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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為
民
主
與
法
治
的
後
進
國
，
台
灣
的
民
主
、
法
治
之
發
展
，
無
疑
地
受
到
西
方
國
家
思
想
上
與

制
度
上
相
當
程
度
的
影
響

。

欲
檢
討
法
治
觀
念
的
變
遷
與
台
灣
民
主
的
發
展
，
應
可
探
索
先
進
國
之
發

展
軌
跡
，
轉
而
檢
視
相
關
思
想
或
制
度
展
現
為
台
灣
經
驗
的
特
殊
性
與
其
前
景

。

中
文
所
稱
的

「
法
治
」
，
在
思
想
上
至
少
有
兩
種
截
然
不
同
的
淵
源

.. 

一
種
是
來
自
英
、
美
歷
史

經
驗
的
「
法
律
主
治

」
(2
]o
o
h
E

芝

)
，
另

一
種
則
是
淵
源
於
德
國
的

「
法
治
國
」
(悶
兒
宮
切
的
5
2
)

思
想
。

此
兩
種
法
治
思
想
在
內
涵
上
固
有
若
干
共
通
的
基
礎
，
發
展
至
今
也
頗
多
異
曲
同
工
或
殊
途
同

歸
之
處
，
然
而
，
究
其
各
白
的
形
成
條
件
而

言

，
卻
標
識
著
政
治
統
治
理
念
於
不
同
時
空
環
境
下
的
具

體
表
現
。

就
「
法
律
主
治
」
之
思
想
而
言
，
至
少
可
溯
源
於
十
七
世
紀
於
英
國
漸
次
形
成
的
議
會
立
法
優
越



的
主
張
，
直
至
十
九
世
紀
始
葉
立
其
根
基

。

就
歷
史
發
展
脈
絡
來
看
，
「
法
律
主
治
」
之
形
成
與
發

展
，
是
與
議
會
主
義

、
民
主
制
度
的
發
展
如
影
隨
形

、

並
駕
齊
驅
的

。

美
國
獨
立
建
國
後
，
本
於

「
法

律
主
治
」
思
想
所
建
立
起
來
的
有
限
政
府
的
觀
念
，
以
及
正
當
程
序
法
律
的
觀
念
，
均
孕
育
於
民
主
制

度
的
前
提
條
件
之
下

:

「
法
律
主
治
」
強
調
的
正
是
司
法
程
序
中
，
對
法
官
而

言
，
議
會
所
制
定
的
法

律
具
有
優
越
的
支
配
力
，
得
以
節
制
政
府
的
權
力
，
是

一
種
三
權
問
權
力
制
衡
的
工
真

。

就
此

一
部
分

而
言
，
民
主
與
法
治
問
並
不
存
在
本
質
的
衝
突
，
而
可
說
是
互
為
表
裡

。

即
使
在
憲
政
主
義
下
，
憲
法

規
範
凌
駕
議
會
立
法
，
法
官
得
拒
絕
適
用
違
憲
的
議
會
立
法
，
支
持
不
受
議
會
立
法
管
制
的
人
民
權
利

或
政
府
施
政
，
但
仍
是

一
種
權
力
制
衡
的
表
現

。

簡
單
地
說
，
「
法
律
主
治
」
並
不
蘊
含
任
何
實
體
正

義
的
價
值
，
更
不
帶
有
追
求
實
體
正
義
的
色
彩

。

相
對
於
此
，
淵
源
於
德
國
的
「
法
治
國
」
思
想
，
與
議
會
主
義
、
民
主
制
度
並
無
當
然
的
關
連

性
，
卻
與
自
然
法
的
思
想
密
切
相
關

。

早
在
十
九
世
紀
便
經
康
德
等
思
想
家
建
立
精
緻
理
論
基
礎
的
法

治
國
思
想
，
主
要
訴
求
的
對
象
正
是
作
為
主
權
者
的
君
主

。

換
言
之
，
為
使
市
民
自
由
受
到
保
障
，
十

九
世
紀
的
德
國
國
家
哲
學
是
以
自
然
法
的
思
想
作
後
盾
，
試
圖
藉
由
法
治
國
的
理
論
而
建
立
君
權
統
治

受
天
賦
人
權
所
節
制
的
「
國
家
理
性

」
觀
或
正
義
觀
。

法
治
國
思
想
誕
生
的
背
景
，
可
說
無
關
於
議
會

主
義
或
民
主
制
度
。

因
此
，
如
果
說
「
法
律
主
治
」
思
想
所
強
調
的
是
議
會
立
法
於
統
治
結
構
下
的
優

11=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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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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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地
位
，
則

「
法
治
國
」
毋
寧
是
對
於
主
權
者
之
統
治
所
要
求
的
條
件

。

也
因
為
法
治
國
思
想
的
發
韌

與
議
會
民
主
並
無
內
在
關
連
，
德
國

二
十
世
紀
初
的
威
瑪
共
和
開
始
採
行
議
會
民
主
體
制
後
，
也
同
時

引
發
了
針
對

「
民
主
與
法
治
」
兩
者
間
內
在
衝
突
之
處
理
的
原
則
性
爭
論
，
影
響
極
為
深
遠

。

在
政
治

哲
學
與
國
家
學
等
學
術
領
域
中
，
民
主
與
法
治
之
所
以
被
視
為

一
組
隱
含
著
內
在
對
立
性
之
概
念
，
亦

源
自
此
等
脈
絡
。

威
瑪
共
和
時
期
，
民
主
與
法
治
首
度
交
鋒
後
，
由
議
會
所
彰
顯
的
民
主
佔
了
上
風
，
議
會
至
上

、

民
主
至
上
，
法
治
退
卻
為
形
式
的
法
治
國
要
求
，
是
統
治
的
國
家
實
現
其
目
的
與
內
涵
的
方
式
，
法
治

本
身
不
具
有
內
在
的
實
體
價
值
，
因
此
，
實
體
正
義
的
要
求
遂
自
法
治
國
思
想
中
剝
離

。

戰
後
，
經
歷

形
式
民
主
所
帶
來
之
政
治
浩
劫
的
德
國
，
重
新
肯
認
了
形
式
民
主
仍
須
受
到
實
體
正
義
的
制
約
，
法
治

國
必
須
蘊
含
實
體
正
義
的
要
求
，
除
了
形
式
的
法
治
外
，
男
須
有
標
識
內
在
價
值
的
實
質
法
治

。

其
結

果
，
實
質
法
治
國
的
理
念
遂
凌
駕
於
形
式
民
主
制
度
之
上
，
象
徵
實
質
法
治
理
念
的
憲
法
及
其
守
護
者

得
以
凌
駕
於
民
主
立
法
之
上

。

議
會
立
法
得
因
違
憲
而
被
宣
告
為
無
效

。

前
已
提
及
，
此
兩
種
法
治
概
念
的
演
變
，
各
有
其
不
同
之
歷
史
經
驗
的
脈
絡
，
而
民
主
與
法
治
的

演
變
，
在
英
美
是
如
影
隨
形
，
在
德
國
則
是
分
道
揚
線
為
不
爭
的
事
實

。

大
膽
地
論
斷
，
絕
大
多
數
的

民
主
後
進
國
(
民
主
制
度
的
繼
受
國
)
，
尤
其
是
由
威
權
轉
型
的
國
家
，
恐
怕
難
以
具
備
「
法
律
主
治
」



「立正

8 
月

的
條
件
，
因
此
，
應
多
類
似
於
德
國
經
驗
的
民
主
法
治
國
之
發
展
脈
絡

。

更
有
甚
者
，
由
威
權
體
制
轉
型
的
民
主
後
進
國
家
，
民
主
鞏
固
的
手
段
與
路
徑
大
抵
由
制
憲
或
修

憲
著
手
，
且
往
往
需
藉
助
於
威
權
遺
緒
或
隱
藏
的
強
人
影
響
力
來
主
導
甚
至
操
縱
制
憲
或
修
憲
，
以
築

成
民
主
化
所
需
的
基
礎
道
路

。

憲
法
本
身
卻
是
形
式
法
治
的
最
高
憑
藉

。

由
以
威
權
為
本
質
，
而
非
民

主
本
質
的
權
力
機
制
來
操
控
憲
法
的
結
果
，

一
方
面
，
使
得
連
憲
法
本
身
都
被
工
具
化
、
手
段
化
，
遑

論
憲
法
以
下
的
法
律
，
法
治
的
權
威
性
已
受
到
實
質
的
研
傷
;
另

一
方
面
，
在
威
權
本
質
的
憲
法
操
控

下
鋪
設
民
主
化
道
路
，
制
度
的
設
計
自
然
而
然
夾
帶
了
相
當
多
非
基
於
健
全
民
主
體
質
的
理
性
考
量
，

而
是
基
於
鞏
固
既
有
特
權
的
反
民
主
考
量
。
到
頭
來
，
民
主
的
形
式
(
如
定
期
舉
行
的
)
即
使
其
備
，

實
質
的
民
主
正
當
性
未
必
獲
得
肯
認
，
由
徒
具
形
式
的
民
主
所
支
持
的
法
治
，
荒
腔
走
板
地
運
作
，
似

也
不
足
為
奇
了

。

因
此
，
隱
含
著
威
權
色
彩
所
進
行
的
民
主
改
革
之
路
，
恐
怕
民
主
法
治
的
變
調
展

現
，
是

一
種
難
以
迴
避
的
宿
命
。

藉
由
上
述
反
省
而
探
討
台
灣
的
民
主
化
發
展
，
台
灣
的
民
主
改
革
恐
也
難
脫
由
威
權
轉
型
的
民
主

後
進
國
家
的
宿
命

。

十
二
年
來
，
隨
這
兩
蔣
政
權
的
終
結
，
李
登
輝
主
政
時
代
開
始
，
台
灣
確
實
積
極

地
邁
向
民
主
改
革
之
路

。

經
由
前
三
次
憲
改
工
程
，
民
主
的
形
式
也
大
抵
建
立

。

可
是
，
主
導
者
欲
尋

求
鞏
固
民
主
制
度
的
同
時
，
也
未
忘
卻
同
時
設
法
鞏
固
既
有
的
特
權
結
構

。

因
此
，
形
式
的
民
主
「
鞏

法
治
與
人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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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
之
同
時
，
法
治
的
實
質
正
義
理
想
也
一
點
一
滴
地
淪
喪
。
其
結
果
，
政
黨
比
例
代
表
選
制
的
引

入
、
民
意
代
表
全
面
改
選
、
總
統
直
選
之
同
時
，
選
風
敗
壞
、
賄
選
、
黑
金
勢
力
大
舉
進
駐
中
央
與
地

方
民
意
代
表
機
關
卻
也
是
不
爭
的
事
實
，
黨
營
事
業
明
目
張
膽
地
擴
張
與
侵
蝕
經
濟
體
質
也
不
容
否

認
:
緊
接
著
，
由
具
有
形
式
民
主
正
當
性
的
民
意
代
表
再
進
行
立
法
或
甚
至
修
憲
，
不
斷
地
締
造
形
式

「
法
治
」
的
憑
藉
。
此
等
形
式
的
法
治
憑
藉
，
往
往
又
引
發
人
民
或
反
對
者
不
義
的
指
青
了
對
此
等
不

義
的
感
情
，
只
好
又
訴
諸
象
徵
憲
法
實
質
正
義
之
守
護
者
的
大
法
官
，
期
望
其
能
解
決
以
形
式
民
主
之

名
製
造
的
不
義
與
不
法

。

而
大
法
官
不
遺
餘
力
地
宣
告
法
律
違
憲
而
無
效
之
時
，
事
實
上
也
就
是
以
憲

法
的
實
質
正
義
價
值
為
名
，
挑
戰
民
主
的
地
位
與
價
值
。
弔
詭
的
是
，
憲
法
的
權
威
性
在
不
斷
修
憲
、

不
斷
倡
議
修
憲
下
早
已
大
幅
度
減
損
，
作
為
最
高
法
治
憑
藉
的
地
位
實
質
上
也
受
到
嚴
重
侵
蝕
，
這
種

情
況
下
，
大
法
官
所
能
維
護
的
憲
法
，
實
質
上
已
近
乎
是
超
實
證
憲
法
了

。

由
不
其
民
主
正
當
性
的
憲

法
守
護
者
護
衛
著
不
受
現
實
政
治
權
力
所
挑
戰
的
「
超
憲
法
」
'
這
是
法
治
，
還
是
人
治
?
是
民
主
，

還
是
威
權
?

因
此
，
回
顧
近
十

二
年
來
的
民
主
改
革
之
路
，
不
禁
要
問
，
台
灣
的
民
主
已
實
質
鞏
固
了
嗎
?
抑

或
十
二
年
來
只
是
彈
奏
了

一
首
走
調
的
民
主
與
法
治
的
變
奏
曲
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