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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西比较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 

特征与主要着力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化

目标和内涵不断拓展和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提

出，是立足新时代我国发展阶段、环境和条件，对

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升华和战略安排，具有重要

的历史、理论和现实意义。未来，全面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需特别把握发展、创新、开放、安全四大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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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西比较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与主要着力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中国成

立以来，现代化目标和内涵不断拓展和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是立足新时代我

国发展阶段、环境和条件，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升华和战略安排，具有重要的历

史、理论和现实意义。未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特别把握发展、创新、开放、

安全四大重点。 

一、中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历程进程 

（一）中国式现代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1.新中国建设时期——“四个现代化”目标逐步形成 

建国初期，工业化就成为我国现代化的主要目标。1952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 679.1 亿元和 119 元。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过半，工业

体系以初级轻工业为主，重工业基础薄弱。为改变贫穷落后的农业国面貌，1954 年，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要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四个现代化”目标逐步形成。在深入理解科

学技术对促进生产力发展重要性的基础上，我国于 1964年首次明确提出了发展现代化

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和“两步走”战略目标。在

“四个现代化”目标引领下，我国逐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取得了多项重大

科技突破，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腾飞打下了重要基础。 

2.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和内涵不断完善 

改革开放初期，“小康”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基于中西发展差距与我

国人口多、底子薄的特殊国情，1979 年 12 月，邓小平开创性地将四个现代化目标进

行量化，提出争取到二十世纪末，人均 GDP达到 1000美元，邓小平把这个目标称之为

“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即“小康之家”，并计划分步骤实现。由此，我国逐步构

建起从温饱到小康再到现代化的经济发展蓝图（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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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和内涵不断拓展。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先

后提出“两个一百年”现代化战略目标，十七大提出了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战略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更加清晰。同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涵也

不断丰富。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

的十七大、十八大增加了“和谐”，更加注重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共同发展。 

3.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迈向新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时代，现代化建设有了

新目标新要求。十八大提出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并将这新

“四化”作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途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代化目标从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等物质基础

层面上升至上层建筑层面。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现代化之路作出了两阶段安排，即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从 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

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党的二十大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迈入了新征程。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正式迈入了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进军的新征程。党的二十大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并深刻、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本质要求。 

（二）西方现代化是历经数百年的长期历史过程 

西方国家的近代工业化和现代化启动时间较早，始于公元 1500年前后开始的近代

文艺复兴，其在数百年的发展进程中为人类文明进步及现代化事业起了一定的推动作

用。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思想解放阶段。文艺复兴帮助欧洲挣脱中世纪封建神权对人精神思想的奴役

与禁锢，17、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带来新时代理性的曙光。两次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宣传

自由、平等和民主，对未来的社会蓝图进行展望和描绘，用理性启迪人民。西方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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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发展，是对其传统思想否定、扬弃和升华的结果，为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作

了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表 1：各时期现代化目标与战略 

历史事件 现代化目标和战略 具体内容 

过渡时期总路线 工业化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

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两步走”战略实现

“四个现代化” 

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

业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中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

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邓小平提出 

“小康” 
分步达到小康水平 

第一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 20 世纪 80 年代翻一番，达到 500 美元；第二

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到 20 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 1000 美元，达到小康水

平。第三步，在 21 世纪用 30年到 50 年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大

体达到 4000 美元。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

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步走”战略达到中

等发达国家水平 

第一步，1990 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

题；第二步，到 20 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

平；第三步，到 21 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

次全国代表大会 
“两个一百年目标” 

第一步，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使人民的

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步，再经

过十年的努力，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

度更加完善；第三步，到 21 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

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

次全国代表大会 
“小康社会” 将第一个百年目标界定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的高水平小康社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将第一个百年目标调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和谐”同“富强、民

主、文明”一起写入了党章。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

次全国代表大会和

十八届三中全会 

新“四化”以及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 

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 

新“两步走”战略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一个阶，从 2020 年到 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 2035 年到 21 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

化的基础上，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二是工业化阶段。18 世纪 60 年代和 19 世纪中期以英国、美国为中心的两次工业

革命，推动技术进步持续加速，实现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升。根据西蒙·库兹涅茨的

观点，现代经济增长依赖于有用知识的增长。两次工业革命创造的通用目的技术成为

西方国家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基础，助力西方国家摆脱“马尔萨斯陷阱”
1
，拉开和

                                                                 

1 指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源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

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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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综合国力差距。1850年仅占世界人口 2%的英国，生产了世界上大约一半的工

业制成品。美国从 20世纪开始逐渐掌握了全球基础科学和技术创新的主导权，至今经

济总量位列全球第一。 

三是殖民扩张阶段。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沃尔特·米格诺罗指出，殖民性是西方现

代性的黑暗面，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对外侵略和殖民的“血腥”历史。西方

国家通过工业革命建立起绝对的技术优势，技术权力的扩张、工业和机器生产对于资

源的需求增多带动了国家间关于资源的争夺，由此开启了西方国家对全球的殖民统治

时期。从原始积累时期通过圈地运动剥削农民，到机器大工业时代剥削工人；从寻找

新大陆、建立贸易据点，到大规模殖民、建立跨洋帝国。数百年间，西方国家在现代

化过程中加速殖民化进程。1800 年欧洲人占领和控制了世界陆地面积的 35%，到 1878

年上升到 67%，1914年超过 84%。 

四是修正转型阶段。马克思指出，前现代的传统社会是“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

产方式”，而现代社会总是寻求“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

的不安定和变动”。资本的增殖、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和科技创新，是现代社会

发展的本质特征。20 世纪末以来，随着西方世界内外部矛盾的不断凸显，西方国家的

现代化进程面临转型和修正。一方面，以资本为中心的本质导致长期以来的贫富差距

悬殊、资源环境瓶颈、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没有根本性转变。另一方面，21 世纪初以中

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壮大，正在改变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局面。虽然西方国家

通过健全法律体系、完善社会体制、推动科技产业升级等手段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

但是也试图利用其发达的技术垄断、金融霸权和军事强权地位进一步保护资产阶级的

核心利益。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历经数百年时间，对全球经济发展和进步起到了一定的积

极作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衍生的市场化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国际经济、外交、管

理和金融体系在对于历史阶段具有进步性。区别于我国现代化进程时间短、任务重，

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本质上是长期渐进、自然而然的历史过程。但是，西方现

代化发展也暴露出一系列弊端和矛盾。因此，西方国家虽然是现代化的先行者，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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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现代化的范本，更不是衡量现代化的标准尺度。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深化，

需要从本质上把握中西方现代化的特征和区别。 

二、从中西比较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西方的现代化虽然包括了消费形态、社会经济模式、国家上层建筑、个人偏好、

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但其实质是资本逻辑支配下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开创过程。

经过数百年发展演变，西方现代化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在此过程中也通过对外

殖民血腥掠夺、对内残酷阶级压迫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 

而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经过漫长的摸索和实践，逐渐开创出一条符合

本国国情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是对旧有的西方

现代化模式的扬弃，也是扎根中国历史现实、立足中国基本国情的深刻总结。从中国

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来看，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存在本质区别。 

（一）国情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实现现代化面临的基本国情有很多不同，最主要的有

两点：一是发展水平较低。我国人均收入、城镇化率等现代化指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

有一定差距。2021年，我国人均 GDP为 12551美元，接近于上世纪 80年代末的美国，

90 年代初的德国、法国、日本。我国人均 GNI 为 12441 美元，接近世界银行设定的高

收入国家标准（12695 美元），但距离中等发达经济体门槛尚有很大差距
2
。2021 年末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64.72％，较高收入经济体的 81.3％仍有 20 个百分点的空

间。二是人口规模大。中国是世界上第一的人口大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截至

2021年，我国人口总数达到 14.1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18%，是美国的 4.3倍、欧

盟的 3.2倍、日本的 11.2倍。我国人口规模比目前世界上所有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

地区人口总和的 1.5倍还要多。 

与已实现现代化的经济体相比，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具有特殊含义。一方

                                                                 
2 按照高善文（2022）的测算，将发达经济体按人均 GDP 分为高、中、低三组，以中间组的下限即 33%分位数

作为中等发达经济体的门槛，则这一标准约在 2.3-3.2 万美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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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人口规模庞大决定了实现现代化的难度更大。14 多亿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

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表 2）。但由于幅员辽阔、资源匮乏、地区城

乡发展差距较大以及内外部环境巨变，使得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难度将超越以往的所有

西方国家。另一方面，人口规模庞大也蕴含着实现现代化的强大动能。巨大人口规模

将带来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丰富的人才资源和强劲的发展动能。2021 年中国保持全球

第二大消费市场的地位，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6.83万亿美元，约为美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7.4万亿美元）的 92%。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保持世界第一，2021

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为 158.6 万件，同比增长 5.9％；授权发明专利 69.6 万件，

同比增长 31.3％。 

表 2：部分国家开启现代化时间和人口规模 

国家 开启现代化时间 人口规模 

英国 十八世纪中页 3500 万左右 

美国 十九世纪初 1 亿左右 

日本 十九世纪中页 4500 万左右 

中国 
1964 年-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 7.05 亿 

2022 年-中国式现代化 14.1 亿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二）价值取向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

质要求 

从历史进程来看，西方许多国家走过的现代化始终围绕着为资产阶级服务，导致

在其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无法很好地解决“两极分化”问题。后来，随着社会矛盾不断

加剧，资本主义开始吸收部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推行工会、医疗保

障、假期以及普及高等教育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富差距持续拉大问题。比

如，德国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北欧社会的高赋税高福利制度和免费国民教育政策、

美国的间接税制度等都成为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但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一直由精英群体主导，政治运作着重维护资本家的利益诉求，“两极分化”问题的解

决多为修正手段。近年来，绝大多数普通民众不仅没有从国家经济增长中获益，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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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困境中长期受损。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黑夜站立”运动

以及英国脱欧等，都是人们对这种现象不满和愤怒的集中表达。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

所报告指出，自上世纪 60年代以来，除去通货膨胀因素以后美国最低工资实际降低了

30%，美国高收入家庭获得了持久的财富收益，最富有的 1%人群财富增长 35%。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调现代化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

共同富裕。一方面，我国的共同富裕坚持把发展放在首要位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实现了国民经济腾飞，GDP 总量

跃升为全球第二，人民生活也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

越，人均 GDP 从 1978 年的 385 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8.1 万元，成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

行列。另一方面，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切好分好”的问题。

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实施脱贫攻坚战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2020 年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十九大以来，中央对实现共同富裕又作出了全面擎画和系

统设计，明确了通过市场化、法制化手段的改革和调整，加快推进共同富裕。这与改

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并最终实

现共同富裕”是前后一贯的。实际上，过去十年，我国在解决贫富差距方面已经取得

了重大进展。2012-2021 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由 2.88 倍降至 2.5 倍，居民收入基

尼系数由 0.474降低到了 0.466。 

（三）发展理念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注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

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以及商品、利润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是，在资本

利润最大化驱动下，西方现代化发展过程伴随着对物的高度依赖性。资本主义发展初

期的工业化，在推动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的同时不断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获取最大

的利润，资本成为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工具。此外，受发展理念的束缚，西方式

的现代化道路也呈现出人与自然割裂的显著特征（图 1）。据英国《泰晤士报》数据，

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欧盟占全球资源过度使用的 27%和 25%，对过度使用自然资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18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