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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对中华民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实践

陈摇 开摇 炳
(浙江省临海市委党校, 浙江 临海 317000)

[摘摇 要] 摇 近代以来,我国一直面临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即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课题。 在探索现代化

道路的历程中,中共发挥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作用,体现在:先是领导人民革命,推翻国民党政权,结束欧美道路;然后学习

苏联模式,建立计划体制,尝试苏俄道路;文革结束后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

国道路的确立,表明中共领导人民走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也给我们带来诸多的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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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

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冶,不动摇、不懈怠、艰苦奋斗、不
懈努力,必将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是新时期我党在

现代化征程上的宣言书,表明改革开放后逐步确立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终于成为中华民族现代化道

路的不二选择,也表明我国经过近代以来漫长而又曲

折的探索,终于确立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回首

近代一个多世纪现代化道路的艰难抉择过程,不难发

现,中国共产党的探索与实践发挥了具有决定意义的

历史作用,在近现代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痕

迹,分析探讨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现代化道路上的探索

与实践对于认识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摇 领导人民革命,结束欧美道路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中西在经济、
文化上的全面接触,我国传统上以农业为基础的历

史封闭状态被打破,开始向现代工业社会迈进。 走

向现代化,实现富强之梦,使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成为近代历史向中国人民提出的巨大

课题。 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
为适应世界潮流走上现代化之路进行了艰辛的探

索,提出了不同的方案主张。 从最早的 “师夷长

技冶,到甲午海战后的维新变法,再到 20 世纪初的

辛亥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中提出引进“德先生、赛
先生冶思潮,尽管思想主张各有不同,关注重点各有

差异,但其中所包含的现代化思路,无非是学习西方

的技术,或者西方的制度文明,或者西方的文明样

式。 一言以蔽之,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先进人物,
所提出的救国救民的现代化方案,都以西方文明的

某种存在为我们的追求,西方民族所经历的现代化

道路为我们仿效的对象,欧美国家所形成的社会体

制为我们欲达成的目标。 其中的缘由,在于近代的

中西碰撞,在与西方列强交往中的不断失败,使这个

拥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失去了文化自信。
在上个世纪初,清政府废除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考

试后不久,更有人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冶的呼声,相
传几千年的儒家精神传统被认为是民族衰败的根

源。 在西方文明的强势进击面前,很多人都认为,学
习西方,走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但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帝制后中国即陷入军阀混战、
社会动荡的局面,社会秩序仍然混乱、人民生活依然

困苦,历史一次又一次表明,片面学习西方的作法,
并未使中国走上稳定、富强的现代化道路。

与此同时,也就是到了 20 世纪时,人类历史上

出现了一场力图改变全球化、现代化方向的世界性

社会运动,即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标志的无产阶级革

命运动,这场运动以消除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贫困、
社会对立为使命,力图在全世界范围建立人人真正

享有平等、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大家庭。 十月革命



使一部分中国人看到了历史新曙光,他们感到,苏俄

的工农政权正是体现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政权,苏俄

的革命道路才能真正消除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衰弱

局面。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革命面貌就焕然一新了。冶 [1]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开

始了新的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在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社会经济的落后,民族资产阶

级力量的薄弱,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只能成为西

方列强的附庸,不会改变广大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

悲惨命运。 而俄国跟中国有相近的社会发展面貌,
都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国家,而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必然走向没落,因
此,仿效俄国,依靠工农实行革命,建立新的社会制

度,使中国以社会主义的方式走上现代化道路,将会

使中国迅速实现富强之梦。
所以,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革命理论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领导工农群众,开展

武装斗争。 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最后推翻以欧

美体制为效法对象的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人民民主专

政的国家政权。 中国革命的成功,结束了近代学习西

方、建立西方欧美式社会体制的努力,改变了近现代中

国的历史进程,使现代中国走上新的社会发展道路。

二摇 建立计划体制,尝试苏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党立即领导人民全面摧毁了旧

的社会体制,以苏联模式为范本,建立起斯大林模式

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 所以,中共政权取代国民党

政权,不仅是政权性质的转变,同时也是国家现代化

道路的改变,即由原来欧美方式的现代化道路转向

苏俄方式的现代化道路。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体制是

特定时代条件下的社会主义体制,它的特点是高度

集权。 具体表现在:政治上,强调执政党对社会的全

面领导,坚持党在政权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确保无产

阶级专政的政权性质;经济上,实行全民所有制和集

体所有制,并实行指令性计划体制实现对经济的管

理;思想文化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
将此作为社会行动的原则纲领,以意识形态观念统

率社会发展理念,将民族发展、现代化事业置于共产

主义发展的需要。 在社会发展战略上,采取优先发

展重工业的方针。
在现代化的内容上,因着当时的社会条件,对现

代化的理解经历了一个变化充实的过程。 早在

1953 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提出:要在一个

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并逐步实现

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而将社会主义改造同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举,将工

业化看作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1954 年 9 月,全国人

大一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

输业和现代化国防的目标任务。 至 1964 年,周恩来

在第三次全国人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在不太长

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农

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

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冶 [2] 可以

说,这是改革开放前我党对现代化内容的代表性理

解,即认为现代化主要是包含工业、农业、国防与科

技四个方面的现代化。 在现代化战略的制定上,由
于对国家所处实际发展水平缺乏清醒的判断,曾在

五十年代末大跃进运动时不切实际地提出“超英赶

美冶的口号,以为在短时间内就能赶上发达国家,后
来虽作了调整,但仍然提出在 20 世纪末实现现代化

的战略目标,这都说明,中共对现代化的艰巨性认识

不足,在现代化战略的制定上失之草率。
受当时美苏冷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

营对立对抗局面的影响,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了严

密的封锁,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发展与西方世

界基本保持一种被隔绝的状态,特别是随着六十年

代中苏关系的恶化,我国与外界的联系更加减少,基
本上保持单独被封闭的状态。 因此可以说,从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时间,我
国的现代化建设基本上是在比较封闭的状态下进

行的。
总而言之,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现代化道路的选

择,主要是学习苏联作法,建立社会主义的计划体

制,并且主要是在单独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现代化建

设。 在这一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方面,主要是建立

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逐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

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后进行的工业化、现代化建

设奠定了基础。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就是苏联的过

分强调阶级斗争理论与作法,对中共的政策思维有

一定影响,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这一段历史时期,虽
然有着巩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特殊国情,但是比较

频繁地发起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像文革这样长时段

全方位的运动,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社会的正

常发展,给现代化建设带来较大损害。 而二十多年

被西方国家封锁、孤立,虽造就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发

展方式,但是毕竟脱离了世界发展潮流,不利于学

习、吸收国外的先进作法,赶超发达国家。 我国在建

国后至开改开放前的三十年,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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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也取得了中美外交的突破,为改革开放造就了开

放的环境和坚实的工业基础,但是是否还有更好的

方式来推进我们的现代化道路,我们需要重新检视。

三摇 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中国道路

文革结束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

事业、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作了深刻的反思与改革,
决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将工作重心转移

到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来,并同时作出实行改革开

放的决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小平提出:“把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

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
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冶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表明我党开始告别

苏俄方式的现代化道路。
改革首先主要在经济层面展开。 在农村,实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集体生产转为以家庭为单

位的个体生产,并允许农民自主经营,也可从事非农

产业。 在城市,改革传统的计划体制,实行商品化生

产,走市场化的发展道路。 1984 年 10 月十二届三

中全会提出发展商品经济,1992 年党的十四大提出

建立市场经济,进入新世纪,中国真正确立了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的确立过程

中,对所有制结构也作了重大调整,原先单一的所有

制结构被打破,现已形成国有制、股份制、私营经济

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 在对外经济联系上,
坚持开放政策,先是设立经济特区,再开放沿海、沿
江、沿边城市,进入 21 世纪形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格

局。 积极参予世界经济分工,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

条件,2001 年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中国更

加紧密地参予全球化进程,开放政策为三十年经济

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与经济上的变

革相适应,党也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社会主

义民主的发展目标,坚持党领导国家的执政体制,吸
取建国后 30 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历史教

训,努力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经

过三十年的实践,中国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体制、政
策,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作法、理论,中共领导人民成

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式的现代

化道路———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特点是:
第一,在制度保障上,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

度。 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即以社会

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现代化。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坚
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基本制度主要包括经济与

政治制度。 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

同发展;政治上,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等等,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政

权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十八大专门提出要有“制度

自信冶,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已经成

熟稳定,将在现代化建设中长期坚持下来,成为“中
国道路冶的制度保障。 这也表明,我们在摆脱了昔

日苏联模式的束缚后,不会走上全盘西化的道路,我
们的现代化道路是在吸取前苏联与西方现代化经验

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充分体现本国特点的现代

化道路。
第二,在发展战略上,提出分阶段逐步推进的发

展战略。 党清醒分析了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在

世界上的发展地位,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

久,就指出:底子薄、人口多、生产力落后,是中国现

实国情。 党十三大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基本理论,从 20 世纪 50 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实现现代化都是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 撇开社会制度,在整个世界中的发展地

位,清醒地认为,中国是大国,也是小国,是世界上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大,人均 GDP 却很低,社
会发展水平低。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十三大提出

“三步走冶的发展战略:首先是在 1990 年国民生产

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十三亿人口的温饱问

题;其次是在 20 世纪末实现小康;第三步,到本世纪

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
本实现现代化。 发展的战略布局就是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总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进入新

世纪,我国基本实现三步走战略中的前两个目标,即
基本达到小康水平。 党的十五大至今,在三步走的

战略框架下,提出了一些更具体的目标。 三步走的

发展战略,消除了过去不切实际,急于求成的作法,
使现代化不再因急躁而使社会陷于盲目发展之中。

第三,在目标追求上,提出多维度多层次的现代

化目标。 现代化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现

代化,而不单纯是在一些指标数量达到某种要求

(如过去追求的“一粮二钢冶),因现代化本质上是人

的现代化,使人的发展更加适应时代的要求,人的自

由得到更好的实现。 改革开放后,党调整现代化的

目标,使目标更加多维全面,1986 年党的十二届六

中全会决议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

体布局,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

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

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

合,互相促进冶,这是我党比较早提出涵盖经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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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文化在内的现代化所要致力推进的几个方面。
1987 年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又作

了全新发展即不仅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

技术现代化冶,而且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我国

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又一次飞

跃,这里用富强、民主、文明代替了“四个现代化冶的
提法,使现代化的内涵更加完善、科学。 十五大,提
出三个文明建设,制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
治、文化纲领;十六大以来,进一步提出以加快改善

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将社会建设提高到与经济、
政治、文化建设并重的高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布

局从三位一体提高到四位一体;十七大进一步明确

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冶的现代化目标;十八大在

四个方面的建设基础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现代化

的建设内容从四位一体提高到五位一体,现代化建

设的目标既多维又全面明确。
第四,在途径选择上,实行对外开放,融入世界

发展体系。 开放,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必

然选择,是国际分工深化的必然要求。 改革三十多

年来,我国开放的范围与领域不断加大,最初是以设

立经济特区的形式对外进行有限开放,随后设立开

放城市,扩大与外界联系的范围,至 2001 年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使我国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 我国

的开放政策,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有利学

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借鉴其它国家某些好的做

法,扬长避短,在国际分工中争取有利地位,这对加

快推进我国的现代建设步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改
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就得益于对外开放的

政策。

四摇 经验与启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道路冶的探索与确立

过程,也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 从改革开放

到 2010 年,中国 GDP 平均增长率超过 9% ,是世界

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经济总量已经超越日本,成
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已从温饱进入小康,
各项社会事业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大大

增强,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走在复兴之路上。
新世纪“中国道路冶的提出与确立,表明中国共产党

经过艰辛探索后,终于成功找到了实现现代化的民

族之路,中国道路的开辟与寻求,我们至少可以得到

如下几点经验启示:
第一,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要从本民族的实际出

发,要尊重本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 邓小平曾指出: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无

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
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

功。冶 [3]2回顾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在寻求现代

化的道路上之所以一挫再挫,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就是在西方的冲击之下,失去了文化自信,偏离

了本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没有尊重民族的发展实

际。 上个世纪初在打倒“孔家店冶,民族的精神信仰

失落之后,外来思想与理论在这个国家大行其道,不
同的政治力量、政治派别因不同的现代化方案展开

竞争、斗争,内部冲突迟滞了现代化进程,其根源在

于,近代以来精神传统的失落使国人陷入迷茫之中,
不知何去何从。 中共在建国初期探索现代化道路的

曲折,一方面在于一百多年来西方帝国主义对于中

国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使我国建国初期千疮百孔,加
之人口多,底子薄,一穷二白,产生了急于改变面貌

的急躁心理,也在于对本国的国情没有透彻和清醒

的认识和把握。 无论是“超英赶美冶的理想,还是 20
世纪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都不同程度地脱离了

中国实际。 这期间,采取的政治运动的方式,有违中

华民族追求和谐的文化精神与传统,给现代化建设

带来较大损害。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强调从实际出

发,正确分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清醒估计了我国在

世界中的发展地位,科学设计了发展目标与战略构

想,使现代化建设富有成效地开展。 20 世纪 90 年

代以后随着意识形态偏见的不断消除,民族复兴的

愿景愈益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梦想与追求,精神文

化的复兴将愈益成为民族复兴的象征。
第二,要正确借鉴其它民族的发展经验。 任何

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因而其现代化

道路也不可能千篇一律。 对于我国来说,近代影响

我国历史进程最大的是西方与俄国等国家,这些国

家的发展深刻影响着我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这方

面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近代以来,我们一直在西方

与苏俄这两个极端中徘徊,上个世纪初提出打倒孔

家店,是想走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后来建立斯大林

模式的社会主义,于是走上了苏俄的道路。 这些国

家确实在现代化成就上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

方,但也不尽适合我国,如苏联的高度集权的计划体

制与阶级斗争实践,带来的是巨大的灾难与挫

折[4]。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义无反顾地探索新

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上了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后,我
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其中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我们没将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的发展道

路、发展经验奉之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圭臬。 所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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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借鉴其它先进民族的发展经验,是中国道路得以

成功开辟的原因之一,这也将继续影响着我国现代

化建设的进程与成就。
第三,要正确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积极融

入世界历史进程。 马克思在他生活的时代就已指

出,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交往的扩大,人类历史开始

从各民族孤立发展的“国别史时代冶向互相联系互

相依存的“世界历史时代冶 转变。 在世界历史时代,
任何民族的单独、孤立发展状态日益被打破,任何一

个民族,想要求得生存与发展,必须融入世界历史发

展进程,特别是对落后民族,这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所以,一个民族的现代化道路,尽管要从民族的实际

出发,但不能在民族的单独发展中寻求现代化,不能

脱离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实现现代化,而是要在世

界历史进程的正确把握中寻求现代化。 对于后进民

族来说,融入世界历史体系,自觉参与国际分工,有
利加速推进本民族的现代化进程,这是近代以来各

国应当实行开放政策的理论因由。 我国改革开放前

后社会发展的差异也充分说明了开放的必要与重

要。 改革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能够取得快速发展,
开放政策即是前提因素之一。 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

国,但中国的迅速发展更是离不开世界,所以,实行

开放政策,主动融入世界历史进程,是“中国道路冶
的必然要求,也是成功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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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PC爷s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n National Road of Modernization

CHEN Kai鄄bing
(Party School of CPC Linhai City Committee,Linghai 317000,China)

Abstract:摇 Since the Modem Times, China is always faced with the problem of modernization which means the traditional agricul鄄
tural society being transformed into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In the long process of exploration on national modernization, the CPC
played a decisive role. Firstly, the CPC led the people to overthrow the Kuomintang regime and end the modernized road of Occidental鄄
ization, and then tried the road of Soviet Russia through studying the Soviet model and building planning system.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冶,the CPC began to adopt the policy of the reforming and opening up, now China Road has been founded. China Road is also
the road of building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 Road means the CPC leading the people he鄄
wing out the path of modernization with distinctive national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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