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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现代化的发展经验、一般规律与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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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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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百年世界现代化进程，已衍生出经典现代化模式、依附论发展模式、发展型国家模式、世

界体系论模式等不同流派的发展模式和理论范式。全球经验表明，经济市场化、生产工业化、

技术变革创新、经济合作全球化、生产要素国际化等是解释世界物质现代化繁荣的重要变量；

制度现代化更加追求制度的调适性、开放性、自主性、协调性、包容性；人的现代化主要趋势

为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以及人的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进一步总结各国现代化一般规律发

现，现代化并没有千篇一律的固定模板，但可有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路径。各国现代化实践已

形成一些共识标准，而政党是影响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

中国方案，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理论表达，不仅具有世界性和一般性，也具有中国性和民族

性。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既遵循了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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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

世界范围内的一种全球性经济社会变革性运

动，现代化正走向多元化发展趋向。现代化理

论归纳最早源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近代西

方发生的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经验归纳，即“经

典现代化模式”。在此话语体系中，现代化包括

“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和“不发达国家的西方化

（19世纪之后）”双重含义。但这一理论范式既

误解了传统也遮蔽了现代，忽视了不发达国家

实现现代化的其他模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人类文明史上首次出现了社会主义制度，

由此引发世界讨论“作不发达国家应走西方发

展道路的单向度假设”是否合理、是否行得通

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

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现代化由最初的西欧模

式、北美模式、苏东模式，又逐渐衍生出东亚模

式、拉美模式，有力抨击了经典现代化模式的一

成不变和全盘西化理念。而后衍生出带有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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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中国家立场的“依附论发展模式”，主要

以拉美国家境遇为典型案例。依附论认为，欠

发达国家和地区之所以难以发展，是因为其在

世界经济版图中一直处于依附地位，且长期受

到西方发达国家非合理性制裁、剥削、统治和

控制。为此，该理论提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实

现现代化，唯一出路便是摆脱依附关系并切断

一切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联，独立自主走自己

的路。但此种理论也因主张片面的“外部因素

决定论”而受到诟病。东亚“四小龙”经济奇迹

我们称之为“发展型国家模式”。这一理论对依

附论造成极大冲击，表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和

国家的属性和能力对于现代化赶超同样重要，

但其“理论化程度不够，仍是一个存在大量开

放性话题、并持续演进的理论视角”[1]。与此同

时，20世纪70年代，诞生“世界体系论模式”。

这一理论提出，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由经济、政

治和文化三个基本纬度构成的复合体，并建构了

“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层级结构来解释世

界体系的极端不等性，揭示了全球现代化不可

阻挡的趋势。但该理论依然存在中心和外围国

家的划分没有定量标准，相对忽视了生产力和

科技发展的作用，不能反映世界发展和现代化

的全貌”[2](P115)等局限性。百年现代化进程已经

衍生出诸多不同流派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和理论

范式。但目前这些理论的结论和主张都内置具

体历史条件因而具有历史局限性。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具有世界性和一般性，

也具有中国性和民族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作主旨讲话

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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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了更好理解使命型政党认识、学习、

追赶世界现代化以及面向第二个百年新征程引

领全面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我们首先要在世

界现代化的演进逻辑、经验比较和一般规律基

础上去获得必要参照。为此，本文将重点开展

世界现代化的经验比较，寻求总结世界现代化

的一般规律；最后概括世界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提炼其模式、理念和方法，以期为世界各国现

代化建设提供借鉴启示。

二、世界现代化的发展经验

世界现代化是多维现代化。郑永年将现代

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二是

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三是人的现代化。[4]物质现

代化是基础，是以追求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

发展为目标关于人类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制度

现代化是建设更多实现和平、发展、公平、正

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制度。

人的现代化则是现代化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人

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一）物质现代化的发展经验

现代世界的物质繁荣、技术进步和财富创

造，既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持续

发展的过程。对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各个国

家经济发展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是深刻理解世

界经济现代化历史规律的重要途径。这些经济

体在全球经济现代化浪潮中“做对了什么”又

“做错了什么”。我们通过物质现代化发展成与

败比较发现有以下值得借鉴的经验。

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建立符合现代特征

的市场经济体制。所谓经济现代化，就是适应

生产力需要而调整生产关系，不断促进生产力

发展。[5](P226)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这

是目前现代化转型理论的基本假定前提。从全

球生产力发展趋势来看，现代化与市场经济密

不可分。全球现代化本质是一个摒弃野蛮掠夺

走向全球市场化的发展过程。就目前现代化经

济体制机制创新来说，当下最好的发展方式和

方法就是市场经济。而实践也证明，进入到现

代化高速发展的国家无一不是实行市场经济体

制的国家。不管是以德国、瑞典、瑞士为代表的

自由型市场经济，还是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

协调型市场经济，亦或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在现代化道路上，均在不断探索

建立不断完善更加适应本国发展生产力需要的



第2期 世界现代化的发展经验、一般规律与中国方案 ·19·

市场经济体制。

在经济持续增长战略方面，重视不断升级

转型的工业化道路。世界现代化道路源于人类

第一场工业革命，由此改变了生产方式并提高

了生产力。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是现代化工业生

产力，所以经济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发展生产

力，核心内容是工业化。而世界的工业化道路又

经历了标准化、规模化、系统化、数字化、智能

化这一序列过程，由此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

来源源不断的动力。然而世界工业化道路也是

多线性发展，衍生出自由放任式推进的英国模

式、阶梯式推进的日本模式、渐进式推进的中

国模式等。为此，世界上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化

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也是日益增大。与此同时，

早期“唯物主义”的工业文明也带来了现代化过

度发展和严重失衡的“发展性危机”。21世纪以

来，绿色现代化和理性现代化便开始成为世界

工业化道路的未来发展趋势。

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开展永不停歇的技

术创新革命。如果说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本前

提，那么技术创新则是工业化过程中的第一生

产力，是现代化的动力来源。发达的生产力和商

品，离不开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工业革命的

根本动力。在过去五个世纪中，世界上大致发生

了五次科技革命，即近代物理学诞生、蒸汽机

和机械革命、电力和运输革命、相对论和量子

力学革命以及电子和信息革命。它们推动了世界

现代化的前四次浪潮，包括机械化、电气化、自

动化和信息化。[6]当前正发生以人工智能、大数

据、量子计算等为代表的新的技术革命，历次

工业革命，都是由于科学和技术进步引发的，每

一次科技创新的突破都会带来现代化的飞跃和

世界格局的变化，例如英国、德国、美国、日本

在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创新发展带来其世

界地位的提升。相反，拉丁美洲的创新技术主

要依靠欧美输入，并没有建立起本国的创新体

系，为此现代化进程则受制于人。苏联也因延

误了电子和信息革命，结构调整与升级不及时，

因而造成国力衰败。

在生产要素方面，注重提升资本、人才、市

场等国际化水平。世界各国经济现代化的全球

一体化趋势也体现在生产要素国际化领域。在

整个世界商业体系中，现代化工业、农业生产

过程所需要的原材料日益依赖于国外市场的供

给。而所需的货币资本、劳动力、高级工程技术

人员和管理人员等人力资本在国际间高频率流

动。技术要素在国际上也呈现出“吸纳与输出双

向均衡”扩张的趋势。资本、劳动力、技术国际

转移和国际生产活动等，呈现出生产要素的流

动性、开放性、共享性特征，由此改变了世界经

济的运行机制与结构版图。一个典型的案例是

20世纪末的英国正是得益于金融服务和建筑经

济领域卓越的国际能力形成了高度国际化的市

场经济环境。就目前来说，现代经济市场化与国

际化最为重要的载体和最大的贡献者是跨国公

司。全球庞大的跨国公司群，以资本为载体实现

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和跨

国界、跨区域流动，由此建立起全球生产网络，

实现规模化生产、差异化生产以及生产要素国

际化、生产过程国际化、产品贸易国际化，从而

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各国在现代化

运动角逐中也意识到，追赶“现代化”必须要提

升资本、人才、市场等生产要素国际化水平。

在国别与区域合作方面，建立国家或区域

之间“全球现代化伙伴关系”。现代化也是一

个全球化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现代

化发展与世界脱钩都是行不通的。国家现代化

建设必须破除地区性个别发展思路，进而拥抱

世界建立“现代化全球伙伴关系”，参与到全球

化的国际市场体系和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当

中去。以东亚“四小龙”的现代化发展为例，东

亚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区域合作与分工越来越

紧密，建立区域联盟和自贸区，被纳入到国际分

工世界经济体，有力推动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的现代化。一国现代化与全球化具有不可分割

性，一个典型现象就是全世界货物和服务进出

口总额大幅增长。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22》

数据显示，全世界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 0 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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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15亿美元增长为2021年449147亿美元，年

增长率为70.83%；全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

从2000年29550亿美元增长为2021年115330亿

美元，年增长率为74.38%。[7](P19,298)事实上，尽管

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短暂的

逆全球化，但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需求正在加

快全球布局，科技创新正在加快全球扩散，生

产要素正在加快国际化，推动着全球经济一体

化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主流趋势。

世界现代化取得物质繁荣成就的同时，也

带来了一系列过度物化的现代危机。第一，生

产方式全面物化的“矛盾性”凸显。资本化与物

化使得市场化和资本权力得以长期维系，但资

本、市场以及物的过度统治也进一步造成问题

百出的“现代性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言，旧的

生产方式不断在解体，而“全面物化的生产方

式”所带来的“矛盾性”愈发凸显，集中表现为

“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

力转化为物的能力”[8](P51)，最终造成了“物的人

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9](P135)。第二，资本

权力全球增殖扩张引发多元化冲突。随着物质

现代化的全球普及普惠，资本主义国家或许出

自于对“地位和安全”的过度焦虑以及资本权

力被削弱的担忧，不断掀起争夺霸权的全球商

业战争、技术垄断战争、国际制度战争、地缘冲

突战争等。一些国家还违背开放潮流，通过构

筑“小院高墙”的逆全球化导致全球供应链断

裂，粮食、能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短缺困扰着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扰乱全球生产秩序。当前

全球经济正面临巨大滞胀压力且分化加剧。第

三，全球滞胀型债务危机成为当前全球经济现

代化的重要挑战。最新数据显示，全球负债率

已超过300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和日本分别为

负债总额世界第一和负债率世界第一。各国政

府债务屡创新高，国际资本又逐步离场，极有可

能触发主权债务违约、经济萎靡不振、通胀率

飙升、全球金融危机等风险。第四，技术革命带

来生产方式变革，也产生生态危机、国家安全

危机、科技伦理危机、社会道德危机等等，现代

化的危机四伏。例如，近些年发展迅猛的人工

智能，技术都还尚未成熟定型，但自动化武器、

AI造假、家庭伦常破坏、黑箱隐喻、隐私泄露、

信息茧房等问题却已经层出不穷。而随着近些

年全球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以资本为驱动力

的数字权力也正逐步在全球扩张，试图构建起

新的一套数字经济体系，从而实现“数字控制”

占据和主导资本市场。总之，资本扩张性所带

来的很多问题在当下都必须要进行深刻反思和

迫切需要解决。

（二）制度现代化的发展经验

现代国家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制度的竞争。

全球不少国家和地区有着相似的国情背景并采

取相同的体制变革路径，却形成了经济社会高

速增长发展或经济社会衰退两种截然相反的

结果。这就意味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转

型中所采取的制度安排、制度变迁、制度组合

方式，并非都是可适应、可协调、有效率的。包

刚升以“精英-制度主义”逻辑展开分析框架，

认为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实现现代化，取决于该

国统治精英是否选择有利于现代化的制度与政

策。总结众多制度现代化转型较为成功的国家

实践经验发现，以下几个维度是重要因素。

现代化制度应具有调适性。现代化道路面

临经济发展、政治秩序、社会风险、生态变化等

众多“变动性”和“不确定性”因素交杂的内部

危机与外部挑战。现代化发展战略必须根据国

内外形势变化及时调适经济政策纲领，在经济

增长、所有制及分配方式上保持平衡，保持制

度的高度灵活性、韧性与弹性，不断强化制度自

身调适能力，不断满足民众利益诉求，以提升

治国理政绩效合法性。例如，1993年，南非出台

《黑人经济振兴法案（BEE）》来应对黑人参与

经济和解决提升黑人就业率等问题；1994年，

南非推出“重建与发展计划”，以政府主导型社

会服务和财富收入二次分配来带动经济增长；

2003年，南非又颁布了《广泛的黑人经济振兴

规范（B-BBEE）》来推动黑人中产阶级崛起。可

以说南非在政策制度不断调适中实现了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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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GDP年均4.78%的增幅。2011年，南非得

以成功加入“金砖国家”并建立了“南非-中国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现代化制度应坚持开放性。制度现代化的

目标并非全人类终结于千篇一律的某种制度，

而是要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得以践行。要实现这种

理念，必须保持制度的开放性，可以通过不同

性质的制度形态，甚至是多种性质制度结合并

行来推动经济现代化。例如中国在生产力并未

达到高度发达的情况下而采取公有制经济与非

公有制经济相结合的方式，也是符合制度现代

化一般规律的，同时也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重大制度优势。事实上，整个人类

文明的进步并非单线的而是多线的，人类的现

代化发展也并非单线的而是多样化的。为此，

现代化的制度必须是“非教条性”“发展性”和

“兼容性”的开放性制度，否则无法有效保障现

代化良性发展。

现代化制度应坚持自主性。制度的自主性

是指国家超越利益集团的压力或要挟自主地决

定和形成法律制度和政策的自由度。[10]缘于不

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条件和动力机

制差异较大，各国各民族现代化起步、模式、道

路也不尽相同，在制度设计上理所应当尊重本

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

以日本为例，日本经济现代化以及科技现代化

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但日本现代化建设的自

主能力相对偏弱，其外交政策和现代化制度建

构方面严重依赖于美国。为此20世纪90年代开

始，日本现代化建设进入长达30年的增长缓慢

甚至是停滞状态。各国各民族必须根据自身情

况，依靠自己的努力，探索适合独立自主的发展

道路，选择彰显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此外，制

度现代化讲究制度型开放，也强调制度型自主。

各国既要善于利用世界体系实现本国现代化发

展，科学处理好与世界体系关系的开放性，也

要保持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重视本国

制度的自主性，在国家现代化制度建设上保持

民族自主意识、追求现代化内生动力以及经济

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能力提升。

现代化制度应注重协调性。现代化强调经

济与科技、教育、文化等协调并进，同时也注重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世界关系的和谐共

生。世界银行在2006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出，拉

美等新兴市场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工业化与其他经济社

会领域未能协调发展、平行推进，导致发展陷

入较多制度障碍、社会危机陷阱、技术创新停

滞。但并非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都会发生，例如新

加坡、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却能够成功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是因

为这些国家在不断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

中，既强调市场经济的市场化发展，也非常注重

政府的主导引导作用；既注重经济体制的改革，

又强调社会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

度和福利体系，避免了收入差距扩大；既注重

招商引资，也注重招才引智，不断引进人才、激

发创新能力。

现代化制度应追求包容性。为什么都在美

洲、都有殖民历史，北美发达而南美贫弱？为什

么朝鲜韩国一线之差，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如此

天壤之别？为什么非洲战乱频繁、积贫积弱？为

什么国际援助、国际减贫难以长期奏效？为什

么很多近似的地理位置、近似的自然资源、近似

的文化但是由于制度不同，却走上了截然不同

的道路。例如美国和墨西哥、韩国和朝鲜、博茨

瓦纳和索马里……我们从一对对鲜明的案例比

中可发现，建立包容性制度是实现经济长期持

续增长的必然条件。光是建立经济制度并不足

以支撑现代化经济发展。只有建立法治、权力

制衡，适度集权且保护人权，激励自由市场且利

益制衡，才能形成稳定的现代化系统，才能形

成强有力的循环发展动力，保持发展可持续，保

障政治稳定、经济富有活力。为此，阿西莫格鲁

与罗宾逊在其《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强调，国

家治理文明和繁荣的成功是多种影响因素的结

果，它应该是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综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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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果。[11](Piv-vii)对经济现代化转型的包容性制

度回应是国家推进可持续现代化的重要策略。

世界国家追逐现代化都将“善政善治”提

上日程。各国制度发展在现代转型中虽然结构

和形式因国家而异，但不少国家还是实现了可

持续性增长。但令人痛心的是，在全球经济、制

度、人口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有一些现代制

度正处于滑坡倒退状态。第一，地缘经贸关系

和地缘政治冲突，不断侵蚀国际规则体系，引发

国际法治危机。例如，2023年巴以冲突持续，联

合国安理会上相关决议草案被否决，部分西方

国家强行介入，动摇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规

则秩序，导致世界陷入一定程度上规则失效、治

理失序的状态。第二，制度非中性的程度进一

步加剧。在国际制度竞争中，部分国家出于霸权

护持战略目标，在制定政策时将“排外”和“内

顾”作为现代化制度和规则设置的主要考量，

表现为构筑其排他性“小圈子”制度体系，或制

定限制性规则体系“规锁”崛起国。典型国家有

以美国为主的霸权“脱钩”战略和“规锁”战略，

破坏既成的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框架的多边贸易

秩序，但同时也瓦解了自身体系。第三，制度现

代化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匹配。最为凸显的是，

不少现代国家防范风险与化解危机能力不强，

应对外部变局与环境风险的政策定位失误，或

政策执行效率低，直接影响其治理绩效。

（三）人的现代化的发展经验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

是一个历经“器物之变”“制度之变”和“文化

之变”，对现代新质不断接纳、消化、转换和建

构，进而生成现代素质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持久

过程。美国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认为人的现代化是人的心理、思想和行

为方式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12](P5)人

的现代化可以说是物质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不

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并在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

作为主体力量和作为文明尺度的关键性作用。

回顾历史，人的现代化经历了从对“人的依赖

性”，转化为对“物的依赖性”，再到人的“自由

个性”确立的发展过程。

第一，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表现为理性

化和知识化。人的现代化首先体现在精神层面

的革新，以人的知识素质提高和思想文化转型

为内涵，实现人自身的全面发展。理性化和知识

化是人的现代化的首要表现。“现代化是人类

对自己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合理的控制的

扩大”[13](P66)，所以现代化首先是全面的、理性的

合理化、科学化发展过程。不论是从中国的百家

争鸣、新文化运动还是西方的文艺复兴、法国启

蒙运动，科学实践、技术创新和现代教育不断

生产、传播和转移新知识，使人类逐渐摆脱思

想观念禁锢，具有了竞争意识、开放意识、创新

意识、效率意识、民主与法治意识等，不断地追

求自由、民主、平等、公平、尊严等理性化价值。

同时人作为劳动资本也在知识化过程中从体力

劳动转入脑力劳动。而人的理性化和知识化又

进一步推进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现代化国家

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道路上，通常会普遍性运

用科学知识、科学技能和科学的思想方法，进

行合理的规划设计，合理的设置机构企业，合

理的核算并追求合理的技术、合理的工艺和合

理的法律制度，这体现了人的能力的现代化。因

此，韦伯、迪尔凯姆、帕森斯等西方学者总结传

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转变，理解为是从自然主

义和经验主义的行为方式向科学主义、理性主

义和人本主义的行为方式的转变。[14]

第二，人的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表现为世

俗化和福利化。现代化可以看做是人类在历史

时代中不断追求进步的“文明形态”。从狩猎采

集到农作物耕种，从工业革命到信息化时代，

人类的生产方式随着技术进步发生重大变革，

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

种变化集中体现为世俗化和福利化。所谓世俗

化，是与宗教化相对应的一个社会现象，主要是

指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现实世界，并接受与之相

应的现实性、理性化的基本生活态度和行为取

向。[15]世俗化表明，人类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目

标从追求“来世天国”的幸福转向“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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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延续的幸福、从“超验自然主义”观念转向

“科学自然主义”，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

志。所谓福利化，是指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并

非简单的生产要素优化或积累，而是为了给人

类提供自然福利、农业福利、工业福利和人文福

利。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

社会，现代化的进步正逐步迈向从资本逻辑到

人本逻辑转换。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呈现出多样

性，但总体上呈现出一个基本趋势，即现代文明

形态在人类生活方式上将更加遵循生态准则、

伦理准则、健康准则、文明准则以及福利准则。

然而，“人的自我异化”已成为资本主义现

代化不可避免的问题。早在19世纪西方现代化

和工业现代化启动之初，马克思便提出人的“异

化”问题。现代化对人的全局、深刻塑形也引

发了多方面危机和挑战。第一，“主体人”与“工

具人”之间的摇摆不定。人在现代化运动中始

终在工具性和主体性之间不断徘徊，彰显人的

分裂性和矛盾性。时而为追求功利化附魅于物

性，把“主体人”降格为“工具人”，时而又在落

寞的“工具人”角色中思索着如何重拾“人的尊

严”和独立性、主体性。如此怪象也充分说明

资本主义现代化着实难以摆脱对物的依赖。西

方现代化的最大悖论就在于社会进步与人的失

落、物的增值与人的贬值，其最终结果使工具

理性压倒了价值理性。[16]第二，全球性“精神

危机”凸显，人的精神世界与物的现代化严重

“脱节”。“精神危机”是伴随着高度发达的物

质文明同步增长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人

类被资本和器物所支配，现代人的精神无所皈

依。全面的商品化、资本化、物化正扼杀和瓦解

着人类的平等友爱、诚信互助等理性化价值体

系，取而代之的是人们信仰沦丧和道德沦丧，

精神世界空虚。尤其是数字时代，“佛系”“丧

文化”“躺平”等异化精神现象层出不穷，表明

人的精神空间相对蜕化，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

失衡。第三，全球性“人口危机”渐行渐近，“人

口崩溃”可能成为人的现代化最大危机。没有

什么比人类世界后继无人更可怕的。《2022年

世界人口展望》显示，2022年全球人口增长率

为-0.6%，全球人口负增长、不断衰减的趋势不

可逆转。出生率过低、人口老龄化等将进一步阻

碍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此外，地缘政治冲

突和全球资源分配中的非合理配置，也使得全

球人口的现代化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特征。

三、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

现代化已成为约定俗成的世界近现代史主

题。为何世界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或

早或晚，或全面或片面，或内源或外生，或成功

或失败？分析世界现代史可知，现代化非千篇一

律，但有规律可循。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无

法脱离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的客观规律。

（一）世界现代化没有千篇一律的固定模板

现代化具有一般性，也具有民族性。成功的

现代化并非通则，而是特例。盲目照搬、东施效

颦一国模式必然带来惨淡后果甚至是灾难性问

题。例如，清末中国，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

亥革命三次变革，中国人在器物、制度、文化等

层面，照搬外国模式，思想上、技术上、制度上

都水土不服，想跟上近代化的步伐，却都以失败

告终。再如，越南效仿中国模式重点发展劳动密

集型轻工业，老挝效仿中国改革开放模式等，也

均未取得持久性的理想发展成效。经验表明，世

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现代化模式是对所有国家和

地区普遍适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代化模式是可

复制、可抄袭的。任何国家的现代化标准均不是

唯一标准，任何一个指标也无法概括现代化全

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

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现代化标准”。[17]

现代化具有多元性，是一个“集大成”的过

程。现代化的特征内涵具有多重诠释且处于不

断深化中。基于不同视角看待，现代化具有多

重诠释。我国著名学者罗荣渠教授在2013年把

现代化的特征概括为民主化、法制化、工业化、

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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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

播化、人口控制化等。[18](P11)现代化本身就是个

“类化”概念。那种倡导世界文化统一化、世界

文明同质化的极端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不可

行的。现代化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是一个“动

态”的过程。现代化的特征内涵，在不同历史阶

段会呈现出新文明特质和新实践向度。现代生

产力不断变迁，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也随之不

断拓展和深化。

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20世纪冷战结束

之后，佛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由此

引发“世界现代化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西方

化”的全盘西化风潮。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

模式的诞生，西方现代化模式一统天下的格局

被逐渐打破。西方国家先发按下现代化的“快

捷按钮”，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全球把西方现代

化作为追逐标准，塑造了西方模式是现代化唯

一路径的话语体系。但随着西方现代化的诸多

弊端显露，世界各国意识到现代化发展模式具

有多样性，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西方是现

代化的先行者但非现代化的唯一范本，更不是

衡量现代化的唯一标准尺度。西方中心论的现

代化叙事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

现代化可有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路径。从

比较现代化来看，各国资源禀赋、经济体制、

政治体制、历史传承、文化底蕴等现代化基础

差异非常大。世界现代化的模式和道路，既有

采用资本主义路线的现代化，也有采用社会主

义路线的现代化，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性质属

性、制度内涵、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陈峰君

将世界现代化分为西欧模式、东欧模式、北欧

模式、北美模式、东亚模式、西亚模式、南亚模

式、拉美模式、非洲模式等，并把西方（西欧、

北欧、北美）和东亚这一对反差极大的模式作为

两类成功的现代化模式。[19](P9-10)何传启等更是

将国家现代化分为56种组合模式。[20](P50)罗荣渠

根据所有制和经济运行、权力结构的不同，将

现代化模式分为三类：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即

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分权型或集权型的

现代国家机构；苏联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即社会

主义公有制+计划指令与有限市场结构+集权型

现代国家机构；发展中国家的混合式现代化，即

混合经济+自由市场+集权或分权型现代国家机

构。[21](P150-158)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追

求，具有不可逾越的历史必然性，而追求现代

化的路径可各不相同。

（二）世界现代化实践已形成一些共识标准

如何判定一个国家是否实现了现代化？目

前来说，现代化进程中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

域里的变革的界定标准各执己见、尚未统一。

始于20世纪60年代，全球范围便兴起了社会指

标运动和现代化评价运动。实践经验表明，虽

现代化模式各异，但现代化目标和结果却具有

国际可比性。例如国际组织层面，联合国国家概

览指标体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概览指

标体系、欧盟概览指标体系、世界银行的世界发

展指标体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指数、联合国

人类发展指数等；学术界层面，布莱克的现代

化指标体系、英格尔斯的现代化指标体系以及

何传启等中国学者构建的100个现代化指标等。

这些均是国内外各界对现代化指标体系和共识

标准研究探索的典型代表。由此表明，世界现

代化实践已形成不少共识标准，一些公认指标

值得参考借鉴。

物质现代化的共识标准。国内外对于经济

现代化的目标、过程和结果的评 价主要分为

五大类。一是从整体经济规模角度来评价，例

如经济生产总值（GDP）、人均生产总值（人均

GDP）、人均GDP年增长率、国民总收入(GNI)、

人均国民收 入（人均GN I）、个人可支配收 入

（DPI）等；二是从经济结构比例角度来评价，

例如工农业产值比例、服务业产值比例、非农

业就业比例等；三是从生产要素角度来评价，

例如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工业劳动

生产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工业机器人使用

比例等；四是从分配与消费角度来评价，例如国

家税收比例、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生产者价

格指数（PPI）等；五是从创新与开放角度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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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例如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规模、每万人高价

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

重、对外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资本

流出入量、企业跨国公司数量与经营情况等。

制度现代化的共识标准。在制度现代化目

标上，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已成为全球共识，并通

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

交等各方面具体制度来践行实现。在制度治理

现代化层面，全球均关注政治稳定、政府效率、

民主化、公众参与、控制腐败、权力约束、监管

质量、法治规范、污染控制等现代化指标。在制

度现代化效果角度看，全球各国都注重在提升

制度适应性、包容性、开放性、共识性、自主性、

协调性、调适性、有效性等方面下功夫。

人的现代化的共识标准。要实现人自身的全

面发展，不仅是人居生活方式现代化，例如通过

充分的民生保障来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优越的

人口再生产条件，还包括精神层面的革新和现代

化，主要是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人的素质现代化

和人口结构的现代化。基于此，全球对于人的现

代化的衡量标准通常包括：一是关注人口结构

与基本素质，例如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预期寿

命、非农就业人口比重、人口负担系数等；二是

关注人才储备与科技教育水平，例如劳动年龄人

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研究人员占总人口比重等；

三是关注文化繁荣与社会文明，例如权利保障、

文化繁荣、公共安全、环境保护；四是关注民生

保障与社会福利，例如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社

会保障与福利覆盖面，恩格尔系数等等。

（三）政党是影响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力量

政党是整个人类现代化“文明链”或现代

经济体系、制度体系中的基础环节和关键力量。

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大多数百年老党都在本国

现代化进程中打下深刻烙印，成为国家稳定和

发展繁荣不可或缺的重要政治力量。为什么苏

联解体苏共解散？其根源是苏共未能解决自身

的现代化转换问题，不再能够肩负国家现代化

发展的时代任务。为什么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能

够长期执政？是其意识到随着国家现代化的发

展，人民对政党有着新的要求，对政治有着新

的诉求，对社会有着新的期待，执政党要满足

人民的新诉求，不断调整自身建设，改进执政

方式和领导方式。政党影响现代化的案例众

多，例如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推动本国逐渐

成为世界强大的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印度国大党和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都在其

建国、推动国家发展进步中起到重大作用，等

等。实践证明，政党引领现代化模式是人类实

现现代化的新选择、新范式、新方案。而近几十

年以来，随着以政党主导推动国家现代化的中

国、新加坡等非经典现代化模式的成功转型和

强大崛起，政党主导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也逐

渐成为全球现代化角逐战的主流路线。“政党

中心主义”超越和弥补“国家中心主义”或“社

会中心主义”理论谱系缺憾，已成为用于解释

现代化奇迹的全新理论视角。世界各国学者也

开始将“政党-国家-社会”等量齐观构建分析

框架，作为现代化的关键解释变量。“政党中心

主义”现代化的有效运转，其逻辑在于通过现

代政党的中枢作用和组织权威，在国家职能体

系中平衡国家与资本的张力，实现对制度、组

织、人的统合能力，实现国家政治的重建与社

会秩序的重塑。

政党治理现代化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成败。一个政党要引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

设，有一个前提条件是政党必须具有现代化的

执政能力和长期稳定的执政地位。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强调：“作为现代化事业的引领和推动

力量，政党的价值理念、领导水平、治理能力、

精神风貌、意志品质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的前

途命运。”[3]截至2021年，全世界政党总数已经

超过万个，且各国政党数量仍在持续增加。实

践中，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在面对现代化进程中

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情况新挑战，政党起着决

定生死的作用。以拉美国家为例，不少执政党

非常重视政党的司法概念和属性，强化政党立

法和对政党的规范管理，不断定义拉美政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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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版图；而有些政党忽视自身建设，造成思想混

乱、组织涣散、官僚腐败、代表性危机加重等问

题，政党政治生命周期明显缩短，削弱了国家

现代化治理效能。例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于

1929年建党后连续执政71年，却在在2000年大

选中下台，而后又在2012年大选中赢得重新执

政，创造了拉美政治发展的“奇迹”。该政党缘

何东山再起，得益于其意识到政党治理失效的

惨痛教训，便从2000年开始改革，在权力结构、

意识形态以及内部建设等方面成功实现了现代

化转型。长期且稳定的执政地位也是国家现代

化推进的重要条件。西方国家大多实施多党竞

选、轮流执政制度，选举型政党围绕资本逻辑

则着眼于短期选举需要和眼前权力利益博弈，

难以做出连贯统一的政治目标和长期规划。由

于缺乏一个长期稳定且坚强的领导核心，一些

西方政党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力也严重衰

退。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政

党执政环境发生巨变，执政风险不断加剧，执

政党想要保持长期稳定的执政地位，必须把内

部治理的现代化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前提。这

就要求执政党必须根据执政环境的变化，不断

提升自身适应现代化的治理能力。不仅要求执

政党为国为民为社会的政党性质转变，还包括

政党组织结构、运作方式的适应性转变，如政

党与政府、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社会、政党与科

技等关系的调整。

四、世界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现代化不仅是人类的，也具有民族性。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式

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

情的中国特色。”[17]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

化的中国方案，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理论表

达，是对国际讨论的“中国模式”这一被动式话

语体系的合理性回应。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有

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它是对资

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纠偏，为全世界尤其是发展

中国家提供一条试图规避资本主义发展根源性

缺陷的发展道路。首先，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对资

本文明的超越性。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存在着

两条相互交织的思想发展线索，即“传承和发

展现代性”以及“超越现代性”这两大脉络。在

此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在

文明化和灾难化两个层面的矛盾性进行了深入

解析，指出了现代文明从“资本逻辑”向“人本

逻辑”转型的现代化进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

指导视野下，经过中国长期实践探索，形成一套

“政党引领型”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模式：“政党引领型

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是典型的“政党引领型”发展

模式。历史上，不论是以英国、美国为代表、主

张个人权利的“社会中心主义”范式，还是以德

国、俄国与日本为代表、强调国家自主性的“国

家中心主义”范式，都是先有国家后有政党，在

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过程中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

政党。西方国家经过长期战争建立了民族国家，

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过程中催生了现代意义上

的政党。因此，西方国家中的政党通常是在现代

国家转型成功后，才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关键

行动者。而近现代中国的现代化是从外部嵌入

被裹挟着进入现代化，是被动发展的。推进中

国国家现代化的社会力量天然缺失。这决定了

政党必须代替社会力量完成推动国家现代化建

设的使命，于是政党领导的现代化道路成为必

然选择。为此，不同于西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的根本政治逻辑正是“政党中心主义”范式，这

是解释中国现代化政治发展以及中国式政党制

度发展独特路径的主要理论基础。亨廷顿强调

发展中国家政党的重要性：“一个现代化中政治

体系的安定，取决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

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

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水平。凡达到目前和

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

至少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22](P396)“政党引领



第2期 世界现代化的发展经验、一般规律与中国方案 ·27·

型”模式，亦可成为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的

新模式、新选择、新方案。

政党主导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功的根本

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上最坚强的领导者、最先进的探路者及最大的

创新者。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核心关键是中国

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进程中处于核

心领导地位，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关键在党。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

的根本保证，是中国现代化演进的最本质特征、

最大政治优势和最根本的政治前提。事实上，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既源于中国共产党

的政党主导逻辑，也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

命精神不断推动政党自身现代化，得益于坚持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

具有执政党、领导党和使命党的三重属性，长期

处于执政地位，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全面领

导，将政党发展目标与国家发展目标、社会发展

目标、中华民族发展目标有机衔接和融合，确保

现代化事业稳步有序推进。另一方面，党在百年

艰苦奋斗过程中，不断塑造其强大的政治领导

力、经济领导力、社会号召力、思想引领力、群

众组织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并形成了

集中统一领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

力量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既带有共产主义政党的典型特征，如

鲜明的意识形态、严密的组织纪律、一元化领导

体制、民主集中制，等等。同时，在长期的执政

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执政

机制，包括政治决策机制（民主集中制）、精英

录用机制（党管干部）、利益综合机制（群众路

线）、价值引导机制（宣传思想）、社会联系机制

（基层组织），党政协调机制（党政联席会议）

等。[23]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领导体制，破

解了超大规模人口治理的难题，破解了后发国

家实现赶超式现代化难题，也为破解人类社会

发展困局提供多元问诊方案。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坚持独特“六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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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第一，中

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在如何看待和

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与其他

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

不是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各国一道，

共同推进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现

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不模仿或者复制西方，

也并非要求人类直接取代或摒弃资本主义现

代化道路。而是一种对人类现代化多样性的主

张，始终秉持着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

应交流互鉴的态度。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世

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天下观，倡导“立天下之

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讲求“授人以渔”的内源式发展哲学。第二，中

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价值观。以人民为中心

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逻辑。

中国之所以能创造彪炳史册的现代化发展奇

迹，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保障和实现更广大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目

标，把美好生活与美好世界的塑造作为使命任

务。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现代化，是与人民共建共享共治的现代化，是追

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第三，中国式现

代化蕴含的独特历史观。否定历史就没有现代

化的根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直面

历史、尊重历史，顺应历史、把握历史，秉承马

克思主义的扬弃观，坚持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中牢牢把握历史主动，担当作为创造奇迹。第

四，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文明“没

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中国式现代化秉

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明观。习近平总书

记也多次深刻阐述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

文明观，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

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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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第五，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

中国式现代化秉持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坚持全

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这是一种人民至上的

社会主义民主，是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

本思想的自主性民主，克服了西方政治民主文

化的基因缺陷，成为“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

的民主”。第六，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生态

观。中国式现代化秉持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

生态观。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

自然”“民胞物与”，贯穿着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的思想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共同构建地球

生命共同体”等一系列重要理念。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坚持“两个结合”

“两个结合”不仅是一种理论，还代表着

一种执政智慧和现代化方法。基于“两个结合”

方法形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模式和成果。首先，

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中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原则性设

想，在把握不同历史形势和回应人民需求和向

往中进行了创造性探索，创造出马克思主义现

代化思想成功实践的伟大样本。其次，中国式

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深入挖

掘和赓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还讲究在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

践中要注重传统与现代的贯通、融通。“两个结

合”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了本和源、根和

魂，实现了明体达用新境界。

从方法论意义上的普遍性来看，“两个结

合”对世界各国现代化的重要启示在于寻找内

源式发展模式，立足本国文化的主体性，构建

现代化自主话语体系，着眼于解决本国具体实

际和具体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是

几百年来首个非西方、非资本主义东方大国的

成功实践，是不靠殖民性掠夺，不靠民族奴役、

不靠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完全靠自主性、内生性

发展的成功实践。中国发展正确理解与诠释了

“两个结合”方法论，超越了西方社会资本统

治和市场至上的逻辑，克服了现代化过程中改

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张力，解决了西式教条下

难以化解的市场化、民主化等逻辑悖论，有利于

克服西方模式中资本唯利是图、选票至上、利

益集团对抗性争权夺利等固有弊端。正是马克

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铸就

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五、结语

当前，世界发展面临着多重危机和风险挑

战，人类现代化征程再次陷入困局。面对“我们

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

化？”等一系列现代化之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为人类现代文明提供了中国答案、全新选择。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科学

思想引领、政党中心主义、政党使命驱动、发展

战略谋划、中国制度优势”等鲜明特点。中国式

现代化的伟大变革和实践成就，既遵循了世界

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世

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面向未来，全面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高质量推进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

和人的现代化，既要以“世界”为尺度，始终遵

循世界现代化客观规律，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也要以“中国”为场景，加快中国式现代化经验

总结与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参考文献：

[1]张振华．发展型国家研究四十年：理论贡献、不足

与展望[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4)：179-187．

[2]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

200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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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人民日

报，2023-03-16(02)．
[4]章忻．高水平推进人的现代化[N]．浙江日报，

2022-06-23(006)．



第2期 世界现代化的发展经验、一般规律与中国方案 ·29·

[5]尹俊．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

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6]何传启．科技革命与世界现代化——第六次科技

革命的方向和挑战[J]．江海学刊，2012(1)：98-104．
[7]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22[M]．北京：中国统

计出版社，2022．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2009．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2009．
[10]魏治勋．“善治”视野中的国家治理能力及其现

代化[J]．法学论坛，2014，29(2)：32-45．
[11]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国家为什么

失败[M]．李增刚，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
[12]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

想·态度·行为[M]．殷陆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

社，1985．
[13]布莱克．比较现代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

社，1996．
[14]衣俊卿．人的现代化：走出日常生活的世界[J]．
社会科学研究，1992(01)：33-38．
[15]吴忠民．论中国世俗化传统的基本特征[J]．社会

科学，2021(9)：62-78．

[16]赵义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道路的现代性特

征[J]．中国社会科学，2023(3)：47-59，205．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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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北京：人

民出版社，2022．
[18]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M]．上

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19]陈峰君．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0]何传启．中国现代化报告2011：现代化科学概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2]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杨

玉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23]陈家喜．中国情境下政党研究的话语建构[J]．国

外社会科学，2019(5)：77-84．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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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08(1)．

【责任编辑    刘红娟】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General Rules and Chinese Proposals of World Modernization
QIU Fomei & WU Dinghai

Abstract: A country moving towards modernization should not only follow the general laws of 
modernization, but also be based on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have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roughout 
the century long process of world modernization, there are different schools of development models and 
theoretical paradigms. Global experience has shown that economic market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of 
production,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global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are important variables that explain the prosperity of world 
material modernization. System modernization is pursuing more adaptability, openness, autonomy, 
coordination, and inclusiveness. The main trend of human modernization is the modernization of human 
thinking and concepts, as well as the modernization of human lifestyles. Further summarizing the general 
laws of modernization in various countrie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no uniform fixed template for world 
modernization, only different social systems and development paths. The modernization practices of various 
countries have formed some consensus standards, and political parties are the key force influencing the 
world’s modernization process. Chinese modernization not only has global and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has Chinese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the Chinese plan for world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rrect theoretical expression of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great practices are significant innovation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lobal modernization. It not only 
follows the universal laws of world modernization, but also further enriches and develops the universal laws 
of world modernization.

Keywords: world moderniz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model; Chinese proposals; general 
rul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