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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历史际遇

姚树洁 1，2， 韦开蕾 3
（1.辽宁大学 李安民经济研究院，辽宁 沈阳 11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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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世界现代化史上、在人类文明发展

史上、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都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和时代性，重构了世界

政治经济地缘。全面梳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深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

特征和独特优势，从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系统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深刻剖析百年

大变局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际遇，对抓住战略机遇期大力推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具有重大的理论

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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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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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一精辟概括表明了中

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世界现代化的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既包括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世界比较先进的水平，也包括工业化、城市化、教育科技水平、社会服务水平、环

境质量、人口素养、政府清廉程度、社会公平程度、国家治理能力等也达到了世界前沿水平。与此同时，

中国又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拥有巨大的人口规模、56个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且在近代经历

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蹂躏、70多年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半

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发展成为一个欣欣向荣充满活力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些显著的中国特色决定

了中国式现代化必然存在与西方式现代化的本质差别，也充分彰显新时代中国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的自信、底气和决心。另一方面，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与世界科技进步及全球化深

入发展密不可分，中国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发挥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巨大规模经济效应，是推进和拓展

中国现代化的独特优势。

发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模式和标准曾长期被许多国家尊为现代化的唯一模板。然而，世

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发展阶段和目标等方面千差万别，决定了全球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和差异

性。中国的国体、国情和目标等多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一样，决定了中国必然要走一条不同

于西方世界的现代化新道路。在借鉴既有现代化经验得失基础上，中国成功开创了适合自身发展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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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推动着世界现代化向着更加

多元和更加包容共享的方向发展[1]。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与实践创新

现有文献认为，现代化起源于 18世纪的西方，快速发展于 19世纪，到 20世纪和 21世纪开始世界化。

这一过程在生产方式上体现为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是历次工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各种

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不断丰富，全球化产业分工，渗透性跨境贸易和投资，社会各方面发

生了本质性改变的动态演变过程。

中国的现代化启蒙始于晚清末年的“洋务运动”，虽然运动失败了，但“现代化”意识却开始在中国萌

芽。后来，甲午战争的惨败和“戊戌变法”的流产再次唤起了中国变法图强的现代化热情。辛亥革命推

翻了封建王朝，建立“共和制”，但孙中山提出的把旧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实业计划”独立富强

的现代化国家转变的主张也没能如愿推行[2]。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才有

了正确的领导和明确的方向。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工业化是现代化的

基础和核心。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上都强调要“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3]1081。

中国现代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萌芽，并得到初步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阶段的首要目标

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化道路迈入新纪元，昭示

了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开辟并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

人民开始走上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新征程。这一时期，党和

国家领导人延续了以工业化为核心促进现代化并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构想。党的领导人根据当时

国情，不断调整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内容，明确了“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即“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

防和现代科学技术”[4]483。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强调，我们只有建立起强大的“四个现代化”，才能摆脱贫

穷落后，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并在国家第三个“五年计划”中提出要“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2,5]。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现代化道路，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为目标，基于

工业化提出“四个现代化”，并作出国民经济“两步走”的战略规划，强调“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

现代化”[6]163，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自此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战略[7-8]。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科学技术的重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视之为现代化的生产力，首次

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新命题，强调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并提出了到20世纪末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

战略目标。1978 年 3 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

的观点”[9]478。同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作总

基调。1979年 3 月，邓小平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新概念，“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

况，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0]4-20。 同年 12 月，邓小平再次开创性地用“小康”这一形象的概念描述

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初步提出了我国在 20 世纪末达到“小康”的战略构想，确立了我国 20 世纪后的 
20 年经济建设总目标。该总目标几经调整，最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得以确定，即“三步走”战略部

署：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 20 世纪末，使国民

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 21 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

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1] 。1997 年 9 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进一步提出

了“新三步走”战略，即分阶段“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强调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12]，即“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布局。

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顺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前两步。为保障小康社

会建设稳步推进，确保“第三步战略目标”如期实现，党的十六大进一步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

斗目标，勾勒了“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

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3]15的美好愿景。之后在党的十六届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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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全会和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先后提出了“四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发展）和“五位一

体”（加上“生态”）现代化布局。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

情，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构想，创造性地提出“小康水平”来规划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步走”、“新三

步走”的发展战略，更加重视科学技术对现代化的作用，初步提出“五位一体”现代化布局，取得举世瞩目

的成就。2010 年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78-2012 年，中国 GDP 年均增速达 9. 9%，这个数据比

世界同期高出 7.1 个百分点；其经济总量世界占比由 1. 7% 提升至 11. 3%；人均 GDP、外汇储备和财政收

入分别增长了 16 倍、1.98 万倍和 103 倍[14]23。中国经济的腾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

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8,15]。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两个“奋斗十五年”等重大历史节点、历史事件相交会。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和世界格局，认真总结建党百年

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成就和经验教训，以高度的自信和强大的底气全方位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

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作出“两阶段”的战略安排：第一个阶段

（2020 年-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 GDP 超过 2 万美元，

比原来的“三步走”战略提前了 15 年；第二个阶段（2035 年-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即达到先进的发达国家水平，人均 GDP 超过 3 万美元。为实现这一伟大战

略构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方位、深层次系统推进社会变革和国家治理，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最大限度转化为现代化效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宣告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会议提出了“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要目标，为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提供了行动指南。同时，在“两步走”战略安排的基

础上，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对外开放、民生、国防、人的发展等 9 个方面详细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

建设目标和内容。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新”在何处？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我们的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当然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我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特

别强调了五点，就是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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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超越了以往单一强调经济结构转型的发展

理论，“为发展中国家摆脱有增长而无发展的‘低度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理念和路径”。我们正在构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高质量的发展解决生产不平衡、不

充分的问题。

2021 年，我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长期困扰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解决，为世界脱贫

攻坚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标志性成就，具有里程碑意义。同年，我国人

均 GDP 首次超越全球人均 GDP，成为中高收入国家最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大经济体，对世界

经济政治地缘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深刻影响，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了不

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几代中国人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的内涵更加完善、目标更加清晰、方式更加有效、世界影响力更加深远[8]。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

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7]。习总书

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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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

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更加自信的精神力量”[18]。2022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 120 万亿元，当年全国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7,412 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18,931 元，分别是 2000年 6,256元和 2,
282元的 8.3和 7.6倍。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整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如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朝着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奋勇前行，中国式现代化也将持续开拓

创新、行稳致远。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与理论创新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先发优势控制了现代化的思想内涵和标准，并标榜资

本主义现代化是各国现代化道路的唯一选择，特别是美国在 20世纪初成为世界经济、政治、科技和军事

霸主以后，大力宣传市场经济的“华盛顿共识”和“盎格鲁-撒克逊”三权鼎立的国家治理模式是西方发达

经济体的最佳模式，以美英为代表的政治家和学者们也不遗余力地鼓吹这些模式，并兜售到世界各地。

时至今日，除了现有一些发达国家取得明显的现代化成效以外，大多数模仿这种模式的国家却长期堕入

“中等收入陷阱”[19]，甚至无法摆脱贫穷的落后状态，特别是拉丁美洲、非洲、南亚的大多数国家，经过 70
多年的努力也无法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即使是西方许多发达经济体，在“华盛顿共识”和“盎格鲁-撒
克逊”体系下，也无法摆脱马克思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所预言的“繁荣-衰退-危机-复苏”周而复始的经

济周期律魔咒。包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最强大的西方工业化经济体，在经过 2008年全球

经济危机，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2016年英国脱欧危机，2020-2023年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和 2022年之后

的乌克兰危机以后，受到了一系列的残酷打击，国家债务持续提高，物价持续飞涨，国民经济已经失去了

昔日蒸蒸日上的辉煌，进入了所谓的“高收入经济体陷阱”。根据世界银行核算的世界几大经济体与美

国的 GDP 比值来看，英国、欧盟 27 国和日本的比值 15 年来均持续下降，而中国则一枝独秀，其与美国

GDP比值在过去 20年持续攀升（见图 1），这从一个侧面也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西方资本主义现代

化所不具备的蓬勃生机和独特优势。

总之，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及其制度选择，不是也不可能是全球任何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选择或必

然选择。中国并没有跟从或复制上述美英主导下的现代化模式，但是，中国却仍然取得了40多年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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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欧盟、英国、日本与美国的GDP之比（%，美国=100）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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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连续不间断的高速增长，并且成功应对了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上述所提到的本世纪一连串

全球性的经济、债务、公共卫生及局部战争危机，从 1978年人均GDP少于非洲沙哈拉沙漠以南国家平均

水平的三分之一，到 2021年人均GDP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并在 2020年彻底消除全国范围内的绝对贫困，

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典范，也正在改变着以西方七大经济体（G7）所形成的“两个世界”（贫弱与富强）

的世界地缘结构[20]。

有一点要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尽管都是“共识”，但二者之间有着根本不同。

前者在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和毫不动摇鼓励引导支持私有经济发展的同时，特别注重国

有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能力及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国家治理体制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党协

商、民主集中制的治理体系，与美英多党竞争和轮流执政有本质区别，同时，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以民

为本”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治国理念，与西方现代化资本逻辑的“物本”追求形成了鲜明对比，决定了两

种现代化特征的本质差别。

实践证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标准和模式无法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华盛顿共识”和

“盎格鲁-撒克逊”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虚弱表现，也证明美英模式不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

的灵丹妙药和唯一正确的道路及制度的选择。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及教训证明，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

道路都必须符合本国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等具体国情，并且与时俱进，因地制宜。

现有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主要根据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式

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从比较视角、历史视角和整体视角三个维度进行不同的阐释，也形成了一些共识[1]。

本节以一个崭新视角，从目标、道路、政治、制度等几个方面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的本质特征与理论创

新，以期更全面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和根本差异。

第一，目标特征与创新：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民族伟大复兴。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是追求资本的无限繁殖与剩余价值的绝对化，是过度追求生产力而忽

略了生产关系的现代化，因而导致了贫富极化、社会动荡、政治撕裂和民粹泛滥。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

民族在历经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多年的战乱及黑暗的惨痛教训背景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波澜壮阔的民族复兴之伟大征程。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决

定了其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消灭剥削和两

极分化，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百年跋涉，就

是不断探索和谋求中华民族共同富裕和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视角，系统推动共同富裕，逐步明确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实现

路径[21]，稳步持续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不断缩小区域、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以共建共享的方式促进社会和谐，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的根本保障，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动态演进。作为衡量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两个重要指标城乡人均收入

和消费的比例在最近20年来持续下降，分别从2000年的2.74和2.93下降到2021年的2.50和1.90（图2）。

尽管当前城乡差距依然明显，但是，国家通过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继续致力于缩小城乡差别和收

入差距，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第二，道路特征与创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翻版，而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不断实践、探索和创新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跌宕起伏的实

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在本质上、特色上和优势上都与西方资本主义有着显著差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

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

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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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

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23]265，中国拥有“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

我们必须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24]156。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却不是

刻舟求剑，不是对苏联和西方现代化等既有现代化模式的简单照搬，而是根据中国国情充实了新的内

容，赋予了新的特色，开拓了新的创新[25]，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具体体现在人口规模巨

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走和平发展道路五个维度。

第三，政治特征与创新：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重

大原则”之一，充分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和性质宗旨。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才

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历史充分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政治优势和保障[26]。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一切为民作

为根本前提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政治特征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党的

领导，处理好党群关系，维护和不断增强党群联结，这一重要的政治基础也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所欠

缺的。

第四，制度特征与创新：按劳分配，人民当家作主。

资本主义现代化追求利益至上，谋求的是资本家的利益、是资产阶级压榨广大人民赚取超额利润的

现代化，恶化了资本主义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财富不均和社会分裂等现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

收入差距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而且还将继续恶化下去，无药可解，这是因为西方财富分

配不均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制度根源，即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中国式现代化则是以谋求人民的利益为宗

旨，人民当家作主，实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较之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势越来越凸显，不仅能高效促进社会生产力发

展，又能确保全体人民共建共享，大大地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还能有效防范市

场和资本无序运作和化解经济社会风险[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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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和消费比例，2000-2021年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2021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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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也出现了城乡、区域、社会收入差距现象。中国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需要平衡效率和公平问题。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通过政府有效干预手段，大力推

进全国性和城乡之间的协调均衡发展，首先明确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再通过“西部大开

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等战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通过免除农业税、精准脱贫、乡村振兴等一系

列手段，努力缩小城乡区域差别，彻底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等，通过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和“五个一批”

精准脱贫相结合，在一个 14亿的世界人口大国中，全面实现脱贫和建成小康社会，开创了贫穷落后的大

型发展中国家实现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先例。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特征和创新所取得的伟大

成就[27]。

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历史际遇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

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

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28]。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大国崛起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挑

战，但是，成功的国家往往能够把挑战当作发展的必然过程，把风险和挑战转变为有利于自己国家持续

发展的优势，把握国家命运和社会经济发展主动权是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利用新时代重大历史际遇的民

族力量与智慧所在。

第一，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对世界地缘政治产生了根本性影响，为持续稳健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生产力从相对落后到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从贫困落后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国际贸易

扩张、科技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消除贫困的引领者，对世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对世

界地缘政治产生了根本性影响。

中国 GDP 继 2020 年、2021 年连续突破 100 万亿元、110 万亿元之后，又跃上新的台阶，2022 年突破

120万亿元（达 121万亿元）。按年均汇率计算，超过 18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高达 18%以上。2022年中

国人均GDP达到了 85,698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 12,741美元，连续两年保持在 1.2万美元以上。根

据 2023年 GDP增长 5%的目标，假如人民币汇率和通货膨胀率稳定在 2022年的水平，我国很有可能在

2023年首次跨进高收入经济行列（人均GNI超过 1.32万美元，2022年标准），这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

个新的飞跃。2023年以后，我国社会经济如果持续稳定发展，使人均国民收入水平（GNI）稳定增长，我

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并在 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就变成可能，这将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里

程碑，因为中国未来 5到 10年的发展将使全球高收入经济国家的人口翻一番以上，从根本上改变西方国

家现代化所造成的全球“贫弱与富强”两个“世界”分裂的被动局面，为全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

化增强巨大的信心，展示出中国有效的现代化新样榜。

第二，世界各国对和平与发展的渴望，远远盖过美国一国霸权的垄断及霸凌能力。

包括日本、欧洲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表面上看是美国“富强世界”里的盟友，实际上却因为美国毫

无掩饰的“美国优先”战略，使在其同盟内部造成了“撕裂”。在经历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欧

洲债务危机、2016年英国脱欧危机、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和 2022年的乌克兰危机之后，美国同盟

国国内经济遭受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低落的双重打击，而美国却利用美元霸权、科技霸权、军事霸权，成

功转嫁国内经济危机，相对其他主要西方经济体，美国经济持续发展，占据全球的份额稳定提高，这样的

发展结果，导致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外热内冷”，裂缝难补。

尽管受到美国的公开打压，但中国坚定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政策，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原

则，不仅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也得到了美国一些盟友的认可。2023年 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

访问中国，中国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访问大陆，从国际外交和两岸统一视角看，这实际上是中国通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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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加灵活的对外关系政策，弱化美国霸权，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国家主权统一的重大外交

历史机遇，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在美国自私自利的国际外交中，利用自己的包容开放优势，寻找到变被动

为主动的机遇。

第三，新时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新的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容忽视。

从历史视角，中国的外交机遇及优势，可以追溯到恢复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的时

候，在国际重大事务决策中，中国在联合国拥有一票否决权，是世界的政治外交大国，中国的外交政策可

以影响和改变世界政治格局。

中国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是世界四大核武

器国家之一，带头推动签订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是世界

绿色革命和绿色现代化的倡导者、创新者、贡献者、引领者。

中国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大力倡导“一带一路”建设。2022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货物贸易额为 2.07万亿美元，和 2013年（1.04万亿美元）相比将近翻了一番。尤其在 2022年，海

关数据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占中国外贸总值的比重达32.9%，较

2021年提升 3.2个百分点，较 2013年提升了 7.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与沿线国家的双向投资迈上新台

阶，涵盖多个行业。截至 2022年底，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达 571.3亿美

元，为当地创造了42.1万个就业岗位[29]。

第四，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庞大的科技创新体系、强大的制造能力和确保粮食能源安全的能力、巨

大人口和国内市场，是中国应对外部一切风险与挑战，持续稳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物质和体制

优势。

中国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工业体系，工业门类齐全，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工业分类中所有工

业类别的国家，有 41个工业类别，207个中等类别和 666个小类别。世界上主要工农业产品有 500多种，

其中中国的工农业产品数量居世界首位的有 220多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从 2012年的 16.98万亿元增

加到 2021 年的 31.4 万亿元，占全球比重从 22.5% 提高到近 30%，连续 12 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

位[30-31]，供给体系质量大幅提升。2022 年，中国工业增加值总量达到 401,644.3 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

33.2%。从总量上来看，是 1952年的 3,361倍，70年间，年均增长 12.3%，远高于农业增加值 8.3%的年均

增速,创下了近三百年来世界工业化的历史记录。所以习近平才说，“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

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32]。

除了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增加值和最大的制造业增加值国家，中国还是世界移动电话、固定移动宽带

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中国移动互联网终端用户数量超过美、欧、日的数量总和，中国高铁总里程超过

全球总里程的 70%[33]。 2022 年，我国移动电话总数 16.83 亿部，其中，5G 移动电话总数达到 5.61 亿部。

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从 2008年的 4.8万亿元上升至 2021年的 45.5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 15.2％提高

至39.8％[34]。

第五，中国政治稳定，党群联结，全国上下一条心，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奋力发展国民经

济和国防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最可靠的“软实力”。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政治稳定，党群联结，人民勤劳勇敢，团结奋进，是中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行稳致远的现实基础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春节团拜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拥有伟大梦想，更拥有为实现伟大梦想而吃苦耐劳、实干

苦干的精神。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脊梁”[35]。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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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础制度、重要制度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更

加成熟、更加完善，有效克服任何形式的危机和突发事件，有效避免西方“繁荣-衰退-危机-复苏”的经济

周期，克服经济周期的衰退和起伏所造成的损害[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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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下，迸发出

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37]。这句话既是过去 70年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经验，也是现在和将

来全国人民继续追求美好生活的制胜法宝。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备诸多优势的必然，这是许多中高收入国家，甚至包括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所没有的

上层建筑优势。遵循马克思主义立场，中国真正寻到了一条“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变革推

动上层建筑变革”的动态演进之路，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举，也是

我国“四个自信”的基本内涵。

第六，坚持科技创新，用科技进步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打破技术发展瓶颈，冲破

技术封锁，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跨越

新台阶的实践和战略优势。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将创新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顶层设计，完

善系统布局，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原创成果，在载人航天、深海探测、量

子通信、超级计算、大飞机等领域取得了一批举世瞩目的成就，在高铁网络、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和共享

经济等领域的创新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总体上，中国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科技大国，已跻身于

全球创新型国家行列。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 2022年中国

整体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 11位，比上年升 1位，比 2012年上升 23位。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还显示，中国

进入全球百强的科技集群数量达21个，比2017年增加14个，数量首次与美国持平。

目前，中国的科技创新优势主要体现在数量和规模上，如科技投入规模、主要科技产出（专利、论文

等）数量均居世界前列。具有较为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在部分产业领域具有较强的商业成熟度、国际

贸易水平和快速迭代能力。“科技人才红利”日益显现，科技投入和产出显著增长。中国的研发总支出

（R&D）已超过全球总支出的 20%，仅次于美国。2020年我国R&D支出强度达到 2.4%，超过了法国和英

国，专利申请数量达到154.2万件，是2000年5.2万件的近30倍，数量远超美国（表1）。

五、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系统讨论了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理论及实践特征，阐述中国式现

代化的历史演进过程及实践效果，归纳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历史际遇。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一个非常清

晰的时间演进过程，简单说就是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下，通过

党群联结，全国上下一条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

平问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走共同富裕发展道路，是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根

本保障，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别于、优越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理论指引和战略选择支撑。

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连续不间断增长，不仅证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也给世界众多发展中

国家提供可供借鉴的中国经验和范例，证明西方“华盛顿共识”和“盎格鲁-撒克逊”现代化模式不是人类

社会唯一的现代化模式，说明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必须因地制宜，根据各自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选

择一条合适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进入了动荡变化的新时期，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局

部冲突和动荡频发等等。应对风云变幻的外部环境和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各种压力，我国需要采取相

应的战略对策，持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一是在意识形态上，需要坚持“四个自信”，正确处理好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国家现代化理念和意识

形态矛盾。二是在构建国内大循环方面，需要耦合国内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阻力和科技进步，用科技

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主动力，处理好经济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关系，坚持质量优先速度的

发展战略，努力实现“双碳”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三是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需要理清动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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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及短期摩擦关系，既要发挥市场对资源调配的主导作用，也要不断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管理体系现

代化，更好发挥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作用。

新阶段在新的发展格局下，持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一要靠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释放发展潜

力，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可能产生的一切压力；二要通过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激发全域性和全要素生产潜

能；三要通过城市群建设，户籍和土地制度深化改革，提高城市化、工业化、农村现代化质量，通过协调发

展和制度红利，释放可持续发展动力；四要加强医疗、教育、养老及其它社会服务均等化高质量发展，提

高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健康素质，增强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五要坚持

对外开放，提高开放质量，以更加开放姿态应对一切脱钩企图，通过更高水平开放，激发国内研发能力和

科技投入产出效率，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和话语权，主动把握世界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发展方向；六要不遗

余力发展我国的国防军事事业，在太空、航天、导航、网络和各种战略手段和武器方面，力争做到不战而

屈人之兵，应对和化解任何形式的武力挑衅，确保我国作为人口和经济大国的国家和人民的绝对安全，

维护国家尊严和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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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0-2020年各国专利数量与研发投入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专利申请量（万件）

中国

5.2
6.2
8.0

10.5
13.0
17.3
21.1
24.5
29.0
31.5
39.1
52.6
65.3
82.5

92.82
110.2
133.9
138.2
154.2
140.1
149.7

德国

6.2
6.1
5.8
5.9
5.9
6.0
6.1
6.1
6.2
6.0
5.9
5.9
6.1
6.3
6.6
6.7
6.8
6.8
6.8
6.7
6.2

法国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6
1.6
1.7
1.7
1.7
1.7
1.7
1.6
1.6
1.6
1.6
1.6
1.4

英国

3.3
3.2
3.2
3.2
3.0
2.8
2.6
2.5
2.3
2.3
2.2
2.2
2.3
2.3
2.3
2.3
2.2
2.2
2.1
1.9
2.1

日本

43.7
43.9
42.1
41.3
42.3
42.7
40.9
39.6
39.1
34.9
34.5
34.3
34.3
32.8
32.6
31.9
31.8
31.9
31.4
30.8
28.9

美国

29.6
32.7
33.4
34.2
35.7
39.1
42.6
45.6
45.6
45.6
49.0
50.4
54.3
57.2
57.9
58.9
60.6
60.7
59.7
62.2
59.7

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

中国

0.89
0.94
1.06
1.12
1.21
1.31
1.37
1.37
1.45
1.66
1.71
1.78
1.91
2.00
2.02
2.06
2.10
2.12
2.14
2.24
2.40

德国

2.41
2.40
2.44
2.47
2.44
2.44
2.47
2.46
2.62
2.74
2.73
2.81
2.88
2.84
2.88
2.93
2.94
3.05
3.11
3.17
3.14

法国

2.09
2.14
2.17
2.12
2.09
2.05
2.05
2.02
2.06
2.21
2.18
2.19
2.23
2.24
2.28
2.23
2.22
2.20
2.20
2.19
2.35

英国

1.61
1.60
1.62
1.58
1.53
1.55
1.57
1.61
1.60
1.66
1.64
1.64
1.57
1.61
1.63
1.63
1.64
1.66
1.70
1.71
--

日本

2.86
2.92
2.97
2.99
2.98
3.13
3.23
3.29
3.29
3.20
3.10
3.21
3.17
3.28
3.37
3.24
3.11
3.17
3.22
3.20
3.26

美国

2.63
2.65
2.56
2.56
2.50
2.52
2.56
2.63
2.77
2.81
2.74
2.77
2.68
2.71
2.72
2.78
2.85
2.90
3.00
3.17
3.45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10



第XX期XXXX年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7］ 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15-16 .
［8］ 董慧,胡斓予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脉络与经验启示[J].理论与改革,2022(01):10-21.
［9］ 中央文献研究室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478.
［10］ 江泽民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4-20 .
［1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2］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3］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5.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23 .
［15］ 习近平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7.
［16］ 习近平 .加强政党合作共谋人民幸福[N].人民日报,2021-7-7(2).
［17］ 习近平 .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11-21(1).
［18］ 胡鞍钢 . 中国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系统评估与重要启示[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2(06):

30-51.
［19］ 姚树洁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理论及战略[J].国际经济评论,2018,133(01):86-107+6.
［20］ 姚树洁, 房景 .促进国内国际大市场建设的战略价值与路径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321(01):

10-21.
［21］ 董慧,杜晓依 .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历史进程及经验启示[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0(06):

35-42.
［2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2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65.
［2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56.
［25］ 孙代尧 .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8(05):16-24.
［2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1.
［27］ 姚树洁,王洁菲 .新时代中国精准脱贫的学理机制及实现路径[M].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28］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迈出新步伐[R/OL].[2023 -03-18]..http://fec.mofcom.gov.cn/articl e/fwydyl/

zgzx/20 2302/20230203384784.shtml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 中国统计年鉴:2022[M/OL].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3[2023 -03-18].http://www.stat s.

gov.cn/tjsj/ndsj/2022/indexch.htm.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 中国统计年鉴:2013[M/OL].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2023-03-18].http://www.st at s.

gov.cn/tjsj/ndsj/2013/indexch.htm.
［32］ 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33］ 张帆,姚树洁 .高速铁路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34］ 胡鞍钢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征和意义分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No.250(01):21-38.
［35］ .[Z/OL].,[]..
［36］ 李莹洁 .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目标要求和实现路径[J].学术探索,2022,No.274(09):33-39.
［37］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责任编辑：肖  琴］

11



姚树洁等：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历史际遇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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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Party's National Congress puts forward the theory of Chinese-style of modern‐

ization. It is a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modern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scientific socialist movement. It demonstrates the 

truth and epochal character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constructing the world'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geog‐

raphy.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review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ana‐

lyze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unique advantage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Western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It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the innovative, scientific, and advanced 

natur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from both th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dimensions. It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century of great changes, which has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seizing the opportunities of this strategic period and vigorously pro‐

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country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 words: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ssential features;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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