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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我国退役军人保障法制的重构
∗

———理论视角与路径选择

韩君玲 王一宏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ꎬ北京ꎬ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退役军人保障的法的性质决定了退役军人保障法制的理论基础与路径选

择ꎮ 我国退役军人保障制度保障军人退役后的基本生活ꎬ显示出社会保障的性质ꎻ同时ꎬ
该制度补偿退役军人作出的特别牺牲ꎬ显示出国家补偿的性质ꎮ 但有关退役军人保障法

制的国家补偿理论研究较为缺乏ꎬ导致退役军人保障法律体系建设的总体设计缺少国家

补偿这一重要支柱ꎬ法制发展道路的选择不尽合理ꎬ具体法律规范与权利救济等内容规

定存在缺失ꎮ 在新时代背景下ꎬ我国应在明确退役军人保障具有复合的法的性质基础

上ꎬ科学设计退役军人保障法律体系ꎬ合理选择制度发展路径ꎬ健全完善相关法律规范与

权利救济等内容ꎬ构建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退役军人保障制度ꎮ
关键词:退役军人保障ꎻ社会保障ꎻ国家补偿ꎻ法制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现有 ５７００ 万退役军人[１] ꎬ退役军人保障问题是关乎我国公民权利保障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法制问题

和时代问题ꎮ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ꎬ我国退役军人保障主要包括退役安置、退役军人优待、退役军人抚

恤和褒扬激励ꎮ 退役安置是国家根据«退役军人保障法»(２０２０ 年)、«兵役法»(１９８４ 年)等的规定①ꎬ经法定

移交接收程序ꎬ安置退出现役的军官、军士和义务兵等人员ꎬ并为其提供教育培训和就业创业服务ꎮ 具体而

言ꎬ对退役军官采取退休、转业、逐月领取退役金、复员等方式安置②ꎬ对退役军士采取逐月领取退役金、自主

就业、安排工作、退休、供养等方式安置③ꎬ对退役义务兵采取自主就业、安排工作、供养等方式安置④ꎮ 退役

军人优待是国家和社会依照«退役军人保障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２０１１ 年)等ꎬ为退役军人提供能够保

障其一定生活水平与质量的资金与服务⑤ꎮ 退役军人抚恤是国家依照«退役军人保障法»、«军人抚恤优待条

例»和«伤残抚恤管理办法»(２０１９ 年)等的规定ꎬ保障因战、因公牺牲或死亡或致残的退役军人及其遗属的

基本生活⑥ꎮ 褒扬激励是国家根据«退役军人保障法»等的规定ꎬ表彰、奖励做出突出贡献的退役军人ꎬ向服

役期间获得表彰、奖励的退役军人提供相应待遇⑦ꎮ
目下我国虽然颁布了有关退役军人保障的法律法规ꎬ初步建立了退役军人保障法律体系ꎬ但在新时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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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健全退役军人工作体系和保障制度研究”(２０ＡＺＤ０７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ꎮ
本文中«退役军人保障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的简称ꎬ«兵役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的简

称ꎮ
具体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第 ２１ 条ꎬ«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 ６３ 条ꎮ
具体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第 ２２ 条ꎮ
具体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第 ２３ 条ꎬ«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 ５４ 条ꎮ
具体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第 ４８、４９、５１、５２、５３、５４ 条ꎬ«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 ２、３、４、４０、４５ 条等ꎮ
具体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第 ４９、５６ 条ꎬ«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 ２、２７、２８ 条等ꎮ
具体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第七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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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背景下ꎬ面对大量涌现的退役军人生活保障诉求ꎬ现有制度无法足以应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ꎮ 鉴于

此ꎬ本文试图从源头上探究关于退役军人保障的法的性质ꎬ在此基础上ꎬ检视我国退役军人保障法制的现状ꎬ
剖析其中存在的问题ꎬ进而提出重构我国退役军人保障法制的具体建议ꎮ

二、社会保障与国家补偿:我国退役军人保障的法的性质

目前关于我国退役军人保障的法的性质ꎬ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社会保障性质说ꎬ第二种是国家补

偿性质说ꎬ第三种是社会保障和国家补偿性质兼有说ꎮ
(一)社会保障性质说

目前的通说认为ꎬ退役军人保障具有社会保障性质ꎬ退役军人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主要依据是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１９８６—１９９０)»首次提出“社会保障”的概念ꎬ基本确

定了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和社会救助四部分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框架①ꎮ 其中ꎬ社会优抚主

要为军人(包括现役和退役军人)及其家属提供优待、抚恤生活等保障ꎮ 笔者认为ꎬ退役军人保障具有社会

保障的安全性、强制性、社会性和互助性等特征ꎮ 其一ꎬ退役军人保障具有社会保障的安全性特征ꎬ体现在它

是国家为保障军人退役后的基本生活而构筑的保障性制度ꎬ是退役军人的“安全网”ꎮ «国防法»(１９９７ 年)、
«兵役法»等法律的部分条款ꎬ«退役军人保障法»、«军人保险法»(２０１２ 年)、«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法律规

范的主要条款②ꎬ均对保障退役军人基本生活作出了规定ꎮ 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ꎬ退役军人优待部分是为了

保障退役军人一定的生活水平与质量ꎬ退役军人抚恤部分是为了保障因战、因公牺牲或死亡或致残的退役军

人及其遗属的基本生活ꎬ退役安置中涉及社会保险的规定ꎬ则是基于对社会保险的一般理解ꎬ由社会保险制

度保障退役军人的社会生活安全ꎮ 其二ꎬ退役军人保障具有社会保障的强制性特征ꎬ是国家通过立法的方式

强制推行的一种制度ꎮ 如«军人保险法»第 ６ 条、第 ４７ 条就明确规定ꎬ军人依法参加军人保险并享受相应保

险待遇ꎬ采取违法手段骗取保险待遇应承担法定责任ꎻ«军人保险法»第 ４５ 条规定ꎬ军队后勤(联勤)机关财

务部门和地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按规定转移接续军人保险关系的ꎬ将承担被责令改正、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接受处分、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后果ꎮ 其三ꎬ退役军人保障具有社会

性特征ꎬ社会保障涉及的问题皆为社会性问题ꎬ因而退役军人保障问题已成为社会性问题ꎬ需国家介入强力

干预ꎮ 其四ꎬ退役军人保障具有互助性特征ꎬ社会保障的作用实际体现在分散社会风险功能上[２－３] ꎬ而分散

风险和责任共担是以社会互助为基础实现的ꎬ互助性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和必然要求[４] ꎮ 国家建立退役

军人保障制度ꎬ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借助国家力量ꎬ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等手段ꎬ实现对退役军人各种生

活的援助ꎮ 从我国退役军人保障制度的内容看ꎬ退役军人优待包含着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的内容ꎬ退役军人

抚恤具有社会救助的内涵ꎬ退役安置涉及社会保险ꎬ它们均在社会保障制度规范框架内ꎬ符合对社会保障的

一般理解ꎮ
(二)国家补偿性质说

与通说不同的是ꎬ有少数学者明确提出了国家补偿性质说ꎬ认为军人退役安置制度的理论基础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借鉴国家补偿的理论基础ꎬ退役安置制度的目的是基于对退役军人这一特殊群体进行国家补

偿[５] ꎮ 不过ꎬ该观点并未论及退役军人的优待、抚恤或军地保险转接等退役军人保障内容属于何种性质ꎮ
笔者认为ꎬ从国家补偿的理论渊源、成立要件和目的角度分析ꎬ该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ꎮ

从理论渊源看ꎬ国家补偿主要是基于特别牺牲理论ꎮ 德国学者奥托梅耶认为ꎬ国家为公共利益在必要

时须牺牲个人权益ꎬ涉及的公民遭受的损失构成特别牺牲ꎬ特别牺牲的损害后果不应由个人负担ꎬ应从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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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１９８６—１９９０)»提出“要有步骤地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保

障制度雏形ꎮ 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制度ꎬ进一步发展社会福利事业ꎬ继续做好优抚、救济工作”ꎮ 此文件并未明确提及退役军人

安置ꎮ
本文中«国防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的简称ꎬ«军人保险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保险法»的简称ꎮ



资金中对个人予以补偿[６] ꎮ 日本学者田中二郎认为ꎬ为公益事业发展等积极目的而对特定的财产权做必要

的征收及其他限制ꎬ属于特别牺牲ꎬ需要损失补偿[７－８] ꎮ 日本学者芝池义一进而指出ꎬ如果公共权力的行使

造成国民的生命、身体和健康受到损害ꎬ国家亦应进行损失补偿ꎬ并且ꎬ国家应采取职业转换对策、生活重建

融资、帮扶等生活重建措施来保障国民的生活权或生存权[９] ꎮ 基于上述理论ꎬ国家为了国防公共利益征召

公民参军ꎬ退役军人为国防事业、军队建设作出了贡献和牺牲ꎬ国家有补偿作出特别牺牲的退役军人的义务

与责任ꎬ国家应当调整和平衡公民之间的义务负担ꎬ退役军人也据此享有向国家主张补偿的请求权ꎮ
从成立要件看ꎬ国家补偿成立的要件主要包括合法的原因行为、造成损害、原因行为与损害间存在因果

关系:国家为保障国防利益ꎬ依法征召公民入伍参军并对其进行军事行政管理ꎬ符合合法原因行为要件ꎻ退役

军人在其服役期间履行法律和军事行政命令等规定的义务与要求ꎬ承担生命、自由等方面的权利减损结果ꎻ
因接受国家征召、军事行政管理ꎬ退役军人在其服役期间作出了特别牺牲ꎬ原因行为与损害间存在因果关系ꎮ
故此ꎬ退役军人应当获得国家补偿ꎮ

从国家补偿的目的看ꎬ国家进行补偿的目的在于依据宪法的平等原则和人权保障规定[１０] ꎬ公平弥补当

事人基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而作出的特别牺牲所受到的个别损害ꎮ 首先ꎬ根据宪法的平等原则ꎬ公民合法权

利平等受法律保护ꎬ公民基本权利为公共利益受损而获得法律制度的公平填补ꎬ是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应有

之义ꎮ 为了国防利益ꎬ军人服役期间在生命、自由等基本权利上作出了特别牺牲ꎮ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１９９７ 年)第十章限缩了军人维护自己生命权的权利ꎻ«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试行)»(军令〔２０１８〕
５８ 号)集中规定了军人各方面自由权利的限度ꎬ如通讯工具需登记备案ꎬ不得擅自在地方学术活动中发表言

论等ꎮ 对于上述军人的基本权利被限缩的情形ꎬ有学者认为ꎬ那是军人应当履行的义务ꎬ不在权益侵害及补

偿研究范畴内[１１] ꎬ也有学者采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冲突解决规则对此加以解释[１２] ꎮ 笔者认为ꎬ这些

观点皆说明国家为保证国防利益而对军人的相关权利进行限缩具有一定合法性与合理性ꎬ但并不代表对国

家需填补军人所受特别损害、补偿军人特别牺牲的否定ꎮ 其次ꎬ人权保护是宪法的基本价值追求ꎬ国家有尊

重和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义务与责任ꎬ承担公民为公共利益所受特别损害的补偿责任是应有之义ꎮ 在我国

法制实践中ꎬ«退役军人保障法»规定退役军人的退役相关待遇与其服役期间所做贡献挂钩ꎬ还规定国家统

筹规划烈士纪念设施和军人公墓建设ꎬ弘扬英雄烈士精神ꎬ褒扬激励军人的特别牺牲和贡献ꎮ 为补偿军人在

生命和身体健康方面的权利损害ꎬ«军人保险法»规定军人应参加军人伤亡保险ꎬ国家承担该项保险缴费费

用ꎮ 在就业机会方面ꎬ为补偿军人社会工作经验缺乏和社会信息接收不便ꎬ«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
(中发〔２００１〕３ 号)规定ꎬ国家组织协调国家机关及事业单位和部分企业单位ꎬ为退役军人安排工作、提供就

业扶助等补偿ꎬ并根据具体情况给予两年或三年职业转换适应期ꎮ 就业资金保障方面ꎬ«退役军人保障法»
规定ꎬ安置地人民政府组织退役军人免费参加职业教育、技能培训ꎬ从事个体经营的退役军人依法享受税收

优惠政策ꎻ«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９〕２１ 号)规定ꎬ对
退役士兵创业、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等情形ꎬ给予税收优惠ꎮ 可见ꎬ我国退役军人保障制度是国家基

于维护公平正义、恢复社会平等之目的与责任ꎬ公平弥补退役军人所受特别损害而建立的ꎬ因而具有国家补

偿的性质ꎮ
(三)社会保障和国家补偿性质兼有说

通过梳理与分析上述关于退役军人保障的法的性质学说可以发现ꎬ退役军人保障既有社会保障性质ꎬ又
有国家补偿性质ꎮ 如前所述ꎬ社会保障性质说成立的原因在于ꎬ退役军人保障法制符合社会保障特征ꎬ具有

社会保障性质ꎮ 但该学说对退役军人保障制度的特殊性解释不足ꎮ 首先ꎬ退役军人的退役安置ꎬ尤其是安排

工作、给付退役金ꎬ超出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为一般社会成员提供的保障范畴ꎬ褒扬激励中建设烈士纪念设

施、军人公墓等规定ꎬ也不只是向军人提供某项社会保障待遇ꎬ还有对其所做特别牺牲的补偿ꎻ其次ꎬ退役军

人保障制度的构建目的ꎬ并不仅限于防范和应对生活风险或事故、保障公民生存权及维护社会稳定等社会保

障制度的一般目的ꎬ更有调整与平衡公民间义务负担、稳定军心使现役军人踏实服役、鼓励青年积极参军卫

３



国的深刻内涵ꎮ 退役军人保障制度的部分内容超出了社会保障制度的体系边界ꎬ所以社会保障性质说不能

充分体现退役军人保障的法的性质ꎮ 国家补偿性质说将退役军人应当享受的退役待遇与其入伍时便作出的

特别牺牲联系起来ꎮ 并且ꎬ退役军人保障也不是退役军人的一项特殊权利ꎬ而是基于促进实质机会平等而设

置的合理差别待遇ꎮ 国家补偿退役军人ꎬ符合对公民主体的损失填补原则和平等原则ꎬ说明了退役军人保障

制度的构建原因和价值ꎬ有利于提升军人投身国防建设的积极性ꎮ 但也应当看到ꎬ国家补偿旨在补偿退役军

人的特别牺牲ꎬ退役军人的一般性社会生活保障问题则属于社会保障范畴ꎮ 因此ꎬ国家补偿性质说也不能全

面涵盖退役军人保障的法的性质ꎮ
综上分析ꎬ若从退役军人的基本生活来考量ꎬ对其提供防范和应对生活风险的必要给付具有社会保障性

质ꎻ若从退役军人因国家的征兵行为在基本生活方面出现障碍(如就业困难)来考量ꎬ对其提供退役安置和

褒扬激励实质上具有国家补偿性质ꎮ 鉴于此ꎬ笔者认为ꎬ退役军人保障的法的性质实则具有社会保障与国家

补偿的复合性质ꎬ因此主张社会保障和国家补偿性质兼有说ꎬ其应当成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退役军人保障

法制的理论基础之一ꎮ
三、保障不足与补偿缺失:我国退役军人保障的法制现状

目前我国基本形成了以«退役军人保障法»、«国防法»、«兵役法»、«现役军官法»(１９８８ 年)、«军人保险

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退役士兵安置条例»(２０１１ 年)、«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军队干部退

休暂行规定»(国发〔１９８１〕３９ 号)等法律法规为基础的退役军人保障法律体系①ꎮ 此外ꎬ该体系还包括对退

役军人在军地保险转接②、就业③、教育培训④、抚恤优待⑤等各项具体权益方面作出专门规定的部门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ꎮ 我国退役军人保障法制存在以下突出问题ꎬ亟待解决ꎮ
(一)退役军人社会保障法制不完善

其一ꎬ退役军人社会保障法律体系过于庞杂ꎮ 由于我国退役军人保障法制是伴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而

配套建立并发展的ꎬ保障项目由军队和相关国家机关根据相应时代背景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ꎬ以及特定时

期、特定事项的退役军人保障问题来确定ꎬ因此ꎬ我国退役军人社会保障制度内容散见于诸多效力等级不同

的规范性文件中ꎮ «军人保险法»规定了军人保险制度ꎬ«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伤残抚恤管理办法»规定

了退役军人抚恤ꎬ«军人抚恤优待条例»还规定了退役军人优待ꎬ«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退役士兵

安置条例»、«关于军人退役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厅函〔２０１５〕３６９ 号)、«关于

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的意见»(２０１９ 年)等规范性文件也对上述制度内容作出了详细规定ꎮ «退
役军人保障法»概括整合了现行涉军法律法规中退役军人抚恤优待、军地保险转接等内容ꎬ提高了我国退役

军人社会保障的立法层次ꎮ 这表明目前我国退役军人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日趋健全ꎮ 但原有部门分散立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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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本文中«现役军官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役军官法»的简称ꎮ
具体参见«军人退役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国办发〔１９９９〕１００ 号)、«关于退役军人失业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

发〔２０１３〕５３ 号)、«关于军人退役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通知»(后财〔２０１５〕１７２６ 号)、«关于军人职业年金转

移接续有关问题的通知»(后财〔２０１５〕１７２７ 号)、«关于军人退役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社厅函

〔２０１５〕３６９ 号)、«关于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的意见»(２０１９ 年)等ꎮ
具体参见«关于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国转联〔２００１〕８ 号)、«关于士兵退役移交安置

工作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民发〔２０１４〕１３６ 号)、«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退役军人部发〔２０１８〕２６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退役军人部发〔２０１８〕２７ 号)、«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

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９〕２１ 号)等ꎮ
具体参见«关于加强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０〕４２ 号)、«关于实施退役士兵教育资助

政策的意见»(财教〔２０１１〕５３８ 号)等ꎮ
具体参见«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退役军人部发〔２０１９〕４２ 号)、«伤残抚恤管

理办法»(２０１９ 年)等ꎮ



应急式立法导致的立法碎片化、相关单项立法内容之间交叉重叠ꎬ以及立法综合性程度不高的状况并未彻底

改善[１３] ꎮ 退役军人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亟待整合重构ꎬ保障内容有待充实完善ꎮ
其二ꎬ军人保险制度与一般社会保险制度衔接不顺ꎮ 为帮助退役军人防范和应对基本生活风险ꎬ顺利实

现社会化ꎬ«军人保险法»规定ꎬ国家建立与社会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军人保险制度ꎬ保险关系和相应资金随军

人退出现役而转入社会保险制度ꎮ 其中ꎬ军地保险均包括养老和医疗保险ꎬ相应保险关系及相应资金依法转

入地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①ꎻ对于退役后参保失业保险的军人ꎬ依法将服现役年限视同缴费年限②ꎮ 但是ꎬ目
前军地保险基金分别由军人保险基金管理机构集中管理③ꎬ由社会保障基金管理运营机构管理运营④ꎬ两个

机构管理机制差异较大ꎬ且具体转接办法散见于退役安置规范性文件中ꎬ系统规范的军地保险转接机制尚未

形成ꎮ
(二)退役军人国家补偿法制缺失

其一ꎬ国家补偿责任缺失ꎮ 从国家补偿成立要件的角度看ꎬ退役军人为了国防利益而牺牲了个人权利并

承担相关损害后果ꎬ符合国家补偿成立要件ꎬ国家需要对其承担损害填补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ꎮ 但从我国

的国家补偿制度建设现状看ꎬ现行法律制度中ꎬ涉及国家补偿责任内容规定的ꎬ以对征地、环境、刑事被害人

的补偿为主ꎬ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１９９８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２０１４ 年)、
«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２００９ 年)等ꎬ未涉及退役军人ꎮ 我国尚未建立起系统的国家

补偿制度ꎬ立法分散且缺乏内在整序性ꎬ补偿范围存在局限ꎮ 另外ꎬ从主体性定位角度看ꎬ退役军人一直以来

都被视为受退役军人保障法律制度保护的客体ꎬ而实际上退役军人也是积极能动的、独立的法律关系的主

体ꎬ其作为退役军人保障法律关系的中心的应然定位被忽视[１４] ꎮ 这导致退役军人本应享有的向国家主张补

偿的请求权ꎬ并未被详细规定在法律中ꎮ 上述原因造成了我国退役军人保障法制建设一直以来都忽略了国

家对退役军人的补偿责任ꎬ以及退役军人具有的基于退役军人保障的国家补偿性质而主张获得补偿的权利ꎮ
因此ꎬ未来应将国家对退役军人的补偿责任和退役军人的补偿请求权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下来ꎮ

其二ꎬ补偿内容规定不精细ꎮ «退役军人保障法»规定退役军人待遇与其服现役期间所做贡献挂钩ꎬ明
确了补偿边界ꎮ 同时ꎬ该法还规定向部分退役军人提供退役金ꎬ为部分退役军人统一安排工作ꎬ为退役军人

提供教育培训和就业创业服务ꎬ建设军人公墓等内容ꎬ基本明确了补偿范围和权益范围ꎮ 但补偿标准和补偿

强度(例如退役军人享受退役相关待遇应具备的资格条件、国家提供退役相关待遇的标准和程度)尚不明

确ꎮ 规定内容笼统抽象ꎬ安排、服务的具体标准不明确ꎬ缺乏可操作性ꎬ因此需细化规定内容和明确标准ꎮ
其三ꎬ传统补偿方法效果消减ꎮ 因退役安置待遇缺乏合理长效增长机制ꎬ原先按照自主择业方式安置的

退役军人的实际待遇不佳且内部失衡ꎮ 这使得退役军人倾向选择国家安排工作的形式转业ꎬ而国家安排工

作这种安置补偿又与现行企业用工自主制度存在一定冲突ꎮ 因此ꎬ需创新补偿方法ꎬ保证与我国社会经济水

平、社会用工制度相匹配ꎮ
其四ꎬ权利救济的途径不畅ꎮ 一方面ꎬ我国负责退役军人安置的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较大ꎮ 从我国退

役军人保障法律规范角度看ꎬ«退役军人保障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移交接收计划安置退役军人ꎬ
并由安置地人民政府安排工作岗位ꎬ各级人民政府结合各地实际情况给予退役军人优待ꎮ 这意味着安置退

役军人和决定具体优待待遇的行政权力集中在安置地人民政府ꎬ各地难以在退役军人权益保障事项及实践

监督标准上形成一致ꎬ相关权利主体也难以根据各地不一的保障标准主张权利救济ꎮ 另一方面ꎬ我国行政复

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ꎬ均未明确规定退役安置事项属于行政复议范围或行政诉讼受案范围ꎮ
«退役军人保障法»第 ７９ 条虽规定了退役军人有就退役相关待遇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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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保险法»第三章、第四章ꎮ
具体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保险法»第 ４９ 条ꎮ
具体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保险法»第 ３６ 条ꎮ
具体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 ７１ 条ꎮ



将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事项限定为不服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作出的中止、降低、
取消其退役相关待遇的决定ꎮ 即省级以下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和其他依法履行保障退役军人义

务的相关行政主体作出的其他有损退役军人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尚未被纳入我国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范围ꎮ
例如ꎬ退役军人认为行政机关在办理军地保险转接过程中损害其合法权益ꎬ目前还主要依靠«军人保险法»
规定的举报、投诉①两种监督形式获得权利救济ꎮ 那么ꎬ此前实践中以下这种情况仍将继续出现:退役军人

以“市(县)级行政机关作出的退役安置相关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提起行政诉讼ꎬ法院作出“属于

要求落实安置退役军人政策的历史遗留问题ꎬ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②的处理意见ꎮ 上述两方面因素给

我国退役军人的权利救济带来的消极影响尚未完全消除ꎮ 其中ꎬ未将退役军人作为独立的法律权利主体来

对待ꎬ是退役军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律权利规定缺失的根本原因ꎮ
四、完善保障与推进补偿:新时代我国退役军人保障法制重构的路径选择

上述我国退役军人保障法制存在的问题ꎬ亟待通过重构我国退役军人保障法制来解决ꎮ 鉴于我国退役

军人保障兼具社会保障性质和国家补偿性质ꎬ国家应当整合现有法律法规ꎬ丰富、发展退役军人保障法律内

涵ꎬ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退役军人保障法制ꎬ使其具体包括退役军人社会保障和退役军人国家补偿两大部

分ꎬ并配套建立退役军人权利救济制度ꎬ保证该群体的实质性权利与程序性权利ꎮ
(一)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退役军人社会保障法制

１.完善退役军人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应秉持强化退役军人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性的完善思路ꎬ进一步整合有关退役军人抚恤和优待的各类规

范ꎬ清理重复性规范性文件ꎬ推进我国退役军人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简明化、科学化ꎮ 同时ꎬ注重制度内容的

完善ꎬ细化保障标准与程序ꎬ明确保障法律责任规定ꎮ 为退役军人提供体系化、规范化的制度保障ꎮ
２.转顺与一般社会保险制度的衔接

加强与一般社会保险制度的横向衔接ꎬ织密退役军人社会保障安全网ꎮ 首先ꎬ整合有关军地保险转接的

各类规范ꎬ以法律的形式完善军地保险转接立法ꎬ形成系统的军地保险转接机制ꎮ 其次ꎬ加强军地保险转接

机制的规范性ꎬ优化军地保险管理机制ꎮ 具体地ꎬ明确规定有关单位与个人在军地保险转接过程中的法律义

务与责任ꎬ统一规范军人保险向地方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转接的程序和操作细则ꎻ提升军人保险管理的社会

化程度ꎬ如与驻军所在地的地方社会保险机构建立业务关系ꎬ通过地方社会保险机构协调办理军人保险业

务ꎬ军地双方定期互通保险费收缴、保险项目办理、关系转移等军人保险业务情况等[１５] ꎬ为军地保险顺畅接

续提供基础ꎮ 最后ꎬ伤残军人的护理问题也是目前军人保险制度的未及之处ꎬ应结合军人职业特殊性ꎬ探索

构建军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ꎬ前瞻性地研究其与一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转接机制ꎮ
社会保障法的特定功能与内涵决定了其法制边界的有限性ꎮ 对于超出社会保障法制边界的退役安置制

度ꎬ若试图通过突破社会保障法制的应然边界、重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办法加以规范ꎬ既非必要亦不符合

比例原则ꎮ 因此ꎬ保障退役军人合法权益ꎬ还需要在社会保障法制之外继续寻找新的法制解决方案ꎮ
(二)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退役军人国家补偿法制

１.完善退役军人国家补偿的法律

由于退役军人是退役军人保障法律关系的主体ꎬ在退役军人因特别牺牲而获得国家补偿的理论与法制

基础上ꎬ依据«退役军人保障法»概括整合退役军人保障制度中退役安置、教育培训和就业创业服务等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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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具体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保险法»第 ４４ 条规定ꎬ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对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进行举报、投
诉ꎮ

具体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２０１８)最高法行申 ７２ 号ꎮ 另外ꎬ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２０１７)最高法行申

６１２１ 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２０１６)最高法行申 ４１７４ 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２０１９)苏行申 １７２７ 号等裁判

文书ꎬ对于此类争议的裁判意见皆持“属政策问题而非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意见ꎮ



国家补偿性质的规范内容ꎬ明确国家所负有的服务管理义务和法律责任具有国家补偿性质ꎬ并将退役军人享

有申请和选择退役相关待遇的补偿请求权规定下来ꎮ
２.明确细化国家补偿的内容

一是细化规定内容ꎮ 细化退役相关待遇的资格条件、待遇水平和服务质量等内容ꎬ例如ꎬ明确退役军人

申请和选择逐月领取退役金安置方式的资格条件ꎬ以及退役军人或其家(遗)属申请利用军人公墓设施的资

格条件和程序ꎻ明确影响逐月领取退役金数额、其他退役相关待遇水平的因素ꎬ如服役时长、贡献程度等ꎬ并
明确其在确定相关待遇中的权重ꎻ进一步明确退役军人获得教育培训和就业创业服务的具体形式、基本时

长、资金来源、管理办法、监督责任等ꎮ
二是明确补偿标准与形式ꎮ 由于非财产性内容受损难以恢复原有状态ꎬ补偿应根据国家补偿法理ꎬ秉持

重视受害人救济的基本原则ꎬ尝试“通过请求权发生说ꎬ向无法通过赔偿理论获得救济者进行补偿” [１６] ꎮ 补

偿不必局限于何种权利的损失对应该种权利的补偿ꎬ可结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退役军人实际生活需求ꎬ科
学、规范设置补偿标准ꎮ 而补偿的形式ꎬ应采取多种形式的综合性补偿ꎮ 例如ꎬ在未来制定的退役军人安置

法律中系统规定ꎬ向退役军人提供统一安排工作、给付退役金、转改文职等国家补偿性质的安置方式ꎬ以及退

役军人申请、选择具体安置方式和相应安置待遇的标准和程序ꎮ 再如ꎬ规范对退役军人提供的国家补偿性质

的就业扶助资金ꎬ由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统一管理和发放此类资金ꎬ专门补偿退役军人因服役作出的特殊牺

牲ꎬ提供就业资金支持ꎮ 退役军人依据能够证明其服役年限和服役贡献的合法证明材料(如证书证明、档案

记载等)ꎬ以及个人实际情况ꎬ向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申请相应类别(如创业贷款、再就业

培训金、继续教育贷款等)和相应级别的就业扶助资金ꎬ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对报送的有关材料进行核

对ꎬ最终由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根据补偿标准和实际情况确定补偿方式与程度ꎮ
３.创新国家补偿的方法

对于安排工作的转业形式ꎬ结合军人职业化改革方案ꎬ逐步减少直接安排进入地方单位的退役军人数

量ꎬ通过优化制度保障引导其转改文职、自主择业、自主参加国家公务员招录考试ꎮ 针对逐月领取退役金、自
主择业的退役军人ꎬ既要为其提供合理且充分的教育培训和就业创业服务ꎬ也要科学设定服役年限及服役期

间个体的“贡献”“牺牲”因素在个人退役金基数计算中的占比ꎬ平衡退役军人内部新、老待遇不公平的问题ꎬ
确保逐月领取退役金、自主择业安置方式的可持续性ꎮ

４.保障国家补偿权利救济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ꎬ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ꎬ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ꎮ 这是保障强军目标实现的

一项重要举措ꎬ也是将退役军人的权利保障纳入法治轨道的宣言ꎮ 法律保障退役军人权利ꎬ退役军人依法维

护自身权利ꎮ 权利的实现离不开权利救济制度的保障ꎬ在强调权利保障理论和规范内容的重要性之同时ꎬ也
要重视权利救济制度的建设ꎮ 第一ꎬ以立法形式将退役军人获得国家补偿的权利明确规定下来ꎮ 第二ꎬ将退

役安置、褒扬激励等国家补偿权利争议纳入行政复议范围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ꎬ明确退役军人有就退役安置

等获得国家补偿的事项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程序性权利ꎬ确保退役军人在获得国家补偿的权利受

到安置地人民政府及相关行政主体侵害时ꎬ能够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方式得到救济ꎮ 美国 １９８８ 年颁

布的«退伍军人司法审查法»标志着“退伍军人福利权的司法审查制度最终得以确立” [１７－１８] ꎬ该法实施后ꎬ美
国在捍卫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制约相关行政机关权力、保障退伍军人群体福利权实现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

效果ꎮ 第三ꎬ立法应明确并具体规定退役军人安置相关行政主体的职权ꎬ对于逾越职权范围的行政行为ꎬ退
役军人可依法提出权利救济的诉求ꎮ

五、结语

新时代我国在退役军人保障法制建设过程中ꎬ应将退役军人作为积极能动的法律关系之主体来对待ꎬ应
认识到我国退役军人保障具有社会保障和国家补偿复合的法的性质ꎬ并以其为理论基础ꎬ进行退役军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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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法顶层设计ꎬ重构新时代我国退役军人保障法律制度ꎮ 一方面ꎬ要整合完善现有退役军人社会保障的制

度内容ꎬ做好其与一般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衔接ꎻ另一方面ꎬ要推动退役军人国家补偿的制度建立与发展ꎬ重
视退役军人的相关权利救济ꎬ充分保障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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ǣȌñĳÉŠȞŗȷȱƝèŢLŹ6*Éȣ�Ş3ȈnĔ、ȣ�Ş3ɟȞƉǲ6ǩɤ

}ŤǤ±�ůXƺƢdʇƁz. ƨ¢�ȞŗȧȚĬŞNʀąéƀ.įĝ、Ȟŗȷ

ȱǯƇN���ɟȞƝâȩĐ、�ż1��

    � XdƁzȞŗȧȚĬŞNʀąéƀ、Ƈ_Ʒƴ 

   �ƂŴƇ_oȬ � )6ñčqnĔ、 � Ǯȣ�Ş36ȻƇLȞŗȣç、šėǿƇ6

ų¹�ȧȚĬŞNéƀ1��

���4�5ƂŴƇ_ÑŴƇ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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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ſȘ���ú ���� ĉŪɦʂOĵŕlȭç¢ţŕlȓȆ、tȊdʅɋȒ¶Ê�Ú

、ŕl4íđèʁŕl5*ŀĸɻʐ6µƦŬ�Ɩŗü4L"ǫǚ�Ɩŗü5ɟȞ½

Ⱥ6ĊȤƘqɔ[ŰŶȪɱŵp]}Ȫɱ1�ƖŗüLŞNĝė]}2p9ȑſȘ)

CȤƘñ ���� ĉĐ�ãƟăŪɦʂOÂ¾ĵ.ŕlȭçŗǨȪɱ、Õ~34L"ǫǚ

2Õ~351q´6ȑſȘaƝµãƟăƖŗü4L"ǫǚăƖŗü5ŎɎȞŗÕȯ6

ăƖŗü]}4ƼƖÕxà����	,ǥ � ®2ȞŗÕȯxç334L"ǫǚ2Õȯxç

3351ȑſȘ#ű�Ɩŗü]}、2Õ~3¢ăƖŗü]}、2Õȯxç336µƝʃ

ŎɎȞŗȷȱ6ȿƘŒɶ!ɠ'PŞN6Ċƾȿñ2ãƟăă�Ūɦ4ʂO5Â¾Y

ĵɶÁǭƸ�Ɲ34Ƽŗ¥����	,� ®502ãƟăʂOĵǭƸɶÁ�Ɲ4ȹȞ534Ƽ

ŗ¥����,�� ®502ãƟăă�ǾƤɣƻYĵɶÁǭƸ�Ɲ34Ƽŗ¥�����,�� ®50

2ãƟÉíʔŠ�ʂOĵǭƸèŢ�Ɲ4ȹȞ5302ãƟăÏ�XŕlƺƢÇʈþƖ

ĆÇĺ�ȹȞ�Ɲ34Ƽŗ¥�����,
 ®502ãƟăůXƺƢdʇ�Ɲ302p9Ɂŝã

ƟăÏ�þƖůXƺƢdʇƁz、ɦǎ3�)ŞNɟȞéƀ1�

���485ƂŴƇ_�éȣ�ǿŽ¢Ƹƽ�

�����éƝʃěǷ}ŴƇ Ù6ȯƯƮ7� Ȣº�ƖŗüŨ¶ñ�ºƾȿ、ɻʐrŰ

ȪɱŶ8� 2Õ~3¼2Õȯxç33Ũ¶ñ�º、Ŷ�/�]ƺĞ¿8� Ȣº�Ɩ

ŗü、Ȫɱvî、ɵñĬ$zǒĬɻʐ1�xǿŽ���+7ʓÅ�ºȑ;ȘȤƘŒɶ�

Ɩŗü]}、2Õ~3ĊƽƝģƝȧŊŶ、ȎȒɭɺaƝ5LȪɱL¢ȤƘŒɶăƖ

ŗü]}、2Õȯxç33、ȷȱȿƘ1�

����Ȼʃȣ�ıȥȭ+6ʒk6aŉ2ãƟăůXƺƢdʇ�Ɲ30ȧç6�Ɩŗü

ñȻ½ȺıȥŰȪɱ、Ŷʂ6%2Õ~3ȭç7èƫƊ6ɣƻƝģƐǒ6ǛČĊţ#

Ĝ8qƍ6ăƖŗü]}、2Õȯxç33ȝǛČ!áÊƹǂ6VĊ#ñ�º、Ŷ�

/�]ƺĞ¿6ȭç7èƫƊ6ɣƻƝģƐǒ6ÆƑ6ʓÅ�ºȤƘŒɶȻ'PŞN

、ȷȱȿƘ1ɵñ2ãƟăŪɦ4ʂO5Â¾YĵɶÁǭƸ�Ɲ34Ƽŗ¥����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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Ǧ�)ŞN、éƀƾȿ6ȭ+q*2p9ɁŝãƟăÏ�þƖůXƺƢdʇƁz、ɦ

ǎ302ãƟÉíʔŠ�ʂOĵǭƸèŢ�Ɲ4ȹȞ53'PŞN$ŴƇţpȏĬ6ªÖ

:)ŞN“9Ëšŗďȧǡ6#“9ȧȚĬŞN、éƀȚÈ6qȣ�Ƹƽ+�2p9

ɁŝãƟăÏ�þƖůXƺƢdʇƁz、ɦǎ302ãƟÉíʔŠ�ʂOĵǭƸèŢ�

Ɲ4ȹȞ53$ŴƇ、éƸƛŰpȏĬ6ÆƑ#]éƀ6q\:)ŞNÌ“Ëšŗďȧ

ǡ6#“9ȧȚĬŞN、éƀȚÈ1.ƑÖ6ųñ�ƛŰpȏĬ.]}ɟ�ƒɽɱ1�

���4 5ƂŴƇ_8éȣ�ǿŽ¢Ƹƽ�

����8éȣçǿŽ���+7ȣçʓÅȑſȘɎȷĊŒɶ�é�x1ȻƇéƸǽǿ1�

����8éƝʃ、ȣçƸƽ+7ǾéƸ6ȢȷȞŗȞ+4ȑſȘµ�ƖŗüŎ}、ŗǨ

ɣƻ½ȺĶĤ2Õ~35、Ĭɉ+ñǈpŸƎɟȞ、ȪɱȾŦ6#ƨ¢ȲȉŠ、Ŷ�Ĵ

/�6Ř#“9Ȟŗȷȱ§ƇȚÈ1ƝʃñƑ#č5L§Ƹ6…Ǿ§Ƹ、6čaƝȣ

çʓÅɎȷ1ÆƑ68éƝʃȭ+�éƝʃ§ƸŴƇĊɟȞ4èZéƸ6“9ɣƻƝ

ģɷȽ6č5ǵƐ1��

���4Ä5ƂŴƇ_、Ǐǝı/$Og�

����ŴƇ_]+nƖ)CñXdƁzȞŗȧȚĬŞNŎȿʀąéƀ6òƘXdl©、

nĈ、sÎƇ_6�šʌ¤ŧ}ÊĳÉǔSŚ��Đ*6XdƁz、�çčɲȨnƖ

�$0dʇnƖ,ZËW6]+ȧȚĬaŉ0�、XdƁzȧȚĬŞN6č#şɟȞ

ȧȚ�0Ǘâ�¥ÿ6ǈpŶ�ŚƤ1=ġŹȓǠƝ$¯ƝǦƶȗ、j�dʇ8ª�

šʌ1¤ŧ}ÊƝƜÉí0ƝƜŗď0ƝƜǔS、ēȲɛǛ*6ɡƘǔSnĈƐ/、

ƸĨİ�ƪlCĥ6nƖÑ9ȓɓ,ZËW¼ñƝģŶßĬ、eɍ6ÊƝģƆžvȪ

xɻʐ、ıȶ1ɥƒÒĚ6ȍɞ1ʊȤŹȓ�Đ¼èɒ、²ƒdʇ1ÆƑ6ţȰGX

dƁzŴɓɝŨȞŗȧȚĬŞNʀąéƀŹ》6ɦɛȻƇ_ñĳÉůXƺƢdʇ�Đ

ƷƴɟȞrZ0ƪl、ȪŻ6rŰj�、ƸȰı/¼èɒOg1�

����8�GƇ_》XdƁz¢qȞŗȧȚĬŞNʀąéƀáÊ、Ɲģɻ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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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XdƁz、Ɲģɻʐ�

����� XdƁz�çýʌ、ɻʐ�

����XdƁz�çýʌ、ɻʐ,ȤZƷÊ�ç,Z0�çaŉ0�çšƝ¼�çǛČ

Ä)šʌ1�

�����ç,Zšʌ6ƂŴƇ_*ȢŎɎʀąéƀ、 � )ŞN*62p9ɁŝãƟăÏ

�þƖůXƺƢdʇƁz、ɦǎ3ŨƄŉĳÉ2ǔSŚ�ūȞ�Ɲ3ǥ �� Ÿ�ůX

ƺƢdʇƁz6ƽ《0ȓƜ�0ǇɗăĴȌȲ�、ăǶCƖŗď��ǒç0nĄ6Ċ��

ɣťɁŝ.、ȧç6ãƟăCƖŗď]+Ǥ±ŸN、Ëšŗď6�ç、XdƁzȞŗ

ȧȚĬŞN1ƄŉƑŸŞ¬ǎ6ĳÉXdƁz、�ç,Z,Ȥ�ł《0ȓƜ�0Ǉɗ

ăĴȌȲ�、ăǶCƖŗď12ÏăþƖůXƺƢdʇŸ_3、ǥ 
Ÿǥ �Ǝɝȧç7

�Ǉɗă0Ȳ�、ă、ÏăþƖůXƺƢdʇƁz6ƽăCƖŗďƖŗɭɺS²ɇŗ0

ȁȬ0ƲOǦɭɺ�ç6ĿŴǶCƖŗďĻzĊnĄĹȞ8�4�Ƕă5、ÏăþƖ

ůXƺƢdʇƁz6ƽ�4�Ƕă5CƖŗďƖŗɭɺS²ɇŗ0ȁȬ0ƲOǦɭɺ

�ç6ĿŴǶCƖŗďĻzĊĿ!�ǶCƖŗďÔƇ´nĄĹȞ.1ȻŸŞɟ�ƒŦ

ǒ4ă0�ǶËšCƖŗďƖŗɭɺ、�çXdƁz、,ZËW1ǆ�Ȳȉ、�çX

dƁz、,ZȚÈ6ȒØdȴrZXdƁzŨ$°ËšĜËǾƤ¥ÿƗĈǈɣč、Ǘ

â、Ɓz6%}Ʒ6ȯť6ËšȞŗ0¯Ɲŵp1ȒØŭƪl4ȪrZįyGȍ]}

Ű�ȣx���1VÊȧȚ¼ʂ�°ǶËšŗď�çŶ�、ȧȚĬŸN#ɑ、�Ŏ"6�

çƁz、Ŷ�ɲĥ"ƚ6ôdʇnƖÑŴŶ�、ůXƺƢdʇƁz[ƽŰɖÙȓƽȣ

ɳŶ、ËšCƖŗďŹ�ç6dʇřŽȒ¶ɚ�čưƴĩáÊǀɻ1ÆƑ6ñ9Ëš

CƖŗď�çXdƁz、Ŷʂɻʐ6ŰġŋȮ1�

�����çaŉ$�çšƝšʌ6LƂŴƇ_*ȷé、2p9ɁŝãƟăÏ�þƖůX

ƺƢdʇƁz、ɦǎ3+_6qvîŦǒ4ɁŝXdƁz、aŉ6�ȻăȎ”ůX”

ɌƁz1p9XdƁz、�çaŉ6ÉíýʌǈpȧȚĬaŉ*6ĳÉ2ǔSŚ�ū

Ȟ�Ɲ3ǥ �Ÿȧç47�+4�ĚǔSŚ�6dʇnƖ、ÑŴƺƢ6cɟǔSn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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ȃľǔS¼ɂǜç6ƄŉëƝ6�çŴ�Ɲ.6�Éíýʌ�çXdƁz、ȧȚĬa

ŉŨĳÉëƝ8Ȼ�Ɲ、ǥ �� ŸrZȧç4ĳÉXdƁz、�ç6ȤLĜËþƖƺ

ƢĦʊ、ɋƻ¼ĜËǾƤǔS¥ÿƗĈ¢ƲO¨�įy+Ʒèaŉ1Ëšýʌ6LƂ

ŴƇ_ʀąéƀȤƘ*Ŏ�、2ãƟăůXƺƢdʇ�Ɲ3+_6Ȼĭ�ǥ �Ÿ�Ŧ

ǒ4q�+dʇŴăÇʈíđ、ÑŴƺƢ6Ƅŉ2ǔSŚ�ūȞ�Ɲ3¼2ƥƙ《ǔ

SŚ�Ÿ_3ǦƝȧ6ǿ±Ŵăèʁ6�çŴ�Ɲ.、ȧȚĬaŉ6L¢�ç、Ʒè

aŉ1ɞȾŦĳÉXdƁz、�ç6ůÑŴ、ȧȚĬaŉŨĳÉëƝ6ƷèaŉŨË

šþƖƺƢĦʊ、ɋƻ¼ǾƤǔS¥ÿƗĈL¢ƲO¨�įy1VÝ[dȴ�ç、X

dƁz$ƷèaŉǈǤ±6ñqɟȞȠɳ、ÑǑaŉúŨ�çšƝ1Ƅŉ ���� ĉɇ

ŗɭ0ƖŗɭǦɭɺȏ±¥Ą、2p9ɟ�ƒȧȚÏ2þƖůXƺƢdʇƁz�ç¼

Ɂŝ”]、ńóıȥ3、ȧç6XdƁz�ç¬LɰƻÑŴƺƢɋƻŔ}Ɲ0Įƅ÷

ǰŜƝ0ƧɋŔ}ƕ_Ɲ1LãƟăĶÊ、ƥƙ《+_6Ȼ《ȧç¬ɰƻCÌ¬Ŕɯ

ŕlƕ_ƝĴůX”Ɍƕ_Ɲ1ɞƂ、šƝ6rŰ�ɁȁǪƖƺdʇ¼ú&cɟ、¬

ŃȂĬı/6V�ʍƁz、ǒç6Lª�ʍC+�ç%ŰġåÃ、Ɓz���]+���

ȋÆǱ6ɞ�çǛĐ!¤ŧ4��0ŵƈȀI、dʇȦĨ1čĜÊq�çšƝ¼êȦ

aŉ!6Ò�²CM、Ƨɋèĩ0ƌµpǰ¼$ŴCɛ�、ƧɋƁz0Ǹµpǰɞ'

)ȩĐ、Ȅ±ȋɳ���1�

�����çǛČšʌ6ƂŴƇ_*Ȣéƀ、2p9ɁŝãƟăÏ�þƖůXƺƢdʇƁ

z、ɦǎ3ŞN*6Dȡɠ4ȻŞN�Ǿăŗď²ı.ăŗď�n��µq"ǶȞŗ

�W¥ĄȻɦǎ1Ý[ɟȞ、Ɂŝ6ǈpǛČĬ7ʍÝɁŝɛǛ*6aŉÀ<ÆǱɟ

Ȟ、Ɂŝ0Ý[ɟȞ、Š、ƣǬ0Š、XdƁzŨ¶nĔĠƘĊċƞ¸¦4nQıȥ

Ǧ6ÌųŰZƷ1XdƁz$nƖ、ÑŴŶ�rŰ��ï�、ȏǰ6q�ç0Ɂŝų

ZƷ}nƖ�$6�DƽËšŗď�ç}、ůXƺƢdʇƁzŨ¶rŰɖʔ、zǒĬ

¢êȦĬ#Ȓ#KCƺǀ.�	�1XdƁz�çɛǛ*、ȞŗnĔ¼nQ�$ǦǛČ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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ĜĬ��ɻʐ6ɝ¤ŧ}ĳÉǆ�ÊůXƺƢdʇƁz�çɻʐ!6ñ9nƖ、,Z

ËW、ȭȶøá#ɑ1�

������ XdƁzǭƸýʌ、ɻʐ�

����XdƁzƨ¢ʋĩȧç¼�ĩǭƸ'šʌɻʐ1�ç,ZaƝ�ç}、XdƁz

Ȓ¶¥ņ}qčŰ]ƻ6ĢÙǛĐ!¦x9ǭƸ,ZǭƸĹȞįy1rZȍȫúŨȞ

ŗŵŻÊɞ�ɻʐ!ŨÝ[Ȟŗ、6ÊȞŗɛǛ* ŨÝ[ɟȞȪɱ、1�

����p9ǭƸ,Z、ȚÈ6Ƅŉ2ǔSŚ�ūȞ�Ɲ3ǥ �0�Ÿ、ȧç6*Ûýʌƽ

ƖŗɭɺɆɈȁǪmÉǔSŚ�ZǰēȲ6Ɩŗ0čīǭƸ0�ƺiĒ0śȐ0Yĵ

Ï2ēȲ0C�ɌƭǔSdʇ0�ǁdʇǦɭɺŅƱ°ȓȎɈɆɈǈč、ǔSŚ�ǭ

Ƹ”]8Ëšýʌƽ�ǶL!ËšCƖŗďƖŗ0čīǭƸ0�ƺiĒ0śȐ0Yĵ

Ï2ēȲ0C�ɌƭǔSdʇ0�ǁdʇǦɭɺ6ŅƱ°ȓȎɈɆɈŴȞŗ�Ðvǈ

č、ǔSŚ�ǭƸ”]1!ɠȞŗɭɺȁǚ+ǔSŚ�ǭƸɭɺ6ɆɈXdƁzȞŗ

ɛǛ*、rZ7ʍ1ǭƸ,ZŜɳÙ%Ŷ�[ɷ6Êq°ȓȞŗ、ɛǛ*6Ý[ļŏ

Ŷ�əƿ6ùqŨȞŗȪɱŶʂ$ř�ɻʐ6ŰġŦǒ1�

����ǭƸ,Z、ȞŗȪɱŶʂɻʐÊƂŴƇ_*ũǓ+6ȞŗǈñCŎ}、�Ūɦʂ

Oĵŕlȭç.ŗǨȪɱȤƘ6ŨɵñãƟăŗď}、ŞN、ǈpvîŎ}、1Ƒ

ťrŰȪɱŶ、čĜŨ]+�ç,Z、ãƟăŗď6ȍ�Ɩŗü,ęqaŉ2ãƟă

ƦŬ�ůXƺƢdʇèŢ�Ɲ3*、ŦǒŊŶŸƎȍaƝAŰȪɱŶ1VƄŉmÉC

ÙćÞS2p9�ĚƝģȪɱ”]、xȯ3、ȧç6ŰŶɟȞȪɱ、,Z��+mÉ

CƖJȡÙSć�Þ»S0ůʔCƖƝʃ0ůʔCƖƉðʃ0É�ʃ¢,ǭɭɺ0�

çƝȧ、《0ȓƜ�0ǇɗăCƖJȡÙSć�Þ»S¼《0ȓƜ�0ǇɗăCƖŗ

ď,ǭɭɺ6�Ƕ,ǭɭɺ#ÊƑ�1ɬ.6Ƈ_*�Ɩŗü、ȪɱŨ¶±ƝŰġɟ

�ƒȾŦ1�

����GȞŗȧȚĬŞN、Ȟŗ“Ĭ、ȩĐŹ》6Ȫɱŵpñ�ç,Z�çǆ、、ƸȪ

řŽ6$�çŵp�çȞŗȧȚĬŞNť、ŗǨȋɳǦȒ¶ɚ�#{ŇË�ȕ6ɞñ

ȻŞN、�çǆ、6-Ȕ¼qHŗǨ、�ɁřŽɮS]ƺɖÙĞ¿6ƑťȒ¶ŊŶ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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ɱgĤĪȋ1ÝƂŴƇ_*6ȞŗǈñCȿƘŰŶȪɱŵpɟȞȪɱ6ɖXýǶ、Ȟ

ŗŵp、Ȫɱ#Ȓ^ǈñCeű6ɟȍŎɎ4ȞŗÕȯ¼Ȟŗȷȱ1ÆƑ6ñȞŗȧ

ȚĬŞNȪɱŶʂ、ŋȮrŰɲȤı/1�

����ƑÖ6úƂŴƇ_7èǾɛŹ》6ȞŗǈñCȭ+qţŕlȓȆ、tȊdʅɋ6

¬LÊqíđŕl*5Lŀĸ6ŀĸ´、íđŕlįy�Ǥ±ȭɊĜËʂOĵ、Ɍƅ1

p9¬L�ŀĸ.、,ę6qaŉ+"ɠ )Ɲģ7è6q�6Ƅŉ2ãƟăÏăþ

ƖůXƺƢdʇ�Ɲ3ȧç6)CȂȆtȊdʅ、ɴʑ¬Êíđèʁŕl*5Lĸʄ8

q86ĜËYĵdʇɭɺaŉ2ãƟăůXdʇ�Ɲ36Ê2p9ȑſȘ²ħeȳ、Å

Õ3*²ı�ºȆǷ、tȊdʅɋÊíđŕl*ŀĸ8q 6ƦŬ�ʕƋȟɩ�7Ó

Ȁ�ºŎ`、ǈpȴŦ1q*6p9YēɭɺŮh]}、²ıqŀĸȓȆdʅɋ、7

è6Yēɭɺ]+ǭƸŵp0�6qñȞŗǈñC]}、ǒȭ0Ȫɱ0ȴŦǦȞ+6

qř�Ȓ¶¢9qHɭɺ-ȔxçXdƁzɌƅ、ȭç9ĜËȟɩ�7ÓŨ¶rŰ

]}�¬Lŀĸ.、ȴŦŞN、Ŷʂ6qȞŗř� ȻÝ[ȭç6!ɠɻʐÌgĤŋ

Ȯ1�

����Ȅ!6¯ƝƇ_ZƷ}Ź、XdƁzǭƸýʌ、ɻʐ6ʉ*9ǭƸ,ZɟȞȞŗ

Ȫɱť6ɀ+ŰŶ]}Ȫɱ、ŵp6ä Ȓ¶ŊŶqHŵpɟȞȪɱ6ȢŊŶŵp、

Ȫɱř�Ý[1ǭƸ,Z*6čĜÝ[çWYēɭɺ0ȟɩ�7ÓǦrZǭƸŵp、

ǭƸËW$ǭƸŶʂ1�

����485XdƁzȞŗȧȚĬŞNʀąéƀ、Ɲģɻʐ�

����� ¹�ȧȚĬŞNéƀ、ŸN�

����ƂŴƇ_*6ȑſȘñ9qȤƘɟȞ�Ċéƀ、ŞN6«Ŏ}4ɞ<ŞN、ŞN

³ǚ6ųŎ`ñ9ɞ<ŞN、À<ŸƎŰĕȯ1ñ9�ºųŦǒrZŸƎ、Ȟ+6Ɲ

æȒ¶ȭçq#Ǥ±�ĊéƀŸNȍ#ɟȞéƀ6ɝŨñ9�ºųŦǒrZŸƎ6Ɲ

æ?čñ]+ȢȷȞŗȞ+aŉ、ȧȚĬŞN、ǈpŸƎ�Ċéƀ6áÊȮȰǞɼ1�

����� ÓƸıȥȾƸ#ɑ�

����ƂŴƇ_*6Ɲʃñ �PȢŎɎʀąéƀȿƘ、ȧȚĬŞN6Ìų¹�ȧȚĬ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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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éƀ6ƝʃƸƽ+7ȿƘéƀ、ñɅ#“9éƀȚÈ0ȿƘéƀ、ñɅ$Ƈįţp

ȏĬ1ñ9#“9éƀȚÈ、6ƄŉĳÉȞŗȷȱƝǥ 	� Ÿ、ȧç6ñʄȞŗȞ+

Ķaŉ、É�ʃɭɺ¼ËšCƖŗď¢qɭɺ�ç、ȧȚĬŞNÖ、ŞN#5éƀ

9ƝŰŉ1V�éƝʃñ2p9ɁŝãƟăÏ�þƖůXƺƢdʇƁz、ɦǎ302ã

ƟÉíʔŠ�ʂOĵǭƸèŢ�Ɲ4ȹȞ53�$ŴƇţpȏĬ.、�xıȥ6ɝ¬L

Êqȣ�Ş3*、ȾƸɭ�ȼǻȡɠq�xaŉ1�

����ƑÖ6ǈpȞŗ,Z、�ȷǙźĬųŰZƷ1ƂŴƇ_*6ăƖŗü]+Ȣ!ȷ

CÊ8éɛǛ*6µƝʃŎ[43ʌǧɘıȥ6qǧɘıȥ$�é�ȕ1�

���� �åÃůXƺƢdʇƁz、ēȯ�

���4�5ŎʔXdƁz�ç$ǭƸ、ȧȚĬ�

����ǿ±ƂŴƇ_¤ŧ}、XdƁz、�ç$ǭƸƷƴ6ţȰŨ]+XdƁz�ç,

Z、Ëšŗď、�çŶʂɻʐ6ɝŨXdƁz�çaŉ$�Ɲɻʐ6 ĴŨnQ�$

ǦXdƁz�çǛČ、ȧȚĬɻʐ6Ŵɉ!ɮŨXdƁz�ç、ȧȚĬɻʐ1ǭƸ,

Z¢qǭƸËW0ɟȞȪɱ、ŶʂL¢ř�ɻʐ6�ńµXdƁzǭƸ、ȧȚ�ɻʐ1

ɞ')ɻʐŨųŹǏǝ¼åÃXdƁz”]、ɲȤǌ�Ʈ1�

����� XdƁz�ç、ȧȚ��

����ŎʔXdƁzȞŗȧȚĬŞN、ȧȚĬ6ǟ}ȤȪx、ɻʐúŨĚ��çƶȗ*

ȧȚŸŞ、zǒĬ0ŦǒĬ¼¬œ]Ĭ6Ŵɉ!1Ũñ�ç,Z、ŶʂL¢�çɛǛ

、ǛČȧȚĬŎ}rZȤƘ1�

����ʒk6�ç,Z�çŶʂ、ȧȚ�1Ƅŉ2ǔSŚ�ūȞ�Ɲ3¼2ÏăþƖů

XƺƢdʇŸ_3*p9�ç,Z、ȧȚĬvî6ĳÉXdƁz�ç,ZrŰŜɳ×0

ýǶ×%G“pǰŦũ、ƳƮ1�ç,Z、ŶʂčĜ§q!ǶĴŰŶñqɟȞǭƸ、

ŵpĶ¥Ą、!WŞNȧç、ȚÈĶʂ�6«ȒñrZèŢ�Ɲ]}ɟ�ƒ、Ŧǒ6

#ȒȲçɏɐ0、/�7ʍŹÒ�ȞŗǈñC、/�61#Ȓɰ¦qHĝė^Ĥǈñ

CaƝčĜAŰ、Ŷ�¼ġɨɪ�èʁ{Ň8ªÖ6j��ƻƷŰ、�ȞŗȧȚĬŞ

Nʀąéƀ�Đ.6�ƝʃÊéƀrZȞŗȞ+ťanƖ0ƝCĴȌqHǺǼ、ƾ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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ñȧǡL"、ȧȚĬŞNɟȞʀąéƀ6ô#±Ɲ、ɔɢŰŶŵpÓƸ1ɦɛ�Ěñ

�ç,Z�çŶʂ、¯ƝǅǍ6{öËšŗď¢qɭɺ�ç、ȧȚĬŞN*ɐŶɷW

ǦȧçɧĲ、Ğ¿�
�6ō�q�çŶʂǗâ�0±Ƹ�¥ÿ1�

����qƍ6XdƁz�çaŉ$�Ɲ、ȧȚ�1XdƁzŨǔSŚ�”]、ÑǑ6q

]+Ñz6čĜŨǒç、6ȍ]+ǔSŚ�、šƝ¼ķƔ6qǒç čĜZƷ}qa

ŉ、Ȅ±Ĭ¼Ʒè�ĩĬ1rZȍȫ6ŤȤdȴq�çȤ9ƝŰŉ61ȤdȴǔSŚ

��Đ、¬ŃȂĬ6�łȢŚ�ñɅ¬Ȓ¥ƺ、�ĩƺƢƗĈ¨�、ñčdʇǛĐ6

ɞ1ŨñnƖ,ZËW、õɲ$dʇ1ÆƑ6q�ç、êȦaŉ¼šƝ6#DȤȋȜ

¼ǔS、Ƨɋèĩ0ƌµpǰ6ÝĜËÏ2þƖCÌ¬ŔɯŕlĴůX”ɌƁz6ɝ

Ȥj�ȋȜ$ŴCɛ�、ƧɋƁz0Ǹµpǰ1rZÝ7j�ȋȜȢdʇȌ、Ĭ�0

ĉʖ0iĒƴĩ¢íđ、èʁƴyǦȄ±%rŰ�ĩƳĠ、ÆǱ6��ȢdʇñɅ、

ƳƓĬ¼ÇʈǛĐ6ǻ�0ɳ�ÇʈńŜ6ȲȬŭrɵñĬ、XdƁzƣǬʍǆ6å

Ã$XdƁzǈp、Ȅ±Ś��Ɲ6ÝñśȐ0ú&ǦšʌɟȞ�Ǭ����Ǧ6ĊôrZ

ƣǬšƝŦǒȧçÊǈpȧȚĬŞN*6dȴqŦǒĬ¼nĔĬ1�

����ƑÖ6XdƁz�çǛČ、ȧȚ�1���� ĉÉ�ʃ�n�¥Ą、2p9�ĚȞŗ

ȧȚĬŞN�ç¼ǅǍǭƸ”]、ɦǎ3*6+cɟ�çǛČ、ȧȚ�6ñ(ƅ�¥

ǛČ0ȭǋȵTȰȴĊċƞĠƘıȥǦŎ}4rZȤƘ1ȍ%6nQ�$ŨǛČƐĜ

Ĭ��、ÑŴȤƘ61ŨnQaƝdȴnƖŶ�#§ÉíȞŗŵpbì6ǅǍÉíŵ

pŨ¶aƝȞŗ、pɸ1ÆƑ6$þƖƺƢƗĈï�ǈp、XdƁz6q�ç0Ɂŝ

ɛǛ6ùqŨƣǬšƝ¢Ǭė0nƖ�$¸ȴSqHĝėɟȞ、ıȥȡɚ$ɰǷįy

Ǧ6Űp�ç0fŖ、ǛČĬƖ,ÑǑ6¬LʀȡĝėÊȧȚĬŞN*5LɕŦ1Ě

ɁnQ�$6j�õɲnƖ、,ZĬËW$]ƻ6țè�LCƖ+*ĥ.、ƝģvƩ1�

����� XdƁzǭƸ、ȧȚ��

�����šʌȤ�Ě�çƶȗ、ȧȚ�6ª�šʌ1ȤɲȨǭƸ¢´ŲȪɱ、]ƻ6ɞ

 
7-8�p¶ı�ud8_lgÌtx|ĆđčÐTËÈW”È;9áĔµ<8r|g���Nsª9 &���� ø�=

$II).��///�D)��#(K��D�/M2%�#(D#�:(�&�����&�&
��(DI!DI9�,-&��
�$I&��

7��8�ĪwÛ�¨|¹lÝÒoħÆyáÐeÚ×?�z738�Ð�½¤<&��,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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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ȤƘǈpȧȚĬŞNȤŦǒȧç±Ɲ、ǭƸ,Z¢qȪɱŶʂ1ɞŤŰÒĚȧȚĬ

ŞN¬œ]Ĭ、èʁı/6ɝȒØ+XdȞŗ´Ȃ”]Ŏ`ȖÜȧȚÑǑ1�

����ʒk6p9ǭƸŵp¢qȪɱŶʂɻʐ1$�ç,ZŜɳ×0ýǶ×0G“pǰ

Ŧũ、ƳƮǯU6ǭƸ,ZŜɳ×0ǸµG“0ƌµŶʂ[¡pǰƳĠŦũ1ÆƑ6

ñ9ǭƸ,Z¢qŶʂɻʐ、Ȫx6ŤȤ�ȋñ�ç,Z、ȧȚĬȤƘ6ÊǈpȧȚ

ĬŞN*Ŧǒȧç±Ɲ、ǭƸ,Z¢qŶʂ6ɝȤƳ�ƠɲĚ�°ǭƸ,Z、ȓɓȎ

ȒçWıȶ6ǻ�°ȓǭƸȚÈ$ƿʂ1rZ�°ȓ、ȪɱŶʂɻʐ6�ç,Z]+

ů4Ȫ�çǆ、¼ı/、ŵp6aƝAŰȪɱŶʂ6q*ʊȤƠı、Ũ6ţȰŨ�ç

ɝŨȪɱ6ɮȤLq!WȧȚĬŞN、ʂçȚÈ+ʂ1ñ9qȒ¶ŊŶÑýɭɺÊq

rZȞŗɛǛ*ñȞŗȧȚĬŞN]}Ȫɱ6ǆ�øţŦǒƝģƝȧñƑ]}ȧç1

VƄŉƝţŦŞȧç#¬+、Ȟŗ��6ǣȌȭ+ǆ�ȒØñȞŗȧȚĬŞN]}Ȫ

ɱ、,Z6ɝčĜLq�ç,Z+,1ƑÖ61ȤĚɁ¯Ɲdʇ、]ƻ6#şŎʔX

dƁzȞŗȧȚĬŞNʀąéƀ”]ɉɳ6ɲȨ]+�ů´�ɩɾǹ.、Ȟŗȷȱ、

]ƻ6dȴXdƁz、ǭƸ�ǇÓ9ƝģʂĐv6XdƁzȞŗǭƸȧȚ�1�

����ƑÖ6ǭƸ,Z、ǭƸËWɻʐ1ȓ ���� ĉ2ǔSŚ�ūȞ�Ɲ3ʏĄLŹ62

ɹCƖŗď0ȟɩ�7ÓɆɈǔSŚ�、ƾȿ§Ƹ¼Ɂƀéƃ”]1ɞŤŨ+ɾƏ�

þÞSǭƸť�RB�£.ĖǢ、wĐ}Ʒ61ŨÑ9ȟɩ�7ÓrŰ]+ËšŚ�

ŵŻ、nǕ�。ơƬ�Ŧ、ǭƸŞ�、RɐĬ6ȒØɾƏŚ�Ĳ+òǘ”r����、ȋɳ1

ûǭ]+ǭƸ,Z0�、ȟɩ�7Ó、RɐĬɖŦũ6VqǭƸËW¼ȚÈFčLƾ

ȿ§Ƹ¼Ɂƀéƃ+ʂ1ñ9qaƾȿĔr、�éıȥ36Ƅŉ2ǔSŚ�ūȞ�Ɲ3

ǥ �� Ÿǥ � Ǝ、ȧç6ɝʊȤǾnǓ´Ŀ�ǶCƖŗďƖŗɭɺéĻ6šrÔƝģ

ř�1¶�6D]+�éıȥñXdɌƅ�éɿƔ¥ƺƝģř�1ǈčË6LËšY

ēɭɺ+_6rZǭƸŵpÊǭƸɛǛ*]}、ǈprZȞŗȞ+、ř�61D¢9

qǭƸȚÈ¼ǭƸɿƔv6Ȓ¶ůǽxçȞŗǈñCŨ¶Ǥ±XdƁzɌƅ6ɝʊƖ

ŗɭɺŹxç1�

 
7��8�—Ą6¿ĭė6°l·�Č¹lÝÒoħûý}�ĢátÜ¥^ğ33wÃ8çN®i¸ĆfÐ9738�_

��_<&���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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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ɲȨȞŗȧȚĬŞNʀąéƀ、]ƻ�

����� ŦǒȧȚĬŞNéƀ、ȚÈ�

����ƄŉȞŗȷȱƝǥ 	� Ÿ6�Ċéƀ、ŨȢȷȞŗȞ+ŉL]}xç、ǈpŸƎ

ĴȧȚ1ɞŸG')šʌŦǒƿç4ĳÉȧȚĬŞNéƀ、ȚÈ6�šʌȾŦǆ�ĳ

É、ȧȚĬŞNéƀ�Đ、éƀȚÈD¢9Ƶ/ȧȚĬŞN6ŗďȧǡǦ#“9éƀ

ñɅ8ª�šʌ1ȤƘĜ7CŰŦǒŎ}Ȥéƀ、ȧȚĬŞN、rZŸƎ、/�1ș

Ĝ7CñrZŸƎųhŦǒ6DŎ}ŞN³ǚ6ƝæčĜȞ^ɱŦŶ6ȪɱȾŦqɆ

ŰȻʍ/�1șĜ7CÍŃȤƘɵñȻȧȚĬŞNɟȞmŞéƀ6čĜŎ`Ŧǒ、Ƹ

ƽ6#ȒŎ`ŦǒƸƽ、6Ɲæ¬L±Ƹ%j�ËɜƻȓƽȣɳŶ6ȭçq#Ǥ±�

ĊéƀŸNȍʓÅ�ºǈčȷȱȿƘ6ĴŨxç�ĊɟȞéƀ6VDɵñȢȷȞŗȞ

+aŉ、ȧȚĬŞN6xçéƀ$0Űpȏ、rZŸŞĴȻȧȚĬŞN、mŞɟȞé

ƀ����1V1ȤƠıɄɾèɒ*¬Ȓ}Ʒʆı�ƻȓƽȣɳŶȧɫʀąéƀƷɅ¥ƺ1�

����� ȧȚÓƸıȥ�

����ÊñrZŸŞɟȞ±ƝĬéƀ、ɛǛ*�ƝæčȁǪuʎǈpŞN、ŗǨĬ$Ɲ

ģĬ6ɜƻ×ǖƝģȪɱ”rj�ȣ��dŃ¯ƝȒ�Ĭ$ɃĽĬ、ĈȠ1LƂŴƇ

_+_6p9pȏĬ6ĳÉȞŗȷȱƝȧç¹�ȞŗȧȚĬŞN、šė+�ʀąé

ƀ.6ɞȡŦ�qƄŴǆ、Ũ+4èɉĬ、ğĎȪxrZȞŗ6ȯ.����1ɬ.6éƀ

ȷéŞN±Ɲ¶6úȤk�şȷéŞN$ȻȞŗȞ+ŰţpȏĬ1Ý[�şȷéŞN

ŰţpȏĬ6rZ¬G"|)ȩĐÿĔ7q�6ȻŞNŨ¶rÔĝĲ�ìpǰ、ȧȚ

Ȓ�1ɞúȤ》qŨ¶rÔŰřĬ、ȧ�6ÝñrZȞŗȞ+ŰţȤƘ0ñŁŷ�Ű

ţ�şƁzǦ6șrÔ6�ȒØñǈñC]ƺŶ�/�、Ğ¿����6GȍpȏĬĲǠ6

¤06pȏĬ#ĲǠ6�#Ǥ±¹�éƀ、ŸN8q86ȞŗŵpÊɣƻŞNťŨ¶

ǇŌŐĘȻŞN、ȧç6ȍñǈñC]}ǈčȞŗȞ+1�ȻŞNŦǒȧç4ȻȞŗ

ǈñC、įĝ¢qĶñč、ƝģřŽ6ȞŗŵpŨ¶ǇŌ#�ȪɱËɣƻȻŸŞ6ș

 
7�&8� Ĩ«��ĉ“¥¯M[��ÅĆÈMáĕÅäë33L±ĆđčÐ�³vjfÐĤ�ÜáÈMCÇ¼

738�Ð¢ěÞWsÐÈn; &��,W&�;.�����

7�
8�úØ��ĉ“¥¯Mģ��Åĉ`áê�ĎĊ738�Ð�ĐČ<&���W�;.�&��

7��8�¿§�Ćĉ“¥¯Mģ��ÅĚĘásÐ�Â738�Ð��<&��,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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Ũ6Ƒįy"pȏĬĲǠ1ƑÖ6șȧȚĬŞNèʁñȞŗŵp¥ƺ4Łŷ�6%Ȟ

ŗȞ+Ǥ±qǈpȧç61čĜȭçq$ȞŗȞ+Űpȏ����8q 6Ũ¶}Ʒ4ñȧ

ȚĬŞN,ȦɣƻVêȦ#čɣƻ、įĝ1�Ȟŗŵp,ȦɣƻǈpȧȚĬŞN6V

ɣƻɛǛ*ǟǐ4ȻȧȚĬŞN、�Ŵ·/6ȍñǈñC]}4ǈčrZȞŗȞ+6

ɞǖ,Ȧɣƻ$êȦĊ#Ǥ¼ȻŞNȧç、įĝ6ɬ.čĜȭ+ŨɣƻƝģɷȽ����6

pȏĬ、ÑǑĊ#áÊ6Ɲæ#¹�ʀąéƀǛČ1�

����� ʕ�ǈpȧȚĬŞN�ç,Z�$ȷȱ�

����ʕ�ȧȚĬŞN�ç,ZĴq,ǭɭɺ4×ɭɺȏ±�çȧȚĬŞN、¬ƽo²

,ǭɭɺĴ²ǶCƖŗď5Lǥ CɓP6�$�ʀąéƀȧȚĬŞNɿƔ、ȷȱ*

Ź1q�6ȷȱËWrŰ±ƝĬÑǑ1Ƅŉ2ȞŗȷȱƝ3ǥ �� Ÿ0ȧç6ɞǯ,Z

]+²ƇNÓƸǿŽŰ�ìpǰ、ŵpƝC6rŰȞŗȷȱǥ CɓP�$ȷȱ、±

ƝĬ8q86rŰdʇǛČƐ/、ı/1Ǿɛ±Ɲ0nĈ0%nƐ、đ�ıȥ[ň0

đéɘȰɛǛ6ǈpŞN�çŵp¢q,ǭɭɺȒØú�çǆ、$ı/ɟȞj�Ȫɱ

ȾŦ6ȞŗǈñC1ȒÊƑÑǑ!ŭÜËɜƻȿƘŶĊj�¥ņȿƘŶèř6Ťdʇ

°šĜ7Cıȥȡɚ、Ŷ�6 Ű�9ȅȪ�çŵp$ȞŗǈñC、ǳępǰL¢#

ĦȤȱǴ8q 6rŰcɟêȦǿŽnƐ、ı/1Ű�9ȣ�ŵŻÊj�¸¦°šĜ

7CıȥÑǑ!6ƄŉƝģ7è$ǈpȧȚɟȞêȦnƐ、¯Ɲéƀ$ȣ�1�

����Ȅ!6ɦɛ�żǏǝƨ¢ůXƺƢdʇƁz、ȞŗȧȚĬŞNʀąéƀƇ_¢q

¤ŧ}、ɻʐ6ǣȌȭ+6¥ÿåÃĳÉXdƁz6čGŎʔXdƁz、ȧȚĬ¼ɲ

ȨȞŗȧȚĬŞNʀąéƀ、]ƻ'šʌ²ƒÿĔ1ŤȤɲȨXdƁz]+šƝķƔ

、”rĬ]ƻ6#şĚɁq�ç$ǭƸ、ȧȚ�6ùqȤǟ}ĚɁnƖ,ZËW6ț

è�LCƖ+*ĥ.、ƝģvƩ6ɝčɲȨ¥ņ¯Ɲdʇ]ƻ6mšWR�åÃĳÉ

ůXƺƢdʇƁz6�èȃľÜnƖ、ÑŴŶ。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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