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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在经过长时间、分阶段不断探索出的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具有多重

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对已有成果进行脉络梳理与内容分析,不难发现,现阶段学界围绕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的研究成果,主要可以从发展历程、基本内涵及当代价值三个方面加以把握。总体来看,当前学

界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研究体系呈现路径多元、形态多样、结构立体的丰富理论特征,但在学科背景的

交叉性、理论研究的创新性以及相关概念的联动性上还存在着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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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hinese
 

mode
 

to
 

modernization"
 

is
 

a
 

kind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road
 

that
 

China
 

has
 

been
 

exploring
 

for
 

a
 

long
 

time
 

and
 

in
 

stages,
 

which
 

has
 

multipl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rough
 

combing
 

the
 

existing
 

achievements
 

and
 

analyzing
 

the
 

content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i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round
 

Chinese
 

mode
 

to
 

modernization
 

at
 

this
 

stage
 

can
 

be
 

grasped
 

mainly
 

from
 

three
 

aspects:
 

development
 

process,
 

basic
 

connotation
 

and
 

contemporary
 

value.
 

In
 

general,
 

its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system
 

exhibits
 

rich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with
 

diverse
 

pathways,
 

varied
 

forms
 

and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hortcomings
 

in
 

the
 

intersection
 

of
 

disciplinary
 

backgrounds,
 

innovation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linkage
 

of
 

related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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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

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

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

文明新形态。”[1]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进一步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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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中国式现 代 化 全 面 推 进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2]目前,国内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开展了广泛的讨论与研究,围绕其发展历程、基
本内涵和当代价值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历

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49-
1978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第二个

阶段为1978-2012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第三个阶段为自2012年

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三个历史

阶段展开研究,并对这三个阶段进行解读,有助

于呈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彰显

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奠定中国

式现代化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有了进行社会主义革

命的土壤,开始对现代化建设进行初步摸索,这
为之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夯实了基础。王公龙

等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铲除了中国现代化进

程中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

座大山并最终成立新中国,为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奠定了基本社会基础[3]。新中国成立后,中
国共产党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在
此基础上,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

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象征着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启。董慧等提到,在新

中国成立后,国家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从确立

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目标,发展到建设

怎样的现代化国家、怎样接续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道路等问题,并且随着建设的深入与认识

的提升,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从单一的“工业

化”向“四个现代化”进行了转变[4]。周恩来在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四个现

代化”,即要建设具有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

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在1964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现代交通运输”被改为“现代科学技术”,自此,
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全面展开,成为这一阶

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方向。宋学勤总结了

党带领人民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所作出

的重要举措:其一,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

反思,并明确提出了中国工业化这一道路,以重

工业为中心的同时,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
一重要思想是后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

端;其二,提出“两步走”发展战略,即在十五年

内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

经济体系,力争在20世纪末,我国全面实现四

个现代化,同时国民经济达到世界前列。“两步

走”发展战略为改革开放后“三步走”发展战略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5]。秦宣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总体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从政治、经济和科学技

术三方面来看,民主进程得到了进一步推进,人
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国民经济基础也得到了极

大增强,科学技术的进步更为可观,这一时期为

之后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的

理论与实践基础[6]。这一时期国家对社会各领

域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为之后的中国现代化建设

提供了体制保障和经济基础。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改革开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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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这一时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的第二个阶段,该阶段我国经济发展

迅速,“四个现代化”建设也展现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概念于改革开放初期

正式提出,1979年邓小平提出我国要实现的

“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在

1984年又提出到20世纪末要在中国建设一个

小康社会,并将其作为该时期现代化的目标,这

既考虑到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意识到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这一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之

后,党在十六大报告中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调整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可以说,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把主要历史任务调整为

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使中华民族“富起来”,把

改革开放作为改变当时中国命运的“关键一

招”。俞祖华认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找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

前30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找到的强国建设和

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7]。张神根等认为,

“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在改革开放时期被正

式提出主要基于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基于更

为有效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需要;二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所得出的

重要结论;三是基于对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和

发展状况的了解;四是基于对本国实际和国情

的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既确定了我国现代

化的发展目标,也规定了其发展的方向[8]。鲁

明川指出,邓小平进一步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精神深化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一重大命

题,开创性地提出了要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

相结合,勾画了我国现代化道路的基本蓝图[9]。

张明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后,党带领全国人民推

进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进程,也是深入探索和

把握社会主义理论,走向认知新高度的过程。

党在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时,把中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了新的高度,在全面

总结前人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开创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10]。该时期出

于对现代化建设更为深刻的认识,我国采取了

更为“大胆”,同时也更符合我国国情的政策,改

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

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经济支持。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拓宽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

相较于世界范围内其他西方国家的现代化

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是全方位、多角度、各

方面并联发展的现代化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后,党和政府把握全局,统筹兼

顾,进一步拓宽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胡洪彬

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并推动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开拓人类文明新形态“中

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同时,对“四个现代化”作

出了全新的阐释,例如区别于西方工业化、城镇

化、信息化的串联发展而选择新型工业化、农业

现代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四者叠加并联发展,

由此,拓展了对现代化的认识[11]。许耀桐指

出,党在这一时期主要通过两个举措来发展中

国式现代化,其一,通过三大布局创造了人类文

明新形态:一是构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二是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

局,即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三是推进“五

大文明”,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

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其二,提出了推

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新时

代以来,党带领人民进行的现代化探索,将社会

主义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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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12]。杜玉

华等则认为,党在这个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推向了

一个更高的台阶,并从三个方面总结了党在该

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所采取的措施:

一是为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确定了目标,提

出了相应的发展战略,即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

叶这30年的两个阶段安排;二是对新型工业

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的“新四化”同

步发展等作出战略部署;三是提出了推动国家

治理现代化新命题,同时将其确立为新时代全

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13]。张三元指出,新

时代的来临代表着中华民族站在了“强起来”的

历史起点上,在党的领导下,随着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脱贫攻坚两大目标任务的完成,中国更

接近伟大梦想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党带领人民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14]。

综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历程的

研究,总体上围绕重点历史事件展开,从现代化

进程中不同时期的历史决策与理论创新可以发

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一蹴而就的飞跃,而

是在实践进程中不断积累、提升的必然结果。

同时,这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也表明,中国式现代

化并非某一具体方面的快速发展,而是全方位、

多角度的精准布局,是围绕人民生活和谐幸福、

安居乐业展开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优越性的直观展现。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党带领全体人民经

过百年艰苦探索寻求到的一条属于自己的现代

化道路,该过程中呈现的鲜明特征以及党实践

总结的历史经验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特有的基本内涵。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

基本内涵进行解读,理顺其价值链路,可以更好

地挖掘其“中国式”的本质属性。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的本质特征

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发展为了人民,这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指向。

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保证中国式现

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前提。孙开等认为,党带

领人民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

国,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充分说明我党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

维护国家利益和捍卫民族尊严的大国政党。把

中国的事办好,关键在党。坚持和完善党的领

导,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和命脉所在,同

时也是中国能够将这一成功延续至未来的根本

保证[15]。宋才发提到,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

义引入中国,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革开放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扎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

保障,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层面确立了中国式现

代化的目标任务,也在实践的过程中发挥了统

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实现了理论

与实践的统一[16]。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

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蒋永穆等认为,中国共

产党能够带领人民在各个时期都取得胜利的关

键就在于党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在

未来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只要坚定不移地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一定能够使中华

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7]。毕照卿提

到,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实现中国式现

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可能性”跨越到

“必然性”,实现了社会主义道路“一般性”向“特

殊性”的转化并完成了二者的统一,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的开辟与发展蕴含着社会主义本质属

性[18]。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

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坚持人民至上。刘勇等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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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党始终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这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因此中

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是符合人民期待、满

足人民向往的现代化,其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

原因在于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19]。于

安龙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立足点是人民

群众,人民群众在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起着决

定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秉承发展依靠人民、发

展为了人民的理念,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了

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磅礴的人民力量,让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创造发展奇迹和取得巨大成就成为

可能。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的幸

福感,让人民共建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让人民

成为现代化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的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20]。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

征,也是现代化道路上中国特色的内在核心。

(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的基本理念与本质要求之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在发展的同时,必须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生。袁祖社等提到,中国在推动现代化的过程

中一直关注人类文明的整体性,在推动经济发

展的同时注意保护生态环境。生态文明是继农

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新文明形态,涵盖了

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全部领域,关系到中国的

发展和整个人类的前途,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

报告均提到了要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的发展与建

设,这是我国对全球生态危机深刻反思的结

果[21]。江峻任等认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中国式现代化选择走绿色发展道路,主张良

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用发展生态

生产力来替代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力,为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实践路

径[22]。董慧等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着

生态意蕴,囊括了生态的内涵特质、意义价值、

精神品格和方法原则等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智慧;二

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目标导向之一是满足人

民对美丽环境的需要;三是人、社会、自然三者

之间是一个关联的有机体,生态环境问题既是

“重大政治问题”也是“重大社会问题”;四是绿

色发展是党在探索与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对怎

样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关系这一问题

所提供的解决办法[23]。黄承梁指出,生态文明

建设在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的

战略地位,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创造经济发展

奇迹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党对

此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提出将绿色发展作为新发

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建设生态文明视作

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的

必然要求[24]。齐绍洲认为,积极推进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既是我国未来发展的竞争战略,也是

我国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时所表现出的责任担

当,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在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更加要求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统筹协调高质量发展[25]。余玉湖等认

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同时还符合马克思主

义自然观,在本体论上突破了人与自然的二元

对立,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解”;在实践维度上

实现了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在社会维度

上构建了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应然转向实然

的社会关系基础[26]。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

谋求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三)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要义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

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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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现代化所

要达成的目标包括物质层面的富足和精神文明

的提升,二者相互协调,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

的核心要义。李洋认为,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

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更意味着人的精神世界

变得丰富充盈。对此,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同时,注重发展与物质文明相匹配、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结合的精

神文明。正确处理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

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策略,也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利前行的关键遵循[27]。物

质文明是发展的基础,要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前

提是“富起来”。李曦辉等认为,党提出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创新性地将市场经

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既是我国在探索属于自己的社会主

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也是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之一,极大地调动了人民

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28]。

殷晓元等指出,“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在

必然目标、本质属性和显著特征等方面具有多

重逻辑上的关联。首先,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

要象征与目标任务。其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基本要义,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后,人民的生活越来越

好,全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这些也是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29]。“富裕”并不

代表文明,协调发展精神文明是现代化的要求

之一。沈江平提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继

承中华文明基因和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

基础上的现代化道路,除此之外,还吸收并融合

了外来现代化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形成了一条

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包含先进现代化文化的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30]。陆卫明等指出,文化是满

足人民在发展过程中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的重要因素。现代化意味着社会的全面发展与

进步,其中必然包含了文化的发展,中国式现代

化中的文化元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代表着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

神纽带,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促

进作用,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31]。

综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党团结带领人

民不断探索的道路,对其基本内涵的解读主要

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与突出成果展开,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丰富的基本内涵意味着中国式

现代化不是局限于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而是包

括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方面在内的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当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不仅将我国现代化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高

度,而且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一条康庄

大道,同时对第三世界国家乃至人类文明都具

有非凡的意义。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当代价

值进行研究,有助于展现其科学性与时代性,把

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意义,使之更好地发挥

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与世界文明共同进步的积

极价值。

(一)把握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夯实理论根

基不动摇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

科学道路,其取得的成果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科

学性的验证。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走好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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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王艺苑等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

开辟,以实践证明并宣扬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性和真理性,使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话

语权得到加强。马克思主义在德国诞生,从其

诞生之日起就饱受质疑,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

更是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人们对马

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

成功打破了该怀疑,其探索与形成过程以无可

置疑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

性,使马克思主义全球意识形态话语权在经历

苏联解体后又重新构建起来,并在全球范围内

宣扬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中国力

量[32]。卢成观等指出,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之后,国际社会开始盛行“历史终结论”和“主义

过时论”,前者在美国冷战胜利后被资本主义国

家奉为圭臬,用其来讨伐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

义国家;后者则在苏联解体后,被美国的布热津

斯基公开断言为共产主义与历史规律相违背,

与时代潮流相逆。而中国在苏联解体后所展现

的勃勃生机和所创造的世界奇迹,尤其是开创

了属于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向世

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行、社会主义道路行[33]。

郝立新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坚持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阐释了现代化理论的

实现形式和路径,坚持实践中的问题导向,遵循

实践中的辩证法,进而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需要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理

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

与发展[34]。黄群慧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

“新”出发,指出其摒弃了“资本中心”现代化、

“两极”现代化、“物质主义”现代化、“向外扩张

或向外掠夺”现代化,从而达到了对西方现代化

理论的超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实与发

展[35]。乔静宜认为,中国通过现代化事业所取

得的辉煌成就,使世界看到其强大力量,打破了

对西方道路的迷信,对社会主义“怀疑论”“破产

论”给予现实有力的回应。中国共产党在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上的成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跨

越理论”的正确性,并由此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

和民族特征的“中国之治”,不仅反映了社会主

义最本质、最真实的发展规律,也向世界展示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潜力与社会主义的勃勃生

机[36]。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是一条切实可行

的发展道路,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等在实践层面的确证,向世界证明了中

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二)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提供和平崛起新

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符合时代需求的和平

发展道路,不仅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

国人民对独立自主、继承创新的发展诉求,还表

明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立场。陈金龙认为,

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意义在于使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经济增

长、社会主义制度完善、人民历史主动精神和历

史创造精神焕发、社会长期稳定等方面具有重

要意义[37]。唐良虎等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创造了一条传承创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

这为正在谋求发展、探索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智慧”、贡献了“中

国方案”: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地将

民族历史文化与现代化完美结合,为既想保持

文化传统又希望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树立了一个

优秀榜样;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党带

领人民探索出的一条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

这为需要加快国家发展但又不愿丧失自身独立

性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选择[38]。寇美琪

等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说明了社会

发展的道路是多样化的,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对

西方中心主义进行解构,实现了中华文明在马

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更新

和重构:一方面,吸收了世界文明的优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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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普遍性的先进经验进

行借鉴;另一方面,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并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展

现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39]。周文等指出,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没有走对内压榨、对外掠夺的西

方殖民主义道路,而是选择了一条和平崛起的

道路;没有直接照搬西方现代化的路径与方法,

而是扬弃资本发展逻辑的同时吸收了资本主义

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开创了

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为第三世界国家

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途径[40]。吴媚霞等认

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两个方面的超越:

一是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价值性超越。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遵循的是“资本至上”

原则,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人民性立场使得中

国式现代化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

进步、世界的和平发展和共同繁荣。二是对苏

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性超越。我国在

早期一直照搬苏联模式,但随着苏联模式问题

的不断暴露,我国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

性决策,实现了对苏联模式的超越[41]。黄建军

提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

超越,拓宽了社会主义的实践场域,对正处于现

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作用,主要体

现在对道路的选择上避开并突破了“依附模式”

“趋同模式”和“脱钩模式”,而是选择了独立自

主的发展模式,改写了世界现代化亦步亦趋的

发展图景[42]。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模式,

打破了苏联模式的固有形式,是结合了时代趋

势、人民需求以及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现代化。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

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

界的;不仅体现中国特色,也反映世界形势;不

仅是中国的国富民强,也是与各国的携手共进。

吴志成指出,随着全球化浪潮的进一步推进,各

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并逐渐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提出以全人类整体利益为价值基础,既擘

画了我国强国建设的总体目标,也顺应了全球

化的趋势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是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历

史起点上获得更大成功的重要机遇[43]。刘军

等总结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个特征:一是追

求合作共赢、共同繁荣,提倡用开放包容的全球

化经济取代固步自封的贸易保护主义;二是追

求对话协商、持久和平,尊重每个国家的利益和

民族关切,致力于构建每个文明主体的平等地

位;三是追求共建共享、普遍安全,不将本国的

安定建立在其他国家的动乱之上;四是追求交

流互鉴、开放包容,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五

是追求绿色低碳、清洁美丽,推动全球共同构建

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

境[44]。于沛认为,中国成功地走出了自己的现

代化道路,深刻地改变我国社会各领域的同时,

还改变并扭转了世界面貌与格局,创造了人类

文明新形态。只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才能让全人类共享文明发展的成果[45]。宋才

发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世界意义在于

为现代世界体系创造了一种新的国家发展模

式,为世界秩序转型提供现实基础,创造了推进

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人类文明新形

态[46]。骞真从“四个完美结合”来分析中国如

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即中国式现代化是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完美结合、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完美结合、“中国梦”

与“世界梦”完美结合、人的发展与生态保护完

美结合,创造了一个东西方文明互鉴、两种经济

体制优势互补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文

明新形态[47]。国内相关研究将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与其理论基础、时代背景以及人类文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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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的理论创新结合起来,不仅体现了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的时代价值,也彰显了其在更广泛

层面上作为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所独具的重要

意义。

综上,中国式现代化百年的发展历程以及

取得的伟大成就,成功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这具有多重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虽然

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学者众多,覆盖面

十分广泛且有着丰富的成果,但未来研究仍有

必要继续深入与改进。一方面,对“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缺少多学科交叉研究,从其他学科入手

可以为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更

多角度,也能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研

究推向更深的层次。另一方面,对“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的创新性研究仍有待加强,大多数学者

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历程、鲜明特征、

基本内涵、世界意义等进行了总结,且关于“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看法具有重叠性,对“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提出创新性观点的学者较少。

深入开展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研究、挖
掘更深层次的理论内涵,对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另外,将“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与其他国家现代化道路的联动研

究不多。开展相关比较研究,不仅能更深入地认

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能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更好地吸收其他国家现代化模式的有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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