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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中国式现代化
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要论述研究

何虎生  郭 澳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论述，既包括框架清晰、逻辑严密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

系，也蕴含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创新语汇的三重维度，即中华民族主体观、中华文

明历史观、现代文明发展观，从而深刻揭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依据、逻辑理路

与实践必然。这一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它引领中华文明不断向现代转型，绘就了

人类文明发展的光明前景，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全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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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决定，强调指

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①中国

式现代化创造了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的宏观体现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这条道路将使中华文明于现代世界重焕荣光。习近平

总书记站在中华文明史的思想高度，以世界历史的开阔视野，深刻阐释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推动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间的紧密联系，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的重要论述。这一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邃。认真学习、深入研究这一重要论述，对于

厚植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与文明自信，在“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②

进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思想引领与实践指导的双重重要意义。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重要论述的理论构成

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文明的历史纵深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涵养，置于人类文明进步一般

规律的视野中加以观照，同时也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成就与规律探寻，纳入中国五千多

年的文明发展史中进行考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以什么样

的现代化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明、为什么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怎样以中国

式现代化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一系列核心问题。
（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理论源头与出场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③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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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 年 7 月 22 日，第 1 版。
②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 年 7 月 22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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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

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

全面总结与模式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实践将继续证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科学有效性。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作为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

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文明由不同的生产力形塑为更替性上升的文明

样态，社会生产力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先进的不断发展决定了文明的不断进步与跃升。一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主动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新质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根本动力，为改造客观物质世界、发展社会主义文明打开了新的路径。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观照中华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现代转型，其文明关切体现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其人

本逻辑彰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实现人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在人类现代化事业和中国现代化追求的两重时代语境中萌发的。现代化事

业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18 世纪工业革命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经历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

代工业社会的历史巨变，最早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实现现代化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梦

想。近代以后，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寻找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付出了汗水、鲜血甚至生命。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我们党带领人民艰辛探索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一系列独创性理论成果

和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在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①，我们党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

略，领导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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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在新时代不断实现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创新突破的现实场域中生成的。

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总是以新思想新理论为标志、为旗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立足新的时代特征与实践要求，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系

统思考和顶层设计，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

现代化，构建起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是对过去一段时期中国式现代化

实践层面伟大成就与变革的全面总结，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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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三重维度与意涵展开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在考察殷墟博物馆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③在文

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就是“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

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④。理解这一重大命题，应着重把握中华民族主体

观、中华文明历史观与现代文明发展观三重维度。
中华民族主体性标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本质特征，这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观。中华

文明的本质特征，或言中华文明的内部规定性，凝练于中华民族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实践中。习近平

总书记以中华民族主体性、主导性和主动性来阐释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

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582 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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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习近平在陕西延安和河南安阳考察时强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 10月

29 日，第 1 版。
④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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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①。在文明发展的视野下，民族的主体性首先并且最主要地

体现为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由中华民族自发自在地书写，中华文明的光明未来

也将由中华民族自觉自为地开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标识与崇高

愿景，是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发展大趋势的历史必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根脉，这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观。中华文明

的源流脉络，或言思想文化的古今贯通，映现于“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②、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前见”。习近平总书记格外关注赓续中华文脉，他深刻指出：“如果不从源远

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

国。”③文明是在其自身发展轨道上积累性地生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

在，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可割裂的精神根脉与不可抹除的深厚底蕴。如果不以保持历史连续性为

目标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不可能实现古老文明的现代转型，更不可能实现中华文脉的绵延繁盛。
现代文明标示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属性，这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观。中华文明的

发展路径，或言中华文明的外在表现形态，体现于中华文明在不同生产力条件下呈现出的阶段性发展

的国家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

明。”④在古代，中华文明的代表性国家形态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汉书·王吉传》）的大一统王朝；

在近代，中华文明的国家形态是在比较和探索不同社会制度中建构起的转型中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动力，在这一过程中培育和发展出的新质生产

力，将激活中华文明内生的深层调整。经由中国式现代化而诞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是新的生

产力条件下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相匹配的国家形态，将实现文明整体性与文明阶段性的更高统一。
（三）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理路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⑤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依据、实践必然与内在要求。
理解二者之间的有机统一，需要从知识论的深度，考察蕴含古老知识系统的中华文明何以孕育出中国

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认识更新与知识凝练又何以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不断生成。
中华文明涵养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底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⑥“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⑦同样地，如果没有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润泽，哪里有意涵丰富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

文精神、道德规范，包括着解决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文明与文明等关系问题的独特智慧。
古代中国追求社会发展和近代中国追求文明更新的思想和实践，与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困境的马克

思主义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观念起点与文化内核。正是从这种起点出发，以中国式

现代化既有经验透彻审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模式、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利弊才成为可

能，以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启发和深化世界现代化普遍规律才成为可能。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不断塑造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样态。按照唯物史观，生产力标准是衡量

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已经形成了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这将极大

①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4—6 页。
②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第 12 页。
③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第 3 页。
④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第 2 页。
⑤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第 7 页。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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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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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我国生产力的总和并决定性地改变我国社会经济状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

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①

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将为文明重塑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中国式现代化是回答并解决世

界现代化一般问题和中国现代化独特问题的实践性过程，也是将在这种实践探索中凝练的规律性认

识注入中华文明以实现其再造更新的开创性过程，更是决定性地塑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结构与限

度、打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图景的知识生产性过程。
要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手段与目的、动力与目标的关系。一方面，中国

式现代化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动力与实现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物质富足、也

要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为

文化繁荣与文明复兴提供了现实支撑。另一方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

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③没有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

迈向现代的中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也将失去根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重要论述的开创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论述，是把马克思主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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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与精华，是我们党成立以来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延展与赓续，是中国共产党人对

世界现代化面临共同问题的回应及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礼敬，标志着我们党对“三大规律”和中华文明

发展规律的认识攀升到了新的高度。
（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

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论

述，是在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历史进程的时

代条件下开创并不断发展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造就了“两个结合”的又一光辉典范。
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文化与文明观。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

代文明的历史作用予以高度评价，同时对其缺陷与弊端进行了深刻批判。基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

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⑤，“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

面的发展”⑥。马克思还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事实上指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不是现代化

的唯一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

情，具有本国特色。”⑦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就，就是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一大步。马克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8 页。
② 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求是》2023 年第 16 期。
③ 《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强调  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人民日报》2013年 11月

29 日，第 1 版。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年，第 544 页。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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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 页。
⑥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

第 2 页。
⑦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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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恩格斯也高度肯定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他们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

现①。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让科学社

会主义在 21 世纪焕发出蓬勃生机。
形成了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同中国现代化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文化与文明观

同中华文明当代特点相结合的思想成果。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中华文明也包括器物、制度、思想等多个层面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

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②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价

值引领、文化滋养、精神支撑，这是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科学认知，开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问题的新实践。
形成了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同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文化与文明

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结晶。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创造了源远

流长、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③诞生于西欧工业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与以农耕文明为底色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就在于二者的价值理念相融相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推进“第

二个结合”的必然要求，极大增强了我们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自信与底气，充分展现了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动精神与拼搏干劲。
（二）引领古老文明的现代转型和创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论述，在凝练彰显中华文

明五大突出特性的基础上，既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坚实物质保障，也要求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积蓄深厚精神依托，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行动指南。
凝练彰显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生成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和中

国共产党一百多年奋斗史的一体贯通，凝练于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传承

赓续，升华于中华民族精神追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想同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

性、突出的包容性与突出的和平性④。科学概括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离不开对中华文明延续历史经验

的系统总结，也离不开对人类文明发展普遍规律的深刻把握；更加彰显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为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基本遵循。
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成功发展振兴的民族，都

是找到了适合自己实际的道路的民族。”⑤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几十年时

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⑥，以“时空压缩”方式实现了现代化从追赶到超越的

发展，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广阔前景，铸就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定文化自信的最为坚

实的根基。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能够为理解和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注入信心与力量，也能够确保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拥有强大持续的动力来源。
明确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

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⑦毛泽东

① 引自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12 页。
②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6 页。
③ 习近平：《论“三农”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年，第 2 页。
④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第 2—4 页。
⑤ 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5 页。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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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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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曾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我们党自成立之

日起，就秉持着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不断创造出符合时代潮流、引领

时代发展的文化生命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

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②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我们党在新时代的新的文化使

命，宣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厚历史自信与文明担当。
（三）启迪世界现代化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新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论述，引领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理论和以西方为中心、为标准的文明观，推动

了中华文明发展叙事的“术语革命”，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力量与理论自信，为人类社会共

同发展繁荣贡献了全新的理念思路和方法路径。
激发实践伟力，引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

列标志性成果，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了新台阶，中国人民焕发出更

为强烈的历史自信和主动精神。中国式现代化以其实践伟力充分验证了这条道路走得通、行得稳，为

继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现实证明。
打破模式迷思，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独特优势。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

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生态恶化的现代化老路，在谋求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追求发展的系统性、全

面性、协调性，将“五大文明”要求原则贯穿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进程中，同世界各国分享

中国的现代化经验与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人类现代化的历史也不会终结于资本主义文明，奉西方模

式为圭臬只会导致人类文明走向单质和封闭。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呼吁：“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

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③这是中国共

产党人坚持胸怀天下的杰出表达，为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包容开放的全新文明观。
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中国方案。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

征，也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源泉。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创造并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

长期稳定的奇迹，不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对世界发展的重大贡献；作为拥有五千多年

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依靠全体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创新创造发展壮大自己，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的重

大贡献。实现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解，但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是单选题。中国式现代化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④。

三、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中全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指导实践，学习的目的在于推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

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论述，既是理论概括，也是实践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这一重要论述

为根本指引，在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全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为创造人类美好未来作出更大贡献。
（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最终决定力量。现代化是文明发展的

高级样态，现代化实践是不断形塑这一文明样态的根本力量。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必须以生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534 页。
②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第 14 页。
③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第 8页。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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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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推动古老文明重焕荣光，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继续回答并解决人与人、人与社

会、人与自然等的关系问题。
建设各民族共享复兴荣光的现代文明。“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开发的，中华民族

的未来也要靠五十六个民族共同来开创。”①中国式现代化是五十六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的伟

大事业，必须依靠各族人民同舟共济、携手并进。一方面，我们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各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物质条件，让各族人民共创美好未来、共享中华民族新的光荣和

梦想。另一方面，我们要以中国式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领各民族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
建设具备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现代文明。只有不断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才能为中国式现代

化稳步前行提供坚强制度保证，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治理好今天的

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

结。”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大同理想、大一统传统、德治主张、民本思想、平等观念、正义追求、道

德操守、用人标准、改革精神、外交之道、和平理念③等观念和思维。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方法进行深层次的文化熔铸，深化对中华政治文明发展轨迹的整体性思考，总结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历史性认识，形成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规律性把握。
建设人与自然成为生命共同体的现代文明。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变化直

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习近平总书记如此告诫：“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

发展生产力”④，“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⑤。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

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在于延续中华民族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的优良传统，运用好中华文明

孕育的丰富生态文化；在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呵护好生态文明这一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

更在于承担起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与人类文明赓续的文明使命，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着眼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

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独特文明观的概括性表达。要理解这一

独特文明观，必须立足于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把握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培植中国道

路的文化内涵，激发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
增强文化主体性，在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上展现文明特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所以源于

历史必然，在于它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凝结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之中，发展出中华

文明的现代形态。继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突出中华文明的文化烙印和精神基因。中华

文明的连续性，要求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华文明的创新性，要

求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鲜活实践赋予中华文明新的生命力；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要求凝聚广泛共

识、汇聚磅礴力量；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要求遵循人类追求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与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共

性要求；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要求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带来新机遇、为世界现代化注入新动力。
赓续文明血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资源养分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中国式现代化

之所以具备文化内涵，在于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独特基因、以中华民族精神品格为突出标识。继续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147 页。
②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人民日报》2014 年 10 月 14 日，第 1 版。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第 278 页。
④ 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年，第 10 页。
⑤ 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 23 页。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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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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理

论。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民本思想涵养“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治理思

维；用“天下为公”（《礼记·礼运》）、“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史记·七十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的社会理

想涵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公平正义；用“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史记·管晏

列传》）的义利观念涵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齐驱并进；用“天人合一”“万物并育”

（《礼记·中庸》）的生态理念涵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持续发展；用“亲仁善邻”（《左传·隐公

六年》）、“协和万邦”（《尚书·尧典》）的交往之道涵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担负文化使命，坚持“两个结合”，筑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彰显

独特优势，在于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继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

现代化，必须自觉坚持“两个结合”，不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内涵。我们不仅要继续坚持将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新征程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释放理论的物质力

量；而且要进一步提炼贯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之间的相互融通和内在

契合之处，使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更具中国气派、中国风格。
（三）以高度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与文明自信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各国现代化。”①中国

式现代化造就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文明是发展性的，是胸怀天下的。我们应

当以高度的文明自信，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的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的普遍关切，重塑不同文明

的交往格局，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首先要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树立文明自信。其一，历史自信是以时

间为坐标轴洞察历史而培植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既是

对奋斗成就的自信，也是对奋斗精神的自信。”②历史自信是通过对党的百余年奋斗重大成就的深刻

总结而生成的，也是基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积淀而成的。其二，文化自信是以民族和国家为坐标轴

把握世界而激发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③文化自信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浸润于中国当代文化的创新繁荣。其三，文明

自信则是综合时间空间、贯穿古今中西而获得的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回顾

历史、展望世界，我们应该增强文明自信。”④文明自信彰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坐标，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整体方向，是文明发展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要不断开辟并走好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一方面，用中国式现代化理

论和实践成就不断破除西方对现代化理论与道路的垄断，以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方案拓展国家现代化

发展的多重路径，以中华文明的现代化丰富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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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对于中国是如此，对于

其他发展中国家亦是如此。我们应当挖掘并升华中国式现代化对于现代化一般规律的贡献，推动发

展中国家摆脱现代化模式上的“学徒状态”，支持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要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

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⑥近代以后，国家蒙辱、

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更加深知和平的珍贵和发展的价值。面临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地“推动

①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23 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第 553 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第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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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 80 页。
⑤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第 494 页。
⑥ 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求是》2022 年第 1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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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要论述研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倡导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①，汇聚各

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在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中不断推进人类文明进步。

On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Promoting the Building of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e Husheng Guo Ao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P.R.China）

Abstract： Chinese modernization empowers Chinese civilization with modern vitality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endows Chinese modernization with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depth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spiritual nourishment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he general laws governing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He also elevates the practical achievements and underlying principles of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situating them within the 5，000-year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Xi’s 
exposition has yielded a series of original ideas， viewpoints， and judgments， forming hi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promoting the building of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Chinese 
modernization.  Firstly， Xi’s important exposition， which incorporates the conceptual considerat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ntain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 particularly emphasizes the histor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serving as an action guide for promoting its construction through Chinese 
modernization.  Secondly， Xi’s important exposition not only achieves a theoretical elevation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system but also guid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makes a groundbreaking contribution to advancing the adaptation of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exemplifying the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principle——the combination of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to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it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Xi’s important exposition proposes China’s uniqu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orward but also strengthens China’s ongoing rejuvenation process and represents the essenc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and 21st-century Marxism.  Thirdly， Xi’s important exposition holds 
the perspective that transcends Western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the Western-centric view in te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s it promotes a “terminological revolution” in the narrativ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s 
development， enhances the discourse power and theoretical self-confid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ibutes new ideas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to the common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human society.  In conclusion，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promoting the 
building of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Chinese modernization represents both a 
theoretical summarization and a practical requirement.  We must adhere to this important exposition as 
our fundamental guide and fully commit to building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vibrant practice of promo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on the new journey， making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creating a better future for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 new model for human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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