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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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对时人了解外部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今世界，资本与现代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广度在国际间流动和传播，“全球化”浪潮席
卷世界各地，极大地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对中国的发展也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
面临不同以往的“大变局”，中国已经并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快的步伐全面步入世界，迎接时
代的挑战。
不同的是，我们所面临的已不是林则徐、魏源时代要不要“睁眼看世界”、要不要“开放”问题，而
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世界发展大势下，如何更好地步入世界，如何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更好
地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与独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与人类共同发展做出
贡献。
这就要求我们对外部世界有比以往更深切、全面的了解，我们只有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世界，才能
在更高的层次上融入世界，也才能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不迷失方向，保持自我。
　　与此时代要求相比，已有的种种有关介绍、论述各国史地政情的著述，无论就规模还是内容来看
，已远远不能适应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要求。
人们期盼有更新、更系统、更权威的著作问世。
　　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研究机构和国际问题综合研究中心，有11个专门研
究国际问题和外国问题的研究所，学科门类齐全，研究力量雄厚，有能力也有责任担当这一重任。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就提出编撰“简明国际百科全书
”的设想。
1993年3月11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先生在科研局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我想，国际片各
所可考虑出一套列国志，体例类似几年前出的《简明中国百科全书》，以一国(美、日、英、法等)或
几个国家(北欧各国、印支各国)为一册，请考虑可行否。
”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根据胡绳院长的批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94年2月28日发出《关
于编纂(简明国际百科全书)和(列国志)立项的通报》。
《列国志》和《简明国际百科全书》一起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
按照当时的计划，首先编写《简明国际百科全书》，待这一项目完成后，再着手编写《列国志》。
 　　1998年，率先完成《简明国际百科全书》有关卷编写任务的研究所开始了《列国志》的编写工作
。
随后，其他研究所也陆续启动这一项目。
为了保证《列国志》这套大型丛书的高质量，科研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1999年1月27日召开国际
学科片各研究所及世界历史研究所负责人会议，讨论了这套大型丛书的编写大纲及基本要求。
根据会议精神，科研局随后印发了《关于编写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陆续为启动项目拨付研究经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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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加强对《列国志》项目编撰出版工作的组织协调，根据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李铁映同
志的提议，2002年8月，成立了由分管国际学科片的陈佳贵副院长为主任的《列国志》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成员包括国际片各研究所、科研局、研究生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及有关
同志。
科研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成《列国志》项目工作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成立了《列国志》工
作室。
同年，《列国志》项目被批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新闻出版总署将《列国志》项目列入国家
重点图书出版计划。
 　　在《列国志》编辑委员会的领导下，《列国志》各承担单位尤其是各位学者加快了编撰进度。
作为一项大型研究项目和大型丛书，编委会对《列国志》提出的基本要求是：资料翔实、准确、最新
，文笔流畅，学术性和可读性兼备。
《列国志》之所以强调学术性，是因为这套丛书不是一般的“手册”、“概览”，而是在尽可能吸收
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体现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所得和个人见解。
正因为如此，《列国志》在强调基本要求的同时，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没有对各卷的具体内容及学
术观点强行统一。
应当指出，参加这一浩繁工程的，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业科研人员以外，还有院外的一些在该领
域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
 　　现在凝聚着数百位专家学者心血，共计141卷，涵盖了当今世界151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数十个主要
国际组织的《列国志》丛书，将陆续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
我们希望这样一套大型丛书，能为各级干部了解、认识当代世界各国及主要国际组织的情况，了解世
界发展趋势，把握时代发展脉络，提供有益的帮助；希望它能成为我国外交外事工作者、国际经贸企
业及日渐增多的广大出国公民和旅游者走向世界的忠实“向导”，引领其步入更广阔的世界；希望它
在帮助中国人民认识世界的同时，也能够架起世界各国人民认识中国的一座“桥梁”，一座中国走向
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桥梁”。
 　　《列国志》编辑委员会 　　200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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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洪都拉斯
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经济结构单一、社会发展落后，为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洪与美关系密切，与中美洲邻国的关系较为复杂，未与中国建交而与台湾当局保持着所谓的“外交关
系”。
哥斯达黎自然环境优美，人民生活比较富足，且拥有稳定而延续的民主制度，它是世界上20个生物种
类最多的国家之一，素有南、北美洲野生动植物园的美称。
杨志敏、方旭飞编著的《洪都拉斯
哥斯达黎加》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向人们展示了两国多姿多彩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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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洪都拉斯（Honduras）
第一章 国土和人民
 第一节 自然地理
 一 地理位置
 二 行政区划
 三 地形特点
 四 河流与湖泊
 五 气候
 第二节 自然资源
 一 矿物
 二 植物
 三 动物
 四 水力资源
 第三节 居民与宗教
 一 人口
 二 民族
 三 语言
 四 宗教
 第四节 民俗与节日
 一 民俗
 二 节日
 三 其他
 第五节 国旗、国徽和国歌等国家象征
 一 国旗
 二 国徽
 三 国歌
 四 国树
 五 国花
 六 国家动物
第二章 历史
 第一节 西班牙殖民征服和殖民统治时期
 第二节 获得独立及“香蕉共和国”时期
 第三节 1957～1982年军人统治时期
 第四节 1982年以来“八次连续民主选举”时期
 第五节 著名历史人物
 一 何塞·弗朗西斯科·莫拉桑
 二 弗洛伦西奥·萨斯特鲁切
 三 拉蒙·阿马亚·阿马多尔
 四 里卡多·鲁道夫·马杜罗
 五 波尔菲里奥·洛沃·索萨
第三章 政治
 第一节 宪法
 第二节 围绕“修宪”引发的政局动荡
 一 “修宪”引发军事政变
 二 军事政变引发国内政局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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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军事政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第三节 国家机构
 第四节 立法与司法
 一 立法机构
 二 司法机构
 第五节 政党组织
 一 主要党派
 二 三个小党派
 三 工会组织
第四章 经济
 第一节 概述
 一 经济简史
 二 经济结构
 第二节 农业
 一 香蕉种植业
 二 咖啡种植业
 三 内需作物
 四 林业
 第三节 工业
 一 制造业
 二 矿业
 三 建筑业
 第四节 服务业
 一 交通运输和通信
 二 电力供应
 三 供水和卫生设施
 四 金融
 第五节 旅游业
 一 游客与旅游业收入
 二 旅游资源
 第六节 对外经济关系
 一 对外贸易
 二 经常项目账户收支
 三 资本流动和外债
 四 汇率和国际储备
 第七节 国民生活
 一 就业
 二 工资
 三 物价
第五章 军事
 第一节 军队发展概况
 第二节 军种和兵种
 一 陆军
 二 空军
 三 海军0
 四 军衔制度0
 第三节 军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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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外交与安全
 第一节 外交政策
 第二节 同美国的关系
 一 20世纪50～90年代初的双边关系
 二 90年代中期以来的双边关系
 第三节 同中美洲国家的关系1
 一 中美洲地区一体化进程1
 二 同萨尔瓦多的关系
 三 同尼加拉瓜的关系
 四 同其他国家的关系
 第四节 同中国的关系附录
 一 洪都拉斯主要的经济指标
 二 洪都拉斯历届国家元首
 三 洪都拉斯省级行政区
主要参考文献、
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
第一章 国土和人民
 第一节 自然地理
 一 地理位置
 二 行政区划
 三 地形地貌
 四 山脉、高原、平原、河流、湖泊与岛屿
 五 气候
 第二节 自然资源
 一 矿产资源
 二 植物和动物
 三 资源保护
 第三节 居民与宗教
 一 人口
 二 民族
 三 语言
 四 宗教
 第四节 民俗与节日
 一 民俗
 二 节日
 第五节 国旗、国徽与国歌
 一 国旗
 二 国徽
 三 国歌
第二章 历史
 第一节 哥伦布到达前的哥斯达黎加
 第二节 殖民时代的哥斯达黎加
 一 西班牙的征服
 二 西班牙的殖民统治
 第三节 独立至19世纪70年代的哥斯达黎加
 一 独立及独立初期
 二 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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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的哥斯达黎加
 一 1889年总统选举
 二 罗德里格斯政府与卡斯特罗政府（1890～1902）
 三 民族联盟党政府（1902～1910）
 四 民族共和党政府（1910～1917）
 五 蒂诺科军事独裁统治（1917～1919）
 六 20世纪20～30年代的哥斯达黎加
 第五节 20世纪40年代的哥斯达黎加
 一 卡尔德隆时代（1940～1944）
 二 皮卡多政府（1944～1948）及1948年内战
 三 菲格雷斯改革（1948～1953）
 第六节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哥斯达黎加
 一 “发展主义战略”的全面推行
 二 债务危机及向新自由主义转型
第三章 政治
 第一节 宪法
 一 宪法的发展
 二 现行宪法
 第二节 行政机构
 一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二 政府各部
 三 地方政府
 第三节 立法与司法机构
 一 立法机构
 二 司法机构
 三 最高选举法院
 第四节 政党和团体
 一 主要政党
 二 工会组织
 三 主要政治人物
 第五节 军队与警察
第四章 经济2
 第一节 经济发展简史2
 一 殖民地时期2
 二 独立后至二战时期
 三 二战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
 四 20世纪80年代的哥斯达黎加经济
 五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哥斯达黎加经济
 第二节 农业
 一 概况
 二 种植业
 三 畜牧业
 四 林业
 五 渔业
 第三节 工业
 一 制造业
 二 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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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建筑业
 四 能源
 第四节 交通与通信
 一 公路
 二 铁路
 三 航空
 四 港口
 五 通信
 第五节 财政与金融
 一 财政
 二 金融
 三 货币和汇率
 第六节 对外经济关系
 一 对外贸易
 二 外国资本
 三 外债
 四 国际储备
 第七节 旅游业
 一 概况
 二 主要旅游城市
 三 火山旅游景点
 四 国家公园和保护区旅游景点
 第八节 国民生活
 一 收入
 二 就业
 三 住房
 四 社会保障
第五章 教育、文艺、卫生
 第一节 教育
 一 教育发展简史
 二 教育发展现状
 三 教育制度的原则
 四 教育体制
 第二节 文学艺术
 一 文学
 二 音乐和舞蹈0
 三 美术
 四 文化设施
 第三节 医药卫生
 一 医疗保健体系发展简史
 二 医疗保健水平
 第四节 新闻出版
 一 报纸
 二 广播
 三 电视
第六章 外交
 第一节 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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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0世纪60～70年代的外交政策
 二 20世纪80年代的外交政策
 三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外交政策
 第二节 与美国的关系
 第三节 与欧盟的关系
 第四节 与拉美国家的关系
 第五节 与中国的关系
附录 哥斯达黎加共和国历任国家元首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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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二  民族洪都拉斯的居民，按民族可以分为三大类：印欧混血人、印第安人和外来移
民。
其中，印欧混血人占全国人口的90％左右，他们主要是西班牙移民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后裔，当地人把
他们称为“拉迪诺人”；印第安人包括加勒比人、奇卡克人、乔卢特卡人和伦卡人等15个民族的人，
约占总人口的7％；洪都拉斯的外来移民主要是萨尔瓦多人、来自牙买加和小安的列斯群岛及伯利兹
的黑人（黑白混血种人）、尼加拉瓜人、美国人、墨西哥人、华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等。
三  语言西班牙语是洪都拉斯的官方语言，同时也是大部分居民的日常口语。
而洪都拉斯香蕉种植园的黑人和混血种人一般讲英语，但英语中夹杂不少西班牙语和印第安语的词汇
。
此外，加里夫人讲英语，但属于西印度群岛方言。
印第安人除了讲西班牙语外，仍保留着自己的母语，其主要语言有：丘而瓦语、琼塔尔语、皮皮尔语
、基切语、波孔奇语、马姆语、卡克奇克尔语和波科曼语等。
伦卡人会讲西班牙语，同时也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
  洪都拉斯的官方文字为西班牙文。
印第安人的文字情况差异较大，有的民族古时已有自己的文字，其中有保存下来的，也有消失的。
目前，不少土著民族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
四  宗教洪都拉斯97％的居民信奉罗马天主教，3％的居民信奉新教（其中主要是黑人和混血人）。
印第安人一些部落的宗教和传统表明，传统宗教的许多方面与基督教的历史有关，如相信有“最高创
世主”等。
有些部落实行忏悔，法律严惩杀人犯、强奸犯、伪证人、滥用权力者和不尊敬宗教信仰者。
在西班牙人到来前的200年，洪都拉斯有这样的传说：有一名仙女，精通占卜术（印第安人称她为“科
米萨瓦尔”，意思是“飞虎”），她从空中带来一块大三角石，每一个角都有一副怪像，她曾用这块
石头打败过对手。
这位仙女教他们信奉宗教，让他们尊敬“恩父”、“恩母”和其他较低级别的神。
因为这些神赐给了他们孩子、丰收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
她把王国分封给三个儿子后，便在风雨之中变成小鸟飞向天空消失了。
此后，人们便把这位仙女当做神来信奉。
虽然洪都拉斯的印第安人大多数都接受了天主教，但各族人民在不同程度上还保留着自己的传统信仰
。
天主教  洪都拉斯原为玛雅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哥伦布1502年发现此地，1524年由于西班牙国王被黄金的传说吸引，他派大批西班牙人从墨西哥来到
这里，1538年洪都拉斯沦为西班牙危地马拉总督府控制下的殖民地。
但直到1550年，西班牙教会才来到这里传教。
到了1823年，此地区已经有145座教堂。
1821年，洪都拉斯宣布独立，1823年加人中美洲联邦，.1838年中美洲联邦解体后成立共和国。
1851年，洪都拉斯建立了第一个教区。
1880年实行政教分离。
19世纪下半叶，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国内发生了多次内战，英美势力开始渗入。
同时，罗马天主教会势力也迅速壮大，到了1910年，天主教徒人数已经占到人口的60％，此时天主教
会掌握着教育大权，他们主持开办了大量小学校、8所私立中学和1所培养师资的师范学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新教和其他宗教的传人，天主教施洗比例有所下降。
20世纪60年代以后，天主教开展了在社会、平信徒（指普通信徒）和福音传播领域的关怀活动。
其形式主要有：发起新的平信徒使徒布道会；关怀社会人文发展；将修女的服务范围纳入更广大的堂
区结构中（主要在教育方面）等。
1970年，洪都拉斯召开了全国首届教区教牧师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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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洪都拉斯的外籍神甫放弃原国籍的人数从1955年的45人增加到1970年的188人，但全国神甫总数
并未相应增加，反而有所下降。
洪都拉斯设有1个大主教区和5个主教区。
其中，首都为大主教区，佩德罗·苏拉、圣罗萨和德科潘为主教区，而奥兰乔和乔卢特卡为直接听命
于罗马教廷的教区。
国内现有主教6人、神甫210人、修女300多人。
全国主教会议是教会的最高权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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