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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鑑定

15.1 範圍

各機關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之過程與作業，包括檔案鑑定

作業時機決定、檔案鑑定辦理、鑑定報告送交等事項；各機

關因受贈、受託保管或收購私人或團體所有珍貴文書之價值

鑑定亦適用本章之規定。

15.2 主要適用法令

15.2.1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

15.2.2 國家檔案移轉辦法。

15.2.3 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

15.2.4 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

15.3 名詞定義

15.3.1 鑑定

指依據檔案內容、形式屬性及應用需求，遵循一定原則與步

驟，選擇適當方式、方法及基準，判定檔案保存價值，作為

決定檔案保存年限及提供檔案銷毁、移轉與保存等清理決策

參考之過程。

15.3.2 保存價值

檔案之保存價值係由檔案性質與特性、原有價值、行政稽憑

價值、法律價值、資訊價值、歷史價值、管理成本或風險評

估所決定，檔案保存價值之高低，影響檔案保存年限之長

短；保存價值較高之檔案，應具有較長保存年限，反之，其

保存年限相對較短。

15.3.3 職能變遷

指機關業務職掌或功能之更迭及改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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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4 職能分析

指蒐整機關組織沿革、大事紀、年度計畫與報告、檔案使用

統計等相關資料，據以分析機關業務職掌或功能，確認機關

核心與特殊職能、相關業務法令、各類職能與所屬相關業務

活動之重要性，以及與國家檔案徵集主題之關聯性等，俾憑

評估檔案之價值。

15.4 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原則

各機關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時，應遵循下列原則：

1. 需求原則：衡量檔案之使用者數量、權益、應用頻率、檔

案類別、需求程度及時效性。

2. 彈性原則：依檔案性質及應用需求，選擇適當之鑑定方法

及基準。

3. 客觀原則：進行意見諮詢或討論，避免擅斷及主觀。

4. 完整原則：遵循全宗原則，衡量檔案原有機關層級或檔案

之重要性、獨特性、代表性，擇選具完整性之檔案，避免

重複。

5. 不受媒體拘泥原則：注重檔案內容價值，不因檔案媒體型

式不同而有所差異。

6. 去蕪存菁原則：精選具永久保存價值及性質，並足以代表

機關組織沿革、政策及業務之檔案。但以不違背完整原則

為限。

7. 先例原則：遵循過去相關檔案鑑定之結果。但因機關職能

或時空環境變遷等特殊情形者，不在此限。

15.5 處理步驟

作業流程，詳如圖15-1。

15.5.1 檔案鑑定時機

各機關檔案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應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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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修訂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認有必要者。

2. 辦理檔案銷毀或應用產生疑義或發生爭議者。

3. 檔案因年代久遠而難以判定其保存年限者。

4. 檔案因天災或事故致毀損者。

5. 機關永久保存檔案移轉檔案局前。

6. 辦理電子檔案轉置、移轉（交）或清查階段。

7. 規劃建置電子檔案管理資訊系統（含重新設計及版本升

級）階段。

8. 機關檔案屆保存年限時，查屬保存年限區分表或機關共通

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之清理處置方式為屆期後鑑定者。

9. 辦理受贈、受託保管或收購私人或團體所有珍貴文書。

15.5.2 辦理檔案鑑定

15.5.2.1 確立檔案鑑定目的及範圍

配合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訂（修）定、檔案銷毀或移轉

為國家檔案等檔案清理決策之需要，確認檔案鑑定作業之目

的與檔案鑑定範圍，包括檔案涵蓋年代、產生時間、類別及

數量等事項。

15.5.2.2 分析機關背景及檔案概況

機關檔案管理單位或人員應按類別整理擬鑑定之檔案，分析

下列事項：

1. 檔案原有機關組織沿革、職能變遷及相關業務法令。

2. 檔案原有機關主要職能對國家或社會之影響。

3. 檔案涵蓋年代及產生時間。

4. 檔案產生之原因。

5. 檔案類別所含案卷及主要內容（敘述檔案涉及之人、事、

物、時間及地點）。

6. 檔案形式及保存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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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2.3 選擇鑑定方式

1. 各機關應考量辦理鑑定之目的、檔案數量與檔案類別及性

質，選擇鑑定方式：

(1) 內容鑑定：依檔案主題重要性、檔案內容資訊與主題之

關聯性及應用需求，逐案或逐件評估檔案價值，並分析

下列事項：

①檔案使用需求與價值。

②檔案內容之重要性及影響層面。

③檔案未妥予留存，影響內、外部利害關係人利益之

程度及風險。

④檔案之完整性、代表性、關聯性、獨特性、互補

性、時效性及真實性。

⑤過去相關檔案鑑定之結果。

⑥與國家檔案徵集主題之關聯性。

(2) 職能鑑定：蒐整機關組織沿革、大事紀、檔案目錄、業

務法令、年度計畫與報告、預算、年報、民意機關答詢

報告、統計報告、檔案檢調及應用統計等相關資料，分

析機關內各類職能及各單位之重要性，衡量檔案使用需

求及擇定之鑑定基準，依類別擇選重要之檔案，並評估

下列事項：

①機關核心職能。

②機關各類職能與所屬業務之重要性及關聯性。

③機關內各單位之重要性。

④機關與外部團體或個人互動關係。

⑤機關與上下層級機關業務之關聯性。

⑥檔案使用需求及價值。

⑦檔案未妥予留存，影響內、外部利害關係人利益之

程度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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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與國家檔案徵集主題之關聯性。

(3) 宏觀鑑定：分析機關間各類政府職能及各單位之相對重

要性，評估檔案價值，其遵循及辦理事項如下：

①確立檔案鑑定主題或範圍。

②擇選機關進行組織沿革及職能分析。

③依國家檔案徵集策略或機關檔案鑑定目的辦理檔案

鑑定。

④依政府或各機關之重要職能、檔案產生者及檔案產

生時間擇選檔案。

⑤擇選重要類別之檔案。

 辦理宏觀鑑定擇選檔案鑑定機關優先順序時，應衡量下

列事項：

①機關職能對國家、社會及其他機關之影響：可藉由

機關年度施政報告、民意機關質詢及新聞媒體報導

資料來源，分析機關職能對於國家、社會及其他機

關之影響程度。

②機關於同類型政府職能之重要性。

③機關組織層級及成立時間：通常機關層級愈高或成

立愈久，其重要性愈高。

④機關職能涉及法令之影響程度。

⑤機關所屬與內部單位數量、員額及預算。

⑥機關管有重要檔案媒體之型式：通常管有檔案媒體

型式較多元者，其重要性較高。

2. 各機關辦理檔案移轉、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訂（修）

定，鑑定檔案價值時，以職能鑑定或宏觀鑑定方式為原

則，併採內容鑑定方式為之；辦理檔案銷毀，鑑定檔案價

值時，採內容鑑定方式為原則，並佐以檔案產生年代或特

定時間之機關與社會國家發展脈動關聯及組織職能發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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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綜合評價。

15.5.2.4 選擇鑑定方法

各機關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應依鑑定之目的、檔案性質、

數量及範圍，並衡酌機關經費、人力、作業時間、檔案鑑定

技術及對民眾權益維護之影響，採下列一種或數種方法進

行；必要時，得成立鑑定小組：

1. 邀請學者專家鑑定：依機關及檔案性質邀請相關學者專家

參與鑑定，如邀請機關退休主管人員、相關領域之學者或

地方文史工作者等。

2. 邀請利害關係人參與分析：邀請檔案當事人、使用團體或

利害關係人參與鑑定分析，提供意見作為檔案價值判定之

參考。

3. 邀集業務單位會審：由機關內部單位主管或相關人員，採

聯合審查或召開會議方式商定。

4. 進行檔案內容審查：至檔案典藏處所審查檔案內容及保存

狀況。

5. 選擇代表性檔案審查：依類別或案卷選擇具代表性、獨特

性或案情完整者，進行檔案內容檢視並評估保存價值，可

採用之方法如下：

(1) 隨機抽樣：將檔案編號，再依亂數表隨機選取檔案。

(2) 系統抽樣：將檔案編號後排序，從中有系統地抽取樣本

（如每隔相同時間間距取樣、每隔100個項目抽取1個樣

本），說明如下：

 抽樣間距＝母體群大小／樣本數

 抽樣比率＝樣本數／母體群大小

(3) 分層抽樣：依檔案之價值及種類（如檔案產生地點、產

生者及產生原因等）分類，再分別於各類別中進行抽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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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擇抽樣：針對特定或個別的檔案具有特殊價值者，直

接挑選保存。

6. 舉辦公聽會：藉由公聽會方式聽取各方意見，凝聚共識。

7. 公開資訊徵詢大眾評論：機關完成鑑定作業後，公開相關

鑑定資訊，如檔案鑑定報告初稿，諮詢各方意見。

8. 選擇鑑定基準進行檢核：參酌檔案之使用需要及重要性、

檔案具有之各項價值及現有館藏優劣等資訊，透過討論形

成共識，作成檔案鑑定基準檢核表，據以判定檔案保存之

優先順位（參考格式，如表15-1）。

9. 辦理焦點群體座談：邀集與鑑定標的相關之團體，藉由互

動及討論，以形成檔案保存價值鑑定結果之共識。

10. 訪問相關人、事、物，如訪談機關業務單位、資深或退休

主管人員等，以掌握機關職能、業務運作、檔案涵蓋年代

及內容等相關資訊。

11. 檔案使用調查：調查檔案之使用者數量、應用頻率等應用

需求，依檔案類別或檔案應用申請目的，統計分析檔案內

外部使用情形，以確認各單位業務職能及重要性。

12. 其他適當方法：如文獻分析、相關機關協商、輿情資訊研

析或參酌過去相關檔案鑑定之結果。

15.5.2.5 擇定適用鑑定基準

各機關依業務需要，得彈性選擇下列之鑑定基準，衡量檔案

價值、行政成本及風險性，並給予適當權重：

1. 原有價值：指檔案之本質、內容或實體形式特性具有之原

始價值，其評量指標如下：

(1) 實體形式特性：指檔案存在時間及外觀實體形式等特

性。

(2) 替代特性：指檔案之不可替代性。

(3) 本質特性：指檔案媒體型式或其材質、章戳、墨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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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與裝訂等審美及藝術特性，如檔案裝訂型式為卷軸裝

等具有展覽價值之檔案。

2. 行政稽憑價值：指得作為機關組織職能運作、決策、業務

處理及績效等事證或責任稽憑之價值，其評量指標如下：

(1) 檔案資料之可信度。

(2) 機關決策及業務處理之參考性。

(3) 行政影響評估之可能性。

(4) 考評機關行政績效及行政責任之參考性。

3. 法律價值：指檔案清理之適法性及保障團體或個人權益之

價值，其評量指標如下：

(1) 檔案內容涉及團體或個人權益及財產之維護。

(2) 檔案銷毀涉及相關法令之合法性，例如土地登記規則第

19條規定，土地收件簿、登記申請書及其附件，除土地

所有權第1次登記案件應永久保存外，應自登記完畢之

日起保存15年。

4. 資訊價值：指得作為研究發展參考或滿足民眾知的需求之

價值，其評量指標如下：

(1) 檔案內容研究價值，例如美軍在臺交通事件處理案件。

(2) 檔案內容之代表性、獨特性、發展性及集中性。

(3) 檔案使用情形，例如檢調紀錄及應用統計資料。

(4) 檔案應用之需求，例如民眾申請應用各類檔案之分析。

(5) 與其他檔案之關聯性及互補性。

5. 歷史價值：指得保存典章制度或作為史籍資料之價值，其

評量指標如下：

(1) 檔案產生年代或特定時間，例如民國38年以前、戒嚴時

期產生之檔案。

(2) 檔案反映國家發展、時代背景、制度變革、社會文化變

遷或重大特殊之個案，例如十大建設、行政院組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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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交通事業10年發展計畫、臺中港10年發展計畫等。

(3) 檔案反映地方發展歷史及地方特性，例如金馬戰地政

務、高雄港埠發展及淡水新市鎮開發等。

(4) 檔案反映機關發展歷史及沿革，例如縣志編纂、組織沿

革彙編。

6. 管理成本：指衡酌檔案價值與保管及修護檔案之成本效

益。

7. 風險評估：指評估檔案未妥予留存，對於機關業務運作及

利害關係人利益之影響，可承擔之風險程度。

15.5.2.6 評估及判定檔案保存價值

1. 機關依據擇定之鑑定方式、方法及基準，審酌下列事項，

評估及判定檔案之保存價值：

(1) 影響國家安全、社會發展及公益程度。

(2) 典章或史料文物之價值。

(3) 法律信證之維護。

(4) 行政程序之稽憑。

(5) 學術研究之參考。

(6) 機關組織沿革及業務職能之特性。

(7) 個人權益之維護。

(8) 其他應審酌之重要事項。

2. 檔案具有下列價值及性質者，應列為永久保存：

(1) 涉及國家或本機關重要制度、決策及計畫者，例如十大

建設計畫。

(2) 涉及國家或本機關重要法規之制（訂）定、修正及解釋

者，例如憲法增修、各機關內部規章等。

(3) 涉及本機關組織沿革、主要業務運作及職能演變者，例

如本機關組織職掌及辦事細則、行政院組織調整規劃、

縣市改制規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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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國家建設或機關施政具有重要利用價值者，例如各機

關施政計畫、施政報告、機關誌等。

(5) 具有國家或機關重要行政稽憑價值者，例如條（公）

約；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WTO）、關稅暨貿易總

協定（GATT）、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APEC）

等國際組織參與；國際協定簽署；公營事業機構之組織

沿革及移轉民營、董監事會設立（變更）及董監事會

議、股東會議及股票或公司債發行、年度經營績效、中

長程計畫及重大轉投資計畫、重大技術合作與移轉、土

地購置或出售及徵收、工安環保計畫及重大工安環保事

件等。

(6) 具有國家、機關、團體或個人財產稽憑價值者，例如不

動產取得、登記及減損、建築執照申請許可、核發等。

(7) 對國家、機關、社會大眾或個人權益之維護具有重大影

響者，例如拉法葉艦採購、眷村改建、原住民保留地管

理、原住民身分認定、經濟產業發展、歸化取得國籍及

喪失國籍、國界與邊界劃分等。

(8) 具有重要科技價值者，例如衛星計畫。

(9) 具有重要歷史或社會文化保存價值者，例如二二八事

件、美麗島事件、慰安婦控訴及求償、臺北城遺址、日

產管理、推行國語、查禁書刊、歌曲及禁止日語交談

等。

(10) 屬重大輿情或具唯一性、獨特性或代表性之特殊個案

者，例如八七水災、九二一震災、莫拉克風災等重大

災變之緊急搶救、重建措施及救災制度檢討；核四興

建之抗爭、樂生療養院遷（整）建及建物重估拆除補

償、捷運木柵線索賠訴訟、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事件之應變措施及調查報告、布拉格油輪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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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污染處理等。

(11) 法令規定應永久保存者，例如公司法第183條第4項規

定股東會議事錄；土地登記規則第20條規定登記簿及

地籍圖等。

(12) 具例證性個案檔案，例如檢察或審判機關歷年不同類

型或格式之行政簿籍、稅務相關法令訂（修）定或業

務變革前後之稅務申報書等。

(13) 其他有關重要事項而具有永久保存價值者。

3. 各機關管有之電子檔案有15.5.1第6目之情形而辦理檔案保

存價值鑑定時，亦應辦理技術鑑定，會同相關資訊人員分

析電子檔案保存、移轉及應用過程中，所面臨軟硬體技術

問題，就管理需求及技術變遷等因應策略提出建議，其作

業事項如下：

(1) 驗證電子檔案之真實性、完整性及可及性。

①驗證真實性：如檢視電子檔案簽核流程點，俾確認

每個簽署人的身分。

②驗證完整性：如重新計算電子檔案全部雜湊值，確

認其與電子檔案內所載雜湊值之相符性，或檢查內

部關聯檔案與電子檔案所載者之相符性，或依電子

檔案文面內容檢查其記載文件之完整性。

③驗證可及性：如利用檔案管理資訊系統或其他軟體

工具隨機抽樣讀取電子檔案，檢查電子檔案得否正

確開啟並辨識檔案內容。

(2) 評估系統軟硬體環境、儲存媒體、格式、編碼及演算法

之安全強度等資訊。

①評估系統軟硬體環境：如檢視作業系統、資料庫管

理系統是否過時，系統負載容量是否超過容許值，

俾及早規劃電子檔案轉置及電子檔案管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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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充需求。

②評估儲存媒體：如檢查儲存媒體規格是否合適，或

依資料成長量，評估儲存媒體使用期限、購置成本

及媒體更新需求。

③評估格式與編碼：如檢查電子檔案格式及編碼方式

是否符合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規定，以

評估格式轉置需求。

④評估演算法之安全強度：如檢查電子檔案是否運用

已知不安全之演算法加密，或利用過短之加密金鑰

長度加密，以評估安全強度需求。

15.5.2.7 提出鑑定結果及撰寫鑑定報告

1. 各機關完成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後，應將鑑定之過程、結

果及建議做成鑑定報告，並陳報機關首長核定。檔案鑑

定報告應記載下列事項（參考格式，如表15-2 ＊ 所示項

目）： 

(1) 檔案原有機關背景：包括機關名稱、機關組職沿革、相

關業務法令。

(2) 鑑定目的、範圍及檔案描述：包括鑑定目的、檔號或分

類號、數量、原件或複製品、媒體型式、保存狀況、檔

案涵蓋年代及產生時間、檔案描述。

(3) 鑑定過程：包括鑑定方式、鑑定方法、鑑定基準、鑑定

人員、相關鑑定案例。

(4) 鑑定結果及建議：包括鑑定結果綜合評析、檔案處置建

議。

2. 檔案之範圍及數量較多、性質多元或其他因素，有詳盡分

析之必要時，檔案鑑定報告應增加記載下列事項（參考格

式，如表15-2無 ＊ 標示之項目）：

(1) 檔案原有機關背景：包括所屬機關及本機關內部業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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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數量、員額與預算；機關職能涉及法令之影響程度、

主要職能及對國家或社會之影響、機關重要性分析。

(2) 鑑定目的、範圍及檔案描述：包括檔案內容摘要及特

色、檔案產生原因及目的、與其他檔案之關係。

(3) 鑑定過程：包括辦理本次檔案保存價值鑑定之經過、鑑

定遭遇之困難及異議處理情形。 

(4) 鑑定結果及建議：電子檔案辦理技術鑑定後，如經評估

須進行電子檔案轉置或修復等處理時，應提出具體時

程、轉置或修復方式及成本分析等。

15.5.3 鑑定報告送交

各機關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涉及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訂

（修）定、檔案銷毀或移轉為國家檔案時，檔案鑑定報告應

併同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檔案銷毀目錄或國家檔案移轉目

錄，依檔案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程序，層送檔案局審核：

1. 中央一、二級機關，均由各該機關送交。

2. 中央三級以下機關，均層報由上級中央二級機關彙整送

交。

3. 直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縣（市）政府及縣（市）議

會，均由各該機關送交。

4. 直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均層報由直轄市政府彙整送交。

5. 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及其他各地方機關，均層報由縣

（市）政府彙整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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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1　檔案鑑定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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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1 檔案鑑定基準檢核表（參考格式）

（機關全銜）檔案鑑定基準檢核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檔案

類別

內容

說明

鑑 定 基 準 現有

館藏

評估

保存優

先順序

處置

建議
原有

價值

行政

稽憑

法律

價值

資訊

價值

歷史

價值

管理

成本

風險

評估

 

 

 

 

 

 

 

 

 

 

說明：

1.檔案類別：可依機關檔案分類表所列類、綱、目、節、項等類目層級為鑑定單元。

2.內容說明：扼要就檔案內容作簡要描述。

3.鑑定基準：評估檔案具有各項價值之情形，分為高、中、低 3 種等級。

4.現有館藏評估：就鑑定標的之數量、內容、性質及特色等，與機關現存檔案進行比

較，衡量該類檔案典藏價值，分為 A.重要 B.普通 C.低 3 種等級。

5.保存優先順序：參酌檔案之使用需要、重要性及現有館藏評估等資訊，設定各類別

檔案保存價值之優先順位，例如區分為「第 1」至「第 5」5 個等級順位。

6.處置建議：填寫 A.移轉為國家檔案 B.機關自行永久保存 C.延長保存年限 D.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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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2 檔案鑑定報告（參考格式）

（機關全銜）檔案鑑定報告

聯絡人姓名（電話）：

日期： 年 月 日

壹、 檔案原有機關背景

請以檔案產生機關之背景為主，如涉及賡續案情或影響後續發展，得描述之。

一、機關名稱＊

二、機關組織沿革＊

三、所屬機關數量、員額及預算

四、本機關內部業務單位數量、員額及預算

五、相關業務法令＊

填列執行業務有關之相關法律、法規命令、重要之行政規則等。

六、機關職能涉及法令之影響層面

填列機關因其職能所訂（修）定法令而造成之影響層面及程度。

七、主要職能及對國家或社會之影響

簡述機關之主要業務內容，及對國家或社會造成之影響層面及程度。

八、機關重要性分析 

填列機關各類職能與所屬業務之重要性及關聯性、機關內各單位之重要性、機

關於同類型政府職能之重要性等。

貳、 鑑定目的、範圍及檔案描述 

一、鑑定目的＊

二、鑑定範圍 

（一） 檔號或分類號＊ 

逐類鑑定者填列分類號。 

（二） 數量＊

填列案數、卷數或件數。

（三） 原件/複製品＊

（四） 媒體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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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保存狀況＊

（六） 檔案涵蓋年代＊

填列檔案內容所指年代，如 95 年產生之檔案，其內容為探討戒嚴時期的文

化審查制度，則應填列民國 38 至 76 年（戒嚴時期）。

（七） 檔案產生時間＊

三、檔案描述＊ 

填列檔案類別所含案卷及主要內容、所載事項重要性等資料。檔案涉及業務類

別較多，分別說明較能彰顯檔案全貌時，宜分類描述。 

四、檔案內容摘要及特色

填列重要案卷之案名及案情，包括檔案性質、重要性、重要結果、結論、影響

結果之辦理過程或重要數據及附件；檔案使用需求及價值；檔案之完整性、代

表性、關聯性、獨特性、互補性、時效性及真實性；重要檔案媒體之型式等。 

五、檔案產生原因及目的

檔案產生係源於重要政策之實施或時代背景等，如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政策推

動、日產接收。 

六、與其他檔案之關係

填列本次鑑定檔案與機關其他單位或其他機關檔案之關聯性。 

七、備註

如有其他描述事項可自行增列。 

參、 鑑定過程

一、鑑定方式＊：請參閱 15.5.2.3

二、鑑定方法＊：請參閱 15.5.2.4

三、鑑定基準＊：請參閱 15.5.2.5

四、鑑定人員＊

填列姓名、單位、職稱或頭銜等資料。

五、鑑定經過

填列辦理本次檔案保存價值鑑定之始末，如召開會議形成共識之歷程、擇選鑑

定方法、方式及基準之理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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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鑑定遭遇困難及異議處理情形 

填列鑑定過程所遇到的困難及異議及其解決方式。

七、相關鑑定案例＊

填列機關類似案情或性質之鑑定案例，並簡要說明辦理之時間、鑑定結果等。

如無相關鑑定案件，請填「無」。

肆、 鑑定結果及建議

一、鑑定結果綜合評析＊

就檔案內外部使用需求、保存價值適用之保存技術及技術鑑定結果等事項進行

評析，並得視需要敘明判定原則及併附各案鑑定結果清冊。

二、檔案處置建議＊

依前開檔案鑑定結果，敘明後續清理處置作法（如：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訂

（修）定、檔案銷毁、續存或移轉國家檔案等）、檔案修護保存作法（如：委

外辦理修復等）、行政強化作法（如：辦理機密等級檢討）等。

說明：「＊」為檔案鑑定報告應記載事項，其他事項得視需要增加記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