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

麗

$

f

後

裁

列

翁

山

^

^

八

t

i .
^

y u
c
ŝ

德

_

^

:

#

以

淡

裁

判

L i
屬

<i >

瓜

政

棬

■



例
言

1

、
本
院
爲
供
實
務
上
霱
上
之
參
考
’
蜃

德

羼

邦

壽

法

院

具

有

毒

價値

者

，
譯
成w

 ’
編

 

輯
成
册
。

二
、
審
定
名
爲
德
憲
霍
院
裁
判
選
輯
㈤

’
蟹
翁
大
法
S

生
就
德
國
聯
8

法
法
院
之
裁
判
中

w
f

 

二
篇
：H
醫

「
蠢

電

台

」
之
判
決
；

o

麗

r

麗

籩

重

劃

」
之
判
決
；

Q

麗

r

公
務
員
之
蠢
霧

 

」
之

璧
㈣

麗

r

爲
民
間
企
業
需
用
翼
仃
土
肇
劃
及
土
地
徵
收
之
合
種
要
件
」
之
判
決
•
’

㈤

關
於
「
 

藝
術
自
由
之
界
限
(國
旗
這
案
)j

之

擊

-㈥
麗

「
藝
術
自
由
與
袖
法
上
之
侮
辱
國
家
蠢
罪
」
之
判
決
 

㈦

醫

r

議
員
、
蠢

或

_屦
依

馨

規

則

產

蠢

求

權

」
裔

決

；

㈧

醫

r

公
務
員
與
法
官
之
一
 

般

言

雲

讓

」
之

擊

，
g

關
於「6 B

K

批
！
S

鬆

子

麗

戰

§

意
見
自
由
」
之
判
決
；
出
關
於
稅
 

捐
的
基
礎
扣
除
額
」
之
裁
判
‘
-
尚

醫

「

S

從
事
第
二
職
業
之
許
可
攉
」
之

靈

；

©
醫

「
法
麝
不
平

 

等
民
事
契
約
之内
馨
査
之
囊
要
求
」
之

蹇

；
譯

印

蔑

。

三
 '
本

裁

判

選

輯

中

蠢

，
係
由
本
院
委
請
^
|
£
通
德
語
及
法
學
造
詣
相
當
之
人
士
：
簿

秀

、
周
成
瑜
、
林
—

 

、
蔡
震
榮
、
吳
綺
雲
'
 林
昱
梅
、
蠢

宗

、
洪
家
殷
、
要

生

(

醤

名

順

靠

名

)
諸
位
先
生
、
女
士
翻
譯
，
 

並
請
法
學
博
士
1

堂
先
生
擔
任
驛
文
之
分
配
及
綜
合
審
査
工
作
。



四

、
 f

i
l
l
s

，
爲
了
方
便
讀
者
，
而
作
了
 $

綱
目
，

f

之

綱

入

到

標

題

之

下

。
(原
判
決
衹
有
分
段
而
 

無
綱
目
内
容
-
此
^
®i

#

讓

遲

罌

其

精

義

後

自S

寫
出
來〇

五

、
 
本
裁
判
選
輯
，
由
大
法
直

n

記
處
蔣
處
長
次
寧

 
'
林
—

長

響

、
賴

專

門

委

、
囊

茂

、
張
桐
銳
、
陳
 

華

、
陳
正
玲
、
涂
淑
玲
二
倉
_

、
王
蓉
飛
、
劉

夢

蕾

獲

同

仁

分

任

震

，
養

：̂

，
併
此
附
誌
。



德
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選
輯
㈤

目

 

綠

譯名： 

譯
者
頁
次

一
、
 

關

於r

讓

電

台

」
之
判
決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
清
秀

.

.

.

 

一

二

、
 

關

於

「
聯
邦
區
域
重
劃
」
之
判
決
.
.
.
.
.
.
.
.
.
.
.
.
.
.
.
.
.
.
.
.

周
成
瑜

.

.

.
五
九

三

、
 

關

於r
公
務
員
之
忠
誠
義
務
」
之
裁
定
.
.
.
.
.
.
.
.
.
.
.
.
.
.
.
.
.
.

林
明
雛

.

.

.
九
八

四

、
 

關

於

「
爲
民
間
企
業
需
用

I
進
行
土
地
重
劃
及
土
地
徴
收
之
合

f
要
件
」
之
判
決
：
蔡
震
榮

.
一
五
二

五

、
 

關

於r

藝
術
自
由
之
界
限
(
國
旗
污
蔑
案
)
」
之
裁
定

.

.

.

.

.

.

.

.

.

.

.

吳
綺
雲

.

.

.
一
八
二

丄
/N
、
關

於

「
藝
術
自
由
與
刑
法
上
之
侮
辱
國
家
象
徵
罪
」
之
判
決
.
.
.
.
.
.
.
.
.
.
林
昱
梅
：
：
：
二

o
七

七

、
關

於

「
議

員

二

思

團

或

馨

團

體

依

肇

規

則

之

崁

達

請

求

權

」
之
判
決
.

.

.

.

.

.

.

.

.

.

.

.

二
二
。

八

、
 

關

於r

公
務
貝
與
法
官
之I
般

言

論

表

讓

」
之
裁
定

.

.

.

.

.

.

.

.

.

.

.

憲

宗

.

.

.
二
六
七

九

、
 

關

於r

軍
人
批
評
北
約
組

S
子
嚇
阻
戰
略
之
意
見
自
由
」
之
判
決
.
.
.
.
.
.
洪
家
殷

.

.

.
二
七
三

十

、
關

於r

稅
捐
的
基
礎
扣
除
額
」
之
裁
判
.
.
.
.
.
.
.
.
.
.
.
.
.
*..
.
.
.
.
.

陳
淸
秀

.

.

.
三
〇
二

十

一

、
關

於r

律
師
從
事
第
二
職
業
之
許
可
標
準
」
之
裁
定
.
.
.
.
.
.
.
.
.
.
.
.
.
.

蕭
文
生

.

.

.
二
-
三

三

十

二

、
關

於

「
法
院
對
不
平
等
民
事
契
約
之
内
容
密
査
之

i
要

求

」
之
裁
定

.

.

.

.

.

.
李
惠
宗

.

.

.
三
七
五



關

於

「
廣
播
電
台
」
之
判
決

——

德
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一
九
六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二
曰
判
決
(
載
於
聯
邦
蕙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十
二

册

，
第
二
〇

五
頁
至
第
二
六
四
頁
)

譯

者

秀

目
錄

響主
文

理
由

A

、
！

戰
則
之
歷
史
沿
革

 

n

、
戰
後
之
發
展

m

、
 
戰
後
之
立
法

B

-
-
-
憲
法
訴
訟
鐘
人
之
_

n

、
 
麗

政

府

震

駁

回

謂

D

、
言
詞
辯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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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麗

-
^
?
^
果

「
未
遵
守

J

 §

時

 ’
 

「
蠢

適
用
J

s

。

3.
(a)
基

本

鋈

七

十

三

德

七

鰲

定

意

義

下

蠢

政

及

電

信

事

業

，
僅
包
括
——

暫
時
不
論
廣
播
電
4
量

 

—
M

電
台
之
播
送
技
霞
域
’
但

所

疆

暴

除

外

。

S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七
款
規
定
-
並
未
賦
予
聯

^
w
#

s
s

限
去i

w
w

n
s

s
s

機
構
的
S

以
及

1
A
.

4
i

i

i

s

i
^

 

s

T

E

l

I

f

設
置
及
經
營爲
蜃
？

之
目
的
而
設
之
蠢
電
台
設
施
。

本
法
之
體
系
-
聯
邦
之
立
讓
限
標
示
出
其
行
8

限
之
最
外
部
的
界
限
-
因
此
’
基
本
董
八
十
七
條
第

 

i

所
稱r

 S

郵
政
局
」
並
無
法
包
括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三
簾
七
款
所
稱

r

郵
政
及
電
屢
業
」
。

f

t

l

i

^

I

I

S

I

l

 ?

A

G
^
-

利
用
契
約
時
’
 

點

-
其

霤

此

一

 

S^
-
N
!

「
各w

a
®
J

 
’
 2

法
所
不
許
。

7
(a)
^

l
國
t
蠢

發

展

’
 

■
W

w
n

-
N

M
 ’
 

1

項
公
共
的
纂
。
如
果
國
家
髮
蜃
式
翥
此

項
任
務
時
(
包
括
其
使
用
私
法
繫
式
的

®
)

 
’
則
構
成
基
銮
第
三
十
條
囊
1

「
國
家
的
任
務
」
'

■

本
f

三
十
條
連i

十
三
條
以
下
規
定
由
聯
邦

W
I

W

台

的

播

,並不能因

爲
i

電
 

台
之
播
送
業
務
乃
屬
於

r

超

越

疆

之j

任

務
耍
正
當
化
•
亦
不
能
因
1

本

法

已

經

允

許

鬆

蠢

r

此
種



」
播
送
業
務
-
對
内
可
爲
國
家
之
代
表
並
可
照
顧r

具

有

的

i

 *

而
被
正
當
化
。
對
此
問

題

，
從
事

 

物
之
本
質
導
出
聯
邦
並
無
任
—

限

。

s.
fa)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規

定

適

用

法

律

的

以

及

「
法
律
之
外
的
」
實
現
公
共
任
務
。 

g

基
本
法
第
八
章
對
於
著
重
法
律
的
行
政
以
及
「
法
律
之
外
」
的
行
政

V均
該
^

W

本*

三
十
條
之
意I

我
下
的
 

r

其
他
規
定
」

。

9.
在
聯
邦
及
其
構
成
員
間
以
及
在
間
在
憲
政
生
活
上
所
必
要
之
—

談
判
之
程
序
及
方
式
-
亦
應
符
合
聯
邦
基
口

行

爲

之

票

-

瓜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要
求
規
定
有
關

i
電
台
演
出
節
目
之

f
者
之
組
織
之
法
律
’
就
其
組
成
方
式
’
規

定

-
切
可
能

 

的
權
力
’
對
於
該
組
織
均
有
影
胬
力
’
且
對
於
整
體
節
目
亦
可
表
示
意
見
，
並

對

於

整

體

節

目

之

内

容

有

拘

束

 

力
的
指
導
原
則
’
以

f
内
容
上
的
公
正
性
’
合

理

以

及

相

互

的

尊

重

之

最

低

限

度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第
二
審
判
庭

S

 一
九
六
〇
¥

 一
月
二
十
八
曰
、
二
十
九
曰
及
三
十
曰
之
言
詞
辯
論
’
於
一
九

 

六
一
年
二
月1
1

十

八

日

歲

判

決

。

在
一
九
五
五
年
二
月
十
六
曰
有
關
北
德
§

電
台
之
邦

i
定
第
三
條
之

S
審
査
程
序
。

f
3 M
人

.*漢
堡
自
由
及
漢
撒
城
之
參
議
院
’
由
其
議
長
代
表
’
代
理
人

.
就
下
述
問
題
進
行
憲
法
上
爭
議
：
聯
邦

政
府
於
一
九
六
。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經
由
設
立
德
國
電
視
有
限
公
司
以
及
對
於
電
視
領
域
之
其
他
處
置
’
 

C

疋
 

否
抵
觸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以
及
第
三
十
條
連
結
第
八
十
七
條
第
三
項
之
規
定
以
及
違
反
聯
邦

i
n行
爲

S
務



e

W
S

人

：
爲
了
漢
堡
自
由
及
漢
撒
城
，
其
参
\
载
院
由
議
長
代
表
人
，
代
理
人.
.
爲
了
黑
木
i

 

-

宜
1

府

，
由
邦

總

理

代

表

，
代
理
人
.
.

人

：
爲
了

德

塞

^

^

共

和

國

’
其i

政

府

’
由
f

内
政
部
長
代
表
’
代
理
人.
.

其
他
當
事
人
：爲
了
尼
德
薩
克
S

 ’
其

邦

政

府

’
由
邦
緦
理
代
表
-
代
理
人.
.
爲
了
^
^
^
自
由
漢
斯
城-

其

參

議

院

，
由
其
議
長
代
表

*

代
理
人
…
…

。

L
有
關
一
九
五
五
年
六
月
十
日
(
法
律
行
政
公
報
，
第

一
册
’
第
一
九
七
頁
)
北

德

霞

電

台

之

邦

隱

畫

漢

 

堡
_

律

’
在

其

涉

及

邦

慰

定

第

三

條

第

項

的

範

圍
内
，
對
於
北
德
廣
播
電
台
保
留
給
予
排
他
的
權
利
設
置
並
經

 

營
S

曰

蠢

雷

台

及

電

視

蠢

電

台

之

播

送

技

術

設

施

’
因
此
於
此
情
形
’
與

基

本

誓

七

十

三

條

第

七

款

規

蠢

不

 

相

符

合

’
而

無

效

。

在
其
S

形

-

本

法

律

在
渉
爵i

m
w

三
條
第
一
項
的
範
圍内
"
仍
妖
與
基本

*
&
-

 

2聯邦設置德國電視

®

公

司

違

三

十

規

定

’並違反聯邦

i
t

a
l

之
原
則

 

以

昼

率

奮

十

五

條

規

定

。

五



六

判
決
理
由

A
 * ̂
—
1
 ̂

L

i
電

台(
R
u
n
d
f
u
n
k
)

(
以
下
簡
稱
§

電
台
)
的
大
衆
1
H
具
的
歷
史
，
在
德
國
是
開
始
於
一
九
二
三

 

的R
a
d
i
o
-stLJnd®

份
有
限
公
司
的
第|

次
®
^

。
在
此-Kl：

一

刖

，

無線術的實驗
 

對

象

=
宜
；發
展
掌
握
在
德
國
帝
國
郵
政
局
¥

，
該

局

同

時

也

促

進

笠

私

法

上

的

即

目

公

司

。
此
類
節
目
公

 

司

的

任

務

乃

節

目

*

該
節
目
藉
由
郵
政
局
的
固
有
的
設
施
予
以
接
納
並
播
送
。

2.
3
有
關
帝
國
郵
政
局
與
節
目
公
司
間
的
法
律
上
關
係
’
首
先
是
於
一
九
二
六
年
三

i
 一
的
且
廣
泛
的
加
以
規

定
-亦
即
經
由
節
目
公
司
而
由
帝
國
繫
局
所
讓
「

爲

傳

台

之

高

’議

帝

國

腰

局

施

之

 

利
吊

Z核
准(Genehmigung

)
」

，
並
附
加
特
定
的
條
件
(
印

刷

刊

登

於Schuster
.'

 Archiv

 fards

 Post-und

 

Ferrmeldewesen

 U
1
9
4
9r

s
.3
0
9f 3

1
5f

 
J

)

。
此
項
規
定
乃
是
以
聯
邦

m(蠢
間

的

妥

協

爲

基

礎

，
而

有

露

權

限

問

題

蜃

未

予

決

定

。

篇

上

述

條

件

-
節
目
表
演
的S

 ’
乃
是
節
目
公
司
的
任
務
。
在
新
聞
報
導
以
及
表
演
職
務
的
執
行
上
’
節
目

 

公
司
應
受
附
加
於
上
述
條
件
上
的
特
別
的
準
則
的
拘
束
。

爲

監

督

有

點

的

播

送

-
於
各
個
節
§
公
司
均
設
置

 

有
一
個
監
督
委
M
會

’
其
委
員
會
成
員
部
分
由
聯
邦
’
部
分
由
主
管
的
1

府

所

靈

。
塾

(節
目
的
文
化
問
題
’
則
 

組
成
一
個
諮
響
貝
會
’
其

成

員

由

主

腐

聯

邦内
政

部

長

之

同

意

任
f

。監
籌
員
會
以
及
員
會



的

量

活

動

以

及

權

限

，
同
樣
由
附
加
於
上
述

^
6
-

的
各
項
規
定
加
以
決
定(參
見RT

 

B
/
1
9
2
4

 

D
r
u
c
k
s
.

之
7
 

2776;sc!1uster，
a
a
p

 7
 

s
.
3
3
0
f
.
)

。

播
送
設
’
乃

a

署
局
的

®

 

’
上述四謂三

W
®

定
：
其
「
經
由
鐘

負
s

送

…

：
*
」

。

(b)
各
個
節
目
公
司
耳
的
節
目
公
司
外
，
共
同
組
成
帝
國
應
電
台
公
司
，
以
f

兀
成
一
系
列
的
籌
上

 

的

、
墨
上
的
及
法
律
上
的
任
務
。
在

一

九
二
六
年
二
月
’带國
無
^w

n

公
司
的
營
業
蓉
百f

五
十
一
’
震

 

予

帝

局

。
因
此
’
帝
國
郵
政
局
也
支
配
调
的
節
目
公
司
，
該
節
目
公
司
在
給
予
「
核
准J

裔

負

曩

務

將

 

其
蜃
資
本
的
百
茎
十
七
蠶
予
帝
國
塵
電
台
公
司
。
此

蠢

的

表

決

權

因

此

帝

國

郵

政

局

在

節

 

目
公
司
中
可
以
1
§
全
部
f
決
權
的
百
分
之
五
十
三
點
三
。
帝
國
震
局
對
於
帝
國
屬
電
台
公
司

i

節
目
公
司
的

 

利
益
，
從
一
九
二
六
年
六
月
起
-
是
由

®sg
m
p

台
表
加
以
謹
(賓

B—

 

i
e
r

 

J
f
e

 

deutscher

 

R
m
d
f
u
n
k
.

 1927.

 S.29 f
f.;

 po
h
l
e
，
Der

 
Rundfunk

 

als

 li
i
n
t
d
e
r

 po
l
i
t
i
k>1955

 

>
s
.42 f

f,;

 

B
a
u
s
c
h.

 Der

 刀
 

undfunk

 im

 

floli

r+ischen

 E

-h
t-t-
e
s
p
i
e
l
 de

r
E
e
i
m
a
r
e
r

 刀
 

e
p
u
b
l
i
k-

 1U>
5
6
J 

s
<55 -ffo

 
0
 

3
.
在

一

九

三

二

年

’
 

一
^
富
蠢
廣
泛
’
並
震
到

r

國
^

」
的
方
向
。
此
種

 

肇

的

原

響

從ri
s^

lp

台
的
(

貪
—

l
e，aa

O.

，s,124 f
.
)

所
產
生
，
此

寄

也

 

與

蠢

間

霍

的

結

果i

時
私
人
尚
對
於
帝
國
講l
a
公
司
以
及
量
目
公
司
所
掌
握
的
持
股
，
乃
被
課

舆
帝



國

與

各

邦

，
因
此
擴
張
了
帝
國S

電
台
公
司
的
任
S

圍
-
並
增
強
帝
國
與
對
於
各
節
目
公
司
的
影
響
力
(有
 

關

 

I
 九
三
二
年
的
改
革
，

^
^
p
o
h
l
e

 ia
a
o
.

 

>

 s
.
l
s
f
f

-
 

;

 Ba
u
s
c
h
>

 

a
a
p

 .

 s-
8
5
f
f
.)

 〇
4.
在

一

九

三

三

年

，

M
W

台
成

爲

國
家
的
官
薄

X
具。其主
乃
是
帝

M
M

民
教
育
及
言
傳
部

長

’
至
於
s

m

台
的
技
術
性
事
務
，
仍
保
留
予
聯
邦
郵
政
局
。

1
秦
二
次
世
界
大
f

後

’
首
先
乃
饕
止
由
德
國
政
府
經
營S

電
台
。
其
辨
處
的
電
台
乃
由S

國
經

 

營

"
佔
領
國
嗣
後
漸
漸
的
將S

電
台
交
8

國
人
之
手
。
各
重
要
的
佔
頜
國
靈
行
的
晷
乃
是
在
排
除
國
家
對
於

 

§

電
台
的
影
響
口
經
由
軍
政
府
的
命
令
或
各
邦
的
法
律
(
對

此

容

’
佔
頜
國
採
取
根
本
的
干
預
)
’
在
三
個

 

主
要
的
_

國
®

，
設
置
了
公
法
的M

電
台
營
造
物
。
此
營
造
物
擁
有
自
治
行较
的
權
利
-
並
且
有
一
部
分
接
受

 

較
狹
窄
的
概
略
的
法
律
監
督
。
其
節
—

作
的
f

以
^H

任
務
、
組
織
以
—

營
管
理
的
規
定
’
乃
以
確
保
該
營
造

 

物
與
國
家
間
的
獨
立
性
以
及
其
政
治
的f

性
爲
E

m
。
此
同
樣
適
用
於
嗣
後
未
經
佔
領
國
干
預
而
由
法
律
s

i

 

定
所
設
立
的
S

電
台
營
造
物
。

覆

鼉

電

台

完

全

的

獨

立

於

置

局

-

S

領
國
將
帝
國
郵
政
局
與
帝
國

i
S
W
P

台
公
司
的
全S

i
M

馨

的

 

財
產
-'靠
與
新
設
立
的M

昼

_

乃
成
爲
所
有
馨
蓬
送
設
施
的
所
有
人
"

■而
郵
政
局
的
權
限
乃
重
大
的
被
加
以
限
制
二
即

m
a
：

作
以
及
播
音
、
播
送
技
術
乃
塌
於
無
線
電
廣
播
電
台
營
造
物
的
事

 

物
，至
是
如
此
。



2
-
至
<
1
1
德

國

仍

蓮

新

的

公

法

的

鏖

電

喜

造

物

。
在
當
雪
國
佔
領
區

内
(
拜
耳
、
黑
森
及
南
德
的
蠢

s

n
 >
 

>
 i

a

f

f

i

i

m

s
 -

1

 •
 

«
M

I

S

的
：

基
J

是
在
一
九
五
二
年
’-m

*

、
萊̂̂
耳
森
以
堡

i

霄

所

露

的

 

聚

*
蠢

西

北^
K
K
I
S
K
n
^
n

九

五

五

。
取
而
代
之
的
，
在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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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ss

»

*
 

if 

fis
 

*

坦
邦
，w

n

九
五
五
年
二
月
十
六
日
的
™

w

，
成
立
北
德
的

m
s

w

台

。
漢
堡
邦
—

已

於

一

九
五
五
年
六
月

+

0

1

3

1

-

_

蜃

豪

三

震

定

：

r

⑴
襄

蠢

電

台

(鬵

N
D
R
)
的
任
務
，
乃
是爲
了
公
衆
以
文
字
、
響
及
影
像
的
方
式
，
進

S

蜃

 

導e
i
s
£ m
^

之
特
定
的®

 "N
D
R
保與義務’

在

’

西
里
丨
霍
爾

i

 

邦

以

及

漢

堡

自

隻s

i

區

)

’

醫並必要

S

施
以
及
供S

 

設
施
。

S

N

D

R
必施以相同黎
瞾*
^
區

J

。

又
-

九四八二日的

{ S
S
W
Q
- N
^

 (G
s
.
 

S
.123 I

二

蠢

定

：
「
黑
*g

塵

f

的
任
務*

乃

是

較

喜

的

、
§

性
的
、
f

導
®s

目
0

的
散
布
。
其
以
此
目

g
t
s
*

i
@

M
J
6IP

翥

施
t

九



薩
爾
蘭
i

a
以
及
自
由
之
播
送
者

’乃
是
經
由
s

i
:

—

同
立
的
公
法
的
營
造
物

 1加
以

 

建

立

。—

個

蠢

電

台

營

造

物

已

翼

同

組

成

r

 

蠢
共
和
國
之
公
法
上

昼

造
物
之

H

作
i

j
 
(
 

A

R

D)

。
其
在
震
領
域
内
的
共
同
工
作
乃
是
錄
一
九
五
三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所
締
靈
於
一
九
五
六
年
五
月
二

 

十

四

星

效

的

「
覆

蠢

」
。
其

由

靠

於

-
九
五
九
年
四
月
十
七
日
所
締
結
「
第

一

瞿

視

節

墨

a
e
w

 

J

n

、
.

在
基
本
法
施
行
之
後
，
對
於S

電

翕

搆

’時
而
以
聯
S

法

的

袭

，
時

而

以

各

邦

間

的

蠢

或S

與
聯

■ B

i

s

^

l -

i
對
於
蠢

暮

的

問

題

’
尋

求

以

律

加

以

®S
h
g

裘

’首
先
果
(<

W

7 C
馨
醫

®W
P

 

台
震
通
任
務
之
法
律
的
草
案
，

BT

 1/
1
9
4
9

 Drucks
.

 Nr
.4
1
9s

。
最
後
釋
實
現
的
一
九
六o
¥

 

一

月
二
 

十九曰台營造物之設置之法律

(BGB
1
.

 Is
.8

6
2)’

f

規
定
名
稱
爲
「
德
國
之
音
」

(

Deutsche

 

Welle)

與

J

兩
個
公
法
上
麓
醫
樣
-
此二雙國 

以

i

國
與
歐
洲
外
國
進
行
。聯
襲
的
露

1

 
口

墓

物

之

一

般

規

定
(第
二
十
三
條
到
三
十
二
條
)

，
 

圈-
1
^

送

’報
導

’曇
說

明

’公
蠢
利
，政

蠢

時

段

的

請

裏

’播
送

的

責

任

’
富

義

務

>
青

韋

保

蕾

震

的

^

#

墨

*



本
法
的
政
府
草
案(

B
T

 
I
/
1
9
CT.
7
 

Drucks.

 1434)

規
定
設
立
另
一
個
名
稱
爲
「
德
國
電
視
」
的
公
法
上
營
造
物

 

’
且
其
播
送
作
爲
第
二
■

即

目

H
m視
經
營
者
在
整
個
德
國
及
在
歐
洲
地
區
的
外
國
留
下
德
國
的
廣
话
形
象
。
該

 

營
造

i
於
其
摇
送
之
實
施
’
首
先
應
®

予
私
法
的
團
§3
(
草
案
第
二
十
二
條
)

。
苴
(節
目
應
由
播
送
者
加
以
傳
播

 

-

該
揺
送
者
已
由
聯
邦
郵
政
局
簾
聯
邦
政
府
之
決
議
(
包
括
漢
堡
及
黑
木
難
在
内
)
加
以
建
立
；
此
項
郵
政
局
固
有

 

的
播
送
者
也
應
由
聯
邦
郵
政
局
加
以
經
營
(
參
見
草
案
第
六
十
條
之
立
法
理
由
及
聯
^

府
的
新
聞
及
資
訊
官
署
之
公

 

告

-
第
一
四
五
號
，

一
九
五
九
年
八
月
十
二
日
，
第
一
四
七
三
頁

i

1

五
一
號
，

一
九
六

o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
第
一
 

四
九
八
頁
)
。

本
草
案
包
括
廣
播
電
台
規
*
:
之

規

定

’
並

佔

領

法

的

規

定

以

及
g

施

行

前

的

邦

法

規

定

。
現
行
廣
播

 

5

昼
造

物

之

法

律

關

係

，
除

例

外

情

形

外

’
德
S

加

以

規

定

(
本

草

案

第

四

十

九

條

了

又

其

總

則

規

定

(
本

 

草

案

第I

條

到

十

一

條

)
亦

屬

於

對

於

一

切

篇

電

台

營

造

物

具

有

拘

束

力

的

規

定

。
此

等

規

定

基

本

上

，
符
合
亘
刖

 

僅
適
用
於
聯
i

的

廣

播

電

台

營

造

物

之

總

則

規

定

(
本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到
三
十
二
條
)

。

2.
聯
邦
與
各
邦
亦
已
致
力
於
按
照
條
約
的
規
定
廣
播
電

4

儀

構

。
在
一
九
五
五
年
，
由
聯
邦
與S

的
代
表
人
所

 

組
成
的
委
員
會
’
完

成

：
般
的
廣
播
電
台
契
約
以
及
三
個
附
帶
契
約
(
短

波

'
長
波
及
電
視
契
約
)
之

草

案

。
但
此
項

 

草
案
未
獲
得
聯
邦
政
府
之
同
？

因

此

並

未

導

致

契

約

之

露

。

在

.1

九
丑
八
年
二
月
，
聯
邦
政
府
計
劃
進
行
聯
邦
法
律
的
規
定
，
而
就
苴
；

内
容
多
次
與
各
邦
的
代
表
人
進
行
討
論

 

。
在
一
九
六
o
年
各
邦
的
政
f

長

組

成

-
個

委
員
會
-
擬
與
聯
邦
政
府
繼
續
進
行
協
商
。
萊
茵
蘭
—
巴
代
爾
茲
以
及



西
里
斯
威
斯

m
爾
斯
坦
的
邦
總
理
沃
特
麥
爾
及
哈
瑟
(
兩
者
均
屬
基

S
民
主
聯
盟
)

’
黑
斯
邦
的
總
理
金
恩
以
及
柏

 

林
市
政
委
貝
克
萊
恩
(
兩
者
®
德
國
社
會
民
主
聯
盟
)
均
隷
屬
於
此
委
員
會
成
員
。
然
而
並
未
因
此
獲
致
聯
邦
政
府
與

 

該
委
員
會
進

i
商

。
自
一
九
五
九
年
六
月
起
，
隸
离

i
督
教
民
主
聯
盟
與
基
督
教
社
會
聯
盟
的
聯
邦
政
府
總
理
與

 

成
員
間
進
行
會
談
’
馨

M
的
衆
議
院
議
員
有
時
也

f

。
蜗
間
的
客
體
’
特
別
是
對
於
第
二
個
電
視
節
目
的
筹
備
’
應

 

否
經
由
法
律
、
邦

f
定
或
行
政
協
定
加
以
規
律
。
爲
了
經
由
聯
邦
與
各
邦ilf

第
二
個
電
褒

M目
’
而
成
立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的
計
首
先
是
在
-九
六

o
年
七
月
八
日
由
聯
邦
總
理
與
一
部
分
屬
^

i

督
教
民
主
聯
盟

S
督

t
會
聯

 

盟
的
各
邦
總
理
進
行
討
論
。
公
司
契
約
的
内
容
乃
是
於
一
九
六
〇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進一

 

的
標
的
，
該
契
約
除
聯

 

邦
政
府
的
成
員
外
，
僅
上
述
政
黨
的
邦
緦
理
、
部
長
及
聯
邦
衆
議
院
議
員
參
與
。
該
公
司
契
約
的
数
名
日
期
預
定
爲
一

 

九
六
〇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

有
關
擬
設
立
之
有
限
貴
任
公
司
’
宜
(隸
屬

S
國
社
會
民
主
黨
的
各
^

§

長
係
由
邦
總
理
沃
特
麥
重
®

 ’
 

亦
即
經
由
一
九
六
〇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函
件
，
邀
請
於
一
九
六

o
年
七
月
二
十
二
曰
參
與
協
商
，
以
討
論
於
一
九
六
〇
年

 

七
月
八
日
及
七
月
十
五
日
的
協
商
結
論
=

各
邦
的
政
府
首
長
，
並
非
毫
無
保
留
的
同
意
該
項
建
議
，
而
是
提
出
相
反
的
提
議
，
而
由
邦
總
理
沃
特
麥
爾
於
一

 

九
六
〇
年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以
信
件
通
知
聯
邦
總
理
。
聯
邦
總
理
乃
於
一
九
六

o
年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週
六
函
覆
表
示
擬
設

 

立
公
司
之
期
限
展
延
毋
庸
負
責
，
但
仍
起
草
公
司
契
約
，
而
各
邦
於
任
何
時
期
均
可
#

^

。

3.
3
在
一
九
六
o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由
德
塞
心
聯
邦
共
和
國
以
聯
邦
總
理
爲
代
表
，
以
及
由
聯
邦
部
長
薛
佛
設
立



位
於
科
隆
的
德
國
電
視®

公
司
。
登
記
緦
資
本
額
二
萬
三
千
馬
克
中
的
一
萬
二
千
馬
克

- K
a
m
n

心
聯
邦
共
和
國
出
資
 

，
另
一
萬
一
千
馬
克
則
由
聯
邦
部
長
蜃
出
資
，

扮
演
的
角
色
，
乃
是
在
靠
加
入
該
公
司
之
前
，
必
疆
護

 

聯
襲
和
國
之
各
邦
的
利
益

 

<

該
公
司
章s

m

六
條
)

^

部
長
f

負w
j

務

在

—

與

德

謹
i

共
和
國
訂

 

立

蠢

養

上

述

公

司

之

行

政

邊

時

*
 

S

面
額
一
千
馬
克
之
部
與
蠢

S

黌
七

條

)
。

在
該
公
司
設
立
之
後
，
並f

任

何

加

入

該

公

司

’
聯
邦
部
長
_

乃
於
一
九
六

〇

年
八
月
二
十
五
曰
將

 

其

持

與

德

塞

心

^

#

和
國
’
到
現
在
德
國
成爲
全
部
股
份
的
所
有
人
’
同
時
’
章

程

也

德

以

變

更

。
章
程

 

第
七
條
規
定
S

分
持g

g
m
l
s

德
憲
和
國
就
加
入
該
公
司
訂
立
行
政
協
定
的
各
邦
。此
勇
仃
政
協
定
到

目

醫

止

尚

-t
K
W

。

3

該
公
司
的
任
務
乃
是
_

電

視

的

播

送

-
封
於
_

電
台
靠
者
在
全
部
德
國
及
外
國

S

德
國

 

的
廣
泛
的
影
像
(章
警
二
條
)
。該
公
司
部
節
目
的
惟

i

責
任
’
如
果
不
是
自
己
製®

目

’
就

是

畫

萎

 

託
並
由
其
自
己
負
責
的
情
況
下
’
使

用

第

三

人

目

(

章
®
®

四
條
〕。

：*
5
!
^

定
包
括r

形
成
節
目
的
原
則

 

」
，
®

r
德
國
之
音
」
及

「
德
國
一
^

電
台
」
的

營

造r

準
用
」
之

。
璺
畐
送
不
得
超
過
全
部
節
目
的

 

百
分
之
十
(章

三

條

)
。

3

該
公
司
的
組
織
會
、*

-<

及
業
務

S

人
員
(章
黌
八
條
)
。

I

變

更

後

章

醫
S

規
 

定

’
羅

人

會

由

股
J

會
選
出
至
少
十
人
-
至
多
十
五
人
的
成
？
十
人
以
下
的
成
員
由
聯
’

毎
多一 

名
成
員
，
.則

由

鬣

的

警

，
天
主
教
的
_

 *
在
籠
猶
太
人
的
中
央
參
_

，
望
聯
合
會
以
及
工
會
所
指

一
三



定

。
而

股

東

則

負

蠢

務

選

篌
缰
之

人

(
章W

-
f

條
)
i

x

廛

任

業

震

行

人

員

’
並
監
督
其
謹
執

 

行
。
其
並

*̂8
行
人
成
節
形
成
節
目
轚
則
’
並
監
。

 

a
f

w
定
的
業
務
’
必

f
i

M̂
S
I
K
會
之
同
意
(^^

W
I

H
-

l條
)
。

業
務
執
行
人
員
擁
理
的

i

 ’在
法
院

内
及
法
院
外
代
表
該
公
司

〇

其
執
行
公
司
的
包
括
節
目

的
形
成
(章
養
十
五
條
)
。

、■

-
•
,

漢
堡
自
由
及
漢
斯
城
以
畺
爲
聯
邦
已
經
雲
i

暴罄利。
靈
自
由
及
驀
九

十
三
條
第
一
 
S

三
款
以
及
聯
邦i

法
院
i

w

-

—
I

f
款
以
i

六
十
八
條
以
下i

l

n
:

害

漢

堡

自

由

及

漢

斯

城

本

誓

二

在

所

奢

之

霸

’
琵

>

3

於
一
九
六
o
年

七

月

二

去

日

爲

製

蠢

目

麗

立

「

視
S

貴
任
公
司J

以
及
 

3
準

備

以

電

視

篇

電

台

自

由

使

厲

顰

，
自
,

行
無
線
*

8

電
台
的
_

,
或
^
|
?
^
用

此

曩

率

 

的
權
利
'授
與
各
邦
的

昼

造
物
以
外
的
其
盤
星
體

J

 e

「黑

蠢
「
聯
^

^

遨
i

本

三

八

- K
J
I

三
項
-
並
違
反

所
產
生
親
近
—

的
行M *
之
義
務
，
在
此
聯
邦f

 

I

九
六
o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設
立
「
德
—

視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J

 

之
公
司
’
並
採
取
由
該
公
司
進
行
電
疆
送
的
措
施

J

。



漢
堡
自
由
及
漢
斯
城
的
蠢
±二簾

I

項
第
二
款
’
 

法
院
：

W
-
N
I
W
K

款
i

七
十
六
條
以
下
謹5 S

確
認
•.

i

 

I

九
五
五
年
二
月
十
六
日
北
德i

電

台

之

定

第

三

條

，舆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三
—

七
款
相
符
合

 

J

 -

_

人
就
其
_

理
由
敘
述
如
下
：

三
條
與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三
—

七
款
應
屬
相
符
合
，
蓋
僅
僅
節
目
的

W
!

技
術
，
而
非
 

的
組
織
以
及
節
目
的
形
成
，
曰
囊
於
「
郵

政

及

電

業

J

 ( p
o
s
t-und

 Fe
r
n
m
e
l
d
e
w
e
s
e
n)

。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

款
暴
五
條
，均
不
妨
礙
共
鑫
占
有

^
^
5

雙
量
的
舉
行
。又

第

三

條

S

平

 

透
戀
本
法
第
五
條
所
要
求
的
1
北
德
廣
播
電
台
的
下
述
灌
罄
利
.*建
立
並
經
營
發

S

目
的
播
送
者
’
應
與
基

 

本
；*

七士二樣七：

合。
其
由
政
局
自
馨
，
並
不
的
秩
囊
圍

内

 

0

2.
 

f

 f

上

述

公

司

，
背
了
的

i

 
’
 

f

也侵

I

I

限(
基
三
十
條
 

連
霍
八
十
七
條
第
三
項
)
以

及

裏

的

蕾

二

九

四

八

年

十

月

二

曰

有

關

黑

蠢

的

讓

電

台

的

法

律

’
法
律
公

 

w
®

三

三

頁

)
。
又i

先
：

爲

措

施

的

性

’亦
與
上
述
原
則
不
符
。

3.
 

聯
邦
經
由
設
立
系
爭
公
司
亦
侵
害
_

人

基

望

本

法

第

五

蠭

驀

產

生

之

權

利

4
M
*

五

襲

止

國

 

家
統
制
或
影
響i

電
台
。
本
件
公
司
的
設
立
也
侵
害i

人
的
權
利
，
因
爲
對
於
播
送
主
體
的
組
織
的
法
律
保
慕

-
五



一
六

置
之
度
外
。
基

蜜

第

五

蠢

於

講

署

自

由

的

醫

，
要

求

I

項
法
律
上
的
規
定
，
以
_

政
治
上
$

的

靈

 

立的主體。
m

u

台
i

必
須
在
公
法
上
被i

，
籠

用
爲

®

節
目
所
必
要
的
芦
術
設
施
。
因
此
，
 

I

s

局
負
富
務
將
可
使
用
的

 
1
電
配
的
蠢
電
台
營
造
物
。

爲-
K
S
IS

K
見
解
*
漢
堡
自
由
及
漢
斯
城

的
#

®

提
出
K
rCI
g
e?
 

M
a
l
l
m
a
m
i
a
u
n
z
I
5 S

R

o:d
e
r

等
§

的
鏗

 

定
意
見
。

n

、

聯

靈

霧

求

將

本

件

_

駁
回

本
i

七十三襲七款規定，霜

於

以

規

定

。聯邦尤其有權限規定
 

本
法
第
五
條
所
導
出
的
各
項
原
則
。
國

第

三^
5
®

基
^
^
第
五
條
’
該
第
五
條
乃
林I

 

署

之

領

域

的

獨

占

。
邦
蜃
豪
三
條
也
因爲
其
侵
犯
！

靈
局
的
行
政
權
限
而
無
效
(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七
請

 

I

項

了

的
權
利
並
蠢
靈
害
。熟

仃

昼

送

’並

的

任

務

。因
此
，翌
本
件
公
司
並
未
該
 

當

整

本

德

三

十

條

’
蓋
該
條
乃
把
握
單
純
的
行
政
’
而
®

握
國
庫
的
！

。
再
者
’
聯
—

於i

之
本
質

 

」
I

限
設
立
本
件
公
司
。
播
送
設
施
的f

 ,
乃
f

聯
^
^
政
局
的
任
務
範
圍
(基
—

第

八

十

七

循

1

項
7
 

黑
_

的
^
1
^
並

未

種

害

’
蓋i

黑
®

口
的
雜
’並
未
規
定
排
他
的

f

 ’
再
者
’
此
種
排
 

他

襲

f

麗

基

东

霍

五

震

定

且

此

種

靈

的

規

定

丨

如

5

們
認
爲
其
有
效
—
雲

成

利

。



聯邦並未邦萎

irT
爲
的原則，
醫
早
已
準
件
公
司
’

°

震
聯
邦
對
於
在
本
件
公
司内
部
自
由
的
、
公
共
的
意
見
建
立
的
程
序
-
加
以
損
害
時
-
始
違
i

本
法
第
五
®

"
在

此

欠

缺

篇

贅

該

德- t
K
K
S
i
*

聯
邦
政
府
提
出schecner

 * Hans

 Schnel
‘den

5ispanner
£

鑑

見

。

m
u '

尼
德
薩
克
蠢
政
府
以
及-1

=
^
®

自
由
漢
斯
城
的
參
_

在
车
件
黯
與
邦

S
t
-

訟
中
’
 8

置

自

由

及

蜃

 

城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對
於
本
件
繫
屬
的
程
序

-

i

 

一

九
六
〇
#
4
~
月
五
日
及
七
日
的
決
鹽
#

共
同
辯
論
及
裁
判
。
 

在
一
一
一
 

I

屍
辯
¥

 ’
依f

50
人
的
1

聲
明
’
傳
喚
本
件
公
司
的
業
^
^
行
人
員
’
 

理
官
署
的
局
長

Me
r
c
k
e
r

 

博
士
作
爲
證
人
訊
問
下
幫
題
.•

L
蠢

S

考
量
’決
定
在
馨
總
理
籑

内

雙
進
行
的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

2-聯
邦
司
法
部
長
以
何

f

格
參
加
本
件
公
司
的
設
立
？

3.
在
設
立
會
議
決
議
紀
錄
上
記
載
股
東
薛
佛
以
自
己
囊
’
但
爲

了

蠢

，
而
_

出
資
’
具
有
何
種
意
義
？

4
'
是
否
全
部
出
資
的
半
數
以
現
金
支
付
？

5.
股

東

麗

的

出

資

是

否

以

誓

娶

應

？



一
八

亦
即
從
聯
襲
理
官
署
的
個
別
計
劃
的
第
三
。
。
項
$

應
？
倘

若

否

定

’
則
從
何
種
項
目
支
應
？

C

、
1
1
、

本

靈

屬

馨

一

審

判

庭

的

權

限

範

圍

本

件

講

乃

屬

合

法

。

i

件
B

 ’
由
漢
堡
自
由
及
漢
斯
城
以
及
黑
蠢
所
提
出
聯
邦
與
邦
間
之
爭
議
-
滿
足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一

 i

_款
i

十
三
條
第
七
款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樓

六

十

八

條

墨

c

丈
條
六
十
四
震
定
的
前
提
- 

此

蠢

用

^

^

違

墨

本

董

五

條

的S

 (
霣

下

述
E

a
之
說
明
)0

2.
又
漢
堡
自
由
及
漢
斯
城
參
議
院
的

M
S

-

在
抽
象
的
規
範
審査
的
程
$

(

基

本

靈

九

十

三I

 i

二
 

款
〕
乃
屬
合
法
。

fa)
翼
蠢
法
院
已
震
判
：與
對
的
國
家
訂
立
各
的
同
蠢
律
(基

五

十

九

壽

一

 

項
)
，
所
謂
的

f

法
律
，
也
應
f

憲
法
法
院
在
規
範
審査
程
窜
的
審
査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一册
，
第

 

三
九
六
頁
(
第
四
一
〇
頁
)
.，
第
四册
，
第
一
五
七
頁
(
第
一
六
二
頁
)
；
另
參
見
第
六
册
，
第
二
九
〇
頁
(
第
二
九

 

四
頁
以
下
)
。
在
—

間

的

邦

’
也
必
須
比
照
適

f

。

漢
露
由
參
議
院
堡
邦
四
士
二
豐
三
句
規
定
同
蠢
准
定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
具
有
法
律f

的
被
公
布J

。
&
條
約
乃
是
基
本
—

九
十
三
條
第

一

 i

二
款
蟇
我
的
 

馨

。
其
實
體
法
的内
容
乃
從
其
所
附

加
的
邦
f

定
所
產
性
(
參
見
_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四册
T
第

I

五
七
頁
 

(第
一
六
三
頁
)
)
。
然
而
在
形
式
上
乃
1
¥
法
律
，
而

非

爲

憲

法

上

審

査

的

對

象

。
漢
堡
自
由
及



漢
斯
城#

3
^

的
8

眼
-
因

此

必

揺

以

鍟

的

變

-

3

鬆

法

在

涉

蠢

範

圍

内

，是
否
囂
本
法
第
七
十
三

醤
七
款

i

相
符
合
，
呈
現
意

 

見

鬉

=
漢
堡
自
由
及
霸
城
蠢
院
®

慕

。
反
之
，
繫
内
醫
長
則
於
一
九
五
五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曰
 

以函庭主張該條規
及繼欲

S

的̂̂。
醬
意
不
僅
是
的
置
是
 

性
質
。

因
十
三
權

-
i

 

之

謹

aiî
g

提

’
已

黌

備

。

集

s
i
m
t
i
a

法
^

I
S

七
十
六
簾
二
驁
定
’
露

鰲

的

蠢

審

査

’
亦

即

人

聲

明

請

求

確

認

-

符

合

輩

法

的
S

 ’
僅

於一

 

的

蠢

.

.
以
該
法
律
不
符
八
暴
法.
.
晋
經
不
加
以
適
m

時

’
始
爲
法

秦

許

。
此
項
要
求
在
此
也
已
經f

。

聯

邦

然

囊

■■僅
於
擬
進
行
審

査
的
規
範
’未

黌

執

加

以

適

用

時

，̂
^
:
憲
之
_

 

權
利
存
在
；然
而
，

邦

î
K
-

必

執

,
因此已
聯
3
府巳經

r

不蕾

J

該
®

的
情

形

，
資
爲
抗
辯
。
磐

S

黯

蠢

蠢
： w

w
c

蠢
二
款
霤

释

時
，
則
此 

與

基

本
醤

九

十

三

壽I

雪

墨

定

不

符

’
罌

需

以

遵

守

。
但
上
述
所
主
張
觀
點
並
不
正
確
。 

黯
的
機
關
並
無
權
限
進
行
公

I

t

(
貪

z
e
i
d
l
e
r,

 I

. 1960,

 

573)

 
*

逾
 

養

「
不
予
遵
守
」
此®
一̂

。
鹿

’
也

明

白

的

表

r

不

符

塞

本

法

 

」
。
此
種r

不
予
適
用
」
的

簦

，
即
滿

Dî

晷

法

院

土

(讐二
款
規
定
釋
憲
露
的
合
：

。 

未*

三
觀

一

項
，其在_

自
由
及
爵
城
的
’蟹

馨

一
九



二
〇

播
送
設
施
，
聯

邦

郵

政

盤

—

德
國
電
視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進
i

送

。
此
種
®

，
如
同
聯
邦
内
政
部
長I

九
五
五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曰
信
函
中
所I

，係
以
定
第
一
二
毚

I

項
規
定
與
基
本
法
不
符
，
因
此i

f
見
解
，
歲

 

基
礎
。
亦
即
一
 f

邦
機
關
已
經r

不
遵
守
」聖

’因
此
在
聯
法
院

f

七十六二

f

定

的

謹

下

 

-
巳
經r

不
適
用J

S
-

(0)
雖
然
漢
堡
參
議
院
已
經
提
也
邦
§

定
第
三
講
一
項
|

二
項
要
求
進
行
審

査
，
然
而
在
渉
及
該
條
約
第

 

三
籠
一
項
的
範
圍

内
-
憲

法

上

的

審

査

僅

限

法

。
而
^

*

定
第
三
蠢
二
項
-
北
德
麵
電
台
必
須
 

確
S

 
(技

谨

的

設

施

在

其

播

以

相

同

蜃

的

袭

進

S
應

。
此
一
規
霊
不
具
有
獨
立
的
憲
法
上
囊
。

§

然
而
與
該
參
議
院
之
蠢
SH

不
同
的
’
乃
是
本
件
不
僅

I

^
査
邦
f

定
第
三f

 一
項
是
否
與
基
本
S

七
 

士

 - 
i

七
款
相
符
合
。

本
讓
九
±-
1獲

i

 i

 

1

款規定，聯̂

3

法
是
否
符
合
「 

基
本
法
」
進
行
裁
判
。
此
種
憲
法
上
審

査
應
相
應
的
予
以
擴
張
。

H

、

漢
堡
自
由
及
漢
斯
城
的
參
議
院
不
僅®
^
®
^
的
！̂

審
査
(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三
謙
一
項
第
二
款
，
聯
邦
憲
法

 

法
|

¥

三

簾

六

款

)

，
置

也

*

^

與
^
!
4
1
^
!
1
.
議
提
出
*

#

判

(
基
本
^
一̂

十
三
擔
一
項
第
三
款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德
十
三
條
第
七
款
)
，
並
認爲
就
此
兩
件
謹
可
於I

糧

判

。反之，聯邦政府 

則
表
示
。固

仏
-
在
此
涉
及
不
同
的
程
序
種
類
-
而
蠢
用
不
同
的
程
序
原
則
。
縱

馨

此

種

差

異

，
抽
象
的
規
範
審

査
程



非
終
局
的
規
定
程
序
河
時
可
以
加
以
。
在
此
類
規
定
中
’
毋

寧

雲

示

-
個

-
般
的

f

 ’
亦
即
其
准
許
產
在

其
■

形

’
也
可
進
行
程
2

屏

’
只

翼

程

望

<
翁

<
 旱

具

時

。
蓮

(囂

基

至

震

同

一

的

問

題

藝

此

>
 l

i

#

«

$

 s

f

c

s

s -
 

•
 s

s

i

i

i

法
第
六
十
六
條
、
六
十
九
條
規
定
’
將

向

來

不

的

程

序

’
彼
此
加
以

<
1
#

 (
參

見

驗

馨

法

籠

裁

判

_

十

 

册

’
第
一
八
五
頁
)0

驀

，
此

蜃

盡

i

i

 

-

乃
程
序
蠢

s
a
w

?

驀

巳

加

以

琴

。
在
此
即
已
加
以
執

 

行’
亦
即
已
所
的
任
何
一
種
藝
求
。

D

、

i

 -
項
保
留
北
德
—

電
台f

 I

利

-
在
i

薩
克
0

 
’西里霍爾斯坦邦

墨

難

(震

屢

)
以
文
字

、
聲
音暴̂
公̂蠢？

暴出，
亦

(
獨

無
線
送
)

。

此
 

一

 規
定
進

 
i

M

f

*

 

r
n
^
s
l

 戛

-

 

經

營
爲
靠

蠢

電- W
S

!

所
必
要
之
馨
及
覆
塵
署
之
設
施

S

占W
S
K

送

設

施

之

翌
悬

營
)

。
§

i

i

f

f

l

i

l

i

i

i

i

i

 *
 i

p

i

i

=

i -

規

豪

認

北

德

應

電

直

桌

護

施

之

設

立

蜃

營

的

範

圍内

’
與
基
本
法
並
不
相
符
合
’
因
此
無
效
。
在
其
他

二
一



二
二

s

 ’
該
S

定
與
基
符
合
。

I

、

獲

府

的

醫

*
 

第

三

議

一

項

在

全

襲

圍

裔0
1
^

 ’
蓋

該

規

定

馨

邦

磬

電

報

 

議
之
耩
的
立
法
權

(基
^

^
七

汁

三

簾

七

款
)
並
不
相
符
合
。

r
^
^
B
M
l
a
e
N
l
u

 (post-§d

 

?
i
l
d
l
e
n
)

的

繁

’在
質

上

被

登

。
此

繁

與

威

瑪®
^

 

六

蠢

七

款

叠

八

十

八

條

第I

項

躉

之

「
靈

及

電

J

 
(

post-—

 

T
e
l
e
l
w
e
s
e
n
)

霜

合

’
後

i

s

±
i

®
s

i

l—

S

I

—

n

*

帝局已時期’
 

目
公
頁

s

*

®

蕃

之

昜

’
 s

給

r

核
准j

 §

帝
*

^

局

 

之

篇

隻

墨

送

設

施

’
附
加爲
確
S

送
節
目
之
政
治
的
公
正
性
以
及嚣
公
司
之
組
截
上
$

性
之
廣
泛
的
負
擔

»
s

s

f

^

s

f

f

l

u

播電
題，

i

在
電
的
震
的

®
i

 (
廣
播
雙D

w
)

 
(s

c
l
e
r

，
f

意
見
書
，
第
四
十

 

五
頁
以
下
)
。
一
九
二
八
年
蠢
電
霞
施
之
法
律
已
經
翌

其
；*

並

將

帝

台

的

H
-
^
5

施

 

納

入

霉

上

蠢<

 

s
c
h
e
i

，
^
{
^
見
書
，
第
四
十
六
頁
〕

*

電

霍

業

的

概

念-

在
其
涵M

M
m

4 D
S

範
圍
内
’
實
際
上
無
法
分
製
技
術
的

 '
組

織

上

的

蠱S

層
面

a
^
l

n

i

'
 m

m

 0



本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七

款

規

定

之

立

法

權

限

’
亦
涵
蓋
i

電

台

整

體

。
因

此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爲
確
保

 

無

線

電

廣

播

自

由

所

包

括

的

指

導

原

則

的

法

制

化

，
乃

歸

屬

於

聯

邦

的

權

限

。
對

於

北

德

電

台

承

認

獨

占

M

廣

 

播

電

台

的

播

送

’
乃

牴

觸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

2.
其
經
由
邦
際
協
定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對
於
北
德
i

電

台

所
爲
有

利

的

規

定

，
如

果

如

同

聯

邦

政

府

所

想

像

I

般

 

，
廣

泛

的

理

解r

電

信

事

業

」
用

語

時

，
則

將

在

全

部

的

範

圍
内
，
與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七

款

規

定

不

相

符

合

。
 

不
僅
是
在
邦
f

定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保
留
予
北
德I

電

台

排

他

的

權

利

設

立

並

經

露

送

設

施

，
而
且
其
獨
占
®

 

廣
播
電

î
l
送

，
亦

均

擬

於

下

述

領

域

-

亦
即
其
法
律
上
I

，
依

聯

邦

政

府

的

觀

點

’
墨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七

款

規

定

-
乃

排

他

的

歸

屣

於

聯

邦

。

U
 '

1
聯
邦
政
府
對

S
本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七
款
規
定
之
解
釋
，
並
不
正
確
。r

郵
政
及
電
信
事
業
」
僅
涵
蓋
及
於

 

在
排
除
所
音
技
術
下
的

s
i
r

電
台
之
播
送
技
術
頜
域
，
而
非
涵
蓋
廣
播
電
台
整
體
。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七
款

 

規
定
尤
其
並
未
賦
予
聯
邦
下
述
權
限
：
亦
即
規
定
舉
辦

S
電
台
之
組
織
及
者
之

内

部
的
組
織
’或
者
頒
布
有
 

關
播
送
的
規
定
。
依
基
本
法
第
五

f
定
爲
確
保
無
線
電
§

自
由
所
要
求
的
指
導
原
則
的
法
律
上
規
範
化
，
亦
即
不

 

論
在
實
體
法
上
之
點
以
及
組
織
上
之
點
(
參
見
下

E
m段
之
說
明
)

-

均
屬
於
^

的
立

S
限

範

圍

.
，
在

例

外

情

形

 

-

於
聯
邦

M
f
®
^
特
別
極
類
的
廣
播
電
台
之
播
送
的
權
限
的
範
圍
内
，
屬
於
聯
邦
立
—

範

圍

(
參
見
下
述

m
2

 

及
E

I
5
段
之
說
明
)C



2
,
3
^
1
1
本
法
第
七
十
三
1

七

款

規

定

’
聯

邦

對

於

「
郵
政
及
電

1
5
*

業

」
擁

有

排

他

的

立

法

權

限

。
廣
播

 

電
台
或
許
只
可
以
算
入
本
款
規
定
童
我
之
電
信
事
¥

。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七

款

的

草

擬

’
追
溯
到
早
先
的
規
定

 

係
將

電W
-

業

的

向

來

任

務

附

加

劃

歸

郵

政

的

範

圍

(
參

見

一

八
四
九
年
帝
國
—

第

四

十I

條

以

下

；

一
八
六
七
年

 

北

德

聯

邦

憲

法

以

及

-
八
七
一
年
帝
國
憲
法
第
四
條
第
十
款
；
威
瑪

i

第

六

條

第

七

款

)

。
亦
即
在
基
本f

七
十

 

三

條

第

七

款

中

-
使

用r

郵

政

事

業

」
係

認
爲
與r

電

信

囊

」
之r

新

的

」
任

麗

圍

靈

立

，
爾

郵

政

的

r

傳

 

統

的

」
業

務

部

門

。
兩

者

均

屬

聲

本

法

第

八

十

七

條

第

-
項

謹

的

「
聯

邦

郵

政

」
的

範

圍

。

g

靈

電

台

(
在

此

以

及

以

下

係

指.•
收

音

霧

電

台

以

及

電

視

囊

電

台

)
係爲

無

線

的

篇

習

運

用

 

i

 ’
並

經

由

播

送

者

加

以

發

射

。
此
項S

電A
n
l
a

送
者
乃
是
§

設

施

以

及

電

信

設

施

(
廣

播

設

施

法

第
i

 

-
項

)

；
其

均

爾

藝

本

法

第

七

士

二

條

第

七

款

規

定

之

電

信

事

業

。

在
依
照
自
然
的
文
字
理
解
以
及
一
般
的
語
一
一
一
扇
法
所
進
行
的
解
釋
，
僅
播
送
無
線
電
攮
電
台
演
出
的
技
術
上
事

 

情

’
係
屬
於
電
信
事
業
的
範
圃
。
電
信
事
業
乃
是
一
項
技
術
上
的
、
取
向
於
傳
播
信
號
經
過
的
概
念
"
電
信
事
業
與
電

 

信
設
施
亦
即
與
技
術
上
的
設
備
有
關
聯
，
經
由
苴
(輔

助

，
信
號
被
傳
遞
到
遠
處
。
此
業
經
一
九
二
八
年
有
閫
電
信
設
施

 

之
法
律
所
證
實
，
該
法
律
規
定
，
在
此
必
須
納
入
的
範
圍
内
，
依
其
意
旨
及
文
義
，
限
於
規
律
§

設
施
的
設
立
及
經

 

營

’
亦
即
限
於
規
律
技

i
的
事
情
。
在
其
政
治
上
及
文
化
上
的
意II

難
以
測
量
的
大
衆M

工
具
§

電

台

，
並
不

 

是
電
信
事
業
的
設
備
的
一
部
分
-
而
是
其
利
§

，

(
參
見H

o
s
e
?

 Do:
v
 1954

 - 3s
(
3
9s
 

;

 La
d
s
a
n
n

 

>

 

J
I
R

 S

 ( 

1
9

CT.7
/
1
5
5
8
)
.

 
s.3
o7
(
3
1
0r
另
參
見

 

H
a
e
n
er

D
e
u
t
s
c
h
e
s

 St
a
a
t
s
r
e
c
h
t

 二
8
9?

2

.

.
1
>
5
.4
1
5)
。
此
植
電
信



技
術
的
觀
點
’
可

能

在

的

量

-
具
薑
要
的
以
及

1
|
*
妾

的

囊

。
然
而
，

—

 

人
W

十
轰
巳
醤
具

有

次

要

的

、

8 s
s
g
s
8

。

*
 s

i

s

i
^
l

N

f

*
 M

m

0

0

s

i

l

^

i

i

f

f

l

m

i

s

«
i

l

i

i

f

f

l

l

i

&

S

K

m

 -
 s

w

i

i

l

i

 -

0̂

s

s

s

m

w
^̂

s

^

上
i

到
收Ĵ

s!
爲
止
*

基
f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七

款

橥

’
亦
包
括
下
述
擇
術
上
1

,

對
於
此
種
前
提
的
規
範
乃
是
規

- n

-̂
f

S

I

'

而
與
其
f

 I

的
頻
率
相
調
和
。
爲
避
免
交
錯
及
干
擾
-
播
—

的

地

點

必

須

按

照

I

的
觀
點

^
0

,̂

 l

i

i

i

i

f
'
 ̂
i

M

l̂

«
i

i

n

i

i

^
^

致
於
邊
_

他

蜃

設

備

及

電

力

設

豐

干

擾

’
並
且
S

於

-
般
的
霞
電
台
的
運
输
亦
不
諾
以
妨
礙
。
此
亦
同

此

肇

寶

揭

。
冀適

<一
量毚加以規定的’
只
有
以
蠢
。
 

ô
x

i

f

i

t+
-
 

•
 i

m

:
 H

i

l

^

l

i

i

 

電a
i
m
i

的
s

。

3

輩

法

第

五

鬻

-i

l
句

養

「S

J
的

用

霊

霧

「
雙
口

 

J

爲

營

需

。
此
固
靈
未
排
除
基

二
五



本

法

的

其

驚

蠢

於
S

電

台

的

部

分

領

域

在

其

他

蠢

的

醫

加

以

靈

。
然
而
在
基
本
法
第
五
擔
一
警
一

 

句
提
及
「
蜃

電

台

」
’
 
S

止
承
認
電

信

素

的

用

語

畧m
i
w

塞
發
。如
果
電
可

S

爲
 

電
台
的
部
分
領
域
時
’
則
於
此
其
僅
可
能
牽
涉
到
以
囂
節
目
演
出
爲
具
的
_

 ’
亦
馨
問
題
。

蜃
電
台
與
新
聞
—

霜

近

’
乃

應

於

大

工

具

。
基

本

法

第

五
醤
-
獲

二

句

在

_

規
定
中
明
定

 

此
三
f

衆

篇

®

。
而
f

的
立
法
權
限
，
則
聞
及
電
影
的
一
般
法
律
關
係
加
以
明
文
規
定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五
條
第
二
款
)

。
至
於i

電
台
則
並
未
i

本
塗
七
十
五
條
第
二
款
規
定
中
篇
及
。
對
於
此
<
1
本
法
 

的̂

^

><加

以斟酌所

爲
之解釋’實

無

法

對

於

鼍

電

台

立

法

權

限

’雖然聯邦對
 

於
新
聞
及
電
影
的
一
股
法
律
翼
也
僅
得
頒
布
範
圍
性
規
定
。

(b)
基

本

法

在

議

灣

與

蠢

的

立

時

，
乃
是
從
_

的

權

限

的

蜃

出

發

(
聯
邦
蠢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十
册
，
第
八
十
九
頁
尤
其
第
一
 

〇

 一
頁
)
。
聯
邦
只
有
在
基
本
法
賦
予
立
法
權
的
範
圍
内

v̂
^̂
f#
立
：̂

 (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簾一

項
)

。
因
此
*
 I

上

聯

邦

的

立

議

’
僅
*

*

本
法
的
明
文
規
定
加
以
_

。
在
聯
邦
的
權
限

 

有
雲
時

-

即
不
能

爲

有
裂
限
的
獲
。基

S

S

S

毋
寧
反
而
要
求
詮
毚
本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以
下
規
定
。

再
者
-
講

雪

在

任

何

情
f

都

是

-
雙

化

的

現

象

-
在
文
化
的

W
W

本
上
可
以
由
國
家
加
以
管
理
及
加

 

以

饔

的

範

圍
内
(
參

暴

邦

蠢

法W
h

册
第
二
十
頁
*
第
三
十
六
頁
以
下
了
除
了
基
本
法
的
待
別
規
定
’

爲
 

有
i

聯
邦
之
限
制
或
魏
之
情
形
外
-
依

麗

本

法

聖

本

決

定

(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

第
七
S

以

下

以

誓

八



十
三
條
以
下
)
乃

歸

露
®

的
範
圍
(I

聯
馨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六册
，
第
三
〇
九
頁
，
第
三
五
四
頁
)

。
此
 

種

憲

篛

基

本

決

定

’
在S

的
努
分
配
之
利
益
下
，尤
其
也
有
邦

i

家

篇

之

決

定

’
乃
禁
止
在
文
化

 

的
蠢
領
域
，
资
缺
充
分
明
確
的
基
銮
上
舞
規
定
之
下
-
承

認

限

。
然

而

髭

-
並
無
此
霣
外

 

規
定

。S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七

權
-

■

定

：
聯

邦

置

局

在
_

自
己
的
行
政
範
圍S

行
運
作
。
由

此

並

賴

推

 

論

出

識

的

立

蜃

阪

範

圍

。
此
乃
符
合
德
國
囊
上
的
原
則
，
亦
觀
邦
的
立
讓
範
圍
比
聯
邦
袋
權
範
画
更

爲

 

廣
泛
(參
見

S
c
h
e
m
e
r
s

鑑
定
意
暑
，
第
四
十
八
頁
)

產
的
體
系
’
聯
邦
的
立
法
權
乃
標
示
出
其
！̂

 

權
限
的
最
外
部
S

 (
參
見Kriiger

，
聯

邦

與

蠢

在

憲

政

構

舉

§

政
規
定J

蠢

籌

，
一
九
六〇

■

七
 

十
八
頁
；Ze

i
d
l
e
r
,

德
國
一
藏
公
報
，一

九
六
〇
年

，
第
五
七
三
頁
，
五
七
九
頁
以
下
)

。
然
而
此
並
非
意
指
：
聯
邦

 

的

行

釐

限

應

跟

隨

其

立

篇

限

’
亦
非
反
過
來
’
由
立
廛
跟
隨
行
政
權
。
從
本

S

本
法
第
八
4

簾

一

項

規

 

政
局
的
權
限
，
並
無li
導
出
聯
邦
的
立
圍
。再
者
，基
本

f

七
十
三
謂
七
款
所
定
「S

及
電

 

」
與

蒙

毚

八

十

七

襲

一

讀

疋

之

「
聯

邦

霞

局

J

乃
#

同
的
事
務
領
域
二
麗

S

局
」的

事
—

域
範
圍
，
—

如
何
理
解
「
郵
政
及
電f

業J

所導
出。
將

爲

是

i

f

局
的
事
務
，
並
不

 

正
確
。
聯
邦
^
一̂

於i

電
台
的
事
務
-
除s

f
問
題
外
’
並
未
使f

—

信
事
S

聯
邦
部
長
主
管
’
而
是

 

歸

内

f

長主管。由
此
可
見
也
認

a
m

並
i

及
電
信
事
—

i

 (
參
見
一
九
五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四

曰

馨

歲

法

第I

條
’

公謹一卷第六七六頁)
。

二
七



二
八

么
公
共
的
利
益
要
汞
S

電
台
運
輸
的
秩
序
，
而
此
種
秩
序
只
能
由
聯
的
加
以
糞
。
此
蠢
用
於
 

塵
電

台

 

>

 播
_

的
霞
旳
分
靈
界
限
，
在
蠢
技
蜃
點
下
的
設

S

站
§

送
強
度
的
規
定
，
所
謂
蠢
技

 

術
，
屢
運
輪
的
陡
醫
，

f

廣
闊
的
及
地
方
的
干
擾
的
保
護
以
及
國
的
執
行
，
均
僅
襲
事
物
之
狀
態
，
統
 

一
的
加
以
規
定
-
以

毚

台

運
S

混
亂。

4

信
素
用
語
的
歷
史
的
_

，
並S

出

不

同

磬

論

。
固

然

經

由

帝

國繋
局

的

行

饕

踐

，
帝
國
機
關

 

從

I

九
二
六
年
到
一
九
三
三
年
初
，
對
於
_

電

台

的

謹

與

節

目

的

壽

的

實

施

霧

，
有
不
可
或
缺
的

i

 9
 
(
 

參
見
B

I
S-
刖
揭
文-

第
十
一
頁
以
下
；
1

!■?
揭
文
，
第
二
七
頁
以
下
之
說
明
)

。
然
而
由
此
並
無
法
推
論
出
：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七

款

規

定

麗

的

電

信

-

包

含

講

電

<昼

體

0

<33
®
^
電
台
的
法
律
上
規
定
，
直
到
一
九
三
三
年
時
期
，
仍
未
被
制
定
。
不
論
一
九
二
四
年
三
月
八
日

M

電
 

台
運
輸
保
護
<
2TJ
(
帚
國
^

一
:公

f

 

i
卷
，
第
二
七
三
頁
)

電

台

1

九
二
七
¥

二
月
三
日
電
 

報

霍

之

修h
：®

 (帝
國
霍
公
襲
一
囊
三
三
一
頁
)
(
後

者

在

公

布

的

電

雲

時

以

r

電

信

設

獲j

 

之
翁
加
以
規
定
)
，
均
未
使

®

台
之
文
字

〇
對
於
此
一
修
墨
的
立
法
理
由

(
R
T

 f
f
i/

1924

 

D
r
u
n
k
s
,

苧
， 

3682)

 
’僅
在
鬆
台
的
備
之
醫
及
經
營
徵
收
饔
的
部
分
’曾
提
及
台
。電報法

f

修
 

正的目的，

立法理由，乃
是
術
的
進
步
，而鞏固國家的

i

統
1

利
 <

前
揭
第
五
頁
〕
。 

該

法

帝
國
靈

院

中

，
於

全

部

三

次

藤

中

，
未
經M

即
^

^

又(
R
T

 

m
/192

t

 

Verhandl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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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

 

S
.

 11719 F̂
11
73

roi

 

stenographl’scher

 

B
e
M
c
h
t

&:er

 

die
 

346.

 Sitzung

 am

 

24.

 Nov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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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

的

文

義

4

就

薦

技

術
H

的

規

蠢
rT
無
偏
袒
的
說
明
■’
由

此

規

裏

未

提

平

.w
w

a

整

骷
應
歸
屬
於
威
瑪
帝
國
憲
法
第
六
襲
七
款
及
第
八
十
八
S

 一
項
規
定
富
我
之
郵
政
及
電f

業

。
此
亦
同
S

用
 

於
該
法
律
草
案
的
立
法
理
由
。
在
一
九

I

九

年

帝

國

憲

法

的

註

’
不
論
在
第
六
條
第
七
款
或
在
第
八
十
八
S

 

-
i

f

 ■
 

«

(h)
聯

邦

政

蠢

—

信

事

變

概

念

的

r

歴
史
的
形
成
」
，
並

震

以

法

律

的

制

豪

■

，
而
只
能
以
帝
國

 

f

局
及
帝
國
内
政
部
長
直
到
一
九
三
三
年
期
間
止
的
行
政
實
務
爲
—

。
聯
觀
府
尤
其
主
張
下
述®

;

規
定
電

 

®
EiNiK

的
權
暇
-
包

貪

馨

本

墨

五

條

的

_

愿

在

蠢

上

加

以

規

定

的

權

限
U

畧
下
的
輔
助
*不僅是帝國’置

靠

也

於

w
w

囊

S

送

的

馨

力

，
_

自
從
一
 

九
二
六
年
以
柬
，爲
維

護

墨

電

台

(
各

項

棒

)
的
目
的
，
而
附
加
各
項
條
件
的
「
核
准

j

利
用
霖
郵
政
局
的
廣

 

播
電
台
播
送
設
施
，
對
於
上
述
條
件
附
加
有

sg
*

及#演的各項準則〈下

以

及

S

監
督
委
員
會

 

及諮詢委員會的規定(下

。

帝
國F 5

*

對

於

舉

干

預

’
係
以
達
成
播
送
公
司
的
政
治
上
公
正
性
’
組
織
上
的

S

性
以
及

 

f

中
自
由
表
示
意
見
(
威

瑪

憲

擔I

 1

八
條
)

@

利
爲
目
的
，
此
種
說
法
只
有
在

I

定
條
件
下
正
確

 

>

 對

此

，
 

或
許
可
以
引
則
第
-款

，
該

®

定
：

並
不^

§
^
5

任
何
政
黨
。
因
此
’
其
整
體
的
報
導
以
及
演
出
 

勤務，

超

®1
1
^

加以霜」(類̂?̂，慕
一
九
二
六
年
員
會
之
及
一
九
三
 

二i
j
H
W
i
?

台
之
新
規
定
的
指
導
麗
第

f

款
？

 
1

論

文

’
第
一
二
四
頁
以
下
亦
有
刊
載
r

此
外
’
利
用
附



三
〇

加
各
項
條
件
實
現
國
家
干
預
措
施
及
監
督
的
髏
系
’
此
種
體
系
乃
接
近
於
-
種
檢

査
制
度
。

本
件
節
目
公
司
僅®

布
下
述
政
治
上
報
導
：
該
公
司
從
某
一
「
報
導
單
位
」

(
即
圖
書
及
出
版
之
紐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該
公
司
之51
%
的
股
份
掌
握
在
帝
國f

)
所
_
得
之
新
聞
報
導
(
準
則
第
二
款
〕

。
只
有
非
政
治
的

以

靈

3

的

馨

才

可

以

黛

他

雹

蜃

。
其
^

^

單

位

奎

管

■

^̂
K
^

所
lis
l̂b
^
!
被
稱
爲
「
負
^

*

」
 

的

馨

，
必
翼
遲
延
的
，
未
被
遺
漏
的
及
未
予
變
更
的
加
以
散
布
，
亦

即

出

J

 
(
準
則
第
三
、
五

、
七
款

 

)

。
對
於
經-E

W
W

2!
所
*

演
出
的
「進
行
經
過

J

 
’
必
須
由
本
件
公
司
纛
的
加
以
_

(

準
則
第

 

八
款
)
0

 

導
及
演
i

務

的

監

雲

員

會

’
其
原
則
上
由
一
位
帝
國
的
代
表
及
兩
位
主
g

i
政
府
的
代
表
所
組

 

成

，
乃
是
爲
決
定I

切
與
節
目
i

有
關
的
政
治
問
題
而
被
設
立
(
各
項
條
件
的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

。
本
件
節
目
公
司

 

負

篇

務

尉
S

誓

{S

的

-
切

政

樓

問

題

’醤

_

員
會
聯
絡
-
並

決

定

(
有
關
監
督
委
員
會
之
規

 

定
I

二款)
。蕎
目
必
呈
交
養
員
會
^

®

成
員

i

大
的
節
墨
更
必
須
通
知
之
。
蜃

’
只
要
其
 

節
星
非
單
雜
及
文
化
、
學

民

警

的

問

麗

，
本

鬢

目

的

篇

部

分

’
均
擁
有
異
議
權
利
( 

上
述
規
定
第
五
款
、
第
六
款
)
。

員
會
也
擁
有
類
似
的
權
限
，
其
構
成
員
擇
聽
取
節
目
公
司
意
見
後
，
由
主
 

府
取
馨
國
内
政
部
長
之
同
意
後
任
命
之
。
諮

謹

員

會

乃

是

就

蠢

文

化

、
學
術
及
國
民
警
之
領
域
的
演

 

出
’
爲

共
同
節
目
的
安
排
’
而
組
成
(條
篇
三
條
第
二
項
)
。
諮
謹
員
會
逆

a
W

W

利
對
控
即
目
提
出
異
議

 

C ®

諮
禀
定
第
七
款
了

sfe
雲
員
會
及
員
一
九
二
七
年
即
播

爲

「警
機
構

J

 <

 

D
e
n
c
k
e
r

著
-法

’第
二

册



’
 I

九
二
七
年
出
版*

第
五
四
七
頁
’
第
五
五
〇
頁
以
下
)
。
其
已
f

疑此種務

f

是
否
符
合
威
瑪
憲
法
 

第
二
八
條
所
保
護
的
意
見
表
現
自
由
。

H
r
t
z
s
c
h
e
l
〔Hdb

 

DStR

 1
6
5
1
(
6
§1_|
認
爲
監
叔
曇
員
會
的
檢査
活
動
’
 

只

有

在

其

因
爲

■台
設
施
之
馨
’
並

非

麵

的

，
置
國

庫

的

’
以
營
利爲
取
向
的
護
露
部
門
’
因
此
與
 

威
瑪
憲
法
第
-

1

八
條
規
定
相
符
。氏
認

爲

倘
若
的
響
應
視

爲

利
的
延
伸
時
-則
蜃
電
台
的
檢
 

査
「
無
疑
的
是
畺
的
」
(
前
揭
，
第
六
六
八
頁
’
註
三
十
八

)
？

但
是
在
當
時
’
與
今
日
相
比
較
’
同
響
疋
較
少
質
 

疑
帝
國
郵
政
局
喪
即
目
公
司
間
的
法
&
^
^
1
九
二
六
|

始
是
1

公
法
的
性
質
>

實

-
九
一
 

H
O
J
h
H

 |

月二曰帝國

内

政部長厘量

(
R
T
B
A
924

 

D
r
u
c
k
s. N

r
.

 

2776. i
e
u
g
e
b
a
u
e
r
,

郵
政
與
電
雙
集
(
五
十
三册
)
，|

九
二
五
年
，
第
四
士

 

C

頁
，
第
四
十
七
頁
；
同
氏
著
，
 

電

信

法

暨

台

法

，
第
三
版
，
一
九
二
九
年
，
第
六
九
九
頁
以
下
；
同
氏
著
，
囊
電
台
法
文
集
(
第
三

册
)
，
 

一
九
三
〇
年

，
第
一
五
五
頁
，
第
一
六
六
頁
-
第
二
〇
三
頁

Î
c

二
七
頁
，
第
六
二
八
頁
：

Bredowi

HU
揭
文
，
第
二
 

十
頁
；F—

薯

，德
國
屢
電
台
，

一
九

三

三

，第
五
十
四
頁
；

s
l
t
e
r

，
郵

政

量

蜃

要

集*

第
 

一
册
(I

九
四
九
年
)
，
第
三
〇
九
頁
，
第
三

I

四
頁
；
L
c:
d
e
r薯

，論
台
立
法
權
限
，
一
九
五
三
年
，第
十
 

二
頁
以
下
.，

Peter

薯

，
聯

邦

鬆

台

毫

限

，
一
九
五
四
年
，第
六
頁
以
下
；

s
t
e
l
e
i

，
聯
邦
 

鬵

與

_

電
台
’
一
九
五
九
年
，
早
一
頁
以
下
。

在
此
*
與

蠢
i

p
設
施
之
共
同
經
營
間
的
公
法
上
麗
的
_

 -
是

否

饕爲

是

藉

-
項
與
負
擔C

各
項
條

 

件
)
相
連
結
的
「
核
准
」
或
「
算

」
(

|

九
二
四
^
£

®
電

台

第

一

條

，
F
A
G
第
二
條
〕
處
$

 (
能

種

 

-LK
r
定
看
法
的
’
包
括

 

政
部
長

-
N
e
u
g
e
b
a
u
e
r
.B
e
r
d
c
w
.
F
r
e
u
n
d

 及

 

S
c
h
u
s
t
e
r
s

揭
文
.，另

系

爭

 

第

=二



四議三項)

爲

僅曰暈純設施之「
利用

J

的

其

運

質

的

公

法

上

法

律

麗

(
鹿

 

見
解
，
如D

e
n
c
k
e
r

前
揭
書
以
及Pe

t
e
r
s

及s
t
e
i
i
e

fi
刖
揭
書
)
；
並
不
重
要
。

同

樣

不

曇

的

*
帝
國
郵
政
局
以
及
帝
國内
政
部
長
的
靈
事
務
是
否
與
威
瑪
憲譲
二
八
_

符
合
*
董

 

如
何
’
在
綜
合
評
價
藉
由
各
項
條
件
所
要
實
現
的
「
確

保

行

政

台

演

出

的

影

響

力

」
？

e
d
o
i

揭

 

書

，
第
二
十
頁
)
，
並
無
法I

此
種
千
預
影
®
處
置
乃
是
以
確
保
意
見
表
示
自
由
之
基
本
人
權
包
括
在
1

電
台
頜

 

域
的
禁
止
檢

査
爲
目
的
。
此
用
於
帝
國
經
由
帝
國

S

1

公

司
鬆
麗
的
節
目
公
司
所
齊S

影
響
可
能

 

性

(參
見

B
r
e
d !

刖
揭
書
’
第
四
十
一
頁
以
下
了
此
並
不
妨
礙
篇
電
台
在
某
種
程
度
範
圍

内
’
可
能
逵
成
政
黨
政

 

治
的
$

性

。

聯

霞

府

在

其

想

的

規

定

權

限

賦

予

醫

得

以

*

^

謹
本
誓
五
條
對
於

S

電

台

的

覆

 

原
則
的
可
能
性
時
，
不
正
確
的
引
用
到
一
九
三
三
年
爲
止
的
行
^
w

f

法

。

再
者
，
帝
國
郵
政
局
與
聯
邦内
政
部
長
對
於
廣
播
電
台
的
行f

務
的
合
憲
性
，
在

另1

 f

點

下

亦

羣

論

。
 

在
一
九
二
五
年\

 -
九
二
六
年
間
講
電
台
的
靈
定
就
如
同
一
九
三
二
年
夏
天
的
改
革
一
般
-
乃
是
帝
國
與

 

在
帝
國
參
議
院
及
其
委
員
會
經
過
漫
長
的
辯SA.
1
的
結
果
(
參
鹿Ba

u
s
c
h

，
前
揭
奉
；曰
’
第
四
十
頁
以
下i

九
十
一
頁
以

 

下
)
。
此
該
項

i

¥

 ’
 

馨

國

規

定
S

警

囊

的

權

限

■’
_

尤
其
晏
其
固
然
並
非
由
帝
國
郵
政
局

 

而
是
由
帝
國
内
政
部
長
出
發
的
嘗
試S

M

於
節
目
安
排
的
政
-然
而

*

 1

與
各
邦
間
的
意
見
對
立
’
並

 

未
p

i

決

。
人
們
達
成
妥
協
’
對
於
各
邦
承
認
對
於
S

電4

晶
送
的
安
趣
f

不
小
的
影
響
力
。
然
而S

不
論



在

一

九

二

六

雲

-
九
三
二
年
均
對
於
由
帝
國
所
1
0
的
廣
泛
的
權
限
加
以
爭
執
’
並

且

強

調

警

察

及

文

化

高

 

權’
其
由
自
己
規
的
權
利
(
參見

B
a
u
s
c ®

揭
書
’
第
五
十
五
頁
，
第一

〇
二
頁
以
下
i

 

一

九

 

九
頁
以
下
)
i

於
此
種
帝
國
與
的
意
見
對
立
’
不
得
認

爲
有
在
帝
國
權
限
意
義
下
的

r

憲
法
的
習
慣
法
的
補

 

充J

 (s
c
h
e
u
n
e
r
，

鑑
定
意
見
書
-
第
四
十
七
頁
即
如
此
認爲
)=

最
後
說
明
的
’

口的演出的馨」5
量
麗
書
)並非由帝國蠢部 

長
及
帯
國
^

之

，
而
是
由
帝
國内
政
部
長
義
政
府
爲
之
。Sc

h
u
s
t
e
r

 (
前
揭
書
，
第
三
二
〇
頁
)
即
很
正
確
 

的
強
調
在
一
九
三
三
年
之
前
及
以
後
’
「
帝
局
與
節
目
層

靣

並
無
關
係
，
而
是
僅
就
(廣
播
電
台
的
〕
技
術
層
 

面
有
1

。
此
®

^

薄

合

：
蠢

1
P
實有在其台的

S

層
面
上
問
題
的
範
圍内
，
饕

入

 

電
信
法
中
(賃

K
l

e

，
論
規
定
德
塞
心
聯
邦
共
和
國
之
屢
電
台
事
業
的
權
限
，
-
九
六
。
年

，
第
八
十
頁
以
下

 

:
尤
宜
；在
該
文
所
引
用
帝
國
郵
政
部
長
參
f

 

N
e
u
g
e
b
a
u
e
r
i
S

士
所
發
表
的
意
見
〕〇

總

之

，
並
無
法
承
認
..直

到

-
九
三
三
年爲
止
，
帝

羅

政

局

’
帝
國内
f

長
的
行
馨
務
’已經 

建
立
涵
蓋
®S

電
台
整
體
的
電
信W *

法
律
概
念
’
而
已
可
能爲
基
本
法
的
立
法
者
所
繼
受
。

S

在
一
九
三
三
年
到I

九
四
五
年
的
期
間
，
必

須

不

。
在

I

九

四

差

到I

九
四
九雲口的發
 

展
’
鬆

翌

包

含

塞

露

業

概

念

’
並
不
可
能
有
任
何
的
貢
獻
。

§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三
1

七
款
規
定
的
制
定
歷
史
，
證
實
電
信
事
業
並
未
電
台
整
體
。
從
國
會
的
參
 

議

露

辯

擊

，
僅
可
以
明
顯
的
看
出
‘*

方
面
§

靈

1

|

6®

覆

大

會

的

囊

(
馨

’
說
明
部



分

，
第
三
士
買
)
，
將

a
e
s
w
n

的
技S

W
S

S
K

,
質

I

方
面
，
就

「
文

化

醫

面J

，
亦
即
 

s

^

i

 >
 E

i

i

^
s

 °
 i

i

i

i

i

i

al

i

i

i

^
l

 >
 0

$

^

 

決

’
 

震及組織’

業
加
。一

 S

的
更
鼂
明

f

I

 *
 

=

^
|
|
^
定
歷
史
，
貪
公
法
年
鑑
第

I

册

(i

九
五一

年
)
第
四
七
六
頁
以
下
；
響

_

院

-

權
蠢
分
委
員

 

會

’ 一

九
四
八
年
九
月
二
十
二
曰
第
二
次
第
四
丨
八
頁
’第
四
四
丨
五
二
頁
.，

一

九
四
八
¥

月
六
 

曰
第
八
次
#

第
三

t

三
十
三
頁
；
一
九
四
八

U
H
- nc

十
四m

a
^
h

二

次

第

三

-
H
P

 

丨
四
十
頁
.丄
九
四
九
年
-
月

五

二-1-^

次
會M

W

藝
員
會
之
辯
論
’
第
三
五
一
頁
以
下
。

在
國
會
「

文
化

J

亦
罌
目
’不

醤

’覆

爲

—

的
蠢
$

形下
 

-
可

攀

*

國

霣

電

馨

業

的

f

涵
蓋
塞
體
納
入
基
本
法
之
中
。其
本
法
第
五
條
醫
求
及
允

 

露

靠

上

饔

’
 

-H
m

s

送

的

内

容

’
爺

以

國

#M

露

用

i

m

 ’
 

r

文

摇

層

 

面

J

。
依

其

麗

的

意

思

’
酱

3|
^
_
列入龙

®

圍
。

&
i

i

t

+

=s

t

i

 >
 s

i

l

w

l

l
®
 *
 i

i

i

i

i
«

(參̂

0

^
法
三

册

，

第
四

o
七

頁

，
第
西
二
一
頁
；
第

八

册

，
第

一

四

三

頁

*
第
一
四
九
頁
)

，n
a

s
w

n
i

 I

盡

立

islaâ

蠢

。

不
暴
或
與

’
均

不

適

^

 ’
亦

要

霍

(在
其

i

及
必
要
的a

?
H

E
)

乃

廣



播
電
台
之
播
護
肇
務
之
規
定
的
必
要
前
提
(
參
見
麗
憲
法
法
院
f

w

®
三
册
-
第
四
〇
七
頁
，
第
四
二
一
頁

 

)

。
播
送
技
1
(
1
^
雙
口
播
送
之
{裹
乃
屬
於
可
以
分
離
分
別
規
定
的
事
務
領
域
。
在
此
範
圍

内
，r

m̂
w

n
」

 

並
非
僅
可
統
-
由
聯
邦
加
暑
囊
的
規
定
之
整
？

cb)
^
M

本
；

w

七
十
三
擔
七
款
規
定
-
聯
邦
可
以
規
定

一
®

雙
口
的
事
務
，
也

可

以

在

法

律

上

對

「
 

f

」加
以
立
法
。亦

即

於

應

電

4昌
送
技
術
之
設
施
的
組
織
<

i

)
加
以
規
定
。
在
此
可
以

 

對
於
下
述
問
題
不
予
決
定
..亦

即

立

—

是

否

基

本

七

十

三

謂

七

款

導

出

’
或

於

事

物

關

 

f

從

此

~
規
i

出
—

—

^
渉
及
行
政
的
範
圍
内一

^

本
i

八
十
三
條
以
下
規
定
導
出
。
亦
即
聯
邦
可

 

以
例
如
經
由
法
律
規
定
’
建
立S

利
劈
的
公
法
上
營
造
物
’
而
可
以
將

w
m

w

台
之
聯
邦
固
霞
施
的
建
築

 

物
S

送
技
術
之
經
營
纛
予
該
公
法
上
營
造
物
(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七
擔
三
項
)

。

然
而

’
麗

僅
S

於
此
種
營
造
物
需
組
織
上
的
規
定
’
亦
即®
s

_

施
之
設
立
產
術
上
經
營
規
定
(
 

但
另
參
見
下
述
瓜
2
及
£
1
5
)
。
對
於
|

裏
屠
送
之
舉
行
及
^
^
者
之
組
織
上
規
定
’
乃
屬
^
^
立
法
者
之
事

 

務

。
此
種
規
定一

i

*
l

^
w
——

^
有
■

送
設
施
之
設
靈
織
蓋
術
上
經
營
之
規
定
’
具
有
更
大

 

的
霊
我
。
只

要

鬆

營

造

物

’
 
S

電
盡
變
舉
行
以
愚
送
設
施
之
經
營
之
組
織
性
質
的
規
定
’
合

溫

以

頒

布

 

-

峯

務

的

權

限

4

於

事

物

關

麗

-
亦®

^

立
法
者。

S

超
越
播
送
_
術
的
事
務
範
圔
的

i
s
a
w
n

的
規
i

限

，
依
基
本
^

七
十
三
條
第
七
款
規
定
，
並
不
因
依

 

據
F
 A
 G
第
二
條
特
許(

v
e
r
l
l
g
)

禱
籌
設
施
之
設
立
及
經
營
以
及
有
關
利
用
此
種
設
施
之
契
約
，

爲

謹



基
本
法
第
五
本
鋈

I

德
三
■
定
’對
於

昼

變
組
織
以

S

震

合

，
必
須W

W
K

 

些負擔(各種條件)
(賞
有
電
台
之
法
律
的
之
立
法
理
由

-
BT

 

m
/1957

 - 

D
r
u
c
k
s

二434)

*
 

*
 i

 

邦
繋
局
在
$

此
種
特
許
及
契
約
時
，
即
嘉
囂
酌
此
種
排
他
齧
送
技
術
的
觀
點
(貪

下

述

E
I
4
)
 i

 

脫
離
此
-
領
域
的
各
項
「
負
擔

J

 
’
應
爲
法
所
不
許
。

7
,
3
!
對
於

1

 
口
蠢
的
立
法
權
可
^

&
規
定
保
留
的
霸
醫
並
馨

爲

i

電
台
之
目
的

 

之

塵

電

台

設

施

。
在

一

九

二

八

電

信

設

施

法

中

所

規

定

帝

國

的

*

可
以
回
溯
到
電
報
f

以
及

繼

回

溯

到

郵

政

篇

。

貪

一

八

九

二

年

四

月

六

曰

讓

帝

國
i

w
w

醤

一

條0

帝
國
*

«

醤

四

六

七

頁

)
以

及I

九
〇
八

 

年

三

月

七

曰

霞

法
f
\
!修
正

法

(帝
國

法

律

公

霞

七

十

九

頁)
以

及

-九
二
四
電
台
規
則
；

l

i
見

 

Kroger

 

-

前

揭

書

，
第
五
頁
以
下
。

基
本
法
在
此
範
圍
内
，
對
於
#
國
之
向
來
i

限
並
未
加
以
變
更
。
亦
即F
A
G第
一
條
在
宜
1
定
發
生
問
題
的

 

範圍

内
，已

成

爲

。

在
此
並
来

S

基

本

譲

五

條

。
薑

本

董

五

條-
乃
有
別SSSMSISK

所認

爲
者’
其

並

不

之

 

’必
須
可
以
自
由
使
i

p

%

*以
及

必

須

自

己

有

響

該
—

之
可

f

 
(
覧

下

述

E
f
f
l
 

>

。
 

§
然

®
邦
必
馨
慮
親
近
聯
的
原
則

(參
見
聯
i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四册
，
第

二

五

頁

，
第



一
四
o
頁
；
第
六
册
，
第
三
〇
九
頁
-
第
三
六

一

頁
以
下
；
第
八
册
，
第

一
一

二

頁

，
第

二i |

八
頁
以
下
以
及
5

E

I
-

上
S

電
台
營
造
物
-醤
其
自
己
所
有
的
及
由S

響

臺

讓

施

的

處

基

時

-
則
將
違
反
上
述
親
近
震n

 

爲
之
原
則
。
同
樣
的
應
可
適
用
於
：
在
聯
邦
經
由
法
律
上
產
定
’
—

此
種
營
造
物
，
取

消

其

所

利

’
而
 

是
_

在
分
配
現
在
隱
來
3

翌

肇

時

 >
 

並
未
德
其
分
的
按
的
規
定 

加
以

8.
:
!
^
1
本
誓
七
十
三
條
第
七
款
規
定
，
尉
於
^

^

台
設
施
之
設
置
蠢
營
加
以
規
範
，
亦
歸
屬
於
聯
邦
的

 

權
限
。
邦
S

疋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在
甘
(對
於
北
德f

電
台
保
®

他
的
權
利
設
置
並
經
營
此
種
播
送
設
施
的
範
圍
内
 

，
歸
屬
於
此
種
聯
邦
之
排
他
的
立
讓
之
領
域
。
在
此
範
圍
内
，
邦

第

三

簾

一

項

與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七
款
連W

1

本
法
第
七
十
一
條
規
定
，
並
不
相
符
合
’
因
此
M
1
0
只
要
邦
I

f

三
條
第
一
項
I

北
德
S

電

台

保

纂

他

的

權

利

蠢

舊

雪

之

播

馨

，
則
雲
疋
即
與
基
I

第
七
十
三
犧
七
款
相
符
合
。

第
三
條
第1

 S

規

定

議

及

*

W

設
施
以
及
送
露

 '
但
並
未
規
$

霞

-
因
此
-
 

是
否
以
及
在
圍

内

-黯
可
以
鬆
設
施
以
及
有
此
種
設
施
之
規
費
*需
規
定
* 

以

蟲

種

蜃

在

诿

上

加

以

定

性

的

問

題

’
則

黛

1
5
-
&

待
未
解
決
。

S

、

對；
^

口

承

認

電

台

之

播

送

’並

不

本
；*

七十三

S

七

三
七



三八

款
以
外
之
其
他
規
定
所
可
能
產
生
於

S

雪

的

立

法

權

限

。

L
此
種
其
—

定

可

以

加

慮

的

’
例
如
：
基
-
^
第
二
十

一

機

三

項

(

§

法
)-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
款<
國
防
以
及
國
民
之
保
護
)
’
基
本
法f

十

三

款

，
基本七十三條第十款(
及 

其
他
國
際
的
犯
罪
防
制
〕
及
第
七
十
四
蠢
二
十
一
款

(
F
S
J
K

他
公
海
、
沿
s -
及
内
陸

之
黯
運
輸
-
水
路

-
議

服

 

務
)
以
i

七
十
四
樣
二

士

一

款

(
鼉

交

通

)
等
規
定

〇

然
而

，
此
類
聯
邦
的
權
限
僅
允
許
規
定
節
目
的
部
分
之

 

點

(
尤
其
是
將
播
送
時
段
分
配
予
各
個i

以

定

的

f

)
 
’I

雙
口
的
個
別
的
i

問

題

(
例
如

 

法
上
問
題
)

。
聯
邦
的M

s

限

’
可

龍

於

事

篇^
#
1

 ’可
以
從
其
有
關
韵
國
防
、海

關

刑

 

事
局
之
事
務
的
權
_

出

。
然
而
’
所

有

此

醬

限

’
 

i

全

部I

起
加
以
把
握
’
亦S

產
生
規
律
議
廣

 

播電送之立

；w

限

。
亦
即
上
述
規
定
^

^

律
所
規
定
北
德

n
m

n

之
獨
i

利

，
並
不
受
影
響
，
並
不

 

妨
礙
其
i

守
聯
i

律
之
個
別
規
定
的
義
務
。
在
此f

 ’
可
以M

m
:

在

上

述

各

項

聯

邦

的

立

—

限

，
裔

 

種
範
圍

内
’涉
及
排
他
醬
限
以
麗
圍

内

’ _
已
經
在
囊
口
的
立
篇
限
。

Z
至
於
灣
對
於
外
交
的
事
務
以
§

體
德
國
的
問
題
的
權
限
’
是
否
亦
僅
允
許
規
定
節
目
的
部
§

項
以
及
廣

蜃

窩

■

問
題
，蜃
是
否
薈
限
較

爲

霆
，並

允

許

此

W
M

富

送

之

霞

的

規

定

，
 

該
項
謹
國
以
及
居
住
窗
意
士
繇
翼
和
國
以
外
之
區
所

爲

者
’翼
上
述
間
題
’可
以
不
予
決
 

定
-舜

，

對
霖
交
事
務
以
德
團
題
之
權
限
，可
否
經
由
難
建
立
聯
邦
上
或
公
法
 

的
營
造
物
，以
電
台
之
播
送
業
務
？
又
可
否
在
法
此
種
機
麗
營
造
—

定
^
^
本
法
第
五
條



所
產
生
對
於
3

電
台
之S

及
其
S

者
之
其
各
項
—

原

則

-
亦

可

不

予

決

定

。
蓋

上

述

聯

邦

的

廣
话
權

限

-
在

 

本

件
程I

t
t

毋

寧

加

以

裁

判

-
或

許

僅渉
及
専
門

絕

大

部

分

是
爲
外

國

或

在

德

塞0

聯
邦
共
和
國
以
外
的
德
國
所
設
定

 

之

播

送

的

舉

行

及

其

雪

者

=

經

由

邦

聯

協

定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保s

予
北
德
i

電4
0
^

他
的
權
利

爲

公
共
利
益
電
台
的
播
 

送

業

務

。
因
此
^

^

不

是

唯

一

的

情

形

’
也
是
首
先

_

量

德

塞

？
聯

邦

共

和

國

的

公

共

利

益

。
故J -
(對
於
北

 

德
i

電
台
所
承
認
之
獨
—

利

，
不
得
與
下
述

聯

邦

之

權

限

牴

觸

：
亦
即
其
可
能
歸
屬
於
聯
邦
規
律
尤
其
是

爲
外
國

 

或
德
塞
心
聯
邦
共
和
國
以
外
地
區
之
德
國
所
設
定
之
i

電
^
一̂

送

之

權

限

。

3.
從

基

本

法

第

五f

定

並

無

法

導

出

聯

邦

之

任

何

權

限

。
装
本
法
第
五
f

非

權

限

規

定

，
而
只
是
拘
束
必
須

規

範

露

篇

電4

墨

業

務

之

人

。

IV
、

與

聯

邦

政

府

所

持

看

法

正

相

反

，
本

院

認爲
就

事

理

而

言

，
透
過
法
律
來
規
範I

I
以
國
家
對
内
的
展
現
此
一
跨

 

區

域

性

的

任

務
爲
目

的

-
亦
即
以
國
家
在
德
塞
心
聯
邦
共
和
國
之
人
民
面
前
的
自
我
呈
現

爲
目
的
的
i

電
視
揺
放
活

 

動

，
並

不

在

聯

邦

的

權

限

之内
。
聯

邦

也

不

具

有

與

此

相

當

的

行

政

權

限

。
聯
邦
也
無
法
依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七
條
第
三

 

項

之

規

定

’爲

此

-
目
的
以
法
律
設
立
一
個
聯
邦i

官

署

或

公

法

上

之

營

造

物

(
參

見

後

述E

I
6

)

。
所
以
在
此

 

無

庸

探

究

本

件

是

否

涉

及

聯

邦

之専
遛

立

法

權

，
以
及
系
爭
邦f

定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所
定
北
德i

電
台
對
播
放
活

 

動

蕃

獨

佔

’
是

否

逾

越

該

項

專

屬

立

法

權

限

。



s

V

北

德

電

A
爵

播

放

活

動
f

専
屣

權

利

’
亦

無

牴

觸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之

規

定

(
參

見

後

述
E
也

)
0
 

VI
、

與

系

爭

定

第

三

條

第

-
項
有
關
的
系
爭
漢
堡
市
之
法
律
中
，
關
於
將
設
置
及
經
營
廣
播
設
施
之
專

S

利

 

保
留
予
北
德
—

電
台
之
部
分
，
因
違
反
基
本
法
而
無
效
；
其
他
部
分
則
無
牴
觸
基
本
法
之
處
。

E

、
——

I
、

聯

邦

設

立

德

塞〇

電

視

有

限

公

司

之

舉

，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及

第

八

十

三

條

以

下

諸

條

之

規

定

。
由
德
國
法

 

上

之

發

展

以

觀

’
 
S

電
S

放

活

動

屬

於

公

共

任

務

’
當

國

家

欲

從

事

此

一

任

務

時

，
不

論

係

以

何

種

形

式

爲
之

，
 

此

」
任

務

便

成
爲r

國

家

任

務

」

。
依
基
本
：̂

三

十

條

之

規

定

’
除

基

本

法

另

有

特

別

規

定

或

明

文

准

許

外

，
國
家

 

任

務

之

履

行

乃

各

邦

之

事

務

，
而
基
本
法
就
§

電
視
播
放
活
動
並
未
授
與
聯
邦
任
何
特
別
的
權
限
(參

見

後

述

5

)
。

L
(a)
做
爲
我
們
憲
法
制
度
上
聯
邦
國
結
構
之
基
礎
的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
是
否
涵
蓋
一
切
國
家
活
動
’
容

I

議

 

’
惟
此
一
權
限
規
定
至
少
涵
蓋
國
家爲
履
行
公
共
任
務
所
從
事
的
活
動
’
而
不
論
係
透
過
公
法
或
私
法
之
形
式
。
惝
不

 

做

此

解

釋

，
恐
難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之
精
神
，
在
非
干
預
性
的
行
政
權
活
動
之
範
圍
曰
益
擴
展
的
情
形
下
，
尤

爲
 

如

此

。
也
唯
有
此
一
解
釋
方
能
符
合
該
條
規
定
之
立
法
原
意
。

參
閲
：
公

法

年

鑑

(I

)

(
 
一
九
五
一
年
)
第
二
九
五
頁
以
下
；
制
憲
代
表

L
a
f
o
r
e
®

士

之

發

言

，
載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九
月
二
十
九
曰
制
^

#
1

議
第
五
次
#

三
四
頁
、第
三
七
頁
以
下
及
第
一
三
五
頁
有
關
權
限
劃
分
委



員
會
之
部
分
；
同

一

二
九
頁
、第

二

二

八

頁

羅

一

四

五

憲

代

表

h
o
c

薄
士
之
聞
述
；
另
蠢

一

 

九
四
九
年
二
月
九
日
制
馨
議
第
四
十
八
次
馨
馨
爵
六
二
六
頁
有
關
屢
起
草
委
員
會
之
部
分
。

fb)
從
一
九
二
六
年
以
降
-
德
國
的
廣
播
電
蠢
放

H 5
S

在
f

上
屬
於
公
行
政
之
任
務
，
將

視

納

入

公

 

行
政
領
域
的
關
鍵
因
素
’
在
於

r

 i

電
梘
在
昔
日
是
第
~級

的

具

和

新

聞

事

業

，
於
今

i

如
此
」
’
並
且

 

「
在
政
治
領
馨
產
生
作
用
」{

議

H
i
 sc

f

 

e
i
d
e
r

，
靈

賣

，
第
八
頁)

，

雖
妖
墨
電
視
部
分
節
目
可
能

 

被
認
墨
屬
「
個
人
的
自
由
活
動
」
而

「和
公
共
任
務
之
乏

内
在
關
聯

J

 (
#
g
s
c
h
e
u
n
e
r

,
鑑
定
意
見
’
第
二
 

十

-頁
)

-

但
此
點
向
來
在
國
家
與
視
的
法
律
關
係
上
只
齧
一
個
蠢
的
角
色
。
自

S

電
視
出
現
以
來
’
 

將w
w

i

放
活
動
納
入
公
共
任
務
之
頜
域内
的
動
機
和
正
當
理
由
，1

 i

是C
B
S

義
的
新
聞
報
導(

®
H
a
n
s

 

S
c
h
n
e
i
d
e
r

 前
揭
處
)〇

固
然
，
在
威
瑪
憲
法
時
期
，
新
聞
播
送
係
由
私
人
團
f

爲

，
但
此
點
並
不
影f

刖
述
之
原
則
，
蓋
當
時
之
所
以

會
由
私
人
團
靈
營
廣
■

業

’
並

赫

8

讓

動

震i

濟
事
務
’
誓

因

馨

麗

政

總

變

通

貨

膨

脹

之

累

’
缺
乏
自
行
承
擔
此
一
任
務
所
需
之
經
費

(
—

B
r
a
o
w
l

則
揭
處
’
 ¥

二
頁
及
¥

九
頁
.，
^
沄
呈
則
揭
處
’
第

 

尤

頁

)
i

然
未
投
入
任
何
費
用
’
帝

麗

政

總

局

仍

然
設
法
要
在
私
鼉
蠢
之
機
^

*

握
_

的

表

糧

’
 

並

在

一

九

二

六
霊
成

此

一

晨

(
參
閱
前
述八
1

2
』

及
?
£.
£

刖
掲
處
’
第
二
十
九
頁
以
下
；5,
2
"
刖
揭
處
，
 

第
三4
-
^

頁
以
下
及
第
四
十
八
頁
以
下

.，
B
a
u
s
c
N

刖
揭
處
，
第
三
十
一
頁
以
下i

五
十
八
頁
)

0 1

九
三
二
年
的
改

 

革

將

私

人

資

產

全

排

謹

外

’
-
向
由
私
人
馨
的
帝
國
屢

機

構
及
地
屢
業
的
所
有
股
份
’均
壽
到



帝
國
及
各
邦
f

 (
參
閱
前
述
A

I
3
及P

o
h
l
e

前
掲
處
，
第
一
二
四
頁
以
下
，

B
a
u
s
c
h

前
揭
處
，
第
九
十
頁
以
下
)

C
在
此
種
情
況
下
-
帝
國
所
(
0
的
權
力
是
否
符
合
帝
國
與
各
邦
問
權
限
分
配
之
規
定
，
以
及
帝
國
和
各
邦
對
廣
播

 

電
視
所
施
加
的
影
響

 <
參
閱
前
述D
U
5
)
是
否
符
合
言
&
暫
由
與
禁
止
新
聞
檢査
之
規
定
(
威
瑪
憲
法
第
一
 
一
八
條
 

)

’
便
無
足
輕
重
。
在
此
重
要
的
是
’
國
家
對
—

電
視
的
影
響
只
能
以
下
述
觀
點
所
生
效

M
萊
看
待
.，i

電
f

 

放
活
動
不
僅
屬
於
公
共
領
域
，
而
且
是
公
共
任
務
的

I

部
分
。

一
九
三
三
年
至
一
九
四
五
年
間
之
發
展
，
此
處
暫
不
討
論
。
一
九
四
五
f

z
後

，
設
立
公
法
上
營
造
物
做
爲
廣
播

 

電
視
之
播
放
主
體
，
—

S

電
視
係
靥
公
共
任
務
的
此一

看
法
更
加
彰
顯
。
一
九
六
0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的
聯
邦

 

法
律
設
立
兩
個
公
法
營
造
物
-
該
法
律
之
草
案
甚
至
還
爲
第
二
組
電
定
了
設
置
此
類
營
造
的
法
律
基
礎
t
由
 

公
法
傳
播
營
造
物
所
履
行
之
任
務
，
乃
靥
公
行
政
之
頜
域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七
卷
第
九
十
九
頁
(
第
一
〇
四

 

頁))。

(c)
總
之
可
以
確
定
的
是
’
 §

電
視
在
德
國
向
寐
皆
爲
公
共
機
構
’
負
有
公
共
責
任
’
當
國
家
欲
從
事
i

電

 

視H

作
時
，
不
論
係
以
何
種
形
式爲
之
，
均
屬
履
行
公
行
政
之
任
務
。

同
此
結
論
的
還
有
：
漢®
^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一
九
五
六
年
七
月
十
日
判
決
，
載
於

D
V
B1

.

 
一
九
五
七
年
第
六
十
七
卷
(
 

第
六
十
八
頁
)
；Ip

s
e
n

 

-

 i

電

問

題

，
一
九
五
八
年
第
二
版
，
第
四
十
頁
以
下
；

K
r
a
u
s
e

，
前
揭
處
，
第

.一



◦
六
頁
以
下
；Kr

o
g
e
r

丄

麗

處

，
第
十
六
頁
及
第
七
十
八
頁
：

M
a
u
n
z
，

一
九
五
七
年
巴
伐
利
亞
邦
靈
公
報
第
四

 

卷

(第
五
頁

)
：
f

 

i
t
s
c
h
，
J
I
R

第
八
卷
二
九
五
七
年
\
 一
九
五
八
年
)
第
三
三
九
頁
(
第
三
四
一
頁
以
下
〕
 

•
i
e
b
e
r

 
’
震

：
霧

電

視

在

人

民

政

治

與

霖

生

活

搜

’
第
六
十
七
頁
；

R
i
d
d
e
r

，
_

、
國

家

與

屢

 

電
視
’
 
一
九
五
八
年
第
四
+
二
頁
以
下
。
持
不
同
見
解
的
有
.*慕

m
a
ĝ

雲
院
一
九
五
七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判
決

 

-
載
於
一
九
五
八
年S
W
第
一
二
九
八
頁
(
第
一
二
九
九
頁
以
下
〕

；
A
p
e
l
t

,
 

N
i
a
s
k
y

紀
念
文
集
，一

九
五
六
年

 

第
三
七
五
頁
(第
三
八

|

頁
)
；P

e
t
e
r
s

A
1

處

，
第
三
十
三
頁
。

因
而
和
府
所
持
屬

镘

 '
本
院
麗
蠢
放
活
動
旣
屬
一
項
公
行
政
任
務
去

爲
聯
邦
與
各
邦

 

權
限
劃
分
f

 (基
本
三
十
條
)規

i

力
之
所
及
’
縱
使
如
本®

形
所
示
，
國
家
係
以
私
法
形
式爲
之
，
亦
 

無
不
同■>

2

.
®
^

^

張

’
公
行
政
任
務
之
履
行
如
係
以
私
法
手
段
醫

-

則
f

在

渉

及
行
時
’
方
本
 

象
。

德
毫
心
電
視
有
限
公
司
旣
非
執

O
i
J

律

，
自
麵
1

率
法
第
三
十
條
之
適
用

*

然
而
-
基
本
書
二
十
條
不
僅
蠢
在
有
法
^

下
履
I
s
政
任
務
’
對

於

「
奢

法

律
摄

J

而
履
行
公

 

g

任
務
，
亦
有
適
用
。
此
乃
由
基
本
法
第
三t

與
基
本
I

八
章

 

<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三
條
至
第
九
十
一
條
)
之
相

 

互
關
係
-
以
及
由
_

所

稱

謹昼

包

含

了

_
;
|
^
5
^
^
之
行
政
，
必
然
得
出
的
結
論
。

贵

德

國

—

制

度

|
薄
色
是
將
聯
邦
法
律
之
頒
^
?
1
^
執
！*

加
以
區
分
-
基
本
法
第
八
士
二
條
至
第
八
十

 

六
規
定
聯
邦
法
達
之
執
行
問
題
。
倘
羣
(後
諸
條
只

渉
及
有
*

m
N

l
s

，
第
八
章
標
題
將
「
馨

法



律
之
執
行
」
與r

雕
邦
行
政
」
分
列
，
恐
將
令
人
費
解
。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七
條
至
第
九
十
條
，
特
別
是
第
八
十
七
條
第

 

I

項
所
列
舉
聯
邦
固
有
的
行
政
事
項
，
有
不
小
格
況
是
在

r

未

有

法

下

所

爲

，
聯
邦
公
路
行
政
、
聯
邦
街
道
 

行
政
及
聯
邦
水
路
行
政
是
如
此
’
外
交
事
務
、
聯
邦
鐡
路
及
聯
邦
郵
政
亦
無
二
致
。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
第
 

八
十
九
條
叠
九
十
條
之
目
的
並
不
限
於
在
聯
邦
執
行
聯
S

律
之
權
限
外
，
另
外
賦
予
聯
邦
_

 一
個
聯
邦
固
有
之
 

行
政
基
層
結
構
的
權
力
(
尤
其
參
照
就
聯
邦
行
政
任
務
設
有
詳
細
規
定
的
甚
本
法
第
八
十
九
條
第
二
奮
一
句

i

八
 

十
七
b
條

第|

項
第
二
句
)
-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三
條
以
下
霍
也
規
範
了
非
執
行
法
律
之

i

行
政
。

持
同
一
見
解
的
還
有
：L

a
f
o
r
e
t
-

 D
o:
v
 一
九
四
九
年
第
二
一
二
頁
以
下
；N

a
w
i
a
s
k
y
，

基
本
法
之
基
本
理
念
，
一
九
五
 

〇

年

第

二

_
貢

；
^
^
「
$
，
^

0'
|
1
^
1
|
1
^
|
1
蟲

念

文

集

，
一
九
五
0
年
第
二
八
|
頁

(
二
九
0
頁
)
；
工
当
5
 3
&-
,
 

n
e
i
d
e
r

，
鑑
定
意
見
書
，
第
十
八
頁
以
下
§

_

干
六
頁
-，持
不
同
意
見
的
有K

o
t
t
g
e
n

，
公
法
年
鑑
，
第

三

卷

(
一 

九
五
四
年
〕
第
六
十
七
頁
(
第
七
十
三
頁
、
第
七
十
八
頁
i

八
十
頁
)
。

未
有

法
®

^

之
聯
邦
行
政
旣
然
亦
屬
基
本
法
第
八
章
規
範
之
對
象
’
則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所
定
之
原
則
對
此
種

 

行

政

亦

有

適

用

’
乃

屬

當

然

之

結

論

’
而

同
爲
聯

邦

政

府

所

肯

認

。
因

此

’
設
立
德
塞
心
電
視
有
限
公
司
一
事
雖

i

 

律

之

執

行

-
其

合

憲

與

否

仍

應

以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爲
判

斷

屋

。

3.
聯
邦
政
府
認
爲
’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之
原
則
——

國
_

限

原

則

上

歸

屬

靠

—

^
基
本
法
第
八
f

僅
於

 

第
八
十
三
條
再
度
出
現
’
而
在
第
八
十
三
條
中
僅
於
執
行
法
律
之
行

f

所

提

及

’
因
而
—

優

先

之

原

則

(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
不

適

用

於

奢

法®

^

之

行

政

，
基
本i

八

蠢

理

未

有

法

之

行

政

的

方

式

，
可
謂
繼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所
謂
之r

另
有
規
定
」
。

惟
關
藝
本
法
第
八
章I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之
相
互I

，
不
能
只
從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三
條
之
角S

察

。
如
前
 

所
述

’
基
本
i

八
章
規
範
之
對
象
包
括
有
法
以
及
未
有
法
之
聯
邦
行
政
’第
八

爲

後
—

細
地
 

設
了

 

I
項
第
三
十
條
所
稱
的r

另
有
規
定
」
’
因
此
第
八
章
並
非
給f

法
律
—

之
行
政
設
了
 

一
個
一

般
性
的
「
另
 

有
規
定
」
’
致
使
此
種
行
政
被
排
除
於
第
三
十
條
所
定
各
優
先
立
鋈
適
用
範
圍
之
外
。

4.
3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七
款
之

r

郵
政
與
電
信u

r
n
」

以
i

八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所
稱
「
聯
邦
郵
政
」
-
係
 

同

-事
項
(參
閱
前
述

D
 D
 3
 C
)
。
依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七
款
之
規
定
’
聯
邦
得
以
法
律
對
i

電
講
放
設
施
之
設

 

立
i

營
此
類
設
施
，
故
聯
邦
設
置
用
於
播
送
第
二
組
電
想
即
目
之
郵
政
專
用
電
台
(
參
閱
前
述

A

m
1
)
，
並
未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及
第
八
十
三
條
以
下
諸
條
之
規
定
。

㈦
疆
電
疆
放
活
動
非
屬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七
款
所
稱
之

r

郵
政
與
電
信
事
業
」

(
參
閱
前
述D
K
)
 

-
對
於
—

放
活
動
而
言
，
規
定

r
聯
邦
郵
政
1_
由
聯
讓
固
有
行
政爲
之
的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
 

並
非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所
稱
之

r

另
有
規
定
」
，
因
此
德
墓

〇

電
視
有
限
公
司
之
設
立
-
不
僅
非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所
明
定
，
亦
無
法
透
馨
理
之
關
連
性
(
參
閱
前
述
D
K
6
)
而
爲
第
八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所
涵
蓋
。

s

以
法
律
規
範
郵
政
與
電
信
事
業
之
權
限
’
並

不

包

括

將

電

視

播

放

活

動

與

播

放

主

體

依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之

規

定

’
在
實
體
法
和
組
織
法
上
應
遵
循
或
得
遵
循
之
指
導
原
則
加
以
規
範
的
權
力
(
參
閱
前
述

D
m
 ’
特
別
是
3
 ’
 

5

，
與

6
 ’
以
及

D

m
)
 
D
因
此
聯
邦
依
聯
邦
與
各
邦
財
政
平
衡
法
第
二
條
所
爲
之
特
許
，
或

簽

訂

關

於

利

用

聯

邦

(



四
六

郵
政
)
專
M

S

電
視
設
施
之
契
約
時
’
均
不
得
附
加
超
越
有
關
播
放
技
術
f

以
外
之r

負
擔
」
。

依
基
本
法
第
一
條
第
三
項
之
規
定
，
聯
邦
亦
不
得
I

f
更
多
額
外
的
行
政
權
限
，
於
此
聯
邦
政
府
之
見
解
實
不
足

 

採

i

基
本
法
第
一
條
第
三
項
非
屬
權
限
規
定
，
猶
如
基
本
法
第
五
簾
非
權
限
規
定
。
聯
邦
與
各
邦
霞
務
按
照
基

 

本
法
所
劃
定
之
權
限
來
維

*
l

i

利

’
各
邦
則
有
權
對
「
1

電
視
自
由

J

加
以
S

，因
而
聯
邦
只
有
在
不
 

遵
守
基
本
法
時
才
能
進
行
干
預

=

{d)
i

爾
S

放
活
動
之
立
法
與
行
政
權
限
，
係
歸
屬
—

;
插
放
節
目
所
需
之
技
術
設
施
的
立
法
權
限
則
在

 

聯

邦

(
但
參
閱
前
述
D

n
 6
與
7
 )
。
依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七
條
第j

項
之
規
定
’
邦

墨

暑

與

此

相

應

的

行

政

劈

.
 

特
別
是
主
管
分
配
：̂

予
各
播
i

M

不
論
i

之
分
配
或
者
簽
訂
關
於
利
用
聯
邦
S

屬
播
放
設
施
之
契
約
，
聯

 

邦
僅
得
就
播
放
技
術
上
之
考
ffi
爲
之
。
聯
邦
與
^

在
此
方
面
所
需
建
立
、
f

之
合
作
f

，
應
恪
守
相
互
尊
重
友

 

善
之
原
則
。
同
一
原
則
亦
適
用
於
所
謂
「
管
線
技
術
」
方
面
之
事
務
。

若
聯
邦
收
回
現
有
S

電
視
機
構
所
使
用
之
i

 ’
而
在
分
配
現
有
或
—

可
供
使
i

z
頻

道

時

’
未
S

各
邦

 

就
—

電
視
播
放
主
體
所
設
規
定
爲
充
分
考
量
時
’
便
有
違
相
互
尊
重4

^
1
1

之

原

則

(
參
閱
後
述
n

)

。
同

理

，
如
聯

 

邦
以
握
有
廣
播
m

視

之

—

爲
名

而
S

其
行
政
權
力
-
結

果

造

成

該

等

機

所

蟇

用

之

播

放

設

施

之

處

分

權

 

遭
受
剝

奪

，
則

亦

不

符

合

相

互

尊

重
Z

原

則

。

5.
徳
意
志
電
視
有
限
公
司
之
設
立
’
並
不
因爲
基
本
法
在
第
八
十
七
條
第

I

項
就
聯
邦
對
於
外
交亊
務
及
全
國
性

 

事
務
之
行
政
權
限
設
有
明
文
，
而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

八
十
三
條
以
下
霍
之
規
定
。



從

此

I

角
度
而
一
一
目
’
聯
邦
對
§

電
®

放
活
動
究
竟
有
多
大
的
行
政
權
限
’
可
暫
置
不
論
，
按
該
行
政
權
限
絕

 

不
至
大
於
立
1

限

 <

參
閱
前
述
D

M
2
 )

-

換言之
，
至
設
立

f

l

以
外
國
或
居
住
在
德
羣〇

聯
邦
共
和

 

國
境
外
之
德
國
人
爲
唯
一
或
主
要
對
象
的
i

電
i

放

機

構

。
系
爭
德
塞
心
電
視
有
限
公
司
並
非
以
此
爲
唯
一
或
主

 

要

目

的

’
至
爲
顯
然
。

6.
3
由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及
第
八
十
三
條
以
下
諸
條
來
看
，
亦
不
得
以
廣
播
電
視
播
放
活
動
係
屬
「
跨

區
域
性
」
 

之

任

務*

或
以
基
本
法
准
許
聯
邦爲
國
家
之
對
内
展
現
而
從
事
播
放
活
動爲
理
由
’
辯
稱
德
塞
心
電
祝
有
限
公
司
之
設

 

立

具

有

合

法

璨

。
就
此
聯
邦
並
無
任
何
源
自
事
理
的
行
政
或
立
鋈
限
。

3

源

自

爭

理

的

權

限

保

建

立

在

r

不

成

文

的

'
以

事

物

之

本

質爲
基

礎

、
因
而
不
需
要
帝
國
憲
法
明
文
承
認
的

 

法
八
叩
題
之
上
。

命

題

’
某

些

事

務

在

本

質

上

即

屬

聯

邦

自

己

最

之

事

務

’
自
始
當
然
不

爲
其
他
特
別
立
法

 

權

限

所

涵

蓋

，
因

此

得

由

聯

邦

，
而

且

僅

得

由

聯

邦

加

以

規

範

。
」

(
A
n
s
c
h
u
t
z
，
H
d
b
D
s
t
R
r
3
6
7
;

參
i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十

一

卷

第

八

十

九

頁

(
第
九
十
八
頁
以
下
)
及

第

十

一

卷

第

六

頁

(
第

十

七

頁

)
)
現
今
如
欲
承
認

 

此
種
聯
邦
當
然
f

之

權

限

’
仍
須
以
具
備
該
等
條
件爲
前
提
.
，
從

事

理

所

導

出

之

肯

定

結

論

’
必
須
在
概
念
上
是
必

 

然

的

’
並

且
M
在

無

其

他

妥

適

之

解

決

方

案

下

必

須

訴

諸

的

解

決

之

道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十

一

卷
第
八
十
九

 

頁

(第
九
十
九
頁
)
)
。

本
件
並
不
具
備
前
述
要
件
。

(C1
無
線
i

能
跨
越
邦
與
邦
之
界
線
而S

 

-

因
此
§

電
提
即
目
之
播S

產
生
一
些
吾
人
可
稱
之爲
「
跨

四
七



羅

性

」
的
影
響
。
不
過
此
種
物
理
上
的

r

跨

羅

性j

 f

足

餐
爲
肯

定
i

當

妖

權

限

之

難

。

蠢

電

視

之

播

送

’
尤
其
電
視
之
播
送
’
翼

霜

當

可

觀

蠢

金

’
因

而

旦

繼

華

的

第

一

組

電

蠢

目

大

 

部
分
係
由
所
有
囊
電
犧
’獨

I

套

蠢

電

—

目
所
S

經
費
*
超

出

了

羼

 

隻

財

力

。
以
此
而
一
 1
H
，
吾
人
可
以
說
電
視
之霊
S

源
自
財
務
資
金
面
的r

跨

蜃

性

」
。
惟
旁
機
構
財
力
不

 

足

，
並
不
能
做
蠢
邦
在
事
理
上
當
然
具
墓
限
之
理
由
(蠢

K

o:t
t
g
e
n

，
文

化

之

保

存

鬆

邦

’
 

國

家

置a ®

雯

集

，一
九
五
七
年
，
第
一
八
三
頁
(
第
一
九
一
頁
)
)

。

某
項
任
務
(
例
如
電
視
節
目i

送
〕
非
由
各
邦

( m
w

l

放

攮

)
單
獨
爲
之
，
麗

由

諸

邦(
M

s

 

電

糧

放

糧

)
共
同f

詳
細
之
協
議
履
行
，
此i

 

亦
姐
i

出

然

f

權
限
。
某
f

 
I
由
—

 

( I
M

I

電
糧
放
機
構
)
共
同
或
協
調
履S

 ’
不
論
其
集
之
動
機爲
何
，
均
不
足
引爲
S

當
然
具
S

限
之
 

理
由
。
在
i

國
家
中
區
別
以
下
}

情
形
^3

異
’
是
—

重
要
的.•究
竟
是
i

之

間

達

成

協

議

’
或
—

聯
邦

s

猶

如

籮

護r

延

續

-
貫

之

蠭

」
之
原
則钿
S

出

翼

對

蠢

電

■

放
活
動
當
然
具
有
權
限
，
醫

 

蕃

内

展

現

，
亦
即
國
家
在
德
塞
心
聯
3

和
國
之
人
民
面
前
自
我
呈
現
的
需
要
，
也

S

導

出

該

雲

限

。
提
昇
國

 

家
之
自
我
呈
現
f

其
必
要
，
惟
此
一
任
務

la ®

予
以
詳
f

規
定
，
許

多

文

s
活
動
皆
以
國
家
對内
之
展
現

 

爲
目
的
，
而
終
極

1
1
1
1

，
整

度

可

以

說

就

是

在

謹

r
績

-
貫
之
S

」
。

透

過

震

電

視
f

此
一
任
務
時
，
應

墓

本

法

邦

舆

1!̂
^

限
劃
分
規
奎
適
用
。
馨
在

渉
及
i



自

身

豪

務

-
自
始
當
然
不
屬
靠
之
權
限i

僵
得
由
聯
邦
履
行
時

 >
 麗
於
事
理
上
始
有
從
事
播
放
活
動
之
權

 

M

並
不
具
備
此i

要
件
-
蓋
從r

國
家
對
内
之
呈
現
」
及

「
維

護

腸i

貫之等任務

i

質

-
在
概
念

 

上
並
非
必
—

出
該
等
任
務
之®

絕
對
必
須
由
聯
—

之(
#
1
^
—

法
法
院
裁
判
i

十
一
—

八
十
九
頁
)
 

(
第

九

十

八

頁

以

下

>

)

。
如

考

慮

到

嚣

爲

了

達

到

「
國

家

自

我

呈

現

」
^

^

震

之

目

的

，
勢

必

囂

清

容

 

予
以
影
響
，
而
其
影
1

受
基
本S

五
條
之
嚴
格
限
制
，
則
更
可
知
無
所
謂
—

當
S

放
！̂

可Ills

。

3

基

本

塗
I

三
五
棚
四
項
雖
明
定
，爲

「^
N !

重
大
利
益J

之
故
，
得
不
受
同
1

1

項
至
第
三
項
關

 

於
財
產
f

之
規
定
之
®

 (
參
^

^

憲
法
法
院i

集

二

十

頁

(第
三
十
六
頁
以
下
)
〕
，惟
此

一

規
 

i

不
能
用
以
—

聯

之

主

張

。
基
本

i

 

I

三

五

—

四i

規定
動直

m
：

政
時
得i

t
m

項
 

r

待
別
權
限J

，

不

受

基

本

靈

八

十

七

菌

三

爾I

句

讓

限

)之
約束 

<

 參
法
隱
判
 

集
¥

卷
第
二
十
頁
(第
四
十
五
頁
)
)
’
其

目

的

在

就

栗

整

體

齧

、
對
國
靈
自
我
呈
現
具

S

要
 

意
義

’
而
因
戰
亂
遭
受
毀
壞
的
收
藏
與
圖
書
’
重
建
其
有
機
之
馨
’
以
克
盡
_

整
|

國
民
族
所
擔
負
之
原
始
任

 

務

(
參
i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t

第
二
十
頁
(第
四
十
七
頁
)
)
0麗
立
法
者
本
法
第
一
三
五

 

條
第
四
項
所
授
予S

限

’
方
可
將
日
後
並
晷
士
文
化
資
產
之
管
理
亦
委
由

r

普
魯
士
文
化
資
產
」
財

團

(
一
九
五
七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公
佈
雍
仃
之
法
律
，
登

載

公

襲

一

卷

第

八

四

一

頁

)
)
負
責
(參

麗

—

法
法
院
裁
 

判
i

十
卷
第
二
十
頁
(
第
四
十
五
頁
以
下
)
)
。
基
本
f

l

三
五
條
第
四
項
开
一
例
外
規
定
’
倘

蓮

讓
基
本
 

法
其
他
規
定
觀
從
事
國
家
自
我
呈
現
及

維

護

篇
之
工
作
’
第
一
三

五

觀

四

還

屬

蠢
0

四
九



五
o

綜

上

所

述

，
德
塞
心
電
視
有
限
公
司
之
設
立
乃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i

範

之

所

及

，
基
本
法
就
此
並
未
設
有
任
何
該

 

條

所

稱

的r

其
他
另
有
規
定J

而
可
得
出
有
利
於
聯
邦
之
結
論
-
亦
不
容
許
做
如
此
解
釋
’
因

此

德

塞

$

電
視
有
限
公

 

司
之
設
立
牴
觸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條i

八
十
三
條
以
下
S

之

規

定

。

n

、

在
德
國
聯
邦
制
度
上
，
聯
邦
與
其
成
員
之
間
，
以
及
各
成
員
相
互
間
之
憲
法

s

，
受
聯
邦
與
^

互
負
尊
重
友

 

莕
之
義
務
的
不
成
文
憲
法
原
則
所
支
配
(
參

閱

—D.
’
君
主
聯
邦
國
之
不
成
文
憲
法’
 

O
t
t
o

 f

r
紀
念
文
集
’
 一

 

九
一
六
年
，
第
二
四
七
頁
以
下
)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由
此
發
展
出
一
系
列
具
體
的
法
義
務
，
在
關
於
所
諝
水
平
的
財
政

 

S

之
合
憲
性
-
華

’
提
出
了
 
i

準
則
.

■

 r

聯
邦
國
原
則
在
本
質
不
僅
賦
予
權
利
，
亦

課

予

露

’
其

中
i

我
 

務
乃
財
政
較
毫
之
邦
於
某
限
度内
声
f

助
財
政
較
困
難
之
邦
」
(

i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一
卷
第
-

一

七

頁

(
第

 

二
一
二
頁
)
。
此
外
’
當
法
律
要
求
聯
邦
與
各
邦
間
取
得
一
致
之
議
時
’
該
中
樓
原
則
會
課
予
所
有
當
重
的

 

協
力
義
務
，
甚
至
3

奮

於

當

雲

一

方

有

礙

達

成

蠢

的

反

對

意

見

-
在
法
律
上
被
排
除
在
考
2

外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一
卷
第
二
九
九
頁
(
第

三

I

五
頁
以
下
)

^

在
決
定
提
供
耶
誕
贈S

公
職
人
員
時
’
須
信
 

守

對

聯

之

忠

誠

，
顧
及
聯
邦
與
各
邦
整
體
的
財
政
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三
卷
第
五
十
二
頁
(第
五
 

十
七
頁
)
)
。
源
自
此一

忠
誠
思
想
的
法
律
界
限
，
在
立f

限
之
0

上
益
見
明
顯
：
「
當
某
一
邦
之
立
法
所
產
生

 

之
雪
超
越
其
邦
塊
時
-
該

邦

立

法

者

必

須

邦

及

其

他

_

之
利
益
」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四
卷
第

I 

一
五
頁
(第

I

四
o
頁
)
)
。
另
外
，
基
於
相
互
尊
重
■

之
憲
法
上
莪
務
，
靠
亦
蠢
務
尊
重
聯
邦
所
簽
署
之
國



f

約

(聯
邦
誕
法
襲
判
集
第
六
卷
第
三
〇
九
頁
(第

_二
八
頁
、
第
三
六
一
頁
以
下
)
)

*

而

中

^
^

 

務

，
®

對
於
侵
犯
聯
邦
專
疆
限
_

鎭
市
自
治
團
體
’
必

須

透
誉
違

惡

|

¥

預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1

集

 

第
八
卷
第
三
二
頁

 

<

第
一
三
八
頁
以
下
)
)
。
如
前
所
述
(蠢

I
4
d
與
D
K
7
b
)
，
在

麗

湛

涉

及

讓

 

電
視
之
權
限I

事
上
•
相
互
晨
則
亦
具
有
原
則
性
的
重
要
囊
。

由
本
院
以
往
裁
判
中
可S

 

-

在

此

！
原
則
下
-
不
但
聯
邦
與S

間
互
相
負
嘉
越
聯
邦
國
憲
法
明
定
之
義
務

 

以
外
的
額
外
具
—

務

，
而
且
翼
與
各
邦
在
！

本
法
所
賦
予
i

限
時
’
須
受
到
具
體
的
限
制
。

由
於
本
案
之
審
理
’
相
互

—
4^
1
1

之
憲
法
原
則
需
i

另
一
 f

的
角
f

以
發
揮
斑
之
間
’
以 

及
S

相
互
間
在
憲
法
生
活
上
必
須
進
行
協
商
時
，
其

之

*
:
和
i

亦
須
遵
守
相
互
i

n

f

 =
 i

在

 

德
塞
心
麗
共
和
國
中
均
有
相
同
之
憲
法
地
位
，

往
來
時
均
得
要
求
_

相
同
之
待
遇
。
每
當
聯
邦

S

 

項
渉
及
所
有
毳
之
利
害
麗
的
憲
法
問
題
’
竭
力
想
達
成
具
有
憲
法
上
意
義
之
協
議
時
，
基

於

相

互

尊

重

暮

豪

 

則

’
聯
邦
不
—

f

f

破
以
造
成
強
迫
®

態
的
手
段
’
換
m
之

，
聯
邦
不
得
出
於
分
化
—

之
企
圖
’
只
設
法
 

與

若

干

望

成

協

議

，
再
樓
其
他
邦
不
得
不
接
受
該
籠
結
果
。
此

一

原

盟

禁

止

聯

邦

政

府

在

涉

及

所

之

 

事

嚣

麗

上

’
基

於

黛

派

之

考

慮

爵

叠

別

8

 ’
特
別
是
在
含J

厚
政
氆
色
彩
的
磋
商
中
’
僅
徵

 

詢
纛
鼗
蝥
的
邦
政
府
之
代
表
’
而

醬

聯

邦

的

^

^

之
代
表
排
除
於
外
。
在
此
處
所
述
之
種
種
屢
 

下

’
 

屬

某I

政
M
的
政
策
決
定
者
’
有
充s

決
渉
及
聯
邦
與
所
之
利
害
的
問
 

題
所
持
之
意
見
，
先

透

過

政

話

加

以閲
明

澄

清

，
互

麗

調

，
並
且
在
聯
邦
和
^

進
行i

的
同
時
，S

採

五
一



取

其

他一

致

步

伐

的

共

識

。
惟

聯

邦

與

各

邦

之

問

’
也
就
是
各
該
政
府
及
其
發

ils人
之

間

必

須

進

行

的

協

商

’
應
遵

守

 

前

述

之

原

則

。

一
九
五
八
年
初
’
聯S

府
計
劃
一
項
針
對
蜃
竜
視
的
聯
邦
立
法
’
韋
以
來
建
立
攮
電
視
制
度
新
秩
？

 

努
力
遂
邁
入
一
個
新
的
階
段。I

九
五
九
年
’在

-
項

聯

獲

肇

案

經

過

^
?
^
^
表
多
次
討
論
之
後
’
 

§

致
決

 

定
在
一
九
六
0
年
設
立
一
個
四
人
委
員
會
，
由
_

政
府
鎮
二
位
基
纂
民
主
聯
盟

M
員
及
二
位
社
會
民
主
黨
蕃
貝

 

組
成
’
負
責
代
表i

政
府
與
聯
i

府
進
i

商

。
惟
®

政
府
審
讓
該
委
員
會
參龃
橘
商
’
四
名
委
員
中
僅
有

 

隸
屬
基
—

民
主
聯
盟
的
萊
茵i

理
-
曾
參
與
由
基
督
教
民
主
聯
盟
會
聯
盟
之
政
策
決
定
者
與
民
意
代

 

表

’
其
中
包
括
聯
_

府
之
成
員
’
所
共
同
舉
行
的
一
連
f

商

’
然
而
萊
茵
i

理
並
非
以
委
員
之
身
份
參
與
’
而
 

係
以
其
所
屬
政
薄
之
滅
員
之
身
份
與
會
(
參
閱
一
九
六
〇
¥

 

1

月
十
七
日
萊
茵
邦
緦
理
鑛
邦
部
長

s
i
d
e

攝
士

 

函
)
。
嗣
後
萊
茵
邦
總
理
將
該
等
會
達
成
之

B

通
知
四
人
委
員
會
及
其
他̂

府

。該
等
會
商
中
形
成
了
若
干

 

建

議

和

計

畫

，
但
部
未M

入
聯
®

府
與
各
^
一̂

府

，
以
及
與
四
人
委
員會
間
協
0

題

之
内
。
其
中
犖
犖
大
者
，
 

有

一
九
六
。
年
七
月
八
日
在
一
次—

中
首
度
出
現
的
由
聯
邦
與
—

共
同
設
立
一
個有
限
公
司
以
經
營
第
二
組
電
視

 

節

目

的
構
想
，
以
及
同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在
另外
一
次
僅
由
基
蠶

民

主

聯

盟

鋈

督
缝

會

聯

盟

參

與
的
會
商
中
所
討

 

論
的
一
項
預
定
在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簽
署
的
公
司
設
立
契
約
。

由
基
i

民
主
聯
盟
所
頜
導
的
郜
分
邦
政
府
’
雖
經

 

萊
茵
邦
總
理
於
七
月
十
六
曰
行
文
函
告
而
獲
悉
該
等
計
畫
’並
且
同
時
與
其
他
—

總
理
受
萊
茵
邦
總
理
之
邀
請
於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就
該
等
計t
進
行
會
商
，
惟
聯
邦
政
府仍

裏

務
就
其
所

擬

變

計

畫

，
和

所

靠
政
府
直

接

進

一

每

商



，
聯
邦
政
府
竟
怠
於
協
商
’
自

有

違

相

互

董

_

之
原
則
。

再

者

’
系
爭
公
司
設
立
前
之
數
日
期
間
，
聯
邦
政
§

待
|

之

方

式

’
亦
不
符
相
互
尊
重
友
善
原
則
。
—

總

 

理
直
到
七
月
二
十
二
□
才
首
次
有
響
針
對
由
聯
邦
與
各
邦
合
設
公
司
以
經
營
第
二
組
電
想
即
目
之
計
畫
從
事
討
論
，
 

此
乃
聯
邦
政
府
所
明
知
。
各

邦

緦

理

’
包
括
隸
屬
基
—

民

主

聯

盟

蠢

督

教

社

會

聯

盟

之

邦

總

理

-
並
非
毫
無
保
留

 

地
接
受
聯
邦
政
府
之
提
議
，
他
們
還
提
出
了
相
對
建
議
。
聯
^

府
透
過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之
公
函
而

S

各
邦
總
理
商

 

談

之

結

論

’
但
仍
堅
持
前
述
公
司
設
立
契
約
按
其
原
擬
之
形
式
在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簽
署
。
聯
邦
政
府
公
函
上
之
曰
期
係

 

七
月1

1

十

三

曰

，
於
七
月
二
十
四
日
午
後
五
時
自
波
昂
發
出
，
於
七
月
二
十
五
曰
午
後
四
時
十
五
分
寄
達
相
尉
人
萊
茵

 

邦

總

理

，
因
此
在
公
函
寄
達
之
際
’
該
公
司
設
立
契
約
業
已
完
成
公
證

 

<

參
閱
萊
茵
邦
總
理
-
九

六

〇

年

十

I

月
十
七

 

日

函
)

。
聯
邦
政
府
此
一
做
法
根
本
違
反
相
互
尊
:m
i

之
原
則一

i
s

使
聯
邦
政
府
對
於
各
邦
或
部
分
邦
政
府
一
再

 

表

示
反
對
以
致

拖

延

了

時

程

感

到

不

滿

-
確

i
r
K

理

由

。
此
處
之
重
點
不
在
於
聯
邦
政
府
是
否
得
認
定
其
粗
(各邦
之
協

 

商
已
告
破

裂

’
而
在
没
有
各
邦
參

與

的

情

形

下

’
逕
依其
所
確
信
合
憲
之
途
徑
設
立
電
視
公
司
；
重

點

乃

在

於
f

府

 

旣
身
爲

tt
意

志
聯
邦
典
和

國

各

邦

之

憲

法

機

關

，
則
當
各
邦
就
一
項
新
計
畫
提
出
相
對
建
議
後
’
應
可
期
待
聯
邦
政
府

 

不
以
造
成
旣
成
f

——

而
且
是
在
過
短
之
期
間
内
造
成
f

—

^
予

以

回

應

。
.

系
爭
公
司
設
立
之
方
式
亦
有
違
相
互
尊
ffl
i

之
義
務
。
重
點
同
樣
不
在
的
聯
邦
政
府
得
否
將
其
所
認
爲
無
違
憲

 

之
虞
的
設
立
系
爭
公
司
之
計
軎
付
請
貿
行
。
按
在
若
干
情
況
下
，
聯
邦
爲
—

之
利
益
設
立
一
公
司
’
除
聯
邦
S

以
 

外

’
另
有
一
具
備
各
邦
「
受
託
人
」
地
位
之
股
東
參
與
宜
甲
’
並
非
不
可
想
像
。
但

是

當

顯

然

不

願

參

與

聯

邦

所



擬

設

立

之

有

限

公

司

，I

如
本
案
之
情
形
所
示
’
此
時
若
聯
邦
自
行
爲
_

選

任

「
受

託

人j

 
’
在
該
受
託
人
之
協
助

 

下

之

意

思

而

設

立

該

公

司

，便
違
背
相
互
尊
重

S

之

原

則

。

聯

S

府
一
連
串
行
爲
在
促
成
系
爭
公
司
誕
生
的
設
立
行
爲
上
達
到
了
頂
點
，
所
以
設
立
行
爲
包
含
了
整
個
過
程

 

的

i

性

，
其
所
造
成
的
情
勢
也
因
而
不
能
做
爲
公
司
目
的
活
勅
之
合
憲
基
礎
。
系
爭
公
司
之
設
立
便
是
在
此
墓
我
上

 

違
反
了
相
互
尊
重
友
善
之
原
則
。

I

、

在
相
互
尊
重
友
善
之
原
則
下
’
各

邦

是

否

’
以
及
在
如
何
程
度
内
得
要
求
聯
邦
不
得
蔑
視
共
同
的
憲
法
秩
序
，
揋

 

害

—

身爲
聯

邦

成

員

所

一
 f

之

利

益

’
於
此
暫
可
不
論
。
惟
無
論
如
何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

甘
；

内
涵
仍
有
待
閩
述

 

——

及
該
條
所
定i

電
視
自
由
在
憲
法
上
之®a

 ’
對
S

境
内
整
體
的
公
共
、
政
治
與
憲
法
生
活
實
具
有
極
爲
重

 

大
之
S

 ’
因
此
各
邦
得
要
求
聯
邦
不
得
侵
害
其
在
電
視
領
域
*

1

本
法

S

之
自
由
。各
邦
法
爭
訟
中
 

，
依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一

 
S

三
款
及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六
十
八
條
以
下
諸
條
之
規
定
捍
衛
此
種
恵
法
上
之
地

 

位

。
職

此

之

故

’
在
本
件
爭
訟
中
針
對
聯
邦
設
立
系
爭
公
司
之
舉
抵
觸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一
事
予
以
指
摘
，
亦

爲
法
之
所

 

許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所
規
範
的
不
僅
是
國
家
應

f

個
人
不
受
妨
礙
地
發
表
意
見
的
自
由
空
問
-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尤
其
還
保
障
從
資
訊
之
收
集
到
新
聞
及
意
見
之
散
播
的
整
個
出
版
活
動
能
具
備
制
度
化
之
獨
立
性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十
卷
第
一
-
八
頁
(第

：

二
頁
)
)
。
國
家
直
接
或
間

f

出

版

活

動

之

全

部

或一

部
加
以
規
制
或
操
縱



,
將
破
壞
此
一
憲
法
上
之
保
障
。
馨

在

_

獨
立
於
國
家
的
報
麗
i

相
互
競
爭
之
情
況
下
，
來
自
國
家
之
影
響

方
不
致
於
使
®

界

之

自

由

形

蠢

生

墨

*
 

震

愚

自

由

之

霞

。

欲
明
瞭
基
§

第

五

籥

幕

囊

，不
能
不
從
前
述
該
條
畜
鱟
觀
照
。姑
不
霉
視
自

特
質
二
谷
後
再
述
’
 
S

電
視
和
出
版
同
爲
影
響
輿
論
、
形
成
輿
論
所
不
可
或
缺
的
現
代
大
^

。
 

覆
不
俚
是
形
成
輿
論
的
「
工
具
」
-
也

是

髮

輿

誇

曇

「
因
素
」
o
â
^

視

之

糞

形

成

輿

論

’
絕
不
只ii 

表
現
在
斩
聞
_

、
政
治
評
論
，
以
及
探
討
宣
刖
、
i

或
棗
政
_

雲
治
列
節
目

■>

即

如

'
音
樂
節
目
 

、
歌
舞
表
演
之
囂
，
甚
至
醫
的
舞
台
慕
’
也
都
有
形
成
意
見
的
作
用
。
任

何

霧

電

霞

因

播

送

内

容

-
 s

s

f

r

i

a

i'

可
以
在
不
影
響
輿Ai

m

成

下

予
摄
略

，
以
及
節
g
應
如
何
企
劃
與
呈
現
等
問
題
之
決s

，
尤
爲
如
此
。
足
見
I

 

電
視
组
；出
版
同
屬
不
可
或
缺
之
現
代
大
衆
及
形
成
輿
論
之
因
素
’
其
地
位
絕
不
亞
於
出
版
’
因
此
制
度
化
的

自
由
對S

S
W

視

之

重

霪

實

不

巌

-基

-
1
^
*

五
繼
一
項
第
二
露
「以

視

與

8
^
!
事_

 

之
自
由
」
與
出
版
自
由
並
列
加
以
標
’
即
彰
顯
此
-
意
旨
。

本
院
前
鼉
述
尚
未
觸
及
蠢
電
視
自
由

 >
 特
別
是

W
S

?

電
訊
息
之
自
由
應
如
何
予
以
蠢
*幕
合
 

_

法
第
五
條
之
規
定〇

在

此一

 8

上

> 

1
S

W
?

糞
出
版
齧
所
即
具

蟇

大
囊
。如

'
印
刷
廠
和
報
紙f

均
能
以
任
f

數
量
®

與

傳

，
固

非

，
惟
恵
與

i

電
視
f

以
下
之
差
異
：
德

國

摄

蠢

晷

多

舊

向

、政
■

彩
、

場
羞
不
相
同
而
互

®
^
•
的
獨
裹
紙
’但

電

糧

域

五
五



五
六

’
 

-e
m

術
上
之
理
由
’
以

及

麝

電

篇

放

活

動

_

極爲
龐
大
之
資
金
’
 _

上I

直
都
只
存
鋈
的
廣
 

播

電

。鑒
於
麝
電
視
此
-特
費
況
’勢
震
取
特
別
的
防

i

施*

本法
第五
條所 

蠢
覆
自
由
。現

有

所

遒

循

的

則

-即

爲
達
成
此
目
的
一
個
裏
的

S

.
•
以

8

 

設

立

一

公

法

人

來

從

電

篇

放

活

動

-
國

家

議

公

法

人

不

蠶

加
_

影
響
-
或
充
其
量
只
能
進
行
有
限
度

 

的

達

監

督

；
公

法

人
内

部

之

合

當

各

主

要

政

治

、
信
仰
备
會
團
雙
代
表
依
適
當
之
比
例
組
成
’
對
節

羅

的

力

’須
接
受
<

 疆

！

監
督
及
S

 *
以
期
符
合
法
律
所
蕃
所
有
相

 

f

益
團
■

適
當
之
比
例
糞
的
原
則
。
在

亘

刖

的

下

’
播

酱

霄

部

之

S

篇

能

獲

得

確

保

’
廣

 

播
電
S

放
活
動
雖
在
一
 

位

，
亦
不
抵S

本
：

w

五
條
。
但
從
i

本
i

五條不出 

必
須
在
一
邦
之
廢
電
視
獨
德
位
的
結
論
。

篇
讀
本
法
第
五
條
之
意
旨
，塵
覆
自
由
之
不
以
採
用
視
法
所
創
設

而
由

聯
邦
沿
襲
的

 

g

爲
必要，尤

其

電

®
放̂活動只能由公法營造物

爲
之>

 I

利
能
力
之
私
法
團
體

 

如

蘿

織

上

能

確

保

所

薑

要

的S

力
量
皆
有
發
i

，
報
導
訊
曼
自
由
㈣

霉

蜃

’
 

一

如
公
法
露
電
視

 

機
構
，則
亦
可
成

爲

視
之
體
。舉例面

H
 ’
爲

電

視

之

讓

目

的

，尤
藤
墨
(制度
化
之
 

自

由

-
以
法
8

立
一
特
別
形
式
之
團
體
-
具

囂

述

各

■

件i

蠢

行

 '
保
險
公
司
同
受
國
家
之
監
督
-
此
種

私

法

蠢

電

糧
f

 2

便

無

違

豐

處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最
低
限
度
的
要
求
是
’
此

一

馨

意

見

之H

具

不

得

受

國
轰
任

何

單

一

馨

疆

支

配

’
因
此



i

電
視
播
放
主
體
内
部
組
織
之
設
計
’
必
須
讓
相
關
勢
力
在
其
内
部
機
_

擁
有
一
定
的
影
#
力

’
對
整
體
節
目
之

 

策

劃

享

有

發

|
|
一
一
權

 >
 並
且
節
目
内
容
必
須
遵
守
若
干
準
則
，
以
確
保
最
起
碼
的
平
衡
性
、
客
觀
性

及

相

互

尊

重

。
唯
有

 

將
一t

i
l

組
織
上
及
實
質
上
之
原
則
以
法
律
加
以
明
文
規
定
，
始

能

達

成

此I

目

的

。

從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得
不
出
廣
播
電
視
播
放
主
體
必
須
同
時
爲
播
放
設
施
之
所
有
權
人
或
處
分
權
人
，
且
必
定
有
權

 

經

營
播
放
設
施
的
結
論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並
不
禁
止
國
家
之
代
表
在
「
中

立

化

」
的

播

奎

體

之

内

部

機

關

中

’
佔
有

 

適

當

比

例

之

席

位

。
但
國
家
直
接
或
間
接
操
控
經
營

f

電
視
之
機
構
或
公
司
’
則
爲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所
不
許
。

一
九
六
◦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依
公
證
契
約
所
設
立
的
德
l
i
I
o
電
視
有
限
公
司
’
係

以r

製
作
及
播
送
能
將
德
國
之

 

全
貌
介
紹
給
國
内
外
收
視
者
的
電
視
節
目

J

爲
目

的

，
其
股
東
原
先
包
括
德
塞
心
聯
邦
共
和
國
及
聯
邦
部
長

S
c
h
d
f
e
r

 

。
自

從

「
代
表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各
邦
」
出
資
的

s
c
h
^

e
r

部
長
退
出
後
，
德
塞
心
聯
邦
共
和
國
成爲
唯|

股

東

，
 

該
公
司
遂
完
全
屬
於
國
家
所
有
’
無
異
聯
邦
之
工
具
’
由
聯
邦
政
府
及
聯
—

理
依
其
憲
法
上
之
權
限
掌
控
。
此
一
事

 

實
不
容
吾
人
執
設
立
契
約
，
以
及
做
屬
契
約
部
分
内
容
之
公
司
章
程
之
規
定爲
由
加
以
否
認
。
縱
使
可
認爲
該
公
司
之

 

機

關

’
尤
其
監
f

與
執
行
業
務
之
股
東
’
在
相
對
上
能
獨
立
執
行
職
務
’
章
程
中
涉
及
節
—

劃
之
規
定
於
亘

HU
也

 

尚
能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播
®
視
制
度
化
自
由
之
意
旨
’
但
關
鍵
仍
在
於
公
司
法
相
關
規
定
及
該
公
司
之
章
程

 

均
無
法
擔
保
該
公
司
目
前
之
組
織
形
態
不
致
於
改
變
。
猶
如
該
章
程
已
因
股
東

s
c
h
^

e
r

之
退
出
而
變
更
，
將
來
亦
隨

 

時
可
能
因
其
他
原
因
而
變
更
。
「
股

#
J

可
以
決
議
將
章
程
做
任
意
之
修
改
-
亦
可
決
議
裁
撒
公
司
現
有
機
關
並

 

設

立

新

機

關

(
包
括
相
關
的
人
事
異
動
)

。
所
以
前
述
爲
維
護
霞
電
視
自
由
而
須
採
取
的
組
織
上
之
防
範
措
施
及
實

五
七



質
上
i

則
’
究
係
明
定
於
法
抑
或
僅
載
於
公
司
契
約

内
’
便
i

本
上
的
不
同
。
 

¥

所
述
-
德

塞

心

電

視

置

公

司

之

暨

及

囊

>
 

產

第

五

條

之

規

定

-



關

於

「
聯
邦
區
域
重
劃
」
之
判
決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十
三
卷
第
五
十
四
頁
以
下

譯
者
-
周
成
瑜

墨鬌主
文

理
由

A

、
1

1

'

n

 '
 

府

置

裏

識

蜃

蠢

之

立

場

r
a、黑8

之
雲
與
府
之
意
見

IV
、
 同
鄉
會
之
_

V

、
 
同
鄉
會
提
蜃
法
訴
訟

 

YI
、
同
鄉
會
理
事
長
之
講

VII
、
同

鄉

會

_

長

提

起

機

s
s

a

五
九



六
o

B

、
 
1

1

、

1
聯
邦
政
府
之
不
8

應
歸
責
於
聯
邦

n

、
同

鄉

會

在

蠢

證

中

無

當

事

人

劈

 

f
fl、
同
鄉
會
不
S

起

憲

法

露

 

IV
、
麗

會

肇

長

之

憲

法
R

i
不
應
准
許
 

V
 '

國
民
義
麗
訟
中
無
當
事
人
劈

C

、
 
重
新
翼
區
域
產
■
璧

管

之

爲

i

之委託

丄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一

 |

三
款
僅
賦
予
^

^

^

就
^
^
與
^
*
2
之
憲
法
爭
議
爲
裁
判
|

限
；
此
等

憲
法
_

僅
存
在
^

^

人
向
欝
人
提
起
自
涉
3

方
|

質
蠢
關
係
所
生
之
請
乘
1

情
形
。

2.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九

5

|

^

^

區

¥

重

劃

爲
|

聯

邦

之

事

務

.
，
^
;
^
^

爲
因

1

之

原®
^

 ̂
|
5
之

調

整

之

1



’
僅

能

靈

糞

與

’
此
等
參
爵
於
已
墓
之
^

^

不
產
生
-種
地
位
’
使

此

而

有

薦

8

求
調
整

i

f

t
s

 =

4

i

邦
S

則
乃
在
聯
邦
與

S

之

法

内

部

，
建

立

或

相

互

間

之

權

利

置

務

，
然
而
此
原
則
在
 

邦
與
邦
間
S

自

動

壓

-
個

鋈

關

係

，’
雙
方
互
相
_

忠

誠

之

饔

麗

’
必

須

墓

或

藉

嵩

建

立

。

4
■聯
邦
與
糞
在
國
家
各
階
層i

部
份
維
護
並
創
設
#

^

本

法

立

法

秩

同

義

務

’
僅
與
基
本
法
之
墨
疋
有
 

關

’
而
由
該
秩
序
得
以
在
憲
法
爭®W

生
邦
與
邦
9

囊

。
至S

本

覉

規

定

’
與
遂
行
邦
與
_

間
的
國

 

家
權
力
’
或
者
實
質
決
豪
邦
與
蠢内
憲
法
的
生
f

關
•，而

聯

鬆

置

霜

翌

基

本

法

之

規

定

’ 

亦
非
關
^
;
*
^
邦
鬆
各
邦
雲
採
取
行
動
的
基
本
法
之
規
定
。

5.
爲
從
事
公
民
表
決
*
 

本f

二
十
九
二
項
而
組
成
的
同
鄉
會
與

f

不
同
，
並
非
憲
法
生
活
的
必
需
性

 

機
關
；
因

此

同

鄉

會

在

機

關

’
無
當
事
人
能
力
。

本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公
民
請
求
表
決
係
立
法
程
f

先
行
程
序
且
自
成
體
系
。
立
法
程
序
於

 

法
律
麵
提
出
之
時
開
始
。

(b)
基
苯
法
第
二
十
九
謙
三
項
公
民
表
決
之
標
的
並
非
公
民
請
願
’
而
是
該
因
法
者
之
決
定
而
產
生
的
區
域

 

調
整
法
。
對
於
政
治
問
題
之
公
民
投
票
本
法
第
二

J

擔

二

項
i

三
項
所
翌
公
民
表
決
及
公
民
請

 

願
’
至
不
相

渉
’
因
此
並
非
公
民
立
法
程
成
份
。

S

依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三
獲
定
參
與
表
決
投
票
夷
皇
不
蠢
聯
要
之
意
思
形
成
行
動
。

六
一



7.®
3
^
IH 4:W

二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
參
與
公
民
表
決S

利
僅
於
聯
3

法
蠢
定
區
域
調
審
產
生

=

- 0
^
.
, I

s

i

A

+

i
 - s

s
f

i

-

規
定
*不
推
適
用
的
產
擴
張
農
民
表
決
之
權
利
上
-

爲
追
求
此

I

權
利
之
憲
法
蠢
亦
不
被
賦

 

予
。

國

憲

違

定

’
在

憲

法

法

院

系

之内

，
霸
之
國
民
就
醫
爭
議
並
無
當
事
人
能
力
。

法
法
i

 

一

九
六
|
年
四
月
十
-
日舆
十
二
l

i

p
囊
同
年
七
月
十
i

之
判
決
i

號
 

2 BvG

 2/
5
8
,
2
BvE

 1/59

(
蜃

)
醫

嚣

政

本

醤

二

文

蠢

一

項

’
第
二
_

三
旬
’
第
六
項
第
二
句
之
躉
’
有
提
出
聯
 

調
整
法
草
案
滿
務
’
就
此
閜

1
®
^
!
:

決

。

(
當
事
人
)

1

疆

三

款

，

室
代
表
-

代
表
人

-

，

一
代
理
人
.
.

霤
人
，*

徳

辜

和

國

-

表
。代
表
人
：

醫
長
。

代
理
人

.

.

2.
^

m
本
書
九
十
三
德
一

 _

 一
款
，

I
W
8K

,:

3

黑
森—

#

騷
同
郷
會(Heimatbund

 

Hessen -Nassau )

，
由
第
一
主
褒
表WS

’

住
址
.
.



⑵
萊
茵
M
i森

馨

(Rh
e
i
n
h
e
s
s
e
n
b
u
n
d

 e
<
.
)
，
由
第
一
主
瘦
表WM

 ’
地
址
：
 

代
理
人
.

.

.

篇

人

.■聯

邦

醫

，
由
聯
窝
政
部
長
代
表
。

代

理

人
.
.
.

3.
糧

黯

憲

法

法

院

誓

九

十

條

.

.

異

議

人
i

黑

森

-

^

騷

§

會

’
害

-
主

席

戾

理

>

2
.
萊

茵

黑

置

會

，|

主

席

震

表

，
代

理

人
.
.
.

異

議

人

：i

s
…

：

5-
W
M.*

代

理

人

…

…

s.
^
w

l
本
塗
九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_

人

：

4

5

…

：

2-
W
M…
丨

代

理

人

…

…

相

對

人

：
聯

邦

政

府

•
由
内
政
部
長
代
表
>



I
鲞
程
序
宴
本
判
決
之
拘
束o
 

2.
各m

a
i

均
不
受
准
許
，
應
予
駁
回
。

判
決
理
由

A
 >
 
" 
>
'

基

本

法

第

二

-項
要
求
’
麗

屬

之

麗

依

聯

S

律
爲
之
。

本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六
囊
 

定

’
基
本
法
公
布
後
二
一
萬
應
麗
地
區
。
由

望

本

：

w

二
十
九
條
始
因®

軍

而

延

謹

行

’
以
致
前
開
三f

 

i

於
一
九
五
五
年
五
月
五
日
佔
領
軍
政
權
結i

才

—

。
而I

九
四
五
年
五
月
八
日
之
後
靠
重
組
之
際，i

 

公
民
表
決
改
變
邦
籍(L

a
n
d
e
s
z
u
g —

g
k
e
i
t
)

之
釐
二
十
九
條
第
二
獲
蠢
於
-年以

内
 

由
公
民
注
疆(

v
o
l
k
s
b
e
g
e
h
r
e
n )

^
s

改

難

f

決
定
。
此
一
年
期
間
亦
自

j

九
五
五
年
五
月
五
曰
起
算
。
共
有
八

 

項
公
民
已
依

I

九
五
五
¥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之
本
讓
二
十
九
霍
二
項
至
第
六
項
公
民
請
願
震
決



調
整

 

區

法(
o
e
s
e
t
z
t
i
b
e
r

 Vo
l
k
s
b
e
g
e
h
r
e
n

 un
d

 Vo
l
k
s
e
n
t
s
c
h
e
l
d
b
e
i

 Ne
u
g
l
i

 

e
d
e
r
s
g

 de
s

 Bu
n
d
e
s
-

 

g
e
b
i
e
t
e
s

 na
c
h

 Ar
t
.

 29

 n
 M

s
s
d
e
s

 G
S
J

分

別

自I

九
五
六
年
四
月
九
日
至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以
及
一
九
五

 

六
年
九
月
三
曰
至
九
月
十
六
日
實
施
完
畢

>

而
且
其
中
六
項
請
願
已
達
到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之
要
求

 

’
即
須
有
選
民
十
分
之I

同

意

。
在
隸
屬
萊
茵
一
^
爾

茲

邦

(
R
h
e
i
n
l
a
n
d
-
p
f
a
l
z
)

的
蒙
他
堡(M

o
n
t
a
b
a
u
r
〕

和
萊
茵

 

M
i森

(

f

 

i
n
h
e
s
s
e
n
)

兩
個
行
政
區
域
内(

R
e
g
i
e
r
u
n
g
s
b
e
z
i
r
k
e
)

，
公
民
同
意
將
該
區
併
入
黑
木
範
的
票
數
分
別
. 

髙
逢
有
權
投
W
署
之
百
分
之
廿
三
點
二
及
百
分
之
二
〇
點

二

。
蒙
他
顰
n -
政
局
的
黑
森
i

騷

同

鄉

會(
H
e
i
i
t
b
u
u
d

 

^
5

5

3

-

5̂

5

3

5
理
#
|
^
以
及
萊
茵
黑
秦订
政
區
的
萊
茵
黑
森
^
#
(
?5 .
|1
^
5
5
3

0 -
§
0 .
6

<
.
)
理

 

依
據
公

 

民

請

願

法(
v
o
l
k
s
b
e
g
e
h
e
r
e
n
s
g
e
s
e
t

匕
第
二
准
予
公
民
請
願
。

本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六
項
規
定
’
因
德
國
其
f

區

加

入

聯

邦

而

應

重

新

釐

定

聯

靈

區

時

’
於
其
加
入

 

後

兩

萬

就

地

區

調

整

加

以

規

定

。
薩
爾
邦
.

(S
a
a
r
l
a
n
d
)

在
前
述
三
年
期
間
内
經
一
九
五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公
布

 

、

I

九

五

七

年

一

月I

曰
生
效
之
聯
邦
法
併
入
德
塞0

聯
§
(
和

國

内

。
不
過
該
邦
—

薩

爾

條

約

(
s
a
a
r
v
e
r
t
r
a
g
)

 

第

-
條

墨

三

條

直

至

一

九

五

九

年

七

月

六

曰

加

入

德

國

貨

醫

二

九

五

九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s
m

a

薩
爾
邦

 

之
過
渡
時
期
之
公
告
，
i

聯
i

律
公
報
第
一
卷
第
四
o
 i

頁

)

。

S

聯

邦

響

之

請

求

<

 I

九
五
一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決
議
，
見
國
會
第
一
#
期
速
記
f

尸
第
五
九
七
頁
以
下
；
公
 

報
第
二
二
二
二
號
)
.
，
聯
邦
政
府
於
一
九
五
二
年
一
月
十
五
曰
召
集
了
一
個
鑑
定
人
委
員
會
以
便
說
明
並
規
劃
調
整
聯

六
五



六
六

。
該
賣
會
由
已

卸

任

之

帝

國

總

理

士

 

(
D
r
_

 
s

)
任

主

席〇

該

貪

一

九

五

五

年

八
u

 

日

結

束

其

工

作

-
並
向
聯
邦
政
府
提
出
1

。
該

塑

n

名

稱
爲
，
.r

聯

邦

福

之

調

整〇

聯
邦
政
f

派
i

定
人
委

 

員

。

聯

邦

上
i

 
i

九
五
五
年
六
月
二
十
曰
於
1

公

民

讀

法

之

際®

^

堡

(H
a
m
b
u
r
g

)
邦

之

申

請

’
在
巴
伐

 

利

亞(
B
a
y
e
r
n
)

及

黑

森(
H
e
s
s
s
)

兩

邦

爵

’
巴

 

登

堡(B
a
d
e
n
-s
r
t
t
e
m
b
e
r
g
)

邦w
w

f

 下

’
做

 

出
下
列
決
議

 <
上

院

第I
■
四
三
次
會
議
速
記
1

暴一

六
七
頁
以
下
)

：

聯
邦
上
麗

爲

-
驀

調

整

徳

國

統

一

之

後

方

誓

之

。

因
此
上
院W

S

務
指
出
’
鑑
於
政
治

®

，
在

日

後

立

法

程

必

要

審

査

，是
否
露
何
等
程
度

内

應
 

問
題
而
延
^

*

本

書

U

條
調
整

第

二

屆

議

院

—

法

委

員

會

(

一

九
五
五
¥

月
十
四
日
第
八

f

五
頁
)
以
及

内

部

二

九

五

五

¥
月十九日第四十七次會議簡頁>
 
否
上
院
之
蠢

°

聯

邦

醫

§

謝

§

士

 

CDr \
s
l
e
r

)

司
長
於
第
三
委
員
會
二
九
五
八
¥

二
月
三
曰
第
三
 

+
+
|
次

#

*

3

*

£

十

四

頁

)

所

做

之

想

口

，
對

於

該

決

*
|
1
示

如

下

意

見

：

只

要

上

院

決

議

針

對

基

-
^
4
*

 |十

九

蠢1

項
所
1

重

新

調

整

(
不
#

^

公

民

霞

)

’
響

人

可

以

指

 

出

’
基
S

第
二
i

擔

六

馨

I

句

醫

羅

調

整

馨

三

之

規

定

，
僅

爲

「麗

規

定

」
。
因
此
如
有



重

大

理

由

-
重

新

調

整

之

三

年

期

間

亦

得

不

經

修

憲

而

延

展

。
至

於

必

要

之

程

度

如

何

’
將
由
聯
邦
政
府
在
期
間

内
審

 

查

。
一
九
五
七
年
十
二
月
十
二
曰
-
聯
邦内
政
部
提
對
於
國
酋
議
員
韋
爾
伯
博
士

 

(
D
r
.

 we
r
b
e
r
)

之
質
詢
有
如
下
笞

 

覆

(
國
會
第
三
會
期
速
記
報ft
蕾

-六
九
頁
)
：

聯

邦

政

府

認
爲
，
旦
刖
不
宜
在
旣
有
之
關
係
上
就
聯i

區

調

整

一

事

進

行

討

論

決

定

。
準

此

，
聯
邦
政
府
尤
其

 

必

須

考

慮

德

國

統

-
以

及

薩

爾

邦

回

歸

等

問

題

。
…

…
聯
^

府

認

爲
部

份

解

決

方

案

不

能

被

允

許

…
…

。

一
九
五
八
年
-
月
十
七
日
聯
邦
内
政
部
長
在
第
三
屆
國
會
内
政
委
員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簡
要
記
錄
第
十
頁
)表

示

：

就

重

新

調

整

一

事

’
聯

邦

政

府

目

前

無

意

提

出

相

關

義

-
此
係
尤
其
基
於
薩
爾
邦
以
及
德
國
將
來
統
一
問
題
之

 

考

慮

。
若

有

重

大

緊

急

狀

態

出

現

，
則

絕

無

人

會

設

法

排

除

。
無

論

如

何

，
他
不
認

爲
國
民
目
前
就
重
新
調
整
有
迫
切

 

利

益

。
此

外

他

本

人

目

前

也

基

於

心

理

因

素

，
認
爲
重

新

調

整

並

不

適

當

。

最

後

，
内
政
部
憲
法
司
司
長
謝
佛
傅
士
於
一
九
五
八
¥

二

月

三

日

在

第

三

屆

國

會

法

律

委

員

會

說

明

(
第
三
十

 

七

次

會

議

紀

謙

十

二

貢

以

下

；
塞

？
參

閗
I

九

五

九

年I

月
二
十
一
曰
法
律
委
員
會
第
四
十
二
次
會
議
記
錄
第
八
頁

 

)
：

聯

邦

政

府

鑑

於

德

國

統

一

以

及

薩

爾

邦

回

歸

德

國

等

問

題

-
認

爲
目
前
不
萌
王
動
提
出
聯
—

區

調

整

案

…

…

。
 

聯

邦

政

府

始

終

認
爲
’
提

出

調

整

案

旣

不

正

確

亦
非
聯
邦
政
府
之
法
律
義
務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所
規
定
之
聯
1

區

調

整

法

’
迄

今

旣

未

由

聯

邦

政

府

提

出

’
亦
未
由
其
他
有
權
提
出
法
律

六
七



案

之
憲
法

機

關

提

出

。

i

黑
^
^
府
於i

九
五
八
¥

月
二
十
九
日
以
府爲
®

人
向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提
出
害
面
鍾6S
。
書
狀
 

於
一
九
五
八it

H-
 

i

月
三
曰
送
達
麗
憲
法
法
院
，
其内
容
爲
：

讀
聯
法
覉
決
.
.
1
^
^
和
國
違
二
十
九
德
六

S

二
旬
結
合
同
霧I

項
第
 

三
句
以
及
聯
邦
秦nr
爲
之
蜃
’
蓋
聯
邦
驚
迄
一
九
五
八
年
五
月
五
曰
止
未
於
聯
邦
響
塵
出
調
整
區

法
草
案
。

言

詞

辯

論

時

蠢

f

内
容
如
下
述
：
請
求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
聯

邦

違

暴

本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六

項

第

二

句

 

結
合
同
條
第
二
項
第
三
句
以
及
聯
邦
友
善
行
爲
原
則
’
蓋
聯
M

府

迄

今

爲

止

’
未

於

聯

邦

響

中

提

出

調

整

聯

靈

I

-

聯
邦
篇
則
請
求
駁
回
霧-

2.
黑
木
露
政
府
認
爲
’ 

本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六
項
第
二S

合
同
S

二
項
第
三
句
之
規
定
-
聯
^

府
 

有
義
雲1

九
五
八
年
五
月
五
曰
以
前
向
聯
邦
警
提
出
調
整
聯
謹
區
法
草
案
。

由

於

聯

觀

璧

_爲
’
因
此
亦
鐘
i

里
麗
釋
爲
_

務
。
就
聯
邦
與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規
麦
程
序
範
屑
内
之
靈
霧
而
生
之
爭
議
-
黑
蠢
得
向
聯
法
院
請S

出
判
決
-

黑
^

#

張
爲
其
利
益
而
有
特
定
之
擾
調

S8 W

權
’而
主
張
調
整

爲

蠢
。翼
醫
之



不
作
爲
侵
犯
蠢
之
權
利
範
禱
，
因爲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九
權
-
項
賦
予
各
邦
經
由
符
合
該
條
所
訂
之
原
則
之
蜃
調

 

整

以

聖

^

^

^

和
國
-
^
®̂
^
。
爲
此
^̂
Î̂

Î

^

遒
守
爲
此
而
定
之
期
間N
®

^

在

基

—

規

定

的

三

分
f

邦

國

家

(
d
r
e
i
g
l
i
e
d
r
i
g
e
r

 B§
d
e
s
s
t
a
a
t
〕

之

内

，
調

整

聯

認

區

爲

補

充

制

訂

■

，墨
攫
蠢
和
國
的
任
務

。

U

震

定.

國
^

整
僵
家
露

並
對
於
整
靈
家
負
義
務
以
黯
法
律
履
行
此
等
任
務
。
_

則

是

聯

邦

憲

法

之

’
經
由
訴
訟
途
徑
向
辭
邦
憲

 

法

法

院

個

國

家

霞

義

務

。如
奢
這
種
簾
途
徑
’則無異默示修

^

a

 

-

因
S

本
 

德
二
十
九
條
未
被
貫
澈
執
行
。

務

提

出

鋈

_

遂
行
調
整
區
域
之
董

-

乃

源

自

聯

邦

蠢

箭

。
因爲
調
整
棗
成
前
’
各
 

邦
包
括
f

I

域

。唯
此將會造
成不

f

和
不
安
’
使
法
律
制
定
困
難
，
並
阻
礙
各
邦
所
有

爲
秩

 

序
所
採
取
渉
及
區
域
之
措
施〇

只
要
_

本
法
内-w

w
#

霍

逶

霧

*
 

撰

律

人

格

奎

觀w
*

合

疆

義

務-

對
於
聯
邦
與

各
邦
之
間
的
爭
執
’
 

第

九

十

三

簾
I

項
第
三
款
s

i

於
聯
邦
違
反
涉
及
_

利
害
關
係
之
義
務
有

 

不
同
意
見
即
已
構
成
；
至

銥

的

主

要

件

。
鑒

於

黑

{兩
項
睹
籰
求
環
歸
併
，
因
此
議
對

 

於
區
域
調
整
即
有
利
害
關
係
。
—

有
向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i

求
之
權
利
，只
要
各
邦
主
！

反客

i

f

利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六
項
第
二
句
結
合
第
二
項
第
三
句
要
求
，
聯

邦

政

府

在

期

限

屆

滿

前

馨

向

聯

邦

機

關

提

六
九



七
o

出
調
整
區
域
法
草
案
’
 
f

法
律
於
期
限
内
公
佈
。
立
憲
沿
革
證
明
’
期
限
規
定爲
強
行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六i

二
句
所
以
使
用r

蠢

j

 (so
l

 

一

)
 
一
字
，
具
赛
防
止
由
「
必
氧
」
一

毒

出

除

斥

麗

^
府
違
反
囊

賦
予
它
的
主
動
提
案
義
務
’
並
且
因爲
拒
絕
提
出
t

草
案
而
違
反
f

法
笼
二
十
九
條
之
規
定
。

提
出
調
整
蜃
法
義
務
’源
自
於
蜃
蜃
居
民
之
自
鋈
。在

已

依

基

本

 

i

二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i

二
句
遂
§

民
請
願
。
該
依
基
$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三
i

二
句
於
此
等
區

*
：

 

應
爲
之
公
民
表
決
以
聯
緊
二
十
九
馨
舊
三
旬
講
此
等
5Z
邦
籍
之
規
定
收
入
；

a

肇

華

|

事
 

蠢

提=

府
因
此
乃
嘉
露
公
民
請
願
結S

立
即
提
出
法
律
草
案
-

聯
邦
政
府
不
能
以
(f

〕
國
家
重
新
統

一

 i

爾
邦
回
歸
二
i

免
除
其
主
動
提
案
義
務
之
理
由
。
蓋
重
劃
之

本法第二十九華係恰議

™

醤

蠢
之

i

麗

而

蓮

本
法
第
一
四
六
條
規
定
，
基
革f

生
效
之
日
起
失
其
努
由
德
塞
心
人
民
基
於
自
由
決
定
而
制
定
’
因
此
整
個
德
國

 

統

5

之
S

調
整
僅
襲
新
憲
法
之
規
定爲
之
。
在
此
姿
S

本

書

-丈

條

有

拘

努

。
至
於
政
治
上
之
合
目

 

的
性
之
考
蠢
不
能
違
抗
憲
法
之
命
令
-
薩
爾
邦
加
入
聯
謹
及
德
國
部
摇
區
加
入
問
題
’
就
此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九

 

簾

六

i

 1旬
5

別
規
定
’
此

與

藥

其

撮

區

普

適

橐

之

問

題

齧

。

黑提出二十九條在中部萊菌地區

(
M
i
t
t
e
l
r
h
e
i
n
g
e
b
i
e
t
)
i

調
整
地
圖
選
集

i

s

3.
聯

缓

雰

對

，
熒

更

雲

提

出
_

並

主

張

應

准

許

，
因
爲
■

係
爲
提
_

本
法
和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均
無
規
定
龍
藏
證
。_

人

並

不

作

爲

’而
篇
摘
與

I

不
可
等
同
看
待
之
府

不

作
爲
。
創
設
法
律
純
係
聯
邦
立
法
程
$

内
部
問
題

’
並
無
對
外
之
效
力
，
特
別
是
對
於i

而

言

。

證

BB
後
不
應
准
許
’
因爲
爲
聯
邦
與
各
邦
爭
議
之
前
提
的
實
質
上
之
相
互
權
利
義
務
f

 ’
在
S

調
整
方
面
並

 

不
存
在
於
聯
邦
和
黑
&
之
間
。
—

聯
邦
立
法
f

E
區
域
調
整
有
立
法
#我
務
’
此
義
務
也
非
相
對
於
各
邦
而
一
一
目
’
因
 

此

蠢

亦

無

調

蜃

攮

調

整

法

並

不

影

置

蠢

的

法

律

利

益

-
而
經
濟
和
政
治
利
益
尚
不
足
以
使

黒
靡
有
請

 

求
權„

此
外
*
靠

之

利

益

在

調

整

之

醫

然

互

畧

立

„

因
此
各
邦
利
益
亦
不
可
由I

忠
誠
之
觀
點
加
譽
慮„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九
簾
六
項
第
二
句
之

r

應
爲
條
文
」
並
未
構
成
嚴
守
期
間
之
義
務
。
對
履
行
蜃
上
應
被
承
認

 

而
且
爲
聯
邦
政
府
認
所
正
視
之
提
出
法
律
草
案
我
務

I

事

，
可
以
基
於
重
大
而
且渉
及
一
般
利
益
之
理
由
在
認
眞
檢

 

討
後
擱
置
一
旁
。
聯
邦
政®

時
i

區
域
調
整
法
之
努
力
’
因爲
德
國
統I

爲
德
國
政
策
主
要
工
作
*，
要
求
¥

各
 

方

力

量

達

成

慕

0
因
此
禁
止
在
這

一
時
刻
將
力
量
用
放
德
國内
部
問
題
之
上
；
此
等
問
題
雖
不
致
於
影释
全
局
，
但
 

會
引
發
重
大
爭
議
’
以

致

削

從

事

統

-
之
工
作
。
因
此
蠢
涉
及
國
家
政
策
何
者
優
先
必
要
的
問
題
4

_

必
 

業

經

識

上
S

 

一

九
五
五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議
決
承
認
-，
而
上
院
是
^

經
此
靠
可
以
依
基
本
法

 

第
五
十
條
參
與
聯
邦
之
法
。
抑
有
進
者
，
薩
爾
認
一
九
五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加
入
聯
邦
，
其
事
對
於
調
整
措
施
極

爲
重

 

要
而
且
最
有
爭
執
的
中
部
萊
茵
地
區
不
僅
製
造
了
新
關
係
，
而
且
形
式
上
也
使
區
域
調
整
：的
期
間
延
展
。
兩
年
之
特
別

 

期
問
於
-
九
五
九
年
七
月
六
日
薩
爾
邦
結
束
過
渡
時
期
時
才
開
始
起
算
。

露

醫
爲
了

支

養

見

解

提

出

貝

特

曼(B
e
t
t
l
n
)

教
授
的
法
律
意
見
書〇



4
‘其

他

已

認

知

黑

木

爺

依

據

聯

邦

座

法

法

院

法

第

六

十

九

條

結

<!

量

六

十

五

條

之

規

定

提

出

慧

緊

之i

均

無

 

參

加
黒

i

 一
造
者
’
萊

茵

伐

爾

茲

於

一

九

五

九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以

害

面

官

一

示

r

參

加

聯

邦

政

府

一

造

」
；
是

項

參

 

加

已

被

本

院

於一

九

六I

年

四

月

一

曰

以

裁

定

不

予

許

可

=

IV
、

L

I

九
五
九
年
七
月
十
日
在
蒙
他
堡
和
萊
茵
黑
森
兩
行
政
區
提
出
公
民
請
願
案
的
黑
森一

#

騷
同
郷
會
和
萊
茵
黒

 

森
f

 ’
同
樣
也
向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提
出
反
對
聯
邦
政
府
的
謹

R9
=
 

求

確

認

。

聯

邦

政

府

侵

犯

了

蒙

他

堡

(
及

萊

茵

黑

森

)
地

區

居

民

本
i

本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實

施

公

民

表

決

 

之

權

利

’
蓋

聯

邦

政

府

未

於

聯

邦

—

中

提

出S

調

整

法

草

案

。

聯

邦

政

府

則

請

求

駁

回

前

開

啓

‘明

。

2
+
同

鄉

會

主

張

之

依

據

爲
’
 

承
他
堡
和
萊
茵
黑
森
之
人
民
」
於
該
區
域
舉
行
公
民
址
OB
f

效

之

後

，
受
任
經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所
規
定
之
公
民
表
決
參
與
在
區
域
調
整
法
立
法
中
形
成
聯
邦
意
志
其
事
。
該
區
人
民

 

是
聯
邦
的
初
S

法

機

關

而

非

事

後

成

立

之

憲

法

機

關

，
與
聯
邦
政
f

基
本
f

二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三
項
同
在

 

憲

法

法

律

關

係

之

中

’
經
此
產
生
彼
此
互
有
之
權
利
與
義
務
。
同
鄉
會
是
由
人
民
所
實
施
之
國
家
權
力
之
傳
蠢
同
，
其
憲

 

法
上
之
必
要
功
能
已
被
公
民
_
願
法
第
二
條
、
十

_條
及
二
十
四
條
所
承
認
。
在

公

民

本

法

第

二

十

九

S

二
 

項

’
第

二

一

項

調

整

區

域

創

制

程罢
面

’
同

鄉

會

之

職

責

與

政

黛

在

選

履

行

者

相

同

。
與

政

黨

一

樣

，
同
鄉
會

 

在

機

關

爭

訴

訟

權

。
同
鄉
會
主
張
在
憲
法
爭
議
程

f

有
該
區
人
民
f

之

權

利

。
唯
彼
等
自
己
之
憲
法
上
之



雲

也

受

到

侵

害

*
因爲
第
二
尤
條
必
然
以
自
由
之
政®

^

團

窗

二

尤

條

所

規

定

之

公

民

立

法

程

創

 

編

靈

S

。
不
過
-
如

果

&
:
然

拒
絕
同
意
公
民
立
法
程
序
，S

S

S
職
貴
將
不
可
能
。
撇

囂

涉

及

 

結
束
區
域
重
整
而爲r

應
爲
條
文
」
之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六
項
不
談
’

二
十
九
媒
第
二
項

i

三
項
，
聯
1

府

 

無
論
如
何
均
直
我
囂
請
願
成
功
實
施
後
在
請
願
地
區
内
，
即
刻
主
持
區
域
調
整
。

3.
聯
邦
政
府
否
認
同
鄉
會
在
機
關
當
事
人
能
力
。
憲
法
和
公
民
請
願
法
均
未
規
定
同
鄉
會
有
憲
法
上
之
 

地位"該

法

震

予

其

公

民

-馨亦不能以地區人民之

S

人行事

i

爲
^
^
箸

 

受

鼉

籠

备

託

-
置

霣

同

鄉

會

的

S

人
以
及
由
壽
霱
而
爲
B

之
義
人
均
與
蠢
區
之
蠢
蜃

之
居
民
不
同
。
與
政
黨
在
機
關
爭
&

^

當
事
人
能
力
之
比
較
亦
非
正
確
’
蓋
政
逋
僅
能
就
其
自
有
之
權
利

爲
機
關
爭

 

議

’
而
在
區
域
調
整
中
卻
與
同
鄉
會
之
組
織
’
結
構
和
功
能
無
涉
。

f

聯
—

府
有
主
動
提
案
義
務
-
亦
絕
非
相
對

 

於
同
郷
會
。
再
者
-
同
鄉
會
之_

5H
爲

時
已
遲
，
因
爲

疆

義g

人
陳
述
，
讓

人

至

遲

於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日

 

經
由
司
長
謝
德
S

明
已
知
^

*

所
指
摘
查
場
。_

，鑒

法

望

本

書

一

十

九

i

 

1

 

項
所
稱
最
裏
之
見
解
(麗

壽

法

院

判

五

糞

五

十

六

頁

〔第
六
十
三
頁
以
下
〕
*,第
五
雲
六
士

C

 

頁

〔第
六
十
八
頁
〕
以
下
)
’
蒙
他
堡
行

m

之
公
民
it
願
究
喜
疋
§

准
許
亦
有
疑
問
。
此
外
’
調
整
*

^

公
 

民
請
願
地
區
而
言
，
亦
已
轉
人
一
般
(
普
通
)
的
立
法
程
序
。
聯
邦
政
府
在
認

s

討
之
後
，
基
於
重
大
、
普
遍
利
益

 

之
原
因
，
不

認
爲
此
時
有
提
出
調
整
區
域
法
草
案̂

務

。

V
 '

七
三



七
四

就同海會̂

罄

事

人

劈

*麗
皇
是
憲
法
異
議
。聯

爲

這
種
憲

n

f

 
- 

- 

f

f

i

l

w

 
-

VI
、

i
麗

皇

席
ws

 (
住
於Diez )

以
及W
M
(

箧

w
o
r
m
s )

也
以
自
己
蠢
提
出
蠢_

。
；*

£

求
確
認
.*
 

囂

本

書

二4
-
F
e
i

二
i

 

一
§
予

8
^
!
&
<
声

^
4
0
|
^

利
-緣

未

 

&
提
出i

s

法
S

。

霜
政
饔
法
法
院
法

K

十

四

權

湯

悉

雲

人

提

出

蠢

異

議

後

，
請

囊

回

議

之

_

。
 

3.
異
議
人
主
■

本
法
賦
予
^M

決

定

馨■N
#
!
：

因
不
作
織
墨

n

。憲
法
異
以
響
准
 

許’
乃

®

憲

法

套

-
1
4
^

三
十
三
條

 '
第
三
十
八
條^

a
H
-

七

條

之

靈〇

 f

植

- S

I

 -

i

漏
必
須
由
法
院
蠢
概
括
條
箱
法

i

董
想
以
加
以
補
充
。就基̂

®

以
s

A

i

i

l

s

s

f

t

i

»
i

w

^

i

s

廑

’
此S

l
W
t
-W

不

能

文

籰*

 

蠢

兩

行

醬

^

IIS ?

公
民

 

盡
的
公
法
’亦

s

求
規
定
的
公
民
表
決
。有
表
鋈
的
公
民
罡
餘
蠢
公
 

民
表
決
’
而

且

也

蠢

(其®

。
囡
f

政

府

’

亘
盤
無
提
出

f

之
涅
由
’
以
—

已
完

f

s

l

s
i

f

f

i

E-
1
^
-
0
3

 

S

s

8

f

s

>
i

^

i



S.
聯

邦

政

府

認
爲
憲

法

異

議

不

應

准

許

且

無

理

由

。

異
議
人
自
身
之
權
利
不
可
能
因
聯
邦
政
府
不
作
爲

i

侵

害

，
因
爲
主
動
提
案
之
作
爲
或
不
作
爲
並
非
向
外
針
對

 

第

三

人

之

主

權

行
爲
。
憲
法
異
議
不
允
許
公
民
個
人
介
人
憲
法
機
關
間
之
内
部

f

。
無

論

如

何

，
對
於
聯
邦
政
府
不

 

作
爲
而

依

聯

邦

法

院

法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提
出
憲
法
異
議
已
超
過
期
限
。

如
果
將
S

異
議
另
^

釋

’
認
爲
異
議
係

針

對

聯

邦

立

法

者

之

不

作爲
，
則

應

注

意

’
聯
邦
立
法S

於
國
民

 

並

無

履

行

憲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
項

和

第

六

項

所

授

予

之

立

法

職

責

。
此
種
純
粹
之
組
織
法
律
僅
對
領
土
劃
分
有
形
成

 

效

力

，
對

國

民

則

無

第

|一
|人

效

力

。

本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請
求
舉
行
公
民
表
決
之
權
利
並
非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九
十
條
第
一
項
所
保
障

 

之

權

利

。
雖
然
選
舉
之
權
利
亦
受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之
保
護
’
但
是
自
存
在
於
選
舉
與
其
他
由
公
民
直
接
從
事
機
關

 

行
爲(v

°
k
s
u
m
i
t
t
e
l

 

b
a
r
e

 Or
g
a
n
s

 

c
h
a
f
t
s
h
a
n
d

 

l
u
n
g
e
n

 )
，
比
如
公
民
請
願
、
.公
民
投
票
及
全
民
普
查
等
間
之
相
似

 

點
並
無
法
導
出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一

^
法
異
議
所
保
護
之
要
求
S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之
公
民
表
決
之
權
利
亦

 

在
第
三
十
八
條
内
。
在

本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至

第

六

項

形

成

之

特

殊

立

法

程

$

舉
辦
公
民
請
願
乃
繫
於

 

聯
邦
立
法
者
之
前
行H

垄

0
行

爲

，
這
種
意
志
行
爲
不
受
選
民
影
響
$

 =
sl
此
對
此
表
決
而
口

 ’
在
所
有
表
決
方
式
之

 

^

無
其
他
受
基
本
權
保
護
之
請
求
權
，
例
如
強
迫
爲
公
民
表
決
=
S

異
議
人
所
稱
「
漏

洞

」
並
非
訴
訟
法
之
問
題

 

，
而
是
實
質
基
本
權
範
圍
擴
張
之
問
題
’
故
聯
邦
W
法
法
院
亦
無
法
予
以
填
補
=

七
五



VII
'

同
鄉
會
肇
長
認

爲

馨
以
囊
異
提
出
可
視

®

提出纛_

 ’
要
裘
此
一
 

點
爲
審
査
。
|

認
爲
’
國
民
爲
作
爲
f

 

之
公
民
全
體
之
一
部
份
’
亦
是
憲i

關

-
因
此
可
以

 

向

訟

以

。露疆醫利不僅包括選舉權’同時也包括基本達
二 

尤

襲

三

項

公

民

請

i

本
誓
二
十
九
條
饜
之
自
決
權
不
僅
屬
餞
區
人
民
全
體
-
亦
是
有
選

 

屢

之

公

民

之

麗

靠

。
虜

未

提

出

屢

調

整

法

_

，
以
致
於
公
民
表
—

法

舉

行

人

經

由

 

有
效
之
公
民
請
願
而
產
生
之
表
決
漂
因
之
耍
侵
害
-

異

提

出

之

_

明
白
表
示
齡
其
 

他

關

’亦
即
聯
|

府
’

 

已
表
示
立
f

請
求
駁
回
’
故
機
關
訴
訟
之
形
式
要
件
已
然

 

具
備0聯

邦
政
府
認
爲
，
公

民

個

人

絕

非

篇

霱

之

羣

人

0

聯
^
!
^
法

院

法

第

九I

項
以
用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之
繫
毋
寧
爲
_•憲

法

異

類

僅
爲

防

鬻

重

要

之

個

別

利

而

存

在

。
但i

法

異

|

|

^

_

訟

二

 

耋

不

i

 

-

聯
馨
法
法
院
法
第
九S

就
此
點
厘
显
不
抵
麗
本
法
第
九
十
三
擔
一

 _

 一
款
之
規
定
。
公
 

民
並
非
該
條
羅
—

達
關
-

於
憲
法
之
組
織
範
圍

内

之
訟
處
理
。就
公
民
主
張
麗
 

權
利
一
事
’
馨

疋

自

其

消f

震

份

而

來

，以
疆
異
議

爲

個
別
霸
馨



丄
里
^

N
s

疆

以

1

醫
不
提
草
案爲
標
的
’
但
此
提
案
並
非
塑
於
聯
邦
籠
間
之
立
法
程
f

部
份

 

-
不

是

謹

之

標

的

-S

依
照
黑_

之
見
解
*

爲

之

義

務

之

開

端

〇

如
吾
人
認

i

s

第
 

二

丈

條

各

邦

蟇

請

爲

，則
聯
非
因
自
己
不
作

爲

而
成

爲

被
請
裘
對
象
，而
是
其
不
 

作

爲

應
歸
責
。

：î
w
i

人
之
看
法
聯
邦
僅
1

麗

_

程
？

現

階

醫

聯

都

政

釋爲
而

巳

。
因
此
非
與

 

在
聯
邦
組

锇
範
圍
内
之
權
襲
務
有
關
’
而

係

麗

黯

欝

務

。
就
此
而
|__口

 ’

府
之
不
作
爲
可m

i
本
i

九
十
三
s

 

i

 I

三
款
所
i

與

之

i

s

的

*

杀
馨
邦
不
會
因
聯
邦
露
之
不
作爲
侵
害
或W

2
K 4S

及

黑

_

_

本

法

上
S

利

。蠢

糞

蠢

法

院

 

i

六
十
九條̂

<

虽
六十四條之規定’里

不

受

准

許

>

(a)
蠢
聯
法
院
法
第
六
丈
肇
用
同
法
第
六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

湿

就

I

舆
 

各

邦

間

之

謹
i

x

亦

望

_

®

^

籍
對
人
之
作
爲
或
不
作
爲
霧
害
或W

W

靈

脅

a
 

本
 

法

晃

十

三

衝

一

項

第

三

款

而I
W ’
這
並
非
附
加
的
’
從

而

也

的

要

件

，

i

®

 一
般
蠢

f

l

特
 

別
之
程
—

而
已〇

 

九
±

 1

 
i

三
款
只
i

「

與
邦
之
間
—

務
之

i

 

J

 
’
 f

歷
 

史
上
之
關
聯
(
威
瑪
憲
：̂

十
九
條
)
 
'
 

所
列
例
以
及
聯
觀
血
督

t*

irT
)
以
—

與
 

第
九
十
三
條
第一

 

四

款

(
「
其
他
公
法
爭
議
」
)

’
並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一
 

I *

二
款

(
於
肇
規
範
監
督
程f

 

聯政府之特別議糧)
系

f

究得出結論’
亦

即

-
項第三

s

i

邦

 

和
^

間
憲
法
爭
議
使
聯
邦
憲
法
法
^

^

判
決
。
這
種
法

t
t
#

不
—

與
邦
對
—

本

法

某

見

而

七七



生

，
i

靈

s

人
對
於
S

人
因
某
種
涵
盖
雙
方i

質

憲

法

麗

屢

出

請

求

權

時

才

墓

 <
參

照

識

囊

法

 

院

判

震

第

二

卷

第

-
四
三
頁
〔
第
一
五
五
頁
’
第
一
五
九
頁
〕
)

。
所
有
之
蠢

0S
’
就

壽

i

法
法
院
於
依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三
條
第一

 

i
w

三
f

爲

之
程
判
決
者
’均

與

$

間
的
憲
法
關
3

基
礎
，經
由
這
種

有
可
能
以
訴
訟
i

主

張

(f

聯
邦
憲
择
法
院
判
決
i

卷
第
十
四
頁
〔第
三
十
頁
〕
；
第
三
卷
 

第
五
十
二
頁
〔第
五
十
五
頁
〕
；
第
四
卷
第
二
五
頁
〔第

二

I

二
頁
〕
：
第
六
卷
第
三o
九

頁

〔
第
三
二
三
頁
、
第
 

三
二
八
頁
〕
.，
第
八
卷
第
一
二
二
頁
〔
第
一
二
八
頁
以
下
〕
；
第
十
一
卷
第
六
頁
〔
第
士
二
頁
〕
；

一
九
六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曰
電
視
案s

決

’
 c
 I

’
E

i -

g

在
里

羅

與
i

蠢

律

_

s

里
^

^

以
主
張
其
有
公
佈
區
域
調
蠢
_

蠢
。聯
邦
旣
未

 

侵
犯
邦
域
，案忽
視
利
之
雪
規
範

i

本

誓

无

條

第一

項
第
一
句
明
文
規
畫
域

 

調

整

之

對

蠢

爲

’
使
攮
調
整
成

爲

聯
馨
屬
峯
務
。
正
如
基
銮
草
案
第
二
+
^
條
之
■

’
區
域
 

調
整r

因
聯
邦
原
因
」

執
行
。

「
一
般w

s
k

員
會
」
雖
將
！t

i
個
字
f

 ’
但

該

望

不

靈

響

 

<

 參
 

照
公
法
年
鑑N .F
_1.

 ’
第
二
六
二
i

下
)
。—

並

前

疆

序

。

i

調
整
法
甚
至
不
必
釋
爲
憲
達
關

 

的
上
院
同
意
，
經
此
蠢
各
邦
本
可
共
同
參
與
灣
之
立
法
卸
rr
政

*
尤
其
如
果
吾
人
同
意
黑B

奎

張

，
麗

區

 

域
靈
法
曰
禱
充
立
憲
的S

，
譽

種

行
爲

須

霞
爲

僅

源

自

德

蠢

民

變

立

糧

(
基
本
—

5

。
但
與
整

 

部

基

銮

不

同

的

是

’
它
不
受
^

之
約
束
。
聯

隱

依

基

本

誓
U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先
創
造
_

 ’
 

馨

馨

邦

制

之

憲

法

規
定
之
下

黯

與

各
S

同
參
與
S

刖
題
-因
此
憲
法
賦
屢
調
整
任
務
之
不



能
創
設
聯
邦
與
現
有
各
邦
之
間
的
法
律
關
係
。

調
整
並
非
爲
現
有
各
邦
之
利
益
而
規
定
，
而
是
以
整
體
利
益
爲
依

 

歸

’
而
且
必
須
以
上
位
階
的
整
體
觀
點
予
以
實
現
(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

。
從
而
區
域
調
整
也
能
排
除
現
有
之
某
邦

 

或

改

變

其

領

土

’
以

致

被

改

變

之

邦

不

再

與

現

狀

之

邦

雷

同

e

由
此
亦
導
出
各
邦
無
權
向
聯
i

s
求

調

整

區

域c

 

這
種
法
律
狀
況
也
僅
對
所
有
—

相

同

。
兩
個
地
域
之
内
有
十
分
之
-
以
上
的
選
民
經
由
公
民
請
願
表
達
加
入
黑

 

I

的

願

望

’
這

I

事
實
首
先
只=

疋
聯
邦
立
法
者
的
資
料
’
立
法
者
必
須
將
這
兩
地
域
歸
屜
何
邦
於
法
律
中
作
出
規
定

 

。
唯

黒

蠢

無

法

由

此

翼

出

任

何

對

抗

聯

邦

之

請

求

權

。

(c)
基

茶

法

公

佈

時

旣

有

之

邦

’
其

間

復

依

基

本

法

規

定

改

變

或

歸

併

者

’
正
如
本
院
於
一
九
五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判

決

所

確

疋

者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
第

一

卷

第

十

四

頁

〔
第

五

十

一

頁

〕
)

’
均
爲
德
塞
心
聯
邦
國
的
合
法

 

成

員

。
這
些
邦
在
聯
邦
國
之
秩f

 ,
其

地

位

不

亞

於

區

域

調

整

之

後

成

立

之

邦

。
存
於
基
本
法
之

f

憲
法
就
各
邦

 

自

由

範

圍

(
原
則
上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
以

及

其

在

形

成

聯

邦

塞

？
(

原

則

上

基

本

法

第

五

十

條

)
所爲
之
規
定
同
樣

 

適

用
趋
母

一

旣

存

之

邦

。
從
而
現
存
各
邦
之
憲i

位
不
因
區
域
調
整

i

影

響

。
現
存
各
邦
是
德
塞
心
聯
邦
共

 

和

國
内
不

折

不

扣

的

成

員

國

(
參
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一
卷
¥

四

頁

〔
第

三

十

四

頁

〕

，
此

爲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之

判

決

所

肯

定

，
此
處
聯
邦
忠
誠
原
則
適
用
於
目
前
組
成
愔
況
之
聯
邦
國
所
得
結
論
相
同
。
不
過
基
本
法
就
領
土
及

 

人
民
之
S

，
甚
至
各
邦
之
生
存
均
交
由
聯
邦S

B

，
其
前
提
爲
在
1

調
整
後
之
時
間内
須
有
變
更
憲
法
之
法
律

 

。
因
此
聯
邦
決
定
f

l
地
區
具
S

之

地

位
。
唯
已
存
在
之
邦
的
地
位
不
會
因
爲
其
他
菜
邦
之
頜
土
現
狀
不
受
干
預
或

 

所
期
望
擴
大
本
邦
區
域

落

空

嬰

侵

害

。
區域
調
整
J

麓

有

之

新

地

位
，
而
是
祝
情
形
爲
基
於
聯
邦
憲
法

七
九



-
 i

i

i

m
s

M

w

i

i

i

m *

(
蠢

i

九
六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屢
案
判
決
’
 
E

n
第
二
段
)
’
卻
—

_

馨

之

間

製

。
在
彼
 

此
之
間
互
動
的
i

—

必
須
f

或
經
由
協
f

成
立
’
而
在
此
法
律
關
係
之内
忠
誠
應
靈
護
。

限

 

爭

肇

件

之

判

決I

 

聯

慧

誠

原

則

(
請參

®
®

法

院

判

決

第

一

養

二

七

頁

〔
第

：
一
二
頁
〕
.，
 

第
三
卷
第
五
十
二
頁
〔
第
五
十
七
頁
〕
；
第
四
卷
第
I

五
頁
〔第
一
四

o
頁
〕
；

一
九
六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電
視
 

案
判
決
，s

7
t

，
E

I
4
d
)
，
其
次

爲

醫
影
響
法
霧
愛
蠢
成
立
方
面
(參

照

聯

法

院

判

決

第

 

一

卷
第
二
九
九
頁
〔
第
一
 

I

二
五
頁
〕
’再
次

爲

在
籠
齡
邦

舆

同
義
務
以
及
在
國
家
整
體
之
各
層
 

創

驗

本

秩
f

面

(
#

5
^

法

院

判

決

囊

八

養

一

二

二

頁

〔
第
二
二
八
頁
以
下
〕
)

，
最

後

則

在

馨

 

和
靠

形

成

交

涉

以

致

在

平

震S

範
[1
S

訂

篤

方

面

 <
電
霄

決

E
I
)。

■議

i

蜃形。

二

太

璧

份

，
而
此
秩
序
係
聯
邦
與
任
共

1

^

#

 -
 i

#
n

s

^
s

^
s

i

»
^
s

i

i

i

u
s

_

s

 =
 i

l

g

 -
 ̂

»
I

^

s

l

i

i

l

s

f

t

i
l

 *
 i

i

某邦-

由—

前

i

®

爲
彼

此

互

慕
s

?

 

齧
合
麗
產
家
丨
故
聯
邦
和
各

肇

i

;擁
有
之
國
家
權
力
時
必
^

他
部
分
之
利
益
。
唯
囊
調
整
是
聯
邦
責
任
且
正
非

爲
現
存
靠
之
利



益

’
區
域
調
整
僅
須
以
整
體
福
祉爲
導

向

。
由
於
區
域
調
整
之
時
刻
與
形
式
在
第
二
十
九
條
所
規
定
之
範
圍

内
歸
由
主

 

管
之
聯
邦
機
關

責̂

，
^

必
須
忍
受
因

爲

其
和
領
土
面
積
均
不

f

疋
S

各

邦

立

法

及

行

政H

作之困難
 

。
實
現
各
邦
對
確
定
其
領
土

 
S

之
政
治
利
益
之
適
當
手
段
並
非
向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起

訴

，
而
是
影
f

3

關
之
政

 

治
手
段

’
尤

-S
經
由
聯
邦
上
院
此

-
憲
法
機
關
i

t

之
政
治
利
益
在
聯
邦I

揮

作

用

。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第

 

三

句

的

出

發

點

雖
爲
，
區
域
調

整
法
草
案
由
聯
^

府
提
出
，
此
由
草
案

内
容
之
複
雜
可
得
而
知
；
然

而

提

出

卻

 

非
由
聯
邦
政
府
所
獨
占
；

其

他：一
^^一

本

法

得

提

法

律

案

之

憲

_

關

亦

慕

利

提

出

S

調

整

法

草

案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頁
〔
第
四
十

頁

〕=

<e)
s

i
^
黑
木
M

主

張

之

三

分

制

聯

邦

國

理

論

亦

不

能

支

持

其

讓
BH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雖
然
在
關
於
教
會
與
國
家
訂
約
一
案

(
K
o
n
k
o
r
d
a
t
s
u
r
t
e
i
l )

之
判
決
中
認
爲
’
德
塞
心
聯
邦
共

 

和
國
國
是
聯
邦
國
家
.，
其
組
成
份
子爲
聯
邦
各
邦

 

<

參
照
^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六
卷
第
三
〇
九
頁
〔
第
三
四
o
頁
 

、
第
三
六
四
頁
〕
)
。
不
過
這
僅
表
示
，
聯
邦
國
内
部
就
聯
邦
和
各
邦
間
國
家
權
限
之
劃
分
並
無
對
外
之
效
力
。
在
國

 

際
法
上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係
在内
部
國
家
權
限
之
®

，
對
外
爲
一
整
體
而
已
。
但
卻
不
能
因
此®

出
在
中
 

央
國
家
與
整
體
國
家
之
問
有
差
別
。
兩
者
是
兩
個
不
同
的
權
利
主
體
，
亦
是
互
有
憲
法
上
權
利
義
務
之
主
體
。
聯
邦
國

 

家
是
整
體
國
家
。
除
此
之
外
’
別
無
特
別
之
中
央
國
家
’
而
只
有
一
個
中
央
機
關
，
在
基
本
法
適
用
疆

内
與
所
有
其

 

他
成
員
國
家
之
機
關
共
同
以
聯
邦
國
家
形
式
履
行
國
家
職
責
。
此
種
職
責
在
單
一
國
家
中
則
由
單
-
國
家
機
關
遂
行
。
 

基
本
法
僅
規
定
聯
邦
機
關
與
邦
機
關
間
權
限
劃
分
；
而
所
賺
邦
係
指
由
蠢
集
合
而
成
之
整
體
國
家
。
基
本
法
旣
未



八
二

區
八
$

央
國
家
和
特
別
國
家
之
機
關
，
而
就
不
屬
之
任
務
，
亦

i

整
體
國
家
和
中
央
國
家
之
間爲
區
分
。
s
 

I

九

六I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曰
之
電
視
案
判
決
第E
I
段
涉
这
对
於
聯
邦
友
善
之
義
務
部
份
，
亦
僅
論
及
介
於

r

整
體
國

 

家

査

；成
員
間
之
全
部啬
法
關
係
」
，
並
認爲
整
體
國
家
即
爲
聯
邦
，
各
成
員
國
即
係
各
邦
。

聯
邦
國
家
之
憲
法
包
括
幾
個
法
律
範
圍
..整
體
國
家
機
關
間
之
S

範
圍
、
整
體
國
家
與
成
員
國
間
之
法
^

圍
 

以
及
成
員
國
之
間
法
律
範
圍
。
憲
法
範
圍
是
聯
邦
之
内
之
f

爭
議
之
活
動
場
所
’
唯
此
聯
邦
不
是
不
同
&

&
|
體

r

國
 

家

」
之
中
央
「
國
家
」
’
而®
是
上
層
國
家
榄
關
，
其
就
成
員
國
之
麗
同
時
代
表
聯
邦
國
。
在
整
體
國
家
和
成
員
國

 

家
之
間
之
法
律
範
圃
以
及
在
成
員
國
彼
此
問
之
法
律
範
圍
因
成
員
國
結
盟
而
創
設
-
此
結
盟
在
概
念
上
是
聯
邦
國
之
前

 

提
要
件
。
唯
在
這
種
上
位
國
與
成
員
國
之
間
不
能
再
®

 (他
結
盟
’
經
此
產
生
—
所

之

整

體

國

家

。

如

基

本

法

|:

 一

曰

及

聯

邦

相

對

於

®

 ’
並
特
別
將兩

#
®

爲
是
至
I

憲
法
法
院
提
出
S

爭

議

之

當

事

人

’
則
其

 

所si
®

邦

乃

係

上

位

國

’
其
透
過
各
邦
對
於
聯
邦

國

之

聯

結

而

發

揮

作

用

。
這

種

上

位

國

在

原

則

上

超

乎

各

邦

之

上

(
 

參

照

聯

邦

患

法

法

院

判

決

粜

第

一

卷

第

十

四

頁

.〔
第

五

十

一

頁

〕
)

；
僅
在
聯
邦
憲
法
未
規
範
之
範
圍

内
存
有
相
同
位

 

階

-
聯

邦

機

關

被

賦

予

邋

體

？

高

於

成

員

國

權

力

一

蠢

現

之

權

限
i

其

是

國

家

機

關

纂

爭

變

裁

判

權

<

 

參
照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九
條

 '
第

二

十

四

條

)
之

權

限

。
在

聯

邦

國

家

秩

序

範

圍

内
，
聯
邦
機
關
原
則
上
單
響
又
託
維
護

 

整

—

法

(
參

照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三

項

、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三

項

-

第

三

十

七

條

-
第

九

十

一

條

第

二

項

)
.
，
只

 

有

在

聯

邦

憲

法

直

接

對

邦

憲

法

有

拘

束

力

地

造

成

馨

之

極

小

#

形

下

，
彝

鑄

情

形

就

其

與

中

央

機

關

之

蜃

以

 

整

靈

法

之

嘉

人

身

份

出

現

。



以

聯

邦
爲
中

齒

墨

罄

塞

齡

巽

和

國

作爲
整

體

國

家

纂

務
爲
麗

調

整

之

設

計

在

基

本

法

中

並

無

根

 

據
。
®

由
和
涉
及
憲
法
法
院
訟
法
也
鈕
§
推
論
出
，—

可
以
在

I

顧
自
己
f

而
實
施
訴
訟

 

之
際

’
對
中
央
國
家
主
張

一

假
相
芝
整
體
國
家
霸
。

(f>
在

-«
視

判

決

¥
 (
E
r
a)
所
留
下
來
的
問
題
，
即

：
邦

慕

邦
是
否
有
透
過
霞
籠
去
要
求
聯
邦
不
漠

 

視

r

共
同
憲
法
秩
序j

 i

利

。
此
一
問
題
並
非
與
基
產
全
部
條
文
有
關
，
在
該
判
決
中
’
此
問
題
偶

i

下
述
情

 

形

’
亦
即
：
壽

係

聯
I

之
成
員
國
i

刹

益

因

這

種

。在基本塗二十九條

i

形
中
，
並
無

 

這
種
要
件〇

 S

施
憲
法
賦
予
之
調
整
蜃
任
務
現
存
蠢
淳
慶
法
上
之
加
入
整
體
國
蠢
法
一

 f

之

 

鋈

利

益

造

成

侵

害

■'靠

向

聯
i

求
重
視
共
同
S

秩

宝

霸

僅

能

在

蠢

秩

靈

籩

範

時

—

■， 

這
種
蠢
左
右
聯
S

力
對
S

窝

憲
法
生
活
之
’從
而
在
聯
與

S

力
之
間
創
出
法
篇
係
。
就
 

此
基
本
法
第
二
尤
條
並
不
屬
之

％
該
條
就
i

調
整
之
組
變
rT
爲

，且
玲
仃

爲
時
不
必
現
存
—

之
 

利
益
。
若

蠢

在

醫

黑

葬

各郷
鎭

公

民

投

6
5
判
決

 

<

霖

屢

法

院

判

達

第

八

霍

三

二

頁

〔
第
一
三
八

 

頁
〕
)
中
認

爲
，
在
聯
邦
國
華

I

和

靠

囊

務
S

體

國

家

之

蠢

區

、
各

醫

共

同

議

並

形

鏖

本

法

秩

 

序

，
則
這
種
義
覆
僅
與
基
本
法
的
規
定
有
關
。
而
i
l
規
定
係
就
舞
和
各
邦
之
間
國

爲

1

或
在
實
 

體
上
決
定
聯
邦
和
靠
的
憲
法
生
活
’
也
就
是
旣
非
與
基
產
規
關
的
組
織
上
共
同
作
用
的
條
文
，
亦
 

非

舆

蜃

聯

邦

鬆

8

^

^

取
措
施
的
條
文
。
就

此

譽

’
電
視
髮
判
決
所
承
認
之
^
^
4
^
慕

邦

有

董

受

 

基
本
i

五
條
第一

 

廣
播
自
由
之
麗
鄉
鎭
公
民
投
票
窆
判
決
所
承
認
之
馨
向
各
邦

八
三



請
求
禁
止
鄉

霁

入
限
領
域
蠢
_

相
似

4
本

法

第

五

讐

一

 i

含的由之 

内
整
個
公
共
的
、
政
—

和

憲

誇

生

活

m
m

要’
其

爲

糞
的
一
部
份
。

控制

I

f

 i

#
l

$

n

s
 * 
$

i

n

i

s

f * 
i

i

i

i

^
 °

在
這
種
震
下
’
 

以
訴
訟
方
式
要
求
聯
親
翼
同
之
贏
秩
序
。
反
之
i

无

1

非
共
同
蜃

 

秩

序

蠢*

讓

僅

僅

讓

翼

奮

採

取

決

定

露

領

土

龜

釋

動

，
R

各

露
S

同
8

秩
？

適
用

=
g

i

w

i

^

i

a

i

H

s

s

i

 - 
f

* 
M

M

i

i
s

W
H
S

時

始

篇

之

。

K

、

f

- i

 - 
i

i

p

l

s

i

f

i

>@
e

i

i
®

t

i

序
同
鄉^

!
a

事
人
能
力
-

銮

第

九

十

三

蠢

一

獲一

款
規
定
，
就
■

爭

靈

麗

以

及

其

他

羣

人

有

當

事

人

0

.
 ̂
I

i

^
A

i

i
®

l

l

i

i

i

i

i

f

i

l

H

 -

而

明

文

法

a
s

w

 
六十三̂

。

法法院於 

法
法
院
—

六
十
三
條
之
列
舉
規
定
，
僅
另
承
認
政
蠢
f

範
圍
内
之
其
他
「
當
事
人
」
’
 

享

 

慕

利

-
此

震

訴

霞

上

當

事

人

之

藝

擴

張

之

復

乃f

爲
且
有
必
要
爲
者
外
必
須
而
且
也
可
以
-
因爲

襄



是
組
成
之
單
~
體-

没
有
政
霸
在
現
代
之
全
民
民
蓋
度

-N
M
i
：

施
選
舉
以
及
配
置
■

公
職
均
不
可
能
。

本
；̂

二
十
一
條i

係
憲
法
結
構
及
由
裏i

之
憲
法
生
活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1

1

二
。
八
頁
〔第
 

I

 一
二
五
頁
〕
)
之

整

體

震

部

份

-

亦
即
爲
憲
法
上
之
必
屬
構
。

2同
鄉
會
旣
非
邦
機
關
，亦

斐

或

-蜃霞之組織規

S 8W
P

自
己
之
權
利
之
當
事

 

人

。
就
此-
基
本
法
中
根
本4

1
^

及

。
同

鄉

會

弈

蜃

上

必

要

產

構

。
因
之
，
馨

主

蜃

奠

龜

位

想

田

並

 

無
理
由
。

3

選
舉
係
爾
必
要
’
以
便
民
主
震
得
以
運
作
。
而
在
現
代
民
衆
民
蠢
度
下
*

民
主
憲
政
無
從
實

 

行

。

二-h
<

観
二
項
及
第
三
項
之
規
定M

之
公
民
請
願
和
公
民
表i

於
德
墓
®

邦
之
i

之
運
作
並

 

非
同
等
必
要
6
此
兩
#

1^5

係

某

特

蠢

區
内
之

有

表

繼

之

公

民
爲
表

謹

醫

歸

屬

何

邦
i

之
一
次
的
1
最
後
並
 

不

具

決

產

的
i

見
表
達
。

{W
公
民
if
f

公
民
表
決
不
必
S

達
此
目
的
而
f

之
特
別
i

亦
可
進
行
"
公
民
請
願
及
公
民
表
決
法
在

區

調

囊

決

方

面

原

則

上

只

規

產
E

人

須

羃

定

之

人

磬

襲

准

許

爲

公

民

請

願

之

上

囊

。

如
 

果
某
社
團
之
理
事
提
出
使
人
相
信
_

—

員
已
足
法
定
_

人
數
’
則

誓

獲

三

蠢

蠢

。 

唯
有
在
這
種
if
況
下
社
圍
人
之
代
理
人
身
份
也
可
^

g

五
條
第
三
項
之
待
別
規
定
法
法
院
就
 

駁

回

霧

提

出

異

議

。
由
適
用
範
圍
極爲
狹
窄
i

緯

別

規

定

’
無
S

出
同
鄉
會
在
霤t

w

 ’
可

爲
畫
人

 

i

論

。
此
i

—

別
i

—

 ’
就
此
爲
—

人
之
同
鄉
會
並
未i

及
*此
外
’准
許
公
民
請
願
因
受



憲
法
s

 ’
並
由
法
律
詳
予
規
定
。
但

謹

霸

’
在
體
系
上
爵
謂
的
■

立

法

程

序
没
有

麗

。

s
選
舉
S

與

聲

脣
S

麗

-
但

簾

二

十

九

震

定

’
公
民
請
願
以
及
公
民
表
決
投
f

s

則
與
同

 

鄉

蠢

關

。
選
舉
涉S

選
政
黨
所
提
名
之
候
選
人
或
者
涉
及
同
意S

提
出
之
政
見
-
-
而
公
民
請
鬆
公
民
表
決
即

 

僅
對
：̂

地
區
歸
展
何
§

特®

題
表
示
贊
成
或
§

 0
 

入
選
舉
。
就
選
舉
建
—

以
及
i

候
選
人

 

之
選
票
値
而
言
’
吾
人
可
f

爲

「
整
黑
之
選w

u

 
(
灣

憲

法

法

院

第

四

養

二

十

七

頁

〔
第
三
十
頁
〕
)
；
因
 

此

必

靈

由

形

成

選

保

障

各

臺

響

平

等

。凡
此
皆
與
麗
蠶
關
。公
民
並
非
決
定
贊
成
或
 

反
對
同
鄉
會
*
此
與
選
舉
時
贊
成
或S

聲
黑
全
然
不
同
-
同
鄉
會
是
自
由
結
社i

目
的
在
醫
某
件
改
變

 

件
在
公
民
請
麝
公
民
表
決
程
？

 ’
宣S

義

許

可

，
但
並
非
必
要
的
公
民
意
見
。
在
提
_

表
決
-

J

N

^

S
 

中

同

鄉
霊
不

出

現

。
尤

其

同

鄉

篁

否

可

以

如

馨

在

產

所

主

張

者

’
 

平

等

秦

求

權

’
無
從
看
出
*

§

同
郷
會
與
政
滅
亦
因
爲
蓮
關
爭
華
，
鋈
僅
爲
主
張
其
自
身
之
權
利
有
當
事
人
努
而
不
同
。
聲

脣

 

望

張

，
在

雪

爭

華

因
爲

特

別

憲

遠

位

而

生

臺

0

又

畧

害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四
養
二
十
七
頁

 

〔第
三
十
〕
頁
以
下
。
然
而
麗
嘉
無
因
提
以
及
公
民
表
決
受
到
耽
擱

塁

侵
害
之
，
@
有
且
受
霆
_

 

之
權
利
。

3.
同
鄉
會
之
亦
不
因
其
主
張

r

爲
蒙
他
堡
^
^
茵
黑
森
之
人
民
」而
有
理
由
。

之

W
S

K

原
則

 

上m
n

張
自
己
之
_

。爲
他
人
權
利
蠢
E

,
亦
即
以
自
己
_

爲
他

人

臺

利

而

提

起

雲，一

馨

 

法
法
院
法
第
六
十
四i

定
f

i

情
形
葬
可

爲
之
’亦
即
：|

人
亦
可
主
張
龙
辦
因

爲

f

人



之
措
施
或
S

爲
以
致
憲
法
賦
予
該
機
關
之
權
利
8

籰

到

侵

害

或

直

霎

危

害

。
因
此
’

爲
他
人
權
利

 1

訴
訟

 

之
蠢
人
僅
能
是
最

髙
之
霖
蠢
之
部
份
*而̂

*
本
法
或
*

自
毒
利
者

i

要
的
是-

 

■

之

部

望

張

機
I

權
利
時
，該
機
關
—

在
法
院
前
亦
有

$
i
i
B
K

能
力

。
因
此
僅
涉
蓋
成
的
最
高

 

讜
或
組
成
的
其
他
當
事
人
，
其
在
自
身
及爲
自
身
在
聯
8

法

法

篋

刖

亦

可玺
張

霸

。
只

慕

成

之

機

麗

其

 

部

份

可

因

基

本

法

或

蜃

蠢

之

組

織

蜃

「
春

自

己

之

權

利

J

。如
本
毚
二
十
權
二
項
第
二
句
在
 

選

舉

國

W
R

之
1

人
民
被
稱
爲「

K
s
f
i
m

蜃

關

J

 
,
則

與

基

本

誓

九

十

三

襲

一

囊

一

款

 

所謂「最
一
關
」並不相同。

人民

i

部
盤
非
一
直
存
在
有
行爲
f

 ’
而
爲
騎

之

機

關

。
 

概
念
所
_

可$

單
元
。只
有
在
這
些
狹
義
有
憲
董
定
的
互
相
的
權
利
，並
基
於
這
 

種
麗
而
會
產
生
憲
法
爭
議
。
由
於
「
人
民
」
{

不

能

出

霆

法

院

之

前

’
因
此
應
該
經
由
基
本
法
或
聯
 

邦
蜃
法
院
法
設
置
代
理
人
。
然

麗

連

政

龕

不

具

有

疆

代

理

權

。

r

人
民
之
權
利
」
只
有
在
公
民
依
主
動
魯

 

而
生
的
主
觀
公
法
權
利
$

可

以

被

理

解

恰

囂

1這
i

利
而
有
憲
法
異
議
’
就

此

聯

法

院

已

於

一

九

五
四
年
七
月
二
十
曰
的
變
更
見
解i

定
中

爲

表
示
法
院
判
決
—

四
i

 一
十
七
頁
〔第
三
十
頁
〕
)

°

4.
i

!£人

援

篇

普

案(
L
i
p
p
e -F

a
l
l
)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四f

二
五O

頁
)
爲
主
張
’
並
無
理
由〇

 . 

利
普
在
緯
單
一
國
的
德
國
覆
亡
之
後
-
在
佔
領
軍
統
治
下
再
度
出
現
-
利
普
的
代
表
人
蠶

薬
茵
西
伐
利1

2
^

 

調

利

普

加

入

隱

之

晝

，
當
時
主
張
’
誇

未

遵

守

利

普

加

人

難

之

前

議

所
爲
之

義

。
因
此
涉
及
已
消
滅
之



邦
i

s

於
欲
_

之

邦

的

權

利

之

謹

。
讓

因

此

「
在
8

上

麗

適

用

聯

邦

雲

鐘

篇

七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明

農

裔

形

，
亦
即®

『
邦

與

籠

公

法

畫

』
案

件

蠢

理a

M
判
決
，
第
二
六
七
頁
)
」
。
聯
 

邦

蜃

篇

適

，

早
！

瑪
時S

家
理
論
鬟
出
並
經
帝
國
國
家
法
院
承
認
的
原
則
’判

普

的

最

 

奮

治

麗

室

動

合

簏

位

！

張
已
經
覆
5

邦S

利
。

公
民
請
願
違
表
決
之
地
區
’

 

二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即
從
來
不
是
皇S

之

他

霞

之

公

法

圃

體

。
費
食
請
願
遂
行
之
後
亦
然
-

i

董

不

 

過
是
實
施
公
民
投
舊
地
區
。霆

、法

律

都

不

區

爾

震

成

一

個

法

輩

-體

而

馨

政

 

府
之
權
利
i

有

公

民

可

以

票

權

’
對
於
喊
之
歸
屬

S

成

或

晏

之

表

決

。
爨

普

相

反

者

，
此
處
並
無

 

或
以
前
亦
無
權
利
主
體
’
對i

f

 口
法
代
表
人
有
尋
覓
之
必
要
，
懂

在

憲

法

爭

議

程

張

i
s

m

。
此

外

’
 

同
鄉
重
自
由
的
&

一̂

織

’
不

具

公

鋈

質

，
因

此

不

龔

有

公

撞

質

的

地

區

團

蜃

同

視

之

。
而
後
者
可
以
在

 

利

普

華

禱

麵

人

身

份

-

人

靈

經

由

區

分

地

區

以

及

遂

S

民
請
願
-
即
足
以
決
定
鼇
區

 

之民主體，

I

賦
予
此
等
民
衆
以f

公
民
表
決
之
權
利
’
因爲
民
衆
根
本
還
i

爲
主
動
。
迄
目

 

前
爲
止
僅
能
靈
者
是
’
公
民
請
願
的
-
^
人
意
欲
促
成
公
民
投
票
並
創
造
其
要
件
。
只

有

確

l
l
H
’
爲
 

了

湛

，
公

民

蜃

的

倡

導

翥

樣

納

入

規

_

暮

嘉

公

民

表

決

的

權

利

、

f
w

h
M

的
公
民
立
法
程
序
上

 

，
國
家
人
民
_

作爲
其
一
份
子
的
公
民没
S

民
表
決
權
’
如
果
公
民
請
鑒I

且
由
正
式
的
立
法
者
未
將
之
變

 

成
_

;

而
是
只
有
這
群
發
動
公
民
請
願
之
公
民
才
S

攫

利

。
薯

在

糧

墓

我

下

’
德

謹

帝

國

國

蠢

院

才

 

判
決
普
魯

士

的

德

塞

窗

家

人

民

養

r

自
由
法j

的

請

願

案

的

臺

-
而
在
涉
及
普
魯
士
公
務
員
翼
公
民
請
願
的



霜

之5
^

得
主
張
t
法
地
位
(拉
鬆
、

’第
二

f

八
十
頁
以
下
)〇

反

麗

會

亦

不

得

以

襞

許

可

公

墨

蜃

謹

欠

蠢

^

!

*

平

九

簾

二

望

張

在

公

民

產

程

t
t

w
1

1

 *
 ̂
l

s

s
i

a

+

^
s

 -
1

 - ̂
s

i

i

i

'
>
 m
_s

i

M

§

I

A

。然
1
3
©
3
1
5
-
<
^
_
民

投
票

’
亦

聖

^
4
^

 f

響

一

¥

^

三
項
^

^

公
民
請
霜
公
民
表
決

-

彼
此

M

i
l

m

f

 1

^

1

$

.

^

^

 -
 
l

A

f

i

i

i
s

i

 - s

i

z

l

内
容
，
如
果w

m
w

式

立

法

畫

孟

*
®
!

^
 

七

十

三

簾

三

項

)
，
仍

益

民e
®

轉
爲
公
民
表
決
之
必
要
。
公
民
表S

在
公
民ti

麗

之

上-
i
s
s

願
變
成
册
S

變
爲
法
律
•
才Ŝ

N
!

爲
公
 

民

立

法

程

序

•>

 

第
二
十
九
毚
二
項
至
第
四
項
之
規
定
而爲
之
程
序
卻
完
全
不
同
。
表
決
地
區
之
人
民
亦

 

_

入

聯

邦

立

法

考

之

臺

形

成

程

t
：s

 *
而讒法者

S

公

布

屬

麗

法

。
第
二
項
的
公
民
請
願
是
正

i

s

s

f

i

 -

形

成

靠

。
姐

義

^

*

+

<

權
1

1

反

，
基

^

4

^

二
-
|
-
^
蜃

I

 

-

並

未

 

規
定
「儘
可
糞
民
衆
臺
心
」

-
m

i
®

三
¥
5
^
定
，
公
民
表
決

-
1
\
!
|
^
不

_

民

讓

，
置
由
聯
邦

 

立
法
者
之
M

無
上
之
決
需
產
生
之
憂
調
整
法
。
公
民
表
決
在
公
民
請
麗
區
寶
施
，
§

特
別
在
霉
欲

 

改

内

i

。
因
f

民
表
決
較
有
全
民
#
決

產

質

。
不
§

民
#
決
也
不
是
S

的
全
民
表
決
"
因
 

爲
^

^

一
之
民
衆
並

4
^
^
5
i
h
s

命

襲

出5
^
^

定

。
如
果
^

^

意

’
則
探
由
正
式
立
^

#

^

的
法
律
。



九
o

這
項
法
律
粗
黯
馨
和
上
院
的
決
議
拘
束
力
有
關
’
而

非

因
爲
董

民

衆

同

霞

然

4

透
過
公
民
表
籍
絕
制
訂

 

樣

有

霍

效

果

’
蓋
正
式
立
法
者
未
配
合
公
民
表
決
而

S
s
s

的

達

’
被
提
交
於
全
德
人
民
表
決
。
如

果

醬

三

項

 

g

公
民
表
決
視
爲
公
民
請
願
-
而
公
民
請
願
又
未
被
立
法
者
饕

-

以

致

驚

寧

特

別

立

法

者

-
即
人
民
全
 

W
：

出
決
定
’
則
這
涸
麗
調
整
程
序
的
階
段
充
其
量
可
f

爲
人
民
立
法
程
序
。
在
亘
|

於
公
民
請
願
地
區内存

 

在
的
蜃
調
整
程
序
之
階
¥

 

-

依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所爲
之
公
民
請
願
i

i
願
提
案
人
依
照
第
二
丈
條
第
| 

項
至
第
四
項
規
定
之
立
法
程
序
之
形
式
’
在
立
法
程
$没
有
1

之
地
位
0
 

二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所爲
之
公
民

 

霞

i

於
立
法
程
序
而
言
，
是
一
個
自
成S

的
先
行
厚
，
而

此

程

於

草

案

提

出

。
公
民
請
願
的

内
容
對
 

於
法
律
或
爾
後
之
公
民
表
決
而
言
’
並
*
营
&

^

。
而
是
公
民
請
願
成
立
的f

-R
有
形
式
i

 ’
表
示
！̂

該
區

 

的
條
文
必
i

入

法

律

顰

2

民
表
決
-
對

於

地

區

民

見

査

考

’
旣
不
會
鬈
法
律
’
也

f

囊

德

 

意
志
人
民
爲
眞
正
的
公
民
表
決
。
聯
邦
政
府
則
不
受
影
響
’
仍
有
憲
法
上
進
行
程

f

.

?

以
便
地
區
民
衆
可
以
依

 

®

二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在
「
公
民
表
決

j
-
w

示甘的意見。

該
等
同
鄉
會
亦
不
得
蠢
憲
糞
議
。
馨
雖
認

爲

’
如

果

關

遙

位

被

否

f

則
麝
仍
可
視
爲
憲
法

 

異
議
。
這
種
尾
解
並
無
理
由
。
如
果
謹
是
憲
法
異
議
’
則
其
要
件

爲
.•同

鄉

法

法

院

法

第

九

 

-
項
所
稱
之
基
秦
或
類
似
基
毒
之
權
利
受
公
劈
之
侵
害

-
同
鄉
會
這
醫
利
亦
不
因
與
聯
靈
府
提
出
聯
認

 

區
調
整
法
草
馨
關
而
存
在
-
如
果爲
公
民
請
願
登
記
或
於
公
民
表
決
時
有
投
蜃
之
公
民
的
類
似
基
毫
之
權
霊



到
侵
害
’
則

至

蠢

此

等

公

民

可

以

提

出

自

異

議

：
但
麗
會
不
能
爲
維
護
其
會
員
之
利
益
而
由
自
己
提
戀

 

法
異
議
(參
昭
齡
響
法
法
院
判
決
養
二
卷
第
二
九
二
頁
〔第
三
九
四
頁
〕
)
。

IV
、

'
 i

f

 s

f

法
院
法
第
九
十
篇
一
項
所
列
舉i

利
受
有
侵
害〇

異
議
人
以
基
本
法
第
十
七
條
、
第
三
士
二
條
涵
三
十
八
條
爲

 

主
■

依

據

。

1蒙
：*

-K
J

條

不

軎

。設
若
將
第
七

J

響

一

項

之

公

民

蠢S

向

爲

之
普
通 

請

疆

屢

裘

法

^

S
區

域

調

整

法

時

考

囊

5

蜃

’
 

政
府
不
因
其
迄
未
提
出
葉
而
侵
8

項
權

利

。
普
通
請
願
法
(pe

t
i
t
l
r
e
c
h
t

 )
使
被
請
f

蠢

篇

_

受

請

願

並
爲
實

質
i

。
薦

0
^
5

法
院
在

 

此
之
外
另
規
定
至
少
受
理
之
秦
應
以
書
面
通
知
請
願
人
之
義
務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二
卷
第
二
二
五
頁
)

’

i

s

t

t

i
s

e

s

f

f

'
 i

i

e

^
^
'
 S

M

X

m®
 *
 @
i

m

l

'

明
理
由
。
如

果

雜

政

靈

出

義

，
必醤

公

民

諸

願
爲

賽

蠢
i

如w
w

並
s

予
符<f

t
W
K

之
意

 

思
之
受
理
請
求
權
’
第
二
十
九
擔
二
項
之
公
民
請
願
亦
未
賦
律
$

請
求
權
或
於
5

期
間

内
提
出
草
案

i

i

-

«

8

 i

s

s

s®

—

i

f

規

豪

入

其
t

2
第
三
十
三
搽
之
第
三
至
第
五
震
定
與
第
二
十
九
權
二
項
的
公
民
請
願

没
有
®

。
如
果
異
M

人

霄

第

-

九
一



九
二

項

’
則
未
認
清
該
條
規
定
僅®

所

有

德

國

人

在

任

何

「
邦
均f

相

同

之

公

民

權

’
而
非
賦
予
請艰
王
張
任
何
公
民

 

權

之

權

利

。

3.
第
三
十
八
條
僅
與
聯
邦
之
選
舉
有
關
而
且
狸
疋
選
舉
法
之
原
則
。
對
於
第
三
十
八
條
包
含
之
主

i

受
侵

 

害
而
提
出
憲
法
異
議
’
首
先
僅
於
選
舉
法
違
反
以
普
通
、
直
接

、
自
由
和
平
等
妻
選
舉
或
妨
害
選
舉
秘
密
時

4
^
#

 

慮

。
由
於
選
舉
人
之
選
霜
不
得
墨
法
規
定
以
外
之
方
式
剝
奪
或
縮
減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一
卷
第
十
四
頁

 

〔第
三
士
二
頁
〕
)
二
全
民
選
靈

毎
隔
一
定
期
間
舉
行
」
(巴
伐
利
亞
邦
蠢
法
院
判
決
，
刊
於

V
G
H
'
N
.F
.
l
l

 

n
 

1)

等
原
則
屬
於
民
主
國
家
之
成
文
或
不
成
文
之
客
觀
憲
法
，
故
可
由
第
三
十
八
條
導
出
主
觀
權
屆
期
之
選

S

予
舉

 

行

。
異
議
人
依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主
張
之
公
民
請
願
投
苗
_

 ’
其
本
質
與
第
三
十
八
條
所
纖
之
選

i

不
同

。

以
憲
法
異
i

式
抗
議
權
利
受
侵
害
，
被
侵
害
之
權
利
均
詳
列
於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九
十
條
第

1

項
之
中
。
聯
邦
立

 

法
者
所
以
顯
然
未
將
第
二
十
九
條
納
入
第
九
十
循
一
項
之
中
，
係
因
該
條
在
里
子
遣
詞
方
面
避
免
有
暗
示
主
觀
權
之

 

用
語
。
不
過
投
票
權
原
則
在
此
處
—

視爲
不
成
文
的
民
主
憲
法
’
以
致
權
利
類
似
，
從
而
i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納

 

入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九
十
條
第
一
項

一

事
必
須
解
釋
爲
，
對
其
侵
害
公
民
投
票
權
而
一
一
目
，
得
以
憲
法
異
I

式
聲
明

 

不
服
。
關
於
蠢
第
二
十
九
條
之
公
民
表
決
(
不
僅
於
公
民
請
願
之
地
區
舉
行
)
，
並
無
類
似
之
要
素
以
強
制
該
項
權

 

利
比
照
選
S

處
理
-
並
因
此I

.理
由
而
有
憲
法
異
議
之
權
。
此

外

人

依

f

二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和
第
三
項
之
正

 

面
規
定
，
公
民
請
願
區
之
公
民
有
#
^
公
民
表
決
之
權
。
亘
刖
這
1

利
並
不
存
在
。
—

公
民
表
決
之
權
利

®
^
聯
 

邦
立
法
者
議
決
區
域
調
整
法
並
將
規
範
公
民
請
願
區
之
3

之
條
文
納
人
該
法
之
後
’
方
得
實
施
。
然
而
旦
盤
無
此



一
要
件
。
f

上
蠢
阳
人
並
非
主
張
有
举
行
公
民
表
決
之
權
利
’
而
係
主
張
公
布
區
域
調
整
法
之
權
利
’
以
便
於
公
民

 

表
決
之
際
投
票
。
這
種
要
求
公
^

律
之
權
利
在
本
質
上
與
耍
求
S

期
限
屆
至
之
選
S

利

不

同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九
十
條
第
一
項
列
f

權
利
並
無
賦
予
公
民
公
布
區
域
調
整
法
之
主
觀
權
利
。
該
法
與
個
人
之
法
律
地
位
無
涉
。

選
举
人

民

代

表

與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之

公

民

表

決

之

間

有

根

本

相

異

之

處

。
定

期

舉

行

之

i

全

民

選

舉

是

民

 

主

制

度

之

憲

法

上

必

要

者

；
在

選

¥

人

民

決

定

人

民

代

表

之

組

成

。
反

之

，
在

聯

邦

區

域

調

整

方

面

，
地

區

性

之

公

 

民

表

決

並

非

民

主

憲

政

所

必

須

；S

第

二

十

九

條

之

漏

規

定

在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之

公

民

表

決

中

並

非

地

區

居

 

民

決

定

邦

籍

。
重

新

調

整

聯

邦

地

區

係

針

對

聯

邦

立

法

者

而

設

立

之

任

務

。
聯

邦

立

法

者

之

程

序

係

立

於

主

要

地

位

而

 

—
如

在

選

人

民

之

行

爲

則

否

。
未
開
$

法
程
序
被

m

s
nH
人

視
爲
基
i

受

侵

害

。
此

立

法

程

序

並

非

公

民

表

 

決

之

準

備

階

段

而

係
la
於

區

域

調

整

與

選

舉

公

告

係

選

舉

之

準

備

不

同

。
公

民
投
票
循
此
途
徑
僅
能
韦

i

往

後

之

程

序

 

。
如

果

聯

邦

人

民

之

一

份

子

’
即

有

選

舉

權

之

公

民

’
選

出

聯

邦

®

之

議

員

’
則

其

意

志

就

是

決

定

•
，
如

果

公

民

在

 

公

民

表

決

時

依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投

票

’
則

非

參

加

一

「
聯

邦

機

關

」
之

有

決

定

性

的

塞

〇

形

成

行
爲

。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的

公

民

表

決

位

階

低

於

聯

邦

立

法

者

之

決

定

。
因

此

，
由

第

二

十

九

S

三

項

第

二

句

之

公

民

投

票

權

不

可

 

能

導

出

與

基

本

權

相

同

的

舉

行

公

民

投

票

之

權

利

’
而

與

由

公

民

選

S

可

以

推

知

有

與

基

本

權

相

似

之

定

期

選

舉

權

 

之

情

形

不

同

。
固

然

依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
s

公

民

投

票

之

權

利

屬

於

公

民

請

顧

地

區

之

居

民

因

主

動

身

份

 

而

有

之

權

利

’
但

這

種

權

利

於I

投

票

即

已
I

，
僅

於

立

法

者

已

發f=n

後

才

得

主

張

。
由S

本

法

不

認
爲
區

域

 

調

整
爲
居

民

之

事

務

’
且

丞
e
告

居

民

之

決

定
爲
重

要

’
因

此

對

於

公

民

請

願

地

區

之

公

民

無

庸

提

供

與

基

本

權

相

同



4
•異

議

人

主

張

之

「
自

決

權

」
並
未
規
定
於
德
國
聯
S

律

之

内

。
對

於

|

九
四
五
年
五
月
八
日
之
後
未
經
公
民

 

表
決
權
改
變
邦
籍
之
地
區
居
民
而
言
’
並
無
超
過
基
本
法
之
規
範
陚
予
@
遽
一
居
民
就
歸
屜
何
邦
有
自
由
決
定
之
權
利
。
 

第

二
十
九
條
清
楚
規
定
，
處

分

邦

之

領

域

以

致

定

居

民

邦

籍

之

條

文

依

德

塞

心

聯

邦

法

律

完

全

爲

聯

邦

立

法

者

之

 

事

務

。
如
果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和
第
三
項
在
狹
窄
之
範
圍
内
給
予
某
特
定
地
區
公
民
f

 ,
而

就
邦
籍
表
示
意
見
’
 

則
與
客
I

法

條

文

-
亦
即
規
定
立
法
程
序
進
行
有
關
，
而
與
承
認
地
區
居
民
有
主
觀
的
自
決
權
無
關
。
並

非

i

 

抗
國
家
的
自
決
權
被
承
認
*
而

是

在

國

家

内

塞〇

程

序

被

規

定

，
而
將
探
詢
地
區
居
民
意
見
以
特
殊
方
式
安
置
在
此
程

 

序

之

中

。

V

、

i
同
鄉
會
主
席
於
11S
詞
辯
論
時
請
求
以
機
關
爭
議
之
觀
點
檢
討
以
憲
法
異
議
提
出
之
蠢

nhj
。程上
此
一
 

蒙

没

有

疑

問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主
導
程
序
-
不
僅
得
准
許
改
變
開
始
訴
訟
之
請
求

 >
 亦
得
本
於
同
樣
要
件
允
霖
入

 

他
種
訴
訟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甚
至
得
依
職
S

査

’
是
否
某
項
請
求
雖
於
選
定
之
訴
訟
種
類
不
被
准
許
’
而
仍
可
於
其

 

他
訴
訟
種
類
中
對
之
爲
實
質
判
斷
。
i

ara
人

自

稱

有

聯

—

關

之

—

，
其

權

I

聯
邦
機
關
即
相
對
人
侵
害
。
該
項

 

權
利
與
類
似
基
S

的
權
利
相
同
’
其

受

侵

害

可

於

憲

法

異

聲

明

不

服

。
聯
邦
政
府
在
憲
法
異
議
程
f

 ’
應
以

 

書
面
或
口
頭
表
示
意
見
。
聯
邦
政
府
已
提
出
駁
回
之
請
求
’
這
種
請
求
僅
能
於
機
關
爭
議
程
$

被

提

出

，
於
憲
法
異

 

議
程
$

則
？

因
此
須
檢
討
者
爲
，
請
求
於
機
關
爭
議
是
否
受
允
准
-



久

簾

德

國

憲

法

’
在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

體

系

中

’
 i

國
民
就
機
關
爭
議
並
無
當
事
人
能
力

C

機
關
爭
訟
之

 

當
事
人
能
力
取
決
&
^
f

B M

人
是
否
爲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三
條
第一

項
第
一
款
以
及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六
十
三
條
所
稱
之

 

機
關
或
機
關
之
部
份
’
而
非
取
決
s

w

n B

人
是
否
爲
任
何
-
種
蟇
我
的
國
家
機
關
或
機
關
部
份
。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
項

 

第
一
款
之
文
句
清
楚
指
出
’
當
事
人
之
範
圍
在
i

訴
訟
$

儘
可
能
加
以
限
制
0
這
種
8

可
由
歷
史
沿
革
得
到
明

 

證

(
參
照
蓋
格
，
聯
邦
i

法
院
法
評
釋
大
全
，
第
六
十
三
條
評
釋
三
，
第
二
o

八
頁
)
。

公
民
雖
係
憲
法
機
關
’
因

爲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規

定

’
「
人
民
」
在
選
舉
和
投
票
時
！̂

國

 

家

權

利

(
參
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八
卷
第
一
〇
四
頁
〔
第
一
一
三
頁
以
下
〕
)

，
不
過
卻
非
有
組
織
、
有
行
爲

 

能
力
之
個
體
’
不
能
爲
機
關
爭
議
之
-
造
當
事
人
。
甚
至
基
本
法
和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均
未
授
權
有
投
票
權
之
公
民
個

 

人
主
張
主
動
公
民
之
權
利
。
尤
其
此
處
無
涉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六
十
四
條
之
爲
他
人
權
利
之
訴
訟
’
因
爲
按
照
第
六

 

十
四
條
之
憒
極
規
定
並
結
合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六
十
三
條
，
前
開
權
利
僅
能
於
某

j

有
當
事
人
能
力
之
機
關
部
份
以

 

自
己
名
義
主
張
機
閫
之
權
利
之
情
形
。

有

選

舉

權

及

有

投

票

權

之

公

民

係

主

動

公

民

之

部

份

，
因

此

不

能

視

爲
第

九

十

三

條

第I

項

第

一

句

所

稱

之

最

高

 

機

關

’
亦

不

能

視
爲
機

關

部

份

。
不

過

這

種

公

民

卻

非

其

他

「
當

事

人

」

’
而

依

基

本

法

I

f
自

己

之

權

利

。
由

這

層

 

關

係

可

知

，r

僅

國

家

權

利

之

所

有

人

」
在

階

段

和

功

能

方

面

與
M
高

之

聯

邦

機

關

相

同

者

，
尤

其

是

擁

有

來

自

憲

法

 

範

圍

之

權

利

者

’
才

被

列

入

考

慮

(
蓋

格

'

刖
揭
第
二

〇

八

頁

)

。
這

種

與

最®

邦

機

關

地

位

相

似

之

權

利

並

未

指

 

明

主

動

積

極

公

民

之

地

位

=

因

此

公

民

在

機

關

爭

訟

中

無

當

事

人

能

力

。
S

以

此

觀

點

，
同

鄉

會

之

理

事

提

出

蠢SH

九
五



九
六

不

應

准

許

，
應

予

駁

回

。

5.
所
^

^
00
不

能

准

許

、
應

予

駁

回

。
因爲
璧
拍
人
在
所
有
可
能
之
訴
訟
種
¥

如
非爲
無
當
事
人
能
力
即爲
未

 

被

積

極

認
爲
合

法(
aktl.v

 le
g
i
t
i
m
l
.
e
r
t
r

雖
然
基
本
法
大
力
擴
充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管
i

 ’
不
過
卻
不
能
認爲
-
 

每
個
憲
法
爭
議
問
題
都
可
由
對
判
決
有
興
趣
之
人
提
交
於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之
管

S

毋IIV

已
盡
在
基

 

本
法
和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之
條
文
中
。
只
有
依
此
等
條
文
認
爲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有
管
轄
權
’
才
允
許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
參
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一
卷
，
第

三

九

六

頁

〔
第
四
〇
八
頁
以
下
〕

。

並
非
相
對
S

個
在
客
觀
憲
法
中
成
立
之
霧
均
需
有
與
其
他
當
事
人
在
憲
法
法
院
之
前
可
以
主
張
之
請
求
權
。
 

在
任
何
情
形
下
毋
寧
均
需
要
檢
討
，
是
苗
憲
法
條
文
創
設
i

務
之
法
律
S

或
受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九
十
條

 

保
II

之

條

文

。
只
有
如

此

’
權
利
受
侵
害
之
人
始
？̂

憲
法
爭
議
程
0

憲
法
異
議
程
$

提

出

蠢5i
。
另

方

面

，
不

 

符
此
等
要
件
而
_

客
觀
程
？

提
出
之
情
形
’
受
有
嚴
格
之
限
制
。

因
此
某
些
憲
法
上
之
義
務
係
不
得
由
利
甚
關
係
人
使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確
定
者
。
但
這
種
憲
法
上
之
義
務
之

|3
要
性

 

不
亞
於
以
履
行
憲
法
法
院
程
序爲
内
容
之
#
我
務
。S

本
f

f

i

s

不
被
准
許
而
應
予
以
駁
回
，
亦

不

致

如

馨
S H

人
所

 

主

張

’
亦

即

：
憲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被
「
修

正

」
或
該
條
會
變
爲
過
時
。
本
院
毋
寧
已
於
一
九
五
六
年
五
月
三
十
曰
之
判

 

決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五
卷
第
三
十
四
頁
〔
第
三
十
九
頁
〕
)

内
確

認

，
調

整

聯

類

區

之

義

務

對

於

主

管

之

 

憲
法
機
f

有
拘
束
力
之
委
任
。
由
於
整
部
基
本
法
由
其
前
言
結
八
暴

一

四
六
條
以
觀
’
係
於
統
二
刖
之
過
渡
期
間
賦

 

予
國
家
活
動
之
新
秩
序
，
而
依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六
項
期
間
規
定
：
於
基
本
法
公
布
之
後
必
須
進
行
。
另

方

面

，
對
於
因



德
國
其
他
部
份
加
人
聯
邦
必
須
調
整
區
域
，
則
基
本
法
設
霉
別
期
間
"
職
是
之
故

i

法
託
付
之
普
遍
調
整
之
任
務

 

將

被

執

行

而

無

庸I

以
及
薩
爾
邦
回
歸
之
問
題
。
基
於
這
種
理
由
，
第

二

尤

歷

未

過

時

’
因

爲
許
多
區
域

 

裡
已
依
第
二
十
九
權
二
項
實
施
公
民
請
願
-
從
而
在
薦
調
整
程
序
範
圍
内
必
疆
取
篇
居
民
醫
邦
籍
之
意
見



九
八

關

於

「
公

務

員

之

忠

誠

義

務

」
之

裁

定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三
十
九
卷
第
三
百
十
四
頁
以
下

譯
者**

林
明
鏘

要
旨

姜理
由

A

、一

 I
 '

?

相
關
法
規
條
文

E

、
妻

rv
'

n政
法
脘
之
i

及
其
理
由

 

>
'
邦
及
聯
邦
之
關
之
意
見
 

VI
、
愿
口
之
意
見

 

B

'
 1

1

^



I

、
開
始
程
序
仍
未
終
結

 

?

行
政
法
院
之
理
由
有
其
正
確
性

 

D

、
i

審
査
程
f

對

象
爲
^

一
務
員

；*

九

観

一

畫

二

款

 

C

、
邦
公
務
員
法
第
九
條
第一

 i

 一

款
與
基
本
法
及
縳
合

 

I

、
公
務
員
及
法
官
應
對
憲
法
秩
S

力

 

A

A
務
員
之
忠
誠
義
務

 

2.
政
®-H

之

議

義

務

 

i

本

法

之

輩

糧

4
-違

反

基

本

董

三

十
三
條
第
五
項
所
要f

忠
誠
義
_

即
爲
違
5

職
務
上
義
務

 

5.

檢

驗

「
隨

雷

靈

自

由

民

主

之

基

本

秩2

力

」
之
擔
保

 

&

法
律
規
定
S

牴
觸
憲
法
之
情
形

 

7

.

3
受
忠
誠
義
務
拘
束
之
公
務
員
範
圍

 

g

在

公

職

廉

務

之

僱

員

亦S

束

 

3

就

薹

職

務

之

判

斷

 

〒

1

王
之
決
定
自
由

L

鰲

S

芷

由

聯

邦

憲

法

篇
爲
之

九
九



I

 

o
o

2
■麗
憲
法
法
院
過
去
就
國
民
介
入
政
黨
活
豐
歸
並
非
公
務

f

爲
 

3.
基-

1
4
*

三
十
三
條
第
五
項
與
第
二
十

I

霞

二

項

之

—

 

f
f
i、基
i

l

i
利
之
f

 

i

a論
自
由
臺
本
人
權

(a)
 

言
醫
由
與
公
務
員
之
忠
誠
義
務
二
者
的
■

:
歷
史
沿
革

(b)
 

基
產
第
三
士
二
篇
五
項
限
制
了
第
五
簾
二
項

3.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三
項
止
歧
視
原
則
與
公

f

之
i

義
務

4.
 

基

本

窗

十

二

條

所

置

「
職
業

J

(a)
本
條
受
第
三
十
三
蠢
五
項
之
麗

g

公
務
員
應
提
出
隨
蒙
備

爲
自
由
民
主
之
基
本
秩
囊
力
之
糧
，其
事
並
不
違
法
罕
二
條

 

IV
、
什
列
斯
平
赫
爾
斯
坦
邦
之
馨
疋
否
合
憲
之
醫

1
國
家
蕩
決
定
是
否
I

事
國
家
i

前
之
「
實

習

鼉J

列
入
公
贅
關
係

 

事
法
律
自
由
業
前
之
實
習

<
_

善

5



1
公
務
晷
於
國
家
及
蠢
黌
特
別
的
政
1

的
忠
誠
義
務
，這

是

公

務

期

並

傳

晝

視

的

一

 

I

本

原

則

(
基
蛮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五
項
)
 

<

註

I

 >

。

2
-
公
務
員
應
負
之
忠
誠
義
務
，
不

僅

在

對

國

家
聋
現

行

嘉

的

憲

法

秩

序

時

應

予

以

肯

定

，
甚
至
在
憲
法
修
正
變
更

 

時

亦

同

-
而
且
此
種
要
求
不
限
於
口
頭
上
的
表
達
-
特
別
當
該
公
務
員
從
事
公
務
時
’
更
須
注
意
並
實
現
現

S

法

 

上
及
法
令
上
的
規
定
’
且
由
法
規
的
立
法
意
旨
去
從
事
其
職
務
。
這
政
治
上
的
忠
誠
義
務
要
求
遠
超
過
僅
對
於
國
家

 

或

憲

法

羼

一

個

形

式

上

正

確

的

*

卻

在

其

他

方

面

係

毫

顏

注

、
冷

漠

的

、
内

心

疏

離

的

態

度

毋

寧

其

霉

別

 

要
求
公
務
員
，
明

確

地

與

舊

、
攻

訐

及譲

國

家

、
依

蜃

設

置

之

機

關

、
現

行

憲

法

秩

望

圍

力

分

離

 

。
因

此

’
公
務
員f

期
待
其
認
識
並
承
認
國
家
及
憲
法
作爲
一
個
髙
而
積
極
的
價
値
’
並
値
得
爲
此
價
値
去
辯
護

 

"
在
危
機
四
伏
之
秋
或
嚴
重
銜
突
的
情
況
’
國
家
指
示
公
務
員
m

f
其

站

在

同

-
邊

時

’
公
務
員
政
治
上
的
忠
誠
義

 

務
會
經
受
考
驗〇

3.
 

鬆

違

反

忠

誠

義

務

豪

？

之
公
務
員
及
受
訓J

公
務
員
，
通
常
係
將
其
免
職
。
對
於
違
反
此
種
職
務
上
義
務

 

之
終
身
職
之
公
務
員
-
則
能
經
由
正
式
的
震
程
序
以
判
決
給
S

職
的
處
罰-

4.
 

該
求
職
者
爲
其
在
任
河
時
刻
均
自
由
民
主
的
基
本
秩
序
辯
護
提
供
擔
保
’
這
是
在
進
入
公
務
員
關
係
時
’
 

一

個

基
於
憲
法
要
求
(
基
本f

E
十
三
條
第
五
i

定

)
並
經
由
普
通
法
律
具
體
化
的
法
律
上
之
前
提
要
件
D

5.
 

該
艰
職
者
無
法
提
供
該
被
要轶
之
擔
保
的
確
信
’
係
以
其f

之
判
斷
爲
基
礎
..此
判
斷
同
時
包
含

I

個
預
後
在
内
 

並
且
係
建
立
在
有
時
改
變
的
許
多
個
因
素
及
其
評
價
之
上
。

5
1



5.
此

由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五

項

所

產

生

之

法

律

情

況

適

用

控

母

一

種

公

務

員

關

係

’
例

如

非

終

身

職

之

公

務

員

關

 

係
、試
的
公
務

M
關

係

、
受

訓

中

的

公

務

員

關

係

，
以

及

終

身

職

之

公

務

員

關

係

。

7.
雖

然

擔

任
公
職
的
僱
員
比
起
公
務
貝
較
少
高
層
的
要
求
’
但
是
其
對
僱
主
亦
負
有
誠
實

i

眞
履
行
職
務
上
義
務
之

 

責

任

.
，
同

i ’
擔
任
公
職
的
僱
員
不
可
在
其
職
務
上
抨
擊
國
家
及
憲
法
秩
序
•
，
其

亦

能

因

嚴

重

it-
反
其
職
鹽
我
務

 

而

被
無
限
期
的
免
職
；
而
且
如
果
認爲
被
免
職
之
僱
員
不
能
或
不
願
履

一
一

:
^
與

®

免

職

相

關

連

產

務

時

’
其
免

 

職
之
停
止
8

拒

絕

。

S.
®

或

隸

屬

某

一

以

破

壞

憲

政爲
目

的

之

政

治

上

團

體

，
此

部

分

行爲

，
亦

得

成
爲

判

斷

糧

公

務

員

個

性

之

重

要

 

的

依

據

至

於

該

政

治

囤

體

的

黌

性

是

否

經

由

聯

邦

屢

法

院

以

判

決

加

以

確

定

’
係

另

1

個

問

題

’
與

判

斷

 

無

涉

。

0.
該

經

由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五

項

規

定

所

涵

蓋

之

公

務

員

法

及

S

法

之

法

規

是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意

 

義
下
一
般
的
法
律
規
定
(
註
二
)

。

瓜

當

此

在

公

務

員

法

上

長

期

流

傳

下

來

之

公

務

員
f

的

原

則

被

實

現

時

，
要

求

求

職

的

申

請

者

提

出

保

證

任

何

時

刻

 

會
爲
自

由

民

主

的

基

本

秩

序

辯

護

，
這

並

不

牴

觸

基

本
i

十
二
烽
的
規
定
(註
三
)

。

/J.
實

習

的

成

功

結

業

不

僅

是

在

公

務

員

關

係

中

任

公

職

的

先

決

搽

件

，
亦

是

從

事

自

由

業

工

作

的

前

提

要

件

-

而

國

家

 

有

自

由

可

以

對

實

習

作

-
般

地

{
1

規

劃

’
以

致

於

其

可

在

民

事

法

上

的

任

用

關

係

或

在

公

務

員

關

係

以

外

之

特

別

 

的

公

法

上

的

關

係
内
完

成

。
要

是

國

家

決

定

寅

習

在

公

務

員S

中

被

保

存

’
那

麽

國

家

必

須爲
f

l
從

事

公

職

以



外

職

業

的

人

考

慮

，
或

是

提

供

一

個

價値
相

同

的

、
無

肢

視

的

實

習

，
而
此
實
習
能
茌
無
任

<!

墨

入

公

務

員
f

中

 

被
g

，
或
是

在

其

公

務

員

法

的

規

定内
制

定

一

個

例

外

規

定

，
准
許
實
習
依
意
_
在
公
務
員
關
係
之
外
■

{元

成

。
鑒

 

於
二
級
的
法
律
培
訓
之
旁
之
單
級
的
培
訓
大fl
地

增

加

’
使

得

法

律

實

習

之

法

律

上

的

統

一

規

範

可

以

想

見

’
蠢

 

爲
所
有
法
律
人
將
其
在
第
二
次
法
律
國
$

試

之

前

所

作

之
贲
習

’
規
定
在
非
公
務
員
關
係
之
公
法
上
的
法
律
專
業

 

實

習

者

關

係
内
。

一
九
七
五
年
五
月
二
士
百
第
二
法
庭
之
裁
決

 

——

2

 BVL

 13
/
7
3

—
—

在
此
程

爲

憲
法
審

査

對

I

 ’
 ®

 -
九

七I

年

五

月

十

日

公

布

之

什

列

斯f

霍

斯

坦

邦(Schleswig
-H

?

 

Istein
)

之

邦

公

務

員

法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
參

見

G
V
B
1
.

 S
.2

5
4
)
，

與

於

一

九

七

二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公

 

布

之

什

列斯
1§

-

雹

斯

坦

之

行

政

規

定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三i

定

(參
兒

G
VB

1
.

 S
.9

1
)

共

同

適

用

，
而

依

該

等

規

定

 

’
惟

當

事

人

提

出

保

證

，
其

會

在

任

何

時

刻
爲
基

本

法
蟇
找
内
的

自

由

民

主

基

本

秩

序

辯

護

’
會

配

合

基

本

法

及

聯

邦

 

律

師

法

第

七

條

第

六

款

規

定

’
始

准

許

被

任

命
爲
經

過

第

一

次

國

^

M

及

格

準

備

擔

任

更

.疆

職

務

的

權

公

務

員

 

，
此

等

規

定

是

否

違

^

—

什

列

斯
f

霍

斯

坦

邦

行

政

法

院

於

一

九

七

三

年

四

月

十

日

對

此

繫

爭

之

點

作

了

中

止

及

 

事

先

裁

定

<
5

 A

 3
6
3
\

7
2
)

——

。

1

〇
三



爲
斯

平

霍

斯

班

邦

於

一

九

七

一

童

旱

日

公

J

邦

公

餮
醤

九

德

一

響

—

定

’
 

i
n
l
>e
H4

雷

A
 
\
 

一

 <

'
-
 e

E

i
 
-
 
I

l

^

l

f

 *
 
i

f

義
内
的
自
由
民
主
基
本
秩
序
辯
護
-
以

致

整

；申

請

在

什

裂

甲

霱

w
露

篇

公

務

員

的

實

I
W

S

絕

霎

〇

 

E

、

一
九
七
二
年
五
月
二
+

五
日
公
^
^
±
:
^
1
§
-
^
坦
邦
-
|
1
?
|
^
^
-
<
^
之
1
^
^
定

(

J
A
O
)
第
二
十
 

五
|

定
|

^

1

文

：

3

通
過
第I

次

法

律

科

國

-

蜃
申
霧
任
命

爲
麝
公
務
員
*
並

由

此

入

籑

。 

s
l
^

w
s

院

蠢

蠢

後

’
決

定

是

。
如申
_
不
適
務
農
實
習
 

或
接
受
其
實
習
顯
得
不値
得
時
*
該

申

靈

霜

絕

。
該

拒

靈

被

記

入

霞

議

内
-



g

權

公

務

員

是

糧

駁

回

任

定

公

務

員

(
參
見
§

務
員
_

六
條
第
-
項
第
四
款
字
母

a
規
定
)
。

什

裂

斯

ia
露

一

九

七一

年

五

月

十

日

公

蜜

葬

贅

秦

九

德

一

鼉

定

C
L
B
G
—

1
.

S
.
2S

對

於

屢
回
任f

公

賛

亦

墨

用

；
該
條
規
定
：

惟
符
合
以
下
要
件
者
始
被
准
予
任爲
公
務
員
，
進
入
公
務Hi ®

係

：

1
涯

本

|

一
|
六
|
^
|
^
^
^
^
謙

人

(註
四
)
。

4
;
提
出
保
證
，
願
在
任
何
時
刻爲
基
本
法
意
義
内
之
自
由
民
主
基
本
秩
序
辯
護
。

3
.
尚
未
達
法
定
年
齡
的
上
隈
。

' i

i

s

s

l
»

-

L
a
u
f
b
a
h
n
b
i
r
b
e
r
>

 )
。

I

、

I

s

i

*

i

 - 
A

t
 -

之
第
一
次
法
律
科
的
國
。

1.

九
七
二
年
三
月
一
日
’其
向
法
院
院
長
申
請
任
產

爲

篇
公
務
員
並
接
 

受

慕

*

 

法
院
院
_

 一
九
七
二
年
七
月
十
七
日
復
決
定
*
麗

_

命
^
^
^
|
0
的
實
習
，
理
由
是

 

.
‘
申
_

在

其

就

讀

_

大

學

(
u
n
l
v
e
r
s
i

r+K
i
e
l
)

 

律

紅

童

本

組

織(d
i
e

 Ro
t
e

 

z
e
l

ro 

J

S
)
所
舉
辦
的
活
動
；
這
個
組
織
遵
循
致

-R
&

破
壞
憲
法
的
活
動
.，
因
此
’
其

無

法

提

出

如

雲

覽

法

1

條
規

1

〇
五



1

〇
六

針
對
_

高
等
法
院
院
長
所
作
之
決
定
提
出
的
異
議
，
被
司
法
部
部
長
於
一
九
七
二
年
九
月
二
十
六
日
駁
回
。

因
此
，
該
申
請
人
於I

九
七
二
年
十
月
九
日
在
什
列
麗

(
S
c
h
l
e
s
w
i
g )

的
行
政
法
院
，
針
對
什
列
斯
威
的
邦
高

 

雲
院
院
長
提
起
訴
訟
’
其
訴
之
聲
明
係
「
請
求
蠢
按
照
一
九
七
二
年
五
月
十
九
曰
——

正
確
曰
期
應

爲
-

■
干
五

 

日
——

公
布
之
什
列
斯f

霍
斯
坦
邦
有
關
法
律
人
培
訓
之
行
政
規
定
所
作
七
月
十
七
曰
及
九
月
二
十
六
日
之
決
定
，
 

並
在
最
早
可
能
的
時
點
任
命
堅

a

爲
繼
公
務
員
及
接
受
其
實
習
。
」
其
並
稱
..依
照
一
九
七
二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曰
制

 

定
公
布
的
行
政
規
定
第
二
十
五
謹
疋
，
對爲
了
法
律
實
習
之
申
請
人
適
用
之
3

務
員
8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規

 

{

疋
，
係
牴
觸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規
定
。
該
項
實
習
不
僅
是
爲
了
公
職
作
準
備
，
亦
是爲
了
除
公
職
外
之
職
業
作
準
備
。
 

對
於
以
律
師

爲
業
之
許
可
-舉
例
而
言
，僅
能
在
申
請
人
係
以
應
用
受
的
方
式
違
反
自
由
民
主
的
基
本
秩
序
 

時

始

得

獲

絕

(
參
見
聯
—

師
—

七
條
第
六
款
規
定
)

。
拒
絕
接
受
他
’
即

愿

a

 ’
去
f

習

’
這
等
於
是
剝
奪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規
定®M

之
基
$

利

。
惟
基
本
法
¥

二
條
規
定i

被
侵
犯
(參
見
基
本
法
第
十
八
條
 

規
定
)
(註
五
)
。

議

高

雲

院

院

長

請

求

駁

回

愿

芝

訴

’
其
理
由爲
..愿

具
®

破
壞
懑
政
秩
序
之
組
織
’
聖

律

紅

墓

本

 

組
織
的
活
動
共
四i

。
其
亦
曾
在
基
爾
大
學
一
九
七
一
年
學
生S

的
選
與
妨
害
選
舉
正
確
的
活
動
’因
在
 

該
次
選
藍

显

允
許
擔
任
選
務
人
員
-以
致
於
五
個
人
將
一
共
二
十
四
張
糧
造
的
選
票
投
人
選
票

爲

 

此

，
蜃

a

在
法
律
紅
色
基
本
組
織
一
九
七
一
年
二
月
一
百
所
召
開
的
會
華
，
響

到

公

開

的

讚

揚

。

由
邦
政
府
任
命
之
公
益
代
理
人
於
行
政
法
院内
提
出
其
意
見
’
認爲
邦
公
務
員
S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係



-
個
王
觀
之
許
可
要
件
’
其
並
無
抵
觸
基
本
法
¥

二
條
規
定
及
霜
墨
法
院
判
決
之
疑
義
。

IV

什
列
斯
甲
霍
斯
歸
之
行
政
法
院
中
止
其
程
序
’
並
向
聯
邦
裏
法
院
提
出
以
下
問
題
：

是
否
在
什
列
斯
威
丨
霍
斯
坦
邦
於
-
九

七

-
年
五
月
十
日
公
f

公
務
員
法
(參
見

G
V
B 1.

 S .254)

與

-
九
七
二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曰
公
布
之
有
關
法
律
人®

之

邦

行

政

規

定

第

二

十

五一

 I

定
共
同
適
用
下
所
涉
及
之

 

依

此

按

昭

講

務

員

法

第

九

震

-
憂

子

第

二

之

規

定

，
通
過
霞
之
法
律
枓
考
生
’

谨
其

提

出

保

證

，
願
在
任

 

何
時
刻
爲
基
本
法
曩
内
之
自
由
民
主
基
本
秩
序
辯
護
時
’
始

准

霖

任

命爲
權

公

務

員

’
此
等
規
定
係
與
基
本
法

 

及
聯
邦
篇
鋈
七
條
第
六
款
規
定
一
致
？

提
出
本
5

及
憲
法
爭
圈
題
的
法
庭
聞
述
其
理
由
如
下
：

1
這
個
1

出
問
題
之
取
決
全
在
其
決
定
上
。
雖
然
I

HU
尚
缺
乏
充
分
證
據
顯
示
’
 

參
與
法
本 

組
f

活
動
期
間
，
該
組
織
有
從f

政

秩

宣

破

壞

，
但
是
此
問
題
惟
在
經i

費

時

、
廣
泛
的
證
據
調査
，
以
及

 

花

靈

i

間
由
鑑
定
人
鑑
定
後
’
始
得査
知
。
在
現
階
段
的
程
？

對

蜃
I
目
係
不
可
期
待
的
’
因爲
如w

f
f
-

 

的
法
規
是
違
憲
的
，
它

亦

瞿

此

而

定

。
被
提
出
的
問
題
S

以

決

定

的

重

要

妻

，
亦

不

疆

由

考

■

量
而
獲W

 

解

決

’
倘

使

壞

憲

政

秩

序

的

團

—

被
法
令
明
文
禁
止

-

受
到
指
論
；
因
爲
一
個
這
樣
的
保
留
-
惟

對

警
内

的

賣

資

格

始
霊

用

。
最

蠢

以

決

定

之

重

要

番

的

欠

缺

’
弈

唐

_

絕

申

馨

之

可

漥

係

因

 

爲
其
顯
得
不
芦
屢
受
實
習
(
貪

什

列

斯

平

霍

斯
坦
邦
有
翼
律
人
培
訓
之
i

規
定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1
0
七



5

八

Z
擧

的

^

其

屋

定

。

二

次

了

除

 

<
魯

外

+

^

、

；93
s
a
s

問
養
作
所
必
翼
’
 

^
^

i
y
w
s
n

必
二
蜃
定
 

n

o

 

道

傷

^—

?

l

s

m

i
 

>

 

i

i

i

s
^
i

^

^

0—

 

由8
1
0
5
®

濃
。

1

 旬

蜃

(
註
六>

 
’
此
 

要
在i

e
i
b
B-—

規

定

證

明

確

。
因
爲

它

鹿

璧

裔

繁

者

，
並
非
由
事
件
套S

生
之
基

i

t

M

i

a

i >
 n

 - I

I

 *
 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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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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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m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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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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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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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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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
蠡
邦
的
則
持
以
下
的
意
見
：

4

裂

千

霍

斯

坦

邦

緦

理

表

示

其

意

見

如

下

：

允
許
本
件
釋
憲
案
的
提
出
是
不
無
疑
問
的
，

一

係

因

爲

本

件

提

上

的

審

査

對

象

是

什

列

霍

斯

坦

邦

 

有

疆

律

人

培

訓

之

行

政

規

豪

二

十

五

謂

三

項

規

定

’
而

依

基

產

第

一

〇
〇
i

定

(
註
七
)

’
僅
有
正
式
的

 

法
®
^
生
i

l

觸
憲
法
之
疑
義
時
’
始
得
向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提
出
；
二
係
因
i

邦
行
政
法
院
尚
f

其
認
爲
必
要

 

範
圍
内
i

i

以
決
定
之
重
要
奮
予
以
査
明
；
三
係
因
爲
S

 口
在
這
期
間
已
雲
隊
在
邦

(
B
r
e
m
e
n
)

的
司

 

法
職
務
上
工
作
。

該
繫
爭
的
法
規
亦
與
基
本
法

一

致

，•
什

裂

肀

霍

斯

坦

邦

公

黌

法

第

九

條

第

一

 i

二
句
規
定
係
■

本
法

 

第
三
士
二
權
五
項
堡
疋
涵
蓋
。
難

政

府

能

W
W

E
W

圍
内
昼
於
法
定
i

權

’
決
定
基
於
什
列
斯f

s
 

斯
±e
f

 f

律
人
培
訓
的
行
政
規
定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三i

定
i

f

 

公
務
員
之
適
用
。
在
此
範
圍

 

内

’
麵

法

的

規

定

體

現

了

奮

產

第

十

二

權

一

項

第

二

旬

規

定

囊

下

一

個

受

到

許

可

的

工

規

。
這
個

爲
 

I

所
規
定
i

觀
的
許
可i —

要
件-
自
由
民
主
基
本
秩
序
的
保S

用

’
亦
即
係
—

要
的
公
共
利
益
而

 

設
’並
且
其
因
此
而
被
正
當
化
。這
類
僅
係
利
的
一
個

内

在
固
有
之
界
限
予
以
化
之
’

不

本
 

法

第

丈

觀

i

 i

二
句

規

定

產

束

。
此
外
’
什
列
斯f

霍
斯
坦
邦
律
人
培
訓
之
行
政
規
定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三
—

i

涉
及
爲
公
職
及
與
公
職
有
關
的
工
作
’
即
以
至
法
官
f

之
—

爲
前
提
，
i

之
法
定
的
訓
練
過

 

程

。
就
此
資
格
在
經
濟
生
活
黑
被
其
他
工
作
誓
求
而
一

 

H
，
這
並
藝
於
國
家
的
規
定
。
在e旁

面

’
國

家

審

予

1

〇
九



以
規
範
。
因

此

，
國
家
未
負
纂
務
安
排
一
個
爲
這
些
其
他
工
作
並
在
其
範
圍
内
之
特
別
的
訓
練
過
程
’
或
調
整
爲
公

 

職
及
與
公
職
有
關
的H

作
所
設
之
法
定
的
訓
練
，
使
之
適
八
晨
其
他
職
槩
而
一
 la®

微
不
足
道
的
要
求
。
該^

5

的
規

 

定
未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十
八
條
規
定
，
因
爲
其
旣
*

^

本
f

十
八
f

定
S

下
之
失
權
效
果
，
亦
未
在
内
容
上
有

 

相
世
爵
制
裁
的
規
定
。
最

後

’
該

邦

法

規

亦

未

與

聯

邦

律

七

條

第

六

款

規

定

不

一

致

.，
由
於
聯
邦
律
師
法
明
白

 

地
要
求
律
師
i

人
必
須
具
備
至
法
官
職
位
之
資
格
(
參
見
聯
i

f

第
四
條
規
定
)

。
因
而
爲
法
官
職
位
f

人

 

所
設
之
實
習
’
亦
與
此
有
關
連
’
並
且
該
許
可
前
提
要
件
同
樣
-
貫
地
對
此
實
習
適
用
。
其
間
的
區
別
是
在
於
該
許
可

 

係
針
對
至
律
師H

作
而
設
的
。
爲
律
師
工
作
所
設
的
實
習
之
許
可
前
提
要
件-

f

照
聯
S

師
法
第
七
條
第
六
款
規

 

定

決

定

。
至
於
這
個
許
可
前
提
要
件
較
另
一
個
許
可
前
提
要
件
嚴
格
，
係
源
於
不
同
事
物
的
關
係
，
在

此

，
這
些
許
可

 

前
提
要
件
之
適
用
係
有
理
的
’
而
非
任
意
的
或
否
則
即
有
憲
法
上
疑
義
的
。

2
.
 

什
列
斯

f

霍
斯
坦
邦s

,
f

僅
曾
簡
短
地
對
該
邦
公
務
員
法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之
合
憲
性
發
表
意
見

 

。
其
認
爲
該
條
規
定
，
不
僅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
瀆

定

、
基
本
法
第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規
定
，
亦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十
八
條
規
定
。

3.
 

尼

德

薩

克

木®

 (N
i
e
d
e
r
s
a
c
h
s
e
n
)

的
内
政
部
長
認
爲
該
邦
與
什
列
斯
千
霍
斯
坦
邦
法
律
一
致
的
規
定
，
係

 

符
合
憲
法
。

4.
 

布
萊
梅
邦
司
法
與
刑
罰
執
行
之
市
政
委
員
已
經
通
知
，
其
已
將
i

f

 I

九
七
三
年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任
命
爲
法



院
的
；̂

公
務
員
。
他
係
從
以
下
的
確
信
出
發
而
爲
此
任
命
.■即

由
於
國
家
的
訓
練
壟
斷
及
自
由
選
舉
職
業
的
基
奮

 

利

(
參
見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規
定
)
要

求

’
於

法

院

禱

公

務

員

的

任

命

上

一

爲

終

身

職

公

務

員

適

用

之

規

定

’
 

在
這
方
面
應
作
限
縮
的
解
釋
’
並
且
無
論
如
何
不
應
作
比
在
爲
日
後
律
師
職
業
所
設
之
許
可
更
嚴
格
的
要
求
。
在
所
有

 

情
形
下
均
是
國
家
擁
有
訓
練
的
壟
斷
，
因

此

，
®

與
大
學
畢
業
生
完
成
其
訓
練
的
機
會
，
I

同
時
f

時
地
建
立

霧

公

務

員

麗

。

5.
聯
邦
内
政
部
長
及
聯
邦
司
法
部
長
未
爲
聯
邦
政
府
就
本
案
件
發
表
任
何
意
見
。
他
們
只
是
墓
通
知
兩
份
摘
要

 

’
而
由
此
摘
要
中
得
出
之
結
果
’
係
通
過
法
律
實
習
者
各
共
有
多
少
百
分
比
從
事
公
職
、
律
師
與
公
證
人
職
業
、
私
經

 

濟
行
¥

的
法
務
工
作
及
其
他
職
業
。

VT
、

開
始
程
f

 
i

l

l

t進

I

步
提
出
以
下
理
由
：

該

法
院
除
了
馨
査
繫
爭
的

S
規

是

否

符

塞

本

_

十

二

擔

I

項
規
定
、
第

十

九

蠢

一

 
S
二
句
規
定

 

悬

；本
法
第
十
八
條
規
定
’
尚

應

査

其

是

否

牴

觸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規

定

所

包

含

之

法

治

國

家

的

票

(
註
八

 

)

。
在
這

f
點
下
，每

一

個
依
法
設
置
的
審
級
都
負
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的
判
決

r

去
理
解
一
個
規
定
’
如

 

此
以
致
於
規
定
符
合
規
範
明
晰
性(Normenkurheit

)

及

公

平

性

2
1
1
5
^
^.
3
2:
1
1
‘
1
^
)
之

法

治

國

家

的

基

本

原

則

 

0
該
規
定
必
須
在
其
前
提
要
件
及
其
内
容
上
’
以
舆
其
相
願
之

f
人
能
認
識
該
法
律
情
況

i
此
調
整
其
行
爲
之
文

 

字
表
達

 <
參
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輯
第
二
十
册
，
第
七
十
三
頁
以
下
，
在
此
參
見
第
七
十
九
頁<

 

vgl
.

 BVerfGE



21.
 73

f
f
:

 hl.er

 S .79>

 )
」
。蕃
法
規
及
隨

斋

來
法
治
匿
8

務

國

民

外

部

的

S

置

，
並

 

且
因
此m

s

人
以
行
爲
作
爲
取
向
S

利

與

義

務

震

此

，始
薄
合
法
治
國
家
的
原
則
。如

不

是

 

以
外
部
的
行

爲
作
爲
取
向
，而
是
入
個
人
的

11_

論
範
曝
，則
個
人
領
域
之
國
家
權
力
分
界
上

t

的
特
 

定
政
治
功
能
會
大
大
一
擊
受
政
治
干
預
的
個
人
領
域
將
靠
不
再
墓
^

個
人
的
良
心
及
 

信
念
範
圍
與
其
外
襄
現
出
的
行

e
t

m

必
須
予
以
區
別
。
這
在
爵
個
人
外
在

M

而

設

之

基

本

靈

三

士

二

籠

 

二
項
，
及
針
對
因毎
個
政
治
上
施
加
的
影
響
而
被
剝f

良
心
、
信
念
與
世
界
觀
的
範
圍
所
設
之
基
本
篇
三
十
三
條

 

第
三
項
’
亦
均*:

w
(

註
九>

。

如
此
就
有
兩
8

本

法

上

的

糧

原

則

——一

方

面

麵

家

權

力

對

公3
1

^

而
有
的
法
律
上
標
準
-
以

及

另

一

 

方

面

係

國

家

努

對

公

民

關

係

而

葛

政

治

上

槔

^

—

二
考
®

〇
1

立

於

原

則

嵩

外

的

i

狀

態

。
該

「
爲
自
由
民

這
個
構
成
要
件
要
憲
欠
缺
，
絕

不

等

於

一

個

不

合

法

的

行
爲

1

個
籍
者
不
願
擔
保
任
何
時
刻
均爲
自
由

 

民
主
馨
本
秩
序
辯
護
姿
元
全
合
法
的
行爲
’
寵

滿

足

該

置

要

件*

由
此
可
以
得
知
’
這

僵

成

要

件

要

霞

基

 

本
f

九
—

二
項
、
肇

*

第
一
項
、
基
本

*
-

h

八
條.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一

權

二

項

 

<

註

I

〇
)
等
例
 

外
規
{串

所

含

-
致
的
構
成
要
件
要
素
，
有
相

同

的

法

律

霍

。
這
牽
涉
到
一
個
出
自
個
人
行

爲
之
政
治
上
評
價
範
圍

 

之
構
成
要
件
要
素
，
而

此

要

素

不

符

么

最

警

U
W

S
要
求
。
謹

公

務

員

麗

之

建

立

而

產

生

之

「
蠢

 

U

的

繁
r

不
應
震
釋

爲

公
國
家
的
-個
強
並
且
存
在
的
」
行

爲
。公
務
員
隱
及
忠
誠
關
係



的
内
容
’
僅
m

i
公
務
員
負
有
—

的
義
務
，
去

注

意

執

行

職

薄

所

現

嵩

法

規

及

職

務

上

的

指

示

；
對
公
務

員
而
言
，
對
蜃
忠
誠
乃
露
著
蠢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墓
萬
鏖
立
法
權
與
法
律
之
限
制
的
義
務
如
是

而
已
！
反
之
一
疆
乎
此
等
對
公f

課
予
產
務
而
存
有
之
忠
誠
義f

違
i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
^
三f

規
定

的
林
足
歧
視
原
則
。
如
此
之
解
釋
’
可

離

此

_

尚

會

所

离

囊，f

f

 M

不
再W

:

其

揉

議

點

 

-

及

信

念

差

異

套

撓

的

作

用

’
屬
變
成
不
僅
在
政

W
R

，
而
且
也
對
公
晷
求
相
同
的
特
定
盪S

。

B
 '

提
案
是
允
許
的
..

1
麗

始

程

序

仍

塞

結

。
雖

然

愿

茬

開

始

程

淀

期

間

已

在

布

馨

馨

任

命
爲

法

院

鬻

公

務

員

 

(
G
e
r
i
c
h
t
s
r
e
f
e
r
e
n
d
a
r

 )，並
且
如
果
訴
訟
護
勝
訴
時
*他
是

否
#
®

任
什
列
雹
斯
坦
邦
實
習
的
 

也

尚

未

蓮

。
但
是I
Q
仍

在

什

裂

威

(

S
c
h
l
e
s
w
i
g )

露
其
高
雲
院
院
長
所
復
定
提
起
之
訴
訟

 

’
並
且
無
論
如
f

;仍
然
f

拒
絕
是
否
違
法
的
確
定
利
益
’
 
I

因
爲
愿
口
已
不
再
謀
求
在
什
列
霍
斯
坦
邦
 

8

又
實
習
’
該
請
求
蠢
行
政
行爲
之
訴
訟
的
德
保
護
利
益
應
已
不
墓
。

2
.
 

本
件
的
提
案
法
警
詳
盡
地
論
述
，
基
於
|
|
理
由
®

這
個
i

出
的
問
f

其
裁
判
而
f

疋
i

要

。
這
 

些
論
證
是
合
理
的
並
且
無
論
如
何
係
說
得
通
的
。

3.
 

攮

審
査
程
S

對
象
是
僅
在
於
什
列
霍
斯
坦
邦
之

S

贊

蜃

九

條

第一

 i

二
款
規
定
之
_

 

合
憲
的
問
題
(
參
見
基
本
1

1

〇
〇
條
第
一
爾
一
句
規
定
)

。
這
個
問
題
對
於
本
件
提
案
的
法
院
而
一
一

||口’

僅

係

-



個
在
被
法
律
規
§

含
下
之
規
則
適
用
的
先
決
問
題
’
並
不
改
變
聯
邦

f
法
院
的
管
轄
。

C

、

什
列
斯
千
霍
斯
坦
邦
之
邦
公
務
員
法
第
九
條
第
-
獲

二

款

規

定

’
霹

合

基

本

法

及

其

他

聯

■

律

規

定

。

I

 、

對
於
公
務
員
及
法
官
，
要
求
其
爲
其
已
宣
誓
的
憲
法
秩
序
辯
護
的
原
則
*
係
屬
於
在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五
項

 

規
定
提
到
之
原
則
’
以
及
職
業
公
務
員
制
度
與
法
官
法
上
應
注
意
的
原
則
。

1
自
十
八
世
紀
末
以
艰
所
認
識
的
德
國
公
務
員
f

之

歷

史

(
例
如
可
以
參
照
普
魯
士
的
一
般
_

第
二
部
分
第

 

十
標
題
第
一
條
以
下
規
定

 

<
<
g
l
.
 z ,B

.

 Pr
.

 Al
l
g
.

 La
n
d
r
e
c
h
t

 

Teil

 
n
 

,

 Ti
t
e
l

 1
0
.

第
一
條

 ff
.

 
>
)
，未
 

因
憲
法
秩
序
的
變
遷
而
改
雲
特
徵
’
即
一
罌
於
公
務
貝
而
言
係
特
別
的
拘
束
’
而
該
拘
束
則
係
以
祖
缠
入
公
務
員

 

關
篇
合
並
且
承
擔
的
忠
誠
義
務
爲
基
礎
。
在
f

的
君
主S

H
S

i

下

’
苴；

是
針
對
代
表
國
家
的
君
主
個
人
’
在
君

 

主
立
憲
的
f

下

，
則

是

針

拘

束

的

君

主

，
而
該
君
主
係
立
於
政
治
上
爭
論
的
—

並
且
f

 (公
僕
承
擔
公

 

共
福
利
的
義
務
。
在
共
和
國
S

下

’
此
特
別
拘
束
仍
然
存
在
；
公
職
要
求
對
國
家
及
憲
法
忠
誠
。
其
可
以
見
到
的
表

 

達
方
式
存
在
&
^
忠
的
宣
誓
。
隨
著
時
間
的
進
展
，
這
特
別
的
拘
束
由
一
個
(
概
括
的
)I

我
務
產
生
許
多
不
同
具
體
的

 

公
務
員
義
務
，
例
如
在
現
代
的
公
務
員
法
中
被
確
疋
的
義
務
，
以
及
今
日
在
聯
邦
公
務
員
法
(
B
B
G
)
第
五
十
二
至

 

第

五
十
六
條

、
第
六
十
一
條
、
第

六

十

四

條

、
第
七
十
二
條
、
第
七
十
四
條
；
公
務
員
法

綱

要

法

(
B
R
R
G
)
第
三

 

十
五
至
第

三

十

九

條

、
第
四
十
四
條
；
邦
公
務

員

法

(
L
B
G
)
第
六
十
五
至
第

六

十

八

條

、
第

七

十

七

條

、
第
八
十



條

、
第
八
十
八
條
、
第
九
十
條
等
規
定
中
所
包
含
姿

95;
務

。
基
本
法
亦
堅
持
公
務
員
的
那
個
S

的
忠
誠
義
務
’
係
職

 

業
公
務
員
制
度
的
一
個
長
期
流
傳
下
來
並
且
應
予
以
重
視
的
原
則
(
參
.見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五
項
規
定
)
；
在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
職

務

及

忠

誠

麗

)
墨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規
定
(
對

蠢

忠

誠

)

(
註

 

一
一
)

，
均
4 #
別
強
調
這
個
原
則
。
堅
持
這
個
長
期
流
傳
下
來
原
則
之
理
由
，
係
清
楚
楚
地
如
下
：
現

代

「
行
政
國
家

 

(Ve
r
w
a

 

1

 

t
u
n
g
s
s
t
a
a
t
)

」
具
有
多
種
i

並
且
複
雜
的
任
務
，
社
會
政
治
制
度
的
功
能
與
圍
體
、
小

和

個

人

人

性

 

尊
嚴
的
生
活
f

 ’
均

係

日

復

一

曰

取

決

於

11:_違

一

任

務

適

當

 '
有

效

率

、
準
確
的
履
行
-
而

I.

個

完

整

、
守

法

、
對
義

 

務

忠

誠

、
由
内
在
f

國
家
及
其
憲
政
秩
序
的
公
務
員
主
體
，
即
是
被
安
排
來
執
行
&®

l任
務

。
如
果
公
職
人
員
不
再

 

値
得
信
任
，
則
社
會
及
其
國
家
會
在
關
鍵
緊
要
的
情
況
中
被
出
資
而
喪
失
(
參
考
文
獻
例
如
：
拉

邦

，
德
塞
办
帝
國
的

 

國

家

法，
一

 八
七
六
年
第
三
九
五
、
四
二
二
頁

 <L
a
b
a
n
d
,

 St
a
a
t
s
r
e
c
h
t

 d
s
 De

u
t
s
c
h
e
n

 Re
i
c
^

s,

 18
7
6

 S .

 

.395.

 42
2
>

 ;
布
雷
媪
，
依
德
國
M
家
法
之
公
職
之
法
律
上
的
本
質
，
集

於

德

塞

箒

國

的

年

報-
1

八
八
五
年
第
二

 

八
八
頁
以
下

 <B
r
e
h
m
.

 Di
e

 rechtl

 

iche
 Na

t
u
r

 de
s

 s

sra
t
s
d
i
e
n
s
t
e
s

 ma
c
h

 de
u
t
s
c
h
e
n

 St
a
a
t
s
r
e
c
h
t
,

 in

 

A
n
n
a
l
e
n

 de
s

 De
u
t
s
c
h
e
n

 Re
i
c
h
e
s
.

 18
8
5
,

 S .
s
s
f
f
-
〉

；
柯

德

國

的

職

業

公

務

員

制

度

及

國

會

的

民

主

 

,

一
九
二
八
年
第
七
九

 ' I

 o
八
頁
以
下

 <K
6
t
t
g
e
n
,

 Da
s
d
e
u
t
s
c
h
e

 Be
r
u
f
s
b
e
a
m
t
e
n
t
u
m

 un
d

 di
e

 pa
r
l
a
m
e
—

 

n
t
a
r
i
s
c
h
e

 Dl
k
r
a
t
i
e
,

 19
28

.

 S .79.

 i
o
s
f
f.

 u
.a

.

 >
;
蓋
爾
伯
，
新
版
的
公
法
檔
案
，
第
十
八
卷
，
一
九
三
 

〇
年
第
一
頁
以
下〈

G
e
r
b
e
r
,

 Ar
c
h
i
v
f

c:r

o:f
f
e
n
t
l

o'hes

 Re
c
h
t

 N .F
. 18.

 Bd
:
1
9
3
p

s
‘

 If
f
.

 
>
-
，
耶

利内

 

克

，
公
戰
的
法
律
形
式
，
集

於

安

——

托

馬

，
徳
國
園
家
法
手
册
，
第
二
册
-
第
二
十
四
頁<w.

 Je
l
M
n
e
k
,



R
e
c
h
t
s
f
o
r
m
e
n

 de
s

 st
a
a
t
s
d
i
e
n
s
t
e
s
.
i
n

 An
s
c
h
u
t
z
-
T
h
o
m
a
.

 Ha
n
d
b
u
c
h

 d
s
 

D
e
u
t
s
c
h
e
n

 St
a
a
t
s
r
e
c
h
t
s
,

 2,

 

Bd.,
 s,
 24

 >
;
丹
尼
斯，
公
務
員
的
義
務
湯
利
，
集
於
安
襲
—

托
禺
’
德
國
1
家
法
手

册
，第
二
册
，
第
四

 

十

二

頁
 

<
D
a
n
i
e
l
s
-
D
i
e

 Pf
l
i
c
h
t
e
n

 un
d

 Re
c
h
t
e

 de
s

 Bs
m
t
e
n
.

 in

 An
s
c
h
o
t
z
-
T
h
o
m
a
-

 Ha
n
d
b
u
c
h

 de
s

 De-

 

u
t
s
c
h
e
n

 st
a
a
t
s
r
l
s
,

 z.

 

B
d‘

 

S
.
4
2
>

 ;
茨

維

靈

，
公
覽
的
政
治
上
的
蠢
義
務
丄
九
五
六
年
<
 

z
w
r
n
e
r
_

 Po
l
i
t
l
s
c
h
e

 Tr
e
u
p
f
l
l
c
h
t

 

d
e
s

 Be
a
m
t
e
n
.

 19
5
6
>

 

爾
*
公
務
員
與W*

<

的
政
治
上
的
忠
 

務
及
通
訊和
交
換
意
見
的
 

利
；

I

 九
六
七
年
 

<
s
t
t
c
h
e
r
.

 Di
e

 po
l
i
t
i
s
c
h
e

 Tr
e

-iflicht:

 de
r

 Be
a
m
t
e
n

 

un
d

 So
l
d
a
t
e
n

 
§
d
 

d
i
e

 Gr
u
n
d
r
e
c
h
t
e

 de
r

 Ko
i
n
i
k
a
t
i
o
n
,
1
9
6
7
>

 )
 0

2.
逐
一
由
那
概
括
的
忠
誠
義p
得
出
之
所
有
的
公
務
員
之
義
務
’
在
此
不
是
單
i

決
定
的
。
無
論
如
何
政
治
上

 

的
忠
誠
義
務
屬
於
公
務
員
忠
誠
義
務
的
核
心
’
這
是
足
以
受
到
靈
。
惟
此

並

非

指

負

裏

務

-
認
同
當
時
政
府
的
目

 

震

-
釋

定

的

政

策

譽
。
毋
寧
S

S

務
去
同
這
個
國
家
自
由
、民
主
、法
治
國
家
的
秩
序
。 

准
許
批
評
這
i

家
的
表
現
-
以
求
璧
張
現S

係
的
改
變一

^
憲
法
的W

E

，並
且
上
規
定
的
手
段
 

方
法
——

這
f

受
到
f

的

’
只
要
在
這
範
圍内不

#
®

正
是
這
個
國
家
及
其
憲
政
的
基
礎
成爲
問
題
。
國
家
與
社

 

會
f

s

l個
不
具
批
判
性
的
公
務
員
整
體
不
感
興
趣
。
但
是
公
務
員
對
仍
有
效
f

的
國
^―

忽
視
其
缺
點
——

及
 

現
行
有
效
的
憲
法
上
秩
序
予
以
肯
定
，
承
認
它
們
是
値
得
i

的

，
在
此
意
義
内
仍
然
擁
護
它
1

且
積
極
的爲
其
辯

 

護
L

i

l都

是

不

可

編

的

。
做
到
這
些
的公
務
員
已
滿
廷
對
i

求
之
中誠

禱

，
並
且
由
此
基
準
出
發
，H

i

 

S

8

 >
 

―

憲̂
馨
序
的
以
符
合

S

的

裏
爲
之〇

具
決



i
疋
卷
是
：
忠
誠
我
務
要
求
i
l
a疋
國
家
及
其
現
行
的
憲
法
秩
序
’
在
其
依
修
改
憲
法
方
式
變
更
的
範
圍
内
亦
同
’
並
且
這

 

不
僅
僅
是
口
頭
上
-
而
是
特
別
在
從
事
職
務
時
-
該
公
務
員
會
注
意
並
實
現
現
存
的
憲
法
上
的
和
法
令
上
的
規
定
，
以
 

及
由
此
等
法
規
的
精
神
出
發
來
執i

t
s

職

務

。
政
治
上
的
忠
誠
義
務
——

對
國
家
及
憲
法
忠
誠
——

要
求
更
多
’
對
國

 

家
與
憲
法
僅
僅
有
形
式
上
正
確
，
在
其
他
方
面
卻
是
缺
乏
興
趣
、
冷

漠

、
内
在
S

距
離
的
立
場
和
態
度
係
不
夠
的
，
 

其
特
別
要
求
公
務
員
明
確
地
與
攻
擊
誹
謗
國
家
、
其

合

設

置

的

機

關

及

現

行

憲

法

秩

序

的

團

體

及

活

動

分

離

。
 

公
務
員
被
期
待
的
是
其
認
識
這
個
國
家
與
其
憲
法
，
將
它
們
當
作I

個
®

定
的
憤
値
並
且
承
認
-
也
認
爲
這
個
價

 

値
値
得
被
擁
護
。
政
治
上
的
忠
誠
義
務
，
在
危
機
時
刻
和
嚴
重
的
衝
突
情
形
時
I

證
明
是
可
靠
的-

此

時

，
國
家
指

 

示
公
務
員
站
在
其
同
一
邊
的
立
場
。
國
家
——

在
此
更
具
體
地
說
係
指
毎
一
個
符
合
蒽
法
規
定
的
政
府
，
以
及
所
有
國

 

民
——

必
須
能
夠
信
任
該
公
務
員
在
其
執
行
職
務
時
已
準
備
好
爲
這
個
國
家
，
爲

「
他

的

」
國

家

，
负

责

-
也
能
夠
信

 

任
該
公
務
員
在
他
服

務
的
國
家
内
覺
得
與
在
家
裡
一
樣
——

現
在
和
任
何

時

刻

-
並
非
僅
在
常
他
追
求
的
改
變
經
由
符

 

合
憲
法
修
正
的
方
式
被
實

現
時
始
有
此
感
赀

。

3.
在
基
本
法
的
適
用
下
，
公
務
員
的
長
期
流
傳
下
來
之
忠
誠
M我
務
保
持
一
個
特
別
的
ffi
要

性

，
經
由
此
憲
法
不
是

 

價

値

宁

2
的

，
而
係
其
決
定
極
重
要
的
装
本
價
値
’
而
使
得
忠
誠
|我
蕾
>{到
憲
法
的
保
護
並
且
憲
法
賦
予
國
家
防
護
它

 

及

保

證

它

的

任

務

(
參

見

基

本

法

第I

條
規
定

 <

註
二
一

 
>

)

。
憲
法
對
其
威
脅
採
取
預
防
措
施
-
其
設
立
國
家
機
關

 

以
特
別
的
程
i

抵
贺
對
符
合
憲
法
規
定
秩
序
的
攻
擊
，
其
制
定
一
個
防
衛
性
的
民
主
(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1

項
規
定

 

、
基
本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基
本
法
第
十
八
條
規
定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二

八

二

項

規

定

、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一
條
規
定
、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註

 

I

三
 

>
)

。
欲
服
公
職
的
申

H
BFJ
人
與
在
公
職
中
服
務
的
公
民
’
如

拒

絕

此

自

由

、
民

主

、
法
治
及
社
會
國
家
的
秩
序
並

 

與

之

抗

爭

’
那
麼
憲
法
的
這
個
基
本
決
定
會
排
除
國
家
允
許
此
等
人
至
公
職
服
務
或
繼
續
留
在
公
職
中
’
蓋
國
家
€

 

憲
法
§

的
職
責
係
取
決
於
其
公
務
員
之
自
由
、
内
在
的
受
此
現
行
i

之

拘

束

。
該
公
務
員
不
能
同
時
在
被
組
織
化

 

的

政

府

中

活

動

，
又
要
求
與
此
相
結
合
之
個
人
的
安
全
與
利
益
’
以
及
意
欲
由
此
職
位
出
發
破
壞
其I

t
®

的

基

礎

。
自

 

由
民
主
的
法
治
國
家
不
能
並
且
不
允
許
交
到
宜
〔破
壞
者
的
$

 =

4.
由
以
上
已
經
說
明
的
憲
法
的
情
況
必
定
得
出
以
下
結
論
：

I

個
違
反
其
依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五
項
規
定
應

 

負
之
忠
誠
義
務
的
公
務
員
*
即
係
侵
害
其
職
務
上
義
務
。
各
公
務
員
法
將
此
具
體
化
；
聯
邦
公
務
員
塗
五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爲
聯
邦
公
務
員
規
定
：

「
公
務
員
必
須
經
由
其
整
體
行
爲
表
現
出
對
在
基
本
法
意
義
下
自
由
民
主
基
本
秩
f

擁

 

護

’
並
且
爲
其
維
繫
辯
護
。
」
而
且
按
聯
邦
公
務
員
法
第
七
十
七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以
下
行
爲
適

甩
漬
職
罪
-如
果
退

 

休
公
務
員
，
或
者
是
頜
有
親

屬
扶
養
費
用
之
公
務
員r

從
事
反
對
基
本
法
意
義
下
之
自
由
民
主
基
本
秩
序
的
活
動
」
或

 

「
參
與
致
力
於
意
圓
損
害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的
存
在
或
安
全
」
。

一
致
的
規
定
亦
見
於
公
務
員
法
綱
要
法
第
三
十
五

 

條

第

一

 f

三
句
與
第
四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以

霖

公

務

員

法

(
L
B
G
 )
第

六

十

五

握

二

項

、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二

麗

一

款

i

二
款
規
定
。
試

畢

及

受

訓

中

的

公

務

員

犯

此

謹

職

罪

者

，
一

馨

被

免

職

(
d
i
e

 En
t
l
a

 

—

 

s
s
u
n
g

 au
s

 de
n

 Ml
t
r

終
身
職
之
公
務
員
、
或
有
任
職
期
間
之
公
務
員
)
得
因
此
職
務
義
務
之
違
反
’
在

正

式

的

(
 

法
院
的
)
護

程

W

被
判
決
撤
職
的
處
分
。



無
論
如
何
惟
常
基
於I

個
已
犯
的
具
體
濟
職
行
爲
，
始
有
被
處
以
撒
職
處
分
的
可
能
。
公
務
員
缺
乏
任
何
時
刻
爲

 

自
由
民
主
基
本
秩
序
辯
護
之
保
證
，
並
不
當
然
就
構
成
潰
職
，
而
係
當
其
被
證
實
違
反
經
由
整
體
行
爲
擁
護
在
基
本
法

 

意
義
下
之
自
由
民
主
基
本
秩
序
並
爲
其
持
續
辯
護
之
職
務
義
務
時
，
始
該
當
。
在

此

須

注

馨

，
公
務
員
忠
黎
：我
務
的
 

内
容
走
元
全
涵
蓋
懲
戒
法
上
受
I

的
公
務
員
忠
誠
義
務
之
違
反
’
因
爲
後
者
的
構
成
要
件
尚
f

我
務
違
尻
之
重
要
性

 

及
明
顯
性
之
E
低
限
度
要
求
。
另

-
方

面

’
此
義
務
之
違
反
亦
不
限
於
積
極
主
動
之
作
爲
’
而
係
在
不
作
爲
時
亦
能
構

 

成

’
例
如
長
官
或
職
務
長
於
在
其
負
責
範
圍
内
之
破
壞
憲
政
的
陰
謀
故
意
忽
視
或
任
其
發
生
即
是
。
僅
有
確
信
及

 

傳
達
有
此
信
念
，
則
並
未
構
成
違
反
公
務
員
應
負
雙
忠
誠
義
務
.，
如
果
該
公
務
員
由
其
政
治
上
的
確
信
得
出
其
敵
對

 

德

聯

邦

共

和

國

憲

法

秩

序

之

態

度

、
其
職
務
義
務
履
行
之
方
式
、
舆
其
同
事
之
交
往
或
在
其
政
治
確
信
下
積
極
從

 

事
政
治
活
動
，
那
麼
該
構
成
要
件
即
被
逾
越
。

如
退
休
公
務
員
及
較
早
領
有
扶
養
親
屬
費
i

公
務
貝
f
從

事

破

本

法

意

義

下

自

由

民

主

之

基

本

秩

序

’
或

 

是
如
其
曾
致
力
參
與
意
圓
損
害
德
塞
心
聯
邦
共
和
國
之
存
在
及
安
全
者
’
 

<1^

爲
a
職
罪
■(
 r

適

用

」
瀆
職
罪
之
規

 

定

)

。
在
此
要
求
敵
視
方
式
之
積
極
活
動
。
意
見
的
表
達
能
夠
’
但
不
是
必
須
具
備
此
種
敵
視
方
式
主
動
積
極
性
之
性

 

格

。
只
要
意
見
的
表
達
僅
在
於
相
信
論
點
的
說
服
力
而
批
評
現
存
的
狀
態
，
或
改
變
現
存
的
法
律
規
範
或
在
憲
法
中
規

 

定
之
蒽
法
上
的
程
序-

則
其
尚
i

現
溃
職
罪
的
構
成
要
件
要
素
。
此

種

意

見

的

表

違

可

能

至

多

僅

違

反

由

其

於

 

整
體
之
職
位
及
由
考
慮
其
職
務
上
義
務
所
產
生
之
公
務
員
在
政
治
活
動
上
應
有
節
制
之
義
務
(
聯
邦
公
務

fi
法
第
五
十

 

三
條

規

定

)

。
反

之

，
眨
抑
蔑
視
自
由
民
主
的
基
本
秩
序
、
中
®

誇
憲
法
上
的
價
値
決
定
及
制
度
功
能
、
要
求
破
壞



一
二
o

現

行

慕

的

法

令

規

定

’
均

可

認爲
纛

動

違

反

自

由

民

主

肇

秩S

活

動

。

5.
由
所
述
之
憲
法
上
要
求
公
務
員
之
忠
誠
義
務
得
到
.一
個
更
進
一
步
的
結
論
。
如
果
該
公
務
員
依
其
個
篇
適
合

 

公
職一
■基
本
法
第
三
士
二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意
義内
之
劈
(
註

-
四
)

，
係
任

<!

墨

人

公

務

員

麗
内
之

前

提

要

件

-
-

m

任
何
時
刻
S

靈
自
由
民
主
的
基
本
秩
序
辯
護
-
則

在

這

個

點

下

必

須

要

求

’
僅
有

i

l
亦
願

提
供
保
證
任
何
時
刻
準
備爲
自
由
民
主
基
本
秩
序
辯
護
的
^

^

才

能

任

命

進

入

公

務

員

麗
,1
迫
亦
是
|
個
爲
進
入
. 

公
務
®

係

麗

憲

法

所

要

求

的

(
基

苹

達

三

十

三

講

五i

定
)
並
且
經
由
普
通
法
予
以
具
體
化
之
：̂

上
的

 

前

儀

件

，
即
申
請
人
提
出
保
證
禱
時
刻爲
自
由
民
主
基
本
秩
序
霞
，
就
如
同
在
德
國
法宫
法
(
第

九

馨

一

款

 

規
定
)'

 聯
邦
公
務
員
法
(
第
七
鬻
一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

、
公
務
員
法
綱
要
法
(
或
譯

爲r

公
務
員
法
基
準
法
」
)
 

(
第

四

襲1

 _

 I
I
定
)
以

中

相

一

致

之

規

定

。
這
些
所
論
及
公
務
#
盧
正
巧
其
内
容
在
上
述
第
二

 

點
有
i

細
的
說
明
•，
並
且
這
是
所
有
用
人
機
關
的
法
1

務

，
認
i

待
此
内
容
’
以
及
適
用
它
。

正
巧
因
爲
終
身
職
之
公
務
員
或
有
任
職
期
間
之
公
務
員
，
若
違
反
其
忠
誠
義
務
，
按
公
務

i

度
長
期
流
傳
下
來

 

的
基
本
原
則
>
 

式

序

-始

有

以

撤

震

分

-所
以
5

之
機
關
必
須
注
意
不
蜃
何
不
 

願
提
出
保
證
任
何
時
刻爲
自
由
民
主
基
本
秩
序
辯
護
之
人
成爲
公
務
員
。
用

人

蠢

對

於

申

請

人

亦

裏

務

’
採
取
根

 

據

匿

可

能

的

預

防

措

施

’
樓
用
人
機
關
不
必
被
迫
對
於
違
反
政
治
上
忠
誠
義
務
之
公
務
員
開
始
霞
程
序

=

對
此

 

S

上
承
認
的
手
S

審
査
及
決
定

 >
 是否
申
請
人
的
供

i

 i

(將
1

何
時
刻
爲
自
由
民
主
基
本
秩
序
辯

 

護

。



用

人

機

麗
靈
入
公
務
議
係
之
申
請
，惟
其
耋

S

霧

’對
其
疑
肇
取
申
請
人
說
明
。 

在
此
決
定
上
f

 

r

舉
證
責
任
」
的
問
題
，申
請
人
旣
不
必
提
供
所
要
求
之
保
證
，用
人
機
關
亦
不
必
負
 

擔
舉
證
申
請
人
未
提
供
此
項
保
證
。
「
在
蠢
忠
誠
上
之
疑
慮
」

-

只

在

此

有

囊

-
即
負
貴
任
用
公
務
員
之*

w

 

管
在
驀
決
定
時
未
被
說
服
相
信
申
請
人
提
出
保
證
願
在
任
何
時
刻
爲
自
由
民
主
基
本
秩
序
纏
護
。
這
個
確
信
係
根

 

據

I

個
同
時
包
含
預
1

在内
之
判
斷
做
成
的
■，
此
判
斷
只
注
重
個
案11
況

’
並
且
總
是
以
一
個
依
各
權
況
變
化
之

 

大
量
因
素
S

評

價

作

囊

礎

0
此
事
在
這
方
面
原
則
上
並
非
麗
置
官
必
須
爲
公
職
就
有
關
公
務
員
之
特
別
的
才

 

幹

、
剪

或

成

就

做

決

定

。
此

蜃

及一

 

公
之
預
測
的
判
需
非
僅
僅
是
涉
及
各

®

^
因
靈
確
 

定

(
意
見
表
達
’
蠢

(示
威
、
政
治
上
的

M

活
動
’
隸
屬
任
何
團
體
、
社
團
或
政
治
上
1

派
)

。
一
個
申
請
人
可
 

能
备
服
公
職
的
才
幹
就
是
-
例

，f

他
有
®

的
公
務f

&
K

的
健
康
證
明
’但
是
只
要
例
如
他
在
用
關
 

判
斷
後
謹

爲
係
不
明
理
地
好
辯
時
’亦

不

申

1
5

^
^

。如
果
儘
管

W
l
t
r

上
的
學
習
，
然
而
申
請
人
仍
然

 

礬
糧
限
度
的
與
其
他
同
學
交
往
周
旋
的S

 ’
則

其

亦

欠

缺

籠

公

職

的

劈

〇

 _

申
請
人
亦
可
能
有
成
就
上

 

的
疑
問
發
生
’
如
果
^

—

^
然
％
i

上
取
得
之
資
^—

但
是
盡
滿
足
執
1

的
需
要
，
及
時
採
取
決
定
(
即
 

決
意
將
決
定
推
開
)0

諸
如
此
類
的
例
子
尚
有
許
多

。
—

^
於
*

<

個
性
所
要
求f1=
的

§

 ’
許
多
都
是
取
決
於

 

個
人
的
印
象
i

此
人
事
王
震
麗
的
主
管
一
向
蜃
申
請
人
的
自
我
介
紹
>
或
是
邀
請
申
請
人
做
-
個

介

糧

的

 

拜
訪
’
而
且
如
果
有
疑
馨
在
’
是
否
申
請
人
蠢S

證
篇
時
刻
爲
自
由
民
主
基
本
秩
序
辯
護
時
’
就
不
僅
如
此

 

而
已
。
魔

之

外

-
亦

不

馨

最

後

所

述

的

情

露

更

畫

他

的

要

求

。



假
如
拒
絕
申
請
的
決
定
應
該
經
由
撤
銷
之
訴
予
以
撤
銷
，
則
申
請
人
有
用
人
機
關
支
藝
■

絕
決
定
之
各
種
情

 

況
的
接
受
受
吐
易
請
求
權
。
相
同
的
原
則
會
適
用
於
此
撤
雙
訴
’
即
行
政
法
院
已

爲
許
多
案
件
發
展
出
來
的
原
則
：
 

-
詞

斷

 
<

 諸
如
考
試
成
績

 '
職
務
上
的
判
斷
謹
是
法
院
審
査
的
對
？

在
用
人
機
閱
有
足
籍
限
做
判

 

的
範
圍
内
’
法
院
的
事
後
審査
會
f

於
是
否
該
部
門
係
由I

個
不
正
確
的W

#

情
況
出
發
’
以
及
是
否
該
部
門
就
公

贅

法
舆
蠢

上

得

自

由

行

！

範

圍

{
基

本

書

二

十

三

鬻

二

項

與

第

五

讒

定

)
做
了
錯
誤
的
判
斷
。
弈

’

拒
絕
申
請
決
定
的
事
後
審査
矮
又
限
於
恣
馨
査
2

—|.
6
5
.
1
1
,
-
|
<
0
昇
「0
1
1
〇

，
因
爲
在
公
務
員
法
中
並
無
接
受

 

進
入
公
務
員
麗
的
請
求
權
——

基
產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亦
只
談
到
’

毎
一
個
德
國
人
有
「
依
其
才
幹
、
劈

及

 

專
證
就
擔
任
公
職
之
同
等
權
利
」
；
對
此
，
法
院
不
得
屢
渉
及
的
判
斷
以
自
己
的
判
衡
來

W
i

 ◊出
於
相
同
的
理

 

由

’
法
院
絕
對
不
得
宣
蠢
銷
之
訴
之
響
具
有
去
擔
任
公
職
之
權
利
(
即
不
得
不
接
靈
人
公
職
之
申
請
的
判
決
)

’
 f

疋
至
S

8

糧

之

決

定

’
並
且
經
由
此
裘S

D *
政
機
關
重
^

^

^

又
申
謹
入
公
職
之
決
定
。

叹
如
果
僅
是
個
案
決
定
，
是
否
申
請
人
依
其
僵
提
出
保
證
或
不
提
出
保
證
4

何
時
刻

爲
自
由
民
蠢
本
秩
序

 

辯
K

 ’
那
麼
i

 一
個
法
律
-
般S

強
制
規
定
’
以
個
別
具
體
的
行爲
方
式
排
除
申
請
人
任
何
時
刻
將
零
王
張
擁

 

護
自
由
民
主
基
本
秩
序
的
保
證
’
則
其
顯
然
有
—

上
的
疑
義
。
具
決
定
性
§

 -
個
此
類
行

爲
的
評
價
與
其
i

點
 

的
關
聯
性
，
而
申
請
人
依
其
攆
提
出
或
不
提
出
任
何
時
刻
將
爲
自
由
民
主
基
本
秩
序
辯
護
之
保
證
的
確
信
即
立
於
此

 

上

0

7
(3)
這

裡

談

到
时
由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篇

五

產

生

之

法

掃

況

—
<4

務
員
的
忠
讀
務
及
申
請
人
的



審
核
’
是
塁
撞
出
任
何
時
刻
主
.張
擁
護
自
由
民
羞
本
秩
序时
保—

^
用
於
各
個
公
務
員S

，
如
有
任
職
期

 

間

之

公

務

、試
舉
之
公
務
員
蜃
、受
訓
中
之
公
務
及

S

職
之
公
務
員
關
係
。該

法

未

 

按公贊職貴醫類丽有區別"因

爲

在

具

薑

大

-位從
事
本
法
曩
下
自
 

由
民
主
基
本
秩
序
活
豐
公
務
員
'
 
S

 

I

位勢糞以存在或安全

爲

目醫動 

之
公
務
員
-
其
不
僅
^

O
I
M負
馨
任
奮
愛
方
式
護
危
險
-奮

到

環

境

 '同
事

 '證

 '蠢

 

之
影
響
下
的
可
乘
之
機
時
*
構
成
在
其
敵
視
雲
之
政
S

確

信

囊

下

的一

(b)
如
同
必
須
注

 

求，
在
公
職
的

 

(die

 

Angestellte

 

in

 

6ffentlichen

 

Die-
n
s
u
^

DI

量
負
有
蠢
及
認
農
黄
產
務

〇

 

攻

蠢

家

1

讓

秩

序

。
如i

l
在
公
職

中
服
務
的
僱
員
有
重
大
侵
害
此
等
職
務
義
務
之
行
爲
時
’
其
亦
籠
限
期
地
被
免
職
。
而

且

如

到i

一
僱
鼻

 

與
其
偏
用
結
合
在
一
起
的
義
務
不
能
或
不
願
履
行
時
-
相

麗

藿

用

得

^
一̂

。

政
嘉
内
某
醫
展
仍
有
以
下
須
注
意
之
處.■任
何
將
公
職
作
爲
職
業
晨
的
人
，
則
其
該
在
三
「
■

」
中
充
實
自

 

己
以
S

任
此
種
職
務
.*他硏
究
學
習
’
1
得
到
緦
是
必
要
具
備
的
基
本
§—

經
由W

n

的
結
業
俾
§

更
高
的

職sg

--

舉
的
公
務
員
。

官
在
第
二

i

三階識申請人’

並
且
霞
裳
撞
之
裂
。
在此，
何

到

一

臂

獲

的

印

象

，
其重點

必
，f

在
i

斷
的
P
得

•■是

否

申

請

人

提

出

或

不

提

出

該

所

必

要

*

惟
此
表
示
，
i

定
程
度
上r

暫



-
二
四

時
的
」
判
®

進
人
薹
的
接
受
已
經
足
夠
’
所
有
用
人
機
粟
墨
*
步
額
外
調
査
即
靈
識
的
情
況
均
可
歲
判

 

斷

-

 3
由
人
事
宗
丨
或
由
-般即霄到的

5
^
0
®

可

*
 S

S

不

必

費

他

震

 

1

—
)
 

系
^
^

醤

的
調
蠢
馨
知
的
。

提
的
「調

査
」(

m
l
t
t
l
u
n
g
e
n
)

僅
^

g

 

|

 

些
行
爲
！

 ’
那
IHS
i

人
在
^

E

及學習現出來的’
源自經常的篇起的抗
 

議

-
以
i

分
是
來
自
環
羹
麗
的
反
應
，
因
此
很t

自

己

蕃

作

一

麗

素

(
葬

多

因

審

中

)
，
由
此
或

S

 - i

 >

妨
礙
麗
人
信
任
民
主
’
 -
Ê̂

s

由
國
家
的
威
信
’在

罌

之

「收
獲

J

的
角
度
’
並
且
在
這
方
面
形
成

 

1

攉

險

’
髪
匕

累

積

後

太

容

易

纂

驚

的

可

能

。
因
此
’
爲
了

 5

機
關
的
目
的
類
的
調

査

並
累
積
 

其
肇

-囊
乎
不
符
合
在
法
固
定
之
公
努
干
露
比

@

求

-
 

K

、

望

之

決

醫

由

，
在
適
用
就
公
務
員
政
¥

蠢

我

務

5

詳
細
規
定
之
公
務
員
法
上
規
定
時
，
並
不
實
晨

 

基

^

*

二
十
一
條
規

f

限

制

。

二
十

 
I

 i

騫

高

-
么
蠢
成
橐
。

一

個
有

i

民
主
筆
秩
？

行
動
’或

懷

著

馨

國

家

安

全

的

眞

隱

的

政
蜃
在
政
治
上
’.但
是
只
要
其
未
被
法
法
院
經
由
法
定
特
別
之
前
’該
政
黨
在
其
政

f

 

釣
霞
主
動
活
動
就
不
能
受
到
法f

的阻礙。故
而
聯
邦
秦
蘭
決
’

 

書

察

、
行
政
及
法



院
^

干
¥

具
^

^

1

 

法
—

^

K

五
册
，
第

八

十

五

頁

〔
尤

 

養

一

四

o
頁〕
；

法法

i
r

n
s

s

十

二
册
’
第
二
九
六
頁
’〔4=e

R
8s

三O

四
1

下

〕<B
V
e
r
f
G
E

 5.

 

8
5
〔1
4
£
;
1
2
,

 29
6
〔304

f
.〕>

)

。

2
没

置

耩

及

幹

部
爲

-
個

饕

工

作

’
該i

不
能
生
存
i

至
其
被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禁
止
之
前
，

|

個
政
黨

 

都

許

可

「
存

在

」

，
因
此
即
表
示
其
組
織
與
f

的

活

動

不

靈

到

干

揉

或

阻

礙

。
何
者
在
此
經
由
i

許

可

的

’
就

 

不

能

再

另

立

嗣

後

霉

上

不

利

益

(
讓

)
的

震

要

件

。
故

觀

鮝

九
S

之

一

 
I

)

——

-

n

f

犯

罪(
e
l
n

 or
g
a
n
i
s
a
t
i
o
n
s
d
e
l
i
k
t
)

-
-
’
 0

^

^

9

4

*

二

十

 

I

效
(參
法
法
院
判
；

十二

册
’第二九六頁

〔
W

K

第
三
〇
五
頁
以
下〕

<
B
V
e
r
f
G
E

 12

 

.

 29
6
G

0
5

 

f
f
.

 >
!_!
)
 
0
出
於
相
同
的
理
由
，

S
M

S

法

第

六

循

一

霍

二

着

定

(B
E
G
)
不

適

用

於

在

被

聯

邦

雪

法

 

院林刖僅

f

政
黨
i

之

人

’
因
其
代
表
該
政S

’
故

璧

(爲
1

黑
—

所
使
f

 一
般
受
允
許
的
§

均
係
合

 

法

的

(
參
見
聯^

3
5

篇

判

決

醫

十

三
册

，
第

四

十

六

頁C

尤

其

第

五

士

貢

以

下

〕

；
除

此

之

外

，
參
見
聯
邦

 

憲

法

法

十

三

册

’第一二=貢
〔尤
養

I

 11

六

頁

〕

七

册
，

第

一

五

五

 

頁
以
下

 

<
B
V
e
r
f
G
E

 13.

 46
【5

2
1
\
〕
；<91.

 au
0
e
r
d
e
m

 BV
e
r
f
S
E

 13.

 12
3
a

ro6:l>:
1
7
.

 15
5
f
f
*>

 
)
。
反

之

，
如
果

 

一
個
政
黨
的
S

努
力
追
s

i

及
所
8

傳
之
活
動
均
係
在
該
求
的
範
圍

内

，
則
該
政
黨
違
憲
之

i

亦

 

不
以
其
—

按
刑
法
第
八

4
-
^

、
八

十1

1

定
因
§
®

!

^

起
公
！

受
有
罪
判
決爲
前
提
(f

聯
i

法
法

 

院
判
決M

R

九
册
，
第
一
六
二
頁
以
下〈B

v
e
r
f
G
E

 9.

 16
2
f
f
.>

 )
 *

I

二
五



t

二
六

如
同
由
所
有
理
由
之
關
聯
性
產
生
出
的
這

p
s

決

’
其
只
注
意
到
在
政
治
上
積
極
活
動
之
公
民
®

^

會

中

的

- 

般

情

況

’
並
未
針
對
身爲
公
務
員
而
立
於
特
別
法
律
上
地
位
之
公
民
來
設
想
。
在
所
引
述
裁
判
$

量
的
對
象
根
本
就

 

不
是
何
者
是
公
務
員
准
許
去
做
的
’
何
者
是
公
務
員
不
准
許
去
做
的
’
以
及
何
種
結
論
是
擊
王
准
許
由
經
認
定
非
一
個

 

部

與

畜

者

所
鳘
正

式

活

豐

其

他

活

動

得

出

的

。

I

刖
所
述
針
對
醫
活
瞀
由
的
論
證
’其

本

誓

干

-條

規

—

因
此
公
民

爲
該
政
黨

不
受
打
擾
及
不
受
阻
礙
的
正
常
運
作
所爲
之
政
箫
正
式
的
活
動
可
以
€

受
到
^

—

反

之

’
公
務
員
對
於
自
由

 

民
主
國
家
係
居
於
一
種
特
別
親
密
的
關
係
，
即
對
國
家
負
有
政
治
上
的
忠
誠
義
務
，
故
憲
法
上
的
原
則
在
此
溝
一
個

 

另
外
的
法
律
上
關
係
。
如
果
國
家
不
願
自
己
提
出
疑
問
-
則
國
家
在
其
自
由
民
主
上
會
需
要

爲
它
及
現
行
憲
法
秩
序
辯

 

護

、
在
危
機
與
忠
誠
衝
突
的
時
刻爲
它
防
衛
的
公
務
員
，
.而
且
在
這
當
頭
的
時
簦
公
務
員
會
譽
地
履
行
交
； 

的
任
務
，
並

使

之

與

蠢

的

8

'
蠢

上

的

蜃

決

定

譽

求

，
以
及
異
S

令

i

致

。

塞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五

項

規

現

之

憲

法

決

定

’
與
蒙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並
無
抵
觸
：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五
項
規
定
要
求
公
務
員
主
張
擁
護
社
會
憲
法
規
定
的
秩
序
，
反

之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是
讓
公
民
有
自
由
拒
絕
此
種
合
憲
的
秩
序
並
在
政
治
上
與
其
抗
爭
’
只
要
他
係
在
一
個
未
受
禁
止
的
黨
派

内
以
一

 

般
允
許
的
方
法
爲
之
即
可
。
公
務
員
的
特别
義
i

非
鑑
於
政
薄
利
益
而
設
’
尤
其
不
是爲
了
阻
礙
政
黨
的
政
治
上
積

 

極
活
動
，
而
係
出
於
蠢
國
家
的
安
全
^

受

到

嗇

公

務
D
B
W

之

蠢

的

考

應

。
霞
没
有
公
務
員
政
治
上
忠

 

誠
義
務
的
要
求

 >
 則

政

露

別

的

法S

位

籠

#是

在

外

*努改變或

顚
覆
S

農秩



序
之
最
理
想
的
溫
床
。
道
不
牽
涉
該
公
務
員
會
因
其
隸
屬
一
個
政

i

M

i到
不
利
益=

這
—

題
毋
寧
係
該
公
務
員
在

 

其

職

務

上

是

否

慕

違

反

該

政

治

上

蠢

產

務

’
以
及
該
申
請
人
是
否
就
-

屦

_

他
的
^

一̂

出
任
何
時
刻爲

 

自
由
民
主
基
本
秩
序
籍
護
之
保
證
。
這
些

a
s

都
是
該
公
務
員
及
該
申
請
人
自
己
經
由
其
行
爲
予
以
回
答
。
可
S

於

 

該
申S

S

人
f

之
判
斷
上
非
常
重
要
的
行爲
’
其
部
分
—

是
加
人
或
從
屬
於
一
個
政
黛
之
行
爲
’
 i

政
黨
係
追
求

與

蠢

敵

對

的

晨

-
-
^
此
1

者

-
係
是
否
該
—

之

謹

性

已

無

經

由

法

院

判

決

靈

。
這
將
可

能
是
恣
意
的
’
不
僅
剔
除
此
個
性
判
斷
的
要
素
’
並
強
求
i

N

定
一
個
公
務
員
的
憲
法
忠
誠
’
惟

因

-
個
關
於
一
個

 

i

違
憲
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尚
未
作
出
——

此

外

丄
®

^J
係
取
決
I

s

 ’
 i

謹
5M
X
係
由
申
請
人
衡
量

 

決
定
，並
且
其
僅

爲

了
能
拒

®

務

的

申

,或

爲
了
 ®

因
爲
違
反
其
政
¥

忠
誠
義
務
之
公
務
員
給
予
懲

 

戒
法
上
的
干
涉
，
就
被
提
出
。

被

糞

蠢

法

院

保

留

有

關

一

個

馨

審

違

憲

的

裁

判

迄

今

_

未
發
布
的
情
？

不
會
妨
礙
該
確
信
許
可
被

 

獲
得
及
被
辯
護
’
該
政
黛
旣
係
以
追
求
破
壞
蒽
政
爲
晨
’
聲

應

在

政

治

上

被

制

止

i

個
例
如
^
^
{
1
^
宣
傳
無
產

 

階
級
專
政
或
以
暴
力
的

g

顚
覆
合
乎
憲
法
秩
序
的
政
黨
，
當
環
境
狀
況
可
能
許
可
時
’
會
以
破
壞
憲
政
作

爲
苴
； 

追

尋

黑

-

f

按
照
法
法
院
法
第
四
十
三
條
規
定

(
B
v
e
r
f
G
G
)

因

爲

認

爲

與
該
政
治
上
 

的
爭
辯
已
經
足
夠
’
或
認爲
能
很
i

地
保
護
在
基
蜜霊
我
下
的
自
由
民
主
秩
序
’
並
不
需
要
在
形
式
上
禁
止
該
政

 

黨

，
而
寧
願
選
擇
不
開
始
政
黨
禁
止
的
程
序
，
這
對
於
政
逋
的
屬
性
並
無
影
響
。
囡

此

，
政
府
在
其
每
嵩
國
會
及
公

 

衆

所
作
的
墼
¥

提

出

蠢

破

壞

蠢

之

力

量

 '
圃

體

及

肇

的

發

展

’
這

在

蠢

上

並

震

義

存

在

’
並

且

亦

遲



於
政
府
應
負
政
治
上
責
任
之
要
求
。
只
要
由
此
對
一
個
政

M

產
生
w

w

.±
的

不

利

益

(
在
吸
收
黨
員
及
追
隨
者
方
面
)
 

，
則
該
政
黨
反
之
即
不
被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規
定
保
護
。
同

謙

，
間
接
由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五
項
規
定

爲
拇

 

任
公
職
及
爲
繼
續
保
留
在
公
職
服
務
而
建
立
起
來
的
界
限
所
產
生
之
事
實
上
不
利
的
影
響
，
亦

有

適

用

。

U

、

這
個
迄
今
被
解
釋
的
法
律
情
況
亦
不
牴
觸
基
本
法
的
基
1

:

L
在

此
f

重
要
地
位
之
基
f

利
係
思
想
自
由
權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規
定

 

<

註
一
五

>
)

。 

(a)
思
想
自
由
與
公
務
員
忠
誠
義
務
間
之f

f

;歷

史

。
它
在
威
瑪
時
代
有
兩
次
具

If*

要
薹
我
——

一 

次

威

瑪

共

和

的

時

代

，
當

它

用

於

抵

禦

共

產

主

義

的

積

極

擴

張

與

漏

右

派

團

體

的

暴

力

1

H
徑

時

，
以
及
在
第
二
次
威

 

瑪

共

和

的

時

代

，
當
德
國
國
家
社
會
勞
工®
出

現

並

且

變

得

日

益

危

險

時

。

一
九
三
年
八
月
二
十
六
日
艾
茲
伯
格

(
E
r
z
b
e
r
g
e
r )

被
謀
殺
，
一
九
二
二
年
六
月
四
日
富
曼

(
s
c
h
e
i
-

 

d
e
m
a
n
n )

遭
謀
害
未
遂
，
一
九
二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曰
拉
特
瑙

(
R
a
t
h
s
£
)

被
殺
害
。
在
這
些
事
件
發
生
之
後
，
帝
 

國
政
府
立
即
建
議
帝
國
麗
依
威
瑪
憲
法
第
四
十
八
條
規
定
(

W
R
V
)
發
布
保
護
共
和
國
的
行
政
命
令
’
該

於

 

一
九
二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公
布
施
行
。
同
時
共
和
政
體
維
護
法

(
d
a
s

 Ge
s
e
t
z

 z
§
 

S
c
h
u
t
z
e

 de
r

 Re
p
u
b
l
i
k

 
)
 

在
聯
邦
響
内
被
討
論
，
雖
妖
該
法
在
一
九
二
一
年
七
月
十
八
曰
三
讀
時
係
三
〇
三
票
對

I

〇
二
票
-
但
仍
以
修
改
憲

 

法
的
S

通
過
並
且
於
一
九
二
二
年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被
簽
署
(
參
見
帝
國
法
律
公
報
第
一

册
，
第
五
八
五
頁〈R

G
B
1
.I 

s
.585>

 )
。
同
一
天
在
聯
邦
刑
事
警
察
法

(
R
e
i
c
h
s
k
r
i
m
i
n
a
l
p
o
l
i
z
e
i
g
s
e
t
z
)

、
免
刑
法(s

t
r
a
f
f
r
e
i
h
e
i
t
s
g
e
s
e -



t
z
)

及
關
於
維
護
共
和

 

採
取
之
措
施
之
法
律

(
e
i
n

 Ge
s
e
t
z
G
b
e
r

 die

 Be
r
e
i
t
s
t
e
l
l
u
n
g

 von

 Mi
t
t
e
l
n

 

z
u
m

 Sc
h
u
t
z
e

 de
r

 Re
p
u
b
l
i
k
)

的
公
布
外
’
亦
發
布
關
於
公
務
員
維
護
共
和
政
靈
我
務
之
法
律

(das

 Ge
s
e
t
z

 Qber

 

d
i
e

 Pf
l
i
c
h
t
e
n

 der

 Be
a
m
t
e
n

 
z
§
 

S
c
h
u
t
z
e

 

d
e
r

 Re
p

g-lik)

 

國

法

~ 册

’
第
五
九
0
頁

 

<

 

GB1.I

 s_
5
9
0
>
r

該

法

對

一

九

〇

七

年

五

月

十

七

曰

公

靈

行

之

務

員

法

(
R
e
i
c
h
s
b
e
a
m
t
e
n
g
e
s
e
t
z
)

插
入

 

以
下
之
一
的
規
定
：

聯
§

務

員(
R
e
i
c
h
s
b
e
a
m
t
e
)

負奮我務-在
其
從
務
時
擁
之
共
和
政
體
的
國
權
(

s
t
a
a
t
s
g
e
w
a
l
t 〕

 〇

在
其
身
爲
共
和
政
體
之
公
務
員
時
，
不
得
從
事
一
切
與
其
職
位
相
關
連
之
事
務
。

禁
止
從
事
以
下
的
活
動
：

1
以
苴
(職
務
或
其
職
位
可
得
利
租
之
設
備
濫
用
於
致
力
變
更
f

憲
法
設
置
之
共
和
政
體
之
國
家
形
式
；

2
-
在
執
行
職
務
時
或
在
濫
用
其
職
位
下
-
於
一
一
目
論
中
清
楚
表
示
出
對
i

憲
法
設
立
之
共
和
政
體
之
國
家
形
式
、
 

聯

邦

國

旗

或

符

合

憲

法

規

定

聯

邦

政

府

的

蔑

視

，
而

適

足

已

降

低

其

在

公

蠢

華

的

地

位

；

3.
 

在
執
®

務
時
或
在
濫
用
其
職
位
下
-
使
受
其
靈

或

指

示

之

公

務

員

(
B
s
m
t
e
)

、
僱

員(
A
n
g
e
s
t
e
l
l
e
)

 

及

勞

工(
A
r
b
e
i
t
e
r
)

 
'

f

 

(
z

o:g
l
i
n
g
e

 Od
e
r

 sc
h
E
e
r

〕對
®

*

法
設
立
之
共
和
政
體
之
國
家
形
式

 

或符合定的府府產生蔑視乾抑；

4.
 

對
於
在
職
務
上
S

靥
麗
之
人
員
之
職
務
上
S

則
述
第
-
款
至
第
三
聲
S

者

-
予
以
容
忍
。

此

外

，
聯
邦
公
務
員
亦
禁
止
在
公
開
場
合
充
滿
敵
意
或
塌
動
地
要
求
致
力
君
主
政
體
的
恢
復
或
墨
共
和
政
體
的



一
三
〇

存在’或是經由薦、辱
罵
或
鄙
視
共
和
政
體
或
壽
中
任
5
成■
事此 

類
的
努
力
。

而
且
一
九
三
〇
年
並
晷
士
邦
的
國
家
襲
定
..

按
德
國
國
家
社
會
勞X
潘
及JI 5M

共
產
满
i

展

’
已

可

將

此

二

個

篇

派(
o
r
g
a
n
i
s
a
t
i
o
n )

 
’
 ®

 

組

織

之

以

暴

力

醤

現

存

的

國

家

秩

序

。一

 

此

類

組

變

公

鬢

’
 8

組

織

活

動

蜃S

他
的
支

 

持

，
經
由
此
i

 

-

該
公
務
員
不
僅
違
反
由
其
公
務*

*

產

生

之

特

別

家

rn
i

之
義
務
，
並
且
係
有
貴
地
犯

T

S

P

«
0
^
 '
 

-
 i

i

M

K

S

0

本
部
在
此
特别
要
求
全
部
公

i
W

認
麗
見
解
，並
且
指
示
’以
纂
於
遨
反
的

毎
一
個
接
的
國
家
公
 

務

員

-
均

會

蒋

觀

〇

本

部

同

時

規

定

，
下

屬

籠

必

須

向

主

管

的

專

業

部

長

(
F

a
c

I
t

e
r

〕

堡

n

每

一

件

違

廣

情

況

。

(
特
別
雲
在
一
九
三o
年
七
月
九
日
普
魯
士
邦
司
；

1

1

分
内一

I

 S2
3
7

——

露
一
九
三
o
年
 

司
法
部
公
報
，
第
二
二
0
頁
 <_l:
.
m 

Justizministerialblatt

 193 P

 S.

 220>

 )
。

在
威
瑪
蠢
的
適
用
期
間
，
通

說

麗

思

管

由

舆
公

務

員

蠢

義

務

間

之

麗

-

亦
可
見
於
普
魯
士
邦
的
S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

……

^
^
m
i
K
s
b
e
r
p
r
s
s
i
d
e
n
t
)
-
l
i
E
E
g

批准
認可
之職
管

(

i-t
s
v
o
r
s
t
e
h
e
r)

.

.

(
所
以
)
蠢

墓

不

^

^

蜃

由

其

就

^
?
^
准
麗
取
之
決
定
上
’
按
自
£

0

^

務
的
裁
馨
慮
可
能
民
對



批
准
認
可
該
當
選
人
的
馨
1
況

’
尤

其

又

^
下

情

況

加

以

靈

’
是
否
該
當
選
翥
震
一
個
以
暴

-R
S

覆
破

 

壞
國
家
秩S

晨

的
I

黑-

其
將
在
他
執
行
間
從
囊
鍪
屬
實
現
之

W
i
i
K

成
正
當<■

如
果
機

 

關
薑
巳
蠢
准
認
可
*則他無權再8

由

其

批

准

定

"置

寧

毋

^
|
1
_
懲
 

s

f

u

l

s
,̂
 

在本¥

 ’楚

i
w

s
w

在
的
違
反
，

即
產
 

黨

-
事

’
承

警

任

。
惟
若
情
、況

是

一

個

公

1

個

裳

’
僅
此
尚
未
足
以
構
成
苴
賴
務
上
應
負
義
務
之
違
反

 

，
並
且
同
樣
亦
不
足
以
構
成
一
個
在

f

内

外
不
足
取
之
行

爲

。
：：
：僅
因
公
務

U
K*

護

I

個

瘦

黑

，
—

其

s

l

f

^

i >
 

»
i

f

 -

…

… 
<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輯
第
七
志册
’
第
四
九
三
頁
〔
尤
—

四
九
四
頁聋
下
一
頁
〕〈

0
V
G
E

 77
.
4
9
3
〔

 

494
f
o

 >

 )

o

是
否
■

加
入
這

I

類
的
^S

B
U

經
可
^

該

蹇

靈

’
 

響
辯
’

自

I

九

二
〇
年
秋
天
理
立
的
德
國
社
會
民
主
黛

(
d
i
e

 so
z
i
a
l
d
i
k
r
a
t
n
’s
c
h
e

 Pa
r
t
e
l

 De
u
t
s
c
M
a
n
d
s
)

分
裂
以
來
，
其
不

 

僅
是
黛
員
，
而
且
還
曰
疆
§

合
共
^
1
|
 

(
d
i
e

 verel.nlgte

 Ko
i
n
i
s
t
l
s
c
h
e

 Pa
r
t
e
i

 De
u
t
s
c
h
l
a
n
d
s

 
)
地
方

 

籠

K
的
第
一
主
席
，
並

且

嘉

越

1
§
^
5
協
會
生
命
二
珥
6
5-
5

1

)

畜

域

農

，
在
一
九
二
|
年
三
1
1
1
:
^
 

0

 

{
S
a
c
h
s
e
n 〕

的
不
嘉
期
間
特
麗
德
墨

n

共

動

’
於
一
九一

二
年
三
月
三
十
曰
翼
在

 

其
擔
任
車
工
工
作
的S

坑
開
始
工
2

際

，
靈

靈

靈

工

；

工
麗
全
面
罷H

 ’
 |

如

議

晷

士

邦
内



政
部
長
的
官
方
調
査
確
定
之
結
果
’
被
生
醫
大
聲
呼
叫
爲
以
暴
力
方
S

覆
破
壞
現
存
的
國
家
秩
序
(
高
等
行
政

 

廣

判

七

十

八

册

，
第
四
四
五
頁
〔
$

第
四
四
六
頁〕

〈
O
V
G
E

 78

 

.

 44
5

 

C

 

4
4
6
〕

>

 )
。

這
是
毋
寧
置
疑
的
i

接
參
黌
求
以
不
合
法
手
段
實
現
政
黛
晨

s
i

s

,
蠢
任
公
職
係
不
相
符
合
？
：
：
 

有
許
多
超
越
僅
僅f

護
一
個
政
f

政
治
上
活
動
的
階
段
是
可
以
想
見
的
，
此
等
響
直
接
參
與
違
法
的
行
爲
，
例
 

如
摇
入

該

警

及

通

常

的

捐

獻-

以
至
煽
動
地
積
極
作
用
及
居
頜S

政

竈

位

均

屬

之

。
究

露

蜃i

 ®

力

 

逵

班

f

顚

覆
現
存
國
家
秩
利
益

趋

S

 ’
違

反

職

雲

襲

一

個

公

黌

在

^

鷺

之S

到

S

程

度

’
需

要

個

案

予

以

決

定

’
正

如

同

一

個

公

務

員

在

許

多

其

他

的

違

?E
上

-
例

如

在

不

服

從

、
注

意

的

違

反

'
 

道
德
上
令
人
生
厭
的
生
活
作
風
及
其
他
相
類
似
者
’均

罰

的

界

限

一

樣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輯
 

第
七
十
八
册
-
第
四
四
八
頁
〔
尤
其
第
四
五
五
頁
〕

八

O
V
G
E

 7P
 44

8
〔
4
5
5
〕

>

 )
。

一

個

公

務

員

的(
A
r
b
e

—lit
s
v
e
r
h
a
l
t
n
i
s )

，
只
要
這
撂
詞
根
$

尚
1

用

，
則
其
包
括
…
…
不
 

僅
該
公
務
員
的H

作

’
而
且
尚
有
該
全
部
的
個
性(p

e
l

 

i
c
h
k
e
i
t )

，
以
致
於
f

 一
整
體
全
部
在
—

内
及
職
務

 

外
之
行

爲

均
與
該
工
關
。該

公

務

員

在

其

工

地

行

動

-以
致
於
續

没
有
工
作
關
係
准
許
阻
 

礙1

的

定

，霞公
黌
當
此
留
在
經
由
公
所
得
出
之
圍

内

時
，始 

W
g

用

(
擊

行

政

法
i

決
輯
第
$

七
册
，
第

五M

貢

〔
尤
龙
葉
五
一
八
頁
及
其
下
一
頁〕

<
o
s
E
 77,

 S 12

〔
s

f

.
〕

>

 
)
。

依
此
-
由

公

務

所

生

之

特

囊

霞

亨

思

想

自

由

4

震
治
上
的
觀
點
最
點
的
擁
^—

濯

其



涉
及
了
 

1

個
破
壞
憲
政
之
政
黨
f

 ;計
衋
——

仍
不
構
成
類
法
上
要
予
以
顏
的
義
務
違
反
。
但
是

I

個

在

「
一
言
論
 

(AU
B
e
i
g

)
」i

達
出
屢
蜃
政
政
黨
的
支
持
*
卻
已
經
足
以
構
成
義
務
的
違
反
 

<

 安
許
茨，一

九
三
三
年
威

瑪
的
聯
邦
憲
法
，
尉
憲
法
第
一
三
〇
條
規
定
所
&
E
釋
一
至3

<
A
n
s
c
h
s
t
z
,

 We
i
m
a
r
e
r

 Re
i
c
h
s
v
e
r
f
a
s
s
u
n
g

 1933-

 

A
n
m
.

 1
 bis
 3

 zu

 Ar
t
.

 130>

 ;
漢
次
夏
，
自
由
言
論
之
法
律
規
定
，
集
於
安
許
茨
——

湯
馬
，
德
國
國
家
法
手

册
 

第
二
册
 *
 第
六
七

 
o
 頁
及
其
下
一
頁

 

<
H
a
n
t
z
s
c
h
e
l

 in

 An
s
c
h

'c-t
z

-Hh
o
n
m
a
.

 

H
a
n
d
b
u
c
h

s-s

 De
u
t
s
c
h
e
n

 St
a
a
-

 

t
s
r
e
c
h
t
s
，
2
.
B
d
/
D
a
s

 Re
c
h
t

 

d
e
r

 fre
i
e
n

 

M
e
i
n
u
n
g
s

a:
fee

r
u
n
g
=

 s .670
f
,>

 

亦
可
蠢
叫
漢
次
夏
與
貝
爾®

 

撰
文
獻-

f

 -
九
三
〇
年
的
聯
邦
！̂

公
報
及
普
魯
士
邦
的
行
政
公
報
’
第
五

〇

九
頁
以
下
，
第
六
六
七
頁
以
下

<

 

v
g
l
.

 au
c
h

 Hanrfzschel
 un

d
 Be

r
n
e
r

 in

sue
i
c
h
s
v
e
r
w
a
u
u
n
g
s
b
l
a
t
t

 un
d

 pr
e
u
s
s
c
h
e
s

 ve
r
w
a
u
u
n
g
s
b
l
a

c-t-
t-t-
 

1
9
3
p

s
.509

f
f
.,

 66
7
f
f
.
>
r

相

同

的

問

題

本

法

的

適

用

下

，
在
一
九
五
〇
年

第

一

次

具

要

意

義

.

.
當
時
適
用
一
九
五
〇
年
五
月
十
七

 

日
—

邦
公
布
施
行
之
讓
公
務
員
法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在
聯
邦
任
職
之
人
員
必
須
經
由
其
整
體
的
行

爲
擁
護

 

民
主
國
家
的
思
想
。

J

麗

政

0

此
於
一
九
五o
年
五
月
十
九
日
g

以
下
的
決
議
：

翼
共
和
政
體
的
敵
人
加
_

力

-
逐
漸
破
壞
自
由
民
主
的
基
本
秩
序
。
任
何
糞
此
類
的
努
力
’
均
與
公
職
的

 

義
務
不
相
符
合
。
所
有f

或
間
接
擔
任
聯
邦
公
職
之
人
員
’
按
暫
行
的
聯
邦
人
事
法

(
d
a
s

 vo
r
l

OJtu
f
i
g
e

 Bu
n
d
e
-

 

s
p
e
r
s
n
a
l
g
s
e
t
z
)

第
三
條
規
定
，
必
須
經
由
其
整
體
的
行爲
擁
護
民
主
的
國
家
秧
序
。

凡
任
職
聯
邦
職
務
之
公
務
員
、
僱
員
或
勞H

i

s
自
由
民
主
國
家
秩f

組
織
或
®C

 ,
爲
其
活
動
或
做
其



他

的

壽

’
以
及
凡
特
別
接
受
委
託
或
眞
正
的
針
對
共
產
的
S
E
D
及

所

謂

的

「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
N
a
t
i
o
n
a
l
k
o
n
g
r
e
B

 

)J

之

第

三

次

黨

代

表

大

會

所

做

以

暴

力

作爲

一

綱

頜

之

決

議

而

工

作

活

動

之

人

’
均
係
有
责
地
嚴
重
的
違
反

 

義

務

。
以

下

尤

其

屬

於

一

一！
_遽

一

組

織

，
對

其

S

係

與

職
i

務
不
相
符
合
：

1.

-13.
.

聯

邦

政

露

求

職

務

長

官

對

於

經

由

參

與

此

類

組

織

或

肖

而

違

反

其

對

聯

邦

共

和

政

體

所

負

忠

誠

霧

之

公

務

 

員

、
僱

員

及

勞

工

，
採

取

必

要

的

措

施

。
對

於

有

過

錯

之

人

將

絕

不

寬

貸

地

立

即

予

以

撤

除

其

聯

邦

職

務

，
而
且
在
終

 

身
職
之
公
務
員
則
導
致
正
式
懲
戒
程
序
的
開
始
並
同
诗
暫
時
免
除
其
職
務
及
扣
留
其
薪
俸
，
在
得
撤
回
任
<
叩
之
公
務
員

 

則

獲

撤

回

任

命(
w
i
d
e
r
r
u
f
)

，
在

僱

員

及

勞

工

則

獲

無

限

期

地

解

僱

。

聯

邦

政

府

推

薦

各

邦

政

府

立

即

採

取

-
致

的

措

施

。

(
對
此
參
照
格
雷
瓦
、
舍
爾
納
，
在
公
職
上
之
政
治
上
的
忠
誠
義
務
’
集
於
耶
利

内
克
等
人
編
著
’
德
意
志
聯
邦

 

民
法
T
法

蘭

克

福

二

九

五

-
年
出
版
，
第
九
頁
以
下
，
第
二

一

十
五
頁
以
下
-
第
六
十
五
頁
以
下

<

 

vgl

 ‘ 

d
a
z
u

 H

. 

J
e
l
l
i
n
e
k

 u ‘a
:

 Gr
e
w
e
,

 Sc
h
e
u
n
e
r

 in

 De
u

rt-s
h
c
e
r
r
o
u
n
d

 f
CI
r
 Bi }r

(Qe
r
r
e
c
h

(-t-e
,F
r
a
n
k
f
u
r
i ;/M

.
,

 po
l
i

r+i
s
c
h
e

 

T
r
e
u
p
f
l
i
c
h
t

 im

o;f
f
e
n
t
l
i
c
h
e
n

 Di
e
n
s
t
,

 1951.

 s ,

 9f
f
:

 35
f
f
.

. 65
f
f
,>

 )
。

-
九

七

二

年

一

月

二

十

八

曰

聯

邦

及

各

邦

對

於

以

下

聯

邦

總

理

及

各

露

督

長

的

決

議

取

得

.

|

致

看

法

：

依

聯

邦

及

靠

公

務

員

法

及

對

僱

員

與

勞

工

有

一

致

適

用

的

規

定

，
擔

任

公

職

者

負

震

務

讓

地

主

張

擁

謹



公職與
入

n
e
m
w

定

秩

廣

爭

的

政

蠢

蠢

產

員一
進
活
動
——

都
絕
封
會
因
此
誠
街
突

(
L
o
y
a
m
a
t
s
k
o
n
f
l
i
k
t
)

。若
一
僵
我
務
的
違
反
，則
必

須
個
案
予
以
決
定
望
將
取i

措
施
C

按
所
述
的
規
定
僱
用
人
員
進
入
公
職
’
係
以
申
請
人
提
出
保
證
其
g

時
刻
爲
基
本
法
薹
我
下
之
自
由
民
主
的
基

i

s

i

s

 -
 

»

(
蠢

 

j

 九

七

二

年

二

月

三

五

期

八

籍

，
第

 

一

 四
二
頁

 

<
v
g
l
.

 Bu
l
l
e
t
i
n

 Nr
.

 15

 vo
m

 

3.

 Fe
b
r
s
r

 

1972.

 S .142>

 )
。

此

決

匿

適

用
s

至
今
係
摹
論
的
• 

-

 s

蜃

由

法

震

定

取

代

此

麗

的

觀

點

看

法

則

尚

未

饕

現

。

⑹
按
德
蠢
聯
邦
共
和
國
憲
法
規
定
：
公
務
員

■ w
' w

i

利
之
保
護
 <
雖

盤

在

「
國
家内J

擔
任
公
職
’
 

並
且
因
此
對
顯
負
有
特
別i

務-但是他同時亦是公民，得

®

張

在

公

i
W

身
上
 >
 二
 

麗

本

法
I

本
決
定
I

在
一
起
：
i

國

家

非

S

的
，
並
且
脣
以
委
以
重
任
'
震

'
肯

嗇

由

—

•如

爾

 

a
e
r
c
h
e
)

所n
m
s
r

 固

定

的

憲

(
f
i
x
i
e
r
t
e

 

v
e
r
f
a
s
s
u
n
g
s
s
u
b
s
t
a
n
z )

 J

的
部
分
(
識

貝

特

曼

——

尼

伯—
I
S

伊
^
一
，
基
i

利

，
第
四
册
，
第

|

個

 

半
册
，
第
四
七
四
頁〈

v
g
l
.B
e
t
t
e
r
m
a
n
n
l
N
I
P
P
e
r
d
e
y -s

c
h
e
u
n
e
r
.

 Di
e

 Gr
m
d
.r
e
c
h
t
e .

 Bd
.4

，
r
H
a
l
b
b
a
n
d
‘s

.

 

474

 >

 )
 I

以
及
個
人
權
利
自
由
的
保
證
，
在

此
是由之基̂
利的

s

。
必
須
尋
求
的
必
要
平
衡



一
三
六

係
在
於
*
爲

講

公

務

上

不

可

蠢

之

必

要

的

公

務

員

義

務

限

製

蕃

之

基

秦

利

1
 這
個
在
基
奮
利
行

 

¥

馨

可

以

想

響

況
I

準
則
的
具
_

 ’
在
此
不
需
屢
說
明i

如
前
述
的
解
釋
’
那

震

則

的

，
 

在
政
治
上
的「1

1
8
」

與

公

務

員

之

義

奪

覆

調

監

上

已

W
W

遺
。

評
震
政
治
上
的

I
s

，
惟
當

 

其
未
與
棊
本
法
第
三±

二
襲
五
囊
定
所
要
求
的
公
務
員
之
政
治
上
的
忠
誠
義
籍
牴
觸
時
’
始

本

篇

五

 

條
規
定
受
到
憲
法
上
的
保
護
.。
在

具

得

況

中

-
該

■

公
務
員
政
1

之

忠

誠

囊

’
 

本
法
第
五

 

條
規
驀
建
立
之
霉
上
靈
，在

此

受

到

醫

的

予

以

解

釋

棄

定

達

判

決

册

i
 

|

九
八
頁
〔
尤
S
I
二
◦
八
頁
以
下
〕

法
1

決
舊
二
0

册

，第
一
六
二
頁

C

尤
甚
篥
一
七
七
頁
〕
；
 

聯
i

法
法
院
判
決
輯
第
二
十
一
册
，
第
二
七
一
頁
〔
$
(
二
八
一
頁
〕

<BverfG

rn7
.
1
9
8
〔208ff.

〕

；
2
P
 

162

 

〔177
〕

；
21.

 27
1
〔281

〕
>
)
。

在

此

麗

下

，
該
等
經
由
基
本
養
三
十
三
德
五
項
規
定
涵
蓋
之
公
務
員

法
及

 

襲

法

上

之

規

定

，
係

墨

本

法

第

五

霧

震

定

上

之

I

般

法

震

定

。

.

久
同
樣
地
’
這
不
僅
適
用
1

本

霍

二

議

一

 

定
之
基
|

利

’
 
i

用

誓

本
；*

八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九

議

一

項

規

定

(
註
一
六
)
之
基
$
權
利
*
雖
蓮
該
等
規
定
上
缺
乏
明
示
的
樣
保
留

(
i
d
r

csc
k
l
i
c
h
e
r

 Ge
-

 

$
6
^
6
5
<
0

-:
1
>
6
^
1
|
:
)
’
5
1
^
在

這

些

規

定

4>.
已

有

「内
在

固

有

的

限

制

(

'_|.
_
3
1
1
6
3.
(1)
5
0
1
1
3
^
0
)
」

<
聯

^
|
$
法

法

 

I

決
辑
箪
二
册
>
 第

二

四

舍

〔
尤
苴i

 I

五
三
頁
〕
；
聯
隱
法
法
院
判
決
輯
第
二
〇册

，
第
三
五I

頁
〔尤
其
 

第
三
五
五
頁
及
其
下
一
頁
〕
•
-聯

邦
憲
法
法
麗
決
醫
二
十
一册
’
第
九
十
二
頁
〔
尤
宜
篱
九
十
三
頁
〕
；
聯

漏

 

法
法
院
判
決
醫
二
十
四册*

第
三
六
七
頁
〔
尤
其
第
三
九
六
頁
八

B
V
e
r
f
G
E

 3

 

,

 248

 

1:253〕
；

 20
.
3
5
1
〔
355

f
.



〕；
2
L

9
2
〔
9
3
〕

；

 24,

 3
5
7
〔
3
9
6
〕

>

〕
〕

：

「
個

人

必

須

讓

其

行爲
自

由

受

到

這

樣

的

限

制

，
這

些

限観

立

 

法

者
爲
照

顧

及

促

進

社

會

共

同

生

活

-

在
已
有
f

之

限

度
内
所

得

出

之I

般

預

測

，
其
亦
係
以
個
人
之
獨
立
自
主
的

 

維

護
爲
前

提

而

設

的

」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

四册

-
第

七

頁

〔
尤

其

第

十

六

頁

〕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輯
第

 

三

十

三
册
，
第

三

〇

三

頁

〔
尤

其

第

三

三

四

頁〕〈
B
v
e
r
f
G
E

 4-
7
〔
1
6
〕

；

 33,

 3
0
3
〔
3
3
4
〕

>
)

。

3.
按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
註
一
七
)
-
任
何
人
尤
其
不
得
「
因
其
政
治
見
解
1

又
歧
視
或
享
有

I

"

J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註

一

八
)
之
一
般
的
平
等
原
則(

d
e
r

 al
l
g
l
i
n
e

 

G
l
e
i
c
h
e
i
u
s
a
t
z
)

經
此
被

 

形
式
化
，
並
且
禁
止
以
政
治
上
的
見
解
作爲
歧
視
或
享
讓
的
聯
繫
因
素
。
然
而
這
並
不
會
倜
限
與
公
務
員
關
係
有
密

 

切
聯
繫
的
公
務
員
忠
誠
義
務
及
由
其
產
生
出
之
結
果
：

首

先

’
與

此

無

關

者

-
係

蠢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三

囊

定
f

禁

止

’
不
只
涉
及
僅®

 -
個

政

治

確

信

的r

享

 

有

(
H
a
b
e
n
)
」

’而
且

f

及
該
政
治
見
解
的
表
達
及
活
動
；
因爲
政

治

見

解

的

表

達

與

活

動

’
明
確
地
屬
於
特
別
的

 

基
S

利

，
即
該
等
保
護
行爲
之
i

的

自

由

權

利

(
如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I

項

.
，
第

四

條

；
第

五

條

；
第

八

條

；
第

 

九
條
等
規
定
)
(註

I

九

)

。
假

如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三

項

造

成

障

礙

時

，
這
些
個
別
的
自
由
權
利

i

(自
己
特
有
之

 

界

限

上

的

說

明

-
此
界
限
或
許
無
|法
*

^

且

由

立

法

者

予

以

實

現

。

除
此
之
外
’
那
i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三
項
予
以
形
式
化
的
禁
止
規
定
不
是
絕
對
地
適
用
。
這

i

應
該
是
清
清

 

楚
楚
的
’
凡
一
個
屬
於f

的
學
校
在
—

的
使
用
上
係
^

^

信
仰
作
安
排
：
或
一
個
女
子
學
校
在
主
管
的
任
命
上

 

讓
女
性
的
校
長
優
先
；
或
因爲
一
個
德
國
人
在
外
國
長
大
並
且
不
能
流
利
地
掌
握
德
語
，
所
以
因
此
就
不
僱
用
他
，
這



-
三
八

些
都
是
允
許
的〇

故
這
些
界
曝
用
此
理
由
來

w
：

 ’
親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三

獲

定

(

r

因
爲
」
)
僅
禁
止
該
等
「
 

有
目
的
」
的

醬W
W

，

但
是
不
s

 S

S

益
霸
益
只
是
一
個
完
全
1
M

目

的

所

設

規

定

的

黧

(
例
如

 

爲
_

懷

孕

婦

女

或
爲
變

早

雪

之

秩

序

而

有

之

規

定

羣

)

，
或
是
經

g
&

g

回
歸
至
「
事
物
之
本
質(d

i
e

 

N
a
t
u
r

 de
r

 sa
c
h
e
)
J

 
(
參

法

i

判

決

七

册

，第
一
五
五
頁
〔尤

H
S
R

 

1

七
〇
頁
〕<

v
g

r"B
V
e
r

f
G
E

 7.

 15
5

〔
I
s
〕>

 )
'

最
後
’
 

一

個
憲
達
定
不
霖
孤
立
解
稈
：養

寧

必

須

由

上

—

義

來

麗

釋

法

院

判

 

決

醫

丈

册

，
第
一
 一
〇
六
頁
〔莶
篥
二
一

 一
〇
頁
〕
.，
舞

憲

鋈

院

判

決

醫

三

十册

，
第
一
寅
〔
尤
其5*

+
^

 

頁
〕
-，
聯

邦

蜃

法

院

判

決

雷

三

十

三册
，
第
二
十
二
頁
〔
尤
其
第
二
十
九
頁〕<

B
V
e
r
f
G
E

 19,

 20
6
〔
2
S

〕
；

 

30,

 
1
_〔19

〕
；

 33

 

.

 23
〔
29

〕
>

)
。
在

此

麗

中

^

^

同

靡

由

癀

贏

馨

助

於

威

瑪®
^
民
主
命
運
制

 

定
作
爲
一
 S

戰
鬥
能
力
並
能
自f

民
主
的
i

 ’
因
基
本
*

三f

三
i

使
這
®M

家敵人的擺
 

佈
(

I

聯邦憲法法三

4
-
^

 ’
第
一
頁
〔尤
i

二
+頁
〕

法院
判決

S
W

二
十
八
册
，
 

第
三
十
六
頁
〔尤
其
第
四
十
九
頁
〕
.，聯

邦

憲

择

法

院

判

二

册

’
第
四
十
六
頁
〔尤
i

四
十
九
頁
〕<

 

v
g
l
.

 BV
e
r
f
G
E

 30.

 1.
〔
2
0
〕

j

 28,

 36
〔
49

〕
；-13,

 46
〔
4
9
〕

>
r

么
按
法
院
的
鑒
判
決
’在

乗

二

條

中

「職
業
」
的

概

蠢

的

解

釋

：
其
亦
包
括
公
職
在

内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七

册

，第
三
七
七
頁

C

尤
苴
i

二
九
七
頁
i

卞

-
頁
〕
；
聯
—

法
法
院
判

 

册

’第
三
十
頁
〔

聋
第
三
十
九
頁
〕

蠢

籠

判

十

六

册

’第
六
頁
〔$
;
第
二
十
一
頁
及
其
下

I



頁
〕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雷
十
七
册
.
第
三
七
一
頁
〔尤
其
第
三
七
七
頁
〕

八
cav

e
r
f
G
E

 7,

 37
7
〔
3
9
7
f
.
〕

；
i 

1
.
3
0
〔
39〕

；16-

 6
〔
2
i
f
.〕

：17.

 37
1
〔
3
77〕

>

 )
。
這
點
是
被
堅
持
的
。

3

無
論
如
何
’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規
定
不
僅
在
闊
於
其
所
撮
之
職
業
選
擇
上
，
亦
在
關
於
執
掌
上
 >
 都
受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五
項
規
定
之
限
制
。

r

同

鐵

，
職
業
的
H

g

容
按
有
組
織
之
社
會
的
今
曰
想
法
係
必
須
首
先

 

留
待
國
家
去
做
者
’
其

在

基

本一

條

第I

項
規
定
中
的
靈
我
是
意
該
等
職
業
亦
得
由
個
人
自
由
選
擇
-
 

並
且
不
IT-
i

任
何
人
接
受
職
業
的
選
擇
惑K

止
其
做
職
業
的
選
擇。
没
有
理
由
認
爲
此
基
S

利

「
按
其
本

質(Se

i
n
e

 

f
e
n

 

nach
〕
」

 不
適
用
於
這
樣
的
職
業
 …
…
然
麗
所
有
公
職
而
言
’
墓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仍
是
特
別
規
定
。
 

此
特
別
規
定
蠢
於
事
物
的
本
質
：
工®

位
的
數
量
(
以
及
在
此
於
模
稜
兩
可
的
情
況
中
蠢
人
S

係
職
業
選
擇

 

之
#
^
上
不
能
)
於
此
係
單
獨
由
總
是
主
管
的
公
法
人
團
體
之
有
組
織
的
權
力
(最
廣
義
)
來
決

定

。
逞
按
此
可
能
對
 

個
人
而
言
之
擇
業
自
由
之
標
淮->-
，
會
經
由
任
何
人
均
在
有
同
等
能
力
時
有
相
等
擔
任
公
職
之
權
利
{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
予
以
保
證

J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法
七
册
’
第
三
七
七
頁
〔尤
其
第
三
九
七
頁
及
其
下一

頁
 

〕

〈
B
v
e
r
f
G
E

 7.

 37
7
〔3
9
7
f
o

 >

 )
。
意
欲
於
公
法
上
的
國
家
職
務
之
職
業
’
其
自
由
選
擇
之
保
證
因
而
没
 

有
主
觀
的
請
求
權
。

在
另
一
方
面
，
此
職
業
自
由
基i

利
不
得
由
望
隨
意
予
以
限
制
；
所
有
的
限
制
必
須
「
源
出
於
事
物
的
 

本
質
。J

不
僅
職
業
從
事
的
種
類
及
方
式
(
「
執
業
」<

B
e
r
u
f
s
i
f
n
g
>

)

，
尚
且
其
覬
始
(爲
工
作
而
設
立
之
 

許
可
，
其
同
時
涉
及
自
由
的
職
業
選
擇
)

’
均
能
按
照
由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震
出
來
的
階
段
理
論
(

s
t
u
f
e
n
l
e
)

i

三
九



1
3

予
以
限
制
，
尤
其
蠢
由
其
實
現
係
取
決
於
申
賣
之
人
的

H

作
劈
之
主
觀
的
許
可
籰
要
件
*
以
及
經
由
麓
立
 

於
申
請
人
之

H

作
劈
而
由
公S

利
的
強
制
理
由
看
來
係
必
要
之
客
觀
的
許
可
薰
要
件
，
來
予
以
設
限
(
聯

隱

 

法
法
院
判
七

册

’第
三
七
七
頁
〔尤

w

t
四
0
五
頁
以
下
〕‘a

v
e
r
f
s
E

 7,

 37
7
〔
4
0
5f

f
o

 >

 )

。

(b)
鬆
至
公
職
任
公
務
員
之
許
可
的
要
求S

證
他
任
醫
翻
自
農
主
的
序
辯
護
)係
^
^
王
 

觀
的
許
S

麗

要

件

；
幕
在
於
申
請
人
的
人
上

 

<

 廉

個

取

決

益

)’

誉

農
響
現
此
 

件

’
以
及
E

i

蠢

麗

要

件

*

如
上
面
篇
的
議
，公

ifc
福
利
的
—

巳

壽

了

驛

可

要

求

係

 

「
爲
憲
法
忠
誠
擔
保(G

e
w
a
h
r

 fi
 
ur

 ve
r
f
a
s
s
u
n
g
s
t
r
e
u
e 〕

J

。
不

靈

自

蠢

棄

，
至
少
不
願
在
其
作
用
能
力
(
 

F
u
n
k
t

o'n
s
f
a
h
i
g
k
e
i
t )

职
決
於
公
務
員
主
醴
的
範
圍
内
陷
入
危
險
的
國
家
’
必

壞

憲

^

*

§

侵
入
至
公

〇

這
墨
國
家
而
一
覆
重
1

蜃

*
不
_

全

翼

溫

和

的

手

靈

成

-
隨

可

的

屢

要

件

 

及
豐
於
在
違
反
政
治
上
囊

软

於

一

 

法
上
興
決
給
予
撤
#

N
1H

■能

。
因
此
’
如
果
該
公

s

f

由

民

主

基

本

秩

序

謹
i

且

醫

違

反

政

治

上

忠

讓

務

之

公

寶

予

以

懲

戒

法

上

撤

2

墨

"
這
都
不

 

率
達
十
二
篇
規
定
。政
治
□號

或

語

所

進

¥

的
「執
業

®

 (Berufsverbot
)

 J

 ’是
 

根
本
不
適
當
的
’
並
且i

明
領
有
喚
起
政
治
上
情
緒
的
作
用
。這
個
憲
法
的
公
務
員
法
之
規
定
並

未

璧

執

業

之i
?

它

質

是

_

 i

鑲

上

書

的

許
S

^

I
K件
i

襲

®
5
1
1
由

民

_

本

秩

2

必

 

要
的
’並
且
得
由
霄
蠢
務
之
人
在
當
農
意
時
予
^

®

。任

何

震

國

* 

M
a

p
s



國
家
與
其
憲
法
秩
序
。

IV
、

因

此

，
i

什
列
斯
平
霍
斯
坦
邦
公
務
員
法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規
定
結
裏
邦
矗
法
律
人
培
訓
之
行
政

 

規
定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要
求
欲
被
接
受
在
公
實
習
之
經
過

M

的
法
律
候
選
人
提
出
保
證

 

i

(將
在
任
何
時
刻爲
基
本
法
規
定
之
自
由
民
蠢
本
秩
序
辯
護
i

仍

將

符

塞

本

法

的

規

定

。

但

是

對

此

尚

絕

非

蝥

-
此

荐

列

斯

平

霍

斯

坦

邦

現

行

適

用

的

*

^

況

-
僅

就

在

公

係

中

雲

成

 

之
實
習
予
以
規
定-

塑
兀
全
符
4
暴

法

〇

L
國
家
是
否
願
意
及
願
意
如
何S

组
移
成
爲
特
定
職
業
®

所
設
之
—

，
這
S

上
是
自
由
的
。
對
大
多

 

數
的
職
業
，
國
家
迄
今
已
經
放
棄
一
薦
訓
的
法
律
規
定
，
並
且
已
經
自
我
設
限
於
供
不
同
種
類
的
學
校
支
配
使
用
，
 

以
i

任

一

 

校
培
訓
的
成
功
結
束
與
在
職
業
及
工
一
個
更
自
由
的
訓
練
，
會
按
照
需
要
使
適
當
的
新
手
 

(Na
c
h
w
u
c
h
s

)滿
足
。
對
於
允
許
至
一
些
職
業
工
作
，
法
律
要
恭

|

定
的
_

，
而
未
在
薹
期
間
規
定
一
個
法
定
的

 

培
訓
；這

留

雲

如

職

、

i

雲

處

理

。
最
—

有

一

些

議

’
在
一
定
的
考
試
之
外
i

*

®

定
一
個

 

特
別
實
際
上
培
訓
的
完
成
-P

'在

公

務

員

麗

中

被

從

童

國

家

職

翳

工

作

，
一
般
是
在
法
定
的
考
試
通
過
之
外
 

負
有
完
成
實
習
的
義
務
，
尤

其

該

警

疋爲

了

墨|

步
的
培
訓
，
但
亦爲
了
挑
選
，
特
别
是
爲
了
申
請
人H

作
能
力

 

之
證
明
而
設
的
。
這
特
別
對

m
s

任
更
高
職
務
適
用
。
此
實
習
亘
刖
一
般
仍
位
11

次
盅
篥
二
次
國
家
考
試
之
間
(
 

所
謂
官
員
期
間
」

<
R
e
f
e
r
e
n
d
a
r
s
i
t
>
)

 〇

一
四
一



一
四
二

這
個
—

不
是
必
須
被
如
此
安
排
•
.以

致
於
該
f

人
員
非
_

公
務0

1
^

中

。
其
亦
可
如
此I

定

’
在
 

I

個
私
法
的
僱
員
關
係
$

在
一
個
特
別
而
非
公
寶
關
係
之
公
法
麗
内
璧
蓮
。
選
擇
^
1
1
|
或
允
許
|
|
形
 

式
併
存
，
這
是
法
律
或
國
家
機

^
-

R

的
事
情
。
國
家
決
定
一
個
在
公
務
員
關
係内
的
實
習
——

而
這
已
經
由
什
列
斯

 

平
霍
斯
坦
邦
做
了

 i

至
不
僅

爲

國
家
職
務
的
*亦

爲
在
國
家
職
務
弄
-

職
業
的
霤
者
(邦
政

府認爵
的

W
W

予
以
規
定
的
看
法
’
是S

盤

且

S

明
確
的
實
5

S

)
-
-
於
是
在
上
面

已
經
有
的
有
醫
放
允
許
的
限
制
及
有
關
對
於
被
許
可
§

自
公
務
®

^

之
義
務
的
說
明
，
一
貫
地
亦
適
用i

爲
 

公

務

員

的

篇

人

員

。
這
個
培
訓
蜃
的
8

,

 

f

J

至人們者
進入公務

A

係

。

&

法
律
的
實
習
不
僅
係爲
S

事
國
家
職
務
而
處
在
公
置
^

^

人
而
設
；
其爲
實
習
亦
靈
於
在
國
家

 

職
務
之
外
之
一
些
特
定
職
業
所
作
的
法
定
要
求
(
例
如
律
師
或
公
證
人
’
該
等
必
須
具
備
「
擔
任
法
—

務

能

力

<

 

d
i

fpB
e
f
d
s
g
u
n
g
z
u
m

 

R
i
c
h
t
e
r
a
m
t

 

>」
等

猶

)
，
或
#H

完
成
至
少
在
現
今
社
會
及
自
由
經
濟®

&

i

i

業

 

係

勝

於I

個

「
結
束
的
職
業
培
訓(e

l
n
e

 

etbgeschlossene

 Be
s
f
s
a
u
s
b
i
l
d
u
n
g
)

 J

 
(
例
如
私
<iE
業

法

律

謂

的

 

主

管

，
在
私
經
濟
團
體
或
其
他
非
國
家
機
構
中
的
法
律
人
員
)

。

在
一
個
這
類
的
情
況
中
，
旣
不
能
依
憲
法
要
求
國
家
爲
了
申
t
5H
人
能
得
到I

個
自
由
職
f

故

，
就
必
須
對
實

 

習
中
等
待
進
人
公
務
員
1

之
人
員
的
任
命
不
！

慮

’
亦
不
能
因
爲
國
家
准
s

 

1

般
化
並
擊
貿
習
佔
優
勢
地爲
在

 

公
務
員
1

$

國
家
職
務
的
新
手
設
立
’
就
去

W
：

國
家
，
准

對

所

有

人

’
也
對
1

考
慮
國
家
職
務
之
外
法
 

震

業

的

人

，
以

毚

明

文

規

豪i

習
之
繼
續l

e
w

進
入
公
務
員
關
係
。
馨

的

復

會

本

*

+
-

二



履

定

。
對
於
在
自
由
經
濟
中
的
工
作
活
動
，
凡
涉
及
政
®

的
®W

者

，
薯

I

般
刑
法
的
跟
制
，
以
及
按
基
本

 

鋈

十

八

讀

定

而

有

的

基

I

利

失

囊

之

馨

■
’
在

其

勞

面

適

用

職

醫

由

i

襄

利

。
此
職
業
自
由
貪
又

到

麗

I

甚
至
在
f

H

8

利
之
重
要
關
鍵
的
時
刻-
-
當

申

請

人

在

法

定

或

奮

上

必

要

的

實

繼

S

斥

,
只
因
爲
此
實
習
僅
得
在
公
務
員
5

中
被
完
成
並
且i

請
人

爲

此
所
必
要
的
適
力
(

S

法
忠
誠
的
保

 

證

)

。
漏

§

¥

二
條i

自
由3

^
^

規
定
方

面

，
公
共
福
利
之
有
深
^
^
響
及
易
明
白
的
—

理
由
對
於
這

 

個
限
制
並
不
謹
用
(震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三

十

三

册

，
第
三
〇
三
頁
〔尤
苴
蕖
三
三
八
頁
〕

？

?
?
 

r
f
G
E

 

33.

 303

 

〔
3
3
8
〕

 >

 )
 *

綜
上
論
結
■•國
家

蟇

就
-個
不
僅
是
公
務
國
家
職
務

 '
亦

是1

個
自
由
饕
之
前
提
要
件
的
實
習

 

之
成
功
結
釋
一
般
的
{裹

，
以
致
於
_

習

茌

民

法

的

麝

麗

$

在
公
務

A

舞
之
特
別
的
公
法
關
係
中
(
 

r

專

響

習

者
®

 

<
pr -a

k
t
i
k
a
n
t
e
n
v
e
r
h
s
l
t
m .s

>

 J

，
如
其
已
經
部
分
地
在
單
級
的
法
訓
上
讀
定
)
均
可
 

被

蠢

*
如
果
國
^—

如

什

列

斯

一

斯

錄

一
®

及
麗
以
當
公
務
員
爲
墼
芝
人
的
利
益
而
決
定
一
個
保

 

存
在
公
務
口
一
^

中

的

暮

’
那
麼
國
家
必
須爲■

考
慮
以
國
家
職
務
以
外
的
工谭
職
業
之
人
，
或

者

提

供

溝

 

一 f

同
等
®

、
無
i

、在
不
必
任

<|

^
入

公

中

§

兀
娶

W
n

，或者
在
其
公
定

内

制
 

定

一

個

例

外

靈

’
准
許
實
習
可
依
雙
意
願
在
公
務

1
®
^

之
外
完
成
’
如
同
迄
今
有
時
候爲
i

不

襲

賽

進

 

入
公
務
蠢
係
之
外
國
人
而
設
之
規
定
。
如
此
亦
可
解
決
本
件
爲
實
鼉
設
有
關
允
許
之
限
制
，
與

聯

書

七

 

墨

/\
款

規

定

麗

之

疑

義

。
蠢

麗

級

培

訓

在

二

級

的

法

霉

訓

之

外

有

增

加

的

囊

’
使

霞

警

習

之

法

律



一
四
四

上
統
一
越
有
可
能
實
現
’
 
i

得
爲
所
有
法
律
人
制
定
在
第
二
次
法
律
國̂
•
試
之
前
在
非
公
務
員
—

之
公
法
上
的

 

培
訓
關
係
内
(
即
法
律
專
雲
習
者
麗
)
做
實
際
上
培
訓
的
規
定
。

如
同
一
直
爲
公
職
以
外
職
業
之
權
者
安
排
之
實
習
’
在
任
何
情
形
都
未
受
到
影
響
’
被
接
受
實
習
之

f

人
員

 

如
從
事
破
壞
憲
政
，
其
得
無
限
期
地
被
剝
奪
該
實
習
。

I

位
申f

s

人
當
他
不
提
出
保
證饪
何
時
刻
爲
自
由
民
主
基
本
秩
序
辯
護
時
，
得
被
排
除
在
公
務
a
i
係
史
元
成
的

 

法
律
實
習
之
外
’
這
不
必
受
到S

的

。
在
憲
法
上
要
予
以
指i

 ’
係
針
對
守
M

也
未
就
亦
是
國
家
職
務
之
他
 

職
業
之
前
提
要
件
的
實
習
提
供
-
個
方
式
’
使
該
S

者
得
在
未
任
4
1
入
公
務
員
關
係
史
元
成
該
實
習
’
並
且
得
藉

 

此
克
服
公
務
員
法
上
的
障
礙
。
此
牴
觸
憲
法
部
分
係
在
於
一
個
不
作

爲
，
即
在
於
一
個
規
定
補
充
之
不
作爲
，
只
因
該

規
定
迄
今
僅
就
必
須
在
公
務
員
關
係
-
t
iTC
成
之
實
習
予
以
規
範
。
而
要
由
此
得
出
必
要
的
結
論
則
係
之
立
法
者
的
任
務

 

0

本
件
判
決
迕
結
果
上
係
意
見
一
致
而
被
發
布
(
註
二
〇
)
。

註

 

一 .•以
下
有
麗
本
法
規
定
之
譯
文
’
主
要
係
參
考
朱
建
民
原
譯
’
陳
沖
增
譯
’
德
塞
心
聯
邦
共
和
國
基
本
法
，
 

集
於
國
民
大
會
憲
政硏&

員
會
編
印
’
世
界
各
國
憲
法
大
全
’
第
七册
’
民
國
七
十
二
¥

二
月
初
版
，
 

第
三
一
一
頁
以
下
；
原
文
規
定
則
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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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Sa
r
t
o
r
i
u
s

 I

 Ve
r
f
a
s
s
u
n
g

 

i

 I

 un
d

 Ve
r
w
a
-

 

I
t
u
n
g
s
g
e
s
e
t
z
e

 de
r

 Bu
n
d
e
s

 Re
p
u
b
l
i
k
,

 St
a
n
d

 bi
s

 1.

 Jul
i

 19
9
3
,

 s .I
f
f
.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五
項
規
定
：
有
關
公
務
法
律
，
應
充
分
斟
酌
職
業
公
務
員
(

B
e
r
u
f
s
b
e
l
t
e
n
t
u
m
)



法
S

位
之
蠭
原
則
而
規
定
之
。

註

二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此
等
權
利
，
應
依
一
般
法
律
規
定
，
保
護
少
年
之
法
規
及
個
譽
之
權
利
*
加
 

以
限
制
。

註

二

T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規
定
：

「
所
有
德
國
人
均
有
自
由
選f

;職
業
、
工
作
地
點
及
訓f

點
之
權
利
。
職
業
之
經
營
得
由
立
法
規
定
之

°

一
「任
何
人
不
得
強®
;
爲
特
定
之
工
作
，
但
久
經
確
認
而
所
有
之
人
均
-
律
平
等
—

之
強
制
性
之
公
共
服

 

務

，
不
在
此
限
。

|二
強
迫
勞
動
僅赁
其
人
受
法
院
判
決
剝
奪
自
由
之
時
行
之
。

註

四

：
基
本
法
第
二
六
條
規
定
：

I

、除
法
律
另
有
規
定
外
，
本
基
本
法
所
稱
德
國
人
民
，
S

具
有
德
國
國
籍
之
人
-
或

於

一

九
三
七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以
後
以
難
民
或
被
迫
放
逐
者
，
而
具
有
德
國
血
統
，
或
其
配
偶
、
後
裔
之
資
格
准
許
進
入
前
德
國

 

(
R
e
i
c
h
)

領
土
之
人
。

一 

f

前
德
國
_
民

，
一
九
三
三
年
一
月
三
十
日
至

I
九
四
五
年
五
月
八
曰
期
間
，
因
政
治
、
種
族
或
宗
教
理
由
，
 

被
剝
奪
國
籍
者
’
及
其
後
裔
’
得
申

t ；

犧
復
其
國
籍
。
此
等
人
如
於
-
九
四
五
年
五
月
八
曰
以
後
在
德
國
設

 

有
住
所
’
並
S

示
相
反
意
思
者
T
視
爲
S

失
其
國
籍
。

i

四
五



I

四
六

註

五

.

.
基

本

法

第

十

八

條

規

定

：

凡
濫
用
言
論
自
由
’尤
其
是
出
版
自
由
(第

五

項

)
、講
學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

自
由
(第
 

八
條
)

、
：&

自

由

(
第
九
條
)

、
童

信

、
郵
件
與
電
訊
秘
密
(
第
十
條
)

、
財

產

權

(

¥

四
條
)
'
或

 

庇

護

權

(
第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

-

以
攻
繫
自
由
、
民
主
之
基
本
秩
序
者
，
應

剝

奪

此

麗

—

利

。
此
等
權

 

利
之
剝
奪
及
其
範
圍
由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宣
告
之
。

註

六

：
基
本
法
第
十
九
謂
一
項
規
定
：

依
本
基
本
法
規
定
-
凡
基
—

利
得
以
立
法
或
律
加
以
限
制
者
，
該
法
律
應
適
用
於
一
般
人
，
不
得
 

M
適
用
於
某
個
人
。
此
1

應
指
明
其
所
限
制
之
基
S

利
及
有
關
條
文
。

註

七

..基
本
法
第一

〇
o
條
規
定
：

法
院
如
認
爲
某
一
法
律
違
憲

 '
而
該
法
律
之
努
與
其
判
決
有
關
者
-
蜃

止

霄

程

序

"
如
係
違
反
邦

 

憲

法
i

s

有
權
受
理
憲
法
爭
議
之
露
院
判
決
之
；
如
係
違
反
本
基
本
法
-
墨
i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之

。
各
邦
法
律
違
反
基
本
法

 '
或
^H
律
牴
觸
聯
i

律
時
，
亦
同

-.
訴
訟
進
行
中
如
關
於
國
際
法
規
則
是
否
構
成
聯
S

律
之
一
部
分
’
及
其
是
爵
個
人
產
生
直
接
權
利
義

 

務

(本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
發
生
疑
義
時
，
法
院
塵
i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之
。

三
某
一
邦
患
法
法
院
解
釋
本
基
本
法
時
-
如
欲
逸
出
聯
邦
靈
法
院
或
他
邦
憲
法
法
院
馨
之
判
決
，
該
憲

 

法
法
院
疆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之
。



基
本
窗
二
十
五
條
規
定
..

國
S

之一般規則律之

I

部
份
。
此
等
規
則
之
效
力
在
饔
之
上
，
並

領

土

内

居

民

i

i

M

a

»

註

八

■•基
本
法
第
二
S

規
定
：

,

和
國(

d
i
e

 Bu
n
d
e
s -

republl.k

 De
u
t
s
c
h
l
a
n
d )

爲
民
主
、
社
會
聯
邦
國
家
。

I

 

f

所
有
國
家
人
民
。國家

f

 ’
由
人
民
以
選
舉
、
及
公
民
投
票
，
並
由
彼
此
分
立
之
立
法
，
行
 

政

及

司

法

齧
S

之

。

三
立
法
震
受
蠢
之
限
制
二
司
受
立
法
2
限制

=>

吗
S

襲
濟
不
可
能
時
-
所

有

德

國

人

對

鬆

此

秩

2

任
何
人
均
有
反
抗
權
利-

 

註

九

..基
本
隱
三
十
三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

市
民
權(

b
u
r
g
e
r
l
i
c
h
e

 Re
c
h
t
e
)

與
公
民
權(

s

sra
t
s
b
u
r
g
e
r
l
i
c
h
e

 Re
c
h
t
e )

之
 

，
擔
任
公

 

權
利
及
因
擔
任
公
務
而
取
得i

利

，
與

無

關

。
任
何
人
不
得
因
其
露
或
不
筒
某
種
宗
教
或

 

思
想(

W
e
l
t
a
n
s
c
h
a
u
u
n
g 〕

厘

®

視
 

〇

 

註
一
。

.•
基
本
法
第
九
馨
一
項
規
定
1

結
社
之
目
的
5

活

動

箭

法

蠶

或

違

反

屢

秩

囊

底

套

’'廳

芷

之

。

基

本

法

第

十

篇

-
震

定

：

I

四
七



書
信
秘
密
及
郵
件舆
電
訊
秘
密
不
可
侵
犯
。

基
本
法
第
二
±

條

第

二

葉

定

..

政

蕾

其

目

的

囊
M
員
之
行
爲
’
意

圖

損

害

或

由

，
民
主
之
基
本
秩
序
’
或
意
圓
危
害
德
塞
心
聯
 

邦
共
和
國
之
墓
者
，
爲

畺

。
苴

蠢

違

憲

問

題

法

法

院

決

定

之

。

註

二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權

四

疆

定

：

國
^+H

權

(hoheitsrechtliche

 

B
e
f
u
g
m

w's
e)

之
在
通
常
情
形
下
-應
屬
於
公
務
員
之
固
定
職
 

責

’
公
務
員
靡
公
法
服
務

 '
螯

。

基
—

第
五
観
三
項
規
定
：

藝
術
與
S

、
硏
究
姐
蜃
均
屬
自
由
’
 

由
不
得
魯
對
憲
法
之
蠢
。

註
一
二
：
基
本
§

一®

定

：

「
人
之
尊
嚴
不
可
侵
犯

〇

尊
重
及
保
I

項
鱟
爲
所
有
國
家
1

囊

務

。

i

 

r

因
此
4

塞
心
人
民
羲
不
可
侵
犯
與
不
可
讓
與
之
人
權
爲
一
切
人
類
社
會
及
世
界
和s

i

蠢

礎

 

0

三下列基拘

f

法、
£
及
司
法
之
—

 6
 

註

二
亍
基
本
法
第
二
謂I

項
規
定
..

人
人
有
自
由
人

S

權
利
*
但
以
不
侵
害
他
人
之
權
利
或
不
違
犯
憲
法
秩
囊
道
爲
限

◦



基
本
誓
蠢
三
囊
定

本

輩

法

秦

正

案

凡

邦

之

蜃

、*

9
；

同

參

與

立

法

舊

一

條

奮
i

本
S

者

’

不
得
成
立
。

基
十
一
條
規
定
.
•

r
爲
避

免

馨

聯

邦

或

-
奮
由
民
主
基
本
秩
_

1

之
緊
要
危
險
’
 

一

邦
得
要
求
他
馨
力
及
其
他
行

力
震
其
指
揮
下
並
i

派
^

s ?

震
鬣
單
位
。此
種
指
排
馨
應
即
撤
襲
應

s

參
 

議
院
之
請
求
而
隨
時
撤
銷
。
該
種
危
險
如
擴
及
一
邦
以
上
，

爲
有
效
制
止
而
有
必
要
時
，
聯
邦
政S

指
 

揮

囊

府

’
在
此
情
形
’
本
項
第
一
句
及
第
二
句
規
定
不
霞
響
。

基
S

第

九

十

八

馨

一

項

規

定

：

0

0
^
 *
 

i

§

i

i

§

^

s

 -
 I

M

«

聯

邦

馨

-
N

M

 ’
得以三塞一蠢’

。
郎
產
反
’
得

s

冤職*

註

-
四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所

一̂̂

國
人
民
^
^
其
適
當

S
3-
R

與

專

就

(
E
i
g
n
u
n
g
,

 Be
f

'a'ii
h
i
g
u
n
g
.

 fa
c
h
l
i
c
h
e

 Le
i
s
t
u
n
g
)

-

 

有
擔
任
公
職
之
同
等
權
利
。



1

五
〇

註
一
五
*.基
本
法
第
五s

 -
項
§

二
項
規
定
：

.人
人
有
以
語
言
、
文
字
及
圖
畫
自
由
發
表
及
傅
布
其
意
見
之
權
利
’
並
有
自
一
般
可
以
接
近
之
來
源
接
受

 

知
識
而
不
受
阻
礙
之
權
利
。
出
版
自
由
及
^
一̂

電
影
之
報
導
自
由
應

f

之

。
檢
査
制
度
不
得
設
置
。
 

二
，
此

等
權
利
，
應

依j

般
法
律
規
定
，
保
護
少
年Z
法
規
及
個
人
名
譽
之
權
利
，
加
以
限
制
。

註
一
六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所
有
德
國
人
均
有
和
平
及
不
攜
帶
武
器
響
之
權
利
’
無

須

事

前

塑
录

許

可

。

基
本
法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所
有
德
國
人
均
有
1

之
權
利
。

註

一

七

：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

任
何
人
不
得
因
性
別
、
出

身

、
種

族

、
語
一
 

lim

、
籍

貫

、
血

統

、
信
仰
或
宗
教
與
政
治
見
解
i

歧

視

或

一

孕

特

 

權

。

註

一

八
.■基

本
法
第
三
f

 

i

項
規
定
：

法
律
之
前
人
人
平
等
。

註
一
九
：
基
本
法
第
四
條
規
定
：

I
'

信
仰
與
良
心
之
自
由
及
宗
教
與
田
必
想

(
w
e
l
t
a
n
s
c
h
a
u
l
i
c
h
e
s

 Be
k
e
n
n
t
n
i
s
)

表
達
之
自
由
不
可
侵
犯〇

 

二
.宗
教
儀
式
應
保
障
其
不
受
妨
礙
。



三
任
何
人
不
得
違
背
其
良
心i

;
以

戰

§

之

_

靨

*

^
 i

葡

由

聯

3

雲

之

。

基
：

14

法

第

八

讀

定

：

「
所
有
德
國
人
均®

平

及

不

馨
S

馨

S

利

’
無
須
事
1

 口
或
許
可
。

-.
露

天

蜃

毫®

以

立

法

或

^
^
3

律
i

之

。

基

本

法

覽

震

定

：

1,

所
有
德
國
人
均
畜
利

>

二
，輕

之

目

的

賽
话
動

與

刑

法

牴

靉

違

反

囊

秩S

國

醫

憲

擊

箸

’
騷

$

之

。

三

保

霊

改

善

蠢

蠢
S

況
之
利
’
應

I

任
何
人
及
篇
職
業
均
*

。
凡
限
制
或
妨
礙

 

此
i

利
爲
目
的
之
約
定
概
歸S
效.
，

爲

此
均
屬

i

。
依
本
基
本
法
¥

二
條a
，
第
 

三
十
五
—

二
及
第
三
項
’
第
八
十
七
條a第四項十

i

定

採

取

畜

施

’
不
得
違
反
依
第

 

一
句
規
定
由
結
社
來i

並
改
與
經
濟
情
況
所
蠢
之
勞
工
運
動

(
A
r
b
e
i
t
s
k
a
m
p
f )

。

註
二
〇
.•
本

件

判

樣

慮

麵

達

院

第

二

庭

庭

長

s
e
u
f
f
e
r
s

其
他
廉
法
法
院
法
官Dr

-G
e
1g

e
r
,D

r
.

 Ro
t
l
n

 

.
D
r
-

 v .

 Sc
h
l
a
b
r
e
n
d
o
r
f
f .

 Hi
r
s
c
h
.

 Wa
n
d
.

 Dr

_
 Ru

p
p
.

 Dr
.

 Ri
n
e
k

共同決議其

-S-tjK

法

法

' 

院
法
官s

e
u
f
f
e
r
t
-

 Wa
n

发

D
r
.

 Ru
p
p

三
人
有
特
別
意
見
書
在
此
未
再
予
以
翻
譯
。



關

於

「
爲
民
間
企
業
需
用
而
進
行
土
地
重
劃
以
及
土
地
徵
收
之

 

合
法
性
要
件
」
之
判
決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七
十
四
卷
第
二
百
六
十
四
頁
以
下

目
錄
 

響

.

.
養

榮

i

曰

主

文

 

理

由

 

A

、
案

由2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之
見
解

 

3.
其

後

之

壽

發

展

 

n

、
蠢

證

鐘

人

之

主

張



L
巴

登

符

登

_

§

之

主

張

 

2
i

i

事
人
之
主
張

 

IV

、
訴
訟
代
理
人

 

B

 
'
憲
法
麗
有
理
由

I

、
基

本

董

十

四

蠢

三

項
爲

徵

之

肇

 

1
企

里

地

墨

具

有

農

產

質

-

2.
市
區
建
築
土
地
重
劃
性
質
 

4

东
i

十

四

簾

二

項
爲
評

斷

之

錄

 

n

、
土

1

劃

<

^

不

<
1
1
^
|
4
*
十

四

®

三

項

之

規

定

A

防
止
弱
霎
不
利
之
危
險
’
立
法
者
醫
徵
收
之
目
的
_

霍

疋

 

2.
比

例

原

則

法f

前
人
人
平
等
原
則
及
公
共
福
祉
之
3

^

1

1

個
$

受
1

守
 

3

爲
改
I

經
濟
目
的
而
制
定
之
法
規
之
合
蜃
問
題
 

S

聯
邦
建
築
法
未
對
調査
之
程
序
及
前
提
爲
蜃

 

3

聯
邦
建
築
法
未
對
長
期
確
保
所
追
目
的

爲
預
防
措
施
 

ffl '
8

1

五
三



一
五
四

<
判
決
要
旨>

I
聯
邦
建
築
法
不
允
許
以爲
創
造

工
作
位
置
並
改
區
經
濟
結
構

爲
目
的
的
徵
收
。

2
#
利

於

一

個

私

法

組

織

企

業

的

徵

收

並

不

因

此

而

不

准

，
因
爲

有

费

I

般
福
祉
非
源
自
於
企
業
客is
-N
^

，
而
僅

 

是

企

業

行
爲
的

問

接

結

果

。
然
而
依
基
本
法
¥

四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須
i

來
清
楚
描
述

此

僅

間

接S

施
的

 

徵
收
目
的

 >
 確
定
基
本
的
徵
收
前
提
及
其

調
査
以

及

規

範

確

保

所

追

求

一

般

福

祉

之

預

防

措

施
C
 

-
九

八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四

曰

之

判

逵

於

-
九
八
六
¥

二
月
十
六
的
言
詞
辯
論

1

巴
登
符
登
堡
邦
土
地
重
劃
及
住
都
局
於
一
九
八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g

之
土
地
重
劃
決
定
—

 

一

九
一
四
號
程
序

 

巴
登
符
登
堡
邦
土
地
道
劃
及
住
都
局
於
-
九
八
二
年
十
一
月
五
日
之
聲
明
異
議
的
決
定
’
巴
登
符
登
堡
邦
行
政
法

 

院

-
九
八
三
年
七
月
六
日
之
判
決
以
及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一
九
八
五
年
三
月
十
四
日
的
判
決
等
觸
犯
了
訴
願
人
基
本
法
第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所
操
的
基
本
人
權
。
其
將
|

銷

。
程
序
駿
回
至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來
決
定
有
關
的
費
用
。



巴
登
符
登
堡
邦
須
—

訴
願
人
四
分
之
三
，
|

政
|

擔
四
分
之
一
的
所

f

用

。

1

A
 '

m

i

l

 - m

s

i

 -

在
此
方
式
下
轉
交
至
將
乘
檢
驗
場
經
營
者
，
朋
馳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o
a
f

 

e
r
-
B
e
n
z
)

上

。
訴
願
人
是
土
地ffl
劃
所
及

 

之
地
主
。

I
 *

i
 ~
九
八
〇
年Bo

x
b
e
r
g

及

A
s
s
a
m
s
t
a
d
t

兩
城
"一&
^
宜

箱

互

補

充

的

都

市

佈

了

 

f

特別地場

J

，
都
市
計
劃
法
之
條
件
在
此
確
定
下
被
開
創
出
寐
-
以
使
朋
馳
公
司
得
以
取
得
迄
今
供
蠢
及
木
^

用

之

六

1

四
公
i

爲
汽
車
檢
驗
，®

等m
i
S

成
爲
可
能
。
被

獲

的

1

場
所
四
.
五
公
里X
 |

 
.
二
五
公
里
的
四
方锻
地

區

。
在
髖
圓
形
的
彎
道
内
羅
有
二
三
公
頃
的
農
地
及

M

四

公

頃

的

—

地
。
如
同

都

市i

 

有
之
准
許
須
與
都
市
計
劃
執
行
的
關
聯

J

得
以
決
定
-

在
都
市
M

程

行

中

’
朋
馳
公
司
已
經
由
巴
登
符
登
i

住
都
公
司
以
i

公
益
住
都
企
業
在
都
市
所

蕴

區

内

取

霜

當

的

蠢

及

其

德

。
因爲
逵
成j

 ®

兀

全

自

由

買

需

獲

取

該

走

’
 

B
o
x
b
e
r
g
f
^

 AS
S
I
t
a
d
t

一
五
五



一
五
六

乃
於
一
九
八
〇
年
在
其
都
市
計
劃
所
稱
的
意
圖
更
一
個
企
業
土
地
重
劃
程
現
計
劃
中
的
「特
別
地
區

檢
驗
場
」
。
基
此
所
及
之
聯
邦
建
築
法
及
土
地
重
劃
法
的
規
定
如
下
：

聯
S

築

法

第

一

四

一

四

條
f

基

於j

個
市
區
措
施
原
因
之
土
地
重
劃
：

3

市
區
建
築
措
施
而
囂
地
及
木
證
時
’
城
鄉
經
由
較
高
行
政
官
署
之
同
意
依
土
地
重
劃
法
第
八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藉

關
人
所
失
土
地
分费

i

個
較
大
範
圍
的
所W

#

們
或
透
過
該
市
區
建
1

施
可
避
免

i

 

化
之
不

 

足
時
得
申t ；

明
入
一
個
土
地
重
劃
程
序
。
土
地
重
劃
程
序
可
在
一
個
都
市
計
劃
尚
未
受
法
拘
束
時
即
可
命
令
之
。
在
 

此
情
形
下
都
市
計
劃
應
在
土
地
重
劃
計
劃
公
佈
前

<

土
地
重
劃
法
第
五
十
九
羅
一
項
)
即
已
公
佈
之
。
城
郷
在
土
 

地
墨
法
第
八
十
八
條
的
是
企

霊

-

⑵
依
土
地
-M
劃
法
第
六
十
三
條
規
定
*
若
土
地
重
劃
計
劃
已
公
佈
時
，
即
可
下
令
土
地
重
劃
計
劃
提
前
實
施
。

⑶
依
本
法
規
定
所
准
之
徵
收
並
不
受
土
地
蠢
程
雷
入
之
響
。

土
地
重
劃
法
第
八
十
七
條

^

^

別
動
機
而
被
允
許
大
規
模
臺
地
的®

 

-

若
相
關
人
所
失
土
地
霖
於
樊
範
圍
的
所
^
1
^
#
們
或
可

 

避
免
企
業
所
S

文
化
缺
失
時
’
則徴
收
局
可
申
請
i

土
地
重
劃
程
序
。
農
地
損
失
分
配
的
糧
在
農
經
職
業
代
表



同
意
下
規
範
之
。

(2

.
(4

聯
霊
築
法
第
八
十
五
條

 

徵
收
之
目
的

⑴
依
本
法
僅
下
述
可
遨
*

1
符
合
都
市
計
劃
之
決
定
而
使
用
土
地
或
響
這
靈
用
，

2.
未
建
或
少
許
建
築
之
土
地
，
非
在
都
市
計
劃
通内
，
但
位
在
所
建
地
區
關
聯
中
，
尤
其
是塡
補
建
籍
1
隙

，
符
 

么
口
建
築
法
規i

用
或
供
給
建
築
使
用
。

3

 

:

 
5

S

不
受
影
響
的

1
其
他
不
露
第
一
項
所
稱
目
的
之
徵
收
目
的

-

 

2-

.

聯
霊
築

法

第

八

十

七

條

 

准
許
徵
收
之
條
件

⑴
個
案
之
徵
收
僅
在
’
若
一
般
福
祉
的
要
求
下
及
在
其
他
可
期
待
—

下
不
能
達
到
徵
收
目
的
時
’
始
得

爲
之
。



-五
八

(2)
f

之

前

提

’
需
申
請
人
？

〇

〇

謂

-
項
及
第
三
項
在
合

W
N

條
件
下
無
法
以
適
當
之
其
他
土
地
自
由
買
賣

 

去
取
得
欲
徵
收
之
土
地
時
。
申
請
人
需
證
明
，
該
土
地
將
在
合
宜
的
期
限

内
依
旣
定
目
醬
！

。

⑶
f

 i

建

築

產

用

(
第
八
十
五
條
第
i

 

1

款〕

建築■

^
用(
第八十五擔

I

項
第
二
款

 

)
的
目
的
而
徵
收
一
塊
土
地
’
僅

在

有

裂

城

鄉

i

得

爲
之

。

⑷

…

…2.
巴
登
符
登
i

 土
地
重
刺f

 一
九
八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透
過
在
此
壽
之
決
議
下
令

B
o
x
b
e
r
g/

A
s
s
a—

 

m
s
t
a
d
t
l
g

城
之
土
地
重
劃
。
土
地
重
—

區
包
樊
約
二
二
九
〇
公
頃
之
範
圔
。
在

-
致
的
地

f

定
下
該
決
議
將
此
 

依

聯
霊
築

鋈一

四
四
條F
及
土
地
重
劃
法
第
八
十
七
德

一

項
爲
實
鬵
驗
場
之一

個
市
區
土
地
重
劃
命
翕
- 

—

土
地
重
劃
法
第
一
條
及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一
 

f

地
重
劃
以
及
依
一
個

E
S
S

法
之
企
業
土
地
重
劃
聯
結
-
起
’
 

f

 

經
由
計
劃
建
—
B

二
九
二
及K
二
八
四
一
所
損
失
分
大
範
圍
之
地
王
上
。在
市
區
建
築
的
企
業
土
 

地
墨
理
由
5

地
重
劃
局
敘
述
-

S

將
不
墓
’
雲
預
人
不
荽
出
由
企
業
產
生
之
土
地
損
失
時
。
由
麗
汽

 

車
公
司
已
取
得
之
農
地
足
已
 

'補
人
若
其
雲
窗
市
計
劃
範
圍

内
取
得
土
地
亦
可
在
其
外

S

S

履

之

 

土
地
。
此

i

般
f

之
徵
收
—

准
許
之
列
。

訴
願
人
之
聲
明
異
議
及
撤
銷
之
P
没
—

果

。
其

上

訴
i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駿
回
•
•
因
爲
存
f

 

1

個
市
區
建
築

企
*-

H

肇

劃

舞

。在

B
o
x
b
e
r
g

及A
s
s
a
m
s
t
a
d ®

镇

建

築

使

里

翠

¥

 

I

條
之
特
別
地
區
所
攀
的

 

檢
驗
場
區
有
助
於
-
個
市
區
建
讓
施
之
實
現
。
如
同
巳
在
S

法

院

之

篇

震

所

敘

述

般

’
 

一

個
公
共
的
’
市
區



建
築
所
設
定
之
利
益
在
於
’

一
個
大
型
檢
驗
場
以

S

營
歡
起
之
響
及
黌
足
夠
遠
蠢
區
及
城
郊
的
住

 

宅

區

"
依
該
城
設
想
轉
交
朋
馳
公
司
的
蠢
場
之
狀
，

i

不
能
排
除
接
受
一
個
市
區
建
羃
施
及
*

 

審
現
檢
驗
場
進
而
產
生
的
土
地
損
失
應
分

^
5
®

大
範
圍
義
地
主
上
。
不
管
是
否
土
地
鼉
程
序
參
預
人
經
由
此
在

 

程
序
區
域
的
新
分
配
地
及

i

損

失

’
此
又
非
朋
馳
公
司
赢
求
土
地
所
可
期
待
時
-
亦

適
用
之
。

企
業
土
地
重
劃
命
令
依
土
地
重
劃
法
第
八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進
而
§

疋
徵
收
許
可
之
條
件
。
5
|
|
^
^
符
<1

昼
；要

求

。
 

此

外

，
縱

若

僅

在

幫

助

蠢

的

範

圍
内
，
上
級
土
地
重
劃
官S

爲
程
2

叩
令S

亦

慕

決

定

。
蠢

反

對

土

地

重

 

劃
法
院
觀
點
之
問
題
並
不
蓮
都
市
計
劃
程
$

 

-

因
爲
作
爲
地
區
E

主

體

之

城

盤

不

具

有

震

的

權

限

以

暴

 

市

計

劃

並

不

直

接

干

預

人

民

之

霄

■>

麗

建

築

書

八

十

五

條

以

下

是

徵

醬

§

的

輩

-
因

爲
所
預
定
在
企
業

 

土
地
重
劃
範
圍内
i

現

市

區

建

蠢

施

之

土

地

需

求

歸

屬

於

聯

靈

雲

所

規

定

秦

篇

圍

。
然
而
大
型

B

之

 

實
護
非
在
個
案
農
的
途
徑
上
，而
是
以
〈止

之

工

具

S

於

徵
醤

溫

和

叠
i

之

手

段

去

努

之

 

。
此
種
程
序
以
經
由
企
業
必
然
後
果
勝
任
的
目

®

結
了
占
有
關S

分
配
的
優
點
並
主
！
^

以
保
有
土

 

g

有
及
盡

 

可
f

保
有
蠢
生
產
基
礎

爲
慕
。因

此

對

法

^

即
已
足
夠
’

 

1
1
^
;

在
土

 f

劃
程
序
外
已
預
定
的

 

市

墨

施

基

此

理

由

之

徵

籐

被

允

許

。
此

將

予

譬

定

：

基
於
市
區
建
築
目
的
f

徵
收
’
爲
的
是
八
M
都
市
用
一
土
此
種
使
用
時
，
則符

4
®

 

蠢

築

法

第

八

十

五

毚

一

項

第

1

 5

條
件*

檢
驗
場
依
建
晷
里PP
令
¥

 

1

條
之
霊
我
在Bo

x
b
e
r
g

及

Assa,

 

mstadt

兩
城
的
都
市
計
劃
中
被
—爲
特
別
地
區
。
而
且
一
般®

也
要
求
i

所
計
劃
檢
驗
場
之
徵
收
。
是
否
此
已

一
五
九



一
六
〇

顯
示

-
一

個
市
區
建
築

i
m
t
z

措
施
的
好
處
’
或

是

否

-
般
福
祉
要
求

一

 

此

’
提

昇

的

-
公
正
客
觀
的
公
共

 

利

益

，
則

非

哉

問

；
因爲一
個
如
此
具
有
水S

利
益
不
i

否

認

。

朋
馳
公
S

變

試

驗

麗

同

時

有

鬆

私

人

利

益

並

不

違

反

此

。
私

人

意

圖

墨

營

雖

以

私

經

濟

觀

爲
定

位

 

亦
同
時
產
生
公
共
福
祉
利
益
。
決

產

在

於

，

r

有
利
於
被
人
的
」
f

之
強
—

設

定

在

一

靈

個

人

，
在
公

 

共
使
用
的
目
的
上
’
亦
即
設
定
在
國
家
或
緣
所
負
之
任
務
上
。
就
此
不
但
在

一

定
地
區
S

鸛及雲構
 

之

讒

屬

此

且

包

括

i
有
助
地
區
或
部
門
的
失
業
之
千
預
。兩
及
鑛
觀
點
可
透
讒
驗
場
之
設

 

而

置

。
如

在

土

地

蠢

擔

及

在

都

市

計

劃

中

所

展

置

，
在

此

蕾

所

採

之

S

S

於

克

蜃

f
n

-T
a

f
-

 

Kreis

範
圍
上
的Bo

x
b
e
l
A
S
S
I
t
a
d
t

兩

城

長

久

弱

。另外創造新工作

t

訓̂
一匱此設
 

施

有

關

0
依

中

程

發

展

所

警

之

展

望

數

字

在

檢

驗

場

圣

I

括

的

麗

企

業

S

兀

成

的

十

寓

靈

哭

約

九

百

 

I

H

作

位

匱

。
訴
訟
當
f

所

籰

產

構

改

善

’
城
_

龚

以

食

市

場

之

手

馨

努

力

’
則
—

了

聯

謹

 

八

十

五

條

以

下

的

干

預

慧

了

當

地

—

置

弱

i

;克

醫

檢

驗

地

重

建

設

及

馨

疋

一

個

合

 

宜

的

誓

手

段〇

是
^
£
^
^
弱
可
以
其
他
I以

及

不

爵

抗

-
則
在
此
不
以
審
核
-
因
爲
-
個
個
別
有
關
 

之

徵

收

不

蠢

0

並
且
朋
馳
公
司
以
其

爲
豐
力
之
重
要
的
企
業

f

 了

，
所
提
供
的
一
般
福
祉
目
的

^
1
#

上
亦
可
透
過

<1爵

 

S

S

鐘

段

設

定

及S

S
*

而

逵

成

。
此

外

’
 

守

透

過

合

宜

之

計

劃

籩

而

確

保

’
其
意
圖
亦
在
實

 

- 0

0
^
 0



3.
以
一
九
八
五
年
十
二
月
九
日
的
公
證
文
件

B
o
x
b
e
r
g

及A
s
s
a
m
s
t
a
d
t
，

朋

興

A
司
以
及
巴
登
符
登
堡
§

署
了

 

一
個r

具

確

保

的

計

劃

蹙

」

。
其

中

，
朋

馳

汽

車

公

司

翼

務

i

M

叢

的

建

築

及

營

運

場

所

之

土

地

需

貪

 

爾

齡

之

靈

長

期

的

使

用

並

簾

鬈

麗

使

用

後

以

及

其

新

設

S

充
的
輔
助
工
業
f

十

靠

創

造

九

0
0

 

至

一

〇
o
。
個

工

作

位

置

。
進
一
 

及
到
工

®

匱

之

細

節

’
汽
車
公
司
應
優
先
i

給
予

B
c
x
b
e
r
&
A
s
s
a
,

 

m
s
t
a
d
t

内
公
1

託

契

約

，
並
提
供
訓
®

®

一
金
會
供
給
職
f

 f
。
最後
，

同

-

囊體 

計

劃

「
檢

驗

場
J

之

委

託

契

約

大

詧値
一

億

馬

克

並

獲

5
n
-
T
a
u
b
e
r

地

區

給

予

。

n

、

憲

法

之

訴

係

針

對

土

董

鬻f

決
議
，邦

土

蓬

騖

之

聲

翼

議

以

及

I
s
法

院

(
土
鳘
劃

法

 

院
)
以
及
聯
邦
§

法
院
之
判
決
。

囊

訴

願

人

，
職
業
及
業
鷲
夫S

其
由
基
本
法
¥

四
搽
衍
生
的
基
本
人
權
受
到
侵
害
。
他
篇
土
地
重
劃

 

所
及
土
地
之
所
i

人

。
其
土
地
泰
半
位
在
都
市
計
劃
有
效
範
圍©^
被
要
求
作
爲
檢
驗
場
。f

訴
願
人
自
一
九
七

 

二
年
以
來
在
S

薦

S

理
■

遷

出

者

的

蠢

。
因爲
纛
建
築
仍
存
在
’
但
經
由
篇
設
施
之
圍
_

限
使
其

僅

薦

由

隧

道

通

行

，f

此
設
定
的
「
圍
®
-
^
態

」
他
驚
責
其
人
性
尊
嚴
及
人
格
震
的
基
本
人
權
受
1

害

 

0

受訴之決築法第一四四

f

結
合
土
地
重
劃
塗
八
十
七i

不足以符第十四條
 

第
三
項
之
要
求
。
有P

企
業
生
t

養
的
®

 ’
有
i

此
聯
邦
憲
声
法
院
在
能
源
經
濟
法
模
式
已
決
定
’
指
出

，



一
六
二

有
利
於
此
種
企
業徴
收
權
限
之
給
予
應
與览
(所
負
的
公
共
任
務
有
相
互
關
聯
。
由
此
模
式
事
^

況
與
法
律
狀
況
在
此

 

有
根
本
的
區
別
。
國
家
並
非
透
過
相
關
已
公
佈
之
法
律
毫
無
誤
解
地
表
現
出
’

一
個
技
術
性
設
備
的
設
定
如
試
驗
路
段

 

有
助
於
一
般
福
祉
。
立
法
者
亦
疏
忽
了
，
削

造

I

個
合
宜

地

，
法
律
的H

具

，
來
確
保
公
共
利
益
之
履
行
。
土
地
重
劃

 

之
強
制
手
段
並
不
合
於
國
家
的
監
督
及
主
控
權
限
。

聯
S

築

法

第一
四
四
f

f

n

了
土
劃
：

W

八
十
七
條
以
i

築
法
第
八
十
五
，
八
十
七
條
並
不
滿
足

 

於
憲
法
法
院
在M

車

決

定(
B
v
e
r
f
G
E
S
6
.
2
4
9
)

所
展
現
經
由
立
法
者
具
體
評
定爲
徵
收
事
8

圍

之

要

求

。
！

！！ f
l

規

 

定
並
無
包
括
法
律
上
標S

區
別
f

一
得
以
在
徵
收
途
徑
上
貫
散
的
市
區
建
築
措
施
’
以
及
這
些
不
可
能
貫
徹
的
措
施

 

。
立
法
者
所
要
求
的
是
，
是
否
它
已
足
夠淸
楚
地
顯
示
，
基
於

工

業

設

置

之

目

的

而

欲

使

置

收

之

手

段

。
是
否
這
樣

 

i

種
法
律
根
本
地
被
准
許
則
不
重
要
。
經
濟
之
發
展
迄
今
並
無
強
制
手
段
而
開
展
。

基

本

：

W

十

四

握

三

蕩

尔

止

一

種

私

人

使

用

的

徵

收.1
這

並

非

是

工

具

’
在
私
法
規
範内
解
決
培
王
體
間
出
現

 

的

問

題

，
{匕

並

藝

決

私

人

間

財

產

之

轉

移

。
試

驗

路

段

產

築

所

追

求

之

晷

，
在
使
擴
充
朋
馳
公
司
收
人
成

爲
可

 

能

。
企
業
營
利
之
利
益
不
應
被
評
定
'

i

任

一

其

他

之

利

益

。
縱
然
學
說
認爲
一
個
徴
收
可
以
作
爲
部
門
或
地
區
結
構

 

政

策

，
但
仍
需
立
法
考
之
一
個
決
一
疋
。
總

之

，
這

須

詳

盡

描

述

公

共

地

區

政

策

之

目

的

丨

手

段

一

。
透

過

靈

府

 

’
透
過

邦

—

^

通
過
以
及
透
過
一
個
地
區
計
劃
之
調
適
並
不
足
f

爲
大

型

計

劃

立

足

點

之

支

提

。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之

論

證

得

以

麗

至

任

王

業

設

備

以

及

任

一

大

型

勤

瀵

應

上

。
若
這

観
點
立
於
與
基
本
法
第
十
四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句
合
一
致
，
則

在

震

虛

弱

地

區

得

以

徵

收

或

土
i

劃

之

強

制

手

段

在

任
雾

式

下

努

於

一

個

工

業
i

濟
企



業s
*

政

策

。
i

的

意

圖

並

非

有
费

-
般

靈

以

及

不

靈

暴

收

法

。
它
僅
是
企
蠢
策
決
麦
結

 

果

’
面
對
於
迄
今
試
驗
程
序
而
偏
愛
試
驗
路
段
。
在
試
驗
路
段
上
創
造
若
干

X
作
位
置
僅
是
該
意
圖
的
間
接
結
果
。
同

 

通

，
進

5

H
業

之

設

匱

弈

立

於

與

試

驗_

如
朋
S

司
在S

t
u
t
t
g
a
r
t

所

提

供

訓

證

匱一

個

震

法

的

扼

 

要

關

聯

上

。
完
全
無
法
理
解
的
是
*
爲
何
一
部
份
在
試
驗
路
段
座
格
之
土
地
在
朋
馳
汽
車
公
司
不
變
更
使
用
以
及
卻
不

 

再

發

放

給

疆

之

地

主

。
震

絕

非

曰

露

主

覆

執

行

之

H

具

。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所

需

以1

般
福
祉
晨
的
計
劃
爲
法
律
上
之
確
保
’
僅
晏
公
共
利
益
之
一
部
份
而
已

 

〇

徵
收
受
益
者
的
範
圍
’
國

家

監

督

奎醤

限

以

及

目

的

勿

缺

失

备

法

靈

零s

 ’
透
過
高
權
的
 

強
制
■

醫

保

’創

造

預

計

的

新

。

W
 '

L
巴
登
符
登
霜
政
霞
爲
憲
法
之
訴
無
理
由
。

聯
邦
建
築
法
第一

四
四
條
f
 ’
 土
地
重
蹩
法
第
八
十
七
條
以
下
，
決
定
基
率
i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所
有
權

 

的
内
容
及
界
限
*
 土
鳘

劃

之

徵

收

法

上

的

評

蠢

區

不

同

裏

的

土

地

蠢i

而
區
別一

個
土
地
重
劃
之

 

命
令
及
施
行
。
任
一
這
些
階
段
包
括
了
自
有
的
$

及
形
成
規
範
。
土
地
重
劃
之
命
令
被
認
知

爲
基
本
的
行
政
處
分■=

 

它
啓
開
了
形
式
之
*

別

地

靈

了

土

地

域

，
依
其
理
由
執
行
鬣
禁
屬
土
地
之
整
體
的
行
動
。
土
地

 

重
劃
的
新
形
成
在
施
行
階
段
—

成
之
。

土

地

重

劃

法

之

外

型

是

籠

蠢

。
這
同
靈
如
同
市
區
建
變
土
地
分
攤

i
e
g
u
n
g
)

被
視
爲
内
容
及
界
限



之

蜃

。
企
S
地
重
劃
依
聯
邦
歲
法
院
及
庭

(
B
l
I
r
l
s
h
o
f
)

之

判

盡

無

收

*,之後
 

僅
在
施
行
階
段
出
現
點
的
及
個
別
的
徵
收
！

要
件
。
市
區
建
f

±地重劃同1

依
聯
築

S

 一
四
四
條
被
 

定
義
，因
其
以
代
替
原
則

爲
準
。

法

達

鹿

I

種

馨

過
霊
不

認
爲
是

f

 

<
B
f

 

fGE

 

4
2
.
2
6
3
)

。
雖
 

然

企

業

土

地

豪
U

先

有
费
所

露

的

企

業

家聋
意

圈

裔

益

，
然
而
它
如
同
規
範
重
劃
透
過

I

個
同
時
並
存
的

 

私
人
利
用
§

會
利
用
而
表
現
出
來
’
因

爲
它
應
均
衡
地
維
護
及
促
進
蜃
及
^

S

有
關
的
地
主
之
利
益
並
使
之
平

 

衡
。在
上
述
的
案
件
添
加
，

司
必
黑
交
出
1

M

C

W

P更
多
的
土
地
面
積
。
因
此
-
企
f

地

 

重
劃
是
一
個
§

的

r

 土
地
交
換
程
序
」

〇

在
判
斷
I

及
企
業
土
地
重
剗
上
一
個
明
確
劃
分
私
用
及
他
用
的
新
分
配

 

違
反
了iw

s

上
i

。
此
外
，
作爲
土
地
所
^

s

「
企
？

或
最
後
受
益
者
(
在
此
爲
朋
馳
公
司
)S

土
地
重

劃
S

 *並

餍
蛰

之
震
暑
橥
外
來

 >
 他

用

箭

益

-
籍M
況
之
屢
的
結
果
-

因
爲
任
-
土
地
重
劃
應
符
合
「
社
會
圃
結
之
要
求
」
。
土
警
劃
確
保

一

撂

一̂̂

參
寶
中
的
履
結
構
秩
序
及

 

發
展
。
就
此
須
先
假
設
’
所
發
動
的
意
圖
符
喜
蠢
務
毫
本
思
蘧
包
碧

一

震
現
的
公
共
利
益内
以
及
有
助

之
。是

否

-
個
企
業
土
地
蠢
之
施
S

蜃
土
地

蠢

講

八

十

八

擔

四

或

第

五

款

被

定

義

爲
徵

收

-
在
此
無
法

 

決
定
。
聯
邦
歲
法
院
的
觀
點
，
亦
即
，

I

土
*̂蠢

許

-
羅出立法了

 一
個
超
 

出
憲
法
f

外
的
合
法
前
提
之
假
設
外
o



邦
政
府
補
充
’
依
基S

第
十
四
^
£
三
項
所爲
之
f

條

件

合

4
違
一
在
充
足
地
！

下
予
以
明
文
化

 

。
立
法
者
f

 I

意

圓

之

一

個

麗

’
有

利

准

$

收

。
一
個
法
律
的
概
括
規
定
已
足
夠
。
必
要
的
 

鼂

代

得

以

在I

個
都
市
計
劃
的
畜
®

並

議

所

准

^

g

内
容
之
法
律
及
f
p
的

蜃

〇

因
此
該
途
獲
明
了

 

’
都
市
計
劃
展
現
了

 i

p

®l-
o
 
-
藝
階
段
式
的
具
龍
即
是
公
正
的
0
 

一

個
市
區
建
築
目
的
的f

不
因
f

 ( 

貪
聯
邦
建
築
篇
八
十
五
條
之
_

條
件
而
被
准
許
的
。
同

在

福

市

計

劃

$

 5

意
圖
的
證
明
是
不

 

足的。在

第

八

十

七

’八
十八條之

I
w

i

上
一
個
f

的
必
f

。
一 f

祉

的
i

 

高
理
由
在
此
S

籍

S

區
貧
困
的
經
濟
及
社
鑫
蠶
由
而
呈
現
出
。
書

上

’
對

蠢

地

區

的

一

個

正

面

震

 

已
1

蘭
顯
現
出
來
-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正

麗

認爲
有

裂
-
個
私
靈
織
企
業
的
徵
收
是
被
充
許
的
。
依

聯

邦

蠢

法

院

的

判

決

(
B
V

 

e
r
f
G
E

 66
, 2

4
8
〔
2
5
7
〕

)如
此
一
種
f

 

准
，若
一
企
業
經
由
法
於

I

法

律

而

篇

定

履

行1

般
福
祉
 

之

任

務

並

因

此

而

饕

，
其
將
執
行-
般
福
祉
S

用

。
因
此
’
有
费
私

人

之

置

在

進

一
 S

狀
況
中
並
非
不
可
 

能

。
雖
然
人
們
應
認爲
此
一
種
震
不
被
允
許
’
靈

人

經

濟

盖

筆

執

行

生

存

照

顥

及

履

行

公

共

任

務

之

蠢

委

 

託

。
此
亦
需
一
個
公
共
的
目
的
確
保
。
但

這霊
i

以

法

雙

途

徑

；

一
公
法
上
契
約
即
已
足
夠
如
一
九
八
五
¥

二
 

月
九
日
的
計
劃
協
定
即
是-
個
合
宜
的
手
段
。

2.
在
此
程
f

預
的B

o
x
b
e
r
g

及A
s
s
a
m
s

srd
t
g

城
以
及
朋
馳
公
司
均
認爲
f

之
訴
無
理
由
。
他
們
的
憲
法
評 

判
基
f

與
巴
登
符
登
I

 -
致

。
他

們
—

爲
企
業
土
f

劃
f

現

-
個
市
區
建
f

措

施
爲
-
個
被
允
許
的



一
六
六

所

裏

内

容

之

顰

。朋
費
套
司
提
出

S

細
的
8

 
’壽
在
土
董
的

s

 (
土

董

劃

法

第
六
十
八
條
)
f

 

不

<•
總
之
’
苴
#
塞

本W
h

四
醤
三

項

。
震

葛

法

律

明

文

化

之

要

求

墨

^

^

式
的
具
1

過
程
在
1

 

核
准
的
震
中
而
符
合
之办
以
實
鬵
驗
場
所
努
於
改
置
*

^

需
足
以
作

爲
有
利
於
私
人
經
濟
企
業
繁

 

的
理
由
。

IV
、

一
一吕
詞
辯
：

S
i
t

律
師d

e

 
W
i
t
t

爲
憲
法
訴
願
人
之
代
言
人
。

給
養
’
羅

，
環
境
及
森
林
之
部
長
由
博
士

W
e
i
s
e

及

管

(
R
e
g
i
e
r
m
g
s
d
l
r
e
k
t
o
r
)

 Ja
e
g
e
r

以

蠢

授

 

B
r
e
n
e
r
s

爲
全
權
代
表
代
表
邦
律
師

D
o
h
l ^

t ;

表B
o
x
b
e
r
g

及A
s
s
a
m
s
t
a
d
i ®

城
以
及
朋
馳
公
司
發i

主
管
舆
 

其
全
權
代
表
律
師
教
授

D
o
l
d
e ^

表
朋
馳
汽
車
公
司
。

?蜃

_

爲
有

雷

的〇

在

_

的

土 

決
地
蠢
的
雲
具
霞
的
蜃

*

邦+̂

b®

I

f

-
 0

於如此

一

 

卻
基
礎
。
^

舉
之
決
定

M

量

本

：

s *
-

四

讐

三

_

 -
 

的
囊
口
並
麗
觸
犯
了

 

願
人
基
四
機
一
項
第
一
句
之
基
本
人
權
。



憲
法
評
判
之
審
i

準
爲
基
本
法
第
十
四
條
第
三
項
。

所
進
行
程
序
並
無
理
由
審
核
，
如

何

謹

上

來

戴

一

個

規

範

土

肇

劃

或

-
個
土
地
分
攤
。
得
以
探
討
的
僅
是

 

依
聯
—

築
法
第
一
四
四f
聯
結
土
地
重
劃
法
第
八
十
七
一
項
的
市
區
建f

企
業
土
地
重
剷
。
如
此
之

I

種
或

 

許
f

上
並
不
出
現
特
殊
之
困
難
，
若
其
僅爲
了
緩
和
狀
況
中
土
地
取
得
之
結
果
*
使
其a
te
〖爭
議
擁
有
土.

地
取
得
之

 

權
限
4

在
上
述
狀
況
中
的
土
地
重
劃
範
圍内
可
使
用
之
規
定
正
好
被
引
用爲
土
地
取
得
的
基
礎i

否
其
因
而
足
夠

 

，
將
加
以
探
討
。
市
區
建
雙
企
業
土
地
重
劃
在
此
不
得
被
評
判
爲
基
本
靈
十
四
1

1

項
第
二
旬
意
義
之
所
墓

 

的
内
容

及

界

限

靈

。
不
如
說
它
透
過
國
家
對
鼐
所
有
權
的
i
s
而

表

現

出

乘

它

以

完

全

蠢谣
具

體

蠢

位

 

的

除

去
爲
晨

，
其
透
過
基
本
法
第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加
以
擔
保
。
是
否
相
關
的
地
主
無
面
積
損
失
而
取
得
一
個

 

等
價
之
土
地
補
償
，
對
於
憲
法
的
定
位
則
是
不
重
要
的
。
因
此
在
此
所
論
及
的
企
業
土
地
重
剷
僅
在
其
滿
足
基
本
法
第

 

十
四
條
第
三
項
之
條
件
時
，
才舆
所
有
權
擔
保
合一

致

。

上

個

市

區

建

築

的

企

靈

地

重

劃

首

先

供

應

一

 

S

在
公
共
利
益
内
之
意
圖
的
實
現
’
該

意

圖

在

相

蠢

圍内

 

干

地

狀

況

。
其
所
追
求
之
目
的
在
於
’
取
得
企
業
主
對
此
意
圖
所
需
之
土
地
。
但
這
是
典
型
的
徵
收
。
此
一
種
企

 

業
土

 f

劃
並
不
因
而
喪
失
其
徵
_

資

格

，
透
過
意
圖
所
51
起
土
地
之
損
失
特
分
配
在
一
個
較
大
範
圍
的
所
有
權
人

 

上

(
聯
邦
建
築
法
第
一
四
四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
土
地
重
劃
法
第
八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I

句

)

。
透

過

這

樣I

種
措
施

 

來
緩
和
後
果
將
不
能
排
除
他
用
干
預
。
個
別
的
土
地
所
有
人
M

r
若
非
個
別
的
相
關
人
’
則
與
其
他
人
結
合
-
個
團
體

 

—
忍
受
在
他
土
地
上
之
干
預
來
實
現

！

個

與

他

利

益

或

羼

利

益

無

關

之

意

圖

-

i



不
同
於

此

，
§

i

點
並
非
源
自
於
個
別
土
地
之
受®

況
及
源
自
於
面
對
結
構
改
菜
§

施
而
生
的
顧
慮

 

以
^

一
會
團
結
之
義
務
。
因
此
已
誤
認
了

 *
立
法
者
童
我
務
設
定
此
種
所
有
權
人
之
義
務
，
它
依
基
本
法
第
十
四
條
第

 

I

項
第
二
句
獲
疋
所i

之
内
容
及
界
限
。
並
不
存
在
任
一
法
律
規
定
，
其
負
與
所
有
權
人
義
務
，

爲
實
現
在
他
人
利

 

益
所
在
的
目
的
而
將
他
的
土
地
與
另
一
人
交
換
。
不

如

說

’
立
法
者
在
土
地
重
劃
法
第
八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
句
中
誤

 

企
業
土
地
重
劃
正
依
一
個
徵
收
許
可
而
定
"
因

此

，
它

憲

法

狀

況

而

不

=

超
越
".
已
表
明

了

，
以
企
業
土
地
重
劃

 

之
途
徑
來
取
得
土
地
所
—

與
基
本
法
第
十
四
f

二
項
i

的
所
—

之
社
貪
我
務
並
不
符
合
。

2
■在
此
所
論
之
企
業
土
地
重
劃
亦
導
至
基
本
法
第
十
四
條
第

一

 S

一

句
宴
我
之
所
S

地
位
的
喪
失
。
土
地
重
 

劃
程
序
的
參
預
人
{元
全
^
^
份
喪
失
其
土
地
並
基
本
上
在
其
土
地
被
企
業
所
需
而
失
去
後
，
依
土
地
重
劃
法
第
八
十
八

 

條
第
四
與
第
五
款
取
得
一
個
等
價
的
土
地
或

I

個
損
失
補
償
。
在
其
中
存
在
著
一
 
f

個
別
所
有
權
的
行
動
使
具
體
法

 

律

—

產

生

變

動

.
，
所

W
!

價
値
取
代
了
具
體
所
有
權
存
在
的
地
位
。
此i

徵
著
徴
收
；
因
爲
基
本
法
第
十
四
條
第

 

i

項
第
一
句
之
所
慕
摁
保
確
保
個
別
所
蠢
人
擁
有
的
具
體
存
在
。

在
所
進
行
程
序
備
受
爭
謙
的
市
區
建
築
土
地
重
劃
之
命
令
卻
非
因
S

入
有
關
土
地
所
I

人
的
所
i

剝
奪
。
 

它
仍
是
憲
法
審
核
的
標
準
對
象
。
行
政
決
定
’
其
在
狹
義
上
先
於
徵
收
程
序
以

f

有
關
依
基
本
法
¥

四
條
第
三
項

 

憲
法
上
要
求
的
徵
收
程
序
存
在
著
拘
束
效
力
，
f

此
規
定
寐
衡
量
(
比
較

B
v
e
r
f
G
m
4
5
.
2
9
7
〔
319

f
.〕

；56.2
4
9

〔
 

2
6
4f
w

r
依
聯
邦
建
築
法
第
一
四
四
條f
聯
結
土
地
重
劃
法
第
八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的
市
區
建
築
土
地
重
劃
命
令
在
此

 

判
決
上
呈
現
了

 

r

徵
收
法
上
的
先
效
」
’
因爲
它
最
終
地
—

更
進
的
程
序
有
效
地
決
定
在
要
求
他
人
所
—

下



的
意
圖
之
實
現
。
它
展
現
了
震
法
上
的

r

 M

決
定
」
並
努
及
至
土
地
重
劃
計
劃
之
執S

定，其重
土
 

地w
a
r
n

 (
土
警
劃
法
第
五
十
八
，
六
+1

條
)
。
以
其
存
在
力
依
其
理
由

f
e

w

 

I

響
此
意
圖
必
要
的
徵
收
之

 

允

許

(
基
本
的
行
政
處
分)
•
，
進
一
步
的
徵
收
步
驟
得
以
不
再
對
抗
意
圖
之
不
准
0

如

此

-
個
徵
收
法
上
的
先
效
並
非
已
由
企
業
土
地
重
劃
助
其
實
現
的
都
市
計
劃
發
展
而
成
；
因

爲
此
並
非
涉
及
有

 

關

I

個
徵
收
允
許
之
有
效
證
詞

C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在
受
訴
的
判
決
中
正
確
地
指
出
了
城
鄉
計
劃
者
的
缺
乏
徵
收
權
限
。
 

而
且
依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的
觀
點
都
市
計
i
受

露

第

六

權

-項
’第
七
條
的
市
區
建
霉
量
命
令
’ 

而
非
徵
收
准
許
的
現
行
原
理

*

 土
地
取
得
之
問
題
因
此
正
f

歸
展
於
土
地

W
S

程

序

=
由
此
單
純
法
上
之
評

 

判
爲
出
發
點
。

並
且
基
本
人
權
上
亦
要
求
一
個
充
份
的
及S

的
權
利
保
護
，
憲
法
上
的
審
核
不
應
在
計
劃
決
定
之
具
體
施
行
後

 

才
開
始(

v
g
l
.

 BV
e
r
f
G
E

 45
,
2
9
7
〔
3
3
3
〕

Inn .w
.N
:

)

。
相
反
的
見
解
誤
解
了
市
區
建®

地
重
劃
命
令
的
拘
束
特

 

貿

。
若
其
徵
收
法
上
的
先
效
已
達
到
’
則
應
足
夠
’
它
僅
f

的
及
尚
非
實
際
的镯
及
私
法
秩
序
(<;
g
.
d
a
z
u BV

e
r

 

f
G
E
_a
.a

b
.,s

-319)

 0

3.

因
爲
在
此
受
訴
籍
施
符
合1)

與2)

所
列
之
條
件
，
它
乃
依
基
本
法
第
十
四
條
第
三
項
來
評
斷
。
是

否

雪

訴

 

顧
人
在
預
見
的
土
地
補
償
中
期
待
一
個
土
地
面
積
扣
除
與
否
，
則
不
重
要
。
在
土
地
重
劃
決
議
所
設
定
的
及
也
由

B
o
x
b

 

6
吕
與

>
5
5
|
5
丈泽
在
憲
法
之
訴
程
$

所
持
之
見
解
’
-
個
徵
收
將
已
因
此
而
不
存
在
’
因

爲
朋
馳
公
司
在
土
地
重

 

劃
區
擁
有
足
夠
之
土
地
’
以
讓
所
有
參
預
者
得
到

一

個
等
價
的
土
地
補
償
，
此
說
將
誤
基
本
法
第
十
四
條
第
i



-
七
0

句
確
保
個
別
所
有
權
人
現
存
具
襲
況
不
列
考
慮

(BverfGE

 38
,
1
7
5

〔
l
oo
l〕
r

是
否
以
及
在
何ag ®

圍
產
生
一
個

 

土
地
補
償
，
是
一
個
計
劃
決
定
執
行
的
問
題
(
黎

：我
的
徵
收
程
序
，

v
g
l
.
B
v
e
r
f
G
E

 45
,
2
9
7
〔
3
2
1f

 .
〕
)
；
其
中
僅

 

涉
及
有
關
依
基
本
法
第
十
四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所
命
的
補
償
之
度
。無
土
地
面
的
等
價
土
地
補
償
因
 

此
對
土
地W

g
g

徵
收
法M

不

具

有

任

何

囊

。
覆

上

徵

§

件
因
此
不
可
替
代

(
v
g
l
.

 BVerfGE

 38,

 17
5

〔
 

s

 :56,249
 

〔
260 f

_〕

)
。

反

對

土

地

重

劃

徵

收

之

特

質

而

有

裂

試

鬵

段

亦

不

屢

引

點

的

贅
i

然
此
種：W

W

 土
地
重

 

劃
法
第
六
十
八
條
找
到
了
一
法
律
上
的
具
體
化
。
以
此
規
定
立
法
1

地
追
求
’
澄
清
以
一
土
地
結
合
之
權
利
的

 

<!

叩
運
之
目
的
。
而
非
對
於
在
此
受诉
之
企
業
土
地
重
劃
憲
法
定
位
賦
與
其
}
^
。
僅
基
本
*

+
-

四
^
^
三
項
在
此
作

 

爲
標
準
。
而
後
’
企
業
土
地
重
劃
徵
收
法
上
之
地
位
基
於
他
®

V
W

無
問
題
。

縱
使
以
法
院
之

C
o
n
t
e
r
g
a
n

裁

爾

彥

亦

無

法

改

霱

此

&

判(B
v
e
r
f
G
E

 42
,
2
s

)

。
霆

法

 

院
並
不
將
由
一
個
私
法
的
比
較
而
生
的
要
求醤
成
毚
所
規
蠢
付
要
求
視爲
農
-
因
爲
它
缺
乏
有
認
他
人
利

 

益
之
典
型
權
利
剝
奪(v

g
l
.

 Bv
e
r
f
G
E
.a

.
a
b
:
s
.299)

 

〇

但
如
此
-
種
卻
存
在
此
所
論
及
的
企
業
土
地
重
劃
。

I

、

爲
實
現
都
市
計
劃
所
指
示
的
試
驗
路
段
的
土
地i

命令不<
§
本

四

S

三
項
之
規
定
。
 

丄
這
卻
與
㈣

訴
願
人
意
見
相
左
卻
不
因
馨
出
，

一
麗

人

的

徵

收

效

〒

透

_

爲
企
華
王
雙
城

 

馨

*H

生
了
。



1

_

法
院
對
有
利
於
私
證
織
的
企
霞
收
准
許
之
問
題
迄
<

s

s

最
終
的
表
明
。
然
而
它
在
對
能
源
經

 

濟
法
第
十一

條
第
一
項
的
判
決
中
認爲
’
若
透
過
*

^

樣

而

將

履

行1

輸

祉

之

任

務

鐘

給

如

此

一

個

 

企
業
並
因
而
確
保
，
：

入
一
般
使
用
時

(
B
v
e
r
f
G
E

 66
,
2
4
8

〔
K
7
〕
r

則
此
f

以
允
許
。
此
種
說
法
已
足
以
認

 

知

*

在
判
斷
一
徵
收
的
合
憲
性
並

I

縫
予
受
益
者
決
聖
的
薹
我
。
勿
寧
說
，
基
本i

十
四
観
三
項
要
求
一
個
合

 

霧

的

徵
Y

 -
般
福
祉
1

，
在
法
律
的
規
定
或
以辕
爲
基
礎
上
應
可
找
到
其
具
體
的
型
態
(
?
乌
^
£
 2
4
,
3
6
7
〔
 

4
0
3
f
.〕

；3
8
,
1
7
5
〔
180〕

；5
6
’24-9〔

2
s
l
f
o

 
)
。
歷
種
透
過
基
本
法
所
預
定
及
透
過
立
法
者
充
分
確
定
的
晨
之

 

徵
收
是
必
要
的
’
依
文
獻
切
中
的
見
解
，
是
否
它
追
眾

一

 f

利
於
私
人
或
公
共
行
坎
王
體
’
難
於
憲
法
上
的
判
斷

 

並
非
是
決
定
性
的(v

g
l
-

 Pa
p
i
e
r

 ir
:Mallnz /

B
r
i
g
,G
r §

d
g
e
s
e
t
z
,A
r
t
.l 4

 Rd
n
r
.499

f
f
w

。

|

有
利
於
私
人
的
f

，
在
其
中
，
強

制

地

將

所

墓

由

i

公
民
轉
交
至
另i

，
而
其
僅
間
接
提
供
公
共i

並
 

有
醤
度

濫
f

虞

而

加

重

弱

者

蠢

，
則
產
生
憲
法上
特
別
的
問
題
。
在
此
’
應
提
出
，
憲
法
所
負
與
民
主
蜃
的

 

立
法
者
議
所
有
權
秩f

責
任
。
這
一
如
憲
法
法
院
已
在
續
車
判
籠
述
般

(
B
v
e
r
f
G
E

 56
,
2
4
9
〔
261〕

)i

律
 

上
應
確
定-

對
於
何
種
意
圖
，
在
何
種
條
件
下
备
於
何
種
目
的
才
得
以
徵
收
。
在
^
^
?
^
私
人
的
徵
^
5
-
不
應
忽
視

 

’
此

種

—

不
i

 一
公
共
行
f

體

’
其
直
接
履
行
國
家
的
任f

因
此
其
行
爲
受
所
有
涉
及
之
法
律
的
拘

18^-

基
本

 

上
在
使
用
法
秩
序
賦
姐
(他
的
私
法
自
治
下
追
求
自
己
的
利
益
。

n

疋
否
以
及
對
於
3

意
圖
應
准
予
此

|

種
徵
收
，
立
法

 

f

明
確
地
決
定
。
亦

私

人

的

徵

收

一

^
保

，
可
達
到
並
長
期
確
§

施
之
一
般
利
益
所
在
的
目
的
.，
如
 

此
一
般
福
祉
才
可
要
求®

 

〇

若
私
人
企
業
經
爵
象
已
屣
之
於
一
般
承
認
生
存
照
顧
的
範
圍
，
如
在
交
通
或
給
養
營



運
之
範
圍
，
則
這
已
足
夠
，
若
其
已
設
定
充
分
的
預
防
措
施
&

規
定
地
履
行
自
己
所
提
出
的

r

公
共
的
」
任

務

(
 

B
V
e
r
f
G
E

 66
,
2
4
3
〔
2
5
8
〕

)
。
f

地
f

 一
般
福
祉
用
非
源
自
於
企
業
對
象
本
身
，
而
是
一
如
在
此
僅
源
自
於

 

企
業
行
爲
的
間
接
結
果
時
，
則
光
此
種
預
防
措
施
仍
是
不
夠
的
。
必
f

僅
間
接
被
履
行
及
因
此
不
是
從
一
開
始
即
明

 

顯
的
徵
收
固
的
之
法
律
的
具®
化
提
出
特
別
的
要
求
。

2.
正
好
在
此
事
務
狀
況
下
基
本
法
第
十
四
觀
三
項
第
二
句
要
求
一
個
如
此
清
楚
法
律
之
徵
收
目
的
的
描
述
，
使

 

有
關
徵
收
准
許
之
決
定
不
交
至
行
政
的f

。
此
外
須
-
些
不
同
的
實
質
法
及
程f

上
之
規
定
來
確
保
’
在
公
共
福

 

祉
—
受
徵
收
人
—
受
益
者
的
利
益
三
角
中
於
法
律
前
顧
及
比
例
原
則
以
及
平
等
原
則
並
特
別
仔
細
地
受
徵
收
必
的

 

審
核

。
最
後
S

必
要
的
是
，
企
業
所
追
求
行爲
之
公
共
福
祉
關
聯
並
非
僅
是f

的
反
射
，
而
是
應
長
期
被
擔
保
(
 

<9
1
.

 Be
r
f
V
G
E

 38
,
1
7
5
〔
180〕

)

。
因
此
，
受
益
私
人
之
法
律
上
預
設
的
—

法
拘
束
在
公
共
福
祉
目
的
是
必
要
的

o

在
此
探
討
之
措
施
並
不
能
滿
足
這
些
條
件
。
旣
不
存
在

S

於
所
追
求
徵
收
目
的
的
一
個
足
夠
充
分
之
法
律
基
礎

 

3

，
亦
不
存
在
i

l

®

疋
基
—

收

條

件

及

其

調査
程

受

規

定
㈦

，
亦
不
存
在
確
保
徵
收
目
的
之
足
夠
的
法
律
預
防

 

措

施

。
a)
以
在
此
所
述
的
企
業
土
地
重
劃
應
可
達
到
改
善
i

的
經
濟
結
構
。
此
攸
關
在
一
結
構
虛
弱
地
區
創
造
工
作

位
置

。是

否I

法
律
規
範
-
其
足
以
在
有
利
於
一
個
可

I

般
描
述
的
目
的
下
准
許
一
徵
收
並
符
合
充
分
—

的
巌
法
要
求



，
則

是

霤

籠

的

-
然
而
此
問
題
_

在

此

進

一

議

討

’
因

爲
立

法

者

迄

今

已

馨

此

蠶

雙

異

性

之

目

的

非

屬

 

以

達

成

之

任

務

。1

行

政

法

院

之

認

爲

定

已

提

供

1

1

分
的
徵
蠢
礎
之
觀
點
，則
不
符
 

合
f

的
觀
點
。是
否
聯
邦
立
法

®

有

關

經

濟

義

之

規

定

—

制
定
，則
不
重
要
。緦
之
，在
 

此

所

追

求

的

震

■

不

得

取

之

於

聯

護

_

。
若
將
i

l

i

視

爲
足
_

 ’
 T

如
同
憲
法
訴
願
人
切
S

明

 

以
在
結
弱
區
有
利
於
私
企

i

i

不
使
用
以
企
業
土
地
重
劃
之

S

來
貫
撤
任
一
土
地
之
強

 

迫

交

換

。
築
書
八
十
五
靈
一
項
指
出
依
法
可
徵
收
之
目
的
。在
此
列
僅
單
單
此
規
定
的
第

I 

款

：
符

合I

 f

市

計

用

一

 土

地

之

晨

"
在
此
規
定
中
並
無
看
到
立
法
者
可
以
改
善
最
經

 

露
構
及
在
有
利
於
私
人
來
創
造
工
作
位
置
而
決
定

I

f

。
上
述
的
都
市
計
劃
已
因
缺
乏
法
律
資
格
而
不
適
合
，
替
 

代此-
種決定。

曰

蓮

如

：！f

述一
J
S
W
：

法
院
一
致
的
意
見
雖
受
此
公
正
考
量
公
共
及
私
人
間

 

相
互
利
益
之
的
拘
束

 >
 但
卻
f

徵
收
現
行
原
理
許
可
的
拘
束
。
它

3W
S

明
土
地
所
用
的
方
式
。但
若
在
 

建S
S
S

引
計
劃
的
及
徵
收
法
上
的
問

S

 ’
則
它
就
無
S

定
公
共
四
|三

1 

句
中
。
加
上
，
也
不
允
許
城郷
行
政
®

立
法
者
來
蓮
允
許
的
公进
镜
f

務

之

-
徵
收(B

v
e
r
f
G
m
5
6
-
2
4
9
〔
261

 

f
-〕

。
但

若

董
S

此
種
權
限
，
則
人
們
即
可
視

I
徵
收
爲
准
許
的
，
因
爲

它

有

助

於

貪

計

劃

攫

選

蠢

此

 

一
種
的
使
用
-
土
地
；
則

將

靈

霸

徵f

 

m
u

m
s

城

鄉

章

蕭

蜃
f

。

無
可
置
疑
的
’建

内

容

上

充

分

—

過
法
律
而
表
現
出
來
。依
聯

S

築
f

 

1

1

三
項铖
鄉
在



一
七
四

對

於

市

區

建

變

發

展

暴

序

的

必

要

下

可

提

出

建

計

剌

。
依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的

e
■

建w
s

計
劃
依
城

 

方案是必要時’則

蓮

務

(
v
g
l
.

 Bv
e
r
w
G
,
D

o:v
l
9
7
1
1
，s
_s

3
)

。
計
體
不
先
有
内
容
之
預
定

 

。
其
依
聯
邦
建
築̂

K

 

1

條
第
四
項
需
適
應
區
義
序

(
R
a
i
r
d
n
u
n
g
)

 

劃

(
L
a
l
s
p
l
a
i
g
)

的

慕

。
 

這

些

晨

是
G

過
程
i

果

，
其
源
i

l

略
描
述
及
部
f

互
矛
盾
的
原
理
中
(

v
g
l
.
®
^

秩二條 

了

在

聯

邦

謹
S

 -
霞
六
項
所
擁
有
的
計
劃
準
則
，
其
包
括
所
有
公
共
利
益
及
因
此
包
括
相
互
衝
突
的

 

利
益

，
以

及

在

i

七
項
所
規
定
的
考
量
命
§

不

能

本

法

¥

四
條
第
三

f

 

I

旬
 

意
義
下
之1

般
福
祉
的
®
^
®
^
。
任|

公
共
利
益
對
一
徵
收
而
舌
揭
不
足
夠
；
自
由
確
保
的
所
有
權
1̂

 

(
B
v
e
r
f
G
E

 

.
2
4
,
3
6
7

〔38
9
〕

)相
反
地
要
求
一
特
別
重
要
的
’
急
迫
的
公
共
利
益
：
僅

與

此

符

合

時

笔

許

剝

奪

篇

(Pa
p
i
e
r

 

i
n
:

 Ma
u
n
z /

B
r
i
g
.

 

G
r
u
n
d
g
e
s
e
t
z .R

d
n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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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u

 Ar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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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S
G
u
n
t
e
r

 Hi
n
w
e
i
s

 au
f

 Bs
h
m
e
r
.B
v
e
r
f
G

rn56.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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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聯
邦
建
築
法
第一

擔
六
項
第
二
句
所
論
及
的
經
濟
’
襲

’
水
電
供
應
以
及
農
業
及
*

^

濟

之

利

雜

爲

 

W
O

s
S

準
則
之
一
糧
具
有
計
劃
法
上
而
非
叢
法
上
的
意
義
。
同

證

，
聯
S

築
法
第
-
擔

六
i

二
句
，
 

依
此
農
業
或
濟
所
使
用
之
面
積
僅
在
必
要
的
範
圓
内
得
以
羅
及
要
求
其
他
的
使
^

^

並
無
提
供
任
何
論

 

證

。
雖
然
’
計

劃

確

定

啲

鑛

基

此

規

定

裏

務

’
髭

利

益

以

鬵

比

重

設

定

在

其

考

畢

.，
但
由
此
卻
不
8

出
 

-
要
求
農
業
及
8

經l
使
用
之
面
積
在
相
當
的
範
圍内
S

摟

®

^

之
都
市
驗
因
而
同
時
擁
有

1

徵
收
的
有

 

效
理
由
。



i

般
福
祉
之I

個
更
進
的
法
律
之
播
述
同
靡S

由

聯
譲
築

塗

九

條

聯

結
i

市
計
劃
可
能
内
容
之
建
築

 

使
里
叩
令
的
規
定
顯
示
出
。
雖
然
無
可
否
認
的
’
城
郷
的
瑕
成
櫂
限
透
過
這
些
規
範i

限
.，
然
而
丄
個
法
律
的
拘

 

束
計
劃
者
於
I
進

地

可

靈

的

-
個

別

的

公

共

靈

之

不

因

愿

成

聖

所

顰

的

義

的

並

包

括

典

型

化

的

 

建

築

攮

述

之

確

定

。
建
築
使
黑
令
第
九
及
十
一
條
有
關
工
業
區
及
其
它
特

I

之

規

盡

不

擁

墓

本

法

罕

四

 

條
第
三
奮
二
旬
所
要
求
的
法
律
基
礎
。
建
築
使
湯
令
第
九
條
僅
論
及
有
關
有
助
於
業
者
襲
之

H

業
區
-
第
十
一
 

條

論

及

僅

有

關

重

大

地

區

別

於

」
第
二
至
第
十
條
所
稱
建
築
區
的
特
別
地
區
.，
第
二
項
所
救
述
的
使

®

^

並
 

不
符
合
以
促
進
經
濟
釐爲
目
的
的
營
業
設
置
之
晨
。

聯
邦
建
築
法
第
！
四
四
條f
的
概
念
「
市
區
建
築
措
施

J

同
f

不
能
獨
立
地
具
體
化
徵
收
法
上
的
公
共
福
祉
利

 

益

。
此
特
別
地
由
成
立
的
歷
史
顯
示
出
。

V
i
l
a

之
部
份
(聯

S

築
法
第
一
四
四
條
a
至
一
四
四
條
f
)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以
補
充
條
款
方
式
引
入
聯
—

築
法

〇

其
$

部
份
毫
不
改
變
地
接
受
了
市
區
建
築
運
輸
法
第
六
十
四
至
七
十
條
的

 

客
觀
内
容(

v
g
l
-
B
T
D
r
u
c
k
-s

^
s

 zu
 Nr

.
6
2
)

。
聯

謹

築

法

第

-
四
四
條f
取
代
了
市
區
建
築
運
輸
法
第
七
十

 

條
的
位
置
。
此
規
定
了
-
城郷
依

土

地

重

劃

鋈

八

十

七

籍I

蠢

由

較

高

靈

同

意

’在
符
合
土
地
重
劃
 

法
第
八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的
其
他
條
件
下
'
f

於
一

整
頓
或
發
展
措
施
而
靈
地
或
時
，得
以
申
人
一
土
 

地
重
劃
程
序
•，
其
他
方
面
，
該
規
定
基
本
上
符
合
了
現
行
聯
邦
建
築
法
第

1

四
四
條
f
之
規
定
。
在
發
展
措
施
中
(
市
 

區
建
築
法
第
一
議
三
項
)
德

關i

-以
改
纛
區
及
住
居
結
構爲
晨
並
因
此
歸
屬
市
區
建
築
藤
可
理
解
之
概

 

念
的
措
施
。
不
但
在
整
頓
亦
在
發
展
區
域
皆
產
生
徵
收
的
問
題
。
整
頓
及
發
展
措
施
主

W
I

本
上
是
城
鄉
。
市
區
建
築

一
七
五



一
七
六

運
輸
法
第
七
十
條
的
原
本
規
定
聯
結
土
地
重
劃
法
第
八
十
七
條
第

I

項
因
而
顯
出
一
個
和
諧
的
一
致
性
：
城郷
對
於
那

 

些
市
區
建
築
運
輸
法
已
解
釋
可
准
許
徵
收
的
措
施
得
以
申
t;f
止
業
土
地
重
劃
而
無
需
使
「
徵
收
的
其
他
准
許

J

之
問
題

 

取
之
於
土
地
重
劃
法
第
八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的
構
成
要
件
前
提
上
。
納
入
聯
^

®
築
法
而
產
生
的
整
頓
及
發
展
措
施
概
念

 

的
分
離
以
有
—

「
市
區
建
築
措
施
」
之
新
概
念
打
破
了
這
種
關
聯
性
。
但
由
此
不
得
因

i

論

，
徵
收
權
可
依
聯
邦

 

建
築
法
而
擴
充
或
丨
聯
邦
行
政
法
已
駁
斥
的I依
土
地
重
整
法
第
八
十
七
條
第

I

項
放
i

收
許
可
之
條
件
。
聯
邦
建

 

築
法
第
一
四
四
條f
僅
提
示
丄
市
區
建
築
及
一
有
關
的
土
地
重
劃
僅
被
准
許
來
W
現
嚴
格
意
義
的
土
地
整
頓
之
措
施

 

。
總
之
此
規
定
亦
如
同
聯®

築
法
之
其
他
規
{i

不
符
合
一
種
爲
改
善
經
衡
纏
及
創
造
工
作
位
置
的
徵
收
。
就
此

 

應
需
立
法
者I

個
明
確
的
決
定
，
宜
(超
出
&

市
區
建f

利
益
外
而
接
受
經
濟
及
一
般
結
構
政
策
的
問
題
。
對
於
如

 

此

-
植
決
定
之
存
在
並
無
任
何
支
樓
點
。
聯
i

築
法
之
規
定
有
助
於
城
鄉
土i

上
的
發
展(

A
r
t
.74

 Nr
.

5

G
G

 

-
B
v
e
r
f
G
E

 3
4
,
1
3
9

t—l
1
4
4l_l
.)但
非
助
於
實
現
市
區
建
築
重
要
的
任
何
措
施
。

同
f

，
聯
邦
建
築
法
第
八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八
十
七
條
第
三
項
與
第
八
十
九
條
所
規
定
有
利
於
城
鄉

 

之
暫
時
的
徵
收
亦
不
能
導
出
’
 
r

f

區
域
的
經
濟
i

之
目
的
已
設
定
在
聯
靈
築
法
中
。
依
聯i

築
法
第
八

 

十
九
條
城
郷
奮
？

轉
售
其
所
擁
有
之
土
地
，■若
營
求
土
地
而
追
求
的
目
的
可
得
實
現
時
。
該
規
定
的
第
二
款
規
定

 

了

，
土
地
依
都
市
計
劃
屬
及
目
的
之
標
準
並
顧
及
更
大
範
圍
之
人
民
而
轉
售
給
在
適
當
時
間

内
有
i

使
用
該
土
地

 

之
寒
王
。
最
後
’
第
三
款
規
定
’
城
鄉
經
由
不
同
法
型
態
，
此
外
亦
經
由
依
房
屋
所
有
權
法
設
定
繼
承
建
麵
或
權
利

 

’
而
得
以
履I

t
K

轉
售
義
務
。
該
條
文
僅
在
，
若
人
們
在
土
地
及
土
壤
之
社
會
重
分
配
中
—

其
任
務
’
才
可

理

解

。



因
此
，
它
處
在
帝
國
住
居
法
，
帝
國
家
宅
法
，
邦
的
土
壤
改
良
立
法
以
及
建
地
取
得
法
的
§

中

(m inzel

 

heit

 

bei

 

Frey,

 Die

 Ve
rf

ass
u
n
g
sm

a
s
s
ig

k
e
i
t

 der

 ts
n
s
i
t
o
r
i
s
c
h
e
n

 En
t
e
"
i
g
u
n
g
,
1
9
8
3
)

。
由
徵
收
之
此
種
法
律
上
明

 

文
化
方
式
不
得
因
而
推
出
’
立
法
—

欲
允
許爲改
i

濟
結
構
的
一
種
徵
收
。
意
即
上
述
狀
況
亦
適
用
之
。
若
在
此
 

已
選
擇
了
土
地
重
劃
程
序
形
式
則
絕
無
理
由
’
將
城
郷
徵
收
來
的
土
地
轉
變
成
「
使
用
之
準
備
」

(
聯
邦
建
築
法
第
八

 

十
五
條
第I
 
,■
二
款
的
交
替
使
用
)
；
可
考®
^
僅
是
一
種
土
地
直
接
的
轉
交
至
想
要
及
有
能
力
合
乎
計
劃
使

K
-H

地
 

的
朋
馳
汽
車
公
司
。
城
鄉

B
o
x
b
e
r
g

及A
s
s
a
m
s
t
a
d
®

透
過
聯
邦
建
築
法
第
一
四
四
條f
第
一
項
第
四
句
才
可
中
問
介

 

入

-
就
此
城
鄉I

疋
土
地
重
劃
法
第
八
十
八
條
意
義
的
企
業
主
體
。

最
後
聯
S

築
法
第
八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並
不
包
括
在
此
所
追
求
的
徵
收
I

。在
建
築
法
的
文
獻
乎
一
致
認
 

爲

’
聯
邦
建
築
法
第
八
十
七
條
第
I

項

中

的

「
-
般
福

祉

」
概
念
與
基
本
法
第
十
四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句
中
的
相
關
概
念

 

符

合

或

依

附

之(S
c
h
m
i
d
t
-
A
s
i
a
n
n

 in:

 Er
n
s
t
/
Z
i
n
k
a
h
n
/
B
i
e
l
e
n
b
e
r
g
,

 Bu
n
d
e
s
b
a
u
g
e
s
e
t
z
.
R
d
n
r
.
1
2
z
u

 &87

 

B
B
a
u
G
;
B
r
u
e
g
e
l
l
n
/
p
o
h
l
,
B
u
n
d
e
s
b
a
u
g
e
s
e
t
z
-

 AN
m
.
I
l
b

 zu

 &8
7

 BB
a
u
G
;

rr:r
n
s
t
/
H
o
p
p
e
,

 Da
s

o:f
f
e
n
t
l
i
c
h
e

 

B
a
u
l
u
n
d

 Bo
d
e
n
r
e
c
h
t
.

 Ra
s
p
l
a
n
u
n
g
s
r
e
c
h
t
.

ro.
A
U
f
l
:

 Te
x
t
z

—l.f
f
e
r

 64
5
〕

。
該
規
定
單
獨
並
無
給
予
依
聯
邦

 

建
築
法
第
八
十
五
條
以
下
之
徵
收
權
的
具
體
界
限
。
因

此

-
「

I

般

福
祉
」
之
認
可
將
假
設
，

r

改

靈

濟

結

構

」
之

 

i

在
聯
邦
建
築
法
之
其
他
規
定
清
楚
地
可
找
到
明
示
。
但
如
前
所
述
卻
非
如
此
。

b)
聯
3

築
法
對
在
此
所
追
求
的
目
的
並
無
規
劃
徵
收
，
也
指
出
了
其
調
査
必
要
前
題
及
程
序
有
關
規
定
的
缺

 

失

。
雖
然
徴
收
機
關
在
其
市
區
建
築
設
定
中
受
都
市
計
劃
的
約
束

 '
但
因
爲
建
i

引
計
劃
並
非
以
其
強
制
地
實

一
七
七



一
七
八

現
的
要
求
爲
定
位
，
徵
收
機
關
應
獨
自
地
及
不
依
賴
地
S

徵
收
前
提
之
具
備
與
否
。
在
此爲
改
善
經
濟
結
構
及
創
造

 

工
作
位
置
以
一
都
市
計
劃爲
基
礎
所
意
圖
的
徵
收
應
將
其

S
I

疋
與
其
他
的
，
市
區
建
築
外
的
利
益
一
併
考
都
市
計

 

劃
^

S
彿
可
安
排
此
考
量
。
就

此

’
聯
邦
建
築
法
旣
非
提
出
内
容
的
預
定
，
其
亦
無
提
供
對
於
如
此
一
個
超
出
它
範

 

圍
任
務
勝
任
的H
具

。
對
於
轉
變
在
此
所
追
求
之
經
濟
及
糧
政
策
—爲

j

具
體
意
圖
亦
即
爲
公
共
福
祉
的
現
賁
化

 

’
則
至
少
需
法
律
的
規
定
’
其
提
供
評
斷
個
別
相
互
矛
盾
利
益
的
支
撐
點
。
它

應
確
保
’
旣
非
立
法
者

f

»
接

地

或

 

一
簡
單
地
有
資
格
的
機
關
在

一

適
當
的
程
度
亦
在
意
圖
必i

的
下
著
手
於
所
有
公
共
福
祉
觀
點
及
矛
盾
利
益
的

整

霉

量

。

在
此
不
適
當
規
定i

用
對
上
述
案
件
産
生
了
憲
法
所
S

擔
保
不
能
公
正
地
實
現
..在
建
築

2
^

程
序
機
關
—
 

在
規
範
審
核
中
取
得
行
政
法
院
及
在
受
訴
的
決
定
中
取
得
—

行
政
法
院
之
同

T

是
以
在
此
徵
收
條
件
不S

核
爲
 

初
發
點
。
依
此
，
對
都
市
計
剷
的
論
證
僅
包
括
嘉
構
政
策
的
考
量
及
在
聯
邦
藝
法
第
一
條
第
七
項
所
規
定
公
益
及

 

私
益
有
計
劃
的
衡
置
涉
及I

個
必
要
的
土
地
營
求
則
由
土
地
重
劃
程i

處
理
。
但
在
此
程
$

 
土
地
重
劃
機
關
認

 

爲
i

個
徴
收
是
否
准
許
則
不
必
耍
的
，
因爲
一
個<
止
業
土
地
重
整S

無
法
避
免
徵
收
及
土
地
去
除
的
。
它
僅
在
 

都

市

計

劃

中

以

結

構

政
爲

§

下
才
著
手
於一
有
關
的
審
核
。
與
此
相
反
的
，
土
地
重
劃
法
院
認
爲
，
雖
秋
f
 

於

-
徵
收
應
有
一
此
_前
提
’
但
其
准
許
非
由
土
地
重
劃
機
關
決
定
’
而
是
相
反
地
在
都
市
計
劃
程

f

決
定
之
。
依
事

 

務
狀
況
城
鄉
在
都
市
計
劃S

認
爲
有
關
徵
收
之
准
許
受
§

土
地
重
劃
機
關
’
縱
若
此
概
念
並
不
出
現
在
建
築
計
劃

 

理
由
中
。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認
爲
一
土
地
重
劃
僅
在
’
若
其
實
現
在
土
地
重
劃
程
序
外
所

准
許
的
一
徵
收
’
才
在

允
許
之



列
。就
此
，不
得
在
建
程
序
-

®

疋
僅
由
土
地
重
蜃
關
決
定
之
。這
在
土
地
重
劃
決
議
之
量
的
基
礎
 

透
過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其

准

許

僅

一

依
理
由
而
非
個
|

關
的

®

在
必
要
性
的

i

爲
之
，
可
看
出
。

—

後

’
 

法

套

旣

未

對

在

此

所

努

的

蜃

m
s

設
定
長
期
確
保
的
預
防
措
施
’
亦
無
對
此
確
保

 

措
施
創
造
篇
的
基
礎
。

.
聯
邦
建
讓
基
本
上
認

爲
在
計
劃
實
現
後
，徵
收
目
的
藉
長
馨
達
成
暫
時
震
的
案
件
中
法
第

 

八
十
五
擔
一
項
第
一
款
及
第
二
款
’
第
八
十
七
擔
三
項
)
土

地

及

土

壤

分

配

的

霞

晨

’
若

麓

依

聯

 

邦
建
築
霞
八
十
九
條
盡
苴
轉
售
之
義
務
時
(
比

較

聯

麗

築

德

一

〇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

，
則
視

爲
已
逹
到
。
 

法
律
並
無
規
定
對
後
之
拘
束
。不

i

此
地
-
由
建
築
i

八
十
七
請
二
項
第
二
句
旣
不
顯
示
’
 

一

個
徵
收

 

申
請
人
f

人
相
®

 ’
在
適
當
的
期
限内
照
f

的
目
的
去
使
用
土
地
，
由
建
築
法
第
八
+
^
簾
二
項
第
一
句
亦

 

不
顯
示
，
建
f

 

在
一
暫
時
徵
f

面
對
於
城
鄉
應
課
人f

 ’
他
在
適
當
的
期
限内
—

市
_

之
獲
疋
中
>
 

土
地
將
依
他
的
§

及
目
的
使
用
。
這
些
規
定
應
僅
擔
保
’
在
被
徵
收
土
地
上
的
建
築
意
圖
在
可
預
見
的
時
間

内
實
現

 

0

 I

徵
收
i

之
規
定
’
其
超
出
狹
義
上
之
此
種
市
區
建
築
的
利
益
’
亦
即
意
圖
之
單
純
實
現
之
外
’
並
不
包
括
在

 

聯S
i

築
法
中
。
它
們
也
不
因
此
而
是S

的

，
因爲
—

如

^

行

政S

所
認
爲
f

朋
馳
公
司
S

濟
力
提
供
擔

 

保

-
公
共
福
祉
i

透
過
試
驗
路
段
合
乎
計
劃
的
設
盡
透
過
甘
萇
期
的
經
營
上
將
可
達
到
。
如

此

一

種
對
於
私

 

的
徵
收
受
益
者
「預
支
的
信
任
」—
其
在
個
疋
合
理
的
丨
包
括
就
此
所
必
歷
刖
提
應
至
少
法

f

蠢



土
 S

劃
法
上
的
i

m

法
取
代
此
—

確
保
徵
收
目
的i

爲
而
•
^

之

規

定

’但
黃
該

f

已
應
 

在
徵
酱
的
讒
之
時
間
内
呈
現
則
排
除
於
外
*
因爲
裏
關
其
准
許
的
-
問
題
’
亦

親

嬰

(必
要
前
題
’
它
在
此

 

亦
不
可
缺
少
的
，
在

此I

 f

f

提
出
的1

®
^

要
求
f

立
法
者
i

定
之
。
立
法
者
之
任
務
乃
是
依
基
本
*+

 

四
|

三
項
第
二
句
原
則
地f

,
 i

l

—

改
f

i

f

e
a

M
S

E

況
i

被
履
行-

®

以
合

 

理
—

 -
徵收
。

第一
四四
條

f
與第八十五條並無法供給在此所議決
 

的
協
定
足
夠
的
_

 "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對
此S

的
#

在
上
述
蔚
囊
中
符
合
了
市
區
建
築
的
徵
收
-但
在
 

其
中
卻
不
_

決
一
超
出
意
圖
單
純
實
現
外
之
目
的
的
長
麗
豐
問
題
—

規

謹

震
f*
f

更

進

晨

的

確

 

保

。

迅

'

鷥

如

下

：
徵
收
目
的
之
5

法
律
具
靠
的
缺
失
’
鬆

公

共

證

現

裏

產

乏

立

法

者

籑

上

及

程

屢

 

上

的

規

定

以

及

確

保

叢

目

的

定

之

_

而

強

迫

肇

出

，
立
法
者
S

准

許
爲

改

纛

濟

霧

湯

造H

作
 

位
置
之
一
 f

 o
受
訴
的
決
定
没
赢
知S

違

1

。
由基四擔三

i

二
句
所
®

的
立
法
一
個
明
確
決
定

 

之
必
不
得
以
此

I

 ’
亦
即
對
在
此
所
追
—

收
t
o
m

不

存

式

訂

—

可
行
的
途
徑
，而
加
以
否
認
。雖
 

然

’
在
一
^0

6

改
善
及
工
業
設
置
法
創
造
得i

括
受M

S
的
意
圖
並
同
f

合
i

所—

要求的

I

 

1

般
規
定
可

一̂̂

^
^
相

當

的

湯。
然
而
，
仍
露
立
法
者
丄
匕
認爲
如
此一

種
大
型
t

—

施

必

要，
以

I

般
 

徵
收
法
途
徑
爲
之
則
不
可
行
的
丨
制
定

I

個
在
此
計
剷
中霞

的

拷
f

可

籠

1

馨
關
的
立
法
程
序
可
以
透
過



其
在
主
管
委
員
蠢
詢

，
一

^

八

以

及

®

的
審
蜃
鼉
^
^
問
變
一
個
整
的
審
核
，亦
 

即
#
^
否

^
Irn

的
S

昼

本
讓
十
四
條
第
三
囊

|

旬
之
一
般
否
一
徵
雙

S

此

晨

。



關
於

r

藝
術
自
由
之
界
限
(
國
旗
污
茂
案
)
」
之
裁
定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八
十
一
卷
第
二
七
八
頁
以
下

譯
者
.■吳

綺
雲

目
錄

警主
文

理
由

A

、
刑

毚

九

十
a
條
條
文

 

I
 、
 

1

 Bv
R

 266/86

i
書

蓋

R

決

么

蜃

E

提
起
人
之
主
張

a)
 

聯
3

蜃

蹇

見

b)
 

黑
B

邦

長

參

見



u
 、
 

1

 Bv
R

 913/87

及

前

決

提
起
人
之
主
張

B

、
s

訴
訟
有
理
由

I

、
聯

邦

蠢

法

院

M
芥

入

之

情

形

 

n

、
前

審

判

決

不

合

屢

之

要

求

1
系

爭

照

就

S

藝
術
活
動
之
本
質
的
要
求

 

,a)
s
s
w
爲

圖
畫
藝
術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畫
-句
之

S

b)
窗

二

件

證

^

^

亦
同

 

C)
介

紹

籠

的

A

震

霄

由

龜

蠢

利

2.
 

適
用
刑
f

九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i

二
款
之
可
能
性

 

.a)
於

個

華
爲
法

益

之

衡

量

2

國

家

之

8
,
墨

又

遲
杨

形

 

d
此

等

保

護

不

襲

至

極

端

3.
 

對
二
訴
訟W

K

之
判
決
並
不
符
合
憲
法
上
之
要
求
’
就

一

 i

 266/86

而
言



.a)
高
雲
院
之
判
決
誤
之
讐

 

aa)

贺
諷
剌
畫
應
S

別

之

評

價

肇

 

bb)

高

雲

院

之

判

決
爲
錯
誤
的
評
價

 

■.b)

區

法

院

裔

決

不

塞

本

法

案

第

五

篇

三

獲

一

旬

之

要

求

次
就1
 Bv

R
 913/87

而
言
 

d

前
審
法
院
之
判
決
源8

誤
之
S

 

屻地§

院
之
解
確

 

bbl
^

H

院
對
藝
術
自
由
不
正
確
的
設
下
界
限

 

b)
區
法
院
之
判
決
爲
錯
誤

i

l

e

-

4

雷

由

不

僅
i

侵
犯
i -
二
人
之
基
盡
利
的
■

。
它
亦
有
可
能
與
其
他
憲
法
所
隱
之
權
益
發
生
衝
突

 

0

2.
i

:

w

五

誉

三

1

段

之

規
霊

不
i

地

講

因

以

藝
f

i

式

&

辱

幟

，而依刑法第

九
十
條
之

一

第-
項
第
二
款
之
規
定
加
以
處
罰
。



一
九
九
〇
年
三
月
七
日
第

一

庭

靈

 

——
M

號
一
 

B
v
R

 26
6
/
8
§
9
1
3
/
8
7

——

_

件

係

關

於

 

1.
K

先

生

——4
：

理

人Fr
i
e
d
r
i
c
h

 sc
i

t
a

s
’
B
e
m
h
i

 Ge
r
t
h
g
：

師

’
M
i
c
h
a
e
l

 Ro
t
h
g
：

 

師
和

 
V
l
r
i
k
e

 Halr #
g

，
：£

^
:

F
n
.
e
d
r
i
c
h
s
t
r
a
s
s
e

 17.

 ee
p
e
n
—

不

服

.a)
美
因
河
畔
法
®

^

高
等
法
院

 

|

 

九
八
六
年|
月

十

七

日

裔

決

(
案
號

2

 Ss

 124/83

 
,
5
基

森

(
G
i

fee
n
)

區
法
院
一
九
八
二
年
十

|

月
十
九
曰
之

 

判
決
(案
號

 

51
 Ls

-7

 Js

 1169/82

 ——

一

 g<
R

 2
6CT1
/
8
6 ——

，
2
.B

 先
生
——

^
理
人
 

D
r
.

 Se
b
a
s
t
i
a
n

 Co
b
l
e
r

 律
 

師
事
務
所
由
之

 

人

 
E

cre
r
h
a
r
d

 Kernpf

律
師

 

*
^
^
*
*
E
c
k
e
n
h
e
i
m
e
r

 La
n
d
s
t
r
a
s
s
e

 17.

 F
r
a
n
k
f
u
r
t

 am

 

M
a
i
n

 

1

——

不
服
"a)
美
因
河
畔
法
蘭
克
法
院

|

九
八
七
年
六
月
十
曰
之
蹇

 

<

 案
號5

 Ss

 8/84)

 
’
;b)
達
姆
斯
大
( 

D
a
i
t
a
d
c

 

院
一
九
八
三
年
九
月
二
十
日
之
判
決
(
案
號

2

 Js

 10
8
5
5
/
8
2

£?
I

H

.̂
c)米
歇
爾
奧
( 

M
i
c
h
e
l
s
t
a
d
t )

.E
法
院

 

|

 九
八
三
年
四
月
尤
日-N

E

 決
(案
號

 2

 JS

 10855/82

 0
«I

|—'
3奂

^
3
/
8
7
，
所

提

之
蠢
訴
願
。

判
決
姜

1
美

因

河

當

蘭

克

撞

局

屢

院I

九
八
六
年
一
月
十
七
曰
之
判
決
(
案
號

2

 SS
-

 24/83

 )
藝
森
區
法
院
一

 

九
八
三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曰
高
決
(
案
號

51

 Ls
-7

 Js

 11
6
9
/
8
2
)

侵
害
憲
法
訴
願
人
a)
(
即
K
先生
)

本法

一
八
五



一
八
六

第
五
條
第
三i

段

。I

判
決
應
予
以S

。
該
案
發
回
原
區
法
院
。

美

因

河

畔

需

■法
院
-九
八
七
年
六
月
十
曰
之
_

 (藝

Ss

 I

 )
和
達
姆
斯
大
地
墓
院

 

一
九
八
三
年
九
月
二
十
日
之
判
決
(
案
號

2

 Js

 1§
5
/
8
2

 ̂

^

1

 £

及
i

爾
斯
大
區
法
院一

九
八
三
年
四
月

 

十
九
日
之
判
決
(
案
號

2

 Js

 10855/82

 

C
S
)

侵
害
憲
法
訴
願
人R

(
即
B
先生)基—
本
法
第
五
一
段

 

受
^

^

■

利

。
懿
一
判
決
應
予
以
麵
。
讓

發

回

原

區

法

院

。

3.
黑
®

訴
願
人
其
支
出
之
必
要
費
用
。

I

A

、
訴
願
人
不
服
因
污
辱
1

鼉

薯

到

處

罰

-
判
決
_

所

®

畜
定
如
下
：

第
九
志
之
一
 

污
辱
國
家
昼
養

⑴
公
f

 一 

以
散
^
<
件
之
方
式
，
爲
左
列
之
一
者
，
處
三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或
罰
金
：

i

辱
雇
惡
畺
糧
麗
聯
邦
共
和
國
費
各
^

«
養

秩

奮〇

 

2.
污

雲

塞®
载

—

5

蠢

之

蠢

、
霞

、
徽

囊

國

歌

者

。



I

、
案
號
一

 
I

 
2
6
5
/co
f

之

—

程

序

1
訴

願

人

係

一

書
籍
經
銷
公
司
之
業
務
經
理
人
。

一
九
八
一
年
和|

九

八

二

年

間

，
該
公
司
銷
售
了
無
數
本
一
名

 

爲

r

就
請
讓
我
身
處
和
平
吧
！

」
的
袖
珍
本
書
籍
。
該
童I

是
一
本
被
稱
作
是
屬
「
讀

本

」
類

，
内

容

以

漫

畫

和

拼

塗

e:

 

予
以
生
動
活
潑
化
-
集
結
反
軍
國
主
義
散
文
和
詩
編
印
而
成
的
書
。
書
的
前
面
封
面
是
一
骷
髏
頭
-
戴

鋼

盔

的

軍

人

。
 

書
的
背
面
封
面
是
由
兩
i

影
圖
片
組
成
的
拼
i

，它

也

是

訟

的

起

因

。該
封
面
的
下
半
部
是
-張

黒

 

白
M
影

照

片

，
所
描
繪
的
是
聯
邦
軍
隊
的
發
誓
典
禮
，
其
中
一
位
軍
人
手
持
一
面
開
展
的
聯
邦
旗
幟
。
它
的
背
景
可
以

 

看
出
是
一
個
軍
營
的
建
築
物
。
在

眾

營

之

前

立

有

-
個
以
i

旗
幟
裝
師
而
成
的
講
台
。
在
講
台
旁
§

另
一
位
軍
人

 

。
該
軍
人
和
軍
營
間
是
一
根
升
起
旗
幟
的
旗
杆
=
該
書
背
面
封
面
的
上
半
部
則
是
一
張
彩
色
照
片
，
背
景
即
是
上
述
軍

 

營

建

築

物

的

天

空

。
上
半
部
照
片
所
描
繒
的
是
一
個
穿
有
襯
衫
和
褲
子
的
男
人
鈷
土
雕
像
的
膝
蓋
到
i

的

部

分

。
該

 

男
人
雕
像
就
像：：

疋
一
巨
人
，
高
聳
在
軍
營
屋
頂
之
後
。
男
人
褲
子
的
鈕
扣
蓋
是
被
其
右
手
以
排
尿
的
方
式
遮
蓋
住
。
在

 

該
手
之
後
則
噴
出
黃
色
的
尿
液
"
利
用
照
i

賴

的

方

式

’
尿
液
就
對
準
灑
在
封
面
下
半
部
所
描
繪
的
開
展
的
旗
幟
。
 

旗
幟
下
方
的
地
面
上
則
描
繪
出
有
-
攤
苗
；色

的

尿

液

。

區

法

院

判

處

訴

願

人

應

科

予

九

十

日

之

罰

金

’
以

五

十

馬

克

折

算

一

曰

。
法
院
判
定
該
書
背
面
封
面
乃
是
有
辱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之

象

徵

和

旗

幟

’
其

理

由爲
，
向
聯
邦
旗
幟S

尿

液

’
依

其

形

式

和内
涵

’
代
表

的：：

疋
一
種
與
嚴

一
八
七



重
傷
害
f

同

等

意

義

的

污

辱

。
對

於

訴

願

人

是

電

侍

引

用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
段

規

定

的

問

題

’
區
法
院
之

 

見

解

要

如

下

：

吾
人
姑

且

不

論
f

是

藝

術

也

並

非

是

毫

不

受

限

制

，
而
是

-U
f
c
K

法

律

之

界

限

的

。
除

此

之

外

，
塵

對

於

本

案

 

所

描

述

之

照

片

亦

看

不

出

任

何

I

點
其
應
被
認
爲
是

基

本

法

所

保

護

的

藝

術

的

徵

兆

。
雖
然
有
可
能
會
有
一
位
S

依

 

其

主

觀

之

評

價

，
會

在

該

照

片

塞

現

任

何

I

點
所
謂
的
蒴
产
術
，
但

是
産

並

不

受

此I

種

評

價

之

拘

束

。

高
等
法
院
駁
回

訴

願

人

之

越

級

上

訴

的

理

由

如

下

：

本
案
系
爭
之
拼
I

由

於

其

白

囊

視

聯

邦

旗

織

的

r

圓

像

的

塑

造

」

’
因
此
應f

爲
是

一

藝

術

作

品

。
該
項

象

 

醫

於

國

家

秩

序

有

蠢

次

的

價値

。
在

區

法

院

所

確

認

書

之

基

礎

上

對

議

所

作

的

衡

量

所

得

的

結

果

是

-
該
拼

 

i

i
所

描

繪

的

，
是

屬

於

一

種

特

別

惡

意

的

詆

毀

。
象

徵

德

塞

心

聯

邦

共

和

國

及

其

自

由

、
民
主
基
本
秩
序
的
聯
邦
旗

K

低

了

。
該
旗
織
所
象徴
的
國
家
和
其
秩
序
的
聲
#
和®
^

 

-

也
因
要
又
—

重

的
损
害

。
該
項
詆
毀
之
攻f

 

並
非
是
針
對
f

l

依
該
書
題
材
所
含
理
念
’
 

f

聯
邦
旗
幟
有
所
濫
—

人-

而
是
對
準
聯
邦
旗
幟
及
其
所
象
徵
的
國

 

家
性
f

i a

特
別
是
因
爲
在
該
封
面
中
所
描
繪
的
是
該
旗
幟
在
聯
邦
軍
隊
的
一
項
旗
幟
宣
誓
儀
式
中
的
情
形
。
在
儀

 

式
中
所
涉
及
的
是
國
家
的
一
種
表
示
’
國
家
且
以
f

 (之
形
式
突
顯
出
其
所
代
表
之
意
義
。
基
於
此
f

 ’
不
管
吾
人

 

對
該
項
公
開
的
宣
誓
所
持
看
法
如
何
’
在
該
種
時
機
對
聯
邦
旗
幟
的
污
辱
-
是
對
國
家
一
種
嚴
重
的
輕
蔑
行

爲
。
該
拼

 

會
有
很
廣
的
影
響
力
。
以
圖
片
的
方
式
在

1
1
1

的
封
面
爲
公
開
的
誹
謗
所
產
生
的
影
響
’
要
遠
比
以
散
發
傳

 

單
的
方
式
來
得
長
遠
、
持

久

。
此

時

’
個
人
的
社
會
關
聯
性
所
；̂

的

結
果
是
’
藝
術
自
由
的
保
證
應
該
退
縮
。



2
.
訴
願
人
斥
責
其
與
i

本
s

五

I

 

i

 

I

項
所
®

^

到

侵

害

。

訴

願

人

之

麗

如

下

-
對
刑
法
第
九
S

之
一
的W

W
H

應

術

優

先

的

囊i

人

應

霞

：
該

m
i
|
®
s

 

f

自
由
的
活
動
是
否
與
其
他
同
樣
在
憲
法
上
受
保
護
的
法
益
產
生
衝
突

c

但

是

’
在
基

M
3

中

，
並
没
有

-®

又

 

列
有
刑
法
九
十
條
之
-
所
1

之

法

益

i

然

吾

人

可

到

，醬
定
德
塞

S

邦

共

和

國

是

-
民

主

'
 法
治
和

 

社
#
^
邦

國

家

之

規

定

顧

成

是

1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面

-
段
衝
突
之

f

上的條文-但是，

法院 

已
判
定
之
見
解
是
，
藝
術
自
由
唯
有
可
能
固
其

f

法
上
f

的
基
本
又

到
®
®

 ’
且
f

在

「
最
壞
之
情
形

 

」下
*亦
即
在
當
德
意
士
和
國
之
存
在

S

自

由

，
民

主

產

本

秩

5

到

馨

時

’
方

篇

以

設

限

。
聯
邦

 

旗

職

並

不

震

變

的

憲

濤値

C
憲
法
f

僅

規

定

了

它

的

蜃

-

在

一

政

徨

藝

術

作

品

之

範

圍
内
利

墨

醫

 

幟

-
絕

對

不

會

蠢

著

是

對

德

塞

麗

共

和

國

之

存

在

及

其

基

本

秩

J

直

霜

晷

的

危

險

。

此

外

’對
系

爭
醤

而

成

之

臂

作

-正
變

解

®JgtS

 ’德
塞0

聯
邦
共
和
國
之
■

並

没

嘉

污

辱

。
照
片

 

中
諷
刺
性
的
攻
擊
乃
是
針
軍
隊
的
宣
誓
典
禮

’在
藍

窜

必

然

霸

用

到

聯

邦

旗

幟

。
由

該

書

r

就

囂

我

 

身

處

和

平

吧

丄

之

整

體

關

聯

性

可

看

出

，
其

所爲
姦

評

乃

是

反

對

在

德

國

公

共

生

活

的

肇

化

。
依

此

觀

點

，
系

 

爭

藝

而

成

之

照

片

是

蔓

口

刑

霞

九

十

條

之

I
篇

成

要

S

已
有
疑

問

。

訴

願

人
爲
了

薄

其

申

述

’
提
出
了
一
份

R
i
d
d
e
i

授
的
法
律
鑑
定
意
見
。
該

鑑

定

所

篇

結

論

是

，
掣

法

院

 

是
蠢
系
爭
多
個
可
能
的

*
:
中

’採
用
了
其
中

i
個
不
考m

上
下
文
内
容
f

 ’
結
果
是
M
m '
又
刑
法
處
罰
 

之W
：

。
如

此
的
話
，
則
原
創
作
者
f

i

作

品

另

一

種

可

能

的

，亦
即
認

爲
苴
箫
爲

之
批
1

非



1

九
〇

是

針

對

聯

邦

旗

幟

’
而

是

針

對

他

所

認爲
對

聯

邦

旗

幟

所

作

的

濫

用

-
至

少

與

刑

事

法

院

之

解

釋

同

樣

是

可

信

的

。
除

 

此

之

外

，
由

於

一

個

藝

術

作

品

所

含

之

意

義
内
容

，
並

非

是

該

藝

術

創

作

者f

的

「
訊

息J

，
而

是I

種

互

相

交

流

 

過

程

的

結

果

’
因

此

’
還

可

想

像

他

無

數

更

多

的

解

釋

。
它

是

隨

著

各

個

參

與

人

之

i
準

而

改

變

。
此

外

’
法

院

 

還
M

f
慮

到

’
系

爭

之

拼
S

是

-
政

治

性

的

諷

刺

作

品

。
它

是

在

與

粉

演

該

旗

織

宣

誓

典

S

同

層

次

之

層

面

上

作

 

出

反

應

。
將

-
事

件

在

其

應

成爲
笑

柄

之

屑

面

予

以

表

達

’
乃

是

漫

畫

和

政S

諷

刺

作

品

的

本

質

。
任

何

將

以

諷

剌

 

作

品

方

式

損

害

國

家

之

業

 '
蠢

和

其

個

別

之

表

示

作
爲

刑

罰

之

對

_

 ’
乃

是

剝

奪

政

違

諷

刺

作

品

它

影

響

效

 

果

的

一

主

要

部

分

’
因

而

是

破

壞

了

藝

術

的

自

由

=

&
聯

邦

法

務

部

也

代

表

聯

邦

政

府

和

黑

蠢

邦

長

，
對

於

本

案

之

憲

法

訴

願

表

示

了

意

見

。
 

a)
聯

_

務

部

認
爲
該

訴
i

i

由

：
系

爭

之

拼
®

依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所

確

立

之

標

準

’
是

否

應
f

爲
是

 

藝
術
，
看
寐
即
已
有
疑
問
。
該
拼
所
涉
及
的
並
非
是

S

上
値
得
保
護
的
一

 

術

家

個

人

人

格

的

表

達

，
而

是

 

一
個
看
不
出
®

fj
内

容

思

想

價
値

’
傷

風

敗

俗

行
爲
的
i

描

繪

。
它

純

粹

僅

是爲
了

達

到

政

治

上

效

果

而

作

。

醫

吾

人

靈

，
系

爭

拼

馨

疋

-
藝

術

作

品

’
則

被

攻

擊

之

(
刑
事
法
院
)
判

決

亦

與

薄

自

由

之

保

證

並

無

 

違

背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段
在
遇
有
同
樣
是
保
護
一
種
重
要
法
益
之
其
他
憲
法
條
文
規
定
時
’
即
有
其
限
制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二
條
所
提
及
之
聯
邦
旗
幟
即
是
如
此
一
種
的
法
益
。
該

規

定

之

靈

S

不
僅
是
限
於
在
確
定
代
表
德
意

 

士
心
聯
邦
共
和
國
之
§

。
該
旗
幅
還
更
被
i

維

護

國

家

，
加
強
國
民
之
共
同i

，
是
一
重
要
的
融
合
的
工
具
。
如

 

果
在
一
旗
幟
宣
誓
典
禮
中
使
用
了
該
聯
邦
旗
幟
’
則

它

同
時
即
爲一

法
象
徵
的
重
要
組
成
部
分
。
經
由
該S

即
表
達



出
了
願
盡
到
保
衛
德A堊
心
聯
邦
共
和
國
責
任
的
決
心
。
由
基
本
法
在
其
第
二
十
二
條
承
認
國
家
象
徵
的
必
要
性
，
即
可

 

得
出
藝
術
自
由
的
界
限
’
且
在
個
¥

並
不
需
要
特
別
之
證
S

明

德

塞$

聯
邦
共
和
國
之
存
在
或
其
自
由
秩
序
具
體

 

受

到

了

危

害

。
由
於
藝
術
自
由is
方
面
受
到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二
條
所
保
護
法
益
之
限
制
’
因
此
刑
事
法
庭
法
官
於
適
用

 

刑
法
第
九
十
條
之
一
第
二
款
時
，
應
加
以
衡
量
弄
淸
楚
，
系
爭
之
污
辱
行爲
是
否
嚴
重
到
藝
術
之
自
由
應
該
退
縮
。
對

 

於
該
項
憲
法
上
的
要
求
，
高
等
法
院
並没
有
認
識
錯
誤
。

b)
黑

邦

長

亦

認

爲

被

攻

擊

的

(
刑
事
法
院
)
判
決
並
没
有
破
壞
藝
術
自
由
..系

爭

之

拼

超

出

了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I

段
所
規
定
的
内
在
的
界
限
。
與
之
可
能
衝
突
之
保
護
條
款
爲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二
條
。
因
該
條
之

 

規
定
，
聯
邦
旗
幡
有
了
憲
法
位
階
之
地
位
。
體
現
於
聯
邦
旗
職
上
的
是
民
主
國
家
的
威
望
I

 

C

由
於
民
主
國
家
是
仰

 

S

其
國
民
之
接
納
，
因
此
即
需
要
他
們
的
尊
重
。
將
上
述
兩
條
文
所
保
護
之
領
域
予
以
必
要
之
衡
f l

所
得
之
結
果
是

 

，
在
本
案
藝
術
自
由
應
退
縮
。
在
將
聯
邦
旗
幟
當

a
w

面
描
繪
灑
M

對
—

時

’
不
需
要
再
有
進
一
步
的
解
釋
，
該
旗

 

幟
即
已
直
接
受
到
贬
低
。
系
爭
之
拼
貼
照
片
，
依
其
剪
賴
—

方

式

’
乃
是
對
國
家
i

之
聯
邦
旗
幟
之
強
烈
攻
擊
。 

該
項
攻
擊
經
由
刑
法
上
之
處
罰
方
得
予
以
阻
擋
。

M

、
案
號1

 Bv
R

 91
3
/
8
7

案
之
訴
訟
程
序

L
訴
願
人
是
一
名
爲
「
同
胞
們
-
-
-
^
登

瓦

爾

德

(
德
國
山
區
名
)
區
的
宣
傳
小册
」
雜
誌
的
編
輯
人
員
。
在

該

雜

誌I

九
八
二
年
三
月
和
四
月
出
刊
的
第
二
十
號
版
的
第
八
頁
中
，
刊

載

了

漢

堡

檢

寧

夏

扣

押

「
就
請
讓
我
身
處

 

和
平
吧
！

」一

書
的
搜
索
行
動
的
消
息
。
但
是
在
該
消
息
報
導
中
，
該
書
的
書
名
被
更
改

爲r

就
S
B0
讓
我
f

處
和
平

一
九
一



一
九
二

吧
！
」

.0
爲
它
同
時
要
作
爲
緊
接
下
去
的
一
篇f

l
$

v
先
生
對
該
項
官
方
£

評
論
文
章
的
標
題
。
該
號
雜
；̂

的
 

第
十
一
頁
的
標
題爲
：
S

犯
罪
者
之
I

J
 ’並
加
上
以
下
之
說
明
：
「̂
一̂
堡

最

i

ffl
之
—

猜

 

謎
第
二
三
一
八
六
集
」
。
在
該
頁
上
所
刊
登
的
是
構
成
上
述
書
背
面
封
面
拼
璧
的
兩
張
照
片
。
但
它
們
只
在
該
頁
的

 

左
角
上
相
連
箸
，
以
稍
微
傾
斜
的
角i

印
出
來
。
在
照
片
的
邊
緣
印
有
虛
線
|

刀
的
圖
形

-

並

要

东

(i

f
)
將

 

慧

_照
S

5

。
照
片
下
並
附
有
以
下
的
句
子
：

今
日
的
標
題
口
號
是
：爲
了
發
現
犯
罪
行
爲
人
之
縱
跡
，
我
們
就
護
去
追
蹤
它
！

工
作
.■請

您

手

拿

冊

刀

和

粘

糊

，
並
將
下
面
的
兩
張
很
f

吊
的
照
片
用
手
製
作
成
-
張
很
低
俗
的
污
辱
的
圖
片

°

小
小
的
幫
忙
.*請
您
先
想
一
想
，
i

I
片

所

可

能

表

示

的

囊
释
麼

！

在
灑
尿
的
男
人
那
張
照
片
的i

列
有
以
下
幾
種
可
能
表
示
的

M
S

 :
 

a)
是

一

張
出
自r

小
小
消
8

員

」
系
列
中
的
昭
？

I

部
長
先
生
正
在
試
一
種
新
的
修
面
後
用
的
香
水
？

.C)
是

一

張
出
自r

爲
此
我
們
需
要
萊
茵
—
美
因
一
^

運
河
7
」
小册
之
宣
傅
照
片
？

在
宣
誓
典
禮
那
張
照
片
旁
邊
則
列
有
以
下
幾
種
選
擇
可
能
：

a)
 

在
霜
軍
隊
要
依
古
老
有
風
格
之
男
主
人S

練
會—

-

b)
 

聯
邦
總
統
先
生
有
一
條
新
的
擦
#
涕
的
手
帕
？



C)
所

有

好

的

東

西

都

從

天

上

掉s

?

在
該
頁
上
最
後
註
明
有r

很
貴
重
的
獎
品j

 A

請

S

S

獎
口
案
寄
至r

漢
堡
區
法
院
之
#m

i

 

j

 〇

 

區
法
_

處
訴
願
人
污
辱
國
家
及
其
蠢
，
應
科
予
三
十
日
之
罰
金
’
以
三
十
馬

I

算
一
日
：
麗

誌

將

上

述

 

兩張照登的—

 ’讓
人
會
產
生
以

爲
它
們
棄
即
是
屬
於
在
一
起
’只

「滑
動
」而
已
 

的
印
象
。
如

此i
來
即
#a

人
想
像
成
是
一
個
男
人
向
著
聯
醫
：̂

尿®

子

。
此
種
描
繪
依
其
形
式
和内
容
所
表

 

示
出
的
是
，i

國

家
涛

爲
其

i

的
聯
邦
旗
幟
的
一
種
醜
陋
的
，
特
別
粗
魯
和
侮
f

的
鄭
視
=
如
此
不i

明

 

聯
只
具
有
在
其
上
灑
尿
之

S

。
在
這
同
時
’
也
呈
現
出
國S

國
家
的
不
尊
重
。H

I
術
自
由
的
保
證
也
不

 

足
以
否
認
此
種
描
的
違

f

 0
 i

吾
人
認
爲
-
系
爭
照i

C
S
®

成
之
拼
i

f

 f

成
是
一
藝
f

品

’
 

爲
藝
術
活
動
之
權
利
也
應
退
縮
至
刑
法
繁S

之
一
之
S

規
定
之
後
。
在
此
與
藝
術
自
由
之
保
證
發
生
衝
突
的
乃

 

是

經

由

上

述

刑

籩

蹇

保

障

之

國

家

—

和

尊

嚴

的

憲

書
値
。
該

疆

法

益

所

包

翕

震

曰

覆

懸

麗

共

和

 

國
之
生
存
力
合
憲
性
之
秩
序
以
及
對
上
述
兩
項
認
同
所
生
之
公
共
和
平
。
很
明
顯
地
’
在
當
代
’
國

家

、
憲
法
和

 

國
家
義
遭
受
到
不
輕
的
攻
擊e
 i

此
種
S

 4

人
不
能
忘
記
二虽
初
威
瑪
共
和
國
即
是
由
於
受
到
8

聲

存

 

在
產
擊
，特
別
是
以
對
當
時
之
(國
家
)

以
鄙
視

i

式
表
現
出
乘
的
攻
擊
而
淪
亡
的i

家
對
加
予
其
之

 

污

辱
没
蠢

而

自

我

防

衛

-
即
會S

人
民
盡
義
務
之
決
心
-
且
會
_

聽
天
由
命

 '
失
去
對
國
家
和
憲
法
之
信
心

〇

 

在

此

種

蠢

之

下

，
刑
法
第
九i

之

一

第

-
項
之
規
定S

爵

藝

術

自

由

之

保

證

的I

種
有
效
且
合
法
之
限
制0

 

在

蜃

系

爭

照d
t
M

成
之
拼
S

I
的
内
容
時
，應
就
觀
上
的
囊
和
其
表
逵
务
式
二
嘉
以
區
分
。

一
九
三



一
九
四

聯
1
(
和
國
的
鄙
視
* i

非
是
變
在
德
國
公
共
生
活
中
的
蜃
化
。其

所

清

楚

蓥

不

是

i

疆

 

* M

»
—

s

i

f
 

- M

i

 

容
易
一
看
即
明
白
。

醫
思
想

内
容
更
s

其
表
表
現
出
來
。

一

種

i

烈
 

方
式
隐
低
的
辱
蜃
評
。
經

由

鑒

評

，
聯

邦爲

是

特

別

霉

鄭

視

的

。
_

一
諷
刺

-r̂
m

;

並
不
棗
誇
大

- 
S

 * 

»

地
S

院
以
5

理
由
駁
回
訴
願
人
之
上
訴
••

(
訴
願
人
)
蕾

方

式

，
描
靈
尿
篇
邦
旗
峨

 

i

,
乃
是
以
特
別
侮®
^
一
，
令
人
厭
惡
之i

蔑
視
了
德
塞
和
國

c

不
#
^
昭
_

願
人
之
想
法
，
襲

尿

春

疋

針

量

；
禮-溪
蓋
非
是
刊
之
具
’而只
靈
聲
晨
的

I

種

震

’

都
覆
成
醫
旗
幟
和
國
家
的
-種
污
辱
。訴
願
人
之
此
種

I
s
旣
不
能
以
言
蕾
由
之
基
裏
利
，亦
不
能
以
霄
 

自
由
之
保
證
作

爲
辯
解
之
理
由
。

一一

 一
一
響
由
臺
棄
利
糞
一
般
法
震
定
之
限
制
，因
此
即
已
囊
退
縮
 

。

争
^

S
；

輯

三

 

1

 醫

^

S

,
吾

人

可

置

不

 

談

。
f

XH
g
^

i

自
由
之
保
證
也
f

不
釋
爲
該
有
辱
刑
法
第
九
十
條
之
一
所
^

a

益
行
爲
辯
解
之
理
由
。
基

本

讓

五

樣

三

項

之

規

了

基

蛮

的

蜃

秩

序

所

臺

法

内

篛

靈

-經
由
刑
：

之
一
所
蜃

«
s

s
^

s

l

級
地
位
的
*：e

爲

國

家

糧

的

麗

旗

幟

。
它
曰
義
們
自
由
、
民

主

法

菌

的

蠢

’
且

對

所

裏

同

這

■

家
和



其

囊

之

人

民

具

蠢

墓

結

的

作

用

。
鬣
S

幟

之

污

響

動

搖

到

國

家

在

人

民

眼

$

形

象

威

望

i

術
自
由

 

之
保
證
S

鹿

i

i

。

高

雲

院

因i
M

I
E

決

並

馨

不

利

訴

願

人

之

法

律

錯

誤

存

在

’
因
此

認

爲
上

訴

無

理

由

’
而
依
刑
事
訴
訟

 

誓

三

百

四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駁

回

之

。

2
訴
願
人_

■

基

本

法

第

五

擔

一

項

和

第

三

項

所

蠢

之

基

盡

S

又
到
了
侵
害
.
.
各
審
之
刑
事
法
庭
將

 

在

刑

法

第

九

十

條

之

-
所

規

定

’
以

一

般
法
律
i

之聯定

爲

具有

m
u

本
五
謂
三
項
所
保

i
t
a

 

術
優
先
之
憲f

次

地

位

’
此

乃

—

基

i

利
内
容
的
i

誤

。
同
f

 ’
刑
事
法
磨w
基

本

—

五

画

-
項

 

規
S

内
涵
也
是
法
律
上
評S

誤
。此
外
，它

控

的

照

i

輯

成

的

併

—

一
也
很
明
顯
_

 了
錯
誤
的
解

 

釋
。與

(
I

)
評
論
之

f

同

，i
s

w

很

清

楚

地

是

針

對

宣

貢

禮

’
 

f

聯
邦
旗
幟f

。
但

是

宣

置

程

 

盤

不

受

刑

法

第

九

4

之

一

’
當

然

即

更

談

不

上

受

誕

之

霞

了

。

3.
黑

蠢

政

府

認爲
本

件

憲

請

願

案

無

理

由

：
將
在
本
案
互
相
衝
突
^

!

|

^

^

^

益
加
以
權
衡
之
結
果

 

，藝
術
自
由
應
退
國
家
威
望
形
象
保
護
產
。系
及
的
是
對
家
之
聯
邦
麗
的
一
種
直

 

接
，
且
是
以
嚴
重
方
式
蔑
視
的
攻
擊
。—

旗

幡

之

照

片

對

象

-此
不

f

進
一
步
之W

：

,
所
表
示
出

 

的
是
一

 

i
w

辱

、i

。此種行

&
#

：

以刑事判決才能加以處罰。

由之

i

範

圍

，
由
於

 

基

本

法

第

五観
三

項

第一

段
之
規
定
是
屬
一
特
別
規
定
，
因
此
其
仍
是
決
定
性
判

f

基

本

權

利

。



一
九
六

訴

馨

理

由

受

判

醤

_

願
人
本
毚
五
權
三
項
第
一
段

I

 V

在
處
理
依
訴
願
人
所
引
用
之
藝
術
自
由
’
以
刑
罰
讓
一
行
爲
時
，
露

屢

法

院

馨
査

的

，
不
只
是
 

之

生

活

表

現

是

嘉

於

讓S

利之圍和在被決中是

Ktâ

上

正

德

認
淸

了

鼙

毫

利

之

 

範
圍
，
而

是

也

審
査
法

院

是

否

術

畫

自

有

的

結

釋

徵

去

判

斷

該

作

品

(
實

聯

3

法
法
■

決
第
三
十

 

集
第
一
七
三
頁
以
下
〔
第
一
八
八
頁
〕
)
，
亦
f

否
用
了

 

r

符

合

^
&

」

之
法
 

—

決
第
七
十
五
集
第
三
六
九
頁
〔
第
三
七
六
買
〕

■
*

法

學

謹N
J
W
1983.

 S .1194
D
195〕)

 
’
且該基礎
 

上
詳
細
適
當
地
去
限
制
了
藝
術
之
範
圍
(
參
見
最
新
S

判

決

聯

i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七
十
七
集
第
二
四

〇

頁
以

下

〔第
二
五
-
頁
〕
)
=
作
此
審
査
i

因
I

嘉

蠢

’
霖
f

篇
干
篇
限
是
他
囊
之
判
 

決
對
憲
法
訴
顏
人
(權
利
)
領
域
馨
之
強
烈
程
度
’
另
一
方
面
是
農
所
涉
及
之
基
舊
利
的
特
別
意
義
(
參
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六
+
七
集
第
二
一
三
頁
以
下
〔第
二
二
一
一
貢
〕
)
0
這
不
能
霞

带
爲
成
是*

 

—
1

特
定
之
基
本
 

i

l

 - 

=
 i

f

基

—

利

的

特

點

〇

就
如
同
一
一
一
 l
i之
表
示
一
樣
’
藝
術
之
活
動
是
靠
公f

共

鳴

。
該
些
人
們
交
流
之
基i

利
會
與

 

其

他

之

憲

法

糧

’
特

別

是

第

三

人

之

基

生

衝

突

，
這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
此
時
’
在
適
用
爲
其
M

設

立一

般

 

霉

規

定

時
i

在
互
相
衝
突
之
保
護
法
益
間
？

正

露

笛

丨

雖

警

先

曩

他

各
嚢

法

院

之

任

務

-
但
在

 

此
處-

1

般
法
律
之
適
用
對
憲
法
上
所
地
位
會
產
生
嚴
重
的
反
作
用
。
在
對
一
股
霍
規
定
和
系
爭I1B

或
藝



術
作
品
之
任
何
麝
錯
誤

醤

之
時
’即
巳
誤
地

i

至
所
涉

昼

畜
置
。

謹刑 

事
之
錯
蜃
3襞

i

重

後

果

’
因

此

’
至

少

在

那

個

善

-
靡
S

法
法
院
加
強
審
_

不

 

可

避

免

的

(
相
同
之
見®
^
照
聯
邦
憲
法
法

S
：

決
第
四
十
三
集
第
二
二o頁
以
下
〔第
二
二
七
頁
〕
)
。
此
疆
也

 

是
有
II
於
在
對
人
們
交
流
之
基

W
S

：

 ’
將
蜃
法
院
之
審査
限
於
一
些
原
則
性
的
問
題
所
可
能
造
成
不
利
之
螯
之

 

緣

故

-
憲

法

訴

願

訴

訟

之

目

的

不

靈

在

改

正

鼂

 

'個

雙
基
番
罌
侵
害
-蜃

蠢

之

判

決

在

個

案

 

外

所

蠢

而

生

姦

果

，
正

l

之

震

-
-a

m

所
^

^

打爲
公
f

關
S

，
夏

蟇

 

大

I

聯
邦
蠢
達
四
十
二
集
第
一
四
三
頁
以
下
〔第
一
五
六
頁
〕
——

不
同
之
意
見
)
。賽

 

在
此
處
國
家
的
干
涉
所
可
1

生
的
嚇
阻
作
用
-
如
果
此
種
生
活
表
現
之
自
由
不
要
被
傷
及
到
其
實
質
’
則
就

H

i
要

 

有
~特
別
慕
的
憲
法
上
的
審

査
(參
照
法
院
判
決
第
四
士
二
集
第

I

三
o
頁
以
下
〔第
二
二
六
頁
〕
)
。

H

、

以上述量，

被

<

f
 

>

 i

的
判
決
並没
1

上
的
要
求
*

在-
^
-
N
!

兩

件

蠶

案

件

-
訴

願

人

之

行爲

入

—

醫

由

之

蜃

範

圍

3

此
雖
然
並
不

 

旗
撤
的
污
辱
即
不
—

刑

法

第

九

違

之

一

第
I

 

定
加
g

罰

-
因

議

刑

法

—

乃
是
用
於
確
保

1

 

雲

上

所

法

益

⑵
但
對
於
此
兩
種
互
相
街
突
之
憲
法
法
益
^

^

衡

，
則
有
一
部
分
卻
疏
忽
了
，
有
一
部
分
 

則
是
茌
作
衡
量
時
’
以
不
是
符
合
系
爭
藝
術
作
品
_

之
理
解
作

爲
苴
1

礎
⑶

。

i
系
f

兩
張
霜
控
的
照
备
合
法
院
所
認

爲

一
霧
活
動
蜃
的
本
質
的
要
求
。

一
九
七



一
九
八

a)
在

「
就
請
讓
我
身
處
和'¥
吧
！
」

5

之
背
面
封
票
涉
及
的
一
張
_

片
所
組
成
的
拼
_

。
翳

輩

 

因
而
即
符
含
一
種
當
今
已
是
很
普
通
的
圖
畫
藝
術
的
形
式
*
而
不
雲
再
去
加
以
解
釋
•
在

W
&

所
使
翌
照
片
丨

 

是
否
以
及
在
何
種
範
圍内
是
屬
於
藝
術
自
由
保
證
囊s

所
謂
「
藝
術J

。
除
了
這
單
純
是
形
式
上
、
類
型
上
之
角

 

赛

*
署
内
容

上

的

-
個
面
向
6
馨

S

是

釋

將

(蠢

)
照
片
以
不
正
確
比
例
互

j
m

e

在

i

之
方
 

式
M

出
來
的
’
亦
即m

將
兩
f

 

以1

 

盼
*

且
同
手
法
，

i

出
一
種

獨

蠢

-籠

以
_

和

爵

以

思

K

容

-
1

s
t
*

:

霞

f

造
i

蜃

欝

宣

誓
典
禮
之
見
解
。
其
所
$

拼i

因
而
同
f

<
1
邦
^

法
院
在Me

p
h
i
s
t
o

判決之有價

値

關聯的基
 

本
要
求
(
參
見
聪
匿
法
法
院
判
誉
三
十
集
第
-
七
三
頁
以
下
一

：

第
一
八
九
頁
〕
)

傷
風
化
之
描
_

容
 

並
^

S

它
失
去
作
爲
-
藝
f

i

質

。
國
家
是
不
能
去
控
8

術
之
風
格
或
水
準
的
(
參
蜃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書

$

五

蠢

三

六
i

以

下

〔
第
三
七
七
頁
〕
)
。
霧

家

想

霱

他

的

a
o
s
w

备

、
重

i

特
定
的
見
蟹
迫

 

項
畫
-同

即

奚

到

基

^̂*五
簾
三
翟

I

鬣
定
二
1

M—

同
在
有
 

所
主
張
之
藝
術
是
很
普
遍
的
一
樣
——

是
完
全
可
以
以
藝
術
之
形
式
#
達
出
來
的

。

在

此

蜃

形
i

s

本

鋈

五

 

條
第
三
i

雙
規
定
是
屬
於
一
特
別
規
定
’
因
此
其®

疋
作
爲
i

f

臺

—

利

(
參

照

黯

憲

法f

判
 

決
第
三
十
集
第I

七
三
頁
以
下
〔
第
1
0
0
頁
〕

第
七
十
五
集
第
二
一
六
九
頁
以
下
〔
第
三
七
七
頁
〕
)

0

2

繫
在
(第
二
案
)

r

有
獎
隨
」
中
所
使
■

篇

的

，亦
適
用
以
上
所
述
之
傷
。

*
 m

i

l

l

f

-
 0
M



該
兩
張
照
§

輯
安
排
之
形
式
也
足
夠
顯
示
出
其
是
，
或
是
以
何
種
方
式
屬
於
-
起

的

。
但

是

，
該
拼
1

與
苴
(

|

 

在

書

殼

背

面

封

面

之

描

繪

不

同

之

處

廣

’
前
者
是
蘊
藏
在
一
針
對
國
家
之
追
訴
行
動
之
-
諷

刺

作

品

内
。
雖
然
如
此

 

-
但
由
於
其
f

仍

然

受

到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画

I

段

之
保
護
，
因
而
仍
須
受
憲
法
上
之
審査
。

C)
雖
然
兩
件
訴
願
案
之
訴
願
人
皆
非
各
該
(
照
片
)
作
品
之
原
始
創
作
人
，
但
他

C

白
爲
藝
術
自
由
而
抗
爭
。
 

該

(
藝
術
自
由
)
基
$

利
之
人
的
適
用
範
圍
是
也
包
括
至
使
該
藝
術
作
品
發
生
影
軎
效

f

人

(法
院

I

貫
之
見
解

 

-
參
見
聯
邦
蠢
法
院
判
決
第
三
十
集
第
一
七
三
頁
〔
第

I

八
九
頁
〕
)

。
這
表
示
*
所
有
在
藝
術
家
與
觀
於
之
問
行

 

使
必
不
可
缺
之
介
紹
功
能
的
人-

肯

：又
到
該
基
f

利
的
保
謨
。
！

 一協助商業̂

銷

術

作

n
np*
之
人
——

如
本

 

案
之
兩
位
訴
願
人
^

^

應
該
被
算
作
足
屣
於
這
一
範
圍
内
之
人
。

2.
雖
然
藝
術
自
由
是
毫
無
保
留
的
受
到f

’
但
這
並
不
一
開
始
即
排
除
！̂

本
案
訴顚
人
依
刑
法
第
九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之
規
定
處
以
刑
罰
。

&)
基

本

法

第

丑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段

規

定

之

保

證

不

僅

宴

；不

得

侵

犯

第

三

人

基

|

利

之

限

制

。
它

亦

有

可

能

 

龃
(各

種

形

式

之

憲

法

規

定

發

生

衝

突

(
參

見

聯

邦

®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三

十

集

第

I

七

三

頁

以

下
〔
第

一
九
三
頁
〕
；
 

Lerche,

 Ba
y
v
B
r
1
9
7
4
,
S
J
7
7
〔
l
s
o
f
.〕

>

。
此

乃

因

一

個

有

秩

序

的

人

類

共

同

生

活

的

先

決

條

件

不

僅

是

要

人

民

 

相

互

間

的

體

諒

、
公

德

心

，
而

且

也

要

有i

s

利

根
f

能

^

受

到
f

的

正

常

運

作

的

國

家

秩

序

。
因

此

 

’
有

損

憲

法

上

所

俘

障

之

秧

序

的

藝

術

品

-
並

不

須

當

其

直
i

及

國

家

或

憲

法

之

存

在

時

’
方

得

加

以

限

制，而
是

 

在

所

有

實

行

藝

術

自

由

與

其

他

恵

法

上

所

讎

之

法

益

發

生

衝

突

之

情

形

’
皆

應

®

些

互

相

衝

突

’
但

同

時

受

到

憲

一
九
九



§

o

法

難

之

利

益

，
作I

盡

善

盡

美

，
合

比

例

之

需

(
參

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達

七

十

七

集

第

二

四

〇

頁

以

下

〔
第

 

二

五

三

頁

〕

)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在
以
前
所
作
的
一

 1
^
:
決
$

要

求

’
如

果

藝

術

自

由

之

f

應

退

縮

，
則

要

有

對

 

憲

法

之

「
最

高

的

基

本

價値
」
有

直
接
且
現
存

之

危

險

存

在

(
參

見

麗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三

十

三

集

第

五

十

二

頁

以

 

下

C

第
七
十
一
頁
〕
)
。
這

並

不

意

謂

著

在

少

的

情

況

下

，
基
本

f

五

條

第

三
f

 I

段

之

規

定

應

有

絕

蔚

 

優
先
的

地

位

。在
懿

一
情
形
下
’
藝

術

自

由

與

其

他

蜃

上

所

醫

之

法

益

間

的

衝

突

’
應
以
就
個
案
加
以
權
衡
的
方

 

式

解

決

。
但
在
S

銜

時

應

注

意

的

是

，
不

能

形

式

化

地

以一
般
性之
目

的

，
如r

保

」

或
是

r

刑

事

司

法

之

 

良

好

運

作j

 
’
作
爲
_

毫

無

保

篡

—

之

基

毒

利

加

以

限

制

的

辯

解

理

由

-

,
而

是

護

依

據

蜃

之

憲

法

規

定

 

，
具
ii
m

w
地
找

出

在

切

合

實

際

評

價響

情

況

下

，
與

履I
t
s
®

本

：̂

五

條

第

三

一
段

規

定

所

生

權

利

發

 

生

衝

突

的

憲

法

上

所S

的

法

益

(
參

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七

十

七

集

第

二

四

〇
頁

以

下

〔
判

決

要

旨

2
和
第
二

 

五
五
頁
〕
)
。

W

對

豪

訴

願

人

處

以

刑

解

議

的

刑

法

！

十
條
之
一
第
二
f

規

定

，
其

所

保

響

乃

是

作爲
國

家

象

 

徴
的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的
旗
幟
。
該

項

保

護

是

在

雲

上

有
摄

的

。
但
這
旣
非
是
直
接
，
亦
非
是
只
由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二
條
之
規
定
所
得
出
的
結
論i

條

文

規

魍

的
内

容

僅

驛

在

靈

代

表

麗

之

豐

。
但
該
基
本
法
規
定
更
進

 

一
步
之
意
義
往
於
丄
匕
以
國
家
有
爲
表
達
自
我
，
而

利

用

之

f

 

=

該
種
—

之

目

的

是

在

魔

人

民

之

國

家

 

情

感{

參
見W

U
r
t
e
n
b
e
r
g
e
r
,

 J
R

 1979,

 S.311
H
H

用

H
.

 k
K
i
g
e
r
,

 Al
l
g
e
m
e
i
n
e

 St
a
a
t
s
l
e
h
r
e
.
s
.2
2
6
)

 〇

基
本

 

法

不

僅

承

認

此

種

由

聯

邦

旗

幟

所

散

雙

影

澤

用

。
作
爲

j

響自由|
家
和
國
更
是
嘉
其



國

爵

在

該

廣

所

象
f

基
本
f

的
認
同
。
在
此
種
塞
我
下
所®i

b
M

l

即
表
逹
§

本
法
第
二
十
二
條
所
規

 

定

逢

家

代

蠢

色

上

"
它
是
代
表
自
由

 '
民
主
的
基
东
秩
？

由
以
上
所
述
之
織
所
具
有
之

t
w

w

出
該
與
藝
術
自
由
證
衝
突
範
所
謙
的
法
益
。如
果
該
 

旗
i

由
其
所
體
現
之
國
寧
王
要
—

是

要

之

融

合

(人
民
)
之
工
具
它
的
污
辱
即
可
能
損
害
到
 

對
國
内
安
定
所
必
要
之
國
家
的
權
威
。
由
此
同
時
得
出
的
謹
是
i

家

之

蠢

馨

在

它

是

象

_

本
性
_

 ’
塑
 

造
徳
塞
心
麗
共
和
國
峯
物
的
範
圍内
’
 

屢

上

之

醬

。
但
是
國
家
不
得
隨
意
創
造
其
保
護
可
薷
肇

 

；W

五
條
第
三
f

 S

定
發
生
衝
突
之
S

、
8
§
。

d
然
而
有
II
望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段
之
規
定
，該
項
對
象
徵
、謹

之

遲

並

不

國

家

 

不

屢

8

它
的
批
評
*
甚

或

不

馨

。
因
此
’
在

個

華

即

需

相

衝

突

之

憲

法

上

法

益

作

一

壽

-

 

3.
對
本
案
兩
位
訴
願
人
之
判
決
並
不
符
合
以
上
所
述
之
露
上
8

求

"

1

 BvR

 

266/85

a)
雖
然
8

法
院
很
正
確
地
蜃
案
訴
願
人
之
系f

t
爲
歸
入
爲
藝
術
自
由
之
保
匿
圍
，
暨
也
花费
了
足

 

夠
功
夫
去
找
出
刑
法
規
定
上
與
其
發
生
衝
突
上
所
謙
的
法
益
。但
是
’它

對

系

評

斷

’並
非
在
 

各
方
面
皆
是
符
合
原e

e
s

?

不
可
排
I

，
該

錯

誤

的

馨

已

馨

到W

讓

之

結

果

"

細

系

爭

之

其

内

容

應

歸

類

是

、諷
刺
畫
。對
於
讓
藝
術
創
作
品
如
何
馨
合

1
^
*
*

 

的
—

’
帝
國
法
院i

出
了
至
今
仍
—

的i

 0

帝
國
法
院
i

判
決
第
六
十
二
集
以
下
第

I

八
三
頁
.，
聯
邦
憲

二〇
一



§

 二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七

十

五

集

第

三

六

九

頁

以

下

〔
第

三

七

七

頁

以

下

〕

〕

。
由

於

這

類

藝

術

特

有

的

是

％

B5
大

，
歪

曲

失

眞

 

和

陌

生

化

的

手

法

’
因

此

在

1

;

運

律

上

之

判

斷

時

，
即
有
必

要

去

除

宜

(

r

圖

文

並

茂

精

選

’
諷

刺

性

的

假

象

」

(
 

參

照

前

揭

帝

國

法

院

刑

事

判

決

第

一

八

四

頁

)

-

以

便

能
I

其

眞

正

的
内

容

。
然

後

，
該

實

質

之

思

想内
容

與

其

表

 

f

式

應

分

開

予

以

審

查

它

們

是

否

應

受

非

法

之
m
責

。
此

乃

因

陌

生

化

的

手

法

本

即

是

(
這

類

藝

術

品

)
表

達

方

式

 

的

特

質

，
因

此

對

其

表

雪

式

判

斷

之

標

準

與

評

斷

其

中

心

思

^

:

容

之

標

準

有

所

不

同

，

县

則

者

比

較

不

嚴

格

(
參

 

照

前

揭

聯

邦

—

法

院

判

決

第

三

七

八

頁

)

。

高
雲
院
之
判
決
並
不
符
合
以
上
所
述
之
判
斷
原
則
，
因
它
對
系
爭
拼
麵
之
中
心
思
萬
S

 了
錯
誤
解
釋
。
 

髙
S

院
所
持
之
立
場
是
’
系
爭
拼
i

是
一
 r

以
對
準
聯
邦
旗
織
灑
尿
之
描
^

式

’
表
達
對
該
旗
—

蔑
感
受
之

 

圖
像
塑
造
」
.(
見

該

判

決

本

第

九

頁

)

。
該
項
詆
毀
之
攻
擊
並
非
是
針
對
i

l

依
該
書
題
材
所
含
理
念
，
f

聯
 

邦
旗
織
有
所
濫
用
之
人
.，
而
是
對
準
聯
邦
旗
幟
及
其
所
薩
的
國
家
性
f

。
這
特
別
是
因
爲
其
所
描
繪
的
是
’
該
旗

 

幟
在
聯
邦
軍
隊
的
-
項
旗
幟
宣
誓
儀
式
中
的
情
形
(
見
前
揭
判
決
第
十
二
頁
)
。

上

述
髙
1

院

之

判

決
内
容

表

示

’
系

爭

拼

描
f

實
質
思
相
^
:
容
是
對
聯
邦
旗
織
及
^

所
象
徵
的
國
家
的

 

輕

蔑

。
反

之

’
它

的

表

達

妻

是

旗

暢

官

罾

典

禮

。
但

是

，

一

 

該

書

之

題

目

’
或

者

也

不

管

該

題

目

’
 

皆

會

不

枯

看

-
種

不

同

解

釋

的

想

法

。
系
爭
之
？

耍

是

具

有

反

軍

國

主

義

，
而
且
也
僅
就
此
點
而
一

H
，
是
具
反
國

 

策

之

傾

向

。
它
所
針
對
的
是
國
家
的
宣
誓
或
軍
人
的
*

一
典
禮
，
以

此

表

達

反

對

-
如

果

不

是

反

對

，
則
是
憎
惡
兵
役

 

(
制

度

)

。
雖
然
在
該
書
^

描
繪
了

 5

遭

受

污

辱

的

國

家

的

象

徵

、
震

’
但
是
由
此
不
應
是
國
家
性
或
是
德
意
志



職邦共和

®

^
上

之

秩

襄

。針
鬣
的
範
圍
只
有
產
匕
搭
度
負
貴
，以

及
以
在
軍
人
馨
典
禮
上
利®

的
1

、t

的
i

,
來
1

它
達
到
一
特
別
的
合
法
化
。
此®W

e：

的
思
想
内
 

容
則
藉
由一

 

在
宣
纂
式
中
所
利
用
的
國
家
#

的
方
式
*
以

墮

錯

手

法

表

達

出

來

〇

霉

i

誤
的W

：

即

蠢

戀

。
雖
然
#

法
院
明
白
表
示
，
系

爭

繪

-
亦

即

不

雲

餐

憲

驚

容

，
是

 

不

忍

的

。但
是
不
—

排
除
的
是
’其
對
系
爭
之
不
符
合

C

原
i

神

的

画

，
已
對
互P
衝
突
之
憲

法
法
益
間
的
響
S

果
-產
生
了
鬈
。關
種
之
點
篋
’籠

露

雾

獲

控

達

3

之
特
 

質’則
可
該
畫

誉

i

s

之

醫

’
有

不

同

>

)

3

區
法
院
之
判
決
由
從
-闕
始
即
未
將
系
争
人
思
放
藝
術
自
由
之
論
範
圍
’因
此
即
已
不
符
 

合

基

蠢

第

五

i

 -
段
議
疋
之
要
求
。
該
判
決
黯
之
提
示

*

指
出
藝
f

非n

畫

無

界

限

，
而
是f

到

 

*
-

m

限
制
’
並
不
因
而w

c

決
即
不
違
憲〇

由
這
項r

補
充
說
明j

甚
至
不
能
讓
人
看
出r
nl
^

t
贏

到

’
藝

術自
由之
蜃加
以

W
R

S

 

囊

法

騎

誓

二

十

集

第

一

七

三

景

下

〔

第

I

九
三
頁
〕
)
。

1

 

BvR

 913/

007

§

三



二
o
四

■鉬
該
地
S

院
之
判
決
湯
實
地
以
系
爭
拼
反
軍
國
主
義

-M
W
n
；

思
想
内
容
作
爲
它
判
斷
的
基
礎
。
 

這
顯
示
在
判
決
中
所
指
出
的

-

訴
願
人
之
想
法
’
墓

不

是

針

露

邦

旗

幟

’
而
是
官
誓
典
禮
但
灑

 

尿
f

是
對
中
了
 i

旗
幟
.，

旗
暢
和
國
家
的
蔑
視
，
是
作爲
1

曰
1
典
禮
的
i

。
這
點
並
不
因
其
接
下

-

蟹

該

旗

嘛

所

國

囊

露

效

忠

I

的4W
H
I

■件
.’
依

思

—

-
吾
人
不
能
分
開
說
，

灑
S

事
不
是
6

聯
邦
旗
幟
’
而

是

矗

震

’
而
該
宣
囂
式
又
轉
而
是
以
麗

w
e

爲
苴
i

之

連

繫

馨

 

進
行
。
由
該
_

醫

S

願
人
)
辯
變
預
備
聲
明
之
論
^

表
示
出
’
法
院
之
見
解
不
外
是
’
儘

纂

畫

之

目

 

標
是
反
軍
國
主
義
’
但
國
家
以
其
作爲
謦
誓
血
雙
主
辦
者
的
角
色
已
受
到
攻
繫
’
且爲
此
目
的
’
眨
低
了
它
的
象

 

擞

、
8

a
*

院

到

的

是

系

重

^
1
5
*
1

疋I
項
！©

^

以

陌

表

手

罄

國

家

清
S

攻
擊
的
一
部
分
-
法

 

院
所
持
之
立
場
是
，經

由

登

,表
示
贊
同
該
所
引
用
的
別
人
的
意
見
，且
同

f

爲
代
表
自
己
的
意
見

 

。
|

該「
M

猜
謎
」
之
目
的
興
該
刊
登
之
拼
之
目
的
不
同
1
後
者
在
匪
情
形
是
果
說
明
畫
成
漫

f

事
 

實

，
但
上
'M
法
院
之
立
場
仍
是
合
況
的
。該
拼

i

之
公
開
刊
登
不
僅
是
反
對
#

^

I
n
i

訴
措
施
’
它
的

 

重
印
刊
登
加
上
其
附
加
的
文
字
說

5
^

現

出

的

更

同

時

是

屢

藝

術

家

蜃

一

致

的

一

顰

墨

誌

之S

不



的
思
想
内
容
。

妯
但
是
’
 

^
{
5

院
對
藝
術
自
由
所
爲
之
界
醫
並
不
正
確
*
雖
然
該
法
院
以
必
要
之
方
式
突
出
表
達
’
對

 

該
案
訴
願
人
之
處
以
刑
罰
有
利
於
維
護
憲
法
上
所
®

之
法
益*

但
它
在
解
決
互
®

突
之
i

的
問
題
時
，
卻
 

没
有
蠢
到
藝
術
自
由
保
證
它
的
散
發
_

效
力
 

<

 此
項
錯
誤
的
根
本
所
在
藉
’高

雲

院

明

文

誓

九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難

之

法

益

術

自

由

之

上

。
此
項
蠢
誤
的
理
解
所
必
芦
—

篇

果

是

’
該
刑
法
規
醫
護

 

之
目
的
即
成
爲
霧
自
由
不
可
逾
雙
界
限
。
如

此

該

法

霞i

即
封
鎖
了
依
個
案
情
形
’
在
所
發
生
衝
突
之
保

 

護
法
益
間
作
i

之
途
徑
。
因
此
該
法
院
認爲
，
只
須
說
1

刑
法
—

所
保
護
法
益i

要
裏
我
，
藝
術
自
由
必

 

須
！*

後
即
已
足
’
而
不
須
在
震
個
案
之
情
形
下
-
作
必
要
之
f

 0

由
於
不
i

定
丨
_

院
在
_

如
作
一
遲
之
榫
衡
後
>
是
否
仍
3

寡
到
藝
術
自
由
應
；*

^

之
_

 

，
因
此
該
法
院
所爲
之
判
決
違
憲
。
■

法
院
^
'
*
^
唐

未

認

出

^

^

院

上

述

判

決

產

露

誤

，
因

此

奮

違

 

憲

。

2

區
法
院
(之
判
決
)
雖

没

有
封
鎖
依
個
案
情
之
途
徑
，但

它

對

系

爭

饕

卻

並

J

實
 

該
法
院
認
蠢
漫
畫
之
實
質
思
震
谷

爲
對
及
其
所
象
徵
之
國
家
的
輕
蔑
"至

於

該

對

在

靈

志

 

和
國
公
共
生
活
的
軍
隊
捧
了
譴
責
-
讓
院
則
明
文
予
以
否
認

 

<

 因
此
*
該
法
院
之
判
決
亦
犯
了
與
高
等
法

 

院
判
決
相
同
的
錯
誤
。同
獲
此
處
也
不
能
排
除
的
是
’如

果

區

法

麝

系

爭

養

靠

了

正

確

的

 

,
則
在
I

案
-
^
衡
後
，
可
能
會
得
出
，
不
同
的
結
論
。

二
o
五



S

官

署

名}
H
e
r
z
o
g
.

 H
e
n
s
c
h
e
l

 
■
 S

e
i
d
K

 G
r
i
i
,

 S
5
l
l
n
e
r
,

 

D
i
e
t
e
r
i
c
h
.

 K
G
h
l

 

i
n
-
S
e
i
b
e
r
t



關

於

「
藝
術
自
由
與
刑
法
上
之
侮
辱
國
家
象
徵
罪
」
之
判
決

——

德
國
聯
邦
蕙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八
十
一
卷
第
二
百
九
十
八
頁
以
下

譯

者

.

.
鳘

梅

S主
文

理
由

A
、
 

提
起
憲
法
震
之
經
過

 

I
、
本

n
、
訴
願
人
之
主
張

I

、
聯
邦
司
法
部
長
及
巴
伐
利
亞
邦
司
法
部
之
意
見

 

1

_

司
法
部
長
之
見
解
 

2
■巴
伐
利
亞
邦
司
法
部
之
見
解

B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論
證

I

 
^

l

i

£

i

H

S

 
-
 

i

二
0
七



二
〇
八

K
、
關

—

本

法

第

-
〇

三t
二

項

之

論

證

 

B
v
e
r
f
G
E

 8
1
-
K
S

<

判

決

置>

1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
句

之

規

定

並

不

排

除

刑

法

第

九

十

條

之

I

第

I

項
第
二
款
所
規
定
之
侮
—

心
聯
邦
 

共

和

國

國

歌

之

處

罰

。

2
.
只

有

國

歌

的

第

三

段

方

受

國

家

$

之

保

護

。

判

決

姜
L
巴
伐
利
亞
邦
a
高
法
院
於
一
九
八
七
年
八
月
二
干
一
日
$

之

判

決

(
R
R
e
g
.5

 St

 15
3
/
8
7
)

侵
害
憲
法
訴
願

 

人

(
以
下
簡
稱
訴
願
人
)

，
基
本i

五
條
第
三
項
第一
句
所
保
護
的
基
—

利

。

久

原

判

決

認
爲
訴

願

人

對

德

國

國

歌

前

兩

段

造

成

侮

辱

，
亦

損

害

訴

願

人

受

基

本

法

第

I

 o
三
；

W

二

項

保

護

之

3'
原

判

決

應

予
S

，
發

回

巴

伐

利

亞

邦S

法

院

。



4.
巴

伐

利

亞

邦

對

訴

願

人

所

支

出

之

必

要S

S

予

補

償

。

判
決
理
甶

A

、
提

戀

法

訴

顧

之

經

過

對

於

因

侮
S

墓
0

聯

邦

共

和

國

國

歌

罰

科

處

之

判

決

-

訴
願
人
表
示
不
服
。

I

、
本

|

九
八
六
年
八
月
底
，
於
紐
倫
堡
出
刊
的
雜
誌
「
喧

(
p
l
a
r
r
e
r

 
)
刊
載
了
下
列
文
字
(
該
雜
誌
之
R
任

 

編
輯
即
訴
願
人
)
：

八

六

年

德

國

之

歌

詞

.

.
無

名

氏
 

曲

.

.
約

瑟

夫

.
海

頓

德
塞

^'
德
塞
0

超
越
~切
 

地

上

舖

滿

鈔

票

凝

聚

暴

力

無

情

地

鎭

壓

暴

力

份

子

 

從

貝

多

芬

到

柏

格

貝

爾

澤

(
註

一

)

二
〇
九



從
瓦
克
斯
多
夫
(
註
二
〕
畧

民

營

 

德
震
德
塞
心
疆
一
切

你
是
世
界
上
最
美
的
生
物
區

 

德
國
的
土
耳
其
人
’
德
國
的
美
式
火
箭
彈

 

德
國
的
_

大
漢
堡
，
德
國
的
豐
音
樂

它
美
麗
古
老
的
響

 

德
國
的
可
樂
’
德
國
的

 

德
國
的
馬
克
S

國
的
精
子
轉

 

鼓
舞
我
們一

生
去
醤
髙
的
事

 

虛
僞
及
挫
折
蠢
銳
汽
油

 

在
充
滿
格
子
狀
道
路
的
蠢
土
地
上

 

讓
i

舉
杯

M
^

0

没w
m

的
驅
使
卻
遍
饰
鍾
及
做
愛
用
的
興
滑
霜

 

德
f

 
J
手



■在
德
塞

i

内
 

母

盡

肇

犬

在

墅

口

在
上
述
文
字
旁
’
有
一
小
段
文
章
-
標
題

爲
：r

糧

流

-

今

日

：
八
六f

國
之
歌
」

。
此f

章

 

係

對r
八

六
稳
國

之

歌

」
之内
容
及
遣
詞
用
句
作
一

 

_

諷
_

證

釋

。

蠢

八

-
k
—

國
之
歌
的
雲
，
該
藝
出
刊
後
，
邊
院
即
扣

i

麗

誌

。
訴
願
人
在
此
時
—

製
一
個
「
 

出

馨
S

」
’
在
紐
倫
堡
的
書
局
箭
。
在
該
宣
一
一
串
’
訴
願
人
重
覆
八
六

S

國
之
歌
的内
容
’
並
在
1
且
言
中
敍
 

述
扣
押
的
經
過
與
書
，
其
i

予
以
S

。

區
法
院
以
訴
願
人
二
度
違
反
(
數

扉

罰

)
侮

辱

國

家

雲

罪

’
科

處

2

#
W
J5

四
個
月
®

徒
刑
。
案
經

 

訴
願
人
上
訴
，
邦
法
院K

上

訴

盎

醫

駿

回

。S

院
認
爲
：r

八

六

之

歌

」中
蓄
意
地
，有
目
的
性
地
 

運
用
一
些
具
殊

w
s

字
眼

®

^

 -這
些
字
眼
鬆
念
描
述
國
家
的
本
質
特
徵
就
是
國

W
-R

的
野
蠻

 

暴
行

，
且
是
個
病
態
及
原
始
性
怒
的
國
家
。
此
種
否
定
撬
念
的
S

羅

非

偶

然

，
而

係

-
雲
逹
的

模

式

。
該
首
歌

 

的
文
字
S

鬚
其
目
的
係
在
對
德
國
國
歌
，
連
同
德
國f

加
以
侵
害
，
並

加

以

讓

。
而

霧

自

由

的

基

裏

並

 

不

證

礙

訴

願

人

受

刑

麗

處

。
依

照

聯

馨S

院
向
來
所
廣
泛
S

的
藝
篇
念
中
可
以
S

S
 ’
該

首r

八
六
年

 

德
國
之
歌
」
也
可
當
作I

襲

i

，
ln
fl-w

m

。
但
是
藝
術
自
f

 衝
突
的
理
論
，
也

可

能
貪
最
制

 

。
在

這

裡

德

辜

謙

共

和

國

的

墓

及

自

由

民

主

的

_

秩
序
-
其
係
在
憲
法
上
受
某
程
度
畺
的
法
益
。
 

I

自
由
僅
在
該
法
益
受
嚴
重
侵
害
時
，
才

惠

居

次

位

。
在

，
該
靈
侵
害
的
要
件
已
被
滿
足
。
因

爲
，
透



過
否
定
性
諷
喻
字
眼
的
組
合
’
已
造
成
德
國
國
家
秩
i

受
蓄
意
的
侮
辱
及
輕
慢
。
該
用
語
的
目
的
在
於
使
人
民
信
仰

 

國

家

，
認

同

國

家

的

感

到

輕

慢

及

嘲

諷

。
若
人
民
的
國
家
意
識
受
到
損
害
，
則
足
以
S

國
家
自
由
民
主
的
基
本

 

秩
i

受

侵

害

。
透
過
廣
泛
的
傳
播
方
式
’
亦

即

’
經

由

-
個
版
數
不
算
少
的
出
扳
機
構
加
以
出
版
-
並
在
紐
倫
堡
各

 

書

局

以r

出
堅
旦
言
」
的
方
式
加
以
閩
明
’
是
足
以
造
成
一
個
具
大
的-

廣
泛
的
影
響
效
果
的
。

訴

願

人

的

第

三

審

上

訴

！

巴

伐

利

亞

邦

震

法

院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三

四

九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以

一

致

認

爲
第

 

三

審

上

訴

顯

無

理

由

而

予

以

駁

回

。

(
訴

願

人

之

主

張

)

在

憲

法

訴

願

中

’
訴

願

人

指

摘

其

受

基

本

法

第

五
S

三
項
第
一
旬
及
第
一

 

〇

三

條

第

二

項

所
f

的

權

利

受

到

 

侵

害

。
訴

願

人

認
爲

’
對

於

「
八

六

年

德

國

之

歌
j

的

發

表

’
其

並

未

逾

越

藝

術

自

由

的内
在

限

制

。
而

這

首r

輕

慢

之

 

歌

」
並
没
有

違

反

自

由

民

主

的

基

本

秩

序

，
因爲
吾

人

實

在

無

法

估

計

，
大

的

德

意

志

人

民

對

於

此

一

價
値

的

信

 

仰

有

多

強

。
—

該

信

仰

有

一

定

的

強

度

’
則

該

首

歌

的

襲

是

否

就

f

德

塞

§
人

民

的

國

家

感

賃

又

到

輕

慢

，
亦

 

大

有

疑

問

。
因

之

訴

願

人

認爲
該

首

歌

的

公

開

8

根

本

$

造

成

德

塞

？

人

民

的

國

家
i

減

弱

’
或

危

及

自

由

民

 

主

的

基

本

秩

序

。

因
爲
德

國

國

歌

未

違

法

律

保

留

的

要

求

-

因

此

訴

願

人

基

本

法

第

一

〇

三

循

二

項

的

權

利
i

受

侵

害

。
究

竟

 

國

歌

三

段

全

部

還

是

只

有

第

三

段

才

能

視爲
國

歌

，
已
f

議

-
而

其

是

否

具

有

法

5

位

亦

不

明

確

。
刑

法

第

九

十



條

之I

套

係

一

空

白

刑

法

，
法
條
益
未
規
定
何
蠢
德
國
的
■

、
旗
幟
、
^

W

國
的
國
歌
。
因

之

該

簾

 

定
有
參
®

(他
法
律
規
定
之
必
要
。
在
此
’
也
必
須
像
所

W
i
;

他
刑
法
的
要
求
一
樣
’
空
白
法
規
必
須
由
法
i

f

 

〇
畧

國

國

歌

是

否

確
爲
國

家

的

蠢

-
尚

欠

髭

種

法

霍S

明
確
性
要
求>

 

m

、
(麗
司
法
部
長
及
巴
伐
部
臺
見
)

1聯8

法
部
長
家
的
立
場
’醫

囊

訴

蠢

罩

，因

爲

理

艾

隱

理

霍

以

馨

於

-
九
五
二
年
四
月
九
日
及
一
九
五
二
年
五
月
三
日
就
國
歌
有
糧
®
任
返
’
由

此

可

以

靈

’
國
歌
已
符A葚
本
法

 

第

I

〇
三
循
二
款
的
明
確
性
要
求
。
由
其
信
件
往
返
的
文
義
可
以
看
出
，
德
國
國
歌
係
由
三

i

成

。
現
在
所
要
區

 

別
的
只
是
’
囊

國

家
®

霜

殊

因

素

’
現
在
只
演
唱
第
三
段
。

訴

願

人

五

權

三

項

第I

句
謙
的
藝
術
自
由
，亦
未
受
到
侵
害
。其
所
的
「八

六
年
德國之
 

歌J

是否屬

i

本

—

我
下
的
P
術
，
尚
有
疑
問
。
假
設該
首
歌
曲
具
i

術
的
本
質

’
則
原
判
決
亦
不
違
反
藝
術

 

自
由
的
保
障
。

該
首
改
編
的
國
歌
所
描
述
的
德國
侵
犯
到

人

民

的

一

雙

籩

’
同
時
也
侵
犯
到
人
民
的s

 i

歌

懸

旗

具

 

有
蜃
的
象
現
在
卻
淪

爲

被
嘲
諷
的
裏
。其
動
機
、形
式
和
表
達
的
範
圍
是
如
此
地
嚴
重

i

使

藝

醫

 

由
必
須
退
居
次
位
。

2
巴
伐
醫
邦
司
法
部
麗
訴
願
人
詧
盤
蠢
文
侵
害
，養

爲

：
基

本

蜃I

〇
三
醤
二
項
的

 

違
反
並
不
存
在
i

於
刑
籌
範
的
法
要
求
-刑
法
蠢
的
定
*產用

®

蠢須可

二
-
三



二
一
铒

以
透
過
構
成
要
件
要
素
加
以
狸
疋
’
並
且
可
以
經
蟲
釋
來
加
以
聞
明
。
如
果
一
種
概
念
藉
由
一
般

f

的
解
釋
方
法

 

可
S

該
行
爲
應
予
禁
止
’
或
可
以
預
見
到
國
家
的
反
應
’
則
此
®
^
念
的
運
f

憲
法
上
i

無
疑
問
的
。
由
此
原

 

則
可
以
導
出
，
把
原
國
歌
的
三
段
糧爲
德
國
國
歌
，
乃

符

翕

範

麗

性

1

求P

主
聖
本
秩
雪
由
之
上
。
題

的

敗

布

3
寥_人民
的國
家意
 

識

-
也
是
毋W

I

疑
的

。

B

二

^

^

鋈

院

論

證

)

訴
願
人
之
雪
訴
願
有
理
由
。

.

原
判
決
侵
害
訴
願
人
重
本
篇
五

s
i
m

三項第

一

句

所

簾

利

(於理由

I
中
說
明
)

。
相
f

 *

訴

決

進

M
I

4-

蠢
二
二
雪
肩
攥
，

只

有

前

霞

時

*
 3

有
理
二
於
理
由n
中
說
明
了

I

、

本
董
五
響
襲
一
句
之
論
證
)

i
因
爲
訴
願
人
認
羹
所
受
的
刑
罰
與
藝
嘗
由
相
響
，
所
以

S
I

W

法
法
院
不
僅
要
審査
原
判
決
對
於
被
主

 

張
的
基
^
4
#
^
藉
誤
的
1

或
適
用
’
同
時
也
要
審
査
原
判
5
^
^
|
曰
雪
的
_

以
4

1

別
部
分
是
否
與
藝
術

 

自

庸

互

矛

盾

 

法

決

 

B
v
e
r
f
R
75,

 39
6
G
763;

 77-

 24
0
〔250

f
J
;

及

 1

 Bv
R

 266/86,

1

 Bv
R

 9i

 判

決

了



因
此
有
待
澄
清
的
是
’
訴
願
人
霜
控
的
犯
罪
行爲
是
否
在
藝
術
自
由
的
饜
領
域内
，
而

原

判

決

在

個

華

，
 

對
1

術
自
由
的
S

震

及

苴
I

制
是
否
有
正
確
的
認
識i

斷

。

2
-
使
訴
願
人
遭
■

罪
科
處
的
兩
個I

f

應

歸

人

基

本

達

五

議

三

項

第

一

句

的

撮

襲内
0

a)
 

德
國
國
歌
的
改
編
係
屬
藝
術
自
由
基
下
的
藝
術
。從
形
式
上
漏
’其
滿
足
「詩
」
的
類
型
要
件

’
從
實
質
上
聾
’
其
藉
貪内
容
有
麗
藝
術
概
念
之
囊
。
作

翥
S

的
形
式
語i
i
e，
獎
馨
定
生
活
過

 

程
的
經
驗
與
印
象
傳
逵
出
來
’
此
生
活
過
程
可
以
緦
置
「
德
國
的
日
常
生
活
」
。
因

爲
露
藝
術
的
繁
欝
限
制

 

，
將
與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議

i

旬
的
自
由
雞
相
違
背
，
故
在
裏
的
適
用
斷
上
，
並
不
以
詩
藝
的
「
雅
俗
 

|_
作
爲
取
決
的
_

 
〇

b)
 

該
首
歌
的
散
f

透
過
藝
術
品
的r

效
果
領
域j

 f

到
藝
術
自
由
之
s

。
尚

未

—

的

只

是

，

f

的
 

散
布
是
否
也
在
藝
術
自
由
的
羼
範
圍内
。
若

在

報

紙

上

雲

’
則
毫
無
疑
問
’
因爲
此
種
方
式
單
純
只
與
歌
曲
的
傳

 

播
®

。
然

而

’
用

「
出
®

旦
言J

的

散

布

’
就
不
那
麼
明
確
。
藝

術

作

口莲

此

乃

曰I

個

生

活

表

準

 

’
該
表
達
乃
係
整
因
歌
曲
之
散
布f

刑
P

處
的
一
種
未
經
異
化
的
意
見
表
達
。
因
之
’
傳
單
的
散
布
i

原
則

 

上
只
本
法
第
五

i

項
意
見
自
由
之
難
。f

系
爭
歌
曲
在
傳
f

被
引
用
，
也
舳一

法
改
變
此
種
情
況
’
因
 

蠢

傳

單

並

非

直

鐾

於

藝

霧

品

的

目

的

而

散

發

’
而

只

是

露

次

爭

擊

件

之

過

S

以
說
明
i

術

只

_

見

 

表
達
的
附
M
物

*
而
不
是
扮
演内
容
媒
介
的
角
色=

然

而

’
吾
人
仍
應
蜃
家
的
此
種
干
預
行爲
與
藝
術
自
由
的
震
加
以
靈i

霱

職

人

科

處

刑

罰
S

只

二
一
五



二
一
六

是

與

傳

幾W
E

：

的
意
見
表
逵
®

。
相
反
地
’
 I

罰

乃

「八六年德國之歌

J

所
爲
i

以

’

指

摘

的

對

-

該

刑

罰

襄
i

本
驁
五
條
第
三
S

 

一

 S

嘗
由
的
保
障
領
域
-而
由
的
個
人
效

 

力
來
看
’亦
篇
此

*

固
然
吾
人
！

所
涉
及
的
訴
願
人
的
媒

贫
能
深
蜃
疑
。然
而
首
蜃
意
的
 

是

’
在
此
並
不
涉
及
曼i

決
所
處
理
過
的
必
要
之
媒
介
(
霉B

V
e
r
f
G
E

 30.

 17
3
S

9
〕)

；
此

種

霧

作

品

 

不

應

附

震

^

^

$

去
e
麗

否

可

以
®

接

的

讓
rT
爲
理

醫
嚣
自

由

之

實

現

’
在
此
根
本
不
釋
原

 

則
上
之
判
斷
，
因
爲
-
以
i

的

況

’
 i

促
使
i

人

強
®

到

基

—

的

保

護

。
’
必

須

—

的

只

是

’
訴

 

願
人
係
以
該
f

的
方
式
來
爭
取
藝
自
由
。如
果
當
時
訴
願
人
引
用
品
係

爲
追
求
上
述
目
的
 

，
則
此
行
爲
^

w

f

3
諸
於
衆
。在

，若
國
家
的
干
預
行

爲
單
純
囂
了
阻
擦
該
散
布
的
藝
 

術
作
品
S

，
則
_

鍾

靈

成
爲

藝

術

品

的

黌

者

，
在
這
個
時
候
，
基
本
法
第
五
震
三
項
第
一
句
之
藝
術
自

 

由
應
優
赛
意
見
自
由
而
適
$

 0

由
原
判
決

爲

出
—

的
角
度
來
看
’

雖
屬
無
可
指
摘
’
但

具

裏

盡

的

乃

是

雲

院

所

陳

述

的

理

由

’
 

因
爲
巴
伐
利
亞
邦
最
高
蠢
就
訴
願
人
之
上
訴
未
鬣
一
步
的
理
由
即
予
以
駁
回
口

3.
然

而

^

5

院

對

^

*

|

五

條

第

三

！*

 一
句
的
—

領
域
卻
未爲
適
當
的
界
定
，
甘
射
系
爭
歌
曲
的
判
定

 

術

徵

(

f

 

BverfGT :

 30
,
17
3
〔188】

.
，
同

時

，
法

院
i

該
首
改
編
自
國
歌
的
歌
曲
所

 

作
的
蜃
，亦

不

符

合

霉

B
V
e
r
f
G
E

 75,369〔3
7
6
〕)

。

就

「
八

六
霊
國

之

歌

」
1

,

顯
然
地
係
一
種
諷
刺
文
學
。
然

院

卻

不

纂

力

去

探

求

該

首

歌

所

欲

傳



逵
的
核
心
意
旨
’
並

且

將

之

與

選

擇

的

§
逢

方

式

分

開

來

<

參
考
R

o
s
t

 62
,
l
s
3
〔1

8
4
l
e
r
f
G
E
7
5
,
3
6
9

 

〔3
7
7
j

)

。
法

院

毫

不

區

別

地

蠢
首
歌
曲
認爲
是
否
定
的
’
有

損

馨

概

念

的

大

雜

檜

’
而

其

所

考

慮

護

首

歌

曲

 

的

文

字
說
明
，
充
其
量
也
只
是爲
了
證
明
這
首
荒
謬
可
笑
的
歌
應
該
被
揚
棄
。
此
種
解
釋
方
式
並
未
符
合
藝
術
作
品
本

 

身
的
諷
刺
性
内
容
’
也
侵
犯
到
藝
術
自
由
的S

。

顯
而
易
見
地
，藝
術
家
的
意
圖
乃
是
想
要
指
出
德
國
生
活
象
與
現
實
間
的
矛
盾
。而
此
一
核
心
意
旨
乃
 

以
改
糧
國
國
歌
作
爲
其
表
達
的
方
式
。
在
該
首
國
歌
的
改
¥

 ’
作

者
運
塁
1

國
國
歌
要
相
近
似
的
格
律
’
語
 

音

’
並
將
原
文
加
以
異
化
，
而
以
一
種
將
現
實
生
活
極
眞
朽
張
及
否
定
的
描
^

^

將
其
理
想
化
呈
現
出
來
。
亦
即

-

 

作
S

用
一
種
反
諷
的
方
式
傳
達
其
意
念
。
而
院
卻
完
全
忽
略
該
諷
刺
作
品
可
能
呈
現
的
核
心
意
旨
——

對
於
表

 

象
與
現
實
間
矛
盾
的
遣
責
。
因
此
§

院
必
然
會
認
爲
該
首
歌
曲
侮
i

國
國
歌
及
國
家
i

，
而
忘
了
去
考
慮
此
種

 

生
活
現
實
的
露
骨
表
達
並
非
與
德
國
國
歌
及
憲
法
秩
序
所
代
表
的
理
想
價

値
相
對
立
。
至
小
_

法
院
必
—

慮
到
此
種

 

理
解
的
可
能
性
，
而
非
單
星
依
刑
法
上
重
要
解
釋
即
遽
下
判
決
S
寿

B
V
e
r
f
G
E

 67,

 21
3
1
:
2
3
£
:
|

。

4.
依
照
其
誤
的
解

M
l

；

，
S

院

並
没
有

充

分

考

麈

苯

誓

五

條

第

三

畫

一

句

的

要艰
*
即
對
藝

 

術
自
由
與
與
之
相
衝
突
的
憲
法
1

麗

定

界

限

-

固
然
在
原
則
上
’
刑
法
第
九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對
侮
辱
國
歌
的
可
罰
性
與
藝
術
自
由
並
非
背
道
而
馳
(
於

 

a

論
述
)
；
然
而
法
院
卻
是
基
於
不
符<

口
原
作
精
神
且
忽
略
藝
術
自
由
的
解
釋
來
科
處
刑
罰
，
而
法
院
在
其
他
判
決
理

 

由

中

’
也
不
曾
再
加
以
論
證
’
此

外

’
此
種
諷
刺
性
的
表
達
方
式
也
不
必
然
要
適
用
刑
法
規
定
雍
加
以
處
罰
(
於

-
^
論

二
一
七



述
〕

。
为
如
同
國
旗I

樣
’國
歌
也
是
經
由
刑
之
一
第

I

 i

二
—

規

定

以i

國
家
的
f

而
加
以

0

0
O
 ̂

 

I

s

#

«

■ i
A
f
fl
a
s

演
唱
國
歌
的
第
三
段
’
 
§

國

家

—

的

保

i
&
M

f

只三段。

2

撇

開

國

歌

只

有

震

的

蜃

不

談

’額
釐
努
力
在
麗
自
由
與
豐
憲
法
震
的
相
衝
突
法
 

益
間
作一

個
案
的
利
益
衡
量
’
以
东
得

一

個
合
理
的
f

，
但

是

’
此

—i

免
會
I

 ’
因
爲
馨
院
根
本
I

 

依
照
必
要
的
產
來
解
震
首
改
編
歌
曲
。
如
果
這
種
情
獲
有
發
生
，
那
麽
就
不
必
去
決
定
是
否
有
必
要
^

^

觸

 

的

猶

法

益

麗

求

平

衡-

因
爲
’
如
理
由
3
中
所
述
’
 
I

該
首
改
i

曲
的
解
釋
’
可
能
馨 

排
f

辱
罪
的
成
立
。
蒸

不

可
i

地

，w
®

諷
刺
的
表
達
I

f

已
經
可
認
爲r

形
式
」
上
的
侮
辱
，
則
即

 

使
吾
人
霉
心
内
容
與
表
達
！

作
出
可
以J

接

受

的

馨

’
也
可
能
會
蘐
定爲
S

。
然

而

此
種
認
毫
S

 

中
並
不
適
用

 >
 因爲
從
法
院
的
判
決
理
由
中
看
$

法
院I

該
首
歌
曲
的
核
心
内
容
囊
過
分
_

的
表
達
分
開
觀

 

察

’
而
謡
過

分

毳

的

表

達

認
爲
係

-w
#

。

巴
伐
利
亞
邦
幾
法
院
認爲
—

院
的
判
—

事
用
法
並
無
違
誤
，
故

其

法

第

九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i
w

二
 

款
之
規
辜
爲
之
判
決
同
時
亦
不
符
合
基
本®

五
謂
三
項
第
一
句
i

求

。
 

n

、

本
f

-
0
三
^
^
二
項i

 證
)

i
訴

願

人

對

於

法

院

違

憂

產

第

一

 o
三

馨

I

項

的

指

僵

雰

有

理

由

。



在
該
條
規
定
中
所
翌
的
法
明
確
性
原
則
課
予
立
法
雲
務
將
刑
罰
構
成
要
件
加
以
具
體
化
，
以
便
讓
刑
罰
構
成

 

要

件

的

效

果

及

適

用

範

圍

足

以

辨

識

並

且

可

透

過

解

以

確

定I
B
V
e
r
f
G
E

 75,

 32
9
〔3

4
0
f
‘v

任
何
人
皆
能

 

因
此
預
見
何
種
行
爲
將
受
刑
法
處
罰
’
此
外
也
確
保
立
法
者
自
身
得
就
可
罰
性
，
爲
抽
象
一
般
的
規
定
。
)

由

於

牽

涉

究
竞
I

I
歌

詞

才

算

是

德

國

國

歌

的

問

題

，
因

之

只

有

在

涉

及

國

歌

的

第

三

段

時

*
 $

有

法

明

確

性

 

的

要

求

。
由

聯

邦

總

理

艾

德

諾

及

聯s

統

翟

以

斯

在

一

九

五

二

年

的

通

信

中

並

不

明

確

，
且

令

人

無

法

辨

識

出

只

有

 

第

三

段

才

能
i

釋

爲

國

歌

。
但

可

確

定

的

是

’
在

國

家

的

慶

典

中

’
只

演

唱

國

歌

的

第

三

段

’
而

此

亦

爲
數

十

 

的

慣

行

=
故

對

於

刑

法

第

九

十

條

之

一

第

I

項

第

二

款

的
®

人

而

言

，
所

謂

「
國

歌

」
的

概

念

意

義

就

不

能

超

過

第

 

三

段

。
因

此

，
^

:

污

辱

國

歌

前

兩

段

所

科

處

的

刑

罰

’
也

就

違

反

S
本

法

第一

 O

三

條

第

二

項

的

法

明

確

性

原

則

。
 

(
以

下
爲
法{n

o
w

)

B

8

-

一
、
 

柏

格

貝

爾

譯

爲

有

名

的

筆

營

。

二

、
 

瓦
克
斯
多
夫
位
於
德
國
巴
伐
利
亞
邦*
本

有

I

核
廢
料
處
理
中
心
’
曾
遭
示
威
反
對
，
現

已

麵

。



二
二
〇

關

於

「
議

員

、
黨
團
或
議
會
團
體
依
議
事
規
則
之
表
達
請
求
權

 

」
之
判
決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八
十
四
卷
第
三
〇

四
頁
以
下

目

錄

要

旨

主

文
理

由
A

、
爭

點

I

、
爭

議

提

起

人

之

地

位

L
第

一

屆

全

德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置

法

律

基

礎

 

2
.爭
議

提

起

人

之

選

舉

結

果

 

染

議

標

的

之

法

規

 

I

、
爭

議

提

起

人

之

聲

明

1

主

位

聲

明

.
-
請

求

被

承

認

爲
M
團

；
備

位

聲

明

，
■
被陚

與

響

圍

體

之

權

利

譯

者

：
謹

宗



B

4

明
之
理
由

.a)
!

衆

議

院

具

臺

籍

2
+
|
*
.
規
則
¥

權

！
項
第
二
句
牴
雪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

 ~
項

置

二

十

-
條
第
一
項

 

3
.
重

相

對

人

認
爲

讓

濯

理

由

a)
程
序
不
合
法

提
起
人
無
權
要
求
承
認S

黨
團

規

則

罕

握

-
饔
一
句
未
侵
害
謹
提
起
人
權
利

 

d>
第
二
備
位
聲
明
不
合
法
，
其
餘
無
理
由

 

M

、
同
時
_

之
他
案
另
行
處
理

W
 '
 s

l

a

i

^

、
S

判
決
程
序
上
之
理
由
主
位
聲
明
及
備
位
聲
明
只
嘉
分
合
法

 

i
本
件
屬
基
率
i

九

十

三

機一
項
第
一
款
之
案
件

 

暴

議

提

起

人

有

羣

人

能

力

 

秦
議
提
起
人
有
提
S

關
爭
議
之
權
利

 

.a)
■

規
則
之
規
定
亦
一
^

蜃

法

院

鋈

六

十

四

蠢

-
項
之
措
施

 

bi
叢

提

起

人

主

疆
S

肇

規

裂

奪

 '
應
爾
合
法



二
二
二

蔡
議
蠢
人
主
張
基

S

第五十三

a
條

蓮

^
 t

i

A

i

is

I

^

s

i

 *
 0

0
$

峯
議
提
起
人
主
張
有
與
蠢
相
同
之
財
醬
助
，應屬合法

4.
 

麝

提

出

c

、
本

蠢

決

5

老

理

由

 

I

、
議
員
作
爲
霣
代
表
之
性
質

I

l

l

s

w

i

n

s

i

5.
 

髴

衆

麗

分

工

鼐

 

&
囂

平

等

最

d
各

委

員

會

係

大

會

罄

b)
肇

規

則

¥

 

一

蠢
一

 

暴

4.
可

予

忽

視

§査

輩



a)
歲

民

主

原

則

W

S
饕

平

等

蜃

C)
選

舉

平

等

蘭

n

、
主

位

聲

明
醤

-
備
位
聲
I

理
由

 

1
灣

衆

議

隱

我

務

降

低

醫

最

低

人

數

 

2
蠢

衆

議
I

議

經

由

決

議

賦

與

爭

議

趙

人

以

靈

之

地

位

 

f
f
i、第
二
備
位
聲
1

分
有
理
由
 

i
爭
點
：
議
墨
同
平
等
原
則

a)
 

_

_

5

代

表

應

具

有

提

案

、
發

_
|疊

投

鼉

b)
 

黨

團

與

馨

團

雙-
5
^

由
區
分
 

C)
爭

屢

起

人

無

權

要

奎

蜃

位

暴

議

提

起

人

應

有

響

創S

.

.a)
創

薯

之

本

質

 

.b)
霸

規

則

之

動

疆

 

C)
限
制
大
質
詢
之
提
出
蠢
合
憲

 

d)
議

決

M
i

權



二
二
四

秦

議

提

起

人

姐

蜃

規

則

_

權

4
-
時
事
緊
急
質
詢
時
數
之
限
制
尚
響
憲

5.
爭
議
提
起
人
無
權
要
求
在
調査
委
員
會
有
完
盤
會
§

秦

議

提

起

人

無

權

要

求

在

兩

院

協

藝

員

會

喜

員

資

格

 

^
爭
議
提
起
人
不
得
請垄
兀
全
補
助

a)
 

爭
議
提
起
人
墓
請
求
補
助

b)
 

差

別

對

待

之

合

理

化

事

由

 

IV
.
、

未

判

決

之

爭

點

1
爭
議
提
起
人
_

參
與
共
同
委
員
會

a)
 

共
同
委
馨
係
一
獨
立
機
關

b)
 

基

本

法

第

五

十

三a
條

明

文

依

藤
圏
之

強

度

關

係

而

定

d
共
同
委
員
會内
議
員
席
次
之
取
囂
優
先
適
里
i

麗

，
而
S

比

靈

成

區

則

 

2
•爭
議
提
起
人
有
權
參
與
共
同
委
員
會

 

.a)
基

本

法

第

五

士

二
a
條

之

形

成

史

 

2

體

系

解

釋

 

C)
憲

法

規

範

文

義



d)
衡

量

及

評

靂

點

{
置

>

丄
聯
邦
衆
議
院
所
承
認
之
議员
團
體
於
機
撃
議
上
-
就
其
依
驅
規
則
之
請
求
權
有
當
事
人
能
力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六
十
三
條
)

。

2
,
塞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篇I

項
第
二
句
可
以
f

 ,
議
員

w
!

i

以
另
外
的
I

組
成
篱
團
以
利
共
同
工
作
。

3.
3
國

會

及

各

委

員

成

之

反

映

原

則

(
G
r
u
n
d
s
a
t
z

 de
r

 sp
e
g
e
l
M
l
d
l
i
c
h
k
e
i
t
)

要

求

，
在
國
會
及
委
員
會
組
成

 

時

，
無
論
如
何
亦
應
顧
及
不
屬
於
黨
團
議
員
之
響
團
體
’
此
—

團

體

或

因

同

屬

一

黨

或

選

舉

聯

盟

(
 

W
a
h
l
b
u
e
n
d
n
i
s
s

 
)
已
經
結
合
在
-
起

’
且
依
委
員
會
現
有
之
規
模
以
及
依
聯
邦
衆
議
院
各
該
所
適
用
之
比
例
計

算

基

礎

-
已

蜃

一

個

蠢

個

席

次

之

分

響

。

S

蜃

團

蜃

此

-
要

件

下

’
髮
i

i

已

奪

-
!

者

’
其

所

蜃

員

與

其

他

黨

國

議

’
橥

居

 

於

藝

之

地

位

。

S

馨

團

覆

此I

標
準
得
派
：量

聯

邦

衆

議

院

之

委

員

會

者

’
聯
邦
衆
議
院
應
承
認
其

爲
_

圑
體

；
其
有
權
要

 

求

適

常

之

物

的

及

人

的

配

備

二

如

蠢

所

擁

有

者

。

‘
本
判
決
並
處
理
院
之
響
國
體
得
否
參
與
基
本
法
第
五
十
三

a
條
所
規
定
之
共
同
委
M
會

(
G
l
i

 

ns—
er

二
二
五



二
二
六

A
u
s
s
c
h
u
s
x
E

一)之
問
題
。

姜

霞

睡

人

依

其

霍

員

之

瞀

’若

H
3 W

在

委

員

离

成爲
代

表

’
而

聯

邦

讓

院

葉

依

聯

 

邦

_

院

_

規

則

第

五

十

i

之

規
定
-
賦
與
其M
要
求
加
入
次
委
員
會

(
u
n
t
e
r
a
u
s
s
c
h
u
e
s
s
e
n

 

>(

註
二
)
畜

利

 

’
亦
未
給
與
其
「
委
員
會
内
黨
圍J

之
權
利
者
，
即
已
侵
宝
爭
議
提
起
人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霍
一
項
第
二
句
之
櫂
利

 

U
此

外

之

慧

疆

與

駁

回D

理
甶

A

、
爭
點

本

件

機

賴

議

涉

羅

邦

衆

_

議

員

圍

體

是

否

羃

要

求

■

爲
一
黨
圑
’
以

及

整

馨

團

雙

地

位

是

否

 

有

_

規

則

上

之

配

i
l

S

請

議

*

I

、
蜃

隱

人

之

地

位

1
 爭
M

人
所

 
^̂
員
係
民
會
黨
\左

翼

(

Pa

 

rte
 

i
 de

s

 De
m
o
k

 

rati

 

s

 

c
h§

 s
a
N
i 

a

 

1

 

i

 

s
m
u
s
/
L

 nk
e

 

L
i
s
t
e
)

所
提
名
之
候
選
人f

 一
九
九o
$

二
月
二
曰
¥

二
1
^
^
蠢

院

！

當
選w

i
:。



此
一
選
舉
f

德

國

統

~ 

係
一
九
九

〇

年
八
月
三
日
由
德
塞
心
—

共
和
國
與
德
塞
心
民
主
共
和

 

國
之
代
表
所
簽
署
之
第
一
次
全

德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蠢

十

備

及

施

行

條

約

(
聯

邦

法

律

公
報
第
二
部
第
八
十
三
頁
)

。
經

 

由

該

條

約

’
聯

邦

選

舉

法

第

五

十

三

條

所

規

定

之

施

行

領

域

擴

及

五

個

黯

入

之

邦

及

霖

，
該

條

又

規

定

，
百
分
之

 

五
淘
汰
條
款
於
第
十
二
屆
聯
邦
衆
議
院
選f

丄

體

適

用

於

全

德

之

選

舉f

 ’
唯同

®
#
i

允

許

裴

爭

性

政

黨

間

 

之

候

選

人

名

單

結

合(L
i
s
t
e
n
v
e
r
b
i
n
d
u
n
g
)(

註
三

 

X

 其

趣

即
It
參

 

B
v
e
r
f
G

rns
2.

 32
2
D

2
7
；I
=
E
u
G
R
Z

 19
9
0
.

 
3
9
7C—1
 

3
9
7
f
.
l)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於
一
九
九
〇
年
九
月
二
+
九
曰
判
決

(
B
v
e
r
f
G
E

 82.

 322
=

rnU
G
R
Z

 1990,

 397

 )
 

i
m
i

告
聯
邦

選

舉

法

第

五

十

三

條

第

二

句

無

效

，
並

就

淘

汰

條

款

之

適

用

於

全

德

選

舉

領

域

而

言

M

i

邦

選

舉

法

第

六

條

第

一

句

第

 

一

選

項

與

基

本

法

不

符

：
聯

邦

蠱

法

法

院

在

該

判

決

確

認

，
聯

邦

衆

議

院

與

聯

邦

參

議

院

因

此

等

規

定

已

侵

害

提

起

薔

 

法

訴

願

之

政

麗

之

源

餘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一

十

八

簾

I

項

之

馨

平

等

權(
B
v
e
r
f
R
8
2
.
3
2
2
D

2
5

 

f
f
.
T
E
U
G
R
Z

 19
9
0
,

 3
9
7
)

。

因
此
經
由
一
九
九
。
年
十
月
八
曰
律
公
報
第
一
部
第
二

I

四
一
頁
)
之
第
聯
邦
選
舉
法
暨
政
黨
法

 

修
正
法
之
規

{

疋
’
百
分
之
五
淘
汰
條
款
分
離
適
用
於
、
西
德
(各
含
束
、
西
柏
林
)
領
域
。

2.
民
主
社
會
黨\

左

翼

讓

之

候

選

名

單

於

一

九

九

〇
年

十

二

月

一

百

第

十

二

屆

黯

衆

議

院

選

¥

’
於
前
東

 

德

地

區

獲

得

百

分

之

十I

點

I

之

第

二

選

票

-
於
前
西f

區

獲

得

百

分

之

零

點

三

之

第

二

選

票

9
 
(
總
計
在
全
德
地

 

區

獲

得2
.
4
%
)

。
爭

議

提

起

人

係

民

主

社

寶M
/
左

翼

連

線

之

議

員

画

體

，
其
參
與
聯
邦
衆
議
院
第
十
二
屆
選
舉
獲

二
二
七



二
二
八

宵

褒

？
3.
第

十

二

屆

聯

邦

盡

院

®

!:
九

九
o
$

二
月
二
十
日
第
一
次
大
會
時
，
依
基
民
黨

\

基
社
®
,
社
民
黨
及

 

自
民
黨
黛
園
之
動
議
{
參
聯
邦
衆
議
院
真
’
¥

二
任
期
/
第
一
號

’
B
T
D
r
u
c
k
s
.

 12/1)

 
’
決
議
接
受
聯
邦
衆
議

 

院

於i

九
八
o
年
七
月
二
曰
(
聯

聖

律

公

報

，
第
一
部
，
第

二

I

三
七
頁
)
所
公
佈
-
最

農

一

九

九o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曰
修
正
(
聯

響

律

公

報

.，
第
一
部
，
第
二
五
五
五
頁
)
之

肇

規

則

。

爭
議
提
起
人
之I

 
,
即

議

員f

 

i

博士以及九盟之議員邦衆議院

M

，
第
十
二
任

 

期
/
第

二

號

〔
新
〕
)I

聯

邦

靈

院M
l
*

規
則
第
十
趣
出
動
議
’
請
求爲
如
下
之
修
正
：

「
⑴
黨
團
係
指
聯
邦
衆
議
院
至
少
七
名
議
員
所
組
愛
團
獎
註
四
丫
i

譲
員
須
同
屬
一
政
礙
聯
盟
或
屬
於

 

_

靠

間

相

互

競

需

具

有

同1
政
治
晨
之
政
簾
或
聯
盟
，
唯

雲

聯

邦

選

舉

法爲

候

選

人

合

(

Ll .s
t
e
-

 

n
v
e
r
e
i
n .i

g
u
n
g
x

註
五
)者
不
在
此
限
(
聯f

議
院
資
料
’
第
十
二
往
期
\
第
五
號
)

〇

 

此
一
動
議
經
提
交
元
老
院

(
A
e
l
t
e
s
t
e
i
t
)

。

在

此1

 f

黨

團

最

雙

數(
F
l
t
i
o
n
s

i.n
d
e
s
t
s
t
a
e
r
k
e

 )
之

修

正

動

議

被

拒

霞

，
爭
議
提
起
人
之
議
員

 

於
一
九
九
一
年
二
月
十
八
日
謹5?
*

r

民

春

會

黨

\
左
翼
連
線i

員
i

衆

議

院
撃
規

則

¥

擔

一

霉

I

句
被
承
認
爲
黨
團
。
」

(
 

聯
邦
衆
議
院
資
料
，
第
十
二
任
期

\

第
八
十
六
號
)

元
老
院
一
九
九
一
年1

 1

月
二
十I

曰
建
議
T
就
九
0
羡

\
綠
蠢
盟
之
八
名
議
員
所
組
成
之
團
體
，
震

馨



規
則
¥

襲

四

項

予

以

承

認爲
譽

圃

體

。
就

取

得

馨

圃

體

搜

後

之

配

備

，
該
建
議
決
定
内
蠢
下
：

2
有

黌

馨

_

別

狀

況

及

條

件

及

第

一

次

全

德

聯

邦

選

舉

(
異

董

)
候
選
人
夤
結
合
之
允
許

 

_

量
德
國
統
一
之
一
次
售
況
’
此

第

-
次

繁

認
S

W

#
團
體
獲
S

S

利

：

(a)
此

團

體

織

母

一

尋

委

員

會

任

命

各

一

名

正

副

委

員

。
德

塞

？
聯

邦

霞

震

I

九

九I

年
一
月
三
十

 

日
大
會
所
決
議
之
各
該
委
員
會
委
員
人
的
提
高
(
1
雲
院
資
料
’ ¥

二
任
第
五
十
四
號
)
。受

此

蜃

團

蜃

靈

委

員

案

、
發

言

备

囊

。

g

此
經
由
其
成
員
參
與
調

査

籌
備
委
員
會

(
m
n
q
u
e
t
e -K

l
i
s
s
i
o
n
e
n
)

及
各
調
査
委
員
會

 

{

 

unter 's
u
d
u
l
n
g
s
a
u
s
s
c
h
u
e
s
s
e )

 <

註
六
)
之
運
作
。

CC)
此

馨

團

馨

派

一

量

元

老

院

藝

員

。

§

此
S

體

案

提

出

、動
議
、決
議
以
及
大
小
質
_

 

(
G
r
o
s
s
e

 md

 Kl
e
i
n
e

 An
f
r
a
g
e
n )

o

i

s

-

3
此

_

團

靈

聯

邦
B

院
至
少
三
十
四
蠢
員
之
連
署
，
得s

原

麗

留

與

蠢

蜃

邦

_

院

百

 

!

五
以
上
議
員
之
轚
規
則
上
之
動
疆
以
及
請
求
並
異
_

 0
 

此

馨

圃

蜃

年

_

珉
尚
待
規
定
之
時
事
緊
急
質
詢
■

 

(
A

l
e

 st
l
n
)

 〇

 

此

馨

團

|
3
^
肇
規
則
第
六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註

八

丫

就

其

套

之

讓

纂

求

爲

華

i
n
之



二
三
〇

院

則

依

協

靈

之

。

鹿

馨

蜃

王

席
m

f

之

肇

規

則

上
S

利

-
與
其
他
德
塞
®

襲

量

黑

國

主

席

者

同

Q
00
此

■

團i

響

H

偉

1

有
必
要
之
財
務

 '
技

術

及

人

員

上

。
就
此
，
應
發
給
其
基
本
數
額

 

之
半
數

 

其
人
數
而
定

 

貼

別

®
^

 

<
b
e
s
§

d
e
r
e

 

Z
u
s
c
h
l
a
e
g
e

 fu
e
r

 

d
i
e

 op
p
o
s
i
t
i
o
n )

：

 

該
i

並依其人數本數顇

(
s
o
n
d
e
r
g
i
d
b
e
t
r
a
g

 )
並
得
®

slj
爲
黛
團
於
f

入

之

誌

議

 

會
工
作
暨
國
際
合
作
1
^
<
1
黨
團
津
貼
參
與
分
配
(
聯
邦
衆
議
院
^
|
£
’
第
十
二
任
期
\
第

1
四
九
號
)
0

f

H

A

S

S
»
-

i

用
於
民
_

會

黨

(
靠

衆

議

院

第

十

二

麓

\
第
一
五
o
號
)
。

就
此
建
議
決
定
，
德

衆

議

院

於

一

九

九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1

曰
第
九
次
會
¥

,

拒
絕
該
降
馨
團
最
低

人
整
議
承
有
肇
霸

i
 i

二
句
所
規
’
唯承
認

事
規
則
¥

權
四
項
所
規
定
之
警
圍
體
而
#

W

建
議
決
定
(
聯
^

^

院®

 ’
¥

二
任
期
/
第

-
四
九
號

 

)上
之
各
能

(
B
e
f
u
g
n
i
s
s
e
n )

。

L
霞
鐵
人
於
一
九
九
一
年
一
月
三
日
所
提
出
主
篇
明
4

1

被
承
認
爲
黨
團
，f

聲
！

請

求

馨

更



進
一
步
之
響
利

(
G
r
u
p
p
e
n
r
e
c
h
t
e )

。
蜃

其

睡
爲
如

下

之

確

認-■

|

九
八
0
年

七

月

二

日

報

，第
一
部
，
一
二
三
七
頁
)
公
佈
， 

最

捧

一

九

九〇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修
正
(
聯

聖

律

公

報

，
第
一
部
，
二
五
五
五
頁
)
之
德
意
志
聯
邦
衆
議
院
肇

 

規
則
第
十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之
規
定
已
侵
害
議
提
起
人
之
基
本
法
第
三
+
八

：K

 

!

項
以
及
第
二
十1

 i

項
之

 

肩

►
該
條
文
規
定

 >
 黨
國
係S

謹
院
至
少
百
分
之
五S

 一
黨
或
聯
*

^

未
間
相
囊
爭
並
具
有

 

同
一
政
治an

l
^

肇

或

罄

產
鼍

組

成

之

團

體

。
爭

議

提

起

人

應

在

全

部

會

、
次
委
員
會
、
各
調
査
委

 

員
會
、
兩

一̂̂
:
^
^
委
員
會

<
v
e
r
m
i
t
t
l §

g
s
a
u
s
s
c
h
u
s
s >

以
及
調
査
卷
備
^
一̂
會
擁
有i

基
本
^
5
1
 

(
G
r
u
n
d
i
d
a
t

 

>

 <■

第
一
備
位
聲
明(l

.H
i
l
f
s
a
n
t
r
a
g )

：

第
十
二
屆
德
塞
心
聯
邦
議i

 

1

九
九
。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第
一
次
大
會
上
’
未
承
認
雲
提
起
人
依
一
九
八

 

〇
年
七
月
一
百
(
聯^5
1
1

公
報
，
第|
部

，
三
三
七
頁
)
公
佈
，
最

農

一

九

九

〇
年

十

I

月
三
十
日
修
正
(
聯

 

邦
法
律
公
報
’
第
一
部
二
一
五
五
五
頁
)
之

德

塞

心

麗

蠢

院

馨

規

則

第

十

擔

一

霍

二

句

之

規

定

係

j

 

t

黑
囤
 

，
已

侵

本

8二
十
八
議

i

以
悬
本
董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爭

議

8

人
應
 

在
全
部
的
委
員
會
、
次
委
員
會
、
各
調査
委
員
會
、
兩
院
協
商
委
員
會

(
v
e
r
m
i
t
t
l
u
n
g
s
a
u
s
s
c
h
u
s
s

 
)
以
及
調
查
籌

 

備
委
員
會
擁
有I

基
本
席
位
(

G
r
u
n
d
m
a
n
d
a
t )

。

第二明：



二
三
二

第

十

二

屆
徳
意

志

聯

邦

衆

議

院

於

一

九

九

-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曰

大

會

決

議

並

於I

九

九

一

年

六

月

七

日

通

過

之

- 

九

九

一

年

預

算

法

上

，
剝
奪
爭
議
提
起
人
依
一
九
八
〇
年

七

月

二

曰

(
聯
—

律

公

報

，
第

一

部

i

 l
r r

二
七
頁
)
公
 

佈

，
最

露

一

九

九O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曰

修

正

(
聯

雲

律

公

報

，
第

一

部

，
二
五
五
五
頁
)
之

德

墓

心

聯

邦

盡

院

 

i

規

則

第

十

條

第

四

項

之

規

定

，
作爲
一

画

體

所

塵

暑

之

下

列

權

利

-
已
侵
害
爭
議
提
起
人
源

i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以i

茶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之
權
利
：

規
則
動
議
之
提
出
以
及f

規
則
上
無
最

低

連

署

名

額

限

制

之

請

求

暨

異

議

權

。

丨

無

時

數

限

制

之

時

事

緊

急

質

馨

。

1
依

肇

規

則

第

六

十

二

條

之

舉

塑

極

(
z
w
i
s
c
h
e
n
b
e
n

n'h
t
e
n
)

 
’
只

要

該

報

告

非

涉

及

自

己

之

提

馨

。
 

—

要

求

記

名

表

決

之

櫂

-
 

丨

要

求

大

會

即

行

表

決

之

動

議

權

。

丨

馨

邦

政

府

人

員

到

院

備

詢

之

權

。

丨
賦
與
於
下
列
各
委
員
會
以
基
本
席
位
’
該

須

擁

S

議

、
發

言

及

表

決

之

權

=

1
所

有

苏

門

委

員

會

。
 

j

所

有

次

委
H
會

。

丨

各

調

查

委

員

會

。

丨

調
査
蒜

備

委

員

會

。



—

共員會

(
G
e
m
e
i
n
s
a
m
e
r

 ve
r
f
a
s
u
n
g
s
a
u
s
s
h
u
s
s
〕

〇

丨

兩

院

協

藝

員

會

。

e

丨
依
基
蠢
第
五
士
二a摄
共

同

委

員

會(G
l
i
n
s
a
m
e
r

 

Ausschuss)

擁
有
一
席
位
。

—
tti

歐

洲
(
E
u
f
o
p
a
r
a
t )

之

大

會

擁

有

(
同
時
亦爲
西
歐
聯
盟We

s
t
e
u
r
o
p
a
e
s
c
h
e
n

 Un
i
o
n
l
W
E
U

大
會

 

之
代
表
〕

。

丨
得
參
加
與
北
大
西
蓉
約
組
釋
表
之
合
作
。

丨
每
月
有490.226

馬
克
之
麗
基
本
補
助
。

以
上
主
§

明
及
第一

 §

聲
明
中
賦
與

I

基-
1
4
^

以
i

二
備
位
聲
明
中
所
要
求
之
_

，
爭
議
提
起

 

人
屢
一
九
九
一

 S
C
月
二
十
一
曰
之
補
充
書
出
。

爭
議
提
起
人
提
起
聲
明
之
主
要
理
由
如
下
：

3

依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三
讀I

項
第
一
款
®

邦
憲
法
法
院
靈
六
十
三
條
以
下
規
定
’
本

篇

馨

震

屬

 

合
法

-
重
提
起
人
主
張
其
憲
法
上
之
地
位
因
德
塞
§
聯
邦
_

院

轚

規

則

之

頒

佈

矍

到

侵

害

U
由
S

;蠢

摘

 

德

塞

心

灣

蠢

院

_

規
則
之
規
定昼
M

行

，
德

塞

心

聯

邦

衆

議

院

昼
；
院

_

具

有

堡
m

 (p
a
s
s
i
v
l
e
-

 

g
i
t
i
m
i
e
r
t )

。

3

所

鷹

之

_

規

則

¥

條

第

一

響

一

句

抵

警

S

第
三
十
八W

 

一

翼

第

二

十

一

議

一

項

規

定

二
三
三



二
三
四

o

本
S

四
十
i

 

W
i
R

二旬之規定’以
成
員
共
同
形
成
國
會
之
 

過
程
的
形
成
具
有S

醫
固
屬
聯
邦
讓
院
唯
此
翼

W
W

I

■規
則
$

程

自

纏

(I

I

的
 

S
a
t
z
u
n
g
s
r
e
c
h
t

 )
仍
應
遵
守
基
本：W

三

十

八

權

一

獲

二

句

之

原

則

。
在
憲
法
上
馨
別
注

{
K
S

是

，
M
籲
及

 

從
民
主
原
則
5

出
之
響
少
數
保
護
原
則
以i

本
上
由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在
選
舉
法
上
所
發
展
出
_

形
式
平
等
原

 

則

。
由
此
可
導
出
’
 

則
不
犯
議
員
於
國
會
塞
心
形
成
上
政

5
5
®

點M
!

之
平
。同

f

不
f

犯
議

 

員
之
組
蹇
國
之
權
利<■
德
塞
心
聯
邦
衆
議
院
肇
規
則
已
依
國
會内
各
蜃
S

際
的
政
治
重
要
性
就
苴
1

醫

廣

 

泛
之
規
定
。f

的
’議

員

之

得

組

「麗

J

 ,
只

有

在

I
S *

規
則
第
t

第

一

獲

四

句
f

，
然
而
也
只

 

是
i

例

示(
a
u
f
f
u
e
n
r
e
n )

的提到旣不屬團亦不團

s
m
s
J
M

議

員
i

利

。f

 
i
利

只

保

 

留
i

n

 

〇

裏

i

依
B

衆

議

院

_

規

則

擁

有

極

佳

_

利

 >
 故

如

能

饕

認
爲
蠢

具

有

極

重

要

之

蜃

意

 

義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就
不
屬
於
任®
蠢

議

員

位

所
爲

判

決

之

暴

(
B
v
e
r
f
G
E

 82
,

 32
2
H
G
U
R
Z

 19
9
0
,

 

3
9
7
,

)
於
本t

：!
：

決
別
具
意

義
，
I

M

決
^
^
數
蠢
員
之
組
成
不
符
合
現
行
馨
規
則
項
第
一
句
 

所
定
之

f

限
額
之

情

形

口
此
一
最
低
限
額
<舊
)霖
選
舉
法
第
六

i

六
項
所
規
定
之
百
分
之
五
淘
汰
條

 

款
所
定
。

在

法

院

f

 

一
屆
全
德
聯
邦®

院
選
f

適
用
爲
判
決(

B
v
e
r
f
G
E

 82,

 322
U
E
U
G
R
Z



1
9
9
5
9
7
)

之
後
，
該
判
決
内
所
要
求
之
解
決
方̂

^

■

至

德

憲

聯

邦
B

院

之

轚

規

則

。
否
則
的
話
，
依
 

候
選
人
S

聯

合

之®
M
議
員
——

I

如
民
主
社
會
左
翼
連
線
及
九
0

@

\

綠
§

盟
之
議
員
-
與
其
他
議
員

 

S

*
無
異
於
被
降
了
級
"

W
除
此
而
外
，

M
f
-

規

則

第

1

項
第
一
句
及
第
二
句
之
規
定
亦
與
基
本
；

W

二
十
一
條
第
-
項
不
符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握I

項

不

嫌

霞

國

會

之
®

，
國
貪
®

之

功

能

亦

在

。
此
一
原
則
亦
適
用
於

 

德

塞

歸

衆

議

院

之

蝥

在

何

種

要

件

下

，
1

成
黨
画
的
問
題
上
。
在
德
國
統

一

後
特
殊
的
情
況
下
，
重
_

的
 

在
前
東
簾
區
活
動
的
鰲
及
團
體
以
及
由
其
所
推
謹
入
德
蠢
1

8

院
之
議
員
-
與
其
他
在
議
衆
議
院
有

 

代
表
之
政
黨
S

議

員

獲

*
不
得
受
到
不
平
等
之
待
遇

〇

ted
某

響

團
M
乏
人
數
如
昼
本
法
第
五
十
三
a
履
定
已
達
於
在
共
同
委
員
會

(
i
n
s
a
m
e
r

 Au
s
s
c
-

 

h
i
)
得
以
請
求
-
席
位
者
’
黨
團
最
低
人
數
之
規
定
不
馨
此
種
i

貝
麗
之
進
入
共
同
委
員
會
受
到
排
除
。
依
黨

 

画
大
小
比
例
所
爲
之
缓
分
配
程
序
*轰

旨

在

靈

_

少
數
，
蓋
■

蠢

選

舉

所爲
之

分

配

很

可

能

置

繁

 

的

§

黨

團

—

排

除

。
因

此

，

i

衆
議
院
在
黨
團
最
低
人
數
之
規
定
上
，

W
；

務
使
其
畫
於
在
共
同
委
員
會
可

 

取
得
一
席
位
所
必
要
之
最
低
人
數
。
否
則
，
i

衆
議
院
之
f

可
能
$

該
分
配
原
則
所
擬
保
護
之
—

小
義
，
而
 

以

調

高

蠢

蠢

人

數

之

—

 ,
在

共

醫

員

會

上

操

縱

麗

蠢

院

襄

之

總

分

配

-
旣
馨
議
提
起
人
依
共
同
委

 

員
會
之
分
配
秦
已
取
得
一
席
次
，
其
蜃
承
認爲
一
篇
團
>

3.
爭

議

轉

人

認
爲

爭

議

通

人

之

謹

部

分

不

鑫

，
苴
餘
部
分
無
理
由
。二

三
五



二
 s

(a)
在

上

揭
2.
指

摘

爭

議

相

對

人

之

部

分

’
爭

議

相

對

人

認
爲
其

不

合

法

。
爭

議

提

起

人

之r
n
l
l
ss
無

非

逐

$

議

 

相

對

人

上

揭

1
之

措

施

而

已

。

g
爭
議
提
起
人
無
權
在
主
位
聲
明
據
以
要
求
依
驅
規
則
¥

條

第

5

承
認
其
具
有
蠢
之
地
位
。

】
從

議

員

地

位

所

導

出

之

加

入

蠢

之

權

利

並

未

受

到

蜃

規

則

第

十

擔

一

項

之

靈

n

。
黨

團

之

組

成

權

 

利

牽

涉

到

會

員

權(
M
i
t
g
l
i
e
d
s
c
h
a
f
t
s
r
e
c
h
t
)

 
’
此

會

員

震

憲

法

上

已

規

定

之

基

本

法

第

四

十

條

第

一

奮

二

句

 

_

會

自

治

組

織

(
s
e
l
b
s
t
o
r
g
a
n
i
s
a
t
i
o
n
x

註

九

籀

限

有

層

次

的(
o
r
d
n
u
n
g
s
z
u
s
a
l
h
a
n
g
)

 
O
S
®
.

規

則

制

 

定

者

就

黨

團

形

成

要

件

之f

權

利

並

未

受

到

基

恭

法

第

二

十

一：

W

 一

項

之

。黨
圃
形
成
之
法
源
只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
黨

画

係

聯

邦

衆

議

院

之
内
在

組

織

’
具

有

國

家®

之

性

質

，
此

一

擬

性

禁

止

將

黨

團

 

與

在

國

會
内

之

政

震

視

。

W
國

會

就

自

治

組

_

利

之

進

一

步

之

形

成

霞

(
G
e
s
t
a
)t

u
n
g
s
s
p
i
e
l
r
a
u
m
)

亦

未

受

§

邦

憲

法

法

院

 

一
九
九
〇
年

九

月

二

十

九

日

之

選

舉

法

判

決

及

其

後

之

選

舉

法

修

正

之

限

制

。
雖

然

’
聯

邦

®

院

之

規

則

委

員

 

會

在

一

九

六

九

年

擊

規

則

小

改

革

時

，
就*
■

規

則

第

十

條

第

一

項

第

I

句

之

薄

團

最

低

人

數

規

定

，
揭

明

其

立

法

 

理

由

係
爲
了

與

選

舉

法

上

百

分

之

五

淘

汰

條

款

一

致

。
但

選

舉

法

上

淘

汰

條

款

與

黨

團

限

額

就

不

應

強

制

結

合

，
 

蓋

淘

汰

條

款

係

選

舉

法

，
相

反

的

丄

思

團

或

画

體

之

形

成

規

定

係

國

會

法

。
聯

邦

衆

議

院

成

員

若

未

達

於

黨

画

最

低

人

 

數者承認

爲

i

團

體

。
此

係

一

九

九I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之

決

議

，
爭

議

提

起

人

之

源

於

議

員

地

位

所

生

 

之
重
能
亦
因
此
受
到

S

。



3

爭
議
相
對
人
認
爲
’
爭
議
提
起
人
在
第i

聲
明
中
無
異
於
主
張
’
雲

相

對

人

棗

肇

規

則

¥

條

 

第
一
灣
二
句
表
示
同
意
’
即

已

侵

翼

霸

。
唯
此
規
定
’
依
其
文
意
、
囊

及

島

旨

奮

不

符

合

擊

規

則

第

 

十

權

-
項

第I

旬
性
質
或
未
達
於
最
雙
數
_

蠢

薯

形

成

。

(d)
爭
議
靈
人
認
爲
第
二
備
位
聲
明
不
合
法
，
其
餘
無
理
由
。

讓

第

二

備

痛

犟

合

法

之

理

由S

主

張

基

產

第

二

十

-
條

第

-
項
受
到
侵
害
。
 

蓋

此

規

蓋

未

形

鏖

法

上

霞

提

起

人

與

蠢

露

人f

揭
1
所
S

奪

涉

时

。雲提
起
人
在
屢
 

上
之
地
位
-
亦
即
其
舆
德
搴
載
邦
衆
議
院
之
麗
，
毋
寧
雲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篇
一
項
之
規
定
。

争
議
相
對
人
認爲
，
源
S

本

誓

二

十

八
醤

一

講
I

爲
馨

成

員

之

核

心

權

利

-
已
透
過
聯
邦
衆
議

 

院

I

九
九
一
年
二
月
二
十I

之

決

議

受

到

簾

。
議

通

人

並i

i
的

證
明
，
其
源
璧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I

項
第
二
句
之
權
利
-
除
一
九
九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曰

決

變

外

，
亦
由
於
未
賦
與
其
原
本
只
保
留
與
黨
團
之
權
利
而

 

受

到

侵

害

。
議

提

起

人

依

-
九

九
I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曰
決
議b暴

二

f

規

定

’
已
被
賦舆一

 

R
^

BtE -
蠢

第

 

五
士
八
霞
三
項
相
等
之
權
利
(簾

團

代

表

得

爲

各

調

査

員

晝

委

員

)*

於
此
範
圍
内
*
爭
論
提
起
人
並
無
 

受

罌

害

之

可

言

-
^
*
8
£
會
成
員
數
目
方
面

-
縱
使
爭
*

@

<

巳

具

有

婁

地

位
J
蕾

整

義

蠢

委

員

會

 

取
得
一
席
以
上
之
席
次
’
則
在
此
範
圍
之
内
’
其
亦
_

霊

暑

言

。
此

於

震

皇

f

規
定
亦
然
’
蓋

 

此

規

定

已

將

黨

團

在

響

H

作
上
所
具
有
的
意
養
，
以
憲
法
上
無
可
置
疑
之
方
式
列
入
考
慮
。
爭
議
提
起
人
雖
未
依
議

 

事
規
則
第
$

五

、
七

士/\
纏
陚
與

安

全

之

提

藝

4

霸

荣

至

因

此

層

馨

(

S

.最

後

-
透
過
就
時
事
緊



二
三
八

急
質
詢
權
(

I

九

九

一

年

二

月

二

十I

曰
決
議

二

款

)所

爲
原
則
上
之

i

,
只

有

在

就

該

時

事

緊

急

質

詢

時

 

間

之

規

定

上

已

屬

濫

用

時

’
始

涉

及

到

權

利

之

侵

害

。
此

一

前

提

並

不

存

在

。

W
爭
議
提
起
人
在
第
二
備
位
聲
明
中
所
要
求
依
肇
規
則
f

保
留
與
S
團
之
權
利
之
範
圃内
’
爭
議
相
對

 

人
認
爲
無
理
由
。
就

規

則

第

六

章

保

留

與

之

權

利

(
會
議
日
程
、
召
集
、
會
議
之
主
持
及
秩
蠢
護
措
施
)
 

而
言
，
其
根
本
上
係
組
織
法
上
之
規
定

■*

此
些
規
定
不
是
牽
涉
到亲
就
是
肇
規
則
所
應
規
制
之
轚
效
率
問
題
，
 

就
是
牽
涉
到
聯
邦
衆
議
院
依
基
本
法
第
四
十
簾
-
項
第
二
旬
有
特
別
廣
泛
形
成

®

之
領
域
-
要
不
就
是
各
該
規
定

 

之
實
現
得
以
合
i

際
之
方
式
使
之
受
一
定
限
額
之
限
制
巷
。

_

規

則

第

七

章

委

員

會

所

保

留

與

黨

團

權

利

之

規

定

’
亦

未

侵

害

爭

議

提

起

人

之

源

i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i

二

句

之

權

利

。
該

章

將

各

次

委

員

會

之

代

霧

保

留

與

黛

團

(
S

W

規

則

第

五

十

五

條

第一

 i

二

句

’
第

三

 

項

第

I

句

)

，
此

些

規

定

已

考

慮

到

，
各

次

委

貝

會

能

成
爲
大

會

之

縮

影

。
馨

規

則

第

六

十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三

項

-

 

第

六

十

一

條

第

二

項

(
會

議

之

召

集

與

委

員

會

之

開

會

規

則

)
則

規

定

了

爲
確

保
i

效

率

所

允

許

之

限

額(a
u
o
r
e
n

又

擊

規

則

第

八

章

所

保

留

與

黨

團

權

利

之

規

定

(
提
案
及
討
論
)
.
’
亦
未
侵
害
爭
議
提
起
人
之
源
於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j

項
第
二j

p

之

權

利

。
該

章

規

定

-
就
第
三
讀
會
之
法
律
案
擬
提
出
修
正
動
I

 ’
僅
限
於
蒸
團
或
國
會

 

議
員
之
百
分
之
五
始
得爲
之
，
此

一

規
定
旨
在
避
免
國
會
之
重
複
工
作
，
切

合

實

際

(
參
i

規
則
第
八
十
五
S

 一 

項
第
-旬
)
。由
於
規
則
第
八
十
九
條
(兩
院
協
員
會
之
召
集
)
與
同
規
則
第
七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d
目
有
密



切

之

蜃

，
争
議
提
起
人
之
動
之
規
定
自
然
亦
延
伸
至
_

規
則
第
八
十
九
條
(

1

九
九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I

日

決

囊

二

款
d
目
)

。

其

箬

肇

規

則

第

九

、
第

十

叠

十

二

霱

保

留

與

廉

團

霸

之

規

定

’
率
爲
組
雲
上
之
事
項
’
未
將
之
賦

 

舆
雲
提
起
人
，
亦

舆

本

鮝

三

十

八

簾

一

項

第

二

旬

i

i

i

。 

n

、
同
時
鍾
之
他
案
另
行
處
理

與
本
提
起
人
之
聲
明
同
時
提
起
者
，
尚
有
在
¥

 

一
屆
德
墓
^

^

蠢

院

之

民

社

黨

團

體

(
d
i
e

 

G
—

 de
r

 PD
S
)

，
其
就
_

規

顯

利

峯

麗

本

麗

邦

衆

議

院

所

處

理

者

’
亦
提
出
之
訴
訟
。
本
庭
已
依
聯

 

觀
法
法
院
法
第
六
土
八
條

 >
 經

由

I

九

九

一

年

五

月

七

曰

靈

^

明
與
本
件
機
關
爭
議
分
別
處
理
。

IV

、
_

馨

曇

8

1

復

一
九
九
一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星

II
量

論

，
各

霞

之

代

表

*

f

二
屆
德
憲
聯
邦
8

院
九
0

_

\

錄
嫌

 

聯
盟
圍
體
之
代
表
-
以

及

聯

邦

產

表

亦

已

出

庭

並

與

各

醫

討

論

書

及

法

震

況

■•論
提
起
人
特
別
就

 

其
在
第
二
樓
聲
明
所
主
張
受
領
全
部
黨
画
基
本
補
助
之
出
詳
豐
理
由
。

B

、
素
判
決
程
序
上
之
理
由

 

主
位
聲
明
暴
位
聲
明K
有
部
分
合
法
。

i
基
^

®

九
十
三
條
第
一
 i

 -款

及

法

—

¥

三
|

五
款
設
有
向
聯
邦
憲
法
法

s

^
救
濟

二
三
九



二
四
〇

之
道
.，
本
件
爭
議
確
屣
該
規
定
下
之
憲
法
爭
訟
。

本
件
爭
議
係
爭
議
提
起
人
以
主
位
聲
明
請
求
被
承
認
爲
黨
團
’
並
以
備
位
聲
明
求
被
賦
與
—

規
則
上
之
S

 

利

。
議
員
相
互
組
成
黨
團
之
憲
法
上
權
源
震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I

項
第
二
句
之
規
定(B

v
e
r
f
G
E

 80,

 
l
co
8
〔2i
s 

H
E
U
G
R
Z

 1989,
 28
001:295:1

。
同
樣
的
，
議
員
組
成
其
他
團
體
之
權
利
亦
源
髮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之

 

規
定
。
因
此
’
本
件
爭
議
之
標
的
乃
爭
議
提
起
人
與
聯
邦
院
之
憲
法
上
之

S

-

而
聯
邦
院
就
此
正
是
有
權
 

規
制
該
關
係
者(B

v
e
r
f
G
E
S
P

 188〔218

 ff
.
u
H
E
U
G
R
Z

 1989

 

,

 28
8
〔295

 fj
)

。

2
‘爭
議
提
起
人
係
一
受
聯
邦
衆
議
院
依f

規
則
第
十
條
第
四
項
所
承
認
之
圃
體
。
此
種
團
12
就
i

規
則
權
利

 

之
爭
議
有
當
事
人
能
力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六
十
三
條
)

。

3.
此
画
體
具
有
提
出
機
關
爭
議
之
權
利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六
十
四
條
第
-
項
)
’
只
要
其
未
被
賦
與
黨
團
之

 

地
位
以
及
附
帶
的
亦
未
被赋
與
某
些W
■規
則
上
之
權
利
’
或
者
只
要
其
依
基
本
法
第
五
十
三
a
條
在
共
同
委
員
會
及

 

在
宜
(他
委
員
會f

之
分
配
上
受
到
漠
視
’
或®

(

他

薄

團

而

’
獲
得
較
少
之
財
政
上
補
助
-
即
有
提
出
機
關

 

爭

要

權

。
唯
除
此
之
外
，
即
乏
提
出
爭
議
之
權
。

.a)
本
件
爭
議
提
起
人
團
體
在
主
位
聲
明i

 

I

備
位
聲
明
中
主
張
，
聯
邦
院
因
不
承
認
其
具
有
撖
團
之
地

 

位

，
已
侵
害
基
本
法
，
特
別
是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所
賦
與
之
權
利
，
儘
管
民
主
社
會
黛

\

左
翼
連
線

 

在
德
意
志
聯
邦
衆
議
院
之
選
$

 

-

於
含
束
柏
林
之
前
東
德
地
區
，
已
—

越
了
百
分
之
五
淘
汰
條
款
。
此

f

可
能
 

已
侵
犯
其
憲
法
上
之
權
利
。



i

s

,
 

-
 
s

 
-

六
十
四
簾
一

 項
所
 

S &
INJSS

施

(
參

 

B
V
e
r
f
G
E

 80.

 188〔209
V
E
U
G
R
Z

 1989.

 28
8

 C 293〕)

爭

議

提

起

 

人
提
出
源
於
聯
槳
議
院
資
料
第
十
二
任
期

\

第

八

十

六

號

之

動

甲

以

爭

衆

議

院

依

肇

規

則

第

十

篇

一

 

項
第
二
句
之
同
意
耍
拒
絕
考
亦
同
；
此
聯
邦
蠢
院
之
同
意
’
就
某
不
符
擊
規
則
第
4

第

I

醤
一
句
要
件
之

 

麗

{
指
未
M .-
S

邦
蠢
院
議
員
百
分
之
五
之
政
黹
)

!

?

對
^

^

之

取

得

具

幕

本

性
(

I

I

)
_

響

(
蓋
S

之
同
意
即
無
黨
圃
之
地
位
了

b>
靈

提

起

人

奮

二

望

張

，
霄
衆
議
院
因
一
九
九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曰
之
決
議

 

<

 翼

衆

麗

 

真

’
第

十

二

蓮

\

第

一

五

。

號

f
g
f
m
f

二
第
一
四
九
號
)
，已
大
量
剝
#

H

馨

婦

上

之

權

利

。
爭

 

議
提
起
人
請
求
各
該
權
利
之
給
與
作爲
額
外
之
團3W

 

(
z
u
s
a
e
t
z
l
i
c
h
e

 

G
l
p
e
n
r
e
c
h
t
e
)

 
0
相
H

i

團
而
言-

 

團
體
如
只
獲
得
較i

之
權
能
’
有
可
能
侵
害
此
画i

f

第
三
十
i

 -
項
第
二
句
所
規
定
之
權
利
。

CJ
I
^
S
 

-

爭M
S

K

指

蒙

i

五
十
三
a
條
共
同
委
員
蠢
邦
8

院
代
表
部f

選
S

*
震

違

？

蜃

-
亦
3

翌

0

d)
此
外
’霞

®

*其

上

’在
調

査
委
員
會
上
蜃
賦
與

一

具
蠢
議
、1
蠢

票
f

基

本

褒

’
又

其

主

張

’
在

歐

洲

_

之

德

國

代

表

的

選

S

以
及
議
員
義
往
北
大
西
洋
公
約
會
及
 

盟
上
’
 

W
*

與
其
他M

—

之
權
利
；
f

些

權

利

—

衆

議

院

於

一

九

九

一

年

二

月

I

 

I

十

-
日
之
決
議

 

莩

疆

。
由
此
爭
議
提
起
人
憲
法
上
之
權
利
’
特

別

是

基

三

十

八

讓

一

穩

二

句

之

權

利

有

可

能

受

到

侵

二
四
一



二
四
二

害

。

e)
爭

議

提

起

人

於

涉

及

預

助

之

聲

明

中

主

張

，
其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之
權
利
有
可
能
受

 

到

倭

害

’
蓋
菰
團
原
不
問
其
大
小
’
就

其

可

獲

得

一

基

本

補

助

’
而
爭
議
提
起
人
卻
只
能
獲
得
其
半
數
。
旣
然

 

基
本
補
助
不
分
截
固
之
大
小
，
則
爭
議
提
起
人
由
於
此
一
基
本
補
助
之
減
少
，
苴
(請
求
相
同
之
財
S

助
之
權
利
即
有

 

可
能
受
到
侵
害
，
蓋
此
一
權
利
i

曰
在
實
現
依I

九
九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決
議
所
賦
與
爭
議
提
起
人
之
—

規
則

 

上
之
權
利
。

f>
唯
爭
議
提
起
人
除
此
以
外
之
指
摘
，
認
爲
其
在
全
部
的
專
門
委
員
會
及
在
憲
法
共
同
委
員
會(

s
i
e
i
n
s
a
m
e
r

 

V
e
r
f
a
s
s
u
n
g
s
a
u
s
s
c
h
l
u
s
s

 
)
上
被
剝
奪
了

 |

具
有
動
議
、
發
言
及
投
票
權
之
基
本
席
次
者
，
欠
缺
機
關
爭
議
之
合
法

 

性

。
就
專
門
委
員
會
面
言
，
此
乃
因
爭
謎
提
起
人
依
一
九
九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曰

決

譁

(
第

二

款

a
目

)
已
被
賦
與
該

 

權

利

’
得

就

每

-
專
門
委
員
會
各
任
命
-
名

具

蠢

議

、
發
一
一
一
一
岌
投
票
權
之
正
副
委
員
。
就
所
請
的
憲
法
共
同
委
員
會

 

而

言

’
爭
議
提
起
人
並
無
權
利
受
侵
害
之
可
言
’
蓋
此
種
委
員
會
尚
未
設
置
。
基
民
薄\

基
社
黨
黨
画
f

 一

九
九
一
 

年
五
月
十
三
日
提
出
類
此
之
動
議
，
並
於
一
九
九
一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送
達
元
老
院
。
唯

就

此

元

老

院

尚

未

決

定

。

4 .
就
主
位
聲
明
及
備
位
聲
明
之
要
求
在
所
有
的
委
员
會
、
次

委

員

會

、
調査
委
員
會
、
兩
院
協
商
委
員
會
及
調査

 

蒜
備
委
員
會
均
得
被陚
與I

基

本

褒

之

部

分

’
亦

即一

不
問
爭
議
提
起
人
人
數
多
寡
之
基
本
議
席
之
部
分
’
其
爭
議

 

並
i

期

限

之
内
捉

出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六
十
四
條
第
三
項
)

。
爭
議
提
起
人
以
之
主
張
’
其
應
以
黨
團
之
地
位



而
被
賦
與
此
種
基
。

f

画
是
声
得
求
基
蠢

f

權
’ S

W

規
則
第
十
二
條
，
第

五

十

七観

1

項

 

有
終
f

之
規
定
。此
—

規
則
十
二
屆
德
塞
？聯

邦

一

九

九

〇

¥

二
月
二
十
曰
制
頒
。作

爲
i

 

所

隱

求

基

本

震

i

利
應
至
遲
於
-
九

九

-
年
六
月
二

+
1

曰
以
書
面
主
張
之
。

相

反

的

’
第
二
備
位
聲
明
所
主
張
i

利

’
亦
_
!
£
求

被

賦

與

一

基

本

麗

’
則
牽
涉
到
爭

議
®
®

人

作
爲
-
議

 

會
團
體
之
地f±--
。
於

此

，
作
爲
 

<

 提

起
霊
期

限

之

)

i
m

p

乃
是
一
九
九I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之

讀

，
透

讓

決

 

議

’
 ■

提
起
人
作
爲
_

團

霞

被

承

認

並

被

賦

與

若

。

5.
聲

明

中

人

2.
部分具

M

序
上
應
屬
合
法
。
蓋
所i

明
之
爭
議
人
只
纂
塞
心
院
 

i

養
又
_

提
起
人
所
指
摘
之
措
施
及
不
作

爲
均
由
其
所
復〇

C
、
本
案
判
決S

上
之
理
由

主
位
聲
明
1

 
f

聲
明
無
理
由
；
第
二
備
位
聲
明
部
分
有
理
由
。

I
、
(議
員
作
爲
覽
代
表
之
性
質
)

i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襲一

議

二

句

議

蠢

院

議

員

作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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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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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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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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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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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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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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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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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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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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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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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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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

霊

的
國
^
一
^
,如

鼉

墨

’則所有豪員
 

當

可

要

求

-

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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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

將

此

些

靈

葬

’
 

議

 

會

團

霉

所

規

定

之

方

式

將

靈

_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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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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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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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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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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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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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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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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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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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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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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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指
德
加
入
西
德
之
後
不
久
即
行
大
選
而
言

(
B
v
e
r
f
G
E

 82
-

 32
2

f—l3
3
9

 ff

 

J
=
E
u
G
r
Z

 19
9
P

 39
7
C 4

0
1

 f

 

J

 

〇

 
)

如
果
聯
邦
®

院
依
現
行
規
定&:

黛

團
最
低
人
數
，
並
依M
-

規
則
第
十
條
第
四
項
之
規
定
，
賦
與
爭
議
提
起

 

人

以

響

圃

體

地

位

’
藉
此
將
第
十
二
屆
德
意
志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舉
之
特
殊
情
況
表
達
出
來
’
即
無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之
議
員
協
同
平
等
權
。

2.
此
無
異
於
爭
議
提
起
人
以
第
一
備
位
聲
明
所
請
求
之
依

f

規

則

第

十

條

第I

項

第

二

句

承

.認

其爲
黨

團

。
 

I

規

則

第

十

條

第

-
項

第

二

句

本

在

規

定

同

一

澉

或

雖

不

同

黛

但

屬

於

具

有

同

-
政

治

S

但
未
在
各
邦
相
互
競
爭

 

政

簾

之

議

員

之

組

成*
聯
邦
衆
議
院
承
認
爭
議
提
起
人爲
S

画
之
*J

務

，
1.1
疋

否

已

因

該

此

些

議

員

旣

非

同

黨

亦

不

M

具

 

有

同

一

政

治m
i

l

但

未
在
各
邦
相
互
競
爭
政
黨
之
議
員
相
互
間
的
結
盟
案
型
即
可
予
以
否
定
，
吾

人

尚

無

法

確

定

。
唯

 

無

論

如

何

-
聯
邦
衆
議
院
並
無
_

降

低

黨

團

最

低

人

數

，
其

理

由

對

依

疆

規

則

第

十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要

求

承

認

 

某

I

画

體

具

有

黨

團

地

位

之

事

例

亦

同

樣

適

用

。

I

、
第
二
備
位
聲
明
部
份
有
理
由

第
二
備
位
聲
明
部
份
有
理
由
。
依
馨
規
則
第
十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
爭
議
提
起
人
在
響
團
體
之
形
成
上
-
被
剝

 

奪
了
就
i

規
則
在
各
委
員
會爲
代
表
之
權
利
’
此
種
權
利
原
係
依
其
人
數
多
寡
，
在
議
員
平
等
權
的
觀
點
下
’
由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j

項
第
二
句
所
賦
與
卷
。
除
此
而
外
’
爭

議

提

起

人

之

響

團

體

地

位

之

形

成

已

符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之
憲
法
上
要
求
。

1
爭
議
提
起
人
在
各
專
門
委
員
會
之
代
表
會
員
權
涉
及
到
議
員
協
同
權

(
M
i
t
w
i
r
k
u
n
g
s
b
e
f
u
g
n
i
s

 )
之
平
等
原

二
四
九



二
五
o

則

，
已
如
上
述
(

c
、
I

、
3

、

b
 )
。

.a)
聯
邦
衆
議
院I

九

九I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之
決
議
，
在
第
二
款a目
之
下
規
定
，
在
各
專
門
委
員
會
裡
，
議
 

會
團
體
之
代
表
應
具
有
提
案
、
發
一

一

一
一
髮
投
票
權-

此
一
決
議
此
範
圍
内
尚
符
合
上
開
原
則
。

.b)
只
f

<1
 口
前
揭
(
C
 

,

 I
、
3

、
b
)
要
件
(註
十
二
)
，
馨
團
體
之
委
員
會
成
員
即
可
被
賦
與
在
—

規
 

則
第
七
章
所
規
定
「
委i

内
S
團
」
之
權
利
。
此
乃
由
規
則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句
規
定
，
一
邋
團
得
僅
以
一
 

成
員
在
一
委
員
會爲
代
表
’
固
而
形
成
「
委
員
會内
黨
圃
」
。
依
上
開
委
員
會内
會
員
平
等
原
則
’没
有
理
由
強
加
區

 

分

，
該
成
員
究
由
一
黨
團
或
由
-
1

團
體
所
推
派
至
委
員
會
者
。

在
上
開
要
件
下
’
從
議
貝
協
同
權
平
等
原
則
更
可
導
出
，

f

團
體
應
依
其
要
求
在
各
次
委
員
會
有
代
表
(
聯
邦

 

衆
議
院W

■規
則
第
五
十
五
條
第
三
項
(註
十
三V

d
唯
爭
議
提
起
人
没
有
權
利
要
求
委
員
會
主
席
或
副
主
席
職
位
之
給
與
。
主
席
之
職
務
雖
須

爲
聯
邦
衆
議
院
之

 

會
員

’
其
本
身
—

特
殊
的
會
員
權
’
因
此
並
不
受
基
本
法
賦
與
聯
邦

i

院
任
務
平
等
原
則
之
拘
束

(
B
v
e
r
f
G
E

 80

 

,l
s
s
〔217

 f .

l_I=
E
U
G
R
Z

 19
S 9,2

S
S
t 295

 f .〕〕

。
如
®

規
則
限
题
一
職
位
給
與
箫
團
之
代
表
，
亦
只
是
涉
及
委

 

員
會
主
席
須
具
特
別
領
議
能
之
人
事
選
取
上
之
預
先
決
定
。
此
尚
在
聯
邦
蠢
院
■

規
則
自
主
的
範
画

内
。

2.
響

創

制

權(p
a
r
l
l
e
n
t
a
r
i
s
c
h
e
s

 Initl .a
t
l
v
r
e
c
h
t
)

之
實
行
亦
員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項
第
 

二

旬

所

規

定

之

權

利(B
v
e
r
f
G
E

 SO
,

 18
s
〔2

i

cof
J
=
E
U
G
R
Z

 19
8
9
.

 28
8
〔
2
9
5

 f
‘
〕
)

。
本

此

-
爭

議

提

起

人

有

提

 

出

法

律

草

案

、
動

議

、
大

小

質

詢

以

及

決

議

動

_

權

(
聯

邦
S

院

之

決

議

第

二

款
d
目

)

，
聯

邦

衆

議

院

已

將

爭



議
提
起
人
之
創
制
權
與
黨
團
之创
_

廣
泛
地
予
以
相
互
調
整

(
a
n
g
e
g
l
i
c
h
e
n

 
)
；
事

貿

上

，
就

第

-
屆
全
德
聯
邦

 

衆

議

院

選

舉

，
聯
邦
S

院
在
盱
衡
政

M

係
居
&

況
與
條
件
之
下
參
與
選
舉
’
並
注
意
到
候
選
人
名
單
聯
合
( 

L
j
s
t
e
r
w
e
r
e
i
n

—l.g
u
n
g

 )
之
允
許

-

以
及
考

fl
到

德

國

統|

的
一
次
性
之
後
，
亦
已
如
是
行
之
。
-
因

此

’
在
此
不
需

 

就
剝
奪
爭
議
提
起
人
之
上
開
創
制
權
是
否
妥
當
以
及
在
何
程
度
内
始
合
乎
基
本
法
要
求
另
作
裁
定
。

a)
依
法
律
創
制
之
本
質(w

e
s
e
n

 de
r

 Ge
s
e
t
z
e
s
i
n
i
t
i
a
t
i
v
e
)

 
>
削
制
#
^
論
如
何
得
要
求
立
法
機
關
就
其

 

提
1
審
査
。
該
機
關
應
就
之
討
論
並
決
議

(
B
v
e
r
f
G

rnl
,

 14
4
〔
1
5
3

1__1)

。
提

案

人
應
有
響
就

其
提
案
陳
述
一
般
意

 

見

(
a
v
i
g
e
m
e
i
n
e

 A
l

c
h

e

 
)

。
在

警

做

成

結

論

以

前

鹽

正

反

意

見霊

陳

之

馨

。
如B

W
f

-

規
則
陚
與

 

議
員
團
體
如c

疋
之
創
制
權
，
則
該
規
則
不
得
將
該
權
利
與
付
諸
公
開
討
論
之
權
利
分
離
，
否

則

的

話

，
提
案
提
出
人
亦

 

無
法
迫
使
其
他
議
員
參
與
辯
論
。
進
行
公
開
辯
論
後
始
得
爲
決
議
之
原
則
使
聯
邦
衆
議
院
作爲
代
議
機
關
的
特
性
彰
顯

 

出

來

(基
本
法
第
四
卜
二
條
第
二
項r

i

程
序
所
®

之

意

見

爭

執(
A
u
s
e
i
n
a
n
d
e
r
s
e
t
z
u
n
g
)

及
尋
求
決
定
( 

E
n
t
s
c
h
e
i
d
u
n
g
s
s
u
c
h
e
)

之
公
開
性
正
是
民
主
？

主
義

(
d
e
m
o
k
r
a
t
i
s
c
h
e
s

 pa
r
l
a
m
e
n
t
a
r
i
s
m
u
s
)

之
根
本
要
素

 

(
參B

V
e
r
f
G
E

 s
.
 32

S
5
5
V
E
U
G
R

二

986.
 2U

2
S

。

在
言
詞
辯
論
程
序
上
’
聯
邦i

院

之
代
表-

H
e
s
c
h
M

員
以
及wl-e

f
e
l
s
p
u
e
t
z

議
員
曁
聯
邦
衆
議
院
之
全
權

 

代
理
人I

p
s
e
n

教
授
已
就
本
庭
所
提
問
題
陳
明
’
聯
邦
衆
議
院
係
依
上
開
原
則
進
行
。
由
此
可
以
導
出
’
爭
議
相
對
人

 

一
九
九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曰
之
決
議
第
二
款
e
目
之
解
釋
應
爲
：
爭
議
提
起
人
應
具
有
黨
團
之
權
限
*
以
要
求
其
法
律

 

案

提

付

討

論

。
其
憲
法
上
之
請
求
權
無
論
如
何
不
得
予
以
漠
視
。

二
五
一



二
五
二

b)
此
一
結s

i —

假
設
有

1

相

當

的

憲

法

上

—

^
適
用
於
爭
議
提
起
人
規
則
上
之
動
疆
(議
 

事

規

則

第

七

十

五

簾
i

d

目

了

,

動

議

何

時

得

到

聯

院

靈

’
擧

囂

起

人

以

臺

黑

画

1
1
=
口
 

，應
規
則
法
上
的
旣
有
的
情
況
，以相同的—

的

W
f

•規
則
第
二
十
，
二
十
三
條
定
之
。
議

 

置

則

第

二-H
i

第

四

項
赢
上

並

未

繫

此
S

—

的

要

求

或

規

定

_

邦

_

院

成

鲁
分

之

五爲
要

件

’
而

是

 

只

提

到

「
8
1
6
^
出

人

(
&
1
:
3
^
1
:
6
1
1
0
3
」
(
註

十

四

>
.
與

元

震

之

囊

決

定

的

理

由

隻

，
|

|

^

£

§

|

議

 

就

盤

審

所

改

變

。

d
疆

的

*

上
開
決
議
第
二
款
e
貝

遽

出

大

質

詢

(
s
s
s
e

 

A
l
a
g
e
)

予

以

霤

之

規

蠢

未

侵

害

纖

 

提

起

人

憲

法

上

。
就
此
，
於
言
詞
辯
論
已

i

 ,
 

規

則

第

-
。

I

條
第
三
句
，
第一

〇
二
^
^
二
句

本

續

定一

般

保

留

盥

靈

或

與

-
定

繫i

議
員
i

利一

^
他
人
大
質
詢
S

理
亦
同
-
-
議
提
起
人

自r
w

K
I

W
W
^

K
^

h

以

響

。
此

從

大

囂

之

囊

即

可

導

出

，
蓋

馨

霸S

S

小規定，

ej
提
*
^
議
動
之
受
理
已
在

S
W
-

規
則
第
七
十
五
條
第
二
項C
目
有
所
規
定
，
唯
只
具f

屬
的
性
質
( 

ak

 

7e
s
s
o
3.

 

s
n
h
e

 Na

 

t
u
r
)

 (
s
i
s
.

規

則

第

八

十

八

一

項

|

 句
：

秦
議
提
起
人
除
此
！

所

讓

之

不

受I

衆
議
院
_

第
二
款
昌
之
限
制
之
權
利
，
例
如
得
提
出
轚
規

 

^
^

M
R
P
S
d
l
a
e
f
t
s
o
r
d
g
n
l
t
r
a
e
g
e
(
^
s
c
h
a
e
f
t
s
o
a
n
u
n
g
s
g
s
s
s
i
g
e

 

V
e
r
l
a
n
g
e
n



舊

疆

没

有

必

要

的

麗

’
亦

非

廢

直

接

本

法

上

權

能

之

結

糧

(
F
o
l
g
e
r
e
c
h
t
e
a
u
s

 Be
f
u
g
m
.s
s
e
n
)

 

，驗

權

蠢

院

上

開

決

警

f

目

所

賦

與

的

愈

種

利

涉

及

1

 衆

議

院

之

馨

過

程

，
並
使
議

 

員
之
拘

 

(
m
i
t
g
l
i
e
d
s
c
h
a
f
t
H
c
h
e

 Ge
b
u
n
d
e
n
h
e
i
t )

 (B
v
e
r
f
G
E

 

8
0
_
1
8
8
〔21

s
f
.
v
E
U
G
R
Z

 

I

. 28
8
p

f
J

 )

。S

蠢

起

見

，
得
限
或
百
55̂

尘

|
貝始得

s

之
。 

此
特

别

是
提
起
人

f

 §

下
^

*

要

求

記

蠢

票

<i

第
五
十
二
條
第I

項
)

，
i

i
 

動
議
在
大
會
即刻

：*
*
：

決

(
M
f
-

規
則
第
八
在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
第
八
十
一
條
第
一
湯
二
旬
，
第

八

十

四

議

 

-
項
b
目
)

，
雲

政

府

人

員

列

席

(
馨

規

則

第

四

士

 |搽
)

’
以
及
要
求
依
肇
規
則
第
六
十
二
條
第
二

f

期
 

中

璧n

，
唯

讓

¥

i

口
未
涉
及
自
己
之
提
案
(
參

霜

蠢

院

一

九

九

I

年
二
月
二
十1

曰
決
議
第
二
款
e
目
)

0

V

透
過
聯
邦
衆
議
院
一
九
九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I

日
決
議
 

<

第
二
款
e
目
)

，
爭
議
提
起
人
只
—

 

I

 i

利

，
即
 

每
年
得
要
求I

項
時
數
尚
待
規
定
之
時
事
緊
急
質
廛

(
A
k
t
u
e
l
l
e
n

 St
u
n
d
e
n

 )

，
爭
議
提
起
人
之
此
糧
利
不
因

 

之

籰

侵

害

。

時

事

緊

急

質

詢

權

規

則

第

-〇
六
條
連
結
醫
五
)
旨
在
實
現
馨
衆
議
院
之
任
務
’
就
待
處
理
的
問
 

題

提

付

公

開

的

露

(
基

本

讓

四

十

二

篇

一

項
..Bverf

ffis
o
,

 18
8
〔21

s
)

。
特
^

0

於
大
會
3

使
用
的

 

鐘
點
數
有
陳
的
覆
下

 >
 
此種國
之如

i

 
1

窺

畫

擊

霸

的

任

務

。襲

的

時

蠢

急

 

質

_

與

請

裘

一

^

員

人

數

^

平

等

對

待

®

霆

所

要

求

。

二
五
三



二
五
四

I

如
爭
議
相
對
人
就
1
在

11=

騎

辯

論

中

所

靈

的

，
有

關一

九
九
一
年
二
月
二
十I

曰
決
議
第
二
款
e
目
所
渉
及
 

爭
人
之
規
亨
以
及
迄
至

I

gtJ
尚

無

時

之

情

事

*
乃
是
由
於
首
先
實務

上

尚
 

無
經
驗
’
特
別
是
就
國
會
的
時
間
負
需

l_c

 ’
因
此
1
高

時

數

之

限

制

可

蔑爲
蠢

。
在
此
背
景
下
’
並
鑒
於
迄
至

 

目
前
爲
止
爭
屢
起
人
亦
未
觸
及f

時
數
之
限
制
^

#

，
一
九
九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I

日
之
決
議
在
憲
法
上
並
無
疑

 

議

。
相
反
的
，
爭
議
1

人

薩

明

，
其
必
1
就
時
事
緊
#
貲

數

「
節
約
」
的

使

塁
(動
議
-
如
此
亦
未
無
不
同

 

之
結
果
’
蓋
可
以
預S

疋
’
麗

衆

議

院

會

蠢

人

迄

至

某

一

時

點爲

止

所

雇

豐

時

事

緊

急w
a

s

數

 

作
爲
最
高
鐘
點
數
予
以
獲
-
並
由
此
減
小I

茬
時
事
緊
急
質
露
數
上
繼
續
提
出
動
議
的
可
能
性
二
如
爭
議
響

 

人
之
代
理
人
就
1
在
一
一
目
詞
辯
論
齡
蠢
所爲
詢
問
所
可
同
意
的
陳
述
’
在
超
過
&
經
使
用
時
囊
急
質
詢
時
數
者
’
 

§

 - 

»

此

外

’
 S

論

對

-
般

馨

規

則

之

適

用

亦
爲
S

 ’
亦

即

此

應

公

墨

饔

地

針

鬣

員

、
響
圑

寶

養

 

團

加

以

適

用

。
本
庭
就
此
亦
曾
多
次
在
—

規

則

不

同

規

定

之

領

域

慕

強

調

(
B
v
e
r
f
G
E
r
1
4
4
〔1
4
9
1
;
s
p

 188鬥

 

2
1
2
=
E
U
G
R
Z

 1989'

 28
8
【2

%
〕
。

聯
邦l

e
®

院
之
代
理
人
就
本
原
則
亦
在
言
詞
辯
所
強
調

-
Bo

h
l

議

員

’
氏

S

K

W

7
i

s

^

n

 >

團

體

’
而
不
是
去
分
化
他
們
)

。

5.
爭
議
提
起
人
基
本
上
並
未
被
賦
與
憲
法
上
之
權

W
藉
以
要
求
在
調査
薄
備
委
員
裏
調査
委
員
會
具
有
完
整
之

 

會

最

。
此

,
依

產

之

上

開

？

！

3
之
見
解
，
毋
警
疋
^
馨
該
委
負
會
成
員
之
數
目
而
定
0
再
者
，



入
的
五
_

所

選

舉

出

審

。
蓋

德

憲

馨

蠢

院

議

員

全

體

並

無

差

別

’
皆
爲
震

之

代

表

(
基
本
毚
三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

。

然
而
，
「
協

麗(
M

l
n

g
)

 J

连
別
揭
各
審
貝
會
(
聯
邦
謹
院
決
議
第
二
款b

B

卻
包
括
質
詢
及
動

 

蜃

(
參
一
九
九
-
年
六
月
六
曰
元
老
院
之
決
議
)

〇

S

理

，
i

蠶
人
亦
_

裘
兩
院
貝
翥
有
會
員
資
格
；依
聯
邦
衆
議
院
同
之

 

第

I

條
規
定
’
依

聯

襲

和

_

之
數
目
’
兩

屢

^i
M

派
十
六
名
成
墨
入
此
委
員
會
。

同
樣
的
4

括
醫
衆
議
院
議
員
作爲
歐
洲
響
大
會
之
代
表
之
選
舉
以
8

議
員
之
派
往
北
大
西
洋
公
約
組
織

 

之
大
會
與
間
之
大
會

o
‘nt

e
r
p
a
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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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
n
f
e
r
e
n
z

 )
，爭

議

提

起

人

亦

璧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二
句
是
否
包
括
前
揭
最
後
兩
i

際
組
織
之
大
會
’
在
此
即
毋®
^
判

。

&

議
_

人
作
爲
_

圍
體
，
其

請

求

與

鼉

完

全

一

 f

補
助
，
而
非
減
半
補
助
，
無
理
由
"
 

a)
1M

雙̂
作
得
要
求
適
當
之
篇
及
人
的
補
助
(參上揭？

 I

、
3
、
b
 )
 
>
濃

項

 

補
聖
過
預
算
爲
之
即
爲
已
足
，
此
項
補
助
係
由
一
項
依
議
員
人
數
所B

之
基
本
數
額
以
及
反
對
龕
別
津
解
組

 

成

。
基
本
數
額
之
補
助
以
黨
■

助
之
半
計
算

-

議

相

對

人

得

篇

-
蠢
型
化
的
觀
點
設
定
，
_

圃
體
在
_

 

之H

作
任
務
一
般
S
H
一

n
W

&
逋
圍*

爭
議
鍾
人
之
提
出
論
證
’
其
係
只
有
十
七
名
議
员
之
i

圍
體
，爲
了
—

；

 

H

作
人
員
在
各
個
超
聲
議
員
人
數
之
委
員
籑
以
具
說
服
力
之
動
議
受
到
肯
定
，
特

別

仰

賴

警

外

之

學

術

產

，

二
五
五



二
五
六

唯
此
一
論
證
並
$

立

。
蠢

上

並

未

要

求

，
經
由
較
高
額
之
預
糧
靈
議
員
爲
蜃
少
之
爭
_

8

人
1
所
需
之

*
 i

®

s

s

§

l

 -

待

，

一
如
其
對
蓆
團
方
面
亦
給
予

一

相
同
之W
S
i

。
f

，
此
i

s

九
〇
#

/

綠
黨
聯
盟
得s

與
争
議
提

 

起

人

相

同

的

助

，
吾
人
辨
_

出
較
^

^

議
提
起
人
s

ii
。馨
不
同
大
小
的
均
衡
經
常

W

'
 —

1

緣

蠢

各

法

官

有

平

雲

篇

，
本
庭
茲
並I
確
認
 <註
十
五
i

霞
院
一
九
九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決
議

 

是
畺
墨
五
十
三

a
條
之
規
定
®

H
e
)
’

因
^

人
權
利
’
婆

量

i

蠢

院

尤
依S

四
位
震
本
判
決
之
理
由
法
官
之
見
解
’
爭
議
提
起
人
並
無
權
利
要
求
-
在
由
_

衆
議
院
議
員
出
任
 

之
共
漏
員
會
成
員
的
靈
上
(
基
產
第
五
十
三

a
條
)
產
受
到
顧
及

-

(
隻

亦

^
!
?
^
進
入
共
同
委
員
會
)
 

*
此
乃
-
^
$
;
^
*
五
十
三

a

s

 

1

獲
二
句
^
4
^
規

定

二

蠢

入

姓

糞

||
會
之
)

K

l
e

s

M

a

m
li 

r

依
各
蠢
之
強
度i

而
定
t

.a)

共
S

員
會
並
非
聯
邦
翥
院
所
誓
臺
員
會
，
而
是1
獨

立

之

。
產
霊
別

文

？

 I
 

、
3
 ' b
〕
馨
麗
委
員
嘉
有
褒
之
憲
法
上
理
由
有
所
鋪
陳
’
但
雲
提
S

並
非
之
黨



團

’
就
其
在
由
聯
邦
衆
議
院
推
選
成
員
之
共
同
委
M
會
内
是
否
應
有
代
表
之
問
題
’
前
揭
之
理
由
無
法
適
用
。

3

基

本

法

第

五

十

三
a條
第I

項

第

二

句

明

文

規

定

，
聯

邦

衆

議

院

議

員

應

依
赏
團

之

強

度

關

保

而

定

。
就
黨

 

團
之
意
義
而
言
——

此
在
憲
法
他
處
並
無
規
定
——

基

本

法

第

五

十

三
a條
接
受
了
國
會
法
上
通
用
的
要
件
所
形
成
之

 

意

義

。
黨

團

薹

我

之

進

-
步
規
定
——

包
括
最
低
人
數
之
規
定
——

則

保

留

與

國

會

立

法

。
該

蟇
我

I

 - 

法
富
我
——

内̂
容

上

K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不
確
定
。唯

的

i
而

言

’
此
非
意
味
著
聯
邦
衆ii
院
得
在
個
案
上

 

任

意

規

定

。

引
進
基
本
法
第
五
十
三
a
條

之

當

時

，
德

塞

心

聯

邦

蠢

院

醒

規

則

就

窩

團

最

低

人

數

規

定

爲

十

五

人

。
儘
管

 

在
當
時
各
黨
大
小
不
同
’
所
有
黛
画
及
在
聯
邦
^

院
内
之
代
表
f

團

體

在

議

席

的

分

配

上

皆

有

’
修
憲
立
法

 

者
在
引
進
基
本
法
第
五
十
三
a
條

時

’
亦
不
能
保
證
當
時
在
共
同
委
员
會
的
二
十
二
個
席
次
^
——

依
當
時
所
適
用
之

 

計
算
程
^

^

個
具
有
黨
團
強
度
之
議
員
團
體
皆
能
得
到
一
席
次
。
修
憲
立
法
者
亦
無
法
忽
視
’
聯
邦
衆
議
院
在
議

 

亊

規

則

自

治

(
G
e
s
c
h
a
e
f
t
s
o
r
d
n
u
n
g
s
a
u
t
o
n
o
m
i
e

 
)
範

圍

内

，
亦
得
就
斌
團

r K
低

人

數

定

得

更

高

-
並
因
此
使
未
達

 

於
此
黨
團
最
低
人
數
之
議
員
團
f

 (法
進
入
共
同
委
员
會
，

此
些
画
體
依
比
例
計
箅
的
席
次
分
配
在
共
同
委
員
會

 

已
可
獲
得
一

 f

者

’
亦

同

"
唯
無
論
如
何
此
在
憲
法
上
並
無
疑
#
我
，
只
要
黨
圃
最
低
人
數
之
規
定
仍
在
憲
法
所
給
與

 

立
法
者
的
裁
量
範
固
内
。
修
憲
立
法
者
就
此
於
立
法
咨
詢(

G
e
s
e
t
z
e
s
b
e
r
a
t
u
n
g
e
n
)

時

-
獲

有

一

確

信

，
共
同
委
員

 

會
應
將
聯
邦
衆
議
院
之
共
同
組
成
反
映
出
来
-
唯
只
能
將
在
聯
邦
衆
議
院
内
具
有
代
表
黨
團
之
強
度
關
係(

s
t
a
e
r
k
e
-

 

v
e
r
h
a
e
l
t
n
i
s
〕

表
現
出
來

 

〇

二
五
七



二
五
八

C)
蒽
法
就
在
共
藝
員
會内
議
員
f

之

取

得

層
S

墨

團

原

則

，
而
8

比

例

組

成

蜃.•憲
法
並
非

 

將

比

麗

求

諸

於

聯

邦

議

院

議

員

之

整

體

’
 

S

求
諸
於
黨
團
。
此

一

決

定

符

合

共

同

賣

會

之

猿

’
亦

即

在

i

 

特
別
緊
張
情
況(s

p
a
m
l
s
l
a
g
e

 )

然
得
以
最
大
的
可
^

g

下

去

。
I

議
員
之
意
M
與
意

 

志

，
甚

至

國

會

之

意

見

與

墓

心

,
整
合
不
同
的
政
治
意
見
’
使
之
形
成
能
令
人
襞
又
並

i
:w

fT
之
單
元
’
 

原

成

國

會

憲

0
黨

團

較

諸

整M
政員裏定及1
貢

n
壺

力

 '
蓋
共
伺
委
員
會
依

 

憲
法
之
設
計
係1

於
戰
時
得
取
代
S

衆

議

院

與

_

參

議

院

重

要

i

之
機
關
i

能

謙

共

同

委

員

會

之

蓮

•
 

憲
法
上
並
不
繫
i

濃
邦

内

各
個
政
治
團
■

全
反
映
出
來
。

此
外
，
基

產

第

五

十

三
a
條
在
共
同
委
員
會
由
聯
邦
—

院
1

成
員
之
部
分
’
 4
^
M

T

-
項
縮
影
式

 

的

(
s
p
i
e
g
e
l
b
i
l
d
l
i
c
h

 )
代
表
方
式
’
此

疆
f

的
代
表
原
是
儘
可
馨
近
—

在
聯
邦
參
議
院
選
票
數
(
基
本

 

塗

五

十一

崖

二

項

)
。
唯
無
論
如
何
，爲

蠢

緊

急

馨

(f

l

n

t
)
之

饕

劈

，
此
種
具
有
限
制
之

 

比

例

擧

容

忍-

2
.
相
反
的
’
依
另
四
位
法
官i

見

’
就
共
馨
員
會
之
成
長
’
其

三

十

二i

邦
衆
議
院
議
員
代
表
之
部

 

分

’
 ■

提
起
人
有
權
請
求
分
配

3

定

之

褒

。

此
些
法
官
認
爲
，
共
S

員
會
固
爲一

獨

臺

蜃

關

’
唯

前

開

就

聯

邦

衆

議

院

醫

委

員

會

褒

分

聖

羅

 

上
說
理
’
並

不

具

說

勢

。
依
此
之
見
解
，
基

本

塗

五

士

二
a
條

就

黯

雲

院

之

代
f

之

以

「
依
廉
團
之
強
度

 

關
係

 

j

 (e
n
t
s
p
r
e
c
h
s
d

 de
m

 st
a
e
r
k
e
v
e
r
h
a
e
l
t
m
-
s

 de
r

?
3
|
<
1
;0-
|
1
3
)
.
之
文
字
1
^
^
^
^
團
之
^
8
^
,
乃
有
意



將

所

有

在

聯

邦

衆

議

院

存

在

之

各

種

政

治

群

系

(
p
o
m
i
s
c
h
e

 Fo
l
t
l
o
n
e
n
)

列

入

比

例

計

算

之

過

程

。
此
種
從
基

 

本

法

第

五

十

三

a
條

之

形

成

史(a)
，
從

其

體

系

麗

以

及

宴

i

i

的(S
i
n
n

 un
d

 zw
e
c
k
)

 g

所
獲
致
之
解
釋
結
論

 

旣
^
^
憲

法

規

範

的

文

義

S

牴

觸

，
其
亦
不
致
因
衡
量
及
評
^
^
點

(
A
b
w
a
e
g
u
n
g
s
-
u
n
d

 we
r
t
u
n
g
s
g
e
s
c
h
i
c
h
t
s

 

—

 

p
u
n
k
t
e
)

 §

 ®

又
到
動
搖
。

:a)
基

本

法

第

五

十

三
a
條

之

草

案

顯

示

’

「
依
黨
画
之
強
度i

而

定

之

席

位

分

配

規

定

’
旨

在

霞

少

數

 

以

免

聯

邦

衆

議

院

多

敷

之

寡

占

(
M
a
j
c
r
i
s
i
e
r
u
n
g
)

 
’
而

非
爲
了

排

除

此

些

雖

已

逵

於

比

例

限

額

(
v
e
r
h
a
e
l
t
n
i
-

 

s
q
u
o
i
)

而
仍
在
黨
圃
最
低
人
數
之
下
之
_
體

〇

JS!
推
選
聯
邦
衆
議
院
議
员
以
進
入
共
同
委
貝
會
’
依

I

九
六
七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政
府
草
案
所
定
’
須
經
聯
邦

 

衆
議
院
三
分
之
二
之
多
數
決
行
之
(
聯
邦
衆
議
院
資
料
，
第
五
任
期\

第

I

八
七
九
號
，
第
二
頁
)

。
此
項
已
形
成
法

 

律
之
意
旨
可
以
回
溯
自
法
律
委
員
會
之
建
議
(
聯
邦
衆
議
院
資
料
，
第
五
任
期\

第
二
八
七
三
號
，
第
二
十
五
頁
)

-

 

此
建
議
係
S

自
民
黛
黨
li](

S
P
.. F

r
a
k
t
i
o
n
)

之
動
議
而
爲
’
該
黨
画
要
求
’
所
有
在
聯
邦
衆
議
院
旣
存
之
政
治
力

 

量

(
p

o
l

n
i

s
c

h
e

 Kr
a

e
f

t
e
)

應
依
其
強
度
M

係
在
共
同
委
員
會
亦
有
相
當
之
代
表
(
聯
邦
衆
議
院
資
料
，
第
五
任
期

 

\

第
一
二
三
〇
號

，
第
二
頁
)

。
在
一
九
六
七
$

 I

月
九
曰
暨
十
六
日
之
法
律
及
内
政
委
員
會
之
資
訊
會
議
上
，
亦

 

一
致
同
意
’
共
同
委
員
會
之
組
成
應
該
是
聯
邦
衆
議
院
内
政
治
代
表
及
力
量
關
係
之
反
映(

#
B
e

r
n

h
a

r
d

t
.

 E
l
l
w
e
i
n

 

以
及

E
v

e
r

s

等
教
授
之
意
見
，
赦

於

j

九
六
七
羊
一
月
九
日
法
律
及
内
政
委
員
會
資
訊
會
議
記
錄
’
第
二
十
五
’
第

 

三
十
四
，
第
六
十
一
頁
)

。

二
五
九



二
 s

此
—

^

^

本
S

五
十
三
&
條
變
的
形
成
上
見
之
。

⑽
就
此，

一

九
六
七\

 一

九

六

八

蠢

豐

法

者

可

蠢

囊

’蓋
自
一
九
五
二
年
聚
’欲
成
 

立
一
黛
團
只
需
十
五
名
議
員
，依
當
時
實
況
，實

雲

定

額

之

政

治

團

f

能
在
共
|

貝
會
取
得
 

1

 f

。相
反
的
-當

時

即

已

，

I

是

i

，
但
亦
有
可
能
無
法
達
到
護

1

 f

所
必
要
之
隅
額
。
此
 

乃
因

爲
當
時
只
有
二
十
二
名
議
員
的
基
準
數
額
有
十
一

 

表
之
故
。

1

九
六
九W

#
霸

委

員

裏

一

次

討

論

到

是

震

霞

成

當

團

所

必

要

之

最

低

人

數

(
參
一
九
六
九
年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

規
則
事i

W
員
會
¥

七
次
裏
簡
要
記
錄)>

 此
後
，
黨
團
最
低
人
數
已
提
薦
翼
衆
議
院
議
員

 

人
t

百
分
之
五
’
聯
邦
衆
議
院内
已
無
未
能
粗
成
i

而
依
聯
邦
院
所
選
擇
算
程
序
在
共

S

員會

馨
一
 

f

之圃體

-

W
憲

董

定

解

釋

之

體

系

上

關

聯

墨

震

與

目

的

得

自

共

同

委

員

靠
爲

之

特

別

1

探
悉
。
 

aa)
依

基

本

法

第

二

五
e
條

第|
項

望

i

l

員
^

^

時
得
自
§

定

，
就
其
職
務
屢
仃
之
要
件
是

 

否—
.
，
此
開
始
聯
邦
霞
院
參
議
讓

P利之

II
況
。

第
-

1

五
">

観

二
項
 

規
定

►
共
同
委
員
塞
至
亦
籩
在
一
定
的
要
件
下
，
自

戰

時

狀

況

是

否

墓

。
依
此
，
共

S

員
會
依
基
本

 

法
第
二
五

C
條
規
定
，
即
有
本
^

^
壶

糧

限

(
第
一
項
)
；
此
外
，
其
亦
有
規

M
k

細

的

干

靈

，
得

馨

 

本

毚

十

四

霍

一

項
i

 o
四條第二項暴二項的行

i

，
最
後
，爲
醫

現

時

或
S

威

 

脅

之

肇

所

必

要

者

，
其

尚

霞

定

鬆

蠢昼

及

財

肇

務

不

靈

本

法

第

八

章

、
第

八a
章

蠢

-h
W

限



bb)

基
本
法
第
五
十
三
一
項
第

I

句

至

第

三

句

之

規

定

，
在

結

構

上

亦

彰

顯

了

共

同

委

員

會

此

項

重

要

 

之

任

務

與
f

。
就

該

任

務

與
f

而

1I
S
，
怍
爲
標

準

的

是

聯

邦

及

民

主

的

憲

法

原

則

M

刖

I

原

則

係

要

求

聯

邦

的

各

 

成

員

國

皆

能

有

所

參

與

，
因

此

，
在

聯

邦

參

議

院

只

有

十

六

席

的

情

況

下

。
另

外

的

分

配

之

作

爲
顧

及

各

邦

代

表

一

開

 

始

就

被

排

除

了

。
就

聯

邦

衆

議

院f

之

分

配

’
民

主

原

則

則

要

求

I

項

民

主

代

表

的

合
f

 (d
e
m
o
k
r
a
t
i
s
c
h
-
r
e
-

 

p
r
a
e
s
e
n
t
a
t
i
v
e

 Le
g
i
t
i
m
a
t
i
o
n
)

。
旣

然

聯

邦

衆

議

院

係

直

接

的

國

民

代

議

機

關

(
B
v
e
r
f
G
E
a
o
.

 1S
8
〔
2
1
7
〕
=

 

E
u
G
R
Z

 19
s

.

 28
8
〔2

9
5

|_|)

 
’
此

原

則

乃

繫

之

於

院内
的

政
s

量

—

是

否

得

在

共

同

委

員

會内
聯

邦

衆

議

院
f

 

的

分

配

上

再

度

反

映

出

來

。
此

一

規

定

之

所

以

用

強

度

關

係

之

i

表

達

出

來

，
其

規

範

—

旨

在

要

求

，
毎
個

在

聯

 

邦

衆

議

院
内

存

在

-

同

的

政
®
滕

性

或

§

個

政

黨

聯

盟爲
了

行

動

一

致

所

結

成

之

國§3
’
皆

可

理

解
爲
基

 

本

法

第

五

十

三
a
條

‘養

我

下

所

指

稱

之

黨

圃

。

CC]
因

此

，
與

蜃

規

則

卜

：使

墨

函(F
r
a
k
t

o-n
)

意|

我
相
反
的
，
以

此

種
格
式「
依
黨
團
之
強
度
關
係j

 

所
表
現
出
來
的
賽
我
-
具
有
一
項
獨
立
的
憲
法
規
範
蹇
*si
。
就
此
不
可
忽
視
的
是-

®

規
則
有
一
項
完
全
不
同
的
規

 

範

標

的

。
相

反

的

’
如
果
人
們
賦

m
m

規
則
上
所
i

m_

^
M
®
界
吧
±
罾
吧_

^
基
本
法
第
五
十
三a
條V

之
解
釋
上
有
優
先
地
位
，
則

聯

邦

院

即

不

再

有

宴

我

-
它
毋
寧
只
是
——

就
此
前
四
位
形
成
本
判
決
法
官
亦
 

持
同
樣
見
解
——

聯
邦
衆
議
院
之
黨
國
在
共
同
委
員
會
爲
代
表
而
已
。
此
意f

-

將
賦
與
黨
闋
以
代
表
之
意
義
-
唯

 

此
植
意
義
卻
是
黛
團
原
先
所
不
得
擁
有
者
-
蓋
聯
邦
衆
議
院
本
係
由
議
員
’
而
非
由
黨
團
組
成
(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S

 二

第
一
項
第I

旬
)〇

前
四
位
形
成
本
判
決
法
官
之
見
解
使
共
同
委
員
會
之
組
成
’
在
黨
國
強
度
方
面
’
往

往

繫

乎

規

則

制

定

者

之

 

經
常
可
以
變
更
之
目
的
衡
量
而
定
*
此
見
解
不
但
**

規

觀

定

着

鐘

籑

更

目

的

篁

-
抑
且爲
藉
啓
了
操

 

縱
可
能
性
’
使
蜃
規
則
制
定
者
得
在
個
案辙
團
之
承
認
上
，
規
定
1

_

團
體
所
無
法
符
合
的
要
件
(
肇

規

則

第

十

謹

一

置

-句
)
，
此

與

民

蠢

S
W

S
K

n
。

d
單

純

一

字

眼

「黨
圍
」
及
從
語
言
上
亦
具
慕
束
性
的
規
範
一
致
性

(
R
e
g
e
l
u
n
g
s
e
i
n
h
e
i
t )

的
「黨
 

團
間
的
強
度
麗
」囊
的
蓮
’尚
不
能
使
前
開
規
範
目
標
及
法
基
#̂
第五士二

a 

條
體
系
麗
合
理
化
二
強
度
關
係

J
與

「
黨
團
間
」
之
塵
正
好
透
過
其
語
一
一吕上
之
連
結
，
說
明
了
本
規
定
具
有
特

 

殊

的

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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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r
m
a
t
i
v
e

 Au
s
s
a
g
e )

 〇

d)
i
如
四
位
形
成
本
判
決
法
官
所
述
’
衡
量
及f

觀
點
-
與
前
述
解
釋
繫f

的

’
不
具
重
要
性
。
首
先
’
 

它
只
是
主
張
-黨
團
比
其
他
蠢
共
同
震
會
比
例
限
額
之
政
治
有
能
力
員
會
^

及

fi *

 

行

之

劈

。
唯
吾
人
對
<s

治
團
i

政
治
墨
理
今
K

容
之
S

只

其

在

院

S

致

之

褒

 

爲
準
，
越
此
之
評
價
即舆
民
主
原
則
的
形
式
平
等
不
符
。
此
一
觀
點
倘
若
在
共
同
委
員
會
f

分
配
規
定
上
已
列
入
考

 

馨

-
則
共
同
委
員
會内
之
聯
*

^

院
_

之

分

配

決
爲

之

，
乃
獲
i

 i

。

本
判
決
由
下
列
法
官

 

副
院
長
 

M
a
h
r
e
n
h
o
l
z .

 Bo
e
c
k
e
n
f
o
e
r
d
e ,

 Kl
e
i
n
,

 Gr
a
s
s
h
o
f ,

 Kr
u
i
s
.
F
r
a
n
s
s
e
n

 

,K
i
r
c
h
h
o
f
,

 Wi
n
t
e
r
〇



爭
議
提
(
民
主
黨

P
D
S )

之全理人

：K
l
a
u
s

 Da
i
a
n

攝

士

#一
§

及K
o
l
l
e
g
e
r #

®
,

址
設
：
 

c
r
i
n

 11
，
20

S
H
a
m
b
u
r
g

 1.

第

-
及

第

二

畫

舊

人

(
聯

邦

衆

議

院

及

黯

蠢

院

)
之
全
權
代
理
人
.
.
I

t Ip
s
e
n

霉

士

靈

-
址
 

設..N
e
v
e
l
s
t
r .

 59,

 4630

 Bo
c
h
u
m

 1.

4

1

 

共

同

委

員

裏

聯

邦

裔

院

與

露

_

院

分

別

派

員

證

，
其
詳
參
註
十
六

0

 

I
註

二

聯

邦

靈

院

肇

規

則

第

五

十

五

權i

疋
■.就
工
作
準W

-

項

’
各

委

員

喜

藝；
1

部
分
人

 

員
賦
與
-
定
任
務
另
行
*

^

委
員
會
，
但
若
寡
成
員
三
八
J

 -
反
對
者
，
不
_

置
之
6
於
特
殊
情
況

 

*各
蠢
亦
瞻
院
之
不
委
員
會
之
成
墨
任
次
委
員
會
之
賣

〇

 

A

IE
三
候
選
人
名
單
結
合

(
L
i
s
t
e
n
v
e
r
b
i
n
d
u
n
g )

依
®

選

舉

謙

七

—

定

爾

同

-
黨
間i

候
選
人

 

名

至

墼

口

’
該
條
明
顯
蔡
異
黨
間
的
候
選
人
^
;
^
^
聯

合

(

!1
^
6
3
与
巴
三
|
9
 )

。
該

麗

定

：

⑴
同

一

麝

之

_

候
選
人
名
單
’
如

奢

特

別

聲

明

’
視
爲
已
經
結
合
。
⑵
已
結
合
之
候
選
人
名
單
驚

 

次
之
分
配
’
與
其
他
候
選
人
名
單
的
關
係
上
’
梘爲I

候
選
人
名
單-

S

依

候

選

人

夤

結

合

分

配

之

痕

 

應

就

蠢

羹

結

合

之

邦

候

選

人

量

篇

六

誓

一

項

分

配

之

0
第
六
_

四

-
第
五

S

此

準

里

。
 

就
此
 

S !S
#
i
S
c
h
r
e
i
b
e
r
,
H
a
n
d
b
u
c
h

 d
s
 Wah

l

 

r
e
c
h
t
s
:
z
u
m

 

D
e
u
t
s
c
h
e
n

 Bu
n
d
e
s
t
a
g 」̂

.

 Au
f
l
.,

 1990,

BO
7.

二
六
三



二
六
四

1註四議院規則第

-
H

W

 一
項
原
規
定
須
蠢
邦
衆
議
1

員
百
分
之
五
以
上
之
政
i

得
成

 

臺

圍

。
東
西
德
統一

後

’
 

員
人
—

加爲
六
六
二
人
’
以
百
分
之
五
計
算
’
震

三

十

四

謹

員

之

政

謹

得

成

立

蠢

。

I

註

五

蠢

3

。

1
註
六
基
本

f

四
十
四
i

項
規
定
：
聯

邦

雲

院
i

 *
依
四
分
之
一
議
員
§

求

囊

1

置
調
蜜

 

委
員
會
(u

n
t

e
l

f

 

s
a
u
s
s
c
h
u
s
s )

，
以
公
屢
論
方
式
調査
證
據
。
調
査
得
不
公
開
之
。
聯

邦

霞

^
n

i

£

+

A

S
 ~ 1

 -

題
作
決
定
時
，
得
靈
調
墓
两
備
委
員
會

a
l
e
t
e
r
K
l
s
s
i
o
n
)

。
調
査
委
員
會
之
成
員
須
爲
翼
衆

 

議

院

黌

.，
調W

i
M

會

因

非

麗

纛

院

I

部
分
’
其

成

暴

不

限

於

贊

。

七
聯
邦
府
之
質
詢
分

爲

大
質
詢
、小質詢與□頭
籌
。大質詢依

M
l
-

規
則<12,11

 

1990.

 B 6
B
L
.

 J

 S
00
5
S5
)
規
定
f

裳
圍
或
百
分
之
*

01；

向

長

提

出

’院
長
以
#
面
向
 

府
提
出
之
，
並
得
限
期
答
覆
’
 
B

答
覆
得
列
入
^

0

|

院
_

日

程

並

付

公

爵

論

(
第
七
十

 

五

、
七
十
六
與I

〇
o
®

下
)

。
小
質
詢
産
由f

*
I

分
之
五
議
員
i

長
提
出-

鬆

政

府

溝

 

十
四
曰
内
以
書
藝
覆
，
唯
小
質
詢
不
得
列
入M
h
B
程

(
第
七
十
五
謂
三
項
，
第一

〇
四
條
)

。
口
頭
 

質
詢
任I

贅

即

可

行

之

(
第
一
 o
五
條
)
。

4

八

肇

規

則

第

六

十

二

籠

護

定

：
囊

麵

提

出

於

委

員

喜

十

週

，
薄
國
或
百
分
之
五

i

邦



衆
議
院
議
員
得
要
求
’
該

委

員

會

透

璧

席

或

馨

人

§

邦
衆
議
院
就
該
所
咨
詢
之
狀
況
提
出
馨
。
如
 

其
爲
如
霧
求
，該

馨

應

列

入

聯

邦

之

羅

曰

程

(
T
a
g
e
s
I
g
)

。 

i

九
基
四
十
霞

1

囊定.

院自行選震長、
副
院
長
書

(schrl ’f
t
f
u
e
*

 

h
r
e
r )

。
蜃
規
則
自
行
制
定
之
。

-
J
.E
十
黯
衆
議
規
則
第
七
十
五
條
係
規
定
得
列
入

W
I

日
程
之
提
案
，
例
如
法
律
案
(
第
一
項a
目
 

)

’
大
質
詢
(
第
一
項f
目
)
’
委
員
會
之
_

墼
口

 (
第I

項
1
目
)
’
凡
此
皆
屬
聯
邦®

院
之
重
要

 

職
權
。
第
七
十
六
條
則
規
定
上
揭
提
案
須
由
黨
團
或
百
f

五

之

黯

蠢

讓

蠢

篇

變

。

—
註
十
一
基
$
法

第

三

十

八

蠢

-
獲1

句

規

定

辭

邦

衆

議

院

議

員

之

選

雲

普

通

、
震

、
自
由

 

、
平
等
i

記

名

喜t

之

。
第
二
句
則
規
定
：
議
員i

畺

民

赛

表

，
其
S

職
權
不
受
委
任
與
指

 

示
之
拘
束
’
只
依
良
知
行
事
。

-
；

罕

二

此

指

該
_

團

蜃

雲

員

會

所

適

用

之

比

釋

表

’
在
糞
貫
會
所
規
定
之
規
範
下
’
巳
 

經

看

-
個

蠢

席

次

者〇

凡

屬

此

種

響

團

體

臺

員
i

l

利
不
屬
於
蠢
之
議
員

i

貝
圍
 

體
已
依
此
i

派
其
成
員
至
員
會
者
，應

®

院依—

規則第違第四項

承

認

其
爲

響

麗

。

丨

註

士

二

擊

規

則

第

五

十

五

響

二

焉

定

：
各
在
次
委
員
蠢
代
表
之
靈
要
求
至
少
有
一
翁
成
員
在
該

 

次
委
員
會
爲
代
表
。
此
外
，
¥

二
條S

本
原
則
i

。

二
六
五



二
六
六

i

十
四
馨
規
則
第
二
4

*

四
_

定

：
提
案
震
識
院
資
料
六
個
會
議
週
後
’
依
提
案
人
之
請
求
’
該

 

提
案
須
列
入
下
次
#M

日
程
。

I
註
十
五
塵
有
八
位
法宫
參
與
判
決
。
就
此
問
題
-
惠

各

有

四

位

法

臺

—

相
反
之
見
解
’
肇

判

決

並

 

未
就
此
問
題
作
出
結
論
，
只
是
將
兩
個
意
見
並
呈
。

第
五
十
三
a
®

定

：
共
同
委
員
會
之
三
分
之
二
由®

衆
議
院
之
議
員
’
三f

 

一

由

霖

 

蠢
院
之
成
員
共
同
組
成
。
議

員

應

由

麗

衆

議

院

依

各

黨

團

強

囊

麦

•’
議
員
不
得

爲
聯
邦
政
府
之
成

 

員

。
靠
由
其
所
指
疋
之
_

參
議
院
成
員
代
表
之
；
此
些
成
員
不
受
指
示
所
拘
束
。
共
同
委
員
會
之
組
成

 

及

肇

程

奮

擊

規

則

定

之

’
該
馨
規
則
應
由
聯
邦
衆
議
院
制
定
’
經

聯

邦

蠢

院

同

意

。



關

於

「
公
務
員
與
法
官
之
一
般
言
論
表
達
權
」
之
裁
定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
第
二
庭
第
三
分
庭
)
裁

定

，
載
於

N
J
W

 一

九

八

九

年

，
 

第
九
十
三
頁
以
下
(
編
者
按
•

.
此
篇
很
短
，
故
不
另
加
以
中
文
網
目
。
)

譯
者
：
憲

宗

<

判

決

舂>

就
一
股
政
治
問
題
，
公
務
員S

官

在

公

共

場

合

只

馨

節

制

蠢

畫

覽

’
以

免

公

衆

聲

公

鬏

行

之

超

 

整
桑
、室

、以
公
共
利
蠢
生
損
害
。(

醤

響

)

判

決

姜

i

-
 

»
l

«x

*
 
-
1

官

與

一

名

檢

奮

’
其

一

曾

在

某

登

廣

貴

又

到

公

質

議

，
該
判
決
乃
在
審

W
W

否

符

鑫

本

法

，
特
別

二
 S



二
六
八

是
是
否
符
合
言

逹
自
由
權
(基
本
法
第
五
謂
一
項
)
者
’該
廣
告
以
「呂
北
克

(
L
u
e
b
e
c
k

 
)
邦
法
院
有
三
十

 

五
名
法
官
與
i

B

f

飛
i

地
的
設
B
J
爲
標
題
。
由
於
明
顯
無
勝
訴
希
望
，
本

(
兩
件
)
憲
法
訴
願
不
予
受
理

判
決
理
由

憲
法
訴
願

人

是

否

已

違i
i

w

務

(
D
i
e
n
s
t
p
f
l
t
c
h
t
e
n

 
)
，
首

先

是

一

般

法

律

的

解

釋

與

適

用

之

問

題

。
此

 

問

題

之

解

答

應

由

該

管

轄

之

行

政

法

院爲
之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只
審査
各
該
級
行
政
法
院
就
此
所爲
之
解
釋
是
否
侵
害

 

特

別

憲

_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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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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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參

 

B
v
e
r
f
G

rn1
8
-
8
5
〔9

2
j
=
N
J
W

 1964,

 17
1
5
;
B
V
e
r
f
G
E

 

62.

 18
9
〔1

9
2

1—)=

 

N
J
W

 1983.

 80
9
)

。
在

本

兩

件

擬

予

裁

判

之

案

件

，
憲
法
訴
願
人
之
基
i

或
準
基i

(
g
r
u
n
-

 

d
r
e
c
h
t
s
g
l
e
i
c
h
e

 Re
c
h
t

fD')

並
未
受
到

侵

害
。

1
首
先
，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作爲
基
礎
之
審
査
標
準
乃
屬
有
效
，
該
標
準
很
明
顯
的
是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摄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
特
別
請
參
照

B
V
e
r
f
S
E

 39,

 33
4
〔366

 f‘l
 

=
 

N
J
W

 1975,

 16
4
1

以
及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
預
審
委
員
會

 

〕

I

九
八
三
年
八
月
三
十
曰，
i

 1

九
八
三
，
二
六
九
一
)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適
切
地
肯
認

-

 

公
務
員
以
及
法
官
亦
屬
於爲
國
家
服
勤
務
之
人
，
其
雖
具
特
別
義
務
地
位

(
b
e
s
o
n
d
e
r
e

 pf
l
i
c
h
t
e
n
s
t
e
l
l
u
n
g )

，
 

在

此

範

圍

内

仍

得

之

保

護

。在
此
姿
我
|

圍
涉
及
兩
項
憲
法
基
本
決
定
：
一
方
面
是
國
家
所
不
可
或
缺



並
由
其
所
構
成
之
公
務
員®®

 (B
e
l
t
e
n
t
u
m
)

以
及
獨
立
的
司
法i

 

(
R
i
c
h
t
e
r
t
i
)

之

謙

，
另|

方
面
公
務

 

員
與
法
官
個
人
之
自
由
權
，
特
別
是
意
見
蠢
自
由
I

予
以
S

 ’
唯
此
二
者
應
相
互
協
調
，
亦
即爲
■

公
務
員

 

與

法

功

能

之

完

整

’
在
無
損
於
公
務
員
與
法
{目
身
分
之
情
況
下
’
始
得
以
其
不
可
或
缺
之
義
務
限

®

 (基
S

 

之
實
現
。
只
有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五
項
(
註

一

 )而

爲

政
治
意
見
之
行

爲

到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之
保
護
。
&

斯
維
悉
，
霍
爾
斯
坦
邦
(

S
c
h
l
e
s
w
i
g
-
H
o
l
s
t
e
i
n

 
)
 
一
九
七
九
年
五
月
十
曰
之
公
務
員
法
第
 

六

十

五

議

三

項

，
第
六
十
六
條
第
三
句

(
G
V
B 1.

 S .

 30
1
)

以
及
一
九
七
二
年
四
月
十
九
曰
公
佈
之
德
意
志
法
官
法

 

第
三
十
九
條
(
聯
邦
法
律
公
報
’
第
一
部
-
第
七
二
二
頁
)
之
規
定
’
與
前
開
職
業
公
務
員
身
分
與
法
官
獨
立
原
則
相

 

符

，
震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所
稱
之
一
般
法
律
。
在
此
些
法
律
所
規
定
之
行

爲
義
務
必
須
在
具
體
案
例
上
依
此
基
本

 

原
則
判
斷
-
亦
即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之
法
律
上
之
合
理
限
制
應
在
意
見
表
達
自
由
基
1

之
觀
點
下
予
以
解
釋
。
 

個

案

上

乃

意

琴■

a)
職

業

公

務

貝

以

專

業

知

識

、
専
業
才
能
及
忠
誠
義
務
之
履
行
所
賴
以
建
立
者
，
其
旨
在
保
障
穩
{疋
之
 

行

政

’
相

對

於

形

成

國

家

生

活

之

政

—

量

而

言

，
苴
(並

旨

在

形

成

一

平

衡

性

之

要

素

(
a

u
s

g
l

e
i

c
h

e
n

d
e

r
^

k
t

o
r

 

)

(
#
B
v
e
r
f
G
E

 7,

 155
D
62

U
H
N
J
W

 1957.

 1795;
 BV

e
r
f
G
E

 11.203〔216

 f
.
(_l
=
N
J
W 

I960,

 1445

 
)
。
公
務

員

必

耀

越

黨

派-

公
正
地
執
行
任
務
’
於
其
職
務
的
遂
行
上
’
應
以
公
共
福
祉
爲
念
’
亦
即
應
爲
每
一
合
憲
之
政
府

 

’
而
非
爲
-
特
定
之
政
黨
或
團®
提
供
服
務
•’
職
務
的
遂
行
，
無
論
在
勤
務内
或
勤
務
外
皆
屢
要
求
注
意
其
職
業
所

 

必
要
之
(
人
民
之
)
尊
重
與
信
賴
。
其
勤
務
行
爲
只
！̂

(
s
a
c
h
r
j
c
h
t
i
g
k
e
i
t

 )

、
法
律
信
賴
、
正
義
、
客

二
六
九



二
-
V
o

觀

性
o
s
e
k
t
i
v
i
t
a
e
t
)

以
及
公
共
福
祉
。
此
些
義
務
乃
形
成
國
民
對
民
主
法
治
國
行
肇
務
信
賴
之
基
礎
。
就

I 

般
政
治
問
題
’
公
務
員
在
公
共
場
合
只
能
有
節
德
發
表
其
意
見
’
繁

公

衆

公

務

執

行

之

超

越

截

派

、
公

IE
、
 

以
公
共
利
益
爲
取
向
之
信
任
產
生
損
害
。
倘
若
其
政
治
意
見
表
達
令
人
產
生
印
象
-
以

f

;職
務
之
執
行
f

心
於
其
 

重

’
亦
未
對I
般

人

擇

$

，
即

不

得

镇

之

。
由®

於

震

公

務

員

身

分(B
e
r
u
f
s
b
e
a

彐te
n —

〕

之
忠
誠

 

義

務(
T
r
e
u
e
p
f
l
i
c
h
t )

 f

可
以
導
出
’公
鷺
之
意
見
表
逢
启
由
在
必
囊
圍

内

應
有

^
^

0

W
同樣的’此對法官亦同蠢用。基

本

法

管

K
A
m
t
s
w
a
l
t
e
r
)

的
法
官
以
-
議

務

 

’亦
即
只
可
合
理
衡
量
當
事
人
並
公
衆

(
A
l
f
i
n
h
e
i
t
.

)
之
各
種
權
利
與
利
益
而

爲
裁
判
全

软

 

務
卻
以
其
個
人
之
獨
立
性
、
中
立
性
及
(
與
某
些
情
事
)
§

距
離

.(D
i
s
t
a
n
z )

爲
要
件
(參

B
V
e
r
f
G
E

 

21.

 139

 

〔145
f
.
〕=

N
J
W

 1967-

 1123:

 Bv
e
r
f
s
m
4
6

104
C 3
7
〕=

N
J
W

 1978,

 37:

 BV
e
r
f
G
E .

 52.

 13
U
154'

 156

 f :
1
6
1
〕

 

=

{

 

£
7
9
.

E .
2
5
)
。
此

震S
i —

^
別
是
i

其

黛

點

下

評

定
f

f

l

)
其
他
人
3

之

劈一

 

法

蓦

震

不

當

而

聲

專

業

知

識

帶

入

程

’透
過
一
客
觀
公
正
辯
論
’
透
蠢
無
成
見
之
雙
 

方
B

資
料
之
運
用
與
評
價*

透
過
無
私
的
法
靈
用
以
及
透
囊
他
針
對
露
兩
造S

S

上
之
講
程
序
上
具

 

霆
我
務
之
符
合(B

v
e
r
f
G
E

 52.

 131〔156

 f

 

J
=
N
J
W

 1979.

 19
2
5
J

 

兩
造
在
法
庭
之
前
的
平
等

〇

 

在
此
特
別
需
i

個
人
以
及
f

觀
點
上
的
審
理
獨
立
，
此爲
基
轰
第
九
十
七
條
所
S

者

。
此
外
，
若
個
人
之
認

 

知
與
職
務
上
之
聲
望
有
可
能
陰
入
衝
突
者
，
則
該
認
知
之
表
達
在

I
定
程I

t
H

即
有
節
制
之
必
要(#

B
v
e
r
f
G
E
39,

 

3
3
4
〔3

6
2
f
*3=

N
J
W

 1975,

 16
4
1
)

。法&
決

信

(
u
e
b
e
r
z
e
u
g
u
n
g
s
k
r
a
f
t )

不
只
是
¥

判
決
理



由

之

法

學

上

的

素

質

，
在

程

度

上

亦

非

常

仰

賴

國

民

對

法

官

之

信

任

。
此

一

信

任

特

別

來

自

於

法

官

之

外

在

與

内
在

的

 

獨

立

(
a
e
u
s
s
e
r
e

 Un
d

 in
n
e
r
e
U
n
a
b
h
a
e
n
g
i
g
k
e
i
t

 
)
及
其
並
對
現
實
的
政
治
爭
議
上
保
持
明
顯
可
以
被
肯
 

認

的

距

離

=
如

果

法

官

之

對

政

治

問

題

之

意
M
表

達

易

於

動

搖

此

種

信

任

’
即

會

損

^1

本

法

上

法

官

之

形

象

(
 

R
i
c
h
t
e
r
b
i
l
d
)

。

C)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在
本
二
件
受
指
摘
之
裁
判
中
已
將
所
有
此
些
憲
法
旨
量
在
列
。
苴
；作

爲
基
礎
之
審
査
標

 

準
並
未
以
不
受
許
可
之
方
式
限
制
到
憲
法
訴
願
人
之
意
見
自
由
。
此
些
判
決
毋
寧
已
考
慮
靈
過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五
項
所
®M

之
公
務
員
與
法
官
身
分
之
基
本
原
則
’
此
些
原
則
在
必
耍
的
程
度
上
可
合
理
限
制
職
務
外
之
政
治
意
見

 

表
達
自
由
。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之
見
解
在
此
是
合
理
且
適
當
，
因
此
也
是
憲
法
上
無
可
指
摘
的
，
特
別
是
其
認

爲
，
如
果

 

爲
了
強
調
某
一
職
務
擁
有
者
在
某
政
治
爭
議
上
之
意
見
，
並
由
於
職
務
之
介
入
使
之
能
更
！̂

地
表
達
出
該
職
務
擁
有

 

者
之
政
治
上
見
解
，
則®
^
對
法
務
所
塑
造
之
聲
餐
及
國
民
對
之
信
賴
即
已
被
利
用
，
並
已
被
當
作

I

種
賭
注
，
 

此

已

違

我

務

。在
此
些
案
型
上
的
確
有
此
種
危
險
存
在
，亦
即
(人
民
對
)
法
官
之
獨
立
性
與
封
檢
】1
呂
之
公
 

共
利
益
取
向
信
任
會
受
到
損
害
。

2
.
聯
邦
行
政
法
院S

上
開
標
準
認
爲
憲
法
訴
願
人
备
：又
懲
誡
係
正
當
之
見
解
亦
不
至
侵
宝

e

 (憲
法
訴
願
人
)
特
 

別
之
憲
法
權
利(s

p
e
z
i
f
i
s
c
h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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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就
該f

情
況
之
涵
攝(s

u
b
s
u
m
t
i
o
n

 

)

’
並
未
在
各
該
相
關
之
審査
標
準
下
曲
解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之
—

及
射
程
。
在
此
範
圍
内
之
衡
量
因
此
是
可

 

以
接
受
’
無
論
如
何
亦
非
恣
意
’
因
此
與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符
合
。



(
就

法

官

意

見

自

由

之

問

題

尚

可

議

H
a
g
e
r

’
g
w
 i

, 1694.)
—
註
一
基
本
法
第
三
士
二
條
第
五
囊
定
：
服

八

翁

警

之

權

利

覆

囊

公

^

^

原
則
定
之
。



關

於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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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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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U
-
G
R
Z

一
九
九
三
年
，
第
二
十
八
頁
以
下

墨

 

雲

：
洪
家
殷

主
文

理
由

I
、
事
件
背
景

L
「
軍
人
皆
屬
潛
在
的
謀f

」
論
點
之
源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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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訴
願
人
之
背
景

4.
 

法

蘭

克

福

邦

法

院|

九
八
九
年
十
月
二
十
日
之
判
決

5
.
 

訴
願
人
被
付
懲
誡
程
序

^

I

I

E

S

二
七
三



7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曇
懲
誡
庭
之
程
序

 

.a)
對
馨
査
之
内
容
不
得
斷
章
取
義

 

2
非
刑
法
塞
我
下
之
謀
_

■̂
判
決
—

⑴
違
反
軍
人
法
第
十
1

六
項i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⑵
違
反
軍
人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⑶
違
反
軍
人
S

十
七
f

二
項
 

⑷
漬
職
罪

?

訴
願
人
及
聯
邦
政
府
之
意
見

L
訴
願
人
主
張
其
賣
自
由
基
_

及
平
等
權
受
到
侵
害

a)
 

只
有
一
般
法
律
可
以
限
制
意
見
自
由

b)
 

得
限
制
意
見
自
由
之
理
由

 

C)

懲
誡
不
合
比
例
原
則

d)
未

簾

靡

價
値

内
貪

又

到

霞

 

d
雪

懲

誡

庭

靈

地

解

震

新

聞

啓

事

f>
原
判
決
違
反
平
等
原
則



2
•聯
邦
政
府
之
意
見

a)
 

軍
人
*

^

制
无
意
見
自
由

b)
 

懲
誡
未
侵
靈
見
表
達
自
由

 

C)
懲
誡
未
違
反
平
等
原
則

d)
 

核
S

略
未
違
反

M

、
聯
—

法
法
院
，
對

議

裁

憲

理

由

<
原
判
決
違
昼
本
法
第
二
蠢
一
項
連
結
法
治
國
原
則
以
及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
 

1
法
麝
一
般
法
律
之
職
及
適
用
原
則
上
不

®

法
法
院
審

査
 

a)
^
&
意
見
自
由
之
目
的
 

2

紀
S

上
處
分
係
對
意
見
表
達
自
由
之
限
制

 

d

i
s
仃
政
法
院
之
判
決i

囊
法
上
之
要
求

 

出
基
8

誤
理
解
之
判
決

e)
 
w
<
仍

有

克

製

言S
i

m

務
 

5.
訴
願
人
可
以
援
引
上
揭
理
由

S.
必
要
花
費
賠
償
裁
定
緩
聯
馨
法
法
院
法
第
三
十
四
二
項
規
定
。



二
七
六

判

決

姜

1

_

行

政
法
院
一
九
九
一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曰
之
判
決

—

 

2

 WD

 22
.
9
1
-

侵

害

了

訴

願

人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

項
第
一
句

 

之
基
—

利

'，
該

判

決

刪

，
本

案

由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重

行

審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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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
決
理
由

訴
願
人
爲
四
十
九
f

職

業

軍

人

’
對
於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

第
二
兵
役
庭
——

一
九
九
一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之

 

判
決
提

起

憲

法
Iff
願

’
由
於
該
判
決
以
其
職
務
上
之
過
錯
，

從

i

降

級
爲
上

尉

。

I

 H

1
自
一
九
八
三
年
以
來
’
法
蘭
克
福
的
斐
特
烈
——

艾
伯
特
學
校
在

毎
年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爆
發
的
那
一
天
’
均
 

舉
行r

和
平
日
」
活
動
，
在
活f

,
會
提
出
阻
止
戰
爭
的
各
種
不
同
觀
點
.，
並
予
以
討
論
。

I

九
八
四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曰
以
「
釋

和

^
——

確
保
和
平
」
之
主
題
下
’
舉
行
此
種

r
和
平
日
」
’
重
點
在
於

一

^
全
反
應
當
時
大
衆
間

 

之
重
大
爭
議
，
關

於r

北
約
組
織
雙
重
決
議
」
之
實
施
，
在
西
歐
已
開
始
裝
設
美
國
中
距
®
^
器

’
其
主
體
並f

帶
 

核
子
彈
頭
——

以r

和
平
政
策
之
核
子
耍
素
」爲
主
題
。
針
對
此
主
題
’
 
f

了
由
和
平
運
動
之
代
表
及
聯
邦
國
防
軍



之
年
輕
軍
人
蠢
之1^

1
#

。

此
討
以
電
視
影
片
開
場

-
-
^
關
美
國
及
蘇
聯
核
子
武
器
之
概S

——

以
核
子
武
S

射
在
中
歐
，
以

及

因

此

塞
S

可
能
義
之
略
毒
’加以討論。在
防
部
代
表

S

S

W

W 
\

於

說

明

北

證

 

織
和
平
政
策
之
理
念
聋
任
爱
S

 

-

確

信

核

子

置

可

以

防

止-

 i

s

「
重

防

止

孳

馨J 

共
同
®

A
A
博士’
論
子
戰
重

|H
l
!g

性
’
及
因
此
生
對
市
民
之
集
體
雲
。其
次
’其
 

f

，
在
戰
f

 ’
人
們
如
同
軍
人
必f

某
些
事
情
’
而
這
些
事
情
！

們I

,
在

r

 1

生
活
中
根
本
無
法

 

想
像
，
也
就
是
必
須
殺
死
其
他
人
——

包
括
軍
人
及
平
民
—

在
某
f

a

下
甚
至
是
集
體
的
。
因
此
-
軍
人
係
處

於
此
R

況

，
其

必

麗

由

訓

練

，f

套

墨

醤

則

，
霞
在
必
要
時
得
以
抑
髮
本
能
上
之
殺
人
障
礙
。
對

 

於
命
令
反
射
盡
執
行
’
 

到
有
此
後
果
’即
經
由
囊
武
器
髮
之
產
4

可
能
以
按
紐
苛
計
數
的

 

人
毫
無
分
別
馨
屠
殺
。
此
在
必
要
時
，
必

述
爲

-
種
謀
殺
。
在
此
種
—

上

’
和
平
活
動
之
代
表
6旦
稱
：r 

任

 

—

r

s

是
 i

，
w
先
生
 

j

。
在

進

一

霞

討

 

’
■A
博
士
說
明
，當
他
提
到
任
河
軍
人
的
謀

M
r

時

’
 

軍
人
的
訓
練
’
即
經
由
訓
練

-

以
 

謀
殺
的
集
體
屠
殺f

t

’
從
邏
輯
上
而
言
’
必
須
說
成
是
.

r

謀
殺
的
技
巧
」
。
.在
此
關
係
上
’
其
提
到
’
 

r

在
聯

 

邦

國

防

置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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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

Z

S

A

f

 S

a

5

i

i

s

n

?

»
-

法

法

院

一

i

—
w

 

i

九

八

六

年

九

月

四

日

判

靈

量

-
因爲
以
侮

二
七
七



二
七
八

。
壁ii

不
服
上
訴
，由
法f

福
地
產
院
在
一
九
八
七

a
H
H

 一
月
八
日
院
之
判
決
，並一是

c®

罪

(
N
J
W

 

1988,—
f
f

.
)
，
此
判
決
在
大
衆
勢
起
赛
及
長
S

置

(
_

D
a
u

刑
法
上
對
聯
邦
國
防
軍
尊
變
議

 

N
J
W

 

i
,2650

 

f
f.)

 ̂

^

及
®

國
防
部
長
爲
共
1

’
提
起
上
訴
，
由

法

蘭

院

在

-九
八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蘭
被
上
訴
之
判
決
，
並
且
發
回
地
產
院
另

一

 

’
重
新
調
査
晝
囊
判
(NJ

W.

 1
900
9
,
 

S
.13 s7 f

f

.
)
。摄
新

的

調
査
，
篇

克

福

^

U

院
第
二
十
九
大
轚
法
庭
，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月
二
十
日
同
樣

 

地

蜃

靈

達

一

九

八

六

年

九

月

四

日

裔

決

’
並
官
吾

A
博
士
無
罪(s

t
v

 19 g
.73 f

f
:
)

。
羅

判

決

畜

容

 

’
籠
國
民
罪
(刑
法
第
一
百
三
t

)
 l

i

f

 

’
因
爲
莖
口
囊
達
並
|

§

條
要®

®
害
其

 

他
人
之
人
性
尊
嚴
。

，
侮
辱
罪
(刑
—

一
百
八
十
五
條
)
之
f

要

，
蓋共
同愿

n
w
及

麗

國

 

防
軍
：̂

爲
是
i

構。
&任
何
防
軍
軍
人

i

達，

法院
的裁
判，
黯
 

法
確
認
對
於
集
體
之
侮
辱
及
因
此
而
拿
構
成
羃
之
侮
辱
。
但
被
告
之
表
逹
最
後
仍
是
刑
罰
的
’
因
其一

 

注
意
到
基
本
：

W

五
條
意
見
自
由
之
特
別
f

，在
政
之
相
互

1
S1
—

乃
是
維
S

(合
法
之
利
益
(
刑
法
第

 

一
百
九
十
三
條
)
。

這
個
一
再
i

述
爲
「
軍
人
判
決j

之

灣

’
立
即
在
大
衆
間i

強
烈
的
反
應
’
尤
碁
疋f

國
防
i

軍
人

 

。
因
此
，
當

時

的

聯

邦

國

麗

爵

托

爾

騰

傷

士

 ’
在
一
九
八
九
¥

月

二

士

百

之

「
星
期
天
世
界

J

 i

n
，
發
 

表
了
以
下
聲
明
：

r

此
判
決
是
全
然
不
可
最
置
仃
的

-
雖
霞

霍

囊

個

別

事

件

*
而
且
主
審
法
官
業
已
在



始
時
聲
明
，
此
裁
判
絕
非
是
描
述m
人
爲
潛
在
謀
|

之
1

書

，
然
而
在
大
衆
間
卻
了
解爲
就
是
i

M

書

。
基
 

於
對
於
我
們
軍
人
及
數
百
萬
以
前f

所
負
之
責
任
，p
lt
無
法
忍
受
此
種
祺
情
。
」

.此
外
*
聯
邦
國
防
部
長®

在
一
九
八
九
$

月
二
十
四
日
的

r

聯
邦
國
防
軍
觀
點
」
刊
物
上
，
作
了
以
下
公
開

 

聲
明
：

r

儘

管

此

判

決

，
我

確

信

•*誰
描
述
軍
人
是
潛
在
謀
^

I

 ’
就

是

對

和

選

生

懷

疑

。
其
損
害
了
當
時
聯
邦
國
防

 

軍
約
五
十
萬
服
役
及
數
百
萬
以
前
軍
人
之
人
性
尊
嚴
。
此
與
我
國
人
對
於
我
國
聯
^

國

防

軍

所

防

會

中

之

和

平

 

共

同

生

活

無

關

。
因

此

’
我
判
斷
此
種
不
尊

0.
人
性
之
表
達
’
應

受

刑

罰

。
令

人

遺

憾

的

’
法
蘭
克
福
地
方
法
院
對
於

 

現

行

法

之

解

釋

此

種

破

壞

名

譽

之

表

達

卻

不

受

刑

罰

。
我

必

須

強

調

，
對
於
我
們
國
家
服
役
中
軍
人
之
名
譽
，
應

 

有

效

地

保

護

’
即
藉
由
最
高
法
院
之
裁
判
，
或
者
在
必

要

時

，
藉
由
修
正
當
時
可
能
不
夠
圓
滿
之
法
律
’
聯
邦
國
防
軍

 

之
軍
人
絕
非
潛
在
的
謀
^

I

，
毋
寧
說
他
只
是
盡
其
義
務
，
在
緊
急
i

;會
投
入
自
己
的
生
命
以
防
衛
所
有
人
的
和
平

 

及

自

由

4

括

醫

生

及

法

官

二

3.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十
一
月
四

H -
星

期

六

，

「
達
姆
斯
訊
息
工
作
團
」
於

波

b
s

——

巴
登
戈
德

斯

貝

舉

辦r

第
六
屆

 

哈
特
貝
格
座
談
會
」

’
以

「
形

成

介

於

東

西

間

霜

之

措

施

」
爲
主
題
之
討
論
會C

.

此

工

作

圃

在

-
九
八
三
年
源
自
於

 

「
北
約
組
織
——

雙
重
決

議

」
之
公
S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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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平
民
i

者

’
其
並
批
評
聯
邦
國
防
f

部
意
見

之

形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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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
第

三

世

界J

交
運
武
器
之
問
題
等
議
題
"

二
七
九



二
八o

在
1

—

開
始
之
前
，一

個

r

達
姆
斯
特
訊
息
」
的
成
員
，
針
對
一
九
八
九
¥

月
二
十
八
日
「
法
蘭
克
福
展
望

 

」
報
上
所
刊
載
的
法
蘭
克
福
地
院
刑

i

主
席
口
頭
上
之
判
決
理
由S

明

’
認
爲
工
作
團
有
必
耍
提
出f

的
 

立
場
，
並
草
擬
出
一
份
文
件
’
 
I

在
薩
爾
地
區
傳
閱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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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散
佈
。
此
由
總
數
二
十一

個
更
吕
所
f

之
新
聞
聲
明
，
具
有
以
下
之内
容
.*

r

我
們
逵
姆
斯
特
訊
息
工
作
團
之
軍
人
，
向
法
蘭
克
福
地
產
院
第
二
十
九
大
刑
事
庭
一
九
八
九
年
十
月
二
十
曰

 

所
謂
的r

軍
人
判
決
J

I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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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
「
所
有
軍
人
是
潛
在
的
課
殺
者
」
的
 

陳
述
’
在
内
容
上
是
正
確
的
。

根
本
且
仍
然
-
直®

之
核
子
嚇
阻
戰
略
’
會
使
我
們
良
心
不
安
，
因
爲
當
它
失
效
時
’
必
然
會
造
成
大
量
毫
無

 

分
別
之
屠
殺
。

相
對
於
聯
邦
國
防
部
長
，
我
們
認爲
，
對

決

及

龙

；理
由
不
同
的
討
論
，
不
論
是
在
聯
邦
國
防
i

外
部
或
内
 

部

，
都
是
必
要
的
。

我
們
穿
f

國
民
之
尊
嚴
不
需
耍
特
別
地
保
護
！

訴
願
人
f

爲

「
達
姆
斯
特
訊
息
」
工
作
幽
之
成
員
’
但
由
於
職
業
上
之
原
因
未
能
參
與

r

第
六
屆
哈
特
貝
格
座

 

談
會
」
，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十
一
月
六
日
’
由X
作
團-

0
-
^

成
員
以
電
匪
&

有
關
預
備
之
新
聞
聲
明
’
而
了
解
到
其
内



容

及

所

意

圖

之

鼇

。
因爲
其
同
意
此
項
活
動
’
並

認爲

内
囂r

適

震

表

達j

 -

其
同
意
以
其
名
字
及
靉
作爲

 

聲
明
者
。
對此
’
其
繁
到
在
麗
前
不
苘
之
討
論

j

 〇
s

i

s

—

於
一
九
八
九
？

-月
七
日
嘉

一

一̂

霧

旨

家

發

送

’並
馨
工

 

作團言
人

S

的
說
明
’
要

求

修

正

得

發

射

核

子

北

約

組

織

戰

略

’
也
寄
給
所
有
翼
衆
議
院
議
員

 

〇

在
科
隆
的
市
政
通S

波
S

民

菌

會

新

疆

蠢

也

報

導

了

 
S

「
逹
姆
斯
特
訊
息
」
的
聲
明
。

4.
 

在

大

衆

間

震

#s

法
®

院
一
九
八
九
¥

月
二
十
日
之
判
決
，由
於
國
家

^

P
D
S

 (疆

 

告之不服，由

法

在

-九九一年三月十
I

日

蠢

，
並

l

r

s

.

s

'
l

—

^
及

®
f

i

—

'
i
ll
之

刑

誓

i

九
十
三
條
之
說
I

!

充
分
’
尤
其
i

判
決
中
，
對

襄

名

5.
 

基
於
新
聞
聲
明
上
之
署
，
對

於

訴

願

人醤
紀

置

序

*

5

1

兵

旅

的

I

九
九
。
年

四

旱

八

日

’
餐

5

之

蜃-

願

人

i

第

五

裝

黑

襲
B
在
一
九
九
o

f
 

C

月
一
日
’露

訴

願

人

進

行

院

*

s

 ,
訴
願
人
對
原
先
之
處
罰
所
提



二
八
二

&

在此
四庭
在一
九九

I

年

二

月

二

士

百

，
判
1

願
人
因
®

^

上
之
過

 

鍇

f

 ’
 並且在六

毎

個

nt̂
i
t

二- h
^

M

 .
,
同

時

^

程

- b^
m
n
!

0

0
,
 i

i
»
i

i

i

»
i

i

i

i

w
 -
S

A

i

s- M

i

s

在
^

^

制
表
逢
i

務
，
而
此
—

到
％

^
畏

所

必

(軍
人
法

|
8
+
*
-
1
(
項

>

，此
 

外

’
故
意
的
損
害
同
士i

之義務(軍人法¥

二
蠢
二
句
)及

職

圏

圍

外

變

義

務

 

<

 軍
人

 

法

罕

七

麝

二

項

第

二

句

)
。

訴
願
人
對
此
判
決
——

基
籍
罪
之
目
的
——

以

及

肇録

糞

目

一

圍
内
以
降
級
爲
目
的
丨

 

i
囂

起

上

訴

。

7.
對
於
一
九
九
-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曰

^
5
*

之
判
決
.，
！

行
政
法
院
第
二
兵
役
庭
駿
回
訴
願
人
之
—

 ’
並
基

於

驚

上

之

過

錯

’
 
i

蠢

上

尉一

4早

_

紀

律

糞

目

秦

？

法
院
f

 ’訴
願
人
在
新
聞
聲
明
上
之
簽
名
’

爲

依
照
軍
人
法
第
六
項
’第
十
二
：

W

二
句
’
第
十
七
條

第一項，第

二

囊

二

旬

。

a)
因
爲
r
s
^

^

g
^

J

I
作
画
一
九
八
九
¥

 
I

月七日
之̂

®

明，已

經

,
所以

1

 #
^

i
#

s

i

i

§

s =
 f

 i

i

f

f

i

s
'

落
及
文
旬
••肇

靈

醤

〇

因
此
，
法
^

明
中
*
震
f
隻

固

的

及

晷

，
而
此
係
訴
願
人

î
5
i
H

他
上

 

訴
審
理
中
之
辯
詞
耍
拘
束
。
準
此
’
在

聲

明

的

第

三

舉

所

包

含

禹

容

(

r

根

本

且

黛一

 

核

子

置



戰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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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
中
心
文
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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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不
安
的
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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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慮

，
以
 

及
其
會
激
起
適
當
地
批
評
意
兒
形
成
。
聲

明

中

之

第

I

段
i

四

段

，
針

對一

九
八
九
年
十
月
二
十
日
法
蘭
克
！̂

方

 

法

院

之
判
決
，
得
歸
類爲
政
治
上
之
聲
明
，
並

追

求I

定

之

目

的

。
本

此

觀

點

，
訴
願
人
之
辯
詞
可
以
理
解
爲
1
其
藉

 

由

聲

明

有

助

於

關

於

地

產

院

判

決

之

討

論

之

裏

’
且

將

反

抗

依

其

意

見

被

提

出

之

判

決

賽

。
關
於

A
博
士
無
罪

 

之

討

論

’
尤
其
此
項
文
句
所
激
起
：

「
任
何

&

人
是
潛
在
謀
f

」

。
此
文
句
在
新
聞
聲
明
第
二
段
第
二
部
分
被
採
納

 

，
並

以r

所
有
軍
人
是
潛
在
的
謀S

」
被

重

複

。
因

此

，
訴
願
人
認爲
該
文
句r

在
内
容
上
是
正
確
的
」

，
在
其
表

 

逢
内
容
上
已
適
當
聲
明
’
其

在

呼

反

對

核

子

嚇

阻

戰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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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
S

現
並
特
別
注
意
及
傾
聽
。

因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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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訊

息

」

’
使
其
考
慮
到
關
於
北
約
組
織
之
戰
略
’
以
 

及
對
此
問
題
之
討
論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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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

，
認

 

爲

r

所
有
軍
人
是
潛
在
的
謀f

在
内
容
上
是
正
確
的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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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
單
人
。

2.

與
訴
願
人
之
答
辯
相
同
，
法

庭

並
不
將
「
謀

殺
者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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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是
依
據
此
i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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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値
之
描
寫
’
其
在

二
八
三



二
八
四

倫
理
/
道
理
上
以
高
度
不
正
當
之
s

作

爲

。
「
潛
在
的
」
意
藹
依
照
一
般
及
解
釋
(
督

定

’
德
語
及
外
寐
i l L

ĝ
I E

確

 

寫

法

，
第
十
九
版
，

一
九
八
六
年
，
第
五
四
一
頁
)

，r

可
能
的
，
有
可
能
性
之
狀
態
」

。

.d
倘
若
訴
願
人
歡
迎
「
軍
人
判
決
」
，
並

提

出

「
意
見
之
抗
爭
」
-
苴
(有

關

r

核
子
擴
散
戰
略
」
之r

良
心
上

 

不
安
」
已
經
顯
示
出
來
，
此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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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在
聯
邦
國
防
i

外
部
或

内
部
’都
是
必
要
的
。
」以
！

國
防
軍
軍
人

r

尊
嚴
之
特
別
保
護
」
，
其
說

 

是
與
紀
律
法
上
無
關
的
’
且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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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r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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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
人
當
作r

所
有
軍
人
是
潛
在
的
謀
殺
者
」
’
而
且
其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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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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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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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七
S

一

項
之
軍
人I

找
務
。
依
軍
人
法
第

 

十
條
第
六
項-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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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七
條
第I

項

，
軍
人
必
須
遵
守
紀
律
，
因
此
苴
(應

對

長

宫

忠

誠

並

在

機

構

m

制
地
適
應
且
服
從
。
任
何
長
官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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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級
長
官
而
言
)-

則
須
審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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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本
人
權
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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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観
六
項
之
表
達
抑
制
’
及
依
基
本
法
第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在

 

r

意
見
抗
爭
」
中
之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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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
能
性
遭
受
妨
礙
5



如
此
就
是
這
種
情
形
’
當
由於
表

達
-
長
官
將
不
焉
毫
無
限
制
地
熟S

M

導
、訓

練

任

務

，下
級
顯
出
忠
 

誠
有
問
題
，當

士

兵

因

此

不

再

，其
會
正
確
的
、不
偏
地
、

履

s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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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有
軍
人
是
f

謀

馨

」
之
一
一
=
■

’
 

在
内
容
上
正
確
’
訴
願
人
已
經
是
不
客
觀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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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麗

如

同

毫

籠

別

的

政

籰

暴

達

丨

此

也

且

根

本

就

是

以

馨

尊

嚴

及

-B
-S

S
S

方

式*

肇

昼

辱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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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激
起
了
無
益
的
纏
’
且
在
聯
邦
國
防
幕

 

地
濫
用
。

「
所
有
f

…
…
」
之

馨

一

*

^

面

地

置

是

羹

異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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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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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迫
以
核
子
武
器
所
爲
集
體
毫
無
區
别
 

地
屠
殺
。
訴
願
人M
i
知
悉
’
在
防
衛
之
狀
況
下
如
果
發
生
此
種
情
形
，
也
只
_
很
少
部
分
的
軍
人
-
會
直
接
或
間
接

 

地
從
事
核
子
武
器
之
發
射
。
此

種

蠢

以

宜

雲

’
也

不

足

以

具

署

讓

蘭

克

福

r

軍
人
判
決j

。
因
此
’
 

其
以r

所
有j

軍
人
有
此
可
能
’
在
倫
理
及
道
德
上
高
度i

之
行
爲
’
以
說
明
「
成爲
並
一
良
心
謀
—

之
狀
態
及
可

 

補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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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
情

且

r

 ®

的

」
效

果

的

謹

。
其

 

簡
直
就
是
在
討
論
問
題
上
「
火
上
加
油

J

 
’
且
挑
起
了
聯
邦M

M

軍
上
級
'
0

及
下
級
軍
人
間
之
矛
盾
’
此
已
藉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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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聯
邦
國
防
至
軍
人

 

並
不
是r

軍

豐

義

者
1_
’
而
是
民
主
匿
之
國
民
’
其
要
^

5

秦

及

下

級

’
以

蜃

及

尊

敬

套

良

知

二
八
五



二
八
六

判
斷。
此

種r

認
爲
是
正
確
的
.

一
一

糞

達

4

以
在
麗
國
防
軍
_

篇

被

誤爲

r

所
有
軍
人
S

在

的

謀

馨

 

J

。
在
®SiSSt

明
中
採
納
此
S

容
-其

是

如

此

議

似

的

和

置

義

者

’

 i

K

拒
絕
任
何
的
肇
防
衛

 

-

在

有

麗

謹

聯

邦

共

和

國

之

防

重

織

之B

，尤
其
是

爲

國
家
男

一

部
分
之
防
軍
及
其
軍
人
 

>只因

爲
其存在}

辱

-■因此

-

l

A

^
i

f

u

—
m

 

r

所
有
軍
人
是
籩

 

的
謀
_

」
在

内
容
上
壁
確
，他

已

麗

絕

本

法

及

倫

理

\
道

德

露

軍

位

及

任

窆

要

求

，此

s

l

s

x

l

i

x

^

 -

其

藉

由

新

屢

明

所

追

裘

晷

已

經逹
成

’
已
不
I

s

納
先
前
之
說
明
4

至
因
此
在
闔
明
依
基
銮
第

 

五s
m

 一
項
自
由
意
達

-N
W

I
利
之
特
別
囊
及
範
圍
’
亦
已
不
再
是
必
要
的
’
蓋
此
種
表
達
之
適
用
’
已
逾

越

了

輩*
-
|
-
^
^
條

'
 ¥

七

置一
項
-Nii^

 -

s

訴

願

人

巳

曼

旬

之

簽

名

-
不
僅
僅
是
相
互
間
之
認
許
，
而

其

麓

S

考
慮
及
尊
重

 

，

害
S

邦
®

^

其

他

同

妻

蜃

及

蠢

，
且
因
此

靈

了

 

1

條
第
二
句
I

同
志
關

 

係

產

務

。
軍
人
i

十
二
簾
二
旬
係
在
防
止
此
種
行爲
-
即
在
客
觀
上
而1M

 ’
馨
到

軍

隊

之

團

結

’
彼
此
間
之

 

震

及

蠢

*
 S

互
間
之
投
入〇

 

結
*在
賽
上
乃
立
裔
係

i

爲
S

上
之
任
務
*
 

要
求
相
互
之
®

及
確
信
’
與
無
條
件
的
得
以
彼
此
互S

賴

二

個

軍

人

若

嘉

壽

同

奎

尊

嚴

及

價値
S

利
 

，
醬

棄

此

霜

互

間

，
且
干
擾
了
因
此
而
來
之
蠢
上
團
結
以
及
最
後
部

S

投
入
。
上

贅

官

由

餘

種

 

S

 ’
同
時
S

毀

了

其

需

。
在

聯

邦

國

防

至

肇

霸内

’
 

從
幕
別
之
囊
’
只

囊

在

確



信
及
®

之
上

’
因
此
若
違
反
了
同
志
—
i

務

’
將
髙
度
地
危
f

 

團
結
及
i

性

。
®
^
願
人
所
f

 

之
聲
明
，
表
現
出
嚴
重
之
毀
謗
及
$

許
之
誣
蔑
’
 

：！̂
^

聲
明
’
其
他
的
軍
人
在
道
德
上
已
不i

。
因
此
’
聲
明

 

之

，
已
向
其
同
志
16̂
了
§

務
上
之
倫
理
，其

t
w

-
<

已
在r

工
怍
—

j

中
加
入
毒
氣
，
其
權
威
發
生

 

問
題
-
且

深

麗

干

擾

了

彼

此

間

之

議

’
以
及
在
急
迫
與
危
險
時
互
相
予
以
協
助
之
蠢
。
因

爲
這
並
非
取
決
於
’
 

是
否
以
及
那一
 ̂

^

國

防

軍

的

芡

’
由

馨

訴

願

人®

^

 

之
倫
理
\
道
德
上
無
1

之
判

 

斷

耍

譽

 >
 或
_

覺

到

饕

害

-
此
毋
寧
是
在
於
-
釐
文
旬
馨
地
干
擾
了
訴
願
人
之
同
志
之
尊
嚴
及
覆
>
 

違
反
了

 

十
二
謂
二
句
之
職i

務

。
藉
由
此
i

定
以
編
同
志
之
尊
嚴
，
儘
管
刑
法
第
一
百
八
十
五
條

 

已
f

護
人
性
尊
嚴
之
一
般
性
法
益
；
因爲
在S

i
M

上
——

不
—

i

法一

^
不

是

在

應

錯一

般
人
所
保
證

 

法
益
之
保
護

 '而
是
以
講
秩
運
作
-餐
因
此
而

i

軍

隊

功

蜃
爲
目

的

*
 S

篇
判
決
對
於
大
多

 

數

人

之

侵

蠢

力

在

此

不

。
訴
願
人
不
得
主
張
刑
董
一
百
九
十
三
條
爲
蠢
理
由
；
因
爲
此
規
定
並
不
存
在

’
且
不5

^
^

適
用
-
因
爲
在
合
理
的
範
圍
齋
表
達
出
正i

評
’不
得
違
上
級
及
下

f

職
務

 

義

務
C
獲
告
發
的
文
旬
中
所
顯
示
出
之
蠢
同
董
倫
理

\

道
德
無
價
値
之
s

 

第
五
權
一
項
中

 

之
權
利
及
意
義
'
並
無
法
證
明
是S

的

0

(3)
此

外

’
訴f

也

軎

文

句

之

■
,

違
反
了
基
本
法
¥

七
條
第
二
囊
二
旬
之
義
務
，
即
不
服
勤
務

 

時

，
其
在
職
務
上
之
軍
營
及
設
施
外
之I
M
 

-

不得嚴重地侵防

i

f

,
以
及
在
其
職
務
上
之
§

所

 

必
要
之
尊
重
舆S *

。
當

~ 

©
W

人
之
行

爲
，在
客
已
適
當
^

gf

上
述
之
效
果
時
’
即
已
足
夠
；
不
需
要

二
八
七



二
八
八

侵
害
之
證
實
。由
於
訴
願
人

^
^

3
*

文
旬
之

内
囊
示
同
意
，
此

已

適

當

國

防

軍

產

嚴

之

 

職
務
’
 

出
1

。
糞

願
人
^

防

置

「内
部■

 

1

分

子

」

’
 

S

要

-
’此
 

地
描
所
有
軍
人
爲
f

謀

馨

是

「内
容
上
正
確
的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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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麽
一
個
理
性
的

 '客
觀
的

f

値

的

’必

形

，霞
德
墨
5
1
共和國部隊之倫理

\

道德
 

i

法
-
霉

蠢

之

謹

❶其
必
然
由
此
議
•■即

轚

並

未

有

責

任

去

本

法

之

蜃

秩

序

 '公
益
 

、

麗軍人在誤解之麗中，成

爲
S

德

上

商

者

-訴雙奎張，乃 

是
降
低
了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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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黌

撤

除

了

舊

其

職

務

上

之

醫

我

務

不

穩

固

"
且
侮
辱
丁
聯
邦
國
防
■

鼉

褽

國

家

社

皇

義

不

法

政

權

之

 

i
»

f

 

i
s
-

w
g

K
S

賴

五

蠢

一

 
？

-

亦

不

蠢

鼍

墨

的

G

⑷
虜

訴

願

人

有

責

地

違

反

了

軍

人

六

項

，
¥

二
權
二
句
，
第
十
七
條
第

I

項

，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之

職

i
W

務

，
其

已

觸

S

 了

軍

人

法

第

二

十

三

握

一

項

之

職

務

謹

。

錯
’
 

’
 

w
^
l
l
l

的。

离容

上

「
所
有
的
謀
馨
」—
 

訴

’
訴
願
人
已
損
害
了
 

防
i

委
託
’且
以
方
式
’干

f

邦
國
防
i

軍
人
’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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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法

治

國

家

之

防

衛

’
苴
勢
於
和
平
之
要
求

 

暴

略

之
S

。
作

爲

部

’
麗

國

防

囊

到

達

及

法

，
同

時

也

靈

疆

法

-
般
原
則
產
束
。
軍
人



被
S

倫K
N

道
德
上
無
價
値
—

斷

’
成
爲
「
漥

的

謀

馨J

 
’
乃
是
f

l [
的

及

靈

的

’
其
以
任
何I

篇

 

邦
國
防
i

軍
人
’
在

履

行

其

馨

上

之

義

籌

*
 

上

馨

達

高

靈

不

夠

馨◊ ®

$

I

此
法

上
之
軍
人
，
必
然
會
產
生
懷
疑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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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籌
m

會
發
生
在
此
種
具
嘉
畏
職
位
之
譽
’
耋

是

如S

願

人

譽

i

人
之
職
級
越
，

 

因
宜
M

擁

有

之

上

級

權

簾

霣

泛

’
在

此

例

中

陰

加

麗

-

在

表

畢

馨

’
黯

同

在r

露

斯

斯

特

訊
息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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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評
價
其
鬵
過
錯
時
，
違
背
同
士
 
也

具

之

靈

，
因

爲
訴
願
人
將
軍
人
之
同
士
裡
與

r

謀
殺
可
能

 

性

」
同
等
看
待
，
已
侮
辱
到
同
士
 

,
並
在
倫
理

\

 

無
®

^

斷
上
，
加

-

訴

願

人

蠢

警

’
對
於
其
行爲
之
整
+體
評
價
’
尚
蠢
到
無
法
負
荷
之
地
步
’
以
致
於
對
於
法
庭
而

一
一吕
’
剝
奪

 

其

職

務

關

靈
J

問
題
i

s

務
過
錯t

v
W
!

量

重

-
在
責
任
上
之
效
果i

度

-
訴
願
人
不
得
霞
8
轶
 

警

之

擊

"
由
於
其
作爲
軍
人
所
提
出
之
麗
—

國
防
軍
地
位
及
委
託

 '
在
倫
理
及
道
德
上
之
蜃

値
判
斷
-
使

 

f
藝

馨

之

撤

除
爲
無

可

避

免

的

。
但

是

此

糧i

只
侷
限
於
職
等
-在

此

仍

到

，訴
願
人
長
期
以
來
在
 

職
務
期
間
之
優
良
表
現
，
以
及
已
證
明
在S

、活動
力
所
務
上
之
表
揚
-

對
醤
序
上
之
中
止
’訴
願
人
清
癀
關
明
上
二
十
一
個
紀
8

上

訴
追
之
不
同
手
册
之
指
示
所
要

 

求
的
’
並
無
理
由
。
其
得
以*

-
W

 ’
 _

是
由
於
璧
到
平
等
遭
之
屢
原
則
以
及
正
當
程
2

權
利
’
覆

 

爲
程
序
阻
礙
*

蓦

者

之

齧

人

中

只

嘉

人

讀

以

之

程

序

丨

以

逵

慰

一

傲
百
之
葛

〇

镘

者

二
八
九



二
九
o

之

情

形

並

不

嘗

，
倘

董

無

兩

糞

他

方

式

之

案

件

已

力

的

被

決

定

*
則
應
一
直
存
有
轉
■

院
懲
§

 

可
能
性
i

鑒
於
目
前
法
庭
之
裁
判
’
對

篇

起

暮

亦

得

惠

原

因

’
對
2

他

「
達
姆
斯

S

息J

 

H

作
團
新
聞

聲

明

，立
即予以̂̂。

4

由
其
憲
法
訴
願
’
訴
願
人
率
篇
本
董
五
條
第
一
項
量
三
條
第
一
麗
本
權
利
之
侵
害
，
提
出
反
駁
。

a)
 

該
判
決
因
此
已
抵
觸
了
基
本
法
第
五f

 

1

項

’
囡
爲
屬
i

本
i

五
條
第
二
項
之
法
律
>

 S

只
 

有
可
以
適
用
馨
個
人
之
法
律
規
定
-
才
得
設
定
實
現
自
由
運
作
之
範
圍

。

此

意

馨
i

人
之
意
見
表
達
只S

此
 

•iV #

涉
及
紀I

b
K

,
當
其
*

—
案
在
此
並
非
如
此一

^
照
一
般
§

也
是
，
亦
即
依
照
刑
法
典
且
尤
宜
；是
依
照
刑
 

擔
一
百
八
十
五
條
-
是
被
禁
止
的
。
對
此

-

在
基
本
法
第
五
爾
二
項i

之
一
般
法
律
，
並
未
提
到
軍
人
法
之
特

 

別
職
務
秩
序
規
定
，
因爲
其
在
此
根
本
不
涉
及
對
任
何
人
裹
之
一
般
法
律
；
因
此
，
軍
人
法
適
用
在
新
聞
聲
明
之
簽

 

名
者
，
違
背
了
基
本
法
第
五
蠻
-
項

。

b)
 

除
此
之
外
i

人
法
規
驀
意
見
自
由
之
限
製
只
有
如
此
才
是
含
誇
’
即

在

個

華

*
此

對

於

高

輕

 

會
利
益
之
確
保
i

其
是
避
免
職
務
運
作
之
干
擾

-

對
於
B

國
防
軍
功
能
性
之
保
證i

防
止
聯
邦
國
防
軍
防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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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利
慣
値
設
定
之
意
義*

在
憲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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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方
面
之
權
利
？

在
所
籰
之
判
決
中
缺
乏
此
種
具
體

 

之
確
認
-
旣

審

生

屢

邦

國

防

麗

於

其

功

能

性

或

其

防

雪

託

之

具

翔

險

 '
亦

M
壽
其
職
務
運
作
上
之
具
體



干
擾〇

其

對

於

由

基

本

鋈

五

條

所

生

臺

之

限

鏨

不

充

分

 >
 當
所
震
之
判
決
只
是
針
對
此
種
想
像
上
之

 

可

能

性

，
即
有
時
可f

在
聯
邦
國
防
軍
之
領
_

發

生

干

擾

。
以
此

I

正
特
定
之
意
見
及
從
事
紀®y

a

上

之

懲

罰

，
 

並
不
_

分

。
其

次

，
此

翼

逵

並

不

會

引

致

該

當

之

干

擾

。
此

由

訴

願

人

所

馨

之

聲

明

，
在

此

旣

非

罢

面

的

，
 

亦
8

率
地
予
以
評
價
；
此

一
s
i

於
在
核
子
武
器
之
發
射
上
，
被
強
調
對
J

在
倫
理
\
道

德

上

醫
爲
i

謀
殺

 

者
——

對

於

慕

見

之

地

位

’
在i

般

公

蘭

之

討

論

的

獲

佈

*，其
甚
至
在
此
發
現
其
反
應
’
即
此
問
題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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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得
成
爲<1口

法
的
，
甚

至

在

專

業

知

有

爭

。
再
 

者

，
聯
^
0
防
部
之
1
§
及
；*

*

部

門

，
以

西

產

子

戰

略

「
有

糧

之

回

應

」
^
4
^
違
反
國
|

的

。
此
說

 

明
了
在
法
律
上
呈
現
出
’
 
一
個
遵
f

約

組

織

之

戰

略

而
释
之

核

子

武

雲

射

’
得

糧爲
刑

法

第

二

百

十

一

條

意

 

義

之

殺

人

者

。
基

此

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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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
價
爲
非
f

之

宣

示

。
因
此

 

，
不
得
被
說
成
是
危
害
聯
邦
國
防
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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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違

反

了

蒙

法

第

五

權

 

1

項
之
規
定
。
甚
至
當
由
此
出
發
’
即
在f

之
權
利
關
係
中
’
公f
蕃

被

允

許

’
以
公
開
之
意
見
表
達爲
違
反
義

 

務

’
而
加
以
禁
止
’
而
該
意
見
表
_

破
壞
聯
邦
國
防
董
功
能
性
’
因
此
藉
由
此
種
確
認
’
並
不
拘
束
其
得
採
取
任

 

何

製

’
以
貫
澈
前
述
之
禁
止
。
此
意
見
表
達
之
裏
’
其
所
顯
示
出
之

4
?
^
*
:

所
規

定

之

制

雙

間

.
必
須
存

 

嘉

過

衡

量

蠢

係

-
且
不
容
許
國
家
之
過
度
反
應
。
因
爲
’
在
另
一
方
面
’
 

高
度
’
墓
得
意
見
自
由

 

表
逹
之
風
險
爲
無
法
承
受
的
。
然
而
，
在
訴
願
人
之
情
形
中
，
被
處
罰
之
降
級
-
甚
至
將
訴
願
人
意
見
之
表
達
視

爲
職

二
九
一



二
九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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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一
般
刑
法
，

S

可
刑
罰
表
逵
所
適
選
限
度
。
因
此
，
贵

此

種

*

嚇

阻

努

，
已S

到
出

 

i

本
法
第
五
條
核
心
之
基
本
權
利
。

,d>
鬢

上

，
獲

TT
政

達

此

益

未

注

意

到

，
限

漏

奮

利

運

$

鋈

*
在
此
方
面
必
額
此
_

及

解M
l

本
櫂
利
之
意
義
’
即
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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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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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

被

允

許

高

的

要

求

.
-
此
 

在

所

震

备

決

中

被

忽

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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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方

式

’
而
有

 

瑕
疯
地

解

釋

-
代
之
以
聲
明
所
要
求
之
整
體
判
斷

-

法

院

露

紀

律

上

之

評

價

 >
 只
針
對
聲
明
之
部
分
i

包
括
此
旬

 

「
所
有
軍
人
是
潛
在
的
謀
i

。
因

此

’
此
部
分
之
聲
明
被
孤
立
且
*

^

到
聲
明
問
之
關
聯
而
被
評
價
，
法
院
直

 

嫌
到
職
務
過
錯
之
確
認
0法

院

明

之

解

釋

分

到

整

農

況

-那
個
部
分
之
聲
明
應
謹
明
 

〇

大
衆
間
之
政
治
氣
氛
丨
在
新
聞
聲
明
之
時
點

 >
 對

於

法

黌

福

地

S

院

所

謂r

軍
人
判
決j

存
有
過
度
之
批
評
=
 

在
大
衆
之
批
評
中
，
很

蠢

有

瑕

疲

地

評

論

該

判

決

’
鬆

像

任

何

人

從

此

可

以

不

受

刑

嚴

稱

呼

f

爲

謀

馨

-

 

上

’
「
潛
在
的
謀
？

概

念

’
對
於
在
法
蘭
克
福
程
¥

壁

芝

醫

生

’
也
只
有
在
與
核
子
集
體
屠
殺
手
段
之

 

發

籍

關

連

時

’
才

蠢

用

 '
也
只
有
在
此
情
形
’
才
得
宣
示
無
罪
。
因

此

’
蕾

新

聞

聲

明

’
磐

者

已

經

指

出

此

 

在

公

爵

論

中

並

未

被

充

分

考

慮

到

觀

點

*
而
且
藉
此
將
有
助
於
不
同
之
公
爵
論
•
，
對

此

i

s

疋

馨

蠢

於

最



近

以

核

子

大

量

纛

武

器

之

霧

-
作爲
基
礎
之
雙
方
■

馨

之

_
戰

略

*所

引

賛

心K
-

安

之

謹

，
迄
今
在

 

此

背

景

上

於

公

動

，應
該
再
度
激
起
公
衆
之
良
知
。對
於
同
—

聯
邦
國
防

i

貶
抑
，
並
不

適

蠢

翌

之

慧

。毋寧說其目的

s

 ’
 

，
軍

人
辇
無

法

承

變

問

題

-
於

黯

 

國
防
軍
之

内

外
以
及
基
墓
在
負
防
晝
任
之
政
治
家
’聳

知

悉

、

B

並
得
糾
正
缺
失
。
所
有
這
些

 

S

 ’
對
_

願

人

意

暴

謇

畫

要

的

，
但
所
顰
之
判
決
並
未
S

謙

分

肇

視

。

倘
若
聯
邦
S

法
院
論
及
’
此
聲
明r

而
且
也
根
本
就
是
以
_

尊
嚴
及S

之
秦
干
擾
及
侮
辱
聯
邦
國
防
軍

 

之
軍
人
」
’
也
是
對
馨
明
不
容
許
之
解
釋
。
此
聲
明
在
整
體
關
連
上
是
在

I

 ’
所
有
的
軍
人
’
但
並
不
特
別
指
明

 

是

—

國

防

t
P
h
N
E
s
K

。
如
—

所
有
的W

-<

 ’
則
因
此
其
得
免i

辱

’
因
爲
其一

^
早
在
刑
法
中
對
於
人
群
侮

 

辱
努
所
發
展
出
之
裁
判
——

缺

乏

震

侵

害

紀

8

理

馨

必

要

之

—

性

-
在

刑

法

只

奪

侮

辱

’
當
此

 

有
問
題
之
人.0

^

圍
充
分
地
被
霞
及
f

 ’
也
必
須
同
時
適
用
於

S
g

M

上
對
於
侵
害
尊
嚴
之
評
價
’
軍
人
法
在
此

 

不

爵

於
f

國
防
屢
立
特
別
的
尊
嚴
保
護

 
'此
種
進
一
盡
限
制
自
由
意
見
表
逵
逢
產
利
，而
此
只
 

有
在
刑
法
第
一
百
八
十
五
條
才
有
3

 

〇

訴

願

人

是

軍

人

’
因
此
也
不
願
軍
人
團

S

此

地
嚣

辱

。

最
後

’ 1

軍
人
法
之
規
定
’
因
此
並
不
得
限
—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項
之
基
^
4
*
^
 ’因
爲
此
規
定
抵
？

基

本
；̂
}
5
^
九

簾一

項
第
二
句
之
屬
要
求
。
由

兵

役

法

庭贯
還

規

定

’
不
得
限
鏨
本
法
第
五
條
之
基
_

利

°

n
紀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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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釋

之

律

措

施

逾

越

了

在

類

似

二
九
三



二
九
四

»

1

 *
 

——

如
同
以
上
所
述
的

一

M

f

f

is

s

si

s

s
 - 

► i

^
i

f

T

i
- - s

 - n

^

l

 *
 I

-
不

善

黯

法

或

是

在

特
p

瘻

之

蜃

’鬆
公
開
之
評
論
之
賓
蠢
’迄

以

類

似

之

醤

-

2

i

 *
 s

i

s

^

s

 *
 i

®

s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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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中
s

 ’
已
違
反
了
宜
葷
人
之
義
務

 

且

因

此

籮

以

紀

籰

上

之

降

級

，
並

未

馨

懸

a)
所
適
用W

K

法
之
規
定
與
憲
法
霉
i

f

 

UP *

保
部
®

能
性
之
利
益
及
履
行
’
 
S

與
之

 

託
之
規
定
’
且
因
此
依
麗
五
條
第
二
項
叠

-K
>

 a
條
第
一
項
之
規
定
’
其

s
w

-
<

意
見
自
由
之
運
作
設

 

定
界
限*3

丘
—

囊

—

聞

聲
S

W

I

i
院
慾
罰
，
在
結
果
並
未
違昼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
項
自
由
意
8

 

對
此
可
以
保
留
’
 

法

院
^
4
®
:

決

五

蠢

-

■

 

1

旬

 

之

囊

及

範
赌
’
當
其
涉
及
訴
願
人
表逹
之
正
S

内
容
。
蠢
有
疑
義
地
顯
示
出
’
是
否
法
院
得
以
限
㈣

’
在
新

 

聞
聲
明
第
三
段
所
包
8

本
且
黛

一

 

良
心
不
安
’
因
爲
當

荽

效

時

，
 

必
S

造

突

叢

無

分

別

之
i

)
引
出
作

爲
$

文
句
，以
施
在
妻
上
係
以
此
部
委
句
之
評
價

r 

:

:

:

—

^
内
容
上D

K
W
m

的J

作
爲
蕾
說
明
。在

’被
 

誓
之
判
決
並
未
誤
解
意
見
自
由
之
保
護
。
法

醫

福

法

；

院

之

襲

宣

示

，
已
經
在
大
衆
間
，
尤

碁

疋

在

讓



中
激
起
了
否
定
、痛
及
懷
緒
上
之
囂
。在

防

¥

’
麗

r

殺

人

裂

」
及

蹇

種

質

之

討

論

一

 
s

。
此
固
然
是
自
由
意
見
表逹
基
i

利
i

示

-
即
f

對
此
i

答
案
’
而
此
答w

l
w

f
;

議

及

 

憲
法
委
託
之
曩
了
解
。因

爲

任
何
意
見
形
成
之
公
開
表
達
寘
此
種
囊
’
以

S

起
注
意
’
尤
其
是
安
全

 

政
策
，
特
別
是B

B
K

i

 

r

逵
姆
斯
特
訊
息
」H

作

團

所

蠢

予

的

，
關

於

今

日

對

聲

位

置

之

鱟i

種

塗

刺

 

激
所
使
用
強
烈
的
'
 招

裝

的

，
偶
而
也
有
煽
馨
之
描
述
。

S

蠢
感
的
領
域
如
安
全
及
防
衛
政
策
-
也
必
須
維

 

i

由

意

囊

達

,因

爲
議
地
*̂
上之

M

,
使
得
意
見
畜
爭
爲
可
能
，
此
爲
我
們
國
家
秩
序
之

 

生
活
要
素
。
此
在
大f

間

及

聯

謹

防

黃

嘉r

殺
人
引
句
」
之

霞一

，
的
確
已
造
成
情
緒
上
強
烈
之
浮
動
。
新

 

聞
聲
明
之
f

者
及
訴
願
人
’
必f

悉
且
1

到
此
點
。

種
探
討
’
已
在
聯
靈
防
軍
之

内
外
引
起
^
&
法
 

蘭
克
福
判
決
S

理
由
之
不
同
討
論
’
其
必
然
是
清
楚
的
，
即
任
何
與
「
所
有
軍
人
是
潛
在
的
謀
_

 

J

主
張
在
表
達

 

上
之
一
致
’將
在
部
步
地
社
謖
情
緒
化
及
兩
極
化
。
一
個
自
由
民
主
法
治
國
家
只
有
此
時
才
得
正
確
地
在
防
 

衛中投入部隊

-

當
已
滿
入
之
要
件
-且與倫理

f

合

。
當
有
人
對
此
以
「
所
有
軍
人
是
潛
在
的
謀

 

殺
者J

表
達
8

政

治

藝

之

手

段

時

-
醬

_

?

體

諒

及

糧

之

界

限

-
其
在
此
不
得
主
張
自
由
意
見
表
達
之

 

基

—

利

。

基
本
法
¥

九
條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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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並
不
適
用
於r

-
般
法
律j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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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

之

界

限

，
當

此

雲

蜃
m

已
在
黯
國
防
軍

二
九
五



二
九
六

之生影響

-

i

及
防w

：

託
之
履

g

。毋
寧
說
紀
律
之
違
反
此
雲
已
存
在
’當

軍

人

有

個

 

毫
無
偏
見
地w

#

造
成
此
種
印
象
’
即
該
軍
人
巳
違
反
義
靈S

 ’
置

其

黌

上

也

是

如

此

，
在

義S

是
 

I

地
違
反
義
務
。
軍
人
之g

是
否
合
乎
義s

m

違

囊

務

’
必
須
在
行爲
i

業
可
確
認
的
’
且
不
得
直
到
此
時

 

再
判
斷

 '
即
是
否
爵
知
悉
此
種
行爲-

1

職
務
之
運
作
-
聯
8

防

軍

具

體

霜i

力

或

醫

臺

託

-
發
生

 

干
擾
。
其
他
的
解
釋
在i

i

層

次

之

聯

邦

國

防

軍

不

正

確

。
因
此
-其
已
足
以
認

爲
違
反
§

我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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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
士
‘賴

置

灵

之

_

譽

蜃値

-
i

此
最
後
使

 

得

部

隊

之

防

墨

震
爲
問

題

。

c>
訴

願

人

憂

之
_

措
施
之
程
度
，
基
^M

震

i

點
及
牴
觸
平
麗
理
則
所
提
出
之
_

 ’
同

麗

 

並
無
理
由■>

聯
邦
I
s
法
8

於

考

窨

疋

合

理

的

-在
蜃
上
是
可
執
行
的
 > 

而
且
此
界
院
本
於

S

 

及
责
任
之
適
當
反
應
之
要
求
’爲
憲
法
義
務
靈
的
。
此
_

願
人
該
當
之
財
務
上
損
失
’
乃

是

其

套

職

務

上

謹

 

行
爲
後
果
。

d)
訴

願

人

所

覽

解

’
國

馨

之

行

政

及

霍

部G

爲

r

種
的
反
應
」
之
西
子
戰
略

爲

違
反
國
墨

 

，
是
不
恰
當
的
。毋

寧

說

現

行

略

，

舆
在
武
裝
衝
8

S

的
國
蜃
原
則
相
一
致
。
核

子

彥

之

發

射

，
 

蠢

於

武

裝

侵

§

個
別
或
集
醫
衛
之
天
賦
權
利辑
上
’
是
受
容
許
的
。
是
否
發时
核
子
武
器
’
寡

也

可

能

是

 

違
反
國
S

的
問
題
’
必

覆

個

案

之

齄

及

此

種S

來
判
斷
’
即

是

斷

之

發

射

之

具

裒

況

’
尤
其
 

是
關
S

舉

民

之

直

接

馨

’
篇

到

國

屢

。



容
許
之
憲
法
訴
願
在
實
質
上
顯
然
有
理
由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九
十
三

b
條
第
二
項
一
句
)
，，
所
指
貴
之
裁
判

 

侵
害
了
訴
願
人
由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結
合
法
治
國
家
原
則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三
項
)

聋
本

法

第

五
f

1

 

項
第
一
旬
之
基
秦
利
"

1
程
序
之
形
成
，
構
成
要
件
之
確
認
及
評
價
’
所
謂
單
純
法
律
之
解
釋
及
個
¥

之
適
用
，
原
則
上
只
有
事
實
屬

 

於
一
般
有
*

^

法
院
而
免
於
聯
邦
憲
法
法
院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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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於

 

憲
法
訴
願
加
以
干
預(v

g
r
B
v
e
r
f
G
E
5
,

co5
〔
9
2
〕
；

 62
,
1
8
9

1—11
9
2
〕
)

。
當
裁
判
以
單
純
法
律
來
衡
量
，
在
客観
上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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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

。

a)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
項
在
保
護
意
見
自
由
’
以
及
與
意
見
自
由
有
密
切
關
連
之
個
人
人
格
發
展
之
利
益
，
而
 

且
也
在
於
民
主
程
序
之
利
益
。
任
何
人
尤
其
是
在
公
開
之
討
論
’
主
要
在
政
治
上
之
意
見
抗
爭
’
有
權
以
過
度
誇
張
及

 

極
端
之
方
式
表
達
批
評
。
軍
人
也
有
適
用
’
但
具
有
某
些
限
制
。
因

爲
在
i

職
務
要
求
之
範
圍内
(
參
照
軍
人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句
)
’
以
及

f

聯
邦
國
防
眾
功
能
性
之
目
的
’
依
照
基
本
法
第
十
七
a
條
第
一
項
之
規
定
’
也
允
許
對
於

 

軍
人
意
見
表
達
自
由
之
基
本
權
利
’
以
法
律爲
其
基
礎
之
義
務
所
限
制

(
v
g
l
.

 Bv
e
r
f
G
m

4
4
,
1
9
7
〔
2
0
2
j
)

。
爲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紀
雲
處
罰
—

之
軍
人
法
規
定
’
屬
i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意M我
之
一
般
法
律
’
此
規
定
並
不
得
因爲
 

意
見
之
内
容
而
禁
[[:.
該
特
定
意
見
，
而
是
在
執
1
£
本
法
¥

七过
條
第
一
項
意
見
表
達
自
由
之
限
制
，
爲
了
藉
此
確

 

保
聯
邦
國
防
i

功
能
性
及
所
受
防S

託
之
履
行
。
蕋
本
法
第
十
九
條
第

I

項
第
二
句
之
引
用
要
求
，
並
不
適
用
於

二
九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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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基
本
法
第
五
簾
二
項
靈
之
一
般
法
律

(
v
g
l
.

 BV
e
r
f
G
E

 28-288〔2
s
9
f
f
-〕)

 〇
對
此
，
軍
人
之
意
見
表
達
自
由
並
非
因
此而
遭
受
限
制
，
當
實
際
上
已
被
確
認
尉
聯
邦
國
防
軍
之
功
能
性
產
生
影

 

響
時
。
如
此
則
已
充
足，
當
軍
人
之
行

爲
是
合
乎
此
種
形
態
，其
嚴
重
危
互
尊
重
之
同
志

f

以
及
軍
人
之

 

董
與
一
^

^

之
紀
律
’
而
且
因
此
最
後
^
^
部
隊
之
^

^

發
生
問
題
^
巴
‘
^
芎
^
^
袁

-一
必
^
^
巴
}
*
 

因
爲
J

是
否
違
反
了

 
i

篇

務

’
必
_

1

 在S

之
時
已
i

可
知
悉
的
■，
不
可
^

*

後
之
發
展
加
以
判

 

斷

，
尤
其
是
取
決
於
，
是
否
由
於

i
t ®

之

進I

步
了
解
後
來
所
發
生
之
蠢
干
擾
。
不

顰

並

不

阻

止

，

r

損
害
」
之

 

瑕
疵
在
職
務
過
錯
之
評
價
上
-
蠢

予

以

減

輕

。

3

軍
人
意
見
之
样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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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外
，
紀

施

之

採

行

及

該

當

之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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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
之
運
作

 

i

生

普

遍

重

大

之

鬈

。
此
種
賨
表
達
之
法

W
l

?

，

本

七

i

芷

63K

且

鹿

以

玆

得

 

^

^

樣

上

之

處

罰

’
因
此
’
 

意
見
自
由
基
_

利

之

干

預

合

撞

產

礎

。
但

是

法

蓦
於

 

意
見
表
逹
内
容
之
了
解
業
已
f

，
基
於
此
種
了
解
建
立
之
法
律
上
評
價
-
有
關
由
基
本
擔
五
條
第
i

—

利
 

之
5

範
圍

。
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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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條
第
-
項
結
合
第

 

二

十

篇

三

項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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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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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届

*
其
係
以
此
種
方
式
蜃
評
估
。
 

囊
法
院
之
判
決
將
違
反
此
原
則

 >
當
意
見
表
逵
之
^

^

分

蓋

此

^
!
?
^
之

充

分

囊

 >
 不
再
是
可
理
解
地



給
予
強
化
的
及
強
加
上
去
的
說
明
，
且
其
屈
—

此
種
紀
S

上
之
評
價
及
處
罰
之
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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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九
一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之
判
決
中
所
遵
守
。

兵
役
法
庭
主
要
適
當
地
由
此
出
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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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別
段
落
及
文
！

非
由
整
¥

割
裂
’
且

任

何

部

分

皆

允

。法
庭
在
此
確
認
，在
文
¥

所
包
含
表
達
之
第
 

三
段
 

<

根
本
且
仍
然
-
直
有
效
之
核
子
嚇
阻
戰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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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別
之
屠
殺
)爲
中
心
文
句
，®

而
涉
—

明
之
其
他
—

.，
藉
由
在
新
聞
聲
明
第
二
段
後
半
段
所
採
納
之

内
容
「
 

所
有
軍
人
是
潛
在
謀
殺
者

J

 ’聲
明
之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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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過
程
中
找
到
特
別
的
注
意
及
聽
衆

=

兵
役
法
庭
正
確
地
由
此
出
發
，
即
在
解i

明
與
其
®
^
之
構
成
部
分
時
，
已®

到
此
想
法
之
有
關
目
的
及
目

 

的

’
此
想
法
與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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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其

次

’
我
們
認
爲
此
表

 

達
——

所
有
f

是
潛
在
的
謀
S

^
内
容
上
是
正
確
的
」
之内
容
進
一
步
處
理
之
墓g

，
但
是
在
新
聞
聲
明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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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K

。
固
然
不
能
去
指
責
，
當
專
業
法
院
在
個
別
的
文

 

章
部
分
，
考
慮
到
到
特
定
文
字
之
選
擇
及S

此
所
生
之
對
外
g

，
在
紀M

之
評
價
上
賦
與
特
別
的
'
獨
立
的
份

 

量

，
如
同
所
謂r

謀
殺
^

」
。
然
而
法
院
基
不
充
分
之
聲
明内
容
之
考
慮
，
對
於
兵
役
法
庭
所
認爲
中
心
文
句

 

及
所
涉
及
範
画
之
不
充
分
討
論
，
以
及
對
於
「
I

殺
人
者
」
概
念
之
強
^

釋
可
以
得
到
此
植
理
解
’
訴
願
人
已
聲

 

明
其
在
聯
邦
國
防
同
志

爲

「塞
良
心
謀
馨
之
可
能
性
」
。此
意
義
將
形
成
法
庭
進
一
步
確
認
之
基
礎
’
即

二
九
九



三
〇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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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
的
效
力
之
宣
傳
，
藉
此
-
訴

願

人

拒

絕

部

隊

本

法

 

之
地
位
與
任
務
’
以i

本
法
與
軍
人
法
對
任
何
軍
人
提
出
之
倫
理
\
道
德
之
要
求
’
且
以
其
在
聯
邦
國
防
同

 

志
在
道
德
上
不
夠
資
格
，
誹
謗
他
們
-
否
認
他
們
職
務
上
之
倫
理
，
$

聯
邦
國
防
軍
感
受
對
抗
國
家
社
會
主
義
不
法

 

政
權
防
衛
活
動
之
義
務
’
且
藉
此
嚴
重
地
傷
害
麗
國
防
i

威
望
以
及
他
們
f

職
務
上
之
威
望
。
特
別
是
此
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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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
賦
與r

達
姆
斯
特
訊
息
」
新
聞
聲
明
一
 
f

化
的
及

 

被
加
上
去
的
内
容
’
因
此
成
爲
紀
i

評
價
及
處
罰
之
基
礎
’
此
不
符

<一

 口
基
本
i

五
條
第一

項

第

-
句
之
規
定
。

d)
 

對
於
訴
願
人
之
判
決
-
有
關
職
務
過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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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鐘

於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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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
願
人
行
爲
之
紀
種
評
價
。

e)
 

無
礙
於
現
存
之
說
明
，
軍
人
之
義
—

以
——

特
別
是
基
於
重
視
要
求
—

到
其
他
同
-
之
感
覺

一

0

0
 

地

、
容
忍
地
、
客
觀
地
表
達
其
意
見
(
芑
1
.
§
6
^
^
2
8
,
3
6
〔4
7
〕
)
，
尤
其
是
在
個
*
1
^
致
於

-
軍
人
藉
由
採
用

 

特
定
概
念
之
意
見
表
達
’
此
特
別
是
充
滿
情
緒
的
——

且
甚
至
在
内
容
上
適K

—

得
—

重
大
誤
解
及
錯
誤
解
釋
’
 

必
須
技
除
。
在
此
範
圍内
’
軍
人
之
意
見
表
達
自
由
須
遵

—

不
同
鍪
非
在
特
別
義
務
中
存
在
之
基
本
權
利
主
體

 

——

基
於
以
基
本
法
第
十
七a
條
爲
基
礎
’
 i

軍
人
法
—

規
定
之
標
準
所
提
高
之
限
制
。
因
此
’
兵
役
法
庭
在
進

i

步
之
程
f

必
須
注
意
到
，r

潛
在
的
謀
f

」
概
念
之
適
用
，
以
及r

所
有
軍
人
是
潛
在
的
謀S

」
文
句
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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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i

緒

’
對

於

醫

黌

構

成

要

件

之

證

明

。
而
此
是
震
照
訴
f

震

之

W

^
M
可
以
被
滿
足
’
兵

霞

庭

 

必

覉

斷

。

么

因

爲

判

決

已

經

i

蜃

一

墨

量

菌

家

疆

 <
基

本

黍

二

4

第
三
項
)
2

本醤

 

五
德

一
饔

-旬

，農

願
人
所
提
出
查

^
5
^

無i
s
w
s

。

3.
本

裁

判

嘉

之

必

要

解
®

^

聯

邦

囊

法

院

鮝

三

十

四
a
議

二

項

。

蠢

1

判

之

法

官

：
K
l
e
i
n
.

 Gr
oBhof

.

 Ki
r
c
w
l
o
f
*



三
〇

二

關

於

「
税
捐
的
基
礎
扣
除
額J

之
裁
判

-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一
九
九
二
年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第
二
審
判
庭
決
定
，
載
於

E
u
G

力Z
 一
九
九
二
年
，
第
二
十
頁
以
下
。

墨

 

S

:
陳
清
秀

 

要
旨

姜理
由

A

、#
#I

 、人
所
得
稅
所
涉
及
之
對
象

 

3

學
說
之
發
展

 

g

立
法
沿
革

2.
所

得

稅

法

第

_
干
二
條
之
一

 

H

、
前

審

法

院

之

謹



n

、
聯
邦
財
醫
長
等
之
意
見

B

 
'
 

s

i

i

s

w

 

-
 

0

$

c

、

達
三
十
二
條
之
-第
一
爾
二
旬
蠢
本
犟
符

{
判

決

&

>

,所

得

稅

的

隱

霧

人

在

就

其

所

得

’
在
履
行
所
得
稅
的
稅
糧
務
之
後
’
必

釋

然

擁

有

的

支

璺

；必

露

生

活

 

(
依

基

本

謙

六

謂

|
項
規
定
保
—

姻
及
家
庭
的
考
量
下
)
其
家
庭
所
必
要
的
生
活

f

i

的
牧
入

 

(
最

低

限
蠢
生
存
)-

二
，在
■

上
照
顧i

生
S

所
需
金
額
，取
凑
一
般
的
經
濟
上
麗
以
及
在
會
所
承
認
的
最
低
生

i

要

 

N

法
者
至
少
必
f

給

所

得

宴

解

薄

的

收

人

，
以
供
其
給
予
需
要
滿
足
其
生
存
所
必
需
的
霞
灰
使

 

用

。

=
f

法
的
*
|
^
過
¥

 ’爲
#W

最i
t
E
f
s

生

存

*
原則上配，

^
Ŝ

-
K

可
f

 -
切

的

德

，
蠢
足
生
存
所
必
需

S
W

；

。

亦翼人因黌所

S

霧

S

果
，

盧

渠

國

家

轉

(籠

)
才

薷

基

馨

所

必

需

的

籰

。

三
〇
三



三
〇
四

「
在

-
九
八
八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制
定
適
用
於
一
九
九

I

嵩

-九
九
。
年
稅
捐
改
革
法
律
公
報

I
 ’
 

第

I

〇
九
三
頁
)
之
中
，
所
得税
議
三
十
二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讓
所
得
稅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之
三
的
規
定
’
以
 

及

在

-
九
七
七
¥

 -
月
四
日
制
定
的
減軽
稅
負
及
i

投
資
法
第
一
講
四
之
-
猜

二

目

(
聯
—

律
公
報
I
 ’
 

第
一
九
六
五
頁
)
規
定
之
中
，
所i

法

第

三

十

二

響

八

獲

定

，
均
與
基
_

1

。

又
分
別
適
用
於
一
九
七
八
年
至
一
九
八
四
年
’
-
九
八
六
年
’
 

一

九
八
八
年
的
所
得
稅i

三
十
二
f

 

I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規
定
亦
與
基
本
法
糧
觸
"

二
.立
法
者
套
我
務
制
定
新
的
規
定
-
至
遲
於

一

九
九
六
年
一
月一

日
生
效
。
在
新
的
規
定
生
效
之
前
，
上
述
違
憲

 

的
規
定
仍
得
i

適用。但
自

一

九
九
三
年
的
課
始
，

M

S

擔
保
在
所
得
税
的
課
徵
上
，
對
！

捐
義
務

 

人
S

其
爲
滿
足
S

本
件
—

所
示
原
則
所
決
定
的
生
存
所
必
需s

要
所
需
之
收
益
。

判

鋈

由{

姜

)

A

、
本

(
案
號
：

2
BvL

 S /
9
1

及2

 BvL

 5/
9
1
)

涉
及
下
述
問
題
：
亦
即
鬆
課
？

從
一
九
七
八
 

年
到
一
九
八
四
年
度
’
在
所
得税
稅
f

所

納

入

基

礎

^
 -
九七一九八

O
W

J
^
J

括
一
般

 

的
稅
率
扣
除
額(2

 B jL

 /91

 )
 I

以
及
在
一
九
八
六
年
及

一

九
八
八

霊

(
2

 

BvL

 5/
9
1
)

就
其
額
度



’
是
否
與
基
本
法
相
符
。
第

2

 BvL

 14
/
9
1

號S
S

W

則

以

九

九

-

霊
的
基
礎
扣
除
及
小
孩
扣
除
額

爲

 

標
的

。

I

 
%

r
德
■

得
稅
在
S

上
僅
S

可
支
配
的
所
曩
稅
’
 1

對
於
支
應
生
存
的
需
薷
必
要
的
收
入
，
以
某
種

囊

他

妻

免

稅

。

3
S

十
九
世
紀
，
-
般
繫
得
稅
理
論
即
已
發
展
出
下
述
的
基
本
思
想
：
亦
即
所
得
首
先
是

爲
確
保
所
得
者

 

及
其
家
庭
的
生
存
需
要
，
而
後
才
作爲
課
稅
之
用
(M
c
r
h
i著

，
課
稅
的
理
靈
；政
策
，

一

八
三
四
年
出
版
，
第
四

 

五
一
頁
以
下
)

。
其
後
，
尤
其
是
社
會
政
策
學
派
的
代
表
，
要
求
生
活
所
必
要
的
需
要
，
應

免

徵

所

篇

。
國
家
的
課

 

税
權
利
’
衹
有
在
個
人
的
所
得
’
超
過爲
*

K

生
活
、
其
健
康
以
§

動
力
所
必
要
—

要
的
部
分
，
才
能

K
S

。
 

但
此
項
®

並
不
是
「
按

照

其

位

的

生

活

費

」
’
而
是爲
了
生
存
所
簡
單
必
需
的
所
，得
金
額
。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的
免
稅
最
後
也
可
彌
困
國
民

f

間
接
稅
的9

^

產
生
沈
重
的
；̂

 (
謹

1

見
>
'̂§
6
#
,
財
政
學
，
第

 

二
部
分
，
第
二
版
，
一
八
九
〇
年

，
第
四

O
二
頁
以
下
，Vo

c
k
e

著

，
基
礎
財
政
學>

1

八
九
四
年
，
第
一
八
0
頁
以
 

下
，Sc

h
a
f
f

 

1

薯

’
醫

講

’
一
八
九
五
年
，
第
二
七
七
頁
以
下
；

S
c
h
a
n

暑

’
國
家
學
的
簡
明
璧V

第
三
册
’
 

第
四
版
丄
九
二
六
年
，第
九
二
頁
)
。

因
此
’
此
等
—

i

上
的
所
成
要
件

S
W

H
作

’
 

至
少
在
立
法
政
至
有
必®樓
最
低
限
度
的

 

生
®

分
不
列
入
課
稅
範
圍
(
參
見

F
u
i
s
t
i
n

譽

，
普
魯
士
的
直
接
稅
，
第
四册
，
i

理
論
之
基
礎
，
-
九
0
二
年

三
〇
五



三
〇
六

，
第

二

〇
頁

、
二
頁
以
了
，

S
c
h
a
n

薯

t
所
得
概
念
與
辦
得
稅
法
，
財
政
文
集
，
第
十
三
册
，

一
八
九
六
年
，
第

 

一
頁
以
下
；
同

氏
著
，
私
經
濟
的
所
得
概
念
-
財
政
文
集

T第
三
十
九
册
，
第
二
半
册
，

一
九
二
二
年
，
第

I

o
七
頁

 

以
下
)
。⑵

對
§

國

所
得
稅
的
發
展
首
先
具
有
特
殊

囊

的

是

普

魯

士

的

租

稅

立

法

。
在
西
元
一
八
五

I

年

開

始

-
即

 

對

^

-

所

得

超

過

一
 v

m
®

 (T
a
l
e
r

 )
的
全
體
的
居
住
者
徵
收
所
謂
典
型
的
所
得
稅
’
到

-
八
七
三
年
更
進
一
步
擴

 

張
就
一
四
o

i

的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需
要
免
稅
(
八
七
三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曰
之
法
律
，
法
律
棄
編
’
第

二

一

_貢

’
第

 

八
段
)

。
一

八
九
一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普
魯
士
所
得
稅
法

 <

法
律
棄
編
，
第
一
七
五
頁
)
允
許
一
般
性
的
考
慮
特
別
根

 

本
的
損
害
稅
捐
義
務
人
的
給
付
能
力
的
各
種
經
濟
上
狀
況
(
第
十
九
條
)

，
並
1

稅
負
擔
的
税
糧
所
得
九
百
馬
克

 

開
始

起

算

(
準

七

條

)

。

在
帝
國
所
得
稅
法
上
，
首
先
1

1

九
二
〇
年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制
定
的
所
得
稅
法
第
二
十
條
(
帝
國
法
律
公
報
第

 

三
五
九
頁
)
規
定
，
對
於
稅
捐
義
務
人
給
予

I
千
五
百
馬
克
免
稅
-
並
對
於
母
撲
養
親
屬
給
予
五
百
馬
克
(
在
所
得

 

一
萬
馬
克
以
下
者
，
到
七
百
馬
克
)
免
稅

C

之
後
在
一
九
二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四
曰
的
法
律
修
訂
條
文
雖
有
不
同
的
規
定

 

0

帝
國
法
律
公
報
第
三
二
二
頁
)
，
而
到
一
九
二
五
年
八
月
十
日
的
所
得
稅
法
(
帝
國
法
律
公
報
第
一

册
，
第
一
八
九

 

頁
)
則
又
回
復
到
所
得
的
最
低
生
存
限
度
的
扣
除
額
。
如
果
税
捐
義
務
人
的
收
入
低
於

I

千

I

百
帝
國
馬
克
時
，
則
不

 

核

所

得

稅

■，
其
與
稅
捐
義
務
人
共
同®

定
課
税
的
家
屬
成
員
’
適
用
較
高
的
扣
除
額
(
第
五
十
條
第

I

、
二
頁
 

)

。
此
外
-
從
所
得
中
扣
除
六
百
帝
國
馬
克
’
此
項
扣
—

額
在
所
得
超
過
一
萬
帝
國
馬
克
時
即
被
取
消
(
第
五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

自

從I

九
五
八
年
以
後
，
生
存
所
必
要f

限
度
生
活
需
i

疋
以
額
的

g

加
以
承
認
，
此
m

s

 

除
額
是
在
所
得
稅
率
零
的
領
域
加
以
處
理
。
在

-
九
五
八
年
到
-
九
七
四
年
—

稅
霊

，
基
礎
扣
除
額
爲
-
千
六
百

 

八
十
馬
克
’
在
合
併
課
稅
的
情
形
，
則
應
加
倍
。
在
一
九
七
五
年
到
-
九
七
七
年
，
基
礎
扣
除
額

爲
三
千
零
二
十
九
馬

 

克

’
在
喜
課
税
的
情
形
’
則
爲
六
千
零
五
十
八
馬
克
。

2
3
所
得
稅
法
第
三
十
二
條
之
一
規
定
於
一
九
七
七
¥

 1

月
四
日
之
減
輕
稅
負
及
獎
勵
投
資
法
第
-
機

五

款

 

，
其
内
容
如
下
：

⑴
所
得
稅
照
課
稅
所
|

以

靈

。除
第
三
十
二
條
之
二
，第
三
十
三
十
四
條
之
二
保
留

 

規
定
外
，
其
稅
負
如
下
■‘

①
 

課
稅
所
得
在
三
千
三
百
二
十
九
馬
克
以
下
者
’
爲
0
;

②

 

課
稅
所
糧
三
千
三
百
二
尤
馬
克
到
二
萬
六
千
零
一
十
九
馬
克
以
下
者
，

爲P
2
2
X
-
7
2
6
;

③

 

課
稅
所
得
從
一
萬
六
千
零
二
+
馬
克
到
四
萬
七
千
九
百
九
十
九
馬
克
以
下
者
’

爲〔
(-49.2

y
+
505.3)

 

7
+
3

*o77:ly +
2
,
7
9
2
;

④

 

課
稅
所
霞
四
萬
八
千
馬
克
到
十
三
萬
¥

九
馬
克
以
下
者
-

爲t 〔o
.l

v
s
b
7)

z
t
s
o
2

z

十16200-，

⑤

 

課
稅
所
得
從
十
三
萬
零
二
十
馬
克
以
上
者
，
爲
0
.
S〒一

2
.
7
4
2

。

「X

」
爲
靡

尾

數

使

成
爲
蠢

的

課
税
所

得

二
y
」
是
璧
的
課
税
所
得
中
超
過i

萬
六
千
馬
克
部
分
的
萬

三
〇
七



三
0
八

分

之

一
。

「

z

 

J

是
整
數
的
課
税
所
得
中
超
過
四
萬
八
千
馬
克
的
部
分
的
萬
分
之
一
。
…
…

⑸在

&二十
六
條
二

I

十
六
條
之
二
規
定
赞
#

課
徴
所
得
稅
的
配
偶
’
其
所
得
稅
負
除
第
三
士

 
|條

 

之

二

、
第

三

十

四

條

及

第

三

十

四

條

之

二

保

震

定

外

'

爲<1

屏
課
稅
所
得
之
半
數
依
第
一
項
至
第
三
項
所
產
生
稅
額

 

的
兩
倍
(分

割
程
序
)
。

嗣

後

，
所
得
稅
法
第
三
十
二
條
之一

第
一
震
二
句
第
一
款
規
定
的
基
礎
扣
除
額
數
次
提
髙
.•在

I

九
七
九
年
及

 

I

九
八
0
霊

提

高

爲

三

千

六

百

九

十

馬

克

(
一
九
七
八
¥

 

I

月
二
一
十
日
制
定
之一

九
七
九
年
税
捐
變
更
法
〔
聯
邦

 

法
律
公
報

I
，第
一
八
四
九
頁
〕
)
；
在
一
九
八
一
 

f
到
一
九
八
五
提
高

爲

四
千
二
百
一
十
二
馬
克
(
一
九
八
 

0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制
定
一
九
八
一
印
減
輕
稅
負
法
〔
聯

i
律
公
報

I
，
一
三
八

|

頁
〕
)
；
在
課

税

雲
一
九
八
六

 

年
到
一
九
八
七
年
提
高
爲
四
千
五
百
三
十
六
馬
克
(
一
九
八
五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制
定I

九
八
六
年
至I

九
八
八
年
之

 

減

低

稅

負

法

〔
聯
邦
法
律
公
報

I
 -

第

I
 
一
五
三

S
.
)
；
在
一
九
八
八
年
到
一
九
八
九
年
課
稅

i
則
提
高
爲
四
千

 

七
百
五
十
二
馬
克

 <

 
一
九
八
七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制
定
之
一
九
八
八
年
稅
捐
減
低
及
擴
張
法
〔
聯

i
律
公
報

I
，
第
一
 

六
二
九
頁
〕
)

。
從
一
九
九
0
茚
起
霞
一
九
八
八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曰
制
定
之
一
九
九

◦
年
稅
捐
改
革
法
(
聯

馨

律

 

公
報

I
，
第
一
 
o
九
三
頁
)

，
基
礎
扣
除
額
爲
五
千
六
百
十
六
馬
克
。

對
於
被
八
#

課
徵
所
得
稅
的
夫
妻
’
則爲
_

金
額
的
兩
倍
。

㈦

在
課
税
所
得
的
計
算
上
，
於
課
稅i

 

一

九

七

八

年

到I
九
八
〇
年

，i

所
得
稅
法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八
項

 

規

定

’
馨

慮

一

般

的

扣

除

領

。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八

項

於

一

九

七

七

苹

一

月
四
日
制
定
的
稅
負
減
輕
及
獎
勵
投
資
法



第
一
權
五
款
雰
報

I

，
第
一
九
六
五
頁
)
的

規

華

-
其内

蠢

下

：

r

⑻

一

般
的
麓
額
爲
五
百
一
十
馬
克
。
在
苴矫
得
稅
負
應
依
第
三
十
二
條
之
一
第
五
項
囊
六
項
加
以
計
算

 

的
i

義
務
人
i

_
般
的
i

額
加
倍
計
算
之
」
。

s
在
課
税
—

 

一

九
九
一
 

-

小
孩
扣
除
額
爲
三
千
零
二
十
四
馬
克

 

<

在
一
九
八
八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制
定

 

之
一
九
九
〇
年
税
捐
改
革
法
〔
聯
S

雲

報

—

第
一
〇
九
三
頁
〕
宝

所

得

稅

法

第
三
十
二
篇
六
項
)

。

n
 '

i
明
斯
B

務
法
院
以
及
下
薩
克B

財
務
法
院
的
*

M

 

3

在
明
斯
特
財
—

院
繫
屬®

訟

程

愿

邑

婚

’
 

的
丈
夫
共
同
壤
定
所
得
稅
’
此
夫
妻
有

 

四
個
小
孩
。
匿a

丈
夫
在
系
爭
一
九
七
八
年
到
一
九
八
四i

獲
雪
業
所
得
，愿

〇

則
靈
(丈

夫

業

i

僱
人
 

而
i

非
獨
立
的
—

所
得
。
此
外
，
這
對
夫
妻
也f

資
本
財
產
的
收
益
以
—

賃
收
益
。
其
應
課税
的
所
得
在
各

 

個
系
均
超
過
十
舊
克

。
I

 口
在
聲
明
疆
望
本
上
被
駁
回
之
後
，
乃

提

爵

務

法

院

的

證

程

序

’
要
求

 

所
得
稅
的
核
定
醫
酌
較
高
的
基
霜
除
額
。

在
下
薩
克
—

財

務

法

院

的

繫

髮

訟

程

愿

口

，
是
一
對
夫
妻
。
苴
於
系
爭

一

九
八
六
年
及
一
九
八
八i

 

被

八

量

徵

所

得

稅

童
吴

_

營
業
所
得
，
愿n
妻
則
獨
立
馨
動
所
得
。其
應

i

所
得
在
一
九
八
六

 

S

爲
十
一
萬
零
八
百
三
十
五
馬
克
，

一

九
八
八
蠢
爲
十
二
萬
六
千
四
百
一
十
四
馬
克
。
1

菸

隱

程f

壽

 

將
一
九
八
六
年
及
一
九
八
八
年
度
所
霞
減
攘
定爲
下
鎏
額
：
亦
即
應
承
認
合
計
一
萬
六
千
馬
克
的
基
礎
霞
額

三
o
九



三一

〇

。
其社會救助的原則要的附

i

)
 

適
當
的
(
七十公尺)基 

礎
金
額
爲
每
月
五
百
六
十
馬
克
以
及
七
十
馬
克
的
^IK

用

。

(b)
此

財

務

上

述

_

程
序
並
將
下
述
問
題
議
法
法
囊
判
’亦
即
一
九
七
八
年
到
一
九
八
 

四
集
二
九
八
六
及
一
九
八
八
量
，其
各
量
霜
除
額

i

準
規
定
(
就
一
九
七
八
霍
到
一

 

九
八
〇
|

的
課
税
—

,
並
包
括一

般
的
I

額
)

，
是
否
與
基I

f

合

*

⑴
依
財
務
法
院
的
觀
點
’其

行

審

査

的

規

定

I

第一樣-
項
連
二
十
條
 

i

會
國
家
原
則
’
並

牴

觸

第

三

擔

一

項

1

 i

定

，
蓋
就
一
九
七
八i

到

-
九
八
o

f

之
基
礎

 

i

額
包
含
一
般
的
稅
率
扣
除
額
’
並
不
足
以
使
稅
捐
義
務
人
的
最
低
限
度
生

S

要
免
8

稅

。
蠢
於
家
庭
課
稅

 

的
情
形
>
 S

全
體
家
庭
成
員
的
最
續
度
生
存
■
赛

課

稅

〇

又
過
低
的
義
扣
除
額
，
在税
囊
務
人
爲
屢
m

M
得

醫

務

’
縱

然

不

需

疆

戛

所

得

滿

足

蜃

限

度

生

 

存
的
部
分
，
仍
屬
違
憲
。
蠢

上

基

礎S

額
的
3

，S

以
使
證
我
務
人
後
仍
可
馨
§
限 

度的生存

爲
前提

-

1

立

董

*

a
限
度
生
存
的
所
S

以
課
稅
二
虽
然
i

法

霊

不

i

提
高
扣

 

除
額
所
產
生
的
馥
損
失
’
經

課

稅

所

得

超

過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需

要

的

蓉

’
提

謹
税

’
以

資

疆

。

S

對
i

徵
所
得
税
的
最
低
生
存
需
要
的
衡
量f

 ’乃助
的
給
付
。就此
必
不
同
的
 

社
會
救
助
規
定
中
探
求
其
。此
項
金
額
必
須
提
高
到
平
均
所
給
予
的
的
以
及
一
次
篇
生
活

S

助

-
蓋

其

依

規
霊

未

詹

還

-



①
明
斯
特
財
務
法
院
調査
聯
邦
平
均
|

 

<

在
通
常
規
定
標
準
之
外
)
的
社
會
救
助
給
付
’
係
藉
助
於
聯

 

邦
統
計
局
對
於
家
庭
生
計
類
型

一

 
(
低
所
得
的
^

助
受
領
人
的
兩
人
家
庭
生
計
)
的
家
庭
生
活
費
支
出
的

 

璧

n
以
及
藉
助
於
社
會
救
助
機
關
對
於
繼S

的
以
及一

 i

的
家
庭
生
活
i

助
給
付
的
堡
口
。

.

財
務
法
院
爲
算
出
溫
水
所
需
費
用
’
而
將
聯S

計
局
所
i

n
有
關
家
庭
生
計
類
型
一
的
兩
人
家
庭
生
活
費
就
中

 

央
暖
氣
設
備
以
及
溫
水
所
需
平
均
支
出
，
減
少
約
百
分
之
十
八
-
因

爲
此
部
分
已
經
被
通
常
規
定
標
準

(
R
e
g
e
l
s
a
t
z

 

)
所
涵
蓋
。

 

•

財
務
法
院
考
量
有
關
生
活
費
的

I

次
性
給
付
，
係
經
由
對
於
各
個
逋
常
規
定
標
準
附
加
百
分
之
十
七
.
五
的
方
式

 

爲
之
。
此
項
附
加
金
額
符
合
下
述
最
低
的
百
分
比
(
去
掉
百
分
之
〇

• 

一

的
尾
數
’
該
百
分
比
是
從
社
會
救
助
機
關
於

 

系
f

度
就
一
次
性
給
付
所爲
繼m
i

及

-
次
性
救
助
與
就
繼f

給
付
之
救
助
問
之
比
例
得
出
。
其
最
低
百
分
比
的

 

選
擇
應
平
衡
其
於
所
適
用
之
統
計i
a
中
所
含
有
的
不
f

性
。因
此
對
於
生
活
費
的
繼
救
助
的
也
包

f

 

I .
®

用

-
雖
然
一
次
性
的
救
助
也
涵
蓋
滿
足
特
別
需
要
的
各
項
給
付
。
)

S

上
述
方
式
所
求
得
的
社
會
救
助
法
上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需
要
，
與
所
得
稅
法
規
定
應
維
持
最
低
度
生
存
的
金
額

 

相
比
較
，
財
務
法
院
達
成
下
述
推
論
：
在

I
九
七
八
年
到
一
九
八
四
年
所
得
稅
法
上i

礎
扣
除
額
以
及
一
般
的

 

税
率
扣
除
的
規
定
，
與
基
本
法
規
定
不
符
’
因爲
其
對
於
爲
創
造
有
尊
嚴
的
人
類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前
提
所
必
要
的
所
得

 

-
未
給
予
免
？

依
據
璧g

法
院
的
觀
點
’
在
計
算
稅
基
時
所f

量
的
扣
i

額
不
必
納
入
比
較
’
此
類
扣
—

額
例
如
所
得
特



三

一

 a
別
的
扣
—

額

(
所
得
稅
法
第13
f

 3
項

，
到|

九
八
九
年
s

適
用
之
同
法
，
第
19
條
第
3
項
第
4
項

，
所
得
稅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4
項
)

’
特
別
支
出
的
規
定
(
所
得
稅
^h

條
到
¥

條
之
三
)
或
對
於
異
常
負f

滿
足
特
別
需

 

要
的
扣
除
可
能
性
(
所
得
稅
：

W

三
十
三
條
*
三
十
三
條
之
一
第
三
項
，
三
十
三
條
之
二
及
三
十
三
條
之
三
)

。
此
類

 

規
蓋
非
爲
了
使
最
低
生
存
需
要
農
課税
之
目
的
而
設
。
同
理
-
在i

社
會
救
助
法
上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_

之
際

 

，
此
類
爲
滿
足
相
對
的
特
別
需
要
的
各
種
給
付
，
也
不
納
入
考
慮
。

再
者
’
對
於
憲
法
上
所
要
求
基I

除
額
的
金
額
而
言
’
特
壽
得
免
稅
以
5

他
需
要
的
構
成
要
件
書
在
税

 

捐
上
予
以
俾
進
，
也
並
無
賽
我

=
私
人
財
產
的
讓
與
利
益
不
予
課
稅
以
及
依
所
得
稅
法
第
三
條
到
第
三
條
之
三
規
定
各

 

種

付

免

稅

，均
僅
於
特
定
範
圍
的
人
有
利
’其
所
追
求
目
的
與
足
以
確
保
所
得
稅
的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的
目
的
有
 

別
。
又
宅
建
築
津
貼
法
之
獎
助
給
付
以
所
得
稅
法
第
七
條
之
二
規
定
提
蠢
蠢
頟
’
同

S

不
是
在

 

確
保
生
存
的
基
本
需
要
。
且
其
僅
能
由
所
有
權
人
或
稅
捐
義
務
人
於
可
資
比
較
的
法
1

位
上
加
以
享
用
’
而
非
由
承

 

租
人
或

钿
〔償
的
利
以
享
用
。

又

鐘

住

宅

資

金

籍
爲
給

付

，
簾

所

得

稅

鋈

三

_

五
十
八
款
規
囊
免
稅
-
在
判
斷
免
稅
的
最
低
限
度

 

生
i

，
也
不
應
納
入
1

。
因爲
具W

!

過
平
均
i

所
得
的
税
捐
義
務
人
，
其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需
要
也
不
應
納
入

 

課
稅
，
但
其
i

上

並

宅

資

金

。
再
者
’國
家
譽
先
誤
國
民
自
己
創
造
有
尊
嚴
的
生
存
’
因
此
，國
家
無
 

法
正
當
化
稅
捐
侵
害
—

生
存
所
必
要
的
所
得
部
分
，
再
讓
稅
捐
義
務
人

f

國
家
的
付
請
求
權
。

②
尼
德
薩
克
森
財
務
法
院
援
引
拉
恩

(
L
a
n
g )

教
授
一
九
八
四
年
的
計
算
(
所
得
稅
之
基
礎
規
定
的
改
革



草
案
，

術

硏
討會，第

n
册

•
 一

九
八
五
年
，
第
七
十
一
頁
〕

，
依
其

s
i
t
M

，
社

會

救

助

轉

，f

者
爲
 

九

、
三
六
〇
馬
克
，
夫
妻爲
六
、
五
一
六
馬
克
。
此P

算
係
母
城
的
狀
況

爲

之
，但
財
務
法
院
認

爲
具
有
全
 

國
8

的
代
_

 -
財
雲
院
從
此
一
計
算S

爲
糞

者

至

少
S

竇
馬
克
的
基
礎
扣
除
額
’
夫
妻
則
至
少
應
有

 

壹
萬
释
馬
克
的
基
礎
S

額
加
以
■

 

o 

i

爾
靜
務
法
院
的

⑴
本
件
S

程

廣

愿

邑

婚

’
羹
其
妻
合
併
被
課
徵
所
得
稅
。
此
夫
妻
有
二
個
小
孩
。
厘
口
有
非
獨
立
的

 

露

所

得

。
就I

九
九
一
 i

被
發
給
税
捐
等
級
m
的

馨

稅

票

’
其
上
註
記
：
「
兩

個

小

孩

麗

額

」
。

在
減
低
薪
資

税
的
訴
訟
*

^

，堅

呈

的

8

醫
表

舆
基
審

i

二
條
第一

項

以

羅

六

條

第

-
項

 

規
定
不
合
，

除
額
’小
孩
扣
除
額
以

i

小
孩
補
助
金(K

i
n
d
e
r
g
e
l
d 〕

中
所
算
出
的
「
擬
制
的
小
孩
扣
除

 

額

」
的
緦
額
，
低
於
必
要
的
家
庭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
此
種
家
庭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i

u

法
所
給
予
的
減
免
(
基i

除
 

額

、
小
孩
扣
除
額
、
小
孩
補
助
金
)
兩f

的
差
額
’必
—

入
薪
資
稅
票
除
額
。

星

M

其
自
己
及
其
配
偶
的i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的：

i
W

 ’
係
以
平
均
的
社
會
救
助
給
付爲
基
礎
’
就
此
除
了
通

 

常
規
定I ®

之
外
，
也
將
住
宿
的费
用
以
及
平
寝
要
求
的
一
次
性
救
助
一
併
算
入
.
-
就
小
孩
的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
原
 

告
考
慮
&

系
爭
—

的
狀
況
所

M
：

的
金
額
’
此
項
金
額爲
作
爲
一
九
八
二
年
的r

 I

般
平
均
的
生
活
費
支
也
」

*

 

於

小

漏

助

金

裁

判

(
聯
邦i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八
十
二册
，
第
60

頁

，
第
96
頁
)
的1

*
3
-

業
已
獲
得
證
實
。
其
聲



三
一
四

明
異
議
並
無
效
果
。

在
一
九
九
二
年
五
月
，
愿
M

本
件
訴
訟
程
$

提
出
其
訴
之
聲
明
’
請
求
確
認
在
異
議
決
定
所
把
握
下
的
系
爭

 

行
政
處
分
’
乃
屬
違
法-

⑵
財
務
法
1

 
程

並

法

院

—
H
i
!

問
題
：
亦
即
所
得
稅
法
第
三
十
二
條
之

I

第

一

爾

二

I

款

，
第
五
項
2

#

驟

夫

壽w
e

#

額
)
以
及
同
警
三
十
二W

K

藥

二

句

(
小
孩
扣

 

除
額
)
連

雷

三

十

八

條

之

三

(
薪

資

稅

襲

)
各
自
於
一
九
九

1

適
用
之
内
容
，
是
否
與
基
本
法
相

符
合

。

①

 

本
S

B

査
的
基
霜
除
額
以
及
小
孩S

額
的
規
定
’
在
下
述
範
圍内
’
牴

觸

基
轰
第

一

簾

一

 

項

連

霧

一

十

讐

一

項

以

及
牴
霸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六
讐

一

項
規
定
’
亦
即
其
基
礎
扣
除
額
及
小
孩
扣

 

1

—

^

 

一

 f

 

——
t
m
s
s

稅

i

法
者w

m

在

薪

籑

鍵
®w

 

額
及
小
自
均
對
應

®

上昇的生活
 

費

’
於

此

其

應

可

使

蜃

家

對

菖

1

濟
發
展
的
鑑
定
預
測
-

②
 爲
算
出
社
裏
助
法
上
夫
妻
的
■

限
度
生
蠢
額
’
財
務
法
院
取
向
髮
他
兩
法
院
的

式

’
麗

一

九

九
o
年
的
狀
況
預
測
其
結
果
’
並
馨

納

入

杜

塞

多

夫

社

富

震

的
硏
究

作
爲
比

較

。
依
此
’
平
均

 

最
法
上
最
低
需
要

爲
一
萬
七
千
一
百
三
十
三
馬
克
，
明
當
馨
礎
扣
除
頷
之
一
萬
一
千
二
百
三
十
二
 

馬
克
。



f

M

用
於
一
九
九
-
屋

的

小
M

除
額
三
、
。
三
四
馬
克
，
依

財

獲

院

之

見

解

’
並
不
符

<
5
0
1
1
^
®

 

法
法
院
在
小
觀
助
金
裁
判
(
聯S

法

法

蠢

判

_

八
十
二册
第
六
十
頁
)
中
S

示
的
憲
法
上
要
求
。
如

A
I
K

 

們

將

壓
崭
取

得

的

小

蜃

助

金

’
以
稅
率
百
—

二
十爲_

，
換
算
爲
擬
制
的
小
孩
■

額
時

’
則
每
位
小
孩
的

 

扣
除
額
爲
五
千
六
百
四
十
馬
克
。
然

而

-
個
小
孩
的
年
平
均
支
出
，
按
i

口
的
計
算
-
估
計
需
要
六
千
七
百
二

馬

亨

 

.

f

上述蠢輩決定，

部長
2

^
^

府
i

以
及
聯
邦
財
f

院
之
麗
的
審
判
庭
已
經
表
示
其

 

意
見
。
針
對
下
^0

?
1

財

務

法

院

的

藎

輩

，
威
因
森
(
路
耳
)
財
政
局
也
已
經
表
示
其
意
見
。

L
依
聯
3

醫

點

，本
件
在
訴
訟
程
酌
的
基
礎

S

額

，
並

不

蠢

，
蓋
费
扣

除

靈

之

後

所

 

可
處
置
的
愿
口
收
入
’
仍
將
遠
超
過
原
院
所
認

爲
必
要
的
最
續
度
生

S

額

。

(a)
 

違

反

基

本

德

-
條

於

蜃

上

所

蠢

的

一

般S

自
由
以
查
會
國
家
原
則
，
僅
於
下
述
情
形
始
得
有
效

(b)
 

就
社
會
救
助
法
上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金
額
的B

上

，
攮

出

霧

法

院

的

見

解

，
應
建
立
基
霜
除
額
的
基

 

準

’
而
麗
政
府
則
取
i

明
斯
特
財
雲
院
®
^
算

’
並
對
於
個
別
的
計
算
因
雲
示
意
見
’
並
提
出
自
己
的
；̂

 

i

中
就
住
S

用
係
藉
助
於
住
宅
金
額
讓
估
計
’
而
靈
累
按
租
金
百
分
之
二
十
五
估
計
其
一
產

作
爲
通

常

規

定

標

附

—

加
以
—

 ’
亦

即

I

九
七
八
義
一
九
八
四
年
以
百
分
之
十
五

i
M
；

 ’
於

一

九
八



六

年

到I

九

八

八

年

及

一

九

九

一

年

以

百

分

之

二

十

計

算

。
聯

邦

政

府

的

計

算

結

果

，

f

比

明

斯

特

財

務

法

院

所

提

 

出

的

觀

點

更

高

的

金

額

。

S
經

由

基

礎

扣

除

額一

■於

一

九

七

八

年

到

-
九

八o
年

包

括

一

般

的

稅

率

扣

除

額

一

■於

系

爭

—

中

-
各

 

自

將

所

得

的

一

部

分

劃

人

免

稅

範

圍

*
此

金

額

超

過

社

會

救

助

的

平

均

的

通

常

規

定

標

準

。
關

於

其

超

過

上

述

部

分

而

 

屬

_

本

_

的

社

會

救

助

給

付

’
所

得

稅

法

的

立

法

者

可

能

以

下

述

觀

點

作

爲
出

發

點

：
亦

即

其

未

慕

由

基

礎

扣

 

除

額

所

斟

酌

的

特

定

關

係

人

的

需

要

’
原

則

上

可

經

由

免
税
的

可

自

由

支

配

的

財

務

資

金

加

以

支

應

。

例

如

依

所

得

稅

法

第

三

條

及

第

三

條

之

二

規

定

免

稅

的

收

入

’
其

經

由

扣

除

額

免

稅

的

所

得

部

分

以

及

終

囊

老

 

金

-
關

1

過
1±
(收

益

持

分

的

金

額

’
係

除

了

基

礎

扣

除

額

之

外

’
應

典

型

的

算

入

稅

捐

上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金

額

。

(d)
聯

靈

府

進一

步
質
疑
認
爲
因
提
高
基
礎
扣
除
額
所
產
生f

损
失
部
分
，
非
經
重
大
提
一
鼎
得税
率
-
在
 

財
政
上
無
法
忍
受
。
基
礎
扣
除
額毎
提
髙
一
 o
八
馬
克
\
二
一
六
馬
克
(
基
礎
表

\

分
割
表)

-

依
聯
邦
政
府
之
計
算

 

，
在
一
九
九I

年
f

開
始
税
率
百
分
之
十
九
的
情
形
*
 

減
少
稅
收
七
億
七
千
萬
馬
克
。
而
提
高
邊
際

税
率
以

 

及
提
高
最
高
稅
率
則
不I

慮
’
因

爲
此
種
作
法
損
害
稅
捐
義
務
人
的
工
願
以
及
在
歐
洲
共
同
體
市
場

内
德
國
經
 

濟
的
營
業
競
爭
能
力
。

3

小

孩

負

擔

的

調

整

在

系

爭

一

九

九

一

 
S

,
符

贏

邦

憲

法

法

院

的

要

求

。
兩

個

小

孩

扣

除

額

合

計

六

千

零

 

四

十

八

馬

克

以

及

小

孩

補

助

金

二

千

四

百

四

十

馬

克

已

經

以

充

分

的

金

額

滿

足

系

爭

$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需

要

。

2

fe)
聯

邦

財

務

法

院

第

八

審

判

庭

認爲
本

件

謹1S

案

不

合

法

’
因
爲

有

關

本

件

訴

訟

愿

2
所

已

獲

得

的

所

得

金

額



，
於
系
爭
案
件
中
’
並
非
以
基
礎
扣
除
額
或
小
孩
扣
除
額
是
否
足
以
使
稅
捐
義
務
人
或
宜
〔家

庭

確

保

生

存

的

所

得

 

爲
準
。

g

i

聯
邦
財
務
法
院
第
三

 

>

 四

、
六

、
t

判
庭
之
見
解
’
於
系
爭
i

之
基
礎
扣
除
額
規
定
，
並
未
對
於

 

本
件
訴
訟
S

之
基
！

利
加
以
侵
害
’
因
爲
只
有
在
課
稅
結
剝
奪
稅
捐
義
務
人
爲
確
保
其
生
存
需
要
所
必
須

 

之
所
得
的
部
分
時
，
才
可
認
爲
違
憲
。

S

雖

然

-
聯
邦
財
務
法
院
第
四
審
判
庭
認爲
適
用
於
一
九
九
一
手N!

小

孩

扣

除

額

*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所
作

 

成

小

孩

補

助

金

的

裁

判

’
應

屬

違

憲

.
，
但

是

同

院

第

三

、
六

、

t

判
庭
則
認
爲
小
孩
扣
除
額
在
連
結
小
孩
補
助
金
的

 

關

係

上

’
乃
符
A
n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所

表

示

之

要

求

。
第
六i

庭

並

認
爲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的

計

算

-
如
以
一
九
八
二
年

 

就

兩

個

小

孩

的

「一

般

平

均

費

用

支

出

」

(
參

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八

十

二
册
’
六
〇
頁

’
九

十

六

頁

’
 

m
u
G
R
Z

 

1990,

 21
8
(
2
8
2
)
)

爲
基

礎
’
並

不

正

確

。
毋

寧

是

應

以

平

均

的

社

會

救

助

給

付爲
出

發

點〇

B

、

本

件

薩

爾

蘭

財

務

法

院

的

’
就
小
孩
扣
除
額
部
分
並
不
合
法
’
其
餘
部
分
S

議

口

法

。

1
在
本
件
訴
訟
程
度
中
所
涉
及
的
裁
判
，
係
以
被
認
爲
違
憲
的
規
範
的
有
效
性
爲
準
，
而
其
合
S

對
於
法
律
爭

 

訟
的
結
果
爲
重
大
決
定
性
S

的

’
則

本

法

第

-
。
〇
條
第
一
項
的
規
範
審
査
程
序
乃
爲
法
之
所
許
且
屬
必
要

 

。
本
件
I

法

院

必

須

在

其

慧S

決

定

的

理

由

中

(
聯

邦

雲

法

院

法

第

八

十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
載
明
在
何
種
程
度

 

範

圍

内

-
此
1

M

5H
的
合
法
性
前
提
已
經
具
備
(
參

見

聯

邦

法

院

裁

判

集

八

十

一

册

*
第

二

七

五

頁

，
第
二
七
六

三
一
七



三
一
八

頁
以
下
)*

^
.m

s

s

^
 *
 

*
 i

^
s

s
^
f

u

s

^

'

法

院

襲

判
®

提

馨
査
的s

g ^
s

裏

性
爲

準

。

本
许
財
務
法
院
與
聯
i

法

籠

的

判

例

院

裁

判

集

第

八

十

二

册

，第
六
十
頁
，第
八
十
七
頁
以
 

下
)
’
 E

i
 I

I

相
同
’
均

認

爲

小

孩

費

支

出

，
在
夫
妻
的
所
*

^

上

’
爲
生
存
必
要
的

 

範

圍
内
 >
 於

_

上

應

不

予

課

稅

.0

其
因
扶
養
義
務
所
給
予税
捐
上
減
免
蠢
’
財

奮

院

震

系

所

得

稅

法

第

三

十

二

簾

六

項

第

二

旬

所

 

定小額
以及霹
換算的
小金響
就兩

f

孩
的
S

限
度
生
存

 

漏

，

財則孩
的

I
露

毎

囊

墨

支

错

以

S

 

-

而
孩
的
平
均
助 

以
B

。
而
後
者
則
是
惟
-
建
立
憲
法
上
所
要
求
醫
上
減
鬵
擔
的
標
準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霣
集
第
八
十

 

二
册
’
第
六
十
頁
，
第

九

士

二

頁

以

了E
U
G
R
Z
l
s
p

ro
l?0
2
2oo
f
.
)
。
準

此

’
從

其

霧

決

一

串

’
尚

無

法

看

出

i

s

^

i

i

i

a

 *
 

i

s

»
#

_

i

—

再

者

 
'
財
務
法
院
在

將

小孩
補
助
金
換
蓋
小
孩
扣
除
額
時i

非
以
本
件
訴
s

的
邊
際
稅
率
議
礎
*
而
是
 

以
税
率
百
分
之
三
十
爲
基
礎
。
在
此
範
圍内
*
亦

無

法

從

本

決

辜

看

出

，•從
可
能
不
充
分
的
稅
捐
上
績
負



擔

，
在
其
他
情
形
，
對
於
本
件
訴
訟
程
序
所
應
®

的
裁
判
，
將
產
生
何
種
作
用
。

C
 '

所
得
稅
f

三
十
二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
於

課

稅

量

一

九

七

八

年

到

I

九
八
四
年

-
一

九
八
六
年
，
|九
 

八
八
年
及I

九
九
一
年
所
適
用
之内
容
I

就
課
稅
i

|

九
七
八
年
到
一
九
八
〇
年
連
結
所
得
稅
法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八
項
規
定一
^
憲
法
對
所
得
稅
的
最
低
限
度
生
存I

之
擔
保
不
符
。

I

 
、

L

本

件

程

序

並

無

必

要

決

定

.

.
f

何
極
標
準
以
及
如
何
在
個
別
情
形
——

各
自
按
其
税
目
及
稅
捐
客
體
以
可
能

 

的

方

式

加

以

區

分

^
定
國
家
課税
f

在

観

上

的

界

限

。
稅

法

在

其

限

制

自

由

的

努

上

-
無

論

如

何

，
應
依

 

I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加

以

衡

量

。
於

此

情

形

，
必

須

斟

酌

：
稅

法

干

預

一

般

的

行

動

自

由

，
亦
即
干
預
在
財

 

產

法

上

以

及

職

柴

領

域

上

的

人

格

發

展

自

由

(
基

本

法

第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
第

十

二

條

第

-
項

)

。
亦
即
稅
法
不
應
具

 

有

r

絞

死

的

。其受保

l i

的
自
由
權
僅
於
下
述
的
範
圍内
始
得
加
以
限
制
：
讓
基S

王
體
(
稅
捐
義
務
人
) 

獲
得
原
則
上
由
私
人
利
用
所
得
之
物
以
及
原
則
上
一

 

f

對
於
所
創
造
具
有
財
產
價値
的
法
®

位

的

處

分

權

的

方

式

’
 

在

經

濟

上

領

域

遂

行

其

活

動

的

梭

心

存

在

。
由

此

導

出

.

.

s

受

所

得

稅

課

稅

的

稅

捐

義

務

人

，
在
就
其
所
得
履
行
所

 

得

稅

稅

捐

債

務

之

後

’
必
須
仍
然
保
有
足
夠
的
所
得
以
支
應
其
必
要
的
生
活

费
以
及
——

^
考
量
基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一

項
之K

-
-
其
家
庭
生
活

费
需
要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
0

2
生
存
所
必
要
的
需
耍
’
構
成
所
得
稅
侵
害
的
憲
法
上
下
限
。
然
而
此
並
非
意
指
：
每
個
稅
捐

I

我
務
人
必
須
預
先

三
一
九



三
二
o

給
予
按
照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所
衡
量
的
扣
除
蕾
稅
。
立
法
3

何
種
方
式
將
上
響
法
上
的
指

i

入
考
量
’
乃
由
立
 

法
者
決
定
0

立

法

者

羃

雲

.滿
足
將
必
霞
私
人
支
出
從
襲
衡
量
基
礎
中
扣
除
’
使

最

低

蜃

生

存

必

要

的

漏

’
於
稅

 

囊
中
所
表
現
之
基
礎
—

額
免
課
所
得税
，
並

透

過

霪

稅

率

，
使

具

有

稾

得

者髙

的

所

得
税

-
在
此
種

 

規
i

系
中
-税
率
以
^

H

蓮

霞

上

S

舊

交

互

作

用
D

.

在
立
法

f

稅W
&-

規
定
基
額
，並

透

形

成

••
隨

f

得
的
增
加
，
而
提
高
稅
捐
義
務
人
的

 

税
負
的
情
形
(
參
照^

0
6

法
法W

S
：

集
八
十
二
册
，
第
六
十
頁
，
第
九
十
頁
以
下

-
E
u
G
E
Z

 1990.

 
2
100
, 227)

 

下
’立
法
者
可
自
由
的
以
前
後

一
貫
的
形
成
經
過
(參

照

判

集

第

八

十

四

册

，第
二
三
九
頁
’第
二
 

七
一
頁I

E
U
G
R
Z

 1990.

 229

 

(
2
3
1
)

，
規
定
税
率
的
累
進
，
使
適
當
的
已
經
量
化
的f

限
度
生
存
的
減
輕
負
擔
效

 

果
’首
先
就
所
嘉
稅
務
人
加
以
考
童
’並
逐

g

以
補
償
。
對
震
上
述
說
明
的
提
示
’
已

於

-
九
七
一
年
税
 

捐
改
革
委
員
會
的
■鑑

蠢

見

(
第
一册
’
邊
碼
六
五
三
註一

 )
中
提
到
。
決
定
的
基
準
’
乃

是

謹

霞

限

度

生

存

的

 

所
得
部
分
’仍

屢

務

人

適

當

的

金

額

’亦
即
稅
率
累
進
並
非
低
所
得
與
爵
得
之
麗
的
垂
直
平
等
 

之

跳

震

的

。
在
相
同
的
^

1S

力
下
’税
捐
義
務
人
之
平
等
負
擔
(
水
平
的
平
等
)

’
在
此

一

^

捐
義
務
人
有

 

小孩小孩間之比較不同

一

未̂
創
附
加
的

f

上
要
求
(
聯
邦
憲
法
法
讓
判
集
第
八
十
二册
’
第
 

六
十
頁
，
第
八
頁
以
下

=
E
u
G
R
Z

 1990,

 28.

 22
s
f
.
)

。

所乃取爵一般經濟上狀況以及在法

8

章
所
承
認
的
最



低

限

度

的

需

要

。
對

此
加
以
估
計
乃
屬
立
法
者
的
任
務
。
然

而

，
在
立
法
者
§

會
救
助
法
中
已
經
決{

疋
最
低
限
度
的

 

需

要

時

’
亦

即

國

家

對

資

力

國

民

於

社

會

國

家

照

顧

保

護

的

範

圍

内

’
透
過
國
家
給
付
給
了
滿
足
上
述
最
低
限
度

 

需

要

的

情

況

下

(
參
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四
十
册
，
第
一
 一

 M

頁

，
第
二
二
三
頁=

m
U
G
R
Z

 19
7
5
,

 4
6
9
.
仁
70

 

)

’
則
所
得
稅
所
應
給
予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金
額
即
不
應
i

此
項

金

額

。
稅
捐
立
法
S

於
所
得
者
就
其
收
益
至
少
應

 

保
留
爲
滿
足
其

生
存
必
要
的
需
要
而
給
予
需
要
者
自
由
使
用
公
共
資
源
。

3

準

此

，
所
得
稅
的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的
數
額
，
乃
是
社
會
救
助
法
上
所
承
認
的
最
低
限
度
需
要
，
此

需

要

-
般

 

經
由
對
於
母
位
需
要
者
給
予
必
要
的
生
活
費
補
助
而
獲
得
滿
足
。
此
項
生
活
费
補
助
，
擔
保
每
日
生
活
的
必
要
的
基
本

 

需
要

 <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十
一

 I

 -
項

)

’
除
了
主
—

機
關
或
地
方
社
會
救
助
主
體
所
核
定
的
法
規
(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二
十
二
條
第
三
項
)
規

定

者

外

’
包
括
住
宿
以
及
暖
氣
設
備
給
付
(
法

規

命

令

第

三

條

第一

 
'
二
項
)
以
 

及
考
慮
附
加
的
基
本
需
要
而
爲
繼
S

給
付
所
未

能

滿

足

的I

次

性

救

助

。
聯
^

一
會
救
助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四
項
第

 

1
項

規

定

爲

滿

足

營

業

活

動

的

支

出

需

要

但

也

增

進

自

己

救

助

的

’
也
算
入
社
會
救
助
法
上
最
低
限
度
需
要
。
 

此

種

進

I

步

的

需

要

。
透

過

營

業

支

出

(
必
要
經
费
或
營
^
<
出

)
的
扣
除

可

能

性

，
並

無

法

獲

得

滿

足

。
此
項
费

 

用
支
出
如
係
營
業
活
動
所
導
致
且
經
證
明
主
要
與
私
人
生
活
領
域
並
無
關
連
時
，
則

准

予

扣

除

對

之

-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四
項
第
一
款
規
定
之
再
一
步
的
需
要
，
乃
因
以
獲
利
活
動
爲
條
件
所
提
高
的
私
人
生
活
需
要
的
滿

 

足

(
參
照
徳
國
公
共
的
及
私
人
的
照
顧
保
護
團
體
編
，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
第
二
十
四
條
規
定
之
進
一
步

 

需
要
及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七
十
九
條
、
第

八

十

I

條
規
定
之
所
得
界
限
’
 I

九

九

一

年

’
第
二
十
三
頁
)
"
在
立
法



三
二
二

者

已

經

履

行

其

對

於

老

人

所

得

的

公

正

課

類

我

務

(
聯
邦
—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五

十

四

册
，
第

十

一

頁

，
第
三
十
四
頁

 

以
下I

E
U
G
R
Z

 1980.

 426,

 42
6
)

的

情

形

下

，
此

植

進

一

步

需

要

的

斟

酌

，
得

限

制

於

營

利

活

動

者

。

g
社

會

法

承

濡

別

需

要

者

依

其

個

別

情

形

之

狀

況

的

個

人

需

要

。
對

於

生

活

費

的

繼

蜃

救

助

係

依

地

撢

 

的

法

規

加

以

決

定-

就
其
他
部
分一

W

保

i
當
性

之K

——

則
按
照
居
住
及
暖
氣
設
備
的
各
自
實
際
支
出
加
以
衡

 

M
。
反
之

’
所
得
税
法
規

定

’
立
法
者
規
定
確
保
生
存
的

一

I

s

—

—
I -X

出
係
以
適
用
於
所
有
的
所

 

得

稅

納

稅

義

務

人

的

統

一

金

額

方

式爲
之

。
此
種
變
成
S
的

減

輕

大

童

程

序

發

展

的

類

型

化

，
在
憲
法
上
並
無
可
非

 

難

(
參

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八

十

二
册
-
第

六

十

頁

’
第

九

十I

頁
以
下=

rnU
G
R
Z
1
9
9
0
.

 21
8
.

 22
7
f
.
+
,

同

 

裁

判

集

，
第

八

十

五册
-
第

二

六

四

頁

-
第
三
一
七
頁

=
E
u
G
R
Z

 1993,

 153.

 16
8
)

。
在

此

種

類

型

化

的

範

圍内
，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需

要

-
原
則
上

應

以

下

述

方

式

加

以

衡

量
.•

亦

S
可

能

在j

切

情

形

滿

足

生

存

所

必

要

的

需

要

’
亦

 

即
並
無

任

何

的
税
捐

義

務

人

因

其

所

得

被

課

稅

結

果

，

s
m

〔生

存

所

必

要

的

需

要

’
必
須
透
過
請
求
國
家
給g
能

 

獲

得

滿

足

。
反

之

’
倘
若
——

如
同
現在
的
住
宅
市
場
——

對
於
生
存
所
必
要
的
支出
有
重
大
的
價
格
差
異
存

在

時

，
 

則

統

-的
平
均
©
格
把
握
不
同
的
需
要
群
體
並
不
切
實
際
。
在
此

種

特

殊

情

形
’
立
法
者
不
妨
在
衡
量
基
礎
扣
除額
時
 

，
於
其

同
時
提
供
適
當
的
社
會
給

M
如
住
宅
補

助

金
-
以
補
充
的
塡
補
個
別
情

形

的

需

要

的

情

形

下，
取
向
於
一

個

 

f
的

價

格

。
除

此

之

外

，
從
憲
法
來
看
，
似
不
排
除
税

f
法
者
——

如
同
營
業
的
費
®K

出
——

個
別

的
或
與
群

 

馨

關

的

把

握
需

要

。

(c)
國

家

的

特

別

的

財

政

需

要
以
及
預
算
調
整
的
急
迫
性
’
可
能
促
使
立
法
者
審

査
在
整
體
法
秩
序
下
的
向
來
的



各
項
需
要
構
成
要
件
’
然
而
並
不
適
當
對
於
違
憲
的
課
稅
加
以
正
當
化
(
參
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八
十
二

册
’
 

第
六
十
頁
’
第
八
十
九
頁

=
E
i
z

 1990,

 218,

 22
6
)

。
正
如
同
在
成
長
中
的
國
家
財
政
需
要
’
以
及
相
應
提
高
的

 

稅
捐
負
擔
’
立
法
者
應
擔
保
公1E
的
分
配
負
擔
。
立
法
者
也
可
以
透
過
減
少
或
取
消
憲
法
上
所
不
要
求
的
稅
捐
減
免
或

 

優
惠
的
方
式
，
相
當
程
度
的
達
成
上
述
目
的
。

n

 '

本
件
提
出
審
査
的
基
礎
扣
除
額
以
及
一
般
的
稅
率
扣
除
額
的
規
定
’
並
未
滿
足
憲
法
上
的
要
求
：
不
得
以
所
得

税
 

侵
害
確
保
生
存
的
費
耍
出
。

1
就
一
九
七
八
年
度
到|

九
八
〇
年

度

，
所
得
税
立
法
者
透
過
基
礎
扣
除
額
及|

般
的
税
率
扣
除
額
(
所
得
税
法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八
項
)
減
輕
所
得
的
稅
捐
負
擔
。
此
項
扣
除
額
-
經

由

I

九
七
七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減
輕
稅
負
及
獎
勵
投

 

資
法
律
(聯

S

律
公
報
第
！部
分
第

I

九
六
五
頁
)
S

調
解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
取
代
提
高
基
礎
扣
除
頷
’
而
作
爲

 

補
充
的
一
般
的
減
輕
税
負
手
段
以
達
成
嗣
後
納
入
稅
率
改
革
的
—

，
而

被

導

入

(
參
見BT

Dr
u
ck

s
.

 S /
9
0
0
,

 90
5,

 

9
7
4
,

 

S

2

.

 

1

§

-

 

1

§
)
。

么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可
以
——

只
是
近
似
的
——

按
照
社
會
救
助
給
付
的
標
準
加
以
決
定
。
明
斯
特
財
務
法
院

 

以
及
聯
邦
政
府
於
此
範
圍内
已
經
提
出
詳
細
的
計
算t
然
而
其
許
算
並
t

慮
營
利
活
動
者
的
進
-
步W
要

。
其
對
於

 

個
別
的
爭
訟
3

 
’
在
社
會
法
上
所
承
認
的

¥

要

，
從
下
述
表
中
所
記
載
即可
明
瞭
：

三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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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_

玥
_
年
ft

*51
1
1
1 級
佐
宅
的
費
用
支
出

«

*
*
_
 
的
費
用
*
出

f
s
g
f

 的平
均
的

的



3
:

明
斯
特
S

法
院
。

(2)
:
聯
邦
政
府
。

5
 ‘•
兩
雙
的
產
生
計
所
求
得
金
額
的

5
?

⑷

家庭生計的平均租金。

⑸

：
i

l

斯
特
財
務
法
院p

i
l

M
e

所
估
計
’
來
源
.•
 

1991

年
統
計
年
鑑
’
表2L

1

 

〇

 

(6)
._
 

199

牵
價
格
加
上
4
%
’
有

麗

所

得

的

蠢

蓬

會

救

助

_

人
之
兩
人
家
庭
生
計
的
住
宅
鑒
之

 

’
來
源
：
聯

襲
S

編

’
一

99

单

經

濟

-

審

部

分

’
第43

資

。

S

 :
 

一
99

萆

屢

加

上
4
.
8
%
’

有

麗

所

得

的

重

救

助

S

人
之
兩
人
家
庭
生
計
的
能
源
價
’來
 

源
：

計
局
編
，

199
単
經
濟
與
統
計
，表
格
雰
，第

437

頁
。

⑻：簋
新
的
來
源
.

■
 

1992

年
德
國
公
共
及
私
人
的
昭
賴
畺
團
體
的
通
訊
.第

24

貴

。
 

g
:
1
9
9

年

上

5
.
2
%
’

有
f

宅

租

金

的

覆

&

，
參
見
上
述
6
〕

。

〇0
„
 

一
9
9

军
價
格
加
上一

. 

6 ^

 ,
有
關
能
源
的
孱
f

 ,
參
見
上
述
7
 )
。

上

述

蠢

係

：

1̂
1

慎
的
估
計
住
宅
需
要
、
_

設
霧
用
墨
於
生
活
費
的
一
次
性
給
付
爲
基
礎
。

倘

利

活

f

的進

i

步需要’

 I

入
社
會
救
助
法
上
的
最
低
限
度
需
要
的
計
算
f

 ’
而
且
對
應
於

 

最

黛

、
以
其
^

<

估
計
的
金
額
(
就
此
參
見

K
n
o
p
p
/
F
i
c
h
t
n
e
i

 ’
聯
^
!
會
救
助
法
，
第
六
版
，
-
九
八
八
年

 

第
一
 一
十
三
章
邊
碼
第
十
七
到
第
二
十
段
；

Sche

 

1
—

_

(horn/J

 

f

 

r

 

a
 

sek/Se

 

i

 P
X
I
I
著，

救助法註

®®

，S ®-}-

二

三
二
五



三
二
六

版

，
一

九

八

五

養

二

士

一

纖

碼

第

二

十

一

段

)

’
按
^
!
^
^
^

e
^

的
百
分
之
二
十
五
估
計
，
l

生

下

屢

估

 

1

額

：

5 4 3 z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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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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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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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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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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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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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特

財

務

法

院

。

⑵

.

.
聯

上
'述

對

襲I

.■其
平
均
的
^

^

助
需
要
’
均®

的

超

謙

除

額

。
就
一
九
九
二f

 ’
 I

其
計

 

算
S

，分醫
生
有
的

S

的
：

助

護

蠢

*
從
大
約
一
萬
二
千
馬
豪
大
約

I

萬
四
千
馬
克
。



3.
基
礎
扣
除
額
的
不
足
部
分
，
並
無
法
以
下
述
方
式
加
以
平
衡
..亦
即
所
得

税
法
以
其
他
構
成
要
件
，爲
滿
足
特

 

別
的
需
要
的
特
別
支
出
或
公
共
給
付
’
以
減
輕
所
得
稅
負
擔
。

立
法
翥
於
免
税
的
給
付
或
免
稅
所
得
部
分
’
只
有
在
其
構
成
要
件
係
把
握
確
保
生
存
的
支
出
以
及
其
減
費
擔

 

係
普
遍
性
的
給
予
的
情
形
’
始
得
算
人

I

般
性
的
對
控
母
位
稅
捐
義
務
人
的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的
類
型
化
的
免
税
範
固
。
 

憲
法
上
要
求
爲
滿
足
確
保
生
存
的
支
出
所
必
要
的
所
得
部
分
免
於
課
稅
’
尤
其
並
未
因
下
述
情
形
而
被
滿
足
：
亦
即
某

 

些
f

群
體
的
税
捐
義
務
人
’
就
特
別
的
收
入
或
所
得
構
成
要
件
被
減
輕
負
擔
’
此
種
減
輕
負
擔
並
非
普
遍
性
的
’
而
 

是
在
特
別
的
前
提
要
件
下
才
可
達
成
。

依

據

上

述

標

準

’
 S

聯

邦

藝

E

促
進
法
所
爲
給
付
以
及
其
他
給
付
’
而
其
目
前
依
所
得
税
法
第
三
條
到
第
三
條

 

之
二
在
全
部
的
範
圍
内
免
稅
-
並
不
許
算
入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需
要
免
税
的
範
圍
，
蓋
上
開
給
付
係
爲
滿
足
特
殊
的
需
要

 

而
設
或
僅
是
®
^
的
群
體
的
税
捐
義
務
人
獲
得
減
輕
稅
負
而
已
。

目

的

設

定

，
所
得
稅
法
第
三
條
到
第
三
條
之

 

二
的
免
稅
構
成
要
件
所
涉
及
的
給
付
’
並
非
爲
滿
足
稅
捐
義
務
人
的
_

生
存
所
必
要
的
需
要
’
而
是
爲
滿
足
其
他
的

 

構

成

要

件

前

提

。
依

現

行

法

規

定

-
住
宅
補
助
金
固
然
亦
用
於
滿
足
一
般
的
生
存
必
要
的
需
要
’
然
而
其
®
滿

足

-
部

 

分
的
住
宅
需
要
的
費
f

出

，
而
且
由
於
其
從
屬
於
特
別
的
所
得
曁
房
租
界
限
，
故
並
非
給
予
全

ffl
的
税
捐
義
務
人
享

 

受

。
因

此

，
住
宅
補
助
金
的
免
稅
，
並
未
滿
足
對
於
生
存
必
要
的
需
要
所
爲r

 i

般

性

」
的
税
捐
上
減
免
的
要
求
。

又
其
他
聯
邦
政
府
認爲
可
算
入
的
税
捐
上
減
免一
^

業
所
f

除
額

、
勞
工
概
算
扣
除
額
、
儲
蒂
扣
除
額
、
 

老
年
人
所
得
的
減
免一

^
是
對
於
特
定
群
體
稅
捐
義
務
人
優
惠
’
並
用
以
達
成
其
他
與
滿
足
生
存
所
必
要
需
要
並
無

三

一

一

七



三
二
八

關
聯
的
目
的
是
此
類
減
震
蠢

来

蹵
型
的
覆
限
度
生
存
的
人
民
-囂
的
二
股
性
的
)
給
予

税
5

論

的

要

求

。

因
此
’基
德
除
額
以
及
一
般
的

税
率
§

額
的
規
定
’並
不
符
度
生
存
需
要
免
除
所
得
稅
的

f

±

要
求〇

薦

莠

屬

違

憲=

本
t

進
行
審

査
的
扣
除
額
以
及

I

般

的
稅
率
扣
除
額
規
定
的
違
憲
性
’
除
所
得税
法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八
項
規

 

定

，
適
用
於
一
九
七
八
年
到

一

九
八
〇
年
課
^W

S

内
容

(一

般
的
税
率
§

額
)
外

’
尚
包
括
同
養
三
十
二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第
二
—

用

於

的

内

容

。當

時

規

定

額

，乃
是
以
適
翼
霧
率
，其
累
震
程
 

蠢

貫

的

對

於

-
切
所
得
均
有
努
的
扣
除
額
靈
刖
提
，
因
此
，
基

雷

除

額

與

稅

率

相

互

爲

箨
。
倘

若

違

霪

僅

I

T

§

l

i

i

A

s

i

®
-
.
 

*
 E

s

i

^
s

^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的
所
得
時
-
則

法

律

將

歪

薦

非

平

等

的

*

^
-
1

漲

-
而
是
違
反
平
等
的
累
進
差
距
，
 

篮

範

圍
内

，
當
斐
法
者
所
意
欲
。
因
此
，
基
礎譲
額
的
不
充
分
，
使
所
得税
法
第
三
十
二
條
之
-
第一.

囊

二

 

旬

顰

因

。

4.
聯

邦
f

法
院
f

於
違
憲
的
法
律
效
果
’
並
—

無
例
外
的
規i

 (規
i

效

’
而
逆
谷
許
單
純
的
宣
告
違

 

憲

(
同
法
第
三
十一

 f

二
項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
。此
種
情
形
，舊
旦
告
合
憲
的
秩
序
比
違
憲
的

 

靈
更
霧

礙

時

’則
囊
要
求

{

參

見

蠢

三

十

三

册

’
第
三
〇
三
頁
’第
三
。
五
頁
，第
三
 

四
七
頁
以
下
)
。
又
在
立
法
者
擁
—
i

除
違
憲
狀
態
可
能
性
時
，
也
|

示®

單
純
的
不
符
<|口
憲
法
的
宣
告
(



參
見
聯
馨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二
十
八册
，
第
二
二
七
頁
-
第
二
四
二
頁
以
下
，第
六
十
一
册
，
第
四
十
三
頁
，
第
六
 

十
八
頁=

E
i
z

 1
900
2
, 559

 (
判
例
報
導
第
30
號

 

>

 
,
畢C

十
一
册
-
第

三一

九
頁

，
第
三
五
六
頁

 

=
m
u
G
R
Z

 1982.

 

办
58,

 46
3
;

第
七
十
三
册
，
第
四
十
頁
，
第一

〇

一
頁
以H-

=
E
u
G
R
Z

 1986

 

.

 393

 

.

 40
9
;

第
七
十
八
册
，
第
三
五
o 

頁

，
第
三
六
三
頁=E

u
G
R
Z

 1988.

 562,

 5S
S

■，
第
八
十
二
册
，
第
六
十
頁
，
第
九
十
七
頁

<=
EuGRZ

 1990,

 21
S
,

 

2
2
9
)

。-個

靈

是

制

定

新

的

規

範

之

前

，根
本
無
法
課
稅
。
再
者
，立
法
者
也
擁
裏
種
議
戀
的
可

 

能
性
。
立
法
—

必
須
決
定
應
如
何
估
計
稅

K
-H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需
要
金
額
有
多
少
。
淀

，
立
法
者
可
能

一

I

 

法
的
界
限
範
圍
内一

^
了
謹
及
財
政
政
策
的
衡
量
之
外
，
也
必
*

^

會
的
及
家
庭
政
策
的
要
求
■，
再
者
’
立
 

法
者
可
能
蠢
累
進
税
f

式
爲■-
充
分
的
基
！

除
額
的i

贅

效

果

’
 J

反

映

蠢

爵

囂

高

累

進

的

稅

 

負
上
。5.

⑴
倘

若

規

響

畺

與

基

本

法

不锝
合

時

’
則
原
則
上
即
具
有S

繁

：
該
靈
在
主
文
所
及
的
範
圍内

 

，
法
院
及
行
政
機
關
不
得
再
加
以
適
用
(
聯
邦
—

法

院

裁

判

七

十

三
册

，
第
四
十
頁
，
第
一
〇

一
頁

=

rnU
G
R
Z

 

1986.

 393-

 40
9
)

。
本
件
墨
法
院
必
須
進
一
步

W
&
r
M

其
E

程
序
’
直
到
立
法
蠢
定
符
合
囊
的
規
定
取
代

 

違

憲

的

囊
爲
止

(
參
見
聯
邦
蠢
法
襲
判
集
第
二
十
八册
-
第
三
二
四
頁
，
第
三
六
二
頁
以
下
)

。
立
法
者
所
負

 

擔
重
建
合
憲
的
法
律
狀
態
的
義
務
-原
則
上
包
鐾
部
被
官
吾
違
憲
所
涉
及
的
期
間
以
及
至
塞
握
蜃
規

 

範
所
^

H

未

靈

的

裁

判

"

三
二
九



三
三
〇

C2)
所
得
稅
法
第
三
+
二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的
囊
性
，
依
上
述
原
則
，
原
將
獲
下
述
效
果
：
對
於
本
件

 

鑒

繫

所
渉
及

的

期

爵
S

尚
可
争
執
的
i

處分’應
然
而
鑑
籍
法
與
預

S

的

特

_

以

及

案

件

 

的
特
質
.
*
此
種
結
論
並
未
被
提
出
。

①
從
可
靠
的
財
政
及
預f

畫
的
顴
點
以
i

應
的
財
政
及
預
算
經
濟
的
觀
點
，
阻
止
新f

的
溯
及
生
效

 

(
參
見
聯
邦
靈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七
十
二册
，
害
二
三
〇
頁

，
第
四
二
二
頁
〕

。
所
得
稅
作爲
現
在
的
所
露
一
定
期

 

間

的

反

覆

蠢

，
係
爲
支
應
每
蠢
算
3

的國家財政馨。如
同
所
於

税

議
務
人
各
篇

 

以
課

徴
(所
得

税
法
第
二
機
七
項
)
，所
得
稅
的
收
入
也
構
成
各
的
公
共
預
算
。如
果
現
在
對
 

的
大
量
稅
務
案
件
加
以
翻
案
並
且
一
部
分
溯
及
處
理
時
’則

預

算

^

；

的t
m

總
額
並
不
能
溯
及
生
效
的
重
新
衡

fi
，
而
只
能
以
現
在
國
蠢
算
的
墓
”露

當

時

的

税

覆

務

人

以

將

寐

的

孩

毅

蠢

C
有

麗

蓋

 

集
平
衡
的
預
算
法
上i

 i

B

因

不

額

的

■

請

鏖

-
羼
成
現
在
預
算
負

爲

問
題
。_
家
 

的
財
政
計
劃
或
許
將
受
到
傷
害
；
再
者
’除
非
時

大

幅

調

高

’否
則
國
家
的
財
政
行

爲
能
力
f

到

。

因
此
，
預
算
款
項
的
溯
及
生
效
重
分
配
將
不
符
合
期
間
性
預
算
計
畫
以
及
預
算
同
意
的
需
要
(
基
本
法
第
一
一
 

o
 

條
第
二
項
’
蠢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第
八
十
一
册
第
三
六
三
頁
’
第
三
八
五
頁
)
’
也
不®

最

得

稅

法

靈

分

 

享
醫
霧
人
的
現
在
所
得
以
滿
足
公
共
預
算
的
當
前
需
要
的
任
務
。
故
對
於
稅
捐
上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需
要
所

爲
違
憲

 

的
衡
量
，
^

I

法
並
不
必
溯
及
生
效
的
加
以
排
除
。只

要

立

法

來

新

的

規

範

，並
以
之

爲
其
財
政
計
畫
 

的
基
礎
時
，
即
爲
已
足
。



②

 又

溯

及

秦

的

室

-
也
不是

給

盖

震

務

人生
存
所
必
要
裔
B

基

霜

除

額

的

葛

5

求

。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需
要
的
免
稅
，
以

滿

足

現

在

的爲
目

的

；
因
此
’税
捐
上
襲
免
如
果
不
是
在
時
間
上
緊
*I

各

 

個

需

要

惡

給

與

時

，
即
無
法
達
成
其
目
的
。
倘
若
扣
除
額
金
額
過
低
時
，
固
然
此
種
重
大
的
違
憲
產
生
下
述
結
果
：
 

低
所
得
的
稅
捐
義
務
人
’
被
課
予
侵
害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的
税
捐
負
■

’
則
如
其
不
想S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
則

另一

 

方
面
必
須
滿
足
確
保
其
生
存
的
費
|

出

。
但
在
緊
急
狀
態
，
稅
捐
義
務
人
應
可
請
求
社
會
救
助
。
在
立
法
者
僅
對
於

將

蠢

定

最

蜃

度

生

存

的

響

醬

讓

免

露

’
露

上

響

大

的

公

共

利

益

丄

養

況

應

可

—

■’
 

當
然
此
種
規
S

—

前

的

窶

必

的

加

以

調

整

。

③

 

倘
若
立
法
者
不
顧
上
述
情
況
*
仍
然
決
定
制
定
——湿
在
一
定
界
限
範
圍
内
——

溯
及
生
效
的
新
規
定

 

時

-
則
就
法
律
形
式
上
已
經
終
結
的
以
及
尚
繫
屬
中
的
程
序
加
以
區
別
’
對
於
一
般
的
每

S

得
稅
事
件
的
基
礎
的
各

 

覆
成
要
件
以
墨
礎
扣
除
額
的
構
成
要
件i

 ’
勢
將
難
以
符
合
事
理
要
求
。
其
個
別
的
稅
擊
件
是
否
已
經
終
局

 

的
加
以
裁
判
-
蠢
並
非
繫
於
稅
捐
義
務
人
的
權
利
救
濟

-

而

是

蠢
rr
政
機
關
的
行
爲
-
此
尤
蠢
用
於
在

 

保

肇

後
1

加
以
核w

—

^
同
現
在
很
多
霍
上
纂
議
的
案
件
——

蠢

置

織

的

大

量

at *

促
成
的
聯

 

邦
財
政
部
長
的
S

指
示
，
所
暫
時
S

課
税
_

的

攥

。

(!)
縱

然

到

旦

刖爲止

對

於

免

稅

的
f

限
度
生
存
所
爲
不
符
八
1

的
衡
M
 ’
僅
須
向
將
來
修
正
’
但
並
不

 

因
此
喪
失
本
U

S

案
的
f

 

或的憲法訴願的

i

保
謖
必
要
。
新
的
規
定
是

K
n

將
有
利
於
本
件

 

訴
訟
程
序
的
馨
或
可
能
發
生
的
憲
法
訴
願
人
’
乃
應
由
立
法
者
決
定
峯
。



三
三
二

D
 '

在
制
定
新
的
規
定
之
前
-
被
宣
告
違
憲
的
規
範
仍
可
繼
績
適
用
。
然
而
立
法
者

I
T
C

濟
從
課
稅
f

 

1

九
九
六
年

 

起

’
以
合
憲
的
規
定
取
代
違
憲
的
規
定
。
此
一
期
間
§

可
能
爲
所
得
課
税
之
目
的
’
對
於
減
低
收
益
或
自
收f

全
 

部
或
部
分
加
以
扣
除
的
各®

i

成
要
件
，爲
i

最
低
限
度
生
存
，
就
全
部
收
益
完
全
加
以
考
慮
以
及
公
平
負
擔
的
目

 

標

，
進
行
審
査
。
同
時
，
立
法
者
在
中
期
財
政
計
畫
的
範
圍内
’
對
於
所
要
求
新
的
規
定
所
發
生
的
預
算
經
濟
上
作
用

 

，
可
以
加
以
考
慮
。

其
就
2.
的
進
一
步
指
示
，
乃
是S

下
述
的
衡
量
*.就
其
所
把
握
的
稅
捐
義
務
人
-
必
須
立
即
且
在
所
要
求
的
範

 

圍
内
-
個
別
的
或I

般
的
減
輕

其

—

。(

f
譯
自m

U
G
R
Z

 1993,

 S .2T
2S

)

 〇



關

於

r

律
師
從
事
第
二
職
業
之
許
可
標
準
」
之
裁
定

—

聯
_

憲

法

法

院

第

一

庭

一

九

九

二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之

裁

定

 

1

 Bv
R

 79
/
8
5
,

載

於

E
u
G
R
Z
l

九

九

三

年

，
第

七

頁

以

下

譯
者

墨蓍主
文

理
由

A

、*
9
5

■

涉
及
齧
業
與
其
他
職
業
不
馨
之
原
則

 

I

、
法

毚

定

丄
取
得
爲
律
師
之
許
可
之
程
序

(a)
 
要
件
與
程
序

(b)
 

拒

絕

、
—
i

回
許
可
之
理
由

i

不

顰

規

查

鬟

翬
聋

立

論

震

三
三
三



三
三
四

3.
 

律
師
之
形
象
在
聯8

師
法
中
之
規
定

4
.
 

聯
邦
最
高
(
普
通
)
法
院
對
不
相
容
規
定
所
設
下
之
具
體
標
準

n

、
案

例

書

1
第
一
憲
法
訴
訟
提
起
人
因
所
任
之
大
學
學
術
助
理
工
作
不
具

r

髙
尚
地
位
」

發

爲
律
師
之
申
請
 

2
第
二
憲
法
隱
提
起
人
於
所
任
之
大
學
職
員
工
作
長
有
限
度
之
同
意
於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

任

S
5.
 

第
三
邋
法
^
^
提
起
人爲I

合
作
社
f

之
職
員
並
對
理
f

提
供
法
律
諮
詢
。
彼
申
請爲
顧
問
律
師

 

4
-
第
四
憲
法
訴
訟
提
起
人爲
-
防
止
不
正
競
爭
之
中
心
之
職
員

5.
 

第
五
憲
法
訴
訟
提
起
人爲
多
家
公
司
之
業
務
墊n
人
與
股
東

6.
 

第
六
憲
法
訴
訟
提
起
人爲
律
師
及
一
保
險
仲
<丛
司
之
單
獨
業
執
行
人

 

乙
第
七
憲
法
訴
訟
提
起
人爲
律
師
及
人
合
公
司
之
業
務
執
行
人

1

、
®

法
訴
訟
提
起
人
之
理
由

1
第

一

憲
法
訴
訟
提
起
人
主
張
受
有
財
務
上
之
損
失
。
比
例
原
則
未
被
遵
守
。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受
到

侵
害

2.
 

第
二
憲
法
訴
訟
提
起
人
主
張
立
法
者
應
自
行
決
定
不
相
容
之
内
涵
而
不
可
任
由
法
院
越
俎
代
鹿

3.
 

第
三
憲
法
訴
訟
提
起
人
主
張
其
本
於
基
莕
法
¥

二
擔
一
項
與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的

f

之
基
本
權
利
受



到
侵
害

4.
 

第

四

…

(
同
上
)

5.
 

第
五
憲
法
一
^

提
起
人
就
聯
邦
律
—

之
規
定
質
疑
其
法
律
基
礎

6.
 

第
六
憲
法
訴
訟
提
起
人
主
張
其
本
於
…
…

(
如
3.
)

Z
第
七
憲
法
霞
提
起
人
指
摘
聯
籠
師
法
之内
容
不
明
確

 

IV

、
聯
3

府
以
i

關
画
體
之
意
見

 

1
聯
S

務
部
長
之
意
見

 

2
聯
8

師
公
會
之
意
見

3.
 

德
國
律
師
之
意
見

4.
 

自
由
律
師
聯
盟
之
看
法

5.
 

各
地
i

師
公
會
及
司
法
行
政
機
關
分
別爲
其
決
定
爲
辯
護

B

、
 

除

第|

羅
三
提
起
人
之
憲
法
訴
訟
外
，
其
餘
均
於
本
質
上
受
到
准
許
。

C

、
 

除
第
二
件
訴
訟
外
，
其
餘
均
有
理
由

I

、

1
不
相
容
之
規
定
爲
對
於
基
本
法
第
十
二；W

 

I

項
所
羅
之
自
由
之
侵
害
。此
外

-

立
法
者
應
留
意
律
師
 

市
場
上
激
烈
之
競
爭
情
勢
。

三
三
五



三
三
六

2
.
 

規
範
不
理
谷
之
規
定
須

3

聯
雞
馨
之
相
關
規
定
在
此
有
未
足
處

(b)
將
爲
律
師
之
許
可
繫
諸
同i

事

之

職

業

是

翼

篇
S

鬣

i

歪

s

l

i

i

f

㈦
不

馨

之

規W
f
K
Q

有

必

申

攥

_

嘉

待

一
?§g

#
i

I

'

4

邦
S

 (
普
通
)
法
院
認爲
第
二
憲
襲
必
提
起
人
之
主
羹
律
師
職
業
不
馨
一
壽
s
^

t§

±

之
 

依
據
o2

^

1

8

1

¥

3

s

^

s

l

:

#

,

8

i

f

§

f

 -

理
S

之

間

。

3.
 

第二憲法詩訟提起人

爲
任公職之大鬆員，其

與

國

家

近

足

以

自

之

—

_

他

*

^

，
黯

— 

(
普
通
)

適
！不
相
容
麗
二
醫

1

項

1
以

「
高
虚

位

」
歲

給

予®
m

可-M
W

裏

問



4

供
法
律
諮
詢
之
職
員
之
行
爲
與
律
師
之
形
象
不
8

之

見

馨

疑

問

3.
 

律
師
活
動
與
營
利
活
動
原
則
上
不
相
容
之
原
則
不
存
在

4.
 

除
渉
及
第
二
憲
法
訴
訟
提
起
人
者
外
，
藤

之

裁

判

均

因

侵

犯

其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一

項

而

必

須

被

囊

<
薑

>

i
聯

(
B
R
A
O
)

中
有
關
於
申
之
第
二
職
業
與
律
師
職

w
：

爲
#
^
之
瑕
象
不
相
容
之
情
事
則
其
爲
律
師

 

之

許

可

將

猜

絕

、
撤
銷
或
撤
回
之
條
文
。

(
你7

 Nr
‘s

 BR
A
O
.

你17

 N?

 2

 BR
A
O

 a,
F
:

I4

丑

N
r
.9

 BR
A
O

 

n

.F
‘
)

。
並
不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

么
就
法
院
$
诀
要
求
第
二
職
業
須
留
鑛
行
律
師
業
務
足
夠
的
行
爲
空
間
而
言
-
在
憲
法
上
並
無
可
貴
難
之
處
。
相
同

 

的
情
形
亦
適
用
在
公
職
行
爲
’
只
要
因
此
等
行
爲
使
得
公
衆
產
生
律
師
必
要
的
獨
立
性
^
^
妨

害

之

印

象

"

3.
S

法
院
以
第
二
職
業
並
非
具
有
「
_

之

地

位

」
而

認

其

爲

不

馨

之

理

由

時

，
則
職
業
選
擇
自
由
即
受
到
過
當

 

的

限

制

。

4

.
 

爲

篇

之

許

可

’
亦

不

量

因

申

賣

之

第

二

職

業

爲

職

員

(
A
n
g
e
s
t
e
l
l
t
e
r
)

而

嘉

務

接

受

不

受

專

業

法

規

(
 

s
t
a
n
d
e
s
r
e
c
h
t
l
i
c
h )

拘
束
之

1
王

的

委

託

麗

第

三

人

提

供

法

律

諮

詢

，
即
加
以
拒
絕
。

5.
 

W

-

營

利

性

行爲

震

以

利

益

衝

突

之

—

明

蠢

現

或

申

R

並
無
充
分
的
時
間
來
執
S

師
業
務
之
情
B
始

三
三
七



三
三
八

能
構
成
排
除
律
師
職
業
之
理
由
。

姜

1
聯

邦

養
(
普
通
)
法
院
在
一

九

八

四

¥

 

1

月
五
日
之
判
決
1

A

I
 (B

)

 26/8
i

_

九
八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曰
下
薩
^
0
^
^
在
車
雷
之
審
理
律
師
事
件
之
1
^
法

院

(
E
h
r
e
n
g
e
r
i
c
h
t
s
h
o
f

 fu
e
r

 Re
c
h
t
s
a
n
w
a
e
l
t
e )

之
裁

 

定—
E
G
H
L
S /84

 
(n
\
16
)丨
侵
害
了
第
提
起
人

®i

本^
a

m
-
二

擔
一

項

所

簾

的

基
i

利

，
該
兩

 

囊

判

〇

 S

發

回

下

黌

蠢

於

車
S

審

理

篇

事
S

拿

法

院〇

其

蠢

憲

法
R

驗

回

=

2
-聯

邦

鬵

(
普
通

 

>

 法
院
一
九
八
九
年
二
月
十
三
曰
畜
決

—
A
n
w
s

 62
/
8
8
-

及
一
九
八
八
¥

月
七
曰
下

 

薩
克
—

於
車
雷
審
理
律
師
事
件
之
名
#
法
院
的
判
決

i
E
G
H
9

 

/

f
侵
害
了
第
三
訴
訟
提
起
人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所
霞
之
基
本
權
利
，
該

兩

灣

決

應

予

以

謂

。
墨
退
回
下
薩
克
蠢
於
車
雷
的
審
理
律
師
事
件
之
馨
法

 

院

。
其
餘
之
1

訴
訟
駁
回
。

3
,
 

一

九

八

九

年

十

二

月

四

日

_

最

高

法

院

之

判

決
—

A
n
w
z
g
w
f

及

一

九

八

九

年

五

月

八

日

黑

_

(

孑

-
 

s
s
e
n
>

審

理g
：®

#

件

法

院

的

判
決
—

rrl
G
H
M/oo
i

害
了
第
四
i

§

人

基

本

i

 

i

 f

保



^
 S

3

I

1

S

 =
 

-

4.
1
九
九
。
年
七
月
三
日
聯
邦
蠢
法
院
之
判
決

—
A
n
w
z @

2
2
/
9

岌
一
九
九
〇
年|

月

二

十

二

曰

下

賽

蠢

 

於

車

雷

審

理

簾

事

件

之

^

?

^

黯

判

決

|
5
5
8
/
8
9

 
(
 

n
/
1
3
)

及

一

九

八

九

壬

(
月

二

〇

日

0
1
&
|
1
|
^
寒

 

法

院

(
〇
^
^
&
0
芑玛
5
1
:
)
院
長
之
處
分
，
侵
害
了
第
五
雲
_

人
基
本
^
1
^
二

蜃

j

項

所

保

霞

基

1

 

利

，
慧

予1$

*

 -
蜃

退

回

_

震

法

院

審

理

^

1?

&

;

^

^

題

"

5.
1
九

九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五

曰

*
：

最

高

法P

決
丨>

n
w
z

B )4
4
/
9
0
-
、

一
九
九
§

 -
月
二
十
七
曰
巴
登
丨

 

邦

(
B
a
d
e
n
i
u
r
t
t
e
m
b
u
r
g

 蓄

一

^

事
件
決

I
E
G
H
46/89

 

(
1
1
2
5
)

丨
以
及
一
九
八
九
年

 

七
月
二
+

 

1

曰

、

馨及籠事分丨

P 3
Q

 /Ma
t
t
e
l
m .

 V
O

H

害
了
第
六
^

^

人
基
 

本

鋈

十

二

擔I

項
所
保
窆
基
^
4
^
,
其

應

予

麵

*

蜃
退
回
聯
邦
蜃
法
院
審
理
有
^

*

的
問
題
*
 

氏
一
-
九

九o$

二

月

七

曰

麗

醫

法

院

蟲

決—
A
n
w
z

B )51/9
T

、

一
九
九
0
年
四
月
二
十
三
曰
下
薩
克

 

木：

車
雷
審
理
律
肇
件
院
的
判
決

l

m

i
、s
(I
I2
4T

及

|

九
八
九
？

 

|

月
十
四
日
車
雷
藝
法

 

產

<

1

8

2

8

7

4

害

了

第

七

 

一
條
第 

一

 

利

’
其

〇

蜃

退

回

聯

邦

最

高

籠

醬

就

費

用

負

饔

裔◊

nu
 %

第
二
訴
訟
提
起
人
所
提
之i

訴

隱

回

。



三
铒
〇

-
 A

-
i

'
i

'
f
 

;

i

鍾

人

.1)
、

.3)
、
5)
及
7)
必

要

費

用

的

一

 f

下
義
克
®

、

起
人
4)
必
要
費
兩
之
一
半
由
里
—

及s

提

- S

E
»
X

B

±

i
 -

判
決
醫
：
(姜

)

A

、

產

法

雲

涉

及

由

法

—

決

所

發

展

出

w
i
t
s
w
n
j
M

職

業

活

動

不

_

裹

本

湯

。

I

、

I
'a)
只
f

可
者

®
!̂
@

订
律—

務
。

務
決
定
此
項
申
請
時
’必̂

R

取
得
具

^
1
!
^
賽

雷

公

會

理

奮

之

_

書

(
^
^
師
^
1
2
5
1
<
養

二

項

)

’
且

鏖

定

蚩

重

釋

定

的

議

理

由

 

時

鋈

業

。f

情

況

下

必

w
r
i
^
s

許

可

秦

定

且

^

馨

馨

(

§

 S 

Satzl

 BR
AO

)

。
申
請
人
必
須
在一

 

申
請
纂
的
^

院
決
定
。若

該

申

請

果

時

-
申
|欠

霊

即

 

提

(
i

2
I

 B
i
)
而

達

i

囊

庭

)
加
以
決
定
。

於

事

後

出

霧

絕

理

由

時

-

先

的

許

可

.
，
唯

自

一

九

八

九

¥

二

月

三

日

修

改

蠢

 

及

專

利®

^

 

(
B
G
B
L

 I

 s .

 213
S

生
效
後
在
此
類
案
$

乃
是
撤
回
讀
許
可
。當

區

會

理

事



會
必
*

^

加
以
詢
問
(

§

 

161,11

 BR
A
S

。
所
渉
及

的

篇

—

在
一
臂
内
向
雪
法
院
提
出
判
決
之
申
請
：
此
 

項
申
請
具
執
行
之
努
(幼

16

 IV
.

 V

 BR
A
O
)

。
鬆

i

法
院
之
判
決
可
利
翌
即
異f

辕

出

 

不
服

(
§
4
2

 I

圍

)

〇

2
具
有
合
理
化
拒
絕
許
可
之
理
由
於
必

7

 BR
A
O
’

撤
銷
蠢
回
的
理
由
則
在
你

§
l
f

 

15

 BR
A
O

中
列
舉
出
來

 

-
圖
規
定
$

有
律
震
與
其
纏
業
行

爲
不
齧
之
規
定
。聯

樣

八

款

爲

：
蠭
許
可
之
拒
絕
 

i

7.
…

…

*
I

I

S

^

 -

9-
及

^
:
:
:
&

相
同
的
特
，

經
許
可
之
撤
銷
及
撤
回
亦
薑
大
之
囊
。
對
本
I

程
序
具
有
決
霍
的
聯
法
囂
文
 

中

罕

五

襲

二

款
爲

：

基

璧

他

理

由

之

籮

許

可

 

律
靜
可
得
加
以
撤
銷
’

又
S

從
事
與
律
師
職
業
或
律
團
霞
不S

之
8

時

0

此
項
“
—

之
規
定
在
-九
八
九
$

二

月

十

三

曰

修

改

蠢

及

專

後

(
B
G
B
1

 I

 S .

 2135〕

已
有
所
 

改
變
成
爲
具
強
制
力
的
撤
回
構
成
要
件
。
該

雙

亘

刖爲
：

三
四
一



三
四
二

§
14
許
可
之
撤
銷
盡
回

⑵

律
師
許
可
須
加
以
撤
回
，

i

fi.
…
…

0.
律
師
從
事
與
律
師
職
業
或
律
師
業
形
象
不
相
容
之
行
爲
時
，
但
撤
回
對
當
事
人
而
一
一吕
乃
是
不
可
期
待
的
不
利
益
 

時

，
不
在
此
限
。
依
一
致
的
觀
點
此
項
新
的
規
i

未
減
小
备
旣
存
者
之
保
護
。
雖
然
現
在
撤
回
是
強
制
性
的
，
但
同

 

時
規
定
的
不
利
益
條
款
卻
也
符
合
舊
法
時
在
裁
量
決
定
範
圍
内
所
爲
期
待
可
能
性
之
審
查
。

之
該
具
f

議
性
的
不
相
容
規
定
具
有
長
久
的
八
七
八
年
的
律
師
法

(
R
G
B
1
.
S
.
1
7
7
)

第
五
條
第

 

四
款
已
規
定
’
申
請
人
若
擔
任
公
職
或
從
事
依
拷
律
或
律
師
公
會
理

f

鑑
定
書
認
爲
與
律
師
職
業
或
律
師
業
尊
嚴
不

 

進
咎
之
行
爲
時
-
必
須
拒
絕
給
予
許
可
。
併
入
帝
國
法
院
的
名
譽
法
院
兩
個
庭
在
其
許
多
的
判
決
中
發
展
出
不
同
之
類

 

型

。
對
律
師
職
業
及
尊
嚴
兩
項
特
徵
在
實
際
上
並
無
差
別
上
的
待
遇
。
一
九
三
六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曰
的
帝
國
律
f

廣

 

泛
地
限
制
進
入
律
師
業
之
許
可

(
B
S
1.

 I

 s‘
1
0
7
r

自
職
業
不
相
容
的
理
由
導
引
出
許
可
之
限
制
似
乎
是
不
必
要
的

 

(
f

 

c
k
)

 一
帝
國
律
師
法
，

2
.Aufl

 .
§
 

1
5

 A

p

lco
e
)

。
替
代
的
是
規
定
了
撒
銷
之
理
由
，
其
與
昔
日
的
法
律
情
形
相

 

連
接
’
且
充
許
帝
國
法
院
延
續
其
判
決
。

一
九
四
五
i

新
成
立
各
邦
的
立
法®

了
極
度
不
同
的
法
律
差
異

 

<

詳
見
，BT

D
r
u
c
k
s
.

 II
I
/
1
2
P

 S
.

 44
f
.

 

)

。
一
九
五
九
年
八
月
一
日
的
聯i

師

法(
B
G
B
1.1

 s .

 56
5
)

則
M
竞
服
此
項
分
裂
且
以
自一

八
七
八
年
律
師
法
以



來

—

有

效

的

原

則
爲
出

發

點(B
T
D
r
u
c
k
s
.
m

/
1
2
0
.

 S-
4
7
)

在
政
府
草
案
的
立
法
理
由
中
就
律
師
職
業
與
其
他
行

 

爲
不
相
容
的
情
況
下
有
如
下
的
說
明

(
B
T
D
r
u
c
k
s
.

 n
l
/
1
2
0
s
.
5
6
f
.
)

：

律
師
許
可
之
拒
絕

如
同
在
IV
1
的
引
言
中
詳
細
地
說
明
’
本
草
案
係
以
自
由
律
師
之
原
則
爲
出
發
點
。
本
草
案
保
障
了
職
業
自
由
之

 

基
—

利

。
唯
個
人
之
自
由
權
利
亦
必
須
順
應
公
共
利
益
之
要
求
(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I

項
)
。在

i

個
人
職
業
自

 

由
時
不
得
侵
害
第
三
人
之
權
，
特
別
是
不f

及
公
共
利
益
。

M
l

於
生
活
經
驗
可
認爲
在
具
體
個
案
時
申
人
從
事

 

職
業
時
將
危
及
公
共
利
益
，
則
必
須
事
先
預
防
該
項
危
險
。
若
國
家

i

定
案
件
中
要
求
尋
求
法
律
保f

必
須
由
律

 

師
代
理
出
庭
時
’
則
國
家
亦
負f
義
i

只
有
適
當
且
可
靠
的
律
師
才
能
執
行
律
師
樂
務
。
因
此
在
時
間
過
程
中
逐
漸

 

形
成
律
師
的
職
業
形
象
，
要
求
申
不
偫
需
具
備
專
業
條
件
亦
必
須
擁
有
特
定
的
個
人
品
格
。
若
此
類
條
件
不
存
在

 

且
因
此
擔
心
對
公
共
利
益
產
生
危
害
時
，
則
阻
止
申
從
事
該
項
業
務
在
憲
法
上
是
合
法
且
必
要
的
。

第
八
a此

處
所
規
定
的
拒
絕
理
由i

 I

八
七
八
年
七
月一

日
的
律
師
法
中(.§.5

 Nr
.4

)

已
有
規
定
。
基
於
個
案
可
能

 

的

^

^

一
亦
僅
能
一
.
般

地

描

述

，

^
5

■
話

說

若

申I#
人
從
律
師
職
業
或
律
師
業
形
象
不
§

之
行

爲
時
*
不
得
給
 

予
律
師
許
可
。

在
個
i

査
時
必
須
依
自
一
般
律
師
職
業
所
獲
得
的
標
準
而
定
。

必
須
在

爲
顧
冏
及
代
理
行

爲
時
獨

三
四
三



三
四
四

立
及
客
觀
。
若
申
請
人
欲
保
有
某
項
職
業T且
該
項
職
業
腦
費
其
所
有

H

作
力
及
必
須
受
他
人
嚴
格
指
令
拘
束
時
，
 

則
就
得
成
爲
任
何
&
^
法
律
保
護
者
皆
可
能
求
助
對
像
之
律
師
而
一
一
B
-
不
再
有
執
行
業
務
之
可
能
。
律
師
的
職
業
稱
請

 

在
該
情
形
下
僅
是内
容
空
洞
的
頭
銜
而
已
。
基
—

似
的
觀
點
亦
可
得
出
所
謂
顧
問
律
師

(
s
y
n
d
i
k
u
s
a
n
w
a
l
t )

的
界

 

限

。
所
謂
的
顧
問
律
師f

龃
(特
別
之
f

 

傭
或
聘
用
關
係
之
律
師
。
欲
同
時
成爲
律
師
及
法
律
顧
問
之
申I
BB 

人

’
在
其
身
爲
法
律
顧
冏
時
仍
是
執
行
法
律
事
務
’
如
在
法
律
事
件
上
給
予
其
僱
主
建
議
—

助
.，
此

項

行

爲

從

 

專
業
的
觀
點
來
看
與
律
師
的
顧
問
行爲
幾
乎
是
相
同
的
。
其
法
律
顧
問
之
地
位
亦
得
相
對
其
僱
主
具
有
獨
立
自
我
負
責

 

的
i

。
唯
若
僅
爲
一
家
企
業
工
作
時
，
並
不
符
合
自
一
般
尋
求
法
棣
保
護
公
衆
眼
光
，
律
師
在
司
法
制
度

内
必
須
具

 

有
的
職
業
形
象
。
只
有
在
法
律
顧
問
實
際
上
及
法
律
上
，
除
在
該
企
業
工
作

爲
，
亦
得
作
爲
自
由
律
師
提
供
尋
求
法
律

 

保
響
顧
問
及
代
理
行爲
時
’
才
可
能
擁
有
律
師
之
職
業f

。
若
此
條
件
不
存
在
時
，
則
必
須
拒
絕
申

I
S

者
律
師
許

 

可
之
申
請
。
基
於
相
同
的
觀
點
亦
得
判
斷
是
否
給
^

訏
師
或
稅
務
顧
問
律
師
許
可
的
問
題
。
此
類
行

爲
本
質
上
是
彼

 

此
相
容
的
’
在
個
¥

則
依
申t
aw
人
是
不II

能
及
有
意
願
除
其
他
業
務
外
’
實
際
上
亦
能
執
行
律
師
業
務
而
定
o
養

(能
 

正
常
地
履
行
兩
項
職
業
之
蕤
務
.
*
則
並
無
反
對
給
予
許
可
的
理
由
(
最
後
一
次
重
要
的

S

法
院
的
判
決
，
一
九
三
四
 

年
二
月
一
日
’
^
子
^
-

⑺
户

^
^
^
二

❶在
此
類
案
例
中
申
請
者
於
獲
得
律
師
許
可
後
’
除
律
師
職
稱
外
亦
揭
同

 

S

用
其
他
職
業
的
稱
謂
。

與
律
師
職
業
不
相
容
的
行爲
如
違
反
國
家
秩
序
、
善
良
風
俗
及
司
法
制
度
之
行
爲
。
在
特
定
條
件
下
在
某
企
業内
 

從
事
工
作
亦
可
能
屬
之
，
若
該
企
業
規
避
一
九
三
五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防
止
濫
用
法
律
顧
問
法
給
予

t
s
m

法
律
保
護
者



建

議
i

時

(
I

. I

 S .
1
4
7
8
)

。

行
爲
有

宝

葎

議

之

形

壽

，
亦
得
成爲
麗
之
理
由
。
兩

的

特

徵

(
與
職
業
及
與
律
圓
_

不
相
容

 

H

I
吊
是
相
互
交
錯
的
-例
如
馨
雷
許
可
後
仍
欲
繼
霜
奠
他
事
業
之
代
理
人
或
旅

i
t
s
l
g
s

 ,
 

則

其

與

篇

職

業

樣

師

業

之

馨

不

相

容

。

3.
在
聯
第
於
律
師
的
職
業
相
當
一
雜
的
描
述

s ;
l
-
3
 

B
R
A
O
)

。
在
立
法
理
由
中

 

對
律
師
之
地
位
有
下
列
的
靈

(
B
T
D
&
S
.

 III /12
G
,

 S .

 48
f
.
)

..

律
師
只
有
在
能
自
由
勢YT
業
務
時
’
籠

完

襄

任

務(
1

s
t
，

自
由
律
師’

s
.

 50
f
f
.)

 
’
基
於
其
在
司
法

 

制

度
内
特
别
的

地

位

’
其

與

國

家

_

公

法

上

之

靂

5
1
5
^

乃

是

不

馨

的

。

…
…
自

由

業

之

本

質

並

不

僅

限

於

其

成

員

蠢

家

雲

託

人

間

不

存

麗

。
相
反
地
自
由
業
之
特
質

霊
要
的

 

是
其
成
員
不
得
受
到
利
潤
追
求
所
支
配
。
(

F
e
u
c
f

 

g
n
e
r

 ■
•
自

由

業

，

S

 

■

 

1
7
f
f

.
)
。
因
此
完
成
其
職
業
道
德
上
任
務

 

的
®
^
作
爲
或
不
作
爲
乃
曰I

M
I

於
實
現
S

之
意
圖
。
此
項
確S

其
他
職
業
族
群
而1

無
任
何
價
M

斷
的
成
份

 

。
強
調
自
由
業
妻
之
所
以
重
要
乃
是
因

爲
個
人
所
*

遠
之
義
務
正
是
自
由

M
S

：

徵。因此
業
時
 

不

雲

事

競

爭

，
不

得

以

樓

傾

雙

妻

慕

訟

中

所

蜃

之

利

益

。
自
此
奮
然
浮
現
其
與
商
業
行

爲
之

 

界
限
。
因
此
自
8

方
面
來
看
-
此
項
靈
亦
可
證
明
律
師
之
行爲
並
非
商
業
S

。

聯

邦

篇

靈

四

士C
®

予
法
律
顧
問
請
特
別
的
職
業
義
務
’
自

此

可

得

出

除

篇

職

業
绕
事

受

攀

拘

 

束
之
行
爲
與
司
法
制
度
S

立

機

罌

霞

位

及

自

由

蠤
i

乃
是
相
容
的
。
依
糧
的
行爲
不
須
受
两
職
業
義

三
四
五



三
四
六

務
之
拘
束
且
可
擁
有
較
多
的
工
作
時
間
及
勞
動
力
。
：

得
成
爲
副
i

從
事
，
就
此
之
理
由
如
下

(
B
T
D
r
u
c
k
s
.

也
 

/(120,
 
s
’ 77

)

：

自
法
律
顧
問
律
師
此f

度
在
現
S

濟
生
活
中
形
成
且f

且
許
可
的
問
題
不
再
是
只
有
負
面
的
結
果
後
’
目
前
所
 

涉
及
的
問
題
僅
在
於
如
何艰
相
互
界
定
法
律
顧
問
律
師
的
兩
項
任
—

圍

。
法
律
顧
問
律
師
在
宜
(身

爲
法
律
顧
問
爲
其

 

僱
主
工
作
時
’
其
並
不
符
合
一
般
公
衆
所
擁
有
的
律
師
職
業
形
象
。
自
司
法
制
度
獨
立
皇
機
關
所
導
出
的
律
師
職
業

 

形
象
對
法
律
顧
問
律
師
而li
a僅
在
於
其
在
僱
傭
—

外
執
行
律
師
業
務
之
行爲
。
相
反
地
在
其
作爲
法
律
顧
問
爲
其
僱

 

主H

作
時

’
並
不
具
有
典
型
的f

律
師
—

自
由
執
業
之
基
本
特
徵
。
(
見

’
對
坊
2
的
說
明
)

。
就
法
律
顧
問
律

 

師
雙
重
身
份
不
同
任
務
範
圍
之
區
別
’
特
別
是
在
基
於
正
常
司
法
制
度
運
作
利

f

fi
下

’
尤
其
在
其
代
表
出
庭
時
必

 

f

以
保
持
’
因
此
不
得
允
許
法
律
顧
問
律
師
以
律
師
身
份
代
替
其
i

在
法
院
或
仲
裁
法
院
出
庭
。
此
限
制
適
用
於

 

所
有
訴
訟
種
類
及
所
有
法
律
救
濟
途
徑
。
相
反
地
亦
不
得
剝
S

律
顧
問
律
師
i

〖律
師
強
制
的
程
’
例
如
以
公
 

司
之
理
事
或
職
員
代
替
其
僱
主
出
庭
* ’
但
在
此
_

件
中
其
不
得
以
律
師
之
身
份
出
現
。

4.
聯

邦
f

法
院
以
帝
國
法
院内
i

法
院
之
判
決
爲
出
發
點
’
發
展
出
特
定
職
業
行爲
之
特
徵
’
在
其
成
就
時

 

將
一
般
地
；

律
師
職
業
不
相
容
之
結
果
。

a)
律
師
業
務
不
得
僅
在
下
班
後
執
行
。
將
律
師
視
爲
第
二
職
業
僅
在
申
請
人
在
法
律
上
及
實
際
上
除
主
要
職
業

 

外

，
仍
於
値
？i

視
是
有
限
的
範
圍

内
而
非
偶
而
執
！

師
業
務
時
始
得
許
可

(
S
H
Z

 33.

 26
6
〔
2
6
8
〕

)
 〇

 

依
個
人
工
作
®

之
不
同-

一
位
全
職
的
法
律
顧
問
亦
可
能
配
合
律
師
職
業
的
要
求
，
惟
其
必
須
在

一

般
上
班
時
間
時



可

以

菌

、
蓐

魅

1
'
^

t
s
^

w
^

lg

在緊睪執

I
t
H

業

務(
B
G
H
Z
7
r
1
3
8
〔
140

f
o

 
)

。
時
間
上

衝
突
之
情
形
，
正
如
同
具
有
許
多
業
務
之

g
j
s
，

是
無
害
的
(
詳
見
，

P
f
e
i
f
e
r
,

 in
:

 r5
.
f
.

 Wa
l
t
e
r

 Op
p
e
n
h
o
f
f
.

 

S
.
2
4
9
〔
254

f
f
w
)

b)
在
公
務
機
關
具
有
長
期
職
位
且p
得
律
師
許
可
i

非
完
全
不
可
能
。
但
僅
在
兩
項
不
同
職
業
同
時
從
事
時

 

，
不
危
及
司
法
制
度
之
利
益
下
始
有
可
能
。
若
存
在
具
體
的
利
益
衝
突
可
能
’
則

在

公

蜃

_

之
長
期
職
位
自
始
與

 

不
—

<
B
G
H
Z
3
6
,
7
1
〔
76

f
o

 )
。就

此

所

必

震

取

的

量

—

僅
必
疆
及
所
從
事
行

爲
之
種
 

襲

S

量

任

用

機

關

的

重

要

性

鋈

麗

圍

-
以
純
學V
S
晨

的

H

作

一

般

耍
显
i

s

給
予
許
可
的
阻
礙

 

’
但
在
申
®
^
職
務
上
可
能
獲
得4

^

當
事
人
的
資
料
時
’
則
司
法
制
度
之
利
益
通
常
f

到
危
害
。
除
此
之1

於
 

司
法
制
度
利
益
之
考
量
必
疆
免
在
大
靈
雲
公
務
中
重
要
的
職
位
羃
誓
師
獲
取
利
益
可
能
的
印
象
(
 

B
G
H
Z
6
6
,

 28
3
〔387

f
〕
，

更

詳
®

W
p
f
e
3

e
r
，
：一

麗

書

，
第
二
六
九
頁
以
下
)
。

.0)
1

之
外
律
師
許
可
僅
在
第
二
職
業
具
裏
靈
位
時
始
鬆
予
。
其
理
由
乃
是
霧
帝
國
法
院

内

 

院
之
判
決
(

I

九
三
o
®

(
月

二

十

八

曰

之

判

決

’
 

E
G
H

 XX
I
V
,

 16)

 
’
其

要f

爲

司
關
的
篇
必
須
具
 

有
對
内
及
對
外
的
獨
立
性
及
律
師
業
形
象
之
保
護

(
B
G
H
Z
35,

 11
9
〔
122

f
o

 
” B
G
H.
n-l
G
EV
I
rs
. 36.

 40
f
.)

 

。
醤
具
有
較
高
地
位
者
始
能
經
墓
工
作
時
間
外
有
足
夠
的
自
由
及
不
需
赏
墨
萇
蕞
互
協
調
即
可
使
用
該
時

 

問

(
B
G
H
m
G
E

 XI
V
.
^
4
8
.
5
0
.
)
。

雖
然
不
要
求
頂
尖
的
職
位
’
但
依
其
重
獲
及
責
任
屬
®

財
屬
性
的
職
員
地
位

 

時
則
是
不
足
夠
的
。
依
法
院
之
見
解
要
求
一
 

的
評
價
，
此
時
取
決
於
許
多
可
能
的
間
接
證
明
，
例
如
代
理
權
之

=
四
七



三
四
八

眞

、
解
約
期
限
之
靈
'
 

s
- N

M
S

S
i

w
e

從
雙
員
S

S

限

(
詳

細

覽

’
 

—

c
r

*
2
.
A
u
f
l
，
』§
-
7
R
d
n
r
.
l
2
2
f
f

‘及Pfeier,

 In:

 Fs.

 f.

 Wa
l
t
e
r
O
p
p
e
n
h
o
f
f
,

 S.

 2
4
9
〔
2
6
3
f
.
〕

)
 e

'd)
除
此
之
外
血f

I

不
—

的
乃
是
霍
人
員
之
行
爲
，

勞
動
®
^
負
置
供
第
三
人
i

1

—

^

 •

之
子
公
司
法
■

詢
服
務
一
事
並
非
阻
礙
許
可
的
授
予
。
但
若
此
！

M
S
?

行
爲
擴
充
至
他
人
時
’
聯
盟
！

團
成
員
亦
 

在
内
i

s

.
2
8
2

〔
Z
a5

f
w

)，則
將
出
份
，其並不

S
H

S
t

M

之
醤
f

，8求；

公 

麵

空

0
1
^
及
法
_

定

’
蓋
靈
人
面
一

II

曼
任
的
分
離
並
非
一
蜃
是
麗
易
見
的

(
B
p
 —

K-
M
I
t
t.

1988,

 S .

 271
f
.)

 
o

。
蠢
營
利
之
想
法
必
須
完
全
遠
_

麗

業

(
B
G
H
Z

 

40

-
K

4〔195〕
；

 

P
f
e
i
f
f
e
r

 ’
前
揭
書
，
第
二
六
六
頁

)

c 

律
師
與
商
人
最
大
之
基
本
差
別
在
於
’
其
並
非
以
追
求
利
潤
意
圖
及
蠢
不
同
_

群
之
需
要

爲
行
爲
決
定
性
讀
則
 

(
B
G
H
Z7
2
-28

2〔287,〕

).。
所

涉

及

之

奢
-14 Jafrẑ

郵
S

出

現

饕

同

蠢

孽n
霊
非
重
要
：
同
 

事
之
行

爲

必
畫
人
。此

S

人
行
爲
可
歸
屬
之
墨
_

了

蓮

法

人

之

欝

(
理
蜃
成
員
暴
行

 

業
務
者
)
，
不
f

;

内
部
任
i

何分配，只

從

W
S

i

行
爲
時
，
基
$

則
不
給
予
f

許
可
(BG

H
Z

 

7

ro,282〔28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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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A
K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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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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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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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訴
訟
提
起
入

1)
在
哥
廷
根
大
學
擔
任
學
術
助
理
。
其
毎
個
月
之
工
作
時
間
自
開
始
的
三
十
個
小
時
在
訴
訟
程
序

 

進
行
期
間
則
減
至
少
十
個
小
時
。
整
理
專
題
討
論
課
程
學
生
之f
:n

、
整
理
試
卷
及
間
或
代
替
教
授
授
課
皆
屬
其
任
務

 

。
其

在

通

過

第

二

次

國

寒

試

後

申

請

律

師

許

可

。
在
布
朗
斯
威
的
律
師
公
會
則
主
張
適
用

亦Nr

 b
 BR

A
O

之
拒
絕
理

 

由

。
訴
訟
提
起
人
乃
受
復
叩
所
拘
朿
且
並
非
從
事
地
位
較
高
的
行
爲
。

其
向
審
理
律
師
事
件
之
名
譽
法
院
所
提
出
之
決
定
申
請
被
駁
回
。
訴
訟
提
起
人
爲
學
術
助
理
人
员
其
行
爲
並
非
獨

 

立
自
主
且
自
我
色
；责

的

，
因
此
受
到
指
令
所
拘
束
。
此
與
作
爲
司
法
制
度
機
關
的
律
師
地
位
並
不
相
容
。
短
暫
的
工
作

 

時

(
當
時
每
月
尚
有
三
i
小

時

)
並

無

關

。
立
即
的
訴
訟
並
無
效
果
’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認
爲
，
作

爲

受

時

間

限

制

、
値

 

傭

關

係

當

事

人

方

的

人

學

學

術

助

理

人

員

(
在
期
間
僅
剩
十
小
時
)

’
因
其
不
具
有
較
高
之
地
位
’
故
不
能
給
予
律

 

師

許

可

。
大
學
並
不
會
給
予
訴
訟
提
起
人
有
關
其
所
欲
從
事
的
律
師
業
務
任
何
指
示
’
並

非

重

要

。

基
於
上

述

情

形

，
訴
訟
提
起
人
放
棄
在
學
術
上
之
副
業
後
，
其
依
申
請
獲
得
了
律
師
許
可
。

2
■訴
訟
提
起
人

2)
在
漢
諾
威
大
學
作
爲
每
個
禮
拜
工
作
時
間
有
二
十
個
小
時
的
職
員
。
其
依
薪
級
E
 a

 BA
T

敍
薪

 

。
依
大
學
的
組
織
架
構
其
乃
屬
得
代
理
校
長
之
專
業
職
員
。
屬
於
其
任
務
者
有
在
f

、
管
理
財
產
及
歸
類
程
f

提

 

供
法
涕
上
之
協
助
(
處
理
個
¥

異

肇

件

、
#
與
訴
訟
)
：
依
個
別
指
令
參
與
人
事
訴
訟
案
件
。
在
其
任
務
範
圍
内

 

得
有
權
簽
字
。
其
發
布
處
分
及
異
議
決
定
。
大
學
校
長
依
访11

 BA
T

及
下
薩
克
木
難
公
務
員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准
許
其
得

 

在
正
常
上
班
時
間
外
每
週
執
行
二
十
八
小
時
的
律
師
業
務
。
該
許
可
中
限
制
不
得
參
與
任
何
針
對
漢
諾
威
大
學
及
下
薩

 

克
水
i

之

訴

訟

，
且
其
在
工
作
時
必
須
優
先
遵
行
庭
期
。

三
四
九



三
五o

律
雲
會
理
絕
訴
訟
提
起
人
壽
可
申
請
並
主
張
適
用

§

 

7

 N
r
roB

R
A 0

的

拒

絕

雷

。
在
 

所
包
含
的
限
制
強
烈
限i

訟
提
起
人
律
師
業
務
之
執
行
。
同
時

§

 

46

 

B
R
A 0

截

止

授

予

許

可

。
基
於
此
項
情
形
訴

 

訟
提
起
人
重
新
提
出
修
正
後
的
^

^

可

’
其
中
將
*
優
先

*

兩
字
去
除
。
■

法
院
則
確
認
所
主
張
的
拒
絕
理
由
並

 

不
存
在
*
在
大
學
所
從f

行
爲
*

^

業
及
律
師
業
—

乃
是
8

的

"

在

籮

公

驀

提

出

的

立

即l
i
中
-
聯

霞

高

震

蜃

了

受

到

馨

篇

判

決

*
因
訴
訟
議
人
擔
 

任
公
職
覽
及
司
法
制
度
之
利
益
头
塞
漢
諾
威
市
之
公
共
生
畢
S

極
重
要
的
角
色
"
訴
訟
提
起
人
執
行
蜃

 

任
務
且
對
外
代
表
大
學
。
此
將
對
尋
求
法
律
保
雙
公
^g

職
位
霞
利
用
以
促
進
私
人
利
益
之
印
象
。
在
此
單
純
 

可
能
發
生
之
印
象
即爲
已
足
。
能

之

3

1

員
之

H

作
亦
不
仍
能
在
必
要
的
範
圍

内
執
行
請
業
務

<

3.

訴
訟
提
起
人
3)

乃
是
合
s

f

的
職
員
，
且
與
W
M四
位

声

雙

共

同

負

貴

法

馨

門

。
其

囊

務

_

#

 

直

屢

關

理

奮

法

律

上

之

咨

詢

。
擁
有
約

I
S

合
靠
協
裏
章
程
之
規
定
負
有
全
面
照
顧
及
提
 

供
*

^

員
之
任
務
。

訴
訟
提
起
人
申
請
霉
顧
問
律
師
之
許
可
並
且附
上
苴
量

之

證

明

文

件

’
其S

出
給
予
苴
養
上
及
法
律
上

 

最
大
可
能
獨
立
性
之
保
障
。
律
師
公
會
理f

則
主
張
適
用
职7

 Nr
b

 BR
A 0

S

拒
絕
理
由
。
訴
訟
提
起
人
執
行
不
受

 

律

師

專

蜃

蠢

束

的

望

所

委

託

的

法

律

蠢

？

其
缺
少
了
突
顯
律
師
職
業
形
象
的
自
我
負

名
譽
法
院
沿
用
此
看
法
並
^

^

提
起
人

-M
W

法

院
爲

霄

之

申

讓

回

二

蓋

)
訴

訟

提

起

人

乃

籍

蜃

 

主

’
 

f
w

H
j

並
不
受
專
業
義
務
之
限
制

*

在
是K 0

®

受
當
事
人
之
決
定
時
’
訴
訟
提
起
人
在
必
麗
供
響
成



義

律

裏

鐾

非

自

由C

就
此
所
提
出
的
立
即i

SK
遭
I

法
院
駁
回
。i

提
起
人
之
行
爲
違
背
了
律
師
作
爲
獨
立I ®

及
代
理
人

 

在
5

法
_

_

之

職

業
歳

。
其

缺

少

了

突

顯

謹

獲

形

象

的

自

我

負

責

篋

。
訴
訟
提
起
人
在
咨
詢
行

爲
時

 

是
否
必
須
遵
S

令
並
非
重
要
.，
無
論
如
何
在
法
律
蠢I

非
由
其
蠢
起
責
任
而
堡S

镜

會

。
此
項
S

内
 

部
的
顧
問
工
作
班
法
律
顧
問
^
§
之
行
^
|
本
上
是
不
同
的
，
其
所

爲
的
咨
！̂

務
僅
是
_

媾
王
1

非
是
^
^
第

 

三
人
。4.

訴
訟
提
起
人
4)
在

-
防
止
不
正
競
爭
之
中
心
任
職i

;望
要

的

工

^

一̂

提
出
—

競
爭
法
構
成
要
件
的
鑑

 

定
書

、爲
醤
機
關
或
公
法
人
提
供
意
見
。
就
競
零
心
之
成
員
預
定
實
施
及
S

施
的
廣
告
措
施
則
由
其
審
宴
口
法

 

性
問
題

-

其

蠢

爭

法

上

之

爵

在

法

舞

解

決

；
蠢
法

逹

成
-則
其
又
委
任

爲
訴
訟
時
之
代
理
今

其

申

墨

課

可

的

理

由

特

別爲
*
迄
今
爲
止
其
望
所
有
相
同
的
工
作
人
員
皆
已
釋爲
律
師
之
許
可
。
惟
律

 

師
公
會
理
f

則
主
張
適
用§

 

7

 Nr
.8

 
B
R
A
O

 i

絕
埋
由
訴
訟
提
起
人
所
從

W
#

乃
不
具
特
別
權
限
、
非
地I

 

高
之
行
爲。

其

不

具

慕

翌

地

位

且

在

業

雲nr
s

不
具
有
突
出
的
地
位
-

■

法
院
駁
回
其
許
可
決
定
之
申
請i

不
具
蠢
位
且
僅
作

爲

職
員
提
供
宁
心
成
員
法
律
霣
，其
 

缺
少
就
該
咨
詢
S

篇
自
我
負
責
之
可
能
.-其
亦
不
負
擔
任
何
責
任
風
險
。

立
即
的
證
亦
無
效
果
。
依

黯

_

法

院

之

暴

其龃

蠢

麗

不
i

之
處
S

 ’
訴
訟
提
起
人
在
不
受
律

 

師
專
業
義
務
拘
束
的
僱
王
下
從
靠
獨
立
自
主
的
給
予
法
簾
議
之
S

。
其

鐘

具

8

高
的
地
位
並
非
重
要
。
在



其
主
張
已
有
十
六
位
競f

心

之

工

作

人

員

已

獲

得

律

師

許

可

之

事

’
則

得

不

予

以

評

論

’
因

任

河

人

皆

並

張

錯

 

誤

的

重

覆

出

現

。

5.
訴

訟

提

起

人5)
最

初

在

一

九

七

o

年

o
s
n
f

 

u
c
k

地
i

院
獲
得
律
師
許
可
。
他
於
其
後
轉
至

H
a
n
a
u
g
i

院

 

(
一
九
七
五
年
至
一
九
八
〇
5

及

法

蘭

克

福

(
梅
茵
河
)
法

院

二

九

八

〇
年
至
一
九
八
八
年
)

。

I

九
八
八
年
四

 

f

;

向

O
s
n
a
b
r
u
c
k

地
§

院
重
新
申
請
許
可
。
在
此
期
間
S

務
行
政
機
關
獲
悉
其
不
只
在

一

家
建
築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執
行
業
務
，
另
在
許
多®
於
自
己
的
公
司
内
執
行
業
務
，
雖
然
如
此
其
仍
獲
得
許
可
。
雲

提

起

人

乃

是

三

家

資

A

H 

公
司
之
單
獨
執
行
業
務
者
。
除
此
之
外
他
以
個
人
無
限
貴
任
身
份
#
與
五
家
人
合
公
司
’
最
後
其
尚
擁
有
兩
合
公
司
責

 

任
股
5

股

份

。

一

九
八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曰

O
l
d
e
n
b
u
r

嵩

雲

院

院

長

決

定
侬

S

 

1
5

 Nr
.2

 BR
A
O

 a
.
71
撤

銷

其

律

師

許

可=

公
司

 

業
務
單
獨
執
行
者
之
地
位
與
§

職

槩

形

象

並

不

相

容

，
訴

訟

提

起

人

以

追

求

營

利

利

潤

之

形

象

出

現

。
其
究
竟
是
本

 

身
親
自
經
營
或
藉
助
他
人
幫
忙
業i

非

重

要

’
宜
(完

全

責

任

並众
因

此

受

到

影

響

。
身爲
單
獨
的
業
務
執
行
者
必
須

 

將

公

司

商

業

營

利

行爲
之

結

果

歸

屬

於

自

己

。

名
靨
法
院
駁
回
了
請
求爲
法
院
裁
判
之
申
請
且
就
受S

判

決

之

理

由

提

出

看

法

：
訴

訟

提

起

人

不

王

張

信
頼

 

保

護

之

理

由

’
不

可

期

待

的

困

難

亦

不

得

見

。

立

即

的

訴

訟

亦

無

效

果

’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認
爲
’
 
一
九
八
九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依
律
師
及
專
利
律
師
修
改
法
加
以

 

修
正
的
聯
邦
律
師
—

訴

訟

提

起

人

並

無

有

利

的

改

變

=
在

無

裁

量

瑕

疵

下

許

可

被

撤

銷

’
依
新
的
法
律
規
定
存
在
撤



回

之

理

由

’
律

師

以

營

利

行

爲

主

式

出

現

從

事

非

法

律

專

業

行

爲

者

，
與
律
師
職
業
形
象
不
相
容
。
律
師
爲
法
人

 

之

法

定

代

理

人

時

-
其
行
爲
必
須
®
公
司
的
業
務
行
爲
爲
出
發
點
。
f

 (經

營

商

業

時

，
其
行
爲
將
大
部
份
由
追
求
利

 

潤
之
—

所

主

導

。
法
代
或
組
織
上
之
代
理
人
行
爲
則
因
此
突
顯
出
其
商
業
營
利
之
特
性
=

6.
 

訴
訟
提
起
人

6)
自
一
九
八
六
年
起
曾
任
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之
法
務
部
門
主
管
。
他

於

一

九

八

二

年

二

昼

得

律

 

師

許

可

。
他
與
其
他
兩
位
律
師
共
同
執
行
律
師
業
務
。
自
一
九
八
三
年
起
其
乃
是
一
家
各
種
保
險
之
證
明
、
仲
介
及
處

 

理
的
保
險
仲
介
有
限
公
司
的
單
獨
執
行
業
務
者
。

當
律
師
公
會
知
悉
此
事
後
即
著
手
開
始
撤
銷
其
許
可
’
 

務
行
政
機
關
則
攄
此
作
出
該
受
提
起
人
指
摘
之
處
分

 

。
名
S
法
院
駁
回
判
決
許
可
之
申
請
-
立
即
訴
訟
亦
無
效
果
。
聯
邦
i

法
院
主
張
其
對
商
業
營
利
行
爲
向
來
的
判
決

 

並
重
覆
指
出
商
業
營
利
之
想
法
與
律
師
職
業
絕
對
分
離
的
前
提
。
撤
銷
許
可
將
S

不
可
期
待
的
不
利
益
之
諭
點
並
不

 

存

在

。7.
 

訴

訟

提

起

人
7)
自

一

九

五

三

年

起

即

在

其

家

族

所M
之

鋼

鐵

加

工

企

工

作

，
自
一
九
五
六
年
起

爲
法
律
顧
 

問

。
他

於I

九

五

七

年

獲

得

律

師

許

可

。
自

此

其

與

另

一

位

律

師

及

公

證

人

合f

行

律

師

業

務

。

一
九
六
六
年
甘
(成

 

爲
家

族

事

槳

的

無

限

責

任

股

東

。
於

該

人

合

公

司

專

換

成

以

有

限

公

司

爲
股

東

之

兩

合

公

司(&
n
b
H

 &

 CO
K
S

後

，
其

 

成
爲
兩

位

負

責

執

行

業

務

者

之

一

。
其

所

負责
的

業

務
爲
人

事

、
社

會

和

法

律

問

題

以

及

控

制

投

資

。

當
高
等
法
院
院
長
於
一
九
八
九
年
知
悉
訴
訟
提
起
人
企
業
上
之
行
爲
後
’
即
撤
銷
該
律
師
許
可
並
以§

1
5

 Nr
.2

 

B
R
A
O

 a
F
.

爲
f

申
請
名
#

法
院
判
決
亦
無
結
果
0

立
即
訴
訟
亦
被
駁
回
。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指
出
其
主
張
營
利
行
爲
與

三
五
三



三
五
四

律

—

業

形

象

不

—

的

向

來

判

決

i

(I
進
一
步
指
出
，雖
然

®

職
業
形
許
多

a
m

己
逐
f

改
變
-
但
對

 

於
營
業
行
爲
s

i

齧

響

。
 

f
fl'

I

R

i
議

人

.!)
_

所

提

法

訴

訟
内

蠢

所

有

在

許

可

及

蠢

震

之

程

？

所爲
之
決
定
-
就
法
律

 

保
護
要
件
而
言
-其
主
張
遲
來
的
齧
許
可
將
鬈

醤
於
專
門
職
業

5
^
0

構

的

求

權

及

S

薄

公

證

人

 

許
可
的
時
間
延
後
。
此
_

了
其
齧
上
之
損
失
。
其

必

大

學

的

蠢

-
在
其
父
親
_

!
爲
共
同
工
作

 

者

囂

得

之

利

潤

必

須

響
S

許
可
可
能
*因此其

M

留
！

張
損
害
賠
償
及
賃
除
去
讀
權
之
權
利
0
 

訴

訟

提

起

人

主

張

許

可

畜

絕

不

當

地

限

亨

其

選

鑄

業

畜

由

’
在
其
案
件
中
’
基
於
保
護
司
法
制

f

功
 

能
i

立
且
裏
能
的
職
業

f

 ’依妨
7

 Nr
‘8

 BR
A
O ^

拒
絕
給
予
許
可
乃
是
不
適

<一

星

，f

必
要
的
0
雙

 

例
f

而
一
一
一
百
，
應

給

予

醫

變

許

可

*
而

律

靈

#
5
^

其

給

即

可

。

除
此
之

载
訟
提
起
人
亦
認

爲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項
受
到
侵
害
。

法
院
所

f

#
乃
是
以
律
i

可
 

爲
副
業
的
判
決
内
容>

 I

;卻

以

渠

此

壽

可

做
爲

主

要

讐

’
因
此
該
項
疆
對
其
而
言
在
經
濟
及
震
觀
點
上

 

是
受
到
不
同
的
嚴
重
不
利
益
。

2
-i

提

起

人2)
§

f

譽
法
院
之
決
f

 W

M

i

f

法
襲
判
0
 §-7

 Nr
.8

 BR
A
O

是
否
符
合
明
確

 

性
之
要
董
有
疑
問
的
=
立
法
者
必
麗
自
規
定
不
可
兼
任
條
文
之
基
奔
容

〇

自
憲
法
之
觀
點

 '鋈
不
得

S

立
 

法
富
基
本
的
決
定
亦
不
得
超
出
自
由
之
基
本

1
S
：

加
以
限
制
。
依
W
7
 N
r‘f

〒
46

 BR
A
O
.

律
師



行
爲
及
雇
員
行
爲
(
亦
包
含
公
職
在
内
)
之
並
存
是
可
能
的
®
許
可
之
拒
絕
對
保
護
司
法
制
度
之
利
益
是
不
必
要
的0

 

可
能
的
利
益
衝
突
已
由
刑
誓
三
五
六
條
、■§

 

4
5

 Nr
.
1
-
3V

§
4
6

 BRA

宽
律
師
囊
法
規
的
基
本
原
則
充
分
地
加
以

 

規

範

。
姐
驭I

如
何
僅
是
存
在
利
益
衝
突
的
可
能
並
不
能
合
法

S
職
業
選
擇
自
由
之
限
制
0

最
後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之
判
決
亦
侵
害
了
法
定
的
聽
疆
序
’
若

麗

最

高

法

院

允

5

能
將
契
約
上

H

作
義
務
時

 

間
上
的
一
f

更
加
詳
細
說
明
時
，
則f

;有
利
的
判
決
將i

完
全
i

除

。

3.
訴
訟
提
起
人
$

_

憲
法
訴
訟
責
難
所
有
在
許
可
及
蠢
法
院
程
？

所

爲
之
決
定
並
責
難
其
基
本S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三
條
所
保
障
基
本
櫂
利
所
受
之
侵
害
。

律
師
許
可
之
拒
f

無
任
何
法
律
基
礎
。
.

§-7

 Nr
.
8

 BR
A
O

並
不
符
合
法
治
國
家
所
要
求
的
明
確
性
原
則
。
雖
然

立
法
者
在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
項
範
圍
内
得
！

職
業
之
形
象
並
提
出
許
可
之
要
件
，
但
卻
必
須
f

親
自
制

{疋
該
 

許
可
標
準
。
此
項
任
務
立
法
者
不
得
—

至
司
法
機
關
。
—

法
院
—

具
體
化
不
匯
疋
法
律
概
念
’
在
上
述
案
件
中

 

法
院
則
超
越
了
法
律
所
規
定
的
界
限

C
聯
邦
律
師
法
並
不
排
除
在
雇
員
關
係
中
的
法
律
顧
問
行
爲
。
第
二
職
業
僅
在
其

 

將
危
及
顧
問
及
代
理
行爲
之
自
由
及
獨
立
性
且
危
及
律
師
做爲
司
法
制
度
機
關
之
地
位
時
，
始
姐
(律
師
職
業
不
相
容
。
 

在
他
的
案
件
中
並
不
存
在
此
種
情
形
。

除
此
之
外
在
法
律
顧
問
律
師
及
給
予
第
三
人
法
律
咨
詢
的
雇
員
間
並
無
存
在
得
以
於
處
理
律
師
許
可
時
給
予
差
別

 

待
遇
的
不
S

事

。相
同

的

情

形

麻
用
於
其
他

在

承

租

人

響

、
_

者
保
護
國
體
及
宜
靈
織内
以
從
事
_

咨

 

詢
行
爲
作
爲
副
業
之
律
師
-

三
五
五



三
五
六

4.
 

訴

訟

提

起

人4)
M

S
所
有
在
先
行
程
■對
其
不
利
之
判
決
’並

主

張

本

法

第

十

二

一

項
—

 

三
蠢
一
項
之
基
I

I

到
侵
害
i

M

不
震
該
法
律
規
範
是
否
違
憲
，
而
是
攻
繫
該
規
範
在
判
決
中
的
賴
及

 

適
用
。

拒
絕
給
予
律
S

可
乃
是
對
於
職
業
*
:
自
由
嚴
重
的
侵
害
，
因
此
只
有
在
保
護
重
大
公
共
利
益
始
許
可
"
因
此
 

導
出
必
須
嚴
格
適
用§7

 Nr
.
S

 BR
A
O

之
義
務
。
在
具
體
化
此
項
規
範
時
-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

師
職
業
—

的
 

改
變*

僅
因
律
師
許
可
申
請
者
職i

之

地

位

醫

概

括j

般
的
許
可
拒
絕
’
則
不
在t

N
r
b
B
R
A
O

 ®

的
適
用

 

範
圍
內
0
其
雇
員
之
行爲
與
法
律
顧
問
律
師
之
3

並
無
區
別
。
其
僅
提
供
其
望
法
律
咨
詢
且
其
具
體
僱
員
行

爲
之

 

規
劃
並
不
限
制
律
師
業
務
之
執
行
且
不
受
到
指
令
之
拘
束
。

除
此
之
外
此
項
許
可
拒
絕
乃
是
恣
意
的i

w

s

止
所
有
在
競
$

心
相
同
的
雇
員
墓
得
法
律
顧
問
濡
之

 

許
可
。5.

 

訴
訟
提
起
人
5)
®

其
律
®
^
可
之
撤
銷
提
起
憲
法
訴
訟
。
(
其
主
張爲
)
：§

N
r
.
2
B
R
A 0

 

a
.F
.

之
法
律
基

 

嚣

非

充

分

地

靈■>

自
該
規
定
中
並
雲
明
鼻
出
其
翥
蠢
置
單
獨
業
務
執
行
者
與
律
師
職
業
形
象
不
相
容

之
結
果
。

a
訴

訟

鍾

人
6)
主
張
其
基
髮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羅
三
條
第
-
項
之
基
i

利
受
到
侵
害
。

撤
銷
其
許
可
之
行爲
缺
乏
一
項
充
分
明
確
的
法
律
基
礎。

B
R
A
O

 

a
.F
.

欠
缺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下
必
須
具
備
的

 

明
確
的
不
兼
任
規
定
之内
容
。
受
攻
擊
判
決
中
對
於
該
規
定
之
解
釋
及
適
用
亦
通
不
過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標
準



的
#S

。
在
其
個
¥

得
合
法
化
許
可
拒
絕
的
具
體
公
共
利
益
並
不
f

。
其
在
不
同
的
辦
公
地
點
獨
立
自
由
地
從
事

 

兩
項
職
業
’
因

此

尋

求

法

律

保

霊

f

又
到
誤
導
。其
在
實
際
上
及
時
間
上
亦
得
高
品
黑
師
的
業
 

務

。
7.
訴
訟
提
起
人
7)
亦
就
撤
銷
處
分
及
名
譽
法
院
之
判
：̂

出

雪

訴

訟

。
其

特

別

是

對

於

造

法

S
：

決
中

 

許
多
矛
盾
之
處
的
籌
自
由

-
§
1
5

 Nr
.2

 B
R
A
POI
.F
.規
定
的
不
明
確
性
提
出
責
難
。
藉
由
歷
史
解
釋
之

 

妻
來
具
括
條

S

的
產
忽
視
了
因
法
院
外
經
濟
囊rj
爲
曰
益
增
加
所
突
顯
8

師

職

業

蠢S

變

。
 

許
多
重
要
事
業
及f

g

f

皆
擁W

t

師
許
可
，
此
不
但
反
而
會
增
加
律
師
的
形
象
。

在
解
釋
及
適
I

s

時
’並
#
汪
意
到
許
可
之
保
護
特
別
重

i

公
共
利
益
旣
非
必
要
亦
非
可
預
測

 

的

。
公
共
利
益
的
侵
害
必
須
具
體
地
加
以
證
明
而
不
是
：槪
括
地
f

硬
的
類
型
加
以
推
測
。
若i

及
不
*

arr 

爲

的

混

寒

’
並
不
需
要
侵
害
職
業
震
之
自
由
’
 

行
爲
的
S

方
式
即
爲
已
足
。

議

提

起

人

同

時

纛

恣

意

_

別
待
遇
=
在
其爲
業
務&

者
公
司
之
行
爲
在
判
決
是
否
黄
亭
將
之
歸
屬

 

於
訴
訟
提
起
人
-雖

現

出

來

；
在
_

顧
問
律
護
*
相
同
的
蠢

S

之

歸

歷

未

予

^

 

保
護
企
業
權
釋
爲
1

自
由
業
3

的
基
本
鋈
十
四
條
亦
受
到
侵
害
-
許
可
之
撤
篇
奪
了
其
繼
續
服
讓
本
顧

 

吝
的
機
會
。

IV
、

1
^
1
3
務
部
長
以
聯
裂
府
之i

我
就
訴
訟
提
起
人1)
及
5)
之
訴
訟
程
序
提
出
意
見
。
苴
；就
馨
所
提
憲
法
訴

三
五
七



三
五
八

(
^
^
3

務
部
長
：
)
基
本
法
¥

二

擔

一

項

之

職

醫

廛

審

了

 

i

多項職業並得同利
 

4

立
法
者
亦
有
規
範
職
業
秩
限
。就
此
立
法
者
亦

S

制
定
幕
於
明
確
罄
職
業
置
的
不

®

定
 

。醫
在
二
職
業
時
法
律
所
規
定
的
不
麗
取
聲
他

W
&

可
限
的
要
求
。你.

7

 N
r
.oo 

B
R
A

发

必15

 NP
2

 BR
A
O

 a .F
.

之
規
定
乃
符
合
此
項
要
求
。
法
律
規
定
亦
是
充
分
用
確
内
。
律
部
的
職
業
形
象
得
自

 

你
.1-

3

及
你
亦

43
f
f
‘

 BR
A
Q
g

規

出

b
 i

法
院
之
判
決
f

分
囊
化
此
獲
定
.。

務
部
認

爲
 

該
受
指
摘
義
決
是
正
確
的
。
就

較

應

位

產

求

乃

是

基

於

作
爲

司

法

制

’
自
我
負
責
及
獨
立
之
律
飾
職
業

 

形
象
且
有
助
於
保f

由
律
師
的
原
則
。
營
利
的
經
濟
行爲
P

得
尋
求
法
律
保
護
之
公
衆
對
於
律S

本
的
獨
立
性

S

I
 -
 i

A
#

i

i

s
#

I

^

i

^

n

A

t

t

i

*

i

A

 -
 s

i

A

S

完

全

誓

無

瑕

疵-

但

羹

立

性

卻

不

妻

人

懷

疑

。
此

馨

及

國

蜃

於

司

—

度
的
信
賴

=>

 比
醤

則

在

此

雲

到
遵
守
的
-

2.
^

®

公
#

^

有
的
證
皆
表
示
意
見
"
其
肯
認

§
7

 Nr
.8

 

B
R
A
O

以
及§

1
5

 Nr
.2

 B
i
 

a
.F
.

之
合

 

學
此
等
條
文
乃
是
充
分
明
確
的

。

款

之

可

依

鬈

2

_

成

-

與
律
麗
業
不

i

之
 

行
爲
乃
覆
人
對
法
律
所
規
定
之
職
業
生
矗
的
2

或

在

公

靜

可

又

到

特

別

篇

的

 

限
制
及
責
任
印
象
之I
s

 —
襲

_

實

際

上

並

非

如

此

-

該

公

會

僅

在'!)
的

憲

法R

i
s

出
了
憲
法
上
的
疑
慮
二
聯S

師
公
會
：
)
惟
較
高
地
位
乃
表
明
顧
間
露



不
可
缺
少
之
獄
。從

靥

之
雇
員
行

爲

將
妨
蠹

爲

司
法
制
課

S

立
性
及
爲
律
師
之
形
象
-
只

裏

高

地

 

位
者
始
能
在
發

M
S

M
+tl

之

同

醫

由

熟

3

務
且S

震

覉

S

師
i

。
湯

助

重

行
爲

 

並

不

見

裏

還

位

之

特

徵

。
此

蠢

用

之

結

果

如

同

完

全

地

阻

絕

饕

的

從

事

且

賴

通

墨

本

蜃

十

二

德

一

 

項-
1
%
?
^

。

的
觀
點
’
學

術

助

手

的

當

囂

具

贏

屬

之

蕃

’
正
因
爲
如
此
其
並不

阻

嘗

由

獨

 

立

馨

S

醫

務

。問

蠢

羅

示

’大

地

^

裏
明
顯
震
母
週
四
十
小
時
的
學
術
助
手
行

爲

 

時

*
皆

不

裏

■

予
許
可*

在
2)
的
観
訴

訟

中

並

無f

之疑慮。在
地
要
的
國
家
機
關

H

作
-其
廣
的
範
圔

内

執
 

形
象
並
不
1

。

I

起

人
3)
及
4)
的

訴

訟

，
聯

邦
®

公

會

強

調

立

W
l

可
透
過
不

*
■
之
規
定
—

理

務

及

負

貴

 

之
不
明
確
性
。與
聯
邦
蠢
法
院
之
判
決
同
’其
$

心
尋
求
法
律
保
護
之
公
震
其
所
的
業
形
象
無

 

法

麗

或

理

解

'
 提
供
法
律
諮
詢
之
雇
員
並
無
法
如
同
自
由
業
的
蠢
自
我
負
靈
執
行
業
務
及
負
擔
行

爲
的
結
果。

有
關
S

3

與K
-

營不相

内

芝判決上

费

S

問

翯

。
舊

囊

利

潤

追

求

的

雲

必

 

s
s

l
w

y
g

醫
的
要
蠢
加
•建行
有
效
的
囊
達
及
有
閱
執
行
黯
界
限

内

，
i

求
某
程
度
i

潤

。

但從利律師職的破壞。

此■

合
i

給
公
衆
極
大
的
失
望
。
律

師

1

方

面

塞

霞

蜃
内

所

必

須

受

的

醫

及

另一

方
面
在
營
利
活

三
五
九



三
六
〇

動
中
所
受
限
制
之
不
同
對
公
衆
而
言
是i

認
清
且
理
解
的
。
此
項
情
形
將S

在
兩
項
不
同
職
業
領
域
活
動
的
律
師

 

形
蠢
生
分
裂
而
簿
公
衆
不
再
屋
他
。
特
別
是
在
商
利
行

爲

明
顯

 1

第
二
項
職
業
之
特
徽
且
具
冀
型

 

的
律
師
任
務
時
’
此
項
不
信
任
將
更
加
明
顯

。

3.
德
國
會
認

爲
所
有
之
憲
法
訴
訟
丨
第
二
件
除
外
4

有
理
由
。

<

 德

國

律

師

響

：
)«»
7
 宇

.〇}
印
?
0
\
§
.
1
5

专
.
2 BR

A
O

 

a
.F
.

及

em
E

n
 Nr

.9

 

B
R
A
O

 n .F
.

符

合

明

疆

 

之
要
求
且
透
纖
院
之
判
決
已
充
分
地
閩
明
。
S

籍
涉
及
的
乃
是
客
觀
的
許
可I

 ’因此必地加以解
 

釋

。
値
得
質
疑
的
是
該
處
以
1

的
律
師
職
業
形
象爲
出
發
點
’
其
^

律
師
界内
外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且
隨
著
時
間
有

 

重
大
的
改
變
。
如
同§

 

46

 BR
A
O
所
指
出
，
從
事
不
受
指
示
拘
朿
之
行爲
基
本
上
符
合
律
—

職
業I

。
唯
要
求
律

 

師
_

全
不
准
加
入
任
何
營
利
之
觀
點
乃
是
一
種
純
想
像
’
其

與

奮

不

符

且

在

今

曰

的

競

爭

釋

下

失

蠢

義

。
商

 

業
S

及
自
由
業
依
其
本
質
不
能
互爲
主
業
及
副
業
同
時
從
責
論
點
是没
有
理
由
的
。
不
同
類
型
的
結
合
囊
色
的

 

變
換
在
職
業
生
活
中
是f

的

’
尤
其
在
律
師
界
更
是
流
行
的
。
所i

起
尋
求
法
律
保
護
公
衆
的
混
淆
是
無
法
證
明

 

的

。
僅
是
理
論
上
利
益
衝
突
之
可
能
並
不
得
合
法
化
律
師
職
業
的
禁
止
。
不
同
活
動
領
域
之
區
隔
可
透
過
嚴
格
的
職
業

S

規

定

來

寧

憲
法
上
特
別
有
問
題
的
是
較
高
地
位
之
特
徵
-
聯
邦
鬻
法
院
僅
以
■

律
師
許
可
翥
織
法
上
之
地
位

爲
準
*
 

而
放
棄
去
確
定
是
置
正
存
在
衝
突
之
情
形
。
此
將
帶
給
職
業
新
鮮
人
重
大
的
不
利
益
。
只

墓

於

該

行

爲
蠢

之
内

 

容
始
能
判
斷
是
否
危
及
到
司
法
制
度
功
能
之
發
揮
。
在
訴
訟
提
起
人

n
的
案
件
中
並
無
此
項
情
形
？
學
術
助
手
之
行爲



就⑶及⑷的
憲
法
德
國
律
亦
採
取
相
同

i

法
。訴
訟
提
起
人
基
於
之
委
託
提
供
第
三
人

i

f

 5
s
i
0

 *
 

»s
f
f
i
s
¥
i

l

i

f

 1

^

 -
 f
d
-
i
f
i
M
i

 -

德
國

爲

蠢
訴
訟
提
起
人

s

法
上
之
疑
慮
是
没
有
理
由
的
。
雖
然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以
雇
員

H

作
時

 

間
範
圍
爲
肇
的
看
法
不
足
探
，
但

壽

議

點

是

有

理

由

的

。
長

罌

公

蜃

關

且

1S

蜃
功
能
之
行
爲

 

攮
了
律
的
許
可

*

印
象
。4.

i

^

m
 i

爵
訟
提
起
人
之
程
序
，
自
由
—

聯
盟
亦
提
出
其
看
法
*
宜
認
爲
憲
I

訟
有
理
由
。
鏡

在

 

適
用§

 

7

 Nr
.
S

 

B
R
A
O

 時

-
並—

w
m

i

自
由
，
許

t
H
-
M

之
n
n̂

s

^

i
了H

i
s

s

制

 

度
之
運
作
且
必
須
以
壽
上
雇
：

之内
容
爲
準
。
就

屢

達

人

而

言

’
 
S

爲

手
外
’顯蠢
 

立
地
執
S

圓

務

。
霱

助H
H
S
J
S

是
否
糧

爲

較
之

S

是
無
所
請
的
。
此
■

蜃

是

文
i

過



三
六
二

B

、
 

憲
法
訴
訟
基
本
上
應
被
許
可
。

不
應
被
許
可
的
是
訴
訟
提
起
人
=
及:3)
對
於
高
漏
院
院
長
^
£
^
!
決
定
所
提
出
之
訴
訟
-
因
其
並
非
涉
及
實
質
之

 

決
定
。
露
務
行
政
機
關
雖
依
-

§

 £
 

B
R
A
O

之
規
定
必
講
於
律
師
許
可
之
申I
P
決
定
，
唯
若
有gn ®

的
律
師
公
 

會
理
審
提
出
含
有
炉7

 Nr
.
s

 BR
A
O

拒
絕
理
由
之
鑑
定
書
時
’其

必

9

 SR
A
Q
M

規
定
停
止
許
可
程
宣
進
行

 

。
判
斷
此
項
拒
絕
理
由
是
否
存
在
乃
是
名
譽
法
院
之
權
限
。
透
過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來
撤
銷
該

f

決
定
對
訴
訟
提
起
人

 

而11=

显
無

葉

任

何

利

益

’
因
其
並
無
法
更
進
一
步
獲
得
所
想
要
的
®

許
可

。
就
此
而
一
一
目
’
需
要
在
名
譽
法
院
進
行

 

的
程
？

獲

屢

訴

。

除
此
之
t

無
任
何
許
可
上
之
疑
慮
。
訴
訟
提
起
人
⑴
法
律
保
護
之
利
益
並
不
因
其
在
此
期
間

内
已
依
申
請
獲
得

 

律
師
許
可
而
消
滅
。
申
請
人
在
重
大
遲
延
後
始
獲
得
許
可
，
而
且
是
因

爲
訴
訟
提
起
人
放
棄
其
在
大
學
學
術
性
助
手
之

 

第
二
職
業
後
’
其
職
業
上
之
不
利
益
因
而
產
生
。
因
此
其
擁
有
確
認
此
項
律
師
許
可
拒
絕

爲
違
法
之
利
益
。
其
明
示
地

 

保
留
了
主
張
結
果
除
去
及
損
害
賠
償
請
求
權
之
權
利
。

C

、
 
訴

訟

提

起

人1)
及
3)
至
7)
的

恵

法

訴

^
i

基
本
上
是
有
理
由
的
’
但
訴
訟
提
起
人
幻
的
憲
法
訴
訟
則
無
效
果
。

i
律
師
許
可
之
拒
絕
及
撤
回
乃
是
侵
害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所
f

的
職
業
選
擇
自

由

。
此
項
自
由
基
本



亦
蕃
選
擇
多
項
職
業
且
同
時
從
事

i
N
^
<
b
f
f
G
E

 21.173

 (S

〕
)
。
靈
餘
除
特
定
職
業
行爲
結
合
之
目

 

的
而
自
由
時
’

 

依
法
律
*

之
且
只
能

爲
蠢
特
別
美
的
公
共
利
益
及
符
合
比
例
箭
。

法

定

限

製

業
_

自
由
明
確
性
之
要
求
及
比
例
原
的
觀
點
則
依
職
業
選
擇
自
由
受
到
何
種
程
度
之
侵
. 

害
而
定
。
其S

侵

害

s
目
的
而
定
。

法院認

爲
侵害

I
t

w

得
依
該
項
職
業
禁
止
究爲
主
觀

 

或
蠢
前
提
要
件
而
定
-
職
業
的
從
事
覆
申
請
人
個
人
之
特
質
S

力
而
定
時
*
此
項
自
由
之
限f

較
舆
個
人
條

 

件
無
涉
的
許
可
要
件
而
言
則
較爲
讓
f

 

r
f
G

m .7
.
3
7
7

〔
I

f
.〕
)

。
所
謂
的
不
相
容
規
定
並
無
法

|

般
地
依
上
 

述
區
別
特
—

加
以
分
類
’
因
其
得
同
時
擁
有
主
觀
及
客
觀
之
因
素
。
此
項
區
別
就
不
相
容
規
定
對
申
#

i #

之
影
響
亦

 

&
叫
任
何
意
義
。
在

評

價

此

項

不

任

規

定

時

’
最
重
要
的
是
依
職
業
禁
止
將
帶
給
申
請
者
何
種
經
濟
後
果
及
其
必
須

 

花
费
多
少
費
羅
越
過
此
項
門
濫

(
B
v
e
r
f
R

 21,173

 

c
l
s
l
.
f
o
T

欲
選
S

師
職
業
者
必
須
考
師
市
場内
特
別
的
條
件
。
在
該
市
場内
存
在
相
當
激
烈
的
競
爭
情
勢
，
該
情
形

 

又
因
職
業
新
鮮
人
數
目
之
增
如
、
在
歐
體内
的
設
立
自
由
叠
；他
職
業®

 

<

特
別
是
i

師
及
稅
務
顧
問
)
的
法
律
 

^
5
^
行
爲
曰
益
激
烈
{
數
目
及
；|
^
^
，
5泽
0
「
5
,
律
師
市
場̂

「R
e
c
h
t
s
a
n
w
a

 

U
s
m
a
r
k
t
.
K
o
e
l

 

n

 199P
S
.

 I
P
 

f
f
.)

 

。
蠢

此

項

因

素

對

許

声

篇S

A

S

事

第

二

項

職

業

是

離

生

活

不

可

缺

劣

丄

直

必

須

瞾M
有
足

 

夠
的
客
戶
來
S

巳
有
必
的
知
名
度
時
，

因
此
不
3

任
之
規
定
在
此
—

特
別
重
大
。德
國

i

 

蜃
在
其
意
見
中
亦
明S

望

此

項

情

？

2.
規
定
§

職
業
與
其
他
職
業
活
動
不
相
容
之
條
文
必
須
充
分
明
確
。
立
法
#

M

少

必

須

明

確

_

示

基

本

想

法

三
六
三



三
六
四

及
立
法
目
的
(
?
6
「
^
£
1
7
.
3
0
6
'
〔
3
1
4
〕
了

，
窺

定

@

^

供
侵
^

#

^

利
所
揉
的
範
圍
1

礎
時
’
則
此
項

 

要

查

需

(
B
v
e
r
f
G
E

 

8
3
,
1
3
0
〔
145

〕
=
E
u
G
R
Z

 19
9
1
,
3
3
^
7
〕

)
 

必
 

知

悉

，

：H
^

K

的
從

 

事

而
定
。

適
用
靜
麗
然
勿

f

l

_

 ’
但

在

美

侵

蠢

蠢

擇

自

由

時

，
卻

必

震

 

求

簾

！
^

^

的

法

^

^

護

明

確

的

結

果

。
在

受

^

£

^

決

-
0
^
^
^
的

法

證

甲

§

 

7

 Mr,8

 

B
R
A 0.

 

§

 

15

 

N
r
.2

 

B
R
A
O

 

a
.F
.

及
你14

 I
 Nr

.9

 

B
R
O

 n .F
.

 I
只
有
與
立
法
雷W

i
g

連
在
一
起
解
釋
時，-i

v
s
g

符
合
上
述

 

要
求
*

a)
上
述
靈
及
的
條
文
羹
詳
細
地
描
龔
律
師
業
1

3

篇

業S

不
相
容
的
第
二
項
職
業
的S

要

 

0

因

此

戛
並
無
法
直
霉
出
立
法
者
追
求
何
項
晨
’
養
認
爲
特
定
的
第
二
職
業
與
律
師
職
業
不
馨
時

 

〇

 

亦
並
S

明
其
所
I

竟
爲
何
種
職
業
及
法
務
行
馨
關
及
院
在
許
可
決
定
時
究
應
遵
循
何

S

準

。此
靂
史
原
因
所
護
的
不
明
確
性

*
重

蜃

得

璧

淸

*
裂

在

雲

上

是

傅

❶
®
 

S

羅

是

墓

的

-

自

政

府

菱

明

確

的
立
法
理
由

中

可

以

得

出
’
 

議

的

蜃

乃

是
以

一

八

七

八

年
七

月

-日
律

師

中

相

同

 

證

及

至

一

九

三

三

年

帝

國

蠢

藍

所爲

裔

決

爲

出

發

點

。
立

簍

亦

明

白内

容

必

f

以

調

整

。
翌

法

 

理

關

w
m

由

在

及

司

謹

蠢

-

始

 

籠

以

限

制

，
換

S

說
讓
予
許
可

(
B
T
D
i
k
s

 11
2
0
.

 
s
_
 

5
6
z
u
§
1
9
)

。
基

於

可

能

案

例

 

並

一

溪

給

予

I

 W
I
7C
全

的

裹

，
f
疋在
個必

f

審

査

*

 ®

時

最

重

要

的

是

依

f

丨

依

其

1

雙

職

業



-̂是或代理行

爲

時

-

能
獨
立
務

u
_a
b
: 

s
_
5
7
Z
U
N
r
m
)

。
自

立

法

理

由

中

所

列
舉
i

子
可
以
得
出
立
法
者
認爲
建
立
典
型
的
類
型
是
有
可
能
的
。
例
如
需
要
全
部
勞
動
力
且
受
§

指
令
拘

 

行
爲
與
律
師
職
業
不
相
符
合
’
因
其组
溪
有
足
夠
的
空
間
來
從i

問
及
代
理
，使
得
此
項
職
業
名
稱
成

爲

 

内
容
空
洞
的
頭
銜
。
除
此
之
外
，
尚
有
違
反
國
家
法
令
、
善
良
風
俗
及
司
法
制
度
利
益
之
行

爲
作
爲
例
子
(a

.a

 ‘ 

0
:
S
■

 

5S
)

。在

聯

第

-奉可發！

 

。在
第

一

 _

特
別
強
調
顯
示
特
徵
獨
立
性
及
囊
 

性之—

 <

400
1及

+
3
I
B
R
A
O
)

。因

f

 i

之

範

務

f

§

宝
0
:
*
^
及

誠

實

正

直

之

可

能

 

見
的〇

於
自
始
即
3

見
之
案
例
-
該
摹
議
的
規
定
應
賦
予
法
務
行
蘧
關
拒
絕
或
剝
奪
該
項
許
可
之
權
限
。
因
此
 

項
慕
得
自
法
律
f

及
其
立
法
理
由
中
明
確®

 ’
故
該
規
赛
此
限
度
内
乃
是
充
分
靈
的
。
明
確
指
出
與
律
師

 

職
業
行
爲
不
相
容
行
爲
特
徵
的
工
作
’
立

法

者

識

予

司

達

關爲
之

。

2

馨

疑

問

翥

’
 

可
^

^

該

同

時

從

是

否

舆

「篇

之

鬟

」
馨
而
定
一
事

。

自
立
法
 

史
中
並
罌
明
確
S

S
其
究
竟
S

。
此
霊
無

法

以一

八
七
八
S

師
法
上
之
評
償
爲
出
發
點
。
當
時
之
規
蠢
律

 

師
業
尊
嚴
-
這
宜
(I

門
職
業
政
策
之
觀
點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
唯
適
用
基
—

時

'
並
非
如
此

(
B
v
e
r
f
G
m
7
6
-
1
7
1

〔
 

189
〕
=
E
u
G
R
E

 19
8
7
,
5
9
4
〔
599

f
.〕

)
。

政
府
草
案
的
理
由
指
出爲
任
何
事
業
行
爲
而
任
出
差
(

R
e
i
s
e
n
d
e
r

夜
理
人
之
行
爲
爲
例
子
(BT

D
r
u
c
k
s .

 m/120

 

ln
.
5s
r
fB
其

卻

無

助

—

明

此
®

題

。|

方

面

其

僅

證

明

不

相

容

i

果
可
職
業
歹
律
画
之
形

f

導

三
六
五



三六六

出
’ 
I

gl
E

fiE
l

明確

S
S
I

分；在另一方面’此

處

爲

件

下

f

並
未
說
明
。
 

此
等
例
子
顯
鼇
可
自
在一

九
五
九
S

有

響

明

確

^

業
形
象
觀
¥

加
以
了
解

-

i

鞋

會

強

烈

 

之
變
化
，
此WS

B
I

點
已
有
了
重
大

 

(
參
見

 

Pa

 

u
l
,

 

i

 

n
:

 

koetz/Pa

 

ul

 

/

 

p
s
a
m
o
n
/
z
a

 

n
d
e
r

 - 

A
i
a

 

1

 

ts

 

b
e
r
u
f
l
m

 

w
a
n
d
e
r

 1982,
 s .l

l
f
f
.
)

。德
國
律
自
由
篇
聯
盟
在
其
意
見
黑
指
出
此
一
^

變
。

»
 n

i

f

 

- n

 »
 0
0

s
l
s
s
s
^
^

 -
 S
S
M
S
S

®
 S
s
i
l
i
i
8
s
^
f
x
'
 #
1

篇

業

整

體

-
大

衆

對

震
s

髦

i

因
個
別
律
s

業
的
情
形
受
到
8

 
i

亦
可
能
影
黎
到
基
於
司
法
制
度

 

f

運
作
所
必
要
的
對f

的
信
1

礎

9
在
此i

下
，

理
由
中
要
求
律
師
行

爲
必
須
考
量
苴

f

公
衆

 

之M
S

 

(
B
T
D
r
u
c
k
s
.

 S
/12

P

 S .49
 

Z
u

 §1
)

 〇

自
此
可
以
得
出
，
在
判
斷®

^

業
是
否
舆
其
博
rr
爲

相

壽

I

 ’

從

奮

蠢

蠢

否

#

審

W
S

W
S

之

獨

產

及

秦

性

’
因

l
e

w

由
法
院
判
決
在
此
情
況
下
所
震
出
的
重
護
型

爲

公
職
中
。政
府
_

理
由
中

I

般

地

亦

認爲
’

若

律

繫

鬵

家

時

*
擊

讓

糧
赛

霣

違

反

自

由

篇

之

原

則(
a
.a
.
0
:
s
.49

 z

u

t)

。
在
該
法
律
的

特
別
規
定
中
可
以
找
到
此a
®

i

現

S

7
 

N
r
.
i
o

 

§
4
7

 BR
A
O
r

另
依
立
法
者
之
意
，M »
7
 

N
r
.8

 

B
R
A 0

則
得



職

業

相

區

隔

，
則

其

僅

能

依

受

國

家

拘

憲

行
爲
一

般

地

給

予

尋

求

_

保

護

之

公

衆

之

印

蠢

加

以

解

釋

。
此
處
事

 

實

上

首

要

涉

及

的

是

自

由

律

師

之

職

業

形

象

，
而
因
此
亦
涉
及
到
律
師
業
之

I

。
在

此

情

況

下

’
此
項
構
成
要
件
特

 

徵

亦

得

被

視
爲
充

分

明

確

。

3.
在

上

述

所

指

出

的

範

圍内
’
自

憲

法

之

觀

點

，
該

具

争

議

性

之

條

文

並

無

問

題

<

 

§

 

7

 Nr
.
S

 BR
A
P

 

§-15

 Nr
.

 

2

 BR
A
o
a
.F

.
及
.

§
-
1
4

 丑

 Nr
.9

 BR
A
O

 n.F
.)

 〇

律
師
公
會
及
名
譽
法
院
所爲
的
解
釋
及
逾
用
符
合
比
例
原
則
。

3)
該

項

規

範

之

目

的

在

於

®a
s

師

之

專

業

性

、
誠

實

正

直

及

足

夠

的

行爲
空

間

，
及
保
護
律
師
業
必
要
的
信

 

賴
基
礎

 

<

上

述

2
 a
及

2
b
)

。
其
乃
®

於

司

法

制

度

之

正

常

運

作

，
即

重

大

的

公

共

利

益

。

就
此
其
亦
是
適
當
的
。
若
自
始
且
-
般
地
除
受
不
同
職
業
義
務
拘
束
之
行

爲
同
時
S

之
可
能
’
則
能
較
須

 

不
時
控
制
職
業
S

之
專
業
馨
麗
有
效
地
阻
止
利
益
衝
憲
我
務
違
反
-
整
體
職
業
羅
透
過
不
相
容
原
則
屢

 

透
過
多
數
職
業
之
規
範
更
易
明
確淸
楚
。
大
衆
對
於
職
業
形
象
之
要
求
及
期
待
則
有
更
明
確
的
I

 ’
其
觀
點
則
 

較
不
易
受
到
誤
導
所
影f

.b)
—

回

答

的

乃

是

’

 *

^

議
的
不
相
容
條
款
是
否
必
要
且
對
於
申
l
i
是
否
乃
是
可
期
待
的
。
此
以
法
律

 

目
的
無
法
依
其
他
相
同
有
效
卻
較
少
侵
害
的
措
施
來
達
成
爲
前
提
除
此
之
外
申tli —

之
利
益
不
得
明
顯
地
較
司
法
及

 

業
之
科
益
爲
更
重
的
考
量
。
在
回
答
此i

題

時

必

須

注

意

’
立

法

者

亦

僅

規

-一
疋
了
概
括
條
款
。
立

法

者

首

先

僅

 

認
爲
職
業
之
結
合
將
危
害
司
法
制
度
，
因
此
嚴
格
的
區
分
是
必
要
的
。
在
此
類
案
件
中
限
制
當
事
人
職
業
選
擇
自
由
對

三
六
七



其

譽

是

可

； 

適
用

三
六
八

期
待
的
*此

項

規

定

是

否

由

，則
依
法
篇
何
來

1
®
^

此
項
概
括
條
需
定
。
因
此
在
 

適
墨
條
文
時
必
霉
別
注
意
比

«

求
在
震
典
型
的
不

w
i

?

定
時
必
霜
當
留

n
 '

z

i

f

法
院
i

訟
提
起
人
⑵
在H
a
l
e
n
c
^

s
f

兩
項
理-M

爲
與

律

師

—

不f

 = 

首
靠
人
因
副
葬
可
中
強
罷
限
^

B
nl
li
誇

必

要

的

範

圍S
M

：®
®

業

務

。
此S

M

重
要
的
公
法

 

篛

法

！
^

f

的
產
生
近
國
家
1
蠢

突

。如同上述誓(

12

岌

2

 

b
)

 ’
此
兩
項
拒
絕
理
由
皆
可
在
§-7
 Nr.

ooB
R
A
O

 

-B
-K

到
足
夠
的
礎
。法

®W

解
釋
及
適
用
基
$

屬
|

之
 

權

限

，_

■

法

院

僅

W
S

m

翥

的

範

圍

(
B
v
e
r
f
G
E

 15.

 35
〔92

f
,〕
)

。

僅
在
訴
訟
提
起
人
之
職
業
選
擇
自
由
受
到
過
度
之
限
制
時
，
始
有
憲
法
訴
訟
上
改

i

必
要
。m

sp
無
法
f

么

载

5

師
可
缺

爲

法

S

S

上

行
爲

籥

-
S

S

法
院
在
其
一
貫
的
判
決
中
則
依
墨
者

 

躉證且間奔理誓而定

(
B
G
H
Z

 

33,

 26
6
〔z 6

8
〕
；p
f
e
i
f
f
e
r
.i

h
:

 Fs
.f
,

o

i

l

'

蚤

最

醤

求

。其蠢

當
且必靈卡班

一
#

s

 •的
出
置
阻
止
篇
的
職
成

爲

空
洞

 

籠

銜

-
期

待

可

麓

馨

自

當

事

人

最

任

且

時

間

上

靈

限

制

的

主
®

^

丨@

此

一

般

屢

量

其

律



之
執
I
s
其
打
擊
並
不
會
太
大
。

訴
訟
提
起
人

2)
在
大
上
半
天
班
。不
得
僅
以
有

i

行
爲
i

n
法
化
律
師
許
可
之
拒
絕
。
聯
邦
最
.
M
法
院
就
 

此
並
未
以
時
間
上
之
負S

爲
決
定
性
的
論
點
’
而
是
依
—

許
可
受
到
強
烈
限
制
’
因
而
無
法
在
足
夠
的
範
圍

内
執

 

行
律
師
業
務
爲
定
。
就
此
訴
訟
提
起
人
責
難
程
序
上
之
處
理
；
其
認
爲
f

並
未
足
夠
明
確
地
釐
清
。
此
項
責
難
是
否

 

得
足
以
作

爲
理
由
要
求
且
憲
法
上
之
審

査
，在
此
可
不
用
加
以
討
論
。受
黃
難
的
判
決
基
於
其
他
理
由
所
作
 

成

’
 

理
由
是
可
以
接
受
的
。

3.
訴
訟
提
起
人
2)
乃
是
在
大
¥

服
公
職
的
雇
員
。
其
對
外
代
表
該
公
法
人
團
體
且
從
事
高
權
任
務
。
基
此
產
生

 

了
與
國
家
緊
祀
之
關
係
’
此
關
^

聯
邦®
高
法
院
之
判
決
原
則
上
與
自
由
律
師
之
職
業
形
象
不
相
容
且
影
-
到
律
師

 

業
在
大
？

的
形
象
。

此
項
判
決
是
妥
常
有
助
於
達
成
法
律
之
目
的
-
防
止
不
受
國
家
影
響
的
自
由
律
師
職
業
形
象
因
律
—

任
類
似
公

 

務
員
之
職
務
受
到
損
害

〇

爲
達
成
此
項
—

有
必
要
明
確
區
隔
不
同
職
業
的
範
圍
’
因
專
業
監
督
方
式
並
無
法

S

地
 

排
除
依
賴
關
係
或
至
少
在
公
衆
眼
中
並
無
法
相
同
有
效
。
對
當
事
人
而
言
’
職
業
選
擇
自
由
之
限
制
僅
在
該
不
相
容
原

 

則
適
用
S

非
ffl
硬
不
變
下
才
有
期
待
可
能
。
公
職
的
惠
業
分
類
相
當
廣
、
多
樣
的
形
式
及
服
務

内
容
則
必
須
不
同
地

 

加
以
評
價
。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的
判
決
乃
是
公
平
合
理
的
，
若
其
依
雇
用
的
公
法
人
團
體
之
任
務
範
圍
種
類
及
重

S

瘦

作

判
斷
。
至
少
在
尋
求
法
律
保
護
公
衆
的
眼
中
’
律
師
獨
立
性
可
能
因

爲
受
國
家
拘
束
而
受
到
妨
害
。
此
並
非
不
適
當
的

 

0

三
六
九



三
七
o

nnl̂
¥

該

原

用

乃

曰

疆

-在
醫
提
起
人

8

的
案
方
的
決
定
亦
是
可
能
的
-韶

 

下

賽

靡

蠢

法

院

的

判

決

.
*

s

_

法
院
卻
提
出
個
囊
點
曩
止
律
師
許
可
之
因
素
户
自
雪

 

之
觀
點
此
不
8

以

蠢

。
 

o

、

其
他
_

中
受
贏
的
判
決
皆
是
以
聯
邦
■

法
院
所
鬟
出
且
在
相
同
條
文
適
用
的
不
相
容
原
則

爲
_

。
此
 

過

靈

限

製

醫

由

’與

基

二

醤

一

霊

不

符

合

。若
立
法
者
願
決
之
蜃
判
斷
，其

亦
必K

a
t

w
i

細
不
同
的
規
定
。

1
訴
訟
提
起
人
l)
i

絕
給
予
律
師
許
可
的
理
由
僅
是
其
在S

上
的
助
手
行
爲
並
非
具
有
較
高
地
位
之
行爲
。
 

在
此
情
況
下
，S

之

襲

已
S

要

，
面
其
乃
是
長
期
的
且
蓄
外
表
現
之
雲
乃
是
助
手
行
爲
之
展
現
。
_

許

 

多
理
由
-
此
蠢
定
在
憲
法
上
是
申

較
高
地
位
之
特
徵
欝
不
明
確
.
因

此

無

養

〇

限

製
赛
定

必

須

遵

守

的

法

治

國

家

規

範

明

確

性

的

要

 

求

。
霜

蠢

法

院

欲

馨

有

依

其

重

霪

及

責

任

饜

工

作

之

行
爲

排

除

•*但
其
卻
，—

成

蕰

賦

予

此S

 

麗

的

典

型

輪

廓

。
雖
然
應
依
終
止
期
間
之
靈
、
蜃

額

度

、
代
理
權
S

示

權

*望
於
職
業
議
濟
生
 

1

及

^

*d

 ’慕

上

不

地

1
*

&
歷
類
論
點

〇

 

no !
*

件

的

決

_

申

蜃

而

|

墓

■

預

見
的
0特

別
不
明
確
的
是
’藉
由
較

髙
地
位
之
特
叢
議
何
種
法
律
目
的
。律

師

業

之

並

鹿

處

所

指

’蓋



僅
是
職
業
上
之
利
益
不
得
合
法g

職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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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之
限
制(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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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在
其
先
前
的
判
決
中
！

該
特
徵
所

渉

及
的
乃
是
之
獨
立
性

(
B
G
H
Z

 35,

 11
9

〔

-
i
i
l
s
2
s
i
±
^
s
—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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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

i

i

蜜
循
此
項
蜃
：
靈

霞

人

3

的

獨

立

爲

自

蠢

然

襄

J

因

糞

在

大
S

不
足
道
的

妨
害
i

K

S

公
共
利
益
得
限
蠢
訟
提
起
人
之
職
業
選
擇
自
由
並
不
明
確

■*

若
回
到
法
院
先
前
之
判
決
，其
認

爲
較
髙
地
位
要
求
的
目
的
在
於
保
障
律
師
業
務
執
行
的
自
由
及
獨
 

立
性
，
則
依
此
理
由
所爲
職
業
選
擇
自
由
S

齧
反
了
比
。

奮

搜

之

 

當

的

手

段
垄
歲

讀

目

的

。
並
§

何f

般

原

裂

相

同

的

公

_

墨

爲

領
謹
級

S

又
僱
人
相
_

從

 

屬
的
僱
員
較
少
受
到
職f

之
拘
轰
較
少
產
生
利
益
衝
突〇

相

一

法

者

認
爲

蜃

醫

的

靈

人

與

僱

主

的

事

 

業
結
合
在
-
起 

<
你
-
5
 ffl Be

t
r
v
G )

且
需
特
別
之

®

 
(讲14

 K
S
9-
G)

。
麓

的

職

務

—

員

2
-i

提

起

人
.3)
及
4)
被

拒

許

可

之

理

由爲

’
其
乃
是
以
僱
員
身
份
提
供
法
律
諮
詢
。
此
類
法
律

纹
_

H

 

作
並
非
一
般
地
不
允
許
’
但
此
處
_

關

係

卻

藍

整

重

及

墨

其

其

聯

盟

S

會
的
成
員
間
。
因
此
訴
訟
提
起

 

人
與
尋
求
法
無
自
我
負
貴
之
麗
’此

舆

雷
之
不

醤

。

上
述
理
由
已
因
此
自
由
之
侵
害
的
法
_

礎

S

値

的
而
有
蠢
上
之
疑
慮
。畜
者
在
！

 

B
R
A ¥

規
定
’
法
律
顧
問
之
行
璧
非

|

般

地

罌

師

職

業

不

馨
i

立
法
理
由
中
可
以
得
出
’
立
法
者
明
確
地
認



知
到
依
糧
之
僱
傭
關
係
與
律
師
議
形
象
並
不
相
容
’
但

在

公

職

服

務

不

同

丄

蜃

實

f

疋
不
必
要
的
 

。
在
法
律
醫
律
師
所
具
有
的
雙
重
身
份
讓内
作
明
顯
的
區
分
，
基
於S

吊
司
法
制
度
運
作
之
利
益
乃
是
不
5

少
 

的

’
但
其
應
透
過
職I

s

之

規

定

靈

成(
B
T 0

r
u
c
k
s
k
/120.

s
.
7
7
)

。
與
律
師
職
業
不
相
容
的
顧
問
僱
員n
爲
 

之
例
子
如
該
I
s
乃
在
爲
規^

5

律
顧
問
法
(R
e
c
l
l
t
s
b
e
r
a
t
u
n
l
s
e
t
z

 
)
 

所
爲
’
即
從
事
受
禁
止
的
法

 

律

醫

I

s

。
在
此
處
所
渉
及
之
案
？

並

馨

出

現

議

的

情

形

。
相

靈

在

判

決

W

律
師
職
業
的
不
相
耆
卻

 

以
s

_

人
不
僅
給
予
其
雇
主
及
同
事
，
還
給
予
相
當
廣
泛
的
譽
及
聯
盟
成
員
法
律
囂

爲
理
由
。
在

法

華

及

 

其
立
法
理
由
中
並
_

_

正
_

項

因

素

對

馨

可

律

師

醫

決

定

性

意

義

之

簾

。

有
匿
律
基
礎
之
麗
得
不
加
以
討
論

〇

 

取
與
聯
邦
最
髙
法
院
相
同
之
意
見
’
則
司
法
制
度
之
利
益
將
受

 

認
爲
到
強
列
_

 ’
若
許
多
尋
求
法
霍
_

由
不
具
獨
立
性
的
達
顧
問
提
供
咨
詢
但
僅
因

爲
法
律
顧
問
提
供
咨

 

詢
之
行
爲
亦
擴
及
S

主
饕
及
聯
盟
之
成
員
題
芷
其
執
8

囂

務

’
則

違

反

了

比
醤
則

。
法
院
認
爲
該
案
具

 

有
特
別
危
險
之
因
素
-
即
相
同
人
員
在
職
業
行

爲
貴
任
的
分
人
而
一

H
並
非
一
直
皆
是
足
夠
明
確
且
將
地
 

危
及
法
律
安
定
性
及
產
生
混
淆
的
形
式

(
B
G
H
.

 BR
A
K
-
M
i
t
t
.

 

1
903
8
. s .27〔2

7
2
〕

)

。
僅
依
此
_

害
並
不
能
合
法

 

化
職
業
許
可
之
禁
止
。
若
立
法
者
欲
阻
止
不
同
®§1
行
爲
之
f

n
及

湯

，
則
其

 

1
^
#

以
蓮
供
協
會
及
聯
盟
成
員
法

 

作
爲
必

要

—

職

業

從

事

的

論

點

，
雖

®

菌
爲
在

法

律M

律
師
原
則
上
利
用
職
業
0

上
之
規
定
即
已
足

 

夠
。
透
過
職
業
義
務
之
明
確
劃
分
不
同
顧
問
行

爲

之
結
果
，
而
1

選
擇
自
由
之
侵
害
。除
 

此
之
外
4

田f

瘍
於
法
律
顧
問
律
師
在
§I
R
A卞
至
少
受
到
無
可
期
待
的
巨
大
不
利
益

〇



3.
在

隱

提

起

人5)
,
6)
及
7)
的

案

件

€*

認

對

個

^

^

^

細

的

審

査
，
因

自

^
!
^
^
其

已

是

具

有

鼉

職

〇
撤回可之原因僅藉’
營

利

行

謹

不

W
n

J

公
司
議
必
粟
之
晨
 

公

司

蠢- n
m

 '
助

置

奮

及

至<t
i

止
所s

^
m

M
M

K
M

H
W

S

 *
此
項
理
由
^

a

上
是

 

不

足

溝

。

蠤

Fâ
行
爲
基
S

不
馨
之
霞
，在
中
並
蠢
現
出
來

<*

除
此
之
外
亦
董
法

者s
?

w
s

f
 

爲
之—

。

法理由

i

調-

®

不
潤
所

i

;
但

其
S

 一 

4
^

3

，
此
項
理
由
乃
因
爲
自
薰
產
生
詈
義
務
所
爭
顯
得
重
要
；
因
此
律
師
不
i

f

爭

、
不
得

^
—

1

-

 ̂

s

, 

-
 i

§

Is
糞

出

從

事

第

二

項

職

業

必

務

-亦

観
得
出
受
不
同
義
囂
未
的
職
業
是
否

i

。

惟

鬆

鬵

法

院

春

法

是

羅

的

’
簫

之

獨

立

性

及

直

及

其

依

法

及

依

當

事

人

利

益

行

爲
之

鼉

有

 

靠
因
第
二
項
職
業
行
糞
葛
之
特
馨
-
特
別
是
饔
在
麗
之
資
訊
 

於

蠢

M

時

’
利
益
衝
突
之
情
形
相
當
明
顯
(
稅
務
顧
間
之
例
子

’
B
v
e
r
f
R
21,

 173
Q
S
2
J 〕

。
防
禦
此
獲
險
 

乃
是
i

司之
利益̂

^
9

^
象所必要且選定明確的目的

。
f

 

法
院
自
此
導
出
-
翼

-N
l ^

g

必
燙
兀
全
$

介

入

(
B
G
H
Z 40.

 19
4
Q
9
6
〕)

，
及

一

九

九

 

|

年
三
月
二
十
五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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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V
R

 772/91
ggiJta -

^

決
定
，
s

.
 

d
e
s

 sr
u
c
k
s
〕

，且̂
一
;̂̂項
理
由
務

内

容
 

及

任

何

營

利

可

S

予
時
，
則
違
反

了

比

醫

則

。

以
不
得
羃
事
任S

利

爲

許

可

執

，

無

論

如

何

^

爲
一

三

七

三



三
七
四

項
全
面
排
除
利
益
衝
突
之S

。
但
如
此
廣
泛
的
職
業
選
擇
自
由
卻
是
不
必
要
的
。
在
幾
乎
ft
a
i
 

I

目
了
然
、
S

的
 

商
業
行
爲
中
亦
有
許
多
職
業
行爲
可
以
毫
無
困
f

與
律
師
業
務
相
區
隔
，
至
少
可
藉
由
職
業
行爲
g

之
規
定
。
法

 

院
之
任
務
則
在
於
考i

利
行
爲^

5

司
法
制
度
可
能
危
險
且
各
依
其
發
生
的
或
然
率
歸
納
出
不
同
的
職
業
類
 

別

。
除
申
請
人
必
須
擁f

夠
的
時
間
來
執
行f

重
視
而
非
偶
而
的
顧
問
及
代
理
行爲
外
(
上
述
K
2
 )
，
只
有
利
 

益
衝
突
所
危
險
示
出
來
且
震
之
以
’
醫_之
■才
是
必
要 

且
可
期
待
的
-相

最

一

般

廣

職

業

許

是

不

響

的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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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訴
訟
提
起
人

1)
’
3)
,
4)
’
5)
’
 

S

及
7)
由
於
没
有
獲
得f

許
可
或
許
可
被
撤
銷
’
其
在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所
雞
的
基f

利
受
到
侵
害
，
因
此
所
有
合
法
提
起
訴
^

i

受
到
露
的
判
決
必
須
加
以
議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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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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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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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在

1

 

B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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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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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
r
t

 

訴
訟
提
起
人
2)
之
代
理
人..

W
e
r
n
e
r

 Wis
s
e
l

 律
師
，Ko

e
n
i
g
s
t
r
a

rae

 55

 3000

 Ha
m
n
o
v
e
r

 1.
-

訴
訟
提
起
人

 

®
 及
'6)
的

代

理A
:
D
r Ha

r
t
m
u
t

 Hi
d
d
e
m
a
n
n
.
G
o
e
t
z

 Ba
h
n
e
m
a
n
n
.

 Ur
.

 M
—I.
c
h
a
e 

K.leinel

 Cos
a
c
k

 
及
CJu

t
t
a

 

W
o
l
f

律

師.
G
u
e
n
t
e
r
s
t
a
l
s
t
r
a

 

B
e

 31
,
§

Q

 Fr
e
i
b
u
r
g .

訴

訟

提

起

人:7)
的

代

理

人

‘*
D
?

H
a
r
a
l
d

 

W
e
b
e
r ^

s *
u
n
l <e

r
s
1taetsstrajl}.e

 25

 48
s
B
i
e
l
e
f
e
l
d

r



關

於

「
法
院
對
不
平
等
民
事
契
约
之
内
容
審
查
之
憲
法
要
求
之

 

」
裁
定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第
一
庭一

九
九
三
年
十
月
十
九
日
裁
定
丨1

 Bv
R

 567/89,

 1

 

E
v
r

 1044/89
载
於E

u
G
R
Z

 
一
九
t

三
年
，
第
五
百
七
七
頁
以
下
。

譯
者
：
議

宗

〔
譯
者
說
明
：
原
判
決
無
註
釋
’
本
譯
文
之
註
釋
由
譯
者
鑑
於
研
究
需
要
所

査
閱
附
加
。
目
綠
之
附
增
亦
同
。
人
名
地
 

名
除
已
一
致
通
外
，鑑
於
國

内
翻
譯
未
臻
統

I

 -

保
留
原
文
.，
法
學
雜
誌
與
判
決
集
保
留
原
名
，
俾
供
査
索
〕

。
 

目
錄

 

要
旨
 

主
文

 

理
由
 

A

、
爭
點

I

、
事
件
背
景

三
七
五



4

用
貸
款
契
約
實
務

 

么
類
似
案
件
與
日
俱
增

a)
下
馨
法
院
對
契
約
内
容
審
査
之
法
雲
據

 

3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第
三
、
九
庭
之
見
解

 

C)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第
十
一
庭
之
見
解

U

、
靡

構

成

壽

1
第

I

憲
法
訴
願M

—
1

 Bv
R

 567/89

a)
棄

構

成

書

背

景

2

民
事
訴
訟
過
程

 

C)
訴
願
人
提
起
憲
法
訴
願
之
理
由

 

3.
第

二

憲

法

訴

願

案

1

1

 I

 1044/89

 

a)
本
案
楢
成
囊
背
景

 

3

民
事
訴
訟
過
程

 

0)
訴
願
人
提
起
憲
法
訴
願
之
理
由

 

皿

、
各
機
構
立
場

 

1
聯
邦
政
府



aj
l

法

—

除

民i

三百十條之適決

S

三
庭
之
判
決
不
生
憲S

題

 

W
第

i

法
訴
願
案
之
s

_

法

院

判

決

違

反

社

會

醫

則

2
.
銀

行

囊S

i

s

s

0

9

a)
私
法
自
篇
社
會
國
原
則
未
受
違
反

 

.b)
補
充
意
見

5.
醤
者

協

會硏
究

小

組

 

a)
全
家
責
任
之
後
果

.bl
年

輕

人

之

一

雙

籩

B

、
本
件
蜃
訴
願
程
2

 口
法
之
理
由
 

C
 '
第一

繼

訴

願

有

理

由

’
第
二
憲
法
訴霊
1

由
 

I

、
基
■

規
壽
民
事
法
一
般
條
款
具
趙
化
之
囊

 

H

、
第

一

蠢
訴
願
有
理
由

L
訴
願
人
靡
受
到
該
i

保
貸
款
之
經
濟
上
利
益
 

2
-
a)
私
法
自
I

 -
般
行
爲
自
由
-
必
要
時
得
加
以i

三
七
七



三
七
八

2

基
廉
地
位
相
互
衝
突
之
解
決

 

C)
民
法
一
般
條
款
之
關
鍵
性蟇
我

 

a
訴
願
人
居
於
劣
下
之
談
判
地
位

 

m

、
第
二
憲
法
訴
f

l

由

民
事
法
院
必
須
匱
意
2

本

塗

二

條

第

-
項

所

規

定

私

人

自

治

之

基

蠢

震

，
特
別
是
概
括
條
款
之
具
體
化

 

及
其
適
用
尤
然
，
例
如
在
民
法
第

I

百
三
十
八
條
i

二
百
四
十
二
條
。
如
契
約
係
課
以
當
事
人
一
方
以
反
乎
常
理
之

 

負
擔
並
係
由
S

約
締
結
關
係
結
構
上
不
平
等
所
■

，
則
法
院
對
該
契
約
内
容
有
審
査
義
務
。

判

決

姜

i
聯
邦
®
高
法
院一

九
八
九
年
三
月
十
六
曰
之
判
決I

^
0 

_
_

侵
害
本
件
第
一
憲
法
齡
願
人
之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I

項

之

基

毒

-
該
判
決
應

1-h
W

。
豪

發

回

聯

邦

鬵

法

院

。

其
餘
憲
法
訴
願
應
與
駁
回
。



聯
邦
德
塞
心
共
和
國
必
須
賠
償
本
件
第
一
憲
法
訴
願
人
必
要
鼻
用
。

二

蠢

願人
-rŝ

訴

回

。

理
由

A

、
(爭
點
)

本

二

墓

*W
涉
到
民
事
法
院
在
憲
法
上
圍

内
嚢

務
’
 

保

證

麗
内
容

’
若

該

蠢

係

由

 

信

墨

款

人

之

製

入

爵
S

蠢

成

員

與

銀

行

麗

囊

’
因

票

馨

度

之

風

險

者

。

I

'
 
(
毒

背

景

)

i
銀
行
契
約
法
義
特
別
之
立
法
。
與
銀
行
間
之
契
約
因
此
震
民
法
上
之
契
約
法
以
及

一

 

而
定
，

<

^

^

依®

法

震
i

;
墨

霄

董
I

而

I

 f

規定
。
蓄墨$
^
£
上，

墨

泛
而
一
致
的
定
型
化
契
約

(
F
o
m
u
l
a
r
v
e
r
t
r
a
e
g
e
)

。
量

$

構
聯
盟
之
中
央
信
用
委
員

(
z
e
n
t
r
a
l
e
r

 

K
r
e
d
u
a
u
s
s
c
h
u
s
s
)

 

墨

袋

約

彥

成

。

上

，
金

 

^
^

*
9

墨

款

 f

 S

I
S.
I

 及
企
業
信
墨
款

 
f

 

c
h
a
e
f
t
s —

)

 

鬵

係

與

業

靈

而

令

其

麗

成

員

保

證

。_

蠢
成
員
之
收
入

i

震

況

則

多

不

5

査

。
此
些

^

l

w

—

0
5
—

e

 
4

1

三
七
九



三
八
o

貸
款
人
透
—

親
屬
之
加
入
保
證
而
產
生

1

缝

與

共

的

響(
s
o
r
g
f
a
e
l
t
i
g
e
r

 

W
i
r
t
s
c
h
a
f
t
e
n
>

 
(
德

證

行

聯

邦
聯
盟
之
立
場
)

。

2.
泪
自
大
約
十
年
以
來
’
民
事
法
院
一
直
在
處
理
與
日
俱
增
的
年
輕
成
年
人
陰
人
無
法
避
免
的
債
務
過
度
負
擔
的

 

案
件
中
，
蓋
雖
然
他®

入
不
豐
-
仍
爲
其
SB
偶
或
父
#
驀

額
i

行

信

蜃

款
爲

攥

。

a)
各

蠢

法

院

(
I
n
s
t
a
n
z
g
e
rl

c
h
t
e
)

對
前
揭
契
約
實
務爲
廣
泛
之
内
容
審
査
。
首

先

，
各

該

法

院

髮

民

法

 

第

一

百

三

十

八

篇I

項
2

 =
杜
塞
爾
多
夫(Z

I
P
3

 1964,

 s-

 16
6
)

、
法

—

福(Z
I
P

 1984-

 S.

 14
6
5
)

以
及

 

科

隆(
Z
I
P

 1987.

 S.
3
6
3
)

之
髙
等
_

院
及
漢
保
邦
法
院(w

m

 198S,

 S,

 14
6
5
)

認
爲
’
此
種
不
顧
收
入
與
財

 

產
之I

I
P
®

而
將
責
任
擴
張
至
無
營
業
經
驗
之S2
偶
及
宜
〔他
家
庭
成
貢
上
之
行爲
’
係
違
反
善
良
風
俗
(

s
i
t
t
e
l
d
r
l
.
g

 

)

。
呂

北

克(
L
u
e
b
e
c
k
)
^
J

院

(
N
J
W

 1987.

 S.

 95
9
)

甚
至
*
;
此

種一

開

始

即

可

贏

必

超

f

務
人
每
&

邮
 

止
扣
押
財
產
敝
額(p
f
a
e
n
d
u
n
g
s
f
r
e
i
b
e
t
r
a
e
g
e
)

之
債
務
已
違
反
善
良
風
俗
=
司
徒
加
特

(
S
t
u
t
t
g
a
r
t
)

邦
髙
等
法

 

院(NJW

 1988,

 S.

00
3
3
)不
引
據
民
f

 

j

百
三
十
八
條
而
以
民
—

三
百

一
十
條
5
爲
準
據
。
此
法
院
認
爲
’
該
民

 

篇

三

百

-
十
條
規
定
具
有
超
越
其
文
義
之
囊
’
其

旨

在

繼

個

人

之

禁
霊
與

幸

置

不

可

讓

渡

之

基

本

人

權

 

。
如
果
契
約
襲
人
一
開
始
便
知
悉
該
一
連
雲
任

(
Ml .t

h
a
f
t
—

)

必
然
議
無
可
回
避
的
過
度债
務
時
，
該
契
約

 

義
務
須
因
此
而
無
效
。

其他邦高等法院則將我務

(
A
u
f
k
l
a
e
i
g
s
,

 un
d

 Rc
e
c
k
s
i
c
h
t
i
g
u
n
g
s
p
f
l
i
c
h
t
e
n )

(
對

 

此
植
契
約
爲
内
容
之
審
査
)

，
此
種
義
務
係
源
於
民
法
第
二
百
四十
二
條
6
 

-

 

約
S

前
即
已

存

在(
I
T

參
閱



C
a
n
a
r
i
s
.

 Bankver
t
r
a
g
s
r
e
c
h
t
.

 
3
‘ 

A
u
f
l
:

 Bd.

 1

 Rdnr.

 100

 ff.

所
列
之
判
決
一
覽
；
^
?
.
 

in:Muenche-

 

n
e
r

 KO
_
n
t
a
r

 zu
m

 B
s
. Rd

n
r
.

 217
)

。C
e
l
l
e

 (
城
市
名
)
邦

髙

雲

院

1988,

 s ,

 14
3
6
〔1438〕)

及

 

H
a
m
m

 (
城
i

)
邦

高

雲

院(
N
J
W
-
R
R

 19s
-

 s .

 113)

則
駁
回
對
連
墨
任
家
屬
之
請
求
付
款
之
訴
’
蓋
慧
一
起

 

訴
銀
行
違
反
說
！

我
務

(
H
l
s
p
f
l
i
c
h
t
e
n
)

 
’
未
以
應
有
的
方
式
消
除
誤
會
’
應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〇
W
唯

此

些

下

級

法

壽

鬆
内
容

春
査
被

繫

震

法

院

第

九

民

蠢
敎
回(

B
G
H
Z

 106

 

.

 269;

 107.

 92

 

:ZIP

 1989,

 s .
 62

9

-h.
:
N
J
W

 1991.

 S .

 2015

 ff
.

 u
n
d
s
1992.

 S .S
.

 
300
7
 

f
f
.
r

第
三
民
事
庭
基
本
上
亦

 

贊
同
第
九
民
車
M
之
見
解(

Z
I
P

 1989.

 s .

 
400
7
 

f
f
.
)

。
(
聯
邦
®

法
院
認
爲
)
保
證
契
約
不
能
因
事
先
可
預
見

 

會

護
憤

務

之

過

度

視

爲

違

反

善

良

風

俗

。
對
完
全W

能
力
人
而
-百
’
 _

形
成
自
由
包
括
法
5
^

R
 

(
R
e
c
h
t
s
m
a
c
h
t )

，
該
{元
全
行
爲
能
力
人
纖
此
承
受
只
有
在
特
別
有
利
的
情
況
下
才
須
加
履
行
之

|

我
務
。
保
證
人
未

 

具
—

業
經
驗
不
得
引
爲
加
重
金
之
說
明
及
咨
詢
務
之
理
由
。一

股
而
言
，-3

兀
全
行
爲
f

人
'没
有
經
特

 

別
說
明
亦
知
悉
，
保
證
之
表
示
係
具
有
風
險
之

一
?

銀

行

因

此

’
承
受
保
證
義
務
之
人
應
麗
其S

之
效

 

力
範
圍
並
會
以
自
我
責
任
估
量
風
險
。
唯
如
果
銀
行
因
其
自
己
行
爲
以
及
一
項
銀
行
在
保
證
開
始
已
認
識
之
錯
誤
’
致

 

保
證
責
任
風
S

高
者
-
則
又
另
當
別
論
。

此

i

 
(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
判
決
在
學
術
文
獻
上
馨

1

些
部
分
保
留
之
贊
同
意
見

<
M
e
d
i
§
,

 ZI
P

 1989
,

 S.

 

8
1
7

 ff
,
:
R
e
h
b
e
i
?

 JR

 1989,

 s.

 26
8

 ff
.
;

可
能
還
有H.
 p.

 we
s
t
e
l
n
-

 JZ

 1989,

 S.

 746

 f.
;

所
有
此

 

些
文
獻
I

出

’
此i

柔
合
爭
辯
的
法
院

i

點u
r
n

得
個
案
面
面
俱
到
的
總
體
評
價
不
可
或
缺
)

。
但
大



部
分
文
獻
則
持
反
對
之
意
見

o
e
r
l
e
d
e
r
.

 in
:

 Fs
t
s
c
h
r
l
f
t

 fu
e
r

 Ba
e
m
a
n
n

 un
d

 We
i
t
n
a
u
e
r
,

 1990.

 
s
_
 

121.

 

f
f
.;

 Gr
u
e
n
.

 NJ
W

 1991,

 S .

 925.;

 H .

 Ho
n
s
e
l
l
.

 JZ
1989,

 s .

 49
S

 f .;

 Re
i
f
n
e
r
,

 ZI
P

 1930,

 s ,

 427

 

f
f

:.R
e
i
n
i
c
k
e /T

i
e
d
t
k
e
,

 ZI
P

 1989.

 S .

 613

 ff
.;

 Ti
e
d
t
k
e
,

 ZI
P

 1990.

 S .

 413

 ff
.
)

。
還
有
一
 些
下
級

 

審
法
院
表
示
不
贊
同(o

s
n
a
r
b
r
u
s
#

法
院N
J
W
.
R
R

 1990,

 s .

 306:

 Mu
e
n
s
t
e
r

邦
法
院N

J
W

 1990,

 S .

 1668)

。
i

-批
評
主
要
認
爲
’
 _

震

法

院

太

過

鑛

而

未

按

(
麗

)
區
分
餐
行
法
律
之
内
六
審
査
’
如
此
已
忽
略

 

憲
法
的
基
本
決
定(G

r
u
n
d
s
t
s
c
h
e
i
d
u
n
g
e
n

 de
r

 ve
r
f
a
s
s
u
n
g
)

。

C)

此
期
間

-
主

黨

行

法
審
理
之
聯
邦
養

法

院

_

1

庭
®

判

決

有

所

修

正Q
J
W
1
9
9
1
.

 S.

 92
3
,
u
n
d

 

Z
I
P

 19
9
3
.

 s .

 26
)

。
該
庭
依
據
聯
®

法
法
院
判
決
之
見
解(

B
v
e
r
f
G
E

 81,

 24
2
)

認
爲
’
在

契

約

平

等(
v
e
-

 

r
t
r
a
g
s
p
a
r
i
t
a
e
t
)

受
到
干
擾
時
，
法
官
應i

務
對
保
證
契
約
内
f

民

法

-
般
條
款
與
以
審査
。
對
於
銀
行
與
配

 

偶

或

父

母

親

所

負

產

雲

任

在

I

定
的
要
件
下
’
有

可

穩

違S

良
風
俗
。

丄1

 Bv
R

 56
7
/
8

棄

件

,a)
訴
願
人
之
父
親
前
經
營
房
屋
仲
介
；
其
亦
建
築
房
屋
並
出
售

。
一

九
八
二
年
其
向
C
市
儲
i

行
請
求
將
其

 

信
用
貸
款
限
額
加
倍
-
亦
即
從
五
〇

、
0
〇
〇
馬
克
提
高
至
一
 0
0
、
0
0
〇
馬
克
。
該
儲

笼
靈
行
要
求
擔
保
，
當
時

 

二
十
-
歲
的
訴
願
人
在
-
九
八
二
年
十

I

月
二
十
九
日
簽
先
已
印
就
的
保
證
書(

B
u
e
r
g
s
c
h
a
f
t
s
u
r
k
u
n
d
e
r

保
 

證
金
額
逹一

 0
〇
>〇
〇
〇
馬
克
，並

包

括

之

保

證

，此
外
，

書
上
並
載
明
：



L
茲
擔
保
所
有
旣
存
與
將
來
發
生
之
儲
慕S

主
債
務
人
之
附
條
件
與
期
限
蠢
議
。

9
^
.

3.
本
保
證
係
以
自
己爲
債
務
人
之

 

訴
抗m^

(
v
e
r
z
i
c
h
t

 au
f

 

d
i
e

 Ei
n
r
e
d
e

 de
r

 vo
r
a
u
s
k
l
a
g
e
)

 

=
保

證

人

轚

得

撤

銷

以

忍

撞

充

之

異

疆

-
銮

璧

纏

消

滅&

■

權

。
保
證
人
對C

保
證
債

 

務
)
實
施
的
種
類
及
時
點
S

■

保
的
放
棄
没
S

S

利

。
本

儲

蠢

行

並
醤

務

在

向

蜃

人

讀

之

 

前
應
先
向
其
灌
。

信

蜃

義

度

因

此

一

保

證

契

約

惡I

高

。
訴
願
人
聲
父
親
之
信
用
帳
戶
1

—

馨

-
簽
名

 

權

(ze

—l.c
h
i
g
s
r
e
c
s
)

，但

其

無

財

產

。其
未
受
過
職
業
訓
練
，

失
業
狀

f

 ’
在
簽
震
證
契
約

 

時

，
在
一
魚
工
廠
工
作
，毎
&

取
淨
値
一
一
五
o
馬
克
。

一
九
八
四
願
人
之
父

f

房
屋g

w
&
M

伊
後
’
逕

自

經

露
I

運。該市
行
給
與
 

融
資
一
百
三
十
萬
馬
克
以
購
買i

。
一
九
八
六
年
十
二
月
市
儲I

®

止
—

未
清
償
之
信®

款

(
大
約
二
百

 

四
十
萬
馬
克
)
’
並

通

知

欲

對

之

證

請

求

權

。

W
訴
願
人
首
先
訴
請
確
認
該
保
證
姐
叛
。
在

該

市

儲

麗

！

出
反
訴

(
w
i
d
e
r
k
l
a
g
e )

請
求
一
〇
〇
，
〇
〇
 

〇
馬
克
連
同
利
®
^
支
付
之
後
，i

程

序(
A
J
S
g
a
n
g
s
v
e
r
f
a
h
r
e
n )

兩
造
聲
i

確
認
之
訴
已
終
結
。
_

院
以
本

 

件
訴
願
所
指
摘
之
判
決
允
霞
反
訴
。

訴
願
人
提
起
上
訴
间
^

H

院
變
更
_

院
之
判
！

駁
回
該
反
訴
(
I

5
8
8
,
 

s
.

 14
3
6
〔1

4
3
§
:

 <

邦

三
八
三



三八四

0

®

院

)
認
爲
市

儲

筑

鑷

行

在
f

 (
過
失
)
可
歸
責
性
的
觀
點
下
，
負

務

’
解
除
訴
願
人
保
證
責
任
*
因
其

 

違

反

生

晶

義

務(
A
u
s
k
u
n
f
t
s
p
f
l
i
c
h
t
e
n )

。
雖
妖
f

人

不

必

-
般

性

的

閩

明

保

證

之

風

險

。
但

如

果
S

人

因

其

 

行
爲
可

預

見

會

令

保

證

人

產

生

錯

誤

’
則

屬

例

外

。
同

樣

的

’
如
爲̂
®

人

之

金

融

機
f

於

可

預

見

無

經

營

商

 

業

能

力

之

保

證

人

—

估

保

證

責

任

之

種

類

及

範

圍

，
並

因

而

影

響

保

證

人

之

意

思

決

定

’
亦

例

外

應

負

閲
塑

我

務

。
 

邦

高

等

法

院

認
爲
本

案

即

屬

之

。
調
査

證

據

後

’
邦

高

1

院

確

認

’
市

儲

莕

銀

行

之

代

理

人

在

保

證

意

i

定

時

’
按

 

保

證

書

之

薹

我

說

：

「m證

此

簽

名

，
您

不

會

因

此

負i

大

的

義

務

’
我

需

要

這

個

作爲
我

的

檔

案

」

。
藉

此

’
該

 

代

理

人

已

將

訴

願

人

實

際

的

風

險

根

本

性

的

加

以

美

化

而

低

估

之

。
邦

高

等

法

院

認

爲
-
保

證

人

未

經

過

實

際

的S

 

後

即

承

受

該

保

證

。

聯

邦

最

高

法

則

刪

該

邦

高

雲

院

之

判

決

’
並
以
本
訴
願
所
指
摘
之
判
決
將
訴
願
人
之
上
訴
發
回
_

院

(ZIP

 

1989.

 S.

 
6s

f
.r

其
認
爲
：
保
證
係
i

面
負
負
擔
之
法
律
行爲
’
就
此
植
行
爲
繼
人
通
常
旣
無
閩
明
龙
我
務
’
 

亦
無
探
知
保
證
人
知
悉
情
況

(
w
i
s
s
e
n
s
s
t
a
n
d
)

之
義
務
。
滿
十
八
歲
及
依
法
律
具
有
完
全
行爲
能
力
之
人
f

無
特

 

別
的
法
律
交
易
的
經
驗
亦
知
悉
，
保
證
的
意
思
表
示
係
具
有
貴
任
風
險
者
。
保
證
人
之
期
待
不
會
受
到
保
證
的
求
0
不

 

足
以
構
成
交
易
之
基
礎
。
市
儲i

行
之
ft-
理
人
並
無
任
何
怍爲
足
以
對
此
種
估
計
產
生
影
響
。爲
保
證
意
思
表
示
時

 

-
主
債
務
人
尚
屬f

可

靠

-
銀
行
行
員
之
此
種it
®

亦
屬
適
當
。
其
父
親
生
意
之
發
展
及
其
將
來
之
責
任
風
險
’
聯

 

邦
_

法
院
認
爲
應
由
作
爲
保
證
人
之
訴
願
人
自
行
注
意
。
何
時
蠢
除
契
約
已
經
載
明
於
保
證
契
約
。

0)
訴

_

人

提

起

憲

法

訴

願

：
王

張

其

基

本

法

第

一

簾

一

項

墨

二

條

第

一

項

之

基

本

權

連

®

會

國

原

則

已



受

到

侵

害

。
_

院

與

i

最

高

法

院

已

經

違

反

在

'=■
證

一

基f

規
定
下
所
建
立
起
來
的
國
家
的
保
護
照
顧
義
務
(
 

S
c
h
u
t
z

 un
d

 Fu
e
r
s
o
r
g
e
p
f
l
i
c
h
t
e
n
)

。

訴

願

人

主

張

，
從
基
本
法
第
一
條
第
一
項
可
以
導
出
，
國
家
對
個
人
有
保
讓
我
務
，

免

於

物

質

上

的

困

境

(
 

彐at
e
r
i
e
l
l
e
N
o
t
)

。
如
果
人
被
強
迫
在
經
濟
上
生
活
於
某
種
條
件
下
而
將
之
變
成
標
的
物(

o
b
j
e
k
t
)

，
即
已
侵
害

 

苴
(人

性

尊

嚴

。
從

基

本

法

第

二

一

項

可

以

導

出

’
契

約

自

由

不

權

利

之

濫

用

；
此
特
別
在
保
護
不
獨
立
之

 

契

約

一

方

，
以
防
止
市
場
具
有
獨-

M
l
g

位

之

非

社

會

行

爲(
u
n
s
o
z
i
a
l
e
s

 Ve
r
h
a
l
t
e
n

 ma
r
k
t
b
e
h
e
r
r
s
c
h
e
n
d
e
r

 Lint

 

e
m
e
h
m
e
n
)

。
法
院
必
須
拒
絕
承

M
此

些

契

約

，
蓋
此
些
契
約
如
此
強
烈
的
將
訂
約
之
一
方
之
物
質
上
行
動
自
由

(
I
 

t
e
r
i
e
l
l
e

 Be
w
e
g
u
n
g
s
f
r
e
i
h
e
i
t
)

與

以

限

制

，
以
致
於
其
無
法
以
八
早
人
性
尊
嚴
之
方
式
生
活
。

保

證

債

務

-
〇

〇

、
〇
〇
〇
馬

克

，
年

利

率

八

.
五
％

，
則
一
年
的
利
息
負
擔
即
高
達
八
五
〇
〇
馬

克

，
亦
即
毎

 

月
爲
七
。
八

馬

克

。
爲
淸
償
這
些
利
息
’
訴
願
人
依
現
行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八
百
五
十
C
條

8
所
定
不
可
扣
押
之
財
產
數

 

額

表

，
必
須
鲁
月
淨
賺
大
約
一
八
〇
〇
馬

克

。
訴
顚
人
尚
未
達
到
此
種
收
入
。
變

疋

保

證

契

約

時

，
苴(5S

S

押
之
所
得

 

係

四

百

一

卄
馬
克
七
十
分
m

。

一
九
九
-
年

十

月

起

-
其
須
單
獨
扶
養
一
兒
子
；
其
®

會
救
助
金
及
兒
童
養
育
補
助

 

金

爲

生

。
迄

至

I

九
九
二
年
一
月
保
證
憒
務
已
高
達
一
六
0

、
〇
0
0
馬

克

，
吾
人
無
法
期
待
其
何
時
可
解
除
此
種
拘

 

束

。
2
.
1
 

B
v
r

 S
4
4
/
8

羞

件

a)
訴

願

人

於I

九
七
九
年
向
起
訴
銀S

保

I

項
其
夫
所
獲
得
之
「
保

險

借

貸

(
v
e
r
s
i
c
h
e
r
u
n
g
s
d
a
r
l
e
h
e
n
)

三八五



三
八
六

j
，
此

-
信
用
貸
款
總
數
高
達
三
〇

、
0
〇
0
馬
克
。
簽
定
保
證
契
約
時
，
訴
願
人
並
無
收
入
亦
無
財
產
。
其
係
一
家

 

庭
主
婦
’
從
一
九
七
一
年
至

一

九
七
八
年
間
照
顧
兩
個
小
孩

。
一

俟
其
夫
就
利
息
遲
延
給
付
時
’
銀
行
即
於
一
九
八
八

 

年
通
知
該
借
款
已
到
期
。
當
時
債
議
額
達
於
三
二
'
-
四
0
.
三
一
馬
克
。
其
夫
將
其
人
爵
保
險
之
買
回
權

値
(
 

R
u
e
c
k
k
a
u
f
w
e
r
t

 
d
e
r

 

L
e
b
e
n
s
v
e
r
s
i
c
h
e
m
n
g

 )
 

I
K
g
t

,
該
筆
債j ®

至
一
六
、
三
七
四

.
〇
二
馬
克
。
^

ŝr
sfc
此
 

數
額
之
憤
隱
訴
®
^
顧
人
求
償
。

2
S

院

梁

訴

願

所

指

摘

滿

決

允M
S

 ’
其

驚

：
該
保
證
係
裏
並
無
疑
問
-
民
法
第
三
百
-
十
條

 

無

適

用

之

鐘

，
蓋
將
乘
到
期
之
拘
束
，
其
數
額
有
多
高
及
如
何
無
法

淸
償
，
並
非
將
來
財
產
之
讓
與
。
該
保
證
契
約

 

亦
不
至
於
依
民
法
第
一
百
三
十
八
條
而
無
效
。
接
受
該
保
證
時
訴
願
人
並
未
被
排
除
’
在
該
信
用
貸
款
應

淸
償
前
有H

 

作
能
力
或
有
其
他
收
入i

養

業

時-
B
可

接

手

小

孩

之

照

顧

'
長
久
的
無
給
S

力
亦
不
至
於
導
致
保
證

 

契
約
之
違
暮
良
風
俗
i

行
應
無
違
反
務
。

訴
願
人
上
訴
至
邦
高
雪
院
’
邦髙

雲

_

同
樣
的
理
由
以
本
件
訴
願
所
指
摘
之
判
決
駁
回
5

訴

。
 

c>
訴
願
人
提
起
憲
法
訴
願
主
張
，
其

基

蠢

第
I

條
湯
二
條
之
基
i

已
受
到
侵
害
。<

 訴
願
人
主
張
)
該
 

銀I ®

爲
清
楚
，
保
證
人
f

兩
個
小
孩
，
在

可

預

見

的

將

來

並

無

力

。
現
在
雖
可
期
待
其
有
工
作
能
力
，
但
 

其
卻
完
全
無
法
自
保
證
債
務
中
解
脫
出
來
。
然
而
’
此
一
债
務
雖
有
定
期
支
付
，
仍
然
節
節髙
升
。
由
此
而
生
之
對
將

 

來
前
景
的
毀
滅
已
經
違
反
屢
。

B
、

(
蠢

置

場

)



.

司
法f

理
&

^

隱

，
基
本
上
法
院
必
須
在
衡
量
個
案
的
各
種
情
況
後
，
決
定

1

保
證
契
約
是
否
 

有
效
，
甚
至
讓
約
會
獲
終
身
之
價
務
過
度
蠢
囊
。
法
院
此
時
應
顧

昼
畫〇

在
此
範
圍内
i

s

震

 

灣
憲
法
法
院
之
此
二
案
件
應
有
不
同
之
評
價
。

a)
 

i

f

民
f

三
百
■+
條
的
適
用
，
籠
除
該
條
的
類
1
適
用
之

i
o

w

法
院
的
判
決
在S

上
不
生
 

逼

。
聯
邦
最
高
法
觀
三
庭
對
民
法
第
一
百
三
十
八
條
之
解
釋
與
適
用

(ZIP

 19
8
9
,

 S .

 48
7
)

亦
無
可
指
摘
。
雖
 

然
文
獻
上
已
經
肯
定
，
如
果
締
約
之
一
方
負
有

S

的
拘
束
性
約
之
初
即
已
明
顯
可
以
預

f

 (永
遠
無
法
清
 

償
，
則
此I

法
律
交
易
即
已
違
反
善
良
風
俗

-

唯
如
量
震
人
與
馨
憤
務
人
秦
得
足
夠
，
且
兩
者
共
同
生
活
於

-
羼
姻
或
類
似
麗
下
’
則
此
一
要
件
即
不

I

。此
-論
點
至
小
同
生
活
之
借
貸
是
慕
的
。

至
於
因
嗣
後
轉
發
生
交
易
即
認
臺
違
反
善
良
風
—

有
未
當
。
蓋

持

此

見

解

之

判

決

將

會

財

 

力
薄
弱
之
人
的
部
分
宣il &

K
a

!
 

(
T
e
i
l
e
n
l
e
n
d
i
g
u
n
g
)

亦
且
將
取
得
信
用
貸
款
之

自
由
。
保
護
財
務
陷

 

於
困
窘
之
人
之
合
乎
人
性
尊
嚴
之
生
誓
先
應
8

於
強
麗
仃
之
保
護
規
定
(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八
百
-
十

-
條
以
下

 

’
八
百
五
十
條
以
下
)。一

^

些
規
f

長
久
陷
於
給
付
不
f

容
有
不
適
當
i

 .，
因
此
在
蕭
法
改
革
時
即
有
人

 

建
議
，
在
一
定
要
件
下
’
鏖

債

務

人

苴

雙

債

務

上

的

解

決

方

案

並

非

所

應

有

者

。

b)
 

相
反
的
，
在
一
 

B
v
R

 

567/89

 一
案
上
所M

之
判
決
則
違

蓬
- î

第
二
條
第I

項
所
保f

行
爲
自
由
以
 

及
違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一
項
所
揭
橥
之
社
會
國
原
則

(
s
o
z
i
a
l
s
t
a
a
t
s
p
r
i
n
z
i
p)

。
法
院E

該
保
證
契
約
 

依

民

達I

百
三
十
八
權
一
項
&是
□無
效
。
 

.

三
八
七



三八八

只
限
於
就
其
父
親
之
房
屋
仲
介
生
意
所
定
之
信
s

i

保
對
第一

訴
願
人
没
有
直
接
利
益
。
市
儲
班
愚
1
@
該

 

保
證
契
約
之
利
益
應
不値
得
加
以
羅
。
該
訴
願
人
在
簽
訂
保
證
契
約
伊
始
只
S

評

短

駕
没

有

難

之

收

入

，
此
 

!

無
苴
〔他
財
產
。
很
明
顯
的
’
她
在
可
預
見
的
將
來
’
如
無
特
別
有
利
的
情
況
’
即
無
法

淸
償
已
到
期
之
利
僅
務

 

。
因
此
’
市
儲
3S
1

行

可

以

掌

握

之

利

益

可

言

。
相
反
的
’
訴
願
人
卻
因
該
保
證
契
約
而
蒙
受
極
嚴
重
之
不
利
：

I

方
面
從
可
期
待
的
所
得
狀
況
，
他
方
面
從
禁
止
扣
押
界
限
來
看
，
可
以
預
見
的
是
-
她
終
其
一
生
絕
無
法

s

自
己
 

生
計

，
更
無
法
從
爭M

債
務
中
解
放
出
來
。

2.
銀
行
專
業
f

 (D
e
r

 Ba
n
k
e
n
f
a
c
h
v
e
r
b
a
n
d
)

爲
該
受
指
摘
之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判
決
辯
護
。
如
果
只
依
還
款
比

 

率
與
其
他
義
務
之
合
計
超
過
所
規
定
的
生
存
最
低
限
度
即
規
定
一
項
可
容
許
之
負
債
客
觀
界
限
，
將

信

用

貸

款

 

容
—

拒
絕

’
此
一
信©
K

款
卻
往
往
爲
創
業
i

至
爲
職
業
上
之
汽
車
修
理
所
必
要
者
。
(
銀
行
專
業
協
會
認
爲
)
 

此
違
反
信
用
貸
款
人
之
利
益
，
亦
且没
有
必
要
，
因
信
用
貸
與
人
基
§

濟
上
的
理
由
必
須
顧
及
債
務
人
的
給
：̂

力
 

。
如
f

貿
上
一
旦
學
說
上
所
質
疑
的
案
例
眞
的
存
在
，
如
簽
約
時
(
保
證
人
)

没
有
還
款
希
望
且
已爲
信
用
貸
與
人

 

所
已
知
者
’
則
透
過
民
法
第
一
百
三
十
八
條
及
其
他
類
似
規
定
的
適
用
可
加
以
解
決
。
此
外
’
立

法

過

扣

止

 

保
護
條
款
之
規
定
已
確
保
了
人
性
尊
嚴
並
顧
及
了
社
會
國
的
要
求
。

S.
德

國

銀

行

聯

(
D
e
r

 Fu
n
d
e
s
v
e
r
b
a
n
d

 de
u
t
s
c
h
e
r

 Banker
!
)

同
樣
認
爲
系
爭
之
判
決
合
憲〇

 

a)
私
法
自
治
^
^
會
國
原
則
在
系
爭
的
判
決
裡
並
未
受
到
忽
視
。
擬
爲
信
用
貸
款
之
人
可
以
自
己
判
斷
其
負
擔

 

能
力
之
界
限
’
基
本
上
亦
必
須
承
擔
其
自
己
行
爲
責
任
之
效
果
。
這
並
不
排
除
在
特
殊
的
案
型
上
(
例
如
債
務
人
特
別



無
經
驗
-
毫

無

還

款

月

究

竟

少

並

不

清

楚

)
有
民
1

1

百
三
十
八
條
之
適
用
。
此
外-

1

判
決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旨
在
纖
信
用
貸
款
人
之
咨
詢

S
i
S
S
*

務
•交
礎
障
礙

(
s
t
o
e
r
u
n
g

 de
r

 Ge
s
c
h
a
e
f
t
s
g
r
u
n
d

 

l
a
g
e )

之
基
本
i

以
&

霸

度

(In
s
t
i
t
u
t

 

d
e
s

 ve
r
s
c
h
u
l
d
e
n
s )

亦
可
提
供
進
一
盡
法
律
上
解
決
。
黯

 

最
高
法
院
之
判
決
麗
依
個i

査
而
不
至
於
阻
止
經
濟
有
囊
暴
利
益
麗
而
毫
信
用
貸
款
之
取
問
題

 

。
一

^

過

度

<
®
!
®
^
生
f

式

各

，故一般條

f

比

I

項
固
定
的
易
適
用
。在

1

般
®

的
i

 

化
時
應
注
意
社
會
國
原
則
。

保
證
並
藝
無
選
髮
只
是
例
行
公
式
。

信
用
貸
款(

K
o
n
s
u
m
e
n
t
e
n
k
r
e
d
i
t
e
n )

即
任
i

s

措

 

施
可
供
使
用
。
擔
保
實
務
上
只
雲
具
有
1

之

霉

，
長
期
^
^
$
^
產
之
5

^

^

行
固
無
利
益
；
唯
卻
不
至
於

 

導
至
該
保
證
S
K^
i

l

。
第
三
人
作
爲
保
證
人
或
共
同
價
務
人
謙
當
的
’
此f

w
s
i
w
i
s
s
w
f
i

經
濟
上
亦

 

蜃

利

益

者

尤

然
A

用

貸

款

之

給

與

夫

妻

共

同

收

入

而

定

"
由
此
可
以
導
出
-
夫

雲

方

@

_

該

籰

款

 

i

s

i

»

b)
在
補
充
意
見
書
上il̂

n̂

說
明
-
信

用

經

濟

界

所

組

成

之(s
p
i
t
z
e
r
w
e
r
b
a
e
n
d
e )

更
建
議
，
各

 

該

新

入

會

產

醫

搆

應

比

現

在

靈

馨査

’
在
A

的
個
5

透
過
無
財
產
和
所®

®

證
或
連
帶
債
務
人
的
擔

 

保
f

上
是
否
有
必
要
，i

濟
上
是
否
有
蟇
我
。
其
認
爲
如
果
保
證
人
在
保
證
產
將
會
有
自
己
之
所
得
(
創

業

〔
 

m
x
i
s
t
e
n
z
g
l
d
—

〕

、
雲

結

束

、
重
新
找
到
工
作
)
，
應
福爲
有
清
償
希
望
。
此
外
’
霞

謝

亦

屬

適

當

’
如
 

負
責
人
在
可
預
見
的
時
駕
自
己
亦
額
^DI

該
筆
借
款
獲
_

 (
特
別
係爲
一
共
同
有
利
之
標
的
或爲
S

筒

馨

三
八
九



三
九
〇

之
企
業
所
爲
之
貸
款
)

。
保
證恋
曰
在
防
止
脫
產
(

v
e
r
m
o
e
g
e
n
s
v
e
r
s
c
h
i
e
b
u
n
g 〕

。
最
後
’
將
配
®
^
入
保
證
人
會

 

籰
款
人
更
經
心
並
更
努
力
向

m
W

進

，
亦

奪
f

列

。

在
個
別
銀
行
短
期
間
所
顯
示
，此
些
銀
上
有
不
同
的
隱
。信

®

屬
成
員
，尤
碁
疋
配
 

§

列
入
保
證
人
之
比
例详
任
大
約
在
百
分
之
三
十
五
至
四
十
之
間
。
但

有

一

銀

出

，

f

公
司

、
手H

藝
企
業

 

以
及
小
商
店
的
建
立
大
約
有
百
分
之
九
十
的

w
g

i

過
配
偶
的
保
證
而
寬
。
(金

構

)
往
：̂

請
求
實
施
獎
 

勵
創
業(

G
l
d
u
n
g

 se
l
b
s
t
a
e
n
d
i
g
e

 Ex
i
s
t
e
n
z )

之
方
案
。
爲
此
所
設
置
的
(金
融
)
機

構

在

勵

4
^
(
F 0-

 

e
r
d
e
m
.
c
h
t
l

 

i
n
i
e
n )

上
多
>l£
H
5n
 規
定
，
信

 

款
須
透
過
配

®

。

4
國

*
^
行
裏

爲

i

本

法

第

一

條

所

纖

之

人

性

薰

臺

蠢

乃

賦

與

個

人

決

定

’
 

其
自
己
是
否
及
在
何
範
隱
受
財
務
上
之
風
險
-
濯
該
人
過
■

求
其
財
務
(
善

同

。
超
過
禁
止
扣
押
 

規
定
界
限
之
保
護
只
有
別
的
個
案
上
才
有
之
。

5.
醬

者

協

會
硏
究

小

組(
A
r
b
e
i
t
s
g
e
m
e
i
n
s
c
h
a
f
t )

則

認

藝

兩

項

蠢

訴

願

有

理

由

。
類

器

案

型

 

之

。
至
少
金
1

吊
忽i

保
風
險
。保
證
人
之
無
收
入
通
人
在
憲
法
訴
願
中
所
描
述
的

i

及
 

希
望
的
毀
滅〇

這
霣
型
特
別
是
连
—

靈

區

日

益

增

加
C
此
外-

亦

糟

兩

份

鑑

定

馨

書
C

.a)
其-B

-
M

 

1

是
I
涉
到
「
全
家
責
任(

F
i
.l
i
e
n
h
a
f
t
u
n
g )

」

的
結
果
，
特
別
是
指
婦
女
之
(
負
連
帶
)
責
任

 

者
而
一
一
目
。
德
國
實
務
上
有
一
量
，
已f

人

臺

得

信

墨

款

，
無

不

被

要

求

其

配

偶

。
信
用
貸
款
人
無
 

法
抵
拒r

第
二
簽
名
」i

求
〆
否

則

霞

墨

款

。該

髴

變

法

院

裔

決

畜

實

。此

S

離



婚
而
須
照
顧
小
孩
之
婦
女
特
別
艱
辛
。
主
要
賺
錢
之
人
^§

判
決
除
負
有
—

生
活
義
務
之
外
’
尚f

還
該
貸
款
 

債

務

4

1

■

從
事H

作
没
有
利
益
，
因
其
只
能
保
篡
芷
扣
押
財
產
之
部
分
。
如
果
其
®

H

作
或
R
打
黑
工<

 

S
c
h
w
a
r
z
a
r
b
e
i
t

 )
 

妻
即
i

維
持
生
計
。
而
在
民
事
法
上
其
妻
卻
對
全
部
纂
負
返
f

責

。
如
果
其
妻
爲
 

不
必
仰
®

蠢

濟

而

從

事

工

作

，
則
銀
行
即
刻
會
就
其
所
§
進
行
薪
資
扣
押
(|-备
召
^
6
虱
§
9
)
。

憲
法
上
的
問
題
於
是
蠢
顯
出
來
，
蓋
極
強
而
有
力
、
奮
上
及
法
律
上
以
卡
特
爾
方
式
聯
合
的
有
組
織
之
企
業

 

，
在
制
度
上
將
會
以
危S

姻
家
庭
制
度
與
侵
害
平
等
原
則
之
方
式
利
用
契
約
自
由
。
銀
行
係
立
法
者
在
金
融
業
法
(
 

K
W
G
=

K
r
e
d
i
t
w
e
s
e
n
g
e
s
e
t
z
)

第
一
條
第|

 :
i

二
款
賦
與
在
信
用
借
貸
領
域
具
有
獨
占
地
位
之
金
融
機
構
，
唯
立
法

 

者
在
限
爭
防
止
法

(
G
W
B

 =

 Ge
s
e
t
z

 ge
g
e
n

 we
t
t
b
e
w
e
r
b
s
b
e
s
c
h
r
a
e
n
k
u
n
g
e
n ，

亦
即
卡
特
爾
法Ka

r
t
e
l
l
g
e
-

 

s
e
t
z
)

第

|

百
零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將
銀
行
從
一
股
卡
待
爾
抹
$

予
以
除
外
。
由
此
可
導
出
-
金
融
業
有
遵
守
憲
法

 

之
特
別
責
任
。

3

第
二
份
鑑
定
塑
墨
則
特
別
討
論
到
年
輕
的
成
年
人
因
對
銀
行
信
用
貸
款
的
連
|曼
任
所
造
成
的
過
囊
務

 

負
擔
0
 
(
此
鑑
定
塑
口
書
認爲
)
該
聯
邦
暑
法
院
判
決
疆
當
事
人
之
一
般
人
格
權
。
一
般
而
一
一

吕
’
剛
成
年
之
人
法

 

律
交
易
經
驗
很
少
。
只
有
在
成S

後

-
其
方
可
襲
集
有
闊
信
用
交
易
及
擔
保
貴
任
之
經
驗
’
並
發
展
行

爲
之
2

 

〇

該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判
決
#

W

輕
人
^

^

己

爲

人

之

情

懷

或

因

家

庭

屬

*
以
僅
有
的一

次
靈
仃
界
通
行

 

的

禱

上

馨

，S

人
如
此
高
的
債
務
負
擔
，
以
致
於
其
自
己
經
濟
上
生
S

建
立
終
其
一
身
無
以爲
之
i

個
人

 

在
財
務
§

會
方
面
之
自
我
決
定

(
s
e
l
b
s
t
b
e
s
t
i
i
n
e

將
因
此
而
喪
先
0



=
九
二

銀

用

蓋

i

8

圍

饔

務

上
S

所

重

纛

之

衍

增

’
此
些
是
無I
驗
之
_

人

無

法
辑
的

-
 

首
先
，
保
證
人
毋f

被
強
調
，不

至

於

蠢

證

S

 

■>

 

:
一

^
®

格

的

壽

蠢

性

之
®

 ?

1

 st
r
e
-

 

n
g
e
r

 Ein
s
e
i
t
i
g
k
e
l .t

)

雲

蜃

尚

未

襲

基

融

震

以

義

務

，
將

所

有

畫

要

的

麗

主

債

雲

展

的

知
保
證
人
。
在

銀

行

壁

；他

w
t

’

有
關
保
證
的
任
意i

規

定(
d
i
s
p
o
s
i
t
i
v
e

 sc
h
u
t
z
n
o
r
m
e
n )

痒
f

都
被

 

約

定
爲
不

生

努

。
由
此
乃
產
生
震
的
漏
洞
，
此
與
基
本
法
第
一
 

二
條
不
符
。

ft
第

-
憲
法
訴
願
人
之
初
審
愿a .
認
爲
’靈

法

訴

理

由

。該
愿
蠢

爲

訴
願
之
疋

|

 f

契
約
自
 

由

、
成
年
人
鋈
行
爲
責
任
以
及
亦
是
對
法
則
令
人
無
法
i

之
侵
害
。

B

'
 (

*
<
揉

之
理
由
)

此
二
件
f

訴
i

本
上
應
屬
合
法
。
部
分
1

口
法
者
只f

 

1

訴
願
人
f

訴
願
i

對

蓮

院

判

決
f

。
 

此

-
部
分
欠
缺
法
律
保
霸
益
。
8

院

判

決

鬣

人

*
但

此

判

決

已

蠢

院

有

利

於

鐘

人

予

以

變

 

更

。
馨

蜃

法

院

雖

嗣

眞

市

儲

麗

行

之

上

訴

又

醬

第

-
審
㊅
決
回
復--

但

爲

除

去

宜

禱

螯

-
只
 

該
上
訴
i

決

(
提
出
憲
法
訴
願
)
麗

已

足

。
如
果
該
案
件
被
發
回
原
缓
院
，
i

的

*

:

保f

益
才
需
要
列

 

入
#

^

但
此
已
不
可
能
。
聯

法

院

必

誓

先

審

讀

_

摘

之

聯

邦

蜃

法

詞

決

。
如
果
該
第
三
審
上
訴

 

-

首
先
S

雲
院
判
決
應
被
囬
復
。
旣

藭

願

人

就

院

判

決

未

提

出

訴

願

’
 

之

，
因
此
 

即
無
發
回
8

院
之I

。

C

'
 
(
第
一
憲
法
訴f

理

由

’
第

二

審

訴

麗

連

由

)



第

I

訴
願
人
訴
願
在
合
法

-N
M

画
内
f

理
由
。®

的

’
第
二
}
^
人

之

霍

訴f

 
§
由

。

I

'

兩
件
憲
法
訴
願
雰
對
民
事
法
院
之
判
決
。所

指

摘

翥

非

蠢

決

所

引

此

些

作

肇

豐

民

 

法
規
定
無
可
指
摘
。
兩

位

訴

願

人

之

指

馨

蠢

涉

到

-
般
緩
的
解
釋
與
適
用
丄

S

1
一
般
條
款
’
尤
其
是
民
法
第

 

1

百
三
十
八
1

湯
二
百
四
十
二
條
-
要
求
民
事
法
院
就
震
法
上
之
契
約
爲
内
容
審
査*

在
i

二
般
條
款
具
體
 

化時’私法
自
治
之
及
一
般
人
糧
均
應

S

及

’
赀

初

窶

事

籠

&

^

者

。
此

一

理

由

釐

s

f

i

s

 - 

-

基
本
法
在
基
i

 
1

 f

I

了

幫

有

—

域

的
i

上
基
本
決
定(

Grurtden

src
h
e
i
d
u
n
g
)

。
此
匙
1

本
 

決
定
透
過
在
各
個
法
震
直
接
支
配
的
規
定爲
媒
介
而
發
展
開
來
’
並
在
民
事
法
一
般
條
款
之
解
釋
上
具
有
特
別
囊

 

(
參

 

B
v
e
r
f
G
m
7.

 19
8
〔205

 f .〕
：

 42
,
1
4
3
〔148

V
E
E
R
Z

 1976,

 31
5
)

。
在
此
，
民
法
第
-
百
三
十
八

 

第
二
百
四
十
二
條
完
全

I

般
性
的
I

善
良
風
俗
、
交

易

纂

以

及

馨

原

則

’
此

些

I

霞
款
要
求
法
院
首
先
以
憲

 

法
上
基
本
決
定
的®

^

點
爲
讓

予

以nnt̂

。因此’民
事
毚
上
^

S

在

一

般

條

髮

解

蠶

適

用

 

時

’
醬

毒

視
爲

「
奋

J

 (R
l
c
h
t
l
i
n
i
e
n )

。倘
薑
事
此
因
此
作

3
3
^
}
^
-

造不利之判 

決

，
即

已

整
i

f

Jih
l

 侵

害(
B
v
e
r
f
G
E

 7,

 19
s
n
20€

 f .l
;

震

嘉

此

判

決

)
。

唯
基
本
上
麓
憲
法
法
院
亦
不
必
對
一
般
法
律
之
解
釋
蠢
用
予
以
審
査
。
聯

法

院

只

是

應

注

意

確

保

一

 

般
法
院
應
顧臺

-w

規
範
i

 0
因
此
’
聯
—

法
法
院
不®

因
其
f

在
是
否
違
反
基
i

地
位
的
判
斷

三
九
三



三
九
四

時
另
有
所
強
調
而
擬爲
不
同
判
決
時
，
即

醫

具

蠤

判

力

之

民

事

判

決

。
聯

馨

法

法

院

必

¥

以

糾

正

之

聶

乃

 

f

，
$
最

|

摘
之
上
不
正

f

基
f

見

解

，
特
別
是
®

—

範

圍

，
而
生
有
f

上
之
問

 

題

，
並
因
此
在
具
體
的
案
例
上
的
實

質

囊

有

重

大

影

雲(BverfGE

 18.

 85
〔9
3
〕
；

 42
,
1
4
3
〔1

4
9
T
E
U
G
R
Z

 

1
9
7
5
’

 31
5
〔3

1
6
T
t
:
^
^

判
決
)
。
準

此
’
聯

邦

蠢

法

院

醫

一

訴

願

人

之

案罂

爲
之

判

決

即

無
S

存

 

在

(
K
 )
。
相

反

的
’
聯
邦
最
®

院
就
第
二
訴
願
人
案^

15

之
判
決
f

上
尚
不
至
於
漠
I

t

*

我

(
皿

了

H

二

第

i

法

訴

署

理

由

)

1
聯
邦
f

法
院
必
須
予
以
評
價
之
保
證
契
約
有
別
於

I

般

信

約

。
第
一
訴
願
人
接
受
一
異
—

之
風
 

險
而
卻
輋
受
款
之
經
濟
上
利
益

A

保
證
人
幾
乎
酱
所
有
民
法
上
任
藎
之
保
護
規
定
>
 
®

自
 

己

責

任

之

其

父

之

企

業

風

險

’
囊
保
範
圔
遠
超
乎
甘
鐽
®

係

(
w
i
r
t
s
c
h
a
f
t
l
l
c
h
e
s

 ve
l
t
n
i
s
)

 

。
消
自
簽
約
時
起
’
讓

蜃

搆

即

無

願

人

在

籰

任

案

例

上

’
可
預
S

璧

二

生

無

法

以

异

自

麗

保

 

債
f

解

脫

。
歷

一

狀
況

’
 f

 

要
件
及
理
由
之
問
題
不
林
重
生
’
尤
其
是

W
i

K

的
閩
明
(pa

r
t
e
i
g

 

r
t
s
g
)

=
訴
願
人
在
壽
審
時
即
星
張
，
市

行

違

反

麗

刖

之

注

囊

務

(
v
o
r
v
e
r
t
r
a
g
l
i
c
h
e

 Ru
e
c
k
s
i

 

c
h
t
s
p
f

 

1

 

i
c
h
t
e
n )

 
’
並
充
分
利
用
其
交
易
上
之
無
經
驗
以I

m
fll
益
。此

爲

法
院
所
採
。

與
此
S

的

-
霖

變

法

院

保

證

蠢

内

容

之

審

査
〇

締
藝
方
畫
上
是
否
以
及
在
篇
圍
内

 

嘉

麗

蠢

結

及

其
内

蠢

決

憲

自

由

’
麗

變

法

院

並

未

注

意

及

之

。
此
乃
因
其
_

奮
所
保
障
之
私
法



自

着
所
誤
解
之
故
。

■

2
+a)
依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歷
來
判
決
，
個
人
依
其
自
由
塞
0

爲
法
律
關
係
之
形
成
係
屬
~
般
行
爲
自
由
之|

部

分

(
 

參BVerfGE

 

8.

 27
4

〔
3
2
8
1—1
; 72,

 15
5
〔170〕r

基

本

法

第

二

衝

|

 

私
法
自
治
作爲
「
個
人
在
法
律
生
活

 

層
面
之
自
我
決
定

 

J
m
r
i
c
h
s
e
?

 in:
Jsensee/Kirchhof,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Bd.

 VI,S
.121P

 

Rdnr.

 58)
 〇

私
法
自
治
必
要
時
應
予
限
盤
需
要
一
法
律
上
之
規
定
。
私
法
規
定
因
此
係
由
5

互
間
須
互
相
協
調
之
規
定
及

 

形

成

墓(
G
e
s
t
a
l
t
u
n
g
s
m
i
t
t
e
l

芣
同
之
制
度
所
組
成
，
唯
此
些
規
定
及
形
成
產
必
須
與
憲
法
秩
歲
調
乃
可
。
 

此
並
非
意
味
著
私
法
自
治
賦
與
立
法
者
得
汪
意
形
成
(
2
^
0
巴
江
§
)
致
使
基
|

之
^

^

空

。
立
法
者
毋
寧
在
應

 

予
形
成
之
規
定
上
受
到
基I

I

法
律
意
旨
之
拘
束
。
立
法
者
必
須爲
個
人
之
法
律
生
活
閣
啓
-
適
當
之
活
動
空
間

 

。
依
其
規
範
標
的
，
私
法
自
治
在
必
要
時
尚
仰
賴
國
家
之
介
入
。
其
麗
必
須
同
時
顧
及
司
法
現
實
並
課
與
立
法
耆
我

 

務

’
以
提
出
法
律
交
易
形
成
方
法
以
供
始
兩
’
此
一
法
律
交
易
形
成
在
法
律
上
應
具
有
拘
束
力
’
並
在
爭
議
的
案

 

件
上
得
形
成
可
貫
徹
之
法
律
地
位

(
R
e
c
h
t
s
p
o
s
i
t
i
o
n )

。

,b>
立
法
者
在®

成
私
f

定
的
義
務
上
面
臨
一
如
何
與
實
務
取i

調
之
問
題
。民
查
父
易
上
，基

體

 

係

以

平

地

位

參

與

，
其
各
有
不
同
之
利
益
，
往
往
並
具
有
相
反
之o

n ®

。
旣
然
民
f

易
皆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
項
之
保
護
’
並

得

平

蠢f

私

法

自

治

的

基

秦

霞

-
則
不
得
只
使
較
強
之
-
方

 

，
相
互
銜
突
之
基
毒
搜
應
視爲
相
互
影
響<

w
e
l
w
i
r
k
l
)

並
應
相
互
■
,

以
使
所
有
世
暈
人
之
基
毒

=
九
五



三
九
六

皆

盡

還

地

纛

效

用

-

嚣
法
上

 >
 合

理

的

利

益

褰

_

思

*

雙！

互
拘
束
並
因
此
而
裏
蓄
人
之
行

 

爲
自
在(

Handlungsfreiheit )
。̂

^

之|

方
如Ĥ
D
j
w
s
h
K

之
f

,
以*

1
*

上
宜
溥®

約
内
容
f

商
作
 

決
定
’
則
^
!
^
*
事
人
而
言
’
此鲕
量

一

突

異

文

無
_

受

畜

定

(
「
1

^

迕

屋

！

(
參
8
^
4
3
£
8
1
.

M

 
S
T
m
s
s
 
I
*
 
s

 

P

S

 

i

s

i

f

-
^
7

h
a
n
d
l
u
n
g
s
g
l
e
i
c
f

 
I
c
h
t )

即
}
^
多
多
少
^

*t

。

之
f

 

不
f

 因
 

到
縁
即
生
問
題
■

應
予
修
正
。
唯

如

幫

i

s

型

，
即
8

 - 

上
明顔
低
下
且
契
約
之
結
果

 

下
之
一
方
顯
失
公S

 ’則
民
事
法
規
之
有
所
反
映
並
使
之

S

正
之
可
能
。
此
種
要
求
乃
源
晨
私

 

法

自

(

基本
擔二
擔

I

項
)
以

1
^
1

國原則二+̂

 

1

項

’
第

二

十

八

證

5

)

。6
現

行

契

約

霉

合

此

藝

求

。
民
法
立
*S

t
5s

交
易
上
較R

g
S
R
S

 

1

方
創
造
出
不
S

保

董

定

，
 

黛是從形式平等私法交曩式出發’但
帝
此
式
並
將
之
銳
回

(
z

i
l

e
l

n

 

)
至

德

(
m
a
t
e
r
i
a
l
e

 Et
h
i
k

 so
z
l
a
l
e
r

 ve
r
a
n
t
w
o
r
t
u
n
g
)

 J

 (w
i
e
a
c
k
e
r
,

 In
d
u
s
t
r
i
e

 

g
e
s
e
l
l
s
c
h
a
f
t

 un
d

 PM
V
a
t
r
e
c
h
t
s
o
r
d
n
§

g
.

 1974.

 s *
 2
4
r

今
曰

 

一 致

的

是

^
自
由
只

^
.
R
I
^

 

係
相
s

f

之
案
型
上
S

量

適

當

利

益

■

之
媒
介
’
亦
且
此
種
變
犁
霎
約
平
等
所
爲
之
平
衡
正
是
現

 

行
民
事
法
^
^
|
^
務

(
參

二营
&
,
 

D
a
s

 Re
c
h
t
s
v
e
r
s
t
a
e
n
d
n
i
s

 in

 de
r
V
e
r
t
r
a
g
s
l
e
h
r
e
,

 Ju
S

 1985
*

 S
U
0



詳
細
引
證
；
最
後®#

l ?
e
i
s
.

 Gr
u
n
d
f
r
a
g
e
n

 de
r

 Ve
r
t
r
a
g
s
g
e
s
t
a
l
t
u
n
g

 im

 

A
r
b
e
1t

s
r
e
c
h
t
.l 993,

S
.

 

2
1
6

 ff
.)

 〇

 民

法

大

部

分

規

定

已

表

明

出

此

種

任

務

(
H
o
e
n
n
,

 Ko
m
p
e
n
s
a
t
i
o
n

 ee
s
t
o
e
r
t
e
r

 Ve
r
t
r
a
g
s
p
-

 

a
r
i
t
a
e
t
，
1982)

 o
在
此
種
情
況
下
-
民
法
一
般
條
款
具
有
關
鍵
性
之
囊
。
民

塗

一

百

三

十

八

謂

二

項

9
文

M
t
：

別
清

 

明
此
點
。®

I
上
必
妖
—

契

約

-
方

之

談

判

位

者

屬

之

-
契

約

-
方
之
無
經
驗
者
亦
屬
之
。
如
果
契

 

之
一
方
充
分
利
用
此
種
！

I

行

|

己
之
利
益
，
則

該

麗

應

屬

無

效

〇

民
法
第|

百
三
十
八
謂
一
項
一

 

般
德
規
定
契
約
因
違
S

良
風
俗
而
無
效
。
讓

效

不
同
的
是
第
二
百
四
十
二
條
，
民

事

蜃

界S
地
認

 

爲

，
誠
實
信
用
原
則
是
契
約
形
成
力
量

(vertraglicher

 

Gestaltungsmacht)

的
内
在
界
限
，
並
足
以
建
構
法
院

 

對
契
約
内
容
審
査
之
權
限
(最
後
請
參

 

Fastr

 

ich.

 Richter

 

liche

 Inh
a

 

ItskontrolleimPrivatrecht,

 1992.

 

,s.

 70

 ff
-;

 Preis,

 Gr
u
n
d
f
r
a
g
e
n

 der

 Vertragsgestaltung

 im

 

A
r
b
e

—I.tsrscht,

 1993,

 S.
2
4
9

 
f
.r
 

就
内
容
審
査
之
要
件
及
密
度an

t
e
—

taet)

在
法
f

獻
上
雖
然
有
所
爭
議
。
唯
現
上
無
論
如
何
已
經

i

了
 

此
一
制
度
而
足
以
就
上
對
契
約
平
等
之
障
礙
有
所
匡
正
’
此
已
符
合
惠
法
之
要
求
。

對
民
事
法
院
而
言
’
由
此
可S

 ’在一
般
條
釋
置
5

 ’其

S

獲

意

到-

契
約
不
S

爲
突
異

 

令
人
無
法
養
又
之
決
定<

 

F
r
l
b
e
s
t
l
r
m
i
)

之
媒
介。

一

般
而
言
’
如
果
翻
當
事

人

約

定

f

項
可
受
允
許
之
約

 

定

’
廣
泛
的
内
—

査
即
屬
I

。
但
如
果
契
約
内
容
對
i

約
一
方
加
以
非
比
尋
！

龜
而
在
利
益
的
平
衡
上
顯

 

不
適
I

，
則
法
院
不
—

爲

「
契
約
就
是
契
約
」
—

已
足
。
法

必
f

明
該
約
定
是
否

三
九
七



三
九
八

度

(
v
e
r
i
u
n
g
s
s

sre
r
k
e )

不或必要時，

法

i
B
I
K
W

在

 

J
S

W

事
法

 

一

 

的
以
 

匡
正
C
民

事

蠢

如
S

S

程

序

並

如

何

—

果

*
首
先
是
一
罄
的
問
題
*
菌

在

此

^

s
H

纂

泛

之

0
M
§
,

 

 ̂

W

E

m

^

Es

l

°

- 

i

l

^

 

* 

f

i

蠢承係-

，

费醤

之！及

塁

晏

。
第-

贯

證

位
之
論
證
邦
最

m
u

m
®

’
理
由
s

農

年

’
必
須
已
醫
己
確
認
其
所
決
豪
風
險
。
此
理
由
尚
有
不

 

足

*

1

 A

S

M

i
s

s

i

m

i

i
s

f

f

t
.
且一

^
m

s—

■並
無
自
己
之
利
益

。
雜
’
此
一
高
齎
險
。

金額爵

4
^

^

明

I

 

高
額
：§
^
用
§

墨

-
 s

s

i

s

^
i

i

^
^
i

^

 •
 ̂
s

l

i

l

i

i

^

 

-

»

n

€

 

* 
l

^

i

m

i

»

S

E

i

s

s

 

* 

- s

v

f

共

有

人

負

饔

債

務

。
此
種
風
險
之
囊
蠢
圖
甚
至
連
交
易
上
有
纛
的
人
蠶
以
估
計
；
對
只
有
二
十
一
歲
而
未

 

受

過

正

規

蠶

警

之

訴

願

人

而

言

*
 
i

I
險是無的

*

s

 

-

 

i

f

»i
s
a
l
^
n
^
i
s
f
f
i
M
s
^
i
^
s
 *
 i
m
s
M



舜

以

r

您
$

裏

樊

責

爵

」麗

，麗

蠢

法

院

蠢

鼉

暴

。與

馨

爲

確

認

相

反的，

法院—
這只是暫

®

實可*

,不

人

地

位

產

生

—

。這在此問 

題
上
是
不
公
平
的
，
且
基
本
上
亦®

私
法
自
治
之
基
I

f

，
故
i

決

無

再

存

在

之

建

。
一
般
人
篇
是
否

 

因
此
受
侵
害
’
則

尚

有

討

論

之

蠢

。

?

(第
二
憲
法
訴
i

l

由
)

第
二
訴
願
人
案
型
所
牽i

不

是

一

髙

以

預

見

之

—

風
險
。
此

i

牽
涉I

 f

信

—

款

，
如

果

 

吾-

及

i

生

活

之f

’則其_

霊

即

不

。

I

信
f

 

係
訴
’

故
可
 

認
蠢
訴
願
人
套
筆
貸
款
之
利
益

i

該

受

傷

判

決

■

認

’
契
約
締
結
之
附
隨
情
況
亦
不
至
於

 

令
人
懷
疑
’
訴
願
人
是
否
受
脅
迫
而爲
保
證
之
意
思
表
示
，
或

H
P
K

他
方
式
致
其
決
定
自
由
受
到
妨
害
。
金
融
機
構
在

 

此
亦
無
違
背
費
f

我
務
。
銀
行
雖
f

貸

款

之

給

予

證

，但
依
^
^
院
之
確
認

-

此
並
不
違
反
止
@
義
務
( 

A
u
s
k
u
n
f
t
p
f
l
i
c
h
t )

，
|

是
銀
行
亦
未
美^

#
5

任
風
險
。

W
6K

的
判
斷
上
，
聖
院
深
入
地
處
理
民
書
一
百
二十
八
條
以
羅
二
百
四
十
二
條
之
一
醫
款
。
璧

院

 

並
未
蜃
私
法
自
治i

s
W

W

雞

〇

 S

院

以

義

高

蠢

拒

絕

以

訴

願

人

無

自

己

之

收

人

爵

產

麗

該

 

保
證
契
約
單
獨
宣
止i

效

。
唯
就
信
用
貸
款
襲
類i

度
1

一 

一

，
此
在
憲
法
上
尚
無
可
苛责
。

同
樣
的
’
此
亦
無一

般
人W

-N

侵
害
可
言
。
在
信
用M
敎
f

證
契
約
賽
疋
時
’
 

1

可
避
免
的
陷
入
超

 

額

債

務

,
是

否

顯
渉

-
以
及
在
如
何
範
圍内
才
_

到
此
一
由
判
決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磬
自
由
權
(
I

三
先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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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官：

®
H
e
r
z
o
g
.

 He
n
s
c
h
e
l
,

 Se
i
d
l
,

 6
-s
i
i
, so

e
l
l
n
e
r
-

 Di
e
t
e
r
i
c
h ,

 Ku
e
h
H
n
g
-

 se
i
b
e
r

rl-
 

第
一
 

訴
®

-

理
人"

E
r
n
s
t
-
A
u
g
u
s
t

 

B
a
c
h
i
l
s
，

址
股
：L

e
o
n
a
r
d
t
s
t
r
a
s
s
e

 

8.

 38175

 Hs
n
o
v
e
r
;

第

 

二
訴
願
人
之
全
權
代
理
人

.
.
T
h
i
s

 W .

 R .

 Bl
u
m
e
n
t
a
h
l
f
t
s
g ，

址
設
.

■
w
e
d
e
l
e
r
.
L
a
n
d
s
t
r
s
s
e

 14,

 22559

 Ha
m

 

b
u
r
g

 

註

：
1

囊
稿
爲
止
尚
未
收
錄
於
黯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_

0

2

徳

置

鋈

-亘
一
干
八
謂
一
畺
定
：廛

良

風

〇

3
 Z

I

揉

一

法

霜

誌

，198
0
W

1

 至

爲Jtnsolvenzrecht.

 

1
9
8
0
W

S
S

1BK

名
爲Z

e
l
t
s
c
h
r
l
f
t

 fu
e
r

 

I
n
s
o
l
v
s
z
p
r
x
i
s

，^
8
3

稱Z
I
P
*

四n
r
^
i
z
e
i
t
s
c
h
r
l
f
t

 fu
e
r

 wi
r
t
s
c
h
a
f
t
s
r
e
c
h
t
,

簡

 

栗

變

*
主
要
i

民
©

w
p

s
s

i
w

e

決

-

4

 

M
^
l
;
^
^
l

，
<
H
W
0
i
ŵ
>
a
p
i
e
r
-
M
i
t
t
e
i
l
u
n
g
e
n
,
T
e
i
l
4
:
z
e
i
t
s
d
1
r
l
.
f
t
f
u
e
r
w
f
r
t
s
c
h
a
f
t
s
-
u
n
d

 

g?
n
k
r
e
c
5
.

5

讓

民

篇

三

百

1
-h
^

y
:
W

K

之一
方因
鬆道
一部
，

或
就
此
蠢
設
定
用
i

s

警

’
其
I
K^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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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國
民
法
第
二
百
四
十
二
條
規
定
..債
務
人
應
斟
的
交
易
習
惯
’
依

誠

實

信

而

爲

給

付

。

德

國

銀

行

實

務

上

有

-
轉

帳

帳

戶

’
稱
爲G

i
r
o
k
o
n
t
o

 
’
戶
頭
所
有
人
得
透
過
此j

帳
戶
進
行
支
付
f

取
他
人

 

經
由
銀
1
0
來

之

款

項

。
提
款
卡
之
進
出
亦
透
過
此
一
帳
戶
進
行
’
故
此
種
帳
戶
具
有
信
用
帳
戶
之
意
M我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此

所

謂

之

信

用

帳

戶

諒

係

指

戶

而

一

一

目

o
 3

帳
戶
所
有
人
得
授
權
他
人
使
用
該
戶
頭
以
進
行
款

 

項

之

進

出

’
 S

權
人
因
此
在
此
戶
頭
有
S

領
取
款

項

之

權

。
從
本
判
決
上
文
觀
察
’
此
之
f

權
應
指
此
種

 

簽

名

權

而

言

。

德
國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八
百
五
十C
條
係
規
定
不
S

押
之
工
資
所
得
數
額
。

德
國
民
法
第I

百
三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法
律
行爲
係
乘
他
人
急
迫

 

>

 輕

率

達

1

驗

’
利
用
給
付

-

對

 

自
己
或
第
三
人
爲
財
產
上
利
益
之
約
定
或
給
與
者
’
 
f

;財
產
上
之
利
益
超
過
給
付
之
價値
甚
鉅
’
依
當
時
情
形

 

顯
失
公
5

-

其
法
律
行
爲
無
效
。



四
o



有 所 權 版  

究 必 印 翻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九
月

德

固

缺

种1
4

^
^
,
兄

於

^

遣
4

必

編輯者：
司
法
.

院大法官嘗記處發
行
者
-
.
司 

法 

院 

私

tf
處 

台
北
市

i

慶南路一段

\

 

二四

辽

 

電
詁
：三六一八

i;-
七
七
(總
機
代
表

C
)

印刷
音

.
•

文瑞印刷文具公司
台北
市重
慶

岛

路一
段九
五號 

電
詒
：(

o
二

)
三一一
七三四
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