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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明视野解读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反思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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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对现代化的探索虽然

历经曲折，但却从未止步，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不懈理想追求和奋斗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独创性

地开创了一条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截然不同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文明视角看待中国式现代化，它不仅传承和创新了博

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批判性吸收古往今来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为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提供了一种崭新

的新形态，具有广泛而深远的世界意义和历史价值。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意义

1. 现代化的一般内涵

所谓现代化，通常是指“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

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

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

刻的相应变化”。[2]（P17）历史上看，现代化虽然肇始于

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并非属于某个国家或者某个民

族的发展专利，不具有排他性。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历史进入

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的不懈追求和奋斗目标。

1.1 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启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18 世纪英国进行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这

也被视为现代化的开始，人类社会的现代化由西欧资本主义

国家主导，正是在这个时期，人类社会由生产力落后的农

业社会带入了以机器制造的工业社会。现代化的大门自此开

启，人类的生活、生产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根本性变化，社

会历史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1.2 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审视 -- 显著优势和积

极意义

探寻近现代社会历史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重大进步的

主要动因，资本主义现代化可谓功不可没。正如马克思所说

的那样，“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

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极大提升促使资本主义现

代化在客观层面推动现代文明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在资本主

义的先进生产力作用下，封建社会的桎梏最终被资本主义得

以战胜，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现代文明形态逐步形成。

现代文明形态诞生的起点正是源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塑造

的资本主义文明。资产阶级民主彻底瓦解了封建社会民主，

奴隶得以摆脱对封建领主的依附关系，使人从“对人的依赖

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下获得了政治解放和人身权利。相

较封建社会，这无疑是人类现代政治文明史上伟大的进步，

在现代文明、文化方面诸多的新变化，这都推动人类文明形

态向更高级的方向发展。

1.3 反思：西方现代化的物质主义及精神之殇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4] 资本主义的现代

化道路，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实现现代化最

主要的选择，甚至是不二选择。由于早已实现现代化，西方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甚至可预见的

未来时期，都还占据着现代化发展的主要话语霸权。由于没

有太多参考选择，西方现代化模式也就成为实现现代化的

“标准答案”顺理成章成为各国想要谋求实现本国现代化发

展的首选模式。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及其资本主义制度根

源的矛盾却将许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陷入了发展的困境中，

并由此产生了很多难以解决的棘手难题和社会矛盾。

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中的物质主义最直接体现在对作为

一般等价物即货币的高度崇拜和资本拜物教。在这种局面

下，货币成为最能代表物的“万能之物”，作为理性的经济

人在此环境下对货币的渴望和追求也就变得愈发失去理智，

进而产生贪婪和黑暗的心理。

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

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5]“资本至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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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最突出的一面，借助生产力的

急速发展，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更大的财富和利润，在生产

经营活动中始终遵循着“效率至上”法则。

2. 文明视角：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兼顾文明与发展、不忘传统、坚持创新，

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传承了人类文明形态发展演变

的延续性，从人类历史文明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

对西方现代化的创新和超越。

2.1 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全新社会主义文明形态

作为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一种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

正以一种全新的指导理念极大地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特别是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路径，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那种盲目追求

资本增值的现代化模式，在如何选择更加适合本国国情与发

展道路提供了中国方案。

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发展目的和手段上本末倒置，它把

人当作手段，完全无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资本积累及无

限增殖为发展根本目的，以资本为主导贯穿于资本主义现代

化发展的整个过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式现代化

将实现人的现代化置于发展的中心位置，是内含包括了人的

现代化。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以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为核

心、资本逻辑至上主导的畸形发展模式，具有诸多难以克服

的内在弊端和现实难题，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根本

矛盾无法调和，资本主义现代文明面临着难以可持续发展的

窘境。在最大限度避免出现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问题的基

础上，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深刻证明社会主义现代化把

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标和价值取向，是人的现代化而非

资本的现代化。

2.2 人类文明去向 -- 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新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以其辉煌和巨大的发展成就呈现在

世人面前，打破了西方对资本现代发展解释权的绝对垄断。

就文明的层面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科学解答和回应了“人类文明该往何处去”的道路问题。                        

任何一种现代化的发展模式都不是尽善尽美的，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也不例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不搞“全盘

西化”，也不一味照搬前苏联传统的现代化模式，而是取其

精华弃其糟粕为我所用。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有选择的吸

收资本主义蕴含的优秀文明，另一方面在结合自身已有的深

厚传统文明和先进的社会主义文明的基础上，超越创新了人

类文明形态，为人类发展指明了新去向。

2.3 打破“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人为天花板

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改变了西方现代化“一家独大”的

人为狭隘认知，也使得这种人为的偏见烟消云散。中国式现

代化证明了忽视本国现实国情，一味照抄照搬，盲目移植西

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不仅没能实现现代化，反而会偏

离原来的发展路线，造成许许多多其他社会问题，例如贫富

差距进一步拉大，经济低迷，社会矛盾激增。中国式现代化

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在

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较好地规避了“后发劣势”，相对充分

利用了“后发优势”，谨慎科学地处理了后发国家需要解决

的问题。“用事实彻底结束了世界上只有资本主义现代化的

旧有逻辑”。[6] 

现代化并非‘镜中花’般难以实现，那种把现代化等

同于西方化不仅使得西方的优越感表现得淋淋尽致，而且其

错误之处恰恰在于用一种特殊性去主宰另一种特殊性，没有

分清普遍性和特殊性，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也仅仅

是现代化其中的一种，代表不了现代化的全部。中国完美打

破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神话”，给其他国家提供

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参考。

2.4 开创多元文明何共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

新形态

中国道路成功打破了修昔底德陷阱主张的国强必霸的

设想，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崛起的正义道路，美国政治学者

亨廷顿所说的“单极模式”和“中国霸权”绝非是中国式现

代化的走向与目标，放眼世界历史，倚靠零和博弈、成王败

寇取得的霸权地位终究是短暂的。这实质上是持有一种偏见

思维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看待中国式现代化，中国以和平

文明的建设事实致使这一逻辑和判断不堪一击。更为重要的

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没有对多元文明如何和平共存

的大时代之问给出切实可行的答案，而中国则给出了多种不

同的文明如何更好共存的相处之道。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有着

“为人民谋幸福”和“为民族谋复兴”的时代任务，还具有“为

世界谋大同”[7]（P64）的人类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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