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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

实现现代化提供新选择→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

党的二十大报告展现的深层逻辑，这一逻辑本质上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国逻辑。

一、强国逻辑的基本内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谋进

步、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选择→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为简洁起见，下文把中国式现代化强国逻辑的

基本内容简化为“建成强国→实现复兴→人类大同、

人类现代化、人类文明”。建成强国是起始目标，集

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和“贯彻新发展理

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的重大论断

上。实现复兴是历史目标，主要体现在“两步走”的

战略谋划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面

部署上。人类大同、人类现代化、人类文明是归宿目

标，集中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共

产党的天下思维与天下观上。

综合以上关于“建成强国→实现复兴→人类大

同、人类现代化和人类文明”的论述，可以对中国式

现代化的强国逻辑作如下概括：第一，在实践上，建

成强国是立足点，是起点；人类大同、人类现代化、人

类文明是归宿，是归宿性指向；实现复兴是连接二者

的历史关节点，三者具有内在关联。第二，在“中国—

世界”大视野中，现代化强国的建成意味着中华民族

复兴的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实现意味着在全球现

代化进程中，中华民族将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世

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第三，在

“过去—未来”历史维度上，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一直致力

于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谋进步。天下为公，人间正

道，这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历史自信的最大底

气所在，也是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人民继续前进的

最大底气所在。

二、强国逻辑的现实指称：国家强大、中华民族

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

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从深层次看，“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

大同、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选择→创造人类文

明新形态”的强国逻辑，内含着这样的结构，即国家

强大进程→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21世纪科学社

会主义世界化进程。因此，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分

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国逻辑的现实指称。

从国家强大进程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国逻辑

包含了“逻辑起点、现实基点、目标要点”三个要素，

表明强国实践具有逻辑自洽性和合规律性。从实现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中国共产党对实现现代化的

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呈现出包含“艰难

探索、历史自觉、不可逆转、乘势而上、强势而为”五

个环节的发展脉络，预示着今天我国发展已经进入

新的战略阶段。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看，强国逻

辑包含了“‘中国—世界’‘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的天下思维和天下观，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

可以这样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国逻辑：第一，

在结构上，它形成了“逻辑起点、现实基点和目标要

点”要素框架，本身具有逻辑的自洽性，为强国实践

提供了科学支撑。第二，在趋势上，它包含了“艰难

探索、历史自觉、不可逆转、乘势而上、强势而为”的

发展环节，预示着强国实践将迎来强势而为的新阶

段。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

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国逻辑”
◇韩庆祥 张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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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将深刻影响全球现代化进程，

这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中华民族也必将为人类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第三，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

它秉持“‘中国—世界’‘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的天下思维和天下观，贯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

三、强国逻辑的历史意蕴：世界力量中心的转移

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崛起

首先，关于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定性以及基于这

种规定性的强国逻辑的演进趋势。马克思在《资本

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

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

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

析商品开始。”历史地看，人类社会从自然经济历史

阶段进入商品经济社会阶段，商品交换成为主导的

交换方式。商品交换的背后事实上存在两种类型的

人：一种是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即资产者；另一种是

没有生产资料的人，即劳动者或无产者。人类社会

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分化，根源于商品交换的内在规

定性。具体说来，在商品交换中，隐藏着两个内在要

求：一是人必须通过交换才能生存发展；二是人在交

换中只有两种诉诸交换的元素，即身外之物（生产资

料、劳动产品等）和身内之物（体力、脑力）。上述要

求决定了具体的商品交换过程中人们之间的生产关

系和社会关系，并进而决定了相应的社会结构体

系。一般来说，拥有身外之物的人，会优先选择用身

外之物进行交换。这种外部性交换的优先性，是资

本最本源的属性。通俗地说，资本归根究底是“用身

外之物与他人进行交换”。在此基础上，拥有身外之

物的人就是资产者，进而发展为资产阶级。该阶级

强调资本优先、资本至上，奉行资本主义，这就是资

本的逻辑。没有身外之物而只有身内之物（体力、脑

力）的人，当然只能“优先”用身内之物进行交换。这

种只能用身内之物进行交换（出卖劳动力商品）的内

部交换性，是劳动最本源的属性。具有这种交换性

的人，就是劳动者或无产者，进而形成无产阶级。该

阶级强调劳动优先、劳动至上，追求的是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这就是劳动逻辑的要义。由此可见，在商

品经济历史阶段上，商品经济具有两个基本规定性：

一是在共时性上，该阶段存在两种核心逻辑即资本

逻辑和劳动逻辑，前者选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后者

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二者之间的博弈是一种“非

此即彼”的二选一模式，即在全球现代化实践中，每

个国家或者选择资本主导的逻辑，或者选择劳动主

导的逻辑，没有第三种选项。二是在历时性上，两种

逻辑都依存于商品交换，只要商品交换存在，资本和

劳动的矛盾就存在，只有随着商品交换的消失，二者

的博弈才会终结。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和劳动的对

立统一具有历史性，即它因商品交换的产生而产生，

伴随其存在而存在，也将因商品交换的消失而消

失。基于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强国逻辑在

本质上属于劳动逻辑体系，在实践上属于21世纪科

学社会主义序列。资本和劳动之间“非此即彼”的博

弈意味着，随着劳动逻辑的上升，资本逻辑必然下

降，“东升西降”是商品经济自身逻辑演进的必然走

向。第二，随着中国现代化强国的建成，因其现代化

的特殊性，特别是14亿多人口的规模效应及巨大影

响，中国式现代化将会深刻改变全球现代化进程，科

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将会焕发出更加强大

的生机和活力。一则是“东升西降”的大势所趋，一

则是中国式现代化对全球现代化的积极影响，可以

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商

品经济历史进程中的崛起，具有逻辑必然性。

其次，关于“世界力量中心从欧美转向亚洲”的

宏观走向以及基于这一走向的强国逻辑的实践效

应。逻辑是实践的内生源，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把

握好强国实践的内在逻辑，可以使现代化强国实践

更合规律性，进一步增强建成现代化强国的信心。

回答好时代问题，回应好人民诉求，才能够获得人民

的支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世界进入新的动荡

变革期，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外部环境更

加不稳定、不确定，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环境。”如

何认识和对待这一战略环境？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

原则是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百年变

局，变量很多。从结构上看，涉及格局、利益、关系和

力量，但核心是总体性和全局性之变。从总体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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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性来看，百年变局，核心是世界力量中心之变。

如何变？基本线索是世界力量中心在转移，关键点

是世界科学中心在变迁。如今光子时代，世界科学

中心正在经历第六次转移。那么，会向什么方向转

移？从现状看，当前突出的特征是，没有一个国家占

据总体的主导地位，中国、美国和欧盟都在少数几个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这意味着世界力量结构正处在

调整过程中，呈现出多极性分散态势。党的二十大

报告指出，新时代十年，我们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

强，全社会研发经费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居

世界首位；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

核心技术实现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这意

味着，在“世界力量中心从欧美转向亚洲”的趋势中，

中国具有重要影响力。可以预见，随着强国实践的

不断推进，基于当下研发经费“居世界第二位”和研

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的优势，中国将逐步成为

“亚洲世界力量中心”的主导者。可以说，在“世界力

量中心从欧美转向亚洲”的大趋势中，在世界科学中

心正在经历的第六次转移的大变革中，中国科学发

展将会成为变迁的主角。质言之，世界科学中心

的六次转移趋势将会是：意大利→英国→法国→

德国→美国→中国。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强国的

建成，预示着“世界力量中心从欧美转向亚洲”的完

成，意味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的大幅提升，基于强

国实践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将充分展现其影响力

和引领力，促进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发展。

综合所述可以认为：第一，党的二十大报告体现

了鲜明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国逻辑。其基本内容包

括“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实

现现代化提供新选择→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四个

层次，各层次之间层层递进，形成一种梯次结构。第

二，在现实指向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国逻辑指向国

家强大，意味着随着现代化强国的建成，中华民族将

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第三，从深层次上看，在当今

时代，“东升西降”的历史演进是商品经济自身逻辑

演进的必然结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

克思主义必将在商品经济历史进程中崛起，这是人

类历史发展的大势。在21世纪，世界力量中心的转

移已经开始，核心是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在此背

景下，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意味着，世界科

学中心的第六次转移方向将会是中国。可以预见，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面建成，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引领

力将会更加彰显，届时，对“天下文明”、“世界大同”

的理念将会有更多的共识。当然，这需要一个历史过

程，甚至是充满挑战的历史过程。但规律上的必然，

使我们信心百倍；实践上的艰难，使我们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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