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〇
o

關

於r
大
學
組
織
」
之
判
決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七
十
九
頁
以
下

譯
者
：
蔡
震
榮

〈
判

決

要

旨

〉

1.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句
擔
保
學
者
一
個
對
抗
國
家
千
預
而
受
保
護
的
自
由
空
間
，
其
尤
其
包
括
以
學
術
自
我

 

規
定
爲
根
據
的
過
程
、
行
爲
以
及
尋
求
認
知
及
其
解
釋
以
及
傳
遞
之
決
定
。

2.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同
時
是
一
個
介
於
學
術
與
國
家
間
規
範
價
値
決
定
的
基
本
法
規(G

r
u
n
d
s
a
t
z
n
o
r
m
)。

依

之

，
國
家
於
以
公
共
資
金
所
設
定
及
給
養
之
學
術
機
構
範
圍
內
，
應
顧
慮
到
以
組
織
上
適
當
的
措
施
，
使
自
由

 

學
術
活
動
之
菡
本
權
利
在
如
下
範
圍
內
儘
f
i
不
受
俊
害
，
即
可
能
地
顧
及
學
術
設
施
之
其
他
正
當
任
務
與
不
同
參
預
者

 

之
基
本
權
利
。

3.
 

由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
項
的
價
値
決
定
導
出
個
別
基
本
權
利
之
主
體(G

r
u
n
d
r
e
c
h
t
s
t

3:g
e
r

看

權

要

求

，
爲
保
護

 

其
基
本
權
利
所
確
保
自
由
空
間
之
不
可
缺
的
程
度
內
，
國
家
須
爲
一
定
之
措
施
包
括
組
織
方
式
h
的
國
家
措
施
，



當
透
過
該
措
施
才
能
使
其
自
由
學
術
活
動
成
爲
可
能
時
。

4.
 

學
術
自
由
的
擔
保
既
非
以
德
國
大
學
傳
承
結
構
模
式
爲
基
礎
，
其
亦
非
規
定
大
學
學
術
機
構
須
合
於
一
定
的
組
織
型

 

態

。

5.
 「
群
組
大
學
」(

G
r
u
p
p
e
n
u
n
i
v
e
r
s
i
t

pijrt

芝
這
種
組
織
上
的
體
系
是
合
於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之
規
定
。

6.
 若
國
家
在
其
形
成
自
由
權(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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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
圍
內
對
學
術
行
政
組
織
之
形
成
，
擬
顧
及
到
大
學
成
員
個

 

別

群
族
之
不

同

利

益

及

功

能

時

，
則
其
應
顧
及
到
依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並
聯
結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一

項
大
學

 

敎
師
之
較
高
地
位
。

7. 

組
織
法
規
應
確
保
大
學
成
員
，
尤
其
是
大
學
敎
師
，
對
自
由
學
術
活
動
之
一
個
儘
可
能
寬
的
空
間
.
，另

方

面

，
該
法

 

規
應
擔
保
學
術
大
學
及
其
組
織
之
功
能
維
繫
能
力
。

8.
 
若群
組
所
組
成
的
<
口
議
制
機
關(

K
o
l
l
e
g
i
a
l
o
r
g
a
n
e

疾
定
直
接
有
關
研
究
與
敎
學
之
問
題
時
，
應
注
意
下
列
之
原
則

a)
 大
學
敎
師
群
應
均
勻
地
，
亦
即
依
區
別
特
徵
而
集
合
一
起
，
明
顯
的
與
其
他
群
組
加
以
區
別
。

b)
 

對
直
接
與
敎
學
有
關
之
決
定
，
大
學
敎
師
群
應
擁
有
特
殊
地
位
而
具
相
當
尺
度
的
影
響
。
若
該
群
組
擁
有
一
半

 

表

決

權

時

，
則
已
滿
足
該
要
求=

C)
對
直
接
涉
及
硏
究
或
大
學
敎
師
任
命
之
問
題
，
敎
師
群
應
保
有
一
個
主
導
，
決
定
性
之
影
響
。

4
對
所
有
有
關
硏
究
與
敎
學
問
題
之
決
定
，
排
除
非
學
術
人
員
群
組
之
無
區
別
的
參
預
。

一0

一



一 0

二

根
據
一
九
七
二
年
卜
二
月
五
至
七
日
之
言
詞
辯
論
於
一
九
七
三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曰
第
一
庭
作
成
判
決
I

—I
B
v
R

 

424x
71

 及
 

3
2
5
\

 

7
2

——

判

決

主

文

、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對
「
下
薩
克
森
綜
合
大
學
法
所
訂
定
之
前
導
法(v

o
r
s
c
h
a
l
t
g
e
s
e
t
z
T

若
屬
下

 

列
情
形
，
則
不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結
合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之
規
定
<=■

1.
 

對
於
評
議
會(

s
e
n
a
t
T

院
務
委
員
會
與
系
務
委
員
會
以
及
依
該
法
第
一
條
第
二
項
數
字
4

與
5
同
時
提
出
之

 

大
學
敎
師
群
的
機
關
，
其
與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數
字
6

至
11

列
舉
之
大
學
所
屬
人
員
無
區
分
的
並
列
一
起
，

2.
 

在
院
務
委
員
會
及
系
務
委
員
會
(
以
及
同
等
之
機
關
)

^
直
接
涉
及
敎
學
問
題
，
表
決
時
犬
學
敎
師
一
方
與
學
術
人
員
及
學
生
代
表
另：

方
處
於
票
數
相
同
之
情
形
，
 

卻
缺
乏
一
個
0;
能
決
定
之
規
定
。

W
對
直
接
涉
及
研
究
或
大
學
敎
師
任
命
案
，
大
學
敎
師
代
表
僅
擁
有
：
半
的
表
決
權
。

3.
 

在
任
命
委
員
會(B

e
r
u
f
u
n
g
s
k
o
m
m
i
s
s
i
o
n
e
n
>
K

學
敎
師
代
表
僅
擁
有
一
半
的
表
決
權
。

n

、



一
九
七I

年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對
下
薩
克
森
綜
合
大
學
法
所
訂
定
的
前
導
法
於
上
述
I

所
列
舉
的
範
圍
下
，
觸
犯
了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句
結
合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訴
訟
申
請
人
之
基
本
權
利
。'

III

、

其
餘
部
分
之
憲
法
訴
訟
駁
回
之
。

.

IV

、

下
薩
克
森
邦
將
補
償
訴
訟
申
請
人
其
所
需
费
用
之一

半

。

判
決
理
由

A

、
憲
法
訴
訟
乃
針
對
規
範
下
薩
克
森
學
術
大
學
，
大
學
成
員
不
同
群
組
之
參
預
自
治
行
政
之
規
定
而
來
。

I

下
薩
克
森
邦
以
此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對
下
薩
克
森
綜
合
大
學
法
所
訂
定
之
前
導
法
，
適
用
至
綜
合
大

 

學

法

頒

佈

施

行

止

，
重
新
規
劃
了
其
學
術
大
學
之
合
議
制
機
關(K

o
l
l
e
g
i
a
l
o
r
g
a
n
e
}
，

委
員

會t
K
o
m
m
i
s
s
i
o
n
s

會

 

議
單
位(A

u
s
s
c
h
u
s
s
e
n

芝

組

合

，
以
及
在
這
些
機
構
中
大
學
成
員
不
同
群
組
代
表
之
參
預
及
選
舉
程
序
。

而

後

，
依
適
用
至
一
九
七
二
年I

兀
月
三
十
一
曰
前
導
法
第
八
條
第I

項
規
定
之
選
舉
則
依
比
例
選
舉
的
原
則
(
第

 

四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
執

行

之

，
重

新

組

成

大

會

(
或

選

舉

大

會o
v
a
h
l
k
o
n
v
e
n
s

，
評

議

會

，
行
政
會
議

 

(v
e
r
w
a
l
t
u
n
g
s
a
c
s
s
c
h
u
j
s
)
，

院

務

委

員

會

(
較

窄

的

院

，
部
門
會
議(A

b
t
e
i
l
u
n
g
s
k
o
n
f
e
r
e
n
z
)
)

以
及
系
務
委
員

I

〇
三



I

 0
四

會

(
較
窄
的
部
門
，
組(s

e
k
t
i
o
n
)
，

禺
科
部
門
之
集
會(

K
o
l
l
e
g
i
u
m

 d
e
r

 F
a
c
h
a
b
t
e
i
l
u
n
g
v

組
合
這
些
同
僚
機

 

關
之
成
員
包
括
大
學
敎
師
，
學
術H

作
人
員
'
學
生
及
其
他
成
員
等
代
表
(
第
二
條
第
：
項

)
。
有
關
群
組
之
歸
屬
採

 

以
卜
之
規
定
：第

；
；

條

(
§
2

 )

合
議
制
機
關
之
成
員

\-

^
⑵
本
法
所
稱
的
大
學
敎
師
是

1.
 

正
敎
授
與
副
敎
授(

a
i
m

 

e
r
o
r
d
c
n
t
l
i
c
h
e

 pr
o
f
e
s
s
o
r
e
n
)

2.
 

學
術
員
與
敎
授
，
部
門
主
席
及
敎
授

3. 

具
公
務
員
身
分
但
非
編
制
內
之
敎
授

4.
 

在
泰
半
由
公
共
資
金
資
助
之
研
究
機
構
，
於
大
學
之
外
從
事
專
任
或
專
職
之
行
爲
，
並
至
少
每
M
期
兩
小
時

 

在
大
學
授
課
之
榮
譽
敎
授
，
編
制
外
敎
授
及
私
法
性
質
之
敎
授(p

r
i
v
a
s
o
z
e
n
t
)

5.
 

在
人
學
中
從
事
主
要
職
務
或
主
要
職
業
之
大
學
及
學
院
敎
師
，
敎
師
以
及
私
法
性
質
之
敎
師

6.
 主

治

大

夫

、
總H

程

師

、
首
席
助
敎

7.
 

在
大
學
勤
務
中
有
義
務
授
課
或
敎
學
活
動
之
學
院
員(

a
k
a
d
e
m
i
s
c
h
e

 R
a
t
e
)

、
助
理
員(s

t
u
d
i
e
n
r
a
t
e
)

、 

法
官
或
類
似
之
高
級
職
務
(
相
當
於
我
國
簡
任
)
的
公
務
員



8.
 

體
能
訓
練
機
構
之
指
導
官
或
主
管

9. 

學
院
音
樂
指
導
官

 

R
専
任
或
專
職
之
講
師

11.
助

理

主

管(studienleiter
)

⑶
本
法
規
定
之
學
術
人
員
包
括
：

1.
 

學

術

助

敎

、
學
術
助
敎
職
位
之
管
理
員
，
全
楢
代
表
之
敎
飾
以
及
其
他
在
硏
究
與
敎
學
從
事
專
任
之
公
務
員

2.
 

於
邦
勤
務
中
從
事
専
職
於
硏
究
或
敎
學
之
學
術
職
員

3.
 

於
邦
勤
務
中
以
結
業
資
格
從
事
全
職
之
學
術
助
理

4. 

並
非
在
邦
勤
務
中
，
但
以
結
業
資
格
並
經
由
依
本
法
第
一
條
第
二
項
數
宇
4

或
5
 

一

個
機
M

之

同

意

，
於
大

 

學
中
從
事
硏
究
或
敎
職
全
職
行
爲
之
成
員
。

⑷
乍
法
規
定
之
其
他
成
員
是
那
些
非
大
學
敎
師
或
學
術
人
員
於
大
學H

作

之

公
務
員
，
職
員
及
勞H

。

於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五
項
之
表
決
權
規
定
如
下
：

⑸
所
有
成
員
擁
有
相
同
的
表
決
權
，
若
涉
及

1.
 

硏
究
計
劃
之
聯
繫

2.
 

課
程
供
應
之
計
劃

3. 

對
大
學
敎
師
及
學
術
人
員
之
人
事
事
宜
的
建
議

1

〇
五



I

 0

六

4.

有
關
考
試
舆
課
程
規
定
之
決
議
時
，
則
其
他
成
員
僅
擁
有
建
議
權
。
若
合
議
制
機
關
下
考
試
決
定
時
，
僅
大

 

學
敎
師
及
其
他
至
少
擁
有
由
有
關
考
試
確
定
資
格
之
成
員
有
表
決
權
。

⑹
成
員
於
執
行
表
決
權
時
，
不
受
其
代
表
人
群
之
指
示
與
委
託
的
拘
束

 

若
成
員
過
半
數
出
席
時
，
則
同
僚
機
關
有
議
決
之
能
力
(
第
三
條
第
七
項
)
。

合
議
制
機
關
之
組
合
所
涉
及
所
列
程
序
之
學
術
大
學
包
括
，G

o
t
t
i
n
g
e
n
K

學

、B
r
a
u
n
s
c
h
w
e
i
g
、
C
l
a
u
&
t
h
a
l

 

以
及H

a
n
n
o
v
e
i
#

技

術

大

學

，H
a
n
n
o
v
e
i
®

醫
學
院
以
及
下
薩
克
森
敎
育
學
院
等
，
適
用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至
五

 

項
規
定4

大
會
成
員
包
括
：

二
十
四
位
大
學
敎
師
'
二
十
四
位
學
術
人
員
、
二
十
四
位
學
生
、
十
六
位
其
他
成
員

 

W
下
薩
克
森
敎
育
學
院
由
各
部
門
產
生
成
員
如
下
：

三
位
大
學
敎
師
、
三
位
學
術
人
員
、
三

位

學

生

、
一
位
其
他
成
員

 

-)
評

議

會

成

員

包

括

：

八
位
大
學
敎
輒
、
四
位
學
術
人
員
、
四

位

學

生

、
二
位
其
他
成
員
。

下
薩
克
森
敎
育
學
院
評
議
會
則
與
上
述
不
同
，
每
一
群
組
比
上
述
各
組
人
員
各
多
一
倍
所
組
成
。
- 

屬

評

議

會

尙

包

括

：
校

長

以

及

！

若

存

在

時

！

擁

有

建

議

權

的

副

校

長o
c
o
n
r
e
k
t
o
r
)

、
前

任

校

長

 

{p
r
o
r
e
k
t
o
r
)

、
院
長
或
系
或
専
業
部
門
主
任
以
及
行
政
主
管
(I

)
。



dl
屬
行
政
會
議
成
員
包
括
：

四
位
大

學

敎

師

、
二
位
學
術
人
員
、
二
位
學
生
、

！
位
其
他
成
員
。

校
長
及
行
政
主
管
亦
屬
行
政
會
議
之
成
員

y

展

院

務

委

員

會

(
以
及
依
第
一
條
第
二
項
數
字
4

同
等
之
機
關
)
成
員
包
括
：
十
二
位
大
學
敎
師

 '
六
位
學
術

人

員

、
三

位

學

生

、
三
位
其
他
成
員
。

d

屬

系

務

委

員

會

(
以

及

依

第一

條
第
二
項
數
字
5

同
等
之
機
關
)
成
員
包
括
：
八
位
大
學
敎
師
、
四
位
學
術
人

員

、
四

位

學

生

、
二
位
其
他
成
員
。

若
有
選
舉
權
之
其
他
成
員
少
於
三
十
位
時
，
則
其
中
一
位
代
表
僅
具
諮
詢
權
而
已
。
若
有
選
舉
楢
之
大
學
敎
師
少

 

於

十

五

位

時

，
則
其
在
系
務
委
員
會
之
成
貝
毎
組
各
滅
半
。
若
院
或
系
務
委
貝
舍
諮
詢
一
個
系
，I

個
硏
究
機
構
，
或

 

企
劃
車
位(B

e
t
r
i
e
b
s
e
i
n
h
e
i
t

芝

事

件

時

，
則
該
系
或
該
機
構
擁
有
諮
詢
權
之
代
表
，
縱
使
非
靥
這
機
關
之
成
員
仍
列

 

入

計

算

(
第
三
條
第
六
條
)

。

每
個
合
議
制
機
關
得
設
委
員
會
及
會
議
單
位(

K
o
m
m
i
s
s
i
o
n

 u
n
d

 Au
s
s
c
h
i
i
s
s
e
)
，

其

—̂—

並
無
擁
有
自
我
決

 

定
權
！

議
決
有
關
對
同
僚
機
關
的
建
議
，
並
原
則
上
其
組
成
份
子
應
如
同
同
僚
機
關
之
相
同
比
例

 <

第
五
條
第
一
及

 

二
項
)

。
任
命
委
員
會
依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是
由
大
學
敎
師
、
學
術
人
員
及
學
生
等
代
表
依
4

:

2

:

2
之
比
例
所
組
成

 

。
在

一

定

條

件

下

，
大
學
敎
師
的
代
表
擁
有
特
別
表
決
權

 <

 第
五
條
第
四
項
)
。
從
事
提
供
學
科(

L
e
h
r
a
n
g
e
b
o
t
s

 

課
程
安
排
的
敎
務
委
員
會(s

t
u
d
i
e
n
k
o
m
m
i
s
s
i
o
n

苗

敎

師

、
學
術
人
員
及
學
生
等
代
表
以
2

. 

■
 

2
 
:
 
4

之
比
例
組
成

1

 0
七



-
0
八

(
第
五
條
第
五
項
)
。
在
考
試
委
員
會
中
可
對
考
試
成
績
審
核
及
評
定
之
人

貝

，
僅
那
些
經
由
相
關
考
軾
至
少
取
得
資

 

格

之

人

可

被

任

命

(
第
五
條
第
六
項
)
。
在
前
導
法
施
行
後
仍
適
用
之
暫
時
的
大
學
曁
學
院
規
章
，
與
同
僚
機
關
中
大

 

學
成
員
之
表
決
參
與
權
有
所
偏
差
’
仍
得
保
有
對
大
學
敎
師
群
組
有
利
的
規
定
：

G

ort
t
i
n
g
e
r
f
K

學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制
定
而
於
一
九
七
〇
年
二
月
十
日
及
一
九
七
〇
年

及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修
改
之
過
渡®

#
a :b

e
r
g
a
n
g
i
t
z
u
n
g
)；

c
a
r
o
l
?
w
i
l
h
e
l
m
i
n
a

 zu

 B
r
a
u
n
s
c
h
w
e
i
g
®

術
大
學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曰
制
定
而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月

十

三

曰

、

一
九
七
〇
年
六
月
九
日
及
一
九
七
〇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修
改
之
暂
時
憲
法

H
a
n
n
o
v
e

费
術
大
學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制
定
而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月
十
三
日
、
一
九
七
〇
年
一
月

 

二

士

 一

曰

二

九

七

〇
年
六
月
九
曰
及j
九
七
〇
年

十

一

月

二

士

言

修

改

之

暫

時

憲

法

。

H
a
n
n
o
v
e
i
g
g

醫
學
院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七
日
制
定
而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月
十
三
日、

一

九
七
〇
年
六
月
九
日

 

及
一
九
七
〇
年
+

一
月
二
士一

百

修

改
之
暫
時
憲
法
；

下
薩
克
森
敎
育
學
院
於一

九
六
九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制
定
而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月
十
三
日
及
一
九
七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修
改
之
暫
時
嫌
法
。

若
這
些
規
章
觸
犯
了
前
導
法
則
無
效
(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
。
依
第
八
條
第
一
項
所
規
定
之
學
術
大
學
同
僚
機
關
之

 

選
舉
則
已
寅
施
。

2.
在
前
導
法
中
並
沒
有
對
合
鼷
制
機
關
之
權
限
重
新
規
範
。
基

此

，
暂
時
之
大
學
想
法
仍
繼
嫌
適
用
(
第
七
條
第



三

項

)
。
仍
保
有
效
力
之
大
學
憲
法
的
規
定
，
依
第
七
條
第
四
項
一
直
到
下
薩
克
森
整
體
大
學
法
頒
佈
前
-
-
-
僅
少

數
例
外
除
外
I

有
關
同
僚
機
關
之
組
織
、
行

政

、
以

及

創

設

'
組
合
及
任
期
之
基
本
問
題
得
不
予
改
變
之
。

合
議
制
機
關
之
權
限
在
有
關
大
學
憲
法
中
規
定
並
不
一
致
。
主
要
地
是
將
下
列
任
務
，
在
各
別
大
學
之
某
些
差
異

 

下
分
配
予
不
同
的
機
關
：

4
大
會
選
校
長
並
議
決
有
關
修
改
章
程
之
申
請
。
它
對
大
學
事
宜
之
基
本
問
題
給
予
建
議
及
專
家
意
見
，
並
議

 

決
那
些
由
校
長
或
由
評
議
會
所
轉
給
它
之
整
體
大
學
的
事
件
。

b}
評
議
會
是
大
學
最
高
決
策
機
關
，
其
基
本
上
在
學
術
領
域
內
擁
有
有
關
一
般
行
政
事
務
以
及
大
學
整
髖
之
全

 

權

代

表

。
它
對
大
學
預
算
事
件
擁
有
諮
詢
權
。
進

而

，
評
議
會
擁
有
聯
繫
眾
多
學
院
之
職
權
，
學

系

新

設
之
申

請
權<

 

技
術
大
學B

r
a
u
n
s
c
h
w
e
i
g
)

以
及
對
其
他
大
學
機
關
之
疑
問
解
答
權
(
技
術
大
學B

r
a
u
n
s
h
w
e
i
g
,

 Ha
n
n
o
v
e
r
,

 

獸
醫
學
院H

a
n
n
o
v
e
r
)

。
在
較
少
分
支
之
大
學
中
，
它
亦
擁
有
本
屬
學
院
及
學
系
之
任
務
範
圍
之
事
件
決
定
權
。

d
僅
技
衛
大
學B
r
a
u
n
s
c
h
w
e
i
g
,

 H
a
n
n
o
v
e
r
F
^

獸
醫
學
院H

a
n
n
o
v
e
i
f
v

有
的
行
政
委
員
會
主
要
是
負
責
大

 

學
一
般
行
政
進
行
中
比
較
重
要
之
事
務
。

d}
學

系

(
及
和
它
同
位
階
的
機
關
)
是
負
貴
敎
學
以
及
在G

OIt
t
i
n
g
e
r
t
K

學

與H
a
n
n
o
v
e
l
^

醫
學
院
也
包
括

 

研

究

在

內

之

事

務

。
系
務
委
員
會t

F
a
c
h
b
e
r
e
i
c
h
s
r
a
t
I

要
負
责
學
術
計
劃
及
施
行
之
聯
繫
，
大
學
授
課
之
完
整
及

 

秩
序
的
安
排
以
及
課
程
之
提
供
；
它
負
貴
學
生
的
訓
練
，
對
課
程
以
及
學
習
與
課
表
計
劃
提
供
建
議
性
的
準
則
。
它
議

 

決
有
關
考
試
與
實
習
之
規
範
’
並
對
機
構a

n
s
t
i
t
u
t
M

硏
究(s

e
m
i
n
a
r
)

(
技
術
大
學B

r
a
u
n
s
c
h
w
e
i
g
,

 Cl
a
u
s
t
h
a
l
,

i

 0
九



H
a
n
n
o
v
e
r
)

之

設

立

、
合
併
及
解
除
有
建
議
權
。
在G

olt
t
i
n
g
c
r
v
K

學
中
系
務
委
員
會
擁
有
任
命
建
議
權c

4
院
務
委
員
會
(
及
與
其
同
等
之
機
關
)
基
本
上
負
責
跨
系
之
事
宜
及
越
本
問
題
(
例
如
學
系
敎
學
形
態
及
學

 

術
授
課(

a
k
a
d
e
m
i
s
c
h
e
r

 un
t
e
r
r
i
c
h
t
r

各
系
間
之
聯
繫
及
合
作(

K
s
r
d
i
n
a
t
i
o
n

 un
d

 js
o
o
p
e
r
a
t
i
o
n
K

與
其

 

他
院
間
之
合
作
等
基
本
問
題
)
。
在
技
術
人
學
中
，
它
參
預
決
定
有
關
講
座(L

e
h
r
s
t
u
h
l
e
n
T

機
構
及
其
他
會
議

 

(G
r
e
m
i
e
n

芝

設

立

，
變
遷
及
廢
止=

進
而
在
這
些
大
學
中
，
它
負
責
硏
究
亊
宜
之
規
剿{p

f
l
e
g
e
K

敎
學
與
硏
究
經

 

费
分
配
之
參
預
事
宜
。
院
務
委
員
會
依
其
考
試
規
則
授
與
學
位
(
博
士
及
敎
授(

p
r
o
m
o
t
i
o
n

 u
n
d

 na
b
u
i
t
a
t
i
o
n
)

 

)
，
並
除G

olt
t
i
n
g
e

旲

學

外

，
參
預
任
命
敎
授
事
宜
。
最

後

，
它
多
委
託
處
理
各
系
之
工
作
。

3.
對
於
大
學
之
硏
究
單
位(s

e
m
i
n
a
r
)
、

機
構a

n
s
t
i
t
u
t
)
、

、
醫
院
及
中
央
設
施
，
前
導
法
並
未
引
入
新
的
規
定

 

。
雖
然
該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在
確
定
範
圍
內
對
這
些
機
構
之
行
政
與
組
織
提
出
了
暫
時
性
大
學
法
之
規
定
，
並
授
權
文

 

化
部
長
，
對
其
一
般
性
組
織
，
服
務
人
員
任
用
，
解
職
及
調
任
之
建
議
程
序
以
及
主
官
之
地
位
S
新
規
定
。
然
而
該
法

 

規
由
於
觸
犯
暫
時
性
下
薩
克
森
憲
法
之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三
f
四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
並
無
足
夠
的
授
權
規
定

 

)
而
被
下
薩
克
森
的
國
家
法
庭(s

t
a
a
t
s
g
e
r
i
c
h
t
s
h
o
f

經
一
九
七
：
一
年
十
:■'.
月
二
十
日
的
判
決
中
宣
佈
爲
無
效
。

II

、

訴
訟
申
請
人
是
從
事
於
上
述
下
薩
克
森
邦
學
術
大
學
之
正
敎
授
，
部
門
主
管(A

b
t
e
i
l
u
n
g
s
v
o
r
s
t
e
h
e
r
M

(敎
授

 

'
學
術
員(

w
i
s
s
e
n
s
c
h
a
f
t
l
i
c
h
e

 R
p-.
t
e
M
(敎

授

、
編
制
外
的
敎
授(a

u
b
e
r
p
l
a
n
m
.d
;
s
i
g
e

 pr
o
f
e
s
s
o
r
)
、

大
學
敎

 

師
或
私
法
性
敎
師(p

r
i
v
a
t
d
o
z
e
n
t
e
n
)

。



他
們
指
賁
了
前
導
法
第
二
條
第：

'

 項
第
七
款
與
第
十
款
，
第
二
條
第
五
項
第
一
句
，
第

三

條

，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及

 

第
：
.ft
項
觸
犯
/
其
山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项
與
第
三

-h
K
:條
第
五
項
衍
生
之
基
本
人
權
。
指
貴
如
下
：

1.
經
由
這
些
干
預
的
規
定
，
前
導
法
涉
及
了
其
作
爲
人
學
敎
師
之
直
接
以
及
R
前
之
法
地
位
，
並
因
此
涉
及
了
由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以
及
在
其
法
地
位
上
規
定
之
職
業
公
務
員
的
傳
承
以
來
之
葙
本
原
理
衍
生
而
來
的
某
本
人
權
。
 

以
受
指
贵
之
第
二
條
規
定
作
其
基
礎
，
並
以
受
指
黃
之
第
五
條
有
關
委
員
會
的
組
合
而
進
一
步
發
展
的
第
：
條
所
謂
的

 

平
等
比
例
規
則(

p
a
r
i

srlt
e
n
r
e
g
e
l
u
n
g
M

定

了

，
人
學
敎
師
在
比
較
其
他
群
組
僅
能
在
些
微
數
B
及
不
利
之
關
係
下

 

，
於
學
術
自
治
行
政
的
#
議
中
代
衷
D
因

此

，
這
些
規
定
改
變
r

有
權
利
者
的
範
囤
、
組
織
的
成
員
、
以
及
決
定
了
在

 

這
些
會
議
中
有
關
學
術
、
硏
究
興
敎
學
之
事
件
。

2.
4

訴

訟

申

請

人

由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项

所

生

的

S
本

人

權

被

侵

犯

，
因

爲

新
的
規
定
對
學
術

Q
治
之
決
定
以

 

違

反

效

率

公

正

的

參

與

及

資

格

之

代

表

來

擠

壓

他

們

，
而
有
利
於
那
些

在

學

術

硏

究

與

敎

學

不

具

或

不

充

分

資

格

之

學

 

校

成

員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自

由

權

之

擔

保

保

障

/
訴

訟

申

請

人

在

學

術

、
硏
究
及
敎
學
的
範
鬧
內
由
外
來
表
決

 

(F
r
e
m
d
b
c
s
t
i
m
m
u
n
g

莳

e

由

。
學

術

行

政

基

於

其

與

學

術

、
硏

究

與

敎

學

密

不

01
分
的
聯
結
也
一
併
受
憲
法
之
保

 

障

。
雖

然

，
個

別

大

學

敎

師

們

之

硏

究

及

敎

學

自

由

逐

漸

地

表

現

出

，
其

履

行

任

務

不

僅

是

以

個

人

，
而
且
以
大
學
丼

 

问

體

來

實

現

之

。
這

樣

一

種

「
集

合

的

聯

結

」(Kol
l
e
k
t
i
v
c

 E
i
n
b
i
n
d
u
n
g
M

在
其
擔
保
那
些
具
學
術
能
力
的
大
學

 

敎

師

在

整

體

決

策

中

擁

妇

一

定

的

貴

仟

及

依

，
術

標

準

作

成

決

定

F

，
才

得

以

允

許

設

立

。
反

之

，
若
大
學
敎
師
在
學

 

術

自

治

的

組

織

中

僅

擁

有

超

出

少

數

的

表

決

權

，
而

與

助

敎

及

學

屯

在

學

術

的

問

題
t
擁

有

相

同

的

表

決

權

，
則
這
樣



一
種
在
硏
究
與
敎
學
內
經
由
其
他
人
的
外
來
表
決
觸
犯
了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之
基
本
人
權
。
雖

然

，
任
何
人
擁
有

 

自
由
學
術
從
事
的
基
本
人
權
；
這
卻
不
足
以
作
爲
那
些
非
獨
立
硏
究
者
及
非
學
術
敎
師
，
而
從
事
其
他
功
能
之
人
員
，
 

對

公

法

設

施

之

大

學

，
所
經
營
的
學
術
之
參
預
決
定
的
理
由
。
在
與
主
觀
法
上(subjektiv.rechtlich

密
不
可
分
之

 

意

義

關

聯

下

，
由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產
生
了
基
本
人
權
機
構
性
的
特
質
。
學

者

在

大

學

中

，
有
別
於
私
法
性
敎
師

 

，
負
齋
特
別
之
義
務
，
由
此
顯
示
出
大
學
中
所
有
有
關
硏
究
與
敎
學
需
合
作
及
聯
繫
之
事
宜
有
特
別
保
護
之
必
要C

國
 

家
透
過
組
繊
上
措
施
確
保
了
，
學

術

、
硏
究
與
敎
學
於
大
學
中
得
以
自
由
發
展
。
大
學
組
織
應
起
碼
對
敎
學
之
提
供
與

 

硏

究

擔

保I

個
儘
可
能
公
正
之
合
作
與
聯
繫
程
序
。

一

個
對
具
有
資
格
之
學
者
，
僅
給
予
與
其
他
所
有
成
員
具
相
同
表

 

決
權
之
少
數
決
定
權
的
程
序
因
此
是
不
合
理
的
；
學
術
組
織
並
穽
設
定
在
學
術
事
物
範
困
上
，
而
M
設
定
在
群
組
或
利

 

益
大
學
的
原
則
上
。
否

則

，
基
此
所
組
成
之
會
議
的
學
術
公
正
之
決
定
將
不
再
被
擔
保
。
因

此

，
期
望
大
學
敎
師
可
作

 

爲
完
整
的
團
體
來
決
定
，
並
結
合
其
他
表
決
權
確
保
之
。
表
決
權
之
規
定
，
僅
在
決
定
會
議
中
，
大
學
敎
師
擁
有
明
顯

 

的
多
數(eindeutige 

M
e
h
r
h
e
i
t

逮
透
過
一
個
負
面
目
錄(

N
e
g
a
t
i
v
k
a
t
a
b
g
T

亦
即
凡
學
術
有
關
之
決
定
擔
保
由

 

大

學
敎

師

負

責

，
限
制
其
他
群
組
之
參
預
決
定
，
在
憲
法
上
才
無
可
爭
議
。

在
目
前
的
人
事
結
構
上
，
於
大
學
議
決
機
關
中
擁
有
「
同
意
大
權
方
式

」

(eine

 

A
r
t

 

z
u
s
t
i
m
m
u
n
g
s
p
r

(a:r
o
g
a
t
i
v
e
}N

學

術

人

員

群

組

，
亦
不
可
舆
大
學
敎
師
群
組
與
學
生
群
組
以
及
非
學
術
人
員
並
列

 

，
因
爲
僅
一
部
分
的
學
術
人
貝
符
合
獨
立
之
硏
究
及
敎
學
行
爲
。
助
敎
的
敎
學
行
爲
在
很
多
狀
況
下
是
受
指
示
的
，
並
 

不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意
義
下
的
敎
學
。
它
的
狀
況
具
執
行
的
特
質(D

u
r
c
h
g
a
n
g
s
c
h
a
r
a
k
t
e
r
)
。

對

學

術

重



要
之
決
定
負
全
責
的
僅
能
由
那
些
形
式
上
可
得
確
定
資
格
的
成
M
爲

之

。
由
學
生
對
研
究
事
宜
行
使
參
與
決
定
播
功
能

 

上

是

不

公

正

的

，
因
爲
除
少
數
例
外
外
，
學
生
並
無
參
預
大
學
之
研
究
與
勤
務
經
營B

i
e
n
s
t
l
e
i
s
t
c
n
g
s
b
e
t
r
i
e
b
K

 

X
作

。
同

樣

地

，
亦
不
可
期
待
其
行
使
對
大
學
敎
師
任
命
之
學
術
公
正
的
決
定
權
。
在

現

實

上

，
學
生
的
參
預
決
定
權

 

是
透
過
政
治
的
學
生
組
織
’
而
大
部
分
設
定
在
政
治
性
要
求
的
質
徹
上
。

在
個
別
上
顯
示
出
，
大
學
敎
師
對
於
系
務
及
院
務
之
決
定
擁
有
九
分
之
四
的
表
決
權
，
不
再
能
依
大
學
之
學
術
任

 

務

的
觀
點
決
定
。
而
學
生
在
任
命

 <

敎

授

)
委
員
會
擁
有
表
決
權
是
違
嫌
的
，
他
們
僅
能
在
此
擁
有
一
個
單
純
的
聽
證

 

權

，
在
利
益
上
較
合
理
的
。
大
學

敎

師
特
別
的
表
決
權
之
可
能
性
並
不
能
阻
礙
，
在
任
命
建
議
 

(Berufungsvorschlag¥
大
部
分
由
非
具
有
敎
授
資
格
身
分
擔
任
之
，
在
這
種
方
式
下
將
貶
低
大
學
建
議
權
的
價

 

値

，
並
强
化
了
®
家
在
學
術
領
域
內
的
影
響
。
關
於
敎
務
委
員#

<
s
t
u
d
i
e
n
k
o
m
m
i
s
s
i
o
n

罪
大
學
敎
師
亦
可
相
當
地

 

影

響

敎

學

。
而

且

在

(
選

舉

)
大
會(KogioB-

大
學
敎
師
群
組
被
壓
制
至
僅
擁
有
大
致
百
分
之
廿
七
的
少
數
表
決
權

 

。
在
評
議
會
中
+
九
位
有
投
票
權
成
員
同
樣
地
僅
六
、
七
位
具
敎
授
資
格
的
大
學
敎
師
。
在
學
術
重
要
的
決
定
中
例
如

 

院
長
僅
擁
有
建
議
性
的
參
預
權
-
反
觀
其
他
成
貝
卻
擁
有
幾
乎
不
受
負
面
目
錄tNegativkatalogM

制
的
表
決
權
。

此

外

，
又
將
大
約
如
講
師p

e
k
t
o
r
e
n
)

、
高
職
位
公
務
員
納
入
大
學
敎
師
群
組
中
，
在
綜
合
大
學
的
層
面
大
約
五

 

分
之
一
以
及
在
個
別
系
的
範
圔
至
少
一
半
以
上
將
大
學
敎
師
所
應
有
的
席
次
落
入
道
些
大
學
成
員
中
。
道

速

反

了

，
他
 

們
之
中
僅
部
分
具
學
術
基
礎
自
我
負
责
’
並
對
此
應
以
其
他
任
用
條
件
爲
基
礎
之
說〇

b)
助
敎
及
學
生
在
任
命
敎
授
上
的
參
與
以
及
在
人
事
事
宜
上
限
制
敎
授
的
參
預
權
是
不
符
合
由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五
項
而
生
之
訴
訟
申
請
人
的
基
本
人
權
。
同

樣

地

，
它
觸
犯
了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五
項
所
保
護
傅
承
以
來

 

的

基

本

原

則

，
大
約
如
任
命
公
務
員
敎
師
、
編
制
外
敎
授
或
學
術
貝
及
敎
授
，
需
取
得
助
敎
及
學
生
參
預
其
中
的
(
選

 

舉

)
大

會

之

同

意

，
亦
即
關
於
大
學
敎
師
的
人
事
事
宜
僅
允
許
其
所
靥
的
上
級
機
關
決
定
之
。
更

進

地

，
非
具
敎
授
資

 

格
者
之
外
來
決
定
的
影
響
，
干
預
了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五
項
作
爲
大
學
敎
師
公
務
員
法
之
基
礎
結
構
原
則
下
所
保

 

護
大
學
敎
師
的
獨
立
性
，
缺
乏
獨
立
性
之
大
學
敎
師
無
法
履
行
其
在
學
術
、
硏
究
與
敎
學
之
任
務
。

IE
、
 

.

依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七
十
七
條
、
九
十
四
條
第
四
項
，
聯
邦
及
下
薩
克
森
邦
之
憲
法
機
關
已
給
予
下
薩
克
森
之
邦
政

 

府
及
聯
邦
政
府
由
訓
練
與
學
術
部
部
長
代
表
表
達
了
意
見
。

1.
下
薩
克
森
邦
政
府
認
爲
磨
法
之
訴
是
被
允
許
的
，
然
而
毫
無
理
由
的
。

M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爲
了
使
學
術
在
社
會
中
具
關
鍵
功
能
而
保
護
學
術
之
活
動
。
因
爲
學
術
之
强
化
得
靠

 

國

家

之

助

，
故

，
學
術
自
由
組
織
上
確
保
之
要
求
有
其
意
義
。
這
種
由
個
別
自
由
權
强
化
之
機
構
性
擔
保
確
保
了
學
者

 

在
大
學
中
對
學
術
行
政
的
影
響
力
，
爲
的
是
求
其
在
學
術
認
知
利
益
上
設
定
之
活
動
得
以
能
實
現
，
並
能
藉
此
對
抗
外

 

來

影

響

的

過

重

比

例

。
但
學
生
在
大
學
中
也
可
要
求
參
預
意
志
形
成
的
過
程(

w
m
e
n
s
b
i
l
d
u
n
g
s
p
r
o
z
e

taY

該
項
要

 

求
乃
是
依
傳
絍
的
大
學
理
念
及
學
術
自
由
文
明
歷
史
之
發
展
而
來
，
並
依
其
爲
敎
師
學
術
上
之
伙
伴
，
基
本
法
之
意
志

 

而

來

。
介
於
學
術
上
的
學
習
與
硏
究
間
存
在
的
學
術
自
由
觀
，
其
並
非
是
保
護
知
識
的
擁
有
，
而
是
保
護
贏
求
知
識
方

 

法

上

的

努

力

，
並

非

是

原

則

性

的

，
而
僅
是
程
度
上
的
差
異
而
已
。
其

並

不

改

變

，
在
不
但
是
學
生
而
且
楚
大
學
敎
師



被
貶
低
其
學
術
活
動
的
大
眾
大
學
中
，
伙
伴
實
現
的
困
難
柱
。
敎
授
論
文
及
博
士
論
文
之
通
過
是
恣
意
的
；
而

且

，
高

 

中
會
考
也
是
在
大
學
中
學
術
工
作
的
一
個
形
式
的
資
格
證
明
而
已
。
學
術
自
由
不
允
許
僅
設
限
於
學
術
上
敎
學
與
硏
究

 

之
保
護
在
最
狹
義
，
最
嚴
格
的
實
質
童
義
上
。
如
此
並
不
違
反
學
習
者
在
大
學
學
術
認
知
過
程
中
之
較
輕
撤
的
延
績
及

 

貴

任

。
這
個
觀
點
僅
對
於
個
別
彤
成
的
參
預
決
定
才
是
重
要
的
。
類
似
情
形
亦
適
用
在
，
那
些
學
術
人
員
依
其
訓
練
利

 

益

與

學

生

，
依
其
敎
學
與
硏
究
任
務
舆
具
敎
授
資
格
者
共
同
參
預
學
術
的
自
治
行
政
。
因
爲
非
學
術
的
大
學
成
員
在
大

 

學
自
治
行
政
中
諸
多
被
渉
及
，
並

且

，
他
們
擁
有
對
大
學
自
治
行
政
某
些
事
件
具
意
義
之
技
術
或
行
政
的
能
力
，
其
在

 

前
導
法
第
二
條
第
五
項
第
二
句
規
定
參
預
學
術
行
政
，
同
時
在
受
限
的
範
圍
內
擁
有
較
少
的
表
決
權
乃
合
理
之
事
。
同
 

樣

地

，
大
學
中
所
有
成
員
的
參
預
決
定
憲
法
上
並
不
禁
止
，
縱
然
民
主
原
則
亦
可
能
不
會
要
求
所
有
社
會
範
圍
的
民
主

 

結

構

。
此

外

，
具
敎
授
資
格
者
的
學
術
自
由
權
透
過
迄
今
道
種
基
本
人
權
，
在
下
層
特
權
的
參
預
權
而
受
搛
保
不
得
被

 

縮

減

，
因
爲
學
術
自
由
是
針
對
主
導
的
S

 ,
而
非
針
對
道
種
主
導t

n
e
r
r
s
c
h
a
f
t
M

架
構
及
固
定
。
訴
訟
申
請
人
僅

 

以
其
個
別
職
務
上
地
位
來
要
求
基
本
人
權
之
保
睡
不
得
成
立
.。
惝
若
它
僅
攸
關
，
保
護
大
學
敎
缔
個
別
學
術
活
動
之
自

 

由
權
以
對
抗
學
校
機
關
的
干
預
，
則
此
是
以
，
是
否
這
種
學
校
機
關
正
逾
越
憲
法
給
予
它
的
界
限
爲
準
，
而

非

以

，
是
 

否
此
干
預
以
講
座
敎
授
或
以
學
生
與
成
貝
之
影
響
力
爲
準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並
不
要
求
立
法
者
對
參
預
權
固
定
在
一
定
的
分
配
比
例
。
誤
用
之
危
除
是
政
治
上
，
而
 

非
法
律
上
的
特
質
，
並

因

此

，
僅
能
以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之
途
爲
抗
爭
。



此

外

，
下
薩
克
森
邦
立
法
者
並
沒
有
誤
認
參
預
權
的
功
能
依
賴
性
。
例

如

，
在
硏
究
經
費
之
給
予
以
及
在
硏
究

 

案
之
計
劃
與
聯
繫
的
硏
究
範
園
內
僅
醫
院
、
機

構

、
硏
究
單
位
及
系(A

b
t
e
i
l
u
n
g
w

影
響
力
，
在
新
規
定
仍
保
留
之

 

。
由
他
們
共
同
所
指
賁
的
同
僚
機
關
僅
負
責
敎
學
事
宜(L
e
h
r
b
e
t
r
i
e
b
T

考
試
及
考
試
規
範
的
規
定
以
及
一
般
組
織

 

與
行
政
之
問
題
。
敎
學
事
宜
的
規
定
對
學
習
者
，
人

格

的

涉

及

基

本

.K
較
敎
學
者
要
來
得
深
；
因

此

，
學
生
不
得
僅
作

 

爲
訓
練
過
程
的
客
體
。
敎
學
自
由
的
擔
保
不
得
在
遠
離
民
主
基
本
秩
序
的
自
由
下
作
註
釋
。
它
應
禁
止
國
家
，
將
人
學

 

視
爲
一
個
理
念
、
貫
澈
的
工
具
而
濫
用
；
反

之

，
其
亦
不
准
被
利
用
，
將
學
生
置
之
於
敎
學
爲
管
轄
下
的
申
辯
理
由
。
 

伙
伴
的
同
等
權
利
也
應
伸
展
及
於
有
關
敎
學
問
題
與
有
關
敎
育
條
件
之
彤
成
的
參
預
決
定
。
第
二
條
第
五
項
考
試
決
定

 

表
決
權
的
界
限
規
定
是
合
理
的
。
學
生
在
考
試
規
則
制
定
的
參
與
，
在
此
規
則
中
限
於
課
程
計
割
的
參
與
是
合
理
的
。
 

在
任
命
敎
授
程
序
中
對
申
請
者
資
格
的
評
判
，
由
該
科
系
範
圍
內
之
講
師
或
學
術
人
員
總
比
一
個
非
科
系
具
敎
授
資
格

 

者
較
可
靠
。
而

且

，
學
術
上
的
資
格
僅
是
對
任
用
具
有
意
義
的
多
數
條
件
的
一
種
條
件
而
巳
。
介
於
申
請
者
的
學
術
上

 

與
演
釋
性
能
力
之
考
f
i
學
生
的
參
與
決
定
正
合
理
解
釋
任
用
建
議
的
擬
定
。
此

外

，
任
用
的
最
後
決
定
權
屬
文
化
部
長

 

。
而

且

，
學
生
在
一
般
組
織
上
及
行
政
上
決
定
的
參
與
並
不
違
憲
。
學
也
在
選
舉
大
會
較
强
烈
的
注
重
，
符
合
了
這
個

 

機
關
權
限
是
相
當
遠
離
和
學
術
範
園
之
關
係
。

W

因
爲
本
件
受
非
難
的
規
定
並
不
干
預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i

項
所
保
護
的
學
術
自
由
，
因
此
其
指
責
不
足
爲
理

 

由

，
因
而
不
得
認
爲
其
在
違
反
職
業
公
務
員
體
系
之
傳
承
基
本
原
則
下
，
觸
犯
了
該
訴
訟
申
請
人
作
爲
大
學
敎
師
之
獨

 

立

性

。



2.
聯
邦
敎
育
及
學
術
部
長
對
於
學
術
自
由
基
本
人
權
憲
法
歷
史
上
之
發
展
，
由
律
師Z

w
i
r
n
e
i
#

 士
提
出
一
個
専

 

家
評
鑑(G

u
t
a
c
h
t
e
n
)
，

並
此
外
限
制
其
意
見
於，

一

般
由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產
生
之
同
僚
大
學
機
關
權
限
與
組

 

合
上
的
基
本
原
則
上
：

如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對
於
藝
術
範
圍
所
確
定
般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首
先
具
一
個
客
觀
價
値
決
定
的
基
本
規
範

 

;
同

時

，
該
規
定
擔
保
了
那
些
在
此
領
域
內
從
事
者
的
個
別
自
由
權
。
這
種
雙
重
的
觀
點
應
是
以
竃
法
上
評
判
爲
出
發

 

點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對
立
法
者
在
規
範
大
學
自
治
的
參
與
時
，
是
否
及
如
何
設
限
這
問
題
的
決
定
才
最
後
由
該

 

基
本
人
權
個
別
與
客
觀
法
面
的
全
面
觀
察
顯
現
出
來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擔
保
那
些
欲
從
事
或
從
事
學
術
、
硏
究

 

及
敎
學
者
一
個
不
受
外
在
左
右
的
自
由
個
別
之
範
園
。
在
此
自
由
範
圍
的
男一

邊
才
設
置
大
學
組
織
之
楢
限
因
此
雖
然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個
別
法
上
自
由
的
擔
保
限
制
了
大
學
機
關
的
權
限
，
但
卻
不
得
衍
生
出
個
個
大
學
敎
師
——

 

也
如
同
大
學
之
其
他
成
員
^
^
^
有
權
要
求
爲
機
關
中
的
個
人
成
員
或
要
求
一
定
的
機
關
組
合
。
若
其
給
予
立
法
者
憲
法

 

上
的
委
託(

A
u
f
t
r

WIg
e
r

則
這
僅
得
取
之
於
有
利
自
由
學
術
之
客
観
價
値
決
定
。
國
家
在
大
學
範
困
內
對
其
組
織
權
限

 

的

從

事

，
需
注
意
這
種
客
觀
價
値
決
定
。
作
爲
客
觀
秩
序
要
素
的
它
，
在
大
學
組
織
中
具
機
構
性
的
效
用
，
並
具
如
同

 

先
前
已
在
學
說
發
展
出
，
一
個
在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所
擁
有
機
構
性
擔
保
之
想
法
的
類
似
效
果
，
至
於
關
於
其
內

 

容
則
有
其
不
同
的
觀
點
。
在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設
定
了
國
家
的
義
務
，
於
其
中
在
其
所
創
的
大
學
中
，
創
設
了
並

 

確
保
對
於
一
個
自
由
研
究
與
敎
學
前
提
要
件
。
這
種
義
務
卻
不
得
要
求
立
法
者
受
制
於
傳
統
的
組
織
形
式
及
成
員
的
權

 

利

。
由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並
沒
有
顯
示
出
對
於
一
個
確
定
參
預
決
定
規
範
的
方
案

◊
然

，
國
家
負
有
義
務
，
創
造



大
學
中：

個
儘
可
能
學
術
公
正
的
組
織
，
而
對
於
大
學
機
關
組
合
之
問
題
，
准

予

以

「
專
業
知
識
」(s

a
c
h
v
c
r
s
t
a
n
d
)

 

的
標
準
I

I

總
之
涉
及
有
關
學
術
重
要
之
決
定
！

扮
演
一
個
相
當
的
角
色
。
在
此
意
義
下
的
專
業
知
識
既
不
得
與
形

 

式
的
有
權
亦
不
得
與
特
別
的
專
門
知
識(

F
a
c
h
w
i
s
s
e
n
M

上

等

號

。
勿
寧
說
專
業
知
識
乃
針
對
，
人
學
成
員
在
履
行

 

各
別
機
關
的
任
務
時
，
是
否
與
如
何
可
提
供
重
要
決
定
性
的
觀
點
而
定
。
學
生
S

於
其
——

以
大
學
入
學
資
格
證
明
I
 

—
判
斷
能
力
與
其
作
爲
學
習
者
的
特
殊
利
益
狀
況
有
能
力
，
有
效
表
明
其
獨
自
的
觀
點
，
並
透
過
批
評
的
問
题
而
要
求

 

提
出
其
他
的
專
業
知
識
。
因

此

，
依
聯
邦
政
府
的
觀
點
，
學
生
在
今
日：

般
而
一1=11

被
視
爲
有
能
力
，
在
其
學
習
過
程
中

 

可
獨
自
確
定
其
重
點
並
選
課
。
因

此

，
不
得
否
認
其
對
於
敎
務
形
成
，
提
供
重
大
決
定
性
觀
點
之
能
力
。
以
擔
保
一
個

 

學
術
合
宜
之
組
織
並
非
及
於
大
學
立
法
者
應
注
意
的
所
有
標
準
。
特
別
地
，
國
家
仍
然
有
義
務
，
在
大
學
之
內
將
憲

 

法
其
他
決
定
與
學
術
自
由
之
要
求
帶
入
一
致
中
。
大
學
不
僅
是
學
術
的
場
所
，
而
且
也
是
-I
I
在
逐
漸
增
强
之
尺
度
—

 

—
職
業
訓
練
的
場
所
。
而

且

，
道
種
訓
練
任
務
是
依
附
憲
法
之
客
觀
價
値
決
定
而
來
■
(

基
本
法
第
十
一
：及
二
十
條
)
。
 

同
樣
地
，
由
與
訓
練
任
務
相
關
的
必
要
性
，
若
其
在
敎
務
上
負
責
訓
練
任
務
之
轉
換
，
則
顯
現
出
尉
於
大
學
機
關
組
成

 

之
規
定
的
觀
點
。

除
此
之
外
，
大
學
組
織
規
範
不
僅
有
助
於
研
究
，
敎
學
與
訓
練
在
其
特
別
需
耍
之
個
別
任
務
，
並
也
有
助
於
大
學

 

整
體
制
度
功
能
能
力
之
維
持
，
於
其
中
這
些
任
務
在
相
互
依
存
下
聯
合
起
來
。
功
能
能
力
之
觀
點
，
正
因
爲
以
及
若
其

 

擔
保
所
述
任
務
之
履
行
，
幾
乎
不
亞
於
憲
法
位
階
。
在
此
意
義
下
參
預
決
定
之
整
合
，
也
赢
得
法
律
上
的
內
容
。

最

後

，
在
大
學
組
織
中
，
關
於
個
人
地
位
與
整
體
關
係
之
注
重
的
基
本
原
則
，
應
屬
自
由
民
主
之
本
質
。



若
人
們
綜
合
這
些
法
律
重
要
的
觀
點
，
由
此
之
聯
結
尙
不
得
提
出
一
個
對
於
大
學
合
嫌
性
組
織
及
對
於
參
預
決
定

 

問
題
之
規
範
一
個
完
成
的
解
決
方
案(R

e
z
e
p
e
。

所
有
這
些
僅
註
記
出
棵
準
値
，
其
比
重
應
屬
政
治
負
責
的
形
成
。
由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的
價
値
決
定
顯
現
出
此
命
令
，
亦

即

「
學
術
合
宜
性J

 (w
i
s
s
e
n
s
c
h
a
f
t
s
a
d
a
Q
u
e
n
z
>w

大
學

 

組
織
中
作
爲
指
引
，
及
在
參
與
規
範
中
的
專
業
知
識
應
作
爲
一
個
標
準
的
與
區
別
的
定
理
而
受
注
重
。
因
此
在
任
何
狀

 

況

下

不

准

許

，
一
個
受
期
待
之
組
織
，
基
本
上
學
術
有
關
之
事
件
不
依
公
正
之
観
點
決
定
，
或
超
出
機
關
的
權
限
，
並

 

因
此
危
害
到
限
制
個
人
的
自
由
。
特

別

地

，
在

一

機
關
中
大
部
分
成
員
，
在
專
業
知
識
觀
點
下
並
無
以
貢
獻
其
力
，
來

 

解
決
所
欲
解
決
任
務
之
狀
況
。
並
在
區
分
介
於
學
習
者
與
敎
學
者
的
秩
序
下
，
特
別
是
在
學
術
重
要
事
件
下
的
評
判
能

 

力

，
單
純
予
以
否
認
，
是
値
得
爭
議
的
。
但
絕
不
可
由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而
稱
，
大
學
敎
師
在
所
有
機
關
中
應
確

 

保
而
擁
有
明
顯
多
數
的
代
表
權
。

IV

、

進

而

，
西
德
校
長
會
議
以
及
大
學
敎
師
與
學
術
助
敎
聯
合
會
給
與
一
般
的
意
見
。

1*
西

徳

校

長

會

議

，
由

敎

授

—

m
a
n
i

助
理

員(A
s
s
e
s
s
o
r
)s
t
r
a
u
c
®

出

一

個

専

家

評

截

，
而

指

出

，
基

 

於
大
學
社
團
法
人
之
特
質
，
所
有
社
團
法
人
成
員
在
自
治
行
政
的
共
同
負
責
，
是
尉
於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時
宜
性

 

理
解
的
一
個
重
要
的
基
礎
。

致
力
於
學
術
進
展
以
及
公
開
地
展
現
學
術
之
問
題
狀
況
，
程
序
方
式
與
認
知
之
自
由
，
絕
非
是
某
些
人
的
特
權
；
 

其
亦
屬
學
習
者
所
擁
有
。
然

而

’
在
大
學
內
對
其
硏
究
與
敎
學
之
組
織
’
各
依
其
成
員
之
資
格
、
功
能
及
負
责
度
’
而



各
別
人
員
群
之
基
本
人
權
各
具
不
同
的
重
要
性
。
然

而

，
這
樣
一
種
功
能
差
異
的
標
準
並
非
區
別
學
生
與
其
他
成
員
之

 

:小

同

，
因
爲
大
學
中
的
學
生
多
方
面
而
言
，
並
非
僅
是
學
習
者
而
已
。
其
區
別
應
铱
公
正
之
原
則
而
定
，
如
同
其
由
西

 

徳
校
長
會
議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一
月
六
曰
於G

o
d
e
s
b
e
r
g
g

宣

稱

，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及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所
爲
之
決
定
以
及
在
一
九
七
〇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的
「
交
替
理
論
」(A

l
t
e
r
n
a
t
i
v
-T
h
e
s
e
n

薪

提

供

一

般

。
 

依
這
些
方
案
對
功
能
關
聯
衡
量
其
決
定
性
之
意
義=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之
意
義
由
公
正
法
律
性<s

a
c
h
g
e
s
e
t
z
l
i
c
h
k
e
i
t
M

來

，
其
對
於
在
大
學
組
織
形
式
所
執

 

行

的

學

術

事

務

，
在
功
能
公
正
的
範
圍
內
，
雖
對
於
敎
學
與
硏
究
可
以
外
來
決
定
作
其
內
容
，
但

由

事

物

觀

之

，
應
設

 

定
憲
法
保
證
的
界
限
。
公
正
法
律
性
在
說
明
，
基
本
上
僅
主
管
之
專
業
代
表
，
在
其
專
業
領
域
內
對
於
硏
究
目
標
與
敎

 

學

內

容

，
具
有
可
靠
的
判
斷
能
力
，
而
且
大
學
之
內
自
由
研
究
的
前
提
，
是
那
些
在
其
專
業
領
域
內
有
判
斷
能
力
之
學

 

者

志

頋

的

共

同

參

預

。
因

此

，
專
業
代
表
個
別
的
參
與{Initiative

真

偎

位

(v
o
r
r
a
n
g
v

在
專
業
代
表
原
本
參
預
，
 

錯
誤
原
本
參
預
之
補
救
，
其
成
員
的
自
我
控
制
，
其
敎
師
與
研
究
團
的
自
我
補
充
，
敎
學
課
程
與
硏
究
設
施
的
新
設
立

 

，
課

程

表

與

著

重

於

訓

練

目

標

之

個

別

敎

學

活

動

之

設

定

與

形

成

等

等

的

合

作

上

，
社
團
法
人
的
參
與
具
補
充

 

没u
b
s
i
d
a
r
e
M

任

務

。
在
原
本
參
預
的
範
圍
內
，
亦

即

對

於

委
託
事
項
的
履
行
，
合
宜
的
代
表
與
組
織
學
術
敎
學
與

 

研

究

，
不

得

給

予

指

示

，
而
僅
得
給
予
建
m

與
提
議(A

n
r
e
g
u
n
g
e
e
。

2.
在

大

學

聯

合

會

的

委

託

下

，z
a
c
h
e
l
^

授
提
出
了
一
份
法
律
専
家
評
鑑{R

e
c
h
t
s
g
u
t
a
c
h
t
e
n
)
。

依

其

觀

點

，
 

受
非
議
的
條
文
觸
犯
了
訴
訟
申
請
人
由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二
、
四
及
五
項
等



而
生
的
基
本
人
權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國
家
有
義
務
，
對

於

一

個

自

由

，
相
互
補
充
之
硏
究
及
敎
學
創
設
機
構
，
並
經
由
此
而
給

 

予
那
些
透
過
資
格
，
獨
立
及
成
長
可
能
性
優
異
的
學
者
法
律
上
的
基
礎
，
並
對
於
自
由
學
術
活
動
給
予
確
保
。
在
大
學

 

法
律
的
形
成
中
需
注
意
大
學
的
現
實
性
。
一
個
大
學
法
，
若
其
不
阻
止
事
實
的
發
展
，
而
毫
不
知
覺
挖
空
憲
法
所
保
護

 

的

地

位

時

，
則

已

違

嫌

了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對
於
硏
究
及
敎
學
禁
止
大
學
敎
師
之
外
來
決
定
透
過
其
他
的
群
組
。
基
於
介
於
組
織
之
一

 

方
與
大
學
公
正
決
定
及
相
關
人
之
X
作
形
態
之
另
一
方
的
相
互
依
存
以
及
基
於
硏
究
與
敎
學
之
相
互
關
聯
，
這
種
禁
止

 

擴
及
至
整
個
學
術
行
政
。
同
僚
機
關
原
本
僅
得
以
協
調
麻
繫
，
僅
在
例
外
情
形
得
以
解
決
紛
爭
。
原
則
上
崔
大
學
敎
師

 

可
被
任
命
爲
這
種
同
僚
之
決
定
。
其
之
所
以
如
此
，
不
僅
是
基
於
其
學
術
上
的
資
格
，
而
且
是
基
於
這
些
公
務
員
大
學

 

敎
師

是
透
過
資
格
、
任
務
舆
寅
任
合
理
化
之
民
主
代
表
者
。

依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與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
大
學
成
員
之
參
預
學
術
行
政
是
依
大
學
中
活
動
的
內
容
，
依

 

贏

取

成

員

的

資

格

，
依

其

目

的

，
依
經
其
於
大
學
中
所
設
定
之
拘
束
的
方
式
舆
期
間
，
依
安
全
需
要
之
尺
度
及
依
責
任

 

而

定

。
每
一
群
組
依
其
類
型
化
的
正
當
性(L

e
g
i
t
i
m
a
t
i
o
n
^

參

與c

視
爲
學
術
最
具
資
格
的
與
對
於
一
般
利
益
信
託

 

之

最

佳

主

體

，
應
屬
公
務
員
大
學
敎
授
，
尙
優
於

副

敎

授

，
榮
黌
敎
授
及
私
法
上
敎
授
，
來
利
用
該
機
構
以
進
行
其
最

 

主
要
之
自
由
學
術
。
同

樣

地

，
在
掌
理
硏
究
與
敎
學
機
關
中
其
亦
應
擁
有
多
數
。
關
於
任
命
與
任
用
建
議
之
決
定
，
僅

 

能
由
本
身
亦
具
有
此
資
格
的
人
擔
任
之
。
否
決
權(v

e
t
o
r
e
c
h
t
e
M

不
足
夠
的
。
學
院
的
中
級
結
構
之
參
預
決
定
則
因



學
術
助
敎
的
助
理
功
能
及
其
個
人
的
依
賴
度
而
設
定
其
界
限
。
他
們
無
權
來
決
定
有
關
大
學
敎
師
的
資
格
；
此

外

，
在

 

確
定
其
參
預
權
時
，
應
顧
及
其
不
足
的
資
格
，
特
殊
的
任
務
，
其
經
常
是
皙
時
之
勤
務
關
係
的
特
點
以
及
其
依
賴
的
地

 

位

。
非
學
術
人
員
應
被
排
除
對
所
有
學
術
上
的
決
定
，
學
生
應
被
排
除
對
於
硏
究
與
學
者
資
格
領
域
內
之
學
術
決
定
。
 

雖
然
在
學
業(s

t
u
d
i
u
m
M

範
園
內
其
可
能
擁
有
參
預
決
定
權
，
但
應
嚴
格
限
制
之
。
在
敎
學
之
組
織
中
其
：小
得
參
與

 

之

。
此

外

，
由
非
大
學
敎
師
與
非
公
務
員
來
替
代
外
來
浃
定(

F
r
e
m
d
b
e
s
t
i
m
m
u
n
g

芝
公
務
員
大
學
敎
師
，
觸
犯
了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四
及
第
五
項
之
規
定
。

3.
對
於
聯
邦
助
敎
會
議
，P
e
t
e
r

 Ha
u
c
k

及Jiirgen

 Lu
t
h
j
^

出
一
個
法
律
專
家
評
鑑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一
項
作
爲
客
觀
機
構
性
之
擔
保
，
確
保
學
術
社
會
體
系
的
；
個
自
由
之
結
構
以
及
面
對
贳
他
，
 

特
別
是
政
治
與
經
濟
之
社
會
體
系
的
獨
立
性
。
這
個
擔
保
負
與
國
家
義
務
，
在
學
術
公
正
的
秩
序
原
則
下
，
設
定
學
術

 

機
構
的
設
施
。
學
術
特
徵
性
之
特
點
在
於
原
則
性
未
圓
滿(u

n
v
o
l
l
e
n
d
h
e
i
t
M
;

公

開

，
公
開
性
的
溝
通
與
討
論
，
以
 

逐
步
增
强
的
特
殊
化
而
增
加
其
合
作
，
"K
r
合
作
性
自
治
」{

K
o
o
p
e
r
a
t
i
v
e

 Au
t
o
n
o
m
i
e
M
(

社
會
發
生
關
係
。
機
會
 

均

等

及

參

與

，
動
員
化(M

o
b
i
l
i
t
y
)

、
多

元

化

、
透

明

化

、
一
般
化(u

n
i
v
e
r
s
a
l
i
s
m
u
s
)
、

同
僚
化
來
縮
減
支
配
權

 

(H
e
r
r
s
c
h
a
f
t
s
m
i
n
d
e
r
u
n
g
Y

以
符
合
學
術
公
正
之
秩
序
原
則
。

大
學
給
予
機
會
，
在
合
作
與
組
織
之
學
術
活
動
的
範
圍
內
，
實
現
學
術
的
自
我
決
定
。
對
大
學
手
段
之
要
求
並
非

 

憲
法
所
擔
保
。
大
學
同
僚
機
關
僅
在
，
在
分
工
之
學
術
事
宜
之
範
圍
內
對
於
多
數
學
者

it
本
人
權
之
間
，
透
過
聯
繫
及



組
織
來
解
決
衝
突
或
基
於
缺
失
情
況
下
作
必
要
地
儍
先
的
決
定
下
，
擁
有
決
定
的
權
限
。

大
學
成
員
在
決
策
會
議
中
擁
有
質(qualitative

®

代

表

(
絕
對
多
數
)
在
基
本
法
上
並
無
規
定
。
此

外

，
三
分

 

之
一
的
平
等
權
，
若
比
較
大
學
敎
師
與
學
生
人
數
，
顯
然
已
對
大
學
敎
師
之
表
決
價
値
本
質
上
提
髙
了
。
雖

然

，
立
法

 

者
在
表
決
價
値
中
應
顧
及
不
同
之
利
益
。
然

而

，
依
較
髙
或
較
低
資
格
的
學
術
上
任
務
之
評
價
，
則
因
缺
乏
區
別
性
應

 

排

除

之

。
同

樣

地

，
指
示

的(A
n
w
e
i
s
u
n
g
e
n

孩

賴

度

，
並
不
改
變
其
行
爲
的
學
術
性
質
。
學
生
及
非
學
術
人
員
於
學

 

院
自
治
行
政
中
的
參
預
決
定
也
是
公
正
的
。
雖

然

，
在
今
曰
大
眾
大
學
中
之
學
業(s

t
u
d
i
u
m

廑
是
大
部
分
爲
知
識
的

 

處
方
；
然

而

，
給
予
參
預
決
定
權
可
以
期
特
以
其
之
助
來
導
引
過
時
的
學
業
改
革
與
屜
行
訓
練
委
託
事
物
，
並
使
再
度

 

提
供
學
習
自
由
，
調
解
升
髙
的
衝
突
以
及
從
事
學
術
演
繹
之
任
務
成
爲
可
能
。
非
學
術
成
貝
的
參
與
自
由
權
，
源
自
於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與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以
及
基
於
大
學
中
學
術
工
作
需
他
們
支
助
的
事
實
而
來
。
在
專
門
知
識
上

 

，
參
預
決
定
並
非
是
以
専
業
知
識
’
而
是
以
組
織
上
與
行
爲
上
能
力
爲
前
提
’
其
並
非
强
制
地
與
大
學
敎
師
之
地
位
有

 

關

連

=

學
生
參
預
決
定
作
爲
法
律
規
定
並
不
缺
乏
民
主
的
正
當
性
。
參
預
決
定
是
依
經
驗
與
停
留
期
間
之
長
短
，
經
由

 

對
大
學
敎
師
及
學
院
中
級
結
構
之
較
高
表
決
儐
値
與
學
生
數
董
之
關
係
而
分
等
級
。
這
種
代
表
性
原
則
對
於
決
策
會
議

 

H

作
能
力
之
維
持
是
符
合
公
正
的
。

而

且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並
不
擔
保
職
務
上
之
權
利
。
大
學
敎
師
僅
能
在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的
觀
點
下

 

，
有
效
主
張
其
憲
法
上
的
特
殊
地
位(s

o
n
d
e
r
i
t
u
s
)
，

因
爲
其
公
務
員
地
位
經
由
自
由
確
保
之
功
能
得
以
合
理
解
釋

 

。
其
轉
形
應
去
除
那
些
非
學
術
適
宜
之
敎
育
結
構
，
並
强
化
有
利
於
其
他
大
學
成
員
的
學
術
自
由
。
如

此

，
才
不
會
觸



犯
信
賴
保
護
之
法
治
國
基
本
原
則
。

V

、

■訴

訟

申

請

人

及

涉

及

人

在

憲

法

法

院

進

行

程

序

中

，
關

於

針

對

邦B
a
d
e
n
-W

c:r
t
t
i
b
e
r
g
,

 H
a
m
b
u
r
g
,

 

H
e
s
s
e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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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有
醑
大
學
法
之
規
定
提
起
的
憲
法
訴
訟
，
被

給

予

機

會

，
在
言
詞
辯
論
中

 

就
涉
及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與
第
三
十
三
條
之
問
題
範
藺
表
達
意
見
。

他
們
於
一
九
七
二
年
十
二
月
五
至
七
&
言
詞
辯
論
已
作
說
明
：
G
o:
tz
5̂
授

、R
a
u
s
c
h
n
i
n
g
®

 士
與S

a
t
U
e
i
®

 士
 

等

爲

進
行
程
序
的
訴
訟
申
請
人

，E
k
k
e
h
a
r
t

 St
e
i
n

敎

授
代
表

N
i
e
d
e
r
s
a
c
b
s
e
n

邦
政
府
、
部
會
司
長
 

f

 

n
i

s.e
r
i
a
l
d
i
r
e
k
t
o
r
)B

o:n
i
n
g

博
士

爲

聯
邦

jgt-
府

敎

育
與
學
術
部
之
代
表
，

V
e
i
t

律
師

敎

授
代
表
 

B
a
d
e
n
,W
u
t
t
e
m
b
e
r

舞

之

議

會

，H
o
f
f
m
a
i

授

代

表

漢

堡

邦

之

議

會

，Roelleckes
^

授

代

表

漢

堡

邦

政

府

，
 

D
e
r
m
i
n
g
e
l
^

授
代
表

 

H
e
s
s
e
n
^

政

府

，s
a
l
z
w
e
d
e
^
s

 授
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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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府

，D
o
e
h

a.n
g
^

 

授
爲

！
8
<
^
2
1
9
\
6
種

序
(
；8
3

0.§
,
考

1
1
1
1
1
;
6
1
1
1
3
^
8
^
<
學

法
)
的

訴

^ -申
請

人
以

及
1
1
3
|
1
8

 5
0
1
1
1
1
^
<
1
6
1
^
授

爲
其

 

代

理

人

，G
u
n
d
l
i
t

師
博
士

爲I
B
v
R

 7
9
\
7
0

 (
漢

堡

大

學

法

)
程

序

的

訴

訟

申

請

代

理

人

，B
l
U
m
e

親

授

與

 

G
r
a
b
i
s

師

爲

1
B

V
W

2
8
?
/
7
〇

 (
漢

堡

大

學

法

)
程

序

的

訴

訟

申

請

代

理

人

’
 

B
a
r
t
h
o
l
d
®
：

師
爲I

B
v
R

 1
7
4
/

 

7
1

 (
 

H
e
s
s
e
i
t
K

學

法

)
程
序
的
新
訟
申
請
代
理
人
，
.

H
a
n
s
.
H
e
i
n
r
i
c
h

 . R
u
p
p
^

授
爲

 

1
B
V
R
.

 3
9
8
\
7
0

 (
 

H
e
s
s
e
n

 

大

學

法

)
程

序

的

訴

訟

申

請

代

理

人

’
一

R
e
d
e
k
e
l
^

M
a
a
s
s
e
n
t

師

博

±
爲I

B
v
R

 5
7
2
\
7
0
,
1
B
V
R

 7
0
8
/

 

7
0
’

 

I
B
v
R

 7
9
V

7
0
，
1
B
V
R

 —
\
7
0
,
1
B
V
R

 1
2
0
\
7
1
z
$

 及

 

l
B
V
w

1
3
4
/
7
1
(
N
0
r
d
r
h
e
i
n
.
w
e
s
t
f
a
l
i

 大



學

法

)
訴
訟
程
序
中
的
訴
訟
申
請
代
理
人’

peter 

Schneider, 

i
m

a

&
授
與R

o
t
t
e
i
®

 
士
代
表
西
德
校
長
會

 

議

’
 Zac

h
e

获
授
代
表
大
學
聯
合
會
以
及Jiirgen 

L
u
t
h
i
e
r

表
聯
邦
助
敎
會
議
。

進

而

，B
a
h
r
d

鼓

授

舆s
e
s
a
p
i
u

薄
士
属
於
提
供
資
料
之
人
員
。

言
詞
辯
論
中
受
邀
請
的
德
國
學
生
會
聯
合
會C
V
D
S
M

徳
國
學
生
會
之
工
作
聯
盟(ArbeitsgemeinschaftM 

無
代
理
人
。

B

、

葱
法
之
訴
是
被
允
許
的

針
對
一
個
法
律
提
起
憲
法
之
訴
的
許
可
條
件
，
在
於
訴
訟
申
請
人
自
身
可
提
出
，
一
個
基
本
人
權
現
茌
與
直
接
透

 

過

法

律

，
而
非
經
由
一
個
執
行
行
爲
才
被
觸
犯
。
該
條
件
在
此
呈
現
出
來
。

然

而

，
在
受
非
議
的
規
定
中
，
僅
攸
關
純
粹
的
組
織
規
範
。

若
訴
訟
申
請
人
基
本
人
權
地
位
之
妨
礙
，
是
在
逭
種
方
式
組
織
規
範
之
矛
盾
特
镦
下
，
僅
單
軍
透
過
由
同
僚
機
關

 

所
下
的
與
可
非
難(anfechtbar

芝

決

定

才

可

想

像

時

，
則
憲
法
之
訴
是
不
被
允
許
的
，
因

此

，
由
訴
訟
申
請
人
所
稱

 

基
本
人
權
的
觸
犯
是
不
可
能
經
由
這
個
規
範
的
。
然

而

，
訴
訟
申
請
人
在
一
個
對
允
許
審
核
充
足
的
方
式
下
已
證
實
了

 

，
由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及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五
項
而
生
的
基
本
人
權
保
護
，
也
可
面
對
組
織
規
範
產
生
效
力
，
並
由

 

此
對
於
那
些
具
敎
授
資
格
者
與
講
座
敎
授
們
在
學
院
自
治
行
政
會
議
中
給
予
確
定
的
參
預
決
定
權
。
若
人
們
以
此
爲
出

 

發

點

，
則
訴
訟
申
請
人
經
由
下
薩
克
森
前
導
法
受
非
難
之
規
定
，
現
今
及
直
接
被
觸
及
。



雖

然

，
在
前
導
法
頒
佈
前
尉
其
已
透
過
其
大
學
學
院
自
治
行
政
機
關
設
定
了
法
律
上
的
限
制
。
然

而

，
該
法
律
上

 

的
新
規
定
不
僅
帶
給
該
同
僚
機
關1

個
與
其
不
相
關
人
員
的
調
換a

m
b
e
s
e
t
z
u
n
g
}
:

勿

寧

說

，
該
法
產
生
大
學
自
治

 

行
政
組
織
一
個
結
構
上
的
改
變
，
對
於
學
術
人

貝

、
學

生

及

非

學

術

(
其

他

)
服
務
人
負
等
代
表
，
視
爲
其
他
功
能
及

 

利

益
的
代
表
，
給
予
在
同
僚
機
關
內
對
決
策
過
程
較
强
的
影
謇
可
能
性
。

因

此

，
受
非
議
的
組
織
規
定
，
在
學
術
行
政
之
範
園
內
限
制
了
訴
訟
申
請
人
迄

今
團
貝
的

權

限

。
大
學
敎
師
在
同

 

僚
機
關
選
舉
表
決
的
比
重
，
依
前
導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將
更
進
(
非
敎
授
資
格
者
)
的
大
學
成
員
歸
之
於
敎
授
群
以
及

 

經
由
設
定
及
擴
充
學
術
人
M

,
學

生

及

其

他

成M
的

表

決

參

與

，
大

大

被

削

減

。
大
學
敎
師
在
其
整
體
(
群

組

)
表
決

 

比
重
的
限
制
經
由
其
他
大
學
成
員
群
組
强
烈
的
表
決
權
也
削
弱
了
個
別
大
學
敎
師
本
身
的
參
與
權
而
不
顧
及
，
是
否
他

 

的
參
預
在
一
個
同
僚
機
關
中
作
爲
他
群
組
的
代
表
或
僅
在
大
學
自
治
行
政
中
對
榻
關
的
選
舉
給
予
表
決
權
。

最

後

，
訴
訟
申
請
人
經
由
前
導
法
現
在
情
況
也
產
生
不
滿
；
因
爲
新
的
同
僚
機
關
已
選
舉
出
來
。

C

、

竄
法
之
訴
僅
部
分
有
理
由

T

1 

^

1.
依

新

人

道

主

義

(N
s
h
u
m
a
n
i
i
s
K

理

念

，
特
別
地^

i
l
h
e
l
m

 vo
n

 Hu
m
b
o
l
d
t
s
，

徳
國
大
學
在
緊
密

 

聯
結
硏
究
與
敎
學
的
標
誌
下
，
被

理

解

爲
敎
學
者
與
學
習
者
一
個
「
無

企

圖

」(a
b
s
i
c
h
t
s
l
s
e

西

共

同

體

，
個
體
以

 

目
的
自
由
之
學
術
在
「
寂
寞
與
自
由J

a
i
n
s
a
m
k
e
i
t

 u
n
d

 Freiheit
¥

從

事

，
並
應
超
出
學
術
認
知
之
外
’
去
發



掘
倫
理
的
行
爲
規
範(

e
t
h
i
s
c
h
e

 H
a
n
d
l
u
n
g
s
n
o
r
m
e
n
v

然

而

，
在
十
九
及
二
十
世
紀
中
卻
產
生
了
巨
大
的
改
變
。
 

硏
究
的
急
劇
膨
脹
，
亦
即
在
自
然
科
學
、
醫
學
及
技
術
的
範
圍
，
而
要
求
以
特
別
方
式
之
機
器
、H

具
及
設
施
的
一
個

 

花
費
昂
貴
之
器
材
，
但
也
因
此
設
置
服
務
於
此
之
專
門
人
才
。
學
術
材
料
的
增
多
與
在
所
有
領
域
內
的
進
展
特
殊
化
，
 

使
個
人
已
在
其
原
恭
専
業
領
域
內
產
生
困
難
，
而
强
迫
其
群
組
的
分
工
與
合
作
。
此

外

，
學
生
人
數
不
斷
增
加
，
因
爲

 

大
學
學
位
總
經
常
被
視
爲
社
會
晉
升
的
手
段
。
大
學
自
我
限
制
在I

個

純

粹

'
目
的
自
由
之
學
術
的
場
所
，
在
面
對
逐

 

渐
技
術
組
織
化H

業
社
會
的
要
求
，
面
對
職
業
提
升
與
社
會
解
放
增
强
學
術
訓
練
的
重
要
性
，
面
對
現
代
大
眾
大
學
學

 

習
狀
況
的
困
難
以
及
面
對
學
術
整
合
於
社
會
範
圍
內
的
文
明
需
要
等
等
之
下
，
而
陷
入
於j

個
緊
張
關
係
中
。

這
些
改
衆
帶
來
了
大
學
結
構
與
組
織
上
危
機
。
合
作
的
强
制
在
所
有
學
術
內
成
爲
一
個H

作

原

則

，
使
得
傅
統
的

 

院
大
部
分
不
再
充
足
，
因
爲
對
增
加
的
多
種
特
殊
學
科
他
無
法
充
足
將
其
包
括
。
本
質
上
自
治
行
政
由
講
座
敎
授
所
擁

 

有

的

，
迄
今
之
敎
授
大
學(o
r
d
i
n
a
r
i
e
n
u
n
i
v
e
r
s
i

5r:t )

，
在
組
織
上
既
不
能
適
應
學
生
人
數
急
劇
上
升
，
又
對
增
加
之

 

任
務
與
功
能
並
無
準
備
交
由
非
講
座
敎
授
，
特
別
地
交
由
學
術
助
敎
處
理
。
學
院
中
級
結
構
的
擴
大
及
其
對
學
術
整
體

 

程
序
逐
漸
增
强
之
意
義
下
，
對
其
在
自
治
行
政
中
僅
具
些
微
的
權
限
而
呈
現
一
個
不
協
調
的
關
係
。
在
學
生
中
，
對
一
 

個
考
慮
到
學
術
與
社
會
發
展
之
學
業
改
革
之
未
能
成
功
，
乃
强
化
了
其
訴
求
，
以
達
到
對
學
術
行
政
的
影
響
，
及
在
其

 

範
園
內
所
進
行
的
改
革
想
法
寅
際
上
得
以
提
出
。

德
國
大
學
危
機
與
自
本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的
世
界
性
運
動
對
抗
「
已
固
定
的
價
値
標
準
」(etablierte

 W
e
r
t

 m
a

 

s
s
t
s
b
e
)
'

「
權
威
的
社
會
制
度
」(

autoritare

 G
e
s
e
l
l
s
c
h
a
f
t
s
s
y
s
t
e
m
e
s

「
過
時
的
統
治
結
構
」filberhoJte

I

二
七



:
二
八

H
e
r
r
s
c
h
a
f
t
s
s
t
r
u
k
t
u
r
e
n

看

關

。
這

種

反

權

威

運

動

+

預

在

德

國

大

學

上

，
並

在

個

別

群

組

面

對

這

些

機

構

，
引
發

 

了

强

烈

拒

絕

之

行

爲

，
甚

至

提

升

爲

暴

力

的

行

動

。

這

個

發

展

在

六

十

年

代

初

，
演

變

成

在

自

治

行

政

的

同

僚

機

關

中

得

依

所

有

大

學

人

員

有

效

參

與

決

定

的

耍

求

。
 

這

個

要

求

主

要

是

由

學

生

群

組

所

導

，
佴

也

有

由

助

敎

群

提

出

，
並

由

：

序

列

大

學

敎

師

所

贊

同

。
更

進

地

，
則
足
依

 

平

等

共

同

參

預

在

三

分

之

一

平

等

權

的

形

式

h
之

要

求

(
三

分

之

一

表

決

權

乃

大

學

敎

師

、
學
術
人
員
與
學
生
之
均
分

 

〕

。
於

其

間

在

所

有

各

邦

中

成

已

頒

佈

大

學

法

或

至

少

H
準

備

好

草

案

，
其

於

個

別

中

，
對

規
範
所
有
的
楚
異
或
多
或

 

少

已

顧

及

到

。

基

於

菡

本

法

第

七

十

五

條

數

字

I
f
改

授

與

聯

邦

權

限

，
聯

邦
政
府
首
度
於
聯
邦
議
#

第
六
屆
選
舉
期
問
草
擬
了

 

一

個

大

學

基

準

法

草

案

，
然

而

並

未

被

通

過

。
該

草

案

也

包

括

由

敎

育

與

學

術

聯

邦

議

會

委

員

會

於

！
九
七
一
 ！

年
六
月

 

十

五

日

所

修

正

某

本

上

規

定

，
大

學

成

員

之

各

群

組

參

預

自

治

行

政

，
然

而

並

無

確

定

其

代

表

數

目

之

關

係

，
闳
此
保

 

留

各

邦

及

大

學

，
可

試

驗

不

同

參

預

之

方

式

的

可

能

性

。
它

僅

給

予

一

般

的

基

本

原

則

，
其
參
預
乃
依
各
會
議
之
任
務

 

及

依

其

成

員

的

功

能

而

定

，
並

且

不

准

任

何

群

組

擁

有

一

半

以

上

的

成

員

(
第

十

六

條

第

：一

及

四

項

)

。
在

硏

究

、
敎

 

授

與

副

敎

授

任

用

以

及

考

試

規

則

的

訂

定

等

問

題

，
敎

授

、
副

敎

授

、
學

術

人

員

以

及

學

生

應

擁

有

代

表

的

表

決

權

。
 

佴

在

這

些

問

題

上

，
其

在

議

決

過

程

中

參

預

的

敎

授

及

副

敎

授

整

體

應

擁

有

至

少

一

半

表

決

權

的

多

數

(
第
十
七
條
第

 

一
及
二
項
)
時

，
該

議

決

方

得

以

成

立

。

n

、



有
關
大
學
改
革
激
烈
辯
論
過
程
中
並
非
到
處
違
反
了
這
種
嘗
試
，
將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負
與
最
不
同
方
式
之

 

大

學

政

治

要

求

，
爲
的
是
對
於
大
學
範
圍
內
，
不
欲
適
應
這
種
要
求
之
規
範
與
過
程
視
其
爲
違
反
憲
法
法
規
。
因

此

，
 

對
於
所
提
憲
法
訴
訟
之
決
定
，
以
淸
楚
地
定
義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的
憲
法
內
容
以
及
盡
可
能
明
白
地
確
定
立
法
者
在
大
學

 

範
圍
內
的
形
成
空
間(

G
s
t
a
l
t
u
n
g
s
r
a
u
m
v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句
解
釋
學
術
、
硏
究
與
敎
學
爲
自
由
的
。
因
此
依
字
義
與
意
義
內
涵
提
供
了
一
個
客

 

觀

的

、
學

術

、
硏
究
與
敎
學
對
國
家
關
係
規
範
的
，
愐
値
決
定
的
基
本
法
規
，
其
與
藝
術
範
圍
自
由
的
擔
保
，
並
存
於

 

同
一
法
規
中
。
同
時
，
該
憲
法
規
定
對
任
何
人
在
此
範
園
內
從
事
，
擔
保
了
一
個
個
別
的
自
由
權

f
v
g
l
.

 

BVerfGESO, 

173tl 881.Mephist 9
f

B:r

 de
n

 

Kunstler
)
。

1.
在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所
含
之
自
由
權
視
爲
防
期
權
’
保
護
學
術
活
動
對
抗
國
家
的
午
預
’
凡
從
事
或
欲
從

 

事
學
術
者
皆
受
保
護t

v
g
l
，
B
v
e
r
f
G
E
1
5
,
2
5
6t

l
〗v

這
種
學
者
的
自
由
空
間
基
本
上
如
同
藝
術
家
活
動
自
由
的
擔

 

保

，
同
樣
地
奄
無
限
制
的
受
保
護
。
在
其
中
享
有
不
受
任
何
公
權
力
干
預
的
絕
對
自
由
。
在
此
自
由
空
間
內*

最
主
要

 

是
指
在
發
掘
知
識
，
其
解
釋
及
傅
播
中
之
學
術
原
本
規
定
中
所
根
據
的
過
程
，
行
爲
方
式
及
其
決
定
。
在

學

術

、
研
究

 

與
敎
學
從
事
的
任
何
人
—

I

保
留
依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的
忠
實
義
務
I

I

擁
有
防
禦
對
學
術
認
知
取
得
與

 

發
掘
過
程
之
任
何
國
家
影
響
的
權
利
。
因

此

，
使
得
研
究
與
敎
學
不
受
阻
礙
地
設
定
在
「
尙
未
完
全
發
掘
及
從
未
完
全

 

被

發

掘

」(etwas 

n
o
c
h

B.c
h
t

 ga
n
z

 

G
e
f
i
m
d
e
n
e
s

 

u
n
d

 
nie 

g
a
m

 

A
u
f
z
u
f
i
n
d
e
n
d
e
s
M

理
斑
求
的
努
力

上

，
將
學
術
解
釋
爲
個
別
學
者
個
人
與
自
治
貴
任
不
受
國
家
外
來
決
定
的
自
由
範
圍
。
這
同
時
也
說
明
了
，
基
本
法
第



二
二
〇

.
五
條
第
三
項
不
欲
保
護
對
學
術
的
某
一
個
確
定
解
釋
或一

個
確
定
的
學
術
理
論
。
勿

寧

說

，
其
自
由
的
擔
保
延
伸
至
任

 

一
學
術
活
動
，
亦
即
及
於
所
有
依
內
容
與
形
式
被
視
爲
嚴
謹
有
計
劃
的
嘗
試
去
發
現
眞
理
的
活
動
。
這
直
接
由
任
一
學

 

術
認
知
之
M
則
性
的
非
閉
鎖
性
而
導
出
。

r

學
術
」
這
個
共
同
的
上
位
概
念
表
現
出
其
和
研
究
舆
敎
學
的
緊
密
關
係
。
作
爲
精
神
活
動
，
並
以
方
法
的
，
系

 

統
的
及
可
檢
驗
的
方
式
贏
求
新
認
知爲
目
的
的
研
究
，
基
於
一
再
的
新
問
題
提
出
，
助
長
了
學
術
的
進
步
.
，
同

時

，
它

 

是
擔
保
敎
學
特
點
，
亦
即
將
硏
究
所
得
的
認
知
以
學
術
爲
根
基
之
傳
遞
，
之
必
要
條
件
。
此

外

.，
在
敎
學
中
所
舉
辦
的

 

學
術
對
談
再
度
使
硏
究H

作
產
生
成
果
。

亦
如
同
學
術
自
由
的
歷
史
所
證
實
，
硏
究
自
由
特
別
地
包
括
硏
究
結
果
的
評
價
及
其
散
播
；
敎
學
自
由
特
別
地
包

 

括
其
內
容
，
方
法
論
上
的
原
理
及
學
術

敎

學
意
見
表
達
之
權
利

t
v
-c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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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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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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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
現
出
基
本
人
權
有
效
力
的
一
個
原
則
性
强
化
與
作
爲
對
所
有
法
範
圍
皆
適
用
的
憲
法
基
本
決
定
之
一
個
吝
觀

 

價
値
秩
序
化
身
於
憲
法
基
本
人
權
規
定
中
。
而

且

，
也
在
立
法
者
I

I

例
如
在
持
績
性
的
國
家
活
動
範
圍
中
I

I

擁
有

 

較
大
形
成
自
由
權
處
，
基
本
法
的
特
殊
價
値
決
定
限
制
了
這
種
自
由
，r

例
如
它
禁
止
那
些
將
速
反
制
瘇
者
在
價
値
決

 

定
所
表
示
之
意
志
的
區
分
，而
令
某
一
確
定
生
活
領
域
或
生
活
關
係
給
予
特
別
的
保
護
 

a
v
e
r
f
G
E
1
7
,
2
1
0t 2

1
7
J -w

o
h
n
u
n
g
s
b
a
u
p
r
a
m
i
e
n
r

這
樣
一
種
價
値
決
定
也
包
括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
它
是

 

以
此
不
但
對
於
個
人
自
我
實
現
而
且
對
於
社
會
發
展
授
與
一
個
自
由
學
術
之
決
定
性
功
能
爲
基
礎
。
這
種
價
値
決
定
不



但

意

謂

著

，
拒
絕
國
家
對
先
前
所
稱
之
學
術
自
我
範
圍
的
干
預
，
勿

寧

說

，
它
包
含
了
國
家
的
保
護
，I

個
被
理
解
爲

 

自
由
學
術
理
念
與
促
成
其
實
現
的
文
化
國
，
並
付
與
國
家
正
面
地
行
爲
的
義
務
-
亦
即
保
護
地
與
供
應
地
預
防
這
種
自

 

由

擔
保

被

挖

空

。
以
此
所
下
的
要
求
顯
現
於
兩
方
面
的
方
向
。

4

國
家
提

供

人

貝

，
財
政
與
組
織
上
的
財
源
，
以
成
就
並
促
進
自
由
學
術
的
保
護
與
傅
授
於
下
一
代
。
此
意
味

 

著

，
它
對
於
一
個
自
由
學
術
經
營
提
供
了
具
功
能
能
力
的
的
機
構
。
這
種
供
應
因
此
具
有
特
別
的
意
義
，
因
爲
若
無
有

 

能
力
的
國
家
提
供
一
個
合
宜
的
組
織
及
相
當
財
政
的
資
金
，
則
今
天
在
學
術
寬
廣
的
範
園
中
，
特
別
在
自
然
科
學
中
，
 

將
無
法
經
營
獨
立
的
硏
究
與
學
術
的
敎
學
。
現

在

，
國
家
在
這
個
學
術
經
營
中
擁
有
一
個
事
實
上
的
獨
占
；
在

此

，
由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而
生
的
基
本
自
由
之
行
使
必
須
聯
結
在
國
家
給
付
的
參
預
上
。

W
在
以
公
共
資
金
所
設
置
及
所
給
養
的
學
術
經
營
中
，
意
即
在
給
付
行
政
範
圍
中
，
國
家
得
經
由
適
當
的
組
嫌

 

性

措

施

來

照

顧

，
自
由
學
術
活
動
的
基
本
人
權
，
在
可
能
顧
及
學
術
設
備
中
其
他
正
當
的
任
務
與
不
同
參
與
者
基
本
人

 

權

下

，
保
持

不

受

侵

犯

。
由

此

而

顯

示

，
在
公
共
學
術
事
務
參
預
的
範
圍
中
，
上
述
所
描
述
學
術
活
動
的
核
心
範
圍
，
 

基
本
上
應
仍
保
留
個
別
基
本
人
權
主
體
的
自
我
決
定
權f

v
g
l
.

 au
c
h

 B
v
e
r
f
G
E
3,58tl 5

5
。

因

此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個
人
權
經
由
進
入
於
大
學
社
團
中
並
未
被
改
變
。
此

外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之
價
値
決
定
，
增
加
了
自
由

 

權
在
參
預
權
方
向
的
適
用
力(G

e
l
t
u
n
g
s
k
r
a
f
t
)
。

這
基
於
下
述
考
慮
而
合
理
化
，
亦
即
一
方
面
參
預
公
共
給
付
供
應

 

逐
渐
成
爲
寅
現
學
術
自
由
的
必
要
條
件
，
並
且
另
一
方
面
，
依
基
本
法
的
方
案
，
若
能
使
從
事
學
術
個
別
成
員
徹
底
的

 

發

展

，
則
經
由
一
個
這
種
具
功
能
的
學
術
經
營
使
得
公
眾
的
利
益
得
以
被
履
行
。



由
價
値
決
定
中
對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基
本
人
權
的
個
別
主
體
產
生
了
，
有
權
要
求
其
基
本
人
權
所
確
保
自
由

 

空
間
不
必
缺
的
這
種
國
家
措
施
(
也
包
括
組
織
方
式
)
的

保

護

，
該
措
施
使
其
自
由
學
術
活
動
甚
至
才
得
以
實
現
。
若

 

非

如

此

，
則
價
値
決
定
的
基
本
法
規
將
使
其
保
護
效
能
廣
泛
地
被
剝
奪
。

面

對

公

權

力

，
得
以
貫
澈
價
値
決
定
之
基
本
法
規
的
注
意
之
個
別
基
本
人
權
主
體
權
限
，
屬
之
於
個
人
基
本
人
權

 

之

內

容

，
其
有
效
力
因
而
被
增
强
。

m

、

然

而

’
學
術
自
由
擔
保
既
非
以
德
國
大
學
傳
統
以
來
的
結
構
模
式
爲
基
礎
’
其
亦
非
甚
至
規
定
在
大
學
內
學
術
經

 

營
一
個
確
定
的
組
織
型
式
。
它
給
予
立
法
者
，
在
所
指
示
的
界
限
內
依
其
裁
量
規
範
大
學
的
組
織
，
並
使
其
適
應
現
今

 

社
會
與
學
術
社
會
學
的
狀
況
。

1.
迄

今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並
無
動
機
，
亦
即
來
決
定
近
二
十
年
來
諸
多
爭
議
的
問
題
，
是

否

「
德
國
大
學
基
本
人

 

權

J

 (
G
r
u
n
d
r
e
c
h
t

 d
e
r

 d
e
u
t
s
c
h
e
n

 
一̂

^-
乌仏

^
^
可
在
學
術
自
由
的
憲
法
擔
保
中
找
到
^
^
 

B
v
e
r
f
G
E
1
5
,
2
5
6t 2

6
4
1
)
。

該
問
題
在
此
不
涉
及
；
因

爲

這

樣

一

個

「
基
本
人
權
」
的

主

要

內

容

，
亦

即

「
學
院
式
的

 

」(a
k
a
d
e
m
i
s
c
h
e
n

西

自

治

行

政

，
意

味

著

，
硏
究
與
敎
學
直
接
有
關
的
範
圍
，
事
實
上
已

毫

無

爭

議

，
而
在
大
學

 

法

 +中

被

承

認

’
並
在
大
部
分
各
邦
憲
法
中
表
明
地
被
擔
保
。

甚
若
人
們
於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中
找
到
了
學
院
式
自
治
行
政
的
擔
保
，
立
法
者
仍
不
受
拘
束
，
倘
若
其
已
注

 

意
到
上
述
所
列
之
原
則
，
仍
可
發
展
大
學
自
治
行
政
的
另
一
種
模
式
。
一
個
合
憲
的
大
學
組
織
之
標
準
僅
得
以
，
是
否



r
自
由
」
學
術
透
過
此
組
織
，
可
能
及
不
被
危
害
地
得
以
經
營
爲
準
。
若

是

如

此

，
則
學
院
式
自
治
行
政
的
個
別
規
則

 

立
法
者
得
以
處
置
，
它
不
僅
有
權
且
亦
有
義
務
，
依
時
間
之
需
要
，
在
大
學
中
設
置
學
術
經
營
 

t
w
i
s
s
e
n

OTc
h
a
f

 

tsbetr

 

i
e
b
T

2.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之
麝
法
歴
史
背
景
並
沒
有
給
予
這
種
理
解
一
個
證
明
，
亦
即
在
此
規
定
中
，
大
學
自
治

 

行
政
的
一
個
確
定
組
織
視
爲
合
恵
的
被
假
設
，
並
以
機
構
性
而
加
以
擔
保
。

德
國
大
學
自
中
世
紀
成
立
以
來，

一

直
表
現
出
由
敎
授
與
學
生
組
成
社
團(K

o
r
p
o
r
a
t
i
o
n
®

特

徵

，
其
——

不

 

涉
及
其
對
封
建
主
，
城
市
或
敎
堂
之
依
賴
——

自
己
事
務
透
過
自
己
的
機
關
(
院

、
評

議

會

'
校

長

)
自

我

管

理

。
當

 

十
八
與
十
九
世
紀
大
學
歸
之
於
國
家
營
造
物(

s
taatsanstalten

磨

，
情
況
並
無
改
變
。
這
種
具
獨
立
社
團
與
國
家
營

 

造
物
的
雙
重
性
格
，
讓
其
國
家
之
大
學
行
政
與
學
院
式
的
自
治
行
政
明
顯
地
相
互
存
在
。
兩
者
範
圍
劃
分
之I

般
觀
黏

 

，
乃
依
較
高
的
授
課
事
宜
與
依
國
家
在
學
術
保
護
領
域
內
的
任
務
而
定
。
然

而

，
主
導
原
則
維
持
不
變
，
亦
即
學
術
性

 

的
硏
究
與
敎
學
在
內
容
與
方
法
上
應
儘
可
能
不
受
國
家
權
力
的
影
響
：W

i
l
h
e
l
m

 v
o
n

 Hu
m
b
o
l
a
t

擧
術
自
治
方
案

 

的
這
種
理
解
，
贏
得
了

 一
個
新
的
基
礎
。
國
家
應
侷
限
大
學
「
外
在
事
務
」
的

規

劃

，
亦
即
在
一
般
國
家
預
算
範
園
內

 

的

資

助

，
並
倜
限
在
一
個
一
般
注
重
國
家
政
策
的
基
本
路
線
，
而
施
以
確
保
行
政
施
行
的
監
督
。

介
於
國
家
大
學
行
政
與
學
院
式
的
自
治
行
政
間
的
關
係
並
非
無
緊
張
關
係
。
然

而

，
學
術
自
由
之
原
則
一
直
稼
定

 

的
作
爲
大
學
事
宜
結
構
性
的
原
則
；
甚

至

於
一
八
一
九
年
，
追

隨K
a
r
l
s
b
a
d
e

暴

決

，
基

於

一

般
政
抬
動
機
而
强
化

 

國

家

於

大

學

中

的

影

響

力

所

制

定

的

(
聯

邦

)
大

學

法

中

，
規
定
了
新
引
入
由
邦
君
主
所
派
的
金
權
代
表
監
督
人



:

二
四

(
K
u
r
a
t
o
r
e
n
T

執
行
其
國
家
監
督
時
，
不
得
直
接
干
預
學
術
的
或
敎
學
的
方
法
。

於
卜
九
世
紀
期
間
普
遍
設
立
的
文
化
部
執
行
國
家
之
大
學
高
權(staa

t
l
i
c
h
e

 u
n
i
v
e
r
s
i
t
a
t
s
h
o
h
e
i
t
)

，
其
面
對

 

於
具
國
家
營
造
物
特
質
的
大
學
町
隨
時
加
以
矯
正
。
從
未
產
生
疑
問
的
，
國
家
I

I
有
時
經
由
其
立
法
者
I

I

與
 

傳
統
形
態
偏
差
，
得
規
定
學
院
式
自
治
行
政
的
個
別
情
況
。
事

實

上

，
在
十
九
世
紀
前
半
段
中
，
在
顧
及
國
家
進
一
步

 

自
由
化
的
要
求
下
，
已
完
成
了
重
大
的
改
變
。
在

H
u
m
b
o
l
t
g

時
期
對
大
學
敎
授
的
選
擇
與
任
命
尙
握
於
國
家
手
中

 

;H
u
m
b
o
l
i

爲
硏
究
者
自
由
的
擔
保
從
院
的
行
業
思
想(z

u
n
f
t
d
e
n
k
e
n
)
w

來

的

。
由
他
所
設
定
的
柏
林
大
學
既
沒

 

有
擁
有
規
章
自
治
權
，
亦
沒
有
擁
有
眞
正
的
自
治
行
政
：
迄

至

：
八
三
八
年
以
來
，
才
給
與
大
學
至
少
對
於
任
用
敎
授

 

的
建
議
權
。

若
法
蘭
克
福
帝
國
憲
法
(
第
一
五
二
條
)
與
追
隨
其
後
的
一
八
五
〇
年
普
魯
士
憲
法
(
第
二
卜
條
)
接
納
了
該
原

 

理
：
「學
術
與
其

敎

學
是
自
由
的
」
，則
學
術
自
由
的
一
般
信
念
不
再
是
所
有
學
術
活
動
的

一

個
本

贯
原
則
 

(w
e
s
e
n
s
p
r
i
n
z
i
p
v

因

此

，
學
院
式
的
自
山
在
大
學
中
被
承
認
爲
爭
術
經
營
的
客
觀
原
則
.
，在
大
學
行
政
組
織
的
觀

 

點

下

，
國
家
所
保
有
的
大
學
高
權
未
被
觸
及
。

威
瑪
帝
國
憲
法{

W
R
V
M

一

四

.-
條

具

：
個
較
强
機
構
性
的
引
用
。
由
此
顯
：1/JN
，
自
由
擔
保
之
地
位
並
非
存
於

 

「
個
人
」
的
章
節
中
，
而
是
立
於
「
敎
育
與
學
校
」
章
節
的
頂
點
h

;
此

外

，
標

榜

著

「
國
家
對
其
保
護
，
並
參
預
與

 

中

」
的
附
加
語
。
然

而

，
這
些
實
質
内
容
僅
指
出
，
一
個
作
爲
學
術
文
化
自
治
所
稱
之
原
則
應
以
威
瑪
憲
法
第
：
四
二
 

條
來
確
保
其
憲
法
的
效
力
。
當

時

，
在
國
家
法
理
論
中
，
聯
結
了
普
魯
士
憲
法
有
關
條
文
的
解
釋
，
甚
至
提
出
了
此
稱



見

解

，
亦

即

學

術

自

由

對

公

務

員

大

學

敎

師

僅

在

公

務

員

法

規

範

的

範

園

內

擔

保

之(v
g
l
.

 An
s
c
h
U
t
z
,

 D
i
e

 

V
e
r
f
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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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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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r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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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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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
r

 de
n

 Pr
e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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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
s
c
h
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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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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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r
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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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
s
t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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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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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
t
.20

 A
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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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3
7
6
;

 de
r
s
e
l
b
e
.

 Di
e

 V
e
r
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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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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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s

 D
e
u
t
s
c
h
e
n

 Re
i
c
h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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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
t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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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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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n

 Au
f
l
a
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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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
e
r

siu
f
g
e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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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
n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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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
o
m
a
,

 Ve
r
w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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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n
g
s
r
e
c
h
t
l
i
c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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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a
n
d
l
u
n
w
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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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
o
s
t
M
a
b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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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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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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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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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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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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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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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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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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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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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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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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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

對

於

此

，TRudolf
 S

m
e
n
d

 (
V
V
D
S
T
R
L

 C
L
9281,s

.44l ;56f
f
j
M

功

地

以

「
徳
國
大
學
的
基
本
人
權
」
來
貫
徹

 

其
學
術
自
由
的
理
念
。
然

而

，
在
這
理
念
代
表
人
中
並
無
就
此
憲
法
之
擔
保
，
從
學
院
式
自
治
行
政
人
員
結
構
的
意
義

 

上
理
解
出
一
個
定
論(A

u
s
s
a
g
e

萊

。

同
樣
地
亦
少
取
之
於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的
內
涵
，
亦
即
學
術
自
由
應
定
位
在
德
國
大
學
一
定
的
結
構
上
。
這
 

樣
的
想
法
並
未
被
探
討
過
。
僅
學
術
自
由
作
爲
個
人
自
由
權
被
探
討
過
，
探
討
重
點
在
於
，
對
道
種
個
人
自
由
之
濫
用

 

，
特
別
的
是
敎
學
自
由
，
國
家
保
護
的
可
能
性
與
必
要
性
c

s:
f
fR
 N

.F
.,

 Bd

 1,

 SB
9f

f
T

此

外

，
早
於
基
本
法
制
嫌
者
，
在
一
九
四
五
年
後
的
各
邦
憲
法
，
在
學
術
自
由
外
，
特
別
地
表
明
或
提
到
擔
保
大

 

學

一

個
自
治
行
政
權
。
這
種
自
治
行
政
權
的
擔
保
出
現
於
學
術
自
由
擔
保
之
外
，
作
爲
一
個
附
加
之
擔
保
。

IV

、

在
大
學
事
宜
組
織
上
形
成
的
領
域
內
，
仍
留
給
立
法
者
一
個
寬
廣
空
間
來
實
現
其
大
學
政
策
的
理
念
。
然

而

，
這

 

種
形
成
自
由
權
得
受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與
受
此
規
定
中
所
含
的
儇
値
決
定
的
確
定
與
限
制
。
在
此
患
法
上
觀
點
來

1

三
五



:
:

二
六

評
判
大
學
法
上
組
織
法
規
，
是
否
以
及
在
何
種
程
度
下
它
有
利
於
或
妨
礙
了
個
別
學
者
之
硏
究
與
敎
學
自
由
的
基
本
人

 

權

或

r
自
由
學
術
」
機
構
的
功
能
能
力
=

介
於
早
純
規
範
敎
育
及
同
僚
議
決
機
關
組
合
的
組
織
上
法
規
，
與
硏
究
及
敎
學
自
由
從
事
的
妨
礙
間
之
直
接
因
果

 

關

聯

，
並
非
是
相
當
明
晰
的
。
在
這
些
之
議
決
事
實
上
可
能
限
制
學
術
自
由
，
並
在
萬
不
得
已
情
況
下
，
從
這
些
機
關

 

不
斷
違
憲
的
實
務
而
得
以
准
許
對
其
組
織
違
憲
性
由
其
結
果
而
斷
定
時
，
則
得
以
加
以
指
責
。
然
而
卻
不
得
忽
略
，
基
 

本
人
權
僅
透
過
參
與
由
國
家
已
提
供
寬
廣
的
給
付
設
施{L

e
i
s
t
u
n
g
s
a
p
p
a
r
a
t
^

，

意
即
透
過
個
人
納
人
於
人
學
的
學

 

術
經
營
中
，
才
得
以
有
效
的
被
使
用
，
而
提
供
給
個
人
某
本
人
權
實
現
之
可
能
性
是
直
接
依
賴
這
個
設
施(A

p
p
a
r
a
t
}

 

的
組
織
型
式
。
但
因
此
，
這
個
經
由
基
本
人
權
主
體
共
同
合
作
彤
式
化
的
學
術
過
程
之
自
由
內
涵
、

基
本
上
全
部
受
其

 

組
織
之
型
態
所
影
響
。
不
僅
個
別
機
關
形
式
上
諮
詢
與
決
策
程
序
，
而
且
其
決
定
的
内
容
，
將
透
過
其
共
同
組
合
至
少

 

傾
向
於
，
在
一
個
一
般
質
的
意
義
上
事
先
被
確
定
並
附
以
結
果
，
亦

即

，
這
些
機
關
的
決
定
得
各
依
其
在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一
項
所
保
護
自
由
範
圍
內
之
職
權
而
產
生
效
力
。
因

此

，
一
個
有
效
基
本
人
權
保
護
，
要
求
適
切
的
組
織
法
上
的

 

預
防
措
施
。

雖
然
在
此
，
國
家
對
其
大
學
學
術
經
營
的
組
織
，
應
對
於
每
：
個
學
者
硏
究
與
敎
學
行
爲
之
自
由
以
任
一
可
達
到

 

的
尺
度
實
現
之
。
但
這
並
非
意
味
著
，
國
家
得
以
忽
視
那
些
大
學
亦
應
滿
足
之
其
他
得
以
保
護
之
利
益
與
需
求
。
大
學

 

不
僅
有
保
護
純
粹
學
術
之
任
務
；
特
別
地
，
它
亦
履
行
對
一
定
職
業
訓
練
場
所
的
功
能
。
這
些
功
能
相
互
交
錯
；
他
們

 

巳
無
法
分
離
而
單
獨
處
理
；
因
爲
訓
練
也
應
是
一
個
學
術
的
訓
練
。
此

外

，
敎
育
與
訓
練
功
能
在
現
今
的
大
眾
大
學
中



，
不

再

設

定

在

「
純
粹
學
術
」
的

標

準

上

，
如
同W

i
l
h
e
l
m

 v
o
n

 Ku
m
b
o
l

芝
想
像
並
符
合
其
時
代
之
要
求
。
今
天

 

的
大
學
優
先
考
慮
盡
可
能
敎
育
大
量
的
専
業
人
才
，
以
符
合
逐
漸
學
術
化
職
業
實
務
之
要
求
。
因

此

，
大
學
不
僅
是
爲

 

學
術
原
有
規
定
所
執
行
之
個
別
硏
究
與
敎
育
過
程
提
供
場
所
*
而
且
也
是
一
個
公
共
被
控
制
之
敎
育
與
硏
究
政
策
的
對

 

象

與

手

段

。
大
學
中
學
術
組
織
之
形
成
應
顧
及
這
些
不
同
方
式
的
功
能
。

更

進

地

，
不
同
的
大
學
成
員
、
學

者

、
其
成
員
舆
學
生
以
及
其
餘
的
服
務
人
員
等
之
利
益
應
相
互
一
致
與
協
調
。
 

他
們
所
有
應
！

有
條
件
地
經
由
與
其
他
基
本
人
權
主
體
共
同
合
作
，
並
顧
及
大
學
訓
練
之
目
的
！

赞
同
這
些
限
制

 

〇

在
衝
突
權
利
與
利
益
的
緊
張
範
圍
中
，
個
人
的
學
術
自
由
依
其
自
然
不
得
直
接
與
毫
無
限
制
的
寅
施
。
雖

然

，
其

 

上
述
所
稱
的
核
心
範
圍
經
常
是
不
得
侵
犯
。
然

而

，
國
家
負
有
義
務
，
在
由
眾
多
基
本
人
權
主
體
請
求
之
合
作
與
顧
及

 

其
他
重
要
共
同
體
利
益
之
自
然
界
限
下
，
以
任
何
可
達
到
的
目
標
來
實
現
學
術
活
動
的
自
由
。
在
引
用
自
由
學
術
之
憲

 

法

擔

保

下

，
單
以
個
別
學
者
需
要
而
設
定
大
學
組
織
之
要
求
，
比
那
些
從
學
術
原
本
特
性
及
原
本
規
範
I

$n
前
所
述

 

I

並

不

提

供

强

迫

性r

學
術
固
有
」
組
織
原
則
要
來
得
不
重
要
。

因

此

，
立
法
者
在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之
價
値
決
定
基
本
法
規
的
觀
點
下
，
並
不
受
任
何
限
制
，
若
其
必
須
決

 

定
一
個
不
影
響
大
學
成
員
自
由
學
術
活
動
之
組
織
上
規
則
時
，
勿
寧
說
僅
能
這
樣
決
定
，
大
學
一
般
事
件
應
由
誰
與
在

 

何
種
方
式
與
態
度
予
以
解
決
。
在
此
特
別
地
，
關
於
大
學
成
員
參
預
之
規
定
，
在
寬
廣
的
範
圍
內
設
定
在
合
目
的
性
的

 

觀

點

上

。

二
一
 一
七



二
二
八

反

之

，
在
視
爲
學
術
重
要
，
意
即
直
接
涉
及
研
究
與
敎
學
的
那
些
事
件
箱
園
內
，
立
法
者
的
形
成
自
由
權
受
到
限

 

制

。
在
考
慮
下
薩
克
森
邦
學
術
大
學
先
前
所
述
同
僚
機
關
之
權
限
下
，
特
別
地
將
下
列
事
件
視
爲
學
術
重
要
之
事
件
，
 

學
術
意
圖
之
計
劃
，
亦

即

硏

究

計

劃

，
課
程
表
與
敎
學
供
應
計
劃
之
提
供
，
學
術H

作

之

聯

繫

，
亦
即
研
究
意
圖
與
敎

 

學
供
應
之
相
互
一
致
，
研
究
企
圓
與
敎
學
任
務
之
和
諝
，
進

而

，
有
關
硏
究
童
臞
與
敎
學
活
動
組
織
上
之
保
護
與
執
行

 

之

確

保

，
特
別
是
其
合
乎
預
箅
之
保
謨
包
括
資
金
之
給
予
，
學
術
設
施
與H

作
群
組
的
設
立
舆
安
排
，
對
學
術
共
同
任

 

務
參
預
關
係
的
確
定
，
學
業
與
考
試
規
定
之
確
定
與
執
行
。
最

後

，
對
於
大
學
敎
師
及
其
學
術
人
員
人
事
決
定
之
事
件

 

也
包
括
在
內
。

2.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之
價
値
決
定
基
本
法
規
，
在
下
述
兩
種
不
同
観
黏
對
於
道
種
學
術
重
要
的
組
織
箱
圍
，
 

設
立
了
立
法
者
形
成
自
由
權
的
界
限
：

4
在
正
面
的
觀
點
下
，
基
於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而
來
之
基
本
人
權
主
體
，
透
遇
大
學
適
當
之
自
由
結
構
，
 

如
同
在
顧
及
大
學
之
任
務
與
大
學
中
不
同
從
事
之
基
本
人
權
主
髑
之
利
益
下
可
能
時
，
於
其
學
術
活
動
中
諸
多
的
自
由

 

受
到
擔
保
0

W
由

負

面

觀

之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禁
止
立
法
者
，
組
織
上
如
此
地
造
就
逭
樣
一
個
學
術
經
營
’
亦
即
引

 

發
了
功
能
能
力
之
危
險
或
妨
礙

T -
成
員
學
術
活
動
中
所
須
的
自
由
空
間
。
然

而

，
基
於I

S
I
S

法
規
矛
盾
的
情
形
，
不
可

 

能
從
一
開
始
即
排
除
那
些
損
及
功
能
f

自
由
學
術
活
動
具
妨
礙
性
的
錯
誤
決
定
。
另
一
個
依
專
業
知
識
及
經
驗
棰
佳

 

組
成
之
會
議
於
個
案
中
——

總
是
基
於
某
種
理
由一

^
可
能
作
出
俊
害
上
述
之
核
心
範
園
的
決
定
。
然

而

，
立
法
者



應
設
定
所
有
必
要
的
與
適
當
的
組
織
上
預
防
措
施
，
在
可
能
與
可
期
待
的
範
圍
內
來
排
除
這
種
錯
誤
決
定
之
危
險
。

V
 
'

現

代

的

大

學

法

，
也

包

括

現

在

要

評

判

的

下

薩

克

森

前

導

法

，
揚

棄

傳

統

敎

授

大

學

而

選

擇r

群
組
大
學j 

(G
r
u
p
p
e
n
u
n
i
v
e
r
s
i
t
a
t
®

組

織

型

式

。
這
種
組
織
體
系
乃
以
此
爲
出
發
點
，
亦
即
大
學
之
事
件
視
爲
敎
學
者
與
學
習

 

者
的
社
團(K

Q:r
p
e
r
s
c
h
a
f
t
r

原
則
上
是
所
有
成
員
參
預
諮
詢
與
決
策
權
限
(
如
同
西
德
校
長
會
議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之
決
定
)
。
因

此

，
立
法
者
結
合
了
這
在
現
代
大
眾
大
學
類
型
化
之
現
有
的
群
組
區
分
，
並
依
其
不
同
功

 

能

與

利

益

，
將
大
學
或
員
，
一
般
S1I
分
爲
四
群
組
：
大

學

敎

師

、
學

術

成

員

、
學

生

與

其

他

(
非

學

術

)
成

員

。
並
給

 

予
這
些
群
組
選
出
之
代
表
，
在
大
學
同
僚
議
決
機
關
的
表
決
權
。

1.
群
組
大
學
的
這
種
模
式
是
舆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的
價
値
決
定<口

一

致

的

。
其
並
非
從
一
開
始
即
「
學
術
外

 

的

」t
w
i
s
s
e
n
s
c
h
a
f
t
s
f
r
e
m
e
;

因
爲
所
有
大
學
成
員
的
參
與
權
，
尙
非
必
要
地
導
入
一
個
違
反
學
術
自
由
所
設
定

 

「
反
制
過
制
」
中(

v
e
r
f
r
e
m
d
u
n
g
s
p
r
o
z
e
i
g

 )
。
群
組
大
學
作
爲
大
學
中
群
组
衝
突
解
決
之
工
具
，
但
也
基
於
大
學
行

 

政
較
佳
決
策
之
發
現
的
目
的
，
作
爲
利
闬
整
合
個
別
群
組
専
業
知
識
的
手
段
，
這
種
想
法
是
適
切
的
。
是
否
因
此
而
找

 

到
大
學
組
織
最
合
目
的
的
形
式
，
廉
法
法
院
不
必
就
此
袂
定
。

V

學
術
人
員
的
參
與
權
，
其
同
樣
如
同
大
學
敎
師
，
其
學
術
活
動
亦
享
有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之
自
由
權
，
 

無

需

進

一

步

說

明

。
是
否
學
生
擁
有
參
預
學
院
式
自
治
行
政
之
一
個
憲
法
擔
保
的
請
求
權
，
無
需
在
此
作
決
定
。
倘
若

 

他
們
參
預
了
硏
究
與
學
術
性
敎
學
，
則
亦
應
擁
有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的
權
利
，
因
此
針
對
其
在
學
術
行
政
的
參
與

一
三
九



-
四o

權

，
並
不
存
有
憲
法
上
的
疑
問
。
縱
係
大
學
生
主
動
參
與
學
術
過
程
，
比
例
上
僅
是
一
小
部
分
而
已
，
但
在
大
學
的
學

 

習
中
已
設
定
了
這
種
參
舆
。
大
學
生
畢
竟
非
中
小
學
生
，
並
非
是
學
術
傳
遞
的
單
純
客
體
，
而
是
他
們
應
是
獨
立
地
，
 

在
大
學
學
術
猓
討
合
作
參
預
的
成
貝
。
因
此
，學
生
的
參
與
不
得
一
般
地
視
其

爲

r

學
術
外
的
/
 

(w
i
s
s
e
n
s
c
h
a
f
t
s
f
r
e
m
d
)
。

此

外

，
他
們
是
經
由
大
學
履
行
其
訓
練
的
方
式
而
直
接
被
涉
及
。
最

後

，
爲
平
衡
與
抵
銷

 

大
學
生
在
大
學
中
作
爲
職
業
與
生
活
機
會
之
中
間
者
而
產
生
社
會
的
依
頼
性
，
基
本
上
有
合
理
理
由
對
大
學
所
提
供
的

 

任
務
之
賊
行
給
予
其
一
個
參
與
權
。

bl
同

樣

地

，
非

學

術

(
其

他

)
服
務
人
員
參
與
大
學
自
治
行
政
依
其
原
則
，
亦
甚
少
遒
背
嫌
法
所
擔
保
的
自
由

 

學

術

。
道
類
人
貝
並
不
從
事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所
保
護
的
活
動
’
但
卻
無
足
夠
理
由
’

一

般
地
將
其
排
除
於
參
預 

之

外

。
非
學
術
人
貝
群
組
屬
於
那
些
具
有
利
於
大
學
組
織
領
域
實
務
知
敦
的
專
業
人
貝
。
在
此
關
聃
上
應
顧
及
，
大
學

 

的
學
術
活
動
在
渐
增
的
範
園
內
，
窬
道
些
非
學
術
人
貝
的
支
助
，
以
對
於
硏
究H

作
與
敎
學
活
動
的
實
^

造
一
個
技 

術
上
或
行
政
合
宜
的
條
件
，
並
也
負
其
有
醑
之
責
任
。

另
外
一
個
問
題
在
於
’
是
否
在
有
關
學
術
行
政
確
定
事
件
之
決
定
’
不
得
依
基
本
去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排
除
這
個
群

 

組
及
群
組
內
作
一
個
區
別
。

2.
若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提
出
學
術
自
由
之
原
則
，
則

其

因

麗

予

’
在
大
學
從
事
學
術
’
並
信
任
地
付
與
硏

 

究
與
敎
學
給
養
的
大
學
敎
師
們
一
個
突
出
的
地
位
。
就

此

，
對
大
學
敎
師
概
念
之
理
解
得
依
目
前
大
學
S

，
並
利
用

 

迄
今
一
般
的
，
也
包
括
下
薩
克
森
前
導
法
使
用
的
術
語
，
並
獨
立
於
學
院
式
之
研
究
者
與
敎
師
公
務
員
法
規
定
的
限
制



外

，
大
學
敎
師
乃
基
於
敎
授
資
格a

a
b
i
l
i
t
a
t
f
M
一

個

其

他

資

格

證

明

，
而
得
以
信
任
其
在
硏
究
舆
敎
學
作
爲|

 

個
學
術
科
系
獨
立
的
代
表
。

大
學
敎
師
基
於
其
基
本
敎
育c

v
o
r
b
i
l
d
u
n
g
T

在
研
究
與
敎
學
大
抵
長
年
從
事
與
經
驗
’
於
大
學
中
首
先
被
視
爲

 

學
術
的
設
施
。
依
其
職
位
與
委
託
事
物
，
他
們
對
於
大
學
功
能
能
力
與
學
術
上
的
位
階
負
較
高
的
貴
任
；
他
們
是
依
其

 

在
硏
究
與
敎
學
的
地
位
及
其
功
能
以
及
依
其
系
所
之
組
織
或
參
與
組
織
而
負
有
義
務
，
並
因
此
特
別
地
與
學
術
事
物
緊

 

密

相

連

。
依

大

學

目

前

的

結

構

，
他
們
是
學
術
生
命
決
策
功
能
之
所
有
人a

n
h
a
b
e
r
)
。

基
於
他
們
規
則
地
較
長
地
属

 

大

學

成

員

，
因

此

，
透
過
大
學
機
關
長
期
性
有
效
之
決
定
，
他
們
比
學
術
人
貝
與
學
生
之
群
組
更
受
其
決
定
較
强
烈
的

 

波

及

。若
國
家
在
其
形
成
自
由
權
範
困
內
，
顧
及
大
學
成
員
個
別
群
組
不
同
利
益
與
功
能
，
而
架
構
學
術
行
政
之
組
織
，
 

則
國
家
應
注
意
到
大
學
敎
師
的
特
別
地
位
。
這
要
求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之
價
値
決
定
並
聯
結
一
般
平
等
原
則
，
其

 

禁

止

，
對
那
些
依
其
規
範
生
活
關
係
之
方
式
存
於
不
同
狀
況
的
群
組
，
並
無
充
分
理
由
將
其
隸
屬
於
同
一
規
定
下
，
亦

 

即
在
不
合
於
正
義
情
感
下
不
同
事
物
作
等
同
處
理<v

g
l
‘

B
v
e
r
f
G
E
1
7
,
3
3
7I 354:l ;30,292t 333;l

T

在

此

，
欲
作
公
正
的

 

區

分

，
則
應
以
以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四
項
作
爲
基
礎
。
因

此

，
立
法
者
對
於
大
學
敎
師
之
群
組
應
注
意

 

到

，
在
顧
及
大
學
的
任
務
與
目
的
下
，
儘
可
能
給
予
他
們
自
由
，
以
便
於
完
成
其
學
術
所
託
事
務
。
它
應
透
過
適
當
組

 

織
上
的
措
施
來
確
保
，
儘
可
能
排
除
那
些
透
過
其
他
群
組
之
作
用
所
產
生
對
自
由
學
術
活
動
之
干
擾
與
阻
礙
。

當

然

’
在
大
學
議
決
機
關
的
參
與
是
關
係
到
公
兴
學
術
行
政
的
參
與
。
道
種
參
與
權
僅
能
在
合
作
與
協
調
義
務
*



I

四
一
：

亦
即
給
予
人
學
機
構
亨
術
性
生
命
一
個
秩
序
，
的
s

礎
下
才
得
以
實
現
D
而

且

，
這
種
參
與
權
僅
得
透
過
學
術
自
由
才

 

得
下
：止
當
化
；
他
們
不
得
轉
變
成
干
預
其
他
成
員
法
律
上
，
特
別
是
基
本
人
權
所
保
障
地
位
的
權
限
。
學
術
自
由
非
專

 

屬
所
有
大
學
敎
師
企
面
性
的
權
利
，
而
擔
保
其
超
越
其
他
成
員
之
自
由
地
位
的
全
面
處
置
權
。
大
學
敎
師
於
人
學
中
亦

 

受

「
拘
束_一
，
並
應
I

I
有
條
件
透
過
與
其
他
甚
本
人
權
主
體
共
同<sn̂

並
顧
及
人
學
之
目g

!

受
到
限
制
。

因

此

-
並
非
每
個
人
學
敎
師
，
在
群
組
合
作
設
立
之
學
術
行
政
的
機
關
中
，
得
要
求
席
次
及
表
诀
權
。
勿
寧
說
，
 

立
法
者
得
限
制
該
會
議
的
範
圍
以
維
持
其
工
作
能
力
，
並
且
替
代
這
天
卟
的
會
員
地
位
而
引
入
代
表
性
原
則
 

(R
e
p
r
a
s
e
n
t
a
t
i
o
n
s
p
r
i
n
z
i
p
)
，

這
也
適
用
於
大
學
敎
師
。
學
術
行
政
議
決
機
關
包
括
太
多
成
員
可
能
會
妨
礙
其
功
能

 

能

力

，
並
因
此
危
及
學
術
自
由
。
因

此

，
在
現
代
的
大
眾
人
學
中
，
代
表
性
的
自
治
行
政
型
式
並
非
是
學
術
外
的
。
但
 

,
個
別
大
學
敎
師
，
在
關
於
其
專
業
領
域
m

要
問
題
的
諮
詢
時
，
應
在
適
當
的
®
式
下
給
予
桴
重
。
在
此
關
聯
上
，
由
 

西
徳
校
長
會
議
正
確
提
出
的
要
求
屬
於
此
，
亦

即

，
在
爭
術
M

要
事
件
的
範
圍
中
，
以
大
學
敎
師
個
別
自
我
參
與
爲
優

 

先

，
並
原
則
h
社
圃
法
人
性
贾
的
參
與
是
次
要
的
，
僅
在
這
爲
協
調
自
我
參
與
或
爲
補
充
錯
誤
自
我
參
與
的
例
子
有
其

 

必
要
昉
，
才
得
以
成
立
。

3.
雖

然

，
立
法
者
對
於
各
群
組
代
表
在
群
組
大
學
讅
決
機
關
表
決
比
重
之
分
配
K

本
上
是
自
由
的
，
但
它
應
顧
及

 

大
亨
敎
師
群
組
的
特
殊
地
位
，
以
及
設
計
必
要
的
預
防
措
施
來
保
護
大
學
敎
師
之
自
由
學
術
活
動
。

在
此
不
得
輕
視
，
由
群
組
人
學
方
案
屮
對
於
大
學
功
能
能
力
與
人
學
敎
師
之
自
由
學
術
活
動
，
可
能
顯
示
茗
干
之

 

危

險

。
對
其
評
判
得
注
意
下
列
之
事
：
基
於
一
個
强
制
性
大
學
改
革
長
時
期
延
遲
，
對
此
之
產
生
敎
授
大
學
亦
應
負
共



同

责

任

，
而
產
生
了
介
於
人
爭
敎
授
及
其
他
經
常
被
視
爲
「
下
位
特
權
」(u

n
t
e
r
p
r
i
v
i
l
e
g
i
e
r
t

芝

群

組

冏

，
在
人
學

 

生
活
的
現
實
狀
況
，
非
常
强
烈
的
利
益
衝
突
。

「
群
組
人
學
1..
透

過

群

組

型

態

(c
r
u
p
p
e
n
t
y
p
i
v
o
M

淸
楚
顯
示
這
種

 

利
益
對
」1/.
,
並
甚
至
在
此
情
況
下
將
其
固
定
。
道
種
多
方
個
人
利
益
，
在

'
個
大
學
中
的
一
個
大
的
組
織
出
現
，
在
此

 

■.般
2
並
無
形
式
的
程
序
加
以
比
較
，
這
種
經
由
類
型
區
分
而
成
法
律
上
被
形
式
化
的
群
組
，
在
咒
於
诀
策
會
議
中
諮

 

詢
與
作
成
決
定
前
，
顯
已
經
常
步
入
明
顯
的
對
立
情
形
。
因

此

，
利
益
之
對
立
被
擴
大
與
强
化
；
甚

至

，
可
能
在
政
策

 

上
被
强
調
以
群
組
區
分
，
來
促
進
社
會
地
位
與
依
賴
區
分
的
意
識
。
在
這
稱
方
式
：卜
，
群
組
之
團
結
 

t
G
r
u
p
p
e
n
s
o
l
i
d
a
r
i
s
i
e
r
u
n
g
M

(彌
派
之
組
成
l._(F

r
a
k
t
l
c
n
s
b
i
l
d
u
n
g
M

常
是
理
念
的
比
學
術
爲
準
的
目
標
設
定
較

 

爲
有
利
D
確
定
地
，
在
大
學
範
圍
中
存
在
著
群
組
冏
的
利
益
衝
突
，
1H
在
群
組
之
内
亦
荏
有
必
須
解
決
及
克
服
之
利
益

 

衝

突

。
因

此

，
不
吋
避
免
的
得
適
用
理
念
的
與
政
策
的
影
響
力
。
但
應
防
止
，
%'
關
硏
究
與
敎
學
問
題
在
學
術
行
政
議

 

決
機
關
之
決
定
上
，
爭
術
之
專
業
知
識
不
得
過
度
使
用
。

3
：

此

，
是
否
於
學
術
行
政
個
別
決
定
中
所
描
述
的
危
險
，
已
具
體
使：

個
有
關
學
者
產
生
負
面
的
影
響
，
並
非
是

 

重
要
的
。
這

樣

_.種
以
結
果
爲
笮
的
觀
點
，
對
於
那
些
自
由
發
展
，
巳
在
學
術
考
£
與
計
剡
的
學
習
課
程
中
，
取
得
學

 

者
人
格
h
所
要
求
文
明
創
作
之
認
知
過
程
的
特
殊
行
爲
與
準
備
之
人
的
自
由
擔
保
，
是
不
公
平
的
。
因

此

，
對
於
由
不

 

同
群
組
所
組
成
人
學
會
議
，
爲
防
止
此
稱
危
險
，
應
注
意
到
確
保
形
式
上
的
組
織
。

4.

然

而

，
所
有
這
些
考
慮
，
仍
不
得
由
此
憲
法
h

的
命
令
(J[

導

出

，
大
學
敎
師
之
代
衷
應
在
大
學
自
治
行
政
會
議

 

一
般
上
擁
有
一
個
「
明
顯
的
多
數J

 (e
m
d
g
t
i
g
e

 M
e
h
r
h
e
l
t
)。

在
這
種
範
圍
內
來
限
制
立
法
的
形
成
自
由
權
，
依

I

四
：二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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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上
面
已
敘
述
憲
法
觀
點
下
是
不
合
理
的
。
對
立
法
者
的
限
制
僅
得
基
於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價
値
決
定
並
結
<
口
 一
般
 

的

平

等

原

則

，
才
得
以
實
施
。

如

上

所

述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的
作
用
力(

A
i
a
h
l
u
n
g
s
w
i
r
k

目
g

M
於
組
織
法
規
的
範
豳
與
硏
究
及

 

敎
學
直
接
有
關
的
事
件
。
在
此
需
與
大
學
其
他
目
的
，
特
別
是
其
訓
練
功
能，

一

併
加
以
考
量
。
因

此

，
硏
究
與
敎
學

 

不
得
視
爲
一
個
一
致
的
-
無
ffi別
的
綜
合
體
。
它
緊
密
嫌
結
在
大
學
的
學
術
經
營
中
並
不
意
味
著
，
在
道
個
寛
庙
的
領

 

域
上
爲
排
除
那
些
對
自
由
活
動
的
危
害
’
總
是
必
要
地
以
相
同
的
預
防
措
施
來
處
理
個
別
大
學
群
組
之
表
決
比
重
。

-)
在

敦

學

範

園

中

，
不
僅
大
學
敎
師
，
而
且
學
術
人
員
也
履
行
重
要
的
功
能
。
雖

然

*
在
現
代
大
眾
大
學
中
，
 

他

們

依

各

院

、
系
並
非
總
是
接
受
了
相
同
，
伹
卻
接
受
相
當
數
M
與
質
置
重
要
部
分
的
敎
學
任
務
。
在
決
定
有
關
敎
學

 

直
接
涉
及
的
問
題
，
應
給
予
他
們
在
一
個
合
理
直
接
參
與
的
尺
度
內
，
表
達
其
専
業
知
截
與
專
業
利
益
。

敎
學
之
事
件
亦
直
接
捗
及
學
生
利
益
之
範
圍
。
因

此

，
在

此

範

圍

丙

，
若
能
顧
及
與
調
和
敎
學
者
與
學
習
者
的
經

 

驗

與

論

證

，
才
得
以
多
方
面
地
作
出
公
正
的
決
定
。
學
生
代
表
對
道
些
問
题
的
參
預
其
他
在
憲
法
中
是
毫
無
爭
謳
的
。

反

之

’
非
學
術
服
務
人
負
群
組
則
在
上
述
提
及
的
觀
點
下

 <

 資

格

、
功

能

、
貴
任
與
相
關
性
)

’
無
以
合
理
解
釋

 

其
在
有
關
敎
學
問
題
一
個
毫
無
區
別
的
參
預
決
定
。

在
此
被
設
定
的
範
園
內
，
立
法
者
應
確
保
，
具
有
特
別
地
位
的
大
學
敎
師
在
敎
學
領
域
內
，
保
有
相
當
決
定
性
的

 

影

響

。
b)
在
直
接
涉
及
研
究
的
事
件
中
，
參
預
決
定
權
群
組
合
宜
之
分
配
應
依
一
個
較
嚴
謹
的
標
準
作
爲
評
判
。
硏
究



之
決
定
是
以
綜
觀
有
關
各
別
領
域
硏
究
之
情
況
I

也
包
括
國
際
的
範
圍
-
-
-
顧

及

：
般
社
會
之
需
要
有
關
個
別
硏

究
計
劓
的
总
迫
性
，
以
及
觀
察
個
別
硏
究
領
域
技
術
h

，
財
政
上
與
人
員
上
主
耍
的
可
能
性
作
爲
前
提
要
件
。
這
種
決

 

定
所
聯
結
的
責
任
，
若
其
攸
關
現
代
硏
究
所
需
高
花
费
的
昂
貴
特
別
設
施
，
攸
關
硏
究
機
構
之
設
置
或
擴
充
及
類
似
情

 

況

時

，
則
特
別
地
淸
楚
。
對
這
種
與
其
他
具
禺
業
知
識
考
共
同
參
預
決
定
之
適
格(E

i
g
n
u
n
g
Y

則
不
得
排
除
學
術
人

 

員
於
外
。
但
其
在
任
何
狀
況
_卜

，
並
不
適
用
於
非
學
術
人
：貝
。
大
部
分
學
叱
並
不
符
合
參
預
有
關
硏
究
問
题
之
必
要
條

 

件

。
然

而

，
卻
不
得
排
除
，
他
們
依
其
訓
練
狀
況
及
其
資
格
尉
這
種
诀
定

nr
能
提
供
采
些
貨
獻
。
在
道
種
情
況
：卜

，
若
 

立
法
者
給
予
學
生
群
組
確
定
的
共
同
參
預
權
，
主
要
是
因
爲
硏
究
問
題
之
決
定
可
能
鹿
牛；

對
敎
學
影
響
，
則
在
憲
法
上

 

C

疋
無
可
#
議

的

。

佴

，
某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聯
結
第
.一：條

第

_.項
的
價
値
決
定
要
求
，
對
有
關
直
接
涉
及
硏
究
之
問
題
之
決
定
，
 

大
學
敎
師
群
組
得
保
有
'
個
有
決
定
性
的
影
響
力(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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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i
n
f
l
u
/
5

'v
基
於
其
學
術
學
術
h
資
 

格

、
功
能
與
责
任
，
大
學
敎
師
在
此
特
別
範
圍
內
，
面
對
其
他
群
組
，
應
能
貫
徹
之
。

其

決

定

透

過

非

客

觀

的

動

機

而

被

影

響

之

可

能

性

，
在

.一

個

類

型

化

的

規

範

中

必

須

忍

受

之

。
 

d

對
有
關
研
究
與

敎

學
某
些
個
別
範
圍
中
決
定
之
群
組
影
響
，在

「學
術
適
當
性

J 

(w
i
s
s
e
n
s
c
h
a
f
t
s
a
d

E:u
a
n
z
M

觀

點

下

，
確

實

地

尙

更

進

：
步

的

區

分

是

可

行

的

，
例

如

，
在

入

學

許

可

之

問

題

，
 

在

學

業

規

定

之

頒

佈

中

，
在

考

試

事

宜

中

，
在

敎

授

資

格

審

核

程

序

中

等

等(v
g
l
.

 M
a
l
l
m
a
n
n
-S
t
r
a
u
c
h
,

 
P

P 

s
.e
l
f
f
T

由

某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的

價

値

決

定

，
對

於

組

織

範

圃

，
僅
能
引
導
出

那

些

給

予

立

法

者

對

個

別

規

範

之

:
四
五



一
四
六

形
成
餘
地
的
一
般
原
則
。
届
於
這
些
原
則
也
可
能
包
括
這
命
題
，
亦
即
考
試
決
定
僅
能
由
那
些
本
身
至
少
具
經
考
試
確

 

定
資
格
之
人
員
評
定
之
。
然

而

，
在
此
不
進
一
步
探
討
；
因

爲

，
前
導
法
包
括
了
這
原
則
<
g
u
 

5
A
b
s
^
f

總

之

，
對
大
學
敎
師
任
用
程
序
，
基
於
道
個
過
程
尉
現
八
1
德
國
大
學
結
構
之
重
大
意
義
，
應
提
出
特
別
的
要
求
。
 

這
種
選
任
程
序
確
定
了
大
學
內
自
由
硏
究
與
敎
學
的
眞
實
主
體(eigentlichen

 

T
s-
g
e
r
)
，
因
此
特
別
地
舆
學
術
自

 

由
之
擔
保
緊
密
相
連
。
在
對
於
大
學
中
學
術
經
營
主
要
負
責
之
基
本
人
權
主
體
的
選
舉
中
，
非
客
觀
的
影
饗
可
能
對
學

 

術
敎
學
與
硏
究
之
自
由
行
使
帶
來
了
直
接
的
危
害
。
然

而

，
關
於
敎
授
之
任
命
袂
定
，
最
後
落
在
有
權
责
的
部
長
或
其

 

他
貧
權
责
之
國
家
官
署
上
。
但
這
符
合
一
般
的
經
驗
，
亦
即
在
任
用
實
務
中
，
給
予
大
學
建
議
權
最
大
之
意
義
，
因
爲

 

國

家

機

關

，
.如
同
在
言
詞
辯
論
中
被
證
明
般
，
幾

乎

沒

有

使

用

「
强
制
」(o

k
t
r
o
i
®

可

能

性

。

在

此

，
非
學
術
服
務
人
員
的
參
舆
決
定
從
一
開
始
即
不
列
入
考
慮(v

g
u

2
A
b
s
5

 Sa
t
z
2

 N
r

tov
o
r
s
c
h
a
l
t

 

G
)
。

基

本

上

，
學
生

亦

缺

乏
對
任
命
考
慮
中
學
者
品
質
之
一
個
専
門

知

識

的

判

斷

。
然

而

，
道
並
非

意

味

著

，
他
們

 

因
此
完
全
地
被
排
除
於
參
與
與
參
預
決
定
之
外
。
他

們

可

提

供

，
例
如
由
上
課
所
得
的
原
本
資
訊
與
印
象
於
決
策
過
程

 

中

。
除

此

之

外

，
他
們
亦
受
決
定
之
直
接
涉
茇
。
因

此

，
學
生
之
參
預
決
定
權
憲
法
上
是
適
當
的
*
並
符
合
程
序
透
明

 

化
的
需
要
。
同
樣
地
才
得

以

眞

正
地
適
用
於
學
術
人
員
。
然

而

，
在
任
命

事

件

中

，
大
學
敎
師
群
組
應
擁
有
決
定
性
的

 

影
響
；
因

此

，
在
此
可
比
照
研
究
範
困
的
適
用
情
形
。

d)-
這

個

在r

群
組
大
學
」
體
系
作
爲
保
護
大
學
敎
師
自
由
學
術
活
動
所
必
需
的
組
織
上
確
保
措
施
，
應
基
於
其

 

實
效
性
而
經
由
同
樣
地
源
自
於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之
價
値
決
定
並
聯
結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引
導
出
的
命
令
加



以

補

充

，
使

大

學

敎

師

群
組
能
均
勻
的
給
合
起
來
。
若
立
法
者
使
群
組
屬
性(G

r
u
p
p
e
n
z
u
g
e
h
b
r
i
g
k
e
i
t
M

爲

j

個

 

組

織

原

則

時

，
則
他
應
對
於
群
組
之
確
定
保
有
淸
楚
的
構
成
特
質
；
否

則

，
由
群
組
組
織
產
生
的
比
例
將
是
恣
意
而
爲

 

的

。
若

群

組

，
如

同

在

「
群
組
大
學
」
之

狀

況

般

，
依
預
定
類
型
化
之
利
益
狀
況
法
律
上
予
以
完
形
，
則
群
組
特
質
正

 

好
由
此
不
同
之
利
益
狀
況
顯
示
出
來
。
但
若
一
個
群
組
並
非
均
句
的
被
組
合
起
來
，
則
對
它
而
言
不
再
存
在
類
型
化
的

 

利
益

狀

況

。
因

此

，
與
其
他
群
組
的
界
限
劃
分
缺
乏
了
足
夠
客
觀
的
理
由
。
若
准
許
立

法

者

，
將
那
些
——

他

們

在

一

 

般
意
義
上
亦
屬
大
學
授
課
者
I

並
不
符
合
上
述
大
學
敎
師
類
型
的
人
員
納
入
大
學
敎
師
群
組
中
，
則
無
疑
替
他
們
打

 

開

大

門

，
擠
壓
原
有
大
學
敎
缅
在
群
組
組
合
中
量
與
資
的
影
響
力
，
並
因
此
以
迂
迴
途
徑
將
其
表
決
比
重
滲
入
同
僚
機

 

關

中

。5.
原

則

上

，
立
法
者
之
形
成
自
由
權
聽
任
其
自
由
處
置
，
亦
即
它
欲
透
過
何
種
組
織
上
措
施
來
履
行
前
述
考
置
的

 

要

求

，
擁

有

自

由

裁

置

權

。
因

此

，
它
亦
有
權
採
取
一
個
符
合
群
組
大
學
組
織
原
則
之
類
型
化
的
考
慮
方
式
。
這
提
供

 

了
組
織
上
形
式
與
程
序
法
上
彤
成
可
能
性
之
一
個
寬
的
幅
度
，
對
此
個
別
之
探
討
非
羼
憲
法
法
院
之
事
物
。
然

而

，
對

 

於
同
僚
機
關
之
議
決
僅
擁
有
單
純
事
後
的
審
核
與
監
督
權
限
.，
例
如
侷
限
於
合
法
性
審
核
之
法
律
監
督
或
法
律
途
徑
之

 

給

予

，
並

不

足

以

，
創
造
學
者
對
此
工
作
從
一
開
始
所
需
之
自
由
範
晴
。

VI
'

若
人
們
依
這
些
標
準
來
審
査
下
薩
克
森
前
導
法
受
非
議
的
法
條
時
，
則

顯

示

出

，
立
法
者
對
於
學
術
自
由
保
護
之

 

必
要
性
確
保
預
防
措
施
在
所
提
供
的
範
圍
內
僅
部
分
合
乎
要
求
。

一
四
七



I

四
八

前
導
法
主
要
地
僅
擁
有
有
關
同
僚
機
關
，
委
員
會
與
會
議(
A
u
s
s
c
h
u
s
s
e
M

合
之
規
定
以
及
大
學
成
員
中
有
表
決

 

權
者
的
參
與
因
此
，
這
些
規
定
應
結
合
那
些
規
定
於
有
關
大
學
的
暫
時
憲
法
及
規
章
中
，
並
依
前
導
法
第
七
條
第
四
項

 

在
同
僚
機
關
權
貴
之
基
本
問
題
上
暫
時
不
被
改
變
之
權
限
法
規
，
共
同
地
加
以
評
判
。

1.
 

受
非
議
之
規
定
是
與
一
九
五
五
年
八
月
五
日
實
施
的
人
貝
代
表
法
合
一
致
的
。
該
聯
邦
法
在
八
十
一
二
條
至
九
十
 

四
條
中
僅
擁
有
對
各
邦
立
法
機
關
的
基
窄
規
定(

R
a
h
m
e
n
v
o
r
s
c
h
r
i
f
t
e
n
T

其
給
T
邦
立
法
者
在
相
關
的
內
容
上
對

 

於
一
個
原
有
客
觀
法
彤
態
寬
的
空
間
。
因

此

，
其
並
不
明
顯
觸
犯
這
些
基
準
規
定
。

2.
 

符
合
了
德
國
之
傳
統
\
卜
薩
克
森
立
法
者
並
沒
有
將
由
公
共
责
金
資
助
的
學
術
經
營
置
之
於
國
家
固
有
的
行
政

 

之

下

，
而
是
讓
其
仍
M
大
學
的
自
治
大
學
。
這
樣
一
種
自
治
行
政
，
就
如
同
前
導
法
將
其
多
次
以
同
僚
機
關
，
委
員
會

 

與
會
議
表
現
出
来
，
當
然
地
產
生
對
參
與
者
一
個
强
烈
負
擔
。
但
卻
不
4
忽

視

，
亦
即
在
危
機
與
過
渡
情
況
下
，
這
種

 

負
擔
也
透
過
學
生
代
表
的
經
常
更
替
而
增
强
，
並

且

，
在
機
關
中
決
定
結
果
的
意
義
經
常
不
是
處
在
對
所
使
用
時
間
與

 

力

量

的一

個
適
當
的
關
係
上
，
如
同
訴
訟
申
請
代
表
人
在
I
N
詞
辯
論
中
所
敘
述
般(v

g
l
.

 au
c
h

 de
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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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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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t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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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
在
現
今
的
時
間
點
上

 

，
無
法
以
必
要
的
確
保
加
以
確
定
，
群
組
代
表
在
這
些
同
僚
機
關
中
的
這
種
負
擔
是
如
此
的
强
烈
，
而
導
致
在
一
定
範

 

圍
內
這
些
機
關
功
能
盡
先
，
因
此
基
於
憲
法
而
產
生
採
干
預
的
動
機
；
此

外

，
自
治
行
爲
的
法
規
中
留
給
同
僚
機
關
，



爲

減
輕
負
擔
，
可
將
進
行
中
的
任
務
移
轉
至
主
席
上
或
行
政
機
關
上
的
活
動
空
間
。

在
有
關
大
學
中
之
憲
法
與
規
章
的
權
貴
規
定
，
有
部
分
非
眞
正
嚴
謹
地
理
解
那
些
有
進
一
步
解
釋
能
力
的
槪
括
條

 

款
之
使
用
。
但
在
遂
些
規
定
所
提
供
之
合
嫌
性
解
釋
中
已
足
夠
擔
保
了
，
學
術
大
學
之
機
關
並
不
侵
入
個
別
學
者
所
保

 

有

’
不
受
公
權
力
任
何
干
預
的
自
由
領
域
中
’
以
及
個
別
學
者
在
諮
詢
其
科
系
領
域
內
有
關
之
重
要
閜
題
時
’
在
適
當

 

的
形
式
下
得
以
說
明
之(v

g
L

w
A

b
s

CTIv
o
r
s
c
h
a
l
t
G
)
。

更

進

地

，
楢
責
規
簕
之
字
義
允
許
一
個
合
憲
性
解
释
’
 

在

此
童
義
下
，
大

學

敎

師

，
雖
在
自
由
學
術
活
動
核
心
範
圍
外
，
仍
保
有
原
始
參
預
的
權
限
*

3.
立
法
者
在
其
自
身
允
許
的
方
式
下
’
組
合
了
所
有
四
個
群
組
代
表
於
其
中
之
大
學
自
治
行
爲
的
全
部
機
關*

若

 

針
對
非
學
術
人
員
之I

個
相
同
的
參
預
提
出
質
疑
，
則
經
由
該
法
第
二
條
第
五
項
第
二
句
之
負
面
目
錄
可
將
他
們
，
就

 

直
接
有
關
硏
究
與
敎
學
之
事
件
，
排
除
於
決
定
之
外
之
處
置
。
第
二
條
第
五
項
第
二
句
當
然
並
不
包
括
上
述
所
給
予
槪

 

念
解
釋
意
義
下
的
全
部
範
圍
。
然

而

，
卻
是
可
能
的
，
第
二
條
第
五
項
第
二
句
數
字
1

至
4

所
使
用
的
槪
念
可
如
此
寬

 

的

解

釋

，
而
能
將
所
有
直
接
與
硏
究
及
敎
學
有
關
的
事
件
包
括
在
內
。
這
種
寬
的
解
釋
在
考
慮
到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之
價
値
決
定
是
憲
法
上
所
提
供
的
。
針
對
這
一
群
組
代
表
僅
具
諮
詢
之
參
預
是
無
可
非
議
的
。

進

而

，
立
法
者
並
非
同
等
或
機
械
性
地
依
群
組
成
員
數
量
之
多
寡
來
決
定
群
組
之
參
預
，
而
是
對
其
參
與
依
質
量

 

、
功

能

、
责

任

，
在
大
學
中
時
間
之
長
短
與
相
關
性
在
此
方
式
下
作
區
分
而
劃
分
等
級
，
對
大
學
敎
師
之
群
組
在
這
些

 

機
關
中
之
意
志
形
成
，
應
擔
保
其
超
乎
數
量
關
係
上
之
比
重
，
而
享
有
優
勢
的
影
響
。

對
不
同
議
決
機
關
之
給
合
與
對
這
些
機
關
權
責
之
分
配
的
進
一
步
區
別
是
可
確
定
的
。
明

顯

地

，
它
是
以
此
原
則

!

四
九



I

五
〇

爲

基

礎

，
亦
即
應
創
造
大
學
敎
師
群
組
如
此
大
的
比
重
，
而
能
解
決
學
術
較
重
要
所
涉
及
之
決
定
。
這
些
區
別
指
出
了

 

在
各
別
會
議
中
縱
的
權
责
分H

與

其

不

同

的

組

合

(
比

較

，
大
約
如
對
於
遠
離
學
術
事
件
的
大
會
權
责
與
對
於
直
接
渉

 

及
學
術
與
敎
學
事
件
的
i

權
责
與
其
相
當
的
機
關

 

>

。
此

外

，
透
過
第
二
條
第
五
項
第
二
句
的
負
面
目
錄
可
作
爲
橫

的

區

分

。

爲

求

得

對

大

學

敎

師

自

由

保

護

的

完

整

圔

像

，
亦

應

將

此

考

置

納

入

其

中

，
亦
即
其
享
有
勤
務
上
的
優
先
權

 

(v
o
r
r
e
c
h
t
e

(
基
本
上
終
身
任
用
之
薪
俸t

E
m
e
r
m
e
r
u
n
g
)

，
不
得
調
任
及
自
由
勤
務
時
間
)
*
並
給
予
他
們
機
會

 

，
對
同
僚
機
醑
不
利
於
他
們
的
多
數
決
，
不
但
可
請
求
國
家
的
法
律
監
督
，
而
是
可
申
請
憲
法
法
院
之
憲
之
訴
。

4.
然

而

，
所
涉
及
的
規
範
由
各
方
面
觀
之
仍
稍
嫌
不
足
。

4
憲
法
上
可
指
责
的
是
依
前
導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大
學
敎
師
群
組
的
組
合
。
在
此
，
立
法
者
鐲
犯
了
均
匀
群
組
 

組
合
之
命
令
。
在
數
字
1
至

II
中

，
由
講
座
敎
授
一
直
到
講
師
與
在
大
學
中
從
事
學
業
主
管(studienleitem

芝
敎

 

學
人
員
等
各
具
完
全
不
同
的
資
格
，
功
能
與
責
任
卻
集
合
而
成
「
大
學
敎
師J

之
群
組
。
明
顯
地
，
立
法
者
是
以
此
爲
 

出
發
點
，
即
這
些
人
員
的
敎
學
行
爲
，
對
這
個
群
組
具
有
重
要
的
定
理
。
但

，
這
在
面
對
學
術
成
員
之
群
組
時
絕
非
是
 

合
適
的
區
分
表
徴
(
第
二
條
第
三
項
)
；
因
爲
在
這
個
群
組
中
，
亦
設
定
有
那
些
可
獨
立
從
事
敎
學
活
動
之
學
術
人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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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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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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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於
大
學

 

敎
師
的
概
念
則
以
上
述
(
比
較
C
V
2
)
所
稱
之
特
徴
爲
決
定
性
的
標
準
。
就
此
，
對
這
個
群
組
的
描
述
，
立
法
者
享



有
處
分
的
餘
地
；
取
得
大
學
授
課
資
格s

a
b
i
l
i
t
a
t
i
o
n
M

非
歸
M
這
一
群
組
必
要
的
條
件
。
於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數
字

 

1
至

5
所
列
舉
的
敎
授
與
敎
師
普
邇
地
符
合
所
要
求
的
特
徵
。
反

之

’
於
數
字
6
至

11.
所
列
之
學
術
人
a

並

非

l
m
地

 

符

合

之

。
在
其
中
的
若
干
可
能
在
所
述
的
意
義
上
符
合
了
大
學
敎
師
之
圖
像
。
反

之

，
而
其
他
所
述
的
人
員
群
組
或
多

 

或
少
是
受
講
座
敎
授
、
機
構
或
轚
院
主
管
所
拘
束
；
某
些
亦
較
少
寬
廣
地
，
功
能
上
歸
屬
於
大
學
之
學
術
經
營
下
；
靥

 

他
們
所
負
擔
之
學
術
X
作
範
圍
一
部
分
受
强
烈
地
限
制
。
其
所
及
之
敎
學
行
爲
在
一
個
强
烈
特
殊
化
的
科
系
中
，
從
一
 

個
或
多
或
少
複
習
性
的
上
謀
，
一
直
至
職
業
成
就
的
敎
育
。
在

此

，
立
法
者
共
同
組
合
了一

個

群

組

，
於
其
中
獨
立
的

 

學
者
與
受
大
學
敎
師
拘
束
長
期
被
指
示
之
人
，
與
過
渡
時
期
敎
學
兼
任
者
，
與
對
整
個
科
系
負
賫
的
學
者
等
與
那
些
僅

 

從
事
支
助
或
補
充
功
能
者
聯
合
而
爲
一
群
組
。

是
否
在
均
勻
的
群
組
組
成
觀
點
下

，
也
可
針
尉
第
二
條
第
三
項
數
字
1

至
4

之
學
術
成
員
群
組
組
合
提
出
憲
法
上

 

的

質

疑

’
無
須
在
此
作
決
定
’
因
爲
訴
訟
申
請
人
基
本
人
權
之
地
位
非
經
由
這
個
群
組
之
組
合
而
直
接
受
涉
及
。

可
視
爲
質
疑
處
，
則
爲
剛
入
學
之
大
學
生
在
有
關
學
術
上
硏
究
與
敎
學
問
題
的
議
決
會
議
中
參
與
決
定
，
尤
其
因

 

爲
意
見
形
成
過
程
之
基
於
缺
乏
專
業
知
識
與
經
驗
而
花
費
過
多
時
間
’
使
得
議
決
機
能
的
工
作
能
力
受
到
質
疑
。
可
列

 

入

考

虛

，
則

對

學

生

的

選

擇

大

約

依

其

大

學

學

期

數

而

設

定

某

些

的

限

制

。
總

之

，
在
學
生
靨
體
中
的
區
別
供
應

 

(
s
f
f
e
r
e
a
z
i
e
r
u
n
g
s
g
e
b
o
t
M

非
强
迫
地
由
憲
法
法
規
中
引
導
出
來
。

W
依
所
列
的
審
核
標
準

►
僅
那
些
決
定
直
接
涉
及
有
關
研
究
與
敎
學
問
題
的
會
議
’
才
對
於
同
僚
機
關
表
決
比

 

重
的
評
判
列
入
考
慮
a

3
 in

 Ve
r
b
i
n
d
u
n
g

 m
i
H

2

 Ab
s
5

 vo
r
s
c
h
a
l
t
G
)

。
因

此

’
大

會

(
選
舉
大
會
)
與
行



:
五
二

政
會
議
非
屬
此
處
所
提
之
類
型
考
慮
之
列
。

大
會
主
要
是
負
責
那
些
，
所
有
大
學
成
員
在
相
同
方
式
下
被
觸
及
之
社
團
法
人
的
事
件
。
其
渉
及
社
團
法
人

 

(k
o
r
p
e
r
s
c
h
a
f
t
)

 

r

大
學
」
之
基
本
結
構
，
不
直
接
涉
及
由
其
所
引
導
的
學
術H

作

。
對
於
這
呰
，
主
要
地
大
會
僅
表

 

現
整
體
大
學
成
員
意
見
，
而
提
出
(非
拘
束
性
)
的
意
見

(s
t
d
l
u
n
g
n
a
h
m
e
n
M

(建
議

(E
m
p
f
e
h
l
u
n
g
e
n
)
。

在
立
法

 

者
所
設
定
由
不
同
群
組
參
預
之
機
關
彤
成
的
關
係
中
，
在
憲
法
上
是
毫
無
爭
議
的
。

同
樣
地
也
適
用
於
，
那
些
主
要
是
負
責
大
學
一
般
行
政
比
較
重
要
進
行
中
事
務
的
行
政
會
議
。

4
評
議
會(s

e
n
a
t

苯
質
上
比
大
會
更
强
烈
參
預
原
本
的
學
術
行
政
，
並
因
此
站
在
與
個
別
學
者
工
作
的
：
個
 

較
緊
密
的
關
係
t

。
雖

然

，
其
行
政
行
爲
顯
然
地
亦
受
整
體
社
團
及
其
訴
求
決
定
。
然

而

，
他
亦
負
責
直
接
渉
及
有
關

 

研
究
與
敎
學
之
問
題
。
但

，
對
此
較
强
烈
的
學
術
相
關
性
，
前
導
法
的
表
決
比
東
亦
H
顧
及
到
。
若
人
們
基
於
前
導
法

 

第
二
條
第
五
項
第
二
句
負
面
目
錄
之
考
量
，
而
將
非
學
術
人
員
之
群
組
排
除
於
評
議
會
表
決
關
係
的
評
判
外
時
，
則
大

 

學
敎
師
代
表
與
依
前
導
法
第
四
條
第
九
項
由
具
專
任
大
學
敎
師
被
選
出
的
校
長
，
擁
有
了
t

七
票
中
的
九
票
。

4
不
同
於
綜
合
大
學
的
機
關
，
院
與
系
務
層
面
之
決
策
會
議
在
相
當
大
的
範
圍
內
，
直
接
影
響
到
個
別
人
學
敎

 

師
學
術
活
動
的
形
成
。
因

此

，
院
務
委
員
會
與
系
務
委
員
會
(
以
及
同
位
階
的
機
關
)
之
參
預
決
定
規
範
，
需
符
合
乎

 

上
面
所
述
原
則
之
一
個
表
決
比
策
的
確
定
權
貴
。
若
人
們
亦
非
學
術
人
員
不
列
入
考
慮
之
列
時
，
則
在
兩
者
會
議
中
，
 

大
學
敎
師
群
組
擁
有
百
分
之
五
十
的
表
決
權
，
反

之

，
學
術
人
員
與
學
生
群
組
各
占
百
分
之
二
卜
五
。
這
個
規
範
已
顧

 

及
到
大
學
敎
師
的
特
殊
地
位
，
排
除
這
個
群
組
擁
有
過
半
數
之
表
決
權
，

其
擁
宥
決
定
性
的
影
響
力
。
儘
管
如
此



，
對
此
表
決
比
重
在
兩
觀
點
下
憲
法
上
値
得
非
議
的
：

3a>
設
若
該
識
決
機
關
須
決
定
直
接
渉
及
敎
學
有
關
之
問
題
時
’
立
法
者
面
對
那
些
危
害
功
能
能
力
’
基
於
群

 

組
特
殊
理
由
而
設
定
表
決
相
同
的
狀
況
’
並
無
採
取
預
防
措
施
。
如

前

所

述

’
在
群
組
大
學
中
於
昇
高
的
範
圍
中
得
顧

 

嫌

到

，
介
於
大
學
敎
師
之
一
方
與
學
生
及
學
術
成
員
之
另
一
方
間
的
利
益
對
畤
，
將
基
於
學
術
外
來
的
理
由
而
導
入
兩

 

極

化

之

中

。
亦

即

，
缺
乏
維
繫
自
治
行
政
功
能
之
必
要
的
最
起
碼
同
意
，
而
導
入
群
組
間
一
個
完
全
的
意
見
差
異
性
，
 

使

會

議

之

組

合

成

爲

「
決
策
兩
難J

 (E
l
e
i
d
u
n
g
s
-p
a
t
t

芝

情

況

(
比
較
上
述
拍
林
專
家
委
負
會
之
報
導
，
頁

14
 

以

下

)

。
立
法
者
應
嚴
謹
地
接
受
該
危
害
，
並
不
得
因
而
信
賴
-
在
道
些
狀
況
下
終
究
基
於
互
相
表
明
之
一
般
義
務
’

1

個

決
定

將

透

過一

方
或
雙
方
的
妥
協
得
以
成
立
。
勿

寧

說

，
它
應
衡
童
這
可
能
性
，
亦

即

，
一
個
道
種
議
決
機
關
的

 

成
員
僅
単
以
其
原
有
的
群
組
成
員
而
設
立
其
表
決
之
行
爲
，
並
至
少
在
個
別
事
件
中
，
不
欲
超
出
群
組
外
而
聯
合
一
起

 

。
在
道
些
事
件
中
使
議
決
機
關
成
爲
功
能
癱
痪
，
其

並

同

時

，
對
那
些
處
理
直
接
涉
及
有
關
敎
學
問
題
，
產
生
對
不
得

 

與
學
術
機
關
功
能
能
力
分
開
成
長
之
學
術
活
動
自
由
的
影
響
。
因

此

，
立
法
者
應
設
定
組
織
上
的
預
防
措
施
來
防
止
這

 

種
危
害
的
發
生
0

這
並
非
是
憲
法
法
院
之
事
物
，
個
別
地
規
定
立
法
者
，
透
過
何
種
組
織
上
措
施
來
排
除
這
類
危
險
的
根
源
。
因
爲

 

它
並
無
負
有
義
務
，
制

定

一

個
大
學
自
治
行
爲
確
定
的
組
織
模
式
，
因

此

，
可
有
各
種
法
律
上
補
充
的
可
能
性
，
例
如

 

，
表
決
芷
反
相
同
會
議
中
主
席
之
決
定
，
負
有
義
務
以
改
變
過
的
表
決
比
重
或
國
家
的
參
預
作
爲
仲
裁
人
及
一
般
利
益

 

之
代
表
等
成
立
重
新
諮
詢(v

g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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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五

四

s

雖
然
，
學
術
大
學
內
，

硏

究
的
重
心
，
位
於
前
導
法
沒
有
解
釋
的
機
構
(
醫
院
)
及

硏

究
單
位
 

(s
e
m
i
n
a
r
^

。

然

而

，
依
有
關
大
學
之
憲
法
與
規
章
，
院
務
與
系
務
議
決
機
關

 <

 以
及
相
當
的
部
門
)
擁
有
對
硏
究

 

事
件
之
權
責(v

g
l
.

 G

o:t
tinge

3
§
3
5
.
F
a
c
h
b
e
r
e
i
c

5rT
U

 Br
a
u
n
s
c
h
w
e
i
g
:

 

§
5
4
;

 T
U

 Cl
a
u
s
t
h
a
l
:§

 

5
5

 un
d

 

T
U

 H
a
n
n
o
v
e
r
:.

 
§

 45
-jeweiIs

 die

 e
n
g
e
r
e

 F
a
k
u
l
t

pa:t_;TiH

 Ha
n
n
o
v
e
r
:

 §

 64.F
a
c
h
a
b
t
e
i
l
u
n
g
.;

 p
ffi 

N
i
e
d
e
r
s
a
c
h
s
e
n
:

 - 

§
 

2
3
-
A
b
t
e
i
l
u
n
g
s
k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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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
e
n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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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

於

這

些

問

題

的

決

定

，
立

法

者

並
非
如
憲

法
上
所
命
令
般
*
 

授
與
大
學
敎
師
群
組
一
個
決
定
性
的
影
響
力
；
因
爲
其
不
得
違
辰
其
他
群
組
聯
合
抗
議
而
貫
徹
之
。
在
此
亦
非
颶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之
事
物
來
規
定
立
法
者
，
用
何
種
方
式
確
保
其
寅
施
。
在

此

，
有
多
種
組
織
上
可
能
性
列
入
考
慮
，
例
如
它

 

可
從
一
開
始
或
在
一
個
重
覆
的
表
決
中
，
在
這
些
會
議
中
給
予
大
學
敎
師
群
組
表
決
之
多
數
，
或
設
定
一
個
這
樣
的
規

 

定

，
對
會
議
中
道
類
問
題
議
決
之
表
決
，
裔
以
大
學
敎
師
之
質
的
多
數
(
如

2
/
3
、
3
/
4

等

)
始
得
以
通
過
。

對
於
這
類
議
決
機
關
之
決
定
任
命
事
件
適
用
於
如
同
有
關
硏
究
事
件
決
定
之
規
定
。

4
憲
法
之
訴
進
而
針
對
任
命
委
員
會
與
委
員
會
之
組
合
，
對
敎
學
供
應
與
課
程
制
定
之
推
薦
(
敎
務
委
員
會
I 

§

 

5

 
A
b
{0
5
)
而

來

。
依
前
導
法
規
定
的
委
員
會
與
會
議
僅
議
決
關
於
，
應
由
主
管
之
同
僚
機
關
決
定
事
項
的
推
薦
而

 

已

。
原
有
的
決
定
權
該
委
貝
會
與
會
議
並
不
擁
有
之
0
§
«!A

b
s
.
2
)

。

aa>
因

此

’
任
命
委
貝
會
並
不
決
定
有
關
呈
送
主
管
邦
部
長
之
大
學
任
命
建
議
’
而
是
提
供
推
薦
於
大
學
主
管

 

提
出
任
命
建
議
書
的
議
洪
機
關
。
然

而

，
任
命
委
員
會
之
組
合
如
同
前
述
決
定
有
關
任
命
事
件
之
議
決
機
關
，
在
憲
法

 

上
同
樣
地
値
得
爭
議
的
。



任
命
委
員
會
是
由
大
學
敎
師
、
學
術
人
員
與
學
生
等
代
表
以
4

:

2

:

2
之
關
係
所
組
成
。
此

外

，
前
導
法
第
五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
在
任
命
委
員
會
代
表
的
大
學
敎
師
擁
有
一
個
在
任
命
程
序
中
的
特
別
影
麥
力
。
若

I

個
任
命
委
員
會

 

之
任
命
建
議
在
委
員
會
中
，
找
不
出
大
學
敎
師
多
數
的
同
意
時
，
則
將
建
議
呈
送
至
部
長
的
主
管
同
僚
機
關
負
有
義
務

 

，
若
該
建
議
在
這
同
僚
機
關
亦
無
法
找
出
大
學
敎
師
多
數
建
議
時
，
呈
送
部
長
在
任
命
委
員
會
中
，
大
學
敎
師
多
數
的

 

建

議

作

爲

進

一

步

的

投

票

。
然
而
在
大
學
敎
師
位
置
的
占
有
中
這
種
大
學
敎
師
少
數
的
保
障(

M
i
n
d
e
r
h
e
i
t
e
n
s
h
u
t
e

 

作
爲
確
保
學
術
觀
點
的
預
防
措
施
仍
不
足
夠
。
依
上
述
說
明
在
這
些
事
件
中
擁
有
一
個
特
別
意
義
之
評
判
的
大
學
敎
師

 

們

，
不
得
僅
被
授
與
單
單
一
個
少
數
的
投
票
權
。
反

之

，
不

得

指

責

，
任
命
委
員
會
僅
擁
有
推
薦
權
。
在
任
命
程
序
的

 

實

務

中

，
其
建
議
幾
乎
擁
有
一
個
決
定
性
的
意
義
；
因
爲
任
命
委
員
會
主
要
地
擁
有
，
對
申
請
者
審
核
與
選
擇
的
任
務

 

。
因

此

，
其
推
薦
至
多
僅
是
一
個
提
議
而
已
。
在

任

命

程

序

中

，
任
命
委
員
會
得
到
何
種
强
烈
地
位
，
則
由
下
述
顯
示

 

出

來

，
亦
即
特
殊
投
票
權
並
非
大
學
敎
節
代
表
在
決
定
大
學
任
命
建
議
的
同
僚
機
關
中
，
擁
有
壓
倒
性
多
數
，
而
是
在

 

任
命
委
員
會
中
擁
有
多
數
。
這
淸
楚
的
顯
示
，
立
法
者
亦
正
可
賦
與
那
些
在
委
員
會
代
表
之
具
判
斷
能
力
的
大
學
敎
師

 

們
何
種
的
比
重
。
因

此

，
立
法
者
應
給
予
大
學
敎
師
群
組
，
自
身
在
委
員
會
的
推
薦
中
貫
徹
其
理
解
之
可
能
性
，
而
不

 

應
僅
擁
有
少
數
的
投
票
權
。

bb)
對
憲
法
上
所
命
之
敎
務
委
員
會
組
成
的
要
求
，
則
需
不
同
的
評
判
。
學
生
較
强
烈
的
參
與
符
合
了
立
法
者

 

的

意

圖

，
亦
即
以
此
委
員
會
，
使
學
生
自
身
爲
準
的
參
預
了
學
術
訓
練
之
改
革
，
而
贏
取
了
一
個
組
織
上
的
開
端
。
這
 

樣

I

種
規
範
的
合
目
的
性(z

w
e
c
k
m
a
^

i
g
k
e
i
t
M

非
隸
屬
憲
法
法
院
的
判
斷
之
下

◊
在
憲
法
上
是
無
可
非
議
的
，
因

一
五
五



爲
委
員
會
僅
擁
有
對
主
管
同
僚
機
關
的
推
薦
權
，
而
該
機
關
隨
時
可
對
此
推
薦
作
出
偏
差
的
決
定
。
雖

然

，
訴
訟
申
請

 

人
代
表
茌
言
詞
辯
論
中
，
指
出
了
這
委
員
會
推
薦
事
實
上
所
占
的
大
比
重
。
然

而

，
其
意
義
不
得
與
任
命
委
員
會
推
薦

 

相

互
比
較
。
就

此

，
一
個
特
別
地
緊
密
的
交
錯
關
係
存
在
於
委
員
會
推
薦
與
主
管
同
僚
機
關
之
決
定
找
尋
間
。
這

樣

一

 

種
緊
密
關
係
彳
j
除
其
他
方
式
的
內
容
外
——

無
法
得
以
一
般
的
確
定〇

因

此

，
其

應

足

夠

，
在
此
決
定
的
議
決
機
關

 

中

’
設

定

了

爲

確

保

「
學
術
公
正J

 (w
i
s
s
e
n
s
c
h
a
f
t
s
g
e
r
e
c
h
t

疾
定
之
所
命
的
預
定
措
施
。

VU
、

訴
訟
申
請
人
以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爲
支
撑
所
爲
的
指
實
是
無
理
由
的
。

設
若
由
基
本
法
第
兰
十
三
條
第
五
項
可
導
出
公
務
員
大
學
敎
師
之
個
人
權
(1邑

<-
0;
1
1
0
^
8
1
1
^
)
，
但
這
僅
關
係

 

到

，
立
法
者
需
注
重
有
關
大
學
敎
師
公
務
員
法
上
狀
況
之
傅
承
原
則
。
對
於
人
事
事
宜
，
特
別
地
對
於
總
規
定
於
大
學

 

法
而
非
公
務
員
法
之
敎
授
與
敎
師
任
命
與
任
用
的
學
院
式
自
治
行
政
之
參
與
並
不
眉
於
此
。

這
類
大
學
機
關
的
參
與
，
前
導
法
不
作
規
定
，
因
爲
其
雖
爲
共
同
組
成
，
但
卻
非
重
新
決
定
學
院
式
自
治
行
政
決

 

策
會
議
的
權
貴
。
因

此

，
瘇
法
上
指
黄
的
對
象
並
非
是
公
務
員
大
學
敎
師
在
大
學
人
事
事
宜
的
參
預
，
而
是
針
對
在
那

 

些

措

施

中

，
非
具
質
要
求
會
議
之
參
與
情
況
。
設
若
基
於
欠
缺
的
專
業
知
識
與
不
足
之
责
任
，
特
別
是
這
些
會
議
中
學

 

生

成

貝

，
而
提
出
這
樣
一
種
質
疑
時
*
訴
訟
申
請
人
就
此
主
要
係
針
對
其
自
由
學
術
活
動
的
保
護
而
少
及
於
職
業
公
務

 

員
體
系
的
確
保
。
尤

其

，
該
指
責
指
出
了
一
個
與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所
保
護
範
函
的
內
在
關
係
，
而
經
由
參
預
決

 

定
規
範
所
允
許
非
具
大
學
授
課
資
格
者
之
影
響
，
干
預
了
大
學
敎
師
之
獨
立
性
，
無
此
獨
立
性
大
學
敎
師
無
法
在
學
術



、
硏
究
與
敎
學
上
履
行
其
任
務
，
並
其
亦
爲
保
護
大
學
敎
飾
公
務
員
之
基
本
的
結
構
要
素
。
在

此

，
對
大
學
敎
師
勤
務

 

法

上
狀
況
，
由
學
術
自
治
引
出
了
憲
法
上
結
果
作
爲一

個

事

物

原

則

。
因

此

，
對
此
所
設
定
憲
法
上
問
題
僅
能
以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爲
審
核
標
準
，
而
對
於
依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五
項
之
評
定
則
無
法
讓
其
納
入
其
中
。

此

外

，
訴
訟
申
請
人
如
何
由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五
項
引
出
超
越
於
此
之
權
利
，
而
其
已
在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擔
保
中
，
則
是
不
淸
楚
的
。

相
同

的

適

用

在

，
若
訴
訟
申
請
人
在
言
詞
辯
論
中
，
針
對
基
於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與
第
四
項
而
受
非
難

 

的
規
範
提
出
了
想
法
上
的
爭
議
，
則
這
些
規
範
如
何
擔
保
個
人
之
權
利(zu

 A
r
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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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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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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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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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處
於
擱
置
未
決
之
狀
態
。

由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
第
四
項
與
第
五
項
整
體
觀
之
所
設
定
的
法
基
本
原
則
並
賺
合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之
價
値
決
定
，
則
不
可
因
而
得
出
立
法
者
磨
法
上
的
拘
束
，
得
以
基
本
上
對
於
大
學
敎
飾
人
事
問
題
之
處
置
或
特

 

殊
地
在
任
命
事
件
上
，
排
除
非
公
務
員
人
員
與
特
別
是
學
生
在
學
術
大
學
自
治
行
政
機
關
中
的
參
與
。

D

、

1.
對
此
所
處
的
法
律
狀
況
，
不
得
依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九
十
五
條
第
三
項
第j

句
而
解
釋
其
受
責
難
的
法
規
爲
無
效

 

。
立
法
者
須
決
定
，
在
那
種
途
徑
下
它
欲
除
去
被
確
定
的
憲
法
觸
犯
。
憲
法
法
院
應
侷
限
於
確
定
，
下
薩
克
森
立
法
者

 

在
判
決
命
題
中
明
顯
的
範
圍
內
，
觸
犯
了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聯
結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之
規
定
，
並
因
此
侵
犯
了
訴
訟

 

申
請
人
的
基
本
人
權
。



一
五
八

2.
有
關
必
要
費
用
給
付
的
決
定
依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三
十
四
條
第
四
次
規
定
處
理
。
因
爲
憲
法
之
訴
僅
部
分
有
理
由

 

，
因
此
得
給
付
訴
訟
费
用
的
一
半
。
償
付
義
務
者
爲
下
薩
克
森
邦
’
因
爲
其
立
法
機
關
制
定
了
逋
憲
的
規
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