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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智慧来源，而 “和

合”文化是其中的精髓之一，蕴含和而不同、和善友爱、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天

人合一、知行合一等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华

“和合”文化的传统智慧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 “和

合”社会观、“和合”国际观、“和合”生态观、“和合”实践观等，并为解决人类

问题和推动世界发展贡献了 “和合”理念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主要包括: 一是

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和合”文化的中国智慧为建

立国际关系新秩序而贡献的中国方案。二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这是中

国共产党运用“和合”文化的中国智慧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而贡献的中国方案，这

一方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 “协和万邦”“和衷共济”等“和合”理念的运用和阐

发。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和合”文化的中国智慧为应

对全球性难题而贡献的中国方案。四是文明交流互鉴共存，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

“和合”文化的中国智慧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而贡献的中国方案，是对 “和而不

同”“和善友爱” “多元包容” “和谐共生”等 “和合”理念的当代阐发与实践。
这些方案彰显和发挥了 “和合”文化的时代价值。

( 摘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 年第 4 期)

九 论新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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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在当代经济全球化、金融化条件下的特殊历史发展

阶段，其特征和性质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生产和流通的新垄断: 生产和流通

的国际化和资本集中的强化，形成富可敌国的巨型跨国垄断公司。二是金融资本的

新垄断: 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经济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形成畸形发展的经济金融

化。三是美元和知识产权的垄断: 形成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两极分化的全球经济和

财富分配。四是国际寡头同盟的新垄断: “一霸数强”结成的国际资本主义寡头垄

断同盟，形成全球垄断剥削和压迫的金钱政治、庸俗文化和军事威胁的经济基础。
五是经济本质和大趋势: 全球化资本主义矛盾和各种危机时常激化，形成当代资本

主义垄断性和掠夺性、腐朽性和寄生性、过渡性和垂危性的新态势。因此，新帝国

主义既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一般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发展到国际垄断的新阶

段，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新扩张，也是极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的新体系，是经

济政治文化军事霸权主义的新政策; 从现阶段国际正义力量和国际阶级斗争的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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