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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由全面小康向现代化强国的大跨越

郑 有 贵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 要: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判断，明确了中国发展的历史方

位，其发展目标由全面小康大跨越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二十大明确的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

党的中心任务，是目标跨越、全面推进、自信自立、同心协力的战略目标指向。党的二十大作出的“分两步走”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强大战略定力下贯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创新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社会现

代化做新贡献的战略安排，赋予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的丰富内涵，明确了推进和拓展中国

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分两步走目标及其实现路径，强调致力于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人口规模

巨大的现代化，致力于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创造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致力于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高质量发展、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致力于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创造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致力于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全面加强、创造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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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贯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保持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并随着现代化的

推进不断丰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涵，推动现代化建设蓝图一步一步变为现实，这是中国共产党实

施战略部署的宝贵经验。党的二十大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为主题，基于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判断，明确了新时代新征

程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作出了“分两步走”到 21 世纪中叶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安排，发展目标由全面小康大跨越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判断明确了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

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中心任务的明确，是以对党和人民事业所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

段的战略判断为依据的。2021 年 1 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

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

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①

( 一) 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判断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进入新发

展阶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现实逻辑作出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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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
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为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的战略判断。新中国自成立起，尽管遭遇过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但中国共产

党始终没有动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意志和决心。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认识不

断深入、战略不断成熟、实践不断丰富，带领人民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为新发展阶段奠定了实践

基础、理论基础、制度基础。经过不懈奋斗，到 2020 年，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跃上新的大台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内生产

总值跨上 100 万亿元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跨上 1 万美元台阶，城镇化率跨上 60% 台阶。中国解决了困

扰中华民族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站在了更高的历史起点。
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判断，明确了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中心任务的确

定提供了根本依据，也为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根本依据。
( 二) 新发展阶段的内涵

2020 年 10 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 “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这在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这个新发

展阶段，我们要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全面加以把握。”①

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是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起点上的一个阶段。② 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而且需要经历不同历史阶段。毛泽东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③1987 年，邓小平指出:

“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④

1992 年，邓小平强调:“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

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⑤邓小平强调，在当时中国经济基础薄弱的条件下，

现代化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艰苦奋斗才能够实现，同时强调了不可能一劳永逸，即使中国实现了现代化，仍

然要世世代代坚持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一以贯之地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解决好。2021 年 1
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

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

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⑥

新发展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

自成立起，团结带领人民经过 28 年的浴血奋战和顽强奋斗，建立起新中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

义革命的跨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大规

模开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实现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跨越。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极大地激发出来，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此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中新的跨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的基础上续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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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阶段的目标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新发展阶段的

战略判断，是发展目标由全面小康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大跨越。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将全面

提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推进由追赶向引领大跨越，推进由高速增长向高质

量发展大跨越，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制度完善，致力

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享有

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中心任务的目标指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三部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开宗明义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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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明确的新时代新征程中心任务是一个由全面小康大

跨越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指向。
第一，是在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基础上向现代化强国大跨越的战略目标指向。新时代新征程中国

共产党中心任务的明确，是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的雄厚基础，对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关于新时代“党面临的

主要任务”的拓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②。党的二十大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相接续，既明确了更高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更

加清晰地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路径。
第二，是强调“全面推进”的战略目标指向。党的二十大报告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的“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础上，加了“全面”二字，强调“全面

推进”。这就明确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既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

等硬实力的跃升，还包括文化软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的显著提升。
第三，是自信自立的战略目标指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

进，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我国发展具备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

的制度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③中国共产党明确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作出

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切合中国实际，扎根中国大地，必须

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四，是同心协力的战略目标指向。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登上

历史舞台后，就把实现现代化作为不懈奋斗的目标。新中国自成立起，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进社会主义建

设，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都一以贯之地将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主

题。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则把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统一起来。
明确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十个明确”，

其中之一是“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 21 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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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 这一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内涵的重

要方面。
完成中心任务是伟大和荣光的事业。2022 年 10 月，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

见面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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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

其艰巨，所以伟大; 惟其艰巨，更显荣光。为了这一事业，无数先辈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

斗，我们心中永远铭记着他们的奉献和牺牲。我们要埋头苦干、担当作为，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②

三、“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赋予人类文明新形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的丰富内涵

党的二十大既体现了党的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精神，又坚持战略定力和保持历史耐心，围绕新时代新征

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致力于创新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做出新贡献，作出了“分两步

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安排，明确了到 21 世纪中叶中国发展的总体目标、路线图和时间表，赋予

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的丰富内涵。
( 一) “分两步走”是强大战略定力下贯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

在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上，中国共产党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形成了贯通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分步走战略安排。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明确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

国家”的战略目标指向，并提出分两步走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即: 第一步，用 15 年时间，建立一个独

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步，力争在 20 世纪末，

使中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根

据中国发展实际和世界现代化进程，提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即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

解决人民温饱问题; 到 20 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到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

家水平。世纪之交，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和党的十六大明确基于实现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
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提出在 21 世纪头 20 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

小康社会目标，然后再奋斗 30 年，到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

家。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出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召，明确提出在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党的十九大在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上，作出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 21 世纪中叶把

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

排。这个战略安排一方面首次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概念，在战略目标上与“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相对应，增加了代表生态文明的“美丽”这一内容，使现代化的内涵更加全面; 另一方面，把基本实现现

代化的时间比原先提前了 15 年。党的二十大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对“分

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作出新的宏观展望，并细化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分两步走”战略安排是目标递进的战略安排。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 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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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这一战略安排明确了目标递进的 2035 年

中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到 21 世纪中叶中国发展的远景目标，还为扎实推进“分两步走”战略安排奠定基础，

强调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五年的关键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
“分两步走”战略安排是体现历史主动谋长远发展的战略安排。党的二十大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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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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确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不仅如此，还为到 2035 年和 21 世纪中叶中国发展的总体目标赋

予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的丰富内涵，基于历史自信提出了“谱写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的要求。这是中国共产党担当历史使命，进而立时代潮头、引领时代前行的历

史主动精神的充分体现。
“分两步走”战略安排是保持历史耐心的战略安排。形成扎实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分

两步走”战略安排，一是基于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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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基于历史自信和发展规律。
“分两步走”战略安排是有历史基础的战略安排。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克服了很多来自外部严重的风险冲

击和内部困难，自 1953 年起实施完成了 13 个五年规划( 计划) ，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

定两大奇迹，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到 21 世纪中

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分两步走”战略安排是有战略支撑的战略安排。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战

略上不断完善，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

供坚实战略支撑。① 党的二十大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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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明确为到 2035 年中国发展的总体目标。
( 二) “分两步走”战略安排赋予人类文明新形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的丰富内涵

“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基于国情世情积极识变应变求变，以致力于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做出新贡献的胸怀，在明确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

明新形态的分步走目标及其实现路径的同时，赋予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的丰富内涵。
第一，在战略安排上明确了致力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2023 年 3 月，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 “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②

“分两步走”战略安排归根结底在于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促

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党的二十大从实现人民生活幸福美好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出发，将人民生活

更加幸福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纳入 2035 年中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并明确了丰富

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推进的方向。
党的二十大在满足人民物质生活提升的战略安排上，在明确到 2035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

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同时，强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阶”，这与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三

步走”战略强调经济总量增长目标，以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

的大台阶”的远景目标相比，更加强调人均增长。
党的二十大在以往强调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的基础上，加上“幸福”内容，将“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纳

入 2035 年中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中，表达了满足人民对物质生活升级的同时，也要满足精神生活升级的要求，

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党的二十大明确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路径，将“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

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③纳入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五年的关键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 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

主义文化新辉煌”部分强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在“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部分

强调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增强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作出新部署。2023 年 3 月，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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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

康。”①

党的二十大还明确通过补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短板促进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解决农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持续改善。尽管如此，农村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仍然是国家现代化的短板，与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还有差距。党的二

十大报告从解决国家现代化中的农村短板出发，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纳入 2035 年中国发展的

总体目标，要求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习近平在 2022 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

要瞄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目标，组织实施好乡村建设行动，特别是要加快防疫、养老、教育、医
疗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让农民就地过

上现代文明生活。② 这些都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补短板让亿万农民整体迈进现代化的决心

和信心。
简言之，在战略安排上强调人均经济总量、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特别是明确突

出人民幸福，都更加强化了发展为了人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导向。
第二，在战略安排上致力于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创造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纳入 2035 年

中国发展的总体目标。这个报告还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的到 2035 年的绝对量目标“中等收入群体显著

扩大”调整为相对量目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强化了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基

本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这是对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努力方向的强调。2016 年 5 月，习近平主持党的十八届中央财经

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强调“在发展中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③，这明确了切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一个努力

方向。2021 年 8 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在明确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

进总的思路的同时强调:“要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④随着共同富裕

的扎实推动，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明显扩大，由 2002 年的 735． 8 万人，增加到 2020 年的超过 4 亿人，中等收入

人口增长了 54 倍多，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⑤

第三，在战略安排上致力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质量发展，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

化。党的二十大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对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新

发展作出安排。
在物质文明建设上，党的二十大在到 2035 年中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上，既明确了“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

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⑥的发展目标，又明确了“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⑦的发展路径。这次大会还明确了若干重大关键问题。一是报告在“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部分在明确“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

务”的同时，进一步强调了“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二是明确了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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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自强的新目标和新路径。党的二十大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的到 2035 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

破”的目标相接续，制定了更加综合的“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这就明确了国际视角下中国科技创

新的历史方位。针对国际上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和中国面对日益严重的“卡脖子”封锁局面，对“强

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培育创新文化”“积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等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途径做出部署，以更大力度鼓励科学领域的自由探索，以实现变被动为主动、变跟随

为引领。三是明确了形成新发展格局及其实现路径。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化，逆全球化趋势加剧，有的

国家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党的二十大将“形成新发展格局”纳入 2035 年中国发

展的远景目标，明确了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步伐。党的二十大还强调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

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①的新任务，进而明确了在国内循环方面着重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打通堵点和在国

际循环方面着重提升结构、完善制度、深化合作等思路。
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党的二十大将“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

断增强”纳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五年的关键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在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部分对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做了部署。
第四，在战略安排上致力于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将

“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显著”明确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五年的关

键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将“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

中国目标基本实现”明确为到 2035 年的现代化发展目标。党的二十大对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

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做出部署。
第五，在战略安排上致力于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的全面加强，创造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走和平发

展道路的现代化，面临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导致风险的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增多。党的

二十大将“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提高，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②纳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开局起步五年的关键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在战略安排上明确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方面的目标，旨在

预防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和随时可能发生的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以新安全格局为新

发展格局提供坚实保障，更好地保障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推进。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创造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努力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2023 年 3 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 任何国家追求现代化，都

应该秉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走共建共享共赢之路。走在前面的国家应该真心帮助其他国家发展。
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 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要坚持共享机遇、共创未

来，共同做大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蛋糕”，努力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坚决反对通过打压遏

制别国现代化来维护自身发展“特权”。要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

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不断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努力中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将

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

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③

综上所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判断，明确了中国发展的历史

方位，其发展目标由全面小康大跨越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二十大明确的新时代新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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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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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2023 年 3 月 16

日。



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目标跨越、全面推进、自信自立、同心协力的战略目标指向。党的二十大作出的“分

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强大战略定力下贯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创新人类文明新形

态、为人类社会现代化做新贡献的战略安排，赋予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的丰富内涵，明

确了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分两步走目标及其实现路径，强调致力于人自由而全

面的发展、创造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致力于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创造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的现代化，致力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质量发展、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致力于

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致力于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的全面加强、创造走

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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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Leap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rom an All-round Well-off Society to a Modern Powerful Country

ZHENG You-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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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entral task of the CPC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defined at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is the strategic goal of leaping over，comprehensive advancing，self-confi-
dence，and self-reliance，and pooling efforts． The“two-step approach”made at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comprehensively build a powerful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untry is a strategic arrange-
ment that integrates the two centenary goals，innovates new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and makes new contribu-
tions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human society under a strong strategic focus． It has given new forms of human civiliza-
tion and new rich connotations to a powerful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untry． It has defined the two-step goal of pro-
moting and expand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o create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its realization
path，and emphasized that it is committed to free and comprehensive human development to create a huge popula-
tion of modernization，promoting more low-income people to enter the ranks of middle-income people to accomplish
modern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the people． It is committed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creating a coordinated modernization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forming a green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establishing a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and nature，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nd capabilities，and realizing modernization that follows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new development stage; historical orientation; central tasks;
strategic arrang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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