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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伟大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演进反映

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现代化是以现代性为主轴的外在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区别

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之处在于现代性的构建机制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批判了西方资本野蛮扩张的现

代性，构建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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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rn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 to Modernization and Its Critique to Western Mod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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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ese mode to modernization is a great creation of CPC（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ding his people in 
their century‑long struggle. The connotative evolution of Chinese mode to modernization reflects CPC's arduous exploration 
into the mode to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is an external form with modernization as its main axi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mode and Western one lies in th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modernity. Chinese Mode to 
Modernization criticizes the barbarously expansive modernity of western capital， and constructs a kind of socialism 
mod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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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进

程，还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中国

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在于克服了西方现代性

的资本驱动内核，开创了以人的发展为轴心的

现代性。中国式现代化重建了现代性，现代性

的重建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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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演进与基本特征

目前，学界对现代化的起源莫衷一是，但

对其发展过程有一个共识，即现代化是一个国

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明等多个方面由传统

向现代转化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进行时态

的词语，具有主体差异性、时空转换性、内涵开

放性等特征。主体差异性表现在不同国家或

地区主体因意识形态、政治架构、经济基础的

不同，所选择的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时空转换

性表现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在不同历

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内涵开放性表现

在人类现代化是一个没有局限性的开放系统，

类似一条不会闭合的趋近线。中国共产党自

成立以来，在不同时期针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提出了不同构想，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也发生

了一系列变化。

（（一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时期的现代化内涵和建设时期的现代化内涵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向现代化发

展的可能性。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早期

对“现代化”的理解虽然侧重某一方面的物质

基础的提升，但是已经突破了旧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的局限，实现了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

代化的飞跃。

新中国的成立终结了中国道路之争。中

国人民在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同

时，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思想之源

和理论根基。尽管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暂时

性的领先优势对其他渴望实现现代化的国家

具有十足的吸引力，但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清

晰表明了西方现代化的霸权本质。所以，自中

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道路以来，就奠定了区别

于西方现代化的总基调，即立足中国国情进行

独立探索。

新中国成立之初，鉴于特定的历史环境，

国内关于现代化确切概念的探讨主要集中在

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面。1952 年，毛泽东在《军

委关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中提到，“我们

人民解放军，将在已有的胜利基础上，站在国

防的最前线……应继续加强正规化、现代化

的训练……。”[1]（P224)这里主要从军事建设出发，

提出国防现代化建设目标。随着国防现代化

建设成果初步显现，中国共产党逐步将现代

化建设扩展到工业、经济、文化、农业、交通等

方面。 1954 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我国人民应当努

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

经验……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

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

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P350）这里将文

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纳入我国现代化建设之中，

扩大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范围。在第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即

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现代化。1964
年底到 1965 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把“四个现代化”修改为农业、

工业、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化。

（（二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的现代化内涵时期的现代化内涵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全新

探索阶段。相较于之前的现代化发展，这一阶

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呈现内涵更丰富、目标更

清晰、政策更可行、措施更具体、道路更坚定的

突出特征。

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在内容上更加全

面具体，主要围绕工业、农业、教育、科技、国

防、管理、经济等方面展开。针对这几个方面

的现代化，邓小平进行过详细而深刻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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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目标更加清晰明确。邓小平多次指出，我

们要实现的现代化就是“四个现代化”。他强

调，“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

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加强团

结。”[2]（P140）这里明确了我们要将工作的全部重

心放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上来。二是强

化可行性。邓小平指出，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实

现有四个条件：第一条，我们有丰富的资源。

第二条，我们毕竟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

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第三条，我们相信中国

人不笨。第四条，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

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 [2]（P232‑233）。邓小平从主

客观角度分别阐述了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实现

的可行性。三是措施更加具体。邓小平指出，

“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

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P163），即中国的现代化建

设要立足中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基本

国情。基于此，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科

技、教育、经济、工业等方面切实可行的政策为

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保驾护航。四是道

路选择上更加坚定。邓小平指出，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我

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

行……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

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

局面”[2]（P279）。这些重要论述奠定了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的总基调。

（（三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现代化

内涵内涵

新时代孕育新理念，新理念丰富新思想。

习近平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

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

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

成败。”[3]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现代化内涵也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在内涵式发

展和外延式增长上均取得了突破性发展，主

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党的领导更加坚强

有力。历史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首要原则，

在现代化发展中发挥着把方向、定目标、稳大

局的重要作用，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式现代

化的性质及其成败。二是实体经济地位更加

突出。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

基础，在保民生、促就业、稳经济等方面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

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发表

“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主旨讲话，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

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

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提供坚强物质支撑”[4]，这一重要论述再

次强调实体经济在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三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得

到进一步彰显。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医疗保

障制度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出

台、“河长制”“湖长制”的实施等，都体现了我

国把高质量发展同人民的高品质生活相结

合，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发

展。四是中西现代化对比更加鲜明。中国式

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观照现代

化发展的普遍特征和中国自身实际的背景下

发展起来的。鉴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突

出优势，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过程中也具有

明显优势，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两

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与

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照抄照搬别

国模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5]中国

式现代化的战略选择体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

批判和超越，并将最终成为一种全新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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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新形态。

（（四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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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

十大报告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

基本特征。总体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性质、根

本宗旨、初心使命、信仰信念、政策主张决定

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

别的什么现代化。这个根本规定确保中国式

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而行稳致远。中国式现

代化还有五个具体的鲜明特征，即人口规模

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

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具有巨大的生

命力和发展优势，是因为它摒弃了西方现代

化的弊端，即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

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

张掠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

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

态观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

实践的重大创新。

二、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

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既是一个历史反思

过程，也是一个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过程。这

个过程主要围绕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制度、意

识形态、发展理念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批判而

展开。中国式现代化现代性批判的本质在于

否定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物化指向，并重建以人

的全面发展为内核的现代性。

（（一一））一党执政对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结一党执政对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结

构的批判构的批判

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性

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领导决定中国

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

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

否则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犯颠覆性

错误。”[6]这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在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中的决定性作用。对人口占世界总人

口五分之一的国家来说，实现现代化需要中国

共产党凝心聚力、指引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上

下一心、全民共进，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

的。正是由于党的坚强领导，才能统领全国各

方力量，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一盘

棋。与西方政党各自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离

散型结构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具人民性

的政党，代表着全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中国

式现代化萌芽于建党之初，发力于“五年计

划”，起飞于改革开放，蓬勃于新时代。在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接力中，中国式现代化赓续红色

血脉，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壮大。

（（二二））以人民为中心对以资本为中心的发以人民为中心对以资本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的批判展理念的批判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

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7]中国共产党

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

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防止两极分化。较之西方国家贫富差距巨

大、社会分裂严重且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新

范式。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理念主要表现为

一党私利与法治社会相悖、资本至上与自由国

家的标榜背离。西方国家声称其政党制度与

法律制度的制定原则是维护社会公平有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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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政府治理精准高效，但实际上是执政党被资

本裹挟。在政治竞选中，金融财团、军工财团、

企业财团等资本代理人在获得政治权力之后，

必然以财团利益为行为导向。在社会生活中，

西方所谓的自由常常演化成为民粹主义。在

“绝对自由”理念的纵容下，个体的意愿得以肆

意表达，加之政府号召力和组织力低下，导致

社会内部撕裂，最终都损害了人民的整体利

益。与此相反，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

五大发展理念，实施“五位一体”整体布局、“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

度优势，将民意诉求与科学统筹结合起来，实

现国家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

现代化。人民共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

目的。

（（三三））共同体意识对极端个人主义意识形共同体意识对极端个人主义意识形

态的批判态的批判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的审议时指出，“要紧紧

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深化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

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

体理念。”[8]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体现了党

对民族团结的重视。中国式现代化通过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各民族紧密团结在一

起，共同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同时，中国提

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谋求本国发展

的同时与世界各国一道携手共进 [9]。

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鲜明对比的

西方现代性发展导致个人主义泛滥，即以意志

的自由表达为表象，其实质已经异化成各自为

政的极端利己主义。由此，在精神与法律的双

重异化下，社会成员之间如同互不干涉的原

子，各自围绕自己的原子核运动，无法形成一

股强大的向心力，这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一

是个人与群体的疏离。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

泰勒坦言，现代西方社会面临着极端个人主义

的危险，人们感到孤独又自我封闭，以自我为

中心，鲜少关注社会政治生活，形成了原子式

的个人主义，即西方个人主义发展“自然而然

地会产生一种工具性的个人主义”[10]。二是个

人与国家政治的疏离。身份政治相关运动的

爆发无疑是以多维度的群体来对抗国家整体

政治，另外，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也以形形

色色的方式登场，使国家政治失去吸引力。三

是社会规范失灵，道德约束力丧失。日本核污

水排放的推诿、西欧国家难民问题的加剧等都

是极端利己主义的表现，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理念与实践的极大破坏。显然，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过程中彰显的命运与共的现代性是对

西方极端个人主义现代性的超越。

（（四四））和平和平、、和睦和睦、、和谐发展主旨对扩张掠和谐发展主旨对扩张掠

夺的霸权主义模式的批判夺的霸权主义模式的批判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和平发

展的道路，始终站在历史大义的一边、历史正

确的一边，坚守中国梦与世界梦、中国梦与人

类梦的统一，绝不把自己的发展与成功建立在

战争、掠夺、欺诈、威胁等手段上，而是走和平

发展、合作共赢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

征之一就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不走西

方现代化的侵略邪路。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就是走共享发展的

强国之路、和平发展的复兴之路。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强调，只有经受过战争和压迫的民族，

才更懂得和平和自由的价值。和平不仅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基因，还是中国共产党

对外交往的一贯主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

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 5 000 多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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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

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11]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比世界上任何政党和国家都更加

懂得和平的重要性。

“人类向何处去”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

课题。中国共产党站在全人类利益的高度和

历史反思的角度，不仅把和平发展作为中国式

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还将其视为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

府已经庄严承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

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坚持走和平发展

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和平发

展道路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

路，是人类全面走向现代化的唯一光明道路。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性构建

中国式现代化在对资本现代性批判的基

础上，构建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性。中

国式现代化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对

现代性进行全面重塑，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奠

定了哲学基础。

（（一一））共同富裕原则共同富裕原则

资本的传导性使得人类出现普遍的匮乏

感，这不仅是物质的匮乏、精神的匮乏，更是个

体生命意义的匮乏。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早就指出其根本原因，即

“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

起来”[12]（P68)。共同富裕使原本人与人之间的极

度紧张关系得到充分缓解。共同富裕是中国

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之一。中国式现代化是

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人

之间的竞争表现为一种有别于西方资本逻辑

的良性竞争，即在公平公正的竞争中齐头并

进、共谋发展。

共同富裕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大同”“均富”思想一脉相承。马克思指出，

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

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3]。中国式现代化

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

化不搞西方党派政治，而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共同富裕提供政治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在打

破西方现代性的发展困境中，构建了具有社会

主义本质特征的现代性。

（（二二））全过程民主原则全过程民主原则

晚期资本主义的到来，使得权利崇拜具有

更加广泛的普遍性。权利成为全社会的价值

中心，一切物质生产、社会关系、价值体系失去

了自我的独立性，成为权利的“奴婢”。生命的

全部过程都陷入权力场域，历史上从未有过像

当今资本主义阶段这样对权力的极度推崇。

权利必然导致人身依附，只有全过程民主才能

抵制权力蔓延。

民主是一个历史概念。马克思在《共产党

宣言》提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

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4]中国式现代

化所构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

位、全覆盖、各环节的民主。其主要从选举、决

策、管理、监督四个方面入手，使民主渗透到政

治管理和社会运行的各个环节。全过程人民

民主原则真正做到了在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人

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同时，进一步激发广大人民

群众的创造力。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现代

性隐藏的权力中心主义祛魅，去除生产、交换、

学术、艺术、管理中的权力控制，其不仅做到了

平均分配资源，还丰富和拓展了实现个人价值

的内容和形式。只有在真正参与其中时，人民

对自己利益的诉求，才最为明确；只有充分实

践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才对政策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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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言权。全过程人民民主具备有效保证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优势。大到

法律法规制定、小到社区管理，人民都真真切

切感受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充分体现

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代性。

（（三三））使命担当原则使命担当原则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担

当原则，是对现代性中的短视、功利、浮夸的革

弊，是对甘于奉献、不计个人荣辱得失的行为

价值观的构建。这一原则克服了个人主义的

精神匮乏、走出了原子主义的困境。“功成不必

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原则主张在

处理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

益的关系时，做到胸中有大局、眼中有“大我”。

从社会层面来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

我”的使命担当原则，使人人享有建设社会主

义事业的参与权，有效缓解了人与人在利益面

前的冲突，从而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集思广益、众志成城，有效发挥我国集体主

义优势。从国家层面来看，“功成不必在我、功

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原则能够引导全国人

民树立大历史观，保持战略定力，掌握事物发

展逻辑，以“朝受命、夕饮冰”的事业心和“昼无

为、夜难寐”的责任感，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奉

献全部身心。

西方现代性片面追求 GDP，以等价交换为

准则，以资本逻辑为价值主导，为了资本扩张

而不择手段，使得极端焦虑、过度劳累、精神放

荡等弥漫在大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中国

式现代化是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社会主义事

业，主张“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就是

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雷锋精神、焦

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大国工匠精神等，

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价值追求

重建现代性。

（（四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原则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

出，“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

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

利益。”[12]（P195)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西方

中心主义从自身利益出发标榜的所谓人类普

世价值尺度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而中国式现

代化所要构建的人类共同价值原则的现代性

不是提供一套标准的价值范式，而是一种基于

不同民族和国家的自身发展情况，求同存异、

谋求最大公约数的人类共同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

年大会上谈到当今世界文明发展时，引用了

《中庸》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

悖”的表述，就是强调万物相生、共同发展。

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历史

背景等各有特色，造就各个国家和地区文明

之间存在差异，发展道路也各不相同，因此，

不可能存在一个超越历史时空的普世价值。

如果普世价值罔顾现实情况和文化基础，将

所有国家和地区纳入统一的文明范式，那么

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灾难性的。这种“灾难”

就是以西方中心主义统治全人类。中国式现

代化所体现的人类共同价值原则不是凌驾于

具体文明之上的一个封闭系统，而是尊重多

样性、主张兼收并蓄、互相包容，力求将文明

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转化为世界文明进步的活

力源泉和创新动力。中国式现代化主张世界

各国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构建以“和平、发

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理念为全人类共

同价值的现代性。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既包括‘物’

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15]这不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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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区别，

还为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性的批判与重建指

明了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总要求和五大特征从总

体视野和不同维度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在追

求人的现代化方面的重大创新，是把现代性的

批判与构建上升到具体的历史贡献。站在 21
世纪的今天，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性的批判与

构建是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

之问的中国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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