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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中接续奋斗的成果，是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必然，是昭示社会主义优越性、指明社会主义前景的最新形态。从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基础、理想图景、实践指向和世界意义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鲜明的传承

性、创新性、实践性与世界性等内在特质。深刻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富内涵，发挥其显著优势，

必须科学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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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与野蛮状态相对立，它不仅指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也被用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即用于表明占有一

定空间的社会历史组合体的“地域性文明”。文明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方面，是人类有目的的活

动方式及其成果的总和。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一个特定文明的一个决定性方面可能会被世界上所有的

文明所自愿接纳，例如西方所输出的“工业文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多元文明阶段正在走向终

结，我们在长时期内仍将面对事实上非常不同的各种文明，“文明”一词仍将既用作单数形式又用作复

数形式。此外，每个文明都具有其内在特质，这些特质通常都是历史悠久、长期存在的，它们赋予了

文明基本轮廓和典型特征，成为所有文明不可替代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

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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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23-24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作为中国式

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预示着未来文明演进的良性轨

道。深刻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富内涵，发挥其显著优势，推动其进一步成为更高品质的文明，首

先必须科学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特质。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传承性特质

人类文明新形态历既有数，意非偶然，是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品质、传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科学原理、延续现代化文明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和维护起的一种致力于协和万邦、天下文明的

新世界秩序。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品质

文化与文明在生成上具有同根性和同源性特点，二者构成同一共同体的共生关系。在这一共同体中，

文化是文明的精神灵魂与内核，具有规定文明发展方向的潜在性意义；文明是文化的存在方式，是文

化对象化的结果，文明的创新发展只能在既往的文化积累与现实的重新创造中进行，离开特有的文化

根柢，文明就失去了历史动力与文化自信，就难以传承和延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

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

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2] 16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成体系并极具特色，其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启迪

和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当代建构，奠定中华文明路径选择的基本尺度。人类文明新形态立足传统，

在对中华文化继承和重塑的基础上，以其内涵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模式为支撑，实现原有文明的扬弃与

更新，确立现代文明的理念与道路，成为未来文明的萌芽与雏形，是更为高级和优越的新型文明。正

是在此意义上，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古老文化的新生之路，向世界昭示了古今一贯、熔旧铸新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品质。譬如，人类文明新形态倡导以人民为中心、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是对中华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现代演绎；人类文明新形态主张社会主义与市

场经济有机结合是对中华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以义制利，以道制欲”的承续和利用；人类文明新形态

主张建立和谐社会是对中华社会伦理的核心价值“中为大本，和为达道”的现代实践；人类文明新形态

强调建立和维护和平与和谐的世界秩序是对中华世界伦理的核心价值“德施普也，天下文明”的继承性

发展， 等等。由此，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品质的时代投射。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传承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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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而言，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是一个由落后到先进、由野蛮到文明、由不发达到发

达的过程。“后一文明总是在前一文明的‘胚胎’中孕育出来，是在前一文明继承下来的既有条件下创造

新的文明。”[3] 6从封建文明的灭亡中产生的资本文明就是“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所创造的文明形

态，它克服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打破了自然经济和封建等级制度

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严重束缚，实现了人身依附与宗法关系的一切形式的崩溃，改变了受各种社会和自

然限制而不断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从而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人类社会进步。

但是资本文明也具有诸多弊病，其背后隐藏着深入骨髓的极端伪善与野蛮本性。为此，马克思在对整

个人类命运关注的基础之上，通过揭示和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揭示和阐明正

在兴起的现代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趋势，进而揭示和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指出文明的历史外

延远超过资本主义阶段，资本文明虽然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但却绝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形态，唯有抛

弃一切滞后于世界历史的产物，在历史与现实的张力中实现资本文明的自我否定与超越，从而构建新

的文明发展范式，即共产主义文明，才能通往“真正的共同体”，实现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这为人类

扬弃资本文明、创造新型世界文明，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理路和

历史演进，中国共产党积极继承并践行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构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

的中国版本，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原理的实践传承。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延续了现代化文明的发展成果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源于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发展，也

与广采博纳西方文明有益成果息息相关。如果没有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发展，人类文明新形

态之“新”就不可能创造出来；如果不吸纳西方文明有益成果，我们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可能成

为文明孤岛，无法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独特的中国国情和对中国国情的专门分析

，立足于中国发展的历史阶段和中华文明的整体状况，正确审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将吸收

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结合起来，以“三个有利于”做为衡量利用一切文明成

果的根本标准，大胆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对历史起正向作用的不朽内容，坚决抵制资本主义与历史进

步相悖的腐朽糟粕，实现中国发展的内在力量与世界发展的普遍力量相结合、中华文明发展与人类文

明大道相统一，确保中国的现代化不脱离世界历史进程，不落后于世界发展方向，既保证了中国现代

化的进度，又保障了中国现代化的广度，从而创造了巨大文明成果，实现了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如

在经济上，我们引入市场机制目标模式，改变由国家计划决定商品价格的机制，建立能够反映社会劳

动生产率和供求关系并符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价格体系；将所有制与所有制实现形式区分开来，实

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借鉴资本主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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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在政治上，批判

吸收西方人权观念，促进人权事业发展；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任期制，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

身制，建立老干部退休体制；借鉴西方公务员制度，改革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构建新的干部人事框架

，保障干部队伍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等等。由此，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简单延续中华文明的母

版，而是在借鉴西方现代化文明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对之革新和再造的文明形态。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性特质

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新”强调与他者相异的特殊性，意味着其发展出了新的特质，实现了对既有形态

的辩证否定和超越，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是更高级、更完备的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

性主要体现为它是实现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新型文明，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型文明，是走和

平发展道路的新型文明。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实现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新型文明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类社会的发展，既是不断从较低级的文明阶段走向更高级的文明阶段的过程

，又是从片面发展的社会逐步向全面发展的社会推进的过程。所谓社会进步，便是这两个过程的统一

。社会全面发展，要求在着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关注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在着重当前发展的同时，

关注将来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是现代文明的开端，其发达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为形成普遍性的社

会联系和全面性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能，这是社会向全面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资本主义私有

制的根本性痼疾决定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有限度的。资本文明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物

质财富，但其成就却是建立在其他文明领域付出巨大代价的基础之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治体制

失能，民主光环褪色；精神世界荒芜，价值信仰缺失；社会撕裂加剧，极端主义蔓延；自然资源枯竭

，极端天气频发……资本逻辑侵蚀文明结构的各个领域，文明发展失衡失序，引发了全面的社会危机

。与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资本文明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现存主导文明，以

人民逻辑为本质特征，强调在遵循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自身特殊规律的基础上，以系统性发展逻

辑注重发展内容的综合性与全面性，促使内部结构相互协调、相辅相成、相互统一，从而实现从经济

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的转变，使社会呈现出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

新图景，并在此基础上以社会的现代化实现人的现代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表明人类文明新形态

超越了资本现代性的“二律背反”，构建了新的社会发展价值体系，实现了人类文明发展价值观的转变

，是一种内涵丰富而又协调发展的新型文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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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型文明

早期的资本文明虽然创造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辉煌的物质财富，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实质决定了其文

明形态的极端野蛮。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少数资本家靠垄断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广大劳动者致富，富人

与穷人之间的对抗关系导致了社会撕裂和社会对抗。社会由此被分裂成两极，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

一极却是贫困的积累，一部分人的奢靡需要能获得超常的满足，而另一部分人的基本需求却得不到正

常的满足。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建立福利制度来保障社会低收入者基本的生活状况，但其经济

社会的不稳定性决定了其福利政策随时面临夭折，其本质上只不过是以一种“表面和谐”的方式来隐藏

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伪善制度。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只是少数人的自由，富裕只是少数人

的富裕。与资本主义不同，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社会主义不仅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本质要求，也在实

践中不断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开辟道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围绕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的变化，注重妥善处理发展、分配和人民群众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稳慎权衡利益调整力度、节

奏和各群体可承受能力间的关系，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以制度机制建设为实现合理、有序的

分配状态持续发力，力求将全体人民纳入财富的积极范畴。当前，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了

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任务，用事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此外，中国在世

界大变局之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

放，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在内外部平衡发展中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沿线

国家和人民，努力为创造一个没有贫穷、共同富裕的美好世界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人类文明新形态

与现存其他文明在价值立场上的本质区分，凸显了人类文明发展新航标。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新型文明

称王称霸是一切剥削阶级的本性，是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特征，它的本质是掠夺、侵略和战争

。二战前，垄断资本家为追求高额垄断利润，对内残酷压榨劳动人民，对外推行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

。他们凭借武力恃强凌弱，以大欺小，妄图支配别国命运，用掠夺来摆脱经济危机，借扩张以转移国

内矛盾。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种血腥的侵略和犯下累累暴行的帝国主义并没有消失，且表现出

新的霸权形式。即西方国家凭借超强实力和国际社会相对缺乏有效制衡的现实，借口维护本国国家利

益、国家安全，或利用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以军事打击、经济制裁、外交谈判、文化渗透等手

段，强迫别国接受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任意干涉别国内政，侵略和颠覆别国，以此

来确立其在国际关系中的领导、支配和统治地位。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一国干涉别国内政，尤其

是大国强国对他国和弱小国家的内政干涉。中国自古以来就崇尚“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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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建设的目的也在于保家卫国、抵御外敌而非对外扩张。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以抵

御外侮而不是靠对外扩张闻名的，如卫青、岳飞、文天祥、戚继光、林则徐、邓世昌等。近代以来，

中国备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欺凌，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导致国土沦丧、主权缺失、

国家分裂。这些惨痛的历史记忆和影响至今仍未完全消除，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分离、中国与周边国家

的领土争端都与那段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中国向世界郑重承诺，跳出经济强大—对外扩

张—争夺霸权的强权逻辑，突破零和博弈的历史窠臼，走和平发展道路，不重构东亚“朝贡体系”，不

扰乱现存国际政治秩序，不威胁任何一种文明形式的存在，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国走出了文明发

展的惯性，开辟了一条人类普遍进步的新道路。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性特质

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种理论学说已正式开启崭新的发展阶段，处于不断从应然转向实然的历史过程

。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党的领导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范畴，

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深刻展现出其理论与实践的内在张力。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呈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于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通过党的领导核心

作用体现执政地位、实施执政理念、担负执政使命、实现执政理想。”[4] 22就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而

言，中国共产党在把握其真理力量与道义力量、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有机统一

的基础上，就其价值立场、文明路径、发展目标、实施步骤、重点任务、动力机制、战略保障等方面

进行科学探索，开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全新方向与图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的路线，以其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1] 15成为全国人民

的主心骨和顶梁柱，在正确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洞悉人类文明的奥秘与核心要义、

把握历史发展清晰脉络的基础上，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开创中战胜了反动势力、白色恐怖和西方列

强的入侵，完成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和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艰苦斗争，经受了国内政治风波的

严峻考验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重大冲击，应对了中美贸易摩擦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大考，

扫除了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开创过程中的一切障碍，确保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同时，党通过

自我革命时刻保持头脑清醒、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通过围绕基本路线和主

要矛盾，科学谋划、合理布局，确立人类文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制定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具体政策

和举措，确保党在担负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任务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正是在党科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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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策、周密部署和有效实施下，我们才在符合自身实际的文明发展道路上先后建成了三峡工程、青

藏铁路、跨海大桥等举世瞩目的世界级工程；完成了“天宫号”“蛟龙号”“中国天眼”“神威·太湖之光”等高

科技项目；有效实施了援藏、援疆、脱贫攻坚等重大民生项目，创造了一系列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

伟大建设，保证了文明发展的长期延续性，深刻彰显了党的领导伟力。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范畴

现代化是中国历史道路的唯一选择，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近代以来，中国革命者前仆后继，皆是

为着一个共同的理想与目标，即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重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活动

方式，走上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现代化新路。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通向现代化的新的文明选

择，新中国成立展开了通向现代化的新的文明实践。“从1954年‘四个现代化’任务到1964年‘两步走’设

想，从1987年‘三步走’战略部署到1997年新‘三步走’战略部署，从新世纪强调‘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

新时代部署新‘两步走’战略安排，中国共产党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5]。在这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建设“两个文明”，到“

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构建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共同体”；从因循前苏联的工业化

道路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再到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从农村合作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承包地“三权”分置再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取缔私营经济到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国有企业改革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再到构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体系；从“使

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再到全面依法治国、实施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从封闭半封闭到走向开放的世界、实行引进来与走出去并

重，再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共产党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中不断深

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范畴，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到自觉、主动、创造

性“回应”的时空境界，在“并联式”的发展过程中迈出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助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的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开元之治、永乐之治等盛世景象，曾被当时欧洲的哲学

家、政治家们称赞为“安邦治国的最高典范”，这充分印证了中华文明的辉煌与古代中国的富强。在相

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古代中国都位居世界大国之列，并多次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强国。但近代以来西

方列强的入侵、封建统治的腐败，使得中华民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苦难，承受着落后、挨打带来的巨

大屈辱。历史的悲剧激发了中华民族追求复兴的强烈愿望。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掠夺，找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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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民族复兴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历史主动，努力将时代需要与文明历史条件紧密结合，实现

了中华文明的旧命维新，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在此意义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与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相伴随”[6]5，二者互为一体。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不是要重回

旧制，也不是争当横行世界的未来霸主，而是凭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优越性重新跻身世界先进民族行

列，并以其在世界格局和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拓展人类关于现代化、人类文明发展的认识

，使其在国际社会上不断得到认可和推广，以期为人类、为世界文明做出更大贡献。当前，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更高品质的文明，也就意味着中华民族正在迎

来伟大复兴。

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性特质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人类”二字充分体现了其影响并非局限于中华大地，而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人类

文明新形态秉持胸怀天下的世界眼光，推动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世界文明发展的科学方向

，揭示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向，展现出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历史把现存的一切民族、国家及单一个体都纳入整个文明世界，加速了人类历史的统一。在全球

场域中，地区冲突、强权政治、恐怖主义、生态危机、贫富差距、发展鸿沟、保护主义等全球性问题

要求人们自发确立起世界性的共同体身份，彼此同构世界整体性、全球性文明，形塑人类发展一体化

。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主流趋向，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哲学立场、“交流互鉴”的文明立场和“全球

治理”的时代立场，对现实和未来人类需要何种发展状态以及如何实现共同发展的重大课题进行回应，

提出昭彰其价值选择与文明自觉的创造性构想，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建共享

、合作共赢为价值支撑，以对话协商、交流互鉴为原则指导，基于异质文化背景、不同国家发展程度

和利益诉求，致力于促使各行为主体间的发展交往模式由“零和”性质转向“共和”属性，由利益博弈的“

名利场”转为发展共赢的“合作场”，由转嫁发展危机的利己者变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贡献者，共同维

护好全人类所共有且共享的全球治理事业，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然而，要在“极度多样化、价值博

弈和严重不确定性的未来世界”[7]9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其必须

以真正的、普遍的、代表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文明形态作为基础。人类文明新形态顺应世界发展主流

价值出发，更多地从生态、安全以及发展等现实问题出发，积极回应并满足人类发展对终极关怀的需

要，实现了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承续和利用，“是代表着人类进步方向的普遍文明形态，因而无疑为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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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文明形态基础”[8] 70，使其成为了一个确定性未来。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指明了世界文明发展的科学方向

文明是一个永不休止、曲折前进的历史进程，其进步程度发挥着标尺的作用，衡量着各个民族、各个

地区的发展状况和水平。因此，对于文明问题的真理性探求是各民族、各地区在社会发展领域孜孜以

求的价值目标。长期以来，围绕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国际上出现了各种理论，包括“文明冲突论

”“普世文明论”“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等谬语，究其实质，其无非是西方霸权主义者在黑暗愚昧的

阴影之中诋毁非资本主义文明的一种卑劣手段。马克思主义认为，判断文明进步与否的根本标准在于

劳动者的自主活动程度。当前，资本主义文明抑制劳动自主性的本性昭彰着其必然走向衰落的历史命

运，同时也意味着社会主义文明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其必然成为人类在选择未来文明道路时的

首要考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目前为止最完美、最成熟的社会主义文明

形态，其走出资本至上、冲突对抗、单极—线性的发展逻辑，以人民至上、交流互鉴、多元—复杂的

发展逻辑致力于提高全世界劳动者的自主活动程度，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验证了共产主义文明

作为世界历史归宿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操作性，明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逻辑理论范式，使世界人民进

一步认清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趋势，生动表明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于塑造和引领世界文明向着共产

主义文明迈进的时代价值与历史意义。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揭示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向

自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西方发展态势分明，高下立见。尤其是那些被迫效仿西方

模式的发展中国家，闹得战乱不断、社会动荡、经济落后、政治失序、民生艰难。相反，中国多年来

一直保持经济稳健增长，成功避免了西方国家普遍遭遇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实现了经济快

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破解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与“稳定”难以兼顾的难题，成为迄今为止第一个以

非西方化的方式成功实现初步现代化的国家。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设定的发展路径和辉

煌成就，呈现出任何一个西方大国都不可与之比拟的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这使得全世界

在反思西方模式所带来的问题乃至灾难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赞扬“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

”，认清西方体制失灵、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新自由主义弊端，需要从“中国模式”中寻找解药良方。

中国在坚定自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以一种榜样性、展示性的姿态强化自身正当性的同时，也在对社

会主义实践经验进行概括的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所包含的普遍真理性

认识，为深陷危机的西方发达国家缓解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固有的顽疾和矛盾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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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探寻现代化发展模式提供重要的经验启示和理论参考。这表明人类文明新形

态不受文明类型和社会属性所制约的解决世界性现代化问题的理论启示，具有关乎人类未来的深远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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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is the achivement of the continuous fight of the

Chinese people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t is

the logical necessity of adhering to and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the

latest form of civilization demonstrating the superiority of socialism and pointing out the prospect

of socialism. In terms of its basis, prospect, orientation and significance to the world,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has distinctively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inheritance,

innovation, and universal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fully harness its strength, we must grasp its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properly.

Keywords: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traditional culture ;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 Spirit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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