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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演进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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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是经济的高质

量发展。 经济高质量发展思想适应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是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探索；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 坚持和完善经济高质量发展思想，走好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必将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和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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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①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历史逻辑、理论基础、发展实践做出的重大判断，深刻阐明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 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关系着未

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性变化，它既是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工

作的主题，又是进入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 经济高质量发展思想的行动理念与目标追求体现在现

代化发展的全过程之中，且始终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相一致，贯穿于党在新时代对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理论创新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之中。 深刻理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演进逻辑对于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历史逻辑

中国经济发展量与质转化的历史性跨越，在于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

化采取适合国情的发展方式，在不同时期从实际情况出发，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由量向质的转变。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按比例发展、“一化三改造”的积极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较为落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与之相应

的阶级斗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自然成为当时的主要任务。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
国共产党以解决主要矛盾为逻辑起点，制定了过渡时期以“一化三改造”为主要内容的总路线，即：“逐步

００１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24.0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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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通过“一化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 １９５６ 年，我国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国
内主要矛盾变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

矛盾。 而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聚焦社会矛盾，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发展质量的

重要任务，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焦点展开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质量思想探索。
在生产力方面，这一时期经济发展已经开始从注重量的提升向质的转变。 党的八大提出了“鼓足

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并指出“多和快是对数量和时间的要求，好和省是

对质量和成本的要求，它们是相互补充的、互相制约的”。② 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展开了一系

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探索。 第二个五年计划着重指出了一部分建设单位忽视安全质量，工程质量差，造成

了很多事故，要特别注意防止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③ 第三个五年计划对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发展

质量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工业部门要在改进质量的基础上获得数量的增长；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

要保障质量优良。④ 经济发展质量思想还体现在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成分之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的规划之中。 国民经济遵循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规律，促进各种关系比例变化，才能更大幅度地加快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⑤ 社会主义制度赋予了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行按比例分配实现的可能性⑥，
并通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比例分配、国民收入中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分配、劳动力的比例分配、生
产力的比例分配这四个方面来实现。⑦ 由此可见，按比例发展的思想是从提高经济发展效率来实现经

济发展质量，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优势。
在生产关系方面，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活动，要适应和实现人们自身的再生产与发展

需要。 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期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因此这一时

期主要对生产关系进行“一化三改造”。 通过对生产关系的改造，广大劳动人民被解放了出来，获得了

更多的权利，激发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热情，扩大了生产的效率与质量，提高了经济发展质量。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贯彻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科学分析并明确指出了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

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⑧ 这个时期，
国内环境和国外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化与科技进步迅速发展，国内经济与国际发展水平产生了

巨大的差距，急需开放国门、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 因此，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发展

目标，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思想，但中国共产党也始终关注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从提高经济效益对经济发展质量问题展开探索。 党的十二大指出，“国民经

济在调整中仍然持续增长，成绩是很大的。 但是，许多方面的经济效益还很差”，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

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⑨ 党的十三大强调了“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

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I0。 党的十四大强调发展速度的提高要在优化结构、增进效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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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基础上实现。①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分别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
可持续发展战略上关注了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②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发展格局的飞跃突破

进入新时代以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③为了适应社会矛盾变化带来的新要求，仅依靠高速度、大规模的经济发展已经无法满

足人民多层次、多方面的要求，需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来实现经济的有效增长。
２０１２ 年，党中央指出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以“提质增效”为目标大力提高国民生活质量。④

２０１５ 年，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为标志，我国开始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２０１７ 年党的十九大对经

济形势做出了新判断，即“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⑤，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

优先。 ２０１８ 年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

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⑥ ２０１９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社

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⑦ ２０２０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始终坚持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⑧ “十四五”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

纲要根据新发展阶段的战略目标，做出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⑨的科学判断。 党的二十大指出

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I0 至此，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思想逐步形成并得到了

深化。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从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供给侧改革和经济福祉四个方面展开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探索。 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发展的实践中由“快”字当头，注重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和扩大规模，转变为“好”字优先，注重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二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使实体

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同时，带动产业结构由中低端水平向中高端水平转变。 三是进行供给

侧改革。 从供给端进行结构性改革，提高质量和效率，促进经济质量水平的提升。 四是经济福祉由先富

起来转为共同富裕。 在生产力水平较低时期，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I1 但是随着经济的

快速增长，贫富差距变大，急需通过推进共同富裕来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 五是构建新发展格局。
将发展策略从国际转向国内，并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循环为辅。 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发展动力，提升国

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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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经济高质量发展思想是上

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发生积极作用、正确处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辩证关系的具体体现。 经济高质量发

展思想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反映，继承了传统理论，结合了

实践经验，开拓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和时代

特征。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发展理论的继承

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直接提出“高质量发展”这一概念，但却在大量经典著作中蕴含深邃的具有当

代价值意义的经济发展质量思想，如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价值主体思想、生产力理论等。
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意识形态通过思想表现出来，并反映出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关系，是

“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①。 主观意识的能动性和选择性，能够对上层建筑进行变革。② 作为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天然地善于把辩证思维应用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实践之中，对于

数量和质量的辩证关系有着准确的把握，以“质量互变规律”这一唯物辩证法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现了以人的政治解放为理论诉求的价值主体思想，它以人为逻辑起点，以对人

的关怀为终极目标。 中国共产党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以人民

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从人民的需求出发，时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变化，推动经济发展由量变

转向质变，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与精神的需求。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 我们党依据生

产力理论，结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展开了一系列的探索。 从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大力发展生产

力、改变生产关系，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再到新时代以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

展，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体现。 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时，两者之间便产生了矛盾，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便会为了适应这种运动而发生变革。③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思想的演变也是遵循

这一规律进行演变，不断调整，使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的发展。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创新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初步构建了过渡

时期的经济发展质量思想。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中国国情出发，吸取苏联建设的相关经验，毛泽东

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使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

一次历史性飞跃，为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根据实践经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创新，形成了一系

列重要理论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四大对经济体制做出了阐

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④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

的重大创新，在社会主义进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

如何发展提出了他的构想：社会主义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且

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评价标准。 最后，他还做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⑤的论断。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发展现状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经济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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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的认识规律，更加注重经济发展从量到质的转变，取得了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 党的十九大报告

指出，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要以新发展理念作为上层建筑，加快促进

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促进国内外双循环发展，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由量向质的转变。① 党的二十大强

调，要不断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建，完善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

接，协调区域发展。② 我们党用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中国式现代化。
（三）经济高质量发展思想为人类经济发展提供了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

经济高质量发展思想的历史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进逻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

化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相融合，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统筹起来，将世界作为一个

整体、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大系统纳入关注视野，为解决人类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
提高自身经济发展质量，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 中国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同时，还为世界发展

献出一份力量。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等，中国凭借自身经济的高

质量沉淀，发挥了压舱石、稳定器的重要作用，为世界经济保持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特别是“高质量”
发展理念下的“一带一路”，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民生的迅速改善，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以自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和选择的范本。 中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于执政党的实事求是与勇于创新。 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把人民生活

品质的提高作为目标，从实际出发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使经济发展实现了从量到质的飞跃。 中国通过经

济高质量发展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加速了全球减贫进程，以自身的理论

与实践为发展中国家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提供了中国模板。

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价值逻辑

经济高质量发展思想的演化是通过人民来实现的，必然要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追求。
中国经济的发展始终坚持为人民造福，以人民需求为标准，不断促进人民生活品质的提升。 经济高质量

发展思想的演变逻辑把处理好人民生活品质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把实现全体

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最终目标。
（一）以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为思想基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思想，就是坚持发展做到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人民是

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推动力，一个政党只有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才能不断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中

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理念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即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需要来达到“质量”标准。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衡量标准推进经济质量发展。 在具体的实践中，

发展要以人民的需求为标准提升产品质量③，使社会生活得到大大地改善，创造了一个有利于人民生活

的社会主义经济。④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把人民的利益实现放在首要地位。 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倾听人

民的心声，做到为人民服务。⑤ 为了实现以人民利益为目标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探索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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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最直接的利益为追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习近平同志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始终伴随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① 党的二十大提出发展是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②

（二）以人民生活品质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为依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

据。 在提高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对发展数量和质量的辩证逻辑有着清晰的认识。 在改革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通过量变来提高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满足人民的基本物质需求；在量变的

基础上通过提高经济效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推进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

平，满足人民的根本利益需求。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总是将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同生

产力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人民生活品质的提高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发展生产力是提高人民生活

品质的物质基础，是量变到质变的必然要求。 人民生活品质和生产力发展的关系始终是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依据。
生产力的发展要伴随着经济活动的量和质的提升，在量达到一定程度的积累时必然要对质的发展

提出要求。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物

质基础。 新时代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要逐步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将发展策略从国际转

向国内，并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循环为辅。 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发展动力，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与人民紧密相连，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上去。③

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

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从人民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出发，关注与人民联系最紧

密的现实利益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

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④由此可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目标是要同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进一步达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目标。
（三）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的最终构想。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是为了实现所有人的富

裕。⑤ 中国共产党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过程中，始终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 毛泽东同志

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第一次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 他认为社会主义道路能为新中国的发展指明

方向，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使农民获得生产资料、消除贫困，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生活。⑥ 邓小

平同志对共同富裕又做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认为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一点是共同富裕，这也是社

会主义的优越之处，是它的本质体现。 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富裕，而不是少数人的富

裕。⑦ 江泽民同志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为了缩小区域之间的贫富差距，
加大了对西部和东北的开发，通过收入分配政策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⑧ 胡锦涛同志以科学发展观

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发展，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更加注重社会的公平公正，强调全体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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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发展成果，加快了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① 新时代，我们党对实现共同富裕作了战略部署。 到 ２０３５
年，共同富裕要取得实质性进展。 到 ２１ 世纪中期，中国基本实现共同富裕。 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我
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②由此可见，经济高质量发展思想的演变

始终围绕着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目标，它们相互贯通、不可分割。
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蕴含着经济发展的量与质的逻辑转换。 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由于生产资料匮乏，生产力水平低，需要让经济发展在量上进行积累，带动少量地区、少数人

富裕起来，希望通过量的增加来产生质的改变。 但是共同富裕并不是一部分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的

共同富裕。 进入新时代，我国通过精准扶贫消除了绝对贫困，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进乡村振兴，为共同

富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③ 全国范围的绝对贫困消除实现了一个“量”的改变，但是区域差距、收入

差距、公共服务水平低等问题凸显，急需在共同富裕的“质”上实现提升。 党的二十大特别提出，要增进

民生福祉，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
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④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二十大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⑤要对中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思想有一个深刻的认识，需从历史逻辑、理论

逻辑、价值逻辑展开分析与考察。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思想从实际出发，坚持尊重人民的主体

地位，继承并发扬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不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坚

持和完善经济高质量发展思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为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不竭动力。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ａｔｈ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Ｕ Ｑ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０９，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ｒａ， ｔｈ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ａｔｅｓ ａ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ｕｃ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ｎｄｅａｖｏｒｓ ｍｕｓｔ ａｄａｐｔ ｔｏ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ｗｈｉｌｅ ａｌｓｏ ｕｐｈｏ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Ｉ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ｃ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ｓ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Ｂｙ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ａｎｄ ｒ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ａｒ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ｅｎｄｅａｖｏｒ 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ａ ｓｏｌｉ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 ｂｏｕｎｄｌｅｓ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ｌｏｇｉｃ

［责任编辑　 王　 昊］

６０１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唐任伍等：《共同富裕思想演进、现实价值与实现路径》，《改革》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王丽平：《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现方式》，《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吴茜：《共同富裕视域下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分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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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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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２９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