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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基础、
生成逻辑与世界意义

◇方兰欣 戚长春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

（一）“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释义

大体说来，马克思恩格斯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把

握现代化。

1.现代大工业生产。现代化大工业的基本特征

是采用机器生产和采用广泛的分工。机器的普遍运

用促使生产效率显著提高，从而使生产力突飞猛进。

随着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劳动社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

和分工范围的日益扩大，资产阶级为了扩大商品生

产，要求突破国内市场的限制，把生产和交换扩展

到世界，进而造成了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使“地域性

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2.现代科学技术。其一，科技的进步加速了社

会财富的增长速度。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现实财富

的创造会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更新。其二，科

技的发展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机器的普遍采用使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获得了极大解放，提高了人的

主体能力，科技的发展促使生产效率极大提升，缩短

了劳动者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为劳动者的才能发

展、素质提升提供时间保证。

3.现代化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断发

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发

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不断推动现代化向前

发展。随着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每个社会成员

的尊严相应地得到更好保证、能力相应地得到更好

开发、基本需求相应地得到更好满足、基本生活水准

相应地得到更好提高。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本质规定”。从

结构要素看，主权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完备、民主法

制健全是现代化的核心要素。从运行机制看，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先进生产力，注

重解决中国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注重发展的协调

与均衡，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增进人民福祉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解决中国发展的平衡机制

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动力和平衡出了问题时，国

家和社会治理是关键。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关系规定”。相

对于西方现代化模式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突出

“中国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全面协调的现代化，

是以人为本的现代化。相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

模式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

市场结合，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等，这些都是它的创新，都构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

关系规定。

最后，就“过程规定”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

是僵化封闭的道路，它注重与时俱进，具有主体性和

开放性，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历史阶段不同，其规定性

就有所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开拓创新就成为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底色。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逻辑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逻辑

唯物史观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最重要的理论基

础，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前

提。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地包含着现代化的一般、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中国现代化的个别三者的区

别和联系，不仅符合现代化的一般属性和普遍规律，

而且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特殊规律”。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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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为基

石，注重解决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发展与安全、民

族性与世界性等相关问题，积极利用资本主义现代

文明成果，不断夯实现代化的基础。同时，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又是一条切合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特”就特

在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激活民族文化和马克

思主义的思想伟力；“特”就特在能够立足历史方位，

与时俱进提出新论断新观点新思想，不断丰富中国

特色现代化理论。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逻辑

5000多年历史积淀的中华文明构成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的历史根基。中华文明蕴含着丰富的哲学

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孕育了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开放包容、协和万邦、开拓创新的历史

基因。积淀深厚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无

到有的内在根据。

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的沧桑历程构成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形成发展的历史场域。中国共产党人科

学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任务与阶段，不断坚持“两

个结合”，成功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

路，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近

代以来中华民族180多年的曲折探索最终选择了社

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民族复兴的100多年是中

华民族发展史上最为恢弘的篇章。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现实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

的新历史方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时代最强音，

成为百年大变局的关键变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这既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面临的主要

问题，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目标追求。要使中

国由大国跃升为强国，就要具体解决好社会主要矛

盾，在现实层面上，就是要贯彻落实好“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走高质量发展之

路。新发展理念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目的、动力、

方式、基础、路径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既是解决社会

主要矛盾的根本之道，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之道。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为本”而非“以资为

本”的现代化。就目的而言，无论是在物质技术上、

经济结构上，还是社会与政治层面上，中国现代化的

最终意义都是为了人的现代化，是人向其本质的回

归和人的全面发展。与西方“社会整体发展与个人

发展的分裂与对抗”不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致力于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然是超越资本主义文明

的新型文明。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和平发展而非“国强必

霸”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蕴兼济天下、

协和万邦、休戚与共的价值观，强调世界多极制约，

反对单极霸权，注重构建和谐秩序，这既是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近代历史的深刻反

思。同时，中国以自身的发展主动积极回馈世界，

关注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越来

越成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越来越重要的力量。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境下，这种现代化道路无

疑更具有道义性，是中国对世界的发展性贡献、和

平性贡献。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代表着新文明类型的出

场。中国道路既是民族复兴必由之路，也是人类文

明发展的新路。它既聚焦解决中国问题，也蕴含着

解决全人类问题的共同价值，以中国方案和中国智

慧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是正在生成的新文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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