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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化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当代社会发展追求的目标。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和西方相比虽起步较晚，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模式。中国历代领导

人都把实现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从实现“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再到“三步走”发展战

略以及实现“中国梦”，中国逐渐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既吸取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优秀文明成果，又结合中国实际形成自身特色，具有人类走向

现代化的共性和特性，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其独特的价值理念、发展

模式、终极旨归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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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ization is not only a symbol of human civilization progress, but also a goal pursued by
contemporary social development. Although China's modernization path started relatively late compared
to the West, it has to some extent surpassed the traditional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model. Chinese
leaders of all generations have taken the realization of modernization as their goal. From
"industrialization" to "four modernizations", to the "three-step"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China has gradually embarked on a unique path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road has not only absorbed the excellent civilization
achievements of human modernization, but also forme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n combination with
China's actual conditions. It has the commonali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modernization and has
created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road has transcended the
western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model with its unique value concept, development model and ultimate
purpose.
Keywords: moderniz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Transcendence

引言

“现代化”一词描述的是当代社会所经历的变化及演进，

它涵盖了由科技提升推动下的生产力增长和社会结构由农

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转型，同时也包括在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等方面产生的各种变迁。现代化不仅代表着人类社会文

明的发展趋势，也体现了我们对未来社会的期望和努力方向。

18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进步

的推动下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开启了人类

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走向现代

化发展的“西方模式”。相比之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步

较晚，并经过了一段曲折的探索历程。20世纪中叶以来，挽

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共产党人的身上，中国共产

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探索出了中

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开启了走向现代化的征程，并最

终探索出一条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1]。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以其价值理念、发展模式、未来走向创造了人类文明

新形态。

1 价值理念的超越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是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不同的

价值观念意味着社会发展的目标有所差异，也就意味着社会

发展的前途各不相同。

1.1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价值理念

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化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市

场自由竞争为基础不断发展起来的，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决定

了其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要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进行资

本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对内剥削工人剩余价值，毫无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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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发资源，对外进行殖民掠夺和抢占市场，所以其必然宣

扬维护自身利益需求的价值观念[2]。首先，资本主义制度的

核心任务之一就是保护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为了完成这一

任务他们打着自由、公正和平等的旗帜，实际上是为了更好

的对工人的剥削而赋予他们的所谓“自由”。这种价值观从

根本上来说是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与财产被极少一部分人

所控制并利用的“保护伞”，以此剥削大多数民众。其次，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武力、战争等方式对落后的

国家进行殖民侵略，但他们却用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等理

念为自己的殖民扩张和殖民统治辩护。此外，当资本主义国

家对外进行殖民活动时不断向外传播自己的价值观，使得他

国无法避免地接纳了他们的“文明”观念及发展方式，并把

“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等视为全人类的目标[3]。

1.2 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理念

中国式现代化价值理念在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

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致力

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对

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

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成功的跳出了资本主义现代

化以“资本”为核心的价值逻辑。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而

不是以谋取“利润”为目标[5]。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至上”

融入国家发展的每一个细节，渗透在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解决人民温饱不足问题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的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

问题，持续推进医保改革，扩大医保覆盖范围，提高医疗补

助水平；为了提高国民素质，大力加强九年义务教育，促进

教育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真正做到始终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

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价值理念实现了

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的超越。毛泽

东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的同时强调了文化的

多样性和人民性；邓小平提出“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而江泽民提出

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张共产党应始终满足于代表先进

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需求；胡锦涛也提倡通过强化社会

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来提高国家软实力并构建强大的文化

体系；进入新时代，国家实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

同时强调对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

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理念实现了对西方资

本主义现代化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超越。“人民”是指全

体人民，而不是部分群体，“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

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毛泽东曾说：我们想问题、做

计划、办事情都要从中国有 6亿人口这一客观实际出发，自

觉把“全体人民”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邓小平

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这里的“人民”指的是“全体人民”；第二步是建设小康社

会，这里的“小康”是“全体人民”的小康；第三步是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的衡量标准也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

的生活水平作为重要考量目标。新时代我们开展脱贫攻坚更

是践行小康社会，是“全体人民”的小康，“一个都不能少”

的理念。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价值理念实现了对西方资本

主义现代化殖民扩张“正义”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

理念是坚持把发展动力放在自身基点上，而不是建立在对其

他国家的“掠夺”和“奴役”上；同时尊重文化多样性，提

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以“文明共存”超越“文

明冲突”[6]。

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理念以人民性、正义性、全面性、

协调性等特点，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价值理念的超越。

2 发展模式的超越性

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

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对

外征服和内部压迫，这反映出资本的起源及扩展过程充满了

暴力和被奴役的情况，这也使那些弱小国家遭受侵犯、屠戮、

抢劫和殖民统治，此外，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由于其内在矛

盾导致“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互相脱离，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现代化的文明形态早已发生

“异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吸收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

的优秀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探索出的具有中

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实现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超越。

政治上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西式民主的超越。民主被视

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之一，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实

质是为金融财团谋取私人利益的“遮羞布”，是“少数人”

的民主，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利益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

相反，我们一直秉持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坚信政府应代表人

民行使权力，致力于推动全民参与式的民主进程，确保每个

人都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与诉求。我们的民主是全链

条、全方位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真正实现了国家权力属于人

民，展现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这也是一种对于

忽视大众意见的西方民主模式的超越。

经济上共同富裕是对“少数人”富裕的超越。正如马克

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时所说：“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

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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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比。”资本通过对工人群体的剥削推动资本的累积与扩张，

然而这些财富的大多数落入了少部分人的口袋里，而那些创

造财富的人们仍然处于贫穷状态。中国式现代化一直秉持着

“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让人民共享”

的原则，努力促进共同富裕。真正做到把社会主义的“蛋糕”

做大的同时把这个“蛋糕”分好，从而有效打破了资本主义

社会中的 “工人阶级作为物质文明创造者却不是享有者”

的矛盾。

文化上精神富足是对西方价值迷茫的超越。以资本为核

心的发展模式，强调个人主义和自我实现，导致经济利益行

为泛滥，而精神层面空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我

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致力于培

养全体人民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挥文化教育

人、培养人的积极作用[7]。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在全社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大

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协调发展！

社会长期稳定与西方社会的动荡的鲜明对比完成了实

践上的超越。私有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追求利润和为少数

人谋取利益的本性，使得社会忽视大多数人的利益，导致严

重的两极分化、频繁的经济危机和急剧增长的失业人数等问

题，引发社会深层次的矛盾不断积累，产生社会性群体事件，

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经过 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创造

了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成为国际

社会公认的最具安全感的国家之一。

生态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对人与自然困境的超越。在

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中，生产的发展以资本为核心，将人类、

自然和社会都置于资本的控制下，以经济利益为考量标准。

因此，大量掠夺和极端破坏自然资源，采取“先污染后治理”

的方式以满足贪婪的需求，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陷入危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指出，共产主义是

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有机统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

自身之间的和谐统一。中国式现代化一直遵循用马克思主义

的自然观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尤

其是自十八大以来，以国家领导人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生态文明建设，着眼于人类社会持续发展，提出了生产、生

态和生活和谐发展的道路，致力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世界观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狭隘眼

界的超越。自始至终，共产党都以全球视角来审视人类未来

的前景与命运，并根据人类发展的宏观趋势、世界的重大变

革及中国的长远发展史来看待和解决对外部环境的问题，坚

守开放的态度而非闭关锁国，秉持双赢的原则而不是零和竞

争，主张公正无私、公平正直，站立于历史正确的立场上，

支持人类的发展进步，持续地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杰出的

智力和坚定的支持力，与全世界的人民一起推动历史的车轮

朝着光明的未来迈进。

3 终极旨归的超越性

从人类社会发展走向来看，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

济学手稿》中提出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从纵向描绘了人类文

明发展的阶段性，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

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

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

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

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中国式现代化正是遵循了马克

思主义在第三阶段的发展原则，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文明等各方面奉行人民至上，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为价值目标的，这一目标克服了资本主义利益至上、物欲膨

胀的弊端，构建了实现人“自由个性”解放、全面发展、共

同富裕的共产主义路径和终极旨归，展现着人类对未来美好

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

马克思通过深入剖析资产阶级社会负面现象的研究成

果表明：这种制度具有无法解决的矛盾冲突，它并非是通往

现代化之路的唯一途径，仅仅是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阶段而

已，而真正的人类文明呈现出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明发

展的趋向。

4 结论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价

值观念和发展方式上都预示了一个更美好的人类未来和持

续进步的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是一种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中不断超越现实、面向未来、动态发展的文明之路，

是优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型文明样态，客观上

为人类实现更美好的现代化之路具有开创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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