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言

i

、
本
院
爲
供
寅
務
上
學
術
上
之
參
考
，
續
將
德
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
擇
其
具
有
參
考
價
値
者
*
譯

成

中

文

，
編

 

輯

成

冊-

二

、
 

本
書
定
名
爲
德
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遘
輯

㈣
’
係
由
翁
大
法
官
岳
生
就
德
固
聯
邦
想
法
法
院
之
判
決
中
擇
選
十

 

!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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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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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r

手
工
藝
業
證
照
」
之
判
決
：
㈡
關

於

「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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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人
停
留
於
敎
養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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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療
餐
院j

之

判

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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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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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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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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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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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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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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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判
決

關

於

r

議
員
薪
事
」
之
判
決
：
㈦
關

於

「
學
校
性
敎
育
案
」
之
判
決.*g

關

於

r

國

會

保

留

(
立

法

否

決

)
 

」
之
判
決
；
㈨
關

於

「
靜
坐
以
封
鎖
軍
事
設
施
之
處
厢
」
之

判

決

；
£
鼷

於

r

雜
誌
報
導
中
醫
療
廣
吿j

之
判
決

 

;
s

關

於

r

政
黨
一
般
栝
動
圃
家
財
務
補
助
界
限
」
之
判
決
；
譯
印
而
成
。

三

、
 

本
裁
判
選
輯
中
各
篇
’
係
由
本
院
委
請
院
外
精
通
徳
語
及
法
學
造
詣
相
當
之
人
士
：
黃

錦

堂

、
蕭

文

生

、
黄
啓
禎

 

、
蔡

震

榮

、
董

保

城

、
蔡

志

方

、
吳

綺

雲

、
許

玉

秀

、
李

惠

宗

(
按
篇
名
順
序
排
名
)
諸
位
先
生
女
士
翻
譯
，
並
 

請
法
學
博
士
黃
錦
堂
先
生
擔
任
譯
文
之
分
配
及
綜
合
審
査H

作

。

四

、
 

本

裁

判

選

輯

，
由
大
法
官
畜
記
處
蔣
處
長
次
寧
、
梁
副
處
長
松
雄
、
廖
榮
茂
先
生
、
谷

雲

祥

先

生

、
王
蓉
飛
小
姐

 

諸
位
同
仁
分
任
編
審
、
校

對

’
始

克

付

梓

’
併
此
附
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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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r

手
工
藝
業
證
照
」
之
判
決

1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十
三
卷
第
九
十
七
頁
以
下

譯

者

：
黃
錦
堂

<
判
決
要
旨>

1.
 關

於

手

工

藝

業

所

需

的

能

力

證

明

之

規

定

，
係

屬

符

合

基

本

法

之

規

範

者

。
h

2.
 主

觀

許

可

要

件

也

只

有

爲

求

重

要

利

益

之

保

護

時

，
才

係

爲

合

理

。
而

是

否

値

得

保

護

，
不
能
只
能
一
般
性
地
加
以

 

承

諏

，
而

是

還

必

須

考

慮

到

共

同

價

値

，
此
等
共
同
價
値
係
首

先

產

生

於

立

法

者

於

立

法

時

所

斟

酌

之

特

殊

地

M
濟

 

上

、
社

會

結

構

上

及

社

會

政

策

的

目

標

，
例

如

向

來

效

率

表

現

曁

手H

藝

業

效

率

能

力

的

保

持

，
以

及

就

整

體

手H

 

藝

業

經

濟

的

生

徒

的

地

位

的

保

全

。

3.
 立

法

者

有

權

限

去

確

定

職

業

的

圖

像

，
並

從

而

得

在

該

項

領

域

中

限

縮

自

由

的

職

業

選

擇

的

範

園

。
立
法
者
於
此
得

 

類

型

化

而

且

就

專

業

化

之

發

展

傾

向

只

須

於

一

定

程

度

範

圍

內

考

量

。

4.
 以

下

是

合

於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的

保

護

思

想

：
對

職

業

申

請

人

根

據

手H

藝
業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八
條



給

予

例

外

執

業

許

可

，
當

對

他

要

求

提

出

通

過

師

傅

級

考

試(
i
r
p
r
i
i
f
u
n
g
K

證

明

是

太

過

份

，
而
且
不
可
期

 

待

時

。

聯
邦
患
法
法
院
第
一
庭
西
元
一
九
六
一
年
七
月
十
七
日
判
決

 

丨
案
號

 

I
B
v
L

本

件

是

針

對

西

元

一

九

五

三

年

九

月

十

七

曰

德

國

聯

邦

手H

藝

業

法(
H
a
n
d
w
e
r
k
s
o
r
d
n
u
n
g
H

載
於
該
會
聯
邦

 

法

律
公
報
第

I
輯

第

I

四

一
 1
頁

以

下

)
的

合

憲

性

與

否

而

發

；
本

件

是

由

位

於

漢

諾

瓦

之

邦

行

政

法

院

於

西

元一

九

 

五

五

年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決

議

提

請

作

具

體

的

規

範

審

查

而

來

。

判
決
主
文

一
九
五
三
年
九
月
+

七

日

的

手H

藝

業

法

第j

條

曁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
第

二

項

，
係

符

合

基

本

法

之

規

定

。

判
決
理
由

A

、

—
I

、

根

據

手H

藝

業

法

第

一

條

第

一

項

*
是

只

有

已

在

手H

藝

業

名

冊

上

登

記

過

的

人

，
才
能
被
許
可
獨
立
開
業
營
業

 

(
s
t
e
h
e
n
d
e
s

 G
e
w
e
r
b
e
Y

能

夠

被

視

爲

手H

藝

業

而

經

營

的

行

業

，
係

於

本

法

附

表

A
中

被

列

舉

(
第
一
條
第
二



項

)

。
只
有
當
通
過
其
所
擬
經
營
的
手
X
藝
業
裏
師
傅
級
考
試{

M
e
i
s
t
e
r
p
u
f
n
n
g
M

人

，
才
被
登
記
在
手
工
藝
業
名

 

冊

內

(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
而
有
資
格
開
業
。
該

項

考

試
旨
在
確
定r

應
試
人
是
否
有
資
格
獨
立
地
掌
管
：
家
手
工
藝
企

 

業

，
以
及
按
規
定
地
去
指
導
學
徒
」

，
以
及
他
是
否r

能
夠
高
明
地
完
成
於
他
所
屬
手
X
藝
行
業
內
常
見
的
X
作

，
以
 

及
具
有
必
要
的
專
業
知
識
暨
必
要
的
企
業
經
濟
上
、
商
業
上
與
一
般
理
論
上
的
認
知
。
」

(
第
四
十

一
條
)

在

例

外

情

形

下

，
於
手
工
藝
業
名
冊
之
外
，
存
有
雖
未
參
加
師
傅
級
考
試
及
格
，
但
能
證
明
其
擁
有
相
關
手
工
藝

 

行
業
獨
立
經
營
所
必
須
的
知
識
與
能
力
，
並
擁
有
上
級
行
政
官
署
的
例
外
許
可
之
人
(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
第

八

條

)

。

II

、

起
訴
人
係
於
一
九
三
四
年
參
加
手
工
製
錶
業
的
學
徒
考
試(

G
e
s
e
l
l
e
n
p
r
i
i
f
n
n
g
r

並
從
而
以
製
錶
爲
業
。
他
請

 

求
上
級
行
政
官
署
根
據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而
爲
例
外
許
可
之
批
准
。
他
提
出
以
下
的
事
項
，
即
他
係
誠
然
是
因
爲
其
右
肘

 

及
右
腕
關
節
的
僵
化
，
而
處
於
不
能
完
成
於
師
傅
級
考
試
所
需
複
雜H

作

的

狀

態

。
然
而
他
一
定
有
能
力
完
成
於
手H

 

製
表
業
中
一
般
存
在
的H

作

，
而
且
有
能
力
主
持
一
家
手
工
藝
企
.業

；
這
可
由
如
下
證
明
：
起
訴
人
於
其
父
親
在
戰
後

 

開
幕
的
店
工
作
，
而
且
其
父
親
百
分
之
七
十
無
勞
動
能
力
，
所
以
他
是
有
若
干
年
實
際
獨
立
地
經
營
該
家
製
録
店
。
他

 

完
成
附
帶
的
修
繕
任
務
，
主
持
與
相
連
鎖
的
手
工
藝
企
業
間
的
關
於
鐘
鏔
零
售
商
店
的
買
進
及
賣
出
，
並
且
完
成
帳
本

 

簿

記

。
由

上

所

述

，
應

足

以

說

明

，
他
擁
有
爲
合
秩
序
的
職
業
之
執
行
而
必
要
的
知
識
及
技
巧
。
若
吾
人
慮
及
他
重
病

 

父
親
之
隨
時
可
能
逝
世
乙
事
，
則
拒
絕
做
成
例
外
之
許
可
，
將
使
得
他
必
須
放
棄
此
家
手H

藝

企

業

，
從
而
使
得
他
失

 

去
其
辛
苦
持
續
建
立
的
經
濟
上
生
活
條
件
，
而
此
一
經
濟
上
之
生
活
條
件
，
乃
不
僅
是
他
及
其
家
庭
，
尙
有
他
母
親
生



活
之
所
依
賴
者
。

上
級
官
署
拒
絕
依
據
上
述
理
由
而
給
予
例
外
的
批
准
，
它
認
爲
本
案
例
非
屬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意
義
下
的
例
外
事
例

 

。
而
起
訴
人
在
戰
後
那
些
年
中
，
有
足
夠
的
機
舍
去
參
加
師
傅
級
考
試
。
所
以
也
必
須
令
人
懷
疑
，
他
是
否
擁
有
必
要

 

的
商
業
的
、
企
業
經
濟
的
以
及
理
論
上
的
知
識
。
因
起
訴
人
之
訴
願
徒
勞
無
功
.，
他
乃
採
取
行
政
訴
訟
途
徑
。

nn
u '

漢
諾
瓦
邦
行
政
法
院
根
搛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條
第
一
項
而
暫
停
此
項
程
序
’
並
對
此
S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做
出
判
決

，
究
竞
該
項
對
於r

能
力
證
明
」
的

規

定

(
第
一
條
曁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
第
二
項
)
是
否
符
合
基
本
法
。
該
法
院
主
張

 

一
項
依
據
紐
倫
堡
髙
等
行
政
法
院
所
爲
判
決
而
來
之
觀
點
，
即
對
於
手
工
藝
業
獨
立
經
營
之
限
制
，
係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

做
爲
獨
立
的
手
工
藝
行
業
之
例
外
許
可
的
要
件
中
之
主
觀
要
件
的
能
力
證
明
的
要
求
’
是
誠
然
可
以
在
手
工
藝
業

 

中
獲
得
正
當
性
的
，
蓋
於
此
種
行
業
中
，
不
得
法
的
經
營
是
會
給
一
般
大
眾
或
個
別
的
市
民
帶
來
風
險
。
但
楚
阻
止
在

 

專
業
上
雖
夠
專
精
但
其
不
完
備
之
行
爲
逆
未
危
及
大
眾
的
人
來
獲
得
許
可
獨
立
執
業
或
加
入
該
種
手H

業
部
門
，
則
不

 

是
有
何
公
共
利
益
。

手
工
藝
業
法
E
別
手H

藝
業
活
動
的
不
同
種
類
，
並
非
按
照
道
些
種
類
活
動
的
重
要
性
及
其
對
大
眾
的
風
險
。
毋

寧
說
它
是
使
得
所
有
在
附
A
中
所
包
括
的
營
業
，
其
獨
立
地
執
業
須
依
賴
其
參
加
師
傅
級
考
試
。
如
同
本
法
的
產
生
歷

 

史
中
所
出
現
的
，
立
法
者
並
不
是
由
能
防
止
因
爲
不
當
執
棄
而
產
生
的
風
險
此
一
觀
點
，
而
係
期
望
實
現
經
濟
舆
職
業



政
策
上
的
計
劃
。
鑒
於
基
本
法
在
經
濟
政
策
上
的
中
立
，
立
法
者
確
實
是
有
寬
闊
的
決
策
彤
成
自
由
；
然
而
在
基
本
法

 

第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之
中
，
卻
可
發
現
此
種
形
成
自
由
之
不
可
錯
亂
而
且
嚴
格
的
界
限
。
自
由
選
擇
職
業
的
基
本
權
利
會

 

被
下
述
而
觸
及
核
心
內
涵t

w
e
s
e
n
s
g
e
h
a
l
t
)

，
亦
即
手
工
藝
業
法
對
於
所
有
包
括
於
附
表
A
中

的

營

業

，
同
樣
地
要

 

求
於
其
專
業
上
能
力
的
證
明
。

該
項
手
工
藝
業
法
中
的
許
可
要
件
的
目
的
，
不
能
以
憲
法
上
的
特
別
規
範
或
原
則
來
正
當
化
的
。
基
本
法
既
未
明

 

文
也
未
有
任
何
意
義
推
論
出
下
述
規
定
，
即
藉
由
能
力
證
明
，
而
使
促
進
或
保
護
手H

藝
業
成
爲
一
項
階
級
而
且
是
中

 

產
階
級
成
爲
可
能
。

基
本
法
不
應
該
對
參
加
考
試
的
手H

藝
師
傅
的
職
業
型
態
，
視

爲

國

家

的

、
法
律
上
的
以
及
社
會
學
上
的
事
實
，
 

而
逕
以
下
述
內
容
預
定
之
，
即
手
工
藝
業
的
獨
立
企
業
，
在
本
質
上
就
應
依
賴
能
力
證
明
。
徳
画
手
工
藝
業
的
歷
史
並

 

未
指
出
獨
立
執
業
之
手
工
藝
X
匠
的
職
業
型
態
應
和
該
工
匠
的
能
力
緊
密
聯
結
乙
事
。

IV

、

聯
邦
眾
議
院
認
爲
該
項
安
排
考
試
的
規
範
係
饜<1口

乎

憲

法

。
於
手H

藝
業
法
中
所
追
求
的
目
的
，
正
當
化
了
聯
邦

 

磨
法
法
院
自
藥
房
判
決
以
來
之
標
準
，
亦
即
以
能
力
證
明
當
作
主
觀
許
可
要
件
的
成
立
。
手
工
藝
業
階
級
維
持
其
於
經

 

濟
生
活
中
之
特
定
功
能一

事

 >
 係
存
在
著
特
別
的
公
共
利
益
。
維
持
手
工
藝
業
的
表
現
水
準
也
應
該
是
一
項
特
別
重
要

 

的
公
共
福
利
的
需
求
，
因
爲
只
有
如
此
，
對
於
最
大
部
份
的
職
業
新
生
代
的
可
靠
的
專
業
上
的
訓
練
才
得
以
被
保
障
。

聯
邦
經
濟
部
長
已
經
以
聯
邦
政
府
的
名
義
表
達
了
意
見
。
他
堅
持
該
些
在
手
X
藝
業
法
中
相
關
的
規
則
是
符
合
基



丄八

本

法

。
鑒
於
手H

藝
業
在
總
體
國
民
經
濟
的
架
構
下
所
應
達
成
的
任
務
，
並
且
鑒
於
手
工
藝
業
在
社
會
組
織
中
的
地
位

 

，
從
而
對
基
於
希
望
維
持
手H

藝
業
的
表
現
水
準
及
表
現
能
力
的
想
法
而
爲
的
在
手H

藝
業
者
獨
立
執
業
的
許
可
上
之

 

限

制

，
應
屬
正
當
。
要
求
高
的
表
現
水
平
乙
事
h

，
也
從
下
事
而
存
在
著
公
眾
的
利
益
：
因
爲
個
別
手
；—
藝
業
者
的
高

 

水
平
表
現
應
該
可
以
合
宜
地
保
護
消
費
者
免
於
經
濟
上
的
不
利
益
。
此
外
目
的
尙
有
，
藉
由
表
現
水
準
的
維
持
，
同
時

 

保
障
r

新
進
人
員
的
基
本
與
專
業
h
正
當
訓
練
的
存
在
，
此

目

的

具

有

.»
大
意
義
，
特
別
是
因
爲
工
業
需
要
大
批
曾
在

 

手

業

內

受

過

訓

練

的

専

業

人

員

。
最

後

，
階
級
政
策
上
的
考
f
i
，
也
替
」V
:法
者
保
障
手H

藝
業
的
表
現
水
準
提
供

 

了
辯
護
：
維
持
手
_丄
藝
業
做
爲
中
產
階
級
的
重
要
部
份
，
也
存
在
著
由
於
它
(
手H

藝

業

)
在
社
會
組
織
所
帶
來
的
平

 

衡
與
穏
定
的
效
果
，
而
產
生
一
般
的
社
會
政
策
上
利
益(

a
u
g
e
m
e
i
n
c
s

 staatspolitisches

 In
t
e
r
e
s
s
)
。

而

手

：丄
 

藝
業
的
化
命
力
與
其
經
濟
上
的
意
義
卻
是
非
常
地
仰
賴
於
其
表
現
水
準
而
定
。

巴
伐
利
亞
邦
政
府
特
別
强
調
，
鑒

於

「
獨
立
之
中
產
階
級
在
社
會
h
式
微
的
明
顯
徵
兆
」

，
獨
立
執
業
的
手
工
藝

 

業

者

的

意

願

.
-
I
藉
著
個
人
的
表
現
，
來
保
障
其
自
身
的
經
濟
h
存

在

，
及
獲
得
社
會
的
尊
重
I

特
別
加
以
强
化
。

:

項
妥
當
的
手H

藝
業
訓
練
管
道
仍
應
係
必
要
，
以
期
抵
抗
正
在
增
加
的
、
而
且
並
非
只
在
手H

藝
業
黑
存
在
的
、
危

 

險
的
職
楽
眨
値
看
法
。

V

、

本
項
程
序
沒
有
憲
法
機
關
聲
請
爲
參
加
人
。

B

、



本
件
訴
之
提
起
係
合
法
。

於
前
述
法
院
之
判
決
中
，
產
生
一
個
問
題
，
即
第
一
條
及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
第
二
項
是
否
符
合
基
本
法
之
規
定
。
 

在

此

，
下
述
之
事
乃
是
無
關
緊
要
的
：
是
否
該
法
院
認
爲
例
外
之
許
可
之
實
質
要
件
已
經
該
當
。
該
項
安
排
考
試
所
用

 

的
規
範
若
係
有
效
，
則
該
法
院
只
能
夠
在
此
要
件
該
當
的
情
況
下
准
予
撤
銷
之
訴
，
於
不
該
當
的
情
況
下
法
院
則
必
須

 

以
無
理
由
而
駁
回
該
訴
。
而
倘
若
相
反
地
，
此
規
範
係
臑
無
效
，
則
法
院
必
須
在
所
有
情
況
下
皆
駁
回
該
訴
，
然
而
須

 

以
下
述
爲
理
由
：
即
不
應
有
批
准
例
外
許
可
的
可
能
性
。
前
審
法
院
相
信
由
於
規
範
的
有
效
及
例
外
許
可
要
件
的
不
該

 

當

，
應
如
同
規
範
無
效
的
情
況
下
駁
回
該
訴
。
然
而
該
法
院
不
應
該
當
它
在
認
爲
例
外
許
可
的
要
件
不
該
當
之
時
，
基

 

於
表
面
上
相
同
的
結
果
，
而
把
該
規
範
的
效
力
問
題
摑
在
一
旁
不
加
探
討C

因
爲
它
應
要
——

不
論
是
否
只
能
二
選
一

 

——

對
該
訴
之
駁
回
是
以
該
規
範
逭
憲
爲
理
由
。
只
有
當
本
判
決
的
理
由
才
能
說
明
，
該
訴
之
駁
回
係
植
基
於
手
工
藝

 

業
者
職
業
自
由
的
無
限
制
有
效
抑
或
是
因
爲
起
訴
人
缺
少
資
格
證
明
，
亦

即

，
那
項
法
律
依
搛
才
算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本
件
判
決
是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條
第
一
項
所
指
稱
的
案
型
，
完
全
取
決
於
系
爭
法
律
的
效
力
；
就

算
不
是
如
此
，
如
同

 

在

一

般

情

形

中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例
遘
輯
，1

0
2
5
8
t 2
6
1
〕；l

§
3

3
4

f
e

一
般
，
該
判
決
主
文
是
依
賴
於
該
規
範
的

 

有
效
或
無
效
而
定
的
。

C

、

手H

藝
業
法
第
一
條
及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
第

二

項

，
係
属
符
合
基
本
法
之
規
定
者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已
經
在
其
藥
房
判
決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7

,

 37
7
)

中
陳
述
了
一
些
原
則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係
依
之
以
作
爲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的
詮
釋
之
出
發
點
。
依

此

，
職
業
自
由
的
基
本
權
利
保
障
了
個
人
下
述
權
利

 

:
對
任
何
一
項
工
作
，
個
人
都
可
以
相
信
它
是
適
合
自
己
做
爲
「
職
業J

來

選

擇

；
他
應
該
對
各
項H

作
中
感
覺
自
己

 

勝
任
的
來
自
由
地
選
取
，
也
能
夠
在
此
基
礎
上
建
立
他
自
己
的
生
活
方
式
。
此
一
基
本
權
利
乃
係
全
面
的
、
於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中
所
確
保
的
、
關
於
人
格
自
由
發
展
之
檷
利
的
特
殊
標
記
。
儘

管

如

此

，
它
還
是
必
須
和
公
眾
利
益
加

 

以

協

調

，
此
一
公
眾
利
益
反
對
不
加
限
制
的
執
業
自
由
。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一

項
第
二
段
中
提
供
了
立
法
者
規
範
權

 

能

。
而
此
項
規
範
權
能
的
界
限
，
藥
房
判
決
是
從
該
項
基
本
權
利
的
意
義
中
推
斷
出
來
。
由
此
而
發
展
出
來
的r

階
廢

 

理
論
」(s

t
u
f
e
n
t
h
e
o
r
i
e

節
是
比
例
原
則
在
對
職
業
自
由
因
爲
公
共
輻
利
緣
故
所
爲
限
制
時
之
嚴
格
適
用
的
結
果
。
此

 

一
階
層
理
論
是
由
以
下
觀
點
出
發
：
亦
即
根
據
基
本
法
的
秩
序
，
自
由
的
人
類
性
格
是
最
高
的
法
價
値
，
亦
即
它
從
而

 

也
必
須
在
職
業
選
擇
乙
事
上
得
到
最
大
可
能
的
自
由
保
障
’
也
就
是
說
道
項
自
由
只
有
在
爲
達
成
公
共
福
利
之
所
絕
對

 

必
要
的
情
況
之
限
度
內
才
能
被
限
制
。
從
此
項
原
則
性
的
自
由
之
推
定
，
產
生
了
单
純
對
執
業
的
規
則
與
職
業
選
擇
的

 

限
制
此
二
者
間
的
區
別
，
而
此
項
區
別
另
一
方
面
也
就
是
職
業
許
可
的
主
觀
與
客
觀
要
件
的
區
別
；
它
此
外
還
產
生
了

 

下
述
原
則
：
即
立
法
者
之
立
法
介
入
只
有
在
「
階
層
」
的
理
由
上
才
算
是
正
當
，
而

這

項

「
階
層
」
的
理
由
會
替
個
人

 

的
職
業
自
由
帶
來
最
微
小
的
限
制
。

做
出
許
可
一
項
對
職
業
自
由
所
具
體
設
置
的
限
制
之
判
決
，
毎
每
需
要
對
互
相
對
立
的
個
人
利
益
與
整
體
利
益
加

 

以

斟

酌

。
在

此

，
當
人
必
須
從
自
由
權
原
則
上
有
優
先
性
這
一
角
度
出
發
：
法
官
原
則
上
不
應
跳
離
那
些
引
導
立
法
者



做
出
認
爲
以
其
觀
點
乃
屬
必
要
的
自
由
限
制
之
考
童
與
價
値
判
斷
，
除
非
當
這
些
考
置
及
價
値
判
斷
被
證
明
就
基
本
法

 

的
標
準
而
言
，
的
的
確
確
是
站
不
住
腳
的
時
候
。

II

、

就

個

人
而
言
，
對
一
項
在
手H

藝
業
法
附
表
A
中
所
提
及
的
手
工
藝
行
業
，
獨
立
地
將
之
選
定
做
爲
營
業
而
加
以

 

開
業
的
決
定
，
乃
是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意
義
下
的
職
業
選
擇
行
爲(

A
k
t

 d
e
r

 B
e
r
u
f
s
w
a
h
l
Y

手H

藝
業
的

 

活
動
雖
然
也
是
能
夠
以
非
獨
立
營
業
的H

作
來
做
爲
職
業
而
選
取
，
然
而
根
據
手H

藝
業
階
級
在
歷
史
中
所
形
成
的
結

 

構

，
以
其
特
有
的
名
稱
、
特
有
的
風
險
及
特
有
的
貴
任
而
爲
的
手H

藝
業
之
經
營
，
是
有
一
項
特
別
的
、
並
且
正
是
因

 

爲
該
手H

藝
業
者
的
公
共
性
観
點
而
獨
特
具
有
特
徵
的
社
會
上
重
要
性
。
手H

藝
業
法
已
經
證
寅
了
此
一
重
要
性
■
-

正
 

是
該
種
特
殊
性
，
所
以
手H

藝
業
的
獨
立
執
業
的
開
始
是
和
其
能
力
證
明
分
不
開
的
。
選
擇
職
業
的
行
爲
總
是
存
在
著

 

不
論
它
是
否
關
係
到
迄
今
並
非
臑
手
工
藝
業
的
活
動
，
是
否
一
位
已
經
是
獨
立
執
業
的
手
X
藝
業
者
要
選
擇
另
外
一
種

手H

藝

業

，
或
者
是
否
有
人
希
望
把
他
所
學
習
的
、
且
迄
今
係
爲
非
獨
立
的
手
工
藝
業
從
現
在
起
改
爲
獨
立
經
營
等
等

 

0

於

藥

房

判

決

(
聯
邦
窳
法
法
院
判
決
集7,377【3

9
7
】
)

中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表

示

，
個
人
的
職
業
選
擇
自
由
，
是
不

 

可
以
自
始
就
被
限
制
在
固
定
的
職
業
圃
像
，
而
毋
寧
是
他
原
則
上
應
該
也
可
以
選
擇
任
何
一
種
(
可
能
的
)
非
典
型
X 

作
來
做
爲
職
業
。
職
業
槪
念
的
此
一
廣
義
解
釋
，
是
由
自
由
選
擇
職
業
的
原
則
中
所
必
然
導
出
的
。
在

此

，
吾
人
承
認

 

立
法
者
有
權
對
於
特
定
的
職
業
的
圃
像
予
以
適
當
地
圈
定
，
以
及
從
而
使
自
由
選
擇
職
業
的
範
圍
在
該
領
域
中
被
限
縮



也
就
是
部
份
被
排
除
。
而
職
業
圖
像
在
法
律
上
界
定
之
界
限
將
至
何
處
，
是
不
能
一
般
回
答
；
它

取

決

於

，
是
否
立
法

 

者
只
宣
吿
了
一
個
由
本
已
明
確
地
上
下
相
關
聯
的
而
且
和
其
他
工
作
明
顯
區
分
的
「
預
定
的
」
亊
實
所
產
出
之
結
果
，
 

抑
或
他
並
沒
有
充
足
的
理
由
而
專
断
地
强
迫
接
受
另
一
種
規
定
。
至

於

現

行

附

表

(
手
X
藝
業
法
附
表
A

)
在
此
等
觀

 

點
下
是
沒
有
問
題
的
乙
事
’
將
會
另
予
說
明
。

瓜

、

能
力
證
明
的
要
求
是
一
項
主
觀
的
許
可
要
件
：
從
事
獨
立
手
X
業

的

行

爲

，
是
和
職
業
上
的
能
力
和
表
現
分
不
開

 

的

’
而
能
力
和
表
現
是
個
人
能
夠
經
由
確
定
的
就
學
管
道
——

例
外
地
可
經
由
其
他
方
法
I

I

而

獲

得

’
以
及
他
原
則

 

上

要

在

1

項

特

定

的

考

試

中

加

以

蜃

的

。

而
主
觀
的
許
可
要
件
也
是
只
窝
了
重
要
的
社
會
共
同
利
益
的
保
嬅
而
獏
得
辯
護
的
。
因
爲
它
也
明
顳
地
限
制
了
—

 

丨
從
原
則
上
來
看
——

個
人
的
自
由
請
求
權
，
它
阻
檔
了
個
人
在
被
其
選
擇
之
職
業
中
的
活
動
起
點
，
直
到
個
人
帶
來

 

了
以
下
證
明
：
他
經
歷
了
長
時
間
必
要
的
訓
練
，
並
通
過
了
一
項
特
定
的
考
試
。

於
此
値
得
保
諝
的
並
非
只
有
，
絕
對
的
，

、
也
就
是
說
被
一
般
承
認
的
以
及
從
各
該
共
同
體
政
策
中
獨
立
出
來
的

 

社

會

價

値

(
例
如
國
民
健
康
)
而

已

。
立
法
者
也
能
夠
利
用
職
業
規
定
(
按

：
即

立

法

、
修

法

)
乙
事
來
達
成
社
會
利

 

益

，
而
此
一
意
義
下
之
規
定
並
非
被
先
設
的
*
它
毋
寧
是
於
其
特
定
的
經
濟
上
、
社
會
上
及
集
釀
政
策
的
觀
念
及
目
的

 

之

中
才
能
產
生
，
立
法
者
自
己
將
它
們
提
升
至
重
要
社
會
利
益
的
位
階
上
。
在
此
等
情
況
下
，
#
邦
憲
法
法
院
不
能
以

 

如
下
理
由
指
摘
職
業
規
則
：
此
項
規
則
所
引
爲
依
據
的
政
策
觀
點
尙
無
定
論
。
本
法
院
乃
被
限
制
只
就
下
列
審
査
.
.
是



否
系
爭
職
業
規
則
能
否
表
現
出
如
此
高
層
次
的
社
會
共
同
利
益
，
以
致
於
其
爲
自
由
選
擇
職
業
之
限
制
帶
來
辯
誤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只
有
當
立
法
者
之
觀
點
明
顯
地
錯
誤
或
和
基
本
法
的
價
値
體
系
不
相
符
合
之
時
，
才
有
權
去
拒
斥
立
法
者

 

的

見

解

。

IV

、

此

|

受
審
査
的
手
工
藝
業
法
規
定
，
植
基
於
下
列
基
本
観
酤
：
就
手H

藝
業
表
現
水
準
及
表
現
能
力
的
維
持
，
及

 

就
整
體
手
工
業
經
濟
的
接
嫌
的
保
全
，
是
關
係
到
重
要
的
社
會
利
益
，
因
而
手H

藝
業
獨
立
執
業
的
管
道
是
不
能
對
每

 

個
人
都
任
意
自
由
設
®

。
手H

藝
業
法
的
此
一
出
發
點
，
在
*
法
上
是
不
能
指
摘
的
。
以
下
詳
述
之
。

1.
聯
邦
立
法
者
已
將
手
工
藝
業
視
爲
一
項
國
民
經
濟
上
不
可
或
缺
的
部
門
，
以
及
視
其
爲
中
產
階
級
的
一
個
特
別

 

的
重
要
部
份
。
而
和
多
數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所
羼
各
邦
之
憲
法
相I

致

的

是

(
道
些
邦
的
瘇
法
是
將
其
對
手H

藝
業

 

的
保
護
及
要
求
明
白
列
入
其
經
濟
政
策
的
網
要
中
)

，
聯
邦
立
法
者
係
將
手H

藝
業
親
爲
一
個
整
體
而
來
加
以
保
護
或

 

要
求
；
立
法
者
同
時
希
望
藉
由
上
述
方
式
，
對
格
趙H

商
業
職
業
新
生
代
的
訓
練
能
加
以
確
保
。

依
基
督
敦
民
主
聯
盟
、
自

由

民

主

黨

(
F
 ‘
D

* P
)
以
及
D
P
黨
的
黨
團
舍
議
之
中
提
出
的
手H

藝
業
法
草
案

 

之

理

由

，
本
法
條
可
和
威
瑪
共
和
國
未
期
所
進
行
的
努
力
相
聯
接
，
該
努
力
旨
在
依
威
瑪
憲
法
第
一
百
六
十
四
條
頒
訂

 

防
止
手
工
藝
界
之
小
企
業
逋
經
濟
上
之
强
者
之
排
擠
或
購
併
。
該
項
規
定
乃
係
參
考
歐
洲
其
他
國
家
之
立
法
趨
勢
，
而

 

此
一
趨
勢
乃
是
力
求
"
爲
了
維
持
手H

藝
業
的
特
點
，
加
强
經
濟
上
的
表
現
能
力
，
以
及
最
後
地
，
靑
年
的
職
業
深
造

 

的

緣

故

，
而
達
成
統
一
的
手
工
藝
法
上
的
重
新
佈
局
以
及
齡
結，
*



在
該
草
案
的
第
一
次
討
論
中
，
此
項
想
法
被
提
出
於
聯
合
內
閣
以
及
反
對
黨
之
議
員
之
前
。
人

門

强

調

，
它
是
因

 

爲
國
民
及
國
家
的
利
益
而
去
對
手
工
藝
業
的
表
現
能
力
及
生
活
能
力
加
以
保
障
，
且
對
手
工
藝
業
的
高
表
現
水
準
加
以

 

維

持

’
並
因
而
使
手H

藝
楽
在
絍
體
經
濟
中
所
占
的
可
觀
比
例
不
會
降
低
，
因
爲
只
有
如
此
’
也
才
能
同
時
保
障
高
價

 

値
的
工
業
產
品
存
在
。
手H

藝
業
必
須
藉
由
其H

怍
場
所
及
生
產
場
所
的
維
持
而
加
以
保
護=

於
此
場
所
中
，
資
本
與

 

勞H

在
同
一
人
之
下
結
合
爲I

,
以
對
抗
資
本
主
義
的
發
展
趙
勢
。

經
濟
政
策
委
貝
會
中
的
「
手H

藝
業
法
次
級
委
員

會

」
赞
同
一
項
並
非
只
限
於
特
定
手H

藝
業
部
門
中
要
求
能
力

 

證
明
的
公
共
利
益
之
存
在
；
認
爲
只
有
如
此
才
能
夠
爲
了
總
體H

商
業
經
濟
的
緣
故
，
而
去
檐
保
手
工
藝
業
的
表
現
水

準
與
表
現
能
力
，
以
及
新
生
代
的
訓
練
。
此
項
觀
點
被
經
濟
政
策
委
貝
會
於
其
對
法
律
草
案
的
書
面
報
吿
中
予
以
同
意

 

〇

在
一
九
五
三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曰
，
本
法
草
案
的
第
二
次
及
第
三
次
討
論
中
，
史
圖
克
倫
議
員
强
調
，
鑒
於
手
工
藝

 

業
階
級
在
經
濟
、
社
會
及
國
家
政
策
上
的
重
大
童
義
，
一
項
手H

藝
業
的
秩
序
乃
屬
必
要
.
，師
傅
級
考
試
檐
保
了
手H

 

藝
業
的
表
現
水
平
以
及
國
民
經
濟
，
並
且
同
時
表
現
了
對
消
费
者
的
保
護
。
諾
爾
議

II
出
於
下
述
考
量
而
認
爲
能
力
證

 

明
的
要
求
正
當
：
此
項
考
試
迫
使
學
徒
除
了
其
技
術
上
的
訓
練
外
，
必
須
去
理
解
經
濟
上
的
問
題
。
氏
認
爲
師
傅
級
考

 

試

尤

其

是

意

味

著r

對
於
未
來
的
獨
立
手
工
藝
業
工
匣
們
的
保
譎
：
免
於
他
在
經
濟
上
不
能
有
進
展
，
因
爲
否
則
他
太

 

過
於
不
重
視
企
業
經
濟
上
的
問
題
了
o
」

本
法
律
得
到
除
了
德
國
共
產
黨f

K
P
D

芝
外
所
有
政
黨
的
贊
成
而
獲
得
通
過
。



X.
如
同
上
述
所
指
出
的
，
立
法
者
並
非
以
不
當
執
業
對
整
體
或
個
人
造
成
的
危
險
的
防
止
爲
考
量
標
準
，
此
項
危

 

險

1¥
在
於
爲
數
町
觀
的
手
_—
藝
業
部
門
，
例
如
建
築
手
藝
業
或
汽
機
卓
機
師
與
電
子
裝
配
技
工
的
團
體
D
d
以
爲
準
的

 

，
毋
寧
說
是
維
持
及
促
進
手H

藝
業
階
級
成
爲
：
健

全

、
具
表
現
能
力
的
整
體
之
利
益
。
手

業

確

實

是

山

眾

多

的

 

單

：
部
門
而
組
成
，
而
其
工
作
按
照

N:
(
整
體
的祯
類
與
意
義
而
一
一
.：一

也

足

十

分

不

同

，
這
些
工
作
刑
」
態

係

按

照

其

自

己

的

 

變
化
I

I

特
別
是
按
照
經
濟
技
術
之
發
展
的
層
級
.
，
1

而
形
成
。
儘
管
如
此
，
手
T
藝
業
本
身
仍
衷
現
爲
一
個
統
：
的
 

社
會
團
體
，
而
該
團
體
係
被
藉
由
歷
史
的
發
展
、
傅

統

、H

作
的
典
型
特
殊
性
、
生
活
風
格
以
及
對
於
其
他
職
業
團
體

 

的
職
業
隸
屬
的
階
級
意
識
而
淸
楚
地
區
隔
定
位
。
而
其
特
定
的
營
業
與
就
業
組
織
也
爲
其
在
中
產
階
級
的
工
商
業
經
濟

 

中
分
配
了
：
個
獨
特
的
社
會
定
位
。

3.
立

法

者

所d
以
做
爲
在
維
持
與
促
進
手
_1
藝
業
時
所
存
托
的
特
定
社
會
利
益
的
考
量
，
係
保
持
在
一
個
根
據
邀

 

本
法
係
屬
可
能
、
而
&
單
獨
屬
於
立
法
裁
M
所
規
定
的
經
濟
、
社
會
曁
集
體
政
策
的
框
架
内
；
它
既
不
和
基
本
法
上
之

 

原
則
也
不
和
憲
法
上
的
特
定
價
値
決
定
相
矛
盾
；
它
能
夠
在
另
一
方
面
運
用
吾
人
經
濟
與
社
會
十
活
的
事
K
與
經
驗
來

 

證

明

。對
此
可
以
個
別
地
於
下
論
證
：

^
手
工
藝
業
在
經
濟
整
體
領
域
的
內
部
占
據
了
'
個
重
要
的
空
間
.
，在
其
惠
業
功
能
(
於
單
件
生
商
過
程
中
貨

 

物
的
製
作
、
裝
配
及
安
裝
'
修
繕
的
進
行
及
個
人
學
習
的
手H
產
品
之
某
礎
勞
務
提
供
)
上

，
它
是
在
很
廣
泛
的
層
面

 

.[:
所

小

可

替

代

的

。



手H

藝
業
的
營
業
額
在
-
九
五
五
年
總
計
四
千
七
百
七
十
萬
馬
克
；
在
七
十
五
萬
二
千
家
的
企
業
—

三
百
六
十

 

二
萬
員
工
來
工
作
。
估
計
在
一
九
五
九
年
，
營
業
額
會
是
六
千
六
百
萬
馬
克
，
而
職
工
人
數
會
是
三
百
八
十
萬
；
而
到

 

了
一
九
六
〇
年
營
業
額
將
會
到
達
七
千
八
百
萬
馬
克
，
且
有
四
百
萬
職H

 o

手H

藝
業
的
產
品
及
勞
務
只
有
在
手H

藝
的H

作
技
巧
下
才
能
合
宜
地
產
出
最
大
部
份
。
快
速
的
科
技
發
展
並
不

 

一
般
性
地
排
斥
手H
藝
業
的
個
人H

作
方
式
，
它
甚
至
對
手H

藝
兼
開
啓
了
重
要
的
新
領
域
(
汽
檐
車
機
器
，
電
子
裝

 

配

)
。
手
工
藝
業
的
表
現
水
準
於
此
乃
直
接
地
及
巨
大
地
影
饗
了
豳
民
經
濟
的
整
體
成
就
。

W
根
據
藉
由
雎
持
盡
可
能
多
數
獨
立
企
業
的
方
式
而
來
達
成
中
產
階
級
之
保
護
的
經
濟
與
社
會
政
策
觀
點
來
看

 

，
手
工
藝
業
的
促
進
是
合
乎
邏
輯
的
。

在
手
工
藝
行
業
中
’
中

、
小
型
企
業
是
占
大
多
數
的
’
在
道
種
企
業
中
，
企
業
主
自
己
參
與
作
業
’
並
常
f

家

 

族
親
雇
的
幫
助
。
在
一
九
五
六
年
，
仍
有
百
分
之
三
十
三
點
二
的
手H

藝
企
業
是
一
人
企
業
；
平
均
一
家
企
業
有
五
點

 

四
名
員H

;
只
有
大
約
百
分
之
十
的
企
業
雇
用
超
過
九
名
貝H

。
而
有
一
大
部
份
的
手
工
藝
業
霣
工
係
屬
専
業
上
未
經

 

訓
練
或
仍
屬
在
専
業
訓
練
階
段
的
學
習
生
。

手H

藝
業
的H

作
之
特
性
會
引
致
如
下
結
果
：
人
們
藉
由
專
業
表
現
而
建
立
經
濟
上
自
主
存
在
的
意
顧
，
會
比
在

 

其
他
工
商
業
經
濟
領
域
中
，
要
來
得
容
易
實
現
。
因

而

’
在

此

’
個
人
的
能
力
’
亦

即

自

己

職

業

上

之

劈

，
就
居
於

 

非
常
重
要
的
地
位
；
獨
立
企
業
開
幕
所
爾
資
本
需
求
自
然
就
會
較
小
。
從

而

，
在
中
產
階
級
的
範
圍
內
會
不
斷
地
產
生

 

新
企
業
，
在
道
些
企
業
之
中
，
»
於
生
產
要
索
中
的
勞H

和

資

本

結

來

，
而
且
業
主
能
夠
使
個
人
的
能
力
完
全
得



到

發

揮

。
以
下
二
者
之
關
係
，
即
此
種
獨
立
手
工
藝
業
者
獲
得
其
自
己
的
工
作
與H

作

產

品

*
以
及
藉
此
反
覆
得
到
新

 

活

力

的

、
以
表
現
之
强
化
的
方
式
來
有
效
地
保
持
經
濟
上
生
活
的
意
願
等
等
的
關
係
，
勢
必
不
會
對
於
參
與
工
作
的
人

 

之H

作
信
念
沒
有
影
響
。
總

而

言

之

，
此
一
關
保
產
生K

^

經
濟
地
及
心
理
地
I

社
會
穩
定
的
重
要
元
素
，
而
社

 

會
穩
定
的
强
化

是
國
家
立
法
的
正
當
目
的
。

4
在
手
工
藝
業
的
企
業
中
，
有
在
整
體H

商
業
經
濟
的
新
生
代
之
中
最
高
的
受
訓
部
份
比
例
(
大
約
三
分
之
二

 

>

。
手H

藝
業
由
此
提
供
給
特
別
是H

業
如
下
的
可
能
性
，
即
以
受
過
訓
練
的
年
輕
手
工
業
者
來
持
續
不
斷
地
補
充
其

 

技

工

群〇

工
業
對
此
有
巨
大
規
模
地
的
使
用
，
而
工
業
界
自
己
——

尤
其
是
小
企
業
——

舆
於
此
項
任
務
卻
只
能
不
完

 

美

地

、
並
且
所
費
不
貲
地
來
承
擔
。
在
此
種
情
況
下
，
對
於
手H

藝
業
而

言

，
乃
產
生
了
一
項
；̂

遠
遠
逾
越
了
其
直

 

接

領

域

的

功

能

，
而
且
具
有
重
大
的
辑
體
經
濟
上
的
意
義
。

4
手H

藝

業

，
表
現
在
特
別
是
*
師
傅
，

的

形

成

，
乃
是
在
社
會
組
織
中
以
一
個
特
別
的
画
體
的
著
稱
，
此
一
 

團
«
在
長
期
的
歷
史
發
展
中
’
發
展
了
性
格
上
的
特
徵
，
並
且
獲
得
了
很
高
的
評
價
：
此
一
階
級
自
古
以
來
，
即
非
常

 

重
視
其
職
業
聲
望
，
並
且
特
別
强
調
地
保
M
其

*i
#
的H

S
I
%

識

。
立
法
者
立
法
之
時
應
該
可
以
信
賴
人
民
、
民
M
之

 

此
項
公
共
意
見
上
的
支
持
—
I
在
他
爲
維
持
及
促
進
這一

個
職
業
階
層
的
信
春
以
及
要
選
擇
措
施
之
時
。

V

、

若
立
法
者
以
維
持
及
保
養
手H

藝
業
高
表
現
水
準
的
理
由
爲
一
項
特
別
重
要
的
社
會
利
益
，
則
下
列
問
題
仍
然
是

 

最

重

要

的

’
即
是
否
相
對
於
個
人
自
由
權
利
的
此
項
社
會
利
益
能
夠
占
有
傻
先
性
’
以
及
是
否
！

隨
著
上
開
問
薄
有



肯
定
答
案
——

本
法
律
並
未
逾
越
基
本
權
利
的
限
制
。
職
業
自
由
的
基
本
權
利
之
內
容
，
乃
在
使
個
人
在
職
業
選
取
上

 

必
須
在
如
下
程
度
內
擁
有
自
由
，
只
要
是
其
和
社
會
上
値
得
保
護
的
利
益
是
相
容
的
時
.
，反
過
來
說
：
職
業
選
擇
的
限

 

制

，
對
個

人

來

說

，
只
有
在
該
項
限
制
是
重
大
社
會
利
益
之
保
護
的
必
要
時
機
及
範
圍
內
才
必
須
加
以
忍
受
。
公
共
福

 

利
的
必
要
性
與
市
民
的
自
由
限
制
必
須
處
於
平
衡
的
關
係
。
這
意
味
著
I

根
據
在
藥
房
判
決
中
所
做
出
的
原
則
之
內

 

容
——

，
首
先
應
該
審
査
的
是
，
立
法
者
爲
了
其
目
標
逹
成
之
故
是
否
究
竟
必
須
去
做
出
對
職
業
自
由
選
擇
的
限
制
而

 

非
只
去
做
對
於
職
業
型
態
的
規
制
；
以

及

，
是
否
立
法
者
所
採
用
的
許
可
要
件
就
社
會
共
同
價
値
的
維
護
而
言
屬
於
顯

 

而
易
見
之
不
適
當
手
段
；
在
最
後
則
是
，
是
否
該
項
許
可
要
件
，
按
照
它
所
表
示
的
，
並
‘未
過
度
地
與
不
可
期
待
性
地

 

加
負
擔
給
當
事
人
。
在
這
些
於
上
下
文
中
處
處
提
及
的
個
値
與
權
衡
的
問
題
上
，
立
法
者
的
観
點
是
不
能
夠
被
聯
邦
癉

 

法
法
院
來
指
摘
的
，
只
要
吾
人
不
能
確
價
其
係
出
於
一
項
不
正
確
的
事
實
前
提
或
是
它
和
患
法
矛
盾
。

1.
立
法
者
對
手
工
藝
業
之
表
現
水
平
與
表
現
能
力
之
保
障
與
促
進
一
事
本
來
是
能
聽
任
對
於
手
工
藝
業
企
業
業
主

 

的
自
由
決
定
。
若
然
則
立
法
者
是
以
下
列
親
點
爲
出
發
點
，
即

：
自
由
競
爭
已
經
將
無
表
現
水
平
或
表
現
能
力
較
差
的

 

人
充
分
地
加
以
排
除
，
在
此
情
形
下
即
是
透
過r

自
我
篩
選
」
的
方

式

，
最
具
表
現
能
力
的
人
可
以
得
到
獨
立
性
或
者

 

繼
嫌
保
持
獨
立
性
。
此

項

目

的

，
本
來
也
能
夠
藉
由
對
經
營
之
規
制
而
獲
得
促
進
。
而
且
本
來
也
有
可
能
，
就
職
業
的

 

自
由
進
出
的
管
制
是
否
加
以
開
放
的
問
題
上
，
只
讓
有
師
傅
稱
號
者
才
有
资
格
成
爲
企
業
主
，
而
這
些
人
係
已
通
過
師

 

傅
級
考
試
；
而
藉
由
上
述
，I

人
企
業
是
否
擁
有
高
表
現
能
力
，
就
會
被
大
眾
所
瞭
解
了
。
而
正
如
同
在
皁
年
之r

小

 

能
力
證
明
」

一
樣
，
職
業
新
生
代
的
訓
練
仍
然
是
手
工
藝
業
師
傅
的
專
利
品
。
對
於
那
些
手
工
藝
業
的
技
術
上
與
企
業



經

濟

上

的

深

造

，
是
手
工
藝
業
法
上
本
來
就
陚
予
手
工
藝
業
同
業
協
會
與
手H

藝

業

公

會

的

義

務

，
這
些
深
造
的
管
道

 

應
該
透
過
各
式
各
樣
的
措
施
被
繼
續
建
立
起
來
。

若
吾
人
認
爲
以
上
這
些
可
能
性
並
未
充
分
地
顯
示
給
立
法
者
，
吾
人
也
可
認
爲
其
背
後
之
理
由
是
明
白
不
會
有
錯

 

的

。
因
爲
執
業
規
則
—
—

以
及
更
多
的
，
自
由
經
濟
的
主
體
的
競
爭
規
定
I
I
將
沒
有
例
外
地
首
先
對
那
些
已
經
具
有

 

獨
立
的
職
業
上
能
力
的
人
員
有
效
。
這
些
規
定
並
非
旨
在
對
抗一

項
行
業
之
中
不
具
資
格
的
人
員
的
侵
入
。
直
到
這
些

 

人
員
繼
績
被
淘
汰
或
是
它
們
達
到
了
値
得
追
求
的
表
現
水
平
之
前
，
不

僅

是

顧

客

(
經
由
有
瑕
疵
的
勞
務

 >
,
而
且
是

 

手H

藝

業

階

級

本

身

(
經
由
對
於
事
實
上
具
表
現
能
力
的
企
業
之
排
擠
與
妨
礙
，
曁

手H

藝
業
勞
力
被
視
爲
一
個
整
體

 

而
遭
受
到
尊
重
之
降
低

 

>

 都
會
蒙
受
重
大
傷
害
。
對
這
種
情
般
加
以
避
免
，
正
就
是
立
法
者
的
目
的
。
當
立
法
者
因
此

 

相

信

，
已
經
必
須
在
職
業
選
擇
的
階
段
中
，
設
置
自
由
的
限
制
手
段
，
以
期
阻
止
不
適
宜
的
人
員
進
入
此
種
行
業
之
時

 

,
則
他
不
能
夠
只
原
則
上
地
阻
止
，
而
是
要
將
之
設
立
前
提
要
件
，
此
項
要
件
即
是
要
使
這
些
措
施
處
於
合
憲
的
界
限

 

內

，
特
別
是
要
保
護
比
例
原
則
。

2.
手H

藝
業
法
提
出
專
業
能
力
的
證
明
做
爲
獨
立
執
業
之
許
可
的
主
觀
要
件
。
這
項
證
明
應
該
要
透
過
一
項
確
定

 

的

訓

練

，
以
及
參
加
一
項
特
定
的
考
試
而
完
成
。
它
是
I
I
撇
開
在
第
四
點
之
中
所
加
以
探
討
的
特
別
情
況
不
算
I

 

最

輕

微

的

、
對
於
求
職
者
在
職
業
自
由
選
擇
的
限
制
上
之
最
小
負
擔
的
型
式
。
於

此

，
藥
房
判
決
中
的
論
述
乃
於
一
切

 

範
圍
上
都
得
適
用
；
依

之

，
此
等
內
容
上
的
限
制
，
在
本
案
例
中
係
能
夠
證
明
爲
合
理
。
手
工
藝
業
的
合
秩
序
執
業
，
 

係
以
知
識
與
能
力
爲
前
提
，
而
知
識
和
能
力
，
應
該
是
只
能
透
過
理
論
與
實
際
上
的
訓
練
而
加
以
獲
得
的
。
當
立
法
者



就
其
應
獲
得
的
必
要
知
識
與
能
力
，
以
及
種
類
與
方
法
，
加
以
個
別
地
確
定
時
，
道
乃
是
根
據
事
物
本
質
所
產
生
的
資

 

格
要
件
的
形
式
化
及
具
體
化
，
因
進
入
此
等
行
業
的
管
道
，
將
變
得
只
對
那
些
已
獲
得
爲
T
該
職
業
活
動
之
合
秩
序
執

 

行
必
需
的
能
力
證
明
者
加
以
開
放

 >
 從
而
申
請
人
只
能
指
望
，
他
必
需
以
理
智
的
評
估
，
來
判
斷
將
發
生
的
事
，
而
做
 

出
他
自
己
應
該
如
何
完
成
該
要
件
的
決
定
。
這
尤
其
重
要
(
有
意
義
)
，
當
所
渉
及
到
之
職
業
(
例
如
本
件
之
手H

藝
 

業

)
，
其
特
點
在
於
介
：業
主
在
廣
泛
的
層
面
h
必
須
自
己
進
行
合
力
工
作
的
行
爲
，
從
而
它
乃
是
以
企
：業
主
的
個
人
能

 

力
及
知
識
爲
決
定
性
的
出
發
點
時
。
這

：
項
對
企
業
主
要
他
證
明
自
己
擁
有
足
夠
的
能
力
與
知
識
的
規
定
，
是
如
此
地

 

能
配
合
各
個
行
業
本
玢
的
特
殊
狀
況
，
以
致
於
該
項
系
爭
對
自
由
權
之
限
制
規
定
對
個
人
而
言
，
幾
乎
是
對
其
存
在
( 

影
響
)
不
生
什
麼
感
覺
，
尤
其
是
當
相
較
於
對
重：

要
社
會
利
益
的
保
護
而
言
D
以
上
所
述
冰
是
本
件
之
決
定
性
的
部
分

 

，
至
於
手H

藝
業
的
活
動
由
於
其
多
樣
性
以
及
其
輕
易
的
加
入
可
能
性
已
不
斷
地
被
許
多
人
選
擇
做
爲
職
業
以
及
適
用

 

該
規
定
當
事
人
的
數
目
很
高
，
則
不
具
決
定
地
位
D

3.
因
上
所
述
，
立
法
者
應
該
超
越
純
粹
執
業
規
則
的
層
次
，
而
能
夠
—
I
如
同
前
面
所
探
討
中
所
明
顯

H;
知
的
—

 

丨
將
他
所
採
行
的
能
力
證
明
規
定
視
爲
一
項
原
則
h
合
適
的
手
段
。
此
處
之
手
段
的
合
用
性
曁
對
於
職
業
自
由
選
擇
之

 

法
怦
介
入
的
必
要
性
的
判
斷
，
：小
得
以
_
>
述
理
由
被
質
疑
，
即
職
業
許
可
的
限
制
並
未
達
成
立
法
者
目
的
之
要
求
。
固
 

然

，
師
傅
級
考
試
仍
未
保
證
：
名
師
傅
能
經
由
專
業
的
深
造
進
修
而
跟
得
上
其
所
屬
手
工
業
的
發
展
腳
步
曁
從
而
能
持

 

績
地
保
持
被
追
求
的
表
現
水
平
。
然
而
此
項
考
試
卻
至
少
保
障
/
應
考
人
透
過
理
論
與
實
際
的
訓
練
而
獲
得
必
要
知
識

 

與
能
力
，
並
且
其
能
認
識
到
持
續
進
修
之
必
要
性
，
而
且
其
能
自
己
建
立
了
進
修
的
基
礎
。
每

：
個
入
行
的
手H

藝
業



者
能
夠
由
於
確
定
的
表
現
層
次
，
而
充
分
地
在
整
體
上
保
持
獨
立
執
業
的

T -
工
藝
業
的
高
衷
現
。

師
傅
級
考
試
只
保
障
了
手H

赛
企
業
業
主
的
能
力
，
郤
在
被
雇
用
的
T
人
的
職
楽
能
力
問
題
上
留
下
空
白
。
然
當

 

此
其
時
，
手
工
藝
企
業
的
表
現
水
平
乃
足
決
定
性
地
仰
賴
於
業
主
的
專
業
能
力
：
業
主
的
活
動
，
一
般
而
言
都
保
障
了

 

<止
業
内
成
員
的
工
作
的
品
質
。
此
外
還
有
，
尙
未
結
束
其
訓
練
，
可
是
打
算
獨
立
的
非
獨
立
手
.1:
藝
業
者
，
可
以
預
見

 

地

，
將
會
極
爲
努
力
地
拓
展
其
專
龙
知
識
，
並

H.
充
實
K
技
術
能
力
，
：
旦
他
瞭
解
他
必
須
證
明
他
在
手H

藝
業
中
獨

 

立
執
業
之
能
力
的
話
。

4
於
此
可
以
發
現：
項

不

nr
期

待

的

(
按

：
即
過
度
的
)
自
由
限
制
：
即
本
法
在
其
附
表
A
之
中
將
職
業
的
選
擇

 

範
圍
限
縮
到
於
該
农
屮
所
登
錄
出
的
手
n
藝
部
門
，
這
項
限
制
使
得
個
人
不
可
能
去
選
擇
在
被
確
定
的
職
業
形
態
所
概

 

括
的
手
K
敎
業
活
動
以
外
的
分
科
當
做
職
業
並
從
而
有
相
應
之
學
成
訓
練
。
在

特

定

..：
而

.a
nj
能
是
合
理
地
區
隔
開

 

的
I

I
工

作

(
例
如
裁
縫
業
及
機
械
手
n
業
的
內
部
)
之
屮
的
人
，
若
有
心
進
行
專
業
化
，
則
應
能
夠
要
求
對
他
有
更

 

高
的
訓
練
與
測
驗
的
設
施
或
機
會
。

侃
是
本
法
基
於
以
下
的
觀
點
在
憲
法
受

k
述
指
摘
。
立
法
者
原
則
上
應
將
職
業
圖
像
加
以
正
當
地
確
定
下
來

 

，
這
足
一
個
已
經
在
藥
房
判
決
中
表
達
出
來
的
觀
點
。
立
法
者
所
能
夠
操
作
的
只
是
，
將
I

I
在
基
於
對
職
業
中
傳
統

 

及
實
際
情
況
的
注
m
I

I
相
類
似
的
活
動
總
括
成
某
一
棟
單
一
的
職
業
單
元
。
而
於
此
他
是
资
廣
泛
地
滿
足
/
職
業
的

 

專
業
分
工
要
求
，
則
只
能
個
別
地
加
以
評
價
。
一
般
地
說
，
吾
人
必
須
在
此
留
給
立
法
者
個
某
程
度
的
浃
策
空
間

 

(s
p
l
e
l
r
a
u
m
;

立
法
者
須
做
類
型
化
的
工
作
，
並
0.
應
該
在
此
項
基
礎
上
而
以
平
均
地(durchs

ch
m
ttl

ich
)

正
當
化

I

九



二
〇

過
的
資
格
需
要
爲
出
發
點
；
對
即
使
是
已
廣
泛
散
播
開
來
的
專
業
化
趙
勢
，
立
法
者
只
能
在
一
定
程
度
的
界
限
之
內
加

 

以
考
慮
！

當
他
意
欲
相
對
於
純
粹
的
「
專
業H

人

」
而
思
保
持
手
工
藝
業
的
全
面
特
性
時
。
若
吾
人
相
信
此
項
規
定

 

整

醱

而

言

，
並
不
會
導
致
對
向
來
的
與
事
實
上
存
在
於
相
關
職
業
領
域
中
的
關
係
的
扭
曲
，
則
一
個
一
定
程
度
的
、
於

 

合
理
界
限
內
對
訓
練
暨
考
試
要
求
的r

要
求
」
！

如
同
立
法
者
迄
今
在
許
多
國
家
的
訓
練
替
考
試
命
令
中
所
確
定
者

 

——

乃

應

被

接

受

，
尤
其
是
當
系
爭
的
自
由
限
制
可
透
適
新
生
代
之
就
業
機
會
以
及
社
會
聲
譽
之
增
加
而
得
在
一
定
意

 

義
上
獲
得
平
衡
時
。

從
手H

藝
業
法
附
表
A
中
之
考
試
中
吾
人
可
以
得
知
，
立
法
者
於
個
別
手H

藝
業
部
門
的
列
舉
上
——

此
項
列
皐

 

具
有
規
範
上
之
區
別
性
以
及
總
體
性
之
意
義
——

，
保
留
了
手H

藝
業
的
傅
統
形
態
，
並
且
也
適
當
地
導
致
了
手H

藝

 

業
部
門
內
部
的
専
業
化
努
力
。
對
於
系
爭
法
律
規
定
的
憲
法
上
的
指
摘
從
而
是
不
應
被
承
認
的
。

5.
在
該
法
律
中
之
許
可
要
件
的
知
識
與
能
力
，
依
本
庭
見
解
並
不
是
與
妥
善
之
職
業
活
動
之
達
成
的
目
的
無
關
的

 

職
業
種
類
及
規
模
；
而
且
原
則
上
所
表
現
的
形
式
訓
練
管
道
與
考
試
，
也
並
未
過
度
地
勞
煩
職
業
申
請
人
。
以
下
詳
述

 

之

。

4
由
手
工
藝
業
工
作
的
本
質
乃
產
生
以
下
結
果
，
即
獨
立
執
業
的
手
工
藝
業
者
必
須
擁
有
對
於
材
料
及H

作
技

 

術

、
曁
其
工
作
之
技
術
聯
繫
面
上
的
廣
泛
知
識
。
在
許
多
手
X
藝
業
的
部
門
中
，
工
作
程
序
是
一
種
持
績
的
發
展
；
而

 

合
乎
潮
流
的
造
型
以
及
時
髦
的
塑
造
也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在
現
代
的
經
濟
生
活
中
*
 1

名
手H

藝
業
者
是
不
能
夠
不
具

 

備
企
業
經
濟
及
商
業
交
易
上
的
知
識
而
生
存
的
。
從
而
下
述
的
事
項
是
可
以
被
正
當
化
的
，
即
在
師
傅
級
考
試
之
中
，



要

求

r

必
要
的
企
業
經
濟
上
的
，
商
業
交
易
上
的
以
及
一
般
理
論
上
的
知
識
」

(
本
法
第
四
十
一
條
)

。
以
下
這
件
事

 

是

自

明

之

理

(
考
試
規
定
中
也
將
它
也
規
定
了
)
：
於

此

考

試

中

，
只
要
求
應
該
有
的
知
識
領
域
之
基
礎
的
知
識
。

以

上

所

述

最

後

意

味

的

是

，
當

要

求

一

名

手

工

藝

業

者

能

夠

「
師

傅

級

般

地

」(
m
e
i
s
t
e
r
h
a
f
s

Tn
成
在
其
所
属

 

行
業
之
中
常
見
的
工
作
時
，
那
並
不
是
不
合
比
例
的
沈
重
要
求
。
所

謂

「
師
傅
級
般
地J

並
非
意
指
該
項
專
業
能
力
必

 

須
遠
遠
超
越
一
般
手H

藝

業

的

水

平

。
它
並
不
要
求
不
尋
常
的
表
現
；
而
毋
寧
單
貝
是
要
求
職
業
申
請
人
有
能
力
去
「
 

獨
立
地
」

，
依
手H
藝
業
的
一
般
原
則
，
而
忠
於
原
有
精
神
地
完
成
一
件
常
見
的H

作

。

如
同
師
傅
級
考
試
的
結
果
所
證
明
的
，
本
法
所
列
之
考
試
要
求
«
際
上
有
調
整
配
合
一
般
手
X
藝
業
的
水
平
；
就

 

手H

藝
業
的
整
體
平
均
數
而
言
，
在
一
九
五
一
年
到
一
九
五
五
年
之
中
，
只
有
百
分
之
十
三
的
考
生
被
拒
絕
(
未
通
過

 

)

。
總

之

，
本
法
所
列
之
實
際
舆
理
論
考
試
的
要
求
，
坷
以
由
平
均
才
智
的
人
經
由
平
均
水
準
的
努
力
而
達
成
。

W
本
法
所
規
定
之
訓
練
過
程
以
及
考
試
，
在
典
型
的
情
況
下
，
並
不
會
過
度
地
煩
勞
職
業
申
請
人
。
於
三
至
四

 

年
的
見
習
期
與
至
少
三
至
五
年
的
生
徒
期
之
後
舉
行
的
學
徒
考
試(G

e
s
e
l
l
e
n
p
r
u
f
u
n
g
K

原

則

上

要

求

(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
三

士

 一
條
、
三
十
四
條
)

，
是
立
法
者
以
平
均
而
適
當
方
式
所
作
的一

項

決

定

。
此
項
一
般
爲
十
八
年
的
完
整

 

學
習
期
間
的
訓
練
目
的
是
，
使
得
學
徒
能
夠
具
有
於
其
所
H
手H

藝
行
業
中
常
用
的
技
巧
與
能
力
，
並
且
擁
有
對
於
原

 

料
及
輔
助
材
料
的
價
格
、
性

質

、
處
理
舆
利
用
的
專
業
知
識
(
本
法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

。
除
了
表
現
水
平
之
外
，
 

學
徒
還
需
要
有
可
觀
的
職
業
經
驗
，
才
能
夠
對
於
在
其
所
屬
手H

藝
行
業
中
發
生
的H

作

，
予
以
在
上
已
述
及
之
意
義

 

下

的

「
師
傅
級
般
地
」
完

成

。

一
段
三
至
五
年
的
生
徒
期
間
，
儘
管
如
果
加
上
這
段
時
間
之
後
整
體
的
訓
練
過
程
會
變



成
二
h
二
至
二
十
一
..
年

之

久

，
但
並
不
是
不
適
當
地
長
。
此

外

，
存
在
著
.卜
述
可
能
性
，
即
職
業
學
校
的
就
學
期
間
被

 

列
入

算
是
生

徒

期

間

(
本
法
第
四
十
四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段
)
；
而
其
在
生
徒
期
間
擔
任
獨
立
執
業
手H

業H

匠

、
作
爲

 

工
廠
師
傅t

W
e
r
k
m
e
i
s
t
e
r

或

其

他

相

應

位

子

的

時

間

，
也

可

做

爲

生

徙

時

間

(
本
法
第
四
十
四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段
)
 

。
最

後

，
在

例

外

的

情

況

下

，
通
過
師
傅
級
考
試
者
，
能
夠
完
全
不
去
經
歷
該
項
法
定
的
訓
練
過
程
(
本
法
第
四
卜
四

 

條
第

四

項

)
。

^
該
項
在
手
工
藝
業
中
資
本
與
勞
力
應
該
結
合
一
起
的
原
則
，
會
造
成
以
下
結
果
，
即
一
名
自
己
不
具
師
傅
身

 

分
的
企
業
家(u

n
t
e
r
n
e
h
m
e
r
)
，

不
得
雇
用
師
傅
而
去
開
設
一
家
手
工
藝
企
業
。
這
並
不
是
過
度
的
要
求
，
而
且
不
論

 

該
系
爭
法
律
是
否
在
其
他
某
些
情
況
下
存
茌
著
此
種
可
能
性
；
因
爲
這
種
規
定
是
植
基
於
特
殊
狀
況
，
並
且
是
只
有
與

 

該
系
爭
法
律
整
體
的
目
的
範
圍
內
。

6.
若
吾
人
終
局
地
總
體
評
價
該
系
爭
由
立
法
者
所
加
諸
手H

藝
業
爲
先
的
人
的
自
由
的
限
制
，
則
有
一
些
観
點
不

 

能
+
列

入

考

量

，
這
些
考
踅
能
使
對
自
由
權
的
限
制
的
比
重
加
以
進
一
步
降
低
：
首

兜

，
在

手

工

藝

業

，
工
匠
也
能
夠

 

不
經
過
師
傅
級
考
試
而
在
手H

藝
業
以
及
工
業
中
從
毐
活
動
。
即
使
撇
開
此
點
不
談
，
該
系
爭
法
律
甚
至
也
特
別
開
放

 

f
下

述

可

能

性

，
即
職
業
申
請
人
能
夠
在
例
外
情
況
下
，
也
可
以
用
考
試
以
外
的
方
法
，
來
產
生
其
在
手
工
藝
行
業
中

 

獨
立
執
業
所
必
須
之
知
識
與
能
力
的
證
明
(
本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
第

八

條

)

。
根
據
上
所
述
及
的
原
則
，
例
外
情
況

 

至
少
於
以
F
的
情
況
時
是
應
該
被
採
納
的
，
即
當
對
於
職
業
申
請
人
而
一
一
：

H
.
-

逕
以
參
加
學
徒
學
成
考
試
的
形
式
來
做
爲

 

其
專
業
能
力
的
證
明
係
屬
一
過
度
而
不
可
期
待
的
重
擔
之
時
。
於

此

，
這
種
情
況
只
可
以
在
基
於
對
個
別
情
形
的
所
有



狀

況

都

加

以

評

量

後

予

以

評

價

。
例

如

說

下

列

的

情

形

就

可

以

被

視

爲

一

種

特

別

複

雜

的

因

素

，
例

如

職
業
申
諳
人
必

 

須

籌

措

到

親

»
的

生

活

費

用

’
以

致

從

而

沒

有

能

力

去

承

擔

學

習

技

能

所

需

的

時

間

與

金

錢

的

耗

賫

；
另

外

’
職
業
的

 

有

權

期

待

者

(B
e
r
u
f
s
a
n
w
H
l
t
e
r
)

之

年

事

漸

高

也

能

夠

彤

成

一

個

理

由

，
使

他

可

以

免

於

考

試

，
尤

其
是
當
他
已

 

然

經

歷

過

其

他

的

訓

練

過

程

，
而

此

種

過

程

是

如

同

在

手

工

藝

業

法

之

中

所

規

定

者

。
只

有

下
列
這
種
行
政
上
實
際
操

 

作

，
即

針

對

在

於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所

適

用

下

的

那

種

免

除

參

加

師

傅

級

考

試

乙

事

而

充

分

考

童

到

了

特

別

沈

重

負

擔

的

 

狀

況

者

，
才

是

取

向

於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
並
且

是

符

合

了

該

條

項

中

的

保

護

思

想

。

就
繼
績
擴
大
例
外
情
彤
是
否
滿
足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的
目
的
與
目
標
是
否
仍
如
前
所
述
者
，
係
在
憲
法
上
合
宜
者一

 

事

，
於
此
不
須
加
以
討
論
。
無

論

如

何

，
手
X
藝
業
法
的
產
生
歷
史
已
經
指
出
了
，
對
於
例
外
批
准
之
給
予
之
可
能
性

 

，
應
該
不
吝
利
用
。
這
些
例
外
情
況
不
應
該
只
依
樣
地
就
只
被
承
認
逋
用
於
那
些
被
特
別
的
、
尤
其
是
由
戰
時
及
戦
後

 

的
各
項
關
係
而
造
成
的
理
由
所
妨
礙
而
不
能
參
加
師
傅
級
考
試
的
人
；
毋
寧
說
是
應
該
在
例
外
批
准
的
給
予
上
，
也
要

 

考
慮
給
予
下
述
職
業
申
請
人
，
即

r

有
能
力
於
手
工
藝
業
或
工
業
中
的
相
應
的
責
任
重
大
的
職
位
上
從
事
非
獨
立
執
業

 

的
活
動
者
」

，
或

是

「
完
成
其
他
的
訓
練
過
程
以
代
替
學
習
期
、
寅
習
考
試
及
實
習
期
者
」

。
於

此

，
立
法
者
乃
爲
所

 

有
未
能
通
過
師
傅
級
考
試
的
人
開
啓
了一

條

出

路

。
而
此
一
出
路
並
不
是
目
的
本
身
，
也
不
是
對
不
受
人
歡
迎
的
競
爭

 

的

保

護

手

段

，
而

是

I

條
正
常
情
況
下
對
一
定
條
件
之
手H

業
從
事
之
人
擇
優
錄
取
的
道
路
。
無

論

如

何

，
大
規
模
的

 

承
認
例
外
是
不
合
於
手H

藝
業
法
的
目
的
——

其
目
的
爲
增
大
有
表
現
能
力
的
獨
立
手H

藝
業H

匠
之
存
在
。

一
個
對
 

於
例
外
情
況
之
槪
念
的
廣
泛
詮
釋
，
釦
該
系
爭
法
律
的
企
圖
(
保
持
與
促
進
手
工
藝
業
的
表
現
水
平
與
表
現
能
力>

 
,



二
四

是

沒
有
違
背
的
，
因
爲
職
業
申
請
人
在
所
有
情
況
下
，
都
必
須
證
明
其
具
有
就
手H

藝
業
獨
立
執
業
之
所
要
的
知
識
與

 

能

力

。7.
總
結
而
言
：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係
以
該
有
法
律
規
定
之
必
要
性
爲
前
提
。
在
基
本
法
制
定
之
制
憲
會
議

 

(
p
a
r
l
a
m
e
n
t
a
r
i
s
c
h
e
r

 R
a
t
K

辯
論
中

已

指

出

，
職
業
自
由
的
原
則
，
需
要
有
法
律
的
加
以
具
體
化
。
提
出
主
觀
許

 

可

要
件
的
法
律
，
正
是
對
此
的
典
型
例
子
。
當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授
權
立
法
者
制
訂
「
規

制J

時

，
基
本
法
即

 

係
明
白
地
表
達
出
，
這
樣
的
法
律
並
非
是
在
基
本
法
第
十
九
條
意
義
下
的
「
限
制
」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7
3
7
7
E 4
0
3
f

e

。
從

而

’
乃
排
除
基
本
法
第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
以
及
同
條
文
第
一
項
第
二
段
之
適
用
o 

VI

、

平
等
原
則
並
未
被
下
述
狀
況
所
侵
害
，
即
工
業
生
產
的
成
品
中
，
有
的
係
經
手H

藝
的
製
造
過
程
者
，
而
其
工
人

 

並
未
被
要
求
具
有
能
力
證
明
。

若
立
法
者
有
權
以
能
力
證
明
的
B
式
來
設
立
主
觀
的
許
可
要
件*

則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
他
並
不
負
有

 

義
務
因
下
述
理
由
而
平
等
地
看
待
各
項
職
業
，
亦
即
在
個
別
的
活
動
範
圍
或
X
作
之
間
的
外
部
平
等
性
應
該
被
確
定
。
 

而

毋

寧

說

是

，
立
法
者
能
夠
就
職
業
規
則
的
種
類
與
規
模
，
用
多
種
措
施
，
依
照
不
同
職
業
的
生
活
領
域
間
的
特
別
閼

 

係

，
尤
其
是
依
照
討
論
中
之
既
存
職
業
的
社
會
性
結
構
，
而

加

以

區

別

化

(
聯
邦
嫌
法
法
院
判
決
集9,338t 3

5
0
1
)

。
 

根
據
這
項
標
準
來
看
，
下
述
的
情
況
是
不
能
夠
被
評
價
爲
牴
觸
一
般
的
平
等
原
則
，
即

：
被H

業
化
地
經
營
的
工
作
，
 

係
被
自
由
地
容
許
，
但
在
手H

藝

業

中

，
這
些
工
作
就
須
承
受
能
力
證
明
的
規
定
。



手H

藝
企
業
不
同
於
工
業
企
業
。
手
工
藝
業
其
中
大
部
份
係
小
企
業
。
企
業
主
個
人
在
手
U
藝
工
作
h
.
的

協

力T 

作
對
手
工
藝
企
業
而
！百
是
典
型
的
狀
況
；
因

此

，
企
業
主
的
專
業
能
力
乃
決
定
了
手H

藝
業
效
率
的
價
値
。
與
此
相
反

 

地

，
工
業
企
業
的
企
業
主
，
一
般
而
言
，
並
不
直
接
參
與
生
產
，
而
只
是
限
縮
於
買
賣
交
易
或
技
術
上
的
領
導
。
此
項

 

結
構
上
的
區
別
使
得：

卜
述
之
事
顯
得
理
由
充
分
：
即
只
有
手
工
藝
業
的
獨
立
執
業
取
決
於
其
個
人
能
力
®
知
識
的
證
明



關

於

「
強
迫
成
人
停
留
於

敎

養
機
構
或
療
養
院
」
之
判
決

丨
聯
邦
蕙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二
十
二
卷
第
一
百
八
十
頁
以
下

譯
者
：
簫
文
生

〈
判
決
要
旨

>

1.
 社
會
國
家
原
則
賦
予
國
家
建
立
公
平
社
會
秩
序
之
任
務
。
但
其
並
未
表
明
立
法
者
於
完
成
此
項
目
標
時
，
只
得
規
定

 

利
用
行
政
上
之
措
施
；
就
此
立
法
者
亦
得
規
定
私
人
福
利
團
體
之
協
助
。

2.
 
爲保
障
有
效
之
法
律
執
行
所
必
要
，
聯
邦
得
依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於
其
實
質
立
法
權
限
內
規
範
地
方
自
治

 

官
署
之
建
立
及
程
序
。

3.
 

在
基
本
法
生
效
前
授
權
頒
布
行
政
命
令
所
公
布
之
法
律
必
須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之
要
件
，
若
所

 

頒
布
之
行
政
命
令
應
有
助
於
其
實
現
之
實
體
權
利
於
基
本
法
生
效
後
遭
受
重
大
修
改
時
。

4.
 

聯
邦
從
事
資
助
任
務
時
亦
受
到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及
第
八
十
三
條
之
拘
束
。
若
基
本
法
並
未
明
示
給
與
聯
邦
從
事
該

 

項
任
務
之
行
政
管
轄
權
時
’
則
聯
邦
只
有
在
該
任
務
明
顯
地
超
越
區
域
性
時
才
得
擁
有
行
政
管
轄
權
。



5.
非
基
於
保
護
公
眾
或
保
護
當
事
人
本
身
，
而
僅
基
於
改
正
當
事
人
之
目
的
而
强
迫
成
人
停
留
於
敎
養
機
構
或
療
養
院

 

乃
是
違
憲
的
。

一
九
六
七
年
四
月

t

七
日
及
十
八
日
言
詞
辯
論
於
；
九
六
七
年
七
月
十
八
日
所
作
之
第
二
庭
之
判
決

I

I

 

2
1
^
勺

3
>
5
,
6
,
7
,
8
\

 

62.

 
’
 

2
B
V
R
1
3
9
,
1
4
0
,
3
3
i
3
3
5
\

 

6
2

——

本
件
訴
訟
程
序
旨
在
審
查
下
列
法
律
條
文
：

1.
 審

查

一

九

六

一

年

八

月

十

；
日
公
布
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3

G
B
U
S
.
1
2
0
5
M

:
:

條
第
二
项
I
I
在
其
將
靑
少
年

照
顧
亦
包
括
情
形
下
-
-
-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
也

許

」

一
詞
，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六
款
、
第
二
項
及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

第
七
條
I

在
其
要
求
資
助
之
情
況
：卜
-
-
-
第
八
條
第
一
：一
項
及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
第
十
二
至
第
十
六
條
，
第
十
八
條

、
第

二

十

四

條

、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四
項
之
合
憲
性
。

2.
 

審
查
一
九
六
一
年
六
月
：
■'
十
日
公
布
之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B

G
B
U
S
.
8
1
5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第：

：

句

，
第
十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及
第
四
項
，
第
七
^
三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
項

，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
項

第

：
.句
和
第
九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及

第

三

句

、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之

合

憲

性

。
1.
2.
之

訴

訟

聲

請

人

H
e
s
s
e
n
^
:

，H
e
s
s
e
n
^

政

府

，
代
理
人
：
邦
總

理

，
訴
訟
代
理
人■

…

W
F
r
e
i
e

 u
n
d

 Ha
n
s
e
s
t
a
d
t

 H
a
m
b
u
r
g

，
邦

政

府

，
代
理
人
：
邦

總

理

-
-
-
訴
訟
代
理

人

.

.

.
d
 

Fre
i
e

 H
a
n
s
e
s
t
a
d
t

 B
r
e
m
e
n
.

 ■邦
政
府
，
代
理
人
：
邦
總
理

---

訴
訟
代
理
人

.

.

.
4

N
i
e
d
e
c
s
a
c
h
s
e

莼

，
邦

政

府

，
代

理

人

：
邦

總

理

-
-
-
拆
訟
代
理
人

.

.

.



二
八

3.D
0
r
t
m
u
n
d

，
代
理
人
：
市
政
府
，D

a
r
m
s
t
a
d
t

，
市
政
府
，F

r
a
n
k
f
u
r
t
(
M
a
i
n
)

，
市
政
府
，H

e
r
n
e

，
市

政
府
，
訴
訟
代
理
人
.
.
.
.
.
.
.

針
對
㈤

！

九
六
一
年
八
月
十
.

：
日
公
布
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
B
G
S
J
S
.
1205

M

五
條
第
三

項
及
第
八
條
第
三
项
W

一
九
六
一
年
六
月
三
i

日
公
布
之
社
會
救
助
法

K
G
B
1
.
I
S
.
S15

M

卜
條
第
：0 .

项
第i:

句
及
第
四
 

項
和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所
提
出
之
憲
法
訴
訟
。

判
決
主
文

I

、
 ：

九
六
：
年
八
月
十
一
曰
公
布
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
B
G
B
1
.
I
S
.1205

M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十
四
條
無
效
。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
第
五
條
第
一
至
第
一 
_

...

項

、
第
七
條
、
第
八
條
第
三
項
、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 

第
十
二
條
第
二
项
及
 

第
一
二
項
、
第
十
三
條
至
第
十
六
條
、
第
十
八
條
、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與
第
一：：十

七
條
第
四
项
皆
符
合
基
本
法
 

0

II

、
 
一
九
六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之
社
會
救
助
法(

B
G
31
.
I
S
.815

M

七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和
第
三
項
及
第
九
十
六
條
第
一
项
 

第
二
句
無
效
。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
第
十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和
第
四
項
'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
项
第
二
句
及
 

第
九
十
六
條
第一

項
第
一
..

句
和
第
二
項
第
..

句
符
合
基
本
法
。

III

、
 
憲
法
訴
訟
駁
回
。

判
決
理
由



A

、
1
1
 '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國
家
於
靑
少
年
福
利
及
敎
養
範
圍
內
之
行
爲
乃
由
一
九
二
二
年
七
月
九
日
之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K
G
B
1.I
S
.
6
3
3
,

以

下

簡

稱

爲

：R
J
W
G

芨

有

關

敎

養

義

務

之

命

令

(一

九

二

四

年

二

月

十

三

日

，R
G
B
1J
S
.100

 

，
以

下

簡

稱

爲
+
.
R
F
V
)

和

補

充

R
F
V

有

關

公

其

敎

養

要

件

、
種

類

及

程

度

之

帝

國

原

則

(一

九
二
四
年
十
一
月
四

 

曰

，R
G
B
1.I
S
.
7
6
5
)

在

帝

國

法

律

方

面

加

以

規

範

。
此

些

法

律

規

範

經

多

次

修

改

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仍

然

繼

續

 

有

效

。
聯

邦

立

法

者

重

新

規

範

了

此

兩

項

法

律

領

域

。

1.
1
九

五

三

年

已

修

正

過

的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I

九

五

三

年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B
G
B
1J
S
1
0
3
5
,

以
下
簡
稱

 

:
第

一

次

修

改

之

法

)
於

一

九

六

一

年

八

月

十

一

日

經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修

改

與

補

充

法

(B
G
B
1.I
S
.
1
1
9
3
,

以
下

 

稱

：
第

二

次

修

改

之

法

)
修

正

並

於

當

天

以

重

新

編

排

條

文

順

序

之

方

式

以

靑

少

年

福

利

法(B
G
B
U
S
.
1
2
0
5
>
N

名
公

 

布

(
以

下

稱+
.
J
W
G
)

。
修

-1E
後
之
法
律
於
一
.
九

六

二

年

七

月

一

日

適

用

其

基

本

重

要

之

部

份

。

除

將

第

一

次

修

法

時

新

組

織

靑

少

年

機

關

之

任

務

加

以

擴

充

外

，
靑
少
年
辐
利
法
帶
來
了
許
多
靑
少
年
權
利
實
質

 

之

改

變

(
例

如

敎

養

之

權

利

)

。
其

提

出

了

公

共

之

救

助

應

支

援

及

補

充

在

家

庭

中

開

始

的

兒

童

敎

育

的

原

則

(
§
3
 

)
及

同

時

規

範

了

公

共

(
官

方

)
及

自

由

(
私

人

)
靑

少

年

救

助

之

關

係

(
§
§
5
—

9
 )
 C

2.
敎

養

義

務

命

令

及

帝

國

原

則

由

一

九

六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制

定

、

一
九
六
二
年
六
月
一
日
生
效
之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B
G
B
1.IS

.
8
1
5
,

以

下

稱：
B
S
H
G
>

所

取

代

。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將

至

目

前

之

敎

養

法

及

個

別

特

殊

之

規

定

(
 

例

如

肺

結

核

救

助

、
盲

人

救

助

及

身

體

殘

障

救

助

)
整

合

成

爲

一

項

法

律

。
相

對

於

目

前

敎

養

之

槪

念

，
其
在
此
將
社

二
九



三
o

會
救
助
之
範
困
廣
泛
地
擴
大

 <
特
別
是
在
第
三
章
：
特
別
生
活
處
境
之
救
助
)
也
强
化
了
尋
求
救
助
者
之
地
位
，
即
承
 

認
其
享
有
請
求
救
助
之
請
求
權
(
§
4
 

>

且
只
有
在
有
限
的
範
圍
內
才
有
償
還
費
用
之
義
務
{
§
92
)
除
實
質
之
給
付

 

要
件
外
*
該
法
亦
規
範
了
公
共
救
助
與
民
間
福
利
照
顳
間
之
醑
係
(
§
S

10
，
S3
)
。

II

、

在
兩
項
法
律
立
法
過
程
中
已
有
部
份
條
文
，
特
別
是
規
範
官
方
救
助
及
民
間
團
體
間
關
係
之
條
文
，
在
憲
法
上
有

 

爭

論

。
法
律
生
效
後
總
共
有
十
項
訴
訟
提
出
於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
其
中
有
五
項
是
針
對
靑
少
年
輻
利
法
之
條
文
，
另
外

 

五

項

則

針

對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之

條

文

。
每

五

項

訴

訟

中

各

有

三

項

乃

基

於

邦

政

府t
H
^
s
s
e
n
,

 

H
a
m
b
u
r
g
,

 

B
r
e
m
e
n
^

 

N
i
e
d
e
x
s
a
c
h
i

孩
嫌
邦
恵
法
法
院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六
款
及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
抽
象

 

之

法

規

審

査

)
之
規
定
所
提
之
聲
請
。
各
有
兩
項
乃
是
非
屬
於
縣
管
糖
之
城
市
(
約
同
於
省
轄
市
，
如

D
o
r
t
m
u
n
d
,

 

D
a

l
d

t
,

 Fr
a
n
k
f
u
r
t
/
M
a
i
n
p
e
s
H
e
r
n
e
)

依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九
十
一
條
所
提
出
之
憲
法
訴
訟
。

在
十
項
訴
訟
下
有
以
下
之
聲
明
：

1.
有
關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

W
H
e
s
s
e
n
^
:

政
府
及H

a
m
b
u
r
g
^

政
府
聲
請
確
認
，
下
列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之
條
文
違
反
基
本
法
而
無
效
：

I

、
 

第

11

條
第
二
項
^—

於
其
將
靑
少
年
照
顧
亦
包
括
情
形
下
——

及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六
款
和
第
二
項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條
o

II

、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

也
許
一
詞
-
-
-
-
-
-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
第
七
條一

W

其
要
求
資
助
情
況H

——



及
第
八
—

三
項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
第

七

十

條

、
第
八
十
三
條
、
第
二
十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

m

、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二
十
四
條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

[V
、
第

士

 一
至
第
十
六
條
、
第
十
八
條
及
第
三
十
七
條
第
四
項
遠
反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條
。

V

、
第

二

十

五

條

第一

項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三
條
。

B
r
e
m
e
r
s

政
府
提
出
了
如H

e
s
s
e
n

政
府
於
I

、
11
之

聲

請

。
 

blD
o
r
t
m
u
n
d
,

 Da
r
m
s
t
a
d
t
,

 Fa
n
k
f
u
r
t
/
M
a
i

 吳

s
e
r
n

提

出

聲

請

確

認

■.

I

、
爲
修
正
及
補
充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於一

九
六
一
年
八
月
十
一
日
公
布
之
靑
少
年
瞩
利
法(

B
G
B
L

 IS
1
1
9
3
)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及
第
八
條
第
三
項
與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及
第
二
條
、
第

三

條

、
第

四

條

、
第

六

條

、
第

 

三
十
條
與
第
七
十
條
不
符
合
而
無
效
。

n

、
 

判
決
德
童
志
驊
邦
共
和
國
補
償
訴
訟
費
用
。

2.
有

雜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

a)H
e
s
s
e
n
^

政

府

及H
a
m
b
u
r
g
h

政
府
聲
請
確
認
下
列
一
九
六I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公
布
之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條
文

 

{B
G
B
1J
S
S
1
5

遼
反
基
本
法
而
無
效
：

I

、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
第
十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和
第
四
項
及
第
九
十
H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速
反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
第

七

十

條

、
第
八
十
三
條
、
第
二
十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和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IM

 !



.
三二

二

項

。

II

、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二
及
第
三
項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一 
一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及
第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和
第
二
十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

III

、
 
第
九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及
第
三
句
和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條
。

B
r
e
m
e
l
^

政
府
提
出
了
如H

e
s
s
e
n

政
府
於
I

、
之
聲
請
。

b)D
o
r
t
m
u
n
d
,

 

D
a
r
m
s
a
d
t
,

 

F
r
a
n
k
f
C
r
t
/
M
a
i
n
f
i
j

 H
e
r

 n
e
®

 

出
聲
請
：

l

、
 
確
認
一
九
六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公
布
之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B
G
B
U
S

bol
s
M

十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和
第
四
項
 

及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不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及
第
二
條
、
第
三
條
、
第
四
條
、
第
三
十
條
 

與
第
七
十
條
而
無
效
。

II

、
判
決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補
償
訴
訟
費
用
。

N
i
e
d
e
r
s
c
h
s
e
n
^

政
府
加
人

H
e
s
s
e
n
^

政
府
所
提
出
有
關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及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法
規
審
査
之

聲

請

。

m

、
 

聲
請
人
及
提
出
訴
訟
之
城
市
提
出
下
列
理
由
：

1.
有
關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

.

4
該
法
除
規
範
關
懷
具
危
險
性
或
已
犯
錯
靑
少
年
之
敎
養
外
，
亦
規
範
了
不
須
有
現
實
危
險
存
在
而
具一

般
性
幫
 

助
靑
少
年
身
體
上
精
神
上
及
道
德
上
利
益
任
務
之
靑
少
年
照
顧
。
聯
邦
就
靑
少
年
照
顧
並
無
立
法
櫂
限
。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四

條

公

共

敎

養

之

概

念

並

不

包

括

靑

少

年

照

顧

。
聯
邦
與
各
邦
立
法
權
限
之
分
配
與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頒
佈
時
之

 

情

形

並

不

相

同

。
就
此
基
本
法
亦
依
其
一
般
之
傾
向
將
聯
邦
立
法
者
之
權
限
相
較
帝
國
立
法
者
自
威
瑪
憲
法
所
得
出
之

 

結

果

加

以

限

縮

。

即

使

認

爲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四

條

第

七

款

得

將

靑

少

年

禧

利

之

範

圍

涵

括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所

規

範

之

領

域

，
聯

 

邦

立

法

者

亦

不

得

將

非

灞

於

敎

聋

槪

念

之

新

任

務

帶

入

其

中

。
此
類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並
未
包
括
全
新
的
純
粹
的
靑

 

少

年

照

顧

任

務

則

在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六

款

(
空

間

時

間

之

輔

導

、
政

治

敎

育

及

國

際

交

流

)
及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
資

 

助

靑

少

年

團

體

之

活

動

、
訓

練

H

作

人

員

及

設

立

和

維

持

靑

少

年

之

家

)
中

規

定

。
上
述
兩
種
情
形
乃
涉
及
一
般
的
幫

 

助

靑

少

年

之

任

務

，
而

應

予

所

諝

的

「
敎

餐

」
無

關

。
此

類

深

入

文

化

領

域

內

容

之

規

範

只

屬

於

各

邦

之

權

限

。

b)
創
設
民
間
團
體
優
先
權
及
在
財
政
上
給
予
保
障
的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三
項
第
二
和
第
七
句
及

 

第

八

條

第

三

項

，
相
對
至

今

的

法

律

有

三

項

基

本

之

改

變

：
民
間
團
體
現
在
不
再
是
在
法
律
規
範
外
而
是
在
法
律
規
範

 

範

圍

內

從

事

活

動

。
相
對
地
地
方
自
治
f
f
l
體
則
被
剝
奪
其
本
身
照
顧
靑
少
年
之
任
務
且
必
須
資
助
從
事
該
項
任
務
之
社

 

困

。
最

後

公

共

靑

少

年

救

助

機

闕

與

民

間

围

體

間

之

閼

係

不

再

是

兄

弟

般

的

夥

袢

，
相
反
地
在
完
全
錯
認
應
以
地
域
性

 

作

爲

靑

少

年

救

助

任

務

之

原

則

下

’
鄕

餓

本

身

之

救

助

行

爲

顯

得

如

惡

事

般

’
而
爲
儘
可
能
有
助
於
享
有
優
先
權
之
社

 

團

活

動

則

應

予

以

去

除

。

該

項

優

先

權

規

定

並

非

必

要

，
因
相
對
於
鄕
鎭
民
間
社
團
之
工
作
至
今
爲
止
並
未
受
到
不
利
益
且
如
統
計
數
字
顯

 

示

其

活

動

亦

不

斷

地

擴

展

。
其

具

有

國

家

級

之

性

格

。
在
此
必
須
提
出
是
否
因
此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之
憲
法
I

即



三
四

使
在
很
小
的
部
份
範
圍
內
—
—
被
無
聲
無
息
地
改
變
的
問
題
。
除
此
之
外
，
基
於
下
列
理
由
該
項
規
定
不
符
合
基
本
法

 

• ■

aa)
聯
邦
就
此
並
無
立
法
權
限
。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四
條
第
七
款
意
義
下
之
公
共
敎
養
係
僅
指
圔
家
或
地
方
自
治
圏

 

髑
所
爲
官
方
的
敎
養
。
因
此
聯
邦
立
法
者
只
限
於
頒
布
有
_
國
家
或
鄕
鎭
園
體
所
爲
靑
少
年
救
助
之
規
範
。
公
共
及
民

 

闓
靑
少
年
救
助
等
級
關
係
之
規
範
及
賦
予
民
間
團
體
特
定
法
律
定
位
並
未
包
括
在
內
。
這
些
已
不
再
是
公
共
敎
養
而
是

 

文
化
政
策
。

此
外
即
使
將
敎
養
之
概
含
做
最
廣
義
的
解
釋
，
救
助
需
要
者
亦
僅
靥
於
敎
養
概
念
之
客
體
。
聯
邦
立
法
者
卻
基
於

 

有
利
於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醑
髖
之
目
的
而
規
定
了
資
助
義
務
而
超
越
了
道
愐
範
阖
。
聯
邦
在
敎
養
領
域
內
並
不
具
有
例

如
依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四
條
第
十
三
款
有
關
學
術
硏
究
或
依
第
十
四
條
第
十
七
款
有
藺
農
林
業
生
產
所
擁
有
之
資
助
權
限

°

最
後
嫌
邦
以
一
方
面
宣
佈
鄉
供
及
薄
嫌
》
盟
爲
公
共
靑
少
年
救
助
之
主
體
’
另
一
方
面
卻
爲
了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賦
予
其
限
制
及
財
政
支
持
義
務
之
方
式
確
立
了
地
方
自
治
憲
法
，
而
這
方
面
聯
邦
卻
是
缺
乏
權
限
的
。
基
本
法
將
揶
鋇

 

歸
饜
於
各
邦
並
同
時
慄
障
邦
法
律
之
特
性
。
有
關
民
閬
靑
少
年
救
助
優
先
之
條
文
含
有
指
示
鄕
鎭
政
策
之
方
針
且
決
定

 

性
地
確
立
了
鄕
鎭
的
活
動
空
間
；
因
此
其
乃
屬
於
地
方
自
治
憲
法
之
範
圍
。
此
項
單
獨
保
留
給
邦
立
法
者
之
領
域
，
聯
 

邦
立
法
者
不
得
依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及
眉
於
其
權
限
範
藺
內
之
事
務
規
範
而
加
以
侵
害
。

W

此
外
優
先
原
則
侵
犯
了
各
邦
之
行
政
高
權(A

I
3
0
G
G
)。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三
條
並
非
僅
創
設
直
接
及
間



接
邦
行
政
執
行
聯
邦
法
律
之
義
務
，
而
亦
是
建
立
了
一
項
專
臑
權
。
此
項
專
靥
權
乃
是
針
對
聯
邦
而
言
，
蓋
聯
邦
只
在

 

基
本
法
規
定
或
允
許
之
情
況
下
才
得
自
己
從
事
法
律
之
執
行
。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三
條
亦
禁
止
聯
邦
透
過
其
他
方
式
來
阻

 

止
各
邦
執
行
法
律
。
保
留
不
厲
於
行
政
活
動
之
範
圍
或
將
聯
邦
法
律
所
規
定
之
任
務
移
轉
給
社
會
團
體
則
削
減
了
各
邦

 

基
於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三
條
之
權
利
。
依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之
規
定
邦
行
政
機
關
(
間

接

)
只
能
在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團
體

 

放
棄
本
身
之
活
動
時
，
才
能
執
行
其
所
受
委
託
之
任
務
。
其
結
果
是
邦
行
政
機
關
爲
能
實
施
基
本
法
所
保
棒
之
執
行
聯

 

邦
法
律
的
權
利
，
須
先
獲
得
社
團
之
允
許
。
此
亦
不
符
合
各
邦
身
爲
聯
邦
成
員
國
之
地
位
。

d
社
會
園
原
則
亦
被
侵
害(A

i
s

A
r

t
2
8
I
s
a
t
z
l
G
G
)
。

依
基
本
法
之
規
定
國
家
擁
有
及
負
擔
社
會
敎
養
之

 

權
利
與
義
務
。
公
共
靑
少
年
救
助
乃
是
完
成一

項
針
對
靑
少
年
而
不
是
被
視
爲
對
社
金B

體
援
助
義
務
之
社
會
國
義
務

 

。
聯
邦
不
能
從
此
處
得
出
鄕
鎭
相
對
於
民
間
社
團
負
有
责
任
之
結
果
。
因
此
該
法
之
優
先
原
則
不
過
只
是
將
基
本
法
內

 

含
之
國
家
行
爲
補
充
性
原
則
加
以
具
體
化
之
看
法
是
無
法
接
受
的
。

社
會
國
家
原
則
亦
賦
予
各
邦
從
事
社
會
活
動
之
權
利(A

r
t
2
8
I
s
a
E
G
G
)
。

基
本
法
並
未
含
有
聯
邦
爲
有
利
於
民

 

間
社
團
得
以
限
制
各
邦
該
項
權
利
之
授
權
基
礎
。
爲
有
利
於
該
團
雔
所
規
定
之
輔
助
義
務
更
是
不
符
合
社
會
國
家
條
款

 

。
社
會
國
家
原
則
所
內
含
各
邦
從
事
社
會
活
動
之
權
利
包
含
了
將
國
家
之
社
會H

作
限
制
在
國
家
機
關
而
放
任
社
會
依

 

其
自
身
力
M
發
展
之
權
利
。

劲
最
後
該
儸
先
原
則
亦
不
當
地
侵
害
了
鄉
鎭
的
自
治
權(

A
r
t
s
s
I
I
G
G
r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不
但
侵
害
了
鄕
鎭
之

 

任

務

領

域

(
§
5
1
、m

s
a
t
z
2
)

也
侵
害
了
鄕
錤
事
物
自
行
執
行
之
權
利
(
§
§
7
'
8
m

)
，
此
兩
項
情
形
已
侵



犯
到
自
治
之
基
本
內
涵
。
至
少
是
違
反
了
禁
止
過
當
原
則
。
在
靑
少
年
救
助
中
所
涉
及
的
乃
是
鄕
鎭
傅
統
之
任
務
，
而

 

優
先
原
則
卻
侵
害
了
該
項
任
務
之
完
成
。
鄕
鎭
不
再
依
其
鄕
錤
自
由
權
而
爲
主
管
部
門
，
而
只
擁
有
依
聯
邦
法
律
所
賦

 

予

，
依
各
民
間
團
贈
之
活
動
而
定
之
補
充
性
權
限
。
在
民
間
围
體
從
事
救
助
活
動
時
，
實
際
上
鄕
鎮
則
被
排
除
從
事
靑

 

少

年
工
作
。
除

此

項
任
務
限
制
外
，
簿
鎭
就
自
治
事
務
之
自
行
負
责
執
行
權
限
亦
受
到
侵
害
；
鄕
鎭
於
決
定
使
用
其
經

 

費
時
——

此
乃
鄕
鎭
財
政
高
權
之
一
部
份
I

趴
受
胄
輔
助
^
罾
强
^
之
限

㈣

㈤
使
罾
^
謂
財
政
自
主
不
復
存
在
。

本
身
直
接
敎
養
之
禁
止
及
撥
付
鄕
鎭
預
算
給
民
間
囿
體
之
法
律
義
務
觸
及
到
地
方
自
治
之
命
脈
。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將
被
證
明
其
無
能
力
依
地
方
之
特
性
決
定
該
項
事
物
在
自
行
負
责
下
如
何
執
行
。
聯
邦
就
此
不
得
給
予
指
示
，
即
使
以

 

法
律
之
形
式
亦
不
允
許
。
若
解
鎭
及
其
居
民
於
此
問
題
上
被
剝
奪
自
主
決
定
之
權
利
，
則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之
地
方
自
治
保
障
即
失
去
意
義
。

d
基
本
權
利
亦
受
到
侵
害
。
民
間
儍
先
於
官
方
靑
少
年
救
助
之
規
定
乃
是
基
於
托
瑪
斯
自
然
法
之
補
充
性
原
則

 

。
該
項
學
說
在
法
律
內
被
提
升
至
具
拘
束
力
的
法
句
。
此
速
反
了
保
障
信
仰
及
良
心
自
由
的
基
本
法
第
四
條
。
對
植
基

 

於
地
方
區
域
的
鄕
鎭
靑
少
年
救
助
給
予
否
定
之
評
價
與
此
是
不
相
一
致
的
。

除
此
之
外
該
項
辅
助
義
務
在
結
果
上
將
導
致
財
政
較
佳
，
特
別
S
宗
敎
團
體
占
有
優
勢
，
而
其
已
間
接
自
國
家
給

 

予
敎
會
之
給
付
中(A

r
t
7
4
0
G
G
M

得

利

益

。
画

髖

本

身

支

出

愈

高

，
依
法
律
之
意
願
則
雜
鎭
之
資
助
亦
應
愈
高
。
透

 

過
這
樣
的
方
式
將
導
致
强
迫
造
成
不
同
從
事
靑
少
年
救
助
園
體
間
侵
害
平
等
要
求
之
不
平
等
待
遇
，
更
確
切
的
說
則
是

 

不
利
於
各
個
宗
敎
上
之
少
數
信
仰
。
同
時
鄕
鎭
亦
被
强
迫
藉
著
其
預
算
之
投
入
，
在
各
團
體
競
爭
時
表
達
立
場
，
因
此



I

違
反
其
自
由
意
志
I

去
影
響
言
論
之
形
成
。
此
項
聯
邦
法
律
指
撣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政
策
之
情
形
違
反
了
基
本
法

 

第

二

、
第
三
及
第
四
條
之
規
定
。
當
事
人
之
自
由
決
定
權
、
平

等

權

'
信
仰
自
由
及
父
母
之
敎
育
權
亦
將
受
到
侵
害
，
 

若
鄕
鎭
依
此
方
式
被
强
迫
不
同
地
來
處
理
社
會
的
力
量
時
。

4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二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並
不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對
授
權
法

 

律
之
確
定
性
所
提
出
的
要
求
。
第
九
條
第
二
項(J
W
G

芝
授
權
內
容
並
未
充
分
確
定
。
不
確
定
者
爲
是
否
透
過
命
令
只

 

得
規
定
國
家
承
認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主
體
之
實
質
要
件
或
是
亦
可
規
範
承
認
所
應
依
循
之
程
序
。
何
項
實
質
承
認
要
件

 

得
被
提
出
亦
不
確
定
，
因
爲
保
證
其
爲
有
助
於
達
成
基
本
法
目
探
之H

作
及
保
證
合
理
客
觀
地
使
用
經
費
，
本
就
是
提

 

供
給
付
之
要
件
且
依
第
九
條
第
一
項(J
W
G
g

承
認
乃
是
附
加
要
求
的
。
在
此
情
況
下
是
無
法
預
知
該
授
權
使
用
之
傾

 

向

(
請
見

 

B
V
e
r
f
G
E

 10
,
3
0
【531)

依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而
非
依
第
一
百
二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評
斷
之
第
二
十
四
條O

W
G
M

授
權
內
容

 

及
範
圍
亦
完
全
不
確
定
。
聯
邦
政
府
是
否
基
於
保
障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同
質
量
地
完
成
任
務
之
目
的
只
得
頒
布
實
質
規
定

 

或
只
有
程
序
規
定
或
皆
可
之
問
題
並
不
淸
楚
。
此
外
該
執
行
規
定
之
可
能
內
容
亦
無
法
預
見
，
因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常
常

 

以
授
予
行
政
機
關
一
般
委
託
之
方
式
即
認
爲
已
經
足
夠
。

4
透
過
將
靑
少
年
解
釋
成
爲
鄕
鎭
及
鄕
鎭
聯
盟
自
治
事
項
及
賦
予
不
屬
於
縣
之
城
市
及
縣
(
市

)
設
立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義
務
之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J

W
G
K

與
此
有
關
緊
接
涉
及
靑
少
年
福
利
烏
之
組
織
，
特
別
是
靑
少
年
福

 

利
委
員
會
之
組
成
及
任
務
之
條
文
，
聯
邦
立
法
者
再
度
以
不
允
許
之
方
式
規
定
了
地
方
自
治
憲
法
。

一
項
任
務
是
否
由

三
七



鄕
鎭
依
自
治
事
項
或
依
受
指
示
拘
朿
之
委
託
事
項
加
以
執
行
乃
是
地
方
自
治
憲
法
之
問
題
，
因
其
直
接
牽
涉
到
國
家
與

 

鄕
鎭
間
之
關
係
。
同
樣
地
規
定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設
立
特
定
官
署
及
其
組
織
之
條
文
亦
侵
害
了
地
方
自
治
圃
體
之
行
政
組

 

織

。
聯
邦
自
基
本
法
第
八
卜
四
條
第
；
項
中
並
無
法
得
出
該
項
規
範
權
限
。
雖
然
自
該
條
文
字
面
意
義
可
以
得
出
聯
邦

 

在
該
條
文
範
圍
內
亦
得
就
間
接
之
邦
行
政
(
地
方
自
治
行
政
)
之
官
署
設
立
及
程
序
加
以
規
定
之
結
果
。
但
該
項
看
法

 

是
無
法
接
受
的
官
署
設
立
及
程
序
由
聯
邦
法
律
加
以
規
範
乃
是
例
外
之
情
形
，
因
此
該
條
文
之
解
釋
必
須
嚴
格
(
例
 

外
解
釋
從
嚴
)
。
此
外
其
亦
內
含
著
來
自
聯
邦
國
家
結
構
上
之
限
制
。
各
邦
之
國
家
組
織
，
例
如
將
邦
剿
分
成
幾
個
政

 

府
行
政
區
，
聯
邦
政
府
必
須
加
以
承
認
。
因
鄕
鎭
及
鄕
鎭
聯
盟
乃
是
各
邦
之
基
礎
，
因
此
地
方
自
治
憲
法
之
規
定
亦
屬

 

於
邦
之
國
家
組
織=

若
邦
無
權
制
定
地
方
自
治
憲
法
則
其
不
可
能
自
主
地
去
規
範
其
國
家
結
構
及
行
政
組
織
。

即
使
基
於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四
條
第
：
項
欲
賦
予
聯
邦
得
確
定
鄕
鎭
依
何
種
方
式
來
完
成
其
所
交
付
任
務
之
權
利
，
 

聯
邦
亦
僅
能
規
定
該
任
務
之
完
成
須
受
指
示
之
拘
束
，
因
爲
只
有
如
此
才
能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保
障
法

 

律
執
行
一
致
之
目
的
。
以
指
示
之
方
式
視
爲
自
治
事
務
已
不
再
屬
維
護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四
條
所
承
認
聯
邦
之
利
益
，
而
 

是
不
屬
聯
邦
立
法
權
限
的
邦
行
政
方
式
的
決
定
。

4
第
二
十
五
條
第I

項
0
与
0
芝
規
定
不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八
—
一：一
條
。
該
處
所
預
設
聯
邦
政
府
於
靑
少
年
救
助
範

 

圍
內
對
救
助
努
力
之
推
動
及
資
助
乃
是
執
行
聯
邦
法
律
之
行
政
行

爲

，
而
該
行

爲

僅
是
各
邦
之
職
責
(
請
見
 

B
v
e
r
f
G
E
〕.

2
,
2
0
T
2
4
f

 

2
4
8
〕
)

 a

得
使
聯
邦
政
府
於
跨
區
域
行
政
rr
M'
擁
有
管
轄
權
之
情
形
並
不
存
在

D
該
所
指



稱
之
任
務
並
非
絕
對
需
要
由
聯
邦
來
加
以
完
成
。
聯
邦
並
無
一
般
的
推
動
及
資
助
權
限
。

2.
有
關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

4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
第
十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和
第
四
項
及
第
九
十
三
條
第I

項
第
二
句

 

所
規
定
且
在
財
政
觀
點
保
障
民
間
福
利
照
顧
主
體
優
先
権
基
於
在
靑
少
年
禧
利
法
中
優
先
權
相
同
理
由
爲
違
想
。

W
將
基
於
缺
乏
內
心
力
量
而
無
法
在
社
會
過
正
常
生
活
之
人
於
一
定
條
件
下
强
迫
安
置
於
一
定
機
構
的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二
及
第
三
項B

S
H
®

犯
了
人
身
自
由
基
本
權
利

 <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
之

本
質
內
容
。
傳
統
上
允

 

許
侵
害
人
身
自
由
之
法
規
範
皆
是
有
助
於
公
共
利
益
(
例
如
自
由
刑
之
科
處
)
或

保

護

當

事

人

本

身

(
如
精
神
病
患
之

 

安

置

)
。
但
在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所
規
定
之
强
迫
安
置
公
共
利
益
相
反
地
僅
扮
演
著
無
關
緊
要
的

 

地

位

。
儘
可
能
使
所
有
社
會
成
員
皆
能
過
正
常
生
活
符
合
人
性
助
人
利
益
之
觀
點
並
不
能
合
法
化
自
由
之
剝
奪
。
至
少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二
及
第
三
項
之
規
定
違
反
了
比
例
原
則
。

d
第
九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和
第
三
句
及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之
條
文
(
不
屬
於
縣
之
城
市
爲
地
方
性
救
助
主
體
之
規

 

定

；
聲
明
該
項
任
務
爲
地
方
自
治
行
政
事
務
；
各
邦
得
頒
布
實
質
指
示
之
授
權
規
定
)
乃
颶
地
方
自
治
憲
法
，
因
此
聯

 

邦
在
缺
乏
立
法
權
限
下
如
同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相
對
應
之
條
文
爲
違
憲
。

聲
請
人
引
用
了
在
立
法
程
序
中
由A

r
n
o
s
,

 K
s
t
g
e
n
e

提

出

之

鑑

定

書

(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
優
先
或
補
充
？
 

H
a
m
b
u
r
g
h

法
課
程
第
7
輯

，一

九

六

一

，
第

一

頁

以

下

)
來

支

持

其

看

法

。
此
外
亦
提
出
了
r

R
w
友Z

敎
授
之

 

鑑

定

書

。

三
九



聯
邦
政
府
認
爲
該
受
非
難
之
規
定
是
合
憲
的
且
就
此
援
引
在
立
法
程
序
中
由v

.
d

 H
e
y
d
t
e
^

授
所
提
出
之
鑑
定

 

書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
優
先
或
補
充
？

H
a
m
b
r
u
g
^

法
課
程
第
7
輯

，
：
九

六

一

，
第
五
十
一■-•
.頁

以

下

)

。
此
外

 

在
有
關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之
程
序
提
出
了
B
敎

授
(補
充
鑑
定
書
亦
在

内
)
3
律
師
(補
充
鑑
定
書
亦
在
內
)
及
3

敎
授
 

，
在
有
關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之
程
序
U
及
F
敎
授
之
鑑
定
書
D
 

聯
邦
政
府
之
陳
述
詳
細
如
下
：

1.
有

關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

d
靑
少
年
照
顧
亦
在
甚
本
法
第
七
十
四
條
第
七
款
所
使
用
公
共
敎
養
之
概
念
內
。
靑
少
年
敎
養
及
靑
少
年
照
顧
需

 

要
統
一
的
規
範
。
靑
少
年
I

I

與
成
人
不
同
I

I

一
直
皆
需
要
幫
助
，
因
其
一
直
必
須
自
一
定
之
危
險
中
被
引
導
出
來

 

。
抑
制
性
的
靑
少
年
敎
養
與
預
防
性
之
靑
少
年
照
顧
間
並
無
淸
楚
之
界
限
。

■
w

aa)
依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六
條
之
規
定
資
助
在
靑
少
年
福
利
領
域
內
之
自
願
行
爲
早
就
屬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之

 

任

務

。
就
此
認
爲
該
項
行
爲
亦
間
接
有
助
於
需
要
幫
助
之
靑
少
年
的
看
法
是
有
理
由
的
。
因
此
對
於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團
體
之
資
助
亦
在
公
共
敎
養
之
概
念
内
。

bb)
並
無
侵
害
各
邦
之
行
政
高
權
=
此
項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並
未
將
國
家
之
任
務
移
轉
給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團
體
，
 

而
係
僅
在
贵
助
其
完
成
其
自
己
賦
予
自
己
的
任
務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及
第
八
十
三
條
本
身
並
末
賦
予
各
邦
行
爲
之
權

 

力

；
該
條
文
並
未
禁
Ih
聯
邦
就
其
擁
有
立
法
權
限
之
任
務
，
透
過
立
法
之
方
式
將
之
非
國
家
化=



cd
社
會
國
家
原
則
要
东
關
注
建
立
公
平
之
社
會
秩
序
，
但
並
未
規
定
該
項
目
標
只
能
透
過
官
署
直
接
照
料
需
要

 

救
助
者
來
達
成
；
其
亦
並
未
給
予
各
邦
本
身
從
事
社
會
性
活
動
之
權
利
。
此
外
公
共
救
助
主
體
並
未
免
除
其
任
務
；
公

 

共
救
助
主
體
仍
是
順
利
公
平
完
成
救
助
之
最
後
負
责
者
。

4S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之
地
方
自
治
保
障
乃
是
針
對
國
家
而
非
針
對
社
會
。
就
國
家
及
社
會
功
能
給
予

 

法
律
上
界
限
诀
定
乃
是
判
斷
直
接
及
間
接
國
家
行
爲
功
能
分
配
之
前
提
q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因
而
不
可
能
受

 

到

侵

害

。eej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
靑
少
年
救
助
爲
自
治
事
物
)
及
第
十
三
條
至
第
十
六
條
及
第
十
八
條<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之
組
嫌
，
靑
少
年
禰
利
委
員
會
之
組
成
參
加
等
)
並
非
違
反
基
本
法
之
地
方
自
治
憲
法
規
定
。
雖
然
地

 

方
自
治
憲
法
乃
展
於
各
邦
之
憲
法
秩
序
。
但
聯
邦
只
有
在
無
視
於
各
邦
其
鄕
錤
及
鄕
錤
聯
盟
之
行
政
結
構
而
行
使
基
於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所
擁
有
之
規
範
權

-M
時

，
例
如
以
不
合
乎
各
邦
地
方
自
治
憲
法
規
定
之
方
式
規
範
地
方
自

 

治
官
署
之
設
立
及
X
作

方

式

，
始
有
超
越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之
情
形
。
但
在
此
並
非
如
此
。

ff)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
*

因
其
明
白
的
確
認

 

不
得
違
反
享
有
受
照
顧
楢
人
之
意
願
而
將
之
轉
送
至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機
構
且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在
必
要
情
形
下
須
設
立

 

必
要
之
機
構
。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八
條
第
三
項
並
未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
第

三

條

、
第

四

條

、
第
六
條
及
第
二
十
條
之
規
定*

 

即
使
依
其
規
定
須
考
慮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團
體
本
身
之
付
出
，
但
此
並
不
表
示
須
給
予
財
力
最
强
的
画
體
最
多
之
資
助



。
其
並
非
僅
依
寅
際
已
支
出
之
本
身
费
用
，
而
是
依
適
當
的
有
期
待
可
能
的
本
身
付
出
而
定
。
基
於
公
平
之
理
念
本
項

 

規
定
乃
是
在
追
求
阻
止
地
方
自
治
主
體
及
民
間
围
體
所
設
立
檐
構
間
品
質
出
現
差
距
之
目
棵C

4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之
授
權
規
定
在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時
已
存
在
(
第
十
五
條
)
且
被
視
爲
立
憲
前

 

之
授
楢
依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二
十
九
條
之
規
定
仍
然
繼
續
有
效
1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之
授
榍
則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之
要
求
。

d}
給
予
聯
邦
政
府
鼓
勵
.及
資
助
靑
少
年
救
助
範
圍
內
活
動
之
行
政
權
限
的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並

 

未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及
第
八
十
三
條
之
規
定
。
聯
邦
基
於
基
本
法
第
八
+

七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句
，
至
少
依
事
物
自

 

然

之

理

-B
享
有
鼓
勵
及
資
助
靑
少
年
救
助
範
圍
內
跨
地
域
活
動
之
權
限
。
各
邦
之
權
利
並
不
會
因
此
而
受
到
侵
害
。

2.
有

關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

M

SO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
第
十
條
及
第
九
十
三
條
之
規
定
完
全
包
含
於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四

 

條
第

七

款

之

內

。
公
共
敎
養
之
槪
念
須
儘
量
廣
義
地
加
以
解
釋
；
因
此
並
非
只
有
該
提
供
給
付
之
種
類
及
範
圍
——

也

 

就
是
說
何
者
丨
—

而
是
與
此
無
法
分
離
的r

如
何
」
亦
得
加
以
規
範
。
公
共
敎
養
主
體
與
民
間
，
福
利
照
顧
團
體
間
關

 

係
之
規
定
亦
屑
於
該
項r

如
何
」
之

規

範

。

㈦
聯
邦
得
在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條
以
下
所
擁
有
之
立
法
權
限
內
，
於
規
被
一
定
之
事
務
時
制
定
觸
及
地
方
自
治
患

 

法
之
附
隨
規
定
。
若
符
合
客
観
實
質
利
益
時
，
聯
邦
亦
得
將
特
定
事
務
定
爲
自
治
事
務
且
頒
布
有
關
地
方
自
治
官
署
組

 

織
及
程
序
之
規
定
。



CC)

視
爲
機
構
制
度
的
鄕
鎭
自
治
行
政
並
未
受
到
該
被
责
難
條
文
之
妨
礙
。
只
有
在
法
律
範
圍
內
——

邦
及
賺
邦

 

法
律
I
—
才
給
予
並
保
障
自
治
行
政
權
之
內
涵
。

坳
在
赖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給
予
尋
求
幫
助
者
遒
擇
椹
之
規
定
排
除
了
對
其
基
本
權
利
，
特
別
是
基

本
法
第
四
條
之
侵
害
。

W
對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三
項
之
貴
難
亦
是
錯
誤
的
。
這
類
規
定
符
合
了
如
舊
條
文
中
在

 

保

護

敎

育

、
安
頓
不
願H
作

者

(
帝
國
敎
養
義
務
命
令
第
二
十
條
*
如
今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二
十
六
條
)

，
依
刑
法

 

第

四

十

二
C
條
及
第
四
十
二
d
所
爲
之
安
置
及
依
民
法
第
一
千
八
百
三
十
八
條
所
爲
安
置
中
所
指
出
的
傅
統
法
律
存
續

 

狀

態

。
其
所
規
定
之
措
施
不
但
有
助
於
公
共
利
益
亦
保
護
當
事
人
本
身
。
該
法
律
附
有
許
多
限
制
其
適
用
之
條
件
因
此

 

亦
符
合
比
例
原
則
。
法
院
之
指
示
安
置
只
有
在
特
別
重
大
危
險
時
才
有
可
能
。
將
條
文
僅
是
十
分
節
制
地
加
以
適
用
；
 

自
其
生
效
後
法
院
總
共
下
達
了
二
十
六
次
指
示
安
置
，
但
其
中
只
有
十
次
加
以
執
行
。

IV

、

0
邦
憲
法
法
院
曾
給
予
地
方
最
高
聯
盟
之
聯
邦
協
會
及
民
間
福
利
照
顧
聯
盟
發
表
意
見
之
檐
會
。

B

、

憲
法
訴
訟
及
導
致
共
同
審
理
及
決
定
抽
象
法
規
審
査
程
序
之
聲
請
是
許
可
的
。

C

、
 

—
I
 \

法
規
審
查
程
序
之
聲
請
人
及
提
起
訴
訟
之
城
市
認
爲
，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和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
第
七



四
四

條
及
第
八
條
第
三
項
及
賺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
¥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和
第
四
項
及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以
違
憲
之
方
式
創
設
了
不
利
於
公
共
靑
少
年
救
助
及
社
會
救
助
主
體
而
有
利
於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及
民

 

間
囅
利
照
顧
圉
«
之

優

先

權

。
但
道
些
條
文
是
符
合
基
本
法
的
。

1-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及
麻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丨
丨
如
同
其
前
身
一
九
二
二
年
的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及
一
九
二
四
年
的
敎
養

 

0

0
$

—

認
爲
靑
少
年
救
助
及
社
會
救
助
雖
是
画
家
之
任
務
，
但
國
家
不
論
是
在
組
織
上
或
是
財
政
上
皆
無
法

 

単
獨
充
分
地
負
擔
此
項
救
助
。
相
反
地
稱
要H

家
及
民
間
靑
少
年
和
禰
利
組
織
之
共
同
努
力
*
此
項
傳
統
且
經
幾
十

 

年
來
證
明
可
行
的
國
家
與
民
間
團
體
間
之
<
#
應
透
過
法
律
來
加
以
確
認
及
促
進
。

a)
依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之
規
定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之
任
務
乃
是
推
動
、
促
進
且
必
要
時
設
立
有
助
於
靑
少
年
福
利
必
要
之

 

機

構

及

括

動

(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
。
在
考
應
各
種
不
同
敎
育
基
本
方
向
下
，
其
須
致
力
於
充
分
提
供
靑
少
年
福
利

 

所
必
須
之
機
構
及
活
動
。
若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画
體
現
有
之
機
構
或
活
動
或
是
其
擴
充
或
設
立
此
類
檐
構
或
活
動

 

相

當

合

逋

時

，
則
靑
少
年
瞩
利
局
須
不
考
嫌
自
己
本
身
設
立
機
構
或
舉
辦
活
動
(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句
及
第
二

 

句

)
。
若
有
權
接
受
敎
養
者
不
願
利
用
現
有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蘭
體
時
*
因
其
與
權
利
人
所
定
之
—

基
本
方
向

不

符

合

(.第

三

條

)
——

例
如
在
宗
敎
観
黏
上

-
-
-
則
靑
少
年
糴
利
局
必
須
設
法
設
立
該
必
要
之
檐
構
(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三
句
)
。

從
上
述
可
以
得
出
下
列
情
形
：
靑
少
年
禧
利
馬
必
須
首
先
審
査
’
何
種
機
構
及
活
動
依
地
域
關
係
是
靑
少
年
禧
利

 

所
必
要
及
是
否
已
充
分
地
提
供
。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只

得

在

對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蘭

髁

之

推

動

或

資

助

措

法

達

成

目



標

時

，
才
自
己
設
立
機
構
及
舉
辦
活
動
；
若
民
間
團
體
無
法
提
供
適
當
的
本
身
給
付
或
該
民
間
團

II
之
機
構
依
地
方
之

 

翳
要
被
認
爲
不
充
分
時
，
例
如
其
所
表
彰
的
「
認

知j

在
該
鄕
鎭
乃
羼
少
數
，
則
亦
屬
於
後
者
的
情
形
。
但
一
項
欲
使

 

公
共
及
私
人
靑
少
年
救
助
得
在
合
理
有
意
義
下
合
作
之
法
律
並
不
能
被
認
爲
其
是
欲
透
過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强
迫
關
閉
身
爲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 ±
體
之
撤
鎭
或
鄕
鎭
聯
盟
目
前
所
存
有
的
公
共
機
構
。
只
要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能
提
供
充
分
合
適
的
機
構
，
則
不
但
無
法
要
求
其
資
助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團
體
設
立
新
機
構
亦
無
法
要
求
爲
有
利
於
尙

 

須
設
立
新
的
民
間
機
構
而
關
閉
現
有
的
公
共
機
構
。
合
理
使
用
財
政
經
費
及
合
作
之
原
則
亦
禁
止
要
求
鄕
鎭
放
棄
以
有

 

限
經
费
來
擴
充
現
有
的
本
身
機
構
而
以
明
顯
較
多
的
花
費
來
資
助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團
體
設
立
新
的
機
構<

■
在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團
體
已
捧
有
適
宜
之
機
構
且
其
單
獨
已
足
以
保
障
充
分
提
供
靑
少
年
辐
利
所
霑
機
構
時
，
則
靑
少
年
龌
利
局

 

相
反
地
不
應
將
费
用
用
在
設
立
本
身
之
機
構
而
是
使
用
在
資
助
民
間
機
構
上
(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五
條
第
~
項

'
第
七

 

條
及
第
八
條
)
。
藉
著
不
確
定
之
法
律
概
念r

必
要
的
」

'

「
充
分
的
」

、

「
通
合
的
」
之

使

用

，
立
法
者
欲
保
障
在

 

合
乎
各
別
地
區
性
事
務
方
式
下
及
經
濟
合
理
使
用
公
共
及
私
人
所
準
備
之
經
费
下
提
供
靑
少
年
福
利
之
機
構
及
活
動
。
 

該
項
法
律
目
標
之
達
成
，
依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五
條
第一

M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擔
負
完
全
之
資
任
。
 

b)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十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首
先
在
確
定
社
會
救
助
主
體
I

罾
罾
九
十
六
條
第

la

5:
規

定
«
吧
 

方
範
園
內
不
靥
於
縣
之
城
市
及
縣
(
市

)一

^
與
公
法
上
之
敎
會
及
宗
敦
團
體
及
民
間
福
利
照
顧
團
體
^
!
^
:
。
 

其
應
給
予
民
閩
照
顧
團
雔
在
社
會
救
助
範
圍
S

當
的

協

助

(
第
十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

。
若
在
個
案
中
民

間

，
 

福
利
照
顧
團
體
能
提
供
救
助
時
，
則
社
會
救
助
主
體
應
放
棄
執
行
本
身
之
措
施
(
第
十
條
第
四
項
)

。
其
應
致
力

四

五



四
六

於
充
分
提
供
社
會
救
助
之
合
適
機
構
並
在
民
間
福
利
團
體
擁
有
合
適
之
機
構
或
擴
充
或
設
立
適
宜
機
構
時
，
不
應

 

再
設
立
屬
於
自
己
之
新
機
構
(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
。
顆
便
一
提
的
是
上
述
最
後
之
規
定
基
本
上
早
在一

九
二

 

四
年
的
敎
養

義

務
命
令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中
即
已
存
在
。

與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幾
乎
字
面
上
^I

全
一
致
的
挪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條
文
亦
並
非
追
求
給
予
民
間
福
利

 

照
顧
絕
對
地
優
先
於
公
共
社
會
救
助
之
目
的
，
而
是
欲
保
障
長
久
以
來
在
敎
養
制
度
下
通
常
且
證
明
有
效
的
公
共
社
會

 

救
助
主
體
及
民
間
福
利
n

li
間
之
合
作
關
係
且
在
公
共
及
私
人
經
賫
互
相
配
合
使
用
下
達
成
儘
可
能
最
大
之
成
果
。

4
在
提
起
訴
訟
城
市
及
民
間
福
利
團
體
於
言
詞
審
理
過
程
中
所
爲
之
陳
述
中
可
以
看
出
，
實

務
上
是
以
此
處
所
爲
之

 

解
釋
作
爲
根
據
來
理
解
該
兩
項
法
律
；
因
此
以
前
所
爲
之
合
作
仍
繼
嫌
進
行
並
無
出
現
重
大
之
困
難
。
在
這
樣
的

 

法

律

解

釋

下

，
原
吿
對
於
所
諝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及
福
利
照
顧
團
體
優
先
權
憲
法
上
之
疑
慮
是
沒
有
理
由
的
。

2.
聯
邦
立
法
者
依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四
條
第
七
款
之
規
定
有
權
頒
布
上
述
列
舉
之
靑
少
年
輻
利
法
及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之

 

條

文

。

依
照
——

所
爲
之
解
釋
此
類
條
文
之
目
的
乃
在
於
透
過
公
共
及
私
人
努
力
之
合
作

0B
合
以
求
得
最
佳
之
成
果
。
各

 

規
範
對
象
僅
是
公
共
社
會
救
助
及
公
共
靑
少
年
救
助
主
體
，
亦
即
在
地
方
層
次
爲
不
羼
於
縣
之
城
市
及
縣
(
市

)
。
法

 

律
只
賦
予
其
義
務
法
律
根
本
沒
有
規
範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及
福
利
照
顧
主
體
之
行
爲
：
其
工
作
之
安
排
是
完
全
自
由
的

 

(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七
條
及
聯
邦
社
會
福
利
法
第
十
條
第
一
項
)=

公
共
敎
養
法
所
包
含
的
不
僅
是
包
含
負
有
該
義
務

 

之
公
共
主
體
所
應
提
供
之
實
質
敎

養
服
務
之
規
定
亦
包
括
了
組
織
上
之
規
定
及
其
界
限
。
此
處
被
貴
難
的
兩
法
律
條
文



僅
是
在
劃
定
公
共
靑
少
年
救
助
及
社
#
救
助
主
體
及

民
間
围
體
行
爲
之
界
限
。
此
類
規
定
仍
在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四
條
第

 

七
項
意
義
下
之
公
共
敎
養
概
念
之
內
。

3.
 

此
外
聲
請
人
i
張
這
些
條
文
侵
害
了
各
邦
的
行
政
高
權
。
但
這
並
非
如
此
。
因
執
行
該
類
條
文
及
最
後
負
责
提
供
常

 

助
之
同
意
與
否
皆
掌
握
在
鄕
鎮
及
鄕
鎮
聯
盟
，
其
亦
屬
於
邦
行
政
之
範
疇
。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及
民
間
福
利
圃
體
在

 

法
律
箱
圃
內
並
非
以
公
行
政
機
關
所
委
託
之
主
體
而
是
以
提
供
靑
少
年
救
助
及
福
利
照
顧
之
民
間
組
織
來
從
事
活
動

 

。
此
處
之
情
形
並
非
以
立
法
之
瑕
式
將
國
家
任
務
予
以
私
人
化
。

4.
 

社
會
國
家
原
則
亦
無
受
到
侵
害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一
項
宣
示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爲
社
會
聯
邦
國
家
，
但
自
此

 

亦
僅
能
得
出
國
家
負
有
平
衡
社
會
對
立
及
負
貴
建
立
公
平
社
會
秩
序
之
義
務
；
國
家
主
要
是
以
立
法
方
式
試
圚
來
完

 

成
此
項
目
標
。
自
社
會
國
家
原
則
絕
不
能
得
出
立
法
者
爲
實
現
該
目
棟
僅
能
採
行
官
方
措
施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i

項

僅

規

定r

何
者
」
爲

目

標

，
即
公
平
之
社
會
秩
序
；
其

並

未

規

定r

如
何
」

，
也
就
是
說
該
採
用
何
種
方
式
來

 

達
成
該
目
標
。
因
此
立
法
者
享
有
規
定
透
過
民
間
福
利
組
織
之
協
助
來
寅
現
該
目
標
之
自
由
。

除
此
之
外
不
論
依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或
依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所
涉
及
的
條
文
’
只
有
公
共
靑
少
年
救
助
及
社
會
救
助

 

主
體
才
對
需
要
幫
助
者
負
有
義
務
。

國
家
於
聯
邦
層
次
並
無
法
主
張
社
會
活
動
之
獨
占
，
在
邦
的
階
段
亦
同
。
自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亦
無
法
得
出
其
他
的
結
果
。
該
條
文
僅
是
限
制
各
邦
之
立
憲
者
：
各
邦
憲
法
制
度
應
符
合
基
本
法
意
義
下
之
共
和
、
民
 

主
及
社
會
法
治
國
。
此
僅
是
賦
予
各
邦
相
對
聯
邦
在
制
定
其
鼴
法
時
所
應
負
之
義
務
而
已
。

四
七



四
八

5,
該

有

關

之

條

文

亦

符

^

I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第一

句
保
障
自
治
行
政
之
規
定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保
障
嫌
錤
在
法
律
範
園
內
得
自
行
負
責
規
範
所
有
地
方
性
事
務
之
權
。
立
法

 

者
不
得
取
消
該
項
權
利
且
不
得
將
自
治
事
務
行
政
移
轉
至
圃
家
官
署
。
其
亦
不
能
透
遇
將
自
治
行
政
內
容
掏
空
，
使
之

 

失
去
有
效
行
爲
之
可
能
及
使
之
成
爲
只
是
表
面
存
在
之
方
式
來
限
制
地
方
自
治
權
。
但
嬅
鐄
自
治
行
政
權
並
非
其
每
一

 

部
份
皆
受
到
保
障
(B

V
e
r
f
G
E
.1

 

1
6
7
D
7
5
V

依
徳
意
志
帝
國
國
家
法
院
一
九
二
九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及
十
一
日
之
判

 

決
爲
由
，L

a
m

 曰e
r
s
^
i
m
o
n
s

 B
a
n
d
H
，

第
一
 〇
七

頁

)
。

若
對
鄉
鎭
自
治
行
政
之
限
制
並
未
觸
及
其
中
心
領
域
時
’
則
該
瞭
制
仍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之
規
定a

v
e
r
f
G
e

 u
6
7
CL 7

5
,
1
7
8
;
7
,
3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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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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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
2
f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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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
l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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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確
定
何
者
鹰
於
該
項
受
想
法
保
障
不
受
法
律
限
制
之
領
域
時
，
必
須
考
量
歷
史
之
發
展
及
各
種
不
同
地
方
自
治
行
政

 

在
歴
史
上
曾
出
現
之
種
類a

v
e
r
f
G
E

 17
A
7
2ll̂

>
。

d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及
賺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

條
第
四
項
和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規

 

定
在
民
間
園
體
擁
有
合
適
之
機
構
且
已
足
以
提
供
必
要
幫
助
下
’
公
共
靑
少
年
救
助
及
社
會
救
助
主
體
必
須
放
棄
本
身

 

之
措
施
或
機
構
，
並
未
侵
犯
自
治
行
政
之
中
心
領
域
。

靑
少
年
救
助
及
社
會
救
助
之
任
務
範
睹
對
今
日
鄕
鎮
自
治
行
政
之
風
貌
有
決
定
性
之
影
響
。
但
亦
不
能
忽
視
早
在

 

一
九
二
二
年
的
帝
画
靑
少
年
輻
利
法
第
一
條
第
三
項
、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六
條
已
經
假
設
了
民
閏
靑
少
年
救
助
之
自

 

厭
合
作
及
規
定
了
靑
少
年
騮
利
局
應
對
之
加
以
支
持
及
資
助
。
但
基
於
當
時
財
政
上
之
困
難
’
履
行
帝
窗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四
條
所
定
任
務
之
義
務
，
首
先
被
暫
時
地
加
以
免
除
(
一
九
二
四
年
二
月
十
四
日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生
效
命
令

 

第
一

條

第

四

款

，R
G
B
1
.
I
S
J
1
0
)

。
在
社
會
救
助
範
圍
內
，

一
九
二
四
年
敎
養
義
務
命
令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丨
—
與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九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幾
乎I

 ̂

指
出
若
民
間
福
利
照
顧
已
擁
有
足
夠
合
適
之
機
構
時
，
則
 

敎
養
協
會
不
應
再
新
設
本
身
之
機
構
e

此
些
條
文
亦
標
劃
出
兩
領
域
之
範
圍
，
因
此
也
確
立
了
今
日
鄕
鎭
自
治
行
政
之
風
貌
。
因
此
鄕
鎭
於
靑
少
年
及
社

 

會
救
助
領
域
內
不
須
爲
了
有
利
於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及
福
利
團
體
之
行
爲
而
接
受
法
律
限
制
之
傳
統
屬
於
自
治
行
政
受

 

保
護
之
中
心
領
域
之
說
法
是
無
法
成
立
的
。
除
此
之
外
鄕
鎭
肩
負
著
使
官
方
及
民
間
活
動
在
兩
項
領
域
內
實
現
必
要
行

 

爲
之
整
體
责
任
。
如
上
1
之
說
明
該
項
規
定
僅
劃
分
鄕
鎭
及
民
間
圃
體
之
任
務
，
而
該
f

分
只
是
在
保
障
合
理
的
任

 

務
分
配
及
將
現
有
的
公
共
及
私
人
經
费
做
最
合
乎
經
濟
的
使
用

。
想
鐄於
進
行
所
有
計
劃
前
應
先
確
認
是
否
及
在
何
種

 

範
圍
內
民
間
團
體
能
完
成
該
項
任
務
。
另
一
方
面
民
間
團
體
亦
不
能
期
待
鄕
鐄
資
助
其
計
劃
，
若
該
計
劃
乃
基
於
建
立

 

聲
譽
之
必
要
而
設
立
本
身
機
構
，
且
該
機
構
依
其
種
類
無
法
滿
足
地
方
爾
要
或
鄕
鎭
合
適
之
機
構
已
能
充
分
提
供
救
助

 

而
成
爲
不
必
要
時
。

在
這
點
上
靑
少
年
救
助
直
到
一
九
五
三
年
絕
非
在
所
有
的
邦
內
皆
完
全
靥
於
鄕
鎭
本
身
任
務
範
圍
之
事
實
亦
有
其

 

重
要
性
。
例
如
在
普
魯
士
敎
養
敎
育
乃
屬
於
委
託
事
物
(一
九
二
四
年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普
魯
士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施

 

行
法
第
一
條
，G

S

 

&
1
8
0
)

。
在
B
伐

利

亞

邦

縣

(
市

)
及
省
轄
市
將
指
定
由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完
成
之
任
務
視
爲
委

 

託

職

權

範

圍

內

之

事

物

而

加

以

管

理

(一

九
二
五
年
七
月
十
日
巴
伐
利
亞
邦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法
第
一
條
第
二
項
，

四
九



五
〇

G
V
B
1

 
S.211) 

>
W
幫
助
及
提
供
財
政
資
助
之
義
務
(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五
條
第
！
項
和
第
三
項
第
一
句
及
第
八
條
第
三
項
)
亦
不

 

侵
犯
自
治
行
政
之
中
心
領
域9

如
上
所
述
在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中
即
已
賦
予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支
持
有
助
於
靑
少
年
福
利
之
民
間
活
動
及
推
動
和

 

資
助
民
間
機
構
及
活
動
之
義
務
。
該
受
责
難
之
條
文
並
未
完
全
排
除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本
身
之
黄
任
，
亦
對
之
並
無
加
以

 

重
大
的
限
制
。
其
並
非
毫
無
條
件
地
資
助
民
間
靑
少
年
照
顧
之
機
構
及
活
動
，
而
是
只
在
認
爲
必
要
且
合
適
時
才
給
予

 

資

助

。
在
審
査
民
間
機
構
及
活
動
合
適
與
否
時
也
必
須
考
慮
靑
少
年
蕕
利
法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之
規
定
，
只
有
在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團
體
之
工
作
有
助
於
達
成
基
本
法
所
定
之
目
標
及
保
證
合
理
公
平
、
合
目
的
且
符
合
經
濟
要
求
使
用
經
費
時

 

才
得
資
助
之
。
在
此
就
資
助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圍
體
本
身
所
提
出
之
條
件
亦
應
適
用
於
資
助
個
別
機
構
及
活
動
。

法
律
對
於
所
得
提
供
資
助
之
種
類
並
無
規
定
。
鄕
鎭
則
依
合
義
務
性
之
载
量
來
決
定
在
個
案
中
究
竟
提
供
金
錢
或

 

給
付
物
品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丨
丨
如
提
供
必
要
之
人
員
——

來
加
以
幫
助
相
同
的
情
形
亦
適
用
於
準
備
用
於
資
助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所
編
列
預
算
經
費
之
總
額
。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三
項
僅
規
定
在
資
助
多
數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画
髖
間
相
同

 

之
措
施
及
資
助
公
共
和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團
體
間
相
同
措
施
時
必
須
適
用
相
同
之
原
則
及
標
準
。
即
使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八
條
第
三
項
接
著
規
定
在
資
助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團
體
之
措
施
時
必
須
考
*
其
本
身
之
支
出
，
並
不
表
承
由
鄕
鎭
所

 

欲
提
供
經
費
之
額
度
必
須
與
民
間
團
體
本
身
之
支
出
處
於
固
定
之
關
係
；
也
就
是
說
鄕
鎭
所
提
供
之
經
费
並
不
須
如
提

 

起
訴
訟
城
市
之
假
設
，
即
民
間
圑
體
本
身
事
實
上
之
支
出
愈
高
則
資
助
經
费
愈
高
。
相
反
地
鄉
鎭
資
助
民
間
蘭
體
之
措



施
只
有
在
該
團
體
依
其
條
件
及
財
力
提
供
適
當
的
本
身
給
付
時
才
予
以
考
慮
。
在
這
邊
鄕
鎭
亦
擁
有
相
當
寬
廣
的
決
定

 

空

間

。
絕
非
不
是
强
迫
其
不
合
理
的
使
用
預
算
經
費
。
地
方
的
財
政
高
權
亦
不
受
到
該
些
條
文
違
憲
地
限
制
。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並
不
影
饗
公
典
靑
少
年
救
助
主
膣
自
由
決
定
準
備
提
供
多
少
預
算
經
費
總
額
給
予
靑
少
年
救
助
——

本
身
之
措

 

施
及
資
助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措
施
^

^N

權

利

。

4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七
條
及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
條
第
三
項
第
二
句
所
規
定
公
共
靑
少
年
救
助
及
社
會
救
助
主

 

體

支

持

、
激
勵
民
間
活
動
及
共
同
合
作
之
義
務
則
依
上
述
之
解
釋
亦
無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之
可

 

能

。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之
指
示
義
務
在
蠹
法
上
亦
無
可
非
難
。
社
會
救
助
主
體
雖
然
必
須
對
尋

 

求
建
議
者
指
出
民
間
福
利
照
顧
團
體
亦
提
供
相
同
的
咨
詢
機
會
。
但
其
仍
得
在
社
會
事
務
上
完
全
充
分
地
行
使
其
提
供

 

意
見
之
行
爲
；
特
別
是
尋
求
建
議
者
即
使
有
項
指
示
亦
不
妨
礙
其
向
社
會
救
助
主
體
要
求
給
予
建
議
。

6.
最
後
所
謂
的
優
先
規
定
亦
沒
有
侵
害
基
本
權
利
。
因
依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三
句
及
第
三
條
享
有
保
護

 

敎
養
權
人
得
拒
絕
利
用
民
間
團
體
之
機
構
或
活
動
，
因
此
基
本
法
第
四
條
及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並
不
會
因
爲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之
規
定
而
受
到
侵
害
。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中
—

應
之
規
定
亦
無
侵
害
基
本
法
第
四
條
，
因
依
第
三
條
之
規
定

 

在
幫
助
之
內
容
上
亦
應
於
宗
敎
觀
點
方
面
符
合
受
幫
助
人
之
願
望
。

若
將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八
條
第
三
項
有
關
資
助
時
須
考
量
民
間
圑
糖
本
身
付
出
之
規
定
作
正
確
的
解
釋
，
則
其
既

 

不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四
條
亦
不
違
民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

五

-



部
份
之
判
決
以
4
票
對
3
票
通
過
。

II
、法

規
審
查
程
序
之
申
請
人
亦
對
上
述
兩
法
律
許
多
不
同
的
組
織
規
定
加
以
貴
難
。

1.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公
共
靑
少
年
救
助
依
第
四
條
及
第
五
條
爲
鄕
鎭
及
鄕
鎭
聯
盟
之
自
治

 

行
政
事
務
。
依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九
十
六
條
第
：
項
第
二
句
相
同
的
情
形
亦
適
用
於
爲
社
會
救
助
主
體
之
縣
(
市

) 

及
不
屬
於
縣
之
城
市
。

各
邦
將
聯
邦
法
律
視
爲
本
身
事
務
而
加
以
實
行
時
，
則
由
其
規
定
官
署
之
組
織
及
行
政
程
序
，
除
非
具
有
聯
邦
參

 

議
院
同
意
之
聯
邦
法
律
有
另
外
之
規
定
(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
D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及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皆
以

 

聯
邦
參
議
院
同
意
之
法
律
公
佈
。
佴
即
使
在
該
項
前
提
存
在
下
，
莪
本
法
第
八
卜
四
條
箄
：
項
仍
是
不
允
許
聯
邦
立
法

 

者
毫
無
限
制
地
完
全
地
確
定
鄕
鎭
應
在
何
種
活
動
範
圍
內
執
行
法
律
，
藉
此
來
限
制
鄕
鎭
。
裁
本
法
第
八
十
四
條
之
目

 

的
一
般
而
言
乃
是
在
保
障
聯
邦
法
律
得
以
有
效
地
執
行
。

基
本
法
並
未
將
地
方
自
治
之
事
劃
歸
給
聯
邦
而
是
將
其
僅
保
留
給
各
邦
。
在
解
釋
某
本
法
第
八
卜
四
條
第
一
項
最

 

後
半
句
時
亦
須
加
以
注
意
。
在
聯
邦
立
法
者
將
鄕
鎭
歸
入
執
行
聯
邦
法
律
時
，
其
僅
能
涉
及
各
別
屬
於
聯
邦
立
法
者
權

 

限
實
質
規
範
之
附
屬
規
定
。
若
該
附
屬
規
定
並
非
有
效
執
行
該
法
律
實
贾
規
定
所
必
要
時
，
則
是
對
各
邦
行
政
權
限
不

 

法
之
侵
害
。
在
k
述
的
情
形
將
該
任
務
規
定
爲
自
治
行
政
事
務
並
不
能
有
助
於
實
質
規
定
之
有
效
執
行
。
將
一
項
任
務



定
爲
自
治
行
政
事
務
則
排
除
了
邦
主
管
官
署
之
專
業
監
督
而
將
其
限
制
於
法
律
監
督
。
在
此
是
很
難
主
張
此
爲
有
效
執

 

行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及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所
必
要
。

所
涉
及
的
條
文
亦
無
法
透
過
國
家
實
務
加
以
合
法
化
。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聽
任
各
邦
決
定
是
否
將
該
任
務
視
爲

 

自
治
行
政
或
委
託
事
務
而
由
鄕
鎭
執
行
。
因
此
在
普
魯
士
敎
養
敎
育
以
委
託
事
務
之
方
式
加
以
執
行
。
在
巴
伐
利
亞
邦

 

則
將
歸
屬
於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之
任
務
視
爲
委
託
活
動
領
域
由
縣
(
市

)
及
不
屬
於
縣
之
城
市
執
行
。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十
二
條
第一

項
及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九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第r

句
因
此
而
無
效
。

本
決
定
以
4
票
對
3
票
通
過
。

2,
4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卜
二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1一

項

，
第
十
三
至
第
十
六
條
及
第
十
八
條
包
含
了
有
關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組
織
和
程
序
，
特
別
是
有
關
靑
少
年
福
利
委
員
會
之
組
成
及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行
政
管
理
之
規
定
。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三
十
七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靑
少
年
辐
利
局
將
其
監
護
责
任
移
轉
給
局
裏
公
務
員
或
雇
員
之
情
形
並
非
屬
於
第
十
六
條
意
義

 

下
之
平
常
業
務
，
該
業
務
乃
是
由
地
方
行
政
g
長
或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主
管
單
獨
負
責
。

依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九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句
各
邦
可
以
規
定
是
否
及
至
何
種
程
度
縣
(
市

)
得
考
慮
依
本
法

 

之
規
定
賦
予
所
臑
之
鄕
鎭
或
鄕
鎭
聯
盟
執
行
該
任
務
及
就
此
得
否
下
達
指
令
；
在
此
種
情
況
下
縣
(
市

)
將
依
行
政
訴

 

訟
法
公
布
異
議
決
定
。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於
第
九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就
有
關
跨
區
域
性
之
社
會
救
助
主
體
亦
有
相

 

同

之

授

權

。

4
這
些
條
文
並
無
憲
法
上
之
疑
慮
。
其
中
有
一
部
份
具
宣
示
的
作
用
，
如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九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句
及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對
各
邦
之
授
權
，
：
部
份
是
聯
邦
依
基
本
法
第
八
h
四
條
第
一
项
在
其
實
質
規
範
公
共
敎

 

養
立
法
權
限
範
圍
內
得
制
定
之
附
屬
規
定
。
該
類
條
文
皆
是
實
質
相
關
的
且
爲
保
障
有
效
法
律
執
行
所
必
要
。
特
別
是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

例

如

早

在

一

九

二

二

年

的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八

條

規

定

縣

(
市

)
及
 

不
屬
縣
之
城
市
設
立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之
條
文
更
不
能
加
以
責
難
。
因
此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五
條
第
三
項
亦
得
規
定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爲
負
擔
該
處
所
確
定
義
務
之
主
體
。

本
項
決
定
以
6
票
對
1
票
通
過<=

III

、

1.
依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二
條
第
:-:
項
公
共
靑
少
年
救
助
包
含
/
所

苟

有
助
於
靑
少
年
福
利
(
靑
少
年
照
顧
及
靑
少

 

年

敎

養

)
之

官

方

措

施

。
在
靑
少
年
救
助
法
中
靑
少
年
敎
養
一
般
而
言
被
理
解
爲
乃
針
對
危
險
或
已
犯
罪
靑
少
年
之
措

 

施

，
而
靑
少
年
照
顧
則
指
欲
幫
助
所
有
靑
少
年
精
神
、
身
體
及
道
徳
倫
理
福
祉
之
措
施
，
其
並
不
以
在
個
案
中
須
存
有

 

危
險
性

爲

必
要
(

F
r
i
e
d
e
b
e
r
g
-Polligkeit

所

著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
第
二
版
一
九
一！：〇

年

，
重
印
一
九
五
五
年

 

，
第
二
條
註
釋
5
 ,
第
81
及

82
頁

)

。

依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六
款
之
規
定
，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之
任
務
乃
在
推
動
、
資
助
有
關
休
閒
M
助

、 

政
治
敎
育
及
國
際
交
流
之
機
構
及
活
動
-
甚
且
在
必
要
時
設
立
該
機
構
或
舉
辦
活
動
。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賦
予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在
維
持
靑
少
年
聯
盟
及
其
他
靑
少
年
共
同
體
合
乎
其
章
程
存
續
下
，
資

助

其

機

構

、
活
動
及
自
我

 

負

責

之

行

爲

，
特

別

是

在

第

：
項
第
六
款
所
提
範
園
內
之
活
動
，
除
此
之
外
給
予
其
工
作
者
之
訓
練
及
進
修
及
設
立
和



維
護
靑
少
年
之
家
、
休
聞
場
所
及
訓
練
場
所
。

聲
請
人
認
爲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在
其
將
公
共
靑
少
年
救
助
之
任
務
亦
包
括
靑
少
年
照
顧
之
點
上
爲
無

 

效

，
因
靑
少
年
照
顧
並
不
M
於
聯
邦
立
法
権
限
.
，相
同
的
理
由
亦
適
用
於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五
條
第I

項
第
六
款
及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
因
其
所
涉
及
的
僅
是
靑
少
年
照
顧
之
措
施
。

該
項
指
責
並
無
法
成
立
。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四
條
第
七
款
涵
蓋
了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六
款
和
第
二
項
。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四
條
第
七
款
的
公
共
敎
養
槪
念
在
靑
少
年
福
利
領
域
內
包
含
的
不
僅
是
狹
義
的
靑

 

少
年
敎
養
亦
包
括
了
靑
少
年
照
顧
。
敎
養
直
接
受
到
危
險
的
靑
少
年
與
幫
助
正
常
靑
少
年
間
的
界
限
是
流
動
的
。
照
顧

 

靑

少
年
之
措
施
，
如
資
助
靑
少
年
社
圃
舉
辦
休
閒
活
動
、
政
治
敎
育
及
國
際
交
流
活
動
、
資
助
其H

作
者
之
訓
練
及
進

 

修

、
設
立
及
維
持
靑
少
年
之
家
、
休
閒
場
所
及
訓
練
場
所
，
雖
然
顯
得
不
是
對
需
要
幫
助
者
或
遭
受
危
險
者
之
敎
養
措

 

施

。
但
若
我
門
想
到
部
分
年
靑
人
在
適
應
社
會
時
所
遭
遇
之
困
難
，
而
這
些
情
锻
倚
未
導
致
其
被
認
爲
遭
受
危
險
時
，
 

則
可
認
爲
在
一
定
情
況
下
與
其
他
年
輕
人
在
地
方
性
的
靑
少
年
之
家
在
區
域
性
或
國
際
性
方
面
靑
少
年
營
地
或
靑
少
年

 

旅
行
的
相
聚
可
以
幫
助
其
度
過
適
應
之
困
難
期
，
也
因
此
能
排
除
日
後
對
靑
少
年
的
危
害
而
使
將
來
的
敎
養
措
施
成
爲

 

不

必

要

。
相
同
情
根
亦
適
用
於
政
治
敎
育
之
活
動
，
其
特
別
是
讓
年
輕
人
明
瞭
，
在
民
主
制
度
下
個
人
是
無
法
與
社
會

 

隔
離
的
而
是
應
積
極
地
共
同
參
與
民
主
及
其
政
治
制
度
之
形
成
。
靑
少
年
敎
養
與
靑
少
年
照
顧
在
實
際
對
靑
少
年
工
作

 

上
是
如
此
緊
密
的
相
互
關
聯
，
因
此
單
従
事
物
關
聯
之
観
點
即
必
須
將
靑
少
年
照
顧
歸
入
基
本
法
第
七
十
四
條
第
七
款

 

之
公
共
敎
養
概
念
內
。
本
項
決
定
以
4
票
對
3
票

通

過

。

五
五



K
六

2.
M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之
授
權
條
款
亦
是
同
樣
有
效
。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在
第
五
條
第
四
項
列
舉
了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圃
體
(
靑
少
年
福
利
民
間
社
團
，
靑
少
年
聯
盟
及
其
他
靑
少
年
共
同
體
；
目
的
在
資
助
靑
少
年
福
利
之

 

法

人

，
敎
會
及
其
他
公
法
h
之
宗
敎
團
體
)
。
民
間
團
體
只
有
在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所
提
出
之
條
件
下
始

 

得
享
有
法
律
中
所
規
定
公
共
靑
少
年
救
助
主
體
之
資
助
■
■
其
必
須
提
出
其
行
爲
有
助
於
完
成
基
本
法
目
標
之H

作
及
公

 

平
合
理
合
乎
目
的
及
經
濟
性
使
用
經
費
之
保
證
且
其
被
公
眾
所
認
可
。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授
權
聯
邦
政
府

 

在
取
得
聯
邦
參
議
院
同
意
下
以
行
政
命
令
確
定
承
認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團
體
所
應
遵
循
之
原
則
。
雖
然
授
權
內
容
無
法

 

自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得
到
完
佥
充
分
之
確
定
；
但
自
先
前
列
舉
公
共
承
認
實
質
要
件
的
第
一
項
即
可
馬
上
推
論
出
。
囚
此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九
條
第一

項
須
以
最
後
句
子
部
份
之
內
容
：

r

以
及
因
此
公
共
承
認
」
之
方
式
加
以
觀
察
。
因
公
共

 

承
認
要
件
之
列
舉
及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團
體
之
値
得
資
助
性
乃
是
廣
泛
的
，
所
以
依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經
由
行
政
命
令
所
確
定
之
基
本
原
則
僅
能
有
具
體
化
在
第
：
項
已
相
當
確
定
之
實
質
要
件
的
任
務
。
就
此
亦
可
以

 

得

出

，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並
未
授
權
聯
邦
政
府
得
規
範
承
認
之
程
序
。
本
項
決
定
爲
一
致
通
過
。

b)
相
反
地
授
權
聯
邦
政
府
在
聯
邦
參
議
院
同
意
下
爲
保
障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儘
可
能
同
樣
地
完
成
其
任
務
之
目
的

 

而
得
頒
布
執
行
規
定
的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則
因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而
無
效
。
所
請
執
行

 

規
定
乃
被
理
解
爲
行
政
命
令
。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二
十
西
條
並
非
先
於
憲
法
存
在
之
法
律
，
因
此
並
非
以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二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三
項
而
是
依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加
以
評
斷
=
雖
然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與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十
五
條
在
字
面
上
幾
乎
是
一
樣
的
。
佴
兩
項
條
文
皆
是
需
透
過
實
體
法
才
有
其
意
義
，
而



基
於
授
權
規
定
所
頒
葙
之
命
令
則
應
有
助
於
執
行
該
實
體
法
。

一
九
六
一
年
八
月
十一

曰
第
二
次
修
改
的
帝
國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B
G
B
U
S
1
1
9
3

额
將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之
任
務
透
過
將
資
助
民
間
靑
少
年
救
助
團
體
之
機
構
及
活
動
規
定
爲
義

 

務
任
務
之
方
式
顯
著
地
擴
大
；
相
同
的
亦
適
用
於
規
定
在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七
及
第
八
條
之
任
務
。
新
增
添
的
是
規
範

 

家
庭
監
護
及
在
家
庭
內
保
護
十
六
歲
以
下
靑
少
年
之
第
七
章
(
第
七
十
八
及
第
七
十
九
條
)

。
第
六
十
二
條
及
第
六
十

 

三
條
就
民
間
自
願
敎
育
輔
助
聯
邦
內
統
一
之
規
定
亦
是一

九
六
一
年
第
二
次
修
法
時
所
新
增
的
。
最
後
靑
少
年
_
利
法

 

亦
改
變
了
靑
少
年
適
用
個
別
條
文
時
之
年
齡
界
限
(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
第
六
十
四
條
及
第
七
十
五
條
第I

項

>

 
6

透
過
在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中
對
實
質
靑
少
年
法
之
更
改
使
得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之
授
權
有
了
相
當
强
烈
的

 

意

義

轉

變

，
其
被
視
爲
在
基
本
法
生
效
後
所
制
定
之
條
文
而
因
此
須
依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加
以
評
斷
。
 

該
項
授
權
既
非
在
內
容
方
面
亦
非
在
範
圍
有
充
分
的
確
定
。
自
相
當
一
般
化
的
用
語
「
保
障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儘
可
能
相

 

同
地
完
成
任
務
」
並
無
法
得
出
相
關
的
訊
息
。
授
權
之
內
容
與
範
圍
亦
無
法
自
參
考
其
他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相
關
之
條
文

 

中
充
分
地
確
定
。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共
有
八
十
九
個
條
文
。
在
此
其
中
賦
予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之
任
務
是
如
此
多
及
不
同
，
 

因
此
何
項
情
形
可
以
使
用
授
權
是
不
可
能
掌
握
的(BverfGElA4ts;D

。

本
項
決
定
以
4
票
對
3
票
通
過
。

3.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授
權
聯
邦
政
府
促
進
及
資
助
靑
少
年
救
助
領
域
內
之
努
力
’
若
該
行
爲
已

 

超
越
靑
少
年
福
利
局
、
邦
靑
少
年
主
管
官
署
及
最
高
邦
機
關
之
義
務
但
卻
對
實
現
靑
少
年
救
助
任
務
有
其
重
要
性
時
。
 

若
聯
邦
政
府
僅
促
進
靑
少
年
救
助
範
圍
內
之
努
力
則
該
行
爲
依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之
観
點
並
無
涉
及
規
定
因
此
可
以
不

五
七



五
八

予

重

視

。
但
是
資
助
該
努
力
則
就
是
不
同
的
情
況
。
雖
然
聯
邦
政
府
可
以
亦
透
過
向
公
眾
爲
相
關
指
示
之
宣
吿
或
建
議

 

私
人
捐
助
支
持
之
方
式
來
資
助
該
努
力
。
但
在
此
處
顯
然
並
非
指
此
類
幫
助
。
在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二
卜
五
條
第
：
項

 

所
請
的
資
助
主
要
係
指
分
配
聯
邦
預
算
經
費
之
资
助
。
依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以
提
供
預
算
經
費
方
式
资
助
靑
少
年
救

 

助
範
圍
內
努
力
之
聯
邦
政
府
行
爲
因
而
實
現
了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意
義
_卜
之
國
家
任
務
。
若
®
本
法
無
其
他
條
文
規
定

 

或

允

許

時

，
則
國
家
任
務
之
完
成
乃
是
各
邦
之
事(B

v
e
r
f
G
E
1
2
,
2
0
5
【2
4
6
f 〕)

。

因
蕋
本
法
對
此
並
無
明
確
地
規
定
或
允

 

許

之

條

文

，
因

此

nj
能
涉
及
的
僅
爲
是
否
有
與
他
默
示
允
許
的
情
形
。

對
所
謂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三
條
以
下
從
屬
法
律
之
行
政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曾
經
指
出
只
宥
在
例
外
情
形
下
才
可
認
爲

 

基
本
法
默
示
授
權
聯
邦
在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六
條
以
下
所
規
定
不
屬
於
聯
邦
本
身
行
政
領
域
內

爲

行
政
行

爲

 

(B
v
e
r
f
G
E
l
l
,e
〔1
7
1
)
。

可
以
想
像
的
爲
一
項
其
目
的
根
本
無
法
透
過
一
個
邦
之
行
政
行
爲
得
以
完
成
之
法
律

 
基
本

 

上
可
以
認
定
基
本
法
於
第
三
十
條
及
第
八
十
：二
條
以
下
所
爲
之
規
定
乃
是
假
定
聯
邦
法
栉
得
以
瑾
無
障
礙
完
金
地
執
行

 

。
只
有
在
該
項
完
全
執
行
無
法
透
過
邦
行
政
達
成
時
，
才
可
以
認
爲
某
本
法
默
示
地
允
許
其
他
規
定
，
也
就
是
說
可
將

 

該
項
執
行
委
付
給
聯
邦
。
在
個
案
中
聯
邦
執
行
較
合
乎
目
的
之
情
況
並
無
法
作
爲
基
本
法
默
示
允
許
其
他
情
形
之
論
點

 

(
B
v
e
r
f
G
E

 a .a
.p

s
.l
7
,
1
8v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條
適
用
於
執
行
法
律
亦
適
用
於
不
受
法
怦
約
束
之
國
家
任
務
的
完
成(B

v
e
r
f
G
E
1
2
,
2
0
5
〔2
4
6
D
。

 

基
於
事
務
自
然
之
理
所
得
出
之
權
限
乃
依
不
成
文
的
，
依
事
物
本
質
之
理
由
，
因
而
帝
國
憲
法
不
需
予
以
明
示
承
認
之

 

法

律

文

句

，
依
此
有
些
事
物
範
圍
依
其
本
質
顯
現
出
帝
國
特
宥
的
、
自
始
即
無
法
與
帝
國
加
以
分
離
之
立
法
權
限
而
由



帝
國
且
只
能
由
帝
國
加
以
規
範(A

n
s
c
h
u
t
z
,

 Kd
B
D
S
t
R
I
,

 S .367;

 B
v
e
r
f
G
E
l

co
to
o
^
s

M
l̂
I
f
u

l̂1
7
1
。

從
 

事
物
自
然
之
理
所
得
出
之
結
論
必
須
是
概
念
上
所
必
然
且
在
排
除
其
他
可
能
合
理
之
解
決
方
案
下
，
該
項
特
定
解
決
方

 

式
是
絕
對
迫
切
必
要
的a

v
e
r
f
G
E
U
M
s
】)。

在
靑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之
情
形
只
有
在
聯
邦
政
府
對

 

靑
少
年
救
助
範
圍
之
資
助
對
象
，
其
任
務
乃
是
明
顯
地
具
跨
區
域
性
質
的
努
力
時
，
才
算
符
該
項
嚴
格
之
前
提
要
件

 

。
在
此
必
須
渉
及
的
是
依
其
種
類
爲
無
法
由
一
個
邦
單
獨
有
效
資
助
之
努
力
。
聯
邦
就
靑
少
年
照
顧
範
圍
內
努
力
之
資

 

助
在
下
列
情
況
下
則
爲
允
許
的
，
如
設
立
影
響
範
圍
延
伸
至
整
個
聯
邦
領
土
之
中
央
機
構
、
在
涉
及
整
體
德
國
之
任
務

 

及
國
際
任
務
之
情
形
。
聯
邦
之
權
限
絕
不
得
延
伸
至
資
助
區
域
或
地
方
性
之
努
力
。
除
此
之
外
聯
邦
政
府
於
運
用
其
資

 

助
權
限
時
則
須
注
意
聯
邦
友
善
行
爲
之
基
本
原
則
。
只
有
在
如
此
解
釋
下
I

I

合
磨
丨
丨
w

f

年
輻
利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才
符
合
基
本
法
。

木
項
決
定
爲
一
致
通
過
。

IV

、
聯
邦
社
舍
救
助
法
第
三
章r

幫
助
特
別
生
活
狀
況
」
中
自
第
七
十
二
至
第
七
十
四
條
爲
有
關
受
危
害
人
幫
助
之
規

 

定

。
依
此
規
定
應
提
供
凡
年
滿
十
八
歲
但
由
於
內
心
缺
乏
穏
定
性
以
致
無
法
在
社
會
上
過
正
常
生
活
而
受
到
危
害
之
人

 

幫

助

。
此
項
幫
助
應
帶
領
受
危
害
人
邁
向
正
常
之
生
活
，
特
別
是
使
其
習
慣
於
有
規
律
性
之
工
作
及
必
時
時
使
其
習
慣

 

於
長
居
之
住
所
。
幫
助
之
提
供
並
不
考
嫌
其
目
前
之
收
入
或
財
產
(
第
七
+

二
條
)
。
若
其
他
方
式
之
幫
助
仍
非
足
夠

 

時

，
則
應
建
議
受
危
害
人
前
往
特
定
之
營
造
物
、
敎
養
院
或
其
他
同
類
機
構
接
受
照
顧
(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
。
若

五
九



六
o

受

危
害

人

拒

絕

，
則
法
院
得
指
定
其
必
須
停
留
於
合
適
的
機
構
，
若
該
受
害
人

1.
 

意
志
力
特
別
薄
弱
或
其
性
生
活
特
別
的
€
無
節
制
且

2.
 

無
人
敎
養
或
有
無
人
敎
養
之
虞
且

3.
 只
得
於
機
構
內
提
供
有
效
幫
助
時
(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
。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三
項
爲
程
序
法
上
之
規
定
及
授
權
該
機
構
之
首
長
得
將
該
受
危
害
之
人
暫
時
地
安
置
於
合
適
的
家

 

庭

裏

。
安
置
的
最
長
期
限
則
並
無
規
定
。

指
定
受
危
害
人
停
留
於
合
適
之
機
構
乃
是
侵
犯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人
身
自
由
之
基
本
權
利
。
該
項
安

 

置
發
生
於
何
處
並
非
重
要
。
即
使
强
迫
性
把
安
置
於
公
共
敎
養
院
或
家
庭
亦
是
侵
害
人
身
自
由
。
依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第
三
句
之
規
定
此
類
侵
害
只
得
基
於
一
項
形
式
上
之
法
律
始
得
允
許
。
本
項
前
提
和
基
本
法
第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所

 

要
求
的
基
本
權
利
限
制
爲
一
般
性
而
非
只
爲
個
案
及
指
出
受
限
制
基
本
權
利
之
條
文
號
碼
皆
是
具
備
的
。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零
四
條
第
二
項
之
要
求
—
I
只
有
法
院
始
得
剝
奪
自
由
I

I
亦

具

備

。
但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之
基
本
權

 

利
卻
因
聯
邦
社
會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三
項
之
條
文
在
其
本
質
內
容
受
到
侵
害
。

基
本
權
利
不
可
侵
犯
之
本
質
內
容
究
竟
爲
何
，
必
須
針
對
每
一
基
本
權
利
依
其
特
別
之
意
義
於
整
體
基
本
權
利
制

 

度

下
得

知

。
人
身
自
由
是
如
此
重
大
的
法
益
，
因
此
只
有
在
基
於
特
別
重
大
理
由
時
才
允
許
對
之
加
以
限
制
。
屬
於
重

 

大
理
由
首
要
者
爲
實
質
刑
法
上
及
刑
#
訴
訟
法
上
之
理
由
。
此
項
對
個
人
人
身
自
由
之
侵
害
在
保
障
公
眾
利
益
。
屬
於

 

此
的
另
有
將
具
危
害
大
眾
之
精
神
病
患
安
置
於
特
別
的
機
構
。
此
外
具
敎
養
性
質
、
保
護
當
事
人
之
侵
害
亦
是
充
許
的



，
例
如
將
精
神
耗
弱
而
被
宣
吿
禁
治
產
之
人
，
基
於
防
止
其
個
人
因
其
行
爲
導
致
重
大
人
身
或
經
濟
損
失
之
目
的
，
而
 

將
其
安
置
於
封
閉
的
機
構
內{B

v
e
r
f
G
E
l
o
l
)
。

但
在
驊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七
+

三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三
項
所
規
定
之
安
置
並
非
渉
及
保
護
一
般
大
眾
亦
非
保
護
當
事

 

人

。
其
所
涉
及
的
僅
是
當
事
人
之r

改
善
」

。
透
過
剝
奪
自
由
之
方
式
使
得
當
事
人
邁
向
正
常
之
生
活
、
習
S
規
律
之

 

工
作
及
長
期
地
久
住
一
處
。
國
家
並
無
改
替
其
國
民
之
任
務
，
且
並
無
權
利
只
基
於
改
善
之
目
的
而
剝
奪
國
民
之
自
由

 

’
當
其
享
有
自
由
時
並
不
會
受
到
危
害
或
危
害
他
人
。
因
改
善
成
人
之
目
的
並
無
法
充
當
剝
奪
人
身
自
由
之
重
大
理
由

 

，
故
聃
邦
社
會
輻
利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第
三
項
侵
害
了
人
身
自
由
基
本
權
利
之
本
質
內
容
。

除
此
之
外
植
基
於
法
治
國
家
原
則
之
比
例
原
則
亦
受
到
侵
害
。
雖
然
受
危
害
人
既
無
從
事
犯
罪
行
爲、

一

般
公
眾

 

秩
序
亦
不
因
其
行
爲
受
到
明
顯
地
破
壊
，
但
其
仍
就
失
去
自
由
。
該
法
提
供
了
不
定
期
留
置
之
可
能
性
。

最
後
該
法
對
安
匱
前
提
要
件
之
描
繪
太
不
確
定
。
就
此
其
亦
無
法
滿
足
在
法
治
國
家
內
尉
於
授
權
公
行
政
侵
害
人

 

身
自
由
條
文
所
提
出
應
具
慷
之
嚴
格
要
件
。

因
此
聯
邦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三
項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而
無
效
。

本
決
定
以
6
票
對
1
票

通

過

。

V

'
提
起
訴
訟
城
市
要
求
償
還
其
支
付
賫
用
之
申
請
並
無
法
給
予
滿
足
。
撤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三
十
四
條
第
三
項
乃
是

 

例
外
規
定
。
只
有
在
特
別
公
平
理
由
具
備
下
，
才
考
慮
該
項
償
通B

v
e
r
f
G
E
14,

 12
,
1
2
1
1
1
4
0
)
。

該

理

由

並

不

明

顯

可



H
e
n
n
e
k
a
,

 
Dr,Rupp, 

Dr.Leibholz, 

DnGeifer, 

DrJCutschei% 

Geller, 

D
r
P
e
d
e
r
e
r



關
於
「律
師
懲
戒
法
院
之
組
成
」
之
判
決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二
十
六
卷
第
一
八
六
頁
以
下

譯
者
：
黃
啓
禎

〈
判
決
要
旨

>

1.
 

各
地
律
師
名
譽
法
院
均
爲
國
家
性
質
的
法
院
，
渠
等
之
設
立
皆
係
以
國
家
之
法
律
爲
依
據
，
其
人
員
之
組
成
主
要
亦

 

由
國
家
之
參
與
而
產
生
。

2.
 

聯
邦
律
師
法
有
關
聯
邦
普
通
法
院
任
命
具
有
律
師
身
分
者
擔
任
律
師
庭
之
庭
員
的
規
定
並
未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
最
高
審
級
的
各
種
聯
邦
法
院
任
命
名
譽
法
官
時
不
需
有
法
宫
選
拔
委
員
會
之
參
與
。

一
九
六
九
年
六
月
十
一
曰
第
二
法
庭
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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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案
件
係
關
於
律
師
不
服
聯
邦
普
通
法
院
一
九
六
六
年
七
月
十
八
曰
之
裁
定
所
提
之
憲
法
訴
願

六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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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決

主

文

本
憲
法
訴
願
應
予
駁
回
。

判

決

理

由

：

A 
> 

——
I

、

訴
願
人
係
於
伍
茲
堡
區
法
院
與
地
方
法
院
登
錄
執
業
之
律
師
。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被
班
貝
格
律
師
公
會
區
之
名
譽
法

 

院
以
違
反
職
業
義
務
爲
由
科
處
申
誡
。
巴
伐
利
亞
高
等
律
師
名
譽
法
院
於
一
九
六
五
年
以
訴
願
人
之
上
訴
無
理
由
予
以

 

駁

回

。根
據
高
等
名
譽
法
院
的
調
査
發
現
，
訴
願
人
在
采
一
文
件
中
表
示
，
班
貝
格
髙
等
法
院
在
采
一
假
處
分
中
所
附
具

 

的

理

由

，
對

每

：
位
自
由
民
主
法
秩
序
的
捍
衛
者
是
：
M
大

打

擊

；
只
須
眼
睛
揉
一
下
，
翻
閱
檢
視
是
否
日
期
中
的
兩

 

個
年
度
數
字
有
混
淆
之
處
；
但
卻
改
變
不
了
最
後
作
成
之
結
果
+
禁
令
人
錯
扼
的
事
實
，
即
在
理
由
欄
中
所
寫
的
竟
是

 

一
九
：
..
六

年

，
而
實
際
上
則
是
一
九
六
三
年
。
高
等
名
譽
法
院
進
而
發
現
，
訴
願
人
曾
於
另
一
由
伍
茲
堡
陪
審
庭
所
審

 

理
的

刑
事
程
序
中
，
對
一
現
任
的
檢
察
官
加
以
抨
擊
，
斥
责
其
所
提
的
主
張
錯
誤
：
並
且

表

示

，
該

檢

察

官

要

不

是

「
 

基
於
對
法
律
的
重
大
無
知
而
發
一
百
」

，
便

是

「
根
本
不
用
大
腦
而
大
放
厥
辭
」

，
或

是

「
企
圖
誤
導
陪
審
團
」

。
嗣
後



又

說

：
如

果

今

天

一

個

檢

察

官

這

樣

講

話

且

可

以

這

樣

講

話

的

話

，
則
離
再
度
像
羅
南
佛
來
斯
勒(Roland 

Freisler

甚
人
民
法
院
受
審
之
曰
子
，
已
爲
時
不
遠
了
。
高
等
名
譽
法
院
認
爲
訴
願
人
的
這
些
言
論
已
遛
越
事
務
批

 

評
的
界
限
，
構
成
對
班
貝
格
高
等
法
院
的
重
大
藐
視
，
而
且
是
對
檢
察
官
成
員
的
過
度
眨
抑
。
該
法
庭
認
爲
此
係
對
於

 

律
師
職
業
義
務
上
的
重
大
違
反
(
聯
邦
律
師
法
第
四
十
三
條
第
二
句
)
科
處
申
誡
應
非
過
重
。

訴
願
人
不
服
高
等
名
譽
法
院
拒
絕
其
上
訴
的
裁
定
而
向
聯
邦
普
通
法
院
提
起
抗
吿
。
該
法
院
律
師
法
庭
於I

九
六
 

六
年
七
月
十
八
日
一
致
以
裁
定
駁
回
其
抗
吿
。

II
'

訴
願
人
不
服
一
九
六
六
年
八
月
十
二
曰
送
達
之
聯
邦
普
通
法
院
之
裁
定
與
班
貝
格
律
師
公
會
區
名
春
法
院
以
及
巴

 

伐
利
亞
名
譽
高
等
律
師
法
院
之
裁
判
於
一
九
六
六
年
九
月
十
二
日
提
起
憲
法
訴
願
。
主
張
上
述
裁
判
逋
反
基
本
法
第一

 

〇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
一
〇
三
條
第
二
項
以
及
第
二
、
三

、
五
與
第
十
二
條
之
規
定
，
並
且
提
出
下
列
陳
述
：

1.
律
師
名
譽
法
庭
之
裁
判
管
轄
權
遠
憲
。

d
基
本
法
僅
允
許
就
特
定
事
務
設
立
特
別
法
院
，
並
非
對
特
定
人
群C

因

而

，
特
別
法
院
之
設
立
，
唯
有
當
其

 

專
責
事
務
權
限
之
劃
分
結
果
，
對

每I

位
_
民
或
某
一
部
份
的
人
民
不
會
造
成
潛
在
的
社
會
歧
視
時
，
方
接
受
其
裁
判

 

權
之
管
轄
。
專
责
律
師
事
務
的
裁
判
管
轄
權
並
未
符
合
這
些
要
求
。
但
是
，
縱
使
不
提
出
如
此
嚴
格
的
要
求
的
話
，
對
 

於
基
本
法
第
一
〇

一
條
第
二
項
所
指
的
特
別
事
務
領
域
，
無

論

如

何

，
我
們
亦
須
要
求
那
是一

個
較
爲
廣
泛
且
互
相
關

 

連
的
法
領
域
。
律
師
的
職
業
權
卻
只
是
懲
戒
事
務
之I

部

。
只
要
跟
登
錄
事
務
有
關
(
聯
邦
律
師
法
第
三
七
條
以
下
)

六
五



，
所
牽
涉
便
是
司
法
行
政
處
分
的
撤
銷
問
題
，
應
許
其
循
行
政
訴
訟
途
徑
尋
求
救
濟
。
對
於
設
立
專
責
律
師
事
務
的
特

 

別

法

院

，
則

欠

缺

符

合

事

實

(
客

觀

)
的

理

由

=

W
因
爲
國
家
對
於
名
譽
法
院
審
判
人
員
的
組
成
之
影
響
甚
微
，
因
此
不
得
將
地
方
名
譽
法
院
與
高
等
名
卷
法
院

 

視
爲
基
本
法
九
十：

'
 條
所
指
之
國
家
法
院
。
蓋
司
法
行
政
機
關
必
須
從
律
師
公
會
理
事
會
所
提
的
名
單
中
選
任
怦
師C 

事

務

)
法

庭

的

法

官

，
而
這
些
名
單
的
名
額
卻
只
有
應
任
命
法
官
人
數
的一

倍

半

。
類
似
的
規
定
雖
然
適
用
於
某
些
法

 

院
之
外
行
法
官
的
任
命
，
該
等
法
院
之
國
家
性
質
則
不
容
懷
疑
，
例
如

：
社

會
法
院
法
官
的
任
命
(
社
會
法
院
法
第
十

 

三
條
以
下
)
。
但

是

，
由
公
法
h
職
業
組
織
所
設
立
的
司
法
機
關
其
組
成
則
特
別
嚴
格
的
要
求
須
受
國
家
之
拘
束
，
以
 

避
免
形
成
一
股
特
殊
的
權
利
。
關
於
這
一
點
在
社
會
法
院
，
其
陪
審
員
則
由
代
表
不
同
利
益
(
彼
此
對
立
)
的
圃
體
所

 

建

議

，
使
彼
此

中

立

化

，
以
便
國
家
的
職
業
法
官
能
扮
演
天
平
指
針
的
角
色
。
相

反

的

，
名
譽
律
師
法
庭
則
是
由
職
業

 

團
體
所
選
拔
之
名
#
法
官
在
：
：級
事
實
審
中
比
例
上
所
佔
數
S
過

高

，
甚
且
由
渠
等
擔
任
審
判
長
的
職
務
。

d
地
方
名
#
法
院
與
高
等
名
譽
法
院
也
欠
缺
基
本
法
所
：要
求
的
法
官
獨
立
性
與
中
立
性
：
在
選
拔
事
務
與
炔
議

 

事
務
h
 
(
聯
邦
律
師
法
第
九
十
一
條
)
律
師
法
院
的
法
官
可
能
會
面
臨
必
須
就
其
自
身
所
參
與
之
選
拔
的
法
律
效
果
與

 

公
會
會
M
大
會
之
決
議
加
以
裁
判
的
尷
尬
情
形
。

同

樣

地

，
地
方
名
譽
法
院
在
登
錄
事
務
上
(
聯
邦
律
師
法
第
：_■■■
十
七
條
以
下
)
。
具
W
律
師
身
分
的
名
譽
法
官
面

 

對
其
潛
在
的
競
爭
者
，
本

身

必

然

處

在

：
種
利
益
衝
突
的
狀
態
。

縱
使
在
懲
戒
事
務
方
面
，
也
因
爲
組
成
地
方
名
譽
法
院
與
高
等
名
譽
法
院
的
法
官
成
員
中
具
有
律
師
身
分
者
過
多



而

無

法

期

待

其

中

立

性

。
最
令
人
擔
心
的
應
該
是
他
們
I

有

時

鬆

散

、
有
時
則
明

顯

過

於

刻

薄

的
I

—

判

決

。
各

個

 

法

庭

成

員

的

個

人

形

象

、
彼

此

之

間

的

友

誼

或

仇

恨

、
同

事

間

的

流

言

蜚

語

、
競

爭

的

恐

懼

與

嫉

妒

，
諸

如

這

些

因

素

 

，
在

r
同

行

機

關

」
對

同

行

成

貝

進

行

判

決

時

扮

演

舉

足

輕

重

的

角

色

。
因

此

地
方
名
春
法
院
與
高
等
名
*
法

院

，
在

 

制

度

上

均

欠

缺

一

個

客

觀

司

法

審

判

應

有

的

要

件

。

4

這

些

缺

失

不

會

因

爲

聯

邦

普

通

法

院

的

律

師

(
法

)
庭

擔

任

最

高

審

級

而

獲

得

補

正

。
因

爲

，
有

爲

數

甚

多

 

的

案

件

在

高

等

名

譽

法

院

已

是

終

審

，
所

有

的

懲

戒

案

件

則

均

以

高

等

名

譽

法

院

爲

最

終

之

事

實

審

。
此

外

，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的

律

師

庭

也

存

在

違

憲

的

疑

慮

。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六

條

關

於

各

個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的

列

舉

應

該

是

周

延

完

整

的

 

。
雖

然

在

該

等

法

院

之

內

得

另

設

専

庭

，
但

是

這

些

専

庭

的

職

業

法

官

之

工

作

分

鼦

必

須

是

可

以

互

相

調

換

的

。
律

師

 

庭

的

庭

長

’
也

就

是

聯

邦

普
通
法
院
的
院
長
則
不
符<

 口
這
項
要
求
’
因

此

，
律

師

庭

應

排

除

在

聯

邦

特

別

法

院

之

外

。
 

此

外

，
必
須
指
出
的
是
律
師
庭
的
陪
審

員

之

任

命

並

未

有

法

官

選

拔

委

員

會

之

參

與

而

已

違

反

其

本

法

第

九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舊
)之
要
求
。

2.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I

項

之

規

定

，
關

於

職

業

的

執

行

只

能

以

形

式

意

義

的

法

律

加

以

規

範

。
他

(
訴
願

 

人

)
並

未

違

反

任

何

一

項

法

律

上

玥

白

宣

示

的

職

業

義

務

。
該
判
決
僅
根

據

聯

邦

律

師

法

第

四

十

三

條

第

二

句

之
槪

括

 

條

款

。
既

不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的

規

定

，
也

不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一

〇

三

條

第

二

項

明

確

性

的

要

求

。
如
果

 

根

據

這

條

概

括

條

款

便

得

以

所

諝

之

r

同

業
榮
春
」
爲

理

由

對

律

師

的

自

由

作

過

度

限

制

的

話

，
則
亦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二

、
三
條
與
——

如
果
涉
及
言
論
表
達
自
由
的
話
i

第

五

條

。
而

言

論

自

由

所

牽

涉

的

’
是
律
師
一
直
有
合
法
的
利

六
七



六
八

益

而

且

必

須

加

以

執

行

的

事

務

；
如

果

他

的

言

論

被

限

制

的

界

限

比

其

他

任

一

國

民

嚴

格

的

話

，
他

將

無

法

達

成

這

些

 

任

務

。3.
另

外

，
地

方

名

*

法

院

的

審

判

長

曾

在

本

案

f

程

序

中

擔

任

相

對

人

的

訴

訟

代

理

人

。
訴

願

人

在

主

要

審

判

 

程
序
中
指

出

他

r
同

時

擔

任

地

方

名

譽

法

院

之

庭

長
與
酥
訟

相

對

人

的

可

疑

雙

重

角

色

」

。
該
律
師
郤仍
然

繼

績

執

行

 

其

審

判

長

之

職

務

。

m

'

聯

邦

司

法

部

長

以

及

巴

伐

利

亞

邦

法

務

部

長

均

認

爲

本

憲

法

訴

願

無

理

由

，
且

大

髖

一

致

表

達

其

意

見

如

下

：

1.
 

審
理
律
師
事
務
的
名
#

法
院
與
高
等
名
*
法
院
儘
管
律
師
有
的
高
度
參
與
仍
不
改
其

爲
圃
家
之
法
院
。
基
本
法

 

對

於

外

行

法

官

使

用

之

箱

圍

並

未

規

定

。
憲
法
上
只
要
求
法
院
的
人
事
應
受
國
家
之
拘
束
。
該
項
人
事
拘
束
可
經
由
邦

 

的
法
務
部
任
命
具
有
律
師
身
分
的
名
*
法

官

獲

得

確

保

。
雖

然

名

單

須

由

律

師

公

會

建

議

，
邦
法
務
部
則
仍
保
留
有
選

 

擇

可

能

性

。
該

等

法

院

亦

受

邦

法

務

部

之

監

督

。
具
有
律
師
身
分
的
成
員
亦
具
有
法
官
獨
立
性
應
有
的
保
障
。

.

2.
 

對

於

聯

邦

普

通

法

院

律

師

庭

之

組

成

的

質

疑

，
亦

爲

無

理

由

。
該

庭

的

組

成

並

未

對

聃

邦

普

通

法

院

的

結

構

造

 

成

憲

法

上

所

不

允

許

的

改

瓣

；
因

爲

法

庭

的

成

員

大

多

數

係

聯

邦

普

通

法

院

的

職

業

法

官

，
對

於

該

庭

具

有

律

師

身

分

 

成

員

的

任

命

基

本

法

並

未

要

求

須

有

法

官

選

拔

委

員

會

的

參

與

。
從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
舊

)
可
以

 

得

知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
舊

)
僅

針

對

與

聯

邦

有

職

務

關

@

聯

邦

法

官

。

3.
 
訴願

人

之

基

本

權

利

並

未

因
爲

該

判

決

係

以

聯

邦

律

師

法

第

四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作

爲

基

礎

而

遭

受

侵

害

。



B

、

本
憲
法
訴
願
無
理
由
，
其
形
式
合
法
性
則
無
疑
問
。

I 

、

審
理
律
師
事
務
之
名
譽
法
院
與
基
本
法
相
符
合
，
並
未
違
反
基
本
法
第一

〇

一

條

。

1.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一
〇

一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
得
以
法
律
設
立
特
別
事
務
之
法
院
。
由
此
可
知
，
特
別
法
院
不
得

 

爲
特
定
人
群
設
立
。
聯
邦
之
特
別
法
院
則
不
被
允
許
，
因
爲
聯
邦
法
院
的
範
圍
已
於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二
條
、
第
九
十
六

 

條

(
舊

)
與
九
十
六
a
條

(
舊

)
中
完
整
加
以
規
定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棄
編
第
十
卷
，
二
〇
〇
頁
〔
第
二
一
二
頁

以下〕)。

4
負
責
審
理
律
師
事
務
的
地
方
名
眷
法
院
與
髙
等
名
眷
法
院
負
有
對
特
定
事
務
，
亦
即
律
師
的
職
業
權
利
，
概
 

括
抽
象
裁
判
的
任
務
。
正
因
爲
這
些
法
院
受
限
於
審
理
律
師
職
業
權
的
事
務
*
必
然
地
同
時
也
會
受
限
於
針
對
特
定
的

 

人
群
——

即
限
於
對
律
師
與
申
請
登
錄
擔
任
律
師
的
申
請
人
I

I

也
就
是
說
這
樣
的
限
制
並
未
構
成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一

 

〇

一
條
第
二
項
的
理
由
。
唯
有
當
名
春
法
院
僅
係
専
爲
審
理
律
師
的
法
律
案
件
而
設
立
時
，
換
句
話
說
：
例
如
它
們
僅

 

管
轄
律
師
的
民
刑
事
案
件
時
，
方
爲
違
憲
之
特
別
法
院
。
各
級
勞H

法
院
與
公
務
員
懲
戒
法
院
I
—

配

合

勞X
法
與
公

 

務
員
懲
戒
法
之
範
園
I

豸
罾
貞
胄
罾
胄
人
罾
2
審

理

。
©
«
^
〒
砠
砠
稱
罾
等
法
院
I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六
條
第|

 

項

(
舊

)
與
九
十
六
a

條

(
舊

)
第
四
項
有
許
可
之
要
件
I

從
基
本
法
第
一
〇

一
條
第
二
項
之
觀
點
有
違
憲
之
虜
。
 

因

此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也
曾
經
明
白
地
把
醫
師
職
業
法
庭
明
確
地
稱
之
爲
「
基
本
法
第一

〇

一
條
第
二
項
的
特
別
法
院

六
九



七
〇

」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彙
編
第
十
八
卷
，
第

二

四

一

頁

〔
第
二
五
七
頁
〕
：
二
十
二
卷
四
十
二
頁
〔
四
十

七

頁

〕
■)
 

。
同

樣

地

，
亦
須
適
用
於
律
師
的
名
譽
法
院
。

W
訴
願
人
認
爲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二
、
九

十

六

(
舊

)
與

九

十

六
a
 (
舊

)
條
並
未
規
定
律
師
庭
，
因
此
是
不
應

 

許

0J
的
聯
邦
特
別
法
院
。

律
師
庭
卻
是
聯
邦
普
通
法
院
的
：
部

份

，
在
組
織
上
屬
於
聯
邦
普
通
法
院
，
而
且
由
其
組
成
也
可
看
出
該
法
院
之

 

法

庭

。
庭
長
係
聯
邦
普
通
法
院
之
院
長
或
是
按
照
法
院
組
織
法
之
規
定
由
特
定
庭
長
代
理
；
三
位
陪
席
法
官
均
爲
聯
邦

 

普

通

法

院

之

法

官

(
聯
邦
律
師
法
第
一
〇
六
條
第
二
項
)

。
此

外

，
由
三
位
律
師
以
榮
譽
陪
席
法
官
之
身
分
參
與
審
判

 

，
並
未
因
而
使
該
法
庭
從
聯
邦
普
通
法
院
分
離
，
成
爲
一
特
別
法
院
。
各
聯
邦
法
院
法
官
的
組
成
則
交
由
立
法
者
加
以

 

規
範
；
對
於
特
殊
事
務
S
否

規

定

：

種
特
殊
的
組
成
方
式
，
尤
其
是
名
譽
法
官
的
參
與
，
悉
由
立
法
者
自
由
決
定
。
 

d
爲
審
理
律
師
職
業
權
之
法
律
事
務
所
設
立
之
特
別
法
院
也
與
平
等
原
則
相
符
合
，
立
法
者
並
未
逾
越
基
本
法

 

三
條
第
一
項
爲
其
所
設
立
之
界
限
。

律
師
不
僅
是
私
益
的
代
表
，
同
時
也
是
司
法
的
獨
立
機
關
(
律
師
法
第
一
條
)
。
因

此

，
亦
如
一
九
五
七
年
聯
邦

 

律
師
法
政
府
草
案
的
理
由
所
說
的(B

T
D
r
u
c
k
s
.IIl /

1
2
0
,

 B
e
n
h
z
u
§
l
,

 S
.4)，

律

師

是

「
接
替
法
院
與
地
檢
署
之
地

 

位

:
此
亦
司
法
內
部
之
地
位
使
每
一
位
律
師
在
執
業
時
負
有
深
思
熟
慮
之
義
務
。
所
以
不
管
是
擔
任
民
事
訴
訟
代
替

 

人
或
刑
事
辯
護
人
的
律
師
均
+
得
有
意
識
的
幫
助
不
法
或
增
加
判
決
的
困
難
」

。
律
師
的
這
種
特
殊
任
務
使
得
將
他
們

 

!

不
同
於
大
部
份
其
他
職
業
之
成
員
I

I

納
入
某
種
特
別
懲
戒
法
一
事
顯
得
合
法
。
爲
T
適
用
這
種
懲
戒
法
所
設
立



之

特

別

法

院

，
由

其

同

業

成

員

擔

任

具

有

專

門

知

識

之

名

譽

職

法

官

參

舆

審

判

並

未

違

法

，
亦
如
在
基
本
法
中
自
行
規

 

定

所

設

置

之

特

別

懲

戒

法

院

(
基

本

法

九

十

六
a

條
第
四
項
(舊
)
)
。

當

然

，
律

師

名

譽

法

院

不

僅

審

理

懲

戒

事

務

，
也

負

貴
司
法
行
政
機
關
對
律
師
所
作
行
政
處
分
之
合
法
性
以
及
律

 

師

公

會

處

分

之<!
n

法

性

。
但

是

，
對

此

也

可

以

提

一

個

客

観

的

理

由

.

.
爲

適

用

律

師

懲

戒

法

所

設

立

之

名

譽

法

院

，
不

 

免

令

人

想

到

，
這

種

法

院

也

可

以

用

來

審

理

此

一

領

域

中

其

他

的

法

律

爭

議

。

2.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二

條

要

求

，
司

法

權

應

由

國

家

之

法

院

行

使

。
各

邦

之

法

院

雖

然

不

須
以
直
接
國
家
機
關
之
形

 

式
設
立
：
縱
使

M

於
公
法
團
體
之
特
別
法
院
也
可
以
是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二
條
所
指
之
「國
家
法
院
」

<
芑

^

<

民

6
£
4
,
7
4
{
9
2
}
;
1
0
,
2
0
0
【
2
1
4
^
1
4
,
5
^
6
6
】
；
1

§

1

【
2
基

)
。
但

是

一

個

法

院

並

不

會

因

其

係

依

據

國

家

的

法

律

所

組

成

且

爲

達

成

國

家

之

任

務

便

證

明

爲

「
國

家

法

院

J

。

一
如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在
其
一
九
六
四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對
於
萊
蘭
i

伐

爾

茲

醫

事

法

院

所

作

判

決

之

理

由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彙

編

第

十

八

卷

二

四

|
頁

〔
二

五

三

頁

〕

，

一
個
由
同
業
組
織
所
組
成
之
特
別
法
院
，
唯

有

當

其

人

事

充

分

受

到

圃

家

的

支

配

時

，
包

括

國

家

參

與

法

官

的

任

命

，
 

方

得

將

之

視

爲

國

家

法

院

.
，在

任

命

名

譽

法

院

與

職

業

法

院

之

成

員

時

尤

其

需

要

國

家

之

參

與

，
否
則
的
話
將
會
產
生

 

I

不

屬
於
民
主
菌
家
的
I

階

級

法

院

之

危

險

。

關

於

地

方

名

卷

法

院

如

果

淸一

色
由
律
師
所
組
成
是
否
滿
足
基
本
法
對
國
家
法
院
之
要
求
的
問
題
可
以
不
必
討
論

 

。
因

爲

在

地

區

名

譽

法

院

之

上

還

有

高

等

名

譽

法

院

擔

任

另

一

個

事

實

審

。
但

是

，
高

等

名

#
法

院

皆

係

國

家

法

院

，
 

所

以

無

論

如

何

已

經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十

九

條

第

四

項

的

憲

法

要

求

。
其

設

立

乃

根

據

國

家

法

律

，
人
員
之
組
成
大
部
份



亦
有
國
家
之
參
與
。

髙
等
名
譽
法
院
中
來
自
律
師
界
之
法
官
係
由
邦
法
務
部
任
命
。
這
些
人
則
從
律
師
公
會
理
事
會
所
提
之
建
議
名
軍

 

中
產
生
。
這
份
建
鼸
名
單r

至
少
必
須
包
含
超
出
所
镰
律
師
數
置
的
一
半
」

(
聯
邦
律
師
法一

〇
三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加
上
九
四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與
第
四
句
)
。
不
容
懷
疑
的
是
這
項
規
定
使
得
司
法
行
政
機
關
僅
得
從
律
師
公
會
所
建
議

 

之
律
師
名
單
中
任
命
爲
高
等
名
譽
法
院
之
法
官
。
法
—

文
上
不
淸
楚
的
是
’
如
果
該
份
名
單
雖
然
在
數
M
上
符
合
聯

 

邦
律
師
法
第
九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第
4
款
的
要
求
，
但
是
其
中
卻
沒
有
足
夠
讓
法
務
部
認
爲
合
適
的
人
選
時
，
法
務
部
是

 

否
仍
受
該
名
單
的
柯
束
。
由
於
聯
邦
律
師
法
過
去
是
在
經
歴
冗
長
的
立
法
努
力
後
方
才
制
定
完
成
。
律
師
界
參
與
名
譽

 

法
院
的
規
模
隨
著
不
同
的
萆
案
與
毎
次
的
討
論
一
次
又
一
次
的
增
加
，
在
最
後
定
案
(
稿

)
時

，
其
影
響
程
度
又
再
度

 

被
增
强
。
鑑
於
這
種
趨
勢
，
聯
邦
律
師
法
第
九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應
理
解
爲
，
對
於
髙
等
名
眷
法
院
法
官
的
選
拔

 

應
受
到
律
師
公
會
所
提
建
議
名
单
的
終
局
拘
束
而
且
不
得
加
以
改
讖
。
由
於
建
議
名
單
之
數
量
只
須
包
含
超
過
所
霑
律

 

師
人
數
的
一
半
，
這
樣
的
條
文
解
釋
或
許
會
導
致
違
憲
。
因
爲
如
此
『
來
法
務
部
在
任
命
律
師
成
員
的
空
間
上
將
會
太

 

狹

小

，
將
無
法
再
確
保
國
家
於
任
命
法
官
時
的
充
分
影
響
力
。

此
際*

該
條
文
容
或
以
另
一
種
意
義
予
以
合
憲
解
釋
。
因
爲
法
務
部
有
挑
選
的
可
能
性
’
該
法
已
以
條
文
規
定
表

 

示

，
律
師
公
會
所
建
議
的
名
單
必
須
超
出
所
需
的
數
量
。
但
是
，
這
份
建
議
名
單
並
不
具
有
終
局
的
與
排
他
性
建
議
的

 

性
質
，
致
令
法
務
部
無
論
如
何
均
須
從
該
名
單
中
任
命
。
該
法
律
僅
定
下
建
議
的
最
低
檷
準
(r

:
:
:
至

少

必

須

包

含

 

…
…
」
)
。
意
思
是
說
，
該
名
單
是
可
以
擴
充
的
.，
因
爲
，
該
項
程
序
係
以
補
足
高
等
名
嚳
法
院
所
需
法
官
員
額
爲
目



的

，
必
要
時
亦
得
加
以
擴
充
。
也
就
是
說
，
根
據
聯
邦
律
瞄
法
第
九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的
意
義
，
法
務
部
有
權
於
必
要
時

 

I

即
當
原
始
名
單
中
沒
有
足
夠
適
當
的
法
官
人
選
時
——

要
求
補
充
。
道
樣
的
解
釋
並
無
遺
背
該
條
文
之
虞
，
方
足

 

以
確
保
國
家
對
高
等
名
眷
法
院
之
組
成
有
充
分
的
影
響
。

此

外

，
高
等
名
譽
法
院
的
圜
家
特
色
也
已
獲
得
維
瞍
。
因
爲
法
務
部
有
權
決
定
高
等
名
春
法
院
所
需
成
員
的
名
額

 

(
聯
邦
律
師
法
第一

〇
三
條
第
二
項
)
。
另

外

，
法
務
部
也
有
權
決
定
那
些
成
員
來
搛
任
高
等
名
譽
法
院
的
院
長
與
各

 

庭

庭

長

(
聯
邦
律
断
法
第
一

◦
一
條
)
。
並
監
督
該
法
院
，
後
者
之
議
事
規
則
亦
須
得
法
務
部
之
認
可
(
聯
邦
律
師
法

 

第

一

〇
五
條
第
二
項
)
。

3.
V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司
法
權
應
由
有
別
於
立
法
權
與
行
政
權
之
機
關
行
使
。
因

此

，
在
組
嫌
上

 

法
院
必
須
與
行
政
機
關
分
離
，
不
允
許
司
法
機
關
與
行
政
機
關
有
太
密
切
的
人
事
交
錯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彙
編
十

 

四
卷
五
十
六
頁
〔
六
十
七
頁
以
下
〕
•，十
八
卷
二
四
一
頁
〔
二
五
四
頁
〕
)
各
高
等
名
譽
法
院
均
符
合
這
項
要
求
，
他
 

們
在
組
織
上
與
人
事
上
均
充
分
與
律
師
公
會
的
機
關
彼
此
分
開
6

他
們
都
被
設
在
各
個
高
等
法
院
(
聯
邦
律
師
法
第一

〇
〇
條
第
一
項
)
。
所
須
费
用
則
均
來
自
國
庫
(
聯
邦
律
師

 

法

第一

〇
三
條
第
四
項
)
。
高
等
名
譽
法
院
的
成
貝
在
執
行
聯
務
期
藺
具
有
職
業
法
官
的
地
位
(
聯
邦
律
肺
法
第
一
 一

 

〇
條
第
一
項
)
。

名
春
法
院
與
律
師
公
會
人
事
上
的
交
錯
已
特
別
由
後
述
規
定
所
排
除
，
即
髙
等
名
黌
法
院
與
聯
邦
律
師
庭
的
成
員

 

不
得
同
時
於
律
師
公
會
理
事
會
或
是
在
律
師
公
會
擔
任
專
職
或
兼
職
(
聯
邦
律
飾
法
第|

〇
三
條
第
二
項
，
第
一
〇
八



七
四

條
第
一
項
)
。

當

然

，
這

些

法

官

均

來

自

律

師

界

也

必

然

是

律

師

公

會

會

員

(
聯

邦

律

師

法

第

六

十

條

第

一

項

)

，
因
此
也
是
公

 

會

會

員

大

會

的

成

員

(
聯

邦

律

師

法

第

八

十

五

條

以

下

)

。
不

過

經

由

法

官

迴

避

的
規
定
已
避
免
了
在
公
會
成
員
身
份

 

與

法

官

職

務

之

間

角

色

衝

突

的

危

險

。
聯

邦

普

通

法

院

律

師

庭

曾

經

在
一
件
關
於
某
律
師
公
會
之
會
員
大
會
決
議
效
力

 

的

判

決

中

決

定

，
根

據

非

訟

事

件

法

第

六

條

第一

項

第

一

款

與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四

十

一

條

第

六

款

之

法

理

，
應
排
除
那

 

些

曾

經

參

與

做

成

決

議

的

名

#

法

官

審

理

此

類

案

件

(
N
J
W
I

九

六

八

，

一
五
七

f
.

)

。
以
便
能
夠
由
未
參
與
公
會

 

會

員

大

會

之

選

舉

-||
決

議

的

庭

員

(
名

譽

法

官

)
審

理

，
如

此

一

來

便

不

得

再

之

視

爲

一

種

違

憲

的

權

力

混

合

了

。

b)
法

官

工

作

的

本

質

在

於

它

係

由

人

與

事

均

無

利

害

關

係

之

第

三

人

所

爲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彙
編
三
卷
三

 

七

七

頁

〔
三

八

一

〕
；
四

卷

三

三

一

頁

〔
三

四

六

〕
；
十

四

卷

五

十

六

頁

〔
六

十

九

頁

〕
：
十

八

卷

二

四

一

頁

〔
二
五

 

五
頁
〕
)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所

保

陣

的

法

官

的

客

觀

中

立

係

指

他

們

只

受

法

律

的

拘

束

而

不

受

指

令

的

干

涉

(
聯

 

邦

岽

法

法

院

裁

判

#
編

十

四

卷

五

十

六

頁

〔
六

十

九

頁

〕

)

。
聯

邦

律
飾
法
關
於
高
等
名
譽
法
院
的
規
定
並
未
含
有
與

 

此

項

保

障

相

反

的

條

文

。

保

障

人

事

上

獨

立

的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七

條

第

二

項

，
根

據

該

本

文

雖

然

僅

針

對

r

専

職

與

依

編

制

補

實

之

法

官

」
 

。
但

是

，
即

使

是

對

於

名

譽

職

的

法

官

也

必

須

保

障

其

人

事

獨

立

的

最

低

限

度

。
也

就

是

說

，
在
他
們
任
期
結
束
之
前

 

只

能

根

據

法

律

上

所

規

定

之

要

件

與

法

院

之

判

決

違

反

其

意

志

加

以

免

職

(
聯
邦
憲
法
裁
判
*

編

十

四

卷

五

十

六

頁

c



七
〇
頁

〕
；
十

八

卷

二

四

一

頁

〔
二

五

五

頁

〕

)

。
聯

邦

律

師

法

均

符

合

這

些

要

求

。
高
等
名
譽
法
院
與
聯
邦
普
通
法

 

院

律

師

庭

中

具

有

律

師

身

份

的

成

員

任

期

均

爲

四

年

(
聯
邦
律
師
法
第
一
〇

三

條

第

一

項

，
第

一

〇
七

條

第

一

項

)

。
 

這

項

任

期

不

至

於

短

到

令

人

懷

疑

其

獨

立

性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载

判

彙

編

十

八

卷

二

四

一

頁〇

 

一

五

五

頁

〕

。
聯
邦
律

 

師

法

也

保

障

這

些

法

官

唯

有

在

法

律

上

所

各

別

規

定

的

要

件

下

經

由

法

院

判

決

方

得

於

任

期

結

束

前

提

前

加

以

免

職

( 

聯

邦

律

師

法

第

一

〇

三

條

第

二

項

，
第

一

〇

九

條

第

二

項

)

。

d
各
高
等
名
譽
法
院
雖
然
均
由
兩
位
高
等
法
院
之
法
官
與
三
位
律
師
所
組
成
，
且
因
而
使
得
比
例
上
占
有
多
數

 

的
法
官
(
指
具
有
律
師
身
份
者
)
必
然
也
是
當
事
人
的
同
行
。
具
有
隨
時
可
被
任
命
搛
任
職
業
法
官
之
一
般
資
格
的
律

 

師

，
要
勝
任
審
理
律
節
事
務
榮
譽
法
院
的
工
作
是
不
容
懊
疑
的
。
雖
然
，
在
擔
任
名
謇
法
官
期
間
他
們
仍
雄
嫌
執
行
律

 

師
業
務
。
但

這

正

是一

個
在
組
織
上
按
照
身
分
所
設
立
之
名
卷
法
院
的
要
素
。
任
何
被
任
命
擔
任
欲
審
理
律
師
之
身
分

 

與
義
務
者
，
必
須
對
於
該
職
業
之
功
能
非
常
熟
悉
。
也
就
是
說
，
德
國
律
師
界
普
遍
有
一
項
誤
解
認
爲
擔
任
一
時
的
法

 

官H

作
與
正
常
的
律
師H

作
會
產
生
利
益
衝
突
的
危
險
，
所
以
搛
任
榮
譽
職
的
律
師
必
然
會
受
到
業
務
競
爭
之
想
法
或

 

其
他
人
観
點
的
影
響
，
從
而
在
名
饔
法
院
有
偏
頗
情
形
的
可
能
性
也
許
會
比
一
般
的
法
院
高
一
點
。
不

過

，
對
於
這
類

 

情
形
在
法
律
上
已
經
作
了
充
分
的
防
範
。
根
據
聯
邦
律
師
法
第
一
一
六
條
規
定
，
懲
戒
案
件
適
用
刑
事
訴
訟
法
關
於
法

 

官
之
拒
絕
與
迴
避
的
規
定
。
因
而
，
在
名
譽
法
院
的
程
序
中
被
吿
有
權
以
某
一
法
官
有
偏
頗
之
虞
加
以
拒
絕
(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二
四
條

 

>

，
本
案
訴
願
人
在
其
案
件
中
也
有
權
行
使
這
項
権
利
。
在
名
春
法
庭
的
其
他
程
序
中
，
特
別
是
登
錄

 

案
件
，
根
據
聯
邦
律
師
法
第
四
十
條
第
二
項
準
用
非
訟
事
件
法
之
規
定
。
聯
邦
廉
法
法
院
已
於
一
九
六
七
年
二
月
八
日

七
五



七
六

裁
定
宣
吿
非
訟
事
件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之
條
文
無
效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彙
編
二
十
一
卷
’一

三
九
頁
以
下

 

)
，
因
此
在
此
類
程
序
中
亦
得
以
偏
頗
之
理
由
拒
絕
某
一
法
官
。

4
關
於
在
髙
等
名
譽
法
院
係
由
具
律
師
身
分
的
名
春
法
官
擔
任
庭
長
，
而
非
由
職
業
法
官
身
分
之
庭
貝
出
任
，
 

從
恵
法
的
觀
點
，
無
可
指
論
。

基
本
法
並
未
規
定
，
在
那
些
領
域
必
須
使
用
職
業
法
官
I

指
那
些
與
聯
邦
或
邦
有

H

務
關
係
且
«
任
法
官
工
作

 

者

而

言

。
基
本
法
將
名
譽
職
法
官
之
進
用
委
由
立
法
者
裁
量
爲
之
0
向
來
立
法
者
均
有
考
慮
到
他
們
，
在
很
多
法
院
甚

 

且
佔
有
比
例
上
較
多
的
名
額
(
例
如
在
商
事
庭
、
刑

事

陪

審

庭

、
小

刑

事

庭

、
重
大
案
件
陪
審
庭
)

。
當

然

，
長
久
以

 

來
法
律
通
常
規
定
由
職
業
法
官
擔
任
法
庭
庭
長
，
不
過
這
項
原
則
卻
常
有
例
外
。
根
據
一
八
七
八
年
生
效
之
律
師
法
規

 

定
設
立
之
律
師
名
*
法

院

即

形

成一

 f

外

’
該

法

院

淸一

色

由

律

師

組

成

，
但
仍
被
視
爲
一
個
賊
資
的
法
院
(
參
照

 

K
G

Z
1
7
0
,
3
3
3

I
i

)

。
過
去
與
現
在
的
巴
登
與
符
膪
堡
的
鄕
鎭
法
院
亦
均
由
名
*

法
官
所
組
成*

在
此
看
不
出
任
何

 

立
法
者
對
此
必
須
加
以
改
變
的
堅
强
理
由
。
在
由
名
春
法
官
擔
任
庭
長
的
例
外
情
彤
，
當
然
必
須
保
障
他
們
不
受
該
項

 

職
務
過
度
的
要
求
。
因
此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認
爲
箱
鎭
法
院
任
命
擁
有
特
定
法
律
知
識
者
擔
任
外
行
法
官
的
作
法
並
不
違

 

憲

(
嫌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彙
編
第
十
四
卷
，
五

十

六

頁

〔
七

十

三

頁

〕

。
同

樣

地

，
在
高
等
名
譽
法
院
如
果
由
具
備
完

 

整
法
學
敎
育
與
經
驗
的
名
春
法
官
(
本
職
爲
律
師
)
擔

任

庭

長

’
在
憲
法
上
亦
無
可
指
蹢
。

H

、

聃
邦
律
師
法
關
於
任
命
律
師
擔
任
聯
邦
法
院
律
師
庭
名
春
法
官
的
規
定
，
並
未
速
反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
該
法
院
任
命
名
*
法
官
一
事
並
不
需
要
法
官
選
拔
委
員
會
之
參
與
。

a)
關
於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中
「
法
官
」

一
語
是
否
是
指
所
有
包
括
名
春
職
法
官
在
內
的
聯
邦
法
院
法
 

官
或
僅
指
職
業
法
官
之
問
題
，
無
法
從
文
意
解
釋
得
到
答
案
。
基
本
法
以
不
同
的
意
義
使
用r

 (
聯
邦
)
法
官
」
的
概

 

念

’
基
本
法
第
七
+
九
條
第
一
項
乃
指
所
有
行
使
司
法
權
之
人
員
——

不
管
是
職
業
法
官
或
名
譽
法
官
，
是
聯
邦
法
官

 

或
邦
的
法
宫
。
反

之

，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六
a
條

(
舊

)
第
四
項
—
I
現
在
是
基
本
法
九
十
六
條
第
四
項
——

規
定
，
聯
 

邦
尉
於
聯
邦
法
官
(
以
別
於
邦
的
法
官
)
之
懲
戒
案
件
得
設
立
聯
邦
懲
戒
法
院
’
則
僅
限
於
聯
邦
的
職
業
法
官
。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
舊

)
僅
規
定r

各
聯
邦
法
院
的
法
官
」

’
實
無
法
得
出
該
規
定
是
否
亦
及
於
名
春
職

 

法
官
。
若
從
該
條
文
所
處
之
位
置
與
其
制
定
之
背
景
觀
之
，
所
得
的
結
論
反
而
是
它
僅
及
於
職
業
法
官
而
已
。

W
緊
接
著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
舊

)
之
規
定
的
條
文
是
：

「
其
職
務
關
係
由
特
別
的
聯
邦
法

 

訂
之
」
。
也
就
是
說
，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
舊

)
先
決
條
件
是
那
些
由
法
官
遘
拔
委
員
會
參
與
任
命
而
與
聯

 

邦

發

生

「
職
務
M
係
」
的

法

官

，
但
是
僅
限
於
職
業
法
官
。
因
此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
舊

)
前
後
兩
句
是
指

 

法
官
遒
拔
委
員
會
所
必
須
參
與
的
要
求
’
僅
適
用
於
職
業
法
官
之
任
命
。

4
條
文
制
定
之
沿
革
可
證
明
上
述
見
解
。

關
於
法
官
之
任
命
方
式
是
否
與
公
務
員
一
樣
或
由
某
一
委
員
會
決
定
的
問
題
，
是
在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一
月
十
曰
制

 

憲
委
員
會
的
司
法
委
員
會
第
五
次
會
議
中
討
論
基
本
法
時
才
第一
次
被
提
出
討
論
。
參
與
聽
證
的
科
隆
徳
意
志
高
等
法

 

院
院
長R

u
s
c
h
e
w
e
y
i

 士

建

鼸

「
玀
*
與
終
身
任
用
的
法
官
’
其
任
命
不
應
自
始
由
司
法
部
長
爲
之
’
而
應
在
一
定

七
七



七
八

的

時

間

之

後

方

才

根

據

某

一

特

別

組

成

的

法

官

選

拔

委

員

會

之

選

擇

加

以

任

命

J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一
月
十
日
嫌
法
法

 

院

與

司

法

委

員

會

第

五

次

會

議

會

議

記

錄

，
第

二

頁

)

。
社

會

民

主

黨

之

議

員S
e
l
b
e
r

薄

士

同

樣

也

根

據

黑

森

邦

憲

 

法
第
一
百
二
十
七
條
之
規
定

 <

該

規

定

僅

就

職

業

法

官

而

言

)
發

言

贊

成

法

官

以

選

拔

方

式

產

生

，

(
前
揭
會
議
記
錄

 

，
第

八

頁

>

。
從

R
u
s
c
h
e
w
e
y
h
a
g

發

言

與

上

述

黑

森

邦

憲

法

之

規

定

可

以

看

出

，
制
憲
當
時
只
想
到
職
業
法
官
之

 

選

拔

。
在

後

來

的

討

論

過

程

中

便

沒

有

再

提

及

有

關

法

官

選

拔

之

條

文

的

範

圍

問

題

。

<1)
一
九
六
八
年
六
月
+

八

曰

基

本

法

第

卜

六

次

修

正

案

對

基

本

法

九

十

六

條

(
舊

)
的

修

正

理

由

-
在
一
九
六

 

七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政

府

提

案

的

官

方

理

由

中

只

寫

著

因

爲

第

二

句

「
依

照

一

般

的

觀

點
舆
基
本
法
第
九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相

比

較

並

不

具

獨

立

之

意

義

」

。
當
時
並
未
企
圃

改
變
患
法

上

的

基

礎

，
所

以

也

未

產

生

。
鑑
於
近

來
名
春
法

官
紛
紛

 

進

入

各

聯

邦

法

院

的

各

法

庭

中

之

事

實

，
制

度

上

應

該

對

之

有

一

項

明

確

的

規

定

，
而
且
也
要
顧
及
該
等
法
院
所
需
名

 

春

法

官

名

額

共

計

一

千

三

百

五

十

位

之

驚

人

數

宇

。

m

、

訴

願

人

認

爲

名

譽

法

院

根

據

聯

邦

律

師

法

第

四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之

概

括

條

款

對

他

所

作

的

判

決

違

反

基

本

法

第一

 

〇

三

條

第

二

項

’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

1.
基

本

法

第

一

〇

三

條

第

二

項

並

不

限

於

刑

事

罰

，
也

包

括

！

當
然
會
因
各
法
領
域
之
性
質
而
有
某
些
限
制
丨

 

—
名

譽

法

院

的

處

罰

與

懲

戒

罰

。
這
一
點
可
以
從
基
本
法
一
〇
H

條

第

二

項

不
同
於
基
本
法
一
〇

三

條

第

三

項

，
直
接

 

使

用

處

罰

與

可

罰

性

的

字

眼

。
如

果

基

本

法

的

制

定

者

有

意

將

基

本

法

第一
〇

三

條

第

二

項

限

制

於

刑

事

處

罰

的

話

，



很
明
顯
地
便
不
會
只
概
括
地
使
用
處
罰
之
字
眼
，
而
是
-
!
像
基
本
法
一
 

條
第
一
■'.
项
！

規
定
爲
一
根
據
一
般
刑

 

法
法
作
，：
之
處
罰
，
也
就
是
根
據
各
種
刑
事
法
律
(
參
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彙
編
第

r .
卜

：
卷

，
_
-
一
_
七

八

頁

〔
一
_

.
八
 

一
:-:
貝
〕
；
第

：
卜

：
卷

，
_:
一
九
一
頁
〔
四
〇
〇
頁
〕
)
。
將
基
本
法
第
：
0:_:_條
第
二
項
適
用
於
懲
戒
罰
也
是
很
有
意

 

義

的

。
儘
管
懲
戒
罰
本
身
與
刑
事
罰
有
很
大
的
區
別
(
參
聯
邦
照
憲
法
法
院
粲
編
二
十
一
卷
，
_
_-
七

八

頁

〔
_二
八
四
頁
 

〕
；
：f

 :

卷

，
一
九
一

頁

：
四
〇
：一：頁

〕
)
，
但
均
爲
對
某
一
有
寊
行
爲
之
高
權
性
#
難
反
應
，
就
此
而
言
則
兩
者

 

完
全
一
致
。
縱
使
懲
戒
法
的
領
域
中
范
本
法
第
一
〇
：一一

條
第
二
項
也
應
使
此
類
高
權
性
的
反
應
可
得
預
見
。

因

此

，
沒
有
理
由
可
供
認
定
，
菽
本
法
的
制
定
者
H
將
懲
戒
罰
排
除
於
®
本
法
第
一
〇
二
條
第
：
：項

之

外

，
另
一
 

方
面
也
沒
有
理
由

nr
資
證
明
锥
本
法
制
定
者
想
要
透
過
其-

本

法

第

0

二
條
第
一
：項
來
改
變
懲
戒
法
傳
統
的
結
構
。
懲

 

戒
法
向
來
與
刑
法
不
同
，
並
非
各
別
規
定
犯

3H
構
成
要
件
與
相
關
的
處
罰
，
而
是
以
槪
括
條
款
規
定
對
於
故
意
或
過
失

 

違
反
職
業
義
務
之
行
爲
科
以
法
律
h
所
規
定
懲
戒
罰C

因

此

，
概
括
條
款
是
合
法
的

，
因
爲
要
完
全
類
舉
與
某
一
職
業

 

相
關
的
義
務
是
不
可
能
的
。
個
別
立
法
在
此
I
I
有

別

於

：
般
的
刑
法
I
-

通
常
也
沒
有
必
要
；
因
爲
那

是

：
種
难
涉

 

職
業
成
員
的
規
範
，
道
種
規
範
是
從
他
們
所
擔
任
的
任
務
產
生
，
K
此
對
他
們
自
身
而
言
，
通
常
輕
易
便
可
看
出
。
所

 

以

，
規
定
律
師
任
務
與
義
務
之
關
係
的
聯
邦
律
師
法
四
i
l
.-'
條

第

■■■'.
項

概

括

條

款

，
對
名
巻
法
院
所
行
使
的
處
罰
而
言

 

，
乃

'
充
分
明
確
的
基
礎
。

2.
聯
邦
律
師
法
第
四
十
三
條
第
二
句
中
規
定
，
課
予
枰
師
負
有
義
務
，
在
職
務
內
與
職
務
外
應
該
有
律
師
應
有
的

 

尊
重
與
倍
用
。
這
项
規
定
符
合
某
本
法
第
—
二
條
第
二
項
，
它
純
粹
是
某
本
法
第
丨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所

指

的

「
執

七
九



八
〇

行

規

定
j

,
這

種

規

定

可

以

經

由

合

理

的

公

共

福

祉

理

由

加

以

合

法

化

。

3.
 

聯

邦

律

師

法

第

四

十

三

條

也

沒

有

侵

犯

言

論

自

由

的

基

本

權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

。
聯
邦
普
通
法
院
曾

 

經

表

示

(
聯

邦

普

通

法

院

刑

事

判

決

#

編

二

十

一

卷

，
二

〇

六

頁

〔
二
〇

八

頁

〕

)
該

項

規

定

屬

於

爲

基

本

權

利

設

限

 

之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所

指

之

一

般

法

律

。
這

個

見

解

是

正

確

的

。

所

謂

的

「
一
般
法
律
」
應

解

爲

係

指

所

有

爲

保

護

各

種

優

位

於

言

論

自

由

活

動

之

社

會

價

値

所

制

定

的

法

律

，
而

 

非

爲

禁

止

言

論

而

制

定

之

法

律

(
聯

邦

憲

法

法

律

裁

判

彙

編

七

卷

，
一

九

八

頁

〔
二
〇

九

頁

〕

)

。
聯
邦
律
師
法
第
四

 

十

三

條

課

予

律

師

言

行

應

符

合

其

身

負

司

法

機

關

任

務

的

義

務

(
聯

邦

律

師

法

第

一

條

)

。
因
此
該
規
定
有
助
於
司
法

 

之

秩

序

之

維

護

，
它

包

括

本

質

激

烈

的

f

爲

權

利

而

戰

」

、
與

對

司

法

機

關

彼

此

間

原

則

上

的

尊

重

。
因

此

，
如
果
從

 

聃

邦

律

師

第

四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中

導

出

律

師

負

有

不

得

對

其

他

司

法

機

關

實

施

與

案

件

無

關

的

貶

抑

性

攻

擊

之

職

務

義

 

務

時

，
並

未

侵

犯

言

論

自

由

之

基

本

權

利

。

4.
 

商

等

名

#
法

院

認

爲

訴

願

人

在

前

面

所

引

述

的

言

詞

中

已

違

反

該

項

職

務

義

務

’
因
此
給
予
申
誠
一
次
乙
節
係

 

事

寅

認

定

與

责

任

判

定

之

間

題

，
原

則

上

不

歸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審

査

。
且

看

不

出

髙

等

名

譽

法

院

有

捜

斷

之

情

勢
o

IV

、

本

判

決

如

下

：

關
於
1
2
之

部

份

(
聯
邦
律
師
法
第
九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的
解
釋
)
以
五
票
對
三
票
。

關

於

13
d

 (
名

譽

職

法

官

檐

任

庭

長

)
以

及

關

於
II

之

部

份

(
脚

邦

普

通

法

院

律

師

庭

名

眷

職

法

官

的

選

拔

)



以
六
票
對
二
票
作
成
，
其
餘
部
份
全
票
通
過
。

C
署
名
)



八
二

關
於
「資
訊
自
由
權
」
之
判
決

丨
聯
邦
蕙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二
十
七
卷
第
七
十
一
頁
以
下

譯

者

：
黃
錦
堂

<
判

決

要

旨

>

1-
基

本

法

第

五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所
保
障

之

不

受

阻

礙

地

由

一

般

大

眾

得

接

近

之

資

訊

來

源

接

受

知

識

的

權

利

(
資
訊

 

自

由

)

’
係

獨

立

且

與

言

論

自

由

及

出

版

自

由

並

立

之

基

本

權

利

o

2.
 

當

某

種

資

訊

來

源

在

技

術

上

係

適

當

且

確

定

可

以

使

一

般

大

眾

獲

得

一

些

資

訊

時

*
它

就

是

(
前

面

所

稱

的

)

一
般
 

大

取

得

接

近

者

。
它

並

不

因

法

律

上

禁

止

其

散

佈

所

爲

之

措

施

而

喪

失

其

此

種

特

性

。

3.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之

規

定

非

僅

保

障

積

極

獲

得

資

訊

之

行

爲

’
同

時

亦

保

障

單
純
的
接
受
資
訊
之
行
爲

°
4.
 

本

案

之

沒

收

處

分

，
係

在

r

資

訊

自

由

」
與

做

爲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意

義

下

的

防

止

危

害

憲

法

之

一

般

法

律

的

「
刑
法
規
定
」
二
者
間
所
爲
之
利
益
衡
置
之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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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
3
\

 

6
4
-

 

4A
K
5
7
4
2

i

九
六
九
年
七
月
三
日
第一

庭
判
決

 

-
-
1B
V
R
46
\

65

於

…

先

生

針

對

L
u
e
n
e
b
u
r
—

法
院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曰
之
裁
定
-
 

\
6
4

^
1
所
提
出
之
憲
法
訴
願
程
序
內
所
作
成
。

判

議

 

—

1

4

Luenebur

舞
法
院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裁
定
-
-
-
-
-
-
-
-
-
-ti

害
了
訴
願
人
源
自
基
本
法
第

自

 

5
7
4
2
/
6
4

五
條
第一

項
第
一
句
之
基
本
權
利
。
該
裁
定
應
予
撤
銷
，
案
件
發
回L

u
n
e
b
u
r
g

法

院

。

判
決
理
由

A
 >
 —
I

、

1.
依
據
一
九
六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之
有
關
對
違
法
刑
法
的
或
其
他
禁
止
散
佈
之
規
定
之
監
督
法
律
-

B
G
B
1J
S
.

6
0

7

(
以
下
稱
監
督
法(u

b
e
r
w
a
c
h
u
n
g
s
g
e
s
e
t
T
G
U
f
)

 
’
當
某
刑
事
法
律
基
於
保
護
國
家
之
理

 

由
而
禁
止
上
述
物
品
輸
入
或
散
佈
時
，
郵
政
及
海
關
官
署
應
確
保
道
些
對
象
(
例
如
報
紙
、
期

刊

、
小
冊
子
…
等
取
得

八
三



八
四

資

訊

之

工

具

，
不

被

帶

入

該

法

律

之

地

域

(
按

：

EP:
西

徳

)
的

效

力

範

圔

內

。
爲

此

一

目

的

，
郵
政
以
及
鐵
路
官
署
尤

 

應

挑

揀

出

由

來

德

而

來

之

. #
有

客

觀

根

嫌

違

反

基

本

法

之

所

有

薄

件

。
道
些
官
署
並
應
進
一
步
將
有
嫌
疑
之
郵
件
送
至

 

有

權

開

拆

並

捜

索

之

海

關

總

局

。
倘

該

郵

件

於

海

關

總

局

仍

有

違

反

以

保

護

國

家

爲

由

之

刑

法

法

律

之

嫌

時

，
則
海
關

 

總

局

應

將

該

郵

件

呈

送

至

檢

察

機

關

，
而

由

檢

察

機

關

在

必

要

時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之

規

定

申

請

沒

收

該

郵

件

。
最
後
只

 

有

：
在

刑

事

法

庭

宣

吿

沒

收

時

，
該

郵

件

始

被

扣

留

下

來

不

再

寄

送

。
沒

收

係

一

客

觀

的

、
非
針
對
特
定
行
爲
人
所
規

 

定

之

程

序

，
而

且

通

常

沒

收

之

對

象

也

不

僅

是

被

指

稱

逍

反

刑

法

之

期

刊

的

單

一

本

冊

，
而

應

是

該

期

刊

整

版

沒

收

。

近

年
f

數

以

百

萬

計

的

期

刊
f

收

，
其

中

大

部

分

係

由

東

德

所

印

製

。
被
沒
收
的
除
了
特

地

爲

了

寄

送

至

西

 

德

境

內

所

印

製

之

小

冊

子

及

期

刊

之

外

，
還

有

報

紙

以

及

其

他

定

期

於

東

德

出

版

之

期

刊

。
在

一

九

六

六

年

元

月

，
於

 

5
4
8
3
3
3
^

受

檢

刊

物

中

有5
3
7
9
5

禅

遭

到

扣

留

.
，
在一

九

六

七

年

元

月

’
則

於

4
0
1
f

受

檢

信

件

及9
3
9
9
^
:

受
检
印

 

刷

品

中

，
有

3
0
1
8
4
f

侰

件

及9
2
5
0
6

^
印

刷

品

遭

到

扣

留

(
參

閱

刑

法

修

正

特

別

委

貝

會

第

七

十

九

次

會

釀

紀

錄

 

5.W

P

,
頁

一

五
九
五}

。

根
據
一
九
六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曰
第
八
次
刑
法
修
正
法
(B

G
B
1
.
I

貢
七
四
一
)
之

一

九
六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之

版

本

(B
G
B
1
1

貢
二
六
九
)
第
八
條
之
規
定
，
目
前
東
德
之
報
紙
與
期
刊
只
要
専
供
郵
政
報
務
之
用
或
與
商
業
有

 

關

者

*
就
不
再
在
沒
收
之
列
。

2.
酥

願

人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以

資

訊

之

目

的

，
由

其

友

人

以

郵

寄

方

式

自

東

德

寄

送

日

報

至

M
u
e
g
t
e
r
c

其
中
一
 

份

寄

送

品

內

夾

有

一

九

六

四

年

五

月

八

曰

的

「
來

比

鍚

人

民

報

」
一

九

六

四

年

第

一

2
6
\
1號

。
®

督

機

關

於



B
r
a
u
n
s
c
h
w
e
i
g
^

監
督
法

之

規

定

截

獾

該

分

郵

件

’
並

由

當

地

之

海

關

總

局

開

拆

且

嫌

交

給B
r
a
u
nschweig

®

檢

 

察

機

關

後

，
檢

察

機

關

扣

留

了

該

郵

件

。
訴

願

人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六

月

初

申

請

檢

察

機

關

發

還

被

扣

留

之

報

紙

，
因
爲

 

該

報

紙

係

以

個

人

賫

訊

所

需

爲

由

而

由

其

友

人

寄

送

給

他

。
對

此

，
檢

察

機

關

通

知

訴

願

人
該
件
有
問
題
之
寄
送
品
已

 

爲

法

院

所

沒

收

。
訴

願

人

立

即

要

求

給

予

該

沒

收

裁

定

之

副

本

，
並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九

月

收

到B
r
a
u
n
s
c
h
w
d
i

法

 

院

沒

收

裁

定

副

本

，
然

而

，
該

副

本

卻

是

有

閬

於

其

他

印

刷

品

的

。
於

訴

穎

人

對

此

點

提

出

異

議

後

，
檢
察
機
關
通
知

 

訴

願

人

曰

：
該

份

寄

送

予

訴

願

人

之

「
來

比

錫

人

民

報J

已

由F
r
a
n
k
f
u
r

黄

Lueneburghl

邦

法

院

共

同

沒

收

。
經

 

申

請

後

，
訴
顏
人

始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曰

收

到L
u
n
e
b
u
r
g
S
S

法

院

之

一

九
六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裁
定

 

之

副

本

。

3.
於

該

裁

定

中

，

r
u
e
n
e
b
u
r
g
^

法
院
認
爲
一
九
六
四
年
五
月
八
日
之
第
一
二
六
號
「
來
比
錫
人
民
報
」
係
因

 

違
反
了
聯
邦
想
法
法
院
法
第
四
十
二
條
及
四
十
七
條
，
與
刑
法
第
一
二
八
條
、
九
十
四
條
及
九
十
a
條
之
規
定
而
加
以

 

沒
收
。
在
裁
定
理
由
內
尙
有
刑
法
第
九
十
七
條
之
規
定
也
被
稱
爲
係
被
違
反
之
刑
法
規
範
。
該
裁
定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六

 

月
十
五
日
確
定
。

邦
法
院
之
理
由
在
於
該
刊
物
係
由
徳
國
社
會
統
一
黨(S

E
D

終
柬
德
印
制
。
要
藉
著
該
寄
送
品
’
由S

E
D
®

縱
非

 

法
活
動
的
德
圃
共
產
»
<
K
P
D
M動
之
企
以
便
將
現
存
於
東
徳
境
內
之
暴
力
統
治
與
専
制
制
度
引
入
聯
邦
德
國
( 

刑
法
修
正
法
於
一
九
五
一
年
八
月
三
十
曰
之
版
本
第
八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第
六
款
)
。
該
刊
物
係
爲
於
聯
邦
徳
國
境
內
散

 

佈
而
加
以
输
入
。
因

此

，
已
經
逋
反
了
裁
定
主
本
內
所
列
舉
之
刑
法
規
定
(w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四
十
二
條
、
第
四
十

八

五



八
六

七

條

、
刑
法
第
一
二
八
條
、
第

九

-f--
四

條

' 第

九

十
a
條

)

，
亦
因
此
而
實
現
了
.刑
法
第
八
十
六
條
及
九
十
八
條
關
於

 

沒
收
之
構
成
耍
件
。

至
於
是
否
因
爲
該
報
紙
內
的
文
章
被
認
爲
有
問
題
，
抑
或
是
否
因
爲
迓
次
未
顧
及
到
內
容
的
寄
送
係
由
德
國
共
產

 

黨

所

推

動

，
在
裁
定
理
由
並
未
提
及
。
該
裁
定
係
依
事
前
印
製
的
表
格
而
作
成
的
，
該
表
格
內
僅
塡
入
了
報
紙
之
名
稱

 

及

號

碼

，
並
且
選
擇
性
地
在S

E
D
S

旁
邊
將
被
稱
爲
創
始
人
的F

D
G
B
O
D
S
F
-D
F
D
-
C

在
客
觀
程

序

中

，
邦
法
院
之
決
定
係
依
據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四
三
〇
條

以

下

之

規

定

(
現
今
已
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四

 

四

〇

條

，
由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四

曰

之

秩

序

違

反

法

之

施

行

法

9

3-
£ ,
&

〇
1英

3
劳

3
^
2
6
3
 
2
1
1
1
1
1
0
£
3
&
2

u
e
b
e
r

 O
r
d
n
u
n
g
s
w
i
d
r
i
g
k
e
i
t
e
n
}

-
-
簡

稱K
G
O
W
i
G

-
-
第

：

 '

 條
第
十
六
款
加
以
補
充
)
發

布

之

，
囚
爲
根
本

沒
有
特
定
人
叫
以
訴
追
，
尤
其
是
對
於
在
束
德
境
内
之
寄
件
人
。
也
沒
有
理
由
支
持
對
聯
邦
德
國
(
西

徳

)
境
內
之
收

 

件
人
有
可
罰
性
。
由
於
寄
件
人
無
法
在
主
審
程
序
中
被
傳
喚
到
場
，
而
收
件
人
也
沒
有
權
利
要
求
交
還
於
郵
寄
過
程
中

 

被
抽
取
出
來
的
郵
件
，
因

此

，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四
一：M

條
第
二
項
意
義
下
之
沒
收
當
事
人
並
不
存
在
D

n

、

訴

願

人

於

：
九
六
五
年
元
月
二
十：

日
向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提
出
憲
法
訴
願
，
指

责L
u
e
n
e
b
u
r
—

法
院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五
月
卩
一
曰
之
裁
定
違
反
了
埜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之
規
定
。

1.
訴
願
人
提
出
理
由
認
爲
邦
法
院
疏
於
審
查
該
報
紙
之
內
容
是
否
敵
視
憲
法
的(v

e
r
f
a
s
s
u
n
g
s
f
e
i
n
d
l
i
c
h
Y

R.
 

未
審
查
寄
件
人
是
否
藉
該
郵
件
之
寄
送
推
動
其
敵
視
憲
法
之
企
圖
。
而
由
單
純
形
式
上
理
由
也
可
以
發
現
法
院
並
未
考



嫌
到
資
訊
自
由
之
基
本
權
利
。
此
項
基
本
權
利
係
爲
了
獲
得
一
個r

最
大
的
政
治
上
意
見
參
與
點j

。
因
此
，
私
人
的

 

刊
物
訂
閱
—

—

内
豸
®
視

憲

法

內

容

—

丨

應
是
受
允
許
的
，
正
如
同
個
人
可
藉
廣
播
及
電
視
的
傳
送
而
由
東
徳

 

獲
得
資
訊
一
樣
。
所
以
亦
應
許
可
閱
讀
所
有
於
東
德
境
內
出
版
之
刊
物
。
沒
收
所
有
報
紙
之
行
爲
實
已
侵
害
以
資
訊
爲

 

目
的
之
報
紙
之
資
訊
自
由
。
本
案
所
涉
者
並
非
會
造
成
無
法
控
制
其
散
佈
的
大
量
寄
送
。
而
遭
沒
收
之
刊
物
亦
非
特
別

爲
於
聯
邦
德
國
境
內
煽
動
所
印
製
，
「
來
比
錫
人
民
報
」
主
要
係
一
以
於
東
德
境
內
散
布
爲
目
的
之
地
區
性
報
紙
而
已

°

2.
在
他
一
九
六
五
年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送
連
至
聯
邦
盥
法
法
院
之
書
狀
中
，
訴
願
人
明
白
指
黄
其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一

 

〇
三
條
第
一
項
之
法
律
上
聽
審
之
權
利
亦
受
到
侵
害
，
邦
法
院
乃
係
以
郵
件
寄
送
之
收
件
人
並
不
參
與
客
観
沒
收
程
序

 

爲
出
發
點
，
在
這
裏
，
邦
法
院
否
認
了
資
訊
自
由
之
權
利
爲
收
件
人
創
設
了
一
種
獨
立
於
其
他
法
律
狀
態
的
當
事
人
地

 

位

。

Eni

、

I

聯
邦
司
法
部
長
曾
爲
聯
邦
政
府
發
表
其
意
見
，
其
認
爲
這
項
從
對
基
本
法
第一

〇
三

條I

項
爲
指
資
之
憲
法
訴
願

 

不
合
法
也
無
理
由
。

1.
 

訴
願
人
對
於
其
法
律
之
聽
審
權
受
侵
害
之
指
質
已
太
遲
，
因

爲

，
它
是
在
訴
願
期
間
經
過
之
後
才
提
出
，
而
且
 

無
論
從
事
實
上
或
法
律
上
的
觀
點
來
看
，
這
裏
均
不
涉
及
單
純
地
對
以
前
所
已
經
提
出
過
的
意
見
作
補
充
。

2.
 此

外

，
該

憲

法

訴

願

也

無

理

由

。
資

訊

自

由

之

基

本

權

利

並

未

受

到

侵

害

。
就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中
印
刷
品
之
沒

八
七



八
八

收

而

言

，
這
裏
並
非
直
接
涉
及
自
由
的
接
受
資
訊
之
可
能
性
的
界
限
，
而
是
特
別
涉
及
到
自
由
的
意
見
表
達
之
界
限
。
 

資
訊
自
由
僅
間
接
地
受
到
影
響
，
因
爲
一
個
因
法
律
之
確
定
力
而
被
沒
收
之
印
刷
品
，
並
非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
句

意

義

下

之r

 一
般
大
眾
得
接
近
之
資
訊
來
源
」

。
邦
法
院
認
定
該
報
紙
之
輸
入
H
違
反
刑
法
H
 一
點
，
只
能
聽
任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加
以
審
查
。
而
對
此
實
未
見
支
持
之
理
由
。
因
此
訴
願
人
事
實
上
的
主
張
：
認
爲
不
論
在
內
容
t
或
依

 

其
散
佈
可
能
性
看
來
，
該
報
紙
均
未
能
推
動
任
何
與
敵
視
憲
法
之
<止
圖
，
正
如
同
如
下
問
題
：
本
案
所
涉
及
者
究
爲
大

 

量

寄

送

或

者

個

別

寄

送

：
樣

，
一
；者

均

不

足
以
據
以
判
斷
本
件
訴
訟
。

r

來
比
錫
人
民
報
」
係

S
E
D
^

來
比
錫
地
區

 

之

機

關

，
其
爲
東
德
境
內
較
大
的
日
報
，
並
且
一
般
而
言
僅
有
部
分
不
重
要
的
內
容
係
屬
地
區
新
聞
。
它
係
在
所
有
的

 

蘇
聯
佔
領
區
內
之(

s
o
w
j
e
t
z
o
n
a
l
e
n
M

紙

中

的

「
新

徳

國

」
報

之

外

，
最
廣
泛
地
傅
佈S

E
D
N

政

治

思

想

，
且
靥
於

 

最
常
基
於
分
化
之
目
的
而
寄
送
至
聯
邦
徳
國
境
內
之
報
紙
。

即
使
訴
願
人
指
責
法
律
h
聽
審
權
利
受
到
俊

害

這
一
點
，
被
認
爲
係
合
法
的
，
至
少
它
也
是
無

理

由

的

。
訴
願
人

 

不
能
被
視
爲
沒
收
程
序
之
當
事
人
，
因
爲
身
爲
收
件
人
的
他
對
郵
件
並
無
所
有
楢
，
亦
無
任
何
限
定
物
權
。
倘
若
給
下

 

訴
願
人
此
種
權
利
地
位
，
且
因
此
使
之
成
爲
沒
收
程
序
之
當
事
人
時
，
則
將
因
此
使
常
由
東
德
寄
入
之
數
以
千
計
的
大

 

量
寄
送
品
於
實
務
h
遭
遇
無
法
解
決
的
困
難
。
而

且

，
從
憲
法
中
也
無
法
直
接
導
出
當
事
人
的
角
色
。
因

此

，
在
沒
收

 

程

序

中

，
訴
願
人
之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
項
第
一
句
之
自
由
接
受
資
訊
之
權
利
僅
間
接
受
影
響
。

B

、

本
件
訴
願
僅
部
分
合
法



1.
 

訴
願
人
對
其
基
本
法
第
一
〇
二
條
第
一
項
之
權
利
受
侵
害
之
指
責
已
太
遅
。
雖
然
憲
法
訴
願
內
之
事
實
陳
述
表

 

明
了
：
訴
願
人
並
未
得
到
任
何
參
與
沒
收
程
序
之
機
會
。
然
而
這
其
中
之
陳
述
僅
包
含
了
報
導
沒
收
之
事
實
上
經
過
，
 

並
不
能
使
我
們
認
識
到
：
訴
願
人
自
己
認
爲
經
由
該
沒
收
程
序
之
完
成
，
已
使
其
源
自
基
本
法
第
一
〇
三
條
第
一
項
的

 

權
利
受
到
侵
害
，
並
且
將
導
致
由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爲
審
査
。
因
爲
訴
願
人
一
開
始
係
於
期
限
屆
滿
後
始
對
法
律
上
聽
審

 

權
利
被
拒
絕
提
出
指
責
，
故
此
一
事
實
不
得
再
作
爲
憲
法
訴
願
之
客
體a

v
e
r
f
G
E

 18,85

 t
oo
s
)
。

2.
 

除
此
之
外
，
本
件
憲
法
訴
願
合
法
，
應
予
受
理
。
訴
願
人
因L

u
n
e
b
u
r
&

法
院
之
沒
收
裁
定
而
於
法
律
上
受

 

到
直
接
影
密
，
因
爲
該
裁
定
將
所
有
由
東
德
輸
入
之
報
紙
文
件
沒
收
，
因

而

，
延
伸
到
了
訴
願
人
的
樣
本
上
。
按
照
判

 

決
及
學
說
之
通
說
，
身
爲
收
件
人
之
訴
願
人
對
郵
寄
之
內
容
並
無
所
有
權
及
限
定
物
權
，
且
相
對
於
郵
局
也
並
不
承
認

 

其
對
郵
寄
之
內
容
擁
有
任
何
權
利
，
這
點
並
無
疑
義
(
參
閱K

M
R

，

刑
事
訴
訟
法
逐
條
釋
義
，
一
九
六
六
年
第
六
版

 

S
四
三
一
註za

;

 L

o:w
e
-R
o
s
e
n
b
e
r
g
,

刑
事
訴
訟
法
逐
條
釋
義
*
 一

九
六
五
年
第
二
十
一
版
，
§
四

三一

，
註5a

;

 

及
其
他
論
著
)
。
訴
願
人
以
憲
法
酥
願
之
方
主
式
主
張
該
沒
收
行
爲
侵
害
其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所
保
障
之

 

權
利
地
位
，
亦
即
資
訊
權
。
此
種
主
張
已
滿
足
憲
法
訴
顔
之
許
可
要
件
(
參
閱B

V
e
r
f
G
E

 19,

 M
2
1
5
〗
)

，
而

於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時
點
上
仍
必
需
之
不
服
狀
態(B

e
s
c
h
w
e
r
H

參B
V
e
r
f
G
E

 21,1391143〗
)

迄

今

仍

存

在

，
因
爲

 

訴
願
人
迄
今
尙
未
收
到
寄
送
予
他
之
報
紙
。

而

且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九
十
條
第
二
項
中
所
表
示
之
憲
法
訴
願
補
充
性
原
則
，
亦
不
阻
礙
本
案
受
理
之
合
法

 

性

。
僅
有
沒
收
之
當
事
人
始
被
承
認
擁
有
法
院
判
決
及
學
說
中
被
部
分
認
可
之
依
形
式
上
法
律
確
定
力
對
沒
收
裁
定
加

八
九



九o
以
反
駁
之
可
能
性
(
參
閲

r .d
w
e
-R
o
s
e
n
b
e
r
g
,

同

前

註

，
§
四
三
二
，
註

3af̂
b
;
K
M
R
，

同
前
註
，
§
四
三
一
，
 

註

笼

S
四

五

八

，
註2a

;

及
進
一
步
之
論
述
)
。
然
而
幾
乎
一
致
地
認
爲
應
否
定
郵
遞
收
件
人
擁
有
—

當
事
人
之

 

地

位

。
因

此

，
此
種
法
律
狀
態
係
如
此
地
有
疑
問
，
以
致
於
我
們
無
法
指
望
訴
願
不
採
取
此
處
被
認
爲
可
能
之
法
律
救

 

濟
途
徑

 

<

 參
閱

 
B
v
e
a
G
E

 17,252【2
5
7J )

。

C

、
——

I
 %

本
廉
法
訴
願
爲
有
理
由
。

1.
澍
於
遭
沒
收
之
報
紙
之
制
作
及
散
佈
已
違
反
了
邦
法
院
於
其
裁
定
主
文
內
所
引
法
條
一
事
’
及
對
於
該
沒
收
命

 

令
一
事
，
邦
法
院
顯
然
未
考
慮
到
該
報
紙
之
制
作
者
及
散
佈
者
的
言
論
自
由
及
出
版
自
由
。
此
點
於
憲
法
上
暫
且
不
去

 

加
以
指
資
。
雖
然
該
裁
定
並
未
表
明
報
紙
文
章
中
何
者
被
視
爲
係
對
憲
法
具
有
敢
意
，
然
而
從
裁
定
理
由
之
關
連
性
便

 

可
得
知
，
邦
法
院
之
出
發
點
在
於
：
以
制
作
及
寄
送
報
紙
之
方
式
，
在
違
反
聯
邦
邃
法
法
院
法
第
四
十
二
條
、
第
四
+

 

七
條
及
刑
法
第
二
一
八
條
，
九

十

四

條

，
九

十
a
條

之

下

，
推
動
由S

E
M

操
縱
之
從
事
非
法
活
動
的
徳
國
共
產
黨

 

(K
P
D
M

企

圖

。
在
這
樣
一
種
由
被
禁
止
的
德
國
共
產
黨{K

P
D

肴
組
織
地
聯
合
直
接
支
持
的
情
況
下
，
因
爲
有
組
織

 

地
推
動
的
作
用
結
果
，
限
制
言
論
與
出
版
自
由
係
可
以
允
許
的
，
並
且
在
此
等
範
困
內
適
用
刑
法
規
定
，
在
憲
法
上
也

 

是
無
可
指
貴
(
參B

V
e
r
f
G
E

 25,44I 5
5f

f
e

。
俏
若
邦
法
院
之
裁
定
同
時
以
僅
於
其
理
由
中
提
及
，
但
未
於
主
文
內

 

提
及
的
刑
法
第
九
十
七
條
之
規
定
(
對
國
家
樺
關
之
侮
辱
)
爲
根
據
時
，
道
點
也
無
庸
指
資
。
在
公
開
的
言
論
爭
辯
中

 

，
任
何
受
許
可
之
對
立
情
況
下
，
攻
擊
之
方
式
均
可
能
引
起
無
法
容
忍
之
效
果
(
參B

V
e
r
f
G
E

 4,3252t 3
5
5ff .

^

於



刑
法
一
八
七
a
條

〔
政
治
人
物
之
名
#
保
護
〕
合
憲
性
之
探
討
)
。

2.
然
而
邦
法
院
在
下
令
沒
收
時
並
未
考
慮
到
報
紙
讀
者
及
訂
閱
者
受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所
保
障
之
不

 

受
阻
礙
地
由
一
般
大
眾
得
接
近
之
資
訊
來
源
接
受
知
識
的
權
利
(資
訊
自
由
)的
放
射
作
用

 

(A
u
s
s
t
r
a
h
l
u
n
g
s
w
i
r
k
u
n
g
)
。

透
過
該
刑
事
法
院
之
沒
收
裁
判
，
在
該
裁
判
阻
礙
了
作
爲
最
重
要
的
供
給
資
訊
方
式

 

之
報
紙
管
道
的
範
圍
內
，
該
基
本
權
利
受
到
了
影
灌
。

在
制
定
第
八
次
刑
法
修
正
法
時
多
次
被
主
張
的
看
法
：
認
爲
加
重
訂
閱
東
徳
報
紙
之
困
難
並
未
影
響
到
聯
邦
德
國

 

國
民
之
基
本
權
利
(
參
閱D

r
b
r
a
d
l
,

 

S
t
enBer

.

議
員
之
意
見
，
聯
邦
議
會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會
議
，
頁
九
 

五
二
七
及D

r
.Gudef

^
D
r
s
c
h
w
a
r
z
h
a
u
p
®

員
於
聯
邦
議
會
爲
刑
法
之
修
正
而
於|

九
六
七
年
十
一
月
八
曰
召
開
之

 

特
別
委
員
會
內
之
意
見
，
頁
一
六
九
八
及
一
七
〇

一
)

，
實
忽
略
了
訂
閱
報
紙
所
涉
及
者
係
一
雙
面
的
交
往
過
程

 

{
K
o
m
m
u
n
i
k
a
t
i
o
n
s
v
o
r
g
a
n
g
Y

此
一
交
往
過
程
於
憲
法
層
面
上
不
單
僅
藉
由
言
論
表
達
及
言
論
散
佈
自
由
保
障
，
 

亦
藉
資
訊
自
：

H

加
以
保
障
。
因
此
對
此
交
柱
過
程
之
侵
害
同
時
亦
會
侵
害
前
舉
二
者
(
按

：
指
言
論
自
由
與
資
訊
自
由

 

)
之
範
圍
。

對
於
邦
法
院
裁
判
有
重
要
性
之
刑
法
規
定
(
刑
法
第
八
十
六
條
及
第
九
十
八
條
二
項
)

，
並
未
有
應
加
以
沒
收
之

 

規

定

，
反
而
係
規
定
得
由
法
院
裁
量
沒
收
與
否
。
依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之
判
決
所
示
，
作

爲

一

般

性

的

、
限
制
了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意
義
下
之
基
本
權
的
此
一
法
律
，
應
在
資
訊
自
由
基
來
權
的
重
要
性
之
觀
點
來
加
以
審
視
並
解
釋
之
，
 

以
期
於
任
何
情
形
下
均
能
保
護
該
基
本
權
利
之
特
別
的
價
値
內
涵
(
參
閱B

V
e
r
f
G
E

 7a
9
8t 2s

f
q
;

 25,

 44
〔551)



九
二

，
邦
法
院
於
行
使
其
裁
置
時
應
於
資
訊
自
由
基
本
權
所
保
護
之
利
益
與
刑
法
所
保
護
之
法
益
間
爲
利
益
衡
量
。
爲

此

，
 

首
先
應
進
一
步
確
定
該
基
本
權
利
之
內
容
與
效
力
範
困
。

II

、

1.
 

徳
國
之
憲
政
史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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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t
e
M

至
一
九
四
五
年
止
尙
未
承
認
，
不
受
阻
礙
地
由
一
般
大
眾
得

 

接
近
之
資
訊
來
源
接
受
知
識
這
種
獨
立
的
基
本
權
利
。
此
種
資
訊
自
由
於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首
先
於
各
邦
憲
法
內
(
參
 

聞
例
如
一
九
四
六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曰W
u
r
t
t
e
m
b
e
r
g
-B
a
d
e
n
l
^

憲
法
第
八
條
；

一
九
四
六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的

«
法
第
十
三
條
；

一
九
四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的B

a
y
e
i

窻

法

第

二

二

條

二

項

)

，
然
後
於
基
本
法
內

 

出
現
之
。
於
基
本
法
內
對
於
資
訊
自
由
爲
獨
立
的
憲
法
保
障
之
理
由
乃
肇
因
於
國
家
社
會
主
義
政
府
實
務
下
之
資
訊
限

 

制

，
國
家
言
論
之
控
制
，
對
外
國
廣
播
之
國
家
收
聽
禁
令
及
學
術
與
藝
術
禁
令
等
經
驗
。

2.
 

V
在
基
本
法
秩
序
中
，
資
訊
自
由
係
與
言
論
自
由
及
出
版
自
由
等
價
並
立
，
其
並
非
僅
是
單
純
自
由
的
言
諭
表

 

達
與
散
佈
之
權
利
的
組
成
部
分
。
此
項
言
論
自
由
之
權
利
雖
然
係
以
保
護
經
由
他
人
接
受
意
見
爲
其
內
容
；
然

而

’
此
 

種
保
護
卻
僅
係
爲
了
言
論
自
由
之
緣
故
而
保
護
意
見
表
達
者
，
至
於
意
見
接
受
者
在
此
範
圍
內
僅
扮
演
著
消
極
的
角
色

 

。
相
反
於
此
，
資
訊
自
由
正
是
自
身
取
得
資
訊
之
權
利
。
另
一
方
面
，
道
種
資
訊
自
由
權
亦
爲
以
言
論
表
達
爲
首
之
言

 

論
形
成
之
先
決
要
件
，
因
爲
只
有
全
面
性
的
，
藉
由
充
足
的
資
訊
來
源
而
被
加
以
注
意
之
資
訊
，
始
能
使
得
個
人
及
社

 

會(
G
e
m
e
i
n
s
c
h
a
f
t

芝
自
由
言
論
形
成
及
表
達
成
爲
可
能
。
最

後

，
自
由
的
出
版
也
將
因
此
有
助
於
減
輕
國
民
透
過

 

完
整
的
資
訊
而
形
成
言
論
並
作
出
政
治
性
決
定
之
使
命(

B
v
e
r
f
G
E

 20,

 16
2
【1
7
4
〕
)

。



準
此
以
解
，
有
二
個
要
素
浃
定
了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所
保
障
之
資
訊
自
由
之
本
質
。
首
先
是
資
訊
自

 

由
與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一
項
之
民
主
原
則
之
關
係
：

一
個
民
主
國
家
內
不
能
沒
有
自
由
的
且
儘
可
能
完
善
資
訊
化
之

 

公
共
言
論
。
其

次

*
資
訊
自
由
具
備
了
一
個
個
人
權
利
的
、
由
基
本
法
第
：
條

、
第
二
條
一
項
所
導
出
的
要
素
。
儘
可

 

能
地
接
受
豐
富
的
資
訊
來
源
以
增
加
知
識
並
開
展
其
人
格
，
實
係
人
類
之
基
本
需
求
。
此

外

，
在
現
代
化H

業
社
會
中

 

，
資
訊
的
掌
握
對
於
個
人
的
社
會
地
位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
資
訊
自
由
的
基
本
權
利
正
如
同
自
由
的
言
論
表
達
的
基
本
權

 

|

樣

，
均
係
自
由
民
主
之
最
重
要
條
件
之j

 
(
參B

V
e
r
f
G
E

 

7,198d
)

。
藉
由
資
訊
自
由
之
助
，
國
民
得
以
居

 

於
建
立
起
行
使
其
人
格
上
及
政
治
上
使
命
之
必
要
條
件
，
以
使
其
於
民
主
之
名
下
得
自
我
負
寶
處
理
事
務
之
地
位
。
國
 

民
藉
由
逐
渐
增
加
之
資
訊
自
由
得
以
認
識
政
抬
上
及
其
存
在
意
義
上
之
相
互
作
用
，
並
得
以
獲
致
結
論
；
增
長
其
共
同

 

負
责
及
批
評
之
自
由
。
資
訊
特
別
是
能
夠
使
個
人
去
了
解
其
他
人
的
言
論
，
並
相
互
加
以
衡
置
，
進
而
消
除
偏
見
並
喚

 

醒
其
對
其
他
思
想
者
之
理
解
。

在
國
際
範
圍
內
，
資
訊
自
由
亦
有
其
特
別
意
義
，
此
顯
示
在
自一

九
四
五
年
起
，
國
際
間
亦
努
力
對
此
自
由
以
獨

 

立
的
權
利
而
加
以
保
護
。
此

後

，
於
一
九
四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之
聯
An
國
全
體
會
議
之
決
議
中
，
資
訊
自
由
已
被
以

 

一
個
包
含
了
言
論
表
達
自
由
在
內
之
廣
泛
意
義
而
加
以
理
解
，
而
聯
合
國
組
織(U

N
O
®

全
體
會
議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之
人
權
宣
言
第
十
九
條
內
亦
寫
著
：

任
何
人
均
擁
有
言
論
及
表
達
之
自
由
，
尤
其
擁
有
不
因
其
信
念
而
受
侵
捿
及
藉
由
每
種
表
達H

具
而
不
因
限
制
的

 

取

得

，
接
受
及
散
佈
資
訊(

N
a
c
h
r
i
c
M
e
n

舆
思
想
之
權
利
。

九

三



九
四

同
樣
地
於
一
丸
五
〇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之
人
權
及
基
本
自
由
保
護
公
約
第
十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及
第
二
句
中
亦
規
定

著

：
任
何
人
均
享
有
要
求
自
由
言
論
表
達
之
權
利
。
此
一
權
利
包
含
了
言
論
之
自
由
與
不
受
公
官
署
之
侵
害
及
無
分
國

 

界
地
接
受(

E
m
p
f
a
n
g
M
;

傳
播
資
訊
或
理
念
之
自
由
。

4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之
規
定
所
保
護
的
不
僅
是
積
極
的
取
得
資
訊
之
行
爲
，
其
同
樣
地
亦
保
護
單

 

純

的

接

受

資

訊

行

爲

。
基
本
法
所
欲
保
障
的
乃
係
個
人
儘
可
能
廣
泛
的
接
受(u

n
t
e
r
r
i
c
h
t
u
n
g
M

權

利

。
而

「
接
受

 

」
亦
可
能
不
需
接
受
人
之
助
力
，
而
藉
由
於
接
受
人
可
察
覺
之
锢
圍
內
即
可
漪
及
之
資
訊
來
源
來
達
成
因
爲
只
有
資
訊

 

之
掌
握
始
使
得
獨
立
之
選
擇
成
爲
可
能
，
而
此
種
選
擇
可
能
性(A

u
s
w
a
h
l
e
n
k

o;n
n
e
n
>N

観
點
亦
正
是
所
有
資
訊
來

 

源

之
基

本

要

件

，
倘
若
藉
由
資
訊
自
由
並
未
能
擔
保
個
人
均
得
接
觸
及
資
訊
來
源
，
則
如
此
亦
阻
礙
了
個
人
於
資
訊
自

 

由
下
藉
積
極
行
爲
加
以
選
擇
之
權
利
。
因

此

「
接
受J

 (sich

 

u
n
t
e
r
r
i
c
h
t
e
n
)

 一
詞
亦
意
指
單
純
地
接
收
資
訊
的
思

 

想

過

程

。
個

人

的

此

種

「
接
受
」
只
有
於
資
訊
藉
由
郵
政
途
徑
送
至
他
時
始
存
在
。
倘
若
通
往
此
一
途
徑
之
路
被
截
斷

 

,
則
嗣
後
便
無
法
反
駁
對
於
資
訊
自
由
之
異
議
，
同
爲
在
此
個
人
並
未
收
到
印
刷
品
，
故
因
此
並
未
有
任
何
「
接
受
」
 

的

自

由

被

侵

害

。
接
受
的
意
思(u

n
t
e
r
r
i
c
h
t
u
n
g
s
i
e
^

某
些
情
形
下
應
在
收
到
郵
遞
之
後
才
獲
得
實
現
，
此
乃

 

此
種
權
利
之
性
質
所
在C

 .

d
在

憲

法

上

，
資
訊
自
由
僅
於
資
訊
來
源
係
一
般
大
眾
得
接
近
之
情
況
下
始
受
到
保
障
。
在
一
般
情
況
下
，
資

訊
來
源
只
有
於
其
在
技
術
上
係
適
當
且
確
定
使一

般

大

眾

(
即
指
個
別
或
不
確
定
之
人
群
)
獲
得
一
些
資
訊
時
，
始
爲



一
般
大
眾
得
接
近
之
資
訊
。
因

此
，
報
紙
或
其
他
大
眾
傳
播
工
具
自
然
是
一
般
大
眾
得
接
近
之
資
訊
來
源
，
即
使
於
其

 

受

到

國

家

措

施

(
例
如
沒
收
，
進
口
禁
令
或
限
制
)
之
影
響
而
損
及
其I

般
大
眾
得
接
近
之
可
能
性
時
，
亦
不
喪
失
其

 

作
爲
一
般
大
眾
可
接
近
之
資
訊
來
源
之
特
性
。
國
家
的
此
穉
相
對
於
不
受
限
制
地
接
近
資
訊
來
源
的
限
制
措
施
，
並
不

 

妨
礙
其

 一
般
大
眾
之
得
接
近
性(A

l
l
g
e
m
e
i
n
z
u
g
r
g
l
i
c
h
k
e
i
t
)

(
參
閱

 

H
e
r
z
o
g

 in

 M
a
u
s
z
.D

c:rig
.H
e
r
z
o
g
l
^

 本

 

法

逐

條

釋

義

，
第

五

條

，
段

號

八

十

九

以

下

；

L
e
r
c
h
e
,

 S
t
i
c
h
w
o
r
t

 
= I

n
f
o
r
m
a
t
i
o
n
s
f
r
e
i
h
e
i
t
"

 in 

E
v
a
u
g
l
i
s
c
h
e
s

 st
a
a
t
s
l
e
x
i
k
o
s
1
9
6
6
,

 Sp
.

 78
5
t 7
8
6
〗
>

。
眞
正
重
要
的
只
有
散
佈
資
訊
的

客

觀

方

式

，
而
非
國

 

家

之

規

定

或

處

分

。
主

張

一

般

大

眾

之

得

接

近

性

會

因

茼

權

行

爲(
H
o
h
e
i
t
s
a
k
t
e
e

而
受
影
響
的
這
種
覿
點

 

m

i
m

a

n’基
本

法

’
 
一
九

六

一

年

第

二

版

，
對
第
五
條
之
註
解B

5;

 DU
r
i
g
,

>.
6R
, B
d
pS

1
1
7
tl 3

9
】；

v
g
l
.

 

a
u
c
h

 W
T
D
r
u
c
k
s
'

v
/
2
4
7
6

 &
3
4
u
n
d

 W
T
D
r
u
c
k
p

 V
/
1
3
1
9

 S .75)，

已

逋

反

了
 S 
法
上
保
陣
資
訊
自
由
之
目

 

的

。
應
使
個
人
能
夠
基
於
廣
受
信
賴
之
資
訊
內
容
以
形
成
其
意
見
，
於
資
訊
內
容
之
遛
擇
上
，
個
人
不
應
受
國
家
任
何

 

侵

捿

。
鑒
於
資
訊
自
由
與
民
主
原
則
間
之
關
係
’
且
鑒
於
資
訊
自
由
可
確
定
於
政
治
上
預
爲
個
別
國
家
檐
關
爲
判
斷
’
 

故
基
本
權
利
應
盡
可
能
地
免
於
受
到
國
家
機
關
之

限

制

。
然

而

，
因
爲
資
訊
自
由
這
種
新
型
的
基
本
權
利
而
顯
得
特
別

 

重
要

的

之

(
此
一

權
利
之
)
形
成
史C

E
n
t
l
h
u
n
g
s
g
e
s
c
h
i
c
h
t
e

赤
指
出
.

■
般
大
眾
得
接
近
性
僅
能
依
客
観
之
標

 

準
衡
童
之
。
在
憲
法
上
對
資
訊
自
由
加
以
保
護
正
是
對
於
納
粹
時
代
之
資
訊
禁
令
與
限
制
所
作
的

反

應

，
以
保
障
不
受

 

限

制

地

(
在
聯
邦
德
國
之
權
力
統
治
範
圍
之
外
)
從
資
訊
來
源
接
受
知
識
，
倘
資
訊
來
滙
於
某
地
方
係
一
般
大
眾
得
接

 

近

者

(
該
地
方
亦
可
能
位
於
聯
邦
徳
國
之
外
)
，
則
一
個
具
法
律
確
定
力
的
沒
收
裁
定
亦
不
能
剝
奪
該
資
訊
來
源
之
一

九
五



九
六

般
大
眾
得
接
近
性
之
特
性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之
法
律
體
系
也
可
以
導
出
相
同
之
結
果
。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所
規
定
之r

 i

般
法
律
」
之
限

 

制
係
舆
在
第
一
項
所
規
範
之
所
有
基
本
權
利
有
關
。
倘
若
國
家
可
以
規
定一

般
大
眾
得
接
近
性
，
並
可
以
循
此
方
式
任

 

意
限
制
基
本
權
利
之
範
圍
時
，
則
對
於
資
訊
自
由
而
言
，
第
二
項
之
限
制
即
可
能
會
是
完
全
多
餘
了
。

即
使
一
個
一
般
大
眾
可
接
近
之
資
訊
來
源
成
爲
郵
件
寄
送
物
之
內
容
時
，
也
不
喪
失
它
這
種
特
性
。
在
一
般
大
眾

 

可
接
近
性
之
問
題
上
，
著
重
黏
不
應
是
單
獨
的
本
冊(E

i
n
z
e
l
e
x
e
m
p
l
a
r
T
，

而
應
在
於
該
期
刊
之
整
個
版
次
上
，
如

 

此
始
爲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一

句
之
資
訊
來
源
。
單
獨
本
冊
之
取
得
不
過
是
接
受
的
自
由
之
具
體
化
而
已
。

m

 '

1.
 

準

上

所

述

，
與
邦
法
院
之
沒
收
裁
定
有
關
之
一
九
六
四
年
五
月
八
日
的
「
來
比
錫
人
民
報
」
第
一
二
六
號
應
視

 

爲
係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之I
般
大
眾
可
接
近
的
資
訊
來
源
，
故
沒
收
行
爲
便
侵
窖
了
訴
願
人
之
資
訊
自
由

 

。
因
爲
邦
法
院
並
未
考
慮
到
資
訊
自
由
之
放
射
作
用(A

u
s
s
t
r
a
h
l
u
n
g
s
w
i
r
k
u
n
g
)

，
所
以
沒
收
裁
判
應
予
廢
棄
。

2.
 

對
於
有
關
邦
法
院
基
於
本
判
決
所
引
述
之
資
訊
自
由
之
意
涵
所
爲
之
衡
量
，
法
院
特
別
必
須
考
嫌
到
下
述
幾
點

4
於
憲
法
上
不
得
加
以
非
議
之
推
論
(
遭
沒
收
之
刊
物
違
反
刑
法
之
規
定
)
並
非
意
味
資
訊
權
必
須
屈
居
次
位

 

。
在
刊
物
制
作
者
與
散
佈
者
之
言
論
舆
出
版
自
由
與
刑
法
所
保
護
的
法
益
二
者
間
所
爲
之
利
益
衡
量
，
乃
渉
及
一
個
造

 

成
危
險
源
之
積
棰
行
爲
。
反

之

，
若
一
般
大
眾
接
近
資
訊
來
源
之
管
道
已
然
開
啓
時
，
資
訊
自
由
才
對
該
刊
物
產
生
作



用

。
對
於
具
有
求
知
欲
望
的
國
民
之
基
本
權
利
地
位
，
應
予
一
個
特
別
的
利
益
衡
量
，
而
僅
有
因
資
訊
交
流
過
程
而
生

 

之

危

險

，
始
有
理
由
限
制
依
基
本
法
之
觀
念
下
係
成
年
的
，
且
有
能
力
參
與
公
共
的
意
志
形
成
之
個
人
。

b)
不
得
以
聯
邦
德
國
之
出
版
品
已
報
導
了
足
夠
的
東
德
現
狀
與
當
地
當
權
者
之
思
想
，
作
爲
壓
制
資
訊
自
由
之

 

理
由
：
因

爲

，
只
有
藉
由
直
接
的
讀
物
，
始
能
得
到
有
關
東
德
報
紙
內
所
含
之
事
實
報
導
及
言
論
一
個
更
詳
盡
的
面
貌

0

倘
若
於
沒
收
裁
定
之
時
點
上
，
某
種
例
如
第
八
次
刑
法
修
正
法
已
然
存
在
之
情
況
下
，
亦
不
得
一
開
始
就
對
資
訊

 

自
由

加

以

抑

制

。
關
於
資
訊
自
由
無
論
如
何
，
只
有
當
事
寅
上
一
般
大
眾
得
接
受
知
識
之
可
能
已
經
被
開
放
時
，
自
由

 

的

給

予
個
別
的
接
受
途
徑
(
有
關
郵
政
報
業
或
商
務
)
才
能
算
是
足
夠
。
但
此
點

並

不

然

，
因
爲
東
德
迄
今
不
再
經
由

 

開
放
的
途
徑
向
西
德
寄
送
報
紙
(
參
閱
一
九
六
九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聯
邦
政
府
公
報B

T
D
r
u
c
k
s

 v
/
i

)

。
但

是

，
 

事

實

上

另

外

仍

有

以

郵

遞

之

簡

便

途

徑

而

取

得

報

紙

之

可

能

性

，
所

以

，
國

家

對

於

報

紙

進

口

之

「
引

導

」
 

C
K
a
n
a
l
i
s
i
e
r
u
n
g

莉
益
即
無
優
位
地
位
可
言
，
因
爲
所
有
國
民
均
有
寅
現
其
資
訊
利
益
之
權
利
。

4
依
邦
法
院
判
決
主
文
中
所
示
，
裁
定
係
根
據
保
障
自
由
民
主
基
本
秩
序
之
刑
法
規
定
。
此
點
亦
適
用
於
刑
法

 

第

|

二

八

條

，
該
條
文
雖
係
保
障
公
共
秩
序
；
然
在
此
其
卻
僅
於
保
護
憲
法
之
觀
點
下
始
有
適
用
，
因
爲
其
係
防
止
由

 

被
禁
止
組
織
的
地
下
活
動
所
引
發
之
特
殊
危
險
。

就
必
糯
的
衡
M
而

言

，
著
重
點
不
應
在
於
對
個
別
訂
閲
者
之
影
審
所
生
之
危
險
上
，
而
應
以
該
刊
物
仍
大
量
地
輸

 

入
德
國
爲
考
量
之
出
發
點
，
且
因
此
應
審
査
於
當
前
的
關
係
中
，
於
一
般
情
形
下
是
否
已
產
生
了

 一
個
危
險
結
果
。
此

九
七



.

九
八

外

，
在
已
進
行
的
程
序
中
，
所
渉
者
應
只
有
於
東
徳
境
內
具
影
響
力
的
，
針
對
地
區
性
讀
者
的
某
些
出
版
品
，
並
非
渉

 

及
専
爲
於
聯
邦
德
國
境
內
之
煽
動
目
的
所
制
作
之
刊
物
。
此
二
種
情
況
應
於
其
範
圍
及
效
果
上
分
開
加
以
處
理
。
有
關

 

由
東
徳
進
口
刊
物
之
限
制
之
法
律
上
許
可
及
政
治
上
<
口
目
的
性
之
討
論
，
本
質
上
均
針
對
由
東
徳
輸
入
之
日
報
及
其
他

 

週
期
性
出
版
之
印
刷
品
而
爲
之
，
對
此
曾
有
見
解
多
次
主
張
應
允
許
東
徳
報
紙
以
迄
今
爲
止
之
模
式
自
由
進
口
，
只
要

 

其
不
是
以
潛
藏
之
形
式
特
別
地
作
爲
分
裂
德
國
之H

具

而

制

成

者

，
並
不
會
對
我
們
的
基
本
秩
序
造
成
重
大
趵
危
害
。
 

所

以

，
昔
時
之
®

邦
司
法
部
長j

a
e
g
e

语

士

於

一

九
六
〇

年

十

月U

十
六
曰
在
聯
邦
議
會
內
就
簡
化
德
画
境
內
印
刷

 

品
銷
售
之
法
律
爲
第
一
次
協
商
時
爲
’
曾
以
報
紙
交
流
之
相
互
性(G

e
g
e
n
s
e
i
t
i
g
k
e
i
t
M

目
標
所
爲
之
有
計
劃
的
’
持

 

績
性
的
限
制
行
爲
加
以
辯
護
’
並
贊
同
對
方
的
此
種
目
標
設
定(z

i
e
l
s
e
t
z
u
n
g
x
s
t
e
n
B
e
r
.

 d
e

r

 67,

 Si
t
z
u
n
g

 de
s

 

B
u
n
d
e
s
t
a
g

,®&

 31
7
5
)
，

而

認

爲

「
我
們
可
以
允
許S

B
Z
N

報
紙
及
期
刊
於
未
對
合
憲
之
秩
序
產
生
事
實
上
危
險
時

 

於
聯
邦
德
國
境
內
散
佈
。
至
於
其
缺
乏
眞
正
的
資
訊
價
値
以
及
其
原
始
自
主
的
煽
動
性
，
則
顯
示
當
時
其
並
未
眞
正
的

 

危
險

J

 
(
參
閱B

T
M

刑
法
修
正
之
特
別
委
員
會
之
紀
錄
，5,

 W
P

，

頁
七
十
九
以
下
»
1
五
〇

，
一
五
八
，
一
六
九
 

;
同
前
述
之
紀
錄
，
第
八
十
五
次
會
議
，
頁
一
六
九
九
)

。

其

後

，
邦
法
院
對
此
論
證
加
以
深
入
之
硏
究
，
而
漢
堡
邦
法
院
則
以
此

(
N

J
W

 1
9
6
7

 S
5
8
2
〔5
8
4

f
.

:
I

M

絕
對

 

S
E

D
&

刷
品
之
沒
收
。

d}
倘
若
邦
法
院
於
衡
童
後
並
不
認
爲
國
民
之
資
訊
自
由
具
優
位
地
位
，
則
其
最
後
應
審
査
是
否
有
特
別
的
資
訊

 

利

益

(
例
如

B
G

H
s

t

 19,

 2
4
5

t2
5
6
〕

痕
使
法
院
限
縮
所
有
與
報
紙
單
冊
有
關
之
沒
收
行
爲
，
尤
其
是
在
於
沒
收
要
件



存

立
的

情

況

下

，
尙
得
依
法
院
之
裁
量
而
完
全
不
予
沒
收
。

3.

對
於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j

項
第
一
句
之
指
责
，
已
因
爲
適
用
實
質
的
沒
收
法
律
時
有
瑕
疵
，
而
導
致
系
爭

 

判

決
被
撤
銷
。
此
外
在
此
並
未
考
慮
到
作
爲
審
査
標
準
的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
參
閱B

v
e
r
f
o
E

 11,

 2
3
4
1
1

 

)
。
至
於
資
訊
自
由
之
基
本
權
是
否
需
要
一
個
特
定
的
形
成
程
序
，
例
如
設
置
對
沒
收
裁
判
之
進
；
步
法
律
救
濟
，
給

 

予
再
審
程
序
之
可
能
性
或
根
據
相
關
規
定
(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四
三
一
條
二
項
、
秩
序
違
反
法
施
行
法
第
二
條
第
十
六
點

 

版
本
下
之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四
四〇

條

，
第
四
三
一
條
)
依
通
說
所
主
張
的
，
讓
關
係
人
全
面
參
與
客
觀
沒
收
手
續
，
則

 

尙

待
確
定
。

九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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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4x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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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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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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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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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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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
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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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e
r
u
f
u
n
g
s
v
o
r
s
c
h
l
a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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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o
g
i
o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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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N
e
g
a
t
i
v
k
a
t
a
l
o
g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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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i
i
r
g
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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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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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z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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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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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g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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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o

e
l

l
e

c
k

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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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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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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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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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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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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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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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學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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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序

的

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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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代

理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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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R
e

d
e

k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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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a

a
s

s
e

n
t

師

博

±
爲

I
B

v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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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
7
0
,
1

B
V

R

 7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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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
’

 

I
B

v
R

 7
9

V
7
0
，
1

B
V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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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0
,
1

B
V

R

 1
2
0
\
7
1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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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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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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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r
b
e
i
t
s
g
e
m
e
i
n
s
c
h
a
f
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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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n
f
e
c
h
t
b
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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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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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V
e
r
f
G
E
S
O
,

 17
3tl 881.M

e
p
h
i
s
t
9
f

B:r

 de
n

 Ku
n
s
t
l
e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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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
t
w
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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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3

 des 

E
n
t
w
u
r
f
s

 eines 

w
o
c
h
s
c
h
u
l
r
a
h
m
e
n
w
e
s
e
t
z
e
s

 

in .
d
e
r
r
^
a
s
s
u
n
T
O
V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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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Ju
n
i

 19
7
2
-B

T
D
r
u
c
k
s
.

 VI
/
3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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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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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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atli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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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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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
h
U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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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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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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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
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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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
r
w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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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g
s
r
e
c
h
t
l
i
c
h
e

 Ab
h
a
n
d
l
u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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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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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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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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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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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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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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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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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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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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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此

，TRud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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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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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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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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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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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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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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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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issenschaftsfrem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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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erprivilegi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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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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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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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i
c
h
t

 d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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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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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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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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gl 

2
.B. 

§ 

6

 

a
ftl
r 

N
e
u
e
n

 

o
r
d
n
u
n
w

 

N
u
r
w
e
g
e
l
u
n
w

 

a
e
r

 

D
i
e
n
s
t
v
e
r

traltnisse 

d
e
r

 

wissens
c
h
a
f
t
l
i
c
h
e
n

 

Assistenten 

v
o
m

 

27. 

O
k
t
o
b
e
r

 

1972, 
N
d
s
.

 

M
i
n
B
l
.

 

S

 

l
g

^
G
s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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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
r
b
i
n
d
u
n
g

 

m
i
H
2

 

A
b
s
5

 

v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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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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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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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en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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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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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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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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關

於

「
議
員
薪
事
」
之
判
決

丨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四
十
卷
第
二
九
六
頁
以
下

譯

者

：
董
保
城

〈
判

決

要

旨

>

1.
 

基
本
法
第
四
十
八
條
第
三
項
所
提
之
補
償
金
，
原
先
用
意
是
提
供
議
員
特
殊
支
出
補
償
金
，
現
在
已
成
爲
國
庫

 

支
付
議
員
及
其
家
屏
的
生
活
费
用
，
因
擔
任
議
員
職
務
之
報
酬
金
。

議

員

並

非r

公
務
員
」

，
他
是
接
受
人
民
之
委
託
而
行
使
公
職
，
是

r

人
民
的
代
表
」

，
受

到

r

自
由
委
任
」
託

 

負

*
獏

得
之
給
付
已
非
單
純r

支
出
費
用
補
償
金
」

，
而
是
從
國
庫
獲
得
他
的
一
份
收
入
。

2.
 

a)
從
平
等
權
規
範
得
出
，
所
有
的
議
員
都
應
領
取
相
同
的
支
出
費
用
補
償
金
。
礒
員
是
否
個
別
花
费
不
同
精
力

 

從

事

議

員

職

務

，
或
是
個
別
支
出
互
不
相
同
或
其
職
業
收
入
互
異
等
因
素
均
與
領
取
支
出
補
償
金
無
關
。

b)
議
員
之
费
用
計
算
方
法
，
應
考
慮
沒
有
職
業
收
入
者
及
因
議
員
公
職
而
損
失
全
部
或
部
分
收
入
者
，
無
論
爲

I

五
九



:
六
o

何

，
费
用
均
應
足
以
提
供
議
貝
之
生
活
所
需
，
且
符
合
議
員
職
務
之
重
要
性
。

3. 

議

員

、
生
活
費
用
，
具
有
所
得
之
性
質
，
應
與
其
他
人
相
同
，
並
繳
交
所
得
税
。
若
按
照
實
際
狀
況
，
因
議
員

 

工
作
相
關
之
特
殊
支
出
發
給
之
補
償
金
才
以
免
稅
處
理
。

4.
 

V

公

務

員

擔

任

議

員

之

有

關

規

定

實

體

法
h

乃

屬

於

議

員

身

份

之

法

規

，
無
論
將
這
些
法
規
劃
分
議
員
費
用
法

 

或

是

公

務

員

法

內

。

M
公
務
員
若
當
選
爲
議
員
，
繼
續
領
取
薪
俸
或
因
退
休
而
領
退
休
金
，
S
始

至

今

，
在
議
員
法
內
均
屬
於
一
種

特

權

。
d
這
項
特
權
在
議
員
法
規
定
「
議
員
可
獲
得
適
宜
之
生
活
費
」
時
即
已
喪
失
。
否

則

，
本
特
權
違
反
基
本
法
的

 

平
等
原
則
。

5. 

基
本
法
第
四
十
八
條
第
一
_.
項
與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之
法
規
設
計
是
希
望
議
員
避
免
從
雇
傭
契
約
，
或
是
不
必

 

償
還
性
質
的
類
似
顧
問
燹
約
關
係
中
取
得
费
用
收
入
，
而
使
議
員
因
此
在
國
會
中
會
代
表
付
費
的
雇
主
，
企
業
或
是
財

 

圃
組
織
的
利
益
，
並
爲
之
效
力
1
M
種
收
入
與
議
員
應
有
的
超
然
立
場
及
其
他
議
員
收
入
應
與
之
相
同
的
情
況
均
不
符

 

合

。
6.
 

根

據

民

主

法

治

原

則

(
基

本

法

第：

；
〇

條

)

，
國

會

內

之

意

見

形

成

過

程

，
包

括

決

定

支

出

補

償

金

之

多

寡

，
 

及

與

議

員

地

位

相

稱

之

支

付

費

用

規

定

，
均

應

使

民

眾

得

知

，
並

公

開

討

論

決

定

。

以

上

爲

一

九

七

五

年

十

一

月

五

曰

第

二

庭

判

決

結

束

係

根

據

一

九

七

五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e
詞
審
理
作
成
之



—
2

 fflvR

 19
3
/
7
4
-

憲
法
訴
願
人
工
程
碩
±

 

x

x

x

委
託
人
：

D
r
.

 
H
o
r
s
t
l
-
e
c
h
n
e
s

 

及 

D
r
.

 

A
r
n
o

 

W
a
i
t
e

 

潷
師

 

住
址
• ■

 

S
a
a
r
b
r
i
i
c
k
e
n

 

3
,
B
a
h
n
h
o
f
s
t
r
»
J
s
e

 

4
5
-

訴
願
人
針
對
薩
爾
邦
議
會
H

6

月
20

日
(

薩
爾
邦
官
方
公
吿
第

5
1

貴
)

薩
爾
邦
法
第

9
7
簾

第
3

條
第
1

項
 

字
母
C

及
第
13

條
第
1

項
第
4

號
提
起
憲
法
訴
願

判

決

主

文

：

1.
 

薩
爾
邦
議
會
一
九
七
三
年
六
月
二
十
(
薩
爾
邦
官
方
公
吿
第
五
一
七
頁
)
薩
爾
邦
法
律
第
九
七
〇
號

第

五

、
六
 

、
九
條
及
第

十

三

條

第一

項
第
一
到

四

號

，
第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均
與
基
本
法
不
符
。

2.
 

薩
爾
邦
應
支
付
本
憲
法
訴
願
人
應
得
之
報
酬
費
用
。

判

決

理

由

：

A

、
—
I

、

本
憲
法
訴
願
乃
針
對
薩
爾
邦
豔
會
議
員
之
身
份
及
財
務
支
付
條
文
。
該
訴
願
案
於
一
九
七
五
年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部

 

份
判
決
中(

B
v
e
r
f
G
E

 38
3
2
6
f ®

到

駁

回

’
因
其
內
容
針
對
一
九
七
三
年
六
月
二
十
曰
薩
爾
邦
議
會
之
薩
爾
邦
法
令



第
九
七

◦
號
第
三
條
第
1
项
字
母
C

—
在
下
文
內
稱
邦
議
會
法
I

 (
薩
爾
邦
官
方
公
吿
第
五
一
七
頁
)
。
該
憲
法
訴
願

 

之
內
容
細
節
，
將
在
下
面
章
節
本
判
決
理
由
之
A

I

和

>
11
內

陳

述

。

在

接

下

來

審

查

憲

法

訴

願

人

提

出

之

邦

議

會

第

十

：一：條

第

一

項

第

四

號

以

及

與

之

有

關

之

其

他

條

文

足

否

符

合

憲

 

法

精

神

問

題

，
憲

法

法

院

根

據

一

九

七

五

年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部

份

判

決

理

由

之c
l
l
r

曾

約

傳

遼

法

訴

願

人

，
薩
爾
邦

 

議
會
及
薩
爾
邦
內
政
部
長
以
直
接
關
係
人
身
份
接
受
一
M
辭

審

理

，
此

外

亦

請

聯

邦

議

會

、
聯

邦

參

議

會

、
聯

邦

政

府

、 

其

他

各

邦

邦

議

會

，
巴

伐

利

亞

邦

議

會

及

在

聯

邦

議

會

之

各

政

撖

以

書

面

及

至

言

詞

審

理

就

：卜

列

問

題

發

表

意

見

■
.

聯

 

邦

議

會

議

員

及

各

邦

議

會

議

員

需

要

多

少

精

力

放

在

議

會

及

選

區

上

？
聯
邦
議
會
及

各

邦

議

會

成

員

歷

年

來

的

職

業

比

 

例

情

形

如

何

？
X
其

是

公

務

員

所

佔

比

例

爲

何

？
議

員

因

議

員

職

位

所

獲

得

之

收

入

爲

何

？
有

多

少
議
員
除
因
議
員
職

 

務

的

收

入

，
還

有

兼

差

之

收

入

？
議

員

的

地

位

自

十

九

世

紀

末

至

今

有

何

種

改

變

，
改

變

多

少

？
特

別

是

提

供

議

M

「
 

合

宜

，
保

障

其

獨

立

立

場

之

議

員

補

償

金

」
意

義

h
.有

何

改

變

？
金

額

上

的

增

加

從

其

免

税

特

權

，
公
務
員
特
權
及
停

 

職

停

薪

補

償

費

的

有

關

條

例

，
養

老

保

險

及

其

他

類

似

條

例

上

，
特

別

足

從

平

等

權

，
及
傳
統

h
之
職
業
公
務
員
原
則

 

來

看

，
有

何

影

響

？
聯

邦

議

會

與

邦

議

會

議

M
有

那

些

明

顯

差

異

？
在

上

述

考

量

下

，
對

邦

議

會

法

第

二

條

第

：
字
母

 

第

五

、
六

、
九

、
十

三

、
十

四

及

第

十

六

條

等

規

定

有

何

見

解

？

薩

爾

邦

議

會

、
徳

國

聯
邦
議
會
及
巴
登
—

符

騰

堡

邦

議

會

分

別

以

軎

面

說

明

立

場

：

1.
薩

爾

邦

議

會

4

主

要

見

解

如

下

：
目

前

尙

未

終

結

的

審

理

乃

違

法

不

當

；
因

爲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本

身

即

受

制

於

訴

願

者

在

憲

法



訴
願
狀
中
所
提
的
法
律
條
文
內
容
，
無
權
作
超
出
該
法
範
圍
之
決
定
，
或
審
視
此
法
及
其
他
邦
議
會
法
令
是
否
有
違
憲

 

情

事

。
該
法
之
第
一
段
即
完
全
劃
規
邦
議
員
法
律
地
位
，
此
點
無
法
作
爲
憲
法
訴
願
程
序
之
撤
銷
對
象
，
而
爲
機
關
訴

 

訟

事

項

’
不
屬
於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審
理
範
圍
。
畢
竞
訴
願
申
請
人
並
未
參
加
上
次
邦
議
貝
選
舉
’
並
無
保
障
個
人
利
益

 

之
需
要
及
提
起
憲
法
訴
願
權
利
。

b)
邦
議
員
之
費
用
採
預
估
及
大
致
補
償
其
損
失
方
式
，
此
等
費
用
並
非
薪
俸
。
目
的
是
保
障
邦
議
員
在
面
對
國
家

 

及
各
政
黨
時
能
保
持
爾
立
超
然
立
場
，
完
成
他
們
自
由
委
任
的
議
貝
任
務
。
在
政
治
社
會
方
面
若
逢
改
變
，
亦
不
致
彩

 

響
造
成
法
律
失
效
或
更
動
，
最
多
僅
促
使
立
法
者
重
行
審
査
法
律
狀
況
而
修
法
。
此
外
聯
邦
議
員
與
各
邦
議
員
亦
有
所

 

不

同

。
邦
議
員
除
執
行
議
員
職
務
外
，
仍
保
有
原
來
的
職
業
；
他
們
領
取
的
费
用
以
其
本
質
與
作
用
來
看
，
乃
補
償
基

 

於

執

行

職

務

，
造
成
之
開
銷
。

本
身
爲
公
務
員
的
議
員
，
可
獲
得
退
休
金
乃
基
於
基
本
法
第
一
三
七
條
第
一
項
及
邦
立
法
者
對
所
有
邦
公
務
員
舆

 

羼

於
邦

之

社

團

、
機
構
和
基
金
會
採
行
之
選
舉
限
制
—

以
互
不
相
容
法
規
形
式
—
這
種
退
休
金
保
障
即
爲
此
一
參
選
限

 

制

之

補

償

。
國
家
對
退
休
公
務
M
負
有
提
供
生
活
費
的
義
務
’
此
黏
爲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五
項
之
公
務
M
待
遇
原

 

則

。
因
此
憲
法
提
供
保
障
，
議
員
除
本
身
可
取
得
捕
償
性
質
之
费
用
外
，
還
可
因
與
其
議
員
任
務
不
相
容
之
X
作
獲
得

 

其

他

補

助

，
例
如
因
無
法
擔
任
公
職
需
停
職
停
薪
而
獲
補
償
，
或
以
退
休
金
等
其
他
方
式
保
障
生
活
。

雖
然
公
務

M
擔
任
議

M
時
有
權
獲
生
活
保
陣
或
其
他
津
貼
，
並
於
議
貝
任
期
屆
滿
時
可
重
返
公
職
，
但
此
舉
並
非

 

意
味
其
他
不
间
職
業
的
嫌
員
也
應
有
類
似
相
關
規
定
。
薩
爾
邦
目
前
針
對
各
行
各
業
規
定
之
法
律
狀
柷
並
無
不
當
差
異



I

六
四

情

形

。在

邦

議

會

法

所

規

定

之

邦

議

員

費

用

係

一

種

補

償

性

質

，
因

此

不

符

合

稅

法

所

得

定

義

，
不

算

是

個

人

收

入

。
邦

 

之

立

法

者

則

有

必

要

決

定

此

费

用

是

否

免

稅

，
或

是

如

何

免

税

。
目

前

費

用

屬

免

税

，
若

徵

稅

，
將
促
使
議
員

傾

向

往

 

專

職

議

員

發

展

，
因

爲

兼

職

的

經

濟

效

益

會

降

低

。

若

某

議

員

除

了

議

員

费

用

外

，
仍

有

其

他

來

自

國

庫

的

收

入

，
除

非

這

些

收

入

均

以

「
同

一

種

原

由

」
支

付

，
否

 

則

不

需

計

算

扣

除

。

薩

爾

邦

邦

議

會

法

內

對

議

員

費

用

有

明

確

規

定

，
議

員

其

他

因

公

或

因

職

而

取

得

之

收

入

金

額

不

高

並

非

重

要

收

入

。
2.
徳

國

聯

邦

議

會

：

國

會

議

員

的

法

律

地

位

原

則

上

便

與

所

有

公

職

人

員

的

法

律

地

位

不

同

。
議

員

的

特

色

至

今

仍

是

自

由

委

任

式

；
 

代

表

全

體

人

民

。
德

國

的

民

主

政

治

精

神

在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之

代

議

制

表

露

無

逍

。
憲
法
的
代
議
制
之
原
則
在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所

賦

予

各

撖

重

要

地

位

之

規

定

也

不

曾

改

變

。
儘
管
在
憲
法
上
賦
予

各

政

黨

之

地

位

影

響

到

自

由

委

 

任

之

運

作

，
但

仍

不

能

視

爲

直

接

民

+
;
。
由

此

得

知

議

員

在

憲

法

上

的

地

位

也

未

改

變

。
不
同
的
是
隨
著
議
員
職
務
上

 

的

需

要

，
工

作

有

增

減

，
以

及

國

會

議

員

的

職

業

比

例

因

時

代

而

改

變

。
議

員

不

似

過

去

僅

來

自

社

會

某

些

階

層

，
而

 

是

來

自

各

行

各

業

。
雖
然
.國

會

議

員

的

工

作

廣

泛

但

仍

不

應

視

爲

一

種

職

業

，
因

爲

這

不

是

一

份

長

期

的H

作

，
不
足

 

以

做

爲

維

持

基

本

先

活

的

一

技

之

長

。
至

今

絕

大

部

份

的

議

員

仍

從

事

原

有

的

職

業

工

作

，
尤
其
是
地
方
政
府
的
各
邦



邦
議
會
議
員
。
雖
然
基
本
法
第
四
八
條
第
二
項
稱
議
員
之r

公
職j

,
國
會
議
員
也
享
有
退
体
保
險
制
度
，
但
這
些
仍

 

不
足
以
將
議
員
之
職
當
做
近
似
公
務
員
之
職
。
基
本
法
第
四
八
條
第
二
項
採
用
公
職一

詞
乃
是
一
種
極
爲
廣
義
的
用
法

 

，
而
退
休
保
險
則
是
爲
了
保
障
議
員
能
獨
立
執
行
職
務
而
具
有
的
補
償
性
質
行
爲
。

稱
爲
補
償
金
之
議
員
費
用
乃
基
於
補
管
其
收
入
揖
失
的
原
則
發
給
，
儘
管
近
來
由
於
議
員
社
會
地
位
較
過
去
改
善

 

很

多

，
在
計
算
時
也
較
從
前
更
爲
寬
裕
，
然
而
議
員
費
用
仍
屬
補
償
性
質
*
不
容
改
變
。
尤
其
是
補
償
金
絕
非
薪
水
。
 

目
前
德
國
聯
邦
議
會
議
員
獲
得
之
g

置
收
入
從
他
們
長
時
間
的
工
作
及
能
力
要
求
而
言
，
與
公
務
員
相
當
的
職
等
相
比

 

，
其
報
酬
並
不
合
宜
；
因

此

，
聯
邦
議
會
議
員
以
其H

作
能
力
換
得
的
配
備
所
得
僅
爲
一
種
補
償
牲
質
，
並
未
逾
越
此

 

一
範
圍
。
議
員
的
基
本
費
用
乃
出
於
技
術
上
原
因
比
照
聯
邦
部
長
支
薪
等
級
，
不
足
以
認
定
此
爲
其
收
入
的
法
律
依
據

 

。
退
休
金
制
度
乃
基
於
議
員
社
會
地
位
及
保
障
獨
立
執
行
任
務
的
補
償
性
措
施
。
今
天
此
種
補
償
費
不
足
以
平
衡
議
員

 

各
方
面
之
支
出
；
補
償
也
包
括
議
員
因
擔
任
議
員
期
間
而
無
法
從
事
他
業
可
能
造
成
的
損
失
。
但
此
點
並
非
個
別
計
算

 

，
而
是
大
致
整
體
地
估
算
，
大
部
份
議
員
無
法
借
議
員
費
用
安
養
家
計
，
換

句

話

說

，
這
筆
補
償
金
乃
爲
平
衡
各
方
面

 

支

出

，
似

爲

其

收

入

，
但
仍
不
足
以
稱
爲
公
務
員
薪
水
或
是
薪
俸
。

議
員
補
償
金
制
度
由
議
會
法
規
定
：
公
務
員
於
擔
任
議
員
期
間
仍
繼
績
支
領
退
休
金
，
這
項
規
定
是
公
務
員
法
的

 

重

點

項

目

，
而
公
務
員
法
對
議
員
及
國
會
關
係
亦
劃
分
得
很
消
楚
。
基

本

法

第一

三
七
條
第一

項

規

定

，
公
職
與
議
負

 

職

不

相

容

，
公
職
人
員
可
能
受
到
參
選
議
貝
的
限
制
，
而
給
付
規
定
則
基
於
該
法
所
定
。
此
點
雖
然
想
法
上
並
未
規
定

 

出

，
卻
爲
患
法
所
容
許
。
憲
法
有
關
公
務
負
的
規
定
並
無
這
方
面
的
禁
令
；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也
無
顧
廉
。
雖
然

一
六
五



近
年
來
聃
邦
議
會
及
备
邦
鼸
會
議
員
內
的
公
務
M
有
增
加
趨
勢
，
但
這
不
應
看
做
是
由
於
公
務
員
比
其
他
職
業
人
士
享

 

有
更
儍
惠
的
經
濟
條
件
之
故
。
立
法
者
在
處
理
道
項
規
定
倒
是
並
未
採
强
制
専
擅
的
方
式
。

從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一

項
觀
點
來
看
，
雞
然
公
職
人
貝
可
以
轉
任
諷
員
’
但
是
此
規
定
郤
不
應
適
用
其
他
行
業
擔

 

任
議
員
時
，
亦
補
償
他
們
停
職
停
薪
之
一
級
損
失
。
因
爲
每
種
行
業
從
各
種
角
度
來
看
，
都
是
差
異
極
大
。
這
種
情
形

 

即
使
是
透
過
補
償
金
也
無
法
改
變
。
議
員
進
入
議
會
時
，
每
人
的
過
去
收
入
都
不
同
，
他
們
面
對
個
人
的
職
業
風
險
也

 

各
有
不
同0

基
本
上
議
貝
獲
得
的
補
償
性
费
用
只
是
用
來
保
障
他
們
維
持
超
然
立
場
的
基
本
費
用〇

根
據
»
邦
議
會
的
見
解
’
議
員
獲
得
的
費
用
一
向
是
大
槪
補
償
性
的
支
給
’
因
此
依
目
前
所
得
稅
法
不
徵
稅
’
此

 

點
並
不
違
憲
；
尤
其
是
道
項
規
定
並
不
違
背
平
等
原
則
。
議
員
的
费
用
是
否
應
課
稅
是
在
立
法
人
的
權
限
內
，
現
在
這

 

個
問
題
由
於
牽
涉
很
廣
，
E
成

立

一
個
專
责
委
員
會
調
査
研
究
。

脚
邦
鼸
員
費
用
外
的
收
入
方
面
，
參
加
歐
洲
共
同
體
代
表
大
會
的
議

II
除
車
費
補
助
外
，
毎
天
支
領
一
八
三
馬
克

 

，
參
加
德
国
聯
邦
郵
電
部
行
政
委
員
會
的
議
貝
毎
月
支
領
四
五
o

馬
克
及
每
曰
、
包
括
住
宿
曰
費
六
十
八
馬
克
，
開
會

 

期
間
支
領
五
十
馬
克
。

3.
巴

登

1

符

騰

堡

邦

邦

鷗

會

邦
議
舍
議
A
的H

作
絕
無
法
稱
爲一

項
全
職
的
職
業
。
邦
議
負
除
擔
任
議
員
外
，
大
部
份
都
從
事
一
項
職
業
以
維

生
計

°,
所
有
邦
內
並
無
其
他
職
業
的
邦
議
會
議
員
僅
佔
百
分
之
十
五
以
下
。
這
個
數
字
並
未
包
括
公
職
人
員
在
內
，
因

 

爲
他
們
之
所
以
未
繼
嫌
從
事
公
職
，
並
非
議
員
職
務
過
重
，
而
是
出
於
法
律
上
不
容
許
之
故
。
各
邦
議
會
也
透
過
一
連



串
組
織
上
的
措
施
，
有
時
也
以
補
償
因
停
職
停
薪
而
造
成
損
失
之
方
式
，
避
免
邦
議
員
職
務
成
爲
全
職
，
邦
議
員
成
爲

 

職
業
議
員
。
議
員
基

本

費

用

，
在
幅
員
較
廣
的
各
邦
每
個
月
可
支
一
、
五
〇
0

|

二

、
五
五
〇

馬

克

，
城
邦
議
員
毎
個

 

月

支

一

、
〇
〇
〇
—

一
二
二
五
〇
馬
克
。
這
筆
數
字
不
高
，
一
般
議
員
若
不
再
從
事
其
他
職
業
，
將
無
法
依
賴
這
筆
費

 

用
安
養
家
庭
。
尤
其
是
這
筆
基
本
费
用
還
爾
支
付
選
區
花
賫
、
政
嫌
及
議
會
黨

團

會

費
(
每
月
最
高
達
八
〇
0
馬

克

)
 

以
及
參
選
基
金C
邦
議
會
議
員
所
獲
費
用
即
非
薪
俸
，
亦
非
報
酬
僅
爲
補
償
性
質
之
費
用
。

各
邦
有
關
法
官
及
公
務
貝
因
工
怍
與
議
員
職
不
相
容
禁
止
在H

作
期
間
檐
任
議
貝
，
轉
而
允
許
提
早
退
休
並
領
取

 

退

休

金

，
這
些
規
定
與
公
務
員
基
準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及
德
國
法
官
法
第
七
十
一
第
一
項
相
符
合
。
且
這
些
規
定

 

從
基
本
法
第
二
二
七
條
第
一
項
審
査
乃
臑
合
理
範
圍
。
若
其
他
議
員
由
於H

作

繁

忙

，
無
法
從
事
原
有
職
業
，
則
停
職

 

停
薪
補
償
條
例
可
設
法
彌
補
其
損
失
D

由
於
邦
議
員
的
费
用
屬
於
補
償
其
支
出
性
質

，
逋
法
未
要
求
課
稅
。
從
法
律
政
治
的
觀
點
來
看
也
不
宜
課
稅
；
因
 

爲
此
舉
可
能
造
成
職
業
議
員
興
起
，
對
有
意
從
事
議
員
X
作

的

人

來

說

，
如
果
他
在
本
身
職
業
能
賺
得
更
高
收
入
，
進
 

入
議
會
X
作
對
他
反
而
將
是
一
種
損
失
。

關
於
議
員
補
償
性
費
用
以
外
的
其
他
收
入
，
無
法
詳
加
調
查
得
知
。

4.
 

巴

伐

利

亞

、
黑

森

邦

、
下
薩
克
森
邦
、
北
萊
菌
—
西

伐

利

亞

邦

、
萊
茵
藍
—
法
爾
茨
邦
各
邦
議
會
及
柏
林
議
會

 

*

巴
伐
利
亞
參
議
會
，
除
因
各
邦
特
殊
個
別
的
法
律
外
，
在
議
員
费
用
條
例
方
面
均
採
行
巴
登
—
符
騰
堡
邦
的
法
律
。

5.
 

漢
堡
城
邦
的
議
會
提
出
如
下
說
明
：
根
據
聯
邦
恵
法
法
院
判
決
原
則
，
漢
堡
邦
的
議
員
歲
費
條
例
並
非
報
酬
，

I

六
七



-
六
八

而
是
一
種
支
出
補
償
费
。
.議
貝
每
月
獲
支
出
補
償
金
一
、
o
〇
〇
馬

克

，
每
曰
會
費
二
五
馬
克
以
及
因
參
加
開
會
而
造

 

成
的
薪
資
損
失
補
償
金
；
漢
堡
議
會
及
各
委
員
會
開
會
時
間
通
常
都
是
下
午
十
六
點
以
後
，
儘
童
避
免
議
員
因
此
影
礬

 

其
職
業
褥
要*

議
員
的
费
用
法
律
有
明
文
規
定
，
數
額
從
一
九
七
一
年
至
今
未
變=

此
金
額
並
未
與
公
務
員
或
部
長
調

 

薪
同
步
增
加
。
覼
貝
日
後
任
期
屆
滿
亦
不
得
要
求
領
取
退
休
金
。
整
«
來

說

，
漢
堡
議
會
的
議
員
並
未
支
領
報
酬
，
議

 

員
維
持
生
計
與
家
計
的
主
要
經
濟
來
源
仍
仰
賴
其
職
業
收
入
。
漢
堡
可
說
在
嫌
員
費
用
上
仍
採
取
傳
統
的
補
償
支
出
方

 

式

。
根
據
漢
堡
邦
法
律
’
若
不
得
兼
任
議
員
之
職
時
’
議
員
可
經
主
管
同
意
以
留
職
停
薪
休
假
方
式
擔
任
之
。

6.
徳
國
基
督
民
主
黨
以
附
上H

a
n
a

 
H
‘ K

l
e
i
i

授
之
審
核
意
見
書
提
出
如
下
說
明
：
議
員
所
狸
得
之
费
用
無

 

論
是
邦
議
會
或
是
聯
邦
議
會
均
不
能
稱
爲
薪
俸
或
公
職
薪
水
，
這
筆
费
用
用
來
補
償
議
員
在
執
行
執
務
產
生
的
一
些
支

 

出

，
補
償
某
些
非
物
質
之
付
出
，
以
及
由
於
擔
任
議
貝
時
無
法

S

份
無
法
從
事
職
業
而
造
成
之
損
失
’
由
此
才
可
保

 

障
他
們
的
生
活

 >
 根

搛

基

本

法

第

四

十

八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句

提

供

雄

員

補

償

支

出

費

的

法

到

現

沒

有

改

變

。

雖
然
憲
法
上
並
未
規
定
某
一
公
職
或H
作
與
議
員
不
相
容
，
即
應
提
供
補
償
费
用
，
但
癍
法
予
許
在
道
些
與
議
員

 

職
相
衝
突
的
職
業
可
因
停
職
而
獏
得
補
償
金
或
退
休
金
，
條
件
是
獲
得
之
補
償
不
應
造
成
與
其
他
職
業
議
員
有
不
當
的

 

過
份
差
異
。

所
有
原
本
職
業
基
於
工
作
契
約
的
議
貝
’
根
據
憲
法
或
法
律
的
規
定
，
有
楢
在
他
議
員
任
期
屆
滿
後
返
回
原
任
工

 

作

。
由
於
議
會
成
貝
是
來
自
社
會
不
—

層
及
各
行
各
業
，
此
一
人
民
代
表
性
對
於
議
會
組
成
有
很
大
意
義
’
因
此
也

 

有
必
要
以
特
別
的
措
施
來
保
障
由
於
擔
任
議
員
影
響
到
生
計
的
情
況
’
使
覼
員
於
任
期
屆
滿
後
能
順
利
返
回
原
有
職
業



。
這

種

情

況

則

考

慮

以

補

償

性

給

付

達

到

目

的

。

對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五

月

三

日

議

員

費

用

法

第

一

條

所

規

定

支

出

補

償

金

，
是

否

應

課

税

的

問

題

，
在
憲
法
上
既
未

 

禁

止

，
亦

未

明

定

。
若

將

議

員

所

得

之

費

用

課

稅

，
則
需
考
慮
到
不
能
因
課
稅
一
事
而
影
響
到
日
後
議
員
代
表
可
能
不

 

具

來

自

各

行

各

業

及

各

階

層

的

代

表

性

，
因
爲
過
重
的

負

擔

可

能

造

成

某

些

職

業

人

士

不

願

意

參

與

競

選

議

員

。

1

九
七
五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訴
願
代
表
透
遇
其
委
託
人
以
及
所
屬
議
會
政
黨
代
表
在
言
辭
審
理
中
對
書
面
意
見
曾
以

 

補

充

說

明

。

B

、

根

據

一

九

七

五

年j

月

二

十

一

日

所

作

部

份

判

決

，
本

案

符

合

恵

法

訴

願

的

要

件

。
即
令
薩
爾
邦
議
會
提
出
異
議

 

，
本

案

仍

將

繼

續

審

理C

1.
訴

願

人

以

提

出

憲

法

訴

願

方

式

的

法

律

途

徑

乃
靥

合

法

。
訴
願
人
自
始
至
今
都
不
是
爲
了
他
第
五
屆
立
法
任
期

 

的
邦
議
員
身
份
地
位
而
爭
訟
—

如

果

他

在

任

期

內

爲

議

員

地

位

問

題

訴

訟

，
即

屬

於

機

關

訴

訟

，
應
由
行
政
法
院
審
理

 

—

他

的

目

的

是

針

對

袪

律

規

定

，
與
他
是
否
參
選

第

六

届

薩

爾

邦

議

員

及

當

選

後

的

權

益

有

關

。
雖
然
他
在
提
起
訴
願

 

之

際

仍

是

薩

爾

邦

議

舍

議

員

，
但

他

所

提

的

訴

願

内

容

尙

無

法

適

用

他

本

人

，
時

至

今

日

，
在

最

後

審

理

之

時

，
他
仍

 

非

以

目

前

的

議

員

身

份

訴

訟

，
而
是
以
可
能

參

加

下

屆

薩

爾

邦

議

員

選

舉

的

侯

選

人

身

份

提

出

訴

願

。
由
於
他
身
爲
退

 

職
的
議
員

無

法

將

他

認

爲

不

公

平

的

退

休

條

例

以

機

關

訴

訟

方

式

獲

致

解

決

，
他
更
無
法
以
一
名
尙
未
進
入
議
會
的
參

 

選

人

身

份

，
要

求

對

適

用

於

新

任

議

員

的

條

例

進

行

機

關

訴

訟C

I

六
九



一
七
〇

2.
 

在
這
項
法
律
審
理
程
序
中
，
法
院
也
會
對
邦
醺
會
法
未
在
訴
願
中
提
及
的
法
條
，
加

以

審

査

，
以
確
定
其
他
法

 

律
是
否
與
基
本
法
精
神
相
符
。
道
種
擴
大
審
査
某
些
法
規
否
合
乎
憲
法
的
作
法
，
絕
非
嫌
法
訴
M
的
特a

f
，

還
更
合
於

 

機
關
訴
訟
的
特
徵
。
這
些
法
規
審
査
後
有
時
會
導
致
修
改
部
份
嫌
法
。
只

要

審

査

某一

法
規
是
否
合
乎
憲
法
精
神
，
這

 

種
可
能
性
便
會一

再

發

生

，
無
淪
是
機
關
訴
訟
、
抽
象
或
具
髖
之
法
規
謇
理
程
序
或
是
嫌
法
訴
顋
程
序
，
即
審
査
一
般

 

法
律
直
接
間
接
是
否
符
合
憲
法
精
神
。
審
査
訴
願
人
所
提
的
法
規
是
否
違
憲
，
不
可
避
免
常
會
連
帶
審
査
其
他
相
關
法

 

規

，
尤
其
是
所
提
內
容
與
某
些
法
規
有
明
顯
連
帶
_
係

，
若
這
些
法
規
違
憲
，
也
會
影
響
到
所
審
査
法
規
亦
違
憲
的
決

 

定

。*

在
一
九
七
五
年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判
決
內
牽
涉
的
法
條
即
爲
如
此
情
況
。

3. 

訴
願
人
多
年
來
爲
薩
爾
邦
議
會
議
員
。
他
之
所
以
提
出
憲
法
訴
願
，
是
爲
了
澄
淸
他
若
繼
續
參
選
，
是
否
能
在

 

議
會
享
有
較
好
的
法
律
地
位
。
結
果
由
於
在
競
選
期
，
該
法
規
尙
未
完
成
是
否
違
憲
之
審
理
程
序
，
在
此
情
況
下
，
他

 

放
棄
再
度
競
選
的
決
定
。
他
在
法
庭
上
明
確
表
示
，
如
果
當
時
正
在
爭
訟
未
定
的
訴
訟
能
獲
勝
，
他
將
參
選
下
次
薩
爾

 

邦
議
員
選
舉
。
在

此
情
況
下
，
可
知
訴
願
人
仍
然
與
他
所
提
的
訴
願
內
容
有
直
接
關
係
。
因
此
訴
願
人
法
律
保
障
需
求

 

即
使
在
作
判
決
時
亦
存
在
。

C

、

遭
到
質
疑
的
邦
議
會
法
第
+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號
速
皮
基
本
法
.
，即
逋
反
第
四
十
八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句
與
規
範
性

 

之
平
等
原
則
。
邦
議
會
法
第
五
、
六

、
九

、
與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
第

二

項

，
第
十
四
條
以
及
第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等
與
質
疑
之
法
條
有
關
，
也
經
審
理
後
發
現
與
基
本
法
不
符
。

I

'

邦
議
會
法
與
徳
國
耽
邦
議
會
和
其
他
各
邦
之
相
關
法
律
相
同
，
均
以
傅
統
観
念
詮
釋
議
員
之
法
律
地
位
及
應
得
之

 

財

務

分

配

。
這
種
議
員
法
律
地
位
雖
然
未
全
盤
改
變
*
伹
已
與
遒
去
意
義
不
同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以
前
便
已
提
過
：

「
 

在
許
多
邦
的
民
主
發
展
已
從
自
由
代
表
方
式
轉
而
爲
政
黨
民
主
，
隨
著
政
治
與
社
會
現
勢
需
要
議
員
支
出
補
償
似
乎
也

 

有

了

轉

變*

議
員
隨
著
時
代
费
遷
，
已
無
過
去
一
樣
的
代
表
地
位
，
支
出
補
償
金
保
障
議
員
超
然
立
場
的
意
義
也
逐
渐
消
逝
。
 

支
出
補
償
金
在
某
些
邦
內
已
逐
渐
成
爲
議
員
擔
任
職
務
之
報
酬
，
有
如
公
職
薪
餘
薪
俸
一
般
。
」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四
卷
第
一
四
四
(

一

五
一
)
頁
)
「議
員
的

H

作
在
嫌
邦
議
負
方
面
已
經
是
一
種
懦
要
全
天
候
職
位
■，因
 

此
議
員
也
可
基
於
此
一
觀
點
而
要
求
正
式
支
薪
，
以
養
家
活
口
…

。
議
員
的
費
用
現
在
以
部
長
級
薪
爲
裙
準
，
領

取

一

 

定
之
百
分
比
例
數
額
，
已

說

明

「
支
出
補
償
金
」
從

單

單

的

「
補
償
性
質J

成

爲

一

種

「
支
付
行
爲J

。
補
償
金
的
作

 

法

更

進

一

步
延
伸
至
退
休
金
給
付
則
更
明
顯
說
明
其
作
用
的
改
變
。
雖
然
有
人
將
此
稱
爲
『
在
議
員
職
務
結
束
後
給
予

 

額
外
保
護
其
獨
立
立
場
』
之

作

用

，
而
引
進
退
休
金
制
度
，
事
寅
上
退
休
金
在
今
日
也
是
附
加
在
他
的
報
酬
之
內
」

。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三
二
卷
第
一
五
七
(一

六

四

)
頁

以

下

)

整
件
事
可
做
出
如
下
結
論
：

1.
在
現
代
每
個
人
達
到
十
八
歲
法
定
成
年
年
齡
，
即
有
權
競
選
擔
任
議
負
。
一
般
而
言
不
應
要
求一

名
議
員
在
任



職
期
間
應
忍
受
他
本
人
及
家
庭
應
面
臨
職
業
上
降
低
收
入
或
經
濟
退
縮
狀
況
。
過
去
以
運
舉
地
方
士
紳
擔
任
議
員
，
其

 

財
力
及
經
濟
地
位
不
受
議
員
事
務
影
黎
，
在
現
代
這
種
情
形
也
逐
渐
減
少
。
今
天
的
薄
貝H

作
範
困
較
過
去
廣
泛

，I 

名
鼸
員
絕
不
可
能
以
一
個
星
期
四
十
小
時
的H

作
時
數
來
完
成
他
的
工
作
。
他
在
國
會
參
加
議
M
全
體
大
會
、
各
委
員

 

會

、
各
政
黨
黨
團
及
各
黨
派
內
會
議
、
在
選
通
內
還
有
各
種
活
動
與H

作

，
還
有
邐
舉
事
宜
，
極
爲
忙
碌
。
儘
管
理
論

 

上
他
有
權
自
由
決
定
如
何
在
$
三
種
範
園
內
活
動
，
甚
至
可
以
怠
惰
不
完
成
他
的H

作

’
但
是
實
際
上
基
於
各
種
原
因

 

一
名
議
貝
不
可
能
閒
著
無
事
。
以
此
計
算
’
照
専
家
在
言
詞
審
理
時
的
說
明
’
 
一
名
嫌
邦
鼸
負
’
如
果
還
想
行
有
餘
力

 

從
事
部
份
原
有
職
業
，
毎
遇
鬌
工
作
八
十
小
時
到一

二
〇
小
時
*
邦
曦
員
則
每
週
需
工
作
六
十
到
一
〇
〇
小

時

。
此
外

 

不
可
忘
了
：
現
在
沒
有
人
會
參
加
競
選
，
準
備
四
年
後
就
放
棄
不
再
做
。
他
們
毎
隔
一
段
時
間
就
會
準
備
重
新
競
選
聯

 

邦
議
霣
或
邦
鼷
負
’
期

望

盡I

切
力
置
取
得
政
黨
與
選
民
的
倍
任
以
贏
得
運
舉
。
道
種
心
憇
也
是
各
議
會
及
政
黨
樂
見

 

其

成
之
事
。
因
此
有
相
當
多
的
議
員
一
連
好
幾
屆
都
參
選
並
當
選
爲
議
員
。
在
一
個
像
德
國
如
此
經
濟
及H

業
制
度
均

 

相
當
複
雜
的
國
家
，
其
議
會
民
主
有
賴
於
政
黨
正
常
運
作
，
才
能
保
持
法
治
國
、
自
由
及
多
元
化
社
會
。
國
會
民
主
制

 

度
也
要
求
議
員
全
力
投
入
，
不
只
是
把
議
員
職
當
做
一
個
可
兼
職
的
榮
譽H

作

，

一
個
議
員
若
要
行
有
餘
力
從
事
他
的

 

職

業

，
勢
必
要
有
其
優
厚
的
條
件
方
可
。
此
點
亦
符<

n
現
代
議
貝
的
彤
象
P
有
些
議
員
在
譎
會
或
黨
圃
，
負
有
特
殊
任

 

務
或
職
位
、
他
的
職
業
自
然
也
就
無
暇
兼
顧
。
畢
竟
一
名
議
員
的
超
然
立
場
不
再
受
到
國
家
的
影
響-

而
是
受
到
政
黨

 

的
—

,
尤
其
會
受
到
社
會
有
影
響
力
的
團
體
危
及
。

此
種
情
況
的
轉
變
也
影
響
到
薄
員
支
出

i

金
的
性
質
：
在

開

始

時

，
議
員
费
用
完
全
只
是
因
擔
任
議
員
職
務
而



有

特

殊

開

銷

之

補

償

金

—

起

初

連

收

人

停

止

後

都

不

予

以

補

償

到

後

來

，
尤

其

是

一

九

五

〇

年

以

後

，
補

ft
金
的
種

 

類

也

逐

漸

增

多

。
其
中

S
本

補

償

金

曾

多

次

隨

著

公

務

員

加

薪

而

調

整

.
，
在

大

部

份

的

邦

内

，
退
休
公
務
員
亦
支
領
普

 

通

職

業

議

員

之

停

職

停

薪

補

償

金

；
聯

邦

與

地

方

政

府

計

算

補

償

金

從

擧

项

計

算

法

過

渡

到

合

併

計

算

開

支

之

際

，
開

 

銷

暴

漲

情

形

也

很

普

遍

。

(
例

如

旅

行

支

出

、
辦

公

宰

開

銷

及

每

日

日

費

的

合

併

計

算

法

〕
；
除

了

議

員

「
正

常

」
费

 

用

外

，
還

有

特

別

補

償

金

給

議

曾

議

员

、
副

議

長

、
委

員

會

主

席

，
各

邦

議

會

的

餹

團

主

席

、
書

記

、
在
某
些
邦
還
加

 

上

在

野

黨

團

領

袖

；
議

員

在

連

選

連

任

，
未

上

任

時

之

過

渡

期

也

需

要

開

銷

；
最

後

還

有

退

休

金

、
殘
障
人
士
及
遺
留

 

家

脊

照

顧

之

牛

活

費

。
結

果

罡

，
本
來
只
是
用
来
貼
補
議
員
支
出
的
補
償
金
.
，
到

後

來

®
從
國

庫

支

出

給

議

員

及

其

家

 

庭

的

生

活

費

，
做

爲

議

員

金

火

性

工

作

的

報

酬

。
原

本

爲

榮

譽

位

置

的

補

償

金

，
現

在

成

爲

爲

議

會

T
作

的

酬

金

。
雖

 

然

如

此

，
議

員

仍

然

不

是r

公

務

員

」

，
而
是
！
.某

於

選

民

對

他

的

倍

任

—
擔

任

一

份

公

職

，
他

是

r

自

由

委

任

」
制

 

度

下

的

主

體

，

r

全

體

人

民

的

代

表

」

，
所
獲
得
的
不
只
是
舉
純
的
支
出
補
憤
金
.
，
他

從

國

庫

獲

得

他

的

收

入

。
這
種

 

惜

況

至

少

是

聯

邦

讅

員

的

情

況

。
各

邦

議

员

是

否

企

部

如

此

在

此

不

得

而

知

。
佴

從

卜

列

提

出

之

各

項

，
0;
知
根
據
薩

 

爾

邦

議

會

之

議

會

法

，
也

適

用

該

邦

之

議

員

。

2.
薩

爾

邦

議

會

議

員+.
要

補

償

金

是

根

據

邦

議

會

法

第
i -
_
.
條

，

一
九
七
H

年
一
月
邦
議
會
首
長
指
出
補
償
金
額

 

爲
二
〇
三
九
•
八
〇
馬

克

(
月
费
)

，
免

稅

，
—
對
根
據
第
五
條
退
体
之
公
務
員
來
說
：
—
至
少
爲
n r

領
取
退
休
金
時

 

薪
水
的
西
分
之
六

—̂—

對
公
務
機
關
的
雇
員
—
同
樣
的
可
領
取
他
們
停
職
時
薪
水
的
百
分
之
六

H

——

對
非
公
務
機

 

關

的

人

士

，
-
!
n j

依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二
條
停
職
無
收
入
補
償
金
，
聘
雇
及
獨
立
開
業
者
每
月
最
多
一
〇
〇
〇
馬

克

。
無

一
七
一
：
一



I

七
四

議
會
內
特
殊
職
務
的
議
員
每
月
通
常
可
領
三
〇
〇
〇
馬

克

。
此

外

，
在
議
會
內
使
用
電
話
免
费
，
坐

車

免

费

，
三
五
〇
 

馬
克
毎
月
辦
公
室
費
用
，
每
月
自
行
開
車
之
議
員
車
資
五
〇
馬
克
，
霤
記
二
五
〇
馬

克

，
副
議
長
及
黨
H
主
席
四
五
〇

 

馬

克

，
毎
名
豔
員
毎
月
計
十
次
從
家
中
至
議
會
來
回
每
公
里
補
助
〇

.
四

馬

克

，
開
會
則
每
曰
至
少
四
〇
馬
克
之
會
費

 

。
由
於
薩
爾
邦
的
佔
地
有
限
，
交

通

良

好

，
議
員
不
需
有
兩
處
居
所
，
而
上
述
的
計
算
相
當
寬
容
，
議
員
一
家
每
月
淨

 

得

可

超

過

三

0

〇
0 .
馬

克
。
道
筆
錢
已
可
稱
薩
爾
邦
提
供
邦
鼷
員
的
全
額
生
活
費
。

II
'

1.
 

基
本
法
第
四
八
條
第
三
項
的
發
展
，
如
上
述
逐
渐
形
成
的
必
要
轉
變
，
使
它
有
了

 

一

層
新
的
意
義
。
基
本
法
要

 

求

爲

議

員
提
供
一
種r

合
宜
且
保
摩
超
然
立
場
的
補
償
金
」
是
爲
了
使
議
M
在
議
會
行
使
職
權
期
間’

W
#

足
夠
的
基

 

本

生
活
保
障
。
同
時
也
要
顧
及
議
員
職
重
大
貴
任
及
繁
重
公
務
，
及
憲
法
賦
予
之
重
要
地
位
而
提
供
相
當
的
保
障
。
在

 

計
算
其
酬
勞
時
要
考
慮
議
員
決
策
自
由
，
放
棄
或
部
份
放
棄
原
職
業
以
專
心
從
事
議
員
工
作
的
犧
牲
，
讓
議
員
能
心
無

 

旁

顧

。
因
此
生
活
費
是
基
於
考
®
鼸
貝
完
全
或
部
份
放
棄
其
他H

作

，
所
仰
賴
生
活
之
收
入
，
另
外
也
是
提
供
無
論
基

 

於
何
種
原
因
無
職
業
收
入
者
生
活
之
费
用
，
且
應
符
4
口
議
員
之
身
份
。
這
筆
支
出
補
償
金
純
粹
是
生
活
保
障
金
，
不
用

 

來

做
其

他

開

支

，
例
如
支
援
黨
團
、
政

黨

、
或
是
分
擔
選
舉
經
費
。
依
據
基
本
法
第
四
八
條
第
三
項
對
議
員
提
供
以
保

 

障
其
超
然
立
場
之
合
宜
生
活
费
用
在
現
代
是
來
自
國
庫
的
全
額
生
活
補
助
费
。

2.
 

補
償
金
絕
非
意
味
必
需
因
此
而
完
成
某
種H

作
義
務
丨
謓
貝
不
必
完
成
法
律
上
規
定
的
工
作
，
只
需
在
擔
任
議

 

員
職
時
能
保
持
獨
立
超
然
的
立
場
！

，補
償
金
也
不
是
公
務
員
領
取
的
薪
俸
—
前
面
已
解
釋
議
員
不
是
公
務
員
丨
，
不



靥
於
憲
法
保
障
的
職
業
公
務
員
原
則
範
圍
(
基
本
法
第
三
三
條
第
五
項
)
；
補
償
金
與
這
些
原
則
毫
無
關
係
。
也
和
公

 

務
M
薪
俸
法
的
規
定
毫
無
關
係
。
補
償
金
與
傅
統
公
務
員
薪
俸
的
級
制
架
構
並
不
類
似
，
也
不
受
其
左
右
，
例
如
不
直

 

接

、
間
接
爲
某
公
務
員
薪
俸
之
百
分
多
少
設
定
數
字
。
因
爲
如
果
這
麽
做
來
計
算
補
償
金
的
多
寡
，
意
義
已
不
在
於
只

 

是

一

種

「
形
式
上
的
技
術
方
法
」

，
而
是
有
意
使
議
會
不
再
公
開
討
論
調
整
補
償
金
的
事
宜
，
避

免

當

作

是一

件
獨
立

 

的
政
治
間
題
在
公
眾
前
決
定
。
如
果
把
補
償
金
的
等
級
與
公
務
员
薪
俸
調
整
方
式
相
結
合
，
如
此
每
次
補
償
金
的
調
整

 

都
需
受
制
於
公
務
員
薪
俸
的
調
整
。
偏
偏
就
是
這
一
點
有
違
憲
法
所
規
定
議
會
應
獨
立
自
主
地
決
定
出
「
保
障
超
然
獨

 

立
立
場
的
合
宜
補
償
金
」

(
公
務
員
之
合
宜
薪
俸
條
件
舆
之
不
同
，
不
應
該
相
提
並
論
)
。
即
使
是
聯
邦
薪
津
條
例
第

 

六

十

條

，
也
不
應
適
用
於
議
員
费
用
。

3.
4
基
本
法
的
民
主
理
念
原
則
上
是
反
對
特
權
的
民
主
理
念
。
雖
然
平
等
權
並
非
要
求
個
人
及
重
要
團
體
絕
對
平

 

等

；
立
法
者
在
作
客
觀
考
量
後
也
容
許
一
些
差
別
待
遇
的
存
在
。
平
等
權
究
竟
在
規
範
那
些
內
容
時
可
出
現
一
些
差
別

 

待

遇

，
則
分
別
視
個
別
需
要
而
定
。
在
選
舉
權
方
面
，
從
歷
史
上
民
主
平
等
發
展
的
過
程
來
看
，
基
本
法
第
三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之
聯
邦
議
會
選
舉
法
及
第
二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關
於
各
邦
、
縣
舆
鄕t

G
e
m
e
i
n
d
s

筠
與
憲
法
上
的
精

 

神

相

符

，
即
每
個
人
民
都
有
權
利
¥
等

參

與

。
狹
義
上
說
包
括
選
舉
權
與
被
選
舉
權
，
也
包
括
執
行
議
員
職
務
之
權
利

 

。
在
選
舉
法
與
議
會
法
範
圍
內
，
對
於
議
員
的
身
份
地
位
，
個

人

差

異

，
基
本
法
均
一
親
同
仁
並
未
賦
予
任
何
特
權
。
 

議
會
內
所
有
議
員
在
法
律
上
平
等
。
這
種
憲
法
上
平
等
規
範
即
由
基
本
法
的
平
等
權
表
現
出
來
。
此

一

意
義
即
爲
每
一

 

個

人

，
無
論
來
自
何
種
社
會
階
層
，
出

身

何

處

，
受
過
何
種
敎
育
或
財
產
多
寡
，
均
有
機
會
擔
任
議
會
議
員
。
平
等
權

一
七
五



I

七
六

也

意

味

著

，
每

一

名

議

員

，
無

論

從

事

之

議

員

工

作

有

多

有

少

，
個

人

開

銷

及

職

業

收

入

互

不

相

同

，
所
領
取
之
補
償

 

金
額
均
相
同

 0
 {V

g
l
.
M
a
u
n
z

 in

 M
a
u
n
z
.Diirig

.H
e
r
s
g
,

 G
G
,

 19
7
3
,

 A
r
t
,

 48,

 Ra
n
d
n
o
t
e

 17
}
。

法

定

的

平

 

等

權

只

有

對

議

會

議

長

及

副

議

長

出

於

迫

切

性

理

由

可

爲

例

外

。
他

們

所

領

取

之

補

償

金

，
由

於

他

們

身

爲

國

家

(
邦

 

內

〉
最

高

制

憲

機

關

的

最

高

職

位

而

與

他

人

不

同

。

由

上

述

平

等

權

得

來

之

補

償

金

，
乃

具

生

活

费

用

性

質

，
也

從

上

述

理

由

，
所

有

項

目

互

異

、
個
別
或
總
計
合
併

 

提

供

給

個

別

議

員

的

財

務

補

助

，
只

要

不

是

專

業

用

途

，
尤

其

不

是

和

議

員

職

務

有

關

之

開

銷

，I

律
不
得
申
請
列
爲

 

補

償

金

計

算

〇

因

此

日

後

將

有

一

連

串

日

費

、
開

會

費

用

、
停

職

停

薪

補

助

、
合

併

計

算

補

助

及

其

他

類

似

的

費

用

，
 

以

及

出

於

議

會

內

不

同

職

務

而

衍

生

之

議

員

等

級

收

入

，
今

後

一

律

全

部

取

消

。

M
基

本

法

第

四

八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句

與

基

本

法

第

三

八

條

第一

項

第

二

句

，
以
及
在
計
算
議
員
補
償
金
架
構
數
額

 

時

應

考

慮

之

法

定

平

等

原

則

，
基

本

上

與

議

員

是

否

保

有

本

身

職

業

及

收

入I

事

無

關

。
然

而

，
在
無
損
於
基
本
法
第

 

四

八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下

，
前

述

之

法

條

卻

制

定

出

限

制

，
不

允

許

議

員

基

於

在

議

會

代

表

某

些

雇

主

、
企
業
或
大

 

集

園

，
爲

之

爭

取

利

益

，
受

雇

於

這

些

人

或

團

體

，
以

顧

問

或

類

似

頭

銜

之

名

義

，
且
不
需
在
公
司
服
務
即
領
取
薪
水

 

報

酬

。
這

一

類

性

質

的

收

入

，
與

議

員

獨

立

超

然

的

立

場

及

議

員

間

財

務

應

平

等

的

原

則

均

相

違

背

。

有

關

符

合

莲

本

法

第

四

八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句

所

衍

生

之

原

則

的

詳

細

規

定

，
應

由

立

法

機

構

進

一

步

決

定

。

III
、
 

.

薩

爾

邦

憲

法

並

沒

有

規

範

出

有

關

議

員

補

償

金

的

規

定

。
薩
爾
邦
在
此
點
係
以
基
本
法
第
四
八
條
第
三
項
爲
主
的



原

則

及

其

所

發

展

之

第

二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爲

依

據

。
基

本

法

第

四

八

條

第

三

項

以

符

合

條

文

內

之

原

則

精

神

，
其

 

內

容

原

則

尙

可

由

立

法

機

構

更

進I

步

加

以

具

體

化

，
此

法

乃

屬

民

主

原

則

之

基

本

，
於

基

本

法

第

二

八

條

第j

項
列

 

爲

各

邦

立

憲

之

基

本

原

則

；
也

就

是

說

，
各

邦

議

會

法

的

規

定

有

必

要

以

基

本

法

之

規

定

爲

準

則

。
然

而

，
此
點
會
對

於

規

定

邦

議

員

補

償

金

之

邦

磨

法

內

容

有

何

影

響

，
並

非

本

文

探

討

丙

容

。

Iv
、

根

據

上

述

理

由

，
本

訴

訟

程

序

所

審

理

之

邦

法

律

結

果

如

下

：

邦

議

會

法

第

五

條

到

第

九

條

有

密

切

關

連

的

邦

議

金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字

母

3
和

匕

率

身

並

無

違

憲

的

問

題

。
該

 

規

定

內

容

包

括

限

制

公

務

機

關

之

法

官

'
公

務

員

及

雇

員

之

參

選

權

，
係

依

據

基

本

法

第

一

三

七

條

第

一

項

。

規

定

並

非

禁

止

他

們

參

選

，
只

是

禁

止

他

們

於

擔

任

議

員

期

間

仍

繼

績

從

事

法

官

、
公

務

員

或

公
務
機
關
之
雇
員

 

。
該

法

之

範

圍

包

括

一

邦

內

、
鄕

鎭

社

區

內

、
社
區
協
會
或
是
置
(他

由

邦

監

督

画

體

、
機

構

或
公
法
基
金
會
之
所
有
法

 

官

'
 公

務

員

及

雇

員

，
不

論

他

們

是

何

職

務

、
職

務

有

多

重

要

或

何

種

工

作

。
雖
然
有
時
在
上
述
各
機
構
單
位
有
些
工

 

作

極

不

可

能

引

起

行

政

與

立

法

因

利

益

衝

突

而

互

相

糾

纏

不

淸

的

危

險

。
估

且

不

論

上

述

這

點

，
基

本

法

第

一

三

七

條

 

第

一

項

之

條

文

(
聯

邦

、
各

邦

及

鄕

鎭

公

務

員

之

參

選

權

)
其

用

字

似

乎

顯

示

立

法

者

在

訂

立

條

文

之

時

，
只
提
及
公

 

務

機

關

的

一

部

份

任

職

者

I
 I
即

在

這

些

職

位

上

，
若

同

時

擔

任

議

員

及

該

職

，
即
將
因
違
反
權
力
分
立
原
則
而
陷
於
利

 

益
矛
盾
中
—

因

必

需

受

到

選

舉

限

制

。
由

於

在

法

條

內

所

提

及

的

職

位
人
選
要
想
區
別
工
作
並
不
會
危
及
權
力
分
立
或

 

H

作

可

能

危

及

權

力

分

立

，
是

很

不

容

易

的

事

，
立

法

者

需

在

基

本

法

第

一

三

七

條

第

：
項
所
賦
予
的
最
大
限
度
範
園

I

七
七



一
七
八

內
自
行
決
定
。
此
處
至
少
並
未
明
顯
的
通
越
界
限
。
我
們
甚
至
可
以
質
疑
，
目
前
在
聯
邦
及
各
邦
內
議
會
現
任
及
退
休

 

之
公
務
員
數
字
急
劇
增
加
(
議
會
公
務
負
化
)
如
果
這
種
情
形
繼
績
下
去
，
是
否
意
味
基
本
法
中
要
求
實
體
法
上
權
力

 

分
立
的
原
則
便
達
不
到
了
。

2.
邦
議
會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1
 a
和
b

所
提
及
之
法
官
與
公
務
霣
需
依
據
邦
載
會
法
第
五
條
準
備
就
任
選
舉
新
職

 

時
即
提
出
退
休
。
根
據
邦
議
會
法
第
六
條
第
一
項
，
他
在
退
休
的
當
月
仍
領
取
全
額
薪
水
，
從
次
月
起
便
以
議
會
議
員

 

身
份
領
取
每
月
公
務
員
退
休
金
。
如
果
這
份
退
休
金
尙
不
及
正
常
退
休
領
取
全
薪
之
百
分
之
六
十
的
金
額
，
法
官
及
公

 

務
員
當
事
人
便
會
獲
得
議
會
補
足
達
到
全
薪
百
分
之
六
十
的
差
額
。
這
項
規
定
也
在
審
理
中
列
爲
審
査
的
對
象
，
因
爲

 

根
據
法
律
之
架
構
’
邦
議
會
法
第
九
條
適
用
雇
員
之
規
定
，
以
及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有
關
停
職
停
薪
補
僂
金

 

的
規
定
都
受
制
於
該
規
定
。

4
與
公
務
負
擔
任
議
員
有
關
之
規
定
，
無
論
是
M

於
法
律
地
位
、
瞧
M

歲
費
用
或
公
務
負
法
中
所
規
定
，
在
實
體

 

法
上
是
屬
於
議
員
身
份
地
位
權
利
。
公
務
員
當
選
爲
議
會
議
員
，
可
保
有
原
來
薪
俸
，
或
是
退
休
領
取
退
休
金
，
自
始

 

至
終
都
是
與
議
員
職
位
相
關
的
特
權
。

這
項
特
權
不
屬
於
職
業
公
務
貫
的
傅
統
上
習
慣
的
原
則
(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第
五
項
)
：
事
實
上
還
與
歷
來
的

 

公
務
員
法
相
違
背
。
所
謂
公
務
貝
的
關
係
，
是
意
味
公
務
員
—
以
其
一
生
之
力
—
有
義
務
爲
其
上
級H

作

。
相
封
的
，
 

他
的
上
級
檐
關
便
提
供
他
及
家
人
一
生
的
生
活
保
障
。

公
務
員
如
果
有
辦
公
能
力
，
但
不
去
上
班
，
還
照
領
薪
水
，
而
且
也
不
必
加
班
補
足
過
去
未
做
工
作
，
這
種
情
況



只

有

在

休

假

'
在

職

訓

練

及

短

時

間

的

請

假

才

有

可

能

。
法

怦

上

對

於

每

：
穐

怠

於

職

務

的

行

爲

都

會

以

扣

薪

作

爲

處

 

置

。
特

殊

的

休

假

只

有

留

職

停

薪

還

可

行

。
而

且

公

務

員

法

還

規

定

如

果

要

兼

職

必

需

中

請

獲

主

管

的

批

准

，
以
避
免

 

公

務

員

原

應

伞

力

服

務

公

職

，
最
後
兼
職
工
作
喧
寶
奪
中
：
，
無

法

完

成

應

作

工

作

。
退

休

領

取

退

休

金

，
在
公
務
員
法

 

是

應

到

達

退

休

年

齡

，
或

是

因

身

體

緣

故

無

法

再

執

行

公

務

而：

百
 

<=

因

此

•
名

公

務

員

如

果

身

體

健

康

，
不
論
出
自
那

 

1

原

因

，
未

能

補

做

他

沒

有

完

成

之

公

務

，
在

他

未

達

退

休

年

齡

前

，
都

沒

有

理

由

支

領

全

薪

或

是

退

休

金

。
根
據
職

 

業
.公

務

員

傳

統

原

則

所

定

之

規

則

，
即

將

擔

任

議

會

議

員

之

公

務

員

，
不
：冉

擔

任

本

身

公

職

，
應
爲
議
員
期
間
申
請
留

 

職

停

薪

，
或

是

停

lh
他

公

務

員

之

權

利

及

義

務

。
而

擔

任

議

員

之

公

務

員

享

有

此

一

特

權

，

一
旦
該
議
員
合
宜
地
取
得

 

生

活

費

用

，
即

沒

有

權

利

再

獲

得

議

員

法

内

的

特

權

。
此

外

，
此

一

特

權

與

法

钳

上

的

平

等

權

：个

符

合

，
平
等
權
也
適

 

用

議

員

法

。
M
種

情

況

也

適

用

於

未

受

到

法

律

限

制

參

選

之

議

員

他

們

到

目

前

爲

止

在

議

會

擔

任H

作

，
未
執
行
原
有

 

公

務

，
卻

領

取

全

額

之

薪

榉

。
薩
爾
邦
未
受
到
邦
議
員
法
第
一
二
條
第
1
W
項
所
提

及

之

聯

邦

公

務

員

及

軍

人

即

屬

此

類

o

o

邦

議

會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及

三

項

明

確

指

出

，
邦

議

會

法

第

五

條

及

第

六

條

第

：
項
的
規
定
並
未
包
括
與
公
務

 

員

法

有

關

的

內

容

，
僅

是

針

對

議

員

的

生

活

費

用

而

言

。
因

爲

邦

議

會

法

第

六

條

第：
：

項
與
第
三
項
並
沒
有
單
單
讓
公

 

務

員

只

是

領

取

退

休

金

，
而

是

提

供

他

差

額

，
使

他

至

少

可

獲

得

原

薪

百

分

之

六

十

的

生

活

费

D
 
(
未
及
百
分
之
六
十

 

的

薪

水

由

議

會

補

足

差

額

)

，
此

外

如

果

薩

爾

邦

退

休

金

單

位

不

發

給

公

務

員

退

休

金

，
薩

爾

邦

#
發
給
公
務
員
主
管

 

這

筆

費

用

。
現

在

法

律

將

退

休

金

也

列

爲

議

員

生

活

費

的

部

份

來

源

，
已

違

反

平

等

原

則

。
因
爲
此
一
部
扮
的
生
活
费

■
七
九



一
八

o

用
並
非
人
人
均
可
享
有
。
尤
其
所
獲
得
的
退
休
金
比
例
從
百
分
之
六
十
到
百
分
之
七
十
五
都
有
。
而
原
薪
的
多
寡
也
各

 

不

相

同

。
更
何
況
聯
邦
公
務
員
及
¥
人
可
獲
全
薪
，
其
議
員
生
活
費
基
本
上
已
比
其
他
議
員
優
厚
。

由

此

可

得

知

，
郏
議
會
法
第
五
條
及
第
六
條
與
基
本
法
不
相
符
合
。

3. 

邦
議
會
法
第
九
條
是
規
劃
有
關
公
務
員
擔
任
議
員
之
法
律
地
位
問
題
，
它

的

內

容

，
從

它

的

第I

項
第
一
句
可

 

看

出

，
是
發
可
能
使
公
務
機
關
之
雇
員
亦
與
公
務
M
享

有

相

同

權

利

。
本
法
條
並
無
意
義
，
因
爲
與
之
有
關
之
上
述
邦

 

議
會
法
第
五
條
與
第
六
條
已
經
爲
違
憲
。
前
面
2

b)
所
提
也
同
樣
適
用
於
對
此
條
文
的
說
明
。
根
據
邦
議
會
法
第
九
條

 

規

定

，
公
務
機
關
的
雇
員
於
擔
任
議
員
期
間
，
可
獲
得
原
公
務
機
關
之
部
份
薪
水
，
而
這
種
情
況
是
在
X
作
契
約
書
中

 

完
全
沒
有
註
明
的
：
如
果
他
們
根
據
公
務
員
法
的
原
則
有
權
獲
得
生
活
保
障
丨
公
務
員
法
當
然
是
指
年
老
退
休
或
殘
障

 

時
之
生
活
保
障
—

在
這
種
條
件
下
可
獲
百
分
之
六
十
到
百
分
之
七
十
五
之
原
薪
數
目
，
或
是
如
果
他
們
根
搛
公
務
員
法

 

不
能
獲
得
一
般
的
生
活
保
障
，
則
獏
得
離
職
時
原
薪
之
百
分
之
六
十
做
爲
生
活
費
。
結
果
原
公
務
機
關
付
費
，
並
非
基

 

於H

作

契

約

，
而
是
基
於
邦
議
會
法
第
九
條
之
時
，
則
根
據
邦
議
會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項
此
费
用
將
由
邦
預
算
支
付
給
原

 

公
務
機
關
。
在
這
方
面
實
體
法
上
有
關
議
員
部
份
生
活
費
用
之
取
得
方
式
，
違
反
法
律
上
之
平
等
權
，
也

違

反

憲

法

，
 

因
爲
並
非
每
個
人
的
計
算
方
式
均
相
同
，
而
是
莅
享
有
優
惠
待
遇
的
議
員
中
，
由
他
們
原
薪
之
等
級
來
計
算
百
分
比
，
 

或
根
據
他
們
與
原
機
關
有
無
養
老
保
險
工
作
契
約
來
決
定
議
負
期
間
之
生
活
费
用
。

4.
 

a)
根

據

法

律

架

構

，
郏
議
會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補
助
停
職
無
收
入
之
規
定
，
也
爲
補
助
議
員
一
部
份
生
活
費
用

 

之

法

律

。
立
法
機
構
的
目
的
，
明
顴
是
在
這
方
面
使
私
人
企
業
之
雇
員
及
勞
土
和
獨
立
經
營
者
均
能
比
照
公
務
機
關
之



雇

員

待

遇

，
而
公
務
機
關
雇
員
待
遇
又
與
公
務
員
本
身
相
近
。

同

樣

的

，
在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三
條
一
項
到
第
三
項
內
容
也
出
現
明
顯
、
且
無
正
當
理
由
的
差
別
待
遇
，
不
單
是
在

 

法
條
內
所
提
及
的
人
彼
此
有
差
別
待
遇
，
就
是
在
這
些
人
與
公
務
機
關E

的
雇
員
也
有
差
別
：
職
業
爲
工
人
的
議
員
一

 

且
放
棄
原
職
且
提
出
證
明
，
即
可
獲
全
額
補
償
金
；
職
業
爲
雇
員
的
議
員
，
可
獲
得
實
得
原
薪
的
一
半
做
爲
留
職
停
薪

 

補
償
金
—
同
樣
也
應
提
出
證
明
，
不
以
口
說
無
憑
方
式
—
條
件
是
原
薪
的
一
半
不
得
超
過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由
大
會
主
席
團
珩
制
定
之
最
高
限
額
；
而
不
在
公
務
機
關
也
不
在
私
人
機
構H

作
的
議
員
其
停
職
收
入
補
償
金
則
根
據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
由
議
會
主
席
画
制
定
一
概
括
性
數
字
。
前
述
的
最
高
數
字
與
槪
括
性
數
目
，
根
據
邦
議

 

會
行
政
部
門
表
示
，
目

前

數

目

爲I

、
〇
〇
0
馬

克

。
由
這
兩
個
最
高
數
額
之
限
制
做
爲
留
職
停
薪
補
償
費
，
給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號
和
第
三
號
提
及
之
對
象
，
這
樣
的
作
法
是
儘
量
在
議
員
生
活
費
部
份
作
一
種
公
平
的
處

 

置

。
但
是
仍
不
能
完
全
修
正
該
法
違
反
平
等
權
的
作
法
。

b)
薩
爾
邦
立
法
者
根
據
邦
議
會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字
母
C
之
內
容
將
主
管
級
公
務
員
的
補
償
金
當
做
是
留
職
停

 

薪

補

償

金

，
即
與
邦
議
會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關
於
退
休
金
及
類
似
報
酬
之
規
定
相
近
。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號
卻
以
雙
重
観
點
限
制
此
補
償
金
，
即

補

償

金

爲r

原
納
税
薪
金
之
百
分
之
六
十
，
但
最
髙
不
得

 

超
過
聯
邦
公
務
員
薪
俸
法
第
B
項
三
級
百
分
之
六
十
之
金
額
，
且
包
括
補
貼
津
貼
費
」

。

從
法
律
上
的
觀
點
來
看
，
受
雇
私
人
機
構
的
議
員
可
獲
得
「
原
職
薪
俸
的
一
半
」

(
§
1
3
A
b
a
l

 
N
r
toL

T
G
>

 

，
主
管
級
的
公
務
員
可
獲
得
需
納
稅
的
原
薪
的
百
分
之
六
十
，
而
且
這
筆
金
額
還
可
不
受
補
償
金
最
高
限
額
的
限
制
，



即
根
據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號
及
第
三
號
聯
邦
公
務
員
薪
俸
法
—

i

級
薪
的
百
分
之
六
十
限
制
。
這
些
情

 

彤
法
理
上
站
不
住
腳
，
也
說
不
過
去
。
有

人

辯

稱

，
這

些

議

員

由

於r

不
相
容
法
令
」
之
規
定
被
迫
放
棄
原
職
，
而
其

 

他
議
員
卻
有
機
會
繼
績
兼
差
，
應
得
較
合
理
之
補
償
，
但
薩
爾
邦
議
會
以
符
合
平
等
原
則
，
應
提
供
全
體
議
員
統
一
完

 

整

之

補

償

金

，
因
此
上
述
辯
稱
沒
有
理
由
成

立

。

適
用
於
邦
議
會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字
母
C
之

議

員

，
其
補
償
金
計
算
法
也
無
法
從
適
用
公
務
機
關
雇
員
之
計
算
法

 

來

解

釋

。
姑
且
不
論
第
九
條
第j

項
第
一
句
及
與
之
相
關
的
第
五
條
、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均
爲
違
憲
條

 

文

，
這
些
議
員
他
們
依
原
薪
領
取
的
補
償
金
也
沒
有
百
分
之
六
十
的
限
制
，
也
沒
有
受
到
至
少
以
聯
邦
公
務
員
薪
俸
法

 

薪
俸
B
項
的
第
三
級
薪
之
限
制
計
算
。

公
務
機
關
雇
員
若
未
依
公
務
員
法
訂
立
之
工
作
契
約
而
享
有
養
老
保
險
權
利
，
雖
然
在
擔
任
議
員
時
可
領
取
原
薪

 

之

百

分

之

六

十

，
但
也
沒
有
最
高
額
限
制
，
由
此
可
知
根
據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號
所
稱
對
於
補
償
金
予

 

以
特
別
絕
對
的
限
制
，
以
便
和
加
上
地
方
補
助
之
薪
俸
第
三
級
金
額
相
當
.
，這
根
本
沒
有
什
麽
道
理
可
言
。
據
邦
議
會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字
母
C
之
髙
級
公
務
員
通
常
都
有

一

份

厚

實
的
薪
水
，
憲
法
訴
願
申
請
人
本
身
即
如
此
。
儘
管
邦
議

 

會
立
法
者
設
法
阻
撓
議
員
補
償
的
這
種
發
展
，
同
時
也
制
止
議
員
在
就
任
前
由
議
會
負
擔
之
短
期
加
薪
，
然
而
上
述
法

 

律
間
的
差
異
無
法
解
決
議
員
所
受
待
遇
彼
此
不
符
合
平
等
原
則
的
問
題
。
由
於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號
確

 

屬

違

憲

，
已
不
需
要
再
針
對
議
員
之
補
償
金
是
否
根
據
此
條
文
以
其
職
位
未
給
付
一
事
，
作
成
決
定
；
或
是
針
對
立
法

 

者
何
以
未
制
定
法
條
協
助
議
員
使
其
任
期
屆
滿
後
’
仍
保
有
本
身
職
業
事
’
再
作
任
何
判
決
。



d
除

此

之

外

，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所

規

定

第一

項

第

二

號

補

償

金

之

最

高

限

額

，
和
第
一
項
第
一
.號

 

統

善

計

算

費

之

限

額

，
以

及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四

條

所

規

定

提

供

給

議

員

「
其

他

項

目

補

償

金

」
的

最

高

額

限

制

，
均
由

 

議

#
主

席

團

商

議

決

定

，
此

在

憲

法

h
頗

有

肀

議

=
這

樣

做

等

於

是

將

議

員

最

重

要

的

財

務

收

入

規

定

私
_卜

處

理

，
不

 

經

由

公

眾

控

制

知

悉

。
在

行

使

議

會

民

主

的

國

家

裡

，
議

會

在

處

理

和

議

員

身

份

地

位

有

關

的

財

務

規

定

及

其

高

額

限

 

制

方

面

，
皆

以

議

會

內

部

程

序

自

行

處

理

，
此

乃

不

可

避

免

的

事

。
但

是

正

是

在

M
種

事

件

上

，
應
以
民
主
及

法

治

原

 

則

(
S
本

法

第

二

二

條

)
處

理

，
使

民

眾

可

透

視

整

個

決

策

過

程

，
並

得

知

結

果

。
因

爲

這

是

唯

：
有

效

的

控

制

。
議

 

會
民
主
是
建
立
.在

人

民

信

任

的

葙

礎

h
;
如

果

政

治

決

策

不

容

許

人

民

知

悉

追

蹤

與

/
解

，
也

就

沒

有

獲

得

人

民

信

任

 

的

可

能

性

。

5.
根

據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
項

第

二

句

，
該

法

第

十

一

條

到

i
四

條

之

議

員

補

償

金

免

稅

。
免
税
規
定
違
反

 

憲

法

規

範

法

律

前

人

人

平

等

之

茈

本

原

則

。

M
因

此

，
邦

議

會

立

法

機

構

是

否

存

權

決

定

議

員

某

些

收

入

免

稅

，
在

此

應

不

予

討

論

。
即

使

將

此

I

規
定
視
爲

 

實

體

法

h
屬

於

議

員

法

，
單

一

的

邦

法

若

與

單

一

聯

邦

法

內

容

符

合

，
該

法

是

否

與

基

本

法

第

二

一

條

相

符

而

有

效

，
 

也

仍

是

個

問

題

，
—

這

個

問

題

在

：
九

七

四

年

一

月：
：

九

曰(
B
v
e
r
f
G
E

 3
6
,
3
4
2
〖3
5
7
,
3
6
7
〗}s

訴
願
判
決
中
也
沒
有
提

 

出

I

個

結

論

。
此

外

，
補

償

留

職

停

薪

在

該

收

入

本

身

應

繳

税

的

情

形

下

，
究

竟

如

何

能

免

稅

，
也

仍

是

I

個

問

題

。

b)
到

目

前

爲

止

，
議

員

費

用

免

納

稅

乃

基

於

傳

統

的

觀

念

，
將
議
員
補
償
金
視
爲
議

員

因

行

使

職

務

產

生

各

項

支

 

出

與

留

職

停

薪

之

補

償

金

。
自

從

議

員

之

費

用

已

逐

漸

演

進

成

爲

生

活

費

作

用

，
即

從

國

庫

支

付

，
以
保
障
議
員
在
議

:
八
三



會
擔
任
職
務
期
間
能
維
持
其
獨
立
超
然
地
位
及
提
供
家
人
經
濟
來
源
，
應
屬
一

種

收

入

。
這
份
收
入
必
需
根
據
人
人
平

 

等
原
則
予
以
課
稅
。
某
種
收
入
强
制
享
有
免
税
特
權
，
不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的
原
則
。
此
特
權
也
不
得
從
基

 

本
法
第
四
八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句
及
第
三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引
導
得
出
。
只
有
眞
正
吝
觀
合
宜
、
因
議
員
職
而
產
生
之

 

開
銷
才
可
獲
補
償
，
得

免

稅

優

待

。
這
種
補
憤
在
計
算
實
際
金
額
時
，
可

能

採

取I

種
合
併
計
算
的
方
式
。
有
關
補
償

 

的
規
定
以
及
所
得
稅
法
不
得
忽
略
憲
法
上
的
限
制
。
因
此
重
點
並
不
在
於
某
一
種
收
入
是
否
可
根
據
所
得
稅
法
，
在
形

 

式
上
即
爲
免
稅
之
開
銷
補
償
金
；
如
果
所
得
税
法
將
議
員
大
部
份
的
收
入
均
視
爲
免
稅
的
補
償
金
，
即
逋
反
憲
法
的
原

 

則

。
6.
4

由

以

上

分

析

，
邦

議

會

法

第

五

，
六

，
九
條
及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
第
十
四
條
與
第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不
符
合
基
本
法
原
則
。
憲
法
訴
顔
當
事
人
所
攻
擊
的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號
，
必
擗
在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主
文
中
作
出
決
鼷
。
此

條

文

，
一
如
前
述
，
與
法
律
上
規
臃
之
平
等
權
不
符
。
由
於
邦
議
會
法
第
五
，
六

，
九

 

條
及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號
到
第
三
號
，
第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也
與
基
本
法
不
符
，
根
據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七
八
條
第
二
句
針
對
法
律
違
憲
之
憲
法
訴
願
程
序
，
應
對
此
條
文
在
判
決
本
文
中
作
出
決
定
。

(
另

一

方

面

，
聯
邦
崽

 

法
法
院
法
第
九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並
未
要
求
在
判
決
主
文
中
應
指
出
基
本
法
那
些
條
文
與
訴
願
提
出
之
法
條
相
抵
觸

 

;
通
常
在
決
定
中
只
爵
指
出
判
決
理
由
即
足
。>

 在
有
關
邦
鼸
會
法
受
到
攻
擊
的
條
文
及
其
他
相
關
條
文
所
作
出
之
決

 

定

中

，
憲
法
法
院
在
判
決
主
文
中
僅
指
出
這
些
條
文
確
實
違
反
憲
法
精
神
。
法
院
在
此
無
法
宣
佈
這
些
條
文
無
效
，
否

 

則

的

話

，
也
等
於
將
這
批
基
於
邦
議
會
法
的
效
力
而
選
入
議
會
的
議
員
之
法
律
基
礎
部
份
抽
空
。
而
這
些
議
員
世
必
需



在
寅
體
法
重
新
規
劃
前
’
依
賴
目
前
法
律
所
安
排
之
收
入
來
保
障
他
們
的
超
然
立
場
。
但
是
邦
議
會
有
義
務
即
刻
修
改

 

條

文

，
以
便
在
下
一
任
議
員
上
任
時
生
效
適
用
，
不
應
使
目
前
已
違
憲
的
條
文
繼
績
延
用
到
下
一
屆
議
員
身
上
。
憲
法

 

法
院
道
項
決
定
對
其
他
議
會
將
有
何
影
響
，
將
由
其
他
議
會
自
行
作
決
定
。

o

在
修
訂
新
條
文
時
，
應
注
意
可
能
會
發
生
一
個
人
領
兩
份
國
庫
薪
水
的
事
件
：

一

份
是
議
員
補
償
金
，
另
一
 

份
是
大
學
敎
授
薪
水
、
副
部
長
或
部
長
的
薪
水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國
家
對
議
員
生
活
费
的
照
顧
責
任
並
不
應
包
括
以

 

雙
份
薪
水
爲
之
提
供
合
宜
生
活
費
。
無

論

如

何

，
對
這
些

情

況

，
沒
有
理
由
不
以
公
務
員
適
用
之
原
則
來
處
理
，
並
使

 

議
員
獲
得
另
一
種
特
權
。

(
參

閱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三
二
卷
一
五
七
(
一
六
六
)
頁

)

。
否
則
將
違
反
基
本
法

 

的
平
等
原
則
。

d
此

外

，
在
修
改
條
文
時
，
也

要

考

慮

到

，
是
否
需
根
據
憲
法
情
況
也
修
改
或
增
加
一
些
關
於
過
渡
時
期
的
補

 

助
费
用
及
養
老
金
條
例
(
例
如
國
庫
支
付
兩
份
養
老
金
的
情
況
)

，
或
是
考
慮
制
定
有
關
過
渡
時
期
的
條
文
(
例
如
退

 

出
議
會
的
議
員
其
原
本
法
律
地
位
與
新
的
法
律
地
位
互
相
均
衡
)
或
便
於
退
出
議
會
議
員
之
法
律
地
位
而
對
其
採
取
某

 

些
保
留
權
利
的
方
式
。

V

、

薩
爾
邦
根
搛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三
四
條
第
四
項
，

(
確
有
違
憲
行
爲
)

，
應
補
償
訴
願
案
當
事
人
必
要
之
金
額



:
八
六

這

項

決

定

結

果

乃

以

六

票

贊

同

，

一
票
反
對

獲

通

過

。

(反
對
)

w
.
s
e
u
f
f
e
r
t

 

D
r
j
l
u
p
p

 

D
r
.
G
e
i
g
e
r

 

D
r
j
i
i
n
c
k

 

耷a
n
d

D
r
.
R
o
t
t
m
a
n
n

H
i
r
s
c
h

以

下

爲

憲

法

法

院

法

官

，
副

主

席S
e
u
f
f
e
r

碧

於

第

二

委

員

會

一

九

七

五

年

十

一

月

五

日

判

決

所

提

之

不

同

意

書

 

?
2
 B

V
R

 19
3
/
7
4
-

 

A

、

1.
本

判

決

主

文

內

並

沒

有

指

出

究

竟

是

甚

本

法

那

一

條

或

那

呰

條

文

受

到

侵

犯

，
發

生

牴

觸

.
，
根
據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九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
應

在

判

決

書

中

指

明

此

點

。
由

於

到

目

前

爲

止

憲

法

法

院

幾

乎

都

能

做

到

這

一

點

，
 

因

此

我

認

爲

，
這

次

也

應

在

判

決

主

文

中

指

明

。

(
參

見L
e
b
h
o
l
z
-
R
u
p
p
r
e
c
h
t

 A
n
m
.3

 zu

 §
9
5

 B
V
e
r
f
G
G

 ;

 

G
e
i
g
e
r

 A
n
m
.3

 zu

 §

 

9
5

 B
V
e
r
f
G
G

 ;

 wo
h
l

 an
d

 bei
 Le

c
h
n
e
r
,

 A
n
m

 a

 s

 §

 95

 Ab
s
H
B
v
c
r
f
G
G

 

8
0

 vo
r
a
u
s
g
e
s
e
t
z
t
。

如

果

能

明

確

吿

知

違

憲

者

—

在
此
爲
立

法

機

構

—

其

違

憲

條

文

原

因

，
他
們
在
修
改
法
條
時
便



可
有
所
依
據
；
如
果
憲
法
法
院
在
判
決
內
也
指
出
某
種
憲
法
情
況
將
會
帶
來
何
種
影
響
，
將
便
於
日
後
制
憲
者
修
竈
方

 

向

，
將
其
認
爲
無
法
執
行
的
條
文
加
以
修
改
。
同
時
明
確
指
明
何
者
爲
牴
觸
條
文
將
成
爲
判
決
的
重
點
，
根
據
聯
邦
患

 

法
法
院
法
第
三
一
條
第
二
項
即
負
有
法
律
效
力
，
可
在
法
律
公
吿
上
公
諸
大
眾
；
尤
其
是
將
此
點
納
入
判
決
主
文
中
，
 

使
違
憲
決
定
明
確
取
得
法
律
效
力
。
根
據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三
一
條
第
一
項
，
便
可
用
來
詮
釋
相
關
之
基
本
法
。
若

 

僅
將
速
憲
決
定
列
人
判
決
主
文
內
，
日
後
引
用
時
必
需
重
新
依
個
別
案
例
來
審
査
判
決
的
原
則
。
若
在
判
決
主
文
中
指

 

出
牴
觸
基
本
法
的
條
文
，
則
法
院
案
例
具
體
明
確
，
人
們
亦
較
能
接
受
，
這
些
優
點
不
言
而
喩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九
五
條
第
一
項
第一

句
是
一
項
强
制
性
條
文
。
但
在
某
些
案
件
中
，
可
能
並
不
適
宜
或
並
不

 

需
要
列
出
受
侵
犯
的
基
本
法
法
條
。

(
反
正
並
沒
有
硬
性
規
定
判
決
主
文
中
採
取
的
違
憲
認
定
必
需
在
說
明
文
中
一
再

 

重
覆
說
明
才
可
令
人
接
受
。
)
總

之

*
本
判
決
並
無
前
述
理
由
，
也
沒
有
提
出
合
理
理
由
。
也
就
是
說
沒
有
理
由
將
憲

 

法

法

院一

向
採
納
的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九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的
詮
釋
在
此
放
棄
不
提
。
如
杲
痛
法
法
院
並
無
重
大

 

理

由

，
逕
自
以
判
決
理
由
方
式
解
說
基
本
法
受
到
侵
害
，
而
不
在
主
文
內
指
出
受
侵
犯
的
條
文
，
如
此
將
破
壞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九
五
條
第j

句

的

意

義=

此
法
並
非
規
範
性
條
文
，
只
是
如
前
所
述
，
有
良
好
客
観
存
在
理
由
。
尤
其
是
法
律
與
處
分
所
抵
觸
的
是
一
般
憲

 

法
原
則
I
如
本
案
多
處
所
顯
示
的
I
則
更
顯
示
出
重
要
性
。
發
生
抵
觸
時
必
需
特
別
指
出
其
法
律
原
則
是
取
自
基
本
法

 

那
些
條
文
而
來
.
，如
果
是
引
自
不
同
的
法
條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則
更
是
依
惯
例
十
分
謹
愼
，
詳

細

分

別

指

明

(
有
遠
第

 

…
條
與
第
…
條

；
遠
反
第
…
條
及
相
關
之
第
…
條

)

。
立
法
者
在
基
本
法
內
的
活
動
空
間
，
尤
其
是
面
S

本

權

利

，

-
八
七



一
八
八

一
如
過
去
法
院
判
決
方
向
(
不
需
要
個
別
指
明
)

，
主
要
是
由
於
法
律
係
根
據
基
本
法
個
別
條
文
的
範
菌
及
觀
點
制
定

 

出

來

的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必
需
詳
加
描
述
立
法
者
此
一
活
動
空
間
，
並
予
以
尊
重
；
方
式
便
是
明
確
的
透
過
判
決
主
文

 

，
對
基
本
法
條
文
明
確
解
釋
，
使
立
法
者
了
解
自
己
立
法
的
空
間
。
如
果
放
棄
判
決
主
文
的
作
用
，
便
有
法
院
判
決
與

 

成
文
憲
法
造
成
過
份
脫
節
的
危
險
。
另
一
個
不
容
忽
視
的
危
險
—

也
許
本
判
決
理
由
對
此
點
危
險
並
未
察
覺
—
即
具
有

 

決
定
性
影
響
基
本
法
與
普
通
一
般
法
律
間
相
互
關
係
，
此
點
當
事
人
及
立
法
者
，
應
了
解
卻
不
了
解
。

我
個
人
對
本
案
的
法
律
條
文
爭
議
上
，
認

爲

這

些

條

文

的

確

有

理

由

被

宣

佈

與

基

本

法

不

符

，
且
可
確
認
有
違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

2.
本
判
決
在
其
判
決
理
由
書
中
指
出
，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與
第
十
四
條
不
相
容
，
但
是
並
未
把
此
一
見

 

解
列
入
判
決
主
文
內
，
因

爲

根

據
法
院
見
解
(
我
也
支
持
此
見
解
)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七
八
條
第
二
句
不
准
許
判

 

決
文
列
入
此
見
解
。
根
據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三
一
條
第
二
項
第
三
句
，
如
果
法
院
宣
佈
某
條
法
律
觸
犯
基
本
法
，
應

 

將
該
判
決
主
文
公
佈
在
聯
邦
法
律
公
吿
上
。
由

此

推

出

，
如
果
法
院
宣
佈
某
法
律
與
基
本
法
相
抵
觸
，
但
是
又
不
將
此

 

點
列
入
判
決
書
主
文
內
，
則
其
見
解
仍
沒
有
法
律
效
力
。
因

此

，
針
對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十
四
條
在
判

 

決
理
由
內
的
敘
述
，
固
然
有
因
法
院
考
量
及
解
釋
的
重
要
性
，
但
是
卻
無
法
律
拘
束
力
。

根
據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七
八
條
第
二
句
，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也
無
法
列
入
判
決
書
主
文
視
爲

 

抵

觸

基

本

法

。
邦
議
會
立
法
者
無
法
制
定
有
關
議
員
收
入
課
稅
之
規
定
；
如
果
針
對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
指
其
違
反
基
本
法
，
其
抵
觸
之
基
本
法
並
非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
而
是
出
於
其
他
原
因
(
基
本
法
第
七
二
條
)

。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本
身
並
不
屬
於
一
九
七
五
年
一
月
二
一
曰
在
部
份
判
決
中
所
指
定
予
以
保
留

 

的

規
定
之
一
，
另

外

，
也
不
需
爲
處
理
賺
法
訴
願
案
的
條
文
而
對
此
條
文
做
出
任
何
判
決
。

是
否
可
在
處
理
程
序
中
對
本
案
有
爭
議
的
條
文
及
對
判
決
所
提
理
由
提
出
立
場
，
將
在
下
面
說
明
。

B

 
'

判

決

認

爲

(
判
決
理
由
中
C

II
2
 )

，
議
員
在
法
律
上
並
不
需
提
供
義
務H

作

，
議
員
的
職
位
並
不
需
要
完
成
職

 

務

上

的

责

任

，
因
此
議
員
補
償
金
並
非
議
員
基
於
「
勞
資
法
」
而
獲
得
的
報
酬
。

(
我
們
也
可
以
假
定
，一

份
基
於H

 

作
報
酬
而
定
的
工
作
合
約
或
其
他
類
似
的
法
律
關
係
合
約
不
被
接
受
。
)
這
個
基
本
了
解
事
實
上
需
一
再
淸
楚
說
明
。
 

基
本
法
不
但
不
容
許
這
樣
的
事
發
生
，

(
基
本
法
第
三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的
「
自
由
委
任
」

：
對
各
邦
議
會
代
表
的

 

自
由
委
任
權
乃
明
定
在
基
本
法
第
二
八
條
第
一
項
，
此
法
不
得
遭
受
侵
犯
)

，
基
本
法
也
禁
止
任
何
人
與
議
會
簽
訂
任

 

何
形
式
的
契
約
，
要
求
其
赝
行
某
種H
作

。
鼴
員
的
工
作
所
需
要
之W

立

、
道
徳
及
政
治
上
的
要
求
也
不
受
到
影
響
；
 

在
基
本
法
第
三
八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强
調
議
M
的
先
決
條
件
便
是
良
知
，
且
議
貝
毎
次
是
否
能
連
選
連
任
，
完
全
應
由

 

所
屬
黨
派
及
選
民
重
新
決
定
。

但
是
判
決
理
由
中
又
禁
止
將
議
員
之
補
償
金
從
法
律
觀
點
看
做
是
工
作
報
酬
或
薪
水
，
不
認

爲
補
償
金
「
具
有
酬

 

勞
或
薪
俸
性
質J

 
，
並

非

「
爲
議
會
服
務
獲
得
之
報
酬
」

，
也

不

是

「
在
議
會H

作
後
的
收
入
」

，
以
上
都
是
判
決
理

 

由
內
C
I
中
所
提
。
令
人
不

解

的

是

，
判
決
理
由
怎
能
認
爲
議
員
補
償
金
完
全

沒

有

「
勞
資
法
」
的
性
質
(

C
1
2
)
 

，
而
另
一
方
面
又
將
其
劃
分
爲
(
C
I
)
公
務
員
薪
水
之
薪
俸
加
以
評
估
，
另
外
也
令
人
不
解
的
是
，
爲
什
麽
判
決
理

一
八
九



一
九o

由
在
議
貝
補
償
金
上
認
爲
其
爲
薪
俸
，
或

類

薪

俸

，
雖
然
這
筆
補
僂
金
並
沒
有
寅
質
上
的
法
律
效
力
，
而
根
據
基
本
法

 

，
這

筆
r

保
障
議
員
超
然
立
場
之
合
宜
」
補
償
金
也
必
酹
是
包
括
收
入
性
質
。
如
此
便
傾
向
將
議
員
一
職
視
爲
特
殊
公

 

務

負

生

涯

，
而
納
入
公
務
機
關
體
系
，
企
圖
以
公
務
員
法
來
處
理
。
道
樣
根
本
違
反
議
員
職
特
殊
的
法
律
基
礎
及
條
件

 

。
自
由
委
任
的
主
體
—
與
其
他
支
領
工
作
薪
俸
、
薪
金
或
報
酬
者
不
可
相
提
並
論
—
其

X
作
不
可
計
算
爲
做
了
多
少
小

 

時

公

務

，
處
理
多
少
卷
宗
、
事
務
或
是
做
了
那
些
類
似
的H

作

。

(
這
些
在
判
決
理
由
耆
中
多
少
隱
而
未
言
。
)
同
樣

 

的
議
員
補
償
金
計
算
方
式
也
無
法
根
據
公
務
工
作
來
計
算
。
日
後
議
員
補
僕
金
也
不
應
根
搛
工
作
的
份
量
與
品
質
計
算

 

(
聯
邦
唐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四
卷
第
一
四
四
(
一
五
o

)
頁

)
o

自
由
委
任
的
意
義
在
於
接
受
委
任
的
議
員
行
使
國
民
主

 

權

(
基
本
法
第
二
〇
條
第
二
項
)

，
他
不
受
任
何
阻
撓
或
指
示
，
對
自
己
負
责
，
根
據
他
的
良
知
—
首
要
指
政
治
良
知

 

—

有

自

由

權

利

，
去
做
所
有
他
認
爲
應
當
做
的
事
務
。
保
障
這
些
自
由
權
，
也
就
是
保
障
他
行
使
議
員
工
作
時
，
能
廣

 

泛

的

盡

一

己

之

力

，
這
也
就
是
提
供
議
M

「
保
障
其
獨
立
超
然
、
合
宜
」
之
補
償
金
的
意
義
。
而
議
員
的
決
定
自
由
權

 

在
行
使
職
楢
時
不
得
因
補
償
金
的
限
制
有
所
影
響
，
議
員
的
決
定
边
不
得
與
補
償
金
有
關
係
。

(
如
果
議
員
之
曰
費
及

 

開
會
費
不
是
統
籌
；̂

,
而
是
寅
報
實
銷
，
則
難
免
會
受
影
響
。
)

C

 '

以

上

所

述

各

項

矛

盾

，
造

成

判

決

中

有

許

多

錯

誤

判

決

。

1.
判

決

理

由

認爲

，
_
「
生

活费

用

J

及

「
完

整

之

生

活

费

用

」
兩

種

觀

念

可

用

在

議

貝

補

償

金

的

意

義

上

，
因
此

 

認

爲

基

本

法

第

四

八

條

第

三

項

第

一

句

准

許

國

庫

支

§

所

有

議

員

完

整

的

生

活

费

用

(
判

決

理

由

之
C

II

)

，
也
同



;«
薩
爾
邦
可
自
政
府
國
庳
中
支
付
邦
議
員
完
整
的
生
活
費
用
。

(
理
由
書
中
C

I

2
)

此
一
見
解
很
難
令
人
接
受

a

 

4
生
活
費
用
的
定
義
一
詞
I

:

止
確
的
說
法
是

r

合
宜
的
免
活
費
用
」

，
因
爲
不
這
麼
補
充
，
這
個
詞
便
沒
有
足
夠

 

意
義
—
這
個
詞
本
身
是
屬
於
公
務
員
法
及
公
務
權
利
(
特
別
足
公
家
機
關
)
，
公
務
權
利
來
自
公
務
員
法
。
如
果
不
將

 

H

作
本
身
加
以
評
估
劃
分
等
級
，
無
法
使
用
生
活
费
用
的
定
義
，
囚
生
活
費
乃
范
於

H

作

。
當
然
每
一
個
公
務
員
拿
的

 

生
活
費
都
不
同
，
因
爲
生
活
費
乃
根
據
公
務
員
的
義
務
、
績
效
及
貴
任
而
劃
分
。
生
活
费
用
相
對
的
便
是
提
供
佘
力
_:.[
 

作
的

義

務

(
參
考
比
較
：
判
決
理
由
之
C

I

V

2

 a
 )
；
此
點
並
不
適
用
於
議
員
。
原
則
上
議
員
有
權
從
事
兼
職
工
作

 

。
判
決
認
爲
薩
爾
邦
議
會
議
員
獲
得
的
是
完
整
的
生
活
費
用
，
如
果
判
決
是
根
據
上
述
原
則
做
成
的
話
，
那
麼
判
決
本

 

身
便
包
含
了
評
估
議
員

H

作
及
評
佔
議
員
费
用
，
且
以
公
務
員

H

作

或

其

他
:]'.
作

，
以

及

公

務

員

薪

俸

及

其

他

形

式

薪

 

俸
做
爲
比
較
標
準
。
但
是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並
沒
有
機
會
做
如
此
判
決
，
此
也
並
非
其
權
限
範
圍
。
此

外

，
判
決
內
也
沒

 

有
指
出
領
薪
的
相
對
義
務
—
即
要
求
議
員
负
天

H

作
的
法
律
權
利
。
如
果
把
完
整
的
生
活
费
用
單
是
視
爲
「
足
夠
的
生

 

存
基
礎
」

(
參
見
判
決
理
由
之
C

II

1
)
，
也
會
發
生
同
樣
的
結
果
。
如

果

「
足
夠
」
乃
意
味
不
得
超
過
某
一
上
限
，
 

如
此
便
無
法
達
到
適
合
議
員
生
活
之
費
用
標
準
，
也
沒
有
什
麼
意
義
。
如
果
其
意
是
指

r

鐙
於
議
員
工
作
績
效
提
供
之

 

足
夠
費
用
」

，
這
樣
一
來
又
是
對
議
員
丁
作
的
一
種
評
估
行
爲
。

此

外

，
薩
爾
邦
議
會
無
論
是
在
意
見
上
或
實
際
上
，
都
承
擔
提
供
薩
爾
邦
議
員
「
完
整
的
生
活
費
用
」
；
在
此
也

 

沒
有
詳
加
硏
究
在
判
決
理
由
C

I

2
所
提
之
項
目
個
別
職
位
究
竟
妥
不
妥
當
。

W

判
決
內
還
有
一
件
更
令
人
擔
憂
的
事
件
(
判
決
理
由

c

n

l)
，
就
是
說
，

M

本
法
保
障
每
一
名
議

M

都
能
從

一
九
：



國

庫

獲

得

完

整

的

生

活

費

用

，
目

的

是

，
即

使

是

沒

有

收

入

或

是

收

入

停

止

的

議

員

也

能

因

其

議

員

之

職

而

能

獲

得

符

 

合

其

職

的

生

活

费

用

。
如

此

一

來

便

產

生

了

職

業

政

客

，
至

少

是

議

員

的

職

業

隨

之

產

生

，
他

沒
有
義
務
必
需
完
成
某

 

些

工

作

，
似

是

他

必

需

付

出

全

部

的

精

力

；
他

從

基

本

法

規

定

中

獲

得

自

由

權

，
可

自

行

決

定

要

做

什

麼

來

完

成

議

員

 

任

務

，
他

也

可

以

做

所

有

可

能

的

兼

職

工

作

。
在

政

治

上

有

反

對

意

見

，
理

由

可

說

不

1:3而

喩

：
在

議

員

選

舉

時

，
匕

 

不
是
要
找
一
.
位

人

民

喉

舌

的

代

言

人

，
而

是

公

開

招

募

某

一

職

位

人

選

。
此

外

，
某

些

邦

(
像

薩

爾

邦

)
認
爲
應
將
議

 

會

議

員

的

職

務

安

排

得

使

他

們

無

法

去

從

事

規

模

較

大

的

兼

差H

作

。

在

這

方

面

的

問

題

，
某

些

人

民

代

表

團

體

(
如

巴

伐

利

亞

邦

議

會

)
特

別

要

求

其

人

民

代

表

需

來

自

某

呰

自

由

業

 

，
以

具

備

人

民

之

代

表

性

，
這

類

團

體

在

判

決

理

由

中

也

並

未

提

及

。

r

合

宜

地

保

障

議

員

超

然

獨

立

立

場

」
在

現

代

是

指

平

等

選

舉

權

、
平

等

權

進

入

議

會

，
這

JH
是
意
味
議
會
中
會

 

有

「
職

業

政

客

」
且

不

容

受

到

歧

視

。
這

也

是

基

本

法

反

對

議

會

皆

由

士

紳

名

望

組

成

的

一

種

立

場

(
在
德
意
忐
帝
國

 

憲

法

一

八

七

一

，—
 一

九

〇

六

年

問

則

明

文

規

定

不

得

發

給

議

員

補

償

金

，
以

防

止

職

業

政

客

的

出

現

，
同
時
這
也
是
反

 

制

普

通

選

舉

的

一

種

利

器—
H
a
t
s
c
h
e
k
，
p
a
r
l
a
m
e
n
t
s
r
e
c
h
t

 1
9
1
5
,
s
.
6
1
1
)

。
這

項

保

障

，
並
無
意
使
得
無
業
之

 

士

 
(
靠

他

人

收

入

或

失

業

金

渡

日

)
由

於

此

一

職

位

即

可

獲

得

金

額

生

活

费

用

。
這

項

保

障

也

無

窩

促

使

議

員

成

爲

基

 

本

法

下

的

一

種

機

構

，
而

且

其

條

件

又

不

宜

視

針

對

一

種

職

業

。
除

此

之

外

，
判

決

理

由

所

稱r
:

份
足
夠
的
生
存
基

 

礎

，
且

符

合

該

職

的

重

要

性

，
也

考

慮

到

該

職

所

負

有

的

責

任

及

重

擔

，
以

及

符

合

該

職

等

級

的

需

要

」

(
判
決
理
由

 

c

n

l)
這

樣

的

內

容

不

應

抽

象

的

規

定

，
應

該

具

體

的

提

出

判

決

，
先

由

立

法

者

處

理

，
並

明

列

出

重

要

的

內

容

，



而

且

負

起

政

治

貴

任

。
要

談

到

保

障

議

員

立

場

獨

立

，
議

員

由

於

擔

任

此

職

而

造

成

必

需

減

少

其

他

工

作

，
此
時
則
以

 

補

償

金

補

償

其

收

入

；
議

員

本

身

並

無

權

要

求

獲

得

完

整

的

生

活

費

用

。

2.
本

案

判

決

內

(
判

決

理

由

C
n
3
 a
)
認

爲

莱

些

議

員

在

議

會

擔

任

特

殊

職

位

或

有

特

別

功

能

，
所
獲
得
之
報

 

酬

一

律

有

異

於

！

般

議

員

補

償

金

，
是

一

種

「
議

員

等

級

費

用

」
且
認
爲
這
種
酬
金
是
基

本

法

規

定

每

名

議

員

費

用

均

 

相

同

的

一

項

例

外

，
需

有

重

大

理

由

。
而

此

特

殊

酬

勞

僅

適

用

於

議

會

議

長

及

副

議

長

。

但

是

前

述

的

酬

勞

並

非

基

於

議

員

之

職

，
而

是

基

於

議

會

本

身

選

舉

及

指

派

行

爲

之

某

礎

。
擔
任
議
會
特
別
職
務

 

或

H

作

的

議

員

，
已

不

能

像

擔

任

議

員

般

的

自

由

行

使

職

權

。
他

們

在

議

會

有

義

務

參

加

開

會

，
處

理

B
常

事

務

；
議

 

會

也

可

以

委

任

特

殊

任

務

給

他

們

，
他

們

必

需

執

行

，
而

且

要

負

相

對

的

責

任

。
這

些

義

務

本
身
都
有
法
律
上
的
意
義

 

。
他

們

之

獲

得

報

酬

，
乃
與
基
本
法
第
一：：

條

第

一

項

所

定

之

議

員

補

惯

金

不

能

相

提

並

論

。
其
報
酬
可
能
是
爲
其
工
作

 

或

物

質

支

出

，
也

可

以

僅

因

其

擔

任

某

議

會

組

織

之

職

。
其

法

源

無

論

萣

某

礎

或

萣

法

理

都

是

根

據

其

他

法

條

。
因
此

 

這

些

特

殊

的

報

酬

，
並

非

因

議

員

行

使

自

由

委

任

職

而

起

，
而

是

議

會

內

部

的

額

外

任

命

，
並

不

應

列

入

「
議
員
補
償

 

金

」

一

律
平
等
這
種
見
解
裡
處
理
。
這

筆

酬

勞

不

應

與

越

本

法

規

定

的

議

員

補

償

金

：
視
同

r-
D
判

決

理

由

C

ITI
3
 a
 

，
及

C
I
1
與

2
中

都

這

麼

做

。
基

本

法

事

實

上

並

沒

有

指

出

議

會

應

如

何

補

償

由

議

會

自

行

選

出

的

擔

任

各

職

的

代

 

表

=
同
樣
的
，
議
會
若
委
託
議
員
擔
任
特
殊
任
務
出
差
或
是
請
議
員
代
表
議
會
前
往
其
他
團
體
等
，
都
應
T
以
補
償
。

如
果
像
在
判
決
理
由
中
一
樣
疏
忽
了
此
處
所
描
述
的
差
別
，
那
麼
議
會
選
出
的
部
長
等
也
應
比
照
一
般
議
員
支
付

_
.
九

三



一
九
四

費

用

。
此

點

顯

然

並

不

可

行

；
在

這

些

職

位

的

工

作

，
其

责

任

及

報

酬

均

與

一

般

議

員

本

身

受

到

人

民

委

任

之

職

不

同

o

3.
判

決

理

由

中

認

爲

(
C

I

V

6
b

)

，

一

名

議

員

若

擔

任

可

停

職

留

薪

之

公

職

(
部

長

、
大

學

敎

師

及

包

括

邦

 

議

會

之

聯

邦

公

務

員

)

，
如

此

議

員

便

領

有

兩

份

具

生

活

費

性

質

的

收

入

，
判

決

理

由

也

認

爲

，
如

果
對
該
議
員
探
用

 

的

原

則

與

r

目

前

公

務

員

法

所

規

定

之

原

則

不

符

」

’
即
爲
一
種
不
符
合
平
等
原
則

的

公

務

機

醑

當

然

不

可

能

有

義

務

 

對

同

一

人

提

供

兩

份

合

宜

的

生

活

費

用

。
如

果

「
<
口
宜
的
生
活
费
用
」
是

完

整

的

薪

金

，
那

麽

議

負

並

沒

有

權

利

要

求

 

此

一

生

活

費

(
與

判

決

理

由

所

述

不

同

)
公

務

員

轉

任

議

員

在

原

任

機

關

停

職

者

也

同

樣

沒

有

權

利

獲

此

生

活

费

(
參

 

見

判

決

理

由
C

I

V

2
 CS

)
。
如
果
把
議
貝
補
償
金
與
其
他

公

務

機

關

發

放

之

薪

水

兩

者

各

適

用

之

公

務

員

法

規

則

相

 

互

計

算

，
根

本

就

是

把

不

可

比

較

之

事

物

混

合

並

論

。
基
本
法
第
一
二
條
第
一
項
適
用
於
讖
員
的
部
份
乃
指
出
，
所

有

鼷

 

員

補

償

金

金

額

的

相

同

，
並

不

依

據

過

去

或

目

前

的

收

入

來

計

算

。
重

點

在

於

，
公
務
機
關
的
薪
水
是
否
於
當
事
人
擔

 

任

誰

員

後

仍

發

放

，
而

可

視

爲

議

員

部

份

補

償

金

(
判

決

理

由
C

I

V

2
 a

及
b

,

3

,

以

及C

I

2
 )
或
是
當
事
人

 

擔

任

議

員

後

不

影

響

舆

原

任

相

關

的

關

係

(
例

如

巳

友

付

之

退

体

金

，
可

相

容

之

職

位

或

H

作

)

。
這
類
公
務
機
關
之

 

各

種

薪

金

也

需

加

以

分

別

：
否

則

議

員

補

償

金

法

令

便

無

法

分

辨

額

外

收

入

是

來

自

公

家

或

其

他

機

構

。
按
照
基
本
法

 

第

3
條

第

1
項

規

範

，
基

本

法

所

要

求

的

議

貝

補

償

金

一

律

平

等

，
若

想

達

到

，
il
M

i

金

制

定

方

式

，
絕
不
可
受

 

制

於

其

他

收

入

，
即

不

得

與

其

他

收

入

共

同

計

算

，
尤

其

不

得

將

公

務

員

，
薪

水

與

其

他

類

薪

水

混

爲

一

談

。
也
就
是

 

說

議

員

補

償

金

不

得

引

用

公

務

員

法

條

例

處

置

。



關
於
公
務
員
在
其
僱
用
關
係
內
負
有
工
作
義
務
者
，
於

進

入

議

會

，
依

議

會

處

理

慣

例

，
爲
保
持
其
獨
立
立
場
及

 

使
其
能
優
先
處
理
議
員
職
務
，
得
獲
請
假
或
停
職
*
包
括
再
調
整
薪
水
適
用
新
職
，
諸
如
此
類
所
適
用
的
公
務
員
法
條

 

例

，
並
非
本
判
決
的
處
理
對
象
。
其
決
定
應
取
決
於
分
別
適
用
各
狀
況
之H

作

法

=
(
如

此

，
有
閬
傅
統
的
公
務
貝
法

 

便
與
判
決
理
由
之
C
I

V
2
 a
內
容
相
違
)
到
目
前
爲
止
在
公
務
機
關
工
作
的
公
務
員
*
若
擔
任
議
員
而
並
非
一
f

 

後
領
退
体
金
，
則
絕
大
部
份
請
假
領
全
薪
，
而
私
人
機
關
(
參
見

M
a
u
n
z

 in

 M
a
u
n
z

 D
u
r
i
g
-H
e
r
z
o
g
，

 

R
a
n
d
z
i
f
f
e
r

 1
0

 zu
 brti

 4
8

 G
G
)

如

果

繼

績

下

去

，
想
要
公
務
員
轉
任
議
員
卻
又
不
享
特
權
，
是

很

難

的

。
判

 

決
理
由
之
C
I

V
2
 a
指
出
這
項
特
權
無
法
以
傅
統
的
公
務
員
原
則
解
釋
，
此
乃
合

理

看

法

。

此

外

，
連
在
公
務
員
法
內
也
沒
有
針
對
多
項
收
入
同
時
發
放
時
，
彼
此
應
如
何
合
併
計
算
，
或
停
北
某
些
收
入
，
 

或
裁
減
那
些
收
入
的
原
則
，
更
不
用
說
基
本
法
沒
有
明
定
了
。

曾
擔
任
議
員
者
領
取
退
休
金
或
其
他
費
用
，
無
論
其
根
據
何
種
法
令
，
這
筆
錢
不
得
視
爲
)
議
員
收
入
之
附
屬
收

 

入J

，
也
不
是
本
判
決
的
處
理
項
目
。

4.
判

決

理

由

之C

II
2
認

爲

，
如
果
議
員
補
償
金
不
應
以
當
公
務
員
時
薪
水
的
百
分
數
來
計
算
，
這
麼
做
乃
違
廉

 

行

爲

。這
種
計
算
方
式
在
私
法
及
公
法
上
協
議
及
規
定
上
都
可
行
(
例
如
退
休
金
及
生
活
補
給
，
也
有
其
他
情
況
)

，
爲

 

了

將

計

算

之

，
薪
金
合
法
化
—
如
根
據
判
決
理
由
C

I

所
推
論
出
的
假
設
i

但
是
這
種
計
算
方
式
在
判
決
理
由
之
C

II
 

2
開
頭
便
不
予
考
慮
。
然
而
c

IV

6
b

內
要
求
將
議
員
费
用
納
入
公
務
員
條
例
處
理
，
C

II

2.
卻

禁

止

議

員

費

用

之

計

一
九
五



一
九
六

算

根
據
公
務
員
薪
俸
，
這
兩
者
乃
相
互
矛
盾
。
事

實

上

，
公
務
員
薪
水
與
議
員
捕
償
金
兩
者
有
很
大
差
異
，
而
這
個
差

 

異
舆
議
員
费
用
如
何
訂
定
，
是

否

r

依
某
薪
俸
比
照
」
或

是

「
比
照
加
薪
法
」

，
根
本
上
均
毫
無
關
係
。
對
此
點
有
持

 

正
反
意
見
之
說
；
這
些
理
由
大
都
針
對
公
務
員
的
薪
水
是
否
應
與
其
他
機
構
的
薪
水
相
提
並
論
，
而
且
這
種
處
理
程
序

 

是
否
在
政
治
上
可
行
。
基
本
法
無
論
如
何
並
未
對
此
提
出
立
場
；
嫌
法
上
也
沒
有
附
予
議
會
自
行
決
定
的
權
利
。
立
法

 

機
構
的
決
定
彼
此
互
有
影
響
，
而
且
許
多
決
定
都
與
議
員
本
身
有
關
，
此
乃
不
可
避
免
之
事
。
但
是
這
個
處
理
程
序
如

 

果
宜
稱
其
避
免
在
公
眾
面
前
討
論
補

11
金

多

寡

，
乃
不
合
理
之
事
。

以
下
分
別
針
對
邦
議
會
法
受
到
審
査
的
規
則
，
逐
一
說
明
：

1.
 

一
九
七
五
年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在
部
份
判
決
中
已
指
出
邦
議
會
法
第
兰
條
第
一
項
與
M
合

乎

恵

法

。
無
論
是
根
據

 

本
判
決
所
指
之
基
本
法
第
一
三
七
條
第
一
項
或
是
根
據
我
所
提
特
別
意
見
而
作
成
一
九
七
五
年一

月
二
十
一
日
判
決
之

 

基

礎

，
這
些
法
條
都
是
可
行
的
。

2.
 

邦
議
會
法
第
五
條
被
宣
佈
爲
遑
憲
，
對
此
我
不
表
贊
同
。
如
果
公
務
員
或
法
官
退
休
時
也
對
他
們
財
務
上
的
權

 

利
已
制
定
完
成
才
沒
有
問
題
。
但
是
這
卻
不
適
用
邦
議
會
法
第
五
條
第
二
句
，
而
且
對
其
他
情
況
有
關
財
務
上
的
規
定

 

已
明
確
得
知
(

6

 A
b
s
.

 2

 Sa
t
z

 1

 I
T
G
)

有

退

体

金

，
邦
議
會
法
第
六
條
才
會
制
定
財
務
上
的
規
定
。

(
此
S

 

金
並
非
原
有
的
退
休
金
，
而
是I

S
6

 Ab
s
.9,2

 Sa
t
z

 T

大
幅
改
善
的
報
酬
)
。
如
果
邦
議
會
法
第
五
條
只
是
指
出

 

邦
議
舍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所
指
的
當
事
人
不
霈
完
成
他
的H

作

，
郵

麼

-
這
只
是
將
邦
議
會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符
合
憲

 

法
的
判
決
加
以
實
現
。
該
規
定
因
而
屬
於
邦
議
會
法
第
七
條
與
第
八
條
的
純
粹H

作
法
規
的
範
圍
，
這
些
工
作
法
規
在



一
九
七
五
年
一
月
：
十

：
口
部
份
判
決
中
，
指
爲
有
符
審
查
而
予
以
保
留
，
倂
是
現
在
在
沒
有
特
別
宣
判
下
已
經
不
再

 

受

質

疑

。

3.

邦

議

會

法

第

六

條

、
第

九

條

及

第

十

三

條

第I

乃

違

憲

法

條

；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
項

。

上
述

法

條

應

從

S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四

八

條

第

二

項

(
判

決

理

由

之
c

m
)
加

以

審

查

。

基

本

法

第

四

八

條

第

三

项

雖

然

沒

有

耍

求

要

提

供

遘

員

「
完

整

之

生

活

费

用

)

，
俏
是
現
代
議
員
在
執
行
職
務
時

 

所

面

對

的

負

擔

通

常

需

要

：
筆

「
合

宜

且

保

障

獨

立

立

場

的

補

償

金

」

，
以

做

爲

某

種

收

入

保

障

。
聯
邦
議
會
及
表
明

 

態

度

的

許

多

邦

議

會

也

都

肯

定

此

觀

點

。
因

此

從

前

使

用

的

支

出

費

用

補

償

金

用

語

也

不

再

適

用

，
這
種
字
眼
好
似
議

 

員

並

沒

有

獲

得

什

麼

委

任

職

，
1

只

是

爲

他

擔

任

此

職

時

產

生

的

：
些

花

費

或

是

最

多

也

把

停

職

當

做

「
開

支

」

，
提

 

供

一

些

補

償

。
由

於

只

足

補

償

性

赀
-

根

本

也

談

不

上

是

一

份

額

外

的

收

人

。

(
附

帶

一

提

，
停

職

停

薪

補

償

，
辦
公

 

审

特

殊

開

支

等

费

用

在

議

員

費

用

法

的

確

足

戰

後

才

出

現

的

項

目

)

。
尤
其
是
一
般

的

議

員

補

償

金

已

不

像

過

去

是

大

 

槪

開

支

的

補

償

，
而

菇

爲

保

障

議

員

獨

立

地

位

提

供

的

收

入

所

得

特

別

是

議

員

也

有

一

些

特

支

费

，
在
薩
爾
邦
議
員
也

 

:
樣

亨

有

此

報

酬

。

至

目

前

爲

止

結

論

與

判

決

理

由

之
C

I

1
相

符

=
此

處

我

們

所

提

的

並

不

是

：
件
自
基
本
法
頒
佈
以
來
才
出
現
的

 

事

件

，
這

是

議

會

民

主

制

度

在

早

期

便

有

的

狀

況

，
而

且

基

本

法

在

制

定

初

即

明

瞭

此

點

；
由
某
本
法
第
四
八
條
第
三

 

項

條

文

已

不

再

僅

稱

「
支

出

费

用

補

償

金

」

.：
點

便

可

明

瞭

。

保

障

議

員

獨

立

地

位

需

花

費

多

少

的

關

鍵

在

於

議

員
爲

其

職

位

需

花

多

少

時

間

以

及

總

而

使

他

需

減

少

多

少

其

他

一

九

七



一
九
八

兼

職

就

業

的

機

會

。
此

項

標

準

要

由

各

邦

立

法

者

自

行

評

估

。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一

項

I
在
此
主
要
指
平
等
被
選
舉
權
以

 

及

平

等

不

受

阻

撓

行

使

委

任

權

—

要

求

所

有

議

員

的

補

償

金

均

相

同

(
判

決

理

由

之

C

II
3
 a
 )

。
補
償
金
的
標
準
也

 

必

需

適

用

每

一

個

人

，
囚

此

必

需

統

籌

合

併

計

算

出

數

字

。
如
果
—

像

聯

邦

議

會

很

明

顯

的

I
議
員
的
工
作
使
議
員
花

 

去
人
>[-;
部

精

力

去

完

成

，
如

此

若

要

再

兼

差

，
勢

必

需

花

費

非

常

人

的

力

氣

，
像

這

種

情

況

，
議
員
費
用
計
算
便
應
有
足

 

夠

理

由

以

完

全

的

生

活

費

爲

其

基

礎

。

(
判

決

理

由

中

所

提

之

完

整

生

活

費

用

)

另

一

方

面

無

法

以

個

別

的

議

員

在

那

些H

作
上

受

到

收

入

影

響

以

及

是

出

於

實

際

或

是

法

定

原

因

來

做

爲

補

償

金

 

發

放

標

準

，

(
判

決

理

由

之
c

II
3

a
如

是

指

出

)

。
如
果
除
了

一

般

性

—

無

論

足

夠

與

否

—

的
基
本
歲
费
還
有
其
他

 

的

議

員

補

償

金

，
如

此

便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的

原

則

(
判

決

理

由

之

C

IV
2
 a
及

b

，
C

IV
4
 a
)
此
處
其

 

他

補

償

金

包

括

根

據

議

員

原

有

收

入

或

是

單

项

收

入

，
或

是

僅

針

對

特

定

職

業

之

議

員

設

定

之

大

槪

性

數

字

。
如
果
這

 

些

額

外

的

補

償

金

彼

此

差

別

不

多

，
更

顯

示

出

有

違

平

等

原

則

，
如

判

決

理

由

之

C

IV
2
到

4
針
對
邦
議
會
法
第
六
條

 

第
九
條
及
第
十
一

 一：條

第

一

項

所

提

內

容

。

判

決

理

由

之

C

IV
2
 a
指

出

，
公

務

員

法

無

法

適

用

議

員

補

償

金

平

等

計

算

的

方

式

.
，
尤
其
是
基
本
法
第
一
三
七

 

條

第

一

項

規

劃

對

從

事

議

員

的

公

務

員

比

其

他

職

業

想

擔

任

議

員

條

件

還

更

嚴

格

。

下

面

再

解

說

爲

何

違

憲

的

條

文

不

能

宣

佈

無

效

(
判

決

理

由

之

C

IV
6
 a
)
 c 

E

、



1.
1
九
七
五
年
一
月
二
一
曰
的
部
份
判
決
中
指
出
(
聯
邦
嫌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三
八
卷
三
二
六
(
三
三
五
)
)
，
邦

 

議
會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M
舆
W

，
第
五
條
到
第
九
條
以
及
第
十
三
條
第I

項

第

.號
與
第
三
號
及
第
十
四
條
應
予
以
審

 

査

，
因
爲
這
些
法
條
內
規
定
與
憲
法
訴
願
人
提
出
遠
反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的
案
件
乃
爲
類
似
狀
況
。
訴
願
案
內
容

 

與
邦

議
會
法
第
三
、
六

、
九
條
及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I

到
三
號
均
有
關
連
無
庸
置
疑
；
這
些
條
文
包
括
與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號
類
似
規
則
，
其
內
容
有
必
要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加
以
審
査
，
而
後
才
可
對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號
做
出
判
決
。
同

樣

拥

，
對
邦
議
會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4
及
W

，
與
其
相
關
之
第
三
條
第I 

項
d
也
是
同
樣
方
式
處
理
；
這
些
法
條
是
邦
議
會
法
第
五
條
到
第
九
條
之
基
礎
法
條
。

另

一

方

面

，
如

果

將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棄

之

不

論

-
其

第

二

項

也

隨

之

沒

有

意

義

。
在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四

條

所

規

劃

之

r

其

他

補

償

金

」

，
其
內
容
與
邦

議

會

法

第

五

條

到

第

九

條

及

第
十
三
條
所
規
劃
之
狀
況
及
其
彼
此
間

 

期

係

，
均

無

關

連

。
因

此

，
在

本

次

審

理

便

沒

有

必

要

，
也

不

可

能

就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十

四

條

提

及

 

之

程

序

，
審

查

其

是

否

根

據

法

院

對

民

主

的

了

解

，
符

合

基

本

法

精

神

。

一

如

判

決

所

說

，
就

此

點

無

法

做

出

判

決

。

但

是

，
如

果

法

院

在

判

決

時

提

出

一

些

與

判

決

本

文

無

關

又

無

益

的

因

素

及

考

嫌

，
對
判
決
將
是
一
件
十
分
危
險
的
事

°

此

外

，
法
院
也
無
法
針
對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做
出
任
何
判
決
而
收
在
判
決
理
由
內
。
判
決
理
由

 

在
審
査
邦
議
會
法
第
六
、
九
修
及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是
否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四
八
條
第
三
項
時
，
並
非

 

著
眼
在
這
些
條
文
所
規
劃
的
補
償
金
應
該
根
據
薩
爾
邦
立
法
者
之
見
解
，
認
爲
免
稅
部
份
應
納
稅
。
—
判
決
沒
這
麽
做

一
九
九



二
〇
0

是

尉

的

，
因
爲
道
些
條
文
本
身
巳
經
達
憲
，
不
必
談
免
稅
與
否
。
接
下
來
在
道
方
面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的
逋
憲
與
否
的
問
題
也
不
便
考
慮
。
法
院
判
決
後
對
議
員
費
用
的
納
稅
有
何
影
響
與
此
法
條
的
內
容
無
關
。

2.
對

此

事

我

有

如

下

見

解

：

a)
根
據
判
袂
(

C

IV
4

C
)

，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與
第
十
四
條
之
程
序
有
違
民
主
法
治
原

則

。

我

無

意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二

〇

條

(
此

與

基

本

法

第

二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有

關

)
之
民
主
原
則
或
是
根
掸
基
本
法

 

其

他

條

文

指

出

’
 一

個

議
會
議
«
費

用

規

則

應

以

何

種

執

行

條

例

讓

其

內

部

各

組

嫌

應

用

’
或
是
議
會
應
如
何
來
制
定

 

擔

任

內

部

特

別

職

務

的

報

酬

。
基

本

法

並

沒

有

要

求

議

會

內

所

有

決

定

過

程

巨

細

靡

遺

地

應

「
呈

現

在

公

眾

面

前

J

 
(
 

根

本

也

不

可

行

)
；
而

一

個

邦

鼷

會

法

在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十

四

條

規

定

的

程

序

將

造

成

結

果

r

無
法
由
大
眾
控

 

制

」

，
使

得

人

民

的

信

任

在

違

反

基

本

法

的

民

主

運

作

下

成

爲

不

可

能

，
道

種

說

法

也

不

正

確

。

只
要
有
心
想
知
道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十
四
條
內
容
的
人
，
都
可
以
很
容
易
獲
得
資
料
.
，直
接
詢
問

 

邦
議
會
是
最
簡
車
的
方
式
，
也
可
以
捆
閱
法
條
或
是
薄
會
紀
錄
’
依
本
判
決
理
由
內
的
說
法
’
頋
然
是
將
人
民
與

IK
會

 

的
關
係
看
得
十
分
籤
統
，
認
爲
議
會
不
可
信
任
，
總
是
設
法
將
討
論
結
果r

避
開
大
眾
的
控
制
」

(
從
另
一
角
度
來
看

 

道
樣
也
有
其
原
因
，
例
如
有
必
要
多
次
審
査
的
規
則
或
是
某
些
爲
個
案
而
訂
定
之
不
重
要
的
法
條
，
道
些
都
增
加
議
會

 

工

作

，
使
其
無
法
専
心
處
理
重
大
法
案
。
姑
且
不
諭
將
決
定
事
項
交
給
龐
大
的
組
織
本
身
並
非
唯
一
符
合
民
主
原
則
的

 

方

式

，
但
是
一
個
制
度
良
好
的
議
會
仍
比
任
何
其
他
種
類
的
機
構
更
能
維
持
民
主
制
度
。

有
關
於
法
治
國
家
的
原
則
’
如
果
要
以
類
似
的
觀
點
讚
美
判
決
的
過
程
’
綠
果
會
很
奇
特
。



我
無
法
認
爲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十
四
條
無
違
憲
之
情
事
。
是
否
有
其
他
法
令
可
以
設
定
議
禺
補
償

金

，
目
前
不
得
而
知
：
但
在
薩
爾
邦
並
沒
有
。

b)
有

關

納

稅

義

務

之

事

(
判
決
理
由
之
C

IV
5
 a
 

>

立
法
者
是
否
可
自
議
員
法
中
決
定
議
員
某
些
收
入
免
納
税
，
 

此
點
必
需
解
決
。
如
邦
立
法
者
若
使
議
貝
享
有
某
些
免
稅
特
權
，
根
據
判
決
理
由
之
c

IV
s

b
，
將
與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不
符
合
。
不
只
是
所
得
稅
，
免
税
規
定
違
憲
，
任
何
其
他
賦
予
此
種
特
權
的
規
定
都
是
違
憲
的
。

邦
立
法
楢
構
並
沒
有
權
限
處
理
所
得
稅
規
則
問
題
，
此
點
並
無
疑
問
，
因
爲
聯
邦
握
有
完
全
的
權
限
(A

r
t
l
g

 

A
b
s
5
,
7
2

 A
b
s
l
G
G
)

。
議
員
黄
用
的
免
稅
條

件

乃

全

國

一

致(
§
3

 Nr
l
2

 Sa
t
z

 1

 E
s
t
G
)

。
邦
立
法
機
構
如

 

果
想
在
議
員
費
用
的
納
稅
義
務
方
面
制
定
法
律
，
只
能
夠
制
定
符
合
聯
邦
法
條
之
法
律
，
且
以
實
現
聯
邦
之
條
件
爲
主

 

，
也
就
是
將
議
員
費
用
在
邦
法
內
定
爲
支
出
费
用
補
償
金
，
並
在
預
算
中
列
出
。
也
許
邦
立
法
機
構
在
邦
議
會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只
中
是
表
明
將
貪
現
聯
邦
訂
立
之
條
件
。
如
果
將
議
具
费
用
描
述
爲
「
停
職
停
薪
補
償
金
」

(
§
 

1
3

 L
T
G
)

或

是

「
其
他
補
償
金
」

(
§
1
4

 L
T
G
)
l

而
薩
爾
邦
認
爲
可
如
此
描
述
(
在
言
詞
審
理
時
其
他
邦
議
會

 

給
付
停
職
停
薪
補
償
金
之
與
薩
爾
邦
議
會
的
見
解
不
同
)
I

，
其
條
文
是
否
符
合
所
得
稅
法
第
三
條
第
十
二
第
一
句
，
 

尙
需
看
如
何
尉
該
聯
邦
條
文
解
釋
。
停

職

停

薪

補

償

金

(
根
據
所
得
稅
法
第
二
四
條
第
一
號
有
繳
稅
義
務
)
雖
與
其
他

 

免
稅
的
支
出
費
用
補
償
金
並
列
，
但
卻
例
外
不
享
受
免
稅
的
優
待
(
參
見
所
得
稅
法
第
三
條
第
+

二
號
)

另
外
可
考
慮
的
是
，
本
判
決
使
得
所
得
稅
法
第
三
條
第
十
二
號
第
一
句
不
適
用
議
員
補
償
金
上
，
在
該
所
得
税
法

 

上
的
支
出
费
用
補
償
金
是
指
如
果
開
支
沒
有
免
稅
優
待
，
就
可
以
常
成
是
廣
吿
費
用
；
如
此
實
際
上
爲
收
入
的
補
償
金

二o
一



二
〇
二

便
不
適
用
所
得
稅
法
了
。
(
參
見

p
e
t
e
r
s
.
H
e
r
m
a
I
m
,
A
n
m
l
3
a

 

S

 

S

3

 

E
s
t
G
)

。而
此
逋
用
鼸
員
補
償
金
 

。
本

判

決

蹇

嫌
8

償
金
蘯
出
雜
項
開
支
補
償
費
之
範
園-
即
爲
收
入
，
根
據
基
本
法
也
實
屬
收
入
。

像
道
類
對
議
貝
费
用
的
特
殊
稅
法
不
能
見
容
於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

判
決
理
由
之c
IV
5

b

也
如
是
見
解)
 

，
因
爲
沒
有
足
夠
理
由
證
實
該
基
本
法
條
已
狸
寅
現
。
即
使
基
本
法
稱
議
員
應
獲
得
合
宜
之
獨
立
地
位

I

，
也
不
足
 

做
爲
特
權
的
理
由
。
議
員
補
償
金
採
取费
用
一
致
的
原
則
也
不
是
問
題
，
雖
然
此
原
則
要
求
所
有
的
議
員
收
入
應
相
同

 

，
但
是
並
未
表
示
道
筆
收
入
在
稅
收
方
面
比
起
蠢
應
納
稅
的
收
入
可
享
有
特
椹
。

立
法
檐
構
願
就
公
職
之
報
酬
課税
問
題
’

重
行
規
劃
處
理’
此
乃
另
一
面
的
問
題
，
並
非
上
述
陳
述
的
著
眼
點
。



關

於

「
學
校
性

敎

育
案
」
之
判
決
 

I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四
十
七
卷
第
四
十
六
頁
以
下

譯

者

：
蔡
志
方

〈
判
決
要
旨
〉

1
個

人

的

性

敎

育

，
皆
先
是
屬
於
进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一
：
項
意
義

h
之

父

母

的

自

然

敎

育

權

事

項

；
唯

國

家

基
於
其
敎
育

 

的

付

託

(E
r
z
l
e
h
u
n
g
s
-u
n
d
s
l
d
u
n
g
s
a
u
f
t
r
a
g
)

 
(
S
本

法

第

七

條

第
1.

項

)

，
有
權
在
學
校
裡
H
施
性
敎
育

 

0

2.
 

學
校
的
性
敎
育
，
對
於
此
一
領
域
內
之
不
同
的
價
値
觀
，
必
須
持
開
放
的
態
度
，
而

.a
只
要
父
母
之
自
然
的
敎
育
權

 

與

M :
宗
敎
的
或
世
界
觀
的
確
信
，
對
於
性
的
領
域
具
有
重
要
性
，
即
必
須
一
般
地
加
以
考
慮
。
學
校
尤
其
不
得
對
靑

 

少
年
作
任
何
灌
輸
意
識
型
態
的
嘗
試
。

3. 

於

遒

守

此

等

原

則

之

：卜

，
性

敎

育

作

爲

超

越

科

別

的

課

程

，
無

需

獲

得

父

母

的

同

意
D

4
然

而

，
父

M
對

於

學

校

性

敎

育

的

內

容

及

敎

學

法

h
的

(m
e
t
h
c
d
l
s
c
M
l
d
a
k
t
i
s
c
h
)

途

徑

，
有
請
求
及

時

提

供



二

◦

四

消
息
的
權
利
。

5.
法
律
保
留
課
予
立
法
者
自
行
決
定
是
否
在
學
校
實
施
性
敎
育
的
義
務〇

 

此
對
於
只
単
純
的
介
紹
生
物
學
及
其
他
事
實
方
面
的
知
識
，
無

適

用

。

I

、
因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九
日
漢
堡
學
校
法
(G

V
B
L
J
.S
2
5
7
)

第
二
十
八
條
及
一
九
七
三
年
四
月
十
二
日
漢

 

堡
學
校
組
織
法
(

G
V
B
1H

S
.
9
1
)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及
第
二
句
的
合
唐
性
審
査
程
f

聯
邦
行
政
院
一
九
七
四
年

 

九
月
十
五
曰
之
中
止
及
申
請
審
査
決
議(
B
v
e
r
w
G

vnc

 &
T
3
)
—

1B
V
L

 

l
/f

;
n

、
對
於

1.
市
法
務
主
任
A 

博
士

 ：
2.
其

太

太A
 ;
3.
其

女

兒A
—

由
1.
2.
訴

訟

原
吿
代

理

—
吿
巴

登

—

符

騰

堡

邦
髙
等

行

政

法

院

一

九

七

五

年

三

 

月
四
曰
裁
定
(

I
X

 

1416/
7
4
)

的
程
序
 

I
1B

V
L

 

1
/
7
T

1

九
七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一

日
第
一
庭
判
決
如
下
：

I

1

W
V
L
 1/

7
5
,

 

1

 M
V
R

 14
7
/
7
5
-
•

判
決
主
文

1.
自
由
及
漢
撤
市
漢
堡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九
日
的
學
校
法
(
漢
堡
法
律
及
命
令
公
報I

S
2
5
7
)

第
二
十
八
條
及

 

一
九
七
三
年
第
四
月
十
二
日
學
校
組
織
法
(
漢
堡
法
律
及
命
令
公
報I .

&
9
1
)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與
第
二
句
，
於



該
規
定
根
據
一
九
七
〇
年
自
由
與
漢
撤
市
漢
堡
學
校
性
敎
育
的
實
施
方
針
，
將
性
敎
肓
的
採
行
委
予
敎
育
官
署
的
範
圍

 

內

，
與
基
本
法
不
合
，
並

且

無

效

。

2.
訴

訟

原
吿

1.
的

憲

法

訴

訟

駁

回

；

其

餘

的

嫌

法

訴

訟

不

受

理

。

判

決
理
由

A

、

此
等
爲
採
取
共
同
裁
判
而
合
併
的
程
序
，
涉
及
在
公
立
學
校
採
行
及
實
施
性
知
識
課
程
的
問
題
。

I

 

、

1.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I
第
七
庭
I
在
茱
號一

 B
v
L

 

1
/
7
5
©

規
範
審
査
程
序
，
請
求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對
於
一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九

日

的

漢

堡

學

校

法

{
法
律
及
命
令
公
報L

S
.
2
5
7
)

第
二
十
八
條
及
一
九
七
三
年
四
月
十
二
曰
學
校
組
織
法

 

(
法
律
及
命
令
公
報
1
«
9
1
)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與
第
二
句
，
於
該
規
定
根
據
一
九
七
〇
年
自
由
與
漢
撤
市
漢
堡

 

學
校
性
敎
W
的

實

施

方

針

’
將
性
敎
育
的
探
行
委
予
敎
育
官
署
範
围
，
是
否
符
合
基
本
法
加
予
裁
判
。

上

述

規

定

，
在
爲
供
審
査
而
提
出
的
版
本
規
定
如
下
：

學
校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該
管
官
署
於
斟
酌
自
治
行
政
的
原
則
下
，
領

導

'
管
理
及
監
督
所
有
國
家
的
敎
育
事
業
。

學

校

組

織

法

第

二

條

第

I

項
第
一
句
及
第
二
句

二
〇
五



二
〇
六

該
管
官
署
於
斟
酌
本
法
所
確
立
之
自
治
行
政
的
原
則
下
，
領
導
及
監
督
國
家
的
敎
育
事
業
。
該
管
官
署
規
定
學
校

 

的
任
命
敎
師
與
敎
育
委
任
，
並
一
般
地
或
在
個
別
情
形
，
對
於
學
校
有
指
令
的
權
力
。

2.
本
件
申
請
審
査
之
案
件
所
根
搛
的
事
實
如
下
：

a)
一
九
六
八
年
十
月
三
曰
，
文
化
部
長
的
常
設
會
議
決
議r

在
學
校
實
施
性
敎
育
的
建
m
」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文
化
部
長
常
設
會
議
決
議
集
，
第

二

版

，
第
一
卷
，
第
六
五
九
號
決
議
.
，以
下
簡
稱
：K

M
M

議
)
，
在
此
建

 

議

中

，
此
一
敎
育
的
任
務
及
實
施
，
扼
要
地
描
述
如
下
：

性
敎
育
首
先
是
父
母
的
任
務
。
學
校
基
於
其
敎
育
之
付
託
有
義
務
在
此
一
任
務
上
，
予
以
協
助C 

當
在
父
母
家
中
所
進
行
的
性
敎
育
，
係
於
私
人
的
空
間
裡
執
行
，
在
學
校
所
爲
的
性
敎
育
，
則
係
處
於
公
法
秩
序

 

範
圍
之
內
。
此
意
謂
著
，
雖
然
它
在
追
求
相
同
的
目
標
，
但
學
校
內
的
性
敎
育
較
諸
父
母
家
中
的
性
敎
育
則
有
不
同
的

 

前
提
與
方
式
。

在
學
校
中
，
女
學
生
與
男
學
生
對
於
人
類
的
性
特
徵
問
題
，
應
該
獲
得
實
質
上
具
有
理
由
說
明
的
知
識
。
此
種
知

 

識
應
該
談
他
(
她

)
們
有
可
能
在
此
一
領
域
內
一
齊
瞭
解
，
以
適
當
的
語
言
加
以
表
達
，
而
且
即
使
就
困
難
而
且
不
尋

 

常
的
現
象
，
也
可
以
形
成
一
個
判
斷
。

學
校
的
性
敎
育
，
濾
有
助
於
使
年
輕
人
認
識
作
爲
丈
夫
與
太
太
的
任
務
，
發

展

他

(
她

)
們
的
價
値
観
與
良
心
，

並
理
解
合
乎
道
德
之
決
定
的
必
要
性
。

學
校
的
性
敎
育
，
必
須
以
學
術
的
方
式
奠
定
其
基
礎
，
並
講
究
方
法
地
予
以
思
考
。

.



當
在
父
母
家
中
所
爲
的
性
敎
育
，
被
當
作
個
人
的
敎
W
加
以
執
行
時
，
而
在
學
校
寅
施
的
性
敎
育
，
通
常
則
涉
及

 

班
級
或
團
體
的
敎
育
。
此
種
敎
育
欲
獲
致
完
全
的
效
用
，
必
須
以
個
人
的
敎
育
爲
基
礎
，
並
予
以
繼
績
舆
補
充
。
因
此

 

，
父
母
的
家
庭
與
學
校
在
性

敎

育
的
懋
必
要
的
。

爲
了
彼
此
協
調
父
母
家
庭
與
學
校
間
的
性
敎
育
，
應
給
予
父
母
有
機
會
在
父
母
的
聚
會
裡
，
討
論
其
經
驗
與
問
題

 

。
學
校
的
性
敎
育
適
用
何
種
準
則
’
課
程
計
畫
上
的
論
題
爲
何
，
應
及
時
吿
知
父
母
；
父
母
因
而
有
可
能
事
先
與
其
子

 

女
談
論
此
等
問
題
。

在
第
一
個
六
學
年
，
孩
子
們
應
被
敎
導
人
類
繁
殖
之
生
物
學
上
的
基
本
知
識
(
生

育

、
懷

孕

、
出
生
)
，
靑
春
期

 

生
理
與
心
理
的
變
化
，
以
及
月
經
舆
遺
精
。

直
到
第
九
或
第
十
學
年
結
束
，
在
課
堂
上
應
——

避
免
巨
細
靡
遺
的
目
標
設
定
I

I

處
理
以
下
的
問
題
：

人
類
的
生
育
、
懐
孕
及
出
生
，
成
長
中
靑
年
的
性
問
題
(
如
兩
性
間
彼
此
的
行
爲
舉
止
、
過
早
的
性
行
爲
、
手
淫

 

)
、
性
與
家
庭
生
活
的
社
會
奥
法
律
的
基
礎
(
例
如
訂
婚
、
結

婚

、
父
母
的
權
利
與
義
務
、
婚
生
與
非
婚
生
子
女
的
權

 

利

)
，
人
類
性
活
動
的
社
會
倫
理
問
題
及
爲
保
覼
靑
少
年
之
刑
法
的
規
定
與
不
正
當
性
行
爲
(
如
避
孕
、
雜

交

、
賣
淫

 

、
同
性
戀
、
强

姦

、
堕

胎

、
誘

姦

、
傳
播
性
疾
病
、
性
慾
的
犯
罪
)

直
到
第
十
三
學
年
結
束
，
以
及
職
業
學
校
，
應
深
入
處
理
上
述
的
論
題
*
尤
其
是
在
不
正
常
的
人
類
性
行
爲
影
響

 

之

下

，
人
類
性
慾
的
倫
理
、
法
律

及

社

會

的

問

題

…

…

。

學
校
的
性
敎
育
並
非
與
特
定
的
課
程
結
合
，
而
是
在
不
同
的
課
程
科
目
及
課
程
以
外
的
學
校
活
動
中
實

施

。
應
注

二0

七



二
〇
八

意
的
是
，
課
程
與
學
校
性
敎
育
的
其
它
努
力
的
貢
獻
之
間
，
應
彼
此
調
整
，
以
使
上
述
爲
不
同
年
齡
與
年
級
而
設
的
課

 

程
目
棵
得
以
連
成
。

並
非
所
有
課
程
均
同
樣
地
有
助
於
性
敎
育
…
：
.
。

爲
性
敎
育
所
必
爾
之
敎
學
內
容
，
應
收
納
在
個
別
的
課
程
計
畫
之
中
。

0
根
據
此
一
建
議
，
一
九
七
〇
年
漢
堡
的
敎
育
官
署
頒
布
了
「
自
由
與
漢
撒
市
漢
堡
學
校
性
敎
育
的
實
施
方
針

 

J
o

於
草
擬
此
一
方
針
時
，
除
了
漢
堡
市
議
會
以
外
，
尙
有
爲
數
不
少
的
團
體
參
加
，
唯
該
等
團
腾
只
具
有
胳
詢
的
功

 

能

。
敎
育
官
署
的
代
表
囲
同
意
了
方
針
的
第
三
草
案
。
然

而

，
很
淸
楚
的
是
，
在
市
籟
會
的
辯
論
中
，
所
有
的
黨
團
均

 

贊
同
該
方
針
(
第
七
屆
議
會
，
大
會
議
事
錄
，
第
五
冊
，
一
九
七
二
年
七
月
五
日
第
七
十
次
會
議
，
頁
三
七0

三
以
下

 

(
三
七
0
七

)
)
。
唯
市
議
會
本
身
並
未
積
極
活
動
。
此
一
方
針
只
作
爲
單
行
本
(
自
由
及
漢
撒
市
漢
堡
，
敎
育
官
署

 

,
一
九
七
〇
年
)
，
分
發
給
學
校
、
家
長
及
督
學
。

在
本
方
針
的r

前
言
」
裡
指
出
，
儘
管
就
性
的
基
本
問
題
有
强
烈
的
不
同
意
見
，
唯
在
一
個
多
元
的
社
會
中
，
仍

 

有
廣
泛
的
共
識
，
對
於
敎
育
目
標
應
^

以
表
達
：

首

先

，
它
是
用
以
培
養
自
由
的
、
成
熟
的
及
有
貴
任
感
的
人
。
對

此

，
性
敎
育
必
須
提
供
一
個
重
要
的
貢
獻
。
 

其

次

，
必
須
透
過
性
的
肯
認
，
介
紹
年
輕
人一

個
幸
福
及
充
實
之
人
生
的
基
礎
。
此
一
目
標
不
只
包
括
一
個
以
對

 

於
人
類
繁
殖
的
性
本
能
提
供
適
當
的
及
積
極
的
資
訊
，
並
且
亦
包
含
對
婚
姻
與
家
庭
之
意
義
的
提

昇

。



第
三
點
，
具
有
絕
對
重
要
性
的
是
，
如
何
的
判
断
可
以
獲
知
人
類
的
性
慾
與
繁
殖
無
關
聯
。
性
作
爲
樂
趣
與
生
活

 

樂
悅
的
泉
源
之一

，
今
曰
亦
必
須
在
年
輕
人
的
敎
育
中
明
白
地
加
以
承
認
。
絕
大
部
份
只
著
重
在
防
護
或
壓
抑
之
消
極

 

目
標
的
性
敎
育
，
已
經
不
能
滿
足
我
們
這
時
代
的
要
求
。

第
四
點
，
如
同
對
於
每一

種
學
校
的
敎
育
一
般
，
經
由
提
供
黉
訊
與
討
論
，
而
指
出
了
爲
使
人
類
有
可
能
共
同
生

 

活
所
必
須
的
界
限
。
學
校
在
其
敎
育H

作

上

，
不
只
以
年
輕
人
的
未
來
與
其
個
人
的
可
能
性
爲
導
向
，
而
他
亦
必
須
注

 

意

，
它
本
身
也
是
彼
等
社
會
秩
序
的
一
部
份
，
此
種
秩
序
使
人
類
的
的
共
同
生
活
裡
，
在
特
定
的
界
限
內
，
個
人
的
自

 

由
發
展
成
爲
可
能
。

上
述
敎
育
目
様
可
以
如
是
說
明
：
敎
育
成
爲
一
個
具
有
责
任
感
的
性
行
爲
，
應
使
年
輕
人
有
能
力
意
識
到
他
現
在

 

與
未
來
的
生
活
，
並
以
自
由
时
決
定
自
行
形
成
。
作
爲
榜
樣
的
，
並
非
道
德
上
的
自
由
放
任
者
，
也
非
在
兩
性
關
係
上

 

極
端
拘
謹
的
及
性
的
壓
抑
6
所
要
追
求
的
是
，一

種
性
被
承
認
及
肯
認
是
人
類
生
存
的
重
要
成
份
，
而
無
傷
於
困
難
與

 

可
能
之
麻
煩
的
生
活
方
式
。

接
著
又
說
：

如
冏
一
個
製
造
恐
懼
的
性
敎
育
，
減
少
人
類
性
行
爲
問
題
的
無
痛
苦
，
也
是
同
樣
的
令
人
懐
疑
。
在
性
的
領
域
，
 

決
定
的
自
由
與
性
的
消
費
行
爲
並
不
具
有
同
樣
的
意
義
，
而
是
一
個
包
括
性
的
動
力
以
及
將
它
安
排
到
個
人
的
、
社
會

 

的
與
生
育
的
生
活
關
係
全
部
裡
來
的一

種
有
意
識
的
生
活
方
式
。
在
這
裡
也
經
常
再
成
爲
內
在
與
外
在
的
衝
突
。
因
此

 

，
年
輕
人
必
須
被
吿
知
，
如
同
在
很
多
其
它
生
活
領
域
一
樣
，
在
性
生
活
方
式
的
領
域
裡
，
同
樣
有
極
不
同
種
類
的
衝

二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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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可
能
。
發
展.一

種
對
於
現
行
規
範
的
批
判
性
認
識
，
是
重
要
的
。

學
校
性
敎
育
在
一
個
由
現
行
法
所
標
識
出
來
的
空
間
內
實
施
。
在
所
有
自
由
與
學
生
討
論
以
及
與
個
別
的
敎
師
討

 

論

*
均
受
它
的
拘
束
。

性
敎
育
的
實
施
被
說
明
爲
：

學
校
性
敎
育
在
特
性
上
，
有
別
於
在
父
母
家
中
所
爲
的
性
敎
育
。
當
在
父
母
家
中
所
實
施
的
個
人
敎
育
，一

般
而

 

言

，
强
烈
地
建
立
在
模
範
者
的
作
用
下
，
而
在
學
校
裡
*
則
主
要
地
在
於
解
說
與
未
來
實
際
情
況
有
關
的
資
訊
介
紹
與

 

観
念
和
思
想
定
位
的
合
理
澄
清
。
兩
種
敎
育
形
式
各
有
其
特
別
的
强
度
，
但
亦
各
有
其
弱
點
。
因

此

，
兩
者
必
須
彼
此

 

互

補

。
因

而

，
父
母
的
家
庭
與
學
校
的
相
互
提
供
消
息
，
是
不
可
免
的
。

爲
各
個
別
年
級
所
訂
定
的
題
目
，
絕
不
可
以
作
完
全
的
陳
述
與
徹
底
的
說
明
。
這
在
多
方
面
涉
及
應
以
入
門
可
以

 

瞭
解
的
方
法
加
以
介
紹
的
人
類
性
的
複
雜
關
係
的
多
種
情
況
。
此
種
入
門
的
介
紹
應
逐
步
的
，
並
鼸
年
齡
而
改
變
方
式

 

實

施

。
此

外

，
靑
少
年
心
理
學
的
臨
床
經
驗
，
也
赞
同
早
一
點
開
始
這
種
實
質
的
資
訊
。
在
靑
春
期
以
前
年
齡
階
段
的

 

孩

子

，
較
其
稍
後
，
可
以
較
不
會
羞
怯
的
迴
避
此
種
寅
質
的
知
識
。
因

此

，
對
於
性
敎
育
尤
其
有
適
用
的
是
：

「
寧
可

 

早
了

 

|

 年

，
也
不
要
晚
了

 

|

 個
小
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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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爲
性
敎
育
並
非
課
程
裡
的
科
目
，
而
係
課
程
的
原
則
，
因
此
必
須
多
數
課
程
科
目
對
此
一
敎
育
任
務
提
供
貢
獻

 

。
對
於
敎
育
寅
務
，
發
生
了
困
難
的
間
題
。
必
須
期
待
的
是
，
爲
不
同
的
年
級
與
學
校
種
類
，
可
以
發
現
對
於
各
科
的

 

合
作
完
全
適
當
的
方
式
。
對
於
較
高
年
級
，
爲
了
合
作
亦
可
以
在
學
校
之
外
，
延
聘
專

家

(
如
醫
生
、
心
理
學
家
、
法



學
家
)
。

該
方
針
在
第
一
部
分
，
自
行
將K

M
K
S

建
議
逐
字
重
述
。
在
第
二
部
份
，
則
在
此
之
外
，
包
含
有
學
校
性
敎
育

 

的
各
別
年
級
與
學
校
種
類
之
敎
材
的
說
明
，
以
及
講
學
與
方
法
的
指
引
。
在
該
處
其
中
論
及
：

父
母
對
於
學
校
性
敎
育
的
內
容
、
方
式
與
目
様
有
請
求
被
吿
知
的
權
利
。
這
不
表
示
，
學
校
在
其
活
動
須
取
得
個

 

別
父
母
的
同
意
。
重
要
的
是
，
父
母
基
於
及
時
的
及
充
分
的
資
訊
V
可
以
引
導
這
些
措
施
，
使
它
對
他
們
而
言
-
顯
得

 

似
乎
是
正
確
的
。
在
課
堂
上
所
使
用
的
敎
學
與
學
習
手
段
，
對
父
母
而
言
，
應
當
也
是
可
以
供
其
使
用
的
。

學
校
可
以
遨
I

家

，
例
如
醫
生
及
心
理
學
家
，
至
家
長
會
議
，
指
示
家
長
適
當
的
文
獻
，
也
是
更
好
的
。

4
基
礎
案
程
序
(

A
u
s
g
a
n
g
s
v
e
r
f
a
h
r
e
n
)

的

原

吿

，
爲
三
名
前
就
讀
於
漢
堡
公
立
摹
校
之
學
童
的
父
母
，
 

主
張
根
據
此
一
方
針
在
其
子
女
之
學
校
寅
施
的
性
敎
育
欠
缺
法
律
的
基
礎
，
而
吿
違
法
，
並
違
法
的
侵
害
其
父
母
權
。

其
要
求
敎
育
官
署
於
敎
導
孩
子
性
問
題
時
，
應
限
於
適
當
的
提
供
關
於
人
類
繁
殖
的
性
本
能
，
以
及
提
昇
婚
姻
舆

 

家
庭
的
S
義

。
因
其
努
力
未
能
成
功
，
而
向
漢
堡
地
方
行
政
法
院
提
起
不
作
爲
之
訴
，
其
請
求
該
院
於
一
九
七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曰
的
判
決

(
DOI
V
 1

9
7
3

 S
.

 5
4
)

，
以
漢
堡
各
學
校
之
性
敎
育
因
只
能
根
據
形
式
的
邦
法
律
才
能
予
以
寅

 

施

，
故
屬
於
違
法
爲
由
，
而
裁
判
其
勝
訴
。
漢
堡
學
校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對
於
採
取
性
敎
育
未
能
提
供
充
分
的
法
律
基
礎

o

此
一
判
決
基
於
被

吿

的
上
訴
，
漢
堡

髙

等
行
政
法
院
以
一
九
七
三
年

一

月
三
日
之
裁
判
(

D
°:
v
 1

9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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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
以
撤
銷
。
其
判
決
理
由
謂
：
漢
堡



的
邦
法
律
爲
性
敎
育
的
採
取
，
已
提
供
了
充
分
的
法
律
基
礎
。
學
校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以
法
律
所
允
許
的
方
式
，
將
課
程

 

的
較
詳
盡
規
定
與
彤
態
賦
與
該
管
官
署
。
捵

此

，
課
程
的
客
體
以
及
因
此
相
關
的
敎
育
目
標
的
規
定
，
乃
屬
於
該
管
官

署
的
事
務
。
基
於
此
一
基
礎
而
制
頒
的
性
敎
育
方
針
，
與
較
高
位
階
法
律
與
牴
觸
。
它
尤
其
不
侵
害
原
吿
的
基
本
權
利

°

對
於
邦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的
判
浃
’
爲
原
吿
的
父
母
向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提
起
上
訴
。

3.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根
捵
基
本
法
第
一
百
條
第
一
項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八
十
條
以
下
，
將
上
述
法
律
問
題
向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提
出
，
請
求
裁
判
。
爲
審
査
而
提
出
的
法
律
規
定
，
其
有
效
性
基
於
下

述
考
慮
應
予
以
否
定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三
項
的
法
治
國
家
原
則
與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所
確
立
的
民
主
原
則
，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第一

項
第
一
句
對
於
各
邦
憲
法
秩
序
亦
具
有
拘
束
力
，
課
予
立
法
者
有
義
務
在
與
基
本
楢
利
有
重
大

 

關
係
的
領
域
，
自
行
作
重
要
的
決
定
，
而
勿
將
之
委
予
行
政
權
。
這
對
於
敎
育
事
業
的
規
定
，
亦
有
適
用
，
其
重
要
的

 

特

徵

，
立
法
者
應
自
行
加
以
確
定
。
由
基
本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
並
不
能
產
生
敎
育
行
政
有
權
在
無
法
律
基
礎
之
下
，
 

規
定
敎
育
事
業
。
然

而

，
國
家
對
學
校
之
監
督
的
概
念
，
包
括
國
家
對
學
校
統
治
權
的
全
部
*
並
賦
與
邦
作
爲
敎
育
高

 

權
主
體
，
在
敎
育
與
課
程
目
棵
內
容
的
確
立
及
課
程
材
料
的
規
定
時
，
也
有
廣
泛
的
形
成
自
由
，
但
並
未
宣
示
行
政
可

 

以
無
議
會
的
參
與
，
而
有
權
執
行
此
種
權
限
在
基
本
法
的
效
力
之
下
，
從
傳
統
上
將
敎
育
的
關
係
歸
類
到
「
特
別
權

 

力
關
係J

或
從
習
慣
法
中
，
也
很
少
能
正
確
地
導
出
敎
育
關
係
是
搦
於
法
律
外
的
空
間
，
而
它
可
以
由
敎
育
行
政
加
以



敎
育
上
的
目
標
，
尤
其
在
如
同
這
裡
發
生
爭
議
的
性
敎
育
領
域
，
特
別
强
烈
地
涉
及
到
由
基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所
保
護
的
父
母
敎
育
權
，
乃
展
於
敎
育
事
業
上
的
重
要
決
定
，
而
其
確
立
在
重
點
上
完
全
保
留
予
立
法
者
。
在

 

這
裡
發
生
問
題
的
性
敎
育
，
立
法
者
應
在
重
點
上
確
立
敎
育
的
目
標
，
就
性
敎
育
是
否
作
爲
超
越
科
目
的
課
程
原
則
，
 

被
吿
敎
育
官
署
的
方
針
如
何
訂
定
，
或
者
作
爲
與
科
目
相
結
合
的
課
程
，
而
其
實
施
具
有
選
擇
或
免
除
可
能
性
，
自
行

 

作
一
基
本
的
決
定
。
再

者

，
法
律
的
規
定
應
進I

步
確
保
學
校
性
敎
育
對
於
此
一
領
域
中
不
同
的
價
値
觀
，
保
持
開
放

 

的
態
度
，
並
且
不
要
導
致
尉
學
生
單
方
面
的
灌
輸
意
識
形
態
。
不

過I

個
無
漏
洞
之
敎
育
關
係
的
法
律
規
定
，
既
不
必

 

要

，
在
敎
育
的
本
質
上
，
也
並
非
甚
有
意
義
，
因

此

，
基
於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亦
爲
概
括
條
款
式
的
—
授
權
制
頒
法

規
命
令
及
行
政
規
則
，
以
塡
補
法
律
在
要
點
上
與
有
時
由
法
規
命
令
予
以
塡
補
而
確
定
的
敎
育
目
標
，
是
不
可
放
棄
的

〇

然

而

，
學
校
法
第11

十
八
條
及
學
校
組
織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
並
未
提
供
充
分
的
法
律
基
礎
。
對
於
敎
學

 

與
敎
育
目
標
在
內
容
上
的
決
定
，
一
般
地
被
委
予
敎
育
行
政
機
關C

就
爲
審
査
而
提
出
的
法
律
規
定
，
作
一
個
合
憲
性

 

的
解
釋
，
如
同
地
方
行
政
法
院
對
學
校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所
已
進
行
的
，
與
學
校
組
織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的
明
文

 

及
由
此
明
確
可
以
認
識
到
的
漢
堡
立
法
者
的
意
思
相
牴
觭
，
並
因
此
而
成
爲
不
可
能
。
在
一
個
過
渡
的
時
期
範
園
內
，
 

可
以
採
取
不
需
要
法
律
的
規
定
，
並
且
使
性
敎
育
方
針
繼
績
有
效
的
過
渡
性
解
決
方
法
，
本
庭
認
爲
不
應
被
允
許
。
它

 

因
爲
被
吿
在
方
針
裡
廣
泛
加
以
規
定
的
性
課
程
的
新
穎
性
，
而
吿
不
正
當
。

4
自
由
及
漢
撤
市
的
參
議
會
並
不
認
同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對
漢
堡
市
學
校
性
敎
育
合
憲
性
的
懷
疑
。
探
行
性
敎
育



並
不
需
要
一
個
法
律
加
以
規
定
。
學
校
法
第：

：

十
八
條
及
學
校
組
織
法
第
二
條
對
於
採
行
及
實
施
性
敎
育
，
乃
係
一
充

 

分
的
法
律
某
礎
D
雖

然

在

「
特
別
權
力
關
係
」
的

情

形

，
有
許
多
目
前
爲
止
由
行
政
所
規
定
的
規
則
，
是
必
要
的

，
S
 

於
已
變
更
的
法
律
見
解
，
應
當
將
此
等
規
則
吸
收
到
法
律
當
中
，
或
者
以
明
文
的
法
律
授
權
加
以
確
保
D
然

而

，
不
能

 

由
此
導
出
敎
育
目
標
務
必
由
立
法
者
確
立
。
此
種
要
求
只
有
在
它
涉
及
個
人
爲
法
律
所
保
護
之
範
圍
的
侵
害
時
，
始
屬

 

IH
當

。
唯
對
學
生
的
課
程
敎
導
與
敎
育
，
乃
是
可
以
給
年
輕
人
帶
來
利
益
的
國
家
給
付
，
因

此

，
它
不
屬
於
受
免
面
法

 

律
保
留
支
配
的
侵
害
行
政
。
鑒

於

「
各
邦
在
確
立
敎
育
原
則
及
課
程
對
象
所
享
有
的
廣
泛
形
成
自
由
」

(B
V
e
r
f
G
E

34,165<181>-h
e
s
s
.F

o:r
d
e
r
s
t
u
f
e
)

，
在
漢
堡
學
校
實
施
的
性
敎
育
侵
害
到
學
生
或
其
父
母
的
櫂
利
，
是
無
法
想
像
的

°

同

樣

，
一
個
§

民
主
原
則
也
是
鮮
能
認
識
到
的
。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的
見
解
未
顧
及
根
據
自
由
及
漢
撒
市
漢
堡
的

 

憲
法
第
五
卜
六
條
、
一
九
五
二
年
七
月
：一：十
曰
公
布
的
行
政
官
署
法
第
七
條
以
下
漢
堡
代
表
團
的
特
性
。
根
據
該
法
，
 

在
S
業
性
官
署
代
表
團
由
官
署
所
派
遣
的
參
(
事

)
議
員
及
十
五
位
市
民
成
員
(
市
民
代
表
)
共
同
組
成
；
|
正
亦
如

 

參

(
事

)
議
員
一
般
，
根
據
憲
法
第
三
十
四
條
彳
，
這
些
也
是
由
市
議
會
從
具
有
被
選
爲
市
議
員
的
自
由
與
漢
撒
市
漢

 

堡
居
民
中
選
出
。
依
據
該
法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及
其
它
規
定
，
在
作
重
要
性
的
決
定
時
，
他
也
參
與
。
基
於
此
一
方
式
，
 

性
敎
育
方
針
亦
有
民
眾
貢
獻
其
問
。

W
其
餘
各
邦
的
政
府
，
基
於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的
徵
詢
，
已
就
在
各
該
邦
頒
布
的
有
關
性
知
識
課
程
的
規
定
爲
通

 

報

。
除
/
巴
登
—
符
騰
堡
邦
以
外
，
所
有
聯
邦
的
各
邦
已
基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十
月
：一：日
的
文
化
部
長
會
議
的
建
議
，
頒



布
自
己
的
性
知
識
課
程
方
針
，
並
開
始
寅
施
。
在
巴
登
—
符
騰
堡
邦
，
其
文
化
部
長
僅
限
於
在
一
九
六
九
年一

月
二
十

 

日
的
通
報
中
(
文
化
與
課
程
，
巴
登
—
符
騰
堡
邦
文
化
部
公
報
，
頁
一
三
七
)
，
公
布
了

 

K
M
K
S

建

議

，
而
指
示
學

 

校
可
以
根
捶
此
一
建
議
’
在
自
願
的
基
礎
上
’
實
施
性
課
程
。
在
巴SW

-

符
騰
堡
邦
之
學
校
性
敎
育
的
最
終
周
的
方
針

 

,
迄
今
尙
未
頒
布
。
沒

有I

邦
實
施
專
業
特
別
的
性
課
程
，
而
是
如
同K

M
K
J
g

建
議
的
，
完
全
採
行
超
越
科
目
的
性

 

知
識
課
程
。

只
要
邦
政
府
對
嫌
邦
行
政
法
院
的
提
請
審
査
程
序
表
示
意
見
’
則
絕
大
部
分
持
反
對
必
須
立
法
者
在
細
節
上
確
定

 

學
校
的
敎
育
目
標
的
法
律
見

解

。

C)
基
礎
案
程
序
的
原
吿
，
就
其
彼
處
所
說
明
的
立
場
，
必
須
被
駁
回
。
應
加
以
補
充
說
明
的
是
：
自
由
及
漢
撤

 

市
漢
堡
的
參
議
員
認
爲
對
學
生
的
敎
導
與
敎
育
是
爲
年
輕
人
的
利
益
而
實
施
的
画
家
給
付
，
並
因
此
不
受
法
律
保
留
的

 

約

束

，
這
是
不
恰
當
的
。
敎
育
義
務
的
存
在
，
早
就
可
以
由
其
中
產
生
。
根
據
較
正
確
的
觀
點
，
敎
育
關
係
同
時
由
給

 

付
行
政
與
干
預
行
政
的
要
素
所
共
同
組
成
。
在
漢
堡
所
寅
施
的
性
敎
育
，
似
乎
一
再
地
以
明
顯
的
方
式
，
侵
害
了
父
母

 

與
學
生
的
權
利
。
此

外

，
應
被
提
出
來
的
問
題
是
，
是
否
在
學
校
性
敎
育
在
根
本
上
，
自
願
並
不
是
最
自
由
的
解
決
方

 

式

，
此
對
於
我
國
而
言
，
如
果
在
漢
堡
實
施
之
方
式
的
學
校
性
敎
育
根
本
尙
不
應
該
實
施
，
則
最
好
保
持
猶
豫
。
透
過

 

代
表
圃
的
中
介
，
民
主
原
則
似
乎
未
充
分
地
被
考
慮
。
在
民
主
國
家
唯
一
的
立
法
者
，
似
乎
就
是
議
會
。
此

外

，
代
表

 

團
非
直
接
被
運
出
’
且
亦
只
能
提
供
建
議
。

4.

1
九
六
六
年
十
二
月
九
日
的
漢
堡
學
校
法
爲
「一

九
七
七
年
十
月
十
七
曰
的
自
由
與
漢
撤
市
漢
堡
學
校
法J

 
(



G
V
B
1J

.S
.
2
9
7
)

所

廢

止

，
並
在
一
九
七
七
年
十
月
二
十
五
曰
失
效
。
新
法
在
第
：
：條
就
學
校
的
敎
育
付
託
及
第
五
條

就
性
敎
育
明
白
地
加
以
規
定
。
此
等
條
文
規
定
：

S
J
 
3

性
敎
育

⑴
性
敎
育
屬
於
學
校
的
任
務
。

⑵
透
過
性
敎
育
，
學
生
依
其
年
齡
被
吿
訴
有
關
性
的
問
題
。
性
敎
育
必
須
就
此
領
域
多
元
不
同
的
價
値
觀
，
保
持

 

開
放
的
態
度
。
它
不
可
以
流
於
單
方
面
的
施
以
影
響
力
D 

⑶
性
敎
育
應
在
多
種
學
科
課
程
中
(
超
科
目
的
)
實

施

。

⑷
有
敎
育
權
利
的
人
，
必
須
被
及
時
地
吿
知
性
敎
育
的
目
標
、
內
容
與
方
式
。

⑸
對
於
課
程
的
內
容
及
範
圍
以
及
其
分
配
至
各
年
級
與
科
目
的
細
節
，
由
該
管
官
署
規
定
。

該
法
第
四
十
六
條
亦
給
予
學
校
組
織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一
個
新
的
版
本
。

II
'

1.
1
 B

v
R

 1
4
7
/
7
5

憲
法
訴
訟
程
序
的
訴
訟
原
告

1.
)
與

2.
)
爲
一
九
七
四
年
彼
時
爲
十
歲
，
在W

c
i
n
h
c
i
m

 

高
級
文
科
中
學
就
讀
的
未
成
年
女
訴
訟
原
吿
3.

)
的
父
母
。
該
父
母
在
査
閱
其
女
兒
的
學
校
課
本
時
，
確
認
爲
：九
年
級

 

而
定
的
生
物
課
本
「
動
物
」

，
第

一

冊

(
一
九
七
三
年
，
第

二

版

，E
r
g
t

 Klett

出
版
社
，S

t
u
t
t
g
a
r
t
)

，
第
三
二
 

之

綠

(
哺
乳
動
物
的
繁
殖
)
，
第
三
二a

,

 

2

圖

表

，
有
一
牡
馬
.卜
與
一
牝
馬
交
配
的
相
片
；
在
第
八b

(小
孩
)
在



r

交
配
與
受
孕
」
篇

，
含
有
下
述
文
字
之
生
產
過
程
的
描
述
：

交
酝
與
受
孕
。
小
孩
如
何
發
育
。
如
同
我
們
所
知
道
的
，
必
須
有
兩
個
生
殖
細
胞
結
合
，一

個
女
性
的
卵
細
胞
和

 

一
男
性
精
子
。
小
孩
的
發
育
可
能
發
生
於
男
人
與
女
人
身
體
的
結
合
。
在
結
合
時
，
男
人
將
變
硬
的
陰
莖
挿
入
女
性
的

 

陰

道

，
而
精
子
在
陰
道
裡
射
出
。
這
種
精
子
的
傳
通
，
人
們
稱
之
爲
交
配
。
精
子
透
過
它
的
尾
巴
越
過
子
宮
游
向
输
卵

 

管

。
如
果
它
舆
一
顆
成
熟
的
卵
結
合
，
則
精
子
細
胞
的
頭
與
中
體
即
穿
入
卵
細
胞
，
並
與
它
混
合
。
於
是
雨
個
細
胞
核

 

結
合
爲一

，
而
含
有
父
親
與
母
親
的
遺
傳
因
子
。
這
種
過
程
，
人
們
稱
它
爲
交
配
。

訴
訟
原
吿
1.
)
與

2.
)
在
該
中
學
校
長
室
請
求
免
除
其
女
兒
在
生
物
課
程
範
圍
所
授
性
知
識
課
程
。
該
中
學
對
此

 

予
以
拒
絕
。
反

之

，
該
父
母
則
轉
向
地
方
行
政
法
院
，
申
請
發
布
一
假
命
令
，
命
令
巴
登
—
符
騰
堡
邦
在
本
案
程
序
具

 

有
既
判
力
地
終
結
以
前
，
暫
時
停
止
在we

i
n
h
e
i
—

級
文
科
中
學
五
年
級
L
班
講
授
性
知
識
課
程
，
並
爲
該
課
程
使

 

用
生
物
課
本
「
動
物J

，
第

一

冊

。
其
等
陳
述
的
理
由
爲
，
性
敎
育
課
程
與
一
九
六
九
年
一
月
二
十
日
文
化
部
長
的
公

 

吿
相
牴
觸
，
根
據
該
公
吿
，
性
知
識
敎
育
自
由
參
加
，
此

外

，
亦
缺
少
法
律
的
基
礎
，
並
侵
害
基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所
保
障
之
父
母
的
敎
育
權
，
以
及
基
本
法
第
一
條
與
第
二
條
所
保
護
的
父
母
與
子
女
間
的
私
生
活
和
父
母
的
性
尊
嚴
。
 

地
方
行
政
法
院
駁
回
此
一
訴
之
聲
明
。

巴
登
—
符
騰
堡
邦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卻
不
受
理
向
他
提
起
的
訴
訟
，
因
爲
原
吿
並
未
釋
明
命
令
的
請
求
。
該
院
在
理

 

由
中
提
到
，
對
於
適
當
的
過
渡
時
期
，
在
學
校
性
敎
育
領
域
之
內
，
欠
缺
法
律
基
礎
仍
舊
可
以
被
忍
受
，
—
如
同
在
這

 

裡
—

，
敎
導
人
類
之
繁
殖
的
基
本
生
物
學
的
實
質
資
訊
，
而
與
社
會
倫
理
道
德
關
係
完
全
分
開
，
則
爲
基
本
法
第
七
條

二
一
七



一
：
_
八

第

：
項
所
已
經
訂
定
之
國
家
的
敎
育
付
託
所
直
接
涵
蘊
。
因

此

，
申
請
人
也
不
能
基
於
其
父
母
的
敎
育
權
(
S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
或
基
於
保
護
父
母
與
子
女
間
的
私
生
活
(
茈
本
法
第：

：

條
第
一
項
)
及
爲
維
護
父
母
的
人
性
尊
嚴
(
基
 

本
法
第
一
條
)
，
有
效
地
主
張
其
請
求
。
文
化
部
長
已
以
一
七
九
五
年
公
吿
澄
淸
，
生
物
學
在
此
範
圍
內
並
非
自
由
選

 

修
的
科
目
。

2.
訴
訟
原
吿
對
於
邦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的
裁
定
，
已
提
起
憲
法
訴
訟
。
在
該
訴
訟
所
附
帶
請
求
頒
布
假
命
令
爲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所
駁
回C

 BV
e
r
F
G
E

 4
0
,
7
)

。

就
訴
的
理
由
，
訴
訟
原
吿
提
到
，
由
學
校
實
施
的
性
宣
傳
敎
育
，
衣

現

成

：
種
爲
®
本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所
未
涵

 

括

，
而
對
其
父
母
的
敎
育
權
(
基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

、
其
家
庭
私
生
活
(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项
)
及
其
人
性
尊

 

嚴

(
基
本
法
第
一
條
第
二
項
)
的
一
種
侵
害
。
在
中
學
低
年
級
的
性
知
識
課
程
及
對
於
女
訴
訟
原
吿
3.
)
此
種
年
齡
，
 

導

致

：
種
孩
子
無
可
彌
補
之
發
展
的
損
害
，
尤
其
是
導
致
一
個
過
早
的
性
行
爲
與
一
個
因
此
而
生
的
家
庭
約
束
的
提
前

 

鬆

弛

。經
由
性
敎
育
的
採
行
，
國
家
以
不
被
允
許
的
方
式
侵
犯
父
母
之
自
然
的
敎
育
權
。
儘
管
國
家
由
基
本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所
生
的
監
督
權
，
它
亦
必
須
尊
承
父
母
對
其
子
女
敎
育
之
完
整
計
畫
的
責
任
，
而
且
對
於
性
問
題
觀
點
的
多
元
化

 

，
必
須
如
同
與
一
個
有
秩
序
的
國
家
敎
育
制
度
相
配
合
，
持
開
放
的
態
度
D
眼
前
的
規
定
，
正
如
性
敎
育
不
再
容
許
人

 

民
爲
憲
法
所
保
障
的
自
由
空
間
，
所
表
現
的
這
種
對
家
庭
私
生
活
的
侵
害
，
在
形
式
上
與
寊
質
上
均
牴
觸
某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項
。



對
孩
子
的
性
宣
傅
敎
育
的
開
始
，
逋
反
家
庭
的
意
思
，
或
不
顧
及
孩
子
的
成
熟
度
，
即
因
爲
過
早
性
生
活
所
帶
來

 

的
損
害
，
而
侵
害
孩
子
的
人
性
尊
嚴
。
再

者

，
强
制
的
性
宣
傳
敎
育
亦
因
只
有
父
母
有
權
決
定
敎
導
的
時
點
與
種
類
，
 

而
違
反
父
母
的
#
嚴

。
基
於
此
等
原
因
，
各
邦
最
多
只
能
開
設
選
修
的
性
知
識
課
程
。
然

而

，
如
果
一
如W

e
i
n
h
e
i
m

 

，
涉
及
到
超
越
科
目
的
性
知
識
課
程
-
則
允
許
自
由
免
除
，
即
屬
不
可
能
。

最

後

，
也
存
在
一
個
對
基
本
法
第
四
條
的
違
反
；
因
爲
學
校
性
敎
育
也
同
時
表
現
爲
對
良
心
自
由
權
的
侵
害
。
任
 

課
敎
節
的
倫
理
道
德
觀
尤
其
絕
非
常
常
涵
蘊
孩
子
及
其
父
母
的
觀
點
，
因

此

，
强
迫
孩
子
參
加
學
校
的
性
知
識
課
程
，
 

諸
如
在
强
迫
的
性
敎
育
課
程
，
未
適
當
地
考
嫌
到
孩
子
及
其
父
母
所
存
在
的
貞
操
觀
念
，
也
就
因
而
常
牴
觸
良
心
自
由

 

〇

3.
巴
登
—
符
騰
堡
邦
文
化
部
長
認
爲
，
訴
訟
原
吿
3.
)
修
讀
之
性
知
識
論
題
的
課
程
，
並
無
逾
越
學
校
的
權
限
，
 

因
此
，
學
校
的
敎
育
付
託
亦
未
與
父
母
的
敎
育
權
相
牴
觸
。
一
個
對
人
性
尊
嚴
的
侵
犯
並
不
存
在
。
在
一
個
合
乎
規
定

 

的
生
物
課
程
，
偶
而
提
到
性
的
問
題
，
也
不
侵
犯
個
人
的
私
生
活
。

B

、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與
訴
訟
原
吿
1.
)
的
憲
法
訴
訟
是
合
法
的
，
而
訴
訟
原
吿
2.
)
與

3.
)
的
想
法
訴
訟
卻
是
不
合
法

 

的

。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就
爲
供
審
査
而
提
出
的
規
定
之
決
定
的
重
要
性
，
對
於
授
權
該
管
官
署
採
行
性
敎
育
的
限
制
*
已
 

充
分
說
明
。

二
一
九



二二

◦

對
於
提
請
審
査
的
合
法
性
，
從
該
提
請
審
查
的
規
定
就
提
出
的
版
本
中
間
已
吿
失
效
或
被
修
7]-
>
而
且
目
前
在
漢

 

堡
的
性
敎
育
基
於
一
個
特
別
法
律
基
礎
，
亦
不
產
生
深
入
重
大
的
懷
疑
。
因

此

，
基
礎
案
的
程
序
畢
竟
尙
未
終
結
。

II
、

1-
訴

訟

原
吿

1.
)
的

憲

法

訴

訟

是

合

法

的

。

d
假
命
令
的
暫
行
權
利
保
護
程
序
對
於
本
案
程
序
而
言
，
形
成
一
個
獨
立
的
程
序
。
因
最
終
審
的
裁
判
，
H
使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九
十
條
第
二
項
意
義
h
的
法
律
救
濟
途
徑
已
經
窮
盡
。
憲
法
訴
訟
之
補
充
性
的
觀
點
，
如
不
需
要

 

進

：
步
的
澄
淸
事
實
，
如
暫
行
程
序
及
本
案
程
序
所
要
裁
判
的
法
律
問
題
爲
同：

，
並
因
此
不
能
將
訴
諸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的
本
案
程
序
算
作
廷
可
以
免
的
，
則
即
不
能
導
出
其
它
的
判
斷
(B

v
e
r
F
G
E
42,163<167f

.
>
)

。
此
處
的
情
形
正
是

 

如

此

。
^
單
單
只
要
訴
訟
原
吿
在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九
十
=
條

第

：
項
所
規
定
期
限
後
，
才
指
摘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
一
句
與
第
一
百
零
三
條
第
一
项
，
則
此
稱
實
體
的
指
摘
即
非
合
法
；
囚
其
與
及
時
提
起
的
指
摘
間
，
不
 

存
在
直
接
的
法
律
k
關

聯

。
此
種
關
聯
只
有
鑒
於
在
嗣
後
的
指
摘
基
本
法
第
四
條
的
違
反
，
才
存
在
。

2.
反

之

，
訴
訟
原
吿
2.
)
與
3.
)
的
憲
法
訴
訟
，
是
不
合
法
的
。

M
女
訴
訟
原
吿
2.
)
的
憲
法
訴
訟
，
因
其
非
作
爲
輔
佐
人
而
被
允
許
的
婚
姻
配
偶
，
而
提
出
的
。
：
個
+
屬
於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法
第
二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所
規
定
範
圍
之
人
的
代
理
人
，
其
訴
訟
行
爲
在
法
律
卜
：無

效

。

W
訴
訟
原
吿
3.
)
所
捉
起
的
憲
法
訴
訟
，
因
未
窮
盡
法
律
救
濟
途
徑
，
而
吿
不
合
法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第
九
十



條
第
二
項
)
(
參
見
«
<
6
9
0
1
!
1
6
,
1
2
4
<
1
8
7
>
)
。
相
對
於
其
父
母
，
訴
訟
原
吿
1.
)
與

2.
)

，
其
迄
至
目
前
*
均
未

 

曾
向
該
管
専

JH
法
院
尋
求
權
利
保
護
。

C

、

I

 

>

性
敎
育

作
爲
學

校
敎
育

的

付

託

，
長
久
以
來
即爲
被
分
析
的
客
體
。

有
兩
捶
見
解
相
對
立
：

其

中I

種
看
法
，
代
表
這
種
見
解
，
即
孩
子
的
性
宣
傳
敎
育
與
敎
育
，
依
事
物
的
本
質
，
本
來
就
是
國
家
被
剝
奪

 

處
分
權
，
而
歸
屬
於
父
母
之
私
人
的
敎
育
範
困
。
國
家
由
於
學
校
採
行
性
敎
育
’
而
逾
越
公
的
敎
育
與
私
的
敎
育
的
界

 

限

*
而
父
母
未
依
其
自
己
的
性
倫
理
價
値
觀
敎
育
其
子
女
，
因
此
亦
懈
怠
了
父
母
的
自
然
權
利
。

另
一
說
指
出
，
敎
育
成
具
有
貴
任
感
之
性
的
性
行
爲
，
是
全
體
敎
育
的
一
個
重
要
部
分
。
因

此

，
學
校
基
於
其
自

 

己
的
敎
育
付
託
，
有
義
務
在
這
種
任
務
上
加
以
協
力
，
此
尤
以
很
多
父
母
未
充
分
遵
守
其
對
其
子
女
性
敎
育
義
務
，
以
 

及
甚
至
希
望
將
此
義
務
轉
與
學
校
時
爲
然
。

由
此
可
以
得
知
，
對
於
學
校
牲
敎
育
的
必
要
性
與
意
義
'
可
能
性
舆
界
限
、
任
務
與
目
標
，
在
學
術
與
實
務
上
曾

 

存
在
著
多
方
的
不
同
意
見
，
而
且
今
日
仍
舊
存
在
(就
此
，請
參
見

G
a
m
m
/K

o
c
h

編

，Bilanz

 d
e
r

 

S
e
x
u
a
l
p
S
d
a
g
o
g
i
k
,

 Fr
a
n
k
f
u
r
t

 /

 Ne
w

 Yo
r
k

 19
7
7
)

。

不
過
澄
淸
與
學
校
性
敎
育
相
關
聯
，
而
呈
現
的
很
多
有
疑
問
的
問
題
，
如
敎
育
方
法
論
上
的
、
心
理
學
上
的
、
醫



學
上
的
、
社
會
政
策
h
的

，
甚
至
倫
理
與
道
德
性
質
方
面
的
問
題
，
並
非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的
任
務
；
本
院
無
寧
限
於
回

 

答
在
本
程
序
裡
所
發
生
的
憲
法
問
題
。

1.
對

於

憲

法

的

判

斷

，
首

先

具

有

重

要

性

的

是

，
在

被

呈

現

出

柬

的

課

程

材

料

方

面

，
下

列

法

律

事

K
h
的
區
別

性

社

會

學

與

件

的

特

質

、
人
類
行
爲
模
式

 '
社

會

結

構

與

道

德

間

的

相

互

關

係

(
參

見H
.schclsky,scziologle

 

d
e
r

 

s
e
x
u
a
m
f

第

二

十

一

版

，
漢

堡

，

一
九
七
七
年
)

。
在

該

處

顯i !

小
出
在
人
類
性
活
動

h
 ,
生
物
的
與
文
化
的

 

層

面

不

可

分

的

渗

透

關

係

。
認

識

人

類

性

的

特

質

，
其

本

身

可

以

被

看

作

是

在

同

居

、
家

庭

與

社

會

之

間

，
作

一

個
有

 

責

任

意

識

之

行

爲

的

前

提

。
因

此

，
每

一

個

理

性

之

性

敎

育

的

基

礎

，
首

先

就

是

知

識

的

傅

播

。

d
在
此
涉
及
到
一
個
從
人
類
性
特
質
領
域
內
，
發
生
之
純
粹
的
，
尤
其
是
生
物
的
，
但
是
也
包
括
社
會
的
與
其

 

它
樋
類
的
事
實
方
面
的
資
訊
。
根
據K

M
K
£

建

議

，
在
學
校
裡
，

「
如
女
學
生
與
男
學
生
對
於
人
類
的
性
特
質
，
應
 

獲
得
一
個
實
質
有
理
由
說
明
的
知
識
」

。
M
種
知
識
應
該
使
他
(
她

)
們
有
可
能
就
此
領
域
一
齊
來
瞭
解
，
以
適
當
的

 

語
一
1|11加
以
表
達
，
並
且
|
即
使
是
對
於
困
難
與
不
尋
常
的
現
象
|
作
一
判
斷
」

。
在
内
^
内
之
建
議
的
「
課
程
目
標
」
 

一
節
，
提
到
道
種
在
課
堂
禆
應
該
被
處
理
的
最
重
要
的
論
題
。
它
始
於
人
類
的
生
育
、
懷
孕
及
出
生
，
以
至
於
爲
保
護

 

年
輕
人
對
抗
性
犯
罪
的
刑
法
規
定
。
這
主
要
涉
及
那
些
與
該
等
被
捉
出
的
課
堂
材
料
有
極
密
切
關
係
的
事
實
，
例
如
生

 

物
課
的
老
師
，
與
哺
乳
類
的
課
題
連
接
，
而
將
人
類
的
課
題
敎
下
學
生
。
在

此

，
M
點
即
在
於
在
各
該
課
程
，
從
性
的

 

領
域
將
也
物
的
與
其
它
的
層
面
結
成
關
係
。
如
果
這
些
說
明
不
加
以
評
價
，
則
它
及
涉
及
：
些
自
明
之
理
及
正
常
的
半



物

。
道
些
¥
淡

的

知

識

傳

播

，
就

足

以

阻

11-.
孩

子

們

對

知

識

的

需

求

導

向

無

法

控

制

的

軌

道

上

，
而
以
不
切
茛
際
的
方

 

式

去

滿

足

。
它

亦

有

助

於

防

止

孩

子

們

免

於

性

的

危

險

(
誘

姦

幼

萤

、
裸

露

狂

、
性

疾

病

等

)

。

W
自

我

性

敎

育

建

ty
:在

性

的

領

域

裡

事

實

與

過

程

的

認

知

。
對

此

，
在K

S
K
g

建

議

裡

說

到

：

「
學
校
的
性

 

敎

育

應

有

助

於

使

年

輕

人

認

識

其

作

爲

丈

夫

與

妻

子

的

責

任

，
發

展

其

價

値

觀

與

良

心

，
並
深
入
體
會
合
於
道
德
之
決

 

定

的

必

要

性

」

。
因

此

，
在

較

高

年

級

被

H
施

一

極

所

諧

：

一

對
人
類
極
有
幫
助
的
討
論
，
此

與

同

M
與
婚
姻
的
倫
理

 

的

、
社

會

的

、
心

理

的

、
衛

屯

保

健

的

與

經

濟

方

面

的

間

題

」

。

道

種

以

及

類

似

的

目

標

的

確

立

，
町

以

各

邦

就

性

敎

育

所

頒

方

針

與

公

吿

中

發

現

其

衷

示

。
运

：
點
將
轉
借
上
述

 

(
A
1
2
 b
 )
兎

述

的

漢

堡

方

針

。
性

敎

育

應

該

使

性

的

領

域

內

，
合
乎
道
徳
決
定
與

依

道

徳

而

決

定

的

行

爲

方

式

有

 

可

能

。
其
最
終
目

標

應

該

—

如

同

全

部

敎

育

的

S
標
—

是
，

3
!

由

的

、
能

意

識

到

其

責

任

的

成

熟

人

類

，
在
這
領
域
內
具

 

有

決

定

所

必

要

的

判

斷

力

，
同

時

亦

意

識

到

其

受

同

居

關

係

的

拘

束

。
某

於

道

個

理

由

-
性

敎
育
對
於
瞭
解
人
類
與
社

 

會

的

夥

伴

關

係

，
尤

其

是

在

婚

姻

與

家

庭

關

係

的

瞭

解

，
發

展

並

强

化

寊

仟

感

。

被

稱

作

是

件

敎

育

的

進

：
步

0
標

者

，
乃

是

使

年

輕

人

淸

楚

，
其

自

我

實

現

，
在
包
括
性
的
驅
動
力
及
將
它
安
排

 

到

個

人

與

社

會

免

活

的

整

體

卜

，
需

要

一

個

有

意

識

的

氺

活

方

式

。
被

追

求

的

生

活

方

式

，
乃
是
一
種
承
認
並

If
定

，
 

性

是

人

類

存

在

本

質

的

：

個

成

份

，
而
#
減

少

困

難

與

衝

突

的

痛

苦

。
最

後

，
性
敎
育
並
非
只
是
在
於
除
去
無
認
識
與

 

無

知

，
而

是

也

意

識

到

個

人

私

中

活

價

値

被

當

作

必

要

的

自

由

空

間

。

d
主

要

是

從

性

的

領

域

與

固

有

的

性

敎

育

中

，
對

於

生

物

事

實

的

普

遍

性

之

知

識

傅

播

間

的

區

別

，
在
文
獻
與



:
-
一
四

在
裁
判
寅
務
上
是
被
承
認
的
(參
見
 

s
c
h
o
N
e
n
,

 R
d
J
B

 1
9
7
4
、
S
.
216

 ff
.;

 St
i
i
m
m
e
r
,

 G
r
u
n
d
l
a
g
e
n

 d
e
r

 

s
e
x
u
a
l
p

w:
d
a
m
o(Jq
i
?rin

 
d
lrl
r
 s

o
h
u
l
e
,in

:s
c
x
u
a
l
e
r
2
i
e
h
u
n

JQLlntBrricht

 a
n

 weiterfiitirenden 

s
c
h
u
l
e
n
,h
e
r
a
c
s
w
e

(ne
b
e
n

 v
o
n

 R
o

crert

 B
u
r
n
e
r
,

 Fr
e
i
b
u
r

rci-B
a
s
d
-w
i
e
n
,

 
1
U3
7
0
,
 

S
.195;

 B
r
a
u
b
u
r
g
e
r
,

 

l
i
d
J
B

 1
9
7
3
,

 s
.24

ocff
.;

 St
o
b
e
r
,

 
D
o:
v
 19

7
3
,

 S
.554;

 Sc
a
r
b
a
t
h
,

 Gs
c
h
l
e
c
h
t
s
e
r
z
i
e
h
u
n
g
,

 He
i
d
e
l
b
e
r
g

 

1
9
6
9
,

 S
.83;

 I
c
s
t
l
e
r
,

 "R
d
J
B
l
g
T

al,

 S
.301;

 J
e
s
s
e
n
,

 
r
'u
^
K

s

S
.
1
3
4
0

 ff
.
;

並

參

見

O
V
G
 B

e
r
l
i
n
,

 

N
J
W
.1973,

 

S

OO1
9
CS 2

0
)
)

，
在

此

，
其

出

發

點

乃

是

固

有

意

義

h
的

性

敎

育

可

以

與

単

純

的

就

此

領

域

之

資

訊

的

傳

 

播

分

開

。
歐

洲

人

權

法

院

在

其

：
九

七

六

年

卜

二

月

七

日

就

丹

麥

公

立

學

校

的

强

迫

性

性

敎

育

判

決

中

(E
u
G
R
Z

 

1I

.47S

)
)
，
卻

懷

疑

這

種

區

別

可

以

嚴

格

實

施

。
再

者

’
這

種

知

識

的

傳

播

’
在

敎

師

方

面

，
並
不
排
除
若

 

干

蔓

延

到

宗

敎

或

世

界

觀

上

的

評

價

。
因

爲

在

此

涉

及

「
一
個
對
事
實
的
判
斷
容
易
導
致
價
値
判
斷
的
領
域
」

。
這
種

 

危

險

事

實

h
就

常

在

身

邊

。
然

而

，
人

們

耐

以

以

一

個

限

於

對

性

領

域

事

實

之

知

識

傳

播

的

課

程

，
某
本
上
是
可
行
的

 

爲

出

發

點

。
不

過

尤

其

在

衡

量

孩

子

的

年

齡

與

成

熟

度

時

，
敎

育

上

正

確

的

演

出

、
爲
敎
育
的
目

的

而

被

提

出

之

素

材

 

的

恰

當

性

，
是

有

問

題

的

。
正
在
此
一
節
骨
眼

h

，
很

明

顯

的

危

險

乃

是

在

純

粹

的

知

識

傳

播

之

外

，
侵
犯
了
孩
子
之

 

人

格

的

養

成

。
唯

此

可

透

過

以

明

確

的

材

料

限

制

與

論

題

限

制

的

明

晰

方

針

，
予

以

預

防

D

2.
回

答

在
M
些

關

聯

性

上

所

被

提

出

來

之

憲

法

問

題

的

審

査

尨

準

，
主

要

是

基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
父

 

母
的

敎

育
權
)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國
家
的

敎

育
付
託
)
興
第
乂
條
第
一
項
(孩
子
的
人
格
權
)
。

M
基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
將

孩

子

的

照

顧

與

敎

育

稱

爲

「
父

母

之

自

然

的

權

利

，
並
且
是
最
先
課
予
父
母
的



義
務
」

，
對

於

其

實

現

，
國
家
的
社
會
必
須
加
以
監
督
。
父

母

對

於

「
照
顧
及
敎
育
其
子
女
的
權
利
與
義
務
，
必
須
依

 

其
自
己
的
想
法
自
由
地
，
除
了
基
本
法
第
七
條
以
外
，
儍
先
於
其
他
敎
育
主
體
去
形
成
。
父
母
自
由
地
決
定
如
何
使
這

 

種
父
母
的
責
任
成
爲
正
當
的
，
爲
基
本
按
所
保
障
，
只
要
這
種
干
涉
非
由
基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句
意
義
上
的
國

 

家

社

會

的

監

督

官

署

所

涵

括

的

，
就

不

受

國

家

的

干

涉(
B
v
e
r
f
G
E

 3
1,19

4<204>

併

同B
V
e
r
f
G
E

 4,52<57>;

 

7
3
2
{K

3
2
3
>
;
2
4
,
1
1
9
<
1
3
8K

3

 f .
>
)

。

W
M
K
建
議
對
於
父
母
在
性
之
領
域
的
敎
育
權
問
題
，
只
簡
要
地
說
道
：

「
性
敎
育
首
先
是
父
母
的
任
務
」

。
事

 

實
上
這
爲
個
人
的
性
敎
育
絕
大
部
分
屬
於
父
母
—
家
庭
的
1
範

圍

，
並
藺
於
基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意
義
上
之
父
母
的

 

自

然

權

利

，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
赞

成

)
理

由

。
性

問

題

的

傅

授

，
最
自
然
的
是
在
家
庭
受
保
護
的
及
安
全
保
障
的
氣
氛

 

下

實

施

。
通
常
孩
子
在
家
庭
裡
蒐
集
到
他
(
她

)
們
的
第
一
次
自
己
的
性
經
驗
。
因

此

，
只
有
這

個
領
域
裡
，
這

個

「
 

解
說
」
也

能

實

施

，
而
父
母
以
對
他
們
而
言
，
是
必
要
的
敎
育
措
施
，
才
顯
得
自
然
。
當
另
外
的
孩
子
出
生
之
際
或
與

 

姐

妹
一

齊

長

大

，
就
以
完
全
自
然
的
方
式
，
在
這
領
域
產
生
了
很
多
問
題
。
此

外

，
性
敎
育
經
由
個
別
家
庭
之
不
同
的

 

生

活

方

式

與

社

會

生

活

觀

念

，
持

續

地

形

成

。
父

母

的

家

庭

因

此

顯

示

成

爲

自

然

的r

學

習

設

施

.一

 
(
參
見

 

s
t
o
b
e
r
,a
a
o
.,s

.556

 f .
)

。

此

外

，
不
可
忽
略
的
是
，
性
的
經
驗
原
則
上
是
在
私
人
可
以
信
賴
的
範
圍
內
發
生
。
根
據
傳

統
的
看
法
，
羞
恥
心

 

禁
止
將
人
類
的
性
活
動
推
向
眾
目
睽
睽
之
下
。
因

此

，
國
家
亦
尊
重
婚
姻
生
活
的
睬
私
。
侵
犯
私
生
活
在
孩
子
身
上
，
 

正
可
以
引
發
其
對
父
母
可
能
的
偏
見
，
並
產
生
家
庭
的
緊
張
關
係
。
也

有

一

種

見

解

，
認
爲
只
有
父
母
可
以
提
供
性
敎

二
二
五



二
二
六

育
的
基
本
看
法
，
因
爲
只
有
父
母
爲
孩
子
身
體
的
幸
福
、
其
精
神
與
個
性
的
敎
育
負
資
。
性
敎
育
同
樣
屬
於

r

照
料
孩

 

子
的
人
格
」
之
概
念
中
(
參
見

M
a

u
n

z
-
D

u
r

i
g
-
s

c
h

o
F

G
r

u
n

d
g

e
s

e
t

z
v

r
t
.6

 R
d

p
2
4)

 
o

最

後

’
必
須
指
出
者
’
 

乃
是
性
行
爲
與
宗
敎
或
世
界
觀
間
之
緊
密
的
聯
結
。
偶
而
宗
敎
被
視
爲
是
確
立
與
形
成
性
道
德
最
重
要
的
社
會
因
素
(
 

參
見

s
c
h
e
l
s
k
y
^

揭

書

，
頁

五

二

、
九

四

)
。
代
表
一
個
嚴
格
之
性
倫
理
的
父
母
，
將
爲
其
子
女
在
這
意
義
上
自
我

 

敎
育
立
下
最
重
大
的
價
値
’
並
尋
求
阻
止
學
校
遒
背
其
所
預
先
訂
定
的
敎
育
目
標
。

W

如
果
人
們
由
此
出
發
，
則
首
先
必
須
要
問
，
是
否
國
家
根
本
上
或
在
何
等
範
圍
內
，
可
以
在
學
校
內
實
施
性

 

敎

育

。K
M

K
$
|

此
提
到
：

「
學
校
基
於
其
敎
育
之
付
託
，
有
義
務
在
性
敎
育
時
提
供
協
助
」

。
國
家
的
敎
育
付
託
其

 

聯
邦
恵
法
上
的
基
礎
，
乃
是
基
本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
參
見

B
V

e
r

f
G

E

 34,165<181

 f
v

h
e

s
s
.

 F
o
r
d
e
r
s
t
u
f
e
)

。

 

正
如
聯
邦
癉
法
法
院
所
曾
經
提
過
的

 <
 上

揭

，
頁
一
八
二

 

基
本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所
規
定
之
國
家
的
敎
育
監
督
，
 

即
包
括
爲
確
保
敎
育
制
度
爲
所
有
年
輕
人
，
依
其
能
力
，
開
放
符
合
今
日
社
會
生
活
之
敎
育
可
能
性
的
目
的
，
而
計
劃

 

與
組
織
敎
育
機
構
。
不
只
學
校
的
組
嫌
性
分
類
，
而
且
敎
育
過
程
與
課
程
巨
標
之
內
容
的
確
立
，
均
靥
於
這
種
國
家
的

 

形
成
範
圍
。
因

此

，
國
家
在
學
校
裡
，
原
則
上
可
以
獨
立
於
(
學
生
之
)
父
母
之
外
，
追
求
其
自
己
的
敎
育
目
標
。

一

 

般
的
付
託
學
校
以
敎
育
孩
子
，
並
非
立
於
父
母
權
之
後
，
而
是
與
之
並
駕
齊
鼷
。
既
非
父
母
的
權
利
，
也
非
國
家
所
受

 

的
敎
育
付
託
，
具
有
絕
對
的
優
越
性
。
不
同
於
偶
而
在
文
獻
上
所
代
表
之
看
法
的
是
，
學
校
所
受
的
敎
學
與
敎
育
的
付

 

託

，
並
不
限
於
只
敎
導
知
識
的
素
材
。
這
種
基
本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所
預
先
確
立
之
國
家
的
付
託
，
無
寧
亦
具
有
將
孩

 

子
們
敎
育
成
一
個
具
有
自
我
負
貴
的
社
會
成
負
之
內
容
。
因

此

，
學
校
的
任
務
亦
存
在
於
敎
養
的
領
域
。
然

而-

1

誠



如
前
面
已
談
過
的
—

，
很
多
人
贊
成
父
母
的
家
，
乃
個
人
性
敎
育
最
好
的
場
所
。
不
過
在
它
方
面
，
也
必
須
斟
酌
性
的

 

特

質

，
在
多
方
面
顯
示
其
與
社
會
有
關
。
性

行

爲

乃

一

般

(
大

眾

)
行
爲
的
一
部
份
。
因

此

，
不
可
以
阻
止
國
家
將
性

 

敎
育
當
作
年
輕
人
之
整
髖
敎
育
的
重
要
部
分
加
以
思
考
。
警
吿
及
防
護
孩
子
免
於
性
的
危
險
，
亦
靨
於
這
一
領
域
。

基
於
所
有
這
一
些
理
由
，
對
於
國
家
將
人
類
之
性
活
動
的
論
題
，
作
爲
學
校
課
程
的
事
項
，
原
則
上
並
無
憲
法
上

 

的
懐
疑
被
提
出
來
。
首

先

，
只
要
這
只
關
係
事
實
與
過
程
的
敎
導
，
不
涉
及
價
値
評
斷
地
加
以
呈
現
，
換

言

之

，
完
全

 

與

每
一
個
性

倫

理

關

係

無

關

時

，
就

有

此

適

用

。
然

而

，
如

同K
M
K

之
建
議
爲
較
高
年
級
所
設
定
的
，
固
有
的
性
敎

 

育
原
則
上
落
在
國
家
的
敎
育
高
權
之
下
；
因

此

，一

個
對
於
施
予
孩
子
性
敎
育
之
敎
育
上
正
當
的
付
託
，
國
家
是
不
可

 

以

被

爭

辯

的

。
—

如

上

所

述
I

，
此
從
國
家
一
M
的
敎
育
付
託
裡
產
生
。
在

此

範

圍

內

，
性
敎
育
是
整
體
敎
育
的
一
部

 

分

，
而
落
在
敎
育
的
範
圍
之
內
。
丨
首
先
姑
不
管
它
可
以
從
父
母
權
中
產
生
的
此
一
涵
意
I

，
國
家
原
則
上
亦
有
權
決

 

定
敎
學
方
法
與
課
程
型
態
的
敎
學
上
問
題
(
例
如
爲
超
越
科
目
的
或
爲
特
別
科
目
的
課
程
)
。

在

此

，
不
能
不
注
意
的
是
，
學
校
的
性
敎
育
從
其
事
物
的
本
質
上
來
看
，
與
父
母
的
性
敎
育
是
不
同
種
類
的
。
對

 

此K
M
K
Q
J

明

白

指

出

。
學
校
有
可
能
有
通
常
父
母
家
中
所
沒
有
的
課
程
。
父
母
家
中
的
敎
育
，
一
再
的
是
個
人
的
'
 

個
別
的
與
直
接
的
。
父
母
的
模
範
與
家
庭
生
活
的
方
式
，
在
此
具
有
重
大
意
義
。
在

學

校

裡

，
年
輕
人
可
以
被
提
供一

 

般

而

言

，
是

較

専

業

的

、
奠
定
科
學
基
礎
的
資
訊
，
以
及
多
方
面
的
談
論
。
因

此

，
學
校
的
協
助
可
以
給
與
有
價
値
之

 

補

充

的

幫

助

，
並
補
充
父
母
家
中
的
性
敎
育
。

4
還

有

，
孩
子
從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所
衍
生
的
權
利
，
也
爲
學
校
的
性
敎
育
所
波
及
。



二
二
八

基
本
法
將
人
類
的
隱
私
範
圃
與
性
的
範
圍
，
當
作
其
爲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併
同
第
一
條
第
一
項
之
憲
法
所
保

 

障
的
私
人
生
活
範
圍
的
一
部
分
。
基
本
法
此
一
規
定
確
保
人
類
有
權
自
己
決
定
對
性
的
觀
念
。
他
可
以
建
立
其
對
性
活

 

動

的

關

係

，
而
且
是
否
及
在
何
等
界
限
裡
，
並
以
何
等
目
棵
，
願
意
接
受
第
三
人
就
此
一
觀
點
所
施
的
影
響
，
原
則
上

 

由
自
己
去
作
判
斷
。
唯
如
人
類
對
性
的
關
係
，
立
於
憲
法
的
保
障
之
下
，
則
這
種
從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I

項
併
同
第
一

 

條
第
一
項
所
產
生
的
權
利
，
年
輕
人
亦
應
享
有
之
。
其
私
生
活
範
圍
可
能
由
於
學
校
中
實
施
之
性
敎
育
的
種
類
與
方
式

 

，
而
大
受
波
及
。
年
輕
人
並
非
只
是
父
母
舆
國
家
敎
育
的
客
體
。
他
無
寧

自

始

的

，
並
醸
其
年
齡
的
增
長
，
常
以
逐
渐

 

增
强
的
量
度
*
成
爲
一
個
爲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併
同
第j

條
第
一
項
所
保
護
的
人
格
體
。
經

驗

敎

導

我

們

，
正
因

 

年
輕
人
在
性
的
領
域
，
因
受
到
敎
育
方
法
上
錯
誤
的
敎
育
措
施
，
心
靈
上
受
到
損
傷
，
而
其
發
展
可
能
受
到
嚴
重
的
傷

 

害

。
3.
總

之

，
可

以

得

知

，
學
校
的
性
敎
育
在
一
個
完
全
特
別
的
童
度
裡
，
與
父
母
從
基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所
產
生

 

的
權
利
及
孩
子
依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所
產
生
的
人
格
權
，
跟
基
本
法
第
七
條
第|

項
所
規
定
的
國
家
所
受
的
敎
育

 

付

託

間

，
處
於
一
種
緊
張
的
關
係
。

正
如
聯
邦
崽
法
法
院
在F

o:rderstufe
^

的

判

決

所

說

的

(
參

見

上

揭

，
頁
一
八
二
以
下
)

，
不
可
以
從
確
保
父

 

母
若
千
在
學
校
的
世
界
觀
敎
育
方
面
之
權
利
的
基
本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與
第
五
項
推
出
，
基
本
法
此
一
條
文
只
當
作
特

 

別

法

，
與
父
母
之
權
利
的
作
用
範
圍
相
隔
絕
，
而
在
敎
育
事
業
加
以
規
定
。
基
本
法
已
經
在
所
有
範
圍
內
，
加
强
敎
育

 

在
個
人
權
利
的
因
素
，
而
且
只
要
是
敎
育
係
在
學
校
裡
%
施

，
即
賦
舆
父
母
較
强
的
影
響
力
，
而
這
在
基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
已
被
密
化
到
成
爲
基
本
權
利
式
加
以
保
障
的
地
位
。
以
養
成
孩
子
人
格
爲
目
標
之
父
母
與
學
校
的
共

 

同
敎
育
任
務
，
不
要
被
割
裂
爲
個
別
的
部
分
。
它
們
無
寧
是
一
個
有
意
義
，
而
彼
此
有
關
係
，
共
同
影
響
後
予
以
履
行

的

任

務

。

如

果

人

們

仔

細一

點

評

估K
M
K
S

建

議

舆

漢

堡

的

(
學
校
實
施
性
敎
育
)
方

針

，
則
將
很
淸
楚
得
知
，
國
家
在

 

學

校

裡

，
就

性

領

域

內

，
並
非
只
追
求
孩
子
們
捕
充
的
或
支
援
的
課
程
而
已
，
而

是

一

個
非
常
廣
泛
的
性
敎
育
。
在
此

 

必
須
確
認
的
是
，
學
校
不
可
以
爲
自
己
能
夠
爲
所
欲
爲
地
在
所
有
及
每
一
方
面
敎
導
孩
子
們
，
否

則

，
將
可
能
因
此
將

 

父
母
的
整
體
敎
育
計
劃
加
以
破
壊
。
國
家
有
義
務
在
學
校
裡
羚
重
父
母
對
其
子
女
敎
育
之
整
體
計
劃
的
責
任
，
且
對
於

 

敎
育
問
題
中
看
法
的
多
元
性
，
只
要
其
與
已
經
被
規
範
的
國
家
敎
育
制
度
相
調
和
時
，
就
要
持
開
放
的
態
度
(
參
見
前

 

揭

，
頁
一
八
三
)
。

在
作
法
律
上
評
斷
從
上
述
緊
張
關
係
所
生
的
衝
突
時
，
其
出
發
點
必
須
是
，
性
敎
育
原
則
上
在
父
母
的
領
域
，
較

 

在
學
校
的
層
面
能
獲
得
較
大
的
親
和
性
。

4
只
要
它
只
涉
及
到
上
面
所
描
述
之
意
義
下
，
與
評
價
無
關
之
事
實
的
報
導
，
則
這
種
報
導
就
落
在
國
家
所
受

 

之
敎
育
付
託
的
範
噹
內
；
由
於
這
裡
只
涉
及
單
純
的
知
識
敎
導
，
亦
即
典
型
上
展
漱
學
校
的
任
務
，
而
且
通
常
對
於
學

 

校

*.
較
諸
對
於
父
母
家
中
更
爲
適
當
。
職

此

之

故

，
在

此

領

域

內

，
國
家
的
決
定
權
就
完
全
可
應
付
裕
如
；
基
於
父
母

 

權
的
影
響
措
施
，
原
則
上
就
必
須
被
排
除
。
不
過
在
此
仍
應
顧
及
孩
子
們
的
人
格
權
。
因

此

，
這
種
敎
導
措
施
必
須
莅

 

敎
師
原
則
上
已
獲
得
的
心
理
狀
態
與
成
熟
度
的
資
訊
後
，
才

能

實

施

。

二
二
九



一
：
-
|
二
0

o

在

學

校

裡

之

固

有

的

性

敎

育

，
必

須

在

學

校

與

父

母

家

中

之

間

獲

得

一

個

平

衡

，
每

一

個

敎

育

主

體

均

可

依

 

其

被

賦

與

之

權

利

的

尺

度

爲

要

东

，
並

提

出

批

評

，
但

對

於

他

方

讓

步

。
因

此

，
性

敎

育

必

須

盡

可

能

在

父

母

與

學

校

 

間

的

協

調

K
作

計

劃

及

實

施

。

K
M
K
g

建

議

規

定

，
應

該

給

予

父

母

有

機

會

在

家

長

會

議

中

討

論

其

經

驗

與

問

題

。
父
母
蕋
於

S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
有

權

請

求

及

時

的

，
並

廣

泛

的

被

提

供

對

性

敎

育

的

內

容

與

方

法

論

—

敎

學

方

法

之

上

途

徑

的

责

訊

，
以
使

 

他

們

有

可

能

對

於

將

在

學

校

裡

處

理

的

論

題

，
在

他

們

自

己

的

看

法

與

確

信

之
a

義

下

，
影

響

其

子

女

，
並
使
其
依
基

 

本

法

優

先

被

賦

與

之

個

人

的

敎

育

權

發

揮

作

用

。

然

而

，
在

學

校

性

敎

育

的

形

成

時

，
蕋

於

基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
父

母

的

共

同

決

定

權

，
應

予

以

否

定

。
這
是

 

基

於

下

列

的

考

慮

：
基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所

規

定

的

基

本

權

利

，
係

一

個

個

人

的

權

利

，
個

別

屬

於

每

一

父

母

的

部

 

分

。
這

不

能

以

多

數

決

方

式

加

以

執

行

。
在

一

個

多

元

的

社

會

，
事

實

h
學

校

不

可

能

斟

酌

每

一

個

父

母

的

希

望

，
並

 

且

在

確

立

敎

學

目

標

及

擬

定

課

程

計

*

，
以

及

在

課

程

的

形

成

時

，
予

以

考

慮

。
學
校
既
不
能
爲
每
一
個
個
別
的
孩
子

 

或

隨

便

那

一

小

群

的

孩

子

，
提

供

課

程

的

解

決

方

案

，
父

母

也

+
需

要

爲

利

於

一

個

代

表

多

數

父

母

的

看

法

，
而
放
棄

 

其

個

別

的

敎

育

權

。
只

要

是

超

越

純

粹

之

知

識

傳

授

的

範

圍

，
在

性

敎

育

上

，

一
個
與
：
個

班

所

有

父

母

就

該

班

每

：

 

個

孩

子

的

人

格

，
而

進

行

投

票

的

共

同

參

與

，
實

際

上

幾

乎

是

無

法

想

像

的

。
因

此

，
在

這

一

領

域

裡

，
父

母

不

能

無

 

限

制

的

訴

諸

其

基

於

基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
：项

所

規

定

的

權

利

。
其

在

實

行

其

基

本

權

利

時

，
受
到
其
他
想
法
之
人
與
之

 

有

衝

突

的

茈

本

權

利

限

制

(
參

見B
V
c
r
f
G
E

 28
,
2
4
3
<
2
6
0

 0:
4
1
,
2
9

 <
5
0
>
)

。



不

過

，
父

母

可

以

趟

於

基

本

法

的

那

些

規

定

(
第

四

條

、
第
一；：

條

第

：
■..■
項

、
第

_;
:十

二

條

第

三

項

第

：
：句

)

，
要

 

求
執
行
性
敎
育
時
被
要
，求

的

克

制

與

容

忍

。
學

校
_小

得

以

贊

成

或

拒

絕

一

定

的

件

行

爲

爲

0
標

，
嘗

試

對

學
生
灌
輸
意

 

識

形

態

。
只

要

它

涉

及

性

的

領

域

，
嘐

校

即

必

須

尊

亟

孩

子

們

的

羞

恥

心

，
並

普

遍

的

顧

及

父
母
之
宗
敎
與
世
界
觀
的

 

確

倍

。
如

果

偶

而

在

個

案

禆

逾

越

這

個

界

線

，
則

首

先

是

該

管

敎

育

官

署

有

義

務

介

入

，
並

爲
遵
守
憲
法
所
確
立
的
界

 

限

，
而

加

以

處

阊

；
此

外

，
父

母

在

此

■
情

形

時

，
可

以

引

導

必

要

的

步

驟

。

慇

於

父

母

敎

育

權

的

優

越

性

，
學

校

忡

敎

育

需

要

附

有

免

除

可

能

性

，
而
需
得
父
母
的
同
意
的
考
慮
是
較
容
品
瞭

 

解
的
(參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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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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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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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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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官
在
九
七
六
年

- f:
一
月
七
H
歐
洲
人

 

權

法

院

判

決

的

不

同

意

見

(E
u
G
R
Z
〗
9
7
6
和

4
8
8

 ff
〇

 
)

。

一

個

相

類

似

的

問

題

，
也

可

能

在

學

生

之

某

本

權

利

的

觀

點

下

鹿

生

。
囚

爲

一

個

據

有

上

面

所

描

述

的

，
依
憲
法

 

被

要

求

退

讓

與

容

忍

之

性

問

題

的

課

程

，
被

授

與

時

，
憲

法

卜

並

不

要

求

需

得

父

母

或

較

卨

年

級

學

生

的

同

意

。
在
其

 

它

方

面

，

；
個

免

除

的

可

能

性

將

嚴

审

地

使

一

個

超

越

科

目

的

性

敎

育

加

重

W
難

，
正
如
今
日
在
所
柯
各
邦
主
耍
是
在

 

生

物

學

、
歷

史

、
徳

文

、
宗

敎

、
藝
術

等

科

目

所

：

現

的

。
正

闪

這

桢

課

程

的

型

式

，
最

適

合

避

免

缺

點

，
因
爲
這



課

程

非

只

猫

中

在

性

的

論

題

上

，
也

非

只

是

一

個

敎

師

的

事

務

。
如

果

性

敎

育

被

當

作

特

別

的

敎

學

科

目

或

特

別

的

課

 

程

單

位

，
則

這

個

法

律

狀

態

是

否

將

被

另

作

評

價

，
在

此

不

予

置

評

。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
應

該
作
一
個
適
合
於
父
母
從

 

某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项

第

一

句

所

產

生

的

基

本

權

利

與

可

能

之

良

心

衝

突

的

規

定

，
首

先

是

立

法

者

的

任

務

。

II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至

目

前

爲

土

，
有
一
：：個

判

決

特

別

致

力

於

學

校

關

係

裡

的

法

律

保

留

：
3
<
0
^
〇
£
 
3
4
,
1
6
5
 
<
1
9
2

 

O

 -

 h
e
s
s
.F
o
r
d
e
r
s
t
u
f
e
;
B
v
c
r
f
G
E

 41,

 2
5
1

 <
2
5
9

 f .>

 
,
 Sp

e
y
e
r
-K
o
l
l
e
g
;

 B
V
e
r
f
G
E

 4
5
,
4s

<
4
1
7

 f .>

 

I
N
S
O
r
d
n
u
n
g

 d
e
r

 g
y
m
n
a
s
i
a
l
c
n

 O
b
e
r
s
t
u
f
e

 ffiesseno

 在O
b
e
r
s
t
u
f
e
g

決

議

裡

，
訴
諸
前
二
個
提
到
的
裁

 

判

，
而

爲

綜

合

的

確

認

：

某

本

法

的

法

治

國

家

原

則

與

民

主

原

則

，
課

予

立

法

者

自

行

爲

敎

育

事

務

上

之

重

要

決

定

的

義

務

，
而
非
將
之
委

 

T
敎

育

行

政

(
…
…

)

。
這

特

別

適

用

於

基

本

權

利

之

行

使

的

領

域

，
公

開

於

國

家

形

成

之

外

的

權

利

領

域
…

…

。

這

一

判

例

，
儘

管

受

到

一

些

批

評

，
今

H
在

學

校

法

h

，
總

能

作

爲

基

本

原

則

，
而

加

予

貫

徹

(
參
見
其
它
諸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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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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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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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此

：
法

律

見

解

看

作

是

具

有

劃

時

代

性

之

進

步

的

是

，
法

律

保

留

從

其

已

被

取

而

代

之

的

公

式

之

拘

束

(
自
由

 

與

財

產

的

侵

害

)
中

解

脫

出

來

，
並

從

它

的

民

主

的

—

法

治

國

家

的

功

能

面

，
移

置

到

一

個

新

的

基

礎

上

，
而
可
以
某



於

此

一

基
礎
重
新
確
立
此
一
法
律
制
度
之
範
圍
與
射
程
。
批
判
尤
其
是
針
對
以
「
重
要
的

」{wesentlich

庇
一
槪
念

 

，
描
述
保
留
予
立
法
者

爲

決
定
的
界
定
方
法

(A
b
g
r
e
n
z
u
n
g
x

參
見

K
i
s
k
e
r

 

,
V
e
r
h
a
n
d
l
u
n
g
e
n

 de
s

 51.

 

D
e
u
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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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
n

 Juristentages

 B
d
.

 II ,

 Si
t
z
u
n
g
e
b
e
r
i
c
h
t
e

 M

 82
;Piesk

生

揭

，
頁
六
七
七
)
。
在
第
五
十
一
屆

 

德
國
法
學
家
年
會
上
，
在

綜

合

討

論

(
參

見

上

揭

，
窆

1
0
段

下
及Wt

 1
1
5
)

指

出

，

「
重
要
的J

{
w
e
s
e
n
t
l
i
c
h
w

 

先
應
該
被
當
作
啓
迪
學
的
概
念(hellristischer

 B
e
g
r
i
f
f
T

而
非
敎
義
論
的
文
章
，
予

以

瞭

解

，
尤
其
是
在
一
個
議

 

會
民
主
制
度
的
國
家
制
度
裡
，
實
際
上
是
重
要
的
事
務
，
則
躕
於
議
會
，
被
當
作
是
一
個
蓋
念
上
是
自
明
之
理
，
而
加

 

以

說

出

。
在
細
節
上
爲
界
定
時
，
人
們
以
較
大
程
度
的
謹
愼
從
事
，
並

注

意I

個
正
可
能
對
敎
育
關
係
造
成
尷
尬
的
結

 

果
之
廣
泛
法
律
化
的
危
險
。
這
一
個
措
施
是
否
重
要
，
並
因
此
必
須
只
保
留
予
議
會
本
身
，
或
者
至
少
只
能
基
於I

個

 

內
容
上
明
確
之
議
會
的
授
權
而
行
使
，
首
先
普
遍
的
以
基
本
法
爲
導
向
。
這
裡
基
本
權
利
的
保
護
，
導
出
一
個
重
要
的

 

觀

點

。
大
部
分
的
基
本
權
利
條
款
並
未
規
定
佞
害
只
能
透
過
法
律
或
基
於
一
個
法
律
爲
之
，
才
被
允
許
。
此

外

，
透
過

 

議

會
的
中
介
，
其
確
保
也
符
合
依
傳
統
之
保
留
理
論
的
傾
向
，
而
不
必
因
此
區
分
侵
害
與
給
付
。
因

此

，
在
基
本
權
利

 

領

域

上

，

「
重

要

的

」
通

常

表

示

，
對

於

基
本
權
利
的
實
現
是
重
要
的
」

(
參

見
3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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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敎
育
關
係
裡
，
基
本
權
利
的
重
要
關
聯
性
，
也
扮
演
著
重
要
的
角
色
。
在
國
家
敎
育
的
付
託
(
基
本
法
第
七
條

第

I

項

)
與

父

母

的

權

利

(
基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
以
及
孩
子
的
人
格
權
(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
項

)
間

的

界

線

，

二
三
三



二
三
四

常

常
是

流

動

的

，
並
且
難
以
識
別
。
其
識
別
對
於
基
本
椹
利
的
行
使
，
具
有
多
方
面
之
基
準
性
的
意
義c 

III

、

人
們
如
果
依
據
這
一
些
原
則
(
C

I

及

II

)

，
來
審
査
爲
控
制
而
被
提
出
來
的
漢
堡
邦
法
的
規
定
，
則
其
結
果
乃

 

是

，
學
校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及
學
校
組
織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及
第
二
句
，
因
違
反
基
本
法
的
民
主
原
則
與
法
治
國

 

家

原

則

，
只
要
此
等
規
定
依
一
九
七
〇

年
自
由
及
漢
撤
市
漢
堡
學
校
性
敎
育
方
針
，
將
性
敎
育
之
採
取
的
袂
定
，
委
予

 

敎

育

官

署

，
而
歸
於
無
效
。

1.
學

校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與

學

校

組

織

法

第

二

條

第

j

項
第
二
句
的
條
文
與
意
義
內
涵
，
與
基
本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
學
校
監
督
」
的
槪
念
相
結
合
，
及
回
溯
到
威
瑪
磨
法
第
一
四
四
條
第
一
句
所
爲
的
解
釋
。
依
這
一
概
念
的
歷
史
解
釋

 

，
則
在
這
裡
應
被
瞭
解
爲
國
家
組
織
、
計

劃

、
領
導
與
監
督
敎
育
事
業
之
權
限
的
全
部
。
從
幾
乎
逐
字
重
複
出
現
在
學

 

校
組
織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之
學
校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的
字
義
，
即
可
得
知
，
學
校
官
署
被
移
轉
以
廣
泛
的
行
政
權

 

限

。
它
在
學
校
法
與
學
校
組
織
法
規
定
的
範
圍
內
，
可
以
爲
一
切
爲
確
保
一
個
能
發
揮
功
能
的
敎
育
事
業
所
必
需
的
行

 

政

行

爲

。
其
目
標
在
於
規
定
擬
授
課
程
之
種
類
與
內
容
的
措
施
，
亦
屬
於
敎
育
領
域
的
活
動
。
對
此
敎
育
官
署
可
以
依

 

自
由
裁
童
爲
決
定
。
可
以
作
爲
出
發
點
者
，
乃
是
該
被
提
出
之
規
定
的
此
種
解
釋
，
符
合
漢
堡
立
法
者
在
一
九
六
六
年

 

C

學
校

法

)
與
立
法
者
在
一
九
七
三
年
(
學

校

組

織

法

)
的

意

思

。
學
校
之
敎
學
與
敎
育
目
標
所
涉
者
，
將
爲
學
校
組

 

織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明
白
地
加
以
證
實=

提
請
審
査
的
法
院
即
持
此
一
種
解
釋
，
自
由
及
漢
撤
市
漢
堡
的
參
議

 

院

，
其
看
法
亦
同
。
因

此

，
敎
育
官
署
有
權
對
學
校
的
科
目
之
敎
育
目
棵
與
學
習
內
容
*
爲
所
有
的
重
要
性
決
定
。
這



幾
乎
要
適
用
到
既
非
自
由
與
漢
撒
市
漢
堡
的
憲
法
，
也
非
這
二
個
漢
堡
的
敎
育
法
，
在
目
前
的
基
準
時
點
對
敎
育
付
託

 

與
學
校
敎
育
目
標
的
規
定
所
包
滿
的
。
其

餘

方

面

，
課
程
目
標
由
文
化
部
長
在
無
特
別
的
法
律
基
礎
：卜

，
所
頒
布
的
敎

 

學

計

劃

所

操

縱

，
這
亦
符
合
敎
育
事
業
的
傅
統
。

2.
 

因

此

，
敎
育
官
署
似
乎
根
據
一
九
七
〇
年
性

敎

育

方

針

，
採
取
性
敎
育
亦
屬
有
權
限
。
然

而

，
這
將
與
本
判
決

 

理
由
C

II
部
分
所
述
意
義
下
之
基
本
法
上
的
民
主
原
則
及
法
治
國
家
原
則
不
符
。
此
等
原
則
依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對
於
各
邦
的
憲
法
秩
序
亦
有
拘
束
力
。
性
敎
育
依
搛
一
九
七
〇
年
性
敎
育
方
針
，
併

同K
M

I

議

，
在

 

完
全
之
特
別
範
圍
下
，
處
於
父
母
之
自
然
的
敎
育
權
(
基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

、
孩
子
其
人
格
自
由
發
展
的
權
利
及

 

其

私

生

活

的

保

護

(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

，
甚
至
於
基
本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所
規
定
的
國
家
敎
育
的
付
託
間
的
緊

 

張

關

係

下

，
已
如
C
I
 一
節
所
述
者
。
對
於
是
否
一
個
如
此
的
敎
育
計
劃
應
該
在
學
校
實
施
之
問
題
的
決
定
，
在
高
的

 

範

圍

內

，
涉
及
一
個
與
基
本
權
利
有
重
大
關
係
的
領
域
，
並
且
對
於
前
述
基
本
權
利
的
行
使
，
具
有
重
大
關
係
。
因
此

 

，
這

涉

及

到

1
個
立
法
者
必
須
自
爲
決
定
之
重
大
的
決
定
，
而
他
不
能
將
之
委
託
予
敎
育
官
署
。

3. 

法
律
的
保
留
亦
不
因
在
草
擬
漢
堡
性
敎
育
方
針
時
，
在
專
業
官
署
所
組
成
的
代
表
團
，
除

有

參

(
事

)
議
員
外

 

，
齒
有
議
會
所
選
出
的
市
民
靥
於
這
代
表
團
，
參
與
該
方
針
的
草
擬
，
且
已
舉
行
一
個
黨
團
表
示
同
意
的
議
會
辯
論
，
 

而
被
說
明
其
充
分
性
。
法
律
保
留
的
原
則
限
制
了
一
定
的
事
物
領
域
，
此
等
事
物
領
域
的
規
定
，
基
於
民
主
法
治
國
家

 

之

秩

序

的

理

由

，
原
則
上
課
立
法
者
以
義
務
。
彼
時
自
由
與
漢
撒
市
漢
堡
市
議
會
既
非
作
爲
立
法
者
而
運
作
，
也
非
代

 

表
圃
的
協
力
可
以
取
代
立
法
的
行
爲
。

二
H
五



二
三
六

4. 

正
如
提
請
審
査
之
法
院
所
正
確
說
明
的
，
對
於
這
似
乎
滿
足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之
該
待
審
規
定
，
亦
未
留
予
限
制

 

的

合

憲

性

解

釋

的

空

間

；
因

爲

每

一

合

憲

性

解

釋

之

界

限

，
均

在

於

似

乎

與

規

定

的

文

字

及

意

義

相

牴

牾

(
參
見

 

B
V
e
r
f
G
E

 18,
9
7

 <1
1
1
>
)

。
這
裡
的
情
彤
似
乎
就
是
如
此
。

5.
 

然

而

，
這
並
不
表
示
所
有
型
態
之
性
敎
育
的
模
式
，
如
同
漢
堡
方
針
所
確
立
的
，
因

憲

法

之

故

，
均
必
須
以
形

 

式
意
義
的
法
律
加
以
規
定
(
參
見B

V
e
r
f
G
E

 41
,
2
5
1

 <
2
6
5
>

t>lp
e
y
e
r
-K

011e
g
)

。
首
先
所
進
行
的
’
無
寧
是
學
校

 

的
性
敎
育
透
過
一
個
議
會
附
有
充
分
明
確
性
的
引
導
性
決
定
，
加

以

描

繪

。
在
法
律
之
固
定
具
拘
束
力
的
目
標
確
定
，
 

及
以
此
爲
導
向
之
課
程
的
實
施
，
宜
予
以
持
保
守
態
度
。
必
須
經
常
加
以
審
究
的
確
認
，
乃
爲
了
使
其
敎
學
上
的
責
任

 

f

正

當

，
是
否
它
賦
與
敎
學
方
法
的
自
由
，
留
有
足
夠
的
空
間
，
是
否
敎
師
在
敎
學
時
仍
被
留
有
餘
地
。
敎
學
與
學

 

習

的

方

法

，
其
細
節
原
則
上
不
必
保
留
以
法
律
加
以
規
定
，
有
時
這
種
細
節
根
本
無
從
規
範
，
且
課
程
的
型
態
必
須
爲

 

適
應
情
況
所
設
的
條
件
’
而
予
以
開
放
。N

i
e
h
u
e
s

於
其
在
第
五
十
一
屆
德
國
法
學
家
年
會
的
評
論
中
’
正
確
第
說

 

道

：

「
規
定
標
準
的
學
習
目
標
，
並
確
定
達
成
這
目
標
最
合
乎
目
的
的
課
程
方
法
，
並
不
是
議
會
的
任
務
」

。
這
無
寧

 

是
敎
育
官
署
的
任
務
，
而
最
後
的
細
節
，
則
託
付
予
班
級
上
課
的
敎
師
。
在

此

，
作
爲
標
準
的
，
必
然
是
基
本
權
利
的

 

關

聯

性

。
只
有
那
些
對
於
上
述
無
法
避
免
的
緊
張
關
係
裡
，
在
賓
施
基
本
權
利
的
時
候
是
重
要
的
事
，

才

、
受

法
律
保
留

 

的

支

配

。
下
列
事
項
總
屬
於
重
要
的
事
項
：
在

基

礎

點

上

敎

育

目

標

的

確

定

(
總
學
習
目
標
)

(
G
l
o
b
l
e
r
n
z
i
e
l
e
)

 

、
性
敎
育
是
否
被
當
作
超
越
科
目
的
課
程
原
則
、
或
者
作
爲
附
有
選
擇
或
免
除
可
能
性
的
特
別
專
業
科
目
的
問
題
、
對

 

於
在
性
的
領
域
中
多
方
面
可
能
的
價
値
觀
，
要
求
退
讓
及
容
忍
與
開
放
、
此

外

，
提
供
父
母
資
訊
的
義
務
(
參
見
前
述



c
 
I

 

3 
b

 

) 

〇

Iv
、

訴
訟
原
吿

1.
)
的
憲
法
訴
訟
無
理
由
。

如
果
人
們
從
上
述
C
1
1
節
對
於
課
程
材
料
所
作
法
律
事
實
的
區
別
，
則
訴
訟
原
吿
所
指
摘
的
課
程
，
不
屬
於
固

 

有
的
性
敎
育
的
成
份
。
無
寧
這
只
涉
及
在
通
常
在
生
物
課
程
範
圍
內
客
観
性
知
識
基
本
事
實
的
傳
播
，
此
基
於
巴
登
P 

符

賸

堡

邦

父

母

顧

問

委

員

會

同

意

，
而

由

敎

育

部

所

頒

之

一

九

七

一

年

六

月

十

八

曰

之

暫

行

性

的

敎

學

計

劃

(
 

ICultus

 un
d

 Un
t
e
r
r
i
c
h
t

 1971,

 S .

 10
8
1

 <1
1
2
9
>
)

，
而
寅
施
者
。
在
此
所
使
用
之
生
物
敎
科
書
，
並
不
包
括
訴

 

訟

原
吿
所
指
摘
，
超
過
純
粹
中
性
知
識
之
傳
播
的
圖
片
與
文
字
說
明
。
因

此

，
該
課
程
材
料
爲
基
本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所
規
定
之
國
家
的
敎
育
付
託
所
完
全
涵
蓋
。
如
果
這
種
從
人
類
性
領
域
的
生
物
學
事
項
之
傅
播
，
限
於
必
需
的
材
料
範

 

圍

，
意
識
型
態
上
持
容
忍
的
態
度
，
並
允
許
父
母
塡
補
其
享
有
之
個
人
的
敎
育
權
空
間
內
，
國
家
就
維
持
於
其
被
賦
與

 

的
敎
育
付
託
範
園
內
。
在
執
行
這
個
課
程
時
，
一
個
侵
害
父
母
從
基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所
產
生
的
父
母
基
本
權
利
•
 

只
有
當
因
此
與
向
孩
子
灌
輸
意
識
形
態
相
結
合
時
，
才

被

考

嫌

。
就
此
並
不
存
在
足
以
支
持
的
論
點
。
顯

然

地

，
無
寧

 

只
涉
及
在
人
類
性
的
領
域
就
生
物
學
的
事
項
，
以
合
於
事
實
的
、
依
年
齡
的
種
類
與
方
式
，
而
爲
知
識
的
傳
播
，
並
不

 

因
此
而
爲
孩
子
的
性
行
爲
確
立
一
定
的
規
範
或
建
議
。
如
果
學
校
既
存
的
動
機
，
而
無
世
界
觀
的
背
景
下
，
使
學
生
得

 

知
實
質
的
性
知
識
資
訊
，
則
其
在
其
統
一
的
課
程
與
敎
育
付
託
範
圍
內
處
理
。
因

此

，
其
並
不
侵
害
基
本
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所
保
護
的
父
母
權
。
在

此

，
同
樣
也
少
有
抵
觭
基
本
法
第
四
條
。
訴
訟
原
吿
亦
無
免
除
其
女
兒
此
一
課
程
的
諝
求

二
三
七



二
三
八

權

。
只
要
他
懐
讎
程
敎
學
方
法
上
的
速
當
性
’
則
不
須
就
此
再
進
一
步
深
入
探
究
’
因
爲
此
一
問
題
不
«
於
嫌
邦
憲

 

法
法
院
審
査
榧
限
所
及
的
範
園
。
在
憲
法
上
可
能
是
重
要
的
之
最
外
部
的
界
線
(
參
見B

V
e
r
f
G
E

 M
a

si<1
85

>

 
. 

h
e
s
s
.

 Fo
r
d
e
r
s
t
u
f
e
)

 
’
透
過
生
物
課
程
的
形
態
’
以
訴
訟
原
吿
所
指
摘
的
方
式
’
很
顯
然
地
沒
有
被
逾
越
。

訴
訟
原
吿
只
要
主
張
，
在
巴
登
—
符
騰
堡
邦
對
於
性
敎
育
欠
缺
法
律
的
規
定
，
則
其
質
疑
並
非
强
而
有
力
。
如
果

 

正
如
本
某
的
情
形

 >
 只
是
在
生
物
的
課
程
範
圍
內
，
介
紹
人
類
之
繁
殖
的
生
物
學
上
寅
質
的
資
訊
，
則
如
前
所
述
，
道

 

並
不
涉
及
最
近
認
爲
它
需
要
一
個
特
別
之
法
律
基
礎
的
性
敎
育
。

C

簽

名>

D
r
.

 Be
n
d
a

 

D
r
’

 Ha
a
g
e
r

 

D
n

 Bi
i
h
m
e
r

 

D
r
.

 Si
m
o
n

 

D
r
,

 Fa
l
l
e
r

 

D
r
.

 H
i
e

 

D
r
,

 Kr
a
t
z
e
n
s
t
e
i
n

 

D
r
,

 Ni
e
m
e
y
e
r



關
於
「國
會
保
留
(立
法
否
決
)
」
之
判
決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四
十
九
卷
第
八
十
九
頁
以
下

譯

者

：
吳
綺
雲

〈
判

決
要
旨

>

1.
 

由
國
會
民
主
之
原
則
不
得
導
出
國
會
及
其
決
定
較
之
其
他
公
權
力
之
優
先
性
來
作
爲
一
掩
羞
所
有
具
體
權
限
分
配
之

 

解
釋
原
則
。

2. 

«
成
或
反
對
在
徳
國
主
權
領
域
和
平
利
用
核
能
之
法
律
容
許
性
的
規
範
上
的
基
本
決
定
，
由
於
其
對
人
民
之
特
別
是

 

自

由

、
平

等

領

域

和

！
般
生
活
關
係
所
產
生
之
深
遠
廣
泛
的
影
響
，
以
及
與
此
必
然
有
關
的
該
規
範
的
形
式
和
規
定

 

的

强

度

，
因
此
是
厲
於
一
種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意
義
下
之
基
本
且
重
要
之
決
定
。
對
此
有
權
作
決
定
的
只
有
立
法
者
。

3.
 

如
果
立
法
者
已
作
了

 一
決
定
，
而
作
該
決
定
之
基
礎
由
於
後
來
新
的
、
在
立
法
當
時
尙
不
能
預
見
之
發
展
而
受
到
決

 

定

性

的
動
搖
，
此
時
立
法
者
基
於
癔
法
有
義
務
去
審
查
原
來
之
決
定
在
改
變
後
之
情
勢
下
是
否
仍
應
維
持
。

4.
 

在
一
種
不
可
避
免
不
確
知
之
情
況
，
立
法
者
與
政
府
最
先
有
政
治
上
之
責
任
，
在
其
個
別
權
限
箱
圍
內
作
成
他
們
認

二
三
九



:
一
四o

爲
合
目
的
性
的
決
定
。
在
此
種
車
實
情
況
F

:

个
是
法
院
之
任
務
，
以
其
估
算
去
代
替
有
權
作
該
決
定
之
政
治
機
關

 

，
因
爲
就
此
方
面
而
言
缺
乏
法
律
之
標
準
。

5.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款
所
作
向
將
來
開
放
之
規
定
方
式
目
的
在
於
達
到
機
動
性
的
基
本
權
利
的
保
護
。
該
條

 

文
幫
助
儘
可
能
地
去
實
現
各
該
當
時
核
能
法
第
一
條
第
二
款
所
保
護
之
目
的
。

6.
 要
求
立
法
者
鑒
於
其
保
護
之
義
務
去
制
定I

百
分
之
百
絕
對
排
除
因
核
准
科
技
設
施
及
其
營
運
所
可
能
產
生
對
於
基

 

本
權
利
造
成
危
害
之
規
定
，
則
是
對
人
類
認
知
能
力
的
判
斷
錯
誤
.，
且
如
此
將
會
進
而
排
除
任
何
國
家
對
於
科
技
利

 

用
之
許
可
。
就
此
點
而
言
，
爲
社
會
秩
序
之
形
成
，
於
估
算
時
應
根
據
實
際
之
理
性
即
可
。
在
此
實
際
理
性
範
圍
界

 

限
之
外
所
存
在
的
不
確
知
性
是
不
可
擺
脫
的
，
就
此
點
而
一
頁
，
應
作
爲
社
會
相
當
之
負
擔
而
由
所
有
人
民
來
承
擔
。

.

..九

七

八

年

八

月

八

日

第

二

庭

裁

定

 
—

 

2
B
V
r

8
/
7
7
—

本
程
序
係
因
北
萊
茵
I

I
威
斯
特
法
倫
邦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於
一
九
七
七
年
八
月
十
八
日
(V

I
I
A
3
3
8
/
7
4
)

作

成

 

之

中

lh
程
序
和
移
請
裁
判
之
決
議
，
針

對：

九
五
九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公

布

(
聯
邦
法
律
公
報
第
一
輯
第
八
一
四
頁

 

)
，
並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十
月
：二
十一

日
修
正
公
布
(
聯
邦
法
怦
公
報
第
一
輯
第
一
：一
〇
五
一
頁
)
之
關
於
和
平
利
用
核
能

 

及
防
止
其
所
致
危
害
法
第
七
條
之
規
定
，
就
該
規
定
可
以
核
准
所
謂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型
之
核
能
廠
部
分
，
審
査
其
合

 

憲

性

。



判
決
主
交

i
九
五
九
年
士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公
布
(
聯
邦
法
律
公
報
第
一
輯
第
八
一
四
頁
)
，
並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修
正
公
布
(
聯
邦
法
律
公
報
第
一
輯
第
三
Q
五
三
頁
)
之
關
於
和
平
利
用
核
能
及
防
止
其
所
致
危
害
法
(
簡
稱
核
能

 

法

)
，
其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
就
關
於
核
准
所
謂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型{

s
c
h
n
e
l
o
n

 Briiter

芝
核
能

 

廠
部
分
，
與
基
本
法
並
無
牴
觸
。

判
決
理
由

A
 '

1.
北

萊

茵

—

—

威

斯

特

法

倫

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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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乏

勞

工

、
健
康
及
社
會
部
與
經
濟
、
中
產
階
級
及
交

 

通
部
曾
於
：
九
七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八
曰
以
载
決(B

c
s
c
h
e
i
d

孩
發
給
予
埃
森M

s
s
e
n
M
"schnell

-B
r

c:ter -

核
能
有
限

 

公

司

，
在
克
雷
夫(K
l
e
v
e
M

境
內
之
卡
爾
卡
I

I

霍
內
丕
爾(K

a
〖k
a
r
-H

o:n
n
e
p
e
I
M

設
置
一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建
築

 

型
的
核
能
廠
的
第
一
個
部
分
許
可
。
在
該
裁
決
中
載
明
，
關
於
該
核
能
廠
設
置
地
點
之
合
適
性
即
因
此
而
決
定
了
.，同
 

時

，
對
於
該
核
能
廠
的
基
本
的
設
計
規
劃
的
特
徵
I

除
一
些
有
更
進
一
步
詳
細
描
述
的
限
制
外
I
—

也

予

以

核

可

。
 

該
核
能
廠
的
設
計
規
劃
如
下
：
它
是
以
一
快
速
鈉
冷
卻
的
反
應
爐
建
造
。
該
皮
應
爐
之
核
心
係
由
一
內
部
的
分
裂
區
以

 

及

一

包
圍
該
區
之
增
殖
區
組
成
。
在
分
裂
區
內
是
以
鈾
舒
之
混
合
氧
化
物
作
爲
核
燃
燒
之
原
料
。
在
增
殖
區
內
則
是
使

二
四
一



二
四
二

用

不

會

分

裂

，
但
會
轉
變
爲
鈈
的
濃
縮
£
u

二
：一：八
同
位
素
的
鈾
氧
化
物
作
爲
增
殖
原
料
。
在
反
應
爐
中
經
由
核
子
分

 

裂
程
序
所
產
生
之
熱
能
源
會
經
由
在
一
密
閉
主
冷
卻
系
統
中
的
流
體
鈉
透
過
中
間
熱
交
換
器
傳
到
在
副
冷
卻
系
統
中
的

 

流

體

鈉

。
由
副
冷
卻
系
統
中
之
鈉
所
接
收
到
之
熱
能
源
會
傅
到
在
蒸
氣
發
生
器
中
之
給
水
。
給
水
在
蒸
氣
發
生
器
中
蒸

 

發

，
其
所
產
生
之
過
熱
的
水
蒸
氣
發
動
一
渦
輪
發
電
機
，
然
後
產
生
大
約
三
百
兆
瓦
的
電
力
。

原
吿
係
於
離
上
述
計
劃
興
蓋
核
能
廠
預
定
地
約一

公
里
處
從
事
農
業
經
營
，
他

於

：

九
七
三
年
二
月
向
杜
塞
道
夫

 

(Diisseldorf

芝

地

方

行

政

法

院

提

起

撤

銷

訴

訟

，
請
求
撤
銷
第
一
個
部
分
許
可
。
法
院
依
行
政
法
院
法
第
六
十
五
條

 

之

規

定

，
命

•S
c
h
n
e
l
l
-B
r
u
t
e
r
-

核
能
有
限
公
司
參
加
訴
訟
程
序
。一

九
七
三
年
十
月
三
十
曰
地
方
行
政
法
院
以
訴
無

 

理

由

，
判
決
駁
回
其
訴
。

2.
北
萊
茵
！

威
斯
特
法
倫
邦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第
七
法
庭
於一

九
七
七
年
八
月
十
八

EJ
以
裁
定
停
止
上
訴
程
序
，
 

並

依
基
本
法
第j

百

條

第j

項

之

規

定

，
就
一
九
五
九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公
布
(
聯
邦
法
律
公
報
第
一
輯
第
八
一
四

 

頁

)

，
且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曰
修
正
公
布
(
聯
邦
法
律
公
報
第
一
輯
第
三O

五
三
頁
)
之
關
於
和
平
使
用
核

 

能
及
防
止
其
所
致
危
險
法
(
簡
稱
核
能
法
)
第

七

條

規

定

，
就
關
於
核
准
所
謂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型
核
能
廠
部
分
是
否

 

合
乎
基
本
法
之
問
題
移
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規
定
：

設
施
之
核
准

⑴

凡
爲
生
產
、
加

工

、
處

理

、
分
裂
核
子
燃
料
或
爲
淸
理
已
受
放
射
之
核
子
燃
料
，
設

立

、
經
營
或
其
他
擁
有



之

固

定

設

施

，
或
該
設
施
或
其
經
營
有
重
大
變
更
者
，
均
應
申
請
許
可
。

⑵
前
項
許
可
之
申
請
非
具
有
左
列
之
要
件
不
得
核
准
：

1.
 

無
足
以
會
對
申
請
人
及
負
責
設
施
設
立
、
領
導
管
理
和
監
督
經
營
人
之
可
靠
性
和
對
負
貴
設
施
設
立
、
領

 

導
管
理
和
監
督
經
營
人
爲
此
應
具
備
之
必
要
専
業
知
識
產
生
懷
疑
之
事
寅
存
在
。

2.
 

保
證
經
營
設
施
之
其
他
人
應
具
備
關
於
安
全
營
運
設
施
、
可
能
發
生
之
危
險
和
應
採
行
之
安
全
措
施
的
必

 

要

知

識

。

3.
 對
因
設
立
及
營
運
設
施
所
生
之
損
害
已
依
當
時
之
學
術
和
科
技
水
準
採
行
必
要
之
預
防
措
施
。

4.
 

已
爲
腰
行
法
定
損
害
賠
償
義
務
作
好
必
要
之
預
防
措
施
。

5.
 

保
証
對
第
三
人
之
干
擾
行
爲
或
其
他
影
響
已
採
行
必
要
之
保
護
措
施
。

6.
 
不
與
主
要
之
公
共
利
益
，
尤
其
是
在
保
持
水
、
空
氣
以
及
土
壤
之
潔
淨
及
設
施
設
置
地
點
方
面
相
對
立
。
 

⑶
依
第
一
項
之
關
閉
一
設
施
，
對
一
永
遠
醑
閉
設
施
作
安
全
包
體
或
拆
除
設
施
或
設
施
之
部
分
，
均
應
申
請
許

可

。
第
二
項
按
其
意
義
亦
有
其
適
用
。
但
計
劃
採
行
之
措
施
已
爲
依
第
一
項
申
請
許
可
或
依
第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所
爲
命
令
之
客
體
者
*
無
須
依
第
一
段
之
規
定
申
請
許
可
。

⑷
許
可
程
序
中
，
所
有
與
其
職
權
範
圍
有
關
之
聯
邦
、
各

邦

、
各
縣
市
和
其
他
區
域
社
圃
之
機
關
皆
應
參
興
。
 

許
可
機
關
與
參
與
之
聯
邦
機
關
之
一
意
見
不
一
致
時
，
許
可
機
關
應
取
得
主
管
核
能
科
技
安
全
和
游
離
輻
射

 

防
護
聯

邦

部

長

之

指

示

。
此

外

，
許
可
程
序
依
一
九
七
四
年
三
月
十
五
日
公
布
施
行
之
聯
邦
公
害
防
治
法

二
四
三



M

四
四

(
B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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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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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g
e
s
e
t
z
M

八

條

，
第
十
條
第
一
項
至
第
四
項
，
第
六
項
至
第
八
項
和
第

 

—
八
項
之
原
則
，
以
法
規
命
令
規
定
之
。

⑸
設
置
地
點
可
變
之
設
施
準
用
第
一
項
，
第
二
項
和
第
四
項
之
規
定
。
但
於
第
四
項
第
一：一

段
所
稱
之
法
規
命
令

 

中
得
預
先
規
定
，
得
不
須
將
計
劃
公
吿
並
公
開
展
覽
申
請
文
件
，
因
此
即
不
生
公
聽
異
議
之
問
題
。

⑹
由
一
經
核
准
之
設
施
所
散
發
對
其
他
土
地
所
生
之
影
響
依
其
意
義
適
用
聯
邦
公
害
防
治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〇

依
移
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之
法
院
的
見
解
，
上
述
條
文
依
其
當
時
之
內
容
，
就
關
於
核
准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型

 

核
能
廠
之
部
分
違
背
/
權
力
分
立
原
則
(
菡
本
法
第
二
h

條
第
二
项
第
二
段
)
，
國
會
民
主
原
則
(
蕋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一
項
和
第
二
项
)
和
法
治
國
原
則
(
菡
本
法
第：

：

十

條

第

-£
項

)
。

4
政
治
上
的
主
要
決
定
依
權
力
分
立
之
原
則
本
應
由
國
會
本
.
#
自
己
作
成
，
且
將
苏
具
體
化
於
一
形
式
的
法
律

 

。
佴
國
會
應
只
限
於
作
成
「
重
要
」
之
決
定
。
何
種
決
定
方
才
應
被
視
爲
是
重
要
的
，
需
要
更
進
一
步
的
規
定
。
所
謂

 

「
审
要
」
之
決
定
應
依
個
別
所
牽
渉
到
之
生
活
領
域
，
人
民
之
法
律
地
位
和
規
範
客
體
之
特
質
而
定
。
判

斷

：

決
定
之

 

萆
要
性
的
標
準
應
是
人
民
可
能
直
接
受
到
影
響
之
基
本
權
利
的
寅
現
，
該
規
範
對
一
般
公
眾
之
意
義
，
在
與
基
本
權
利

 

有
東
大
關
係
領
域
之
特
徵
所
具
政
治
的
爭
議
性
以
及
國
家
行
爲
强
烈
的
程
度
。
同

時

，
依
法
律
保
留
所
附
之
原
則
，
受
 

牽
涉
人
民
之
基
本
權
利
的
保
護
的
問
题
愈
大
，
該
規
範
對
一
般
公
眾
之
意
義
愈
重
大
，
所
呈
現
出
之
政
治
的
爭
議
範
圍

 

愈
廣
泛
及
國
家
所
使
用
行
爲
干
涉
之
程
度
愈
强
烈
，
則
國
會
所
作
之
主
要
決
定
即
須
更
具
體
。



b)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之
規
定
並
無
達
到
上
述
之
標
準
。
雖
然
立
法
者
就
和
平
使
用
梭
能
之
問
題
帶
核
能
法
中
作
了

 

主
要
之
決
定
，
但
是
國
會
在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所
表
示
出
的
更
進
一
步
決
定
中
，
就
給
予
行
政
機
關
亦
有
可
能
孩
准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型
之
核
能
厫
上
，
即
對
於
諌
予
行
政
機
關
得
規
範
之
範
画
，
規
定
得
不
夠
明
確C

依
該
規
定
給
予
行
政
行

 

爲
得
自
由
塑
造
之
範
園
對
於
公
眾
，
尤
其
是
對
於
爲
防
核
能
之
危
險
，
而
得
要
求
國
家
保
護
其
生
命
及
身
髖
不
可
侵
犯

 

性

之

基

本

權

利

(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段
)
的
個
別
人
民
而
言
，
具
有
特
殊
重
大
、®

泛
之
童
義
。
在
這
裡
是

 

一
個
高
度
受
到
危
害
、
關
係
基
本
權
利
重
大
之
領
域
有
待
規
範
，
因

此

，
也
就
需
要
比
現
行
條
文
更
具
體
之
規
定
。
否
 

則

，
核
能
法
第
一
條
第
二
款
及
第
三
款
所
定
之
目
的
——

防
護
核
能
之
危
^

^

在
未
來
是
杏
也
有
可
能
寊
現
’
將
完

 

全
操
於
行
政
機
關
手
中
。

W
隨
著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型
核
能
廠
之
建
立
所
可
能
產
生
之
結
果
影
響
、
危
險
以
及
不
可
逆
轉
之
壓
力
是
如

 

此

的

大

，
以
致
於
應
由
立
法
者
單
獨
爲
此
食
起
責
任
*
首
先
應
考
慮
的
是
，
髙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第
一
次
必
須
以
在
熱
流

 

的
反
應
爐
中
所
產
生
的
鈈
去
裝
載
。
因
爲
逭
個
原
因
，
鈈
的
可
支
配
性
，
亦
即
爲
增
殖
反
應
爐
第
一
次
燃
燒
原
料
裝
備

 

，
去
累
積
和
貯
放
釺
，
即
被
認
爲
是
供
給
政
策
上
之
必
要
。
此

外

更
加
上
-
由
熱
流
反
應
爐
所
產
生
之
鈈
在
加
入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之
前
，
須
自
己
燒
完
之
燃
燒
元
素
再
加
工
。
但
是
決
定
再
加
工
及
因
此
隨
之
而
來
的r

燃
燒
原
料
循
環
」
 

卻
是
同
時
即
拒
絕
不
再
加
工
而
最
終
貯
放
在
熱
流
反
應
爐
已
燒
完
之
燃
燒
元
索
。
將
來
如
果
自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亦
產

 

生

燃

燒

棒

，
則
將
再
度
產
生
如
何
處
置
它
下
落
的
問
題
。
之
後
如
果
某
種
原
因
，
譬
如
在
政
治
或
經
濟
上
的
例
外
情
形

 

，
這
些
燃
燒
棒
不
能
供
給一

新
的
加H

，
則
吾
人
會
被
强
迫
要
將
大
量
，'具
有
半
衰
期
二
四
三
九
〇
年
的
高
度
輻
射
性

二
四
五



的

鈈

：
：
一：：九

作

最

終

的

貯

放

，
且

要

將

這

稱

終

局

貯

放

的

知

識

也

流

傳

給

下

：
代

。
反

之

，
如

果

H
此

一

燃

燒

元

素

再

拿

 

去

加

工

之

設

施

，
則

除

了

進

出

輕

水

型

反

應

爐

的

燃

燒

元

素

的

運

輸

之

外

，
還

必

須

考

慮

到

在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和

：冉
 

加H

設

施

之

間

會

有

無

數

次

運

輸

含

鈈

的

燃

燒

元

素

。

bb)
本

庭

承

認

，
當

把

以

上

所

述

之

可

能

發

生

過

程

之

部

分

提

出

來

討

論

時

，
核
能
法

都

個

別

存

相

關

的

條

文

 

供

適

用

。
特

別

是

由

核

能

法

第

三

條

、
第

四

條

、
第

六

條

和

第

九

條
a

，
看

起

來

好

似

已

有

一

個

無

漏

洞

國

家

的

防

禦

 

危

險

的

圖

像

=
但

是

決

定

的

卻

不

僅

在

此

。
關

鍵

決

定

點

是

在

於

，
假

如

引

進

增

殖

反

應

爐

科

技

，
運
用
個
別
在
法
律

 

所

規

定

之

監

督

結

構

、
程

序

，
則
會
越
來
越
有
變
®

SE
一

種

行

政

機

關

對

由

其

自

身

所

主

導

，
但

卻

是
由
立
法
者
手
中

 

輕

輕

滑

溜

出

去

的

單

純

反

應

的

危

險

。
當

以

興

建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方

式

第

：
次

引

入

特

地

針

對

生

產

鈈

之

科

技

且

隨

 

之

而

引

起

的

問

題

已

達

全

國

性

的

規

槙

，
則

這

些

監

督

的

結

構

、
程

序

是

否

仍

奋

能

力

去

履

行

它

的

任

務

，
應
受
到
質

 

疑

。
因

爲

鈈

愈

高

程

度

地

發

展

成

一

種

行

爲

客

體

I

I
一

個

隨

著

核
能
廠
數
目
的
增
多
會
增
長
的
問
題
；
因
爲
在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所

產

生

之

鈈

必

須

輸

送

到

另

一

反

應

爐

去

再

利

用

，
很

有

可

能

即

因

此

即

要

被

迫

去

興

建

新

的

核

能

廠

—

 

I

，
則

愈

容

易

爲

無

數

之

第

：
-:.
人

抓

用

。
同

樣

也

要

擔

憂

的

是

勒

索

以

及

占

用

鈈

去

非

法

製

造

原

子

弾

；̂

即
使
在
技

 

術

上

並

不

是

容

易

可

以

做

的

。
爲

了

對

抗

這

些

危

險

，
採

行

監

督

的

預

防

措

施

是

必

耍

的

，
這
些
措
施
在
必
要
的
人
力

 

需

求

方

面

及

在

應

籌

措

的

资

金

方

面

皆

大

大

地

超

過

至

目

前

所

認

識

的

安

全

措

施

=
是
否
可
以
期

待

人

民

忍

受

這

些

結

 

果

，
更

進

一

步

是

否

能

保

證

繼

績

維

持

人

民

之

自

由

，
這

些

都

是

因

興

建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所

產

生

，
至
今
尙
未
獲
得

 

解

答

的

：
些

進

一

步

的

問

題

。
依

現

行

法

栉

狀

態

，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並

沒

有

科

以

核

發

許

可

證

之

行

政

機

關

栺

顧

及

以



上
只
是
暗
示
提
到
的
强
制
和
依
賴
性
的
義
務
。
行
政
機
關
最
多
可
以
經
由
行
使
賦
予
它
的
裁
量
權
，
將
以
上
所
述
之
可

 

能
性
列
爲
其
作
決
定
之
課
題C

但
如
此
的
話
，
基
於
上
面
所
提
到
的
考
量
，
法
律
之
規
定
還
不
符
合
足
夠
明
確
之
要
求

 

。

<

因
建
核
能
廠
)
所
可
能
產
生
的
强
制
是
如
此
不
能
估
計
，
且
對
個
別
人
民
之
生
存
所
可
能
造
成
嚴
重
之
侵
犯
，
又

 

是
如
此
不
能
預
見
，
所

以

，
對
於
這
些
强
制
是
否
應
予
容
忍
的
問
題
，
應
只
有
由
比
現
行
法
律
狀
態
更
爲
具
體
之
形
式

 

的
法
律
去
決
定
。
唯
有
藉
由
在
核
能
法
之
許
可
法
規
中
作
更
詳
細
之
規
定
，
立
法
者
方
能
符
合
法
規
應
具
足
夠
明
確
性

 

之
法
治
國
要
求
。

CC)
如
果
立
法
者
於
訂
定
核
能
法
當
時
即
認
識
因
核
准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所
可
能
發
生
之
强
制
，
則
它
更
應
該

 

以
它
的
認
識
爲
基
礎
，
將
法
規
訂
定
得
更
詳
細
。
反

之

，
如
果
它
當
時
並
無
對
該
强
制
有
所
認
識
，
則
它
更
不
應
該
將

 

往
後
的
發
展
完
全
委
託
給
行
政
，
因
爲
在
核
能
法
和
防
禦
危
險
法
領
域
，
就
將
期
待
的
發
生
通
程
，
不
得
允
許
立
法
者

 

有

錯

誤

預

斷

。

却
說
在
本
案
所
涉
及
之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型
三
〇
〇
只
是
該
建
築
型
的
一
樣
機
而
已
，
這
點
則
不
是
具
決
定

 

性

的

。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由
於
其
無
做
更
詳
細
的
規
定
，
即
允
許
行
政
引
入
連
帶
會
發
生
以
上
所
述
之
可
能
的
依
賴
性
的

 

增
殖
反
應
爐
的
科
技
，
因
如
此
即
已
是
抵
觸
憲
法
的
。
但
如
果
是
如
此
的
話
，
則
行
政
依
該
條
文
所
作
的
究
竟
僅
是
核

 

准
一
樣
機
的
設
置
，
它
包
含
是
對
目
前
核
能
政
策
轉
折
的
決
定
或
至
少
使
其
成
爲
可
能
，
或
者
是
在
將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引
進
作
爲
商
業
用
之
範
圍
內
核
准
一
結
果
計
劃
的
設
置
，
則
不
是
浃
定
點
所
在
。
本
法
庭
對
不
足
夠
明
確
之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的
條
文
應
放
棄
作
合
想
性
的
解
釋
；
否

則

，
將
由
司
法
去
確
定
該
法
條
之
規
範
內
涵
。
因

此

，
這
個
有
待
作
的

二
四
七



一
：
四
八

決

定

應

保

留

給

立

法

者

D
最

後

，
鑒

於

因

引

進

增

殖

反

應

爐

科

技

，
期
待
會
導
致
一：!!

大

改

變

之

核

能

經

濟

h
和
安
全
政

 

策

上

之

轉

折

，
以

及

製

造

不

能

挽

回

事

實

的

危

險

，
本

庭

之

見

解

認

爲

，
此

種

違

憲

之

狀

態

即

使

在

一

過

渡

時

間

亦

不

 

能

容

忍

。

n

、

1.
聯

邦

內

政

部

以

聯

邦

政

府

之

名

義

衷

示

了

意

見

。
它

認

爲

北

萊

茵
I

I

威

斯

特

法

倫

邦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將

該

問

 

題

)
移

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
並

無

理

由

D

3

該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之

立

論

理

由

乃

是

建

立

在

將

「
重

要

性

理

論

」

r
w
s
c
n
t
l
i
c
h
k
e
i
t
s
o
h
r
e
"
)

過
度
擴

 

張
至
！般
法
律
保
留
(

a
l
l
g
e
m
e
i
n
e
n

 G
e
s
e
t
z
e
s
v
o
r
b
e
h
a
l
t
)

的
基
礎
上

 
依

聯

邦

內

政

部

之

意

見

，
在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中

沒

有

明

文

提

及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型

之

核

能

廠

，
並

無

關

係

。
由

核

能

法

之

官

方

立

法

理

由

中

顯

示

，
立
法
者

 

依

其

想

法

，
是

已

有

將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型

核

能

廠

包

括

在

該

條

文

之

適

用

範

圍

內

之

意

思

，
而

且

該

意

思

也

以

一

般

 

描

述

之

方

式

，
足

夠

明

顯

地

表

達

出

來

了

。
如

此

，
其

已

達

到

對

國

會

立

法

責

任

之

要

求

。

(b)
除

此

之

外

，
聯

邦

內

政

部

亦

認

爲

，
移

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之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基

本

上

錯

估

了

增

殖

反

應

 

爐

技

術

的

可

能

產

生

的

結

果

影

響

及

强

制

約

束

性

。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技

術

的

使

用

特

別

並

不

意

謂

著

是

基

本

上

完

全

新

的

，
或

是

另

一

種

的

燃

料

循

環

，
而
僅
是
該

 

緊

閉

循

環

系

統

內

一

漸

次

的

改

變

。
增

殖

反

應

爐

正

因

爲

它

基

本

上

是

使

用

了

相

同

的

物

質

I
鈾

及

鈈

I

，
也
原
則
上

 

是
運
用
/
相

同

的

重

複

回

收

後

使

再

也

的

技

術

，
因

此

很

適

合

地

配

用

於

輕

水

反

應

爐

丨

燃

料

循

環

系

統

內

。
在
整
個



的

燃

料

循

環

過

程

中

，
純

形

式

的

鈈

僅

產

生

於

最

後

洗

滌

鈈

和

產

生

新

燃

料

粒

間

的

極

短

的

階

段

。
依
照
聯
邦
政
府
所

 

設

想

計

劃

的

整

體

合

一

且

空

間

集

中

的

廢

料

中

心

，
重
複
回
收
後
再
生
以
及
燃
燒
力
之
產
生
將
會
在
廢
料
中
心
內
很
近

 

之

距

離

內

發

生

，
以

致

在

廢

料

中

心

之

外

，
不

會

出

現

純

鈈

。
目

前

在

我

國

營

運

或

：止
在
興
建
中
的
輕
水
反
應
爐
型
之

 

核

能

廠

的

總

發

電

能

量

爲

二

萬

兆

瓦

。
這

些

核

能

廠

每

年

共

約

製

造

了

三

千

六

百

公

斤

可

分

裂

的

鈈

。
在
卡
爾
卡
所
興

 

建
的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型
三
0
〇

的

核

能

廠

，
在
其
整
個
燃
料
循
環
系
統
中
所
產
生
的
鈈
的
量
則
帶
三
千
至
四
千
公
斤

o

此

外

，
對

於

由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燃

燒

所

產

生

的

具

放

射

性

之

廢

棄

物

的

最

終

貯

藏

，
則
沒
有
再
生
其
他
基
本
上

 

新

的

問

題

。
如

果

還

有

其

他

個

別

問

題

，
則

可

與

廢

棄

物

終

極

貯

蒇

場

之

興

建

一

併

解

決

。

至

於

有

關

勢

必

要

增

加

更

多

運

輸

的

問

題

，
由

於

計

劃

中

的

廢

料

中

心

包

括

了

燃

燒

完

燃

料

之

貯

藏

所

、
重
複
回

 

收

後

使

再

生

之

設

施

、
廢

棄

物

處

理

設

施

、
鈈

燃

料

粒

之

製

造

以

及

終

極

貯

藏

所

，
如
此
即
可
保
證
上
述
各
設
施
之
間

 

的

運

輸

過

程

將

會

限

制

到

最

少

。
外
部
之
運
輸
有
由
核
能
廠
將
燃
燒
完
之
燃
料
運
至
總
燃
料
貯
藏
所
及
新
製
造
成
的
燃

 

料

的

運

進

。
此

外

尙

有

自

然

鈾

以

及

爲

燃

料

供

給

所

必

需

的

濃

縮

鈾

的

運

進

。
因
在
卡
爾
卡
興
建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型

 

之

核

能

廠

所

因

此

增

加

的

放

射

性

物

質

的

運

输

成

本

極

爲

微

小

。
在

將

來

，
目

前

E
在

營

運

中

的

核

能

廠

，
其
爲
供
給

 

和

貯

藏

所

爲

運

輸

之

次

數

仍

是

占

主

要

部

分

。

鈈

因

其

毒

性

以

及

個

別

同

位

素

可

運

用

作

成

核

子

武

器

所

生

之

風

險

是

有

限

制

且

是

可

掌

握

的

。
依
照
聯
邦
政
府

 

廢

料

中

心

之

構

想

，
燃

料

循

環

在

輕

水

反

應

爐

型

核

能

廠

就

已

經

可

設

計

成

，
無
控
制
的
去
存
取
鉢
幾
乎
是
不
可
能
的

二
四
九



二
五
〇

。
在
燃
料
循
環
中
心
之
外
則
僅
利
用
軸
舒
之
混
合
氧
化
物
，
.該
氧
化
物
因
其
所
含
極
微
量
之
可
分
裂
之
物
質
，
因
此
並

 

不
適
合
製
成
炸
彈
。
要
製
成
炸
彈
先
將
袖
及
鈈
分
離
。
但
分
離
的
化
學
程
序
以
及
該
物
質
的
危
險
性
是
薄
要
實
際
之
知

 

識

。
而
該
知
識
是
不
能
由
敎
科
書
中
獲
知
的
。
因

此

，
由
恐
怖
分
子
團
體
製
造
核
子
武
器
之
危
險
很
小
。
更

且

，
動
力

 

反
應
堆
僅
產
生
一
種
鈈
混
合
物
，
它
由
於
含
高
舒
同
位
素
部
分
，
因
此
只
是
有
限
制
的
適
合
於
製
造
炸
彈
。
即
使
該
物

 

質
仍
不
能
完
全
排
除
可
製
成
原
子
彈
，
但
其
需
裝
置
之
引
燃
技
術
仍
是
複
雜
，
而
且
需
要
高
度
發
展
之
核
能
技
術
，
也

 

因

此

，
恐
怖
分
子
要
製
造
原
子
彈
實
際
上
是
幾
乎
不
可
能
的
。
雖
然
即
使
鈈
不
使
用
於
製
成
爆
炸
性
武
器
，
也
因
其
毒

 

性

，
如
落
入
恐
怖
分
子
手
中
，
仍

是

一

種

危

險

物

質

，
但
是
吾
人
仍
是
有
可
能
以
採
組
織
上
及
技
術
上
措
施
之
方
法
，
 

防

止

任

何

未

經

准

許

之

存

取

，
有

效

地

保

護

該

物

質

。
要

連

到

該

目

的

，
並

不

需

要

一

個

全

面

的

警

察

國

家

(
 

totalen

 

poli
z
e
i
s
t
a
a
t
e
s
)

」

’
以
令
人
難
以
忍
受
之
方
式
限
制
人
民
之
自
由
權
利
。
現
行
整
合
統
一
的
安
全
及
保

 

護
系
統
並
沒
有
對
人
民
之
自
由
權
利
進
行
上
述
性
質
的
千
預
也
足
夠
且
有
作
用
，
即
可
反
駿
以
上
需r

全
面
的
警
察
國

 

家

」
的

看

法

。

3

最

後

，
移
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之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錯
誤
地
忽
略
了
在
現
行
法
上
有
一
種
策
略
手
段
，
國
會

 

和
政
府
可
以
之
有
效
地
掌
握
在
和
平
使
用
核
能
領
域
方
面
的
發
展
。

國
會
之
立
法
者
已
對
有
關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之
興
建
和
營
運
作
了
很
多
具
有
基
本
重
大
意
義
的
決
定
。
這
些
立
法

 

決
定
相
互
補
充
且
表
明
了
德
國
國
會
對
將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加
入
電
力
供
給
行
列
願
負
所
有
國
會
立
法
的
實
任
。
由
於

 

核
能
法
中
關
於
原
子
爐
，
就
其
技
術
部
分
，
故
意
以
開
放
之
措
詞
規
定
下
來
，
加
上
在
制
定
核
能
法
當
時
，
關
於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基
本
的
結
構
特
徵
、
功

能

、
作
用
原
理
以
及
其
對
原
子
爐
之
進
一
步
發
展
所
具
之
意
義
，
已
爲
人
所
詳
知

 

，
據
此
應
可
推
斷
，
立
法
者
已
將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包
含
於
其
關
於
和
平
使
用
核
能
之
決
定
之
內
。
立
法
者
在
往
後
多

 

次
的
核
能
法
修
訂
中
，
至

今

仍

無I

次
有
意
限
制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對
於
原
子
爐
之
技
術
採
開
放
規
定
方
式
之
構
想
，
反

 

而
更
進
一
步
幫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列
入
聯
邦
政
府
之
硏
究
計
劃
之
內
，
更
證
明
且
表
明
了
該
項
決
定
。
爲
貫
撤
執
行
核

 

能
法
之
保
護
目
的
，
立
法
者
已
建
立
起
一
套
預
防
性
禁
止
的
許
可
保
留
作
爲
其
诀
定
性
的
策
略
。
尤
其
是
立
法
者
在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動
用
了
對
技
術
安
全
法
被
證
明
是
有
效
的
系
統
，
即
是
在
立
法
規
定
之
門
植
之
下
，
以
法
規
命
令
、
行
政

 

規
則
及
準
則
等
建
構
一
毫
無
漏
洞
保
護
要
求
之
系
統
之
方
式
加
以
具
體
化
。
除

此

之

外

，
立
法
者
也
藉
由
批
准
簽
署
歐

 

洲
核
子
共
同
體
條
約
、
限
制
核
子
武
器
條
約
之
方
式
，
使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加
人
國
際
監
督
系
統
之
內
受
約
束
，
其

 

目
的
在
於
經
由
一
種
及
時
發
覺
無
權
留
用
的
制
度
，
防
止
核
子
燃
料
的
濫
用
。

此
外
不
能
忽
視
的
是
，
國
會
對
於
和
平
使
用
核
能
，
連
帶
地
也
對
於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之
興
建
，
不
僅
在
專
法
的

 

制

定

方

面

，
也
在
預
算
方
面
有
所
關
心
。
直
至
目
前
爲
止
，
爲
了
硏
究
發
展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已
花
費
了
公
款
約
三
十

 

億

馬

克

。
另

外

，
德
國
國
會
更
在
無
數
的
委
員
會
會
議
和
國
會
的
辯
論
中
，
對
核
能
的
和
平
使
用
進
行
了
討
論
。
只
要

 

國
會
認
爲
有
必
要
變
更
及
補
充
的
，
它
也
都
採
取
了
必
要
的
措
施
。
這
由
核
能
法
自
一
九
五
九
年
以
來
已
經
多
次
被
修

 

訂

之

事

，
表

現

出

來

。

由
移
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之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對
於
國
會
及
行
政
機
關
利
用
法
律
所
規
定
的
監
督
手
段
，
是
否
保

 

證
尙
能
對
核
能
的
發
展
爲
負
責
任
地
掌
握
的
問
題
所
提
出
的
論
述
中
，
聯
邦
內
政
部
認
爲
不
能
看
出
其
所
依
據
的
是
何

二
五
一



二
五
二

些

事

實

。
由
核
能
法
第
三
條
至
第
十
九
條
規
定
的
整
個
系
統
，
行

政

機

關

有

可

能

，
亦

有

義

務

-
藉
由
採
取
預
防
性
的

 

監

督

措

施

，
依
照
一
個
很
明
晰
的
範
本
，
負
责
任
地
掌
捱
因
和
平
使
S
核
能
及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技
術
所
帶
來
的
危
險

 

。
此

外

，
國
會
尤
其
能
根
據
聯
邦
政
府
所
提
無
數
關
於
和
平
使
用
核
能
的
報
吿
以
及
能
源
計
劃
，
藉
由
相
當
的
立
法
行

 

爲

，
按

照

其

意

顔

，
影

響

將

來

之

發

展

，
且
以
此
可
隨
時
履
行
其
政
治
的
主
導
任
務
。

關
於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認
爲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規
定
得
不
夠
明
確
的
部
分
，
吾
人
應
注
意
的
是
，
我
們
不
能
絕
對
地
禁

 

止
立
法
者
使
用
不
確
定
法
律
概
念
，
且
正
是
在
核
能
法
所
應
規
定
之
內
容
，
立
法
者
根
本
不
能
放
棄
使
用
該
種
概
念
。
 

對
於
一
個
核
能
廠
所
應
遵
守
的
技
術
安
全
上
的
要
求
以
及
所
允
許
對
周
遭
環
境
之
影
響
是
不
可
能
的
詳
細
且
毫
無
漏
洞

 

地
以
法
律

規

定

，
因

爲

如

此

的

話

，
吾
人
將
是
交
給
國
會
一
項
即
非
它
専
業
所
能
勝
任
，
在
內
容
上
它
亦
不
能
負
資
之

 

任

務

。
此

外

，
如

此

一

種
的
辦
法
也
會
由
於
立
法
程
序
的
緩
慢
而
使
得
在
核
能
安
全
技
術
方
面
，
要
去
對
部
分
快
速
發

 

展
的
學
術
及
科
技
水
準
作
必
要
的
適
應
，
造

成

困

難

。
在
上
述
條
件
之
下
，
如
果
立
法
者
在
法
律
之
層
次
，
僅
是
以
使

 

用

概

括

條

款

、
不
確
定
法
律
概
念
及
法
規
授
權
來
確
定
立
法
目
標
爲
已
足
，
而
將
該
確
定
的
目
標
的
落
實
交
由
行
政
機

 

關

，
在
専
業
學
術
之
基
礎
上
，
並
參
考
非
官
方
的
科
技
規
範
，
以
訂
定
法
規
命
令
、
行
政
規
則
及
準
則
之
方
式
完
成
，
 

則
此
既
合
於
法
治
國
之
要
求
，
亦
符
合
權
立
分
立
原
則
。

應
同
意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一
點
的
是
，
鈈
由
於
其
所
具
之
危
險
性
，
是
屬
於
一
種
特
別
需
要
安
全
措
施
的
產
品=

但

 

在
徳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
爲
保
證
鈈
受
到
必
要
保
護
，

e利
用
在
這
方
面
國
際
性
的
建
議
，
發
展
了
一
套
整
合
統
一
的

 

安
全
及
保
護
的
方
法
制
度
。
依

該

制

度r

營
運
者
方
面

1_
的
預
防
性
的
基
本
安
全
保
護
是
由
個
別
的
鈈
的
持
有
者
負
責



，
並
有
負
責
公
共
安
全
機
關
所
應
採
的
保
護
措
施
作
爲
補
充
。
該

項

整

合

統一

的
安
全
及
保
護
制
度
以
其
所
採
之
預
防

 

措

施
並

不

薷

要

，
亦
不
會
引
起
對
無
關
第
三
人
自
由
的
消
極
的
影
響
。
在
有
具
體
危
險
威
嚇
及
有
必
要
採
取
警
察
通
輯

 

及
其
他
鎭
壓
措
施
之
情
形
，
則
其
所
必
須
採
取
之
行
動
，
是
與
在
發
生
譬
如
恐
怖
分
子
挾
持
人
質
或
是
盜
竊
其
他
危
險

 

物
品
事
件
時
所
應
採
取
之
措
施
，
在
質
與
置
上
是
相
當
的
。
依
至
目
前
爲
止
國
內
、
外
所
獲
得
之
經
驗
可
以
說
，
即
使

 

要
保
證
比
較
多
蠹
的
鈈
的
安
全
，
現
有
法
律
也
是
足
夠
了
。
如
果
_
於

國

內

安

全

，一

般
之
局
面
必
須
成
泛
予
以
改
變

 

，
到
那
時
則
大
概
不
僅
是
只
爲
保
護
核
能
設
施
及
核
能
物
質
，
而
是
所
有
會
因
第
三
人
之
干
擾
措
施
或
其
他
無
權
的
影

 

響
受
到
危
及
之
物
體
皆
要
探
取
補
充
之
措
施
。
但
道
時
所
牽
涉
的
已
不
是
特
別
的
核
能
法
的一

種

現

象

，
而
是
有
關
保

 

障
德
國
內
部
及
外
部
安
全
的一

個
！

般
性
的
問
題
。

4
即
使
如
果
吾
人
同
意
北
萊
茵
——

威
斯
特
法
倫
邦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之
見
解
，
認
爲
如
果
也
將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適
用
於
商
業
用
之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時
，
則
該
條
文
即
不
能
符
合
由
權
力
分
立
、
國
會
民
主
及
法
治
國
之
憲
法
原
則
所

 

衍
生
出
來
之
要
求
，
那
也
有
必
要
且
有
可
能
作
一
符
合
憲
法
之
解
釋
說
，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至
少
對
於
興
建
及
營
運
一
個

 

樣

樺

(p
r
i
t
y
p
)

是

准

許

的

。
這
爾
不
表
示
是
到
了
目
前
能
源
政
策
的
轉
捩
點
，
亦

非

將

其

導

入|

不
可
回
頭
的

 

，
變

成

「
鈈
經
濟
」
的

發

展

。
它
的
作
用
僅
僅
是
在
於
，
爲
求
這
類
型
原
子
爐
安
全
技
術
上
的
更
求
完
美
，
捜
集
更
進

 

一
步
的
經
驗
，
至
於
關
於
這
類
型
原
子
爐
一
般
引
進
的
問
題
，
則
是
以
後
才
決
定
。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亦
不
會
因
作
了
上

 

述
符
合
嫌
法
之
解
釋
而
失
其
意
義
，
因
爲
建
立
及
擴
建
一
個
爲
和
平
目
的
使
用
而
攫
取
核
能
之
工
業
的
主
要
基
礎
仍
舊

 

保

存

，
只
是
對
於
將
來
將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應
用
於
商
業
用
途
上
需
要
一
個
補
充
的
立
法
上
的
決
定
。

二
五
三



二
五
四

2.
北
萊
茵
——

威

斯

特

法

倫

邦

政

府

和

原

來

訴

訟

之

被

吿

遞

送

/

 一
份
共
同

的

聲

明

。

4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移

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之

決

議

中

，
其
立
論
理
由
異
常
地
不

確

定

且

某

些

部

分

自

相

矛

盾

0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認

爲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亦

包

含

於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之

適

用

範

圍

之

內

，
M
以
之
爲
出
發
點

，
這

是

正

確

的

。
立
法
者
故
意
地
選
擇
了

 r

凡

爲

生

產

.

.

.
核

子

燃

料

之

設

施

字

眼

的

不

確

定

法

律

概

念

，
亦
即
該

規

定

並

不

僅

限

適

用

於

特

定

的

原

子

爐

類

型

。
如

由

核

能

法

官

方

立

法

理

由

中

可

證

明

的

，
這

其

中

從

；
開
始
也
就
將

 

生

產

鈈

二

三

九

之

原

子

爐

，
亦

即

正

是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考

慮

進

去

了

。
依

此

，
核

能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3
將

 

鈈

.:::
三

九

和

鈈

：
.
四

一

算

入

該

法

意

義

下

的

核

子

燃

料

。
立

法

者

立

法

後

之

行

爲

也

明

確

地

顯

示

，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型

之

核

能

廠

依

其

意

思

應

準

用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之

一

般

性

規

定

。
如

果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現

在

認

爲

，
國
會
在
訂
定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
授

予

行

政

機

關

自

定

規

範

之

範

圍

，
其

中

在

讓

行

政

機

關

亦

有

權

核

准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之

核

能

廠

部

分

 

，
規

定

得

不

夠

明

確

，
那

麼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的

立

論

理

由

所

導

致

的

結

論

即

是

，

一
個
而
且
是
同
一
的
核
准
要
件
雖
然

 

對

某

一

種

原

子

爐

類

型

而

言

，
規

定

得

可

算

足

夠

明

確

，
但

同

時

對

於

另

一

種

類

型

之

原

子

爐

卻

規

定

得

不

明

確

。
此

 

棟

例

外

，

一
般
想

法

即

顯

得

是

不

可

能

的

。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所

用

以

詳

細

規

範

(
核

能

廠

)
核
准
要
件
之
不
確

 

定

法

律

槪

念

，
雖

然

應

各

隨

特

定

的

原

子

爐

類

型

叩

以

適

用

，
但
這

並

不

改

變

其

所

渉

及

的

M
同
一
的
法
律
要
件
特
徴

 

。
該

條

文

規

範

性

之

明

確

性

不

能

僅

因

其

在

具

體

事

件

必

須

適

用

於

不

同

的

事

實

，
而

有

不

一

致

的

判

斷C

唯
一
値
得

 

討

論

的

是

，
鑒

於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之

特

殊

性

，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之

個

別

的

核

准

要

件

是

違

憲

的

，
或
是
相
反



地

，
由

於

道

種

的

特

殊

性

，
基

本

法

强

制

應

規

定

附

加

的

核

准

要

件

。
可
是
在
髙
等
行
政
法
院
移
請
聯
邦
嫌
法
法
院
裁

 

判

之

決

議

中

，
並

沒

有

包

含

此

種

的

論

斷

。
在

該

決

議

中

，
既

沒

有

說

明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之

I

個
或
另
一
個
要

 

件

是

違

憲

的

，
由

其

內

容

亦

看

不

出

立

法

者

依

憲

法

應

再

附

加

何

些

規

定

。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認
爲
關
於
因
核
准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擔

心

帶

來

的

某

些

特

定

的

强

制

後

果

，
是

否

應

予

以

忍

受

之

問

題

*
僅
能
由
比
現
行
法
律
狀
態
更
具
體
之
形

 

式

的

法

律

解

決

。
由

上

述

髙

等

行

政

法

院

之

見

解

亦

無

法

顯

示

’
其
所
認

爲
目
前
法
律
狀
態
之
不
明
確
性
究
竞
是
在
那

 

裡

。
同

樣

地

，
由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接

下

來

的

意

見

-
認
爲
唯
有
透
過
在
核
能
法
本
身
所
包
含
之
核
准
法
規
中
作
一
確
切

 

的

規

定

，
立

法

者

方

能

符

合

法

治

國

原

則

的

要

求

的

足

夠

的

明

確

性

的

看

法

，
亦

無

法

看

出

，
其
所
指
之
不
明
確
性
何

 

在

。
依

照

髙

等

行

政

法

院

移

請

聯

邦

想

法

法

院

裁

判

之

決

鼷

的

全

部

措

詞

，
國

會

應

被

督

促

，
爲
擔
心
會
造
成
的
所
謂

 

r

耔

經

濟

」
的

後

果

，
擔

負

起

直

接

政

治

上

的

責

任

。
但

爲

何

道

僅

能

經

由

核

能

法

之

補

充

修

訂

方

有

可

能

，
由
決
議

 

之

措

詞

亦

無

法

看

出

。
政
治
上
賫
任
之
承
擔
譬
如
說
亦
可
以
在
預
算
上

爲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提
供
獎
助
資
金
之
方
式
爲

 

之

0

髙
等
行
政
法
院
移
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之
決
議
所
依
據
之
眞
正
之
理
，
在
決
議
文
句
間
明
白
表
示
出
來
的
即
是

 

，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認
爲
該
問
題
是
厲
於
全
國
性
的
，
而
該
問
題
依
其
確
信
，
乃
是
隨
著
第
一
次
的
引
進
專
爲
生
產
製
造

 

鈈
的
技
術
所
引
起
的
。
依

其

見

解

，
目
前
對
於
該
危
險
之
眞
實
性
只
可
^
作
一
些
模
糊
的
推
測
。
但
是
，，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由
這
不
能
理
淸
的
不
確
定
所
得
出
的
結
論
似
乎
是
錯
誤
的
。
在
此
所
牽
涉
的
不
是
法
規
範
明
確
性
，
而
是
立
法
者
承

 

搛
不
能
完
全
估
計
的
公
共
風
除
的
政
治
責
任
的
問

题

。
即
使
吾
人
成
功
地
將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之
要
件
更
明
確
地
規
定
，

二
五
五



二
五
六

仍

不

能

排

除

有

發

生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所

擔

心

危

險

—

如

果

它

是

眞

實

的

—

的

可

能

。
鈈

科

技

所

帶

來

的

金

國

性

問

題

依

 

舊

如

i
。
事

實

上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所

指

摘

的

是

，
立

法

者

以

在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所

規

定

之

要

件

下

，
核
准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之

設

置

，
其

立

法

決

定

太

過

草

率

，
此

並

未

盡

其

對

鈈

科

技

所

可

能

想

像

發

也

，
但

不

能

進

一

步

驗

證

的

危

險

所

 

應

預

防

之

資

任

。
對

於

國

會

所

作

的

評

斷

，
認

爲

它

關

於

鈈

科

技

所

生

之

危

險

並

未

獲

知

全

貌

，
因

此

，
在
這
方
面
它

 

的

動

機

並

不

足

夠

明

確

，
這

對

於

立

法

者

而

言

，
意

諝

著

逯

：

種

政

治

的

審

查

，
吾

人

是

可

以

予

以

正

視

。
但

是

，
這

 

在

憲

法

上

之

意

義

並

不

乗

人

。
即

使

我

們

同

意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之

宥

法

，
認

爲

立

法

者

在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中

規

定

表

示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是

可

以

被

核

准

設

立

的

，
此

對

於

該

科

技

所

可

能

產

生

的

後

果

完

全

沒

有

足

夠

考

慮

過

，
即
使
如
此

 

，
憲

法

上

唯

：
重

要

的

，
該

法

條

規

定

要

件

的

明

確

性

，
並

不

會

因

此

而

受

到

質

疑

。

W
雖

然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移

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決

議

中

欲

說

明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因

法

規

明

確

性

不

足

而

違

憲

 

之

論

述

本

身

並

不

具

說

服

力

，
但

似

乎

也

適

合

在

此

探

討

一

些

更

進

一

步

的

觀

點

。

aa)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移

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之

決

議

對

於

爲

興

建

核

能

廠

之

許

可

，
憲

法

上

基

於

法

治

國

及

 

民

主

之

觀

點

，
所

要

求

的

法

律

授

權

的

明

確

性

，
要

求

地

太

過

分

了

。
有

鑑

於

核

准

一

核

能

廠

所

生

之

學

術

上

及

技

術

 

h
問

題

之

多

樣

性

及

複

雜

性

，
使

用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所

出

現

之

不

確

定

法

律

槪

念

乃

是

絕

對

不

可

避

免

的

，
正
 

是

在

這

個

領

域

，
立

法

者

必

須

考

慮

到

學

術

知

識

上

之

特

別

快

速

的

繼

續

發

展

，
使
用
不
確
定
法
律

槪

念

就

更

不

可

避

 

免

。
特

別

是

由

於

該

項

學

術

之

如

此

快

速

發

展

，
立

法

之

程

序

自

然

無

法

隨

時

經

由

修

訂

之

方

式

跟

h

，
因
此
如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第

三

款

所

規

定

，
以

個

別

當

時

之

學

術

及

科

技

水

準

所

必

須

有

的

對

於

損

害

之

預

防

爲

標

準

，
即
是



恰

當

的

。
基

於

上

述

關

係

，
加
上
該
條
及
明
確
所
表
示
之
目
的
，
核
准
之
行
政
機
關
及
行
政
法
院
——

不
可
避
免
地
再

 

借
助
專
家
之
鑑
定
——

即
可
能
獲
得
比
在
核
能
法
本
身
再
如
何
詳
細
規
定
皆
無
法
達
到
之
更
確
切
及
更
能
反
映
現
代
之

 

標

準

。
除
此
之
外
不
能
忽
略
的
是
，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本
身
對
於
核
能
廠
所
生
危
險
所
爲
之
保
護
規
定
還
會
透
過

 

國
家
應
承
擔
放
射
性
廢
棄
物
中
程
及
終
局
貯
藏
貴
任
之
規
定
，
以
及
歐
洲
核
子
共
同
體
條
約
和
特
別
是
用
以
保
護
核
子

 

燃

料

，
以
防
止
濫
用
之
限
制
核
子
武
器
條
約
中
之
監
督
的
規
定
予
以
補
充
及
强
化
。
立
法
者
已
部
分
在
國
內
曆
次
，
部

 

分
在
國
與
國
之
靨
次
，
建
立
了
一
套
規
範
及
限
制
行
政
機
關
與
核
子
燃
料
有
關
措
施
之
整
個
形
式
法
律
規
定
之
分
佈
網

 

。
如
由
多
次
的
核
能
法
修
訂
中
所
顯
示
的
，
立
法
者
對
它
在
這
個
領
域
所
應
負
的
貴
任
是
有
自
覺
的
，
絕
不
會
任
由
行

 

政
機
關
在
該
領
域
依
其
本
身
裁
量
行
事
。

至
於
明
確
性
原
則
之
關
於
民
主
的
部
分
，
吾
人
不
能
忽
略
的
是
，
徳
國
聯
邦
國
會
皆
嫌
時
注
意
、
掌
握
在
核
能
之

使
用
領
域
方
面
之
發
展
I

I
包
括
與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有
關
之
問
題

-
-
-
以
便
在
有
需
要
時
，
有
能
力
介
入
干
渉
，

予
以
糾
正
。

S

對
於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移
請
聯
邦
蠹
法
法
院
裁
判
之
決
覼
中
全
盤
反
對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之
所
謂
預
測
判
決
，
 

拒
絕
給
予
立
法
者
有
試
驗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權
限
之
點
，
也

不
能
同
意
。
在
給
予
立
法
者
預
測
自
由
時
雖
然
要
審
愼
，
 

但
不
能
完
全
不
給
予
其
預
測
自
由
，
否
則
立
法
者
在
對
於
公
共
福
利
重
要
之
領
域
將
會
被
貴
爲
太
倕
化
，
此
與
其
所
被

 

付
託
之
民
主
的
形
成
委
託
並
不
符<

n

。
在
本
案

之

情

形

，
立
法
者
可
例
外
地
要
求
一
預
測
之
空
間
。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科
技
之
發
展
與
利
用
具
有
特
別
高
度
之
公
共
利
益
，
這
是
因
爲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與
一
般
原
子
級
不
同
者
，
它
幾
乎
不

二
五
七



二
五
八

受

自

然

鈈

短

缺

之

影

您

，
如

此

即

提

供

了

可

以

無

限

期

，
幾

乎

無

限

量

供

應

經

濟

上

所

需

能

源

之

機

會

。
有

鑑

於

(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
在

學

術

上

及

技

術

h
之

高

度

複

雜

性

，
立

法

者

在

此

種

情

況

下

如

果

是

以

先

設

置

樣

機

、
有

限

制

的

 

營

蓮

且

置

於

不

斷

的

監

督

下

之

方

式

爲

之

，
是

恰

當

的

。
如

立

法

者

即

使

在

通

過

該

法

律

之

後

，
仍

不

斷

地

聽

取

有

關

 

問

題

之

報

吿

且

深

入

加

以

研

究

分

析

，
則

更

恰

當

。
如

此

立

法

者

即

掌

握

住

其

發

展

之

情

形

，
以

後

在

有

必

要

時

即

能

 

介

入

干

涉

，
予

以

糾

正

。
反

而

是

移

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之

法

院

所

提

醒

的

大

規

模

的

「
可

能

不

可

收

拾

之

損

害

」
 

絕

對

不

會

發

生

，
這

是

因

爲

該

法

院

所

提

及

之

危

險

——

吾

人

假

定

其

是

眞

實

的

——

依
其
本
身
之
佔
計
也
是
要
在
一

 

個

密

集

利

用

及

推

廣

鈈

經

濟

後

才

生

之

結

果

。
設

置

且

以

相

當

少

f
i之
核

燃

料

營

運

一

座

或

二

座

樣

機

絕

不

會

導

致

此

 

種

結

果

。
在

此

處

所

產

生

之

極

少

量

的

鈈

是

可

掌

握

的

，
不

致

產

生

所

擔

心

對

全

民

眾

造

成

重

大

之

影

響

，
亦

不

至

於

 

到

會

有

所

擔

心

的

，
必

須

限

制

人

民

自

由

的

地

步

。
在

此

種

情

況

下

，
絕

對

應

該

給

’
立
法
者
—

丨

假

定

對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之

是

否

足

夠

明

確

有

質

疑

I

有

最

低

限

度

之

預

測

空

間

，
使

已

依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核

准

之

樣

機

 

得

以

設

置

完

成

且

開

始

營

運

，
以

便

在

所

獲

得

經

驗

的

基

礎

上

，
德

國

國

會

在

適

當

時

機

能

對

關

於

繼

續

維

持

或

取

消

 

該

核

准

要

件

之

問

題

作

：
負

責

任

之

決

定

。

V

但

是

即

使

吾

人

得

到

的

結

論

是

，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就

其

有

關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部

分

，
由

於

欠

缺

明

確

性

 

是

無

效

的

，
過

渡

性

地

繼

續

維

持

該

條

文

I

與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見

解

不

同

—

I
不

僅

是

容

許

，
而

且

還

是

必

要

的

。
 

如

果

吾

人

讓

較

嚴

格

之

明

確

性

的

要

求

亦

對

過

去

適

用

該

法

律

之

事

件

生

效

，
那

麼

已

花

费

之

超

過

十

億

元

的

公

共

投

 

資

費

用

即

變

爲

無

用

的

浪

费

。
同

時

，
能

源

經

濟

上

迫

切

需

要

的

先

進

原

子

爐

科

技

將

會

倒

退

好

幾

年

。



3.
原
訴
訟
之
原
吿
認
爲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和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違
憲
。

<
依
該
原

吿
之
見
解
，
鈈
經
濟
所
產
生
的
影
響
遠
超
過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移
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之
決
議
中
所

 

認

定

的

。
對
於
決
議
之
其
他
部
分
，
原
吿
則
基
本
上
同

意

。

經
濟
上
有
意
義
地
營
運
增
殖
反
應
爐
一
定
須
有
的
要
件
是
要
有
一
個
核
能
設
施
系
統
，
包
括
增
殖
原
子
爐
，
再
處

 

理

之

設

施

、
燃
料
廠
以
及
所
附
鼷
的
中
間
貯
藏
和
運
输
設
備
。
這
個
增
殖
反
應
坡
系
統
需
要
加
工
處
理
及
運
输
大
童
的

 

鈈

。
如
果
正
在
卡
爾
卡
興
建
中
之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型
三
〇
〇
在

第

j

次
的
鈈
裝
載
中
尙
能
以
約
八
百
五
十
公
斤
的
可

 

分
裂
的
鈈
爲
已
足
，
那
麽
在
西
元
二
〇
二
五
年
，
一
二
〇
個
正
在
營
運
中
增
殖
反
應
爐
，
以
實
際
運
轉
時
間
爲
二
年
作

 

基

礎

，
則
需
估
計
會
有
約
二
千

11
的
原
子
爐
—
舒

。
該
數
宇
是
如
果
人
們
由
一
個
聯
邦
內
政
部
所
委
託
之
研
究
作
爲
出

 

發
黏
得
到
的
。
該
研
究
是
預
測
在
西
元
二
〇

二
五
年
安
置
的
火
力
發
電
力
有
四
千
億
瓦
特
，
其
中
百
分
之
九
十
是
來
自

 

核
能
發
電
廠
。

鈈
是
一
種
特
別
危
險
的
重
金
届
，
它
的
化
學
毒
性
遠
超
過
它
的
放
射
性
。
鈈
一
旦
產
生
，
則
寅
際
上
幾
平
不
可
能

 

再
被
消
滅
，
因
此
必
須
自
生
物
圈
中
簾
藏
起
來
數
千
年
。
此

外

-
鈈
作
爲
原
子
分
裂
物
含
有
很
髙
的
能
置
。
以
今
天
的

 

製
造
武
器
技
術
，
只
要
五
公
斤
的
鈈
即
已
足
夠
製
成一
顆
具
有
長
崎
爆
炸
力
的
原
子
彈
(2

0
k
f

 
N
T 
)
。
與
至
今
爲

 

止
的
官
方
說
法
不
同
，
即

使

是

民

用

的

原

子

爐

所
產
生
的
鈈
也
適
作
爲
爆
炸
原
料
。
以
公
開
可
獲
得
之
書
籍
資
料
和

 

隨
時
皆
可
能
與
許
多
核
能
物
理
、
核
能
科
技
和H

程
方
面
専
家
之
交
流
爲
基
礎
，
要
設
計
一
個
簡
單
的
爆
炸
裝
置
對
於

 

I

個
普
通
聰
明
的
人
而
言
是
有
可
能
的
。
尤
其
是
含
有
百
分
之
二
十
至
百
分
之
三
十
鈈
量
的
增
殖
反
應
爐
的
燃
料
很
適

二
五
九



一
：
六
o

合

非

法

地

去

獲

取

製

炸

彈

用

的

鈈

。
由

混

合

之

鈾

中

要

去

分

離

出

鈈

所

必

需

採

取

之

化

學

程

序

步

驟

並

不

複

雜

，
而
且

 

是

一

般

都

熟

悉

的

。
在

一

個

具

有

約

一

百

二

十

反

應

爐

的

增

殖

反

應

爐

系

統

每

年

約

有

差

不

多

三

十

萬

公

斤

新

的

燃

料

 

必

須

由H
廠

運

至

反

應

爐

。
在

這

運

輸

過

程

中

會

有

無

數

將

鈈

偷

偷

留

用

之

機

會

D

增

殖

反

應

爐

之

燃

料

的

再

加H

處

理

會

有

一

些

重

大

的

問

題

。
至

今

爲

it-.
，
全
世
界
尙
未
有
爲

增

殖

反

應

爐

燃

料

 

再

加H

處

理

之

樣

機

。
僅

有

的

只

是

一

些

實

驗

室

標

準

之

實

驗

設

施

在

營

運

。
由

至

目

前

爲

止

在

輕

水

反

應

爐

燃

料

的

 

再

加H

處

理

的

失

敗

，
光

是

將

來

計

劃

中

爲

再

加

.X
處

理

增

殖

反

應

爐

之

燃

料

所

興

建

之

大

型

設

施

诉

技

術

上

風

險

即

 

可

很

淸

楚

地

看

出

。
至

目

前

爲

IH
，
世

界

上

沒

宵

任

何

一

座

爲

加

工

處

理

：
般

原

子

爐

所

生

燃

料

之

設

施

是

即

使

運

作

 

幾

年

而

全

無

毛

病

的

。
在

再

加

工

處

理

設

施

發

生

重

大

意

外

事

件

可

能

會

給

全

中

歐

地

區

帶

來

長

時

期

可

怕

、
悲
慘
的

 

結

果

。
除

此

之

外

應

估

計

的

是

，
每

一

個

營

運

年

度

，
每

：
大

型

加

:1'.
處

理

設

施

由

於

其

所

散

發

出

之

核

素

擴

散

範

圍

 

廣

大

，
在

中

歐

地

區

將

會

增

加

好

幾

百

個

癌

症

事

件

。

鈈

燃

料

大

技

術

性

的

製

造

生

產

既

尙

未

試

驗

，
對

於

核

子

廢

料

如

何

安

全

的

淸

理

亦

尙

未

弄

淸

楚

知

道

。
徳
國
在

 

Sal2st

8:k
e
&

劃

興

建

的

核

能

廢

料

貯

藏

所

由

於

很

多

原

因

値

得

懷

疑

。
在

引

進

增

殖

反

應

爐

及

隨

之

而

來

的

核

能

 

的

擴

建

之

時

應

擔

憂

的

是

，
核

子

廢

料

之

貯

藏

將

會

執

行

地

倉

卒

草

率

且

沒

有

經

充

分

長

時

間

的

硏

究

。

增

殖

反

應

爐

由

於

其

需

很

高

的

安

全

花

費

，
經

濟

h
僅

能

以

最

多

到：

：f
億

瓦

特

之

：
大

型

單

位

設

置

，
在
其
運

 

作

時

將

會

逐

步

地

向

四

周

環

境

散

發

出

很

多

的

餘

熱

，
此

將

會

給

河

川

帶

來

很

重

大

的

負

擔

。
如
計
劃
中
的
電
力
量
擴

 

增

，
則

也

可

預

期

會

帶

來

長

期

的

氣

候

的

變

化

D

一

個
鈈
經
濟
除

了

會

有

h
述

技

術

上

及

也

態

上

之

結

果

外

，
也
會
對



政
治
及
社
會
制
度
’
尤
其
是
自
由
民
主
之
社
會
秩
序
造
成
持
久
的
彭
響
。
除
了
爲
保
護
具
危
除
性
的
核
子
及S

設
施
所

 

採
取
空
間

、
檐
器
及
建
築
技
術
上
之
保
護
措
施
外
，
預
防
性
地
對
人
負
的
監
督
，
.尤
其
是
對H

作
人
員
及
其
親
友
，
會
 

愈
來
愈
重
要
。
監
督
的
範
圍
由
個
人
資
料
的
掌
握
及
曰
常
生
活
的
監
督
直
到
對
生
活
習
慣
的
直
接
限
制
。
可
以
預
期
的

 

是

，
由
核
能
領
域
對
安
全
的
要
求
也
會
擴
展
到
其
他
的H

業
領
域p

受
監
督
和
控
制
的
人
數
將
會
因
此
增
加
很
多
，
所
 

需
的
警
力
系
統
會
相
對
地
擴
大

。
萬
一
鈈
被
利
用
作
爲
勒
索
行
動
之H

具
——

道
是
絕
對
不
能
排
除
的
——

則
爲
保
護

 

生

命

，
勢
必
要
採
取
警
察
措
施
，
限
制
政
治
上
之
自
由
，
限
制
之
程
度
亦
將
波
及
國
家
之
民
主
結
構
，
道
其
中
在
將
來

 

勢
必
是
那
些
多
年
來
沒
有
被
發
覺
在
一
設
施
中
工
作
，
然
後
突
然
出
擊
的
無
政
府
主
義
者
特
別
危
險
。

隨
著
一
個
國
家
增
殖
反
應
爐
系
統
的
擴
建
，
基
於
企
業
管
理
之
理
由
也
將
會
導
引
至
核
能
設
施
的
出
口
，
因
此
而

 

造
成
鈈
循
環
。
這
將
會
陷
無
原
子
彈
之
國
家
於
製
造
原
子
彈
之
狀
態
。
這
種
情
形
即
使
在
國
際
安
全
措
施
幾
乎
完
滿
實

 

施
成
功
之
時
仍
不
能
避
免
。
但

是

，
核
子
武
器
之
增
多
會
增
加
發
生
限
制
性
洲
際
核
子
戰
爭
之
機
會
。
鲆
經
濟
之
擴
展

 

也
將
舍
進
而
導
致
德

H
本
身
不
能
再
自
保
，
因
爲
即
使
常
規
性
的
武
器
都
有
能
力
摧
毀
再
堅
固
的
核
能
設
施
的
混
凝
土

 

屛

障

。
此

外

，
鈈
經
濟
也
會
使
受
過
訓
練
之
破
壊
組
織
有
能
力
，
在
鈈
經
濟
循
環
較
易
侵
入
之
地
區
引
發
爆
炸
，
以
造

 

成
內
部
政
治
之
顚
覆
狀
態
。

最
後
應
考
慮
到
鈈
經
濟
在
德
國
對
於
生
活
方
式
方
面
所
產
生
之
一
般
效
應
。
如
果
——

如
計
劃
中
的
——

原
始
能

 

源
之
褥
要
約
百
分
之
六
+

皆
由
核
能
電
力
提
供
，
那
麽
這
將
會
在
公
共
及
私
人
生
活
、H

業
上
貨
物
生
產
、
服
務
業
方

 

面

、
交
通
系
統
和
訓
練
及
資
格
之
要
求
產
生
效
應
。
吾
人
不
能
排
除
之
後
金
實
行
一
些
大
型
科
技
設
施
應
配
合
之
行
爲



模

型

。
此

時

，

一

個

民

主

國

民

的

政

治

美

德

將

會

被

認

爲

是

有

阻

礙

的

，
而

被

排

除

。
藝
術

h
之

創

造

力

、
自

我

負

责

 

性

、
W
險

經

歷

之

能

力

以

及

想

像

力

將

被

壓

制

且

可

能

會

引

起

大

量

心

理

上

之

踔

礙

。
但

是

心

理

上

有

障

礙

之

專

家

對

 

於

中

心

科

技

而

言

意

謂

的

是

高

度

的

安

汆

上

的

風

險

，
如

此

，
在

那

方

面

即

必

須

要

更

加

强

安

全

的

要

求

，
而
這
又
會

 

引

起

更

大

心

理

上

的

負

擔

。

個

惡

性

循

環

會

開

始

，
永

無

止

境

D
如

此

將

會

長

遠

地

改

變

人

類

的

生

活

。

一

個

鈈

經

濟

所

引

起

之

結

果

效

應

即

使

是

僅

在

對

一

個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作

決

定

時

，
也

要

視

爲

是

很

重

人

的

。
 

這

不

能

分

隔

單

獨

去

觀

察

，
而

將

其

降

低

爲

是

僅

對

一

項

試

驗

要

去

作

決

定

。
它

表

示

的

是

，
確

認

朝

鈈

經

濟

之

方

向

 

繼

績

擴

充

核

子

能

，
因

爲

設

置

及

營

運

該

樣

機

之

時

將

會

造

成

强

迫

去

設

置

更

多

的

增

殖

反

應

爐

，
且

興

建

及

營

運

該

 

樣

機

的

決

定

是

一

個

轉

折

點

，
莅

作

該

決

定

時

應

該

就

已

經

要

考

慮

到

鈈

經

濟

所

造

成

的

長

期

的

結

果

D

W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第
三
款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和

法

治

國

原

則

、
民

主

原

則

以

及

權

力

分

立

原

 

則

。
如

果

充

足

的

能

源

供

給

也

是

一

種

珍

貴

的

社

會

財

物

的

話

，
則

依

越

本

法

之

價

値

秩

序

，
如

此

一

種

對

於

作

爲

最

 

高

權

利

所

奋

物

的

人

的

生

命

，
患

法

的

基

本

決

定

都

對

之

產

生

懷

疑

的

科

技

系

統

，
即

不

應

給

予

許

可

。
與

輕

水

型

反

 

應

爐

不

同

，
在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引

人

東

視

的

是

，
它

所

具

强

大

爆

炸

潛

力

的

特

殊

危

險

性

。
萬

一

，
吾

人

完

全

不

能

 

排

除

這

個

H1
能

性

，
由

於

一

意

外

事

件

，
在

反

應

爐

內

的

放

射

性

溢

出

，
則

會

造

成

全

國

性

規

模

的

災

難

。
如

果

是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型

-£
百

的

發

生

如

此

之

意

外

事

件

，
則

須

估

計

僅

是

經

由

呼

吸

到

鈈

的

關

係

會

產

生

超

過

四

萬

件

的

肺

 

癌

，
遠

超

過

一

萬

件

的

骨

癌

以

及

超

過

一

千

怍

的

遺

傳

上

的

損

害

。
除

此

之

外

，
有

一

大

片

土

地

將

會

被

污

染

且

一

段



長
時
蘭
皆
不
適
合
人
居
住
。
由
於
1

種
可
能
發
生
的
危
險
，
因
此
立
法
者
有
责
任
確
定
必
要
預
防
措
施
的
程
度
以
及

 

可
允
許
的
風
險
的
界
限
。
這
個
義
務
立
法
者
並
沒
有
履
行
。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第
三
款
被
如
何
地
不
同
的
解
釋
，
 

也
表
現
在
到
目
前
爲
止
就
該
條
文
所
作
的
內
容
互
相
矛
盾
的
多
項
行
政
法
院
的
判
決
中
。
關
於
預
防
措
施
的
必
要
性
，
 

是
否
僅
須
評
估
損
害
發
生
之
可
能
性
或
者
連
損
害
之
結
果
亦
須
一
併
評
估
I

如
果
是
的
話
，
如
何
評
估
——

以
及
是

否
某
些
特
定
的
損
害
結
果
應
完
全
排
除
^
^
如
果
是
的
話
，
又
是
那
些
-
-
-
核
能
法
對
此
並
沒
有
規
定
。
以
致
在
營

運
者
以
及
公
眾
對
生
產
電
力
能

源

的

利

益

.
一

方

面

，
和
另
一
方
面
民
眾
的
維
護
生
命
和
健
康
的
利
益
之
間
所
應
作
的
基

 

本
的
衡
量
，
則
委
諸
於
行
政
楢
藺
。
是
行
政
檐
瀾
而
非
立
法
者
在
決
定
人
民
的
生
命
和
健
康
是
應
保
護
至
何
種
程
度
。

此

外

，
基
於
能
源
政
策
以
及
能
源
經
濟
上
的
理
由
，
也
完
全
沒
有
立
即
擴
建
和
雄
續
發
展
髙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的
必

 

要
性
。
因
爲
在
往
後
幾
年
，
極
有
可
能
所
需
的
電
力
會
比
現
在
所
假
定
的
要
少
得
多
，
即
使
不
須
設
置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也
能
夠
供
應
所
期
待
的

II
力
需
求
。
但
是
如
果
一
種
或
同
種
之
財
物
可
以
經
由
多
種
的
方
式
生
產
，
且
經
由
其
中一

 

種
的
生
產
方
式
對
民
眾
所
產
生
的
風
險
會
減
少
很
多
時
，
此
時
立
法
者
即
應
設
法
利
用
較
安
全
的
方
式
使
之
生
產
。
這
 

尤
其
是
在
當
涉
及
如
生
命
和
健
康
之
基
本
權
利
時
，
有
其
適
周
。
立
法
者
應
該
確
保
，
唯
有
在
當
不
可
能
利
用
其
他
的

 

生
產
方
法
且
又
不
可
能
放
棄
所
涉
及
的
財
物
時
，
才
能
回
頭
利
用
那
些
較
具
危
險
性
的
生
產
方
法
。
如
果
多
種
的
生
產

 

方
式
皆
與
民
眾
的
生
命
和
健
康
的
風
險
有
W
,
則
應
作
一
衡
置
，
而
有
權
作
此
衡
童
決
定
者
唯
有
立
法
者
。

4.
原
訴
訟
之
受
命
參
加
人
參
考
引
用
之
弗
利
茲
.
奧
森
比
爾
敎
授
所
提
出
的
鑑
定
害
'
認
爲
他
當
時
有
效
適
用
的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與
基
本
法
並
無
牴
觸
。

二
六
三



二
六
四

4
如
果
移
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之
法
院
假
定
’
給
予
僅
是I

個
試
驗
設
施
的
在
卡
爾
卡
興
建
的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M'
型
三
百
許

可
的
話
-
即
愚
意
謂
著
增
殖
反
應
爐
科
技
的
引
入
，
那
麽
就
是
由
銪
誤
的
事
實
要
件
出
發
。
聯
邦
眾
議

 

院
以
及
聯
邦
政
府
已
經
反
覆
很
明
白
地
表
示
過
，
在
卡
爾
卡
的
興
建
及
營
運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還
不
是
表
示
是
作
了
決

 

定

，
要
將
此
種
反
應
爐
型
引
進
市
場
，
而
只
是
用
來
作
爲
對
在
這
個
世
紀
末
才
待
作
的
這
麼
一
個
政
治
決
定
，
經
由
必

 

要
經
驗
的
收
集
作
準
備
的
。
僅
是
對
於I

種
新
的
反
應
嫌
型
的
試
驗
並
非
^
^
^
對
此
移
請
聯
邦
嫌
法
法
院
裁
判
之
法
院

 

也
從
沒
主
張
過
I

I
是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所
作
的
「
重
要
性
判
決
」
意
義

下

的r

重
要
的
政
治
決
定
」
.
，
該
種
決
定
在
關

 

於
和
年
使
用
核
能
並
不
缺
乏
國
會
已
作
決
定
之
情

形

下

，
亦

不
能
由
行
政
機
關
依
其
自
身
之
權
限
作
成
。

此

外

，
移
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之
祛
院
也
沒
有
認
淸
楚
*
即
使
商
業
性
地
引
進
多
數
的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
在

 

關
於
鈈
的
爆
發
與
下
落
方
面
，
與
雄
績
使
用
傳
崩
的
反
應
爐
相
較
’
量
上
的
情
況
並
不
會
有
重
大
的
不
同
。
因
此
該
法

 

院
所
表
達
之
憂
慮
，
認
爲
經
由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導
致
的r

鈈
經
濟
」
和

「
鈈
市
場
」
以
及
連
帶
產
生
的
結
果
效
力
，
 

將
會
帶
來
危
險
和
强
制
，
道
是
在
憲
法
上
不
具
重
大
意
義
的
。
在
一
個
具
一
千
三
百
兆
瓦
特
電
力
的
傅
統
核
能
蔽
大
約

 

一
年
燃
起
二
百
二
十
公
斤
的
鈈
，
而
一
個
具
同
等
電
力
的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
依
增
殖
頻
率
而
定
，
一
年
至
多
僅
產
生

 

二
百
公
斤
的
鈈
。
但
它
也
可
以
設
計
成
是
消
耗
鈈
的
。
因
此
如
果
有
一
天
，
只
還
霈
要
很
少
程
度
或
甚
至
不
再
需
要
透

 

過
核
能
廠
生
產
電
力
時
，
可
能
經
由
高
速
燴
殖
反
應
爐
降
低
或
者
甚
至
耗
盡
鈈
的
貯
存
置
。
因
爲
基
於
徳
國
人
観
黏
，
 

即
使
沒
有
引
進
髙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
也
不
會
放
棄
再
處
理
的H
作

，
因

此

，
移
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截
判
之
法
脘
所
擔
憂

 

的

r

鈈
經
濟
」

，
與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無
關
，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
在
再
處
理
來
自
輕
水
反
應
爐
燒
盡
的
燃
燒
要
素
時
也



會
得
到
可
分
裂
的
鈈
，
而
這
些
所
得
到
鈈
基
於
安
全
及
經
濟
的
理
由
勢
必
又
再
去
供
應
給
核
能
廠
，
或
者
是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煺
或
者
是
輕
水
型
反
應
燼
，
以
生
產
能
源
。
此
時
說
在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的
燃
燒
要
素
所
含
的
鈈
成
分
較
高
，
是
 

不

重

要

的

，
因

爲

，
在
輕
水
型
反
應
爐
的
燃
燒
原
料
中
的
鈈
的
成
分
就
已
經
高
到
任
何
無
權
的
去
持
有
都
必
須
要
確
實

 

地

被
防
止
。

W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認
爲
有
逋
思
之
疑
的
重
點
在
於
認
爲
現
行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的
規
定
太
不
明
確
了
。
但
是
吾
人

 

如
果
正
確
地
了
解
它
移
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的
決
議
，
則
這
項
質
疑
只
是
針
對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的
第
二
項
，
尤
其
是

 

該
項
下
第
三
至
第
六
款
的
規
定
方
式
。
在

該

決

議

中

，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並
沒
有
說
出
立
法
者
應
該
「
更
具
體
地
」
先
規

 

定
什
麽
；
對

此

，
該
決
議
連
提
出
一
個
方
向
說
明
都
沒
有
。
簡

而

言

之

，
髙
等
行
政
法
院
所
檐
憂
的
在
於
，
鈈
在
增
殖

 

反
應
爐
的
範
圍
內
會
發
展
變
爲
一
種
交
易
的
客
體
，
由
此
引
發
對
於
德
國
內
部
安
全
各
種
各
樣
的
危
險
。
但
是
在
這
中

 

間
該
法
院
忽
略
了
，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規
定
僅
是
針
對
固
定
的
核
能
設
施
的
設
匾
及
其
營
蓮
，
也
就
是
所
有
在
這
保
護
範

 

圍
以
外
的
事
件
，
根
本
不
在
該
條
文
規
定
之
內
•
這
特
別
是
指
被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看
作
是
具
有
特
別
危
險
性
的
鈈
的
蓮

 

輸
以
及
放
射
姓
廢
料
的
利
用
和
淸
除
。
這
兩
個
問
題
在
核
能
法
第
四
條
和
第
九
條
之
一
有
特
別
的
規
定
，
它
們
卻
不
是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規
定
的
課
題
。
所
以
如
果
將
該
類
的
危
險
劃
歸
於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
然
後
由
此
得
結
論
，
認
爲
該
法
條

 

規
定
得
太
不
明
確
，
因
爲
它
對
一
些
有
必
要
加
以
規
範
的
問
題
並
沒
有
具
體
地
加
以
規
定
，
而
這
些
問
題
卻
正
好
是
該

 

法
在
其
他
別
的
條
文
有
明
確
規
定
的
，
那
這
種
見
解
就
不
對
了
。
鑒
於
核
能
法
規
範
的
體
系
系
統
，
吾
人
在
此
種
情
彤

 

下

，
即
使
允
許
的
話
，
也
只
能
指
賫
那
個
有
關
的
特
別
條
文
的
不
確
定
性
，
而
不
能
去
指
責
那
些
在
規
範
的
意
圊
及
規

二
六
五



二
六
六

範
的
課
題
上
根
本
就
不
應
規
定
那
些
被
認
爲
有
問
題
的
的
問
題
的
條
文
。
在
法
的
系
統
性
上
，
移
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的
法
院
即
是
將
它
的
薆
慮
放
錯
位
置
了
。
由
於
該
法
院
關
於
結
果
效
力
和
强
制
的
憂
慮
並
不
M
於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規

 

範

的

課

題

，
因
此
尖
刻
地
說
，
它
的
道
些
憂
慮
在
有
關
核
准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設
慨
的
程
序
上
是
無
關
重
要
的
。
依
移

 

請
期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之
決
議
的
內
容
說
明
亦
看
不
出
移
請
的
法
院
另
一
方
面
有
指
責
全
部
核
能
法
不
確
定
性
的
窟
思

 

。
由
於
髙
等
行
政
法
院
是
由
對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作
了
錯
誤
解
釋
作
出
發
，
因

此

，
它
的
移
請
聯
邦
嫌
法
法
院
裁
判
是
無

 

理

由

的

。

但
是
如
果
吾
人
撇
開
道
些
不
談
，
由
譬
如
說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第
三
款
至
第
五
款
的
規
定
是
否
足
夠
明
確
之

 

問

題

出

發

’
那
當
然
不
容
爭
醸
的
是
’
吾
人
是
可
以
設
想
該
條
文
是
可
以
爲
更
具
體
的
規
定
。
那
道
不
想
決
定
之
黏
。
 

決
定
之
黏
是
在
於
，
如

此

作

的

話

，
由
事
件
本
身
而
@
曰
是
否
也
合
目
的
性
，
尤

其

是

，
！i

法
上
立
法
者
是
否
有
將
該
要

 

件
規
定
得
更
具
體
的
義
務
。
立
法
者
並
沒
有
此
義
務
。
特
別
是
基
於
生
活g

係
的
多
種
多
樣
及
快
速
的
變
邂
，
有
理
由

 

支
持
一
個
儘
可
能
具
有
彈
性
的
立
法
方
式
。
在

此

，
立
法
者
爲
使
其
所
意
欲
的
安
全
要
求
與
核
技
之
發
展
能
掛
勾
，
除

 

了

引
致
到
依
個
別
當
時
之
學
術
和
科
技
水
準
外
別
無
他
法
。
如
果
尉
此
立
法
者
卻
依
現
在
科
技
之
發
展
狀
態
規
範
性

 

地
確
定
對
於
安
全
的
要
求
，
則
不
僅
是
不
適
當
的
，
而
且
正
好
與
該
規
定
之
目
的
相
違
背
。
藉
由
參
與
個
別
當
時
之
學

 

術
和
科
技
水
準
使
核
能
設
施
之
安
全
水
準
能
跟
上
科
技
之
進
步
。

一
個
立
法
者
，
如
果
他
是
以
此
種
方
式
努
力
試
画
去

 

眼
上
科
技
之
發
展
，
而
且
是
爲
加
强
安
全
的
利
益
著
想
的
，
吾
人
即
很
難
去
指
貴
他
。
基

於
此
理

由
，
吾
人
如
依
由
聯

 

邦
思
法
法
院
判
決
所
發
展
出
的
判
斷
法
律
槪
念
明
確
性
的
標
準
去
衡
量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
則
該
條
文
是
符
合
憲



法
上
的
要
求
的
。

d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是
否
因
其
將
允
許
證
之
核
發
置
於
行
政
機
關
之
裁
量
權
之
下
而
與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及
第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有
所
牴
觸
的
問
題
，
不

須

更

進j

步
的
審
査
。
因
爲
姑
且
不
論
上
述
的
基
本
權
利
條
文
的
侵
犯
只

 

能
是
基
於
設
施
設
置
人
之
觀
點
才
有
可
能
，
而
不
是

基

於一

個
欲
撤
鎗
已
核
發
允
許
證
的
第
三
人
之
觀
點
，
如
果
吾
人

 

認
爲
有
必
要
，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由
於
其
條
文
字
句
已
容
許
有
解
釋
的
空
間
，
因
此
要
作
一
合
憲
性
的
解
釋
是
可
行
的
。

d)
即
使
吾
人
假
定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在
由
移
請
聯
邦
悫
法
法
院
裁
判
之
法
院
所
主
張
之
範
圍
內
的
違
憲
性
，
也
尙

 

不
因
此
即
確
定
該
法
條
在
目
前
能
被
認
爲
是
牴
觸
憲
法
且
能
被
宣
吿
無
效
。
這
是
依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關
於
立
法
者
之
錯

 

誤
預
斷
所
作
之
判
決
得
來
的
。
依
該
些
判
決
之
見
解
，
由
於
事
後
方
認
出
的
錯
謀
預
斷
而
被
證
明
有
牴
觸
憲
法
的
法
律

 

保
留
其
效
力
，
但
需
立
法
上
的
更
正
。

4
最

後

，
原
來
程
序
之
受
命
參
加
人
尙
指
出
，
如
果
吾
人
亦
與
移
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之
法
院
意
見
相
同
，
 

認
爲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是
違
憲
時
，
會
造
成
那
些
影
響
效
果
，
且
由
此
還
接
著
認
爲
，
即
使
暫
時
維
持
該
條
文
之
效
力
亦

 

是
不
可
能
的
。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型
三
〇
〇
計
劃
的
全
面
停
攞
將
會
使
德
國
落
後
其
他
有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的
大H

業

 

國
家
很
多
。
這
對
整
個
德
圉
反
應
爐
工
業
的
國
際
競
爭
能
力
有
很
不
好
的
影
響
。
此

外

，
杯
葛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的
建

 

造
進
度
不
可
避
免
地
還
意
謂
著
是
德
國
、
荷
蘭
與
比
利
時
間
十
多
年
來
在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發
展
領
域
進
行
的
合
作
的

 

結

束

，
且
由
於
德
國
的
落
後
太
多
，
不
可
能
再
作
技
術
經
驗
的
交
換
，
與
法
國
自
一
九
七
H
年
所
保
持
的
緊
密
合
作
也

 

不
可
能
再
雄
績
下
去
。
此

外

，
在
杯
葛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型
三
0
〇

後

，
聯
邦
政
府
和
各
政
黨
皆
認
爲
必
要
的
，
德
國

二
六
七



二
六
八

長
期
來
看
不
依
賴
進
口
能
源
供
給
的
遘
擇
亦
不
再
存
在
。
最

後

，
爲
了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型
三
〇

〇

，
直
至
目
前
爲
止

 

已
支
出
了
將
近
十
二
億
馬
克
。
如
照
計
劃
建
造
完
全
，
直
至
一
九
八
三
年
還
應
再
支
出
十
七
億
馬
克
，
這
其
中
聯
邦
應

 

分
攤
十
一
億
一
千
萬
元
。
反

之

，
如
果
該
計
劃
停
播
，
聯
邦
還
要
再
增
加
二
億
馬
克
的
費
用
®
在
道
種
情
形
下
，
財
政

 

上
的
負
擔
幾
乎
是
雙
倍
的
高
。
但
是
即
使
僅
是
拖
延
該
計
劃
，
一
個
月
也
需
大
大
地
增
加
十
至
十
五
億
馬
克
的
费
用
，
 

而
這
些
费
用
的
絕
大
部
分
仍
窬
聯
邦
來
負
擔
。

5.
賺
邦
行
政
法
院
第
七
庭
吿
知
，
雖
然
它
目
前
尙
沒
有
關
於
髙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複
雜
科
技
必
要
的
知
識
，
能
夠
稍

 

微
地
準
確
去
判
斷
移
誧
聯
邦
憲
法
裁
判
的
法
院
所
提
出
之
嫌
法
上
的
間
題
，
伹
是
它
仍
是
質
疑
移
請
聯
邦
憲
法
裁
判
的

 

法

院
的
見
解
。

如
果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眞
的
只
是
作
爲
一
個
試
驗
模
型
’
對
未
來
之
繼
嫌
作
爲
商
業
之
用
不
具
有
先
例
之
作
用
且

 

不
再
產
生
比
它
所
消
耗
的
更
多
的
鈈
，
那
這
就
已
產
生
疑
問
，
究
竟
這
移
請
裁
判
的
問
題
是
否
具
作
決
定
的
重
要
性
了

 

。
再
加
上
在
營
運
所
申
請
設
置
的
設
施
時
有
可
能
正
可
以
收
集一

些

經

驗

，
利
用
道
些
經
驗
可
以
克
服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所

擔
憂
的
危
險
。
本
庭
更
進
一
步
認
爲
有
問
題
的
是
，
立
法
者
是
否
有
義
務
隨
時
去
理
解
及
掌
握
持
績
變
遷
的
科
技
發

 

展
的
諏
知
水
準
。
至
少
同
樣
可
想
像
的
是
’
有
管
辖
權
限
的
法
院一

^
必
要
情
況
經
由
合
憲
解
釋
之
方
式
——

對
於

 

會
帶
來
完
全
不
可
預
見
和
不
可
承
受
之
危
險
之
設
施
之
許
可
予
以
禁
止
。
如

果

在

進

一

步
的
了
解
事
寅
後
，
證
寅
移
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之
法
院
所
搛
憂
之
危
險
而
沒
有
去
防
止
，
則
聯
邦
行
政
法
院
可
將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第
三
款

 

解

釋

成

是

，
該

條

文

所

規

定

之r

依
當
時
學
術
及
科
技
水
準
防
止
因
設
置
和
營
運
設
施
所
生
危
險
之
必
要
預
防
措
施
」



目
前
並
沒
有
做
到
，
因
此
不
應
梭
發
許
可
証
。
由
於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第
三
款
之
規
定
提
供
有
防
禦
之
可
能
*
因

 

此
很
難
看
得
出
來
，
究
竟
在
何
種
程
度
內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所
假
定
立
法
者
之
錯
誤
預
斷
會
發
生
。
本

庭

認

爲

，
在

進

一

 

步
說
明
事
寅
後
絕
不
是
不
可
能
得
到I

結

論

，
即
是
本
案
所
申
請
設
立
之
設
施
並
沒
有
顯
示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所
擔
憂
之

 

危

險

，
因
此
是
可
以
允
許
設
立
的
。
有
可
能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之
要
件
在
後
績
之
計
劃
，
由
於
它
可
能
取
決
於
不
再
可
概

 

觀
和
不
再
是
可
操
縱
之
發
展
而
不
再
足
夠
，
但
這
也
不
會
導
致
該
法
會
與
憲
法
有
所
牴
觸
，
而
只
是
對
該
類
設
施
之
繼

 

續
設
置
不
應
給
予
許
可
而
已
。

B

、

I

 

、

移
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之
移
請
決
議
是
合
法
的
(
嫌
邦
嫌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四
十
七
輯
，
第
一
四
六
頁
以
下>

。
 

但
關
於
移
請
裁
判
問
題
之
範
圍
則
需
作
一
澄
淸
：
雖
然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對
移
請
裁
判
之
問
題
並
沒
有
明
白
限
制
針
對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之
個
別
那
一
項
之
規
定
，
但

由

決

議

主

文

中

的

「
只
要
的
句
子
」
以
及
移
請
浃
議
的
理
由
可
得
知
。
應
審

 

査
其
合
憲
性
的
只
有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和
第
二
項
。
此

外

，
由
於
開
始
之
法
律
爭
議
僅
係
針
對
該
兩
項
條
文
之
效

 

力

，
因
此
即
使
非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之
意
思
，
移
請
裁
判
之
問
題
也
只
能
限
於
此
兩
項
條
文
。

II

、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和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與
基
本
法
並
無
牴
觸
。

1.
4
基
本
法
並
沒
有
給
予
國
會
在
作
基
本
之
決
定
時
有
絕
對
的
優
先
地
位
。
經
由
權
力
分
立
的
權
限
分
配
，
它
的

二
六
九



二
七

o

權
限
有
其
界
限
。
對
於
一
些
深
遠
廣
泛
—

.尤
其
是
政
策
性
I

I

的
決
定
，
基
本
法
將
作
成
該
些
決
定
的
權
限
交
給
其

 

他
最
高
的
國
家
機
關
，
譬
如
政
治
路
線
之
決
定
(
S
本
法
第
六
十
五
條
)

、
聯
邦
眾
議
院
之
解
散
(
同
法
第
六
J
八
條
 

)

、
立
法
緊
急
狀
態
之
宣
布
(
同
法
第
八
十
：
條

)
或
重
要
外
交
之
決
定
，
如
外
交
關
係
之
建
立
與
中
斷
，
是
由
總
理

 

作
決
定
。
聯
邦
眾
議
院
對
該
些
決
定
不
同
意
時
，
仍
保
有
其
監
督
之
權
限
；
它
在
有
些
情
況
可
選
出
新
的
總
理
，
由
此

 

導
致
推
翻
現
有
聯
邦
政
府
之
結
果
；
它
可
行
使
它
的
預
算
的
權
限
I

I

但
基
本
法
就
是
沒
有
賦
T
它
對
這
些
問
題
作
決

 

定
的
權
限
。
®
本
法
所
欲
達
成
的
國
家
權
力
分
配
與
平
衡
之
具
體
秩
序
，
不
能
發
生
由
民
主
原
則
錯
誤
地
導
出
一
穉
無

 

所
不
包
的
國
會
保
留
的
權
力
一
元
化
的
情
形
。
單
純
由
國
會
之
成
員
是
直
接
由
人
民
選
出
這
點
並
不
能
得
出
其
他
國
家

 

榧
力
之
機
構
和
運
作
即
缺
乏
民
主
之
合
法
性
之
結
論
。
立

法

、
行
政
和
司
法
權
力
之
機
關
的
組
織
上
和
運
作
上
的
民
主

 

合
法
性
來
自
制
憲
者
在
某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二
項
所
作
之
決
定
。
國
會
成
員
所
具
直
接
人
事
h
民
主
之
合
法
性
也
並
不

 

可
簡
單
地
即
導
出
國
會
的
決
定
獨
占
權
。
在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二
项
和
第
三
項
制
憲
權
力
也
使
得
行
政
成
爲
是
憲
法

 

直
接
的
機
構
和
功
能
；
爲
組
成
政
府
之
程
序
也
同
時
賦
下
行
政
一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二
項
意
義
下
間
接
人
事
上
民
主

 

之
合
法
性
(參
考
 

O
s
s
c
n
b
i
i
h
l
,

 Ve
r
w
a
l
t
u
n
g
s
v
o
r
s
c
h
r
i
f
t
e
n

 un
d

 Gr
u
n
d
g
c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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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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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18
7

 ff .,

 199;

 

B
s:
k
c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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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un

d

 Gr
a
w
e
r
t
,

 A
o:
»
B

d
 9

5
〔19701,

 s .l
i
f
,

 25f .

桓
這
排
除
了
由
國
會
民
主
之
原
則
去5

^

 

出
國
會
及
其
決
定
較
之
其
他
權
力
之
優
先
性
來
作
爲
一
掩
蓋
所
有
具
體
權
限
分
配
之
解
釋
原
則
。
即
使
一
個
問
題
在
政

 

治
上
是
有
爭
議
這
件
事
寅
亦
不
能
改
變
由
憲
法
所
分
配
之
決
定
權
限

W
在
本
案
情
形
所
涉
及
的
是
制
定
法
規
範
之
領
域
，
亦

即

|
個
基
本
法
對
其
有
作
權
限
分
配
之
領
域C

在
此
依



一
般
法
律
保
留
之
原
則
，
行
政
對
於
人
民
之
自
由
和
平
等
領
域
有
重
大
涉
及
時
須
有
法
律
之
依
據
。

2.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和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並
無
違
背
法
律
保
留
之
原
則
。

4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雖
在
憲
法
中
並
無
明
文
規
定
，
但
由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三
項
導
出
有
該
規
則
之
適
用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四
十
輯
第
二
三
七
頁
〔
第
二
四
八
頁
〕
)
。
對
該
原
則
之
理
解
這
幾
年
來
特
別
是
對
於
其
亦
含
有

 

民
主
成
分
之
認
知
，
而
有
了
轉
變
(參
考
 

J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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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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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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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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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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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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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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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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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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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7
7
,

 S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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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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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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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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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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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日
依
判
決
實
務
之
通
說
，

-
擺

脫

「
侵

犯

」
之
特
徵
-
-
-
在
基
本
的
規
範
的
領
域
，
特
別
是
基
本
權
行
使
之
領
域
，
在
國
家
之
規
範
可
行
之
範
圍
內
，
立
法

者
有
義
務
親
身
作
成
所
有
重
要
之
快
定
(
聯
邦
唐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三
十
四
輯
第
一
六
五
頁
〔
第
一
九
二
頁
以
下
〕
；
第

 

四
十
輯
第
二
三
七
頁
〔
第
二
四
九
頁
〕
；
第

四

十I
輯

第

二

五

一

頁C

第
二
六O

頁

〕
；
第
四
十
五
輯
第
四
〇
0
頁

〔
 

第
四
一
七
頁
以
下
〕
.
，第
四
十
七
輯
第
四
十
六
頁
〔
第
七
十
八
頁
以
下
〕
；
第

四

十

八

輯

第

二一

〇

頁

〔
第
二
二
一
頁

 

〕
)
。
基
本
法
第
八
十
條
第
一
項
和
第
五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前
半
段
以
及
特
別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皆
是
由
上
述
一
般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而
來
。

二
七
一



二
七
二

依

上

述I

般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國
家
行
爲
在
那
些
領
域
需
要
在
形
式
法
律
上
有
法
律
之
依
據
，
只
能
由
個
別
之
事
務

 

領
域
以
及
已
計
劃
或
已
诀
定
訂
定
之
法
規
的
强
度
去
查
知
。
此

時

，
憲
法
t
之
評
估
標
準
最
重
要
的
是
由
基
本
法
h
之

 

原

則

，
尤
其
是
由
基
本
法
所
承
認
並
確
保
之
基
本
權
中
去
得
知
。

吾
人
亦
是
按
同
樣
的
標
準
來
判
斷
立
法
者
是
否
如
憲
法
上
之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更
進
一
步
所
要
求
的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三
十
四
輯
第一

六

五

頁

〔
第
一
九
二
頁
〕

)

，
對
於
移
請
審
査
之
法
規
範
，
在
應
規
範
法
律
領
域
之
重
要
規

 

範
基
礎
皆
要
親
身
確
定
，
而
不
將
其
委
諸
行
政
之
行
爲
。

b)
贊
成
或
反
對
在
徳
國
主
權
領
域
和
平
使
用
核
能
之
法
律
上
容
許
性
的
規
範
上
的
基
本
決
定
由
於
其
對
人
民
之

 

特
別
是
自
由
及
平
等
領
域
方
面
和
一
般
生
活
關
係
所
產
生
之
深
遠
廣
泛
的
影
響
，
以
及
與
此
必
然
有
關
的
該
規
範
的
形

 

式
和
規
定
的
强
度
，
因
此
是
屬
於
一
種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意
義
下
之
基
本
且
重
要
之
決
定
。
對
此
有
權
作
袂
定
的
只
有
立

 

法

者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行
政
機
關
之
核
准
(
核

能

)
設
施
的
規
定
亦
須
同
樣
地
由
立
法
者
決
定
。
行
政
機
關

 

核
准
或
不
核
准
該
類
設
施
之
行
爲
可
能
深
遠
地
涉
及
人
民
的
基
本
權
領
域
。
對
於
想
要
營
運
該
類
設
施
者
，
事
屬
當
然

 

;
但
行
政
機
關
此
種
行
爲
也1F

能
涉
及

其

他

人

。

立
法
者
在
核
能
法
中
對
核
能
之
使
用
所
作
之
決
定
亦
包
括
了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在
內
。
雖
然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並
未
指
出
個
別
的
反
應
爐
的
類
型
，
但
由
該
法
很
明
顯
可
看
出
，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亦
在
該
法
條
之
適
用
範
画
之
內

 

。
這
由
核
能
法
第
二
條
第I

項
第
1
 a
款

可

得

知

，
該
條
款
將
鈈
二
三
九
列
入
是
腾
該
法
意
義
下
之
原
子
燃
燒
原
料
，



且
由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之
官
方
立
法
理
由
亦
可
證
實
此
點
。
立
法
理
由
中
指
稱
：
 

第
七
條
意
義
下
之
設
施
包
括
：

2-.

.

.

3.
分
裂
原
子
燃
燒
原
料
或
生
產
鈈
二
三
九
或

.

.
之

反

應

爐(
B
T
D
r
u
c
k
s

III/
7
5
9
、
S

 22
)

由
此
首
先
即
提
到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

一
九
五
九
年
人
們
即
已
認
識
它
對
將
來
反
應
爐
發
展
所
具
之
重
要
意
義
。
 

只
有
它
是
爲
分
裂
和
製
造
鈈
二
三
九
而
設
S
的

。
反

之

，
在
輕
水
型
反
應
爐
鈈
二
三
九
只
是
扮
演j

種
不
可
避
免
的
連

 

合
產
品
的
角
色
。
因

此

，
移
請
聯
邦
嫌
法
法
院
裁
判
之
法
院
、
學
者
i

 (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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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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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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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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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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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7
1
1
)

以
及
所
有
在
本
案
訴
訟
中
所
提
之
意
見
皆
是
以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亦
允
許
核
發
許
可
證
予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爲
出
發
點
的
。

立
法
者
依
憲
法
並
無
如
移
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之
法
院
似
乎
所
主
張
的
，
有
義
務
在
核
能
法
中
加
入
一
規
定
，
 

其

內

容

是

它

(
立

法

者

)
已
有
準
備
忍
受
在
移
請
裁
判
決
議
中
提
及
的
「
因
興
建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逋
可
能
帶
來
的
在
目

 

前
尙
無
法
更
進
一
步
確
認
之
效
果
影
響
、
危
險
及
不
可
逆
轉
之
强
制
」

。
立
法
者
負
政
治
責
任
並
承
擔
它
所
作
決
定
的

 

一
切
結
果
。
立
法
者
在
憲
法
上
並
無
義
務
就
此
在
各
個
的
法
律
條
文
中
表
示
出
來
，
並
以
此
方
式
證
明
它
所
考
慮
到
的

 

是
那
些
後
果
。
正
如
吾
人
不
能
以
在
道
路
交
通
法
中
無
法
找
到
一
條
文
可
以
認
出
立
法
者
亦
顧
意
忍
受
道
路
交
通
所
生

二
七
三



:

一
七
四

之
風
險
及
後
果
爲
理
由
，
認
爲
道
路
交
通
法
即
是
違
憲
的
。

但
是
如
果
如
上
所
述
，
所
涉
及
之
問
題
已
在
一
形
式
的
法
律
中
有
所
規
定
，
就
此
已
符
合
一
般
法
律
保
留
之
原
則

 

，
則
剩
下
的
即
是
要
去
審
查
，
立
法
者
是
否
也
符
合
了
憲
法
上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之
更
進
一
步
的
要
求
，
對
移
請
審
査
之

 

規
範
的
重
要
部
分
已
親
自
確
定
而
不
是
委
由
行
政
行
爲
去
決
定
(
參
考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三
十
四
輯
第
一
六
五
頁

 

〔第
一
九
二
頁
以
下
〕
)

C

在
此
直
接
相
關
的
問
題
即
是
，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内
容
上
是
否
規
定
得
足
以
符
合
憲
法
上
對

 

於
核
准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授
權
依
據
明
確
性
之：

要

求

。
這
個
問
題
的
答
案
應
是
肯
定
的
。

立
法
者
在
核
能
法
第
一
條
已
對
核
能
之
使
用
作
了
基
本
的
決
定
，
同
時
鑑
於
儘
最
大
可
能
保
護
防

Lt.
核

能

之

危

險

 

之
絕
對
必
要
性
以
法
律
規
定
了
利
用
的
界
限
。
在

該

界

限

內

，
立
法
者
於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規
定
了
有

 

關
核
准
之
所
有
重
要
和
基
本
的
問
題
。
它
以
法
規
確
定
了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意
義
下
之
設
施
，
包
括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
得

設

置

、
營

運

、
占
宥
或
爲
甫
大
改
變
之
要
件
；
且
這
些
規
定
，
如
以
下
還
要
加
以
說
明
的
，
也
具
足
夠
的
明

 

確

性

。由
此
已
符
合
目
前
由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所
引
伸
出
的
憲
法
上
的
要
求C 

d
但
這
還
並
未
說
明
，
是
否
以
及
何
時
立
法
者
關
於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設
置
和
營
運
之
法
律
要
件
必
須
重
新
再

 

作

決

定

。
如

果

立

法

者

(
已
對
某
事
項
)
作

了

決

定

，
而
作
該
決
定
的
基
礎
由
於
後
來
新
的
，
在
立
法
當
時
尙
不
能
預

 

見
之
發
展
而
受
到
決
定
性
的
動
搖
，
此
時
立
法
者
基
於
憲
法
有
義
務
去
審
査
，
原
來
的
決
定
在
改
變
後
的
情
勢
下
是
否

 

仍

應
維

持

。



如
杲
立
法
者
至
目
前
爲
止
就
有
關
增
殖
反
應
爐
技
術
的
利
用
和
它
可
能
產
生
的
效
果
影
響
，
譬
如
說
最
終
處
理
的

 

問

題

，
認
爲
還
無
必
要
重
新
去
檢
討
，
這
在
憲
法
上
是
不
能
苛
貴
的
。
在
卡
爾
卡
計
劃
興
建
的
髙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所
牽

 

涉
的
只
是
這
類
建
築
類
型
的
一
種
樣
機
。
就
如
同
聯
邦
政
府
再
次
强
調
的
，
它
的
興
建
和
營
運
並
不
即
已
意
謂
著
決
定

 

大
型
科
技
地
利
用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逋
(
參

考B
T
D
r
u
c
k
s
.

 7/
3
S
71,

 S .

 1
7
)

。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型
三
〇
〇
只
是
爲

 

這
最
早
在
九
十
年
代
才
待
作
的
決
定
先
幫
忙
作
準
備
。
從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尙
未
發
生
髙
等
行
政
法
院
所
提
及
的
效
果

 

影

響

-

這
點
是
沒
有
爭
議
的
。
即
使
它
產
生
的
鈈
比
它
所
消
耗
的
鈈
更
多
時
，
這
些
量
比
起
目
前
已
在
營
運
的
輕
水
型

 

反
應
爐
所
產
生
的
鈈
，
就
所
擔
心
的
影
響
效
果
而
言
是
沒
有
增
加
很
多
。
此

外

，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在
其
核
心
含
有
大

 

約
九
百
公
斤
的
鈈
，
而
每
年
大
約
有
三
分
之
一
的
燃
燒
元
素
爲
了
加
工
處
理
被
放
出
去
，
再
製
造
之
後
再
加
入
新
的
。
 

在
燃
燒
元
索
內
大
約
含
有
與
每
年
由
兩
個
輕
水
反
應
爐
型Biblis

 

U
2
0
0I

E
)

所
放
出
的
同
董
的
鈈
置
。

移
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之
法
院
是
否
就
將
來
可
能
的
發
展
作
符
合
事
寅
的
評
估
，
亦
即
是
否
——

萬
一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有
一
天
眞
的
被
大
型
科
技
地
利
用
——

在
某
時
候
必
須
去
考
應
該
法
院
所
認
爲
不
能
排
除
的
影
響
效
果
和
强

 

制

，
在
今
天
尙
不
能
預
見
。
就
此
點
產
生
懷
疑
是
有
可
能
的
，
因
爲
罾
如
說
有
可
能
會
有
合
適
且
符
合
法
治
國
的
方
法

 

去
預
防
自
由
的
生
活
秩
序
所
擔
憂
的
危
害
，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自
己
的
出
發
點
亦
是
它
估
計
的
正
確
性
目
前
不
能
確
定
。
 

對
道
個
問
題
作一

證
據
調
査
將
不
會
有
決
定
性
進
一
步
的
幫
助
。
證
據
之
調
査
也
許
能
夠
爲
估
計
某
些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所
号
慮
可
能
不
能
排
除
的
結
果
影
響
的
因
素
提
供
一
些
事
寅
上
的
根
據
。
但

是

，
髙
等
行
政
法
院
所
搛
憂
的
本
質
上
是

 

與
一
般
性
的
將
來
可
能
發
生
的
政
治
上
發
展
有
關
；
爲

此

缺

乏I
個
經
由
證
捸
的
調
査
能
夠
提
供
法
官
確
信
此
一
個
或

二
七
五



二
七
六

另
一
個
方
尚
理
由
的
一
般
承
認
的
認
知
程
序
。
'

要
在
將
來
才
能
證
實
這
個
贊
成
利
用
增
殖
反
應
爐
的
決
定
是
否
會
帶
來
更
多
的
好
處
或
更
多
的
損
害
。
在
這
種
不

 

可
避
免
不
確
知
的
情
況
，
立
法
者
與
政
府
最
先
有
政
治
上
的
貴
任
，
在
其
個
別
權
限
之
範
圍
內
作
成
他
們
認
爲
合
目
的

 

性

的
決
定
。
在
此
種
事
實
情
況
下
，
不
是
法
院
的
任
務
，
以
其
估
算
去
代
替
有
權
作
該
決
定
之
政
治
機
關
。
因
爲
爲
此

 

缺
乏
法
律
的
標
準
。

在

一

個
對
於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所
擔
憂
之
危
險
會
不
會
發
生
有
可
能
產
生
理
智
懷
疑
的
情
形
下
，
國

家

機

關

，
包
括

 

立
法
者
有
義
務
，
本
於
其
憲
法
上
爲
大
眾
謀
福
利
之
義
務
，
尤
其
是
由
基
本
法
第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旬
所
衍
生
之
所
有

 

國
家
権
力
保
護
人
性
箅
嚴
之
客
觀
義
務
，
竭

盡

所

能

，
以
儘
早
認
出
可
能
的
危
險
，
並

以

必

要

、
合
憲
性
之
方
法
去
預

 

防

。
如
果
在
將
來
有
跡
象
顯
示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型
之
核
能
廠
有
可
能
發
生
此
種
危
險
時
——

如

上

所

述

，
此
之
預
估

 

首
先
是
屬
於
政
治
之
國
家
機
關
的
責
任
範
圍
I

I

則
立
法
者
有
義
務
重
新
採
取
行
動
。

立
法
者
對
於
這
項
任
務
是
自
知
的
，
這
表
現
在
核
能
法
及
輻
射
線
防
護
法
之
規
定
，
包
括
自
一
九
五
九
年
以
來
譬

 

如
說
在
交
通
法
、
水

利

法

、
山

林

法

、
建

築

法

、
食
品
及
藥
物
法
中
的
相
關
規
定
以
及
在
德
國
主
權
範
圍
內
可
以
適
用

 

之
國
際
公
法
的
法
規
和
國
際
組
織
的
規
定
(
參
考w

i
n
t
e
r
s
、
A
t
o
m
i
n
d

 St
r
a
h
l
e
n
s
c
h
u
t
z
r
e
c
h
t
,

 1978,

 S
.

 11

 

ff
.,

 10
6

 ff ‘)

，
它
們
所
針
對
的
係
建
立一

廣
泛
及
相
互
交
錯
之
法
規
結
構

 >
 在
依
目
前
之
認
知
程
度
可
能
發
生
之
危

 

險

範

圍

內

，
去
確
保
對
和
平
利
用
核
能
，
包
括
輻
射
物
質
和
電
離
化
輻
射
線
之
利
用
的
無
漏
洞
的
高
權
控
制
和
監
督
。
 

德
國
國
會
定
期
地
，
特
別
是
根
據
聯
邦
政
府
的
報
吿
去
了
解
和
硏
究
該
問
題
。
有
關
的
官
方
和
由
官
方
所
獎
勵
的
硏
究



和
發
展
計
劃
，
譬
如
在
核
能
安
全
性
和
最
終
處
理
方
面
，
證
明
在
這
領
域
所
作
努
力
的
認
眞
性
。

立
法
者
明
顯
的
表
明
它
目
前
堅
持
核
准
高
速
增
薄
反
應
爐
的
決
定
。
到
目1

即
爲
止
聯
邦
眾
議
院
已
獲
悉
並
冏
意
列

 

名
包
括
發
展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的
聯
邦
政
府
的
核
能
計
劃
。
在
過
去
幾
年
它
已
批
准
同
意
大
約
三
十
億
馬
克
爲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的
發
展
。
此

外

，
在
過
去
政
府
和
反
對
黨
亦
再
次
重
申
，
對
核
能
的
保
留
選
擇
權
亦
包
括
在
高
速
增
殖
反
應

 

爐
方
面
級
嫌
作
硏
究
和
發
展
之H

作

(參
考

B
T
D
r
u
c
k
s
.

 8/
1
3
5
7
,

 S .

 9;

 BT
D
r
u
c
k
s
.

 8/
1
3
9
4
l :n
e
u
】，

S
.

 6
)

。

3.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和
第
二
項
亦
無
速
背
憲
法
上
所
要
求
法
律
的
足
夠
明
確
性
。

核
能
法
第
一
項
和
第
二
項
運
用
了
很
大
範
圍
的
不
確
定
法
律
槪
念
。
依
法
院
判
決
之
一
貫
見
解
，
使
用
不
確
定
法

 

律
概
念
原
則
上
在
憲
法
上
是
毫
無
問
題
的
(
參
考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二
十
一
輯
第
七
十
三
頁
〔
第
七
十
九
頁
〕
；
 

第

三

十一

輯

第

二

五

五

頁

〔
第
二
六
四
頁
〕
：
第
三
十
七
輯
第一

三

二

頁

〔
第
一
四
二
頁
〕

)
。
至
於
在
個
別
情
況
應

 

符
合
那
些
明
確
性
要
求
的
問
題
則
應
顧
慮
到
個
別
規
範
客
贈
的
特
殊
性
以
及
規
範
的
强
度
(
參
考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四
十
八
輯
第
二
一
〇
頁
〔
第
二
二
一
頁
以
下
〕
)

。
尤
其
是
在
各
種
多
樣
的
事
K
時

(
參
考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十
一
輯
第
二
三
四
頁
〔
第
二
三
七
頁
〕
：
第
二

十

一

輯

第I

頁

〔
第
四
頁
〕
.
，第

二

十

八

輯

第I

七
五
頁
〔第
一
八
三
 

頁

〕

，
或
是
可
以
預
期
事
寅
關
係
將
會
快
速
改
變
時
，

(
聯
邦
簠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八
輯
第
二
七
四
頁
〔
第
三
二
六
頁
〕
 

;
第
十
四
輯
第
二
四
五
頁
〔
第
二
五
一
頁
〕

)
明
確
性
的
要
求
即
較
低
。
依
此
棵
準
得
出
以
下
結
論
：

M
就
明
確
性
要
求
之
原
則
而
言
，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是
無
可
反
對
的
。
該
項
原
則
的
要
求
特
別
是
並
沒
有

 

加
予
立
法
者
有
就
應
予
許
可
的
反
應
爐
類
型
有
逐
一
列
舉
的
義
務
。
就
這
一
點
而
言
，
移
請
聯
邦
想
法
法
院
裁
判
之
法

-
七
七



二
七
八

院
對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亦
無
質
疑
。
該
法
院
要
求
應
更
詳
盡
作
法
律
上
預
先
規
定
的
只
是
針
對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的

 

第

项

。M
在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所
含
之
規
定
符
合
明
確
性
之
原
則
。

譬
如
「可
靠
性
」
和

r

必
耍
之
知
識
」
等
槪
念
長
久
以
來
即
已
被
使
用
在
經
濟
行
政
法
方
面
的
法
律
中
(
參
考
營

 

業
條
例
第
三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
餐
館
法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第一

款
及
手
工
業
條
例
第
八
條
第
一
项
)
。
雖
然
在
每
個
新
的

 

亊
務
領
域
這
些
概
念
有
必
要
須
作
新
的
具
體
化
，
但
這
些
槪
念
長
久
傳
統
以
來
已
由
立
法
、
行
政
執
行
及
司
法
具
體
化

 

，
以
致
對
它
法
治
國
的
足
夠
明
確
性
已
無
可
懷
疑
。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第
四
款
至
第
六
款
之
規
定
亦
是
如
此
。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第
三
款
之
規
定
亦
夠
明
確
。
這
項
規
定
是
屬
於
技
術
安
全
法
之
領
域
。
如
栗
立
法
者
有
意

 

在
這
領
域
爲
防
止
個
人
或
大
眾
之
危
害
而
作
法
律
h
之

規

定

，
則
他
會
面
臨
特
殊
的
困
難
，
而
這
困
難
出
在
所
欲
規
範

 

客
體
之
本
質
(參考
 

B
r
e
u
e
r
,

 A
o
R

 B
d
.

 1
0
1
P
.976】，

S
.

 4
6

 ff
.;

 P
l
i
s
c
h
k
a
,

 T
e
c
h
n
i
s
c
h
e
s

 

S
i
h
e
r
h
e
i
t
s
r
e
c
h
t
,

 1969;

 sc
h

p:fer
.

 D
a
s
^
ecllt :

 d
e
r

fd
e
tn
e
l
n de

r

 Te
c
h
n
i
k
,

 Di
s
a

 
Ic
ol
l
n
 1

9
6
5
)

。
即
 

使
在
一
些
科
技
之
認
知
和
發
展
情
況
看
起
來
目
前
暫
且
已
經
結
束
之
少
數
情
形
，
由
於
科
技
問
題
和
程
序
之
多
層
次
性

 

和
分
歧
性
的
問
題
，
立
法
者
在
通
常
情
形
下
亦
不
可
能
就
個
別
設
施
或
物
件
所
應
符
合
之
所
有
安
全
科
技
方
面
的
要
求

 

一
：
規

定

細

節

。
在
由
於
快
速
的
科
技
發
展
而
須
經
常
考
慮
到
新
發
展
的
領
域
如
和
平
利
用
核
能
方
面
，
還
要
加
上
一
 

點

即

是

，
立
法
者
即
使
眞
的
有
一
次
作
了
詳
細
的
規
定
，
也
必
須
經
常
+
斷
的
調
整
至
個
別
最
新
的
情
況
。

爲
了
要
使
學
術
和
科
技
之
知
識
及
發
展
藉
由
訂
立
一
個
可
趕
上
發
展
步
筏
之
法
規
，
使
其
產
生
法
律
之
拘
束
力
，



立
法
者
原
則
上
有
幾
種
可
能
的
方
法
可
使
用
。
雖
然
道
些
方
法
中
有
其
差
別
，
但

它

們

有一

共
同
點
即
是
：
由
於
使
用

 

不
確
定
法
律
概
念
的
結
果
，
使
得
要
具
有
拘
束
力
的
去
具
體
化
學
術
和
科
技
之
發
展
和
要
經
常
不
斷
地
去
配
合
學
術
和

 

科
技
發
展
的
困
難
或
多
或
少
被
移
到
行
政
——

如
引
起
法
律
爭
議
時
——

則
被
移
到
司
法
的
層
次
。
行
政
機
關
和
法
院

 

必
須
去
塡
補
規
範
餍
次
中
規
定
不
足
之
處
。

法

律

可

以

，
譬
如
說
在
關
於
科
技
的H

作H

具

法

(
機
器
保
護
法
，

一
九
六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曰
公
布
)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
引

用

r

 一
般
承
認
的
技
術
規
則
」

。
在
此
種
方
式
的
連
結
法
律
和
技
術
的
情
形
，
行
政
機
關
和
法
院
可
以
只

 

局
限
於
去
査
明
技
術
實
務
者
間
之
絕
大
多
數
的
見
解
，
以
之
來
確
定
個
別
的
科
技
的H

作
工
具
是
否
可
以
上
市
使
用
。
 

但
是
這
種
解
決
方
式
的
短
處
在
於
，
法
律
規
定
以
一
般
所
承
認
之
規
則
爲
標
準
常
常
會
落
後
于
進
一
歩
欲
再
努
力
追
求

 

的
科
技
發
展
之
後
。

這
項
缺
點
如
果
法
律
將
其
棵
準
提
高
至

r

當
時
之
技
術
水
準
」
即
可
避
免
(譬
如
驊
邦
公
害
防
治
法
( 

B
I
m
s
c
h
G
)

第
五
條
第

〗一
款
之
規
定
)

。
由

此

，
許
可
或
命
令
的
法
律
檫
準
即
移
到
科
技
發
展
之
前
端
，
因
爲
對
於

 

當
時
之
科
技
水
準
，
僅
是
一
般
的
承
認
和
寅
務
上
的
証
明
不
是
決
定
性
的
。
但

以

此

種

「
當
時
之
科
技
水
準
」
之
公
式

 

使
得
行
政
機
關
和
法
院
對
於
作
爲
探
準
之
事
實
的
確
定
和
判
斷
變
爲
更
困
難C

它
們
爲
了
要
査
知
那
些
是
科
技
上
所
必

 

要

、
合

適

、
相
當
和
可
避
免
的
，
即
必
須
要
參
與
加
入
技
術
者
間
的
不
同
意
見
的
爭
議
S

考B
r
s
e
r
,

 A
b
K

 
S

.

l
o
l
t
n
,

 

&

 

6
8
)

。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第
三
款
則
是
薄
要
更
進
-
步

’
將

標

準

定

在r

當
時
學
術
和
技
術
之
水
準
」
上

。
由
於
此

二
七
九



二
八
〇

項
標
準
亦
還
要
參
考
到
當
時
的
學
術
水
準
，
立
法
者
即
是
以
此
施
加
更
大
的
壓
力
，
要
使
法
律
上
之
規
定
要
符
合
趕
上

 

學
術
和
科
技
之
發
展
。
它
必
須
要
採
取
依
最
新
的
學
術
知
識
認
爲
必
要
的
防
患
損
害
的
預
防
措
施
。
如
果
該
些
措
施
在

 

技
術
上
尙
不
能
實
行
，
則
不
得
發
給
許
可
證
；
亦
即
該
些
必
要
的
措
施
里
不
會
因
科
技
上
在
目
前
之
是
否
可
行
而
受
到

 

限
制
的
(

Dcl
<!
e
r
w
p D

V
B
I
.

 1972,

 S

 68
0
;L

e
c
h
e
l
e
r
,

 
Z
W
P
 1977,

 S
.

 24
3

赤
參
考

 

V
G

 Fr
e
i
b
u
r
g
,

 N
J
W

 

1977,

 S .

 
1

§
 〇

但
是
這
個
標
準
的
公
式
比
起
上
述r

當
時
之
技
術
水
準
」
之
公
式
要
給
行
政
機
關
帶
來
更
多
認
知
上
的
困
難
。
它

 

們
通
常
受
困
於
意
見
不
同
，
互
相
矛
盾
的
専
家
鑑
定
書
間
而
不
能
就
學
術
上
的
爭
議
提
出
見
解
。
在
此
吾
人
可
暫
時
不

 

去

解

決

’
在
爲
估
計
將
來
損
害
發
生
之
可
能
性
去
判
斷
技
術
之
規
範
和
棵
準
時
’
鑒
於
基
本
法
第
十
九
條
第
四
項
之
規

 

定

，
法
官
審
査
義
務
之
界
限
究
竟
在
那
裡
，
以
及
是
否
可
以
限
制
法
院
僅
去
審
査
在
科
學
和
技
術
的
確
認
和
判
斷
，
於

 

知

識

不

足

和

不

確

定

時

，
其

是

否

遵

守

了
由
此
產
生
的
「
頻
帶
宽
度
」

(B
a
n
d
b
r
e
i
t
e
)

的
界
限
(參
考

B
v
e
r
w
p

 

I

、1
9
7
S
,

 S .

 59
1
E 5

9
4
1
)

。

當
立
法
者
面
對
它
在
一
項
法
規
中
是
否
要
使
用
不
確
定
法
律
槪
念
或
詳
細
規
定
其
細
節
之
問
題
時
，
它
有
形
成
的

 

空

藺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第
二
十
一
輯
第
七
十
三
頁C
第
七
十
九
頁
〕
)

，
這
時
實
際
上
運
用
的
考
嫌
也
得
影
響
其

 

決

定

。
在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第
三
款
之
情
形
有
很
好
的
理
由
支
持
它
使
用
在
該
條
文
中
所
含
的
不
確
定
法
律
概
念

 

。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第
三
款
作
向
將
來
開
放
之
規
定
方
式
，
目
的
在
於
達
到
機
動
性
的
基
本
權
利
的
保
護
。
該
條

 

文
幫
助
儘
可
能
地
去
實
現
各
該
當
時
核
能
法
第
一
條
第
二
款
所
保
護
之
目
的
。
反

之

，
以
訂
定
僵
硬
規
範
之
方
式
來
以



法
律
確
定
某
一
安
全
標
準
，
如
果
這
還
做
得
到
的
話
，
這
反
而
會
阻
礙
而
不
會
增
進
科
技
的
繼
續
發
展
和
依
各
該
繼
續

 

發
展
之
情
形
，
對
基
本
權
利
作
適
當
的
保
護
。
這
將
是
退
步
，
有

損

於

安

全

。
如
果
吾
人
認
爲
立
法
者
正
有
義
務
如
此

 

做

，
即
是
誤
解
了
明
確
性
原
則
。
雖
然
明
確
性
的
要
求
也
應
要
有
助
於
保
證
法
律
的
安
定
性
，
但
這
卻
不
是
在
每
一
規

 

範
標
的
皆
須
同
樣
程
度
的
寊
行
。
在
有
某
種
程
度
之
法
律
不
安
定
的
情
形
，
其
經
由
行
政
之
法
規
命
令
、
行
政
實
務
和

 

司
法
判
決
在
經
過
一
段
時
間
之
後
，
在
某
種
範
圍
內
尙
可
減
低
時
，
吾
人
絕
對
要
加
以
容
忍
，
否
則
立
法
者
將
被
迫
或

 

者
去
訂
定
不
切
實
際
之
法
規
，
或
者
完
全
放
棄
去
制
定
一
法
規
，
而
這
兩
者
終
究
要
由
基
本
權
利
之
保
護
付
出
代
價
。

此
項
考
慮
在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第
三
款
範
圍
應
列
入
考
慮
在
內
之
所
謂
剩
餘
風
險CRestrisiko

^

有
其
適

 

用

。
該

項

條

文

，
如

以

下

還

要

詳

述

的

，
不
容
忍
因
設
置
或
營
運
一
設
施
所
生
之
剰
餘
損
害t

R
e
s
t
s
c
h
a
d
e
n
r

但
當

 

未
來
損
害
發
生
的
可
能
性
以
最
後
之
安
全
並
不
能
排
除
時
，
則
允
許
核
發
給
予
許
可
證
。
該
法
就
關
於
那
些
剩
餘
風
險

 

對

核

發一

許
可
證
尙
允
許
被
容
許
，
本
身
並
未
加
以
規
定
；
有
某
些
的
風
險
範
圍
是
授
權
由
法
規
命
令
加
以
規
定
(
參

 

考
核
能
法
第
+

條
至
第
十
二
條
)

。
如
此
關
於
在
個
案
情
形
，
被
容
許
或
不
被
容
許
風
險
的
形
式
和
特
別
是
其
範
園
規

 

模

，
立
法
者
係
委
由
行
政
，
或
者
是
以
根
據
相
關
授
權
依
據
訂
定
法
規
命
令
的
方
式
，
或
者
是
在
關
於
一
設
施
作
個
案

 

決
定
時
去
作
決
定
；
關
於
去
查
知
該
些
風
險
的
程
序
，
法
律
本
身
亦
無
作
進
一
步
的
規
定
。
有
鑑
於
明
確
性
的
要
求
其

 

主
要
患
法
上
的
功
能
是
在
於
劃
分
立
法
與
行
政
之
行
爲
範
圍
，
就
這
點
而一一一

曰
，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基
於
其

 

規
範
標
的
的
特
殊
性
，
在
憲
法
上
並
無
重
大
可
質
疑
之
處
。

在
此
不
須
再
就
個
別
的
基
本
原
則
和
槪
念
詳
細
解
說
，
對
作
一
憲
法
上
的
判
斷
，
由
核
能
法
第
一
條
第
二
款
和
第

二
八I



二
八
二

三
款
的
保
護
目
的
以
及
在
同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所
規
定
與
其
相
結
合
的
防
禦
危
險
和
預
防
損
害
的
原
則
——

也
可
以
在

 

核
能
法
第
十
條
至
第
十
二
條
所
規
定
相
關
授
權
依
據
之
意
義
及
目
的
得
到
證
實
I

I

足
夠
明
白
的
顯
示
出
，
立
法
者
基

 

本
上
是
有
將
設
置
及
營
運
特
有
的
每I

種
形
式
的
損
害
、
危
險
及
風
險
納
入
考
慮
之
內
，
以
及
在
核
發
許
可
時
所
容
許

 

忍
受
損
害
結
果
發
生
之
可
能
性
應
儘
可
能
的
減
低
；
而
且
是
所
遭
到
的
損
害
形
式
和
損
害
結
果
愈
重
大
，
所
容
許
忍
受

 

損
害
結
果
發
虫
的
可
能
性
應
儘
可
能
的
再
減
低
(參
考

(
B
v
e
r
w
p

 D
b
v
.

 19
7
4
,

 S
.

 20
7

 ff .;

 B
v
e
r
w
p

 

D
V
B
L

 19
7
8
,

 

S
.

 59
1

 ff
.

 mi
t

 A
n
m
.

 Br
e
u
e
r
;

 V
G

 Ka
r
l
s
r
u
h
e
,

 D
V
B
I
.

 19
7
8
,

 s .

 85
6

 ff .
)

。
尤
其
是

 

立
法
者
藉
由
以
當
時
之
學
術
及
科
技
水
準
爲
連
繫
點
之
方
式
在
規
範
上
確
定
了
行
政
應
儘
可
能
作
到
防
禦
危
險
和
預
防

 

風
險
之
原
則
。
反

之

，
立
法
者
在
憲
法
h
並
無
義
務
去
規
定
可
能
的
風
險
形
式
、
風

險

因

素

、
去
査
知
這
些
風
險
的
程

 

序
和
容
忍
之
程
度
。
這
反
而
是
會
對
該
法
的
保
護
目
的
和
預
防
原
則
且
亦
會
對
憲
法
上
權
益
的
保
護
不
利
。

一
個
設
施

 

風

險

的

確

定

，
除
了
通
常
地
方
的
環
境
外
，
還
取
決
於
很
多
的
因
素
和
其
結
果
關
聯
，
臀
如
從
計
算
方
法
、
設
施
之
穩

 

固
性
和
耐
壓
强
度
、
材
料
和
設
備
之
易
生
損
害
性
、
技
術
程
序
之
易
生
故
障
性
直
到
人
的
行
爲
的
估
算
。
立
法
者
對
於

 

一
些
足
夠
顯
示
恆
常
發
生
的
特
定
的
風
險
形
式
或
因
素
，
臀
如
特
定
的
輻
射
線
負
荷
的
形
式
、
允
許
容
忍
的
最
高
限
等

 

加
以
規
定
在
某
種
程
度
是
可
想
像
的
。
但
這
K
中
的
很
多
因
素
是
隨
著
學
術
、
科
技
和
技
術
的
發
展
而
不
斷
發
展
，
且
 

隨
時
在
改
變
。
要

對

：
個
具
體
風
險
加
以
判
斷
是
要
考
慮
到
所
有
風
險
因
素
的
結
果
關
聯
和
阻
擋
這
些
結
栗
的
可
能
預

 

防

措

施C

以
科
技
的

發

展

，
臂
如
以
多
次
且
互
相
獨
立
的
安
全
預
防
措
施
和
隨
時
繼
續
的
監
督
來
對
付
一
個
比
較
上
來

 

說
是
恆
常
發
生
的
風
險
因
索
，
則
每
一
個
別
因
素
的
影
響
會
一
次
比
一
次
改
變
。
唯
有
隨
時
不
斷
地
調
整
判
斷
風
險
標



準

之

情

況

，
適
合
個
別
最
新
的
知
識
水
準
，
才
可
能
符
合
儘
最
大
可
能
的
防
禦
危
險
和
預
防
風
險
的
原
則
。
將
這
項
判

 

斷
交
由
比
起
立
法
者
擁
有
更
多
作
必
要
調
整
所
需
法
律
上
行
爲
方
式
之
行
政
部
門
去
做
，
其
目
的
亦
是
在
達
成
權
益
保

 

護
之
機
動
化
。
此

時

，
行
政
部
門
應
考
慮
所
有
學
術
及
科
技
上
認
爲
正
當
之
知
識
且
不
任
意
専
斷
地
行
事
，
這
是
不
需

 

要

特
別
强
調
的
。
在
此
種
風
險
判
断
所
仍
存
在
’
不
可
避
免
的
不
確
定
的
程
度
是
由
人
類
經
驗
知
識
之
本
質
所
引
起
的

 

。
如
杲
法
律
在
此
種
事
寅
情
況
保
留
給
行
政
有
一
自
己
判
斷
的
範
圃
’
這
與
憲
法
上
明
確
性
之
要
求
並
無
違
背
。

4.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和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並
不
違
背
基
本
權
利
和
客
觀
法
上
，
由
基
本
法
秩
序
所
導
引
出
之
保

 

護
義
務
。

.
M
由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所
規
定
核
發
給
予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窓
義
下
之
設
施
所
應
符
合
之
要
件
——

 

與
與
其
相
當
之
核
能
法
第
十
七
條
關
於
許
可
之
內
容
限
制
、
附
帶
規
定
、
撤
回
及
廢
止
之
規
定
同
——

與
核
能
法
第
一

 

條
第
二
款
和
第
三
款
所
規
定
之
保
護
目
的
一
起
觀
之
即
可
看
出
’
並
不
是
這
許
可
條
文
本
身
’
而
是
最
多
在
行
政
機
關

 

對
個
案
作
成
之
決
定
才
有
可
能
傷
害
第
三
人
之
基
本
權
利
。
尤
其
是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第
三
款
所
規
定
的
’
尉
於

 

因
設
置
和
營
運
設
施
所
生
之
損
害
應
採
行
依
當
時
之
學
術
及
科
技
水
準
必
要
之
措
施
，
很

淸

楚

地

表

明一

點

：
在
解
釋

 

該

條

文

時

*
不
諭
吾
人
應
如
何
去
確
定
預
防
、
損
害
以
及
與
其
相
關
的
危
險
或
剩
餘
風
險
的
槪
念
，
由
憲
法
之
觀
點
而

 

言

’
當

I

設
施
之
設
置
或
營
運
會
造
成
侵
害
基
本
權
利
之
損
害
時
’
法
律
即
排
除
核
發
給
予
許
可
證
。
就
這
方
面
而
言

 

，
立
法
者
絕
尉
不
容
忍
任
何
基
於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第一
句
之
基
本
權
利
或
其
他
基
本
權
利
之
眼
光
會
被
視
爲
是

 

基
本
權
利
侵
害
的
設
施
特
有
的
剩
餘
或
最
小
的
損
害
。
因
爲
否
則
的
話
，
由
於
此
類
之
損
害
係
涉
及
完
全
新
形
式
之
基

二
八
三



二
八
四

本

權
利

的

限

制

，
核
能
法
應
如
其
在
該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依
同
條
第
一
項
第

j

句
第
四
款
對
於
人
身
不
可
侵
犯
之
基

 

本
權
加
以
限
制
一
樣
，
依
基
本
法
第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之
規
定
，
明
文
地
限
制
相
關
的
基
本
權
利
。

以
上
所
述
也
同
樣
適
用
於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所
認
爲
不
能
排
除
的
朝
向
採
取
與
目
前
基
本
法
的
自
由
法
治
國
憲
法
秩

 

序
牴
觸
之
全
面
的
監
督
和
安
全
預
防
措
施
之
點
。
核
能
法
之
規
定
並
沒
有
授
權
去
採
取
如
此
之
措
施
。
因

此

，
基
此
観

 

點
並
不
能
斷
定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或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造
成
基
本
權
利
的
馨
。

b)
可

是

，
在
並
不
能
完
全
百
分
之
百
排
除
將
來
因
設
置
或
營
運
一
設
施
而
產
生
損
害
時
，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和
第
二
項
仍
允
許
核
發
許
可
證
。
道
此
點
而
言
’
如

上

已

述

’
該
條
文
是
容
忍
剩
餘
風
除
。
在
以
此
種
方
式
規
定
之

 

法
規
吾
人
不
能
以
指
出
未
來
損
害
之
風
險
在
目
前
不
即
已
是
一
損
害
，
因
此
不
侵
害
基
本
權
利
之
點
，
解
決
其
違
想
之

 

問

題

。
即
使
一
個
在
其
執
行
過
程
中
會
帶
來
不
算
不
重
大
基
本
權
利
危
害
之
法
規
，
其
本
身
即
已
可
能
與
基
本
法
有
所

 

抵

觸

。
依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一
貫
之
見
解
，
基
本
權
利
之
保
障
其
所
含
之
意
義
不
僅
是
在
給
予
個
人
有
對
公
權
力
有
主
觀

 

的

防

槊

權

’
而
是
同
時
表
現
嫌
法
之
客
觀
法
上
的
價
値
決
定
’
它
對
f

法
規
之
範
圍
皆
有
其
遄
用
且
作
爲
立
法
'
行

 

政

和

司

法

之

準

則

(
參
考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七
輯
第
一
九
八
頁
〔
第
二
〇
五

頁

〕
：
第
一
二
十
五
輯
第
七
十
九
頁
〔
 

第

二

四

頁

〕
；
第
三
十
九
辑
第
一
頁

t

第
四
十
一
頁
以
下
〕

)
；
此
在
基
本
法
第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之
規
定
中
表

 

現
得
最
淸
楚
，
依

該

規

定

，
所
有
國
家
之
權
力
有
義
務
尊
重
並
保
護
人
性
之
尊
嚴
。
由
此
可
產
生
想
法
上
之
保
護
義
務

 

，
要
求
法
規
制
定
之
方
式
亦
須
去
阻
止
對
基
本
權
利
造
成
侵
害
之
危
險
。
至
於
基
於
嫌
法
是
否
以
及
何
時
有
此
一
種
制

 

定

方
式

之

要

求

，
以
及
它
的
內
容
爲
何
，
取
決
於
可
能
發
生
的
危
險
的
種
類
，
遠
近
和
程
度
規
模
，
該
憲
法
上
所
保
護



法
益
之
位
階
以
及
現
已
存
在
之
法
規
。

立
法
者
對
於
在
和
平
利
用
核
能
上
所
可
能
發
生
之
重
大
危
險
也
是
很
淸
楚
意
餓
到
了
，
此
點
尤
其
是
表
現
在
核
能

 

法
第
一
條
第
二
款
和
第
三
款
所
確
定
之
該
法
的
保
護
目
的
上
。
以
該
後
果
之
種
類
和
嚴
重
性
應
該
是
在
有
略
微
發
生
.該

 

類
後
果
之
可
能
性
時
，
即
世
會
對
立
法
者
具
體
地
科
予
保
護
之
義
務
。
但
是
即
使
吾
人
假
定
，
就
增
殖
反
應
爐
科
技
而

 

言

，
在
目
前
用
最
後
之
安
全
尙
不
能
排
除
此
一
略
微
的
可
能
性
’
也
不
能
確
定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和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在
目
前
有
道
背
此
一
保
證
之
義
務
。

如
果
立
法
者
要
對
因
設
置
或
營
蓮
一
設
施
或
因
一
科
技
之
進
行
將
來
發
生
損
害
之
可
能
性
作
一
估
計
，
則
它
有
很

 

大
程
度
應
依
賴
由
S

過
去
實
際
上
發
生
之
事
件
所
推
論
得
到
在
將
來
同
類
事
件
以
同
樣
過
程
發
生
之
頻
率
度
的
結
論

 

;
若
在
這
方
面
缺
乏
足
夠
的
經
驗
基
碓
，
則
它
應
將
其
限
於
由
模
擬
之
過
程
所
推
得
之
結
論
。
此
類
之
經
驗
知
識
，
即
 

使
它
本
身
已
凝
聚
成
自
然
科
學
法
則
之
形
式
，
但
只
要
人
類
之
經
驗
尙
未
結
束
，
那

它

就

一

直

-to
是
不
具
完
全
確
信
性

 

，
而
是
經
由
毎
一
新
的
經
驗
可
修
正
且
就
道
點
而
言
，
只
是
鼸
時
處
於
不
容
辯
駁
可
能
的
錯
誤
的
最
新
狀
態
中
的
近
似

 

知
識
而
已
。
如
果
吾
人
要
求
立
法
者
有
醞
於
其
保
護
之
義
務
，
去
制
定
一
可
以
百
分
之
百
排
除
因
核
准
科
技
設
施
及
其

 

營
運
所
可
能
產
生
對
於
基
本
權
利
造
成
危
害
之
規
定
，
則
是
對
人
類
認
知
能
力
之
界
限
判
斷
錯
誤
，
且
如
此
的
話
將
會

 

進
而
排
除
任
何
國
家
對
於
科
技
利
用
的
許
可
。
就
此
I!;
來

說

，
爲
社
會
秩
序
之
形
成
，
於
估
計
時
應
該
根
據
實
際
之
理

 

性
即
可
。

至
於
有
關
對
於
生
命
、
健
康
及
物
之
損
害
，
立
法
者
已
經
由
在
核
能
法
第
一
條
第
二
款
和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所
訂
定

二
八
五



二
八
六

之
儘
可
能
的
防
槊
危
險
及
預
防
風
險
之
原
則
確
立
了

 一
槺
準
’
唯
有
在
當
依
當
時
之
學
術
和
科
技
水
準
顯
示
事
寅
上
已

 

排
除
該
類
損
害
事
實
會
發
生
之
時
，
才
允
許
核
發
許
可
證

 <
參
考B

r
e
u
e
r
,

 DV
B
I
,

 197
8
,

 &

 I

 ff .;

 83
5

 f .
)

。
 

在
這
個
實
際
理
性
範
圍
界
限
之
外
所
存
在
的
不
確
知
性
，
其
發
生
之
原
因
在
於
人
類
認
知
能
力
之
界
限
；
這
不
確
認
性

 

應
不
可
掘
脫
地
且
就
這
點
而
言
，
應
作
爲
社
會
相
當
的
負
擔
由
所
有
人
民
來
承
擔
。
以
現
行
核
能
法
之
訂
定
方
式
，
就
 

這
黏
而
言
，
不
能
確
認
立
法
者
有
違
背
保
誤
之
義
務
。

至
於
有
關
依一

€
#

行
政
法
院
和
其
他
部
分
嚴
重
關
切
之
大
眾
的
見
解
，
鑒
於
德
國
之
自
由
法
治
的
生
活
秩
序
、
其

 

內
部
及
外
部
之
安
全
和
特
別
是
鑒
於
基
本
權
利
之
保
障
，
會
遭
致
之
政
治
上
的
結
果
影
響
和
强
制
之
點
，
以

上

所

述

(
 

參
考B

I
I
2C

}

亦
有
其
適
用
。

4
在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中
承
認
有
拒
發
許
可
證
之
裁
置
權
與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和
¥

四
條
第
一

項
並
無
通
背
。

當
初
核
能
法
之
政
府
草
案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是
規
定
：

r

當

.

.

.

時

，
應
核
發
給
予
許
可
證
」

(
參
考

B
T
.D
r
u
c
k
s
.

III/
7
5
9

 S
.
5
)

。
該
條
文
是
因
聯
邦
參
議
院
之
關
係
才
修
改
成
現
行
條
文
之
內
容
。
聯
邦
參
議
院
認
爲

 

，
由
於
核
能
法
律
在
正
式
立
法
後
將
踏
入
新
的
領
域
，
因
此
有
必
要
給
予
核
發
許
可
證
之
行
政
機

關

，
在
依
其
義
務
爲

 

裁
量
之
界
限
範
圍
之
內
’
有
一
較
大
之
空
間
(B

T
.D
r
u
c
k
s
.

 24
4
/
5
8
l
B
e
s
c
h
l
u

to】，
S
.

 &)

 
0
嫌
邦
政
府
和
聯
邦
眾

 

議
院
在
考
慮
到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意
義
下
之
設
施
的
特
殊
性
質
及
其
新
頼
性
後
，
同
意
了
聯
邦
参
議
院
的
修
正
案

 

。
在
此
種
特
殊
情
形
下
，
如
果
道
是
依
今
日
認
知
之
水
準
，
特

殊

的

，
尙
未
可
預
見
的
，
因
此
在
許
可
要
件
中
沒
有
被



考
慮
進
去
之
情
況
所
必
需
的
，
則
給
予
行
政
機
關
有
拒
發
許
可
證
之
可
能
是
站
得
住
腳
的
(
參

考B
T
.D
r
u
c
k
s
.

 m 

/
7
5
9

 S .59)

 〇

有
鑒
於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之
條
文
規
定
及
上
述
之
訂
定
的
歷
史
，一

般
通
說
是
認
爲
，
依
該
條
文
並
無
請
求

 

核

發

許

可

證

之

法

律

請

求

權

，
而

是

只

有

一

無

瑕

疵

裁

量

行

使

之

請

求

權

(
參

考Fischerhof, 

D
e
u
t
s
c
h
e
s

 

A
t
o
m
g
e
s
e
t
z

 
u
n
d

 

s
t
r
a
h
l
e
n
s
c
h
u
t
z

OQe
s
e
t
z
,
w
o
m
s
e
n
t
a
r
,

 

1962, 

§ 7 

R
d
n
r
.

 

25; 

M
a
t
t
e
r
n
-
R
a
i
s
c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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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
o
m
g
e
s
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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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w
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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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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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d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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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s
c
h
a
r
n
h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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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V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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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S. 

157; 

Br
e
u
e
r
, 

N
J
W

 

1977, 

&

 

1125; 
K
i
i
i
n
i
c
h

 

a

 

a
p
s
.
7
9
,

 

107 

ff.; 

W
i
n
ters, 

D
o:
v 

1978, 

S299; 

W
a
g
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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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o
b
b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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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J
W

 
1978, 

s. 

l
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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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
h
m
i
e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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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t
o
m
a
n
l
a
g
e
n
g
e
n
e
h
m
i
g
u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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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n
d

 

B
e
s
t
a
n
d
s
s
c
h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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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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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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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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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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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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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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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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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
r
f
a
h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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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u
n
f
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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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u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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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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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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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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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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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y
m
p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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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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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a
>
M
a
h
l
m
a
n
n
,

 

E
r
m
e
s
s
e
n
,

 

B
e
u
r
t
e
i
l
u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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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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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l
r
a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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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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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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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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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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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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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
n
e
t
l
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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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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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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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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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p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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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n
t
s
c

cpes 

A
t
o
m
r
e
c
h
t
s
-
S
y
m
p
o
s
i
u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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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26

幻 ff.; 

i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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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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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
h
m
i
t
t

 

G
l
a
e

m-er, 

D
e
r

 

L
a
n
d
h
r
e

s-1976, 
S. 

443) 

0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之

條

文

是

一

預

防

的

具

允

許

保

留

之

禁

止a
T
-
D
r
u
c
k
s

 ,

 m
/75

9,

 s
.

1—1
9;
 

M
a
h
l
m
a
n
n

 a .

 a

 a
-

 S .

 270;

 Le
c
h
e
l
e
r
,

 ZK
F

 1977
,

 S .
 24

4
;
w
i
m
m
i
n
i
c
h

 a ,

 a .

 o ,

 S .

 78;

 Be
e
n
e
t
z
,

二
八
七



一
：八
八

D
i
e

clm
w
e
l
t
v
e
r
t
r
u

tnl

n'hlceitspr .d
f
u
n

cfQ
【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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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e
n
e
h
m
i
K
u
n
g
s
v
e
r
f
a
h
r
e
n
,

 in
:

 

Fiinftes
 De

u
t
s
c
h
e
s

 At
o
m
r
e
c
h
t
s
-S
y
r
n
p
o
s
i
n
m
,

 1977,

 S .
1
1
2
)

。
依
照
目
前
之
法
院
判
決
，
在
運
用
此
法
制

 

時

，
對
於
核
發
許
可
證
應
符
八n

那
些
要
件
或
基
於
那
些
原
因
得
拒
發
許
可
證
，
皆
由
該
法
條
本
身
得
出
。
立
法
者
有
義

 

務
自
己
就
國
家
侵
害
可
能
性
所
未
設
限
之
法
律
範
圍
去
劃
出
界
限
。
它
不
得
將
此
委
諸
行
政
機
關
之
裁
量
。
因
一
許
可

 

之
保
留
而
涉
及
其
基
本
權
利
之
人
民
，
如
法
律
上
無
拒
絕
之
理
由
存
在
時
，
應
有
請
求
核
發
許
可
證
之
法
律
請
求
權
(
 

聯
邦
恵
法
法
院
判
诀
第
八
輯
第
七
十
一
頁
〔
第
七
十
六
頁
〕
；
第
二
卜
輯
第
一
五
〇
頁
〔
第
一
五
八
頁
〕
；
第
一
：一
十
四
 

輯

第一

六

五

頁

〔
第
二
〇
〇
頁
〕
；
第
四
十
一
輯
第
三
七
八
頁
〔
第
三
九
九
頁
〕
；
第
四
十
六
輯
第
一
二
〇
頁
〔
第
一
 

五
七
頁
〕
)

°.
這
些
判
決
在
沒
有
被
誤
解
爲
是
對
行
政
法
院
上
裁
量
權
之
侵
犯
的
範
圍
內
，
是
獲
得
大
部
分
學
者
論
著

 

之
贊
同
的
(參
考
 

F
H
i
a
u
f
,

 Ju
s

 1962,
 S .

 42
4
/425;

 os
e
n
b

clh
l
,

 DO
V

 1968,

 S .

 624;

 MU
l
l
e
r
,
D
6
V
1969,

 

S
.

 125;

 Be
s
e
r
m
a
n
n
,

 DV
B
I
,

 1973,
 S .186;

 Dellian
,

 DV
B
I
.

 1969,

 S .

 304/305.

 Ab
l
e
h
n
e
n
d

 da
g
e
g
e
n

 

:
W
o
l
f
f
/B

a
c
h
o
f
,

 Ve
r
w
a
l
t
u
n
g
r
e
c
h
t
,

 Bd
 I ,
 1974,

 Bd
,

 I ,

 1974,

 §

 

4
8IIa )4)

 〇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之
承
認
給
予
裁
a

空
間
在
憲
法
上
也
無
可
指
摘
。
核
能
法
在
很
多
方
面
占
有
一
特
殊
的
地

 

位

。
這
表
現
在
臀
如
說
依
歐
洲
核
子
條
約
第
八
十
六
條
之
規
定
，
特
殊
的
可
分
裂
之
原
料
是
屬
社
會
所
有
，
締

約

國

、
 

人
民
或
企
業
則
只
有
利
用
及
消
費
的
權
利
(
歐
洲
核
子
條
約
第
八
十
七
條
)
。
此
種
因
歐
洲
核
子
條
約
第
八
十
六
條
亦

 

,

在
德
國
法
制
生
效
之
公
共
財
產
的
形
式
開
放
給
予
高
權
力
就
此
種
原
料
原
則
上
有
較
合
法
侵
犯
及
限
制
私
人
財
產
更
寬

 

廣
之
範
圍
。
如
此
對
待
這
種
可
分
裂
原
料
之
理
由
在
於
簽
約
當
時
無
法
了
解
，
因
使
用
這
種
可
分
裂
原
料
才
產
生
之
風



險
和
危
險
；
此
種
風
險
與
危
險
之
形
式
和
規
模
程
度
相
對
於
所
有
至
目
前
因
利
用
私
人
財
產
所
张
之
危
險
都
是
新
的
。
 

因

此

，
立
法
者
就
此
種
可
能
發
生
之
危
險
及
其
可
掌
握
性
，
得
某
於
憲
法
先
(
暫

且

)
佔
計
學
術
上
、
科
技
卜
一
及
工
業
 

上
之
認
識
和
經
驗
皆
尙
不
足
，
而
將
此
種
原
料
適
用：

特
別
的
規
定
。
核
能
法
的
此
種
特
殊
的
地
位
及
其
理
由
使
它
有

 

理
由
在
特
定
條
件
之
下
不
適
用
在
其
他
法
律
領
域
所
承
認
之
原
則
。
在
本
案
則
具
有
此
種
例
外
情
形
。
雖
然
立
法
者
，
 

如
果
它
使
用
預
防
性
具
許
可
保
留
之
禁
止
這
種
法
制
，
在
核
能
法
領
域
，
基
於
法
枰
保
留
原
則
也
有
親
自
確
定
一
般
許

 

■«;
要
件
之
義
務
。
但

是

，
如
果
立
法
者
已
如
在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如
此
做
了
，
則
基
於
依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應
經
允
許
之
設
施
所
具
高
度
漘
在
之
危
險
，
在
憲
法
上
即
不
應
加
以
苛
貴
它
特
別
小
心
的
行
事
，
另
外
給
予
行
政
有
一
 

拒
發
許
可
之
裁
量
權
，
以
便
使
其
在
萬
一
特
殊
及
沒
有
預
見
之
情
況
有
必
要
時
，
有

拒

發

：
本
來
應
核
發
許
可
之
可
能

 

性

。
這
尤
其
是
在
當
立
法
者
I
I
姑
旦
不
論
本
來
就
沒
有
一
完
全
自
由
之
裁
量
{
參
考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第
十
八
輯

 

第
一
：一
五
三
頁
〔
第
三
六
三
頁
〕
)
I
I
將
賦
予
許
可
之
行
政
機
關
裁
量
之
範
圍
經
由
核
能
法
第
一
條
，
特
別
是
經
由
對

 

保
護
目
的
之
規
定
已
足
夠
明
確
劃
定
時
，
吏
應
如
此
。
如
此
也
同
時
保
證
，
對
申
請
人
在
核
能
法
之
許
可
程
序
中
因
給

 

予
裁
量
所
生
之
法
律
不
安
定
性
保
持
在
法
治
國
之
可
容
忍
的
界
限
内
。

最

後

，
也
是
支
持
如
此
一
種
有
限
制
的
裁
量
的
憲
法
容
許
性
的
論
點
是
，
基
於
在
利
用
核
能
法
第
七
條
意
義
K
之
 

設
施
時
可
能
發
生
之
超
越
國
界
的
風
險
，
將
來
有
可
能
會
有
特
殊
形
式
之
國
際
間
的
合
作
。
沒
有
如
此
的
一
種
裁
量
，
 

則
羝
於
所
針
對
應
予
以
預
防
之
危
險
的
種
類
和
規
模
程
度
以
及
相
關
之
經
驗
水
準
對
該
類
危
險
之
掌
握
控
制
站
不
住
腳

 

時

，
即
可
能
以
此
種
方
式
妨
礙
國
際
合
作
之
成
立
、
安
排
或
執
行C

:
八
九



本
判
泱
在
主
文
部
分
無
異
議
通
過
作
成



關

於

「
靜
坐
以
封
鎖
軍
事
設
施
之
處
罰
」
之
判
決

丨
聯
邦
蕙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七
十
三
卷
第
二
百
零
六
頁
以
下

譯

者

：
許
玉
秀

〈判
決
要
旨

>

1.
 

德
國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規
定
處
罰
實
施
强
暴
方
法
的
强
制
行
爲
，
已
符
合
源
自
基
本
法
第一

〇

三
條
第
二
項
的
明
確

 

性

原

則

。
未
使
用
暴
力
而
以
逗
留
於
車
道
的
方
式
，
封
鎖
通
往
軍
事
設
施
的
通
路
這
種
靜
坐
示
威
，
被
法
院
認
爲
蹰

 

於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的
强
暴
方
法
。
由
於
表
決
時
正
反
栗
數
相
同
，
因
而
無
法
認
定
法
院
的
見
解
違
反
源
自
基
本
法

 

第
一
〇
三
條
第
二
項
的
禁
止
類
推
原
則
。

2.
 

憲
法
並

未

規

定

，
參
與
這
種
靜
坐
示
威
不
予
處
罰
。
但
是
根
據
想
法
、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可
以
如
此
解
釋
和
適
用
，
 

即
肯
定
暴
力
概
念
可
以
擴
張
及
於
這
種
靜
坐
示
威
，
並
非
即
表
示
道
種
靜
坐
示
威
已
具
有
違
法
性
。

刑
事
法
庭
斟
酌
各
該
情
況
，
判
定
前
述
方
式
的
靜
坐
示
威
，
構
成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第
二
項
，
由
於
表
決
時
正
反

 

票

數

相

同

，
因
而
無
法
認
定
根
搛
憲
法
原
則
上
這
個
判
決
應
受
指
摘
。



二
九
二

一
九
八
六
年
十一

月
十
一
日
第
一
庭
判
決

 

根
據
一
九
八
六
年
七
月
十
五
和
十
六
日
的
言
詞
審
理

——

1B
V
H
7
1
3
\
S
3,

 921,

 11
9
0
\
蓄

3
3
3
,

 248,

 306,

 49
7
\
8
5
—

憲
法
訴
願
訴
願
人
：

1.
M
先
生

2.
0
先
生
—
訴

願

代

理

人

〈
略

)

，
針
對
兩
個
判
決
訴
願

3.
S
先

生

—

訴

願

代

理

 

人

(
略

)

，
針
對
三
個
判
決
訴
願

4.
G
先
生
—

訴

願

代

理

人

(
略

)

，
針
對
兩
個
判
決
訴
願

5.
H
先

生

—

訴

願

代

理

人

 

(
略

)

，
針
對
兩
個
判
法
訴
願

6.
W
先
生
—
訴

顋

代

理

人

(
略

)

，
針
對
兩
個
判
決
訴
願

7.
L
先
生
—
訴

願

代

理

人

(
 

略

)

，
針
對
三
個
判
決
訴
願

8.
S
女

士
9.
S
女
士
—
訴

願

代

理

人

(
略

)

，
針
對
六
個
判
決
訴
願
。

判
決
主
女

I

、

 
一
九
八
四
年
七
月
十
八
曰
新
烏
爾
姆(N

e
u
-s

m

璀
方
法

院

判

決(
2
C
S
1
4
J
S

 

2
3
3
8
3
/
8
3
笼

！

九
八
五
年
一
月
二

 

十
八
曰
巴
伐
利
亞
邦
最
高
法
院
裁
定(5

 St

 3
7
3
/
8
4

寝
犯
了
第
六
位
訴
願
人
根
據
基
本
法
上
法
治
國
原
則
應
享

 

有
的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的
基
本
人
權
。
判

決

撤

銷

，
該
案
件
發
回
新
烏
爾
姆
地
方
法
院
更
審
。

巴
伐
利
亞
共
和
國
必
須
返
還
第
六
位
訴
願
人
必
要
費
用
。

II

. 
、
其
他
訴
願
人
的
憲
法
訴
願
駁
回
。



判
決
理
由

A

、

訴
願
人
對
於
參
與
在
軍
事
設
施
前
表
示
反
對
增
加
軍
備
的
靜
坐
封
鎖
，
被
判
定
構
成
强
制
罪
，
表
示
不
服
。

I

 

、

1.
 

一
九
七
九
年
t
二
月
十
二
日
，
北
約
會
員
國
外
交
曁
國
防
部
長
會
議
在
布
魯
赛
爾
通
過
一
項
雙
重
決
議
，
根
據

 

這
個
決
議
，一

方
面
須
在
某
些
特
定
的
歐
泚
國
家
，
安
®
配
有
核
子
彈
頭
的
中
程
飛
彈
，
另
一
方
面
必
須
支
持
美
蘇
關

 

於
中
程
核
子
飛
彈
的
限
武
談
判。

一

九
八
二
年
十
：
月
中
句
，
長
達
兩
年
的
曰
內
瓦
軍
備
管
制
談
判
證
實
失
敗
之
後
，
 

在
徳
國
，
開
始
按
原
訂
計
畫
安
置
一
百
零
八
個
潘
興
二
號
飛
彈
的
發
射
裝
置
，
以
及
九
十
六
個
固
定
於
地
面
的
推
進
器

(
詳
見O

T
V
e
r
f
G
E

 66,

 39ff .)。

北
約
這
個
「
雙
重
決
議
」
在
國
會
內
外
引
起
爭
議
。
.批
評
者
認
爲
，
本
來
就
很
危
險
的
核
武
競
突
，
將
因
爲
中
程

 

飛
彈
的
安
置
，
而
形
成
危
險
的
發
展
趨
勢
。
這
些
中
程
飛
彈
具
備
有
作
用
不
穩
定
的
易
變
品
質
*
這
種
品
質
的
易
變
特

 

性

，
因
爲
科
技
和
人
力
的
極
限
，
而
更
形
提
高
。
由
於
具
有
髙
度
的
目
標
準
確
性
、
很
短
的
飛
行
和
預
警
時
間
，
以
及

 

破
壤
敵
人
防
衛
系
統
的
能
力
，
這
種
飛
彈
適
於
作
爲
第
一
波
的
攻
擊
武
器
，
但
因
爲
安
置
在
蘇
聯
領
土
的
射
稈
範
圍
內

 

，
在
緊
急
狀
況
時
，
可
能
誘
導
蘇
聯
的
預
防
性
攻
擊
，
使
得
飛
彈
安
置
區
成
爲
箭
靶
而
受
到
特
別
的
威
脅
。

2,
 

無
數
和
平
運
動
組
織
和
支
持
者
參
加
了
反
核
武
的
抗
議
行
動
。
他
們
舉
辦
示
威
遊
行
、
站

崗

、
進
行
絕
食
、
舉

二
九
三



一
：九
四

行

彌

撒

、
舉

辦

簽

名

以

及

全

國

性

的

群

眾

活

動

，
例

如

一

九

八

：
年

秋

天

的

波

昂

和

平

示

威

遊

行

、

一
九
八
三
年
十
月

 

的

南

德

萬

人

鏈

活

動

，
以

及

一

九

八

三

年

復

活

節

大

遊

行

。

在

這

嘗

抗

議

活

動

被

證

實

失

效

之

後

，
在

軍

事

設

施

前

封

鎖

道

路

的

示

威

行

動

逐

漸

增

加

，
在
這
些
示
威
行
動
中

 

，
參

與

者

盡

力

地

避

免

各

種

各

樣

的

暴

力

行

爲

。
然

而

在

示

威

者

將

這

些

行

動

理

解

爲

「
非

暴

力

的

象

徴

性

封

鎖

」
的

 

同

時

，
這

些

活

動

卻

在

許

多

訴

訟

程

序

中

，
被

判

定

爲

施

强

暴

方

法

的

强

制

，
而

依

下

面

的

規

定

予

以

起

訴

：

刑

法

第

二

四

◦
條

⑴

違

法

地

以

强

暴

或

以

可

感

受

的

惡

害

威

脅

使

人

作

爲

、
容

忍

或

不

作

爲

者

，
處
三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或

科

罰

 

金

。
情

節

特

別

嚴

重

者

，
處

六

月

以

上

五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

⑵

爲

某

種

特

定

目

的

而

施

强

暴

或

以

惡

害

威

脅

達

於

卑

劣

之

程

度

者

，
其

行

爲

違

法

。

⑶

未

遂

犯

罰

之

。

將

封

銷

鎖

判

定

爲

强

制

，
和

一

個

過

去

的

判

決

有

關

，
該

判

決

將

刑

法

規

定

中

强

暴

的

概

念

，
逐

步

予

以

擴

張

：
 

起

初

法

院

偏

好

限

於

行

爲

人

身

體

力

量

的

施

展

，
後

來

較

傾

向

於

對

被

害

人

身

體

所

造

成

的

作

用

，
而
最
後
則
槪
括
地

 

包

含

造

成

强

制

效

果

的

要

素

，
這

種

要

素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早

在

一

九

六

九

年

抗

議

車

票

票

價

h
_漲

的

雷

普

勒

案

 

(L
a
e
p
p
l
e
-u
r
t
e
i
l
x
B
G
H
S
t
'
2
3
,

 4
6

审

，
即

已

硏

究

出

來

。
在

該

案

中

，
被

吿

走

上

電

車

車

軌

逼

使

司

機

停

車

，
法

 

院

認

爲

實

施

强

暴

的

强

制

，
包

括

心

理

强

制

的

行

爲

(
參

考

下

面

B

II
s
a
，
頁

二

三

九

以

下

)

。

II

、



1.
靜

坐

封

鎖

，
也
就
是
受
到
處
罰
而
成
爲
憲
法
訴
願
對
象
的
靜
坐
封
鎖
，
發
生
於
一
九
八
一
年
中
到
一
九
八
四
年

 

初

之

間

。
在
所
有
的
事
件
中
，
通
往
軍
事
設
施
的
道
路
，
被
許
多
佔
據
車
道
的
示
威
者
堵
住
，
這
些
示
威
者
在
警
察
要

 

求
他
們
離
去
而
無
效
之
後
，
毫
無
抵
抗
地
被
罾
察
拖
走
，
當
時
沒
有
任
何
的
暴
力
行
動
，
而
靜
坐
封
鎖
的
方
式
、
時
間

 

的
久
暫
以
及
因
而
所
造
成
的
阻
礙
倒
是
各
不
相
同
。

4

八
三
年
第
一
庭
七
二
二
號
某
件
(I

B
v
R

 7
1
3
\
8
3
>

涉
及
一
九
八
一
年
七
月
十
三
曰
發
生
於
大
恩
史
丁
根

 

(
G
r
c
m
e
n
g
s
t
i
n
g
e
n

南

的

封

鎖

行

動

，
這
個
封
鎖
行
動

ft
於
第
一
波
的
封
鎖
行
動
，
在

那

個

城

市

，
當
時
早
已
安
置

 

了
美
製
長
矛
飛
弾
。
第
一
和
第
二
位
訴
願
人
這
兩
個
學
生
以
及
其
他
十
一
個
某
和
平
組
織
的
成
員
，
在
事
先
公
開
宣
佈

 

之

後

，
在
通
往
艾
伯
哈
特
—
芬

克

營

區M
b
e
r
h
a
r
d
.F
i
n
o
k
h
.K
a
s
e
r
n
e
®

道

路

上

，
離
大
門
約
七
公
尺
處
，
坐
滿
整

 

個

車

道

，
展
開
無
限
期
的
抗
爭
行
動
，
他
們
將
彼
此
互
相
鏈
住
，
並

且
鎖
定
在
街
道
兩
旁
的
柱
子
上
。
營
區
指
揮
官
要

 

求
他
們
離
去
不
果
，
改
由
側
門
進
出
。
示
威
者
與
在
場
記
者
舉
行
一
場
記
者
說
明
會
，
同
時
和
士
兵
們
討
論

 >
 並
且
雄

 

績
他
們
的
活
動
到
第
二
天
，
指
揮
官
所
召
請
來
的
警
察
，
最
後
在
要
求
示
威
者
淸
場
無
效
之
後
，
剪
斷
鐵
鍵
並
將
示
威

 

者

扛
到

路

籩

。

洛
伊
特
林
根(

R
e
n
t
l
i
n
g
e
n

爾
易
法
院
的
少
年
參
審
法
庭
，
宣
吿
這
些
被
控
集
體
强
制
的
訴
願
人
無
罪
*
社
賓
根

 

地
方
法
院
則
判
處
他
們
日
額
二
十
馬
克
罰
金
三
十
天
，
斯
圖
加
特
高
等
法
院
駁
回
他
們
的
上
訴
。

W
八
四
年
第
一
庭
九
二
一
號
(I

B
v
K

 9
2
1
/
8
4
)

案
件
涉
及
一
個
發
生
在
大
恩
史
丁
根
，
而
同
樣
事
先
已
通

 

知
聱
察
及
營
S
指
揮
官
的
行
動
，
並
且
是
在
一
個
安
«
短
程
核
子
飛
弹
的
特
種
彈
蕖
庫
前
面
。
道
個
計
耋
在
一
九
八
二

二
九
五



二
九
六

年

八

月

一

日

至

八

日

舉

行

’
有

七

百

名

參

加
f

行

動

’
在

籌

備

期

間

曾

經

在

各

相
M

的

围

應

中

，
進

行

非

暴

力

行

動 

方

式

的

訓

練
。
第
三
位

訴

穎

人

是

一

所

大

學

的

學

術

H

作

者

，
他

在

一

九

八

二

年

八

月

二

曰

兩

度

參

加

輪

班

式

的

靜

坐
 

行

動

，
靜

坐

者

以
毎
班

十

到

五

-

^

成

撤

列

坐

在

唯

一

的

通

道

上

。
警

察

共

分

十

六

批

抬

走

示

成

者

，
聯

邦

軍

隊

進

出

 

的

交

通

工

具

，
在

警

察淸

場

時

，
每

次

皆

躭

捕

十

到

二

十

分

鏟

之

後

，
方

才

能

繼

績

前

進

。

敏

新

根f
M
u
n
s
i
n
g
e
n
M

麇

法

院

以

集

髗

强

制

罪

判®
訴

頃

人

日

額

二

十

馬

克

罰

金

二

十

天

，
杜f

地

方

法

院
 

駁

回

訴

顴

人

的

上

訴

，
斯

圉

加

特

高

等

法

院

駁

回

其

再

上

訴

。

4

八

四

年

第

-
庭

二

九

〇

躭

和

八

五

年

第

-
庭

三

三

三

號

(
1

B
V

R

 1
1
9

Q
/
8
4
,

 3
3
3
\
8
5
)

案

件

涉

碁

 

對

北

約

雙

重

決

議

三

周

年

所

進

行

的

靜

坐

封

鎖

行

動

。
道

個

靜

坐

封

鎖

行

動

於

事

先

通

知

警

察

和

美

軍

之

後

’
於

一

九

 

八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星

期

曰

，
在

通

往

斯

圈

加

特

外

興

根

c
v
a
i
h
i
n
g
s

赶

歐

美

軍

雲

中

心Fa
t
c
h
-
B
a
i
r
a
c
k
s
g

 

道

路

上

進

，行

。
大

約

有

二

百

五

十

名

參

與

者

，
他

們

打

算

在

早

上

八

黏

到

下

午

五

點

之

間

的

毎
個

整

黏

時

，
由

三

十

人 

或

更

多

人

組

成

密

集

的

人

群

’
阻

塞

道

路

十

二

分

鐘

，
而

這

條

道

路

是

保

留

給

靑

年

嫌

盟

的

半

數

人

的

’
他

們

要

在

該

 

雎

從

十

點

到

十

二

點

進

行

一

場

已

報

備

的

反

示

威

。
第

四

和

第

五

位

訴

願

人

，

一

個

學

生

和

一

個

勞H

法

庭

的

法

官

， 

參

加

了

九

點

和

十

二

點

的

街

道

封

嫌

行

動

，
他

們

在

警

察

解

散

命

令

發

佈

後

五

分

鏟

被

抬

離

現

場

。
在

整

個

活

動

過

程

 

中

，
大

約

有

-
百

五

十

輛徳
國

警

車

或

美

軍

憲

兵

座

W
S

到

短

暫

的

阻

擋

，
其

中

還

有

一

位

計

程

車

司

機

。
另
外
有
一 

條

通

往

營

班

的

通

路

可

資

利

用

’
但

被

關

閉

了

。

斯

圖

加

特

簡

备

法

院

判

定

訴颢
人

無

罪

’
其

地

方

法

院

則

分

別

以

集
I t

强

制

未

遂

和

強

制

既

遂

罪

，
判

處

他

們

日



額
十
馬
克
的
罰
金
十
天
，
和
日
額
八
十
馬
克
的
罰
金
八
天C

斯
圖
加
特
高
等
法
院
引
用
一
個
已
經
公
佈
而
有
進I

步
說

 

明
理
由
的
裁
定
駁
回
上
訴
，
道
個
裁
定
同
樣
關
於
在
斯
圓
加
特
外
興
根
市
的
一
個
靜
坐
封
鎖
行
動{

N
J
W

 
i

, S
.

l

a

4

八

五
年
第
一
庭
二
四
八
號<

 

I
B
v
R

 2
4
8
/

 

8
5
)

是
一
個
於
一
九
八
三
年
四
月
三
日
復
活
節
星
期
日
，
發
生

 

於
新
烏
爾
姆
美
軍
營
區
前
面
的
示
威
案
件
。
第
六
位
訴
願
人
是
一
位
社
會
敎
育
工
作
者
，
他
和
大
約
二
百
名
參
加
者
一

 

起

，
在
一
段
無
法
確
定
時
間
長
短
的
時
段
裡
，
在
大
門
口
坐
了
短
短
幾
分
鐘
，
直
到
警
察
發
佈
三
次
解
散
命
令
後
淸
理

 

道

路

時

爲

止

。
美
軍
方
面
的
主
管
軍
官
在
示
威
活
動
之
前
，
已
採
取
應
變
措
施
，
並
建
議
不
要
使
用
大
門
，
因
而
沒
有

 

車
輛
受
到
®

擋

。
新
烏
爾
姆
簡
易
法
院
以
集
體
强
制
未
遂
罪
判
處
訴
願
人
曰
額
二
十
五
馬
克
罰
金
八
天
(
詳
見
A
n
 

2
b
，

頁
二
一
五
以
下
)

，
巴
伐
利
亞
邦
最
高
法
院
駁
回
了
上
訴
。

4

八
五
年
第
一
庭
三
〇
六
號
及
四
九
七
號
(
1M
V
R
 3

0
6
\

 

85,

 

4
9
7
/

 

8
5
)

某
件
涉

及

自

從|

九
八
三
年
秋

 

天

以

來

，
定

期

由

和

平

運

動

成

貝

，
在
穆
特
朗
根(

M
u
t
l
a
n
g
e
n
M

軍
軍
事
基
地
前
面
進
行
的
封
鎖
活
動
。
道
個
美
軍

 

基
地
被
預
定
用
來
安
置
中
程
飛
彈
，
而
且
當
時
只
有
一
條
通
路
可
用
，
當
基
地
車
輛
想
進
出
時
，
示
威
者
坐
著
或
者
身

 

體
緊
密
地
靠
著
檔
在
車
道
上
，
直
到
警
察
發
佈
解
散
命
令
後
，
將
他
們
驅
離
爲
止
。
第
七
位
訴
願
人
是
一
個
縣
政
府
官

 

員

，
在
一
九
八
三
年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將
近
晩
上
七
點
半
，
和
大
約
七
十
個
人
一
起
參
加
了
這
種
活
動
，
活
動
持
績
大
約

 

十

五

分

鐘

，
阻
播
了
一
個
由
五
輛
美
箪
軍
車
所
組
成
的
車
隊
。
第
九
個
訴
願
人
是
一
個
女
會
計
，
她
在
一
九
八
三
年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
也
就
是
雙
重
決
議
四
周
年
時
，
和
另
位
十
三
個
人
，
在
將
近
九
點
四
十
五
分
的
時
候
，
參
加
了
一
個
相

二
九
七



二
九
八

同

的

活

動

，
阻

播

一

輛
美
軍
軍
車
約
十
五
分
鏟
之
久
。
第
八
個
訴
顧
人
是
一
個
女
雕
刻
家
，
於
一
九
八
四
年
二
月
七
日

 

晚
上
十
點
三
十
七
分
，
和
另

外

九

個

人

，
共
同
阻
擋
一
個
由
兩
輛
美
軍
軍
車
所
組
成
的
車
隊
*
使
得
美
箄
軍
車
在
五
到

 

十
分
鏟
之
後
才

能
繼
嫌
前

進

。

史
瓦
本
的
格
敏
特(

s
c
h
w
k
b
i
s
c
h

 

G
m
u
n
d
M

易
法
院
以
强
制
罪
判
處
所
有
的
訴
願
人
罰
金
，
其
中
第
七
位
訴

 

願
人
曰
額
七
十
五
馬
克
二
十
天
，
第
八
位
訴
顆
人
日
額
二
十
馬
克
二
十
天
，
第
九
位
訴
願
人
日
額
二
十
馬
克
二
十
五
天

 

。
艾
爾
汪
根(

E
l
l
w
a
n
g
e
n
M

方

法

院

駁

回
訴
願
人
的
上
訴
，
而
斯
圖
加
特
高
等
法
院
也
駁
回
了
再
上
訴
，
對
於
第
七

 

位
訴
願
人
的
判
決
，
高
等
法
院
敘
述
理
由
比
較
詳
盡
。

2.

a)
斯
黼
加
特
高
等
法
院
刑
事
庭
在
判
決
理
由
中
附
和
嫌
邦
最
高
法
院
在
雷
普
勒
一
案
的
見
解
，
認
爲
以
身
釀
阻

 

塞
道
路
也
屬
於
施
以
强
暴
方
法
的
强
制
行
爲
。
早
在
過
去
所
公
佈
關
於
斯
圖
加
特
外
興
根
靜
坐
封
嫌
的
裁
定
中f

N
J
W

 

1
9
8
4
,

頁
i

Y

刑
事
庭
第
一
庭
即
已
指
明
，
有
其
他
通
往
營
區
的
通
道
和
道
路
僅
僅
被
堵
塞
十
二
分
鏟
，
以
及
部

 

分
參
與
封
鏔
者
在
幾
分
鐘
之
後
已
被
警
察
鼷
離
，
都
無
法
改
變
上
述
的
認
定
，
參
11-
封
鎖
者
不
能
主
張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和
第
八
條
示
威
自
由
的
基
本
人
權
。
固

然

’
 一

場
集
會
不
會
因
爲
符
合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强
暴
的
構
成
要
件
要
索
’
即

 

因
而
具
備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第
一
項r

非
和
平
」
的

意

義

，
因
爲
基

本

法

上r

非
和
平
」
的

意

思

，
是

r

暴
力
活
動j

，
 

但

是

’
集

會

自

由

是

「
法
律
保
留J

下

的

產

物

’
未
經
報
備
而
由
警
察
機
關
各
別
解
散
的
示
威
活
動
，
不
在
集
會
法
所

 

依
據
的
合
憲
性
的
界
限
之
內
。
只
要
示
威
自
由
這
個
基
本
人
權
同
時
包
含
一
個
價
値
判
斷
，
在
審
査
第
二
四
〇
條
第
二

 

項
的
卑
劣
性(v

e
r
w
e
r
m
c
h
k
e
i
t

涛

*
即
必
須
注
意
在
權
衡
利
益
時
，
價
値
判
斷
在
法
律
上
的
重
要
性
。
强
暴
的
構



成
要
件
要
索
雖
然
隱
含
卑
劣
性
，
倒
似
乎
遛
有
作
另一

種
認
定
的
餘
地
，
而
利
益
的
權
衡
—

正
如
在
裁
定
中
進
一
步
指

 

出
來
的
—
在
斯
圖
加
特
外
興
根
封
鎖
案
中
，
卻
完
全
無
法
提
出
確
實
的
理
由
，
將
實
施
强
暴
造
晚
對
其
他
人
決
定
自
由

 

的
强
制
認
定
爲
不
卑
劣
。
就
這
種
利
益
的
權
衡
而
言
，
抗
爭
行
動
究
竟
有
何
目
的
，
並
不
重
要
，
因
爲
法
院
無
權
對
言

 

論

的
內
涵
，
評
價
爲
比
較
値
得
或
比
較
不
値
得
保
護
。

刑
事
庭
第
三
庭
在
參
與
穆
特
朗
根
靜
坐
封
鎖
的
第
七
位
訴
願
人
的
上
訴
案
件
中
同
樣
認
爲
，
評
價
透
過
抗
爭
活
動

 

所
應
該
喚
起
社
會
大
眾
注
意
的
思
想
內
涵
.，
並
非
法
院
的
任
務
，
同
時
認
爲
將
封
鎖
行
動
認
定
爲
强
制
，
和
集
會
自
由

 

的
基
本
人
權
既
不
衝
突
，
也
和
認
爲
封
鎖
所
造
成
的
阻
礙
如
此
輕
微
不
應
被
認
爲
是
强
暴
的
考
M
不
相
違
背
。
固
然
每

 

一

個
人
都
有
容
忍
社
會
一
般
性
干
g

的

義

務

，
包
括
由
和
平
的
示
威
活
動
所
造
成
的
典
型
的
阻
礙
，
只
要
示
威
者
所
追

 

求

的

是一

個
示
威
活
動
所
要
達
到
的
社
會
上
通
常
的
目
的
，
但
是
當
示
威
者
旨
在
侵
害
未
參
與
者
自
由
的
意
志
活
動
，
 

並
且
正
好
想
藉
著
有
意
造
成
的
阻
礙
，
使
社
會
大
眾
注
意
他
們
的
訴
求
時
，
則
逾
越
了
可
以
被
許
可
的
界
限
，
.這
樣
的

 

行
爲
是
强
制
性
的
强
暴
-
而
應
該
被
認
定
是
卑
劣
的
。
相

反

地

，
不
容
否
認
的
，
相
對
輕
微
的
强
暴
形
態
，
以
及
强
制

 

所
追
求
的
目
的
，
例
外
地
可
使
强
制
行
爲
顯
得
可
以
被
容
許
。
訴
顓
人
的
各
個
行
爲
都
是
自
從
一
九
八
三
年
秋
天
以
來

 

長
期
行
動
的
一
部
分
，
這
個
行
動
嚴
重
干
揉
了
美
軍
的
勤
務
。
訴
願
者
的
動
機
*
可
能
就
其
本
身
而
言
，
是
値
得
贊
同

 

的

，
但
並
不
能
使
他
有
權
賦
予
他
自
己
的
意
見
特
別
的
力
貴
，
以
便
廣
泛
地
侵
犯
第
三
人
的
權
利
。
基
本
法
上
固
有
的

 

公
眾
意
見
形
成
過
程
自
由
原
則
，
使
每
個
人
民
有
許
多
其
他
的
機
會
公
開
發
表
他
的
主
張
。

b)
巴
伐
利
亞
邦
最
高
法
院
採
取
與
簡
易
法
院
相
反
的
見
解
，
以
無
異
議
通
過
的
裁
定
，
未
附
理
由
駁
回
第
六
位

二
九
九



三
〇
〇

訴
願
人
的
上
訴
。

簡
易
法
院
依
其
認
定
，
詳
述
訴
願
人
參
與
新
烏
爾
姆
的
靜
坐
封
鎖
行
動
，
訴
願
人
依
其
所
述
應
用
心
理
上
的
强
暴

 

，
和
其
他
人
共
同
以
身
髅
使
車
輛
無
法
進
出
。
齡
願
人
的
行
爲
故
意
且
連
法
，
他
知
道
並
且
希
望
藉
由
他
個
人
和
共
同

 

示
威
者
的
行
爲
，
能
發
生
所
描
述
的
强
制
作
用
，
這
種
針
對
所
要
追
求
的
目
的
而
使
用
暴
力
，
應
該
被
視
爲
具
備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第

二

項r
卑
劣
」
的

意

義

。
所

追

求

的

目

的

，
即
急
迫
地
向
民
眾
指
出
核
子
武
器
及
安
置
潘
興
二
號
飛
彈

 

的

危
險
和
後
果
’
是
値
得
尊
敬
的
’
而
且
就
其
本
身
而
言
並
不
S

 ’
但
是
並
非
達
成
道
俚
目
的
的
所
有
手
段
都
是
許

 

可

的

。
使
用
暴
力
作
爲
勸
服
人
的
手
段
’
以
及
作
爲
指
出
合
理
且
令
人
律
敬
的
訴
求
的H

具

’
是
不
合
法
的
’
並
且
因

 

而
侵
犯
他
人
的
權
利
’
是
無
法
予
以
容
忍
的
’
也
不
能
藉
著
基
本
法
第
五：

、
第
八
和
第
二
條
基
本
人
權
的
規
定
而
阻
卻

 

違

法

，
使
用
暴
力
的
範
圔
和
程
度
及
因
而
造
成
的
强
制
作
用
，
以
及
訴
願
人
的
動
檐
，
在
量
刑
時
都
應
該
予
以
斟
酌
。

3.
所
有
的
訴
願
人
針
對
有
罪
判
決
提
出
憲
法
訴
願
，
他
們
全
都
指
摘
判
決
遠
反
基
本
法
第
一
〇

三
條
第
二
項
，
並
 

進
一
步
指
出
——

部

分

認

爲

主

要

^
基
本
法
第
五
和
第
八
條
的
基
本
人
權
相
牴
觸
，
有
幾
個
則
認
爲
遠
反
平
等
原

 

則

。
道
些
訴
願
人
特
別
提
出
來
，
他
們
是
在
一
個
關
係
基
本
的
共
同
利
益
的
問
題
上
面
，
針
對
雄
縯
擴
充
核
武
軍
備
所

 

形
成
無
法
預
見
的
風
險
，
進
行
I
7C
全
非
暴
力
的
抗
議
’
和

雷

普

勒一

窠
中
反
對
银
價
的
靜
坐
封
鎖
行
動
不
同
的
是
’
在

 

這
裡
並
非
以
有
效
地
使
交
通
癱
瘓
作
爲
壓
力
手
段
，
就
具
體
的
實
力
關
係
而
言
’
事
先
通
知
的
封
鎖
行
動
’
自
始
無
法

 

妨

礙
軍
事
勤
務
’
即
便
只
是
暫
時
的
妨
礙
。
訴
願
人
毋
寧
是
想
要
以
象
徵
性
的
行
爲
’
用
他
們
盼
身w

播
在
路
上
，
毫



不
抵
抗
且
無
助
地
面
對
居
於
優
勢
的
軍
爭
機
器
，
以
便
向
政
界
人
士
呼
籲
，
並
且
明
白
示
範
相
對
於
擴
軍
政
策
，
民
眾

 

擁
有
物
理
上
的
優
勢
，
M
於
表
達
對
交
通
工
具
駕
駛
人
輕
微
的
阻
礙
在
這
裏
應
該
被
容
忍
的
主
張
，
卻
並
非
眞
正
的
目

 

的

所

在

。
有
幾
個
訴
願
人
認
爲
，
一
個
這
稱
良
知
的
呼
喚
，
可
能
被
認
定
爲
是
抵
觸
集
會
法
或
違
反
交
通
條
例
的
違
規

 

行

爲

，
但
是
如
果
被
當
作
以
强
暴
的
方
法
實
施
卑
劣
的
强
制
而
入
罪
，
則

不

僅

僅

是：

種
令
人
無
法
容
忍
的
不
道
德
，
 

而
且
在
法
律
上
有
瑕
疵
並
違
背
比
例
原
則
。

他
們
並
認
爲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中
强
暴
的
概
念
，
已
逐
漸
被
法
院
擴
張
並
予
以r

精
神
化j

。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固

 

然
認
爲
不
必
包
含
身
體
力
a

的

要

紊

，
但

始

終

要

求一

定
程
度
的
身
體
作
用
力
，
如
粟
從
今
以
後
以
具
備
透
過
心
理
t 

的
壓
力
造
成
强
制
作
用
的
要
素
爲
已
足
，
並
且
將
以
消
極
行
爲
侵
害
他
人
的
行
動
自
由
解
釋
爲r

强
暴
」

，
則

和

「
强
 

暴j

的
字
義
既
不
相
符
，
也
不
符
合
立
法
者
爲
求
符
合
憲
法
的
價
値
判
斷
，
而
不
將
每
一
種
對
意
志
決
定
自
由
所
造
成

 

的
强
制
效
果
均
加
以
處
罰
的
意
旨
，
同
時
也
和
著
刑
法
規
定
概
括
的
行
爲
態
樣
，
將
因
暴
力
槪
念
的
擴
張
而
先
去
行
爲

 

態

樣

的

原

意

這

種

想

法

不

致

，
最
新
的
法
院
見
解
，
並
非
依
據
一

贯
的
，
已
確
立
的
最
高
法
院
的
判
例
而
来
，
這
種

 

見
解
違
反
甚
本
法
第
一
〇
一
二
條
第
一
：项

，
因
爲
根
據
該
規
定
.，
將
刑
法
規
範
適
用
在
一
個
它
的
字
義
所
無
法
涵
蓋
的
事

 

實

上

面

，
是

不

合

法

的

。

如
果
仍
然
要
以
擴
張
的
暴
力
概
念
作
爲
判
決
依
據
，
那
麼
判
斷
違
法
性
時
，
必
須
特
別
謹
愼
，
立
法
者
對
於
所
要

 

處
罰

的
行

爲
，
只
作
/
部

分

的

定

義

，
而
在
刑
法
第
二
四

◦
條

第

二

項

，
將
可
罰
與
不
可
罰
的
界
線
，
委
由
倫
理
的
規

 

範

來

決

定

，
從
而
產
生
欠
缺
明
確
性
這
樣
的
憲
法
上
的
問
題
，
以
致
於
彤
成
這
樣
的
結
論
：
以
强
暴
造
成
的
强
制
，
應

_
:
〇

一



三
〇

二

該
限
於
最
狹
義
的
情
況
(
行
爲
人
以
身
«
的
力
置
影
響
被
#
人

的

身

髖

)
。
以
公
吿
遢
知
非
暴
力
的
靜
坐
封
鎖
道
種
象

 

徴

性

的
手
段
，
對
抗
人
類
有
史
以
來
最
致
命
的
武
器
，
無
論
如
何
不
能
視

爲
「
卑
劣J

,
而
示
威
者
所
追
求
的
目
標
，
 

比
起
短
時
間
阻
撓
箪
方
交
通H

具

，
具
有
較
高
的
價
値
。
無

論

如

何

不

可

能

一

方

面

將

槪

念

精

神

化

，
同
時
他
方

 

面
認
爲
使
用
暴
力
即
具
有
逋
法
性
，
道
形
同
違
法
地
廢
除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第
二
項
6
根
據
判
例
見
解
，
只
有
當
一
個

 

行
爲
沾
上
了
倫
理
上
高
度
乖
遒
而
且
在
社
會
上
高
度
無
法
容
忍
道
樣
的
污
點
時
，
方
才
能
被
定
位
爲r

s
j

,
而
判

 

斷

的
樣
準
’
以
一
般
的
判
斷
所
無
法
容
許
的
程
度
爲
準
’
對
於
藉
著
和
平
運
動
進
行
封
鎖
的
倫
理
評
價
’
卻
正
好
M
有

 

爭

議

的

，
由
於
無
數
的
參
與
者
’
無
可
争
議
的
在
道
德
上
無
可
疵
鼴
’
並
且
許
多
沒
沒
無
聞
的
參
與
者
，
都
是
絕
對
忠

 

誠

、
絕
大
部
分
有
良
好
的
知
謙
和
熱
心
的
公
民
，
他
們
都
是
本
於
良
知
良
能
而
行
動
，Ef

此
他
們
的
封
鎖
行
動
不
可
能

 

是S
H
R

的

，
比
起
設
置
中
程
飛
弾
，
非
暴
力
的
封
鎖
更
不
可
能
是
卑
劣
而
不
被
容
許
的
，
正
如
第
六
位
訴
願
人
所
主
張

 

的

，
設
置
中
程
飛
彈
危
及
生
命
權
，
而
且
是
違
憲
的
，
此

外

，
是
被
大
部
分
的
民
眾
所
f

的

。

法
院
將
靜
坐
對
鎖
認
定
爲
强
制
，
似
乎
誤
解
了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和
第
八
條
的
適
用
範
圍
，
這
兩
個
條
文
保
障
了
人

 

民
對
政
治
意
見
和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過
程
發
揮
影
響
力
的
權
利
。
並
非
每
個
和
法
律
牴
觸
的
行
爲
，
皆
自
動
導
致
不
和
平

 

的

集

會

，
並
因
而
卸
除
基
本
法
的
保
護
，
這
兩
個
高
層
次
的
基
本
人
權
所
雔
現
的
價
値
判
斷
，
是
解
釋
限
制
基
本
法
適

 

用
範
酺
的
規
定
時
的
依
據
，
同
時

是

在

檢

驗r

卑
劣
性
」
而
作
利
益
衡
量
時
必
須
加
以
考
慮
的
，
因
而
得
出
示
威
自
由

 

優

先

，
以
及
相
對
於
短
時
間
象
徴
性
阻
操
軍
務
交
通
，
以
身
髋
語
言
表
達
意
見
優
先
的
結
输
。
示
威
地
點
的
暹
擇
和
示

 

威
活
動
的
形
態
，
是
意
見
表
達
自
由
權
的
重
要
成
分
，
因
而
對
個
別
交
通
群
眾
前
進
自
由
所
造
成
必
然
的
但
輕
微
的
限



制

，
是
#
現
基
本
人
權
道
個
有
童
義
的
行
爲
所
無
法
避
免
的
效
果
，
而
應
該
被
容
忍
，
彼
此
互
相
衝
突
的
利
益
，
必
須

 

根
據
同
等
重
要
原
則
加
以
協
調
，
使
得
所
有
關
係
人
中
沒
有
人
能
毫
無
限
制
地
享
受
他
的
自
由
。
根

搛

平

等

原

則

，
在

 

其
他
的
案
例
中
，
靜
坐
示
威
不
可
避
免
地
只
能
被
當
作
速
反
秩
序
的
行
爲
處
理
，
並
且
對
參
與
所
諝
名
人
封
鎖
和
釀
酒

 

業
卡
車
封
鎖
的
人
，
也
不
能
進
行
刑
事
追
訴
。

III

、

對
上
述
的
憲
法
訴
願
，
聯
邦
司
法
部
代
表
聯
邦
政
府
、
巴
伐
利
亞
邦
內
閣
總
理
和
巴
登
—

符
騰
堡
邦
司
法
部
長
皆

 

提

出
意
見
書
，
對

於

第I
個

判

決-

還
有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各
刑
事
庭
、
警
察
同
業
工
會
以
及
四
個
從
事
衝
突
與
和
平
硏

 

究
的
硏
究
機
構
表
示
了
意
見
。

1.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院
長
，
傳
逮
了
主
審
該
訴
案
件
刑
事
庭
對
於
適
用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和
該
條
文
符
合
基
本
法
的

 

意
見
：

a}
根
據
刑
事
第
一
庭
的
看
法
——

和
刑
事
第
五
庭
一
樣
，
刑
事
第
一
庭
在
此
之
前
也
未
曾
處
理
過
類
似
的
法
律

 

問8
0
—

,
判
決
所
詮
釋
的
暴
力
概
念
，
完
全
決
定
於
行
爲
人
的
行
爲
對
被
强
制
者
的
影
響
，
已
符
合
基
本
法
第
一
〇

 

三
條
第
二
項
明
確
性
的
要
求
’
使
用
强
蘗
的
手
段
’
已
具
備
强
制
的
#
^
性

’
以
限
縮
裹
力
概
念
或
承
認
示
威
目
的
的

 

方

式

，
使
根
據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判
決
具
有
刑
法
第
二
四

◦
條
强
暴
意
義
的
行
爲
方
式
阻
郤
違
法
，
不
符
合
法
治
國
原
則

 

0

y

刑
事
第
二
庭
援
引
至
今
的
判
決
，
特
別
是
雷
普
勒
一
案(

B
G
H
S
t

 23,

 4
6
)
，

對
於
這
個
判
決
的
效
力
，
刑

三
〇
三



一
二
〇
四

事

第

二

庭

甫

於一

九
八
六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作
成
的
裁
定
中(N
J
W
1
9
8
6
,

頁

i

¥

以

說

明

。
將

「
暴
力

」
解
釋
爲

 

施
展
物
理
的
力
«
對
被
害
人
造
成
强
制
作
用
的
定
義
，
刑
事
庭
也
在
其
他
關
於
性
行
爲
的
强
制
案
例
中
，
加

以

採

用

。
 

當

强

暴

(
或

脅

迫

)
的
手
段
加
上
所
欲
追
求
的
目
標
*
根
據
一
般
的
判
斷
，
在
倫
理
上
無
法
被
容
許
時
，
即
可
視
爲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第
二
項
卑
劣
的
强
制
，
毫

無

疑

問

地

，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符
合
刑
法
構
成
要
件
明
確
性
的
要
求
，
基
本

 

法
的
保
障
所
具
有
的
優
先
性
，
在
必
要
的
情
況
下
，
則
可
藉
著
合
恵
的
解
釋
予
以
兼
顧
。

4
刑
事
第
三
庭
則
援
引
它
自
己
在
干
擾
敎
授
上
課
强
制
案
的
判
決{N

J
W
1
9
8
2
,

頁
一
S
)
，
另
一
個
關
於
飛
機

 

場

封

鎖

案

(
大

示

威

)
的

判

決

，
也
對
刑
法
中
其
他
規
定
的
暴
力
概
念
宥
所
說
明(B

G
H
S
t
32,

 16
5
)
，

但

對

於
爲
了

大

 

動
視
聽
所
採
取
的
示
威
行
動
，
以
暴
力
侵
害
他
人
活
動
和
行
爲
自
由
時
，
是
否
必
然
可
依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予
以
處
罰

 

.，
或
者
只
有
附
加
其
他
條
件
時
方
才
可
以
處
罰
，
則
並
未
表
明
立
場
。

4

最
後
刑
事
第
四
庭
在
一
九
六
九
年
一
個
關
於
强
盜
罪
的
判
決
中
，
也
處
理
了
暴
力
槪
念
的
問
題(B

G
H
23,

 

1
2
6
)
。

只
要
往
後
在
駁
回
上
訴
的
判
決
中
應
適
用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
刑
事
第
四
庭
即
以
第
二
庭
對
雷
普
勒
案
的
判
決

 

爲

依

據

，
關
於
該
規
定
和
基
本
法
是
否
不
相
矛
盾
的
問
題
，
則
未
表
示
意
見
。

2.
聯

邦

司

法

部

認

爲

，
看
不
出
來
受
指
摘
的
判
決
有
違
憲
之
處
，
巴
伐
利
亞
邦
内
閣
總
理
針
對
第
：
、
第
一
：和
第

 

六
位
訴
願
人
的
訴
願
所
提
的
書
面
意
見
，
以
及
巴
登
—
符
騰
堡
邦
司
法
部
長
對
在
該
邦
內
進
行
的
活
動
所
表
示
的
意
見

 

，
同
樣
認
爲
這
些
憲
法
訴
願
是
無
理
由
的
。

V

根

據

他

們

一

致

的

見

解

，
刑
法
第
二
四

◦
條

的

規

定

，
從

蕋

本

法

第一

〇
一
一
：條
第
二
項
所
衍
生
的
要
求
來
看



，
是

沒

有

問

題

的

，
而
且
從
法
院
所
作
成
和
最
高
法
院
判
決
一
致
的
解
釋
來
看
，
也

是

一

樣

的

，
憲
法
並
未
禁
止
使
用

 

不

確

定

的

、
需

要

進

.：
步
評
價
的
槪
念
D
卑

劣

性

的

概

念

，
如
巴
登
—
符
騰
堡
邦
司
法
部
長
所
主
張
的
，
固
然
進
一
步

 

地

使
法
院
有
權
評
價
，
究
竟
是
否
符
合
構
成
要
件
的
强
制
行
爲
H
然

違

法

，
但
是
刑
法
第：

：

四
〇
條
的
適
用
界
限
，
已
 

由
刑
事
判
決
予
以
具
體
化
r

，
因
此
明
確
性
原
則
已
儘
可
能
地
被
顧
及
了
。

根
據
司
法

部

的

看

法

，
這
種
君
法
主
要
是
由
巴
伐
利
亞
邦
內
閣
總
理
所
提
出
來
的
，
暴
力
概
念
的
核
心
要
素
，
是
 

施
展
物
理
上
的
力
量
以
達
到
對
被
害
人
的
强
制
效
果
，
這
種
强
制
效
果
的
强
度
，
必
須
在
個
案
中
各
別
衡
量
，
施
展
身

 

體
的
力
量
I
I
即
便
是
些
.微

的

力

景I

這

個

要

素

，
是
心
理
支
配
過
程
的
誘
因
，
它
確
保
了
不
超
越
文
義
解
釋
的
界

 

限

，
如
果
認
爲
這
和
一
般
所
理
解
的
暴
力
概
念
不
：
致

，
是
難
以
理
解
的
。

將
心
理
的
和
物
理
的
强
暴
等
置
，
根
據
聯
邦
司
法
部
的
意
見
，
就
保
護
自
由
意
志
活
動
的
立
法
目
的
而
言
，
是
合

 

法

的

，
也
和
目
前
實
務
和
文
獻
上
的
通
說
見
解
一
致
，
縱
然
有
部
分
從
刑
法
的
觀
點
所
提
出
來
的
激
烈
批
評
，
這
個
判

 

決
也
不
能
被
指
爲
違
憲
，
就
基
本
法
而
言
，
不
W
能

作

成

：
個
確
定
的
暴
力
槪
念
的
判
決=

以
對
被
害
人
進
行
身
體
的

 

强

制

作

用

爲

準

，
而
不
是
以
行
爲
人
的
攻
擊
行
爲
爲
準
，
是
許
多
種
詮
釋
途
徑
中
的
：
種

，
確
定
M
種

詮

釋

方

法

，
是
 

爲

了

能

滿

蓋

：
切
同
樣
應
罰
的
情
況
，
這
種
解
釋
並
非
被
禁
止
的
類
推
，
因
爲
暴
力
的
概
念
不
僅
決
定
於
行
爲
人
的
行

 

爲

，
而
且
也
浃
定
於
行
爲
對
被
害
人
的
影
響
。

W
根
據
上
述
釋
憲
機
關
一
致
的
見
解
，
受
指
摘
的
判
決
也
不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五
和
第
八
條
的
規
定
，
憲
法
不
容

 

許
將
訴
願
人
所
進
行
的
靜
坐
封
鎖
行
爲
視
爲
合
法
。

1
..
0

.H



三
〇
六

巴
伐
利
亞
邦
內
閣
總
理
認
爲
，
上
述
的
基
本
人
權
，
並
未
賦
予
權
利
人
在
行
使
其
意
見
和
示
威
自
由
時
，
以
暴
力

 

影

饗

别

人

的

權

利

’
聯
邦
竄
法
法
院
曾
經
在
卜
洛
克
多
夫
裁
定

-8r
D
k
d
o
r
f
-B
e
s
c
h
l
n

tt>>H
-

 ’
明
白
地
强
調
’
在
示
威

 

中
使
用
暴
力
的
人
，
不
能
主
張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的
權
利
。
基
本
人
權
和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之
間
的
轉
換
效
果
，
不
容
許

 

在

示
威
的
例
子
，
對
暴
力
概
念
採
取
限
縮
的
解
釋
，
因
爲
根
據
判
決
的
見
解
，
使
用
暴
力
並
非
確
保
基
本
法
第
五
和
第

 

八
條
所
保
障
的
自
由
權
的
必
要
手
段
。

聯
邦
司
法
部
同
樣
强
調
，
基
本
法
第
五
和
第
八
條
，
僅
僅
保
護
精
神
層
次
的
爭
論
，
但
不
保
護
强
暴
的
行
爲
。
爲

 

了
抗
議
核
子
箪
備
而
在
軍
事
設
施
之
前
從
事
靜
坐
封
鎖
，
是
否
可
視
爲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第
一
項
的

—I
和
平
」
集

會

，
已

 

屬

可

疑

。
固

然

，
判
決
所
認
定
的
刑
法
上
暴
力
的
概
念
，
不
可
以
絕
對
地
視
同
嫌
法
上
不
和
平
的
概
念
，
但

是

，
在
集

 

會

法
的
領
域
，
心
理
的
强
制
可
以
是一
種

行

爲

，
這
種
行
爲
不
屬
於
<
口
法
的
精
神
上
的
童
見
對
抗
。
不

過

，
這
個
問
題

 

最
後
可
能
擱
置
不
決
，
因
爲
處
罰
强
制
行
爲
，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的
法
律
保
留
..，
無
論
如
何
都
是
合
法
的
。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第
一
項
的
規
定
，
在
於
保
護
意
志
決
定
和
意
志
形
成
的
自
由
，
因
而
不
是
爲
鄴
抗
集
會
自
由
而
設
的

 

，
而
且
符
合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在
卜
洛
克
多
夫
裁
定
中
，
針
對
限
制
集
會
自
由
的
規
定
所
提
出
來
的
要
件
。

根
據
巴
登
—

符
騰
堡
邦
司
法
部
的
看
法
，
卑
劣
性
的
規
定
使
法
院
在
衡
量
利
益
時
，
能
顧
及
基
本
法
第
五
和
第
八

 

條
對
基
本
人
權
的
擔
保
，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並
非
因
爲
欠
缺
和
平
這
個
檢
驗
標
準
即
被
排
除
適
用
，
這
一
點
斯
圜
加
特
高

 

等
法
院
在
一
些
個
判
決
中
已
明
白
地
予
以
指
出
來

◊
藉
著
强
暴
的
强
制
方
法
，
使
阻
礙
交
通
成
爲
群
菜
栝
動
的
目
樑
和

 

目

的

，
並
藉
而
提
高
示
威
效
果
的
權
利*

是
無
法
從
一
般
法
規
權
限
內
所
保
障
的
或
靥
於
基
本
法
第
五
和
第
八
條
法
律



保
留
下
的
基
本
人
權
引
申
出
來
的
。
如
果
藉
著
封
鎖
車
道
，
具
體
地
使
駕
駛
受
到
無
法
抗
拒
的
强
制
而
停
車
，
則
因
而

 

使
用
的
强
暴
手
段
，
即
便
在
示
威
自
由
基
本
人
權
的
考
慮
下
，
也
絕
對
是
違
法
的
，
只
有
在
特
別
的
個
案
*
才
可
能
例

 

外
地
不
具
有
卑
劣
性
。
即
便
進
一
步
考
嫌
到
，
示
威
者
想
要
將
公
眾
的
利
益
放
到
一
個
重
要
的
並
且
和
他
們
有
重
要
利

 

害
關
係
的
問
題
上
面
，
在
衡
量
利
益
時
，
也
不
能
主
張
他
們
行
使
基
本
人
權
，
優
先
於
相
對
人
受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一

 

項
保
障
的
法
律
地
位
。
在
代
議
民
主
制
度
之
中
，
公
共
事
務
的
決
定
權
，
搡
縱
在
根
掸
憲
法

SI
法
律
合
法
設
置
並
且
經

 

由
民
主
的
意
思
形
成
過
程
所
授
權
的
機
關
之
手
，
因

此

，
如
果
刑
事
法
庭
將
卑
劣
性
的
判
斷
，
依
抗
議
行
爲
的
V
質
目

 

的

而

定

，
將
和
代
議
民
主
制
度
不
符
。

d
在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中
進I

步

指

出

，
就
針
對
専
業
法
庭
的
判
決
，
嫌
法
法
院
只
能
就
該
判
決
是
否
逋
反
特
別

 

的
憲
法
規
定
加
以
審
核
而
言
，
在
具
雔
個
案
適
用
法
律
規
定
上
面
，
在
憲
法
上
也
是
無
可
挑
剔
的
。

根
搛
聯
邦
司
法
部
的
見
解
，
刑
事
法
庭
適
用
卑
劣
性
條
款
時
，
正
確
地
注
意
到
，
訴
潁
人
行
動
的
直
接
目
的
，
在

 

於
封
鎖
被
渉
及
的
軍
事
設
施
，
這
並
非
只
是
實
現
基
本
人
權
所
必
然
造
成
的
負
擔
，
也
不
是
就
活
動
的
目
的
而
言
，
無

 

法
避
免
而
無
害
的
負
擔
，
而
是
有
計
劃
地
侵
害
至
少
是
等
價
的
第
三
人
的
法
益
，
因
此
訴
願
人
的
集
會
自
由
，
不
能
優

 

先
於
透
過
他
們
的
集
會
自
由
而
受
侵
害
的
駕
駛
人
的
權
利
，
由
於
刑
事
法
庭
對
於
訴
願
人
的
訴
求
未
予
置
評
，
理
所
當

 

然
地
可
以
不
予
重
視
，
另
一
方
面
而
言
，
法
院
本
應
注
意
到
，
訴
願
人
的
集
會
逋
反
報
備
義
務
，
而
因
此
是
和
法
秩
序

 

相
牴
觸
的
强
制
手
段
，
最

後

，
即
便
刑
事
法
庭
不
認
爲
這
些
靜
坐
封
鎖
靥
於
輕
微
不
法
，
也
是
無
可
疵
議
的
。
固

然

，
 

根
據
高
位
階
的
集
會
自
由
，
可
能
可
以
推
論
出
，
一
個
實
際
上
只
是
象
徵
性
侵
害
到
他
人
意
志
自
由
的
行
爲
，
不
應
該

三
〇
七



三
〇
八

被
視
爲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第
二
項

意

義

下

的

「
卑
劣
的
」
行

爲

，
而
因
此
不
應
受
刑
堀
制
裁
，
但
M
訴
願
人
的
靜
坐
封

 

鎗

，
卻
絕
對
不
具
有
這
種
象
徵
性
的
性
質
。

根
據
巴
伐
利
亞
邦
內
閣
總
理
的
意
見
，
在
大
恩
史
丁
根
參
與
鎖
鏈
行
動
以
及
在
新
烏
爾
姆
參
加
封
鎖
的
訴
願
人
，
 

以
他
們
的
身
體
擋
住
營
區
入
□
通

道

，
已
施
展
了
物
理
的
力
量
，
對
那
些
想
要
出
入
營
區
的
人
造
成
一
種
强
制
效
果
，
 

即
便
只
是
心
理
上
的
强
制
效
果
。
這
種
强
制
效
果
因
參
與
者
的
數
置
，
而
且
在
第
一
種
情
形
，
因
爲
鎖
鍵
行
爲
而
更
形

 

提

昇

，
行
動
的
象
徵
性
特
徵
、
事
先
公
布
行
動
和
他
們
的
政
治
動
機
，
皆
無
法
改
變
他
們
使
用
暴
力
的
事
實
，
動
機
可

 

能
無
論
如
何
在
違
法
性
的
判
斷
上
具
有
意
義
，
卑
劣
性
卻
絕
對
在
寅
施
暴
力
時
已
存
在
。
無

論

如

何

，
對
第
三
人
實
施

 

强

制

，
或

者

是

阻

止

前

進

，
或
者
爲
其
他
犯
罪
行
爲
，
根

據

一

般

的

看

法

，
在
倫
理
上
已
連
高
度
無
法
容
許
的
程
度
，
 

道
個
認
定
也
適
用
於
和
平
示
威
的
情
形
，
因
爲
其
實
還
有
各
種
其
他
實
現
意
見
表
達
自
由
和
示
威
自
由
的
方
式
存
在
。

巴
登
—
符
騰
堡
邦
司
法
部
進
一
步
指
出
，
對
於
參
加
大
恩
史
丁
根
鎖
鍵
行
動
、
斯
圖
加
特
外
興
根
和
穆
特
朗
根
封

 

鎖
行
動
的
第
一
位
、
第

二

位

、
第
四
位
和
第
五
位
以
及
第
七
位
訴
願
人
的
判
決
，
看
不
出
來
違
反
了
特
別
的
憲
法
規
定

 

，
法

律

的

適

用

，
遵
守
了
由
判
決
所
發
展
出
來
，
在
憲
法
上
毫
無
疑
義
的
標
準
。
就
暴
力
的
要
素
必
須
決
定
於
所
寅
施

 

的
心
理
强
制
究
竟
具
有
多
大
的
力
量
而
言
，
法
院
並
未
犯
錯
，
法
院
根
據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判
例
所
作
成
的
判
決
，
在
法

 

言

法

，
是

站

得

住

腳

的

，
這
一
點
同
樣
適
用
於
卑
劣
性
的
審
査
，
使

用

强

暴

的

手

段

，
原
則
上
已
包
含
了
卑
劣
性
，
並
 

且
如
果
一
個
行
爲
顯
然
高
度
地
不
値
得
容
許
’
以
致
它
因
爲
社
會
上
無
法
予
以
容
忍
’
而
具
有
應
罰
的
不
法
時
’
即
應

 

肯
定
它
具
有
卑
劣
性
。



4
對
第
一
個
判
決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中
，
最

後

蓮

指

出

來

，
核
子
飛
彈
的
設
置
，
就
憲
法
的
基
本
決
定
權
而
言
，
 

是

j
種
軍
事
上
的
自
我
防
衛
，
針
對
合
法
的
軍
備
政
策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四
項
意
義
下
的
抵
抗
權
是
不
存
在
的
。

3.
警

察

同

業

H

會

認

爲

，
無
論
就
警
察
的
利
益
、
示
威
者
的
利
益
或
相
尉
人
的
利
益
而
言
，
由
憲
法
法
院
對
强
制

 

罪
構
成
要
件
的
界
限
加
以
澄
淸
，
是
迫
切
窬
要
的
，
由
於
暴
力
概
念
的
擴
張
和
適
用
卑
劣
性
條
款
的
搖
播
不
定
，
可
以

 

想
像
對
訴
願
人
依
强
制
罪
加
以
處
罰
是
事
先
不
能
預
見
的
，
在
較
新
的
判
例
中
所
擴
張
的
暴
力
概
念
，
需
要
根
據
恵
法

 

的
要
件
加
以
檢
核
，
這
些
憲
法
的
要
件
是
定
罪
科
刑
時
，
供
法
官
進
一
步
閫
釋
法
律
的
依
掸
，
在
道
些
要
件
上
，
正
如

 

基
本
法
第
一
〇

三
條
第
二
項
所
顯
示
的
，
應
該
以
特
別
嚴
格
的
棵
準
，
處
理
法
規
之
間
的
逋
用
關
係
。
帝
画
法
院
的
概

 

念

架

構

，
和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第
一
項
的
文
義
，
尙

稱

一

致

，
據

此

，
無

論

如

何

，
只
有
當
行
爲
人
攻
擊
被
害
人
的
身

 

體

，
並
且
因
而
使
用
了
大
量
的
身
體
力
量
(
毆

打

)

，
或
者
——

廣
義
來
說
——

使

用

了

科

技

設

施

(
鎗

彈

)
時

，
才

 

有

暴

力

存

在

，
如
果
欠
缺
這
種
機
械
性
的
作
用
，
則
只
有
當
被
害
人
各
部
分
的
身
體
功
能
個
別
地
暫
時
喪
失
時
，
例
如

 

非
暴
力
地
使
用
麻
醉
劑
或
拘
禁
或
有
意
地
引
起
神
經
休
克
，
方
才
能
認
爲
有
實
施
暴
力
，
反

之

，
如
果
不
是
喪
失
行
動

 

能

力

，
只
是
無
法
以
一
定
的
方
式
(
開
車
或
搭
電
車
)
或
向
特
定
的
方
向
繙
績
前
進
，
則
沒
有
施

暴
，
單
純
侵
害
神
經

 

系

統

，
同
樣
不
足
以
受
處
罰
。
回
復
傳
統
的
暴
力
概
念
，
不
會
使
得
目
前
應
該
合
乎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規
定
的
構
成
要

 

件

，
被
解
釋

爲

合

法

，
只
是
不
會
依
强
制
罪
加
以
處
罰
，
但
是
仍
然
可
以
依
據
集
會
法
和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予
以
制
裁
。

受
質
疑
的
判
決
並
沒
有
充
分
注
意
到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和
第
八
條
第
一
項
的
基
本
人
權
。
封
鎖
營
區
出
入
口

 

，
毫
無
疑
問
地
是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和
集
會
法
上
的
集
會
：
參
加
的
人
是
一
起
來
的
，
以
便
共
同
藉
著
示
威
對
公
共
事
務

三
〇
九



三

-o

作

出

表

白

，
他
們
的
行
爲
方
式
，
不
會
因
爲
法
院
將
之
視
爲r

强
暴
」

，
就
變
成
不
和
平
的
行
爲
。
由
於
詮
釋
限
制
基

 

本

人
權
的
規
範
之
前
，
應

該

先

弄

淸

楚

被

限

制

的

基

- *
人

權

，
因
此
訴
願
人
共
同
表
達
意
見
的
權
利
，
必
須
和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所
保
護
的
軍
務
人
昊
的
行
動
自
由
一
起
被

# -
置

，
對
道
兩
種
法
益
予
以
適
當
定
位
的
標
準
，
在
實
務
上
奄
無

 

疑
問
地
可
自
合
法
的
示
威
活
動
引
申
出
來
，
在
合
法
的
示
威
活
動
中
，
不

容
置
疑
的
，
交
通
群
眾
將
被
迫
改
換
路
線
，
 

或

者
不
開
車
到
特
定
區
域
，
只
有
當
例
如
不
相
干
的
第
三
人
的
行
勘
自
由
暫
時
完
全
受
到
拘
束
，
而
他
無
法
步
行
到
他

 

的
住
所
或
步
行
去
上
班
’
或
者
無
法
以
交
通H

具
抵
達
特
定
的
市
E
時

’
方
才
逾
越
了
合
法
的
界
限
。
道
種
標
準
也
逋

 

用
於
未
報
備
的
示
威
活
動
’
未
報
備
的
示
威
活
動
也
是
集
會
法
意
義
下
的
集
會
，
只
是
参
加
集
會
的
人
可
能
依
集
會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三
項
之
規
定
遭
驅
離
’
可
能
被
命
令
轉
移
場
地
以
及
被
命
令
解
散
’
只
要
主
管
機
閬
沒
有
採
取
驅
散
參
與

 

者

的

干

預

措

施

，
主
張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的
權
利
是
合
法
的
，
這
麽
一
來
參
與
封
鎖
行
爲
也
可
能
不
構
既
强
制
罪
，
此
外

 

’
被
限
制
的
基
本
人
權
仍
S

價
値
判
斷
的
意
義
’
也
必
須
反
映
在
當
有
牴
觸
規
範
即
應
科
處
的
制
裁
上
面
。

4.
四
個
與
和
平
及
衡
突
硏
究
有
明
的
研
究
機
構
當
中
，
漢
堡
的
和
平
硏
究
和
安
全
政
策
硏
究
所
，
寄
送
了
對
於
核

 

子
武
器
進
行
憲
法
評
論
的
論
文
，
黑
森
的
和
芊
曁
衝
突
硏
究
基
金
會
和
史
丹
堡
和
平
政
策
研
究
所
，
更
進
一
步
對
設
置

 

飛

弹

的
憲

法

間

題

、
國
防
政
策
間
題
和
軍
事
科
技
問
題
表
示
了
意
見
。
在
所
有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關
於
擴
充
軍
備
的
判
決

 

之
前a
v
e
r
f
G
E

 66,

 3
9
,

特

別

是68,

 
一
落
兀
成
的
論
文
中
’
皆
對
擴
充
軍
備
的
合
憲
性
提
出
質
疑
’
最
後
提
到
的
兩

 

個
硏
究
所
和
貝
格
后
夫
衝
突
硏
究
基
金
會{B

e
r
g
h
a
f

tylt
i
f
t
u
n
g
)
，

同
樣
對
議
會
民
主
制
度
中
’
人
民
不
服
從
的
象
黴

 

性

行

動

的

問

題

’
提

出

了

意

見

’
他
們
一
致
警
吿
不
該
將
這
種
行
動
認
定
爲
以
^

的
强
暴
手
段
實
施
强
制
’
否
則
爲



了
剷
除
暴
力
和
尋
求
各
種
解
決
衝
突
的
不
同
途
徑
所
費
的
心
力
，
將
付
諸
流
水
。

意

見

中

提

到

，
在
議
會
民
主
政
治
中
，
也
存
在
著
一
些
爭
議
點
，
是
少
數
認
爲
無
法
妥
協
或
者
不
能
票
決
的
，
在
 

德

國

，
人
民
的
不
服
從
行
動
，
主
要
是
針
對
一
些
多
數
人
的
決
定
，
少
數
人
害
怕
這
些
決
定
將
帶
來
不
幸
的
、
無
法
挽

 

救
的

後
果
，
因
此
多
數
會
主
張
有
權
採
取
嚇
阻
的
策
略
，
這
種
嚇
阻
的
策
略
，
在
失
鍵
的
時
候
，
勢
必
將
徳
國
這
個
有

 

生
存
能
力
的H

業
社
會
引
向
末
路
。
面
對
這
種
衝
突
狀
況
，
少
數
會
基
於
良
心
的
埋
由
，
覺
得
有
反
抗
的
義
務
，
因
此

 

必

須

有I

個
提
出
警
訊
和
說
服
多
數
的
途
徑
，
而
使
得
社
會
其
他
生
存
所
必
要
的
功
能
，
不
致
因
爲
這
個
衝
突
而
癱
瘓

 

，
這
裏
所
指
的
不
是
對
國
家
機
關
實
施
無
法
抵
抗
的
强
制
，
而
是
將
衝
突
的
課
題
搬
上
舞
台
，
使
它
不
再
不
爲
人
所
知

 

。
人
民
不
服
從
的
反
抗
行
動
和
法
秩
序
之
間
的
衝
突
將
受
到
限
制
，
行
動
的
政
治
埋
由
和
使
行
動
能
夠
被
掌
握
的
過
程

 

說

明

，
都
是
爲
了
這
個
目
的
而
存
在
的
，
如
此
一
來
才
不
是
一
場
混
亂
的
行
動
，
而
是
有
規
劃
的
行
動
，
它
的
過
程
經

 

常
也
都
是
和
國
家
機
關
事
先
討
論
過
的
。
自
我
約
束
採
取
非
暴
力
的
行
爲
，
是
行
動
被
認
定
爲
人
民
的
不
服
從
的
決
定

 

性

要

素

，
自
我
約
束
所
以
受
到
尊
敬
，
因
爲
它
符
合
自
由
民
主
基
本
秩
序
的
利
益
。
如
果
爲
了
能
適
用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而
指
摘
這
種
使
用
心
理
强
制
手
段
的
行
動
，
那
麽
區
分
破
壞
性
與
非
破
壞
性
行
動
這
種
對
共
同
生
活
非
常
重
要
的
界

 

限
將
遭
到
混
滑
。
在

這

裏

提

出

「
心
理
上
的
强
暴J
也
是
不
適
當
的
，
因
爲
被
挑
戰
的
人
的
意
志
自
由
實
際
上
並
未
受

 

到

侵

害

，
正
確
的

說

法

是

，
不
可
能
有
人
民
不
服
從
的
基
本
人
權
，
政
治
智
慧
和
對
有
良
知
的
公
民
的
尊
重
，
均
要
求

 

我
們
要
自
制
和
容
忍
，
比
起
刑
事
訴
追
這
種
值
化
的
過
度
反
應
，
自
制
和
容
忍
對
於
社
會
而
言
是
比
較
不
危
險
的
。



一
九
八
六
年
七
月
十
五
和
十
六
日
一
一

：：E

詞
審
理
程
序
中
表
示
意
見
的
有
：

爲
訴
願
人
辯
護
的
是D

p:u
b
l
e
r
^

授

和G
r

c.'n
w
a
l
d

敎

授

、f
f
i
e
m
e
y
e
#

師

、L
e
y
r
e
r
#

師

、N
i
e
p
e
l

律
師
及

 

s
c
h
m
i
#

師

，
第
七
位
訴
願
人
自
己
；
爲
聯
邦
政
府
辯
護
的
是
司
法
部
長E

n
g
e
l
h
a
r
d
、

司
法
部
司
長
B
CI
1
0
W和
 

S
c
h
n
e
i
d
e
r

、
.司

法

部

參

事

K
a
m
m
e
r
l
o
h
e
r
;

爲
巴
伐
利
亞
邦
政
府
辯
護
的
是
該
邦
司
法
部
長L

a
n
g

和I
s
e
n
s
e
e
^
s

授
 

;
爲
巴

登
I

符
騰
蛋
邦
司
法
部
辯
護
的
是
司
法
部
長E

y
r
i
c
h
;

爲
瞥
察
同
業
工
會
辯
護
的
是H

會
理
事
長s

c

trr
B
d
e
r

 

和
工
會
秘
書H

e
y
n
;

以
專
家
身
分
發
言
的
是C

a
l
l
i
e

教
授
和
已
退
休
的
地
方
法
院
院
長T

r

o:n
d
l
e
&

 士

。

B

、

第
六
位
訴
願
人
的
憲
法
訴
願
是
合
法
的
並
且
是
有
理
由
的
，
它
的
靜
坐
封
鎖
地
點
在
新
烏
爾
姆
，
其
他
合
法
的
憲

 

法
訴

願
應
予
駁
回
，
因
爲
正
反
票
數
相
同
，
無
法
認
定
與
基
本
法
有
牴
觸
之
處
(
聯
邦
恵
法
法
院
法
第
十
五
條
第
三
項

 

第
三
句
)
。

n

 

S

在
判
決
和
文
獻
上
，
對
於
本
案
這
種
靜
坐
示
威
的
認
定
，
不
僅
在
憲
法
上
，
特
別
是
在
刑
法
上
，
一
向
有
爭
議
。
 

這
種
行
動
的
特
色
在
於
：
沒
有
任
何
暴
力
行
爲
，
以
停
留
在
車
道
的
方
式
，
封
鎖
軍
事
設
施
的
出
入
口
，
並
且
大
部
分

 

事
先
將
這
種
行
動
公
吿
周
知
，
而
且
所
有
參
與
者
對
替
察
的
干
預
行
動
完
全
不
予
抵
抗
。
這
種
示
威
行
爲
在
合
法
解
散

 

之

後

，
無
論
如
何
皆
可
當
作
違
反
秩
序
的
行
爲
，
亦
即
違
反
集
會
法
和
交
通
條
例
的
違
規
行
爲
予
以
處
罰
，
這
顯
然
是

 

無

可

置

疑

的

=
許
多
刑
事
法
庭
根
據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雷
普
勒
案(

B
G
H
S
t

 23,

 4
6
)
，

將
這
種
示
威
行
爲
認
定
爲
實
施



强

暴

手
段
的
卑
劣
性
强
制
(
參
照O

L
G

 St
u
t
t
g
a
r
t
,

 N
J
W

 1
9
8
4
,

頁

1
9
0
9
,

此
外
特
別
是K

P
N

J
W

 19
8
5
,

頁

 

2
0
9
;
L
O
G

 D

ctsseldorf
,

 N
J
W

 19
8
6
,

頁

 

9
4
2
;
B
a
y
o
b
L
P

 JZ
1
9
8
6
,

頁4
0
4
)

，
部
分
法
院
則
宣
吿
無
罪
或
停

 

止

訴

訟

程

序

(
參
照
判
決
要
費
的
引
據U

b
,

 K
J
1
9
8
4
,

頁2
§

F
r
a
n
k
e
n
b
e
r
g
,

 K
J
1
9
8
5
,

頁

3
0
1
)

。
科
隆
高
等

 

法
院
最
後
追
鼸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在
另
-
個
判
決(B

G
H
S
t
32,

 16
5
审

的

說

明

’
而
提
出
這
樣
的
問
題
：
爲
了
大
動
視
聽

 

而
採
取
阻
礙
他
人
行
動
和
行
爲
自
由
的
示
威
行
爲
，
是
否
無
論
如
何
是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第
二
項
的
違
法
行
爲
，
或
者

 

在

個

案

中

，
視

特

別

情

说

可

能

欠

缺

卑

劣

性

(Nstzl986,

頁

3
0
;

在

短

時
間
的
阻
撓
時
，
持
保
守
的
立
場O

L
G

 

K
:o
b
l
e
n
z
,

5:J
w
l
9
8
5
,

頁

 i

; O
L
G

 Zw
e
i
b
r
U
c
k
e
n
,

 N
J
W
1
9
8
6
,

頁

 

1
0
5
5
®

 於

警

察

改

道

的

情

形

)

。
聯
邦

 

最
髙
法
院
因
而
在
受
指
摘
的
判
決
宣
吿
之
後
，
在
一
九
八
六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作
成
的
裁
定
中C

N
J
W

 

1986,

頁

 

1
8
8
3

萌

白

指

出

，
雷

普

勒

一

案

的

事

寅

，
基
本
上
和
有
爭
議
的
這
種
靜
坐
封
鎖
不
同
，
示
威
者
的
目
的
自
始
即
在
於

 

造
成
被
他
們
所
引
起
的
交
通
阻
塞
道
個
事
實
，
並
非
絕
對
是
認
定
爲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第
二
項
f

性
的
充
分
條
件
。

在

文

獻

上

，
雷
普
勒
案
的
判
決
已
引
起
批
評
，
雖
然
將
靜
坐
封
鎖
認
定
爲
强
制
，
除

了

一

些

質

疑

之

外

，
仍
獲
得

 

贄

同

，
但
是
對
這
個
判
決
的
批
評
，
最
近
逐
渐
增
加
，
將
消
極
的
反
抗
定
位
爲
强
畢
行
爲
以
及
評
價
爲
卑
劣
，
皆
受
到

 

質

疑

，
部
分
還
論
及
憲
法
的
觀
點
以
及
「
人
民
不
服
從
」
的
問
題

關
於
人
民
不
服
的
討
論

n

'

在
系
爭
的
這
些
判
決
中
，
法
院
依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
論
訴
願
人
以
强
制
罪
，
只
要
這
個
規
定
處
罰
實
施
强
暴
手



三
一
四

段

的
强
制
行
爲
，
憲
法
法
院
即
必
須
審
査
，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的
規
定
，
是
否
滿
足
刑
罰
的
規
定
應
具
備
明
確
性
的
要

 

求

，
這
個
明
確
性
的
要
求
是
自
基
本
法
第一

〇

三
條
第
二
項
引
申
出
來
的
。
判
決
中
對
暴
力
槪
念
的
擴
張
解
釋
，
根
搛

 

四
個
法
官
的
意
見
，
並
未
逾
越
基
本
法
爲
刑
法
的
解
釋
所
設
定
的
界
線
，
相
反
地
根
據
另
外
四
位
法
官
的
意
見
，
如
果

 

法
院
將
刑
法
第
二
四
o

條
暴
力
槪
念
適
用
於
本
案
的
這
種
行
爲
，
則

和

基

本

法

第一

〇

三
條
第
二
項
所
衍
生
的
類
推
禁

 

止
原
則
有
違
。

1.
基
本
法
第一

〇
三
條
第
二
項
保
證
只
有
在
行
爲
前
法
律
已
有
處
罰
之
規
定
時
，
才
能
處
罰
犯
罪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在
無
數
判
決
中
討
論
這
個
憲
法
規
範
，
並
且
早
就
明
白
指
出
，
這
個
規
範
的
意
義
，
並
非
完
全
在
於
禁
止
適
用
習
慣

 

法
或
禁
止
溯
及
既
往
(BV

e
r
f
G
E
 一

4

 1
7
4
【1
8
5
>

,
刑

事

判

決 

>

，
往
後
的
判
決
即
指
出
，
基
本
法
第
一
〇
三
條
第
 

二
項
包
含
立
法
上
重
要
的
明
確
性
原
則
，
以
及
和
明
確
性
原
則
互
相
呼
應
、
針
對
判
決
而
存
在
的
禁
止
類
推
適
用
原
則

 

。
由
於
基
本
法
第
一

◦
三
條
第
二
項
，
曾
在
一
個
案
例
中
，
因
爲
刑
法
規
範
被
解
釋
錯
誤
，
而
受
到
破
壊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綜
合
迄
今
判
決
所
依
搛
的
基
本
原
則
作
成
結
論
如
下
(B

V
e
r
f
G
e

 71,

 10
8fl 04ffJ ;

亦
參
照B

V
e
r
f
G
e

 47,

109tl23f.T64, 

3
8
9
1
)

 

•
_

基
本
法
第
一
〇
三
條
第
二
項
賦
予
立
法
者
在
此
處
不
擬
討
論
的
禁
止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之
外
，
具
體
描
述
犯
罪
構
成

 

要

件

的

義

務

，
使
犯
罪
構
成
要
件
的
效
果
和
適
用
範
園
易
於
被
了
解
，
並
且
可
以
藉
著
解
釋
而
十
分
淸
楚
。
道
個
義
務

 

具
有
雙
重
目
的
，
一
方
面
爲
了
使
受
規
範
的
對
象
獲
得
法
治
國
康
則
的
保
護
：
任
何
人
理
應
有
機
會
事
先
預
見
那
一
種

 

行
爲
是
被
禁
止
的
以
及
是
受
處
罰
的
，
另
一
方
面
並
且
因
而
確
定
，
可
罰
與
否
由
立
法
者
決
定
。
由

此

可

知

，
基
本
法



第
一

〇

三
條
第
二
項
包
含I

項
嚴
格
的
法
律
保
留
，
這
項
法
律
保
留
禁
止
行
政
權
和
司
法
權
自
行
決
定
犯
罪
的
成
立
要

 

件

0
刑
罰
的
規
定
因
此
必
須
符
<
 口
所
說
的
明
確
程
度
，
卻
不
禁
止
使
用
那
些
在
特
別
限
度
內
需
要
法
官
閫
明
的
概
念
，
 

即
便
在
刑
法
領
域
內
，
立
法
者
也
有
必
要
注
意
生
活
的
多
面
性
，
而
基
於
刑
法
規
範
的I

般
性
和
抽
象
性
，
在
邊
緣
案

 

例

中

，
對
於
一
個
行
爲
是
否
符
合
法
定
構
成
要
件
可
能
產
生
疑
問
，
這
也
是

難

免

的

，
但
無
論
如
何
，
通

常

情

況

下

，
 

受
規
範
的
主
體
必
須
能
依
據
法
律
規
定
預
見
行
爲
是
否
構
成
犯
罪
，
而

在

邊

緣

情

況

，
受
規
範
的
主
體
至
少
因
而
能
認

 

識
受
處
罰
的
風
險
。
根
據
上
述
的
理
由
，
刑
罰
規
定
的
明
確
性
，
對
受
規
範
的
主
腊
而
言
，
主
要
是
指
法
定
構
成
要
件

 

應
該
使
用
易
於
辨
識
和
理
解
的
用
語
。

根
據
判
例
的
見
解
，
法
律
規
定
明
確
性
的
要
求
，
排
除
對
習
惯
法
的
適
用
和
類
推
適
用
*
道
裡
的
類
推
，
不
是
狹

 

義
的
技
術
性
意
義
的
類
推
，
被

排

除

的

，
毋
寧
是
超
越
法
定
制
裁
規
範
內
涵
以
外
的
法
律r

適

用

」

。
基

本

法

第一

〇

 

三

條
第
二
項
，
爲
刑
罰
規
範
的
解
釋
，
定
下
了
憲
法
的
限
制
，
由
於
法
律
規
定
的
解
釋
對
象
無
論
如
何
只
能
是
法
律
條

 

文

，
因
此
決
定
性
的
槺
準
是
：
法
律
所
具
有
的
可
能
的
文
義
，
是
合
法
的
司
法
解
釋
的
外
部
界
限
。
如
果
如

上

所

述

，
 

基
本
法
第
一
〇
三
條
第
二
項
要
求
刑
飼
對
受
規
範
的
主
體
必
須
具
有
可
辨
識
性
和
可
預
見
性
，
則
必
然
意
味
著
，
文
義

 

依
人
民
的
觀
點
而
定
。

由
此
引
申
而
來
的
是
：
立
法
者
必
須
決
定
，
是
否
以
及
在
什
麽
範
困
內
，
他
要
以
刑
法
的
手
段
，
防

衛

一

個
他
認

 

爲
具
有
保
護
重
要
性
和
必
要
性
的
特
定
法
益
，
法
院
則
不
可
修
正
立
法
者
的
決
定
，
如
果
依
據
超
越
法
律
文
義
所
能
辨

三
-五



=
:
六

識

的

解

釋

，
可
能
得
出
某
個
行
爲
應
該
受
處
罰
的
結
論
，
則
不
可
以
讓
風
險
歸
於
人
民
，
在
刑
罰
規
範
的
文
義
所
無
法

 

涵

蓋

的

情

形

，
法
院
因
而
必
須
爲
無
罪
宣
吿
，
如
果
因
爲
基
於
明
確
性
的
要
求
而
儘
可
能
具
體
限
制
刑
罰
規
範
的
界
限

 

，
以
致
於
特
別
是
陳
年
舊
案
，
被
排
除
在
刑
法
的
適
用
範
圍
之
外
，
也

是

一

樣

的

，
即
便
行
爲
在
類
似
的
情
況
之
下
可

 

能

是

値

得

處

罰

的C

如

此

一

來

，
立
法
者
必
須
遵
守
諾
言
，
他
有
義
務
決
定
是
否
任
由
可
能
屬
於
有
處
罰
漏
洞
的
情
況

 

存

在

，
或

者

制

定

新

的

規

定

，
而
法
院
無
論
如
何
被
基
本
法
第
一
〇
三
條
第
二
項
禁
止
作
這
種
決
定
。

上
述
的
判
決
應
該
被
依
循
，
在

文

獻

上

，
除
了
一
些
這
裏
所
不
感
興
趣
的
細
節
之
外
，
它

也

普

遍

被

接

受

(
參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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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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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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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n
d
s
v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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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
i
c
h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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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n
d

 d
e
s

ffiu
n
d
s
g
e
r
i
c
l
l
t
s
h
o
f
s

 

z
u
m

 Bs
t
i
m
m
t
h
e
i
t
s
g
r
u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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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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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t
r
a
f
r
e
c
h
t
>
r
t

 10
3

 Ab
s
.

 2

 GG
j
,

 19
8
6
,

 s .

 22
0
ff

 的
引
據

 

〇

 
) 

，
倒

是

應

該

注

意

，
這
個
判
決
有
變
成
字
面
宣
判(

v
e
r
b
a
l
b
e
k
e
n
n
t
n
i
s
M

危

險

，
因
爲
它
傾
向
於
對
違
反
明
確
性
原

 

則
和
類
推
禁
止
原
則
的
可
能
性
■，
在
個
案
中
採
取
太
寬
鬆
的
判
斷
標
準(K

r
a
h
l
,

 a £L
O
;

頁

4
1
2
V

2.
依
基
本
法
第
一
〇

三
條
第
二
項
的
標
準
檢
驗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
在
適
用
所
提
到
的
基
本
原
則
的
情
況
下
，
首

 

先

得

出

的

結

論

是

，
無

論

如

何

，
由
立
法
者
對
各
種
暴
力
方
式
加
以
規
範
是
無
可
質
疑
的
。

强

制

罪

構

成

要

件

所

保

護

的

利

益

，
顯
然
是
意
志
決
定
自
由
和
意
志
形
成
自
由
(
參

閱E
s
e
r

，
前

掲

書

，§
2
4
0

 

R
d
n
r
l
)

，
立
法
者
因
此
並
未
處
罰
每
一
種
對
自
由
的
强
制
作
用
，
而
是
從
人
與
人
之
間
相
互
施
加
壓
力
的
各
種
可

 

能

情

況

當

中

，
掘
取
那
些
以
特
定
手
段
加
以
强
制
而
具
有
社
會
侵
害
性
的
情
形
：
即

實

施

暴

力

，
或
以
可
感
受
的
惡
害

 

加

以

威

脅

。
爲
了
解
決
爭
訟
的
案
件
，
沒
有
必
要
深
入
探
討
這
兩
種
構
成
要
件
行
爲
彼
此
之
間
並
非
完
金
沒
有
爭
議
的



關

係

(
有
關
的
批
評
特
別
參
考S

o
m
m
e
r

，

前

揭

書

)

，
無

論

如

何

，
立
法
者
針
對
暴
力
手
段
，
將
現
在
的
®
害
科
以

 

刑

罰

，
而
威
#
則
是
指
單
純
通
知
未
柬
惡
害
的
情
形
，
這
是
可
以
辨
識
出
來
的
。
在
這
裡
立
法
者
對
M
力
的
概
念
使
用

 

一
個
語
一
百
上
易
於
理
解
的
要
素
，
這
個
要
素
也
出
現
在
許
多
其
他
的
刑
罰
規
定
之
中
，
對
這
樣
的
一
個
要
素
，
固
然
可

 

以
毫
無
限
制
地
作
任
何
解
釋
，
但
是
它
的
效
果
，
藉
著
根
據
字
義
和
立
法
目
的
而
作
的
解
釋
，
可
以
達
到
使
人
民
充
分

 

了
解
的
程
度
。

憲
法
上
對
强
制
罪
構
成
耍
件
的
認
定
也
是
很
重
要
的
，
根
據
憲
法
h
的

認

定

，
依
法
律
規
定
，
實
施
暴
力
手
段
的

 

强

制

，
如

果

是

違

法

的

，
才
應
該
構
成
犯
罪
，

一
九
四
三
年
進
一
步
確
定
違
法
性
時
，
同
時
擴
張
威
脅
的
方
式
(
原
來

 

足

：
以
犯
罪
或
輕
微
的
違
法
行
爲
加
以
威
脅
)

，
而
在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第
二
項
增
列
了
一
項
規
定
，
根

據

該

規

定

，

:

個
犯
罪
行
爲
的
應
罰
性
，
並
非
單
單
存
在
於
所
使
用
的
手
段

:h
面

，
而
是
來
自
於
手
段
和
目
的
之
間
不
應
該
被
容
許

 

的

結

合

關

係

，
根
據
經
由
二
九
五
三
年
八
月
四
日
通
過
的
第
三
次
刑
法
修
正
法(

B
G
B
1

■貿

7
3
5
)

所
修
正
過
的
規
定

 

，
如
果
使
用
暴
力
或
以
惡
害
威
脅
，
就
所
欲
達
到
的
目
的
而
言
，
可
視
爲
是
卑
劣
的
，
則
該
行
爲
是
違
法
的
。
對
卑
劣

 

性

的

認

定

，
根
據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的
判
例
，
依
社
會
倫
理
的
評
價
而
定
，
如
果
一

個

行

爲

，
根
據
一
般
的
判
斷
，
在
倫

 

理
上
不
應
予
以
容
許
的
程
度
，
高
到
呈
現
出
應
罰
的
不
法
的
狀
況
時
，
即
認
定
爲
具
有
卑
劣
性
(
參

照B
G
H
S
t

 17,

 

3
2
8
P
3
2
】；

18,

 38
9
〔3911;

 19,

 26
3
{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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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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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S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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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0
7
丁

同

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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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
e
n
z
,

 N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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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
,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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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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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P
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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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y
o
b
L
P

 JZ
1
9
8
6
,

頁
 

4
0
4
〔4
0
5
w

於
本
案
所
審
理
的

 

靜
坐
封
鎖
一
案
)

。
爲
了
避
免
作
非
法
律
的
評
價
，
文
獻
h
曾
嘗
試
偏
重
於
以
社
會
上
無
法
忍
受
的
觀
點
，
作
爲
認
定



依

據

(
參
閱

 

W
e
l
z
e
l
,

 Da
s

 Ds
t
s
c
h
e

 St
r
a
f
r
e
c
h
t
,

 11.

 A
U

P
1
9
6
9
,

頁

 

3
2
7
)

。

對

於

卑

劣

性

的

槪

念

一

向

可

能

的

理

解

是

：
不

nj
以

誤

以

爲

，
根

據

刑

法

第

:*
四

〇

條

第

二

項

卑

劣

性

的

規

定

，
 

決

定

個

案

中

什

麼

是

强

制

的

行

爲

應

該

予

以

處

罰

，
主

要

應

由

法

官

予

以

裁

量

，
如

此

一

來

會

形

成

一

種

危

險

，
即
作

 

爲

處

罰

依

據

的

，
：小

再

是

立

法

者

在

行

爲

之

前

所

訂

定

的

衝

突

規

則

，
而

是

法

官

在

行

爲

之

後

所

察

覺

的

應

罰

性

，
由

 

此

之

故

，
文

獻

上

即

懷

疑

，
就

針

對

基

本

法

第

：
◦
三

條

第

二

項

所

作

成

的

判

決

而

言

，
這

個

規

定

是

否

己

夠

明

確

( 

參

閱S
c
h
a
f
e
r
,

前

揭

書

，R
d
n
r
.6Q

S

f̂
證

)
？
這

個

疑

點

透

過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聯

合

刑

事

庭

的

陳

述

而

被

揭

露

出

 

來

，
在

這

個

判

決

中

，
刑

事

庭

將

適

用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時

，
立

法

者

的

評

價

權

明

白

地

賦

予

法

官(B
G
H
S
t
2,

 

1
9
C
L
9
5
q

T

引

起

爭

議

的

卑

劣

性

規

定

，
不

論

它

的

刑

法

定

位

如

何

，
是

對

構

成

要

件

的

一

種

修

正

，
它

藉

著

以

其

 

他

要

素

描

述

强

制

行

爲

而

限

制

可

罰

性

，
並

丑

適

用

這

個

規

定

因

而

對

行

爲

人

發

生

有

利

的

效

果

，
但

是

M
些
就
這
個

 

疑

點

而

言

卻

無

關

緊

要

，
因

爲

這

個

限

制

取

決

於

各

個

案

件

的

情

況

，
因
此
是
和
刑
法
第
三
十
四
條
緊
急
避
難
或
第
一

 

九
一
:

 一
條
主
張
正
當
利
益
時
利
益
衡
量
類
似
的
情
況
，
這
個
限
制
避
開
了

 一

種

可

以

事

先

確

定

的

規

範

性

的

描

述

方

式

，
 

在

這

樣

的

情

形

F

，
如
果
立
法
者
以
語
一
N
t
能

理

解

而

有

待

價

値

判

斷

的

槪

念

爲

已

足

，
並
且

授

權

法

官

在

個

案

中

運

 

用

這

種

概

念

，
在

憲

法

上

是

無

可

指

摘

的

(
參

閱s
c
h

p!:f
e
r
，

前

揭

害R
d
n
r
.

 

65; 

E
s
e
r
，

前

揭

書

，

R
d
n
r
.

 

1
8
)

。

3.

正

如

由

二

十

八

位

刑

法

敎

授

所

發

起

，
在

給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的

請

願

書

中

，
對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所

提

出

的

憲

 

法

上

根

本

的

質

疑

一

樣

，
從

任

何

一

方

面

來

看

，
憲

法

上

有

疑

問

的

，
不

是

立

法

者

所

判

定

的

規

範

性

規

則

，
而
是
法

 

官

對

這

些

規

則

的

詮

釋

。



M
刑

法

第

二

四

◦
條

實

施

强

暴

手

段

的

效

果

，
隨

著

時

間

的

發

展

，
逐

漸

被

法

院

以

被

批

評

爲

將

暴

力

概

念

「
 

精

神

化

」
或

「
反

物

質

化

」
的

方

式

加

以

散

播

，
如

此

一

來

，
應

該

已

經

符

合

了

充

分

處

罰

應

罰

行

爲

並

避

免

可

能

的

 

處

罰

漏

洞

的

需

求

，
下

面

的

例

子

足

以

爲

證

，
例

如

爲

示

普

而

鳴

槍

(R
G
S
t
60,1

5
7
;

 6
6
,
3
5
3
)

、
以

具

有

威

脅

性

的

人

 

群

阻

塞

道

路(R
G
S
t
45,

 15
3
)
、

關

門(R
G
S
t
69,

 32
7
)
、

狡

詐

地

使

用

麻

醉

劑(B
G
H
S
t
l
,

 14
5
)
、

在
高
速
公
路
上
開
車

 

推

擠

(B
G
H
S
t
s
,

 26
3
H

及

最

後

，
干

擾

大

學

上

課{B
G
H
,

 N
J
W

 
1
9
00

2
,
頁

1
8
9

箱

靜

坐

封

鎖

(B
G
H
S
t
23,

 46
)
。

暴

力

的

概

念

主

要

依

三

個

步

驟

擴

張

，
這
一
一
：個

步

驟

無

論

如

何

無

法

彼

此

精

確

地

區

分

(
問

題

槪

況

參

閱Blei
,

 

D
i
e

 A
u
f

c:s
u
n
g

 
d
s
 St

r
a
f
r
e
c
h
t
l
i
c
h
e
n

 Ge
w
a
l
t
b
e
g
r
i
f
f
s
,

 J
A

 1
9
7
0
,

頁
一9;

 Sc
h
a
f
e
r
，

前

揭

書，
R
d
n
r
.

 

7
ff

.;

 

K
e
l
l
e
r
,

 

D
i
e

 

n
c
u
e

 H
n
t
w
i
c
l
d
u
n
g

 

d
e
s

 g

r+J-afrechtlictlen

 G
e
w
a
l
t
b
e

Kir
i
f
f
s

5-
a
Q
J. 

R
e
c
h
t
s
p
r
e
c
h
u
n
g
,

 Ju
s

 1
9
8
4
,

頁

l
s
f
f
.
)
。
帝

國

法

院

對

於

强

暴

原

始

的

理

解

是

•
■
藉
箸
行
爲
人
身
體
力
量
的
施

 

展

，
以

克

制

被

採

取

或

被

期

待

的

抵

抗

(
參

照R
G
S
t
56,

 
8
藉

於

强

盜

案

，
以

及R
G
S
t
64,

 1
1
®

於
妨
害
風
化
的
犯

 

罪

)

，
在

帝

國

法

院

採

取

行

爲

人

施

展

力

量

這

個

的

確

很

低

的

要

件

之

後

，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進

一

步

認

爲

，
對
被
害
人

 

造

成

影

響

是

決

定

性

的

條

件

，
只

要

行

爲

人

藉

著

身

體

的

動

作

，
使

得

被

攻

擊

者

實

際

的

或

被

期

待

中

的

抵

抗

，
因
爲

 

對

於

他

的

身

體

直

接

發

生

作

用

的

手

段

，
而

中

斷

或

被

防

止

，
不

問

行

爲

人

所

施

展

的

身

體

力

量

强

大

或

微

弱

，
都
已

 

構

成

强

暴

(B
G
H
S
t
l
,

 14

關

於

陰

險

地

使

用

麻

醉

劑

一

案

)

。
最

後

，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在

第

三

個

步

驟

上

，
概
括
地

 

以

對

意

志

決

定

自

由

或

意

志

形

成

自

由

造

成

侵

害

性

的

强

制

作

用

，
作

爲

判

斷

依

據

(B
G
H
S
t
S
,

 10
2

^
1
g

眾
罷
工

 

;
1
9
,

 2
6
3

^
1
高

速

公

路

h
開

車

推

擠

；
也

參

照B
G
H
S
t
23,

 1
2
6

^
1
持

鎗

相

向

)

。
最
擴
張
的
是
一
九
六
九
年
的



三
二
o

雷

普

勒

案(B
G
H
S

FO3,

 4
6
〔5
3
f
.〗)

，

在

該

案

中

，
抗

議

者

以

在

電

車

車

道

靜

坐

封

鎖

的

方

式

抗

議

票

價

上

漲

，
自
此
而

 

後

，
行

爲

人

施

展

身

體

力

量

的

要

件

和

對

被

害

人

身

體

造

成

影

響

作

用

的

要

件

，
都

失

去

了

決

定

性

的

意

義

，
只
要
行

 

爲

人

施

以

微

弱

的

身

體

力

量

，
造

成

一

個

僅

僅

是

心

理

的

受

支

配

狀

況

，
並

因

而

對

被

强

制

者

形

成

無

法

抵

抗

的

强

制

 

，
即

爲

已

足

。

法

院

在

系

爭

的

這

些

判

決

中

採

取

這

個

判

決

的

見

解

，
將

在

軍

事

設

施

的

出

入

口

，
未

使

用

暴

力

，
而
以
坐
在
或

 

滯

留

於

車

道

的

方

式

封

鎖

進

出

口

的

示

威

者

，
判

定

爲

以

强

暴

而

實

施

强

制

行

爲

。
根
據
斯
圖
加

特

高

等

法

院

刑

事

第

 

一
庭
的
見
解
，
參

加

斯

圖

加

特

外

興

根

靜

坐

封

鎖

行

動

的

示

威

者

，
使

用

强

制

性

的

暴

力

，
滯

留

在
車
道
上
一
些
個
時

 

候

，
以

致

於

全

部

車

道

被

堵

塞

，
而

駕

駛

人

被

迫

停

車

，
透

過

群

眾

的

身

體

力

量

，
對
車
輛
駕
駛

人

已

造

成

無

法

抵

抗

 

的

强

制

，
便

得

車

輛

駕

駛

人

在

一

個

公

眾

交

通

道

路

上

受

阻

而

無

法

繼

績

前

進

(N
J
W
1
9
8
4
,

頁

1
9
0
9tl 9

1
a

)
。

這
個

 

解

釋

，
根

據

斯

阖

加

特

高

等

法

院

第

三

庭

的

見

解

，
不

僅

符

合

刑

法

第

.:::
四

〇

條

的

字

義

，
也

符

合

該

規

定

的

內

涵

，
 

就

保

護

的

目

的

而

言

，

一

個

出

於

强

制

意

圇

的

身

體

封

鎖

行

爲

，
至

少

和

：
個

直

接

的

、
出

於
强
制
目
的
的
身
體
攻
擊

 

行

爲

，
應

該

受

相

同

的

評

價

，
因

爲

這

種

身

體

封

鎖

行

爲

，
在

被

强

制

者

不

屈

服

的

情

況

下

，
必

要

的

時

候

，
會
導
致

 

行

爲

人

和

被

害

人

直

接

的

衝

突

，
而

且

只

有

在

被

强

制

者

採

取

相

對

的

暴

力

時

才

能

被

壓

制

下

去

，
如
果
被
强
制
者
基

 

於

良

心

的

理

由

，
或

者

至

少

因

爲

害

怕

刑

法

上

的

後

果

，
而

沒

有

對

行

爲

人

採

取

壓

制

性

的

相

對

暴

力

，
則
一
棟
由
人

 

所

造

成

的

封

鎖

，
也

會

在

被

强

制

者

的

精

神

上

造

成

影

響

，
因

此

一

條

人

鏈

可

能

形

成

一

個

障

礙

，
以
致
於
基
於
身
體

 

和

精

神

機

能

的

交

互

作

用

，
在

這

裡

也

能

產

生

由

封

鎖

者

的

身

體

力

量

所

逼

迫

出

來

的

行

爲

方

式

。
新
烏
爾
姆
簡
易
法



院
同
時
發
現
了

 一

種

强

迫

停

車

的

效

果

，
因

爲

如

果

被

强

制

者

繼

績

前

進

，
勢

必

危

及

示

威

者

，
而
將
使
自
己
構
成
犯

 

罪

，
此

外

，
下

面

的

認

定

也

H
足
夠
了

 ：
第

六

位

訴

願

人

，
在

參

與

新

烏

爾

姆

的

靜

坐

封

鎖

行

動

時

，
即
以
實
施
心
理

 

上

的

强

暴

開

始

，
他

藉

著

身

體

的

投

入

，
和

其

他

的

示

威

者

共

同

使

車

輛

的

進

出

成

爲

不

可

能

。
巴
伐
利
亞
邦
最
高
法

 

院

以

駁

回

上

訴

肯

定

/
這

項

見

解

。
後

來

關

於

靜

坐

封

鎖

的

判

決(J
Z
1
9
8
6
,
頁

4
0
4
)

指

出

，
相

對

於

過

去

的

判

決

，
 

從

今

天

的

判

決

可

以

看

出

相

當

程

度

的

改

變

，
因

爲

强

暴

的

概

念

擴

張

了

，
並

且

重

點

移

轉

到

發

生

在

被

害

人

身

上

的

 

强

制

作

用

，
這

種

見

解

，
顧

及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强

制

作

用

當

中

，
那

種

很

細

膩

的

和

很

細

微

的

作

用

方

式

，
並

.R
注
意

 

到

，
引

起

被

害

人

心

理

上

的

壓

抑

，
和

身

體

的

强

制

一

樣

，
可

以

發

揮

相

同

的

作

用

。

和

在

對

立

法

者

所

制

定

的

規

範

性

的

規

定

進

行

患

法

h
的

評

價

時

不

同

，
法

庭

本

身

對

於

上

述

的

詮

釋

，
沒
有
一
 

致

的

看

法

。
aa)

根

據

四

個

支

持

判

決

的

法

官

的

意

見

，
法

院

對

暴

力

概

念

的

擴

張

，
和
基
本
法
第
一

〇
-£

條
第
.二
項
是
相

 

符

的

，
因

爲

這

種

擴

張

並

未

逾

越

合

法

解

釋

的

界

限

，
這

些

法

官

附

和

迄

今

的

判

決

結

論

，
這

種

判
決
結
論
特
別
是
在

 

註

釋

軎

中

，
除

/

 ;

些

質

疑

之

外

，
獲

得

贊

同

(
參

閱

如E
s
e
r

，
前

揭

書v
o
r
b
e
m
.
§
2
3
4

 R
d
n
r
.6ff

.;

 s
c
h
^

e
r
，

 

前

揭

軎

，

5

^

1

1

1

-

.

2

8

^

1

^

&

3

/

1

'

3:
|

^

泣

〇

^
4
2
.

>
^
1
.
,

1

9

8

5

,

§

2

4

0

 

«
£
1
1
1
1
-
.
3
1
)
，

並

且

在

言

詞

審

理

 

時

，
被

T
r
o:
n
d
〖i

授

加

以

閛

述

和

支

持

。

藉

著

擴

張

暴

力

的

概

念

，
强

制

罪

的

規

定

所

要

保

護

的

意

志

決

定

和

意

志

形

成

自

由

，
面
對
固
然
是
很
細
微
的
但

 

是

和

動

用

身

體

的

力

M
具

有

類

似

效

果

的

應

罰

的

强

制

作

用

，
也

會

受

到

比

較

有

效
的
保

護
。
道
種
擴
張
被
維
持
在
可



能

的

文

義

所

様

示

出

來

的

界

限

之

內

，
這

個

界

限

是

由

法

官

的

解

釋

所

形

成

的

。
因

爲

强

暴

的

概

念

並

不

完

全

清

楚

，
 

因

此

還

可

以

進

一

步

加

以

解

釋

，
它

不

僅

僅

被

使

用

在

各

種

不

同

的

意

義

，
例

如

其

他

語

言

使

用

不

同

的

字

眼

，
或

者

 

表

示

粗
暴
地
運
用
力
*

5:
0
1
6
1
1
0
6
)
，
或
者
描
述
支
£
力

穿

|

^

1

^

尾

，
最
後
或
者
醱
喩
特
別
强
烈
的
或
激
烈

 

的

事

態

(
例

如

有

力

的

言

語

)

，
甚

至

在

一

開

始

所

提

到

的

意

義

上

，
不

僅

僅

物

理

力

量

的

使

用

被

描

述

爲

强

暴

，
而

 

且

一

般

導

致

他

人

被

强

迫

行

事

的

不

法

措

施

’
也

會

被

描

述

爲

强

暴

(
D
u
d
e
n
，

德

語

大

字

典，
1
9
7
7
,

 B
d
w

,

頁

 

1

§

)

。
如

果

施

加

在

被

害

人

本

身

無

法

迴

避

的

强

制

作

用

，
包

括

行

爲

人

一

些

身

應

力

置

的

投

入

，
即
便
是
極
其
微

 

弱
的
身
體
力
量
的
投
入

 <

 例

如

滯

留

在

被

封

鎖

的

通

道

上

形

成

I

個

肉

身

柵

欄

)

，
則
依
照
字
義
來
設
定
界
限
的
解
釋

 

方

法

，
將

無

論

如

何

金

被

遵

守

。
在

道

個

前

提

之

下

*
即

便

根

撖

已

擴

張

的

解

釋

，
將
强
暴
的
手
段
理
解
成
現
在
施
予

 

可

以

感

受

的

惡

害

，
對
於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的

第

二

植

行

爲

方

式

，
也

具

有

完

全

獨

立

的

補

充

作

用

，
刑
法
第
二
四
o

 

條

的

第

二

種

行

爲

方

式

，
是

以

這

種

惡

害

進

行

未

來

的

威

脅

。

根
搛
四
位
法
官
的
看
法
’
如
果
類
推
禁
止
原
則
的
雙
重
目
的
被
顧
慮
到
了

 ’
也
就
一
^

在
憲
法
上
的
疑
義
了
。
固

 

然
可
能
在
邊
緣
情
況
，
是
否
一
個
行
爲
和
法
律
構
成
要
件
合
致
，
會
有

疑

問

，
但
是
受
處
罰
的

風

險

，
對
國
民

而

言

，
 

至
少

根

據

文

獻

上

所

承

認

的

判

決

，
是

可

以
事
先
預
見
的
(
就
它
的
意
義
參
照

B
v
e
a
G
E
U
,

 1
2
5
3
1

 28,

 

1
7
5
0
8
3
】；

37,

 20
1
〔2
0
8
】；

.26,

 4I
〖4
2q

;

 57,

 25
0
〖M

〗
)

*
而
訴
願
人
自
己
並
未
主
張
他
們
不
曾
想
到
會
被
處
罰

。
 

就
類
推
禁
止
原
則
另
一
個
規
定
目
的
’
即
確
保
立
法
者
的
職
資
而
言
’
對
强
暴
概
念
的
擴
張
解
釋
也
無
不
符
合
之
處
’
 

因
爲
立
法
者
藉
著
使
用
「
暴
力
活
動
」
的

概

念

，
類
似
於
在
其
他
刑
法
規
定
所
使
用
的
(
參

照

刑

法

第

—.
一
三
條
第
二



項
第
二
款
，
第

::
一
四
條
以
下
)：

樣

，
應
該
可
以
爲
强
制
罪
的
規
定
確
立
：
個
比
較
限
縮
的
適
用
範
圍
，
但
是
立
法

 

者
並
沒
W
利
用
所
述
的
判
決
見
解
變
更
的
機
會
，
採
取
修
法
行
動
，
而
滿
足
於
將
第
二
項
的
卑
劣
性
條
款
，
當
作
對
已

 

擴
張
的
强
暴
概
念
的
修
正
要
件
。

bb)
相

對

地

，
另

外

四

位

法

官

則

贊

成

批

評

意

見

，
而

認

爲

擴

張

强

暴

的

概

念

，
違

反

頚

推

禁

止

原

則

(
其
詳
參

 

閱c
a
s
e
s
，

前

揭

書

-
頁

一
5
0

适

H
-

-
w
o
l
t
e
r
，

前
揭
書
，頁

下

，兩
位
皆
有
詳
細
引
據
；
另
外

K
a
u
f
m
a
r
m

 

，
前

揭

書

以

及G
i
e
h
r
i
n
g

，
前

揭

書

，
頁

5
1
过

下

)

。
根

據

這

些

法

官

的

看

法

，
本

案

中

的

這

種

靜

坐

示

威

，
也
並

 

非

合

法

，
他

們

已

違

反

現

行

集

會

法

和

交

通

條

例

的

規

定

，
但
不

能

以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强

制

性

的

强

暴

行

爲

歸

貴

於

 

參

加

示

威

的

人

，
他

們

除

了

一

些

刑

法

上

不

重

要

的

預

備

行

爲

(
站

到

空

的

車

道

並

滯

留

其

上

)
之

外

，
毋
寧
完
伞
是

 

被

動

地

，
且

恰

好

最

非

暴

力

地

行

爲

。
事

實

上

，
在

系

爭

的

這

些

判

決

中

，
並

未

確

認

受

阻

礙

的
駕
駛
人
感
覺
受
到
暴

 

力

的

强

制

，
這

些

駕

駛

人

依

照

警

察

及

其

+.
.管

的

指

揮

而

停

車

或

基

於

對

現

行

價

値

秩

序

的

尊

重

而

停

車

，
由
於
對
現

 

行
價
値

秩

序

的

fit
重

，
使

得

駕

駛

人

沒

有

强

行

開

車

而

危

害

示

威

人

，
並
a

使

他

們

正

好

因

爲

示
威
人
採
取
沒
有
防
衛

 

的

和

沒

有

暴

力

的

手

段

，
而

免

於

受

到

示

威

人

的

强

制

。

如
果
以
決
定
預
見
可
能
性
的
法
律
公
佈
時
點
爲
準
，
則
將
暴
力
概
念
擴
及
於
這
稗
行
爲
，
對
國
民
而
言
，
已
不
是

 

事
先
可
以
預
見
的
。
無
論
如
何
，
帝
國
法
院
在
一
九
一:
 一
年
還
明
白
指
出
，
現
行
德
國
法
，
依
照
習
慣
上
的
用
語
，
至
 

今
所
理
解
的
强
暴
，
僅
僅
是
使
用
身
體
力
量
以
排
除
抵
抗(R

G
S
t
s
e
,

 8
7
t 881v

火
刑
法
修
正
委
員
會
也
認
爲
，
就
對
 

特
定
個
人
實
施
强
暴
的
槪
念
而
一
百
，
依
照
使
用
語i

百
所
連
帶
的
想
像
，
强
暴
指
的
並
非
輕
微
力
量
的
施
展
，
强
暴
的
槪



三

M

四

念

，
不

可

以

擴

張

到

和

這

種

習

慣

用

語

顯

得

不

相

符

合

的

程

度

(I

九

六

〇

年

刑

法

修

正

草

案

，
頁
一1

4
)

。
相
反
地

 

，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轉

向

一

種

解

釋

，
就

這

種

解

釋

而

言

，
在

一

九

四

五

年

以

前

會

需

要

一

個

當

時

合

法

但

違

度

法

治

國

 

原

則

的

類

推

，
以

便

使

犯

罪

行

爲

人

承

受

不

利

益

，
而

在

雷

普

勒

案

，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甚

至

將

以

心

理

上

受

支

配

的

方

 

式

引

起

無

法

逃

避

的

强

制

作

用

，
定

位

爲

强

暴

(
B
G
H
S
t
2
3
,
4
6
【5
4
】
)

。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的

立

場

隨

即

引

起

批

評

，

一 

個

對

國

民

的

預

見

可

能

性

很

重

要

，
並

且

對

警

力

的

投

入

而

言

値

得

期

許

的

確

定

的

法

律

見

解

，
卻

因

而

無

從

彤

成

，
 

而

比

上

不

足

的

是

，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在

强

姦

案

件

，
對

强

暴

的

槪

念

所

提

出

的

要

件

，
要

嚴

格

得

, #
:
將
人
關
閉
在
一

 

個

閉

鎮

的

空

間

，
還

不

足

以

構

成

使

用

暴

力

的

程

度(N
J
W
1
9
S
1

,
頁2

2
0
4
)
。

根

據

四

位

法

官

的

觀

點

，
特

別

是

從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的

體

系

結

構

，

HJ
以
得
知
將
强
暴
概
念
擴
張
到
本
案
這
種

 

靜

坐

示

威

，
已

逾

越

合

法

解

釋

的

界

限

。
正

如

H
經

提

到

的

，
我

們

可

以

正

確

地

辨

識

出

來

，
立
法
者
並
沒
有
對
每
一

 

種

影

響

意

志

決

定

和

意

志

形

成

自

由

的

强

制

作

用

科

處

刑

罰

，
而

只

規

定

處

罰

特

定

數

量

的

强

制

手

段

。
對
於
立
法
者

 

而
：百

，
如

果

引

起

無

法

逃

避

的

强

制

作

用

這

個

條

件

已

經

足

夠

，
那

麼

就

可

以

不

需

要

將

各

種

强

制

手

段

一

一

羅

列

，
 

因

爲

强

制

的

效

果

，
d
可

從

「
强

制

」
的

概

念

得

出

來

。
此

外

，
正

如

同

帝

國

法

院

曾

經

指

出

來

的(R
G
S
t
6
4
,
1
1
3
)
，

 

將

强

暴

的

概

念r

精

神

化

」

，
會

混

淆

了

它

和r

以

可

感

受

的

惡

害

威

脅

」
之

間

的

界

限

，
使

得

主
要
的
脅
迫
方
式
可

 

以

納

入

强

暴

的

行

爲

方

式

之

中

，
而

使

得

在

條

文

中

明

白

規

定

的

兩

種

手

段

，
失

去

他

們

各

自

獨

立

的

意

義

。
但
如
果

 

立

法

者

認

爲

，
爲

了

限

制

可

罰

範

圍

，
只

有

一

定

限

額

丙

特

定

的

强

制

手

段

是

必

要

的

，
那
麼
基
本
法
第
一
〇

三
條
第

 

二

項

會

要

求

他

堅

守

這

個

決

定

。
如

果

適

用

法

律

時

應

該

任

由

漏

洞

存

在

的

話

，
無

視

於

構

成

要

件

要

素

的

文

義

，
並



且
爲
了
刑
罰
的
目
的
使
立
法
者
所
規
定
的
可
罰
界
限
蕩
然
無
存
*
藉
以

填

補

漏

洞

，
不
可
能
是
判
決
的
職
貴
，
此
外
這

 

將
導
出
難
以
令
人
理
解
的
結
論
，
即
實
際
上
，
每
一
種
示
威
造
成
的
交
通
阻
塞
和
類
似
的
群
眾
集
結
，
即
便
的
確
是
合

 

法
的
集
會
，
依
構
成
要
件
的
規
定
，
必
定
都
會
被
認
爲
是
强
制
規
定
中
的
强
暴
。

在
系
爭
的
這
些
判
決
中
，
所
處
理
的
並
不
是
如
何
抗
制
利
己
的
犯
罪
行
爲
，
而
是
生
活
領
域
中
的
刑
事
訴
追
，
而

 

生
活
領
域
內
的
秩
序
，
特
別
倚
賴
立
法
者
負
責
任
的
決
定
，
因
此
嚴
格
遵
守
類
推
禁
止
原
則
，
更
有
其
必
要
。
參
與
靜

 

坐
封
鎖
的
人
，
了
解
這
是
針
對
具
有
高
度
政
治
性
爭
議
問
題
進
行
爭
論
的
一
部
分
，
無

論

如

何

，
他
們
的
行
爲
可
能
可

 

以
如
此
認
定
：
使
爭
論
在
無
暴
力
的
情
況
下
進
行
，
並
且
使
暴
力
和
非
暴
力
的
界
限
保
有
淸
晰
的
輪
廓
，
是

I

種
高
度

 

的
公
共
利
益
，
如
果
將
和
平
靜
坐
封
鎖
所
造
成
的
心
理
上
的
强
制
，
如
同
身
體
暴
力
舉
動
所
造
成
的
强
制
，
當
作
强
暴

 

處

理

，
那
麽
其
他
所
正
確
指
摘
的
概
念
混
淆
的
情
況
，
是
政
府
檐
關
自
己
所
促
成
的
。
如
杲
眞
發
生
了
槪
念
混
淆
的
情

 

況

’
那
麽
無
論
如
何
必
須
由
立
法
者
負
起
貴
任
’
確
定
立
法
者
的
責
任
’
是
類
推
禁
止
原
則
兩
個
目
的
中
的
一
個
’
類

 

推
禁
止
原
則
*
將
規
範
犯
罪
構
成
要
件
的
職
權
，
嚴
格
保
留
給
立
法
者
-
並
且
在
這
層
意
義
上
，
類
推
禁
止
原
則
不
僅

 

建
立
在
可
預
見
性
這
個
法
治
國
的
要
求
上
面
，
而
且
同
時
建
立
在
民
主
原
則
以
及
從
民
主
原
則
所
引
申
出
來
特
別
的
立

 

法
責
任
上
面
，
並
且
更
進
一
步
地
，
建
立
在
分
權
原
則
和
分
權
原
則
所
要
達
到
的
國
家
權
力
自
制
的
目
標
上
面
，
同
樣

 

最

後

建

立

在

下

面

這

種

思

想

上

面

，
即

用

以

保

護

個

人

自

由

的

刑

法

，
必

須

保

有

必

要

的

不

周

密

性

(
參

閱V
.

 

M
U
n
c
h
,

 G
p
 2A

n
f
l
.,

 19
8
3
,

 Ar
t

 10
3
6

 Rd
n
n
l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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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二
五



根

據

法

庭

一

致

的

看

法

，
憲

法

不

許

可

不

制

裁

本

案

的

這

種

靜

坐：：

小

威

，
但

是

，
對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合

憲

的

解

 

釋

和

適

用

是

，
在

强

暴

概

念

已

遭

擴

張

的

情

況

下

，
肯

定

具

備

强

制

性

的

强

暴

，
並

不

表

示

同

時

肯

定

具

有

違

法

性

，
 

在

考

慮

各

種

情

狀

時

，
更

應

考

慮

被

立

法

者

當

作

修

正

要

素

加

以

規

定

的

第

二

項

卑

劣

性

條

款

，
由

於

這

一
點
在
判
斷

 

新

烏

爾

姆

的

靜

坐

封

鎖

時

，
被

置

而

不

論

，
因

此

必

須

准

許

第

六

位

訴

願

人

的

憲

法

訴

願

。
在

其

他

的

案

子

中

，
根
據

 

四

位

法

官

的

見

解

，
對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的

合

憲

解

釋

和

適

用

，
同

樣

會

使

得

受

攻

擊

的

判

決

遭

到

廢

棄

，
因
爲
本
案

 

中

的

這

些

行

爲

，
在

考

慮

到

各

種

情

狀

，
包

括

示

威

者

所

追

循

的

抗

議

目

的

之

後

，
只
要
沒
W
其
他
特
別
的
情
事
發
生

 

，
通

常

不

會

被

認

爲

是

卑

劣

的

。
但

根

據

支

持

判

決

的

另

外

四

位

法

官

的

見

解

，
判
斷
對
於
具
備
卑
劣
性
具
有

诀
定
性

 

的

事

實

，
是

刑

事

法

庭

的

職

責

，
而

在

刑

事

法

庭

就

系

爭

的

案

例

所

作

成

的

判

決

中

，
無
法
看
出
任
何
因
爲
對
基
本
法

 

根

本

上

有

不

正

確

的

見

解

所

造

成

的

錯

誤

。

1.
如

果

立

法

者

已

將

本

案

中

這

種

靜

坐

示

威

，
規

定

爲

違

反

秩

序

，
或

者

也

規

定

爲

刑

事

的

不

法

，
那
麼
在
憲
法

 

上

是

無

可

質

疑

的

。

M
訴

願

人

將

他

們

的

行

動

理

解

爲

，
以

象

徵

性

的

行

爲

集

體

表

達

意

見

，
亦

即

理

解

爲

，
就
反
對
危
及
先
命
的

 

核

子

軍

備

競

賽

而

言

，
固

然

逯

無

力

的

，
但

是

可

引

起

注

意

的

抗

議

，
並

且

因

而

是

集

會

自

由

基

本

人

權

的

實

踐

(
就

 

這
！點
參
照

B
v
e
r
f
G
E
6
9
,
3
1
5p

4
3
〗T

並

不

因

爲

他

們

被

認

定

爲

以

强

暴

手

段

實

施

强

制

而

被

科

處

刑

罰

，
他
們
的

 

靜

坐

封

鎖

即

因

而

被

排

除

在

基

本

法

的

適

用

範

圍

之

外

，
蕋

本

法

第

八

條

固

然

只

保

障

「
和

平

」
集

會

的

權

利

(.這
一
 

點

參

照B
v
e
r
f
G
E
s
，

頁

3
5
9
f .

)

，
遨

法

上

不

和

平

的

概

念

，
卻

不

能

和

判

決

所

發

展

出

來

刑

法

上

廣

義

的

暴

力

概



念

等

置

，
相
反
地
已
可
認
爲
，
憲
法
將
不
和
平
評
價
爲
和
使
用
武
器
一
樣
，
亦
即
明
顯
地
指
具
有
一
些
危
險
性
的
外
部

 

行

爲

，
例
如
暴
力
舉
動
或
對
人
或
物
的
攻
擊
性

暴

行

，
並
且
基
本
法
的
適
用
與
否
，
並
非
決
定
於
對
第
三
人
的
阻
礙
是

 

立
意
使
然
或
只
是
受
到
容
忍
而
已
。
無

論

如

何

，
就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廣
義
的
法
律
保
留

而

言

，
沒
有
必
要
對
和

 

平
的
概
念
作
狹
義
的
理
解
，
並
且
沒
有
必
要
因
而I

開
始
就
這
樣
限
制
基
本
人
權
的
保
障
範
圍
，
致
使
法
律
保
留
完
全

 

失
去
功
能
(相
同
意
見
參

閲
 

H
e
r
z
o
g
,

 

in 

M
a
u
n
z
/
D
b
V
i
g
,

 

G
P 

1981, 

A
r
t

boR
d
n
r
.

 

5
8
B 

a
o
f
f

 
日 a

n
n
-
R
i
e
m

 
in 

w
a
s
s
e
r
s
a
n
n

【H
r
m
w
.
〕
，

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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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i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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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
t
e
m
a
t
i
v
k
o
m
m
e
n
t
a
r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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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d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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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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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M
u-P
c
h,
 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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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
p
A
r
t
.
8

 

R
d
n
r
.

 

19; 

E
r
i
chsen, 

Z
u

 

d
e
n

 

G
r
e
n
z
e
n

 

d
e
r

 

Demonstrationsfreiheit, 
V
e
r
w

 

A
r
c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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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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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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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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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k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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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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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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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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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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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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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r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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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r
e
c
h
t

 

d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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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 

S. 

llsff.) 

。
只
要
參
加
的
人
限
於
消
極
的
抵
抗
，
並
且
保
持
和
平
狀
態
，
文
獻
上
多
數
也
會
認
爲
，
靜
坐
封
鎖
可
以
認
定
爲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的
集
會
，
如
此
一
來
就
趨
於
一
致
了
，
就
是
集
會
法
，
也
只
會
將
有
暴
力
活

動

的

集

會

，
或
者
暴
動
的
集
會

 

，
當
作

是

不

和

平

的

(
第
五
條
第
三
款
、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
。

援
引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
並
不
能
因
而
使
訴
願
人
的
靜
坐
封
鎖
被
認
定
爲
合
法
，
上
述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明
白

 

規

定

，
立
法
者
可
以
對
戶
外
集
會
的
基
本
人
權
加
以
限
制
，
在
這
個
法
律
權
眼
內
，
立
法
者
對
於
有
計
劃
的
交
通
阻
塞

 

，
也
可
以
立
法
予
以
制
裁
，
無

論

如

何

，
集
會
法
第
十
五
條
的
規
定
，
屬
於
限
制
基
本
人
籀
的
限
制
，
而
且
是
嫌
法
所

 

許
可
的
限
制
，
根
據
該
條
的
規
定
，

I

個
集
會
在
直
接
危
及
公
共
安
全
時
，
可
以
被
解
散
(
這
一
點
參
照

三
二
七



三
二
八

B
v
e
r
f
G
—

,

頁

I

 
,
如

果

在

許

可

的

範

困

內

，
根
搛
符
合
集
會
自
由
的
基
本
意
義
適
用
集
會
法
第
十
五
條
，
 

則
對
本
某
道
種
例
子
予
以
解
散
’
也
是
合
法
的
。
在
道
裏
可
以
認
潙
’
集
會
自
由
原
則
上
包
栝
自
我
決
定
集
會
的
方
式

 

和
地
點(B

v
e
r
f
G
E
s
，

頁

3
4
3
T

並
且
因
而
包
括
共
同
使
用
供
大
眾
使
用
的
街
道
的
權
利
。
訴
願
人
也
很
正
確
地
指

 

出

來

，
任
何
集
會
自
由
權
，
無

可

避

免

地

和

,些
阻
礙
性
的
強
制
效
果
密
不
可
分
，
因
爲
在
集
會
地
點
的
第
三
人
，
由

 

於
示
威
者
身
體
的
澈
留
，
必
然
會
受
到
推
擠
。
這
種
阻
礙
和
强
制
效
果
，
卻
只
有
當
他
們
M
社
會
相
當
的
附
帶
效
果
而

 

和
合
法
示
威
密
不
可
分
時
，
以
及
即
便
課
以
可
期
待
的
負
擔
仍
無
法
避
免
時
，
方
才
能
依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阻
卻
逍
法
，
 

如
果
對
第
三
人
的
阻
礙
，
不
僅
僅
是
被
容
忍
的
附
帶
效
果
，
而
是
有
意
提
高
對
示
威
訴.

求

的

注

意

，
即
欠
缺
道
種
前
提

 

要

件

。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已
在
雷
普
勒
一
某
中
，
中
肯
地
指
出
來
，
憲
法
固
然
爲
群
眾
的
i

行
勖
開
啓
廣
大
的
迴
旋
空

 

間

，
但
是
沒
有
人
有
權
藉
著
有
計
盡
的
和
有
意
的
阻
礙
，
以
提
高
公
眾
的
注
意(B

G
H
S
t
2
3
,
4
6t 5

6f .】r

倒
反
而
使
得

 

警
察
有
權
制
止
干
擾
的
人
並
解
散
集
會
，
以
便
當
阻
礙
已
超
越
輕
微
的
程
度
時
，
維
護
被
阻
礙
的
第
三
人
的
權
利
。
無

 

論

如

何

，
有
了
道
種
合
法
的
解
散
，
在
本
案
的
情
形
’
也
採
取
了
道
種
^
口
法
的
解
散
’
即
不
能
再
引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
 

作
爲
進
行
靜
坐
封
鎖
的
一
種
阻
卻
違
法
事
由
。

W
也
不
能
根
據
人
民
不
服
從
的
觀
點
，
將
靜
坐
封
鎖
評
價
爲
對
圉
民
權
利
合
法
的
實
踐
。

不
同
於
對
不
法
制
度
的
抵
抗
權
，
人
民
或
市
民
的
不
服
從
，
被
理
解
爲
人
民
對
個
別
重
要
的
官
方
決
定
的
反
抗
，
 

以
便
透
過
示
威
的
、
旗
幟
鲜
明
的
抗
議
，
甚
至
引
起
側
目
的
違
規
行
爲
’
對
一
個
被
認
爲
是
會
帶
來
劫
f

 ’
並
且
和
 

倫
.理
乖
逋
的
決
定
，
作

出

回

應

(.參

閱

rfv
a
n
g
e
l
i
s
c
h
e

 Ki
r
c
h
e

 u
n
d

 freiheitliche

 De
m
o
k
r
a
t
i
e
*
l
s

 忘

錄

’



1
9
8
5
,

頁2
1f .

)

和
平
暨
衡
突
硏
究
機
構
的
意
見
，
以
及
學
說
見
解
則
指
出
，
採
取
這
種
行
動
的
動
機
，
只
能
是
具
有

 

重
要
普
遍
意
義
的
事
務
，
特
別
只
能
是
爲
防
止
對
社
舍
的
嚴
重
危
害
。
本
案
的
道
些
情
況
，
並
不
是
對
抗
議
原
因
予
以

 

實
際
的
阻
止
’
尤
其
不
是
在
有
效
癱
痪
圔
家
的
檐
能
，
而
只
是
爲
公
眾
意
見
形
成
過
程
製
造
戯
劇
性
的
效
果
’
行
動
的

 

特
徵
始
終
是
’
無
論
如
何
非
曩
力
的
並
且
因
而
在
排
除
街
其
他
人
的一

切
風
險
的
情
浣
下
’
表
現
不
服
從
，
而
且
在
公

 

共
餍
面
上
並
因
而
在
原
則
上
是
可
以
掌
握
的
’
此

外

’
在
顧
及
到
各
種
情
況
之
下
’
就
實
際
上
必
須
完
全
吻
合
的
意
義

 

而

言

，
時
問
和
地S

S

遘

擇

，
都
是
逋
當
的
。

.驊

邦

最

高

法

院

在

雷

普

勒

一

案

中

，
以

和

民

主

法

治

國

基

本

原

則

不

符

爲

由

，
拒
絕
對
這
種
行
動
表
示
尊
重

 

t
B

G
I

 

4
1t 5

6ff >
道
個
見
解
在
文
獻
上
受
到
支
持
’
理
由
是
人
民
不
眼
從
是
對
法
律
的
破
*

 ,
違

反

維

持

內

 

國

和

平

的

義

務

，
牴
觸
法
律
之
前
人
人
平
等
的
原
則
，
並
且
漠
視
爲
一
個
民
主
社
舍
而
設
計
的
多
數
決
原
則

 <
參
两

 

K
a
r
p
e
n

，
前

揭

書

，
附

詳

細

引

證

：
進
一
步
參
開l

i
s
e
e

,
前
掲

餮

；D
o
e
h
r
i
n
g

 ,
前

揭

害

；

E
n
g
e
l
h
a
r
d

，
前

 

揭
書
)

。
相

反

地

，
和
平
曁
衝
突
研
究
機
構
則
指
出
，
人
民
不
服
從
的
構
想
，
是
在
比
較
成
熟
的
英
美
民
主
制
度
中
，
 

因
爲
甄
雜
到
民
主
的
意
見
形
成
遇
程
是
一
種
試
誤
過
程
而
不
完
美
’
從
而
發
展
出
來
的
。
上

面
提

到

的r

基
督
敎
會
與

 

自
由
民
主
」
備

忘

錄

，
在
另
一
個
事
例
上
，
封
於
人
民
和
公
務
員
服
從
法
律
的
倫
理
有
重
要
的
說
明
貢2一

 24
Q

。

這
 

個
備
忘
錄
提
出
警
吿
，
認
爲
人
民
不
服
從
行
動
所
具
有
的
嚴
肅
性
和
挑
戰
性
，
應
該
藉
著
指
出
議
會
政
府
e

制
和
它
的

 

多
數
決
具
有
法
定
牲
和<

D

法

性

，
而
加
以
排
除
，
即
便
這
種
行
動
是
違
法
的
，
並
且
應
受
制
裁
，
也
應
該
認
眞
地
將
他

 

們
當
作
是
對
民
主
決
策
內
涵
和
方
式
的
質
問
(
前
揭
頁2

2
)

。



=
1

三o

在
本
茱
的
關
係
上
，
沒
有
進
一
步
研
究
道
偶
難
題
的
必
要
。
根
據
四
位
法
官
的
意
見
，
人
民
不
服
從
的
行
動
是
否

 

必
須
遵
守
上
述
嚴
格
的
前
提
要
件
這
個
問
埋
’
對
於
決
定
那
一
種
制
裁
方
式
是
逋
當
的
’
以
及
是
否
一
個
强
制
行
爲
應
' 

該
被
認
定
爲
卑
劣
的
(
參
照
下
面
m
2l 

h
a
a
.
)

①
道

兩

件

事

，
是
很.

重

要

的

’
但
道
絕
不
足
以
使
有
計
畫
且
有
意
造

 

成
交
通
阻
塞
的
靜
坐
封
鎖
合
法
化
’
也
不
足
以
阻
止
政
府
機
醐
將
他
們
視
爲
逮
反
秩
序
或
犯
罪
’
而
當
人
民
不
眼
從
的

 

行
動
和
阻
礙
交
通
一
樣
’
侵
害
到
第
三
人
的
權
利
時
’
至
少
道
個
問
題
是
不
可
能
被
考
慮
的
’
第
三
人
在
這
裏
’
在
他

 

的
自
我
決
定
播
受
到
侵
害
的
情
祝
下
，
被
利
用
作
爲
迫
使
公
眾
注
窓
的H

具

。
此
外
賊
於
根
據
人
民
不
服
從
的
倡
導
者

 

的

意

見

，
象
徽
性
地
牴
觸
法
規
的
決
心
’
屬
於
人
民
不
服
從
的
本
質
’
以
及
不
眼
從
將
被
定
義
爲
非
法
而
有
受
相
當
制

 

裁
的
風
險
的
行
爲
包
括
在
內
’
以
作
爲
势
公
眾
意
見
形
成
過
程
發
揮
影
響
的
手
段
道
些
觀
點
’
皆
不
必
予
以
理
會
。
就

 

上
述
的
目
的
而
言
，
引
兩
人
民
不
服
從
的
觀
點
，
作
爲
牴
觸
法
律
的
阻
卻
違
法
事
由
，
顯
然
是
荒
謬
的
，
還

好

，
在
言

 

詞
審
理
程
序
中
’
訴
潁
人
也
沒
有
嘗
試
這
麽
做
o

2.
立

法

者

藉

著

刑

法

第

二

四

O

條

第

二

項

的

卑

劣

性

條

款

，
對

不

逋

當

的

制

裁

採

取

預

防

措

施

道

個

觀

點

’
對
於

 

進

一

步

審
査
受

指

摘

的

判

決

，
是S

助

的

。
道

個

立

法

者

的

特

別

設

計

——

只

要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被

適

用

在

有

爭

 

醮

的

道

種

靜

坐

封

^

也

具

有

憲

法

上

的

重

要

性

。

註

①.
•
頁2

5
7
^
5

下

»)
藉

著

以i

性
條
款
修
正
構
成
要
件
的
方
式
，
立
法
者
將
强
制
罪
的
處
罰
範
園
限
制
在
某
些
行
爲
上
面
，
即

 

針
對
行
爲
人
所
設
定
的
目
的
而
使
用
暴
力
或
以
惡
害
相
脅
，
應
認
定
爲
S

的
道
種
行
爲
。
道
個
條
款
是
比
例
原
則
的



表

現

，
它
排
斥
過
度
的
制
裁
，
並
且
和
貴
任
與
刑
罰
相
當
原
則I

致

。
靜
坐
示
威
的
參
與
者
，
也
可
以
主
張
道
些
想
法

 

上
的
基
本
原
則
，
其

中

，
究
竟
依
據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或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作
爲
檢
驗
檫
準
，
則
無
關
緊
要
。
當
以
有
捶
亂

 

分
子
爲
由
而
發
布
解
散
命
令
，
而
因
爲
示
威
被
合
法
解
散
，
以
致
於
集
會
自
由
的
特
別
基
本
人
權
對
那
些
擾
亂
分
子
不

 

適

用

時

，
如
果
引
用
基
本
法
第
二
條
第I

項
作
爲
檢
驗
標
準
，
仍
然
受
窻
法
上
禁
止
不
合
比
例
原
則
的
制
裁
的
保
護
(
 

亦
參
照

 

B
V
e
r
f
G
E
1
9
,
2
0
6
{
2
1
5f

 

2
2
5
V

聯
邦
嫌
法
法
院
早
在
過
去
的
判
決
中
，
將
责
任
與
刑
罰
相
當
原
則
，
認
定
爲
國
家
機
關
的
憲
法
義
務
。
此

後

，
從

 

基

本

法

的

一

般

原

則

引

申

出

，
所

規

定

的

制

裁
必
須
和
行
爲
的
嚴
重
程
度
以
及
行
爲
人
的
責
任
成
相
當
的
比
例
(
 

B
v
e
r
f
G
E
e
ŝsstA

®
】
：

刑
事
判
決
)
，
如
此
一
來
，

责

任
原
則
在
限
制
刑
罰
的
作
用
上
，
和
禁
止
過
度
原
則
 

d
l
b
e
r
m
a
/3

 

v
e
r
b
o
t
s

相
配
合9
v
e
r
f
G
E
50,205

 t 2
1
5
v

因
此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重
覆
坶
審
査
，
是
否
以
及
在
什
麼

 

前
提
下
，
量
刑
和
這
個
過
度
禁
止
原
則
一
致
，
或
者
置
刑
是
否
違
反
窻
法
上
有
意
義
及
適
度

f
i
刑
的
原
則
(參
照
 

B
v
e
r
f
G
E
45;L 8

7
〔2
5
3ff .】；

2
,

 26
1
【2
7
0f
.
Y

只
要
立
法
者
讓
法
官
在
童
刑
的
時
候
，
可
以
在
相
當
的
刑
度
內
，
科
處
相
當
於
罪
貴
的
刑
蜀
，
通
常
已
足
以
避
免

 

違
反
比
例
原
則
的
制
裁
。
例
如
可
以
從
這
裡
著
手
；
使
犯
罪
構
成
要
件
精
確
描
述
確
實
應
罰
的
不
法
，
並
且
讓
刑
罰
完

 

全
決
定
於
個
案
中
個
人
寊
任
的
輕
重
程
度
。
但

是

，
如
果
犯
罪
構
成
要
件
寬
鬆
的
規
定
，
將
使
得
某
些
行
爲
方
式
受
處

 

罰

，
而
對
這
些
行
爲
方
式
而
言
，
所
規
定
的
制
裁
，
依
種
類
和
髙
度
，
似
乎
是
不
相
當
的
，
那
麼
即
使
有
科
處
較
輕
刑

 

罰
的
機
會
，
也
是
不
夠
的
。
在
以
强
制
罪
構
成
要
件
保
護
意
志
決
定
和
意
志
形
成
自
由
時
，
立
法
者
也
正
好
注
童
到
這



種

危

除

，
强
制
罪
構
成
要
件
在
它
的
逋
用
幅
度
上
，
包
括
某
些
差
異
棰
大
的
行
爲
方
式
，
從
嚴
重
的
刑
事
不
法
到
入
口
法

 

的

阻

礙

行

爲

，
道
種
阻
礙
行
爲
*
只
有
藉
助
於
第
二
項
的
卑
劣
性
條
款
，
才
能
被
排
除
在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的
適
用
範

 

圍

之

外

，
在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强
暴
手
段
的
適
用
範
圔
因
爲
f

概

念

的

擴

張

，
而
和
一
九
四
三
年
新
修
正
的
脅
迫
手

 

段

類

似

，
都
具
有
修
正
的
必
要
性
的
情
況
下
，
爲
了
確
保
有
意
義
的
並
且
適
度
的
刑
罰
，
第
二
項
這
個
條
款
具
有
高
度

 

的

重

要

性

。

但
是
如
果
立
法
者
根
搛
嫌
法
上
的
命
令
或
禁
止
規
定
，
增
訂
了

 一
項
限
制
可
罰
性
的
修

IE
規

定

，
則
受
法
律
拘
束

 

的

法

官

’
不
可
以
對
這
個
規
定
視
而
不
見
(
亦

參

照B
V
e
r
f
G
E
49,

 M
3
2
0
1
}
，

如
果
法
院
認
定
參
加
靜
坐
封
鎖
的
人

 

已
實
施
了
强
制
性
强
暴
的
構
成
要
件
，
同
時
將
隱
含
的
效
果
評
價
爲
違
法
，
因
而
實
際
上
使
得
卑
劣
性
條
款
落
空
’
就

 

是
無
親
於
規
定
的
存
在
。
聯
邦
最
髙
法
院
在
雷
普
勒
一
案
中(B

G
H
S
t
23,

 4
6t 5

4f .l

認

爲

’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第
二
項

 

,
因
爲
第
一
項
構
成
要
件
的
擴
張
，
才
有
存
在
的
必
要
，
第
一
項
的
擴
張
只
關
係
到
脅
迫
的
手
段
，
在
使
用
强
暴
手
段

 

時

，
只
有
特
別
的
情
狀
才
能
排
除
卑
劣
性
的
判
斷
。
但

連

，
道
個
驩
含
效
果
的
見
解
，
卻
似
乎
只
有
當
强
暴
手
段
，
是

 

在
带
國
法
院
遢
去
的
判
決
所
理
解
的
意
義
下
被
實
施
’
而
因
此
實
行
了
一
個
犯
罪
行
爲
，
並
且
道
個
犯
罪
行
爲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皆
能
被
視
爲
違
法
的
情
況
下
，
才

能

被

主

張

，
如
果
暴
力
槪
念
相
反
地
被
「
反
物
質
化
」

，
而
擴
及
於
心
理
上

 

的

强

制

作

用

，
則
欠
缺
任
何
內
在
的
理
由
，
在
適
用
刑
罰
規
範
時
，
對
法
律
上
作
爲
修
正
要
素
加
以
規
定
的
卑
劣
性
條

 

款

視

而

不

見

，
正
好
在
有
這
種
擴
張
的
情
況
下
，
才
有
必
要
和
在
脅
迫
手
段
上
面
一
樣
，
作
顧
及
各
種
可
能
情
況
的
考

 

童

。
如
果
法
官
認
爲
可
以
將
一
個
相
當
的
行
爲
認
定
爲
强
暴
，
同
時
因
爲
强
暴
手
段
無
論
如
何
都
是
S

的
並
且
因
而



含

有

違

法

性

，
因
此
足
以lie

定
卑
劣
性
的
存
在
，
那
麽
一
個
具
體
的
犯
罪
行
爲
所
需
要
的
接
近
事
實
的
評
價
，
將
在
不

 

被
許
可
的
狀
況
下
，
被
字
義
的
抽
象
化
所
取
代
。

這
個
見
解
如
今
也
被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在
一
九
八
六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爲
阻
止
雷
普
案
判
決
的
裁
定
中
加
以
採
用
。
 

根
據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的
見
解
，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第
二
項
卑
劣
性
條
款
表
現
一
種
認
知
，
即

在

個

案

中

，
法
律
所
保
護

 

的
自
由
空
間
的
界
限
，
只
有
當
强
制
手
段
和
强
制
目
的
結
合
在
一
起
時
，
才

可

能

出

現

，
因

此

，
在
掌
握
一
切
對
手
段

 

與
目
的
關
係
重
要
的
事
實
和
關
係
之
後
，
有
必
要
對
相
關
的
權
利
、
法

益

和

利

益

，
根
據
他
們
在
各
該
情
況
中
的
份
量

 

，
加

以

權

衡

，
這
也
適
用
於
行
爲
人
只
施
展
循
弱
的
力
置
，
而
使
心
理
上
受
支
配
的
狀
況
雄
嫌
存
在
的
例
子
，
如

此

一

 

來

，
示
威
者
一
開
始
即
打
算
造
成
由
他
所
引
起
的
交
通
阻
塞
這
個
事
實
，
並
非
始
終
是
判
斷
卑
劣
性
的
一
個
充
分
條
件

 

。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這
個
見
解
可
以
贊
同
，
同

時

，
在
暴
力
槪
念
擴
張
適
用
於
本
案
這
種
靜
坐
示
威
時
，
卑
劣
性
條
款
不

 

僅
在
單
純
適
用
法
律
的
領
域
內
，
可

以

被

援

用

，
而
且
基
於
憲
法
上
的
理
由
，
必

須

被

援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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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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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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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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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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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關
於
新
烏
爾
姆
行
動
的
判
決
，
就
第
六
位
訴
願
人
的
案
子
，
沒
有
這
種
對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的
合
嫌
解
釋
和
適

 

用

，
正
好
在
本
案
中
應
該
有
必
要
進
一
步
審
査
，
參
與
靜
坐
示
威
的
人
是
否
卑
劣
地
行
爲
。
根
據
刑
事
法
庭
的
認
定
，
 

訴
願
人
直
到
警
察
淸
場
時
，
只
在
營
區
大
門
口
前
坐
了
短
短
幾
分
鐘
，
有
一
輛
車
當
時
的
確
沒
有
受
到
阻
擋
，
因
爲
主

三
三
三



三
三
四

管

的
美

軍

箪

官

，
在
示
威
之
前
，
已
採
取
交
通
應
變
措
施
，
並
且
建
議
不
要
使
用
大
門
。
在
量

刑

的

時

候

，
法
庭
自
己

 

指

出

，
暴
力
的
使
用
雇
於
最
低
的
程
度
，
並
且
對
於
營
區
的
活
動
沒
有
造
成
任
何
可
以
感
受
到
的
限
制
，
訴
願
人
迫
切

 

要
向
民
眾
指
出
核
子
軍
備
和
裝
置
飛
彈
的
危
險
和
後
果
的
目
的
，
値

得

尊

敬

，
而
且
就
其
本
身
而
言
並
不
卑
劣
。
即
便

 

如

此

，
法

院

邇

是

只

以

「
爲
所
追
求
的
目
樣
而
使
用
强
暴
的
手
段
是
S

的

」
這
樣
的
說
明
作
爲
交
待
，
它
將
使
用
强

 

暴

的

手

段

，
評
價
爲
i
固
然
不
是
明
白
地
，
但
結
論
上
還
是
—

間
接
證
明
了
違
法
性
。
法
院
確
實
深
入
探
究
了
進
一
步

 

的

事

實

(
在
復
活
節
的
星
期
日
单
行
，
因
而
是
在
勤
務
較
少
的
日
子
舉
行
，
行
動
時
間
很
短
並
且
强
度
很
低
，
事
先
有

 

公

布

周

知

、
有
藉
其
他
出
入
口
迴
避
的
可
能
性
並
因
而
只
造
成
强
制
改
道
的
效
果
，
而
且
主
要
是
對
那
些
有
特
別
裝
備

 

的

人

，
以
他
們
爲
抗
議
對
象
)

，
但
不
是
在
審
査
卑
劣
性
條
款
時
，
而
是
在
量
刑
時
，
方
才
加
以
考
慮
。
因
爲
基
於
這

 

些

理

由

，
對
第
六
位
訴
願
人
的
刑
事
判
決
和
駁
回
他
的
上
訴
的
判
決
，
都
必
須
被
廢
棄
，
是
故
深
入
訴
願
人
所
提
出
的

 

其
他
指
摘
即
屬
多
餘
。

b)
在
幾
個
被
其
他
訴
潁
人
所
指
摘
的
判
決
中
，
固
然
同
樣
提
到
强
暴
手
段
隠
含
違
法
性
的
意
義
，
但
並
非
以
此

 

爲

科
刑

的

依

撺

，
因
爲
法
院
另
外
在
討
論
其
他
進一
步

的

事

實

時

’
適
用
卑
劣
性
條
款
’
雖
然
在
幾
個
案
例
中
’
可
能

 

並
沒
有
表
示
得
如
我
們
所
期
待
的
那
樣
淸
楚
。
其

他

的

判

決

’
可
能
因
此
從
憲
法
上
來
看
’
只
能
以
其
他
的
理
由
提
出

 

異

議

，
從
而
基
於
正
反
票
數
相
同
之
故
，
無
法
認
定
有
牴
觸
基
本
法
之
處
。

aa)
如
果
適
用
f

性

條

款

時

’
依
所
許
可
的
方
式
以
進
一
步
的
事
實
爲
依
據
’
則
根
據
四
個
法
官
的
看
法
’
 

對
於
示
威
者
所
追
求
的
目
棵
’
即
不
能
不
予
閎
問
。
固

然

’
在
權
衡
强
暴
手
段
和
所
追
求
的
目
標
時
’
取
決
於
强
制
的



後

果

，
亦

即

取

決

於

靜

坐

封

鎖

所

引

起

的

阻

礙

，
但

是

這

些

强

制

效

果

不

能

被

隔

離

單

獨

觀

察

，
因
爲
他
們
無
論
如
何

 

不

可

能

單

獨

發

生

，
而

只

是

達

到

眞

正

的

示

威

目

的

之

前

，
不

獨

立

的

中

間

步

驟

，
亦

即

是

直

接

的

强

制

目

的

(
迫
使

 

對

意

見

的

表

達

提

高

注

意

)
和

遠

程

目

的

(
抗

議

被

認

定

爲

危

險

的

擴

充

核

子

軍

備

)
的

不

獨

立

的

中

間

步

驟

。
不
同

 

於

某

些

系

爭

判

決

所

持

的

見

解

，
本

庭

認

爲

，
法

院

不

能

以

他

們

不

可

以

評

價

意

見

爲

由

，
甚

至

也
不
評
估
這
個
遠
程

 

目

的

，
在

這

裘

，
這

個

問

題

和

爭

辨

是

否

侵

害

意

見

自

由

，
並

無

根

本

的

不

同

，
即
使
在
爭
論
意
見
自
由
是
否
受
到
侵

 

害

時

，
法

官

也

無

權

判

斷

所

表

達

的

意

見

是

否

正

確

，
然

而

，
在

爭

執

激

烈

的

情

形

，
根

據

判

決

：
向

所

持

的

見

解

，
 

意

見

自

由

更

加

重

要

，
對
於
私
下
直
接
對
私
人
法
益
所
發
表
的
一一：：11

論

，
例

如

在

經

濟

交

易

中

和

追

求

利

H
的
目
標
時
所

 

發

表

的

言

論

，
意

見

自

由

愈

不

束

要

，
而

對

於

與

公

眾

權

益

有

東

要

關

係

的

問

題

，
囚

爲

意

見

爭

執

而

發

表

言

論

時

，
 

意

見

自

由

愈

重

：要

(B
V
e
r
f
G
E
 66,

 1
1
6
L 1
3
9

府

詳

細

引

證

)

。
這

：

點

，
在
決
定
强
制
行
爲
是
否
卑
劣
而
不
被
容

 

許

的

時

候

，
也

必

須

有

其

適

用

，
而

且

要

予

以

適

用

才

對

。
在

這

裡

，
如
果
法
官
無

視

於

利

己

的

行
爲

與

以

公

益

爲

取

 

向

的

行

爲

之

間

重

要

的

差

與

，
即

違

反

與

卑

劣

性

條

款

有

必

然

連

帶

關

係

的

比

例

原

則

和

資

任

與

刑

罰

相

當

原

則

。
如

 

果

立

法

者

將

刑

法

第：：
：

四

◦
條

第

二

項

的

可

罰

性

，
取

決

於

倫

理

h
的

評

價

，
則

對

於

作

這

種

評

價
最
重
要
的
事
實
依

 

據

之

一

的

行

爲

眞

正

的

誘

因

和

唯

一

的

動

機

，
法

官

在

作

具

體

裁

量

時

，
即

不

能

予

以

忽

視

。

如

果

依

所

許

可

的

方

式

，
在

顧

及

：
切

事

實

的

情

況

下

，
也

將

示

威

的

目

的

納

入

考

跫

，
則
根
據
這
四
位
法
官
的

 

意

見

，
如

果

遵

守

比

例

原

則

而

合

憲

地

適

用

刑

法

第

二

四

〇

條

，
只

要

沒

有

更

嚴

重

的

事

實

(
例
如
阻
礙
救
護
車
通
行

 

，
園
堵
第
一：；

人

或

其

他

特

別

强

烈

的

阻

撓

)
發

生

，
刑

事

法

庭

通

常

不

可

以

將

本

案

的

這

種

行

爲

認

定

爲

卑

劣

的

强

制

二

：二
五



三
三
六

,
如
果
並
且
只
要
對

於

人

民
的
不
服
從
遒
守
了
上

述

嚴

格

的

要

件

，
而
且
如
果
卑
劣
性
條
款
依
照
基
本
法
第
八
條
的
基

 

本
精
神
予
以
解
釋
和
適
用
，
無
論
如
何
結
論
必
須
相
同
。
這
裏
所
要
判
斷
的
靜
坐
封
鎖
不
同
於
基
於
犯
罪
動
機
的
强
制

 

行

爲

，
從

下

面

的
特
徵
已
可
突
顯
出
來
，
一
如
所
述
的
，
參

與

靜

坐

的

人

，
並
非
爲
自
己
的
利
益
而
行
爲
，
而
且
暴
力

 

的
手
段
——

只
要
這
些
行
動
的
確
可
以
被
認
定
爲
使
用
强
暴
手
段
的
强
制
——

維
持
在
最
底
線
的
程
度
，
有
人
還
特
意

 

在

相
關

團

體

中

，
訓
練
非
暴
力
的
技
能
。
進

一
步
的
特
徵
是

，
這

些
行
動
以
具
有
重
要
的
、
普
遍
性
意
義
的
事
務
爲
對

 

象
丨
而
不
是
以
純
粹
團
體
特
殊
的
或
經
濟
上
的
利
益
爲
對
象
：
他
們
在
事
先
向
大
眾
宣
佈
之
後
才
展
開
：
參
加
的
人
想

 

要
在
公
眾
意
見
形
成
過
程
，
透
過
象
徵
性
的
行
爲
，
依
語
言
所
具
有
的
眞
正
意
義
，
表

達
他
們
的
立
場
，
而
不
像
在
邊

 

界
進
行
卡
車
封
鎖
和
在
法
蘭
克
福
佔
據
戲
劇
院
的
情
形
，
想
要
對
有
決
定
權
的
人
，
造
成
有
效
的
强
制
效
果
；
並
且
他

 

們

毫
無
抵
抗
地
任
由
警
察
對
他
們
採
取
干
預
措
施
。
如

果
具
備
了
這
些

要

件

，
而
且
交
通
阻
礙
所
持
績
的
時
間
和
阻
礙

 

的

程

度

，
保
持
在
可
以
忍
受
的
界
限
之
內
，
若

想
要
認
定
靜
坐
封
鎖
不
僅
可
依
法
解
散
，
甚
至
是
卑
劣
的
强
制
而
不
被

 

許

可

，
則
卑
單
依
據
有
意
以
阻
礙
作
爲
抗
議
手
段
而
不
是
將
阻
礙
當
作
純
粹
是
無
法
避
免
、
應
被
容
忍
的
附
帶
效
果
這

 

個

事

實

，
是

不

夠

的

(.亦
參
照B

G
H
S
t
l
S
,

 3
8
9t 3

9
2
M

於
超
車
時
的
阻
礙
)

。
因

此

，
根
據
四
位
法
官
的
意
見
，
所

 

有
憲
法
訴
願
應
發
回
刑
事
法
庭
更
審
，
以
便
刑
事
法
庭
能
針
對
他
們
有
義
務
審
査
的
問
題
，
是

否

只

存

在

一

般

情

況

，
 

或
者
是
否
因
爲
特
別
的
事
實
存
在
例
外
地
應
肯
定
具
有
卑
劣
性
，
作

補
充
說
明
。

®

然
而
遭
指
摘
的
判
決
並
沒
有
被
廢
棄
，
因
爲
這

些

判

決

，
根
據
贊
成
判
決
的
其
他
法
官
的
見
解
，
在
憲
法

 

上
無
可

指

摘

。
這
些
法
官
依
據
判
決
一
向
所
持
見
解
認
爲
，
對
於
沒
有
憲
法
疑
義
的
一
般
法
律
規
定
的
解
釋
和
適
用
，



®
本
t

是
一
般
有
管
轄
權
的
法
院
的
職
掌
，
而
憲
法
法
官
只
能
就
解
釋
h

的
錯
誤
加
以
審
查
，
這
種
錯
誤
必
須
是
由
於

 

對
基
本
權
利
的
意
義
有
著
根
本
1
不
正
確
的
見
解
所
致
，
而
且
必
須
在
他
們
實
質
的
意
義
上
，
對
於
解
決
具
體
的
法
律

 

衝

突

，
具

有

：
些

重

要

件

(
參
照

B
v
e
r
f
G
E
s
8
5
〔9
2
a

 42,

 14
3
【1
4
s
f
J
;

 66,

 l
l

a

s
)
。
®
於
已
經
討
論
過
的

 

理

由

，
如
果
刑
韦
法
庭
在
將
强
暴
的
概
念
擴
及
於
本
案
這
種
靜
坐
示
威
時
，
絲
毫
沒
有
審
查
皁
劣
性
條
款
，
並
認
爲
强

 

暴
手
段
足
以
據
以
間
接
認
定
具
有
卑
劣
性
，
固
然
已
犯
了
這
種
憲
法
上
重
耍
的
錯
誤
，
適
用
卑
劣
性
條
款
所
連
帶
要
作

 

的
事
貿
評
估
，
卻
是
專
業
法
庭
M

體
斷
案
時
所
被
賦
下
的
典
型
任
務
，
以
此
而
言
，
聯
邦
遼
法
法
院
不
能
規
定
刑
事
法

 

庭
必
須
作
某
極
特
定
的
考
量
。

根

據

這

四

位

法

官

的

觀

點

，
刑

亊

法

庭

在

受

指

摘

的

判

決

中

對

事

實

所

作

的

評

價

，
看
不
出
有
憲
法
上
重
要
的
瑕

 

疵

，
是

否

刑

亊

法

庭

對

卑

劣

性

條

款

的

適

用

，
在

某

個

或

其

他

案

例

中

，
曾

經

導

致

它

的

正

確

性

値

得

爭

議

的

結

論

，
 

岈

以

置

而

不

論

，
因

爲

這

還

不

足

以

促

成

憲

法

法

官

的

介

入

。
無

論

如

何

，
刑

事

法

官

在

審

杏

卑

劣

性

條

款

時

，
從
憲

 

法

的

角

度

來

看

，
並
沒
有

盡

到

評

估

示

威

的

遠

程

S
標

的

義

務

。
佴

在

量

刑

時

有

顧

及

遠

程

目

標

和

行

爲

動

機

的

情

彤

 

下

，
比

例

原

則

和

責

任

與

刑

罰

相

當

原

則

毋

寧

也

巳

被

充

分

地

遵

守

了

，
正

如

同

在

受

指

摘

的

判

決

中

H
經
做
到
而
且

 

導

致

低

度

的

S
刑

一

樣

。

IV
、

經

過

：
切

考

量

之

後

，
只
有
第
六
位
訴
願
人
的
憲
法
訴
願
被
准
許
，
其
他
的
訴
願
則
無
功
而
返
，
因
爲
表
決
時
正

 

反
票
數
相
同
，
既
不
能
在
審
査
基
本
法
第
一
〇

三
條
第M

項

的

標

準

時

，
也
不
能
在
解
釋
卑
劣
性
條
款
的
適
用
時
，
認



定
有
牴
觸
基
本
法
之
處
，
而
且
看
不
出
有
其
他
侵
害
基
本
人
權
的
情
形c

(簽
名
)

D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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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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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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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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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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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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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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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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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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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r
.

 Ni
e
m
e
y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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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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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fieu 

b
n
e
r

 D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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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n
s
c
h
e
l

 D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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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
雜
誌
報
導
中
醫
療
廣
告
禁
止
」
之
判
決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判
決
集
第
八
十
五
卷
第
二
百
四
十
八
頁
以
下

譯

者

：

蕭

文

生

<
判
決
要
旨>

就
醫
師
對
雜
誌
中
有
關
其
職
業
行
爲
之
報
導
加
以
協
助
、
參
與
以
促
成
報
導
，
法
院
認
爲
除
非
先
經
其
審
査
及
許

 

可
否
則
即
毫
無
例
外
解
釋
該
報
導
違
反
醫
師
醫
療
行
爲
禁
止
廣
吿
，
此
種
法
院
見
解
不
當
地(

u
n
verh

»:tnismu,sig} 

限
制
了
基
於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及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之
基
本
權
利
。

判
決
主
文

一
九
九

◦
年
十

-
月

十

五

日

K
a
r
l
s
r
u
h
e
r

等
法
院
之
判
決—

4
U
5
3
\
8
9
^

侵
害
上
訴
人
依
基
本
法
第
+

二
 

條

第

I

項

第

一

句
及

第

五

條

第I

項
第
一
句
之
基
本
權
利
。
該
判
決
予
以
廢
棄
。

該
案
發
回
原
高
等
法
院
。

三
三
九



三

四

〇

B
a
d
e
n
-w
u
r
t
t
e
n
b
e
r
g
^

支
付
上
訴
人
訴
訟
之
必
要
之
費
用
。

判
決
理
由

A

、
本
件
系
爭
之
二
審
判
決
黄
成
上
訴
人
放
棄
謓
書
刊
以
帶
有
不
適
當
廣
吿
性
質
之
報
導
來
報
導
其
醫
療
行
爲
。

I

'

1.
各

邦

之m

業
法
規
大
抵
基
本
上
規
定
醫
生
不
得
從
事
任
何
廣
吿
行
爲
。
在
巴
伐
利
亞
邦
有
關
S

療
行
爲
之
廣
吿

 

規
定
於
醫
師
法
(

B

O
M

二

十

一

條

，
該
法
乃
基
於
一
九
五
七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公
布(

B
a
y
G
V
B
l
.

 s. 

1
6
2
)
，

一

九
七
七

 

年

十

j

月

二

十

四

日

修

正

之

醫

師

、
牙

醫

師

、
獸

醫

及

藥

師

職

業

代

理

及

專

門

職

業

法

院

法

第

十

五

及

十

九

條

 

{
B
a
y
G
V
B
l
.

 s. 

6
5
7
M

公
布
且
經
巴
伐
利
亞
邦
之
許
可
於
一
九
七
八
年一

月
一
日
生
效
。

該
條
文
如
下
：

第

二

十

一

條

(
廣

吿

及

頌

揚

)

⑴
醫
師
不
得
爲
任
何
廣
吿
及
頌
揚
之
行
爲
特
別
不
符
合
職
業
身
份
者
，

4
促
使
或
允
許
公
開
的
陳
述
謝
意
或
頌
揚

b*+*#

⑵
和
⑶

⑷
醫
生
不
得
容
許
製
作
具
廣
吿
性
質
涉
及
其
醫
療
行
爲
之
報
導
或
攝
影
報
導
及
以
其
姓
名
或
住
址
加
以
公
開
發
表
。



•
此

外

亦

適

用

一

九

六

五

年

七

月

十

一

日

(
B
G
B
L

 I ,

 S
.

 60
4

芬

布

，

一

九
七
八
年
十
月
十
八
日
修
正
之
醫
療
領
域

 

廣

吿

法(B
G
B
1.

 I .

 S .

 16
7
7

芝

規

定

(H
W
G

)
。

第

十

-
條

除

在

專

業

領

域

外

，
醫

療

用

品

、
程

序

、
治

療

方

法

，
對

象

或

其

他

方

式

，
不
得
使
用
下
列
方
式
爲
廣
吿

1.
 及
2.

3.
 
重描
述
病
歷
及
指
出
該
描
述
之
處

4.
 

透
過
圖
像
顯
示
出
穿
著
專
業
服
裝
之
人
或
從
事
纽
療M

、
從
事
發
療
事
業
或
藥
物
經
營
1

事

其

職

業

行

爲

。

5.
 

至

10.

11.
 透

過

第

三

人

之

言

論

，
特

別

是

謝

意

、
讚

美
或
建
議
之
信
函
S

出

該

類

言

論

之

指

示

。

12.
 

至

14.

2.
 

上

訴

人

因

其

有

關

醫

療

行

爲

錯

誤

、
批

評

學

校

醫

學

敎
育
治
療
癌
症
方
法
之
著
作
及
積
極
推
動
死
亡
幫
助
之
努

 

力

在

社

會

公

眾

中

享

有

盛

名

。
另

一

方

面

上

訴

人

之

醫

院

使

用

d
u
p
r
e
f
a
c
t
-

該

項

藥

物

來

治

療

罹

患

癌

症

之

病

人

亦

 

是

公

眾

討

論

批

評

之

對

象

。

在

一

九

八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及

二

十

一

日

所

出

版

的

=
B
i
l
d

 d
e
r

 F
r
a
u
-

雜
誌
第
五
十
一
期
及
五
十
二
期
中
有

 

二

篇

有

關

上

訴

人

及

其

轚

院

之

報

檩

題

爲

：
癌

症

——

所

有

醫

生

皆

放

棄

了

：

三

四

I



婦

女

們

陳

述

：H
a
c
k
e
t
h
a
l

救

了

我

們

。
及

 

f
f
i
a
c
k
e
t
h
a
i
g

祕

密

■
.

病

人

乃

是

我

最

好

的

朋

友

。

s
t
e
r
i

誌

於

一

九

八

七

年

十

一

月

五

日

第

四

十

六

期

中

有

關

上

訴

人

之

一

篇

報

導

中

，
第
一
部
份
對
上
訴
人
强

 

烈

之

批

評

乃

導

致

本

件

訴

訟

序

標

的

，
即

前

述

兩

項

報

導

之

產

生

。

S
t
e
r
n
S

報

導

附

有=
c
h
i
e
m
s
e
e
i
y

熱

之

人

-的

標

題

及

如

下

的

附

標

題

：

1. 

責

難

：H
a
c
k
e
t
h
a

便

用

危

險

且

不

負

責

任

之

癌

症

治

療

法

。

2 . 

責

難

：H
a
c
k
e
t
h
a

蔣

癌

症

患

者

視

爲

實

驗

用

的

兔

子

。

3. 

責

難

：
若

H
a
c
k
e
t
h
a
l

宣

稱

其

在

幾

個

月

内

治

癒

八

十

個

病

人

，
則

其

乃

是

說

謊

。

上

訴

人

所

自

稱

的

療

效

在

該

文

章

中

依

據

許

多

案

例

被

視

爲

有

瑕

庇

之

治

療

。
該

雜

誌

以

「
偉

大

妄

想

之

記

錄

」
 

——

J
u
l
i
u
s

 

H
a
c
k
e
t
h
a
l

 

E
u
b
i
o
#

院

日

記

——

爲

標

題

，
預

吿

其

續

集

。
在
一
九
八
七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出
版
的

 

第

四

十

七

期

中

出

現

/
上

訴

人

昔

日

女

助

手

有

關

於

其

在

醫

院

所

爲

之

觀

察

及

經

驗

日

記

式

之

記

錄

。
許
多
事
故
在
該

 

記

錄

中

皆

被

描

繪

成

駭

人

聽

聞

。
根

據

許

多

例

子

她

指

出

上

訴

人

相

當

負

面

的

人

格

形

象

。
h
訴

人

之

治

療

方

法

，
特

 

別

是

在

癌

症

治

療

時

使

用d
u
p
r
e
f
a
c
t
"，

被

視

爲

+

OJ
靠

及

可

疑

的

。

相

反

地

在

"

B
i
l
d

 

d
e
r

 

F
r
a
c

雜

誌

一

九

八

七

年

十

二

月

十

四

曰

之

文

章

除

簡

短

的

報

導

引

言

外

，
包
含
了
特
別

 

是

毫

無

限

制

地

稱

讚

上

訴

人

及

其

治

療

方

法

之

病

患

直

接

陳

述

之

意

見

。
每

一

病

人

之

照

片

皆

登

在

雜

誌

上

。
此
外
上

 

訴

人

亦

有

四

張

照

片

刊

登

在

雜

誌

上

，
有

些

顯

示

上

訴

人

身

著

職

業

服

裝

且

與

病

人

交

談

。I

九
八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I
日
的
第
二
篇
文
章
描
述
了
使
用

S
u
p
r
e
f
a
c

搭
療
癌
症
患
者
及
上
訴
人
轚
院
設
備
及
氣
氛
之
情
形
。
本
篇
文
章
亦
對

 

上
訴
人
相
當
有
利
。
此
外
另
有
四
位
病
人
I

I

皆
附
照
片
！

表
示
讚
揚
使
用S

u
p
r
e
f
a
c
t

之

治

療

效

果

。

ca
i
l
d d

e
r

 F
r
a
c

雜
誌
兩
篇
文
章
之
作
者
在
先
行
的
程
序
中
曾
以
證
人
身
份
證
明
該
文
章
乃
是
基
於
報
章
對
於

 

上

訴

人

批

評

性

之

報

導

而

生

，S
t
e
r
n
g

報

導

亦

在

內

。
編
輯
會
議
則
託
付
作
者
作
調
査
硏
究
。
在
上
訴
人
同
意
下
，
 

作
者
曾
於
上
訴
人
之
醫
院
內
居
住
多
日
並
且
和
其
病
患
交
談
。
上
訴
人
並
未
要
求
其
出
示
原
稿
亦
未
表
示
保
留
其
許
可

 

權

。
上
述
兩
件
行
爲
亦
非
慣
常
且
作
者
亦
不
會
加
以
接
受
。
先
行
程
序
之
原
吿
——

防
止
不
正
競
爭
之
團
體
I

㈢

上

 

訴
人
提
出
不
作
爲
請
求
權
，
因
"Bi

l
d

 d
e
r

 F
r
a
u
-

雜
誌
上
之
兩
篇
文
章
乃
是
涉
及
違
反
専
門
職
業
法
規
範
之
廣
吿
性

 

報

導

。3.
邦
法
院
駁
回

吿
訴
’
其
認
爲
該
兩
篇

文
章
並
非
編
輯
所
製
作
之
廣
吿
而
是
編
輯
報
導
。

邦
高
等
法
院
更
改
第
一
審
之
判
決
並
判
決
被
吿
：

不
得
對
於
透
過
以
其
身
著
專
業
服
裝
且
\

或
正
在
行
使
其
醫
生
職
業
之
照
片
，
讚
揚
其
所
主
持
醫
院
之
服
務
或
設

備
且
\
或
病
人
講
述
其
病
歷
且
感
謝
或
稱
頌
其
在
醫
院
之
治
療
及
醫
療
效
果
，
如
下
列
所
描
述
之
情
形

.

.
於
報
章

中
就
其
本
身
且
\
或
在
其
所
主
持
醫
院
之
醫
療
停
留
期
間
作
廣
吿
行
爲
者
加
以
容
忍
。

其
理
由
基
本
上
如
下
■*

被
吿
認
爲
該
容
忍
不
作
爲
之
請
求
缺
乏
確
定
性
而
不
足
採
信
。
所
謂
容
忍
係
指
有
意
識
地
不
介
入
一
項
事
件
，
容

 

忍
之
人
I

若
其
願
意
^
^
^
則
能
對
是
否
不
介
入
加
以
影
饗
。
因
此
其
必
爲
法
律
意
義
下
之
行
爲
。
若
其
不
作
爲
被
請

三

四

三



三
四
四

求

，
則
就
此
所
爲
之
聲
請
應
充
分
地
確
定
。
該
項
聲
請
並
不
因
爲
其
不
就
此
明
白
表
示
上
訴
人
所
允
許
者
爲
何
即
缺
乏

 

確
定
性
。
：小
作
爲
請
求
權
之
標
的
係
僅
指
何
者
h

訴
人
不
得
爲
之
。
吿
訴
侵
害
者
何
者
爲
其
所
該
爲
，
並
非
受
侵
害
人

 

之

事

。即
使
社
會
大
眾
需
要
大
M

資
訊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
但
兩
篇
文
章
的
評
斷
業
已
超
過
資
訊
之
必
要
內
容
而
顯
示
出
對

 

於
上
訴
人
有
利
之
不
適
當
之
廣
吿
性
質
。
該
文
章
應
含
有
指
出
何
者
爲
上
訴
人
醫
院
及
其
設
備
之
優
點
及
醫
療
效
果
之

 

W

利
基
本
觀
點
。
除
此
之
外
，
其
進
一
步
使
人
透
過
提
供
給
讀
者
許
多
有
利
之
描
述
將
上
訴
人
之
批
評
者
塑
造
爲
撒
謊

 

者

。
它
促
成
了
使
人
擁
有
在
病
患
及
時
至
上
訴
人
處
就
醫
，
上
訴
人
皆
有
能
力
將
每
一
位
癌
症
患
者
治
癒
的
印
象
。
總
 

而

：言

之

，b

訴
人
顯
得
幾
乎
是
所
謂
的
神
奇
治
療
者
。

此
項
廣
吿
效
果
亦
歸
屜
於
上
訴
人
。
參
與
競
爭
者
在
給
予
報
章
資
訊
時
必
須
負
责
基
於
該
資
訊
所
爲
之
新
聞
報
導

 

應
無
競
爭
法
上
値
得
非
難
之
廣
吿
效
果
產
生
。
在
上
訴
人
允
許
上
述
證
人
進
入
其
醫
院
並
允
許
其
採
訪
病
患
後
，
上
訴

 

人
基
本
上
即
有
義
務
在
該
項
新
聞
報
導
公
開
前
加
以
審
查
。
依
證
人
之
證
詞
上
訴
人
並
未
作
此
要
求
。

對
上
訴
人
醫
院
及
醫
療
效
果
之
介
紹
及
病
患
之
採
訪
違
反
了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a

款
及
第
四
項

B
0
,

此
外

 

因
該
兩
篇
文
章
具
有
病
患
病
歷
之
資
料
及
用
圖
像
表
示
上
訴
人
身
著
醫
師
之
專
業
服
裝
、
從
事
醫
療
之
行
爲
及
病
人
就

 

上
訴
人
之
醫
療
行
爲
所
發
表
之
稱
讚
言
論
，
上
訴
人
亦
違
反
了
第
十
一
條
第
三
款
、
第
四
款
及
第
十
一
款

H
W

G
N
!

規
 

定

。
即
使
一
方
面
就
上
訴
人
之
言
論
自
由
權
及
社
會
大
眾
需
要
資
訊
之
利
益
和
另
一
方
面
上
訴
人
所
應
注
意
之
廣
告
限



制

間

加

以

考

量

，
上
訴
人
之
行
爲
仍
顯
示
出
是
違
反
競
爭
法
的
。
雖
然
上
訴
人
得
對
許
多
非
難
加
以
防
衛
是
必
須
加
以

 

認

可

的

，
但
其
卻
不
應
具
有
獲
得
在
不
受
批
評
方
式
下
，
以
被
其
他
醫
生
放
棄
病
患
之
救
助
者
及
行
善
者
而
被
讚
頌
値

 

得
保
讀
之
利
益
。

n

'

上
訴
人
以
其
基
於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和
法
治
國
家
之
要
求
、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條

第一

項
之
基
本
檣
利
受
到
侵
害
爲
理
由
提
起
寒
法
訴
訟
D

其
對
於
該
受
非
難
之
兩
項
斩
閏
報
導
之
內
容
及
意
向
並
未
施
以
任
何
影
響
。
在S

t
e
r
n
S

報

導

出

現

後

，
上
訴
人

 

曾
要
求
該
雜
誌
之
編
輯
部
門
派
遣
記
者
實
際
當
場
來
了
解
正
確
之
事
實
。
但
該
項
請
求
卻
被
拒
絕

。
當

B
i
l
d

 d
e
r

 

F
r
a
#

誌
之
記
者
請
求
在
其
醫
院
四
處
參
觀
時
，
上
訴
人
並
未
拒
絕
該
項
請
求
，
因
爲
若
不
如
此
，
上
訴
人
則
恐
有

 

其
必
須
醸
険
某
些
事
實
或s
t
e
r
n
a

斷
言
大
概
是
正
確
的
印
象
產
生
。

該
項
判
決
上
訴
人
不
得
容
忍
他
人
依一
定
方
式
爲
有
闕
上
訴
人
之
報
導
之
判
決
違
反
了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十
條
第
三
項
之
規
定
。
依
該
判
決
主
文
之
字
面
童
義
，
則
其
所
指
稱
的
乃
是
一
項
不
可
能
的
給
付
，
因
上
訴
人
不

 

可
能
在
事
先
即
能
判
斷
是
否
報
章
將
刊
印
一
篇
具
廣
吿
性
質
之
文
章
。
若
該
報
章
已
出
版
’
則
上
訴
人
無
法
再
對
其
採

 

取
任
何
行
動
。
事
實
上
對
高
等
法
院
而
言
，
在
此
乃
涉
及
一
項
禁
止
文
字
及
躔
像
記
者
得
毫
無
阻
礙
地
接
觸
上
訴
人
，
 

若

可

預

見

，
該
記
者
將
對
其
作
正
面
有
利
之
報
導
。
因
高
等
法
院
所
爲
之
要
求
是
無
法
實
現
的
，
在
此
基
本
上
乃
是
一

 

項
將
明
顯
無
理
由
之
請
求
透
過
掩
飾
眞
正
所
要
的
而
使
之
顯
得
有
理
由
的
嚐
試
。
此
乃
是
一
項
違
反
平
等
及
法
治
國
家

三
四
五



三
四
六

原
則
之
恣
意
措
施
。
該
項
被
責
難
之
判
決
亦
違
反
了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_
項
及
第
二
條
第：

項
意
義
下
之
職
業
行
使

 

及

':般
行
爲
自
由
。
禁
止
醫
生
爲
廣
吿
行
爲
只
有
在
其
乃
針
對
違
反
該
職
業
身
份
地
位
之
廣
吿
時
，
憲
法
上
才
能
得
到

 

承

認

。
若
是
涉
及
醫
師
不
得
容
忍
特
定
具
廣
吿
性
質
出
版
品
之
第
二
h

 

:

條
第
四
項
定
時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就
 

此
限
制
只
在
其
針
對
報
紙
廣
吿
及
廣
吿
單
時
才
認
爲
+
符
合
此
例
原
則
。
相
對
地
醫
師
書
籍
出
版
品
基
本
上
已
不
在
醫

 

療
廣
吿
禁
止
之
列
。
若
是
涉
及
雜
誌
編
輯
部
門
之
評
論
性
報
導
，
則
更
無
法
使
醫
師
就
此
負
責
任
。
此
項
情
形
至
少
在

 

該
報
導
並
非
由
醫
師
促
使
而
是
葙
於
編
輯
部
門
自
主
決
定
時
應
該
適
用
。

就
此
點
而
言
邦
髙
等
法
院
之
判
決
亦
違
反
了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
該
判
抉
僅
因
該
醫
師
之
談
話
對
象

 

爲
尋
找
資
料
的
新
聞
記
者
，
限
制
了
醫
師
應
有
之
言
論
自
由
。
特
別
是
在
醫
師
陷
入
公
眾
激
烈
評
論
之
砲
火
時
及
雜
誌

 

之
讀
者
想
知
道
該
醫
師
對
此
類
批
評
之
看
法
時
，
其
言
論
自
由
更
不
能
加
以
限
制
。
至
少
在
此
種
情
況
下
醫
師
不
能
也

被
剝
奪
給
予
記
者
資
訊
及
給
予
記
者
參
觀
醫
院
和
與
已
表
示
願
意
接
受
記
者
採
訪
病
患
之
商
談
機
會
。

Ii[
、

B
a

d
e

n
- W

i
i

r
t

t
e

m
b

e
r

韩
之
法
務
部
認
爲
該
受
責
難
之
判
決
是
有
憲
法
上
之
疑
義
。
高
等
法
院
乃
是
以
人
眾
對

 

於
上
訴
人
及
其
醫
療
行
爲
方
式
有
强
烈
資
訊
需
要
爲
出
發
點
。
因
此
高
等
法
院
確
認
上
訴
人
乃
是
基
於
報
導
之
目
的
而

 

允
許
新
聞
記
者
在
醫
院
停
留
，
故
先
行
程
序
之
標
的
並
非
商
業
廣
吿
而
是
編
輯
報
導
，
而
此
乃
是
屬
於
基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所
保
護
之
新
聞
自
由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基
於
作
爲
客
觀
原
則
新
聞
自
由
之
考
S

,
是
否
得
賦
予
上
訴

 

人
就
報
紙
之
報
導
在
其
公
開
發
行
前
，
審
査
該
報
導
是
否
在
競
爭
法
上
有
値
得
非
難
之
廣
吿
效
果
的
義
務
，
在
憲
法
上



是
値
得
懷
疑
的
。
先
行
程
序
之
上
訴
人
認
爲
憲
法
訴
訟
是
無
理
由
的
。

B

 '

憲
法
訴
訟
有
理
由
。
該
受
非
難
之
判
決
侵
害
了
上
訴
人
基
於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及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之
基
本
權
利
。

I

 

、

1.
 

審
査
該
被
資
難
判
決
之
憲
法
依
據
首
要
的
是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
高
等
法
院
並
非
因
上
訴
人
本
身
之
言

 

論

，
而
是
因
兩
篇
受
上
訴
人
協
助
所
寫
成
有
關
其
醫
療
行
爲
之
報
導
，
對
上
訴
人
判
決
。
該
判
決
以
創
設
醫
師
職
業
義

 

務
之
法
律
條
文
爲
依
據
。
因
此
首
先
乃
依
職
業
自
由
之
基
本
權
利
加
以
判
斷
。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旬
保
障
職
業
從
事
之
自
由
。
非
只
有
職
業
實
務
本
身
，
所
有
與
職
業
行
使
有
關
及

 

有
助
於
職
業
行
使
之
行
爲
皆
在
保
護
之
內
。
基
本
權
利
主
體
對
外
職
業
行
使
之
體
現
及
宣
傳
接
受
其
服
務
之
廣
吿
亦
屬

 

於
有
關
職
業
行

爲

之
範
圍
。
對
此
加
以
限
制
之
國
家
措
施
乃
是
對
職
業
從
事
自
由
之
侵
害

(B
v
e
r
f
G
E
e
o
,

 

2
1
5P

29
1H

E
U
G
K
Z
19
8
2
,

 40
6t 4

0
7
J ;

 71,

 16
2

 tl 7
3
Y

高
等
法
院
之
判
決
即
是
此
類
侵
害
。
該
判
決
賦
予
上
訴
人
不
得
允
許
任
何
透
過
其
個
人
爲
轚
療
行
爲
時
之
照
片
或

 

身
著
醫
療
服
裝
或
以
稱
讚
方
式
來
介
紹
其
醫
院
及
病
人
讚
美
及
感
謝
言
論
之
方
式
，
以
畫
刊
報
導
爲
自
己
本
身
或
醫
院

 

醫
療
方
法
做
廣
吿
之
義
務
。

2.
 

侵
害
職
業
從
事
自
由
依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需
要
一
項
法
律
基
礎
，
而
該
法
律
本
身
亦
須
符
合
限

三
四
七



三
四
八

制
基
本
權
利
之
法
律
憲
法
上
之
要
求
。

高

等

法

院

認

爲

該

項

侵

害

乃

本

於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義B
0
,

第

十

一

條

第

三

、
四
及
十
一
款H

W
®

不
正

 

競
爭
防
止
法
第
一
條
之
規
定
。
這
些
條
文
皆
是
憲
法
上
無
可
疑
慮
規
範
職
業
從
事
之
規
定
。
此
早
已
由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加
以
確
定

(
n
u
w
G

:

 B
V
e
r
f
G
E
32,

 31
U

3171;

 A
2
1
I

 及

 

I
V

 
B
p
 BV

e
r
f
G
E
T
l
,

 16
2
cl 7

3
】ff

;

 U
m
i
V
G

 

B
V
e
r
f
G
E
9,

 

2
1
3
t 2
2
1
f
l
r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B

O
N

廣
吿
禁
止
只
在
並
非
禁
止
所
有
而
僅
禁
止
違
反
職
業
形
象
之

 

廣
吿
下
才
被
視
爲
合
憲(B

v
e
r
f
G
M
T
l
,

 1
6
2
1
1
7

土
)
。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四
項B

O
N

容
忍
禁
止
在
涉
及
基
於
醫
師
之
利

 

益
而
爲
商
業
性
廣
吿
而
醫
師
在
可
預
期
方
式
下
得
阻
止
該
報
導
之
案
例
至
少
是
被
認
爲
合
憲
的8

v
e
r
f
G
E
l
,o

,

 S

 

1
7
5
)
0

相
反
地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對
醫
師
於
第
三
人
發
表
對
其
有
廣
吿
上
效
應
，
但
基
本
上
靥
於
報
導
有
關
大
眾
關
心
之
醫

 

學
問
題
及
對
此
意
見
之
報
導
究
應
何
種
義
務
並
未
加
以
回
答
。
上
述
之
案
例
所
涉
及
的
即
是
本
項
問
題
。
該
案
例
乃
有

 

關
上
訴
人
允
許
作
者
參
観
醫
院
、
同
意
其
拍
攝
照
片
及
與
病
患
交
談
及
該
對
上
訴
人
有
利
報
導
而
具
廣
吿
效
力
之
編
輯

 

文

章

。
在
此
所
涉
及
的
並
非
對
此
類
型
未
明
示
規
定
條
文
本
身
是
否
合
嫌
之
問
題
而
是
該
條
文
解
釋
及
適
用
是
否
合
騫

 

的

問

題

。

3.
法
律
之
解
釋
及
適
用
爲
専
門
法
院
之
任
務
，
聯
邦
法
院
——

除
違
反
恣
意
禁
止
情
形
外
——

只
能
審
査
其
是
否

 

因
對
基
本
法
有
關
意
義
有
基
本
上
不
正
確
之
看
法
，
特
別
是
基
本
權
利
保
護
領
域
之
範
圍
，
而
導
致
解
釋
錯
誤
之
情
形

 

。
若
専
門
法
院
對
該
法
規
範
之
解
釋
並
沒
有
充
分
考
慮
基
本
權
利
之
適
用
範
圍
或
其
解
釋
之
結
果
導
致
不
合
乎
比
例
原



則
地
限
制
基
本
權
利
之
自
由
時
，
則
屬
上
述
之
情
形(

B
v

e
r

f
G

E
l

s
,

 85
【9
2
f,

9
6

u;

 33,

 12
5

K
8
〕)
。

M

高
等
法
院
將
該
具
爭
議
性
之
報
導
視
爲
對
上
訴
人
有
利
之
不
當
廣
吿
。
就
此
所
涉
及
的
乃
是
依
專
門
職
業
及

 

競
爭
法
規
所
爲
有
關
事
實
構
成
要
件
之
判
斷
，
此
項
判
斷
乃
專
屬
專
門
法
院
之
權
限
且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不
加
以
審
查

 

(
B
v
e
r
f
G
E
l
s
,

 
8
5
【9

2
〗)
。

憲
法
上
只
考
慮
是
否
上
訴
人
所
負
阻
止
此
類
報
導
之
義
務
侵
害
其
職
業
從
事
之
自
由
。
高
 

等
法
院
自
法
律
條
文
中
得
出
此
項
義
務
D

其
判
決
上
訴
人
不
得
容
忍
。
而
此
項
容
忍
乃
是
針
對
第
三
人
之
行
爲
。
被
判

 

決
不
得
容
忍
時
，
其
結
果
必
須
對
第
三
人
採
取
某
種
行
動

。
容
忍
禁
Ih

創
設
/
行
爲
義
務
。
此

項

義
務
可
自
第
. .

卜
一
 

條3
$

得

出

，
依
此
項
條
文
醫
師
不
得
允
許
或
容
忍
致
謝
或
讚
揚
之
出
版
品
，
製
作
公
開
具
廣
吿
性
質
有
關
其
醫
療

 

行
爲
而
具
衔
其
姓
名
或
住
址
之
文
字
及
圖
片
報
導
。
而
第
十
一
條

H
W
®

僅

禁
l h

醫
生
本
身
爲
廣
告
。
其
僅
創
設
了

 

不
作
爲
義
務
而
非
作
爲
義
務
。
雖
然
如
此
高
等
法
院
仍
認
爲
此
止
項
條
文
爲
容
忍
禁
止
且
就
此
引
用
了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之
判
決
。

基
於
阻
f h

透
過
媒
體
之
介
入
所
導
致
規
避
廣
吿
禁
止
之
意
圖
，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自
相
關
之
條
文
及
不
正
競
爭
防
止

 

法

第

：
條

得

出

！
項

標

準

，
任
何
參
與
競
爭
之
人
，
若
其
提
供
媒
體
資
訊
時
必
須
就
基
於
該
項
資
訊
所
爲
之
報
導
負
責

 

其
不
得
有
受
禁
止
之
廣
吿
效
果
出
現
。
基
於
此
項
理
由
，
若
使
該
項
資
訊
之
種
類
及
內
容
或
基
於
接
受
人
方
面
之
因
素

 

考

量

，
無
法
完
全
排
除
該
項
報
導
具
有
廣
吿
性
質
之
可
能
性
時
，
基
本
上
提
供
資
訊
者
有
責
任
在
此
類
報
導
發
表
前
加

 

以
審
查(B
G
H
,

 GH
U
E
I

 19
64,

 s.

 39
2ff

;

 G
R
U
R

 19
6
7
,

 S .

 36
2ff

;

 G
R
U
«

 1987,

 s.

 24
1ff

.)0

以
該
等
判
決

爲
依
據
高
等
法
院
認

爲
基
於
第
二
十
！條

第

十

！條
H

w
®

不
正
競
爭
防
止
法
第
：
條
醫
師

:
四
九



一
..
五
 

o
有

義

務

就

囚

其

給

予

停

留

、
採

訪

及

攝

影

許

可

而

製

作

之

媒

體

報

導

保

留

其

允

許

公

開

之

權

=
若

此

項

義

務

存

在

時

，
 

則

就

當

然

可

以

導

出

當

媒

體

不

同

意

此

項

允

許

保

留

時

，
其

須

必

棄

在

報

導

過

程

中

之

任

何

參

與

行

爲

。
高
等
法
院
之

 

判

诀

並

米

對

此

項

職

業

義

務

之

限

制

，
基

於

期

待

可

能

性

之

觀

點

留

下

其

他

空

間

D

W
職

業

從

事

自

由

之

限

制

只

有

在

其

有

助

於

合

理

之

公

共

利

益

且

對

受

限

制

人

而

言

不

過

度

或

仍

在

可

期

待

範

 

圍

内

，
始
符
合

 S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之

規

定(
B
v
e
r
f
G
E

 7,

 37
7
〖4
0
5
1
〕；

 71,

 

77,

 30
8P

3
2
T

aa)
法

律

上

之

容

忍

禁

止

乃

基

於

公

共

利

益

之

合

理

考

M

。
醫

師

不

得

容

忍

透

過

第

三

人

出

版

具

廣

吿

性

質

刊

 

物

之

義

務

，
目

的

乃

在

保

障

醫

師

之

廣

吿

禁

止{B
v
e
r
f
G
E
7
1
,
1
6
2fl 7

5
B

。

該

項

禁

止

不

得

因

醫
師
透
過
第
三
者
如
病

 

患
或
新
聞
記
者
來
爲
對
醫
師
本
身
而
一
百
屣
於
廣
告
禁
止
之
行
爲
而
加
以
規
避
D
容
忍
禁
止
所
針
對
之
廣
吿
禁
止
及
所
賦

 

■■P
廣

吿

禁

IH
之

意

義

其

應

是

避

免

醫

師

之

職

業

形

象

遭

受

歪

曲

。
若

醫

師

使

用

一

般

商

業

平

常

慣

用

的

廣

吿

方

法

時

，
 

該

項

歪

曲

則

可

能

出

現

(B
v
e
r
f
G
E
3
3
,
1
2
5a

7
0
1v

除

該

項

目

的

外

另

外

考

慮

的

是

全

民

健

康

之

法

益B
v
e
r
f
G
E
,

 

71,

 1
6
2
tl 7

f

醫

師

職

業

之

從

事

不

應

依

經

濟

成

效

之

標

準

而

是

應

依

醫

學

上

之

必

要

性

爲

依

歸

。
廣
吿
禁
止
乃
在

 

預

防

健

康

政

策

中

不

希

望

出

現

的

醫

生

職

業

商

業

化

。
此

項

目

的

合

法

化

該

項

廣

吿

禁

止

——

因
其
乃
是
預
防
規
避
—

 

I
亦

合

理

化

所

謂

的

容

忍

禁

Ih
。

bb)
高

等

法

院

自

容

忍

禁

止

所

得

出

只

有

在

保

留

公

開

允

許

權

下

才

許

可

其

報

導

之

義

務

，
就
達
成
此
项
保
障

 

目

的

而

言

是

適

當

的

。
若

報

章

之

報

導

亊

先

必

須

經

過

醫

師

審

査

及

同

意

手

稿

後

才

得

發

行

作

爲

醫

師

得

參

與

該

項

報

 

導

之

前

提

時

，
則

不

當

廣

吿

之

文

章

發

生

之

機

會

自

始

即

可

顯

著

地

減

少

。



CC)
在

無

許

可

保

留

下

禁

止

醫

師

參

與

媒

體

報

導

仍

得

被

認

爲

爲

保

障

廣

吿

禁

止

所

必

要

。
對
醫
師
職
業
從
事

 

自

由

較

少

限

制

且

能

相

同

達

成

法

律

目

的

之

方

法

並

不

明

顯

地

存

在

。
雖

然

廣

吿

禁

止

及

由

其

所

導

出

之

容

忍

禁

止

所

 

欲

預

防

醫

師

職

業

形

象

之

歪

曲

及

醫

師

職

業

商

業

化

之

危

險

，
自

始

在

編

輯

文

章

中

就

比

在

商

業

廣

吿

中

爲

小

。
但
是

 

不

容

咨

認

的

是

，
編

輯

式

的

表

達

方

法

僅

在

於

掩

飾

該

文

章

的

廣

吿

性

質

。
若

參

與

該

項

出

版

物

之

醫

師

僅

因

該

文

章

 

以

編

輯

文

章

方

式

出

現

即

可

免

除

負

擔

任

何

責

任

時

，
則

無

法

以

相

同

的

程

度

來

阻

止

廣

吿

禁

lh
之

規

避

。
特
別
是
當

 

醫

師

只

須

提

醒

媒

體

廣

吿

禁

出

之

事

時

，
則

缺

乏

相

同

有

效

的

保

護

，
至
少
媒
體

在

違

反

此

項

禁

止

時

並

無

受

到

制

裁

 

之

虞

。

却

但

對

上

訴

人

而

言

，
此

種

職

業

從

事

自

由

之

限

制

是

無

法

期

待

的

。
限
制
基
本
權
利
措
施
之
期
待
可
能
性

 

得

自

對

該

限

制

之

程

度

及

合

法

化

理

由

間

考

量

之

結

果(B
v
e
r
f
G
E
77,3081;332;l

r

髙
等
法
院
對
該
項
考
量
之
必
要
性

 

，
雖

無

認

識

h
之

錯

誤

，
但

卻

不

適

當

地

給

予

保

障

廣

告

禁

止

較

職

業

從

亊

自

由

基

本

權

利

優

先

之

順

序

。

容

忍

禁

.止

所

維

護

之

人

民

健

康

乃

是

高

層

次

的

公

共

法

益

*

其

自

得

合

法

化

明

顯

對

職

業

自

由

之

侵

害

 

{B
V
e
r
f
G
E
17,

 

2
6
9
t 2
7
6
〗)

。
由

高

等

法

院

所

適

用

的

條

文

並

非

直

接

欲

防

Ih
特

定

的

健

康

危

害

，
而
僅
在
欲
防
止
病

 

患

之

不

安

全

感

，
阻

止

長

期

而

言

對

人

民

醫

療

烘

養

有

否

定

影

饗

的

醫

師

職

業

形

象

。
在
此
情
況
下
由
廣

吿
禁
止
所
得

 

出

之

容

忍

禁

止

才

與

健

康

之

維

護

有

所

牽

連

。
透

過

此

種

形

式

，
容

忍

禁

止

已

遠

離

該

項

法

益

，
且
至
少
無
法
主
張
原

 

則

上

該

項

法

益

皆

必

須

優

先

職

業

從

事

自

由

考

量

。

雖

然

h
訴

人

並

非

在

其

職

業

從

事

之

中

心

領

域

，
即

醫

療

行

爲

本

身

受

到

限

制

，
而
是
屬
醫
師
行
爲
週
邊
範
園
的



三
五
二

公
共
形
象
受
到
影
響
。
但
在
這
個
範
圍
內
該
項
限
制
對
醫
師
而
言
是
相
當
重
大
的
。
依
高
等
法
院
之
判
決
，
上
訴
人
只

 

得
在
一
定
條
件
下
始
搔
與
新
聞
界
接
觸
，
惟
此
條
件
對
新
聞
業
基
本
上
是
無
法
接
受
的
。
上
訴
人
因
此
不
只
是
喪
失I 

般
地
給
與
新
閬
業
知
悉
其
職
業
行
爲
之
機
會
。
此
外
即
使
其
欲
就
先
前
的
報
紙
文
章
加
以
反
駁
時
，
亦
無
法
參
與
報
導

 

之

過

程

。

在
高
等
法
院
之
判
決
中
並
未
對
導
致
上
訴
人
應
參
與
該
項
具
爭
議
性
報
導
之
具
體
情
況
作
充
分
的
考
量
。
在
判
斷

 

是
否
參
與
該
報
導
時
，
依
廣
吿
禁
止
之
觀
點
必
須
取
決
於
該
報
導
乃
基
於
轚
師
之
主
動
且
爲
其
利
益
或
是
新
閏
業
請
求

 

且
基
於
其
讀
者
之
利
益
：
另
外
可
在
是
否
允
許
該
項
參
與
扮
演
角
色
的
乃
是
*
該
醫
師
是
否
因
此
首
度
成
爲
報
導
之
目

 

標
或
是
其
基
於
先
前
、
大
部
分
對
其
個
人
及
醫
療
方
法
採
批
判
性
言
論
而
決
定
參
與
報
導
之
完
成
。
至
少
在
上
述
最
後

 

一
種
情
況
下
，
避
免
廣
吿
效
果
若
被
視
爲
髙
於
防
衛
對
其
醫
療
行
爲
之
侵
害
時
，
則
是
對
於
醫
師
職
業
從
事
自
由
加
以

 

無
可
期
待
之
限
制
。

這
就
是
本
案
例
之
情
彤
。
上
訴
人
因
其
醫
療
方
式
成
爲
報
章
上
强
烈
攻
擊
之
目
標
。
因
此
其
要
求
對
他
特
別
嚴
詞

 

批
評
的
雜
誌
編
輯
部
門
親
自
現
場
來
製
作
其
B
療
行
爲
之
報
導
。
但
此
項
請
求
卻
無
任
何
結
果
。
之
後
其
基
於
另
外
一

 

家
雜
誌
社
工
作
人
員
之
詢
問
，
答
應
提
供
這
項
機
會
。
若
只
有
在
該
雜
誌
社
同
意
其
得
審
査
及
許
可
原
稿
下
，
上
訴
人

 

始
得
提
供
此
項
機
會
，
則
鑑
於
通
常
新
聞
業
將
會
拒
絕
其
編
輯
報
導
須
再
受
外
來
之
允
許
始
得
發
表
之
情
形
，
上
訴
人

 

將
完
全
失
去
改
正
大
眾
眼
中
有
關
其
職
業
行
爲
彤
象
之
機
會
。
M
項
損
失
較
在
有
關
醫
學
問
題
廣
泛
討
論
下
，
對
上
訴

 

人
有
利
之
報
導
將
造
成
危
害
人
民
健
康
之
危
險
更
爲
嚴
重
。



II

、

該

受

責

難

之

判

決

亦

侵

害

到

h
訴

人

某

於

拣

本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项

第

：
句
之
一
一
：

：H

論

自

由

基

本

權

利c 

雖
然
上
訴
人
並
不
被
禁
止
發
表
一
一
H
論

。
相

反

地

其

只

被

賦

予

阻

IK
該

被

責

難

報

導

之

任

務

。
俊
害
其
基
本
權
利
之

 

理

由

在

於

，
上

訴

人

只

能

在

拒

絕

參

與

任

何

雜

誌

報

導

或

將

其

參

與

取

決

於

原

稿

事

先

的

出

示

及

許

可

與

否

下

始

能

履

 

行

其

義

務

。
在
此
情
況
下
上
訴
人
則
無
法
自
主
地
決
定
面
對
新
聞
業
時
是
否
發
表
一
百
論
。
若

該
項
在
發
表
前
必
須

徴
求

 

其

許

可

而

須

出

示

原

稿

之

條

件

被

新

聞

業

拒

絕

時

，
則
其
面
對
新
聞
業
時
不
得
發
表
任
何
一一：：11

論

，
甚

至

不

考
盧
其
他
更

 

詳

細

之

因

素

。
即

使

h
訴

人

先

前

受

到

公

開

的

評

擊

而

該

項

言

論

有

助

於

防

衛

自

己

時

，
該

項

禁

止

仍

有

適

用

=
 

當

然

言

論

自

由

只

在

一

般

法

律

界

限

內

加

以

保

障

，
而
第
二
i
 :

條

B
0

、

第

卜

一

條H
W
G

及
不
正
競
爭
防
止
法

 

第

一

條

亦

屬

於

一

般

法

律

(B
v
e
r
f
G
E
7
1
,
1
6
2
〔1
7
5
〗v

但

自

一

般

法

律

所

得

出

言

論

自

由

之

界

限

則

需

在

該

項

基

本

權

 

利

意

義

下

加

以
解
釋

(B
v
e
r
f
G
E
7
,
1
9
8
〖208.〗)

。

高

等

法

院

就

須

在

容

忍

禁

止

所

保

護

之

法

益

及

h
訴

人

言

論

自

由

間
 

做

衡

量

並

無

不

正

確

之

君

法

。
但

該

項

考

量

過

程

在

憲

法

上

卻

並

非

毫

無

瑕

疵

。
高

等

法

院

將

雜

誌

之

言

論

歸

屬

於

h 

訴

人

本

身

之

言

論

。
在
上
訴
人
有
關
其
醫
療
行
爲
之
一
一
»
論

與

報

紙

編

輯

就

相

同

標

的

物

之

報

導

間

卻

存

在

不

同

之

處

。
 

新

閏

業

於

其

報

導

領

域

內

得

刊

載

對

上

訴

人

之

看

法

，
而

該

項

看

法

基

於

廣

吿

禁

止

之

理

由

不

得

由

上

訴

人

自

行

發

衷

 

。
若

醫

師

明

顯

地

將

新

聞

業

作

爲

其

職

業

上

自

我

展

現

之

工

具

時

，
則

就

是

另

外

的

情

形

。
但

本

案
卻
無
跡
像
顯
示

爲

 

該

項

情

彤a

因

此

在

上

訴

人

這

方

面

並

非

在

新

聞

業

有

關

其

之

苜

論

而

是

在

賦

予

其

言

論

自

由

限

制

及

就

新

聞

審

查

及

 

許

可

義

務

所

促

進

的

人

民

健

康

間

加

以

衡

量

。
此

項

衡

最

並

不

導

致

與

在

基

本

法

第

十

二

條

範

画

內

所

爲

考

童

不

同

之

l
l
_
.
rl
_
.二



三
五
四

之
結
果
。

參

與

本

判

決

之

法

官

：
院
長

 

H
e
r
z
o
g
,

 He
n
s
c
h
e
-

seidl
,

 G
r
i
m
m
,

 s

°:l
l
n
e
-

D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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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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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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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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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g
,

 

Seibert

 

〇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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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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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

 

p
s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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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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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
政
黨
一
般
活
動
國
家
財
務
補
助
界
限
」
之
判
決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第
二
庭
一
九
九
二
年
四
月
九
日
判
決
：
案
號

：
2BVE

 

2/89

譯
者

：
李
惠
宗

〈
判
決
要
旨

>

1-
菽

本

法

作

爲

前

提

而

規

定

的

政

黨

獨

立

於

菌

家

外{s
t
a
a
t
s
f
r
e
i
h
e
i
t
)

(
原

則

)
不

單

要

求

保

障

政

搛

超

然

於

國

家

 

之

獨

立

性

，
抑

且

要

求

政

E
應

證

明

其

性

質

係

自

由

形

成

，
且

係

根

源

於

社

會

政

治

領

域

的

圑

體

(
參

B
V
e
r
f
G
E

 

2
0
,

 

5
6
1
1
0
1
】

)
。

2.
茲

與

本

庭

以

前

見

解

相

反

，
國

家

在

憲

法

上

.，
對

政

黨

受

基

本

法

所

委

託

從

事

之

一

般

活

動

得

給

與

財

務

補

助

。
唯

 

(
政

黨

)
獨

立

於

國

家

外

原

則

僅

允

許

改

黨

之

一

般

活

動

自

國

家

獲

得

部

分

補

助

。
透
過
國
家
財
務
補
助
如
使
政
黨

 

喪

失

努

力

以

尋

求

其

激

員

及

支

持

該

黨

之

市

民

之

主

動

財

務

支

援

者

，
即

已

因

此

違

反

政

黨

獨

立

國

家

外

原

則

。

4

此

種

對

政

黨

(：

般

活

動

)
之

國

家

財

務

補

助

總

額

不

得

逾

其

自

有

財

源

之

總

數(
s
e
l
b
s
t
e
r
w
i
r
t
s
c
h
a
f
t
e
t
e
n

一
.-■-
五

五



三
五
六

E
i
n
n
a
h
m
e
n
，

參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至
第
四
款
及
第
八
條
)
{
相
對
上
限

relative 

o
b
e
r
w
r
e
n
z
e
)

。

y

1

九
八
九
至
一
九
九
二
年
間
各
政
黨
自
公
庫
所
獲
得
之
財
物
數
額
，
如
現
時
情
況
無
重
大
改
變
，
應
認
爲
足
夠
。
 

源

於

此

種

補

助

之

財

物

價

値

一

年

間

之

數

額

即

爲

國

家

，
亦

即

聯

邦

及

各

邦

，
所
得
共
同
予
以
補
助
之
總
額

 

(absolute

 ob
e
r
g
r
e
n
z
e
)
。

4
政

黨

選

舉

成

果

、
黨
賫
收
入
數
額
及
其
所
獲
得
的
損
獻
幅
度
各
有
其
重
要
性
’
個
別
上
應
由
立
法
者
規
定
成
標
準

 

，
據
此
國
家
財
源
乃
可
據
以
分
E
予

政

黨

。

3.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所
規
定
之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c
h
a
n
c
e
n
a
u
s
g
l
e
i
c
h
M

r'

源
於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之
政
黨
政
治
競
爭
機
會
平
等
權(c

h
a
n
c
e
n
g
l
e
i
c
h
h
e
i
t
¥

符

(部
分
與

B
V
e
r
f
G
E

 73,

 

4
0

 =

 Eu
G
R
Z

 1986,

 39
3K

-

同

)
。

4.
 

黨
费
及
政
黨
捐
獻
之
可
容
許
的
稅
之
儍
惠
有
想
法
上
之
界
限
，
此
界
限
之
範
圍
乃
在
於
稅
之
優
惠
不
得
重
大
地
改
變

各
政
黨
間
現
有
的
競
爭
狀
態
。
如
大
多
數
納
稅
義
務
人
均
能
以
同
一
方
式
利
用
該
税
之
優
惠
者
’
即
未
違
反
該
界
限

°

5.
 

對
法
人
所
爲
之
政
黨
捐
獻
予
以
稅
之
優
惠
，
就
市
民
之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平
等
參
與
權
而
言
，
會
根
本
引
起
憲
法
上
的

 

疑

慮

。

6.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所
謂
的
(
政
黨
財
務
)
公
吿
界
限(p

u
b
l
i
z
i
t
H
t
s
g
r
e
n
z
e
M

定
在
四
〇

、
0
0
0
馬
克



以

上

(
始
公
吿
捐
獻
者
名
址
)
已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句
之
規
定
。

*
本
判
決
迄
未
編
入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內
，
俟
本
判
決
約
於
半
年
後
編
入
該
集
內
，
本
人
即
予
另
行
通
知
該
裁
判

 

集
卷

次

。

判決主文

德
意
志
聯
邦
眾
議
院a

u
n
d
e
s
t
a
g

笼

骒

邦

參

議

院(B
u
n
d
e
s
r
a
t

經
由
以
下
規
定
已
侵
害
了
爭
議
提
出
人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之
權
利
：

V

根
據
一
九
八
八
年
士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政
黨
法
®
其
他
法
律
第
五
次
修
正
法
之
第
一
條
第
一
項
d
目
所
制
定
之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項
第
一
句
之
規
定
，
政
黨
就
聯
邦
議
會
選
舉
，
依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之
規
定
，
 

於
競
選
經
費
總
額
外
，
額
外
的
尙
獲
得
一
筆
補
助
基
數(

s
o
c
k
e
l
b
e
t
r
a
g
r

b)
 

根
撺
上
開
法
律
之
第
-
條

第

四

款
a
目
所
制
定
之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之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規
定
’

c)
 根

據

上

開

修

正

法

第

一

條

第

七

款

所

包

含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
政

黨

捐

獻

金

於

一

曆

年

(
 

R
e
c
h
n
u
n
g
s
j
a
h

备

計

年

度

)
內
逾
四
〇

、
〇
〇
〇
馬

克

者

，
始
須
將
捐
獻
者
姓
名
住
址
予
以
公
佈
在
會
計
報

 

吿

書(R
s
h
e
n
s
c
h
a
f
t
s
b
e
r
i
c
h
t
I
，

以
及

d)
 

根
掸
上
開
修
正
法
第
四
條
第
一
款
及
第
五
條
第
一
款
於
所
得
稅
法
第
十
b
條
及
法
人
稅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b
目
所
爲

 

之

規

定

，
黨

費(M
i
t
g
l
i
e
d
s
b
e
i
t

rt.d
g
e
M

政
嫌
捐
獻(

s
p
e
n
d
s

 an

 politische

 pa
r
t
e
i
n
M

每
會
計
年
度
內

三
五
七



三
五
八

，
得

至

六

〇

、
〇

〇

〇

馬
克
範
圍
內
I

於

夫

妻

共

同

申

報

者

，
得

至

二

一

〇

、
〇

〇

〇

馬
克
——

予

以

扣

除

。

理
由

A

、
(事
實
)

本

件

機

關

爭

議

涉

及

該

根

據

政

黨

法

曁

其

他

法

律

第

五

次

修

正

法

於

一

九

八

九

年

一

月

一

日

生

效

之

新

規

定

，
是

 

否

因

其

違

背

基

本

法

第

一
項

及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之

規

定

，
侵

害

爭

議

提

起

人

憲

法

上

之

權

利

。
此
等
新
規
定
變
更
了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之

計

算

方

法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

、
引

進

了

補

助

基

數

之

新

規

定

(
政
餹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項

)

、
提

高

了

政

黨

捐

獻

公

告

的

金

額

上

限

(
政

黛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
及
提
高
了
黨
費
及
政
黨
捐
獻
稅
法
上

 

扣

除

額

之

上

限

。

丨
、
(系
爭
法
律
規
定
)

經

由

一

九

八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政

黨

法

曁

其

他

法

律

第

五

次

修

正

法(
B
G
B
1

 I

 S
.

 2
6
1
f

以

下

簡

S

 

五

修

正

法

，
> :
1
^
0
)
，
立

法

者

變

更

、
制

定

了

新

規

定

，
並

補

充

有

關

政

激

財

務

之

一

系

列

規

定

。
此
一
修
正
基
本

 

上

係

因

聯

邦

憲

法

院

一

九

八

六

年

七

月

十

四

曰

判

決(
B
v
e
r
f
G
E

 73,

 40

 
"
 E

u
G
K
Z

 1986,

 39
3M

促

成

，
該
判

 

決

宣

吿

，
以

促

進

國

家

政

治

爲

目

的(zur

 Fo
r
d
e
r
u
n
g

 staatpolitischen

 Zw
e
c
k
e

芝

支

出

，
得
於
稅
法
上
扣
除

 

之

規

定

係

部

分

違

憲

。

以

下

即

爲

本

件

爭

議

程

序

所

擬

審

査

對

象

之

第

五

修

正

法

之

規

定

■■



1.
根
搛
第
五
修
正
法
第
一
條
第
一
款
d
目

，
政
黨
法
上
引
進
了
補
助
基
數
之
規
定
(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項
)
 

，
此
補
助
基
數
依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與
競
選
經
費
總
額O

V
a
h
l
k
a
m
p
f
k
o
s
t
e
n
p
a
u
s
c
h
a
l
e

苔
併
計
算

 

，
而
K
國
家
補
助
政
黨
競
選
經
费
之
一
部
分
。

於
一
九
八
九
年
三
月
三
曰
所
公
吿
之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8

G
B
L

 I

 s
.

 32
7B

與
本
件
程
序
有
關
者
，
有
如
下
規

定

：(
第

一
項
)

參
與
聯
邦
眾
議
院
選
舉
而
提
出
候
選
人
名
單
之
政
黨
，
其
適
當
競
選

(
a
n
g
e
m
e
s
s
n
e
r

 

w
a
h
l
k
i
p
i

必
要
费
用
應
予
補
助
。

(
應

予

補

助

之

)
競
選
經
费
指
該
次
職
邦
眾
議
院
選
舉
每
一
有
投
票

 

權

人

五

馬

克

之

總

額

(w
a
h
l
k
a
m
p
f
k
o
s
t
e
n
p
a
u
s
c
h
a
l
e
，

競
選

费
用
補
助
總
額
)
及
依
(本
條
)
第
六
項
規
 

定
之
補
助
基
數(s

o
c
k
e
l
b
e
t
r
a
g
)

。

(第六
項
)

於
選
區

(
^
M
h
l

OQ'e
b
iet

,

I

原
指
西
德
地
區
，
東
西
德
統
一
後
，
東

、
西

徳

各
屬

I

 

矣

系

«
6
3:
6
7
譯

註

)
獲
得
有
效
之
第
！
一
選
栗
至
少
百
分
之
二
之
政
黨
，
就
聯
邦
|
議

院

選

舉

，
除
第
一
項
之

 

(
競
選
經
費
補
助
)
總

額

外

，
額
外
的
尙
可
領
得
第
一
項
所
確
定
數
額
之
百
分
之
六
的
補
助
基
數
。
此
一
補
助

 

基
數
不
得
逾
政
黨
所
獏
之
競
選
經
費
補
助
總
額

 <

本
條
第
三
項
)
百
分
之
八
十
。

(
第

七

項

)

獲
自
公
庫
之
適
當
競
選
費
之
補
助
總
額
，
不
得
逾
各
政
黨
依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第I

至
第
五
款
及

 

第
八
款
，
驊
邦
眾
議
院
補
助
選
舉
費
用
後
之
第
二
會
計
年
度
及
在
該
年
度
前
三
個
會
計
年
度
之
總
收
入

 

B
e
s
a
m
t
e
i
n
n
a
h
m
e
n
v

通
此
之
補
助
額
得
自
下
一
次
補
助
中
扣
除
。

三
五
九



一
..
六

〇

政
锥
法
第
三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過
渡
條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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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五
修
正
法
)
第
一
條
第
九
款
規
定
，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款
所
指
之
第
十
二
任
期
德
意
志
眾
議
院
之
選
舉
補
助
基
數
爲
百
分
之
三
(
而
非
一
般
的
百
分
之
六

I

I

譯
註
)
。

2.
透
過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新
規
定
，
第
五
修
正
法
第
一
條
第
四
款
a

目
變
更
/
自
一
九
八
四
年
以
來

 

已
適
用
之
機
會
均
衝
津
貼
之
計
算
方
法
。
此

外

，
此
一
出
自
國
庫
而
付
與
政
黨
之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尙
應
均
衡
因
黨
費
及

 

捐
獻
的
税
之
優
惠
所
造
成
之
政
黨
問
之
競
爭
混
亂
(
參B

V
e
r
f
G
E

 

73, 

40t78

oo91 

=

 E
u
G
R
Z

 

1986, 

393^403, 

406〗)

。
依
政
搛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j

 一
項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的
新
規
定
，
首

先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有
一
項
特
別
的
計
算
方

 

法

，
亦

即

，
就
黨
费
而
言
，
以
黨
員
數
目
爲
準
，
就
捐
獻
而
言
，
以
所
獲
得
的
有
效
第
二
選
票
數
爲
準
；
然

後

，
該
依

 

據
上
開
二
種
計
算
方
法
所
得
之
算
數
t

數
額
——

尙
須
在
政
黨
競
選
經
費
應
補
助
總
額
百
分
之
十
以
下
I

 (
始
爲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

，
而
受
給
付
。

政

黨

法

第

..
!
二

&
條

於

：
九
八
九
年
三
月
三
曰
政
黨
法
3
6
3
1
.
1
5
.
3
2
7
芬

吿

時

，
規
定
如
下
：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之
計
算
及
支
付

(第
一
項
)

政
黨
在
每
年

t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決
算
日
)
之
前
最
後
：
次
舉
行
之
聯
邦
眾
議
院
選
舉
結
果
中
，
在
 

選
區
獲
得
所
投
有
效
第
二
選
票
達
百
分
之
零
點
五
者
，
每
年
將
獲
得
一
苹
以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爲
名
之
補
助
金
。
 

(第
二
項
.)

就
決
算
日

(
s
t
i
c
h
t
a
ĝ

BU

最
後
一
次
聯
邦
眾
議
院
選
舉
在
選
區
獲
得
有
效
第
二
選
票
至
少
百
分
之
五

 

之
政
黨
，
可
先
獲
得
(兩
項
〕

®
窄
數
額

(A
u
s
g
a
n
g
s
b
e
t
r
a
g
)
，

該

(兩
項
)
基
準
數
額
係
指
財
務
報
表
(本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
中
所
列
黨
費
之
百
分
之
四
十
除
以
同
表
上
所
列
黨
禺
人
數
所
得
商
數
，
以
及
政
黨
捐
獻
之
百

 

分
之
四
十
除
以
政
黨
有
效
第
二
選
票
之
數
目
所
得
之
商
數
。
各
該
基
準
S

之
最
高
値
再
乘
以
第
一
項
所
稱
之

 

黨
員
數
目
或
(
及
)
所
獲
有
效
第
二
遘
票
之
數
目

C

依

第

二

句

計

算

所

得

結

果

(
基
準
數
額
各
乘
以
黨
貝
數
及

 

選

栗

數

)
與
第
一
句
所
稱
之
百
分
之
四
十
黨
費
收
入
及
捐
獻
收
入
總
額
之
差
額
相
加
再
除
以
二
即
可
求
出
應
給

 

予

备
政
黨
機
舍
均
衡
津
貼
。
此

！
數
額
不
得
通
上
届
選
舉
結
杲
各
該
有
楢
獏
得
競
遘
經
费
補
助
之
政
黨
所
獲
補

 

助
總
額
之
百
分
之
十
。

(
第

三

項

)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數
額
由
聯
邦
眾
議
院
院
長
確
定
，
並
於
決
算
日
次
年
度
六
十
日
內
支
付
之
。

(
第

四

項

)

嫌
邦
眾
議
院
黼
長
將
以
誓
面
通
知
各
政
黨
其
數
額
。

C

第
五
項
)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首
§

 

I

九
八
四
會
計
年
度
支
付
之
。
.

(
第

六

項

)

第
十
八
條
第
八
項
規
定
於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之
結
構
及
額
度
之
變
更
準
用
之
。

在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新
的
計
算
方
面
，
根
據
第
五
修
正
法
第
一
條
第
五
款
b
目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賦
予
政
黨
理
事
會o

p
a
r
t
e
i
v
o
r
s
t
a
n
a
l

項

義

務

，
將
迄
至
會
計
年
度
終
止
前
有
繳
納
黨
黄
義
務
之
黨
員
數
目
於
會

 

計

報
吿
書
上
亦
予
以
載
明
(
亦
參
第
五
修
正
法
第
一
條
第
六
款
上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六
項
)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就
會
計
報
吿
書
上
之
黨
費
及
損
獻
之
意
義
有
新
的
規
定
(
第
五
修
正
法
第
一
條
第
八

 

款

>
:本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所
稱
之
黨
費
及
其
類
似
定
期
入
款
，
僅
指
黨
員
依
黨
窣
規
定
應
繳
付
之
金
錢
款



■三六

二

項

。
除

此

而

外

之

給

付

，
特
別
是
入
黨
费(A

u
f
n
a
h
m
e
g
e
b
i
i
h
r
e
n
)
，

特
別
分
搛
金{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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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
損
款

 

(s
a
m
m
l
u
n
g
e
n
)
’

應
視
爲
捐
獻
0

政

黨

法

第

三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
第

五

修

正

法

第

一

條

第

九

款

)
對
新
的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有
如
下
之
過
渡
規
定

 

(
u
b
e
r
g
a
n
g
s
r
e
g
e
l
u
n
g
x

施
行
法
規
定
)
；
就
一
九
八
七
及
一
九
八
八
會
計
年
度
，
各
政
黨
得
依
舊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請
求
支
付
(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
(
唯
不
得
逾
所
領
取
競
選
經
费
補
助
之
百
分
之
十
)

，
相
對
於
依
舊
法

 

之

給

付

，
新
的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計
算
模
式
將
減
少
給
付
之
數
額=

3.
 

第
五
修
正
法
第
一
條
第
七
款
修
正
了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此
一
規
定
本
賦
予
政
黨
義
務
，
就
捐

 

給
該
政
無
或
其
某I

或
多
個
區
域
黨
部
之
獻
金
，
其
價
値
於
會
計
年
度
超
過
二
〇

、
〇
〇
〇
馬

克

者

，
應
於
財
務
報
表

 

上

公
吿

其

姓

名

、
住
址
及
總
額
度
。
此
一
所
謂
的
公
吿
界
限
，
其
後
調
高
爲
四
〇

、
〇
0
0
馬

克

。

4.
 

此

外

，
第
五
修
正
法
就
所
得
税
法
及
法
人
税
法
在
黨
費
及
政
黛
捐
獻
之
稅
法
上
得
扣
除
額
上
亦
有
了
新
規
定
。
 

此
規
定
特
別
將
得
扣
除
額
調
高
至
六
〇

、
◦
〇
〇
馬

克

，
於
夫
妻
合
併
申
報(z

u
s
a
m
m
e
n
v
e
r
a
n
l
a
g
u
n
g
M

調
髙
一
 

二
0

、
〇
0
0
馬

克

。

*)
第
五
修
正
法
對
所
得
稅
法
第
十
b
條
有
如
下
修
正
■.

稅
法
上
優
惠
之
目
的

⑴
作

爲

慈

善

、
敎

會

、
信

仰

、
學
術
及
作
爲
特
別
値
得
促
進
而
受
肯
認
與
公
共
利
益
有
關
之
目
的
所
爲
之
支
出
，
 

得
至
收
入
總
額
百
分
之
五
或
至
總
營
業
額
及
在
該
會
計
年
度
所
支
出
之
薪
資(

L
B
h
n
e

 u
n
d

 G
e
h

a:ter

薄
額



之

千

分

之

二

，
視
爲
特
別
支
出(s

o
n
d
e
r
a
u
s
g
a
b
e
n
)

而

予

以

扣

除

。
尉
學
術
及
作
爲
特
別
値
得
促
進
而
受
肯

 

認
之
文
化
目
的
，
此
百
分
之
五
之
百
分
比
得
再
提
高
百
分
之
五
。

⑵
黨
費
及
捐
獻
予
政
黨
法
第
二
條
所
指
之
政
滅
得
至
六
〇

、
〇
0
〇
馬

克

，
於
夫
妻
共
同
申
報
，
得

至

二

一

〇

、
 

〇
〇
〇
馬

克

於

會

計

年

度

(
申
報
所
得
稅
時
)
予

以

扣

除

。
唯
作
爲
特
別
支
出
而
得
扣
除
者
，
僅
限
於
該
款
項

 

依

第

三

十

四
g
條
無
減
免
稅
者
。
捐
獻
予
一
政
黨
或
其一

個
或
多
個
地
方
黨
部
，
其
價
値
總
額
於
一
會
計
年
度

 

逾
四
0

、
〇
〇
〇
馬

克

者

，
限
於
依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於
會
計
報
吿
書
上
已
公
吿
者
，
始
得
予
以
扣

 

除

。

⑶
除

提

供

利

用

及

勞

務

外

，
具
經
濟
儐
値t

w
i
r
t
s
c
h
a
f
t
s
g

c;ter
>N

資

助

，
亦
視
爲
本
規
定
之
支
出
。
具
經
濟
價

 

値

之
物
於
直
接
資
助
之
前
，
已
不
靥
於
企
業
財
產
者
，
則

於

計

算

(
該

企

業

)
支

出

額

度

時

，
不
得
超
估
該

 

物
自
不
屬
於
該
企
業
時
所
確
定
之
價
値
。
其

餘

情

況

，
支
出
之
額
度
依
該
資
助
之
經
濟
物
總
價
値
定
之
。

所
得
稅
法
第
五
十
二
條
第
十
三
b
項
的
過

渡

條

款

(
第
五
修
正
法
第
四
條
第
三
款
3
目

)
有

規

定

，
黨
費
及
損
獻

 

之
得
扣
除
額
的
新
規
定
，
自
一
九
八
九
年
納
稅
年
度(v

e
r
a
n
l
a
g
u
n
g
s
z
e
i
t
r
a
i
M

始

予

適

用

。
 

b)
第
五
修
正
法
第
五
條
第一

款
對
法
人
稅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有
如
下
之
修
正
■.

得
扣
除
之
费
用
亦
包
括
：

3.

(第
三
款
)
保
留
第
八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4
作

爲

慈

善

、
敎

會

、
信

仰

、
學
術
及
作
爲
特
別
値
得
促
進
而
受
肯
認
與
公
共
利
益
有
關
之
目
地
所
爲
之
支
出
，
得

1

一 

I

六
三



三
六
四

至
收
入
總
額
百
分
之
五
或
至
總
營
業
額
及
在
該
會
計
年
度
所
支
出
之
薪
資
總
額
之
千
分
之
二
，
視
爲
特
別
支
出
而

 

予

以

扣

除

。
對
學
術
及
作
爲
特
別
値
得
促
進
而
受
肯
認
之
文
化
目
的
，
此
百
分
之
五
之
百
分
比
得
再
提
髙
百
分
之

 

五

。

b)
捐
獻
於
政
潴
法
第
二
條
意
義
下
之
政
截
得
至
六
〇
、
〇
〇

◦
馬

克

，
予
以
扣
除
。
捐
獻
予
一
政
黨
或
其
一
個
或
多

 

個

地

方

黨

部

，
其
價
値
總
額
於
一
會
計
年
度
逾
四
〇

、
〇
〇
〇
馬

克

者

，
限
於
依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於

 

會
計
報
吿
書
上
已
公
吿
者
，
始
得
予
以
扣
除
。

d
限
於
以

下

情

況

，
黨
費
及
對
不
具
政
黨
性
質
之
團
體
所
爲
捐
助
，
於
會
計
年
度
至
一
、
二
〇
〇
馬
克
額
度
亦
得
予

 

以
扣
除
：

aa)
該
國
髖
之
目
的
唯
在
透
過
自
己
的
提
名
名
單
以
參
加
聯
邦
、
各
邦
或
地
方
基
層
選
舉
，
對
政
治
意
志
之
形
成
共

 

同

協

力

者

。

田
在
聯
邦
、
各
邦
或
地
方
基
層
之
園
體
於
各
該
上
一
屆
選
舉
至
少
獲
有
一
席
位
或
已
向
主
管
選
務
機
關

 

c
w
a
h
l
b
e
h
b
r
d
e
M

選
舉
主
管
官
署{

W
a
h
l
o
r
g
a
n

裹

明

’
其
將
以
自
己
之
提
名
名
單
參
加
聯
邦
、
各
邦
或
地

方
基
層
之
各
該
下
一
屆
選
舉
者
。

如
該
a

體
未
參
加
各
該
選
皋
者
，
則
限
於
至
選
舉
曰
前
所
給
付
之
黨
费
及
捐
獻
始
得
予
扣
除
。
黨
费
及
捐
獻
予
協

 

會(
v
e
r
e
i
n
w

,

限
於
該
協
會
以
自
己
提
名
名
單
参
與
下
一
届
選
舉
者
，
始
得
再
行
扣
除
。
此
之
得
扣
除
額
限
於
選
舉

 

該
年
所
已
給
付
之
黨
費
及
捐
獻
。



a
目

至

C
目
及
所
得
稅
法
第
十
d
條
所
指
支
出
之
扣
除
前
的
所
有
收
入
，
視
爲
本
規
定
意
義
下
之
所
得
。

具
經
濟
價
値
物
品
之
捐
助
，
除
提
供
利
用
及
勞
務
給
付
之
外
，
視
爲
本
規
定
之
支
出
。
支
出
之
價
値
依
所
得
稅
法

 

第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第
一
句
及
第
二
句
估
定
之
。

法
人
税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之
新
規
定
，
依
法
人
稅
法
第
五
十
四
條
第
五
項
(
第
五
修
正
法
第
五
條
第
二
款
第
a
目

 

)
於
一
九
八
九
申
報
年
度
始
行
適
用
。

n

、

(
爭
議
提
起
人
之
理
由
摘
述
I

I

譯

註

)

爭

議

提

起

人

，
即
聯
邦
性
之
政
黨
、
綠

黨

，
於
其
一
九
八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呈
送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所
具
之
書
面

 

內
聲
請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應
確
認
，
聯
邦
眾
議
院
及
參
議
院
因一

九
八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政
黨
法
暨
其
他
法
律
第
五
修

 

正

法

ca
G
B
l'

S
.

 26
1
5

潼
反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及
第
三
條
規
定
，
因

該

法

，

1.
 

於
其
第
一
條
第
四
款
，
依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之

規

定

，
變
更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
並
就
捐
獻
及
黨
費
之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規
定
分
離
計
算
方
法
，

2.
 

透
過
其
第
一
條
第
一
款
d
目

，
導
入
補
助
基
數
之
規
定
，
卻
未
區
分
何
些
政
黨
其
政
治
活
動
領
域
係
在
全
聯
邦
地

 

區

，
何
些
政
黨
並
非
如
此
，

3. 

透

過

第

一

條

第

七

款

規

定

，
政
黨
捐
獻
公
吿
之
上
限
額
調
高
至
四
0

、
〇
〇
〇
馬

克

。

4. 

透

過

第

四

條

第I

款

及

第

五

條

第I

款

規

定

，
黨
費
及
政
黨
捐
獻
之
稅
法
上
得
扣
除
額
調
高
至
六
〇

、
〇
〇
〇
馬

三
六
五



三
六
六

克

或
二
一
〇
、
〇

〇

〇

馬

克

。

爭
議
提
起
人
重
要
理
由
如
下
：

系
爭
規
定
之
制
頒
損
害k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一

項
所
保
陣
之
憲
法
上
政
黨
之
地
位
，
並
損
害
其
根
據
憲
法
而

 

來
的
獨
立
於
國
家
外
之
特
性
。

1.
透
過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之
新
規
定
，
將
違
反
爭
議
提
起
人
獨
立
於
國
家
外
之
請
求
權
，
違
反
民
主
透
明
性
要
求

 

(
T
r
a
n
z
p
a
r
e
n
z
g
e
b
o
t
^

違
反
其
機
會
平
等
請
求
權
。

M
政
黨
獨
立
於
國
家
外
之
特
性
，
將
因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條
第
二
項
對
黨
费
規
定
一
項
特
別
的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而
受
到
侵
害
。
雖
然
黨
費
與
捐
獻
在
稅
法
上
受
到
補
助
，
黨
費
之
受
國
家
補
助
之
功
能
卻
異
乎
捐
獻
。
決
定
是
否
成

 

爲
一
政
黨
成
霣
時
，
黨
費
之
可
扣
除
性
肯
定
是
無
關
的
。
個
人
透
過
財
務
捐
輪
所
發
揮
的
影
響
並
非
因
黨
費
而
是
因
捐

 

獻

而

發

生

。
黨
費
之
額
度
只
是
一
種
標
誌
，
黨
費
對
於
政
治
參
與
的
象
徴
性
毋
寧
大
於
獲
取
政
治
影
響
之
希
望
。
唯
無

 

論

如

何

，
黨
费
之
捐
輸
係
促
進
市
民
之
個
別
參
與
政
黛
，
而
爲
民
主
意
志
形
成
過
程
及
政
黨
獨
立
於
國
家
外
所
不
可
缺

 

的

。
税
法
因
此
要
獎
勵
一
項
社
會
及
政
治
上
無
限
制
的
値
得
追
求
之
行
爲
。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於
此
領
域
上
因
此
係
不
合

 

理

的

。
蓋
此
易
破
壞
政
黨
機
制{

P
a
r
t
e
i
a
p
p
a
l
M

其
成
貝
間
的
f

性

關

係

’
並
減
低
忠
誠
黨
M
對
其
財
務
上
之

 

意

義

，
從
而
亦
降
低
其
對
政
黨
政
策
之
意
義
。
因
此
也
易
使
政
黨
在
大
部
分
之
範
圃
受
到
國
家
照
顧
*
從
而
阻
礙
由
下

 

而
上
之
意
志
形
成
過
程
。

W
此

外

，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並
侵
害
源
於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條
之
透
明
性
要
求
。
如

此

，
有
關
政
黨
財
務
規
定
之
增



修

，
立

法

過

程

即

會

缺

乏

公

眾

必

耍

的

參

與

。
又

，
政

黨

法

第

：一

十

：一

 
a
條

第

二

项

之

新

規

定

本

在

平

衡

政

黨

間

不

同

 

的

機

會

，
使

過

度

受

益

之

政

撖

減

少

其

受

益

程

度

，
但

因

每

：
政

黨

均

可

獲

得

國

家

補

助

，
結

果

與
第
二
補
助
基
數
無

 

異

，
恰
與
其
所
擬
表
達
之
意
向
相
左.

。
此

外

，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新

規

定

使

政

黨

全

部

及

個

別

政

搛

所

獲

得

給

付

之

額

度

 

，
遠

在

其

黨

員

所

繳

付

之

無

費

之

上

，
此

將

切

斷

政

黨

之

參

與

下

屆

選

舉

，
甚

至

會

與

公

共

捐

獻

疏

離

。
現

在

，
政
撖

 

財

務

在

不

小

的

範

圍

，
透
過
簿
記
卜
：及

統

計

上

措

施

會

受

到

影

響

。
唯
吾
人
無
法
可

信

地

確

認

一

政

黨

的

實

際

黨

員

數

 

H
。
因

此

，
政

H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連

結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六

項

只

將

有

繳

费

義

務

之

撖

員

作

爲

參

考

數

値

 

t
B
a
z
u
g
s
g
r

o:
'CEJ
e¥
慮

在

内

，
是

頗

有

疑

問

的

。

d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未

顧

及

無

繳

納

黨

費

義

務

之

黨

員

，
已

侵

害

/
爭
議
提
起
人
之
機
會
平
等
權

 

。
雖

然

，
這

些

黛

員

確

實

未

獲

得

稅

捐

上

的

利

益

，
佴

就

黨

員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而

言

-
政
黨
强
度
的
觀
點
應
列
入
考
慮

 

範

圍

內

=
此

外

，
有

繳

付

黨

費

義

務

之

黨

員

何

未

繳

付

黨

费

者

，
與

這

些

依

章

程

免

除

黨

費

義

務

者

不

同

，
於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計

算

上

同

等

處

理

是

不

合

理

的

。

最

後

，
爭

議

提

起

人

機

會

平

等

權

亦

會

因

上

開

規

定

受

侵

害

，
蓋

於

法

律

咨

詢(
G
e
s
e
t
z
b
e
r
a
t
u
n
g

涛

已

知

爭

議

 

提

起

人

與

其

他

政

黨

相

反

，
其

黨

團

成

員

之

黨

费

被

視

爲

捐

獻

，
此

款

项

約
達
於
爭
議
提
起
人
捐
獻
總
收
入
額
之
百
分

 

之

rL
十

。

2.
依
政
黨
法
第
丨
八
條
第
六
项
所
新
引
進
之
補
助
基
數(s

o
c
k
e
l
b
e
t
r
a
g
M
M

合

憲

。
雖
然
此
補
助
基
數
意
義
h

不

能

歸

類

爲

競

選

經

費

補

助

，m
此

菡

數

卻

是

一

項

受

容

許

國

家

資

助

政

黨

之

財

源

。
此

規

定

已

正

確

注

意

到

，
對
所

二
六
七



三
六
八

有

政

黨

而

言

，
競
選
已
成
一
持
久
性
任
務
，
且

較

之

以

往

，
與
其
他
政
黨
任
務
更
難
以
區
別
。

因
爲
補
助
基
數
擬
以
同
樣
數
額
支
給
所
有
有
請
求
權
之
政
黨
，
此
外
亦
支
給
這
些
只
在
地
區
活
動
的
政
黨
，
如
此

 

卻
侵
害
爭
議
提
起
人
機
會
平
等
請
求
權
。

一
個
有
功
能
的
政
黨
組
織
，
花
费
額
度
係
與
區
域
的
空
間
大
小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在

此
區
域
上
，
政
黨
施
展
其
活
動
並
向
該
地
市
民
訴
求
。

一
政
黨
依
其
章
程
，
其
活
動
領
域
唯
限
於
某
一
邦
或
有

 

意
忽
略
某
特
定
區
域
者
之
固
定
費
用
，
一
定
較
之
，
例
如
爭
議
提
起
人
，
之
在
整
個
聯
邦
活
動
所
耗
費
的
要
來
得
少
。

只
將
補
助
基
數
給
付
給
這
些
得
到
選
區
獲
得
有
效
第
二
選
票
至
少
百
分
之
二
之
政
黨
，
亦

屬

違

憲

。
補
助
基
數
給

 

予
之
要
件
在
此
範
圍
內
不
得
高
於
千
分
之
五
，
此
比
例
係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就
競
選
經
费
補
助
總
額
認
爲
可
作
爲
請
求
要

 

件
許
可
的
比
例
。

3. 

在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所
諝
公
吿
界
限
之
規
定
諝
高
到
現
行
的
四
〇

、
0
〇
0
馬

克

，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句
之
規
定
。
蓥
於
現
存
的
不
同
政
黨
結
構
單
一
公
吿
界
限
無
法®

過
憲
法
要
求
的
目
標
而
受
到

 

合

理

化

。
尤
其
要
注
意
的
是
：
與
聯
邦
性
政
嫌
不
同
，
在
地
域
性
黨
部
上
，
透
過
二
〇

、
〇
〇
〇
馬
克
的
政
黨
捐
獻
即

 

會
有
相
當
大
的
影
響
力
。

4.
 

依

所
得
稅
法
第
十
b
條
及

法
人
稅
法
第
九
條
第
三項
有
關
政
黨
捐
獻
在
六
〇

、
〇
〇
〇
馬

克

，
夫
妻
共
同
申
報

 

時
爲
一
二
〇

、
〇
0
〇
馬

克

可

以爲
稅

法

上

扣

除

之

規

定

，
侵
害
了
爭
議
提
起
人
機
會
平
等
之
權
利
。

在
一
九
八
六
年
七
月
四
曰
判
決(B

v
e
r
f
G
E
73,

 4〇
t 8
4j

 =
 E

C
G
R
Z

 19
86

,

 39
3
t 4
0

ftM
，

聯
邦
想
法
法
院
已

 

宣
吿
依
應
稅
人
所
得
一
定
百
分
比
而
定
之
税
上
優
惠
之
規
定
，
與
市
民
政
治
參
與
平
等
權
不
符
。
舆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前



見

解

相

反

，

(
本
庭
茲
認

爲
)
此
種
違
反
平
等
態
樣
亦
不
能
透
過
機
會
平
衡
津
貼
而
治
癒
。
現
在
以
六
o

、
〇
0
〇
馬

 

克

，
夫
妻
共
同
申
報
時
爲一

二

〇

、
〇
〇
0
馬
克
的
政
黨
捐
獻
免
稅
限
額
亦
不
合
理
，
蓋
其
有
利
於
所
得
較
高
布
民
。
 

該
得
扣
除
額
在
徳
國
勞
工
平
均
淨
所
得
的
兩
倍
以
上
。
此
不
但
侵
害
市
民
平
等
權
基
本
原
則
。
另

一

方
面
亦
已
侵
害
了

 

政

黨

之

機

舍

平

等

。
因
政
黨
依
其
黨
網(

p
r
o
g
r
a
m
^

不
同
的
社
會
階
層
以
不
同
的
範
圍
爲
訴
求
，
尤
其
爭
議
提
起
人

 

之
群
眾
基
礎
集
中
在
低
收
入
階
餍
。
對
這
些
中
低
收
入
所
得
者
，
此

一

系
爭
稅
上
優
惠
無
論
如
何
無
法
激
起
其
捐
獻
意

 

願

。

一
如
這
裡
，
如
果
透
過
稅
之
儍
惠
足
以
激
發
所
得
豐
厚
者
之
捐
獻
者
，
則
對
其
他
國
民
階
層
亦
應
有
相
應
的
附
加

 

措

施

(
f
l
a
n
k
i
e
r
e
n
d
e

 M
a
y
s
n
a
h
m
s
x

以

資

平

衡

)

。
此
種
措
施
尙
未
之
見
。

3
、

(
爭
議
對
造
之
理
由
摘
述
——

譯

註

)

聯
邦
眾
議
院
與
德
國
社
會
民
主
黨(S

P
D
M

本
件
爭
議
程
序
答
辯
如
下
：

1.
聯
邦
眾
議
院
認
爲
爭
議
之
提
起
原
則
上
應
許
可
，
但
無
理
由
：

M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新
規
定
既
不
抵
觸
政
規
獨
立
於
國
家
外
之
原
則
，
亦
不
侵
害
機
會
平
等
權
。
蓋
此
規
定
毋
寧

 

更
接
近
聯
邦
磨
法
法
院
已
肯
認
爲
合
憲
之
舊
規
定a

v
e
r
f
G
E
73,

 40

 =

 E
U
G
R
Z

 19
86

,

 39
3
)
。

就
支
付
予
政
f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
一
九
八
九
年
有
一
項
旁
證
豐
富
，
各

依

新

、
舊
法
計
算
而
已
被
肯
認
的
對
比
，
由
此
可
證
明
此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規
定
之
實
際
功
能
。
如
果
在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之
計
算
上
完
全
不
顧
黨
費
而
只
集
中
在
政
黨
捐
獻
上
，
則
將
產

 

生

眞

空

，
導
致
吸
力
作
用(s

o
g
w
i
r
k
u
n
g
)
，

導

向

高

額

的

黨

費

。
蓋
捐
獻
人
總
是
會
想
將
款
項
轉
化
成
黨
費
而
帶
給

 

各

政

黨

利

益

。
相

反

的

，
現
行
規
定
相
較
於
捐
獻
均
衡
津
貼{s

p
e
n
d
e
n
a
u
s
g
l
e
i
c
h
M

言

，
此
黨
費
均
衡
津
貼
會
減
少

三
六
九



三
七
o

’
而
可
排
除
這
種
操
縱
。

此

外

，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亦
不
致
導
致
過
度
的
國
家
財
政
支
出(s

t
a
a
t
s
f
i
i
i
e
r
u
n
g
s
q
u
o
t
e
)
，

因

依

(
政
黨
法

 

)
第
十
八
條
第
七
句
，
此
津
貼
與

#■
邦
憲
法
法
院
的
判
決
(
參

B
v
e
r
f
G
E

i34
0

 §

 =

 E
U
G
W
Z

 1986
,

 

3
9
3
t —

】
)

符

合

，
政
黨
財
務
不
致
附
加
在
國
家

上

。

依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三
句
新
規
定
算
數
上
之
額
度
之
建
立
’
並
非
係
爲
擴
張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之
支
付
總
額

 

才

被
引
進
的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第
四
句
最
高
限
額
之
規
定
，
旨
在
防
止
藉
由
黨
费
或
捐
獻
收
入
名
目
之
蓄
意
改
變

 

，
以
達
檐
會
均
衡
津
阽
大
幅
度
提
高
之
目
的*

此
種
裁
減
規
定C

K
a
p
p
u
n
g
s
v
o
r
s
c
h
r
i
f
t
M

非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計
算

 

之

補

充

，
而
是
其
整
體
之
構
成
部
分C

B
e
s
I
d
t
e
i
o
。

沒
有
此
種
規
定
-
新
規
定
整
體
在
竃
法
許
可
性
上
無
法
合
理
化

 

。
在

此

，
最
鬲
限
額
興
费
選
經
费
補
助
相
結
合
而
顯
得
獾
切
，
此
一
結
合
對
機
#

均

衡

津

貼

而

言

，
並

非

I

項
異
素

 

(
f
r
e
m
d

 B
e
z
u
g
l
m
e
T

蓋
競
選
經
費
補
助
之
額
度
直
接
繫
於
政
黨
依
其
選
票
可
辨
識
的
政
治
强
度f

p
o
m
i
s
c
b
e

 

S
t
a
r
k
e
)
。

各
政
黨
相
互
間
政
治
强
度
的
關
係
，
對
嫌
法
上
所
要
求
的
機
會
平
等
是
否
存
在
，
正
是
一
項
決
定
性
判
決

 

標

準

。對
所
謂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的
操
縱
可
能
性
之
進t

步

異

覼

’
尤
其
可
加
以
反
駁
的
是
’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之
計
算
’
係

 

依

據

一

項

政

*

個

別

*

數

的

獨

立
is
系

而

定

’
此
種
變
數
毎
種
本
身
都
畲
對
檐
會
均
衡
津
貼
計
算
結
屎
產
生
影
？

缠

 

諭
上
値
得
顧
慮
的
操
縱
只
是
影
響
一
政
黨
的
之
變
數{v

a
r
i
a
b
l
e
!!}。

從
事
此
操
維
亦
伴
有
一
定
風
險
，
即
一
政
黨
可



能
在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計
算
上
變
成
標
準
政
黨(

M
a
b

 

s
t
a
b
p
a
r
t
e
i
}

(
所
謂
檫
準
政
m

，
指
黨
費
及
捐
獻
之
百
分
之
四
十

 

數
額
分
別
除
以
黨
員
數
及
第
二
選
票
數
後
所
得
數
額
，
在
各
政
黨
比
較
中
最
高
者
，
變
成
標
準
政
黨
後
，
可
領
取
之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總
在
其
可
領
取
之
最
低
限
，
參
以
下
圖
表
—
I
譯
註
)
。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的
新
規
定
’
在
政
黨
獨
立
於
國
家
外
特
性
観
點
下
，
亦
不
値
得
憂
慮
’
蓋
雖
然
有
依
據
黨
费
而
計

 

算
的
第
二
個
參
考
數
値C

B
e
z
u
g
s
g
r

o:,
a
e
T

但
因
有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七
項
之
百
分
之
五
十
界
限
，
政
黨
羅
致
自
有

 

財
源
的
童
向
不
致
於
缺
少
。

至
於
最
後
的
問
題
，
亦
即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下
，
於
政
E
捐
獻
及
黨
費
交
付
時
，
得
平
均
節
稅
百
分

 

之
四
十
之
規
定
是
否
合
乎

寅
際(realit

B:t
s
g
e
r
e
c
h
t )

，

儘
管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曾
於
一
九
八
六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判
決

 

{
B
V
e
r
f
G
E
7
3
,

 

4
0
【9
4
〗

H 

E
u
G
R
Z

 
1986, 

3
9
与

4
0
7
1
审

，

就

此

曾

要

求

(
審

査

)

，
唯
此
平
均
税
率
的
特
別
審
査

 

迄
今
尙
未
作
成
。
聯
邦
財
政
部
在
捐
獻
方
面
認
爲
，
透
過
所
得
税
法
第
三
+

四
條
之
引
進
，
約
有
百
分
之
五
十
的
稅
上

 

優
惠
得
被
利
用
，
蓋
可
以
說
，
每
年
捐
獻
超
過
一
、
二
〇
0
馬
克
與
政
黨
的
人
係

靥

所
得
最

髙

的
納
稅
群

 

w
t
e
u
e
r
g
r
u
p
p
e
v

所
得
税
率
依
財
政
部
就
一
九
九
一
年
前
西
德
租
稅
地
區
統
計
，
達
於
百
分
之
二
十
六
，
此
兩
項
稅

 

率
就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之
計
算
時
，
加

以

平

均

，
則
可
以
得
到
百
分
之
三
十
八
之
數
字
。
因
此
可
以
顯
示
出
，
百
分
之
四

 

十
之
總
額
稅
率
對
捐
獻
曁
黨
費
均
衡
津
貼
之
計
算
而
言
，
並
非
明
顯
恣
意(w

m
k

CJr
l
i
c
h
r

而
是
完
全
在
立
法
者
形
成

 

餘
地(
G
e
s
t
a
l
t
u
n
g
s
s
p
i
e
l
r
a
u
m
M

範
圍
內

。

b)
就

補

助

基

數

(
規

定

)
而

言

，
立
法
者
並
未
忽
略
政
黨
的
一
般
基
本
財
務
，
而
是
將
不
詳
細
但
明
顯
可
確
定

三
七
一



三
七
二

出

來

的

政

黨

競

選

固

定

費

用

，
列

入

考

慮

。
迄
今
爲
止
的
競
選
經
费
總
額
及
其
預
支
费
用(A

b
s
c
h
l
a
g
s
b
e
t
r

(g:e
n
>
s

 

支
付
即
朝
此
方
向
規
定
。
此

外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於一

九
六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曰
判
決
中
亦
指
出
，
可
支
給
政
黨
一
定
的

 

「
基
本
數
額
」(G

r
l
b
e
t
r
a
g
r

(
參

 

B
V
e
r
f
G
E
24,

 30
0
P
4
6
】)

〇

補
助
基
數
以
同
樣
的
額
度
亦
支
給
只
在
地
方
層
面
競
選
之
各
政
黨
，
並
未
違
反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基
本
原
則
。
補
助

 

基
數
之
主
旨
乃
在
平
衡
小
黨
在
市
民
訴
求
上
較
差
之
機
會
*
因

此

，
這
些
小
黨
就
每
票
而
言
，
可
獲
得
比
大
黨
相
對
較

 

多

的

金

額

。
因
爲
補
助
基
數
係
以
參
加
聯
邦
眾
議
院
選
舉
爲
要
件
，
如
有
政
黨
只
提
出
一
份
邦
名
単B

a
n
d
e
s
l
i
s
t
)

，
 

則
依
徳
意
志
選
舉
法
，
此

已

足

夠

，
不
必
在
憲
法
上
再
依
據
政
黨
活
動
領
域
另
加
以
差
別
待
遇
。

就
補
助
基
數
之
發
給
所
規
定
之
百
分
之
二
條
款
同
樣
是
合
憲
的
。
蓋
補
助
基
數
的
支
給
應
只
是
用
以
支
應
長
期
的

 

競
選
活
動
之
準
備
及
持
績
性
的
選
民
訴
求{w

a
h
l
e
r
a
n
s
p
r
a
c
h
e
)；

因
此
設
定
比
競
選
經
費
補
助
總
額
更
高
的
限
制

 

(Q
u
o
r
u
m
)
，

乃

屬

合

理

。
徳
國
的

歷

史

經

驗

顯

出

，
政
黨
對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的
協
同
作
用
之
持
績
性
只
有
在
競
選
中

 

獲
得
百
分
之
一
以
上
第
二
選
票
之
小
政
黨
才
會
存
在
，
政
黨
之
得
栗
率
在
此
之
下
者
，
基
本
數
額
——

依
其
政
治
地
位

 

而
定
I

I

之
支
給
恐
有
遠
超
過
其
花
費
之
虞
。
此

外

，
第
二
選
票
百
分
之
二
之
限
制
，
亦
不
妨
阻
新
政
黨
之
成
立
，
而

 

只
是
會
防
止
對
所
謂
的
空
殼
政
黨t

p
a
l
u
l
s
e
n
®

財
務
資

助

而

已

。

d
對
個
別
捐
獻
者
之
公
吿
界
限
提
高
至
四
0

、
〇
〇
0
馬
克
並
未
牴
觸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句
之

 

規

定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曾
認
爲
二
〇

、
〇
〇
o

馬
克
的
公
吿
界
限
係
合
憲B

v
e
r
f
G
E
24,

 

3
0
0
)

，
鑑

 

於
生
活
標
準
費
用
在
一
九
六
八
年
至
一
九
八
三
年
間
已
經
加
倍
，
且
政
黨
捐
獻
入
款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至
一
九
八
八
年
期



間
已
經
成
長
爲
三
倍
之
事
實
，
此
一
規
定
係
屬
合
理
，
此
種
捐
獻
公
吿
界
限
提
高
亦
有
助
於
行
政
單
純
化
及
費
用
節
省

 

0

d)
所
得
稅
法
第
十
b
條
第
二
項
及
法
人
稅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b
目
之
黨
費
及
捐
獻
税
上
扣
除
額
之
提
高
亦
不
違

 

反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
爭
議
提
起
人
原
疑
懼
，
因
其
主
要
係
向
中
低
收
入
階
層
訴
求
，
會
因
該
規
定
而
受
侵
害
，
唯
過
去

 

數
年
的
政
黑
捐
獻
收
入
之
發
展
，
已
消
除
了
爭
議
提
起
人
之
疑
慮(B

e
f
u
r
c
h
t
u
n

E -。

政
黨
捐
獻
之
大
額
係
中
小
額
及
中
額
捐
獻
所
集
聚
，
此

外

，
費
用
之
支
出
係
以
促
進
國
家
政
治
進
步
的
目
的
者
，
 

得
至
一
〇

〇

、
〇
〇
〇
馬
克
額
度
爲
稅
上
扣
除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本
身
亦
已
肯
認
爲
合
憲
(
參B

V
e
r
f
G
E
73,

 7A
841

 

=
E
u
G
R
Z

 19
8
6
,

 39
與

4
0
4
】)

。
本
系
爭
規
定
尙
且
低
於
此
一
數
額
。

2.
社
民
黨
認
爲
此
爭
議
之
提
起
亦
M
無
理
由

1

九
八
四
年
首
度
引
進
的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
原
則
上
已
經
證
明
係
適
當
，
第
一
年
施
行
的
結
果
亦
曾
緊
急
修
正
計

 

算
模
式{B

e
r
e
c
h
u
n
g
s
m
o
d
u
s
)
。

一
九
八
四
及
一
九
八
五
年
間
，
相

對

之

下

，
政
黨
收
入
最
少
的
社
民
黨
M
未
獲
得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之

支

付

，
因
其
本
身
已
變
成
標
準
政
黨{M

a
b
s
t
a
b
s
p
a
r
t
e
r

然

而

相

對

而

言

，
獲
得
最
多
政
黨
捐

 

獻
收
入
之
政
黨
卻
得
到
最
多
的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
這
是
因
爲
現
在
將
«
費
與
政
黨
成
員
數
目(M

i
t
g
l
i
e
d
s
t
H
r
k
e
K

開

 

係
考
慮
進
去
之
故
。
潴
費
之
列
入
考
慮
在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上
，
從
稅
法
體
系
上
看
，
係
屬
必
要
。
理

論

上

，
捐
獻
及
黨

 

费
分
離
的
操
縱
可
能
性
固
無
法
排
除
，
但
在
實
際
上
不
可
能
實
現
。

單
單
從
一
九
六
八
年
起
幾
乎
是
成
長
七
倍
的
聯
邦
政
黨
的
財
政
收
入
即
可
證
明
，
四
〇

、
〇
〇
〇
馬
克
的
捐
獻
在

三
七
三



三
七
四

1
九
八
四
年
遠
遠
低
於
二
o

、
o

〇
〇
馬
克
的
捐
獻
在
一
九
六
八
年
的
特
殊
重
要
性
。

此

外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於
其
判
決
中
亦
將
政
黨
視
爲
一
整
醞
而
非
依
其
個
別
的
分
支
機
構
層
次
予
以
差
別
對
待
。
 

此
種

差
別

對

待

，
尤
其
因
爲
政
黨
內
部
財
務
的
多
樣
化
及
千
差
萬
別
，
幾
乎
不
可
能
實
現
。

補
助
基
數
之
發
給
繫
乎
所
獲
得
第
二
選
票
的
百
分
之
二
之
限
額
係
合
理
的
’
蓋
經
驗

上

顯

示

’
只
有
這
些
在
競
選

 

中
獲
得
第
二
選
栗
逾
千
分
之
五
之
政
黨
才
能
顯
示
出
其
有
相
對
較
高
的
花
費
並
持
績
有
選
民
訴
求
，
這
種
固
定
費
用
基

 

本
數
額
對
獲
有
百
分
之
七
點
五
以
上
選
票
的
政
黨
，
即
無
甚
差
別
。

IV

、

(
憲
法
法
院
所
調
査
之
證
據
——

譯

註

)

本
庭
自
聯
邦
眾
議
院
獲
得
有
關j

九

八

七

、
一
九
八
八
、
一
九
八
九
會
計
年
度
依
據
舊
法
及
新
法
之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計

算

方

法

，
此

外

，
本
庭
於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之
計
算
，
對
依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發
生
系
爭
問
題
而
成
爲

 

標

準

政

黨

之

政

黨

(
指
綠
黨
而
言
——

譯

註

)

，
亦
調
査
其
黨
费
平
均
數
額
及
黨
貝
而
身
爲
公
職
人
員
蟹
議
員
之
特
別

 

捐(
A
m
t
s
u
n
d

 Ma
n
d
l
t
r
K
g
e
r
a
b
g
a
b
e
n
)
，

及
其
一
九
八
六
至
一
九
八
九
年
會
計
年
度
之
小
額
捐
獻
收
入
數
額
。

於
言
詞
辯

論

時

，
除
爭
議
程
序
之
兩
造
外
，
本
庭
亦
給
予
依
第
十
二
屆
德
國
眾
議
院
選
舉
結
果
有
權
請
求
競
選
經

 

費
補
助
之
政
黨
之
代
理
人
以
發
言
機
會
。
本
庭
並
詢
及
邦
級
以
下
的
黨
務
分
支
組
織
之
預
算
等
級

(
G
rOJ
J
S 

e
n
o
r
d
n
u
n
g
)
。

B

、
(憲
法
法
院
理
由
論
述
——

譯
註
)

本
件
爭
議
之
提
起
合
法
並
有
理
由
。



I

、
(捕
助
基
數
違
窻
之
理
由
！

譯
註
)

爭
議
之
對
造
在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項
上
規
定
，
政
黨
至
少
須
在
選
區
獲
有
第
二
選
栗
百
分
之
二
以
上
者
，
始

 

得
在
競
選
經
費
補
助
範
圍
內
獲
得
補
助
基
數
，
已
侵
害
爭
議
提
起
人
之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之
權
利
並
違
反
政

 

黨
應
獨
立
於
國
家
外
之
原
則
。
政
黨
應
獨
立
於
國
家
外
之
原
則
包
括
政
黨
應
持
久
地
植
基
於
社
會
並
由
此
與
國
家
保
持

 

1

定

距

離

。
上
揭
規
定
對
符
合
法
定
請
求
要
件
之
政
黨
給
予
國
家
財
源(M

i
t
t
e
o
,

在

範

圍

上

，
不
顧
及
政
黨
應
致
力

 

於
透
過
黨
貝
及
捐
獻
者
以
努
力
尋
求
財
源
之
政
策
，
亦
不
顧
及
選
舉
結
果
*
與
基
本
法
不
符
。

唯
爭
議
提
起
人
認
爲
其
所
指
摘
之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項
規
定
與
政
黨
獨
立
於
國
家
外
原
則
相
符
。
然

而

，
爭

 

議
提
起
人
就
本
原
則
所
作
解
釋
既
與
本
庭
以
前
見
解
相
左
，
亦
與
本
庭
現
所
發
展
之
見
解
不
符
。
本
庭
不
受
爭
議
提
起

 

人
法
律
上
見
解(r

e
c
h
t
l
i
c
h
e
^

iird
i
g
u
n
g

芝

拘

束

。
亦
不
妨
礙
本
庭
針
對
政
黨
袪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項
所
提
出
之
聲

 

請

予
以
許
可
，
蓋
此
規
定
與
政
黨
獨
立
於
國
家
外
原
則
不
相
符
合
。

補
助
基
數
規
定
已
被
爭
議
提
起
人
以
合
法
方
式
提
出
作
爲
本
件
機
醑
爭
議
之
客
體
，
且
對
政
黨
在
憲
法
上
地
位
甚

 

爲
重
要
的
政
黨
獨
立
於
國
家
外
原
則
’
亦
予
政
黨
在
機
關
爭
議
上一

項
爭
議
提
起
權(riigefshiges

 K
e
c
h
t
r

(
參

 

B
V
e
r
f
G
E
7
3
,

老

罗

 84
ffJ

 =

 I

Z

 19
8
6
,
麗

3
9
9
,

 i

〕
)

。

1.
依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一

項
第
一
句
規
定
，
政
黨
協
力
於
國
民
政
治
意
志
之
形
成
，
唯
就
國
民
政
治
意
志
之
、 

形

成

而

言

，
其

並

未

享

有

獨

占

地

位

。
除

政

黨

外

，
其
他
個
別
市
民
及
聯
盟(v

e
r
b
k
n
d
e
)
、

闋

體

及

協

會

，
亦

在

意

、
 

見
及
意
志
形
成
過
程
上
共
同
發
揮
影
饗
力
。
唯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合
理
化
了
政
黨
在
選
舉
法
上
被
提
髙
之
地
位
。
政

三
七
五



三
七
六

黨

因

此

不

只

是

選

舉

準

備

組

織c
w
a
M
v
o
r
b
e
r
e
i
t
u
n
g
s
o
r
g
a
n
i
s
a
t
i
o
n
e
n
)
，

其

在

此

功

能

下

，
對
民
主
秩
序
而
言
實

 

係

不

可

或

缺

。
又

政

撖

尤

其

被

期

望

能

有

組

織

地

，
共

同

結

市

民

，
而

以

進

入

國

家

機

關

參

與

意

志

瑕

成

爲

目

標

，
 

並

自

動

地

成

爲

一

政

治

行

動

團

體

單

位(
H
a
n
d
l
u
n
g
s
e
i
n
h
e
i
t
T

使

市

民

可

能

對

國

家

事

務

產

生

有

效

的

影

響

。
政
黨

 

有

義

務

形

成

政

治

目

標

，
並

將

該

目

標

宣

達

於

市

民

及

協

力

使

社

會

上

及

關

於

個

別

市

民

之

問

題

被

認

識

，
並
提
出
以

 

及

尋

求

相

應

的

解

決

方

法

。
在

國

家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過

程

中

國

家

'機
.關

對

.國

民

間

之

極

爲

重

要

之

回

饋

 

(
R
i
i
c
k
o
p
p
e
l
u
n
g
^

用

亦

屬

政

黨

職

責

。
此

種

回

饋

並

非

只

表

現

在

定

期

往

復

的

議

會

議

選

舉

行

爲

上

。
國
民
意
志

 

之

形

成

及

國

家

機

關

意

志

之

形

成

完

成

於

多

樣

化

且

日

復

一

日

由

政

黨

典

同

形

成

的

相

互

作

用(w
e
c
h
s
e
l
w
i
r
k
u
n
g
)

 

之

上

，
政

治

方

案

及

國

家

組

織

的

行

爲

影

響

及

國

民

的

意

志

形

成

，
甚

且

亦

係

意

見

形

成

的

客

體

(
參B

V
e
r
f
G
E
20,

 

5
6
1
4
1
;

 44,

 12
5
【1
3
9
fJ

 =

 E
u
G
R
Z

 19
7
7
,

 1
9
1
【K
s
p
r
b
e
r
.

 
N
r
oo
l;
 73,

 40
【8
5
1

附

詳

細

引

證

=
E
u
G
R
Z

1
9
8
6
,

 S

I

】
了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已

明

顯

將

政

黨

之

h
揭

民

主

意

志

形

成

及

在

國

事

決

定

過

程

中

的

角

色

明

顯

標

出

，
爲
使
其

 

:止

確

運

作

，
政

黨

必

須

一

方

面

向

其

黨

員

訴

求

，
以

向

内

發

展

持

績

效

力(standiger

 w
i
r
k
s
a
m
k
e
i
t
)
，

藉
以
促
使

 

政

激

內

部

的

意

志

形

成

。
如

此

才

會

符

合

憲

法

所

要

求

的

，
政

搛

內

部

秩

序

必

須

合

乎

民

主

基

本

原

則

之

規

定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
項

第

三

句

)

。
他

方

面

，
政

黨

亦

必

須

多

向

外

活

動

，
在
與
其
他
政
黨
的
競
爭
及
苏
他
公
共
意
見

 

形

成

具

有

曰

益

影

響

力

的

設

施

上

及

團

體

上

，
試

圖

使

市

民

信

賴

其

敢

策

的

正

確

性

。
以
上
這
些
皆
與
聯
邦
及
邦
國
會

 

及

地

方

代

表

的

選

舉

有

直

接

關

係

。



2.
與
本
庭
以
前
見
解
相
反
的
，
國
家
憲
法
上
不
妨
給
予
政
黨
財
務
上
支
助
以
支
應
其
受
基
本
法
所
委
託
的
活
動
。
 

a}
政
黨
一
般
政
治
活
動
係
在
競
選
活
動
之
外
，
亦
有
在
競
選
活
動
上
者
，
唯
選
舉
需
要
特
別
的
準
備
，
如
選
舉

 

方

案

之

擬

定

、
選
舉
廣
吿
之
設
置
及
選
舉
活
動
之
遂
行
(
參B

V
e
r
f
G
E
24,

 

3
0
0
i

f
.】
)

，
所

有

這

些

活

動

無

非

係

 

以
宣
達
市
民
其
政
治
上
目
標
並
嫌
得
其
贊
同
，
亦
即
以
協
力
國
民
政
治
意
志
的
形
成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
爲

目

的

。
如
果
政
黨
不
注
意
收
集
國
民
現
有
意
向
、
利
益
及
致
力
何
事
，
而
後
評
估
並
進
行
取
捨
以
供
市
民
選

 

擇

，
則
此
目
的
即
無
由
而
達
，
再
如
果
政
黨
不
嘗
試
實
現
市
民
意
志
並
使
之
對
國
家
機
關
發
揮
效
能
，
則
此
種
目
的
亦

 

有
欠
缺
(參
 B

V
e
r
f
G
E
44,

 12
5
1
1
4
5
亡

"E
u
G
R
Z

 19
7
7
,

 1
9
1
【K
e
s
p
r
e
b
e
r
.

 Nr
.

00
)
；
蓋
國
民
特
別
是
透
過
政

 

黨
在
選
舉
上
對
最
髙
的
國
家
機
關
之
決
定
取
得
影

響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句
賦
與
政
黨
對
國
民
政
治
意
志
的
形
成
予
以
協
力
之
任
務
，
且
不
限
於
直
接
的

 

選

舉

準

備

。
從
組
織
観
點
來
看
，
無
論
如
何
這
只
是
其
任
務
的
當
然
部
分
；
實

質

內

容

上

，
選
舉
之
參
與
使
政
黨
保
有

 

持
續
效
力(

s
t
H
n
d
i
g
e

 

w
i
r
k
s
a
m
k
e
i
t

ffi
不

致

中

斷

。
選
舉
及
其
結
果
給
政
黨
一
項
啓
示
’
即
從
選
舉
結
果
中
政
黨

 

可
獲
知
市
民
對
其
政
策
有
何
回
響
及
對
之
有
何
期
許
。
只
有
在
極
少
數
情
況
下
，
政
黨
之
競
選
活
動
得
與
其
他
活
動
劃

 

分

。
如

果

吾

人

欲

將

此

種

(
競
選
活
動
)
與
憲
法
上
所
賦
予
之
國
民
政
治
意
志
協
力
任
務
强
加
劃
分
*
將
會
欠
缺
實
質

 

理

由

。
因

此

，
與

本

庭

以

前

判

決

相

反

(
參
第
一

次

判

決B
v
e
r
f
G
E
2
0
5
6
tll 3

f
q
)

，
本

庭

茲

認

爲

，
唐
法
上
並
不

 

要
求
吾
人
尋
求
國
家
對
政
黨
在
競
選
經
費
補
助
上
之
界
限
何
在
。

三
七
七



三
七
八

W
長

久

以

來

國

家

資

助

政

黨

財

務

實

際

上

一

直

存

在

，
此

基

本

上

亦

是

由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所

承

認

。
本
庭
在
憲

 

法

上

並

未

對

競

選

經

費

總

額(
p
a
u
s
c
h
a
l
i
e
r
u
n
g

 de
r

 w
a
h
l
k
a
m
p
f
k
o
s
t
e
n
^

未

對

預

支

的

費

用

有

所

非

難

(
參

 

B
V
e
r
f
G
E
24,

 30
0
【3
3
5
ff

.】
73,

 40
【H

6
〕

=

 E
U
G
n
N

1
9
8
6
,

 3931:40

001)

 o
 競

選

經

費

補

助

，
依
其
範
圍
及
功
能

 *
 

已
發
展
成
政
黨
財
務
基
礎
之
：部
分
(參

B
V
e
r
f
G
E
7
3
,

 4
0
【1
1
6
〕

=

 E
U
G
R
N

1
9
8
6
,

 3
9
3
t 4
1
3
】
—

法

官
 

B
b
c
k
e
n
f

o-.r
d
e
^

同

意

見

書

)

。
本

件

程

序

所

審

奄

之

所

請

的

補

助

基

數

(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項

)
的

規

定

，
只

 

是

使

競

選

經

費

補

助

之

性

質

更

淸

晰

的

呈

現

出

來

而

已

。

3.

唯

政

黨

獨

立

於

國

家

外

之

憲

法

原

則

，
只

允

許

政

無

一

般

活

動

得

自

國

家

獲

得

補

助

。
此
原
則
禁
止
I

I

儘
管

 

在

自

由

民

主

的

政

治

過

程

，
國

民

意

志

形

成

與

國

家

機

關

意

志

瑕

成

會

有

交

叉

的

部

分

！

國
家
在
政
黨
的
意
志
形
成

 

介

入

影

響

力

並

因

此

而

影

響

整

個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過

程

。

(
參

B
V
e
r
f
G
E
73,

 4ot 8
7
1

 =

 E
u
G
K
Z

 19
8
6
,

 3
9
¥
4
0
g

 

)

。
又

，
國

家

不

論

以

何

種

種

類

及

方

式

爲

財

務

的

支

給

，
都

：
定

會

帶

來

間

接

影

響

的

危

險

。
某
本
法
規
定
作
爲
要

 

件

的

政

黨

獨

立

於

國

家

外

之

特

性

，
不

只

要

求

政

黨

應

保

持

獨

立

於

國

家

外

，
抑
且
要
求
政
餹
之
性
格
應
係
自
由
源
於

 

社

會

一

般

政

治

領

域

所

形

成

的

團

體

(
參

B
V
e
r
f
G
E
20,

 

5
6
C 1

0
1
】
)

。
政

黨

必

須

不

只

政

治

上

，
連
經
濟
上
及
組
織

 

上

都

應

取

向

於

市

民

之

同

意

及

支

持

=
個

別

政

賺

不

得

因

公

共

資

財

的

補

助

而

使

其

在

選

民

群

中

尋

求

足

夠

支

持

的

努

 

力

見

奪

(
參

B
V
e
r
f
G
E
73,

 40
【8
6
〗

m
.w

.N
.

 
h
 E

u
G
R
Z

 19
8
6
,

 3
9
3
〔4
0
5
〕
)

。

如

果

因

透

過

補

助

使

政

黨

不

必

再

向

其

黨

員

及

支

持

者

主

動

尋

求

財

務

支

持

者

，
則
政
黨
獨
立
於
國
家
外
之
原
則

 

將

因

財

務

補

助

的

支

給

而

受

到

違

反

。
如

果

此

點

受

到

忽

略

，
則

政

黨

就

有

與

社

會

根

源

脫

節

之

危

險

(
參



B
V
e
r
f
G
E
73,

 40
【8
8
1

 =

 E
u
G
R
Z

 19
8
6
,

 3
9
3
「4
0
6
J
)

。

政

黨

在

民

主

國

家

結

構

中

，
只

有

當

其

領

導

階

層

及

其

所

支

配

之

組

織

與

其

黨

員

基

礎

與

選

民

全

體

未

曾

疏

離

，
 

才

有

可

能

實

現

協

力

於

國

民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之

任

務

。
此

種

狀

況

不

會

因

國

家

限

制

對

某

些

特

定

行

爲

之

財

務

補

助

—

 

!

例

如

很

明

顯

的

選

舉

準

備

經

費

不

予

補

助

-I
I
而

受

到

妨

礙

，
反

而

因

透

過

財

務

支

援

以

使

政

治

過

程

開

放

，
政
黨

 

可

以

競

爭

並

使

政

黨

領

導

階

層

獲

有

社

會

基

礎

的

支

持(R
u
c
k
b
i
n
d
u
n
g
)

，
參G

r
i
m
m

所

著

，
c
ie
 P

a
r
t
e
i
e
n

，
收

 

於

 Bc
n
d
a
/M

a
i
h
o
f
e
r
/

 v
o
w
e
l

 合

編

：n
a
n
a

cru
d
i

 des

 y
g
r
f
a
s
s
u
n

JQsrc
c
h
t

 a
e
r

 B
u
n
d
e
s
r
e
p
u

crlik 

D
e
u
t
s
c
h
l
a
n
d
,

 1
9
8
3
,

第

3
5

賀

)
。
如

果

政

黨
所
需

財

務

大

部

分

或

甚

至

全

部

皆

由

公

款

支

應

，
則

政

撖

在

憲

法

h 

即
屬

以

不

能

令
人
忍

受
的
方
式
依

附

於

國

家

了

 (
參B

V
e
r
f
G
E
20,

 56
〔1
0
2
〗；

73,

 40
【8
6
〗

=
E
u
G
R
Z

 19
8
6
,

 36
3

7
0
5
1
)
。

鑒

於

政

擄

對

民

主

國

家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過

程

的

不

可

或

缺

性(u
n
e
n
t
b
e
h
r
l
i
c
h
k
e
i
t
r

如

果

充

分

的

自

有

財

源

 

在

現

代

民

主

的

條

件
y

顯

得

不

足

時

，
國

家

是

否

可

以

節

制

對

政

黨

的

財

務

支

助

，
此

點

毋

需

再

作

決

定

.
，蓋
長
久
以

 

來

，
國

家

一

直

在

相

當

的

範

圍

內

予

政

黨

公

款

的

資

助

。
唯

無

論

如

何

，
只
要
不

違

反

憲

法

上

所

保

障

的

國

民

政

治

意

 

士
心
形
成
過
程
的
公
開
性
(
參

B
V
e
r
f
G
K
73,

 
4a

8
6
府

詳

細

引

證

=
E
u
G
R
Z

 19
8
6
,

 3
9
3
〔4
0
5
〗
)

，

則
摧
本
法
並

 

未

限

制

立

法

者

就

政

黨

因

其

恵

法

地

位

所

被

賦

予

任

務

之

遂

行

，
予

以

財

務

補

助

。

4.

從
政
黨
獨
立
於
國
家
外
原
則
可
以
導
出
一
般
國
家
資
助
政
黨
財
政
的
範
圍
以
及
補
助
分
配
的
！
定

標

準

，
道
些

 

標
準
同
時
也
將
機
會
平
等
原
則
(此
就
見
於

t
文

II
、
!.
)
考

慮

在

内

。
此

些

標

準

依

甚

本

法

第

_■:
十
一
條
第
三
項
不

一
二
七
九



一
..
八

〇

只
對
聯
邦
政
府
有
效
，
即
連
各
邦
依
基
本
法
第
七
十一

條
被
授
權
制
頒
法
律
時
，
亦

應

遵

循

。
此
呰
標
準
一
方
面
涉
及

相
對
上
限(die

 relative

 o
b
e
r
g
r
e
n
z
e
)
，

亦
即
可
以
流
入
政
黨
的
國
家
資
財
的
限
度
4

-
-
荀
關
於
政
黨
總
收
入

-
-
-
另
一
方
面
則
關
於
國
家
財
政
資
助
政
黨
的
總
額
的
絕
對
上
限
W

，
最
後
關
係
到
國
家
資
財
流
入
政
撖
而
讨
據
以

分
配
的
參
考
數
値
(B
e
z
u
g
r
o:
ta
e
n̂

。

4
任
何
受
國
家
資
助
的
政
黨
財
務
都
必
須
防
止
政
满
以
憲
法
h
無
法
令
人
忍
受
的
方
式
依
賴
於
國
家
。
政
黨
之

 

自
有
財
源
必
須
優
先
於
國
家
資
助
。
因
此
政
黨
獨
立
於
國
家
外
之
原
則
只
允
許
國
家
財
源
於
相
對
上
限
的
額
度
內
流
入

 

政

撖

，
此
額
度
依
其
自
有
財
源
與
直
接
受
領
國
家
財
源
的
關
係
定
之
。
即
國
家
對
政
黛
資
助
總
額
不
得
超
過
政
黨
自
篕

 

的
收
入
總
額
(
參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至
第
四
及
第
八
款
)
。
此
一
收
入
總
額
應
將
信
用
貸
款
 

(K
r
e
d
i
t
e
n
M

部

分

予

以

排

除

，
香

則

，
政
寐
透
過
其
預
算
經
濟
而
不
恃
其
政
治
績
效
，
即
可
影
響
國
家
補
助
之
幅
度

o

在

計

算

國

家

資

財

補

助

政

黨

財

務

最

高

限

額

時

^

^

此

政

黨

既

與

國

會

歲

圃(p
a
r
l
a
m
e
n
t
s
f
r
a
k
t
i
o
n
)

不

同

，
亦

 

與
所

謂

的

親

政
M

的

基

金

會

(
p
a
r
t
e
i
n
a
h
e
n

 s
t
i
f
t
u
n
g
e
a

小
同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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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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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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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l
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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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u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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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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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
p
r
e
b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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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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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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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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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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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G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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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應

將

直

接

從

國

庳

流

入

囊

 

的

所

有

資

財

全

部

計

算

在

內

。
相

反

的

，
此

種

計

算

並

不

要

求

把

各

種

優

恵

都

視

爲

國

家

所

資

助

的

政

黨

財

務

，
此
類

 

優

惠

係

指

政

黨

從

黨

費

及

平

均

所

得

收

入

者

亦

可

能

有

之

的

小

額

捐

獻

的

稅

上

優

惠

間

接

流

入

政

寐

的

益

處

(
I

就

 

此

，
見

下

文

III
)

。
此

種

益

處

的

量

(G
r

o:>
e
n
o
r
d
n
u
n
g
)
，

特

別

就

捐

獻

而

言

，
實

難

以

佶

算

a

此
種
税
利
的
量
並



非
直
接
利
於
政
黨
本
身
而
是
只
利
於
捐
獻
者
。
縱
使
捐
助
者
對
政
黨
捐
獻
很
少
注
意
到
就
之
會
有
稅
制
上
之
利
益
’
政

 

黨
之
受
捐
獻
成
果
仍
只
依
其
實
際
所
獏
得
之
數
額
計
算
。

W
透
過
政
黨
自
有
收
入
之
額
度
以
限
定
國
家
補
助
政
黨
財
務
之
範
園
，
除
了
自
公
庫
可
能
獲
得
資
助
外
，
將
促

 

使
政
黛
致
力
於
從
市
民
方
面
另
行
尋
求
財
務
支
持
。
此
即
政
黨
獨
立
於
國
家
外
原
則
所
要
求
的
，
政
黨
應
在
社
會
中
尋

 

得

其
根
源
。
綜

上

所

述

，
政
黨
自
有
財
源
應
儍
先
於
國
家
補
助
。
由

此

，
不
只
是
國
家
資
助
政
黨
之
總
額
不
得
逾
其
自

 

有

財
源
之
總
數
，
抑

且

，
道
些
自
有
收
入
之
增
加
，
不
至
於
立
刻
導
致
國
家
對
政
黨
所
資
助
之
幅
度
亦
隨
之
水
漲
船
高

 

=

國
家
財
務
資
助
範
圍
必
須
限
于
能
維
持
並
發
揮
政
黨
功
能
所
必
要
者
爲
限
，
且
須
係
政
黨
所
不
能
自
籌
者
。
政
黨
用

 

以
遂
行
嫌
法
及
政
黨
法
所
賦
予
任
務
之
財
務
霈
要
，
必
須
取
決
於
供
利
用
之
收
入
範n

B
i
n
n
a
h
m
e
r
a
h
m
e
n
T

國

 

家
對
政
黨
之
資
助
，
在
公
款
的
節
省
使
用
要
求
下
，
不
可
多
於
其
遂
行
任
務
之
需
费
，
蓋
該
公
款
基
本
上
係
由
人
民
稅

 

捐
所
組
成
。
如

果

市

民

認

爲

，
政
黨
無
非
從
公
庫
自
謀
利
益
而
已
，
則
必
導
致
政
黨
聲
望
的
低
落
，
最
後
必
損
及
其
欲

 

遂
行
之
憲
法
所
賦
予
任
務
之
能
力

。

依

此

標

準

，
在
過
去
年
間
從
公
庫
流
向
政
黨
的
財
務
補
助
幅
度
，
如
現
時
狀
況
無
重
大
變
更
，
應
視
爲
已
足
夠
。
 

就

此

，一

方
面
涉
及
到
一
九
八
九
年
至
一
九
九
二
年
間
之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的
補
助
，
另
一
方
面
涉
及
一
九
九
〇
年
聯
邦

 

眾
議
院
選
舉
以
競
選
經
費
補
助
之
方
式
所
爲
之
補
助
——

包
括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項
，
第
三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之
補

助

基

數

，
此
補
助
基
數
係
立
法
者
用
以
取
代
競
選
經
黄
補
助
總
額
之
提
高
而
引
進
者
-
-
-
並
涉
及
上
届
各
邦
眾
議
會

選
隼
及
一
九
八
九
年
歐
洲
議
會
選
舉
所
實
際
獲
得
之
補
助
。
今
年
的
競
連
經
費
補
助
應
按
各
選
舉
期
間
長
短
比
例
計
算

=八一



三
八
二

之

。
此
種
源
於
這
些
補
助
的
一
年
平
均
數
額
I

I

在
前
揭
要
件
不
變
的
情
況
下
-
-
-
即
構
成
國
家
——

亦
即
聯
邦
及

各
邦

-
-
總

和

用

以

補

助

之

總

數

額

{
絕

對

上

限

，a
b
s
o
l
u
t
e 

o
b
e
r
g
r
e
n
z
e
)

 

®

只

要

在B
r
a
n
d
e
n
b
u
r
g
,

M
a
c
k
l
e
n
b
u
r
g
.v
r
o
p
o
m
m
e
r
n
,

 Sa
c
k
s
e
n
,

 sa
c
k
s
e
n
.Anhalt

^

及T
h
U
r
i
n
g
e
n

 (
以
上
爲
前
東
德
之
邦
名
，
譯

 

註

)
各
邦
競
選
經
费
補
助
於
上
一
屆
邦
議
會
選
舉
低
於
其
他
聯
邦
領
域

 <

指
前
西
德
地
區
I

譯

註

)
通
常
每
選
舉
人

 

五
馬
克
之
數
額
者
，
則
在
確
定
絕
對
上
限
額
時
，
得
以
通
常
之
五
馬
克
數
額
爲
準
。

儘
管
國
家
資
助
的
政
黨
財
務
額
有
一
實
證
法
律
基
礎
’
立
法
者
仍
得
在
物
價
水
準
有
變
更
時
’
就
國
家
補
助
之
絕

 

對
上
限
額
的
必
要
調
整
而
規
定
出
對
政
黨
實
現
其
任
務
有
重
要
關
係
的
物
價
發
展
指
數{I

n
d
e
x
)
。

同
樣
的
，
立
法
者

 

亦
得
在
情
況
已
否
有
重
要
改
變
，
得
否
允
許
國
家
補
助
額
之
提
髙
之
問
題
上
，
利
用
獨
立
的
専
家
指
數(der

 R
a
t

 

u
n
a
b
h
S
n
g
i
g
e
r

 sachverstsndiger
)
。

因
爲
類
似
於
議
員
薪
水{B

e
z
i
i
g
e
K

其
他
政
治
公
職
人
員
薪
資o

n
h
a
b
e
r
)

 

的
規
定
，
立
法
過
程
在
此
(
國
家
財
務
補
助
'
領
域
通
常
亦
缺
乏
一
種
透
過
客
觀
指
數
可
以
加
以
掌
握
的
相
對
政
治
利

 

益
的
正
確
要
素
。

d
補
助
政
黨
之
資
財
如
何
分
配
之
棵
準(MaJS

 

stab
)
，

得
自
憲
法
中
探
知
。
自
公
庫
領
有
金
錢
補
助
是
否
將

 

帶
給
政
黨
下
述
危
險
：
政
黨
與
其
黨
員
圃
髖
及
支
持
其
政
策
之
市
民
群
體
部
分
疏
離
或
與
之
脫
節
，
或
透
過
財
務
分
配

 

使
政
黨
對
國
家
產
生
依
賴
性
’
國
家
從
而
可
取
得
對
政
黨
之
影
響
’
正
如
對
機
會
平
等
之
保
障
’
主
要
亦
繫
乎
國
家
補

 

助
係
依
何
標
準
而
定
。

如
果
政
黨
在
選
票
數
、
黨
員
數
及
所
募
得
之
捐
款
數
上
所
獲
致
之
成
果
具
有
重
要
性
而
應
由
立
法
者
據
此
制
定
成



分
H

標

準

的

話

，
則

亦

應

考
It

如

何

透

過

財

源

之

種

類

以

鞏

固

政

黨

社

會

根

源

。
國
家
財
務
補
助
制
度
如
不
至
於
剝
奪

 

政

黨
封
謀
取
國
民
之
認
同
及
支
援
^

—

^
含
財
務
上

的

支

援一
N

主

動

努

力

，
.則
此
制
度
即
可
使
政
黨
在
受
期
許
及

 

受

要

求

下

，
在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過

程

中

，
會

將

國

民

(
意

見

)
列

入

考

嫌

。
符

合

此

種

意

旨

之

國

家

補

助

制

度

，
即
可

 

用

以

決

定

政

黨

是

否

可

獏

得

圃

家

給

付

、
應

在

何

範

圔

給

付

以

及

在

何

範

圍

內

，
依

法

律

規

定

仍

保

留

予

市

民

(
而
不

 

支
付
予
政
黨
)
。

上

揭

三

項

標

準

(
選
票
數
、
黨
員
數
及
所
寡
捐
款
數
)
以
逋
當
方
式
相
互
連
結
之
分
配
比
率

 

t
v
e
r
t
e
i
l
u
n
g
s
s
c
b
l
i
i
s
s
e
l
)

，
即

會

符

合

儘

可

能

地

不

影

響

到

政

黨

爲

獲

得

更

多

選

票

之

內

部

結

構

及

策

略

之

自

我

決

 

定

權

之

要

求

。
黨

員

基

礎

深

厚

之

政

黨

’
其

主

要

財

務

基

礎

在

於

其

廣

大

的

黨

費

及

黨

員

捐

獻

’
其

在

競

選

時

，
除
種

 

子

運

民-5it
a
m
m
w

»:h
l
e
r
^

，
更

可

開

發

新

的

選

民

層

t
w

Mih
l
e
r
s
c
h
i
c
h
t
e
n
r

唯

除

此

種

政

黨

外

，
必
定
還
有
其
他

 

政

黨

在

薄

弱

的

黨

貝

基

磯

上

致

力

於

政

治

影

響

力

及

選

舉

結

果

者

。

唯
只
要
政
黨
黨
費
及
捐
獻
收
入
(
立
法
時
)
已
被
顧
及
，
爲
不
侵
害
政
黨
的
機
會
平
等
及
市
民
對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的
平
等
#
與

權

，
則
無
論
如
何
得
與
相
對
上
限
(
上

文
a
 )
規
定
不
冏
，
而
只
顋
及
捐
助
的
#K

G
r

£ :e
n
o
r
d
n
u
n
g
)

 

,
亦

即

’
所
有
政
黨
不
問
該
捐
獻
之
政
治
目
標
爲
何
’
都
應
將
該
捐
獻
公
吿
，
並
使
有
平
均
所
得
之
人
亦
得
爲
捐
獻
。
 

唯
就
黨
費
及
捐
獻
予
以
税
上
優
惠
仍
有
嫌
法
上
之
界
限
(
下
文
r
a
、
2.
)
，
應
注
意
及
之
。

f

所

論

，
如
從
機
畲
平
等
原
則
出
發
，
可
以
說
：
爲
使
國
會
發
揮
運
作
功
能
，
防
止
選
票
的
過
度
分
散
而
引
進

 

之
在
嫌
法
上
原
則
上
已
無
疑
義
之
選
舉
法
規
，例
如
門
楹
條
款

t
S
p
e
r
r
k
l
a
u
s
e
l
}

、連
署
名
額
 

{
u
l
r
i
f
t
e
n
q
u
o
—

奪

規

定

，
已
阻
礙
了
新
黨
及
小
黨
之
參
與
政
治
競
爭
，
並
已
損
及
競
爭
之
誠
實
性

三
八
三



一
一
：
八
四

{
o
f
f
e
n
h
e
i
t
v

如

果

競

選

經

費

的

補

助

又

繫

乎

政

黨

是

否

可

進

入

其

擬

欲

參

選

之

國

會

，
則

上

揭

影

響

會

更

彤

强

化

 

,
本

庭

茲

決

定

，
立

法

者

雖

可

規

定

將

此

費

用

之

補

助

繫

乎

政

黛

致

力

於

選

舉

結

果

及

因

此

獲

有

足

以

證

明

其

有

足

以

 

實

現

政

治

網

領

之

最

低

選

票

之

鄭

重

性(
E
r
n
s
t
h
a
f
t
i
g
k
e
i
t
T

唯

這

種

最

低

選

票

部

分

，
無
論

如

何

必

須

遠

在

百

分

之

 

五

的

界

限

下

(
參B

V
e
r
f
G
E
20,

 56
〔1
1
7f

e

。
於

國

家

補

助

政

無

制

度

上

，
亦

應

有

同

樣

的

考

慮

。

如

果

國

家

衡

量

其

資

助

政

黨

之

多

寡

不

只

是

依

據

其

選

舉

結

果

，
而

且

也

是

依

據
其
無
費
獲
取
之
多
寡
及
捐
獻
之

 

收

入

額

而

定

，
則

會

較

有

利

該

些

已

進

入

國

會

之

政

黨

。
該

些

國

會

政

黨

舆

受

阻

於

門

檻

條

款

之

政

黹

相

較

，
在
將
來

 

的

選

舉

中

已

先

有

較

多

的

機

會

,
以

向

選

民

召

吿

其

政

治

目

標

。
立

法

者

必

須

考

量

這

些

在

議

會

具

有

席

位

、
因
國
家

 

設

立

門

檻

條

款

所

篩

選

出

來

的

政

黨

，
其

捐

獻

收

入

所

潛

在

形

成

之

有

利

之

處

，
是

否

尙

需

要

均

衡

津

貼

？
蓋
均
衡
津

 

貼

會

受

到

很

多

因

素

的

影

密

，
例

如

，
已

經

達

到

最

低

選

票

標

準

卻

未

獲

得

議

席

之

政

黨

，
其

選

舉
結
果
若
作

爲
標
準

 

，
則

就

整

體

應

分

配

與

政

黨

之

資

財

而

言

，
相

對

上

會

被

賦

予

更

重

要

的

地

位

。
無

論

如

何

，
鑒

於

政

黛
獨
立
於
國
家

 

外

之

原

則

，
不

得

使

政

餹

自

公

庫

所

獲

得

之

財

源

，
與

自

有

收

入

相

較

而

言

，
竟

占

大

部

分

。

5.
M
依

此

種

標

準

審

查

，
政

锥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項

之

規

定

承

受

不

了

憲

法

上

之

審

査

。
立

法

者

由
此
已
違
反
政

 

嫌

獨

立

於

國

家

外

之

原

則

，
也

因

此

而

同

時

侵

害

爭

議

提

起

人

之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所

保

障

之

憲

法

上

地

位

(
參

 

B
V
e
r
f
G
E
73,

 4
0
t 6
6
1
)

。
此

乃

因

爲

補

助

基

數

^

^

儘

管

立

法

者

視

其

爲

競

選

費

用

補

助

之

構

成

部

份

I

I
基
本
上

 

，
不

以

各

該

有

權

領

取

該

基

數

之

政

撖

在

選

票

、
黨

費

抑

或

捐

獻

上

所

獲

致

之

成

果

爲

要

件

。
此

不

繫

乎
成
果
的
政
黨

 

基

本

財

源

，
即

欠

缺

憲

法

上

政

嫌

獨

立

於

國

家

外

原

則

之

保

障

所

擬

實

現

之

目

的

：
政

黨

應

確

保

其

社

會

根

源

，
並
積



極

地

取

[RI
於

市

民

(B
u
r
g
e
r

哀

選

民C
W
A
h
l
e
r
Y

唯
本
判
決
一
方
面
並

不

渉

及

給

予

在

選

區

內

至

少

獲

得

百

分

之

二

有

 

效

第M

選

票

之

政

黨

補

助

基

數

之

法

律

，
另
一
方
面
亦
不

渉
及

透

過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項

第

二

句

及

第

七

項

的

雙

 

重

裁

剪

界

限

0
^
?
\3
1111«1
8
$
6
1
1
2
6
捷

補

助

基

數

有

上

限

頟

限

制

之

規

定

。
先

不

論

此

些

(
裁

剪

界

限

)
規
定
本
身
明

 

顯

可

能

會

有

違

憲

之

慮

，
但

有

時

只

牽

涉

到

一

問

題

，
即

該

(
補

助

基

數

〕
規

定

憲

法
瑕
庇
上
的
效
力
只
會
受
到
限
制

 

但

不

能

將

之

治

癒

之

問

題

。

y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項

補

助

基

數

規

定

，
依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標
準
之
審

査
即

醑

多

餘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I 

條

第

一

項

連

結

基

本

法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

。
蓋

既

然

國

家
補
助

之

政

黨
基
本
財
務
，
總
雅

上

已

厲

違

憲

，
且
在
此
基
礎

 

上

可

以

確

定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項

侵

害

了

爭

議

提

起

人

憲

法

上

之

地

位

，
則
爭
議
提
起
人
並
無
値
得
保
護
之
利
益

 

，
以

將

其

所

指

摘

置
於
違
反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原

則
觀
點
下

的

該

規

定

之

規

範

構

成

部

分

(
R
e
g
e
l
u
n
g
s
b
e
s
t
a
n
d
t
e
i
l
e
)

——

包
括
至
少
在

全

選

區

與

部

分

選

區

從

事

競

選

之

平

等

處

遇

之

規

定

-
-
-
再
一
次
地
置
於
特
別
的
憲
法
審
査
之
下

〇

II

、

(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違
憲
之
理
由
——

譯

註

)

1

九

八

八

年

第

五

修

正

法

第

一

條

第

四

款
a
目

規

定

上

之

政

黛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之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規

定

 

，
侵

害

了

爭

議

提

起

人

之

源

於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與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之

政

治

競

爭

機

會

平

等

權

T

V

此
憲

 

法

上

之

瑕

疵

不

只

存

在

於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之

個

別

規

範

構

成

部

分

，
且

存

在

於

該

規

定

草

案

整

體

。

黨

費

均

衡

津

貼

規

定

係

屬

違

憲

(2.
M
)；
此

外

，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無

法

達

成

其

所

設

定

之

均

衡

目

標

(2.
W
)
。
最

三
八
五



後

引

起

憲

法

疑

義

的

係

黨

費

與

捐

獻

收

入

(
名

目

)

，
政

黨

可

將

之

任

意

相

互

轉

換

(
2.
V
V

如

果

一

九

八

八

年

所

制

定

之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新

規

定

之

違

憲

性

係

源

於

原

來

一

九

八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之

政

 

無

法

暨

其

他

法

律

修

：止

法

上

之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的

瑕

疵

，
則

本

庭

即

不

堅

持

：
九

八

六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判

決(B
v
e
r
f
G
E
73,

 40

 u
 E

u
G
R
Z

 19
8
6
,

 39
3

萠

持

見

解

。

1.
國

家

支

給

各

政

激

以

不

同

額

度

之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已

影

響

了

政

黨

間

的

競

爭

態

勢C

在

一

九

八

七

至

一

九

九

〇

 

年

會

計

年

度

期

間

，
根

據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
項

新

規

定

及

政

黨

法

第

三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過

渡

條

款

，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支

付

予

有

權

領

取

之

政

黨

者

，
典

達

九

仟

六

百

六

十

萬

馬

克

。
對

各

政

锥

之

補

助

，
以

一

九

八

九

年

爲

例

，
有

 

:
仟

零

一

十

萬

馬

克

補

助

予

社

民

黨
(S

P
D
T

八

百

一

十

萬

馬

克

補

助

予

基

民

規(C
D
U
Y

二
百
四
十
萬
馬
克
補
助
予

 

基

社

满

(C
S
U
}
，

一

百

四

十

萬

馬

克

補

助

予

自

民

锥(F
.D

.P
)；

而

爭

議

提

起

人

(
綠

撖

)
則

未

獲

分

毫

(
就

此

，
請
參

 

一.
九

九

一

年

九

月

二

日

聯

邦

眾

議

院

議

長

有

關

各

政

锥

一

九

八

九

年

會

計

報

吿

書

之

報

吿

，
載

於

B
T
D
r
u
c
k
s
.

 

1
2
/
1
1
S

S
.
5
)

。

因

而

，
首

先

要

依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之

觀

點

來

審

茶

作

爲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計

算

標

準

的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4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權

利

源

於

組

黨

自

由

及

多

撖

制

原

則

對

於

民

主

自

由

之

意

義

。
此

不

只

在

過

程

本

身

有

效

，
 

即

連

選

舉

準

備

及

政

撤

於

捐

獻

之

取

得

及

國

家

對

政

黨

財

務

補

助

之

給

予

事

項

之

競

爭

，
亦

爲

有

效

。

機

會

平

等

原

則

與

普

通

及

平

等

選

舉

之

基

本

原

則

關

係

極

爲

密

切

，
此
之
基
本
原
則
透
過
民
主
原
則
亦
可
得
其
槪



念

。
因

此

，
與

透

過

普

通

與

平

等

原

則

所

確

保

的

選

舉

處

遇

一

樣

。
在

此

領

域

，
平

等

應

是

嚴

格

及

形

式

的(strikt 

u
n
d

 f
o
r
m
a
l
M

平

等

。
亦

即

政

餹

機

會

：牛

等

原

則

應

被

嚴

格

適

用

。
公

權

力

之

行

使

若

以

足

以

改

變

政

黨

機

會

之

方

 

式

預

到

政

黛

競

爭

，
則

該

公

權

力

之

裁

量

即

有

特

別

之

界

限

，
特

別

是

立

法

者

不

得

紊

亂

現

有

的

競

爭

態

勢

。
機
會

 

:牛

等

原

則

一

方

面

並

不

要

求

以

產

生

競

爭

平

等

爲

目

標

地

去

均

衡

目

前

存

在

之

差

異

，
另

一

方

面

，
此
原
則
應
防
止
立

 

法

者

透

過

財

務

補

助

以

加

深

目

前

存

在

的

競

爭

機

會

事

實

上

之

不

平

等

D
 
(
本

院

陸

績

判

決

；
參

最

後B
V
e
r
f
G
E
73,

 

0
8
9
〕

"
 

78,

 35
0
〔3
5
8
r

各

有

詳

細

引

證

=
E
u
G
R
Z

 19
8
8
,

 56
2
〔5
6
4
】
)

。

W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a
條

第

二

項

有

意

以

不

同

額

度

支

給

各

該

政

黨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
會

影

響

現

存

的

政

黨

間

 

競

爭

態

勢

。
此

種

支

給

因

此

需

要

一

個

在

嚴

格

平

等

原

則

前

站

得

住

0
的

合

理

化

事

由

。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之

所

以

被

引

進

政

黨

法

，
旨

在

均

衡

國

家

對

餺

费

及

捐

獻

稅

收

的

放

棄

所

產

生

之

政

黨

競

爭

紊

亂

 

(
參

一

九

八

三

年

h
 :

月

二

十

九

日

聯

邦

眾

議

院

内

部

委

員

會

對

政

黨

財

務

規

定

律

法

草

案

之

镅

吿

，B
T
D
r
u
c
k
s
,

 

1
0
/
6
9
7
,

 S
.8f

.
;

連

結

聯

邦

總

統

所

任

命

之

政

黨

財

務

新

規

定

之

專

家

委

員

會(s
a
c
h
v
e
r
s

Er;n
d
i
g
e
n
-K
o
m
m
i
s
s
i
o
n
)

 

之

報

告

，

一

九

八

三

年

，
第

 

2
0

 貿

；
再
參

 

B
v
e
r
f
G
E
7
3
,
4
§
6
,

 88
J

 
1
 E

u
G
K
Z

 19
8
6
,

 39
3
t 4g

】
)

。

：

九

八

八

 

年

第

五

修

正

法

第

一

條

第

四

款
a
目

所

修

IK
之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
'

a
條

第

：

：

項

亦

.未

變

更

此

目

標

c

如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在

此

範

圍

内

果

屬

必

要

且

適

於

均

衡

憲

法

上

之

令

人

難

以

忍

受

之

競

爭

紊

亂

(
亦

請

參

 

B
V
e
r
f
G
E
73,

 40
〔8
6
ff

,

 89
】

=

E
U
Gts
z
 19

8
6
,

 39
3
t 4
0
5
f

e

，
則

依

政

黨

法

第

二

士

 一
a
條

所

採

取

之

對

政

黨

不

 

同

幅

度

的

國

家

補

助

，
始

與

在

此

應

予

適

用

之

嚴

格

平

等

相

符

。

|
._
八

七



三

八

八

2.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在
一
九
八
八
年
之
第
五
修
正
法
上
之
規
定
，
有
諸
多
方
面
均
不
合
乎
憲
法
上
形

 

式

平

等

原

則

之

要

求

。

V

爲
了
給
黨
費
多
但
相
對
地
捐
獻
少
的
政
黨
以
有
利
之
給
付
分
配
，
新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機
會
均

 

衡

津
站
規
定
，
就
國
家
對
黨
费
及
捐
獻
之
税
捐
上
之
放
棄
，
導
入
了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的
分
離
計
算
方
法
，
此
種
給
付
分

 

配

，
就
該
制
度
所
設
定
之
目
標
而
言
，
相
較
於
當
時
的
法
律
狀
a

,
是
較
合
理
的
。

(
參
明
邦
眾
議
院
議
長一

九
八
八

 

年

三

月

十

四

曰

依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五

項

，
有

關

會

計

報

吿

及

政

撤

財

務

發

展

之

報

吿

，B
T
D
r
u
c
k
s
,

 

1
1
/
2
8
7
，

s
. f

議
員

S
p

i
l

k
e

r

 { C
D

U
/

c
s
§

B
e

r
n

r
a

t
h
(
S

P
D

M
l

九
八
八
年
十
月
十
三
日
第
五
修
正
法
草
案
第

 

一
讀
會
之
湞
講
記
錄
，S

.

 68
5
4
,

 I

)
。
然

而

，
黨
費
的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誠
羼
不
必
：
蓋
黨
費
的
交
付
可
爲
税
的
扣

 

除

之

規

定

，
不
至
於
產
生
競
爭
之
紊
亂
乃
至
須
以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加
以
平
衡
。

S

因

此

，
依
聯
邦
磨
法
法
院
判
決
，
黨
費
及
捐
獻
的
稅
上
優
惠
(
規

定

)
會
有
憲
法
上
的
疑
問
，
蓋
此
規
定

 

有
利
於
所
得
較
高
者
，
也
因
此
優
惠
了
典
型
上
係
向
高
所
得
群
訴
求
之
政
黨
(
就

此

，
參
m

、
l.
)

。
倫
此
規
定
已
達

 

到
一
規
模
而
易
於
嚴
重
地
改
變
政
黨
間
既
有
的
競
爭
態
勢
者
，
即
已
違
反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原
則
。

(
參B

V
e
r
f
G
E
5
2
,

 

6
3
1
9
1
】
=

W

U

G

W

Z

 

1
9
7
9
,

 4
3
2
【 4
3
9】)〇

倒
不
是
黨
員
眾
多
世
因
此
黨
费
豐
沛
的
政
黨
的
高
額
間
接
稅
利
——

以
絕
對
値
而
言
丨
！
能
說
明
由
國
家
所
造
成

 

或
至
少
是
由
國
家
所
加
深
之
政
黨
間
競
爭
莱
%

，
而
是
政
黨
就
其
黨
員
數
而
言
，
已
獲
取
過
度
的
間
接
稅
利
者
，
才
足

 

以
說
明
國
家
如
何
造
成
政
黨
間
的
競
爭
紊
激
。
且
限
於
有
過
度
的
間
接
稅
利
的
情
況
，
才
須
加
以
平
衡
，
也
才
可
以
么
口



理
化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規
定
。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的
形
成
史
亦
證
明
，
立
法
者
並
非
要
平
衡
個
別
政
黨
不
同
的
黨
费
及
捐
獻

 

收
入
，
而
是
平
衡
稅
法
規
定
的
不
平
等
及
因
該
規
定
所
導
致
的
依
政
黨
選
舉
結
果
而
定
之
不
同
稅
利
，
蓋
該
稅
利
係
國

 

家

(
對
一
定
數
額
的
黨
費
及
捐
獻
准
予
爲
稅
之
扣
除
)
所
放
棄
税
收
而
間
接
使
政
黨
蒙
利
者
。
(
參
専
家
委
員
會
對
政

 

黨
財
務
新
規
定
建
議
之
報
吿
<
,

1
九
八
三
年
第
二
〇
四
頁
以
下
及
#
邦
眾
議
院
內
政
委
負
會
一
九
八
三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曰
報
吿
，
如
前

揭B
T
D
r
u
c
k
s
.

 

10/697

，
第

八

頁

以

下

)
。

就
黨
费
予
以
稅
上
優
恵
，
類
型
上
原
不
必
予
以
均
衡
"
依
專
家
委
負
會
於
其
政
黨
財
務
新
規
定
報
吿
上
之
調
査<

前
揭
害
第

一
一
三

頁

)
，
徳
國
境
內
之
政
黨
I

SI
力
豸
罾
不
胃
-
-
其
黨
費
係
依
所
得
等
級
而
定
，
於
一
九
八
六

年
每
月
平
均
二

•
〇
五
馬
克
至
一
九
八
一
年
調
高
至
每
月
五
•
九
0
馬
克
。
從
各
政
黨
一
九
八
七
年
至
一
九
八
九
年
的

 

會
計
報
吿
嘗
可
以
得
知
，
聯
邦
性
政
黨
毎
月
平
均
黨
费
，
基
社
黨
在
一
九
八
七
年
時
爲
六
•
五

一

馬
克
，
爭
議
提
起
人

 

政
黨
侵
害

(綠
黨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時

，
爲

二

了

五

三

馬

克

。
第
十
一
任
聯
邦
眾
谶
院
的
代
表
政
黨
所
提
出
之
資
料

 

’
於
本
件
程
序
上
，
更
進I

步
證
實
了
上
開
數
據
。
黨
费
因
此
遠
在
毎
年一

、
二
〇
〇
馬
克
上
限
額
之
下
，
於
夫
妻
合

 

併
申
報
則
達
在
二
、
四
〇
〇
馬
克
之
下
，
且
依
所
得
稅
法
第
三
十
四
i

規
定
，
黨
費
及
捐
獻
並
可
在
以
給
付
的
税
款

 

中
最
高
扣
除
至
百
分
之
五
十
。

(
就
此
，
參B

v
e
r
f
G
E
7
3
、
40

【75】
=

E
u
G
R
Z

 

1986, 

3
9
3
〔402

〗)

。
既
然
稅
的

 

減
免
在
所
得
稅
法
第
三
十
四
g
條
適
用
上
，
原
則
上
對
每
一
個
有
納
税
義
務
之
黨
費
繳
納
者
而
言
——

不
問
其
俚
別
的
 

上
限
税
率(Grenzsteuersatz

爲
何

——

皆
同
樣
，
且
平
均
年
黨
费
亦
未
髙
至
一
定
的
置(Gr

o:J
s
e
n
o
r
d
n
u
n
g

而
特

別
有
利
於
所
得
較
置
的
國
民
群
’
則
對
黨
#
的

税

上

優

惠

’
即
不
褥
要
檐
會
均
衡
津
貼
加
以
平
衡
。

三
八
九



三

九

〇

⑵
然
而
無
繳
納
所
得
税
義
務
之
黨
費
繳
納
人
即
無
法
享
有
所
得
稅
法
第
三
十
四
g
條
之
單
一
的
稅
的
減
免
。
 

不
問
黨
員
族
群
之
大
小
，
此
種
所
得
稅
法
第
三
十
四
g
條

優

恵

之

排

除

，
尙
不
致
於
導
致
政
黨
間
之
競
爭
混
亂
而
須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的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加
以
平
衡
D
唯
只
要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
a
條
所
規
定
之
澉
费
均
衡
淨
貼

 

(B
e
i
t
r
a
g
s
a
u
s
g
l
e
i
c
h
M

的
是
在
平
衡
各
政
黨
間
因
黨
員
數
與
平
均
黨
費
額
度
的
關
係
上
所
可
能
產
生
之
間
接
稅
利
，
 

則
該
規
定
即
不
必
顧
及
個
別
黨
費
繳
納
者
之
如
何
節
稅
。
在

此

，
該
規
定
即
以
所
繳
满
費
平
均
節
稅
百
分
之
四
十
爲
基

 

礎

(
就

此

，
參B

<
e
r
f
G
E
73,

 40
$
f
f
J

 =

 EU
G
«
Z

 1986,

 3
9
3
【4
0
6f

J
)

。
政
黨
法
第
二
士
：a
條
的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
自
始
即
非
旨
在
使
擁
有
平
均
數
以
上
未
享
受
節
税
利
益
之
黨
員
之
政
黨
獲
益
以
資
平
衡
。
蓋
此
之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是
否
係
憲
法
所
要
求
，
誠
屬

«J
疑

。

⑶

如

果

國

家

在

黨

費

上

放

棄

稅

收

，
不

致

於

產

生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得

加

以
平
衡
的
問
題
I

I

此
在
一f

.
:
n

詞
辯
論
業
經
德
意
志
聯
邦
眾
議
院
之
代
理
人
所
肯
認

-
-
則
政
無
法
第
一
 一4

二
a
條
仍
然
將
黨
費
納
入
考
慮
，
即
藺

不
合
理
，
即
使
爭
議
對
造
(
之
眾
議
院
)
對
上
述
1.
提
出
答
辯
，
認
爲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若
只
限
於
捐
獻
，
政
黨
將
會
操

 

縱

，
大
量
地
將
捐
獻
收
入
變
成
黨
費
收
入
，
亦

同

。
立
法
者
在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
項

，
特
別
是
在
機
會
均
衝
津

 

貼
之
計
算
公
式
上
係
以
政
黨
捐
獻
及
锥
费
可
以
在
事
實
上
及
法
律
上
截
然
劃
分
爲
基
礎
。
雖
然
政
號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1
項
黨
费
及
捐
獻
的
立
法
定
義
仍
允
許
政
黨
透
過
類
似
黨
章
的
規
定
，
將
該

:::
者
之
收
入
，
幅
度
不
小
地
在
名
目
上
轉

 

換

(
詳
細
請
參
下
文
4
 )
。
唯
這
並
不
能
對
該
規
定
之
違
反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予
以
合
理
化
，
蓋
已
如
h
述

，
雖
需
加
以

 

平
衡
的
情
況
不
存
在
，
政
黨
法
第
二
卜
二
a
條
的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所
分
配
予
政
黨
之
數
額
仍
以
足
以
影
響
政
黨
競
爭
態



勢

。

W
如

所

述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應
該
均
衡
的
是
，政
黛
間
在
黨
費
及
捐
獻

h
間
接
所
享
有
之
税
利
，
亦
即

 

只
要
這
些
稅
利
在
其
黨
員
及
選
舉
結
果
的
關
係
上
顯
得
不
合
比
例
時
，
才
應
加
平
衡

 

<=

唯
政
黛
法
第
二
f
二

a
條
規
定

 

並
不
適
於
達
成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所
設
定
的
均
衡
目
標
。
蓋
依
其
計
算
過
程
，
現
存
的
差
異
不
會
因
該
規
定
而
受
到
均
衡

 

，
反
而
#
產
生
政
黨
間
新
的
不
：平

等

，
此
規
定
因
此
違
反
政
寐
機
會
平
等
原
則
。

⑴
此

規

定

之

無

由

達

成

目

標

，
尤

其

係

因

各

該

政

黨

所

能

領

取

之

均

衡

津

貼

之

幅

度

，
係
依
所
謂
的

基

準

數

 

額

(A
g
g
a
n
g
s
b
e
t

s.g
e
)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及

第

二

句

)
的
最
高
値
與
其
他

政

黨

的

基

準

數

額

 

之

距

離

而

定

。
依

政

锥

法

第

二

i

.:'
a
條

第

二

項

第

：
句

，
適

宜

成

爲

標

準

政

黨

之

政

黨

，
其

最

高

的

基

準

數

額

與

其

 

他

政

黨

的

基

準

相

較

，
若

絕

對

距

離

越

大

者

，
則

其

所

失

去

的

津

貼

額

也

越

多

，
唯
其
減
費
及
捐
獻

收

入

上

之

間

接

稅

 

利

卻

依

然

不

變

。
甚

至

在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第

四

句

規

定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之

支

給

，
必
須
在
競
選
經
费
補

 

助

額

百

分

之

f
的

情

況

下

，
各

政

黨

之

會

計

年

度

所

能

領

取

的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都

已

經

超

過

間

接

流

入

政

黨

的

稅

利

總

 

額
1
丨

更

何

況

是

沒

有

此

界

限

時

。
此

I

結

果

與

旨

在

平

衡

問

接

流

入

各

政

黨

過

度

稅

利

之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目

標

不

符

 

。
此

外

，
旨

在

防

止

此

種

結

果

之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第

四

句

之

百

分

之

十

之

裁

減

界

限

，
在
其
本

身

方

面

 

亦

屬

違

憲

，
將

於

下

文

⑶

部

分

予

以

論

述

。

⑵
應

■■?
指
摘
之
政
黨
法
第

;:..
十

二

3
條
第
二
項
的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之
計
算
，
事
實
上
不
足
以
平
衡
利
益

 

{v
o
r
t
e
i
l
s
a
u
s
g
l
e
i
c
h
r

其

得

以

：
九
九
〇
年
會
計
年
度
的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之
計
算
爲
例
加
以
說
明
。



二

九

九

〇

年

之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一

覽

表

係

由

聯

邦

眾

議

院

行

政

部

門

所

提

出

，
該

表

確

認

了

由

爭

議

提

起

人

在

言

 

詞

辯

論

所

M
交

，
並

經

其

他

程

序

參

與

人

繼

續

參

與

之

計

算

，
直

至

僅

餘

一

些

與

判

決

無

關

緊

要

之

歧

異

。
如

下

表

：



一 九 九 〇 年 根 錄 舍 針 報 吿 亩 所 爲 之 機 會 均 街 津 te 之 肝 算

表—

政 黨

霣費4 0 %之敷«| 

•以馬克計

有緻付黨 

費義務之 

熏u n m

起始數額A  
馆二籌除以 

第三钃

第四H 之 a 髙饋 

乘以第三鷂之黨

m n

第五概與第二禳 

闻之差額

政 IK 捐獻之4 0 %  

之數額

1卯 0年_邦駔  

瓤院邐舉之第 

二遘瓣敏

1 2 3 A 5 6 7 8

S 民 黨 CDU 33,502,798,00 653,446 51.2710 41,369,208,85 7,866,410.85 29 f361,575,60 13,277,691

基 肚 黨 csu 6,152,391.20 136,198 33.0^49 11,788,065.04 5,635,173,84 14,518,866,80 3,303,980

自 民 黨 PDP 4,224,944.40 S6 f735 63.3091 — — 9,181,398,00 3,956,052

社 民 黨 SPD 51,621.434.00 919 J 29 56 +1634 58,189,413,60 6,567,979.60 14,613,625.€0 13,355,171

ft 黨 *Grune 4,153,382.58 39,907 1D4.07G5 2,526,484.24 -1,626,898.34 4,189,049,54 1.778J 95

( _ 往 1>共和黨 ie p 543,543,73 16,729 32,4911 1,059,101.28 515,557.55 710,358-74 671,773

(譯柱2)灰 * * 34,013.60 ],524 22.318S 96^83,37 62,469,77 79,813.95 311,333

(砰註3)生民霣_0DP 70,951.76 4,090 17+3475 258,935.04 187,983,28 452,038.92 】9],306

*此些政黨所獲有效馆二遇栗低於5 %

課 註 1 :共和黨埘文爲Republilca^ M 係右派激進政黛。

讕註 2 :灰熏係―一老人&裏組|#所支持。原文铒Die Grauen = Initiiert vom Senioren 'Sdiutzbund XJraue I ^ iither^ e.V . C BSBG P1)。 
屏註 3 :生民黨係生嫌民主黨之筒稱，原文爲OkologiecfiDemolcratieche P irte i = O DP

u i^ n i



11!式  S

政黨
起始數額
B第七櫥 
除以第八
a.

第九橢之最高顬
乘以第八欄選粟
K

第十篇與第七欄 
間之差額

第六欄與第十一 
欄之和除以2

挪粗應予補償
之競雄费用（含 
鏡選輕费補助總 
截及捕助基數）

機會均銜津貼= 
第十二欄之数期 
，伹以不超級第 
十三欏爲限

確鼉

1 9 10 11 12 13 14

基民黨 2,2113 58,364,746.33 29,003,170.73 18,434,790.79 10,069,066.83 10,069,066/83 (略）

基社黨 4.3957 — — 2,817,586.92 3,589,473.79 2,817,586.92

S民黨 2.3208 17,389,617*78 8,208,219.73 4,104,109.89 4,013,710,72 4,013,710.72 (略）

社民黨 1*0942 58,705,325.16 44,091,699.56 25,329,839,58 10,119,398. 00 10,110,嫩  00 (略）

綠黨 2.3&58 7,816,411,76 3,627,362.22 1，000,231.94 2,079,214 52 1，000,231.94

共和黨 0.8148 3,832,052.58 3,121,693.84 1,818, 6Z5.70 1,019,350.00 1,019,350.00 (略）

灰黨 0.2564 1,368,52^47 1,288,712.52 675,591,75 202,242,57 202, m  57 (略）

生民黨t 2.3629 840,923.78 388,884.86 现  4k  07 124,272.78 124,242,78 {略）



在
上
表
中
第
十
一
欄
所
計
算
出
來
的
捐
獻
均
衡
津
貼
數
目
’
對
社
民
黨
而
言
’
超
過
其
因
捐
獻
事
實
上
間
接
獲
得

 

之

稅

利

(
第

七

櫊

)
的
百
分
之
三
百
。
尤
其
是
所
計
算
出
來
的
，
對
所
有
有
權
獏
得
均
衡
津
貼
之
政
黨
，
其
捐
獻
均
衡

 

津
貼
約
連
一
千
六
百
六
十
萬
馬
克
’
比
依
第
七
禰
所
分
得
之
稅
利
邇
多
。
高
額
捐
獻
均
衡
津
貼
的
原
因
是
在
作
爲
標
準

 

政
黨
的
基
社
嫌
的
基
準
數
額
，
在

I

九
九
〇
年

達

於

四

•
三
九
五
七
點
，
幾
乎
爲
其
次
政
黨
的
兩
倍
*
蓋
其
有
明
顯
遠

 

逾
平
均
水
準
的
政
黨
捐
獻
收
入
；
因

此

，
在
出
發
點
上
眞
正
取
決
於
相
對
上
最
高
的
基
社
黨
稅
利
的
捐
獻
均
衡
津
贴
並

 

不
能
合
理
化
旨
在
平
衡
各
政
黨
相
互
間
過
度
的
稅
利
的
立
法
目
的
。
依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計
算
出
來
均
衡

津

貼

數

額

，
接
近
流
入
政
黨
的
全
部
稅
利
*
或
完
全
如
一
九
九
〇
年

發

生

之

狀

況

(
第
十
一
欄
)
遠
超
過
該
稅
利
數
額

°

雖
然
透
過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第
三
句
數
學
上
之
平
均
，
依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計
算
出
來

 

的
均
衡
津
貼
數
額
會
降
低
，
最
後
並
不
得
髙
於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第
四
句
之
競
選
經
费
補
助
的
百
分
之
十

 

，
唯
確
定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數
額
之
計
算
過
程
，
依
標
準
政
黨
相
對
上
最
高
税
利
，
雖
可
以
按
比
例
計
算
出
的
其
他
政
黨

 

的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
卻
無
法
充
分
地
確
認
事
實
上
流
入
各
政
黨
之
稅
利
數
額
。

⑶
以
捐
獻
及
黨
費
之
稅
利
來
計
算
均
衡
津
貼
數
額
的
算
數
上
方
法
的
形
成
，
是
否
會
根
本
地
引
起
憲
法
上
的

 

疑

慮

，
尙

不

確

定

；
此
種
計
算
步
驟
本
來
就
會
有
一
結
果
，
不
是
原
始
的
計
算
過
程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及
第
一
一
句
)

，
尤
其
是
百
分
之
四
十
稅
利
的
採
納
，
不
符
合
政
黨
法
第
二
士

 

一

 a
條
之
規

範

目

標

，
就
是
其
後
減

 

半
的
裁
剪o

l
^
t
i
g
e

 K
u
r
z
u
n
g
)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第
三
句
)
會
扭
曲
一
項
原
先
本
身
係
正
確
的
計
算

三
九
五



三
九
六

。
但

無

論

如

何

，
應
支
給
的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數
額
限
制
到
只
爲
各
政
黨
每
年
所
能
領
取
之
競
選
經
費
補
助
之
百
分
之
十

 

(
政
潴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

，
對
機
會
均
衝
津
貼
之
計
算
而
言
係
不
合
理
的
，
因
此
也
是
違
反
平
等
的
。
蓋
給

 

予
一
政
黨
之
均
衡
津
貼
係
以
平
衡
流
入
其
他
政
黨
的
相
對
過
度
的
稅
利
爲
目
的
，
其
與
旨
在
限
制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之
最

 

多
過
去
四
年
的
聯
邦
眾
議
院
選
舉
競
選
經
費
之
間
，
並
無
合
理
而
可
以
被
肯
認
之
關
聯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第
四
句
規
定
的
另
一
項
瑕
疵
，
其
已
經
導
致
百
分
之
十
裁
剪
界
限
違
憲
者
，
乃
在

 

於
其
公
式
化
的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限
制
到
最
高
僅
爲
競
選
經
费
補
助
額
之
百
分
之
十
，
必
然
違
反
機
會
平
等
。
此
種
限
制

 

把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與
競
選
經
費
補
助
同
視
，
而
不
顧
依
政
黛
法
第
二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至
第
三
句
所
計
算
出
來
的

 

，
旨
在
平
衡
不
同
稅
利
的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數
額
在
各
政
黨
相
互
關
係
上
究
佔
何
種
份
量
。
依

上

開

一

寶

表

，
基
民
黨

 

n

D
U
M

:

九
九

◦
會
計
年
度
得
自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之
給
付
幾
乎
不
少
於
社
民
黨ts

p
s
,

雖
然
如
表
中
第
十
二
欄
所

 

示

，
後
考
社
民
規
本
來
可
以
多
得
大
約
七
百
萬
馬
克
之
均
衡
津
貼C

此

外

，
表
中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計
算
方
法
亦
明
白
顯
示
出
裁
剪
界
限(

K
a
p
p
u
n
g
s
g
r
e
n
z
e
w

際

作

用

。
雖
有
算
數

 

上

之

平

均

，
在
八
個
有
權
受
領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之
政
黨
裡
，
就
有
六
個
必
須
依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第
四
句

 

被
縮
減
至
最
高
限
額
；
此
牽
渉
到
一
項
決
不
可
忽
視
的
數
目
——

例
如
對
社
民
黨
從
二
千
五
百
三
十
二
萬
九
千
馬
克
縮

 

減
：生
一
千
零
一
十
萬
馬
克
。
結

果

，
政
m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第
四
句
之
適
用
，
對
擁
有
截
然
不
同
之
黨
費
曁
捐

 

獻
收
入
之
政
黨
而
言
，
會
導
致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取
代
原
來
取
決
於
各
政
黨
之
假
設
的
稅
利
的
均
衡
津
貼
，
到
頭
來
只
是

 

帶
給
政
黨
競
選
經
費
補
助
直
線
式
的
提
高
百
分
之
十
而
已
。
這
種
方
式
的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不
但
不
能
平
衡
因
國
家
稅
收



之
放
棄
所
帶
來
的
競
爭
混
齓
，
反
而
帶
來
新
的
不
平
等
。

⑷

一
九
九
〇

年
的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計
算
方
法
在
黨
費
均
衡
津
貼a

e
i
t
r
a
g
s
a
u
s
g
l
e
i
c
h
M

點

下

’
顯
示
出
此

 

一
政
黨
財
務H

具
無
法
達
到
該
規
定
所
設
定
之
目
標
。
爭
議
提
起
人
在
黨
費
方
面
，
特
別
由
於
在
表
中
登
錄
數
額
頗
高

 

的
所
謂
的
議
員
特
捐(M

a
n
d
a
t
s
t
r

:̂e
r
a
b
g
a
b
e
n
K

表

列

第

四

檷

)

，
使
其
遠
遠
的
已
經
達
到
了
最
高
的
基
準
數
額

 

。
唯
其
並
非
因
此
面
成
爲
其
他
政
撖
之
均
衡
津
貼
請
求
權
所
賴
以
爲
計
算
基
礎
之
標
準
政
黨
，
蓋
其
於
一
九
九
〇
年
十

 

二
月
所
舉
行
之
第
十
二
届
聯
邦
眾
議
院
選
舉
只
獲
得
百
分
之
四
點
八
的
第
二
選
票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第

 

四

句

)
。
暫
不
論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的
規
定
頗
有
疑
問
，
依

此

規

定

，一

九
九
〇
年
十
二
月
遘
舉

 

結
果
於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之
計
算
上
，
對
一
九
八
九
以
及
一
九
九
〇
會
計
年
度
是
具
有
決
定
性
的
，
蓋
爭
議
提
起
人
只
要

 

多
得
百
分
之
零
點
二
選
票
——

在
其
他
計
算
參
數O

B
e
r
e
c
h
n
u
n
g
s
p
a
r
i
e
t
e
r
K
-

黉
的
情
況
下
——

黨
费
均
衡
津
貼

 

將
會
完
全
改
觀
。

如
果
爭
議
提
起
人
於
一
九
九
〇
年
變
成
標
準
政
黨
，
則
第
一
表
中
第
六
橘
的
黨
費
均
衡
津
貼
之
数
目
，
不
需
要
政

 

黨
之
黨
費
收
入
及
其
假
設
的
間
接
税
利
有
變
更
，
即
會
從
現
在
的
二
千
零
八
十
三
萬
馬
克
躍
升
爲
九
千
六
百
萬
馬
克
(
 

第
二
表
第
二
欄
)

，
幾

近

五

倍

。
黨
費
均
衡
津
貼
之
數
目
在
此
領
域
也
只
是
稍
低
於
整
體
稅
利
之
下
而
已
(
第
一
表
及

 

第
二
表
之
第
二
欄
)*

黨
費
均
衡
津
貼
雖
巨
幅
成
長
，
但
能
領
到
之
數
額
卻
只
有
些
許
升
高
，
其

結

杲

，
所

有

政

黨

，
 

除

綠

黨

(.

標

準

政

黨

)
外

，
都
得
到
了
依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第
四
句
縮
減
到
競
選
經
費
補
助
百
分
之
十
的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
第
二
表
第
+

四

檷

)

。
此
二
者
^

*
1

費
均
衡
津
貼
在
選
舉
結
杲
有
些
微
改
欒
的
情
況
下
就
變
成
四
倍

三
九
七



，
以

及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數

額

仍

然

保

持

不

變
I

I

證

明

了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計

算

方

法

有

肉

在

矛

盾

性(
innere 

耷i
d
e
r
s
p
r
u
c
h
l
i
c
h
k
e
i
t
)
，

也
顯
示
了
此
系
爭
規
範
在
平
衡
政
黨
間
不
同
稅
利
的
不
適
當
性(u

n
g
e
e
i
g
n
e
t
k
e
i
t
)
。

結

 

果
很
明
顯
：
政
搛
法
第
二
卜
二
條
第
二
項
所
計
算
出
來
的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之
補
助
，
由
於
無
法
達
成
所
擬
追
求
之
均
衡

 

目

的

，
會
在
政
黨
間
造
成
了
競
爭
的
混
亂
。



igg■靆觀豔gigggy算
政黨 黛费4 0 %之數額

，以馬克計
有繳付黨费 
義務之激貝 
數目

起始數額A
第二襴除以 
第三櫊

第四櫊的最 
高額乘以第 
三欄黨員數

第五欄與第 
二欄間之差 
額

S 責8±5檷

1 2 3 4 5 6

基民黨 33,502,798.00 653,446 51,2710 68,008,372 34,505,574

碁社黨 6,152,891.20 186,198 33.0449 19,378,836 13,225,945

自民黨 4,224,944.40 66,735 63.3093 6,945,945 2,720,601

社民黨 51,621,434,00 919,129 56.1634 95,659,729 44,038,295

綠 黨 4,153,382.58 39,907 104.0765 一 —

共和黨 543,543.73 16,729 32.4911 1,741,096 1,197,552

灰 搛 34,013.60 1,524 22.3186 158,613 121,599

生民黨 70,951‘76 4,090 17.3476 425,673 354,721

嫌 數 】00,303,950.00 96,164,287

in 式右



soo
政 黨 第六襴與第 

十一欄之和  
除 以 2

最 高 額 ：競選费  

用補助額之1 0 %

機會均衡津貼

1 12 13 14

基民黨 31，754,372 10,069,066. 83 10,069,066. 83 (略 ）

悉 n 黑 6,612,973 3,589, 473. 79 3,589,473. 79 (略）

自民黨 5f 464,410 4,013,710. 72 4,013,710. 72 (略 ）

社民黨 44,064,997 10,119,398.00 10,119,398. 00 (略）

綠 黨 1, 813,681 2, 079, 241. 52 1,813,681. 00

共和黨 2,159,623 1, 019, 350. 00 1，019, 350. 00 (略）

灰 黨 705,156 202, 242. 57 202,242. 57 (略）

生民黨 371,803 124, 727. 78 124,727. 78 (略）



⑸
針

對

此

規

定

，
聯
邦
眾
議
院
已
加
以
考
慮
，
在
一
九
八
八
年
第
五
修
正
法
上
修
正
之
機
會
均
衡
禅
貼
，
雖

 

遠
較
舊
法
更
適
宜
合
理
分
配
黨
員
多
而
捐
獻
少
之
政
黨
之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
但
此
對
上
開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之
瑕
疵
並
無

 

影

響

。
此

外

，
此
瑕
疵
特
別
在
一
九
九
〇
會
計
年
度
之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之
分
配
上
發
生
，
但
其
實
不
只
限
於
該
會
計
年

 

度

，
蓋
其
原
因
倒
不
在
於
當
年
一
次
性
的
黨
費
收
入
或
選
舉
結
果
，
而
是
由
於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的
法
定

 

計
算
模
式
本
身
有
以
致
之
。

⑹
最

後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之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計
算
方
法
在
憲
法
上
是
否
亦
應
予
指
摘
，
尙
未

 

決

定

，
蓋
該
規
定
於
捐
獻
均
衡
津
貼
上
，
將
政
黨
全
部
的
捐
獻
收
入
列
入
考
慮
，
甚
且
包
括
國
家
未
對
之
放
棄
稅
捐
者

 

，
此
些
人
正
是
需
要
均
衡
之
人
。

4
最

後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連
結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之
規
定
，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易
使
政
黨
將
黨

 

費
及
捐
獻
收
入
之
名
目
互
爲
轉
換
，
此
種
機
#
均
衡
津
貼
亦
會
引
起
憲
法
上
之
疑
義
。

⑴
雖
然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一
項
上
黨
费
及
捐
獻
的
立
法
定
義
，
在
法
治
國

的

觀

點

下

，
已

屬

充

分

(
參

 

B
v
e
r
f
G
E
7

o >1
2
1
2

府

詳

細

引

證

=
E
u
G
R
Z

 
I

, 41
【4
3
】
)

’
唯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之
立
法
定
義

 

只
是
形
式
地
將
黨
員
之
金
錢
給
付
繫
以
定
期
性w

e
g
e
l
m

p:>
s
i
g
k
e
i
t
s

及
依
章
程
之
理
由
歸
類
爲
黨
費
或
捐
獻
，
但

 

政
黨
卻
可
左
右
某
種
金
錢
給
付
是
否
登
載
爲
黨
费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一
款
)
或

捐

獻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四

款

)
。
特
別
是
所
謂
的
議
員
特
捐(

M
a
n
d
a
t
s
t

SIg
e
r
a
b
g
a
b
e
n
s

可

顥

示

出

，
政
黨
得
透
過
章
程
上
繳
付
義
務
之

 

規

定

，
將
其
身
爲
公
職
人
員
或
議
員
之
黨
員
所
應
繳
讨
之
款
項
列
爲
黨
费
收
入
。
相

反

的

，
類
此
章
程
上
規
定
之
給
付

四
〇
一



四
o

i:

，
卻
可
視
爲
捐
獻
。
這
裏
所
牽
涉
到
的
數
目
，
爲
數
不
小
■■爭
議
提
起
人
列
出
，
其
一
九
八
九
年
議
員
特
捐
之
收
入
達

 

於
其
捐
獻
收
入
總
額
的
百
分
之
五
十
。
詢
據
本
件
爭
議
中
之
第
十
一
屆
聯
邦
眾
議
院
之
代
表
政
黨
，
，其
現
在
幾
乎
皆
將

 

議
員
特
捐
完
全
登
載
爲
锥
費
收
入=

基
民
撤
、
基
社
無
、
社
民
锥
於
一
九
八
九
年
時
，
議
員
特
捐
部
份
佔
整
體
收
入
之

 

百
分
之
十
八
至
百
分
之
二
十
九
之
間
。
透
過
類
似
的
黨
費
表(

B
e
i
t
r
a
g
s
t
a
f
f
e
l

芝

規

定

，
政
無
亦
得
將
其
黨
員
之
財

 

務
上
捐
獻
，
在
一
定
額
度
上
，
於
捐
獻
及
黛
費
收
入
間
相
互
轉
換
。

⑵
如
果
政
锥
利
用
此
種
形
成
可
能
性(

G
e
s
t
a
l
t
u
n
g
s
m
b
g
l
i
c
h
k
e
i
c

，
則
必
定
影
饗
到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之

 

計

算

。
於

此

，
如
有
爲
數
頗
大
之
參
考
數
値
出
現
時
，
例
如
議
員
特
捐
之
情
況
，
則
一
定
會
影
響
到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之

 

計

算

。
此
與
本
制
度
之
功
能
不
合
，
儘
管
將
來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之
不
可
預
測
性
，
此
種
不
可
預
測
性
尤
其
可
以
追
溯
到

 

，
在
政
黨
的
會
計
報
吿
書
的
提
出
後
，
其
計
算
才
會
定
期
在
各
標
準
年
度
後
一
年
實
現
。
但
何
政
黨
係
典
型
的
捐
獻
及

 

寐
費
多
的
政
黨
，
乃
人
所
所
共
知
的
■
，政
餹
在
此
即
得
調
整
捐
獻
或
黨
費
之
收
入
，
以
便
自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獲
得
一
項

 

有
利
於
己
之
補
助
。

此
明
顯
地
違
皮
政
撖
法
第
二
十
二
a

第
二
項
所
欲
達
到
之
目
標
。
唯
該
規
定
雖
可
確
認
有
瑕
疵
，
但
此
種
依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使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計
算
有
可
能
受
到
影
響
，
是
否
會
使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第
二
項
因
同
一
 

理
由
而
被
視
爲
違
憲
，
尙
不
能
確
定
。

U I

、

(
稅
上
優
惠
之
規
定
違
反
機
會
平
等
——

譯
註
)

爭
議
對
造
聯
邦
眾
議
院
在
所
得
稅
法
第
十
b

條
及
法
人
税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b

目
上
規
定
，
黨
费
及
政
規
捐
獻
得



於
每
會
計
年
度
至
總
額
六
〇

、
〇
〇
〇
馬

克

，
於
火
妻
共
同
申
報
者
，
得
至
一
二
〇

、
〇
〇
〇
馬
克
爲
扣
除
，
已
違
反

 

源
於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連
結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之
政
搛
機
會
平
等
原
則
，
並
因
而
侵
害
爭
議
提
起
人
。

1.
如
果
政
餹
本
來
即
可
自
所
得
較
高
之
納
稅
義
務
人
身
上
獲
得
較
多
資
助
，
因
國
家
又
對
政
黨
捐
獻
T

以
稅
上
優

 

惠
使
該
些
政
黨
更
受
到
優
惠
，
則
國
家
即
會
紊
亂
政
黨
間
原
有
的
競
爭
態
勢
(
參B

V
e
r
f
G
E
S
,

 5
1

CT35ffJ
;

 24,

3s
3
5
7
ff .j ;

 52,
 63

【8
8
q

 =

 Eu
G
R
Z

 1979,

 43
2
〔4
3
9fJ

 u
 73,

 
4
§
9】
H
 Eu

G
R
Z

 1986,

 39
3E 4

0
6

1—
—
I
)
。
就
未

 

能
因
國
家
給
付
而
受
到
有
效
平
衡
的
黨
费
及
政
黨
捐
獻
所
子
之
稅
上
優
惠
，
其
憲
法
上
受
許
可
之
界
限
乃
在
於
其
不
得

 

嚴
重
影
響
政
瓶
間
現
有
的
競
爭
態
勢
。
如
果
人
部
份
納
稅
義
務
人
均
能
以
同
一
方
式
利
用
此
種
稅
之
優
恵
，
則
該
規
定

 

即
不
致
逾
越
此
界
限
(
參B

V
e
r
f
G
E
52,

 63
【9
1
】)

。

系
爭
規
定
已
逾
越
此
界
限
。
很
明
顯
的
，
平
均
的
所
得
人
不
能
充
份
利
用
此
一
有
稅
法
效
力
，
即
六
〇

、
〇
〇
〇

 

馬
克
的
捐
獻
額
度
——

~於
夫
妻
共
同
申
報
時
，
爲
二
一
〇
、
〇
〇
〇
馬
克
。
唯
相
反
的
，
卻
有
人
得
以
更
大
的
額
度
或

 

許
是
全
部
額
度
或
根
本
係
以
一
法
人
之
參
與
人
身
分
，
在
與
法
人
稅
法
第
九
條
第一一:

款
b

連
結
下
，
甫
複
地
利
用
此
： 

優
惠
額
度
。
就

此

，
又
有
同
樣
額
度
的
稅
之
減
免
，
亦
即
所
得
較
高
之
納
稅
義
務
人
，
其
原
依
較
高
稅
率
納
稅
，
因
國

 

家
放
棄
稅
收
關
係
，
相
較
之
f

，
比
中
低
收
入
而
有
相
同
數
額
之
政
治
捐
獻
者
，
從
國
家
處
獲
得
更
多
的
捐
獻
參
與

 

(s
p
e
n
a
e
n

creteiligung
)

 0

就
政
無
之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而
言
，
此
意
味
著
，
以
其
搛
綱
向
所
得
較
高
者
，
特
別
是
向
有
企
業
活
動
的
國
民
以
特

 

別
方
式
爲
訴
求
之
政
锥
，
得
因
所
得
稅
法
第
t

條
第
：：

項
第
一
句
及
法
人
税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b

目
之
規
定
，
較
之
其

四
〇
一
一
：



四
o -
四

他
政
黨
受
到
更
大
的
優
惠
。
較
之
於
其
成
員
大
部
分
係
中
低
收
入
者
之
政
黨
，
此
些
規
定
以
更
不
平
等
的
方
式
，
過
度

 

地
優
惠
了
間
接
因
政
黨
稅
收
的
放
棄
而
受
惠
之
政
黨
。
立
法
者
對
此
並
沒
有
忽
略
。
爲
了
平
衡
因
系
爭
稅
法
上
規
定
所

 

產
生
之
競
爭
紊
亂
，
其
亦
丨
！
例
如
透
過
一
九
八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卜
二
日
政
黨
法
暨
其
他
法
律
修
正
法
I

在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

 a
條
上
規
定
Y

所
謂
的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
本
庭
基
本
上
亦
於|

九
八
六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之
判
決
遵
循
其
立
法

 

意

旨

。
唯
政
锥
法
第
二
十
二
a

條
所
規
定
的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
卻
不
能
以
憲
法
所
要
求
的
方
式
平
衡
因
國
家
稅
收
放
棄

 

致
受
損
之
政
黨
，
並
且
係
違
憲
的
。
因

此

，
在
所
得
稅
法
第
十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句
及
法
人
稅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b

目
所

 

採
之
規
定
，
即
已
孤
立
無
援(

i
s
o
l
i
e
r
t)

，
因
此
而
違
反
政
撖
機
會
平
等
原
則
。

2.
與
本
庭
一
九
八
六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判
決
(
參B

V
e
r
f
G
E
73,

 40

 E
u
G
R
Z

 1986,

 3
9
3
)

之
立
足
點
不
同
，
但
 

與
其
時B

8:k
e
n
f

o:r
d
e
s
3

官
所
提
出
，
而
由M

a
h
r
e
n
h
o
l
z
^

官
附
署
之
不
同
意
見
書
一
致
(
同
上S

.

 
l
s
f
f
.
,
 1

1
7

 

n
 E

u
G
R
Z

 1
9
8
6
,

 4
1
0
ff

.

 4
1
4
)

，
本
庭
茲
認
爲
，
由
法
人
所
給
付
之
捐
獻
上
税
之
優
惠
及
對
自
然
人
高
額
捐
獻
上

 

稅
之
優
惠
，
縱
使
得
有
效
地
平
衡
由
此
所
導
致
的
競
爭
紊
亂
，
在
市
民
參
與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平
等
權
的
觀
點
下
，
仍
屬

 

違

憲

。政
黨
捐
獻
亦
含
法
人
所
爲
之
捐
獻
，
依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法
律
，
在
額
度
上
亦
無
限
制
。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過
程

 

所
可
能
產
生
之
危
險
，
已
由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句
擬
予
防
止
，
該
規
定
要
求
各
政
黨
應
公
佈
其
財
產
來

 

源

。
另

I

問

題

是

，
國
家
是
否
得
在
稅
法
上
補
助
政
黨
。
問
題
之
解
答
標
準
，
本
庭
認
爲
，

I

在
於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權

 

，
另
一
.
在
市
民
參
與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个
等
權
。
此
二
者
俱
源
於
平
等
原
則
並
與
民
主
原
則
相
連
結
，
應
以
嚴
格
之
平
等



視
之
(參

 

B
V
e
r
f
G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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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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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30
0
【3eofJ

;

 52,

 63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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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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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u
G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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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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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40t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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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u
G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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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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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 §

〕
)

。
此

~
出
發
酤
已
確
切
無
疑
。

a)
 

就

中

，
.首
先
會
產
生
由
法
人
稅
法
第
一
條
第
一
款
所
指
之
法
人
、
人
合
團
體t

P
e
r
s
o
n
e
n
v
e
r
e
i
n
i
g
u
n
g

友

 

資
合
酺
粗c

v
e
r
m
i
s
g
e
n
m
a
s
s
e
n
x

以
下
簡
稱
法
人
)
所

爲

之

政

黨

捐

獻

’
應
不
得
在
税
上
予
以
優
惠
。
對
法
人
捐
獻

 

予

以

稅

之

. «
惠

，
會
使
居
於
各
該
法
人
背
後
之
自
然
人
從
國
家
獲
得
一
項
其
他
市
民
所
沒
有
之
額
外
機
會
，
而
對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有

所

影

響

！

也

因

此

使

其

他

納

税

人

增

加

負

擔

。
既

然
此
種
不
平
等

鏖

於

平

等

原

則

之

形

式

特

性

 

(
f
a
r
m
a
l
e

 c
h
a
r
a
k
t
e
r
r

需
要
一
堅
强
之
理
由
始
得
合
理
化
，
但
此
種
合
理
化
事
由
明
顯
地
並
不
存
在
，
法
人
稅
法

 

第
九
條
第
三
款
b
目
因
此
係
逋
想
的
。
同
法
同
條
款
C
目
亦
同
樣
遒
想
。

b)
 

⑴
所
得
稅
法
第
十
b
條
第
二
項
所
許
可
之
黨
費
及
政
黨
捐
獻
得
至
每
會
計
年
度
六
0

、
◦
0

〇
馬
克
——

於

 

夫

妻
合
併
申
報
’
得
至
一
二
〇
 '
 〇

〇

0

馬

克I

於
報
稅
時

fi]
除

’
於
憲
法
上
並
不

合

理

。
蓋
在
現
行
稅
法
採
累
進

 

稅
制(

p
r
o
g
r
e
s
s
i
v
e

 s
t
e
u
e
r
t
a
r
i
f
w

況

下

，
高
所
得
之
市
民
較
諸
低
所
得
之
市
民
透
過
捐
肋
，
對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的

 

影
響
力

方

面

*
會
得
到
更
多
的
稅
上
優

惠

。
前
者
相
對
後
者
而
言
，
節
省
了

 

j

項
絕
對S

I
S

相

對

的

税

款

，
其
政
治
意

 

向(politische

 M
e
i
n
u
n
g

拒
可
以
說
會
受
到
優
遇
。
此
種
透

過

法

律

►
依

所
得
髙
低
以
定
對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影
番
力

 

所
爲
稅
法
上
不
同
之
處
遇
，
不
符
合
形
式
平
等
之
基
本
原
則
，
蓋
平
等
原
則
應
支
配
著
整
個
自
由
民
主
秩
序
下
政
治
性

 

權
利
之
實
現(B

v
e
r
f
G
E
S
,

 51
【6
f

所
得
稅
法
第
十
b
條
第
二
項
所
定
之
數
額
，
很
明
顯
地
超
過
年
平
均
收
入
，
因
此
尤
其
超
過
大
部
分
捐
獻
人
可
供

四
〇
五



四

◦
六

使
用
於
捐
獻
之
所
得
部
分
。
僅
有
少
數
市
民
得
完
全
利
用
此
一
法
律
所
規
定
之
幅
度
。
對
自
然
人
之
政
治
捐
獻
所
予
税

 

法

上

之

優

惠

，
僅
於
該
捐
獻
在
平
均
所
得
人
收
入
之
能
力
所
及
之
範
圍
內
，
始
無
憲
法
上
之
疑
慮
。

⑵

該

一

九

八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
第

五

修

正

法

I

 S
.
1
5
7
7

王

之

所

得

稅

法

第

三

十

四
g
條

，
 

對

捐

獻

所

給

予

稅

之

減

免

(s
t
e
u
e
r
e
r
m
w
h
i
g
u
n
g
M

制

在

|

定

範

函

而

不

依

其

税

率

而

定

，
乃

符

合

憲

法

要

求

(
參

 

B
V
e
r
f
G
E
73,

 4
0
【7
5
f.l

 =

 EU
G
«
Z

 19
8
6
,

 39
3
1
:
4
0
2
1
)

=
立

法

者

亦

有

理

由

足

信

於

該

規

定

旨

次

施

行

之

一

九

八

 

四

申

報

年

度

，

一

、
二
〇

〇

/
:
:
、
四
〇

〇

馬

克

之

满

费

及

捐

獻

額

度

對

平

均

收

入

者

而

言

，
係

可

達

到

的

。
立
法
者

 

亦

得

依

此

而

採

取

最

有

可

能

的

稅

上

優

惠

措

施

。
依

平

均

所

得

之

提

高

而

調

高

所

得

税

法

第

：-.
H
四

g
條
第

二

句

所

定

 

數

額

，
亦

屬

前

後

一

貫

而

不

至

違

反

患

法

對

各

該

所

得

人

要

求

的

平

等

。

此
所
得
稅
法
第
三
十
四
S
條
因
此
亦
屬
合
理
，
蓋

在

此

基

礎

上

，
受
益
的
黛
费
繳
交
人
、
捐
獻
人
只
限
於
有
繳
納

 

所
得
稅
義
務
之
人
。

一
般
而
言
，
無
收
入
之
人
或
收
入
微
薄
之
人
不
會
從
事
捐
獻
，
若
立
.法
者
由

此

出

發

，
則
就
此
仍

 

可

類
型

化

。
限
于
有
繳
所
得
稅
義
務
之
人
始
得
享
有
所
得
稅
法
第
二
十
四
g
條

之

利

益

，
在

(
平

等

權

)
嚴
格
性
觀
點

 

下

，
亦
不
至
於
導
致
對
無
繳
交
所
得
税
義
務
之
人
之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平
等
參
與
權
的
重
大
侵
害
。
蓋
透
過
此
之
規
定
的

 

捐
獻
所
生
政
治
影f

l

亦

不

致

過

高

。
立
法
者
之
規
定
已
表
現
出
適
切
之
觀
念
，
即
政
黨
——

以
及
在
所
得
稅
法
第
三
十

 

四
g
條

第

：
句

第
二
款
所
指
之
團
體(

v
e
r
e
i
n
e
}

^

1

就

其

任

務

之

遂

行

，
需
要
有
黨
員
菰
礎
及
其
財
務
支
援
。
鑒
於

 

政
黨
對
國
家
的
民
主
秩
序
功
能
的
發
揮
具
有
不
可
或
缺
性
，
立
法
者
在
決
定
以
何
種
方
式
在
租
稅
上
促
進
國
民
之
參
與

 

時

，
如
果
像
透
過
所
得
稅
法
第
三
十
四
E
條

情

形

，
既
未
對
政
黨
之
機
會
平
等
權
亦
未
對
市
民
意
志
形
成
平
等
參
與
權



造

成

侵

害

，
則
不
應
予
以
苛
責
。
最

後

，
應

注

意

的

是

，
政
截
愈
是
能
從
黨
费
及
小
額
捐
款
於
其
財
務
獲
得
滿
足
，
愈

 

不
至
於
陷
入
依
賴
大
捐
款
人
之
危
險
中
。
此

亦

nj
合
理
說
明
對
政
黨
捐
獻
上
稅
之
優
惠
，
應
以
大
部
分
市
民
能
支
付
的

 

額

度

爲

準

。

d
依

此

意

旨

，
各
該
管
國
家
機
關
必
須
審
查
現
行
稅
法
施
行
迄
今
之
適
用
情
形
。
嚴
格
的
平
等
原
則
應
禁
止
對

 

以
法
人
爲
中
介(z

w
i
s
c
h
c
n
h
a
〗t
u
n
g
>\!

政
治
捐
獻
予
以
稅
之
優
惠
，
此
種
稅
之
優
惠
很
可
能
是
減
免
法
人
的
税
捐
或

 

減
免
對
該
法
入
給
付
之
自
然
人
之
稅
捐
。
該
管
機
關
必
須
透
過
有
效
的
防
範
措
施
及
制
裁
使
人
注
意
此
類
稅
之
減
免
係

 

應

禁

IK
的

。
此
特
別
係
指
依
聯
邦
財
政
法
院
一
九
五
二
年
五
月
十
七
日
之
鑑
定
報
吿(B

s
t
B
l
.

1111
9
5
2

 S
.

 2
2
8

济

爲

 

之

實

務

作

法

，
該
實
務
作
法
允
許
對
職
業
公
會(

B
e
r
u
f
s
v
e
r
b

B3:n
d
e
n
>N

!

將
一
部
分
收
入
陸
績
輸
捐
予
政
簾
，
予
以
免

 

稅

。
税
捐
稽
征
法
第
五
卜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亦
有
同
樣
的
禁
止
規
定
，
即
不
准
法
人
將
其
資
財
使
用
於
支
持
或
促
進

 

政

黨

，
且

依

政

黨

法

第

二

卜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亦

已

禁

止

對

以

促

進

國

家

政

治

爲

名

之

捐

獻

作

爲

企

業

支

出

 

c
e
t
r
i
e
b
s
a
u
s
g
a
b
e
n
^

廣
吿
费
用f

w
e
r
b
u
n
g
s
k
o
s
t
e
n
^

名

目

加

以

扣

除

(
所
得

税
法
第

四

條

第

六

項

，
第
九
條

 

第

五

項

，
法
人
稅
法
第
八
條
)
。
最

後

，
立
法
者
必
須
審
查
對
捐
獻
所
予
過
度
慷
慨
之
稅
之
優
惠
，
包
括
法
人
對
該
些

 

透
過
流
入
於
己
之
資
財
以
促
進
某
一
政
黨
爲
目
的
而
影
饗
政
治
意
志
彤
成
之
政
治
外
圍
組
織(

o
r
g
a
n
i
s
a
t
l
o
n
e
n

 d
e
s

 

poiitischen

 V
o
r
f
d
d
e
s

芝
政
治
捐
獻
所
給
予
之
税
之
優
惠
，
是
否
會
侵
害
到
市
民
的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之
平
等
參
與

 

權

。
蓋
政
黨
之
機
會
平
等
亦
可
能
囚
此
同
受
影
響
。

IV

(
政
治
捐
獻
金
公
吿
界
限
違
憲
之
理
由
！

譯

註

)

四
〇
七



四

〇

八

最

後

，
爭

議

之

對

造

在

政

黨

法

第

;•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上

規

定

，
對

捐

予

政

黨

或

其

：
個
或
多
個
地
區
黨
部
之
獻
金

 

，
應

將

捐

獻

者

之

姓

名

、
住

址

及

捐

款

額

度

一

併

公

吿

在

會

計

報

吿

書

t
之

上

限

金

額

提

高

至

四

〇

、
〇

◦
〇
馬

克

，
 

已

經

違

反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句

之

規

定

。
爭

議

對

造

亦

由

此

侵

害

了

爭

議

提

起

人

之

憲

法

上

政

黨

之

地

 

位

，
此
地
位
之
保
護
亦
是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句
所
規
定
的
會
計
報

吿

書
提
出
義
務
 

{
R
e
c
h
e
n
s
c
h
a
f
t
s

frg

目

g
s
p
f
l
i
c
h
t

芝
目
的
(參

B
V
e
r
f
G
E
24,

 3001:3325
)

=

基
本
法
欲
防

止

公

吿

界

限

提

高

至

 

超

過

二
o

、
〇
o

o
馬
克
以
上
I

I

無

論

如

何

，
就

當

時

而

言

。

1.
依
某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句
，
政
黨
有
義
務
就
其
財
務
之
來
源
、
利
用
以
及
財
產
狀
況
予
以
公
告
周

 

知

。
本
規
定
之
文
義
乃
指
應
儘
可
能
地(m

b
g
l
i
c
h
s
t
}
^

全
的(volls

s--.n
d
i
g
^

吿

，
然

而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三

 

項
所
賦
予
立
法
者
之
規
制
權
限(R

e
g
e
l
u
n
g
s
b
e
f
i
i
g
n
i
s
r

亦
令
該
公
吿
義
務
受
有
一
定
限
制
，
此
牽
涉
到
公
吿
之
形

 

式

、
入
款
之
種
類
曁
額
度
。
此
種
限
制
必
須
完
全
與
本
規
定
之
意
義
與
目
的(

S
i
n
n

 un
d
.

 Zw
e
c
k

箱

符

合

始

可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句
之
規
定
考
慮
到
，
政
寐
之
意
志
形
成
極
易
受
到
大
筆
捐
獻
之
個
人
或
組
織
之

 

影

響

。
此
種
政
治
與
經
濟
利
益
之
結
合(

v
e
r
f
l
e
c
h
t
u
n
g

應

予

公

吿

周

知

。
選
民
應
知
悉
決
定
政
黛
政
策
之
力
量
何
在

 

，
並

有

H;
能
審
査
政
黛
之
政
綱
與
該
擬
透
過
財
務
支
援
影
轡
政
黨
者
之
行
動
是
否
；
致

(B
V
e
r
f
G
E
24,

 

1

1

^

 

其
他
亦
請
見B

V
e
r
f
G
E
2
0
,
S

CL 061;

 52,

 63t 8
6f.:l

 
〃
 E

u
G
R
Z

 19
7
9
』

4321:438〗
)

。
政
無
內
部
秩
序
應
透
過
公
吿

 

的
義
務
以
防
止
不
民
主
之
影

想

(參

B
r
s
k
m
a
n
n

議
員
於
議
會
之
諮
詢
時
所
提
準
動
議
.

I

I

後
由

V
.

 

D
o
e
m
m
i
n
g
-F

§
lein

-M
a
t
z
,

 
J
o:
R
 p
 R

,

 B
d
.

 1(
1
9
5
1
)
，

第
二
〇
七

頁

所

複

述

)

，
且

應

注

意

令

「
公
眾
能
知



悉
政
撖
的
財
務
來
源
，
並
因
此
而
可
知
曉
，
究
竟
是
誰
居
於
各
政
治
a

體
之
幕
後
」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句
原
立
法
條
文
之
書
面
立
法
理
由
，
此
係
由W

a
g
n
e
r

以

及z
i
n
i

員
於
議
會
諮
詢
所
提
動
議{D

r
s
.

 

8
9
7
)
，

其

後

 

由V
.

 Do
e
m
m
i
n
g
-
F
U

tJllein

 -M
a
t

徵

複

述

，
同

上

)
。
其
後
之
立
法
理
由
亦
屬
一
致
(
參
聯
邦
內
政
部
所
設
置
之

 

政
黨
法
委

員

會

，=
R
e
c
M
l
i
c
h
e

 Or
d
n
u
n
g

 de
s

 Pa
r
t
e
i
w
e
s
e
n
s

 (
書

名
r

2.
 A

U
P

 19
5
8
,

第

.1

 八
〇
頁
以
一
卜

 

;
就
公
告
義
務
之
修
正
，
政
黨
法
政
府
草
案
之
立
法
理
由
亦
同

，B
T
D
r
u
c
k
s

lII/
1
5
0
9
,

 s
.

 2
8
)

。
公
吿
義
務
亦
應

 

同

時
有
助
於
政
黨
在
政
治
競
爭
上
之
機
會
平
等
(
政
餹
法
委
員
會
報
吿
，
前

揭

書

，
第

一

八

一

頁
並
依B

v
e
r
f
o
E
20,

 

5
C
L
0
6U

)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句
修
正
時
，
透
過
一
九
八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之
第
三
十
五
次
荔
本

 

法
修
正
法C

B
G
B
i
,

 

I 

S
.

 1
4
8
1
)
，

修
憲
之
立
法
者
即
以
此
目
標
爲
出
發
點
。
爲
r

使
此
規
定
更
能
實
現
該
目
標
，
公
 

告
義
務
之
範
圍
更
擴
及
於
政
箫
之
資
金
及
財
產
之
蓮
用
(
參
聯
邦
眾
議
院
內
政
委
員
會
對
政
黨
財
務
新
規
制
法
草
案
之

 

報

告

書

，B
T
D
r
u
c
k
s
.

 

1
0
/
6
9
7
,

 S .
 4
 en

t
e
r

 n

 . 1.

 b
)

聯
邦
總
統
所
任
命
之
政
黨
財
務
新
規
劃
專
家
委
員
會

 

之

報

吿

書

(
一
九
八
三
，

第

：
八
二
頁
)
。

(
譯

按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句
在
一
九
七
六
年
八
月
二
十

 

三
曰
第
三
十
四
次
以
前
修
正
法
h

lM
只

規

定

：
政
黨
應
就
其
資
產tMitt

fL
芝

來

源

公

吿

之

，
其
後
第
H
h
五
次
修
正

 

爲
就
其
資
產
之
來
源
、
使
用
及
財
產
狀
況
公
吿
之
。
增
加
了
資
產
使
用
及
財
產
狀
況
應
公
吿
之
規
定
)
。

2.
如

果

立

法

者

，
在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只
規
定
，
政
黨
就
其
源
於
捐
獻
之
收
入
來
源
以
及
在
此
範
圍
只

 

依
捐
獻
額
度
對
政
黑
有
重
要
影
響
之
捐
獻
始
予
公
吿
，
則
於
憲
法
上
尙
無
可
指
摘
(
參B

V
e
r
f
G
E
24,

 3
t
K
P
5
6
】)

。
 

立
法
者
亦
得
規
定
，
黨
费
之
特
別
收
入
無
論
如
何：

小
得
達
於
對
撖
內
意
志
形
成
有
重
大
影
響
之
範
圍
。

四
〇
九



四
一
〇

除
了
金
錢
給
付
外
，
只
要
不
是
基
於
章
程
規
定
作
爲
黨
員
應
定
期
繳
納
之
款
項
(
參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
而
具
有
金
錢
價
値
者
，
例
如
免
費
的
物
力
上
的
、
人
力
上
的
或
現
存
組
織
結
構
h
的

各

種

捐

輸

，
都
應
視
爲
捐
獻
。
 

立
法
者
在
此
範
圃
亦
已
注
意
及
之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即
規
定
，
所
有
自
外
流
入
之
金
錢
及
具
金
錢
價
値
之

 

給

付

皆

視

爲

政

黨

之

入

款

，
包

括

通

常

具

拘

束

力

之

(
偵

務

)
免

除(
F
r
e
i
s
t
e
l
l
u
n
g
H

及
極
爲
明
顯
透
過
其
他
人
爲

 

某
一
政
黛
所
申
請
之
活
動
及
措
施
之
採
行
等
。
政
潴
法
第
二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補
充
規
定
：
具
經
濟
價
値
之
物
不
以
金
錢

 

狀

態

呈

現

者

，
應
視
爲
具
有
通
常
交
易
所
應
具
苟
之
相
同
或
相
近
之
給
付
價
値
。
此
種
給
付
之
金
錢
價
値
—
—
單
獨
或

 

與
同
一
人
其
他
種
類
之
給
付
合
併
計
算
——

在

一

年

內

，
在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句
立
法
目
的
觀
點
下
，
 

如
已
達
於
値
得
批
評
的
界
限
者
，
則
政
黨
法
第1

: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要
求
政
撖
應
就
其
資
產
來
源
公
吿
之
規
定
，
即
需
要

 

有
一
合
乎
憲
法
之
解
釋(

v
e
r
f
a
s
s
u
n
g
s
k
o
n
f
o
r
m
e

 A
u
s
l
e
g
u
n
g
Y

亦
即
應
將
提
供
給
付
者
之
姓
名
、
住
址
及
其
總

 

額
應
於
受
惠
政
黨
的
會
計
報
吿
書
公
吿
之
。

3.

爲
確
實
達
致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I
項
第
四
句
之
目
的
，
亦
即
使
選
民
知
悉
何
人
擬
透
過
金
錢
價
値
的
捐
輸

 

或
財
務
給
付
對
政
黨
之
政
策
產
生
影U

，
吾
人
必
須
無
論
如
何
使
這
類
會
對
政
治
產
生
影
翌
的
捐
輸
來
源
予
以
公
吿C 

參B
V
e
r
f
G
E
24,

 3s
〔3
5
6
〗
)

。
此
一
界
限
規
定
在
這
裡
雖
有
一
定
估
計
餘
地(E

i
n
s
c
h

^-z
u
n
g
s
s
p
i
e
l
r
a
u
m
r

唯
立

 

法

者

負

有

義

務

，
在

估

計

此

界

限

時

，
應
特
別
顧
及
實
際t

p
r
a
k
t
i
k
a
b
i
l
i

Er:t
M

觀

點

。
當

然

，
立
法
者
必
須
特
別
注

 

意
基
本
法
第
二
卜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句
的
公
吿
要
求
所
要
求
之
目
的
。
於

此

牽

涉

到

，
要
把
金
錢
或
具
金
錢
價
値
的
捐

 

輸
對
於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的
過
程
的
可
能
影
響
公
開
，
因

此

，
立
法
者
亦
必
須
考
慮
到
，
捐
獻
予
某
一
政
黨
之
基
層
組
織



及
捐
予
小
政
黨
時
，
會

有

何

影

響

。

4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句
之
文
義
及
意
旨
，
應
不
致
使
立
法
者
於
預
估
捐
獻
所
可
能
產
生
之
政
治

 

影

響

時

，
只
考
慮
到
整
體
政
黨(G

e
s
a
m
t
p
a
r
t
e
i
)
。

在
一
九
八
八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聯
邦
眾
議
院
內
政
委
貝
會
及
政

 

黨
法
蹵
其
他
法
律
修
正
法
草
案
之
專
家
委
員
會
公
共
聽
證
會
上
，
大
部
分
專
家
亦
認
爲
，
捐
獻
之
對
政
黨
分
支
組
織
，
 

特
別
是
地
方
基
層
的
分
支
組
織
的
獨
立
性
，
必
須
於
公
吿
界
限
的
規
定
上
加
以
考
慮
(
特
別
是
專
家K

a
a
c
®

士
敎
授

 

，
聯
邦
眾
議
院
內
政
委
貝
會
第
三
十
六
次
會
議
之
速
記
紀
錄
，
第
五
頁
以
下
：
第
一
六
二
頁
及
一
二
二
頁
及
其
作
爲
該

 

紀
錄
附
件
之
書
面
意
見
，
同

上

，
第
一
三
八
頁
以
下

；Seifert

 

£

敎

授

)
亦

同

，
同

上

，
第
九
頁
以
下.-

S
c
h
n
e
i
d
e
r

 

(
敎

授

)
，
同

上

第

一

四

、

1
0

1
頁
以
下
以
及v

A
r
n
i
m

 (
敎

授

)

，
同

上

，
第
三
六
頁
)

。
因

此

，
本
庭
一
九
六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日
判
決(B

v
e
r
f
G
E
24,

 

3
0
0T

M
M

持

見

解

’
認
爲
只
有
對
整
體
政
黨
有
重
要
影
響
之
捐
獻
始
須
依

 

憲
法
予
以
公
吿
，
應

予

窠

更

。

另

一

方

面

，
最
小
的
政
黛
画
體
境
遇
，
憲
法
上
並
不
要
求
予
以
顧
及
。
公
吿
義
務
旨
在
使
政
治
影
響
力
公
開
。
支

 

配
政
治
影
#
力
之
政
黨
常
有
一
明
潁
的
財
務
霈
要
。
相

反

的

，
若
此
些
政
黨
之
財
務
需
要
少
到
捐
獻
者
可
以
使
該
政
黨

 

或
其
基
層
組
織
透
過
比
例
上
很
少
的
捐
獻
，
即
可
使
其
在
政
治
上
順
服
，
則
該
政
黛
絕
對
沒
有
重
要
的
影
響
。

W
綜

上

所

論

，
憲
法
無
法
忍
受
的
是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的
公
吿
界
限
提
髙
到
超
過
二
〇

、
〇
〇
〇

 

馬

克

。
公
吿
界
限
受
許
可
額
度
之
檩
準
乃
在
於
對
一
政
黨
，
包
括
其
分
支
組
織
之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的
影
響
。
依
此
審
査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在
一
九
八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曰
修
正
法
第I

條
第
七
款
規
定
上
，
係
與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項
第
四
句
不
相
符
合
。
透
過
金
錢
給
付
或
具
金
錢
價
値
二
〇

、
〇
〇
0
馬
克
的
捐
輸
，
在
今
日

 

的

情

況

下

，
即
使
不
是
在
聯
邦
或
邦
層
面
，
至
少
在
地
方
性
以
及
癤
鎭
層
次
上
，
依
各
該
政
黨
之
基
餍
組
織
之
預
算
數

 

額

來

看

，
會
有
一
項
不
小
的
政
治
影
響
(
參
専
家K

a
a
c
i

 士

敎

授

，
同
上
第
一
一
六
頁
以
下
，
第
一
四
一
頁
以
下
之

 

說

明

)
。
自
一
九
六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日
本
庭
判
決(B
v
e
r
f
G
E
24,

 

3
0
0
H

來

，
金
錢
及
提
供
予
政
黨
使
用
之
財
務
捐

 

獻

之

數

額

，
其

公

吿
上
限
，
已
從
以
前
認
爲
合
理
的1

 1〇

、
〇
〇
〇
馬
克
數
額
提
高
爲
二
倍
，
此
其
間
並
無
情
事
變
更

 

而
可
使
其
免
於
憲
法
上
之
疑
慮
。
蓋
吾
人
如
顧
及
上
揭
的
情
況
(
對

小

黨

會

有一

定
影
響
I

譯
註
)
透
過
二

o

、
〇

 

〇
〇
馬
克
捐
獻
，
依

其

情

形

，
即

使
在
今
曰
，
對
政
黨
之
政
策
還
是
具
重
要
之
影
響
。
就

此

，
立
法
者
應
不
得
忽
略
。

4.
就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I

項
第
一
項
第
四
句
之
保
護
意
旨(s

c
h
u
f
n
k
e
n
M

言

，
只
要
讓
選
民
得
悉

 

政
黨
資
產
之
實
際
來
源
，
即

爲

已

足

。
此
爲
立
法
者
應
注
意
及
之
者
。
此

外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第

 

五
款
亦
以
此
目
棵
而
規
定
有
小
額
界
限
f

 

a
t
e
l
l
g
r
e
n
z
e
r

亦
即
政
黨
不
得
接
受
逾一

、
〇
〇
〇
馬
克
而
使
用
匿
名

 

<S
t
r
o
h
m
a
n
n

芝

捐

獻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三
項
)一

*
1

法
上
尙
無
疑
問
。
如
果
捐
獻
之
價
値
逾一

、
〇
〇
〇

 

馬

克

，
則
必
須
政
黨
實
際
認
識
該
人
，
始
得
接
受
該
筆
捐
款
。
捐
獻
款
逾
二
〇

、
〇
〇
〇
馬

克

者

，
依

瘰

法

(
意

旨

)
 

即
必
須
將
捐
獻
者
的
姓
名
公
吿
在
會
計
報
吿
害
上〇

會
計
報
吿
書
亦
應
在
此
觀
黏
下
予
以
審
査
(
參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
'
。

然

而

，
吾
人
不
能
棑
除
，
透

過

該

現

行

(
政

黨

)
法

之

規

定

，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句
所
規
定
之
公

 

吿
義
務
有
受
到
規
避O

J
m
g
e
h
u
n
g
®

可

能

。
如
果
金
錢
或
具
金
錢
價
値
之
捐
獻
交
予
接
受
人
以
供
任
意
使
用
’
而
捐



獻
者
在
政
黨
不
受
其
希
望
及
意
願
拘
束
下
仍
雄
續
捐
输
者
，
則
政
黨
既
不
必
受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第

 

五

款

(
本

款

規

定

：
政
黨
不
得
接
受
匿
名
捐
款
——

薛

註

)
之
限
制
而
得
接
受
該
捐
款
’
亦
不
必
依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負
有
義
務
將
該
捐
獻
之
相
當
額
度
之
原
始
來
源
公
吿
出
來
。
果
有
如
是
情
兄
，
憲
法
上
雖
不
能
加
以
指
摘
。
 

唯
吾
人
尙
不
能
完
全
排
除
虛
僞
交
易
f

 

e
i
n
g
e
s
c
h
^
f
t
e
n

芝

可

能

性

，
此
於
會
計
報
吿
杳
之
審
査
亦
應
同
樣
注
意
。

最

後

，
捐
獻
予
議
員(i

n
d
a
t
s
t
r

g:e
r
M

候
選
人
，
特
別
是

ffl
以
資
助
其
從
事
競
選
活
動
之
獻
金
，
雖
然
不
是

 

直
接
的
有
利
於
該
政
黨
，
卻
可
促
進
其
政
治
活
動
。
立
法
者
亦
可
預
見
有
此
情
況
(
參
謓
貝
法
第
四
十
四
a
條
第
二
項

 

第
三
款
連
結
一
九
八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公
吿
之
聯
邦
眾
議
院
議
員
議
事
規
則
(Verhaltensregeln

第

四

條

，
 

B
G
B
1.

 1987,

 I

 S
.

 1
4
7
)

(
聯
邦
法
律
公
報
使
用i

cu'.f
t
s
o
r
d
n
u
n
g
l

宇
——

譯
註
)
。
只
要
此
類
(
捐
i
 

員
個
人
之
)
捐
獻
依
規
定
地
不
斷
流
入
政
黨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第
五
款
即
有
適
用
：
亦
即
實
際
的

 

捐
獻
者
並
捐
獻
額
度
應
由
該
政
黨
於
會
計
報
吿
害
上
予
以
公
吿〇

否
則
，
所
接
受
之
捐
獻
應
轉
致
聯
邦
眾
II
院
主
席
n
 

<p
r

(a:sidium
)

(
參
政
黨
法
第1

 

1

十
五
條
第
三
項
)C

如
接
受
者
運
用
所
捐
予
其
本
身
之
獻
金
以
支
應
自
己
政
治
目
的
之
財
務
需
要
，
例

如

作

爲

「
其
個
人J

競
運
活
動

 

之

財

源

，
則
該
個
人
以
政
治
活
動
所
支
持
之
政
黨
，
大
部
分
亦
均
霑
利
益
®
只
有
當
捐
獻
於
會
計
年
度
內
逾一

〇

、
〇

 

〇
〇
馬
克
價
値
而
流
向
聯
邦
眾
議
院
鼷
員
並
依
議
事
規
則
第
四
條
第
二
項
而
公
吿
者
，
捐
獻
者
才
會
被
接
受
者
及
聯
邦

 

眾
議
院
嫌
長
所
認
識
。
就

此

，
議

事

規

則

(
請
特
別
參
考
第
四
條
第
一
、
第
三
項
及
第
八
條
)
及
各
邦
法
相
類
似
之
規

 

定

，
即
使
是
從
視
爲
對
政
黨
要
求
的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四
句
之
公
吿
要
求
來
看
，
基
本
上
亦
已
足
夠
。
唯
如
果
捐



予

議

員

之

獻

金

，
將

被

接

受

者

以

有

利

於

政

搽

加

以

運

用

而

依

各

該

規

定

標

準

達

於

應

在

會

計

報

吿

書

上

公

吿

其

來

源

 

之

數

額

者

，
則

依

保

障

議

員

獨

立

性

之

基

本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句

，
在

基

本

法

第

二

卜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句

 

観

點

下

，
即

會

要

求

更

應

將

捐

獻

者

予

以

公

吿

。
透

過

金

錢

或

具

金

錢

價

値

之

捐

獻

對

政

黨

意

志

形

成

所

具

有

之

影

響

 

,
菡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句

要

求

應

予

公

開

使

公

眾

周

知

，
.此

種

影

響

透

過

對

議

員

相

當

之

捐

獻

亦

同

樣

能

 

達

到

，
不

問

捐

獻

者

是

否

知

悉

該

議

員

究

屬

何

政

黨

。
蓋

政

治

層

面

上

，
議

員

在

國

會

及

在

地

方

代

表

上

對

政

黨

之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擁

有

相

當

之

影

響

。
只

要

立

法

者

在

此

範

圍

內

沒

有

另

外

規

定

，
議

員

法

第

四

十

四
a
條
第
一
 :

項

第

一-■•
款

 

連

結

議

事

規

則

第

四

條

第

二

項

即

應

爲

如

下

合

乎

憲

法

之

解

釋

，
亦

即

對

聯

邦

眾

議

院

成

員

之

金

錢

或

其

他

具

有

金

錢

 

價

値

之

捐

獻

而

用

以

供

其

政

治

活

動

使

用

者

，
只
要
於
會
計
年
度
內
逾
一
：
0

、
0
〇
〇
馬
克
價
値
I

I

在

轉

交

之

後

—

 

—

及

未

在

政

黛

會

計

報

吿

書

公

吿

其

來

源

者

，
即

應

向

聯

邦

眾

議

院

議

長

陳

明

後

公

吿

之

。
對

邦

議

會

成

員

之

捐

獻

亦

 

同

。
5.
所

有

欲

使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
項

第

四

句

規

定

完

全

合

乎

目

的

之

努

力

，
都

必

定

會

有

一

定

界

限

。
蓋
透

 

過

金

錢

或

具

金

錢

價

値

之

捐

獻

，
對

國

民

政

治

意

志

形

成

過

程

所

產

生

之

影

想

力

，
經

由

公

吿

使

公

眾

周

知

，
最
後
使

 

該

影

響

中

立

之

目

的

，
往

往

只

能

接

近

而

不

能

完

全

地

達

到

。
最

後

，
具

財

力

之

利

益

(
團

體

)
者

所

可

能

產

生

之

合

 

理

及

不

合

理

之

影

響

，
政

锥

有

責

任

卞

以

劃

分

並

抵

拒

該

利

益

者

所

施

加

予

其

身

之

壓

力

(
參

B
V
e
r
f
G
E
20,

 

5
6E 1

0
5V

引
據

 

K
.

 H
e
s
s
e

 ,

 V
V
D
S
t
R
L

 1
7
【1
9
5
9
〕
，

第

二

九

頁

；BV
e
r
f
G
E
52,

 6
3CS 7

 赤

同

)

。
政

黨

如

何

將

 

其

責

任

之

種

類

及

方

式

合

理

化

，
係

政

黨

聲

譽

的

重

要

部

分

，
此

同

時

也

是

民

主

國

家

聲

望

之

所

在

。



c

、

(
各

該

違

憲

規

定

之

效

力

——

譯

註

)

爭

議

對

造

人

巳

在

裁

判

主

文

所

揭

示

之

範

圍

內

違

反

基

本

原

則

。
依

聯

邦

盡

法

法

院

法

第

六

十

七

條

第

一

句

規

定

 

，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只

能

爲

本

項

確

認

。
於

規

範

是

资

有

效

之

決

定

，
在

機

關

爭

議

程

序

h
.
，
憲

法

法

院

無

權

決

定

(
 

B
V
e
r
f
G
E
24,

 3
0
0
【3
5
1

府

詳

細

引

證

)

。
唯

其

毋

寧

使

立

法

者

負

有

義

務

，
將

該

確

認

爲

違

憲

之

狀

態

予

以

終

止

，
 

同

時

應

予

注

意

的

是

：

1.
在

新

規

定

制

頒

以

前

，
至

遲

於

一

九

九

三

年

年

底

，
現

存

法

律

狀

況

之

瑕

疵

部

份

尙

可

忍

受

。
經

由

憲

法

法

院

 

之
裁
判
而
造
成
之
法
律
狀
態
，
不
得
比
目
前
的
狀
態
更
不
符
合
憲
法
，
此

爲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歷
來
判
決
意
旨
 

(
B
v
e
r
f
G
E

 1
3
0
,
〔1
5
4
1Y

如

果

沒

有

另

一

取

代

辦

法

立

即

將

國

家

支

給

政

黨

I

^

括
間
接

 '直

接
的
I

I

之
財
務

 

所

採

規

定

予

以

變

更

，
則
會
剝
奪
政
搛

S
本

財

務

之

重

要

基

礎

，
同

樣

的

，
基

於

現

行

法

律

基

礎

所

爲

之

給

付

，
亦
不

 

必

予

以

追

回

。

2.
4
迄

至

過

渡

時

期

屆

至

前

，
現

行

税

法

上

及

有

關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之

規

定

仍

得

予

以

適

用

。
唯
政
黨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六

項

立

即

喪

失

效

力

。
蓋

補

助

基

數

之

發

給

，
作

爲

一

項

與

政

黨

政

治

績

效

原

則

h
無

關

的

給

付

，
不
只
與
憲
法

 

上

的

政

號

獨

立

於

國

家

外

之

®
本

原

則

不

符

，
：
：

如

本

判

決

前

所

論

述

者

，
抑
且
明
顯
逾
越
本
庭
前
判
決
只
允
許
對

 

適

當

競

選

之

必

要

费

用

予

以

補

償

之

範

圍

。

o

政
黨
法
第
二

h
條
所
規
定
，
在
各
該
下
一
屆
聯
邦
眾
議
院
選
舉
的
補
助
額
上
之
預
支

费

用
補
助

 

t
A
b
s
c
h
l
a
g
s
z
a
h
l
u
n
g
Y

在

新

規

定

制

頒

前

視

爲

終

局

的

給

付

，
亦

即

不

必

在

將

來

的

政

黨

財

務

規

定

上

列

入

考

慮

四
一
五



。
此

預

支

費

用

之

補

助

應

視

爲

以

過

渡

方

式

作

爲

政

黨

一

般

活

動

的

財

務

資

助

之

一

種

，
因

此

可

以

保

留

予

政

搛

，
此

 

點

係

合

理

的

，
蓋

該

補
助
於
現
在
而
言
——

除

了

機

會

均

衡

津

貼

外

——

係

國

家

補

助

政

黨

財

務

的

唯

一

形

式

。
在
支

 

付

的

額

度

上

，
可

聽

任

立

法

者

從

政

無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在

每

選

舉

人

六

.
五

馬

克

之

總

額

出

發

，
以
平
衡
補
助
基

 

數

之

失

效

。

d
同

樣

的

，
將

來

一

般

性

的

，
由

國

家

補

充

政

黨

自

有

財

源

之

範

圍

，
職

司

的

立

法

者

必

須

亦

在

過

渡

時

期

注

 

意

到

與

政

黨

在

地

方

層

面

上

相

互

競

爭

的

選

舉

共

同

體t
w

(a:h
l
e
r
g
e
m
e
i
n
s
c
h
a
f
t
e
n

芝

狀

況

。
唯
限
於
其
局
部
的
政

 

治

目

標

，
恵
法
上
當
無
法
要
求
地
方
選
舉

圑

體

c
k
o
m
m
u
n
a
l
e
<

p3:h
l
e
r
v
e
r
e
i
n
i
g
u
n
g
)

與
政
黨
同
視
(參
 

B
V
e
r
f
G
E
78,

 M
3
5
8
1
〕

=
 E

u
G
R
Z

 19
8
8
,

 56
2
【5

6
4
〕
)

，
但

同

樣

的

亦

不

能

忽

略

國

家

(
部

分

)
補

助

政

黨

之

 

一

般

活

動

亦

應

及

於

其

地

方

政

治

活

動

。

3.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於

其

與

基

本

法

第

一

項

第

四

句

不

相

符

合

，
在

此

期

間

內

，
亦
不
得
暫
時
楢
續
適

 

用

。
既

然

在

一

九

八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修

'止

法

生

效

前

有

效

的

(
舊

)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在

憲

法

上

不

 

生

問

題

，
則

該

規

定

自

即

日

起

應

視

爲

標

準

而

被

適

用

，
亦

即

，
政

黨

必

須

將

每

年

超

過

二

〇

、
〇
〇
〇
馬
克
之
捐
獻

 

於

財

務

報

吿

上

公

吿

之

。

D

、

(
判

決

作

成

法

官

暨

各

造

代

理

人

——

譯

註

)

本

判

決

經

全

體

一

致

通

過

=

本
判
決
經
由
以
下
法
官
作
成
：
副
院
長
 

M
a
h
r
e
n
h
o
F
B
b
c
k
e
n
f
o
r
d
e
,

 K
l
e
i
n
,

 G
r
a

tah
o
f
,

 K
r
u
i
s
,



IC
ir

ch
hof

,

 Wi
n
t
e
r
,

 S
o
m
m
e
'

爭

議

提

起

人

C

綠
黨
)
之
全
權
代
理
人
：
门

w
e

 G
u
n
t
h
e
r
s

士
律
師
，
件

：B
r
a
n
d
e
n
b
u
r
g
e
r

 st
r
.

 40,

 

仁
800

 Bi
el

ef
eld

第

：
爭
議
對
造
人

(
德
意
志
聯
邦
眾
議
院
)
之
全
權
代
理
人

：G
e
o
r
g

 

R
e
s
t

博
士
敎
授
，
薩
蘭
邦
人
學
歐
洲

 

硏
究
所(

E
ur

o
p

p;institut 

der 

uni
ve

rsi
-t

 

des 

saarlandes'66s
s
a
a
r
b
r
u
c
k
e
n

 

1

以
及

 

H
a
n
s
-P

et
e
r

 

Sc
h
n
e
i
d
e

语

士

敎

授

，
住■

■
Echternfcld 

16, 

3000 

H
a
n
n
o
v
e
r

 

51.

附

錄

：
譯

者

之

符

號

說

明

L
本

譯

文

沿

用

原

判

決

文

獻

引

註

簡

稱

，
以

便

讀

者

查

考

，
其

簡

稱

及

佘

名

如

下

：

幻

 

B
V
e
r
f
G
E

 u
 E

n
t
s
c
h
e
i
d
u
n
g
e
n

 de
s

 B
u
n
d
e
s
v
e
r
f
a
s
s
u
n
g
s
g
c
r
i
c
h
t
s
，

即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裁

判

集

〇

⑵

 

B
G
B
L
N

 Bu
n
d
e
s
^
eset

zb
lat

t
,

聯

邦

法

律

公

報

°

⑶

 

B
T
D
r
u
c
k
d
a

 =

 D
r
u
c
k
s
a
c
h
c
n

 
d
e
s

°g
 三

 g0
^g
3

3
e
3
d
e
s
t
a
g
e
s

，

(
一 
九
四
九
年
起
)
，德
 

意
志
聯
邦
眾
議
院
資
料
集
。

⑷

 

J
6
R

 N
.
R

 =

 Ja
h
r
b
u
c
h

 de
s

 of

 

f
e
n
t
l
i
c
h
e
n
R
e
c
h
t
s

 de
r

 Ge
g
e
n
w
a
r
t

 N
.F

-

現
代
公

法

年

繁

新
編
，
自

：

九
五
一
年
起
)
。

⑸

E
u
G
I
?
Z

 =

 E
u
r
o
p
a
i
s
c
h
e

 Gr
u
n
d
r
e
c
h
t
e
-z
e
i
t
s
c
h
r
i
f
t
(

自

一

九

七

四

年

一

月

起

)

，
歐

洲

人

權

雜

四
：七



四

-
八

誌

。
 

-

⑹B
S
t
B
L

 I,
m

 
H
 Bundessteuerblatt

,

 Teil

 
1
白

(
自
一
九
五
一
年
起
迄

 一
九
六
七
年
)

，
聯

公

報

。2.
原

文

內

出

現

之

人

名

、
邦

名

、
書

名

，
爲
避

免

分

岐

起

見

，
保

留

原

文

不

譯

出

。

3-
爲
求
信
譯
並
能
達
意
，
文
中
以

x

 

)in
e

罾
〒
^
眼

，
於
必
罾
胄
並
說
吧

«
罾
®
。

4.
爲
便

於
査
考

，
譯

者

按

各

段

主

旨

編

製

小

標

題

附

之

各

主

要

段

落

之

前

，
並
另

作

一

目

錄

附

之

文

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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