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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来路、
时代创新与世界意义

李正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从现

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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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和

本质要求作出了重大论断， 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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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在顺应历史大势中坚定

走自己的路， 经过不懈探索、 接力奋斗， 成功走出

一条适合中国国情、 符合人民意愿的现代化道路，
为世界和平、 发展、 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式

现代化新道路，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它的成功

有力地证明， 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 人类实现现

代化有着新的选择。

一、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来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 是一项伟大而

艰巨的事业。” 回顾历史， 近代以来， 在 “落后就要

挨打” 的现实体悟中， 中国人对实现现代化有着强

烈 的 向 往 追 求， 对 现 代 化 道 路 的 探 索 前 赴 后 继。

1917 年至 1920 年， 孙中山完成 《建国方略》， 全盘

谋划建设一个现代中国所需的各项基本物质条件和

基础设施环境， 提出不走西方工业化的老路， 被称

为近代中国谋求现代化的第一份蓝图。 “在一个半殖

民地的、 半封建的、 分裂的中国里， 要想发展工业，
建设国防， 福利人民， 求得国家的富强， 多少年来

多少人做过这种梦， 但是一概幻灭了。” ②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 照抄照

搬西方国家现代化模式是行不通的， 必须坚持独立自

主开辟现代化建设道路。 中国共产党逐步擘画出从工

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到 “四个现代化” 的蓝图。

1957 年 3 月， 毛泽东强调： “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

有现代工业、 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

国家。” 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 周恩来提出，
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

现代农业、 现代工业、 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

社会主义强国。 “四个现代化” 的宏伟目标正式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深入发展。

1979 年 3 月， 邓小平第一次提出 “中国式的四个现

代化”， 并明确指出这一概念与西方不同。 1983 年 6
月， 他又强调： “我们搞的现代化， 是中国式的现代

化。” 为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制定 “三

步走” 战略， 提出到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

发展目标。 20 世纪末期， 东欧剧变、 苏联解体， 国

际风云激荡变幻， 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改初衷， 适时

提出新的 “三步走” 发展战略， 将现代化的目标确

定为到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 党的

十七大又提出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的总目标。 在具体实践上， 实现经济

平稳较快发展， 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 改善民生

力度不断加大， 民主法制建设迈出新步伐， 文化建

设迈上新台阶， 社会建设取得新进步， 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 形成了独特的现代化发

展方式。

二、 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创新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中国

①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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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

日报》 2022 年 10 月 26 日。

② 《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080 页。

4

C M Y K



BEIJINGDANGSHI

北京党史·2022 年 6 期

BEIJINGDANGSHI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式现代化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不断在理论

和实践上取得创新突破。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 党的十九大

提出， 未来五年， 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 并作出新的 “两步走” 战略设计， 即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到 21 世纪中叶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成功

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十年来， 中国式现代化加速发展。 中国共产党

带领人民坚持经济全球化方向， 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

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 打响改革攻坚战， 加

强改革顶层设计， 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
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 系统性重塑、 整体性重

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
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

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形成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

层次对外开放格局。 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打赢了人类历

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

困问题， 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坚决防止两极

分化， 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积极发展全过程

人民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 规范化、 程序

化全面推进，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 人民当家

作主更为扎实。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促进物

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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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总结了新时代十年理论创

新和实践突破， 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和本

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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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现代化的

本质要求是，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实现高质量发展，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创

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这些重要论断， 既是党和人民

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又是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遵循。

三、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观念的窠臼和束

缚， 开创了一种现代化的崭新路径。 近代以来， 西

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对亚非拉国家的掠夺和压

榨， 以资本积累为核心， 抢先积累现代化要素， 创

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繁荣， 却给世界带来了

两极分化和贫富鸿沟， 以及由此引发的难以消弭的

冲突与撕裂。 “国强必霸”、 战争掠夺和对外转嫁风

险， 成为西方式现代化老路难以避免的弊端。 中国

式现代化的探索和实践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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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现代化的定义、 诠释和实践应更为多元包容，
更为注重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换言之， 各国必须探

索根植本国历史和现实国情的发展道路， 方能解决

前进道路上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 最终实

现现代化， 进而构建新的现代化的世界版图。
中国式现代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了重要的

示范效应。 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面对战略机遇和风险挑

战并存、 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国际国内环境，
经济社会发展难题频出， 人类文明发展道路亟须创

新拓展。 妥善应对时代挑战、 实现更好的发展， 对

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显紧迫和艰巨。 中国作为

人口规模巨大、 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的后发国家，
其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实践， 以卓有成效的发展

成就和未来可期的光辉前景，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

现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智慧和方案， 激励着广

大发展中国家探索既能加快发展又能保持自身独立

性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汇聚了中国发展进

步的经验和智慧， 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局限性，
正在深刻影响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

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中国国情， 历经艰辛探索，
实现了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 具有自主性、 全面性、
协调性、 和平性、 包容性等重要特点。 中国式现代

化归根到底是一条现代化新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

长、 二级研究员 北京 1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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