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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 

大公国际：中国式现代化系列研究之一 

中国式现代化的“前世今生” 
 

技术研究部（研究院） 戚旻婧 舒蕴泽                    2024 年 7月 10日 

 

“现代化”作为一个广泛而深远的概念，自 20 世纪初被提出以来，便成为

世界各国追求的共同目标。它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的深刻

变革，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由之路。对于拥有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的中

国而言，我们的现代化之路尤为复杂而独特，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下，

最终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前世”：蹒跚学步与初步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的“前世”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中叶，那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

炮打破了中国封闭的国门，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的洪流之中。这一时期的现

代化，更多的是在外力强迫下的被动开启，表现为对西方现代化的模仿与学习，

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中国经历了从

器物层面现代化到文化层面现代化的变革探索，但均未能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图 1  中国式现代化的“前世”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大公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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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式现代化的“今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突破与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探索。以

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

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一时期，中国通过实施五年计划等

政策措施，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

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

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强调要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

代化道路。邓小平同志把中国式现代化目标首次综合表述为“小康”，并提出了

“三步走”战略，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和步骤。同时，他强调改革

开放是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在这一时期，中国实现

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继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的认识和实践。党的十

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了增强发展协

调性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认识中国式现

代化内涵和本质等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初步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确

定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

新目标、新任务和新要求。这一阶段，在经济领域，我国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政治领域，发展全过

程人民民主、推进法治建设、加强党的领导和建设，确保了党始终成为国家和人

民的领导核心；在文化领域，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从“保下来”

到“活起来”的转变；在社会领域，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加

强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在生态文明建

设方面，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了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可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涵盖

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领域，并均取得了显著成就，党和

人民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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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式现代化的“今生”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大公国际整理 

 

表 1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时间 事件/会议 主要论述 

1945.04 党的七大 
毛泽东明确提出“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

斗争”。 

1949.03 
党的七届二

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首次从经济社会发展维度使用“现代化”

概念：“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

展”。 

1964.12 
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 

“四个现代化”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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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两步走”战略：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

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面实现农业、

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1979.03 
中央政治局

会议 

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

两天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21-23 日）上，邓小平正

式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 

1982.09 党的十二大 

把中国式现代化目标首次综合表述为“小康”，提出

“经济建设的总的奋斗目标是到 2000 年人民的物质

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 



                                       专题研究|中国式现代化 

 4 / 6 

1987.10 党的十三大 

“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

八〇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

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

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

本实现现代化。 

1997.09 党的十五大 

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建党一百年时，

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建国一

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

主义国家。 

2002.11 党的十六大 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2012.11 党的十八大 

提出“在建党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

立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目标”。 

2017.10 党的十九大 

（新）“两步走”战略：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基础上，再奋斗 15 年，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到 21 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 

2017.10 

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

年大会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

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2022.10 党的二十大 

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阐明了中国式现代

化的五大“中国特色”、九个“本质要求”和五个“重

大原则”。  
 

资料来源：全国人大网等公开资料，大公国际整理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 

中国式现代化内涵丰富、外延广博，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苦

奋斗，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分阶段、分步骤地求索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

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化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相继提出“中

国式现代化”概念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等命题后，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进行了阐述，初步构建了中国

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概括来看，其核心要义可以归纳为“115951”，即一个基

本前提、一个根本遵循、五大特色、九个本质要求、五个重大原则、一个根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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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1。 

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党的领导，一个根本遵循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保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行动指南。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色，一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基本国情——人口规模巨大；

二是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三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需求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四是可持续发展的贯彻落实——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五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式要求——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九个本质要求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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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大基本原则是确保

中国式现代化持续走在正确道路上的根本保障。其次，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实

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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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

生态文明四个方面给出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途径。最后，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表明中国式现代化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及创新

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 

五个重大原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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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坚

持”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前进道路上必须回答的五个问题：谁在领导、为谁而干、

采取什么路径、动力之源何在、应具备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实践过程中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证。 

一个根本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为目标指向，既是发展路径，也是奋斗目标。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根

本目标，充分彰显了党和人民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本身，以及走好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的高度自信。 

                                                             
1 《三重逻辑，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0148183614364320&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0148183614364320&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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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起来，中国式现代化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道

路。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实践成果的逐渐累积，中国

式现代化对世界发展的影响之深远是无法估量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定于 7 月 15 日-18 日在北京召开，会上将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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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的大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将继续带领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继续前进，一是继承和坚持正

确理念方向和战略安排，例如坚定不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

路、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二是把握“危”“机”、与时俱

进、不断进取，在实践中开拓现代化的全新版图，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新的选择

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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