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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既是一个重要理论命题，亦是一项重大实践课题。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演进

发展的重要航向，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迈向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中国现代化的探寻之路肇始于近代，在“自主

探索”与“外力冲击”的双重动力驱动下艰难起步，因国情背景、社会条件、阶级环境等历史因素而受阻中断。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在鉴戒“苏联模式”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逐步构建起立足中国实际、符合中

国需要的现代化发展方案，开启探索中国现代化的新阶段。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现代化思想的基础上，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为语境标识，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目标方向、多维力量、动力条件、阶段规划等多个维

度，原创性回答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什么”“为了谁”以及“如何保障”“何以推进”等多维基本问题，架构

起基于时代特色和发展要求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整体框架，解答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现代化之问”，由此形成

了邓小平现代化思想。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回答了特定时期中国现代化的未

来指向与发展趋势，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作出了原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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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的提出是对中国现代化认识的重新定义，既在理论上以丰富中

国现代化话语体系中进一步拨开了“现代化=西方化”迷思，也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

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模式。邓小平现代化思想内蕴着深刻的辩证逻辑，这主要体现在四大方面：从科学

体系来看，提出“现代化的本质论”“现代化的价值论”“现代化的动力论”“现代化的战略论”，明晰

中国现代化“系统布局”的“中国式”定位；从内在逻辑来看，回答“为何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

何种中国式的现代化”“何以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达成中国现代化“现代范式”的“中国式”重构；

从鲜明特质来看，具有领导力量的先进性、鲜明的问题导向性与突出的开放包容性，彰显中国现代化

“自主探索”的“中国式”特色；从原创贡献来看，在理论维度上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理论的拓展和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范式的构建，在实践维度上为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

大动力，在世界维度上突破西方现代化话语垄断中创新现代化发展样态，推进中国现代化“整体发展”

的“中国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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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科学体系：明晰中国现代化“系统布局”的“中国式”
定位

现代化是世界命题，中国现代化内嵌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体现出中国探索现代化方案“一般规律”与

“特殊规律”的内在集成。中国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性发展概念，在实践上体现出共时性与历时性互动逻辑，

代表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现代图景。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系统论述与整体布局，明确了基于中国实际

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定位，从理论层面澄清了现代化发展的西方误区，明晰了何谓中国式的现代化等基本

问题，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构建奠定基础。

（一）“现代化的本质论”：在关照社会主义实践场域中构筑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底色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来看，本质是一事物成为其自身并区别于他物的根本性质，也就是理解与把握该

事物的基本维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该事物在社会运行系统所处位置及其效用。现代化是内涵复合内容、

体现多维目标、彰显共性价值的综合性命题，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囿于指导思想、领导力量、发展动力、目

标导向的本质差异，使得世界各国在探索与推进现代化过程中衍生出各式各样的现代化发展方案、道路与模

式，体现出不同本质导向的现代化范式，决定了现代化发展的活力与秩序。本质上，“中国式”的现代化与“西

方式”的现代化是“两制并存”现代化格局中创造出的“先发内生型”与“后发外生型”两种不同的现代化道

路，根本上体现的是两大现代化“范式之争”，预示着两种不同的迈向现代社会的未来走向与发展趋势。中国

现代化是立足于中国实际、代表人民利益的现代化发展方案，“社会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底色，以“大

多数人”现代化超越了“资本主义”以“少部分人”为基本标识的现代化，成为整体理解中国现代化理论体系

的基本维度。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场域，创造性将“现代化”与“社会主

义”相结合，从社会性质层面进一步解答了现代化的“中国之问”，夯实了现代化的道路根基。邓小平将现代

化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强调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党和国家的最大政治 1 ，从两个维度进一步阐释了其重

要性：一是标明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在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中强调：“中国搞现代化，只能

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 2 要基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越西方因资本主义的“私有性质”和“资本导

向”，致使现代化呈现出“失衡”“线性”“单维”等先天性的畸形发展痼疾，进而自主构建符合中国需要、中

国特色的现代化方案。二是指明了中国现代化的共产主义导向。邓小平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产

主义的阶段科学划分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中迈向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共产主义既

是一个理论命题，也是一个现实运动，邓小平将现代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现实道路，推动了

其由理论形态向实践形态、制度形态转化，为实现人的现代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现代化的价值论”：在立足人民主体地位中凸显中国现代化的价值追求

在现代社会演进中，人是拥有政治属性和法律属性的现实个体，往往被赋予了某种特定的权利并被打上

了多重印记的社会标签，体现人的社会性与发展性。马克思恩格斯在揭露与解构资本主义社会因私有制带

来“劳动异化”“人的异化”的残酷现实中，建构了现实的人应平等参与劳动、公平享有成果的“自由人联合

体”社会，揭示了劳动群众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复归”了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

中国共产党将唯物史观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生成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群众观，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新阶段。邓小平立足人民主体地位，原创性的提出“共同富裕”理论，将现代

化建设与人的发展统筹起来，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奠定理论基础。基于

历史事实来看，邓小平主要从两大维度探讨了人民为何是中国现代化的价值追求：一是基于人民发展视角来

看，“人的现代化”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根本目标。现代化本质上包含“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大维度，

是现代化整体性发展的应有之义。邓小平原创性的提出“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布局，重视人在现代化

中的发展状态，将其作为考察现代化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为此，邓小平一方面强调人参与现代化建设的主

1  参见《邓小平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553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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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性，另一方面重视现代化对人的解放作用，形塑了“人的自由与发展”与“现代化的发展与超越”协同互动的

文明图景。二是基于社会制度属性来看，“共同富裕”是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标识。邓小平在回答“什么是社会

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中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与基本要义，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仅有少数人富裕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

西” 1 。显然，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超越了西方两极分化、发展失衡的现代化，充分体现了在中国语境下推进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导向和鲜明特色，成为把握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现代化的动力论”：在剖析现代生产系统中释放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活力

本质上看，社会生产系统是整合生产资源、生产制度、生产方式等要素集成的系统工程，决定着社会总产

品的数量和质量，影响着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相较于社会生产系统的资源要素来看，生产动力在整个生产秩

序中起着根本性作用，对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与调整升级至关重要。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社会发展根本动力

时，明确界定了生产力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地位与作用，细化了劳动者、劳动对象与劳动工具的生产力构成，

表明了提高社会生产发展的主攻方向。现代化本质上是生产技术改进带来的革命性变革，极大提升了原始生

产力的效力与水平，进而使原有生产力系统得以整体性重塑。邓小平立足中国生产实际，基于生产力水平基本

状况，解构与剖析现代生产系统，进一步明确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2 的根本任务，为释放中国现代

化发展活力奠定坚实基础，具体来看：一是从现代化生产力发展的视野出发，厘清了生产发展是中国现代化

发展的逻辑主线。纵观人类发展史，发展生产、提高效率始终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亦是支撑社会前进的

重要力量。中国现代化自探索与推进以来，因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在明确生产发展上始终不够彻底，使得近代

以来现代化发展受阻。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思想解放中旗帜鲜明的将生产力解放

与发展摆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提出“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

的生活水平” 3 ，并将发展生产力贯穿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强调“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4 。二是从现代化生产力构成来看，阐明科学技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中国现代化从宏观来看，集中体现为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等要素

体系，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嵌入整个现代化体系全过程、各方面的关键一环，决定着现代化发展质量与水平。

邓小平审视与分析世界生产力发展历程发现，各主要国家在其发展中都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水平跃升

的重要性。为此，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5 的重要论断，既遵循世界现

代化的一般规律，又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国情，自主创造出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生产力体系，为培育中

国式现代化的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制度框架。

（四）“现代化的战略论”：在有序推进中设计中国现代化的整体布局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长期的奋斗事业，其实现过程具有复杂性与艰巨性特征，亟需从战略高度顶层设

计现代化发展的具象化政策安排与实践举措。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启现代化建设新阶段，但因历史因素和社

会实际使得现代化建设在摸索中前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效有限。改革开放新时期，面对国际形势的深

刻变革和国内环境的逐步优化，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 6 的高

度系统论述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性，明确强调要基于中国实际、中国特色来设计现代化发展方案，

从整体上构筑了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其一，基于系统思维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整体建设。中国共产

党在推进“两个结合”的进程中不断实现辩证思维方法的中国化解读，创造性回答了在革命、建设与改革时期

以何种思维方法来谋划各项工作。邓小平将系统思维贯穿于现代化建设全域，厘清了中国现代化系统内部的

各自定位与相互关系，进而明晰了中国现代化是全面发展的现代化。通过对历史事实的研究与分析发现，邓小

平现代化思想的系统思维主要体现在两大维度：一方面，从一个社会的总需求来看，无外乎涉及物质与精神两

大类，总体上构成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中国现代化既非“单一”现代化，亦非“失衡”现代化，基于

1 2 3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373、28、237页。

5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6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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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文明”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是彰显“中国式的现代化”特色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提出的“两条腿走路”和

“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举措，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的现代化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从现代化内容指标

来看，现代化是一项囊括多维指标的系统性工程。邓小平提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

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 1 为此，要推进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文化上的丰富化以及人的自由

而全面的发展。其二，基于发展实际统筹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具体路径。邓小平科学研判了实现现代化任务的

长期性与艰巨性，从系统角度出发对现代化蓝图的具体路径进行了科学设计，如统筹现代化目标的连续性和

可实现性，坚持“三步走”战略分阶段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梯度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从中

华民族追寻“小康”目标的历史愿景中原创新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

设中谋定了制度安排和实践路向。

二、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内在逻辑：达成中国现代化“现代范式”的“中国式”
重构

中国现代化范式是立足中国实际内生演化而成的体现中国自主性、主体性的原创理论成果。邓小平现代

化思想系统阐述与回答了“为何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何种中国式的现代化”“何以推进中国式的现

代化”等重大问题，系统架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体系，实现了中国现代化“现代范式”的“中国式”重

构。

（一）“为何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准确回答了中国现代化的时代方位

马克思恩格斯围绕社会生产能力、协同分工水平、科学技术发展与世界交往联系等维度对现代化发展作

出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较为全面地探讨了现代化进程与人类社会进程的紧密关联性。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论

述了社会发展的渐进性规律特性，进一步揭示了现代化在推进社会进步上的一般性要求。可见，任何国家在

推进现代化建设中既要遵循一般规律，也要立足本国实际明确为何要推进现代化，即回答“现代化之问”。邓

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系统回答了特定时代“为何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问题：一是实现现代化是社会主

义的基本目标，构成通往共产主义的现实途径。邓小平在比较各国不同道路、模式和发展情况的现实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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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2 全面的现代化是共产主义伟大蓝图的重要组成部

分，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本身必然承载着建设现代化的使命。实现现代化是在不发达的社会主

义初级应当完成的目标任务，同时也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现代化虽发轫于资本主义，但现代化的硕

果并不为资本主义所独有，而作为更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的现代化仅存在于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社

会，因此社会主义同样具备培育现代化的土壤和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二是推进现代化契合生产力发展要求，

有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历史来看，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历经数次经济危机后，愈发突显其无法克服的

弊病，致使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实践中探寻新的现代化道路。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西方国家

因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跃升，创造出远超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生产能力，正如马克思曾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

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3 。立足中国语

境，窥探中国现代化问题，生产力水平仍然是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事业的核心战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现代化因“发展慢、底子薄”的客观原因，使得经济基础滞后于上层

建筑，未能直接呈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此，邓小平在回答社会主义本质要义的基础上将“经济建设”“生

产力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力图在较短时间迅速提升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显

然，在新征程上，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生产力水平高质量发展，培育与锻造出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迈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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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的阶段，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释放现代化活力中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推进何种中国式的现代化”：精确定位了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坐标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时强调，现代大工业的出现使得“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

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1 ，加速了世界现代化整体发展

进程。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凭借强大的资本输出、军事力量、文化渗透，造成中国在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中带

有明显的依附性特征，使得中国现代化的自主性、主体性与创新性被极大削弱，引致中国在现代化模式、道路

的选择上不够理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探索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理论层面不断深化对现

代化的科学认识，为实践上推进现代化事业提供了理论指引。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承继毛泽

东现代化思想，在立足中国语境与时代要求中精确定位了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发展坐标，具体来看：一是在真理

标准问题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突显中国现代化的自主要求。思想是行动的向导，对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成为

新时期思想观念的伟大转折，为推进现代化提供了思想指引。据此，邓小平清晰的认识到中国同世界现代化先

进水平存在的巨大差距，提出我们要“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 2 ，以实践作为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明其摆脱思想藩篱、依据实际自主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决心。二是在姓“资”姓“社”

问题讨论的基础上明确了中国现代化的本质方向。对于姓“资”与姓“社”问题的不同认识是关乎社会主义方

向以及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合法性的重大命题，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方向。邓小平明确指出：“在四个现代

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3 揭示了何为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明确了中国的

现代化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逻辑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从根本上澄清了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识误

区。三是在“计划”还是“市场”问题讨论的基础上确立了中国现代化的经济体制。邓小平认为，过去那种高度

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将“市场”“商品”概念等作为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大肆反对，更是导致社会主义经济

活力的丧失，阻碍了社会生产的进步。邓小平主张市场经济并不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矛盾，他指出“社会主义也

可以搞生产经济”，应“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4 。党的十四大

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上层建筑层面以改革为方式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阻碍现

代化社会大生产的矛盾。

（三）“何以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科学谋划了中国现代化的可行路径

纵深推进中国现代化是党百年奋斗的重要目标，承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夙愿。以何种方式或路径

来推进中国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现代化建设的质效。马克思恩格斯曾论述到，现实条件、历史状况的不

同决定了各国迈向现代化道路的差异性，“如果他要进行选择，他也总是必须在他的生活范围里、在绝不由他

的独自性所造成的一定的事物中间去进行选择的” 5 ，唯有将本国置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进程和社会发展

方式的抽象性统一中，才能自由选择自身的发展道路，实现主观选择性和客观规律性的统一。其一，以“高速

发展”方略整体推进中国现代化。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

题” 6 ，社会主义国家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相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

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 7 。“高

速发展”是保证我国跃过“卡夫丁峡谷”陷阱，争取现代化水平跃升至更高台阶，“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8 。邓小平关于“高速发展”的认识不同于历史

上那种脱离实际、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的“急性病”，而是立足国情基础上所规划的正确发展思路，有效提升了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可行性。其二，以“小康社会”目标统领中国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关于“小康社会”的构

想实现了将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有效结合，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赋予了中国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2 3 4 6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138、148-149、354、35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55页。

7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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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8、143页。

4 5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0、284页。

7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页。

式的现代化全新的时代内涵和政治内涵，实现了对传统小康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批判继承。“小

康”概念的提出是邓小平针对何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具体解读，以“小康”一词结合当代现实使“现代化”

成为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理念，进而凝聚好全面建设现代化的思想力量。其三，以“三步走”战略细化

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步骤。分步骤阶段性推进实现现代化是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核心性概念和创新性话语之

一，在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的基础上达到小康水平，进而基本实现现代化。 1 显然，“三步走”战略既在宏观层

面描绘了我国未来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也在微观层面上勾画了不同阶段为实现现代化应作出的具体行动，

坚持经济建设的主题任务带动现代化的全面发展，保证了中国现代化的连续性、渐进性和阶梯性推进，在实事

求是的原则下做到了建立规划与具体国情的有机统一。

三、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鲜明特质：彰显中国现代化“自主探索”的“中国式”
特色

从学理演进逻辑来看，一个理论或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完善基本上都遵循着特定的原则，彰显出其鲜明

的时代特色，这个原则就是把握其思想内容的关键。邓小平在追求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探寻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围绕中国现代化所形成的系列新思想、新论断，在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深刻回答

了中国的“现代化之问”，展示出区别于其他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鲜明特质。

（一）领导力量的先进性：在坚持与强化党的领导中稳步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

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改变国家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中国社会各阶层致力于寻求一条以“救

国”为主题的现代化道路，但因多重历史因素使得这些探索皆以失败告终。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现代

化事业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在理论、制度、价值维度提供了政治保障。邓小平在开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明确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

成。……这是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 2 显然，这一时期邓小平高度重视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政治保证作用，也正是在强化党对现代化事业的领导中，确保了党在波谲云诡的复杂环境中稳步推进现

代化建设。一方面，党的坚强领导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同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的有效结合，不断赋

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活力。邓小平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

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国亡党。” 3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政党。“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4 ，要坚持

“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 5 ，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引领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使中国的现

代化既不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模式，也不照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模式，而是坚定不移走具有

“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深化对内的改革调整、拓展对外的开放学习，牢牢抓住解放发展生产力这一主线。正

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现代化建设始终有着科学理论指导，在“两个结合”中不断创新现代化理论，赋予

了中国现代化事业鲜活生命力，使其在迈向民族复兴征程中向纵深推进。另一方面，党的坚强领导和常态化党

的建设，为中国现代化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

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6 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保证中国现代化持续向前的重要前提，影

响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质效。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坚持从思想、组织、制度及作风等层面入手着力打造纪

律严明的党组织、培养本领素质过硬的党员干部，在对外抵御资产阶级民主化、自由化等思潮侵蚀的同时，对

内统筹建设和法制并行，保证中国的现代化有纪律、有秩序的平稳推进。

（二）鲜明的问题导向性：在坚持问题意识中破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大问题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 7 邓小平现代化思想内蕴着鲜明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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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导向，在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中贯通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有的放矢瞄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矛盾，深刻揭示

并解决了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难题与困境。首先，立足中国国情，基于中国现代化实际情况推进现代化建

设。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面临着对社会主义所处阶段的判断，这成为党和国家推进工作与谋划战略的基本

出发点。邓小平在这一根本问题上的回答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他站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度，在

科学继承马克思主义社会阶段划分理论的基础上，科学判断了社会主义正处于初级阶段。正如邓小平所言，

中国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1 ，本质上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同时，“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

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2 。可见，

中国的现代化起步晚、曲折多，同时面临着来自国际环境中的激烈竞争和巨大压力，邓小平坚持紧跟问题、破

解问题，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识变、应变、求变，加速提升中国现代化建设水平。其次，在科学分析基础上，

整体制定中国现代化的层级化发展举措。邓小平以现实问题为现代化建设出发点，现代化建设的哪些领域有

突出问题，现代化建设就在这些领域集中发力，推进现代化在问题解决中实现纵深发展。为实现现代化的稳

步、可持续、整体性渐次推进，邓小平遵循客观规律，对不断变化的新的形势作出系统性的判断和规划。既

在宏观层面对我国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精确判断，也在中观层面制定了分步骤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计

划，更在微观层面对社会各方面现代化建设作出具体要求和指示，真正做到了当下与未来、整体与区域的辩

证统一，有效控制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不稳定要素，保证了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最后，聚焦上层建筑改革，

全面完善中国现代化的制度机制。邓小平全力推进改革开放，因为它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

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3 。同时，“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

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 4 ，以改革破除制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成为邓小平现代

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具体来看，邓小平既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也注重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

重要性，进一步赋予了文化、社会、生态等基本制度更加科学稳定的内涵，在现代化发展各领域、各方面、各

层次问题中不断进行纠正和调整，减少现代化建设中的不稳定因素，以更加完备的制度促使确保中国现代化

有序推进。

（三）突出的开放包容性：在同世界现代文明交流中自主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

列宁在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

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 5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推进革命、建设与改革中始终坚持立足中国实际、中国需要并不断寻求外部交

流与合作，以此作为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作为一种开放包容的思

想体系，始终注重将中国现代化置于时代趋势和世界图景之中，在全球视野中深化对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整体

性认知和把握，超越了固步自封、脱节倒退的现代化发展困境。其一，在积极肯定国外现代化发展成果的基础

上，有效汲取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经验。马克思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

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6 ，率先进入现代化行列的资本主义国家必然有其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为此，邓小平

谈到：“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7 ，“中国长期处于停止和落后状

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 8 。历史已然证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

是社会主义国家，闭关自守、孤立发展的道路难以走通，开放交流成为现代化国家推进经济、科技、人才等高

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现代化建设更应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之中“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

技术、经营管理方式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 9 ，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水平与能力，进

而不断拓展中国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其二，在科学看待国外现代化建设成效基础上，始终坚持以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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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所用的原则来推进中国现代化。中国现代化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要求充分体现中国实际

与发展需要，并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邓小平高度重视现代化建设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他强调要遵循世

界现代化发展的共性规律，“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 ，但这并不意

味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应盲目全盘借鉴“先发”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部成果，而应当立足本国实际，结合自

身发展特点，充分认识到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在坚持中国自主性基础上批判继承他国现代化发展成果。概

言之，邓小平现代化思想坚持守正创新、开放包容，辩证对待世界现代化建设成果，在“以我为主”的发展基

调上同世界现代文明开展对话交流，致力于高水平构建现代化理论，高质量推进现代化实践。

四、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原创贡献：推进中国现代化“整体发展”的“中国式”
创新

邓小平现代化思想既契合中国现代化发展实际的“特殊性”，又符合世界现代化演进的“一般性”，创造

性解答了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现代化的时代难题，探索出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新道

路、构建起超越苏联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新框架，充分彰显了其在理论、实践与世界维度的原创贡献。

（一）理论维度：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理论的拓展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范式的构建

邓小平总览世界现代化发展境况，对中国现代化的本质规律和发展趋势作出了科学的揭示和预见，实现

了中国现代化理论层面的凝结升华。一方面，邓小平现代化思想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理论的拓展。新中国成立以

来，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建设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解，

提出“四个现代化”发展目标。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的基础上，成功将中国的现

代化建设从空想动乱中拉回到客观世情、国情、党情及民情的规制下，谋划了“分阶段”实现“小康”的现代化

战略，提出了“发展生产力”“两大文明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中国现代化新概念，涵盖了国际、

国内两大场景，观照了历史、当下与未来三维向度，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等多种要素，创造性

延展了中国现代化理论的科学内涵，为新时代以自主性、系统性的现代化话语表达方式道明“中国式的现代

化”的显著特色与优势夯实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邓小平现代化思想推动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范式的构建。

邓小平现代化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创造性生

成中国化时代化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开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邓小平现代化思想指引中

国人民找到了一条坚持和平发展、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持人与自然

关系的现代化之路，体现出其思想时代价值、历史价值、人民价值、生态价值的辩证统一，建构起一整套具有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话语体系，创造性解答了在“人口多、底子薄”的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巨大

难题，奠定了中华民族主体意识觉醒和中华民族精神重塑的基础，以全新的内涵、形式和样态表达和呈现出

具有包容性、进阶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范式。

（二）实践维度：为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大动力

邓小平现代化思想明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为中国现代化实践设置

整体性架构，对在中国具体实际下如何推进现代化建设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科学解答，明确要求要走中国特

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实现了中国现代化在实践层面的卓殊开创。其一，坚持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为切入

点，明确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根本任务。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理清了生产力发展与中国现代化实践之间的辩证关

系，为中国现代化实践作出具体化安排。邓小平在指出“物质文化需要”同“社会生产”矛盾的基础上，明确表

明“发展才是硬道理”，将生产力发展置于社会主义和中国现代化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的高度上，以此为基点

作出重要战略安排与实践举措。中国现代化实践要紧紧围绕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核心问题，坚持在基

本制度、基本方略和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前提下，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整体进程，创新发展科学技术实现生产

力的结构性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落后、贫穷的社会面貌，实现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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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为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强大动能。其二，坚持以实现“小康”为落脚点，明确中国现代化

实践的阶段目标。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缕析了中华民族传统需要与中国现代化实践的辩证关系，为中国现代化

实践增添历史性价值。邓小平现代化思想创造性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理念与追求同当代历史发展潮流联

系起来，明确表明“现代化”作为世界文明新趋势在中国大地上拥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

为之艰苦奋斗的目标和需要。同时，实现“小康”，已不再单指物质生活富裕方面，还包括人、自然以及社会整

体的协调进步，内蕴着“过程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实现了传统文化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服

务于现代化建设，进而成为以中国话语解释中国实际、以中国理论解决中国问题的典范。

（三）世界维度：在突破西方现代化话语垄断中创新现代化发展样态

长期以来，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现代化”同“资本逻辑”“私有制”紧密相连，建构

起一整套以西方模式为唯一标准的现代化话语体系，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以商品输出、文化输出等方式助其

达成“殖民”世界的霸权目标。邓小平以卓越战略眼光洞察了当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廓清了资

本主义现代化的思想迷雾，以“对话”超越“对抗”、以“共赢”取代“零和”、以“合作”解决“矛盾”，从根本

上摒弃了西方资本主义以压制、剥削、侵略、掠夺他国以实现自身现代化的传统模式，致力寻求一个和平的环

境来实现现代化 1 ，向世界传递出社会主义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现代化理念，共建世界“正和”人类文明体系

的宏大情怀。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文明发展紧密联系，是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邓小平现代化思想

始终将中国现代化置于世界现代化整体进程中，明确指出中国的现代化亟需以开放包容的精神打破完全封闭

的对外交往格局、降低对抗对立的意识形态风险，在交流互鉴中汲取世界有益现代化文明成果。“失衡”“线

性”及“单维”的现代化既不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也不利于构建多样、平等、和谐的世界文明体系。邓小平现

代化思想对内是迈向富强的兴旺之路，对外是谋求大同的必然选择，充分彰显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立足当

代又关注历史、既聚焦本国又关切世界的显著优势。坚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各国人

民追求的共同价值，在丰富和发展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拓展出现代化新样态，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广大发展

中国家独立自主开展现代化建设、追求现代化目标提供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智慧并贡献中国力量。

［责任编辑    王建国］

On the Innovat ions of Deng Xiaoping's Modernizat ion Thought in China's Unique Path to Modernizat ion

Liu Yu  Mao Lei

Abstract:  Deng Xiaoping 's  ca l l i ng for  a  "Ch inese Path to Moder n izat ion" represented a  sh i f t  i n  Ch inese 
understanding of modernization. This new path has enriched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dispelled the misconception that "modernization" equals "Western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propelled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 ist ics, showing advantages over the Western model of modernizat ion.Deng 
Xiaoping's thoughtson modernization are the product of in-depth dialectical reasoning mainly demonstrated in 
four aspects. First, as for the scientif ic approach, Deng, with his theories on the essence, values, driving forces, 
and st rategies of modernizat ion, clar if ies the "Chinese path" in a systematic layout of China's modernizat ion. 
Second, for internal logic, by answer ing the "why to promot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 ion", "what k ind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o promote", "how to promot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Deng reconstructs the path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based on China's unique situations. Thir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lying Deng's thoughts, including competent leadership,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and prominent inclusiveness and openness, are the key to China’s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Fourth, Deng's creation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recreates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model, provides 
strong impetus for the practices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breaks the Westernmonopoly 
on modernization discourses, thus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Thoughts on Modernizatio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1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