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的百年探索

[摘   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使命，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

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核心要义。具体而言，这一百年的探索包括新民主主义时期萌芽的“工业化”、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探索的“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形成的“中国式现

代化”以及新时代实践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民主主义时期萌芽的“工业化”，主要是以新民主主义

革命推翻“三座大山”，为中国现代化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发展，

推进工业化进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探索的“四个现代化”，主要是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基础上

，实现从“以苏为鉴”到“走自己的路”的发展模式转变、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转变、从“

赶超战略”到“两步走”的发展战略转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探索形成“中国式现代

化”，主要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开创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顺利完成了中

国式现代化的“模式”转换。新时代实践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明确现阶段复杂的世情、国情、党

情“新”变化前提下，明确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现代化指导思想、以中国梦和“两

步走”战略为现代化总任务、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新时代走好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提供了科学指南。科学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丰富内涵，对我们坚定四个

自信，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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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梦想，是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要义。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不依赖外部力量，不照搬外国模式，而是始终把握发

展态势、锚定发展目标，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

易帜的邪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不断对重大时代课题作出科学回答。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成功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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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民主主义时期萌芽的“工业化”

现代化是 “一场社会变革”，但它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革，而是特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

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1]

。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民族独立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大民族，

只要还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排除民族压迫是一

切健康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2]

471-472

。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党和人民艰苦创业、艰辛探索，始终坚持把

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以国家独立、人民解放为目标，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探索出符合国情的

现代化道路。其内涵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

，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二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基础上，实现新

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推进工业化进程。

（一）中国式现代化核心——“工业化”

近代以来，实现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追赶世界发展潮流始终是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现实课题。

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关于“工业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一是“工业化”落后是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

的主要原因。二是“工业化”对新民主主义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毛泽东看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工业化创造前提条件。三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实现“工业

化”，建设“工业国”的总目标。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革命后的总任务，即“迅速地恢复

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

社会主义国家”[3] 1437。

（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前提

近代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是反对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之所以强调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重

要性，原因在于：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严重束缚中国生产力发展。对此，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

的任务”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

成工业国”[3]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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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四分五裂现状难以形成现代化建设的稳定环境。事实证明，长期战乱是造成近代中国落后的重

要原因。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提出的现代化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涉及现代化目标、方针、依据等多方面，初步

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轮廓。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理论是一个包含

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重目标的有机整体。经济现代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在特殊时期允许民族资本主义

的存在和发展。政治现代化体现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实践中表现为在陕甘宁

边区建设活动中实行普选制和“三三制”，政治建构中实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体和“民主集中制”

的政体。文化现代化主要表现为建立新型文化体系。第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路径。对于中国这样一

个经济文化落后且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实现现代化的根本还是要坚持独立自主方针，充

分利用内外部条件，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意味着历史课题的第一阶段任务胜利完成，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第二阶段任

务成为了党面临的新课题。新中国成立，意味着“一个拥有高度统一、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得以在

世界屹立，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得以确立”[4]

。纵观世界历史，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载体。从这个层面上讲，新民主主义革命为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创造了根本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由后发外源型向后发

内生型的转变。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探索的“四个现代化”

（一）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成立初，中国经济和社会处于十分落后状态。据联合国报告显示，中国直到1949年还是仅次于

印度尼西亚的最穷的国家[5]

 。对于工业化现状，毛泽东指出，“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

经济，这是落后的”[3]

1430

。如何改变经济文化落后面貌，实现经济繁荣发展，通过什么样的道路实现现代化，成为摆在党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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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面前的现实课题。

随着新中国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社会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

题，人民群众迫切希望快速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这使得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

改变原来设想，酝酿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大问题。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

制度在我国得以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尽管改革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

意的地方，“但整个说来，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深刻的社会

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6]

83。从现代化视域看，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深远意义，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进入新阶段。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现代化基本内容

毛泽东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吸取世界其他国家经验教训，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进行了艰难探索

，形成了符合中国发展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1. 在发展模式上，实现了从“以苏为鉴”到“走自己的路”的转变。实现现代化必然涉及一个核心问题，

即选择何种路径作为实践依据。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我国将“苏联模式”作为现

代化的基本路径。概言之，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重工业作为动力促进国家现代化的实现。

选择“苏联模式”主要基于：一是苏联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快速实现工业化，一跃成为世界上与资本主

义阵营抗衡的社会主义大国，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二是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围追堵

截，我国实行“一边倒”政策，在现代化路径的选择上就只能以苏联模式作为最主要的学习对象。然而

，“苏联模式”到了中国后却面临诸多水土不服问题，比如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地方及企

业自主性发挥等。苏共二十大后，引发了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思考，认为“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7]

6-7

。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思考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

题》等著作中。

2. 在发展目标上，实现了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转变。对于这一认识的转变，经过了一个长期

探索的过程。1954年6月，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

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8]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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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界定为“两个现代化”。同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

：“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

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9]

132

这是“四个现代化”的雏形，主要侧重于物质层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

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0]

116

。这是第一次较为完整地表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思想。总体而言，现代化道路是从传统农业社会

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工业化是其核心。

3. 发展战略上，实现从“赶超战略”到“两步走”转变。新中国成立初，党和国家领导人依据中国经济文

化发展比较落后的现实情况，对建设社会主义艰巨性和长期性有着较为理性的认知。1955年3月，毛

泽东清醒认识到：“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

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8]

390

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及“一五”计划超额实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盲目

赶超思潮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兴起，受这一思潮的影响，中国将超英赶美时间一再缩短，之后又提出了“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相继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践证明，忽视社会主

义建设规律及本国国情不但不能加快现代化步伐，反而会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和一系列社会问题。面对“

赶超”战略带来的经验教训，党和国家领导人重新思考中国式现代化战略问题。通过与苏联对比，毛泽

东认识到：“苏联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我们则差得更远。”[10]

124

如何选择新的现代化战略，关键在于科学判断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阶段，这是我国制定政策的现实基

础。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述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具体国情，提出

：“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

达的社会主义。”[10]

116毛泽东对中国发展阶段的科学认知为重新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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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

二代领导集体在批判继承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

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经典命题，开创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顺利完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模

式”转换。这一模式在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继承和发展。

（一）邓小平理论与现代化道路

1.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背景。20世纪80年代世界形势已发生显著变化，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实

现现代化关乎中国的前途命运。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作出“和平与发展是

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之判断，为我国现代化路径探索提供了有利契机。

改革开放前，由于长期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导致企业或个人缺乏创造性和积极性，整个社

会处于“短缺经济”状态。加之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社会必需品缺乏，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

降。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如果将1978年的贫困线划定在人均年收入100元以内，按照这一标准测算

，当时全国贫困人口规模为2.5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5.97%，占农村人口总数的30.7%，占世界

贫困人口总数的1/4[11]

。如何摆脱中国贫困落后面貌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当务之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终确立了改革

开放基本国策，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创造性地确立了衡量社会发展

的“生产力标准”[12]

。至此，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迈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初步形成。

2.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体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在现代化模式上走出了一

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谈及现代化问题，邓小平解释道：“我

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13]

237

由此可见，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国情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中国式现代化就其性质而言，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多次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逻辑，“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

‘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14]

138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将现代化、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统一起来并形成独特性体系，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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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中国现代化的方向，为社会主义发展增加了内在驱动力。

二是在现代化发展上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的目标。从现代化进程看，现代化是一个全面发展过

程。从现代化目标讲，党对其认识经历了从“工业化”到“现代化”的历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将

现代化目标正式确立为“四个现代化”。与之前相比，此目标确实是一大进步，但它仍偏重于社会经济

层面，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观念。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

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15]

362至此，“富强、民主、文明”正式被确立为我国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三是在现代化发展战略上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现代化目标确立后，以什么样的路径实现现代化成为

一个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现实问题。改革开放初，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遵循“两步走”战略，认为可在2

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随着对国情的认识，党的领导集体对实现现代化的长期性有了较准确的判

断。党的十三大充分肯定了邓小平的战略构想，并在党的文件中正式提出，这就为我国现代化目标制

定了科学的时间表、路线图。相较“两步走”，“三步走”战略有许多突出特点：一是具体化，将“三步走”

战略以国民生产总值等加以量化，更具可操作性；二是切合中国实际，注重发展渐进性。将现代化目

标划分为温饱、小康和基本现代化三个阶段，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度把控。

四是在现代化实现路径上实行了“改革”+“开放”双向驱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明确提出通

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改革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开放则是实

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关于改革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对其性质的确定和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两个

方面。即革命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有经济基础，改革同样是为了扫除发展生产力

的障碍。“三个有利于”标准排除了“左”的干扰，增强了改革信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排除了思想

阻碍。开放是基于历史教训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在“一球两制”共存的环境下，我们要谨防资本主义“和

平演变”图谋，发挥后发优势，加快现代化步伐。总之，“改革”与“开放”如车之两辙、鸟之双翼，二者

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综上所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形成作出了创造性贡

献，准确回答了社会主义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形成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

的理论等一系列理论成果，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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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个代表”与现代化道路

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发生了深刻变化，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

就国际形势而言，一是20世纪末东欧剧变使得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谷；二是随着冷战结束，世界格局

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和平民主力量发展壮大。三是美国依靠其强大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意图称

霸世界。面对中国的迅速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炒作“中国崩溃论”，

社会主义“历史终结论”，意图以此达到“分化”中国的目的。面临“工业化”和“信息化”双重任务，如何利

用外部机遇，发挥后发优势，是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重大挑战。

1. 现代化发展主体：以党的现代化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现代化主体对现代化目标、过程与结果意

义重大。对中国式现代化而言，党是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党能否保持先进性关乎社会主义发展大局。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时代课题，丰富和发展

了党的现代化理论。一方面明确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总目标，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出要

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

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6]

45

。另一方面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作为立党之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内在统一性，其中

先进生产力发展是实现人民利益的前提条件，而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物质和

精神文化需要。

2. 现代化目标：从“小康”到“全面小康”。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顺利完成了“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二

步。面对新形势，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虽然当

时我国人民的生活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但人均水平还较低，我们的小康还仅限于物质领域，精

神文明还有待提高，最重要的是地区、城乡等各个方面发展很不平衡。党的十六大上，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被确立为21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发展，

强调了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的有机统一，将中国式现代化推向了新境界。

3. 现代化内涵：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首次全面阐释了人

的全面发展思想，“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17]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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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理论上讲，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将实现人的

全面发展作为终极目标。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以来，人的全面发展始终未得到重视，这是由生产

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内涵，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新内

容。从现实情况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各种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日益凸显，成为阻碍中国现

代化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鉴于此，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精神文明的进步显得尤为迫切。实现人

的全面发展需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同向发力，“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动经济、文化

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17] 295。

综上所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时代课题，形成了一

系列现代化新成果，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与发展。

（三）“科学发展观”与现代化道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显著变化，也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发展不平衡及粗放型

经济增长方式制约着经济社会发展；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建设滞后加剧了社会矛盾等。这些问题的产

生迫切需要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新的现实课题作出正确回答。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

中央创造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实现了由经济发展为核心向人的发展为根本目的的转变。

1. 现代化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这是对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总结

。坚持“以人为本”是对“以物为本”的价值超越。凸显以人为本，回答了“依靠谁、为了谁”这一现代化根

本性问题。全面指的是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统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

满足全体人民需要。协调指的是统筹区域、城乡等各个方面，协调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

间的矛盾才能为现代化建设营造稳定环境。可持续发展是将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相统一，在实现现时

利益时谋求民族长远未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根本方法在于统筹兼顾，统筹各方利益和关系，使社

会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

2. 现代化内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党长期追求的理想。党的十

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将“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18]

286

。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政治命题。2005年2月，胡锦涛在省部

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全面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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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社会”理论，并将其归类于“社会建设”范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基于中国现代化总体战略布局

提出的，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3. 现代化战略：“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明确将“社会和谐”与经济更加发展等共同作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17]

542

，完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布局从“三位一体”向“四位一体”转变。2005年2月，胡锦涛第一次明确提出“四

位一体”概念。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而奋斗”[19]

671

。这是党的文件中首次将现代化战略目标由“三位一体”发展至“四位一体”，并把“和谐”作为我国现代化

建设目标之一。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20]

9

。这就将“四位一体”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统一于现代化建设中来，并对四个方面内容进行了全面部

署。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中蕴含的现代化思想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深化，科学发展观将“以人为本”

作为现代化发展核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现代化理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中

国共产党人在解决自身现代化问题方面进入了新的阶段。

四、新时代实践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面临着复杂的世情、国情和党情，深刻把握现阶段国情是理解“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前提。一是世情“新”变化。国际秩序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是大变局

的首要动向。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国际秩序和力量相比，新兴国家崛起使国际格局发生重大

变化，曾经的“西升东降”发生逆转。二是国情“新”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本质上就是彰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时代，就是中国实现强起来的时代”[21]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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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基础上，开启新的征程。三是党情“新”变化，党面临“新”的赶考

路。如何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始终使党走在时代前列，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是党走好新时

代“赶考路”的重大现实课题。

（一）现代化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个政党在一个时期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一代领导人在一个阶段要解决的时代课题，都是由当时的时

代要求和人民愿望决定的”[21]

15

。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经过艰苦卓绝斗争，实现了中华民族从“醒过来”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础，这一伟大任务的实现离不开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指导；改革开放以来，

在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指引下，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

伟大飞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开创奠定了物质基础；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关

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

主

义现

代化强国

，建设什么样的长

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

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22] 

等时代课题。这一科学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思想指南，也必将引领我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二）现代化总任务：中国梦与“两步走”战略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梦与民族复兴统一起来，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23] 

“中国梦”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历史、理论和现实依据。就历史而言，中华民族曾对世界文明做出过不

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以民族复兴为己任，中华民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理

论而言，中国梦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理论成果，与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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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相承。中国梦作为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延续，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继承。现实而

言，以中国梦这一通俗易懂概念向国内外阐述中国现代化目标具有一定现实性。从世界话语体系看，

可向世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从大众话语体系讲，可让人民更好理解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自

觉将个人梦想与国家发展相结合。

新时代，我国在深化改革、脱贫攻坚、环境治理、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从党的十九

大到党的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又要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党的二十大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行了“两

步走”的战略安排。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最后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两步走”战略安排。这一战略安排有两个方面特征：一是将本世纪

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提前15年完成；二是明确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作为2050年新的目标。从现代化一般经验看，已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多数经历了工业

革命以来的近300年时间才渐次实现。对中国而言，我们要用较短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

代化历程，难度可想而知。

（三）现代化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一个有序、健康的社会有其自身内在结构和运行规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毛泽东就强调我们所建设的国家是一个包含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的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其方式、布局进行了探索，但主要偏重于重工

业。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起初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布局是“一维”的。党的十二大报告

中系统论述了“两个文明”理论。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

这一全新概念，并初步确立了我国现代化总体布局，至此，“三位一体”新布局正式形成。党的十六大

将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与物质、政治、精神文明相结合，确立了经济、政治、文化“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社会建设”写入党的政治报告，至此“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随着生态

问题日益凸显，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正式确立了“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总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从“一维”发展至“五维”，主要在于党在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中对社会有机体及其运行机制有了深层次提升，也反映出党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执政理念

方面逐渐完成了“革命”“建设”到“现代”的转型，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认知。“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体现了生产力尺度与人的尺度的统一，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路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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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一体”是从总体性高度认识社会主义布局问题，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宏观把握；“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是针对总布局中主要矛盾提出的。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提出“

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三个全面”。2015年2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依法治国在全局中重要性时，首次将“四个全面”定位为党中央的“战略布局”。“‘四个

全面’这一战

略布局，统一于民族复兴

的伟大梦想，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

”[24]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发展目标，此目标的实现意味着民族复兴向着更高层次迈进。全面深化改革是

发展动力，通过改革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可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

物质保障。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可使国家和社会

生活有序运行，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治国理政的根本保证，实现民族复兴中

国梦的关键在党。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只有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勇于自我革命，不断提升应对风险挑

战能力和水平，才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要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包含着这一主

题，并注入新的内涵。当前我们已“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

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25] 

。因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被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新目标所替代，并成为当前党和国

家所面临的新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本质要求、重大原则和战略布局进行

了系统、全面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如何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现实

课题，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何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时代

课题，为新时代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南。

五、结语

党的一百年，是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带领中国人

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的一百年。党始终将民族复兴作为奋斗的历史主题，历

经四个时期，在坎坷与曲折中成功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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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是一条“多重维度力量在实践中的非线性耦合”[26]

的“并联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由后发被动外源向后发主动内源的转化。实践证明，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

可以“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

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22] 

，而且还可以向世界证明，自己的道路走得对、走得通，也一定能够走得稳、走得好。党带领中国人

民成功走出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

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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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UN Zhenwei

 

Abstract: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 century-long struggle,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the core part for completing this historical mission. Specifically, this one-hundred-

year exploration includes the ' industrialization ' that sprouted during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the ' four modernizations ' explored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 Chinese modernization ' formed during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the '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practiced in the new era.

The " industrialization " that sprouted in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was mainly about

toppling the " three mountains " to create a soun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or China 's

modernization, and on this basis, realize China’s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its industrialization. The " four modernizations " explored in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was mainly about 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model based on the completion of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and switch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following the Soviet Union" to " taking its own road ", from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

industrialization " to " four modernizations, " and from " catch-up strategy " to " two-step "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 Chinese modernization " formed during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as mainly about creating a Chinese path of

modernization,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ocialism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us

successfully completing the " mode "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practiced in the new era provided a scientific guide,pointing out new changes

around the complicated world, the nation, and the Party, and upholding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s the overarching guide, making the Five-

Sphere Integrated Plan and the 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 as the overall plan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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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zation. A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t each historical stage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us to strengthen the

four self-confidences and better embark on a new journey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Spirit of the 20th CPC

Nation Congress ;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 four confid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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