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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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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符合我国

的实际情况，契合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给世

界人民探索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理念新的方案新的路径，

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前进方向，创造了人类文明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了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奇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倡导文明交流互鉴为世界不同文明发展进步提供源源动

力；坚持加强社会建设，形成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

定有序的良好局面；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引领

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为中国和世界生态文明建

设作出卓越贡献；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

国际关系，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

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

质。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描

绘了未来人类社会的美好前景。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科

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主要体现在：

一是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作为现代工业革命的先行者，开启了世界现

代化的历史进程。这就给人们一种错觉，将现代化简单

地等同于西方化。实践证明，人类走向现代化并不是只

有一条路，西方的现代化暴露出许多问题，并不能奉为

圭臬。中国式现代化，就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

思，给世界提供了新理念新方案新路径。

二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一些发展

中国家也曾追随、效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

全盘照搬西方模式，结果水土不服，不光没有实现现代

化，并且还丧失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性。事实证明，照

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是行不通的。中国式现代化，深

刻把握“一般”和“特殊”的辩证逻辑，坚持从本国的

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制定方针路线政策，在紧紧依靠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的 同 时 ， 尽 可 能 地 利 用 一 切 外 部 有 利 条

件，始终把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

中。中国式现代化站在整个人类进步的视角在关注本国

发展的同时，为人类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其 次 ，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代 表 人 类 文 明 进 步 的 发 展 方

向。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关注的

是 人 ， 是 具 体 的 、 历 史 的 人 ， 而 不 是 抽 象 的 、 虚 假 的

人 。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关 注 的 是 全 面 的 人 ， 而 不 是 片 面 的

人 。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本 质 特 征 决 定 了 应 该 关 注 人 的 价

值、人的尊严、人的地位、人的发展和人的自由，其核

心应该是对于人的价值和人的自由的关怀，使人的自由

与人的价值的相统一。

关 注 人 不 仅 是 在 表 达 的 形 式 上 关 注 人 ， 而 是 更 应

该思考和解决与生活在现当代的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问

题；既要注重对于人的价值的设定和引领，也要充分注

重 人 的 内 在 发 展 和 需 求 ， 使 人 的 价 值 与 人 的 发 展 相 统

一 ； 在 高 扬 人 的 理 性 价 值 的 同 时 ， 注 重 人 的 感 性 的 需

求，特别是要注重人的内在感受和体验，给人以获得感

和满足感；在符合人的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把人的

自由而全面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认识层次和实践层次，

既要有外在的力量约束人的行为，也要通过人的内在自

觉进行自我的约束。进而使每个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得

到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价值的相统一，实现人对

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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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载 《 人 民 日

报》，2022-10-26。

[2 ]王瑜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学习论坛》，2023（05）：

95-101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2009：156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

出版社，2009：347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

出版社，2012：120页。

[6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

会 并 发 表 主 旨 讲 话 》 ， 《 人 民 日 报 》 ， 2 0 2 1 - 0 7 - 0 7

（001）。

[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

京：外文出版社，2022：10页。

作者简介

郑嘉禹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从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研究

赵彬宇　广州工商学院商学院在读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