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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規範性理論的「無心」之過？ 

─以哈特與拉茲之理論為核心的反思 

 

陳冠廷 

 

本文透過 Parfit 對於法律規範性的分類，分析國內目前關於法律規範性的研究；

當前國內研究主要受哈特與拉茲影響，集中討論法律作為規則與權威等社會事實

與理由之關係，缺少對於法律行動者之心理狀態的討論。本文進一步爬梳哈特與

拉茲此二人的理論，試圖檢視此二人是否有關於這方面的討論，發現哈特的規則

內在面向看似有提供這方面討論的可能，但由於哈特本人拒絕援進一步討論，連

帶使得其內在觀點顯得模糊難解。而拉茲從權威到行動皆給予較為完整的鋪陳，

但本文仍指出拉茲理論中未能妥當解釋之部分。 

 

關鍵字：法律規範性、社會事實、理由、規則的內在面向、權威、行動理論、心

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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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法律規範性一直是目前法理學(或法哲學)的主要問題之一。我們常說，法律

作為一種規範，而且是一種社會規範。而規範之所以作為規範，在於它表述了一

些特色：它通常會以「應該」(should, ought)的方式去做出要求；這種特色我們

可以將它稱之為「規範性」（Normativity）。用以表述法律規範性的詞彙相當多元，

如同法理學者顏厥安教授所指出的，義務（obligation）、效力（validity）、指令

（prescription）、拘束力（binding force）、權威性（authority）等，都也都曾被用

來討論，呈現類似的概念1。  

 

 這種特色通常被法律人視為理所當然，不太需要特別思考。在我們學習過程

中也早已習慣「實然／應然」的區分（be vs ought to be），法律人通常也是以此

將自身有別於其他學科。比如說，德國法學家拉倫茲（Karl Larenz）即如此定位

法學，認為法學作為規範科學（Die Jurisprudenz als Normwissenschaf），其任務即

是在規範性角度下處理法規範，並關切法律的規範效力（Normative Geltung）；

而所謂規範效力則是「衡量人的行為要求或標準所具有的準則性（Maßgeblichkeit）

或拘束性（Verbindlichkeit）。」2。 

 

 這是拉倫茲《法學方法論》一書少數提到法律規範性的部分。對於多數法律

人來說上述說明已足，甚至「太理論」；因此，關於「法律規範性」的討論不再

見於國內大部分法學叢書中，即使是討論法學方法或法律思維的專書亦然。但事

實上，這種「應然」、「規範性」到底意味著什麼？這種應然與法律之中的行動者

的關係為何？這些都是一連串複雜而有待考察的問題，但未得到合理或妥當說明。

一方面，對法學而言，這似乎是不證自明毋需多言；但另一方面，此問題卻長期

都困擾著眾多的法理學研究者，法律規範性因而持續地作為法理學的核心議題之

一。 

 

貳. 法律規範性研究的偏食取向 

 

 

 誠如前述，法律規範性一詞的概念其實往往未被仔細思量，其概念仍模糊不

清。事實上，模糊的並非只是「法律規範性」此一概念，而是「規範性」一詞本

身就有相當分歧的解讀可能。因此，在開始討論前，我們需要對於規範性做簡單

的分類，使得這個討論可以更加明朗。 

 

                                                      
1
 顏厥安，從規範縫隙到規範存有─初探法律論證中的實踐描述，收於：王鵬翔編，2008 法律

思想與社會變遷，頁 15（2008）。 
2
 Karl Larenz 著，陳愛娥譯，法學方法論，頁 8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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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門別類：理解（法律）規範性的多種可能 

 

（一）顏厥安：制裁論、規則論與證立論 

 

 顏厥安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對法律規範性做過初步的分類，可供我們做初步

的參考；在該文中，他針對目前法律規範性的討論區分成制裁論、規則論和證立

論3。 

 

 所謂的制裁論（sanction-based theory）認為，規範性指涉的是行為人在不依

照規範行為時可能會受到的制裁；這個說法最典型的例子是十九世紀法理學家奧

斯丁（John Austin）：即法律就是主權者以威脅為後盾的命令。規則論（rule-based 

theory）則以二十世紀法理學家哈特（H.L.A.Hart）為主。規則論指出了制裁論

之不足，認為制裁論僅說明義務之強制執行，並將法律化約為一般性的受強制（be 

obliged）而未能表明義務的實踐特性：法律作為一向社會規範，其特性則表現在

它的規則性質。而證立論（justification- based theory）則指出，規範性或是義務

之特性在於其提供的理據，法律之規範性表現於一種獨特的行動理據（reason for 

action）。 

 

（二）Derek Parfit：關於規範性的五種可能概念 

 

 如果不將討論限定於法律的規範性，而純就規範性的分析來說，哲學家 Parfit

的區分可能是筆者目前的所知最為細緻。按照他的分析，規範性主要可分成五種

概念：規則、理由、動機、態度和命令4。 

 

 在規則意義（rule-involving）下，規範性牽涉到規則，並以此規則去區別對

與錯；規則的類型可能有很多，除了典型的刑事法律外，禮儀規則、榮譽守則或

語法都是。而這些規則通常也都被成為規範。而理由意義（reason-involving）的

概念則認為，規範性與理由有關：這意味著我們的規範性要求或是行動背後是「有

理由的」（have some reason）。而動機 （motivational conception）概念則強調規

範性所具有的規範力度（normative force），即對於人們所具有的吸引力；Parfit

提到，這點常被用來駁斥某些道德理論，認為某些理論不具有道德吸引力。第四

點則是規範性的態度（attitude）概念，這是指人們對於自己或其他人的行動所會

表達出的贊同或不贊同。 而最後一點則為命令概念（imperatival conception），

這個觀點認為規範性牽涉到命令（Command）。 

 

                                                      
3
 顏厥安，初探規範縫隙，收於楊日然教授紀念論文委員會主編：法律的分析與解釋─楊日然教

授紀念論文集，頁 65-7（2006）。 
4
 Derek Parfit, ON WHAT MATTERS VOL II 267-8(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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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規範性的多樣面向與當前偏食的研究取向 

 

 透過學者對於（法律）規範性的簡單分類，我們可以稍加清楚對於規範性之

討論所具有的面向。粗略來看，學者們採取的分類方式各有所不同。顏厥安的討

論僅聚焦於法律的規範性，而分類上採取時序上的劃分，其分類方式大致可以對

應到英美法理學的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中期、二十世紀後期三個時期的研究取向。

而 Parfit 的分類則不僅僅聚焦在法律，而是對於規範性此概念的一般性分析。在

討論面向上，顏厥安所提到的幾個面向，亦可見於 Parfit 的分類之中。因此，以

下將以怕菲特所之分類為主要討論。 

  

 從上述分類中，我們可以在簡單的將這些分類再次分門別類，並回過頭來檢

視法律的規範性。簡單地分，動機與態度，這些都指向了行動者或是參與者的內

心狀態（mental state），本文將它們分為一組；而規則和命令，在法律的運作中，

都必須仰賴特定的社會事實（social fact）加以形成，如制定、書寫成具體的法律

條文，或是仰賴制裁的施行；而理由則是用以說明規範性的證成面相，可獨立為

一組。透過這樣簡單的「再分類」，將有助於我們回過頭來檢視，目前有關於法

律規範性的研究，究竟呈現了什麼樣的趨勢。 

 

 國內的法理學界對於法律規範性的研究，其實不可謂不早，且除了少數有學

術企圖的學者想獨立發展自身理論外5，大多數的研究與文獻，可說是緊緊跟隨

著英美法理學界6的腳步。 

 

 從時序上來看，較早開始討論規範性的學者，分別是謝世民、顏厥安與莊世

同三位教授，三位學者早在 2002 年即有對於此主題的專文。莊世同教授的〈法

律的規範性與法律的接受〉7一文開宗明義欲針對法律規範性做討論，該文指出

法律規範性作為一種法概念論中核心的證立問題：哈特在此否定了奧斯丁之命令

論，指出法律作為一種規則，而「接受」則作為核心並回應此證立問題；但是此

接受不必然是道德性的接受，而莊世同教授反對此說，認為法律作為此接受僅可

能是道德接受。而顏厥安教授的〈規則、理性與法治〉8一文，雖未直接使用法

律規範性一詞，但內容中對此其實多有所涉；該文透過 Robert Alexy 對於規則的

分析，指向了哈特晚期在其晚期著作〈命令與權威性的法律理由〉以及牛津法哲

                                                      
5
 如學者顏厥安認為規範性就是「規範縫隙」。參見顏厥安，前揭註 1、前揭註 3。 

6
 當然，如果僅以國籍或任職來看，Alexy 求學於德國，並長期於德國基爾大學任教。但其著作

中有許多以英文呈現（不論是自身所撰、或是透過 Stanley Paulson 之翻譯或引介），並也具有和

英美法理學界對話之經驗，而英美學界亦有許多和相關的對話、討論之論文與專書之出版。若以

國內文獻來看，在此議題上的相關文獻也有許多是與英美法理學對話、比較的方式進行討論。關

於 Alexy 被討論的方式詳見後述。 
7
 莊世同，法律的規範性與法律的接受，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1 期，頁 43-84（2002）。 

8
 顏厥安，規則、理性與法治，臺大法學論叢，31 卷 2 期，頁 1-58（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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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拉茲（Joseph Raz）的討論，告訴了我們規則具有的 R.pf(形式原則)其實是

一種「獨立於規則自身內容」（content-independent reason）的理據，而這種理據

的特性則與權威（authority）相關。而關於權威的討論，謝世民教授的〈政治權

力、政治權威與政治義務〉9一文可說是國內此領域的先鋒；謝世民教授該文在

反思了證立義務的常見理論（如同意論）後，引介了法哲學家拉茲（Joseph Raz）

的權威理論，說明一個實踐性權威所具有的特性為何，以及該權威是如何獲得證

成。 

 

 上述三篇文章的討論，在大方向上幾乎已經涵蓋了國內法理學界未來十餘年

對於法律規範性的軸線，也就是法律的規則性、權威性和理由之間的討論；以怕

菲特的分類來看，也就是規範性的規則意義、命令意義與理由之間的關係；或者

以本文的分類，是法律的社會事實和理由的關係。以王鵬翔教授一系列涉及到規

則的討論來看，較為淺顯的〈規則、原則與法律說理〉10一文，旨在以理由論的

方式說明法律規則具有的獨特理由角色；而〈規則是法律推理的排它性理由嗎？〉
11則以拉茲的權威論點出法律權威與理由的關係：法律權威如何使得規則作為一

種排他性的理由？而對於哈特的進一步討論，則有王鵬翔教授的〈獨立於內容的

理由與法律的規範性〉12和莊世同教授的〈法律的概念與法律規範性的來源──

重省哈特的接受論證〉13二文，此二文對於哈特晚期的文章〈命令與權威性的法

律理由〉做出深度的討論，澄清或試圖回答哈特所謂的「獨立於內容的理由」如

何可能。當然，並非所有研究都只是環繞著哈特與拉茲的討論，有部分學者14更

進一步直接走向理由討論，引介了以色列哲學家 David Enoch 對於法律給予理由

的三種類型，但討論方式大體上仍是追問：作為一項社會事實的法律如何給予理

由。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國內學界對於法律規範性的討論，主要是受到了哈特與

拉茲的影響，並集中在以下的兩個面向： 

 

 a)法律作為一種社會事實，是怎麼樣的一種特殊的社會事實？ 

 b)這種社會事實有什麼樣的特性可以給予理由。 

 

 本文不想正面否定這種理解規範性的方式。但是，既然規範性這一概念如怕

                                                      
9
 謝世民，政治權力、政治權威與政治義務，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1 期，頁 1-41（2002）。 

10
 王鵬翔，規則、原則與法律說理，月旦法學教室，第 53 期，頁 74-83（2007）。 

11
 王鵬翔，規則是法律推理的排它性理由嗎？，收於王鵬翔主編，「2008 法律思想與社會變遷」，

頁 345-386（2008）。 
12

 王鵬翔，獨立於內容的理由與法律的規範性，中研院法學期刊，11 期，頁 203-47（2012）。 
13

 莊世同，法律的概念與法律規範性的來源──重省哈特的接受論證，中研院法學期刊，13 期。

頁 1-36（2013）。 
14

 王鵬翔，前揭註 12，頁 221-224；莊世同，法律的規範性與理由的給予，收於謝世民主編：理

由轉向─規範性之哲學研究，頁 285-32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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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特的前述分析，有如此多的可能面向；那麼，僅僅孤立地考察其中幾種面向，

而將其他的面向置之不理，或許是一個不健康的偏食作法。 

 

 我們知道，法律是在行動中展現的，用法與社會的說法，它們是行動中的法

律（law in action）。而法律規範性亦是針對於人的行動（action）而生，作為理

由，它是「行動的理由」。上述的考察只著重於考察法律規範性是如何從社會事

實作為理由，但可能忽略了被法律所規範的人們是如何採取行動。以學者莊世同

的話來說，這種「法律主義（legalism）」的想法視法律為某種獨立存在的實體15，

才因此不斷追問這項實體所具有的特性。這種想法可能忽略了法律規範性是針對

於人的行動而來的，而如同哲學家科斯嘉（Korsgaard）所說：人注定要行動與

做選擇16，行動是我們無法迴避掉的一個重大環節。我們若忽視人們在法律底下

的法律行動17，我們對於法律規範性的理解就可能會有所偏頗而不完全。而若要

能理解人們的行動，我們則必須理解他們「如何行動」，掌握人們是在什麼樣的

狀態下行動，就此，法理學或許需要伴隨一套關於行動的理論。而心理狀態，則

是我們讓我們得以這套理論一個重要進入方式。 

 

 藉由前述段落之說明，我們一方面看到了國內文獻在法律規範性的討論中對

於心理狀態的缺無，也看到了這部分何以不能脫離我們的討論，它有助於我們更

適當地去把握法律規範性。但是這個對於「心理狀態」討論闕如之偏食，究竟是

為什麼呢？到底是國內討論在接收討論時的刻意忽略，或者是「心理狀態」這想

法本身就鮮少被討論呢？就此，本文將以哈特與拉茲此二位國內法理學界所攝食

的理論為對象進行考察。 

 

參. 沒有心的法律規範性─哈特與拉茲 

 

一. 主食一：哈特的規則論與內在觀點 

 

 如同陳景輝教授所言，哈特的《法律的概念》一書是 20 世紀最重要的法理

學著作，且書中提出了許多目前已為法理學界朗朗上口的概念和詞彙，如內在觀

點、承認規則、社會規則等18。 而在這之中，內在觀點乍看之下是最接近於本

論文想要討論的「心理狀態」。因此本文將針對哈特的這個面向進行討論。 

 

 我們知道，哈特對於法理論最大的貢獻，就是以「規則」來重新掌握法律，

                                                      
15

 莊世同，法律的圖像：一種人文主義的分析與詮釋，臺大法學論叢，40 卷 4 期，頁 2001-2002

（2011）。 
16

 Christine M. Kossgaard, SELF-CONSTITUTION: AGENCY, IDENTITY AND INTERGRITY 1(2009). 
17

 事實上，人們所採取的法律行動可能有十分多樣的類型。但本文作為一篇以法律規範性為主

題之論文，所探究的對象亦僅限於此範圍─即將法律作為規範性指引而行動之類型。 
18

 陳景輝，哈特《法律的概念》導讀，台灣法學雜誌，第 189 期，頁 28（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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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們重新看到法律的豐富面向。而為了使得規則的意義加以浮現，哈特透過與

純粹習慣（habits）做出區別。規則與習慣都具有共同的特色，兩者都是「行為

的反覆出現」。但是哈特強調，規則仍與習慣有三點不同之處。首先，行為不按

照習慣並不會遭致批判，不會特別的被要求要遵守習慣；但行為若偏離了規則，

則「被視為將導致批判的過失或錯誤，並且有偏離之餘的行為也會遭遇到要求遵

從的壓力」19。其次，對於如此的批判，普遍認為是有理由的，批判因此被認為

是正當、被證立的20。而這一切則將隱含地帶出第三個特點─哈特稱其為「規則

的內在面相」(the internal aspect of rules)，哈特說： 

 

 對於特定行為模式被視為共同標準，應持有反思批判的態度，而這個態度應

 在評論中(包括自我批判)表現出來，以及對遵從的要求，和承認這樣的批判

 與要求是正當的；而所有這些我們在以下規範性術語之中，找到其獨特之表

 達，即「應當」、「必須」與「應該」，「對的」和「錯的」。21
 

 

 對於哈特而言，規則和單純習慣之不同，在於規則所顯現的這般特殊的現象，

人們「接受」規則作為自己社會生活的行為標準，並且反映出了批判反思的態度：

人們使用規則作為自己和其他人之行為的評價標準22。 

 

 乍看之下，哈特似乎並沒有刻意忽略法律底下的行動者們之「心理狀態」，

特別是他提到了規則所具有的「內在面向」、人們「批判反思的態度」等等。但

是，哈特事實上只是點出了規則所顯現的這個獨特現象，至於人們是怎麼想的、

人們面對規則時實際所具有的想法為何，經歷了什麼樣的思考過程呢？哈特不回

答這個問題，認為這僅僅是個心理學的問題，而不是他要處理的，因而也拒斥了

以心理學的方式和詞彙去進一步加以捕捉23。由於哈特未往下探究人們如此接受

規則指引時所可能具有的心理狀態，因此這個部分就成為了哈特規則理論中的一

大空白：到底人們基於什麼而去接受呢？哈特舉了很多可能選項，如：長期利益

的計算；對他人無私的關懷；不經反省的習慣或傳統的態度；或者只是想要跟著

別人走24；簡言之，這種態度可以立基於任何的可能因素，這也使得這個面相就

這樣維持了開放模糊的狀態。 

 

 哈特這種作法同樣延續到了他的晚期作品。在〈命令與權威性法律理由〉一

文中，哈特透過對於邊沁的命令理論的分析，企圖指出法律在給予理由時所具有

的特色。哈特認為，我們可以從邊沁對於命令的討論中，獲得有關於法律的一些

                                                      
19

 H.L.A.Hart 著，許家馨、李冠宜譯，法律的概念，頁 74-75（2000）。 
20

 Hart，前揭註 19，頁 75。 
21

 Hart，前揭註 19，頁 77。 
22

 Hart，前揭註 19，頁 127。 
23

 Hart，前揭註 19，頁 184。 
24

 Hart，前揭註 19，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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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特色，特別是法律所可能具有的權威特性。而在命令的討論中，哈特確實

討論了命令所涉及的相關態度或是心理狀態。但如果我們可以細分的話，哈特主

要討論的是施加命令者的「心理因素」（psychological component）25
 ─ 即施加

命令者「希望」命令運作的阻斷（peremptory）形式。當然，哈特也討論了接受

命令者，在該文中，哈特透過這種接受命令者所具有的規範性態度，以將純粹習

慣予以區隔。對於哈特來說，這即是掌握所有相關的規範性現象之核心（the 

nucleus of a whole group of related normative phenomena）；那這種規範性態度是什

麼呢？如同《法律的概念》一般，這種規範性態度是種「普遍性接受」（a general 

acceptance），並進一步將它做為阻斷性之理由26。 

 

 但這種規範性的態度如何可能呢？哈特一方面承認，可能確實有人真的沒有

理由去投身於這種規範性態度中，但另一方面，如同《法律的概念》一樣，他給

出模糊而多樣的答案。比如說，有些人可能是出於道德，或由於各種正確或錯誤

的信念而認為命令可滿足全體利益、調節群體行動、達成公平正義等；或者有些

人只是出於傳統為之，或出於恐懼而不想在每次行動時都再考量不服從的後果，

或出於獲得獎賞的期望27。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哈特的說法與《法律的概念》之

論述沒有太大差別。 

 

 

二. 主食二：拉茲的理由權威論和行動理論 

 

（一） 理由基礎的權威論28
 

 

 按照拉茲的看法，他對於一切實踐性領域之討論，都是以理由作為基礎29。

在他的理論中，理由的功能是用以「說明、指引與評價」30。不論我們是要對於

一個行動與以說明，或是對於行動給予證成或評價，我們都可用理由加以表述。

是故，拉茲討論法律之規範性以及討論權威之特性時，也是以理由的方式表述。 

 

 拉茲對於權威的討論是一種理由論意義（reason-based）下的權威，他所討

論的重點是放在權威與理由的關係上。進一步說，拉茲並非描述事實上的權威（de 

facto authority），並非去條列出一個權威實際上如何運作、做了什麼；這對於拉

                                                      
25

 H.L.A.Hart, Commands and Authoritative Legal Reasons, in ESSAYS ON BENTHAM: JURISPRUDENCE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243,246(1982). 
26

 Hart, supra note 25, at 256. 
27

 Hart, supra note 25, at 256-257. 
28

 本節內容擴充自：陳冠廷(2016)，服從權威就是放棄理性嗎？

http://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6685/1846290 (最後查訪日期：2017.03.18) 
29

 Joseph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12（1979）. 
30

 Joseph Raz, PRATICAL REASON AND NORMS 17（2nd ed.1999）. 

http://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6685/1846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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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來說是不必要也不可能的，他所討論的是權威的合法性（legitimate）31。他要

討論的是權威如何與理由產生關係。按照拉茲的看法，即使是事實上權威都必須

要以合法性權威作為基礎，否則我們就會將權威的概念與純粹權力運作(naked 

power)加以混淆。 而為了理解拉茲如何鋪陳與掌握權威之特性和理由的關係，我

們必須先掌握拉茲對於實踐理由的說明。 

 

 按照拉茲的分類，實踐理由又可以分成兩種：一階理由（first-order reason）

與二階理由（second-order reason） 32。所謂的一階理由，是指直接相關於行動的

理由；比如說對於保護自己和別人的身體健康，是阻止我在室內的聚會中抽菸的

理由，這理由直接用以支持我不該抽菸的這項行動，它是一階理由。一階理由可

能會在具體事件中彼此衝突，比如說，當我在聚會中碰到了朋友的時候，我可能

會有個理由該抽根菸 ─ 與朋友一起抽根菸可以增進友誼；但如前述，我也有個

不在此抽菸的理由─尊重他人和自己的健康，因此這兩種理由在此案例中便產生

了衝突。 

 

 在此時，我們就可解釋二階理由的特性。二階理由就是「針對理由的理由」：

二階理由是用來保護或排除某些一階理由。在台灣，菸害防制法第十五條即列舉

了禁止吸菸的地點，而當我與朋友的聚會在這些地點之中的時候，這個規定就成

了一個二階理由。在此，菸害防制法第十五條的規定並不是增加了一個新的一階

理由，而是在原本所涉及的一階理由之中給予支持或是排除：菸害防制法可在這

時排除「增進友誼」這個理由，這個特性拉茲稱為「排他性」：當有菸害防制法

存在的時候，我們可以不用再天人交戰般地在「增進友誼」和「維護健康」之間

做衡量，菸害防制法排除了「增進友誼」這項理由，並可以直接地做為我不在此

吸菸的理由。而且，既然二階理由是一種針對理由的理由，它在性質上與一階理

由就有所不同，它不會被放入到原本一階理由的同個平台之中進行衡量；毋寧說，

它就是在免除衡量的理由。 

 

 從拉茲的理論來看，權威的特性可以從上述的例子之中窺見。按拉茲，權威

是一種「改變理由的能力」，權威的特性就是去排除或是去保護某些理由。一般

常見的看法會認為，服從權威的指令行事是不理性的，服從權威就是對於我們自

主性的損害，我們行動時就是應該要自己「三思而後行」，去對於各種相關的理

由進行審思與衡量。但從這個方式來看，權威本身可能是有其理由基礎的，只是

它並不是我們一般面對實踐活動時，所直接遭遇並進行衡量的一階理由而已；透

過這種理由的分析，可以把一般常見的批評與以化解。 

 

                                                      
31

 Raz, supra note 29,at 3,8; Joseph Raz, Authority, Law and Morality, in 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 210,212(1995). 
32

 Raz, supra note 30, at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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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種二階理由為什麼合理呢？比較起來，對於行動者而言，一階理由

的合理性較不會受到明顯質疑，因為一階理由就是直接地針對行動提出支持或反

對的理由，它直接關乎於行動合理與否。但是，權威的二階理由卻是針對理由的

理由，它並不直接指明與行動之間的關聯性，不直接指明行動可能產生的好處和

價值，那人們為什麼需要它呢？ 這個關於權威如何證成的問題，取決於權威是

否事實上滿足了它應具有的特性。 

 

 拉茲在〈權威的證成〉一文中介紹了以下三個命題：依賴命題（the dependence 

thesis）、通常證立命題（the normal justification thesis）和阻斷命題（the pre-emption 

thesis）。阻斷命題指出，權威對於行動的要求，即是從事此行動的理由；而且這

並不是對於其他行動理由的補充，而正是去排除、取代掉這些理由33。這其實即

是我們前面提到過的，權威的存在排除了對於原本理由的思考與衡量，因此這個

命題本身尚並未足以證成權威的合理性。因此，關鍵在於其他兩命題。權威排除

人們原本的行事理由如何獲得合理性呢？一個可能設想到的答案是：因為這些理

由是被權威所考量過：權威並非隨意做判斷，它的判斷是根據行動中原本就可對

於行動給予支持或反對的理由，此即為拉茲所說的依賴命題34。以上述的吸菸例

子為例。人們是否吸菸，事實上牽涉到的理由種類可能很多，如先前提到的維護

健康、增進友誼等等理由共同去支持／反對人們在那些場合應該／不應該吸菸。

立法機關或相關權威單位若要對此進行限制的話，它不能對於吸菸的支持／反對

理由都不設想，而要在這些相關的理由之中加以衡量。如此一來，當權威要求人

們不應該吸菸時，它的決定仍與「原本人們應不應該吸菸」的問題息息相關，而

非毫無關係、隨意增添的指令而已。 

 

 但是，即使權威的判斷不至於和人們原本應該如何的行動理由脫鉤，但這不

足以完整的支持權威的合理性，這頂多只是讓權威的合理性不至於太低而已。權

威如果要能夠做為行事的理由，僅僅這樣是不夠的，必須還要訴諸額外的好處去

支撐。對此拉茲指出，權威排除原本的理由之所以會是合理的，是因為比起人們

自己去做判斷，按著權威的指令而行動會比較好。比較好？是好在哪裡呢？拉茲

說，合理的權威幫助人們可以更好地去實現原本的理由，換言之，他們更能夠去

做那些他真的有理由要做的事。這就是所謂的通常證立命題35。 

 

 以過馬路為例，為什麼照著交通警察的指示過馬路會比自己判斷合理呢？在

這些狀況繁忙的路口，大家都盼望能平安便捷過馬路，但因為每個人都如是想，

可能路口就卡住了。大家都很想快速通過，但不知道其他人這時會不會衝出來撞

到自己。這時若有交通警察進行協調，代替大家決定該怎麼過馬路，他可一一指

                                                      
33

 Joseph Raz, The justification of Authority, in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38,46(1986). 
34

 Raz, supra note 33,at 46 ; Raz, supra note 31 , at 214. 
35

 Raz, supra note 33,at 53 ,Raz, supra note 31,at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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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大家何時通過，人們就不需僵持在路口、也不需要擔心被撞到。照著交通警察

的指示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做到原本該做的事——平安便捷過馬路。 

 

 總結一下。權威之所以合理，事實上它必須滿足以下條件：一方面，權威的

判斷本身不是隨隨便便地亂做，而是在人們原本的行動理由中進行思考與衡量；

另一方面，權威的這個判斷之所以可以是合理的，是因為它可以讓人們更好地去

做到自己該做的事。這兩個命題被拉茲合稱為「服務性的權威觀」(service 

conception of authority)
36。而一旦接受服務性權威觀的看法，那麼就很自然地就

也會接受權威所具有的阻斷特性─既然權威做的判斷會比較好，那麼讓權威排除

原本的判斷自然就也會是合理的。 

 

 讓我們設想一個消解權威的例子，來看權威有什麼可能的條件達成服務性的

特性。我們知道，主審裁判是棒球場上的權威，球員們都要按照他的判斷和指令

來行動。假設我們忽視主審裁判的權威地位，讓投手自己來判斷有沒有三振對方

打者，那會如何呢？這樣可能會有太多的問題或爭議：投手可能一心求勝或求好

戰績，就不公正地說自己有三振掉對方；又或許他很想做出公正的判斷，但畢竟

投手丘離補手較遠，捕手其實不太有能力真的仔細判斷好球壞球；而就算投手有

能力做好判斷，每次投完球都瞪大了眼去看球，但要他同時要投手投球又要做出

好壞球的判斷，也會讓原本就很容易疲累的投手變得更累…等等。而只要出現上

述的任一種狀況，都可能會引起打者或是對方球員的不滿，甚至發生衝突；這麼

一來，球賽就無法進行下去了。 

 

 從這例子可以看到，之所以權威的判斷優於個人判斷，可能是因為權威具有

較好較優勢的位置或能力去做判斷，或者權威的判斷相較之下免於些個人的意志

上缺陷或不堅定之處；或者照權威行事其實可減少個人行動負擔，省去個人在每

個情境都要做判斷所耗去的勞力時間費用等等。而即使沒有上述的問題，對於多

方的理由與利益互相針對或衝突的時候，權威也可以利用上述的優勢去產生協調

的功能。按照拉茲的分析，除了協調功能外，權威（特別是政治權威）大體來說

還有以下的五種可能條件，使他有機會做好服務性權威的角色：37
 

 

1. 權威更聰明；因此更有能力去決定個人該如何行動。 

2. 權威擁有較為堅定的意志，較不受到偏見、意志薄弱或是衝動影響，較

不會因誘惑與壓力而偏離了正確的理由。 

3. 試圖直接指引個人按正確理由行動較容易受到自我打擊，因此個人是需

要以間接的策略、依循一些標準來指引行動。而最好的策略就是讓權威

來指引。 

                                                      
36

 Raz, supra note 33,at 56 ,Raz, supra note 31,at 214. 
37

 Joseph Raz, The Authority of the state, in THE MORALITY OF LAW 70, 76(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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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自己做判斷會是焦躁、精力耗竭，損耗勞力時間等資源，而服從權威

可以避免，並不會產生重大的缺陷，因而是正當的。 

5. 權威處在較好的處境上，能獲得個人有理由能得到但實際上得不到的事

物。 

 

 對拉茲來說，權威之所以有理由基礎，是因為權威做好服務性權威的角色。

權威雖會排除某些人們行動的理由，但它並非反理性，因為權威做為某種工具或

方法，可使得人們更能達成原本所要達到之善或目的(telos)
38。 

 

 以上是關於權威的證成部分，討論的是權威事實上有無滿足服務性權威觀，

這部分所涉及的是權威能否作為用以滿足評價或是指引之功能。而一個法律體系

是否真的是權威，其指令是否可以作為我們的行動理由，則取決於該法律體系是

否事實上滿足了服務性權威觀。拉茲認為，不需要預先假定人們都對於服務性權

威觀有所認知39。就一個合法性權威成立與否來說，是否有資格成為理由而論，

我們確實可以不需要去預設人們對於通常證立命題有所認知。人們認知到通常證

立命題與否，是關聯到人們對於權威的服務性質是否有所認知的問題，而拉茲所

討論的是實踐理由，是可指引行動的理由。拉茲曾說：人們是被狀況事實是如何

所指引，而不是被他們的所相信的狀況是如何所指引40。若用理由來表述的話，

那麼可以說，指引行動的理由之所以成立是取決於事實的情況；這個理由之所以

成立，是因為事實上的情況是好的或有價值的，而非我自己相信這件事有理由：

我心裡的信念與想像並無法真正地為它帶來理由之地位。因此，一個權威是否具

有服務性質，是否「事實上」滿足了通常證立命題的條件，確實可脫離於個人的

信念而成立。 

 

 比如說，即使我沒有「抽菸會傷身」的認知，沒有認知到抽菸與保護身體這

項理由的關聯性，但這不影響「保護身體健康是支持禁菸的理由」成立的事實。

換句話說，權威是否有效、是否真的有能力對於行動產生規範性的影響，是取決

於權威是否可以在事實上地完成它的合法性要素─滿足服務性權威觀之條件；而

我是否有這方面的認知，是否認知到權威有這樣子運作能力，其實不影響權威所

提供的理由是否成立。從這個角度來說，拉茲的這種為權威所鋪陳的理由是「客

觀」存在，而不用關聯於行動者的心理結構（psychological makeup） 41
 

                                                      
38

 Joseph Raz, The Problem of Authority: Revisiting the Service Conception, in BETWEEN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126,140(2009). 
39

 Raz, supra note 31,at 219-20. 
40

 Raz, supra note 30,at 17. 
41

 See: Bruno Celano, Are Reasons for Action Belief? , In RIGHTS, CULTURE AND THE LAW: 

THEMES FROM THE LEG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JOSEPH RAZ 25, 25-43 

( Lukas H. Meyer, Stanley L. Paulson & Thomas W. Pogge eds.,2003). Bruno Celano 未直接認

為拉茲就是純然的客觀主義（Pure Objectivism），但他認為拉茲相當有可能、或親近於這種客觀

主義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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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另一方面，由於權威是要去促進人們符合理由的行動，因此只有人們具有

涉及合法性權威和涉及誰是權威的可靠信念時，人們才可能去符合權威的指令並

去符合其理由；這是使得權威能事實上滿足權威功能條件之一。因此拉茲認為，

權威仍必須有可認知性（knowability），權威必須能被其臣民所認知42。如前述，

權威的功能是促進人們符合理由的行動，那麼，它能多少地產生促進的效果即為

重點。促進的效果關連到權威的可認知性問題，人們對於權威進行探知的耗損與

權威的促進效果有關：如果人們必須要耗損很多來勞力時間費用來探知何謂權威

以及何謂權威指令，但是權威所能產生的促進效果卻很有限的話，這似乎就不是

很理性。而一個無法被認知的權威，人們根本無從獲知指令，則根本就沒有促進

的功能。對於拉茲來說，若一個涉及實踐行動的權威無法被認知，則不只是理性

與否的問題，那根本就算不上是個權威43。 

 

（二） 理由基礎的行動理論 

 

 如前所述，拉茲以權威與理由的討論，作為理解法律規範性的關鍵。而權威

的指令合理與否，則取決於權威事實上是否滿足通常證立命題。但這是否意味著

拉茲完全忽視了行動者的狀態呢？不然。事實上，拉茲長期以來都十分關注於實

踐哲學，並發展了整套的理論來說明人們的行動。只是這部分的討論較為繁複，

目前尚未被國內法理學界所廣泛繼受與討論。 

 

 按照拉茲的說法，我們對於行動的說明同樣也必須立基於「理由」這個基本

單位。如前述，拉茲曾說：人們是被狀況事實是如何所指引，而不是被他們的所

相信的狀況是如何所指引。但是他同時指出：如果人們要能夠被事實所指引，那

麼他們必須有對此事實之信念44。因此，我的行動本身一定也要立基於某些信念，

這些信念關聯到我對於事實之看法。當然，這裡的行動指的是「有意的行動

（intentional action）」，而排除了像膝反射、呼吸、消化等非人們所能有意施展的

行動。拉茲認為有意行動是人之行動的核心類型45；根據拉茲的初步界定：有意

行動是針對於在世界中或我們自身的某些事物、或是我們在世界中的處境，透過

行動予以改變或是加以維持46。 

 

 在理解了拉茲所要界定之行動為何後，我們可以進一步問，這些行動所涉及

之信念，其內涵是什麼呢？拉茲進一步指出，有意行動是立基在行動者所看待為

                                                      
42

 Raz, supra note 38,at 147. 
43

 Raz, supra note 38,at 148. 
44

 Raz, supra note 30, at 17. 
45

 Joseph Raz,Agency, Reason and the Good, in ENGAGING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VALUE 
AND ACTION 23,23(1999). 
46

 Joseph Raz,The Hope, in FROM NORMATIVITY TO RESPONSIBILITY 1, 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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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由的」的基礎之上；此外，這些理由和價值相關，它們是由能夠擁有某些

價值之事實所建立47。因此，有意行動事實上就是基於某種「涉及價值之信念」

而生的行動。這種說法可以被稱之為「行本於益」（the guise of the good,GG），按

照學者吳瑞媛的整理，行本於益的命題可以用下列兩個命題較為清楚的表述48： 

 

 行本於理(AR)：S做 φ是 S的有意行動，當且僅當，S是出於且受控於「φ

 是有(規範)理由支持的」之信念而做 φ。 

 理在於益(RV)：行動之(規範)在於該行動所具有之價值。 

     

 對某些人來說，或許可以想到不少例子來反對上述說法。人們可能會提出一

些狀況，在其中行動者不覺得自己的行動蘊含理由或是價值。比如說，在投票時，

我們常看到投票者含淚投票的狀況。這些投票者自己也不認為自己投下的選項會

有希望，並認為這一票可能就是毫無影響毫無價值，但他們仍然基於原則去投下

這一票49。 在這例子裡頭，含淚投票者採取了有意的行動，但似乎不需要預設

行本於益。他們含淚投票，且看不出自己投下這票有任何益處（good）可言；他

們唯一所做的似乎就是投下一票而已！ 

 

 首先，拉茲指出，這裡的益（good）或是價值（value）都要做廣義解釋而

不同於一般平常語言的使用方式。在日常用語中，益或是價值並不當然等同，但

在拉茲的脈絡中可以互換。其次，我們並不需要說行動者必然需要擁有關於這項

行本於益命題中之諸多概念的掌握才可以進行有意行動；他不需要對於價值、理

由等抽象概念有什麼高深的理解，他只需要相信自己的行動之中具有某些特質，

而這些特質從他的角度來說，會帶有對行動的好支持，那就可以了50。 

 

 因此，在含淚投票的例子，我們無須給他們添加一個「你能堅持自己原則，

這樣很好」的概念要他們接受，也不需要忽視在他的視野中區分了有所謂的好行

動(因為有好結果)以及按照原則的行動這種分別。我們在此採用了廣義的方式來

理解益或是價值，可以將它的這兩種行動都放在更廣義的益或是有價值之下。含

淚投票是基於一個從他自己的觀點可以對於行動給予好支持的信念(即堅持原

則)，這樣就是行本於益命題所主張的益。此外，即使這些投票者對於價值的理

解不太熟悉，他可能還沒有辦法做出一個「能夠堅持住個人原則是值得的、有價

值的」這樣的主張，但這也無礙於我們這樣去說他。他只需要擁有這樣子的信念，

去相信他的行動是是基於自己的原則這件事所支撐，這樣就夠了。 

 

                                                      
47

 Joseph Raz, On the Guise of the Good, in DESIRE, PRACTICAL REASON AND THE GOOD 111, 112( S. 
Tenenbaum ed.,2010). 
48

 吳瑞媛，行動中的理與益，收於謝世民主編：理由轉向─規範性哲學研究，頁 472。 
49

 例子出自 Raz, supra note 47,at 113. 
50

 Raz, supra note 47, at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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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例子澄清行本於益命題可能被誤會的部分後，拉茲接下來對於此命題做

初步（prima facie）論證。拉茲指出，一個有意行動之所以被做出，是由於行動

者對於「這個行動是在做什麼、以及這個行動會引發、達成什麼」的信念；有意

行動涉及到我們對於行動的信念，這些信念標舉與凸顯出有意行動的特色。因此

我們可以進一步說，在有意行動中，行動者是被這些信念所指引而做出行動的。

由此可以說，行動者對其有意行動有所認可；它們認為在行動之中的某些性質是

有價值的，因為所謂的有價值就是會使我們認可的。可以說，有意行動必然有某

些從行動者觀點來看的價值在，行動者是基於這些價值而行動的。51
 

 

 若我們熟悉了行本於益命題的主張，那麼我們就可以此來對於人們的行動進

行刻劃。而既然法律行動也是有意行動的一種，那麼，我們也應該可以用這個方

式去刻劃人們的法律行動。 

 

 如前述，拉茲認為在討論事實上權威時，必須要有合法性權威的概念，這意

味著當我們去看待有人宣稱自己是權威、以及有人按照這項權威之指令的運作時，

都必須要有合法性權威的概念，否則將無法看到權威的概念於其中，我們會把這

群人的所作所為與純粹權力運作搞混。因此，姑且不論法律是否事實上滿足了服

務性權威觀，是否真的具有合法性權威；但是在法律體系下生活的我們若讓權威

的指令合理地排除掉我們的某些一階理由的思考，在此我就是採取了一種合法性

權威的觀點來看待法律與行動。 

 

 我們較為細緻地進行區分。首先，根據行本於理命題(AR)，有意行動立基於

一個從行動者觀點而言有理由的信念。因此，我的法律行動若是一有意行動，則

我一定是認定這樣的行動具有某些理由於其中。其次，我的行動模式是使法律排

除了我的某些理由來行動，這是讓法律以權威的方式排除掉某些一階理由，作為

一種二階理由來指引行動；那麼從我的觀點來看，我的法律行動是基於一個二階

理由，是立基於某些我認為有二階理由的信念：我一定也是認定法律的指令是某

種二階理由。而按照理在於益的命題(RV)，這個理由則取決於價值。因此，我一

定也是認定這樣的行動有價值。我不可能一邊覺得它毫無價值，但一邊又讓它排

除了我的一階理由並如此行動。這種理由必關聯於某種價值─而這種觀點不可免

的就是關於法律權威之合法性的觀點，也就是有關於法律權威的正當性的觀點。 

 

 在此或許有一種質疑產生。的確，按 GG，有意行動立基於一個從行動者觀

點而言有理由的信念，而理由則取決於價值。但是這個命題本身似乎無法推導出

行動者採取法律行動、視法律具有規範性的觀點必須涉及權威的合法性或是正當

性。若前述哈特的觀點為真的話，具有內在面向其實可以立基於各種因素，人們

不必然是採取道德的觀點。而且，哈特的這種觀點似乎也與行本於益相容。人們

                                                      
51

 Raz supra note47 ,at 116-7; 吳瑞媛，前揭註 48，頁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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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採取自認為有價值有理由的觀點即可，這種觀點可能是自利的明智理由

（prudential reason）。 

 

 拉茲在此與哈特的立場不同，他認為在此所採取的觀點必然是道德觀點。為

了回應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先將「觀點」（point of view）進行較細的區分。有時

候，我們會說「按照基督宗教觀點」、「按照哈特的觀點」……等等；在這個意義

之下，我們對於觀點的看法是類似於條件句的形式。如我們在前一段曾說：「若

前述哈特觀點為真，具有內在面向其實可以立基於各種因素，人們不必然是採取

道德的觀點。」在此，我們暫且先擱置了哈特觀點真實與否的問題，我們並未對

於這個觀點進行全然許諾，並未認定它的陳述就是真的，然而我們依舊可以對於

這種觀點進行討論。另一方面，我們有時候是直接認定某些觀點即為有效的，道

德的觀點是後者這種：當一個人在做出道德宣稱時，指出自己或是他人具有某一

個道德義務時，他並不能再追加一個條件句：「如果說，道德觀點為真的話」52。  

 

 法律與道德相似，一方面，它也與道德一樣會施加義務，而且也不是以「如

果說法律觀點為真」的條件句方式；另一方面，它是人為（man-made）規範，

透過某些人的意圖而施加義務。但是，僅僅是意圖並本身無法產生義務的相關概

念，因此要透過某些道德原則所支撐才能達成。53如前述，若我們在此不具有道

德原則，那麼我們無法看到法律權威所給予的義務，只能看作是純粹權力運作。

而純以自利理由來解釋，並沒有辦法適當解釋法律觀點的特性。 

 

 從自利理由來看，看待法律觀點會類似於前述的第一種觀點，它擱置法律觀

點的有效性。但是，將法律視為有效規範性的觀點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並不會

以「如果法律觀點為真，則有義務」的方式進行宣稱。將法律觀點看成有效規範

性觀點，我們必須將它與道德觀點結合，我們無法將法律觀點獨立於道德觀點，

又同時獨立地將它視為有效規範性觀點。或更直白的說，法律觀點必預設道德觀

點。54因此，當行動者將法律看成有效規範性觀點，讓法律權威的指令指引行動

時，他必然立基於一個道德觀點：這個觀點即為拉茲對於權威的分析─視法律權

威的指令為二階理由，並且將這項理由連結於某道德信念。 

 

 這種刻劃行動的方式或許會遭到一種質疑。這種批評質疑的是：為什麼有理

由、有價值的信念有能力去引導、推動我們行動呢？抱持這種觀點的人通常都會

進一步宣稱，要對於行動進行刻劃，最重要角色不是理由，而是我們所具有的意

志（will）或慾望（desire），透過它們才能對於行動進行說明。拉茲反對這樣的

                                                      
52

 Joseph Raz ,Incorporation by Law, in BETWEEN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182,185-6(2009). 
53

 Raz, supra note 52, at 188. 
54

 Raz supra note 52,at 188-9.但這並不表示去陳述這些人們的觀點之人必須許諾這些觀點，他們

可採用超然（detached）方式陳述。這部分介紹請參見：王贊榮，從法律規範性到法理學方法論，

第二章第三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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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並認為對於行動之說明不需要慾望以作為主要核心。55
 

 

 對於信念與行動的關係。拉茲承認，非規範性的信念的確無法推動行動；但

是規範性信念不一樣。哪裡不一樣呢？拉茲認為，這種信念本身並不擁有特殊的

構造、不是因為它由特殊的方式所構成，而是因為它牽涉到了世界的某種特殊面

向─規範性的面相。而人們之所以可以去回應這個面向，則是因為人們是擁有理

智的能力（the capacity of the rationality）去如此回應56。 

 

 這種回應乍看之下讓人感到不甚滿意。人們很容易可以想到反對的看法：「有

能力去做 φ」與「為什麼去做 φ」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比如說，我有能力開

車、說英文、算數學，但我不見得就會去做出這些事情：我可以選擇搭乘捷運或

公車、只說中文、或逃避數學這門科目；如果這種看法正確的話，拉茲的回應似

乎搞錯問題的方向57。 

 

 拉茲認為，這種以開車、說某種語言或是算數學來類比理智能力的方式不正

確，因為後面提到的這幾種能力，都是一種二階段能力（two-way capacity）。這

種二階段論使得「有辦法運作能力」和「透過意志運作能力」能夠加以區分，但

這種方式所標舉出的通常是較為高階但也較表層的能力。人們還有一些更深層的

能力，像是我們的傾向（disposition）；「不喝水可存活三天」的能力就是這種能

力，它並不是透過人們的決定才能開始運作，而是自動運作。但我們的理智能力

也不是這種類型。拉茲認為，大部分的較為基礎的能力其實是介於上述二者之間，

比如說知覺或是辨認的能力就是如此；這些能力有如傾向一樣，不需要透過決定、

意向或是慾望就得以運作，但它們可以因為各種的心理因素或是環境狀況而造成

運作上的失敗。而由於這些可能的失敗，使得它們看似與二階段能力一樣，要透

過某些人為的意向才能發動，比如說，當我很疲累注意力低落之時，我可能需要

把其他念頭或是事務都排開、定下心來留神傾聽，才能聽到對方的聲音。但實際

上，我的聽覺能力是並不需要仰賴決定就能運作，而拉茲認為理智能力也是這樣

一種能力58。 

 

 如前述，我們是透過理智能力去對於理由進行回應。既然要理解理智能力的

內涵，那我們必先了解什麼是對於理由的回應。什麼是對於理由的回應呢？我們

                                                      
55

 Joseph Raz,Explaining Normativity: Reason and will , in ENGAGING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VALUE AND ACTION 90,112(1999). 
56

 Raz,supra note 55,at 113. 本文將 rationality 譯為理智以相對於理性（Reason）。按拉茲，Reason

與 rationality 的能力相關但不完全等同，理性是關於理性思考（reasoning）的能力，它包含啟動

的意圖以及運作理性思考；但也因此，我們有可能以不理智的運作理性能力，比如說我們可以無

意義地耗費大量時間一直運轉我們的腦袋杞人憂天的思考；這是以理性去啟動理性思考，但並不

理智。 
57

 Raz, supra note 55,at 114. 
58

 Raz, supra note 55,at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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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理由是對於行動的指引，而理由之指引功能則來自於價值─來自於事物事

實上之狀況所帶有的價值。因此，對於理由的回應，不外就是在透過認識能力去

感知並去回應我們所身處的世界、世界中的自身、或者是在自身之中的種種狀況：

我們是在回應這些狀況中的某些特性；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我們身為理智行動者

（rational agent）其實是「世界裏的存有者」（Being in the world）59，理智能力所

要回應的即為我們身處在世界的處境。 

 

 這意味著什麼呢？一方面，我們透過認知能力去感知並回應世界；另一方面，

透過這樣的互動，我們也逐步構成自己，因此在這樣的回應過程中，理智能力是

我們人格的構成（constitutive of personhood）60。人格的構成是經由一連串的過

程，是我們透過對於跟世界來回活動而形成的自我圖像，透過回饋來產生出身為

人的樣貌61。按照這樣的看法，理智能力的確是回應理由，但回應理由可以關連

到一個更巨大的面向：人格的形成。而人格形成的能力，似乎並不如開車一樣完

全仰賴於我們自己的刻意運作，我們的人格是在平常一系列與世界互動的過程之

中產生的。當然，我們可能會有各種的心理因素或是環境狀況使我們不能適當運

作此能力，比如喝酒喝醉、或是被下降頭下蠱；我們也可能透過自己的決定去凸

顯某一面向，如，只按照審慎理由行動而成為自私的人。但我們可以看到，理智

能力並非像開車或說英文等能力完全仰賴於決定才能運作：它是種「半自動運作」

的能力62。 

 

 如前文所述，我們擁有這樣一種理智的能力去回應規範性面向，我們可以對

於規範性的理由加以察覺並予以回應。由於這樣的能力是「半自動」的，它在適

當的狀況下不需要額外仰賴我們用透過決定來運作。因此，察覺理由和回應理由

這二者之間並不存在著縫隙（gap）：我們並不是察覺之後再來透過決定才回應理

由63。當然，我們對於理由的回應不只是純粹回應，而會投入一個有意行動之中，

而有意行動之所以可能，也有賴於我們的意志之作用：我一定有個「我想 φ」（I 

want to φ）的想法於其中。但是，這裡的想要（want）是薄意義的，它只是標舉

出了這是一種有意行動，而有別於偶發行動，不帶有更厚重的意涵；它不能等同

於慾望或是人們的真切想望64。按照拉茲的看法，意志是一種運作有意行動的能

                                                      
59

 Raz, supra note 46, at 5.為避免將拉茲的 Being in the world 與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之術語

Being-in-the-world 混淆，在此刻意如此翻譯。至於拉茲和海德格對於此名詞是否抱持相似或相同

看法則非本文所能處理。 
60

 Joseph Raz, Reason, Reasons and Normativity, in OXFORD STUDIES IN METAETHICS VOLUME V 
1,18(Russ Shafer-Landau ed.,2010). 
61

 更具體的說，我們在回應過程中，知道我們自身樣貌、知道自己對世界所能施展的能力與極

限，並也知道有什麼狀態對自身產生影響。拉茲以此開展出回應能力與責任（responsibility）之

關係，但這非本文所能處理之範圍。 
62

 拉茲在最近一篇文章中直接以「自動」稱之。但其重點仍是要指出理智能力的特性並非像是

開車或說英文之能力。See: Joseph Raz, On the Guise of the Bad, Vol.10 No.3 JESP 1, 6(2016). 
63

 Raz, supra note 55,at 116. 
64

 Raz supra note 55,at 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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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此作為我們的行動中介，但它的角色也就是如此。 

 

 在了解了拉茲的整體鋪陳之後，讓我們回過頭來解釋我們的法律行動如何可

能。我們在法律體系之下生活，將法律作為一種權威的指令並依此行動，排除我

們的原本的行動理由。由於我們的法律行動是有意行動，因此它必然立基於一個

我們認為有理由的信念；而由於我們所採取的觀點是將法律作為一權威指令，因

此在我們的觀點下，法律是作為一種二階理由。而這樣的理由必然是在我們看來

有價值的，這解釋了為什麼事實上權威需要合法性權威的觀點。而這樣的信念之

所以可以引導或是促成行動，是因為它所涉及的是規範性的面向，以及我們擁有

的理智能力對於規範性面向的回應能力。而我們的回應本身是半自動的，因此在

適當的情況下就會自動運作，而不仰賴意志的決定才能發動。而我們所做出的具

體有意行動是基於回應而來；它的運作的確須要透過意志作為中介，但意志的角

色也就是如此，真正核心的關鍵仍是理由。 

 

肆. 檢討 

 

 在簡單的爬梳過兩位法哲學家之理論後，本章將對於二者的理論進行初步的

反省與檢討，試圖指出二者理論可能的不足之處。 

 

一. 哈特：不得人心的內在觀點 

 

 從上文中可以得知，哈特對於規則的內在觀點，或者這種特有的規範性態度

的立場，僅僅滿足於提出一般性的陳述，而不願意正面地深入去探究，而僅僅只

是使得這部分保有各種的可能性。這或許也意味著，哈特本人並不能妥當地掌握

或說明這種狀態究竟為何65。這也因此形成了學者們的激烈辯論，並引來論辯：

到底這樣子的接受、這樣子的內在觀點，其內涵究竟是什麼？好比說，按照哈特

的看法，長期利益計算也是人們採取內在觀點的可能選項之一；那麼，在法律體

制中一直基於個人利益考量而接受法律指引來採取行動，Holmes 筆下的壞人

（bad man）也是採取內在觀點的一員嗎？66學者們也爭論著，內在觀點的接受是

否真如哈特所說有如此開放性，又或者只能是道德的接受67？用法哲學家Marmor

的話來說， 哈特僅指出了內在觀點此一現象，開啟了我們對於這個面向的關注，

                                                      
65

 Dan Priel, Jurisprudence and Psychology, in NEW WAVES IN PHILOSOPHY OF LAW 77, 86 
(Maksymilian del Mar ed.,2011). 
66

 如：莊世同，前揭註 7；劉臺強，誰的觀點？誰的法律？－對 Hart 的法律理論的批判，東吳

法律學報，26 卷 1 期，頁 137-88(2014)。 
67

 參見：莊世同，前揭註 13；王鵬翔，接受的態度能夠證成法律規範性嗎？─評莊世同〈法律

的概念與法律規範性的來源--重省哈特的接受論證〉，中研院法學期刊，14 期，頁 387-405（2014）；

許家馨，從「接受論證」到「深層內在觀點」--評莊世同〈法律的概念與法律規範性的來源--重

省哈特的接受論證〉，中研院法學期刊，14 期，頁 375-8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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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這種現象的內涵保持開放與模糊68。正因如此，才留下了這些複雜難解的

問題。 

 

 哈特透過「規範性現象」的引入而成功批評了命令論的不足。但針對這個現

象，他也僅止於指出了「具有內在觀點」這一種與規範性相關的現象，但未能對

於此現象做出更多的深入研究和討論。而對於一項自稱是描述性、社會學式的法

理論來說69，這方面的不足可以說是相當的可惜。 

 

二. 拉茲：功虧一簣的理由鋪陳 

 

 相較於哈特只指出了內在觀點的現象而不再深入探究，拉茲倒是對於人們的

行動作出了較為完整的說明。拉茲以理由為單位，鋪陳了實踐行動的各個面向。

一方面，拉茲以理由鋪陳了權威的特性與作用；另一方面，理由作為行動者的信

念，是行動者進行有意行動的重要元素。而法律行動作為一種有意行動，則也可

以用這種方式加以說明。 

 

 但本論文並不認為拉茲對於法律行動的說明是完全成功的。在我看來，以拉

茲的行動理論討論法律行動時，會出現一些古怪的現象，而這些現象亦無法透過

其理論內的資源有效回應。以下我將加以鋪陳。 

 

1. 首先，按照拉茲的說法，理由是事實而不是信念。理由是事實上之狀況

所具有的價值。 

2. 同時，按照拉茲的說法，理由也是我們用以陳述或說明行動者有意行動

的基礎單位。根據 GG，我們所從事的有意行動： 

a) 必然立基在我們行動者所認為具有理由的信念（AR）， 

b) 而這又連結於這件事對於行動者觀點中所具有的價值（RV）。 

3. 根據拉茲，權威之所以合理，其指令之所以能具有理由的特性，取決於

權威是否事實上滿足了合法性之條件。 

4. 根據拉茲，法律的性質是：宣稱自己有合理的權威，認為自己的指令是

有合法的70；而且，這個宣稱是無限的（unlimited），它宣稱不論自己主

張為何，人們都有義務遵守71。但在拉茲看來，因為權威的合法性是依

                                                      
68

 Andrew Marmor, Philosophy of Law 57(2011). 
69

 Hart，前揭註 19，頁 XXXVII。 
70

 Raz, supra note 29,at 30; Raz, supra note 31, at 215-6. 
71

 Raz, supra note 37,at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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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通常證立命題而不是仰賴權威的自我宣稱，所以說，大部分的法律都

不可能滿足其所宣稱的那種合理權威72。 

5. 根據 AR，行動者的有意行動有賴於我們認為有理由的信念。因此，我

們的法律行動本身，立基於一個我們認為有理由的信念。 

6. 由於通常證立命題無法全方位而完整地去證成法律權威它自己所宣稱的

合法性，所以在許多情況下，法律權威並沒有它所宣稱的那種合法性；

在此，法律權威並不是真正的理由。而在這些情況下，將它的指令當作

理由來行動的我們，實際上是並沒有理由如此行動。 

7. 因此我們可以接著問，這樣的情況為什麼會發生？我們如何在法律不具

有合理權威的同時，擁有「法律具有合理權威」的信念呢？ 

8. 一個可能的選項是誤認，我們誤認了某些事實上沒有理由的事，以為它

有理由。的確，拉茲的理論允許人們誤認了理由，但誤認在有意行動之

中是邊緣類型73。既然是邊緣類型，那麼一定是指某些狀況造成了偏離

常態；因此僅僅提出誤認並未能完全回應問題。 

9. 接下來我們必須回答：這個基於誤認而獲得的信念（認為法律的指令合

理之信念）是如何可能的。由於人們的法律行動是全面性、大規模而長

時間的立基在誤認的狀況。那麼，這意味著，法律行動並不是因為某些

意外或是插曲而產生誤認，個人一時神智不清楚、意識不明這種狀況可

以被合理排除。我們可以進一步設想，是某些因素的作用使得人們產生

了大規模又長時間的誤認。那麼，我們必須進一步追問，是什麼造成了

長時間大規模的誤認？ 

10. 按照拉茲的認知─信念模式，獲得理由的方式，是取決於對事物所具有

之事實上之性質。我們若暫且接受這個模式，那麼：何謂法律的性質

（nature）呢？按照前述對於拉茲的討論，法律的性質是會宣稱自己有合

法權威。那麼，我們是因為它的宣稱就產生誤認，只因為它宣稱自己有

正當性就相信了，是嗎？似乎不是。這個回應看起來很荒謬。我們都聽

過放羊孩子的故事，要長時間又大規模地只靠宣稱就讓人取信是相當困

難的。因此，法律所提出的正當性宣稱並不能解釋這樣的誤認現象。 

 

 基於本文之推論可以獲得的結論是：在法律中、或者在行動者的內在結構中

有某些其他的特性；這種特性可使得那些事實上不具有正當權威的法律在我們的

有意行動中浮現出一種「有理由」之信念。那麼，這又如何可能呢？在這問題上，

拉茲以理由所建構的行動理論，似乎未能給予我們更多說明。即使不說是全面性

性失誤，但至少我們可以認為，拉茲的理論除了理由之外還需要更多的要素，而

                                                      
72

 Raz, supra note 37,at 78. 
73

 Raz, supra note 62,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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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要素可能就藏身在被拉茲所排除掉的「意志或慾望」中，有待我們加以探究。

而要對此進行考察，並理解它們與法律行動的關係，即需要對於人們行動之心理

狀態有更多理解。 

 

伍.結語 

 

 本文透過 Parfit 對於法律規範性的分類，檢視國內目前關於法律規範性的研

究。本文發現，當前國內研究主要受哈特與拉茲影響，集中討論法律作為社會事

實與理由之關係，缺少對於法律行動者之心理狀態的討論。 

 

 本文進一步爬梳哈特與拉茲二人的理論，試圖檢視此二人是否有關於這方面

的討論。哈特雖提出規則內在面向、內在觀點等概念，乍看之下開啟了討論可能，

但由於哈特拒絕任何心理學方式對此進行深究，使內在觀點變得模糊難解。 

 

 本文進一步考察拉茲的理論，除了國內法理學界常見的權威論外，更試圖追

至拉茲關於實踐哲學的討論。拉茲以理由為單位，對權威與行動皆做出了論述，

給予較融貫而完整的架構。對法律行動者而言，基於 GG，其法律行動必然有一

個認定法律具有合法性權威的信念，並以此排除其他理由。但按照拉茲對於理由

的說明，理由之所以成立是取決於事實上情況，而可獨立於行動者內心狀態。此

外，拉茲自己也認為，法律並非總能滿足其權威宣稱，法律權威事實上常常不具

合理的地位。拉茲一方面認為法律「事實上」不具有其所宣稱的合法權威，但另

一方面又以權威的相關概念去刻劃行動者的規範性信念。在此，問題不只是事實

上的理由如何被行動者所感知與促發行動的問題（這或許也是問題），而是根本

不存在一種事實存在的理由時，行動者仍可擁有相關信念並加以行動，而且，不

見得都是出於行動者的意識狀態瑕疵（如喝醉、神志不清等），這個現象是拉茲

理論最需回應的部分。 

 

 這因此將我們帶到心理學研究的大門口。引入這方面的模型與研究，或許可

有助於我們看到有別於拉茲式的行動理論的另一番風貌。即使我們不推翻拉茲的

整體架構，但也能透過這些心理學研究理解到拉茲理論需要填補之處，並可適當

地回應上述問題。至於這種走向會對於法律規範性的討論產生什麼影響74，以及

我們該如何援用心理學研究等問題，則非本文篇幅與能力所能詳述，僅留待後續

深入探究。 

                                                      
74

 從理由角度來說。將慾望或行動者主觀動機納入討論，或許可帶出理由內在論。這部分介紹

參見：吳瑞媛，導論，收於謝世民主編：理由轉向─規範性之哲學研究，頁 27-3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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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勞動派遣指派遣公司(下稱派遣雇主)與要派公司(下稱要派雇主)締結

契約，由派遣雇主供應要派雇主所需人力以提供勞務。派遣雇主與派遣勞工

具有勞僱關係，必須負起勞動基準法上的雇主責任。要派雇主對於派遣勞工，

僅在勞務提供的內容上有指揮監督權，兩者間不具有勞動契約關係，例如 A

人力銀行供應人力至 B科技公司廠區，受 B指揮監督從事生產製造工作1。 

 

 

依照上面勞動部派遣工懶人包的圖示2以及勞動部對於派遣的定義，我

們可以瞭解，所謂的派遣，指的是受僱於派遣雇主的派遣勞工，受派遣雇主

之指派到要派雇主處提供勞務，且要派雇主對派遣勞工所為勞務有指揮監督

之權，因而形成的三方關係。 

自近十年的報章、媒體中，我們不乏看到關於勞動派遣法(現稱「派遣

勞工保護法」，下同)推動的爭執，像是勞動派遣違法/不違法、派遣勞工遭

遇到性別歧視、派遣造成低薪化、派遣機構與要派雇主的責任以及企業進用

派遣人數的上限等等，各界不乏有呼籲工會3不要再反對派遣、應該要讓勞

動派遣法盡速通過的聲音，也有工會呼籲應該要在勞動基準法中增訂派遣章，

                                                     
1 網頁：勞動部，http://www.mol.gov.tw/topic/3072/ (最後瀏覽日：03/22/2017) 
2 勞動部派遣工懶人包。網頁：勞動部，http://www.mol.gov.tw/topic/3072/ (最後瀏覽日：

03/22/2017) 
3 本文在名詞使用上，為行文上之方便，依照工會會員是否為派遣工所組成區分，非派遣工所組

成之一般工會，稱之為「工會」，派遣工所組成者稱為「派遣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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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歷經多年與各界討論，終在 103 年 2 月 12 日將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4

函送行政院審查，然而，爭端並未止歇56。 

從過往的這些聲音，以及立法場域的爭執，似乎是呈現出一種，工會和

資方對立的圖像，以及對政府立法保護的渴望。引起我好奇的是，勞動派遣

法的背後，有哪些是派遣勞工的聲音？因為，在立法場域的角力當中，派遣

勞工的訴求不盡然能獲得實現，也因此，法律不一定是保護者，也有可能是

迫害者7，法律只是賦予使用者行使國家權力的權利8；而工會的立場9也與派

遣勞工、派遣工會不同，就此，工會的訴求，不能遽認就是為了保護派遣勞

工；欠缺了勞動派遣歷史脈絡的了解，讓我們無法瞭解勞動派遣法究竟是一

個什麼樣的法律，而缺少了派遣勞工聲音的勞動派遣法，更不能說是保護勞

工的法令。 

關於勞動派遣所產生的問題，已累積了大量的研究，問題意識主要聚焦

在勞動派遣機構是否有抽取不法利益、勞動派遣的僱用不安定、派遣勞工所

受的差別待遇、以及雇主責任的明確性上1011，相關研究有：勞動派遣的法

律關係12、性別歧視與就業歧視之法律責任13以及職災與調職之問題14；另外

                                                     
4 網頁：勞動部，http://www.mol.gov.tw/topic/3072/9699/9706/ (最後瀏覽日：03/22/2017) 
5 「『百分之三派遣上限』目前仍為最大爭議，官員說，經濟部一度同意尊重勞動部立場，但在

正式會議上又翻案，主因工商團體壓力，會議主席裁示協商再議。」報紙：聯合報(06/30/2014)，

〈派遣工 3%上限 部會爭執不下〉，A11 版。 
6 103 年 2 月 12 日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要派單位運用派遣勞工總人數不

得逾其僱用總人數百分之三。」 
7 「法律既是壓迫的根源、形成並且再製不平等，也可能帶來解放、促進平等。」參 陳昭如、

張晉芬(2009)，〈性別差異與不公平的法意識－以勞動待遇為例〉，《政大法學評論》，108 期,頁 67。 
8 F. K, Zemans, Legal Mobilization The Neglected Role of the Law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7, No.3,692-693 (1982). 
9「站在工會角度提出五項反對勞動派遣的組織與行動策略：一、堅持派遣業者必須適用勞基法

所有規定；二、企業如需使用派遣須經工會同意；三、保障派遣勞工的團結權；四、將派遣勞工

納入團體協約的保障；五、挑戰政府部門及國營事業濫用派遣：國營事業工會的角色。」參見 謝

創智、黃吉伶（2006），〈工會對勞動派遣之看法與因應－組織與行動的策略〉，《工訊》，22 期，

頁 31-40。 
10 邱駿彥(2009)，〈勞動派遣〉，焦興鎧等著，《勞動基準法釋義─施行二十年之回顧與展望》，頁

175-178，台北：新學林。 
11 鄭津津(1999)，〈派遣勞動之法律關係與相關法律問題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

2 期，頁 247-250。 
12

 鄭津津(1999)，〈派遣勞動之法律關係與相關法律問題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

2 期，頁 237-256。邱駿彥(2000)，〈勞工派遣法制之研究─以日本勞工派遣法為例〉，《勞動派遣

法制之研究》，頁 1-68，台北：台灣勞動法學會。楊通軒(2000)，〈論德國勞動派遣法制〉，《勞動

派遣法制之研究》，頁 69-121，台北：台灣勞動法學會。鄭津津(2000)，〈美國勞動派遣法制之研

究〉，《勞動派遣法制之研究》，頁 123-150，台北：台灣勞動法學會。焦興鎧(2000)，〈論勞動派

遣之國際勞動基準〉，《勞動派遣法制之研究》，頁 151-200，台北：台灣勞動法學會。邱駿彥(2004)，

〈勞動派遣之法律關係探討〉，《萬國法律》，第 138 期，頁 50-66。邱駿彥(2006)，〈勞動派遣法

律關係若干疑義之考察〉，《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60 期，頁 47-74。鄭津津(2014)，〈勞動派

遣與工作權〉，《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90 期，頁 45-89。鄭津津(2004)，〈國際社會勞動派遣

法制之比較分析－兼論我國勞動派遣法制之現況與未來發展〉，《萬國法律》，第 138 期，頁 15-31。 
13 劉士豪(2012)，〈當勞動派遣遇上就業歧視或性別歧視，誰該負責任？－法定雇主及要派公司

責任探討〉，《全國律師》，第 16 卷第 3 期，頁 5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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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領域的研究，有台灣勞動派遣法制化之歷史研究15，也有以勞動力租

賃及剝削現象為主題的社會研究16。 

誠然，這些研究對勞動派遣的歷史成因、社會現象或法律問題提供了多

樣的觀察視角及解決方法，然而，既有研究鮮少關注勞動派遣法律上「開放」
17的理由以及其實際運行，也很少討論到派遣勞工的行動與訴求，而如果我

們要知道勞動派遣是否應該立法、怎麼立法，不能不瞭解為什麼當初人力派

遣業被許可的原因、開放後實際運行的結果，以及受規制者的訴求和想像，

欠缺這些研究，使我們對於勞動派遣所造成的影響認識不足，也讓我們對於

勞動派遣法的想像過於限縮，也因此，本文嘗試用不同的角度，來重新檢視

勞動派遣所造成的影響及引發的抵抗。 

本文擬以報紙、讀者投書以及立法、行政紀錄、司法判決來作為分析的

資料，從派遣所影響的勞動體制層面談起，瞭解勞動派遣實際運作上所造成

的影響，再進一步探求勞動派遣開放的原因，最後爬梳派遣勞工在這些困境

中的訴求。 

 

貳、打造理想的勞動者 

 

關於歧視，已經累積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勞動派遣是否是一種歧視，

鮮少有討論，以下本文嘗試從實際運行的勞動派遣觀察，瞭解勞動派遣所造

成的影響，並進一步的追問制度的推動理由，藉由運作影響以及推動理由，

來重新檢視勞動派遣是否是一種歧視性的制度。 

 

一、如何打造理想的勞動者 

 

2000 年時，一篇名為〈●失業率攀高怪現象●工作機會 vs.求職者

為何湊不在一塊？〉的報導，道出了台灣失業率高和勞力短缺18併存的

怪現象19。之後的報導，也陸續宣傳勞動派遣工作可以讓企業靈活運用

                                                                                                                                                      
14  劉士豪(2008)，〈派遣勞工的職業災害賠償與補償問題之初探－民法研討會第五十次研討會會

議紀錄〉，《法學叢刊》，第 53 卷第 4 期，頁 171-198。楊通軒(2010)，〈論勞動派遣關係當事人之

權利與義務－調職、職災責任、工資之平等待遇〉，《東海大學法學研究》，第 33 期，頁 279-321。 
15 邱祈豪(2003)，《台灣勞動派遣法制化之研究》，頁 17-95，台北：致良。邱祈豪(2004)，〈派遣

勞動法制化與勞工權益之保護〉，《研究與動態》，11 期，頁 85-106。 
16 張家榮(2011)，《被出租的年輕人：高學歷青年派遣勞工的勞動》，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

會學系碩士論文。 
17 「經濟部於 1999 年 10 月開放核准以『人力派遣業』為營業項目之營利機構的設立」引自邱

祈豪(2003)，《台灣勞動派遣法制化之研究》，頁 45，台北：致良 
18 「所謂的勞力短缺係指勞動力不足，就是說有工作機會，卻找不到人來做，再講得更清楚一

些，亦即勞動力的供應量少於勞動力的需求量。」引自吳惠林(1995)，〈臺灣地區勞力短缺問題

研究〉，劉克智等著，《臺灣人力資源論文集》，頁 249，台北：聯經。 
19 報紙：聯合報 (08/19/2001)，〈●失業率攀高怪現象●工作機會 vs.求職者為何湊不在一塊？〉， 

3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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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舒緩待業者的經濟壓力20，從「人力派遣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

方案21」中觀察，舒緩高失業率也確實是勞動派遣被推行的原因之一。

勞動派遣的開放、推行和高失業率、勞力短缺有著密切的關聯性。 

勞動派遣的推動，不但聲稱對於「女性工作者」有所助益，也使得

大量的「典型勞動者」被推向勞動派遣，換言之，勞動派遣不僅是作用

在「女性工作者」身上，同時也作用在「典型勞動者」身上，可以同時

讓兩種工作者都增加僱用誘因，藉以達到降低失業率和解決勞力短缺的

問題，本文透過過往新聞媒體的報導，來觀察勞動派遣如何對兩種勞動

者進行打造。 

 

(一) 女性工作者如何能是理想勞動者 

 

在民國 79 年 4 月 17 日的民生報第 22 版(婦女版)有這樣一篇

報導22：「人才派遣業可自由選時段上班，採簽約制，已婚、未婚

婦女都可以加入。……目前人才派遣業來源多由學生或一般上班族

女性兼差……對有家庭的媽媽，不外是項就業佳音。」 

為什麼勞動派遣會被認為媽媽的就業佳音？從報導內容，我們

大致上可以抓到這些關鍵字：兼差、簽約制，當然還包含已婚。既

有研究指出，因為典型的工作者以男性作為標準，而在母職的意識

形態保護下，男性豁免於照顧者的角色之外，也因此母職讓女性工

作者受到排斥，雇主只有在不用負擔女性生育、養育責任之情形下，

才有使用女性勞動力的誘因23。這也是母職在工作場域受到排斥的

其中一種原因。 

從勞動派遣的制度設計來看，要派雇主可以藉由向派遣雇主購

買勞動力來滿足需求，同時避免負擔法令規定的雇主責任。利用雇

主責任的外包24，要派雇主得以享有勞務指揮權，卻無庸負擔雇主

責任，勞動派遣被宣傳成是一種可以節省退休金、資遣費、職災補

償及勞健保等社會保險費用的制度2526，在這樣子的方式下，要派

                                                     
20報紙：聯合報 (10/21/2001)，〈●只要有機會，不必天長地久●派遣工作〉，35 版。報紙：聯合

報 (11/11/2001) ，〈●避開人力仲介騙子●找派遣工作〉， 34 版。 
21 網頁：國家發展委員會，http://www.ndc.gov.tw/cp.aspx?n=D98ECF36D3C55266 (最後瀏覽日：

03/06/2017)。 
22 報紙：民生報（04/17/1990），〈人才派遣業 媽媽福音〉，22 版。 
23 莊韻親(2008)，《當個怎樣的母親？戰後台灣法律中的母職建構》，頁 56-61，國立臺灣大學法

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4 張家榮(2011)，《被出租的年輕人：高學歷青年派遣勞工的勞動》，頁 50-63，國立臺灣大學社

會科學院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25「(勞委會)官員表示，許多企業將清潔和保全工作承包出去，公司不但可以節省清潔工人和警

衛的工資，同時可省下一筆退休金、資遣費、職災補償，以及勞健保等社會保險費用。」引自 報

紙：聯合報(03/01/2002)，〈人力外包 省出一堆後遺症〉，9 版。 
26 「雇主們主要並非透過降低薪資來節省成本，而是透過降低福利成本、退休金提撥等其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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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即有了僱用女性勞動力的誘因，沒有法令負擔的女性勞動力，

成為要派雇主的理想勞動力。 

但針對女性勞動力的歧視，也就是對典型工作者的想像，是否

獲得消弭？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國立台灣美術館派遣員工昨天赴文建會抗議，指稱派遣公司

面試時要求交驗孕報告涉嫌歧視女性27。」這是 2009 年在聯合報

的報導，當時承包國立台灣美術館服務台工作的仟代昌公司以沒辦

法負擔產假與育嬰假為由，要求應徵者繳交驗孕報告28。從這裡，

我們可以發覺，單身、禁孕等以男性工作者為標準的歧視，仍環繞

在女性工作者身上。 

從「打造」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歧視不但沒有被消除，

反而還進一步被中立的契約所隱藏起來，甚至有可能被拋到被歧視

者的身上。要派雇主免除了母職的責任，而有使用女性工作者的誘

因，然而派遣雇主也沒有能力負擔產假、育嬰假這些法令上的成本，

責任的轉包是一種假象，勞動派遣看似有一個法律上認可的責任主

體來承擔雇主責任，實質上，責任卻是透過自由市場來轉嫁到勞動

者身上。 

 

(二) 典型勞動者如何能是理想勞動者 

 

從勞動派遣打造女性工作者的方式，我們可以察覺，雇主責任

的外包，讓「理想的勞動者」從中被剝離出來，讓勞動力就只是純

粹的勞動力，藉此增加僱用的誘因，從新聞報導中，可以發現，這

樣的方式，也作用在所謂的「典型勞動力」上。 

 

阿傑在台南信立化工公司擔任十一年整布工，一年多前，資方以公

司業務緊縮為由，將他資遣。為了養家，他努力找工作，好不容易

找到一家派遣公司，他被派去工作的公司，正是原先資遣他的信立
2930。 

 

這是一篇 2005 年在聯合報的報導。勞動派遣可以節省人事成

                                                                                                                                                      
式來壓低成本。」柯志哲（2008），〈我國使用非典型工作型態之探討：使用情況與決定因素〉，

發表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舉辦之「2008 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頁 2。 
27 報紙：聯合報 (07/29/2009)，〈國美館派遣員工變保全 還驗孕〉，A6 版。 
28 網頁：苦勞網，http://www.coolloud.org.tw/node/43079  (最後瀏覽日：03/20/2017)；公民行

動影音紀錄資料庫，http://www.civilmedia.tw/archives/2945 (最後瀏覽日：03/20/2017)。 
29 報紙：聯合報 (04/17/2005)，〈先資遣再派遣回原公司領 6 成薪〉，A6 版。 
30 2014 年 1 月 16 日官方對此現象進行回應，顯示強迫正職勞工離職改用派遣勞工之現象確實存

在。參 勞動派遣權益指導原則四、(一)：「事業單位不得為規避勞動法令上雇主義務，強迫正職

勞工離職，改用派遣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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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較為便宜的人力，提供了雇主莫大的誘因，隨著勞動條件改革，

諸如勞退新制、政府臨時人員納入勞動基準法規範等，掀起一波資

遣潮與派遣潮。 

 

「提撥百分之六退休金的勞退新制實施後，運用『派遣人力』

似乎成了老闆眼中的解套良方31。」 

「勞退新制即將上路，許多企業紛紛資遣勞工或逼退勞工，以

規避新制。……高雄市一家中型醫院的 X光師向總工會投訴，醫院

告訴他，勞退新制上路，為了節省人事成本，要改用派遣人力當 X

光師，請他離職32 。」 

「內政部北區兒童之家九名臨時人員，上周突然接獲明年不再

續聘的通知，讓他們措手不及。……(臨時保育員小華)她說，過去

他們沒有特休假、產假、病假等勞基法的保障，政府宣布臨時人員

將納勞基法，他們還高興了許久，沒想到，突如其來的解僱通知，

澆熄了她們的希望。保育課輔導員楊淑真說，內政部上周來文告知，

兒童之家適用勞基法的臨時人力，明年元旦起一律改由人力仲介公

司外包33。」  

 

「勞退新制」起因於 2005年 7月 1日勞工退休金條例的施行，

在此之前，勞工退休依照勞動基準法第 53 條至 56 條34規定，雇主

應在勞工每月薪資總額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五範圍內，按月提撥勞

工退休準備金，並於勞工「退休時」一次付清勞工退休金；然而在

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後，規定雇主應按月提繳不低於勞工每月工資

百分之六的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3536。

由於勞工退休準備金從按月提撥每月薪資百分之二的下限，提升至

每月至少百分之六，且勞退金成為「可攜帶」，而不再要求勞工長

時間受僱於同一雇主，致使雇主認為人事成本負擔增加3738。 

                                                     
31 報紙：聯合報 (04/19/2005)，〈派遣業誇張說：除了總裁 哪個職缺不能派遣？〉，A6 版。 
32 報紙：聯合報 (03/02/2005)，〈資遣再重聘 申訴電話多 「勞工心底在淌血」〉，A11 版。 
33 報紙：聯合報(12/24/2007)，〈人力外包 內政部砍臨時保育員〉，A2 版。 
34

 勞動基準法第 55 條第 3 項：「第一項所定退休金，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三十日內給付，

如無法一次發給時，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分期給付。本法施行前，事業單位原定退休標準優

於本法者，從其規定。」第 56 條第 1 項：「雇主應依勞工每月薪資總額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五範

圍內，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存儲，並不得作為讓與、扣押、抵銷或擔保之標的；其提

撥之比率、程序及管理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35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6 條第 1 項：「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

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第 14 條第 1 項：「雇主應為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

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 
36 網頁：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http://www.blf.gov.tw/front/main/156 (最後瀏覽日 03/22/2017) 
37 勞工退休金新制究竟如何增加雇主之人事成本，不但涉及新舊制計算的差異，還涉及中小企

業之經營型態以及「強制退休」、「自願退休」、「資遣」等應然、實然以及彼此間交錯的問題，本

文在此只指出雇主使用勞動派遣主要是認為人事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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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政府臨時人員納勞基法」，則是因勞動基準法 73 年制定

公布之時，僅限於七種行業以及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才有適用
39，2007 年 11 月 30 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14 年改制為勞動部，

下同)以勞動一字第 0960130914 號函釋公告40：「公部門各業非依公

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適用勞動基準法，並自中華民國九十七

年一月一日生效。」，政府一年一聘的臨時人員，從不適用勞動基

準法轉而適用勞動基準法，也讓行政機關選擇使用派遣勞工。 

雇主透過種種方式，以規避勞動法令之規定，已經變成一種公

開的手法41。從這些事件中我們可以觀察到，隨著各項法令對於勞

工權益的要求日增，藉由勞動派遣來節省這些成本的誘因便會增

加。 

 

二、為什麼要打造理想的勞動者 

 

既有研究指出，勞動派遣是因為企業有彈性用人的需求而來。然而，

所謂的彈性需求是什麼，和開放勞動派遣的關聯性為何？鮮少有研究就

此進行解釋，這或許是因為企業彈性是個可以望文生義的詞彙，又或許

是因為兩者的關聯性在比較法上已經有大量研究。但在這裡，本文試圖

重新理解企業彈性與勞動派遣之連結，因為這涉及到，既有法制面何以

不能呼應企業彈性需求，以及勞動派遣如何呼應企業彈性需求的問題，

也就是為什麼要打造理想的勞動者這個問題。 

所謂的彈性，既有研究的討論，大致上都溯源到 Atkinson42在 1984

年所提出的彈性企業概念，他觀察到英國企業把人力分成核心人力、邊

陲人力以及外部人力，針對核心人力，這些人從事的是企業關鍵性活動，

通常是以全職、長期的方式僱用；邊陲人力則從事簡單且容易被取代的

工作，通常以部分工時或者臨時人力的方式來僱用；外部人力則是企業

在運作時，利用外包的方式，來對無法預知的變化作出反應，並藉由可

以隨時增減這些勞動人員，來降低勞動成本43。 

                                                                                                                                                      
38 2014 年 1 月 16 日官方對此現象進行回應，說明在 2005 年至 2014 年間，勞動派遣確實有避免

要派雇主支出勞工退休金之作用。參 勞動派遣權益指導原則三、(四)：「派遣單位應依勞動基準

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辦理勞工退休事項。」 
39 73 年 7 月 30 日勞動基準法第 3 條：「本法於左列各業適用之：一、農、林、漁、牧業。二、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三、製造業。四、營造業。五、水電、煤氣業。六、運輪、倉儲及通信業。

七、大眾傳播業。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40 網頁：勞動部，http://www.mol.gov.tw/topic/3066/5834/ (最後瀏覽日：03/22/2017) 
41 「企管顧問公司……鼓勵雇主可在七月新制上路前，以某種條件先與勞工『合意終止契約』，

再重新聘僱，一方面可以省去五年內足額提撥退休準備金的壓力，另方面也可藉機變更勞動條件。」

引自報紙：聯合報(04/06/2005)，〈先終止契約 再重新聘僱 勞工要勇敢向老闆說「不」〉，A7 版。 
42 Atkinson, John, 1984, “Manpower Strategies for Flexible Organizations.” Personnel Management 
16(8): 28-31. 
43 柯志哲、張榮利，(2006)，〈協力外包制度新探：以一個鋼鐵業協力外包體系爲例〉，《臺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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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似乎解答了上面的問題，勞動派遣的開放，是因為企業要利用外

包來隨時增減勞動人員，如果未開放企業進行勞動力買賣，則勞動力買

賣的適法性不但是個問題，且市場上不會存在公然販售的勞動力。 

藉由企業彈性化內容的探求，說明勞動派遣是一個為了服務企業而

生的體制，但也衍生了一個問題，企業將人力區分為核心、邊陲與外部，

如何能是勞動法制區別對待的理由44？勞動基準法規範的，是勞動條件

的最低標準45，勞工在企業是否為核心人力，並非法規範進行區別之理

由，否則豈非意味著，勞工在企業的貢獻度，同時也決定了勞工所享有

的法律資源？ 

 

三、勞動派遣是種歧視嗎？-代小結 

 

從上面兩種工作者如何被「打造」的過程，我們可以了解到幾件事

情：一是，雇主追求的，是體制下最低成本的勞動力；二是，勞動派遣

的影響層面，遍及勞動市場，不論是正在僱用中或是尚未僱用的，不論

是典型工作者/男性工作者或是女性工作者，透過勞動派遣制度，都可

以讓要派雇主使用純粹的勞動力，而勞工人格46所生的法令負擔全部交

給派遣雇主；三是，派遣雇主以派遣勞工之勞務提供作為商品，抽取商

品之利益為企業經營之利潤來源47，在市場機制下，要派雇主所轉包的

雇主責任，派遣雇主沒有能力和意願承擔。 

關於雇主追求體制下最低成本的勞動力這件事情，我們也可以觀察

到，勞動派遣推動的預設4849和實效間，存在「落差」50，勞動派遣的設

                                                                                                                                                      
會學刊》，37 期，頁 43-33。 
44 依 103 年 2 月送行政院審查版之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第 1 條立法說明：「……明確要派單位及

派遣事業單位對派遣勞工之責任……」可以得知，核心人力所適用者，為勞動基準法；邊陲人力

所適用者，在要派雇主和派遣勞工間，為勞動派遣法，在派遣雇主和派遣勞工間，則有勞動基準

法及勞動派遣法之適用。 
45 勞動基準法第 1 條：「I 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

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II 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

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 
46 借用學者林振賢的分類，其認為勞動與勞工人格無法分離。「勞務之所以並非商品，乃因勞動

無法與勞工之人格分離，因此勞動關係本質上是人格關係，而不是『勞動商品』這種『物』所建

立的關係。勞動本身『不可儲存』、『無法惜賣』，為免勞動人格因此與雇主形成身分不平等之從

屬關係，造成勞動人格受損，故而勞務並非商品。」詳參林振賢(2003)，《勞基法的理論與實務》，

頁 24，台中：捷太。 
47 邱駿彥(2009)，〈勞動派遣〉，焦興鎧等著，《勞動基準法釋義─施行二十年之回顧與展望》，頁

175-176，台北：新學林。 
48 勞動部派遣工懶人包：「派遣本身只是一種工作型態，沒有好壞！老闆想要降低勞動成本，增

加用人彈性 問題出在濫用！！」網頁：勞動部網站，http://www.mol.gov.tw/topic/3072/ (最後瀏

覽日：03/17/2017) 
49 「其實就勞動派遣原始之目的觀之，勞動派遣力之需求，主要是建立在企業短期或補充性特

殊人力之運用利益上，是以基於此『短期或補充性』之本質，讓企業必須採取不定期之典型勞動

關係型態，恐有疑慮與不可期待，是以發展勞動派遣形式，以滿足該企業之短期或補充性人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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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是以雇主的補充人力之需求為理由，但既有的數據分析顯示，實際

上的運作並不符合這項預設51；而從勞退新制、政府臨時人員納入勞動

基準法之適用，或是近期推動的一例一休52中，也可以發現，勞動派遣

的應用比較常和人力成本掛勾，與短期人力需求的關聯性比較不明顯。 

至於勞動派遣對勞動市場的影響層面，說明了勞動派遣並不是一種

與典型勞動力、女性勞動力無關的制度，除了市場上出現廉價勞動力可

能會影響薪資水平這種間接影響外，勞動派遣和典型勞動力、女性勞動

力間，實質上存在著一種轉換的可能性，透過共識所凝聚想像、透過倡

議所改革規範的勞動者藍圖，隨時可能被勞動派遣這個身分所代換，進

而讓問題被隱藏。從彈性企業的概念來說，這也正是企業所追求的，利

用身分的轉換，讓企業保有勞動力之運用可能，卻無庸負擔過多的人事

成本。 

單身、禁孕歧視隨著雇主責任的外包流動至派遣雇主的現象，可以

思考的是，所謂的「雇主責任外包」，是否只是個假象，要派雇主將法

令負擔以契約轉嫁給無力承擔的派遣雇主，派遣勞工根本不能期待法律

上的權利獲得實現，且，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要派雇主的歧視會被中

立的法律關係隱藏起來，假借著契約自由之名，要派雇主得以行挑選之

實。要派雇主所不要的責任，在派遣雇主一樣會產生問題，且派遣雇主

係以抽取商品之利益來經營，這些責任在市場競爭下，將會轉變成更為

複雜的名目、手段而難以察覺剝削、違法的存在53。 

那麼，為什麼要有勞動派遣呢？透過前面的釐清，我們了解到，所

謂的勞動派遣，是為了呼應企業「外部人力需求」，法律所做出來的區

                                                                                                                                                      
求，但又能藉由「派遣企業」形式之開發與創設，以另一層典型勞動關係來穩固此類勞工之勞動

關係存續保障利益。」林佳和(2010)，〈勞動派遣的法律規範嘗試－如何回應勞動貧困化的趨勢？〉，

《新社會政策》，12 期，頁 48。 
50 落差研究係指利用「書上的法律」和「運作中的法律」兩者之間的落差來檢討法律的落實情

形、以法律實現公共政策的實效性，是法律與社會研究中的一個主流研究傳統，相關概念介紹參

見 陳昭如(2014)，〈父姓的常規，母姓的權利：子女姓氏修法改革的法社會學考察〉，《臺大法學

論叢》，第 43 卷第 2 期，頁 274-277。 
51 「部分工時工與定期人員是屬於組織直接僱用的非典型人力，而派遣及外包工則是組織必須

透過中介廠商來取得的外部人力。這兩類人力在因應人力需求變化的時效上還是有所差別的，企

業直接僱用的非典型人力還是比較能及時因應瞬間的需求變化」引自 柯志哲(2008)，〈我國使用

非典型工作型態之探討─使用情況與決定因素〉，發表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舉辦之「2008

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頁 20。 
52 「勞基法修正案明年元旦起實施，周休二日將採『一例一休』……104 資訊科技人資長鍾文雄

表示……若非是有技術門檻的工作，包括服務業或是製造業，可改以部分工時、派遣等非典型人

力替代。」引自 報紙：聯合報 (12/09/2016)，〈休息日加班 企業人力控管挑戰大 加班費暴增 易

超過每月 46 小時上限〉，A03 版。 
53 既有研究指出，中鋼運用人力外包時，外包廠商也沒有能力吸收人力需求波動所帶來的衝擊，

因此外包廠商也是運用臨時人員，且因為外包廠商不如中鋼如此注重適法性、沒有工會制衡，所

以中鋼藉由外包廠商，來解決適法性、工會訴求和人力需求變化的風險。參 柯志哲、張榮利，

(2006)，〈協力外包制度新探：以一個鋼鐵業協力外包體系爲例〉，《臺灣社會學刊》，37 期，頁

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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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制度。 

勞動派遣是一種歧視嗎？面對法律所做出來的區分，形式平等在解

釋上有一定的困難度，因為在「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的概念下，

法律所進行的區分是否可以反過來證立法律進行區分的合理性，是一個

要經過複雜辯證的問題；但在實質平等理論，似乎可以得到肯定的解答，

實質平等理論認為，當制度進行區別對待，而幫助、維繫或再製了對於

特定群體的壓迫或不利時54，即是一種歧視，也因此，隨著性別工作平

等法的推行，或是勞動基準法適用群體的擴張、勞退新制的變革，要派

雇主仍得以透過勞動派遣，在保留了勞務指揮權的同時，避免承擔勞動

法令上的責任，且這些責任最終無人承擔，勞動派遣即是一種對於「邊

陲勞工」的壓迫，讓這些邊陲勞工無法享有最低勞動條件的保障。 

 

參、拒絕「打造」？派遣勞工的行動與訴求 

 

延續上一個章節所討論的，勞動派遣是種有別於勞動基準法所建立出來

的勞動體制，提供要派雇主一種節省人事成本支出的選項，這樣子的「歧視」

給派遣勞工帶來什麼樣的問題？派遣勞工又有什麼訴求？這些是本文所關

心的。在解決派遣的問題上，勞工有什麼主張、採取什麼行動，是必須要了

解的。如果欠缺勞工對於勞動派遣的聲音，就很難去檢視以保護勞工為名的

勞動派遣法，回應了什麼，有什麼具體作為。本文嘗試透過下列三個事件的

分析，來看見派遣勞工的困境、想像、訴求和抵抗。 

 

一、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台中火力發電廠事件 

 

2004 年，正值勞動派遣在「全國服務業發展會議」推動之際，有

一場在司法領域的法律動員正在展開。行動者是一群被「派遣55」到台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支援台中火力發電廠發電機組設置的人

員，期間雖然台電的發電機組設置歷經多次更換人力外包公司，然這群

人仍舊在台電服務，服務時間約莫 9 至 15 年，後來因抗爭、確認身分

及工作權而被開除，所以透過訴訟，請法院確認僱傭關係存在56。 

該案一審法院認為，台電雖工作所需人員外包，然而都是由新簽約

                                                     
54 「實質平等理論認為……差別待遇不必然等於性別歧視，重點在於是否有任何規定、行為或

措施造成、幫助、維繫或再製對於一個特定性別群體的壓迫與不利。」陳昭如、張晉芬(2009)，

〈性別差異與不公平的法意識－以勞動待遇為例〉，《政大法學評論》，108 期,頁 72。 
55 當時之名稱可能是「人力外包」、「人力承攬」或「勞務外包」，比較少談到「派遣」。派遣原

先之概念，依照學者邱祈豪的見解，是「企業基於業務提攜、人才交流、教育訓練等動機，以人

事手段將原受僱母公司之勞動派遣(調動)至子公司，係其經營政策、人事政策之一環。」(參邱

祈豪(2003)，《台灣勞動派遣法制化之研究》，頁 47，台北：致良。)，1990 年左右，才被當成是

一種勞動或企業經營型態。 
56 法院判決：臺中地方法院 93 年度重勞訴字第 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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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顧問公司逐一徵詢原顧問公司之員工，是否願意擔任原職，且工作時

間長達 9 至 15 年，應非派遣，而是規避勞動基準法的行為，因而認定

台電與這群人仍有僱傭關係存在57。但二審法院認為，「派遣勞工權益

參考手冊」並未規定要派雇主使用派遣勞工有期間限制，因而並無脫法

行為，台電是這群人的要派雇主，而非雇主58。其後案件上訴，歷經最

高法院裁定駁回59、大法官第 1387 次會議決議不受理。 

從案件中我們可以發覺，勞動派遣雖然是一個新的名詞，但並非是

一個全然不曾出現的勞動體制，過往的「勞務外包」，運作方式就可能

合乎勞動派遣的定義。必須強調的是，勞動派遣由來已久並不能遽認勞

動派遣有立法之必要，1984 年 7 月 30 日，勞動基準法公布施行，基於

什麼樣的原因、考量以及法源依據，讓台電在 1988 年左右，採取迥異

於勞動基準法規定的勞務外包，尚待考證，而從「勞務外包」的出現以

及勞動基準法的頒布實施，似乎意味著，在勞動基準法與社會相互生成
60的同時，有一種為了逃脫典型勞動者想像的體制，正在產生，慢慢的

從公領域，進而擴及至全部的勞動市場。 

從案件中我們可以看到，行動者想像中的雇主，並不是每幾年一簽

的契約相對人，而是實質上服務長達 9 至 15 年的台電，這也呈現一種

法律區分和事實上認知的隔閡，法律在此重新定義了所謂的雇主，雇主

必然是負擔責任的主體，但已不必然是勞務指揮的主體，且享有勞務成

果之人，除了要派雇主外，還多出了個派遣雇主。 

 

二、國立台灣美術館禁孕歧視事件 

 

同樣是勞動派遣推動的 2004 年，國立台灣美術館(下稱「國美館」)，

因應政府人力精簡的政策，以「保全員」的名義，將服務台和展場工作

外包給維昌公司，每3個月重新簽一次勞動契約，直至五年後(2009年)，

服務台人員、兒童遊戲室、繪本區、資料中心等非展覽室的服務人員，

改由仟代昌公司得標，仟代昌公司以無法負擔產假與育嬰假為由，要求

應徵者繳交驗孕報告61，員工不滿，採取一連串抗議行動62，事件才被

                                                     
57

 法院判決：臺中地方法院 93 年度重勞訴字第 3 號。 
58 法院判決：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5 年度重勞上字第 3 號。 
59 法院判決：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2103 號。 
60 即共構觀點，「法規範的意義是由實踐的言說所創造，法也建構社會關係與人們的看法；法律

既構成、也反映社會」。詳參 陳昭如(2014)，〈父姓的常規，母姓的權利：子女姓氏修法改革的

法社會學考察〉，《臺大法學論叢》，第 43 卷第 2 期，頁 276-277。 
61 網頁：苦勞網，http://www.coolloud.org.tw/node/43079  (最後瀏覽日：03/20/2017)。公民行

動影音紀錄資料庫，http://www.civilmedia.tw/archives/2945 (最後瀏覽日：03/20/2017)。 
62 依報紙記載，有至文建會抗議、展開遊行，以及租借場地黏貼黑布和染紅衛生棉，演出「月

經來了，我沒懷孕」行動劇。報紙：聯合報(07/29/2009)，〈國美館派遣員工變保全 還驗孕〉，A6

版。聯合報(10/11/2009)，〈另類國慶遊行 派遣員工吐怨氣〉，A12 版。聯合報(08/29/2010)，〈抗

議國美館派遣 陳界仁聲援〉，B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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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出來。 

面對這群服務人員的申訴、抗議，據報，台中市政府勞工局長賴淑

惠一開始並未對該事件進行處分，原因是評議委員認為「還沒有任何一

名女性派遣員工因為懷孕影響升遷，或遭受不平等對待」63。 

或許是因為人們憤慨國美館在幕後操盤，讓仟代昌公司扮演黑臉，

卻毋庸負責，或許是因為參考比較法的結果，又或許是政策上的目標，

「要派雇主和派遣雇主同一責任」，這樣的聲音逐漸出現。這次的事件，

可能是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第 9 條的訂定原因646566，但這樣的方式，看

似回應了性別歧視的問題，卻可能阻礙了我們對於勞動派遣所生問題的

想像。 

從事件的脈絡可以看出，要「驗孕報告」，背後是雇主不想負擔「產

假」、「育嬰假」等人事成本，展場、服務台被想像成是「女人的工作」
67，但要派雇主更進一步的希望女人可以是「理想的勞動者」，工作內

容不但和對女性形象的歧視相結合，且要派雇主希望能夠拋棄女性工作

者所帶來的法令負擔，透過勞動派遣制度，在契約自由的包裝下68，遂

行歧視之實，這也是為什麼在沒有勞僱契約關係的要派雇主和派遣勞工

間，建立起歧視的連結，並不能真正的實現平等，如同本文前面的分析，

勞動派遣的作用，在於透過購買來「打造理想的勞動力」，派遣女工所

遭受到的歧視，即是勞動派遣給予要派雇主的權限，甚而，每一次的勞

動契約期滿，都給要派雇主一個重新選擇的機會，可以預見的是，會有

更難以發現的歧視，隱藏在要派雇主對派遣雇主的挑選中；同樣的，作

為商品提供者的派遣雇主，如果無法提供「理想的勞務商品」，也只能

                                                     
63 報紙：聯合報 (10/11/2009)，〈另類國慶遊行 派遣員工吐怨氣〉，A12 版。 
64 103 年 2 月 12 日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第 9 條第 1 項：「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時，視為性別工

作平等法第七條至第九條、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及就業服務法第五條第一

項規定。」 
65 依據既有研究成果所摘錄之草案內容，舊草案條文涉及性別平等之規定為：「派遣機構與要派

機構均不得以派遣勞工之種族、國籍、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性別、年齡、婚

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或工會會員為由，終止派遣勞工之勞動契約或要派契約或對派遣勞工

為其他不利之待遇。」，現行版本和舊版本之草案條文不同，然經向勞動部申請相關文件以探求

是否受本次事件影響，勞動部函覆以：「勞動派遣之立法方向歷經多年與各界溝通，於近年才形

成較大之立法共識，本部遂依法制程序於 103 年 2 月 12 日將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函送行政院審

查，並已放置本部官網提供各界參考……未有送行政院審查之草案版本，歉難提供。」故在此處

無法分析草案條文之變更緣由。 
66 此事件並非 2014 年 5 月 30 日性別工作平等法將派遣勞工納入規範的原因，因性別工作平等

法之修訂，是考量到派遣工之性騷擾案頻傳。政府公報：立法院公報處(2004)，《立法院公報》，

103 卷 21 期，頁 39-40，台北：立法院。 
67 蔡牧融(2014)，〈她們想需要什麼樣的法律？─性別工作平等法典型歷史敘事的反思〉，頁 2，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68 中性的法律也有可能隱含著歧視，重點並非差別待遇本身，而是權力配置的宰制與從屬關係，

只要規定、行為或措施維繫或造成宰制─從屬關係、促成了女性作為弱勢的原因，就是一種性別

歧視，是造成女性受害處境的幫兇。陳昭如、張晉芬(2009)，〈性別差異與不公平的法意識－以

勞動待遇為例〉，《政大法學評論》，108 期,頁 6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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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在市場中69。 

除了禁孕歧視外，另外一個國美館派遣勞工的訴求，是關於「直接

僱用」，國美館的禁孕事件，比較多數聚焦在「性別」上，然而根據國

美館的行動訴求，是：「停止外包派遣、終結歧視待遇、立即直接僱用！」
70，雖然此訴求是國美館派遣工和全國自主勞工聯盟一起提出，不排除

有受到全國自主勞工聯盟的影響，然而從國立台灣美術館派遣工自救會

成員蔡善雯的投稿中，可以看出派遣的低薪、沒休假、沒尊嚴，導致她

希望可以「轉正」71。 

 

三、公共廣電集團派遣事件 

 

2013 年 7 月 29 日，對公視而言是個特別的日子，第五屆董事會首

次召開，象徵著從 2008 年開始關於公視董事的延任與改選爭議終告一

段落，對於公視派遣工而言，也是個重要的日子。公廣派遣工會(全球

華人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下同)在這一天，在會場外公開聲明，要

求公視將公共廣電集團派遣工(下稱公廣派遣工)全數納編72。 

事件一樣是肇因於勞動派遣推動的 2004 年，當時公視內部會議決

定，助理職務全面改以「定期」、「承攬」或「派遣」方式僱用。2007

年，原住民電視台、客家電視台以及僑委會的宏觀電視台除了必要人力

以外，都採取非典型僱用，在公視結束使用派遣以前，947 名員工中有

199 位是派遣73。 

既有研究指出，公廣派遣工雖然期間有和不同的派遣雇主簽約，然

而公共廣電集團既要求承接的派遣雇主累計派遣人員年資，也負擔派遣

                                                     
69 「原本服務台一共五位服務人員，因為不願接受不合理的對待 一位主動提出辭呈、兩位轉到

展覽室的保全標，剩下我與另一位資深同事參加重新面試 6 月 29 日面試的結果如我們所料，原

本服務台的兩個人通通沒有錄取 也就是說服務台人員全部換人，這當然是國美館安排好的 問題

出在今年年初的勞動檢查，維新公司因被查出有違法事證而被台中市政府開罰 而他們將檢舉人

的矛頭指向我們服務台人員 為了永絕後患所以從新僱用新人，我們 29 號面試，7 月 1 號就失業

了 另一位同事也因為被懷疑參與檢舉 毫無預警被公司告知因業務需要必須調離美術館到大樓

作保全員」，摘自《如果可以，我們寧願永遠甜美 國立台灣美術館派遣工自救會給社會大眾的一

封信》。網頁：苦勞網，http://www.coolloud.org.tw/node/43079  (最後瀏覽日：03/23/2017) 
70

 網頁：苦勞網，http://www.coolloud.org.tw/node/43079  (最後瀏覽日：03/23/2017) 
71 「派遣員工有兩個老闆，甚至所有的正式員工都是我們的老闆，我們需要擔心的職場人事更

為複雜關係更是交錯，有時派遣公司與國美館的立場對立，我們還得自行拿捏壓對寶，評估得罪

了哪一方比較無害。比方說：館方人員會要求我們作額外的工作，可能就違反了外包公司的工作

內容規定。但如果有力的館內人員願意挺，外包公司也就不敢怎樣。當然我也常心存幻想的覺得

哪天館方願意「賞賜」我讓我有個正職可作我就心滿意足了。然而這樣的關係是種危險的平衡，

一但出了事，我們就會被兩方推來丟去跌了個空。」網頁：苦勞網，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56093 (最後瀏覽日：03/21/2017)。 
72 劉昌德(2016)，〈派遣的逆襲：公廣集團「內部外派」勞動與派遣工會運動〉，《新聞學研究》，

128 期，頁 34。 
73 劉昌德(2016)，〈派遣的逆襲：公廣集團「內部外派」勞動與派遣工會運動〉，《新聞學研究》，

128 期，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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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的資遣費74。為何公廣派遣工會尋求一種「終結自身7576」的方式，

來要求公視將公廣派遣工全數納編？根據既有研究的問卷調查發現，正

職員工和派遣工的薪資、獎金及各種福利的差異，以及工作認同感和穩

定感是主因，析言之，派遣的問題並不僅止於資遣費或是年資，同工同

酬、認同感以及工作的穩定77，都是在工作中被追求的。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如果從事的是派遣工作，工作的穩定性以及

對工作的認同感將有所欠缺。如果我們認同，工作不僅僅只是勞務和金

錢的交換，而是建立群體生活、實踐工作價值及保持個人尊嚴的重要內

容78，那麼派遣工作為一種理想的勞務商品，惶惶不可終日，擔憂著朝

不保夕、無安身立命的工作，公司的成敗與否與之無關、工作內容對社

會的貢獻也事不關己、周遭同事是何人也無關緊要，是否會是我們所認

同的工作環境？ 

必須一提的是，事件中出現法律資源在行動中的特殊運用，工會的

組成，係為了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勞動三法賦予勞工組成工

會之權利，並要求雇主於法令規範內，針對工會之請求，應為一定作為、

不作為或容忍義務，此乃勞工本於憲法上所享有之團結權具體實現於實

定法之結果。派遣勞工組成派遣公司企業工會，得依法令賦予其程序保

障權利與派遣雇主進行對話，依勞動三法規範之想像，派遣勞工組成工

會行使團結權對象為派遣雇主；然而，本件公廣派遣勞工組成之公廣派

遣工會，訴求的對象是要派雇主即公視，訴求的內容為「納入編制」，

在這個事件中，我們看到了法律作用在行動中的複雜面向，行動所借用

的，不僅僅限於法律所賦予的權利，還有可能是在法律領域外的影響

力。 

 

四、小結 

 

藉由上面三個事件，可以初步了解派遣勞工對於勞動的想像、所遭

遇到的困境以及針對困境的回應，雖然這僅僅只是無數事件中的其中三

個案例，但其中某些部分可能具有通案性和代表性，而值得我們思考。 

                                                     
74 劉昌德(2016)，〈派遣的逆襲：公廣集團「內部外派」勞動與派遣工會運動〉，《新聞學研究》，

128 期，頁 20-23。 
75 劉昌德(2016)，〈派遣的逆襲：公廣集團「內部外派」勞動與派遣工會運動〉，《新聞學研究》，

128 期，頁 41。 
76 公廣派遣工會遺址。網頁：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pages/公廣派遣工會遺址

/569598309803681 (最後瀏覽日：03/21/2017) 。 
77 劉昌德(2016)，〈派遣的逆襲：公廣集團「內部外派」勞動與派遣工會運動〉，《新聞學研究》，

128 期，頁 23-30。 
78 台北地方法院 79 年勞訴字第 26 號判決關於憲法上工作權之闡釋，轉引自 劉士豪(2009)，〈勞

動契約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焦興鎧等著，《勞動基準法釋義─施行二十年之回顧與展望》，

頁 139，台北：新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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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才是勞工和雇主呢？服勞務的是勞工，付薪水的是雇主？還是

對此還有更多的認識與想像？當勞工發現，除了勞動基準法以外，還有

另一個勞動體制，有另一幅勞動關係的藍圖，似乎有這樣的傾向：如果

否認其合法性遭到挫敗，那就試圖逃離。這意味著作為勞動基準法的適

用群體，比起成為派遣工更有吸引力，有可能是因為勞動基準法的雇主

角色比較合乎勞工的想像、法令規範較為完整，又或者是考量到工作穩

定性以及薪酬、福利，或許是因為追求工作的認同感，但也不排除有本

文尚未挖掘到的理由。 

從派遣勞工逃離派遣制度的手段上，我們也可以看到抵抗的過程，

繼司法上承認派遣的合法性後，行政、立法所給予的，也不是逃離制度

的選項，公廣派遣工向公視訴求「納編」的成功，似乎成為一種可行的

行動方法79。不論行動有無達成目標，從中我們確實不能忽視或否認派

遣工在制度下的抵抗。 

 

肆、結論 

 

勞動派遣法的立法，是個被關注了二十多年的議題，然而，為什麼要立

法？立法內容為何？派遣勞工的聲音在既有的研究上鮮少受到關注。本文從

勞動派遣為什麼會被推動、如何被推動切入，透過勞動派遣的成因及影響考

察，藉以說明，勞動派遣不但是種歧視性的制度，且實際運作淪為雇主節省

成本的方法，不但讓勞工的權利與雇主的義務脫離勞動基準法的規範，更潛

藏了許多歧視與違法，在此必須強調的是，派遣雇主的經營方式，無法承擔

起雇主責任；「要派雇主的同一責任」，隨時都可以藉由契約締結之自由來逃

避，勞動派遣的立法，並未看見派遣勞工的處境，也未與派遣勞工進行對話，

因此未能發現歧視和不法的存在。 

接著，本文試圖了解勞工如何面對勞動派遣，藉由三個曾經發生過的派

遣勞工行動，嘗試了解想像中的勞動關係，並探求派遣勞工的行動和訴求。

透過事件的時序，本文觀察到，在派遣尚未被確認合法之際，勞工會去質疑

其合法性，然而在確認了派遣合法後，逃離派遣制度就成了派遣勞工的想望。

至於逃離派遣制度的原因，依據本文所分析的案例，可能的原因有：派遣的

低薪、歧視及派遣雇主其他的違法事由，還有派遣工作欠缺穩定性、勞動尊

嚴以及認同感。 

 綜合上述觀察，勞動派遣是種法律為了服務企業而生的制度，讓勞工在

法律上的地位遭到不平等的對待，勞動派遣法雖以「保護」為名，但實際上

未曾呼應派遣勞工的訴求，近來議題的討論核心，都聚焦在企業進用派遣勞

工的比例上，但決定比例的討論，也沒有派遣勞工的聲音，立法方向上，欲

                                                     
79 相同運用如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網頁：公視議題新聞中心， 

http://pnn.pts.org.tw/main/2016/12/20/台中榮總非典勞工向醫院抗議/ (最後瀏覽日：03/2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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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派遣工的群體縮小，但必須強調的是，受害的群體不論再怎麼少，問題並

不因此縮小，正視歧視的存在，才能有助於我們更好的想像勞動派遣法應該

前進的道路。 

囿於篇幅，本文未能就既有研究關於勞動派遣的成因進行爬梳整理，以

呈現不同視角的觀點；對於派遣勞工的行動訴求也僅選擇三個案例，進行初

步的探索，而未就事件的數量以及其行動策略、盟友及所利用的資源等等，

做更廣、更深入的整理，這是本文的論證所不足的部分，但希望能藉由這些

資料的呈現，來增進對勞動派遣及勞動派遣法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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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ԍl?ԳÙҲɅxǕQҔҴȀȮĉЍèԳҤχɢɛ�đϓҲԄb�ÏȑɅԳʃǉ

ѰĚебR\ғɩʊ˝ǈè'͗ͳǅǅ¯ϋ̄ɢÇD̾Ĕ˝JEþ˝ӠебԳ�͜ʆ

æɢǾ�}Ƃƶ̾ТЧЦ͌v�еэ˝ǈ̾ҩͭϤǬρR�

� $4�2>> ƇGɢǟ×̾ЅѧƩ;Τԛ͗ͳԳÜҤY˂ƄW˝ǈϤɜóṕdԝX

̾ÄʬъԳƷƑÙƇӮԝ͡ʄҧè̾ЦžԳÑʓ͡ʄҧè̾ɚԝҩͭb˝ǈ̮Ϥъ

ғȅÆʆ̾ǬρQȅȌ˵̾ЧϫԳҤχȣÏԶ�

�Y� ˝ǈ̮ʃԒϿ̾Ѡ̞̻̦?WҧèƹʬXɳʊԶЅѧƩ;ҧègʜỤ̌ǙԳ?
ʃÕɢƜ�Jȅ̏ĉƩ;ǆҥϤͲʨ͕ˀȳɣɳƠ̧̦ԷдTǈƤɲɩʊЅѧƩ

;ҧèѕͭḫ̂̾ʃ�ƜͭƤԷȣʮÖ˔tʆæɢԊƈҧè̾_ǟdρφQƜ

ʄҧèφè'ϳʝɍȢR$4�2>> ̾Τԛ͗ͳȣÏЅѧƩ;ҧè˝ǈè'ҩͭԳ

�_ǟëƜ�vƒʹ̧̦ѫʷɓʕԷ?ҧèĿΟЍèҩͭbԳt�ҤӮԝѫʷɓ

ʕR^ҩԳÅ?͗ͳbtȣÏԳҧèҩͭbkʄÏ̢T·ƼíǾВ͵Գǧ

$4�2>> с́ԳЅѧƩ;ҧèҩͭbȅ˻̻̾В͵ԳӒҭ�хԳɿLҤˁҧèƇ

^ĘǾĉĚ̾ɔǮƯR�

�o� ˝Ʊ¾ебЍèϤ˝ƱSȺƻ˝ǈќǑ
ͻЋԳƇɢҧèÝӧˉ˝ǈҺνԳϤǉ
ӧˉɑ̻ƑϤſѼ̿ʆѠ̞Է^ҩ͗ͳt̢̻�̨˝ǈ̮?Ýӧˉ̾Wɓ

́XԞɢǉφLL�φс́đϓ̾Ă6ɲԳʲʄΟʬQѧ」ÑҾǃԁϳʝΞδΤ

ԛϤʷØҧè̻ƑԳ}Ć˝ǈè'̾ʍѬ�̅R�

�[� Ӱ̅˝ǈ̮?ɑſѼ\ǽʕʆӟԳ�˝ǈè'ƇȲҤǟ×ˀρϤѫʷy̭]
〉ҭҳ̧R?ʍʀͼZԳ�φȣÏǺѲѳҩă¯Ƅ˝ǈТ́ƜÆǟѧ」Q¯Ӄ

ТɑǃԁϤΤ˼ѧ」ÑҾ̾ТЧԳχɿ〉½͌Ù˝ǈſѼƇɢҧèφϠѿ̾ǃ

ԁR�

� ɚԝχЫԳ$4�2>> ̾˝ǈè'Τԛ͗ͳΟʕƾчʷØуЫ̾^͜rǟQ§̅

ǟQљèǟԳaȣÏʷØуЫ̾�̨ԳϓƨæϞƔɡϤʆʷφӃɟs˦Գʆɳɿǽä

�ʆʷφњ˂R$4�2>> с́ÂˎƇ˝ǈ̾TӃӟÚɲʆǬђ̾Գ˝ǈ̾ӟÚɲ?ſ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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ЍèΤԛb̧̦ԷχӺʷg�vԅ─Գeɲ?ЍèφſөƆ˒ɏљgҩͭbΤԛχ

ϢԳ̪ˁЦgԳӺʷã0YʜǓԳtӽȢθ^èŁɍɀ̕r̾ӧƭԳχɲ?ʷgϤ

ϞƔ̾sӊb^ɠȥͫљèϿR$4�2>> ̾Τԛ͗ͳǽʕϤҤY˂Íήgɜóĉǋ˝ǈ

è'ъԳȵ�Ǿ�YʢЦ͌˝ǈϤvQ˝ǈè'Ϥ͡ʄΟʬèǯpè̾ҤѻRɵҒ̾

͗ͳφԳҤY˂〉óQћŽ˝ǈè'gԐDϤƿǟԳϦÎ �<:J236D9�$	�(49>6:56B ȣÏȅ

юWʷØXgäϓQǬ˧^¯?ɢȵÏ˝ǈdƽȀѯǍ�ʡêØԳχđϓҵȏ҅ϿЍ

èφzmɏљ̕r̦ˠЊKgʊ͊ԳЉ˧Ͽɏӿ̾͆ʮϤɑ˛�R�

�

[QgʷԝÚ]̾˝ǈè'�

Υ\ȅғԳ˝ǈè'ъφƾчÂˎ̾ɑ˛ĄϤdԝǟԳdƽv��́ͲʨĄϤ

ɑ˛˔ϤԝÚɏӿҩͭ̾ſѼφԷĘɳԳÅkdƽǎ҄WbǟX̾ЧƯÏ̻сђ˝

ǈgǬρȀԳ͌Ù˝ǈgɢɑ˛ɏӿWɦɲӟÚ�kɲʆ̨̾ƜÆX̾ӱӾǟԳҤχ

Ʒ�ȣÏ˝ǈ�́WӺʷX̾WљèXQWT·X̕ѬъғR̅Գ\ғ̣ъԳeʥGQ

ΟɹɢƇο: ���� ƪ{}ӞÂˎ͡ʄ ѕҧè̾͗ͳԳ̲̅}ο:͡ʄ̲]ɦʆЫъ

Ϡ̪Qɑ˛ĄϤϠ̪Q̥ϡο:͡ʄšб̾˝ǈɜó;ϖΠ́ÝȵRĒ˿͡ʄɢ÷j

`ΐʌ6Ǻɧ˛҉ҊηĊНɡ̢{ó˝ǈ}ÝԳƠʆ˷vQĂ�ˎɤπ;ϤНɡʆ×

̾С΄Ϥ˝ǈɜól?��RÉφԳ˄ΤɧʍˈˎϤͼoʹ`̬WȂΟʑ͈Ù ���� ƪШ

3}ÝӒʊ̾gʷ˛ԳÜ�Ē˿͡ʄbȅҧЍ̾Q�ϠҒ{Нɡ̾˝ǈС΄ԳϤН

ɡҒ{óǉƾóƇvˎϠ̪ʷØ�ї¾˧φ^ĘԷgʷԝÚ]̾v�a^uʆНɡ̢

{ó˝ǈGʍ̾Âˎɑ˛Ϡ̪QЫъϠ̪R̪\ғ͡ʄϖΠg^ĘԳЎ�ÏY,ԍԶ

þ�ȅ�̨g˝ǈС΄?ǁƺ\ʆԐ�ǟQĄ̈ǟԳ�ʆϿ×ɢНɡ̾«˝ǈɜ

óQˈˎ˛˄ēQɑ˛ϤЫъ;эTϠ̪ĊÙÚgϖΠ̾͡ʄԳÅ͡ʄϖΠ]ɲ

ěҵʆ\ғȅюvˎͲʨĄϤÅb̾W˝ǈè'XđЫԸϮ\ғͿʡɲϑr̾ԳÜҤ

Y˂ԶҜr͡ʄϖΠʢ�]̾W˝ǈè'XԳÅ¾˧Q̕ǑɲěϤ˝ǈè'̣ъʜǓъ

ғʆȅƞ̱Ը�

˝ǈè'̣ъ�́YЦ͌˝ǈϤ͡ʄpègĉǋQТЧԳÅÒЧQ〉Ưtǅǅ

ąĈĊÙ�×Τԛ͗ͳ�ʡȅǃԁLL˝ǈè'ĉǋ̾ʜǓъғt^�S��R}ʍɜ͗

ͳ�ʡȅϿӃ̾Wǿ3XԝÚχЫԳÅЫъϠ̪Ϥɑ˛Ϡ̪Ċӟ̾̕ǑԳ̪ɢϤ˝ǈ

                                            

�
�(49>6:56B���<:J236D9�$	��)96�5:2<64D:4�?7�B:89DC�2>5�@?<:D:4C��&6BC@64D:F6C�7B?=�D96�G?=6>�C�=?F6=6>D	��%-*#�'6F	�

��������������	�&	���	�

��
�̠˟ùԱ���ԲUÆʆ˄ēǝΦ̾˝nԶΟėĒ˿˝ǈ͡ʄēVԳԂ ����R�

��
�Ęз �Գ@@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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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ъWv�ͲʨĄϤè'˝ǈXȅ]G̾ЫъϤɑ˛Ϡ̪ˀ̲ǟÝȵʆȅВ͵Գ

ɒȯЮǿ3Qgʷ˛͡ʄ̾v�ɲěQa�Ϥ˝ǈQԝÚpèԳϓU?ȯЮQҍё

ϤƇоbԳɿåћŽ˝ǈè'ĉǋRӰ̅ɚԝχЫԳ҄T˝ǈè'Τԛ͗ͳԳy}͡

ʄЫъϤɑ˛ĄϤϠ̪�́ÝȵԳ�Ғ�:өӗʆɿT͗ͳφϿ͎ɢgʷԝÚ]Ċӟ

̾ ѕҧèԳЮъɑ˛Ϡ̪Ċӟ̾͡ʄϖΠ]W˝ǈè'Xg¾˧ϤǯʰR}]ʍɜ

Ƅ5ԑnφ}^Ę͗ͳɡ˝ԳƇɟåAQĒ˿À͡ʄgʷԝÚ]˝ǈè'g͗ͳǽ

ʕR�

#I>6DD6� !	��9E2 ҙҩƇɟåAĘǖҧè̾ˎɤр͗ͳԳȯͳĘǖҧèΞδa�l

?ɢgʷ:wԳχ˝ǈ?ˁÅb�ͯǦK]ąa��̨R�9E2 ȣÏԳĘǖҧèφǔԆ

W̮ǟŁҮǺXgʷԝÚԳ�̨Wſ̨dρĈȖX̮̾ԶïĜñòɢ˝ǈÚϤ

ɜóςǲbԳĊÅs͉ǃԁR̪ɢԆ?Ξδg̦lϤҧè͆ʮgȲҤӗ�ȢƩГԳҧ

èφǔԆ̓đϓӔҀ͈ȰƇȖԳaҴ¼ЖТ́ɑ˛ʷg̾gϕ�Rχ?ˁϖΠ]ɦ�́

ӟÚQąɲė˝ǟ�」̾˝ǈԳ͉ǺŁNÚǟvˎ̾ϠdQɑ˛Ϡ̪Գa?ɜó\�

Ǎ̱ѕЍè^Æˀ̲ǟR̅χԳ?ˁϖΠ]Գҧèφy̅�̨˝ǈ�̮́R�9E2 ̾

͗ͳȣÏԳɟåA̾ĘǖҧèΞδԳ}˝ǈ ѕ�ſѼWſ̨dρƺX̾ĈȖLL˝

ǈɢÅb�́WÆԝóɦʆͪƭ}ȷĉ̦lXĥWҐҟҤ˂Xgӗ̾ƩГR̅χԳ

�9E2 ̾͗ͳҤY˂ъғԶ̲ҧèφΓ̅Ƅ˝ǈТ́ƜÆɳԳz�Νͳ�˝ǈăbǓó

Ա56�46>D6B:>8� <2GԲԳſ̨dρŁƇɢz�ͳɲě?Ǭђǁǯ\ȤȂ˝ǈQȀφſө

\ǬђǁǯЖ˝ǈĞɎ˶^әǓR�9E2 ̾ɟåAĘǖҧèҩͭ͗ͳԳъёlgʷ:w

ԝÚa�ǃԁҧè̮̾ĥƜÆԳÅҤY˂dƽԶgʷԝÚ̾ɍҾãQȱÚãԳaӽ

」Ϡ˛φƄĘǟǼТ́Ҫǒ,ԍԳχɲ」ϠYͯƇɦʆʷãΦζ̾ɆǵLLӾƇϳ

ʝΞδĥӸ˒ɳǮÙ^oLL}Ϣɢ:wĥFɑԩʺ̗̅̔ʗͭƯ̾:өė˝ǟԳ}

Φζ:¾̾Ӻʷ��R�

͉Ƈɢ\ғƇ̢l̾gʷԝÚ]̾˝ǈè'ĄϤƺЦžԳƇɢȂǉĒ˿͡ʄ̾

˝ǈè'͗ͳԳÜđϓʣ̣Yˉɳӗ΄̳ɿӒ̾QѺѳǿ3ϤШ3ɑ˛љè̾˝ǈè

'˄ēԳІˁɑ˛ϖΠgљèҩͭԳҙʓЫъϤɑ˛ĄϤϠ̪gљèԳgɢvˎҧ̨

˝ǈgǃԁԳ�ˀ}ǅ˝ǈè'̣ъWTƾч̾Qʆ「ʦWʷØdƽX̾Ĕ˝˝ǈè

'ԳћŽƇɢWv�еэ˝ǈɏљЊKgđϓX̾͗ͳ̢̻RІ̪ƇĒ˿ˎ˝УƔά

                                            

�
��9E2��#I>6DD6�!	��&B28=2D:4�B6C:CD2>46��<2G��2>5�C?4:2<�=?F6=6>DC�:>�2ED9?B:D2B:2>�CD2D6C��)96�42C6�?7�82I�4?<<64D:F6�

24D:?>�:>�(:>82@?B6	��#2G���(?4:6DI�'6F:6G���	���������������	�@	���	�

��
�:3: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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ū_dˍ�˝ҧèҤЍЦžԳӣɱaɗȪȣÏ6ϿШ3ÝQǉ^Ę̾ɑ˛˝ǈʲʄΟ

ʬԳv�ǎn˝ǈè'̾ǁƺïȟͶ˝ҦхQĔ˝ебQЍɑҦхϤɕ˼ĥӽˀƺ˝

ǈJEg˝ǈè'Գχ\ғǁƺtđϓ6Ͽɑ˛˝ǈʲʄΟʬ;ϖΠ6ΗԳÉΛÑ́

TͯđϓԱ�aͶ˝Ҧхʆ͈ȰĚɑƮ0�ӣǦφԳkʆеэiԝҠǽ͡ʄNã̾ӗ

ȰҦхφԲRҤY˂ԳІ̪^ĘѺѳ^Ęɑ˛͡ʄϖΠg˝ǈè'˄ē̎ʣԳӣɱaɗ

ȪƄ˝ǈè'ƶρχƿǟŁ̬ŕԶȅʆ}˝ǈdƽȵÏʷØе˒̾Ѝè��R�

� ʍ͗ͳӰ}ɜóĉǋ˝ǈè'ȅƾчgWv�́è'˝ǈɏљϠѿЊK̾d

ԝX́Ï̻ԨϤТЧԳǬʻЦ͌Ό˚bˋn�̻̍ǉ͉η̧̦̾Ėͯ˝ǈè'ҩͭ

bQvϤ˝ǈa�pèԷ�ʍ͗ͳa^Ċӟɢ˝ǈè'̣ъ̻」̲]НɡΤԛ͗ͳg

ʢ�QϤÅ6ˁƇ˝ǈè'̣ъgǃԁԳχ�}Ē˿̾gʷ˛ϒɷĆ˚̷˝ǈè'

Ϡѿ̾͡ʄϒɷϖΠ�́ɟ̾͗ͳÝȵԳм=Ϥɦʆ̾˝ǈè'̣ъƇоRÉφԳʍ

ɜӆƇgʷԝÚ]˝ǈè'g͗ͳԳ?͆ʮϤ6Ǻ͉�͡ʄ̢ќ̾ȲъɡĚ\ԳĊÙ

nφ �9E2 Ϥӣɱa͗ͳgǃԁԷǧʍɜȅҲĉg�ʡԳ?ѕԍ\ʆÅ͉҄ɢÝÀφg

̕ǟԶѱcɢ0Y�ʡQĊvn�ÆԝQTɛĊvφ́Τ˼Ƽí̾ƧˎQ˻ͅÏ^Ę

ɳʊχT·̮̾˝ǈè'ЍèRʍɜм=І̪Ƈ˚̷ǿ3ɳʊ˝ǈè'g͗ͳԳɿ

〉½ȯЮ˝ǈ?gʷԝÚϖΠ]QƇɢYÆԝÂvʡ�̾ƼíĊvφχЫԳÅǬρ́

�Ը˝ǈɲěQa�ϓUЖˁÂvʡ�b^Ę̾Чϫȅè'Ը}]ˉϽԳʍɜƄǎ

���� ƪĒ˿ΉΌ˚bˋn�̾ϒɷғѱԳҤY˂ȯЮn�̻̍ǉ̾^Ę˝ǈè'

̮ԳІ̪ˁ�ʡȯЮҩͭԳм=ɿ〉½͒Ш˝ǈQ˝ǈè'gǬρQđϓϤӟÚR�

�

ĄQ�Ԧǃ]̾Âvʡ�ԶΉΌ˚bˋn�ϤĒ˿ ���� ƪ�

� ����ƪԳԉƢǿ3|Ѳҩ[÷҅̾ҸYƪԳĂ¹͡ʄWԓƩ、ӼXԳˇ^͓À�

ӹ‧:ө̾Wnƍ?Ē˿̻̦ԶÅYԳɲΉΌ˚Tˏύϰbˋn�ԷÅoԳÜɲ÷o

ʅԩSvŐɢvʷΐǙɧ̲řӮʄүFɑφӏN̾οԣƗn�RӰ̅\ғ̻̦ɢǿ3

ʌ̾Àѱn�Գ?̻̲̍]Գһƻ̻͡ʄә˞Գ̅χÀn�ȅ̖˦̾ѕԍQgʷɑƮ

̾Њ̣ɡƺQn�ȅƻ̻̾ҧè̻ƑϤҳΪԳĀ͉ḁ̆ҭR͉҄ɢ˦Ćɑ˛vʷ̾ο

ԣƗn�Գ?̻̍gÕӾϟɑƮYҢcÇD̼ϫǡǜ̾ҖеԷĘƪͮɩ̻̍̾ΉΌ˚

n�ԳÜ�hĊÙɑƮWˀӾXQWdèX̾әǻԳïȟчʙQѱеQ¼ѥӁ̺─é;

;R̅χԳοԣƗn�bЖѱе̾ЖĠԳ?ʡ̻ǉ÷ƪӗԳдTvÏ̛ԳɿҤχ?Ш

3ˎdó̾、˺bQYRȼљǽ́ԋЧƘƚ̾ɑ˛ɟɭԷĈgԳΉΌ˚n�bTɛΤ

                                            

��
�ӣɱaԳS̐d̾ƧСԳˊd̾ʷØԶū_dˍ�˝ɏӿ̾˝͡ʄnυžTԳ:Ͷϣ˿Wn˝nъċԳ

�� ÿ  ʊԳԂ �����Ա���Բ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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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Ƽí̾ĊvφԳÜӾϟɑƮ�ї^ѵ̾ǰ˜ԳҤχӖ-YҢc̃ŝQ̹ϯQΟʕ^

aԈʊQĀkxɬ́vȅҳǗ̾˝ǈè'gЍR]ғˉϽԳʍɜԘ¹ƄӋӣΉΌ˚ɢ

Ē˿Ӗç̦Q˥ѥ̾ɳ{ϒɷRÉφԳʍɜƄӚғ͗ͳΉΌ˚bˋn�̻̦̲]Ζ

̏ǁǽҩ̣ͭ̾ъʖʬԳa̪пĉǋÏ̻ԳˀƺҤ½ΉΌ˚n�̻̍QɑƮЊ̣Ϥʃ

Õ�v˝ǈè'ҩͭgȯЮR�

�

YQΉΌʫ˚ϤĒ˿ ���� ƪ{�

WΉΌ˚XąͰWΉ˚XԳɲYͯ}Ή̾åƜ̓Ήͱ̾̀Д́ĂɝԳϹĉΊ̆

χǽ̾ʥ̓˚&RϿ͎ɢΉΌ˚WƵ̓Ø̨X̧̦ǽʍ�Ƴ̾Τ˼²¡ϤT·ɓ̨Գ

:ˎɑƮɢ ���� ƪ{ÕþɞѧӇԎԳɢѧ」e'ʄԞӬҎʧóƜƴ͗ͳWӄ̧̦ΉΌ

˚gȐЏ��Գ�=έШӖɐҤČS:ˎ̨̦˚ǉùԞ̾SõɍÏR͈Ù ���� ƪɧʍô

jƛYƦ̻̍W˚̷X}ÝԳbZɧIϤύėI\§̑Ï̢ϤΉΌ˚͉ә̾ɟόI

ƈԳ^ɲÂ̌ҎóƜƴΉΌ˚̧̦ȐЏ̾͵͙Գ�ɲu«ΉΌ˚Ƈ¤Ʋ̾ĖͯäɓԳ

й²̿ƔˀӾ��R�

���� ƪ �� ʅ �� ɧԳƊР҄ƧЪĆ:S˥Ǣ̾Τ˼ɧIϤb:ɳIԳκРŁIƈ

lәɢΉΌ˚̾ўӾɟόԶWū˱Ť'ƭC˴ǻL4ŊPG_'ɛXQWū˱Ť�ȸ˴ǻ�

�ăŊPĵ6Ȁƥ�L�ʋĭ˭ǃĻ4ɠǗȄƕºÍİEXԳҜrф«˚̷e6͚bˋ

̾Ē˿IΔԳ�ʁ҇ȴ〈ƁɧʍΉΌ˚bˋφξǤWȀƥX̹̾ϯʰѝԶWǳñ�ɩȮ

�˿^ƙȐƊ˾Ɂ�ʪ̂}.ʸ2˾¾ÉǪ́¯�5�Ùŏ«ÙT˾ć�ǙɌ˾�¡

�C˳˞˟˾şɷÀŧX��RƇɧʍ˚̷̾IƈԳȀд͜ſʁƻѱɑƮʲә̾˞ǬԳu

͠ОӆƇ˚&ʴʙ
��
Գ�ҜrƐȣđɛ̾IƈԳǇǘŁƍЖWBŵū˱Ť±Ł:6�X

ÝN7¹ōG65'ɛYÑXQWūǊŤȟƜƔǰˏ3ŰyX;Ƈ:¾ΉΌ˚̾u«I

ƈNȓ]�RYƪǉԳ̲ɧʍΉΌ˚Éʹ。̢ɢΤ˼ɧIԳa^ɲәɢɧʍ˚̷̾ǉ

θҖѽԳχɲȺƻɧʍͨnƉΞƾчΉΌ˚̾Ӂ̺äɓ��R���� ƪ �� ʅԳĖIΔ:¾

                                            

��
�ύėIԱ��

����ԲԳS̨ΉΌʫ˚�̢ƠӖcƹƴTԳ�� ̒R��

��
��aԶύėIԱ�
��
���ԲԳSΉΌʫ˚�мМǽäTԳ�� ̒ԷύėIԱ��
�
����ԲԳSĒ˿ҎʧóƜƴ�

Ø̨ΉΌȵԔ˚RTԳͼ4̒R�

��
�Τ˼ɧIԱ��
��
����ԲԳSΉΌ˚b�ԛÏ͖Η�ɧvԔ̨̢̻bˋTԳ�� ̒R�

��
Τ˼ɧIԱ��
��
����ԲԳSԔ̨ΉΌ˚́�ʄbˋ�̻ҿЇâđϓʆ,ȵ�ĒôơБ̦Ǝ˔Țʙ˚ƴ̧

&TԳ�� ̒�R�

��
�Τ˼ɧIԱ��
�
����ԲԳSɧʍYͨnƉΞх�ΉΌ˚ĥΒϭ˚�Ƅđ̺˛ϛ8ӀTԳ��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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ɟό̒ӾӖcÏ̢Τ˼ҺԪî̧̦ΉΌ˚̾IƈQȲƶˎӗԔ̨ΉΌ˚̾IƈԳ̥ϡ

ÞÓkÏ̢SΉΌ˚̾-͠T;ĚwȄ˥ѥφuƈΉΌ˚µɢ˘ț˚̾ЭǢԶW��´

ȯƚŤcÊ�Š�ŊPŤ˾ǐ3´ȯƚŤǹƆw˾sǸĦŗœɑ́˷cȎ4ǔƱ�

�˾ū˱Ť'ȸ3�l,ƈġ4ʱ|7ȃ�ƆǻX�R�

ҸɲY�ѧЭ«ɂͨȐҭ^̢҄?̻ҫԳЫъąĊÙɑƮ3żÚԳ̓ѧ̦̾

̧QӉ)ϤɜuȲƶϤɑƮ̾ɑЬ̰ǔǍ̤̤͉Ȋ̾ƪ{�Զ̻ƑΉΌ˚̧̦nʧ̾

˚ƴΤ̌φԳʻu«ɟ̧&ϤӮѧԳíǔƄЍӉ。ːü?Ƈ˛φ̾͢ԇϤ̲Ý:w

Τ˼ɑ͆ʮЛRҸɲY�ӾϟΤ˼̻ƑɑҊ́WÏČƈĚXԳɑƮм=έШ

\ù̾ˎ̦SõɍÏ̾ƪ{ԶΉΌ˚Ăɝ^¢S˒Q̧̦ǽʍ�ƳQϓ�?Łˎ͏Ԕ

̨̾̕ǟԳĞƻlFɑφ̾ӻ͐Գ�ɑƮƄѧ」Ȧ˞̻Ƒ͉әnʧԳĘɳĚˎӗȲƶ

˥ѥΉΌ˚RҸɲY�ɑƮƇ̤KÂv˖ʆӃТQˎ͏Ƈ̤KԓӪƊʆѓФ̾ƪ{Զ

þ�ΉΌ˚̧Мҩͭb》åʆˋ̓Ѭ�́̋iƻ̻ɧʍˎӗӮԝbˋ̾ǥàʁ}ɜk

ƥȩĖIԳ�ҜrɟόʆǬђȀ̃ǬђŁҊ͑þҞLL÷ƪҩăԳ?Ē˿ΉΌ˚n�

̻̍ÝRԳv�ƇΉΌ˚̾сђWTɲԶ̌ԕ²¡ԞԳχ_�s�LL�́ˎ̦˥ѥg

ǔԆԳΉΌ˚�Ϡ̅χ̅ĉ{˘ț˚Գǽ́О́nͺˮ¨[Ԗ̾zynʛQ́�y?

Ɯƴyϧ̾'ƜWӄȮѮɧƧԔ̨˚ƜƴԳ}ĆƣÈ͋ɧƧӖӉ̾bQ�Ɏ½wȄ

̾ʂ{ҲɅ�R���� ƪӹԜĒ˿Yɳ̾Ԕ˚bˋԓɽԳ�т̦ɢ\ғ̕r̾gʷ˛Q

Τ˼̻ƑɡĚQ̤KÂvсђϤ͡ʄΟʬ̙˜̾ϖΠbR�

�

oQΉΌ˚bˋn�g̻̍ϤΖ̏ǁǽ�

                                            

�
�Τ˼ɧIԱ�
�
����ԲԳSΉΌ˚̾-͠TԳ�� ̒R�

�
��aԶΤ˼ɧIԱ��
��
����ԲԳ�Såƾˎ̦Ϥ:ӛėYƹѓ�βŒ�ÄĘçãӖ̻:̧˚ϔѧ」TԳ

�� ̒ԶWaʕЊˁKŁԳМ˚ʧφƍ˥ʨѱ�ԳǔrѰ\ϠǾϺΰgҚԳaʕґ\ÝăԳϵəϠƾԳÜ

ǔРºɫCҚRʆYwМ˚ƴƍɲȗϿҜYЦǙԳȕѧÁ̽ϻ·ԳLåг¨ԳɏМΉΌ˚RX�


�Ę\зԶWʺҡβЃÂÁͪɴÁϸтԳą¡:w÷ԄƹгͲʨƑӖbԳǾ¿ԝ҂ˎԳ϶^ʾʺԪ

ϨԳѠ̞ÅYƟgɺǳϤãӄԳ»̓:ˎřϏԳӖßĈäWӤºǏ˙ƕ̾ɟʲҧRNNΉΌ˚ϔƜʧԳ

?͆Ý:¾Ԕ˚�Ӹ^ƩГǦ˜g]ԳſʆçãӖ̻̾ӃW²¡Գ�,ԍ^ɲ[ЫÀуđ}хɫYÒԳ

ѐІˁϊȔʩǙԳ˻̻͗ͳϥѴԳʊ�ππãԳÄĘ́Ӗ̻:̧˚ϔѧ」ϤçãԳ��Ҥ:wΤ˼ƹ

гgåҟ̻ƑԳχʆØɢ҆æ÷ԄƹгgɩɧpǽRX�

�
�Τ˼ɧIԱ��
��
����ԲԳSǊǴӐYЍɰȘǂТž�˚ϔʧφƹѕ�ԪîԔΉΌ˚TԳ�� ̒R�

�
�ӣɱaԱ���ԲԳUЖҳǗ̾ �����ϣ˿˚̷n�[÷ƪVԳԂ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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ԱYԲǎΖ̏ǁǽÑʓĉǋшѱ�

˝ǈ�́Ζ̏óШ̾С΄G͞ϤÚƯгЬԳÅɓ̨QäϓϤӟÚԳ̥ϡѺ͡ʄ

ϖΠgˌ҄ԳҩăỚ˝͡ʄn͗ͳφȅӃТR^ҩԳ˝͡ʄn͗ͳLLȀɿҤY˂

˝ǈè'͗ͳLLȅϿ͎ЦžgvϤ˝ǈpèJɷԳΤƧϗӳ^lÚƯſөЖ‧èQ

ЍèφϤԝÚˀӾsʄQȾɉ̾ǦKR�6<CD:>6BQ�36< ĥ�(2B2D ʁɢ #2G���(?4:6DI�'6F:6G�

ȵÏΤÇ̾Ζ̏ǁǽ[ӧˉ̣ъʠʖԳȣÏ¯ә˞ЖΖ̲̏nvȅè'̾ʲÚԳ}Ć

?ÅbЖȺƻg̮̾Ζ̏͗ͳɲ^ѵ̾Գ6́¯ʆҺÑĊvΤԛʃΝʄ̻Ƒǽ́Ζ

̏ԳƋ_дT͝Ȼ̻̦ɢΖ̏gÝӧˉ�RɢɜbԳ�6<CD:>6B ;v"Έ˝͡ʄnφǺɿ

ӃТƇΖ̏Ýӧˉ̾͗ͳԳȯͳ�6Η˔r̹̾ĤęQĦѢĥdƽɲě̻̦Է͗ͳ

ɿTәɢҜrҊљ̻̦̾QιƥȀƵʤԳϓɿĹ˝͡ʄn͗ͳƇΖ̏ҩͭg͒ШԳ

}Ć͗ͳφй²Ζ̏ҩͭʲÚ̾ϓãRпɜɿҤY˂ȣÏԳΖ̏ǁǽҩͭb̾Wɏ

љXđϓˌѱҤ½ԝÚʲʬ̾Ζ̏ԳɿϓĈɮĖͯ͡ʄΟʬОΗĆ�v̕Ѭљɛgɢ

è'̾ǃԁR�

�6<CD:>6BQ�36< ĥ�(2B2D YɜgѠ̞Գɿ?ɢȵÏYÑʓΖ̏ӖcϤҊљҩͭ̾ſ

̨ʠʖԶԘ¹ɲWĤęԱ>2=:>8ԲXӧˉԳ͗ͳφăȯͳvɲěQa�ǎʋЖǮ͓Գ

ÙЖсђQĤę́WĊvXȀWvΤԛXԷͼoӧˉ́WĦѢԱ3<2=:>8ԲXӧˉԳȯ

ͳĊvφǮ͓ĊvǉԳɲěƄvȣͰ̕rƇќўѢԷʃǉɲWdƽԱ4<2:=:>8ԲXӧ

ˉԳÜȯЮƇ̕rƇќ̾ĦѢԳɲěҤY˂ǁǽYÆԝе˒ȀdƽR\ғΖ̏ǁǽҩ

ͭʠʖԳąʥGɢWҊљЦԨԱDB2>C7?B=2D:?>� @6BC@64D:F6ԲXԳм=ǐЦvΤԛ̾ҩ

ͭQҊљԳȯЮƈϢvɲěЖЍèφΤԛȀҤY˂ĦѢQdƽ̾ΟʬОΗLLϦÎ

ӧΕQөҥːƩQƜ�̤KQ͡ʄΨΠ;;LLɲěǃԁY�vɲěǬђÙĊvԳ

}ĆɲěǃԁÅăҤ̨ʗrѧ」̾đϓR]ғˉϽԳʍɜƄÑʓΉΌ˚bˋn�ʃÕ

ĊvφсђQĤęv̾ҩͭԳaȯͳǃԁĊvφɲěҤY˂ĚåvφȀʆә0�Ħ

ѢQе˒̾ОΗR�

�

ԱoԲΉΌ˚bˋn�ԶΤԛQчʙϤbˋсђ� �

� ���� ƪ4ʅԳĒbίWӭҼͧͶǨɫ͇ʛЍɜmŁɡБ̦0�ԳğIпʛƤ̦

̻̦Ӯԝϝ\ӒÏӻɯ̸ϩ̵̾̀ԳӡɈNɳʆ̼ϫ˚ϔˢÏQɧǉљǽԦԨSԳҵ

ʆ͎̀ϘĆȣ̫̻Ԧ;̷̙RĘƪͮɵԳĒbίϥ̻ƜʧQǴӥΘδQǭ̠ÂĔ;Ɯ

                                            
�
��6<CD:>6B��,:<<:2=�#���':492B5�#	��36<��2>5��ECD:>�(2B2D	��)96��=6B86>46�2>5�)B2>C7?B=2D:?>�?7��:C@ED6C��

%2=:>8���<2=:>8���<2:=:>8			��#2G�2>5�C?4:6DI�B6F:6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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ƴ̾'ƜԳk͉η«ÏԐ�̾̀Ϛ̶̷̙�R�ɲԳǬђÙѿԝ̀Ϛ\ÊÏ̱̙Գa^

;ɢ̣ШÙbˋQс́ϠƟĊvR̲ɳ?˖ʆсђg]ĕҤĜTˏύϰ̾ΉΌ˚̾Ǩ

ɫ͇ʛƤ̦Գɲa�сђQĤęÅĊv̾ Ը�

�Ȼƽ'�û̂ĤÙ�0¦˾8IĂG_˷˷˲˾9½qË/#IĂ�HlǢǽ

ŶƩʹ�ØÍ̀H0¦9½q8IĂ�Hl˰ˇ˙0ȋ˽H0¦8"}.˿9½

qË/4,"�̀�IĂA+�ŶƩʹĴƅȂƥ˾4�8%ƅȂǭ)#;3%

6̂%ƅȂǭ#;ƃàǒȞŚ˷˷dƉ2�G6ƥ�0¦˾¤+H03ǒ6ī

�1ƛȌ3)ţ11dƉa��.�3\/hʓ�ƥȗ́�H0O�2źƴčȠ

9ù�˷¯�é�:áɎ��˿�1H08��3�ȿŊ#őÀ˾�AŤ�1)

�ĐƮ=7˾8.�PHlŤ́eT¤+ǒ6}.�.�ǂǬ3\/Ìå˾H�

18śɛS˽Ňʩ�\/�#¼*jśɛ˾Ň�˷¤+H0¦ǂǬ�ºȕ˾¿�

�1�PE-�˾¤+H0¦;3(7�˶˶.��1.$P(7�˶˶�A�

1ŇE-�)Ƙƌ̂�ċǨɍ̂öǨɍʄÇĔ(7�́ž5ȿŊ8P.��ŤÆ

ȭŤ̂ĴP.�±ǣ�Ť8đ0́�
�

H0¦�Ǩɍ}.1�ŅC7̂4,!D8"ɞ˃˾1o[ɸȹ0ñH0¦o8

.�3g&˷V4D2˃�YQS˷�AH0¦�1ǫe3Ņ˾�G_3Ìå�

0¦83Ņ˷4�ǨɍťĆ).,Ȋ�˾.,Ȋ��0¦o1Ȳ��~Ū8�˿

.Ƃ1Ņ˾.Ƃ12Ņɋ ɝ˾¤+;3ǁǐ�0¦o8.Ƃ1ɝG˾�A8;

3ŅC8́þ�ÝÙ�0¦˾2Ņɋ �IĂ3Ņǎ˾eT�IĂ3:&�*ƿ

éĭ�þ7ʌÌ˾�9�©.�Ņɋ�8��ć*ƿ�7ʃʌ˾8À.:&0́����

Ϥ\ғzynʛƤ̦Ӯԝ̸̻ˢϜ̷̙QƆ˒ӁƤжɠ^ǍQҤχ?ʋ̷̶͓̙6̾

^oǦ˜]ҤЍʛĽ̤K̾¿Ӿ「˹Գ}ĆğIБ̦ʲәчʙQБ̦ʲәчʙʋʕQ

ҤχNȓʛɡӮԝ̶̙;;Ԑ�̾ǦKԳtϓРɢ�wӣɱaІ̪〉½вшχаӌ]

̾QәɢΉΌ˚bˋn�̾Iƈɜnb�R�

                                            

�
�ύėIԱ��
��
����ԲԳSԔ˚bå½Tˏύϰ�Ԕ̨ǉƻѱ̀ϚǠ̶�ǂó˚ϔÏ&ΉΌ˚Ơ|ɼ£МҠ�

ƴĬǻ̴үvȿ½Ɯʧ̨˚ǉӵ)TԳ�� ̒ԷύėIԱ��
��
����ԲԳSЀWǽȯʉ̶ͺ�Y��ӾϫϷԥ�

Tˏύϰƻ̻̀Ϛ̶�͆Ý˛̺Ƌ̃̕ɓЇTԳ�� ̒R�

�
�вш �ԱвшɳӗԶ��� ƪ � ʅ  ɧԲR�

�
�Ę\зR�

�
�Ęз �ԳԂ �����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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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ɢӡǨɫnʛSԳӝҒƜƴtʆĚĒbίБ̦ƎĈɮƜvӮԝ̀Ϛ̸̻ˢ

ϜQщ˒Б̦Ǝˡ'чʙ̾щ˒ԳБ̦ƎчʙǉԳȇ̢̻ÀЊ̿ʆ�̨ĘYΤӉĬΉ

Ό˚RȰϿБ̦ƎȎÏ÷TƪÝɧʍjƛW˚̷n�X̾ѧɝԳ̢̻Àφ̷̙ӶĘԳ

Ҥχѳҩ͋Б̦ЊқĚbZБ̦νğIԳБ̦νȇӖcϿȆ〉½чʙԳњȝ˗̾ʡǦ

ʆlYΣɫʈ��ԷχͮɵQɢ÷ʅbԳbҺӮԝԔ˚bˋn�̾˥ǢԳkΝɢ?ĖI\

̍ЗӖ�R�

〉½ÑʓΉΌ˚bˋn�ĊvφƇɢv̾сђҩͭԶԘ¹Գ͜ſʃÕӖcǮ

͓ѿԝ̱̙QҤχ}ĖͯɡƺƆ˒̷̙Ă6φԳ́ĊvφʍѿR̅χԳҜrӖcdè

˒жQÐщɑƮʲәчʙ̶6̾ĊvφԳaӽˁʹbˋn�̾¿ԝԳχ�ƊɛԳa_

WTɲÄĘѱƏɢY̦ˠʹӗ̾QÆʆYrɛӄ̾ӮԝԳ�anʛQƜƴRϤˁ�́

Ƈ̈Գbˋn�ɢIΔ\ƻ̍Ӗ�ǉ̾YQoƪӗԳbĒ˿ŁöӁӠ̾̀Ϛͨ͵̅T

ÏдTȭЋл,ϝ\ÊÏӻɯ̸ɲě́ΉΌ˚bˋ̾�ԝ˒жφRҜrnǉǍ͓˥Ǣ

ȇððѶă˒ж̾�ԝȄLL^ъɲ6́ɧƧb˖ʆY�ƶW̾ÄĘ̦ˠπԝ͉pĄ

̈Ǆˁѿԝ̙˜QȀφ�v?ѿԝ̱̙Ǯ͓\҄^ɔӈQąȀ́ιiĚ\ğI̾ã

ӄQѧ」Ȁɳӗ;;LLϡƊđ}Ԓ͠ԶĤę̹̾ÝμЍ́ԳþdèѬ̴ϤӖ-Җ

ʙ̾ЍèԳ^̓̅ǔr̪ĊvφdèӖ-R?ˁʡ�bԳʗͭƯ\ƇSƃӕ̾ÄĘ̦

ˠӮԝԳ}ĆÆʆϓUƆȎSȺ̾ԊƈφLLϦÎϓU̻ÂɜȀл,ӁƤćv̾ʛ

ӒQϓUĚ\Ƈ͋ɑƮӣǦ̾ƜƴτӘ;;LLɲĊvπԝdèӖ-ÝμЍè̾ÄĘ

̕ǑR�

ͼo�¡Ǎ˞Ǭ̾ɲԶ?vĤęҩͭbɑƮʲәȅȌ˵̾ЧϫԳ}ĆdèӖ

-Ѝè̾ĊvφϤÂҺӓБ̦ʲә̾pèә�RʍʡbĊv̾ǨɫnʛӰ̅YӖc̻

̢Ӯԝ̷̙ɳʆ˒жɢӁƤԳ̅χƫhĘɳtǇǘŁĚŁɡБ̦Ǝ̻ÂɜğIQщ˒

чʙRα|6ϿɑƮʲәҖʙ^Ù̶6;6Ηχ�ʡǦҤƯέǱԳſө\ʍʡ͜ſk

ɲ6ϿŁɡБ̦ƎQǉθbZБ̦νx½〉½чʙԳȇ�Ǎ^ɫ̷̙�6WTˏύϰ

bˋXɫʈóԳҤχ�ĊvφсђQĤęǺ̷̙bˋvRӰ̅ɚ�Ĥęv̾ҩ

ͭ6ϿБ̦ʲә̾чʙȐЏʸ�Q^ԏƇSÂӖЭǢ;Գ�ǍчʙɳӗҩÑȝӒQɿ

6ˁȲҰlдTĊvφƍӁ̾ԥӅɳӗԳ�ĊvφȉǎYӖcӖ-ҖƆ̶6̾Ѝè

ɳԳþdè�ѭQa_ǔԆ�ѭБ̦ʲәLLҜʰdèϤſө\ϤŁɡЍɑʲәҢΟ

Ωż̾̕ǑԳɲĒ˿ΉΌ˚n�vĤęҩͭb̾̕ԨR?Ԑ�ÂÄБ̦ʡ�\ԳϤ

ɑƮʲәΩżҢΟQ�ѭɑƮʲәҖʙ̾vˎϤɑƮpèә�Գɲěɲˁɳ{̕ʆ̾

                                            

��
�Ęз �ԳԂ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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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ќԳҵӸОʋ�ɿTƇɢǿ3ɳʊÂvҖʙҩͭ̾ȯͳQɿTϤШ3ǉÂvʡ�Җ

ʙ̾ˌ҄͗ͳԳɡǍƇɮQʆȅШͿR�

�

Ա[ԲĦѢϤdƽ�

ΉΌ˚bˋn�̻̲̍ƪԳӷТ͆ƋʋɶĆԳIΔeɲɧƧ̦ˠbʃƧР̾

ѧЭixԷǧ̲ƪIͤƋʋШӡԳơӾ\ƧР̾ďʆ[WILL�ͰWqiX̾Ub

ZɧIVĆˎ̌̾UύėIVϤUb:ɳIVԳ}ĆUύėIVɥ]Q�ͰWĕ/̡ʭ

IX̾Uˎ̦IVĥϿӃIƈΤѦQ̧ʧϤ:өné̾UΤ˼ɧIVRǎĒ˿˝ſё͗

ͳѧɝưϤύė͓ђưȅӌ̾ɟόIƈԳđ}̢̻ʃɩОҰϡ����ƪ ��ʅ �ɧL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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