e
r

 \

B
o
roq
s
, V

w
V
f
G

-
行

政

程

序

法

-
-
第

二

版

，

一
九
八
二



六
八

年

，
第
十
三
條
註
釋
第
十
段
；K

n
a
c
k
,

 v
w
v
f
G
^

行
政
程
序
法
，
第

二

版

，
一
九
八
二
年
，
第
三
五
條
註
釋
第

 

五

、
三

、

一
段
)
。
在
此
類
行
政
處
分
，
武
器
平
等
原
則
及
有
效
的
權
利
保
護
原
則
均
要
求
，
兩
造
當
事
人
應
享
有
上

 

S

，
而
法
院
應
以
解
櫸
的
方
式
塡
補
可
能
存
在
的
規
定
漏
洞
。

依
據
集
會
法
第
十
五
條
的
集
會
禁
令
却
只
是
針
對
一
項
示
威
的
參
與
人
與
主
辦
人
並
旦
限
制
其
基
本
權
利
。
它
爲

 

了
保
護
公
共
安
全
與
秩
序
；
它
若
影
笔
第
三
人
，
也
不
過
是
內
容
與
對
象
極
爲
不
確
定
的
反
射
效
果
(
參

照J
a
c
o
b
,

D
o-'
v

 
,
 
一
九
八
一
年
，
四

六

三

頁

)
。
基
於
這
些
不
同
的
利
益
情
況
並
看
不
出
，
在
此
亦
存
在
著
類
似
在
具
有
雙
重

 

效
果
的
行
政
處
分
的
規
定
漏
洞
。
在
此
無
寧
應
適
用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已
在
前
述
原
則
裁
判
表
明
者
：
在
憲
法
擔
保
之
權

 

利
保
障
上
亦
應
考
量
的
，
而
且
官
署
應
維
護
的
公
共
利
益
及
第
三
人
重
大
利
益
會
得
到
充
分
滿
足
，
如
果
官
署
能
夠
命

 

令
立
卽
執
行
並
且
可
依
據
行
政
法
院
法
第
八
十
條
第
六
項
第
一
句
隨
時
得
要
苯
法
院
改
變
對
於
延
展
效
力
之
恢
復
所
做

 

的

裁

判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三
五
册
，
二
六
三
頁C

二
七
五
頁
〕
)
。

因
此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認
爲
可
以
違
反
當
時
立
法
規
定
而
將
訴
訟
參
加
人
視
爲
得
提
起
上
訴
之
部
分
，
不
能
贊
同
之

 

。
他
們
在
示
威
禁
令
，的
範
圍
是
官
署
之
代
表
。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認
爲
訴
訟
參
加
人
係
本
身
部
分
受
到
影
響
的
市
民
之
部

 

分

，
忽
略
了
上
述
裁
判
中
的
程
序
當
事
人
頂
多
是
以
官
署
代
表
，
而
不
是
以
私
人
身
份
，
滿
足
訴
訟
參
加
之
要
件
(
行

 

政
法
院
法
第
六
五
條
)
並
且
其
目
身
權
利
絕
不
會
受
到
前
審
裁
判
的
侵
犯
(
參
照
巴
伐
利
亞
邦
行
政
法
院
刊
於B

a
y

丨

 

v
t
o
L

 
,
 
一
九
八
三
年
，
八
五
頁
之
裁
判
〕
。

(b)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之
見
解
不
僅
與
以
前
的
法
律
條
文
不
符-
而
且
逾
越
法
官
造
法
的
憲
法
上
的
界
限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一
再
承
認
名
院
從
事
造
法
的
任
務
及
權
限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栽
判
集
第
三
四
册
，
二
六
九
頁
〔
二
八
七
頁
以
 

下
〕
)
。但
是
它
也

M V
覆
強
調
，
法
官
受
法
及
法
律
拘
束
的
法
治
國
原
則
是
此
項
權
限
之
界
限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四
九
册
，
三
〇
四
頁
〔
三
一
八
頁
〕
.，第
五
七
册
，
二
二
〇
頁

〔
二
四
八
頁
〕
.，第
五
九
册
"
三
三
〇
頁
〔
三
三
 

四
頁
〕
.；
第
六
五
册
，一

八
二
頁
〔一

九
〇
頁
以
下
，
一
九
四
頁
以
下
〕
)
。
法
院
若
刪
減
立
法
者
基
於
具
皚
化
憲
法
 

1,

般
原
則
而
賦
予
人
民
的
法
律
地
位
，
則
是
逾
越
此
界
限
(
參
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四
九
册
，
三
〇
四
頁
〔
三
 

一
九
頁
以
下
〕
)
。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於
本
案
所
傲
的
，
違
反
法
條
文
字
的
解
釋
忽
略
了
行
政
法
院
法
第
八
十
條
中
權
利
保
護
賸
系
的
憲
 

法
重
要
性
。
羞
法
律
救
濟
的
中
止
效
果
是
公
法
爭
訟
的
基
本
原
則
。
行
政
法
院
對
官
署
所
命
令
的
立
卽
執
行
之
審
核
是
 

受
基
本
法
保
障
的
權
利
保
護
的
適
當
顛
現
，
可
使
當
事
人
免
於
官
署
在
負
搪
的
行
政
處
分
確
定
前
造
成
旣
成
的
事
實
(
， 

M

憲
法
法
腐
裁
判
集
第
三
五
册
，
二
六
三
頁C

二
七
二
頁
以
下
〕
.，並
請
參
照
聯
邦
憲
法
兹
院
裁
判
集
第
五
一
册
，
 

二
六
八
頁
〔
二
八
四
頁
以
下
〕
."第
六
七
册
，
四
三
頁
〔
五
八
頁
〕
)
。
於
內
容
中
指
定
一
項
法
律
救
濟
的
延
展
效
果
 

之
裁
判
所
具
有
之
不
可
撤
銷
性
，
亦
有
助
於
前
頊
巨
的
。
卽
使
憲
法
未
強
制
地
使
立
法
者
有
制
訂
前
項
規
定
的
義
務
，
 

法
院
亦
不
得
瘦
自
以
違
法
的
解
釋
變
更
現
行
法
律
規
定
並
且
實
現
其
自
身
的
法
律
政
策
觀
點
。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裁
判
繭
於
允
許
訴
訟
參
加
人
上
訴
之
部
分
，
應
予
i

。
關
於
費
用
之
價
遼
係
依
據
聯
S

法
法
 

院
法
第
三
四
條
第
三
及
第
四
項
。

六
九



七
〇

(簽
名
)

D
r
.

 w
e
r
z
o
oqD

r

 

■

 S
i
m
o
n

 

D
r

 - H
e
s
s
e

D
r
=

 Ka
t
z
e
n
s
t
e
i
n

 

D
r
-

 N
i
e
m
e
y
e
r

 

D
r
.

 H
e
u

-con
e
r

 

D
r
.

 H
s
s
c
h
e
l

法
宵
因
故
無
法
簽
名
—

o
r
. H

e
r
z
o
w



關

於

「大
學
特
定
學
系
入
學
許

可

名

额

限

制

」
之
判
決

 

1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三
十
三

辑

第
三
〇
三
頁
至
第
三
五
八
頁

李
震
山

 

譯

者

：
黃
啓
禎

 

王
玉
楚

1.
 

以
整
體
敎
育
容
量
飽
和
爲
由
，
對
特
定
學
系
之
大
學
新
生
爲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
憲
法
法
K
對
之

作

成

判

決

。
(
 

此
案
例
係
指
對
申
請
就
讀E
學
之
絕
對
名
額
限
制
——

a
b
s
o
u
t
e
r

 

n
i
e
r
u
s

 

c
l
a
n
s
u
s

 

)

2.
 

某
於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
保
障
自
由
選
擇
職
業
及
敎
育
處
所
之
權
，
加

上

I

般
平
等
原
則
以
及

 

社

食

國

原

則

，
人
民
有
權
請
求
被
許
可
入
大
學
接
受
敎
育
。
該
權
利
得
依
法
律
或
根
據
法
律
限
制
之
。

3.
 

僅
於
有
下
列
情
形
存
在
時
，
釾
特
定
系
別
之
大
學
新
生
，

爲
絕
對
入
學
許
可
之
限
制

(

a
b
s
o
l
u
t
e

 z
u
l
a
s
u
n

aq-

 

b
e
s
c
h

3:n
k
l
m
g
e
n

 )
，
方

爲

合
憲
。

⑻
現
有

敎

育
容

. ft
完

全

用

罃

，
已
逹
到
必
須
要
限
制
之
界
限
，
並

Ji

(b)
對
申
請
者
之
遴
選
與
分
配
，
是
在
給
予

ti
位
具
髙
屮
畢
業
資
格
者
皆
有
機
會
，
並
儘
可
能
考
S
受
敎
育
地
區

 

之
個
別
選
擇
狀
況
下
，
依
客
觀
標
準
行
之
。

4.
 

與
絕
對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担
令
要
件
有
關
之
重
要
決
定
，
以
及
適
用
之
選
擇
標
準
，
由
立
法
者
取

決
之
。
得
授
權

七

I



七
二

大
學
於
特
定
界
限
內
，
進
一
步
就
細
節
爲
規
定
。

5.
1
九
六
九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頒
行
之
漢
堡
大
學
i

十
七
條
與
基
本
法
不
合
，
因
爲
立
法
者
一
方
，
於
絕
對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情
形
中
，
未
針
對
遴
選
標
準
之
方
式
及
順
序
關
係
爲
規
定
。

6L
i
九
七
o

年
七
月
八
日
頒
行
之
巴
伐
利
亟
邦
入
學
許
可
法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與
基
本
法
不
合
，
因
爲
於
巴
伐
利
亞
 

i

住
所
之
申
請
者
，
若
於
該
邦
或
在
鄰
邦
相
近
之
敎
育
機
構
，
獲
有
毕
請
就
讀
大
學
之
文
憑
者
，
甚
至
在
敎
育
容
量
 

飽
和
之
情
況
下
，
普
遍
的
仍
有
可
能
在
家
鄕
大
學
就
讀
。
爲
達
此
目
的
，
乃
有
特
定
許
可
順
序
之
資
格
等
第
以
享
受
優
 

惠

。
7.
適
用
超
地
區
性
統
一
遴
選
標
準
，
以
分
配
所
有
入
學
空
額
，
爲
聯
邦
與
各
邦
之
共
同
責
任
。

第
一
庭
於I

九
七
二
年
七
月
十
八
日
判
決
。
一
九
七
二
年
五
月
三
日
爲
言
辭
審
理
。

!

l

co
V
L
 3

2
X

7
0

 
及
 25

 \
 

71

 
——

狸
序
上
分
爲
兩
部
分
，
其

一

，
針
對
一
九
六
九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頒
行
之
漢
堡
大
學
法
第
十
七
條
(G

V
W
J

 ‘

S
.

 61

 )
爲
憲
法
審
査
，
依
漢
堡
邦
行
政
法
院
所
提
具
一
九
七
〇
年
八
月
二
十
一
日
之
裁
定
。
(I

V

 V

G
2
5
 \
 

70

 
)
其
二
，
針

姆I

九
七
〇
年
七
月
八
-0
巴
伐
利
亞
邦
大
學
入
學
許
可
法
第
四
條
(
〇
7
8
1
.
5
.
2
7
3
 
)
爲
憲
法
 

審
査
，
依
慕
尼
黑
之
巴
伐
利
亞
邦
行
政
法
院
所
提
具
一
九
七
一
年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之
裁
定
。
(
3
0o
6
\
 7r

丨
丨一

 

B
v
L

 2
5
/
7
1

 I

)



判
決
主
文

I

、

1.
1
九
六
九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頒
行
之
漢
堡
大
學
法
(
漢
堡
法
令
食
編
，
第
六
十I

頁

)
與
基
本
法
不
合
，
因
爲
 

立
法
者
於
對
大
學
新
生
爲
絕
對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之
情
況
中
，
對
適
用
申
請
者
遴
選
標
準
之
方
式
及
順
序
關
係
未
爲
規
定

o

在
新
法
律
規
定
頒
佈
前
，
該
規
定
尙
得
適
用
，
但
最
後
期
限
爲I

九
七
三
年
夏
季
班
開
始
前
。

2
關
於
絕
對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頒
行
之
其
他
要
件
，
其
於
大
學
法
第
十
七
條
有
規
定
者
，
依
據
判
決
理
由
中
之
解
釋
 

，
與
基
本
法
相
符
。

n

、

1.
1
九
七
0
年
七
月
八
日
頒
行
之
巴
伐
利
亞
邦
大
學
入
學
許
可
法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

 巴
伐
利
亞
邦
法
令
彙
編
，
第
 

二
七
三
頁
)
之
規
定
，
亦
適
用
於
大
學
新
生
絕
對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之
情
形
，
其
與
基
本
法
不
合
，
因
而
無
效
。

2
巴
伐
利
亞
邦
大
學
入
學
許
可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
第
三
條
第|

項
及
第
三
項
，
與
第
四
條
，
依
據
判
決
理
由
中
 

之
解
釋
，
與
基
本
法
尙
無
不
符
。



七
四
 

A

、

在
澳
堡
大
學
及
慕
尼
黑
大
學
醫
學
系
新
生
入
學
許
可
事
件
的
兩
項
程
序
中
，
管
轄
行
政
法
院
請
求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
就
邦
法
中
有
些
關
於
大
學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之
規
定
，
是
否
與
基
本
法
一
致
爲
判
決
。

I

、

1.
從
一
九
五
二
年
至|

九

六

七

年

，
在
西
德
學
術
性
大
學
内
就
詖
之
學
生
人
數
，
約

增

畏

兩

倍

，
總
數
約
爲

It
拾

 

柒

萬

人

。
新

生

入

數

則

由

當

初

約

.-1
萬

五

千

名

，
增
至
約
五
萬
一
千
人
。
大
學
之
擴
展
脚
歩
未
能
趿
h

r
人

數

增

加

，
 

爲

此

，
於
幣
制
改
革
年
代
以
及
一
九
六
七
年
年
末
，
聯

邦

、
各
邦
及
其
他
相
關
單
位
總
計
提
供
七
卜
七
億
馬
克
之
經
費

 

。
(
參
閱
聯
邦
敎
奇
與
科
學
部
所
出
版
之
一
九
四
八
年
至
一
九
六
七
年
大
學
擴
充
支
出=

)

因

此

，
在
六
十

年

代

中

*
 

愈
來
愈
多
的
大
學
即
重
新
採
用
戰
後
即
被
實
行
之
名
額
限
制
措
施
，
施

行

之

初

，
各
邦
皆
無
法
律
依
據
。
由
於
戰
時
生

 

育
率

下

陴

，
暫
時
舒
解
部
分
壓
力
，
自
一
九
六
八
年
始
，
大
學
新
生
申
請
又
陡
然
增
加
，
自

此

，
幾
乎
所
有
自
然
科
學

 

系
及
少
數
其
他
幾
個
系
別
皆
尉
入
學
許
可
之
核
發
給
予
限
制
。

入
學
許
可
之
限
制
，
特
別
是
人
類
鬨
學
系
之
所
有
敎
育
機
構
，
皆
實
施
名
額
限
制
。
依

據

I

九
七
〇
年

..

月
四
日
 

之
聯
邦
醫
師
條
例
(B

G
B
1

 

. 

I 

S
.

 

2
3
7

 

)
以
及
一
九
七
o

年
h

月
二
十
八
H

之
開
業
許
可
條
例
(B

G
B
1

 
. 

I 

S
.

 

1
4
5
8

 

)

，

醫
師
之
敎
育
趴
M
更
爲
加
強
，
所
需
要
的
尤
其
是
昂
貴
的
設
備
。
依
聯
邦
政
府
之
報
告
，
一
九
七
o 

年
政
府
毎
增
加
一
位
醫
學
系
學
生
之
名
額
，
應
投
資I

十
七
萬
五
千
馬
克
，
並
a

毎
年
要
爲
其
負
擔
四
萬
一
千
五
百
馬

 

克
之
生
活
费
用
，
相
對
的
，
政
府
投
資
在
杻
個
人
文
學
系
名
額
上
爲I
萬
七
千
八
百
馬
克
，
生
活
費
用
爲
六
千
五
百
馬



克
。
儘
管
如
此
，
自
從
幣
制
改
革
後
，
投
資
在
大
學
擴
充
總
經
費
中
，
超
過
三
分
之I

是
流
入
人
類
醫
學
領
域
，
並
且
 

W
-

術
從
業
人
負
於
「
九
六
〇
及

I

九
六
九
年
間
增
加I

倍

。
依
學
術
f

會
之
報
告
，
第
一
次
註
册
大
學
新
生
數
目
 

，
於

I
九
六
二
年
達
到
最
高
潮
，
約
有
七
千
七
百
人
，
但
實
施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的
結
果
，
到
一
九
六
九
年
人
數
下
降
一
 

半
。
相
對
的
，
依
中
央
登
記
處
報
告
，
被
拒
航
的
人
數
於
一
九
六
七
年
夏
季
班
時
約
百
分
之
五
十
，
|
九
七
0
/
七

！ 

冬
季
班
提
高
至
百
分
之
七
十
，
至
於
本
學
期
則
在一

萬
一
千
名
申
請
人
中
，
僅
約
有
三
千
人
被
允
許
就
讀
醫
學
系
。
在
 

此
種
入
學
許
可
實
務
運
作
的
結
果
，
自

I

九
六
九
年
後
被
拒
絕
人
數
百
分
比
急
劇
上
昇
。

2.
六
十
年
代
下
半
葉
增
強
致
力
於
克
服
所
遭
遇
之
困
難

⑻
學
術
委
員
會
自
一
九
六
〇
年
建
議
擴
充
學
術
性
大
學
，
並
以
一
九
六
〇
年
爲
後
續
計
劃
之
重
要
出
發
點
，
其
 

特
別
致
力
於
學
生
名
額
現
有
容
量
之
計
算
，
以
及
未
來
需
求
之
調
査
。
在
其r

醫
學
硏
究
、
敎
育
機
構
擴
充
及
結
構
建
 

議
」
中

，
以
一
九
六
八
年
當
時
狀
況
計
算
，
依
模
式
槪
念
下
，
以
夠
水
準
醫
學
敎
學
爲
判
斷
，
每
年
之
敎
育
容
量
只
能
 

容
納
一
千
七
百
六
十
名
新
生
，
但
是
若
要
保
障
相
當
「
醫
生
密
度
」
，
每
年
却
相
對
需
要
招
收
五
千
名
新
生
(
參
閲
聯
 

邦
靑
年
家
庭
及
健
康
部
，I

九
七
〇
年
出
版
之
醫
師
分
析
，
第
四
〇
八
頁
)
。

爲
協
調
遴
選
標
準
，
文
化
部
長
常
設
會
議
特
別
在一

九
六
八
年
十
月
三
日
及
一
九
七
〇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作
成
決
議
 

。
在
其
決
議
中
，
從
廉
格
觀
點
，
留
給
外
籍
學
生
至
百
分
之
十
的
名
額
。
其
餘
名
額
中
百
分
之
六
十
依
成
績
原
則
遴
選
 

，
百
分
之
四
十
依
年
別
(J

a
h
r
g
a
n

KJs
p
r
i
n
z
i
p

 
)
原
則
遴
選
。
此
建
議
被
作
成
原
則
遵
守
。
然
而
自
一
九
六
八
年
始
 

，
於
大
多
數
邦
中
所
頒
行
之
大
學
法
中
都
進
一
步
規
定
，
將
遴
選
事
務
大
部
分
交
由
邦
行
政
機
關
或
大
學
行
政
機
關
處

七
五



七
六

理
，
高
中
畢
^
^
績
產
生
多
種
計
算
方
式
，
以
及
在
成
績
原
則
與
年
別
原
則
中
探
行
各
種
優
惠
，
將
入
學
許
可
事
務
弄

得

支

麗

碎

。

西
德
大
學
校
長
會
議
，
自
從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對
名
額
限
制
作
成
第
一
次
決
議
後
，一

再
重
申
名
額
 

限
制
爲
限
期
之
紫
急
措
施
，
並
且
近
年
來
每
年
兩
次
公
布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狀
況
之
報
告
。
一
九
六
七
年
初
設
立
之
中
央
 

i

處

，
迄
今
皆
承
擔
醫
學
、
牙
醫
、
獸
S

、
藥
學
、
建
築
、
心
理
、
生
物
、
化
學
入
學
申
請
之
處
理
事
宜
，
並
爲
大
 

學
選
選
新
生
之
決
定
作
準
備H

作

。
在
西
德
校
長
會
議
一
九
七
一
年
十
月
五
日
決
議
中
確
認
，
入
學
許
可
規
則
及
申
請
 

時
間
的
多
樣
化
，
將
阻
滯
人
學
許
可
事
務
之
推
展
以
造
寒
瘓
，
並
揭
示
當
今
入
學
許
可
制
度
顯
然
不
客
觀
之
處
，
由
於
 

某
些
學
系
採
一
般
性
的
名
額
之
限
制
i
申
請
被
拒
絕
者
，
便
另
選
其
他
系
別
，
造
成
其
他
學
系
額
滿
。
由
於
被
拒
絕
的
 

學
生
中
有
部
分
尋
求
到
國
外
入
學
，
依
西
德
大a

®

長
會
鼷
秘
書
長
之
報
告
，
歐
洲
議
會
常
設
委
員
會
將
於I

九
七
一
 

年
夏
天
討
論
此
問
題
，
西
德
以
此
種
方
式
爲
名
額
限
制
之
危
害
將
霣
延
至
其
他
國
家
。

(b)
依
學
術
委
員
會
之
意
見
，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之
問
題
僅
適
合
在
德
國
全
境
域
內
解
決
之
。
聯
邦
在
其
財
政
革
新
 

範
圍
中
1
已
經
藉
由
§

法
之
修
正
，
譲
聯
邦
於
r

-A
六
九
年
及
一
九
七
〇
年
中
取
得
通
則
立
法
權
，
藉
以
規
範
高
 

等
敎
育
學
府
事
務
之
一
般
f

原
則
~
 (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五
條
第I

 

一

 a
款

)
並
將
大
學
及
大
學
附
屬
醫
院
之
擴
 

建
及
新
建
視
爲
共
同
任
§

助
之
。
在
其
一
九
七
〇
年
敎
育
報
告
(B

T
D

 

r
u
c
k
s

. VI

 \
 92

5

 )
中

，
建
議
聯
邦
政
 

府
作
成
「
持
續
五
年
消
除
名
額
限
制
之
計
剷
，
五
年
後
若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仍
然
存
在
，
只
允
許
毎
次
以I

年
爲
期
，
並
 

僅
得
在I

■
特
別
程
序
，
根
據
事
先
容
量
計
貧
下
，
方
得
執
行
之
。
聯
邦
政
府
在
其
一
九
七
〇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答
覆
反
對



黨
有
關
名
額
限
制
問
題
之
質
問
時
，
亦
作
類
似
之
表
示
，
(B

T
D
r
u
c
k
s
,

 VI

 
\

 24
6

 )
並

在

其

第|

份
報
告
中
提

 

到

，一

九
七
0
年
十
月
三
十
日
起
，
將
對
廢
止
名
額
限
制
採
取
立
即
措
施
，
在
一
九
七
二
年
二
月
三
日
之
後
續
報
告
中

 

，
提
到
廢
止
名
額
限
制
之
立
即
措
施
，
並
擊
出
其
困
難
之
所
在
，
係

統

I

容

量
計
算
之
執
行
連
到
阻
礙
。

在
廣
泛
敎
育
改
革
中
所
探
取
之
措
施
，
亦
也
都
爲
克
服
名
額
限
制
作
出
貢
獻
，
瞽

如

，
根

據

I

九
七
o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之
行
政
協
定
，
任

命

I

聯
邦
與
各
邦
共
同
委
負
會
，
以
制
訂
敎
育
整
體
計
劃
，
並
且
調
査
必
要
的
財
務
需
求
，
 

其

次

，一

九
七
一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公
布
高
等
敎
育
統
計
法
(B

G
B
1

 , I
s
.

 H
7
3

 
)
，
以
此
作
爲
灌
取
高
等
學

 

校
敎
育
資
料
之
依
據
。
又

於

一

九

七I

年
九
月
二
日
公
布
畢
業
生
軸
助
法
(
B
G
CP
1 . I

s
.

 1
4
6
5

 
)
，
目
的
在
提
 

昇
學
術
，
主
要
是
對
對
高
等
敎
育
飾
資
之
培
養
。
特

別

是

I

九
六
九

年

九

月I

日

頒

行(
B
G
B
1
.

 I
S

 ‘ 1
5
5
6

 
)
 

，
一
九
七
〇
年
九
月
三
日
更
改

(B
G
B
I

 ■ I
s
.

】
3

2

)
之
高
等
敎
育
促
進
法
，
據

此

，
聯

邦

與

各

邦

，
加
上
學

 

術
委
員
會
合
作
共
同
制
訂
通
盤
計
劃
，
經
費
由
聯
邦
負
擔I

半

，
由

各

邦

執

行

。
依
據
該
法
律
決
議
作
成
之
第
一
個
通

 

盤

計

劃

，
預
定
於
一
九
七
二
年
至
一
九
七
五
年
計
劃
动
間
內
，
花

費

I

百
六
十
億
馬
克
，
各
系
學
生
名
額
總
數
將
因
而

 

由
一
九
六
九
年
的
四
十
五
萬
八
千
人
，
提

高

至

I
九
七
五
年
的
六
十
六
萬
五
千
人
。
爲

實

現

此

計

劃

，
正
如
前
曾
述
及

 

之
聯
邦
政
府
後
續
報
告
中
所
言
，
將
對
廢
止
名
額
限
制
採
取
立
即
措
施
，
並
自
一
九
七
五
年
起
提
供
足
夠
學
生
員
額
，
 

以
滿
足
整
體
需
求
。
雖
然
有
三
分
之I

之
計
劃
經
費
係
用
諸
於
醫
學
部
分
，
人
體
醫
學
之
新
生
入
學
人
數
仍
需
受
限
制

 

。
同

時

，
仍
將
有
部
分
大
學
入
學
申
請
者
，
不
能
依
其
選
擇
在
大
學
就
讀
。
因

此

，
從
長
遠

觀

點

言

，
有
必
要
透
過
集

 

中
求
證
程
序
以
調
査
容
量
，
並
即
時
利
用
之
。

七
七



七
八

聯
邦
高
等
學
校
通
則
草
案(

S
T
D
r
u
c
k
s
.

 

V
I
X
1

8
7
3

，
最
新
定
稿
係
依
據
聯
邦
議
會
敎
育
科
學
委
員
會
之

諮

詢

意

見

-
-
-B

T
D
r
u
c
k
s
.

 

V
I

 

\ 

3
5
0
6

〕
亦
同
樣
認

爲
，
在
高
等
學
校
改
革
以
及
高
等
學
校
加
速
擴
張
產
生

效

果

前

，
在
特
定
系
別
屮
有
入
學
許
可
之
限
制
仍
難
避
免=

依

此

草

案

，
「
在
基
本
法
意
義
下
之
每
位
德
國
人
，
皆
有

 

權
自
行
選
擇
高
等
學
校
敎
育
，
只
要
其
能
提
出
接
受
該
敕
育
之
必
要
資
格
證
明
。J

爲

了

「
目
前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
而
 

爲
聯
邦
統
一
之
規
範
，
並
非
恣
意
表
現
，
而
係
爲
提
出
客
觀
入
學
標
準
」
，
特
別
是
在
聯
邦
全
境
敎
宵
容
量
飽
和
之
情

 

形

下

。
至

於

r

邦
立
法
之
規
定
」

，
應
致
力
於
規
範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之
要
件
、
容
a

之

計

算

，
以
及
申
請
者
之
遴
選
等

 

。
此

外

，
應
規
範
各
邦
成
員
處
理
許
可
事
務
時
之
獨
立
性
，
以
之
作
爲
各
邦
特
定
機
構
調
査
學
生
空
額
之
直
接
有
效
之

 

法

律

。申
諝
就
讀
於
漢
堡
大
學
及
慕
尼
黑
大
學
之
醫
學
系
，
多
年
來
已
有
入
學
許
可
之
限
制
，
由
中
央
登
記
處
所
許
可
就

 

讀
醫
學
系
之
新
生
，

一
九
七
〇
年
夏
季
班
漢
堡
大
學
爲
二
〇
九
名
，
藕
尼
黑
大
學
爲
二
三
〇
名
，

一
九
七
〇
\
|
九
七

 

一
年
之
冬
季
班
，
漢
堡
大
學
從
二
千
五
百
七
十
五
申
請
人
中
，
僅
三
十
八
人
獲
許
可
，
慕
尼
黑
大
學
之
申
請
人
爲
四
千

 

五

百

人

，
獲
許
可
省
爲
二
百
四
十
名
-
該
兩
邦
之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
規
定
如

下

：

L

一
九
六
九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之
漢
堡
大
學
法
規
如
次
■
■
(

以
下
稱

大

學

法

)

第
十
七
條

⑴
若
顧
及
大
學
容
量
有
必
要
時
，
某
些
系
別
之
入
學
許
可
得
受
限
制
，
藉
以
保
障
相
關
學
系
之
正
常
敎
學
。
於



採
取
入
學
許

H;
限
制
之

前

，
應
特
別
審
核
，
大
學
之
措
施
是
否
及
何
種
程
度
上
涉
及
、
適
合
敎
學
改
革
領
域
，
以
避
免

 

入
學
許
可
之
限
制
。
.

⑵
入
學
許
可
之
限
制
以
入
學
許
可
規
則
訂
定
之
，
.在
該
規
則
內
亦
應
針
對
應
予
許
可
之
申
猜
者
之
m

選
及
人
數

 

爲

規

定

，
铉
經
六
個
月
應
審
核
前
項
之
要
件
是
否
仍
然
存
在=

⑶

入
學
許
可
規
則
M
由
學
術
評
議
會
，
經
相
關

學
系
之
聽
證
後
議
決
之
。
經
主
管
譏
關
之
要
求
，
學
術
委
員
會

 

有
蕙
務
就
特
定
系
別

tt
施
入
學
許
町
限
制
之
問
題
，
於
一
定
適
當
時
間
內
陳
述
之
。

⑷
入
學
許
可
規
則
亦
得
由
邦
政
府
以
法
規
命
令
訂
頒
之
。
學
術
麥
員
及
相
關
系
別
應
事
先
藜
與
聽
證
。

依
大
學
法
第
六
十
四
條
規
定
，
大
學
入
學
許
可
規
则
，
需
經
k
管
機
關
同
.怠

，
主

管

機

關

得

因

「
法
律
理
田
或
某

 

於
合
H
的

性

之

原

因

，
.特
別
爲
高
等
敎
W
事

務

I

致
性
之
利
益
」
拒

絕

冏

意

。
依
大
學
治
第
六
十
七
條
之
規
定
，
火
學

 

依
大
學
法
之
自
治
行
政
作
爲
，
邦
政
府
僅
能
居
於
輔
助
地
位
行
使
之
。

I

九
七
〇
年
二
月
十
四
日
，
學
術
評
議
會
議
決
通
過

r

羥
院
實
習
前
諸
學
期
屮
，
德
國
人
申
請
就
讀
弊
學
及
牙
醫

 

之
入
學
許
可
規
則
」
，

i

該
規
則
經
學
校
主
管
機
關

N

意
於
一
九
七
〇
年
百
季
班
質
施
之
=
(
官
方
公
報
，

I

九
七
〇

， 

第
五
二
一
 
R

) 一
九
七
〇
年
五
月
十
四

H

W

爲

議
決
，
並
經
同
意
於
一
九
七
〇
\

一
九
七
一
年
冬
季
班
適
用
。
(
官
方
 

公
報
，

一

九
七
0
,
第
一
二
六
一
頁
)
依
此
人
學
許
可
規
則
，
提
供
給
德

阈
人
之
名
額
部
分
，
原
則
上
依
成
敵
佔
百
分

 

之
六
年
別
原
則
佔
百
分
之
四
十
之
比
例
分
配
之
。
然

而

，

毎
個
學
期
在
名
額
中
亦
提
供
特
足
部
分
-
保
留
給
適

J-ij 

前
述
原
則
有
特
別
困
難
情
形
之
人
。
依
據
成
績
觀
點
遴
選
之
部
分
，
原
則
上
係
依

髙
中
畢
業
平
均
分
數
，
但
在
漢
堡
邦

七
九



A
o

之
高
中
畢
業
者
，
成
績
加
零
點
五
分
。
依
年
別
原
則
遴
選
之
部
分
，
申
請
者
曾
在
聯
邦
軍
隊
或
在
民
間
服
代
替
役
者
，
 

優
先
錄
取
。

2,
巴
伐
利
亞
邦
高
等
學
牧
入
學
許
可
法

，一

九
七
〇
年
七
月
八
日(

G
V
B
1
.

 S
.

 27
3

 
)
，
其
重
要
規
定
如
次

 

第
二
條

⑴
於
大
學
註
册
應
具
備
，
曾
受
大
學
前
敎
育
，
依
現
行
規
定
能
提
出
證
明
之
資
格
。

⑵
在
顧
及
大
學
之
容
納
能
力
，
以
維
持
正
常
敎
學
，
急

迫

必

要

時

，
個
別
學
系
方
得
對
其
接
受
學
生
及
旁
聽
生

 

之
數
目
爲
限
制
。
入
學
許
可
之
名
額
每
次
僅
以I

年

爲

限

。
 

i

⑴
依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有
入
學
許
可
名
額
哏
制
時
，
原
則
上
以
資
格
等
第
爲
許
可
之
依
據
。
等
第
則
依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所
稱
大
學
前
敎
育
證
明
書
或
經
測
驗
程
序
獲
得
之
證
明
等
細
部
規
定
爲
準
，
爲
顧
及
年
齡
較
長
之
申
請
者
，
可
預

 

留
部
分
分
配
名
額
，
其
係
依
受
大
學
前
敎
育
之
年
別
證
明
(
第

二

條

第I

項

)
。
同
檨
年
別
之
申
請
者
之
錄
取
順
序
，
 

依
前
句
規
定
爲
之
。

⑵
入
學
申
請
者
，
若
於
巴
伐
利
亞
邦
獲
有
大
學
前
敎
育
結
業
證
明
，
而
其
住
所
在
該
邦
者
，
應
使
其
有
可
能
就

 

讀
於
其
住
所
鄰
近
由
其
自
己
選
擇
之
巴
伐
利
亞
邦
高
等
學
校
。
爲

此

目

的

，
應
就
資
格
等
第
遴
選
之
部
分
進
一
步
規
定

 

許
可
順
序
，
以
優
待
這
些
申
請
者
。
住
所
在
巴
伐
利
亞
邦
，
而
其
大
學
前
敎
育
結
業
證
明
係
在
住
所
遴
近
他
邦
敎
育
機



構
取
得
者
，
亦
同
f

用
之
。

⑶
得
依
細
部
規
足
，
事
先
提
供
部
分
名
額
予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且
不
受
第I

項
規
定
之
拘
束
。

1.
有
社
會
條
件
困
難
之
他
種
情
形
者
。

2
有
外
M
入
學
申
1

。

第
四
條

有
關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
與
第
三
項
，
以
及
許
■可
程
序
之
細
部
規
定
，
 

由
邦
敎
育
文
化
部
協
同
相
關
大
學
，
以
法
規
命
令
制
通
之
。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之
全
部
或
部
分
得
授
權
大
學
以
行
政
規
則
 

訂
頒
之
，
但
其
所
頒
行
之
章
程
需
得
到
邦
敎
育
文
化
部
之
同
意
。

依
據
此
法
，
邦
敎
育
文
化
部
於
一
九
七
◦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頒
訂
施
行
命
令
，(

G
V
B
I
.

 S
.

 3
8
6

 ,
1

九

七
一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以
命
令
修
訂
之
——

G
V
B
1

 .

 S

 • 6
0

-
-
一
九
七
二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又
修
訂
！

G
V

W
1

.
S
.

 22
2

 I

)
，

並
於
一
九
七
〇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生
效
。
(
第
十
五
條
)依
此
命

^

fj
定
之
大
學
章
程
罾
ffi 

前

，
未
經
法
律
授
權
而
由
大
學
頒
佈
之
入
學
許
可
準
則
之
效
力
，
最
遲
維
持
至I

九
七
〇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前
，
且
 

將
成
爲
施
行
命
令
之
附
件
公
布
之
。

該
施
行
命
令
亦
規
定
>
所
有
入
學
名
額
除
扣
除
保
留
給
予
社
會
條
件
困
難
以
及
外
國
申
請
者
部
分
之
外
，
其
名
額
 

中
百
分
之
六
十
是
依
資
格
及
成
績
，
百
分
之
四
十
依
年
別
原
則
分
配
。
依
成
績
原
則
分
配
之
部
分
，
其
原
則
上
所
依
據
 

之
髙
中
結
業
成
績
平
均
分
數
，
仍
會
因
所
選
擇
之
就
讀
學
系
而
改
變
。
依
此
所
獲
平
均
分
數
後
，
入
學
許
可
法
第
三
條

A

I



八
二

第
二
項
意
義
下
之
巴
伐
利
亞
申
請
人
，
申
請
就
讀
於
其
住
所
最
近
之
巴
优
利
亞
邦
境
內
大
f

，
成
績
加I

分

。
曾
服
 

兵
役
或
代
替
役
之
新
生
，
在
其
服
役
前
其
所
選
系
別
並
無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者
，
在
特
別
名
額
中
將
被
優
先
考
慮
。

111
'

1.
先

行

程

序il
i
jg於
漢
堡
之
原
告
，
係
一
九
六
九
年
五
月
於I

t
s
b
o
e

 
，
以
平
均
成
績
三
.
二
五
通
過
髙
中
畢
 

業
考
試
，
其
於一
九
六
九
\
七
〇
年
冬
季
班
申
請
就
讀
醫
學
不
成
，I

九
七
〇
年
夏
季
班
再
行
申
請
，
在
被
告
知
名
次
 

後
仍
被
拒
絕
，
理
由
係
名
額
觖
乏
之
故
。
原
告
在
提
起
訴
願
被
駁
囘
後
，
提
起
確
認
之
訴
，
主
張
肺
述
拒
絕
非
爲
合
法
 

。
依
原
告
之
見
解
，
在
各
類
翳
生
相
關
行
業
都
亟
i

聘
醫
師
的
狀
況
下
，
入
學
許
可
多
年
來
仍
繼
嫌
存
在
有
名
額
之
 

限
制
係
違
憲
，
在
過
去
數
年
中
應
有
更
大
量
新
生
被
允
許
入
學
，
而
且
亦
有
足
夠
時
間
去
擴
充
敎
育
容
量
以
資
因
應
。

先
行
程
序
轚
牖
於
慕
尼
黑
之
原
告
，
係
一
九
六
九
年
六
月
於
巴
伐
利
亞
，
以
總
成
績
平
均
三•

二
五
通
過
高
中
畢
 

業
考
試
，
向
慕
尼
黑
大
學
申
請I

九
七
〇
\
七

I

年
冬
季
班
醫
學
系
入
學
許
可
。
該
申
請
以
及
事
後
提
起
之
訴
願
，
都
 

在
被
通
知
名
次
後
駁
囘
，
駁
囘
是
根
撤
仍
然
有
效
而
前
曾
提
及
之
大
學
入
學
許
可
標
準
，
並
考
量
「
本
邦
學
子
優
惠
」
 

規
定
下
所
作
之
決
定
。
在
其
提
起
之
告
訴
中
，
請
求
撤
銷
前
述
拒
絕
之
決
定
，
並
准
其
就
讀
醫
學
或
由
被
告
機
：關
審
酌
 

法
院
之
法
律
見
解
，
重
爲
決
定
。
依
原
告
之
見
解
，
從
前
之
大
學
入
學
許
可
標
準
，
以
及
邦
敎
育
文
化
部
之
施
行
命
令
 

，
皆
因
缺
乏
足
夠
法
律
授
權
，
應
爲
無
效
。
此
外
，
入
學
許
可
規
定
至
多
只
能
依
成
績
標
華
，
不
應
以
年
別
原
則
爲
根
 

據

。
2
受
理
之
行
政
法
院
孩
基
本
法
第'I

〇
0
條
第
一
項
，
停
止
該
項
審
判
程
序
°,



⑻
漢
堡
行
政
法
院
就
大
學
法
第
十
七
條
與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業
第I

項
是
否
合
致
，
提
諳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之
 

。
法
律
上
質
疑
之
點
，
並
非
在
入
學
許
可
規
則
之
個
別
規
定
上
，
因
爲
其
係
維
持
在
大
學
法
第
十
七
條
「
廣
泛
授
權
」
 

範
圍
之
內
，
並
且
無
裁
量
瑕
疵
之
問
題
。
至
於
所
有
畢
業
生
應
受
同
等
第
評
價
、
對
漢
堡
髙
中
畢
業
生
優
惠
、
爲
外
豳
 

人
預
留
名
額
、
以
及
容
量
確
S

題

，
是
否
皆
無
可
質
疑
，
可
從
原
告
不
利
之
名
次
得
知
，
可
暫
時
不
談
，
因
爲
問
題
 

之
重
點
僅
在
，
大
學
法
第
十
七
條
是
否
與
i

法
第
十
二
條
第一

項
合
致*

答
案
纒
該
定
否
定
的
。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t
第

一

項

，
並
非
僅
單
純
作
爲
對
抗
職
業
控
制
揩
施
的
防
衞
權
，
並
且
課
 

予
豳
家
提
供
符
合
需
求
之
敎
育
機
構
之
義
務
，
至
少
，
醫
師
職
業
之
敎
育
訓
練
係
由
國
家
所
獨
占
，
因
此
，
名
額
限
制
 

之
實
行
有
違
憲
之
虞
。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尙
可
證
明
其
必
要
性
，
藉
以
防
止
因
招
生
過
置
而
造
成
更
大
不
利
，
並
可
避
免
 

造
成
敎
育
禊
構
之
崩
溃
。
但
是
名
額
限
制
不
得
喪
失
其
廉
於
臨
時
措
施
之
特
徵
，
而
使
之
成
爲一

種
持
續
性
作
爲
，
而
 

將
憲
法
悚
陣
自
由
選
擇
職
業
自
由
S

機
構
掏
空
。
由
於
大
學
法
第
十
七
條
使
洛
額
限
制
得
以
無
限
期
持
續
，
且
該
法
 

律
並
未
含
有
課
予
幽
家
履
行
創
設
足
夠
敎
育
員
額
之
義
務
，
其
規
定
又
因
觖
乏
名
額
限
制
之
時
間
界
限
而
違
憲
。

(b)
慕
尼
黑
行
政
法
院
聲
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
就
巴
伐
利
匪
高
等
學
校
入
學
許
可
法
第
四
條
，
是
否
與
基
本
法
合
 

致
爲
判
決
。
於
實
—

限
的
敎
育
可
能
性
下
，
縱
然
依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有
自
由
選
擇
將
.業
及
敎
育
機
構
之
權
 

,
大
學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仍
被
施
行
，
因
爲
有
限
的
接
納
容
量
已
表
現
敎
育
請
求
權
之
事
賞
上
界
限
。
然
而
，
實
施
此
種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並
未
承
認
大
學
有
緊
急
權
限
，
因
爲
在
巴
伐
利
亞
邦
議
會
內
，
設
有I

經
常
性
且
有
作
爲
能
力
之
處
理
 

機
關
，
且
立
法
者
有
足
夠
時
間
爲
大
學
入
學
許
可
事
務
爲
正
確
的
規
範
。
因
此
，
原
本
之
大
學
入
學
許
可
準
則
並
非
有

八
三



八
四

效

，
其
亦
不
得
成
爲
邦
敎
育
文
化
部
之
施
行
命
令
之
可
能
構
成
部
分
而
有
效
，
因
爲
該
施
行
命
令
係
基
於
一
違
憲
授
權
 

頒
佈
。
法
規
命
令
僅
得
依
據一

形
式
法
律
授
權
規
定
方
得
制
頒
，
而
且
授
權
之
內
容
、
目
的
與
範
圍
必
須
明
確
。
明
確
 

必
要
性
之
意
義
，
應
嚴
格
執
行
，
何
況
前
述
案
例
又
是
涉
及
干
預
基
本8

!
^

範
圍
之
授
權
。
雖
然
敎
育
與
訓
練
是
屬
於
 

睡
家
生
存
問
題
，
立
法
者
於
敎
育
事
務
中
應
滿
足
於
繼
續
扮
演r

給
付
之
父
親
身
汾
」
之
形
式
，
有
關
敎
育
供
給
、
學
 

校
形
式
與
秩
序
、
考
試
規
足
、
課
程
改
革
、
大
學
入
學
要
件
、
補
助
之
發
放
以
及
許
多
其
他
重
要
事
務
，
就
其
全
部
或
 

者
就
其
重
要
部
分
，
由
邦
部
會
行
政
體
系
決
足
之
。

:

關
於
前
述
問
題
，
立
法
者
已
對
大
學
入
學
之
法
律
限
制
之
授
權
表
示
的
非
常
淸
楚
，
即
許
可
要
件
或
拒
絕
要
件
，
 

應
在
授
權
法
條
之
本
身
規
定
，
而
非
依
據
法
規
命
令
，
至
少
付
託
給
命
令
制
訂
者
之
行
政
立
法
權
限
之
界
限
已
有
明
確
 

之
輪
廓
。
入
學
許
可
法
第
四
條
已
賦
予
命
令
制
IJ
者
超
過
適
當
制
訂
行
政
命
令
之
職
權
。
入
學
許
可
法
第
四
條
與
第
三
 

條
第
一
句
，
原
則
上
將
入
學
許
可
之
資
格
等
第
交
由
谕
令
制
訂
者
決
定
，
在
計
算
個
人
大
學
前
敎
育
成
績
之
平
均
分
數
 

時
，
根
本
不
以
所
選
擇
系
別
，
而
却
以
其
他
多
重
標
準
判
斷
。
特
別
有
疑
慮
者
爲
，
入
學
許
可
法
第
四
條
與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中
，
對
於
優
惠
之
範
團
毫
無
限
制
，
於
是
給
予
邦
敎
會
以
其
資
格
等
第
獲
得
特
定
許
可
名
次
，
因
此
，
在
結
果
上
 

，
進
入
巴
伐
利
亞
邦
之
大
學
之
有
決
定
S

並
非
立
法
者
，
反
倒
是
被
授
癯
之
行
政
者
。
入
學
許
可
法
第
四
條
及
第
三
 

條
第
三
項
授
權
之
範
圍
不
夠
明
確
，
任
令
命
令
制
訂
者
，
鮮
外
國
人
之
許
可
，
對
社
會
困
S

形
之
考
量
自
行
爲
之
。
 

由
於
立
法
者
對
重
點
之
確
立
非
由
自
己
決
定
，
旣
放
棄
其
權
利
，
又
輕
忽
其
義
務
，
職
是
之
故
，
入
學
許
可
法
第
四
條
 

之
授
權
爲
違
憲
。



對
漢
堡
行
政
法
院
提
出
之
裁
定
，
聯
邦
政
府
、
漢
堡
邦
政
府
、
巴
伐
利
亞
邦
政
府
、
學
術
委
員
會
、
西
德
大
學
校
 

長
會
議
、
聯
邦
助
理
會
議
及
漢
堡
大
學
，
共
同
以
蓽
屬
於
開
始
程
序
之
被
告
身
分
表
示
意
見
。
就
慕
尼
黑
行
政
法
院
所
 

捷
出
之
裁
定
部
分
，
巴
伐
利
亞
邦
議
會
(
衆
議
院
及
參
議
院
〕
，
以
及
巴
伐
利
亞
邦
政
府
皆
.提
出
其
見
解
。

.

L
g
柳
邦
政
府
、
漢
堡
邦
政
府
、
巴
伐
利
亞
邦
政
府
以
及
學
術
委
員
i

解
一
致
的
款
：爲

，
有
關
學
生
名
額
及
其
 

職
業
創
設
之
個
人
給
付
請
求
權
，
並
無
強
有
力
的
憲
法
保
障
，
針
對
此
點
，
邦
敎
育
規
則
已
有
規
定
，
各
邦
釾
此
亦
擁
 

有
實
際
敎
育
獨
占
。
因
此
，
擴
展
現
有
敎
育
容
量
之
一
般
義
務
履
行
，
並
非
各
邦
高
等
學
校
立
法
必
有
之
內
容
，
因
爲
 

此
項
任
務
只
能
由
聯
邦
與
各
邦
共
同
根
據
整
體
通
則
計
劃
解
決
之
，
至
於
擴
充
之
範
圍
及
優
先
順
序
則
屬
政
治
共
同
責
 

任
範
圍
內
之
決
定
。
因
此
，
個
別
需
求
並
非
重
點
，
若
爲
整
體
人
民
中
之
小
部
分
去
確
定
預
算
的
運
用
，
特
別
是
昂
贵
 

的
醫
學
敎
育
，
將
對
其
他
領
域
造
成
不
利
，
爲
悽
先
需
要
而
存
在
者
，
將
會
造
成
不
當
之
特
權
。
此
外
，
爲
克
服
敎
育
 

名
額
缺
乏
，
確
實
投

下

巨大
努
力
，
尤
其
是
爲
醫
學
人
員
之
敎
育
，
有
意
再
加
強
，
此
點
在
聯
邦
政
府
及
學
術
委
員
會
 

之
個
別
說
明
中
皆
已
明
示
。
因
此
，
下
述
的
顧
盧
是
無
理
由
的
，
即
假
設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不
設
有I

定
之
期
限
，
各
邦
 

將
會
放
棄
其
擴
展
髙
等
敎
育
事
務
之
責
任
。

他
們
更
進
一
步
表
示
共
同
的
見
解
，
即
個
人
在
現
有
敎
育
容
量
下
，
對
選
擇
進
入
大
學
許
可
之
請
求
權
，
受
到
邦
 

政
府
明
確
的
肯
定
，
並
交
由
漢
堡
及
巴
伐
利
亞
邦
政
府
執
fr.
，
但
是
該
權
利
是
可
以
限
制
的
。
目
前
大
學
接
受
容
量
確
 

實
飽
和
，
爲
保
障
其
功
能
所
爲
之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是
必
要
的
，
俾
使
自
由
選
擇
敎
育
與
職
業
在
儘
可
能
公
正
，
並
照
預



八六

定
順
序
完
成
之
。
漢
堡
大
學
有
：關
之
規
範
皆
遵
守
合
法
界
限
，
其
並
非
交
由
大
學
行
政
部
門
執
行
，
而
係
由
立
法
者
爲

 

之

。
因

此

，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之
執
行
顯
然
是
爲
維
持I

正
常
敎
育
而
有
其
必
要
，
且
該
大
學
措
施
是
無
可
避
免
，
況
且
 

每

六

傲

月

，
亦
即
毡
學
期
都
需
審
核
，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之
要
件
是
否
仍
存
在
。
並
且
入
學
許
可
規
則
之
頒
佈
是
由
邦
政

 

府

所
許

可

。
大
學
法
亦
在
處
理
上
留
有
迴
旋
空
間
，
允
許
部
分
申
請
者
依
年
別
原
則
錄
取
，
以
避
免
持
續
以
成
績
不
良

 

理
由
去
淘
汰
申
請
者
。

⑼
漢
堡
邦
與
薩
爾
蘭
邦
之
憲
法
法
院
、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案
件
管
轄
庭
、
巴
伐
利
亞
行
政
高
等
法
院
、
漢
堡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
及
北
萊
茵
！
西
伐
冷
邦
之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
皆
依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八
十
一：

條
第
四
項
第
二
句
陳
述
其

 

意

見

，
大
致
上
之
見
解
方
向
，
與
前
述
機
關
所
提
者
相
同
D

依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第
七
庭
之
報
告
，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迄
今
皆
認
爲
，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
項
第
二
句
.，
並
未
尉

 

敎
舒
機
搆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爲
法
律
上
之
授
權
。
但
若
是
入
學
許
可
之
限
制
，
並
非
用
於
對
職
業
之
摔
制
，
而
是
爲
防
止

 

因
超
M
而
逾
m
機
構
之
負
荷
所
生
之
危
害
時
，
以
法
規
範
或
行
政
對
基
本
權
利
爲
限
制
，
皆
與
基
本
法
合
致
。
(
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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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堡
高
等
行
政
法
K
及
巴
伐
利
亞
行
政
高
等
法
院
之
案
件
管
轄
庭
，
皆
持
如
下
相
问
看
法
；
即
大
學
法
第
1
七
條

 

之
入
學
許
可
規
定
並
無
違
憲
之
虞
。
大
學
法
承
認
，
邦

有

義

務

(
漢
堡
高
苫
行
政
法
院
第
三
庭
之
陳
述
)
提
供
大
學
爲

 

完
成
苏
任
務
所
需
之
財
力
，
並
從
立
法
產
生
之
背
景
解
釋
立
法
者
主
要
之
意
旨
顯
示
，
名
額
限
制
並
非
要
持
結
：件
設
置

 

。
同

樣

的

，
依
北
莱
茵
—
西
伐
冷
邦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第
五
庭
之
見
解
，
認
爲
名
額
限
制
係
合
法
。
然

而

，
其
發
展
却
導



致
入
學
許
可
事
務
之
混
亂
，
鬆
動
敎
育
機
會
均
等
，
且
致
令
廣
泛
有
效
之
法
律
救
濟
成
爲
不
可
难
，
就
是
至
今
仍
在
運
 

作
之
集
中
處
理
入
舉
許
可
程
序
，
對
於
多
重
申
請
之
處
理
情
形
，
亦
表
示
不
能
湳
意
，
因
爲
該
中
央
登
記
處
將
最
後
決
 

定
權
交
給
大
學
，
使
得
法
律
救
濟
格
外
困
難
。

S
B

堡
大
學
、
西
德
大
學
校
長
會
議
、
以
及
聯
邦
助
理
會
議
S

，
依
大
學
法
第
十
七
條
之
方
式
爲
入
學
許
可
 

之
限
制
是
違
M
的

。

漢
堡
大
學
以
及
西
德
大
學
校
長
會
議
認
爲
，
違
騖
之
點
在
於
，
名
額
限
制
可
能
成
爲
一
般
性
，
而
且
時
間
上
無
限
 

制

。
依
其
一
致
之
見
解
-
却
應
依
憲
法
之
要
求
，
不
能
任
令
基
本
權
利
空
轉
，
且
依
社
會
國
家
原
則
所
衍
生
出
基
本
權
 

利
實
質
執
行
之
保
障
，
邦
有
義
務
提
供
足
夠
之
入
學
名
額
，
使
毎
個
夠
資
格
之
德
國
人
，
得
以
行
使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所
保
障
之
自
由
選
捧
敎
育
機
楢
之
權
利
。
社
會
國
家
原
則
在
基
本
i

範
圍
內
之
所
以
有
其
意
義
，
即
賴
國
家
 

應
盡
其
所
有
力
量
，
fe
豳
民
得
以
遂
行
憲
法
強
力
保
障
之
自
由
權
。

依
漢
堡
大
S

見
解
，
前
述
國
家
義
務
，
亦
涉
及
自
由
選
擇
敎
育
機
構
之
權
，
何
況
國
家
實
際
獨
控
敎
育
，
就
如
 

同
酱
師
之
敎
育
。
此
項
自
由
權
當
然
會
因
國
i

實
上
能
力
不
足
以
立
即
創
設
就
學
所
必
要
之
名
額
，
而
遭
到
限
制
，
 

也
因
爲
國
家
不
能
經
常
就
敎
育
容
量
立
即
適
應
轉
衡
之
需
求
，
所
以
也
不
能
完
全
沒
有
限
制
。
然
而
，
入
學
許
可
之
限
 

制

，
旣
不
得
繫
於
社
會
政
治
上
認
爲
必
要
重
視
之
需
求
，
因
爲
申
請
入
學
者
之
利
益
才
是
重
點
，
亦
不
允
許
喪
失
其
臨
 

時
緊
急
措
施
之
例
外
特
質
，
反
使
之
成
爲
完
全
或
不
合
比
例
長
期
個
人
利
益
之
墜
制
。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之
規
定
，，
實
應
 

課
予
國
家
應
持
續
調
査
顯
而
易
見
的
學
習
称
益
之
義
務
，
以
及
課
予
國
家
在
一
定
時
限
內
鑛
展
大
學
，
調
整
容
量
之
義

八
七



務

。
 

A
八

依
西
德
大
學
校
長
會
*N

意
見
，
相
當
於
前
曾
提
及
之
國
家
保
證
給
付
義
務
，
但
並
非
指
要
求
設
立
特
定
敎
育
禳
 

構
之
個
人
主
観
請
求
權
。
另
一
方
面
，
此
植
國
家
義
務
並
不
限
於
只
爲
某
類
職
業
創
造
敎
育
可
能
性
。
若
是
爲
此
國
家
 

強
制
頒
行
敎
育
法
規
，
將
會
造
成
學
習
過
程
之
不
平
等
對
待
，
此
種
僅
作
爲
緊
急
措
施
方
被
許
可
之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
 

若
僅
因
爲
容
量
飽
和
，
f

 

j

些
數
目
不
是
很
多
的
申
，f

，
不
可
預
見
期
間
內
，
不
能
選
擇
其
學
業
，
自
由
選
擇
敎
 

育
機
構
權
之
重
要
內
容
已
受
到
侵
害
。
冏
時
，
他
們
亦
同
意
社
會
國
家
義
務
落
空
的
特
徵
，
即
f

規
定
本
身
無
法
看
 

出

，
其
僅
是
存
在
於I
有
期
限
過
渡
期
間
內
，
或
其
只
是
爲
摔
制
缺
額
而
爲
安
排
的
一
種
程
序
規
定
，
甚
至
國
家
正
努
 

力
於
淸
除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之
條
件
。

聯
邦
助
理
會
議
將
招
生
限
額
區
別
爲
結
構
性
與
數
目
性
，
前
者
爲
新
大
學
在
建
造
過
程
中
，
爲
特
定
努
力
目
標
而
 

爲

試

驗

的

一

楢

模

式

，
此
時
之
招
生
限
額
是
可
以
允
許
的
。
後
者
之
招
生
限
額
，
只
是
因
特
定
學
系
之
飽
和
，
其
 

不
僅
因
缺
少
時
間
期
限
，
並
且
在
目
前
的
條
件
下
之
限
制
是I

般
栓
的
，
所
以
是
違
憲
的
。
以
數
目
爲
許
可
之
界
限
，
 

限
制
個
人
要
求
進
入
現
省
大
學
之
權
利
，
此
項
請
求
權
係
衍
生
自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之
共
享
權
。
因
爲
，
'在
公
 

法
組
織
的
高
等
敎
育
範
圍
內
*
現
代
社
會
皆
處
於
獨
占
地
位
，
亦
是
生
活
機
會
之
分
配
者
。
同
時
，
學
術
硏
習
之
自
由
 

亦
受
到
限
制
，
此
係
基
本
法
第
五
f

三
項
所
規
定
，
被
當
成
廣
泛
學
術
自
由
之
不
可
分
割
構
成
部
分
而
受
保
護
，
該
 

自
由
亦
保
障
自
由
進
入
大
學
敎
育
。
人
們
若K

S

以
現
有
教
育
容
量
實
際
上
飽
和
作
爲
限
制
之
合
法
依
據
，
經
常
會
誤
 

解

，
敎
育
訓
練
容
量
之
槪
念
並
非
明
確
實
際
之
數
値
，
而
是
以
規
範
資
料
爲
主
，
而
且
僅
被
說
成
，
以
法
規
範
爲
基
礎



之
容
量
模
式
，
僅
是
由I

特
定
學
生
數
目
所
構
成
。
該
類
規
範
性
的
限
制
僅
得
於
保
護
重
要
公
衆
利
益
必
要
時
，
方
爲
 

合
法
。
若
就
確
保
高
等
學
校
之
功
能
，
以
及
受
許
可
入
學
學
生
之
正
常
化
敎
育
而
言
，
値
得
質
疑
的
數
目
性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之
現
在
形
式
已
無
必
要
，
因
爲
其
依
據
的
只
是
很
少
的
幾
個
系
別
之
名
額
不
足
理
由
，
但
却
未
排
除
多
數
申
請
者
 

以
及
許
多
其
他
系
別
之
困
境
，
也
不
會
使
他
們
有
同
様
機
會
去
申
請
名
額
不
足
之
學
系
。
此
種
規
定
侵
害
機
會
均
等
，
 

保
障
某
些
特
權
，
此
睾
將
限
制
、
甚
至
傷
害
到
其
他
所
有
的
人
，
其
因
與
社
會
需
求
對
立
，
將
製
造
其
他
系
別
移
轉
互
 

動

，
因
而
以
需
求
狀
況
扭
曲
擴
展
計
劃
之
基
礎
。
名
額
不
足
之
克
服
仍
有
足
夠
方
法
，
雖
然
這
狴
方
法
同
樣
有
問
題
，
 

但
黾
負
擔
性
較
少
，
譬
如
，
鉤
進
入
某
些
系
別
之
許
可
數
額
加
以
限
制
，
或
設
定
特
別
公
平
之
條
件
，
此
外
，
告
知
高
 

中
畢
業
生
及
大
學
生
，
他
們
所
選
擇
系
別
之
現
狀
，
以
及
其
他
選
擇
之
可
能
性
。

2.
有
關
制
頒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要
求
法
律
授
權
之
問
題
，
慕
尼
黑
行
政
法
院
所
提
具
裁
定
中
的
見
解
，
係
依
據
巴
伐
 

利
亞
邦
轰
法
法
院(

B
a
y
v
f
G
H

 24
,

 1

 
)
，
及
巴
伐
利
亞
行
政
高
等
法
院(

B
a
y
v
G
f
f
i

 n .

 F .

 22
,
1
4

私
) 

之
判
決
，
其
認
爲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需
要
法
律
依
據
，
且
依
法
治
國
原
則
，
法
規
命
令
頒
佈
之
授
權
，
就
其
內
容
、
目
 

的
與
範
圍
要
足
夠
明
確
。
依
巴
伐
利
距
邦
政
府
之
看
法
，
巴
伐
利
亞
邦
之
大
學
入
學
許
可
法
已
符
合
該
要
求
，
在
法
律
 

授
權
部
分
較
諸
其
他
各
邦
類
似
規
定
具
體
許
多
，
規
定
之
具
體
內
容
皆
照
文
化
部
長
會
議
之
建
議
，
且
先
前
§

之
重
 

大
法
律
不
安
定
性
皆
已
排
除
。

甚
至
大
多
數
人
都
認
爲
不
正
確
的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
(
賦
予
邦
孩
童
優
惠
)
邦
政
府
與
巴
伐
利
亞
邦
議
會
，
引
用
 

巴
伐
利
亞
邦
憲
法
法
院
及
該
邦
行
政
髙
等
法
院
之
見
解
，|

致
認
爲
該
項
規
定
在
形
式
上
與
實
質
上
都
無
可
質
疑
之
處

八
九



九
o

。
此

外

，
應

：顧
~
M
的

是

-
在
巴
伐
利
亞
邦
內
之
大
學
-
長
久
以
來
號
稱
「
學
生
進
口
過
量
」
逾

八

千

名

，
結
果
導
致
巴

 

伐
利
亞
有
住
所
之
申
請
者
，
必
須
以
超
比
例
的
方
式
與
來
自
其
他
各
邦
之
申
請
者
競
爭
，
爲
了
本
邦
申
請
者
所
減
少
的

 

機
曾
m

新

增

多

，

[fl]
且
目
的
是
爲
貨
現
社
會
國
家
正
義
，
使
在

fl-:
敫

附

近

讀

大

學

成
爲
可

能
D
因

此

，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所
規
定
悛
患
是
必
要
的
，
其
不
牴
觸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及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
項

，
而
且
其
在
基
本
法
第
十
一
:條

第

|
項
判

 

決
怠
義
上
被
評
惯
爲
合
法
主
觀
入
學
許
可
規
定
。
在

其

他

「
學
生
進
口
過
S

」
的

各

邦

中

，
特
別
是
巴
登
伍
登
堡
、
柏

 

林
及
漢
堡
諸
邦
，
通
常
亦
冇
類
似
地
區
®
先

之

規

足
D
在
形
式
觀
點
上
，
就
如
同
巴
伐
利
亞
邦
憲
法
法
院
在
其
判
決
屮

 

所

提

，
歡

迎

有

一

精
確
措
詞
之
授
權
條
款
。
在
叼
一
判
決
中
，
更
進
一
步
說
明
，
若
考
虚
到
入
學
許
可
規
則
顯
應
有
其

 

彈

性

的

話

，
該
授
權
不
僅
是
就
內
容
、
方
法
及
H
的

，
甚
至
包
栝
範
圍
已
足
夠
明
確
。
至
於
優
惠
的
範
圍
，
可
從
規
範

 

3
的

、
慠
萬
_
體
及
優
惠
方
法
中
知
悉
，
特
別
是
原
训
上
還
保
留
資
格
览
則
，
而
且
必
耍
性
原
則
及
比
例
原
則
仍
需
遵

 

守

。

B

I
T
A
 ̂

L
根
據
巴
伐
利
亞
邦
政
府
的
見
解
：
慕
尼
黑
行
政
法
院
的
申
請
如
係
以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條
第

|

項
第
一
 :句

爲

 

理

由

，
則
應
予
+
受

理

。
該
規
定
僅
對
聯
邦
法
律
有
其
適

ff
l

，

iB

將
內
容
相
似
的
法
律
原
則
經
由
基
本
法
第
*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轉
變
成
邦
憲
法
內
容
之
一
部
視

爲

法
治
國
原
則
之
具
體
化
時
，
鑑
於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條
第
一
項
之
權

 

限

分

配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應
無
權
以
此
標
準
來
審
查
邦
法
律
。

此
一
質
疑

並

非

有

力
。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條
第
一
項
的
規
定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的
管
轄
權
與
某
一
邦
是
否
也
有



憲
法
法
院
職
司
審
査
邦
法
有
否
與
其
邦
憲
法
規
範
(
內
容
與
基
本
法
的
規
範
相
似
)
相

I

致

無

關

，
亦
不
受
是
否
已
存

 

在
一
邦
憲
法
法
院
的
相
關
判
決
之
影
響
(
參

閱B
V
e
r
f
G
E

 2
,
3
8
0

〔
 3

8
8

〕

；

 17
,

 1
7
2

〔
 1

7
9
f
.

〕
；

 23
,

3
5
3

 C

CO
6
4
HK
.
〕
)
。

2
被
送
請
審
査
的
邦
法
規
之
合
憲
性
對
原
審
判
決
而
言
關
係
重
大
。
根
據
原
審
法
院
之
見
解
，
本
案
關
鍵
在
於
漢

 

堡
大
學
法
第
十
七
條
與
巴
伐
利
亞
邦
入
學
許
可
法
第
三
條
與
第
四
條
之
效
力
，
理
由
是
因
爲
在
申
請
入
學
許
可
時
，
如
 

果
上
述
法
律
條
文
有
效
，
並
據
以
作
成
拒
絕
入
學
之
決
定
則
是
合
法
的
。
，反

之

，
i

上
述
條
文
無
效
時
，
則
似
M
爲

 

个
同
之
判
決
。

⑻
地
方
行
政
法
院
認
爲
在
漢
堡
訴
訟
案
中
，
當
大
學
法
第
十
七
條
無
效
時
，
原
告
應
勝
訴
。
原
告
選
擇
醫
學
大

 

學
課
程
與
遇
擇
桕
關
M
業

之

目

由

，
若
無
法
律
之
基
礙
便
不
得
加
以
侵
害
，
原
告
當
然
有
權
註
册
入
學
。
和
漢
堡
市
政

 

府
観
點
不
同
的
是
此
一
判
決
關
鍵
的
見
解
不
容
反
駁
，
因

爲
無
論

如

何

，
入
學
許
可
之
申
請
在
事
實
已
無
法
容
納
時
，
 

j

定
不
曾
成
功
，
而
且
也
因
此
縱
使
在
大
學
法
第
十
七
條
違
憲
時
，
亦
無
他
種
結
果
出
現
之
可
能
。
原
告
訴

之

聲

明

，
 

目
的
在
於
請
家
確
認
被
告
大
學
根
據
大
學
法
第
十
七
條
所
作
拒
絕
入
學
之
決
定
是
違
法
的
。
根
據
原
審
法
院
之
見
解
，
 

原
告
對
此
確
認
有
合
法
之
利
益
-
因
爲
該
確
認
能
改
善
關
係
其
未
來
之
法
律
制
度
.，被
告
將
來
也
就
不
得
再
根
搌
原
拒

 

絕
決
足
之
相
同
理
由
，
駁
囘
原
告
之
聲
請
。
根
據
此
一
觀
點
可
知
若
在
大
學
法
第
十
七
條
無
效
時
之
判
決
，
應
與
其
合

 

憲
時
之
判
決
不
同
。
如

果

從

根

據

法

律

上

之

基

礎

作

出

入

學

之

限

制

與

基

於

爲

避

免

任

何

完

崩

M

把
入
學
限

 

制

當

作

防

衞

此I

危
險
之
代
替
性
緊
急
措
施
兩
者
間
之
差
異
來
看
，
上
述
觀
點
並
非
無
理
由
。所
以
®

^

!

..'
榷
在
入

九
一



學
限
制
時
間
不
長
i

是

合

法

的

，
下
列
事
實
亦
支
持
此
一
觀
點
，
在
六
〇
年
代
之
初
的
醫
學
院
，
僅
管
敎
職
員
相
當

 

匮
乏
！

其
敎
育
運
作
雖
未
癱
瘓
i

卻
錄
取
遠
比
採
納
限
額
制
度
更
多
的
新
生
。

(b)
慕
尼
黑
地
方
行
政
法
院
僅
就
將
適
用
之
選
拔
標
準
與
相
關
條
文
提
請
審
査
，
該
法
院
亦
認
爲
在
該
等
法
條
無

 

效
時
1
—
與
#
^
時
不
同
！

不
得
駁
囘
原
告
訴
。
因
爲
如
果
規
範
選
拔
標
準
的
法
律
授
權
不
生
效
力
的
話
，
那
麼
_

 

申
諝
者
的
選
拔
便
須
直
接
囘
溯
適
用
憲
法
，
僅
依
成
績
原
則
爲
之
。
此
時
原
告
有
入
學
許
可
之
請
求
權
；
大
學
不
得
將

 

入
學
許
可
發
給
比
原
告
成
績
還
差
的
其
他
申
諝
人
。

根

顯

然

地

，
此

|

谈
定
判
決
的
理
由
亦
非
無
道
理
。
規
範
審
査
許
可
與
否
不
在
於
，
是
否
原
告
將
得
不
到
更
好
的

 

法

律

地

位

(
如
果
只
是
某
些
巴
伐
利
亞
的
申
諳
者
之
優
待
違
憲
的
話
)
因
爲
他
自
己
已
屬
受
優
待
的
一
群
。
因
爲
申
請

 

的
法
院
對
於
入
學
許
可
法
第
四
條
的
法
律
授
權
之
指
謫
，
並
非
R
基
於
上
述
的
優
待
，
也
根
搛
其
他
的
選
拔
標
準
。
這

 

將

又

此

現

下

列

況

，即
當
某
種
標
準
被
取
消
時
，
對
依
照
其
他
標
準
入
學
的
申
諝
者
而
言
，
其
配
額
與
其
入
學
機

 

會

均

將

不

同

。

n

 

-

1.
1
^
上
審
査
的
標
的
僅
針
對
用
盡
所
有
敎
育
名
額
導
致
對
特
定
學
系
之
新
生
所
探
取
之
絕
對
限
額
制
度
，
但
不

 

'及
於
地
區
性
與
結
構
性
的
限
制
，
它

(
這

植

限

制

)
只
會
加
重
特
定
大
學
選
擇
時
的
困
難
，
也
不
包
括
對
已
經
入
學
的

 

高
年
級
學
生
所
作
的
限
制
。
絕
對
的
限
額
制
度
與
上
面
二
種
限
制
不
同
的
是
因
爲
它
的
影
響
特
別
嚴
重
，
因
爲
它
會
導

 

致
相
當
數
量
之
申
請
者
須
把
他
所
希
望
的
大
學
課
程
延
S

當
長
的
時
間
才
關
始
。
當
申
請
的
人
很
多
且
而
因
必
一
^

時



間
的
等
待
時
，
受
害
的
不
僅
是
敎
育
機
構
的
選
拔
問
題
，
而
可
能
也
會
影
響
到
職
業
的
選
擇
，
甚
至
必
須
放
棄
原
來
的

 

理

想

。
經
濟
較
差
之
申
請
者
，
此
時
不
可
能
像
經
濟
較
好
的
申
請
者I

樣
作
長
期
的
等
待
或
嘗
試
在
外
國
受
敎
育
。

Z
巴
伐
利
亞
入
學
許
可
法
第
四
條
不
僅
授
權
發
f

三
條
所
稱
的
選
拔
標
準
之
細
節
規
定
，
也
對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所
稱
之
入
學
限
額
的
特
殊
重
要
要
件
作
了
同
樣
的
授
權
。
關
於
在
採
行
絕
對
限
額
制
度
時
授
權
對
選
拔
標
準
作
細
節
規

 

定

，
是
否
有
違
憲
之
虞
之
判
決
，
其

審

要

件

在

於

對

新

生

入

學

探

絕

對

限

額

的

措

施

是

否

應

予

允

許

，
與
巴
伐
利

 

S

入
學
許
可
法
是
否
符
合
源
至
基
本
法
形
式
與
實
體
法
上
之
要
求
。
因

此

，
審
査
的
範
圍
應
及
於
入
學
許
可
法
第
四

 

條
加
上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
所
以
巴
伐
利
亞
邦
的
規
範
應
調
査
之
範
圍
亦
如
漢
堡
邦
一
般
。

C

、

現
行
漢
堡
邦
與
巴
伐
利
亞
邦
關
於
大
學
入
學
許
可
之
規
定
與
基
本
法
並
非
完
全
吻
合
。

_

—
I

、

1.
簾
法
上
判
斷
限
制
入
學
許
可
之
標
準
跟
司
法
實
務
與
學
界
所
接
，受

的

一

樣

。
(
參

照s
c
h
s
i
t
t

所
寫
判
決
槪
論

 

,
D
V
B
1
.

 1
9
7
r

 38
2

 頁
與

 Wu
n
s
c
h

，
所
寫
文
章
刊
登
於

 

V
H
S
S
R
'

 B
d
.

 5

 H
e
f
t
l
,
1

 

9
7
2
.

 1
6

 頁

以

下

)
主
要
是
因
考
量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所
保
障
所
有
德
國
人
有
自
由
選
擇
敎
育
機
構
的
權
利
。

在
當
初
將
該
項
權
利
納
入
基
本
法
時
與
早
期
的
解
獰
主
要
的
考
慮
是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I

項
賦
予
個
人
有
势
抗

 

限
制
敎
育
自
由
的
防
衞
權
。
所

以

憲

委

員

會

討

論

時

便

強

調

無

論

如

何

必

須

保

障

在

不

同

大

學

間

有

選

擇

之

自

由

 

與
■能
夠

ii
取
特
別
傺
出
敎
授
上
課
之
自
由
，
以
便
能
夠
多
方
面
獲
得
啓
發
，
也

爲

了

防

止

某I

個
邦
只
容
許
該
邦
邦
民



九
四

進
入
該
邦
大
學
(S

t
e
n
B
e
r

關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十
九
日
第
四
十
四
次
主
要
委
員
會
議
，
五
七
五
頁
以
下
〕
因
此
 

在
事
實
上
也
包
含
了
基
本
人
權
保
陣
的
|
項
重
要
觀
點
，
這
項
觀
點
應
盡
量
予
颳
及
，縱

使
是
在
®I

H
^

I
^
^
^
!
^
K

 

額
無
可
避
免
地
須
將
申
請
人
分
配
於
不
同
的
敎
育
機
構
時
亦
然
。

在
完
全
用
盡
敎
育
員
額
時
，
會
出
現
自
由
選
擇
敎
育
機
構
權
的
其
他
重
要
颧
點
，
它
跟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所
保
陣
選
擇
職
業
自
由
密
切
相
關
，
亦
是
根
據
它
而
產
生
。
通
常
敎
育
是
開
始
某

*:
職
業
的
前
奏
，
兩
者
均
爲
整
個
生

 

命
過
程
中
：个
可
分
割
的
部
分
。
因
此
在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過
去
對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I

項
的
判
決
中
就
已
強
調
，
不
僅

 

該
條
文
所
悅
用
之
槪
念
”
職

業

選

擇

“
與
後
來
的
”
職
業
執
行
“
是

不

可

分

的

，
且
認
爲
職
業
活
動
的
完
整
性
爲
生
活

 

的

基

礎

，
而
且
所
有
關
於
爲
某
種
職
業
須
先
前
受
敎
育
的
規
定
也
蹁
於
職
業
活
動
的
法
律
體
系
(
參
照B

v
e
r
f
G
M

 

7,

 37
7

〔
 40

1
,

 40
6

〕
)
從
這
種
密
切
關
係
出
發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巳
經
正
確
的
演
禪
出
敎
育
許
可
的
限
制
不
得

 

作
爲
操
控
某
撞
職
業
之
用(

J
2

 1963,
 67

5

頁

；
也
參
照B

V
e
r
w
G
E

 6,

 1
3

與

7,

 28
7

 
)
。
此

外

，
因
■爲

 

此

I

密
切
關
係
又
可
導
出
若
想
開
始
某
植
職
業
I

例
如
#
醫
生
！

至
少
須
具
備
某
種
特
定
敎
育
爲
要
件
，
對
於
接

 

受
法
定
敎
育
之
自
由
之
限
制
應
S

解
释
爲
就
#
對

職

業

許

vnr
要
件
本
身
的
限
制
一
樣
。

憲
法
上
對
敎
育
方
面
的
人
數
保
障
，
並
限
於
傳
統
上
所
認
定
旨
在
對
抗
公
權
力
侵
害
的
自
由
權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1

再
表
示
，
基
本
權
利
同
時
也
構
成
一
套
客
觀
規
範
的
價
値
秩
序
，
是
憲
法
上
的
重
大
決
定
，
對
所
法
領
域
均
有
拘
束
 

力

，
因
此
，
基

本

權

利

不

只

是

人

顯

的

防

疆

而

已

(
w
v
e
r
f
G
W

 21,

 36
2

 C

 37
2
〕

睾
證
基
多
)
。
現
 

代
國
家
凡
是
保
障
社
會
福
利
與
獎
勵
民
衆
文
化
越
多
的
，
在
人
民
與
國
家
的
關
係
上
，
赊
了
保
障
自
由
權
的
原
始
要
求



外

，
還

會

有

更

多

要

求

在

基

本

權

方

面

保

障

分

享

國

家

的

要

求

。
這
種
發
展
趨
勢
在
敎
育
領
域
特
別
明
顯
：
除
了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對
公
職
人
員
的
特
殊
規
定
外
，
當
前
職
業
自
由
都
是
在
私
人
機
關
與H

作
體
系
中
實
現
且
主
要
是

 

在
保
護
最
個
人
的
、
自
主
的
生
活
型
態
，
也
就
是
在
保
障
職
業
的
選
擇
與
執
行
時
有
免
於
強
迫
或
禁
止
之
自
由
。
因
此

 

，
若
從
自
由
選
擇
敎
育
機
構
的
本
質
來
看
，
其
目
標
是
在
於
進
入
敎
育
機
構
的
自
由
管
道
.，自
由
權
如
果
沒
有
可
得
行

 

使
之
事
實
要
件
將
變
的
毫
無
僙
値
。
因
此
大
學
通
則
#m

是
從
每
一
個
德
國
人
都
有
權
利
實
踐
他
所
選
擇
之
大
學
敎
育

 

出

發

，
假
如
他
已
證
明
具
備
該
項
大
學
敎
育
所
須
的
資
格
。

這
項
權
利
的
承
認
非
憑
立
法
者
的
喜
好
。
在
此
不
討
論
”
分

享

權

“
在
某
種
範
圍
內
是
否
能
導
出
社
會
福
利
法
治

 

國
在
將
基
本
權
的
價
値
體
系
轉
換
成
憲
法
實
際
上
具
有
保
障
者
之
地
位
。
(
參

照B
V
S
W
G
E

 2
7

卷

3
6
0

頁
對
私

 

立
學
校
財
政
補
助
所
作
判
決
)
。
當
然
如
果
原
則
上
堅
持
，
縱
然
是
在
現
代
的
社
會
福
利
國
家
中
，
亦
將
此
不
可
起
訴

 

請
求
的
決
定
保
留
給
立
法
者
，
由
他
決
定
在
給
付
行
政
的
範
圍
內
是
否
賦
予
人
民
有
分
享
權
，
如
果
國
家
已
設
立
了
相

 

當
的
敎
育
機
構
，
便
可
從
平
等
原
則
加
上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與
社
會
福
利
國
家
原
則
產
生
進
入
這
些
機
構
之
請

 

求

權

。
這
一
點
尤
其
適
用
於
在
敎
育
事
務
方
面
擁
有
事
實
獨
占
的
國
家
與
分
享
國
家
給
付
同
時
也
是
實
踐
基
本
權
利
的

 

必

要

條

件

(
如
知
識
性
職
業
的
準
備
方
面
)
的

地

方

。
在
一
個
自
由
的
法
治
國
家
與
社
會
福
利
國
家
不
得
再
任
由
家

 

機
關
自
由
決
定
，
依
其
想
法
去
劃
定
受
益
者
的
範
圍
，
並
將
一
部
分
國
民
排
除
在
受
益
之
外
。
最

後

，
在
結
果
上
將
變

 

成
對
職
業
的
一
植
操
控
。
而
應
該
是
國
家
提
供
給
付
給
予
具
備
就
讀
大
學
資
格
的
國
民
一
項
！

，
讓
他
們
原
則
上
有

 

平
等
的
權
利
去
分
享
人
生
的
戡
會
。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加
上
第
三
f

1

項
與
社
會
福
利
國
之
要
求
即
在
保
障



' 

九
六

具
備
主
觀
入
學
要
件
的
國
民
有
選
擇
就
讀
大
學
的
權
利
。

X
通
說
認
爲
這
項
入
學
權
利
依
其
性
質
應
自
始
與
完
全
限
制
爲
一
項
分
享
現
有
敎
育
可
能
性
的
請
求
權
。
因
此
漢

 

堡
行
政
法
院
在
他
聲
請
的
裁
定
中
便
從
擴
充
敎
育
容
量
的
義
務
出
發
，
且
認
爲
對
大
學
新
生
下
命
採
取
絕
對
限
額
的
措

 

施

，
只
有
當
在
法
律
上
明
白
規
定
在I

定
期
間
內
履
行
該
項
義
務
時
方
得
許
可
。
有
二
種
很
接
近
的
觀
點
對
於
上
述
基

 

本
權
利
之
俅
障
相
當
重
要
：

絕
，對
入
學
限
制
的
問
題
在
於
現
行
的
容
量
不
足
以
提
供
每I

位
具
有
大
學
入
學
資
格
者
就
讀
之
機
會
。
憲
法
上
的

 

考
量
自
始
便
侷
限
在
分
l

i

-HL
上
打
轉
，
因
此
會
遇
到
困
難
的
核
心
。
而
在
正
常
情
形
，
社
會
福
利
鼬
家
的
分
配
行

 

爲

，
也
就
是
財
政
上
的
授
益
，
對
於
因
現
行
資
源
有
限
所
導
致
之
不
利
後
果
可
透
過
再
分
配
得
到
緩
和
。
絕
對
的
限
額

 

制
度
會
導
致
.厳
重
的
不
公
平
，
亦

即

I
部
分
申
請
人
得
到
全
部
他
所
要
的
，
其
他
的
！

至

少

有I

段
相
當
長
且
對
往

 

後
的
人
生
決
定
可
能
是
決
定
性
的
期
間
—
丨

則
I

無

所

獲

。
對

醫

科

而

言

，
被
拒
絕
的
數
目
甚
至
遠
超
過
申
請
者
的
一

 

半

。
此

時

，
憲
法
上
所
保
障
的
入
學
請
求
權
恐
有
大
幅
架
空
的
危
險
。
由
於
這
個
影
響
已
不
容
否
認
，
絕
尉
的
限
額
制

 

度
係
活
動
在
憲
法
可
容
忍
之
邊
緣
。
因
爲
這
個
影
響
唯
有
透
過
擴
充
容
置
才
能
有
效
加
以
降
低
，
不

得

不

問

，
是
否
須

 

從
基
本
權
的
價
値
決
定
與
敎
育
權
獨
占
的
行
便
推
演
出
提
供
充
足
的
敎
育
容
量
給
不
同
科
系
是
一
項
客
觀
的
社
會
福
利

 

國
的
憲
法
委
託
(
任

務

)
。
對

於

此

I

問
題
是
否
給
予
同
意
以
及
是
否
可
得
在
特
定
的
要
件
下
，
從
這
項
憲
法
委
託
中

 

推

演

出

I

槿
國
民
可
得
起
訴
請
求
創
造
敎
育
員
額
的
個
別
請
求
權
，
在
此
無
須
加
以
判
斷
。
因
爲
憲
法
的
一
貫
桂
只
有

 

在
該
項
憲
法
委
託
被
明
顯
違
反
時
才
加
以
考
慮
，
這
種
情
形
特
別
是
在
醫
學
敎
育
領
域
目
前
通
看
不
出
來
：
縱
使
分
享



權
自
始
即
不
限
於
各
種
現
有
的
資
源
，
他
仍
然
受
到
個
睡
能
向
社
會
要
求
分
配
到
多
少
的
限
制
，
這
點
立
法
者
有
責
任

 

加

以

判

斷

。
在
預
算
分
配
時
也
要
顧
及
其
他
團
體
的
利
益
而
且
根
據
基
本
s

I

百
零
九
條
第
二
項
的
明
白
規
定
必
須

 

把
整
體
經
濟
的
均
衡
發
展
列
入
考
慮
。
立
法
者
有
義
務
來
決
定
擴
充
大
學
的
範
圍
與
優
先
順
序
，
此

際

應

注

意

，
大
學

 

的
擴
建
與
新
建
，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
之
A
條
之
規
定
是
屬
於
聯
邦
與
各
邦
合
作
執
行
的
共
同
任
務
。
在
作
這
些
決

 

定

時

，
各
主
管
.械
_

 1

方
面
必
須
根
據
敎
育
貝
額
需
求
的
趨
勢
，
因
爲
完
全
按
照
本
來
就
很
難
的
需
求
調
査
可
能
會
導

 

致
一
撞
不
被
允
許
的
職
業
超
控
與
需
要
的
管
制
，
這
時
作
爲
自
由
秩
序
憲
法
要
素
的
自
我
自
由
決
定
的
意
義
將
受
到
縮

 

減

。
另

一

方

面

，
憲
法
委
託
並
不
要
求
有
隨
時
對
毎I

位
申
請
人
提
供
他
所
想
要
的
名
額
的
義
務
。
且
因
爲
這
樣
而
使

 

得
在
大
學
領
域
的
巨
額
投
資
完
全
取
決
經
常
變
動
以
及
可
受
影
響
的
個
別
需
求
之
多
種
因
素
。
如
此
便
對
自
由
有
了
誤

 

會

，
誤
解
的
是
個
人
自
由
的
實
現I
直
無
法
擺
脫
整
體
的
運
作
能
力
與
均
衡
，
而
且
沒
有
限
制
地
犧
牲
大
我
的
主
觀
請

 

求
權
之
想
法
與
社
會
福
利
國
思
想
是
不
一
致
的
。
就
像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在
一
般
行
爲
自
由
這
項
基
本
權
利
問
題
上
一
再

 

強

調

的

一

樣

(
翏
照B

V
e
r
f
G
E

 4,

 7
〔

1
5

〕

；

 8,

 2
7
4

〔
 32

9

〕；

 27,

 3
4
4

〔
 35

1

〕
)
，
基
本
法
已

 

從
人
的
M
體
關
連
性
與
團
體
拘
束
性
對
個
體
與
團
體
間
的
緊
張
作
了
決
定
.，因
此
個
體
的
行
爲
自
由
必
須
有
一
定
的
界

 

限

，
這
値
界
哏
則
由
立
法
者
爲
了
維
護
與
促
進
社
會
的
共
同
生
活
，
在
一
般
可
期
待
的
範
圍
內
加
以
規
定
，
其
前
提
是

 

個
人
的
獨
立
性
在
此
時
必
須
獲
得
保
障
。
這
個
考
量
惟
有
在
國
家
提
供
分
享
權
的
領
域
內
方
得
主
張
適
用
。
此
時
_

好

 

與
將
平
等
原
則
具
體
化
之
社
會
正
義
的
要
求
相
違
背
，
後
者
是
把
有
限
可
用
的
公
共
資
源
在
忽
視
其
他
重
要
的
共
同
體

 

利
益
之
情
形
下
，
讓

I

部
分
民
衆
優
先
分
享
。
因
此
如
果
無
法
透
過
就
學
諮
商
的
手
段
來
滿
足
個
別
的
需
求
與
整
體
的

九
七



社
會
需
要
時
，
不
能
禁
止
立
法
者
也
根
據
不
同
職
業
人
力
的
需
求
程
度
作
下
決
定
。

拫
據
這
些
標
準
看
不
出
有
何
違
憲
情
形
。
在
國
家
機
關
裏
任
何
有
責
任
的
人
也
不
會
否
認
在
可
能
的
範
圍
內
盡
速

 

去
作
該
做
之
事
的
義
務
。
在
大
學
敎
育
促
進
法
第
二
條
中
明
白
規
定
聯
邦
與
各
邦
在
執
行
”
擴
建
新
設

大

學

“
的
共
同

 

任
務
時
應
該
要
注
意
相
關
大
學
的
科
系
、
數

量

、
規

模

與

地

點

，
”
以
保
障
硏
究
與
敎
育
名
額
的
充
足
與
平
均
“
。
在

 

這
項
義
換
的
腹
行
上
，
雖
然
根
據
大
多
數
的
看
法
，
目
前
困
難
的
情
況
不
僅
是
客
觀
的
原
因
，
也
是
由
於
敎
育
宣
傳
所

 

引
起
的
更
強
烈
需
求
，
在
大
學
的
擴
充
與
敎
育
的
改
革
上
又
欠
缺
足
夠
的
因
應
措
施
所
造
成
的
。
但

是

，
在
過
去
有
一

 

大
部
分
所
提
供
的
資
源
都
被
用
來
供
花
費
昂
贵
的
醫
療
敎
學
機
構
擴
充
之
用
.，
在
一
九
六
〇
年

至

I

九
六
九
年
間
，
在

 

醫
學
敎
育
機
構
的
科
學
人
員
遽
增I
倍

。
與
其
他
西
方
_
家
相
較
已
能
達
成
一
個
更
密
的
醫
療
網
(
參

照

”
科
學
委
員

 

U

!學
硏
究
.满
構
與
敎
育
機
構
的
結
構
與
擴
充
所
作
的
建
議
*
，

一
九
六
八
年
，
二
六
五
頁
以
下
與
”
醫

療

分

析

“
 

二
〇
四
頁
以
下
)
。
&
從
看
出
問
題
的
困
難
點
之
後
，
也
已
設
法
盡
力
想
去
克
服
，
在
此
特
別
要

指

出

的

是

，
根
據
大

 

學
敎
育
獎
助
法
所
訂
定
的
第
一
綱
要
計
劃
，
對
於
漢
堡
與
巴
伐
利
亞
兩
邦
而
言
，
須

■«
充
說
明
的
是
這
兩
個
邦
的
醫
科

 

學
生
人
數
占
全
國
醫
科
學

生
總
數
的
比
例
遠
超
過
其
人
口
在
全
德
國
居
民
人
口
的
比

例

。

3.
如
果
根
據
前
述
的
考
量
，
在
法
律
上
明
白
規
定
在
一
定
期
間
內
有
擴
充
敎
育
容
量
的
義
務
，
在
目
前
也
不
構
成

 

憲
法
上
容
許
探
取
絕
對
限
額
制
度
的
要
件
，
所
以
須
緊
急
要
求
對
於
通
往
現
行
敎
育
機
構
的
管
道
，
唯
有
在
嚴
格
的
形

 

式
法
與
實
體
法
的
要
件
下
方
得
加
以
限
制
。

g

具
有
大
學
入
學
資
格
申
請
人
選
擇
就
讀
大
學
的
權
利
是
可
得
限
制
的
—

I
如
果
這
項
權
利
是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i

 i

項
的
話
I

這
個
從
第
二
句
的
s

保
留
中
產
、生

。
該
條
文
亦
包
括
自
由
選
擇
敎
育
機
構
的
權
利
，
這
點

 

可
在
該
條
文
產
生
的
歷
史
裏
得
到
證
明
■，
因
爲
在
前
面
所
提
過
的
制
憲
委
員
會
的
主
要
委
員
會
會
議
中
已
經
有
好
幾
位

 

發
言
者
明
白
強
調
，
對

大

學

採

取

限

度

跟

與

其

所

決

議

通

過

的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I

項

條

文
不
合
。
從
已
經
討

 

論
過
.的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i

 一

項

的

統I

性
也
可
導
出
規
範
保
留
不
只
針
對
職
業
的
執
行
，
也
針
對
職
業
的
選
擇
。
(
 

已
經
引
述
過
的B

V
e
r
f
G
E

 7
、

3
7
7

〔
 4

0
2

頁

以

下

〕

)
同
時
也
延
伸
到
職
業
選
擇
前
關
於
敎
育
機
構
的
選
揮
。
 

如
果
把
許
可
諝
求
權
理
解
爲
分
享
權
，
那
麼
從
他
的
可
限
制
性
便
可
導
出
分
享
權
—
i

I

如
前
面
說
過
的
—
I
須
受
到

 

可
能
性
保
留
的
限
制
，
而
且
必
須
有
法
律
規
範
。

(b)
如

此

I

來

，
入
學
許
可
權
在
原
則
上
允
許
的
限
制
只
能
透
過
法
律
或
本
於
法
律
爲
之
，
方
爲
憲
法
所
容
許
。
 

有
時
世
有
些
蕙
見
認
爲
事
實
上
已
用
盡
容
量
的
限
額
措
施
，
根
本
不
須
法
律
規
定
。
在
此
無
法
苟
同
，
因
爲
絕
對
的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
是
在
限

制

某一

種

權

利

，
而
考
慮
到
容
量
的
限
制
措
施
丨

—
容
後
詳
述
I

B

將
規
範
的
要
素
包
含
在

 

內

。
如
果
這
種
限
1

權
利
是
從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s

1

項
第
二
句
導
出
的
話
，
那
麽
所
謂
的
形
式
必
要
性
便
已
可
直

 

接
從
該
項
基
本
法
條
$

演

出

來

。
如
果
在
該
條
文
所
提
到
的
執
業
規
制
須
要
法
律
基
礎
的
話
，
才
能
說
自
由
選
擇
敎

 

育
機
構
的
限
制
是
合
法
的
，
後
者
只
可
能
影
響
到
選
擇
職
業
的
自
由
。
如
果
把
這
種
進
入
現
行
大
學
的
請
求
權
解
釋
爲

 

分
享
權
的
話
，
在
這
方
面
也
產
生
不
了
其
他
結
果
。
在
此
不
擬
探
討
法
律
保
留
與
國
家
行
爲
合
法
律
化
的
法
治
國
家
原

 

則

，
是
否
通
常
只
適
用
於
干
m

TT
政

，
而
不
完
全
適
用
於
給
忖
行
政
(
對
此
參
照B

V
e
r
f
G
E

 

8
,
】
5
5

〔
 1

6
7

頁
 

以

下

〕
)
。
因
爲
這
裏
並
不
須
要
一
個
法
律
上
基
礎
*
盖
分
享
國
家
的
給
付
是
實
踐
基
本
權
利
的
必
要
條
件
。
在
此
立

九
九



1

8

法
者
必
須
以
給
付
範
圍
決
定
者
的
身
分
自
己
承
擔
因
容
量
不
足
在
必
須
忍
受
嚴
重
不
平
等
對
待
的
情
形
下
縮
小
受
益
者

 

範
圍
之
後
果
的
責
任
。

(c)
從
實
體
法
的
観
點
，
根
據
到
目
前
爲
止
的
考
量
可
認
爲
因
對
絕
對
入
學
許
可
的
限
制
提
出
嚴
格
的
要
求
。
根

 

據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所
謂
的
階
段
理
論
(
參
照B

v
e
H
f
G
E
7,

 37
7

〔
 40

1

頁

以

下

〕
；30,

 29
2

〔
 3

1
5

頁
以
下

 

〕
)
，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I

項
的
S

權

，
如

果

牽

涉

及

的

選

擇

自

由

愈

多

時

，
應
受
到
更3

^

的

限

制

。
因

 

爲
敎
育
的
選
擇
同
時
影
響
到
將
來
職
業
的
逡
擇
，
加
上
因
爲
敎
育
容
量
用
盡
而
對
特
定
科
系
採
取
絕
對
限
額
的
措
施
與

 

階
段
理
論
所
指
的
客
觀
許
可
要
件
是I

樣

的

。
(
赛
照B

V
e
r
f
G
E

 7,

 37
7

〔
 4

0
7

頁

以

下

〕
)
所
以
根
據
基
本

 

S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發
展
出
來
的
一
般
原
則
所
採
取
的
措
施
僅
得
係
爲
防
止
可
得
證
明
的
危
害
或
對
某I

極
爲
重
要
的

 

共
同
體
利
益
之
明
顯
重
大
危
害
爲
之
，
且
在
嚴
格
遵
守
比
例
原
則
的
情
形
下
，
方

得

允

許

，
這
時
不
得
不
考
慮
的
後
果

 

—
I
轉
讀
其
他
科
系
與
越
區
到
外
國
就
讀
。
從
建
立
在
平
等
原
則
上
的
分
享
權
S

來
看
會
產
生
更
嚴
格
的
要
求
*
因

 

爲
這
裏
所
談
的
入
學
限
制
可
能
代
表
一
種
對
人
生
際
遇
的
分
配
。

個
別
而
言
，
對
大
學
新
生
的
絕
對
限
額
措
施
，
按
照
目
前
爲
止
的
經
驗
*
只
有
在
下
列
情
形
才
符
合
憲
法
，
當
 

⑴
已
到
達
完
全
用
盡
現
有
以
公
共
資
頮
所
設
置
的
敎
育
容
量
之
極
限
(
參
照
下
述
n

 )
與
當
 

⑵
選
拔
興
分
配
係
按
照
客
S

準
進
行
並
給
予
每
位
合
格
的
申
請
者
盡
可
能
考
量
其
個
別
選
擇
敎
育
地
點
的
機
會
 

。
(
這
點
參
照
下
f

)

I

、



繫
爭
的
S

規

定

，
滿
足
前
面
所
說
合
憲
適
用
的
第
一
項
要
件
。
 

'

1.
在
審
査
這
項
要
件
時
，
應

該

區

別I

方
面
是
探
取
入
學
限
制
時
的
預
防
性
規
定
，
另

I

方
面
是
措
施
必
要
性
的

 

各
項
決
定
。
規
範
措
施
的
決
定
屬
於
立
法
者
的
貴
任
範
畴
*
就

此

而

言

，
漢
堡
邦
大
學
法
第
十
七
條
第I

項
與
巴
伐
利

 

亜

邦

入

學

許

可

法

第

二

項

在

內

容

上

完

全

一

致

。
亦
即
各
個
科
系
的
入
學
許
可
唯
有
在
顯
及
大
學
設
備
的
容
納

 

能
力
以
確
保
正
常
敎
學
進
行
所
必
要
時
方
得
加
以
限
制
。

就
此
而
言
，
這
些
限
制
的
規
定
已
考
慮
到
憲
法
上
的
必
要
性
，
入
學
許
可
請
求
權
唯
有
.在
爲
保
護
某
一
極
爲
重
要

 

共
同
體
法
益
I
-
^
護
大
學
的
運
作
能
力
是
維
持
正
常
敎
學
活
動
的
要
件
I

與
在
嚴
i

守
比
例
原
則
的
情
形
下
方

 

得
加
以
限
制
。
限
制
的
措
施
，
如
果
在
各
該
科
系
確
實
必
要
時
才
實
施
的
話
，
便
符
合
這
項
原
則
，
進
而
^̂

1

一
如
在
 

大
學
法
第
十
七
條
明
白
指
出
的
I
I
在
採
取
這
些
入
學
限
制
措
施
前
必
f

査

，
大
學
是
否
能
夠
探
取
其
他
較
爲
溫
和

 

的
措
施
，
特
別
是
在
敎
育
改
革
方
面
，
以
避
免
入
學
限
制
的
實
施
。
如
果
入
學
的
瓶
頸
是
可
以
透
過
人
力
、
物
力
的
手

 

段

，
甚
至
是
平
行
的
課
程
，
把
必
修
課
程
分
配
到
更
多
的
學
期
或
開
辦
暑
期
班
加
以
克
服
，
而

且

，
透
過
這
些
措
施
可

 

提
高
應
許
可
人
數
的
話
，
那
.麼
按
照
這
些
瓶
頸
來
計
算
入
學

:A
數

的

做

法

，
便
將
與
比
例
原
則
不
相
符
合
。

但
是
這
種
法
律
規
定
也
唯
有
在
將
它
以
前
述
的
意
義
加
以
理
解
，
且
在
其
適
用
時
能
廣
泛
的
加
以
蠣
補
時
，
這
些
 

規
範
才
能
服
利
的
適
用
。
保
護
的
客
體
本
身
丨
^̂
亚
常
敎
學
的
維
持
—
丨
端
賴
各
個
大
學
法
而
定
，
也
因
此
無
法
變
更
 

®

究
竟
爲
維
持
一
個
正
常
敎
學
是
否
.一.

定
要
探
取
入
學
限
制
措
施
與
限
制
範
圍
多
大
的
問
題
，
特
別
要
根
據
下
面
情
形
 

而
定
：
是
根
據
那
些
標
準
來
判
斷
現
有
之
敎
育
容
量
與
到
何
種
容
置
的
程
度
還
能
保
障
正
常
敎
學
的
進
行
。
這
種
容
量

I

〇

I



的
計
算
並
_

視

現

行

事

實

的

現

況

I
-
^
如

人

事

狀

況

、
空

間

大

小

、
財

力

多

寡

、
床

位

數

量

與

學

生

行

爲

而

定

*
而

 

是

大

部

份

以

法

律

加

以

規

定

：
從

敎

學

計

畫

的

規

定

開

始

，
包

括

必

修

課

程

的

數

量

與

考

廉

到

敎

學

效

果

所

容

許

的

可

 

能

最

髙

上

課

人

數

、
敎

學

能

力

與

顧

及

硏

究

任

務

所

能

想

像

的

人

事

負

荷

和

公

私

兼

職

的

要

求

，
以

及

大

學
組
熾
的
種

 

類

，

I

直

到

關

於

S

上

現

行

空

間

與

設

備

必

需

利

用

之

程

度

的

問

題

。

容
量
調
査
的
H
類
與
方
式
屬
於
入
學
許
可
事
宜
之
核
心
，
因
此
確
立
容
量
調
査
的
客
觀
且
能
夠
執
行
的
探
準
也
落

 

入
立
法
者
的
責
任
範
圍
。
同

樣

的

，
聯
邦
參
議
院
於
討
論
大
學
通
則
時
曾
要
求
聯
邦
政
府
審
査
是
否
無
法
訂
定
聯
邦

 

一
致
的
敎
育
容
量
計
算
探
準
(
聯
邦
參
議
院
公
報
，
六
八
九\

三
\

七
〇
I
—

最

近

的I

與

|

九

七

|

年
元
月
二
十

 

九
日
第
三
百
六
十
一
次
會
議
報
i

m

zl
十

八

頁

)
。
確
立
這
種
標
準
的
需
要
程
度
因
下
列
事
實
而
加
強
：
入
學
許
可
的

 

限
制
應
考
慮
到
各
大
學
負
搛
的
平
等
性
，
而
且
發
展
出
可
用
的
容
納
標
磨
一
直
是
規
劃
擴
充
大
學
時
所
必
須
的
。
但
是

 

確
立
這
種
標
準
I

 一
如
聨
邦
政
府
在
關
於
立
刻
廢
止
限
i

度
的
第
二
報
告
中
所
說
明
的
與
在
口
頭
審
理
中
所
證
實

 

的
I
-
^

據
目
前
的
經
驗
，
很
明
顯
的
還
會
遇
到
下
列
困
難
：
即

立

法

者I

時
逋
無
法
達
成
這
種
規
範
，
因
此
大
學
通

 

則
#m

在
第
三
十
條
中
加
進
”
大
學
與
各
邦
和
聯
邦
需
爲
所
有
大
學
與
科
系
應
發
展
並
適
用
統I

的
敎
學
容
量
的
計
算

 

標

準

“
的
要
求
那
以

補
充
以
達
成
統
一
的
入
學
許
可
作

業

；
擴

充

計

畫

所
確
立
的
容
量
對

將

來

也
要
有
拘

束

力

。
但
是

 

如
果
入
學
許
可
事
宜
的
規
定
無
可
避
免

的
一
定
要
用
有
待

塡

補

之
規
範
槪

念

作

爲

實

體

法
上
的
要

件

，
那
麼
誰

來
決
定

 

這
些
槪
念
的
填

補
與
適
用
和
決
定
的
程
序
如
何
之

問

題

便

更

加

重

要

。
有

待

塡

補

的

實

體

法

規

範

，
由
於
遛
涉

基

本

權

 

利

之

保

護

，
如
果
已
預

先

制

定

一

套

能

透

過

一

個

定

形

的

法
院
可
得
審
査
的
程
序
，
來

審
査
主
要
的
決
定
因
素
與
該
等



規
範
所
追
求
的
B
標

，
則
似
乎
仍
可
接
受
。

2
根
據
前
述
的
觀
點
，
町
對
繫
爭
的
漢
堡
邦
與
巴
伐
利
亞
邦
的
規
定
作
出
如
下
的
判
斷
..

⑻
兩
邦
的
立
法
者
均
透
過
特
別
規
定
對
於
處
理
其
他
細
節
的
授
權
做
了
補
充
。
特
別
是
對
個
別
的
入
學
限
制
附

 

上
期
冏
，
苫
於
是
姆
經
常
性
的
容

f
i
調
查
之
審

査

與
調
節
採
取
了
預
防
措
施
。
甚
至
規
定
，
入
學
許
可
的
限
制
在
法
律

 

形
式
上
須
以
法
規
命
令
或
9
治
章
程

i i
由
大
學
及
國
繁
機
關
共
同

爲

之
，
這
時
大
學
的
有
關
章
程
則
須
得
主
管
機
關
的

 

許
可
或
同
怠
。
幾
個
彼
此
獨
立
的
機
構
共
同
處
理
的
好
處
，
在

=

敎

宵
結
構
與
擴
充
科
學
委
員
會
關
於
一
九
七
〇
年
後

 

大
學
領
域
的
建
盡
“
(
第

二

卷

，
*
八
三
頁
)
中
已
有
恰
當
的
描
述
：
它

” 

I

方
面
可
以
做
到
，
讓
各
火
學
明

C

，
它
 

們
必
須
用
盡
所
有
可
能
性
，
以
便
能
夠
.儘
可
能
地
讓
大
學
申
請
人
能
有
就
讀
的
機
會
；
另
一
方
面
也
讓

敎
ft

-t
管
磯
關

 

及
其
他
所
冇
政
治

H

間
接
負

责

的
單
位

r

解

，
某

|

大
學
事
實
承
受
能
力
的
極
限
在
那
裡
，
與

尙
待
那
些
額
外
的
措
施

 

，
以

创

造
額
外
的
就
讀
#
會

D
 =

根
據
上
面
的
說
法
，
並
不
存
在
有
力
及
對
大
學
參
與
的
想
法
，
它
們
傳
統
上
是
制
定
自
治
章
程
的
主
體
。
賦
與
並
. 

行
使
章
程
Q
治
權
的
良
好
意
義
在
於
：
在
減
輕
立
法
者
負
擔
的
情
形
_卜

，
此
類
亊
務
和
關
的
社
會
力
M

，
在
道
個
領
域
 

內

，
他
椚
能
夠
以
最
專
門
的
知
識
下
判
斷
，
-
般
立
法
者
則
經
常
無
法
對
此
類
變
遷
作
迅
速
反
應
。
基
本
法
上
雖
然
I 

i

1

如
聯
邦
崽
法
法
院
在I

九
七
二
年
崽
科
醫
師
判
決
中
所
陳
述
的
丨
—
爲
章
程
立
法
權
的
賦
予
與
行
使
設
F
特
定
的
 

界
限
，
若
侵
害
職
業
自
由
越
厲
苫

rL
牽
涉
越
多
社
會
大
衆
與
不
相
干
的
第
三
者
値
得
保
護
的
利
益
，
則
範
圍
越
小
D
但
 

是
大
學
#
與
容
-£
的
認
定
則
仍
在
此
|
範
圍
內
；
尤
其
是
，
影
響
及
於
码
未
入
學
的
人
，
加
上
授
權
0
治
團
體
連
帶
須

一
〇
三



I

〇

四

有
國
家
機
關
參
與
而
生
的
特
殊
危
險
均
已
有
所
顧
及
。

§

在
巴
伐
利
亞
的
大
學
入
學
許
可
法
中
，
並
不
包
含
其
他
可
產
生
對
現
有
容
*1

用
盡
的
強
制
與
正
確
判
斷
的
規

 

定

。
在
這
方
面
漢
堡
邦
的
立
法
者
也
僅
課
予
大
學
有
義
務
應
主
管
機
關
之
耍
求
討
論
在

I

定
期
間
內
探
取
入
學
限
制
。
 

运
種
不
詳
細
的
規
定
或
許
可
以
這
樣
解
釋
——

就
像
科
學
委
員
會
的
代
表
在
P

頭
審
理
時
所
強
調
的
——

M

些
法
律
通

 

過

時

，
還
沒
有
足
夠
的
經
驗
存
在
可
供
參
考
。

其
他
有
規
制
能
力
的
觀
點
與
需
要
規
制
的
觀
點
，
很
明
顯
地
，
是
在
後
來
的
經
驗
中
才
變
得
明
白
可
兒
的
。
這
些
 

特
別
是
像
大
學
要
詳
細
說
明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的
必
要
性
與
其
範
阐
之
理
由
，
尤
興
是
容
5
調
杳
的
方
式
。
极
據
大
學
通
 

則
1

的
規
定
，
這
項
說
明
或
陳
述
必
須
包
含
在
最
近
五
年
裏
在
學
學
生
與
新
生
以
及
敎
職
員
數
£
的
發
展
情
形
。
11
 

S
要
的
是
，
國
家
的
核
可
小
限
於
一
個
形
式
的
處
分
，
而
包
括
一
項
由
核
可
譏
關
所
做
的
特
別
審
査
。
北
萊
茵
；
西
伐
 

冷

(N
o
r
d
r
h
e
i
n
—
T
v
e
s
t
f

ELe
n

 )
邦
政
府
在
議
酋
答
復
關
於
大
學
規
劇
的
詢
問
時
稱
(一

九
七I

年
十
月
十
九
H

，
 

邦
議
會
公
報
七\
I

 i

六
二
，
三
四
S
 )
，
因
爲
欠
缺
計
算
敎
育
容
量
的
適
當
標
準
，
雖

然I

直
根
據
所
申
請
大
學
使

 

用
的
計
算
程
式
，
但
均
在
每
一
掘
案
中
透
過
比
較
加
以
審
査
，
是
否
其
他
大
學
曾
以
其
他
方
式
的
敎
爭
安
排
而
能
提
供

 

較
高
的
收
容
S;
.，這
時
，
有
些
申
請
是
因
下
列
原
因
而
遭
拒
絕
的
，
如
大
學
敎
師
的
上
課
時
問
尙
未
達
基
本
時
數
的
h
 

限
或
決
定
收
容
咨
*
的
因
素
可
因
某
科
系
內
部
敎
師
的
分
配
或
其
他
盟
位
人
M
的
參
與
而
獲
得
解
決
等
情
形
。

絕
對
限
額
入
學
的
嚴
重
影
響
，
原
則
上
可
如
前
述
讓
我
們
得
知
，
fj;j
述
程
序
法
上
的
措
施
明
顯
要
求
，
首
先
是
一
 

套
定
型
化
的
決
定
程
序
可
以
減
輕
大
學
興
法
院
審
査
工
作
的
0
荷

。
本
案
的
有
關
邦
法
律
中
並
無
此
類
條
文
，
{0
尙
未



使
此
等
法
律
因
而
違
憲
。
因

爲

，
實
體
法
上
一
定
須
有
入
學
限
制
的
規
定
加
上
程
序
法
上
關
於
大
學
與
主
管
機
關
共
同

 

處
理
的
規
定
不
僅
使
一
種
配
合
經
驗
發
展
情
形
的
調
査
興
決
定
程
序
成
爲
可
能
，
而
且
使
這
個
可
能
性
在
合
憲
的
運
作

 

時
成
爲
當
事
人
的
義
務
。
特
別
是
包
括
了
核
可
程
序
與
在
e

伐
利
亜
邦
入
學
許
可
法
中
所
規
定
的
大
學
與
主
管
部
會
間

 

的

”
同

意

“
，
不
管
如
、何

，
起
先
各
相
關
科
系
須
進
行|

項
^

的

容

量

調

査

，
詳
細
說
明
入
學
限
額
的
必
要
性
與
範

 

画

的

理

由

，
而
國
S

關
須
自
己
審
査
這
些
陳
述
的
內
容

。
^

口
頭
審
理
的
結
果
，
在
巴
伐
利
亞
邦
事
實
上
也
這
樣

 

做

，
結
果
是
許
可
的
數
置一

再
超
過
原
來
可
得
申
請
的
數
字
。
其
他
的
入
學
限
制
是
否
根
據
充
份
的
、
符
合
當
時
經
驗

 

狀
態
的
調
査
與
審
査
，
須
由
行
政
法
院
來
審
査
。
如
果
這
時
可
看
到
的
毛
病
越
多
，
立
法
者
便
須
更
謹
愼
的

考

量

，
是

.
§
有
的
有
關
入
學
限
制
要
件
的
規
定
已
經
有
待
補
充
了
。

瓜

、

1.
箇
選
入
學
申
請
者
的
規
定
，
與
先
前
已
討
論
之
規
定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要
件
者
同
，
同
樣
也
是
入
學
許
可
本

 

質
的
核
心
問
題
。
原
則
上
必
須
從
權
利
平
等
的
入
學
申
1

中
篩
選
出
一
定
之
數
額
，
從
而
決
定
何
人
可
獲
得
入
學
許

 

可

並
開

始

學

業

，
何

人

篇

被

拒

絕

入

學

，
甚
至
會
影
響
到
特
定
職
業
的
選
擇
，
由
此
可
見
此
等
規
定
在
實
體
上
的
困
難

 

。
高
中
畢
業
考
試
具
有
何
種
意
義
，
以
及
大
學
入
學
資
格
的
取
得
是
否
須
要
加
以
改
進
，
在
此
情
況
下
3

無
討
論
之
必

 

要

。
在
絕
對
限
锢
名
額
條
款
的
規
定
之
下
，
具
有
個
人
上
相
同
入
學
資
格
的
申
請
者
間
》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均
有
這
個
問

 

趙

存

在

，
那
就
是
在
具
有
大
學
入
學
資
格
者
之
間
永
遠
有
一
個
劃
分
界
限
存
在
。

因
這
樣
的
一
個
選
擇
標
準
無
論
如
何
聯
結
著
對
同
等
有
權
者
之
不
平
等
的
對
待
，
在
作
選
擇
之
規
定
時
之
形
成
自

由
I

I

平
等
原
則
一
般
而
言
准
許
此
等
形
成
自
由
-
-
-
便
不
能
再
是
很
大
。
法
規

必

須

避

免

明

顯

與

本

案

無

關

性

1
0
五



下
的

恣

意

，
這
是
不
言
自
明
的
。
此
等
篩
選
法
規
正
以
負
責
的
態
度
，
基
於
持
績
尋
求
正
義
的
理
念
建
構
出
雖
不
滿
意

 

但
尙
®
^
理
的
選
擇
。
此
等
法
規
尤
其
必
須
讓
毎
個
申
請
者
均
有
機
會
申
請
到
學
校
的
入
學
許
可
。

由
於
篩
選
法
規
的
意
義
重
大
，
法
律
形
式
上
這
是
負
寅
的
立
法
者
之
職
貴
，
即
使
是
委
任
立
法
，
至
少
該
法
規
&

 

用
之
篩
選
標
準
其
種
類
爲
何
，
以
及
各
標
準
間
之
比
重
爲
何
，
應
於
授
權
法
中
明
定
。
基
本
法
允
許
立
法
者
將
其
立
法

 

權
透
過
明
確
的
法
律
授
權
而
委
由
他
人
行
使
。
若
該
法
規
侵
犯
到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一
項
之
基
本
f

圍
並
可
能
影
響

 

到
生
活
機
會
之
分
配
，
則
廉
於
法
律
保
留
之
法
治
國
國
會
民
主
之
中
，
因
爲
基
本
權
僅
能
用
法
律
或
曰
基
於
法
律
之
規

 

定
始
能
i

 ’
只
有
在
此
等
意
義
之
下
’
立
法
者
i

對
其
重
要
之
決
定
負
責
。

2
漢
堡
大
學
法
第
十
七
條
之
規
定
不
符
合
上
述
之
要
求
。
因
爲
在
其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中
僅
確
定
”
篩
選
之
決
定
與

 

獲
得
入
學
許
可
之
人
數
“
係

由

I
個
大
學
或
行
政
機
構
決
定
的
入
學
許
可
程
序
.，
所

決

定

。
邦
立
法
者
在
此
等
空
白
授

 

權
並
未
滿
足
其
立
法
之
貴
任
。

該
法
施
行
細
則
依
該
大
學
法
第
十
七
、
六
十
七
條
之
規
定
授
權
由
大
學
定
之
，
這
也
頗
有
問
題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於
一
九
七
二
年
五
月
九
日
Is'
於
專
科

B
生
的
判
決
中
，
對
於
自
治
同
業
公
會
的
自
治
授
權
有
詳
細
說
明
：
自
治
公
共
團
 

體
擁
有
自
主
立
法
權
，
屬
於
基
本
人
權
的
職
業
選
擇
自
由
屬
於
毎
一
個
國
民
，
而
不
靥
於
工
會
，
該
工
會
自
治
規
葷
所
 

.爲
之

規

定B
超
越
授
權
自
治
團
體
處
理
自
己
事
務
之
範
圍
。
在
特
足
情
況
下
得
透
過
立
法
者
所
劃
定
之
範
圍
及
實
體
法
，
 

之
規
定
對
於
i

性

、

性
的
問
題
加
以
規
制
。
大
學
對
於
其
方
身
之
事
務
即
使
有
較
職
業
團
體
爲
多
的
規
定
空
間
 

(w
e
g
e
l
u
n
g
s
s
p
r
e
l
r
a
u
m
)

，
故
前
述
之
考
.*
對
於
大
學
而
言
應
占
更
重
要
的
份
置
，
蓋
對
於
大一

新
生
絕
對
的
名
 

額
限
制
，
將
他
們
拒
絕
於
大
學
之
外
，
並
嚴
重
侵
害
其
憲
法
上
之
公
民
權
利
。
大
學
甚
少
參
與
此
等
運
用
篩
選
法
規
所



作
的
獨
立
決
定
，
因
爲
法
規
中
之
標
準
亦
應
考
慮
福
利
國
家
之
因
素
，
此
等
法
規
並
非
具
有
大
學
聘
任
敎
師
的
內
部
關

 

係

，
而
且
此
等
法
規
之
運
作
將
使
部
分
申
請
人
遒
受
不
利
益
，
實
應
由
類
於
國
家
機
關
之
具
有
普
遍
代
表
性
的
减
關
爲

 

之

(
例
如
：
對
於
服
兵
役
或
補
充
役
者
之
優
待
，
或
對
於
B
完

成

一

年

社

會

服

務

者

或

修

二

學

位

讀

擾

待

)
。
此
 

外

，
在
絕
對
的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
各
大
學
甚
難
透
過
一
致
的
篩
選
標
準
給
予
申
請
者
公
平
之
處
遇
。

若
立
法
者
對
於
入
學
許
可
標
準
的
糧
類
及
相
互
間
之
比
重
加
以
決
定
，
而
實
行
細
節
則
槪
括
允
許
各
國
立
大
學
爲

 

合
目
的
性
之
審
査
，
立
法
者
不
須
自
爲
決
定
，
則
是
否
可
以
忽
視
前
述
之
顧
慮
而
例
外
的
認
爲
此
爲
授
權
大
學
自
治
之

 

事
項
？
因
爲
漢
堡
邦
大
學
法
第
十
七
條
所
規
定
之
籂
選
法
規
是
空
白
授
權
，
顯
然
違
背
基
本
法
之
規
定
。

法
律
若
違
反
基
本
法
，
其
通
常
的
結
果
是
宣
布
爲
無
效
。
但
因
本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在
本
判
決
觀
點
下
仍
可
解
爲
合

 

'憲

，
所
以
無
必
要
立
即
剝
奪
現
行
入
學
許
可
制
度
的
法
律
基
礎
之
考
量
；
否
則
結
果
將
反
而
會
導
致
一
情
形
發
生
(
毫

 

無
法
律g

l
E

的
大
學
緊
急
權
限
將
成
爲
規
範
依
據
)
，
這

離

合

憲

秩

序

更

遠

。
立

法

者

得

在

I

定

期

限

內

排

 

除
違
憲
的
情
況
，
立
法
者
必
須
如
此
，
且
如
此
作
爲
即
爲
已
足
。
這
個
過
渡
時
期
當
然
須
有I

定

期

限

。
該
期
限
之
起

 

點
應
爲
下
學
期i

夏
季
班
入
學
許
可
程
序
開
始
之
時
。

3.
漢
堡
邦
大
學
法
與
巴
伐
利
亞
邦
大
學
法
規
定
之
不
同
點
在
於
，
巴
伐
利
亞
邦
在
該
法
第
三
條
中
確
定
篩
選
標
準

 

之
種
類
及
其
相
互
間
之
比
重
，
在
第
四
條
授
權
學
^
0
於
_
家

之

地

位

，
關
於
篩
選
之
詳
細
規
定
，
由
各
大
學
以
法
規

 

命
令
公
布
之
。
該
法
除
了
第
三
條
二
項
所
f

邦
子
弟
優
待
之
例
外
規
定
外
，
憲
法
上
並
無
可
指
摘
之
處
。

⑻
於

第

三

條

第I

項
及
第
三
項
中
所
稱
之
篩
選
標
準
—
丨
成
績
原
則
，
年
資
原
則
以
及
部
分
爲
社
會
救
助
與
外

5

七



I

 O

A

國
學
生
的
保
留
名
額
！

係
基
於
文
敎
事
務
委
員
會
之
建
議
並
符
合
大
學
基
準
法
草
案
中
所
規
定
的
標
準
而
制
定
。
這

 

些
檫
準
不
但
須
避
免
恣
意
，
而
且
對
於
因
而
受
到
不
利
<位
之
申
請
人
而
言
須
爲
合
理
之
標
準
，
闊
於
年
資
原
則
之
依
據

 

無
須
詳
述
，
原
則
上
年
紀
較
大
，
等
待
較
久
的
人
優
先
，
此
外
任
何
人
均
應
有
機
會
申
請
到
學
校
。
長
期
等
待
對
社
會

 

上
弱
者
較
於
雙
親
富
裕
的
申
請
人
更
不
利
之
情
況
，
在
一
定
情
況
下
得
經
由
艱
困
者
特
殊
對
待
條
款

(H
S
r
t
e
k
l
a
u
s
e
l

 

)
之
適
用
而
加
以
考
量
。
此
等
艱
困
條
款
係
基
於
福
利
國
家
原
則
對
於
服
兵
役
者
、
服

預

備

役

者

、
輔
助
智
障
人
及
已

 

在
社
會H

作
一
年
之
人
提
供
特
定
之
優
惠
，
對
於
外
國
學
生
之
名
額
係
基
於
國
際
交
換
的
利
益
而
提
供
特
定
之
優
惠
。

依
巴
伐
利
亞
邦
大
學
法
第
三
條I

項

之

規

定

，
入
學
許
可
之
優
先
次
序
應
依
其
表
現
之
等
級
而
定
之
，
這
是
非
常

 

恰

當

的

。
若
此
等
表
現
係
基
於
可
靠
的
方
法
證
明
具
有
優
異
的
成
績
而
取
得
t
則
當
然
可
以
令
人
信
服
。
若
該
資
格
的

 

等
級
一
直
是
依
髙
中
畢
業
考
的
成
績
而
定
，
那
就
頗
有
疑
慮
了
，
高
中
S

考

成

績

不

僅

是I

般

$

入
學
資
格
的
依

 

據

，
也
是
決
定
限
額
入
學
時
篩
選
的
依
據
。
由
於
目
前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的
情
況
，
很
可
能
導
致
爲
了
學
生
的
升
學
意
願

 

而
善
意
給
分
的
情
況
發
生
。
儘
管
依
據
科
學
諮
詢
委
員
會
(D

e
r

 wi
s
s
e
n
s
c
h
a
t
i
s
r
a
t
r

l

九
七
o

年
對
於
大

 

學
敎
育
設
施
之
結
構
與
組
織
建
議
“
(
第

二

册

二

八

四

頁

)
中

已

說

明

，
在
醫
學
中
學
習
成
績
與
學
習
成
果
無
法
證
明

 

，
此
外
由
於
成
績
評
價
與
學
習
的
性
質
的
不
同
，
完
全
不
同
的
評
定
標
準
可
能
會
產
生
同
樣
的
分
數
。
基
於
前
述
之
理

 

由

，一

個
以
正
義
理
念
爲
導
向
的
法
規
不
能
只
滿
足
於
：
在
成
績
原
則
的
框
框
中
作
許
可
入
學
或
拒
絕
入
學
的
決
定
未

 

加
區
分
而
完
全
取
決
於
畢
業
考
之
總
體
平
均
分
數
來
進
行
。
即
使
是
否
及
格
須
依
成
績
定
之
一
事
迄
今
無
法
避
免
，
則
 

至
少
成
績
須
限
於
擬
選
讀
之
學
系
有
緊
密
關
係
者
，
尤
其
須
嚴
定
其
評
定
標
準
I

如
同
科
學
與
敎
育
委
員
會
所
建
議



，
規
定
於
大
學
基
準
法
1

第
三
十
一
條
i

。
巴
伐
利
亞
邦
之
入
學
許
可
法
規
透
過
下
述
之
規
定
，
因
而
符
合
前
述

 

之
要
求
：
⑴
成
績
之
等
級
須
依
詳
細
規
定
之
比
例
樑
準
而
爲
決
定
。
⑵
在
被
授
權
機
構
所
公
f

施
行
細
則
中
詳
細
規

 

定

，
何
類
成
績
所
蘊
含
之
意
義
對
於
該
學
系
非
常
重
要
。

不
同
篩
選
：楝
準
的
負
面
影
響
，
得
透
過
相
互
運
用
的
方
式
加
以
一
定
的
調
和
。
巴
伐
利
亞
邦
的
入
學
許
可
法
就
此

 

固
然
規
定
”
得

"
，
然
若
必
須
對
入
學
申
請
之
名
額
爲
絕
對
之
限
制
，
則

並

行

累

計

(K
n
m
n
l
a
h
n
e

 
)
之
評
分
方
式

 

得
經
常
被
適
用
。
在
於
大
學
基
準
法
草
案
中
，
必
須
對
於
上
述
之
特
殊
情
形
(
按

：
指
名
額
絕
對
限
制
)
爲

「
並

行

累

'

 

積
適
用
各
項
入
學
許
可
標
準
」
之

規

定

。
這
在
憲
法
上
I
—
正
如
同
巴
伐
利
f

政
府
代
理
人
與
本
案
被
告
漢
堡
大
學

所
強
調
一
般
-
-
-
是

有

必

要

，
因
爲
只
有
如
此
，
才
能
始
合
於
入
學
許
可
者
毎
人
均
有
入
學
之
機
會
。
慕
尼
黑
案
之

原
告
之
見
解
不
同
，
在
本
案
中
完
全
依
照
高
中
畢
業
考
之
成
績
決
定
是
否
袷
予
入
學
許
可
的
現
行
規
定
-
無
論
如
何
均

 

非

正

當

。
成
績
原
則
可
以
在
篩
選
上
增
加
入
學
機
會
，
例
如
若
我
們
能
較
偏
重
成
績
原
則
而
增
加
入
學
名
額
之
分
配
而

 

不
是
平
行
依
年
資
原
則
或
依
西
德
大
學
校
長
會
議
之
建
議
預
先
允
許
全
部
成
績
突
出
學
生
入
學
而
不
受
名
額
限
制
之
方

 

式

。
完
全
之
成
績
原
則
在
入
學
名
額
已
滿
時
有一
部
分
申
請
者
自
始
並
始
終
無
法
唸
到
自
己
所
想
隐
之
科
系
。
西
德
大

 

學
校
長
會
議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十
月
五
日
的
決
議
中
，
曾
指
出
下
述
之
現
象
*
是
明
顯
不
公
平
的
：
亦
即
當
允
許
或
拒
絕

 

入
學
許
可
，
係
取
決
於
計
算
至
小
數
點
之
後
的
成
績
和
依
照
申
請
人
與
名
額
而
定
之
不
確
定
的
平
均
分
數
時
。
巴
伐
利

 

亜
邦
入
學
許
可^

3
0
1

條

第

I

項
與
第
三
項
之
規
定
與
第
四
條
之
規
定
加
起
來
仍
在
形
式
法
上
仍
無
可
厚
非
。
巴
伐
利

 

亞
邦
之
立
法
者
不
但
自
爲
決
定
篩
選
標
準
之
種
類
，
並
在
第
三
烽
中
將
各
標
準
彼
此
間
之
關
係
基
於
其
性
質
訂
出
充
分

I

 O

九



1

 
|
〇

明
確
的
程
式
；
而
且
只
有
在
依
據
必
要
與
經
驗
的
分
配
S

之

下

，
並
且
在
適
用
某
些
標
準
之
下
，
始
有
判
斷

餘

地

(
 

s
p
i
e
l
r
a
u
m
)

之

存

在

，
這
些
標
準
必
須
符
合
前
面
所
討
論
之
實
體
法
上
的
條
件
。
依
據
第
一
款
之
規
定
，
入
學
許
可

 

原
則
上
是
依
能
力
表
現
之
等
級
而
決
定
何
人
優
先
入
學
。
年
資
原
則
僅
對
部
分
的
人
適
用
，
且
無
論
如
何
均
應
後
於
急

 

難
申
請
者
之
考
慮
而
適
用
；
因
爲

» .
三
項
顯
然
爲
例
外
之
規
定
，
入
學
名
額
必
須
保
留
一
小
部
分
名
額
給
外
國
人
與
急

 

難

申

請

人

。
因
而
在
施
行
細
則
中
規
定
：
原
則
上
將
入
學
名
額
之
全
部
的
百
分
之
十
游
急
難
申
請
人
，
百
分
之
五
給
外

 

圉

留

學

生

，
剩
下
的
名
額
百
分
之
六
十
依
成
績
原
則
許
可
入
學
，
百
分
之
四
十
依
年
資
原
則
許
可
入
學
。

(c)
提
出
具
f

範
審
査
之
法
院
的
憲
法
上
锒
疑
尤
其
涉
及
對
於
本
邦
子
弟
特
別
優
待
之
規
定
的
合
憲
性
問
題
。
 

依

其

見

解

，
亦
認
爲
巴
伐
利
亞
邦
大
學
法
第
四
條
之
授
權
不
甚
明
確
。
雖
然
巴
伐
利
亞
邦
憲
法
法
院
在
其
一
九
七I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之
判
決
中(
B
a
y
v
f
G
A

 2
4
,

 1

 
)
認
爲
該
規
定
是
合
憲
的
，
但
也
認
爲
授
權
之
內
容
宜
更
货
確
。
依

 

巴
伐
利
亜
邦
政
府
之
代
理
人
於
案
中
所
提
供
之
資
料
，
此
等
情
形
於
去
年
冬
季
班
時
巳
造
成
數
量
上
之
優
勢
。
例

如

，
 

在
慕
尼
黑
大
學
，
若
依
其
成
績
原
則
，
基
本
上
只
有
慕
尼
黑
本
地
之
申
請
人
始
得
申
諳
進
入
S
學

系

就

讀

。
鯆
於
形
式

 

合
法
之
理
論
，
於
此
無
須
深
入
討
論
，
因
爲
該
規
定
之
實
質
內
容
已
經
違
憲
。

立
法
者
在
其
權
限
範
圍
內
原
則
上
得
作
不
同
之
規
定
，
即
使
因
其
立
法
而
導
致
該
邦
居
S

加
負
擔
或
受
有
利
益

 

亦

然

。
邦
法
規
不
得
破
壞
平
等
原
則
^

此
爲
聯
邦
廉
法
法
院
判
決
中
向
來
所
持
之
見
解
(
參
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三
十
二
卷
，
第
三
百
四
十
六
頁
，
附

有

詳

細

之

說

明

)
I

因
爲
基
於
S

锻
制
而
授
與
各
邦
權
限
，
並
不
強
求

 

各

邦

規

制

之

同I

性

，
只
有
在
原
則
上
要
求
在
各
邦
廉
法
效
力
所
及
之
範
圍
內
應
爲
平
等
之
處
遇
。
但
若
各
邦
某
立
法



權
限
之
實
質
內
容
牽
涉
到
某

_.
社
會
生
活
事
實
，
該
社
會
生
活
事
實
，
而
此
生
活
性
質
已
超
出
邦
立
法
權
限
之
範
圍
，
 

而
涉
及
全
德
各
邦
國
民
均
受
同
等
保
護
的
法
律
上
地
位
時
，
則
單
方
面
優
待
本
邦
居
民
，
將
可
能
對
於
其
他
邦
之
國
民

 

造
成
不
公
平
之
處
遇
。
正
如

1WT-
科
學
要
員
會
於
前
述
優
待
方
式
所
爲
之
判
斷
(B

e
u
r
t
e
i
l
u
n
g

 )
中
所
已
強
調
者
(
參
 

見
大
學
敎
育
設
施
之
結
構
與
組
織
之
建
議
1

i

九
七
0
年
第
二
册
二
百
八
十
四
頁
)
，
西
德
大
學
敎
育
構
成
下
述
之
體

 

系
關
連
：

一
方
面
並
不
是
所
有
的
大
學
均
能
提
供
所
有
的
課
程
，
另

一

方
面
敎
育
名
額
之
利
用
須
超
越
各
邦
之
範
圍
而

 

爲

考

量

。
因
此
大
學
之
擴
建
與
新
建
是
亦
被
包
括
在
基
本
法
第
九
十一

 a
條
意
義
下
之
聯
邦
與
邦
共
同
任
務
的
範
圍
內

 

，
其
財
政
負
擔
聯
邦
須
負
貴
一
半
。

邦
立
法
者
在
處
理
此
等
超
越
一
邦
之
生
活
事
實
時
須
認
眞
檢
討
：
1.
對
於
本
邦
居
民
之
優
待
是
否
符
合
基
本
法
上

 

之
價
値
判
斷
。
2
S

他
各
邦
亦
爲
同
樣
之
規
定
，
此
等
優
待
是
否
會
侵
犯
人
民
之
基
本
權
。
在
巴
伐
利
亞
邦
入
學
法

 

三
條
二
項
一
句
中
所
謂
的
得
在
家
鄕
附
近
就
讀
大
學
之
社
會
福
利
國
家
所
導
出
之
目
標
，
與
憲
法
上
之
價
値
判
斷
衝
突

 

，
這
個
衝
突
妨
害
了
明
確
目
標
範
圍
的
實
現
，
亦
即
違
背
了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I

項

：

「
所
有
德
國
人
」
均
有
自
由
選

 

擇
敎
育
場
所
的
灌
利
的
規
定
。
若
此
等
權
利
得
基
於
如
此
目
標
而
加
以
限
制
，
則
如
同
對
若
千
個
別
大
學
僅
爲
部
分
名

 

額
限
制
之
考
慮
而
其
他
大
學
的
入
學
名
額
尙
得
容
許
學
生
充
分
自
由
轉
學
的
情
形I

般

，
此
等
限
制
之
積
極
作
用
將
長

 

期

占

有

優

勢

，
入
學
許
可
之
限
制
在
絕
對
名
額
限
制
之
情
形
下
，
仍
可
應
有
相
當
之
判
斷
餘
地
，
以
便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I

項
基
本
權
在
其
核
心
內
涵
上
得
以
確
保
。
這
在
絕
對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之
下
，
例
如
可
經
下
述
之
方
式
而
實
現
：
其

 

他
申
請
者
僅
貧
窮
學
生
之
志
願
在
社
##

殊
困
難
幫
忙
條
款
的
規
定
之
下
，
對
於
家
鄕
之
大
學
的
入
學
許
可
有
®
先
選



擇

權

。
相

反

地

，
一
個
一
般
性
實
現
上
述
目
標
的
規
定
，
事
實
上
將
會
架
空
自
由
選
擇
敎
育
場
所
的
權
利
。
若
全
德
的

 

毎
一
個
大
學
入
學
許
可
申
請
者
均
可
在

.ii
其
最
近
的
大
學
獲
得
優
待
，
則
選
擇
權
被
架
空
的
情
形
就
顯
現
出
來
了
。
此

 

等
聯
結
於
區
域
規
定
之
不
平
等
處
置
，
固
然
透
過
一
些
全
國
統I

規
定
的
法
規
得
緩
和
。
日

後

聯

邦I

致
性
之
有
關
名

 

§

配
的
僵
化
規
足
將
益
發
不
能
忍
受
，
因
爲
自
由
選
擇
學
校
的
權
利
合
於
學
科
多
元
主
義

m -
表
徵
的
自
由
學
習
要
求

 

，
這
要
求
在
考
慮
到
其
他
不
同
觀
點
時
，
亦
不
可
完
全
被
忽
視
。
從
而
大
學
名
額
之
分
配
將
造
成
全
國
性
之
嚴
重
震
驚

 

。
由
於
這
個
原
因
，
在
制
憲
會
議
之
建
議
文
中
早
已
強
調
，
此
等
憲
法
上
所
承
認
之
自
由
選
擇
學
校
的
權
利
，
不
容
許

 

各
邦
只
允
許
本
邦
子
弟
就
讀
該
邦
之
大
學
的
情
形
出
現
。
現

行

大

學

基

準

法

第

三

十

二

條

(
以
前
爲
第
三
十
一
條

 

)
會
已
明
白
規
定
，
入
學
許
可
之
給
予
不
受
任
何
特
定
邦
之
出
生
地
，
居
所
或
大
學
入
學
資
格
之
限
制
。

因
此
使
得
巴
伐
利
亞
邦
入
學
許
可
法
第
三
條
二
項I

句
之
所
列
之
共
同
目
標
，
在
其
毫
無
限
制
地
、
涉
及
一
般
巴

 

伐
利
亞
邦
居
民
而
且
即
使
在
絕
對
名
額
限
制
條
款
之
情
形
下
亦
有
適
用
的
入
學
許
可
法
是
站
不
住
脚
的
。
該
接
第
二
句

 

規
定
，
優
待
須
依
合
格
等
級
而
定
之
入
學
許
可
次
序
爲
之
"
尤
令
人
有
強
烈
合
憲
性
懷
疑
。
此
等
條
文
不
只
規
定
將
依

 

照
其
他
一
般
有
效
之
標
準
選
出
之
學
生
(
如

何

)
分
配
到
其
他
大
學
，
而
在
此
程
度
內
只
有
對
先
前
之
選
擇
自
由
加
以

 

限

制

，
其
在
絕
對
名
額
限
制
時
對
選
擇
自
由
之
限
制
更
爲
嚴
重
。
因
爲
提
高
依
能
力
表
現
等
級
而
定
入
學
許
可
次
序
之

 

規
定
直
接
對
入
學
許
可
有
影
響
，
其
f

如
下
之
結
果
：
在
絕
對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的
情
形
，
此
規
定
對
非
巴
伐
利
亞
居

 

民
之
高
中
畢
業
之
合
格
申
請
人
不
利
的
地
位
有
明
顯
之
改
善
。

此
等
入
學
機
會
雖
有
改
善
但
仍
爲
不
公
平
之
處
遇
，
其
並
不
因
下
述
之
理
由
而
令
人
認
爲
正
當
，
即
巴
伐
利
亞
邦



因
有
約
八
千
名
”
外
地
學
生
〃
來
自
於
其
他
各
邦
而
深
受
其
苦
，
巴
伐
利
亞
大
學
若
無
此
大
量
湧
入
之
學
生
則
很
可
能

 

S

會
取
消
名
額
條
款
，
而
且
這
多
出
之
好
處
(B

o
n
u
s

 
)

只
對
於
因

爲
”
外
地
學
生
名
額
i

 “
而
受
到
不
利
益

 

之
巴
伐
利
亞
邦
學
生
之
均
等
的
入
學
機
會
已
加
以
囘
復
。
上
述
之
考
量
係
歸
因
於
其
他
各
邦
對
大
學
敎
育
之
興
辦
過
分

 

依
賴
巴
伐
利
亞
邦
，
這
牽
涉
到®

內
之
財
政
平
衡
以
及
具
有
社
會
任
務
之
大
學
敎
育
之
合
目
的
性
的
解
決
之
道
，
而
與

 

基
於
現
實
取
向
的
理
由
而
以
不
公
平
的
方
式
保
護
基
本
權
無
關
。
此
外
認
爲
K
有
巴
伐
利
亞
大
學
之
鋪
選
是
透
過
各
植

 

方
式
以
增
加
巴
伐
利
亞
申
請
者
之
困
難
，
以
及
認
爲
巴
伐
利
亞
在
給
予
入
學
許
可
時
，
均
是
給
予
優
待
之
結
果
，
上
述

 

二
種
看
法
均
1

誤

之

判

斷

。
反

之

，
入
學
許
可
之
機
會
並
未
因
而
緊
縮
，
因
爲
在
絕
對
名
額
限
制
之
情
形
，
巴
伐
利

 

亞
之
申
請
者
如
同
其
他
申
請
者
一
般
於
主
要
之
登
記
程
序
中
均
有
透
過
成
績
與
種
類
而
確
定
之
平
等
機
會
。
相

反

的

，
 

在
與
其
他
成
績
相
同
的
申
請
比
較
時
，
具
有
稹
分
優
勢
的
人
，
具
有
較
大
的
錄
取
希
望

 >
 此
等
特
權
顯
然
違
背
了
由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I

項
所
導
出
之
一
般
平
等
原
則
。
因
爲
無
論
如
何
絕
對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已
在
具
有
同
樣
申
請
條
件
的

 

人
之
間
造
成
不
公
平
之
處
遇
•
立
法
者
不
得
透
過
非
屬
事
務
本
質
之
篩
選
標
準
來
更
加
重
其
不
公
平
處
遇
。
若
立
法
者

 

1

方
面
欲
透
過
成
績
原
則
以
選
出
優
秀
的
人
材
，
另
方
面
在
適
用
此
原
則
時
只
對
在
巴
伐
利
亟
有
住
所
並
在
巴
伐
利
亞

 

或
其
鄰
邦
取
得
高
中
畢
業
資
格
者
有
偏
愛
，
使
其
較
諸
其
他
有
較
好
的
平
均
成
績
的
申
請
人
取
得
谖
惠
地
位
，
則
此
爲

 

明
頬
之
非
屬
事
務
本
質
之
考
慮
。
爲
使
巴
伐
利
亞
邦
之
申
請
者
得
在
家
鄕
之
大
學
就
諫
的
福
利
國
家
目
的
，
並
不
能
使

 

此
等
S

務
本
質
之
作
法
具
有
正
當
性
。
因
爲
卽
使
不
談
前
述
听
討
論
之
懷
疑
，
這
種
目
的
規
定
就
算
最
多
只
涵
蓋
如

 

下
一
個
規
定
：
住
所
只
影
響
到
已
獲
入
學
許
可
者
之
分
配
*
其
他
並
不
改
善
申
請
人
入
學
許
可
之
等
級
以
導
致
如
下
較



不
社
會
之
結
果

.•

依
此
規
定
1之

巴

請

人

於

來

窮

卻

其

i

。

此
法
規
已
因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
項

以

及I

般
平
等
原
則
，
就
是
否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三

項

之

規

定

，
 

則
不
赵
再
予
討
論
。

:誠
然
，
被
非
難
之
邦
法
條
文
中
並
未
對
於
學
校
就
讀
機
會
之
分
配
以
及
對
於
所
有
全
西
德
申
請
者
受
到
公
平
處
遇

 

加
以
確
保
之
程
序g
以
規
足
，
但
在
現
時
並
不
能
逕
認
其
違
法
。
絕
對
入
學
許
可
限
制
將
造
成
各
大
學
間
入
學
許
可
之

 

分
配
與
篩
逡
之
協
調
，
從
而
達
成
其
全
國
性
任
務
之
後
果
，
當
申
請
者
爲
了
要
迅
速
入
學
而
同
時
依
規
定
向
全
部
或
多

 

所
大
學
提
出
申
請
時
，
該
協
調
問
題
之
解
決
將
更
爲
困
難
。
爲
達
成
此
協
調
之
目
的
，
西
德
全
國
校
長
委
員
會
建
立
了

 

一
個
申
請
登
記
中
心
，
處
理
所
有
具
絕
對
名
額
限
制
學
系
之
申
請
入
學
事
項
。
如
同
西
德
大
學
校
長
委
員
會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十
月
五
日
之
聲
明
中
所
強
調
的I
般

，
此

I

入
學
許
可
程
序
得
經
由
各
種
不
同
的
入
學
方
針
之
運
用
而
免
於
_
瘦

 

。
以
一
九
七

o
年
與
一
九
七
一
年
之
交
的
冬
季
班
醫
科
入
學
申
請
許
可
程
序
爲
例
，
除
了
地
域
性
優
待
以
外
，
尙
須
考

 

慮
七
種
不
同
的
高
中
畢
業
生
成
績
計
算
種
類
，
在
成
績
原
則
下
有
六
槿
特
殊
困
難
者
之
優
待
，
而
在
年
資
原
則
下
有
超

 

過
二
十
種
之
地
域
性
優
待
條
款

 

<

 參
見b

a
r

b
e

y
之
證
據
，
載

於J
Z

雜

誌

|

九
七
一
年
，
第
四
百
七
十
三
頁
及
四
百

 

七
十
八
頁
以
下
)
。
此
等
各
種
不
同
的
許
可
標
準
同
時
也
侵
害
了
許
可
本
質
的
公
開
性
以
及
申
請
者
之
機
會
平
等
，
因

 

爲
透
過
此
等
審
査
獲
得
入
學
許
可
的
機
會
取
決
於
申
請
者
所
申
請
的

S

 一
所

t
學

。
北
萊
茵
—
西
伐
利
亞
邦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第
五
庭
特
別
強
調
統I

的
篩
選
標
筚
的
必
要
性
，
於
其
理
由
中
進
！
步
指
出
缺
失
，
認
爲
現
行
之
入
學
許
可
制

 

度

，
在
一
個
人
提
出
多
數
申
請
時
特
別
無
法
爲
有
效
之
權
利
保
護
；
因
爲
全
國
唯I

之
登
記
中
心
必
須
將
是
否
接
收
申



請
的
最
後
決
定
權
交
由
各
校
決
定
，
使
得
被
拒
絕
須
提
起I

定
數
B
之
行
政
訴
訟
而
被
迫
面
臨
許
多
無
法
預
估
之
風
險

 

，
雖
說
申
請
者
只
是
要
申
請I

個
大
學
而
已
。
我
們
必
須
進
一
步
承
認
，
在
絕
對
名
額
限
制
的
情
形
下
，
所
有
名
額
之

 

分

配

必

須

是

在一

個
超
^!

地
域
分
配
單
位
在
儘
可
能
運
用
一
致
的
箭
選
標

準

並

且

詳

細

告

知

理

由

並

且

在I

人
申
請

 

多
所
的
情
形
下
是
以
單I

的
一
個
可
撤
銷
之
行
政
處
分
的
情
形
下
而
產
生
。

M

於
此
.點

，
.聯
邦
政
府
首
先
宜
在
其
立
法
與
行
政
權
限
範
圍
內
爲
必
要
之
處
置
。
若
聯
邦
政
府
未
能
於K

疋
期
間

 

內
尉
此
爲
妥
鲁
之
規
範
，
則
將
進
一
步
產
生
下
述
之
問
題
，
即
各
邦
—
i

例
如
經
國
邦
與
邦
間
契
約
之
締
結
I

得
對

 

此
問
題
得
探
取
什
麼
措
施
或
須
探
取
何
種
措
施
，
以
便
爲
基
本
權
保
護
的
實
現
而
與
聯
邦
共
同
負
責
。
此
等
共
同
責
任

 

係
植
基
於
：
對

全

國

人

民

I
致
有
效
之
基
本
權
保
障
無
論
是
對
聯
邦
或
對
邦
之
立
法
者
而
言
，
人
民
總
是
被
這
所
保
障

 

的

。
聯
邦
與
各
邦
不
得
以
如
下
原
因
而
強
烈
侵
犯
基
本
權
：
亦
即
其
不
得
主
張
自
己
欠
缺
行
動
或
措
置
之
權
限
；
毋
箏

 

，
若
事
涉
到
；國
民
之
基
本
權
之
保
護
，
而
且
此
基
本
權
之
保
護
須
受
聯
邦
法
及
邦
法
之
規
範
，
則
聯
邦
與
各
邦
之
立
法

 

者
對
此
應
爲
統
一
之
規
範
。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七
卷
，
第
三
百
七
十
七
頁
以
下
，
本
處
所
指
者
爲
四
百
四
十



二

六

關
於
「兩
德
基
本
闋
係
條
約
」
之
判
決

-
-

猶̂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三
十
六

辑

第
一
頁
至
第
三
十
七
頁

■
者

：
彭
鳳
至

襲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B
u

n
d

e
s

r
e

p
u

b
l

i
k

 De
u

t
s

c
h

l
a

n
d

 )
(
，

譯
按
西
德
〕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D
e

u
t

s
c

h
e

 

D
e

m
o

k
r

a
t

i
s

c
h

e

 Re
p

u
b

l
i

k
 
)
(
譯
按
東
德
)
就
其
基
本
關
係
於|

九
七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簽
訂
條
約
。
德
 

意
志
聯
郭
共
和
國
於|

九
七
三
年
六
月
六
日
以
法
律
批
准
該
條
約
(
聯
邦
公
報
第
二
册
、
第
四
二
一
頁
)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第
二
庭
就
此
項
法
律
是
否
合
憲
之
訴
訟
程
序
，
依

I

九
七
三
年
六
月
十
九
日
言
詞
辯
論
結
果
，
於
一
九
七
三
年
七

 

月
三
十I

日
作
成
判
決
。

聲
請
人
：
巴
伐
利
亞
邦
政
府
，
由
邦
長
代
表

 

代
理
人.
.

D
r

 + D
i

e
t

e
r

-
u

m
e

n
w

i
U

 敎
授

 

參
加
人
■.聯
邦
政
府
，
由
聯
邦
司
法
部
長
代
表

 

代
理
人
：D

r
‘

M
a

r
t

i
n

 Kr
i

e
l

e

 
敎
授

D
r
.

 B
e

r
n

h
a

r
d

 L
e

v
e

r
e

n
z

 
律
師



【
判
決
要
旨
】

-
、
基

本S

五*條第二震定，
所

約

，

立法事項蠢之媒
約，
5
同意法 

之
形
式

®

參
匿
同

意

>

 
接
受
國
#

塞
條
約
當
事
國
墓
本
法
規
定
是

S

外

國

*
則®

^

-

二

、
 

司
法
自
制
原
則
之
目
的
，
在
於
爲
憲
法
保
障
其
他
憲
法
機
關
自
由
政
'治
運
作
之
範
圍
，
保

留

空

間

。

三

、
 

行
政
機
關
對
於
繫
屬
於
聯
邦
憲
法
法
院N

訴
訟
程
序
過
度
運
作
，
與
甚
本
法
設
立
完
整
憲
法
審
判
制
度
i

旨
不

 

符

。

例
外
情
形
—
如

本

案

，
行
政
，機
關
認
爲
使
條
約
在
憲
法
法
院N

訴
訟
程
序
終
結
前
生
效
，
顯
有
不
可
替
代N

重
要
性

 

，
則
就
此
負
貴
之
憲
法
機
關
，
必
須
承
搛
因
而
可
能
發
生
之
1

。

四

、
 

基
於
統
一
要
求
之
當
然
結
論
：
任
何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之
憲
法
機
關
，
不
得
放
棄
以
重
建
國
家
統I

作
爲
政
治

 

目

標

，
所
有
憲
法
機
關
有
義
務
於
其
政
策
中
，
配
合
實
現
此
一
目
標
I

I

包
含
對
內
警
覺
、
對
外
堅
決
主
張
統
一
請

 

求
褪
之
義
務
——

並

停

止

一

切
可
能
妨
礙
統
一
之
行
爲
。

五

、
 

憲
法
禁
止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放
棄
！
項
基
本
法
中
規
定
，
藉

以

導

向

實

現

統I

及
自
決
Z
法

律

名

義

，
或
取
得

 

I

項
與
基
本
法
不
符
Z
法

律

名

義

，
或

參

與

制

定I
項
可
能
阻
礙
其
追
求
此
項
目
標
之
法
律
名
義
。

六

、
 

本
條
s

有
雙
重
性
格
：
依
其
種
類
而
曹
乃
國
際
法
上
之
條
約
，
依
其
特
殊
內
容
而
言
，
乃
主
要
規
定
政
治
實
體

 

間
關
係M

條

約

。

二
七



二八

七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禁
止8

^

政
府
依
條
約
而
陷
於
法
律
上
無
法
單
獨
決
定
，
僅
於
獲
得
條
約
當
事
國
同
意
後
始

 

得
實
現
接
納
德
國
另
一
部
分
之
目
標
的
依
存
關
係
中
。

八

、
 基
本
法
第
十
六
條
之
基
礎
，
在

於

以

「
德
國
國
箱
」
爲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國
箱
，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十
六
條
亦
援

 

■

引
此
一
基
本
原
則
。
因
此
基
本
法
規
定
Z
德

國

人

，
不
僅
爲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届
人
民
。

九

、
 

任

何
德
國
人
，I

旦
處
於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國
家
秩
序
保
護
範
圉
內
，
均
有
請
求
f

志
聨
邦
共
和
國
法
院
保

 

護

，
及
基
本
法
規
定
之
基
本
檯
利
保
障
之
權
。

【
判

決

主

文

】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與
—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於I

九
七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就
其
基
本
關
係
簽
訂
條
約
，

一

九

 

七
三
年
六
月
六
日
批
准
該
條
約
之
法
律
，
基
於
以
下
理
由
所
爲
之
解
釋
，
與
基
本
法
並
無
抵
觸
。

【
埋
 

由
】

第

I

部

分

第

I

節

.

I

志
聨
邦
共
和
國
與
德
籯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就
其
基
本
關
係
所
準
備
的
條
約
——

以
下
簡
稱
條
約
_

，
在

I

九

七
二
年
十I

月
八
日
巳
經
到
了i

S
i
X

化
的
階
段
。
該
條
約
於
當
天
與I
系
列
補
充
的
內
容
，
公
布
在
第一

五
五
號
公
報



第

一

八
四
一
頁
以
下
。
條

約

並

有I

項

附

帶

說

明

，
卽

聯

邦

政

府

將

「
在
簽
署
該
條
約
之
前
就
其
關
於
民
族
國
家
問
題

 

(
n
a
ts-
g

l
e F

r
a
g
e

 
)
之

目

標

，
向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之
政
府
提
出
書
面
說
明J

。

該
條
約
之
內
§

下

：

第

~
條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在
平
等
之
基
礎
上
，
彼
此
發
展
正
常
友
好
之
相
鄰
關
係
。

第
二
條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
遵
守
聯
合
國
憲
箪
所
規
定
之
目
標
及
原
則
，
尤
其
是
所
有
國
家
主

 

權

平

等

、
尊

重

獨

立

、
自
主
及
領
土
完
整
、
自

決

權

利

、
保
障
人
權
及
不
受
歧
視
。

第
三
條

德

E -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基
於
聯
合
國
憲
章
，
對
其
爭
論
之
問
題
，
完
全
以
和
平
方
式
解
決
，
 

排
除
武
力
恐
@
或

使

用

武

力

。

德

意

志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
強
調
其
間
現
存
殖
界
於
目
前
及
將
來
之
不
可
侵
犯
性
，
並
且
有
義

 

務
絕
尉
#
重
彼
此
領
土
之
完
整
。

第
四
條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的
共
同
出
發
點
爲
：
兩

國

(
b
e
i
d
e

 S
t
a
a
t
e
n

 
)
中
之
任
何
一
國

 

，
在
國
際
上
不
得
代
表
他
國
或
以
他
國N

名

義

爲

行

爲

。



二

-
0

第
五
條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將
促
進
歐
洲
各
®
間
之
和
平
關
係
，
並
爲
歐
洲
之
和
平
與
合
作
而
盡

 

力

。
兩
國
支
持
限
制
歐
洲
戰
力
及
武
器
Z
努

力

*
且
不
得
因
此
造
成
參
與
國
家
安
全
上
之
不
利
益
。

.

在
將
促
進
國
際
和
平
所
作
限
武
及
裁
軍
之
努
力
，
尤
其
是
在
核
子
武
器
及
其
它
集
體
屠
殺
武
器
方
面
，
納
入
有
效

 

國
際
監
督
之
前
提
下-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支
持
普
遍
且
全
面
载
軍
之
目
標
。

第
六
條

德
意
志
1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之
共
.同
基
本
出
發
點
爲
：
兩
鼯
主
權
之
行
使
限
於
其
領
土
範
圍
之
內

 

。
兩
國
尊
重
彼
此
就
其
國
內
及
國
外
事
務
之
獨
立
性
與
自
主
性
。

第
七
條

德
意
志
f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準
備
於
關
係
正
常
化
之
同
時
，
爲
若
干
事
實
及
人
道
問
題
訂
立
規
範

 

。
兩
國
基
於
本
條
約
之
基
礎
及
雙
方
共
同
i

益

，
將

就

經

濟

、
科
學
及
技
術
、
交

逋

、
法

律

、
郵

電

、
衞

生

、
文
化

 

、
體

育

、
環
保
及
其
它
方
面
之
合
作
發
展
與
促
進
*
訂

足

協

約

。
細
節
事
項
由
附
加
紀
錄
規
定
之
。

第
八
條

I

志
f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將
於
雙
方
政
府
所
在
地
，
互
派
常
設
代
表
。

與
設
置
代
表
相
關
之
事
實
問
題
，
另
行
規
定
。

第
九
條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I

致

同

意

，
兩
國
以
往
□
簽
訂
或
與
兩
國
有
關
之
國
際
雙
邊
與
多
邊

 

條
約
或
協
足
之
效
力
，
不
受
本
條
約
之
影
響
D 

第
十
條

本
條
約
應
經
_
會
批
准
，
並
於
交
換
相
當N

備
忘
文
件
之
當=

生
效
。

以
上
條
約
於I

九
七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一

 y
經
簽
約
當
事
國
雙
方
之
今
：權
代
表
於
柏
林
簽
字
；
附
屬
於
該
條
約
者
 

爲

I

份
簽
約
當
事
_
雙
方
同
意
之
附
加
紀
錄
。
此
外
與
該
條
約
相
關
之
文
件
如
下
：

I

份
紀
錄
摘
要
，
註
明
「
因
雙
方
就
財
產
問
題
之
法
律
立
場
不
冋
…
…
本
條
約
對
之
未
能
設
立
規
定J

;

兩
份
「
列
入
紀
錄
之
聲
明J

，
其
中
由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提
出
者
註
明
：r

本
條
約
就
國
籍
問
題
，
未
設
規
定
 

」
。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提
出
者
註
明
■■ r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認
爲
，
本
條
約
將
簡
化
有
關
國
籍
問
題
之
規
定
」
；
 

簽
約
國
雙
方
爲
申
請
加
入
聯
合
國
提
出
之
兩
份
聲
明
列
入
紀
錄
；

雙
方
代
表
團
01
長
就
邊
界
委
員
會
之
職
H
提
出
之
共
同
聲
明
列
入
紀
錦
；

德
意
忐
民
主
共
和
國
代
表
團
團
長
就
行
政
事
項
所
提
出
之一

份
聲
明
列
入
紀
錄
；

雙
方
就
柏
林
(
西

)
協
足
及
相
關
規
定
之
擴
張
適
用
所
爲
之
共
同
聲
明
；

雙
方
就
「
政
治
協
商
」(

p
o
l
i
t
i
s
c
h
e

 K
o
n
s
u
l
t
a
t
i
o
n
〕

所
爲
之
共
同
聲
明
；

關
於
新
聞
記
者
採
訪
之
交
換
文
件
及
相
關
聲
明
列
入
紀
錦
；

擴
張
適
用
新
聞
記
者
於
柏
林
(
西

)
探
記
之
協
議
之
雙
方
共
同
聲
明
；

一
九
七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i
H
關
於
家
庭



I

、
简
化
旅
遊
及
改
善
非
商
業
性
物
質
流
通
之
交

.M
文

件

；

1
九
七
二
年
十
一
 

I

月
二
十
一
曰
關
於
繼
績
開
放
(
四

個

)
邊
境
通
關
處
所
之
交
換
文
窨
.，

一
九
七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記
載
就
本
條
約
第
九
條
徳
意
志
聯
S

和
國
致
三
個
西
方
盟
國
及
f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致
蘇
聯N
備

忘

錄

姜

之

—

文

書

；

關
於
郵
電
事
項
之
交
換
文
書
；

關
於
申
請
加
入
聯
合
國
之
交
換
文
書
；

關
於
新
聞
記
者
採
訪
之
交
換
文
書
。

1

九
七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一
曰
本
條
約
卽
將
簽
署
前
，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將
其
關
於
~
個

德

國

(D
e
u
t
s
c
h
e

 

w
i
n
h
e
i
t

 )
之
信
函
，
送
達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政
府
。

立
法
機
關
經
過
審
査
處
理
以
後
，
於
一
九
七
三
年
六
月
六
日
以
法
律
批
准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

和S

就

兩

鼷

基

本

關

係

所

签

.rr
之

條

約

(
聯
邦
公
報
第
二
册
第
四
二I

頁

)
丨
丨
以
T

tl
_

㈱
吣
法

-
-
該

法

第

|

條
規
定
：

|

九
七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德
意
志
明
邦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就
其
基
本
鮪
係
所
签

IT
之
條
約
包
含

 

—
S

於

I

個
德
國
問
題
，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於I
九
七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I

日
致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政
府

 

之

信

函

’

——

條
約
之
附
加
s

’



——

關
於
財
產
問
題
之
紀
錄
摘
要
’

—
I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就
國
S

題
所
爲
Z
保

留

，

一

九
七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關
於
家
庭
圃
聚
、
簡
化
旅

 

遊
手
績
及
改
善
非
商
業
性
物
質
流
通
Z
交

換

文

書

，

——

I
九
七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I

日
關
於
增
加
開
放
邊
境
通
關
處
所
之
交
換
文
書
，

—
—

I

九
七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一

日
記
載
關
於
本
條
約
第
九
條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政
府
致
法
國
、
大
不
列
顆
國

 

協
及
北
愛
爾
蘭
以
及
美
國
政
府
Z
備

忘

錄

，
以
及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政
府
致
蘇
聯
政
府
之
備
忘
錄
全
文
Z
交
換
文
書

少

I

關

於

柏

林

(
西

〕
之

I

切

聲

明

，

已

獲

批

准

。
條

約

、
信

函

、
附

加

紀

錄

、
紀

錄

摘

要

、
保

留

條

款

、
交

換

文

書

以

及I

切
聲
明
公
布
如
後
。
 

r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政
府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政
府
於I

九
七
三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交
換
相
當
之
備
忘
文
件
後

 

」

，
本
條
約
於
一
九
七
三
年
六
月
二
十I
曰

公

布

，
並

於

I

九
七
三
年
六
月
二
十
二
曰
生
效
(
聯
邦
公
報
第
二
册
第
五

 

五

九

頁

)
。第

二
節

一
、
巴
伐
利
亞
邦
政
府
於I

九
七
三
年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依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三
媒
第I

項
第
二
款
，
及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六
款
及
第
七
十
六
條
，
聲
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確
認
：



批
准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於
一
九
七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就
其
基
本
關
係
所
簽
訂
條
約

 

之
法
律
，
與
基
沐
法
不
符
，
因

而

無

效

。

巴
伐
利
亞
邦
政
府
引
用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以
往
之
判
決
，
說
明
該
聲
請
程
序
合
法
。

蒯
於
該
聲
請
之
理
由
部
分
，
聲
請
人
陳
述
之
重
點
如
下
：
本
條
約
違
反
雄
護
德
國
國
家
完
整
之
要
求
。
該
條
約
渉

 

及

f

項
爲
基
本
法
所
不
採
之
法
律
見
解
，
卽
德
國
帝
圃
滅
亡
，
而
於
鑫
帝
國
之
領
土
上
新
成
立
兩
個
獨
立
之
國
家
。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不
得
再
以
全
德
國
i

義

爲

行

爲

。
關

於

I

個
德
國
的
信
函
並
不
能
改
欒
這
種
情
況
，
因
爲
i

未

 

提
及
自
決
楢
利
亦
未
提
及
統
一
權
利
，
而
僅
追
求
一
項
現
狀
的
改
變
應
以
和
平
方
式
爲
之
的
政
治
目
標
。
依
據
基
本
法

 

,I

個
德
國
的
要
求
，
不
僅
存
在
於
同
盟
國
的
保
留
權
利
之
中
，
而
且
同
時
雄
績
存
在
於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的
法
律

 

i

與
政
府
組
織
之
中
。

本
條
約
亦
牴
觸
憲
法
上
統
一
之
要
求
。
本
條
約
承
認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乃
與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平
等
之
獨
立

 

且
自
主
之
國
家
。
在
德
意
志
帝
菌
之
原
有
地
位
上
，
產
生
兩
個
相
互
保
證
對
方
存
在
之
主
權
國
家
■，如
此
將
導
致
徳
國

 

的

分

裂

。
■本
條
約
使
目
前
的
分
界
線
，
成
爲
自
願
且
以
條
約
訂
定
的
國
界
。
意
味
著
加
深
已
經
存
在
的
分
隔
狀
態
，
因

 

而
抵
觸
統
一
要
求
。
以
經
由
本
條
約
所
造
成
的
狀
態
，
比
以
往
存
在
的
狀
態
「
更
接
近
基
本
法
」
的

說

詞

，
亦
無
法
使

 

本
條
約
合
理
化
。

此

外

，
本
條
約
與
基
本
法
中
關
於
柏
林
Z
規

定

，
亦
不
相

符

.■條
約
法
所
規
定
的
柏
林
條
款
與
一
般
的
形
式
不
同

 

;
該
條
款
僅
規
定
，
前

開

法

律r

就
條
約
中
有
關
柏
林
邦
Z
規

定

，
於
柏
林
邦
確
認
該
法
律
之
適
用
後
，
對
柏
林
邦
亦



效

力

J

。
其
後
雙
方
依
該
條
款
，
僅

就

柏

林

(
西

)
作
成
幾
項
聲
明
。
條
約
中
通
規
定
了
若
干
與
柏
林
地
位
不
相

 

干

的

問

題

，
譬
如
改
善
非
商
業
性
物
質
之
流
通
，
條
約
法
本
來
卽
不
得
將
柏
林
排
除
在
外
。
卽
使
關
於
柏
林
(
西

)
所

 

爲

i

明

本

身

，
亦

屬

違

憲

，
因
爲
其
中
僅
約
定
，
關
於
條
約
第
七
條

n

附
加
紀
錄
中
所
規
定
之
協
議
及
法
規
，
得
於

 

個
案
擴
張
適
用
於
柏
林
(
西

)
；
至
於
是
否
擴
張
適
用
，
將
來
須
視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是
否
同
意
而
定
，
不
再
確
實

 

可

行

，
因
此
抵
觸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第I

句

。
此
外
承
鼢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就
柏
林
(
西

)
之

主

權

，
與
前
開
基

 

本
法
條
文
亦
不
相
符
。

.

對
於
在
i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境
內
之
德
國
人
而
言
，
本
條
約
尙
且
違
反
了
基
本
法
明
定
對
於
德
國
人
Z
保
護
及
養

 

育

義

務

。
在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境
內
生
活
者
，
乃
是
基
本

法

第

一

百I

十
六
條
所
規
定
的
德
國
人
。
然
而
條
約
第
六

 

條
自
法
律
上
禁
止
德
意
志
職
邦
共
和
國
，
爲
居
住
於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境
內
德
國
人
之
利
益
，
參
與
相
關
事
務
Z
進

 

行

；
其
結
果
可
能
爲
—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駐
在
第
三
國N

代

表

，
欲
幫
助
來
自
—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之
德
國
人
時
，
帶

 

來
溆
外
Z
困

擾

。
條
約
本
身
雖
然
就
國
籍
問
題
未
設
規
定
，
不

過

基

本

法

上

規

定

之

國

籍

權

發

生

影

！>

。
無
論

 

如
何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之
間
的
條
約
，
祇
有
在
明
白
約
定
I
I
算
是
憲
法
上
最
起
碼
的
要
求
I

所
有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之
德M

人

，
有
到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旅
行
之
楢
利
之
後
，
始

得

簽

訂

。

總
而

言

之

，
想
在
條
約
之
中
創
設
一
種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之
間
的r

特

殊

關

係

」
(

CDe
s
o
n
d
e
r
s

 ve
r
h

wil
t
n
i
s
)

的
努
力
並
未
成
勐
。
甚
至
條
約
中
也
未
能
堅
持
單|

民

族

國

家(
E
i
n
h
e
i
t

 de
r

 

N
a
t
i
o
n

 
)
的

原

則

。
如
欲
將
該
條
約
解
釋
爲
「
暫

定

條

約

」(
m
o
d
e
s

 v
i
v
s
d
i

 
)
也

行

不

通

，
因
爲
其
中
旣
未

一
二
五



M
H
C

訂
則
限
乂
未
；
R-J

終
止
條
款
，
甚
至
未
包
含
一
項
制
定
和
平
條
約
之
保
留
條
款

=

該
條
約
並
未
將
德

M

問
題
帶
向
史
符
合

基
本
法
所
足
的
n

標
；
卽
使
考
處
條
約
生
效
以
後
所
帶
來
的
、

値
得
慶
賀
的
人
逍
負
擔
的
減
輕
-
亦
不
得
不
認

爲
如
此

°

除
以
t

陳
述
之
外
，
C

伐
利
亞
邦
政
府
並
提
出

|

份
柏
林
溫
格
勒

敎
授
(

P
r
o
f

.

妄e
n
g
〗
e
r

 

}

 
.

Z
法
律
意
見
®
 

，
以
支
持
其
兒
解
。

二
、
聯
邦
政
府
聲
諳
確
認
：

|

九
七
三
年
六
月
六
：
1
1批
准
德
意
志
聯
弗
共
和

3
與
徳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於

|

九
七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
日
就
其
 

雙
方
基
本
關
係
所
簽
訂
之
條
約
法
律
，
符
合
基
本
法
之
規
定
「

聯
邦
政
府
Z

主
要
埋
由
如
下
：

依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以
往
之
判
例
，
就
國

0
法
上

N

條
約
爲
憲
法
t

審
査
者
，
首
先
必
須
要
求
巴
伐
利
亞
邦
政
府
之
 

聲
請
具
有
重
要
性
；
K

中
包
括
已
充
分
瞭
解
聯
邦
政
府
及
豳
會
審

査
時
最
其
關
鍵
性
之
考
慮
因
素
，
並

II

說
明
違
憲
之
 

事
貫
確
實
可
能
發
少
。
囚
此
在
聲
請
書
中
必
須

H

可
非
常

淸
楚
的
看
出
審

査H

際
法
以
及
國
與
國
間
各
項
措
施
時
，
所
 

要
求
的
咼
度
町
司
法
性

(

J
u
s
t
k
a
b
i
l
i
t
M
t

〕
以
及
明
顯
性

(

E
v
i
d
e
n
z

 

)

。
如
果
一
份
聲
請
書
不
具
備
這
此
：

|

必
不
可
 

少
的
要
件
，
反
而
聯
弗
政
府
以
及
立
法
機
關
維
護
崽
法
的
謹

愼
態
度
顯
而
易
見
，
則
僅
愚
一
份
聲
詰

f
f
l並
不
足
以
要
求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作
深
入
的
貨
髖
審

査
。
這
極
聲
諳
書
椒
然
、
至
少
是
了
無
疑
義
的
理
由
不
備
。
巴
伐
利
亞
邦
的
聲
諳
尤
 

其
不
能
成
立
的
理
由
，
在
於
巴
伐
利
亞
邦
政
府
將
其
純
粹
政
治
上
的
見
解
，
作

爲
基
本
法
h

的
法
律
規
範
加
以
解
釋
；



因
爲
他
將
其
政
治
上
的
償
値
判
斷
用
以
單
方
面
解
釋
條
約
；
因
爲
他
6
兀
全
不
考
廉
政
治
上
的
出
發
點
；
又
因
爲
他
無
視

 

於
條
約
明
確
的
內
容
，
否

定

I

莲
旣
與
條
約
相
符
，
又
尊
重
基
本
法
目
標
的
用
心
。

代
替
簽
約
的
選
擇
並
不
存
在
。
如
果
比
較
條
約
生
效
以
後
的
瑷
境
與
假
如
未
簽

fj
條
約
可
能
存
在
的
環
境
，
則
簽

 

約
的
利
益
十
分
明
顧
。
條
約
事
實
上
有
助
於
實
現
薏
法
上
和
平
安
全
的
目
標
，
由
於
它
帶
給
人
民
實
際
的
利
益
，
因
此

 

亦
有
助
於
貢
現
憲
法
上
人
道
主
義
的
目
標
。
它
採
取
與
基
本
法
制
憲
者
相
同
的
立
場
，
亦
卽
堅
持
德
國
§

存

在

，
因
 

此
是
依
據
基
本
法
制
憲
者
的
理
想
，
不
僅
考
慮
聯
邦
共
和
國
的
利
益
，
同
時
更
以
整
個
民
族
國
家

(g
a
g
e

 Na
t
i
o
n

 

)
之
福

it
爲
依
歸
的
一
份
政
治
文
獻
，
至
於
德
國
問
題
，
該
條
約
則
採
取
開
放
的
態
度
。

基
本
法
中
並
未
包
含
任
何
有
關
所
謂
「
同

I

性

理

論J

 
(
 Id

s
t
i
t

Nit
s
t
h
e
s
e

 )
之

規

定

，
僅
認
定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與
德
_

不

同

。
條

約

與

統

I
的
要
求
亦
不
牴
觸
。
因
爲
三
個
西
方
盟
M
有
義
務
將

關

於

「
德

國

爲

I

整

賸

」
(
 

D
e
u
t
s
c
h
l
a
n
d

 al
s

 Ga
n
z
e
s

 
)
的
四
強
保
留
條
款

(v
i
e
r
m
w
c
h
t
e
v
o
r
b
e
h
a
l
t

 
)
，
付

諸

實

現

；
條
約
中
並
未

 

放
棄
德
國
作
為
權
利
主
膣
而
繼
續
存
在
之
主
張
；
它
迴
避
了
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幽
歸
類
爲
外
國
；
它

堅

持

德

國

爲一

 

個
民
族
國
家
以
及
德3

1

國

籍

；
同
時
它
也
不
包
含
任
何
對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缶
國
際
法
上
的
承
艱
。
這
類
條
約
使
所

 

有
政
治
上
可
以
做
到
的
都
做
到
了
。
然
而
無
論
將
來
以
何
種
形
式
完
成
統
~
的

目

楔

，
它
在
法
律
上
或
政
治
上
，
都
不

 

至

於

構

成

統I

的

障

礙

。
相
對
的
它
在
政
治
和
人
道
的
範
赌
中
，
帶
來
大

幅

改

善

，
而

且

進

I

步
奠
定
了
一
項
簽
約
的

 

請

求

權

，
此
_
約
足
則
可
能
帶
來
更
多
改
善
關
係
的
途
徑
。
這
項
條
約
並
非
完
整
無
缺
，
相
反
的
它
對
於
未
來
改
革
的

 

途
徑
採
取
開
放
的
立
場
，
並
且
提
供
了
有
力
的
基
礎
。

二
一
七



柏
杯
垴
位
問
题
並
未
囚
本
條
約
而
受
影
！5

,
最
簡
單
的
理
由
，
是
因
爲
四
強
協
定
已
將
柏
林
的
地
位
固
足
，
簽
約
 

雙
方
都
無
從
改
_
之
。

基
本
法
並
未
規
运
聯
邦
政
府
有
保
護
和
養
育
長
期
住
居
於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境
內
德
國
人N

義
務
。
至
於
對
在
 

外
國
的
德
國
人
，
聯
邦
機
關
有
保
護
和
费
育
的
塯
貴
，
則
法
律
上
或
舉
；M
上
皆
絲
毫
未
受
影
響
D
 M
保
障
所
有
德
怠
志

 

民
主
共
和
；

1

塊
內
德
阈
人
S
由
旅
遊
的
罹
利
，
.實
在
不
是
簽
訂
一
項
足
以
具
體
改
善
人
與
人
之
間
關
係
的
條
款
之
憲
法

 

上
前
提
要
件
。

三
、
所
有
立
法
機
關
審
査
本
條
約
時
相
關
之
紀
錄
，
以
及
訴
訟
當
事
人
於
言
詞
辯
論
提
出
關
於
一
個
德
國
®
函N

 

收
執
證
明
文
件
時
，
所
提
及
之
相
關
©
面
資
料
，
均
已
提
出
於
法
院
。

第
二
g
分
第
一
節

本
聲
諝
依
本
庭
所
遵
從

N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以
往
判
例
，
應
予
受
理
(
蔘
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輯
第
四
輯
第
一
五

 

七

员

-
第
一
六
一
頁
以
下
)
。
雖
然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阈
根
據
基
本
法
規
定
並
非
外
_

I

啦
下
將
詳
予
說
明
，
亦
無
 

不

问

。
因
爲
基
.本
法
第
五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所
有
規
範
聯
邦
政
治
關
係
，
或
有
關
聯
邦
立
法
事
項

N

條

約

，
均
須
 

依

问

意
法

(2
u
s
t
i
m
m
u
n
g
s
g
e
s
e
t
z

 )
Z

形

式

，
接
受

阈
會
的
控
制
，
至
於
簽
約
當
事
國
是
否

爲
菡
本
法
t

所
規
足
 

之
外
國
，
則
非
所
問
。



第
二
節

一
、
 

法
規
審
査
程
序
之
標
的
爲
一
九
七
三
年
六
月
六
日
之
條
約
法
，
及
該
法
所
批
准
之
條
約
與
附
加
紀
錄
。
凡
未

 

納

入

該

法

第

~
條

規

定N

部
分
條

約

文

件

，
自
始
卽
非
法
規
審
査
程
序
之
標
的
。
此
種
文
件
可
以
用
來
對
條
約
作
整
艙

 

評

價

，
以
及
其
他
資
料
一
起
用
以
解
釋
本
條
約
。
至
於
其
他
已
納
入
該
法
第
一
條
之
摘
要
.、
保

留

、
聲
明
以
及

書

函

，
 

是
否
爲
法
規
審
査
之
標
的
，
可
以
搁
置
不
論
，
因
爲
他
們
皆
附
屬
於
條
約
而
存
在
，
有

I

部
分
祇
有
宣
示
性
的
內
容
，
 

其
餘
的
觀
諸
以
下
就
條
約
所
爲N

法

律

上

考

慮

，
則
其
內
容
不
可
能
與
基
本
法
不
符
。
無
論
如
何
他
們
都
是
用
來
解
釋

 

條
約
的
重
要
1

，
正
如
條
約
本
身
的
前
言
一
樣
。

二

、
 

法
規
審
査
程
序
之
基
準
爲
基
本
法
。
對
基
本
法
作
成
有
拘
束
力
的
解
釋
，
乃
是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之
職
責
。
在

 

此
基
礎
Z
上

，
則
政
治
現
實
與
憲
法
秩
序N

間

，
不
會
發
生
任
何
緊
張
關
係
。
但
是
如
果
考
慮
現
行
憲
法
秩
序
，
是
否

 

將
因
某
項
條
約
之
簽
訂
而
改
變
時
，
則
此
種
緊
張
關
係
卽
可
能
發
生
。
本
條
約
旣
不
能
構
成
實
質
憲
法
的
一
部
分
，
又
 

不
能
用
來
解
釋
基
本
法
。
相

反

的

，

一
項
與
現
行
憲
法
牴
觭
的
條
約
，
從
憲
法
上
而
言
，
祗
能
透
過
相
當
的
修
憲
，
使

 

i

約
與
基
本
法
相
符
。

在

以

上

前

提

之

院

基

規

定

的

自

由

、
民主、法治國家中其他憲法機.
關貴 

任

Z
尊
重
所
發
展
出
的I

項
基
本
原
則
之
適
用
——

對
於
條
約
之
合
憲
審
査
亦
不
例
外
，
卽
在
許
多
可
能
的
解
釋
中
，
 

選
撺
使
條
約
能
夠
符
合
基
本
法
的
解
棒
(
參
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輯
第
四

te
第

I

五

七

頁

、
第

一

六

八

頁

)
。
除
了

二
一
九



二
二
 

o

以
上
與
條
約
合
憲
審

査
相
關
的
蜇
要
解
釋
原
則
之
外
，
在
解
釋
規
範
聯
邦
與
其
他
國
家
跤
治
關
係
的
憲
法
條
文
時
*
不
 

能
个
考
慮
道
些
條
文
的
設

fe
界
限
的
性
格

(s
c
h
r
a
n
k
e
n
s
e
u
s
d
e
r

 C
h
a
r
a
k
t
e
r

 
)
，
也
就
是
留
給
政
治
上

0
1
由

運
作
空
間
的
性
格

D
在
此
範
圍
內
，
基
本
法
對
所
冇
政
治
上
的
權
'力

，
包
括
外
交
事
務
，
設
足

r
 |

項
法

栉
t
的
界
限
 

;{适
是
基
本
法
創
設
的
法
律

闽
家
抶
序
的
本
質
。

贯
徹
實
施
道
項
崽
法
秩
序
的
最
後

S
任

，
在
於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

聯
弗
憲
法
法
院
自
行
設
定
的
司
&
目
制
原
則

(j
u
d
i
c
i
a
l

 s
e
l
f
r
e
s
t
r
a
i
n
t
〕

，
並
不
表
示
減
少
或
削
弱
其
前
開

 

灌
限
，
而
是
放
棄
「
推
勤
政
治

J

 (
：P
O
I
i
t
i
k

 zu

 t
r
e
i
b
e
n

〕
，
也
就
是
在
憲
法
規
足
並
限
制
的
範
圍
內
，
不

挿
手
 

政
治
的
自
由
運
作
。
其
目
的
在
於

爲
憲
法
保
障
其
他
憲
法
機
關
從
事
自
由
政
治
運
作
的
範

阐
，
保
留
空
問

D

基
於
以
上
考

it
可

知

，
對
條
約
在
生
效

Z
前

，
依
法
規
審
查
程
序
作
成
裁
判
，
冇
如
何
關
鍵
性
之
意
義
=
所
冇
憲

 

法
機
關
，
必
須
！
|
依
憲
法
規
定
其
彼
此
間
之
基
本
關
係
丨
對
之

钤

責
。
其

意

義

I

方
固
在
於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必
須

 

儘
速
完
成
憲
法
上
之
審

査

；
另
一
方

it]
，
爲

其
他
憲
法
機
關
在
以
批
准
條
約

爲

目
的
之
訴
.訟
程
序
進
行
中
，
必
須
#
重
 

f

憲
法
法
院
審

査

的
榷
限
，
並
且
停
止
一
切
可
能
使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雛
以
或
無
法
及
時
並
冇
效
行
使
其
權
限
之
行

爲

 

。
如
果
行
政
機
.關
對
於
繫
屬
於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之
訴
訟
程
序
過
度
運
作
，
則
與
基
本
法
設
立
完
整
憲
法
蕃
判
制
度
之
意

 

旨

不

符

。
在
例
外
情
形

I

I

如
本
案
I

I

依

行

政

機

關

解

，
使
條
約
在
憲
法
法
院
訴
訟
程
序
終
結
前
生
效
，
顯
然

 

冇
不
可
替
代

N
ar
耍

性

，
則
就
此
負

责

之
憲
法
機
蒯
，
必
須
承
擔
囚
而
叮
能
發
生
之
後
果
(
參
照
一
九
七
三
年
六
月
十

 

八

rj
判
決
第
六
頁
以
下
〕
。



第
三

lij

本
條
約
琉
足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之
間
的
基
本
關
係
。
在
對
它
作
判
斷
之
前
*
必
須
先
處

 

理
基
本
法
明
示
的
德
國
祛
律
地
|

題

：

1

、
基
本
法
的
基
本
態
度
I

並
不
是
國
際
法
學
說
或
政
治
學
學
說
上
的
理
論

-
-
-
是
德
意
志
帝
國
在
一
九
四

五
年
瓦
解
以
後
仍
然
繼
續
存
在
，
旣
不
因
投
降
，
亦
不
因
同
盟
佔
領
國
在
德
國
行
使
其
國
家
權
力
或
於
此
之
後
滅
亡
；
 

此

二

It
場
観
諸
基
本
法
前
言
，
U

及
基
本
法
第
十
六
條
、
第
二
十
三
條
、
第
一
一
六
條
及
第I

四
六
條
自
明
，
而
且
符

 

合
本
庭
'遵
從
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例=

德
蕙
志
帝
國
繼
嫌
存
在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輯
第
二
期
，
第
二
六
六
頁
、
第

 

二
七
七
頁
；
第

三

輯

，
第

二
八
八
頁
、
第

三

I

九

頁

以

下

.，
第

五

輯

，
第
八
十
五
頁
、
第

I

二
六
頁
；
第

六

輯

，
第
三

 

〇
九

頁

、
第
三
三
六
頁
、
第

三

六

三

頁

〕
，
與
以
往
相
同
具
有
權
利
能
力
，
然
而
作
爲
一
個
完
整
的
國
家
，
由
於
欠
缺

 

組

織

，
尤
其
欠
缺
制
度
化
的
機
關
，
以
致
無
法
目
行
具
備
行
爲
能
力
。
基
本
法

中

也

已

「
明

示

」c
v
e
r
s
k
e
r
t

 
)
 

全
德
國
國
民
以
及
全
德
國
國
家
權
力
之
観
點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輯
第
二
輯
，
第
二
六
六
頁
、
第

二

七

七

頁

)
◊
使

 

「
德
國
爲
一
整
髖J

，
卽
使
四
強
亦
負
有
責
任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輯
第I

輯

，
第

三

五I

頁

、
第
三
六
二
頁
以
下

 

、
第
三
六
七
頁
)

成
立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
 並
非
在
西
德
建
立|

個
新
的
.國

家

，
而

是

德

國

的|

部
分
重
新
組
織
起
來
(
參
照
卡

 

S

密
特
在
國
會
諮
議
會
第
六
次
會
議
速
記
錄
第
七
十
頁
發
言)

=
因
此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並
不
是
德
意
志
帝
國
的

二一

二



二
二
二

「
法
律
繼
受
者J

 (K
e
c
h
t
s
n
i
a
c
h
f
o
l
g
e
r

〕，而
是
一
個
與
志
帝
菌

J

 (
 

D
e
u
t
s
c
h
e
s
w
e
i
c
h

 
)
同
一
的

國

家

-
-
-
不

過

，
就
領
土
而
言
，
只

能

算

走

「
部

分

同

一

」

(t
e
i
i
i
d
e
s
t
i
s
c
h

 
)
，
因
此
這
種
同
一
栓
不
能
享
有

完
全
排
他
的
請
求
楢
，
而
且
就
人
民
與
領
土
而
言
，
聯
邦
共
和
國
並
不
包
含
全
部
德
國
，
但
無
損
於
它
承
認
國
際
法
上

 

權
利
主
睡
的
「
德
國J

 (
德
意
志
帝
M

)
擁
有
一
統
的
國
民
(e

i
n
h
e
E
i
c
h
e
s

 s
t
a
l
k

 
)
，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國
民
則
觸
於
此I
統
國
民
不
可
分
割
的
部
分
；
並
且
承
鼸
「
德
M
J
 (
德
意
志
帝
國}

擁

有I

統
的
國
土

 (
 ein 

heitliches

 Staatsgebiet

 
)
，
德
意
志
聰
邦
共
和
國
領
土
則
展
於
此
一
統
國
土
不
可
分
割
的
部
分
。
在
公
法
上
 

S

志
^

共
和
國
自
限
其
國
家
櫬
力
於
「
基
本
法
有
效
的
範
圍
內
」(

G
e
l
t
u
n
g
s
b
e
r
e
i
c
h

 de
s

 Grun
dgesetzes 

)
(
參
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輯
第
三
輯
，
第
二
八
八
頁
、
第

三一

九
頁
以
下
；
第
六
輯
，
第
三

◦
九
頁
、
第
三
三
八
 

頁

、
第
三
六
三
頁
}
，
不
過
自
覺
與
於
全
部
德
國
亦
負
有
貴
任
(
參
照
基
本
法
前
言
)
。
目
前
聯
邦
共
和
國
由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所
規
定
的
各
邦
(
包
括
柏
林
)
組
成
.，其
中
拍
林
邦
的
地
位
，
只
是
經
由
所
謂
西
方
佔
領
國
對
行
政
長
官

 

的
保
留
灌
而
降
低
並
受
到
限
制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輯
第
七
輯
，
第
一
頁
、
第
七
頁
以
下
；
第
十
九
輯
，
第
一H

七
七
 

頁

、
第
三
八
八
頁
.，第
二
十
輯
，
第
二
五
七
頁
、
第
二
六
六
頁
)
。
i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屬
於
德
國
的
一
部
分
，
因
此
 

與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的
躕
係
，
不
能
視
爲
外
國
(
聯
邦
廉
法
法
院
判
決
輯
第
十
一
輯
，
第

~
五
〇
頁
、
第

I

五
八
頁
 

)
，
#
如
以
往
的
區
際
貿
易
(Interzcmenhandel

 
)
以
及
目
前
與
之
相
當
的
兩
德
貿
易
(i

n
n
e
r
d
s
t
s
c
h
e

 

Ha
n
d
e
l

 
)
均
非
國
際
貿
易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輯
第
十
八
輯
，
第
三
五
三
頁
、
第
三
芄
四
頁
)
。

二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I

向
肯
定
基
本
法
所
包
含
的
統
一
要
求

(W
i
e
d
e
r
v
e
r
e
i
n
i
g
u
n
g
s
g
e
b
o
t

 
)
以
及
自
決
權



力

(s
e
l
b
s
i
m
m
u
n
g
s
r
e
c
h
t

 

)
=
本
庭
並
且
確
認
：
基
本
法
前
言
不
僅
具
有
政
治
意
義
，
並
且
包
含
法
律
內
涵
。
 

統
I

乃
是
憲
法
上
的
要
求
。
不
過
以
何
種
途
徑
達
成
統
一
，
始
可
視
爲
政
治
上
正
確
且
合
目
的
的
，
必
須
保
留
由
聯
邦

 

共
和
國
負
貴
政
治
行
爲N

機

關

判

斷

之

。
其
餘
依
基
本
法
亦
有
義
務
維
護
自
由
民
主
基
本
秩
序
及
其
制
度
之
憲
法
機
關

 

，
則
應
判
斷
，
某

項

L

般
而
言
合
憲
之
措
施
-
是
否
可
能
在
法
律
上
妨
碍
統I

或
事
實
上
造
成
統
一
不
可
能
，
而
基
於

 

此
種
理
由
不
得
採
行
。
這
裏
特
別
爲
立
法
者
保
留
了

 一

片
較
廣
濶
的
政
治
裁
量
空
間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只
有
當
立
法
者

 

明
顯
的
逾
越
了
裁
置
範
圍
，
或
者
其
措
施
自
法
律
或
事
實
而
言
顯
然
違
反
在
自
由
的
前
提
之
下
統I

的
目
標
時
，
始
得

 

阻
止
之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輯
第
五
輯
，
第
八
十
五
頁
、
第

I

二
六
頁
以
下
；
第
十
二
輯
，
第
四
十
五
頁
，
第
五
十

 

一
頁
以
下
)
。

關

於

這I

點
通
須
作
以
下
進I

步
說

明

：
基

於

統

I

要

求

所

產

生

的

第I

個
結
果
是
：
任
何
i

志
f

共
和
國

 

的
憲
法
機
關
，
不
得
放
棄
以
重
建
窗
家一

統
作
爲
政
治
目
標
，
所
有
憲
法
機
關
有
義
務
於
其
政
策
中
配
合
實
現
此
項
目

 

標
I

包
含
對
內
譬
覺
、
對
外
堅
決
主
張
統|

請
求
櫃
之
義
務
！

並
且
停
止
一
切
可
能
妨
礙
統一

 Z
行

爲

。
然
而
聯

 

§

府
則
須
目
行
負
貴
決
足
，
以
何
種
政
治
上
的
方
式
以
及
何

■«
政
治
上

的

途

徑

-
嘗
試
去
實
現
基
本
法
所
規
定
法
律

 

上

的

統|

目

標

，
或
至
少
更
接
近
它
。
估
計
其
政
策
的
成
劫
率
，
是
聯
邦
政
府
以
及
主
控
聯
邦
政
府
的
國
會
多
數
的
工

 

作

。
在

這

裏

，
法
院
旣
無
批
評
*
亦
無
就
政
策
成
功
的
可
能
性
表
示
其
見
解
之
餘
地
=
因
此
而
發
生
的
政
治
責
任
，
則
 

完
全
由
當
政
者
承
搛
。
在
政
治
及
廉
法
國
家
的
德
意
志
f

共

和

國
I
其
邊
際
—
丨
當
然
這
得
由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明
白

 

訂

定

，
必
要
時
加
以
實
施
I

在

於

，
憲
法
禁
止
聯
邦
共
和
國
放
棄
-
項
基
本
法
規
足
的
，
藉
以
導
向
實
現
統
一
以
及



自
決
的
法
律
名
義

(w
e
c
h
t
s
t
i
t
e
l

 
)
(
 
一
種
法
律
地
位
)
(

e
i
n
e
w
e
c
h
t
s
p
s
i
t
i
o
n

 
)
，
或
者
取
得
一
項
與
基
 

本
法
不
符
的
法
律
名
義
，
或
者
參
與
制
足
一
種
可
能
阻
礙
其
追
求
統
一
目
標
的
名
藎
。
在
一
項
法
律
名
義
並
無
失
權

Z
 

虞
的
前
提
下
，
政
治

J:
不
使
用
一
舖
法
律
名
義
，
或
者
目
前
或
在
一
段
時
間

N

內

，
認

爲
它
，小
適
合
作

爲
一
棟
政
治
丄
 

具
！

替
如
它
不
能
帶
來
任
何
政
治
上
的
成
果
，

m
在
法
律
上

C

兀
全
放
棄
該
法
律
名
義

M

不
同
的
。
政
治
上
可
以
用
：逼
 

種
方
式
與
現
實
安
協
。
但
是
某
本
法
却
要
求
，
凡
是

H
前
或
將
來
可
以

爲
追
求
統
一
的
要
求
提
供
理
由
，
而
在
迤
本
法
 

中
已
成
立
的
法
律
名
義
，
不
得
放
棄

=

同
理
適
用
於
相
反
的
情
形
：

一
種
政
治
行

爲
-
事
後
可
能
證
明
「
計
箅
錯
誤
」
 

(f
a
l
s
c
h

 k
a
i
r
l
i
e
r
t

 )
，
聯
邦
政
府
因
其
追
求
統

一

之
做
法
，
在
政
治
上
遭
到
他
人
的
攻
擊
|
|
這
項
目
憲
法
法

 

院
的
立
場
而
言
，
毫
無
置
*
餘
地

Z
事
货
I

I

與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
與

~
項
法
律
：丄
具

(R
e
c
h
t
s
i
n
s
t
r
u
B
e
n
t

 

)
，
以
致
就
其
追
求
統
一
的
做
法
遭
到
他
人
政
擊
的
事
實
，
有
本
質
上
的
：个
同
。
譬
如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毎
一
任
政

 

府
的

淸
楚
的
法
律
立
場
是
：
我
們
必
須
以
基
本
法
足

爲
前
提
要
件
的
，
並
於
基
本
法
「
明
足
」
的
整
個

徳
國
及

K

「
整
 

個

」
人
民
與
「
整
個
」
德
國

啮
家
權
力
存
在

爲
出
發
點
。
如
果
今
天
我
們
使
用
「
德
國

J

 (
d
s
t
s
c
h
e

 N
a
t
i
o
n

 
) 

這
個
名

M

，
腱
該
指
全
德
國
，
而
這
個
名
詞
可
以
作

爲
「
德
國

阈

民J

 
( d

a
s

 d
e
c
t
s
c
h
e

 S
t
a
a
t
s
v
o
l
k

 )
的

冋
義
 

字
來
理
解
，
則
無
可
議
。
因

爲
後
者
的
法
律
地
位
仍
獲
維
持
，
只
是
蕋
於
政
治
上
的
考
庖
，
使
用

C

力

I

極
不

问
的
表
達

 

方
式

。
反

N

，
如
果
隱
藏
在
這
個
新
用
語
「
德
國
」
背
後
的
，
只
是
一
般
人
意
識
中
存
在
的
語
言
與
文
化
一
體
的
觀
念

 

，
則
法
律
上
意
謂
著
放
棄
一
種
不
可
放
棄
的
法
律
地
位
。
後
者
卽
與
統

I

的
要
求
相
牴
觸
，
而
道
項
要
求
乃
是
聯
邦
政

 

府
用
盡

|

切
可
能
的
方
法
追
求
的

H
標

=
冋

樣
的
，
如
果
提
及
四
強
對
於
整
個
德
國
的
責
任
，
卽
表
示
將
來
只
有
他
們



是
整
個
德
國
繼
M

存

在

，
在

法

律
t

的

(
最

後

)
表

徴

，
也

是

與

基

本

法

+
符

的

。
正

如

聯

邦

政

府

本

身

所

理

解

的

，
 

只

有

當

聯

邦

政

府

爲

追

求

統

一

的

努

力

，
提

供

進

I.

步

的

法

律

迤

礎

，
卽

在
_

內

法

之

附

加

「
國

際

法

」
的

基

礎

，
始

 

爲

合

憲

。

關
於
「
唯

I

代
表
主
張

J

 
( A

U
e
i
n
v
e
r
t
r
e
t
u
n
g
s
a
n
s
p
r
u
c
h

 
〕
此
項
政
治
理
論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從
未
歲
示

 

黛
見
。
它
在
過
去
和
現
在
皆
無
案
件
必
須
審

査
和
決
足
，
基
於
基
本
法
，
德
意
忐
聯
邦
共
和
國
對
於
全

徳
_
是
否
已
經
 

取
得
了
 一

項

法

律

上

的

唯

一

..代

表

主

張

=

一
一
一
、
本

項

條

約

可

以

解

釋爲
前

述

基

本

法
Z

規i

疋
，
並
無
牴
觸
。
所
有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國
內
，
關
於
解
釋
本
 

條
約
的
官
方
意
見
，
也
都
不
能
認

爲
曾
經
偏
離
，
或
0
前
偏
離
了
此
項
憲
法
基
礎
。

第
四
節

I

、
如
果
考
慮
簽
約
的
大
環
境
，
則
法
律
上
祗
能
稱
許
本
條
約

N

簽
.
HJ

。
本
條
約
乃
是
整
趑
政
治
的
一
部
分
，
簡
 

而
言
之
卽
聯
邦
政
府
爲
求
和
解
(

«

岂

？3
目
目
的
〕
，採
行
果
進
政
策

(

O
s
t
p
o
l
i
t
i
k

〕
。
在
東
進
政
策
中
-
簽
訂
 

莫
斯
科
與
華
沙
條
約
乃
是
最
突
出
的
兩
個
里
程
碑
，
這
兩
項
條
約
自
然
成
爲
簽
07

基
本
條
約
的
前
提
要
件
；
反
之
R

基
 

本
條
約
方
面
而
言
，
則
本
條
約

N

簽
訂
，
乃
是
聯
邦
政
府
，
透
過
前
開
兩
項
東
方
條
約
(

o
s
u
e
r
t
l
g
e

 

)
所
希
望
 

達
成
的
目
標
。
在
這
種
關
連
中
，
莲
本
條
約
也
就
贏
得
了
如
莫
斯
科
及
華
沙
條
約
一
樣
根
本
的
電
要
性
。
他
不
是
如
許

 

多
政
治
文
件
一
樣
可
以
隨
意
修
改
的
文
件
，
而
是
如
其
名
稱
所
表
示
的
，
構
成
一
項
長
期
經
營
的
新
政
策
的
基
礎
。
因



I

三
六

此
它
旣
未
設
期
限
亦
未
規
足
終
止
條
款
。
它
安
置
了
一
個
可
能
更
新
德
意
志
聯
弗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忐
民

:H
共
和
M
N
間
 

關
係
的
歴
史
的
轉
轍
器
。
！13
屑
關
係
鍀
於
就
本
條
約
爲
法
律
上
判
斷
，
具
冇
多
重
意
義
：

它
事
實
上
與
基
本
法
(
參
照
前
言
，
第
二
十
一
二
條
及
第
一
百
四
十
六
條
〕
類

似

，
就
德
國
問
題
而
言
，
並
非
最
終
. 

的
解
決
方
案
。
同
樣
的
也
不
能
把
他
歸
類
爲
在
將
來
兩
國
關
係
有r

最
終
的
」
新
規
足n

前

的r

過
渡
解
決
方
案
.」
(
 

d
d
e
r
g
a
n
g
s
I

Q/s
l
m
g

〕
；
它
不
是
一
項
約
定
的
，
在
可
预
見
的
將
來
吋
能
被
其
他
關
於
兩
國
關
係
的
基
本
新
規
定
所

 

取
代
的
「
暫
足
條
約
」
。
條
約
本
身
卽
是
雙
方
就
規
定
兩
國
關
係
；frlj
w

，
最
誠
寧
期
盼
的
新
基
礎
I

I

但
是
簽
約
雙
方

 

在
法
律
上
仍
是
&
由

的

，
可
以
隨
時
協
議
，
將
該
條
約
依
對
之
適
用.V

,

法
律
基
本
原
則
加
以
修
改
或
補
充
。

基
於
前
述
該
條
約
政
治
上
的
意
義
，
產
生
以
下
法
律
上
的
後
果
：
作

爲
.兩
國
德
國
之
間
新
關
係
的
基
礎
，
本
條
約
 

接
下
去
勢
必
需
要
兩
個
國
家
重
新
分
別
與
共
同

C

 Ne
b
e
n
l
u
n
d

 M
i
t
e
i
n
a
n
d
e
r

 

〕
進
行
許
多
法
律
上
的
具
體
化

H

 

作

(
參
照
條
約
第
七
條
 

>

。
所
冇
這
些
進
一
步
的
法
律
文
書
，
都
必
須
不
祇
符
合
條
約
規
定
，
而
是
同
時
符
合
憲
法
規
 

定

。
有
一
點
必
須
今
天
就
加
以
澄

淸
,'
卽
所
有
援
引
本
條
約

Z

其
他
法
律
文

®

，
並
不
因

爲
條
約
基
礎
(
本
條
約

J

在
 

憲
法
上
無
所
疵
議
，
而
當
然
在
法
律
匕
毫
無
問
題
。
因
此
在
本
法
規
審

査

程

序

中
，
於
可
預
見
的
範
圍

内
，
已
爲
將
來
 

用
以
「
補
充
」
本
條
約

N

協
議
與
約
定
，
設
足
了
憲
法

J :
的

界

線

。

二
、
本
條
約
乃
置
身
於
槪
括
的
與
特
殊
的
法
律
關
係
之
中
，
這
此：一

法
律
關
係
在
法
律
卜
：的
評
惯
，
亦
應
予
以
重
視

 

:
特
別
明
顯
的
是
本
條
約
第
二
條
及
第
三
條
引
用
聯
合
國
憲
章
，

.M
且
第
九
條
規
足
，
「
經
由
本
條
約
」
簽
約
當
事
國

 

「
以
往
已
簽
訂
或
興
兩
.國
有
..關
之
.画
際
雙
邊
與
多
邊
條
約
或
協
定
之
效
力
，
不
受
影
響
」
；
其
中
最
主
要
的
乃
是
聯
邦



共
和
M
所
簽
盯
的
「
西
方
條
約
」
(
妄

e
s
t
v
e
r
t
r
d
g
e

 
) I
I
效
力
常
然
不
受
影
響
的
還
有
德
國
條
約
第
七
條
，
依
其
 

規
足
聯
邦
共
和
.國
與
一

II

個
佔
領
國
維
持
以
往
的
條
約
義
務
(
第
二
項
)
，
合
作
「
以
和
平
的
方
式
實
現
武
共
网
的

H
標
 

.
■
個
擁
有
與
聯
邦
共
和
_
類
似
之
B由
敁
主
憲
法
的
統
一
的
德
國
，
並
加
入
歐
洲
共

问
體J

 I

I

此
外
莫
斯
科
、
華
 

沙
條
約
以
及
將
德

M
作
一
整
體
的
四
強
協
足
，
還
有
譬
如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_
與
波
蘭
人
民
共
和
國
簽
訂
的
邊
界
與
友
 

好
條
約
中
關
於
德
作
一
整
體
)
之
部
分
。
本
條
約
第
九
條
之
意
義
，
在
簽
約
雙
方
的
書
信
交
換
中
也

淸
晰
可
見
， 

他
們
以
書
信
交
換
方
式
，
將
彼
此
向
法
國
、
英
國
、
朵
國
以
及
蘇
聯
大
使
館
提
出
備
忘
錄
之
內
容
，
知
會
釾
方
。
並

a
 

在

r

雙
方
就
柏
林
(
西

)
所

爲
之
聲
明
」
中

，
引
用
了

I

九
七

u

牛
九
月
三
日
四
強
協
定
中
關
於
柏
林
的
部
分
。

:二
、
基

於

以

上

說

明

可

知

，
在

政

治

討

論

中

所

使

用

的

形

式

「
.

兩
個
國
家
之
間
所
存
在
的
特
殊
關
係
」
以

及

「
本
 

條
約
具
有
與
此
種
特
殊
關
係
相
當
的
特
殊
性
格

J

,
具

有

何

種

重

要

的

意

義

：
德
意
志

W
主
共
和
國
乃
是
國
際
法
上
所

 

稱

的

M
家

C

 St
a
a
t

 )
，
並
以
此
成

爲

國
際
法

J:
的

權

利

主

體

。
此

項

確

認

，
與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作

M
際

法

t
承
 

認
德
意
志
比
+
共

和

國

是

二

囘

事

。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M
不
僅
從
未
正
式
表
示
此
極
鹿
認
，
相

反

的

一

再

明

示

拒

絕

。

如
果
我
們
稱
許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對
於
德
意
志
敁
主
共
和
國
推
動
和
解
政
策
的
行
爲
，
尤
其
是
簽
訂
本
條
約
作
爲
事

 

實
上
的
眾
認
，
則

此

稱

承

認

，
也
就
紙
能
作
爲
特
殊
#:
類
的
事
實
承
認
來
埋
解
。

本
條
約
的
特
質
，
在
於
它
雖
然
是
兩
個
國
家

(Z
w
e
i

 s
t
a
a
t
s

 
)
之
問
的
雙
邊
條
約
，

H

此
適
用
國
際
法
上

 

的
規
則
，
並
且
如
任
何
其
他
國
際
法

t

的
條
約

|

樣
具
冇
適
用
效
力
，
但
是
這
兩
個
國
家
，
乃
足
始
終
存
在
，
不
過
因
 

爲
未
能
軍
組
完
成
以
致
無
行

爲
能
力
的
完
整
德
國
(

G
e
s
a
m
t
d
£
t
s
c
h
l
a
n
d

 
)
連
同
其
一
統
的

la
民

(
e
i
n
h
e
m
i
c
h
e
s



二
二
八

S
t
a
a
t
s
v
o
l
k

 
)
的

|

部

分

，
至
於
如
何
確
足
該
&
7C
整

德

國

的

領

土

，
此
處
並
無
必
要
。
本
條
約
因
此
使
兩
個
國
家
彼

 

此
處
於
特
殊
的
法
律
密
切
M
係

N

中

；
也
因
此
正
確
導
出
條
約
第
八
條
之
規
定
，
依

此

規

足

*
兩
個
國
家
應
於
雙
方
政

 

府
所
在
地
互
派
常
設
代
表
，
而
非
大

使

；
更
因
此
而
有
特
殊
的
條
約
批
准
程
序
，
此
種
程
序
不
因
聯
邦
總
統
授
植
交
換

 

批
准
文
書
而
完
成
，
更

需

交

換

「
相
當
的
備
忘
錄J

，
其

中

有

~
份
乃
是
聯
邦
政
府
代
表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所
制
作

 

。
最
後
可
以
整
理
出
本
條
約
的
整
睹
傾
向
，
卽
以
超
越
彼
此
膻
界
，
以
改
善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關
係
爲
目
標
，
達
成
簽
約

 

當
事
.國
間
儘
量
緊
密
的
合
作
(
參
照
前
言
第
六
頊
，
條
約
第
七
條
及
附
加
紀
錄
)
。
附
加
S

第

I

點
中
.關
於
條
約
第

 

七
條
之
聲
明
，
及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之
間
的
貿
易
，
基
於
以
往
協
定
繼
續
發
展
，
也
有
助
於

 

S

 ,
簽
約
當
事
國
之
間
貿
易
，
經

雙

方

一

致

認

爲

並

非

貿

易

。
由
於
本
條
約
乃
是
規
定
「
政
治
實
體
間
之
關
係

 

」(
i
l
r
—
s
e
l
B
e
z
i
e
h
u
n
g
)

，
透
過
這
種
形
式
，
亦
有
助
於
澄
淸
本
條
約
之
特
殊
性
。
但
是
它
並
不
完
全
僅
規
定

 

此
種
關
係
，
因
此
不
致
落
於
一
般
的
國
際
法
秩
序
之
外
，
也
不
致
於
屬
於
一
植
特
殊
的
，
由
本
條
約
所
創
設
的
，
標
的

 

受
有
限
制
的
特
別
法
律
秩
序
。
後

I

種
解
榉
觀
之
於
條
約
第
二
條
及
第
三
條
Z
規
定
亦
無
法
成
立
，
因
其
就
簽
約
豳
之

 

間
的
關
係
，
鄭
重
而
明
白

03-
引
用
聯
合
國
憲
章
。
所
以
本
條
約
有
雙
重
性
格
；
依
其
種

類

而

言

，
乃
是
國
際
法
上
的
條

 

約

，
自
其
特
殊
的
內
容
而
言
，
則
主
要
是
規
定
政
治
實
膣
間
關
係
的
條
約
。
以
國
際
法
上
的
條
約
來
規
定
政
治
實
體
間

 

■之
關
係
，
在
本
案
情
形
，
卽
因
6
兀
整
徳
國
Z
解
醍
而
欠
缺
一
項
公
法
秩
序
時
，K

有

其

必

要

。
卽
使
在
聯
弗
共
和
國
內

 

，假
如
廉
法
欠
缺

I

項
相
當
的
規
定
，
則
各
邦
Z
間

的

軸

係

，
也
祇
有
依
據
國
際
法
上
的
規
則
決
定
之
(
參
照
國

 

事
法
院
關
於
德
意
志
帝
M

之
裁
判
，
拉
莫
氏
I
I
西

蒙

氏

，
第

一

册

*
第
一
七
八
頁
以
下
.，第
二
〇
七

頁

以

了

，以
及



依
據
基
本
法
2.
相
關
繼
續
發
展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輯
，
第

I

輯

，
第

十

四

頁

，
第

五

十I

頁

.，
第
三
十
四
輯
，
第

 

二
I

六

頁

，
第
二
三
〇
頁
以
下
)
。
所
以
認

爲

任

何

「
兩
個
國
家
模
式J

 
(
 2

w
e
〗
l
s
t
a
a
t
e
n

丨M
o
d
e
l
l

 
)
 Z
主
張

 

i

基
本
法
秩
序
不
符N

見

解

，
並

不

正

確

。

第
五
節

以
下
將
就
本
條
約
之
合
憲
審
査
逐I

說

明

：

一
、
如
上
所

述

，
基

本

法

中

統I

的

要

求

，
爲
所
有
國
家
機
關
運
作
的
自
由
，
設
定
了
憲
法
上
的
界
線
：
任
何
基

 

本
法
中
有
勘
於
徳
國
人
民
在
自
由
、
自

決

的

基

婵

上

統I

的
法
律
地
位
-
不
得
放

棄

。
另
一
方
面
任
何
與
基
本
法
不
符

 

，
而
且
可
能
阻
礙
聯
邦
政
府
追
求
統I

 N

努
力
的
法
律
工
具

(w
e
c
h
t
s
i
n
s
t
r
u
m
e
n
t

 
)
，
不
得
在
_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之
憲
法
機
關
參
與
之
情
形
下
探
行
之
。
就

此

而

言

，
則

聯

邦

政

府

關

於I

個
德
國
問
題
致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政
府

 

之
信
函
，
有
其
重
要
性
：
依
據
一
九
七
三
年
六
月
十
九
日
言
詞
辯
論
之
結
果
可
以
確
定
，
該

信

函
Z
重
要
部

分

，
於
協
_ 

商
過
程
完
成
前
已
經
公
布
，
並
且
該
信
函
在
條
約
卽
將
簽
署
前
，
已
送
達
簽
約
錄
方
。
信

函

中

堅

持

，
本
條
約
不
得
與

 

「
德
意
志
S

共
和
國
促
進
歐
洲
和
平
狀
態
，
而
德
國
人
民
於
此
狀
態
中
，
以

自

由

、
自

決

方

式

獲

致I

統
之
政
治
目

 

標

J

相

牴

觸

。

本
信
函
應
依
前
述
憲
法
狀
況
以
及
前
引N

德
國
條
約
第
七
條
之
條
約
義
務
加
以
理
解
。
該
信
函
僅
在
證
#
條
約
之

 

當
然
解
釋
：

I

三
九



-
四
o

條
約
前
言
中
規
定
.
.r

無
損
於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就
若
干
基
本
問
題
，
其
中
包
括
民
族

 

國
家
問
題
，
見
解
不
同J

。
所

謂

「
民
族
國
家
問
題
」
(—

o
n
a
l
e

 Fr
a
g
e

 

)
對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具
體
而
言

 

，
卽
是
基
本
法
所
規
定
的
統
一
要
求
，
其
目
的
在
於
「
維
護
德
國
人
民
國
家
的
完
整
」
。
由
此
觀
之
，
則
條
約
前
言
乃
 

是
用
來
解
样
整
個
條
約
的
重
要
參
#
^
件

：
它
與
基
本
法
規
定
的
統I

要
求
並
無
牴
觸
。
在
任
何
國
際
交
往
，
以
及
相
 

尉
於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時
，
聯
邦
政
府
並
未
因
沐
條
約
而
喪
失
以
往
要
求
透
過
德
國
人
民
自
由
、
自
決
途
徑
，
追
求
 

國
家
統
一
 
,
以
及
以
和
平
並
符
合
國
際
法
基
本
原
則
Z
方
式
，
將

統

一

作
爲
其
政
治
目
標
之
法
律
名
義
。
本
條
約
並
非
 

分
S

約

*
而
是
目
前
或
將
來
皆
不
排
除
，
聯
邦
政
府
隨
時
盡
其
所
能
，
追
求
德
菌
人
民
重
新
組
成
其I

統
之
國
家
之
 

條
約
。
它
可
能
是
一
段
長
遠
過
程
的
第I

步

，
它
首
先
結
束
了
一
段
國
際
法
上
熟
知
的
聯
邦
制
度
的
變
型
，
朝
實
現
德
 

國
人
擁
有I

個
國
家
的
統
一
目
探
，
及
重
新
組
成
德
國
的
大
方
向
，
邁
進
了
！
步

。

二
、
簽
約
雙
方
於
條
約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強
調
「
其
間
現
存
矗
界
於
目
前
及
將
來
Z
不
可
侵
犯
性
，
並
且
有
義
務
絕

 

衡
尊
重
彼
此
領
土
之
完
整J

。
所
謂
「
疆
界
」
有
不
同
的
法
律
性
質
：
行
政
通
界
、
國
際
疆
界
、
利
i

圍
的
疆
界
、
 

基
本
法
適
用
範
圃
N

a
界

，
以

I

九
三
七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
日
爲
準
之
德
意
志
帝
國N

!

疆
界
、
以
及
公
法
上
之
疆
界
丨

 

—
這
裏
又
必
須
區
分
包
含
整
M -
德
國N

疆
界
以
及
1
個
德
國
之
內
，
各
邦
國
間
之
通
界
i

—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境

 

內
各
邦
之
强
界
)
。
觀
諸
條
約
其
餘
部
分
之
內
容
<
(
第
一
條
、
第
二
條
、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
第
四
項
、
第
六
項
)
則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乃
指
公
法
上
的
S
界
而
言
，
無
糴
置
疑
。
關
於
承
認
兩
國N

間
的
界
線
爲
國
界
，
是
否
與
基
本
法
相
符
的

 

問
題
，
關
鍵
在
於
將
具
備
以
下
「
特
質
」
的
界
線
，
界
定
爲
國
界
..它
存
在
於
始
終
存
在
的
國
家r

完
整
德
國
」
的
基



礎
之
上
，
因
此
它
雖
然
是
國
界
，
可
是
類
似
於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境
內
各
0
間

Z

界

線

。
與
此
種
界
線
之
定
義
相
符

 

者

，
一
方
面
有
兩
國r

在
平
等
的
基
礎
上
彼
此
發
展
正
常
友
好
的
相
鄰
.關

係

」
之
約

定

(
條

約

第

I

條

)
；
兩
國
遵
守

 

聯
合
.國
憲
章
所
規
定
的r

所
有
_
家
主
'權
平
等
原
則
之
約
定
」

(
條

約

第

二

條

)
以
及
兩
國

n

共
同
出
發
點
爲
兩
國
主

 

權
之
行
使
，
限
於
兩
國
領
土
範
圍N

內

，
並
尊
重
彼
此
就
其
國
內
及
國
外
事
務N

獨
立
性
與
自
主
性
之
約
定
(
條
約
第

 

六

烽

)
。
另

一

方

面

，
這
種
對
條
約
第
三
蝾
第
二
項
有
關
國
界
的
定
義
，
也
尊
重
了
基
本
法
上
的
主
張
，
卽
民
族
國
家

 

問
題
—
1

也

就

是

德
_

人

追

求

國

家

統

I

的
要
求
^

不
予
討
論
。

.

條
約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雖
然
使
用r

強

調

」
這

二

個

字

-
但
不
能
因
而
導
出
，
此

處

僅

是

引

用

I

項
在
其
他
條
約
I

 

1

在

莫

斯

科

條

約

—i

中
已
訂
足
的
，
賦
予
此
植
界
線
國
界
性
質
的
條
文
，
所
以
本
條
約
規
定
不
具
備
任
何
創
設
性
的

 

意

義

。
我
們
可
以
用
條
約
多
次
承
認
及
保
證
此
項
界
線
爲
國
界
。
這
樣
做
具
有
法
律
上
的
意
義
，
因
爲
不
同
條
約
的
承

 

認

，
其
命
運
可
能
也
不
相
同
。
姑
且
不
論
莫
斯
科
條
約
中
相
當
的
規
定
具
備
何
種
法
律
意
義
，
可
以
確
足
的
是
本
條
約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包
含一

項
對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之
間
界
線
的
新
的
而
附
加
的
條
約
上
的
承
認

 

，
並
且
削
設
性
的
肯
足
此
項
界
線
，
它
依
前
述
疋
義
(
而
且
僅
得
依
此
種
足
義
〕
與
基
本
法
相
符
。

候
據
適
用
於
本
條
約
之
國
際
法
上
原
則
*
本
條
約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關
於
逼
界
之
存
在
與
發
展
之
約
定
，
並
不
排
除

 

將

來

以

合

意

修

改

之

，
'乃

屬

當

然

。

三

、
條
約
第
六
條
規
定
簽
約
雙
方
同
意
，
兩
國
之
共
同
基
本
出
發
點
，
爲
雨
國
主
楢
之
行
使
限
於
其
領
土
範
圍
Z
 

內

。
兩
國
*
重
彼
此
就
其
國
內
及
國
外
事
務
之
獨
立
性
與
自
主
性
。
同

様

的

，
這
項
約
足
也
只
有
基
於
以
下
解
棒
，
始

 

能
與
基
本
法
相
符
，
卽
對
於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而
言
，
本
條
約
之
基
礎
，
在
於
其
基
本
法
所
承
認
的
，
繼
續
存
在
的



I

四
二

德

超

爲I

個

國

家

，
因
此
雙
方
限
制
主
楢
的
行
使
於
其
領
土
範
圍
z

內

，
並
且
#
重
彼
此
就
其
國
內
及
國
外
事
務
之
«

立
性
興
自
主
性
，
皆

與

L

種
特
別
關
係
有
_關

，
在
這
種
關
係
中
，
兩
個
國
家
彼
此
處
於
完
整
德
國
Z
下
的
部
分M

家

(
 

T
e
i
l
s
t
a
a
t
s

〕
之
地
位
。

四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規
定
：

「
本
基
本
法
首
先
適
用
於
以
下
各
邦N

範
圍
…
…
對
於
德
國
其
他
部
分
於
其
加

 

入
後
生
效
Z
 =
」
顯
而
易
見
的
，
這

項

規

足

與

統

！
的
要
求
Z
間

，
存

在

著

I

種
內
在

的

關

聯

。
關
於
這
個
問
題
，
此

 

f

且

不

論

。
這
項
規
定
具
有
獨
特
的
意
義
，
並
且
因
其
內
容
特
殊
，
而
靥
於
能
代
表
基
本
法
特
質
的
核
心
條
文
之
一

 

。
這
個
條
文
說
明
t
我
們
必
須
認
知
i

志
f

共
和
國
在
領
土
上
並
不
完
整
。

l
fi
可

能

，
而

且

德

國

的

另I

部
分

 

準
備
加
入
.
(B

e
i
t
r
i
U

 
〕
時

，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卽
應
自
動
依
本
憲
法
2
規

足

，
採

取

I

切
相
關
之
必
要
行
爲
，
 

而
只
有
在
如
其
！̂

望

的

，
德

國

的

另
I

部
分
亦
歸
羈
於
它
時
，
始

爲

「
完

整

J

。
針
對
追
求
領
土
擴
增
而
言*

此
種

 

「
法
律
開
放

」(
r
e
c
h
u
i
c
h
e
s

 o
f
f
e
n
s
e
i
n
)

的

特

質

，
在

於

|

旦

德

國

的

另|

部
分
決
定
加
入
時
，
是
否
接
納

 

之
決
定
，
在
法
律
上
單
獨
由
聯
邦
共
和
國
爲N
。
所
以
本
嚴
規
定
，
乃
在
禁
止
聯
邦
共
和
國
政
府
依
條
約
而
陷
於
依
存

 

關

係

中

，
卽
在
法
律
上
並
非
單
獨
，
丽
是
必
須
取
得
條
豹
當
事
國
同
意
後
始
得
決
定
接
納
與
否
。
這
與
每
一
任
聯
邦
政

 

府

，
在
其
任
內
是
否
有
機
會
接
納
德
勵
的
另
一
部
分
，
須
視
已
組
成
國
家
的
德
國
另一

部

分

，
依

其
憲
法
規
定
，
是
否

 

已

提

供

「
接

納

」
的
前
提
要
件
而
定
的
政
治
與
事
實
上
的
無
法
單
獨
決
足
不
同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旣
未
因
政
治
的
發
展
而
過
時
，
也
不
因
爲
其
f

何
原
因
在
法
律
上
變
爲
不
合
時
宜=

它
的

 

效
力i !

兀
全
不
受
影
響
。

當

然

r

德
國
的
另
一
部
分
」
目
前
已
經
組
成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而
具

# '
國
家
的
形
式
。
因
此
唯
有
在
其
憲
法
容
'



許
的
方
式
下
，
始
得
麦
示
其
與
聯
邦
共
和
國
聯
合
(
其

「
加

入J

 
)
2
意

思

。
所

以

，
使
加
入
成
爲
事
實
的
前
提
要
件

 

，
在
於
德
蕙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國
內
法
所
規
定
的
程
序
，
爲
聯
邦
共
和
國
法
律
影
響
所
不
及
。
但
是
這
並
不
影
響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所
明
文
規
定
的
，
對

於

德

國

另I

部

分

的

加

入

，
保
持
開
放
態
度
的
義
務
。
就
這
一

點

而

言

，
條
約
未
作

 

任
商
改
變
。
換
句
話
說
：
條

約
中
規
足
，
接

納

德

國

另I

部
分
的
實
現
，
繫
於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之
法
律
意
思
，
不
 

外

乎

確

認I
項
當
德

國

的

另I

部
分
已
自
行
組
成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後
的
當
然
e

理

。
同

理

，
任
何
條
約
的
規
足
也

 

不
能
解
釋
爲
聯
邦
政
府
爲
實
現
其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規
定
的
義
務
所
作
的
準
備
(
卽

要

求

〕
，
乃
是
違
背
條
約
的
行

 

爲

。
接
納
德
_

的

另

|
部

分

於

|

個
自
由
的
德
國
豳
家
中
丨

—
自
法
律
上
而
言
，
卽
使
於
條
約
生
效

後

仍
然
可
能
！

 

乃
是
基
本
法
所
規
定
的
法
律
主
張
，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認
爲
，
統

I

只
有
在
將
來
組
成
一
個
共
產
德
國
的
前
提N

 

下
可
行
之
政
治
理
想
不
同
=

五

、
本
條
約
關
於
國
籍N

!

規
定
與
基
本
法
第
十
六
條
及
第一

 1

六
條K

!

關
係
如
下
：
聯
邦
共
和
國
已
將
下
列
聲
明

 

列
入
紀
錄
：r

關
於
_
籍

問

題

，
本
條
約
未
設
規
一
疋
D
」
雖
然
條
約
中
就
國
籍
問
題
未
設
規
定
，
但
是
並
不
能
排
險
條

 

約

本

身

-
對
於
基
本
法
第
十
六
條
及
第一

 1

六

條

第I

項
所
規
足
的
M
籍
是
否
發
生
影
響
，
以
及
這
些
影
響
中
，
那

I 

部
分
與
基
本
法
前
開
條
文
牴
觸
的
問
題
。

基
本
法
第
十
六
條
的
基
本
立
場
爲
「
德
國
_
籍

J
同
時
爲
德
蕙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鼬
籍
。
基

本

法

第I

 I

六

條

第

I 

項
亦
引
用
此
項
規
定
。
因
此
基
本
法
所
規
龙
的
德
國
M
民
不
僅
是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齙
民
。
對
於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而

言

，，任
何
德M

人N
!

國

籍

，
並
不
因
爲
其
他
國
家
之
剝
奪
而
喪
先
。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在
法
律
上
不
得
承
認
此



I

四
四

f

奪
行
為
；
它
對
於
s

共
和
國
而
言
不
發
生
效
力a

具
有
基
本
法
明
定
的
德
國
.國
籍
之
德
國
人
之
地
位
，
不
得
經
由
任
何
可
歸
責
於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之
措
施
，
加
 

以
削
弱
或
膨
縮
。
此

I

結
果
來
自
於
與
囪
民
之
法
律
地
位
相
關
聯
的
祖
_
保

護

義

務

。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是
-
任
何
德
囪

人

|

旦
處
於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國
家
秩
序
的
保
護
範
圍
之
內
-
-
-
只
要
他
沒
有
放
棄
！

卽

擁

有

-
項
依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豳
法
律
，
循
司
法
途
徑
主
張
其
灌
利
之
請
求
權
。
因
此
聯
邦
廉
法
法
院
曾
經
判
決
，
卽
使
針
對
—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
非

外

國

)
法
院
之
判
決
，
亦
有
公
共
秩
序
原
則

(o
r
d
r
e

 p
u
b
l
i
c

 
)
之
適

用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輯
第

 

十
一
輯
，
第

I

五
0
頁

，
第
一
六
〇
頁
以
下
)
。
其
他
相
關
情
形
於
此
不
加
贅
述
。
但
是
假
如
將
本
條
約
解
释
爲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_

之
國
民
.，
於
基
本
法
適
用
範
齒
內
，
不
得
認
爲
係
基
本
法
第
十
六
條
及
第一

 1

六

條

第I

項
規
定
之
德

 

國

人

，
則
本
條
約
顯
然
抵
觸
基
本
法
。
爲
使
本
條
約
合
憲
，
則
臞
解
棒
爲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
卽
使
於
本
條
約
生
效

 

後

，
對
於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而
言
，
並
未
變
成
外
國
。
本
條
約
需
要
進
一
步
解
釋
爲
丨
—

無
損
於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國
籍
法
中N

任
何
規
定
！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
對
於
任
何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處
於
P
M
共
和
國
及
其
憲
法
保

 

i

圍
內
之
國
民
，
依

據

基

本

法

第一
一

六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十
六
條
規
足
，
以
如
何
聯
邦
共
和
國
國
民
之
德
國
人
身
分

 

應

之

。
只
要
他
在
基
本
法
適
用
範
圍
之
內
，
便
亦
可
享
有
聯
邦
共
和
國
完
全
的
司
法
保
護
，
以

及

I

切
基
本
法
所
規

 

定
之
基
本
權
利N

保

陣

，
包
括
基
本
法
第
十
四
條
規
定
之
基
本
權
利
。
任
何
經
由
本
條
約
或
補
充
本
條
約
之
協
議
，
對

 

於
基
本
法
提
供
之
憲
法
保
護
所
爲
之
限
縮
，
皆

可

能

違

憲

。

六

、
街
於
紀
錄
摘
要
「
由
於
法
律
立
場
不
同
，
本
條
約
就
財
產
問
題
未
設
規
定J

之
解
釋
亦
同
。



七

、
 

綜
上
說
明
本
條
約N

特
質
可
知
，
本
條
約
興
基
本
法
課
以
聯
郭
政
府
對
於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十
六
條
第
一
頊
規

 

足
之
德
跑
人
提
供
保
護
與
養
育
之
義
務
，
.亦

無

不

符

。
聯
邦
政
府
如
以
往
一
樣
有
'權

，
於
基
本
法
適
用
範
圍
內
，
經
由

 

所
有
外
交
代
表
以
及
所
有
其
參
與
之
國
際
組
織
，
提

高

聲

調

、
運
用
影
鬱
力
、
保

障

德

菌

(D
e
u
t
s
c
h
e

 N
a
t
i
o
n

 
)
 

之
利
益
，
保
M
基

本

法

第I

百

十

六

條

第

~
項
規
足
之
德
國
人
，
並
且
對
任
何
向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公
務
單
位
諝
求

 

有
效
支
援
，
以
防
衞
其
權
利
，
尤
其
是
其
基
本
灌
利
Z
德

國

人

，
提

供

協

助

。
就

此

而

言

，
對
於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
無
論
目
前
或
將
來
，
在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阈
民
與
「
其
他
德
國
人
」
之

間

，
並
無
法
律
.上
之
不
同
。
本
條
約N

特
 

質

，
在
於
他
本
身
作
爲
一
項
「
基
本
條
約
」

，
在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發
生
法
律
上
特
殊
關
係

 

以

前

就

存

在

的

法

律

基

礎

丨

丨

消

滅

^J
Ji
無
法
組
織
e
&
7n
整

德

國

，
及
四
強
斜
於
維
S

此
德
國
完
整
Z
責
任
！

，
形

成

了

|

種
附
加
的
新
法
律
基
礎
，
比
兩
個
國
家
所
簽
訂
的
普
通
國
際
法
上
條
約
，
更
緊
密
的
使
德
國
(
 

D
s
t
s
c
s
a
n
d
)

之
中
的
兩
個
國
家
(s

t
a
a
t
e
n
)

彼

此

連

結

在f

起

。

八

、
 

本
條
約
並
未
改
變
柏
林
的
法
律
地
位
，
正
如
聯
邦
衆
議
院
、
聯
邦
參
議
院
及
聯
邦
政
府
、
聯
邦
共
和
國
中M

 

各
邦
及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
基
於
基
本
法
規
足
，

|
向

|

致
堅
持
之
立
場
，
基
本
法
賦
予
所
有
楙
邦
及
各
邦
e
憲
法
機
關

 

，
卽
使
於
未
來
，
亦
有
無
條
件
主
張
並
保
障
此
槿
法
律
地
位
Z
義

務

。
雙

方

就
柏
林
(
西
 >

所

爲M

聲

明

，
僅
得
作
與

 

此
相
關N

解
#
與

理

解

。

申

言

之

，
規
定
本
條
約
第
七
條
之
附
加
紀
錄
中
所
定
之
協
足
興
法
規
得
擴
張
適
用
於
柏
林
(
西

)
之
共
同
聲
明
第

 

I

項
中N

約

足

，
並
未
限
制
爲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爲
行
爲
Z
機
.關
的
基
本
法
上
義
務
，
卽
任
何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I

四
五



I

四
六

國
簽

rr
N
協
約
或
合
意
，
依
其
內
容
可
能
擴
張
適
用
於
柏
林
及
其
人
民
者
，
應
堅
持
擴
張
適
用
於
柏
林
，
並
且
僅
於
柏

 

林
及
其
人
民
e

法
律
地
位
，
相
與
於
其
在
基
本
i

用
範
圍
內

2:
現
行
法
律
地
位
！

除
在
柏
林
適
用
之
同
盟
國
保
留

條
款
以
及
須r

符

合

一

九

七

~
年
九
月
三
日
2
四
強
協
定
」

Z .
外

^
被

削

弱

時

，
始

得

簽

訂

之

。

同
理
適
用
於
第
二
項
e

約

定

。
依
該
約
足
，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派
駐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摑
之
常
設
代
表
，
將
代

 

表
柏
林
(
西

)
之

「
利

益

」
。

最
後
必
須
確
足
，
第
三
項
所
規
足
的
「
德
M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與
柏
林
邦
政
府
間
協
議
」
Z
可
能

性

，
並
未
使
柏
林

 

邦
免
於
尊
重
基
本
法
抶
序
之
義
務
。

九

、
以
上
關
於
本
條
約NI
解

釋

，
對
於
與
德
蕙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簽
訂
本
條
約
第
七
條
之
附
加
紀
錄
中
所
規
钜
的
，
 

以
及
其
他
爲
補
充
本
條
約
所
可
預
見
的
後
續
條
約
及
合
意
時
，
準

用

之

，
譬

如

：

1.
本
條
約
第
七
條
附
加
紀
錄
第
五
點
所
規
定
的
郵
電
協
足
，
不
得
限
縮
或
輕
忽
辑
—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或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豳
內
德
國
人N

秘
密
通
訊
自
由
之
保
陣
(
基

本

法

第

十

條

)
，
亦
不
得
包
含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所
未
現
足
的
，
 

對
意
見
及
賢
訊
交
換
自
由
所
爲
之
限
制
。
同
時
本
條
約
第
七
條
附
加
紀
錄
第I

點
所
稱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M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鲍
，
基
於
以
往
協
足
所
爲
之
貿
易
，
於
繼
續
發
展
過
程
中
-
不
得
改
變
爲
對
外
貿
易
；
換

言N

,
在

此

I

範
 

圍
內
不
得
約
定
關
税
界
線
。

2
關
於
節
目
不
受
國
家
管
制
的
電
視
及
廣
播
事
業
，
宓
須
澄
淸
一
點
，
卽
本
條
約
對
之
未
作
改
變
，
尤
其
是
本
條

 

約
對
於
以
相
當
的
法
律
或
行
政
措
施
，
限
制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所
不
歡
迎
的
節
目
，
未
設
任
何
法
律
基
礎
。
凡
是
以



往
在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囪
内
，
符

合

|
般
公
共
營
造
物
內
部
準
則

(a
n
s
t
a
l
t
s
e
i
g
e
n
e

 w
i
c
h
t
l
i
n
i
e
n

 
)
及
現
行
公

 

共
營
造
物
法
，
而
得
目
由
發
揮

2:
事

項

，
不
得
視
爲
與
本
條
約
不
符
；
更

正

確

的

是

，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不
得
參
與

 

任

何

I
項
可
能
限
制
文
敎
自
由
(F

r
e
i
h
e
i
t

 de
r

 An
s
t
a
l
t
s

 
)
之
合
約N

簽

訂

。
換
句
話
說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所

 

規
定
的
基
本
罹
利
，
卽
使
引
用
本
條
約
亦
不
得
加
以
限
制
。
臀
如
簽
約
他
方
主
張
某
項
節
目
因
爲
干
預
簽
紋
當
事
國
之

 

內
政
而

fe
觸
條
約
Z
內
容
與
精
神
，
爲
履
行
條
約
義
務
*
必
須
予
以
停
播
等
。

3.
 

尉
於
結
社N

基
本
楢
利
亦
同
。
社
團
之
組
織
，
在
遵
守
基
本
法
秩
序
Z
範

圍

內

，
不
得
因
本
條
約
之
對
方
不
輛

 

M
其
章
程
而
予
以
限
制
，
譬
如
本
條
約
當
事
囪
攻
擊
其
目
棟
及
文
宣
，
因
干
預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內
政
興
條
約
Z
內

 

S

精

神

不

符

，
而
要
求
予
以
禁
止
等
。

4.
 

同
理
本
條
約
不
得
理
解
爲
使
聯
邦
政
府
，
或
其
他
聯
邦
及
各
弗
之
機
關
，
免
除
廉
法
上
的
義
務
I

I

卽
使
公
衆

 

不

僅

了

解

兩

間

所

存

在

的

共

同

點

，
同
時
必
須
警
覺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之
間
生
活
與
法

 

律

秩

序

中

，
存
在
f

種
世
界
觀
的
、
政
治
的
及
社
會
的
差
異
=
任
何
以
聯
邦
政
府
抵
觸
條
約
Z
內
容
與
精
神
而
干
預

 

德
M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內
政
以
致
違
約
爲
理
由
*
限
制
聯
邦
政
府
自
由
及
其
依
憲
法
產
生
之
代
表
自
由
民
主
基
本
秩
序
利

 

益N

地

位
的
嘗
試
，
本
身
卽
構
成
違
約
。

5.
 

最
後
必
須
說
明
，
直
接
興
本
條
約
衡
突
者
，
乃
是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興
—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間
m

界
的
現
況

 

，
也
就
是
圍
牆
、
鐵

絲

網

、
死
亡
線
及
射
殺
命
令
。
就

此

而

言

，
本
條
約
乃
爲
聯
邦
政
府
實
現
其
基
本
法
規
足N

義
務

 

，
豳

I

抝
可
能
以
改
獒
或
排
除
此
毺
不
人
道
之
關
係
，
提

供

了

I
項
附
加
的
法
律
基
礎
。

一
四
七



-
四
八

第
六
節

t

爲
澄
淸
本
判
決
理
由
之
意
義
，
尙
須
作
以
下
補
充
說
明
：

I

、
以
上
理
由
，
乃
將
條
約
一
如
聯
邦
立
法
者
通
過
之
法
律
加
U
審

査

，
而
將
解
釋
條
約
之
特
殊
界
限
擱
置I

旁

 

。
其
理
由
可
藉
以
下
考
慮
加
以
說
明
：
所
有
關
於
本
條
約
合
憲
解
禪
的
說
明
，
可

以

歸

結

到I

項
基
本
見
解
的
差
異
—

 

條
約
本
身
於
前
言
中
對
之
B
有
明
文
規
定
丨
卽
簽
約
雙
方
同
意
，
彼

此

就r

國

家

問

題j

之
見
解
不
同
.，逐
字
而
言
卽

 

:r

不
排
除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就
若
干
原
則
性
問
題
，
其
中
包
括
國
家
問
題N

見

解

不

同

」
 

。
因

此

*
本
判
決
基
於
此
項
見
解
差
異
，
用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
依
基
本
法
規
足
必
須
主
張
Z
結
果
來
解
釋
條
約
，
 

於

本

案

情

形

，
乃
符
合
條
約
解
釋
之
特
殊
規
則
。

二

、
 

基
於
以
上
說
明
可
知
，
本
條
約
乃
是
一
個
預
足
必
須
補
充
之
條
約
。
它
在
法
律
上
的
重
要
性
，
不
僅
來
自
於

 

其

存
在
及
內
容
，
最
主
要
的
乃
是
作
爲
將
來
後
續
條
約

2:
框

架

。
所
有
判
決
理
由
中N

說

明

，
包
括
並
不
完
全
與
條
約

 

內
容
相
關K
!

部

分

，
皆
必
不
可
少
，
換

言M
，

卽
皆
爲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中
所
謂
支
持
裁
判
之
理
由

(di
e

 m
n
t

 

s
c
h
e
i
d
n
n
g
.

 tr
a
g
e
n
d
e
n

 G
r
i
i
n
d
e

 

)
的
一
 部

分

。

三

、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於
本
條
約
生
效
(一

九
七
三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
z

前

，
B
完
全
知
悉
繫
屬
於
本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Z
訴
訟
程
序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之
權
限
、
^

政
府
及
所
有
聯
邦
及
各
邦
之
憲
法
機
關
、
法
院
及
官
署
皆
受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Z
拘

束

，
知
悉
聯
0
政
府
於
立
法
程
序
中
所
作
的
法
律
陳
述
I

本
質
上
與
經
由
本
判
決
而
成
爲
有



拘
束
力
之
法
律
見
解
並
無
牴
觸
，
知
悉
所
有
公
布
於
聯
邦
公
報
上
之
條
約
法
內
容
，
包
含
於
條
約
條
文
化
階
段
已
公
布

 

之
M
於

一

惘
德
國
之
信
函
，
並
且
經
由
聯
邦
政
府
！

他
方
並
未
異
議
丨
丨
反
覆
指
明
，
聯
邦
政
府
僅
於
本
條
約
與
基

 

本
法
相
符
之
情
形
下
始
得
簽

IJ
Z

。
此
種
情
勢
卽
使
於
國
際
法
爭
議
中
亦
屬
妥
適
，
尤
其
是
對
必
須
依
基
本
法
解
釋
條

 

約
之
簽
約
當
事
國
而
言
。
並
且
符
合
普
通
.國
際
習
慣
法
上
2
法

則

，
該
法
則
於
發
生
條
約
依
某
種
特
定
之
解
釋
與
內
國

 

憲
法
牴
觸
，
篷

約M
!

方
是
否
得
例
外
請
求
他
方
能
夠
、
並
且
必
須
承
認
此I

事
實
之
國
際
實
務
中
.，
有

其

重

要

性

。

第
七
節

本
判
決
經
一
致
通
過
。



關
於
「聯
邦
政
府
公
關
文
宣
品
在
選
舉
中
之
界
限
」之
判
決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四
十
四

辑

第
一
百
二
十
五
頁
至
第
一
百
九
十
七
頁

譯
者
：
黄
俊
杰

判
決
要
旨

L
根
據
憲
法
，
國
家
機
關

：
小
得
在
選
擧
中
藉

m
其
職
務
作
用
把

B
己
與
某
政
黛
或
候
選
人
加
以

冋
一
化
來
投
入
國

 

家
資
金
去
支
持
或
反
對
，
尤
其
是
不
得
.特
別
經

m
宣
傳
來
影
#
選
舉
人
之
決
定
。

2.
 

在
職
務
上
現
有
的
聯
邦
政
府
，
作

爲
憲
法
機
關
於
競
選
中
似
乎
採
取
重
新
當
選
之
態
度
，
且

爲

其
"
再
獲
選
成
 

爲
執
政
者
"
做
宣
傳
，
此
係
與
聯
弗
衆
議
院
及
聯
邦
政
府
僅
有
一
個
暫
時
受
限
制
之
委
託
的
憲
法
原
則
互
不
相
容
的
。

3.
 當
_
家
機
關
在
兢
選
中
，
本
身

爲
有
利
於

K
而
加
負
擔
於
架
政
餹
或
候
選
人
，
則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之
權
利
將
受

4.
 

也
不
允
許
*
闕
家
機
關
在
遘
會
選
擧
中
以
公
關
文
宣
工
作
方
式
來
對
政
黨
冇
所
偏
袒
影
響
=
政
府
之
公
關
文
宣

 

H

作
在
選
擧
宣
傳
上
係
有
其
界
限
。

5.
 

旣
不
允
許
聯
弗
之
憲
法
機
關

爲
了
選
擧
迕
各
邦
中
，
亦
不
允
許
各
邦
之
憲
法
機
關

爲
了
被
選
擧
至
聯
邦
衆
議
院

 

，
而
於
競
選
中
作
政
黨
偏
袒
之
影
*

。



6.
1
個
印
刷
品
或
廣
告
之
提
供
消
息
的
內
容
若
不
及
於
其
廣
告
式
大
標
題
之
後
，
其
可
能
是
一
個
逾
越
禁
止
憲
法
 

機
關
經
由
公
關
5

曰
一
品
介
入
界
限
的
表
徵
。

X
此

外

，
在

接

近

競

選

時

，
若

憲

法

機

關

之

公

開H

作

不

斷

增

加

，
此

係

逾

越

禁

止

親

選

宣

傳

界

限

之

表

徵

，
此

 

s

不

僅

顯

示

在

其

以

極

大

數

目

之

個

別

措

施

增

加

，
而

且

缺

乏

急

切

理

由

，
來

證

明

有

此

必

要

來

作

此

範

圍

及

之

國

 

家

資

金

之

投

入

。

8.
 

基
於
聯
邦
政
府
須
放
棄
在
選
舉
中
對
某
一
政
黨
偏
相
影
響
之
義
務
，
產
生
選
前
最
大
克
制
之
要
求
。
而
且
禁
止
 

以
任
何
預
算
資
金
來
從
事
所
謂
工
作
，
成
就
及
結
果
報
告
之
公
關
文
宣
品
。

9.
 

對
此
，
聯
邦
政
府
必
須
採
取
預
防
措
施
，
卽
由
其
爲
公
開H

作
目
的
所
製
造
之
印
刷
品
不
被
政
黨
本
身
或
其
他
 

在
選
舉
時
其
所
支
持
之
組
織
或
團
疆
用
於
選
舉
宣
傳
。

第
二
庭
基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九
月
九
日
之W

E

謹

’
在

I

九

七

七

年

三

月

二

日

窺

裂

：

_
訟
程
序
係
關
於
請
求
蠢
府
以
金
執
政
黨
(

S
F
D

及F
D
F
)

，
以

及

蟹

歲

一

系

列

之

官

渾

 

蜃

、
S

、
折
頁
等
1
籰

反

_

_

廿

蠢

二

項

1

1

1

項
規
定
’
霧

人

：
簾

民

主

聯

盟

(C
D
U

 

)
，
波

昂

，
代

理

 

主

 

秘

書

長

 

K
o
n
r
a
d
—
A
d
e
n
a
u
e
r
—
w
a
ll

s

 

:

#

#

0

r
,

 He
r
m
a
n
n

 Ma
a
s

 S
S
, .^

1

 

B
o
n
n
I
B
a
d

 Go
d
e
s
b
e
r
g
,
s
c
h
u
b
e
r
t
r
4

e

 1
2
,

聲
請
相
對
人
：
聯

邦

政

府

、
代
理
經
由
波
昂
聯
邦
總
理
局
之
聯

 

邦

總

理

授

權.•
律

師D
r
.

 K

目

r
a
d

 R
e
d
e
k
e
r
,

地

址B
o
n
n
、

O
x
f
o
r
d
s
t
r
a
/3e

 2
4

 〇

判
決
主
文
：

聯
§

府

在

一

九

七

六

年

十

月

三

日

勒

邦

衆

議

院

選

舉

之

前

經

由

廣

告

系

列

、
附

頁

及

其

他

宣

傳

刊

物

干

涉

選

舉



，
且
就
此
沒
有
採
取
預
防
措
施
，
卽
由
其
爲
公
關
文
宣
目
的
從
預
算
經
費
投
入
所
製
造
印
刷
品
大
部
分
讓
政
府
之
主
要

的
政
黨
用
來
作

爲
附
加
之
競
選
材
料
，
係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廿
條
第

I

項
及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及
在
選
擧
時
之
機
會

平
等
原
 

則
(
基
本
法
第
廿
一
條
第
一
項
，
第
卅
八
條
第

I

項

)
。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B

g
d
e
s
r
e
p
u
b
l
i
k

 

D
e
u
t
s
c
h
l
a
n
d

 

〕
應
償

is
聲
諝
人
必
要
之
費
用
。

判
決
理

m

:A

、

訴
訟
標
的
是
此
問
題
，
卽
是
否
聯
邦
政
府
經
由
其
稱

爲
公
M

文
宣
品
之
措
施
千
涉

I

九
七
六
年
聯
邦
衆
議
院
競
選

且
因
此
損
害
或
直
接
危
及
聲
請
人
在
基
本
法
所
賦
予
之
權
利
。

T
X
 

^

1.
聯
邦
政
府
從
一
九
七
六
年
五
月
至
一
九
七
六
年
十
月
三
日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擧
時
在
報
紙
及
期
刊
雜
誌
用
預
算
經

 

費
出
版
系
列
廣
告
。

在
聯
邦
十
個
大
型
報
紙
中
，
従
一
九
七
六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至|

九
七
六
年
六
月

iff
日
刊
載
了
許
多
大
型
廣
告
，
其
 

中
強
調
f
t聯
弗
政
府
在I

切
主
要
區
域
所
實
現
之
成
就
(
例
如
：
經
濟
、
交
通
及
農
業
政
策
，
敎
育
設
施
)
。
這
些
廣
 

告
結
論
總
是
：
"
截
至
目
前
：
我
們
正
朝
向
正
確
遒
路
，
成
就
迺
得
信
賴
，
我
們
保
障
未
來
。
"
在
明
鏡
(D

e
r
.

 

cripiegel

 

新
聞
周
刊
中
，
聯
邦
政
府
從I

九
七
六
年
五
月
廿
四
日
至
一
九
七
六
年
七
月
廿
六
日
毎
周
發
表
一
個
廣

 

告
總
是
三
至
五
個
版
面=

在
一
個
若
大
的
印
刷
標
題
(
例
如
：
"
此
政
府
帶
給
您
n

，
總
而
言
之
，
較
多
自
由
"
)
下



;

聯
0
政
府
之
成
就
在
許
多
標
語
式
資
料
之
引
證
下
，
而
且
在
指
示
出
窀
無
根
據
之
反
對m

之
悲
m
氣
氛
下
被
強
調
著
。

在

"
多

彩

(
D
i
e

 

B
u
n
t
e

 

)

"
期

刊

上

，
從

|

九
七
六
年
五
月
卄
六
日
至
一
九
七
六
年
七

>i
卄
九
日
止
，
以
系

 

列

"
關
於
德

3

之
五
十
個
事

贲

眞
相
"

爲

名

，
每
周
總
是
有
五
頁
整
版
聯
邦
政
府
之
廣
告
被
刊
截
著
，

毎
頁
包
括
在
大

 

印
刷
字
皚
往
往
僅
由

一

句
組
成
發
表
的
兒
解
，
且
就
此
丨

i
小

印

刷

的

‘丨

1I

個
簡
短
的
論
證
(
例
如
：
〃
在
德
國
蜇

 

罪
犯
特
別
嚴
重
，
花
德
國
嚴
重
的
犯
罪
行

爲

大
約
有
九
十
八
％
的
比
例
"
或
者
：
〃
家
庭
主
婦
目
前
也
可
能
有
年
金
保

 

險

，
此
事
在
一
九
七
二
年
由
法
律
明
定
"
)
。

廣
播
及
電
視
雜
誌
在
一
九
七
六
年
七
月
刊
行
廣
告
，
其
中
聯
邦
政
府
關
於
年
金
立
法
範
圍
之
成
就
被
強
調
。
這
此
一
： 

廣
告
結
論
：
"
成
就
獲
得
信
賴
，
我
們
保
障
德
K
未

來

。
"

在
十
四
個
雜
誌
中
聯
邦
政
府
從
~
九

七

六

年

八

月

至

一

九

七

六

年

九

月

十

□
發
表
一
個
關
於
婚
姻
法
改
革
之

 

內
容
及
其
影
響
的
新
聞
廣
告
。

2.
聯

邦

政

府

在

__
九

七

六

年

，
同

様

也

在

公

關

文

宣

品

範

阐

內

，
用

不

同

內

容

及

：个

同

目

標

方

向

發

行

關

於

新

聞

 

及

情

報

局
及
各
別
部
的
«

、
小

册

子

、
附

在

書

件

中

的

折

頁

件

及

相

類

似

的

出

版

品

(
例

如

：
政

府

工
作
之
結
算
描
述

 

;
如

雪

1餐

圖

之

服

務

性

刊

物

，
，
麗

總

理

及

麗

部

長

裹

話

；
法

律

及

壽

說

明

■

 i

n

及

計

劃
Y

數

量

鐘

|

百
§

.

迓
些
出
版
品
大
部
分
讓
執
政
黧
，
德
意
志
社
會
民
主
黨
(

S
F

B
〕

及
自
由
民
主
璨

c

 F
D
P

 
)
，
及
其

隷
屬
機
 

構
去
散
發
。
在
廿

P

種
由
新
聞
及
單
位
從

I

九
七
六
年

I

月

l
fj
至

|

九
七
六
年
七
月
廿
六
曰
所
發
行
總
數
超
過
六

 

W
萬
册
之
印
刷
品
中
有

5
9
.
5

%

發
給
執
政
斌

S
F

D

及

F
D

P
，
且
僅

0
.
2
6

 
%
是
發
給
德
意
志
基
督
民
主
聯
盟
(



一
五
四

0
 D
 U

 )
及
在
拜
揚
邦
之
基
督
社
會
聯
盟
(

C

 S

 U

 )
。

n

、

L
德
意
志
基
督
民
主
聯
盟

it
求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七
月
廿
；

一一
日
在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接
受
，
以
基
本
法
第
九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

句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五
款
，
第

六

三

條

以

下

爲

依

據

，
對
聯
邦
政
府
提
起
訴
訟
，
聯
弗
憲

 

法
法
院
要

査

明
：

聯
邦
政
府
過
度
以
金
錢
價

値
之
給
付
在
執
政
黨

S

 P

 

D

及

F
tJ
F
上
以
及
以
系
列
宣
傳
廣
告
-
附

件

、
折
頁
等
， 

係
逋
反
基
本
法
第
廿

I

條

第

I
項
1
第
廿
條
笫
二
項
。

聲
誼
人
在
準
備

S
狀
建
議
且
在

I

九
七
六
年
九
月
九

R
之
言
詞
審
理
中
扼
要
如
下
說
明
..

a)
聯
邦
政
府
以
廣
告
、
報
紙
附
件
、
折
頁
等
不
受
允
許
之
個
別
官
：傳
的
出
版
不
斷
且
強
烈
地
違
反
對
所
有
a
家
 

機

IMI
及
由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所
確
認
具
有
拘
束
力
的
禁
令
，
影
轉
人
民
之
意
見
及
怠
志
形
成
基
本
上
的
國
家
S
由
過
程-

 

並
II
因
此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廿
條
第
二
項
，
第

廿I
條

。
經
由
選
擧
以
參
與
人
掉
之
意
志
形
成
，
依
照
基
本
法
笫
卄
一
蜷

 

足
政
黨
的
事
，
而
非
政
府
的
事
。

此

以

約

I

千
萬
德
國
馬
克
之
開
支
出
版
之
廣
告
系
列
被
充
當
客
觀
報

绰
係
比
"
選
擧
宣
傳
〃
少
得
多

。
其
已
確
確
 

不
得
再
被
作

爲
機
關
之
公
關
文
宜
舶
來
被
正
當
化
。
這
由
其
內
容
及
外
觀
可
得
知
。
部
分
典
係
缺
少
任
何
消
息

惯
値

且

 

包
含
純
粹
的
選
擧
宣
傳
，
部
分
地
此
類
被
提
供
的
消
息
明
齙
係

爲
了
"
社
會
民
主
與
自
由
民
主
之
政
策
"
之
宣
傳
而

爲



聯
邦
政
府
尤
其
以
廣
告
系
列
，
且
亦
以
其
他
出
版
品
(
例
如
一
個
附
在
書
刊
中
的
折
頁
件
W
成
就
獲
得
信
賴
I

I

 

在
七
年
社
會
自
由
主
義
政
府
之
後
的
結
算*

)

目

的

在

於I

九
七
六
年
十
月
三
日
人
民
之
選
舉
決
定
。
這
由
此
類
出
版

 

品

之

時

間

、
範

圍

、
目

的

、
內

容

、
語
調
及
外
觀
可
得
知
。
但
這
不
是
政
府
在
競
選
中
爲
了
他
、的
職
務
留
住
去
宣
傳
的

 

事

〇

W
進

一

歩

言

之

，
聯
邦
政
府
藉
此
侵
犯
聲
請
人
機
會
平
等
參
與
人
民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之
權
利
(
基

本

法

第

廿I 

條

第

一

項

)
，
蓋
其
提
供
執
政
黛S

 F

 

D

及

F

 

D

 

P

大

規

模

金

銨

價

値

之

，
卽
其
從
預
算
經
費
過
度
提
供
作
爲
宣

 

傳
資
料
使
用
且
供
給
政
黨
單
方
及
附
加
之
選
舉
協
助
。
對
此
取
決
於
政
黨
所
支
配
提
供
之
出
版
品
的
內
容
不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此
原
因
在
於
事
物
之
本
質
，
卽

政

府

之

毎

一

 
W
公
關
文
宣
品*

有
宣
傳
的
影
響
且
改
善
政
府
主
要
政
黨
的
選
擧

 

機

會

。
但
因
爲
政
府
出
版
品
之
特
性
係
爲
了
轉
讓
給
政
府
主
要
政
黨
投
入
在
競
選
中
免
費
之
目
的
，
係

不

受

允

許

的

。
 

無
論
如
何
這
些
政
黨
對
選
民
利
益
中
占
有
優
勢0

如
所
謂
之
V
總

理

紅

利

(K
a
n
z
l
e
r
b
o
n
u
s

 
)
 W
 
)
。
由
於
掌
有
政

 

府
機
關
及
作
爲
執
政
黨
代
表
人
有
自
我
表
現
之
廣
泛
可
能
性
.使
執
政
黨
派

競

選

中

有

進|

步

的

優

勢

。
就

此

，
各
反
對

 

黨
須
加
以
接
受
。
憲
法
不
要
求
，
執
政
黨
的
此
類
自
然
後
勢
被
平
均
。
但
國
家
不
得
對
旣
有
之
不
平
等
，
經
由
政
府
職

 

掌
的
消
息
資
料
的
免
費
讓
與
使
執
政
黨
實
際
得
以
其
得
到
資
t

作

之

加

^
5

。

可能
是細
節上
此界 

限
有
時
難
以
劃
定
。
然
而
本
案
在
政
府*

公
關
文
宣
品*
與
政
黨
宣

傳

之

間

有|

個

組
織
上
經
周
密
籌
劃
，
實
際
上
經

 

設

計

，
時
間
衡
接
之
合
作
，
於
此
由
國
家
投
入
之
金
錢
比
競
選
費
用
還
高
.，
於
此
從
數
量
上
變
爲
法
律
上
有
關
的
性
質



一
五
六

S
F

 D

在
其
小
册
子*

政
黨H

作
丨
丨
組
織*

及

V
政
黨H

作
I

競

選

"

，
以
及
在
政
黨
內
部
資
訊
，
在
通
知

 

及
其
他
方
式
對
其
各
地
分
支
機
構
指
出
在
何
處
，
以
及
何
範
圍
內
由
聯
邦
新
聞
局
及
各
相
關
部
會
可
以
無
償
的
取
得
這

 

鉴

資

料

，
以
及
此
類
資
輯
在
競
選
如
何
被
使
用*

例

如

在*

政

黨H

作
I

競

選

"
手

册

中

，S

 P

 

D

地
區
黨
部
聯
合

 

會

(O
r
t
s
v
e
r
e
m
e

 )
被

要

求

，
探
用
及
提
供
各
部
會
的
小
册
子
，
以
便
通
知
選
民*

S

 F
D

政
策
係
爲
國
民
利
益
而

 

作

*

 0此
出
版
品
是
最
大
置
的
且
大
範
圍
的
被
供
M
給

S

 P

 

D

之
隸
屬
機
構
。
此

外S

 P

 

D

政
黨
中
央
委
員
中
之
展
覽
組

 

S

極
大
數
量
之
此
類
出
版
品
*
其
係
爲
了
在
博
覽
會
及
展
覽
會
散
佈
。
爲
了
三
個
資
料
展
覽
台
於
三
個
城
市
中
僅
小

 

册
子
就
有
總
計
十
二
萬
份
被
供
應
。

在
選
舉
區
中
政
府
出
版
品
被
S

*XI
D
之
聯
邦
衆
議
院
候
選
人
在
地
區
性
政
黨
組
織
例
如
以
此
印
刷
字
樣
"
經
由
S 

d

 «
遞

交

…
…
其
在
選
區
之
聯
邦
衆
議
院
候
選
人
…
…

"
被
分
發

及

寄

送

。S

 P

 

D

所

屬
聯
邦
部
長
以
同
樣
方
式
使
用

 

聯
邦
政
府
之
官
方
出
版
資
料
。

0
聲
請
人
堅
持
，
聯
邦
政
府
提
供
資
金
爲
其
W
公
關
文
宣
品
W
不
僅
從
預
算
之5

3
1
S

3

條

款t

國
內
公
關
文

 

f

 

*

 (
政
府
X
作
之
自

我

描

述

)
——

在
一
九
七
六
會
計
年
度
大
約
五
千
六
百
萬
德
國
馬
克-

^
丨
而
且
甚
至
大
範
圍

 

勤
用
I

掩
飾
的
—
丨
僅
預
定
爲
專
業
文
件
之
預
算
款
項
。
如

此

例

如一

個
由
聯
邦
財
政
部
所
提
出
的
文
宣
品
w
«

務

 

是
合
情
合
理
的
嗎
？
如
同
信
用
政
策
帶
給
人
民
利
益*

是
從
個
別
計
劃3

2

 
(
聯

邦

債

務

〕
經

費

〇

 

3

條

款

5
4
S

1
被

 

支

付

〇



聲

請

人

估

計

在一

九
七
六
會
計
年
度
爲
所
謂
之
公
關
文
宣
品
所
支
付
大
約
一
億
德
國
馬
克
之
金
錢
，
此
尙
未
包
栝

 

個

人

、
事
務
及
旅
行
a

費

用

。

2.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有
給
依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六
五
條
第
二
項
上
述
的
憲
法
機
關
陳
述
意
見
之
機
會
。
聯
邦
總

 

統

、
聯
邦
衆
議
脘
及
聯
邦
參
議
院
未
表
示
任
何
意
見
。

3.
 

作
爲
聲
請
相
對
人
之
聯
邦
政
府
建
議
，
將
德
意
志
基
督
民
主
聯
盟
之
聲
i

囘

。

其
認
爲
此
聲
請
是
許
可
的
，
但
係
無
理
由
並

11
明

如

次

：

a)
其
如
上
傳
遞
資
訊
(
料

)
之H

作

，
儘
管
被
聲
請
人
所
指
摘
，
旣
不
違
反
從
人
民
至
國
家
機
關
基
本
上
國
家

 

自
由
及
公
開
意
見
及
意
志
形
成
之
憲
法
要
求
，
亦
不
違
反
政
黨
之
機
會
平
等
原
則
。

聲
請
人
對
於
聯
邦
政
府
在
人
民
意
見
及
意
志
形
成
過
程N

傳
遞
資
訊H

作
之
憲
法
及
憲
法
政
策
上
的
意
義
認
識
有

 

錯

誤

，
而
且
其
所
爲
對
被
其
指
摘
之
措
施
的
細
節
評
僙
亦
屬
錯
誤
的
結
論
。

由
基
本
法
賦
予
政
黨
在
人
民
意
志
形
成
之
特
別
势
能
，
不
可
能
得
出
政
府
對
意
志
形
成
過
程
之
一
切
影
響
措
施
均

止

。
其

，
甚
至
如
同
其
他
國
家
機
關
，
必
須
得
到
一
定
的
對
人
民
溝
通
的
行
爲
空
間
，
而
且
獨
立
於
其
是
否
對
人

 

民
意
見
或
M
志
形
成
過
程
之
完
成
有
無
影
響
。
這
屬
於
憲
法
上
政
莳
之
必
要
職
責
，
其
單
獨
或
在
其
他
國
家
機
.關
之
共

 

同
參
與
的
當
前
措
施
，
就
例
如
其
動
機
，
必
要
性
以
及
結
果
，
向

人

民

說

明

，
使
人
民
對
將
來
的
必
要
挂
有
所
準
備
且

 

對
其
自
己
過
去
行
爲
加
以
評
定
。
此

外

，
政
府
的
職
責
在
於
使
其
行
爲
讓
居
民
對
全
部
關
聯
有
所
瞭
解
且
加
以

&|
明

。

固
然
政
府
之
資
訊
工
作
設
有
法
定
界
限
。
此
界
限
是
由
政
府
文
宣
活
動
之
依
其
憲
法
秩
序
相
符
的
任
務
而
導
出
。



-
五
八

此
機
關
關
聯
牲
決
定
內
容
、
作

風

、
方
向
且
可
能
甚
至
文
宣
活
動
之
範
圍
。I

個
公
騮
文
宣H

作

，
在
放
棄
對
過
去
盼

 

、
現
在
的
或
將
來
的
政
府
政
策
的
主
題
之
下
完
全
是
操
縱
的
或
情
緒
的
，
而
且
旨
在
排
除
其
他
文
宣
於
意
見
市
場
之
外

 

，
僅
從
事
自
己
之
宣
傳
，
將
旣
不
被
認
爲
是
實
際
上
任
務
之
文
宣
，
亦
不
能
從
民
主
原
則
且
或
法
治
與
社
會
國
家
衡
量

 

予
以
正
當
化
。
然
而
此
並
不
意
味
著
，
政
府
被
在
其
文
宣
任
務
之
執
行
時
須
放
棄
正
當
及
有
效
達
到
通
訊
掛
施
及
方
法

 

。
■如

此

以

觀

，
例
如
在
對
出
版
品
評
價
時
必
須
潁
及
到
：
人
民
之
理
解
能
力
及
同
意
程
度
是
完
全
不
相
同
的
。
按
考
廉

 

收

件

人

階

層

，
聯
邦
政
府
不
是
必
須
是
訴
諸
理
智
就
是
必
須
使
用
極
精
確
具
有
提
示
語
性
！̂
的

方

法

。

聯
邦
政
府
亦
不
被
強
迫
，
放

棄

其

文

宣

活

動

，
當
而
且
只
要
此
文
宣
必
然
地
，
經
由
反
射
地
對
執
政
黨
派
們
有
利

畤

。
最

後

，
文
宣
活
動
甚
至
在
時
間
上
而
言
亦
不
受
限
制
。
就
通
知
人
民
有
關
政
府
之
政
策
、
措
施
與
計
劃
以
及
依
其

 

觀
點
未
來
將
解
決
之
問
題
，
其
旣
非
在
基
本
法
內
亦
非
在
其
他
法
規
規
定
中
存
有
任
何
一
個
對
選
畢
時
間
限
制
或
完
全

 

文
宣
工
作
之
要
求
。
政
府
經
由
其
公
關
文
宣
X
作
沒
有
在
經
營
任
何
宣
傳
。
所
以
文
宣
活
動
不
可
能
被
挪
到
憲
法

 

的
危
險
領
域
附
近
，
因
爲
聯
邦
政
府
之
意
見
發
表
及
聯
邦
政
府
之
評
價
是
與
文
宣
S

在

~
塊

的

。
侷
限
於
單
純
的
事

 

實
陳
述
是
不
可
能
的
。
去
說
明
政
府
之
權
利
與
義
務
、
目
的
及H

作
並
且
透
過
解
释
來
支
持
其
政
策
，
沒
有
評
價
及
意

 

見
發
表
是
不
可
想
嫌
盼
。

政
府
之
公
開H

作
藉
由
實
際
之
文
宣
提
供
而
突
顯
政
府
機
關
活
動
i

及

之

內

容

。
於
此
任
何
操
縱
的
假
像
以
及

 

言
論
迄
今
爲
止
均
被
避
免
，
蓋
其
可
能
影
铸
人
民
之
情
緒
。



、 

切
政
府
亦
無
侵
犯
聲
請
人
參
與
人
民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之
機
會
平
等
權
利
。

聯
邦
政
府
反
較
，
否
認
其
資
訊
活
動
有
關
之
內
容
、
目
標
及
種
類
是
與
執
政
黨
先
有
約
定
或
取
得
一
致
協
議
。
出

 

版
品
之
製
造
與
推
銷
沒
有
理
由
加
以
指
責
。
出
版
品
由
各
主
管
單
位
在
自
己
責
任
範
圍
內
依
實
際
之
赵
要
性
及
公
關
文

 

宣
品
之
必
要
加
以
草
擬
及
分
配
。
在
出
版
品
生
產
期
間
或
直
接
在
此
之
後
，

！
般

而

言

*
其
出
版
已
受
公
開
熟
識
。
此

 

係
經
由
廣
告
提
示
或
在
報
刊
、
無
線
電
廣
播
或
電
視
出
現
。
此
外
實
際
上
德，1

聯
邦
衆
議
院
的
所
有
黨
團
均
曾
被
建
議

 

，
爲
其
文
宣
工
作
要
有
效
利
用
出
版
品
。
爲
了
所
有
在
德
國
聯
邦
衆
議
院
代
表
之
政
黨
就
此
文
宣
機
會
I

在
現
有
版

 

次
範
圍
內
i

均
可
以
以
相
同
的
方
法
得
到
。
至
於
其
是
否
使
用
政
府
之
情
報
燹
料
，
必

須

讓

人

民

、
團
體
及
政
抬
社

 

團
加
以
自
由
判
斷
。

聯
邦
政
府
就
政
黨
是
否
及
如
何
使
用
政
府
出
版
品
沒
有
影K

力

。
正
如
同
政
府
有
權
將
執
政
黨
派
之
目
標
與
理
念

 

作
爲

自

己

所

有

，
執
政
黨
派
們
也
可
以
將
政
府
之
行
動
與
計
劃
作
爲
政
黨
所
有
事
加
以
運
作
；
這

是

合

法

的

。
甚
至
可

 

以
說
此
在
文
宣
工
作
範
圍
內
所
出
阪
之
報
紙
廣
告
是
完
全
獨
立
於r

切
政
黨
宣
傳
活
動
之
外
，
而

被

計

劃

及

出

版

。

句
聲
請
相
對
人
(
按

：
卽

被

告

)
對
於
文
宣

h

作
之
支
出
額
度
提
出
如
下
說
明

去
年
聯
邦
政
府
爲
文
宣
工
作
支
出
平
均
固
然
是
升
高
。
然
而
分
析
指
出
-
在

一

九
六
九
年
至
一
九
七
六
年
預
算
被

 

花
費
在
文
宣H

作

之

提

升

，
遠
在
全
部
聯
弗
預
算
支
出
之
下
。
在

！
九
六
九
年
爲
文
宣H

作
資
金
爲
三
億
二
千
三
百
萬

 

德

鼬

馬

克

，
其
中
尙
須
考
康-

~
九
七
六
年
至
聯
邦
選
舉
時
僅
花
費
約
三
千
三
百
萬
德
國
馬
克
。

固
然
聯
邦
政
府
亦
爲
文
宣
目
的
應
用
其
他
預
算
款
項
。
然
而
此
文
宣
完
f

超
過
特
殊
專
業
目
的
之
用
。
在
其
中

I

五
九



二
八
〇

不
可
對
被
看
作
任
何
一
個
政
治
意
見
及
意
志
形
成
過
程
之
影
餐
措
施
。

B

、

此
聲
請
是
許
可
的
：

1.
 

聲
請
人

爲

政

黨

，
在
本
件
之
機
關
爭
議
程
序
有
當
事
人
能
力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六

三

條

詳

細

地

列

皋

在

 

依
基
本
法
第
九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及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五
款
機
關
爭
議
程
序
的
有
權
提
起
機
軸
。
依

 

聯
i

法
法
院
向
來
之
判
決
，
甚
至
政
黨
當
其
爲
爭
取
由
特
別
之
憲
法
地
位
而
得
之
權
利
時
，
係
属
於
此
規
定
〃
其
他

 

參
與
者
~
之

葱

義

。
訴
訟
法
上
政
黨
槪
念
之
擴
大
在
機

II
訴
訟
時
可
能
且
必
須
發
生
在
政
黨
之
上
，
因
爲
政
黨
是
組
成

 

團

M

,
缺
乏
它
選
舉
之
實
施
及
最
高
國
家
職
務
之
分
配
在
現
代
群
衆
民
主
是
不
可
能
的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棄
編
第

 

十

三

卷

，
第

五

一

頁

〔
第

八

I

頁

〕

)
。
因
此
政
黨
尤
其
有
權
利
，
就
其
在
選
舉
法
範
圍
之
憲
法
地
位
的
損
害
提
起

 

機

蚺

訴

訟

(
從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彙

編

第

四

卷

，
第

二

七

頁

〔
第

卅

頁

以

下

〕
之
向
來
裁
判
•，此
外
參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編

第

十'
I

卷

，
第

二

三

九

頁

〔
第

二

四

一

頁

以

下

〕
；
第

十

四

卷

*
第

I

二

一

頁

〔
第

二

一

九

頁

〕
.，第
廿

 

卷

，
第

十

八

頁

〔
第

廿

二

頁

〕
；
第

廿

四

卷

，
第

二

六

〇

頁

〕
第

二

六

三

頁

〕
.，
第

廿

四

卷

，
第

三

百

頁

〔
第
三
二
九

 

頁
〕
)
。2.

 此
聲
請
人
是
依
照
規
定
被
代
理
：

以
下
是
政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所
從
事
經
營
管
理
之
事
：
依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六
四
條
未
提
起
機
關
爭
議
訴
訟
程
序

 

(
參
閱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彙
編
第
二
四
卷
，
第

三

百

頁

〔
第

三

三

一

頁

〕

)
。
聲
請
人
說
明
指
出
，
聯
邦
中
央
委
員



依
其
章
程
第
三
四
條
第
一
項
(
在
一
九
七
五
年
六
月
廿
三\

廿

四

日

之

版

本

)
領

導

聯

邦

政

黨

，
並
且
政
黨
主
席
依
葷

 

囊三六項

t

會

’
此雲程

f

開

始

院

同

意

。聲
請
人
依
章
蒙
三
四
條
第
 

三
覆
法
由
秦
及
誓
養
理
。1

已

提

出

爲

’依

®

^

K

法廿二的
授馨。

3.
此
聲
請
與
聯
邦
薏
法
法
院
法
第
六
四
條
之
必
要
條
件
相
符
。
其
針
對
聲
請
相
衡
人
之
措
施

。
這

狴在
最
近
之
聲
. 

請
被
說
明
且
在
言
詞
辯
論
時
繼
績
被
確
定
。
此
外
依
聲
請
人
所
指
摘
的
措
施
，
聲
請
人
亦
有
指
出
係
違
反
基
本
法
之
那

 

些
條
文
規
定
。

此
聲
請
適
時
到
達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六
四
條
第
三
項
)
。
聲

請

人

明

確

指

出

，
此
訴
訟
程
序
應
僅
涉
及
於
最

 

近
六
個
月
在
提
出
聲
請
所
感
受
之
措
施
。

C

、

此
聲
請

有

理

由

。
此
在
本
判
決
Y

以
下
所
描
述
之
聯
邦
政
府
措
施
是
與
基
本
法
第
廿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不

相

符

。
並
且
侵
犯
聲
請
人
在
一
九
七
六
年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擧
時
憲
法
上
之
機
會
平
等
權
利
(
基

本

法

第

廿I

條
第
一
 

項

，
第
舟
八
條
第
一
項
)
。

I

 

r

由
基
本
法
第
廿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得
出
：

1.
在
基
本
法
爲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所
撰
述
之
自
由
民
主
，
所
有
國
家
權
限
源
於
人
民
且
由
人
民
在
選
擧
及
投
票

 

與
經
特
殊
的
立
法
、
行
政
權
限
及
司
法
之
機
關
加
以
執
行
(
基
本
法
第
廿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
。
憲
法
對
民
主
國
家



二

六

二

形
式
之
基
本
決
定
在
基
本
法
第
卅
八
條
第
~
項
進I

步
安
排
，
卽
德
國
聯
邦
衆
議
院
之
議
員
在
普
通
、
直
接
、
自
由
、
 

平
等
及
秘
密
選
擧
中
被
選
出
，
代
表
全
M
人
民
，
不
受
指
示
及
S

之
拘
束
，
且
僅
服
從
其
良
知
，
並
且
在
基
本
法
第
 

廿

I

條
第一
項
第
；
句

，
政
簾
參
與
人
民
之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
合
憲
秩
序
在
各
邦
中
必
須
符
合
民
主
國
原
則
(
基
本
法
 

第
二
八
條
第I
項

)
。
最
髙
政
治
性
國
家
機
關
之
個
別
承
擔
者
需
要
，
以
其
行
爲
向
人
民
負
責
，
經
由
選
舉
取
得
規
律
 

反
覆
時
間
隔
之
民
主
舍
法
性
。
因
此
聯
邦
衆
議
院
之
議
員
須
定
期
改
選
(
基
本
法
第
卅
九
條
第
一
項
)
在
聯
邦
之
鼬
會
 

政
府
制
度
聯
邦
總
理
被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舉
(
基
本
法
第
六
三
條
)
且
^

總
理
職
務
隨
著
新
的
聯
邦
衆
議
院
之
開
會
而
 

結
束
(
基
本
法
第
六
九
條
第
二
項
)
。

2.
 

選
舉
僅
可
能
在
基
本
法
第
廿
條
第
二
項
意
義
下
當
其
是
自
由
的
才
賦
予
民
主
之
合
法
性
。
此

不

僅

要

求

，
投
票

 

S

自
由
免
於
強
制
並
禁
止
施
壓
，
如
基
本
法
第
卅
八
條
第
一
項
所
提
供
，
而

且

更

甚

者

，
選
民
可
以
獲
得
並
作
出
自

 

由

、
公
開
之
意
見
形
成
過
程
之
決
定
(
參
閱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载
判
金
編
第
廿
卷
，
第

五

六

頁

〔
第

九

七

頁

〕

)
。
基
本

 

法
之
自
由
民
主
的
基
本
秩
序
保
障
人
民
意
見
及
意
志
形
成
之
自
由
與
公
開
過
程
的
憲
法
上
前
提
要
件
，
尤
其
經
由
衆
多

 

之
自
由
與
平
等
的
基
本
權
保
障
以
及
經
由
制
度
及
訴
訟
程
序
法
的
預
防
措
施
，
例
如
聯
邦
衆
議
院
及
參
寨
院
行
爲
之
公

 

開

性

(
基
本
法
第

囲

二

條

第I

項

，
第
五
二
條
第
三
項
第
三
句
〕
或

立

法

之

公

示

性

(
基
本
法
第
七
六
條
，
第
七
七
條

 

,

「

第
八
二
條
第
-

項
)
。

此

政

法

位

i

簾

廿

一

條

)
。
蒙

法

障

其

自

由

 

設
立
與
參
與
人
民
之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
而
且
經
由
規
定
來
保
障
給
予
其
相
同
權
利
及
相
同
義
務
。

3.
 

人
民
之
意
志
形
成
與
國
家
機
鼬
之
意
志
形
成
以
各
式
各
樣
的
及
毎
天
的
相
互
s

而

發

生

。
國
家
機
關
之
政
策

 

計
劃
及
行
爲
不
間
斷
的
對
人
民
之
意
志
形
成
產
生
影
智
且
本
身
是
人
民
意
見
形
成
之
對
象
；
由
人
民
而
來
之
意
見
，
極



經
常
預
先
靈
造
且
尤
其
在
政
戴
中
經
擬
定
，
而
且
也
例
如
經
由
社
»

及

大

衆

廣

播

，
在
國
家
機
關
對
意
志
形
成
產
生
影

 

響

Q
政
府
及
其
在M

會
之
主
要
政
治
力
量
同
樣
如
同
反
對
黨
在
其
行
爲
總
是
顧
及
選
民
之
眼
光
。
這
全
部
是
自
由
民
主

 

政
，

m
過
程
之
部
分
，
如
同
基
本
法
所
理
解
的
。

然
而
基
本
法
及
其
他
法
秩
序
劃
定
此
相
互
影
»

可
能
性
亦
有
其
界
限
，
更
確
切
地
說
在
兩
個
方
面
。
於
此
不
宜
溧

 

入
討
論
，
函
家
與
非.一

家
在
作
用

領

域

、
職

責

範

圍

、
主

螘

、
形

式

及

程

序

加

以I

般

性

區

分

。
基
本
權
利
確
保
阻
止

 

_
家
在
人
民
自
由
領
域
介
入
。
另
一
方
面
法
秩
序
採
取
制
度
性
、
人

事

性

、
及
程
序
牲
之
措
施
來
保
護
國
家
意
志
與
決

 

定
形
成
的
整
合
性
。
凡
議
員
之
自
由
委
任
，
選

擧

秘

密

，
不
可
兼
職
規
定
，
法
官
人
與
事
之
獨
立
性
，
刑

罰

規

定

，
應
 

保
陣
職
務
執
行
及
選
擧
程
序
之
純
潔
性
，
審
計
部
之
監
督
權
限
，
懲
戒
法
及
許
多
其
他
者
均
屬
之
。

4
最
高
度
整
合
性
需
要
民
主
合
法
性
此
一
基
本
行
爲
，
亦
卽
人
民
選
擧
議
員
代
表
。
在
選
舉
行
爲
中
必
須
丨
丨
在

 

基
本
法
第
廿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之
涵
義
—
—
貫
澈
意
志
形
成
從
人
民
至
國
家
機
關
，
非
相
反
地
從
國
家
機
關
至
人
民
。
儘

 

管
從
囪
家
機
鼬
行
爲
作
用
目
的
在
於
選
民
之
意
見
及
意
志
形
成
且
此
行
爲
本
身
係
以
選
民
之
决
定
對
象
，
然
禁
止
_

家
 

機
關
以
職
務
上
作
用
經
由
特
別
措
施
影
轚
人
民
在
選
舉
時
之
意
志
形
成
以
取
得
統
治
權

◊
根

據

憲

法

，
作
爲
國
家
機
關

 

，
政
府
在
選
擧
將
自
己
與
政
黨
或
候
選
人
視
爲
相
同
且
以
_
家
資
金
投
入
去
支
持
或
反
對
，
尤
其
經
由
宣
傳
去
影
鬌
選

 

民
之
決
定
是
被
禁
止
。

除
此
之

外

，
其
與
聯
邦
衆
議
院
與
聯
弗
政
府
僅
有I

個
時
間
上
受
限
制
的
委
託
之
憲
法
原
則
不
相一

致

，
蓋
在
職

 

務
上
現
有
之
聊
邦
政
府
作
爲
憲
法
機
關
在
競
選
中
似
乎
準
備
重
選
並
且
爲*

作
再
籩
選
政
府
"
作

宣

傳

。
但
須
注
意
：

一
六
三



I

六
四

此
沒
有
排
斥
聯
邦
政
府
之
成
員
在
其
職
務
作
用
之
外
爲
某
政
黨
參
加
競
選
。

5.
基
本
法
作
爲
民
主
秩
序
規
定
了
：
基
+本
的
國
家
決
定
係
探
用
多
數
決
原
則
之
標
準
(
第
四
二
條
第
二
項*

第
六

 

三
條
第
二
項
至
第
四
項
，
第
六
七
條
第
一
項
，
第
五
二
條
第
三
項
，
第
五
四
條
第
六
項
)
。
在
此
期
間
其
也
劃
出
多
數

 

S

法
治
國
及
聯
邦
國
界
限
，
尤
其
關
於
基
本
權
利
，
憲
法
修
改
之
困
難
與
限
制
(
基
本
法
第
七
九
條
)
，
對
抗
公
權

 

力
的
法
律
途
徑
保
障
(
基
本
法
第
十
九
條
第
四
項
)
，
司
法
獨
立
性
之
保
陣
(
基
本
法
第
廿
條
第
三
項
，
第

九

七

條

)
 

以
及
保
障
廣
泛
的
憲
法
審
判
權
之
界
限
(
基
本
法
第
九
三
條
)
。

甚
至
在
基
本
法
給
多
數
統
治
之
國
家
機
.鯆
予
以
行
動
空
間
，
也
並
未
解
除
其
憲
法
上
基
本
義
務
，
卽

I

切
國
家
權

 

限
被
委
以
保
護
所
有
人
之
尊
嚴
與
自
由
及
相
，對
所
有
人
之
社
會
正
義
，
因
此
總
是
在
達
到
全
體
人
民
之
利
益
。
只
有
在

 

多
數
是
由
一
個
自
由
、
公

開

、
定
期
更
新
的
意
見
與
意
志
形
成
過
程
而
產
生
，
在
其
原
則
上
所
有
成
年
選
民
可
以
同
等

 

去
參
與
之
權
利
，
當
在
其
決
定
時
著
眼
於
公
益
，
尤
其
亦
注
蕙
少
數
之
權
利
及
顧
及
其
利
益
，
尤
其
沒
有
奪
取
或
縮
短

 

其
未
來
可
能
成
爲
多
數
之
機
會
.，
如
此
之
多
數
之
決
才
能
被
視
爲
全
體
之
願
望
，
並
且
依
全
體
人
民
自
由
自
決
之
思
想

 

才
能
對
全
體
發
揮
貴
任
效
力
。
基
本
法
之
國
家
是
決
定
與
責
任
的
關
聯
體
^
^
丨
逐
漸
被
括
入
到
在
國
際
的
作
用
範
圍
內

 

—
—

，
依
其
人
民
根
據
全
馘
在
自
由
自
決
之
思
想
及
在
正
義
之
要
求
下
確
定
其
秩
序
，
尤
其
保
成
文
i

序
確
立
作
爲

 

有
拘
束
力
的
應
然
秩
序
。
國
家
有

主

權

，
也
就
是

權

力

，
去
規
定
行
爲
對
全
體
是
有
拘
束
性
，
尤
其
有
權
去
創
設
及
指

 

定
統
治
機
關
，
因
爲
其
確
保
在
和
平
與
秩
序
之
保
證
下
全
瞍
自
由
自
決I

個
制
度
空
間
。
此
論
據
之
意
義
與
國
家
主
權

 

之
權
威
若
在
國
家
權
力
掩
護
下
政
黨
干
涉
影
響
選
擧
人
民
代
表
之
民
主
合
法
性
的
基
本
行
爲
，
將
是
不
合
適
的
。
蓋
國



m

限
可
以
用
來
常
助
某
特
定
多
數
永
久
統
治
之
工
具
時
，
所
有
人
民
對
服
從
法
律
之
決
心
及
義
務
以
及
在
1
個
共
識

 

下
對
目
由
與
和
平
必
要
之
條
件
將
會
失
去
。

迤
本
法
所
述
之
國
家
，
係
受
全
提
委
託
，
不
是
僅
被
當
時
執
政
多
數
及
在
其
之
後
的
政
治
力

f
i
所

委

託

。
此
表
示

 

所
有
德
國
人
有
相
同
國
民
地
位
，
就
其
言
之
不
由
於
分
裂
德
國
而
放
棄
其
履
行
，
尤
其
在
相

问

之
政
治
基
本
權
利
，
在
 

選
擧
權
之
普
遍
性
及
平
等
性
，
在
進
入
國
家
的
職
務
有
扣
同
的
通
道
如
同
也
有
扣
间
義
務
，
例
如
法
定
納

税

義
務
，
受
 

敎

育
峩
務
，
或
兵
役
義
務
。
其
允
許
於
自
由
民
卞
：基
本
秩
序
範
圉
內
就
全
部
層
次
，
例
如
依
經
濟
給
付
能
力
，
社
會
地

 

位
或
性
別
(
如
在
兵
役
義
務
)
，

m

無
論
如
何
不
是
依
賴
於
政
治
觀
點
或
屬
性
理
由
之
區
分
。

尤
其
財
政
收
入
與
負
擔
係
用
以
支
持
國
家
，
其
原
則
上
應
是
由
全
體
人
民
所
支
付
而
不
考
虛
其
政
治
觀
點
或
屬
性

 

。
甚
至
此
資
金
是
委
託

阈
家
爲
公
共
福
利
加
以
使
用
。

阈
家
以
各
式
各
樣
方
式
來
使
用
之
，
而
且
也
探
取
補
助
：小
同
種
 

之
人
民
gte

及
其
不

冋
種
類
利
益
之
方
式
。
由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
項
之
特
權
禁
止
產
生
何
種
界
限
，
在
此
無
須
詳
論

 

。
然
而
其
不
再
被
此
內
在
聯
繫
所
保
護
，
卽

當

在
I

個
如
此
重
要
與
國
家
整
.體
發
生
關
聯
之
過
程
如
人
民
代
表
之
選
舉

 

者

，
由
人
民
檄

税
之
國
家
財
政
資
金
被
用
以
偏
相
菜
政
餵
或
候
選
人
致
加
諸
其
他
黨
派
或
候
選
人

S
捃

D
基
本
法
接
受
 

選
擧
時
選
民
與
政
治
幽
體
在
法
律
之
外
的
不
平
等
。
但
其
禁
止
圃
家
經
由
政
黨
之
偏

児
在
競
選
中
影
響
政
頟
間
之
競
爭

 

蹦

。
阈
竅
必
須
滿
足
這
一
切
而
在
競
選
中
採
取
中
立
的
態
度

=

6.
聯
邦
邐
法
法
院
認

爲

向
政
黨
捐
助
之
金
錢
在

税

法
上
可
享
受
扣
除
，
由
_

家
資
金
給
政

锨

與
獨
立
候
選
人
競
選

 

經
費
之
補
助
以
及
茌
廣
播
與
電
視
提
供
時
間
之
給
政
黨
宣
傳
是
合
憲
的
。
可
定
在
此
等
案
中
，
國
家
資
金
不
是
資
助
特

I

六
五



定
政
黨
、
候
選
人
、
有
選
擧
權
者
；
其
合
憲
性
尤
其
是

rtj
基
本
法

爲
國
家
整
體
賦
予
政
黨
憲
法
上
地
位
與
怠
義
而
來
_( 

基
本
法
第
廿
一
條
第
一
項

)D

然
而
一
個
企
團
影

®

選
擧
，
由
國
家
機
關

爲
偏
袒
某
一
政
黨
而
作
之
有
利
或
加
諸
負
擔
於
個
別
或
全

皑
參
與
競
選

 

之
政
黨
或
候
選
人
的
作
法
，
是
與
基
本
法
第
廿
條
第
二
項
不

I

致

的

⑶
其
違
反
國
家
在
競
選
中
中
立
性
之
耍
求
且
侵
犯

 

人
民
經
由
選
擧
與
表
決
意
志
形
成
之
完
整
性
。

n

、

當

國

家

I

在
此

類
|
5

況

下

幾

乎

總

是

如

此

的

-
-
-

探

取

有

利

或

加

諸

员

擔

於

特

定

政

黨

或

候

選

人

，
亦
侵
犯

對
此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選
擧
機
會
平
等
之
憲
法
上
的
權
利
(
基
本
法
第
廿

I

條
第
一
項
，
第
卅
八
條
第
一
項
)
。

1.
 

除
國
民
主
權
、
權
力
分
立
與
政
府
責
任
外
，
多
數
黨
原
則
與
對
全
部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亦
屬
基
本
法
在
自
由
民
主

 

基
本
秩
序
之

槪
念
下
所
包
含
之
原
則
(
參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彙
編
第
二
卷
，
第

I

頁

〔
第
十
三
頁
〕
•，第
五
卷
，
第
 

八
五

员

〔
第
一
四
〇
頁

〕
〕
。
在
一
個
於
法
治
國
界
限
內
決
定
多
數
意
志
的
自
由
國
家
-
少
數
團
體
必
須
有
櫸
會
來

M 

成
多
數
。
民
主
个
等
要
求
，
每
俏
統
治
多
數
與
反
對
之
少
數
於

毎
次
選
擧
時
在
選
票
競
爭
原

讪
上
有
新
的
相

问
機
會
。 

在
選
擧
競
爭
中
平
等
機
會
之
保
障
萣
由
基
本
法
所
期
待
人
民
意
鬼
與
意
志
之
自
由
與
公
開
過
程
的
絕
對
必
要
因
素
。

2.
 

M
個
過
程
在
現
代
國
會
民
主
係
以
政
撖
存
在
爲
前
提
要
件
。
政
黨
尤
其
旨
在
將
主
動
的
人
民
於
自
願
在
参
與
國

 

i

M

組
織
意
志
形
成
S
的
一
事
上
組
織
成
行
動
的
統
一
體
。
菡
於
此
理
由
基
本
法
第
廿I

條

第

I

項

第I

句
明
確
 

承
認
，
政
黨
參
與
人
民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
且
就
此
提
升
其
爲一

 M
憲
法
上
制
度
之
地
位
(
聯
0
憲
法
法
院
第
一
卷
，
第



二

o

八

员

〔
第

二

二

五

.良

〕
及

持

續

之

判

決

〕

=

政

黨

人

民

與

國

家

機

關

間

之

媒

介

，
經

由

政

黨

，
人

民

之

意

志

也

 

可

以

在

選

擧

過

程

被

實

現

。
只

要

其

形

成

_

會

多

數

與

支

撐

政

府

，
則

其

是

人

民

與

國

家

政

治

領

導

機

關

之

間

建

立

 

及

保

持

最

道

要

之

連

槃

。
就

少

數

民

族

之

政

黨

其

形

成

政

治

上

之

反

對

黨

而

使

黨

政

機

關

能

布

效

用

。
政

黛

收

集

及

 

引

道

針

妈

政

治

權

力

及

其

表

現

在

選

擧

與

國

家

機

關

中

之

意

見

、
利

益

與

努

力

上

-
使

其

調

和

而

形

成

人

民

可

能

選

 

擇

之

愔

形

=
國

曾

選

舉

是

對

政

餹

政

綱

所

作

政

治

上

評

價

並

且

深

深

決

定

T

政

黨

在

國

家

機

關

就

意

志

形

成

及

決

定

 

之

毖

響

。
3.
爲
使
選
擧
決
定
在
完
全
自
由
下
能
夠
被
作
出
，
以
下
這
事
是
絕
對
必
要
的
■■政

黨

，
一
般
地
說
要
有
可
能
， 

以
个
等
機
會
#
與
競
選
=
因
此
原

1I1J
上
選
擧
須
免
於
任
何
外
來
影
響
，
就
是
說
金
部
政
黨
必
須
完
全
平
等
是
與
基
本

 

法
第
廿

I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

句
所
保
障
之
設
立
自
出
相
聯
結
。
從
此
理
解
可
得
到
政
遛
平
等
競
爭
機
會
之
憲
法
股
則
有

 

其
待
徵
。
平
等

M
則
之
形
成
在
人
民
政
治
意
忐
形
成
範
圍

内
造
成
，
此
憲
法
原
則
亦
必
須
被
政
黨
之
機
會
平
等
形
式

 

上
理
解

爲
相
同
意
義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第
廿
四
卷
，
第
三

6-
頁

〔
第
三
四
〇
頁
以
下
〕
〕
。
公
權
力
若
無
特
別
強
制

 

理
由
予
以
正
常
化
，
而
使
政
黨
在
選
擧
時
之
機
铃
平
等
可
能
被
改
變
的
不
同
處
遇
，
將
失
其
憲
法
效
力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量
編
第
卅
四
卷
，
第
一
六
〇
頁
〔
第

::
八
：二
頁
〕
；
持
踣
的
判
決
)
。

.

政
婼
璣
¥

等

權

首

先

是

自

選

擧

過

程

中

發

展

出

來

。
其

適

用

被

延

伸

至

選

舉

準

備

。
其

對

選

擧

準

備

在

群

衆

民

 

+:
所

產

生

的

選

擧

寅

傳

亦

有

適

川

，
只

要

其

經

由

公

權

力

措

施

對

選

擧

結

果

加

以

影

#

時

(
藪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勉

編

第

十

四

卷

，
第

~

二

员

〔
第

：
三

二

頁

以

下

〕

〕

。
政

黨

平

等

之

權

利

於

國

家

機

關

本

身

偏

袒

有

利

或

加

諸

M

八
七



二

父

負
擔
於
某
政
黨
或
候
選
人
以
致
干
預
選
擧
時
將
受
到
侵
犯
。

a

、

國
家
機
關
在
議
會
選
擧
時
所
作
對
政
黨
有
影
響
之
做
法
固
有
多
種
已
是
明
白
不
合
法
的
，
迢
亦
包
括
以
公
關
文
宣

品
之
方
式
。

政
府
及
立
法

W

M
之
文
宜

H

作
在
界
限
內
不
僅
憲
法
上
允
許
的
，
而
且
也
是
必
要
的
。
基
本
法
之
民
主
需
要

I

I

 

儘
管
在
，個
別
問
題
實
際
上
有
差
興

I

I
人
民
與
由
基
本
法
設
立
之
國
家
機
關
間
之
的
共
識
。
此
共
識
被
人
民
之
如
下
意

 

識
所
接
納
：
此
由
基
本
法
所
構
成
之
國
家
不
同
於
集
權
國
家
，
它
開
啓
保
障
了

 

f
e人

廣

大

的

自

由

空

間

，
而
且
_个
 

論
在
私
人
的
或
在
公
共
的
生
活
範
圍
。

M
家
文
宣

H

作
之
任
務
就
萣
使
此
共
識
不
斷
活
生
生
的
加
以
保
留
。

政
府
與
立
法
團
髖
——

就
其
機
關
活
動
而
苜
|
丨
對
人
民
說
明
及
解
釋
其
政
策
，
其
措
施
與
計
剡
以
及
未
來
要
解

 

決
之
問
題
，
是
廟
於
公
開

H

作
之
允
許
範
圍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彙
編
第
廿
卷
，
第
五
六
頁
〔
第

I

百
頁
〕
〕
。人
 

民
之
負
的
參
與
人
民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係
以
個
人
充
分
知
悉
耍
決
定
之
事

It
問

題

、
就
之
國
家
機
關
探
取
的
決
定
、
措
 

施
及
解
決
提
議

爲
前
提
，
必
也
知
，
才
可
以
去
判
斷
、
同
意
或
拒
絕
。
就
此
國
家
公
關
文
宣
：丄
作
也
容
有
重
要
的
貢
獻

 

。
若
愈
多
個
人
基
此
方
式
來
作
自
己
的
判
斷
且
在
內
心
中
生
有
並
持
有
一
種

爲
法
律
共
同
體
的

|

员

對

|

切
有
拘
束
力

 

法
秩
序
之
塑
造
、
形
成
與
具
體
化
加
以
影
響
作
用
並
且
參
與
基
本
的
政
治
決
定
的
心
情
，
則
下
列

I

車
對
人
民
而
言
變

 

得
更
容
易
：
對
此
巾
基
本
法
所
構
成
之
國
家
加
以
接
受
。

每
個
有

责
任
的
政
策
可
能
被
須
授
行
不
受
歡
迎
的
措
施
。
尤
其
花
國
家
經
濟
或
社
會
政
策
措
施
範
圍
內
可
能
須
對



人
民
或
個
別
團
體
加
諸
負
搛
，
而
其
必
要
性
却
未
被
主
動
人
民
直
接
理
解
的
，
是
故
這
亦
是
國
家
公
開H

作
之
任

務

：
 

此
關
聯
加
以
_

明

，
對
必
要
措
施
之
—

加
以
喚
醒
或
爲
趨
向
公
正
行
爲
而
宣
傳
。

最

後

，
公

正

、
客
觀
的
文
宣
內
容
，
§

與

之

權

利

的

範

圍

內

，
可
以
是
在
社
會
法
治
國
家
中
人
民

 

I

個
正
當
的
請
求
。
許
多
法
律
今
天
由
於
高
度
技
術
性
，
在
缺
乏
專
家
的
指
導
下
，
人
民
幾
乎
尙
無
足
夠
的
理
解
。
人

 

民
可
經
由
文
宣
中
以I

般
可
理
解
之
方
式
陳
述
法
律
及
其
變
更
之
內
容
之
方
法
來
解
释
及
維
護
關
於
其
本
身
權
利
與
義

 

務

；
由
此
其
經
由
法
秩
序
創
設
之
機
會
在
個
人
領
域
以
適
當
方
式
加
以
使
用
。
同
時
藉
此
對
維
護
其
權
利
之I

铝
可
能

 

性

將

增

強

。
在
這
件
事
上
國
家
機
關
之
公
關
文
宣H

作
在
標
的
之
主
題
i

圍

內

，
找
到
其
正
當
化
理
由
。

]y
、

我
們
若
記
住
政
府
及
立
i

體
公
關
文
宣
X
作
之
許
可

目

的

，
而
且
將
公
關
文
宣H

作
在
基
本
法
之
國
民
主
權
，
 

權

力

分

立

，
政
府
責
任
與
對
人
民
自
由
及
公
開
意
見
與
意
志
形
成
過
程
絕
對
必
要
之
政
黛
機
會
平
等
的
原
則
下
，
來
劃

 

定
其
憲
法
上
界
限
，
則
可
得
出
聯
邦
政
府
在
競
選
上
就
可
能
會
f

政
嫌
偏
袒
影
普
之
公
關
文
宣
工
作
的
允
許
界
限
如

 

下

：
公
開H

作
僅
在
其
遵
守
由
基
本
法
分
配
給
聯
邦
政
府
職
責
及
管
轄
範
圍
內
才
受
許
可
：
 

a)
其

結

果

是

，
在
此
關
聯
中
，
聯

邦

國

家

下

聯

邦

及

各

邦

間

之

權

限

劃

分

亦

受

。
同
樣
地
如
同
各
邦
之
憲

 

法
機
關
其
公
開
工
作
限
制
在
各
自
邦
之
任
務
與
權
限
範
圍
上
’
聯
邦
政
府
必
須
節
制
丨
—
尙
未
受
允
許
的
！

⑨
豸
領

 

域
內
之
任
何
侵
犯
。
此
相
互
限
制
總
須
加
以
注
意
。
其
在
時
間
上
接
近
國
會
選
m

有
特
別
的
意
義
，
旣
不
允
許
聯
邦
之



一
七
〇

遠

法

機

關

爲

了

選

擧

在

各

弗

亦

不

允

許

各

邦

之

憲

法

機

關

爲

了

選

擧

進

聯

邦

衆

議

院

而

在

競

選

中

做

出

有

政

黨

偏

袒

之

 

影

：響

措

施

。

b)
聯
邦
政
府
之
公
開
工
作
依
其
作
用
相
對
於
全
體
人
民
與
國
會
係
已
經
侃
限
於
其
專

S

範
圍
內
(
参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第
九
卷
，
第
二
六
八

员

〔
第

二

八

I

頁

〕
)
，
其
總
是
必
須
克
制
，
免
於
成

爲
互
相
競
爭
之
個
別
政
據
或
其
他
參

 

與
政
治
意
見
團
體
作
公
開
或
隱
蔽
的
宣
傳
。
此
不
排
除
，
政
府
之
公
開
工
作
發
表
之
見
解
叮
能
或
多
或
少
疵
護
政
府
主

 

要
政
黨
之
計
剷
或
立
場
並
且
變
成
經
常
疵
護

=

在
一
個
憲
法
秩
序
中
，
其
明
確
肯
認
政
黨
作

爲
在
個
人
與
國
家
機
關
問

 

之
中
間
媒
介
，
在
人
民
與
政
策
執
行
間
取
得
與
維
持
聯
繫
，
這
是
容
易
瞭
解
的
。
伹
此
關
係
國
家
整
體
之
公
關
文
宣
工

 

作
亦
B

必
須
避
免
作
有
利
某
政
策
宣
傳
影
響
之
印
象
，
以
及
避
免
作
出
任
意
的
，
非
正
當
的
貶
低
及
攻
擊
其
他
政
黨
之

 

言
論
。
公
關
文
宣
工
作
萣
經
由
國
家
資
金
投
入
，
從
而
不
得
使
多
數
黨
獲
得
幫
助
或
與
反
對
黨
鬥
爭
。
此
係
與

B

*
的
 

與
公
開
的
人
民
竄
見
與
意
志
形
成
過
程
及
政

览
之
平
等
權
利
的
原
則
不
相
一
致
。

2.
所

冇

這

上

面

所

說

的

一

切

特

別

對

丨

1

不

論

行

爲

者

主

觀

上

要

或

不

耍

-
-
-

適

於

絜

助

選

擧

宣

傳

或

去

影

鞞

競

選

的

措

施

，
有

其

適

用

。
原

則

匕

意

味

著

政

府

之

公

關

文

宣

工

作

在

選

擧

宣

傳

開

始

«;
找

到

其

界

限

D
在
競
選
中
從

 

許

可

之

公

關

文

宣

H

作

以

至

逾

越

之

而

成

爲

違

憲

的

、
政

黨

偏

相

的

影

鰱

的

微

兆

有

很

多

，
其

中

可

能

是

在

廣

告

興

印

 

刷

品

之

內

容

、
外

在

形

式

與

宣

傳

方

式

。

句

聯

邦

政

府

—

丨
無

論

是

公

開

或

隱

蔽

的

！

爲

一

饷

由

特

定

政

黨

所

構

之

政

府

，
若

聯

邦

政

府

爲

其

政

黨

作

 

宣

傳

或

對

及

對

黨

與

其

候

選

人

作

出

否

定

論

調

或

完

全

貶

抑

之

公

關

文

宣

，
則

此

文

肓

在

內

容

上

之

政

黨

偏

积

特

性

可



以
是
i

識

的

。

此

外

，
聯
邦
政
府
明
確
表
示
其
企
圈*

繼
績

執

行
w

，
此
可
能
是
在
親
選
中
爲
政
黨
偏
袒

影

雄

之

證

明

。
其
在
選

 

擧
前
散
布
由
其
在
職
務
期
間
—

積
極
成
就
之
結
算
，
與
其
單
獨
爲
有
保
障
的
未
來
提
供
搛
保
相
關
聯
，
可
以
證
明
此

 

事

。

b)
此
外
可
以
由
廣
告
小
册
子
，
折
頁
及
其
他
印
刷
品
之
外
在
形
式
與
外
表
得
知
，
得
知
意
欲
在
競
選
中
供
作
使

 

用

。
印
刷
品
或
廣
告
有
啓
發
之
內
容
很
明
顯
遠
落
在
像
做
廣
告
似
的
外
表
之
後
，
則
可
能
是
逾
越
不
受
允
許
選
擧
宣
傳

 

i

限
的
表
徵
。
當
在
選
擧
前
印
刷
品
或
廣
告
增
多
，
此
在
公
正
觀
察
對
聯
邦
政
府
成
員
之
知
名
度
與
好
感
的
提
升
比

 

作
爲
人
民
滿
意
事
情
之
公
正
報
導
爲
多
時
，
S

此

相

符

的

，
當
政
府
職
務
出
版
在
選
前
供
給
聯
邦
政
府
成
員
之
圖
片

 

且
其
個
人
才
能
特
別
被
強
調
時
，
則
將
尤
其
被
認
爲
是
此
情
形
。

3.
在
競
選
將
届
公
關
文
宣H

作
之
增
多
將
被
考
慮
係
逾
越
不
允
許
選
舉
宣
傳
之
界
限
的
標
誌
，
此
可
表
現
在
個
別

 

播
施
之
就
其
數
目
及
強
度
而
言
係
缺
乏
迫
铝
理
由
，
而
且
在
爲
此
等
S

國
家
資
f

加
f

入

I

事

^

:

可

袠
®

來

。

a)
基
本
法
在
允
許
公
開
工
作
與
不
允
許
競
選
宣
傳
間
所
劃
界
限
*
在
選
前
亦
可
能
逾
越
政
府
職
務
的
出
版
侷
限

 

於
人
民
之
客
觀
報
導
，
也
就
是
說
旣
非
經
由
其
內
容
亦
非
經
由
其
外
表
來
判
斷
作
爲
有
利
本
身
權
限
維
持
或
爲
某
政
黨

 

之
宣
傳
措
施
。
此
類
報
導
在
政
治
範
圍
內
沒
有
自
由
；
其
可
能
僅
在
關
聯
範
圍
內
被
客
觀
遵
重
。
政
莳
在
其
公
關
文
宣

 

工
作
之
範
圍
內
告
訴
人
民
有
關
其
成
就
與
結
果
，
此
定
期
的
影
響
如
此
聃
明
亦
係
有
利
於
政
府
之
主
要
政
黨
。
此
在
憲

 

法
上
雖
然
毫
無
疑
慮
的
，
只
要
此
有
關
之
出
版
不
是
直
接
時
間
上
涉
及
卽
將
來
臨
的
選
舉
，
也
就
是
大
槪
可
能
僅
在
受



I

七
二

限
制
之
範
圍
內
宣
傳
選
擧
結
果
上
產
生
效
果
。
反
之
政
府
可
能
違
反
其
義
務
，
去
影
響
人
民
之
選
舉
判
斷
不
利
於
某
政

 

黨
或
在
其
本
身
權
限
維
持
之
利
益
，
卽
當
其
接
近
選
舉
依
其
內
容
及
其
外
表
未
加
指
摘
的
出
版
，
尤
其
在
所
諝
工
作
，
 

成
就
或
結
果
報
告
之
形
成
以
可
觀
的
支
出
且
大
量
出
版
或
針
對
其
散
布
沒
有
採
取
足
夠
的
預
防
措
施
，
阻
止
爲
選
舉
宣

 

傳
目
的
之
用
途
。

到
底
什
麼
時
候
此
等
界
限
被
逾
越
，
亦
卽
到
底
在
什
麼
情
形
下
此
類
在
選
民
政
治
意
見
形
成
上
有
可
能
影
簪
的
文

 

W
a
g

在
憲
法
上
不
再
楚
有
根
據
的
，
就

此

問

題

，
不

容

許

有

效

的

判

決

.，
此
毋
寧
尤
其
取
決
於
此
類
措
施
之
數
量

 

及
範
圍
，
選
舉
時
點
之
接
近
及
競
選
之
緊
張
性
。
出
版
愈
接
近
競
選*

火
熱
階
齔
〃
之
開
始
，
愈
少
可
能
排
除
其
對
選

 

畢
結
果
之
影
！H

。
所
以
於
此
時
，
政
府
&

責
與
權
限
中
之
對
退
步
、
停
滯
不
前
之
政
治
事
實
、
對

政

治

過

程

、
所
得

 

成
就
客
觀
的
報
告
於
人
民
之
要
求
被
擠
壓
到
如
下
要
求
之
後
：
讓
人
民
在
選
舉
前
免
於
國
家
之
影
響
。
由
聯
邦
政
府
之

 

放
棄
在
選
畢
上
之
任
何
政
黧
偏
袒
行
爲
之
義
務
，
最

後

*
可
得
出
最
高
的
節
制
之
要
求
以
及
每
個
用
預
算
資
金
從
事
以

 

所
謂H

作

、
成
就
或
結
果
報
告
形
式
之
公
關
文
宣H

作

之

禁

止

。
因
爲

在

此*

競

選

之

火

熱

.pi
段

"
此
類
出
版
一
般
而

 

言
是
有
選
戰
辯
論
中
爲
某
政
黨
而
宣
傅
之H

作

性

質

，
就
此
政
府
之
任
何
干
涉
是
不
合
於
憲
法
的
。
反

之

，
此
限
限
制

 

不
及
於
在
選
前
基
於
事
實
理
由
而
提
之
報
告
性
的
、
競
爭
中
立
性
的
出
版
。

1

個
精
確
的
期
日
(
從
該
日
起
f

的
去
注
意
最
高
節
制
之
命
令
並
且
對
工
作
、
成
就
旧
結
果
報
告
谏
說
沒
有
許

 

多
空
間
)
，
尙
無
法
明
確
的
規
定
出
來
。
儘
管
如
此
，
時
點
例
如
聯
邦
總
統
選
龙
之
選
擧
日
，
可
被
認
爲
係
衡
量
標
準

 

(
H

S
!舉
法
第
十
六
條
〕
。



切
在
如
此
一
恤
接
近
選
前
時
刻
今
後
不
再
允
許
聯
邦
政
府
I

I
同
樣
如
其
餘
被
撰
述
之
聯
邦
與
各
邦
的
國
家
機

0
-
-
-
如
本
案
選
舉
間
至
今
大
幅
直
接
經
由
廣
告
或
印
刷
品
與
附
在
書
刊
中
的
折
頁
件
之
發
送
.，
郵
政
投
寄
或
相
類

似
措
施
干
預
競
選
。
此
亦
不
允
許
間
接
的
將
適
當
印
刷
品
供
競
選
用
途
使
用
之
方
式
出
現
。

聯
邦
政
府
之
政
見
與
其
所
構
成
的
單
一
政
黨
或
多
數
政
黨
之
政
治
目
的
政
見
固
然
不
是
在
全
部
細
節
上
，
但
仍
大

 

全
部
相
同
，
這
在
基
本
法
多
數
黨
國
家
中
是
容
易
理
解
的
。
由
此
得
知
在
聯
邦
政
府
之
公
開H

作
與
被
其
支
持
政
黨
或

 

政
黨
聯
盟
所
提
議
或
推
行
政
策
之
間
經
常
是
廣
泛
的
相
符
。
此
由
聯
邦
政
府
在
其
公
開
工
作
範
圍
內
所
發
行
之
出
版
品

 

，
附
在
書
刊
中
的
折
頁
件
與
相
類
似
具
有
宣
傳
性
質
者
，
雖

然

一

般
係
當
作
爲
執
政
政
魃
丨
丨
而
非
爲
反
對
黨
的
補
充

 

競
選
材
料
。
執
政
黨
派
可
以
將
極
大
數
目
之
印
刷
品
用
於
其
選
擧
宣
傳
1

例
如
經
由
分
發
在
其
資
訊
展
覽
台
或
經
由

 

寄
送
作
爲
選
舉
廣
告
標
語
丨
丨
而
在
廣
範
圍
使
用
之
。
也
就
是

說

：
除
本
身
所
提
出
宣
傳
資
料
外
執
政
黨
派
尙
有
其
他

 

來
自
國
家
資
金
供
給
爲
選
擧
目
的
使
用
的
印
刷
品
，
與

此

相

反

，
反
對
政
黨
實
際
上
無
機
會
，
因
爲
此
等
印
刷
品
之
內

 

容
在
其
選
舉
宣
傳
不
利
。
在

此

，
在
國
家
補
助
競
選
費
用
之
範
圍
內
所
提
供
與
保
證
之
機
會
平
等
，
在
經
由
國
家
資
金

 

的
補
充
投
入
出
現
有
利
於
多
數
黨
且
加
負
擔
於
少
數
黨
之
情
形
下
，
明
顯
的

被

干

擾

。

因

此

，
聯
邦
政
府
必
須
斜
此
探
取
預
防
措
施
，
使
其
在
公
關
文
宣H

作
目
的
下
所
提
供
之
印
刷
品
不
被
政
黛
本
身

 

或
被
其
他
在
選
舉
時
支
持
執
政
黨
之
組
織
團
體
使
用
作
選
舉
宣
傳
。
對
政
E
其
候
選
人
與
其
援
助
人
，
我
們
、也
可
期
待

 

，
這
些
人
必
須
顳
及
聯
邦
政
府
之
義
務
且
爲
了
確
保
保
障
基
本
法
之
機
會
平
等
這
些
人
不
要
將
此
類
資
料
在
競
選
中
分

 

發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爲
選
舉
宣
傳
之
目
的
而
使
用
。



,c)
此
—

上
要
求
若
不
^

B

守
且
因
此
使
其
在
嚴
重
違
反
時
不
排
除
議
席
分
配
受
到
影
響
，
則
此
等
違
反
在
選

 

舉
審
査
程
序
時
不
再
可
能
是
保
持
無
結
論
並
且
危
及
選
舉
之
有
效
性
。

此
就
選
前
政
府
職

務

上

i

文
宜H

作
之
界
限
適
用
於
一
切
在
預
算
資
金
投
入
所
提
供
之
廣
告
、
小

册

子

、
附
在

 

書
刊
中
折
頁
與
其
他
之
印
刷
品
。
然
而
此
並
非
指
聯
邦
政
府
成
員
不
得
以
職
務
上
作
用
在
廣
播
與
電
視
上
爲
公
開
性
花

 

費
或
發
表
新
聞
聲
明
，
亦
非
禁
止
其
職
務
外
爲
某
政
黨
競
選
。

4.
 

政
府
之
公
開
工
作
業
B
經
常
或
多
或
少
受
到
毎
M
反
對
黨
之
合
理
的
攻
擊
。
此
批
評
尤
其
適
用
在
選
前
之
干
涉

 

f

且

I

般
指
貴
聯
弗
政
府
經
由
行
動
之
提
高
，
適
當
的
主
題
之
選
擇
與
預
算
資
金
之
加
強
投
入
有
利
於
執
政
黨
干
涉

 

餽

戦

。
此
類
攻
擊
是
否
且
至
何
種
程
度
是
合
理
的
且
應
得
到
那
種
重
要
性
’
此
僅
能
就
公
聞
工
作
之
方
式
、
範
圍
與
目

 

標
以
及
考
逋
有
關
費
用
之
高
度
來
判
斷
。
聯
弗
政
府
就
不
合
理
之
攻
擊
經
由
多
種
方
式
反
擊
，
例
如
從
一
開
始
卽
反
擊

 

以
其
是
定
期
的
I

例

如

每

月

的

—

—
a

Hi
其

在
« f
0
«
域

政

府

！

g

務
上
公
關
文
宣
X
作
之
相
M
槪
況
且
開
放
供
公
衆

 

使

用〇

5.
 

談
到
這
裏
在
靼
略
範
圍
內
已
顯
示
經
由
憲
法
上
對
政
府
在
選
戰
中
儡
袒
行
爲
之
禁
止
所
致
之
政
府
公
關
文
宣
行

 

爲
之
i

。
在
此
S

篕
法
法
院
認
爲
..
此
被
指
出
之
界
限
的
繼
績
具
嫌
化
。
只
要
其
在
個
案
上
被
證
明
爲
必
要
，
將

 

可
由
參
與
公
關
文
宣H

作
與
選
戦
者
自
行
判
斷
。

V

、

聯
邦
政
府
經
由
被
i

措
施
之
部
分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廿
條
第
二
項
’
而
且
侵

犯

聲

諸
人
在
一
九
七
六
年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舉
時
其
憲
法
上
機
會
平
等
權
利
。

區
分
含
法
的
公
關
文
宣h

作

與

違

憲

的

，
在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舉
上
政
黨
偏
袒
之
影a

i

行

爲

二

者

，
在
悃
案
中
可
能

 

是

困

難

的

。
因
此
違
憲
之
確
認
係
以
明
顯
逾
越
界
限
之
行
爲
而
且
行
爲
須
相
當
頻
繁
與
大
量
爲
前
提
要
件
。
本
案
卽
是

 

如

此

。1.
聯
邦
政
府
經
由
於
選
前
投
入
達
一
千
萬
德
國
馬
克
之
國
家
資
金
使
出
版I

系
列
大
幅
面
的
廣
告
系
列
在
報
紙
與.

 

期

刊

上

，
違
反
中
立
性
要
求
且
對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舉
產
生
政
黨
偏
担
之
影
替
。

■a)
從
一
九
七
六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至I

九
七
六
年
六
月
底
很
多
大
篇
幅
的
廣
告
在
十
個
大
報
上
S

指
出
被
聯
邦

 

政
府
在
經
濟
、
交
通
與
農
業
如
同
敎
育
領
域
所
達
到
啦
成
就
。
在
一
九
七
六
年
七
月
發
現
其
在
廣
告
在
廣
播
與
電
視
雜

 

S

充
強
調
聯
邦
政
府
在
年
金
保
險
範
圍
之
槙
極
成
就
。
對
全
部
這
些
廣
告
，
撇
開
卽
將
來
臨
的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舉
，
 

從
被
提
供
之
事
物
，
沒
有
迫
切
的
理
由
。

在
此
類
廣
告
中
此*

成

就
W
之
列
舉
追
溯
許
多
年
，
部
分
至
一
九
六
九
年
，
第
一
次

由S
P
D

與

F
D

P

聯
盟
組

 

成

政

府

。
其
例
如
在
一
九
七
六
年
六
月
十
五
曰
法
蘭
克
福
的一

般
報
淑
寫
著
：

*

您

自

己

看

，
在
一
九
六
九
與
今
天
之
間
什
麽
可
以
被
實
現
。*

與
在
一
九
七
六
年
六
月
廿
二
曰
波
恵
的|

般

震

：

W
從

一

九

六

九

至t

九
七
六
有
二
千
二
百
公
里
高
速
公
路
被
新
建

。
W 

這
提
示
經
常
連
接
於
，
此
實
現
必
須
被
保
障
繼
續
横
展
，
如
闻
所
擧
例
子
：

一 

五



I

七
六

*

此
政
策
必
須

|

貫
的
被
繼

M
延
伸
一
九
七
六
年
六
月
十

一

 u
宇
宙
)
。

"
因
此
我
們
合
作
與
均
衡
之
政
策
必
須
0
標
明
確
的
被
繼
績
。
就
此
我
們
的
國
家
甚
至
帶
來
明
天
一

饷
安
全
的
且

 

國
際
上
有
經
驗
的
表
現

V
 ( 
一
九
七
六
年
五
月
廿
八

B
法
蘭
克
福
的
評
論

)

D

"
我
們
模
範
的
社
會
輞
必
須

爲
將
來
被
保
障
與
繼

M
擴
展
〃
(
一
九
七
六
年
六
月
廿
五

R
法
蘭
克
福
的
新
評
論
)
。 

此
類
廣
告
之
共
同
目
的
與
目
標
變
得
明
確
的
，
其

钮
次
相
同
的
結
語
：

"
此
期
中
報
告
指
出
：
我
們
朝
向
正
確
道
路
。

成
就
獲
得
信
賴
。

我
們
保
障
德
國
未
來
。
"

因
此
聯
邦
政
府
適
合
在
未
來
作

爲
有
繼
績
成
就

値
得
信
賴
之
保
證
人
。
所
以
其
宣
傳

I

I
此
從
"
期
中
報
告
"
這

個
字
可

淸
楚
看
出

-
-
-

間
接
的
想
耍
選
民
經
由
投
票

爲
政
府
主
要
的
政
黨
詎
夠
"
繼
給
執
政
〃
。

■ 

T

每
次
大
多
四
面
全
頁
的
廣

/t.
w
指
引
相
同
方
向
，
此
廣
告
從

I

九
七
六
年
五
月
廿
四
日
至
七
月
廿
六
0
以
鏡
的
 

十
M
緊
接
版
面
發
表
。

此
種

爲
宣
傳
聯
邦
政
府
獲
取
好
感
之
意
圖
係
明
顯
的
，
其
在
鏡

I

九
七
六
年
七
月
五
日
第
廿
八
號
之
廣
告
開
頭
說

*

我
們
於
此
一
系
列
來
敍
述
，
聯
邦
政
府
所
完
成
，
特
別
在
最
近
四
年
之

H

作

。
我
們
已
將
我
們
的
事
做
的
眞
正

 

好
嗎
？



且
緊
接
的
僅
僅
對
經
濟
、
外
交
與
社
會
政
策
之
正
面
的
外
國
評
論
加
以
引
用
。
在
相
同
路
線
上
，
以
大
的
印
刷
標

 

題

如

："
這

3

政

府

，
總

的

說

來

，
帶
給
您
們
較
多
之
自
由*

。
(
明
鎊
周
刊
一
九
七
六
年
六
月
廿
八
日
第
廿
七
號
)

*

這
個
政
府
在
世
界
上
獲
得
如
下
成
績
(
鏡
一
九
七
六
年
七
月
五
日
第
廿
八
號
)
。

把
在
四
年
之
間
特
別
的
成
就
與
結
果
排
列
在一

起
且
以
攘
語
類
的
列
擧
事
實
加
以
證
明
。

對
此
有
啓
發
性
之
內
容
部
分
地
處
在
與
廣
告
篇
幅
關
係
之
外
。
例
如
幾
乎
占
用
二
頁
廣
告
之
"
備

忘

日

曆

*

 
(
 

鏡

一

九

七

六

.年

五

月

廿

四

日

第

廿

二

號

)
，
聯
邦
總
理
與
外
國
夥
伴
六
十
次
會
唔
資
料
喚
起
記
憶
，
尤
其
確
定
係

 

爲
強
調
其
偵
人
成
就
宣
傳
。
此

外
I

九
七
六
年
六
月
廿
一
日
(
鏡

第

廿

六

號

)
之
廣
告
被
認
爲
與
此
相
符
，
其
大
字
標

 

題

：
"
這
.個
政
府
在
我
們
生
活
中
改
善
至
少
一
百
件
事
情

。
W

甚
至
在
此
廣
告
系
列
中
總
是I

再
將
很
久
以
前
生
效
之
法
律
規
定
包
括
在
成
果
報
告
中
。
例

如

從

I

九
七
一
年
以

 

艰
擴
展
的
意
外
保
險
保
護
以
如
下
標
語
暗
示
：

"
校
童
受
到
保
護
"

。

或

者

在

I

九
七
三
年
所
採
用
彈
性
的
退
休
年
齡
以
此
標
題
：

*

老
年
有
較
好
的
供
養
"

。

就
如
下
事

情

之

1
10
實
際
上
使
人
信
服
之
理
由
卽
便
在
此
案
不
是
明
顯
的
：
正
是
在
選
前
把
過
去
之
成
果
與
已
經



很
久
以
前
生
效
之
法
律
歸
於
政
府
之
積
極
成
就
且
特
別
以
大
標
題
加
以
強
調
。

1
般
地
說
在
此
廣
告
中
有
影
射
對
反
對
黨
之
批
評
立
場
，
出
現
貶
値
之
影
射
口
吻
。
反
尉
黨
被
處
理
當
作
爲
危
險

 

的

"
黑

畫

店(
s
c
h
w
a
r
z
m
a
l
e
r
e
i

 
)
"-

爲

試

圖

"
去
破
壞
對
政
府
之
信
賴
"
及

係

"
悲

歌

"
(
明

鏡

周

刊|

九
 

七
六
年
七
月
廿
六
日
第
卅
一
號

 >
或

(
如
同
在
明
鏡
周
刊|

九
七
六
年
五
月
卅|

日
第
廿
三
號
)
以
下
述
標
題
"
這
個

 

政
府
甚
至
針
對
此
等
悲
觀
主
義
已
完
成
經
濟
發
展
o

經
由
事
實
表
明
駁
斥
。
就
此
如
下
片
段
爲
例
：

"
在
一
九
七
五
年
八
月

 

贊
成
此
經
濟
成
長
：

政
府
決
定
(
主
要
對
建
築
業
)
第
四
個
經
濟
發
展
計
劃
且
對
此
投
入
大
約
三
百
五
十
億
德
國
馬
克
，
以
伲
進
產

業

景

氣

。

反
對
此
經
濟
發
展
：

僅

是

一

個
冬
眠
計
劃
。

一
種
哈
姆
—
史

密

斯

特

令

救

濟

機

構

。

此
經
濟
發
展
本
身
：

訂
單
經
由
投
資
補
助
與
再
壻
加
外
國
訂
單
而
穩
定C

工
業
產
品
增
加
三
俏
百
分
比
與
控
制
七
月
失
業
率
下
降
至

 

五

•
二
値
百
分
比
之
最
低
點
而
超
過
其
向
來
之
成
果

。
V 

由
此
對
比
在
廣
告
之
末
尾
得
出
結
論
：

*

現

在

，
在
五
月
，
亦

卽

依

第I

次
之
淸
楚
的
徵
兆
之
後
的
九
個
月
來
，
甚
至
悲
観
主
義
也
必
須
承
認
，
此
發
展



事
實
上
走
成
長
與
進
展
。
雖
然
人
們
現
在
聽
到一

些

挫

敗

，
悲
觀
主
義
從
昨
日
起
希
望
樂
意
承
擔
明
日
之
發
展
：

決

定

性

的

是

，
在

那

I

個
人
手
中
獲
得
提
供
發
展
之
機
會
。

而
最
好
是
在
促
使
發
展
的
。*

於
此
很
明
確
的
顯
露
出
驟
邦
政
府
之
意
圓
，
"
想
要
繼
績
執
政
"

，
且
藉
此
廊
繫
的
號
召
選
民
，
經
由
其
投
票
加

 

以

幫

助

。
句
同
樣
經
由
從一

九
七
六
年
五
月
廿
六
日
至
七
月
廿
九
日
在
「
多
彩
」
(D

i
e

 B

目ten

 )
期
刊
出
版
之
廣
 

告
系
列
係
明
顯
的
逾
越
在
競
選
中
對
政
黨
偏
袒
影
®
之
允
許
公
開
工
作
的
界
限
。

*

關
於
德
國
之
五
十
個
事
實

。
W 

這
個
早
已
由
廣
告
之
內
容
，
形
式
及
外
表
得
出
。

此
廣
告
系
列
由
毎
次
五
個
全
頁
廣
告
所
組
成
在
以
後
相
隨
而
來
十
期
之
雜
誌
中
。
其

從

I

九
七
六
年
五
月
廿
六
日

 

至
七
月
廿
九
日
出
版
。
每

j

個
廣
告
大
部
分
僅
包
含|

句
以
大
字
印
刷
構
成
的
內
容
且
以
丨
丨
+
字
印
刷
丨
丨
^

1

 

理
由
如
：

C
這
還
不
是
很
久
以
前
的
事
，
人
們
得
到
越
多
錢
給
小
孩
，
人
們
賺

得

愈

多

。
從

I

九

七

五

年I

月

~
日
以
來
所

 

有
人
得
到
相
同
之
兒
童
金
。
且
雖
然
早
已
給
第
~
個

小

孩

。*

或
者

：

W
今
天
我
們
的
洗
滌
仍
是
如
同
以
前|

樣

白

，
但
我
們
的
水
不
再
如
此
骯
髒
的
。*

一
七
九



1

 八
0

1

九
七
五
年

九

月I

日
之
洗
游
劑
法
許
可
在
s

及
淨
化
劑
方
商
僅
再
加
可
以
生
物
上
再
度
分
解
之
輔
助
劑
。
我

 

們
的
河
流
與
海
洋
現
在
仍
保
持
淸
潔
的
。*

在
這
些
廣
告
中
特
別
引
人
注
意
的
是
此
貧
乏
之
內
容
與
其
太
小
重
要
性
顛
著
的
不
相
稱
。
此
內
容
明
確
的
退
却
在

 

像
作
廣
告
似
的
外
表
之
後
。
總
計
不
僅
由
內
容
而
且
由
外
表
完
全
是
意
圖
產
生
喚
起
對
聯
邦
政
府
及
由
其
推
行
政
策
的

 

1

。
由
所
有
這
些
廣
告
有
共
同
點
：
僅
限
於
列
舉
由
聯
邦
政
府
所
帶
來
的
積
極
成
就
且
企
圖
爲
聯
邦
政
府
獲
得
好
感

 

而

宣

傳

。
在
上
述
文
宣
中
顯
而
易
見
的
聯
邦
政
府
之
繼
續
執
政
的
企
圖
總
是
不
斷
被
突
顯
出
來
，
此
伴
隨
著
有
或
多
或

 

少
明
&
的
對
選
民
在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舉
時
給
予
其
繼
續
執
政
機
會
之
請
求
。
雜
誌
之
選
擇
係
針
對
盡
可
能
地
使
全
部
人

 

民
圏
瞪
收
到
。
另

外

，
此
廣
告
均
饜
於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舉
前
之
爭
議
時
刻
且
由
於
其
頻
率
與
強
烈
性
可
能
產
生
對
聲
請

 

人

不

利

之

影

如

此

是

明

顯

的

，
擗
邦
政
府
經
由
此
類
措
施
違
反
中
立
性
之
要
求
與
選
前
最
大
之
克
制
且
侵
犯
聲
請

 

人
機
會
平
等
之
權
利
。

2.
此

外

聯

邦

政

府

更

在

中

產

生

政

黨

偏

袒

性

之

影

譬

：
其
在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睾
前
最
後
一
個
月
以
髙
版
次
發

 

行
有
效
宣
傳
之
印
刷
品
-
以
很
少
部
分
本
身
散
布
而
大
部
分
讓
政
黨
來
分
發
。
爲
此
目
的
是
I

除
了
個
人
與
行
政
費

 

用
之
投
入
外
丨
丨
國
家
資
金
以
高
達
百
萬
元
被
用
於
印
刷
及
寄
送
。

，句
雖
然
——

不
同
于
此
廣
告
系
列_

在
此
_

上
加
以
指
摘
2
3
3版
的
，

g

豸與範圍

g
ll
^

te
由
聯
邦

 

政
府
與
職
權
範
圍
出
版
之
印
刷
品
比
較
小
之
部
分
。
但
儘
管
如
此
其
已
發
揮
一
個
宣
傳
作
用
。



aa)
-屬
此
處
之
例
子
.
.
例
如
外
交
部
之
附
在
書
刊
中
的
折
頁
件
W
共
同
爲
世
界
性
的
夥
伴
w

，I

九
七
六
年
八

 

月

底

或

九

月

初

以

七

百

五

十

萬

爲

副

刊

在

地

區

性

報

紙

中

散

布

。

在
其
說
明
部
分
德
國
外
交
政
策
之
重
點
以
此
標
語*

歐

洲

、
北
大
西
洋
公
約
組
織
、
東

進

政

策

、
第

三

世

界
W
簡

 

短

的

被

提

到

，
排
列
其
積
極
成
果
與
特
別
強
調
聯
邦
政
府
之
功
績
。
例
如
如
此
被
說
明
■■
 W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
，
 

W
從
一
九
六
九
年
建
立
社
會
自
由
的
聯
合
政
府
以
來
有
積
極
的
而
且
以
許
多
劃
時
代
的
措
施
對
西
方
和
解
政
策
有
所
貢

 

獻

或

者
V
目

前

情

況

與|

九
六
九
年
以
前
情
況
之
對
比
V
*
請

想

想

，
什
麼
是
已
被
逹
成
W

。

圖

片

部

分

，
約
占
有
附
在
書
邦
中
折
頁
件
的I

半

，
大
部
分
在
說
明
外
交
部
長
之
會
晤
與
協
商
，
他
十
四
次
被
刊

 

登

。
有
一
張
與
美
國
總
統
合
照
之
標
題
說
明
，
兩

人
W
 1

致

強

調
W
:*

德
國
美
國
之
關
係
從
沒
有
如
今
天
的
好
~

。

總
括
明
顯
的
這
些
文
宣
旨
在
爲
使
外
交
部
長
獲
得
人
民
好
感
宣
傳
。

！
個
正
好
在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擧
以
前
不
久
之

 

時

刻

，
去
散
布
此
—

片
報
導
的
特
別
理
由
，
並
不
能
在
書
刊
折
頁
件
中
窺
出
。
此
進
行
影
響
選
民
意
見
形
成
之
企
圖

 

，
是
顧
而
易
見
的
。

類
似
的
發
生
在
由
新
聞
與
情
報
局
出
版
之
附
在
書
刊
中
折
頁
件
。

W
成
就
獲
得
信
賴
。

在
七
年
社
會
自
由
政
府
後
之
結
算

。
W

此
附
在
書
刊
中
折
頁
件
把
從
~
九
六
九
年
以
來
聯
邦
政
府
與
其
所
主
要
的
政
黨
之
成
就
與
結
果
從I

切
範
圍
串
連

 

起
來
且
其
分
成
以
下
標
題
如
：



W
我
們
生
活
在
和
平
、
富
裕
及
穩
定
中

。
V

或

者

：

"
我
們
的
國
家
獎
成
現
代
化
與
人
性
化◊

W

W
最
重
要
的
改
革
成
就

。
V

此
附
在
書
刊
中
折
頁
件
結
語
丨
—
如
同
在
報
紙N

i
g

告
I

經
由
大
字
印
刷
強
調
此
論
點
：

V
成
就
獲
得
信
賴
。
.

我
們
保
障
德
國
未
來〇
 "

此
干
涉
競
選
宣
傳
有
利
於
執
政
戴
也
圖
，
於

§

楚

的

露

出

。
如
同
其
一
開
始
說
，
W
從
七
年

來
W
承

擔
W
 |

個
 

在
波
昂
政
治
資
任
之
社
會
自
由
聯
盟
之
聯
邦
政
府
W
且

*

社
會
民
主
與
自
由
民
主
政
策*

有
—
I
除
勞H

、H

會
與
企

 

業
家
之
成
就
外
1
丨
讓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始
終
爲I

塊
土
地
做
許
多
，
令
許
多
觀
察
i

作

模

範

。
~
另

外

強

調

，
 

*

從

I

九
六
九
年
以
來
社
會
與
自
由
民
主
經
由
果
斷
的
改
革
政
策
使
我
們
的
國
家
是
更
現
代
的
，
其
生
活
條
件
是
更
社

 

會
的
與
合
理
的
。*

此
附
在
書
刊
中
附
件
之
目
的
與
目
標
方
向
是
明
確
的
。

bb>
例

如

此

由

新

聞

與

情

報

局

出

版

之

作

報

告

七

十

六

*

與
由
聯
邦
部
長
爲H

作

與

社

會

秩

序

在|

九
七

 

六
年
四
月
出
版
之
小
册
子*

我
們
的
社
會
安
全
〃
以
此
小
標
題*
結

算
I

九
七
六
I

此
堅
固
的
基
礎
爲
一
個
安
全
的

 

i

 W
倮
屬
於
所
謂
的
工
作
、
成
就
與
結
果
報
告
，
就
本
身
而
言
是
允
許
的
，
而
其
緊
密
的
散
布
在
接
近
選
前
是
旨
在



作
爲
影I

I

選
民
之
選
舉
判
断
有
利
於
政
府
與
其
支
持
的
政
黨
之
用
。

此

作

報

告

七

十

六

"
包
含
以
一
六
七
印
刷
頁
對
關
於
全
部
重
要
生
活
領
域
中
進
展
之
槪
觀
。
其
如
同
開
頭
所

 

說

，
此
報
告
企
圖
報
導
"
關

於

聯

邦

政

府

從I

九
六
九
年
以
來
在
廣
大
職
務
範
圍
之
工
作
V

。

W
聯
邦
政
府
在
世
界
經
濟
困
難
之
M
力
下
亦
成
功
作
成
，
編
結
堅
固
與
緊
密
之
社
會
安
全
網
，
擴

大

-A
民
之
參
與

決
定
權
與
參
加
機
會
.
.
.
經
由
堅
定
的
外
交
政
策
推
動
¥

的

和

解

過

程

與

鞏

固

及

德

國

之

國

際

地

位

。
V
在

本
報
告
中
應
被
敍
述
到*

在
過
去
幾
年
中
所
完
成
及
貢
現
的
是
什
麽
。
"
此

報

告

*
腱
該
給
人
民
就
聯
邦
政
府
在
最
近

 

幾
個
立
法
會
期
年
度
中
之H

作
以
評
論
性
的
與
有
專
門
知
識
的
來
判
斷
之
機
會

。
a

此

四

一

頁

小

册

"
我

們

的

社

會

安

全

*

，
在

第

一

r's
發

現

I

張

圖

片

與

部

長

之

前

言

，
提
供
一
個
關
於
在
過
去
七

 

年

中

"
社

會

進

步

政

策

W
2
槪
觀
且
強

調

以

弹

性

退

休

¥ r
齡

之

引

導

的

年

金

i

作

爲

W
里

程

碑

々

，
新

的

企

業

組

織

 

及
尤
其
_

戦

爭

受

害

人

照

料

之

新

規

定

=
其

以

I
1K1
五

頁

*

 1

九

六

九

—

一
 .九

七

六

成

就

結

算

"
作

爲

結

束

，
在
其
中

 

通

I

度

把

一

切

朝

向

"
更

瓧

會

正

義

與

安

全

W
之
路
作
爲
正
面
評
價
之
步
調

i

括
的

II
瞰

串

連

起

來

。

CC)
對
宣
傳
中
立
之
印
刷
品
，
其
在
選
前
之
出
版
與
散
布
亦
不
會
遇
到
憲
法
上
顧
慮
，
例

如

*

聯
邦
敎
育
推
展

 

法

"
與

W
刑
罰
執
行
法
V
之

小

册

子

。
其
基
本
上
竭
力
在
法
律
條
文
之
敍
述
。
對

其

出

版

有|

個
迫
切

之

理

由

。
聯
郛

 

敎
育
推
展
法
是
在
一
九
七
六
年
四
月
九
日
被
新
採
納
。
刑
罰
執
行
法
已
經
由
聯
邦
衆
議
院
通
過
應
該
短
期
內
生
效
。

此
外
在
此
關
聯
中
去
列
擧
例
如
有
些
在
聯
邦
部
之
任
務
內
爲
少
年
，
家
庭
與
健
康
由
聯
邦
中
央
爲
健
康
的
宣
傳
敎

 

育
出
版
之
刊
物
，如

指

南

W
，
係
在
德
國
諮
詢
處
之
目
錄
，
或

*

預
防
勝
於
治
療
"
小

册

，
係

提

供

*

給
父
母
對



-
八
四

#

B n
濫
用
主
題
之

敎

育
忠
告
，
或
附
花
書
判
中
附
件
"
反
對
藥
物
濫
用
之
行
勒
"

。
其
全
部
似
限
於
向
人
民
說
明
有
關

 

之
危
險
，
指
出
解
決

辧

法
及
促
成
獲
得
幫
助
。
任
何
一
個
宣
傳
作
用
之
重
耍
影
替
不
能

f
t
其

得

出

。

出
聯
邦
政
府
經
由
印
刷
品
丨
—
依
其
內
容
及
外
表
將
或
多
或
少
發
揮
大
的
宣
傅
作
用

I

在
選
擧
爭
論
中
已

產

 

生
政
黨
偏
袒
之
影
響

I

事

，
可
由
這
此

：一

文
宜
品
在
競
選
中
被
使
用
之
情
形
獲
得
證
明
。
此
類
印
刷
品
不
僅
是
如
间
外
交

 

部
之
附
在
書
刊
中
折
頁
件
是
在
其
他
國
家
資
金
繼

m
投
入
下
散
布
，
而

a
是
大
部
分
讓
執
政
黨
派
在
競
選
中
作

爲
寅
傳

 

資
料
使
用
。
例
如
被
廿
二
次
不
同
的
，
巾
新
聞
及
情
報
局
在
一
九
七
六
年

|

月
一
曰
至
七
月
廿
六
口
發
行
之

6
1
8
6
0
8
2

 

印
刷
品
中
發
送

3
6

005
0
7
2

份
(

 

=

 

5
9
.
5
%

〕
給
聯
合
政
黨
或
其
分
枝
部
門
。
而
給
0
〇

1
/
\

€
5
1
1

僅

1
6
3
0
0
份
 

(

 

=

 

0
.
2

6
%

〕

。
於
此
執
政
黨
從
全
部
版
次
所
端
視
其
是
否
適
合
用
供
選
戰
用
而
定
。
例
如
從

I

九
七
六
年
六
月
九

 

日
至
七
月
卅
一
日
之
附
在
書
刊
中
折
頁
件
的
全
版
次

*

成
就
獲
得
信
賴
"
以

4
8
4
9
0
0

高

約

7
3

 %

，
從

|

九
七
六
年
 

一
月
初
至
七
月
底
"
工
作
報
告
七
十
六

"
之
全
部
版
次
以
高
達

4
8
5
7
6
0

接

近

7
4

 
%
轉
讓
給
執
政
黨

D

這
些
印
刷
品
！

如
同
言
詞
審
理
時
所
得

I

I

亦
被
執
政
餺

j n
來
作

爲

宣
傳
工
具
。
其
被

丨

丨

經
常
備
有
政
黨
或

其
政
想
候
選
人
之
印
刷
字
樣
成
貼
上
說
明
——

分
配
給
政
黨
機
構
，
陳
列
在
政
黨
展
覽
台
使
免
費
的
拿
.走

興

-
-
-

部

分
地
連
同
政
黨
自
己
的
宣
傳
品
——

寄
送
或
投
入
信
筘
。
競
爭
中
立
的
消
息
文
件
也
以
此
方
式
被
寄
送
，
如
諮
詢
小

册

 

或
法
律
條
文
之
描
述
=
此
考
慮
明
顯
的
就
此
是
具
有
決
定
性
的
，
卽
選
民
經
由
此
類
印
刷
證
明
之
遞
送

鲣

得
"

一
倘
實
 

際
上
的
服
務
〃
且
其
藉
此
影
響
被
介
紹
，

"
S

P
D

政
策
使
人
民
獲
得
利
益
"
(
如

S

 F
D

之
手

册

"
政
黨

X

作

—

丨

 

競

選

C

 )
。



印
刷
品
部
分
在
競
選
中
經
由S

 P
D

有
計
劃
的
實
現
。
政
黨
內
部
之
資
訊
I
作

不

斷

指

出

，
政
府
出
版
品
可
以
在

 

那

裏

得

到

，
那
一
類
印
刷
品
特
別
適
合
選
擧
宣
傳
之
目
的
。
且
其
如
何
在
競
選
中
被
使
用
。
此
種
交
由
政
黨
使
用
之
方

 

式
可
從
聯
邦
政
府
自
請
求
之
時
刻
與
數
目
，
部
分
地
亦
由
其
明
確
被
告
知
之
目
的
及
所
得
到
大
數
量
之
册
子
等
事
情
上

 

明
顯
看
出
來
。
 

’

C)
甚
至
當
從
印
刷
品
之
內
容
與
外
表
以
觀
憲
法
上
可
被
指
責
的
部
分
是
相
當
小
的
，
我
們
在
另
一
方
面
也
不
可

 

能
不
考
慮
.■其

正
好
以
大
數
量
在
選
i

以
散
布
且
被
執
政
黨
使
用
作
選
舉
宣
傅
。
聯
邦
政
府
可
能
預
知
與
知
悉
，
特

 

別
有
宣
傳
作
用
之
印
刷
品
以
大
範
圍
被
執
政
黨
獲
得
與
散
布
。
其
沒
有
着
手
去
阻
止
，
對
此
依
照
憲
法
其
却
是
有
義
務

 

的

〇

合

法

公

宣

工

作

與

違

憲

的

影

替

競

選

間

之

界

限

至

今

是

有

爭

論

的

。
其
過
程
在
此
判
決
中
首
度
被
較
詳
細
的

-1

明

確

表

示

。
此
界
限
不
僅
在
一
九
七
六
年
聯
邦
選
擧
時
，
而
且
早
先
曾
由
聯
邦
及
各
邦
政
府
曰
漸
逾
越
。
憲
法
上
就
此

 

評

價

却

I

點
也
沒
有
發
生
變
化
。

1

、

聲
請
人
有
助
於
經
由
可
觀
的
財
政
支
出
聯
結
仔
細
的
準
備
與
訴
訟
程
序
之
實
施
去
闌
明
二
個
原
則
上
的
憲
法
問
題

 

,
其

影

；

Si

由
於
具
體
的
理
由
而
伸
展
的
很
遠
。
其

(
因
是
政
黨
而
不
是
政
府
)
不
可
能
如
同
聲
請
相
對
人
丨

—
及
如
同
 

I

般
在
一
切
機
關
爭
議
案
件
之
參
與
人
I

I
對
法
律
爭
訟
之
必
要
費
用
由
國
家
之
預
算
資
金
來
支
出
。
基
於
此
等
理
由

I

八
五



一
八
六

,
本
庭
例
外
地
载
定
訴
訟
費
用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卅
四
條
第
三
頊>

。

簽

名

，
‘
 ze

i
-
er

 博
士

 

*

 Ge
i
g
e
r

 博
士

，R
i
n
c
k

 博
士

，W
a
n
d

，H
i
r
s
c
h

 *
 Ro

t
t
m
a
n
n

 博
士

，
 

JJiebler

 博
士

，S
t
e
i
n
b
e
r
g
e
r

法
官G

e
i
g
e
r

博
士
釾
一
九
七
七
年
三
月
二
日
丨
—2

 E
V
E
1
\
7
6

丨

丨

第
二
罾
判
決
之
理
由
與
费
用
裁
判
的
 

不
同
意
見
：A

、

首
先
我
對
列
於
原
判
決
囊
編
中
第一

三
八
頁
以
下
之
判
決
理
由
之
論
證
構
思
與
筆
法
，
不
同
意
多
數
之
見
解
。

I

、

在
此
訴
訟
程
序
爭
執
不
是
涉
及
聯
邦
政
府
公
f

宣
工
作
之
合
憲
性
，
而

是

涉

及

爲

了I

九
七
六
年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舉
聯
邦
政
府
之
選
舉
宣
傳
的
合
窻
拴
。

因
此
沒
有
理
由
去
對
聯
邦
政
府
公
關
文
宣
工
作
之
合
憲
性
加
以
說
理
且
去
確
定
公S

H
f
N
H

作
i

限

，
特
別
這
兩

 

者
均
未
能
去
定
義
什
麼
是
聯
邦
政
府
眞
正
的
"
公
關
文
宣H

作

*

 
◊
我
侷
限
我
的
評
論
在
..我
認
爲
聯
邦
政
府
丨
|

且
 

不
僅
目
前
之
聯
邦
政
府一

-

某
些
邦
政
府
之
公
關
文
宣
I
作
之
實
務
與
棟
收
節
約
運
用
原
則
是
明
顯
不
一
致
的
。

在
目
前
之
法
律
爭
議
是
聯
邦
政
府
之
公
關
文
宣
工
作
僅
應
在
可
能
是
選
擧
宣
傳
、
措
施
之
範
圍
內
認
爲
有
意
義
的

 

事

實

情

況

。



憲
法
上
評
價
首
先
要
說
明
的
走I

些
一
般
的
衡
量
，
其
適
合
去
掌
握
爭
議
情
況
與
方
法
之
界
限
：

1.
競
選
開
始
於
選
舉
之
後
的
第
一
天
，
而
且
是
爲
了
——

定
期
的
丨
丨
四
年
後
預
定
之
下
次
選
舉
，
此
話
 

在
如
下
範
圍
內
有
意
義
：
就
選
民
之
決
定
，
全
部
在
立
法
會
期
中
所
有
議
員
、
政
魃
、
黨
團
、
其
重
要
人
員
、
部
長
與
 

政
府
之
行
爲
在
下
次
選
擧
時
均
有
其
意
義
。
選
戰
與
所
繫
属
法
律
爭
議
具
有
某
些
不
同
意
義
：
選
戰
在
幾
星
期
內
擧
行

 

，
候
選
人
與
政
黨
於
此
期
間
內
彼
此
作
爲
競
爭
者
*
用
全
部
方
法

W
以
公
開H

作
謀
求
選
票
及
議
席
，
而
且
所
用
方
法
 

是
其
對
自
己
之
政
治
計m

奮
鬥
且
企
圖
擊
_
對
手
之
計
劃
。
此
"
競
選
時
間

V
在
聯
邦
選
舉
法
被
足
夠
的
規
定
，
在
此

 

不
僅
在
第
十
七
條
至
第
十
九
條
設
立
期
限
，
而
且
依
聯
邦
總
統
命
令
開
始

W
選
擧
之
準
備
"
(
聯
邦
選
舉
法
第
四
章
之

 

標

題

)
，
決
定
"
主
要
選
擧
日
(
選
舉
日
)
"
。
此
競
選
時
間
之
決
定
就
去
得
到
1
10
訴
訟
標
的
能
被
運
作
之
時
間
界

 

限
而
言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2
在
本
案
中
僅
聯
邦
政
府
，
聯
邦
總
理
與
聯
邦
部
長
包
括
聯
邦
新
聞
局
在
內
於
競
選
期
間
之
選
擧
宣
傳
的
行
爲
有

 

關

。
其
在
競
選
中
作
爲
憲
法
機
關
對
選
擧
結
果
之
影
響
是
重
要
的
；
而
部
作
爲
行
政
機
關
或
一
個
下

S

關

，
其
在
行
 

政
協
助
上
使
人
民
獲
得
利
益
，
例
如
藉
由
說
明
書
及
印
刷
的
指
南
在
表
格
之
壤
寫
，
在
其
納
税
申
報
書
之
製
作
，
在
符

 

合
事
物
申
請
連
同
資
料
之
提
出
等
，
則
不
在
考
慮
之
列
。
另

i

方
面
聯
邦
政
府
，
聯
邦
總
理
與
部
長
作
爲
憲
法
機
關
不

 

僅
當
其
出
版
品
外
觀
上
明
顯
時
，
而
且
當
其
致
使
其
所
屬
單
位
之I

出
版
與
散
布
毎
一
出
版
品
時
，
均
係
影
替
競
選
。

3.
在
競
選
中
政
娓
與
候
選
人
爲
了
一
制
議
會
席
位
使
用
不
同
之
資
金
與
辦
法
(
競
選
大
會
，
接
近
人
民
之
討
論
會

 

，
家
庭

B

,
在
議
會
演
說
，
記
者
招
待
會
，
在
電
視
上
登
台
演
出
，
在
新
聞
中
廣
告
，
在
廣
播
與
電
視
中
之
簡
明
廣



一
八
八

告

，
禳

語

牌

，
傳

單

，
報

導

資

料

，
對

手

之

情

緒

與

批

評

，
節

目

，
承

諾

，
特

別

也

是

宣

傳

專

業

人

士

之

巧

妙

諏

計

，
 

等

等

)
。
在

本

件

法

律

爭

議

中

涉

及

如

下

S

選

資

料

：
其

製

造

有

使

用

國

家

標

誌

、
部

長

之

圖

片

：
部
之
序

言

以

及

 

f

職

務

之

形

象

且

由

國

家

預

算

之

資

金

來

支

付C

4.
 

選

戰

中

某

行

動

之

(
存

在

的

或

缺

乏

的

)
宣

傳

有

效

性

在

本

案

中

不

得

被

提

出

作

爲

界

限

標

詰

。*

任

何

事

V 

在

競

選

期

間

有

其

作

用

，
否

則

在

競

選

中

競

爭

的

政

黨

，
團

體

與

人

不

會

投

入

，
尤

其

不

是

僅

取

決

於

廣

告

或

作

品

之

內

容

丨

丨

其

可

能

是*
茗

觀

的

~
或

W
無

意

義

的

"
-
-
-
也

不

是

僅

決

定

性

时

取

決

於*

外

表

W
——

其
可
能
某
個

i

的

提

出

論

據

與

其

他

積

極

留

下

深

刻

印

像

-
-
-
其

可

能

單

純

的

取

決

於*

大

量

的

文

件*

，
大
置
的
給

予

人

民

——

那

也

就

是

，
當

其

一

方

面

迫

使

花

費

在

宣

傳

上

，
另

I

方

面

必

須

簡

單

的

搴

擬

，
因

此

不

會

引

起

使

他

人

處

於

劣

 

勢

的

印

象

。

5.
 

我

們

不

得

以

如

下

指

稱

而

說

某

一

特

定

鎗

選

宣

傳

方

式

無

意

義

.

.
即

主

動

人

民

之

選

舉

行

爲

依

經

驗

調

査

僅

在

 

小

範

圍

受

政

黨

及

候

選

人

在

競

選

中

S

手

段

影

響

。
有

可

能

：
對

大

S

人
民
——

銳

所

謂

之

固

定

嫌

票

選

民

——

 

競

選

行

爲

幾

乎

是

無

關

緊

要

.，
也

有

可

能

.

.
在

選

民

改

變

投

票

行

爲

情

況

下

競

選

努

力

成

爲

空

M
 ,
因

爲

需

要

較

長

的

 

時

間

，
來

產

生

S

;
也

可

能

是

，
其
他
情
況
！

例

如
I

個

及

時

有

計

劃

引

起

轟

動

的

政

治

手

段

及

政

府

之

成

就

！

在

競

選

中

之

煽

動

更

能

產

生

效

用

正

好

與

此

考

廉

與

情

況

相

關

聯

，
即

比

較

小

的

票

數

移

動

從

某

個

至

另

一

個

政

 

黨

可

能

改

變

在

國

會

之

务

數

。
當

我

們

考

慮

到

S

小

之

票

數

推

移

(
由

一

黨

到

另

一

黨

)
可

導

致

國

會

多

數

決

之

變

 

更

，
而

且

正

當

我

們

如

此

考

慮

時

，
則

參

選

政

逋

中

沒

有j

涸

之

行

爲

不

是

自

貽

有

份

量

V
重

要

而

且

不

得

忽

視

。



6.
在

另I

方
面
在一

個
一

如
本
件
的
爭
議
，
可
能
不
會
涉
及
：
即
在
一
個
由
預
算
資
金
支
忖
之
具
體
行
動
，
與
另
 

一
個
同
樣
由
預
算
資
金
支
付
之
具
體
行
動
間
去
劃
定
在
憲
法
上
允
許
的
與
憲
法
未
受
允
許
措
施
間
之
界
限
。
憲
法
法
院
 

僅
在
下
述
情
形
下
才
能
夠
劃
出
此
界
限
..即
當
它
將
全
部
行
動
加
以
觀
察
並
且
由
其
集
合
獲
得
足
夠
明
顯
之
證
據
以
證
 

明
其
所
確
認
競
選
中
聯
邦
政
府
、
聯
邦
總
理
、
部
長
與
聯
邦
新
聞
局
之
行
爲
是
否
合
憲
是
十
分
正
當
的
時
候
。

?

聯
邦
政
府
不
是
在I

九
七
六
年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舉
時
才
開
始
干
涉
競
選
。
一
個
經
過
許
多
年
在
幾
乎
一
切
選
舉
都
 

要
遵
守
的
，
而
且
一
次
次
耗
費
更
大
的
、
更
強
烈
的
與
更
廣
泛
的
實
務
做
法
在
此
之
前
即
已
存
在
，
而
且
這
實
務
作
法
 

對
直
接
負
責
選
戰
者
成
爲
一
個
自
明
的
習
慣
◊
其
絕
不
被
國
家
意
見
或
被
人
民
普
遍
的
接
受
。
其
甚
至
在
文
獻
中
遭
受
 

到
反
對
。
其
已
經
一
度
被
爭
執
當
作
違
憲
的
，
此
類
爭
執
可
見
於
聯
邦
衆
議
院
中
之
反
對
戴
在
一
九
六
五
\
六
六
年
之
 

憲
法
爭
訟
程
序
(2

 B
v

E

】
\
 66
 
)
興
在
1
M
規
範
審
査
程
序
(2

 B
v
F

 1
\
6
6

 
)
；
此
等
程
序
經
由
聲
 

請
之
撤
罔
而
終
結
。
基
於
此
背
景
，
我
們
不
能
說
有I

個
多
年
無
被
撤
廢
的
憲
法
實
踐
。
憲
法
原
則
不
可
能
因
此
而
遭
 

受
到
意
義
變
更
，I

個
可
能
是
憲
法
習
慣
法
基
礎
之
法
的
確
信
亦
不
能
建
立
。

"
IV

、

聲
請
人
所
指
摘
聯
邦
政
府
在I

九
七
六
年
競
選
中
之
干
預
在
三
個
互
相
自
主
，
獨
立
有
力
的
憲
法
上
觀
點
，
是
不
 

合
法
的
：

L
每
偏
在
職
的
聯
邦
政
府
根
據
基
本
法
秩
序
是
一
倘
預
定
時
期
，|

般
而
言
指
議
員
任
期
所
預
定
期
限
之
憲
法
機



一
九
o

關

；
此

亦

適

用

於

聯

弗

總

理

與

聯

弗

部

長

(
參

基

本

法

第

六

三

條

，
第

六

九

條

第

二

項

〕
。
其

不

是

I

俏

多

數

的

政

府

 

，
而

走

作

爲

國

家

組

織

成

共

同

體

之

政

府

，
在

民

主

政

治

中

全

民

之

政

府

■，
對

此

可

由
基
本
法
第
.六

四

條

第

二

項

，
笛
，
 

五

六

條

所

規

定

聯

邦

總

理

與

聯

邦

部

長

之

誓

言

文

字*

得

到

I

個

證

明

。
聯

邦

政

府

與

其

成

員

，
聯
弗
總
理
或
聯
邦
部

 

畏

在

競

選

期

問

利

用

職

務

爲

新

當

選

〃

宣

傳

，
係

與

聯

邦

政

府

在

基

本

法

之

憲

法

體

制

互

不

相

容

的

。
但
其
以
新

 

聞

廣

告

與

小

册

子

中

用

聯

邦

旗

幟

與

聯

邦

國

旗

宣

傳

"
我

們

正

朝

向

正

確

之

路

"
或
老
其
用
小
册
子
以
相
同
外
表
暗
示

 

期

中

結

算

、
成

就

與

結

果

，
爲

誘

導

他

的

"
重

新

當

選

"

，
則

是

對

國

家

與

對

一

切

最

有

利

的

決

定

。

競

選

在

民

主

政

治

中

係

充

作

爲一

個

政

黨

與

候

選

人

問

就

政

治

權

力

之

爭

論

，
各

政

撖

其

政

治

意

見

、
政
治
目
的

 

、
政

治

計

劃

(
在

人

民

與

國

家

之

利

益

下

以

社

曾

團

體

之

觀

點

加

以

實

現

)
提

供

給

選

民

，
使

其

投

給

(
最

初

的

)
合

 

意

幽

體

他

的

選

票

。
當

聯

邦

政

府

、
聯

弗

總

理

與

聯

邦

部

長

其

自

己

的

競

選

爲

其

重

新

當

選

之

S
的
而
彷
彿
在
打
自
己

 

的

選

戰

時

，
則

此

等

競

選

將

被

歪

曲

。

當

然

聯

邦

總

理

與

聯

邦

部

長

在

競

選

中

在

其

政

黨

內

部

可

能

爲

其

計

剷

，
目

的

而

辯

護

並

且

以

此

方

式

爲

此

政

黨

 

及

由

所

提

候

選

人

爲

得

到

人

民

之

票

數

而

宣
_

，
其

有

權

：
作

爲

其

黨

之

候

選

人

，
標

示

出

其

職

務

其

所

屬

聯

邦

政

府

 

之

成

就

且

因

此

作

宣

傳

。
但

是

：
如

冋

在

政

黨

國

家

中

議

员

儘

管

其

依

賴

其

所

提

名

與

支

持

之

政

黨

但

依

現

行

憲

法

仍

 

係

全

民

之

代

表

，
不

受

委

託

與

指

示

之

拘

束

且

僅

服

從

其

良

心

(
菡

本

法

第

卅

八

條

)
，
同

様
依
現
行
憲
法
必
須
在
此

 

於

競

選

中

爲

其

政

黨

扮

演

聯

邦

總

理

及

聯

邦

部

長

與

在

聯

邦

政

府

，
聯

邦

總

理

及

聯

邦

部

長

的

法

律

地

位

、
作
爲
憲
法

 

機

關

二

者

之

冏

去

區

分

，
就

後

一

種

身

分

屬

姓

，
其

在

職

務

上

不

能

夠

從

事

一

般

官

員

在

選

戰

中

能

從

事

之

行

爲

。



2.
聯
邦
政
府
在
一
九
七
六
年
競
選
中
之
行

爲
走
與
基
本
法
民
主
政

ffi
要
求
不
相

|

致

(
基
本
法
第
廿
條
第
一
項
與

 

第

二

.嗅

第I

句

)
：

基
'本
法
之
民
主
政
治
係
根
據
及
依
靠
，
下

列

建

制

■■國

家

之

領

導

，
以
及
在
國
家
中
上
位

権

限
之
行
使
，
須
經
由

 

人

民

決

定

或

監

督

，
尤
其
以
定
.期

反

覆

政

治

選

擧

之

基

本

行

爲

，
選
擧

爲

新
決
定
國
家
權
限
之
持
有
人
之
基
礎

M
且
決

 

{.

疋
政
府
政
策
之
繼
繪
或

p
更

，
新
政
治
方
向
與
想
法
或
要
求
之
拒
絕
及
新
政
治
計
劃
與
改
革
之
支
持
。
逭

是

一

個
繼
續

 

不

間

斷

的

、
公

開

的

政

治

過

程

，
諸
如
此
類
憲
法
上
的
保
障
係
經
由
基
本
法
笫
七
條
第
二

项

第
一
句
，
第
七
一
條
與
第

 

卅

八

條

。

此
民
主
過
程
只
有
當
每
一
次

毎

一
個
政
治
選
擧
之
基
本
行

爲

係
經
由
人
民
熱
烈
的
不
同
政
治
勢
力
加
以
決
定
，
特
 

色
在
於
自

甶

形
成
的
與
自
由
競
爭
的
政
黨
去

创

造
其
之
行
勤
一
致
性
時
，
是

自

由

與

公

開

的

。

也

就

足

說

：
依
照
基

本

法

上

民

主

要

求

，
選
擧
是
法
律
上
相
當
重
耍
之
政
治
過
程
，
在
其
此
意
志
形
成
係
自
由
的

 

而
影
響
針
對
選
擧
國
家
之
機
關
擧
行
。
聯

邦

政

府

、
聯

邦

總

理

與
聯
邦
部
長
之
官
方
的
選
擧
宣
傳
是

j

種

強

烈

的

"
從
 

上

面

"
干

涉

I

個

過

程

，
此
種
過
程
上
我
們
民
主
政
治
中
躐
該
"
從

下

面

而

來

V
地

規

定

其

程

序

之

開

始

，
在
其
結
束

 

時
才
重
新
決
定
該
被
組
織
國
家
的
"
上

面

"

。

不
可
避
免
的
從
聯
邦
政
府
、
聯
邦
總
理
與
聯
弗
部
及
之
政
策
及
其
政
府
計
劃
實
現
之
政
治
步
驟
開
始
作

爲

反
映
， 

無
疑
的
尉
人
比
之
選
擧
決
定
有
間
接
之
影
響
，
甚

.#;
從
總
理
與
部
長
個
人
圖
片
及
其
所
掌
握
之
職
務
的
聲
譽
與
威
望
開

 

始

，
對
人
民
之
選
擧
決
定
亦
有
間
接
影
智
。
這

是

憲
法
上
不
會
加
以
指
摘
的
。
聯
弗
政
府
與
其
成
員
將
職
務
之
威
望
完



-
九
二

全
有
意
的
便
用
在
選
舉
宣
傳
，
當
然
被
憲
法
加
以
指
摘
而
禁
止
的
。
正
是
此
種
~
客

観

的*

,
幾
乎
可
以
說
係
超
然
于

 

"
政
黨
無
休
止
的
爭
論*

而

選

擇

的

，
茁

廣

告

、
小

册

、
附
件
與
成
就
報
告
中
帶
有
對
聯
邦
政
府
其
成
員
之
權
威
與
聲

 

眷
的
表
達
遒
成
對
政
黨
特
別
有
效
之
選
擧
宣
傳
，
藉
此
聯
邦
政
府
得
以
遠
播
名
望
。
政
黨
偏
袓
在
競
選
中
可
能
不
僅
以

 

公
開
的

V
政
黨

S

的

*
活

勤

出

現

，
而
且
可
能
使
此
活
勤
出
現
我
們
對
於
由
該
政
黨
宣
傳
之
狀
況
與
關
聯
而
生
的
信

 

賴

，
或
者
可
能
更
好
地
其
完
全
未
受
注
意
的
與
無
反
映
的
爲
某
特
定
政
黨
當
作
宣
傳*

到

達*

選

民

之

信

賴

。

■

3.
聯
邦
政
府
在I
九
七
六
年
競
選
中
之
行
爲
最
終
係
與
在
競
選
中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之
憲
法
原
則
不I

致
的
(
基
本
 

法
第
廿I

條
第I

頊

，
第
卅
八
條
第
一
項
)
，
如
同
聯
邦
籯
法
法
院
在
經
常
的
判
決
中
所
已
發
展
的
原
則
。

在
競
選
中
由
於
反
對
黨
緣
故
開
始
之
政
黨
機
會
與
最
後
受
政
府
支
持
之
政
黨
機
會
，
在
爭
奪
選
票
上
事
實
上
不
是
 

相
同
的
。
這
定
必
須
接
受
的
；
且
須
由
其
出
發
。
基
於
如
此
強
烈
之
重
要
性
，
可
得
出
如
下
因
機
會
平
等
原
則
而
發
展
 

出
之
要
求
：
所
有
仍
加
深
事
實
上
存
在
之
不
平
等
者
，
皆
必
須
停
止
。
在
考
慮
到
政
E
璣
會
平
等
原
則
之
前
提
下
，
所
 

謂
執
政
魃
透
過
官
方
借
用
其
職
務
權
威
，
政
府
聲
譽
，
國
S

徵
等
所
爲
之
輔
助
是
違
憲
的
◊
此
職
務
配
備
(A

m
t
s
—

 

Fazilitat

 
)
之
借
用
，
例
如
應
用
部
之
公
務
員
去
草
擬
宣
傳
小
册
、
選
舉
演
說
V
M
選
組
織
等
是
在
競
選
中
給
政
府
 

主
要
政
黨
優
惠
之
另I

鲴
違
憲
案
例
。
兩
者
衡
量
對
聲
請
人
所
指
摘
聯
邦
政
府
行
爲
之
判
斷
亦
有
其
重
要
性
。
競
選
宣
 

傳
由
預
算
資
金
M
以
支
持
以
單
方
地
利
於
占
政
府
多
數
之
政
黨
，
這
點
並
非
扮
演I

個
與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之
憲
法
原
則
 

相
關
聯
角
色
的
唯
！
觀
點
.，但
却
是
佔
重
要
地
位
之
觀
點
。

聯
邦
政
府
廣
泛
地
以
從
預
算
之
資
金
製
造
競
選
資
料
且
本
身
使
用
或
經
由
其
他
的
在
競
選
中
加
以
使
用
，
此
係
單



方
面
或
唯
一
的
尉
執
政
黨
產
生
有
利
影
窨
。
包
括
聯
邦
新
聞
局
在
內
之
聯
邦
政
府
特
別
由
其
所
製
造
資
料
(
附
件
、
小
 

册

、
成
就
報
告
等
等
)
以
極
大
數
目
散
發
之
目
的
免
費
轉
讓
給
執
政
黨
；
此
被
分
配
給
此
政
黨
之
廣
告
展
覽
台
，
在
競
 

選
大
曾
及
在
此
政
黨
之
其
他
機
構
，
以
公
開
的
宣
傳
信
箱
與
政
黨
費
用
，
作
爲
此
政
黨
之
候
選
人
的
贈
品
且
以
類
似
方
 

式
向
選
氏
作
宣
傳
目
的
之
分
發
。
雖
有
此
等
資
料
可
能
同
時
被
其
他
政
黨
要
求
使
用
，
但
却
不
會
發
生
任
何
作
用
.，因
 

爲
其
射
反
.對
膊
之
選
舉
宣
傳
完
全
不
合
適
。
因
此
躺
邦
政
府
單
方
面
捐
助
以
利
於
執
政
黨
從
聯
邦
預
算
資
金
供
給
附
加
 

之
宣
傳
支
出
以
百
萬
元
計
。
我
們
必
須
注
意
現
行
法
關
於
政
黨
產
生
適
度
的
選
擧
費
用
由
國
家
資
金
償
遼
之
規
定
(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以
下
)
。
此
規
定
保
障
與
政
黨
椟
曾
平
等
原
則
相
符
的
尉
原
則
上I

切
參
與
競
選
之
政
黨
從
聯
邦
預
算
 

M
得
之
款
項
；
只
要
其
保
持
在
適
當
的
界
喊
內
，
此
資
助
競
選
係
足
夠
的
。
現
在
執
政
黨
以
上
述
方
式
提
供
額
外
的
數
 

百
萬
免
費
的
選
蓽
宣
傳
以
供
利
用
，
則
明
M
的
違
反
在
競
選
中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之
憲
法
原
則
。
而
這
遘
尙
未
考
慮
到
，
 

包
括
.輔
邦
新
M
局
在
內
之
聯
邦
政
府
可
能
以
田
該
政
府
支
付
之
市
價
％
^

印
刷
宣
傳
資
料
之
任
務
給
政
黨
本
身
或
與
此
 

政
黨
接
近
的
企
業
，
並
且
該
企
業
得
以
顧
及
政
黨
爲
選
擧
資
料
之
印
刷
任
務
而
較
便
宜
地
計
算
之
，
致
使
政
黨
藉
此
得
 

以
減
輕一

1

敏
外
的
財
政
資
金
負
擔
。

V

、

由
在
IV
所
作
之
證
明
可
得
出
一
些
結
論
+•

1.
須
取
決
於
，
花
费
聯
邦
預
算
所
製
造
的
聯
邦
政
府
，
聯
邦
總
理
，
聯
邦
部
長
(
包
括
聯
郭
印
刷
局
在
內
)
之
附
 

件
、
小
册
子
、
成
就
顇
告
是
否
沒
有
在
競
選
中
被
使
用
而
足
。
至
於
其
在
競
選
中
被
使
用
前
，
何
時
已
被
印
刷
及
其
是

I

九
三



一
九
四

否
已
被
堆
存
數
日
或
數
年
，
則
是
無
關
緊
要
的
。
對
其
是
否
被
直
接
交
付
給
政
府
所
支
持
之
政
黨
，
或
與
該
政
黨
接
近
 

的
或
在
競
選
中
支
持
該
政
黨
的
機
構
組
織
，
辦
事
處
，
群
衆
領
袖
等
，
亦
是
無
關
緊
要
的
。
最
後
，
其
是
否
未
由
政
府
 

機
關
或
僅
基
於
在
競
選
中
支
持
該
政
黨
之
璣
構
或
妯
人
之
諝
求
才
交
付
，
則
亦
是
無
關
緊
要
的
；
即
使
此
交
付
係
一
份
 

小
的
報
_
而
進
行
，
亦
不
至
於
改
提
此
判
斷
。

Z
即
使
政
府
機
構
在
將
來
个
以
上
述
方
式
干
涉
聯
邦
議
會
栽
選
，
亦
有
未
足
。
相
反
地
，
它
遺
必
須
探
取
預
防
 

措
施
，
防
止
在
競
選
期
間
以
外
可
無
須
考
廉
地
被
允
許
分
發
的
資
料
，
在
競
選
期
間
不
被
政
黨
當
作
宣
傳
工
具
加
以
使
 

用
。
這
點
無
礙
於
政
黨
被
限
制
須
遵
3

如
上
所
述
之
憲
法
地
位
。
其
係
被
憲
法
法
院
針
釾
包
栝
在
競
選
期
間
政
黨
之.

 

活
勤
的
選
舉
範
阐
，
認
爲
不
是
預
定
的
憲
法
機
關
，
被
承
認
爲
是
於
選
舉
領
域
中
在
憲
法
生
命
之
內
部
作
用
且
藉
其
活
 

勤
延
伸
經
由
憲
法
使
國
家
規
範
化
的
範
_
的
憲
法
預
定
的
一
致
性
。
因
此
在
這
方
面
其
同
樣
在
法
律
上
拘
束
政
府
及
其
 

成

員〇

 

-

3.
 

基
於
此
等
理
由
，
聯
邦
政
府
是
被
禁
止
，
以
如
上
所
述
之
方
式
提
供
所
支
持
之
政
黨
資
料
作
爲
聯
邦
議
會
雜
選
 

而
使
用
，
也
就
是
在
此
競
f

產
生
其
政
黨
掠
奪
的
影
*

，
甚
至
根
據
憲
法
亦
禁
止
■，
反
對
黨
在
聯
弗
議M

S

選
中
受
 

到
經
由
其
有
計
劃
的
接
近
的
邦
政
府
的
支
持
。
這
點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

4.
 

聯
邦
政
府
經
由
在
IV

所
作
之
證
明
下
不
被
阻
止
，
也
在
選
舉
期
間
去
求
助
人
民
，
例
如
在
某
緊
急
狀
態
或
探
取
 

與
某
政
治
步
鼸
相
關
聯
時
。
一
個
必
要
的
立
即
的
說
明
或
通
知
；
此
外
亦
可
使
用
記
者
招
待
會
、
廣
播
與
電
視
。
透
過
 

記
者
招
待
會
、.廣
播
與
電
視
可
在
鏡
選
期
間
《
述
一
镧
暂
時
足
夠
的
資
訊
也
可
宣
傳
剛
公
布
法
律
之
內
容
。
此
外
這
些



說
明
與
報
導
可
能
被
準
備
在
選
擧
期
間
借
助
小
册
子
等
被
準
備
且
在
選
擧
後
直
接
被
散
發
，
只
要
不
是
引
用
以
預
算
賣
 

金
少
量
的
往
來
，
此
說
明
在
各
式
各
樣
組
成
的
自
由
社
會
之
民
主
政
治
中
諸
讓
這
些
行
業
、
團
體
與
組
織
，
依
其
目
的
 

倮
在
維
護
人
民
之
不
同
的
利
益
9

5.
 

依
上
述
考
應
聯
邦
政
府
在
競
選
期
間
之
活
勤
而
劃
分
出
的|

切
理
論
體
系
明
確
的
界
限
，
仍
無
法
避
免
地
，
實
 

際
上
仍
會
在
M
案
中
形
成
有
問
題
之
區
域
。
這
被
認
爲
是
無
可
避
免
的
。
此
不
會
妨
礙
依
在
n

6.
所
說
明
之
標
準
爲
準
 

則
之
憲
法
上
監
督
。

6.
 

此
外
，
關
於
聯
邦
政
府
遂
守
或
忽
視
爲
影
窖
在
聯
邦
衆
議
院
競
選
憲
法
上
被
劃
定
的
界
限
，
有
一
個
比
較
有
效
 

的
政
治
監
督
：
選
舉
宣
傳
，
特
別
聯
邦
政
府
之
影
®
在
競
選
上
有
利
多
數
遒
發
生
在I

切
公
關
文
宣H

作
中
。
人
們
可
 

能
注
意
，
政
黨
用
何
種
方
法
進
行
競
選
且
聯
邦
敌
府
包
栝
聯
邦
新
聞
局
、
聯
邦
總
理
與
聯
邦
部
長
在
內
是
否
與
如
何
干
 

涉
競
選
。
支
持
這
洄
判
決
的
公
衆
之
意
見
可
能
重
新
反
應
之
。

此
外
一
洄
不
重
視
該
被
劃
定
之
憲
法
界
限
的
政
府
，
係
拿
聯
邦
議
會
選
舉
之
有
效
性
來
冒
險
的
(
基
本
法
第
四
~ 

條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三
款
，
第
四
八
條
)
。
聯
邦
政
府
與
其
成
員
在
競
選
上
之I

個
政
黨
偏
祖
影
*I

是
 

尙
値
懷
疑
地
如
此
最
重
干
涉
此
過
程
，
以
致
於
只
要
符
合
經
驗
上
通
常
勉
強
的
選
舉
結
果
，
就
不
再
加
以
排
除
，
只
要
 

不
是
若
無
該
干
涉
則
選
擧
結
果
將
完
全
出
乎
意
料
之
外S

S
S

。
否
則
選
舉
結
果
仍
須
撤
銷
，
並
且
重
新
擧
行
選
擧
。

7.
 

經
由
對
預
算
法
之
相
關
決
議
與
經
由
補
充
之
法
律
規
定
從
在
IV

與
V

1.
至
6.
所
採
取
之
論
證
得
出
如
下
結
論
：
 

貫
微
憲
法
上
之
要
求
且
不
破
壞
或
規
避
之
，
這
點
是
聯
邦
議
會
的
事
情
。I

種
被
聯
邦
政
府
要
求
之
規
定
亦
屬
之
，
亦



即
其
連
.續

在

特

定

短

暫

時

内

以

槪

觀

發

行

，
其

以

聯

邦

預

算

之

資

金

來

生

產

那I

種

小

册

子

、
附

件

、
成

就

報

告

等

；
 

其

版

次

定

多

少

，
多

少

件

被

散

發

，
以

何

種

途

徑

被

散

發

與

何

時

散

發

。
此
種

規

定

係

在

過

程

與

監

督

透

明

性

之

利

益

 

下

經

由

公

開

性

高

度

被

期

待

，
甚

至

在

某

種

情

況

下

，
基

於

同

樣

理

H1
M
在

憲

法

JK
被

要

求

■，
準

此

，I

九
七
五
年
十

 

一
月
五
日
之
判
決
要
求
，
判

斷

關

於

一

切

議

M
ri:
國

會

中

財

政

资

助

部

分

，N

M度
且

不

經

rtJ
LK
席

團

來

作

成

該

判

斷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第

四

〇
卷

第

二

九

六

頁

〔
第

三

二

七

頁

〕

〕

。

VI
、

上
述
對
聯
郭
議
會
選
擧
的
詳
細

to
明

，
不

言

可

論

的

，
也

適

用

於

毎

一
個
邦
議
曾
選
擧
。
那
裏
邦
政
府
也
不
被
允

 

許
官
方
的
選
擧
宣
傳
在
預
算
資
金
與
國
家
象
徵
之
應
川
下
圖
利
於

W
史

持

的

政

黨

(
或

政

黨

們

)
藉
以
干

渉

競
選
或
反

 

之

，
聯
邦
政
府
官
万
地
援
助
其
所
接
近
的
邦
之
屮
之
反
對
鈹
。
道

不

排

除

，
邦
政
府
之
成
員
作

爲

政
治
家
同
樣
如
同
聯

 

邦

政

府

之

成

R
作

爲

政

治

家

，
在

邦

議

會

競

選

中

，
在

聯

邦

議

會

競

選

中

-
在

選

擧

大

會

中

作

爲

演

講

者

，
在
記
者
招

 

待
昝
上
與
在
其
他
截
構
支
持
其
政
黨

D
 

B

、

我
也
反
對
多
數
怠
見
，
在
判
決

+:
文

所

指

出

，
必
須
償
還
聲
請
人
必
要
之
費
用
。

此
費
用
判
決
與
至
目
前
爲
止
之
判
決
矛
盾
。
到
目
前
爲
止
尙
無
一
個
案
例
法
院
係
依
職
權
，
也
就
是
沒
有
聲
語
，
 

判
示
償
還
聲
請
人
之
必
要
費
用
的
。
在

不

案

件

中

，
一
硇
政
黨
通
過
實
體
法
上
之
聲
諝
，
在
一
値
機
關
爭
議
內
提
出
此

 

聲

請

，
要
求
償
還
其
必
要
费
用
，
而
法
院
以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三
四
條
第
三
项
是I

個
例
外
規
定
爲
理
由
駁
囘
此
聲



請
；
只
有
f

在
特
別
衡
平
理
由
時
，
才
考
慮
此
種
償
通
聲
請
.，此
類
理
由
係
既
非
已
被
闡
明
亦
非
淸
楚
顯
明
的
(
聯
 

邦
憲
法
法
烷
裁
判
*
編
第
廿
卷
，
第

I

 1

九
頁
〔
第

I

三
三
頁
以
下
〕
)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卅
四
條
第
三
項
之
例
 

外
規
定
。

法
官
：G

e
i
g
e
r

博
士
.

我
同
意
上
述
的
反
對
意
見
。

法
官K

o
t
t
m
a
n
n

博
士
對|

九
七
七
年
三
月
二
日
丨
丨2

 Bv
E

 1
\
7
6
——

第
二
庭
判
決
之
反
對
意
見
。

聯
邦
政
府
在
一
九
七
六
年
聃
邦
議
會
觭
選
中
根
本
沒
有
因
被
聲
請
人
指
摘
之
行
爲
而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廿
條
第|

項
 

與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
民
主
原
則
)
且
比
多
數
見
解
所
認
爲
的
違
反
範
圍
爲
小
地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廿I

條
第
一
項
第I

句
 

，
第
卅
八
條
第
一
項
(
政
黨
在
親
選
中
機
會
平
等
之
憲
法
原
則
〕
而
已
。
我
在
結
論
上
完
全
不
同
意
該
判
決
中
對
被
聲
 

諝
人
侵
犯
機
會
平
等
權
利
之
論
證
。

我
旣
不
同
意
多
數
意
見
所
界
定
之
標
準
，
該
標
準
乃
針
對
聯
孤
政
府
在
聯
邦
議
會
競
選
期
間
之
行
爲
從
民
主
原
則
 

與
政
黨
在
競
選
中
機
會
平
等
之
憲
法
原
則
推
導
而
出
.，
亦
不
贊
成
以
.個
別
政
府
措
施
評
價
作
爲
違
憲
侵
犯
被
聲
請
人
權
 

利
之I

W
。I —
I
、

合
屬
庭
之
多
數
意
見
在
判
決
中
係
從
國
會
民
主
政
治
之
形
象
出
發
，
其
對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之
政
號
國
家
結
構
 

不
是
正
確
評
價
且
此
外
不
是
完
全
願
及
從
聯
邦
形
成
以
來
之
憲
法
現
實

。

一

九

七



-
九
八

基
本
法
之
民
主
是I

帼
政
黨
民
主
(
參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
編
第
四
卷
，
第
一
四
四
頁
〔
第

I

四
九
頁
〕
可
進
 

一
步
得
證
〕
。
政
黨
依
基
本
法
第
廿I

條
第
「
項
第I

句
之
規
定
有I

個
法
律
上
享
有
特
權
的
地
位
。
其
被
提
升
至
憲
 

法
上
國
家
機
關
之
等
級
被
肯
認
爲
政
治
上
的
行
勤
單
位
，
其
乃
民
主
政
治
允
許
爲
團
結
選
民
成
爲
政
治
有
活
動
能
力
的
 

團
賸
且
使
其
能
夠
如
此
拫
本
有
效
之
影
被
在
國
家
的
事
情
上
(
聯
郭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费
編
第
十
~
卷

，
第
二
六
六
頁
〔
 

第
二
七
七
頁

〕
；
第
廿
四
卷
，
第
二
六
o

頁c

第
二
六
四
頁
〕
)
。
由
此
得
知
無
II
如
何
其
i

邦
級
與
邦
級
憲
法
機
 

M

之
組
成
上
具
實
際
上
之
獨
占
地
位
，
沒
有
這
些
在
此
關
聯
上
甚
至
被
稱
爲
W
IIJ
設
機
關
W
的
政
黨
(
參
聯
邦
廉
法
法
 

院
载
判
囊
編
第
一
卷
，
第
二
〇
八
頁C

第
二
二
五
頁
〕
〕
°,
最
高
官
職
之
分
配
在
現
代
群
衆
民
主
下
將
是
不
可
能
的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S

第
十
三
卷
，
第
五
四
頁
〔
第
八
四
頁
〕
)
。

基
本
法
之
政
黨
國
家
的
特
別
要
件
是
\

㈣
政
黨
在
聯
邦
衆
議
院
候
選
人
之
提
名
上
有
一

 ■個
實
際
上
的
獨
占
；

(b)
 

政
黨
在
聯
邦
總
理
之
選
畢
上
有
-
個
實
際
上
的
獨
占
.，

(c)
 聯
邦
總
理
在
聯
邦
議
會
總
是
多
數
黨
或
多
數
聯
盟
之
主
席
或
代
表
；

(d)
 
聯
邦
部
長
絕
大
多
數
是
聯
邦
議
會
議
具
，
其
政
黨
之
高
級
幹
部
，
簡

言

之

，
其
是
政
黨
的
政
策
決
定
者
。
 

已
不
再
f

謂
非
政
治
超
黨
派
公
職
部
長
之
型
態
，
此
種
型
態W

i
l
h
e
l
m
i
n
i
s
c
h
e
n

國
家
代
表
I

此
外
其
在

經
由
保
守
態
度
實
現
上
顯
得
突
出
丨
—

。

⑼

聯
邦
政
府
由
於
此
種
作
用
所
形
成
之
囤
家
結
梅
，
不
是*
中

立

的

政

黨

漂

浮

在

行

政

權

頂

端

之

上

。
聯



邦
政
府
更
確
切
的
說
甚
至
是
執
政
尨
或
其
主
要
政
府
聯
盟
的
行
政
委
員
會
。

(f)
樹
邦
政
府
對
全
體
人
民
與
國
家
負
有
義
務
(
基
本
法
第
六
四
條
第
二
項
，
第
五
六
條
)
。
其
作
用
應
該
有
助
 

於
公
共
l
i
之
要
求
與
實
現
。
然
而
什
麼
有
助
於
公
共
福
利
，
總
是
在
政
黨
與
各
式
各
樣
社
會
團
體
間
是
仍
存
有
爭
論
 

。
所
以
此
判
決
之
命
題
，
即
政
府
釾
公
共
福
利
負
有
義
務
且
因
此
不
允
許*

有
成
見
的
"
干
涉
競
選
，
也
S

在
競
選
 

期
間
必
須
保
持
W
中
立
W
，
便
顯
得
空
泛
而
無
內
容
。
因
爲
聯
邦
政
府
不
是
爲
了
實
現
一
個
由
其
在
政
治
中
立
內
容
上
 

特
定
公
共
福
利
而
努
力
。
如
同
其
在
基
本
法
之
政
黨
民
主
中
得
到
實
現
，
更
確
切
的
說
其
可
能
在
其
每
天
之H

作
僅
就
 

其
主
要
政
黨
的
選
擧
計
割
，
只
求
試
圖
去
實
現
不
身
政
府
計
劃
之
基
礎
，
因
爲
政
治
上
多
數
黨
之
選
舉
政
見
可
作
爲
一
 

個
具
有
多
數
且
在
已
舉
行
之
聯
邦
議
會
選
舉
中
已
找
到
的
德
國
人
民
多
數
贊
成
之
公
共
福
利
的
想
法
，
所
以
多
數
黨
可
 

以
建
立
政
府
且
提
出
特
定
的
行
政
計
劃
。
此
政
府
計
劃
是
受
到
人
民
之
多
數
意
8

持

。
多
數
黨
之
計
劃
與
以
此
爲
立
 

足
點
之
政
府
計
劃
的
實
現
是
爲
了
政
府
公
務
存
績
期
限
內
公
共
之
實
現
。
因
此
聯
邦
政
府
不
僅
負
有
義
務
，
此
計
 

劃
作
爲
其
政
府
工
作
之
基
礎
，
而
且
有
權
利
，
在
政
治
上
辯
論
中
針
對
國
會
的
反
對
黨
，
針
對
利
益
围
體
與
聯
盟
來
辯
 

護

。
此
亦
適
用
於
競
i

間

。

這
也
是
在
政
黨
國
家
民
主
政
治
中
民
主
原
則
之
結
果
。

^
在
聯
邦
議
會
競
選
中
其
不
僅
渉
及
新
聯
邦
議
會
之
組
成
，
而
且
同
時
涉
及
新
聯
邦
總
理
與
聯
邦
政
府
之
挑
選
 

。
這
也
是
在
繼
續
實
行
目
前
之
政
府
的
計
劃
(
此
計
劃
同
時
是
多
數
議
會
黨
團
之
計
劃
)
，
與
實
行
政
治
上
反
對
黨
之
 

計
劃
間
作I

政
治
上
之
選
擇
。

I

九
九



二
〇
〇

.
{h)
因
爲
是
如
此
，
因
此
從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建
立
以
來
的
聯
邦
總
理
與
幾
近
所
有
的
聯
邦
部
長
曾
干
涉
聯
邦

 

議
曾
競
選
，
且
甚
至
不
僅
以
其
作
爲
議
員
與
作
爲
政
黨
幹
部
之
地
位
，
m
且
正
是
以
其
作
爲
聯
邦
總
理
與
作
爲
聯
邦
部

 

長
之
地
位
。
；ia
點
出
現
在
有
意
的
與
意
阊
的
爲
兢
選
目
的
而
使
用
國
家
職
務
權
威
並
且
在
強
烈
的
使
用
其
職
務
手
段
的

 

情

況

下

。
甚
至
爲
了
公
關
文
宜

X
作
之
預
算
賣
金
亦
屬
於
此
。

茌
德
怠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中
到
目
前
廿
八
年
來
皆
有
如
此
經
歷
，
而
§.
_个
僅
在
聯
邦
中
也
在
一
切
聯
邦
之
各
邦
中
出

 

現

過

。所
冇
的
聯
邦
緦
理
與
大
多
數
的
聯
邦
部
長
，
獨
立
於

其

所

廊

政

黨

之

外

，
在
聯
邦
議
會
競
選
中
不
僅

爲

其
再
當
選

 

爲

聯
邦
議
會
議

M
也

爲

其
再
獲
得
打
前
之
國
家
職
位
而
努
力
。
除
此
之
外
甚
至
例
如
對
聯
邦
議
會
競
選
而
言
，
首
先
受

 

到
聯
邦
總
理
完
全
運
用
其
作

爲

聯
邦
總
理
之
職

.

務

權

威

所

引

導

，
其

次

才

受

到

其

主
要
的
政
黨
所
引
導

D

也
就
是
在
競
選
期
間
根
本
談
不
上
政
府
之
政
黨
政
治
的
中
立
性
。

⑴
塑
造
我
們
政
黨
國
家
民
主
乃
政
治
生
命
一
.個
電
要
§.
有
特
色

的

要

素

，
在
該
民
主
中
聯
邦
總
理
與
聯
邦
政
府

 

利
用
其
職
務
權
威
，
.泰
過
政
府
職
權
範
圍
內
職
務
之
公
開

X
作

，
藉
由
聲
明

S
與
成
就
報
告
及
很
多
茌
未
來
所
針
對
政

 

治

JK
企
阎
聲
明
來
千
涉
競
選
，
正

如

同

其

在

基

本

法

效

力

下

所

已

發

展

的

.!.
這

點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不
能
毫
無
預
告
地

 

，
就
以
源
自
於
基
本
法
作
爲
憲
法
原
則
並
限
制
聯
邦
政
府
行
爲
的
標
準
來
加
以
改
變
。
憲
法
現
實
是
與
其
對
立
的
。
因
 

爲
實
際
上
政
治
上
行
爲
在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最
近
卅
年
之
歷
史
$
並
沒
有
放
寬
爲
聯
邦
政
府
由
基
本
法
而
柬
之
行
爲

 

界

限

。
其
域
後
沒
有
人
知
道
。
此

結

果

是

，
沒
有
聯
邦
總
理
，
沒
有
聯

邦

政

府

，
沒
有
聯
邦
議
會
，
浪
有
政
黛
可
能
遵



循
此
所
謂
憲
法
上
所
提
供
之
界
限

1.
因

爲

我

們

根

據

剛

剛

所

說

明

的

關

於

政

黨

國

家

結

構

的

,
所
以
聯
邦
政
府
之
民
主
原
則
不
禁
止
，
把
其
與

 

政
黨
視
爲
相
同
，
去
爲
重
新
當
選
表
明
立
場
且
爲
其
再
度
當
選
而
宣
傳
。
因
此
人
民
之
定
期
重
覆
選
舉
決
定
之
民
主
原

不
會
被
認

爲

有
。

政
府
在
政
黨
國
家
民
主
中
僅
朝
組
織
有
關
政
黨
之
方
向
去
建
立
。
人
民
經
由
選
舉
給
政
黨
時
間
上
有
限
期
的
委
託
 

，
去
任
命一

個
政
府
。
政
黨
之
公
共
福
利
的
觀
念
主
耍
經
由
在
統
治
之H

作
中
加
以
實
現
，
此
觀
念
乃
政
黨
計
«
或
聯
 

盟
計
劃
在
政
府
行
爲
中
修
改
而
得
。
聯
邦
政
府
之
聯
邦
總
理
與
成
員
便
負
有
義
務
經
由
當
其
任
命
的
時
候
鼷
成
不
是
W 

中
立
的
W
性
質
，
此
僅
通
對
某
個
從
其
政
黨
之
目
的
與
計
劃
脫
離
的*

客
觀
的
、
公
共
一
^
:
*
，
此
"
所
謂
的
國
家
全
 

體*

。
更
確
切
的
說
其
有
——

剛
好
是
民
主
原
則
的
結
果
——

此
任
務
’
即
去
實
現
代
表
多
數
人
民
的
主
要
政
黨
或
政
 

黨
聯
盟
之
政
治
計
劃
，
對
此
人
民
則
在
先
前
舉
行
的
聯
邦
議
會
選
舉
時
經
由
其
選
舉
之
決
定
，
將
^

一
務
委
託
之
。

因

此

在

|

個
新
的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舉
前
人
民
期
待|

種

公

開

(o
f
f
e
n
i
e
g

'gg

 )
，
公
開
所
有
聯
邦
政
府
已
完
成

 

的

。
此
種
公
開
是
人
民
將
來
選
舉
時
作
決
定
之
基
礎
。
此
外
一
個
此
類
政
府H

作
之
公
開
也
給
反
對
逋
機
會
，
得
以
具

 

體
地
與
聯
邦
政
府
之
說
明
相
互
辯
論
，
這
同
時
也
是
屬
於
人
民
合
理
地
作
選
舉
決
定
之
基
礎
。

在
憲
法
現
實
中
在
再
選
擧
聯
邦
總
理
或
選
擧
反
對
黨
候
選
人
之
間
的
二
者
擇一

。
在
此
種
二
元
論
中
是
根
本
嫂
有

 

給

*

中
立
的
政
府
"
有

存

在

餘

地

，
在
競
選
中
的
確
不
會
且
正
好
不
會
。



二
0

 二

選

抝

也

係

如

此

認

爲

，
他
並
未
區
別
聯

邦

總

理

之

出

現

在

競

M

中
是
以
其
作

爲

聯
邦
總
理
的
地
位
或
以
其
作

爲

黨

 

的

領

袖

的

地

位

。
聯

邦

總

理

仍

然

是

聯

邦

總

理

，
聯

邦

政
府
之
成

M

仍

然

是

聯

邦

部

位

。
他

們

能

夠

公

開

的

出

現

■

.
他
 

們

總

是

政

府

領

導

者

與

政

府

成

員

，
且
任
何
他
們
的
言
論
在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擧
前
時
間

内

必
然
會

渉

及
選
擧
且
影
響
選

 

擧

結

果

。
這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並

且

我

認

爲

是

比

主

原

則

之

表

現

；
所

以

其

不

可

能

援

引

民

主

原

則

而

被

廢

棄

，
因
此
在

 

職
的
聯
邦
政
府
之
行

爲

至

淇

職

務

期

間

結

束

前

也

由

民

主

原

則

所

支

持

。
聯
邦
總
理
與
聯
邦
政
府
成
員
的
一
方
面
分
裂

 

爲

公

職

人

員

，
因
而
在
競
選
期
間
基
於
民

主

原

則

躐

該

對

保

持

沈

默

0
有

義

務

，
伹

另

I

方
面
又
分
裂

爲

政
黨
政
策
決

 

定

者

，

爲

有

利

一

個

政

府

芏

耍

政

黨

之

獲

得

的

多

數

投

票

而

允

許

積

極

參

與

競

選

，
這

根

本

媞

+

可

能

的

。
此

外

，
此
 

種
區
分
忽
視

r

，
民

主

原

則

事

實

上

只

能

和

經

由

政

黨

加

以

實

現

，
且
亦
忽
視
了
人
民
的
選
擧
決
定
是
對
當
作
在
政
府

 

與

政

府

計

剷

(
執

政

黨

)
及

反

對

黨

全

體

與

反

對

黨

計

劃

的

人

與

物

的

計

剡

採

取

態

度

。

經
由
聯
邦
政
府
之
成
員
與
經
由
聯
邦
政
府
之
公
開

H

作
評
價
說
明
政
府
計
劃
是
聯
邦
政
府
普
遍
的
行

爲

義
務
，此
在

 

聯
邦
衆
議
院
競
選
期
間
也
_个

會

減

弱

。

在
符
合
基
本

法

之

政

黨

國

家

實

際

情

況

下

，
.个

能

根

據

I

個
不
同
解
釋
的
民
主
原
則
使
聯
邦
政
府
於
競
選
期
間
內

 

在

政

治

上

被

減

弱

，
即

使

國

會

反

對

餹

容

有

無

限

制

的

自

由

，
得

以

指

責

其

爲

運

作

失

.寶

，
政

治

上

無

能

及

思

想

的

 

M

亂

的

政

府

。

因

此

我

可

以

由

民

主

原
則
推
論
出
聯
邦
政
府
在
競
選
中
之
行

爲

沒
有
界
限
。

2.
聯
邦

政

府

在

聯

邦

議

會

競

選

期

間

亦

不

受

限

制

的

政

治

活

動

，
如
同
我
在
民
主
原
則
之
觀
點
下
將
其
視

爲

憲
法



上
允
許
的
，
所
產
生
的
將
是
會
先
涉
及
反
對
黨
在
聯
邦
議
會
競
選
中
之
機
會
平
等
問
題
，
而
非
如
判
決
中
指
出
的
，
使
 

政
府
活
動
受
到
拘
束
。

我
贊
同
合
議
庭
在
判
決
之
c
n

 (
第
一
四
四
頁
以
下
)
章
節
部
分
地
發
展
，
部
分
地
僅
重
複
憲
法
基
本
原
則
，
經
 

由
該
原
則I
切
政
黨
在
聯
邦
議
會
競
選
中
i

會
平
等
將
被
保
障
。

我
同
意
判
決
中
之
下
f

題

*

當
國
家
機
利
於
或
加
負
擔
於
某
政
黨
或
由
候
選
人
在
競
選
中
產
生
影
響*

 

，
將
侵
犯
政
黨
f

選
中
之
機
會
平
等
權
利
。
我
是
僅
此
意
見
，
即
這
個
標
準
需
要
進I

步
或
其
他
的
具
體
化
且
聯
邦
 

政
府
在I

九
七
六
年
聯
邦
議
會
競
選
中
不
曾
妨
碍
反
對
黨
之
選
舉
機
會
。
因
此
我
不
支
持
在
判
決
之
C

IV
(
第

I

四
八
 

頁
以
下
)
章
節
中
的
論
述
，
該
論
述
特
別
劃
出
政
府
之
公
關
文
宣
X
作
在
聯
邦
議
會
競
選
中
之
界
限
。

我
覺
得
於
此
所
發
展
出
之
監
督
標
準
，
過
度
狹
窄
。
依
我
的
見
解
亦
即
不
僅
聯
邦
政
府
公
關
文
宣H

作
之
權
利
與
 

政
黨
在
自
由
不
受
干
擾
競
選
之
權
利
相
對
立
。
更
確
切
地
說
，
一
方
面
由
於
政
黨
自
由
競
選
與
自
由
選
舉
的
權
利
，
另
 

I

方
面
則
由
於
統
治
行
爲
之
迫
切
必
然
性
產
生
了
利
益
的
衝
突
。
政
府
至
其
職
務
期
間
i

I

日
有
完
全
的
行
爲
權
限
 

。
此
權
限
亦
包
含
全
部
慣
常
的
公
關
文
宣H
作

。

只
要
包
括
公
關
文
宣H

作
在
內
的
政
府
活
動
，
對
外
使
得
國
家
的I

切
明
顯
可
見
，
爲
國
家
宣
傳
，
向
人
民
告
知
 

並
藉
以
結
合
人
民
爲|

體

，
那
麼
此
種
活
動
是
無
限
制
地
可
允
許
。
這
也
適
用
在
，
當
一
個
有
力
的
政
府
，
1_
個
政
府
 

之
工
作
W
小
心
翼
翼
的
W
描
述
的
公
關
文
宣
工
作
在
競
選
中
干
捷
國
會
之
反
對
黨
時
。
如
果
政
府|

點
事
也
不
做
，
克
 

制
自
己
在
判
決
意
義
下
之
〃
中
立
的
〃
，
似
乎
其
鑑
於
即
將
來
臨
選
舉
期
日
已
經
退
職
，
那

麼

，
很
顯
然
地
這

二o

三



二
〇
四

尉
画
會
反
，對
黨
是
大
快
其
心
的
。
但
國
會
的
反
對
黨
却
無
權
要
求
聯
邦
政
府
如
此
地
不
作
爲
。
政
黨
在
競
選
上
之
機
會

 

平
等
不
包
含
反
對
黨
得
要
求
不
作
爲
的
政
府
，
特
別
不
得
要
求
其
在
競
選
期
間
之
公
開H

作

的

不

作

爲

。

在
判
決
之
C

IV
(
第
一
四
八
頁
以
下
)
章
節
中
爲
公
關
文
宜
工
作
所
劃
定
之
界
限
，
以
某
方
式
限
制
了
政
府
板
據

 

憲
法
交
托
之
一
般
的
與
廣
泛
的
，
甚
至
在
競
選
中
無
限
制
的
行
爲
權
限
，
就
此
我
在
基
本
法
中
找
不
到
根
據
。
在
致
力

 

於
確
保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
特
別
是
在
選
戰
中
反
鍀
擻
的
機
會
平
等
上
，
本
判
決
提
上
述
觀
點
來
看
，
已
失
去
了
聯
邦
政

 

府
原
則
上
根
檻
法
律
所
保
有
的
行
爲
自
由
空
間
。

詳
細
地
我
就
在
C

IV
以
：卜
所
發
屆
出
對
聯
邦
政
府
公
關
文
宣
工
作
之
界
限
表
示
意
見
：

⑻

聯
弗
政
府
之
公
關
文
宣
：丄
作
不
是
一
般
的
經
由
在
聯
邦
與
各
邦
之
間
的
聯
邦
權
限
劃
分
而
受
限
制
。
如
果
聯

 

邦
政
府
認
爲
，
在
各
邦
之
權
限
界
限
與
權
限
範
圍
內
出
現
錯
誤
發
展
，
此
種
發
展
基
於
全
體
國
家
之
利
益
應
加
以
修
正

I

I

其
叮
能
係
隨
著
或
不
隨
著
基
本
法
而
修
正
-
-
-
那
時
它

是

有

權

，
在
該
權
限
範
圍
以
外
，
但
亦
可
在
聯
邦
議
會

競
選
時
公
開
主
張
及
經
由
〃
公
關
文
宣
工
作
"
使

人

民

了

解

。

(b)
 

在
不
考
慮
聯
邦
之
權
限
範
圍
時
，
聯
郛
政
府
之
公
關
文
宣
：丄
作
始
終
是
可
允
許
的
，
當
它
涉
及
到
須
去
防
止
' 

區
域
團
體
、
政

黨

、
協

會

、
社
會
團
體
針
對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或
專
門
的
針
對
聯
邦
政
府
之
攻
擊
。

(c)
 

在
競
選
期
間
，
聯
邦
政
府
之
公
關
文
宣
工
作
可
能
W
爲
聯
邦
政
府
之
執
政
計
剷
放
入
在
政
府
之
主
要
政
黨
的

 

計

劃

中

，
而
從
不
可
能
中
立
的
。
只
要
政
府
未
做
出
一
此
一
明
顯
的
錯
誤
，
政
府
活
動
在
競
選
屮
經
常
干
擾
_
會
之
反
對
黨
。



政
府
行
爲
與
政
府
公
關
文
宣H

作
之
影
岧
存
在
，
只
要
不
加
上
事
實
上
特
殊
姓
，
按
照
規
定
應
該
被
保
障
在
經
由
 

政
嫌
機
會
平
等
原
則
之
界
限
下
。

其
仍
無
有
內
在
的
與
對
每
時
適
用
的
職
務
上
公
關
文
宣
工
作
之
界
限
。
於
此
例
如
算
作I

個
原
則
上
之
禁
止
，
去
 

鄙
視
國
會
之
反
對
黨
。
當
然I

個
國
會
反
衡
黨
相
對
於
聯
邦
政
府
接
近
的
相
關
行
爲
係
相
當
。
聯
邦
政
府
之
表
達
方
式
 

因
無
應
該
經
常
是I

個
憲
法
機
關
適
當
的
表
達
方
式
。
當
反
對
黨
之
表
達
方
式
相
對
於
聯
邦
政
府
在
競
選
中
麥
i

時
 

，
那
時
此
容
忍
尺
度
爲
了
適
當
的
表
達
方
式
可
能
在
此
情
況
下
擴
大
。

(d)
 

一
個
政
府
§

以
其
公
開H

作
爲
一
個
由
特
定
政
黨
支
持
之
政
府
(
章
節
c

IV
N

a
〔第

|

五〇頁〕
)， 

依
我
的
觀
點
可
能
通
不
會
妨
害
反
對
黨
之
選
舉
機
會
=
於
此
可
能
僅
係
重
祓I

種
毎
個
人
熟
悉
的
事
況

i

丨
也
許
 

倮
不
必
要
的
表
明
。
未
來
的
聯
邦
政
府
忽
略
所
指
示
不
言
而
諭
之
事
，
其
可
能
是
適
當
的
；
無
論
如
何
此
不
是
違
憲
的

o

(e)
 

判
決
在
章
節
c

IV
2.
a
提
到
當
作
例
子
爲
違
憲
的
公
關
文
宣
I
作
之
事
實
-
即
聯
邦
政
府
明
顧
有
"
想
要
去
 

保
留
職
務
〃
逢
圖
之
表
示
。
因
此
此
符
合
憲
法
現
實
且
甚
至
未
與
民
主
原
則
相
抵
觸
，
我
可
能
把
此
不
言
而
諭
的
事
甚
 

至
在
政
黨
機
曾
平
等
之
觀
點
下
視
爲
無
法
律
上
重
要
性
，
只
要
僅
聯
邦
政
府
完
全
遵
守
其
職
務
時
間
之
期
滿
。

£

在
此
判
決
之
c

IV
2
b
 (
第

一

五
0
頁

)
章
節
中
不
受
允
許
之
公
開H

作
對
此
案
件
而
言
是
被
假
定
，
印
刷
 

品
、
廣
告
、
附
件
維
持I

個
特
定
的
形
式
，
尤
其
當
有
啓
發
的
內
容
面
對
像
作
廣
告
似
大
標
題
而
退
却
且
僅
還
從
事
博
 

人
同
情
的
宣
傳
時
。

二o

五



二
o

六

此
種
廣
告
或
出
版
我
也
覺
得
相
當
驚
訝
且
將
其
與
國
家
之
威
望
看
作
十
分
一
致
。
但
此
簡
短
廣
告
正
好
想
要
賦
予

 

此

性

質

，
妨
碍
政
黨
且
特
別
是
反
對
黨
之
機
會
平
等
，
因
爲
此
種
展
告
在
選
民
之
影
一1

是
完
全
未
經
證
明
的
，
所
以
我

 

覺
得
其
沒
有
達
到
預
期
效
果
。
我
是
完
全
反
對
聲
請
人
的
意
見
所
認
爲
的
，
正
是
聯
邦
政
府
公
關
文
宣H

作
之
部
分
可

 

攻
擊
性
給
反
對
黨
特
別
的
機
會
，
得
以
較
好
地
突
顯
其
反
對
立
場
，
而
主
張
無
聯
邦
政
府
公
關
文
宣H

作
之
無
此
類
銪

 

誤
它
便
能
去
工
作
。
在

I

切
案
例
中
可
能
被
排
除
的
是
此
類
可
能
價
値
不
高
且
爲
國
家
宣
傳
目
的
不
適
當
之
廣
告
，
而
 

非
公
—

宣
工
作
的
此
頚
違
憲
性
。
完
全
不
同
的
問
題
在
於
*
是
否
不
是
基
於
善
良
政
治
風
格
之
理
由
，
從
聯
邦
政
府

 

方

面

在

I

九
七
六
年
聯
邦
議
會
競
選
中
被
出
版
之
東
西
，
最

好

是

停

止

。

至
於
政
府
頜
導
人
物
與
政
府
成
員
乏
因
經
由
其
照
片
在
職
務
上
出
版
之
散
布
所
獲
得
之
普
及
聲
望
，
此
我
可
能
認

 

爲
並
非
聯
邦
政
府
在
憲
法
上
重
要
的
行
爲
。
其
所
證
明
者
只
是
，
給
職
權
範
圍
之
說
明
報
告
被
配
備
主
管
部
長
之
圖
片

 

。
我

看

不

出

，
聯
邦
政
府
事
實
上
所
提
供
之
宣
傳
品
什
麼
原
因
可
能
在
競
選
中
妨
碍
反
對
黨
之
機
會
平
等
，
僅
因
爲
此

 

係
主
管
職
權
範
圍
部
長
之
圖
片
被
刊
登
。
聯
邦
政
府
之
實
際
情
形
從
十
年
以
來
是
普
通
的
且
.未
被
嚴
重
的
指
摘
。
此
甚

 

至
被
邦
政
府
所
運
用
，
此
係
由
聲
請
人
所
造
成
。
如
果
於
此
有
些
應
該
變
更
，
那
麼
可
能
是
政
黨
間
約
定
去
就
政
治
風

 

格
之
問
題
作
出
判
決
，
則
不
是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的
事
。

@

法
庭
在
此
判
決
之
c

IV
3.
(a)
(
第

|

五

|

頁

)
章
節
把
一
個
在
選
前
公
開
工
作
之
引
人
注
意
的
加
強
視
爲
違

憲
的
。我

也
覺
得
聯
邦
政
府
之
公
關
文
宣H

作
在
選
前
是
顯
著
的
增
加
。
但
是
這
不
能
證
明
，
由

聯

邦

政

府

在|

九
七
六



年

爲

公

開

：丄

作

所

支

出

的

，
比

其

被

聯

邦

議

會

所

容

許

的

還

多

。
但

只

要

聯

邦

政

府

關

於

其

公

關

文

.W

H
作
之
範
圍
保

 

持

在

預

算

估

計

之

範

圍

內

，
我

可

能

斷

定

以

公

關

文

宜

工

作

範

圍

在

|
個
選
擧
年
內

之

增

加

尙

未

妨

害

政

黨

在

競

選

中

 

之

機

會

平

等

。

©

後

我

可

能

根

本

不

曾

同

意

此

判

決

，
如

果

其

事

實

h
與

依

此

形

式

不

受

指

摘

的

政

府

之

出

版！
---

這
時
其
是
政

 

府

或

職

權

範

圍

之

報

告

書

，
是

關

於

在

立

法

會

期

結

束

生

效

之

法

律

的

說

明

書

丨

—
視

爲

違

憲

的

，
僅
國
家
在

競

選

期

 

間

內

出

版

且

藉

此

不

可

避

免

的

妨

碍

反

對

黨

在

競

選

中

之

機

會

平

等

。
因

此

政

府

之

行

爲

空

閊

被

以

不

堪

忍

受

的

方

式

 

與

缺

乏

迫

切

的

理

由

加

以

限

制=

此

判

決

假

設

，
認

爲

長

篇

的

、
部

份

地

非

常

困

難

的

去

採

摘

政

府

興

職

権

範

圍

工

作

 

報

告

，
此

根

本

上

看

來

僅

少

數

選

民

產

生

反

應

且

被

.史

少

數

選

民

閱

讀

，
可

能

影

響

政

黨

之

選

擧

機

會

，
這

係

缺V
N

證

 

明

的

。
我

認

爲

此

係

牽

強

附

會

而

不

予

寶

冏

。

當

經

由

聯

邦

總

統

所

預

定

聯

弗

議

會

選

擧

確

定

之

日

期

，
在

此

時

刻

內

此

類

出

版

必

須

中

斷

，
則
政
府
之

行

爲

權

 

限

之

界

限

變

成

完

全

地

難

以

忍

受

。
因

爲

此

將

意

味

著

，
甚

至

贲

際

上

必

要

大

約

在

聯

邦

議

會

選

擧

前

半

年

與

聯

邦

政

 

府

價

値

，13
之

資

訊

：丄

作

，
與

因

此

由

於

一

個

僅

理

論

的

nj
能

妨

碍

國

會

反

對

黨

之

選

擧

機

會

钯

在

公

關

文

宣

工

作

内

國

 

家

的

I

篇

敍

述

被

禁

止

。

我

也

不

把

此

觀

點

分

開

，
即

印

刷

品

等

在

此

半

年

時

間

內

原

則

上

不

再

被

聯

邦

政

府

允

許

向

組

織

與

政

黨

加

以

分

 

發

，
但

M
遐

M
著

手

探

討

下

列

値

得

追

求

的

界

限

。



二
〇
八

在
此
判
決
之
牮
節
c

v
_
(
第
一
五
五
S
以

下

)
中
僅
部
份
評
價
了
由
聲
請
人
所
提
出
聯
邦
政
府
在
聯
邦
議
會
競
選

 

中
所
散
發
.TL
傅

賣

料

。

1.
 

合

議

庭

多

數

意

見

把

此

於

十

個

大

報

紙

中

在

|

九

七

六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至

六

月

底

每

周

兩

次

在

"
明

鏡

"
以

及

 

在

"
彩

期

刊

"
所

出

版

大

篇

幅

的

廣

告

視

爲

違

:*
的

，
内

爲

其

影

昝

反

對

黨

之

競

選

機

會

。

判
決
其*

違
憲
的*

 ,N
理
虫
是

 

⑻
就
這
些
廣
告
由
此
事
件
所
提
供
之
理
由
不
是
迫
切
的
，

§

沒
有
包
含
有
啓
發
性
的
忐
達
(
簡

單

的

廣

告

〕
，

S
;

个
僅
係
現
職
聯
邦
政
府
之
結
果
，
而
且
囘
溯：

主

I

九
六
九
年
先
荊
聯
邦
政
府
所
做
可
利
用
的
措
施
，

⑹
僅
從
事
博
取
同
情
的
宣
傳
，

(0)
1
切
發
生
在
接
近
聯
邦
議
會
選
舉
。

雖
然
我
也
認
爲
道
些
聯
邦
政
府
在
競
選
期
間
基
於
各
式
各
樣
的
理
由
之
公
關
文
宣
：丄
作
部
分
係
不
適
當
的
，

一

個
 

國
鉍
不
是
莊
嚴
的
II
至
少
在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以
此
種
形
式
與
密
集
也
認
爲
係
新
奇
的
，
我
可
能
由
於
上
述
所
說
觀

 

點
關
於
聯
邦
政
府
之
行
爲
權
限
其
至
在
競
選
期
間
這
些
措
施
不
被
認
爲
係
違
憲
的
。
雖
然
我
認
爲
這
些
有
問
題
方
式
之

 

宣
傅
廣
告
_小
再
由
聯
邦
政
府
在
未
來
的
競
選
中
加
以
出
版
係
値
得
追
求
的
。
然
而
我
認
爲
應
阻
止
i
論
斷
此
宣
傳
措
施

 

之
違
憲
性
，
因
爲
我
能
夠
斷
定
在
此
等
政
、治
上
簡
單
廣
告
.个
會
對
選
擧
影
鞞
產
生
危
險
D

2.
 這
些
實
0

上
所
握
有
之
聯
邦
政
府
的H

作

，
成
就
與
結
果
報
告
，
我
認

爲
任
何
時
候
，
甚
至
在
競
選
期
問
中
，



係

允

許

的

。
聯
邦
政
府
在
此
類
出
版
物
發
行
時
刻
之
選
擧
中
不
受
限
制
。
反
斜
黨
必
須
忍
受
聯
邦
政
府
行
爲
自
由
之
影

 

響

。
3.
當
聯
邦
政
府
在
競
選
期
間
大
規
模
採
用
此
資
辑
在
其
主
要
政
黨
競
選
中
且
使
經
由
這
些
政
黨
分
發
時
，
依
我
的

 

觀
點
此
政
府
職
務
上
公
開H

作
資
料
中
不
可
避
免
的
政
麓
色
彩
才
眞
正
成
爲
問
題
。

反
錄
黨
可
能
或
者
基
於
實
際
上
理
由
(
不
同
的
政
治
計
劃
，
至
目
前
爲
止
政
府
活
動
之
不
同
的
評
價
)
不
需
要
這

 

些
資
料
或
者
因
此
其
不
希
望
使
用
，
因
爲
在
他
們
方
面
不
想
讓
政
府
成
員
之
圖
片
散
布
。
所
以
此
出
版
品
基
本
上
僅
適

 

<i

政
府
主
要
政
黨
之
競
選
，
除
了
競
選
费
用
傲
遢
之
外
藉
此
獲
得
附
加
之
常
助
。
於
此
觀
點
將
涉
及
政
黨
在
競
選
中

 

之
機
會
平
等
。
當
此
類
政
府
資
料
被
聯
邦
議
會
候
選
人
以
自
己
的
圖
片
^
:
宣
傳
資
料
使
用
時
，
那
時
此
i

用

。
就

 

此
點
而
言
我
同
意
此
判
決
*

v[
、

因
此
我
認
爲
聯
邦
政
府
在
一
九
七
六
年
聯
邦
議
會
競
選
期
間
公
關
文
宣H

作
之
大
部
分
係
憲
法
上
允
許
的
。
聯
邦

 

政

府

之I

切
出
版
品
不
可
避
免
的
以
某
種
方
式
S

反
對
黨
之
選
舉
機
會
。
此
判
決
劃
定
在
政
府
利
益
與
政
黨
利
益
之

 

間
於
競
選
時
之
一
定
必
要
的
界
限
'乃
單
方
面
加
諸
負
搛
於
聯
邦
政
府
。
因
此
聯
邦
政
府
之
任
務
，
即
在
公
關
工
作
中
去

 

體

現

國

家

，
說
明
政
府
政
策
，
使

明

瞭

*

去
推
廣
且
防
止
其
他
針
對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與
針
對
聯
邦
政
府
之
攻
擊
，
 

將
更
加
難
以

〗兀
成
。

基
本
上
大
量
的
政
府
資
料
散
發
給
執
政
黨
在
聯
邦
議
會
競
選
中
加
以
應
用
使
我
覺
得
有
疑
慮
。

二
0
九



就
此
點
而
言
我
也
還
是
反
對
法
庭
之
判
決
。
此
判
決
源
於
基
本
法
至
今
未
表
示
與
注
重
，
査
明
爲
一
切
在
憲
法
生

 

活
上
參
與
者
新
的
限
制
。
因
此
依
照
我
的
觀
點
適
當
的
是
，
放
棄
宣
告
聯
邦
政
府
在一

九
七
六
年
聯
邦
議
會
競
選
中
之

 

行
爲
違
憲
且
代
替
其
以
譬
告
與
預
示
判
決
之
形
式
提
出
爲
聯
邦
政
府
在
競
選
期
間
之
公
開H

作

新

的

界

限

，
以
使
其
將

 

來
可
能
有
所
作
爲
時
遵
守
。
同
時
當
然
也
必
須
加
以
淸
楚
說
明
，
聯
邦
政
府
至
其
職
務
期
間
届
滿
在
公
關
文
宣
工
作
範

 

圍
內
原
則
上
也
保
留
完
全
行
爲
權
限
，
其
僅
特
別
要
顧
及
考
慮
政
m

在
競
選
中
機
會
平
等
之
憲
法
原
則
。



關
於
「政
黨
經
費
」
之
第
三
次
判
決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七
十
主

辑

第
四
十
頁
至
第
一
百
十
七
頁

黃
錦
堂

 

譯

者

.

.
詹

文

凱

林
麗
螢

吳
從
周

1.
人
民
在
其
參
與
政
治
意
義
形
成
範
圍
內
之
自
由
決
定
斟
何
政
黨
加
以
財
務
支
持
的
權
利
，
並
不
因
如
下
之
一
個
機

 

會
平
衡
規
定
而
受
到
不
合
憲
之
方
式
之
妨
害
：
這
機
會
平
衡
規
定
旨
在
衡
平
相
對
上
有
較
高
政
黨
政
治
捐
贈
以
及
(
黨
 

S

線

交

)
黨
费
之
政
黨
經
由
税
法
(
上
斜
捐
贈
或
練
納
之
部
分
可
以
滅
免
之
)
後
待
而
致
之
利
益
。
人
民
之
政
治
行

 

動
自
由
並
不
包
含
如
下
之
請
求
權
：
由
國
家
所
提
供
對
黨
貫
繳
費
以
及
對
政
黨
之
政
治
^
;
金
之
銳
法
滅
免
優
待
在
違
反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原
則
之
下
只
對
該
人
民
所
支
持
之
政
黨
丨
—
§

_
_

^
利

。

2
1
個

税

捐

規

定

，
若
經
由
對
稅
捐
義
！
人
之
扣
除
額
以
使
其
能
對
一
政
黨
之
政
治
決
定
能
發
揮
一
定
之
影
響
力
，
 

則
其
與
人
民
之
平
等
參
與
政
治
意
思
形
成
之
權
利
不
相
吻
合
。

3.
個

人

所

得税
法

第

十b
條
以
及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說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所
規
定
之
對
黨
員
黨
費
及
政
黨
政
治
獻
金
之

 

税

法
上

扣

除

額

，
以
及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所
規
定
之
政
黨
機
會
平
衡
金
，
是
一
個
彼
此
互
相
配
合
之
整
體
規
定
中

 

之
二
個
重
要
成
分
。
由
此
以
觀
政
黨
機
會
衡
平
金
規
定
是
對
上
述
所
舉
稅
法
扣
除
S

定
之
出
於
憲
法
上
要
求
之
1



二
 I

 
二

性

規

定

。

4
下
述
一
事
在
憲
法
上
並
無
違
廉
疑
慮
：
在
上
次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舉
中
在
全
西
德
只
得
到
不
超
過
百
分
之
零
點
五
的

 

有

效
第

二

檷

票

(
譯

者

按

：
西
徳
聯
邦
衆
議
院
大
選
是
採
S

參
S

區
當
S

選
人
之
政
黨
比
例
代
表
制
，
毎
位
選
民

 

有

一

張
選
票
上
有
二
櫊
，
第
一
櫊
選
單
一
選
區
之
候
選
人
，
第
二
欄
投
給
政
黨
，
各
.政
黨
所
得
席
次
是
依
第
二
櫊
票
，
 

與

第
一

欄

無

涉

，
凡
在
選
區
中
獲
勝
之
黨
員
則
當
然
成
爲
該
黨
之
議
員
，
該
黨
之
政
黨
名
單
上
能
成
爲
議
員
者
必
須
是

 

排
名
在
該
黨
所
獲
之
總
席
次
減
去
該
黨
之
選
區
當
選
議
員
數
目
之
差
數
之
內
者
)
之

政

黨

»■
不
被
考
慮
在
政
黨
政
治
機

 

會

平

衡

金

規

定

中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
。

5.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項
就
政
臊
選
擧
經
費
補
助
限
定
其
最
高
額
.不
超
過
政
黛
之
自
己
收
入
之
規
定
，
確
保
了
政

 

黨

免

於

國

家

(
操

縱

)
之

原

則

(
d
e
r
G
r
u
n
d
s
a
t
z
d
e
r

 St
a
a
t
s
f
r
e
i
h
e
i
t

 de
r

 p
o
l
i
t
i
s
c
h
e
a
F
a
r
t
e
i
e
n

 
)
 

，
此
原
則
就
選
舉
經
費
補
助
有
關
問
題
上
是
優
先
於
政
黨
機
會
公
平
原
則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第
二
庭
於
一
九
八
六
年
七
月
四
日
之
判
決
基
於
一
九
八
六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言
詞
辯
論
。

[—

(
文

號

)
：
2

CO
V
W
 2

\
8
4
,

 2
cn
v

w

t
2
 \

 84

 丨

在

(
上
舉
二
文
號
之
案
件
)
程
序
中
就
如
下
二
事
加
以
判
決
1

、C

由
綠
黨
依
機
關
權
利
爭
議
(
譯

者

按

：
依
西

 

德
基
本
法
及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政
黨
有
此
權
限
，
詳
見
本
判
決
…
…

)
所

提

之

〕
下
述
聲

請

：
要
求
確
定
聯
邦
衆
議
院

 

及

聯
邦
上
議
院
在一

九
八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所
訂
之r

修
改
政
黨
法
與
其
他
法
律
之
法J

 (
D
a
s

 Ge
s
e
t
z

 zur 

A
n
d
e
m
n
g

 d
s
 Pa

r
t
e
i
e
n
g
e
s
e
t
z
e
s

 an
d

 an
d
e
n
e

 Ge
s
e
t
z
e

 )
(
譯

者

按

：
厲
於
我
國
所
稱
之
包
裹
立
法
)



(
載
於
I

法
律
公
報
第
一
部
第
一
千
五
百
七
十
七
頁
以
下
)
違
反
了
下
列
二

# '
事

：
⑻

、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以
及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
因
爲
上
述
二
院
在
上
舉
修
改
法
第
四
條

 

第
三
款
中
將
個
人
所
得
銳
法
第
十
匕
條
，
以
及
在
上

# '
修
改
法
第
五
條
中
將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
修

 

改
爲
凡
作
爲
黨
員
黨
費
以
及
政
黨
政
治
獻
金
之
支
出
在
百
分
之
五
的
所
得
內
或
是
在
千
分
之
二
的
總
交
易
額
及
該
曆
年

 

-
^
花
費
之H
資

、
薪
水
內
是
可
作
爲
扣
除
額

(s
t
e
w
r
o
h

 a
b
z
i
e
b
n
a
r

 

)
。
⑹

、
違
反
了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
因
爲
上
述
二
院
在
上
舉
修
改
法
第
一
條
中
把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之
規
定
塞
入
政
黨
法
中
成
爲
第
二
十
)
一 a
條

，
同
時
並

 

在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中
新
增
第
六
項
(
譯

者

按

：
條
文
在
判
決
理
由
I
中

有

刊

出

，
詳

該

處

)
。
I

聲

請

人

：
聯
邦

 

政

黨

「
綠

黨J

 
(
 Bi

e
s
p
a
r
t
e
i

 Di
e

 
G
R
a :
N
E
 

)
，
(
下
載
住
址
及
代
表
人
以
及
訴
訟
代
理
人
，
省
略
不
譯
出

)
-
-
-
相

對

人

：
聯
邦
衆
議
院
及
聯
邦
上
議
院
(
下
載
代
表
人
及
住
址
以
及
訴
訟
代
理
人
，
省

略

不

譯

出

)
。
2

、

由
S
博

士

先

生

(
下
載
其
訴
訟
代
理
人
及
住
址
，
省

略

不

譯

出

)
對
上
舉
修
正
法
中
所
新
加
或
修
改
之
個
人
所
得
我
法

 

第
十
b
條
及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所
提
之
憲
法
訴
願
。

判
決
主
文

I

、
1.
上

舉

修

正

法

第
E
條
第
三
款
以
及
第
五
條
第
二
款
中
所
規
定
之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十
b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以
及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第一

句

，
此
二
者
與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在
如
下
程
度
內
是
不
合
的
依

 

上
述

二

者

，
就
支
助
國
家
政
治
之
目
的
而
作
之
支
出
在
收
入(

E
n
k
u
n
f
t
e
,

 En
k
o
m
m
u
s

 
)
或
在
總
交
易
以
及
曆
年

二
 i



二

-
四

度
所
花
費
之H

資
及
薪
水
的
一
定
百
分
比
而
決
定
其
能
否
在
稅
法
上
充
作
扣
減
額
。

上
述
二
者
此
外
也
在
下
述
程
度
內
與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不
合
：
其
所
規
定
之
稅
法
上
扣
減
額
並
不
設
定
有
對

 

所
有
納
税
義
務
人
相
冋
之
最
高
額
，
而
且
此
最
高
額
應
不
得
超
過
十
萬
馬
克
。

上
述
二
者
在
上
擧
程
度
內
侵
害
了
憲
法
訴
願
人
之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句
之
基
本
權
利
。

2.
直
到
立
法
者
重
新
規
定
前
，
上
擧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十
b
條
以
及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銳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只
能
以

 

經
ffi
暫
時
性
之
脫
額
決
定
(W

r
l
a
u
f
i
g
e

 

s
t
e
w
r
f
e
l
n
g

 

)
(
租

税

通

則

法

〔A

 0

〕
第

一

百

六

十

五

條

)
之
方

式
而
且
在
下
述
規
定
下
適
用
■■爲
支
持
國
家
政
治
之
H
的
所
作
之
支
出
就
每
一
個
紡
說
義
務
人

-
-
-
上
擧
所
規
定
之

百

分

比

限

制

將

不

適

用

H

到
十
萬
馬
克
爲
止
是
税
法
t
可
以
扣
抵
的
。

U

、
機
蹦
權
利
爭
議
程
序
之
申
請
加
以
駁
囘
。

f
f
l、
西
德
須
負
擔
憲
法
訴
願
人
之
必
要
的
訴
訟
费
用
。

理
 

.由

：A

 '

連
結
成
爲
一
共
同
判
決
之
二
程
序
之
客
體
爲
如
下
問
題
：
上
擧
修
改
法
中
所
引
進
之
三
項
規
定
，
其
一
是
規
定
之

 

個
人
所
得
猊
法
第
十
b
條
以
及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法
第
九
條
第
一一

 一
款
之
修
改
；
丨

按

依

此

修

改

，
黨
员
黨
費
以
及
政
黨

 

政
治
獻
金
今
只
限
於
收
入
(E

i
n
k
u
n
f
t
e
,

 

E
i
n
k
o
m
m
e
n

 

)
總
額
之
百
分
之
五
或
是
只
在
總
體
交
易
以
及
該
曆
年
內



所
支
出
之

M

資
及
薪
水
之
臣
分
之
二
內
始
花
稅
法
上
可
折
扣
丨
！
其
二
是
此
次
修
改
中
所
引
進
對
政
黨
支
付
政
黨
機
會

 

平

衡

金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
，其

H

是
M

政
黨
競
選
經

费

補
助
限
定
於
一
政
餹
之
總
收
入
之

一

事

(
政
魃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项

〕
之

規

定

，
是
否
侵
犯
了
機
關
權
利
爭
議
人
以
及
憲
法
訴
願
人
之
憲
法
上
權
利
。

I

、

自
西
元
一
九
八
四
年
一
月
一
 

U
起

，
於

问
一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所
公
布
之

r

修
改
政
黨
法
及
其
他
法
律
之
法
」

(
載
於
聯
邦
法
律
公
報
第
一
部
第
一
千
五
：白
七
十
七
頁
以
下
丨
—
以
下
簡
稱
修
改
法
)
開
始
生
效

=

I.
在
該
法
律
中
將
黨
員
黨
費
以
及
政
黨
政
治
獻
金
在

税

法
上
之
扣
抵
可
能
性
在
個
人
所
得
稅
法
以
及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法
中
重
新
加
以
規
定
。

⑻
修

J F
法
第
四
條
第
三
款
將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十

b

條
作
如
下
修
改
：

第
十
匕
條
(
稅
法
上
優
惠
處
遇
之
目
的
)

第

一

項

：
凡

變

助

(F
o
r
d
e
i
g

 

)
馨

性

i

會

性

、
宗

敎

性

、
學
術
性
以
及
國
家
政
治
性
之
目
的
以
及

 

其
他
被
承
認
爲
特
別
値
得
支
助
之
公
益
目
的
而
作
之
支
出
(A

n
s
g
a
b
e
n

 

)
，
在
收
入
總
額
百
分
之
五
內
或
是
在
總
交

 

易
額
以
及
暦
年
內
所
支
出
之
工
資
及
薪
水
之
千
分
之
二
內
可
作
爲
特
別
支
出
(s

o
n
d
e
r
a
u
s
g
a
b
s

 

)
而
作
爲
税
法
上

 

扣

除

額

(a
b
i
n
g
s
f
a
l
n
g

 

)
。
爲
支
助
國
家
政
治
之
R
的
所
作
之
支
出
只
有
在
當
它
未
曾
享
受
(
依

本

法

)
第
三
十
四

 

條
之

税

捐

優

惠(
s
t
e
n
e
r
e
r
n

OJl
s
i
g
u
n
g

〕
時
才
得
當
作
特
別
支
出
而
得
作
爲
扣
除
額
。
就
學
術
性in:

的
以
及
被
承

 

認
爲
特
珠
支
助
之
文
化E

的
所
爲
之

支

助

，
其
五
西
比
由
五
提
升
爲
十
。
本
條
文
所
指
稱
之
茭
出
(A

u
s
g
a
b
e

 

)
亦



指
物
質(

w
r
t
s
c
h
a
f
t
s
g
i
i
t
e
r

 )
之

捐

贈

，
但
不
包
括
使
用
及
給
付
(N

u
t
r
u
n
g
e
n

 u
n
d

 L
e
i
s
t
u
n
g
e
n

 〇

。
若

一
物
質
是
在
捐
贈
前
已
直
接
由
企
業
財
產
中
取
出
，
則
在
査
估
支
出
額
時
不
得
超
過
於
取
出
時
所
定
下
之
惯
値C

在
所
 

冇
其
他
情
形
，
支
出
額
之
査
估
取
決
於
該
捐
贈
之
物
之
一
般
惯
値
。

⑵
用
以
支
助
國
家
政
治
之
目
的
的
支
出
足
指
黨
員
所
繳
之
黛

费
以
及
對
政
黨
法
第
二
條
所
指
政
黨
之
政
治
獻
金
。 

對
一
政
黨
或
其
下
之
一
個
或
數
個
區
域
黨
部
之
捐
贈
，
若
其
總
額
在
一
曆
年
內
超
過
二
萬
馬
克
時
，
則
只
有
當
此
捐
贈

 

在
政
黨
依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之
財
務
報
告
中
加
以

阴
列
時
才
得
作

爲
扣
減
額
。
(
譯
者
按
■■舊
版
之
個
人
所

 

得
稅
法
第
十

b

條
第
二
項
有

t
如
我
國
選
罷
法
(
民
國
八
十
年
版
)
對
政
治
獻
金
金
額
上
限
之
規
定
，
新
版
加
以
取
消

 

成
爲
無
上
限
佴
加
進
須
在
政
餹

财
政
報
告
中
明
列
之
限
制
’
諳
參
考

㈠
^-
^

/

一彦
^

^

巨

^

^

&

二

一

汐

一

一

一

二

。
 

1
9
8
9
,

 S
.

 638

 
)
。

⑸
修
改
法
第
四
條
第
四
款
將
所
得
税
法
新
增
了
第
三
十
四
g
條

，
規

定

了

：

第

三

十

四

g
條

：

對
爲
助
長
國
家
政
治
之
目
的
而
有
所
支
出
之
納
說
義
務
人
，
其
個
人
所
得
税
在
依
個
人
所
得
猊
法
之
條
文
！

但
 

是
第
三
十
五
條
除
外
—
1
爲
税

捐
減
免
之
後
，
可
在
W
分
之
五
十
的
範
圍
內
自
應
繳
税
款
中
扣
除
，
但
最
高
扣
除
不
超

 

過

六

百

馬

克

，
在
夫
妻
合
併
課
税
時
M
高

一

千

二

打

馬

克

。

(CJ
修
改
法
第
五
條
第
二
款
修
改
了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
本
條
規
定
有
關
得
爲
税
捐
減
免
目
的
之

 

茭
出
之
扣
減
規
定
；
新
版
條
文
如
下
：

第

九

條

：
»;
扣

減

之

支

出



可
扣
減
之
支
出
也
包
括

2

.

.

.

.

3.
除
第
八
條
第
三
項
外
用
以
支
助
慈
善
性
、
敎

會

性

、
宗

敎

性

、
學
術
性
以
及
國
家
政
治
之
目
的
以
及
其
他
被
承

 

i

特
別
具
公
益
性
目
的
之
支
出
，
在
百
分
之
五
的
收
入
範
圍
內
或
是
千
分
之
二
之
璁
交
易
値
以
及
該
曆
年
內
所
支
付

 

之H

資
及
薪
水
範
圍
內
之
支
出
。
對
學
術
目
的
以
及
被
認
爲
特
殊
値
得
補
助
之
文
化
目
的
的
支
出
其
扣
減
額
度
由
百
分

 

之
五
提
高
爲
百
分
之
十
。
用
以
支
助
國
家
政
治
之
目
的
之
支
出
是
指
黨
員
所
嫌
之
黨
費
以
及
§

黨
法
第
二
條
所
指
政

 

黨

之
政
治

獻

金

。
對
一
政
黨
或
其
下
一
個
或
數
個
區
域
黨
部
之
捐
贈
，
若
其
總
額
在
一
曆
年
內
超
過
二
萬
馬
克
時
，
則
 

只
有
當
此
捐
贈
在
政
黨
依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之
財
務
報
告
中
加
以
明
列
時
才
得
作
爲
扣
減
額
。
本
條
文
所
指

 

稱
之
收
入
是
指
在
未
扣
減
去
第
一
句
以
及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十
d
條
所
指
之
支
出
時
者
而
言
。
本
條
文
所I

S
®

之
支
出

 

亦

指

物

質

(Wrtscbaftsgifter

 )
之

捐

贈

*
但
不
包
括
使
用
及
給
付
。
支
出
之
價
S

照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六
條
第

 

1

項
第
四
款
第
一
句
及
第
二
句
査
估
之
。

2
修
改
法
第
一
條
亦
修
改
了
政
黨
法

⑻
修
改
法
第
一
條
第
三
b
款
將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新
壻
了
第
六
項
，
規
定
日
後
對
政
黨
之
競
選
經費

#
®

不
得

 

超
過
一
政
激
之
其
他
收
入
。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之
現
今
版
本
如
下
：

政
黨
競
選
經
費
補
助



二
一
八

第
十
八
條

補
助
之
原
則
及
範
圍

.

⑴
對
以
自
己
之
黨
員
提
名
參
與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舉
之
政
黨
，
國
家
對
於
其
適
當
選
戰
所
必
需
之
費
用
必
須
加
以
負

 

擔

=

政
黨
競
選
經
费
補
助
以
每
位
投
票
人
五
馬
克
作
總
賸
計
算
。

⑵
政
黨
競
選
經
费
補
助
總
額C

 Wa
h
l
k
a
m
p
f
k
o
s
t
e
n
p
a
u
s
c
h
a
l
e

 )
將
分
配
給
如
下
政
黨
：

1.
 

其
在
最
終
選
舉
結
果
至
少
獲
得
全
西
德
百
分
之
零
點
五
的
有
效
第
二
權
票
，
或
是

2.
 

當
一
政
黨
未
能
合
法
獲
准
提
出
政
黨
比
例
代
表
名
單
時
*
其
能
在
單
一
選
區
中
得
到
百
分
之
十
的
有
效
第
一

欄
票〇⑶

政
黨
競
選
經
黄
補
助
總
額
將
依
下
列
方
式
分
派
給
有
權
參
與
分
配
之
政
黨
：

I.
就

前

項

第

I

款
之
政
猓
，
依
其
所
得
第
二
櫊
票
之
比
例
。

2
就
韵
項
第
二
款
之
政
黨
，
就
其
獲
得
百
分
之
十
以
上
有
效
第
一
桶
票
之
選
區
之
每
一
張
所
得
票
以
五
馬
克
計
 

算

。
⑷
第

一

至

三

項

準

用

於

依

衆

議

院

選

舉

法

第

十

八

及

第

二

十

條

由

選

民

_所
推
選
出
來
之
候
選
人
I
只
要
其

 

能
在
一
選
區
中
獲
得
百
分
之
十
的
有
效
第
一
楢
票
。

⑸
在
確
定
對
依
第
三
項
第I

款
之
政
黨
確
定
其
受
補
助
額
之
前
應
將
第
三
項
第
二
款
以
及
第
四
頊
之
候
選
人
之
應

 

得
之
補
助
先
行
自
政
黨
競
選
經
费
補
助
總
額
中
加
以
扣
減
。



⑹
政
蠢
選
經
費
補
助
不
得
超
過
一
政
黨
依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至
五
款
以
及
第
八
款
之
收
入
項
目

 

在
已
接
受
政
黨
競
選
艇
費
補
助
之
第
二
個
曆
年
以
及
此
年
起
之
前
三
個
曆
年
之
總
收
入
。
超
過
此
部
分
之
補
助
須
由
下

 

次
之
補
助
中
。

⑺
修
改
法
第
一
條
第
七
款
在
政
黨
法
第
五
節
中
新
增
第
二
十
二
a
條
以
規
範
政
f

會

平

衡

金

，
條
文
如

下

：

機

會

平

衡

(
金

)

第
二
十

二
a
條

 

機
會
平
衡
金
之
計
算
與
支
出

⑴

茌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之
前
一
次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擧
中
依
最
終
選
舉
結
果
至
少
在
全
西
德
得
到
百
分
之
零
點
五

 

的
有
效
第
二
櫊
票
之
政
黨
，
毎

年

可

獲

得一

筆
金
額
作
爲
機
會
平
衡
之
用
。

⑵
機
會
平
衡
金
之
計
算
方
式
如
下
.■

上
述
有
資
格
獲
得
機
會
平
衡
金
之
政
黨
將
可
得
到
一
基
礎
金
額
(A

u
s
g
a
n
g
s
b
e
t
r
a
g

〕
，
是
以
前
一
年
財
務
報

 

告
中
所
記
載
之
黨
員
黨
费
及
政
黨
政
治
獻
金
總
額
之
百
分
之
四
十
，
來
除
以
該
黨
所
獲
得
之
有
效
第
二
榴
票
來
加
以
決

 

定

。
基
礎
金
額
之
最
高
額
度
是
以
基
礎
金
額
來
乘
以
每
政
黨
所
得
有
效
之
第
二
桶
票
。
機
會
平
衡
金
是
一
方
面
由
上
述

 

第
二
句
所
示
計
算
結
果
與
另
方
面
黨
費
、
政
黨
政
治
獻
金
二
者
之
和
之
百
分
之
四
十
此
二
大
方
面
之
差
額
。

⑶
政
黨
機
會
平
衡
金
之
數
額
將
由
聯
邦
衆
議
院
主
席
團
(F

r
a
s
i
d
i
u
m

)
加
以
確
定
，
而
且
是
自
i

實
行
日
起
次

 

年
之
第
六
十
日
支
付
。

二

I

九



二
二
〇

⑷
聯
邦
衆
議
院
議
長
以
書
面
栽
決
來
決
定
各
政
黨
之
所
得
金
額
多
寡
。

⑸
機
會
平
衡
金
第
一
次
是
自
一
九
八
四
會
計
年
度
起
發
放
。

E

、

本
件
中
機
關
權
利
爭
訟
之
聲
請
人
爲
西
德
綠
躱(

D
I
E

 GK
t
J
N
E

 
)
。
其
於
一
九
八
四
年
四
月
十
日
向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書
面
聲
請
：

請
求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以
確
認
聯
邦
衆
議
院
及
聯
邦
上
議
院
在
一
九
八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曰
所
訂
之
「
修
改

 

政
欺
法
及
其
他
法
律
之
法J

，
載
於
職
邦
法
律
公
報
第
一
部
第
一
千
五
百
七
十
七
頁
以
下
)
違
反
了
下
列
二
件
事
：
 

⑻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頊
*
第
二
十
八
條
第一

項
以
及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
因
 

爲
上
述
二
院
在
上
舉
修
改
法
第
四
條
第
三
款
中
將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十

b
條

，
以
及
在
修
改
法
第
五
條
中
將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
修
改
爲
凡
作
爲
黨
員
黨
費
以
及
政
黨
政
治
獻
金
之
支
出
，
支
出
人
或
營
利
事
業
可
以
在
百

 

分
之
五
的
所
得
內
或
千
分
之
二
的
總
交
易
額
及
該
曆
年
內
所
花
費
之H

資

、
薪
水
內
是
可
作
爲
扣
除
額
。

(b)
違
反
了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
因
爲
上
述
二
院
在
上
擧
修
改
法
第
一
條
中
將
政
黨
法
新
增
了
第
二
十
二
a
條
 

(
機
會
平
衡
金
)
以
及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項
。

至
於
提
請
判
決
之
理
.由

，
聲
請
人
主
要
提
出
如
下
論
點
：

上
述
條
文
之
制
訂
侵
害
了
聲
請
人
由
基
本
法
第
二
十I

條

第I
項
及
第
三
，
第
一
項
所
保
障
之
作
爲
政
黨
之
憲
法

 

上
地
位
，
而
且
侵
犯
其
憲
法
上
之
機
會
平
等
權
以
及
免
於
國
家
操
縱
之
自
由
之
權
。
以
下
詳
載
之
。



.

1.
⑻
此
次
所
新
引
進
之
新
版
個
人
所
得
銳
第
十

b
條
以
及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銳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規
定
政
黨
政
治
獻

 

金
之
支
出
在I

定
百
分
比
內
可
以
列
爲
扣
除
額
侵
害
了
聲
請
人
之
機
會
平
等
權
利
。
依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之
判
決
，
政
黨

 

政
治
獻
金
之
税
捐
傻
待
必
須
要
嚴
格
確
保
政
黨
平
等
原
則
。
早
在
其
一
九
五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之
判
決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陝
集
第
八
卷
第
五
十
一
頁
以
下
，
此
處
有
關
者
第
六
十
五
頁
以
下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便
就
此
有
所
指
明
，
說
到

 

:
政
黨
政
治
獻
金
之
得
作
爲
扣
除
額
之
規
定
，
最
先
激
發
了
所
得
銳
納
税
義
務
人
中
有
較
多
收
入
者
，
以
及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銳
納
税
義
務
者
之
捐
贈
動
機
。
這
導
致
了
政
黨
政
綱
及
行
動
對
有
衆
多
資
本
之
人
們
有
較
大
關
注
之
政
黨
將
獲
得
' 

較
有
利
之
競
爭
地
位
。
儘
管
立
法
者
並
無
義
務
來
斜
各
政
黨
基
於
不
同
的
社
會
結
構
所
致
之
現
存
的
事
實
的
競
爭
地
位

 

之
不
同
性
加
以
平
衡
，
但

i

究
不
得
無
強
制
性
理
由
而
探
取
一
使
現
有
之
不
公
平
競
爭
機
會
加
以
惡
劣
化
之
規
定
。

就
聲
請
人
(
按

：
卽
綠
1
)
之
素
來
行
動
以
及
政
綱
以
觀
，
其
並
不
關
注
有
衆
多
資
本
之
人
們
。
它
並
未
獲
得
大

 

企
業
之
任
何
捐
蹌
而
且
它
也
無
興
趣
於
此
。
因

此

，
其
將
因
上
述
税
捐
優
待
條
文
而
受
到
相
較
於
其
他
政
黨
不
利
之
影

 

響

。
.

新
增
之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並
不
能
拯
救
上
述
條
文
免
於
違
憲
，
這
是
因
爲
其
所
定
下
之
政
治
機
會
平
衡
金
之

 

額
度
太
低
。
就
負
有
練
納
個
人
所
得
銳
義
務
之
大
捐
贈
人
，
我
們
可
以
說
其
經
常
須
按
最
髙
之
税
率
卽
百
分
之
五
十
六

 

來
磁
税
。
就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銳
，
就
所
得
之
收
入
之
銳
負
總
計
爲
百
分
之
五
十
六
。
上
舉
機
會
平
衡
金
之
規
定
之
前
提

 

假
設
爲
百
分
之
四
十
的
税
捐
減
免
，
這

S

不
S

有
i

也
只
能
說
是
只
找
到
一
些
盏
之
充
足
的
計
算
基
礎
。
由
於
機

 

會
平
衡
金
主
要
應
該
是
援
引
大
捐
贈
者
(
之
捐
贈
資
料
)
(
而

設

計

)
，
所
以
在
實
際
觀
察
中
我
們
必
須
從
百
分
之
五



十
甚
至
百
分
之
五
十
六
之

税

捐
補
助
總

额

(s
t
e
c
e
r
s
u
b
v
e
n
t
r
n
s
o
o
l
u
m
e
n

 
)
出

發

。
可
能
有
百
分
之
十
六

ra
的
差

 

別
不
可
以
是
不
再
無
關
的
。

一
個
以

税
捐
補
助
總

额

S
分
之
四
十

爲

基
礎
而
計
算
之
政
黨
機
會
平
衡
金
，
將
無
法
確
保

 

政
黨
機
會
公
平
。

(b)
政
黨
政
治
獻
金
之
得
作

爲

扣
除
額
之
新
規
定
，
此
外
也
侵
害
了
由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聯
結
第
二
十
八
條

 

與
第
三
十
八
條
可
導
出
之
人
民
平
等
參
與
政
治
意
識
形
成
過
程
之
原
則
。
就
道
點
之
理
凼
與
憲
法
訴
願
人
在
第
2
3
<
 

W
 4

4
2

 \

 84

號
案
件
中
所
提
者
同
(
詳
下
述

In
〕=

2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此
外
.史
違
反
了
政
黨
免
於
_
家
操
縱
之
自
由
的
原
則
。
說
明
如
下
：
儘
管
政
黨
依
基
本

 

法
第
：
一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旨
在
參
與
形
成
人
民
之
政
治
意
識
形
成
，
徂
基
本
法
並
不
因
此
而
將
之
歸
入
國
家
之
領
域
，
而
 

吳
歸
入
免
於
國
家
操
縱
之
社
會
領
域
。
基

此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將
直
接
由
國
庫
補
助
政
黨
之
可
能
姓
限
定
於
政
黨
競
選

 

f

Itc
一
類
型
，
而
且
確
認
：
由
國
家
以

税
捐
上
對
黨
負
黨

费
及
政
黨
政
治
獻
金
之
優
惠
來
間
接
賣
助
政
黨
之
作
法
也

 

同
樣
受
到
基
本
法
之
制
約
。.

爲
使
政
治
過
程
之
公
開
化
不
受
減
損
以
及

爲
使
政
黨
之
領
痗
群
們
能
保
留
受
有
其
原
來
社

 

會
基
礎
之
拘
束
，
政
黨
之
財
政
需
求
不
得
主
要
由
國
庫
中
取
得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二
十
卷
第
五
十
六
頁
以
下

 

，
此
處
所
提
者
在
第
一
百
零
二
頁
；
第
五
十
二
卷
第
六
十
三
頁
以
下
，
.此
處
所
提
者
在
第
八
十
五
頁
)
。
此

外

，
(
在
 

_
內

)
有
一
個
相
當
一
致
之
見
解
，
國
家
對
政

E
之
補
助
不
得
超
過
一
政
黨
之
總
收
入
之
一
半
。

政
餹
機
會
平
衡
金
使
得
國
庫
直
接
支
付
金
餞
給
政
黨
；
亦
卽
此
處
所
涉
及
者

爲

國
家
直
接
補
助
政
黨
，
其
與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之
見
解
認

爲

駒
家
只
能
對
政
黨
之
競
選
之
必
要
經
費
加
以
負
擔
並
不
符
合

=

國
家
直
接
補
助
並
不
能
以
因
之



而
政
黨
之
機
會
平
等
得
被
重
建
爲
由
來
正
當
化
。
鑛
大
說
法
上
對
黨
員
黨
费
以
及
政
黨
政
治
獻
金
之
捐
贘
之
扣
除
額
規

 

定

(
本

B
 )
是
違
憲
的
；
這
違
憲
不
能
經
由
進
一
步
之
違
憲
來
囘
復
。

.
這

新

的

(
機
會
平
衡
金
)
規
定
會
導
致
國
家
爲
政
黨

s

之
主
要
支
付
者
結
果
。
這

(
按

：
指
國
家
爲
主
要
支
付

 

者
一
亊
〕
本
已
在
將
政
黨
競
選
經
費
補
助
提
高
爲
毎
票
五
馬
克
時
至
少
對
一
些
(
小

)
政
黨
便
已
是
令
人
十
分
憂
心
。
 

政
黨
競
選
經
費
補
助
以
及
機
會
平
衡
金
可
能
不
只
對
聲
請
人
*
而
且
對
其
他
政
黨
將
導
致
暹
度
由
國
家
補
助
之
結
果
。
 

此
外
遢
包
括
議
會
黨
團
成
員
之
薪
資
也
是
由
公
家
支
付
一
事
。
我
們
可
以
確
定
的
說
，
由
公
家
之
直
接
補
助
以
及
經
由

 

—

員
黨
費
以
及
政
黛
政
治
獻
金
之
銳
捐
後

i

致
之
間
接
補
助
二
大
方
面
合
而
觀
察
將
導
致
違
憲
之
以
國
家
爲
主
來

 

照
潁
政
黛
之

f

。

此
外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二
埂
第
八
款
(
譯
者
按
：
政
黨
之
收
入
種
類
第
八
種
：
其
他
收
入
)
提
供
政
黨
一
 

機

會

，
將
所
借
貸
到
之
貸
款
當
作
自
己
之
「
其
他
收
入
」
在
財
務
報
告
中
加
以
列
出
以
便
使
其
收
入
增
加
(
不
包
括
政

 

黨
競
選
經
费
補
册
)
而
來
迴
避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項
所
欲
加
之
殿
家
對
政
黨
經
費
補
助
之
上
限
規
定
。

3.
政
黨
簏
選
經
費
補
助
一
事
，
經
由
新
增
之
政
黨

i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限
制
不
得
超
過一

政
黨
總
收
入
之
一
半
的

 

規

定

，
侵
害
了
聲
請
人
作
爲
一
正
在
建
立
中
之
政
黨
之
機
會
平

I

。
在
去
掉
機
會
平
衡
後
有
一
危
險
，
卽
聲
請
人
一
 

開
始

S

政
黨
嫌
選
經
費
補
助
卽
已
超
過
上
述
百
分
之
五
十
的
上
限
。
這
使
得
本
黨
相
對
於
其
他
已
穢
定
成
形
(
 

e
t
a
b
l
i
e
r
t

 
)
之
政
黨
受
有
不
利
，
因
其
總
是
有
相
當
穩
固
之
經
由
黨
S

費
以
及
政
黨
政
治
獻
金
！

成
之
財
政
收

 

入

。
凡
政
黨
尙
處
在
建
立
中
者
首
先
都
只
有
少
數
黨
員
而
且
往
往
找
不
到
捐
贈
人
。
若
其
在
選
戰
中
獲
致
令
人
注
意
的

二
二
三



二
二
四

結

果

，
則
政
黨
選
舉
經
費
補
助
將
成
爲
其
主
要
之
收
入
來
源
。
這

(
由
大
黨
之
觀
點
)
可
以
是
完
全
被
期
待
的
，
因
爲
 

機
會
平
等
原
則
以
及
政
黨
自
由
原
則
應
該
可
以
阻
止
政
黨
之
穩
定
成
形
以
及
創
造
出
新
的
黨
-m
。

4.
總
而
言
之
，
聯
邦
衆
議
院
以
及
聯
邦
上
議
院
就
其
所
引
進
之
對
政
黨
之
資
助
之
增
加
扣
減
額
規
定
(
個
人
所
得

 

銳
法
第
十

b
條
以
及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
是
違
反
了
基
本
法
上
之
政
黨

f

平
等
原
則
，
政
黨
免
於

 

國
家
操
縱
之
原
則
以
及
人
民
之
平
等
參
與
政
治
意
識
形
成
之
原
則
。
對
這
違
憲
我
們
並
沒
有
辦
法

S

增
之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政
黨
機
會
平
衡
金
中
得
到
拯
救
，
因
此
條
文
本
身
違
反
政
黨
免
於
國
家
操
縱
之
原
則
以
及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原

則

。
(
若
進
一
步
言
)
，
至
少
在
政
黨
機
會
平
衡
金
若
(
因
違
憲
而
)
被
取
消
時
，
則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項
侵

 

犯
了
聲
諝
人
相
對
於
其
他
政
黨
之
機
會
平
等
權
。

憲
法
訴
願
人
於
一
九
八
四
年
四
月
十
曰
所
提
起
之
憲
法
訴
願
旨
在
針
對
修
改
法
中
所
引
進
之
個
人
所
得
銳
法
第
十

 

b
條
以
及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
憲
法
訴
願
人
主
張
這
些
規
定
違
反
其
來
自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聯

 

結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與
第
三
十
八
條
之
權
利
。

由
平
等
原
則
可
以
導
出
了
人
民
有
平
等
參
舆
政

S

識
形
成
程
序
之
基
本
權
利
。
經
由
上
奉
二
銳
法
中
之
新
壻
規

 

定
之
擴
大
對
政
黨
捐
贈
之
銳
捐
優
惠
，
這
基
本
權
利
受
到
傷
害
。
由
於
憲
法
訴
願
人
在
其
個
人
所
得
銳
及
象
庭
關
係
之

 

下
只
得
在
個
人
所
得
銳
法
第
三
十
四

g
條
之
範
圍
內
有
能
力
捐
贈
，
其
不
能
與
髙
收
入
之
人
在
同
樣
平
等
範
圍
內
來
享

 

受
政
黨
捐
獻
之
銳
捐
優
惠
。
國
家
無
權
以一

如
個
人
所
得
銳
法
第
十

b
條
以
及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銳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項
之



規
模
情
形
來
支
持
已
有
之
人
民
在
參
與
政
治
意
識
形
成
之
不
自
由
。
國
民
之
高
低
不
等
的
收
入
絕
不
是
如
此
差
別
待
遇

 

之
充
分
理
由
。

修
改
法
再
度
引
進
了
基
本
上
是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早
在
其
一
九
五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的
判
決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
第
八
卷
第
五
十
一
頁
以
下
〕
中
針
對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原
則
以
及
人
民
平
等
原
則
而
衡
量
而
且
在
此
二
觀
點
下
認

 

爲
違
憲
之
條
文
=
就

此

，
其
說
到
：
由
於
在
政
黛
政
治
獻
金
中
大
捐
獻
者
比
起
其
他
小
收
入
者
能
省
去
絕
蔚
及
相
對
較

 

高
之
稅
捐
，
以
致
其
政
治
意
見
可
以
說
是
受
到
獎
勵
的
。
這
種
經
由
法
律
所
創
造
之
端
視
收
入
不
同
而
對
政
治
意
見
形

 

成
之
影
響
不
同
之
税
法
上
措
施
與
形
式
自
由
之
原
則
不
合
—

I
.此
形
式
自
由
是
支
配
著
自
由
民
主
國
家
中
之
政
治
權
利

 

的
行
使
。
在

其一

九
七
九
年
七
月
二
十
四
日
所
作
的
判
決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五
十
二
卷
第
六
十
三
頁
)
中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有
再
度
強
調
。
立
法
者
在
對
黧
員
黨
費
及
政
黨
政
治
獻
金
之
捐
獻
作
税
捐
減
免
規
定
時
，
人
民
之
平
等
參

 

與
政
治
意
思
形
成
之
權
利
以
及
政
簾
機
會
平
等
以
及
政
黨
(
免
於
國
家
搡
縱
〕
自
由
之
原
則
應
被
遵
守
。

人

民
平
等
原
則
要
求
：
國
家
對
於
個
別
人
民
因
財
政
情
形
不
同
而
致
之
不
同
的
捐
贈
可
能
，
不
得
更
經
由
税
捐
優

 

惠
而
予
以
更
激
烈
化
。
但
這
在
新
法
中
在
非
比
尋
常
的
程
度
內
却
不
幸
是
如
此
。
例
如
一
大
捐
獻
人
捐
獻
了一

百
萬
馬

 

克

，
其
中
五
十
六
萬
元
節
稅
，
事
實
自
己
只
須
支
出
四
十
四
萬
元
。
但
大
多
數
人
民
却
無
能
爲
力
毎
年
捐
獻
超
過一

千
 

二
百
馬
克
(
這
時
依
個
人
所
得
銳
法
第
三
十
四
g
條
可
有
W
分

之

五

十

，
但
上
限
六
百
馬
克
之
減
稅
)
。
國
家
對
政
黨

 

捐
獻
之
銳
捐
減
免
是
如
此
高
程
度
不
同
規
定
，
以
致
與
人
民
平
等
原
則
不
合
。

對
政
治
獻
金
作
高
達
千
分
之
二
的
總
交
易
額
以
及
在
年
度
內
所
花
費
之H

賣
及
薪
水
範
圍
內
的
稅
法
扣
除
額
規
定

二
二
五



三
一
六

在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銳
上
對
捐
獻
人
造
成
難
以
想
像
之
高
度
優
惠
(
不

平

等

)
。
很
明
白
地
，

一
個
捐
—

百
萬
馬
克
之

 

大
捐
獻
人
對
政
黨
將
有
非
常
大
的
影
響
力
。
若
取
得
此
捐
獻
之
政
黨
爲
正
在
執
政
的
黨
派
時
，
則

I

經
由
大
捐
獻
者

 

1
1
將
開
啓
直
接
影
_
政
府
政
策
之
大
門
。
這
種
影
響
可
能
性
違
反
人
民
平
等
參
與
政
治
意
思
形
成
之
基
本
權
利
，
此
 

爲
無
可
置
疑
之
事
。

這
違
憲
不
因
——

因
其
他
理
由
已
是
違
憲
之
！

機
會
平
衡
金
之
引
進
而
有
所
改
變
。
儘
管
機
會
平
衡
金
使
得

最

，
 

高
高
連
百
分
之
四
十
之
捐
獻
可
能
流
向
敵
對
之
派
系
。
但
各
政
黨
却
可
保
有

S

向
其
之
獻
金
，
因
此
政
黨
仍
會
對
大

 

f

者
給
予
相

M
於
其
捐
獻
之
照
顧
。
影
響
之
可
能
性
從
而
仍
是
完
全
有
的
。
人
民
平
等
原
則
要
求
對
同
一
政
黨
加
以

 

S

之
捐
獻
人
須

f

形
成

f

加
以
對
待
處
理
。
機
會
平
衡
金
絕
無
能
達
於
此
。

f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十

b
條
在
第
二
項
有
規
定
超
過
二
萬
元
以
上
之
捐
獻
只
有
在
其
明
載
於
政
黨
財
務
報
告
時

 

才
可
享
受
銳
捐
後
惠
，
但
此
規
定
仍
無
法
除
去
此
條
文
之
違
憲
性
。
這
公
開
性
原
則
無
論
如
何
卽
是

B
存
在
而
且
是
直

 

接
自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一

項
導
出
。
它
並
不
能
被
持
以
限
制
人
民
平
等
參
與
政
治
意
思
形
成
程
序
。

最

後

，
對
選
民
團
髗
以
及
地
方
性
政
黨
(R

a
t
h
a
c
s
p
a
r
t
e
i
e
n

 )
以
及
無
黨
籍
人
士
之
捐
獻
並
不
給
予
税
捐
優
惠

 

一
亊
，
也
同
樣
違
反
了
人
民
平
等
原
則
。
由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並
不
能
導
出
只
限
於
對
政
黨
之
捐
獻
才
得
享
受
税
捐

 

特
權
之
結
論
。

總
而
言
之
，
修
改
法
中
之
個
人
所
得
銳
法
第
十

b
條
以
及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銳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在
其
規
定
黨
員
黨
费

 

及
政
黨
政
治
獻
金
之
捐
獻
得
充
當
扣
除
額
之
範
圍
內
是
違
憲
而
且
無
效
的
。



本
院
依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六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以
及
第
九
十
四
條
第
四
項
聯
結
第
七
十
七
條
給
予
聯
邦
總
統
、
聯
 

邦
衆
議
院
、
聯
邦
上
議
院
、
聯
邦
政
府
以
及
邦
政
府
敎
此
機
覷
權
利
爭
議
以
及
此
憲
法
訴
願
提
出
看
法
之
機
會
。
聯
郭

 

衆
議
院
在
機
關
權
利
爭
議
程
序
中
利
用
此
機
會
提
出
如
下
看
法
：

機
關
權
利
爭
議
案
聲
請
人
每
次
只
是
抓
住
修
改
法
中
的
個
別
部
分
而
後
致
力
於
陳
出
其
違
憲
性
。
這
種
孤
立
的
觀

 

察
法
忽
略
了
其
所
攻
許
之
局
部
規
定
與
修
改
法
中
其
他
規
定
之
內
在
關
聯
=
只
有
經
常
顳
及
個
別
規
定
間
之
整
體
關
聯

 

，
其
間
之
交
互
關
聯
以
及
由
此
所
產
生
之
相
對
性
才
可
得
出
被
攻
評
條
文
之
憲
法
特
性
的
足
夠
完
整
形
象
。

I.
聲
請
人
之
主
張
：
黨
員
黨
费
與
政
黨
政
、治
獻
金
捐
獻
之
得
作
爲
銳
法
上
扣
除
額
之
規
定
將
會
因
其
行
爲
與
政
綱

 

對
有
較
多
資
力
之
人
(
群

)
並
不
照
顧
而
致
其
比
起
其
他
政
黨
顯
然
蒙
受
不
利
，
從
而
侵
害
其
機
會
平
等
權
。
就
.此

，
 

聲
請
人
並
未
觀
察
到
整
l g
關

聯

。
早
在
法
案
諮
詢
階
段
中
已
有
一
致
見
解
，
亦

卽

(
此
次
之
)
擴
大
化
特
別
支
出
扣
除

 

額
之
規
定
必
須
以
避
免
造
成
機
會
平
等
原
則
之
措
施
來
補
充
。
成

爲

問

題

的

因

而

只

是

基

淤

I t c
種
考
量
而
新
採
之
規

 

定

，
尤
其
是
新
引
進
機
會
平
衡
金
，
是
否
以
及
能
否
掃
除
無
之
則
可
能
有
之
違
憲
性
？
這
應
予
肯
定
，
理
由
詳
下
。

立
法
者
所
授
的
機
會
衡
平
金
模
式
一
方
面
是
由
個
人
所
得
銳
法
第
三
十
四
£
條
之
小
額
捐
獻
規
定
以
及
另
方
面
是

 

由
在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之
狹
義
的
機
會
衡
平
規
定
二
者
所
組
成
。
早
在
小
額
捐
獻
中
便
已
有
政
黨
機
會
平
衡
之
效

 

果

，
因
爲
在
個
人
所
得
稅
法
第
三
十
四

g
條
之
範
圍
內
每
位
人
民
經
由
其
中
所
規
定
之
百
分
之
五
十
的
扣
除
額
—

I
這
 

已
與
百
分
之
五
十
六
的
最
高
銳
率
相
近
1

可
平
等
的
享
受
銳
捐
減
免
。
這
種
機
會
平
衡
成
份
銳
一
非
照
顧
大
資
本
家



二
二
八

之
政
餺
正
是
有
非
不
重
要
的
意
義
。
這
種
成
份
將
因
聲
請
人
只
針
對
歧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所
作

a
論
述
而
被
不
當
地

 

搛
置
一
旁
。

聲
請
人
在
另
一
批
評
中
認
爲
政
澌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所
規
定
的
(
只

)
以
捐
獻
的
百
分
之
四
十
來
作
平
衡
金
就
最

 

高
猊
率
爲
百
分
之
五
十
六
而
言
殊
嫌
偏
低
，
此
見
解
忽
視
了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不
只
涉
及
捐
贈
額
，
而
且
還
關

 

係
到
戴
員
黨
費
與
政
黧
政
治
獻
金
之
總
額

D
聲
明
人
之
片
面
的

M
注
於
大
捐
贈
者
因
此
是
錯
誤
的
。
立
法
者
在y

也
不
 

是
絕
對
取
向
約
是
百
分
之
三
十
五
的
平
均
稅
率
，
就
猊
捐
之
減
免
其
是
合
於
專
家
委
員
會
之
建
議
以
百
分
之
四
十
來
計

 

算
二
追
個
決
定
合
於
立
法
著
之
評
估
權
限
框
框
中
(
誶
估
特
權
在
相
類
似
立
法
中
使
得
立
法
者
有
一
有
限
之
類
型
化
權

 

)
。

由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之
判
決
中
並
不
能
得
出
如
聲
請
人
所
主
張
者
認
爲
大
捐
贈
之
效
果
非
得
由
機
會
平
衡
金
中
加
以

 

完
全
地
中
立
化
不
可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就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所
用
之
詞
語
「
認
眞
考
量J

 
(
 er

n
s
t
h
a
f
t

s-s

 Ge
w
i
c
h
t

 

f
a
l
l
e
n
d

 
)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五
十
二
卷
第
六
十
三
頁
以
下
*
本
處
有
關
者
第
九
十j

頁

)
並
不
捗
及
到
政

 

黨
財
政
上
之
每
一
不
同
，
而
是
只
針
對
政
黨
間
旣
有
競
爭
狀
態
的
改
變
。
此
一
旣
有
之
競
爭
狀
態
有
一
特
徵
*
亦
卽
基

 

本
法
就
政
治
捐
獻

I

包
括
大
捐
獻
丨
丨
基
本
上
認
爲
是
合
法
的
利
益
維
護
的
一
種
習
見
形
式
。
從
而
立
法
者
並
無
義

 

務
也
無
權
利
來
對
現
存
之
、
基
於
政
黨
之
不
同
的
社
會
結
構
之
簏
爭
機
會
之
不
同
性
來
加
以
平
衡
化

c
J t c
外

*
基
本
法

 

也
對
不
具
名
大
捐
獻
者
可
能
造
之
危
險
經
由
如
下
方
法
克
制
：
政
黨
須
公
布
其
資
金
來
源
，
而
且
此
外
也
使
政
黨
自
負

 

起
經
由
大
捐
贈
而
i t
其
所
湧
進
之
不
實
壓
力
加
以
反
抗
的
責
任
。
在
考
量
這
幾
點
後
，
立
法
者
對
政
黨
捐
獻
所
作
之
銳



法
上
扣
除
額
規
定
聯
結
經
由
個
人
所
得
稅
法
第
三
十
四
g
條
以
及
政
饊
法
第
一
‘十

二
a
條
所
致
之
衡
平
調
整
不
得
被
認

 

爲
足
不
法
侵
害
聲
請
人
。

2.
聲
諝
人
指
控
違
反
人
民
平
等
一
事
則
係
根
本
違
法
，
因
聲
諝
人
提
起
機
關
權
利
爭

a
只
能
主
張
侵
杏
自
己
身

爲

 

機
關
之
權
利
。

K
外

，
'」©
指
控
亦
無
理
由
而
須
予
駁

囘

。

聲
請
人
之
命
題
，
認

爲
所
修
改
之

税
法
條
文
使
得
而
且
助
长
了
對
政
治
冇
影
響
力
之
大
捐
獻
者
之
出
現
，
是
應
以
 

下
列
理
由
駁
斥
：
鼓
勵
捐
獻
之
條
文
絕
不
會
本
身
卽
是
(

p
e
r
s
e

〕
違
憲
的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八
卷
第
五
十

 

一
頁
以
下
，
此
處
所
指
者
第
六
十
五
頁
；
第
五
十
二
卷
第
六
十
三
頁
以
下
，
本
處
所
指
者
第
八
十
六
頁
以
及

m

八
十
九
 

頁
以
下
)
。
迓
命
題
原
則
上
也
適
用
於
較
大
之
捐
獻
。
某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並
未
檐
保
政
餹
能
對
夾
自
強
勢
財
政
力
之

 

個
人
、
企
業
或
集

®
之
影
智
有
齙
對
之
防
護
。
事
實
上
，
政
黨
獻
金
公
開
(
載

明

〕
原
則
—
丨
現
今
新
引
進
之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句
以
及
政
黨
法
是
更
擴
大
了
而
且
強
烈
化
了

Itt
一
原
則

-
-
-

已
足
以
阻
襠
以
大
捐
獻
來
影

響
0
己
所
心
儀
政
黨
之
長
期
目
標
設
定
或
政
黨
內
部
就
各
別
問
題
之
決
定
的
嘗
試
。
這
點
在
討
論
人
比
性
(
，

N
問

題

〕 

時
不
能
不
予
考
慮
。

聲
請
人
主
張
，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十

b
條
以
及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法
第
九
條
第
一

：

一
款
違
反
了
人
民

：

个
等
原
則
，
徂
 

另
方
面
也
說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三
十
四

g
條
之
小
額
捐
獻
(
之

税

捐
優
惠
)
規
定
是
保
障
/
人
民

平

等

°.
运

様

！
來

， 

聲
請
人
就

W
度
又
忽
視
了
個
別
法
律
們
的

一

致
性
而
忘
記

r
整
.

g
規
定
之
明
顯
的
」父
互
影
響

(we
c
h
s
e
l
b
e
s
g
l
i
c
h

 

—

 

k
e
k

 

)
可
能
性
。
儘
胄
+
^
捐
獻
規
定
本
身
並
不
能
排
除
在
累
進
稅
率
之
課

税

下
由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3
條
之
機
會

二
二
九



三

1
5

平
銜
金
來
阻
止
。
機
會
平
衡
金
規
定
之
意
義
與
效
果
也
在
於
，
對
人
民
對
政
治
影
響
力
之
不
同
加
以
使
抵
銷
(n

e
u
t

s- 

l
i

s
i

e
r

s

 
)
而
且
在
此
同
時
也
不
會
靳
喪
了

 (
有

錢

)
人
民
之
較
大
捐
獻
的
誘
因
。
正
如
同
在
判
斷
政
黨
平
等
時
不

 

可
忽
視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三
十
四

g
條
之
小
額
捐
獻
規
定
，
在
判
斷
人
民
機
會
平
等
時
必
須
也
將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機
會
平
衡
金
之
規
定
一
併
納
入
考
量
。
總
而
言
之
，
本
件
規
範
整
體
並
無
任
何
得
以
市
民
平
等
角
度
來
加
以
指
摘
之

 

處

。
3.
政
黨
免
於
國
家
操
縱
原
則
並
不
排
除
對
黨
員
黨
費
及
政
黨
政
治
獻
金
之
捐
獻
作
稅
搰
優
惠
處
理
。
無
論
如
何
，
 

國
家
財
政
補
助
只
能
提
供
到一
定

程

度

，
須
仍
使
政
治
程
序
保
持
公
開
而
且
使
政
黨
競
爭
(
原

則

)
仍
得
以
持
績
。

在
這
討
論
上
，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十

b
條
以
及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之
税
捐
規
定
以
及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條
之
機
會
平
衡
金
規
定
只
能
在
其
相
互
跨
越
交
叉
之
效
果
關
聯
上
才
能
被
適
當
的
評
價
。
儘
管
人
們
將
税
捐
上

 

銜
黨
員
黨
費
以
及
政
黨
政
治
獻
金
之
捐
獻
之
優
惠
規
定
視
爲
國
家
對
政
黨
行
爲
之
間
接
支
付
費
用
而
且
將
機
會
平
衡
金

 

i

國
家
對
政
黨
之
直
接
®

，
道
二
者
本
身
並
不
違
憲
。
國
家
對
政
黨
之
給
付
卽
使
不
是
在
政
黨
競
選
經
費
補
助
範

 

圍
內
亦
展
合
法
，
只
要
在
此
時
政
黨
免
於
摑
家
操
縱
原
則
以
及
機
會
平
等
原
則
以
及
人
民
平
等
參
與
政
治
意
思
形
成
之

 

權
利
能
被
守
住
？

由
免
於
國
家
操
縱
原
則
可
以
導
出
，
税
捐
規
定
不
得
將
政
黨
變
爲
國
家
所
托
養
而
且
也
不
得
減
損
開
放
、
自

由

、
 

民
主
的
意
見
與
意
思
形
成
程
序
。
在
本
件
中
新
修
改
之
條
文
合
於
這
二
個
由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認
爲
是
禳
準
的
觀
點
，.
特
 

別
支
出
之
規
定
以
及
其
所
函
之
機
會
平
等
規
定
並
未
給
國
家
機
關
有
機
會
來
影
響
何
政
黨
由
何
人
中
得
到
捐
獻
。.機
會



i

金
並
不
能
由
國
家
任
意
提
供
給
一
政
娓
或
自
一
政
黨
中
剝
奪
；
反
而
它
是
税
法
整
膾
規
定
之
組
成
的
一
部
分
以
及

 

其
憲
法
上
之
必
要
結
果
。
政
黨
競
爭
(
原

則

)
以
及
公
開
的
(
政

f
e
)
意
思
形
成
程
序
都
不
會
受
到
不
利

I

。

機
會
平
衡
金
必
要
時
可
以
防
止
個
人
作
大
量
捐
獻
，
因
爲
其
所
捐
者
經
由
機
會
平
衡
金
規
定
有
局
部
之
利
益
將
歸

 

結
到
其
所
不
喜
歡
之
政
黨
-..°
但
是
大
5
!
^
人
必
須
就
政
治
平
衡
金
之
此
一
副
作
用
加
以
接
受
，
因
爲
否
則
的
話
由
其
所

 

主
張
的
税
捐
優
惠
在
憲
法
上
是
有
疑
問
的
。

4.
 

經
由
這
整
體
規
定
，
個
人
將
不
能
確
確
地
對
政
治
意
思
形
成
能
起
影
響
作
用
。
縱
使
我
們
承
認
這
莲
税
捐
優
惠

 

規
定
提
供
了
這
樣
的
一
個
影
響
之
機
會
，
這
影
餐
機
會
無
論
如
何
也
會
被
機
會
平
衡
金
抵
銷

(n
e

s
r

a
l

i
s

i
e

r
s

 
V

5.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一

項
之
百
分
之
零
點
五
條
款
以
及
同
條
文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之
百
分
之
五
條
款
這
二
個

 

規
定
！

正
如
同
在
政
黨
競
選
經
費
者
般

I
!
是
合
於
事
物
性
質
而
且
必
要
的
。
儘
管
機
會
平
衡
金
例
外
時

I

例
如

 

對
建
立
中
之
政
嫌
！

'

<11

導
致
過
度
依
賴
國
家
資
助
，
但
這
却
得
以
憲
法
上
所
要
求
之
政

m
平
等
對
待
來
加
，以
正
當
化

O

6.
 

聲
請
人
對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項
就
政
黨
競
選
經
費
補
助
的
區
分
加
以
指
責
一
事
，
忽
視
了

 ：
經
由
本
條
文

 

之
細

M
規
定
在
建
立
中
之
政
黨
已
經
受
到
很
好
的
照
料
。
此
外
，
立
法
者
在
此
之
一
定
的
類
型
化
(
處

置

之

)
權
限
是

 

不
可
否
定
的
。

聲
請
人
曾
指
出
在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項
之
範
圍
內
政
黨
之
收
入
可
能
會
被
以
借
貸
外
款
來
操
縱
增
加
，
但
這

 

點
並
不
對
；
現
行
法
並
不
准
許
如
此
。



在
此
關
聯
被
.提

出

的

意

見

，
認
爲
來
自
機
會
平
衡
金
之
收
入
在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項
中
被
誤
當
作
政
黨
自
己

 

之
收
入
而
考
量
，
是
忽
視
了
：
說
捐
減
免
以
及
機
會
平
衡
金
之
收
入
二
者
的
發
動
因
素
均
是
私
人
之
捐
獻
。
不
論
是
稅

 

捐
減
免
或
是
機
會
平
衡
金
均
+
可
能
造
成
國
家
對
政
黨
有
不
法
之
影
鞞
作
用
。
政
黨
蔚
社
會.N

依
賴
不
論
是
在
此
處
或

 

在
彼
處
都
萣
存
在
著
的
。

本
件
之
整
.體
規
定
依
其
目
的
與
目
標
，
尤
其
造
經
由
脫
捐
上
對
捐
獻
之
助
長
，
應
能
剪
致
政
黨
財
政
情
況
之
改
善

 

。
這
本
身
從
憲
法
上
言
無
可
被
指
責
。
立
法
者
對
政
黨
們
之
財
務
情
形
不
滿
意
，
因
此
而
想
出
一
套
制
度
來
改
善
之
，
 

這
件
事
儘
管
從
法
政
策
學
上
得
容
有
不
同
之
判
斷
，
但
憲
法
上
却
是
不
能
指
«
的

。

V 

'

L
本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第
二
)
庭
有
向
聯
邦
衆
議
院
調
取
一
九
八
四
會
計
年
度
所
分
配
給
各
政
黨
之
機
會
平
衡
金

 

資

料

，
而
且
對
聯
邦
衆
議
院
內
各
政
黨
之
財
務
首
腦
有
加
以
聽
證
。

之
在
言
詞
辯
論
時
聲
請
人
及
憲
法
訴
願
人
進
一
步
說
到
：
個
人
所
得
稅
法
第
一
二
十
四
只
條
之
下
小
額
捐
獻
得
在
百

 

分
之
五
十
內
自
税
捐

ft
務
中
扣
除
的
規
定
並
不
能
治
癒
個
人
所
得
稅
法
第
十
b
條
以
及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之
違
憲
性
。
每
位
捐
獻
人
都
可
省
下
百
分
之
五
十
所
捐
獻
額
一
事
，
並

不

足

夠

(
來

治

癒

)
。
毋

寧

，
無
論
就
人

 

民
平
等
或

是
就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而
言
，
須
進
一
歩
規
定
各
別
之
最
高
減
免
數
額
。
稅
捐
H
對
捐
獻
可
有
到
總
交
易
額
千

 

分
之
二
以
及
年
度
所
支
出
之H

賛
及
薪
水
額
度
之
扣
除
額
是
太
高
之
■優

惠

，
而
且
高
到
人
們
可
以
胄
下
整
體
政
黨
們
甚

 

至
可
擁
有
自
己
之
政
黨
。
個
人
所
得
稅
法
第
十
b
條
中
之
百
分
之
五
所
得
額
内
的
優
惠
規
定
導
致
：

一
年
賺
二
千
萬
馬



克
之
人
可
有
效
省
下
一
百
萬
馬
克
，
然

而

，一

年
賺
十
萬
馬
克
之
人
只
得
省
下
五
千
馬
克
之
扣
除
額
。
儘
管
這
位
市
民

 

i

每
年
超
過
五
千
馬
克
繳
給
所
!!1
意
之
政
黨
，
他
也
不
能
主
張
超
過
五
千
馬
克
之
税
捐
優
惠
。
百
分
之
五
所
得
此一

 

限
制
使
得
中
、
低
收
入
者
之
捐
獻
意
顧
被
減
低
，
大
收
入
者
之
意
願
却
相
反
被
提
昇
。
這
種
不
公
平
待
遇
對
照
料
大
收

 

入
者
之
政
黨
尤
其
有
利
。

在
機
會
平
衡
金
(
計

算

)
中
加
進
黨
員
黨
费
，
若
無
特
別
急
迫
理
由
將
使
大
捐
贈
對
象
之
政
黨
籩
利
，
有
較
多
黨

 

員
以
及
因
之
較
多
黨
費
收
入
之
政
黨
則
蒙
不
利
。
因
爲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依
立
法
者
之
目
標
設
定
乃
在
於
對
獲
得

 

大
捐
獻
之
政
黨
之
經
由
銳
捐
累
進
所
生
之
不
正
利
益
加
以
平
衡
，
所
以
看
不
出
來
何
以
黨
員
黨
费
在
機
會
平
衡
金
(
之
 

計

算

)
中
須
被
加
進
來
。
這
與
黨
員
黨
費
佔
政
瀘
經
費
中
佔
髙
比
例
無
關
。
在
此
毋
寧
須
取
向
個
別
捐
獻
者
或
黨
费
繳

 

納
者
以
及
其
銳
捐
優
惠
情
形
以
及
這
些
個
別
優
惠
之
總
數
以
及
獲
得
大
捐
獻
之
政
黨
因
之
所
生
之
利
益
。

將
黛
員
黨
費
與
政
黨
政
治
獻
金
同
等
處
理
也
因
下
列
原
因
而
在
憲
法
上
站
不
住
脚
：一

黨
員
嫌
納
黨
費
，
其
將
因

 

韻
會
平
衡
金
而
被
迫
同
時
須
參
與
對
其
他
政
黨
之
財
務
支
持
。
這
種
在
機
會
平
衡
金
中
加
進
黨
員
黨
費
來
計
算
的
效
果

 

是
與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不
合
的
。
它
將
使
一
政
黨
難
以
找
到
黨
員
以
及
提
高
黨
费
，
因
爲
一
招
募
黨
員
或一

 

提
高
黨
費
，
該
政
黨
對
機
會
衡
平
金
之
請
求
將
會
自
動
減
低
；
政
黨
事
實
上
是
因
其
提
髙
黨
員
數
目
及
黨
费
數
額
而
被

 

處

罰

。政
黨
只
有
在
擁
有
少
於
百
分
之
零
點
五
第
二
櫧
票
時
不
得
參
與
機
會
平
衡
金
之
分
配
之
規
定
，
也
同
屬
違
反
了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原
則
。

二
三
三



二
三
四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項

斜

政

黨

麻

選

經

費

補

助

之

限

制

對

選

票

多

於

黨

員

的

政

黨

不

利

。
這
規
定
是
依

已

建

立

 

完
成
之
擁

有

高

黨

員

數

目

以

及

i

i
組

織

之

政

黨

而

設

計

。
聲

請

人

就

其

政

治

運

作

不

S

行

這

類

政

黨

機

器

—

丨
基

 

本
法
上
聲
請
人
i

自

己

決

定

之

.，
基

本

法

並

未

規

定

任

何

政

黨

模

型

。

.

3.
柑

對

人

中

，
聯

邦

衆

議

院

之

代

理

人

以

及

聯

邦

衆

議

院

之

法

制

委

員

會

主

席

在

言

詞

辯

論

中

尙

反

駁

說

到

：

修
改
法
中
所
探
這
些
彼
此
間
曾
協
調
配
合
過
之
法
條
們
的
意
義
與
目
的
在
於
：
政
黨
們
的
財
政
情
況
加
以
改
善
以

 

及
所
產
生
之
不
良
情
形
能
加
以
8

。
人
民
們
對
於
政
黨

f

之
意
願
應
經
由
銳
捐
上
之
優
待
加
以
激
勵
、
§

。
(
 

修
改
法
中
)
所
企
求
之
對
政
黨
財
政
情
況
之
改
善
是
必
要
的
，
因
爲
政
黨
之
地
位
與
劫
能
已
有
I I
遛

。
政
黨
已
由
單
純

 

之
選
戰
組
織
(
或
譯
爲
：
選
舉
機
器
)
轉
化
爲
具
有
大
量
黨
員
之
國
民
政
黨
而
且
已
到
達
高
組
截
程
度
。
也
只
有
如
此

 

，
才
能
使
民
衆
對
政
治
意
思
形
成
有
較
好
參
與
機
會
之
前
提
條
件
能
被
創
造
出
來
。

另

|

方

面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其

他

被

承

認

爲

公

益

性

(g
e
m
e
i
n
n
c
t
z
i
g

 
)
之

組

織

及
n

ei
I

這
些
組
嫌

及

團

體

 

在

現

行

法

制

下

比

起

政

黨

享

受

非

常

大

程

度

之

銳

捐

滅

免

——

逐

漸

對

政

S

思

形

成

有

影

簪

力

。
因

此

，
將

黨

員

黨

 

$

及

政

黨

政

治

獻

金

之

捐

獻

之

扣

除

額

規

定

加

以

擴

大

，
是

<
昼

要

求

的

。

提
高
政
治
捐
獻
之
扣
除
額
是
憲
法
上
無
庸
疑
義
的
。
只
要
是
政
黨
公
平
原
則
以
及
政
黨
免
於
國
家
操
縱
原
則
以
及

 

人
民
平
等
參
與
政
治
意
思
形
成
之
權
利
能
被
遵
行
，
則
立
法
者
基
本
法
上
有
權
裁
量
對
政
治
獻
金
給
予
以
銳
捐
後
惠
。
 

基

本

法

對

大

捐

獻

也

是

的

。
至
於
大
捐
獻
人
對
其
所
捐
獻
之
政
龙
將
灌
得
影
髻
力
可
經
由
政
黨
法
第

〗一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大

應

在

政

黨

敗

務

報

告

中

明

示

之

來

減

抵

。
違
反
此
條
文
之
結
果
是
其
捐
獻
不
能
享
受
扣
除
。
是
故
藉
此
條



文
大
捐
獻
之
公
開
性
正
是
已
成
爲
選
民
投
票
時
之
意
思
決
定
(
圈
選
那
一
個
政
黨
)
的

一

個
考
量
因
素
。
此
外
，
政
黨

 

1

報
告
之
透
明
性
將
被
提
昇
。
此

外

，
大
捐
獻
反
正
只
佔
政
黨
們
收
入
的
少
量
部
分
而
已
。
大
捐
獻
從
而
應
予
以
接

 

納

，
以
防
止
經
由
旁
門
來
對
政
黨
財
務
資
助
；
引
進
職
業
團
皚
(
來

防

止

)
因
此
是
可
以
免
去
的
。

在
計
算
機
會
平
衡
金
時
應
將
政
黨
得
自
黨
員
黨
費
以
及
政
黨
獻
金
二
者
之
錢
同
等
納
入
，
因
爲
二
者
在
稅
法
上
都

 

受
到
優
待
。
將
黨
員
黨
費
之
金
錢
排
除
在
外
，
並
無
任
何
令
人
信
服
之
原
因
。
對
黛
員
黨
费
以
及
政
黨
政
治
獻
金
平
等

 

處
理
也
是
正
當
的
，
因
爲
這
様
可
排
除
操
縱
。
黨
員
嫌
费
自
政
灞
政
治
獻
金
中
加
以
區
分
今
是
由
政
黨
決
定
而
且
政
諌

 

們
能
作
非
常
不
同
的
規
定
。

政
嫌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頊
對
正
在
建
立
中
政
黨
之
特
殊
利
益
是
經
由
如
下
規
定
考
慮
到
了
：
査
估
時
間
是
以
四
年

 

爲
基
磔
。
這
對
一
開
始
只
有
少
數
黨
員
之
政
黨
正
是
有
利
。
此

外

，
對
這
類
政
黨
而
言
，
機
會
平
衡
金
之
收
入
1

^
0 

在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項
範
圍
內
應
當
作
政
餺
自
己
收
入
來
加
以
考
量
丨
丨
對
其
特
別
有
利
。

VI

、

在
言
詞
辯
論
之
始
由
聲
請
人
所
提
起
之
克
萊
恩
(E

e
m

 >

法
官
因
有
偏
頗
之
虞
而
須
迴
避
之
聲
請
，
在
言
詞
辯

 

論
中
經
本
庭
法
官
以
一
致
決
駭
罔
。

P
Q
-

-
-H

H
'

機
關
權
利
爭
議
之
聲
請
是
合
法
的
。

1.
本
件
屬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之
管
轄
案
件
(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三
五



二
三
六

五
款
)
。2.

 

本
件
之
聲
請
人
爲
一
政
黨
，
其
自
一
九
八
〇
年
一
月
建
黨
以
來

lit
固
定
參
與
邦
議
會
及
聯
邦
衆
議
院
之
選
舉
。
 

當
她
而
且
是
只
要
她
是
在
爭
執
她
來
自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所
規
定
之
特
別
地
位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四
卷
第

 

二
十
七
頁
以
下
，
本
處
所
指
第
六
十一

頁

；
第
六
十
卷
第
五
十
三
頁
以
下
，
本
處
所
指
者
爲
第
六
十
一
頁

r
屬
持
級
性

 

見

解

)
的
權
利
，
則
其
有
機
關
權
限
爭
議
之
當
事
人
能
力
。
依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六
十
三
條
，
聯
邦
衆
議
院
及
聯

 

邦
上
議
院
是
可
能
的
相
對
人
。

3.
 

聲
請
人
主
張
，
其
經
由
基
本
法
所
賦
予
之
確
保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以
及
免
於
國
家

S

之
權
利
受
到
修
改
法
中
之

 

其
在
聲
請
^

指
摘
條
文
之
侵
害
。
修

改

法

之

制

-IT
通
過
是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六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之
意
義
下
的
一
個

 

i

(
請
參
考
西
德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二
十
卷
第
一
百
一
十
九
頁
以
下
，
此
處
所
指
者
爲
第
一
百
二
十
九
頁
.，
 

第
二
十
西
卷
第
三
百
頁
以
下
，
此
處
所
指
者
爲
第
三
百
二
十
九
頁
)
。

4.
 

聲
請
人
有
權
來
進
行
本
件
訴
訟
；
然
而
並
非
所
主
張
之
權
利
均
是
許
可
的
。

依
f

憲
法
法
院
之
向
來
判
決
，
政
黨
就
其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所
規
定
之
憲
法
上
地
位
認
爲
受
到
聯
弗

 

機
關
之
侵
害
時
可
依
機
關
權
利
爭
議
程
序
來
加
以
主
張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四
卷
第
二
十
七
頁
以
下
，
本
處
所

 

指
者
爲
第
三
十
頁
以
下
.，
第
四
十
四
卷
第
一
百
二
十
五
頁
以
下
，
本
處
所
指
者
爲
第
一
百
三
十
七
頁
以
下

i
第
六
十
卷

 

第
五
十
三
頁
以
下
，
本
處
所
指
者
爲
第
六
十
一
頁
以
下
)
。

⑻
朦
於
此
憲
法
上
之
地
位
者
包
括
政
黨
之
機
會
平
等
請
求
權
，
本
件
中
聲
請
人
正
是
主
張
其
被
違
反
。
這
權
利



儘
管
在
基
本
法
中
並
未
被
明
文
搛
保
，
但
可
從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中
所
言
之
政
黨
建
黨
自
由
以
及
自
由
民
主

 

(
國

家

)
中
之
多
黨
原
則
的
意
義
中
導
出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六
卷
第
二
百
七
十
一I

 一
頁
以
下
本
處
所
指
者
爲

 

第
二
百
八
十
頁
‘，第
四
十
七
卷
第
一
百
九
十
八
頁
以
下
，
本
處
所
指
者
爲
第
二
百
二
十
五
頁
；
第
五
十
二
卷
第
六
十
三

 

頁
以
下
，
本
M
所
指
者
爲
第
八
十
八
頁
以
下
)
。
聲
請
人
之
平
等
待
遇
權
可
能
會
受
到
侵
害
，
當
其
所
指
摘
之
條
文
—
 

丨
依
其
所
主
張
以
及
陳
述
者
丨
丨
使
其
相
對
於
其
他
政
黨
受
到
不
利
。
聲
請
人
因
此
有
權
就
法
律
修
正
對
其
機
會
平
等

 

權
可
能
造
成
之
侵
害
提
起
機
關
權
利
爭
議
(
參
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二
十
卷
第
一
一
九
頁
之
判
決
，
於
一
三
0
頁
 

處

}

。
(b)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保
障
政
黨
不
受
_
家
干
預
之
自
由
。
這
頊
政
黨
自
由
之
原
則
防
止
政
黨
變
成
國
家
機
構

 

及
併
入
組
織
性M

家
事
務
之
領
域
。
政
黨
若
全
部
或
大
部
分
資
金
係
由
公
庫
負
擔
以
使
其
財
務
需
求
獲
得
滿
足
，
則
 

此
雖
然
不
致
使
其
成
爲
國
家
機
關
事
務
之
一
部
份
，
却
已
使
其
得
到
國
家
之
過
度
照
顧
。
這
點
與
政
黨
在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上
所
規
定
之
劫
能
和
地
位
是
不
相
符
的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二
十
卷
第
五
十
六
頁
之
判
決
，
於

第

一

〇
 

二
頁
處
；
第
五
二
卷
第
六
三
頁
之
判
決
，
於
第
八
五
頁
及
第
九
二
頁
處
)
。

聲
請
人
主
張
，
自
選
舉
經
費
補
貼
及
政
黨
機
曾
平
衡
金
所
獲
得
的
財
政
支
助
對
其
而
言
！

如
同
對
其
他
政
黨
—
 

，
明
顯
地
超
過
自
己
其
他
之
收
入
。
因

此

，
它
必
須
選
擇
或
以
違
憲
程
度
之
公
家
補
助
方
式
或
者
放
棄
部
份
之
國
家
補

 

助
而
忍
受
銳
其
機
會
平
等
權
利
之
侵
害
。
這
項
在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可
能
引
起
之
違
憲
情
形
涉
及
聲
請
人
之
憲
法

 

地

位

，
對
此
之
侵
害
使
它
可
以
提
起
機
關
權
利
爭
議
。
在
此
部
分
內
聲
請
人
之
聲
請
案
是
合
法
的
。

二
三
七



二
三
八

(c)
m

是
聲
請
人
其
他
的
指
控
是
不
成
立
的
。
如

同

其

所

提

出

，
所
得
稅
法
第
十
b
條
及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侵
害
了
人
民
在
政
治
意
思
形
成
中
平
等
地
位
之
權
利
，
並

指

貴

說

，
對
於
無
黨
派
的
候
選
人
及
選
擧
團
體

 

或
議
會
政
黨
之
捐
贈
並
不
被
納
入
税
捐
優
惠
上
。
於

此

，
聲
諳
人
並
不
爲
其
憲
法
授
予
.之

權

利

辯

護

，
反
而
指
責
所
謂

 

對
第
三
人
權
利
之
侵
害
。
這
點
依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六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是
不
被
容
許
的
。

5.
德
_

聯
邦
參
議
院
與
聯
邦
衆
議
院
作
爲
本
案
相
對
人
是
適
格
的
。
德
國
聯
邦
衆
議
院
議
決
將
所
指
寊
的
法
律
規

 

定
置
於
政
黨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的
修
正
法
中=

聯
邦
#
議

院

則

協

力

在

其

憲

法

職

權

範

圍

發

布

法

律

之

修

正

案

(
參
照

 

^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二
十
卷
第
一

 
一
九
頁
之
判
決
，
於

二

一

二

頁

處

；
及

第

二

十

卷

第

二n

四

頁

之

判

決

，
於
一
四

 

一
一
頁
處
)
並
給
予
基
本
法
第
一
〇

五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所
需
之
同
意
。
因
此
聯
邦
衆
議
院
及
參
議
院
可
以
知
悉
此
一
事
件

本
件
中
(
按

：
本
件
由
二
程
序
合
併
，
一
是
機
關
權
利
爭
議
，
一
是
憲
法
訴
願
)
之
憲
法
訴
願
係
合
法
提
出
。

1.
本
件
適
時
提
出
之
憲
法
訴
願
直
接
針
對
與
1

,A
八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制
定
之
政
黨
法
與
相
關
法
律
修
：止
法
 

第
四
條
第
三
款
及
第
五
條
第
二
款
關
聯
之
個
人
所
得
稅
法
第
十
b
條
及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法
第
九
條
第
H
款

。
道
些
法

 

律
之
公
布
行
爲
屬
於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a
款
及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九
十
條
第
一
項
所
稱
之
〃
公
權
力

 

"
行

爲

，
因
此
原
則
上
可
以
用
憲
法
訴
願
方
式
指
貴
(
參
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十
二
卷
第
三
五
四
頁
之
判
決
，
於
 

第
一
：1

六
一
頁
處
；
經
常
性
判
決
〕
。



2.
 

訴
願
人
指
稱
一
項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a
款
及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九
十
條
第|

項
規
定
之
權
利

 

受

侵

害

。
他

主

要

主

張

，
受
指
責
的
法
律
規
定
侵
害
了
他
在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項
所
保
障
之
政
治
意
思
決
定
中
平
等

 

地
位
之
權
利
。
如
同
訴
願
人
事
實
陳
述
中
正
確
地
被
表
現
出
來
，
這
種
權
利
的
侵
害
是
可
能
的
。

3. 

以
下
情
形
應
屬
於
具
有
對
法
律
提
起
憲
法
訴
願
之
合
法
性
，
卽
訴
願
人
自
己
之
基
本
權
利
現
時
且
直
接
地
涉
及

 

所
指
責
之
法
律
規
範
。

⑻
訴
願
人
本
身
是
本
案
利
害
關
係
人
。
個
人
所
得
銳
法
第
十
b
條
及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在
修

 

正
法
中
此
外
尙
規
範
對
政
黨
之
資
助
或
捐
贈
之
銳
捐
扣
除
。
它
們
適
用
於
所
有
提
供
捐
贈
之
納
税
義
務
人
。
訴
願
人
屬

 

於
這
類
納
税
義
務
人
，
他
的
政
治
意
思
決
定
平
等
參
與
之
權
利
因
這
些
規
定
可
能
受
到
侵
害
。

如
果
訴
願
人
更
進
一
步
認
爲
在
此
亦
違
反
了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I

項
及
第
二
十
八
條
、
第

三

十

八

條

，
卽
稅
捐
優

 

惠
旣
非
間
接
有
利
於
無
黨
派
之
競
選
者
，
亦
無
法
間
接
有
利
於
競
選
團
體
或
議
會
政
黨
，
則
這
部
份
之
指
控
是
不
合
法

 

的

。
訴
願
人
這
項
主
張
無
法
導
出
，
他
自
己
的
權
利
會
因
此
受
侵
害
。

由
所
指
貴
之
税
法
規
定
——

自
其
生
效
曰
起
——

訴
願
人
之
受
平
等
對
待
之
基
本
權
利
被
現
時
且
直
接
地

受
到

影

響

。

儘

管

，
當
一
項
法
律
爲
其
執
行
之
必
要
或
依
照
事
實
上
之
行
政
實
踐
預
設
了
一
種
特
別
的
執
行
行
爲
，
憲
法
訴
願

 

可
以
完
全
只
對
這
項
執
行
行
爲
以
見
直
接
侵
害
相
關
權
利
而
提
起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一

卷

第

九

七

頁

之

判

決

，
 

於

|

〇

二
頁
以
下
部
份
)
。
此
處
之
執
行
行
爲
要
卽
是
納
稅
處
分
，
經
由
這
項
處
分
將
確
定
出
當
時
所
匾
繳
之
所
得
税

二
三
九



二
四
〇

或
法
人

税
。
當
依
據

I

項
法
律
可
以
或
必
須
做
出

I

項
執
行
行

爲

時
，
卽
使
無
此
.執
行
行

爲

，
直
接
對
基
本
的
法
律
規

 

範
提
起
憲
法
訴
願
之
楢
限
並
不
必
然
不
存
在
。

基

本

權

的

直

接

利

害

相

關

性

(
D
i
e

 

u
n
m
i
t
t
e
l
b
a
r
e

 

G
m
n
d
r
e
c
h
t
s
b
e
t
r
e
f
f
s
h
e
i
t

 

)
此

|

槪

念

是

憲

法

訴

訟
法
上
之

槪
念
，
茈
且
須
從
訴
訟
法
的
功
能
的
高
度
來
理
解
。
若
依
照
法
律
，

爲
了
對
個
別
的
法
律
受
規
範
者
施
予
個

 

別
之
一
定
法
律
效
果
而
必
須
有
一
執
行
行

爲
，
則
這
點
對
法
律
規
範
在
基
本
權
直
接
相
關
性
的
欠
缺
上
僅
是
一
項
徵
兆

 

。
是
否
其
具
有
決
定
性
，
在
每
個
案
件
中
均
須
經
憲
法
訴
訟
法
上
之
審

査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七

O

卷
第
三
五
頁

 

之
判
決
，
於
第
五

I

頁
處
；

一
九
八
五
年
十
二
月
十
八

m

決

議

丨

—

*

號
N5B

v
R

 11
6
7

 

/

 

8
4

1
—
第
三
十
九
頁
以
下

在
前
面
的
程
序
中
，
存
在
著
訴
願
人
之
基
本
權
直
接
利
密
相
蹦
性
。
訴
願
人
指
稱
，
依
據
個
人
所
得
脫
法
第
十

b 

條
及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
高
所
得
之
納
稅
義
務
人
將
展
現
出
比
相
對
低
所
得
之
納

税
義
務
人
享
有
更

 

高
影
響
力
之
可
能
性
。
不
管
這
些
被
指
責
的
規
定
還
需
要
更
進
|
步
之
執
行
行

爲

，
其
本
身
卽
顯
示
了
這
種
效
果
。

個

人

所

得

稅

法

第

十

b
條

及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在

此

將

導

致

對

以

資

助

或

捐

助

等

方

式

財

務

支

 

持

政

餹

之

鼓

勵

。

爲

了

這

項

鼓

勵

目

的

對

政

黨

之

捐

贈

將

獲

得

税

捐

之

優

惠

。
所

承

諾

之

税

捐

利

益

在

税

額

確

定

前

卽

 

已

影

響

了

納

税

義

務

人

之

行

爲

(
參

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六

卷

第

二

七

三

頁

之

判

決

，
於

二

七

九

頁

處

〕
=
若
高

 

所

得

之

納

税

義

務

人

因

政

治

目

的

支

出

之

扣

減

範

圍

擴

大

而

促

使

其

做

較

咼

之

捐

助

，
則

他

可

能

藉

由

捐

助

支

出

獲

得

 

對

所

受

利

政

黨

重

要

之

影

響

力

，
訴

願

人

所

指

稱

. N

損

害

並

非

先

因

稅

務

機

M

於

稅

額

確

定

期

間

期

滿

所

做

之

稅

額

確



定

而

發

生

，
而
是
直
接
因
法
律
規
定
引
起
的
，
這
些
法
律
規
定
卽
爲
憲
法
訴
願
所
針
對
者
。

4
本
件
憲
法
訴
願
之
准
許
並
不
牴
觸
補
充
性
原
則
；
訴
願
人
並
沒
有
機
會
爲
了
防
衞
所
指
稱
之
基
本
權
侵
害
而
先

 

向
事
實
審
法
院
起
訴
，
在
對
訴
願
人
所
得
税
或
薪
資
税
年
度
調
整
之
税
額
確
定
的
事
項
上
，
對
訴
願
人
發
給
的
税
額
決

 

定
並
非
依
據
個
人
所
得
稅
法
第
十
b
條
及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所
定
之
標
準
，
而
是
依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三

十

四
g

條

。
從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以

觀

，
上
述
結
論
可
以
由
下
導
引
出
：
卽
依
據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法

第

！
條

、
第
二
條
訴
願
人
並
非
營
利
事
業

'ff
得
税
之
納
税

義

務

人

。
只
要
個
人
所
得
稅
法
第
十
b
條
是
針

 

®

政
黛
資
助
或
捐
助
之
得
扣
除
來
作
規
定
，
則
它
不
用
於
本
件
，
因
訴
願
人
依
其
主
張
他
釾
政
魃
的
資
助
或
捐
助
額
僅

 

在
個
人
所
得
稅
法
第
三
十
四
g
條
所
定
之
最
高
額
內
才
有
能
力
支
付
。
從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十
b
條

依

其

第

|

項
第
二

 

句

以

觀

，
它
只
有
在
下
述
情
形
時
才
包
含
了
對
政
黨
的
黨
費
繳
納
及
政
黨
捐
獻
：
亦

卽

，
當
這
些
胺
費
和
政
治
捐
獻
超

 

出
了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三
十
四
g
條
所
得
審
酌
之
總
數
時
。
在

I

個
爲
審
査
對
憲
法
訴
願
人
所
作
之
稅
額
處
分
而
發
動

 

之
財
務
訴
訟
中
，
其
並
不
取
決
於
這
些
法
規
之
有
效
性
與
否
。

被
訴
願
人
指
責
違
憲
之
現
行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十
b
條
及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可
以
適
用
於
比
起

 

憲
法
訴
願
人
在
更
大
力
給
予
政
黨
黨
費
繳
納
或
政
黨
捐
獻
之
納
稅
義
務
人
。
從
法
律
上
及
事
實
上
之
理
由
，
要
求
訴
願

 

人
以
財
務
法
庭
(
程

序

)
來
政
擊
這
些
税
捐
處
分
或
訴
諸
其
他
事
實
審
法
院
之
救
濟
方
式
對
抗
所
1

之
不
公
平
待
遇

 

是
欠
缺
期
待
可
能
性
的
。



二
四
二

本
件
憲
法
訴
願
之
主
張
有
理
由
(
按

.

.
亦

卽

原

告

勝

訴

)
：

1
九
八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的
修
改
法
第
四
條
第
三
款
和
第
五
條
第
二
款
條
文
內
的
個
人
所
得
銳
法
第
十
b
條

 

第

I

項

第

一
句
以
及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銳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第I

句
以
及
其
他
同
條
例
內
的
法
律
，
就

依

照

收

入

總

額

，
所

 

得
或
營
業
所
得
及
在
曆
年
內
支
出
之H

薪
‘資

之

一

定

百

分

比

，
對
促
進
國
家
政
治
性
目
的
的
花
费
給
予
銳
捐
優
待
，
而

 

沒
有
劃
定
對
所
有
納
税
義
務
人
同
樣
不
能
超
過

〗0
0
0
0
0
馬

克

的

界

限

，
是
牴
觸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
這
些
規
定

 

損
及
訴
願
人
在
平
等
參
與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上
的
權
利
。

I

'

1.
人
民
平
等
參
與
公
民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之
權
利
，
在
活
潑
多
樣
的
民
主
制
下
，
不
僅
是
透
過
選
舉
時
之
表
決
，
也

 

表
現
在
政
治
性
意
見
形
成
程
序
上
的
影
審
力
。
此

I

平

等

權

，
在
對
政
黨
銳
捐
優
待
的
財
政
補
助
上
，
必
須
加
以
遵
守

 

。
立
法
者
通
過
這
些
規
定
，
並
藉
此
些
規
定
使
人
民
在
政
治
事
件
上
的
影
響
澳
得
容
易
，
所
以
立
法
者
不
得
使
個
別
特

 

定
人
對
意
志
形
成
程
序
有
較
大
影
響
的
可
能
而
損
及
毎
個
人
在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上
平
等
參
與
之
權
。
雖
然
立
法
者
無
義

 

務
基
於
經
濟
上
不
同
給
付
能
力
均
衡
分
配
對
於
人
民
政
黨
支
助
不
同
的
機
會
。
但
他
也
不
能
透
過
違
反
平
等
的
方
式
優

 

待
部
分
人
民
的
規
定
破
獲
此
種
已
存
在
的
差
異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八
卷
第
五
十I

頁

以

下

，
本
處
所
指
者
爲

 

第
六
十
八
頁
以
下
；
第
二
十
四
卷
第
三
百
頁
以
下
，
本
處
所
指
者
爲
第
三
百
六
十
頁
；
第
五
十
二
卷
第
六
十
三
頁
以
下

 

’
本
處
所
指
者
爲
第
八
十
八
頁
以
下
)
。

2
依
厢
修
改
法

(A
n
d
e
r
u
n
g
s
g
e
s
e
t
z

 
)
上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十
b
條

對

於

慈

善

、
敎

堂

的

、
宗

敎

的

、
學
術



的

捐

獻

，
可
認
爲
特
値
得
推
動
的
社
會
福
利
性
以
及
國
家
政
治
柱
目
的
之
捐3

6
,

最
高
總
數
可
占
總
收
入
的
百
分
之
五

 

或
總
營
業
額
的
千
分
之
二
，
以
及
於
曆
年
中
在H

資
和
薪
資
上
的
費
用
可
視
爲
.特
別
的
支
出
，
均
可
列
爲
寬
減
額
。

此
寬
減
額
(
在

第

I

個

選

項

上

)
乃
因
此
涉
及
根
據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二
條
第
三
項
文
意
的
總
收
入
額
。
而
依
照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所
可
扣
除
的
，
亦
是
最
高
可
達
總
收
入
百
分
之
五
或
總
營
業
額
千
分
之
二
的
促
進

 

和
上
述
相
闻
目
的
上
的
花
費
，
以
及
曆
年
內H

資
和
薪
資
的
花
費
。

|

涸
和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十
b
條
相
當
類
似
的
規
定
已
經
成
爲|

九
五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判
決
的
對
象
，
而

I 

九
五
五
版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十
b
條
亦
規
定
爲
税
捐
後
待
的
目
的
，
而
有
同
上
述
的
可
扣
除
額
，
而
且
對
於
國
家
政
治

 

性
目
的
的
寬
減
額
則
更
提
高
五
個
百
分
點
，
凡

類

虹

規

定

，
均
被
聯
弗
憲
法
法
院
第
二
庭
視
爲
與
人
民
基
本
權
的
平
等

 

權

相

抵

觸

，
第

I

庭
在
意
見
中
說
到
：

累
進
的
税
率
原
則
會
導
致
.■人

民
透
過
政
黨
捐
助
來
行
使
參
與
政
治
恿
見
形
成
的
民
主
參
與
權
，
對
納
税
人
會
造

 

成
獲
得
不
同
的
貢
質
利
益
。
在
選
筆
的
準
備
上
，
銨
掛
演
很
重
要
的
角
色
，

I

個

政

黨

，
若
具
有
麻
大
的
金
錢H

具
就

 

能

比

|

個
財
政
能
力
較
小
的
政
黨
，
更
能
開
展
有
效
的
宣
傳
，
捐
助
可
挾
其
高
收
入
助
其
政
治
意
見
具
有
較
強
的
廣
告

 

力

，
藉
此
也
1

其
政
治
影
響
力
比
僅
有
微
小
收
入
的
捐
助
人
具
較
大
的
效
果
。
因
而
在
政
黨
捐
獻
上
，
具
有
高
收
入

 

的
人
可
以
比
僅
有
小
收
入
的
人
於
銳
捐
上
節
省
一
筆
，
絕
對
或
相
對
的
數
目
，
卽
前
述
所
s

 I

種
的
政

fe'
性
意
見
被

 

f

。
此
種
藉
由
法
律
創
造
依
收
入
高
低
影
響
政
治
意
見
形
成
的
各
種
不
闻
的
稅
捐
行
爲
，
卻
不
合
於
形
式
的
平
等
原

 

則

’
此
一
原
則
主
宰
著
在
自
由
的
民
主J

S

制
下
政
治
權
的
行
使
。
在
此
衡
量
下
’
該
憲
法
法
院
會
議
庭
於I

九
六
八
年

二
四
三



二
四
四

十
二
月
三
曰
之
判
決(

B
v
e
r
f
G
E
,
2
4

 30
0

〔
 3
500
f

〕〕以及

 

19
7
9
,

 
6
‘ 24

 之
判
決(

w
v
e
r
f
G
W
s
,

 

s

〔
s
f

〕
)
確
立
並
再|

次
強
調
：

這
將
是
不
允
許
的
，
特

別

是

，I

個
特
定
百
分
比
的
收
入
或
營
業
額
做
爲
課
税
上
的
減
免
或
設
定一

個
如
此
高
的

 

限

額

，
而
給
予
具
高
收
入
的
所
得
銳
義
務
人
或
有
義
務
納
税
之
法
人
較
於
中
低
收
A
的
納
税
義
務
人
不
合
比
例
的
較
優

 

厚
的
銳
捐
優
待
。
同
時
也
產
生
银
遇
一
個
較
其
他
具
有
財
政
危
機
政
黨
可
運
用
較
大
吸
引
力
犰
政
黨
。

然
而
修
改
法
已
將
這
類
關
於
政
黨
捐
助
税
捐
優
待
歸
類
在I

個
新
的
規
範
關
聯
之
下
)
對

此

，
憲
法
的
評
價
非
仍

 

不
能
影|

>

。
在

此

，
修
改
法
追
求
一
個
憲
法
上
，
原
則
上
並
非
可
貴
難
的
目
的一

^

過
對
貢
獻
人
或
捐
助
人
税
捐
優

 

待
強
化
政
黨
的
財
政
能
力
。
鑒
於
憲
法
所
給
予
直
接
國
家
的
對
政
黨
財
政
之
界
限
*
立
法
者
有
意
透
邁
私
人
來
源
的
方

 

式

使

其

容

易

。

這

樣

一

個
新
規
範
也
可
由
下
—

證
明
：
根
據
前
述
這
些
以
前
有
效
的
法
律
，
銳
捐
法
上
透
過
對
納
税
義
務
人
的
優

 

待

，
有
規
模
的
利
於
越
來
越
多
的
團
體
去
進
行
對
政
治
事
務
的
影
響
及
政
嫌
競
爭
，
在
此
立
法
者
同
時
也
認
爲
要
透
過

 

明
確
的
規
範
對
政
黨
財
力
排
除
已
形
成
的
，
可
懷
疑
的
間
接
融
賣
。

此
一
新
的
將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十
b
條
以
及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我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的
税
法
規
定
連
結
的
規
範
整
合

 

(
關

聯

)
，
尋
求
顧
及
對
廉
法
所
要
求
保
陣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以
及
人
民
平
等
參
與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權
利
的
必
要
性
。
立
 

法
者
對
此
類
規
定
在
二
個
規
制
上
加
以
補
充
，
此
規
制
將
上
述
提
及
之
我
捐
減
免
及
憲
法
上
權
利
從一

新
的
觀
點
重
新

 

予

以

統

合

。

|

方

面

，
個
人
所
得
猊
法
第
三
十
四
g
條
涉
及
相
當
微
量
的
對
政
黨
捐
贈
的
銳
捐
優
待

的
特
別

規

制

。
從



而
可
®

毎
個

公

民

在

I

個
相
當
的
程
度
範
圍
內
，
享
受
保
障
捐
贈
人
的
税
捐
優
待
(
就
此
以
下
n

l.
2
再
述
〕
。

另
I

方

面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政
黨
機
會
平
衡
金
之
規
定
具
有
均
衡
利
益
的
機
會
平
衡
效
果
*
而
此
機
會
平

 

衡
的
作
用
是
產
生
在
具
有
較
高
的
捐
助
和
收
益
的
政
黨
和
僅
有
較
低
收
入
和
捐
贈
的
政
黨
之
間C

就
K
以
下
n

3.
再

述

)
。此

外

，
爲
使
政
黨
財
政
透
明
化
，
對
政
黨
各
種
賣
金
來
源
與
花
費
以
及
財
產
，
必
須
提
出
決
算
報
告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句
)
，
就
.此

*
新
的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條
以
下
有
加
以K

明

確

化

，
並
使
其
違
反
不
S

。
依
新

 

之

規

定

，
只
要
沒
有
合
於
上
述
規
定
的
決
算
報
告
，
就
不
允
許
有
競
選
經
費
以
及
有
關
機
會
平
等
的
花
費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四
項
)
。
政

嫌

捐

賭

額

，
於

總

價

每I

曆

年

超

過2
0
,
0
0
0

馬

克

，
而
不
申
報
捐
贈
人
姓
名
、
通
訊
地
址

 

及
公
開
捐
贈
總
額
之
決
算
報
告
書
者
，
依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三
a
條

第

|

項

第

|

句

，
其
將
喪
失
在
選
擧
經
費
上
，
未
公

 

開
部
分
之
總
數
額
二
倍
的
請
求
權
。
同

樣

的

，
當

對

I

個
政
黨
或
多
個
之
政
黨
區
域
聯
盟
的
捐
贘
超
過2

0
,
0
0
0

馬
克

 

，
而
在
決
算
報
告
上
未
具
實
申
報
時
，
也

是

要

課

税

的

(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十
b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第
四
句

)
o

E

、

1.
⑻-t
t
w
i

國

目

的

®

—
捐
囊
上
，！
人

三

十

四

g

稅
稅
率
，
而
且
減
§

 

蹇

依

-t
w
e

H

十

五

條

晃

廣

他

’
亦

即

五

十

的

支

出

’
但
最
高
不
#■
讓

六

百

馬

克

’
薦

偶

一

併

<
盈
則
不
得

 

鐘

I

千

二

百

馬

克

’
鬣

黨

之

捐

贈

’
蕈

身

的税
捐

義

務

人

於
®

襲
|

半
的
數
額
上
’
馨
问
可

有

1
、
2
0
0
馬
克
，
蠢

二
四
五



二
四
六

偶
最
髙
可
有2

,
4
0
0

馬
克
的
所
得
銳
寬
減
額
。
只
有
當
對
黨
捐
獻
超
過
上
述
最
高
限
額
的
情
形
，
才
有
所
謂
做
爲
特
別

 

f

的

減

免

(
見
個
人
所
得
銳
法
第
十
b
條

第

|

項

第

二

句

)
。
而
在
依
售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三
十
四
£
條
的
銳
捐
減
负

 

和
依
個
人
所
得
我
法
第
十
b
條

第

|

項
的
特
別
S

滅

免

之

間

，
並

無

選

擇

權

(
參
閱
所
得
銳

準

則

第|

百
一
十
二
節

 

第

I

項

第

二

句

)
。

透
過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三
十
四
g
條

的

規

範

，
可
使
大
部
分
的
捐
獻
成
員
在
平
等
的
標
準
上
，
享
受
所
得
銳
捐
義

 

務

的

優

待

。
這

最

高

額r
2
0
0

馬

克

或2
,
4
0
0

馬
克
可
使
低
中
收
入
者
在
其
財
政
能
力
的
瞰
圍
內
，
以

同

|

方
式
來
享

 

受
税
捐
上

優

待

。

⑻

如
果
捐
贈
超
過
所
得
稅
法
第
三
十
四
g
條
所
規
定
之
範
圍
，
而

依

所

得

稅

十

b
條
之
規
定
可
視
爲
係
爲

 

贊
助
國
家
政
治
百
的

(s
t
a
a
t
s
p
o
l
i
t
i
s
c
h
e
r

 Z
w
e
c
k
e

 
)
而

支

出

者

，
則
該
捐
購
可
自
所
得
中
扣
滅
，
再
依
扣
減

 

後
之
多
寡
課
以
應
緻
之
税
。
因
爲
所
得
税
係
採
累
進
銳
率
且
依
所
得
銳
法
第
十
b
條

之

規

定

，
特
殊
支
出
銳
將
對
税
率

 

範

圍

(G
r
e
i
e
r
s
a
t
z

 

)
產

生

影

餐

；
因

此

，
國
家
放
棄
課
税
之
範
圉

(s
t
i
r
v
e
r
z
i
c
h
t

 
)
若
依
應
課
銳

 

所
得
之

多

寡

計

，
可
佔
受
課
銳
優
待
之
捐
蹯
的
百
分
之
五
十
六
(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三
十
二
a
條

第

|

項

)
；
若
在
營

 

利
事
業
S

稅
則
佔
百
分
之
五
十
六
(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銳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第I

項

)
；
在
其
他
與
所
得
税
有
關
的
税
的

 

量

定

上

，
可
加
上
進
一
歩
的
課
猊
優
待
。
當
納
税
義
務
人
未
提
供
捐
贈
時
，
他
也
M
能
省
去
比
他
應
嫌
粑
的
税
還
多
的

 

數

額

。
(c)
在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中
基
於
對
政
黨
捐
贈
而
允
許
之
課
税
優
待
上
(s

t
e
u
e
r
v
e
r
g
u
e
n
s
t
i
l
g
e
n

 )
，
上
述



規
定
——

當
然
是
在
這
些
規
定
相
互
配
合
之
下
1
"
^

出

了

I

些
顯
i

不

同

。
這
些
不
同
顯
示
在
下
述
的
計
算
實
例

 

上
：

I
個
單
身
而
收
入
之
總
額
，
共

計

達

〗S ,0
0
0

馬
克
的
納
銳
義
務
人
，
首
先
有
可
能
使
用
所
得
税
法
第
三
十
四
g 

蘧

銳

(s
t
l
m
a
e
s
s
i
g
u

兵

〕
之

規

定

。
爲
了
盡
可
能
地
利
用
此
項
課
税
優
待
，
他

必

須

捐

贈

政

黨J

 

,
2
0
0

馬

 

克

，
以
便
藉
此
減
少
其
約6

0
0

馬
克
之
所
得

税
務
。
超

過

Jtc
部

分

之

捐

贈

，
他
可
以

扣

減

到9
0
0

馬

克

(
其
收
入
之
總

 

—

百

分

之

五

)
做

爲

特

殊

支

出

。
此
項
數
額
是
否
以
及
必
要
時
如
何
最
終
地
影
響
個
人
的
税
務
，
全
視
其
他
特
殊
支

 

出

之

多

寡

以

及

所

得税
法

第

二

條

第

四

項

意

義

下

之

特

別

負

搛

(
宫

8
8
6
5
6
考
0
6
1
1
1
1
1
0*
1
1
6
&〇
£.
苗

?
1
1
的
3

)

和
個

 

人
所
得
稅
法
第
二
條
第
五
項
意
義
下
之
由
收
入
中
扣
除
之
數
額
而
定
。
惟
無
論
如
何
必
須
從
收
入
之
總
額
中
扣
除
特
殊

 

支
出
璁
數
2
7
0
馬

克

(
個
人
所
得
銳
法
第
十
。
條

第

一

項

)
及

準

備

金

(
<
〇
3
〇
5
»
|
1
>

3

忘

&
^
1

3

8

6

)

 3
0
0
馬

 

克

(
個
人
既
得
銳
法
第
十
C
條
第
二
項
)
。

I

個
收
入

總

額

達

〗8
0
0
°.
馬
克
之
單
身
納
税
義
務
人
可
以
因
此
最
高
擁

 

有
一7

,
4
3
0

馬
克
之
應
課
銳
收
入
。
準
'此

，
依

】9
8
6

及

】9
8
7

年
之
所
得
税

基

本

表

，
其
按
規
定
應
繳
之
所
得
税
計

 

爲

2
,
8
2
7

馬

克

。
此
項
依
照
個
人
所
得
稅
法
第
十

b
條

可

扣

除

之9
0
0

馬
克
之
捐
贈
導
出
了

 一6.
,
S
O
O

馬
克
應
課
税
之

 

收

入

，
同
時
因
而
導
出
按
規
定
應
繳
之2

,
6
9
6

馬

克

之

所

得

税

。
此
項
做
爲
特
殊
支
出
而
得
以
減
銳
之9

0
0

馬
克
捐
賭

 

，
因
此
帶
來
納
税
義
務
人
最
高
可
享
有
之

〗32

馬

克

的

課

銳

優

待

。
隨
之6

0
0

馬

克

之

減

税

而

來

，
如
果
我
們
把
此
種

 

i

方
式
用
到
收
入
之
嫌
額
達5

0
,
0
0
0

馬

克

，1
0
0
,
0
0
0

馬

克

或

|

百
萬
馬
克
之

情

形

上

，
便
可
得
到
如
下
圃
表

二
四
七



一
四
八

百

萬

馬

克

t—4 
◦  
o
g

o

馬

克

C71
〇
o
o
o

馬

克

b—i
o oo
o
o

馬

克

收

入

之

總

額

t—4

o
o

馬

克

<yj

O
o

馬

克

CO

o
o

馬

克

r \ j
b—>
O
o

馬

克

人 對  
所 政  
得 黨  
税 捐  
法 贈  
第 在  
三 課  
四 稅  
g 上 
條 之  
及 有  
第 效  
十 範  
b 圍 
條 ^

f o
0 0

tSD
t—i

馬

克

CO

f o

馬

克

1—4
c n
o
L〇

馬

克

'• a
CO
i—t

馬

克

最

[Hi
之

課

税

優

待

額

這
些
實
例
結
論
是
以
符
合
所
得
稅
法
第
十

b
條
中
基
於

爲

國
家
政
治
目
的
而
捐
獻
得
減
稅
額
之
多
寡
來

M
定
收
入

 

總
額
百

分
之
五

之

範

圍

(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十

b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
而
得
出

的

D
納

税

義
務
人
可
選
擇
總
營
業
額
及

 

年
支
出
：丄
賢
與
薪
水
額
之
千
分
之
二
以
決
定
收
入
總
額
之
百
分
率
(
參
照
所
得
稅
標
準
辦
法
第
〔
二
二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

D
當
納

税

義
務
人
有
此
種
選
擇
可
能
性
時
，
在
何
種
程
度
上
對
政
黨
捐
贈
額
得
扣
減
以
及
可
獲
得
何
楝
課

税

優
待
，
 

，
就
全
視
其
營
業
額

-
H

資
與
薪
水
而
定
了
。

@
依
照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一

项

規
定
，
對
營
利
事
業
之
累
稹
所
得

J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可
課



征
達
駭
應
課
銳
收
入
之
百
分
之
五
十
六
。
此
頊
依
照
營
利
亊
業
税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可
扣
減
到
收
入
璁
額
百
分
之
五
或

 

總
營
業
頟
及
年
支
出H

資
與
薪
水
千
分
之
二
的
支
出
(
基
於
贊
助
國
家
政
治
目
的
)
因
此
得
獲
致
佔
可
減
税
捐
贈
百
分

 

之
五
十
六
的
課
税
優
待
。

2.
⑻

不
同
的
政
治
贊
助
程
度
與
公
民
平
等
參
與
政
治
上
意
思
1

(

 po
l
E
s
c
h
e

 Iv
i
H
e
n
s
b
i
l
f

 
)
的
權
利

並

不I

致

。
因

此

，
如
果
從
個
人
所
得
稅
法
第
十
b
條
與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銳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規
定
之
收
入
總
額
的
特

 

定
百
分
比
來
看
，
那

麼

，
當
納
銳
義
務
人
能
夠
且
打
算
捐
給
政
黧
超
過
該
百
分
比
之
數
額
時
該
條
項
之
規
定
將
禁
止

 

納
銳
義
務
人
援
引
課
稅
優
待
之
主
張
。
因

而

，
如
上
述
實
例
所
顯
示
，
因
爲
法
律
規
定
之
操
故
將
造
成
收
入
多
與
寡
者

 

之
間
，
在
憲
法
上
無
法
忍
受
的
差
別
。
 

，

(b)
這
種
不
公
平
待
遇
遢
會
因
下
述
情
形
而
加
劇
，
亦

卽

，
個
人
所
得
翰
法
第
十
b
條
及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m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同
時
開
啓
如
下
可
能
桂
：
不
必
達
到
收
入
總
額
的
百
分
之
五
，
只
要
基
於
政
治
目
的
之
贊
助
支
出
達
箱
營

 

業
額
及
S

出H

資
與
薪
水
的
千
分
之
二
，
卽
可
主
張
課
銳
優
待
。
如

此

，
則
在
企
業
活
動
的
納
税
義
務
人
將
有
可
能

 

選

擇

(w
a
h
l
B
o
e
g
l
i
c
h
k
e
i
t

〕
不
利
用
其
他
未
達
總
營
業
額
及
無
工
資
與
薪
水
支
出
之
納
税
義
務
人
。
因

而

，
收
入

 

總

額I

樣
高
的
所
得
税
納
.税
義
務
人
將
受
到
差
別
待
遇
：
如
果
是
以
其
營
業
額
及H

資
與
薪
水
支
出
額
之
多
寡
來
計
算

 

，
則
部
份
人
將
有
可
能
比
其
他
同
樣
收
入
之
納
我
義
務
人
給
付
較
高
的
政
黨
捐
贘
。
：̂
種
只
有
某
特
定
箱
圍
之
納
税
義

 

務
人
才
被
容
許
之
選
擇
權
至
少
在
公
民
參
與
政
治
上
意
思
形
成
的
領
域
內
是
沒
有
存
在
餘
地
的
。

CC}
以
收
入
總
額
的
百
分
之
五
或
可
選
擇
性
地
以
總
營
業
額
及
年
支
出H

資
與
薪
水
的
千
分
之
二
作
爲
政
黧
捐
播

二
四
九



二
五
o

的
可
減
税
(A

b
z
u
g
s
f
a
e
h
i
g
k
e
i
t

 
)
界
限
將
因
而
導
致
對
納
税
義
務
人
顯
著
的
不
公
平
待
遇
。
擁
有
高
所
得
之
公
民

 

將
因
而
得
比
低
所
得
之
公
民
給
付
較
高
的
政
黨
捐
贈
，
以
便
在
課
棟
上
發
揮
作
用
。
此
與
公
民
平
等
參
與
政
治
上
意
思

 

形
成
的
權
利
並
不
一
致
；
.公
民
平
等
康
則
至
少
要
求
，
所
有
的
公
民
能
以
平
等
方
式
聽
任
其
是
否
提
供
政
治
捐
贈
及
運

 

用
因
之
而
生
的
課
稅
優
待
。

(d)
政
黨
通
常
不
僅
只
受
到
個
人
，
也
受
到
人
民
團
體
及
法
人
財
政
上
之
支
助
，
而
這
起一

法
人
團
體
在
此
程
度
上

 

迹
爲
因
共
同
利
益
而
結
合
在
其
中
的
公
民
而
運
作
。
道
點
基
本
法
認
爲
它
是
事
實
上
政
治
利
益
代
表
的
通
常
模
式
(
 

eine

 ge
l
a
e
u
f
i
g
e

 F
o
r
m

 ta
t
s
a
s
h
l
i
c
h
e
r

 p

s-i
t
i
s
c
h
e
r

 J
n
t
e
r
e
s
s
e
n
w
k
h
r
n
e
h
m
u
n
g
〕

。
因
爲
考
慮
到

 

此
點
，
所
以
法
人
稅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也
將
法
人
和
人
民
團
體
對
政
黨
捐
贈
而
得
受
之
課
銳
優
待
規
定
在
內
。
對
此
立

 

法
者
並
未
因
憲
法
緣
故
而
立
法
阻
礙
之
。
甚

至

I

個
政
黨
的
成
員
可
以
只
是
自
然
人
(
政
黨
法
第
二
條
第I

項
第
二
句

 

)
。
準

此

，
甚
至
亦
不
論
一
個
決
定
捐
應
政
黨
的
納
銳
義
務
人
是
否
爲
該
政
黨
之
成
員
。
因

而

，
在
財
政
上
支
助
一
個

 

政
黨
的
法
律
可
能
性
便
與
選
擧
權
無
關
，
這
種
可
能
性
亦
可
由
依
聯
邦
選
擧
法
第
十
二
、
十
三
條
規
定
無
選
舉
權
之
自

 

然
人
爲
之
。

將
營
利
事
茱
所
得
銳
納
稅
義
務
人
包
括
在
對
政
黨
捐
贈
得
受
課
猊
優
待
之
範
圍
內
也
就
意
味
著
，
若
將
營
利
*
業
 

所
得
銳
之
納
猊
義
務
人
排
除
在
外
將
可
能
迫
使
政
黨
資
金

II
措
迁
迴
化

(u
s
g
e
r
n
g

 un
d

 us
w
e
g
f
i
n
a
n
z
i
s
l
m
g

 

)
，
而
這
正
是
立
法
者
爲
使
政
黨
資
金
簿
措
透
明
化(

D
u
r
c
h
s
c
h
a
u
b
a
r
k
e
i
t

 de
r

 Fa
r
t
e
i
e
n
f
i
n
a
n
z
i
e
r
u
n
g
r
)

欲
以
上
述
這
條
新
規
定
加
以
防
堵
者
；
I
s
政
黨
資
金
簿
措
迂
迴
化
，
則
爲
使
政
黨H

作
情
形
廣
泛
透
明
化
以
公
諸
於



支
助
該
政
黨
之
公
民
的
立
法
目
的
，
將

無

由

達

成

。

3.
因
爲
對
政
黨
財
政
上
捐
贈
有
不
同
滅
税
範
圍
所
造
成
的
與
公
民
平
等
參
與
政
治
上
意
思
形
成
權
利
的
牴
觸
，
可
 

經
由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規
定
的
機
會
平
衡
金
(C

h
a
n
c
e
n
a
u
s
g
l
e
i
c
h

 
)
加

以

緩

和

，
但
卻
無
法
消
除
此
種
牴
觸

 

0

㈣
根
據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

項

規

定

，
依
照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期

限

)
以
韵
之
聯
邦
議
會
選
摹
的
最

 

後
選
擧
結
果
至
少
已
達
在
該
選
區
已
投
有
效
票
數
的
百
分
之
零
點
五
的
政
黨
，
每

年

須

提

存

！
定
金
額
作
爲
機
會
平
等

 

金

C

此
項
機
會
平
等
金
係
用
來
給
與
那
些
過
去
幾
年
受
捐
贈
額
及
選
票
數
不
及
擁
有
最
高
捐
贈
額
及
選
票
數
之
政
黨
的

 

政

黨

。
以
此
種
方
式
，
則
因
政
黨
擁
有
相
當
捐
贈
額
所
產
生
的
課
税
俵
待
應
依
最
後
聯
邦
選
舉
中
政
黨
之
選
民
份
額
.(
 

W
a
e
h
l
e
r
a
n
t
e
i
l

〕
的

關

係

，
以
捐
贈
額
之
百
分
之
四
十
來
調
整
。

(b)
如
此
形
成
的
機
會
平
衡
金
當
然
會
產
生
如
下
i

:
這
些
來
自
捐
贈
者
之
捐
贈
額
不
僅
是
受
»
的
政
黨
受
益

 

，
而
且
間
接
地
其
他
可
能
根
本
未
受
財
政
上
贊
助
的
政
黨
亦
受
益
。
如

此

，
則
在
參
與
政
治
上
意
思
形
成
的
_
圍

內

，
 

公
民
自
由
地
決
定
要
支
助
何I

政
黨
的
權
利
，
就
並
未
因
違
憲
方
式
而
受
妨
礙
。

基
本
法
在
第
二
十I

條
規
定
中
B
經
承
認
政
黨
乃
人
民
政
治
上
意
思
形
成
在
憲
法
上
不
可
或
缺
的
手
段
；
而
此
規

 

定
則
以
政
黨
能
勝
任
願
在
財
政
上
支
助
之
公
民
所
託
付
之
任
務
爲
前
題
。
如
果
立
法
者
決
定
以
課
税
優
待
減
輕
對
政
黨

 

捐
贈

的

負

擔

，
而
且
作
了

 一

項
補
充
規
定
以
避
免
政
黨
間
之
競
爭
狀
態
有
重
大
改
變
，
那
麼
便
不
可
再
對
之
作
憲
法
上

 

之

指

責

=
如

此

，
基
本
法
上
之
民
主
所
建
構
與
保
障
的
公
民
政
治
活
動
自
由
便
未
受
任
何
限
制
。
此
項
自
由
不
包
含
，



二
五
二

要

求

國

允

許

之

對

政

黨

捐

©

的
課
税
後
待
只
由
公
民
所
支
助
的
政
黨
^
-
丨
間
接
的
丨
一
^
有

。

§

會
平
衡
金
有
助
於
緩
和
對
政
黨
捐
贈
以
不
同
課
銳
範
圍
所
造
成
的
對
公
民
參
與
政
治
上
意
思
形
成
權
利
之

 

妨

礙

，
但
卻
無
法
消
除
此
種
妨
礙
。
如
果
較
多
的
對I

黨
的
政
黨
捐
贈
能
平
等
給
付
於
其
他
政
»;
,
那
麼
捐
贈
者
不
僅

 

能
直
接
獲
得
課
税
優
待
而
且
亦
有
助
於
其
政
治
意
見
達
到
強
烈
的
廣
告
效
果
.，如

此

，
則
高
收
入
納
税
義
務
人
的
政
治

 

意
見
就
不
再
是
一
九
五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意
義
下
的*

獎

賞*

 (
 pr

a
e
m
i
i
e
r
t
)

 了

。

允
許
大
量
捐
贈
所
隨
-2
而
來
對
政
治
上
意
思
形
成
的
可
能
影
響
不
僅
在
於
，
捐
贈
者
分
享
了
該
政
黨
的
政
治
意
見

 

,
同
時
也
隨
該
捐
贈
者
能
夠
對
其
所
捐
贈
的
政
黨
的
政
治
決
定
有
或
多
或
少
相
當
的
影
響
力
。

對
政
黨
捐
贈
擴
大
其
可
減
税
性

(A
b

z
u

g
s

f
a

e
h

i
g

k
e

k

 
)
可
免
去
高
收
入
之
納
税
義
務
人
顯
著
地
提
高
其
捐
贈

 

。
這
種
造
成
影
響
的
可
能
性
會
隨
著
被
允
許
的
課
銳
優
待
而
增
加
。
可
減
輕
賦
税
負
擔
的
捐
贘
將
完
全
保
留
給
擬
捐
贈

 

之
政
黨
。
國
家
可
能
也
會
藉
由
其
所
允
許
的
減
銳
，
按
該
滅
税
之
範
圍
，
協
助
各
別
納
銳
義
務
人
以
其
政
黨
捐
賭
所
得

 

受
之
M -
銳
後
待
影
響
該
受
贈
之
政
黨
。
況

且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
條
並
未
提
供
政
黨
絕
對
地
免
受
因
大
量
的
政
治
捐
贈

 

而
對
其
造
成
影
#
的
保
護
。
基
本
法
對
於
因
大
量
捐
賸
所
可
能
造
1

危

害

，
則
透
過
該
法
第
一j

十

~
條

第

I

 

四

 

句
規
定
，
要
求
政
黨
以
公
開
的H

作
報
告
說
明
其
資
金
來
源

(d
ie

 He
r

k
u

n
f

t

 i
h

r
e

r
s

i
t

t
e

l

 
)
，
以
防
堵
之
。
 

因

此

，
基
本
法
要
求
不
得
匿
名
地
對
政
黨
爲
大
量
捐
贈
，
並
且
此
種
方
式
避
免
蔚
政
治
上
意
思
形
成
造
成
無
意
識
的
影

 

響

。
此
外
.，
基
本
法
則
讓
諸
各
政
黨
承
受
加
於
其
上
的
強
大
且
不
利
的
壓
力
。
所
以
便
無
法
由
上
述
推

m
出

，
菌

S

 

著
對
捐
贈
之
課
說
優
待
而
造
成
這
種
危
險
狀
態
。
相

反

地

，
係
這
條
使
納
租
義
務
人
得
受
國
家
課
税
優
待
的
税
法
規
定



,
造
成
了
對
政
漉
政
治
上
決
定
特
定
的
影
遒
，
因
而
與
公
民
平
等
地
參
與
政
治
上
意
思
形
成
的
權
利
不
相
符
合
。

I

、

如
果
我
們
考
慮
到
上
述
所
有
情
形
，
那
麼
立
法
者
藉
由
修
正
後
之
規
定
所
創
造
的
狀
態
：
顯
著
的
放
寛
政
黨
捐
膾

 

的

課

税

優

待

，
便

不

得

加

以

妨

礙

。
然
而
個
人
所
得
稅
法
第
十
b
條
及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之
規
定
，
 

還
有
要
保
障
這
些
規
定
的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三
十
四
«
條
及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規

定

，
並
非
在
每
方
面
皆
符
合
公

 

民
平
等
地
參
與
政
治
上
意
思
形
成
的
權
利
要
求
。
相

反

地

，
這

些

規

定

要

求

界

定

出I

個
對
所
有
納
税
義
務
人
的
政
黨

 

捐
贈
之
有
同
等
可
減
稅
性
的
最
高
額
度
，
只
有
在
此
槿
倩
形
下
將
其
排
除
，
個
別
公
民
才
能
因
對
國
家
贊
助
而
影
響
其

 

所
支

助
之

政

黨

。
因

此

，
若
同
時
考
慮
到
因
國
家
放
棄
課
稅
而
生
的
累
進
的
不
同
程
度
的
贊
助
，
那
麼
在
公
民
間
所
殘

 

餘
的
不
公
平
性
還
是
會
失
去
其
憲
法
上
之
關
聯
的
。

該
最
高
額
度
須
辭
酌
在
德
國
議
會
中
代
表
的
政
黨
而
決
定
，
這
些
政
黨
是
藉
由
議
會
中
的
代
表
直
接
地
參
與
對
全

 

體
公
民
休
戚
相
關
的
國
家
意
思
形
成
。
.在
這
種
觀
點
之
下
，
本
合
議
庭
認
爲
捐
贈
之
課
税
優
待
達1

0
0
0
0
0

馬

克

，
 

仍
係
憲
法
所
允
許
的
，
至
於
超
過
部
分
的
贊
助
則
與
公
民
平
等
地
參
與
政
治
上
意
思
形
成
的
原
則
不
相
符
合
。

D

、

至
於
本
件
中
另
一
部
分
之
機
關
權
利
爭
執
訴
訟
之
請
求
爲
無
理
由
，
應

予

駁

囘

。

經
由
基
於
國
家
政
治
目
的
之
要
求
及
機
會
平
衡
金
之
實
踐
而
對
支
出
扣
減
額
之
擴
大
，
訴
願
人
旣
未
在
因
政
黨
免

 

於
國
家
干
涉
自
由
原
則
所
引
申
之
權
利
義
務
上
，
亦
未
在
機
會
平
等
之
權
利
上
受
到
妨
害
。

二
五
三



二
五
四

I

、

相
對
基
於
機
—
平
衡
金
，
由
國
家
財
政
對
平
等
地
位
之
政
簏
給
予
之
直
接
支
付
，
從
政
黨
免
於
國
家
干
涉
自
由
之
 

原
則
可
以
得
到
重
要
的
憲
法
思
考
。

1-
在
自
由
的
民
主
政
治
中
，
如
基
本
法
爲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所
記
載
的
，
所
有
的
國
家
權
力
來
自
於
人
民
，
並
 

藉
由
人
民
之
選
舉
表
決
，
及
特
別
設
立
之
立
法
、
行
政
、
司
法
機
關
來
*
現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一
項
、
第
二
項
)
 

。
只
有
在
自
由
的
情
形
下
，
選
舉
才
能
賦
於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二
項
意
義
之
民
主
正
當
性
。
這
不
僅
要
求
選
舉
行
爲
 

免
於
受
強
制
及
不
法
之
壓
迫
，
同
樣
地
"
亦
要
求
選
舉
人
能
在
自
由
和
公
開
的
意
思
形
成
程
序
中
獲
得
並
做
成
判
斷
(
 

參
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二
十
卷
第
五
十
六
頁
之
判
決
，
於
第
九
十
七
頁
處
)
。
這
點
在
現
代
國
會
民
主
中
以
政
黨
 

之
存
在
爲
前
提
。
它
特
別
地
適
合
由
積
極
的
公
民
基
於
麥
與
國
家
機
關
意
思
形
成
之
目
標
，
自
由
且
有
組
截
地
達
成
政
 

治
行
爲
之
一
致
，
並
對
画
家
事
務
能
有
重
要
之
影
響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四
十
四
卷
第一

H

五
頁
之
判
決
，
見
 

第
一
四
五
頁
處
；
第
五
十
二
卷
第
六
十
三
頁
之
判
決
，
見
第
八
十
二
頁
處
)
。
基
於
這
些
理
由
基
本
法
第
二
十f

條
第
 

一
項
第I

句
明
確
地
承
認
，
政
黛
有
助
於
菌
民
政
治
意
思
之
形
成
，
因
而
具
有
憲
1

構
之
地
位
(
聃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一
卷
第
二
〇
八
頁
之
判
決
，
見
第
二
二
五
頁
•，向
來
見
解
)
。

儘
管
有
這
些
在
憲
法
中
成
爲
及
在
興
現
行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
致
的
政
黨
法
第I

條
的
政
黧
之
憲
法
上
地
位
之
規
定
 

，
但
政
黨
在
鼉
法
上
地
位
尙
非
國
家
機
關
，
而
是
在
公
開
的
多
黨
豔
制
中
自
由
形
成
、
依
自
身
力
量
發
展
、
且
於
自
由
 

的
基
本
秩
序
架
構
下
協
力
於
人
民
政
治
意
思
形
成
之
圃
體
(
參
照
解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二
十
卷
第
五
十
六
頁
之
判
決



，
見

第

一

〇

一

頁
以
下
部
份
；
第
五
卜
二
卷
第
六
十
三
頁
之
判
決
，
見

第

八

十

五

頁

處

)
。
如
同
做
爲
自
由
形
成
之
人

 

民

團

粒

，
其

是

以

其

自

己

之

標

設

定

及

計
S

企
圖
在
政
治
意
思
形
成
過
程
中
獲
得
影
辨
力
以
介
入
制
度
化
之
國
家
領

 

域

，
但
本
身
並
非
隸
屬
於
這
個
領
域
。
若
政
黨
須
從
公
家
中
獲
得
全
部
或
主
要
的
財
務
支
持
，
則
這
將
使
得
它
不
屬
於

 

法

人

的

領

域

，
它
仍
需
受
國
家
之
照
顧
。
而
這
是
與
某：

本

法

第

二

十I

條
規
定
之
政
黨
功
能
和
政
黨
地
位
不
合
的
。
基

 

本
法
使
得
政
黨
無
法
以
自
己
在
財
務
上
之
努
力
來
去
除
資
金
欠
缺
之
危
險
。
它
以
這
種
危
險
做
爲
將
政
治
意
思
之
形
成

 

託
付
給
人
民
的
判
斷
力
和
主
動
性
之
代
價
。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第
二
十
卷
第
五
十
六
頁
之
判
決
，
兒

第

I

 
◦
二

.良

以

下

 

部

份

.，第
五
十
二
卷
第
六
十
三
頁
之
判
決
，
兒
第
八
十
五
頁
以
下
部
份
〕
。

如
果
在
這
些
情
形
下
，
立
法
者
依
據
憲
法
並
無
義
務
要
使
政
黨
在
履
行
其
任
務
時
能
充
分
得
到
必
要
的
財
務
支
助

 

，
則
相
反
地
他
也
.小
應
阻
止
政
黨
在
財
務
H
之

要

求

，
只
要
政
黨
不
受
到
國
家
之
照
料
>
a

基
本
法
所
維
諮
的
人
民
政

 

治
意
思
形
成
程
序
的
公
開
性
不
被
侵
密
卽
叮
(
參
照
聯
邦
崽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二
十
卷
第
五
十
六
頁
之
判
決
，
兒
第
九
十

 

九
頁
及
第
一

◦
二

頁

)
。

2.
⑻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十
b
條
和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中
對
於
黨
員
黨
费
之
支
付
及
對
政
黨
之
捐

 

助
在
稅
捐
扣
減
上
之
擴
大
，
與
政
黨
法
第M

十

..
a
條
所
規
定
之
機
會
平
衡
金
是
互
相
關
聯
的
=
il
種
資
助
人
和
捐
助

 

人

所

莩

受

，
且
間
接
有
利
於
政
黨
之
稅
捐
優
惠
，
可
能
以
違
反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原
1IIJ
.N
方

式

做

成

D
它
與
機
會
平
衡
金

 

的

對

立

在

於

，
依
據
各
政
黨
在
大
選
時
所
娌
得
之
有
效
第
二
櫊
票
中
所
佔
的
比
例
，
它
調
整
.
/
政
黨
間
對
一
家
稅
捐
免

 

除
之
決
定
性
影
智
力
。
税
捐
優
惠
之
維
護
和
機
會
.十

衡

金

二

者

亦

處

於I

極

作

用

關

聯

上

，
無
法
自
其
中
脫
離
出
來
。

二
五
五



二
五
六

因
此
§

也
不
可
以
被
分m

價

。
它
們
是
一
個
各
部
份
互
相
調
和
的
整
li
規
範
的
兩
個
重
要
成
份
，
並
且
被
認
爲
是
 

I

個*
完
整
的
槪
念I

致
性
"
(
參
照
一
九
八
三
年
十I

月
二
十
九
日
內
政
委
員
會
之
報
告
丨
丨B

T
\

D
r
 

1
0
\

 

01
9
7號

，
第
九
頁
).。
如
此
看
來
，
顯
示
機
會
平
衡
金
爲
被
指
責
的
税
捐
法
規
在
憲
法
上
的
補
充
。

(b)
藉
由
對
政
黨
捐
贈
之
銳
捐
優
惠
(
個
人
所
得
銳
法
第
十
b
條

、
第

三+■
四
S
條

、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
S

會
平
衡
金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
二
項
相|

致
的
規
範
，
民
主
意
見
和
意
思
形
成
程
序
之
公
開
 

性
將
不
會
被
侵
害
。

®
上
述
規
定
使
得
國
家
沒
有
任
何
可
能
性
去
影
昝
政
治
意
思
形
成
之
全
部
程
序
或
政
黨
中
之
意
思
形
成
 

私
人
的
財
務
給
付
要
給
多
少
以
及
要
給
那
一
政
黨
，
是
完
全
由
資
助
人
和
捐
助
人
決
定
的
。

來
便
利
這
些
捐
跑
，
並
且
因
此
間
接
地
介
入
受
捐
助
政
黨
的
財
務
，
則
由
Itc
發
生
的
利
益
將
藉
由
機
會
平
衡
金
被
廣
泛

的

消

除

。
.
 

.

.
' 

. 

.

機
會
平
衡
金
之
維
護
並
不
在
德
國
聯
邦
衆
議
院
主
席
團
之
裁
量
範
圍
。
政
黨
可
以
從
機
會
平
衡
金
的
給
付
中
獲
得
 

多
少
，
單
純
是
依
照
它
在
資
助
和
捐
助
的
收
入
和
其
他
政
黨
的
關
係
，
和
上
次
衆
議
院
選
擧
所
得
之
有
效
孢
第
二
榴
票
 

之
結
果
來
計
算
的
。
所
有
.被
估
計
的
因
素
都
取
決
於
人
民
的
意
願
。
政
黧
由
公
家
支
助
所
獲
利
的
程
度
，
以
及
其
分
配
 

標
準
均
取
決
於
人
民
和
柄
稅
義
務
人
，
私
人
不
可
能
取
得
有
影
響
力
。

®
政
黨
也
不
會
因
爲
對
資
助
和
捐
助
的
我
捐
優
惠
的
維
持
及
與
此
相
關
之
機
會
平
衡
金
而
落
入
國
家
的
(
強
 

力

)
照
顧
中
。
機
會
平
銜
金
並
未
免
除
政
黨
尋
求
其
成
員
及
支
持
者
對
其
行
動
之
財
務
支
助
之
必
要
性
。
它
被
埋
截
入



一
項
規
定
中
，
這
項
規
定
應
明
定
者
爲
基
本
法
中
所
預
設
之
人
民
對
政
黨
之
自
願
性
財
務
支
助C

機
會
平
衡
金
之
意
義

 

和
目
的
並
非
藉
由
公
衆
賣
助
給
予
政
黨
財
務
救
濟
，
而

是

在

I

項
方
便
人
民
給
予
政
黨
賣
助
之
稅
法
架
構
下
對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之

維

護

。
藉
此
便
政
魃
不
受
國
家
照
顧
。
而
是
在
財
政
方
面
依
據
其
支
持
者
及
選
民
對
其
政
治
努
力
之
確
信
和

 

囘

應

，
並
且
不
致
陷
入
失
去
其
在
稹
極
的
人
民
間
之
基
礎
的
危
機
。

E

、

訴

願

人

另

外

指

責一

 

平
侵
害
他
們
政

辆

遒
綱
不
是
向
贅
產
階
層
訴
求
，因
此
萑
.個人
所
得
 

税
法
第
十
b

條
及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的
規
定
下
-
相
對
於
大
捐
助
者
支
持
的
政
黨-

他
們
受
到
歧
視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所
規
定
之
機
會
平
衡
金
在
百
分
之
四
十
稅
捐
補
助
的
基
礎
上
將
無
法
維
護
政
黨
之
機
會
平
等

o

1.
雖
然
政
黨
之
機
會
平
等
在
基
本
法
中
未
明
文
規
定
，
但
却
可
以
從
組
黨
自
由
和
自
由
民
主
之
多
號
原
則
中
推
得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四
十
七
卷
第|
九
八
頁

判

決

，
見
第
二
二
五
頁
處
■，
向

來

之

見

解

)
。
當
公
權
力
以
涉
及
政

 

黨
平
等
之
方
式
介
入
政
治
意
思
形
成
之
領
域
時
，
其
载
量
權
特
別
應
給
予
嚴
格
之
界
限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八
卷

 

第

五

十

|

頁

之

判

決

，
見
第
六
十
四
頁
以
下
；
第
二
十
四
卷
第
三
0
0
頁

之

判

決

，
見

第

三

西

一

頁

處

.，第
四
十
四
卷

 

第

I

二
五
頁
之
判
決
，
見

第

I

四

六

頁

處

)
。
特

別

地

，
立
法
者
不
可
以
扭
曲
現
存
的
競
爭
情
形
。
機

會

平

等

原

則

I

 

方
囿
並
不
要
求
：
以
建
立
競
爭
之
平
等
性
爲
目
的
來
調
整
旣
存
之
差
異
。
另

I

方
面
它
禁
止
立
法
者
藉
由
財
務
捐
贈
方

 

式
加
劇
競
爭
機
會
事
實
上
旣
存
之
不
一
^
等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五
十
二
卷
第
六
十
三
頁
之
判
決
，
見
第
八
十
九
頁

二
五
七



二
五
八

處

)
。
如
果
立
法
者
就
此
做
成
決
議
，
承
認
爾
政
黨
之
資
助
與
捐
助
得
在
銳
賦
上
減
低
，
則
這
些
規
定
旣
不
致
造
成
對
 

1

個
或
一
些
政
黨
之
助
益
或
歧
視
，
也
不
會
因
爲
收
受
捐
醱
而
加
劇
現
有
實
際
競
爭
機
會
之
不
平
等
。
二
者
皆
不
屬
 

本
案
情
形
。

2.
⑻

所

得税
法

第

十b
條
及
法
人
税
法
第
九
—
第
三
款
對
政
黨
之
捐
贈
做
爲
税
捐
扣
除
之
規
定
若
抽
離
政
黨
機
會
 

平
衡
金
來
看
*
有
利
於
對
高
所
得
之
納
税
義
務
人
具
有
比
其
他
政
黨
更
大
的
吸
引
力
之
政
黨
.，因
此
，
其
違
反
了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之
原
則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八
卷
第
五
十I

頁
判
決
，
見
第
六
十
五
頁
以
下
；
第
二
十
四
卷
第
三
〇
〇
 

頁
之
判
決
，
見
第
三
五
八
頁
.，第
五
十
二
卷
第
六
十
三
頁
之
判
決
，
見
第
九
十I

頁

)
。
立
法
者
之
出
發
點
亦
是
如
此
 

(
參
照
內
政
委
員
會
之
報
告
，I

九
八
三
年
十I

月
二
十
九
日
，
載
於B

T

 \

 

D
r
.

 1
0
\

 

6
9
7

號

，
第
八
頁
〕
。
 

藉
由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之
機
會
平
衡
金
規
定
將
可
避
免
此
一
違
憲
情
形
。
首
先
，
在
機
會
平
衡
金
的
計
算
上
，
毎
 

個
政
黨
收
到
會
員
資
助
和
捐
款
將
依
照
其
年
度
鄱
吿
加
以
總
計
，
並
在
總
額
中
以
百
分
之
四
十
之
比
例
計
算
出
各
個
不
 

同
額
度
之
捐
助
額
•
以
使
其
資
助
者
和
捐
助
者
獲
得
國
家
税
捐
上
之
優
惠。

一

個
政
黨
，
相
對
於
其
在
上
次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舉
中
所
獲
之
選
票
，
若
在
資
助
和
捐
助
所
得
上
獲
得
最
高
税
捐
優
惠
之
間
接
利
益
時
，
它
將
成
爲
基
準
政
黨
。
：對
 

它
所
探
用
之
後
惠
商
數
i

用
到
其
他
政
黨
。
它
們
將
自
公
庫
中
獲
得
差
額p

這
些
規
定
在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的
角
度
上
不
能
非
難
。
如
此
規
定
之
機
會
平
衡
金
並
未
扭
曲
了
現
有
之
競
爭
情
形
，
 

它
並
未
觸
及
各
政
黨
不
同
之
資
助
和
捐
助
所
得
。
政
黨
*

二
十
二
a
條
旣
未
對
一
特
定
政
黨
或|

些
政
黨
優
惠
成
歧

 

視

，
亦
未
加
劇
了
現
S

爭
機
會
不
公
平
之
情
形
；
它
僅
僅
對
各
政
黨
在
會
員
資
助
和
捐
助
上
税
捐
優
惠
所
生
之
不
同



影
響
力
加
以
平
衡
，
二
者
在
銳
捐
上
均
以
相
同
方
式
被
考
慮
。

(b)
政
m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之
出
發
點
爲
：
政
黨
收
受
資
助
及
捐
助
的
百
分
之
四
十
比
例
，
是
符
合
了
依

 

政
M
在
銳
捐
優
惠
上
之
間
接
利
益
所
定
出
之
額
度
。
聲
請
人
主
張
這
些
措
施
是
不
適
當
的
。
對
最
重
視
機
會
平
衡
金
的

 

大
捐
助
者
而
言
，
法
律
上
其
最
高
税
額
從
百
分
之
五
十
六
起
算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出
發
點
在
於
，
對
政
黨
的
贊
助
及
捐
款
數
額
百
分
之
四
十
部
分
，
相
當
於
因
税
捐

 

優
惠
而
間
接
有
利
於
政
黨
的
數
額
。
聲
請
人
認
此
爲
不
當
_。
在
已
原
則
上
注
意
機
會
平
均
的
大
宗
捐
款
情
形
，

|
般
而

 

言

，
須
自
最
高
税
率
百
分
之
五
十
六
起
。
在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法
，
税
捐
負
擔
額
必
須
同
，樣
地
以
總
所
得
之
百
分
之
五

 

十
六
爲
基
礎
。
更

進

I
步
必
須
考
慮
對
敎
會
税
的
影
*

。
在
考
慮
這
些
對
贊
助
及
捐
款
所
得
的
税
捐
放
棄
(S

t
e
u
e
r

丨
 

v
e
r
z
i
c
h
t

 
)
部
分
爲
百
分
之
四
十
可
能
過
於
低
估
，
然
因
把
競
争
平
等
置
ICC

是

不

恰

當

的

。
此
一
論
證
誤
解
機
會
平

 

等
的
作
用
原
理
。

税
捐
優
惠
中
包
含
所
得
銳
義
務
人
依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十
b
條

得

扣

除

對

政

黨

的

捐

贈

，
由
於
累
進
税
率
的
設
計

 

是
依
界
限
或
最
高
税
率
所
估
定
，
且
其
在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高
達
百
分
之
五
十
六
(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
。
然
而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並
非
宜
與
我
法
上
的
構
成
要
件
相
連
結
，
而

計

算

基

準

係

基

於

政

黨

在|

年

 

中
货
際
所
得
之
贊
助
及
捐
款
之
總
額
。
第

二

十

二
a

條
在
機
會
平
等
數
的
計
算
上
非
基
於
每
次
獲
得
税
捐
的
利
益
之
納

 

■税

義

務

的

捐

贈

，
而
係
從
贊
助
及
捐
款
的
總
數
出
發
，
因
此
未
考
慮
這
些
捐
贈
是
否
且
以
何
種
方
式
在
個
別
捐
款
及

 

贊
助
數
額
上
有
減
少
銳
負
的
作
用
。
這
在
政
黨
的
帳
目
報
告
亦
是
無
從
察
知
的
。

二
五
九



二
 

K
O

在
何
種
範
圍
內
個
人
所
得
銳
法
第
十
b
條
及
第
一
一

1

十

四
g
條

，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中
，
將
導
致

 

間
接
支
持
政
黨
以
及
決
定
何
種
分
額
對
總
捐
助
額
的
稅
捐
放
棄
，
在
變
更
法
律
的
公
告
前
無
法
確
實
預
知
。
税
捐
放
棄

 

與
總
捐
助
額
的
比
例
如
何
，
過
去
並
不
確
定
，
而
且
只
是
估
計
*
但
無
礙
立
法
者
爲
如
此
令
人
不
滿
意
的
規
定
。

蹦
於
法
律
作
用
的
不
確
定
挫
並
未
排
除
立
法
者
規
定
法
律
的
權
限
，
卽
使
法
律
有
廣
大
作
用
力
的
。
另

一

方

面

，
 

這
些
不
確
定
性
並
非
如
這
廉
法
法
院
的
審
査
，
故
不
能
據
此
建
立
令
人
接
受
的
立
法
者
的
預
測
之
判
斷
餘
地
。
預

測

，
 

包
含
可
能
性
的
判
斷
，
其
基
礎
能
夠
且
必
須
被
證
明
。
在
個
別
立
法
者
估
計
的
權
力
取
決
於
各
種
不
同
的
因
素
，
特
別

 

是
說
明
中
存
在
事
物
領
域
的
特
性
、
無
數
確
實
的
判
決
的
可
能
性
及
在
過
巷
中
存
在
的
法
益
之
重
要
性
。
在
現
今
的
關

 

聯

上

，
立
法
者
探
取
所
得
税
法
第
十
b
條
及
第
三
十
四
^
條

-
營
利
事
茱
所
得
銳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的
規
定
-
在
有
利

 

於
政
黨
下
透
過
税
捐
放
棄
以
及
所
有
捐
助
的
百
分
之
四
十
的
額
度
爲
國
家
間
廣
上
的
支
持
，
可
能
只
在
憲
法
上

'M
貴
難

 

的

是

，
當
立
法
者
採
取
由
於
憲
法
釾
其
預
測
存
在
的
請
求
是
不
正
確
時
，
如
此
則
須
予
否
定
。

間
接
有
利
於
政
黨
的
分
額
之
稅
捐
放
棄
完
全
取
決
於
贊
助
及
捐
款
額
在
何
種
程
度
及
何
種
範
圍
內
在
租
法
上
有
積

 

極
作
用

 >
雖
然
贊
助
及
捐
款
作
爲
國
家
政
策
目
的
上
的
支
持
的
支
出
在
税
捐
上
是
可
以
考
量
的
。
税
捐
上
此
頊
捐
助
在

 

個

人
可
行
，
自
所
得
或
I
資
税
負
中
分
析
出
來
。
但
在
下
列
個
人
的
情
形
不
適
用
或
是
嚴
格
限
制
之
，
卽
符
合
所
得
税

 

法
第
三
條
完
全
或
大
部
分
免
銳
的
收
入
。
類
此
適
用
於
法
定
‘定
期
金
保
險
之
定
期
金
領
取
人
，
卽
依
個
人
所
得
銳
法
第

 

二
十
二
條
第I

款
的
規
定
收
入
，
只
以
所
謂
收
益
額
納
銳
者
。
到
何
種
程
度
源
自
人
際
範
攮
的
會
員
捐
助
及
小
額
捐
款

 

則

未
肯
定
。
依
個
人
所
得
枏
法
第
三
十
四
g
條

*
只
有
當
所
得
稅
申
請H
資
銳
年
平
均
時
，
爲
所
得
税
所
評
定
的
工
資



銳
義
務
包
含
税
負
優

惠

。
這

並
非
所
有
依
經
驗
考
嫌
的
情
況
中

出
現
。

然
而
在
爲
了
所
得
掛
而
估
定
的
銳
負
義
務
可
能
依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十
b
條
得
扣
除
的
捐
撇
不
會
或
者
僅
以
極
小

 

的
税
負
利
益
發
生
作
用
。
故
超
出
個
人
所
得
稅
法
第
三
十
四
g
條
的
界
限
之
外
，
且
依
個
人
所
得
銳
法
第
十
b
條
得
扣

 

除
的
捐
!0■
在
税
捐
只
有
當
捐
助
至
少
以
特
別
支
出
丨
丨
該
特
支
總
額
逾
二
百
七
十
馬
克
者
(
個
人
所
得
銳
法
第
十
C
條
 

第

I

項

)
。
納
銳
義
務
其
收
入
總
額
在
高
範
圍
可
因
特
別
支
出
或
不
潯
常
的
負
擔
或
者
是
在
所
得
銳
法
第
二
條
第
五
項

 

的
意
義
下
得
扣
除
的
捐
贈
而
予
以
滅
少
。
且
欲
納
税
，的
所
得
因
此
在
下
列
比
例
區
域
內
或
其
附
近
者
，
依
個
人
所
得
税

 

M

十
b
條
予
以
有
利
的
銳
負
優
惠
僅
基
於
底
界
限
的
税
率
基
礎
。
故
在
税
負
滅
低
的
考
廉
下
依
個
人
所
得
猊
法
第
三

 

十
四
£
條

，
涉
及
總
，腊

费

用
支
出
，
僅
要
求
桓
少
的
銳
負
利
益
。

只
有
扣
除
界
限
的
捐
助
之
支
出
爲
支
持
國
家
政
策
目
的
而
超
出
，
同
樣
地
在
箝
捐
上
不
生
作
用
。
故
在
此
尉
捐
助

 

及
货
S

的
税
捐
放
棄
額
降
低
。
而
在
何
種
範
圍
所
得
稅
義
務
基
於
各
種
所
得
群
適
用
個
人
所
得
稅
法
第
十
b
條
的
可

 

能
性
以
及
在
何
種
程
度
對
此
高
所
得
之
納
税
義
務
之
計
算
均
是
不
確
定
的
。

在
晉
利
事
業
所
得
銳
中
並
非
對
所
有
盼
蝥
利
事
業
稅
負
義
務
適
用
百
分
之
五
十
六
租
率
。
依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
減
輊
在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稼
法
第I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到
六
款
意
義
下
的
約
税
義
務
到
百
分
之
五
十

 

。
此
外
政
黨
的
帳
目
報
告
書
並
非
排
除
法
人
所
得
税
義
務
人
是
否
在
參
與
對
政
黨
捐
助
額
中
値
得
注
意
的
分
額
。

儘
管
不
能
確
實
估
計
，
國
家
對
資
助
及
捐
款
數
額
稅
捐
上
的
放
棄
總
計
的
數
量
是
多
少
。
這
取
決
於
許
多
難
以I 

目
了
然
的
情
況
及
捐
助
人
不
能
確
實
預
見
的
行
爲
。
立
法
者
操
取
舆
贊
助
及
捐
助
者
璁
額
的
税
捐
放
棄
總
計
是
百
分
之



三
〈
二

四
十
。
這
是
遵
循
由
聯
邦
總
統
委
任
的
專
門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
其
看
法
是
，
擬
制
的
百
分
之
四
十
的
銳
率
較
接
近
現
實
 

C

對
此
提
出
的
有
力
埋
由
，
未
因
聲
請
人
的
報
告
而
有
所
動
搖
。
因
此
，
係
爭
的
規
定
將
導
致
政
黨
栽
爭
機
會
的
重
大
 

扭
曲
並
無
根
據
。
庚
害
聲
請
人
機
會
平
等
權
利
在
此
觀
點
下
亦
不
明
顯
。

然
而
此I

確
認
並
未
免
除
立
法
者
衡
量
法
律
變
更
事
實
上
作
用
的
預
測
之
正
確
性
的
義
務
，
對
此
須
有
統
計
上
的
 

8

且
如
果
有
必
要
修
正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的
百
分
比
率
。
因
此
立
法
者
須
觀
察
其
判
斷
餘
地
在
此
範
團
 

內
是
s

訂
定
的
。

(c)
最
後
在
憲
法
上
毫
無
^

的

，
政
黨
依
最
後
選
舉
結
果
若
在
定
期
畢
辦
的
聯
邦
選
舉
中
有
效
投
出
的
選
票
少
 

於
百
分
之
零
點
五
，
亦
不
在
享
受
機
會
平
衡
金
之
列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一
項
)
。
任
何
政
黨
欲
對
政
治
意
志
 

的
形
成
產
生
影
替
和
參
加
國
.#
中
人
民
的
代
表
，
無
論
如
何
皆
被
要
求
民
衆
某
種
共
鳴
的
證
明
。
然
而
另I

方
面
存
在
 

的
危
險
是
，
零
星
團
體
只
能
參
與
競
選
，
因
爲
參
與
的
M
會
平
均
計
算
及
爲
選
舉
費
用
的
償
還
。
當
立
法
者
對
抗
這
項
 

危
險
也
同
時
阻
礙
選
票
及
政
黨
過
度
分
散
的
危
險
。
但
這
在
憲
法
上
是
不
臛
加
以
指
摘
的
。

I

、

修
正
法
第|

條
第
一
1
1
6
款
對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新
增
了
第
六
頊
，
依
此
，
該
次
競
選
經
費
中
公
共
資
助
所
補
償
部
 

份
之
總
額
不
得
超
過
政
黨
依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第I
至
五
款
和
第
八
款
規
定
在
第
二
年
 

<

 曆
年
)
聯
邦
衆
議
 

院
競
選
經
费
之
補
助
和
第
三
年
S

之
總
收
入
。
i

此

I

限
制
之
補
助
金
額
時
在
下
一
次
補
助
支
出
中
扣
除
。
這
些
 

規
定
並
未
在
訴
願
人
之
機
會
平
等
權
上
造
成
侵
害
。



1.
由

豳

家g ;

政

黨

其

競

選

所

需

經

费

，
在
憲
法
上
並
未
論
及
(
聃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二
十
卷
第
五
十
六
頁
 

之
判
決
，
見

第I
1

三
頁
以
下
；
第
二
十
四
卷
第
三
〇
〇
頁

之
判
決
，
見
第
三
〇
六
頁
處
；
第
四
十一

卷
第
三
九
九
頁
 

N
1
：

决

，
見

第

四

I

四
頁
處
)
。
若
立
法
者
擬
對
競
選
經
費
之
®S

加
以
規
範
，
則
在
這
些
規
定
上
他
應
尊
重
機
會
平
 

等
原
則
和
政
黨
不
受
國
家
干
涉
原
則
(
聯
弗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二
十
卷
第
五
十
六
頁
之
判
決
，
見
第I

 I

六

頁

處

.
，
第

 

五
十
二
卷
蒗
六
十
三
頁
之
判
決
，
見
八
十
八
頁
處
〕
。

當
然
，
銳
競
選
經
費
之
補
助
目
的
並
非
滿
足
政
黨
常
設
組
嫌
之
運
作
费
用
和
其
活
動
經
費
，
它
們
和
競
選
無
直
接
 

關
係
。
能
夠
i

者
僅
是
在
當
時
之
政
治
、
經
濟
和
社
會
關
係
下
爲
i

行
爲
所
必
需
之
花
費
。
它
並
非
依
毎
個
政
黨
 

自
己
認
定
之
適
當
競
選
經
費
而
定
。
立
法
者
須
自
己
爲
！
個
客
觀
之
標
準
傷
腦
筋
(
聯
弗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二
十
卷
第
 

五
十
六
頁
之
判
決
，
見

I

 
一
五
頁
以
下
；
向
來
之
見
解
)
。
現
行
之
規
定
並
未
超
越
了
在
競
選
經
费
補
助
上
所
定
之
限
 

制

。
M
選
所
需
之
經
費
不
能
從
政
黨
事
實
上
所
需
之
費
用
去
求
出
，
而
是
以
每
個
選
舉
人
五
馬
克
方
式
統
計
，
並
且
依
 

選
舉
結
果
之
標
準
分
配
給
毎
個
有
資
格
分
得
之
政
黨
(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I

項
第
二
句
及
第
三
項
)
。
這
項
統
計
本
 

身
並
未
觴
及
憲
法
上
之
思
考
，
因
爲
它
簡
化
了
補
助
程
序
，
准
許
補
助
支
出
做
純
粹
計
算
上
之
分
配
，
並
排
除
了
裁
量
 

牲
決
定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二
十
四
卷
第
三
〇
〇
頁
之
判
決
，
見
IT
三
三
五
頁
處
)
。
雖
然
在
這
鉴
規
定
中
，
政
 

黨
實
際
之
競
選
花
费
不
會
少
於
補
助
數
額
。
這
項
統
計
仍
可
能
導
致
，
政
黨
獲
得
的
競
選
補
助
高
於
其
實
際
的
花
費
。

政
黨
不
受
國
家
干
涉
的
原
則
禁
止
政
黨
財
務
需
求
的
滿
足
完
全
或
主
要
得
自
於
官
方
資
助
(
參
照
聯
邦
憲
法
第
二
 

十
卷
第
五
十
六
頁
之
判
決
，
見

第I

〇
二
頁
處
；
第
五
十
二
卷
第
六
十
三
頁
之
判
決
，
見
第
八
十
五
頁
處
)
。
另

I

方

二K

三



二
六
四

面

、
撒
會
平
等
原
則
要
求
對
所
有
參
加
競
選
的
政
黨
在
競
選
經
費
補
助
上
給
予
平
等
的
考
慮
；
對
政
黨
給
予
不
同
的

 

t

遇
只
有
在
具
有
憲
法
上
梓
別
重
要
的
理
由
才
被
允
許
(
參
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二
十
卷
第
五
十
六
頁
之
判
決

 

，
見

第

I

 I
六
頁
以
下
；
第
二
十
四
卷
第
三
0
0
頁

之

判

決

，
見

第
H

三
九
頁
以
下
及
第
三
四
四
頁
以
下
；
向
來
之

 

見

解

)
。
如
果
依
據
這
些
法
律
的
規
定
，
競
選
經
費
補
助
對
一
個
政
镩
造
成
其
財
務
主
要
由
國
家
補
助
時
，
這
兩
項

 

原
則
卽
可
能
存
在
一
個
矛
盾
=
這
項
矛
盾
只
有
在
獲
知
在
具
譜
情
況
下
那
一
項
憲
法
原
則
具
有
較
高
之
重
要
性
時
才

 

能

解

決

。
對
於
較
重
要
者
腦
優
先
考
廉
。
其
他
附
帶
注
意
的
憲
法
原
則
退
讓
。
在
此
只
有
將
其
壓
抑
*
如
同
所
特
別

 

要
求
的
；
它
的
實
質
義
涵
則
必
須
儘
可
能
地
尊
重
與
參
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二
卷
第I

頁

之

判

決

，
見
第
七
十

 

二
頁
以
下
；
第
二
十
八
卷
第
二
四
三
頁
之
判
決
，
見
第

二

六

一

頁

處

)
。

在
此
處
所
提
到
的
關
係
中
.，
不
受
國
家
干
涉
之
原
則
具
有
優
先
性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f

政

黨

^

認

—

將

 

自
由
組
織
和
自
立
發
展
的
團
體
(
參
照
.聯
邦
遘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二
十
卷
第
五
十
六
頁
之
判
決
，
見

第

一

〇
七
頁
以
下

 

)
；
它
禁
止
以
財
政
資
助
方
式
來
完
全
地
或
主
要
地
滿
足
政
黨
之
財
務
需
求
。

|
0
這
孭
要
求
因
競
選
經
費
之
補
助

 

而
遭
破
壞
，
則
它
事
實
上
將
被
犧
桂
。
如
果
在
此
它
受
到
重
視
，
則
經
由
得
自
於
機
會
平
等
原
則
之
要
求
，
基
本
上

 

所
有
參
加
競
選
的
政
寐
在
競
選
經
费
補
助
的
分
配
上
不
會
受
到
整
抑
，
但
會
遭
限
制
。
因

此

，
在
憲
法
上
不
能
對
此

 

加
以
指
責
，
因
爲
機
會
平
等
原
則
允
許
基
於
特
別
重
要
的
理
由
對
政
黨
有
不
同
的
待
遇
。
這
項
特
別
的
理
由
爲
雜
持

 

政
黨
不
受
國
家
干
涉
原
則
的
S

先

性

，
這
在
政
餺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頊
中
被
實
現
。
這
些
規
定
中
競
選
經
費
之
補
助

 

被
限
制
於
政
黨
本
身
肷
入
之
範
圍
內
，
它
們
並
非
爲
了
考
慮
政
黨
不
受
國
家
干
涉
原
則
而
得
出
的
。



2
在
侵
害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原
則
方
面
，
若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項
對
創
立
中
之
政
黨
，以
特
別
方
式
考
慮
其
重
 

要
性
，
則
違
反
此
原
則
之
可
能
將
更
減
少
。
要
先
確
認
的
是
*
無
論
一
政
黨
是
否
自
認
爲
在
創
立
中
，
政
黨
不
受
國
 

家
干
涉
原
則
仍
能
獨
立
適
用
。
基
本
法
無
法
使
這
些
政
黨
免
除
財
政
自
足
之
危
險
。
特
別
地
補
助
鋪
選
經
費
之
目
的
 

並
非
在
提
供
政
黨
聞
支
中
與
競
選
活
動
無
直
接
關
係
部
份
之
財
源
，
相
反
地
這
是
自
力
發
展
的
政
黨
的
任
務
，
如
同
 

基
本
法
中
其
所
理
解
者
。

然
而
，
在
此
之
外
，
創
立
中
之
政
黨
所
要
面
對
的
是
，
政
黨
法
第
十
A
條
第
六
項
所
規
定
的
，
爲
了
比
照
依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第I

至
五
款
和
第
八
款
所
定
政
黨
全
部
收
入
和
競
選
經
費
補
助
二
者
而
定
出
的
四
年
調
整
 

期
間
，
將
在
聯
邦
衆
議
院
競
選
補
助
之
第
二
年
終
止
。
就
此
，I

個
新
成
立
而
在
選
擧
中
赢
得
足
夠
多
席
次
的
政
黨
 

仍
有
可
能
在
選
舉
年
及
其
後
兩
年
中
加
強
其
財
源
。
這
將
視
其
所
得
的
選
舉
結
果
而
定
。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項
 

所
定
的
調
整
期
間
事
實
上
排
除
了
以
下
情
形
，
即

1

個
新
的
政
黨
被
列
入
在
它
尙
未
存
在
及
尙
無
自
己
的
收
入
的
期
 

間
內
。從

以
上
的
討
論
可
知
：
依
據
經
驗
新
成
立
或
創
立
中
的
政
黨
可
以
考
慮
由
其
成
員
擔
任
義
務
性H

作
之
特
殊
方
 

式

，
並
將
之
計
入
其
收
入
內
。
飲
據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六
條
第|

項
第|

句

，
基
本
上
所
有
政
黨
之
外
來
金
錢
或
具
金
 

錢
價
値
之
給
付
都
被
當
作
收
入
。
非
金
銨
之
經
濟
利
益
，
亦
要
以|

般
商
務
往
來
中
相
當
之
給
付
爲
準
估
算
爲
通
常
 

{付
之
價
金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六
條
第
三
項
)
。
然
而
依
據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三
項
第I

句

，
政
黨
黨
員
在
 

商
業
行
爲
外
無
償
提
供
之
物
品
、H

作
及
勞
務
上
之
給
付
，
或
在
個
別
情
形
中
未
超
過I

千
馬
克
價
値
者
*
均
不
予

二
六
五



二
六
六

考

慮

。
第

一

句

亦

適

用

於

政

黨

宣

傳

活

動

之

擧

辦

和

措

施

的

擔

負

卜

V
在

這

些

可

能

性

中

，
政

黨

得

合

法

的

利

J!?
(
 

一
九
八
四
年
成
果
報
告
，
載

於B
T

 

\

 

D
r

 . 1
0

 \

 41
0

號

，

1
0

 \

 46
2
6
.

號

)
。
另

|

方

面

，
亦
未
阻
止
政
黨

 

將
這
類
由M
黨

員

嘸

R
堤

供

之

擻

品

、
工
^

^

務
^

付

，
及

政

黨

宣

傳

之

措

施-

計

入

其

收

入

內

。
藉

此

，
因
欠

 

缺

大

的

賣

助

和

捐

助

收

入

而

須

廣

泛

倚

賴

黨

員

無

償

協

助

的

政

黨

，
其

重

要

性

亦

受

到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項

之

 

考

虚

。3.
 

另

外

，
如
同
訴
願
人
所
指
出
的
，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項
及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不
能
使
政
黨
爲
了
逃
避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頃
所
定
競
選
經
費
補
助
限
制
而
藉
貸
款
提
高
其
收
入
。
因
贷
款
所
得
之
金
錢
並
非
政
饊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M
義
之
"
收
入
"
，
因
爲
貸
款
金
額
只
能
在
有
限
的
期
間
內
利
用
，
並
且
須
返
還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三
項
第
六
款
僅
將
租
金
引
入
報
告
義
務
人.N

任

務

內

，
而
不
包
括
淸
償
貸
款
之
花
费
。

整
個
發
展
過
程
證
實
了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第
八
款
未
將
貸
款
所
得
列
入
「
其

他

收

入

J

中

。

I

九
八

 

三

年

十一

月
二
十
九
日
的
報
告
中
做
成
內
部
決
蠤
，
以

便

澄

淸

在I

九
八
三
年
十

I

月
九
日
事
實
審
理
中
出
現
之
疑

 

慮

，
卽
政
黨
可
能
藉
由
貸
款
之
取
得
規
避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项
所
規
定
對
競
選
經
®
補

助

之

限

制

，
所
以
政
黨

 

法
第
：
一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第
八
款
應
被
理
解
爲
，
貸
款
不
再
列
入
爲
收
入
D
由
於
貸
款
所
得
之
金
錢
須
負
淸
愤
義
務
，
 

所
以
這
項
所
得
不
能
改
善
其
收
入
情
形
。
道
種
令
人
搪
心
的
收
入
總
額
操
作
在
委
员
會
提
出
修
正
後
自
始
卽
：小
被
允

 

許

。
4.
 

政
黛
不
受
_

家
干
涉
原
則
不
會
因
以
下
情
形
被
侵
犯
，
卽
在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項
—
I

和
政
攛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第
五
款
|
併
討
論
下
——

的

範

圍

內

，
機
會
平
等
金
之
收
入
被
當
作
是
政
激
自
己
的
收
入
。
迓
點
得



S

以
個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十
b
條
和
第1

1

十

四
g
條

，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
和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爲
基
礎
所
包
含
之
整
個
法
律
體
系
中
。
機
會
平
等
金
的
支
付
目
的
在
於
調
整
因
爲
®
家
税
捐
免
除
所
招
致
或
所

 

促
使
之
私
人
捐
贘
對
政
黨
造
成
之
利
益
，
只
有
把
它
當
做
政
黨
本
身
的
收
入
才
合
乎I

貫

性

。

.
5.

何
以
將
「
政
黨
在
黨
團
成
員
津
貼
上
之
收
入
」
視
作
國
家
對
政
黨
之
財
務
補
助
，
這
點
在
提
案
書
上
並
未
見

 

其
理
由
，
而
且
也
不
清
楚
。
雖
然
衆
議
員
的
津
貼
是
來
自
於
官
方
資
助
。
但
這
並
未
改
變
了
將
黨
團
成
員
之
捐
助
當

 

作
是
議
員
對
政
黨
之
捐

II
這
件
事
情
。
因

此

，
它
應
該
被
列
入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項
所
謂
之
政
黨
總
收
入
中
。

E

、

L
只
要
修
正
法
第
四
條
第
三
款
和
第
五
條
第
二
款
中
所
含
之
所
得
銳
法
第
十
b
條

第|

項

第|

句
和
法
人
銳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第I

句
中
，
就
爲
了
國
家
政
策
目
的
之
支
付
之
金
銨
，
在
依
據
所
得
、
收
入
之
總
額
，
或
總
營
業
額
 

，
以
及
在
該
年
中
所
花
費
之
工
資
來
衡
量
支
出
的
銳
捐
減
免
範
圍
，
而
非
對
每
個
納
租
義
務
人
均
限
制
在
相
同
之
十

 

萬
馬
克
額
度
以
下
，
則
它
們
與
平
等
原
則
不
符
；
侵
害
了
訴
願
人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之
權
利
。

基
於
立
法
者
之
形
成
自
由
，
本
庭
認
爲
本
案
不
宜
考
慮
採
用
(
部

份

)
無
效
宣
告
之
方
式
*
因
爲
存
在
有
其
他

 

許
多
排
除
違
憲
之
可
能
性
(
參
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六
十I

卷
第
四
十
三
頁
之
判
決
，
見
第
六
十
八
頁
及
不
見
 

葱
見
書
)
。
應
以
何
種
方
法
才
消
除
對
人
民
平
等
參
與
政
治
意
思
形
成
原
則
之
侵
害
，
必
須
交
由
立
法
者
決
定
。
在
 

其
一
^

定
之
範
圍
內
*
立
法
者
必
須
決
定
，
爲
了
國
家
政
治
目
的
之
支
出
在
多
少
數
額
內
可
以
扣
減
。
是
否
這
頊
釾
 

每
個
納
稅
義
務
人
相
同
的
額
度
在
未
來
應
該
是
所
得
税
法
第
十
b
條
和
法
人
銳
法
第
九
條
第HI

款
可
受
税
捐
優

惠

支

二
六
七



二
六
八

出

以

外

另

一

項

可

予

扣

除

者

，
仍

由

立

法

者

裁

量

。
鑑

於

立

法

者

之

形

成

空

間

，
對
被
指
貸
之
規
範
官
；告

無

效

的

方

 

式

是

不

予

考

慮

的

(
#
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二

二

七

頁

之

判

決

，
見
第
一
：
四

二

頁

以

下

；
第

六

十

I

卷

 

第

四

十
；

二
頁
之
判
決
，
見

第

六

十

八

頁

處

；
第

六

十

二

卷

第

三

七

四

頁

之

判

決

，
見

第

三

九

I

頁

處

；
向

來
之
見
解

 

)
=

此

一

判

決

在

與

基

本

法

不

一

致

的

確

認

上

給

予

限

制

。

若

I

項
規
範
被
宣
告
與
基
本
法
牴
觸
，
則
基
本
上
將
發
生
以
下
後
果
，
卽
在
其
原
來
事
®
範

圍

內

，
法
院
和
行

 

政
機
關
必
貂
不
再
予
以
適
用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一
-'
十

七

卷

第

二

I

七
頁
之
判
決
，
見
第

二

六

一

頁

處

■，第
五

 

十
五
卷
第
一
〇
〇
頁

之

判

決

，
見

第

一

 I

0
.
頁

處

；
第

六

十I

卷

第

三

一

九
頁

之

判

決

，
凫

第

三

五

六

頁

處

〕
。
這
 

項
宗
例
中
所
要
求
的
是
，
當
新
法
規
未
生
效
前
，
應
適
用
過
渡
性
法
規
，
藉
此
所
避
免
的
是
發
生
法
律
眞
空
情
形
，
 

和
使
納
税
義
務
人
和
機
關
處
於
法
律
狀
態
不
安
定
之
情
形
(
.
#
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第
三
十
七
卷
第
二I

七
頁
之
判
決

 

，
見

第

二

六

I

頁

)
。

所

得

稅

法

第

十

b
條

和

法

人

稅

法

第

九

條

第：一一

款

藉

以

下

的

標

準

被

當

成

暫

時

性

之

税

捐

確

定

來

適

用

，
卽
紐

 

個

納

稅

義

務

人

在

國

家

政

治

肖

的

要

求

上

的

支

出

——

在

百

分

比

規

定

廢

止

後

——

在
十
萬

馬

克

限

度

內

是

可

以

扣

 

除

的

。藉

此

將

預

防

一

项

危

險

，
卽

捐

助

政

黨

超

過

t
萬

馬

克

之

納

税

義

務

人

獲

得

已

往

確

定

且

全

額

的

税

捐

優

惠

。
 

男

外

要

避

免

的

跫

，
納

稅

義

務

人

在

給

付

超

過

營

業

總

額

百

分

之

五

的

政

治

-0
的

支

出

，
並

在

所

得

稅

法

第

十

5
條

 

適

用

下

否

認

其

捐

贈

之

税

捐

上

考

慮

後

，
能

對

稅

捐

通

知

之

持

績

效

力

提

出

異

議

。



2.
 

財
政
機
關
應
審
査一

®

猊

捐

稽

徵

法

第|

七

六

條

第I

頊
無
關
——

是
否
在
本
判
決
公
布
前
因
i

修
正

 

法
中
所
得
稅
法
第
十
b
條
及
法
人
稅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之
完
—

力
而
已
給
付
政
黨
捐
助
之
納
銳
義
務
人
能
維
持
其

依
這
些
法
規
所
享
有
之
稅
捐
優
惠
(
參
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八
卷
第
五
十
一
頁
之
判
決
，
見

第

七

十I

頁

處

)

°

3.
 

本
判
決
關
於
訴
願
人
在
必
要
費
用
之
補
償
部
份
是
依
據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三
十
四
a

條

第

二

項

。
補
僂
義

 

務
人
爲
德
意
志
聯
邦
，
它
被
確
定
地
指
責
爲
違
薏
。

二
六
九



二
七
〇

赠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官

B
o
c
k
e
n
f
o
r
d
e

先
生
對
第
二
庭
一
九
八
六
年

 

七
月
十
四
曰
判
決

—
2
B
V
E

2
/
8
4
,

 2B
V
R

-
4
2
2
/
8
4
—

之

不

同

意

書

譯

者

：
TT

fnJ

文
崎

基

本

上

我

對

本

判

決

有

兩

點

無

法

同

意

，
卽

I

國

民

平

等

地

參

與

政

治

意

見

形

成

的

權

利

，
要
求
只
有
當
自
然
人

 

對

政

黨

爲

捐

獻

時

，
方

能

有

稅

法

上

的

優

惠

.，
再

者

，
也

不

允

許

將

捐

助

政

黨

適

用

一

般

稅

率

的

額

度

，
訂
在
十
萬
馬

 

克

。

h- H

、

原

則

上

悃

人

可

以

自

由

決

定

是

否

或

在

何

種

範

圍

內

使

用

本

身

之

資

金

以

資

助

任

何

合

法

目

的

的

行

動

或

團

體

丨

 

也
包
括
對
政
治
意
見

的

形

成

施

予

影

響

—
丨

這

符

合

政

治

意

見

形

成

程

序

公

開

化

之

原

則

，
如

同

憲

法

所

保

障

的

，
冋
 

時

也

符

合

社

會

生

活

的

自

由

秩

序

。
依

此

，
對

政

黨

爲

財

政

上

之

捐

助

，
在
德
國
法

秩

序

內

是

不

被

禁

止

.
。
任

何

人

，
 

當

然

也

包

括

法

人

都

可

對

政

黨

爲

捐

助

行

爲

。
其

合

法

性

並

非

在

於

它

有

理

想

上

的

理

由

，
亦
卽
在
政
治
競
爭
中
爲
其

 

本

身

的

政

治

確

信

而

去

製

造

更

強

的

影

響

力

；
也

不

在

於

爲

追

求

經

濟

或

其

它

利

益

的
H

際

上

理

由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I

條

第

I

項

第

四

句

要

求

政

黨

應

公

開

說

明

其

資

金

的

來

源

，
用

以

預

防

政

治

意

見

形

成

過

程

中

，
有
透
過
財
政
手
段



的
運
作
，
而
偏
向
特
定
團
睡
或
設
定
目
標

，
所
可
能
產
生
的
危
險

 '-政
媒

法

(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
更
進
一
步
具
體

 

化
此
項
義
務
，
規
定
毎
年
捐
贈
惯
値
超
過
兩
萬
馬
克
者
，
匾
予
具
名
列
出
。
 

n
u
 >

前
述
判
決
關
於
捐
胁
政
黨
的
憲
法
上
問
題
，
並
不
在
對
政
黨
財
政
捐
助
本
身
，
而
在
於
質
疑
國
家
對
捐
助
行
爲
的

 

銳
法
上
後
惠
。
當
國
家
給
予
税
法
上
的
優
惠
及
因
此
放
棄
它
應
有
的
課
m

時

，
國
家
對
此
捐
助
行
爲
的
優
惠
應
限
於
何

 

種
程
度
呢
？
若
國
家
給
予
免
税
或
滅
税
，
則
同
時
牽
涉
到
所
有
的
納
銳
人
，
因
爲
捐
助
人
匾
檄
而
未
繳
的
税
，
必
須
由

 

所
有
的
人
共
同
負
擔
，
而
使
得
其
它
的
納
我
人
間
接
地
成
爲
「
捐

助

人J

。
(
參
閱
美
國
最
高
法
院
判
決B

o
d

 Jo
r
e
s

 

et
.

 v -

 u ,

 S .

 81
l

cu2
4
s
a
y
,1983

 
)

1.
本

判

決

—I
如
迄
今
之
裁
判
I

I
其
出
發
點
是
國
家
基
於
憲
法
，
並
無
義
務
對
政
黨
的
捐
助
給
予
税
法
上
的
優

 

惠

，
但
也
不
楽
止
。
惟
若
國
家
給
予
稅
法
上
的
優
惠
，
則
在
此
關
係
到
國
民
平
等
參
與
政
治
意
見
形
成
的
權
利
，
此
權

 

利
源
於
平
等
原
則
及
民
主
原
則
。
又
不
僅
涵
括
選
擧
本
身
，
且
延
伸
至
政
f
e
M見
形
成
的
前
階
段
，
包
括
對
政
黨
的
支

持

。
此
處
之
平
等
權
要
求
，
非
指
比
例
的
平
等
—
f
而
是
關
聯
到
合
法
的
民
主
原
則

-
-
是
指
嚴
格
及
形
式
的
平
等

，
暹
是
憲
法
法
院
自
第一

次
關
於
捐
助
政
黨
的
判
決
以
來
的
裁
判
原
則
。
本
庭
之
判
決
係
接
受
上
述
裁
判
意
見
，
並
立

 

於
其
出
發
點
，
更
在
本
案
判
決
中
進I

步
發
展
-
認
爲
捐
助
政
黨
之
應
税
額
不
得
以
捐
助
金
額
之
百
分
比
訂
定
界
限
丨

丨
也
許
這
符
合
比
例
的
平
等
-
-
-
而
應
依
其
它
相
同
金
額
之
最
高
額
度
訂
之=

這
見
解
由
國
民
平
等
參
與
政
治
意
見

®
成
的
權
利
看
來
，
理
論
上
是
一
貫
的
，
而
我
也
贊
成
。



二
七
二

2.
但

如

國

竅

依

此

方

式

，
對

捐

助

政

黨

者

給

予

稅

法

上

之

利

益

，
因

而

牽

涉

到

國

民

：个
等
參
與
政
治
意
見
形
成
的

 

權

利

時

，
則

必

定

曾

稽

出

與

此

判

決

不

同

之

結

果

，
亦

卽

只

冇

由

自

然

人

爲

捐

助

人

時

方

能

享

有

這

種

利

益

，
而
法
人

 

、
社

團

、
及

團

體

組

織

稅

法

所

稱

之

財

幽

(
以

下

皆

稱

法

人

〕
HIJ
否

。

此

處

之

法

人

，
本
身
並
沒
冇
政
治
的
#

與

權

利

，
特

別

足

以

選

擧

及

被

選

擧

權

的

形

式

，
参
與
政
治
意
見
的
形
式

 

。
但

如

果

對

於

捐

助

政

黨

的

優

惠

，
是

規

範

及

界

定

國

民

平

等

參

與

政

治

意

見

形

成

的

權

利

之

原

則

，
則
稅
法
上
的
镟

惠

卽

不

應

包

括

法

人

，
法
人
丨
—

不

同

於

0
然

人

，
卽

使

自

然

人

正

有

潛

在

的

未

成

年

人

-
-
-
經

一

開

始

原

則

J:
就

被

排

除

於

此

種

權

利

之

外

。

此

外

應

注

怠

，
花

法

人

背

後

依

舊

有

自

然

人

存

在

，
用

以

掌

理

法

人

，
並

透

過

法

人

追

求

其

利

益

與

優

勢

。
法
人

 

是

代

表

著

某

個

或

某

些

自

然

人

依

法

律

所

形

成

，
並

且

獨

立

的

利

益

，
而

被

他

們

所

追

求

。
如

果

法
人
對
政
黨
所
爲
之

 

捐
助
享
有
稅
法

t
的

利

益

，
則

法

人

背

後

之

自

然

人

會

因

此

而

，个

公

平

地

取

得

額

外
税

法

t
利

益

的

影

響

力

，
剝
奪
其

 

他

國

民

政

治

意

見

的

形

成

，
這

種

效

果

特

別

是

在

一

人

公

句

及

極

爲

普

遍

的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顯

現

出

來

。
公
司

ft
tt
人

 

得

以

兩

度

利

用

脫

法

上

的

優

惠

，
而

直

至

規

定

的

額

度

上

限

。
同

樣

地

，
這

種

情

形

也

會

依

股

份

之

多

寡

，
發
生
在
有

 

多
數
成
：貝

的

合

夥
及
社
團
上
。

:|迫

種

猊

法

上

的

優

惠

在

實

際

上

特

別

有

利

於

企

業

或

團

體

，
怛

花

民

主

體

系

中

並

無

合

理

牲

的

基

礎

-
民
主
並
不

 

排

除

在

政

治

怠

見

形

成

中

照

顧

自

身

的

利

益

，
並

使

用

財

政

上

的

手

段

，
所
排

除

的

只

是

國

家

對

逗

樣

的

乎

段

給

予
税

 

法

上

的

優

惠

D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在

先

前

的

判

決

中

，
基

於

政

黨

自

由

的

觀

點

，
對

於

法

人

資

助

政

黨

給

予

稅

法

^
的
優



惠

，
認
爲
沒
有
憲
法
上
的
疑
慮
。
但
因
當
時
K
牽
涉
到
六
百
馬
克
的
捐
助
額
度
，
對
照
民
主
的
國
民
平
等
(B

e:r
g
e
r

丨
 

g
l
e
i
c
h
h
e
i
c

，
貢
際
上
並
沒
有
任
何
影
響
。
本
庭
現
在
接
受
其
說
理
基
礎
，
並
且
同
時
將
捐
助
的
優
惠
額
度
，
提
高

 

到
十
萬
馬
克
，
對
於
關
係
重
大
的
「
民
主
的
國
民
平
等
」
’
則
隻
字
未
提
。

合
法
規
避
以
及
脫
法
來
作
政
黨
捐
獻
的
危
險
丨
丨
它
可
能
使
得
我
們
所
企
求
的
政
嫌
捐
獻
的
透
明
化
目
標
落
空
—
 

I
這
種
指
出
並
不
能
取
代
或
補
償
上
面
所
述
者
，
爲
了
得
到
自
己
之
銳
法
上
的
利
益
而
作
合
法
的
規
避
及
非
法
的
規
避

 

，
幾
乎
存
在
於
每
一
條
銳
法
法
規
上
，
法
律
上
不
應
該
忽
略
必
要
或
有
意
義
的
規
定
，
反
而
應
規
定
防
護
措
施
，
使
之

 

能
夠
確
保
相
關
的
規
定
，
一
如
立
法
者
規
定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五
媒
第
一
項
者
然
。
透
過
i

的
方
式
而
違
反
政
黨
捐
助

 

透
明
化
的
可
骼
性
及
風
險
，
所
在
多
有
，
這
和
法
人
捐
助
而
給
予
稅
法
上
的
優
惠
無
關
。
(
企

業

、
利
益
集
團
可
以
首

 

先
預
定
資
助
某
自
然
人
，
然
後
再
由
該
自
然
人
轉
捐
助
給
政
黨
，
而
原
來
的
金
主
亦
未
露
面
；
企

業

集

圃

亦

可I

再
地

 

透
過
它
的
關
係
企
業
捐
助
兩
萬
馬
克
，
以
規
避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的
具
名
義
務
)
。
更
大
的
鼸
因
去
探
取
此

 

種
規
避
方
式
，
可
能
在
於
同
時
可
以
非
法
地
取
得
銳
法
上
的
利
益
，
但
如
立

法

者
_
開
始
便
放
棄
相
關
的
規
定
，
而
不

 

立
卽
操
取
必
要
的
防
護
措
施
，
那
是
徹
底
投
降
了

 
=

3.
另
有
一
種
情
況
是
聽
任
每
慽
國
民
，
透
過
許
多
組
織
，
以
不
同
的
角
色
不
斷
地
影
鬌
政
消
意
見
的
形
成
！

例

 

如
作
爲
敎
會
的
成
員
透
過
敎
會
組
糠
，
作
爲
勞H

則
透
過H
會

，
還
有
手H

業

者

、
屋
主
等
等
則
透
過
相
關
的
團
體
或

 

組

織

，
由
此
更
毫
無
疑
問
地
可
知
，
對
於
政
黨
捐
助
給
予
税
法
上
的
優
惠
必
須
僅
限
於
自
然
人
。
這
些
活
動
無
法
在
選

 

畢
或
選
擧
的
前
階
段
增
加
毎
個
國
民
的
政
治
參
與
權
，
此
時
的
政
治
意
見
形
成
是
以
取
得
政
治
上
的
多
數
爲
目
楔
，
而

二
七
三



二
七
四

後
實
行
國
家
權
力
，
制
定
使
所
有
人
必
須
服
從
的
決
定
。
這
部
份
狹
義
的
政
治
意
見
形
成
所
適
用
的
民
主
原
則
是
一
人

 

I
票

，
如
果
特
定
的
國
民
，
以
法
人
組
織
的
方
式
影
響
政
治
意
見
的
形
成
，
並

利

用

法

人I

再
地
獲
得
國
家
税
法
上
的

 

優

惠

，
則
違
反
了
這
10
原

則

=

 

.

4.
將
捐
助
政
黨
給
予
銳
法
上
的
優
惠
，
限
縮
到
自
然
人
並
非
是
恣
意
且
違
反
平
等
的
，
因
爲
法
人
仍
舊
享
有
其
他

 

優
惠
的
捐
助
可
能
。
例
如
以
宗
敎
、
文
化
政
策
或
科
學
爲
目
的
之
捐
助
，
不
同
於
對
政
黨
的
捐
助
，
不
參
與
獲
得
政
治

 

權
力
的
競
爭
，
後
者
是
以
拘
束
力
的
形
式
對
所
有
人
實
行
國
家
權
力
，
故
在
此
並
不
牽
涉
到
民
主
的
平
等
。
毋
寧
只
關

 

係
到
國
家
將
這
些
目
的
視
爲
其
任
務
的
支
持
或
補
助
，
並
因
此
表
示
國
家
有
必
要
給
予
補
助
，
任
何
人
可
以
在
國
家
規

 

定
的
額
度
內
受
到
銳
法
上
的
優
惠
。
在

此

，
規
範
此
一
事
實
的
原
則
是I

般

平

等

原

則

，
而
不
是
國
民
平
等
參
與
政
治

 

意
見
形
成
的
權
利
。

在
判
決
中
所
透
露
出
的
顧
慮
，
卽
越
來
越
多
因
資
助
政
黨
而
受
有
税
法
上
優
惠
的
團
體

I

ife
fe
括
法
入

-
-

直
接
影®

政
治
事
件
，
並
在
此
範
圍
內
變
成
政
黨
而
介
入
競
爭
，
對
此
沒
有
任
何
對
策
，|

方
面
是
影
響
政
治
意
見
形

 

成
的

方

式

，
由
於
組
織
受
有
稅
法
上
的
優
惠
，
及
影
一
:及
參
與
政
黨
之
政
治
意
見
的
形
成
.，
直
接
以
獲
得
並
實
行
國
家

 

權
力
爲
目
的
，
另

|

方

面

，
銳

法

第

五

十|

條
以
下
對
於
稅
法
上
優
惠
的
目
的
，
認
定
過
於
寬
鬆
，
將
直
接
並
以
影
響

 

政
治
意
見
形
成
爲
目
標
的
組
織
也
包
括
在
內
，
在
此
實
不
應
把
捐
助
政
黨
劃
歸
憲
法
上
規
定
給
予
銳
法
優
惠
的
範
圍
，
 

這
點
應
於
其
後
適
用
稅
法
規
定
時
給
予
修
正
。
 

f



本
庭
判
決
，
基
於
立
法
者
認
爲
政
黨
間
機
會
平
等
的
規
定
，
現
在
允
許
對
政
黨
捐
助
給
予
優
惠
的
應
税
額
提
高
到

 

十

萬

馬

克

，
依
個
人
見
解
，
此
點
不
符
合
憲
法
上
國
民
平
等
參
與
政
治
意
見
形
成
的
要
求
。

1.
 

立
法
者
所
採
的
機
會
均
等
，
是
保
陣
政
黨
之
間
平
等
地
參
與
政
治
意
見
的
形
成
，
此
種
平
等
是
機
會
的
平
等
。
 

它
禁
止
將
捐
助
政
黨
所
得
稅
法
上
的
利
益
*
全

由

受

贈

政

黨I

黨

享

有

，
此
利
益
是
按
收
入
多
寡
，
依

累

進

銳

率

，
於

 

不
同
級
距
絕
對
且
比
例
地
課
征
，
應
按
照
政
黨
獲
得
選
票
數
量
之
標
準
比
例
分
配
。
卽
因
此
未
受
捐
助
之
政
黨
，
應
由

 

國
庫
支
躐
不
足
之
款
項
。
於
此
不
僅
是
某
一
個
資
力
雄
厚
的
政
黨
，
異
於
其
他
政
黨
而
受
到
國
家
税
法
上
的
優
惠
，
而
 

且
所
有
牽
渉
到
機
會
平
等
的
政
黨
，
也
因
此
獲
得
依
機
會
比
例
匾
得
的
部
份
。

不
過
依
f

補
助
特
定
個
人
政
治
意
見
的
情
形
存
在
，
於
累
進
的
租
銳
減
免
中
，
收
入
較
高
的
國
民
，
透
過
對
政

 

黨

的

捐

助

，
比
收
入
低
的
國
民
，
更
能
依
捐
助
多
寡
取
得
更
強
的
政
治
影
昝
力
。
至

於

可

在

如

何

範

圍

予

優

惠

，
 

在
本
件
c

 H

l.
c

 

決
處
中
已
有
槪
括
的
說
明
：
取
消
依
收
入
或
所
得
之
百
分
比
而
訂
定
之
應
租
界
限
，
則
更
強
化

 

了
此
種
影
響
力
。

2.
 

本
庭
在
判
決
中
認
爲
現
S

度
鍀
個
人
給
予
不
同
的
銳
法
上
優
惠
，
並
因
此
基
於
各
政
黨
間
機
會
平
等
的
規
定

 

，
在
不
同
的
級
距
中
對
政
治
意
見
的
形
成
產
生
影
替
力
，
亦
卽
將
龎
税
的
額
度
提
高
到
十
萬
馬
克
，
這
在
憲
法
上
並
非

 

達
須
加
以
重
視
程
度
之
重
要
，
僅
在
某
特
定
人
透
過
對
政
黨
的
捐
取
而
能
取
得
「
特
定
的
影
響
」
時

，
才
違
反
國
民
平

 

等
參
與
政
治
意
見
形
成
的
權
利
。
因
此
本
庭
在
判
決
中
已
相
當
程
度
地
放
棄
了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對
於
政
黨
捐
助
的
判
決

 

。
迄

今

爲

止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對
於
捐
助
政
黨
而
給
予
税
法
上
優
惠
，

一

直
是
以
兩
個
憲
法
上
的
觀
點
作
爲
檢
驗
及
判

二
七
五



二
七
六

斷
的
依
瘅
..
卽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的
權
利
，
與
愐
人
平
等
參
與
政
治
意
見
形
成
的
權
利
，
二
者
的
關
係
是
獨
立
而
倂
存
的

0
但

是

，
果
眞
二
者
是
獨
立
而
倂
存
，
則
應
說
明
政
黨
間
機
會
平
衡
金
的
規
定
爲
何
及
在
某
程
度
範
圍
內
除
去
或
減

 

緩
了
國
民
影
W
政
治
意
見
的
差

SJ
優

惠

。
本
判
決
只
f

其
它
非
以
此
爲
重
點
的
判
決
(
判
決
c

n
、3

C

 

,

 

S

 . 52

 

—

 

5
3

、
及
m

s
 55
 
)
，
而
來
正
面
囘
答
®

題

。
只
要
個
人
所
得
躲
法
第
三
十
四
S
條
所
亂
定
百
分
之
五
十
之
稅
法

 

上
傻
惠
存
在
並
發
生
作
用
，
卽
可
排
除
此
不
平
等
■，但
只
要
捐
款
數
額
超
過
所
稱
金
額(

I

千
二
百
馬
克
及
二
千
四
百

 

馬

克

)
，
依
蔺
是
捐
款
高
者
比
捐
款
低
者
，
於
捐
助
政
黨
時
，
節
省
更
多
的
我
金=

可

以

說

，
前
者
的
政
治
意
見
受
肩

 

了

獎

勵

。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八
卷
第
五
十一

頁

以

下

，
此
處
第
六
十
九
頁
)
。
雖
然
捐
款
多
者
不
能
使
因

ft.
 

節
省
下
來
的
我
金
，
全
歸
於
他
所
偏
好
的
政
黨
，
而
國
家
必
要
的
時
候
，
爲
公
平
地
分
配
銳
法
上
的
補
助
，
會
依
得
崇

 

比
例
的
多
寡
，
對
其
它
政
黨
爲
平
衡
給
付
。
但
他
依
然
有
可
能
透
過
此
項
依
累
進
級
距
節
省
下
來
的
金
額
，
由
他
所
支

 

持
的
政
黨
加
以
支
配
，
而
該
政
黨
也
能
全
數
得
有
；
他
因
而
比
捐
款
少
者
更
有
政
治
上
的
影
謇
力
，
並
製
造
特
別
的
形

 

象

(
如

慈

善

家

)
而
在
政
黨
中
取
得
特
殊
的
影
響
力
，
機
會
平
衡
金
(
之

引

進

)
在
此
無
力
扭
轉
此I

情

事

。
「
對
於

 

影
簪
政
治
意
見
之
形
成
，
依
捐
款
之
額
度
在
法
律
_

予
不
同
之
處
遇
，
不
符
合
形
式
平
等
之
原
則
，
形
式
平
等
是
支

 

配
自
由
民
主
制
度
中
政
治
權
利
之
行
使
的
原
則
」

。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八
卷
第
五
十
一
頁
以
下
，
此
處
第
六

 

十
九
頁
以
下
〕

3.
若
本
庭
因
顧
嫌
到
政
黨
間
機
會
之
均
等
，
而
忽
略
了
關
係
到
國
民
彼
此
之
間
的
形
式
平
等
，
則
政
黨
機
會
平
衡



金
的
重
要
性
將
超
過
國
民
的
平
等
，
個
人
以
爲
這
在
憲
法
上
不
能
成
立
。
民
主
制
度
中
政
治
意
見
形
成
之
程
序
，
如
同

 

基
本
法
所
規
定
的
，
其
出
發
點
是
構
成
整
個
民
族
的
國
民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二
項
第I

句

)
。
及
其
平
等
地
參
興

 

政

fe
意
見
形
成
的
權
利
(
第

三

條

第I

項

，
連

同

第

二

十

條

第I

、
二

項

，
第

三

十

八

條

第I

項

第

I

句

)
。
政
黨
是

 

國
家
中
國
民
意
志
的
媒
介
，
並
應
以
國
民
爲
依
歸
，
它
參
與
人
民
政
治
意
見
的
形
成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I

條

第

I

項

)
 

，
但
非
唯
一
形
成
政
治
意
見
的
主
體
，
而
只
能
以
國
民
爲
其
合
法
性
之
根
據
。
政
治
意
見
形
成
之
程
序
，
其
—

上
之

 

重

點

，
在
於
民
主
制
度
中
國
民
之
平
等
，
在
於
國
民
平
等
地
參
與
政
治
意
見
之
形
成
。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之
權
利
卽
基
於

 

國
民
此w

s

利

而

來

。
正
因
爲
如
此
，
它
不
是
絕
對
形
式
之
平
等
，
而
是
依
照
追
隨
者
，
或
者
說
是
選
票
之
數
量
而
有

 

所
區
別
的
平
等
，
這
也
不
是
結
果
的
平
等
，
而
是
針
對
機
會
的
平
等
(
參
照A

m
i
m

 :
 f

及
形
式
的
平
等
原
則
，

D
oi
v
 
1
9
00
4
,
 s

.

 8
5
)

，
建

立

政

霣

間

機

平

等

，
不
能
取
代
遵
守
民
主
制
度
中
國
民
的
平
等
，
對
於
此
原
則
的

 

S

，
也
無
f

以

補

救

，
或
在
憲
法
上
不
受
質
疑
。

4
若
符
<
&
迄

今

的

判

決

，
且
個
人
亦
認
爲
是
憲
法
所
要
求
的
，
國
民
平
等
地
參
與
政
治
意
見
形
成
的
權
利
，
獨
立

 

於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原
則
而
存
在
，
則
無
法
正
當
化
將
對
政
黨
捐
獻
優
惠
之
最
髙
應
銳
額
，
提

高

到

十

萬

馬

克

。
此
金
額

 

約
在
國
民
年
平
均
收
入
二
又
二
分
之一

到
三
倍
之
間
(
工

、
商
業
職
員
約
四
萬
五
千
馬
克
，，勞H

約
三
萬
五
千
馬
克
，
 

參
閱
聯
邦
統
計
局
，

~
九
八
五
年
西
德
統
計
年
鑑
)
。
很
明
顯
地
可
以
看
出
，
沒
有
國
民
能
夠
達
到
甚
至
靠
近
這
個
標

 

單

，
而
顯
示
捐
款
的
差
異
，
所
以
捐
款
多
者
絕
對
地
•
且
依
其
比
例
占
有
優
勢
。
聯

邦

廉

法

法

院|

九
六
八
年
認
爲
六

 

百

及

|

千
二
百
馬
克
之
應
銳
額
，
並

無

問

題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24,

 
3S

〔
 36

0

頁

以

下

〕
〕
，

|

九
七
九
年
確
認

二
七
七



二
七
八

可
依
社
會
淸
勢
的
變
遷
，
適
度
提
高
此
額
度
(
聯
S

法
法
院
判
決5

2
,

s

〔

 

9
4

〕
)

。
之

後

，
立
法
者
於
平
均

 

國
民
所
能
負
擔
的
範
圍
內
，
制

定E
S
t
G

 34
g

條

，
將

金

額

|

千
二
百
至
二
千
四
百
馬
克
的
捐
款
給
予
百
分
之
五
十

 

的
銳
法
上
值
惠
’
而
在
此
限
額
內
，
解
決
分
享
租
銳
優
惠
差
異
的
問
題
。
立
法
者
於
此
有
自
由
決
定
的
空
間
’
但
課
我

 

額

之

提

高

，
仍
s

I

般
受
薪
階
級
有
可
能
依
比
例
，
於
不
闻
的
級
距
中
受
到
税
袭
上
的
優
惠
，
此
界
限
是
爲
保
障
國

 

民
平
等
翏
與
政
治
意
見
的
形
成
，
故
有
訂
定
的
必
要
。

此

外

，
卽
使
依
據
本
庭
的
基
本
觀
點
也
能
有
充
分
的
理
由
，
將
給
予
銳
法
上
優
惠
的
最
高
金
額
，
遠
遠
地
降
低
十

 

萬
馬
克
以
下
。
因
爲
税
法
上
的
優
惠
也
適
用
到
法
人
對
政
黨
的

-S
助

’
而
本
庭
所
規
定
的
界
限
’
於
規
定
當
時
’
卽
已

 

形
同
虛
設
。
不
僅
只
牽
涉
到
一
人
公
司
及
類
似
盼
組
嫌
，
只
須
看
看
企
業
集
團
，
不
必
太
大
，
卽
可
知
如
何
快
速
地
聚

 

集
十
家
或
十
家
以
上
，
以
法
人
形
式
出
現
而
受
該
集
團
影
響
或
控
制
的
闕
係
企
業
，
而
依
本
庭
的
法
律
見
解
，
各
家
皆

 

可
在
十
萬
馬
克
的
範
圍
內
，
受
到
躲
法
上
的
優
惠
。
這
很
輕
易
地
開
啓
了
對
政
黨
百
萬
馬
克
的
捐
助
，
而
又
受
有
後
惠

 

©
S
S

徑

。
不
知
道
該
如
何
以
此
方
式
¥

受
國
家
租
法
嫌
惠
而
對
政
黨
造
成
的
特
定
影
響
力
——

'這
點
是
本
庭
認
爲
臛

加
以
規
範
的
-
-
-
也
絲
毫
無
法
構
成
國
民
平
等
參
與
政
治
意
見
形
成
的
權
利
。
結
果
是
本
庭
幾
乎
賦
予
資
力
雄
厚
的

利

益

幽

體

，
得
以
輕
易
地
利
用
税
上
的
傻
勢
影
»
政
治
意
見
的
形
成
。

IV

、

針
對
此
處
憲
法
上
應
注
意
與
捐
助
政
黨
之
税
法
上
的
限
制
，
可
能
有
不
闻
意
見
，
認
爲
會
導
致
政
黨
財
源
枯
竭
之

 

結

果

，
而
使
得
過
去
發
生
利
益
轍
送
而
危
害
法
律
秩
序
之
情
形
，
再

度

出

現

，
並
趨
使
政
黨
與
財
團
掛
鈎
。
此
種
潸
形



之
出
現
只
有
在
政
黨
除
此
受
有
銳
法
優
惠
的
捐
款
外
，
並
無
其
它
重
大
財
政
收
入
時
才
會
產
生
。

但
情
形
並
非
如
此
。

首

先

，
由

I

九
八
四
年
政
黨
的
財
務
報
告
顯
示
，
政
黨
絕
大
部
份
的
尉
政
收
入
來
自
成
員
，
或
類
似
的
歉
項
(
 

0
D

U
OO
3
.
3
S

0
C
S
U I 4

.
7
g
i
p
a
I
W
G
R
t
i
N
E
N
3
.
7
M
i
o
,

 F
,

 D
.

 p
。

7
.
9
M
i
o
.

 S
P
D
.

 9
S
.
1

 

s
i
o

)

。
除
此
之
外
的
捐
款

 c
§

 2
4
M
i
O
,

 C
S
U

 1
2
.
4
a
i
o
,

 DI
E

 G
K

C :N
E
N
.

 «
.
5

 Mi
o
.

 f.

p

f 

00
.
7M

0
,
 

S
P
D
.

 1
6
‘2

s
i
o

)
。

這
些
款
項
在
財
務
首
長
口
頭
審
理
的
報
告
中
，
顯
示
大
部
份
是
金
額
五
千
馬

 

克

以
下
的
捐
款
，
仍
在
合
法
優
惠
的
範
圍
之
內
，
因
此
目
前
在
政
黨
的
財
源
中
並
非
微
不
足
道
。

其

次

，
政
黨
可
獲
得
選
舉
墊
款
作
爲
國
家
對
它
直
接
的
捐
助
(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以
下
〕
，
此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亦

 

認
爲
合
法
的
墊
款
，
並
非
依
實
際
的
支
出
估
算
，
而
是
以
選
舉
人
爲
計
算
標
準
，
而
金
額
的
計
算
是
..
聯
邦
衆
議
院
及

 

歐
洲
議
會
選
舉
毎
人
五
馬
克
，
邦
議
會
毎
人
三
點
五
或
五
馬
克
。|

九
八
三
年
聯
邦
衆
議
院
及I

九
八
四
年
歐
洲
議
會

 

選
擧
總
共
支
出
選
擧
墊
款
約
二
億
二
千
萬
馬
克
，
邦
議
會

約

二

億I

千
六
百
萬
馬
克
。
因
歐
洲
議
會
選
擧
每
五
年
舉
行

 

I

次

，
聯
邦
衆
議
院
及
邦
議
會
毎
四
年一

次

(
例
外
有
北
萊
茵
西
法
蘭
及
薩
籣
邦
)
，
紙
計
毎
年
國
家
的
補
助
一
億
四

 

千
五
百
萬
馬
克
，
而
由
备
政
黨
依
得
票
比
例
分
配
。
另
外
依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自
選
畢
期
間
之
第
二
年
起

 

，
可

給

予

日

後

的

選

畢

墊

款

，
因
而
依
其
功
能
，
該
墊
款
便
成
爲
政
黨
部
分
的
基
本
資
助
(
參

閱G
r
i
m
m

 

.

政

 

黨

，
刊

於H
d
b
v
e
r
f
w
.

s
8
3
.

 S
3
1
7

 
)
。
各
政
黨
皆
希
望
資
金
有
效
地
預
付
，
並

量

入

爲

出

，
而
墊
款
的
作
用

 

不

小

，
可
以
說
非
常
大
。
 

：

：
L



二
八
o

因

此

，
總
計
各
政
黨
可
能
的
財
政
支
援
之
後
，
f

其
估
計
仍
有
不
足
時
，
表
示
財
政
需
求
上
客
觀
標
準
出
了
問

 

題

。
我
們
有
理
由
懷
疑
-
首
先
是
否
我
們
的
選
擧
投
入
過
多
的
財
力
或
裝
備
，
其
次
特
別
重
要
的
是
，
是
否
政
黨
機
構

 

的
不
漸
擴
充
，
對
於
目
前
由
國
民
對
國
家
所
形
成
的
民
主
是
必
須
的
，
並
且
合
乎
政
黨
參
與
國
民
政
治
意
見
形
成
的
根

 

本
任
務
。
自
建
立
選
擧
墊
款
制
度
以
來
，
h
述
的
發
展
並
非
偶
然
，
而
其
賡
續
則
導
致
不
斷
地
增
高
財
政
需
求
_，
強
化

 

政
黨
之
機
構
及
政
黨
中
寡
斷
的
因
素
，
並
使
得
政
治
活
動
變
成
政
黨
的
職
業
活
動
。
議
員
的
選
擧
，
及
反
映
各
階
層
之

 

國
民
與
主
要
職
業
分
佈
的
議
會
，
不
可
避
免
地
須
忍
受
上
述
的
情
況
，
現
代
自
由
國
家
的
命
運
，
正
如u

.

 Sc
h
e
u
n
e
r

 

所

說

的

，
與
國
會
的
命
運
有
密
不
可
分
的
關
係C

参
関
.

S
c
h
e
u
n
e
r

著

，
現
代
民
主
、
憲
法
及
憲
政
中
的
代
議
原
則
，
 

載
於
to
. Hu

b
e
r

 

6
0

歲
祝
壽
文
集
一9

2
,
2
2
2

頁

)
，
若
由
於
'遵
守
政
黨
捐
助
在
憲
法
上
的
限
制
，
而
使
政
黨
財

 

政

r

短

缺

」
，
並
導
致
某
程
度
專
業
化
的
降
低
而
無
法
繼
續
維
持
，
這
對
於
德
國
的
民
主
，
及
作
爲
國
民
與
國
家
媒
介

 

的
政
黨
而
言
，
未
必
是
壞
事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官M

h
h
r
e
n
h
o
l
e

簽
名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官B

o
c
k
e
n
f
o
r
d
e

麄

名

。

我
贊
同
此
不
同
意
見
書



關
於
「
一
九
九
〇
年
全
德
選
舉
之
選
舉
法
」

之
判
決
 

1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八
十
二

辑

第
三
百
二
十
二
頁
至
第

三

百

五

十

二

頁

譯

者

：
張
稚
川

判

決

要

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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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述

的

原

則

，
限

 

制

了

立

法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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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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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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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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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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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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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際

，
它
原
則
上
是
自
由
地
，
放

棄

一

項
門
檻
條
款
的
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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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八I



天

二

f

的

，
但
是
要
滅
輕
這
項
額
數
限
制
的
I

，
於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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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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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部

分
o

3.
1
選

攀法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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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
款
的
計
算
共
间
體
，
則
該
法
律
左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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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單

一

名

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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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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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
以
此
次
選
舉
不
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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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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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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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在
內
以
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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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之
五
數
額
的
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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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狀

況

」

，
 

並
不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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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

補

償

，
乃
對
於
各
政
黨
及
政
i

ii
提

供

了

「
 

共

同
名
單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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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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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

決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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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計
有
三
件
機
關
權
利
爭
執
，
以
下
I

〜

瓜

，
以
及
一
件
憲
法
訴

 

願

*
以
下
I

)
：

I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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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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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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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並
且
於
上
開
法
案
的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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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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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設
若
這
些
政
黨
仍
未
在
柏
林
外
之
任
何一

邦
中
各
自
提
出
政
黨
提
名
單
I

不
得
經
由
政
黨
對
聯
邦
選
委
會
之
聲
明

 

而
連
結
成
一
名
單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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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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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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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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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

共

和

黨

(
以
下
爲
訴
訟
代
理
人
之
姓
名
、
住

址

)
、
被

告

：
1.
聯
邦
衆
議
院
C
2
聯

邦

參

議

院
C

M
告
面
之
訴
訟
參

 

加

人

：
聯

邦

政

府

。



二
八
E

德
意

忐

.聯

邦

衆

議

院

已

經

侵

害

了

原

告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项

及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所
一
孕有
的
權
利

 

，
亦

卽

聯

邦

衆

議

K
通

過

了

爲

了

準

備

及

執

行

在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與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之

間

擧

行

的

首

次

全

徳

 

地

區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擧

，
而

於

一

九

九

〇
年

八

月：

二
日
簽

訂

的條
約

®
其

八

月

二

十

H
修

正

案

之

中

的

笫

一

條

D
並
且
 

於

上

開

法

案

的

第

二

條

第

二

款

中

，
對

於

聯

邦

選

舉

法

第

五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探

取

一

項

修

改

的

規

定

，
{0
保

留

/
聯
邦

 

選

擧

法

在

一

九
七
五
年
版
九
月
一
 
R
公

布

版

本

中

第

六

條

第

六

項

中

規

定

的

門

檻

條

款

。
此

項

條

款

係

規

定

，
凡
政
黨
若

 

在

除

了

柏

林

以

外

的

各

邦

皆

沒

有

各

自

提

出

選

擧

提

名

人

選

，
則

艽

不

得

經

由

向

聯

邦

選

擧

委

員

台

聲

明

的

方

法

而

黨

 

之

提

名

單

聯

繫

成j

名

單

。
原

告

：
線

黨

(
以

下

爲

代

埋

人

之

姓

名

、
住

址

)
。
被

告

：
聯

邦

衆

議

院

、
聯
邦
參
議
院

 

。
被

告

面

之

訴

訟

参

加

人

：
聯

邦

政

府

。

I

'

1.
德

意

志

聯

邦

衆

議

院

:s
經

侵

害

了

原

告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及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所

莩

有

的

權

 

利

，
亦

卽

聯

邦

衆

議

院

通

過h -

爲

了

準

備

及

執

行

在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興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之

冏

擧

行

的

首

次

全

 

德

地

區

選

擧

，
而

於

一

九

九

〇

年
八
月
三
日
簽
訂
的
條
約
韩
'其

八

月

二

十

日

修

正

案

之

中

的

第

一

條

。
並

且

於

t
開
法

 

案

的

第

二

條

第

二

款

中

，
對

於

聯

邦

選

擧

法

第

五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探

取

一

項

修

改

的

新

規

定

保

留

了

聯

邦

選

擧

法

一

九

 

七

五

年

九

月

一

日

公

布

版

本

中

第

六

條

第

六

项

中

規

定

的

門
檻

條

款

。
此

项

條

款

係

規

定

，
凡
政
黨
若
在
除
了
柏
林
以

 

外

的

各

邦

皆

沒

有

各

自

提

出

選

舉

提

名

人

選

，
m
其

不

得

經

由

向

聯

邦

選

擧

委

員

會

聲

明

的

方

式

而

將

各

政

黨

之

提

名

 

單

互

相

聯

結

成

一

總

名

單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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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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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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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口：民
主
以
下

爲

訴
訟
代
理
人
姓
名
、

f

〕
。
被

告

：
聯
邦
衆
議
院
、
聯

邦

參

議

院

。

IV

由M
i
k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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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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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

。

判
決
主
文

I

、
就
憲
法
訴
願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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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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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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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無

效

。

2)
聊
邦
選
舉
法
第
六
條
第
六
項
前
段
暨
上
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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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
第
一
，
項
前
段
所
享
有
之
平
等
選
擧
權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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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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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八
五



n

、
就

：
一
一
個
機
關
訴
訟
程
序
：

徳
意
志
聯
邦
衆
議
院
經
由
通
過
上
開
一
九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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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

之
聲
明

同

意

，
而
侵
害
了
原
告
們
花
I
之
判
決
範
圍
內
的
，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所
享
有
的
機
會
平
等
權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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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
決
理
由

A

、
共
同
裁
判
的
四
件
申
諧
案
的
容
體
是
選
擧
法
上
的
規
定
，
因
爲
根
據
此
種
規
定
，
將
使
得
於
在
擴
充
後
的
選
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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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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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
1

、

L
 一
九
七
五
年
九
月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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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的
聯
邦
選
舉
法
修
正
法
中

 

經

修

正

，
其
規
定
了
：
選
擧
人
能
藉
由
其

r

第
二
不
同
票
」
的

投

出

，
而
能
選
舉
出
某
個
政
黨
的
邦
提
名
名
單
(
聯
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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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

的

r

第

二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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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擧
法
第
六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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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檻
條
款
。
此
項
法
規
的
內
容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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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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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同
政
黨
間
的
「
名
單
聯
繫J

 (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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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或
是
「
共
同
名
單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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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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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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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
定
：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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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
經

由

名

單

聯

繫

而

分

E
的

席

次

係

將

根

據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而

分

配

到

參

與

的

邦

名

單

。
第

六

條

第

四

項

 

、
第

五

項

亦

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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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
了
首
次
全
德
地
區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舉
的
準
備
及
執
行
條
約
(
下

稱

■‘
選

舉

法

條

約

)
。
該
項
搽
約
的
第
一
條
第
一
項

 

前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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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下
列
各

邦

：M
e
c
k
l
e
n
b
u
r
g
—

 

V
o
r
p
o
m
m
e
r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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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a
c
h
s
e
n
—
A
a
h
a
l
t
,

 .s
s
h
s
e
n

 及
 

T
h
t
l
r
i
n
g
e
n

 
,
遼
及
於
(東

)柏
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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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八
七



二
八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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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意
義
下
的
政
治
性
團
體

(p
o
l
i
t
i
s
c
h
e

 Ve
r
e
i
n
i
g
u
n
g
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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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十

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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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的
政
满
同
等
的
地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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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案
而
被
規
定
：

第
五
十
三
條
之
規
定
如
下
：

第
五
十
三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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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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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
委
員
會
之
i

，
而

互

相

聯

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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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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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繫

的

名

單

。

S

.

.

.

.

於

一

九
九
o

年
八
月
二
十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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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問

題

。

根
據
此

項

條

約

，
在
一
九
九
〇
年
八
月
二
十
三
日
，
通
過
了

 

r

德
意
志
聊
邦
共
和
國
及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之
間

 

首
次
全
德
地
區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睾
之
一
九
九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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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

擧

條

約

法

案

)
，
在
該
法

案

的

第一

條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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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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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條

第

二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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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乃
自
一
九
九
〇
年
九
月
一n
曰
起
開
始
生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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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

n

、

原
告
希
望
以
一
個
政
黨
之
S

，
來
參
與
此
項
首
次
全
德
地
區
選
擧
。
在

程

序

中

，
原
告
I

至
I
於
機
關
權
利
爭

 

議
訴
訟
程
序
中
做
出
如
下
的
要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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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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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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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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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修
改
但
保
留
了
聯
邦
選
舉
法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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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襤

條

繳

規

定

，
Jl
JEfc
龙
涪

二
八
九



二
九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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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
各

邦

的

名

單

，
不
得
經
由
其
向
聯
邦
選
擧
委
員
會
提

 

出
聲
明
的
方
式
而
互
相
聯
蕖
。

在
程
序
中
，
原
告
I

至
I

，
做
出
如
下
的
要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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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議
院
通
過
了
於
一
九
九〇

年
八
月
三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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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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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
告
n

至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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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卽

本

庭

)
的
如
下
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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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訴
訟
當
事
人
適
格
能
力
。

原
告
所
提
出
做
爲
理
由
者
I

I

伴
隨
著
個
別
觀
點
的
不
同
比
重
——

基
本
上
係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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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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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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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此

項

措

施

，
做
爲
小
黨
的
原
告
，
特
別
受

 

到

震

-M
,
因
爲
他
們
直
到
現
在
，
仍
然
不
曾
i

在
這
一
個
共
同
選
區
之
內
從
事
組
織
I
作

。
原
告
因
此
I

在
聯
邦

 

共
和
國
境
內
^

本
來
迄
今
都
是
單
獨
從
事
對
選
民
的
招
徠
的
—
1

在
實
際
上
乃
必
須
克
服
—

百
分
之
六
的
法
定
額

 

數

。
此
一
I

I

原

本

受

限

制

(
但

今

已

放

寬

)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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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
持
而

绰
致
的
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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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ll
使
獲
得
國
會
席
次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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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
它
們
能
夠
引
入
在
聯
邦
衆
議
院
內
的

I

力
外
政
黨
，
而
致
名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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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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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造
成
了
對
於
機
會
及
選
擧
權
平
等

 

的
H
質
損
害
，
並
錯
失
而
未
能
達
成

K
本
身
的
規
範
目
的
。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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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尙
未
在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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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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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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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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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煎
計
剷
在
和
一
個
以
大
地
區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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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措
。
其
他
的
政
黨
將
必
須
以

S
己
的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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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規
定
在

I

政
黨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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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他
政
黨
們
却
因
名
卑
聯
結
而
成
功
進
入
國
會

 

時

，
更
是
特
別
地
違
反
平
等
的
。
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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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檻
條
款
。

在
程
序

I

中

，
原

/i-.
L4
補

充

指

出

，
在

一

九

九

o

年

二

月

五

日

至

一

九

九

〇
年

八

月

十

二

B

之

間

，
於

/標
怠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內

，
共

和

皱

萣

被

禁

止

的

之

此

一

事

實

。

在

程

序

n

中

，
原

告

進

一

少

捽

擊

，
新

規

範

未

具

充

足

理

由

而

對

爲

基

本

法

所

保

障

的

政

黨

自

由

加

以

孭

害

，
囚

 

爲

小
政
黨

I

例

如

原

告

自

己

.

.

實

際

h
係

處

於

壓

迫

下

而

被

規

定

去

制

訂

一

項

非

出

於

自

由

意

志

之

「
名

單

聯

繫



J
o

 

二
九
二

在
程
序
I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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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違
憲
的
鏗
定
書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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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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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的
訴
願
人
係
爲
縣
選
區
之
候
選
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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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表
達
出
下
述
請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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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月
三m

準
備
楚
執
行
條
約

fi
其
八
月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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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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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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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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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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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年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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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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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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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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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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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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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爲
出
發
點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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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
植
條
款
辯
護
的
考
量
，
在

廉

及

了

「
首
届
全
德
國
會
」
此

一

因

素

後

，
應
該
仍
未
過
時
失
效
。
它
首
先
產
生
以
下
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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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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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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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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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

的

方

式

，
尋
求
出
一
個
解
決
方
法
，
以
求
避
免
陷
入
跟
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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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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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險一

*
有
_

上

霧

’
黛

驗

零

聋

並

不

的

政

黨

聯

繫

，
蜃

不

是

理

蠢

解

決

事

但

是

其

他

 

的

解

決

方

式

，
卽

#

^

霧

合

|

^

3

至
少
-
^
8
!
重

大

的

政

黨

政

治

^

^

題

。
首

先

，
對

鍪

一

湾

霍

蠢

放

|

|

^

或

 

法

定

？

适
方
^®

歧

黨
i

il
g

題

=

i

者
並
不
必
須
要

爲

此
種
罕
擧
1

而
去

i

l
項
以

 

此
特
別
狀
況
爲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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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涉
及
各
邦
的
百
分
之

二
九
三



二
九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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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同

，
而

遭

到

拒

斥

。
而

對

此

，
 

.兩
個
德
國
的
基
本
決
定
宣
佈
如
下
■
.

德
國
的
兩
個
部
份
，
視

爲

個

別r

淸

算

」
的
選
舉
區
域
來
對
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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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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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郓
些
並
不
互
相
競
爭
的
政
黨
加

 

以

阻

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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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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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
上
的
接
近
是
存
在
的
，
並

應

該

對

這一

種

「
接

近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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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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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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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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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只

是

"
對
這
些
政
黨
應
有
相
同
的
機
會
開
放
。

2.
聯

邦

政

府

在

程

序I
及
n

之

中

，
成
爲
了
請
求
相
對
人
(
按

：
卽

被

告

)
。
聯
邦
政
府
簡
扼
地
陳
述
了
也
曾
爲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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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
不
平
等
之
對
待
。
依
聯
邦
政
府
之
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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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
小
黨
們
不
能
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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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之
決
策
程
序
之
功
能
性
。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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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

及

訴

&

<
,
均

加

強
i

 

充
其
書
面
訴
狀
上
的
表
達
。

本庭也已經對於—

志民主共和國的國民會議及政府’甓

那

些

在

國

民

會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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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主
啪
盟
(C

D
U

 
)
、
基
督
敎
社
會
聯
盟
(C

 

S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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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主
黨
，
聳
新
論
組
織
(N

e
u
e
s

 F
o
r
u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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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u
n
d
n
i
s

 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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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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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
民
主
共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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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國
邦
議
會S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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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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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款

、
第

六

十

三

條f
f

，
因
而
係
合
法
提
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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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地
位
之
侵
害
。

二
九

2L



二
九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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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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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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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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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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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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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席
次
分
配
上
仍
然
遭
到
排
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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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
T
對
於
機
會
平
等
權
的
侵
丧
狀
況
。

聯
郭
衆
謎
院
及
聯
邦
參
議
院
在
本
件
中
能
夠
成
爲
請
求
相
對
人
。
聯
邦
衆
議
院
曾
通
過
7
選
擧
法
條
約
法
案
。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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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
可
以
不
必
理
會
的
是
，
上
開
法
案
是

 

否
如
同
參
議
院
所
認
爲
的
，
係
屬
須
聯
邦
参
議
院
通
過
才
生
效
的
法
律
。
因
爲
-个
管
如

何

，
聯
邦
參
謅
院
的
確
以
其
同

 

怠
—
j

及
對
抗
辯
意
見
的
忽
視
，
而
促
進
了
該
法
案
的
K -
現

。

n

'

本
件
中
之
憲
法
訴
願
，
係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一
項4

a

款

，
以
及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十
三
條S

a

款
 

以
及
第
九
十
條
以
下
，
而

被

許

可

。
訴
願
人
丨
—
其
聲
明
依
合
理
之
解
釋
於
裁
判
主
文
I

之
明
掲
內
容
中
I

—

I K

張

：
 

其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I

項
而
享
有
的
權
利
，
被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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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

窖

。
妣

此

一

項

侵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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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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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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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

係

。判
決
理
由
：
請
來
及
憲
法
訴
願
係
有
理
由
(
按

：
卽

原

告

勝

訴

)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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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原

則

，
是
一
直
被
f

憲
法
法
院
的
持
嫌
裁
判
中
，
將

其

與

平

等

之

民

主

原

則

起

來

，
而
被
理
解
成
嚴
格
而

 

形
式
的
平
等
意
義
。
上

述

的r
平

等

」
係
經

由

基

本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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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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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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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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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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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
團
體
能
有
相
同
競
爭
機
會
的

 

S

義

的

。
政
娓
在
選
—

事
項
上
所
擁
有
的
、
機
#

平
等
的
權
利
，
可

以

政

黨

在

基

本

法

二

十I

條
一
項
與
三
十
八

 

條

一

項

一

款

中

，
所

限

定

的

憲

法

上

地

位

所

導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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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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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一
項

結

論

，
主
宰
了
選
舉
的
過
程
，
以
及
選
舉
的
事
前
準
備

 

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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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九
七



二
A
八

能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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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卽
政
黨
及
選
舉
性
團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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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紐
個
個
別
：个
同
處
理
，
在
m

法
上
是
遒
受
拒
斥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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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政
治
性
組
織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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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令
人
倍
服
的
理
由
，
來
爲
其
自
己
辯
解
的
。
做
爲
一
個
在
比
例
選
擧
制
度
常
中
，
關
於
選
擧
權
平
等
方
面
之
差
別
處

 

遇
的
充
分
辯
護
理
闬
者
，
是
可
以
從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在
其
裁
判
中
對
於
由
選
擧
而
產
生
的
人
K
代
表
團
體
功
能
性
的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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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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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

之

事

實

，
可
以
造
成
下
述
結
果

 

:
卽

「
穏
定

多

數

」
的

建

立

，
就
變
得
更
困
難
或
甚
至
被
阻
却
了
。
就
保
障
國
會
之
權
利
能
力
與
行
爲
能
力
的
需
要
性

 

而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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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
以
：个
同
的
評
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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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
而
，
門
檻
條
款
百
分
之
五
的
法
定
數
額
規
定-
一
般
是
無
可
非
議
的
。
在
早
先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已
經
強
調
過
，
 

門
檻

條
款
是
否
合
於
選
擧
平
等
原
則
，
萣
不
能
一
次
就
澈
底
地
被
槪
念
化
地
評
惯
出
來
的
。j

項
選
擧
權
的
規
定
，
可
 

以
在
一
個
國
家
的
某
一
個
限
定
時
點
中
被
辯
護
爲
正
當
，
而
在
另
外
一
個
國
家
的
另
外
一
個
時
點
中
被
認
爲
不
正
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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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此

，
便
可
作
如
下
之



確
認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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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
管
只
是
短
暂
的
必
要
-
-
-
倘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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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於
包
括
了
政
黨
結
構
不
同
的
地
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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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
它
基
本
上
可
以
自
由

 

地
放
棄
門
檻
條
款
的
適
用
，
卽

降

檻

條

款

規

定

的

額

數

或

探

取

其

他

的

措

施

。
若
他
堅
持
百
分
之
五
法
定
額
數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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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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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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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個
用
以
緩
和
此
項

 

門
檻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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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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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

法

上

，
任
何
規
定
只
能
去
保
持
其
在
政
黨
的
選
舉
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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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由
法
律
規
定
而
致
之
競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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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別

狀

況

」

。
 

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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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

的

，
而
非
經
常
重
覆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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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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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

，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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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九
九



三
0
〇

1.
聯
郭
選
擧
法
花
原
德
意
志
K
主
共
和
阈
所
屬
各
邦
加
入
後
造
成
的
適
用
領
域
上
的
擴
充
，
可
以
導
出
下
述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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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和
平
革
命
之
一
年
以
後
，
擧
辦
了
第
一
次
金
德
選
擧
：_。
在
此一

全
德
選
擧
區
域
的
建
立
期
間
中
，
這
兩
 

個
分
離
了
四
十
年
的
領
土
統
一
了
，
而
且
決
定
把
m

 一
次
全
德
選
擧
的
n
期
定
於
三
個
月
後
？
此
一
發
展
並
未
讓
一
些

 

政
黨
有
足
夠
的
可
能
機
會
去
使
它
的
影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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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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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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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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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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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
負
擔
=
根
據
聯
邦
衆
議
院
德
國
統
一
委
M
會
的
論
斷
認
爲
，
限
制
條
款
的
保
留
，
在
其
效
力
範
圍
内
的
德
意
志
民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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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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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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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投
票
中
略
微
超
過
百
分
之
六
的
票
數
就
可
以
了

 

=

選
擧
立
法
者
所
考
虛
到
的
另
一
項

II
進
一
步
的
特
別
狀
況
乃
是
，
除
了
「
國
家
陣
線
」
(d

i
e

 Na
t
i
o
n
a
l
s

 

F
r
o
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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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H
作
及
各
種
活
動
。
相

較

而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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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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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
支
配
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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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

。

實

定

法

的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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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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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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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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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九
〇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及
三
月
十
八
日
之
德
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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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九
九
o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之
政
黨
及
其
他
政
治
性
團
艟
第
五

 

條

二

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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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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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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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參
與
選
擧
；
其

次

，
也

顧

及

了

另一

個
重
要

 

的
焦
點
，
卽
政
娓
之
機
會
平
等
的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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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十
一
月
六
日
痛
布
的
人
§

體
之
組
織
及
活
動
相
關
的
行
政
命
令
規
定
：r

人
民
團
趙
需
要
國
家
的
承
認
方
可
從
事

 

活
動
」

(
第

二

條

一

項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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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0
|



三
〇
二

度
時
才
被
保
障
」

(
第

I

條
二
項
)
。

r

政
黨
慝
賅
只
存
在
於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r

國

家

之

內

」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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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

。
道
些
由
於
法
律
秩
序
而
使
然
的
相
異
情
形
，
並

不

是

「
差

別

」

，
亦
卽
選
舉
法
立
法
者
基
於
其
中
立
義
務
而
必
須

 

接

受

者

，
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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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與

r

新

論

組

織

」(
^
e
g
s

 F
o
r
n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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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
法
者
滕
特
別
考
慮
之
特
別
情
況_

_
_

^
關

在

統

|

條
約
第
五
條
中
所
提
及
之
任
務
的
特
別

fi
況

。
根
據
該
條
文
的
規

 

定

，
立
i

關

乃

是r

適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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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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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
第
十
二
届
—

志
聯
邦
衆
議

 

院

便

不

自

成r

制
I

s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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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

E

檻

條

款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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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情

形

下

繼

嫌

保

留

系

爭

之

百

分

之

五

的

限

制

條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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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三

條

二

項

來

削

弱

了

該

門

檻

條

款

的

影

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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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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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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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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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此

’
上
述
規
定
應
作
如
下
檢
査
：
是
否
此
項

規

定

，
能
夠
把
下
述
的
特
殊
I

以
憲
法
上
無
可
非
議
的
方
法
加

 

以

消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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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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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此

問

題

係

遭

到

否

定

之

答

覆

a)
名
單
聯
結
之
作
成
，
是
受
到
聯
弗
選
擧
法
第

3£-
十

三

條

二

項

所

規

定

的

「
競

爭

條

款J

之
限
制
的
6
該
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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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名

單

之

聯

結

。
由
於
競
爭

條

款

，
造

成

了

一

項

(
互

相

相

反

的

)
該
次
選
擧
選
票
結
果
價
値
不
等
値
的
結
果
，
此

 

項
不
等
値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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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

平

等

」
之
要
求

 

做

一

衡

量

。
此
平
等
要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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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

經

未

被

滿

足

了

，
 

因
爲
它
並
非
以
相
同
之
方
法
來
幫
助
所
有
政
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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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
有
少
數
個
別
的
小
政
黨
。
抽
象
言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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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

賸

開

放

的

。
但
選
擧
法
不
是
針
對
抽
象
的
虛
擬
狀
況
，
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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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

。
進
一
步
地
更
可
看
出
，
居
於
優

 

勢

的
政

黨

，
基

於

聯

邦

選

舉

法

第

五

十

三

條

二

項

的

基

本

思

想

對

其

之

適

用

，
乃
在
政
黛
比
例
代
表
名
單
的
連
結
上

三
〇
三



三
o
四

找
不
到
s

,
而

這

種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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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

，
當
其
他
政
黨
希

 

望
藉
著
選
舉
名
單
聯
結
來
達
成
預
定
的
成
果
——

卽
克
服
限
制
條
款
的
壓
力
！

的

同

時

，
却
發
現
在
原
本
可
以
有
無

 

限
可
能
性
的
選
畢
名
單
—

事

項

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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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繫

。
這

件

事

，
卽
使
政
r

l
般
而
言
至
少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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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邦
囊
出
孟
例
代
的
政
黨
候
選
人
名
單
時
，亦
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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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

夥

伴

)
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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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
擁
有
足
夠
的
選
舉
潛
力
來
利
用
，
並
且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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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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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
的
政
黨
而
已
■。
這

少

散

的

(
三

個

)
政

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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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的
姐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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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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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此

，
打

一

開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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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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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

。

.b)
縱
此
不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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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
條
款
存
在
都
一
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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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產
生
自
下
列
的
考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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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政
黨
開
列
的
各
邦
(
候

選

人

)
名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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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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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得
票
率
不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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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
s
litt
t一
政
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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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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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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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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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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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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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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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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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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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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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〇
五



三
〇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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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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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
事
情
上
，
找
不
到
任
何
理
由
可
供
考
量

爲
隨
之
出
現
之

r

政
黨
機
會
不
平
等
」
做
辯
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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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
著
對
選
擧
平
等
的
如
此
牴
觸
的
。

r

名
單
聯
結
」
是

一

棰
爲
了
克
服
門

I
條
款
而
產
生
了

 一
種
單
純
的
計
算
共
同
體
 

，
與
此
相
反
，
名
單
之
合
^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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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乃
以
堅
強
的
合
作
型
式

爲
前
提
。
在
道

様
的
合
併
情
形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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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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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
克
服
門
檻
條
款
必
須
有
足
以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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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値
在
門
檻
條
款
目
的
所
及
之
範
圍

 

之
外
有
所
不
平
等
。
對
於
名
單
合
併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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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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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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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名
單
的
限
制
障
礙
，
應

以

j

律
平
等
的
方
式
有
效

=

I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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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德
地
區
選
擧
中
，
完
全
地
放
棄
門

 

檻
條
款
的
規
範
。



l.
a)
然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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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是

說

，
不
應
該
繼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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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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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條

件J

。
這
些
政
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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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

致

全

爭

取

新

的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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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卽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境
內
—
 

—
選
擧
權
人
的
三
又
二
分
之
一
倍
以
上
；
相

對

於

此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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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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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三
分
之1

的

數

額

。
此
種
不
平
等
的
起
跑
條
件
是
丨

 

i

同
已
經
說
明
的
部
份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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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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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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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3
檻

條

款

，
卽
此
門
檻
正

 

好
聯
接
以
系
爭
之
不
平
等*

起

跑*

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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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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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案

中

-
-
-
由
於
文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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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律
上
的
不
平
等
。
因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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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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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分

比

例

，
以
及
相
應
的
較
大
的
選
票
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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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來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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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o
七



三
〇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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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苋
德
領
土
中
獲
得
百
分
之
五
的
選
票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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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4
 

，
要
較
容
易
達
成
其
結
果

=

M

此

，
德
意
忐
聯
邦
共
和
國
的
政
黨
早

B

只
須
獲
得
其
固
有
選
擧
區
域
內
選
票
的

fi'
分
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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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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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個

單

一

門
檻
條
款
。

因

此

，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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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徳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的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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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
由
而
產
生
的
不
同
出
發
基
礎
上
，
此
一
門
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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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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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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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並
且
 

在
上
開
兩
個
不
同
領
域
內
，
各
自
規
定
；/
不
冋
的
門
檻
額
數
。
如
下
之
不
平
等
，
亦
卽
隨
著
國
家
統
一
的
創
設
，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的
政
黨
乃
參
加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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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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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二
十
七
，
以
 

上
的
道
種
不
平
等
情
形
在
經
由
地
區
化
之
不
IKI
的r

檻
條
款
後
，
並
不
會
成
爲
選
票
效
力
價
値
加
以
不
同
計
算
的
規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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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
它
們
各
有
關
的
不
平
等
起
點
上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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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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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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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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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

，
嚴

格

、
形

式

的

平

等

，
就
如
t

之
滿
足
民
主
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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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

著

形

式

平

. #
的

建

立

，
而
在
該
特
定
相
關
地
區
中
創
立

 

起

來

。
下

述

情

形

，
卽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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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丨
—

在

此

情

形

下

在

某

個

選

舉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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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

，
只
要
——

如
同
此
處
—
1

該
相
關

 

區
域
係
根
據
平
等
之
觀
點
而
形
成
該
項
情
況
。

2
單
純
將
門
檻
條
款
地
區
化
丨
！

不
顧
及
其
數
額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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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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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況

存

在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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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所

述

地

，
於

相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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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不
得
不
去
動
員
其
各
項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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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時

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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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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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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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不

利

的

。
這
不
利
必
須
加
以
平
衡
。
爲

此

，
在
於

=
0
九



三

I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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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
以
及
一
九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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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

的

聯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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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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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

之
名

單

聯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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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

；
如

此

，
歧
視
的
因
素
乃
被
考
慮
到
了
，
而
對
於

那

些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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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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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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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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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

聯

結

」

，
能
在
此
全
德
選
區
中
參
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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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
及
政
治
性
團
體
有
政
黨
名
單
合
併
(
共

同

)
的

機

會

以

觀

，
是

達

到

了

。
儘
管
經
由
這
個
方
法
，
的
確
是
在
不
平
等

 

的

狀

況

下

，
胆
却
了
小
黨
在
國
會
之
立
足
.

■
不
論
是
比
起
相
關
選
舉
區
域
內
的
統
！
型

門

檻

條

款

，
或
者
是
比
起
有
地

 

區

化

門

檻

條

款

但

却

沒

有

政

黨

名

單

(
共

同

)
制

之

情

形

。
當

此

期

間

，
如
此
一
項
適
用
於
第
十
二
届
聯
邦
衆
翳

院
選
舉
的
規
定
！

也
只
有
它
是
本
件
载
判
铟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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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

情

況

之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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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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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
當
然
是
在
這
方
面
丨

i

拫
據
選
舉
權
平
等
的
理
由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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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規

定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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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四

之
a
條
二

 

項

而

得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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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
之
基
礎
狀
況
的
澄
淸
做
出
貢
獻
，
亦
卽
關

 

於
第
一
次
全
德
地
區
選
摹
I

殊

憲

法

上

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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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項

來

 

裁
定
訴
訟
費
用
之
歸
羼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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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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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
性
團
鼸
，
使
其
能
適
遯
新
的
規
定
。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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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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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九
九
〇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之
前
，
對
S

選
舉
法
做
一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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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十
五
條
的
命
令
頒
布
之

 

i

,
來
爲
選

舉

準

備

H

作
之
法
律
基
礎
加
以
決
定
。

F

、
 

此
項
栽
判
係
一
致
通
過
。



以
下
係
第
二
庭
法
官
之
簽
名
。



關
於

「色

情
與
藝
術
之
分
際
」

之
判
決
(敏
稱
巴
哈
案
)

(譯
者
註

.•截
至
譯
稿
止
，本
判
決
尚
未
正
式
登
載
於
聯
邦
惠
法
法
院
判
決

辑
中
原
文
 

取
自

E
U
G
R
Z
.

弗
刊
第
十
八
卷
第

j

、
二
期
合
刊
本
(第
三
十
三

頁

至

第

四

十

頁

)

譯

者

：
蔡
明
誠

裁

定

要

旨

•
，

1.
 

色
情
小
說
得
爲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段
所
稱
之
藝
術
。

2.
 

著
作
願
足
以
道
德
上
嚴
重
危
害
兒
童
或
少
年
(
危
害
少
年
書
箱
散
布
法
I

G
j

 

S

 
j

第
六
條
第
三
款
)
時

，
將
視
爲
藝
術
創
作
之
著
作
列
爲
禁
書
者
，
亦
以
考
量
藝
術
自
由
爲
前
提
。

3.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於
憲
法
上
有
所
不
足
，
蓋
聯
邦
審
査
處
陪
審
人
員
選
任
規
定
不
完

 

備

C

#
0
^

主

文

：

三

二一一



三
-四

I

、

I

九
八
五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公
布
之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
聯

邦

法

律

公

報

第

一

部

，
第
一
五

o

二
頁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與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项

第

I

段
以

及

法

治

阈

原

則

相

牴

觸

。
但

其

至

新

法

律

制

定

(
最

遲

至

I  

九

九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
前

仍

繼

縯

適

用

。

n

、
一
九
八
二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聯
邦
審

査

處
就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之
決
定

丨

—

N
r
.

 

3
2
6
2

 

( I>r.  

4
4

\
7

9

〕 

、
一
九
八
三
年
十
月
十
八
日
科
隆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I

—

1
0
K

 

2
7
6
\
8
3

、
|

九
八
五
年
六
月
四

n
G
N
o
r
d
r
h
e
i
n
i

W
e
s
t
f
a
l
e
n

邦
高
等
法
院
判
決

I
—

ro
O

A〗
4

6
\

8
4

以

及

|

九
八
七
年
三
月
三
日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

-
-
-

B
V
e
r
w
G

 1

 C

 2
7
.
8
5

侵
酋
抗
告
人
依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段
規
定
之
基
本
權
利
。
此

等

判

決

廢

棄

之

。 

就
_權
利
爭
訟
費
用
而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所

爲

判
決
，
該

程

序

以

駁

囘

=

I

、N
o
r
d
r
h
e
i
n
^
v
e
s
t
f
a
l
e
n

邦
與
聯
邦
德
意
志
共
和
國
應
各
支
付
抗
告
人
必
要
墊
支
費
用
之
一
半
。

理

由

：

A

、
抗
告
人
不
服
將
其
所
出
版
的
小
說
” 

J
o
s
e
f
i
n
e
s
u
t
z
e
n
b
a
c
h
e
r
..

 .i

維
也
納
妓
女
肖
傳

1

歸
入
危
害
少
年

s

籍

名

單

。

I

、
凡
道
德
上
足
以
危
害
兒
萤
及
少
年
之
書
籍
，
依

I
九
八
五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公
布
之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 

G

 

j

 

S

 

)
第

|

條

第

|

項

第

一

段

規

定

，
應

歸

入

名

單

之

中

，
尤

其

包

含

不

道

德

、
殘

忍

、
煽

惑

暴

力

、
犯
罪
或
種
族

 

仇
恨
以
及
歌
頒
戰
爭
之
書
籍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I

條
m

.
一

項

第

I

段

)
。
但

如

書

籍

係

爲

藝

術

而

作

，
依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I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
該
書
籍
有
時
則
不
歸
入
名
單
中
。
隨
著
納
人
名
單
之
公
告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I

條

第

I

項

第

三

段

)
，
卽
涉
及
依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二
十I

條
刑
，事
處
罰
之
同
法
第
三

 

條
至
第
五
條
規
定
。
據

此

，
禁
書
祇
能
陳
列
於
旣
非
兒
童
及
少
年
所
能
接
M

，
亦
非
其
所
能
觀
看
，
而
專
提
供
成
人
之

 

商

店

。
此

外

，
禁
止

爲
廣
告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五
條
)
。

如
有
危
害
少
年
害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所
定
情
事
之I

者

，
未
歸
入
名
單
，
而
生
前
述
法
律
效
果
。
同

條

第

！
款
及

 

第
二
款
規
定
，
包

含

刑

法

第I

百

三

十

I

條

及

第

I

百
八
十
四
條
所
稱
之
軎
籍
，
第
三
款
係
指
該
顯
然
足
以
道
德
上
厳

 

害
兒
童
或
少
年
者
。

爲
法
律
之
施
行
，
設
聯
邦
審
査
處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八
條
第
~
項

)
。
其

由

I

位
經
腕
邦
少
年
、
家
庭

 

、
婦
女
®
健
康
部
所
任
命
之
主
席
、
各
一
位
經
任
何
邦
政
府
所
任
命
之
陪
審
人
員
以
及
由
聯
邦
部
長
所
任
命
之
其
他
陪

 

審
人
員
組
成
之
(
危
害
少
年
害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I

項

)
。
此

其

他

(
所
謂
團
.埋

)
陪
審
人
員
係
由
下
述
睡
睦
之
提

 

議
而
產
生
，
該
_
體

有

：

L
f
e術

界

*

1

界

，

3.
署

商

，

4
出

版

業

界

，

5.
少

年

協

會

，

三

|
五



三

I

六

■
6.
少

年

福

利

圈

膣

，

7
+敎

師

界

，

8.
敎

會

、
猶
太
文
化
團
體
及
其
他
公
法
團
體
之
宗
敎
圈
賸

◊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

聯
邦
審
査
處
原
則
上
僅
因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施
行
辦
法
(

一

九
六
二
年
八
月
廿
三
日
新
頒
布
，
聯
邦
法
律
公

 

報

第

一

部

，
第
五
九
七
頁
，
最

近

一

次

經I

九
七
八
年
五
月
五
日
命
令
修
正
，
聯

邦

法

律

公

報

第I

部

，
第
六
〇
七
頁

 

I

D

 

V

 

0

 )
第
二
條
所
稱
機
關
及
部
、
局
之
告
發
而
爲
決
定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十
~
條

第

二

項

第一

段

)
 

。
該
法
規
定
三
種
不
同
之
組
織
。
於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十
八
條
第I

項
及
第
十
八
條
之
一
第一

項

情

形

(
依
法

 

i

決
及
內
容
相
同
書
籍
之
歸
入
名
單
)
，
單
由
主
席

爲
決
定
。
於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十
五
條

 

<

 暫

列

名

單

)
 

及
第
十
五
條
之一

 
(
於
明
顯
案
件
之
簡
易
程
序
)
之

情

形

，
由
主
席
及
二
位
聯
邦
審
査
處
其
他
人
m
u*

三
人
s

會
決

 

定

之

。
此

外

，
卽
所
謂
十
二
人
委
員
會
所
爲
之
決
定
，
該
委
員
會
係
由
主
席
、
三
位
邦
陪
審
人
員
及
八
位
團
體
陪
審
人

 

員

組

成

之

。
至
少
有
九
位
委
員
出
席
時
，
該
委
員
會
卽
具
有
決
議
能
力
。
爲
歸
入
名

單

時

，
須
有
三
分
之
二
多
數
決
，
 

但
至
少
要
有
七
票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項
以
及
第
十
三
條
)
。

E

、
l.
f

 口
人
自
一
九
七
八
年
十
一
月
以
來
，
以
袖
珍
本
爲
前
述
小
說
之
出
版
。
其
包
^I

K
.
W
.

 w
r
a
B
b
e
r
g

 

之
前
言
以
及O

s
w
a
l
d

 Wi
e
n

忿

之

「
維
也
納
人
靑
春
論
集J

。
該
著
作
未
註
明
i

人

，
約
在
世
紀
更
易
時
期
發
行

 

於

維
也
納；

F
e
l
i
x

 s
a

l.fF.
n

被
推
定
爲
著
作
人
。

一

九
六
五
年
哥
本
哈
根
之D

e
h
l
i

出
版
社
以
德
文
發
行
該
小
說
，
 

共

二

卷

，
其
經
德
國
刑
事
法
庭
二
件
判
決
宣
告
爲
猥
褻
之
後
，

一
九
六
八
年
依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十
八
條
第一



項

規

定

，
將
該
小
說
歸
入
禁
醫
。

I

九
六
九
年
由
德
國w

o
g
n
e
r

與

B
e
r
n
h
a
r
d

出
版
社
所
發
行
之
版
本
，
因
內
容
相

 

同

，
於

I

九
七
〇
年
歸
入
名
單
之
中
。

2
(a)
l
九
七
九
年
一
月
初
，
抗
告
人
請
求
該
前
述
二
種
小
說
版
本
由
名
單
中
剔
'除

*
因
爲
依
目
前
觀
點
，
骸
罾
箱

 

爲
藝
術
著
作
。
隨
著
敗
訴
判
決
，
聯
邦
審
査
處
拒
絕
將
之
從
名
單
中
剧
除
，
亦
且
將
該
袖
珍
本
歸
入
名
單
。
其
指
明
該

 

小
說
依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款
及
第
三
款
規
定
顯
然
嚴
重
危
害
少
年
，
因
爲
其
對
任
何
其
他
人
性
關
係

 

並
不
加
考
廉
，
而
著
重
於
以
嚴
重
惹
人
厭
煩
方
式
描
繪
女
主
角
之
性
愛
過
程
。
兒
童
賈
淫
及
雜
交
行
爲
予
以
正
面
評
ft 

，
甚
至
說
成
無
害
且
加
以
頌
揚
。
依

及

G
.

敎
授
監
定
書
之
結
論
，
認
爲
該
書
籍
非
藝
術
著
作
。
該
小
說
不
外
是
有

 

關
女
主
角
性
生
活
之
「
色
情
寫
眞
集
」
及

「
賈
淫

錄

」

。
色
情
及
亂
倫
問
題
，
不
是
藝
術
化
之
處
理
，
而
單
爲
激
化
誘

 

惑

力

。
(b)
對此不服所提之訴訟，不成立。行

政

法

院

指

明

可

f

變
之
社
會
倫
理
槪
念
，
所

 

爲
重
新
歸
入
名
單
之
程
序
，
並
於
十
二
人
委
員
曾
組
織
中
將
小
說
列
爲
禁
書
，
乃
無
可
指
責
；
依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十

八

條

之I

第

I

項
剔
除
名
單
之
拒
絕
後
，
將
決
定
委
由
主
席
單
獨
管
輛
，
或
有
矛
盾
之
處
。
於

本

案

，
亦
宜
同

 

意

爲
決
定
。
僅
爲
多
元
化
社
會
意
見
多
樣
光

11
中
具
有
影
魯
之
表
達
，
始
使
依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一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少
年
保
護
利
益
，
退
居
次

要

堆

位

。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指
明
：
危
害
少
年
霤
籍
散
布
法
第I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
僅
能
重
申
或
擴
大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I

段
所
保
障
之
藝
術
保
護
，
但
非
勤
之
爲
限
制
。
霤
籍
應
視
爲
藝
術
著
作
。
但
於
依
基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三

I

八

及

第

~
條

第

I

項
規
定
亦
作
爲
憲
法
位
階
之
少
年
保
護
利
益
之
情
形
，
藝
術
自
由
有
其
界
限
。
此
少
年
保
護
利
益
無
疑

 

因
該
小
說
而
嚴
重
遭
受
使
害
。
該
所
描
寫
之
行
爲
方
式
，
尤
其
是
兒
童
與
其
姊
妹
及
雙
親
之
性
接
觸
，
乃
違
反
今
日
仍

 

普
，遍
妥
當
之
僙
値
.：棣

準

。
因

此

-
排
除
透
過
海
術
自
由
而
予
以
正
當
化
。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基
本
上
認
爲
：
聃
邦
審
査
處
十
二
人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定
，
不
因
不
確
定
性
，
而

爲

無

效

。
於
有
關

 

基
本
楢
利
規
定
之
領
域
內
，
法
治I

國
原
則
並
不
禁
止
使
用
不
確
定
法
律
槪
念
與
賦
予
聯
邦
部
長
於
團
體
陪
審
人
員
任
命

 

3

合
於
職
務
之
行
使
某
種
範
圍
之
裁
最
。
經
斟
酌
之
組
織
及
由
其
任
命
之
陪
審
人
負
人
數
，
有
時
並
不
須
由
法
規
爲

 

個

別

之

確

定

，
因
爲
其
存
立
及
重
要
性
或
可
能
變
動
。

依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未
被
指
責
而
確
認
見
解
，
聯
邦
審
査
處
之
評
價
便
強
制
要
求
，
該
小
說
歸
屬
於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所
稱
之
嚴
重
危
害
少
年
之
軎
籍
。
如
不
考
慮
其
是
否
爲
藝
術
著
作
，
將
其
列
爲
禁
嘗
亦
符
合
於
危
害
少

 

年

霤

籍

散

布

法

第I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
賅
規
定
具
有
如
同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I

段
之
效
力
。但於
 

此

，
藝
術
目
由
應
對
於
保
護
兒
童
及
少
年
防
止
道
德
上
危
害
之
利
益
，
有

所

退

讓

。
.此
係
基
於
憲
法
之
基
本
價
値
，
尤

 

其
係
根
據
基
本
法
第I

臌

第

I

項
及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
國
家
不
能
因
憲
法
而
不
遵
守
對
於
任
何
可
能
依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I

條

第

I

項
所
稱
之
道
德
上
危
害
之
預
防
。
然
而
於
鐳
屬
於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規
定
替

 

籍

之

情

形

，
却
有
所
不
同
6
縱
使
其
宜
列
爲
藝
術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款
規
定
，
與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三
條
至
第
五
條
規
定
之
適
用
，
不

生

衝

突

。
當
其
僅
限
制
藝
術
著
作
之
效
力
範
圍
，
並
給
予
藝
術
交
流
利
益
之
空
間

 

時

，
於
屬
於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之
書
籍
情
形
，
就
正
好
是
重
大
案
件
，
其
不
適
用
完
全
排
除
對
少
年
保
護



。
此
種
清
事
之
違
反
基
本
法
之
價
値
秩
序
，
大
於
列
爲
禁
書
所
侵
害
之
藝
術
自
由
。
此

外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規
定
(
不
同
於
危
窖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一
條
第I

項

)
不
得
附
有
藝
術
保
留
，
亦

適

用

之

(
在
個
案
時
，
參
照

 

NJ
,5 I
J
9
00
7
 ,

第
一
四
三
五
頁
〔|

四
三
六
頁
〕
涉

及

〔
一

四
三
〇
頁
以
下
〕

〕。

.
ffl-
、
l.
f
n

人
於
其
憲
法
訴
願
中
指
責
，
該
受
不
服
之
判
決
侵
害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I

段

規

定

。
不
因
描

 

述
女
主
角
性
愛
經
過
，
而
將
前
述
保
護
拒
絕
適
用
於
列
爲
禁
書
之
罾
籍
。
世
界
文
學
著
作
亦
有
以
此
等
描
述
作
爲
對
象

 

。
藝
術
與
色
情
非
相
互
排
斥
。
就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所
稱
顯
然
嚴
重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情
事
，
藝
術
保
護
始

 

終
應
退
居
次
要
地
位
之
主
張
，
並

不

正

確

。
對
於
競
合
之
法
益
(
兒
童
及
少
年
保
護
)
，
業
已
欠
缺
必
要
之
憲
法
位
階

 

;
其
旣
非
源
自
基
本
法
第I
條
第
一
項
以
及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
亦
非
導
出
於
基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第

！
段

之

規

定

。
 

縱
使
此
或
宜
爲
另
外
之
評
斷
，
救
濟
法
院
不
得
忽
視
該
著
作
之
藝
術
性
質
，
並
於
必
要
時
，
須
衡
董
該
對
立
利
益
。
兒
 

童
及
少
年
保
護
利
益
，
因
該
小
說
不
是
無
疑
義
而
受
嚴
重
俊
害
。
就
某
特
定
文
章
內
容
可
能
具
體
危
窖
少
年
之
見
解
，
 

學
術
上
理
由
是
不
充
分
。

立
法
者
以
憲
法
上
不
充
分
方
式
，
規
定
聯
邦
審
査
處
組
織
，
尤
其
是
所
謂
團
髋
陪
審
人
員
任
命
.，因

此

，
該
受
不

 

服
之
判
決
侵
害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I

項

以

及

第

二

第

二

頊

及

第

三

項

之

規

定

。
危
窖
少
年
霤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搽
第

 

二
項
規
定
，
菜
被
1

過
於
不
確
定
，
因

而

無

效

。
尤
其
因
立
法
者
就
墓
本
權
利
行
使
之
貢
質
問
題
I
未
爲
充
分
規
定

 

，
故
其
違
反
法
治
國
原
則
。
藉
規
定
於
多
數
考
廉
中
之
競
選
者
與
圃

11
間
之
選
擇
.，
以
及
對
其
專
業
知
識
，
由
審
査
程

 

序
所
證
明
之
特
別
條
件
要
求
，
於
此
欠
缺
其
判
斷
標
準
。
此

外

-
含
有
非
公
法
團
體
之
世
界
觀
及
宗
敎
團
體
之
規
定
，

三

-
九



三

_
■0

於
國
家
中
立
義
務
違
反
情
形
下
，
排
除
有
特
定
組
織
存
在
。
總

之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
於
團
體
陪
審
人
員
之
任

 

命

時

，
違
反
實
質
事
項
應
有
法
律
規
定
之
要
求
，
而
放
任
予
行
政
機
關
，
從
而
亦
給
予
事
實
上
恣
意
任
命
之
實
務
，
大

 

開
方
使
之
門
。

他

者

，
該
法
違
反
引
註
要
求
(
基

本

法
第
十
九
條
第
！
項

第

二

段

)
及

檢

査
禁
止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I

項
第
三

段

)
。該

受
不
眼
之
判
決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
項
及
第
二
十
條
第
三
項
(
法

治

國

原

則

)
，
第
一
百
零
三
條
第I

項
 

與
第
十
九
條
第
四
項
第I
段

之

規

定

，
因
爲
其
不
但
在
危
害
少
年
問
題
上
，
而
且
於
作
爲
藝
衛
之
歸
類
方
面
，
僅
賦
予

 

聯

邦
審
査
處
於
訴
訟
上
有
限
審
査
之
評
斷
空
間
。

於
違
反
法
治
國
原
則
及
第
一
百
零

三

條

第I

項

情

形

下
，
最

S

絕
聯
邦
審
査
處
所
持
有
僅
主
張
但
未
證
明
危
害

少
年
之
少
年
心
理
學
鑑
定
意
見
。
鑑

定
人
S
.
敎
授
業
已
持
著
先
前
具
有
見
解
。
因

此

，
其
鑑
定
書
不
得
作
爲
裁
判
基
， 

礎

。

2
聯

邦

少

年

、
家

庭

、
婦
女
魅
健
康
部
於
其
以
聯
邦
政
府
爲
名
義
所
爲
之
意
見
書
中
，
限
定
聯
邦
審
査
處
組
織
之

 

問

題

。
該

法

律

規

定

，
由

憲
法
觀
點
，
不
宜
受
到
指
责
。
危
害
少
年
書
箱
散
布
法
於
斟
酌
素
材
之
性
質
，
規
定
所
有
實

 

質
之
街
^

題

。
就
於
各
個
團
賸
中
所
爲
組
織
結
構
夔
更
之
適
當
反
映
*
該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提
供
予
以
可
能
性
。
如

 

該
團
賸
未
預
爲
合
作
之
準
備
時
，
對
具
有
參
與
能
力
機
構
之
法
律
上
確
定
-
將
不
可
避
免
導
致
無
法
預
期
之
缺
漏
。
基
 

於
法
律
基
礎
所
爲
之
任
命
，
不
宜
受
到
恣
意
之
指
賓
。



聯

邦

審

査

處

爲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辯

護

，
該

尉

立

之

利

益

於

此

或

有

協

調

之

可

能

。
在

立

法

者

之

創

制

自

由

中

 

，
其

可

選

擇

是

否

就

聯

邦

審

査

處

組

織

予

以

確

定

或

另

作

具

體

化

。
對

於

參

與

所

有

僅

可

想

像

之

組

織

，
似

不

可

能

。
 

聯

邦

部

提

之

一

定

處

分

可

能

性

，
依

憲

法

觀

點

，
應

可

接

受

。

B

、
合
法
之
憲
法
訴
願
有
理
由
。
該
受
不
服
之
判
決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I

段
規
定

(
I

 )
。
就
團
體
陪
審
 

人
員
確
定
之
規
定
，
受
到
嚴
厲
之
懷
疑
(
危
害
少
年

S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
。
但
其
予
以
過
渡
時
期
(

n

〕
。 

其
餘
之
指
貴
無
理
由

(
H

 )
。

I

、
⑻

列
入
禁
書
之
書
籍
屬
於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段
之
保
護
範
圍
。
於

此

，
有

疑

議

者

，
丙
該
著
作
稱
之

 

爲

小

說

，
並
網
示
受
認
可
之
藝
術
活
動
(

I

 f
作

家

〕
之

成

果

，
是

否

卽

肯

定

爲

前

述

保

護

範

圍

。
但
該
著
作
具
有

 

M
i

術

J:
獨
特
結
構
特
徵
：
其
係
自
由
創
作
形
成
之
成
果
，
於
小
說
之
文
學
形
式
上
，
表
現
出
著
作
人
之
印
象
、
經
驗
及

 

幻

想

C

參

照B
V
e
r
f
G
E

 

3
0
,
1
7
3

頁

〔一
八
八
頁
以
：卜

〕；

六

七

、二

=

1頁

〔二

二
六
.頁

〕

E
u
G
K
2
】
9
8
4

 

，
四

七

四

頁

〔
四
七

七

頁

〕

)
=
基
本
之
創
作
形
式
，
於
與
環
境
相
關
之
描
述
及
維
也
納
俗
話
之
使
用
中
，
得
被
認
爲
.. 

是
創
作
風
俗
之
方
式
。
此

外

，
小
說
容
許
一
系
列
爲
蘇I
術
意
圖
推
論
之
設
釋
。
因

此

，
小
說
可
能
在
發
展
中
小
說
中
，
 

被
認
爲
是
種
揶
揄
。
再

者

，
女
主
角
使
人
意
味
著
男
人
性
幻
想
之
化
身
，
其
作
爲
敎
育
上
之
反
映
，
其
目
的
萣
兩
性
之

 

厭

抑

。
同

時

，
亦
經
常
怠
識
到
詼
請
模
仿
之
因
素
。

(b)
該
小
說
可
能
同
時
被
視
爲
色
情
，
使
之
不
具
有
藝
術
性
質
。
就

此

情

形

，
使
人
m

及
聯
邦
遠
法
法
院
判
決
(



B
V
e
r
f
G
E

 3
0
,
3
3
6

〔
 3

5
0

〕

)
及

受

不

服

之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
判

決

書

複

印

本

第

十

四

頁

)
所

引

起

疑

議

，
 

無

法

淸

除

=
截

術

與

色

情

，
正

如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於

其H
e
n
r
y
s
i
l
l
e
r
s

 O
p
u
s

 P
i
s
t
o
r
u
m

之
判
決
中
所
爲
正
確

 

見

解

(B
G
H

 

,
^

1
9
9
0
,

 3
0
2
6

頁

(3
0
2
7

頁

)
〕

，
兩

者

互

不

排

除

。
毋
寧
是
依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载

判

集

第

 

六

七

卷

，
二

一

三

頁

〔
二

二

六

頁

以

下

〕

W
U
G
K
2

 1
9
8
4
,

 4
7
4

〔
 4

7
7

〕
所

建

立

之

判

斷

標

準

，
龉
以
判
定
藝

 

術

性

質

。
其

認

定

非

繫

於

國

家

風

格

、
水

準

及

内

容

之

控

制

或

藝

術

著

作

效

用

之

判

斷

(
參

照

B
V
e
r
f
G
E

 7
5
,

 36
9

 

〔3
7
7

〕
 

E
U
G
W
Z

 1
9
8
8
,

 2
7
0

〔
 2
7
1

〕

；

 8
1
,

 2
7
8

〔
 2

9
1

〕

〕
。
如
此
觀
默
至
多
於

藝

術

自

由

是

香

應

 

銳

競

合

法

益

，
從

憲

法

位

階

上

有

所

讓

步

之

問

題

檢

驗

時

，
始

發

生

作

用

。

2.
藝
術
自
由
之
無
保
留
保
障
，
原
則
上
不
排
除
因
少
年
保
護
而
列

爲

禁
書
。
藝
術

自

由

旣

不
受
菡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I

拟
第
二
半
段
之
三
位
一
體
規
定
，
亦
不
受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所
設
限
制
，
而
劃
下
界
限
。
徂
如
其
同
位
於
憲
法

 

位
階
時
，
其
適
用
於
其
他
權
利
主
體
之
基
本
權
利
，
但
亦
適
用
於
其
他
法
益

(
B
v
e
r
f

 G
E

 3
0
,

 1
7
3

〔
 1

9
3

〕

;

s

rw
s
p
r
.

)
。
防
止
道
德
上
危
害
兒
童
及
少
年
之
保
護
，
受
憲
法
所
保
護
利
益
之
確
保

=

⑻
業
已
於
直
至
目
前
之
判
決
中
，
聊
邦
憲
法
法
院
認

爲

，
依
基
本
法
本
身
所
持
之
價

値

，
少
年
保
護
是
具
有
重

 

要
地
位
之
目
標
及
重
要
之
共
同
願
望

(
參
照

B
V
e
r
f
G
E

 
3
0
,
 3

3
6

〔
 3

4
7

及

3
4
00
〕

；

 7
7
,

 3
4
6

〔
 3

5
6

〕
 

E
U
G
SO

Z

S

88,
 1

3
7

〔
 1

3
9

〕

)

。

於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明
示
少
年
保
護
，
尤
其
依
搣
於
基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第

I

段
規
定
之
父
母

敎

養
M

, 

而
享
有
憲
法
位
階
。
此
包
括
決
定
兒
童

敎

材
之
權
限

(B
V
e
r
f
G
E

 7
,

 3
2
0

〔
 3

2
3

頁
以
下
〕

)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係
與
抗
告
人
見
解
相
反
，
旨
在
命
予
第
三
條
至
第
五
條
之
列
爲
禁
«
之

效

果

，
而
非
在
於
國
家
檢
杏
職
務
之
行

 

使

，
以
削
弱
父
母
敎
養
_權
之
範
圍
。
其
目
的
毋
寧
是
预
防
憲
法
所
保
障
之
父
母
敎
養
權
遭
受
破
壞
。
危
菩
少
年
«
籍
散

 

布
法
第：一一

條
至
第
五
條
規
定
，
應
在
於
確
保
該
對
於
兒
童
及
少
年
發
展
有
損
害
之
兒
童
及
少
年
書
籍
，
僅
經
其
父
母
之

 

rnj
s :
，
始

得

接

觸

。I

九
七
三
年
1
 |
月
廿
三
日
第
四
次
刑
法
修
正
法
第
五
條
第
八
款
規
定
所
包
含
之
危
害
少
年
»
籍
 

f

法
第
二
t
 一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
係
爲
保
障
父
母
得
免
於
任
何
刑
事
處
罰
而
爲
B
由

決

定

，
從
而
原
則
上
亦
准
將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所
稱
之
書
籍
，
交
付
予
受
其
敎
卷
之
人
(
參
照
前
述
：
少

年

、
家
庭
®

健
康
委
員
會
對
法

 

祁
草
案
之

M
後
建
議
與
報

fi
，

B
T
D
r
u
c
k
s
.

 I
0

 /

 72
2
,

 B
T
D
r
u
c
k
s
-

 l
o
\

 25
4
6
,

 S
.

 一
6

 re
c
ht

e

 

Spal

 

te

 
)
 〇

此

外

，
依
基
本
法
笫

I
條

第
一

項
以
及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兒
童
及
少
年
保
護
亦
得
位
於
憲
法
位
階
。
兒
童
及

 

少
年
享
有
基
本
權
利
規
範
所
稱
之
芄
人
格
發
展
權
利

D
其
需
要
保
護
，
並
需
要
協
助
，
以
發
展
於
社
會
團
體
中
自
我
負

 

苡
之
人
格
(
參
照

B
v
e
r
f
s

 7
9
,
6
1

〔
 6

3

〕
 

E
u
G
K
Z

 1
9
8
8
,

 5
2
9

〔
 5

3
3

〕
)
 
D
此
正
亦
適
用
於
防
止

 

性
危
險
之
保
護
及
可
能
尊
重
人
格
權
之
性

敎

宵
(
參
照

B
V
e
r
f
G
E

 4
7
,

 4
6

 C

 7
2

頁

以

下

〕

E
u
G
K
Z

 J
9
7
S
,

 

5
7

〔
 6

3

页
以
下
〕
〕
。
此
種
論
點
，
使
國
家
冇
權
避
免
兒
童
及
少
年
，
對
於
兩
性
看
法
及
其
人
格
發
展
，
可
能
遒
受

 

不
良
之
影

ma

(b)
因
未
違
憲
，
立
法
者
准

爲
如
是
論
點
，

S
籍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一
條
第
一
項
〕
可
能
苻
危
害
少
年
 

之
影
m

。
相
反
於
抗
告
人
之
見
解
，
其
不
考
慮
學
術

、
經
驗
上

之
證
據
，
而
採
取
立
法
措
施
，
卽
文
學
著
作
可
能
對
於



三
二
四

兒
童
及
少
年
造
成
損
害
.。
此
種
看
法
，
毋
寧
是
在
於
賦
予
其
評
價
特
權
之
範
圍
內
。
其
理
由
及
範
圍
，
繫
於
各
種
不
同
 

因
素
。
特
別
是
尙
未
最
後
解
決
之
實
質
領
域
性
質
，
形
成
一
個
相
當
安
定
、
有
經
驗
支
持
之
判
決
以
及
相
關
法
益
之
意
 

義
，
作
爲
決
定
之
標
準

◊
爲
準
備
一
九
七
三
年
十
！
月
廿
三
日
刑
法
第
四
次
修
正
法
(
4_
 s

t
r
K
G
)

 (
 

B
G
W
I

 

.

1.

 S
,

 1
7
2
5

 
)
學

術

、
經
驗
上
詳
論
之
現
況
報
告
指
出
，
透
過
書
籍
而
危
害
少
年
之
可
能
性
，
縱
使
有
強
而
有
力
之

 

相

反

意

見

，
但
仍
無
法
有
充
分
論
據
補
強
之
。
骸
法
之
標
準
預
備H

作

，
業
已
於
第
六
次
選
搴
期
完
成
i

 

B
T

 

D
r
us -
s
. 
7

\

8
,°
s
.
 14

 
)
。
當
時
®

害
少
年
害
®

布
法
舊
法
第
六
I

®

題

，
實

質

上

與

刑

法

第|

百
 

八
十
四
條
(
色
情
文
學
之
散
布)
！

併

討

論

。
廉
然
延
請
社
會
學
、
性

學

、
精

神

病

學

、
心

理

學

、
敎

育

學

、
法
醫
學

 

、
犯

罪

學

、
神

學

、
哲

學

、
法
學
領
域
專
家
以
及
刑
事
警
察
、
社

會

福

利

、
少
年
輔
助
及
敎
育
界
之
實
務
工
作
者
爲
廣

 

泛

之

聽

證

，
刑
法
修
正
特
別
委
負
會
不
能
說
毫
無
疑
議
地
澄
f

害

少

年

問

題

。
再

考

，
於

所

有

不

I

致

意

見

中

，
有

 

相

同
評
價
者
，
就
％

與
心
理
發
展
之
效
用
上
可
能
關
聨
，
s

學
術
性
意
見
之
評
斷
，
因

§

有
髖
系
綢
査
及
長
期

 

硏

究

，
更

加

困

難

(
參

照

前

述

：
刑
法
修
正
特
別
委
員
會
書
面
報
告
，B

T
D
r
u
c
k
s
.

 V
I
\
3
5
2
r

r

 3,

 5
8

頁
 

以

下

及

6
5

頁
以

下

；
就
立
法
程
序
繼
嫌
發
展
，
尤
其
參
閱
刑
法
修
正
特
別
委
員
會
之
報
告
與
提
議

，B

 

T
D
r
u
c
k
s
.

 

7
X

2
4,

 1

0
頁

以

下

及

=

頁

以

下

)
。

於
此
學
術
上
尙
未
澄
淸
之
情
況
下
，
立
法
者
有
權
評
估
危
害
狀
況
及
危
險
，
並
決
定
其
是
否
採
取
措
龙
(
參
照
 

cov
e
r
f
G
E

fe,

 8
9

〔】
31

 
頁

以

下〕

w
 

U
G
W
Z

 
1
9
700
, 55

3

〔
 5

.2?
〕
)
。
附
加
對
其
決
定
予
以
正
當
化
 

理
由
是
，
駭
與
藝
術
自
由
競
爭
之
法
益
'，
主
要
規
定
於
基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第I

段
但
於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以
及
第



i

條
第
一
頊
之
中
，
並
占
有
相
當
高
之
位
階
。
如
係
在
學
術
現
狀
，
以
理
性
方
式
少
年
不
可
能
受
有
危
害
時
，
立
法
者
 

始
捨
棄
其
所
澳
之
決
定
空
間
。
依
刑
法
第
四
次
修
正
法
諮
詢
結
果
，
此
事
不
能
予
以
考
慮
。

3.
立
法
者
如
決
定
使
兒
童
及
少
年
保
護
與
無
保
留
保

i r
藝
術
目
由
相
比
較
時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於
合
憲
性

 

解
釋
所
欲
滿
足
之
要
求
，
係
源
自
憲
法
。

⑻
法
治
_國
原
則
及
民
主
要
求
，
使
立
法
者
負
有
義
務
，
就
基
本
權
利
實

現
之
標
準
規
定
，
實
質

上
由
其
本
身
爲
 

之

，
並
不
得
將
之
委
交
於
行
政
機
關
之
行
爲
及
決
定
楗
(
參
照B

V
e
r
f
G
E

 33
,

 1
2
5

〔

〗5
00
〕；

 34
,

 52

 C

 60

 

〕；
3
4
,

 1
6
5

〔
 19

2
 頁
以
下
〕
；

S ,
,
办
 

0
0

〔
£:
7
〕
 

W
U
G
W
2

 19
7
7
,

 
3
4
to
c
 35

3
〕

；

私7
,

私6

〔

7
8

 頁

以

下

〕

W
U
G
W
Z

 
I
9
7
oo
,
w
7

〔 6

私
頁
以

下
〕
二

9

,

$

〔 1
2
7

〕 

M

U

G

S 
1

9

7,°°
g ;
3

〔 

5
6
3

〕

)
。
立
法
者
在
何
等
程
度
下
，
須
目
行
決
定
就
有
問
題
之
生
活
領
域
所
必
要
之
指
導
準
則
，
則
依
該
基
本
權
利

 

關
聯
作
爲
決
定
標
準

◊
如
相
互
競
合
之
基
本
法
上
自
由
權
互
涉
一
起
，
且
各
該
界
限
互
爲
流
動
，
並
難
以
認
定
者
，
則
 

存
在
著
如
是
義
務
。
尤
其
是
當
相
關
基
本
權
利
依
憲
法
文
義
，
無
保
留
予
以
保
障
，
且
該
欲
規
範
生
活
領
域
之
規
定
，
 

須
決
定
及
具

It
化
其
憲
法
內
在
限
制
之
際
，
更
有
前
述
情
形
之
適
用
。
於

此

，
立
法
者
有
義
務
，
於

任

何

情

事

，
就
對

 

立
之
自
由
保
障
限
制
，
於
其
對
於
該
自
由
植
行
使
有
實
質
重
要
意
義
之
程
度
內
，
而

爲

自

行

決

定

(
亦

參

照B
V
e
r
f

 

S

 6
、

3
2

〔 4
2

〕；

 2
0
,
1
5
0

〔
 IS

7

 頁

以

下

〕

；
00
0
,】

3
7

〔 1
6
1

〕 

M

e

s

z

s

s

s
, 3

4
1
〔
3
4
7

 

頁
以
下
〕

)
。

(b)
依
前
述
原
則
，
立
法
者
於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之
範
圍
內
，
自
行
規
定
藝
術
自
由
與
少
年
保
護
,^
%
衡

，
其
以
危

三
二
五



三
二
六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一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款

形

式

而

規

範

之

。
從

其

文

義

及

.體

系

地

位

觀

之

，
固

然

可

推

論

得

出

，
藝

 

術

保

留

僅

適

用

於

根

搣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一

條

第

I

項

第

I

段

及

第

二

條

而

列

爲

禁

書

，
且
非
包
含
依
冋
法
第

 

六

條

，
因
未
納
入
名
單
而
'生

同

法

第

)二

條

至

第

五

條

效

果

之

案

件=

m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I

段

規

定

，
要
求
爲
. 

合

憲

性

解

棒

，
於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情

事

，
亦

涉

及

藝

術

保

留

(
參

照

B
V
e
r
f
G
E

 

3
0
,

 

3
3
6

〔 3
5
0

〕V

儘
管
於
學
術
上
意
見
分
歧
衝
突
*
仍
容
許
立
法
者
決
定
茭
持
如
下
見
解
，
卽
危
害
少
年
S

籍

散

布

法

第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段
所
稱
之
書
籍
，
原
則
上
於
道
德
足
以
危
審
兒
童
及
少
年
。
但
考
慮
藝
術
自
由
時
，
立
法
者
則
不
許
規
定
，
在
 

特
定
種
類
時
之
特
別
危
害
之
®
籍
始
終
享
有
少
年
保
護

 >
 且
毫
無

例

外

地

，
有

優

先

地

位

。
藝
術
自
由
與
其
他
具
有
憲

 

法
位
階
之
楢
利
如
陷
入
爭
議
時
，
毋
寧
是
此
：兩
者
須
以
最
適
狀
態
之
目
標
，
而
爲
相

當

均

衡

。
於

此

情

形

，
比
例
原
則

 

待
別
具
有
其
意
義(

B
v
e
r
f
G
E

 

3
0
,
】
7
3

〔】
S

9

〕

)
 
D
此

外

，
應

注

怠

者

，
藝
術
S

由
正
如
其
本
身
由
基
本
法

 

第

I

條
第
一
項
價
値
觀
所
受
影
響
一
般
，
M

造
出
基
本
法
之
人
性
形
象
(
參

照B
V
e
r
f
G
E

 

3
0
,

 

1
7
7

〔
 1

9
3

及
 

1
9
5

〕
〕
。
因

此

，
於
營
造
所
企
求
之
協
調
時
，
應
注
意
藝
術
0

由

於

他

方

面

，
與
協
調
之
憲
法
法
益
之
行
使
及
效
力

 

範
圍
，
有
其
界
限
(
參
照B

V
e
r
f
G
E

 

7
7
,

 

2
4
0

〔 2
5
3

〕
)
。凡
此
必

須
衡
量
該
對
立
之
利
益

，
且
禁
止
其
賦
予. 

一
般
性
(
與
祇
對
特
定
種
類
書
籍
〕
之

優

先

地

位
D

S

此

種

必

要

條

件

，
未

曾

考

:a
危

密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H

條

至

第

五

條

規

定

，
不
是
完
全
阻
止
該
被
列
爲
嚴

 

重

危

害

少

年

之

藝

術

著

作

之

散

布

，
而

祗

萣

於

廣

告

及

散

布

受

有

限

制

。
#
酌

交

易

對

此

仍

屬

合

法

之

形

式

，
就
書
籍



之

散

布

，
對
於
成
人
亦
予
以
相
當
大
限
制
，
並
於
列
爲
禁
ffi
時

，
，小
得
不
考
慮
藝
術
3
由

。
因

此

，
從

憲

法

而

言

，
尤
 

其
依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m
 I

段
之
無
保
留
之
擔
保
，
1

不
¥

以
內
容
，
s

 i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款
之
藝
術
特
W

 

，
專
保
留
予
根
據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一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列
爲
禁
書
D
此
亦
淮
許
由
基
本
法
所
要
求
之
其
他
方
向

 

而

爲
解

椁

D
文
義
及
體
系
之
爭
議
，
不
萣
如
此
朝
向
依
基
本
法
所
拒
絕
之
方
向
，
以
致
於
立
法
者
之
意
旨
，
因
合
憲
性

 

解

釋

，
.轉
_
成

反

面

觀

點

，
因
而
冇
可
能
逾
越
解
釋
之
界
限
(
参

照B
v
e
r
.
f
G
E

 2
,

 2
6
6

〔
 2

8
2
〕

；

 S
,

 2
S

〔
 

3
4

〕

；

 8
,

 2
1
0

〔
 2

2
1

〕

。

從
資
料
(
尤
其
#
閱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政
府
草
案
，

B
T
D
S
C
k
s
。

1
/
1
1
2
,

 1
】

頁

)
得

知

，
立
法
者
 

冇
意
將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项
第
一
段
規
定
所
謂

鹞
術
條
款
(
政
府
草
案
第

I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段
第
二
款
〕

I

併
考
慮
 

。
於
此
意
圖
之
結
果
，
危
害
少
年

a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規
定
如
違
反
憲
法
者
，
則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I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
亦
應
適
用
於
同
法
第
六
條
之
情
形
。
藝
術
條
款
之
包
括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之
效
力
，
亦
 

使
之
與
前
述
後
者
規
定
之
，乂
義
相

I

致

。
據
此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三
條
至
第
五
條
之
限
制
-
適
用
於
第
一
款

 

至
第
三
款
所
稱
之
書
籍
，
「
而
_个
需
納
人
名
單
及
公
告
」
。
丙
此

，
該
解
釋
腱
相

I

致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之
適
用
要
件
，
係
根
據
危
害
少
年
0
籍
散
布
法
第
一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得
將
書
籍
納
入
名
單
中
，
如
此
無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一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款
所
稱
之
障
礙
原
丙
存
在

D
藝
術
條
款
因
其
準
州
而
處
之
體
系
地
位
，
不
強
制
反
對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以
及
第

I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之
憲
法
所
要
求
之
解
釋
。
法
律
規
定

爲
如
此
之
理
解

 

，
以
致
於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所
稱
書
籍
時
，
亦
涉
及
_
術
保
留
。
但
於
此
等
案
件
，
不
致
於
藝
術
之

I

般

三
二
七



三
二
八

性
憷
先
地
位
，
而
祇
負
有
個
案
衡
M
之
義
務
。

(d)
此
外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
尤
其
是
第
三
款
)
，
不
受
到
嚴
厲
之
憲
法
上
質
疑
。
尤
其
此
情
形
 

非
源
目
確
定
性
要
求=

法
律
之
規
定
，
須
如
此
被
掌
握
，
以
致
於
關
係
人
得
具
體
認
識
其
規
範
遵
從
性
及
法
律
狀
態
，
使
之
得
以
從
事
其

 

行
爲
(參
照
 w

v
e
r
f
G
W

 

o 

〔
私 2

0

 

〕 

w u

 G

 
w 
Z
S
7
7

, 

3
办
9

〔 

3

S

〕； 

5

oc,
2
5
7

 

〔 

2
7
OC
〕 

W
U
G
i
?
2

 

1
9
8
2
,

 

1
9
5

〔 2
0
0

〕； 

6
2
,

 

1
6
9

〔 1
8
3

〕 

E

 u

 
S
 2

 

1
9
8
3
,

 

4
2

〔 4
3

 

〕
〕
。藉
著
於

基
本
權
利
所
根
據
相
關
規
定
爲
基
礎
之
範
圍
，
而
被
涉
及
之
強
度
，
提
高
確
定
性
之
要
求
。
但
不
應
推
論
出
，
規
範
根
 

本
不
許
提
出
解
#
問

題

。
如
確
定
性
耍
件
得
以
傳
統
法
律
方
法
所
解
決
者
，
毋
寧
是
其
要
件
已
足
夠C

參
照B

V
e
r
f

 

G
w
 17,

 6
7

〔
 82

 
〕
)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經

得

起

此

等

要

求C

參

照

B
V
e
r
f
G
E

二

，2
3
4

〔
 2

3
8

〕

)
。
其
構
成
要
件

 

(
尤

其

是

其

第

三

款

)
，
如
聯
邦
最
高

S

判
決
所
示
(
特

別

参

閲B
G
H
s
t

 S
,

 8
0

〔
 8

3

頁

以

下

〕

)
，
經

解

.釋
而

 

更

如

此

具

膛

化

，
以

致

於

其

本

身

足

以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零

.；二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之

確

定

性

要

求

。

4.
IH
於
f危
咨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之
適
用
時
，
聯
弗
審
査
處
及
專
業
法
院
業
已
違
反
憲
法=

⑻
該
受
不
服
之
判
決
，
不
僅
應
審
査
與
跫
否
依
據
截
術
自
由
之
意
義
及
效
力
範
圍
之
原
則
上
不
正
確
觀
點
(
參
 

照
tnv

e
r
f
G
E

 
1
8
,
00
5

〔
 9

2

頁
以
下
〕
)
。
於
此
，
憲
法
上
審
査
委
託
，
毋
寧
是
延
伸
至
行
政
機
關
及
專
業
法
院

 

之
法
律
適
用
個
案
爲
止
D
因
爲
其
範
圍
特
別
依
該
受
不
服
判
決
侵
害
相
關
基
本
權
利
之
強
度
而
決
定
之
(
參
照B

V
e
r
f



G

w

fe
, 
1
400
〔 H

7

 頁
以
下
〕

M
U
G
W
Z

 1
9
7
6
、

3
J
en
〔 W 1
5

 頁
以
下
〕
；

6
6
,

 H
6

〔】3
I

〕 
W
U 

G
W
Z

 1
9
8
4
,

 3
0
0

〔
 30

1

 
頁
以
下
〕
)
。

導
致
更
深
入
之
憲
法
審
査
之
持
s

害

，
不
僅
存
在
於
受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I

段
所
保
護
行
爲
之
刑
事
法

 

院
處
罰
，
亦
毋
寧
是
國
家
機
關
決
定
在
超
越
具
膛
案
件
之
外
，
足
以
發
展
預
防
效
果
，
卽
於
未
來
案
件
，
得
減
少
準
備

 

，
而
主
張
相
關
基
本
灌
利
時
，
如
此
侵
害
於
國
家
機
關
之
其
他
決
定
時
，
應
被
認
定
(
參
照
.■如B

V
e
r
f
G
E

 43
,

 

w
o
 C

 13
5

 頁
以
下
〕

E
U
G
W
Z

 19
7
7
,

 1
0
9

〔
 10

9

 頁
以
下
〕
；

6
7
,

 2
】
3

〔 2
2
2

 頁
以
下

〕

WU 

G
W
Z

 
1
900
4
, 4

7
4

〔
 47

6

〕；

 75
,

 3
6
9

〔
 37

6

〕

W
U
G
R
Z

 19
8
8
,

 2
7
0

〔
 27

1

〕；

 77
,

 2
4
0

〔
 

2
5
0

頁
以
下
〕
)
。

於
此
，
存
在
如
此
案
件
。
因
慈
術
著
作
亦
可
能
甚
至
完
全
顯
示
性
愛
關
係
，
故
該
受
不
服
之
判
決
足
以
減
少
藝
術

 

表
達
之
準
備
，
或
至
少
顯
然
限
縮
所
創
造
鷗
術
著
作
之
效
力
範
圍
。
因
此
，
其
具
有
超
越
具
體
案
件
之
重
大
效
力
範
圍

o

(b)
如
前
所
示
，
該
無
保
留
而
保
障
之
藝
術
自
由
與
兒
童
及
少
年
保
護
之
與
前
者
行
便
相
對
立
利
益
，
須
於
個
案
 

中

，
使
之
協
調
一
致
。
無
任
何
法
益
始
終
尉
於
他
法
益
，
靥
於
優
先
地
位
。
此
亦
適
用
於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所
定
之
書
籍
。
同
時
，
此
僅
於
藝
術
自
由
之
相
對
立
利
益
爲
廣
泛
衡
量
後
，
始
准
予
納
入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名
單
之
中

 

，
或
受
到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三
條
至
第
五
條
規
定
之
限
制
。
此
不
同
於
行
政
高
等
法
院
之
見
解
，
亦
非
導
論
出
 

於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就
時
代
倒
錯
列
車
之
判
決
(B

V
e
r
f
G
E

 67
,

 2
1
3

〔
 22

8

〕
 

E
u
G
K
Z

 1
9
8
4
,

 4
7
4

〔

三
二
九



4
7
8

〕
〕
。
雖
於
該
處
指
出
，
競

合

法

益

(
於

該

處

：
人

格

權

〕
之
無
疑
可
確
認
爲
嚴
重
侵
害
，
或
許
無
法
經
由
，m
術

 

@
由

加

以

Ih
當

化

。
佴
此
並
非
意
指
，
該
認
定
如
此
嚴
重
侵
齊
是
否
存
在
之
審
査
是
孤
立
，
卽
不
考
慮
著
作
之
性
質
而

 

進
fJ-
赛
査

(
對
此
亦
參
照

 

B
v

e
r

f
G

W

 75
,

 3
6
9
〔

 37
8

 
頁
以
下
〕

w

 

u

 

G
K

 

Z

 1
9
8
8
,

 2
7
0

〔
 2

7
2

〕
〕

=
如
單

 

獨
參
酌
對
立
利
益
，
且
衝
突
之
解
決
，
專
視
經
由
藝
術
著
作
而
可
能
受
到
侵
害
之
嚴
重
程
度
而
定
時
，
該
於
其
完
成
請

 

求
_罹
所
涉
及
與
被
威
脅
之
法
益
，
或
可
能
因
藝
術
自
由
之
負
擔
，
而
不
得
被
最
適
當
考
量
。

於
藝
術
S

由
與
兒
童
及
少
年
保
護
利
益
之
衝
突
時
，
該
憲
法
所
要
求
之
協
調
，
却
不
能
單
依
據
先
前
合
乎
著
作
性

 

質
之
解
棒
作

爲
基
礎
(
參
照

B
G
H

 ,

 

N
J
^

1
9
8
3
,
二

9
4

頁

〔

〗
1
9
5

〕
)
，
而
達
成
之
。
藝
術
著
作
不
僅
得
於

 

美
學
而
且
於
實
在
之
層
次
，
發
展
其
效
川
。
甚
至
於
非
通
常
情
形
，
如
不
能
推
斷
藝
術
著
作
之
全
部
內
涵
時
，
：

.IH

好
兒
 

童
及
少
年
成

爲
常
有
之
事
。
此
不

谨
適
州
於
個
性
不
穩
定
、
有
危
險
傾
向
之
少
年
，
亦
且
適
用
於
該
藉
著
天
賦
或

敎
養

 

防
止
不
良
影
響
而
被
保
護
之
兒
童
及
少
年
。
徂
此
認
識
之
結
果
，
非
始
終
給
予
少
年
保
護
利
益
屬
於
優
先
地
位
，
毋
寧
 

是
仍
留
有
衡
量
之
要
求
。

在
兒
童
及
少
年
保
護
方
面
，
聯
邦
審
査
處
及
專
業
法
院
於
憲
法
之
可
能
範
圍
內
，
應
設
法
弄

淸

楚

，
該
具
體
之
®
 

籍
可
能
造
成
何
種
傷
害
。
此
不
祇
包
括
觀
察
於
何
種
程
度
內
，
色
情
描
寫
物
之
接
受
，
與

此

同

畤

「
完

全

I

般
流
俥
之

 

黃
色
作
色
」
之

升

rH
情

形

(
採
如
此
正
確
滑
法：

B
G

H
,

 i
N
J

与

一9
9
0
,

 3
0
2
6

頁

〔3
0
2
8

〕

)
。
此
有
時
亦
須

 

冇
其
效
果
之
專
家
鑑
定
調
香
。
於

此

時

，
職
邦
審
査
處
及
專
業
法
院
應
接
受
立
法
者
之
決
定
，
卽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

條
m
 一
項
所
稱
書
籍
於
兒
童
及
少
年
之
個
性
、
逍

德

發

展

(
卽
於
其
人
格
之
塑
成
〕
，
足

以

侵

害

之

。



對
於
藝
術
目
由
1
楢
衡
而
言
，
危
害
描
述
於
何
種
程
度
納
入
藝
術
槪
念
，
實
有
其
意
義
。
P
術
自
由
亦
包
括
危
害
 

少
年
、
特
別
是
以
暴
力
及
性
爲
主
題
與
依
藝
術
家
本
人
所
選
用
推
述
方
式
而
爲
之
改
作
及
加
T

。
其
得
愈
早
請
求
後
先

 

地
位
，
該
危
害
少
年
之
描
述
物
愈
多
構
成
藝
術
性
質
，
並
歸
入
_
術
著
作
之
整
腌
槪
念
中
(
參
照B

V
e
r
f
G
E

 30,

17
CO
C
 19

5
 
〕
)
。
就
著
作
之
危
害
少
年
©
罾
是
否
納
入
e

^
m

念
之
審
査
，
必
須
有
合
乎
著
作
性
質
之
解
釋
。
 

再
者

3.
就
個
案
衡
量
藝
術
自
由
與
少
年
保
護
利
益
之
份
量
決
定
，
亦
得
使
於
公
衆
享
有
聲
春
之
著
作
被
列
爲
禁
霤

。
於
評
論
及
學
術
上
所
獲
得
之
囘
響
及
價
値
評
估
，
得
產
生
評
新
之
論
點
，
以
汍
定
藝
術
自
由
是
否
應
賦
予
汝
先
地
位

°

該
由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I

段
所
推
論
出
之
審
査
要
求
，
不
僅
拘
束
聯
邦
審
查
處
，
亦
且
拘
束
法
院
。
據
此
 

爲
標
準
之
評
僙
之
事
後
審
査
，
係
屬
可
能
且
必
要
。
法
院
因
其
透
過
賦
予
聯
邦
審
査
處
祇
有
限
事
後
審
査
之
評
斷
空
間

 

之
情
形
，
不
得
削
減
其
審
査
列
爲
抗
本
書
是
否
與
藝
術
自
由
相
符
合
之
範
圍
。
此
现
許
與
直
接
由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I

段
規
定
導
出
之
要
求
，
以
使
廉
法
位
階
之
對
立
利
益
之
協
調
情
形
，
不
儘
相
符
。

因
此
，
並
非
意
指
聯
邦
審
査
處
根
本
未
保
留
有
評
斷
空
間
。
不
同
於
憲
法
訴
願
之
見
解
，
此
問
題
於
此
未
予
決
定
 

>
因
爲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及
行
政
高
等
法
院
於
受
不
服
之
判
決
中
，
旣
未
就
少
年
之
危
害
，
亦
非
於
書
籍
係
爲
藝
術
之
問
 

題

，
而
針
對
聯
邦
審
査
處
之
評
斷
空
間
。

$

該
受
不
服
之
判
決
未
對
憲
法
之
要
求
作
出
正
當
之
評
價
。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審
査
危
筈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之
構
成
要
件
*
並
肯
認
之
，
但
未
s

本
佐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一
段
所
要
求
爲
整
體
衡
量
。
此
限
制
於
就
可
能
對
於

三
||

二



藝

術

目

由
或
兒
童
及
少
年
保
護
，
具
有
根
據
危
害
少
年

»

籍
散
布
法
第
一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六
條

爲

列
入
或
不
列
入
禁
書

 

效
果
之

ftj
對

立

情

形

。

m
由

於

憲

法

之

赚

故

，
應
藉
前
述
由

辑

業
法
院
於
個
案
所

爲

噪
補
之
觀
點
，
以
衡
量
該
對
立
之

 

利

益

-
並
.
囘

答

該

決

定

性

問

題

，
卽

該

著

作

之

效

力

範

圍

，
是
否
應
受
危
害
少
年

©

籍
散
布
法
第
三
條
至
第
五
條
所
定

 

之

限

制

。

行
政
高
等
法
院
亦
審

査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六
條
之
構
成
要
件
，
但
未
斟
酌
所
要
求
之
藝
術
0
由
之
鄴
立
利

 

益

。
因
行
政
法
院
及
聯
邦
審

査

處
判
決
就
其
保
_
範

圍

之

確

認

，
繫

於

非

藝

術

之

特

徵

，
故
該
判
決
業
已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段
規
定
。

5.
據

此

，
整
個
判
決
應
予
廢
棄
。
依
前
述
憲
法
原
則
之
衡
量
，
將

有

何

結

果

，
仍

未

確

定

，
且
保
留
予
聯
邦
審
査

 

處

決
定

之

。

n

、
聯
邦
審
査
處
組
織
之
法
律
規
定
，
不
符
合
憲
法
要
求
之
指
a

，
亦

有

理

由

。

L
聯
邦
審
査
處
之
組
織
，
但

非

因

「
私

人

」
參
與
決
定
之
觀
點
，
而

受

到

指

貴

。

$

基
於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所
稱
範
圍
之
陪
審
人
員
，
在

其

行

使

職

務

時

，
非

爲

私

人

，
而
 

是
由
聯
邦
部
長
隨
著
任
命
而
賦
予
之
職
位
承
受
者

=

由
部
長
任
命
而
作

爲

對
國
會
負

S
之

政

府

成

員

，
同
時
使
之
達
成

 

民
主
正

當
化
。

因
聯
邦
審

査

處
成
員
依
危
密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一
百
十
條
規
定
，
不

受

指

示

之

拘

束

，
故

不

侵

害

民

主

原

則

。



賦

予

聯

邦

審

査

處

之

任

務

，
依

種

類

及

範

阐

，
非

屬

如

此

政

治

作

用

範

圍

，
以

「
非

內

閣J

觀

點

(
參

照B

 

V
e
r
f
G
E

 

9
,

 2
6
8

 C

 2S
1

頁

以

下

〕

)
，
而

有

所

疑

義

。

(b)
 

非

於
公
法
_

務

及

忠

誠

關

係

之

人

之

委

託

決

定

權

限

，
亦

不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

I

方

 

面

-
於

此

非

涉

及

主

摧

之

持

續

行

使

，
而

是

公

共

任

務

之

有

限

期

之

貫

行

。
他

方

面

，
社

會

團

髖

代

表

人

之

參

與

，
於

 

此

儘

可

能

以

某

種

程

度

遠

離

國

家

及

基

於

多

元

意

見

形

成

，
而

爲

有

關

新

聞

及

藝

術

自

由

之

決

定

之

觀

點

，
加
以
正
當

 

化

。
此

思

想

於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中

，
發

現

憲

法

上

相

當

安

排

。

準

此

，
國

家

行

政

不

得

以

個

自

獨

裁

所

建

構

之

官

僚

機

構

，
要

求

確

定

該

列

爲

禁

書

決

定

之

價

値

標

準

，
毋
寧
是

 

其

提

供

一

個

法

庭

，
調

査

對

立

之

價

値

觀

及

針

衡

完

全

特

定

之

著

作

，
基

於

討

論

*
而

爲

決

定

。
團
鱧
代
表
人
之
參
與

 

，
於

此

正

得

以

婺

術

目

由

之

利

益

，
確

保

蒐

集

所

有

作

爲

列

爲

禁

害

決

定

標

準

之

觀

點

、
調

査

就

此

所

蘊

涵

之

僙

値

及

 

使

之

均

衡

。

(c)
 

有

關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任
命

aN
gi
代

表

人

參

與

聯

邦

審

査

處

決

定

之

範

圍

選

撣

 

，
不

生

疑

義

。

尤

其

相

斜

於

宗

敎

團

體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第

八

款

)
，
有

關

世

界

觀

之

團

體

不

予

考

慮

，
 

乃

不

應

遭

受

指

責

。
此

不

違

反

平

等

原

理

。
敎

會

於

少

年

照

顧

之H

作

"
負

有

其

各

宗

敎

背

景

之

義

務

，
固

然

正

確

。
 

但
因
敎

會
從
來
特

別

致

力

於

兒

童

及

少

年

照

輯

，
故

特

令

敎

會

參

與

職

邦

審

査

處

之

事

務

。
針

對

少

年

保

護

，
此
不
以

 

同

樣

方

式

，
適

用

於

有

關

世

界

觀

之

團

體

。

三
三
三



三
三
四

此

外

，
政

黨

及

工

會

不

得

選

派

團

艟

陪

審
人
員
，
不

得

加

以

指

責

。
於

聯

邦

審

査

處

，
有
別
於
藏
播

電

視

委

員

會

 

，
其

不

涉

及

重

要

社

會

力

之

控

制

，
而

是

特

別

有

資

格

評

斷

書

籍

之

危

害

少

年

性

質

或

藝

術

意

義

之

團

體

之

參

與

。

立

法

者

亦

未

有

專

業

範

圉

*
而

基

於

該

範

圍

，
得

在

爲

決

定

時

預

先

提

供

基

本

重

要

論

點

，
且

不

考
慮
以
憲
法
異

 

議

方

式

爲

之

。
於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之

創

設

時

，
仍

留

予

其

創

制

空

間

。
於

此

，
其
亦
應
注
意
者

 

，隨
奢
日
漸
擴
大
，

。其
超
越
該
創
制
空
間
及
不
考
廉
有
意
義
之
組
合
之
穰
誌
，未
被
認
識
。 

(d)
應
參
與
之
團
M
 ,
亦

於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充

分

確

定

之

界

陴

，。

如

前

C

 I
.

 3.

 d
.

,
)
所

述

，
解

釋

問

題

得

以

傳

統

法

律

方

法

加

以

解

決

時

，
卽

符

合

確

定

性

要

求

。
此
經
由
危

 

害

少

年
醫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
一

 
1
項

規

定

之

列

舉

，
得

以

保

障

。
於

整

術

與

文

學

領

域

間

有

某

種

程

序

之

重

#
存

在

，
 

固

然

有

此

可

能

；
但

如

同

直

至

目

前

實

務

見

解

所

示

，
由

此

衍

生

之

界

限

問

題

，
有

解

決

之

可

能

。

2.
但

國

會

立

法

者

本

身

，
不

樹

聯

邦

審

査

處

組

嫌

之

實

質

問

題

，
加

以

規

定

，
亦

不

爲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條

第

 

一
項
第一

段

規

定

要

求

之

法

規

性

命

令

授

權

。

.

⑻

實

質

論

(
參

照

前

揭I
.

 3
.

 a
.

〕
不

僅

囘

答
特
定
標
的
是
否
必
須
法
律
加
以
.規

定

，
毋

寧
是
該
規
定
於
個

 

案

時

須

適

用

程

度

如

何

，
予

以

決

定

篇

準

(
參

照B
v
e
r
f
G
E

'co4
,

 1
6
5

 C
】
9

2

〕

；

 4
9
,

00
9
 C

 1
2
7

及

J
2
9

 

〕

W
U
G
W
Z

 1
9
7
S
,

S
3

 
C
S

3

〕
；
01
7
, 2

9
5

〔 3
2
7

〕 

W
U
G
W
2

s

g

r
NS
9

5
〔 3

0
3

〕
)

。
此
 

衍

生

義

務

，
在

於

規

定

與

競

合

自

由

權

相

界

限

，
於

個

案

在

內

容

上

i

用

法

律

之

行

政

，
並

且

至

何

種

程

度

，
准
予

 

限

制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11

項

第

一

段

規

定

所

涉

及

列

爲

禁

書

決

定

自

由

之

：範

圍

(
另

參

照B
V
e
r
f
G
E

 6,

 3
2



〔

fe
〕

；

 2
0
,

 1
5
0

〔
 1

5
7

〕

；

 S
O
,

 1
3
7

〔
 1

6
1

〕
 

m
 

u

 

G
w
z

 

1
9
8
9
,

 3
4
1

〔
 3

4
7

 頁
以
下
〕
)
。於
 

行

敌

程

序

宜

標

示

簏

合

自

由

權

界

限

之

設

置

，
亦

歸

屬

於

立

法

者

在

其

實

質

指

導

準

則

中

所

規

定

之

內

容

。
於

此

，
必
 

須

預

爲

提

供

程

序

規

範

，
該

規

範

應

取

向

於

其

任

務

，
且

同

時

足

以

實

現

之

(
參

照B
V
e
r
f
G
E

 5
3
,

 3
0

〔
 6

5

〕
 

f
:
U
G

5cz
 
J
g
go

tn

-sl
c 

6
6

〕

；

ct>
5
,
 
7
ct>
c 

9
4

〕
 
w
e

G
R
Z J 9

8
4
,

 3
5

 c 

3
7

〕

，各
其
所
示
 

參

考

鲁

)
=

籍

相

當

程

序

規

定

而

實

現

基

本

磕

利

之

要

求

-
在
此
首
0

對

立

法

者(
B
V
e
r
f
G
E

 7
3
,

 2
S
0

〔
2
9
6

 

〕

E
u
G
R
Z

 1
9
S
7
,

 2
8

〔
 3

2

〕

)

。
行

政

程

序

直

接

對

於

基

本

法

所

保

護

地

位

產

生

影

響

時

，
該
程
序
規
定

 

於

其

利

益

内

-
須

以

法

規

形

式

確

定

之

。
於

此

情

形

，
該

事

並

不

充

分

具

備

。

(b)
但
立
法
者
未
斜
團
賸
陪
審
人
員
爲
資
格
審
査
，
不
應
受
到
指
資
，
其
參

與

之

目

的

，
旨
在
提
出
專
茱
界
之

 

觀

點

。
因

此

，
欠
缺
深
切
影
響
之
理
由
，
要
求
各
個
圃
搜
陪
審
人
員
，
超
越
》

膛
歸
膘
之
資
格
證
明
。

爲
建
立
所
有
利
益
之
最
具
可
能
廣
泛
槪
觀
之
目
的
，
相
互
輝
映
見
解
交
換
之
強
制
，
藉
足
以
確
保
有
受
列
爲
禁
軎

 

威
脅
著
作
之
目
由
請
求
M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I

段

)
方

式

，
由
立
法
者
保
障
之
。
加

重

多

數

之

要

求

(
危
害

 

少
年
香
籍
散
布
法
第
十
三
條
)
確
保
不
因
少
數
見
解
，
卽

被

通

過

，
且
意
見
分
歧
時
，
必
須
有
明
顳
多
數
者
，
始
可
能

 

列

入

禁

書

。

該
原
則
透
過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之
法
定
人
數
，
爲
有
效
之
補
充
。
其
確
保
少
數
保
護
，
 

同
時
保
障
無
任
何
競
合
利
益
之
單
方
面
被
忽
視
=
有

人

(
如
浮
現
眼
前
之
抗
告
人
)
因
一
位
或
二
位
®
體
陪
審
人
員
之

 

持

續

缺

席

，
欲
對
聯
郭
審
査
處
活
動
提
出
質
疑
時
，
如
將
之
交
付
若
干
少
數
團
膣
陪
審
人
員
之
手
，
或
許
阻
礙
憲
法
中

三
三
五



三
三
六

所

確

立

兒

童

及

少

年

之

法

律

保

護

。
他

方

面

，
於

受

威

脅

之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I

段

所

定

目

由

權

之

利

益

中

，
 

8
*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段

以

及

第

十

三

條

規

定

確

保

，
因

逐

潮

滅

少

之

會

員

人

數

，
將
滅

弱

 

該

被

保

留

票

數

之

份

量

。
如

僅

九

位

委

員

出

席

者

，
不

須

有

三

分

之

二

，
而

是

有

七

票

贊

成

列

爲

禁

霤

，，
否

則

，
此
不

 

允

許

發

生

。

(c)
但

選

舉

團

被

陪

審

人

員

之

程

序

，
法

律

上

規

定

不

甚

充

分

。
法

規

形

式

所

定

之

程

序

，
須
斟
酌
所
有
於
列
爲

 

禁

書

決

定

中

所

應

注

意

觀

點

之

最

可

能

廣

泛

調

査

趣

向

。
因

此

，
立

法

者

須

詳

細

規

定

，
基

於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就

陪

審

人

員

選

派

之

團

馘

所

考

量

之

人

合

團

Is
與

聯

合

會

。
再

者

，
其
應
規
定
如
何
選
擧
'各

陪

審

人

員

 

。
於

此

所

須

企

求

者

，
爲

至

少

傾

向

於

完

全

涵

蓋

該

參

與

圏

體

之

意

見

。

危

害

少

年

醫

箱

散

布

法

不

包

括

如

萣

規

定

，
亦

^

1C

備

充

分

規

定

法

規

性

命

令

授

樓

之

形

式

。
對

於

法

規
性
命
令

 

制

定

者

之

授

摧

，
未

涉

及

選

舉

程

序

。
此
尤
其
亦
適
用
於
紙
涉
及
聯

邦

審

査

處

程

序

但

未

於

陪

審

人

員

選

舉

上

讓

步

之

 

危

害

少

年

書

籍

散

布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規

定

。

3.
但

直

至

新

規

定

爲

止

，
最

遲

至

一

九

九

四

年

底

，
此

瑕

疵

應

予

容

忍

。

此

符

合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
經

由

其

判

決

，
不

致

於

合

憲

情

形

比

現

今

遼

少

之

情

況

。
此
不
排
除
將
現
行
規
定

 

，
不

紙

視

爲

與

基

本

法

不

一

致

，
而

且

甚

至

視

爲

無

效

。
因

此

可

能

產

生

如

是

結

果

，
卽

聯

邦

審

査

處

根

本

上

不

再

能

 

從

事

兒

童

及

少

年

保

護

活

動

。
爲

防

止

人

格

發

展

危

害

之

基

本

法

所

定

兒

童

及

少

年

保

護

，
儘

管

現

行

法

有

瑕

疵

，
仍

 

必

須

使

現

行

法

律

狀

態

暂

時

存

繽

其

效

力

。
他

方

®

,

此

狀

態

如

難

以

預

湎

長

期

存

續

效

力

者

-
則
與
列
爲
禁
書
所
涉



及
之
0
甶
《

,
尤
其
是
基
於
迤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段
所
保
障
者
，
相

互

牴

觸

。

四
年
牕
認
爲
是
相
常
期
間
。
因
兩
德
統
一
所
牽
聯
問
題
，
特
別
強
烈
要
求
立
法
者
之
情
形
，
固
然
躐

予

考

處

。
似
 

此
涉
及在

：？

綜
蹵
槪
觀
領
域
之
組
織
決
定
，
而
該
決
定
似
乎
不
需
太
長
準
備
工
作
。

3
、

其
餘
指
K

無

理

由

。

L
引

註

要

求

(
基

本

法

第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段

)
未

被

侵

害

。
其

祇

適

用

於

依

立

法

者

明

示

授

.權
而
准
予
限
制

 

之

基

本

榴

利

(
#
照

 B
v
e
r
f
G
E
to
r

^

c
 9

3

〕

；

 2
4
,

 3
6
7

〔
 3

9
6

 頁

以

下

〕

；6
4
,

 7
2

〔
 79

 頁

以

下

〕
 

W
U
G
W
2

I
9
S

,

 6
4
8
〔

fos
p
r
b
e
r
.

 
N
V
. 2

7

〕

)

。
{[1
依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段

所

生

之

基

本

_罹
利

 

，
不
M
之

=

2.
 

就
聯
郭
審
査
處
在
於
侵
齊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項
以
及
第
二
十
條
第
：一
一
項
、
第
十
九
條
第
四
項
m
 一
段
與
第一

 

百R
-
H

條

第

I

項
之
愔

形

，
被
賦
予
評
斷
空
間
，
爲

之

落

空

。
於
此
受
不
服
之
判
決
，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及
fx
政
高
等
法

 

院
卽
未
涉
及
少
年
危
古
之
評
斷
，
亦
未
涉
及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I

段
所
生
自
由
範
圍
之
標
示
，
而
係
根
據
聯
郭

 

審
查
處
之
評
憤
特
權
D

3.
 

袖
珍
本
.害
籍
之
列
爲
禁
書
，
亦
，小
違
反
某
本
法
笫
五
條
第
一
项
第
一
二
段
所
定
之
檢
查
禁
止
。
憲
法
僅
禁
止
事
前

 

檢

査

。
其
中
行
政
機
關
程
序
之
預
先
介
入
，
應
理
解
爲
於
其
決
議
前
，
該
著
作
不
准
予
發
行
(
#
照

B
V

e
r

f
G

E

 3
3
,

 

5
2

〔
 71

頁
以
下
〕

)
。
法
律
未
規
定
此
程
序
，
法
律
祇
包
含
壓
制
措
施
之
授
權
基
礎
。
亊
货
上
該
袖
珍
本
a
籍
於
公

 

表

後

四

年

-
始
被
列
入
禁
@

。
由
於
危
害
少
年
®
籍
散
布
法
第
十
八
條
之
一
規
定
，
此
措
施
之
叮
能
性
業
B
於

|

九
七

三
三
七



三
三
八

八
年
該
小
說
發
行
時
不
加
以
考
慮
者
，
祇
導
致
逐
漸
升
高
之
威
脅
性
墼
制
國
家
行
爲
之
可
預
見
性
，
但
似
乎
賦
予
其
先

 

發
生
效
力
之
預
防
特
性
(
參

B
V
e
r
f
G

 

，
前

揭

判

決

，
七

三

頁

〕
。

參
興
決{

疋
之
法
官

：H
e
r
z
o
g

 
院

長

，H
e
n
s
c
h
e
r

s
e
i
d
-

G
r
i
m
m
,

 s

°'n
n
e
-

D
i
e
t
e
r
i
c
h
,

 Jf
c
i
i
h
H
n
-

 

s
e
i
b
e
r
r

抗
告
人
之
代
埋
人
：H

a
n
s
i
j
u
r
g
e
n

 

F
.

 

G
r
o
t
h

 

律
飾
，w

e
a
t
z
-
s
t
r
.
-
2
0
0
0
\
H
a
m
b
u
r
g

 

6
0

 

與
 

S
i
e
g
h
a
r
t

 

o
t
t

 

律
師
，K

u
r
-
r
s
t
e
n
s
t
r
.

 

2

-

8
§

a

u
n
c

h
s

 

4
0
.

編
著
註
：
參

見

歐

洲

人

權

法

院

^

-;
1
3
對

5
-
宅

-'
2

案

之

判

決

，
£
:
1
3
0
;
1
?
2
-
8
8
,
5
4
3
。
歐
洲
人
權
法
院
判

 

決

(E
G
A
1
R
)

於
猥
衰
油
書
■扣
押
與
於
藝
術
家
或
展

s
者

之

判

決

中

，
不

認

爲

歐
洲
人
權

及
基
本
自

由

保

護

公

約

(
w
 

JVII?

 

f
t

 )
第
十
條
規
定
侵
犯
藝
術
表
逹
自
由
。

譯

者

註

：

L
^
v
e
r
f
G
E
f
E
n
t
s
c
h
e
i
d
u
n
g
e
n

 

d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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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

2
W
U
G
W
Z :

w
u
r
o
p
H
i
s
c
h
e

 

G
r
u
n
d
r
e
c
h
t
e
l
z
e
i
t
s
c
h
r
i
f
t

 

(
歐

洲

基

本

權

利

謹

)

3-B
T
D
r
u
c
k
s
,
:
D

3
c
k
s
a
c
h
s

 d
e
s

 D
e
u
t
s
c
h
s

 B
u
n
d
e
s
t
a
g
e
s

 
(
聯
邦
衆
議
會
刊
物
〕



4
N
J
W
:
N
e
u
e

 Ju
r
i
s
t
i
s
c
h
e

 Wo
c
h
e
n
s
c
h
r
i
f
t

 (

新

法

律

週?!)
)

S

CO
G

BI
. I

 S
.

 1
7
2
s
:
B
u
n
d
s
g
e
s
e
u
b
l
a
t
t
.

 T
e
i
l

 I

 Se
i
t
e

 1
7
2
5

 
(
聯

邦

法

律

公

報

，
第

 |

 部

，
第

I

七
二
五
頁
)

6.
4.
s
t
r
w

G
 :
 D
s
 Vi

e
r
t
e

 Ge
s
e
t
z

 z
u
r
w
e
f
o
r
m

 de
s

 S.
t
r
a
f
r
e
c
h
t
s

 
(
刑

法

第

四

次

修

正

法

)

7.
 

s
t
r
.
:
s
t
r
e
i
t
i

0Q(

有

爭

議

)

8.
 
W 

s
p
r

. 

•

 

•

 

R
e
c
h
t
s
p
r
e
c
h
u
n
g

 (
法

院

判

決

)

9.
 toG

H
S
t
:
E
n
t
s
c
h
e
i
d
u
n
g
e
n

 d
e
s

 B
u
n
d
e
s
g
e
r
i
c
h
t
s
h
o
f
s

B-s
t
r
a
f
s
a
c
h
e
n

 
(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刑
事
判

決

)

la
B

G

H :
 Bu

n
d
e
s
g
e
r
i
c
h
t
s
h
o
f
 

(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

11.
«
6
£;
»
,
-
£
1
1
^

8.
2.
<
1
目

的

3
0.
6
8
£
1
1
3
1
}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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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1
&
6
2.
5-
^

1

1

0

^
?:
1
*
耷

3

8
5-
6
1
1
1
6
<
:

2:
6

(

歐

洲

人

 

權
法
院
判
決
〕

12g
R
K
.
_
K
o
n
s
n
t
i
o
n

 V
.

 

4
.

】
1.

 1
9
5
0

 s
m

 schut.z

 d
e
r
s
e
n
s
c
h
e
n
r
e
c
h
t
e

 un
d

 Gr
u
n
d
f
r
e
i

 丨

r
i
t

二

九

五

〇
年

十

一

月
四
曰
人
權
及
基
本
自
由
保
護
公
約
)



三
四
o

關

於

「
示
威
者
拘
留
」
之
判
決

(譯
者
註

.■截
至
譯
稿
止
，本
判
決
尚
未
正
式
登

载
於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辑
中
，原
 

文
取
自

E
U
G
K
Z

第
十
八
卷
第
一
、
二
期
合
刊
本
第
四
十
一
頁
至
第
四
十
四
頁
)譯

者

：

張
懿
云

*

德
國
基
本
法
對
於
法
官
在
裁
定
瞀
方
遇
到
大
規
模
的
群
衆
示
威
i

時

，
是
否
可
以
採
取
拘
留
手
段
，
所
做
的

 

基
本
要
求
#

1.
根
據
基
本
法
一
百
零
四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的
規
定
，
當
法
院
的
程
序
在
對
於
許
可
或
是
繼
續
限
制
個
人
自
由
權

 

利
做
出
判
決
時
’
必
須
在
開
始
限
制
個
人
自
由
之
前
’
給

予

當

事

人

一

切

法

治

國

能

提

供

的

保

陣

’
且
其
必
須
符

 

合
法
律
形
式
的
程
序
(j

u
s
t
i
z
f
o
r
s
i
g
e
n

丨v
e
r
f
h
a
r
e
n
v

卽
使
是
在
有
必
要
加
快
審
埋
速
度
的
情
形
*
亦
只
能
簡

 

化
或
繪
短
審
判
的
程
序
*
但
絲
毫
不
得
危
害
到
審
判
的
獨
立
性
與
符
合
法
律
形
式
的
程
序
的
公
平
性=

2
基
本
法
一
百
零
三
條
第
一
項
保
障
人
民
依
法
有
當
庭
陳
述
意
見
的
權
利
(
卽
人
民
有
請
求
依
法
審
判
的
權
利
，
 

r
e
c
h
t
l
i
c
h
s

 G
e
h
S
r

 
)
。
任
何
一
位
第
三
者
若
欲
轉
述
陳
述
的
內
容
時
，
必
須
事
先
獲
得
被
轉
述
人
的
信
賴
或
是

 

表
示
願
意
遵
守
、S

國
家
所
稱
客
觀
陳
述
的
義
務
。
而
被
轉
述
人
亦
須
f

知

，
他
的
陳
述
內
容
乃
至
聲
明
均
將
以
他

 

自
己
的
名
義
被
轉
述
。



判
決
主
文
：

哈

璃

(H
a
n
a
u
)

地
方
法
院
於
一
九
八
八
年
三
月
十
九
曰
所
爲
之
第2

0
X

S
4

 \

 88

 L

號

判

決

，
已
經
侵
犯

 

i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1

項

第

二

句

與

第一

百
零
四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連
苗
，
以
及
第
一
百
零
三
條
第
一
項
所
賦
予
訴
願

 

人
之
權
利
，
因
此
該
判
決
無
效
。

黑
森

郭(
H
e
s
s
e
n

 
)
必
須
負
搛
人
訴
訟
所
支
出
之
必
要
費
用
。

判
決
理
由
：A

、

本
憲
法
訴
訟
乃
是
關
於
法
官
對
警
察
動
用
拘
留
權
(p

-
i
z
e
i
l
i
c
h
e
n

 G
e
w
a
h
r
s
a
m

 

)
的

裁

定

。

I

、

警
方
對
於
在
本
案
所
指
稱
之
時
間
允
許
動
用
拘
留
權
，
其
主
要
乃
是
根
據
黑
森
邦
於
一
九
七
二
年
一
月
二
十
六
曰

 

!

定

(
G
V
B
1
.

r
s
.
 

2
4

 

)
，

一

九
七
四
年
九
月
四S

修

訂

(
G

V

B
r

r

s
. 3

6

 

)
的
"
公
共
安
全

 

秩
序
法.

"
(d

e
s

 

H
e
s
s
i
s
c
h
e

 

G
e
s
e
t
z
i
i
b
e
r

 

d
i
e

 

o
f
f
e
n
t
l
i
c
h
e

 

S
i
c
h
e
r
h
e
i
t

 

u
n
d

 

O
r
d
n
u
n
g
,

 

—
-

1
 

H
S
O
G

——

)
第
四
十
六
條
第一

項

之

規

定

。
該
條
文
之
規
定
：

.H
執
行
瞥
員
遇
到
下
列
狀
況
時
，
得
行
使
拘
留
權
：



三
四
二

1.
 

執

勤

警

員

處

於

非

自

由

意

志

之

狀

態

而

欲

排

除

現

時

之

危

害

，
以

拯

救

個

人

身

體

、
生

命

安

全

時

，
或

2.
 

爲
防
止
直
接
卽
將
發
生
之
犯
罪
行
爲
(
刑
法
第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五
款
之
狍
罪
行
爲
〕
，
亦
包
括
雖
僅
只
處

 

以

罰

鑀

，
但
是
也
會
對
公
共
安
全
及
社
會
秩
序
造
成
重
大
危
害
之
行
爲
，
而
爲
必
要
之
措
施
。

{--).

.

.

.

黑
森
邦
公
共
安
全
秩
序
法
第
四
十
七
條
對
於
法
院
的
管
轄
權
，
以
及
拘
留
之
法
律
程
序
做
/
以
下
的
規
定
：

"
任
何
之
拘
留
均
需
立
卽
取
得
拘
留
地
該
管
地
方
法
院
之
許
可
方
得

爲

之
。
該
地
方
法
院
法
官
之
判
決

爲

最
終
之

判
決
。一

H

被
拘
留
人
獲
得
釋
放
，
該
拘
留
許
可
亦
應
立
卽
失
效
。
"

n

、

1 .
西

元

！
九
八
八
年
一

!一

月
十
九
日
在
哈
權
地
方
曾
發
生
一
場
一
萬
五
千
人
參
加
的
大
型
示
威
活
勤
。
警
方
根
據
以

 

往
處
理
類
似
示
威
活
動
的
經
驗
，
事
先
在
哈
瑙
城
周
圍
的
道
路
上
設
置
了
檢
查
哨
，
以
檢

査

往
示
威
的
群
衆
。

lr! ]
本

案

 

的
訴
願
人
卽
在
當
天
受
到
警
方
的
盤

査

。
警
方
在
盤

査

時
發
現
訴
願
人
在
一
九
八
三
至
一
九
八
五
年
間
，
曾
冇
四
次
因

 

爲

涉
嫌
在
示
威
活
動
中
有
犯
罪
行

爲

而
受
到
偵

査

，
但

尙

未
結
案
的
記
錄
。
其
中
三
次
曾
受
到
警
方
的
暫
時
留
置
，
另
 

一
次
則
被
警
方
拘
留

D

警

方

在

確

定

訴

願

人

的

身

份

以

及

上

述

的

法

院

記

錄

之

後-

(
01
據

訴

願

人

的

說

法

，
螯

方

並

未

告

知

他

上

述

的

 

法

院

記

錄

。

)
卽

在

當

天

，C
午

十

一

時

四

十

分

拘

留

r
訴

願

人

=
瞥

方

在

拘

留

錄

上

塡

寫

的

拘

留

理

由

是

"
身
份
査
證

 

*

 (
 pe

r
s
o
n
a
l
i
e
n

«:b
e
r
p
r

c:f
u
n
g

 )
。
訴

願

人

曾

有

法

律

所

保

障

之

陳

述

意

見

的

機

會

，
但

訴

願

人

表

示

不

願

多

說



任
何
話
。
而
警
方
在
另
外
一
份
隨
被
拘
留
人
所
檢
送
單
據
的
拘
留
理
由
檷
中
又
加
註
了
：*

多
次
因
破
壤
社
會
安
寧
在

 

案
"
(s

y
s
t
e
m
b
e
k
i
t

 we
g
e
n

 La
n
d
f
r
i
e
d
e
n
s
b
r
u
c
h
s

 
)
的
字
樣
。

後

，
隨
卽
被
監
禁
在
位
於
美
茵
河
畔一

處
叫
做
彌
漢
(s

u
h
l
h
e
i
s

 \M
a
i
n

 
)
地
方
的
黑
 

森
邦
保
安
瞥
察
除
部
。
警
方
也
立
卽
向
法
院
申
請
拘
留
許
可
。

2,
同
一
天
，
哈
瑙
的
地
方
法
院
立
刻
裁
決
此
項
拘
留
合
法
。
許
可
的
理
由
是
根
據
執
勤
眷
察
單
位
在
申
請
書
上
的

 

S

，
亦
却
訴
願
人
之
所
以
在
去
參
加
示
威
活
動
的
路
上
被
攧
下
，
乃
是
因
爲
警
方
根
據
訴
願
人
已
往
的
法
院
紀
錄
和

 

當
天
對
整
體
的
印
象
所
做
的
硏
判
，
S

訴
願
人
很
可
能
會
參
與
非
和
平
的
行
動
。
因
此
，
謦
方
在一

張
事
先
印
好
的

 

S

上
圈
選
了
此
次
的
拘
留
行
動
是
"
必
要
的*

 (
 er

f
o
r
d
e
r
l
i
c
h

 
)
，
以
便
阻
止
訴
願
人
觭
犯
刑
法
第一

百
二
十
 

五
條
所
規
定
之
違
法
行
爲
。
表
格
上
同
時
載
明
了
，
執
勤
的
警
察
單
位
曾
對
訴
願
人
進
方
_偵
訊
(>1111
0:
2
1
^
,
 

r
e
c
h
t
l
i
c
h
e
s

 Ge
h
b
’r

〕
，
但
是
訴
願
人
當
時
引
用
了
刑
事
訴
訟
®I ®

五
十
五
條
的
規
定
，
拒
絕
囘
答
任
何
問
題
。
 

地
方
法
院
在
f

拘
留
許
可
時
亦
同
時
規
定
警
方
必
須
在
當
天
下
午
十
八
時
釋
放
訴
願
人
；
而
譬
方
亦
已
依
照
地
方
法

 

—

指
示
辦
理
。

訴
願
人
向
聯
邦
法
院
提
出
憲
法
訴
訟
，
指
稱
哈
瑙
地
方
法
院
的
裁
判
侵
犯
了
柄
邦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與
第
七
 

十
二
條
、
第
七
十
四
條
第
一
款
、
第
三
十
一
條
之
連
用
，
以
及
第
八
條
、
第
二
十
條
第
三
項
、
.第
一
百
零
三
條
第
一
項

 

和
第
一
百
零
西
條
第
一
項
等
賦
與
的
基
本
權
利
和
其
他
與
基
本
權
相
類
似
的
權
利
。
訴
願
人
一
共
列
舉
了
以

三
四
三



三
四
四

下
的
理
由
：

1.
由

於

黑

森

邦

的

立

法

者

並

沒

—

定

*

公

共

秩

序

法W
的
程
序
訴
訟
法
，
因
此
哈
璃
地
方
法
院
根
據
黑
森
邦
公

 

共
安
全
秩
序
—

四
十
七
條
第
二
句
的
規
定
所
做
拘
留
合
法
的
裁
判
，
基
本
上
違
反
了
基
本
法
中
有
關
立
法
權
限(

d
i
e

 

G
e
s
e
t
z
g
e
b
u
n
g
s
k
o
w
p
e
t
s
z
s

 
)
的

規

定

。
邦
的
立
法
者
根
本
不
得
制
定
任
何
對
非
訟
事
件
(di

e

 An
g
e
l
e
—

 

g
e
n
h
e
i
t
e
a

 de
r

 f
r
ei

w
il

li
gei

i

 Ge
r
i
c
h
t
s
b
a
r
k
e
i
t

 
)
和

刑

事

訴

訟

法

中

所

保

障

的

訴

道

做

出

任

何

限

制

 

的

法

律

，
固
爲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K
有
聯
邦
的
法
律
規
定
才
是
f

的

圭

杲

。

Z
哈
瑙
地
万
法
院
的
法
官
應
該
傳
換
訴
願
人
親
自
到
庭
說
明
。
僅

由

瞥

方

製

錄

再

轉

交

給

地

方

法

院

的

做

法

 

，
並
不
足
以
滿
足
聽
證
(
G
e

ho:
r
 )
的

要

求

。
只
有
面
對
面
的
個
人
偵
訊

(p
e
r
s
l
i
c
h
e

 An
h

oir
u
B
g

 )
才
可
以
讓

 

法
一
^

當

事

人

的
f

資

料

中

，
得
到
較
爲
完
整
的
認
識
，
而
且
也
較
能
夠
對
於
一
切
條
件
是
否
均
符
合
公
共
安
全
及

 

秩
序
法
第
四
十
六
條
所
規
定
之
拘
留
要
件
，
做
出
較
正
確
的
裁
定
。
在
本
案
例
中
，
地
方
法
院
僅
依
譬
方
單
方
面
的
陳

 

f

裁
定
拘
留
合
法
。
警
方
亦
未
告
知
訴
願
人
移
送
的
資
料
内
容
。
假
使
訴
願
人
能
親
自
到
庭
說
明
，
他
至
少
可
以
答

 

辯

*

無

前

科

*

。
而
且
很
可
能
爲
了
跑
這
一
趙
法
院
，
訴
願
人
便
會
擔
誤
了
趕
赴
示
威
地
點
的
時
間
，
進
而
省
掉

 

了
警
方
對
訴
願
人
探
用
拘
留
手
段
的
必
要
性
。

3.
此

外

*
地
方
法
院
的
裁
定
也
侵
犯
了
聯
邦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八
條
條
文
所
賦
予
訴
願
人
的
基
本
權
利

 

。
$

 1

項
揣
測
、懷
疑
某
人
會
觸
犯
刑
法
第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五
卽
做
出
限
制
個
人
自
由
的
拘

 

留

裁

定

，
這
是
不
公
平
的
；
僅
憑
一
項
揣
測

，
懊

疑

某一

位
參
加
示
^
活
動
的
人
會
探
取
非
合
平
的
手
段
，
卽
剝
奪
他



赛
加
示
威
活
勤
的
權
利
，
這
也
是
非
常
不
公
平
的
。

IV

黒
森
邦
政
府
、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和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對
本
憲
法
訴
願
案
的
意
見C

1.
黑
森
邦
政
府
認
爲
該
邦
公
共
安
全
秩
序
法
第
四
十
七
條
的
規
定
並
未
違
憲
，
因
爲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組
織
法
第
四

 

十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的
規
定
，
卽
授
權
各
邦
的
立
法
者
去
決
定
地
方
法
院
法
官
的
管
轄
權
。

但
是
從
憲
法
的
角
度
來
看
，
在
本
案

中

，
訴
願
人
被
拘
留
的
實
際
過
程
的
確
還
有
値
得
進
一
歩
推
敲
的
地
方
。

根
據
基
本
法
中
特
別
強
調
個
人
自
由
權
利
的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的
文
字
，
並

沒

有*

 口
頭
聽
證
"
(m

i
n
d
—

 

l
i
c
h
e

 A
n
h

clr
u
n
g

 )
的

強

制

規

定

。
但
在
執
行
黒
森
邦
公
共
安
全
秩
序
法
第
四
十
七
條
有
關
限
制
個
人
自
由
權
利
的

 

條

文

時

，
則
必
須
注
意
不
得
違
反
該
法
第
四
十
八
條
第
！
項

，
有
關
拘
留
最
長
時
間
不
得
超
過
從
拘
留
D
起
算
至
第
二

 

天
結
束
的
規
定
=
至
於*

個

人

聽

證*
 C

 pe
r
s
o
n
l
i
c
h
e

 A
n
h
o
r
u
n
g

 

)
的

強

制

規

定

，
一
般
則
只
出
現
在
聯
邦
或

 

是
各
邦
有
關
限
制
個
人
自
由
的
法
律
中
，
而
且
是
在
對
輓
長
時
間
的
拘
留
才
會
做
出
此
類
的
強
制
規
定
。

然

而

，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零
四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的
條
文
也
要
求
法
官
在
審
理
有
關
限
制
個
人
自
由
的
案
件
時
，
應
 

重
視
個
人
的
自
由
權
，
以
做
出
恰
如
其
分
的
判
決
。
此
一
條
文
不
僅
要
求
限
制
個
人
自
由
的
形
式
程
序
要
合
法
，
它
冏

 

時
也
要
求
法
官
獨
立
而
廣
泛
地
審
核
限
制
個
人
自
由
的
要
件
。
對
個
人
自
由
限
制
越
大
的
判
決
需
要
有
越
仔
細
的
査
證

 

。
至
於
査
證
義
務
的
廣
度
與
深
度
則
必
須
視
事
件
緊
迫
的
程
度
以
及
已
知
事
實
材
料
的
多
寡
和
可
信
度
而
定
。
花
本
案

 

中

，
地
方
法
院
法
官
的
裁
定
過
程
並
未
符
合
上
述
的
要
求
。

三
四
五



三
四
六

2.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與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均
認
爲
，
在
本
案
例
中
引
起
爭
議
的
黑
森
邦*

公
共
安
全
及
秩
序
法
W
的
相

 

關
條
文
並
未
違
憲
。

B

、

本
憲
法
訴
願
應
予
受
理
。
僅
管
本
案
的
訴
願
人
早
在
提
出
本
憲
法
訴
願
案
之
前
的
一
九
八
八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傍
晩

 

卽
已
獲
得
釋
放
，
但
是
針
對
此
項
因
法
院
判
決
所
引
發
之
憲
法
訴
訟
案
，
憲
法
法
院
仍
有
提
供
法
律
保
護
的
必
要
。

只
要
個
4

不
出
另
外
的
途
徑
以
對
抗
限
制
個
人
自
由
的
高
權
行
爲
(H

o
h
e
i
t
s
a
k
.
t

 

)
時

(
此
乃
憲
法
所
保
障

 

醫

利

)
，
憲
法
法
院
就
諏
爲
有
繼
績
提
供
法
律
保

II
的
必
要
。(

t
a
v
e
r
f
G
E

 

1
0
,

 

3
0
2

〔 

3
000〕

； 

7
4
,

 

1
0
2

 

〔
n

cn
〕

； 

7
6
,

006
3

〔 W
8
1

〕 
W
U
G
K
W

 

1
9
8
7
,

 

5
4to
c

s
4

〕
)
。
個
人
的
自
由
權
經
由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不
可
侵
犯
性
證

w 
(
d
i
e

 

G
a
r
a
n
t
i
e

 

i h
r

 e
r

 

U
n
v
e
r
l
e
t
z
l
i

 d
i
k
e

 it 

)
和
第
一
百
零
四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的*

法

留

A 

( R
i
c
h
s
r
v
o
r
b
e
h
a
l
t

 

)
已
有
特
別
的
保
障
。

在
一
個
所
謂
：
由
於
執
行
的
方
式
(A

r
t

 

)
與
持
嫌
的
時
間
(D

a
u
e
r

 }

而
致
侵
害
個
人
自
由
的
憲
法
審
査
案
，
 

如
果
個
人
無
法
眞
正
s

憲
法
上
的
權
利
的
話
，
那
麼
有
關
實
鱧
及
程
序
上
的
保
障
都
將
形
同
具
文
。

C

、

本
憲
法
訴
願
案
的
理
由
是
充
分
的
。
僅
管
本
案
中
、
地
方
法
院
$

之
裁
判
，
乃
是
根
據

 <吳
憲
法
規
定
有
關
規

 

範
警
察
S

拘
留
權
之
法
定
程
序
而
爲
之
.，
但
在
實
際
執
行
時
，
却
未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與
第
一
百

 

零
四
條
第
二
項
條
文
連
用
，
以
及
第
一
百
零
三
條
第
一
項
的
要
求
。



1.
 

在
本
案
中
，
哈
堪
地
方
法
院
依
據
黑
森
邦
公
共
安
全
秩
序
法
第
四
十
七
條
第
~
句
及
第
四
十
七
條
第
二
句
所
做

 

之
拘
留
裁
決
以
及
所
爲
最
終
判
決
之
裁
判
，
並
未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四
條
第
一
款
與
第
七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的
規
定
。

按
照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四
條
第
一
款
的
規
定
，
聯
邦
得
依
此
條
文
所
賦
予
它
的
〃
競
合
權
限
"
(k

o
n
k
u
r
r
i
e
r
e
n
d
e

 

k
o
m
p
e
t
s
z

 
)
，
對
行
政
法
院
的
組
織
與
運
作
做
詳
盡
、
最

終

的

規

定

。
(B

V
e
r
f
G
E

 2
0
,

 2
3
8

〔
 2

4
8

〕

；

 

这

，1
2
5

〔
 1

3
7
〕

；

 3
7
,

 
£

〔

】
9

8

〕

)
。
然

而

，
只
要
聯
邦
法
律
做
出
有
利
於
邦
立
法
者
的
法
律
保
留
時
，
 

i

種
情
況
下
，
卽
使
聯
邦
在
針
對
某
一
特
定
對
象
享
有
競
合
的
立
法
權
限
，
邦
的
法
律
仍
是
合
法
的
。
(B

v
e
a

 

Gw
 20

,

 
2
3
oo
〔
 2

5
1
〕

；
 29

,

 1
2
5

〔
 13

7

 
〕

)
。
行
政
法
院
組
織
法
第
四
十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的
條
文
，
卽

 

是
爲
邦
的
立
法
者
提
供I

種
將
本
質
上
不
屬
於
憲
法
層
次
，
而
是
屬
於
邦
法
律
層
次
的
公
法
訴
訟
案
件
交
由
其
他
法
院

 

審
理
的
可
能
性
。
黑
森
邦
公
共
安
全
秩
序
法
第
四
十
七
條
第
一
句
的
條
文
卽
是
屬
於
這
種
情
況
。

行
政
法
院
組
織
法
第
四
十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的
規
定
，
不
僅
受
權
邦
的
立
法
者
，
由
他
來
指
定
審
理
該
條
文
所
規

 

範
訴
訟
案
件
的
該
管
法
院
，
同
時
也
規
定
由
該
指
定
之
法
院
敘
最
終
之
判
決
。
因
此
在
此
項
權
限
範
圍
內
，
邦
的
立
法

 

者
可
以
指
定
地
方
法
院
做
單
獨
，
而
且
也
是
最
終
的
判
決
。
據
此
而
論
，
黑
森
邦
公
共
安
全
秩
序
法
第
四
十
七
條
第
二

 

句
的
規
定
並
未
牴
觸
基
本
法
有
關
立
法
權
限
劃
分
的
規
定
。

2.
 

黑
森
邦
公
共
安
全
秩
序
法
第
四
十
七
條
第
二
句
有
關
排
除
上
訴
可
能
性
的
規
定
並
未
牴
觸
基
本
法
第
四
十
九
條

 

第
四
項
的
精
神
，
因
爲
此
所
謂
得
請
求
法
院
救
濟
的
保
障

(d
i

e
 Ga

r
a

n
t

i
e

 ei
n

s

 Ge
r

i
c

h
t

s
s

c
h

u
t

z
s

 
)
並
不

三
四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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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八

包

括
保
證M

制

度

(I
n
s
t
a
n
z
e
n
z
u
g

 
)
在

內

。

(
參

考

5
<
6
2 ,
0
£
1
〗，
2
3
2
〔
2
3
3
〕

.
，
實

務

上

的

通

說

，
最
近
一

次

判

決t
o
v
e
r
f
G
W

 7
8
,

 8
8

〔
 9

9

〕
)
。

根
撺
一
般
法
治
國
家
的
原
則
與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長
久
以
來
的
實
務
經
驗
，
沒
有
任
何
的
判
決
曾
得
出
法
律
訴
訟
程

 

序
一
定
非
得
經
過
兩
級
法
院
審
理
不
可
的
結
論

。(
B

v
e

r
f

G
E

 4,

 7
9

〔
 9

4
f

〕
)
 〇

同
樣
地
，
爲
了
發
揮
保
障

 

個
人
自
由
的
勒
能

，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不
僅
沒
有
強
制
立
法
者
爲
審
理
限
制
個
人

自
由
的
訴
訟
程
序
制
定
一
套
多
 

級
的
審
判
稈
序
，
反
而
爲
立
法
者
保
留
了
自
行
設
計
審
判
程
序
的
空
間
。
如
果
遇
到
了
立
法
者
只
提
出
一
級一

S

的

 

情

況

，
憲
法
對
於
該
審
判
程
序
的
設
計
，
自
然
會
有
更
嚴
格
的
要
求
，
以
期
能
發
掘
事
實
的
眞
相
。

3.
從
基
本
法
第一

百
零
四
條
的
規
定
來
看
，
黑
森
邦
的
公
典
安
全
秩
序
法
並
無
違
法
之
虞
，
因
爲
該
條
文
並
未
就

 

法
官
在
裁
定
拘
留
是
否
合
法
的
程
序
做
出
更
詳
盡
的
規
定
，
因
此
該
法
之
規
定
仍
未
超
出
非
訟
事
件
法
的
規
範
之
外
。
 

——

而
此
亦
符
合
了
歷
年
來
法
院
及
學
說
上
的
見
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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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n
t

z
i

e
h

u
n

g
s
,

o
5
v
 19

5
1
,

 s
,

 3
1
3

〔
 31

5
.
〕

)
 〇

 

另
外
，

I

類
推
適
用
程
序
法
上
的
規
定
與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笨
四
條
並
不
衝
突
，
因
爲
這
和
類
推
適
用
實
體
法
中
有
關

 

限
制
個
人
自
由
的
授
權
基
礎
有
所
不
同
。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零
四
條
第
一
項
有
關
類
推
適
用
之
禁
止

(A
n

a
l

s
i

e
v

e
r

b
o

t

 

)
，
其
主
要
的
目
的
是
爲
了
保
護
當
事
人
免
於
受
不
可

m
見
之
對
個
人
自
由
的
侵
犯
，
而
基
本
法
第一

百
零
四
條
第
二



項
之
目
的
則
側
重
在
法
官
審
査
的
保
證
(d

i
e

 Ge
w

PMh
r
l
e
i
s
t
u
n
g

 ri
c
h
t
e
r
l
i
c
h
e
r

 wo
a
t
r
o
l
j
e

 
)
。
只
要
能
夠
達

到
憲
法
上
相
同
的
目
的
*
這
一
種
保
障
事
實
上
也
可
經
由
類
推
適
用
其
他
有
關
法
官
審
判
程
序
的
規
定
。
(V

g
J

.

B
v
e
r
f
s
s
,

 

3
0
2

〔 

S

〕；

 29
,

 

l
s

〔 1
9

3

。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零
四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旬
規
足
，
當
法
院
訴
訟
程
序
在
對
於

W
許
可
"
或
是*

繼
續

W
限
制
個
人
自
 

由
權
利
做
出
判
決
時
，
必
須
在
開
始
限
制
個
人
自
由
之
前
，
袷
予
當
事
人一

切
法
治
國
家
所
能
提
供
的
保
障
，
且
其
必
 

合
法
律
形
式
的
程
序
。
卽
使
是
在
有
必
要
加
快
審

判
速
度
的
情
況
，
亦
只
能
簡
化
或
縮
短
審
判
的
程
序
，
但
絲
毫
 

不
得
危
害
到
審
判
的
獨
立
性
與
符
合
法
律
形
式
的
程
序
的
公
平
性
。
因
此
，
爲
了
符
合
上
述
的
立
法
精
神
，
立
法
者
乃
 

依
據
基
本
法
第一

百
零
四
條
第
二
項
第
四
句
的
委
任
立
法
(G

e
s

e
t

z
g

e
b

u
n

g
s

a
u

f
t

r
a

g

〕
制
定
了
 一

套
審
判
程
序
，
 

以
規
定
在
當
時
的
情
況
下
是
否
可
以
限
制
個
人
的
自
由
。

類
推
適
用
非
訟
事
件
法
所
造
成
的
結
果
是
，
非
訟
事
件
法
第
十
二
條
有
關
職
權
調
査
的
基
本
原
則
(G

r
u
n
d
s
a
t
z

 

d
e
r

 A
m
t
s
v
e
i
i
t
u
u
n
g
)

亦
同
樣
適
用
於
黑
森
邦
公
共
安
全
秩
序
法
第
四
十
七
條
有
關
法
官
裁
判
(r

i
c
h
t
e
r
H
c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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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

規

定

。
如

此

一

來

，
憲
法
中
對
於
法
院
審
判
程
序
所
要
求
的
形
式
要
件
才
算
齊
全
了

 

=

針
對
法

 

官
在
極
短
的
時
間
內
，
必
須
做
出
拘
留
與
否
的
裁
判
；
再
加
上
最
長
只
能
拘
留
四
十
八
小
時
的
規
定
(
v
g
r

§

A
b
s
.

 1

 H
S
0

G

〕
，
憲
法
並
未
要
求
另
外
設
計
5

詳

細

、
固
定
格
式
的
審
判
程
序
=
爲
了
讓
警
方
有
排
除
危
害

 

的
能
力
，
以

便

霄

，
例

如

..整
救
失
去
自
由
意
志
的
人
(w

i
l
l
e
n
s
l
o
s
e
n

 P
e
r
s
o
n
s

〕
或
是
維
持
大
規
模
示
威
活

 

動
秩
序
的
情
況
，
因
此
法
官
茌
處
理
有
關
警
察
採
取
拘
留
手
段
的
審
判
竭
程
中
也
必
須
具
有
彈
性
=
從
憲
法
本
身
對
有

三
四
九



三
五
o

必
要
加
快
審
理
程
序
的
規
定(

A
r

M
S

,

 Ab
s
.

 

':2.

 S
a

U

 2

 un
d

 3

 
)
，
使
得
法
官
斜
於
査
證
案
情
所
能
支
配

 

的
時
間
受
到
限
制
，
而
且
按
照
法
條
的
規
定
，
法
官
最
遲
必
須
在
拘
留
的
第
二
天
結
束
之
前
做
出
裁
判
，
也
正
因
爲
如

 

此

，
當
法
官
在
硏
判
是
否
有
可
預
見
的
危
害
，
以
便
做
出
是
否
拘
留
的
载
判
時
，
他
也
只
能

S

在
短
時
間
所
收
集
到

 

的
事
實
資
料
來
做
判
斷
。
因

此

*
只
要
非
訟
事
件
法
第
十
二
條
有
關
職
權
調
査
的
基
本
原
則
符
合
了
憲
法
第
一
百
零
四

 

條
的
精
神
，
則
該
基
本
原
則
已
滿
足
了
前
述
所
提
之
要
求
。
在
這
種
考
慮
之
下
，

i

邦
的
公
共
安
全
秩
序
法
第
四
十

 

七
條
就
沒
有
必
要一

 1
去
規
定
，
在
什
麽
樣
的
條
件
之
下
必
須
奉
行
個
人
的
偵
訊
(p

e
r

s

o :n
l

i
c

h
e

 Au
b

o
r

u
n

g

 )
。

n
'

 

-
.

1.
慑
使
法
官
在
根
據
非
訟
事
件
法
第
十
二
條
的
規
定
進
行
調
査
時
，
只
是
査
證
警
方
單
方
面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而
據

 

以
認
定
有
限
制
個
人
自
由
之
必
要
.，
這
樣
的
做
法
，
縱
使
在
較
緊
急
的
情
況
下
，
依
然
是
不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零
四

 

條
的
規
定
的
。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零
四
條
第
二
項
的
規
定
，
法
官
在
審
理
有
關
限
制
個
人
自
由
的
案
件
時
，
必
須
稟

 

持
獨
立
審
判
的
精
神
，
並
且
必
須
對
拘
留
之
必
要
性
加
以
裁
判
，
以
便
阻
止
當
事
人
做
出
犯
罪
的
行
爲
。
由
於
該
法
官

 

的
判
決
是
決
定
性
的

(k
o
n
s
t
i
l
v
e

 

)
，
而

非

只

是

關

於

許

可

舊

認

等

暫

時

性

的

行

政

裁

決

(H
S

 

t
R

 V
I
,

§s

0

fo
d
n
r=

to
5
 ;

 D
U
r
i
g
,

 a
.

 a
.

 o
.

 Ar
t
」

g
G

G
,

 w
d
n
r
.

^
;

 E
.

 Gr
a
l
i
t
z
,
^
r
e
i
h
e
i
t

 

d
e
r

 pe
r
s
o
n

 
)
，
因
此
法
官
在
審
理
此
類
案
件
時
，
必
須
親
自
對
該
刹
奪
個
人
自
由
行
爲
是
合
法
的
，
這
一
事
實
加

 

以
確
認
。
而
判
斷
是
否
f

基
本
權
造
成
侵
害
的
困
難
之
處
，
尤
其
是
在
於
必
須
深
入
的
考
査
該
剝
奪
個
人
自
由
的
措

 

施

是
否
必
要
。
至
於
一
般
査
證
的
方
法
有
翻
閱
植
案
，
收

集

證

物

，
執
勤
人
員
的
報
告
以
及
對
當
事
人
的
個
人
偵
訊
等



等

。
2.
本
案
中
，
地
方
法
院
所
做
的
裁
判
不
符
合
憲
法
上
的
要
求
。
 

a)
判
決
中
是
以
，
爲
了
阻
止
訴
願
人
可
能
直
接
且
卽
將
違
反
刑

s

 1

百
二
十
五
條
所
列
之*

破
壊
社
會
安
寧

 

罪
"
爲
理
由
，
來
說
明
拘
留
的
必
要
性
。
僅
管
此
一
理
由
符
合
黑
森
邦
公
共
安
全
秩
序
法
第
四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的
犯
罪
構
成
要
件
，
而
且
從
憲
法
第
一
百
零
四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來
看
，
這
個
有
關
限
制
個
人
自
由
的
法
律
授
權
，
亦
 

無
不
妥
。
此
外
，
如
果
訴
願
人
興
是
有
計
黼
的
參
與
非
和
平
的
集
會
，

U
破
壤
社
會
安
寧
秩
序
，
則
其
亦
不
再
受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第

 I
 項
之
保
護
。
(V

g
l
.

 B
v

e
r

f
G

E
S
,

 3
1
5

〔
 35

9
f

〕
 

E
U

G
W

Z

 1
9
8
5
,

 4
5
0

〔
私
 

61

 

t-h
〕

；

 73
,

 2
0
6

〔
 24

8
〕
 

w
 

U
G

W

 

Z

 1
9
8
6
,

 
6
«
〔

s
0
 
〕
)
。
但
是
從
法
院
實
際
所
掌
握
的
證
據
來
看

 

，
其
並
不
足
以
支
持
訴
願
人
有

W
破
壊
社
會
安
寧
之
虞
"
的
推
測
。

W
地
方
法
院
對
本
案
做
出
判
决
時
，
完
全
只
根
據
警
方
所
附
送
的
資
料
；
然
而
警
方
亦
只
是
根
據
訴
願
人
已
往

 

的
記
錄
和
當
天
對
其
整
體
的
印
象
，
卽
認
爲
訴
願
人
很
可
能
會
參
與
非
合
平
的
活
動
，
進
而
在
其
至
示
威
的
途
中
予
以

 

S

。
法
院
並
未
以
自
身
對
此
情
況
的
瞭
解
來
做
爲
裁
定
時
的
判
斷
基
礎
。
此

外

，
地
方
法
院
在
審
埋
過
程
中
不
但
沒

 

有
提
及
其
他
可
能
有
助
於
發
掘
事
實
的
途
徑
I
而
且
也
沒
有
對
警
方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做
進
一
步
的
分
析
與
評
估
。
不
僅

 

如

此

，
由
於
地
方
法
院
並
未
傳
喚
訴
願
人
到
庭
陳
述
，
因
此
它
並
沒
有
眞
正
瞭
解
訴
願
人
的
個
人
狀
況
及
其
意
圖
。
依
 

此

看

來

，
地
方
法
院
根
本
未
做
到
發
掘
事
實
眞
相
(P

a
t
s
a
c
h
e
n
e
r
m
i
t
t
l
u
n
g

 
)
的H

作

。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和
第I

百
零
四
條
所
規
定
的
査
證
義
務
(A

u
f
k
l
A
v
g
g
s
p
f
l
i
c
h
t

 
)
，
地
方
法
院
夏
少
妬
須
盡
到
親
自

三
五
一



三
五
二I

瞭
®i

方
的
資
料
和
訴
願
人
的
說
辭
，
以
便
根
據
黑
森
邦
公
共
安
全
秩
序
法
第
四
十
六
條
的
規
定
，
就
危
害
發
生
之
可
 

能
性
做
出
符
合
比
例
原
則
的
裁
判
和
防
範
。

其
次
，
地
方
法
院
所
使
用
的
裁
決
表
格
(B

e
s
c
h
l
u

-tef
o
r
m
u
l
a
r

 
)
也
不
符
合
法
治
國
家
對
法
院
在
裁
定
有
關

 

f

個
人
自
由
時
的
要
求
。
此

1

S

將
黑
森
邦
公
共
安
全
秩
序
法
第
四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所
規
定
的
不
可
或
缺

 

的
構
成
要
件
哮
格
成
爲
只
是
一
種
必
要
的
標
準
而
已(

M
a

Tfcs
t
a
b
e

 de
s

 Er
f
o
r
d
e
r
l
i
c
h
e
a
)

，

明
顯
地
減
低
了

 

判
定
是
否
符
合
比
例
原
則
的
要
求
。
此
外
*
陔
表
格
上
通
印
著*

此
拘
留
是
根
據
黑
森
邦
公
共
安
全
秩
序
法
第
四
十
七

 

條
規
定
，
並
經
法
院
許
可
所
進
ff
的

"
的
字
樣
。
基
本
上
’
有
眺
對
個
人
自
由
做
出
限
制
的
裁
判
應
該
不
僅
只
是
一
項

 

決
定
性
，
而
且
必
須
是
.一
項
不
事
先
受
瞽
察
B

影
響
的
獨
立
審
判
。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零
四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條

 

文
的
規
定
，
在
限
制
個
人
自
由
的
案
件
中
，
承
辦
法
官
必
須
對
其
所
做
，
允
許
限
制
個
人
自
由
的
裁
判
負
貴
。

I

、
 

. 

."

地
方
法
院
的
判
決
同
時
俊
犯
了
訴
願
人
依
法
有
陳
—

見
的
權
利
。
(
或
請
求
依
法
審
判
的
權
利
)

1.
基

本

簾

一

百

零

三

蠢

一

項
的
要
賦
予
當
事
人
對
事
實
、
誔
據
和
法
律
狀
■況

(K
—

 

lage 
)
進
行
陳
 

述
之
權
(vgl. 

B
V
e
r
f
G
E

 

6
0
乙

75 

C

 21
0

〕
E
U
G
W
Z

 

1
900
2, 
s

o
〔 1

7
0
〕
'
6
4
,

 

1
3
5

〔 J43 

〕W
U
G
R
Z

 

1983, 

S
3
S

〔 5
4
0
〕

)

且
法
庭
有
義
務
聽
取
當
事
人
的
陳
述
，
並
傲
爲
判
決
時
的
參
考
(vgl. 

w
v
e
r
o
E 

60,

 24
7

〔 
2
4
to
〕 

W
U
G
W
Z

 

1
9
8
2
,

尝
3
〔 
w
. sp

r
b
e
r
.
z
r. 

2
1

〕； 

70, 

2
88 

〔
 

to
9
3
〕 

E
U
G
K

ts1
9
8
6
,
3
3
3
〔
K. 

sprber. 

N
r
.

 

3
3
〕

)
。
法
官
敢
聽
當
事
人
的
陳
述
可
提
供
當
亊
人
機



會

去

影

響

法

官

，
以

倣

出

有

利

於

自

己

的

判

決

。
因

此

就

一

般

而

言

，
在

判

決

前

讓

當

事

人

當

庭

陳

述

是

有

意

義

的c 

w
v
e
r

G
m
^

s
l
:

^

〕
)

。
除
非
它
破
壞
了

 _

證

的

目

的(v
g
r

 t
o
v
e
r
f

 G
W

(o
,

$

〔
s

〕

；
W
7
,

 

3
4
6

〔
 35

8
f

〕
 

E
u
G
K
Z

 19
8
1
,

 4
6
9

〔
 47

1

〕
)
，
或

是

該

判

決

將

會

因

聽

證

的

擧

行

而

變

得

太

遲

了

(
 

v
g
r

 w
v
e
r

G
W
0>
5
,
这

7

〔
 M 3

3
f

 

〕
)

。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零
三
條
第
一
項
的
規
定
，
保
陣
人
民
有
當
庭
陳
述
意
見
的
權
利
。
任

何

一

位
第
三
者
若
欲
轉
述
陳

 

述
的
內
容
時
，
必
須
事
先
獲
得
被
轉
述
人
的
信
賴
或
是
彔
示
願
意
遵
守
法
治
國
家
所
稱
客
親
陳
述
的
義
務
。
而
被
轉
述

 

人
亦
須
被
告
知
，
他
的
陳
述
內
容
乃
至
聲
明
均
將
以
他
自
己
的
名
義
被
轉
述
。
在
正
常
的
情
況
下
，
凡
是
遇
到
沒
有
時

 

間
急
迫
性
的
案
件
，
當
事
人
應
做
的
當
庭
陳
述
是
不
可
以
由
瞥
察
機
關
轉
述
的
-
而
且
這
些
機
關
的
手
段
、
措
施
在
法

 

院
審
判
的
過
程
中
亦
腰
當
再
加
以
審
査
。
卽
使
是
在
時
間
緊
急
的
狀
況
下
，
當
事
人
亦
須
被
告
知
，
他
的
陳
述
內
容
是

 

要
轉
述
於
法
庭
的
，
如
此
才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零
三
條
的
規
定
。

2.
在
本
案
中
，
假
使
訴
願
人
知
曉
他
的
陳
述
內
容
將
會
被
轉
述
給
法
庭
，
並
且
知
道
他
的
陳
述
將
會
對
該
案
的
判

 

決
產
生
影
辑
，
那
麽
在
程
序
上
才
完
全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零
三
條
苐
一
頊
的
規
定
。
但

是

，
在
地
方
法
院
的
判
決
書

 

上
，
却
只
證
實
了
訴
願
人
曾
接
受
警
方
的
偵
訊
，
至
於
訴
願
人
在
當
時
是
否
曾
有
對
法
院
審
判
程
序
乃
至
判
決
結
果
產

 

生
影
饔
力
的
機
會
，
則
未
有
明
確
的
交
待
。

IV

、

訴
訟
費
用
請
依
照
憲
法
法
院
組
織
法
第
三
十
四
條
之
a)
第
二
項
辦
理
。

三
五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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