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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南亚地区中，印度模式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模式的一个典型代表，已经取得阶段性成功。
印度模式涉及方方面面，该书选择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四个角度切入进行阐述和分析。
除了印度以外，在南亚地区中，巴基斯坦、尼泊尔和斯里兰卡三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各具特色，在
书中作了重点介绍和分析。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世界现代化历程（南亚卷）》的一个显著亮点是对相关学术界中有争议的
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独立的看法，特别在上篇印度模式中，这一特点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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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峰君，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南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亚太
学会理事、中国东盟协会理事等职。
长期从事亚太与印度的教学与研究，代表著作有《印度社会述论》、《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
模式》、《当代亚太政治经济析论》、《亚太安全析论》、《冷战后亚太国际关系》、《亚太大国与
朝鲜半岛》、《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合作》等十余部著作。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百余篇论文，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陆文星韩素音
中印友谊奖、高等教育与中组部等单位科研优秀成果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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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上篇 印度的现代化模式
引言
第一章 政治模式：具有印度特色的联邦制与议会民主制
第一节 印度联邦制的基本内容和面临挑战
一、印度联邦制的基本内容
二、印度联邦制面临的挑战--以印度东北部分离主义为例
第二节 印度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
一、古代印度政治制度的基本形态
二、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政治制度的基本形态
三、独立以来印度政治制度确立和发展
第三节 印度议会民主制的双重特征
一、具有西方式议会民主制的基本特征
二、具有浓厚的印度特色
第四节 印度议会民主制形成的双重原因
一、殖民主义与印度民主制度的形成
二、历史传统与印度民主制度的形成
第五节 印度民主制度的双重作用
一、印度政治制度的积极作用
二、印度政治制度的消极作用
第六节 讨论：民主是否是印度现代化的制度优势
一、关于印度民主制度与防治腐败的关系
二、关于印度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第二章 经济模式：非均衡的发展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前印度经济模式的主要特征
一、改革开放以前印度经济模式的确立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前印度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原因分析
一、改革开放以来印度经济取得的主要成就
二、改革开放以来印度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分析
第三节 中印经济模式的若干比较分析
一、独立前和独立初期两国经济发展比较
二、独立建国至80年代末两国经济发展比较
三、改革开放以来两国经济发展的比较
第四节 印度农业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土地改革：效果及影响
二、绿色革命：实施与成效
一、第二次绿色革命：缘起和争议
第五节 印度制造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一、资本方面原因
二、制度方面原因
三、劳动方面原因
四、环境方面原因
第六节 印度服务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印度服务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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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服务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第七节 讨论：印度能否依靠现代服务业崛起
一、现代服务业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问题
二、现代服务业与解决贫困问题
三、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模式问题
第三章 文化模式：改造、继承与发展并重的文化战略
⋯⋯
下篇 南亚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模式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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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五，种姓制度与印度民主。
印度教特有的种姓制度虽然对印度社会产生了极大阻碍作用，但某种程度上种姓制度却与现代西方式
民主政治有某种亲合性。
印度种姓制度制约国家权力，使政治与社会分离，形成类似西方政体中的权力均衡和利益分享的原则
。
我国研究种姓制度的学者尚会鹏先生对此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
他认为，印度种姓制度把社会分割成许许多多的种姓集团。
这些集团以不平等为基础，虽然与西方式政治制度体现的“平等”思想不同。
但“这一制度与现代西方式政治制度有某种亲合性”。
种姓是一种利益集团，“具有现代利益集团的某些潜质”，“共同的职业使种姓大体处在一个相同的
经济地位上，有共同的利益追求。
共同的宗教信仰使同一个种姓的人保持了共同的生活方式”，比较接近现代西方社会的“阶级”。
印度社会中的“种姓评议会”等组织是各种姓维护本种姓的经济利益、或为争取在种姓体制中更高的
礼仪地位的代表，“这一点同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重要因素——政党的作用有些相似”。
婆罗门虽然主要从事圣职工作，但也窥视政治权力，与王族阶级——刹帝利种姓发生矛盾。
刹帝利种姓中各亚种姓集团，为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也总是争斗不已。
这样，在世俗和僧侣势力、国家统治者内部各集团以及高种姓与低种姓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争夺、
相互牵制的体制。
与此相对照，中国的皇族阶层对国家政权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缺乏像印度僧侣势力和世袭贵族集团的
竞争和制约。
现代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建立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各利益集团的权力分配和利益平衡。
从这一点上看，“毋宁说种姓社会的政治传统与近代西方式政治制度更接近”，与政治与社会生活相
对分离的原则“相吻合”。
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建立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为实现权力和利益的分配而建立一
个平衡机制。
显然，两者在逻辑上有内在一致性，有助于推动民主制度的形成。
 第六，阶级基础与印度民主。
历史上，现代西方式民主的产生与资产阶级的形成密切相关。
可以说，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民主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
与旧中国众多帝国主义控制的半殖民地情况不同，印度则是英国一国控制的殖民地。
“数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国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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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现代化历程(南亚卷)》的一个显著亮点是对相关学术界中有争议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了
梳理并提出了独立的看法，特别在上篇印度模式中，这一特点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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