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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产党宣言》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渊源

杨增岽,金灿洋1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鲜明特质和本质要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

宣言》中所蕴含的现代性与现代化思想的当代继承与发展。 《共产党宣言》中的现代性思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思

想、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渊源、实践支撑和组织引领,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五个文明”协调

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又在理论上发展了《共产党宣言》的现代化思想。 《共产党宣

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渊源,深刻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蕴意,为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道路和发展理念上实现双重超

越提供强大真理力量。 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原典中探寻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渊源,对于理解当代中国共产党人

在守正创新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

拓展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发展的光明前景,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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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

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

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1],并深刻阐释了中

国式现代化的五个鲜明特征和本质要求。 当“中国

式现代化”成为我国现代化概念的标识性表达,也
标志着其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使命任务的

重要实现形式。 现代化探索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整

个理论与实践创新始终。 1979 年,邓小平同志首次

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指

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

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

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

新形态。” [2]13-14 其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的决议》又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为更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系列重大

科学论断,应该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去思考。

一般而言,现代性作为现代化确立的根据,理解现代

化不可能不讲到现代性问题。 《共产党宣言》(以下

简称《宣言》)在批判与建构的双重维度上,科学揭

示了现代性的本质及其未来趋势,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重要思想渊源。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是将封建

社会制度体系中旧的东西剔除出去而发生嬗变的产

物,而“中国式现代化”也在最先进的制度载体中焕

发出了生机与活力。 “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

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

准。” [3]“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是中国共产党人

的重要智慧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

出的康庄大道,深入挖掘其中的继承蕴意、发展蕴意

和超越蕴意将指导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越走越宽广。

一　 继承蕴意:《宣言》的基本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

提供指导

《宣言》中诠释的现代性内在演化逻辑是在深

入剖析“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产生发展过程中诞生

的。 马克思认为现代性的出现首先是经济上生产力

的不断突破,它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



命因素迅速发展”,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等经济因素

的不断革新;到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资产阶级夺得

现代代议制国家的独占政治统治,获得“相应的政

治上的进展”;再到社会文化上的公平正义,抹去受

人尊崇职业的神圣光环[4]401-403。 此演进逻辑指明的

未来社会发展道路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践行

的。 中国共产党把《宣言》中所蕴含着关于“现代”
“现代社会”等重要思想转化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

实践的理论支撑,带领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地推进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朝
着《宣言》指明的方向坚定向前。 《宣言》中的基本

思想指引中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并朝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迈进。
(一)《宣言》中现代性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

供理论支撑

一般说来,现代化是动态性的“因”,现代性则

呈现为静态性的“果”。 现代化的过程,产生了现代

性的特征,现代性亦即现代化的价值标识或价值圭

臬。 《宣言》中虽然并未使用“现代性”这一术语表

达,但使用了“现代工人”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 “现
代社会” [4]401 等词来指代,审视和论述了资本主义

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以此深刻提出了对现代性

问题的观点和看法。 这对于我们从中洞见现代化思

想奠定了基本文本依据。
首先,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根

本特性在于,它是脱胎于以往阶级社会嬗变的现代

社会。 旧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

的旧阶级始终无法战胜新力量的崛起,这是阶级社

会亘古不变的演进历程。 《宣言》开篇提及的“现
代”就是在资产阶级诞生和阶级对立的意义上阐述

的,它并不是哲学或政治经济学下的某种范式,而是

站在人类文明发展形态演进的角度阐发整体性社会

问题的理论体系,是同现代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 关于“现代社会”这一概念的使用,列宁也

曾敏锐观察到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曾在读到

《资本论》第一版序言时认为,通过对社会经济发展

形态的分析,应当把是否发展到现代生产作为划分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志。 马克思曾用三个

“或多或少地”来诠释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现
代社会”,共性在于破除了中世纪中封建制度的残

余,个性在于其又保有各自文明中特殊社会历史背

景和发展条件[5]。 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

文本中,资产阶级社会与现代社会通常是在同一个

语义层面使用的。
其次,《宣言》揭示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第

一,现代社会是以资本为其内在逻辑诞生和发展起

来的,它是建立在现代生产力的基础上由资本驱使

的产物。 《宣言》预见性地指明了现代社会的“生存

法则”,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

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

就不能生存下去” [4]403,这表明渐进式地变革全部社

会关系是资产阶级推动社会文明步入现代的必要条

件之一。 资本本性驱使资产阶级追求最大的利润,
倒逼生产方式不断革新,从而刺激现代社会的生成

和发展。 第二,现代社会在历史发展中具有二重属

性。 一方面,现代社会内生于传统社会之中,极大发

展了生产力,过去几十年创造的物质财富甚至超过

此前的总和,突破了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实现

了对原有社会生产方式的终结和对新社会生产方式

的发展。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又包含深刻内在矛盾,
周期性危机频发,“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

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

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

全被毁灭了” [4]406。 第三,普遍交往是现代社会的显

著特征,生产力快速发展将整个世界连结成了一个

整体,人类历史走向世界历史。 美洲的发现与殖民,
海陆运输的便利交通,机器大生产的先进工业,再到

世界贸易的交互作用,使得世界由几座“孤岛”渐渐

联系起来。 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普遍交往既在经济

上促进了贸易互通往来,“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

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又推动资产阶级在政治上

获得相应进展、思想文化上产生广泛影响,迫使一切

民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

者”。 “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

个世界。” [4]404

最后,马克思肯定了现代性发展方式和实践载

体是资本主义社会,但也并未否认能在其他社会形

态中孕育。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

确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实现形式,资本主

义制度就是实现现代化的制度载体。 但是这并不表

明马克思完全把现代局限在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中。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成果已经表明,现代化存

在着资本主义制度模式以外的发展模式,就像吉登

斯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好似现代社会“树干”上的

“枝杈”,只不过这株“枝杈”更为粗壮罢了[6]。 现代

资产阶级社会包含的深刻内在矛盾必然产生出一种

或多种弥补其局限性的存在方式,它或者产生于资

本主义制度载体,或者是超越原有制度载体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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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
中国式现代化将《宣言》蕴含的现代性价值与

现代化思想作为思想理论武器指导现实,中国共产

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的现代化成就正是对继

承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的现代社会正确性、时代性、开
放性的历史见证。

(二)《宣言》中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实践指导

《宣言》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建立

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建立起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在谈到现代社会等概念

的时候并未提及或者说区分不同社会性质和不同社

会形态,尤其是并未明确指出在公有制前提下实现

现代化的问题。 但是将人类社会下不同民族、不同

国家一步步迈进共产主义的道路,进行了总体阐释,
即“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

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

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

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4]421。 共产党的最终目标

是实现共产主义,“产”是指生产资料,“共”是指共

同占有,要实现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必然要消灭私有

制。 正如《宣言》中说的那样,革命的目的就是让最

广大的无产阶级者占有社会的一切物质财富,同传

统的所有制关系说再见。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需要率

先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现代化赢取先决条

件。 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实现现代化都离不开民族独

立和国家解放,20 世纪初生产力水平落后的中国也

不例外。 早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就意识到这

一问题,并在早期党纲中就体现出对民主形式和所

有制形式进行规范的意向,同时指出实现共产主义

目标的长期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了人

民民主专政制度,广大劳动人民受剥削压迫的日子

一去不复返了,“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

治向人民民主的极大飞跃” [7]。 新中国的成立使得

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完成了人民

民主专政的重要目标。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批判过资本主义的

代议制民主,将其比作将极大的社会财富据为己有

的利益集团的附赘悬疣。 这种民主有很大的矛盾属

性,制度局限性导致两种必然发展结果:抑或是资本

主义制约了民主的发展,使得政治权利仅仅掌握在

有产者的手中,更广泛的民主无法充分彰显;抑或是

民主不断发展扬弃掉资本主义的形态,即无产阶级

通过政治革命形势夺取普遍意义上的民主。 显然,

马克思是站在后者的一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

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会提振全世界无产阶

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信心。
在接下来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

就是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并逐步开展现代化建设。 鉴

于以往西方历史经验来看,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

就是实现工业化。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跟随着工业革

命的脚步,实现生产力飞跃式发展,积累了大量物质

财富,拉开了与后进国家的贫富差距。 这导致在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是世界

各国争相效仿实现现代化的模板[8]。 因此在新中

国成立以后,我国着手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
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公有化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

立的双重需要,在过渡时期提出了“一化三改”的总

路线,要求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并在 1956 年底基本完成。 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公有

制形式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中国式现代

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

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

新突破,中国式现代化继承和发展了《宣言》关于现

代化的基本思想和深刻蕴意,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

发展历程。
(三)《宣言》中无产阶级政党思想为中国式现

代化提供组织引领

《宣言》在第二章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共产党

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强调除了共产党外再也没

有一个政党如此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相一致,除了

共产党外再也没有一个政党如此为最广大人民的利

益谋权益[4]411。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没有正确组织

和理论领导起来的革命和斗争是战胜不了资产阶级

的,而革命领导团体指引的主心骨必然是共产主义

政党力量。 尤其是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

训时,着重指出建立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

革命取得胜利并巩固革命果实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始终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
不忘初心,依靠顽强斗争打开发展事业新天地。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

领导核心,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产生和发展发挥着根

本领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确定了其无

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先锋队组织的性质,并且强调了

农民和士兵的重要力量,将其组织进来并写入党

纲[9]。 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经带领中国人民走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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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个春秋,回顾百年光辉而又曲折的发展征程,
无论是在中国革命、建设还是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
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 “江山

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

贯穿于党的执政理念,不断挖掘蕴藏在人民群众中

的创造伟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成

就[2]15。 历史昭然: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

建成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

进的。

二　 发展蕴意:中国式现代化在继承《宣言》基本思

想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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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中国的现代化虽后发于西

方现代化,但正是因为时间上的滞后,可以看到西方

现代化模式中的种种弊端,进而防患于未然。 《宣
言》指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对实现

共产主义的具体实践问题则相对谨慎,留下许多理

论空间供后人探索。 马克思本人也坚决反对把他的

理论看作教义或者是现成的万能公式。 正是在这种

意义上,中国共产党逐渐探索出一条基于中国实际

的现代化道路。 从《宣言》中描绘的资本主义现代

发展视野出发,中国式现代化在此基础之上吸收借

鉴一切有益成果,发展了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克服了

西方现代化过程上的种种缺陷,在继承《宣言》基本

思想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
(一)“五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是对单维度“增加

生产力的总量”思想的发展

《宣言》对于如何将生产力发展到“现在支配过

去”阶段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方案方法,只是在谈论

到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以后,应当逐步夺取资产

阶级的全部资本,并全力以赴投入到物质财富生产

当中。 单维度的提升经济总量,忽视社会、生态等一

系列因素来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做法,在西方现代

化状态下产生了难以挽回的后果。 借鉴于西方资本

主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中
国式现代化提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新方案,
突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本身的系统性、多维性和全

面性。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现代化的发源地和先行

者,自近代以来,借助于工业革命这一动力引擎,走
在了世界现代化的前列。 西方现代化逻辑是内涵于

资本逻辑之中的。 资本逻辑的基本目的和内在动力

是无止境的自我增值、自我扩张,要求扩大再生产过

程周而复始地持续进行,以最大程度追逐剩余价

值[11]。 马克思也指出了资本的剥削是无耻的、露骨

的,利己主义冷水无情将人们对于宗教信仰和最基

本感情的火花浸没,在狂热资本黑暗笼罩下,一个个

活生生的人沦为了利益交易的傀儡[4]403。 在资本主

义原始积累的时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资本主义

世界市场逐步形成,资本以掠夺方式不断积累,给殖

民地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灾难。 工业革命开始以后,
为将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物质资料倾销殆尽,“驱
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 它必须到处落户,到
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4]404。 正是这种利己主义的

资本本性驱使资本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加节制地

掠夺扩张,破坏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

系,引发全球性的危机。 吉登斯认为当代世界存在

一个巨大的民主悖论,即世界各国纷纷效仿欧美国

家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同时,自由民主制度却率先在

欧美国家内部陷入困境[12]。 这种现象越来越发生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个领域,资本主义工业文

明框架下的现代化无法摆脱剩余价值的驱使,迫使

人类探寻另一条出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现

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这五大方面做了深刻阐释

与论证,进一步丰富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强调五大

文明多元并构,一体同行发展。 在经历了世纪战争

浩劫后既保持自身独立又得到飞速进步的发展中国

家里面,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之一。 作为当今世

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体量之庞大,难度之艰辛,想
要带领中国摆脱曾经积贫积弱的落后局面,这就根

源于“五位一体”的系统性、多维性和全面性。 党的

十八大以来,这一思想始终贯通理论与实践的方方

面面,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印证其颠扑不破的真

理性,为人类历史留下独特答卷和重要参照。
(二)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以消除贫富分化和

贫穷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了资本主义社

会有关贫富分化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
资产阶级将其生存条件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给

社会,它将人口、生产资料聚集起来生产物质财富,
然而将本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中饱私囊,致使人口和

财富的增长远远不及贫困发生的速度[4]412。 西方现

代化国家能够解决“富裕”的问题,但是难以从根本

上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 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

并没有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而消除,反而有扩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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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虽然马克思指出了这一现象,但是并未给出切

实可行的方案办法,中国共产党在面对这一问题时

结合我国人口基数巨大的基本国情,实现了共同富

裕的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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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

长期的历史过程。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任重道远

的光辉历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
我国在共同富裕的路上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从西部

大开发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从中部崛起战略到

九年义务教育,从新乡村建设到农业税的免征,再到

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充分反映出我国为实现共同

富裕目标所做出的积极努力。 最值得引人注目的是

脱贫攻坚战的圆满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

达成,兑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在
全面小康的幸福列车上,一个都不掉队,一个都不能

少。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有 8. 5 亿中国人摆脱了

贫困,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的八年中已经有 9 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

艰巨任务,率先完成联合国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的

任务[13]。
共同富裕同样关乎如何分蛋糕,我国收入分配

模式经历了从“效率优先”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再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发展阶段。 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将收入分配改革的风向标引向“公平优先”的

方向,强调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

义终极价值坚持不懈的追求。 由此我们看到,虽然

消除贫富分化和相对贫困仍是任重道远的发展难

题,但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不断探

索并且已经卓有成效。 中国在现代化上对共同富裕

发展目标的追求继承并创新了马克思对消除贫富分

化的范本,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关照中国现实的具

体方案,这也为世界上仍处在绝对贫困的人民提供

借鉴。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全球化思想的

发展和创新

全球化的思想在《宣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指
出经济、政治、文化渐渐都连接为一个整体,彼此之

间相互依赖。 原本闭关自守的许多国家或地区被资

本大潮冲击而打开国门,外来文化势力和自身原有

传统不断碰撞,同样经过斗争和消化又会输出到国

外,这使得各民族国家相互交织相互依赖的关系取

代了以往的隔绝状态,经济政治方面是如此,文化方

面亦是如此[4]404。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世界面临现代化的未来究竟将何去何从的时代

问题,应当秉持何种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在国内外重要

场合多次发表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的

讲话,这一主题自问世以来多次被写入联合国相关

决议文件中,其受到的关注与认可已得到国际社会

的普遍共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就是中国交

给世界应对全球性危机的答卷。
现代全球化的兴起与深化发展都是由资本主义

推动和主导的,我们应当保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

来予以辩证看待,既要看到其对人类社会历史推动

的历史性革命性,当然也要看到结合当今实际资本

主义现代化中的局限性并加以正确批判反思。 一方

面,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具有先进性的一面,用生产

力创造出不可估量的物质财富。 现代化因素被资本

主义的“法术”推及到世界各地,这不仅体现在生产

方式、生活方式在市民社会的全面变革,并且清扫了

向来崇拜封建僵化的迷信,取代的是较之更具进步

性的资本文明。 另一方面,资本逾越了地域限制,其
本性依然驱使其无止境榨取全球范围内的剩余价

值。 财富越来越聚集到西方,资本的原始积累使东

方受制于西方。 这无疑分裂了世界,让人类命运分

化,在贸易全球化繁荣的背后蕴藏的是发达国家与

发展中国家间不平等的鸿沟。
21 世纪已过二十多个年头,中国已深度融入经

济全球化的浪潮,并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更
强调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虽然最早是作为外交理念被提出的,但是其背后酝

酿的是为全球现代性发展新形式提供的中国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人类文明现代化中世界

历史理论的继承,同样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

了时代性的超越。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

进程中对外伴随着对“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的

掠夺和侵占。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用霸权主义强

加给世界,让很多后发的民族国家丧失自身独立自

主性。 不同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和平发展道

路的现代化。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强调天下大同、
与邻为善的思想,当今,中国式现代化破除了西方中

心主义,突破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借鉴了人类各文明

走向现代的经验和教训,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

新思路、新方案。

三　 超越蕴意:从《宣言》出发,中国式现代化实现

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扬弃与超越

习近平深刻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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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14]。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是从现代化的具体实现形式角度提出的,相较于

资本主义现代化,它有着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优

越性。
(一)中国式现代化多元协调的发展道路超越

了资本主义现代化

现代化一直以来都被冠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

模式和规定范式,对于如何走向现代化,许多国家效

仿西方思维模式照搬照抄。 马克思对通过资本主义

制度走向现代化进行了理论批判,不认为资本主义

制度是唯一道路,在分析德国道路和俄国道路等问

题上,都提出了关于“跨越”的重要思想。 不同的现

代化有着自身不同的国情基础,我们既不能忽视人

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又不能将发展模式强加

于其他国家或民族之上。
现代化的过程是系统、多维和全面的,包括五种

特色要素的多元统一,绝不单单是经济的增长。 虽

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工业文明的力量将现代生

产方式带入现代社会,引领人类文明从农耕时代步

入工业时代,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始终与殖民主义扩

张和资本的原始积累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

指出这种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不可避免会出现“瘟疫

般”商业周期危机[4]406,并且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自身

无法化解的地步,只能以更极端的消灭大量生产资

料的方式予以缓和。 赤裸裸的侵略扩张和对大自然

资源无情地滥用和破坏,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模

式已经远远不能将现代化进程带向更深化的一步。
资本殖民掠夺是现代各国家和民族无法也不能效

仿的。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这种现代化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中国化时代

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它天然就规避了资本主义现代

化因资本本性所带来的内在弊病,并以多元协调发

展面貌创造了崭新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多元协调的发展模式体现在以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根本目标,以人口规模巨大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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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为显著特征[1]。 多元

协调的发展模式不拘泥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范

式,也不拘泥于中国本民族的单一维度,而是站在世

界人类文明发展形态的高度,探索一种多元开放的

综合模式,有效突破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思维窠臼,因
此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创造出了人类文明新

形态。
(二)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包容的发展理念超越

了资本主义现代化

马克思不止一次在论及资本主义过程中就指出

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具有利己本性和掠夺行径,一
针见血地指明 “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的强盗逻

辑[4]405。 虽然随着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开拓,资
本主义打开了未开化和半开化国家的大门,给人类

文明进步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引擎,但是赤裸裸的

殖民掠夺和强迫暴虐是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践踏与

摧残。 它让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凌驾于世界不同民族

不同国家的文明之上。 人类文明本就没有优劣之

分,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具有的暴力属性和极

低包容度并不适合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但又渴望实

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
从过去的几十年来看,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路

上的重要外部环境保障就是和平,同时中国崛起也

是完全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的[8]。 中华民族的

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 中国式现

代化始终是一个和平的进程,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

样,将来也是这样。 习近平强调:“现代化道路并没

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

履。 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 [15] 尤其是面对当前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经济平稳运行不为西方资本

大潮所裹挟,人民生活水平质量稳步提高。 反而与

西方政局动荡、社会撕裂等诸多不稳定因素不断加

剧的各种乱象形成鲜明对照。 中国式现代化不求独

乐,而求众乐;不搞单边,是求多赢。 诚如习近平指

出的:“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

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

挑战。 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

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 [1]。 依循《宣言》思想而一

路走到今天的中国,其现代化道路定是中国贡献给

世界的宝贵智慧和珍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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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deological Origi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from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YANG Zengdong, JIN Canya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foundly elaborated the profound connota-
tion,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hich is the contemporary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ity and modernization thought contained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of Marx and Engels. The modernity
thought,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thought, proletarian party thought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origin, practical support and organizational guidance for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five civilizations”, realiz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people,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lso theoretically developed the modernization thought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s the ideological sourc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hich deeply reflects the
“new” implic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provides a strong force of truth for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o achieve
double transcendence in development path and development concept. To go back to the original ideas of Marxist classical writers to ex-
plore the ideological origi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ommunists in promoting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times through keeping upright and
innovating, understand the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constantly expand the bright prospec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Chinese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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