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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840年前后中国被迫开关、步入世界以来，对外国舆地政情的了解即应时而起。
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受林则徐之托，1842年魏源编辑刊刻了近代中国首部介绍当时世界主要国
家舆地政情的大型志书《海国图志》。
林、魏之目的是为长期生活在闭关锁国之中、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的国人“睁眼看世界”，提供一部
基本的参考资料，尤其是让当时中国的各级统治者知道“天朝上国”之外的天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
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这部著作，在当时乃至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产生过巨大影响，对国人了解外部世界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
自那时起中国认识世界、融入世界的步伐就再也没有停止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以主动的自信自强的积极姿态，加速
融入世界的步伐。
与之相适应，不同时期先后出版过相当数量的不同层次的有关国际问题、列国政情、异域风俗等方面
的著作，数量之多，可谓汗牛充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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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是世界上人口仅次于中国的大国，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是世界四大文明
古国之一。
印度教、佛教、耆那教、锡克教、伊斯兰教等几大宗教都与印度有不解之缘。
19世纪中期，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备受欺凌，印度人民曾进行长期的反抗和斗争，于20世纪40年
代末才获得独立。
近年来，印度经济发展很快，尤其是IT业，已居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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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初的邦有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北方邦、比哈尔邦、西孟加拉邦、阿萨姆邦、安得拉邦、孟买邦、
奥里萨邦、旁遮普邦，马德拉斯邦、喀拉拉邦和迈索尔邦；中央直辖区有德里、喜马偕尔、特里普拉
、曼尼普尔、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以及米尼科伊岛。
法国和葡萄牙两国的殖民地分别于1954年和1961年收回，后亦划作中央直辖区：本地治理中央直辖区
和果阿、达曼、第乌中央直辖区。
（二）目前的行政区划自1956年重划行政区以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并考虑实际管理的需要，印
度的行政区划又做了多次调整。
目前的行政区划的一般情况是：中央政府以下设邦和中央直辖区，邦以下设专区、县、发展区和行政
村四级单位，而中央直辖区以下则只设县、发展区和行政村三级单位。
邦和中央直辖区各邦设有邦长，作为本邦元首，在以首席部长为首的邦部长会议的建议下行使职权。
邦长任期5年，由总统任命。
首席部长由邦立法院中多数党议会党团领袖担任，各部长则由首席部长提请邦长任命。
邦部长会议集体向立法院负责。
实际权力掌握在该会议手中。
中央直辖区直属联邦政府管理，与邦属于同一级别，其行政长官通常称首席专员，任期5年。
专区多数邦设有此一行政单位，由专员负责，主要职能是监督和协调各县的行政工作。
县县长由邦长任命，职能为维护法律和秩序，征收田赋和其他税款，审理各类案件。
县政府设有各职能局。
发展区主要官员称发展区官员。
他既向全国的和邦的发展官员负责，又向本区的评议会负责。
村实行评议会制度，即所谓潘查雅特制度。
村潘查雅特为地方自治组织，具有基层政权的性质，一般管辖一个或几个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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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国志印度(第2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列国志》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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