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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所以，理论建构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性，体

现了思想来源、思维系统和思路格局相统一的理论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来源：文化的原生逻辑

与民族的发展逻辑相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价值

来源。2012年11月，“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③正式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

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④2022年，党的

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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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的重要作用。

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民族复兴、文化自信、中国

式现代化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具有奠基性地位。

从族群发展上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自强不

息的“根与魂”；从文明历程上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华文明自尊自信的“文化血脉”和“精神命脉”；

从现代治理上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治国理政的重

要思想文化资源”。因此，文化奠基性实质上是一种来

自内部积淀的价值指向，它由国家的发展战略整合，体

现了发自根源、充满活力、立足当下的原生逻辑。

中华民族复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另一重要价值

来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

上指出，“中国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华民族迎

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⑥民族的自豪

感来自于大国崛起的实力，只有当国家在各方面的发展

进入世界领先水平，民族自豪感才能从心底油然而生。

早在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庄严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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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因此，民族自豪感实质

上是一种来自外部实践的价值指向，它由国家的综合实

力决定，体现了元气充盈、孕育希望、指向未来的发展

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体系：事物的关系

逻辑与历史的辩证逻辑相结合

事物的关系逻辑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

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

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价值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