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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以中国为主要参战国的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光明
与黑暗的生死搏斗，是将人类从法西斯侵略与暴政下解放出来的正
义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是 20 世纪世界历史的
转折点，既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也决定着战后世界历史的发展方
向，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是过去任何一个事件都无法比拟
的。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最先站起来同法西斯战斗
的国家，在世界上开辟了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战场，也
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主战场之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
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而为推动世界历史从动荡与战
争的旧时期走向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中国历
史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开辟了道路，从而也就成为中国独立解放与和平崛起的起点与开
端。

由此可见，中国抗日战争与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密不
可分的整体。但在国际学术界，战后由于西方冷战思维和中苏关系
破裂的影响，更有个别战争发起国对侵略战争缺乏反省，使得美、
英、苏、日等国的大多数学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中，对中国
战场很少提及，对中国战场的作用视而不见，更有甚者还加以贬
低、歪曲。因此，研究与探讨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与作
用，厘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便成为中国
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任务。

出于上述考虑，本课题组设计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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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关课题: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本课题力图
对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最终成
果为一部九卷本的著作，书名为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
界研究》。本书按内容分为九卷。第一、第二、第三卷主要从中国
抗日战争与日本世界战略、中国抗日战争与美英东亚战略、中国抗
日战争与国际关系等角度，探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 第四、
第五卷主要探讨战时中国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 第六、第七、第
八、第九卷主要探讨战时美、英、苏、德等大国的对华政策。本书
的九卷是从不同角度探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这同一般的研究丛书是不同的。

本书的出版是集体智慧和辛劳的成果。本课题组由武汉大学校
内外同行 20 余人组成，其中许多人是著作等身的专家，已有丰富
的学术积累，为完成本课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书在主编确定编
写指导思想、编写要求、编写大纲的基础上，各分卷分头执笔撰
写。成稿后先由各分卷作者审稿，再经主编审稿、集体审稿修改、
主编终审，最后交付出版社。

我要特别感谢的是齐世荣先生。齐先生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领
军人物。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齐先生发表的论文《论中国抗日战
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历史研究》，1985 年第 4
期) 、《中国抗日战争与国际关系》( 《世界历史》，1987 年第 4 期) ，
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对第二次世
界大战时期的中国与国际关系，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证，代表了我
国学术界的最高水平，堪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国与世界这一
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本课题得到了齐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本书成
稿之际，齐先生又欣然应允将 《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作为本书代序，从而提升了本书的学术
价值。

参加本书编写人员的工作已在各卷出版后记中说明。此外，在
本课题早期阶段，罗志刚教授、熊伟民教授分别承担了第八卷、第
六卷的大纲编写和部分资料准备工作; 武汉大学吴友法教授、向荣
教授、严双伍教授、杨泽伟教授、潘迎春副教授等，参加了课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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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论证、每年一次的学术研讨会、提供资料等工作，特此致谢。
本课题于 2006 年 3 月正式启动，历时三年有余。课题组成员大多
是各单位的学术带头人或骨干，肩负重担，但大家都能克服困难，
完成书稿，实属不易。作为项目主持人，我由衷地表示崇高的敬意
和深深的谢意。

本课题从申报、开题、编写、定稿到出版，得到了教育部社会
科学司，武汉大学校党委和校行政，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部、历史学
院、世界史所、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边界研究院、武汉大学出版
社等单位的指导和支持; 陈庆辉社长，刘爱松副社长，陶佳珞分社
长，责任编辑王军风、杨华、朱凌云、黎晓方、李琼为本书的出版
付出了辛勤劳动; 课题组各成员的家人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
我代表课题组一并致谢!

从主观愿望来看，作者力图完整收集和运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
中文资料以及英、日、俄、德等外文资料，写出一部能代表当代中
国学术界水平的专著。但因为时间紧迫，来不及精心打磨，书稿错
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 加之书稿是以问题展开的，有些地方内容有
重复与交叉现象，很难完全达到预定目标，恳请同行和读者批评指
正。

胡德坤
2009 年 10 月 3 日中秋节于珞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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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引 言

本课题研究“九一八”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国民政府
为解决中日矛盾所进行的外交筹划，包括对外政策的基本思路、政
策制定、内容及其实施。故名为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
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开始突破华盛顿体系所形成的远

东均势，企图将中国变成其独占的殖民地，并进而与美、英、法、
苏争夺远东霸权。由此肇始，远东国际关系变得日益复杂和变化莫
测。加之以德国的重整军备，国际形势呈现风云变幻的形态。在变
幻莫测的远东局势以及国际形势背后，一般来说，起支配作用的是
三大矛盾，即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最具侵略性的法西斯帝国
主义国家与被它们威胁和侵略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苏联
的矛盾。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日渐演化，使世界各种力量重新分
化组合，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最后形成阵线分明的国际法西斯与
反法西斯两大阵营。这一矛盾演化和世界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的
过程，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由局部战争走向全面战争进而空前扩大
的历程。这一历程构成世界现代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段。这一时段
上，中国作为最先受到日本侵略威胁的国家，外交上所遇到的严峻
挑战前所未有，备尝艰辛。而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则依据自己对
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解和把握，围绕抑制、抗击日本侵略，
支撑中国抗战，不断调整对外政策，应付着日本侵华及相关国际形
势的各种变化，为争取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外
交基础。

国民政府这一时段的外交努力，涉及面广，内容丰富而变化复
杂，是中国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整体中的重要部分。将这一时段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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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的外交努力视为一个整体，进行专题的描述和研究，在国内
学术界并不多见。究其原因，主要是抗战整体历史视角所致。从抗
战整体历史视角来看，“七七”事变作为中国全面抗战开始的标志
性事件，将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一中国应对日
本侵华的整个过程，区分为两个性质不同的阶段，即局部抗战阶段
和全面抗战阶段。而全面抗战阶段，通行的做法是将其划分为战略
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小的阶段。①这样，欧战爆发、苏
德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中具有
标志性，且对中国抗战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被包含在整体的抗日
战争历史之中，而没有作为划分中国抗战阶段的标识。这一阶段划
分模式突出中国自身抗战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及其在反法西斯战争
中的地位和作用，立论有据，理所当然应该是中国抗战历史研究者
采取的主要模式。

但是，中国抗战不同方面内容的历史发展，各有其受本身内容
所决定的历史发展线索及其阶段性。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
交等，莫不如是。就国民政府的外交而论，从 “九一八”事变到
日本投降，以“七七”事变为界限，可分为交涉政策为主和抗战
外交两个阶段。其中，抗战外交又可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限，分
成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中国处于单独承担抗击日本法西斯重任
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上，外交的中心内容是争取抗战援助和推动建
立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同盟; 后一阶段，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
国与英、美、荷、澳等国成为抗击日本扩张的同盟者，外交的中心
内容则是以协调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关系、争取打败日本和建立
战后和平秩序为主。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三个阶段之中，从
“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抑制和抗击日本侵略视角来
看，中国与英、美等大国的关系没有根本改变。也就是说，太平洋
战争爆发之前，英、美等大国面对日本的侵略扩张尽管也曾给中国
一些道义支持、物资援助，甚至战略性的协助，但总体上是以妥协
退让、观望游移为主，与此后英、美等国投入抗击日本侵略完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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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此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正式对德、意、日等法西斯阵
营宣战，一方面中国正式融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另一方面中国反
对和打击日本法西斯的事业也正式成为世界民主阵线共同的事业。

而这一变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根本改变了太平洋战争之前国民政
府外交的被动局面。因此，将 “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的国民政府外交视为一个整体，可展现与英、美、荷、澳等国形成
同盟关系或正式融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之前，国民政府以中国自己
的力量处理中日矛盾的整个过程。

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外关系或国民政府外交作为整体来看
待，进行专题研究，尽管不是学术界的通行做法，而以这一视角展
开的真正研究也少见，但也不乏尝试者。如徐蓝著 《英国与中国
抗日战争 ( 1931—1941) 》、孙有利著《中国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

等。① 徐著利用中、英、美、日档案和文献史料，较为详细地梳理
了“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英国政府对中日问题的
态度、政策与措施的变化，以及对华、对日政策的发展。重点揭示
了面对日本对华的侵略扩张，中、日、英三国间的互动关系。而对
国民政府以对日为中心的外交政策，该书也有基本的直接梳理与论
述。孙著则以 1931—1941 年中国外交政策为研究重点，认为研究
这一阶段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不能单纯从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
影响这一角度考虑，而应注意中国对于国际政治形势的基本预期和
判断，这些基本判断极大地影响具体外交策略的制订，甚至一定程
度上也影响了中国国内政治。在这一基本认定的基础上，该书作者
分析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和国际关系理
念的转变，认为由于认定日本与列强间的冲突越来越不可避免，国
民政府联合列强抗衡日本和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建立抗日同盟的诉求
也不断增强。孙著将战略性理念与国际局势、国内变化相结合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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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蓝著: 《英国与中日战争 ( 1931—1945)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1991 年版; Youli Sun: 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 1931 ～
1941) ，St Martin’s Press，New York 1993．



析对外政策的决策和实施，展示国民政府从理念到决策以至实施的
内在关系，是值得肯定的。

如上所述，“九一八”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时期国民政
府的外交通常以 “七七”事变为界限被分成两个阶段。受这一模
式的影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一部分集中对 “九一八”事变至
“七七”事变时段的国民政府外交进行研究; 另一部分则包含在战
时外交的研究成果之中。

对“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时段的国民政府对外政策
的研究，开展得早，也较为充分。抗战开始以前，周开庆就有
《1936 年之中日关系》 ( 该书 1962 年在台湾再版时更名《抗战以前
之中日关系》) 一书问世。该书虽以 1936 年的中日关系为主，但
对“九一八”事变以后至 1936 年以前的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有较完
整的论述，并兼及其他对外政策。稍后，吴颂皋有 《十年来的中
国外交》长文 ( 收在 《抗战前十年之中国》一书中) 具体论述
1927—1937 年国民政府对外政策，且以 “九一八”事变后的对外
政策为主，而其中又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周
书以史述为主，吴文侧重于政策评论，且距研究对象的时间很近，

则都不免有诸多不完善之处。除周、吴的相对全面的研究以外，一
些国际法、国际政治和外交学知名专家，甚至一些社会名流，也发
表了不少对国民政府某项对外政策进行研究和评论的文章。当时一
些著名报刊上，都不乏对国民政府对外政策进行评论的文章。比较
集中地发表这类文章的刊物有: 《外交评论》、《外交月报》、《外交
周报》等。这类文章庞杂而零碎，在此就不一一列举。抗战开始
以后，对外政策的评论文章，时见报刊，但都属评论之类。此后以
迄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有关 “九一八”事变至 “七七”事变期间
国民政府对外政策的研究论著较少。20 世纪 70 年代后，随着中外
关系史、日本侵华史和抗战史研究的发展，研究国民政府对外政策
的论著不断增多。由于这一时期对日问题是国民政府外交的中心，

因而，多数专题论文、论著都以对日政策为论题展开，兼及对英、

美、德、苏等大国的政策; 而以国民政府对外政策或外交为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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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不乏专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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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类专题论文不少，在此不一一列举。较为重要的有: 李退遇: 《蒋
介石反动政府在“九·一八”时期的卖国活动》， 《史学月刊》1958 年第 9
期。于永志: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依赖国际联盟的骗局及其破产》，《史学
月刊》1965 年第 1 期。陈崇桥: 《九一八事变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辽
宁大学学报》1981 年第 5 期。韩明华: 《一·二八抗战与不抵抗主义》，《上
海师范学报》1982 年第 4 期。李云汉: 《九·一八事变前后蒋总统的对日政
策》，( 台)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 《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
第二十六编 ( 上) 。郭大钧: 《从“九·一八”到“八·一三”国民党政府对
日政策的演变》，《历史研究》1984 年第 1 期。齐福霖: 《“广田三原则”与国
民政府的对策》，《近代史研究》1984 年第 3 期。王益: 《一九三五年德国对
调解中日关系的态度》，《近代史研究》1984 年第 5 期。蒋永敬: 《从“九·
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中国对日政策之争议》， ( 台) “军史研究编
纂委员会”编: 《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 ( 上) ，台北: 黎明文化事业公
司 1986 年版。魏宏运: 《“不抵抗主义”剖析》， 《文史哲》1987 年第 2 期。
蔡德金，杨立宪: 《陶德曼“调停”初探》，《民国档案》1987 年第 1 期。王
宜仁: 《国民党对日政策转变的主观因素》，《湘潭大学学报》1987 年第 2 期。
吴景平: 《试析国民党转向抗日的经济原因》，《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 1
期。陈鸣钟: 《9·18事变爆发至〈淞沪停战协定〉签字期间的蒋日关系》，
《民国档案》1988 年第 2 期。郑会欣: 《1933 年的中美棉麦借款》，《历史研
究》1988 年第 5 期。李义彬: 《华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
《民国档案》1989 年第 1 期。陈鸣钟: 《试论 1935、1936 年中日会谈》，《民
国档案》1989 年第 2 期。吴首天: 《论希特勒的对华政策 ( 1933—1941 ) 》，
《民国档案》1990 年第 2 期。任骏: 《蒋廷黻与七七事变前后的中苏关系》，
《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 4期。俞辛焞: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与中日的外交二
重性评析》， 《抗日战争研究》1993 年第 3 期。杨晨: 《何应钦与华北交涉
( 1933—1935) 》，《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 2 期。刘建武: 《一二八事变后国
际联盟的调处活动评析》，《抗日战争研究》1994 年第 3 期。金冲及: 《华北事
变和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历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黄鸣，李士成: 《华
北危机与国民政府对日交涉方针》， 《民国档案》1995 年第 4 期。冯筱才:
《“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 2期。李良玉: 《“九·一
八”事变后的中国外交》，《江海学刊》1996年第 2期。宗成康: 《九·一八事
变后南京政府依赖国联制日外交析评》，《民国档案》1997 年第 3 期。余子道:
《敌乎? 友乎? ———三十年代关于中日关系的一场论争》，《复旦学报》(社科版)，
1998年第 2期。鹿锡俊《1932 年中国对苏联复交的决策过程》，《近代史研究》



对战时外交的研究，包括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在内的专题论文
和专著都不少。以专题论文而论，对国民政府外交做出整体论述且
较为重要的有: 王建朗 《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和 《欧
洲变局与国民政府的因应———试析二战爆发前后的中国外交》两
文。两文在全盘把握的基础上，对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
和对外政策进行了论述。认为，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苦撑待变的
战略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在国内战场上坚持抗战，顶住日
军的进攻; 二是在外交战线上等待和促成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形成
反对日本侵略的国际阵线。从这一战略出发，国民政府对德国、苏
联、英国、美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其政策方针是: 中立德国，不
使之为敌; 联合苏联，争取军援; 依靠英、美，力促其变。这一外
交方针是基本成功的，尤其是撇开了意识形态的分歧，从国家安全
利益上找到了与这些国家的共同点，形成了共同对抗日本的阵线。
对于欧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疑虑和担心，文章做了较为细致的揭
示: 欧洲局势的稳定或剧变皆非国民政府所追求的目标，由稳定或
剧变所造成的阵营分野才是国民政府真正关注之所在。①整体上把
握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需要宏大的国际视野和对国民

( 接上页) 2001 年第 1 期。杨天石: 《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以
蒋氏日记为中心所做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仲华: 《“九一
八”至“七七”间南京国民政府外交转变评述》，《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2
年第 6 期。鹿锡俊: 《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想———兼论蒋
汪分歧的一个重要侧面 ( 1933—1934) 》，《近代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相
比于丰富的专题论文，专题著作则较少。仅有考布尔 ( Parks M Coble) 著:
《面对日本: 中国政治与日本帝国主义 ( 1931—1937) 》，纽约: 哈佛大学出版
社，1991 年版。鹿锡俊著: 《中国国民政府对日政策 ( 1931—1933) 》，东京:
东京大学出版会 2001 年版。彭敦文著: 《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及其变化———从
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出版。

① 王建朗: 《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历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王建朗: 《欧洲变局与国民政府的因应———试析二战爆发前后的中国外
交》 ( 《历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除王建朗的论文之外，整体论述战时外交
的还有曹学恩: 《试论国民政府的抗战外交》，《陕西师大学报》199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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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外交的深入理解，专题论文除王建朗两文之外，并不多见。更
多的是对某些具体问题和某些重要中外关系的专论。这些专题论文
之中，颇受学术界关注的是关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日本的 “和
平交涉”问题。这方面沈予、杨天石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二人利
用中、日文资料所做的考察使人们对迷雾重重的 “和平交涉”有
了较为真切的了解。① 除此而外，有关中苏、中美、中英、中德关
系的专论也屡屡见诸学术刊物，使有关问题或得以澄清，或扩大资
料运用使结论更为确实，不一而足。大多着眼于两国关系，非纯粹
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角度进行论述。②

除数量不少的专题论文之外，还有一些专著大量涉及太平洋战
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政策。陶文钊著 《中美关系史 ( 1911—
1950) 》，任东来著 《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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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沈予: 《论抗日战争时期日蒋的“和平交涉”》，《历史研究》1993 年
第 2 期。杨天石: 《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
《孔祥熙于抗战期间终日秘密交涉》，两文均见杨天石著: 《蒋氏密档与蒋介
石真相》，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杨天石: 《“桐工作”辨析》，
《历史研究》2005 年第 2 期。沈予: 《抗战期间孔祥熙、宇垣一成中日秘密议
和》，《百年潮》2007 年第 12 期。两人对“和平交涉”性质的看法有差异。
沈认为体现国民政府的妥协; 而杨认为国民政府是借此了解情况，虚与委蛇。

徐蓝: 《布鲁塞尔会议与中日战争》， 《民国档案》1990 年第 1 期。
王真: 《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恶化原因初探》，《历史研究》1990 年第 4 期。朱
坤泉: 《重庆国民政府与 1941 年的美日妥协谈判》，《史学月刊》1993 年第 3
期。王真: 《孙科与战时国民政府的对苏关系》，《近代史研究》1993 年第 5
期。张北根: 《1933—1941 年的中德关系》，《历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王
真: 《〈苏日中立条约〉与战时中国》， 《民国档案》1995 年第 3 期。武菁:
《从德国公布的外交档案看三十年代的中德关系》，《民国研究》1995 年第 2
辑。陈晋文: 《法国军事顾问团来华与抗战前期中法关系》， 《民国档案》
1998 年第 2 期。王建朗: 《太平洋会议是怎么回事? ———关于“远东慕尼黑”
的考察之一》，《抗日战争研究》1996 年第 3 期。杨奎松: 《蒋介石抗日态度
之研究—以抗战前期为中心》， 《抗日战争研究》2000 年第 4 期。王桧林:
《“抗战无底论”与“不降必胜论”想说什么?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集团
对日政策剖析》，《学术月刊》2005 年第 9 期。左双文: 《德国承认伪满问题
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史学月刊》2008 年第 11 期。



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王淇
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罗志刚著 《中
苏外交关系研究 ( 1931—1945) 》等，是较具代表性的著作。这些
著作对全面掌握抗战时期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裨益良多。

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乃至抗战结束，是国
民政府外交经历艰难和走向抗战胜利的时期。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
发前，国际阵营分化不明朗，变数很大。如何认识和把握国际形势
发展以及各种政治力量分化组合的趋势，并根据自己的判断，从整
体上思考与制定出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是国民
政府抗战不可缺少的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而已有的研究成果较少
以“九一八”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作为研究时段，整体上对国
民政府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进行研究者。基于上述思考，故选定以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为题，在整
体把握国民政府对国际形势发展和各种政治力量分化组合的认识的
基础上，分析其对外战略的基本内容及其对外政策的变化、实施
等。

应该指出的是，本研究中所使用的外交战略一词，是指国民政
府有关对日或抗日外交的基本思考、基本方针; 对外政策则是指在
基本外交思考和方针指导之下的具体外交政策。所使用的资料多以
公开出版为主。此外，前贤时俊的研究成果，以为然而有所征引
者，均在注释中标明，非敢掠美; 而不敢苟同者，则未予以申论，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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