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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国志智利》

内容概要

《列国志:智利(第2版)》内容简介：智利是世界上最狭长的国家，被称为西半球“美丽的裙边”。这
里有“世界旱极”阿塔卡马沙漠、壮丽的安第斯山脉、神秘的复活节岛和火地岛以及热情奔放的奎卡
舞。素有“铜矿之国”的美誉，也是世界上唯一出产天然硝石的国家。1541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
，1810年获得独立。当代智利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非常富有特色，全面的对外开放政策又使其成为南
美洲经贸活动最活跃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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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征服时期西班牙人在智利没有发现重要的金矿，银和其他贵金属矿也没有他们想象的
那样多，从而他们的黄金梦破灭了。在智利北方有丰富的铜矿，且容易开采，但在殖民初期，开采量
很小，并没有引起西班牙人的注意。智利的自然条件优越，很适合于农牧业生产。在整个殖民统治时
期，智利的主要经济基础是农业。16世纪末，农业成为智利经济中的主要部门，生产活动主要集中在
种植业和畜牧业，属于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当时主要农作物有小麦、马铃薯、玉米、豆类、辣
椒、南瓜等。到17世纪末期，由于秘鲁和西班牙对粮食的需求，智利的小麦、稻米等粮食生产有了巨
大发展，不但自给，而且大量出口。征服时期，西班牙人把马、骡、驴等牲畜引进美洲。16世纪末
和17世纪初，智利开始大规模饲养牛、羊、马、猪等牲畜及家禽。在此基础上逐渐出现面粉、羊毛、
皮革、酿酒、榨油等简单的加工作坊，为加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由于地理上比较孤立、阿拉乌干
人的顽强抵抗，以及未能发现丰富的金银矿藏，所以在殖民初期，智利没有像其他南美洲某些邻国那
样，吸引大量的西班牙移民，经济的发展也比较缓慢。从18世纪后半叶起，情况逐渐有所改变。由于
拉丁美洲各地区的贸易有所增长，智利又是巴拉圭的马黛茶和烟草运往秘鲁的必经之路，所以智利的
商业逐渐活跃起来。加上西班牙对智利商品进口的垄断被废除，为了同外国进行贸易，智利港口实行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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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列国志:智利(第2版)》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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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同文同种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国家
2、本人阅读此书主要是为了能与智利更好的开展互惠贸易，这本书更趋近于工具书，相当于智利的
资料典籍，对智利的历史、人文、地理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记载，唯一不足可能就是生动性上差些，
总体来说作为参考书还是非常实用的！
3、智利是世界上最狭长的国家，被称为西半球“美丽的裙边”。这里有“世界旱极”阿塔卡马沙漠
、壮丽的安第斯山脉、神秘的复活节岛和火地岛以及热情奔放的奎卡舞。素有“铜矿之国”的美誉，
也是世界上唯一出产天然硝石的国家。1541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810年获得独立。当代智利新型的
社会保障制度非常富有特色，全面的对外政策有使其成为南美洲经贸活动最活跃的国家之一。
4、对智利这个国家有全面的介绍 对于研究很有帮助
5、这个系列的书都是文字很多，如果想深入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人口地理状况可以，如果想大
概了解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似乎有点信息量太大。
6、去智利之前，先读读列国志智利，乐哉乐哉!
7、书还是不错，作为国别了解很好的。在书店看到只有第一版，真的比较老了，于是看到当当是第
二版就买了。不过还没有读，不知道第二版更新多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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