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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多样性

与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

裴长洪

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践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文明理论，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内涵，展示了中国

式现代化文明形态的独特性和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最终目标。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人类现代化文明的共

同价值是: 把人民性作为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现代化道路，实现其多样性; 传承自

身历史文化传统，坚持守正创新，实现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 互助互利、立己达人，使现代化成果在世界上具有

普惠性; 不畏艰难、奋发有为，增进现代化领导的坚定性。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形态回答了时代和世界之问，它

向世界提供的中国智慧和方案是: 没有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更非西方化和美国化; 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文

明，它具有多面性; 实现现代化的最根本前提是要有坚强的政党领导并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中国

式现代化是驾驭资本能力的考验，是利用资本趋利避害的统一。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必然壮大世界

和平力量，成为保障人类利益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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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
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丰富多样、
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

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

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

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

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

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①深

入研究世界现代化文明的演进规律，对于我们更

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形态在本国

实际与别国经验、传承本国历史文化与融合世界

现代文明、增进本国人民与福祉促进世界共同发

展的相互关系中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重大

意义。

一、人类文明的内涵和世界文明多样性

( 一) 文明的内涵及其拓展
“文明”从单纯的词汇含义转变为社会含义，

主要是 18 世纪下半叶法国启蒙思想家在批判中

世纪黑暗统治中，用“文明”针对“野蛮”。19 世

纪后，西方学者把它延伸为开化、文化和新知识的

传播普及。20 世纪后，西方学者把文明的内涵进

一步延伸。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

比( Arnold Joseph Toynbee) 说，“文明乃是整体，它

们的局部彼此相依为命……在这个整体里，经济

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非常美好

的平衡关系。”这是文明的社会整体论。②美国历

史学家威尔·杜兰( Willianm Durant) 认为，文明

是社会秩序，包含经济活动、政治架构、道德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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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知识和艺术的创造。这是法律、传统和精神

的综合。③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认为，文明是广泛的文化实体，是“一

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④美国学者伊曼纽尔·
莫里 斯·沃 勒 斯 坦 ( Immanuel Maurice Waller-
stein) 将文明界定为世界观、习俗、物质文化和精

神文化等方面的特殊联结，它是一种历史的总

和。⑤

上述关于文明内涵的认识，都是西方学者对

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这一历史断层

的观察分析和概括，它没有总结出人类社会在文

明演进和社会形态发展变化中的规律。这个发现

是由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完成的。马克思认

为，人类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表现，人类文明的

变化是由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即任何时代

的文明、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必须以一定的生

产力为前提，“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

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

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

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

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

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

础。”⑥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既相互适应又相互矛盾的运动，推动了人类

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演进。因此，人类文明的

本质是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的生产方式、上
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的整体表现，在不同时代，它

又反映了特定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共产党

宣言》将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文明视

为一种新的文明象征，把它与以往的文明形态相

区别。“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

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

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

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⑦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

世界文明内涵提供了新的元素。以往所有关于人

类文明的认识，都仅仅局限于人类社会自身，而不

涉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但是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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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与资本主义现

代化的文明形态不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遵循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解决本国的

发展问题，同时又关切全人类的共同发展，把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形态的一个

重要特征，它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类文明

理论的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自身文明

形态追求的一个目标，不是空泛的概念，而是实践

基础上的理性认识。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一些

学者开始关注人类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引起了

国际组织的关注。1979 年 2 月在日内瓦召开的

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提出了全球气候变暖问

题。1988 年其专门委员会首次发布了全球气候

变化的评估报告。1989 年 5 月举行的第 15 届联

合国环境署理事会期间，通过了《关于可持续发

展的声明》。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发

展中，对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的意识直到工业化

和经济现代化二百多年之后才在一些知识精英中

被唤醒。美国作者蕾切尔·卡逊( Ｒachel Carson)

写的《寂静的春天》，详细披露了“上个世纪，发生

在西方国家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对生态环境和公

众生活造成巨大影响。”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
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等，都造成当地居

民大量死亡。⑨直至今日，美国对国际社会要求应

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仍然保持消极态度。
中国早在 1994 年就响应联合国《21 世纪议程》，

提出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和发展白皮书，提出

可持续发展，1998—2002 年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投入占同期 GDP 的 1. 3%。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

后，防治污染保护生态的工作力度更大，2017 年 3
月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蓝天保卫战”。亚

洲清洁空气中心在 2022 中国蓝天观察论坛上发

布了该组织的研究成果《大气中国 2022: 中国大

气污染防治进程》。其结论称中国已成为世界上

空气质量改善最快的国家。该研究对全球 20 个

国家在清洁空气与气候变化领域的措施和进展进

行了横向对比，得出的结果是，中国在过去 10 年

间碳排放强度下降了 34. 4%，多项排放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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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这个国际社会公认的成

效，是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的有力证明。
( 二) 文明的多样性在于每个文明的独特性

文明具有丰富的内涵，但承载它则需要一个

民族或国家的实体，因此一个民族或国家也代表

着一种精神和文化，这就造就了当今世界多样化

的文明实体。事实上，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由不同

文明实体组成的且相互竞争与合作的文明世界。
俄罗斯思想家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丹尼列夫

斯基( 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Данилевский) 在《俄

国与欧洲》一书中最早确定了 10 种单独的“文

化”类型，他在批评欧洲文明的同时，提出了斯拉

夫文明。⑩持同一观点的西方学者还有奥斯瓦尔

德·斯宾格勒( 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 、
阿诺德·汤因比、塞缪尔·亨廷顿等人。他们对

人类历史和文明形态进行过梳理归纳和评论。美

国历 史 学 家 卡 罗 尔·奎 格 利 ( Carroll Quigley )

1961 年发表的《文明的演变: 历史分析导论》中认

为，历史上大的文明先后出现过 16 个。在西方，

从克里特文明产生了古典文明，而后者又产生东

正教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三大文明，这一

点与汤因比的观点一样; 在东方，他认为从华夏文

明中产生出了中华文明和日本文明。�11汤因比罗

列了 20 个文明，斯宾格勒列举了 8 个主要文明，

加拿 大 历 史 学 家 威 廉·麦 克 尼 尔 ( William H．
Hardy Mcneill) ，分析了人类历史上的 9 个文明，�12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
del) 也指出了 9 个文明，�13东西方的学者们普遍

认为世界历史上至少产生过 12 个主要文明，但是

其中 7 个文明已经消失，仅有中国文明、日本文

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还留存至

今。亨廷顿还预言，未来的世界将不是一个单一

的文明形态，而是有许多不同的文明形态并存。
中国学者梁漱溟在 20 世纪初提出，世界大致分为

三种文明类型，即欧洲文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

明。中国文明是所有文明中唯一延续了 5000 年

左右的单一文明。�14世界上有 2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2500 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

不同民族和习俗，不同人的不同多样需求孕育了

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人的需求多样

性和文明多样性始终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是

不同人群对世界认知和自身传统认同的各式各样

表达。每一种文明都根植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凝聚

着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卓越智慧和精神诉求，蕴

含着人类发展进步所依赖的精神理念和价值追求。
在世界文明的百花园中，各种文明都有其独

特之处，这是文明多样性存在的客观依据。中华

文明更是独特的，人们无论研究哪个时期或哪一

代的人类文明，中华文明必定是其中之一; 无论把

同一时期的文明分成哪几个，中华文明必定是其

中之一; 无论在历史上总计分辨出哪些出现过的

文明，中华文明必定是其中之一。中华文明在世

界上是唯一具有“永续性”的文明，其他文明要么

早早中断了，例如古埃及、古苏美尔、古希腊和古

罗马等; 要么只在较晚的时期才出现，例如伊斯兰

文明、西方文明等; 要么难以确认是否可以单独列

为一个文明，例如日本文明、犹太文明等，甚至包

括印度文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曾指

出:“中华民族这个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为

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创造

了“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灿烂文明”。�15有史以来，

中国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一种独特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

宇宙观; 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天下观;

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社会观、世界观;

自强不息、任人唯贤的伦理观; 革故鼎新、使民小

康的经济发展观; 互利共盈、义利兼顾的对外关系

观，使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深深地打上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烙印。但在另一方面，中国式

现代化又深度融入了现代文明，它吸收人类创造

的一切物质文明、吸收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

式，先进的科学技术，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

成果。它不仅使国家走向富强，而且凝聚了先进

的意识形态，在全社会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

系。这是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四大文明的发源地能

够永续存在的内在动力，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成为

世界文明新形态的根本原因。
( 三) 文明演进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全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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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价值

人类文明演进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马克思恩

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不可避免

使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走向灭亡，最终必然被共产

主义社会所取代，而共产主义文明形态的优越性

就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进步与全人类

的解放。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人类社

会发展的规律，也取决于人类文明追求的目标。
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矛盾实际上已经蕴含了新文

明的萌芽。1844 年恩格斯《致马克思》一信用“旧

文明”概指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整个资产阶

级文明，而 用“新 文 明”来 表 示 共 产 主 义 文 明。
《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等著作都具体描

绘了共产主义文明，它将是“能给所有人以幸福

的文明”。�19这就是人类文明追求的最终目标。这

种能给所有人以幸福的文明具体指的是什么? 这

就是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的理

论主题和社会理想是解放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

类，人人在一个自由联合体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类文明理论的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还认为，促进社会变革，推动社会

文明进步，其目的就是为了改变人类现有的生存

状况，让人的自身价值得到充分发展和实现。这

种人类的自身文明发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最重要

标志，当人人都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有利的

社会条件时，人类自身文明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

就实现了交融发展。由于人类自身文明发展所需

要的条件是多方面的，因此满足这些需要的社会

文明进步也必然是多方面的，而创造多样性需求

的条件则是实现人类自身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

而多样性需求必然导致文明的多样性发展。人类

文明多样性同时又产生了交往和交流的需求。马

克思主义认为，没有普遍交往的发展，就没有现代

文明的孕育和产生。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

文中就提出交往对生产力、物质文明传承及其发

展具有重要影响的观点，“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

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

族都要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

生产力才有了保障”。�17在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

种，徃往是先进文明战胜落后文明、高级形态的文

明战胜低级形态的文明，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

规律”。�18当世界历史发展到普遍交往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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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

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

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

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

的文学”。�19世界各地、各民族和国家的普遍交往，

实际上反映了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

客观规律。为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

中明确提出: “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

家学习”。�20

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交往、交流和互鉴，是为了

实现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在当代，和平、发展、公

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它蕴

含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

价值取向，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

互鉴而发展。这是一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价值

观，尤其在人类社会已经结束了依靠殖民掠夺和

种族灭绝的罪恶历史的今天，和平发展已经成为

时代主题，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人类社会的共

同需要，并成为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但

是，把不同国家的矛盾和文明差异夸大为文明发

展的主要矛盾是一些西方学者的偏见。美国政治

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于 1996 年出版了《文明冲突

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文明

冲突论”。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

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

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

文明，以及可能还有非洲文明。这个世界的冲突

根源不再是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对立，而是文化方

面的差异和对立，全球的主要矛盾将是“文明的

冲突”。�21“文明冲突论”否定了人类生存发展的

价值观和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历史观，它是历史

唯心主义的，也是旧殖民时代和冷战时代的挽歌。
事实上，世界各种文明互相独立存在，同时也互相

影响、互相学习借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

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22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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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现代化的今天，中国更是不余遗力地学习借

鉴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经验，从而造福中国人

民，推进了现代化建设，不同文明的互相学习借鉴

推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文明冲突论”不代表历

史的正确方向，正确的结论是: “文明是多彩的，

世界也是多彩的; 文明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优劣

之分; 文明是包容的，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

在什么文明冲突”。�23

二、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人类现代化文明的

共同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曲折

起伏，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充满艰辛。他

主张人类社会现代化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

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 要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

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 要树立守正创新意识，保持

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 要弘扬立己达人精神，增强

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 要保持奋发有为姿态，确保

现代化领导的坚定性。�24这 5 点主张，既是对中国

式现代化文明蕴含的普遍规律的揭示，也是对人

类文明共同价值的理论思考。
( 一) 现代化文明的人民性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

场，依靠人民求发展，发展成果也由人民共享。人

民是历史活动的主体，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

观点。中国式现代化既要调动 14 亿人民的历史

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要实现 14 亿人的共同富

裕; 既要使国家富强，又要实现 14 亿人与自然环

境的和谐共生。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目标

没有定于一尊的标准可套用，只能在参考借鉴其

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目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 2035 年，“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

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

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的远景目

标，就是根据中国实际提出的预期目标。中国式

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和物质文明，并不简单以国内

生产总值来衡量。在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

生产总值是全部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的增加值总

和。它来源于交换和交换价值的多寡，交换数量

愈多或交易频率愈高，交换价值就愈多，或交易价

格背离交换价值愈多，交换价值也愈多。这种经

济核算方式有利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通过操控资

本流动、各类金融产品及衍生品的高频次交易，就

像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次级债券行销全球那

样; 或通过操控石油天然气等类金融产品的生产、
交易和美元订价权，人为抬高交换价值，从而获得

更多增加值和资本收益。这种资本盛宴和华尔街

巨头暴利的结果必然是人民的大量失业、金融和

经济危机频频发生，穷富两极分化加剧，资本奴役

人的程度加深。2011 年 9 月在美国纽约曼哈顿

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已向人类文明演进再

次发出了警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建设以

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福祉为目标，其国内

生产总值主要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上，在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中满足城乡居民最大限度的就业福

利。2010 年中国已就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

到 2020 年制造业增加值是美国和日本之和。�25中

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也有独立

健全的服务业、金融业和农业。党的二十大报告

描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的建设方向: “坚

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

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

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29这就是人

民性在经济建设和物质文明形态中的具体体现。
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文明形态是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统一。通过发

扬全过程人民民主，真正实现保障人民的各项权

益。其精神文明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

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

聚人心、汇聚民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科

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形成高度契合性。�27其社

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目标是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

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体系，形成共商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其生态文明形态是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理念谋划发展。
( 二) 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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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西方学者大多认

为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终级形态。美国历史学

家威廉·麦克尼尔( William Hardy McNeill) 说，世

界上四种主要文明兴起于中东、印度、中国和欧

洲。现在，这四种文明都融于以西方为主的全球

性世界主义。�28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概括为以古希腊和

古罗马文化为基础，以路德教和加尔文教为精神

支柱，以自由市场经济、商业经营和资本核算为本

质。�29他们认为，只有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才能实

现现代化的转型，从而实现现代化文明。日本义

无反顾“脱亚入欧”，按照日本学者福泽谕吉《文

明论概略》的设计，西方代表文明，中国处在半开

化阶段，非洲各国滞留在野蛮阶段，效法西方文明

道路是世界上后进国家的必由之路。�30这种武断

的结论，不仅没有被当今时代的文明发展所证明，

而且就连少数西方学者也不认可。美国左派学者

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近年指出，当代资

本主义已进入“混乱和告终”，它必然被一个或多

个后继的体系所取代: “我们不能预测它是一个

什么样的体系，但能通过我们目前我们政治的和

道德的活动来影响其结果。”“占人类四分之一的

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中起重大作

用。”�31

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文明的

终极形态，马克思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

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共产主义将在资本主义创

造的生产力基础上，创造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及其

文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现代化并非文明的终

结。资本主义现代化固然物质丰富，但仍然是资

本对人的统治和奴役，它不可能为人的全面自由

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进步创造最有利的条

件，而马克思恩格斯坚信，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

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

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种认为走向现代化文明的

道路是单一的，即美国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纯粹

的资本主义道路的认识。也与事实不符，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宣告了这个神话的破产。
马克思认为，对应于每个文明形态，不同国家

的社会发展并不同步，因而形成各种具体文明形

态的差异。每一种文明和文化与其他文明和文化

的区别，是因为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发

展过程的独特性。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研究证明

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经济形态并不完全重复欧洲

的样式。他说:“正像在地质的层系构造中一样，

在历史的形态中，也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

生类型等一系列的类型。”�32马克思主义还认为，

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虽然人们不能随心所欲

创造历史，但在特定条件下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

性对社会形态的选择也具有重大反作用。中国从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向社

会主义的历史跨越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文明发

展的一般规律与不同民族国家社会发展道路多样

性、可选择性的辩证法。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自然

生态条件、生产力水平、生产和交换的内容和基础

不同，语言文化不同，社会发展的演进路径也不可

能完全相同，只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无论走向

哪种现代化文明形态，其实现道路也必然是多样

性的。
( 三) 守正创新意识，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

对于每个国家来说，走向现代化都不应当中

断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承。守正就是为了保持本

国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积淀和传承。一个

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是建立在其自身的文化

和历史基础上的，不可能全盘复制其他国家的历

史、文化和民族精神。即便主张“脱亚入欧”的日

本，其现代化文明形态也难以摆脱本国本民族的

特点，也难以完全复制一个欧洲的民族和国家。
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持守正，坚持本土

文化和传统，这不仅能够为现代化进程提供坚实

的文化基础，更能让本国人民在融入现代文明的

同时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避免文化同质化、沙漠

化。守正还能够弘扬传统美德和道德准则，培养

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从而增强人民

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推动现代化进

程的顺利进行。
创新的目的就是为了融入现代文明，借鉴其

他国家的经验，吸收人类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加

快本国的现代化进程和进步。在现代化进程中，

科学和技术的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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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动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并

提高生产力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

调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因此这是融入

现代文明的重要方面。另一重要方面是，现代生

产方式、市场经济、企业制度和商业规则等事物也

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也应当成为各国学习和

借鉴的重要对象。当然，这些学习和借鉴都不能

盲目照搬，都要根据自身国情和各种条件灵活运

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经验就是坚持守正

创新，它的意义在于保证现代化进程的可持续性。
现代化进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需要长期的努

力和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守正和创新并不是相

互排斥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只有

坚持守正，才能不丧失自我，坚持创新，才能推动

科技和技术进步，推进经济体制和企业组织的变

革，推进经济和企业管理的提升，从而推动现代化

的发展。把守正与创新结合起来，才能在融入现

代文明中推进本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才能成为本国本民族走向现代化的精

神支柱，成为具有本国本民族特点的文明新形态。
( 四) 立己达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包容性和文明新特征还体现

在对待外部世界的关系上，包容和融合是中华文

明的历史传承，中华民族大家庭就是在长期历史

发展中包容融合的结果。在对外关系上，中国古

代的丝绸之路、郑和七下西洋，都是和平通商与和

平外交的真实记录。当今“中国走和平发展道

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
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

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33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

就追求和平、和睦、和谐，先秦儒家的的《礼记·
礼运篇》就说“讲信修睦”是大同社会的一个信

条。这个信念历久弥新，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信

仰。近代以来，虽然中国曾遭受西方列强和日本

的长期侵略，中华文明受到摧残，但这使我们更坚

信和平是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全人类的利益，维

护和平是中国人民、也是世界人民的责任。中国

式现代化决不走帝国主义“国强必霸”的老路，而

要毫不动摇走和平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实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坚持“人不犯我，我不

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立场，不找事，不怕

事，不挑起事端和冲突，自卫反击有理有利有节。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是在和平发展中前进的，而且

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稳

定。20 世纪 60 年代，在中国经济还欠发展的情

况下，就对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力所能

及的援助，坦赞铁路成为中非合作友好的标志。
当今，中国式现代化顺应和平发展的历史大潮流，

2013 年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倡

议，中国与沿线许多国家开展了共建“一带一路”
的合作，真实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立己达人

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现代文明精神，体现了中国式

现代化希望发展中国家共享中国发展成果的精神

追求。近两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发出了“全

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

议”，目的就是为了增强中国现代化成果的普惠

性。随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进展，中国

为世界贡献能力的增强，中国不仅能够为世界提

供更多更好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提供更大规

模的中国市场和中国需求，而且还将继续提供各

类推动各国现代化的国际公共产品。在与各国现

代化的结伴同行中，互利共赢，互相支持，为各国

现代化发展提供中国精神、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 五) 不畏艰难，保持现代化领导的坚定性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充满艰辛的探索，并非一

帆风顺、一路凯歌行进。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

中国人民孜孜求索的梦想。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追求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

代化道路的历史。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

既有缺乏经验，在探索经济发展规律中的失误，也

有遭遇各种自然灾害和各种突发事件的挫折; 既

有遭受帝国主义长期封锁的侵扰，也有在接受苏

联和东欧国家经济技术合作援助后所面临的安全

风险的困窘; 既有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中遇到的各

种新问题、新挑战，也有在全面对外开放后所面对

的世界经济政治风高浪急风险的冲击; 既有经济

发展的波动曲折，也有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等各

种急难问题。但这些都没有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初心，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姿态，勇敢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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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民族和国家的伟大使命。“当前，世界之变、时
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

方面，尽管道路曲折、但前途终归光明; 另一方面，

安全受到威胁、和平发展任重道远、全球治理赤字

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挑战，世界又一

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

民的抉择。”�34面对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

拉大，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

加，冷战思维阴魂不散的世界形势，世界各国和各

政党都应坚定信心，保持现代化领导的坚定性。
要看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人心所向、大势所

趋，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到光明

的前景，坚持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好引领和推动

作用。

三、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文明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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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

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

新选择。”�35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文明发展

的启示主要是:

第一，没有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更非西方

化和美国化。中国式现代化证明了不存在唯一的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模式，人类走向现代化

的道路不仅仅是西方资本主义一条道路。世界各

国在向现代化转变过程中，都要经历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

的运动而实现，因此，呈现出一些普遍性的特征。
例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后，相继经

历了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等发展过程。这

些过程代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经济发展

的客观规律，因此它是现代化文明形态的一般特

征。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受客观规律支配，在经

济建设中必然展现这些内容。但具有一些普遍特

征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通往现代化的路径只有一

条，采取的模式只有一个。实际上，现代化所具有

的诸如工业化、城镇化等普遍性特征，是各个民族

和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展现的社会现象，其

社会表现形态也是以各国具有的现代化发展的特

殊性为基础的。毛泽东在论述矛盾运动的普遍性

和特殊性关系中说，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

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

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任何事物都包含

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

性之中”，任何共性和绝对性，“即包含于一切个

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39

从世界历史看，旧时代的现代化都沾满了殖

民扩张、海外掠夺的血腥，今天任何国家的现代化

都不可能重复历史。在今天的现代化中，不仅存

在基本社会制度差异的现代化，即资本主义与社

会主义两种不同基本社会制度的现代化差异; 而

且也存在基本社会制度相同的现代化差异。各国

因国情、资源禀赋、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受到外部影

响程度的差异，它们开启现代化的时间有明显先

后之分，而且选择现代化的具体形式以及所期望

达到目标也有差别。例如，美国的自然条件是地

广人稀，沃野千里，人民来自欧洲移民，政治体制

是“三权分立”，农业是典型的大农场体制，实行

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 西欧不少国家保留皇

室，采取“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分配上实行高福

利政策; 而日本不仅保留天皇体制，更由于资源贫

乏、人口众多，经济高度依赖海外市场，其小型稻

作农业经营是典型的东亚方式。在社会习俗方

面，美国人喜欢的可口可乐、肯德鸡、汉堡包等快

餐食品，许多欧洲人也不喜欢。美国等西方国家

把具有自身特点的现代化模式、道路和文明形态，

标榜成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但事实上非

西方国家鲜有按照它们的说教能取得成功。而中

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发展，宣告了现代化等于西方

化和美国化的破产。
第二，现代化特征具有多面性，它决定了现代

化文明的多样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马

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文明观认为现代文明的本质和

方向是人的现代化。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由有意

识、有目的的人的实践活动构成的。正如马克思

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正是人，现实

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历史不过是追

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7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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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根

本动力。“人是本质、是人的全部活动和全部状

况的基础”�38。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创造历史

的持续性，不仅推动了社会进步，而且也发展了自

己，社会现代化的终极目的是人的现代化，这是现

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人的现代化的实现受

到了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人

沦为资本、金钱的奴隶，成为创造剩余价值、财富

的手段或工具。为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工

人作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劳动者被允许获得

有限发展。因此，它仅仅表现为人的劳动能力现

代化，工具的现代化，而不是人类的自身解放和现

代化。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为人的现代化创造了前

提。即便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资料以公

有制为主体，可以保证人们占有生产资料的基本

平等，在此基础上进行生产、分配和交换，形成的

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是人民满足美好生活愿望

并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经济基础。虽然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也允许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存在，但

是它们既受到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道德氛围

的约束和节制，还受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强大

外部性影响，其对人的不利影响被降至最低水平。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非公有制经济对劳动者

的认识必然受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主流意识的引

导，即不断接受和趋近人的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人民是指全体社会

主义建设的参加者，它是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因

此，可以说人的现代化就是人民的现代化。
可见，是以追求资本增殖和利润最大化为基

本逻辑，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目标，还是以追求人

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多重目标，这是两种不同的

现代化文明观的本质区别。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

要创造多方面条件，这是一个包括人类社会和自

然环境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既包括物质生活极

大满足、精神生活极大丰富、社会公平正义、生态

环境良好等方面，又涉及个人素质、能力的全面发

展，因而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多目标、全面性的

现代化。它涉及人作为劳动者和自由主体、经济

与社会、国家与人民、历史文化传承和现代文明认

知创新、人与自然、本国与外国等各方面的和谐与

协调。这种多目标的现代化不仅使得中国式现代

化是史上最难的现代化，而且是最伟大的现代化。
现代化文明的多面性，决定了世界各国在实

现这种多面性中必然长短不一，由此决定了人类

文明具有多样化的发展前景。人类文明发展遵循

着由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化文明

依次递进的一般规律，但由于各个国家的自然条

件、生产力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对外交往

的不同，使得各国的社会发展存在差异，这种差异

与文明多面性实现目标的差异叠加，是文明形态

差异的客观规律性。中国具有“独特的文化传

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

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39由此形

成中国式现代化，在自己的多面性目标中展现自

身特色。“文明具有多样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种

的多样性一样，一同构成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本

源”。�40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结论是对文明演进规

律和大自然规律的深刻揭示，也是中国式现代化

对世界文明发展贡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第三，坚强的政治主体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从世界史看，一个民

族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一个坚强的政治

主体或政党的领导。这个主体之所以能够坚强有

力，关键在于国内具有广泛深厚的阶级或群众基

础，能够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并引导它们向

历史的正确方向前进。在西方资产阶级现代化的

早期发展中，它们建立的政党政治基本是稳定的，

一些资产阶级的优秀政治家能够掌控国内局势并

按照统治阶级的愿望走向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在长

期的革命和建设中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高度支

持，成为领导中国人民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同

时，现代化也离不开对外交往。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的世界性，决定了任何国家都不能关起门来搞

建设，但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础是国家全面的独

立自主和自力更生。马克思认为民族独立是一个

民族国家发展的先决条件，他在谈及印度沦为英

国殖民地的后果时指出“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

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

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41。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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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原因是印度直到今

天，都没有实现全面的政治独立和经济上的基本

自立。一个民族或国家，“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

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

发展 过 程 才 会 重 新 开 始”�42。中 国 也 不 例 外。
1840 年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救亡

图存运动都失败了，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一个代

表人民和代表历史正确方向的政党领导，因而也

就不存在一个独立、统一的中国。我们不讳言，新

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曾得到苏联的帮助和支持，但

中国的经济建设并不依附苏联，对苏联以“社会

主义阵营的世界市场”为由的分工体系采取了合

作但不依附的独立性，而是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

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后，邓小

平指出:“我们要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也要大

力发 展 对 外 贸 易，但 是 必 须 要 以 自 力 更 生 为

主”�43。1982 年他在向利比亚元首多伊介绍中国

经济建设经验时表示: “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

自力更生为主”�44。他强调: “独立自主、自力更

生，无 论 过 去、现 在 和 将 来，都 是 我 们 的 立 足

点”。�45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独立自主的前提

下，才能谈得上真正的国际合作和对外开放。正

如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 波兰文版序言》中指

出:“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

民族在自己家里完全自主的时候才能实现”�49。
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的启示是，只有在中国

共产党这个伟大坚强的政党领导下，中国的现代

化建设才能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方针并实

行对外开放，从而赶上世界发展的潮流。当今世

界，各国的现代化事业亟需要本国坚强的政治主

体的领导，这个主体不听命于任何外国势力，在独

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大力开展国际经济合

作，只有这样才能使本国的现代化事业朝着正确

的方向前进。而且，实行对外开放是为了增强自

身独立自主的能力。在对外开放中大胆吸收和借

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人类文

明的先进成果和有益成分，如先进科学技术、市场

机制、现代企业管理、国际商业交往的制度文明( 规

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 ，都是为了加速本国生产

力的发展，提高本国经济和政治独立自主的能力和

地位，使本民族和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四，现代化是驾驭资本能力的考验，是利用

资本趋利避害的统一。马克思依据历史唯物主义

和辩证法，不仅揭露资本来到世间的罪恶和流着

肮脏的血，而且也高度肯定资本对资本主义社会

的贡献。他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

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
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

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

种要素的创造。”�47中国式现代化是利用资本“文

明面”和克服资本“不文明面”的统一。怎样在利

用资本中做到趋利避害，始终是发展中国家走向

现代化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

山先生，尽管他遵循的是资产阶级现代化的历史

逻辑，但也敏锐地提出了“节制资本”的主张。在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

了反对官僚买办资本，保护民族资本的主张，并成

为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的组成部分。在

新中国建立后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国共产党一

方面继续实行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另

一方面也反对和打击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的违法

犯罪活动。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特别是在

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利用资本的文明面，不仅引

入市场机制，而且放手发展各种所有制经济，利用

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在利用资本文明面为中国

式现代化服务的同时，也为资本运行设置“红绿

灯”，防止其向政治、社会、精神文化等领域的无

序扩张。
当今世界各国为了加快本国的现代化，都希

望利用外国资本，同时也希望发展本国民族资本

为现代化服务，这的确都是必要的。但是现代化

目标的人民性决定了利用资本不能违背现代化的

初衷，不能让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背离现代化

的初心和使命，不能违背大多数人的利益。能否

驾驭资本，掌握利用资本的正确方向，是当今世界

走向现代化文明形态的普遍挑战和时代课题。中

国式现代化的经验是，防止资本脱实向虚，防止虚

拟资本造成经济泡沫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防止

资本走向垄断，干扰市场竞争，损害中小生产者和

消费者的利益; 防止资本向政府和公权力渗透，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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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公共权力的人民性基础; 防止文化和意识形态

的西方化美国化，危害本国的文化和精神安全。
因此，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都应牢牢站在人民立场

上，积极引导资本的“文明面”为实现人民美好生

活服务，同时依靠国家政权力量和人民的力量克

服资本的“不文明面”。
第五，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是实现人类

利益的保障。尽管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仍然是和

平发展，各国对现代化的向往期待迫切、期许很

高，但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进入 21 世纪

后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都是

美国干涉他国内政，强制进行民主改造，强行输出

价值观的典型事件，严重破坏了其他国家向现代

化发展的自主性和人民性。而遏制霸权主义的最

好方式是壮大世界和平力量。因此，中国和发展

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不仅有利于世界和平力量，而

且是人类利益的保障。
首先，“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

王称霸的基因”�48。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崇尚“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谐万邦”、“以和为贵”等

理念。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以及最终目标规

定了她既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的政党，也是为世界谋大同的政党。中华民族

和中国共产党的特性决定了中国必然摆脱“国强

必霸”的西方现代化逻辑; 必然站在世界和平力

量一边。
其次，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有利于

国际体系的稳定运行。西方鼓吹的“霸权稳定”
是对旧殖民时代的辩护。在当今世界经济多极化

潮流下，在国际体系中实行“一言堂”和“单边主

义”已经遭到各国的唾弃，国际体系需要“维护以

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

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而不能成为个别霸权国家任意

曲解的国际规则。这需要打破话语权一家独大的

旧局面，让更多国家在世界事务中有更大的话语

权。话语权来自自身的实力，一国现代化的发展

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是话语权的实力基础，中国和

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必然提高自己的话语权，

增进国际体系的民主性，保障国际多边主义的真

实性，从而有效改变维护世界和平力量与霸权主

义威胁的力量对比。
再次，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必将促

进全球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当前，在世界经济

多极化中，全球经济呈现东升西降的发展趋势，特

别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创造的国际分

工合作网络，突破了美西方跨国垄断资本布局的

全球价值链网络，扩大了世界经济地理的版图，扩

大了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不仅深化了中国与发

展中国家的合作，而且推动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
这不仅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更多地享受现代化成

果和福祉，而且将不断提高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在

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促进全球更加公平发展。中

国式现代化的率先垂范意义还将对世界产生重大

影响，将鼓励发展中国家依据自身国情，根据人民

的意志，独立自主地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不断丰富

世界现代化文明百花园的成就。因此，中国和发

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不仅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也是保障人类利益文明方向

的历史趋势。

四、结束语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看，多样性必然

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

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49人类社

会现代化应以人的现代化为首要目标，以实现人

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从而实现人

类的共同价值。各国现代化的道路必然各具特

色，这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历史发展规律。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康庄

大道，也是谋求人类自身现代化、促进世界大同的

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

并非一枝独秀、孤芳自赏; 它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

互借鉴，并促进世界文明百花齐放。各国现代化

征程难免遭遇坎坷，但只要不畏艰难，奋力进取，

前途终归光明。历史将证明，中国式现代化将与

世界上其他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事业汇聚成人类文

明繁荣进步的时代洪流，成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

体和保障人类利益中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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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rinsic Logic and Value Implications
of the Essential Ｒequirement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ang Guanyu ＆ Hong Guangdong
Abstract: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which originate from China’s

unique national conditions，are unified in the strategic arrangement of building a great modern social-
ist country and integrated into the mission of the CPC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It contains a
systematic and clear logical structure and value implications． Specifically，in terms of leadership，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CPC has promoted the century-long struggle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erms of direction，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eads the way for Chinese moderniza-
tion;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mode，the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the“Five-in-One”approach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erms of global significance，Chinese modernization
advoc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has created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Chi-
nese modernization and integrate them into all aspects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provi-
ding ideological guidance and action guidance for the grand goal of building a strong country．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new form of human advancement; essential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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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versity of World Civilization and the New
form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ivilization

Pei Changhong
Abstrac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practices and develops the human civilization theory of

Marxist，and enriched the connota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shows the uniquenes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orm and the ultimate goal of realizing the common value of mankind． The common
values of human modernization contained i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re: taking people’s
character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landing point of modernization; persisting in independently
exploring the road of modernization and realizing its diversity; Inheriting their ow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and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etc． China’s
modern civilization has answered the questions of The Times and the world． It offers the following
wisdom and solutions to world: there is no single model of modernization，let alone Westerniz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Modernization is not only material civilization，but also has many aspects; The
fundamental premise of realizing modernization is to have strong party leadership and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independence and self-relianc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a test of the ability to
control capital，and the unification of using capital to seek advantages and avoid disadvantages．
When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chieve modernization，they will strengthen the forces for
world peace and become the mainstay of safeguarding the interests of mankind．

Key words: world civilization diversity;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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