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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演进过程与理性逻辑

陈宝胜,李学敏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凝结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的百年探索,研究中国式

现代化内涵演进的历史过程与理性逻辑,有利于更好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中
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认识,历经政治方向确立、具体实践聚焦、经济目标重构、全
面系统深化的演进过程,逐步从宏大的社会主义愿景,走向以经济建设为牵引、聚焦经济和

政治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最终升华凝结为“以人民为中心” “五位一体”全面系统推进的中国

式现代化,完成了认识起、承、转、合的跃迁与升华。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重
视历史经验总结,才能不断加深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认识,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促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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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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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
国式现代化”是对中国现代化百年探索的高度凝练,内含政治的高度、历史的厚度、实践的广度与理论

的深度。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端于近代寻求救国道路的历史实践。从洋务运动的“器物现代化”尝试,
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制度现代化”求索,再到五四运动对“文化现代化”的思考,都是中国现代

化的早期探索。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启了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当前,中国式现

代化已成为学术热点。现有研究有的从中国共产党的引领 [2] 、现代化与社会主义道路的融合 [3] 、现代

化与中国特色的融合 [4-6] 等角度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有的从对百年实践的全景阐释中分析中国

式现代化的实践成效与历史经验 [7-11] 、阶段性实践目标的转变及转变逻辑 [12-15] ;有的关注中国共产

党现代化思想,以“现代化”在党的文件和国家方针政策中的话语转变为标志,梳理中国共产党从“工
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外延的演变历程,分析中国共产党

科学建构现代化观念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时代逻辑 [16] 。这些研究取得了丰富研究成果,较为全面



地梳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历程,但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演进过程的关注

不足,未能有效厘清“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生成的历史脉络与演化逻辑。本文以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演

进过程与理性逻辑为研究对象,从“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生成的演进过程脉络中揭示“中国式现代化”
的深刻内涵,追寻中国共产党求索“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理性逻辑,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与

实践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 奠基: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内涵的认识生发于近代西化思潮,他们在反思与批判西化思想的基

础上,确立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受西化思潮的影响,部分留学归来的早期知识分子主张中

国现代化必须全盘西化,①但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在反思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

弊端的基础上,向马克思主义寻找中国现代化出路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方向。从现代化的目的看,早期

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救亡图存和解救劳苦大众,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性质和自由的虚伪性与之

背道而驰。在认清资本主义面目的基础上,陈独秀批评资本主义是 “藉口自由竞争实行弱肉强

食” [17]204。李大钊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学 “以资本家为本位”,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以劳动者为本

位” [18]4。他认为从适应中国现代化实际的角度,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成熟的大背景下,社会主

义公有制的组织形式是近代中国利用后发优势更快实现现代化的最好选择,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已达

壮年”而中国经济“尚在幼稚”,中国要在世界“自立”,就必须“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 [18]359-360。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纳入《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19]1,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

“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前提和保障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无产阶级政权。马克思总结

欧洲革命经验,认为无产阶级“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
因而主张“推翻资产阶级”,实现“工人阶级专政” [20] 。这一论断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深刻影响。
1919年8月,李大钊于《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指出,如果“只信经济的变动”而丝毫不用马克思的“阶级

竞争说”指导“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

少时期” [18]55。陈独秀在1920年11月的《共产党》上提出了“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
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的设想 [17]77。蔡和森也在1920年8月给毛泽

东的信中指出,无产阶级不专政则“不能使产业社会有”,因而实现社会主义“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
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 [19]449。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以改

善无产阶级境况”思想的指引下,1921年7月,中共一大提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

政治纲领 [19]1。1922年7月,中共二大结合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以及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剖析,明确了包括

“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的革命目标,以及“统一中国本部(东北三省在内)为真正民

主共和国”的政权形式目标 [19]133。可见,自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使人民得

到经济的幸福”为目的 [21] ,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无产阶级取得革命领导地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至关重要,这是中国共产党经历大革命失

败得出的结论。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一度放弃了对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随着国共合作中的矛

盾不断显现,1925年1月,中共四大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无产阶级对革命领导权的问题:“无产阶

6 浙 　 江 　 工 　 商 　 大 　 学 　 学 　 报 2024 年

①如胡适在1918年所写《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提倡的“白血轮精神”,主张用类似“有无数量的白血球的白血轮时时

刻刻与认真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消灭干净”的手段改良中国。傅斯年认为中国现代化的阻碍在于中国的旧习俗,在
恶劣旧习俗存在的情况下,令中国的家庭成为“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并使人“不容觉悟出人生真义”。



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 [22]216大革命失

败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辩证看待联合与斗争的关系。毛泽东指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受失败

的原因在于“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

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 [23]238。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剖析中认识到,
只有无产阶级具备彻底的革命性,因而要进行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中共四

大报告指出,“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22]219。中
共七大报告明确表示,“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

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24]158。认识到必须坚持无

产阶级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后,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路线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

命走向胜利的关键。
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深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苏联工农红军以城市为

中心开展暴力革命并最终获得胜利,然而中国复制苏联经验却使革命力量损失惨重。总结失败教训,
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与工人阶级力量已经发展壮大的苏联不同,在持续了几千年小农经济体制的

中国,农民才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

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就使党失去了主要的革命力量 [23]12。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充分认

识到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将中国最广泛最有力量的农民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探索

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此后,以工农武装割据为依靠力量,中国共产党引

领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人民的全面的战争” [24]139,得以实现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内涵的认识处于萌发形成阶段。在对西方现代化道路

的认识和反思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接纳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并
在这一方向定位下,形成了三个基本认识:其一,明确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是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必须诉诸暴力革命,即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

利;其二,确证了坚持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对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作用,这一认识也成为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思想源头;其三,认识到革命路线必须符合中国实际、必须充

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建立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政治前提和政治保障,也为中国式现

代化铺设了保护人民利益、依靠人民主体力量的底色。然而,虽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中国式现

代化的社会主义愿景,并且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国

家政权的历史使命,但对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如何具化中国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目标等问题,尚需进一步探索。

二、 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从宏观单一走向具体全面

新中国成立初期,按照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设想,革命胜利、取得政权后,首要

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基。为此,中国共产党明确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的任务 [25]693,
开展了对国民经济成分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必须首先“使现代化工业能够完全领

导整个国民经济而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占绝对优势,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唯一的工业” [25]704。循
此,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发展国营经济、逐步改造其他经济成分、“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经济的比重

不断地增长” [25]707的工作路线,并取得了显著成效。1949年到1952年间,机器工业产值比重大约从17%
增长到28% ,国营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大约从34% 增长到51% [25]703。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

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主要成分。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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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度,以社会主义组织形式形成经济合力,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建立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

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然而,要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宏观愿景落地为现实目标,不仅要求变革所有制

基础,还需要制定更为具体的实践路径。
新中国现代化目标经历了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转变。1949年3月通过的《中共七届二中全

会决议》指出:“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

在。” [26]162“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26]210。随着实践深

入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目标也从“以重工业为重心”转向“协调农、轻、重”。1953年12月,过渡

时期总路线提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 [25]709。在以重工业

为发展重心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从全面性和均衡性方面发展了对社会主义

工业化建设的具体认识。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和“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

业”两种发展重工业的方式,认为 “从长远观点来看……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

些” [27]25。1957年2月,毛泽东重申了必须充分注意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方针 [27]241。其间,在工业化目标

逐渐突出各产业协调发展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也实现了向更为全面的“四个

现代化”目标的转变。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强大

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四个现代化”蓝图 [28] ,标
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认识从片面工业化转向全面系统的现代化。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目

标 [29] 。
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四个现代化”是考虑人民长远利益、国家全局利益作出的现代化路径选

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启动初期,受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战争不可避免理论 [30] 、朝鲜战争

等因素影响,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1953年,周恩来提出效仿苏联工业化模

式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性,认为底子更薄、面临国际形势更严峻的中国更要加速发展重工业以加

强国防,主张学习有效应对战争威胁和经济封锁的苏联模式,走以国防现代化为目标、优先发展重工

业的现代化路径 [25]354。台湾问题、中苏边境冲突、中印边境冲突、越南战争升级等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对

国防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备战”、实现国防现代化、建立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为国防奠定坚实的工业

基础,成为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
在推动经济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同时,以文化现代化为引领的人的现代化也以一条隐性的线索

逐步推进。人的解放和发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人的现代化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无可回

避的重要问题。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以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

的思想解放为前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要以文化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为基础。毛泽东对人头脑

中不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奴性和愚昧展开了批判 [31] ,认为“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

更新” [32] ,主张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指出“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

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

观” [27]225。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

度的伟大的国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 [33]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推进人的现代化的思想。然而,由
于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出现偏误,推进人的现代化一度演变成实践中的重大挫折,偏离了应然

方向,给现代化进程带来巨大伤害。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基础,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式现代化打好起了制度体

系基础,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宏观愿景走向具体实践,开始更为全面地认识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其
一,全面思考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现代化目标从单一工业化向“四个现代化”拓展,初步规划了“两步

走”的阶段性战略,进一步具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其二,突出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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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以国防现代化为目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现代化路径;其三,重视人的现代化的价值,尝试从文

化改造出发推进人的现代化。经过这一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初步建成,但在经济基础极其

薄弱的新中国快速实现共产主义愿景的急切愿望,使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有所偏离,实
践进程发生了较大波折。

三、 深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现代化

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中国国情出发,拨乱反正,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探索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

党特别重视经济建设,强调恢复和发展生产,推进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由于

急于推进文化现代化、担心资本主义复辟等,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重点领域的把握发生了偏离,中国

式现代化实践进程出现波折。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在反思历史教训的基

础上,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在认识层面,邓小平摒弃对社会主义

理论的教条式理解,从社会主义和生产力关系角度重释社会主义本质,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

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34]64,“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

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

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34]63。在实践层面,一是重设了现代

化的中国标准及阶段性战略。承袭“四个现代化”概念,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 [35] 的历

史命题,党的十二大将到20世纪末实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作为中国经济现代

化的奋斗目标 [36]14,党的十三大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 [37] ,形成了基于中国实践,分
阶段、有步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二是创新性地构想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建设,确立了独特的中国式经济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

现代化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框架,激发了市场活力,调动了人的积极性。自此,中国共产党围绕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带领中国人民转向以经济现代化为重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极大解放

和发展了生产力,夯实了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提供了体制支撑,而政治系统对现

代化的支持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兴衰成败。改革开放持续深入,中国共产党逐步

探索,一是认识到必须改革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为经济体制改革消除障碍、提供支撑。邓小平指出,“经
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34]176。由此,党的十二大提出“继续改革

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 [36]34,十四大提出“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

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38]28。二是认识到改革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要紧密结合

中国国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国情是人口众

多、国民文化素质不够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 [34]220。三是认识到政府机

构存在的问题是一种体制性障碍 [39] ,必须将政府机构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指

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当前的政府机构现状是 “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

步” [40]396。党的十四大也提出,“机构改革,精兵简政,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任务,也是深化经济改

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 [38]29-30。
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同时,科技现代化也被提升到更加突出的位置。20

世纪60年代,现代科学技术即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但由于“文革”的发生,科技现代化实际

进展缓慢。1988年9月,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34]274 的论断,认为发展生产力必须依靠

科学技术进步。在科技发展的动力来源上,中国共产党强调培养和巩固科学技术人才的重要性。为了

9第 1 期 陈宝胜,李学敏: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演进过程与理性逻辑 　



培养科技人才,中国共产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其一,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待遇。邓小平指出,
“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 [34]275。其二,大力推行教育体制改革。1980年12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在全国基本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 [41] 。
1985年5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上强调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后劲 [42]718。此
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把“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

本目标,确定了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等教育改革政

策 [42]721。
在全面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思中提炼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共

同富裕目标,并围绕人民立场拓宽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维度。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 [40]182,“社会主义最大的优

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34]364,“当然分配中还会有差别,但我们的目

的是共同富裕” [34]255。“有差别的共同富裕”由此构成了通过“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认识基

础。其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的

内涵。江泽民从代际需求角度提出“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 [43]518,拓
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内涵,并提出要重视“收入分配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的问题” [43]543,
强调缩小地区差异。胡锦涛主张“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健康素质,切实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

生活环境” [44]170,强调 “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

进” [44]291,将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健康利益的生态环境问题纳入人民要求享受的发展成果,拓展了中国

式现代化的生态发展维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总结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与人民需要之间的关系,提出

造福人民是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并以此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维度确立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5] 的现代化目标。尽管此时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尚未明确到生态领域,
但中国共产党人对可持续发展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探索,都为中国式现代化朝着更为全面系统的发展

方向做好了理论与实践准备。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内涵的认识全面深化。中国共产党

人深刻认识到立足“中国特色”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现代

化建设的发展路线:其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创造性地提出、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建设;其二,初步认识政治现代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以机构改革为抓手,着手推进社会主义

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制支撑;其三,充分认识科学技术

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大力推进科学技术现代

化;其四,重思社会主义本质,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

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34]373的创新性构想,解除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一些思想藩篱,深化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四、 升华:“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高度历史自觉,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化

的百年历程,凝结成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导向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全面升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

涵,系统擘画、推进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 [46]30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不断升级,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平衡、充分、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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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2012年11月15日,
在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其后,在2013年11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2014年10月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

分别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要求。2015年10月,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再次指出,“必须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16年1
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习近平强

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

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 [46]213-214。这些重要论述凝结为党的十九大报告“必须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二十大报告“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系统性表述,形成了完整的以人民为中

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图景。
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2017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上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

理念的发展” [47]238。首先,立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高质量发展以创新为第一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

供稳定的经济动力内核。习近平指出,“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适应科技新变化、人民新需要,形成优

质高效多样化的供给体系,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 [47]237,强调“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
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 [46]267。其次,立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多方位、多层次的需求,高质量发

展以协调为内生特点、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贯穿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 [47]234 的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兼

具“物质富足、精神富有” [1] 的发展目标相契合。再次,立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以绿色为

普遍形态,为中国式现代化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原则。习近平提出,“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

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并以“保护生态环境就

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48] 概述了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复次,立足

全世界人民发展,高质量发展以开放为必由之路,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为发展中国家以和平发展的

方式走向现代化的示范。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发展更高

层次开放型经济” [47]241,是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必然要求。最后,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现

实成就,中国共产党倡导“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 [46]42,主张“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

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 [49] 。
要实现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的社会主义强国目标,必须有整体提升的社会治理效能提供保障。在

持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的同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认识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是“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机制障碍” [50]791的必由之路,是新时代推动中国

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

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51] ,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加注重改革的

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等写入党章 [52]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提出全面改革要求,明确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和路径 [50]272。党的二十大报告总结了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取

得的“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的成就,并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机构改革作出到2035年“基
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部署 [1] 。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党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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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改革方案》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提出的新任务,以“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

机构职能体系”为目标,围绕“深化党中央机构改革” “深化全国人大机构改革” “深化国务院机构改

革”“深化全国政协机构改革” “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提出更为具体的系统性深化改革要求。确定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牵引,在更加系

统、更加综合的层面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体制改革,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政治

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了现代化理论

和实践上的全面创新突破:其一,将人的现代化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心,把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拓向

“五位一体”领域,形成了完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图景;其二,认识到高质量发展是以人

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为中

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动力内核、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协调的发展形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发展原则,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为发展中国家以和平发展的方式走向现代化的典范;其三,从
整体上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社会治理效能

的整体提升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坚实的政治制度支撑。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系统总结了带领中

国人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探索和实践经验,研判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新形势,将对现代

化认识的百年智慧凝结成全面而深刻的“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对现代化本质内涵的回归和跃迁。

五、 结　 语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认识,始于宏大的社会主义愿景,历经建设现代化的政治、经
济基础厘定,最终走向“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逐步实现了对现代化目标从宏大到具体、现
代化策略从重点推进到全面发展、现代化模式从模仿到超越的认识跃升,形成了以充分运用实践认识

论为基础、融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精神内核的中国式现代化内涵。
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认识的历史视野中,“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统摄了现代化的一般规

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设现代化的历史实践。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一般现代化的综合性特征 [53] ,是中国从封建文明走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综合性过程。其二,中国式现

代化坚守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

人”为根本宗旨。其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内涵认识的百年探索、反思和凝结,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始于政治现代化,选择了跨越“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建立社会主义

制度,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进而聚焦经济现代化,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式

现代化提供了物质支撑;始终探索推进人的现代化,探索了从人的思想到人的生存需要再到人的全面

发展的现代化,在新时代完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向人的复归。
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才能更好地出发。步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必须坚持宝

贵经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初心;坚持实践观

点,坚持贯彻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引领和推

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不断加深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认识,高效推动实现“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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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Process and Rational Logic of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HEN Baosheng, LI Xuemin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condensed in the century-old exploration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 To study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rational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conducive to better grasping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 The CPC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political direction, focusing on specific practice, reconstructing economic goals, and deepening comprehensive
systems, gradually 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grand vision of socialism to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focusing 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led by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sublimating and condensing into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
tion which focuses on “ people-centered” and systematic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 five-in-one” , completing the transition
and sublimation of understanding, inheritance, transformation and integration. On the new journey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summary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etter promote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CPC;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volution of connotation; rational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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