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報
告
人

﹒

﹒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生

﹒

美
國
佛
羅
里
達
州
立
大
學
犯
罪
學
博
士

﹒

現
任
中
央
警
官
學
校
警
政
研
究
所
教
授
兼
所
長

主
〈
血
〈

評
論
人

.

. 

賣
主
文

﹒

民
國
三
十
年
生

﹒

台
灣
大
學
法
律
系
畢

﹒

曾
任
檢
察
官
、
律
師

﹒

現
任
立
法
委
員

評
論
人

﹒

謝
瑞
智

﹒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生

﹒

奧
地
利
維
也
納
大
學
法
政
學
博
士

﹒

曾
任
研
究
所
所
長
、
訓
導
長

、

系
主
任

﹒

現
任
師
範
大
學
公
民
訓
育
系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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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
〈
血
〈

蔡
德
輝

一
近
年
來
台
灣
地
區
經
濟
、
社
會
之
發
展
已
獲
得
相
當
之
成
就
，
然
隨
著
工
商
業
之
繁
榮
、
國
家
社
會
之
發

展
以
及
社
會
結
構
之
急
遲
變
遷
，
犯
罪
問
題
日
趨
嚴
重
以
及
社
會
治
安
問
題
逐
漸
凸
顯
，
犯
罪
的
量
不
僅
遠
較

往
昔
增
加
，
犯
罪
的
質
亦
出
現
諸
多
新
的
犯
罪
型
態
，
尤
以
近
年
來
之
暴
力
犯
罪
、
少
年
犯
罪
及
經
濟
犯
罪
最

為
嚴
重
而
令
人
憂
心
伸
伸
，
也
引
起
各
級
行
政
首
長
與
社
會
各
界
人
士
對
社
會
治
安
與
犯
罪
問
題
之
重
視
。
各

有
關
民
意
調
查
機
構
對
政
府
施
政
調
查
，
排
列
優
先
順
序
，
均
將
「
維
護
治
安
」
列
為
第
一
優
先
。
另
觀
乎
目

前
世
界
各
國
政
府
之
施
政
亦
日
漸
重
視
社
會
治
安
與
犯
罪
防
治
工
作
，
乃
因
各
種
新
型
態
之
犯
罪
對
社
會
大
眾

之
威
脅
愈
來
愈
大
，
而
犯
罪
對
國
家
社
會
所
造
成
之
損
失
，
以
及
國
家
為
抗
制
犯
罪
所
耗
之
費
用
尤
鉅
。
此
外
，

犯
罪
對
社
會
秩
序
之
破
壞
，
對
社
會
道
德
價
值
體
系
以
及
對
政
府
之
信
心
，
也
造
成
極
大
之
腐
蝕
作
用
。
一
般

而
言
，
導
致
我
國
當
前
犯
罪
及
社
會
治
安
日
鱷
惡
化
之
原
因
，
主
要
有
下
列
幾
點
值
得
注
意
﹒
-

H
病
態
的
社
會
價
值
觀
念
.. 

目
前
台
灣
社
會
正
瀰
漫
著
一
些
令
人
擔
憂
的
病
態
價
值
觀
念
，
一
是
「
眾
暴

寡
、
強
凌
弱
」
的
觀
念
，
另
一
是
「
唯
利
是
圖
」
、
「
暴
發
戶
」
、
以
及
「
向
錢
看
」
、
「
向
權
看
」
之
心
態
，
漸
使



原
有
的
社
會
倫
理
規
範
淪
喪
﹒
，
同
時
，
這
些
病
態
價
值
體
系
也
逐
漸
普
及
展
現
在
我
們
的
社
會
活
動
、
經
濟
活

動
及
日
常
生
活
的
各
個
層
面
，
諸
如
.. 

股
市
裡
大
戶
吃
散
戶
，
交
通
行
為
中
大
車
搶
小
車
，
黑
道
社
會
則
呈
現

武
器
競
賽
並
擁
槍
自
重
，
許
多
暴
畏
強
橫
的
訴
求
每
每
亦
能
得
到
他
們
原
先
預
期
之
效
果
，
而
一
些
歹
徒
之
犯

罪
也
造
成
大
眾
媒
體
爭
相
報
導
，
一
夕
成
名
，
而
對
社
會
一
些
潛
在
的
犯
罪
虞
犯
造
成
反
覆
增
強
示
範
，
嚴
重

影
響
社
會
之
治
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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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社
會
團
結
構
巨
大
之
變
動
﹒
﹒
隨
著
社
會
之
發
展
，
人
口
之
增
加
，
人
口
密
集
於
都
市
，
高
度
人
口
流
動
性
，

以
及
社
會
結
構
之
急
速
變
遷
，
也
造
成
諸
多
促
進
犯
罪
情
況
聚
合
之
誘
因
，
例
如
流
動
快
速
的
交
通
工
真
便
利

了
犯
罪
的
機
動
流
竄
，
也
疏
離
了
人
際
關
係

-
4月
間
層
的
立
體
建
築
也
使
社
會
的
治
安
由
平
面
的
治
安
邁
向
立
體

治
安
之
趨
勢
，
許
多
重
大
刑
案
發
生
於
高
樓
大
廈
缺
乏
監
視
之
三
不
管
地
帶
﹒
，
台
灣
的
家
庭
，
不
僅
從
大
家
庭

演
變
為
小
家
庭
或
核
心
家
庭
，
甚
而
單
親
家
庭
亦
有
愈
來
愈
多
之
趨
勢
，
此
外
，
父
母
親
同
時
外
出
工
作
者
愈

來
愈
多
，
極
易
造
成
子
女
疏
於
管
教
之
問
題
，
而
工
商
業
社
會
中
的
競
爭
、
挫
折
、
失
敗
也
製
造
許
多
的
衝
突
，

這
些
潛
在
促
成
犯
罪
聚
合
的
誘
因
，
一
旦
不
能
有
效
處
理
，
則
極
易
發
生
偏
差
行
為
及
犯
罪
行
為
。

固
有
待
強
化
之
刑
事
司
法
體
系
﹒
﹒
完
整
的
刑
事
司
法
體
系
應
包
括
犯
罪
預
防
、
犯
罪
偵
查
、
起
訴
、
審
判
、

犯
罪
矯
治
及
更
生
保
護
六
大
流
程
，
然
如
仔
細
檢
視
我
國
上
述
流
程
中
的
組
織
及
功
能
，
即
會
發
現
職
司
犯
罪

預
防
及
犯
罪
偵
查
的
警
力
不
足
，
訴
審
的
推
檢
人
員
更
是
負
荷
超
載
，
犯
罪
矯
治
人
員
的
專
業
知
能
有
待
加
強

以
及
更
生
重
建
的
有
待
落
實
，
加
上
每
一
個
組
織
欠
缺
協
調
配
合
，
不
能
環
環
相
扣
，
致
使
刑
事
司
法
體
系
虛

弱
，
而
無
法
完
全
發
揮
抗
制
犯
罪
之
功
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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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
現
代

的
角
色

在
政
府
各
機
關
之
中
，
警
察
的
業
務
最
為
繁
雜
，
而
其
服
務
民
眾
更
是
不
分
晝
夜
，
而
警
察
面
臨
社
會
發

生
緊
急
危
難
時
，
即
須
臨
場
當
機
立
斷
立
即
處
理
，
且
於
必
要
時
，
必
須
奮
不
顧
身
，
使
用
非
常
手
段
，
來
維

持
社
會
秩
序
，
保
障
人
民
之
自
由
及
身
體
、
財
產
之
安
全
。

仆鬥
法
定
的
警
察
任
務

警
察
任
務
，
因
國
家
社
會
的
需
要
而
產
生
，
從
國
家
社
會
的
演
進
，
無
論
古
今
中
外
，
其
警
察
任
務
絕
無

一
成
不
變
的
準
則
@
。
在
行
憲
前
鄭
宗
楷
氏
主
張
.. 

我
國
警
察
任
務
在
於
L

法
令
的
推
行
2
民
眾
的
指
導
與
保

護
3
國
內
氣
力
之
培
養
@
。
而
世
界
各
國
警
察
任
務
，
雖
皆
以
維
持
社
會
公
共
安
寧
秩
序
為
中
心
，
但
其
終
極

目
的
，
則
一
方
面
著
眼
於
維
護
人
民
生
命
財
產
，
偏
重
於
個
人
的
權
益
，
男
方
面
則
看
眼
於
保
障
國
家
之
生
存

發
展
，
偏
重
國
家
的
安
全
@

。

然
各
國
警
察
法
均
對
警
察
任
務
有
所
規
定
。

男
歐
洲
警
察
學
者
佛
斯
姐
克
(
同
﹒

∞
-
m
'。
缸
片
計
)
在
其
所
著
「
歐
洲
警
察
制
度
」
S
R
O
U
S
D
H
V
O
-
-
2
ω
V

Nm
Z
S
)
一
書
曾
提
及
「
警
察
是
保
護

人
民
合
法
權
利
的
法
定
力
量

。

」
美
國
國
際
都
市
管
理
人
協
會
編
著
的
都
市
警
察
行
政

(
E
S
-
n苟且
可
O
}戶
口
向

〉
已
旦
旦
旦
旦
旦
。
口
)
亦
提
及
警
察
的
任
務
在
於
L

犯
罪
的
預
防
2
犯
罪
的
制
壓
3
罪
犯
的
逮
捕
4
被
竊
財
產
的

收
回
5

民
眾
各
種
行
為
之
指
導
與
管
理
@
。

而
日
本
警
察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
警
察
以
擔
任
保
護
個
人
之
生
命
、

身
體
、
財
產
，
預
防
犯
罪
、
鎮
壓
、
偵
查
、
逮
捕
犯
罪
涉
嫌
者
.
，
取
締
交
通
違
規
及
其
他
維
持
公
共
秩
序
@
o



西
德
聯
邦
與
各
邦
統
一
警
察
法
標
準
草
案
對
警
察
任
務
有
如
下
規
定

.. 

L

警
察
任
務
在
於
維
持
公
共
安
全
與
秩

序
。
2
唯
有
在
無
法
即
時
獲
得
司
法
保
護
，
或
若
非
得
到
警
察
之
協
助
，
則
無
法
遂
行
其
權
利
之
施
行
時
，
警

察
方
能
依
法
維
護
私
權
。
3
警
察
負
責
協
助
其
他
機
關
之
任
務
。
4
警
察
男
應
完
成
其
他
法
規
所
交
付
之
任
務
。

而
英
國
警
察
的
任
務
，
則
在
於
維
持
安
寧
、
保
護
財
產
、
預
防
犯
罪
、
執
行
法
令
等
@
。
綜
觀
以
上
各
圍
警
察

任
務
，
有
僅
概
括
的
認
定
其
為
保
護
人
民
權
利
之
法
定
力
量
，
有
明
定
其
以
偵
防
犯
罪
為
專
職
者
，
有
以
消
極

的
限
制
人
民
自
由
，
為
維
持
公
眾
安
寧
秩
序
者
，
亦
有
以
積
極
指
導
眾
生
活
，
達
一
般
福
利
之
目
的
者
。
可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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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國
對
警
察
任
務
之
見
解
並
不
一
致
。

我
國
警
察
法
第
二
條
明
定
警
察
之
任
務
為
「
依
法
維
持
公
共
秩
序
，
保
護
社
會
安
全
，
防
止
一
切
危
害
，

促
進
人
民
福
利
。
」
在
立
法
技
術
上
，
係
採
列
舉
精
神
及
明
主
從
而
示
緩
急
之
規
定
。
維
持
公
共
秩
序
為
主
要

任
務
之
一
，
且
列
於
四
項
之
首
，
而
實
際
上
警
察
致
力
於
此
一
工
作
者
亦
不
少
，
整
個
行
政
警
察
之
活
動
幾
全

以
公
共
秩
序
之
維
護
為
鵲
的
。
例
如
戶
口
之
查
察
、
交
通
秩
序
之
整
理
、
市
容
整
理
等
均
是
，
此
與
保
護
社
會

安
全
實
係
E
為
表
裡
'
兩
者
在
內
容
上
雖
有
不
同
，
但
亦
無
法
明
白
加
以
分
割
。
然
男
方
面
來
看
社
會
安
全
，

則
社
會
安
全
之
維
護
已
非
全
是
警
察
的
力
量
所
能
達
成
，
如
衛
生
、
藥
物
、
食
品
的
安
全
管
理
則
屬
衛
生
署
。

而
勞
工
失
業
救
濟
、
勞
資
衝
突
則
需
賴
工
會
及
勞
委
會
甚
至
社
會
行
政
單
位
。
因
之
，
混
合
籠
統
之
社
會
安
全

法
定
由
警
察
負
責
，
實
屬
期
望
過
高
。
又
防
止
一
切
危
害
，
文
字
上
之
硬
性
，
極
易
造
成
解
釋
上
之
困
惑
。
因

一
切
危
害
係
兼
指
天
然
之
危
害
與
人
為
之
危
害
而
昔
日
，
警
察
來
防
止
人
為
之
危
害
較
能
達
成
實
效
，
如
平
時
作

社
調
工
作
，
明
瞭
社
會
動
態
，
嚴
密
佈
置
警
力
，
則
使
危
險
無
以
發
生
，
實
害
也
不
致
構
成
。
此
即
所
謂
洞
燭

機
先
，
消
胡
禍
患
於
無
形
，
乃
警
察
工
作
之
基
本
原
則
。
而
天
然
危
害
之
防
止
，
則
警
察
力
量
實
有
未
逮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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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進
人
民
福
利
為
國
家
目
的
之
一
，
我
國
憲
法
前
言
有
「
...... 

為
鞏
固

增
進
人
民
福
利
，
制
定
本
憲
法
」
'
警
察
行
政
為
國
家
行
政
之
一
部
門
，
其
負
有
增
進
人
民
福
利
之
任
務
，
在
理

論
上
毋
容
置
疑
，
但
警
察
應
否
以
促
進
人
民
福
利
為
任
務
，
學
者
見
仁
見
智
，
但
我
警
察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區
分
警
察
之
任
務
時
，
促
進
人
民
福
利
列
為
警
察
之
輔
助
任
務
，
顯
係
採
折
衷
態
度
。
但
我
國
警
務
機

關
歷
年
來
均
因
協
辦
業
務
過
於
龐
雜
，
警
力
疲
憊
不
堪
，
而
影
響
警
察
工
作
效
率
不
彰
，
警
民
關
係
不
甚
理
想

之
苦
果
，
問
題
之
癥
結
所
在
乃
因
警
察
之
輔
助
任
務
凌
駕
其
主
要
任
務
，
而
無
法
擺
脫
無
必
要
的
協
助
，
警
察

若
能
集
中
人
力
、
時
間
與
經
費
於
警
察
主
要
任
務
，
則
對
警
察
之
工
作
當
會
作
更
大
之
貢
獻
。

，
保
障
民
權
，
奠
定
社
會
安
寧
，

同
艱
苦
的
警
察
角
色

警
察
人
員
的
法
定
任
務
臨
如
上
述
，
而
實
際
上
今
日
台
灣
的
警
察
人
員
所
擔
任
之
工
作
是
極
其
繁
雜
而
非

常
人
所
能
勝
任
。
許
多
年
來
，
基
層
員
警
長
久
缺
額
而
補
充
不
齊
，
其
原
因
固
多
，
最
主
要
的
是
工
作
負
擔
重
，

壓
力
大
，
體
力
與
精
神
之
消
耗
多
，
工
作
危
險
性
日
增
，
外
界
誘
迫
亦
多
，
心
理
的
衝
突
亦
大
，
導
致
情
緒
欠

佳
，
影
響
其
工
作
效
率
。
於
此
情
況
之
下
，
警
察
如
欠
缺
專
業
知
識
或
見
解
不
足
，
則
無
法
應
付
處
理
當
前
之

相
關
問
題
。
一
般
而
言
，
社
會
大
眾
對
警
察
人
員
有
正
面
與
負
面
之
認
知
，
分
述
如
下
.. 

的
認
知

[
負

ω
干
涉
自
由
者
.. 

各
國
警
察
人
員
常
被
民
眾
認
為
是
干
涉
自
由
者
或
找
麻
煩
者

Q
S
S
E
-旦
失
常
)
.
，
因

為
一
般
民
眾
均
喜
好
自
由
自
在
、
無
拘
無
束
，
不
喜
歡
警
察
之
干
涉
。
然
職
司
社
會
治
安
之
警
察
人
員
，
基
於

維
持
公
共
秩
序
與
社
會
安
寧
，
對
那
些
不
遵
守
法
律
規
範
及
妨
害
大
眾
利
益
者
，
必
須
加
以
鎮
懂
與
嚇
阻
﹒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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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被
鎮
懂
或
被
處
罰
的
人
，
極
易
對
警
察
人
員
產
生
敵
意
或
厭
憎
。

ω
有
些
不
肯
員
警
愛
貪
小
便
宜
.. 

工
商
社
會
中
，
藏
垢
納
污
之
地
，
都
市
中
所
在
多
有
，
尤
其
不
當
場
所

之
負
責
人
意
圖
誘
陷
而
設
法
送
禮
送
錢
以
求
通
融
，
致
使
少
數
不
肯
員
響
，
學
養
不
足
，
不
明
執
法
工
作
者
之

意
義
及
價
值
，
極
易
在
人
情
及
利
誘
之
下
，
遂
行
包
庇
而
陷
入
貪
潰
。

ω
有
些
警
察
是
無
學
無
術
者
﹒
﹒
往
昔
警
察
人
員
素
質
不
高
，
粗
人
組
語
，
凡
事
均
憑
經
驗
處
理
，
學
術
水

準
不
佳
，
如
此
刻
板
的
警
察
印
象
，
烙
印
在
民
眾
腦
海
裹
，
極
易
以
偏
概
全
認
為
所
有
警
察
人
員
均
是
不
學
無

術
者
。

現代警察的角色及其典人民的關係

:
正
面
認
知

ω
警
察
人
員
是
街
頭
的
法
官
﹒
﹒
警
察
經
常
要
單
獨
出
勤
擔
任
執
法
工
作
，
他
在
工
作
過
程
中
常
須
作
即
時

性
的
決
定
，
或
是
進
行
所
謂
的
「
就
地
治
療
」
(
門
口
的EE

叩
門
。2

、

H
E
E

咕
咕
)
，
類
似
「
社
會
的
外
科
醫
生
」
.• 

換
言
之
，
警
察
工
作
常
須
靠
其
自
己
臨
機
應
變
的
及
時
決
定
，
無
法
等
待
長
官
的
指
示
或
同
事
的
商
量

。
尤
其

當
前
的
警
察
面
臨
日
趨
複
雜
的
工
商
社
會
，
這
種
需
要
及
時
性
作
決
定
的
場
合
比
比
皆
是
@
。

ω
警
察
人
員
是
法
律
正
義
之
象
徵
﹒
﹒
警
察
是
法
律
與
正
義
的
化
身
，
警
察
是
法
律
的
執
行
者
，
也
是
正
義

的
維
護
者
。
高
度
法
治
國
家
的
警
察
，
就
是
法
律
與
正
義
之
象
徵
。

ω
警
察
人
員
是
犯
罪
者
的
剋
星
也
是
民
眾
之
救
星
.. 

警
察
人
員
對
於
作
奸
犯
科
者
，
一
一
偵
破
，
移
送
法

辦
予
以
適
當
之
制
裁
，
提
高
警
察
刑
事
追
訴
之
確
定
性
，
使
犯
罪
者
成
功
機
會
減
少
，
將
使
社
會
大
眾
之
生
命

財
產
獲
得
更
大
的
保
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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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門
現
代
民
主
社
會
警
察
應
扮
演
之
角
色

社會重建

[
警
察
仟
政
中
立
的
角
色
.. 

警
察
人
員
執
行
職
務
，
都
與
人
民
權
利
有
關
，
因
此
，
要
求
警
察
行
政
中
立

的
情
形
，
遠
超
過
一
般
公
務
員
，
因
此
，
警
察
嚴
守
行
政
中
立
的
角
色
為
現
代
社
會
所
殷
切
期
望
，
其
理
由
分

述
如
下
﹒
﹒
@
仙
因
警
察
執
行
公
務
之
目
的
在
增
進
全
體
國
民
之
幸
福
，
故
其
扮
演
之
角
色
應
當
超
然
中
立
，
不

能
有
所
偏
頗
。
ω
國
家
行
政
需
持
續
性
，
無
論
執
政
者
如
何
變
動
，
國
家
社
會
治
安
的
維
持
不
能
一
日
終
止
，

否
則
國
家
的
安
全
將
發
生
動
搖
，
人
民
生
活
及
社
會
秩
序
將
無
法
維
持
。
因
此
，
環
視
世
界
各
國
無
不
提
供
警

察
人
員
身
分
、
地
位
之
保
障
，
其
身
分
、
地
位
不
受
政
權
變
動
之
影
響
，
得
以
持
續
在
位
.. 

由
於
政
府
提
供
警

察
常
任
文
官
事
業
(
們
貝
克
『
)
和
專
業
(
可
B
r
a
-
o
口
)
之
保
障
，
相
對
地
也
要
求
警
察
應
該
嚴
守
行
政
中
立
。

ω
由
於
警
察
執
行
職
務
而
行
使
公
權
力
關
係
'
享
有
特
殊
的
地
位
、
機
會
及
權
力
，
如
果
偏
頗
某
些
派
系
政
治

人
物
，
容
易
對
其
他
的
人
或
社
會
造
成
傷
害
。
由
此
可
見
警
察
人
員
嚴
守
行
政
中
立
，
誠
為
民
主
法
治
發
展
的

必
然
訴
求
，
亦
為
時
代
潮
流
所
趨
。
因
此
，
我
國
朝
向
民
主
憲
政
大
道
，
警
察
人
員
嚴
守
行
政
中
立
的
角
色
，

自
為
朝
野
所
應
共
識
共
行
之
方
向

。

2
警
察
依
法
行
政
的
角
色
.. 

當
前
社
會
的
價
值
與
利
益
趨
向
多
元
化
，
警
察
執
法
要
合
乎
現
代
依
法
行
政

各
項
原
則
，
在
作
法
上
，
亦
宜
超
然
性
、
客
觀
性
的
調
整
。
諸
如
警
察
在
第
一
線
執
法
必
須
嚴
正
的
角
色
，
但

對
於
被
告
的
基
本
人
權
，
仍
擔
任
保
護
的
角
色
，
故
在
偵
查
期
間
，
不
得
將
案
情
與
涉
嫌
人
作
不
合
規
定
之
曝

光
。
又
如
在
處
理
群
眾
事
件
上
，
亟
須
把
握
法
定
原
則
|

|
以
充
分
保
障
人
民
集
會
遊
行
權
，
同
時
也
要
從
「
法

益
衡
量
」
以
保
全
更
大
之
法
益
。
並
本
著
「
保
障
合
法
」
「
取
締
非
法
」
「
依
法
執
法
」
「
事
後
依
據
蒐
證
，
移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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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辦
」
以
定
位
我
國
警
察
人
員
未
來
處
理
群
眾
事
件
之
執
法
角
色
。

3
警
察
社
區
指
向
性
活
動
角
色
﹒

﹒
此
乃
指
警
察
之
活
動
角
色
應
與
社
區
民
眾
建
立
良
好
的
警
民
關
係
'
與

社
區
民
眾
共
同
協
力
合
作
，
防
患
犯
罪
於
未
然
，
維
護
社
區
之
良
好
治
安
。
目
前

，
台
北
市
警
察
局
已
實
施
小

區
域
巡
邏
計
劃
'
其
目
的
亦
在
縮
小
巡
邏
範
圍
，
以
加
強
警
察
人
員
與
社
區
民
眾
之
互
動
，
並
共
同
合
作
，
探

討
該
地
區
之
問
題
及
處
理
對
策
。

ι
提
昇
警
察
素
質
強
化
其
抗
制
犯
罪
角
色

.. 

目
前
要
維
護
社
會
治
安
，
僅
強
調
重
典
刑
罰
尚
不
能
根
本
過

止
犯
罪
，
必
須
提
昇
警
察
素
質
，
提
高
破
案
率
及
刑
事
追
訴
確
定
性
，
方
能
使
每
一
歹
徒
均
能
被
遺
捕
追
訴
繩

之
以
法
，
避
免
其
再
犯
其
他
重
大
刑
案
.
，
同
時
亦
可
對
社
會
上
一
些
想
模
仿
犯
罪
之
潛
在
性
犯
罪
人
發
揮
一
般

預
防
之
嚇
阻
作
用
。
為
提
昇
警
察
素
質
，
乃
建
議
將
培
養
警
察
領
導
幹
部
之
中
央
警
官
學
校
提
昇
更
名
為
中
央

警
政
大
學
，
如
是
則
更
能
名
副
其
實
地
發
展
警
察
刑
事
司
法
大
學
教
育
，
屆
時
將
可
吸
收
更
優
秀
青
年
投
入
警

察
幹
部
教
育
及
社
會
治
安
工
作
。

3

少
年
警
察
應
強
化
其
輔
導
角
色

.. 
少
年
警
察
之
積
極
意
義
，
隨
著
時
代
進
步
、
國
家
需
要
、
居
民
之
需

求
，
應
進
化
為
以
積
極
輔
導
為
主
，
其
工
作
性
質
應
是
輔
導
性
與
教
育
性
重
於
司
法
性
，
並
積
極
推
展
一
些
預

防
犯
罪
措
施
預
防
少
年
犯
罪
。
此
外
，
少
年
警
察
隊
應
協
調
該
地
區
有
關
機
關
共
同
推
展
少
年
犯
罪
預
防
工
作
，

並
經
常
與
社
區
內
之
家
長
保
持
聯
繫
，
如
發
現
少
年
發
生
偏
差
行
為
時
，
應
儘
速
拜
訪
其
父
母
，
與
其
充
分
合

作
，
共
謀
少
年
問
題
之
輔
導
與
預
防
犯
罪
發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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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警
民
關
係
的

立
與
途
徑

八
門警
民
關
係
建
立
的
重
要
性

警
察
在
從
事
預
防
及
偵
查
犯
罪
工
作
上
，
倘
無
社
會
民
眾
之
支
持
、
信
任
、
合
作
及
協
助
，
則
不
易
成
功

地
發
揮
其
抗
制
犯
罪
之
功
能
。
警
察
人
員
之
工
作

h

要
得
到
民
眾
主
動
之
合
作
與
協

助
，
最
重
要
的
是
須
有
良

好
的
警
民
關
係
。
而
維
持
良
好
的
警
民
關
係
除
發
揮
其
服
務
功
能
、
建
立
良
好
形
象
外
，
還
要
增
進
警
民
間
的

溝
通
。
警
民
關
係
係
建
立
在
警
民
相
互
了
解
上
，
由
了
解
才
能
產
生
感
情
，
由
感
情
才
能
產
生
合
作
，
增
進
警

民
合
作
的
第
一
步
就
是
如
何
促
進
警
民
雙
方
的
了
解
，
了
解
愈
深
愈
廣
，
則
警
民
合
作
的
基
礎
亦
就
愈
形
穩
固
。

然
而
，
警
察
在
建
立
良
好
警
民
關
係
上
，
有
先
天
性
的
困
難
，
因
為
警
察
工
作
大
都
具
有
平
涉
、
強
制
、

禁
止
與
取
締
等
性
質
，
尤
其
我
們
社
會
太
迷
信
運
用
警
察
可
以
解
決
各
種
社
會
問
題
，
因
而
動
輒
使
用
警
察
強

制
與
禁
止
手
段
，
極
易
造
成
民
眾
之
反
感
，
而
使
警
察
在
建
立
良
好
的
警
民
關
係
上
困
難
重
重
。
綜
合
而
言
，

警
民
溝
通
之
障
礙
有
三
.. 

L

警
察
工
作
本
質
因
素
所
造
成
(
如
上
所
述

)
2
警
察
人
員
本
身
因
素
所
造
成
(
如

警
察
無
法
獲
得
民
眾
的
信
賴
、
員
警
缺
乏
溝
通
訓
練
、
員
警
對
民
眾
的
態
度
有
偏
差
)
:
民
眾
方
面
偏
見
因
素

所
造
成
。

爭
取
民
眾
的
支
持
是
警
民
關
係
工
作
的
目
標
，
警
民
關
係

|

不
但
是
警
政
建
設
的
基
礎
，
且
在
實
質
上

更
是
警
政
成
敗
的
關
鍵
。
美

斗
和
麥
先
生
(
〉
c
m
c叩
門
〈
旦
言
而
『
)
曾-2
日•• 

「
若
是
警
察
人
員
沒
有
民



眾
合
作
的
話
，
即
令
一
半
的
人
充
當
警
察
，
也
不
能
保
證
治
安
的
良
好
。
」
此
乃
警

係
的
詮
釋
，
真
是
一

針
見
血
。
由
是
觀
之
，
不
論
何
時
何
地
，
警
察
人
員
均
應
以
爭
取
民
心
為
第
一
要
義

.• 

尤
其
在
一
個
民
主
憲
政

的
時
代
，
警
察
是
代
表
著
政
府
的

，
警
察
與
民
眾
愈
接
近
，
關
係
愈
密
切
，
也
就
是
說
政
府
愈
能
得
到
民
眾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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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作
與
支
持
，
相
反
地
，
民
眾
如
疏
遠
警
察
，
那
也
就
是
民
眾
在
疏
遠
政
府
。
再
說
，
警
察
工
作
是
在
除
暴
安

良
，
但
要
想
憑
少
數
警
察
人
員
是
無
法
達
成
此
一
目
的
，
惟
有
靠
民
眾
來
協
助
支
持
，
才
能
收
到
事
半
功
倍
之

效
。
而
如
何
才
能
使
民
眾
樂
於
跟
警
察
合
作
?
個
人
認
為
這
完
全
是
在
警
察
人
員
的
作
法

上
，
能
否
贏
得
民
眾

的
信
心
以
為
定
，
復
因
警
察
工
作
特
性
取
締
多
於
勸
導
、
干
涉
多
於
服
務
，
致
民
眾
對
警
察
在
心
理
上
形
成
一

種
隔
閔
和
鴻
溝
，
而
且
時
因
取
締
與
干
涉
的
不
當
，
使
民
眾
的
不
滿
往
往
轉
移
為
對
政
府
的
敵
視

。

亦
即
當
前

警
民
關
係
絕
不
是
單
純
的
民
眾
對
警
察
人
員
觀
念
上
的
好
壞
問
題
，
而
是
直
接
攸
關
民
眾
對
政
府
能
否
產
生
向

心
力
的
問
題

。
因
此
我
們
必
須
重
新
調
整
現
行
警
民
關
係
'
才
能
確
保
社
會
治
安
。

至
於
克
服
警
民
溝
通
的
障
礙
上
可
遵
行
幾
個
方
法
來
進
行
﹒
-
L
為
加
強
員
警
人
性
化
的
訓
練
，
使
初
任
員

警
能
夠
靈
活
的
活
用
其
知
識
解
決
問
題
。

2
加
強
學
校
教
育
配
合
.. 

民
眾
對
警
察
的
偏
見
、
誤
解
常
源
於
其
對

警
察
的
認
識
不
夠
，
而
學
校
是
提
供
知
識
訊
息
的
最
佳
場
所
，
且
絕
大
多
數
民
眾
都
要
經
過
學
校
教
育
，
因
此

在
學
校
灌
輸
學
生
有
關
警
察
角
色
、
功
能
及
任
務
等
方
面
之
正
確
觀
念
，
不
失
為
誠少
警
民
溝
通
阻
力
之
方
法
。

3
運
用
民
意
調
查.. 

要
了
解
民
眾
之
心
態
，
運
用
民
意
調
查
是
可
行
辦
法
之
一
，
由
於
此
調
查
結
果
，
可
能
隨

時
空
改
變
﹒
，
因
此
，
定
期
性
對
轄
區
民
眾
實
施
民
意
調
查
，
以
獲
得
最
真
實
的
資
料
，
也
是警民
最
直
接
最
真

誠
的
溝
通
。
4
調
整
警
察
在
社
會
工
作
上
形
象
.
，
因
為
警
察
工
作
在
時
間
上
的
不
眠
不
休
，
在
空
間
上
的
無
遠

弗
屆
，
正
好
填
補
了
社
會
工
作
專
賣
機
構
在
時
間
、
空
問
的
限
制
.• 

警
察
機
關
在
社
會
工
作
上

，
向
來
即
擔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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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重
要
角
色
。
然
而
，
畢
竟
警
察
機
構
在
時
間
、
財
力
，
尤
其
是
專
業
知
識
能
力
等
方
面
的
限
制
，
多
無
法
立

即
解
決
問
題
。
這
對
不
知
惰
的
民
眾
極
易
破
壞
他
們
對
警
察
的
印
象
，
影
響
了
彼
此
間
的
溝
通
。
因
此
，
有
必

要
在
警
察
哲
學
基
礎
上
，
確
認
警
察
角
色
扮
演
，
是
以
維
持
社
會
治
安
為
主
，
但
仍
必
須
協
助
服
務
諸
般
行
政

推
行
工
作
為
輔
。
5
建
立
醫
民
溝
通
網
絡
.• 

系
統
化
蒐
集
民
眾
反
應
，
而
後
採
取
必
要
適
當
行
動
。
G
組
織
管

理
的
運
作
.• 

目
前
警
察
機
關
的
組
織
、
管
理
型
態
，
採
層
層
節
制
、
階
級
分
明
、
命
令
貫
徹
的
半
軍
事
化
型
態
，

盟
成
員
警
的
權
威
人
格
，
對
警
民
溝
通
造
成
很
大
阻
礙
。
因
此
需
以
企
業
化
之
經
營
理
念
，
也
顧
及
管
理
型
態

與
員
警
行
為
的
相
互
關
係
使
警
民
間
的
衝
突
減
少
，
在
犯
罪
預
防
及
工
作
效
率
上
，
亦
可
獲
得
成
功
的
改
善
。

H
W建
立
良
好
警
民

係
的
途
徑

誠
如
英
國
皇
家
委
員
會
(
吋
Z
F
E

岳
悶
。
百
二
U
O
B
E
g
-。
口
)
在
西
元
一
九
六
二
年
報
告
中
，
關
於

警
政
部
分
即
強
調
•. 

「
如
果
沒
有
民
眾
的
支
持
與
信
任
，
警
察
無
法
執
行
其
維
持
法
律
與
秩
序
的
任
務
。
」
@

又
如
美
國
學
者
德
爾
明
(
口
3
.

同
﹒
巳
m
g
g
m
)說.. 

「
現
代
的
警
察
機
關
若
沒
有
民
眾
的
支
持
，
將
無
法
有
效

的
運
作
。
」

警
察
界
前
輩
王
志
和
先
生
亦
說
.• 

「
警
民
關
係
猶
如
魚
之
與
水
，
警
察
如
果
不
能
獲
得
民
眾
的
支
持
與
協

助
，
則
如
魚
之
離
水
，
定
必
枯
渴
而
死
。
」
足
可
徵
諸
當
前
治
安
環
境
，
我
們
不
能
不
承
認
，
民
眾
不
僅
是
警

察
服
務
、
保
護
的
對
象
，
同
時
他
們
也
是
警
察
力
量
的
泉
源
，
沒
有
民
眾
的
支
持
與
合
作
，
警
察
無
法
有
效
地

完
成
其
任
務
。

筆
者
認
為
目
前
要
建
立
良
好
警
民
關
係
之
途
徑
應
從
下
列
諸
項
著
手
﹒
.



1
警
察
應
嚴
正
執
法
重
建
公
權
力
之
威
信

警
察
執
法
時
，
往
往
不
被
民
眾
接
受
，
其
原
因
就
是
執
法
不
夠
公
正
、
公
平
。
對
取
締
處
罰
同
一
性
質
類

似
案
件
，
不
可
有
兩
種
尺
度
雙
重
標
準
。
由
於
重
建
警
察
之
威
信
，
不
但
是
改
善
警
民
關
係
的
先
決
條
件
，
也

是
治
安
維
護
的
有
力
保
證
。
所
以
要
使
民
眾
對
警
察
人
員
有
信
心
，
樂
於
跟
警
察
人
員
合
作
，
首
先
在
執
法
上

須
作
到
公
正
與
公
平
，
才
能
重
建
警
察
公
權
力
之
威
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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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
察
應
加
強
僑
民
服
務
增
進
警
民
情
感
交
流

警
察
是
政
府
最
接
近
民
眾
的
第
一
線
親
民
人
員

，

也
是
政
府
與
民
眾
間
的
繫
帶
，
如
果
警
察
教
養
有
素
，

知
識
豐
富
，
能
熱
心
為
民
服
務
，
自
然
就
能
得
到
民
眾
的
好
感
與
尊
敬
。
況
人
生
以
服
務
為
目
的
，
警
察
更
應

建
立
正
確
的
服
務
觀
念
，
重
估
服
務
的
意
義
與
價
值
，
在
服
務
工
作
上
要
適
度
、
要
適
時
，
盡
己
而
不
為
己
，

注
意
服
務
態
度
，
以
增
進
警
民
情
感
交
流
。

1

警
察
應
加
強
溝
通
民
意
爭
取
民
眾
支
持
合
作

警
察
為
維
護
社
會
安
寧
秩
序
，
對
民
眾
往
往
採
用
干
涉
、
禁
止
、
取
締
、
處
罰
等
手
段

，
若
因
民
眾
之
自

私
或
不
瞭
解
警
察
，
常
會
產
生
厭
惡
或
誤
會
，
而
導
致
警
民
糾
紛
，
形
成
服
務
態
度
之
嚴
重
阻
力
，
因
此
加
強

溝
通
民
意
，
爭
取
民
眾
諒
解
支
持
，
並
經
常
舉
辦
各
種
座
談
會
以
宣
導
警
察
是
人
民
的
朋
友
，
破
除
警
察
權
威

思
想
及
民
眾
敬
而
遠
之
的
心
理
。

ι
警
察
應
整
肅
警
察
風
紀
贏
得
民
乘
之
信
心

貪
污
與
素
行
不
良
是
警
察
風
紀
的
兩
大
致
命
傷
。
而
警
察
風
紀
的
好
壞
會
影
響
到
警
民
乙
關
係
。
因
此
，

增
進
警
民
關
係
之
要
訣
乃
是
促
使
警
察
不
做
使
民
眾
怨
恨
的
事
，
不
做
使
民
眾
瞧
不
起
的
事
，
不
做
欺
侮
民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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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事
。
因
此
，
員
警
平
日
應
守
法
重
紀
、
潔
身
自
愛

|

!
不
貪
污
、
不
街
私
、
不
妥
協
、
不
姑
息
、
不
擾
民
，

以
發
揮

『有
所
為
、
有
所
不
為
』
的
精
神
，
如
是
警
察
風
紀
獲
得
改
善
，
當
必
能
贏
得
民
眾
之
信
心
，
當
更
能

確
實
擔
當
起
本
身
應
負
之
任
務

。

3

加
強
警
察
精
神
教
育
提
昇
職
業
倫
理
及
修
養

對
警
民
關
係
之
改
善
，
雖
然
治
本
、
治
標
之
方
法
甚
多
，
但
仍
不
可
忽
視
警
察
精
神
教
育
之
重
要
性
，
亦

即
包
括
思
想
、
品
德
、
生
活
、
法
紀
之
教
育
。
如
對
員
警
實
施
生
活
輔
導
，
要
從
端
正
生
活
觀
念
，
要
求
生
活

規
律
，
注
重
禮
節
儀
態
著
手
，
使
員
警
在
食
、
衣
、
佳
、
行
、
育
、
樂
中
，
均
有
優
良
表
現
，
藉
此
提
高
員
警

生
活
意
境
與
生
活
品
質
。
此
外
，
推
行
禮
貌
連
動
，
亦
是
加
強
警
民
關
係
之
起
步
，
使
其
工
作
上
言
詞
溫
和
，

態
度
莊
嚴
而
不
但
傲
，
謙
恭
而
不
卑
俗
，
以
及
不
為
對
方
任
何
言
詞
行
動
所
激
怒
之
耐
力
，
和
化
解
尷
尬
僵
持

場
面
之
幽
默
感
。
如
此
，
員
警
有
優
良
的
職
業
倫
理
修
養
和
信
念
，
警
民
關
係
的
改
善
與
溝
通
，
自
必
獲
得
更

大
之
增
強
。

心
強
化
民
眾
之
社
區
意
融
參
與
社
區
守
望
相
助

美
國
犯
罪
學
家
傑
佛
利
(
們
﹒
同
-
r
R
R
Z
提
出
社
會
疏
離
理
論
(
的
。
旦
旦
E
E
E

丘
。
口
吋
Z
O
叮
叮
)
@

來
探
討
社
會
犯
罪
之
形
成
，
認
為
某
些
地
區
民
眾
愈
欠
缺
社
區
意
識
，
與
警
察
愈
疏
離
隔
閔
'
愈
不
能
參
與
守

望
相
助
工
作
，
則
此
地
區
犯
罪
發
生
率
愈
高
。
因
此
要
減
少
社
會
犯
罪
，
則
要
先
減
少
社
會
疏
離
，
要
減
少
社

會
疏
離
，
則
必
須
啟
迪
強
化
民
眾
之
社
區
意
識
，
發
揚
敦
親
睦
鄰
之
美
德
，
共
同
參
與
協
助
警
方
維
護
地
方
治

安
，
達
成
社
區
民
眾
休
戚
相
關
、
守
望
相
助
之
現
代
社
會
，
則
此
對
逐
漸
疏
離
之
現
代
工
商
業
社
會
的
防
範
犯

罪
及
增
進
警
民
關
係
有
莫
大
之
梅
益
。



四
、
結
語

警
察
在
現
代
社
會
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與
社
會
之
變
遷
是
互
動
關
係
。
警
察
係
應
人
類
社
會
的
需
要
而
產

生
，
社
會
隨
著
人
與
人
之
合
作
、
妥
協
、
競
爭
、
衝
突
形
成
社
會
之
秩
序
或
偏
差
行
為
，
政
府
與
民
眾
亦
要
求

警
察
角
色
應
適
應
社
會
變
遷
而
有
所
調
整
。
現
代
社
會
的
警
察
角
色
一
方
面
要
扮
演
抗
制
犯
罪
的
權
威
角
色
，

男
方
面
亦
要
扮
演
協
助
民
眾
解
決
問
題
之
服
務
性
角
色
，
其
角
色
不
論
是
主
動
或
被
動
改
變
，
均
是
在
國
家
總

體
需
求
壓
力
下
，
所
塑
造
之
結
果
。
而
現
代
民
主
社
會
中
，
警
察
更
應
扮
演
下
列
之
積
極
角
色
或
秉
持
下
列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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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信
念
•. 

警
察
行
政
中
立
之
角
色
﹒
﹒
警
察
依
法
行
政
之
角
色
﹒
﹒
警
察
社
區
指
向
性
活
動
角
色
﹒
，
提
昇
警
察
素
質

強
化
其
抗
制
犯
罪
角
色
﹒
'
強
化
少
年
警
察
之
輔
導
角
色
等
。
如
是
警
察
扮
演
之
角
色
定
位
明
確
，
不
但
能
維
持

社
會
基
本
安
定
力
，
更
能
推
動
國
家
整
體
建
設
與
發
展

。

美
國
學
者
布
克
(
因
R
w
m
)曾
言
.. 

「
…

勝
之
唯
一
要
件
，
乃
促
使
社
會
正
義
之
民
眾
不
出

來
參
與
犯
罪
防
治
工
作
。

」
同
時
，
我
們
亦
了
解
當
前
社
會
犯
罪
問
題
為
一
錯
綜
複
雜
之
現
象
，
防
治
社
會
犯

罪
，
已
非
警
察
等
司
法
部
門
所
能
勝
任
，
定
要
結
合
社
會
各
階
層
民
眾
共
同
參
與
犯
罪
防
治
工
作
，
並
加
強
警

民
合
作
關
係
，
才
能
使
企
圖
犯
罪
之
人
無
從
施
其
犯
罪
使
倆
。
而
在
警
民
關
係
的
改
善
中
，
除
一
方
面
加
強
民

眾
社
區
意
識
，
參
與
守
望
相
助
外
，
男
方
面
警
察
人
員
本
身
之
敬
業
精
神
，
從
觀
念
到
行
動
，
從
理
論
到
實
踐
，

並
應
注
意
嚴
正
執
法
，
重
建
公
權
力
之
威
信
.• 

加
強
為
民
服
務
，
增
進
警
民
情
感
交
流
.
，
加
強
溝
通
民
意
，
爭

取
民
眾
支
持
合
作
﹒
﹒
整
肅
警
察
風
紀
，
贏
得
民
眾
之
信
心
.• 
加
強
警
察
精
神
教
育
提
昇
職
業
倫
理
及

修
養
﹒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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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每
一
位
警
察
人
員
均
能
以
自
身
積
極
改
善
，
化
阻
力
為
助
力
，
則
增
進
警
民
良
好
關
係
，
自
可
水
到
渠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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