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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分
配
社
會
化
.. 

某
些
財
貨
與
服
務
的
分
配
，
從
市
場
或
私
人
控
制
的
領
域
，
轉
移
到
公
共
控
制
與
集

體
決
定
的
領
域
。

可
是
到
底
哪
些
東
西
是
必
須
移
轉
到
公
共
控
制
的
領
域
由
國
家
來
主
導
分
配
，
分
配

的
過
程
如
何
組
織
，
這
牽
涉
到
不
同
人
群
特
殊
的
物
質
利
益
，
以
及
價
值
理
念
的
衝
突

。

作
為
道
德
共
同
體
的
福
利
國
家
，
以
社
群
團
結
為
紐
帶
，
強
調
普
遍
的
共

善
;
作
為
重
分
配
的
體

制
，
福
利
國
家
涉
及
到
不
同
的
個
人
和
社
會
群
體
之
間
的
利
益
衝
突
，
它
凸
顯
了
個
人
對

資
源
佔
有
權

利
。

福
利
國
家
的
這
兩
個
面
向
，
作
為
道
德
共
同
體
與
作
為
重
分
配
的
體
制
，
存
在
著
緊
張
關
係

。

集

體
的
社
會
責
任
，
和
個
別
的
特
殊
利
益
，
要
如
何
調
和
?

公
民
社
會
的
結
社
生
活
與
公
共
參
與
提
供
調
解
利
益
衝
突
和
發
現
共
善
的
可
能
性

。

公
民
社
會
的

多
元
結
社
和
參
與
網
絡
形
成

一
個
公
共
對
話
的
空
間

。

公
共
討
論
的
過
程
，
顯
露
更
多
的
訊
息
，
使
人

們
克
服
私
利
的
偏
見
，
能
夠
從
別
人
的
觀
點
來

看
到
之
前
不
曾
想
過
的
事
物
和
情
況
，
因
而
擴
大
個
人

的
知
性
與
道
德
能
力
，
個
人
的
價
值
因
此
改

變
而
容
納
更
大
的
公
共
規
範
與
共
同
關
懷

。

結
社
組
織
所

提
供
的
公
共
參
與
過
程
，
於
是
產
生

一
種
「
轉
化
」
作
用.. 

從

「
我
」
要
什
麼
，
轉
化
成

「我
們
」
要

什
麼
;
從
私
人
個
別
利
益
的
衝
突

，

轉
化
成
對
集
體
性
的
共
同
利
益
的
界
定

。

公
民
社
會
的
結
社
網
絡
與
公
共
參
與
不
但
提
高
了
利
益
的
匯
集
與
表
達
的
管
道
，
同
時
灌
輸
參
與

成
員
團
結
合
作
的
習
慣
以
及
公
共
的
精
神
，
養
成
關
懷
、
同
情
、
利
他
和
互
助
的
公
民
習
性

。

如
同
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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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來
有
關
公
民
社
會
和
福
利
國
家
之
間
的
關
係
'
受
到
持
續
的
關
注

。

其
根
源
，
一
方
面
如
張
世

雄
教
授
指
出
的
，
是
從
對
西
方
福
利
國
家
發
展
現
況
的
反
省
，
來
思
考
公
民
社
會
的
自
願
組
織
如
何
補

充
或
取
代
國
家
官
僚
模
式
和
市
場
競
爭
模
式
的
福
利
供
給
角
色
;
另

一
方
面
是
從
對
民
主
政
治
本
身
的

反
省
，
來
思
考
公
民
結
社
和
公
共
參
與
在
福
利
政
策
的
制
定
與
執
行
過
程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在
思
考
民
主
政
治
、
公
民
社
會
和
福
利
國
家
之
間
的
關
係
時
，
我
們
必
須
認
識
到
現
代
福
利
國
家

同
時
作
為

一
個
「
道
德
的
共
同
體

」
和
「
重
分
配
體
制
」
的
內
在
矛
盾

。

福
利
國
家
的
建
構
性
原
則
，

是
保
證
個
別
成
員
某
些
需
求
的
滿
足
，
由
社
群
集
體
來

負
擔
;
在
集
體
供
給
的
領
域
，
我
們
與
其
他
人

分
享
某
些
東
西
，
我
們
也
有
義
務
盡
己
之
力
，
來
背
負
必
要
的
負
擔

。

福
利
國
家
所
建
構
的
這
個

「
道

德
共
同
體
」
'
因
而
強
調
成
員
之
間
的
互
助
義
務
和
共
同
利
益

。

實
踐
集
體
供
給
的
「
道
德
共
同
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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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百
多
年
前
讚
嘆
美
國
志
願
組
織
的
蓬
勃
發
展
所
說
的
，
在
參
與
結
社
生
活
的
過
程
中
，
「
情

感
回
復
了
，
心
胸
寬
大
了
，
人
類
的
心
靈
，
唯
有
在
彼
此
的
互
惠
影
響
之
下
才
能
發
展
起
來

」
。社
會

信
任
、

互
助
義
務
與
互
惠
規
範
的
公
民
習
性
的
養
成
，
正
是
強
調
社
群
集
體
責
任
的
福

利
國
家
重
要
的

文
化
與
制
度
基
礎
。

公
民
社
會
對
福
利
國
家
的
重
要
性
，
不
只
是
提
供
調
解
衝
突
、
尋
求
共
善
的
公
共
參
與
空
間
，
養

成
社
會
互
助
的
公
民
習
性
;
它
也
被
認
為
能
夠
改
善
當
前
福
利
國
家
所
面
對
的
「
效
能
」
問
題

。

變
動
迅
速
的
多
元
化
社
會
，
使
政
府
在
回
應
民
間
福
利
需
求
的
能
力
和
效
率
，
經
常
面
臨
力
有
未

逮
的
嚴
重
挑
戰

。

社
會
經
濟
環
境
的
快
速
變
動
與
技
術
的
複
雜
性
，
使
政
府
福
利
政
策
的
制
定
與
執
行

呈
現
資
訊
不
足
的
偏
差
;
家
庭
結
構
、
就
業
型
態
、
工
作
生
涯
與
生
活
風
格
的
變
遷
與
多
樣
性
，
使
政

府
提
供
的
標
準
化
的
、
齊
一
性
的
福
利
服
務
，
不
僅
可
能
供
給
不
足
，
也
可
能
忽
略
個
別
性
的
多
元
差

異
。

另
外
，
政
府
的
福
利
方
案

，
經
常
是
以
個
別
的
社
會
類
屬
(
如
老
人
、
兒
童
，
身
心
障
礙
)
或
單

一
的
福
利
需
求

(
如
托
育
、
就
業
、
醫
療
、
所
得
維
持

)
作
為
組
織
的
原
則
，
各
個
分
立
的
方
案
之
間

缺
乏
整
合
性
，
個
人
多
重
的
福
利
需
求
之
間
的
關
連
性
也
被
忽
略

。

一
些
社
區
主
義
或
結
社
主
義
的
思
潮
以
為
，
在

一
個
福
利
需
求
呈
現
多
樣
性
與
異
質
性
的
環
境

中
，
政
府
的
社
會
福
利
政
策
，
如
果
要
有
效
地
回
應
社
會
需
求
的
話
，

一
方
面
必
須
要
更
有
彈
性
，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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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意
地
區
之
間
與
個
案
之
間
的
差
異
，
另

一
方
面
必
須
注
意
到
各
種
福
利
需
求
之
間
的
關
連
，
以
及
福

利
計
書
乏
間
的
整
合

。

在
這
樣
的
政
策
脈
絡
下
，
公
民
社
會
的
志
願
組
織
在
社
會
福
利
政
策
的
形
成
、

規
劃
和
執
行
的
角
色
，
就
被
強
調
出
來
了

。

民
間
志
願
組
織
，
因
為
根
著
於
具
體
的
社
會
生
活
經
驗
，
對
社
會
的
需
求
有
較
為
詳
細
和

正
確
的

資
訊
，
因
此
，
如
果
他
們
能
夠
介
入
參
與
政
策
形
成
與
福
利
方
案
的
規
劃
'
可
以
更
有
效
地
傳
達
民
眾

的
確
實
需
求
。

民
問
志
願
組
織
所
提
供
的
資
訊
是
來
自
生
活
世
界
的
實
際
知
識
，
經
驗
性
的
實
際
知
識

進
入
政
策
討
論
的
場
域
，
可
以
改
進
決
策
的
品
質

。

政
府
與
專
家
在
擬
定
政
策
時
，
經
常
傾
向
技
術
的

觀
點
。

但
是
現
代
社
會
的
管
理
牽
涉
到
許
多
複
雜
的
，
相
互
關
連
的
問
題
，
專
業
性
的
知
識
有
其
侷
限

性
。

來
自
日
常
生
活
的
經
驗
性
知
識
，
可
以
彌
補
專
業
知
識
的
不
足
，
使
政
策
方
案
的
效
能
，
可
以
獲

得
更
適
當
的
評
估
。

另
外
，
在
社
會
服
務
的
提
供
方
面
，
由
於
「
在
地
的

」
民
間
志
願
組
織
，
比
起
遙
遠
的
政
府
官

員
，
更
能
了
解
服
務
對
象
的
特
殊
需
要
，
而
且
，
由
於
這
些
志
願
組
織
本
身
就
整
合
在
社
區
的
生
活
網

絡
之
中
，
他
們
更
容
易
看
到
服
務
對
象
之
閉
，
以
及
不
同
需
求
之
間
的
關
連
性

。

民
間
志
願
組
織
的
參

與
，
使
政
府
政
策
與
福
利
服
務
更
能
貼
近
人
民
的
日
常
生
活
需
求
，
也
使
社
區
民
眾
能
在
整
合
性
的
服

務
支
持
網
絡
中
，
共
同
促
進
福
利
水
準
的
提
升

。



這
些
社
區
主
義
者
和
結
社
主
義
者
的
觀
點
，
根
源
自
某
些
社
會
民

主
的
理
念
，
而
有
別
於
取
消
國

家
福
利
責
任
的
社
會
福
利
私
有
化
和
市
場
化
的
主
張

。

它
並
不
放
棄
福
利
國
家
對
集
體
義
務
的
承
諾
和

國
家
的
福
利
責
任
，
但
要
求
擴
大
民
主
參
與
和
自
我
管
理
的
空
間
，
要
求
政
府
福
利
政
策
更
有
效
地
回

應
社
會
需
求
。

如
果
我
們
承
認
公
民
社
會
是
福
利
國
家
重
要
的
制
度
與
文
化
基
礎
，
而
且
能
夠
協
助
解
決
福
利
國

家
面
對
的
效
能
問
題
，
那
麼
，
活
絡
的
公
民
社
會
如
何
形
成
?
這
是
個
困
難
的
問
題

。

公
民
社
會
的
建

立
雖
然
受
許
多
既
有
的
社
會
結
構
和
文
化
習
性
的
限
制
所
牽
綁
，
但
我
以
為
，
政
治
可
以
發
揮
主
動

性
，
來
協
助
活
絡
的
民
間
志
願
部
門
組
織
網
絡
的
形
成

。

民
間
自
主
組
織
的
互
動
網
絡
與
結
社
生
活
的
形
成
需
要
物
質
的
基
礎

。

如
果
許
多
民
眾
處
於
生
活

匿
乏
的
困
境
，
社
會
充
斥
著
因
為
不
平
等
而
引
發
的
對
立
與
衝
突
，
在
這
種
條
件
下
，
我
們
期
待
的
公

民
社
會
是
難
以
建
立
的

。

因
為
，
缺
乏
基
本
生
活
保
障
的
民
眾
，
沒
有
資
源
和
餘
暇
參
與
結
社
生
活
;

這
將
使
得
結
社
組
織
集
中
在
優
勢
群
體

，
強
化
既
有
的
社
會
不
平
等
。
社
會
經
濟
的
極
度
不
平
等
，
也

將
鼓
勵
極
端
主
義
的
信
仰
和
手
段
，
而
難
以
形
成
溫
和
寬
容
與
溝
通
互
信
的
公
民
文
化
;
結
社
組
織
，

即
使
存
在
，
也
是
用
來
從
事
衝
突
，
而
非
合
作
的

。

因
此
保
障
人
民
經
濟
生
活
的
基
本
安
全
，
努
力
降

低
資
源
分
配
與
社
會
財
富
的
不
平
等
，
是
公
民
社
會
能
夠
形
成
茁
壯
的
基
本
物
質
條
件

。

從
這
樣
的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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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來
說
，
福
利
國
家
與
公
民
社
會
其
實
是

一
種
雙
向
影
響
的
關
係

o

提
供
基
本
生
活
保
障
和
降
低
不
平

等
的
福
利
政
策
，
協
助
建
構
公
民
社
會
的
物
質
條
件
，
而
成
熟
的
公
民
社
會
則
鞏
固
福
利
國
家
的
規
範

基
礎
並
增
進
政
策
的
效
能
。

政
治
制
度
所
劃
定
的
政
策
決
定
和
執
行
的
場
域
，
也
將
影
響
民
間
組
織
的
形
成
與
發
展

。

如
果
政

策
決
定
是
存
在
於
一
個
集
權
化
的
、
封
閉
的
官
僚
體
系
，
由
政
府
和
政
策
專
家
所
把
持
，
民
間
部
門
的

參
與
必
然
會
受
到
限
制
而
萎
縮
，
一
個
活
絡
的
公
民
社
會
也
難
望
建
立
。

公
民
社
會
的
形
成
、
成
長
與
茁
壯
，
不
會
是
自
然
的
產
物
;
如
何
藉
由
公
共
政
策
與
決
策
體
制
的

設
計
，
來
創
造
有
利
公
民
社
會
發
展
的
機
會
，
消
除
限
制
它
發
展
的
條
件
，
這
是
我
們
在
思
考
福
利
國

家
和
公
民
社
會
的
關
係
時
必
須
關
注
的
問
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