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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哲理性很强的巨著。
作者在书中对苏东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及其原因以及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景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就当
前国际形势格局变化、单极和多极世界以及多元文明与文化提出了独到见解。
    本书作者对苏东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及其原因以及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景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就当
前国际形势格局变化、单极和多极世界以及多元文明与文化提出了独到见解，并着重就社会的进步发
展是“文明冲突”的结果还是需要进行“文明的对话”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还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批
判。
本书对从事国际工人运动史问题和国际问题研究的专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同时，这些问题也会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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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利洛夫：保加利亚社会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哲学博士、保加利亚科学院通讯院士
，曾任保加利亚社会党主席。
他的论著在中国早有发表，一直受到学术界和理论界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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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欧洲日出时并非没有乌云　　第二节 欧洲认同——欧洲联盟的大动脉　　第三节 欧美
均势与欧俄均势　　第四节 欧亚新战略——欧洲未解之谜　第九章 人类的全球化　　第一节 可否创
建全人类的文明？
　　第二节 全球性与区域性相互扩散　　第三节 康德关于永久和平的思想　　第四节 制止战争——
历史性挑战第三部分 巴尔干融入欧洲和世界　第十章 巴尔干——欧洲历史和文明的一部分　　第一
节 巴尔干属于欧洲和东南欧　　第二节 克服“巴尔干化”现象　　第三节 参加欧洲一体化：新巴尔
干战略　　第四节 需要重新评价巴尔干历史　第十一章 巴尔干的地缘政治转轨　　第一节 主要因素
和趋势　　第二节 欧洲一体化与巴尔干地区合作　第十二章 欧亚地理要冲与历史文明之桥　　第一
节 巴尔干各种文明之间的对话　　第二节 保加利亚在新世界上的地位第四部分 世界性过渡与全球大
革命　第十三章 世界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过渡　　第一节 （新）欧洲的崛起　　第二节 社会理论
滞后于社会发展　　第三节 后工业时代发展的十大趋势　　第四节 世界性过渡的开始　　第五节 世
界性过渡——何去何从？
　　第六节 世界性过渡的新社会　第十四章 全球大革命：后工业时代的社会　　第一节 技术发展和
社会发展不同步　　第二节 争取实现世界性过渡的全球大革命　　第三节 新社会的轮廓　　第四节 
网络经济与网络社会　　第五节 世界性过渡的幻景和噩梦第五部分 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和社会主义
的现代化　第十五章 苏联和东欧的现实社会主义为何失败　　第一节 现实社会主义解体　　第二节 
改革失败　　第三节 改革失败的后果　　第四节 保加利亚现实社会主义瓦解　　第五节 几个结论　
第十六章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　　第一节 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第
二节 中国现代化的基础　　第三节 25年改革的主要成果　　第四节 中国改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第五节 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第六节 古代文明遗产和新时代现实的结晶　第十七章 越南
改革：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又一次成功尝试　　第一节 简短的历史回眸　　第二节 社会主义越南实现
统一　　第三节 改革的起步和发展　　第四节 前景：21世纪的世界大国之一　第十八章 现代社会主
义——信息时代的社会主义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未来就是未来的社会主义　　第二节 后资本主义
社会的性质　　第三节 现代社会主义　　第四节 需要革新思想　　第五节 需要更新现代社会主义的
价值观　　第六节 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四种模式结束语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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