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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

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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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

化的特色主要体现为：人口规模巨大

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

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

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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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

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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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主要体现

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西方现代化根植于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具有侵略性、残酷

性、排他性的特征。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产阶级为了

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全球大肆进行野蛮侵略和殖民统治，

巧取豪夺各种原材料、资金和劳动力市场。纵观当今资本主义

发达国家，几乎都有过殖民侵略史。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

写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

的东西”，深刻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性。在原始积累的

基础上，西方现代化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增强了自身优越感，

不仅拒绝承认其他国家拥有与其平等的权利，而且自认为天生

就拥有主导世界的权利，走上了霸权发展之路。西方国家还试

图将自己的发展模式、价值观念和治理体系输出给其他国家，



— 3 —

对于与自己发展模式不同的国家进行压制或打压，体现了强烈

的排他性。以西方现代化为主的 20 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

界大战、经济危机、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生态危机等各种动

荡和乱局，曾经被定义为“现代”与“繁荣”的西方现代化已经无

法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呈现出无法弥合的缺陷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

的奋斗走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集中体现了整体性、普及性、

协调性、持续性和互利性的特征。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

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式现代

化将如此庞大的人口体量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努力做到

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不落一人，团结奋斗，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

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共

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全球贫困状况依然

严峻的背景下，我国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减贫目标，7.7 亿农村人口全面脱贫，占同期全球减

贫人口的 70%以上，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

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具有

现代化发展的普及性特征。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能为

物质文明提供动力和支撑。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并将其辩证化应用于

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实现了物质文明的丰富和精神文明的发展

相协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



— 4 —

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智

慧，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国始

终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把“绿

色”纳入新发展理念，把“美丽中国”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

方略，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与扩张主义和

殖民主义道路不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以包容性态度追求与世

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将自身发展嵌入全球分工体

系和价值循环之中，打破发达国家对全球发展格局的固化和垄

断，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

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人类社会进步注入互利性力

量。

中国式现代化融合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国

家和国家之间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凝聚起推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磅礴力量，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反思和超越。中国式现

代化打破了“西方中心论 ”，对全球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开创意

义，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

功，证明现代化模式具有多样性。20 世纪以来，尤其是冷战

结束以来，形形色色的西方理论家把现代化说成是 “西方

化”“美国化”“资本主义化”，并以此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非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指手画脚，非西方国家也有不少人奉西

方现代化理论为圭臬。中国式现代化向世界尤其是非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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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新范式，非西方国家可以立足自己的基本国情和独特的

文化传统，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世界上既不存在定

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

准。事实一再证明，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是多样而非单一的，每

个国家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任

何国家都不能将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

中国式现代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由

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起

步较晚，经济整体水平普遍落后于发达国家，南北差距存在巨

大鸿沟。发达国家发展到目前水平大约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

广大发展中国家要后来居上，要学会“弯道超车”，力争用“并

联式”的发展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串联式”的发展，把过去被剥

夺的二百多年找回来。中国从近代饱受列强欺凌的半殖民地半

封建国家、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到如今经济总

量稳居世界第二、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

30%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和跨越性的

赶超，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信心。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

方渐次性的发展模式，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

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不走西方对外扩张

掠夺的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

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提供了全

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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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英国评论家马丁 ·雅克指出的那样，中国为世界提供

了一种“新的可能”，那就是摒弃丛林法则、不搞强权独霸、超

越零和博弈，开辟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百年奋斗成功开创的中国式现

代化，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借鉴性的道路

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