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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中国之路”与“世界之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形成了强烈

的反差。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所展现出的确定性，让世人为之侧目，也让中国式现代化所独具的优势

得以充分彰显。从对比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现代化使人类文明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但这种文明是以资

本逻辑为中心，包含着无法避免的矛盾。而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百年实践的积淀中不断探索，其内涵和步

骤随着实践探索而不断明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幻象”，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为世界各国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新选择，创造更加光明的前景，为人类的文明进步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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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le of China” and “the chaos of the West”, “the road of China” and “the change of the world” 
have formed a strong contrast under the great changes that have not occurred in a century. The 
certainty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path has caught the eyes of the world, and the unique ad-
vantage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ve been fully revealed. From a contrasting point of view, ca-
pitalist modernization has brought human civilization to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but this ci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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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zation is centered on the logic of capital and contains unavoidable contradictions. In contrast,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as been explored in the accumulation of a century of practice, and 
its connotation and steps have been clarified with practical exploration. The Chinese moderniza-
tion path transcends the “illusion”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opens up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
tion, provides a new choice for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modernize, creates a brighter future, 
and contributes to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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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走向现代化是必然的潮流。这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未来发展趋势。现代

化意义上的文明，肇始于西方资本主义，其进程使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各方面带来巨大变革，人

类社会得以实现跨越式的进步。空前的资本主义历史效应使其焕发出巨大的活力，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

列的痼疾。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通过剥削、压迫和侵略中实现的，凭借现代化发端的时间优势

及其雄厚的资金、技术傲视全球，试图塑造出“一元世界”，并将“全球化等于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等

于‘西方化’等于美国化”。[1]资本主义文明被资本主义政客和学者鼓吹为现代文明发展的“普世”价

值和唯一形态，并热衷于用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等理论来排斥“他者化”的现代化道路。然而，人类

文明的发展并非只有单一的形态，也不会终结于某种模式，而是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新的文明发

展之路将会被开拓出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

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2]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中国特殊国情的同时，也遵循了

现代化所具有的共性；既站在世界大势，又基于中国实际，坚持世情与国情的辩证统一。中国式现代化

的不断创新发展，丰富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谱系，在现代化文明形态上突破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样本，是

对资本主义文明“幻象”的超越。 
至今为止，学界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尤其是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和

价值意义等，但对于其核心概念的表述还有不同的表达。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是党在不同历

史时期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中日益丰富并不断发展。本文试图从文明新形态的视角出发，首先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有整体的把握后，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怎样克服西方文明固有的局限性，探讨中国

式现代化如何擘画人类文明前景的中心问题，从而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识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2. 中国式现代化源于实践高于实践 

近代以来，为了实现现代化，无数仁人志士坚持向西方学习，但均已失败告终。从“走俄国人的路”

到“走自己的路”的历史性转变，是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完成的。 

2.1. 向西方学习 

近代以来，由于清政府长期推行的关锁国政策，错失了世界现代化的潮流，致使中国长期落后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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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生。在西方侵略的炮火下，中国逐渐被成为宰割欺凌的对象，“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是当时中国最真实的写照。对此，人们的现代化意识日渐觉醒，如何让当时奄奄一息的中国摆脱落后的

窘迫局面，摆脱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成为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不懈努力的历史主题。为了实

现民族复兴，在走向现代化的目标驱使下，中国社会各阶级都进行了艰苦探索，提出了多种实现方案。

从“器物”到“制度”、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的长期探索使现代化进程得以推进。辛

亥革命后，产生了“西化”等思想，意在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并采取现代化。但社会各阶层的探索

无一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找不到一条走向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此时的现代化意在向西方学习，但把西

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作为一般公式，并对其生搬硬套是行不通的。 

2.2. 走俄国人的路 

西方模式的破产迫使中国人继续探索新的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重新

点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希望，中国开始学习俄国模式。1954 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主要包括：工业、农业、运输和国防四个方面。而随实践深化，我国对现代

化的理解中不断拓展和加深，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设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

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得益于找到正确的道路，这一时期我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和国民体系，为我国后续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鉴于苏共二十大暴露出的苏联模式的弊端

问题，我国更加坚持独立自主，决心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的现代化道路，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

的辩证关系。在这一时期，我国对现代化的理解主要在于经济层面，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 

2.3. 走自己的路 

随着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实践不断加深，其内涵和实现路径也更加深刻。从内涵来看：将实现现代

化的领域拓展到五个维度，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从实现路径来看：196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将“两步走”战略提上议事日程。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对国内外环境以及国情的深刻认识，对现代

化建设的蓝图进行设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所要实现的现代化目标，指出：“中国

式的现代化是我们新的概念。”[3]并为现代化建设的实现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由此可以看出，中国

将要实现的现代化是具有特殊性的，且是分步骤来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2]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与现代化建设、民族复兴紧密结合，成为更加切合实

际、可实现的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的形成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为了改变其被动、落后的窘迫局面，从自发

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的探索史。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让中华民

族实现了从“文明蒙尘”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换羽新生，开启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3.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西方对现代化的霸权式垄断 

近年来，西方国家在新冠疫情、金融危机和对外战争等不利局势的冲击下陷入社会危机。尤其是一

些国家频繁采取“退圈”的活动，更加显露出西方现代化所具有的排他性和利己性。而中国共产党带领

中国人民所走出的“新路”，所创造出的两大世界性奇迹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的最有力证明。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横空出世，击破了西方现代化的神话泡沫。 

3.1. 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无法避免的矛盾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揭示了以私有制为基础，追逐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西方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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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现代化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以资本逻辑为根本导向、以追求资本剩余价值为动力机制，为少部

分人谋取利益的现代化”[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给人类社会创造了丰裕财富，但同时给工人无产阶

级带来了贫困，并抑制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一方面来看，“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对立、产品对生产者

的统治”[5]。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因资本的逐利性而日益加剧。于是，“工人在劳动中耗费

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

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6]劳动者向对象投入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劳动的对象化过程。由于

生命是人的本质力量，这就意味着他给予产品生命，工人把生命对象化到物中。但为何他生产的越多，

就会越贫乏？因为工人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都凝结于产品中，是将生命投入到产品中。资本家无情地剥

削工人，势必造成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对立，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的局面将会持续深化，这将成为西方

现代化进程中的阿喀琉斯之踵。西方的工业化进程虽已有几百年的历程，但无法实现共同富裕，且贫富

差距问题已越来越严重。瑞士信贷发布的最新年度财富报告显示：美国的财富基尼系数长期处于大于 0.8
的区间。这就意味着不平等现象十分严重，且 2021 年更是上升到 0.85，无法走出“富人越富，穷人越穷”

的困境，美国贫富差距的鸿沟依然难以弥合。可以预见，这将极大地造成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发生，将会

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 
从另一方面来看，社会出现“斯密难题”和“韦伯困境”[4]。有学者指出，斯密首先将人性观看作

是利他的，但随后在《国富论》中转变为利己的人性观。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利己与利

他是两个相互对立、矛盾的概念。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从来都是唯利是图，追求资本利益的最大

化。韦伯认为，科层制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科层制让人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不参杂个人情绪，而是严

格按照条条框框来执行。这种制度虽然能使事物在规则的轨道上运行，但这完全丧失了人性的光辉。如

果完全按照科层制来行使职权，工作人员将会按照冷冰冰的条例办公，这种体制将导致人的发展片面化，

人们在科层制机器中会沦为“附属物”，而非独立个体，以追求效率为原则。民众将被动的执行规则，

人成为国家的附属。因此，科层制与人类所具有的博爱、友好的优秀品质背道而驰。西方现代化中对制

度和模式的创新，却限制了人的自由和创造，抑制人的全面发展。 

3.2. 中国式现代化所开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 

西方现代化以资本增值为核心建构的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维系其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由于以资本增殖

为核心的内在缺陷，无法实现文明景观的可持续。这将成为我国开辟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

化道路提供理论镜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公有制为基础，有效引导市场经济过程中资本的有序发展，

在实践中坚持以人的解放为目标，这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所在。 
首先，历史和实践证明资本是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对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资本为实现自身增殖，资本主义内部矛盾不断积累，种种困境论证了资本主

义文明日益呈现出不可持续的“幻象”。中国式现代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基本理念，

“把消解西方现代性所蕴含的资本权力与财产结构为己任，防范资本的野蛮生长，积极引导资本的健康

发展”[7]。中国共产党深刻反思资本主义文明和西式现代化刻意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性，如若不对资本进

行约束，就会任凭“资本的野蛮生长”[8]，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危害。一方面，积极发挥资本作为

生产要素给社会发展带来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加强对资本的监督管理，消除

社会走向两级分化的隐患，使资本历史积极作用得到激活，资本的消极作用得到控制。随着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的生成，以扬弃资本逻辑为核心的新文明类型生成。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人的现代化。“从制度设计到核心价值观倡导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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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以及自下而上的民众日常生活意识，无不体现中国式现代性的主体性建构维度”[7]。在主体性建

构过程中，必然会消除对资本权利和物化意识。同时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自觉性特征，这与资

本驱动式的扩张逻辑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轨道上运行，实现了单一

的经济层面到全面现代化的转变，破解了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人为物制”[9]。中国始终着力解决人民的

贫困问题，发挥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优良传统，着力解决社会贫富差距问题。1987 年，我国的贫困人

口有 8.36 亿人，贫困发生率为 76.4%，到 2010 年，贫困人口下降到 1.56 亿人。截至 2021 年，中国共产

党带领 9899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2 年间，中国使 8 亿多人口脱贫，占全球同期脱贫人口的七成多。

据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便是克服西方现代化中的种种弊病，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和实现全

面发展为终极追求。 

4. 新形态下的人类文明价值维度 

中国式现代化是扎根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是既从民族立场出发，又彰显世界维度的全新实践，有

效消解了西方现代化的话语霸权。中国关于现代化道路模式的探索，坚持“五大文明”的协调发展，从

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其文明价值不仅在中国单一的维度，更在全世界范围形成了示范效应。 

4.1. 文明的整体性：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人口规模巨大是我国的特殊国情，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式现代化学者指出：

“历史上有过的现代化先驱国与后进国，除美国之外，几乎都是小国或中等规模的国家，而没有人口众

多的农业大国。”[10]由此可见，人口规模对现代化的建设起到制约作用。1949 年，我国人口为 5.4 亿人，

其中 89.36%为乡村人口，近九成的乡村人口对中国的现代化的起步和文明转型和造成了严峻的压力。在

近代一百年的历程中，无视仁人志士几乎对西方所有的现代化发展都做出了尝试，但都以失败而终结，

其中重要原因是由于我国人口规模巨大。这对现代化发展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 
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化人口压力为人口红利？文明的整体性发挥了关键作用。整体性就是集中力量办

大事，就是把举国体制这一新的优势发挥出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整体性的思维就已经在我国现代

化建设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全体人民”、“各个方面”等表述就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配置到关

键领域，规避了资本主义文明一盘散沙的局面。起步于“一穷二白”经济基础上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充分发挥整体性思维，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发挥中国人口红利，走完了发达国家数百年的现代化道

路，实现跨越式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11]要实现真正的

现代化就要实现人的现代化，脱离人谈论现代化是无意义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是人

的现代化，为实现人自由且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 

4.2. 文明的普惠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中国自古就有平均主义的倾向，如“等贵贱、均贫富”、“不患寡而患不均”，到《天朝田亩制度》

中的“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再到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可见我国始终都存在着平均的思想。但由

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这些思想主要是围绕着土地为中心的。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才开始探索如何

实现真正意义的共同富裕。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以单一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其价值归宿，而

是通过现代化的载体，彰显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2]中国式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

来，“精准脱贫”的战略目标持续推进，至 2020 年底，最终实现近 1 亿人口的脱贫。以实现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为价值导向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普遍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中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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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道路中摆脱的绝对贫困，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巨大贡献，是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普惠性的有力证

明，对世界文明将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4.3. 文明的协调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构建文明新形态不可或缺的两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

内在要求。以往的现代化往往将现代化单纯理解为对物质文明的创造，以经济指标来衡量现代化的水平。

西方式现代化是以物质文明为核心的“单向度”现代化，但脱离精神文明，空谈物质文明本身就是对现

代化的误解。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两个文明”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的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协调发展的理念自改革开放就已被提出，并随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推进扩展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新时代以来，我国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物质文明取得历史性的成就，必然为精

神文明建设奠定出坚实的基础。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始终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并提，凸显了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发展的协调性。 

4.4. 文明的持续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中固有的以人类为中心的

思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以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的，由此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由此也

带来了资源紧张和环境破环的局面。在中国式现代化起步阶段，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为了获得跨越

式发展，采用粗放型增长模式。但这种片面追求经济利益需要承担巨大生态问题的模式，是以资源和环

境为代价的。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我国深刻意识到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始终强调人与自然的

和谐共生，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两山论”的提出，已表明我国决心走可持续发展、绿色发

展之路，实现了对传统现代化道路的超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使中国创造了人口资源环

境可持续下的经济平稳运行，揭示出生态文明的强大生命力。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力争到

2030 年实现碳达峰，2060 年实现碳中和。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现

代化。这必定为解决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提供引领式的作用，为人类的文明前景贡献绵

延不绝的力量。 

4.5. 文明的包容性：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近代中国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下受到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在落后的局面，开启了现代化的探

索。但我国自古以来就热爱和平，加之对西方现代化暴力侵略的现代化逻辑的感同身受，始终坚定维护

和平。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和平的发展道路，通过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积极融入世

界文明潮流，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即使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中国是 2020 年唯一持续正增长的国家，

深刻表现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包容性所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构建具有包容性的

发展秩序，不仅实现自身发展，同时为世界文明扩展出新空间，始终坚定地做全球和平发展的捍卫者。

当前，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和平潮流受到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坚定地走和平开放、

普惠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包容性将成为破解世界难题的钥匙。 

5. 结语 

与西方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后发型的特征。在追逐型现代化进程中，“向西方学习”成

为了中国不同阶级的共同选择，但历史却证明此路不通。在带领人民群众艰苦创业的百年历程中，中国

共产党走出了一条崭新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突破了西方文明所具有的局限性，而且对人类文明新

形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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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华文明实现换羽新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大势，积

极吸收各国现代化道路的宝贵经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实现中华文明不断发展。其次，终结

了对西方文明关于“现代化等于西化”的神话，为渴望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选择。西方文

明虽然极大推动了经济发展，但其中自身内在矛盾出现贫富差距严重，环境破坏等问题。而中国式的现

代化道路，提供了现代化发展的新思路，也给了绝大多数国家文明建设以启迪。最后，实现了对传统型

现代化的超越，创造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文明冲击论”和“历史终结论”

的预言也走到了尽头。 
打破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垄断的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击破了资本

主义文明的“幻象”。既有鲜明特色，又符合普遍规律，为世界现代化贡献新的方案，为人类文明前景

带来光明希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然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和实践的验证来彰显其深远的文明价值与世

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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