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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战略步骤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

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个特征自身内涵丰富,并且有着对应的经济意蕴。中国式现代

化经济发展的提升路径有两个主要方面,坚持中国特色以及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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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ategic step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ave chang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f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re the modernization of a huge popula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the peopl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oordination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aking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These five characteristics are rich in their 

own connotations and have corresponding economic implications. There are two main aspects to the 

improvement path of Chinese-style economic development, adhering to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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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

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1]。中国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就确立

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也就是后来的“三步

走”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于

是,在原有的三步战略中,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更加细致更加

明确的目标。那一年是2017年,三步走的步骤具体化为两步走：

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

世纪中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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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遵循客观发展规

律,这是我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基于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

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依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扎根中国实际,对中国式现代化所作出的科学判断,是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指南。 

1 从经济维度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

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党的二

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即中国式现

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3]。 

1.1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1.1.1我国的基本国情 

人口规模巨大是我国要实现现代化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国

家领导人指出：“我国14亿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其规模

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在人

类历史上是一件有深远影响的大事。”将早一批实现现代化国家

的人口规模相比,和中国的10亿级规模有很大差别。从世界现代

化历史进程来看,在人口规模如此巨大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在

世界历史发展史上,是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因此,只有立

足我国的基本国情,联系我国实际,才可能创造出一条适合人口

规模巨大的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方式。区别于为资产阶级这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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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谋利益的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坚持实现现代化“一个都不能少”,让14亿多人整体迈入现

代化[4]。这不仅是对不同国情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探索出一条创

造性道路,也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 

1.1.2经济意蕴 

国家领导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始终从国情出发

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保持历

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 

由于人口规模巨大,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各种

问题。第一,在企业与工厂的规模和数量合乎中国发展状况的同

时,需要工作的人口数量极大于企业工厂所需。此时部分务工人

员由于企业与工厂工作人员饱和,而没有合适的岗位与工作。第

二,人口规模巨大,会导致教育不公平或者人才结构不合理现

象。我国各类人才稀缺,特别是新兴产业部分缺乏领军人物以及

专业研究团队,导致我国遇到众多“卡脖子”问题。第三,由于

人口规模巨大,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首先解决巨量人口的吃饭、

穿衣问题,必须广泛惠及民生。对于偏远贫困地区,需要因地

制宜的具体方案来解决问题。实现人数10亿级规模的现代化,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且复杂的任务。我国必须从人口规模巨大

和农村人口居多的特殊国情出发,作决策、办事情,实事求是,

稳步推进。 

1.2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1.2.1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早期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只注重少部

分人的利益即资产阶级的利益,无视或者很少重视其他阶级的

利益,导致出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阶级两极分化现象这并

不是真正的现代化,而是一种片面的、区域性的、尚未完全惠及

所有阶层的现代化。如果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出现在中国,那么

基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后果不可想象。因此,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鲜明特征。中国必须在学习西方现代化过程的同时,看到西方国

家现代化过程所存在的问题,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结合中国国

情,按照中国自己的方法与道路进行现代化进程。 

1.2.2经济意蕴 

中国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件艰巨的任务。中国式

现代化面临着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地区发展差异明显、城乡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并且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和可能出

现的固化趋势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本质要求的背离[5]。国家领

导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缩小我国收

入分配差距、平衡各地区与城乡发展差距上,有了巨大进展,“我

国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打赢了人类历史

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了坚

实基础。 

要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中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的特征

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一切经济体

系的创新与改革,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坚持以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现代化建设中确保生产资料

为绝大多数人而非为少数人所掌握,激发现代生产的活力与

效能[6]。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保障共同富裕的生产与分配形

式,我国符合国情的经济制度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 

1.3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1.3.1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也是人的全面发展。这主要涉

及两个方面：一是人自身文化道德素质达到现代化标准。二是

人民生活方式达到现代化标准。中国式现代化从人民生活达到

小康水平起步,目标是人民生活富裕[7]。国家领导人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

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中

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有富足的物质条件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还要有富有的精神文化对人民群众进行精神文

明建设。 

1.3.2经济意涵 

人民的物质条件富裕有这几个方面。第一,收入水平大幅提

高,这是最基本也是最明显的物质富足特征；第二,社会保障基

本实现全民覆盖；第三,城乡发展差距减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第四,居民消费结构提升。人民的精神方面富有有这几

个方面。第一,受教育机会增多；第二,文化繁荣与开放；第三,

人民道德素质明显提高。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

现代化中国,就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

性和创新性发展,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 

1.4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4.1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国家领导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

同体”,如果无休止地对自然索取、破坏,那么必然会遭到自然

的报复。西方国家在早期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造成了环境污染、

资源枯竭等问题。这样的现代化是以牺牲后代福祉、无法可持

续发展的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推

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同进行的新型现代化方式。在党的生

态文明建设规划时间表中,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之时,努力达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的阶段性目标。到二十一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时,我国将迈向生态文明

建设新阶段。 

1.4.2经济意蕴 

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说明全球范围内能源及产

业发展低碳化趋势已经形成,说明我国开始建立以可再生能源

为主导、多能互补的能源体系。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经济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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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力配合。积极推动技术创新,充分调动科技、产业、金融等

要素,推动能源变革,将绿色发展之路走得更远更好。 

在经济方面,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要贯彻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要以绿色为向导,推动绿色生产方式、绿

色生活方式等发展。 

1.5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1.5.1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 

和平与发展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和平是发展的前提,

发展是和平的保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当今时代主题契合,

以“和平发展”为主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机

遇与挑战。 

1.5.2经济意蕴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逆全球化思潮、单边主义、保护

主义抬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面对前所未有的世界变化,中国

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以大国情怀和大国责任感,

将本国发展与世界和平统一起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强大

力量。近10年来,我国经济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动力。从倡

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到积极参与全球治

理体系变革,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一贯以实际行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

同发展,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具体体现。 

2 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提升路径 

第一,坚持中国特色。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

际相结合。提升经济发展,要有正确的理念与指导思想。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推动现代化经济发展中,中国共产党肩负

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三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也要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中

国式现代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8]。 

第二,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

正确认知实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发挥实体经济在经济高质量

发展中的关键作用[9]。要稳定制造业在中国产业中的比重,提高

制造业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培养相关领域优秀人才,学习发达国

家技术,吸取发达国家教训。在面临“卡脖子“技术问题时,拿

得出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相关技术产品。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五个特征,看似很简单,但是

却和国家的各个方面息息相关。这五个特征之间相互关联,相互

影响,缺一不可。每一个特征都有自身独特的经济意蕴。在独特

的经济意蕴背后,是国家发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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