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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印度国情复杂，政治体制的内容又包罗万象，结合印度历史传统、经济发展及社会变迁来考察印度政
治变迁，具有一定的难度。

洪共福的这本《印度独立后的政治变迁》以时间为序，考察印度独立以来民主政体的演变；结合印度
历史传统、经济发展、社会变迁，考察印度民主政体的特点、政治变迁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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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英王接管印度后，为了殖民统治的需要，逐步在印度推进宪政改革，移植了现代民主制的某些因
素。
　　1861年，英国议会通过印度参事会法，第一次吸收非官方人士参加立法会议。
规定总督参事会成员实行分工，成立内政、外交、税收、财政、法律、军事等部门，这是政府部长制
的开始。
①1892年又制定印度参事会法，扩大了立法会议的规模，增强了其权限。
但中央和省立法会议均无实权，总督和省督不仅不对其负责，立法会议通过的法案必须由总督、省督
批准才能生效。
立法会议的设置尽管形成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离的体制，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在大起义后拉拢印度上层
。
正如美国学者斯坦利·沃尔普特所说：“任命完全局限于忠诚的保守贵族，总督挑选他们是因其政治
忠诚和完全可靠。
他们是印度人统治的第一个象征，他们能一直被当做英国真诚倾听有关立法民意的证明。
”　　在经历了1905-1908年的民族解放运动后，殖民当局于1909年5月出台新的《印度议会法》，即莫
莱一明托法案。
该法案扩大了中央立法会议和省立法会议规模，增加了民选成员的比重。
中央立法会议成员由最高16人增至最高60人，其中官员28人，总督直接推荐5人，其余27人为民选的非
官方人士。
省立法会议人数增至最高50人。
立法会议职能也有所加强，可以对政府预算进行讨论，做出决议，但总督、省督仍拥有否决权。
该法案比1892年法案有所进步，但进步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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