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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实现几千年来中国人民追求“大同小康”的社会愿

景，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 文 化 上 ，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推 进 的 过 程 中 ， 绵 延 数

千年的中华文明将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实现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从 精 神 上 能 够 真 正 实 现 社 会 主 义 的 “ 义 利 相 兼 ” 。 同

时，中国式现代化将使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跃上新

台阶，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实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数字化转化、共享，激发全体人民前所未有的历史主

动、历史创造精神，实现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强大的

精神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提炼总结和总体概括，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是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特征和优势，是

打破西方现代化话语垄断的理论方案。作为对资本主义

现代化局限性的扬弃和超越，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主义

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为实现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

转型，寻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均衡和兼容提供了制

度保障，也为处理市场经济与精神道德的关系，优化人

际关系，维系并强化公序良俗，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中

国式现代化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话语体系，

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证明了现代化不是

资本主义的“专利”，展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

现代化的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

择，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新助力，为解决人

类 面 临 的 共 同 问 题 提 供 更 多 更 好 的 中 国 智 慧 、 中 国 方

案、中国力量。[18]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

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

生态观，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中国式现代

化以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助力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相协调重新调适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大力缓解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关系，更新了现代化

发展中资本主导的物化逻辑，突出了人在现代化进程中

的 中 心 地 位 ， 肯 定 了 人 在 文 明 形 态 中 的 主 体 地 位 ， 以

“新”的道路推动了人与社会互相促进的现代化进程，

是真正重视“人”自身价值的人类文明，代表了人类文

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

模 式 ， 从 而 使 中 华 文 明 在 现 代 化 进 程 中 充 分 保 有 自 主

性，克服现代化所造成的均质化对文明多样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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