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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世界意义的四重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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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既关照中国当代现实又连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产物，既具有一般现代化的普遍意义，又因其独特意涵，对全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道路选择维度看，它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经验；从理论创新维度看，它为世界

现代化理论新谱系构建提供了中国理念；从文明发展维度看，它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力量；

从制度建构维度看，它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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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Dimensions of the World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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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modernization, is a product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It not only takes full consideration of the re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but also 
carries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modernization, both universal and uniqu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oad choice, it shares Chinese experience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explore the path of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t provides Chinese 
ide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pedigree of world modernization the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it has contributed Chinese strength to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it offers human beings Chinese solutions to explore a better soci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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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大势所趋，是世界各国

人民共同愿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便身负这

一历史使命，百年来带领中国人民长期探索实践，

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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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由邓小平首次提出 [1]。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

书记在多次重要会议、多个重要场合，多次提及“中

国式现代化”。中共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

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

原则等作出了明确界定。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兼

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时代课题，在民族性上体现

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劲动力和有力支撑，

在世界性上体现为为人类文明的长足发展提供中

国智慧，具有重要世界意义。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世界意义这一重大理论问

题的探讨，其意义不仅止于中国成为“世界现代

化俱乐部”一员的自豪与宣告，更在于其传递的

世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元观，人类文明形态的

多样观，故而，对中国式现代化世界意义的讨论，

理应成为理论界关注的重要课题。

一、道路选择维度：为发展中国家探索

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经验

旗帜决定方向，道路决定命运，走什么样的

道路，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命运。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现代化没有终极答案，也

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是自主原创的现代化新道路、是并联式发展的现

代化新道路、是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

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上最大发展

中国家立足国情谋发展的成功实践，它彻底打破

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

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

（一）开辟了“自主原创”的现代化新道路

现代化起源于西方，且主要由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引领这一历史进程。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世

界各国视西方现代化为鼻祖，在现代化进程中竞

相效仿西方、亦步亦趋。诚然，资本主义现代化

在推动世界历史进程中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

与之相伴的对外侵略和殖民扩张给世界带来的灾

难亦不容忽视。在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上，一

味效仿乃至完全“西化”招致的后果是难逃沦为

西方国家附庸的厄运。中国在近代史上也曾尝试

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但皆因特殊的

国情和阶级状况而告失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后，“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现实性

和科学理性思维，激活了支撑中国现代化的现实

历史的伟力”[2]。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

党，开始了领导中国人民走自主原创现代化道路

的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原创”在于独立自主

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从马克思主义

发展史的视角来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关于

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何以能成的重要经验。马克思、

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多次使用“独立自主”这一

概念。早在《1848 年至 1850 年法兰西阶级斗争》

中，马克思就肯定了无产阶级独立自主的历史地

位；1868 年，马克思在致施韦泽的信中批评施韦

泽等组织的柏林代表大会导致德国工人工会分裂

时强调：对德国工人阶级而言，“首先应当培养

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3]。马克思、恩格斯的独立

自主思想强调各国无产阶级在进行本国革命事业

时坚持独立自主，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

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独立自主也是毛泽东思想

“活的灵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正确道路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独立探索中国革命的成功实践。改革开放后，我

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进行宏观调控、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经济特区、在港

澳台问题上推行“一国两制”等，皆是走“自主

原创”现代化道路的生动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走“自主原创”道路的重要性，他指出，“独

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

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4]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实现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

稳定的双奇迹。横向审视当代西方世界，看到的

是经济发展失衡、政坛恶斗持续等等乱象，“中

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由此也

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现

代化模式的强烈质疑及对自身现代化道路的理性

思考。中国走“自主原创”的现代化道路为既希

望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民族独立的国家提供了全

新选择，对此，塞尔维亚前总统鲍里斯·塔迪奇

就曾表示，西方在 21 世纪面临的挑战表明，现代

化不等于西方化，而中国赋予“现代化”新的内涵，

为世界各国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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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辟了“并联式”发展的现代化新道路

从现代化的实践逻辑来看，西方式现代化主要

表现为“串联式”发展过程，具体体现为工业化、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单向度、

分时段、渐次推进是其基本特征。然而，作为世

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后

来者，中国式现代化只能在“时空压缩”背景下

推进。在发展时间的压缩上，体现为我们要用几

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 200 多年的发展历

程；在发展任务的压缩上，体现为要实现“四化

同步”而非渐次发展；在发展问题叠加上，体现

为生产与生态的问题、效率与公平的问题、自由

与秩序的问题、发展与安全的问题、文化的变革

与文化的守成等等不同阶段、不同性质的问题，

在发展过程中集中显露。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

模巨大”既是优势与红利，也是压力与挑战，加

之民生需求的高质量、多元化与民生供给的不平

衡、不充分矛盾凸显，倘若走西方“串联式”渐

次发展道路只会遭遇多重掣肘，西方现代化发展

到当前水平用了两百余年，我国要实现赶超发展

必然只能走“并联式”发展道路。

马克思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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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走“并联式”

现代化道路，既是在早期遭受半殖民地化生存危

机、后期遭受西方大国经济政治的双重压迫的客

观现实下的被迫反应，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民族独

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主观诉求下的积极探索。

新时代，党中央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

个全面”协调推进，带领人民谋小康之业、扬改

革之帆、行法治之道、筑执政之基，促进“四化

同步”，在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实现了赶超发展、

跨越式发展。实践证明，中国“并联式”现代化

打破了西方固有的渐次发展路径，成功探索出一

条压缩、叠加式的综合发展道路，实现了“弯道

超车”，为后发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多

元化的路径选择。

（三）开辟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新道路

从“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国之称富者，

在乎丰民”到全面小康的社会目标，揆诸古今，

共同富裕始终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的价值追求，

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

在其设想中，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建立生产资

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制度，通过社会化生产使

得人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发展从而最终实现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

想的提出，是基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两极分化

的隐忧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多寡主宰

经济社会规则，致使财富由广大民众流向资本家，

两极分化因此成为西方现代化中无法解决的顽瘴

痼疾。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深具人民

情怀，其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基于国情的中国

特色和本质要求在于，它要实现的不是一般意义

上的某部分人、某个阶层、某些利益集团的富裕，

而是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按劳分

配的主体地位，既注重效率又兼顾公平，避免了

西方现代化模式下的资本奴役、压迫和社会两极

分化的问题，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和现代化红利。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

生转化，人民的需求从“生存型”向“发展型”

跃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打牢发展基础、

补齐发展短板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发展的历史宏愿和价值皈依。习近平

总书记突出强调共同富裕的重要性，指出“实现

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

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6]。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坚决将防止两极分化作为重

要政治原则，把实现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

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 1978 年的 7.7 亿下降到

2019 年末的 551 万，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

口 70% 以上 [7]，仅“十三五”时期，就有 5575 万

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

奇迹。同时，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分配差距，确保现代

化建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由全体人民共享。“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超越了西方贫富两

极分化、社会不公的现代化，打破了西方现代化

下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二八定律”，为解决财

富鸿沟、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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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创新维度：为世界现代化理论

新谱系构建提供了中国理念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为中国和世界现代化理论作出了一系列原创性贡

献，它从理论层面解答了如何应对中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航灯塔、强劲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资本”与“人本”、“生产”

与“生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

证统一，为世界现代化理论新谱系的构建提供了

中国理念。

（一）中国式现代化强调“资本”与“人本”

的辩证统一

西方现代化从资本逻辑出发，由资本主导社会

生产、分配、消费的全过程，在促进经济发展的

同时也必然导致资本的无序扩张，“资本只有一

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8]。

且资本主义社会往往强化资本而弱化工人对于现

代化进程的推动作用，具体呈现为资本主义现代

化“物的增值”和“人的贬值”，财富向少数人

高度集中导致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其结果是必然

激化劳资矛盾而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据此，

不难得出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注定走向式

微的结论。

在正确对待“资本”的问题上，中国式现代化

一方面明晰了资本的地位与使命，另一方面又强

调“资本”与“人本”的辩证统一。资本不等于

资本主义，资本作为发展的工具和手段，是市场

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变、调整生产关系，以公有

制为主体扬弃传统的资本逻辑，从而实现对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及西方现代化的根本性超越。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既超越了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逻辑，又扬弃了

西方经济学的“资本利润”逻辑，是与我国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相适应的“驾驭资本”逻辑并

最终走向“人的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旨

归上坚持人民至上，是通过驾驭资本、利用资本

为人民创造价值并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

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处理“资本”与“人本”

的辩证关系，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可控

范围内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资本作为

重要生产要素的正向功能；又兼顾公平，坚决维

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确保发展成果由全体人

民共享，为世界现代化理论中处理好“资本”与“人

本”的关系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生产”与“生态”

的辩证统一

工业文明时期的西方世界，生产力飞速发展，

牺牲自然环境、滥用自然资源换取物质财富成为

这一时期发展的通病。“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了

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他具有关于物质的全

部知识，但对于人的存在之最重要、最基本的问

题——人是什么、人应该怎么生活、怎样才能创

造性地释放和运用人所具有的巨大能量——却茫

无所知。”[9] 美籍德国犹太人哲学家埃里希·弗

洛姆在其著作《为自己的人》中生动描述了资本

逻辑下的物化和人的异化。资本逻辑支配下生产

逐利性的无限度与自然资源有限度之间的冲突，

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矛盾的不可调和，从而引发生

态危机。随着国内环境问题的爆发和全球化的发

展，西方国家不得不开始本国的环境治理之路，

将高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综观西方现代

化进程，可以清晰看到，先污染后治理是西方现

代化处理“生产”与“生态”关系的普遍逻辑。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恩格斯在《自然

辩证法》中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

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

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0] 恩格斯详细分析了

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问题，并从人与自然和谐角

度提出了环境问题的解决之法。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视角来看，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的宇宙观，“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

其养以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等无不是辩

证生态自然观和生态发展观的体现。诚然，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在生态文明

建设方面也走过一些弯路，部分地方政府将经济

增长视为唯一发展目标，盲目追求 GDP 数字的增

长而忽视了环境的保护，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环境

污染和生态破坏。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生态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经济

发展观、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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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环境就是民生的民生政绩观，引领了生态理念

与实践的复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是对西方资本逻辑驱使下“掠夺自然式”现代化

道路的摒弃与超越。面对新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期待，我们不重复西方国家“先污染，

后治理”的老路，坚决抛弃轻视自然、支配自然、

破坏自然的自然观和发展观，将生态文明建设纳

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发展的绿色化、

生态化，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产与生态

辩证互成，为世界现代化理论中处理好“生产”

与“生态”的关系贡献了中国理念。

（三）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物质文明”与“精

神文明”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既强调物质的本原性

位置、基础性功能和决定性作用，又承认精神对

物质具有能动性和反作用。中国共产党人继承马

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与精神的观点，并在此基

础上开创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历史

性登场。早在 1940 年，毛泽东同志便提出：“我

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

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

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

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1]

其虽未直接表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却用“经

济”“政治和文化”分别指代了“两个文明”的

概念。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上首次正式提出

“两个文明”，指出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入新时代，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

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12] 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论述充分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实现物

质生活水平提高，家家仓廪实衣食足；而且要实

现精神生活水平提高，人人知礼节明荣辱。历史

和现实也向我们反复证明：落后就要挨打，没有

坚实的物质基础，一个国家或民族就难自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信仰就是力量，一个没有精神力量、

没有文化自信的民族同样难以自立自强。只有“物

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促共进，才能实现持

久发展、永续发展。

反观西方现代化，其本质是以“物”为核心的

主导逻辑，将现代化理解为单纯追求物质财富和

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创造工业文明和积累物质财

富的同时，也由于忽视精神世界的建设而导致人

的物化、矮化、异化，暴露出物质主义、享乐主义、

拜金主义等弊病。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物

质增长至上”为价值主导的现代化模式，遵循“物

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发展逻辑。百

年现代化历程中，我国遵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协调发展、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全面加强、人民

群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同步改善。物质建设层

面，我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地位巩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 1.2 万美元，接近

高收入国家门槛；精神建设层面，注重发挥价值

引领、文化滋养、精神支撑的重要作用，人民的

科学文化水平明显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

领下人们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理念显著

增强。由是观之，中国式现代化是协调“物质文明”

与“精神文明”伟大实践的现代化，为世界现代

化理论处理好“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提供了

中国经验。

三、文明发展维度：为推动人类文明进

步贡献了中国力量

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视域来看，中国式现

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其所内蕴和展开的

文明意涵，生动回答了“人类文明向何处去”这

一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其所弘扬的全人类共同

价值、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的人类文明

新形态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

（一）走和平发展道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文化基因。中华

文化历来主张和平，倡导“礼之用，和为贵”“和

而不同”“以和为贵，不战而屈人之兵”。“中

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

在现代化进程中，摒弃了国强必霸的丛林法则和

零和博弈的极端思维，坚持永不称霸、不搞扩张

的原则，坚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同时，

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等全球面临

的共同问题，着意于人类幸福与命运的终极关切，

提出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以此为价值观基础提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念和实践上引领了全球

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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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明观，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不同国家

人民对其现代化路径的探索，倡导文明“各美其

美”，呼吁各国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人类

社会发展的价值贡献，推动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

鉴、和合共生。

百年来，不论世界局势如何演变，不论自身发

展程度几何，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发展的坚定建

设者和忠实维护者，从“一带一路”到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从参与全球减贫到助力世界经济复

苏，从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到“双碳”背景下的全

球节能减排，中国始终以胸怀天下的文明观，向

世界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胸怀与担当。中国

用和平发展的行动向世界证明，“国强必霸”不

是历史规律，而是伪逻辑，国家间合作共赢而非

零和博弈、共建共享而非强权独霸的现代化道路

是存在的。

（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

求，也是其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人类文明新

形态”的重要论断，立足于人类文明的演进视野，

将中国式现代化提升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

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也是

当代中国对进阶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庄严宣告。近

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开启了世界现代化

的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马克思也曾

高度肯定资产阶级对于推动人类历史的革命作用，

但马克思也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性弊

端，指出资本逻辑下的自由、民主、博爱，仍是

“物”的观念层面表现，充满虚伪性。综观以美

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社会，依据民主的金钱化让

自由竞选成为空洞口号、资本支配下劳动者的自

由平等沦为虚伪的自由平等、在人权问题上奉行

双重标准等等事实，可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

的诊断极具科学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

国共产党以人民需求为价值旨归，推进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同

共进，科学防范并成功应对发展道路上的风险泥

淖，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以铁的事实驳斥了“历史终结论”，雄辩说明了

人类文明形态没有止境。

综上所述，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在于其

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超越，消除了资

本主义文明内生性的矛盾、弊端和抵牾，既能充

分吸收西方现代化文明成果，又能有效避免其负

面效应，并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实现了中

华文明新的跃迁，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固有范式和

已有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植根中华文明沃

土上文明建设成果的当代表达，表明在人类文明

发展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带中国人民自主探索，

走出了一条新的文明发展之路，标注了人类文明

新的高度。

四、制度建构维度：为探索更好的社会

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中国主体叙事，始终坚

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深

刻影响和改变了世界历史格局，打破了“东方从

属于西方”的世界历史体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伟力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为人类探索

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彰显了党的政

治领导优势

政党政治是人类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制度，对政

治生活的运行起支撑性作用。西方在政治现代化

过程中，多数实行的是轮流坐庄的两党制或多党

制。这类政党制度虽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也存在

显著弊端，如多党内耗导致执政能力低下、金钱

选举暴露民主虚伪面目、政局动荡引发经济社会

混乱等。自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遭遇国家困境、

社会困境、文明困境。在救国救民实践中，知识

分子开始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探索，先后有以康

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戊戌变

法”，和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

派“辛亥革命”等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均以失

败告终，人民仍身处水深火热的境地。五四运动后，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中

孕育并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推

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

指导，在扬弃中创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避免了西方多

党制下政党纷争、互相倾轧招致政治动荡的吊诡

泥淖，又跳出了“一党制包打天下”缺乏监督的

历史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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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党政

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3] 党

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党带领人民在长期革命、建

设、改革的实践中形成的，近代中国的历史与实

践亦证明拥有先进政党的领导是现代化事业取得

成功的关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

队，因其指导思想和性质宗旨而具有其他任何政

党无法比拟的先进性，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一

以贯之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追求。在现代化的长时

段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与实践的开创者、领导者。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才能

集中力量办大事，以整体思维、系统思维谋划国

家发展，将有限资源用于精准脱贫、乡村振兴、

生态建设等关系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大事要事上，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历

史和现实充分证明，要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

巨大、经济基础薄弱、区域发展差异显著的社会

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有效应对各

种重大风险挑战，推动现代化各项事业行稳致远。

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核心地位，是一种新型政治制度，为

人类探索更好的政党制度、推动政治现代化贡献

了中国方案。

（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彰显了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先在前提和先决条件。中国式现代化的

经验和成就表明，社会主义事业及其前途是光明

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焕发的强大生机活力，

展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伟力，极大提振了走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道路自信。

纵观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东欧剧变、苏联解

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而急转直

下、走入低谷，“中国崩溃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共

产主义渺茫论”等思潮泛起。面对冷战后世界社

会主义低潮，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指

导地位，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始终坚信“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

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14]，以科学社会主义引

领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创造了一个又

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我们从温饱不

足迈步到全面小康，从经济版图的边缘位置跃升

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世界经济的旁观者成长

为全球经济的贡献者、新引擎；我们同 11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不断

扩大的‘朋友圈’，标注了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

高度”[15]。中国式现代化创生的此类历史性变化、

开创性成就以不可驳斥的事实彰显了科学社会主

义的磅礴伟力。社会主义制度因其优越性，使历

史的天平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

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中，开始了有利于社会主义

的偏移。

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其不仅

改变了中国自身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世界格局和

价值取向，从道路选择维度、理论创新维度、文

明发展维度、制度构建维度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理论以及更新文明形态、更好社会制度的

探索贡献了中国经验、中国理念、中国力量、中

国方案。当然，中国式现代化倡导的，并非中国

发展道路的国际化，而是世界发展道路的多元化，

是文明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面对当代

西方国家经济困境、民主乱象、话语霸权，非洲

国家普遍落后、止步不前、国际失语的全球现状，

中国式现代化因其创新性、引领性、包容性彰显

出独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时代价

值和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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