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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范畴, 其标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现代化的一个根本性标志是人类

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 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客观存在, 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

中的重大里程碑。 由于各国国情不同, 各国的现代化道路选择、 内涵及特点也各有不同。 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人民的幸福生活进行了不懈奋斗, 经过长期努力, 开创了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自身内涵, 也有中国特

色, 同时具有世界现代化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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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历史任务,
国家的现代化也提上了日程。 怎样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 怎样才能较好较快地实现

中国的现代化? 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重大课题。 经过长期艰辛探索,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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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 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 国内学者进行了诸多论证。
有学者认为, 以 “中国式” 的现代化突破 “西方化” 的现代化, 提供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新路径; 以 “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 提供了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路径; 以 “物质与精神相协调” 提供了全面协调的现代化

新路径; 以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提供了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新路径; 以 “和平、 共赢” 提供了合作发展

的现代化新路径[2] 。 中国式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现代化, 是对西方 “国强必霸” 式的传统国际政治世

界观的颠覆。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了 “人民中心论” 的现代化理念, 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 开

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 国外很多人士也是高度认可的。 美国共产党前主席约翰·巴切特尔曾发文强调,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开辟了一条道路, 引导国家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 建设一个具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的社会,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3] 。 法国共产党在其机关报 《人道报》 上曾报道, 中国 “正在探索

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原创性发展道路” [4] 。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通沙万·丰威汉在

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强调, 中国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5] 。 国外重要人士的评价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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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特点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人类现代化的过程是从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的过程, 是从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过程。 一个

国家在实现现代化之前, 农业在国家中占主要地位, 长期在农村的人口、 从事农业的人口在这个国家占

有绝对多数; 实现现代化之后, 工业、 城镇和工人在国家中占比例很大或者说占大多数, 长期生活在

城里的人、 从事工业或服务业的人, 占有大多数。 人类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工业化的过程, 也是城镇化

的过程。 当今的现代化过程还包含信息化过程。 今天的现代化要求从事工业化的人口、 从事信息化的

人口或从事其他服务业的人口应大大超过从事农业的人口。
中国几乎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努力探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艰辛探

索, 不懈奋斗, 才找到这条现代化道路。
本文将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选择、 内涵及特点进行探索, 并从经济、 政治、 文化、 民生、 生态文明

等方面进行分析。

二、 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选择

中国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历经艰难曲折。 由于 1840 年鸦片

战争, 中国被动地进入了近代社会。 在西方列强和封建主义的控制之下, 中国的现代化举步维艰、 步履

蹒跚。 中国最早也想走一条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 太平天国运动提出 《资政新篇》, 资产阶级维

新派领导戊戌变法, 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辛亥革命, 他们想学习西方, 希望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发

展道路, 但最终都没有成功。 中国近代百年历史证明, 中国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工业化进入世界现代化

国家的行列, 如果走资本主义现代化或工业化道路只能成为资本主义强国的附庸。 也就是说, 资本主义

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新中国成立时, 国家的整体情况是 “一穷二白”。 当时, 在中国 5 亿多人口中, 文盲占 80%以上, 农

业人口占 80%以上, 现代工业很少, 旧式农业和手工业占绝对优势。 人均国民收入是 27 美元, 只有亚洲

国家平均水平的 2 / 3。 毛泽东在谈到当时中国的工业情况时说,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 ……一辆汽车, 一

架飞机, 一辆坦克, 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6] 不改变这种落后状况, 中国就不能摆脱在世界上被人看不

起的地位, 就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命运。 因此, 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 努

力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紧迫而重大的历史任务。
(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后, 面对贫穷落后的中国, 怎样才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

现代化, 这是最为重大的课题。
从世界历史上看, 现代化道路有两条: 一条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 这是欧洲许多国家、 美国、 日

本都走过的, 他们花费 100 多年到 200 多年不等, 把工业化和现代化搞成功了; 另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

的道路, 这是苏联走的道路, 而且也成功了, 只经过几十年的时间, 苏联发展成为欧洲最强国家, 而且

变成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在借鉴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上, 1953 年毛泽东正式提出了 “一化三改” 的党在过渡时期

的总路线, 目的就是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这是一条确保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总路线。 到

1956 年底, 对农业、 手工业、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 中国的所有制发生根本性变

革,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占 92. 9%, 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

义经济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 标志着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 这是中国人民的一个历史性选择。 从此, 中国人

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大步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

主义革命, 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 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

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独创

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 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 理论准备、 物质基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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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中国现代化的伟大成就见表 1。

表 1　 1978 年与 1949 年数据对比

指标 / 单位 1978 年产量 1949 年产量 1978 年比 1949 增长 / 倍 备注

钢 / 万吨 3
 

178 15. 8 200

原煤 / 亿吨 6. 18 0. 324 18

原油 / 万吨 10
 

405 12 866

发电量 / 亿度
2

 

565. 5
43 58. 6

全国铁路 / 万公里 5. 2 2. 18 1. 38

全国公路 / 万公里 89 8 10

粮食 / 万吨 30
 

475 10
 

810 1. 8

棉花 / 万担 4
 

500 889 4

全国高等学校数量 / 所 598 205 1. 9

在校学生数 / 万人 85 11. 7 6. 2 厂办、 业余大学

在校学生数为 55 万人

中等专业学校学生数 / 万人 88 22. 9 2. 8

中学在校学生数 / 万人 6
 

548 104 61. 9

小学在校学生数 / 万人 14
 

624 2
 

439 5

全国医院 / 万个 18 0. 36 49

全国医院病床 / 万张 185 8 22

全国专业卫生技术人员 / 万人 24 54 3. 56 全国有赤脚医生 160 万人

　 　 注: 1949 年数据来源于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十二册) 》, 1978 年数据来源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一九七八年国

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

(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后,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获得了较快发展, 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 同时

也存在诸多问题, 例如体制机制不健全。 随着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认识的不断深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实施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1978 年 12 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个重大战略决策, 就是把

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全会指出: “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上来。” [8] 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作出在确保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 进行改革开放的战

略决策。 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性选择, 是中国现代化的强国之路。 邓小平说: “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

成功的,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9] 中国不与世界各国交往不行, 不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先

进经验, 中国现代化建设很难早日成功。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 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

本国策。 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 必须与世界各国紧密联系。 只有实行对外开放, 才可能获得快速发展。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 “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 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 [9] 。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点, 全面对外开放可以广泛开展经济技术合作。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最先进的

崭新的社会制度, 大胆吸取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才会有更好的发展质量和更快的发展速度。
改革开放后, 中国现代化获得了更好更快的发展, 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

工业化路程。 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 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是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指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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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7] 。
中国实现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 中国式现代化获得了新的充满活力的发展, 取得

历史性成就, 从表 2 可以看出这个阶段中国现代化的伟大成就。

表 2　 2012 年、 2002 年与 1978 年数据对比

指标 / 单位 2012 年 2002 年 1978 年
2012 年比

2002 年增长 / 倍
2012 年比

1978 年增长 / 倍
备注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 亿元 519
 

322 102
 

398 5
 

689. 8 4. 07 91. 2 1978 年只统计

工农业总产值

第一产业增加值 / 亿元 52
 

377 14
 

883 1
 

458. 8 3. 59 35. 9

第二产业增加值 / 亿元 235
 

319 52
 

982 4
 

231 3. 44 55. 6

第三产业增加值 / 亿元 231
 

626 34
 

533 5. 71 1978 年没统计

粮食产量 / 万吨 58
 

957 45
 

711 30
 

475 0. 29 0. 94

棉花产量 / 万吨 684 492 216. 7 0. 39 2. 17

钢产量 / 万吨 71
 

716 18
 

155 3
 

178 2. 95 21. 57

原煤 / 亿吨 36. 5 13. 8 6. 18 1. 64. 4. 91

发电量 / 亿千瓦时 49
 

377. 7 16
 

540 2
 

565 1. 98 18. 25

水泥 / 亿吨 22. 1 7. 25 0. 65 2. 04 33

汽车 / 万辆 1
 

927. 7 325. 1 14. 91 4. 92 134. 8

进出口 / 亿美元 38
 

668 6
 

208 206 5. 23 186. 7

　 　 注: 表中数据来源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一九七八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2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的大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民立足于现有的基础, 通过持续的努力与苦干,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获得重大进展。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
“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自身特色、 重大原则, 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 [7] 。 中国国

内生产总值 2022 年超过 120 万亿元, 占世界的 18%, 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超过 30%。 中国

式现代化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多方面进行创新性实践。 中国现代化进程取得了重大进展, 特别是消除了

几千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 建成了 “两不愁三保障” 的小康社会,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

的制度保证、 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7] 。
从表 3 中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

表 3　 2022 年、 2012 年、 2002 年与 1978 年数据对比

指标 / 单位 2022 年 2012 年
2022 年比

2012 年增长 / 倍
2002 年

2012 年

2002 年增长 / 倍
1978 年

2022 年比

1978 年增长 / 倍
备注

国内生产总值 / 亿元 1
 

210
 

207 519
 

322 1. 33 102
 

398 10. 81 5
 

689. 8 211. 7

第一产业 / 亿元 88
 

345 52
 

377 0. 69 14
 

883 4. 93 1
 

458. 8 59. 56

91



2024 年第 3 期 李久林, 张颖慧: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选择、 内涵及特点

表3(续)

指标 / 单位 2022 年 2012 年
2022 年比

2012 年增长 / 倍
2002 年

2012 年

2002 年增长 / 倍
1978 年

2022 年比

1978 年增长 / 倍
备注

第二产业 / 亿元 483
 

164 235
 

319 1. 05 52
 

982 8. 12 4
 

231 113. 2

第三产业 / 亿元 638
 

698 231
 

626 1. 76 34
 

533 17. 49

全年粮食产量 / 万吨 68
 

653 58
 

957 0. 16 0. 50 30
 

475 1. 25

全年棉花产量 / 万吨 598 684 -0. 12 492 0. 22 216. 7 1. 76

进出口总额 / 亿美元 63
 

100 38
 

668 0. 63 6
 

208 9. 16 206 305. 3

全国铁路 / 万公里
15. 5

(高铁 4. 2)
9. 8 0. 58 7. 2 1. 15 5. 2 1. 98

全国公路 / 万公里

535
(高速

公路 17. 7)
424 0. 26 176 2. 04 89 5. 01

发电量 / 亿千瓦时 88
 

487 49
 

377. 7 0. 79 16
 

540 435 2
 

565 33. 50

钢产量 / 万吨 101
 

795. 9 71
 

716. 0 0. 42 18
 

155 4. 61 3
 

178 31. 03

汽车 / 万辆 2
 

718 1
 

927. 7 0. 41 325. 1 7. 36 14. 91 181. 29

原煤 / 亿吨 45. 6 36. 5 0. 25 13. 8 2. 30 6. 18 6. 38

集成电路 / 亿块 3
 

241. 9 823. 1 2. 94 96. 3 32. 6

彩色电视机 / 万台 19
 

578. 3 12
 

823. 3 0. 52 5
 

155 279. 80

家用电冰箱 / 万台 8
 

664. 4 8
 

427. 0 0. 28 1
 

599 441. 86

　 　 注: 表中数据来源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一九七八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2 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 。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

国式现代化的方向与成败, 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 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

进, 我们必须长期坚持这条道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

千辛万苦、 付出巨大代价才获得的道路, 我们必须坚持这条道路不动摇。

三、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现代化的一些基本内涵, 同时又具有中国自身特点的一些内涵。 中国式现代

化的内涵, 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 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和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 一直致力于实现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 为实现

民族的复兴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 建设和改革中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 组织

力和引领力, 是中国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 文化进步、 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和强大动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和领导力量, 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最大内容和最大内涵, 这也是中国的最大优势, 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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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这一制度既体现了世界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内

涵, 同时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身特点, 起到了方向引领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

多方面的内涵和优势, 主要包括: 在党的领导下, 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 依靠人民

推动国家发展, 全面依法治国, 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各项权利, 实行全国一盘棋, 调动一切积极因

素, 集中力量办大事, 实行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机制,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不断改善民生,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实现改革创新, 自我完善,
不断发展, 实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实行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 一方面不断

加强自身发展, 另一方面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
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交往要求, 这个

要求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前瞻性、 开放性和包容性,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国际视野的重要

体现, 有助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 有助于推进人类进步事业和促进世界共同

发展。
(三) 中国式现代化是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的现代化, 要求在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

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五个方面取得全面发展, 这一布局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性和协调性,
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的全面幸福。

1. 经济建设

经济建设是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方面, 包括经济发展实力、 研发创新能力、 对外开放程度、 产业体

系优化等。
经济发展实力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已经连续多年位居

世界第二, 仅次于美国。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 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

一。 中国的人均收入也在逐年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现代化建设中的研发创新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 近年来, 中国在科技创

新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 研发投入持续增加,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例如, 中国在高铁技术、 人工智能、 5G
通信等领域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对外开放程度是现代化指标中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中国不断扩大对

外经济合作和交流, 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和最大出口国, 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外资流入地之一。
中国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正在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国在高端装备制造、 数字经济、
新能源、 新材料等领域取得长足发展, 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 绿色化、 服务化方向发展。

2. 政治建设

政治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极为重要方面, 包括政策法规制定、 政府服务效能、 法治社会建设、 社会

文明进步等。
政策法规制定是现代化建设中衡量一个国家政策法律体系建设和完善程度的重要指标。 中国一直致

力于推进政策法规制定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加强法律制度建设, 提高政策法律制定的效率和质量。
中国还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提高政府服务效能, 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

政府服务效能也是现代化指标中衡量一个国家政府服务能力和效率的重要指标。 中国不断提高政府透明

度和公众参与度, 促进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法治社会建设也是现代化建设中衡量一个国家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 中国致力于推

进法治建设, 加强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建设, 提高法治保障和法治服务能力。
中国致力于推进文化建设和社会文明进步, 提高公民素质和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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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化建设

文化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不可缺或的方面, 包括文化产业健全、 国际文化传播、 文化体制改革、 高

级人才储备等。
文化产业是现代化建设中衡量一个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中国致力于推进文化产业发

展, 加强文化产业政策引导和支持, 提高文化产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推动文化产业与经济社会

发展融合。
国际文化传播是现代化指建设中衡量一个国家文化影响力和软实力的重要指标。 中国致力于推进国

际文化传播, 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合作, 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中国加强文化体制建设和管理, 提高文化体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高级人才储备是现代化指标中衡量一个国家文化人才培养和储备的重要指标。 中国努力加强文化人

才队伍建设, 积极吸引国内外优秀文化人才为中国文化事业做出贡献。
4. 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包括社会民生保障、 社会服务配置、 区域协调发展、 社会公益

实践等。
民生保障是现代化建设中衡量一个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完善程度的重要指标。 中国致力于推进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面。
社会服务配置是现代化建设中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和配置效率的重要指标。 中国致力于

推进社会服务体系建设, 提高社会服务水平和效率。
区域协调发展是现代化建设中衡量一个国家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中国致力于推进

区域协调发展, 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 促进城乡和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中国致力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 提高社会公益事业的参与度和影响力。
5. 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包括森林草原覆盖、 绿色低碳转型、 空气水土质量、 “双

碳” 目标推进等。
森林草原覆盖是现代化建设中衡量一个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的重要指标。 近年来, 中国致

力于推进森林草原保护和恢复工作, 提高森林草原覆盖率和质量。
绿色低碳转型也是现代化建设中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和能源结构调整的重要指标。 中国致力

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 加强节能减排工作,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比例。
空气水土质量是现代化建设中衡量一个国家环境质量和生态保护水平的重要内容。 中国政府致力于

推进空气水土质量的提高和 “双碳” 目标的实现, 加强碳排放控制和碳中和工作,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

清洁能源比例。
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明五个方面是相互联系、 相互促进、 相互制约的。
首先, 经济和政治是现代化的两个重要方面, 经济发展是现代化的基础, 政治稳定则是现代化的保

障。 政治稳定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同时经济增长也能够为政治稳定提供物质基础和人民群

众的支持。
其次, 文化和社会也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是现代化的标志, 而文化和社

会的发展也能够为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提供支撑。 文化创新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

长点。
最后, 生态文明是现代化的新内涵, 它与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等方面的发展也密切相关。 生态

环保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的资源和环境保障。
总之, 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明五个方面是相互联系、 相互制约、 不可分割的, 只有各

个方面实现协调发展, 才能够实现全面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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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

人类社会从古代走向近现代文明, 各个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是各有不同的, 可以说各有千秋。 人类的

现代化不是只有一个模式, 而是存在着多种模式。 欧美国家的现代化有很多共同之处, 可以算是一个模

式。 中国式的现代化也是一个模式。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 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 更要符合自己的

国情, 体现出本国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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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一)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在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 中国在大部分时期是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 今天的中国人口规模

超过 14 亿, 比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还要多。 毫无疑问, 中国的现代化, 发展任务更艰巨,
推进难度更大。 中国的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难的现代化之一, 也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之一。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就是指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参与、 共同奋斗的现代化。 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人口市

场红利大。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的最大国情之一。 中国一旦实现现代化, 将彻底改写世界现代化的版图,
为整个世界和全人类的现代化做出更大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二)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 共同富裕已经摆在了十分重要的突出位置。 中国脱贫攻坚的成就体现为在中

国历史上第一次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 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有

本质区别,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集中和无序扩张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 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物” 的问题, 但不能解决 “人” 的问题, 中国式的现代化不仅要解决 “物” 的问题, 也要解决 “人”
的问题。 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路径。

共同富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既充分体现了中国现代化的价值取向, 也深刻地反映了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选择。 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强烈愿望,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以来的奋

斗目标。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内容。 到目前为止, 中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社会保

障体系, 基本医疗保险惠及超过 13 亿人,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 10 亿人。 到 2035 年, 中国式现代化的目

标, 是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城乡差距要进一步缩小, 对共同富裕提出更高要求, 到本世纪中叶,
实现共同富裕。

(三)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物质丰富和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 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

主义。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不仅要物质生活极大丰富, 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 而且要文化科学高

度发达, 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 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同发展, 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

文化水平都是不可缺少的。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 相互促进, 不断提高人民生活的物质条件和

文化水平。
(四)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是人类发展的物质条件。 我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 一定要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人类不可能顺利发展, 发展了也必然要出问题。 无止境地

向大自然索取, 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 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有经验也有教训。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重要方面。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基本特征, 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理念, 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人与自然关

系理论的基础上所作的理论创新, 反映出中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认识。
(五)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在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中, 西方国家推进得最早, 他们很多都是通过对外扩张、 殖民掠夺甚至是血腥

战争来实现资本原始积累, 推进自己的现代化。 西方的现代化道路, 给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的人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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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巨大痛苦和深重灾难, 也是这些国家今天落后和发展不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不能也不会走西方一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老路, 而是通过自身发展来实现中

国自己的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任务更加艰巨。 纵观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我们不得不承认, 世界现代

化史似乎是一部 “弱肉强食” 的掠夺史, 一些西方国家通过对东方落后国家和民族进行殖民扩张和资源

掠夺, 率先实现了现代化, 成为最早的工业国。 侵略与扩张是资本主义大国崛起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旧

中国被动挨打, 新中国从未侵略过其他国家。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现代化的辉煌成就, 主要是

在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中国人民依靠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实现的。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 要

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高举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的旗帜。 在努力推进自己

现代化的同时, 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不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伟大事业贡献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不断推进, 国际社会对中国现代化成就

高度评价和大家赞赏, 因而 “中国模式” “中国道路” 的议论也逐步多了起来。 事实上, 中国现代化的成

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创造的伟大成就。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 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创造

了不同的文明, 比如古代的中华文明、 古希腊文明、 古罗马文明与近现代欧美文明。 人类创造的各种文

明, 因时代不同、 路径不同、 特点不同, 也各有千秋。
世界近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工业化, 工业化是每个国家经济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

国的工业化走过了艰辛曲折的路程。 洋务运动的早期工业化, 在甲午战败中宣告失败。 新中国成立后中

国的现代化迎来了新的起点,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构建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 使中国工业化

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车道。 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一步加快了速度。 中国只用了短短的几

十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 成为世界上工业体系最为完整、 工业产能特别巨大

的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 世界工业产值第一大国。
中国式现代化从不同的文明中寻求智慧, 汲取营养。 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

迹, 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10] 。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面对世界的重大变化, 未来怎么办? 中共二十大给出了中国答案, 那

就是对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

平外交政策, 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如果实现现代化, 将改写人类现代化的版图。 中

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那就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人口规模巨大且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实现现代

化的伟大国家, 必将在人类现代化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一些西方大国实现现代化, 其中一个重要手段是战争和殖民掠夺, 给世界许多地方的人民带来了痛

苦和灾难。 中国通过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现代化, 主要是依靠中国人民艰苦奋斗, 独立自主, 改革开放,
充分依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 这在人类发展史上, 在人类文明

史上, 在人类现代化史上都是最文明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说: “中国式现代化, 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 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

方向, 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 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11]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对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历程、 内涵及特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没

有完全统一的标准。 现代化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现代化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被不断赋予新的动力, 被

不断赋予新的内涵。 因此, 不同的时代, 现代化的要求不同, 现代化的指标也不同。
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客观存在, 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里程碑。 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道路选择, 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刻内涵和重要特点。 实现现代化,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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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信息化。 中国式现代化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发展速度快和质量好, 而且能够

给广大人民带来幸福生活。 中国不仅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而且现代化已经达到较高水平,
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 而且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根本改善。

中国只用几十年的时间, 现代化的进程就完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进程,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独立的 100 多个国家相比, 中国的现代化不仅规模是最大的, 而且速度是最快的之一。 我们坚信, 沿

着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前进, 中国的现代化一定会取得更加伟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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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odernization
 

is
 

a
 

historical
 

category
 

and
 

its
 

standards
 

change
 

with
 

the
 

times.
 

A
 

fundamental
 

sym-
bol

 

of
 

modernization
 

i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o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s
 

an
 

objective
 

ex-
istence

 

in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is
 

a
 

major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Due
 

to
 

different
 

national
 

conditions,
 

the
 

path
 

to
 

mode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vary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make
 

unremitting
 

efforts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ountry
 

and
 

the
 

happy
 

life
 

of
 

the
 

people,
 

and
 

has
 

created
 

Chinese
 

modernization
 

after
 

long-
term

 

efforts.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led
 

by
 

the
 

CPC.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its
 

conno-
tation

 

as
 

well
 

a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has
 

the
 

commonality
 

of
 

modernization
 

of
 

the
 

world.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socialism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osen
 

by
 

the
 

Chinese
 

peopl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mainly
 

that
 

the
 

Party,s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build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s
 

the
 

core
 

content
 

and
 

connot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the
 

Five-sphere
 

Integrated
 

Plan,
 

which
 

requires
 

coordinated
 

progress
 

in
 

the
 

econom-
ic,

 

polit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ield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re
 

the
 

modernization
 

of
 

a
 

huge
 

popula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the
 

moderniza-
tion

 

of
 

coordinated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chosen
 

the
 

path
 

to
 

Chinese
 

modernization,
 

endowed
 

Chinese
 

modernization
 

with
 

profound
 

connotations
 

and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created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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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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