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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成果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4年度重大项目“南亚政治发展研究”的最终成果
之一。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是衔接东南亚、中亚、西亚、东非等地区
的重要纽带，是印度洋区域文明以及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重要通道。
南亚文明正是在与埃及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伊斯兰文明、欧洲工业文明的交往中发展演变而形成的
。
由于南亚文明吸纳了多种世界文明，其文明中也就具有普遍性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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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二，联邦共和制。
印度在国体问题上否定了君主立宪制、总督制、总统制，实行联邦共和制，联邦制由联邦中央和地方
各邦两级权力结构组成.总统是联邦共和国的国家元首，但不是政府首脑（政府首脑是总理），他是国
家的象征，代表国家而不统治国家.邦长既是联邦中央在地方的代表又是各邦的元首，但不是邦政府首
脑（邦政府首脑是首席部长），享有广泛的行政、立法和财政权。
联邦中央和各邦虽然有自己的立法机构、行政体系和财政经济权力，但印度的联邦制具有强烈的中央
化倾向，联邦政府对各邦政府有很大的控制权。
除此之外，印度联邦制结构形式还有某些单一制国家的特征：单一的国籍，单一的司法体系，统一的
宪法，统一的公务员体系，中央在改变邦界时的决定权，紧急状态下的单一制特征等。
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印度的联邦制实际上是“强中央的联邦制”、“半联邦制”、“带有单一制色彩
的联邦制”、“集权主义的联邦制”①。
其三，三权分立制。
印度实行西方式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
印度联邦的最高立法机构是联邦议会，分联邦院（上院）和人民院（下院）两院。
联邦院代表各邦，有大约二百四十位议员，由各邦议会和中央直辖区分别选举产生，各邦在联邦院中
的代表数按人口比例确定，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议员的1／3，联邦院主席由副总统担任，总统不能解
散联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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