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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及价值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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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底子薄人口多的历史国情下展

开的,它是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价值目标,以满足人的物质与精神双重性需要为内容,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格局为保

障,以顺应时代主题用和平方式实现现代化的成功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生成场域,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不仅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路径,而且用中国成功事实证伪了“现代化滋生动乱”,为广

大发展中国家规避现代通病提供了新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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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

就是走中国自己的路,形成中国理论。 在现代化道

路上,中国共产党一个伟大实践创新就是“创造了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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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百年长河中确认了这一伟大实

践,即 “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 [2]64。 党的二十大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明确了党的中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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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内涵,“中国

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 [3]22。 在中国式现代化本质内涵基础上,深入把

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及价值

意蕴,对新征程中顺利完成党的中心任务和回答

“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26 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具有十

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书写百年奋斗史、牺牲史和创

造史的主题。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实践探索成功推进和

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 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内涵的概括为

我们进一步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

提供了基本准绳。 遵循这一基本准绳,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科学内涵阐释需从现代化主体、属性及基本

内容等三个层面立体审视。
(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领导

者、开创者和根本保障者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创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根

本社会条件的领导者。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肇始

于 19 世纪中叶。 由于外敌入侵和统治者腐败,鸦片

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了扭

转国家和民族面临的危局,无数仁人志士不断投身

于救亡图存道路的探索,历经了“自强求富”的洋务

运动、“天下一家,同享太平”的太平天国运动、“变
法图强”的戊戌变法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

民国,平均地权”的辛亥革命等,但这些探索都没实

现各自目标,没能根本改变近代以来的民族危亡、国
家贫弱和人民痛苦的命运,也没为国家现代化建设

创设必要社会条件。 在此历史际遇,中国共产党应

运而生,中国革命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在党的领导

下,中国人民历经 28 年的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推翻

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完成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国家

现代化创设了根本社会条件。 国家的独立与现代化

是互相关联的,不可缺一的。 毛泽东在抗战结束前

夕论及工业问题时就指出,“没有一个独立、自由、
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 [4]1080,“在新

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

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

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4]1081。
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为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根本的社会前提。
其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的

积极开创者。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谈及工人

阶级贡献时就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

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

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4]1081。 新中国成

立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经济

上的小国”。 如何尽快解放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

质文化生活水平,巩固新生政权的独立和安全,变落

后的农业国为富强的工业化国家成为以毛泽东为代

表的共产党人思考的重要问题。 周恩来在第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要“建设

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

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5]。 1964 年 12 月 13
日,毛泽东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就提出,中国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

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 我们

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

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

化的强国” [6]34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认

为中国现代化不能简单以发达国家现代化作为标

准,要充分考虑中国人多底子薄的特点,据此邓小平

创造性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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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3,“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

的四个现代化。 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

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7]237。
这样,“小康”一词蕴含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蕴。 此

后,“小康生活” “小康水平” “小康社会”等作为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重要指标性话语频繁出现在党的文

献中。 这从党的十六大后的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出现

的“小康”词频可以洞见其意义。 党的十六大报告

中出现 23 次“小康”;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出现 23 次

“小康”;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出现 21 次“小康”。 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出现 19 次“小康”。 在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党的中心任务转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后,“现代化”成为高频词,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现代化”出现 85 次。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

现代化建设上开创了一条经由解决温饱到实现小康

社会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
第三,中国共产党是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的根本保障者。 中国近代以来的史实证明了: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可或

缺的必要条件。 同样,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

功而言,中国共产党是必不可少的。 党的七大时毛

泽东就深刻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

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

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

是不可能的。” [4]1098 在人口众多工业底子薄的“经
济上的小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前所未有

的大变革,面临的建设复杂性和艰巨性也是前所未

有的。 因此,领导这样伟大的大变革和完成如此复

杂和艰巨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依赖于中国共产党强

有力的领导。 如果缺乏或者弱化党及其领导,我们

就不能统揽现代化建设全局,不能协调现代化建设

的各方面,不能保障现代化各项决策全面贯彻到国

家工作中并得以有效贯彻执行,也不可能发挥制度

在防范风险和化解危机的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之所以有如此巨大成就,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在各方

面领导的保障,正如习近平指出那样:“如果没有中

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

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

位。” [8]20 因此,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

程上,在党的领导问题上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
也基于此,党的二十大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并明确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中

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第一条。 可以说,党的领导

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定海神针”,是要贯彻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全过程的。
(二)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属

性,是消除现代化通病的重要利器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其他性质的现代化道

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道

路。 这既是党的使命使然,也是克服资本主义现代

化模式弊端的必然。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

社会主义属性是中国共产党使命使然。 中国共产党

成立伊始就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理想,党的一大把

“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 “消灭资本家私有制” [9]

等作为党的纲领确立下来。 党的二大提出在民主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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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时期要“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以
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

和改革不同时期注重把不同时期最低纲领与最高纲

领结合,并把完成最低纲领目标作为渐次达到共产

主义的必要环节。 在完成“消除内乱,打倒军阀”任
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后,按照毛泽东提出

的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两步走”设想,自然就要进入

社会主义阶段。 “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才是

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

革命阶段的开始。” [6]111-113 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后,
毛泽东把社会主义阶段又划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

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并认为后

者比前者需要更长的时间。 只有在经过“比较发达

的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物质产品、精
神财富及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后,才能进入最高

理想目标———共产主义。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界定社会主义的不发达

阶段,他认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

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10]25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生产力发展历时较长的阶段,
其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江泽民对此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摆脱不发

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 [11]

自然而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嵌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必要环节,这也就

内在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是消除现代化通病的重要

利器。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普遍性的历史进程。
工业革命以来的工业化带来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巨

大提高和社会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 英国工业革命

“标志着有文字记录以来世界历史上最根本的一次

人类生活转型” [12]3,人类社会由此开启了从传统农

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 伴随这一社

会转向进程出现的各种问题或者危机,即为现代化

通病。 这其中传统农业的消灭和农民阶级的毁灭,
是现代化国家面临普遍的现代化通病之一。 对农业

国为基础的中国而言,如果在现代化过程中消灭农

业和农民,那就会“使我们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工作

迷失方向”。 因此,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必须认真地

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

的总方针” [13]。 在农业国的现实背景下,为了让全

国大多数农业摆脱贫困和改善生活,毛泽东认为,资
本主义道路“是痛苦的道路”,对大多数农民而言

“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 [14]429,只有全国大

多数农民联合起来,朝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才能摆脱

农民贫困和改善生活。 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把农业现代化作为“四个现代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工业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同

时并举,并把农业现代化与整个国家现代化成败直

接关联,“没有农村农业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

代化。” [15]255

在现代化过程中,除了农业与农民问题外,另一

个难以回避的现代化通病就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问

题。 马克思恩格斯精准找出以往社会存在的贫富两

极分化问题的根源:“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

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 [16]411。 进入到工

业社会,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困比人口和

财富增长得还要快” [16]412。 与之相比,无产阶级政

党所从事的事业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

运动” [16]411,这从根本上消除了使整个社会服从资

产阶级发财致富的政治条件,也从根本上扭转了

“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 [16]411 的局面。 新中

国成立后,随着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经济

基础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也随之消灭,中国彻底解

决了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制度根源。 对此,邓
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之于贫富差距两极分化问题

的意义。 “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
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 [10]64,“只要我国经济中

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10]149。
正是基于此,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完善具体制度

和政策,就可以避免社会贫富两极分化。 党的十八

大以后,习近平强调要在制度和政策上推动缩小贫

富差距。 我们要“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

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
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 [8]200。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涵盖社会全领

域的现代化道路

马克思主义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实现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共同体,“只有在共同体中,个
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

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16]200。 人的全面自

由发展依赖于社会共同体的全面发展。 工业革命

后,资本逐利性使得物质主义膨胀,社会片面发展使

得社会危机日益凸显。 福斯特就指出,“资本主义

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 所以要不惜任

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

多数人的利益” [17]。 正是在资本逻辑支配下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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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危机和治理危机,导致人类、自然与社会的

背离。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秉承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

值旨归,注重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在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实践中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超

越。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基于改变落后国

家面貌和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这一时期现代化主

要突出经济层面。 无论 1954 年提出的“四个现代

化”,抑或 1964 年提出“四个现代化”,其核心内涵

都在于突出工业化为要义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后,
随着社会主义实践深入,社会主义现代化认识和内

涵也不断深化和扩展。 党的十二大,在“四个现代

化”基础上扩展“文明”与“民主”两个方面;党的十

三大,把现代化从物质领域逐步扩展到经济、政治和

精神文明三个领域。 党的十七大把社会和谐增加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之中。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

要求增加到现代化内涵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

一步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现代化

内涵中;党的十九大把美丽中国增加到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内涵之中。 党的二十大具体化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目标内涵,把高质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人民精神世界丰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 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围绕着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实现了目标涵盖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及国家治理等社会全领

域并且实现目标内涵具体化。

二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特征

现代化是一元多线的世界性历史发展进程,其
既有工业化为核心的发展共性,又有各国基于不同

历史条件形成发展的差异性。 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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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因此,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在遵循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共同特征前提

下,又形成了基于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即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特征。

(一)底子薄人口多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

史性特征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

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
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16]669。 近代以来,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长期破坏造成

了贫穷落后的“经济上的小国”,这是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

件”。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用

“一穷二白”说明“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

下来的条件”。 他说,“我们一为‘穷’,二为‘白’。
‘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 ‘白’,就
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 [18]。 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实现四个

现代化至少要看到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两个重

要的特点。 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取得了让世

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仍然

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19]266,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的立足条件“仍然是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

衡” [19]309。 人口多是中国式现代化另一个重要承继

的条件。 1953 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国的总

人口为 6. 02 亿人,此时全球总人口为 26. 78 亿人;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国的总人口为

14. 43 亿人,此时全球总人口为 77. 62 亿人,其中欧

盟 27 国、美国、俄罗斯及日本等四大经济体全部加

起来是 10 亿人左右。 这自然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不仅会遭遇前所未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而且在发

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上也会别具一格。 因此,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在现代化指标、阶段性战略等方面必须

始终立足底子薄人口多,坚持“既不好高骛远,也不

因循守旧,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
持续推进” [3]22。

(二)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性

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正面评

价了资产阶级的积极作用,但也看到了资产阶级在

发展过程中会使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里,造成社会

的贫富差距的拉大,形成了贫富两极分化,“整个社

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

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16]401。 许多

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试图

兼顾经济发展的效率与平等问题,以此规避贫富两

极分化,但最终既没有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没有

达到分配的公平。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

把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内在价值要求。 1955 年,毛
泽东同志就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
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

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 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
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 [14]495。 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邓小平更是多次从不同角

度论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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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10]110-111,“发展经济要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 [10]149,“社
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

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10]373。 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提出在发展

过程中要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党执政的首要使命,
“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8]30。 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不仅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其价值旨归

和正确现代化观应有之义,而且把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

防止两极分化” [3]22。
(三)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是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的功能性特征

承认现实中的个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前

提。 对于社会和国家而言,“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

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而个人“生命

的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
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16]151。 这样在人与社会互动

中形成了国家和社会的双重功能,即国家和社会要

满足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精神交往属性。 而人的物

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会在人的日常生产生活活动中交

替出现,并不断形成新的需求,国家和社会也正是在

不断满足两者需求中不断发展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

后,党就非常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革命、建设

和改革不同时期的协调发展。 在抗战时期,毛泽东

的《新民主主义论》从三个层面描绘新中国是“一个

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一个被新文

化统治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20]。 新中国成立前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发布会议宣

言就提出,政府将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

化建设,……,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

民的文化生活” [21]。 在进入到改革开放时期,我们

党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党的基

本方针,明确提出“搞两个文明”,“两个文明都搞

好”的要求。 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提出:“实现中

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

结果。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

过程。” [22]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物质贫困不是

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 [3]23。 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正是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多样性多层

次多方面的需求为出发点,以促进物的全面丰富推

动人的全面发展。

(四)人与自然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持

续性特征

“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财

富”,“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23]。 恩格斯在《自然辩

证法》中通过对劳动的论述揭示了自然界与人的关

系。 从恩格斯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劳动与自然界的

结合不仅缔造了人类自身,而且为人类改造世界和

自身提供了材料。 随着人类的祛魅化进程推进,人
“使自然界为自己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工具

性目的日趋强化。 人类文明进入到工业文明以来,
我们看到人类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像超

越于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无限攫取自然界提供的材

料,打破了人自身与自然界的一体性,造成人与自然

关系的紧张,而这种一体性的破坏和关系紧张带来

的是“自然界对我们进行报复”。 在 20 世纪 30 年

代至 60 年代,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发生的 8 起震

惊世界的公害事件,可视为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亦
视为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报复。 中国在探索现代

化建设道路中,充分认识到中国资源环境承载不了

粗放型发展模式,认识到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会影

响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

关系。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秉承“人与自然

是生命共同体原则”,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

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格局” [24],从而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可能。
(五)和平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顺时而为的手

段性特征

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资本驱使资产阶级奔

走于世界各地,通过“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

易”等方式,“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

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

方从属于西方” [16]405。 可以说,率先实现工业化的

资本主义国家其发展的原始积累是伴随着对外侵略

与掠夺的,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的,诚如马

克思描述的:“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

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

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

所。” [25]296 战争伴随着 “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

光” [25]296 接踵而来,并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

续进行下去” [25]296。 鸦片战争之后,作为列强瓜分

的对象,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遭受了

前所未有的侵略和奴役。 近代中国历史让中国人民

深切感触到侵略和奴役带来的痛苦和灾难,由此深

知和平的珍贵。 正是如此,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

53第 6 期 周红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及价值意蕴



历来爱好和平。 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远不称

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

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 [8]446-447 对“破”资本主义

发展模式的“立”而言,社会主义根本规定了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发展方式,即不能通过对外侵略实现国

家的现代化。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就鲜明提出:“我
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
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 [6]301 改

革开放后,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也明确表示,中国的

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 [10]328。 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事实也证明了:不靠军事扩张和

殖民掠夺,依赖于中国人民勤劳和维护和平也可以

实现国家现代化。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平样

态顺应了时代主题要求,成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和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
与此同时,国家的发展与和平的环境是密不可

分的。 中国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个奋斗目标

除了需要在相对长的时间付出艰苦的努力外,还需

要附带和平环境作为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

就提出,“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

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 [14]495。 为

此,在外交上,我们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致力于

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

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角度提出,“寻求一个和平的

环境”才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就提出,中国要聚精会神搞建设,提高人

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需要 “和平安宁的国际环

境” [15]266,“实现中国梦, 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

境” [8]525,“只有和平安宁才能繁荣发展” [8]545。

三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意蕴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

生成场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不是一个纯粹、线性的

过程,而是一个前进与倒退、自由与奴役、富裕与贫

穷、解放与枷锁相互交织的复杂过程” [26],这一复杂

过程注定人类文明形态发展有不同方向演变的可

能。 由于资本主义在世界格局的强势地位,资本主

导的西方文明一度掌握了人类文明形态的话语霸

权。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和经济文化落后的东

方大国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打破

了西方文明的话语霸权,而且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

创造提供了生成场域。 在这一生成场域中,人类文

明序列上形成了一个有别于西方文明形态,以人民

为中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五位一体”协调发展

的和平的文明新形态。
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提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

的梦想。” [19]36 近代以后,从鸦片战争后的第一个不

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始,各种不平等条约及附随

而来的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让近代的中

国满目疮痍,危机重重。 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

阶级均试图扭转民族危亡、国家贫弱和人民痛苦的

局面,但最后都宣告失败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

义无反顾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

与使命。 在后续百年探索中成功开辟了新民主主义

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成立

后,中国共产党在一穷二白的国情基础上探索现代

化道路,历经“国防现代化”到“四个现代化”、“不能

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到“中国式的现代化”
的发展,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实现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飞跃。 展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未来,我们要坚持业已为事实证明成

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24。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实

现现代化的路径

世界现代化历史肇始于 18 世纪中叶以蒸汽机

广泛使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后,人类社

会开始摆脱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受益于工业

革命,英国的社会生产力和世界影响力迅速提高。
“整个世界经济都以英国为基础或者围着英国

转” [12]3,工业革命的外溢效应迅速扩展至欧洲及北

美洲,从 19 世纪开始到 20 世纪中叶,欧洲和北美洲

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现代化。 二战结束后,民族解

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原属殖民地的亚非拉国家

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 独立后的亚非拉国家在欧

美现代化国家外部“示范作用”下,纷纷以发达国家

现代化为模板,把实现现代化作为国家奋斗目标,并
试图在制度和观念上学习欧洲等发达国家现代化以

期实现本国现代化。 然而,终究由于社会历史等因

素,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在发展中国家遭遇水土不服,
以致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少之又少。 要在人口

多、底子薄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建设现代化本身就是

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个世

纪的现代化发展历程,规避了资本逻辑主导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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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贫富两极分化、生态危机等现代化通病,创造了经

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双奇迹,成功走出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不仅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新途径,而且

为发展中国家规避现代化通病提供了新经验。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用事实证伪了“现代化

滋生动乱”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

动乱” [27]31,这是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比较研究发展中

国家现代化后得出的一个结论。 他认为,与早期实

现现代化的欧洲和北美国家相比较而言,发展中国

家现代化由于进程太快,以致政治动乱在 20 世纪的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蔓延,出现社会的不稳

定。 “中国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民族

团结,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繁荣富强,
从被动挨打、饱受欺凌到独立自主、坚定自信,仅用

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

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

迹。” [2]63“两个奇迹”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相互

促进的生动诠释,也是对“现代化滋生动乱”的有利

回击。
1954 年,毛泽东在谈及中国工业现状时曾指

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

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
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

造” [6]254。 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依靠自身力量

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世界上唯

一工业部类齐全的国家。 在国家经济总量上,中国

1952 年的 GDP 为 679 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19 元;2021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14 万亿元,
在 69 年的时间里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达到 1 600 多

倍;在世界各国 GDP 排名上,中国在 2010 年超越日

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

缩小。 在对世界经济贡献来看,中国对世界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已增长到 28. 1% 。 此外,中国还创造了

诸多世界“第一”:制造业第一、货物贸易国第一、外
汇储备第一、高铁营运里程数世界第一,人工林造林

面积世界第一……等等,这些充分证明了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的成功。
在亨廷顿看来,“经济增长以某种速度促进物

质福利的提高,但却以另一种更快的速度造成社会

的怨愤” [27]36。 中国在几十年内创造了促进物质福

利的提高的同时,但并未出现亨廷顿所预想的社会

怨愤,与之相反的是社会的高度稳定。 新中国成立

以来,抗美援朝、亚洲金融危机、98 年特大洪灾、非
典疫情、汶川特大地震、中美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

等考验接踵而来。 面对诸多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

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仅经受住了各种考验,而且

“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

历程” [2]63,实现了社会长时段的大稳定,取得革命、
建设、改革的一系列重大成就。

概而言之,中国在几十年时间内既保持经济快

速发展,又能保持社会稳定的现代化发展事实有力

驳斥了“现代化滋生着动乱”的论断,同时也为发展

中国家跳出“现代化滋生着动乱”的怪圈提供了中

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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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Implic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ZHOU Honglu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hi-
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carried out under the historical national conditions with a thin foundation and a large population,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the people as the value goal, the concept of coordination as the layout guide for modernization,
and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realizing modernization in a peaceful way in line with the theme of the times. The Chinese path to mod-
ernization provides a generative field for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is the only way to realize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not only expands the path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achieve modernization, but also uses Chinas successful facts to fal-
sify “modernization breeds turmoil” and provides new reference for the vast number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avoid modern common
diseases.

Key words: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CPC;　 scientific connotation;　 basic characteristics;　 value im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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