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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國
是
最
早
承
認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西
方
大
國
，
也
是
最
早
同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開
展
經
貿
往
來
的
西
方
大

國
之
一
。
時
至
今
日
，
兩
國
交
流
覆
蓋
各
個
方
面
，
涉
及
各
個
領
域
，
廣
度
和
深
度
均
今
非
昔
比
。
但
令
人
遺
憾
的

是
，
中
英
之
間
仍
然
存
在
﹁
了
解
赤
字
﹂
和
﹁
認
知
赤
字
﹂
。
英
國
電
視
台
、
電
台
、
報
紙
、
網
絡
關
於
中
國
的
報

道
，
仍
有
不
少
偏
見
、
誤
導
，
甚
至
假
消
息
。
在
這
樣
的
輿
論
環
境
裏
，
英
國
民
眾
難
以
了
解
真
實
的
中
國
，
他
們

對
中
國
的
認
知
有
很
多
誤
區
，
特
別
是
對
中
國
共
產
黨
存
在
很
大
誤
解
。
一
些
人
聽
到
﹁
共
產
黨
﹂
和
﹁
共
產
主
義
﹂

就
產
生
心
理
障
礙
，
因
而
也
就
難
以
客
觀
地
看
待
共
產
黨
領
導
下
的
中
國
。
針
對
這
種
現
象
，
我
在
英
國
講
中
國
故

事
時
，
重
點
講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故
事
，
講
中
國
共
產
黨
帶
領
中
國
人
民
實
現
中
華
民
族
偉
大
復
興
的
故
事
，
使
英
國

民
眾
了
解
中
國
共
產
黨
是
什
麼
，
要
幹
什
麼
；
從
哪
裏
來
，
到
哪
裏
去
。
我
多
次
在
英
國
電
視
台
、
電
台
接
受
現
場

直
播
採
訪
，
介
紹
中
共
十
八
大
、
十
九
大, 

人
大
、
政
協
﹁
兩
會
﹂
。
針
對B

B
C

主
持
人
對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誤
解
，

我
指
出
，
中
國
共
產
黨
將
馬
克
思
主
義
理
論
與
中
國
國
情
相
結
合
，
建
立
了
中
國
特
色
社
會
主
義
制
度
。
這
一
制
度

符
合
中
國
實
際
，
給
中
國
帶
來
了
發
展
與
進
步
，
取
得
了
巨
大
成
功
，
造
福
了
廣
大
人
民
，
得
到
了
廣
大
人
民
的
擁

護
。
在
英
國
獨
立
電
視
台
的
現
場
直
播
採
訪
中
談
到
中
共
十
九
大
，
我
指
出
，
習
近
平
總
書
記
將
帶
領
中
國
人
民
開

啟
中
國
特
色
社
會
主
義
的
新
時
代
，
到
二○
二○

年
中
國
將
徹
底
消
除
絕
對
貧
困
，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會
。

接
受
英
國

B
B

C

廣
播
四
台 

主
持
人
多
德
採
訪

作

者

手

記

二○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
我
在
英
國B

B
C

廣
播
四
台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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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播
室
接

受
知
名
主
持
人
菲
利
普
．
多
德
︵P

h
ilip

 D
o

d
d

︶
的
採
訪
。

多
德
是
英
國
著
名
學
者
、
作
家
、
記
者
、
編
輯
、
企
業
家
、
節
目
主
持
人
，
著
有
多
本
專

著
，
創
辦
多
種
雜
誌
，
擔
任

B
B

C

顧
問
兼
主
持
人
，
曾
擔
任
倫
敦
現
代
藝
術
學
會
會
長
。
他

也
是
國
際
知
名
策
展
人
，
推
動
舉
辦
國
際
民
間
博
物
館
峰
會
，
創
辦
創
意
產
業
公
司
﹁
中
國
製

造
﹂
，
促
成
英
國
維
多
利
亞
與
艾
爾
伯
特
博
物
館
落
戶
廣
東
深
圳
。

此
次
採
訪
正
值
大
熊
貓
﹁
陽
光
﹂
和
﹁
甜
甜
﹂
剛
剛
抵
達
蘇
格
蘭
愛
丁
堡
，
這
也
是
我
第
一

次
接
受
英
國
廣
播
電
台
採
訪
。
採
訪
主
要
圍
繞
大
熊
貓
來
英
國
的
意
義
及
中
英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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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德
：
為
什
麼
大
熊
貓
對
中
國
非
常
重
要
？
大
熊
貓
是
否
是

中
國
送
給
英
國
的
﹁
厚
禮
﹂
？

劉
曉
明
：
大
熊
貓
是
中
國
的
﹁
國
寶
﹂
，
也
是
世
界
瀕
危
物

種
。
由
於
大
熊
貓
發
情
難
、
受
孕
難
、
育
幼
難
，
所
以
野
生

大
熊
貓
數
量
很
少
。
為
了
拯
救
和
保
護
大
熊
貓
，
中
國
政
府

在
政
策
制
定
、
法
制
建
設
、
資
金
投
入
等
方
面
採
取
多
項
措

施
，
大
熊
貓
保
護
狀
況
呈
現
不
斷
向
好
趨
勢
。
但
即
使
如

此
，
大
熊
貓
野
生
種
群
數
量
也
只
有
約
一
千
六
百
隻
。

我
想
強
調
，
大
熊
貓
來
英
國
不
能
簡
單
被
定
性
為
﹁
贈

禮
﹂
，
而
是
中
英
雙
方
一
個
重
要
科
研
合
作
項
目
，
涵
蓋
野

外
生
態
學
、
大
熊
貓
人
工
繁
殖
和
育
幼
、
大
熊
貓
認
知
演
化

和
行
為
研
究
等
多
個
領
域
。
雖
然
歷
史
上
來
英
國
的
熊
貓
不

少
，
但
是
從
未
在
英
國
產
崽
，
希
望
在
中
英
兩
國
科
學
家
攜

手
合
作
下
，
大
熊
貓
﹁
甜
甜
﹂
和
﹁
陽
光
﹂
能
盡
快
產
下
熊

貓
寶
寶
，
為
中
英
大
熊
貓
聯
合
研
究
帶
來
新
成
果
，
為
人
工

培
育
的
大
熊
貓
重
返
大
自
然
提
供
更
多
幫
助
。

多
德
：
大
熊
貓
作
為
中
國
派
出
的
﹁
形
象
大
使
﹂
，
將
向
外

界
傳
達
什
麼
信
息
？
中
國
是
否
認
為
大
熊
貓
來
英
國
有
助
於

提
升
中
國
軟
實
力
？
據
估
算
，
二○

二○

年
，
中
國
中
產
階

層
將
達
到
六
億
人
，
中
國
將
成
為
一
個
名
副
其
實
的
超
級
大

國
。
隨
着
歐
洲
深
陷
債
務
危
機
，
中
國
是
否
認
為
西
方
國
家

喜
愛
大
熊
貓
源
自
對
開
拓
中
國
市
場
的
興
趣
？

劉
曉
明
：
大
熊
貓
體
態
黑
白
分
明
，
憨
態
可
掬
，
備
受
中

國
人
民
和
世
界
人
民
的
喜
愛
。
大
熊
貓
來
英
國
傳
達
的
信

息
可
以
用
三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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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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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e
o

p
le

s
 

F
rie

n
d

s
h

ip

︵
民
間
友
好
︶
。
在
國
外
開
展
大
熊
貓
合
作
首

要
目
的
和
任
務
是
促
進
在
人
工
和
自
然
環
境
下
的
熊
貓
繁
衍

和
生
存
研
究
；
其
次
是
普
及
熊
貓
的
知
識
，
讓
國
外
民
眾
近

距
離
、
直
觀
地
了
解
熊
貓
，
更
加
喜
愛
熊
貓
，
支
持
熊
貓

保
護
工
作
；
再
者
是
以
熊
貓
為
使
者
，
增
進
人
民
之
間
的

友
誼
。﹁

甜
甜
﹂
和
﹁
陽
光
﹂
落
戶
愛
丁
堡
將
成
為
中
英
增
進

了
解
、
深
化
友
誼
、
擴
大
合
作
的
紐
帶
，
為
兩
國
人
民
友
好

交
往
譜
寫
新
的
佳
話
。

了
解
大
熊
貓
，
必
然
離
不
開
了
解
它
們
的
故
鄉—

—

中

國
，
了
解
中
國
的
風
土
人
情
、
經
濟
社
會
；
了
解
今
天
的
中

國
走
和
平
發
展
道
路
，
願
與
世
界
互
利
共
贏
；
了
解
中
國
人

民
熱
情
善
良
，
願
與
各
國
人
民
友
好
相
處
。

為
推
動
兩
國
青
少
年
友
好
交
往
，
中
國
駐
英
國
使
館
與

英
國
的
一
些
大
學
合
作
，
正
在
全
英
百
所
中
小
學
開
展
大
熊

貓
主
題
演
講
和
繪
畫
比
賽
，
特
等
獎
得
主
將
有
機
會
訪
問
大

熊
貓
的
故
鄉—

—

中
國
四
川
。

中
國
對
加
強
對
外
經
濟
合
作
持
開
放
和
歡
迎
態
度
。
中

國
過
去
三
十
多
年
來
取
得
了
舉
世
矚
目
的
發
展
成
就
，
但
中

國
的
中
產
階
層
將
於
今
後
十
年
達
到
六
億
人
的
說
法
似
乎

有
些
誇
大
。
中
國
人
均

G
D

P

仍
排
在
世
界
一
百
位
以
後
，

一
億
多
人
還
生
活
在
聯
合
國
界
定
的
貧
困
線
以
下
。
中
國
在

相
當
長
的
時
間
內
仍
將
是
發
展
中
國
家
，
中
國
的
發
展
還
有

很
長
的
路
要
走
。
中
國
改
革
開
放
已
經
三
十
多
年
，
中
國
入

世
也
已
滿
十
年
，
中
國
的
市
場
越
來
越
開
放
，
今
後
中
國
願

與
包
括
英
國
在
內
的
世
界
各
國
擴
大
互
利
合
作
，
實
現
共
同

發
展
。

多
德
：
你
是
否
認
為
西
方
對
中
國
不
夠
了
解
？

劉
曉
明
：
坦
率
地
說
，
西
方
確
實
存
在
對
中
國
不
了
解
，
甚

至
誤
解
的
情
況
。
中
西
方
文
化
不
同
，
處
事
風
格
迥
異
。
中

國
人
講
究
謙
遜
平
和
，
不
喜
張
揚
。
比
如
，
西
方
人
送
禮
物

時
會
說
：
﹁
我
的
禮
物
有
多
好
，
希
望
你
喜
歡
。
﹂
但
中
國

人
即
使
送
很
昂
貴
的
禮
物
，
也
只
說
：
﹁
這
點
薄
禮
不
成
敬

意
，
請
笑
納
。
﹂

我
還
想
指
出
，
增
加
了
解
是
雙
向
道
。
中
國
人
應
更

多
地
向
外
界
講
中
國
故
事
，
與
世
界
分
享
成
功
經
驗
。
同

時
，
西
方
媒
體
應
該
全
面
客
觀
報
道
中
國
，
向
西
方
公
眾
展

示
一
個
真
實
的
中
國
。
讓
西
方
公
眾
看
到
，
中
國
取
得
的
成

就
不
僅
限
於
經
濟
，
而
是
包
括
政
治
、
社
會
、
文
化
等
全
方

位
的
發
展
進
步
。
希
望
中
西
方
能
共
同
努
力
，
增
進
西
方
公

眾
對
當
代
中
國
的
全
面
認
識
。
期
待

B
B

C

為
此
作
出
積
極

努
力
。

多
德
：
我
完
全
贊
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