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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

武 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　要：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从林则

徐到孙中山，无数仁人志士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在一次又一次失败之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中国的先进分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1921 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由资产阶级领导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革命胜利后建立的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其

发展方向将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

大陆的胜利，为中国式现代化扫除了“三座大山”障碍，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为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的成立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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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U Li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After the Opium War in 1840, China gradually became a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and 
the national crisis became increasingly severe. From Lin Zexu to Sun Yat-sen, countless people with lofty ideals 
explored the path of saving the nation from extinction. After repeated failures, under the infuence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Russia, Chinese advanced people grasped the doctrine of Marxism and founded the CPC in 1921. 
From then on, China’s democratic revolution against imperialism and feudalism was led by proletariat rather than 
by bourgeoisie.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revolution, a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led by the proletariat would 
be established, and its development direction would be socialism rather than capitalism.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marked the victory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cleared the three mountains in the way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established the people’s regime led 
by the CPC, thus providing the basic social condition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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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ing of PRC also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led by the CPC.
Keywords：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外部冲

击下开始的，在此之前，中国既没有启蒙运动的

思想准备，也没有市场革命的制度准备。如果说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现

代化，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了社会主义现

代化，那么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已经走过了 180
多年，可谓艰辛备尝、终成正果。从现代化的基

本内涵来看，这 180 多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历史

阶段：1840 鸦片战争爆发至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

立前为第一个历史阶段，这个阶段长达 80 多年，

中华民族因面临亡国灭种危机而开始探索学习西

方，为了扫除现代化的障碍，经历了从旧式农民

起义到地主阶级改良，再到资产阶级改良，最终

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但是中国的现代化都

失败了。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为第二个历

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又可分为三个时期：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为第一

个历史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时代要

求和主要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民

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为中国式现代化化扫除障碍、

形成根本性的社会条件；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为第二个历史时期，

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个时期为中国式

现代化确立了根本政治前提，提供了坚实的物质

基础和宝贵的经验教训；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至今为第三个历史时期，中国通过改革开放，

创造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两大奇迹，为中国式

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

展的物质基础。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新时代，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通过贯

彻“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

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目标、

规划、战略，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新征程。笔者在这里仅就 1921—1949 年

这个历史时期，探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与今

天的中国式现代化之关系。

一、1921 年前中国各阶级和党派对现代

化的求索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农业文明

时代，中国在诸多领域领先世界。然而，完善的

农业文明体系，反而使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的萌芽

难以在这片土地生长。随着工业革命在西方的兴

起，中国日渐落后于发达国家。

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败给了资

本主义工业化的英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醒来的中国，发

现自己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大大落

后于发达国家。在日益高涨的资本主义殖民扩张

浪潮中，落后必然遭到欺凌与压榨。日益深重的

民族危机，迫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发愤图强，推动

国家走上了曲折坎坷、艰苦备尝的现代化之路。

受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中国的一些官吏和知

识分子开始关注世界形势，总结失败教训，寻求

救亡图存与强国富民的道路。例如，晚清大臣林

则徐曾组织翻译英国人的《世界地理大全》，编

成《四洲志》一书；启蒙思想家魏源编写《海国

图志》，主张学习外国先进军事和科学技术，以

富国强兵，抵御外侮；更有许多思想家，主张不

仅要学习西方的科技，而且要学习西方的政治与

经济学说乃至借鉴其相关制度。在万马齐喑的封

建时代，这些声音启迪了中国先进分子。

有组织、成规模的现代化实践，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的洋务运动。为了挽救清王朝的

统治危机，一批地主阶级改良派官员，如曾国藩、

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以及冯桂芬、郭嵩焘、

薛福成等人，开始引进和仿造外国的武器装备，

建立新式海军，兴办近代企业，创办新式学堂，

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在“中体西用”

方针指导下，这场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

的自救运动，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新企业、

新技术、新思想、新人才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

照亮了被封建制度笼罩千年之久的中华大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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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科技远远落后的中国，无法在短时间内通过

模仿照搬而迎头赶上西方。强大的封建顽固势力

统治下，新式企业与军队也往往沦为封建势力集

团的禁脔。旨在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戊戌变法，在

封建势力的绞杀下只落得个“百日维新”；晚清

政府推出的“仿行立宪”也只搞出个欺世盗名的“皇

族内阁”，资产阶级改良派最终失败。腐朽的封

建制度下，中国始终无力与列强抗衡，在一次次

反侵略战争中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晚清王朝也

彻底沦为列强瓜分中国的代理人，成为阻碍中国

现代化的绊脚石。

1911 年，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晚清王朝土崩

瓦解。但是，推翻一个清王朝，未能改变中国的

社会性质。晚清的北洋军队势力篡夺了革命果实，

假“民主共和”之名，行“封建统治”之实，甚

至闹出了复辟帝制的丑剧。北洋政府大总统袁世

凯死后，各派系军阀从勾心斗角到明火执仗，为

了壮大个人的军队和地盘，不惜对内残酷剥削、

压榨人民，对外投靠列强、出卖国家。列强、军阀、

买办和各级各类封建势力沆瀣一气，神州大地狼

烟四起，生灵涂炭。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几乎断绝。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

胜国，满心期待着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上，收

回德国在山东侵占的主权。但是，主权被列强割

让给了日本，中国再一次成为了“强权践踏公理”

的牺牲品。这极大伤害了中国人民，不仅激起了

全国性的五四爱国运动，而且致使一批先进分子

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失望，转而寻求更合理

的救国出路。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一八四○

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

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帝国主义的侵

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

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

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

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

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

怀疑产生，增长了，发展了。”[1]

二、民主革命性质的转变和社会危机的

加深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

思主义。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

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大同社会”

的高度契合、社会主义制度在苏维埃俄国的成功

实践，无不强烈感召着中国先进分子，激励他们

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在 1921 年建立了中国

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最坚定推动力量，中国共产党

找准了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阻碍，确立了反帝反封

建的革命纲领。面对强大的内外反动势力，中国

共产党选择了与革命的各阶级联合，代表无产阶

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等

联合起来，发动了推翻北洋政府统治的大革命。

但是，内外反动势力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

势，采取了分化瓦解革命阵营的手段。1927 年，

他们拉拢革命投机分子，扶植以蒋介石为首的反

动派发动政变，建立起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

阶级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

命群众举起了屠刀。无数先烈殒身杀场，白色恐

怖笼罩大地。

1927 年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背叛了

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反动政府。它的背后，是帝

国主义列强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势力。客观

地说，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之初，也进行了一系

列经济改革，例如废止厘金、币制改革。这使得

国民经济从 1927 年到 1937 年间经历了所谓“黄

金十年”的最好发展期。然而，即使是这十年，

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依然受到严重束

缚。纵观南京国民政府的治国理政，它不仅无力

完成清除现代化障碍的任务，而且建立起官僚资

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共同形成了压迫

剥削中国人民、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三座大山”。

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不仅对外领土遭到

侵略，1931 年东北沦丧，随后日本还不断蚕食华

北，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在经济上也毫无独立可言，

根本无力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剥削。1929 年

至 1933 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中国成为西方列

强的倾销市场。1934 年全国农产品出口较 1928 年

下降 60.1%[2]30。其中，1933 年，中美签订“棉麦

借款”协定，美国政府贷款 5000 万美元给中国政

府，要求中国以 4000 万美元购买美国棉花，1000
万美元购买美国小麦及面粉，所购棉麦只能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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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销售。棉麦涌入中国市场，给国内农民和粮棉

厂商造成致命冲击。借款消息一出，棉花花衣价

格立即每担下跌了四五元；钜鹿县的百余家土布

商，到 1935 年只剩十余家，也都即将关门 [2]33-35。

福建漳浦产粮区输出路绝，“积谷有腐朽之虑，

而农村的经济，亦足破产”[3]。中国不仅在国际贸

易领域遭受严重冲击，在国际金融领域遭受的冲

击更甚。1934 年，美国通过《白银法案》，高价

购买白银，从而引发中国白银严重外流。当时仍

采取银本位货币制的中国，立即陷入通货紧缩，

物价水平暴跌，金融市场崩盘，民族工业衰退，

大部分行业的生产能力和实际产量都没有恢复到

1931 年的水平 [4]。

在国内，南京国民政府也无法清除封建主义对

现代化的干扰破坏。由于不能清除军阀、土豪劣

绅等反动集团，且官僚资本日渐坐大，国家政权

把持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手中，这些反动势力

千方百计阻挠对其不利的改革举措。例如，南京

国民政府曾试图推行带有改良性质的“二五减租”，

意图将地租水平降低 25%。改革遭到地主阶级和

党内乡绅集团的强烈抵制，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暗

杀土改专员、险些酿成叛乱的局面。肆无忌惮的

封建势力，加紧了土地兼并和对农民的高利盘剥，

广大农民在封建土地制度下过着食不果腹、衣不

蔽体的日子。一位社会学家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

农村调查中指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

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限

度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

人民的饥饿问题。”[5]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

也写道：“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

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下细

问了寻乌农民，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细问的结

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

有这种事。”[6] 近代 100 多年的历史，使得美国

政府也怀疑中国共产党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的能力。

1949 年 7 月，美国国务卿艾迪逊致在就《美国与

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致总统杜鲁门的信中说：“在

形成现代中国之命运中，有两个因素起了主要的

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在十八、十九

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

负的压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

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7]

政府本应承担起调节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社

会稳定的基本职能，但是，南京国民政府无力完

成其基本职能，甚至成为民财耗竭、社会动乱的

祸患之源，“政府之手”变成“掠夺之手”。南

京国民政府表面上实行孙中山“节制资本”的政

策，即通过国家资本来主导经济建设和现代化进

程，但是实质上却变成国民党政府垄断资源、压

迫民族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桎梏，甚至变成少

数人牟利的官僚资本。加上国民党组织涣散、军

阀割据，政府根本无法有效集中财政资金和社会

资源用于建设。1931—1936 年，中国的消费率和

投资率依次为：104.1% 和 -4.1%，97.5% 和 2.5%，

102% 和-2%，109.1% 和-9.1%，101.8% 和-1.8%，

94% 和 6%[8]。中国的投资率 6 年中有 4 年为负数，

说明南京国民政府在推进现代化方面乏善可陈。

此外，国民党政治腐败、内部派系林立、贪污

盛行，国家资本完全蜕变为官僚资本，成为少数

官僚集团攫取国民财富的工具。抗战胜利后，南

京国民政府又借没收日伪财产之名，以低价兑换

伪币的方式，残酷掠夺原沦陷区民族资本和人民

的财富，“接收大员”变成“劫收大员”，严重

伤害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官僚资本更加膨

胀，垄断了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农业和民族工

商业则“百业凋敝”，以至出现“想中央、盼中央，

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民谣。由于国民经济萧条、

财政拮据和军费大幅度增加，在解放战争时期，

南京国民政府变本加厉地继续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通过恶性通胀洗劫城乡居民的财富，广大乡村甚

至被迫退回到“实物交换”。最后，随着战场上

的彻底失败和经济崩溃，彻底失去民心的国民党

败退台湾，结束了在大陆 22 年的反动统治。

据估算，1913 年至 1950 年间，中国内地 GDP
年均增长率为 -0.02%，而同期世界 GDP 的年均增

长率为 1.85%[9]。如果不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

主主义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进步，只看国民党

统治区和日寇沦陷区，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几

近停滞甚至倒退。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对中国现代化

的影响

中共二十大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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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中国共产

党能够成为新中国 70 多年来的执政党，则取决于

其领导中国人民成立了新中国并决定这个国家的

发展方向，而这一切都来自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胜利。

“三座大山”的重压，激起了最广大中国人民

的强烈不满，革命成为各个被统治阶级的普遍诉

求。但是，国民党的背叛，使中国革命陷入国民

党反动派大屠杀的白色恐怖之中。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

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

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毛泽

东这首《西江月 •秋收起义》，以干云豪气描绘了

1927 年 9 月的秋收起义。这一年，从血泊中爬起

身来的中国共产党，相继发动了南昌、秋收、广

州三大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

枪声。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开始通过革命战争的方式来扫除障碍，开辟现代

化道路。

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当中国面对外国侵

略和本国封建势力，应当由本国新兴的资产阶级

来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是，在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政权和国民经济命脉被帝

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把持，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

受制于人，在政治上软弱无力，不能也不敢动员

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无力完成领导革命的任

务。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

分，于是中国革命的重担便落在了新兴的无产阶

级及其政党肩上。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

无产阶级的数量有限，无法单独完成这一使命。

幸好，中国还有着广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剥削的农民阶级。上述压在

农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和反动政府的横征暴敛，

以及乡村地主的“土劣化”和压榨盘剥，使得近

代广大农民难以生存，有着强烈的革命倾向，从

而成为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军和坚定的革命主力。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当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之后，

中国共产党就独立领导民主革命并走进乡村，开

展土地革命，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满足农民的利

益诉求，建立革命根据地。从 1927 年的秋收起义

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广大农村

地区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并探索出一条武装

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

革命道路。于是，一场本应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

主革命，根据时代变化和国情需要，却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并且革命的目的已经

不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建立工人阶级领

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

的人民共和国，社会发展的前途也不是资本主义，

而是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全新的民主革命，因而

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由无产阶级领导，但革命

的主张却顺应了各阶级的普遍利益诉求。在农村

和土地问题上，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行“耕者有其

田”的政策，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保护中

小工商业者，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将地主

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些政策满足了农民

获得土地和当家作主的要求，消灭了长达两千多

年的封建剥削制度，扭转了旧中国土地兼并、农

民破产的趋势，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在城镇则实

行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特别是在对待资本主义

经济方面，采取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

国家只没收官僚资本为国家所有，保护和鼓励民

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这些政策既解决了半殖民

地半封建经济下财富占有严重不公的问题，又保

护和发展了生产力。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人心向背最

终决定了天下归属。中国共产党虽然是工人阶级

的政党，但其革命和建设主张却能够兼顾最广大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仅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并且代表了先进文化和社会发展方向。中国共产

党还通过宣传教育和实际行动，使广大农民摆脱

迷信愚昧，唤醒当家作主意识和生产建设激情。

越来越多的民主人士和人民群众，选择了中国共

产党，选择了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道路。1940 年，

南洋著名华侨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慰劳前后方

抗战军民代表团回国。他对比了国统区和革命根

据地的不同气象，坚定地断言：中国的希望在延

安！著名民主人士李公仆在考察了晋察冀抗日根

据地后也说：“模范的抗日民主，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晋察冀边区，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

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它的名字深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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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刻在人们心头的深处，激荡着每一个爱国者，

每一个有志气的中国人，特别是鼓舞着年青一代

的希望和向往。”[10]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迸发出改天换

地的磅礴力量，继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共产

党又领导中国人民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内战转

变为解放战争，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彻底推翻了南

京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反动统治。

经过三年解放战争，全国大部分地区己经解

放，成立新中国的条件完全成熟。1949 年 9 月，

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领导下，为筹备成立新中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

开。这次会议经过充分的民主协商，通过了《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

同纲领》），这个纲领是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纲领性文件，在随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

前，起到临时宪法的作用。

首先，《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国家性质、政权机关以及各主要方面的基本

方针和政策。

关于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机关，《共同

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

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

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

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

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

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

使各级政权的机关”；“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

民主集中制”。

关于新中国的经济政策，《共同纲领》规定，

国家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

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

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

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

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

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

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

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凡属有关国家

经济命脉和用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

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

人民的公共财产”，为国家“发展生产、繁荣经

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

关于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政策，《共同纲领》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

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

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

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

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关于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

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

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这些都充分反映出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成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既为中国式现代

化创造了根本的政治保障、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

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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