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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研究
周　 　 丹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既符合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中国特

色具有深厚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 “人口规模巨大”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中国式现代化判定中国

发展的科学原则;“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正义观念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公平正义的哲学

根据;“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表明“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追求是中国式现代化创新全面发展的核心

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中国式现代化践行“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基础;“走

和平发展道路”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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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

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

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基

础和中华文明渊源。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

国式现代化具有五大中国特色,本文主要聚焦历

史唯物主义,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的马

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中国式现代

化判定中国发展的科学原则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

化” [１]２２,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情况的一个

基本判定,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科

学根据的。 中国式现代化在历史规律性与选择

性、价值主体性与共识性的交互作用中形成这一

科学判断。
第一,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把握中国

式现代化的历史语境。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

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２]４１２,中国式现代化

基于中国实际人口及其基本国情,全面把握人口

的现代化的发展重点与演进规律,“这个任务是

由于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

的” [３]３２９。 因此,在实践目的对象性和现实性中

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只生产“理性人”的个人

本位,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

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

道德堕落的积累” [４]２４４,而转向以“许多力量融合

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 [４]３７９。 在这

里,人口规模巨大的“文明人”的“个性得到自由

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

全面发展的真实前提。
第二,以“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

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路。 “社会的物质生

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

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

法律用语)发生矛盾” [２]４１２,人口发展是一个动态

过程,涉及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素质等全要素的

整体联动变化。 因此,在中国发展中,“每一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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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５]６０３,
在其本质特性中,“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

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

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

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 [６]６５２,
而非“在有局限性的基础上,即在资本统治的基

础上的自由发展” [２]４３。 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的

主要矛盾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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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客观上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

基于人口规模巨大这一基本国情对中国式现代化

的发展指明了具体的方向。
第三,以“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凝聚

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力量。 “历史的活动和思想

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 [５]２８６,马克思主义认

为,人是现代化的主体,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现了

“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

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

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 [５]５３６。 因

此,以“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 [２]１０４,达
至“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

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

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

合力” [７]３０２,最终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

发展目标。
第四,以“相对绝对的统一”探索人类现代化

发展的光明前景。 一般来讲,人口规模巨大是一

种相对性描述。 就单一国家而言,人口数量超过

１ 亿,就可以说是世界人口大国了。 目前世界人

口超过 １ 亿的国家总共有 １５ 个,分别是印度、中
国、美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巴西、
孟加拉国、俄罗斯、墨西哥、埃塞俄比亚、日本、菲
律宾、埃及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其中印度和中国

的人口都超过 １４ 亿人。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

模巨大的现代化,特别强调我国一旦整体迈进现

代化社会, “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

和” [１]２２。 这就意味着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
将彻底改变世界现代化版图,改变以往少数国家

富有、多数国家贫穷,少数人富有、多数人贫困的

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从而为人类现代化发

展找到一条共同的、普遍的道路,特别是“给世界

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

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８]６４。 因此,这里的

人口规模巨大就具有了绝对性意义。
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人的现代化,这里的

“人”是复数概念、全体性概念。 中国式现代化是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既是一种事实描述,也是

一种价值选择。 西方资本主义讲“人人生而平

等”,然而真的是这样做的吗?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时任

美国总统的奥巴马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认

为,如果 １０ 多亿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美国人

一样,那么这对世界而言就是严重的灾难,会让地

球不堪重负。 字里行间充满傲慢与偏见,同时也

把西方现代化的逻辑及弊端暴露无遗。 中国式现

代化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事实根据和价值指引,所
要实现的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正义观念是中国式现代

化实现公平正义的哲学根据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

化” [１]２２,是从社会主义的制度本质、政治要求和

实践追求等层面来落实与具体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的正义理念,是以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

的方式落实“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

不平等的” [９]４３５的政治哲学判断,开创了历史唯

物主义正义观的新境界。 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不正义、基于生产与分配关系来寻求正义的

实现路径、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实现正义的

最高价值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念、正义原则、
正义理论和正义理想是这一观念先进性的思想

保障。
第一,共同富裕是历史唯物主义统一形式正

义与实质正义的现实路径。 共同富裕以正义的所

有制形式,废除“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

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

削上面的产品生产” [１０]４１４,实现“由社会全体成

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

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

模…… 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

利” [１０]３０８。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以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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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贫困,保障个体生存尊严;以推进城乡融合,
实现城乡权利平等;以按劳分配所得,确保全体共

同发展;以尊重个体差异的角度在新的历史时期

探索实现分配正义的全新模式,是历史唯物主义

“不平等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实现。
第二,共同富裕在实现生产正义和分配正义

统一的过程中,真正使人民享有社会发展的成果。
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最基本的条件,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

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

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

岸” [１１]９２８。 共 同 富 裕 以 “ 消 灭 雇 佣 劳 动 制

度” [１２]２１１“重建个人所有制”,保证“一切人,或至

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

员, 都 应 当 有 平 等 的 政 治 地 位 和 社 会 地

位” [１３]１０９,使人民真正在劳动中创造幸福生活,
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发展。 皮凯蒂

在«２１ 世纪资本论»中,通过考察主要的西方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二三百年来财富与收入的演变历

史,发现资本收益率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因而当

代资本主义社会分配不平等越来越严重。 然而,
皮凯蒂所能开出的“药方”无外乎更高的累进财

产税制,这必然局限于纯粹分配领域。 习近平总

书记对此评价道:“他的分析主要是从分配领域

进行的,没有过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但得

出的结论值得我们深思。” [１４]２克服两极分化,实
现共同富裕,不仅要求分配领域的正义,而且要求

生产领域的正义,并且后者更为根本。 皮凯蒂自

己也感叹:“中国是一个极大的特例,因为眼下在

中国,公共资本似乎占国民资本的一半左右(据
估算约占 １ / ３－１ / ２)。 如果公共资本能够保证更

均等地分配资本所创造的财富及其赋予的经济权

力,这样高的公共资本比例可以促进中国模式的

构想———结构上更加平等、面对私人利益更加注

重保护公共福利的模式。” [１５]“中文版自序”７

第三,共同富裕是对公平与效率、自由与平

等、天赋与努力等正义难题的历史唯物主义解决。
共同富裕基于历史的现实和现实的历史,发展地

解决了正义中诸多难题,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正义

理论和正义实践上的时代创新。 共同富裕不是平

均主义,它区别于“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与“不同

等的工作能力” [９]４３５而造成财富占有的多寡和社

会不平等的现实,以物质财富的充裕、精神世界的

丰盈“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

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 [９]４６０,在对“物的逻辑”
的超越中,以“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

于他们的社会财富” [１６]１０７－１０８,“保证他们的体力

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真正将

“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 [１７]１８９。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 [１]２２从学理和逻辑上讲,共同富裕只能是社

会主义属性的,或者说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才追求共同富裕,才追求真正的公平正义。 在资

本主义条件下,所谓公平正义只是资本支配下的

“幻相”,不过这一“幻相”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

要求,是一种抽象社会当中的抽象公平正义。 历

史唯物主义的正义观念完成了“颠倒”,从社会存

在、社会环境、社会关系和社会现实中理解人、规
定人和生成人,中国式现代化以追求人的自我实

现、对时代精神的继承和对现代性困境的把握,超
越资本主义文明“幻相”,在对共同富裕的追求中

体现了新时代具体化的公平正义。

　 　 三、“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追求是中国式现

代化创新全面发展的核心理念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

调的现代化” [１]２２,其要求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

的全面发展,开创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和新

路径。 人的全面发展,是基于现实历史条件的现

实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内置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观,对人的主体性、统一性、自然性、联动性进行了

全方位的塑造,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

中人的异化、物化,向着“人的解放的最终完成”
的共产主义社会稳步前进。

第一,调动一切力量,现实地满足人的生活需

要,是社会发展的第一要务,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对

人的真正尊重和对人的历史主体性的现实保障。
马克思认为,“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

别于其他一切动物” [１８]１１。 “在社会主义的前提

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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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人的本

质 力 量 的 新 的 证 明 和 人 的 本 质 的 新 的 充

实” [１７]３３９,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中的“肮脏的

贪欲” [１９]６０８和到处是“伪装和掩饰的需要”的片

面现代化,而根基于现实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状

况之中,以完成“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

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

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

复归” [５]１８５。 同时,对于人的生活需要的理解,也
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际态度。 “人民美好生

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

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

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２０]９－１０ 随着社会物质

财富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

求日益迫切,人的生活需要的具体内涵也日益丰

富和发展。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使“现实的历史的人”真

正“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 [１７]２７０。 “劳
动创造了人本身” [２１]５５０说明人在物质生产实践

活动中塑造着自身。 中国式现代化引导劳动者在

自由的和平等的劳动实践中发展全面的社会关

系,在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本质规定中“自由

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脱离基于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条件下以商品经济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为

基础的“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
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 [１６]１０７的“物”属性,以形

成“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

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 [５]５３７的“富足

的人”与“人的富足”的统一发展。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创新全面发展的理论与

实践,意在通过现实的历史创造,“生产出他的全

面性” [１６]４８０。 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发展是变革

了发展思维和发展观念的全面发展,是以系统观

念为方法指导,以问题导向为实践原则的全面

发展。 它以构筑一个互相关联的世界整体,形成

命运共同体理念,塑造人的联动性,在全球性的

交往体系中, “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

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 (也同精神的生产) 发生

实际联系”,以“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

产(人们的创造) 的能力” [５]５４１－５４２,建立 “以每

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

会形式” [１９]６０６。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实现自由而全面的

发展开辟了现实性的实践之路,在物的全面丰富

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中,避免导致马尔库塞所

讲的“单向度的人”,为促进人的解放提供了全新

的文明范式,是真正“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

给人自己”的现实途径。

　 　 四、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中国式现代化

践行“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 [１]２３,这一重要论断的存在论(或本体论)前

提是“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即真正时代化了

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

人的存在。 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

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

然的关系。” [１０]１４６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揭示了人

与自然关系的生成性、人与自然关系的创生性,
以及人类社会是自然内在演化的结果和其生命

性的明证,是保障“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自

然观。
第一,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发出生命共

同体的时代判断。 生命共同体是以时代的实践和

时代的话语表达的人与自然的时代统一,是历史

唯物主义自然观在新时代的最新发展形式和重大

创新成果。 从生成逻辑看,人化着的自然是“人
的无机的身体” [１７]２７２;从存在逻辑看,人是“自然

界的一部分” [１７]２７２, “ 人直接地是自然 存 在

物” [１７]３２４,“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

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 [１３]７６９,人自身

的新陈代谢包含在人与自然相互之间的新陈代谢

之中;从事实逻辑看,“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

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 [１７]２６９。 因此,
生命共同体思想将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关系

推进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求实现人与

自然关系的全面发展。
第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与自然关系,是

生命共同体建构的关系存在论前提。 “人对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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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 [１７]２９６,“劳动过

程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

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的过程” [１９]１６８。 生命共同体思想又发展了历史

唯物主义自然观,运用了现代生态学关于生物间

存在“共生关系”的科学原理,揭示了人与自然从

外在共存到和谐共生的依存关系,开启了新的发

展方式。 “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

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 [１７]３３５

第三,只有承认自然的先在性和人与自然的

共生性,才有可能创新性地作出“生命共同体”的
判定。 作为孕育人类的“母体”,不应该“以人对

自然的支配为前提” [１９]５２８。 对人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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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

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

似的去支配自然界……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

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

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１３]７６９。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将其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原则,是
建设生态文明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核心

原则,也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

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１７]３０１相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以“生命共同体”表达“人是自

然界的一部分”的核心内涵,是对历史唯物主义

自然观的守正创新。 它基于当前人与自然关系的

现实境遇,是所提出的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

代化的理论依据,推动了发展观、文明观的深刻变

革,为人类实现永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贡献了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五、历史唯物主义的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式现

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来源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

化” [１]２３,“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

进步的一边”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

态的文明遵循。 中国式现代化以变革文明观念的

思维方式、转换文明建构的实践逻辑,以“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理念表达了对文明发展的中国观

念,原创性地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共同体理念落实

为文明新形态。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共同体思想是人类文

明新形态的哲学根据。 “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

共同体” [１７]３９４,既是文明演进的逻辑线索,更是

文明状态的表征,是个体自我实现与共同体自由

繁荣的双重显现。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关于人

的本质的考察不能“停留在理论领域” [１０]１５７,而
应该转向 “从现实的、 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

发” [１０]１５３。 历史唯物主义的共同体思想在存在

样态上实现了从“政治共同体—类共同体—自由

人联合体”的转变,“自由人的联合体”也就是“真
正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他自己为别人

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

人为他的存在” [１７]２９８,打破了原子式的孤立状

态,重构了自我与他者的交互性关系。
第二,“现实的历史的人”是共同体的现实主

体,对其主体性的尊重、创新性的激活和时代性的

塑造,是中国式现代化一以贯之的准则。 历史唯

物主义共同体理念立足于“现实的历史的人”,是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体力量。 “现实的个

人”是具体的、历史的人,是以附着于一定历史条

件下所形成的生活方式而存在和发展的。 人的本

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１０]１３５,而共同体是

人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表征,对比资产阶级

“虚幻的共同体”,历史唯物主义的共同体建构的

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 [１０]１４０,也
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起点。

第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既是人类社

会发展的追求,又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

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

展程度。” [１０]１４７实质上,人类文明是每一个历史

阶段的“一定的物质结果”和“一定的生产力总

和” [１０]１７２,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内在动力与

解决问题上以全面性超越片面性,“在协作和对

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

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４]８７４,“把生产发

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 [１０]３０８。 正

是在这一社会生活“共同体”中,个体才是在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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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占有自己的全部本质。
历史唯物主义共同体理念以“消除人与人的

对立,实现人与共同体的和谐统一”,为创造人类

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价值引导。 “真正的共同体”
实现了对自然共同体和抽象共同体的超越,以
“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

则” [１９]６０６,以“生活本身,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

活、人的道德、 人的活动、 人的享受、 人的本

质” [１７]３９４为基本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文明

新形态使人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共同体的人”,共
同体也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人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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