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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由来与发展进程

商志晓  梁 举

摘要： 全景式考察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发展，既要看到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时序

延展，也要回望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现代化走向。把中国式现代化置于近代以来承续

衔接的整个历史进程之中，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源出于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期间中华民族为摆脱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而进行的艰苦抗争和曲折历程，肇始于新中国的诞生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朝向

“四个现代化”目标探索前进，崛起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足发展，成熟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路径遵循与世界影响得以充分彰显。从回顾和展望

的长视域看，中国式现代化正历经两个依次联通的“一百年”，已呈现出从盲从到自主、从被动到主动、从后

发到引领、从跟进到创新、从自救到利他等一系列规律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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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华大地上的孕育、累积与生长，既深受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波及与影响，更因于

自身从萌芽到成长、从孱弱到强盛的奋争与追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

展了中国式现代化。”①这告诉我们，中国式现代化走过了依序衔接的若干时间节点，经历了一脉相承

的不同发展阶段，直至今天，已然创造崭新道路、取得丰硕成就、形成鲜明特色、标注历史高度。把握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我们不仅要看到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时序延

展，也要回望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现代化走向，惟其如此，才能够全景式、全链条

地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表现与演进，厘清并深入探究由“中国现代化”②（亦称中国近代化）提升至“中

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必然与发展路径。

一、中国式现代化源出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

进行的艰苦抗争和曲折历程

中国现代化在 19 世纪中叶因西方列强的入侵而被动启程，中华民族由此被裹挟进世界现代化潮

流之中并开始了对现代化方向与道路的探索追求。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多年间，近代中国

的主要任务是救亡图存，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为独立自主推进现代化建设创造必要前提和基本

条件。历史证明，不从根本上摆脱作为西方列强现代化“附庸”的地位，不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性质，任何现代化的努力都将无所作为。为了完成清除现代化路障、求得民族独立自主发展的历史任

务，中华民族上下求索、艰苦抗争，最终由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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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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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以区别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启程的“中国式现代化”。本文中的“中国现代化”一语，多在此特指意义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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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为中华民族在真正意义上推进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一）中华民族不自主地被裹挟进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之中

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到现代的一种进步状态和发展进程，一般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

深刻变化。现代化关联着工业化、资本化、市场化、城市化等诸多方面，其中工业化是其本质与核心。
现代化意味着“全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

文明”①，既是人类社会谋求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又是世界各国文明演进的基本方向。从人类历史

发展情况看，现代化具有“世界性的弥散和扩张性质”②，与以往各民族在彼此孤立和隔绝状态下进行

的变革不同。而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看，现代化由西欧资本主义强国开始，通过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渐

次扩展到其他地区。根据起步时间、启动方式与发展程度的不同，现代化国家和地区大致可划分为

“先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两种类型。前者因内在因素的生长积累而自我推进，后者则由外部力

量的激发拖拽而被动开启。如此看来，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无疑属于后者，而且从一开始就被资本

主义列强视为现代化的附庸和殖民地目标。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无比灿烂的农业文明和影响深远的文化成就。1840 年，中国被列强用坚船

利炮打开国门，从此开始了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屈辱历程。彼时，中国依然延续传统的农

业生产，而西方由科技革命引发的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进行，机器生产逐步代替工场手工业成为占主

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依然占支配地位，而西方的商品经济依靠殖民扩张已经

远播世界各地。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中国被西方列强裹挟进资本主义体系和世界市场，在完

全被动状态下踏入世界现代化潮流之中。
与西方国家自主独立开启现代化的模式不同，中国与世界现代化从接触伊始，便伴随着全面深重

的民族危机。战败之后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严重损害了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西方资本与

商品经济模式的强行输入，使古老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步瓦解；传统社会中中华民族赖以安身

立命的儒家文化也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陷入严重危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逐步加深。由

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从近代开始，中国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境地，挣扎在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中。
（二）中国人民为摆脱现代化附庸和殖民地状态而顽强抗争

现代化对中华民族来说是全新事物。强行输入的现代化，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

击。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强抢豪夺，中国人民从短暂的茫然中醒来，痛彻感悟到，唯有敢于抗

争方可保国保种。中华民族需要现代化，但绝非是作为帝国主义附庸的现代化；中华民族需要融入世

界，但决不能以殖民地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为摆脱现代化附庸和殖民地状态，中国人民在饱受欺压

和凌辱的同时，始终不间断地进行着艰苦的斗争和顽强的反抗。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

反抗外来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史。
中华民族早期的现代化追求，始终与救亡图存和谋取独立自主相互交织。鸦片战争的失败，让中

华民族不得不打破迷梦，睁眼看世界，在对西方与自我的双向审视中寻找定位，在面对失败与保持尊

严的双重抉择中艰难前行。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太平天国运动，因处于新的历史方位而具有了反抗

帝国主义压迫的性质；本已成为历史发展阻力的地主阶级，却因其主导洋务运动谋求民族自强，而开

启了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先河。随后，资产阶级的变法与革命，无论是短期就流产的君主立宪还是被挖

掉实质内核的民主共和，均探及制度层面以求挽救民族危亡。这一切的努力，虽没能完成救亡图存和

民族独立的使命，但也阻抑了中华民族滑向殖民地深渊的脚步；虽没有根本改变“被客体化”的民族命

运，却也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被鲜明标注。

①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景跃进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1—4 页。
②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年，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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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摆脱现代化附庸和殖民地状态的顽强抗争过程，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标示着中华民族对

现代化的追求经历了一个由盲从盲目到逐渐自觉的过程。对现代化或现代性的认识是现代化实践的

内在环节，而人类认识的规律总是遵循着从现象到本质、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思维路径。
中华民族在挽救民族危亡的主旋律之下开展的现代化实践，一方面反映出我们对现代化的认识在不

断深化，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我们对现代化追求及其阶段性作为的循序渐进把握。中华民族从“器物”

到“制度”再到“文化”的现代化认识与现代化追求，每一步都凝聚着顽强抗争精神，同时也伴随着血与

火、生与死、进与退、顺与逆的严酷考验。
（三）中国现代化在近代历史进程中的悲苦姿态与艰难境遇

“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历史境遇，决定了中国现代化不可能像“先发内生型”国家那样，经过现代

化因素的历史积累而从容展开。外部逐渐加深的殖民压迫与内部日益腐朽的封建统治的叠加，成为

中国现代化前行的最大障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启动的前夕面临过如此严峻的形

势。”①中国并不是被设定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同等地位的独立国家，而是从一开始就被当作

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另外，封建势力的异常强大，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的根深蒂固，加上系统

完备的制度支撑和儒家意识形态的文化支持，使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极为稳定，即使遇有外部力量冲

击，其自身转变也需要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因此，一方面是对深重的封建性因素的固守，另

一方面是现代化因素的骤然激发，构成中国现代化伊始的矛盾对立和任务交叉，即“师夷”与“制夷”相

互交织、救亡与启蒙一并推进。
在如此艰难境地中启程的中国现代化，注定是酸辛的。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一次次失败带来

的是自尊心的挫伤和自信心的丧失。孙中山以毕生精力带领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帝制、缔造共和、改

造政党、联俄联共，为追求民主共和与民族独立呕心沥血，最终仍是抱憾而去，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

志仍须努力”的遗愿。孙中山曾描绘过他心目中“发奋为雄”的中国现代化，不仅是船坚炮利的工业现

代化，还是“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

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②。遗憾的是，孙中山没能在有生之年见到他设想的中国的模样。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 80 年间，中华民族对于现代化的追求是真诚的、努力的，同时也是悲苦

的、艰难的。无论是地主阶级洋务派，还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在其能够发挥作用

的一定历史阶段自主探索中国现代化方向与路径的努力是积极的、可贵的，但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

终究未能也难以履行那个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不得不带着屈辱与不甘依序黯然退出历史舞台。这

意味着必须有一种新的政治力量担当历史重任。中国现代化在近代历史进程中的悲苦姿态与艰难境

遇表明，只有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中国现代

化才能真正获得独立姿态和自主地位，才能摆脱悲苦形象和艰难处境。这是历史的呼唤，也是中华民

族历经磨难之后的唯一出路。
（四）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斗争谋取独立自主现代化的根本社会条件

“后发国家要成功地启动和推进现代化就必须形成强行启动和推进现代化的独特条件”③，其中

至为关键的是必须拥有坚强有力且有强大动员能力的政治团体。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的中

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党的二大制定的“打倒军阀除列强”的最

低革命纲领，直指中国现代化前行的障碍，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

了科学指南。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伟大成就，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211 页。
② 孙中山：《建国方略》，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4 页。
③ 孙立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剖析》，《中国社会科学》199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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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社会的历史，为中华民族独立自主推进中国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锻造出一个强大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现代化跃上新的平

台、真正开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准备了主体力量，而且，在几十年革命斗争实践中，亿万人民

群众向往新生活的热情被充分激发，形成了推进现代化发展提升的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早在革命

战争年代及局部执政时期，就认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性，如 1934 年提出苏维埃政府要实行“国家工业

化”的政策要求。毛泽东认为，工业是“最有发展前途、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①，

在党的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明确提出要把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这样一些与现代化发展

密切相关的认识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起步奠定了思想

基础。
历史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自鸦片战争起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完成，中国现代化（亦称

中国近代化）在艰难曲折中走过百余年历程。中华民族在此时期的现代化追求，可谓是“现代化在中

国”，而尚未进入“中国在现代化”的实质性推进阶段。这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在这

一时期，为抗拒被纳入资本主义现代化体系，摆脱被殖民的命运，各种政治力量以诸多方案和诸种努

力轮番登场，但却始终未能让中华民族踏上现代化发展的正道坦途。这一阶段呈现的基本特征是：中

国进入到现代化潮流之中，同时又被抛却在这一进程的主流之外；中国身处世界现代化背景之中，自

身却仍远离现代化，更未获得现代化的实惠利益。

二、中国式现代化肇始于新中国的诞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

朝向“四个现代化”目标探索前进

一个艰难的淬炼过程，铸就了中华民族遇强仍坚、遇危仍韧的奋争精神。中华民族是不幸的，中

华民族又是幸运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传播，先进政党的创建，终让中华民族在世界面前站了起

来。中国现代化获得了独立自主的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式现代化破土萌芽，以全新姿态出发。
（一）中国式现代化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基地上拉开历史帷幕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现代化求独立而不得、欲自主而不能。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顽强奋

斗，建立新中国，对外取得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对内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从中央到基层的

组织体系。新中国采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形成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体，实现了民族团结和社会

稳定。中华民族终于可以不受外界强迫，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追求现代化，自主选择现代化方向和道

路。中国式现代化由此拉开历史帷幕。
没有国家与民族的独立自主，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而没有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式

现代化就缺乏根本政治保证，甚至难逃资本主义现代化“附庸”的命运。中国也曾尝试走“全盘西化”

之路，但却被历史无情否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使命，党的性质宗旨和社会主义前途方向，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走一条与西

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同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

改造，推进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确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踏上了探索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的征程。
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程是创造性的，同时又是十分艰难的。长年战乱导致民不聊生，新中国千疮百

孔、百废待兴。但中国人民一旦找到了正确方向，看到了未来的曙光，必将焕发出极大热情和冲天干

劲。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在“一五计划”期间，取得良好开局。在整个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时期，我国经济增长取得较快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 9%，其中工业年均增长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514—5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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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①。我们从“能造桌子椅子”②，到“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

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③。一系列前所未

有的成就的取得，包括许多重大核心技术的历史性突破，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面貌。
（二）中国式现代化朝向“四个现代化”目标探索前进

中国式现代化朝向什么目标去追求，关乎其能否健康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过渡时期就将

“工业化”作为总路线的主体内容和重要任务加以明确。1954 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上首提“四个现代化”，指出中国要想摆脱贫困落后，就必须发展“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

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④。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反映了我们党对现代化目标认识

的不断深化。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根据现实需要对“四个现代化”的内涵

作出必要调整。毛泽东认真思考研究“四个现代化”的内容表述（他曾提“三个现代化”⑤）并提出建

议。1964 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

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

超过世界先进水平。”⑥这里将“现代工业”与“现代农业”位置进行了对调，用“现代科学技术”替代“现

代交通运输业”。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严重影响、现代化建设遭遇曲折困难之后，1975 年在四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目标。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近 30 年间，由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是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基地上开

启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加之在探索过程中又犯了主观主义等错误，这一时期的现代化之路

行进艰难、曲折坎坷。但即便如此，我们党始终在朝着既定目标努力探索，当政治运动严重影响现代

化建设进程时，不时纠正航向，调整策略，以减轻损失。中国式现代化在“四个现代化”目标引领下，在

艰难探索过程中坚守住了社会主义方向，基本保持了延续发展的前进态势。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与历史地位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式现代化，其发展历程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能动性与曲折性

并存。主动还是被动不仅取决于主观意愿，更受客观因素的制约。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现代化一改之

前的被动局面，中华民族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极大发挥。我们努力克服发展基础薄弱的困难，成功破解

技术落后难题，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取得历史性的进展；但因经验不足，加上外部环境的影响，现

代化建设也出现波折，致使我国经济发展出现“高速突进与减速调整相间进行”⑦。
二是独立性与依赖性同在。一方面，新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华民族从西方

列强的压迫奴役下解放出来，得以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毛泽东曾强调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同中

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要探索适合自己的建设道路。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

制度基础，当时唯有苏联经验可供参考，因而呈现出对苏联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的依赖。尽管苏联模式

已暴露出多方面缺点，我们也提出“以苏为鉴”，“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

在结合上下功夫”⑧，但从客观上讲，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并未从根本上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体制这一典型的苏联模式。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年，第 638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29 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 637 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32 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16 页。
⑥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39 页。
⑦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第 398 页。
⑧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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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建设虽历经曲折，但毕竟承接了上一百余年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是在一条全新

道路上为全新的现代化开辟路径，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

础，其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这一时期，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

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国家财富的积累也为现代化日后的腾飞

提供了必要条件。与此同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

认识成果，为我们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变，起到了重要的思想镜鉴和方向引

领作用。

三、中国式现代化崛起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足发展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

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

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①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长足发展、

取得辉煌成就，中国人民意气风发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华民族从落后于时代大踏步赶上

了时代。
（一）改革开放使中国式现代化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我们党从社会发展和实践探索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

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②。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成功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康庄大道，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飞速发展插上了翅膀。“道路关乎党

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同于资本主义道路，也与

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有重大区别；既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更锚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是发

展方式、发展路径、发展动力的综合性超越。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大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制

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

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我们大力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依法治国战

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为中

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协调发展提供了长远而稳定的战略支撑。像改革开放之初的“三步走战略”，就为

20 世纪最后 20 年的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进入 21 世纪之后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规划，则为 21 世

纪头 20 年的发展予以强有力的引领。
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不改革就没有出

路”④。我国改革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为起点，随后扩展到以国企改革为重点的城市改

革；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扩展到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领域改革，持续推进，步

步深入。与改革相伴而生的对外开放则由点到面，从沿海到内地，开放格局不断优化，开放领域不断

拓展，开放体制不断完善，让中国式现代化真正走向了世界。全方位改革着力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35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2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8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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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体制机制，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扫除障碍；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世界市场，为经

济社会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环境和条件。“开放所引起的全球化交流给中国社会造成了震动，带来了压

力，激发了活力，也给中国社会内部的改革提供了持续的推动力。”①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辅相成、

互为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从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动能和腾飞空间。
（二）中国式现代化突飞猛进发展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显著成就

改革开放的强大动能，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突飞猛进发展。一方面，我们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

的奇迹。我国经济发展实现大跨越，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转变，国内生产总值

由 1978年的 3645 亿元迅速跃升至 2012 年的 518942 亿元；从 1979 年至 2012 年间，我国经济保持快速

增长，年均经济增速高达 9. 8%，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 2. 8%；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

升，由 1978年的第十位升至 2010年的第二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978年

仅有 381 元，2012 年达 38420 元，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跨越。对于我国这样

一个经济发展起点低、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取得这样的进步难能可贵②。
另一方面，我们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有效应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和世界社会主义低潮遭遇，有效化解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战胜洪水、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
面对无数天灾人祸和种种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沉着应对、顽强克服，中国式现代化稳步推进、

破浪前行。这不仅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伴随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以及接连不断的社会冲突有

本质差别，也与新兴经济体创造的“拉美奇迹”终陷长期低迷“陷阱”有着显著不同。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支撑也在不断加强。作为思想上层建筑，文化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明显和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党的

创新理论为指南，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为动力，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的向心力、凝聚力、引领力，使“全民族理想信念和文化自信不断增强，国家

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③。
（三）内蕴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规定中的一系列优势渐次彰显

中国式现代化突飞猛进、取得显著成就，与内蕴其中的一系列本质规定及其优势紧密相连，如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支撑、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基础、全面深化改革动能等。这一

系列本质规定，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性质、鲜明特征和价值追求，是中国式现代化能

够长足发展的奠基性要素和根本性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最本质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信仰信念、政策

主张，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我们党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不断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内涵，确保中

国式现代化在正确轨道上推进。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

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中国

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和强大精神力量。党的领导凝聚起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确保中

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

① 周雪光：《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国改革四十年》，《二十一世纪》2018 年第 12 期。
② 《改革开放 35 年·经济发展成果述评①：35 年，中国经济“一路向上”》，http：//cpc.people.com.cn/n/2013/1121/c83083-23609913.

html，访问日期：2023 年 6 月 15 日。
③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年，第 726 页。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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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包含制度体系建设的内容，同时又依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予以支撑。党和人

民在长期实践探索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显著优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在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其中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起着“四梁八柱”的作用，为中国式

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提供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坚强保障。“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

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①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固本之策。
（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让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觉醒，中华民族在这次伟大觉醒中科学认识时代，正确把握时代主题，正视

时代差距，明确时代任务，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奋力追赶时代。邓小平强调，“我们

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②，“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

业就会被葬送”③。带着追赶时代的紧迫感和根本改善人民生活的使命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

踏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崭新道路。
经过几十年埋头苦干、艰苦奋斗，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

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④，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

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毫无疑问，改革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

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迅速缩短

了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并再度走在世界前列。

四、中国式现代化成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理论认识和推进战略

清晰完备，中国特色与世界影响鲜明彰显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以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跃上

新的高度。肇始于新中国的成立，历经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高速发展和突飞猛进，中国式现代化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承续发展、日臻成熟，理论认识与推进战略愈加清晰完备，中国特色与世界影

响愈加彰显。
（一）新时代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多年，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

想，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

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我们党成功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后发现代化，中华民族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上世界

现代化潮流，走在现代化前列，必须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加快自身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党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部署，明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确定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家经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119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42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50 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7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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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国民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

为安全的发展之路。从 2012 年到 2022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 54 万亿元上升至 121 万亿元，稳居世

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85698 元，稳居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们坚持精准扶贫，经过接续

奋斗，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

对贫困问题，全面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我国发展站在了更高的历史起点上①。
我们党成功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从“四个现代化”到全方位现代化，从着重经济发展到全领域

发展提升，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拓展疆域与视界，走向更为广大的群体、更加广阔的空间。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打响改革攻坚战，加强改革顶层设计，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

涉险滩，敢于面对新矛盾新挑战，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坚决破除各种体制机制弊

端，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我们实行

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式现代化正在

实现各领域的全方位发展，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实现量的推进与

质的提升。
（二）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

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日趋走向成熟，在于我们对这一伟大事业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有了更为清晰完整的认知和把握，有了更为明确可行的实践遵循。现代化建设的启程与推进是一

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现代化建设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也随着这一过程的推进而不断增强、不断深入。
我们党不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

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在理念上更加清晰、更加科学。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

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一是人口规模巨大，14 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

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既要物

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可持续发

展，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坚定维护世

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总结历史经验，立足中国国情，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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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样的本质

要求，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揭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要义和根本追求，同时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目

标，不仅是自身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而且面向全人类、造福全世界。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

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这“五个坚持”分别揭示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力量、正

确道路、价值基础、动力源泉、意志品质，五个方面都不可或缺、无可替代，都至为关键、至为重要，都

关乎全局、关乎成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

道远。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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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部署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追求、阶段任务和发展路径

新时代，我们党科学规划部署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追求、阶段任务和发展路径，使中国式现代化

有了愈加清晰明确的发展方向、愈加切实可行的实践遵循。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追求。党的十九大在提出建党 100 周年、新中国成立 100 周年“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发展予以系统规划，将从 2020 年到本世纪中叶

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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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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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重申这一战略安排，使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指向愈

加坚定执着。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任务。以党的二十大时间节点和战略安排为基点，我们党对未来五年、

2035 年、本世纪中叶三个重要时段的任务进行部署，形成一个依次递进的任务链条。未来五年，也就

是到 2027 年党的二十一大，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努力实现

的主要目标任务，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进展；是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

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

加丰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美丽中国建设成效显著等。到 2035 年，我国发展的总体

目标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全过程

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健全，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等。到本

世纪中叶的奋斗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在概括提炼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规划部署目标追求和阶段任

务的过程中，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从宏观与微观等不同层面予以阐释。在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结合当前工作任务提出，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务必深刻洞察

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做到远近结合、上下贯通、内容协调；务必准确把握事

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敏锐洞悉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机遇和挑战，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务必着眼于

解决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问题，把战略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

结合起来，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

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

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①

（四）以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深化发展

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对此前现代化事业的一脉相承和接续发展，更是在一个新的高度和

新的平台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力提升和创新突破。这种创新突破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有新的

建树和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上的创新突破，在于系统总结和科学概括了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从本质和

规律上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思维和逻辑把握。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规律等一

系列问题，我们党提出新的范畴，形成新的观点，由此构成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作为党的

创新理论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认识，要求我

们在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联系中理解和把握现代化，充分认识到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尽管具有

一般规律和共同特征，但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各国应当也必须选择符合本国实际、具有

本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我们党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

①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

2023 年 2 月 8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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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以其蕴含的独特世

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表达了对现代化多样性、辩证性的深刻理解，为人们

理解世界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思维和新的视野。
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在于始终坚持问题导向，遵循实践中的辩证法，把现代化建

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

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在于始终坚持改革创新，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

的突出位置，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充分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既要创造更高的效率，又要有效

维护社会公平，既要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又要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

展空间；在于始终把握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增

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不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天地；更在于始终依靠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

依赖社会主义制度保驾护航，依仗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及其创造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五）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中

国式现代化不是从来就有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照搬照抄别国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探索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确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

践中孕育成长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可以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

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

史进程。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现代化只能西方化的固有观念和僵化思维，成功地在拥

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发展中大国、在与资本主义制度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开辟出一条人类现代

化新道路，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相对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优势。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绝

不会重蹈西方现代化扩张掠夺、剥削压迫的覆辙，绝不会通过牺牲别国利益来谋求发展，而是始终尽

最大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打破了

西方对现代化之路的垄断，宣告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观念的彻底破产，有力证明了后发国家可以摆

脱“边缘”命运和“依附”地位，完全可以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基础上走好自己的路。习近平指出：“现

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

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②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让中华文明在赓续鼎新中焕发光彩，还

不断塑造人类文明新格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实现文明形态的迭代升级。
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中国大地、切合中国实际，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把我国

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和中华民族的伟大梦

想，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的主题。近代

以来的艰难遭遇，注定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注定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只能由中国人

自己去探寻。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历史

和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契合我国实际，这条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越走越宽广。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

定能够不断创造新的发展奇迹，为发展自身和造福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21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年，第 4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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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五、结语：从回顾和展望的长视域看，中国现代化正历经两个“一百年”

并已呈现出一系列规律性特征

我们用“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分别表征新中国成立之前和成立之后的现代化历史发

展，以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总体目标，可以发现，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实现

现代化的整个历程，有着两个一百年的依次衔接、一脉相承。第一个一百年，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

中叶，即从鸦片战争（或洋务运动）至新中国成立，可视为中国现代化前期（亦为中国近代化），是中国

现代化的前一场，本质上是中国现代化的预演、条件创造时期；第二个一百年，从 20 世纪中叶到本世

纪中叶，即从新中国成立至新中国成立一百年，可视为我国现代化历程的后一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实质性推进时期，是我国现代化历程中最根本、最核心、最关键时期。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中国式现

代化，已经创造了彪炳历史、影响世界的现代化成就，可谓创造了新道路，开辟了新境界。
如此来看，纵贯“两个一百年”的中国现代化历程，蕴含着一系列规律性线索与内在运行逻辑：一

是从盲从到自主，由不知道现代化为何物到自主开展现代化建设；二是从被动到主动，由被世界现代

化潮流裹挟入轨到主动设定目标探索前进；三是从后发到引领，由“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发展到引领

世界现代化新的方向；四是从跟进到创新，由跟在先行者后面学习到创新开拓出新的道路和方式；五

是从自救到利他，由在现代化潮流中救亡图存到以自身现代化为世界作贡献。这样一些鲜明特征和

规律呈现，表明中华民族从融入世界现代化潮流到独立自主进行现代化建设，走过了多么艰难曲折的

历程，遭遇过多么辛酸痛苦的体悟，唯有自强不息、顽强抗争才有自己的现代化发展，才能不断增强现

代化主体性；表明中国式现代化靠的不是战争、殖民、掠夺，而是勤奋、坚忍、吃苦耐劳、共同富裕，惟其

如此，我们才能解决人口规模巨大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实矛盾，才能实现比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

和还要多的中国人民的现代化，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表明西方现代化理论和模式解决不了中

国的现代化问题，中国特有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无法照搬西方，中国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

独特道路，在于正确把握和处理好了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体性与开放性、延续性与创新

性等基本关系；表明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发展繁荣与文明进

步，而且破除了西方对现代化话语权的垄断，打破了全球化即西方化、西方化即现代化的思维定式，为

人类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走出来的，蕴

含着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凝结着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总结和深刻

认识，展示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优势与巨大优越性，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博大胸怀和宽

阔视域；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意愿的

现代化道路，同时也预示着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无比广阔的前景和无比美好的前途。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hang Zhixiao Liang Ju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358， P.R.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 theory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first fully explained in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hinese nation has been 
in the pursuit of modernization for a long time.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unfold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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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由来与发展进程

context of world modernization and it has evolved in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a’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A panoramic view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hould not only look at the temporal extension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n to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ut also look back at the modernization trend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modern times to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lacing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the entire historical process that has been carried forward since modern time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originates from the hard struggle and tortuous cour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put an end to the semi-feudal and semi-colonial society， and it starts from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moves towards the exploration of “Four Modernizations” （It was first 
expressed as “modern industry， modern agriculture， modern transportation， and modern national 
defense” during the 1st National Congres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later necessary 
amendment was made according to practical needs. ）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It rises from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matures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ssential requirements， path following and world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re fully manifested. From a long-term perspective of retrospection and 
foresight，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going through consecutive two “100 years”（The first 

“100 years” span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Opium War to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na， while the second “100 years” spans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na to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and it has shown a series of 
characteristics in trends， making the nation from full obedience to autonomy， from passive to active， 
from under development situation to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from follow-up to 
innovation， from  struggling to survive to helping others in the world.  The presentation of these 
regular features is the result of the great struggle and practice that the CPC leads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country.  Examining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the historical stages and continuity 
will help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t helps both strengthen the confidence in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ccurately grasp the connotation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Modernization；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istorical origin； Development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in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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