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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刘伟 

关于“现代化”，学术界并无公认的定义。考虑到人类社会生产方式

的变迁从根本上是与社会生产力性质和运动形态的变化相适应的，我们应

首先从社会生产方式变迁的自然形态上来理解“现代化”。从人类开启现

代化进程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诸国和美国等国家先后以资本主义制

度为制度基础，以工业革命及其不断深化为发展内涵，率先进入现代化国

家序列。而后发展中国家都把欠发达的原因归结为现代工业的落后，进而

把工业化作为发展的中心内容，以实现以工业化为基础和核心的产业现代

化及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欠发

达经济体，无论是继续深化现代化并保持领先，还是努力赶超并尽快实现

现代化，在经济发展上都是以现代化的农业为基础，以现代化的制造业为

支撑，以现代化的服务业为引领，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和赶超，包括现

阶段的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经济信息化、智能化以及绿色发展等，

都是在这一现代化的发展逻辑结构下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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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进程开启于西欧，是以从农业社会向工

业社会转变为开端和核心内容、以产业革命为基础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

并不仅仅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也不仅仅是一个从农业

农村传统社会向现代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巨大转变，而是以此为基础的

一种新的文明状态的逐渐形成、确立、发展和深化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

过程不仅包括经济结构和科学技术的质态转型升级，而且包括政治、社会、

文化、价值、道德等多方面的革命性转型。现代化的制度基础最根本的是

社会生产方式，或者说作为经济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进程，其具体的实践过程则是由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实践构成。现代化的先行国是以资本主义制

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机制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方式，因而其资本主义制度的

建立与市场化是一致的，并且这种市场化的培育又与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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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转型的历史变迁相统一。但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需要一系列制度条件和

发展基础，而这些制度条件及发展基础在历史上首先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建

立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的，而且这是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一直到 20世纪欧

美各现代化先行国遵循的唯一发展模式。这就形成了认识现代化与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制度关系的历史误区，形成了所谓资本主义私有化加资本主义

自由竞争的市场化等于现代化的实现途径的传统。这一传统在后来资本主

义发展历史上由于种种危机特别是 20世纪 30年代大危机的发生而受到质

疑。总结已有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和理论探索，我们可以得出一些重要启示。

第一，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程史上最深刻的历史变迁；第二，现代化的经

济实现机制是市场与政府的统一；第三，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本质在于

经济结构质态的升级；第四，现代化是由工业文明和不断深化的产业革命

推进的生产社会化进程，但绝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明确提出，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

平同志首次提出“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随着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入新阶段，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领全国人民在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中取

得了历史性成就。习近平同志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入系统地阐释了中国

式现代化并作出了总体战略安排：一是高度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

二是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三是系统部署了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体战略安排；四是旗帜鲜明地明确了全面建设社会主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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