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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由欧美等西方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ꎬ 体现了以资本为中心的物化逻辑ꎮ 因

强调排他式扩张与 “自我优先”ꎬ 资本主宰的西方式现代化不仅造成了西方国家内部的政治极化、
贫富分化、 社会撕裂ꎬ 而且使全球陷入了一系列现代化困境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ꎬ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ꎮ 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 立足本土又胸怀天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及其成功实践ꎬ 印证了成功的现代化并非由资本主宰的逻辑理路ꎮ 它摒除了西方 “自我优先” 的单

一现代化模式弊端ꎬ 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前进方向的同时ꎬ 为处于低潮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注入了蓬勃生机ꎬ 也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范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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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研究员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０９)ꎮ

“资本主宰” 下的西方式现代化ꎬ 对内剥削与压迫无产阶级和弱势群体ꎬ 对外对其他落后国家

开展野蛮征服与殖民掠夺ꎬ 其实质是两极分化的现代化、 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 对外扩张掠夺的

现代化ꎮ 旨在打破旧的封建秩序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ꎬ 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人类的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ꎬ 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暴露出 “资本主宰” 的制度性弊端ꎬ 进而使人类社会陷

入政治撕裂、 社会分化、 种族歧视、 文明冲突等一系列发展困局ꎮ
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ꎮ 随着中华文明的复兴ꎬ 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一定

程度上改变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ꎬ 以推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成功实践破解了 “只有遵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 的悖论ꎬ 在深刻改变人

类文明版图、 极大丰富世界现代化道路体系的同时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ꎮ 中国提出

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建 “一带一路” 等共同现代化构想ꎬ 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整

体性思维和制度性优势ꎬ 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天下大同” 理想诉求的同时极大推进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ꎬ 进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ꎮ

一、 “资本主宰” 与 “人民至上”: 中西方现代化的不同逻辑起点

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ꎬ 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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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截然不同的逻辑起点ꎮ 由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主导、 遵循 “资本主宰” 逻辑的西方式现代化ꎬ
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人类社会陷入了贫富两极分化、 社会阶层撕裂、 文明冲突加剧等一

系列发展困境ꎮ 而决定现代化成败的归根结底是 “人” 而不是 “物”ꎬ 人民才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和

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ꎮ 以 “人民至上” 为逻辑起点和价值导向的中国式现代化ꎬ 始终将实现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摆在首要位置ꎬ 始终致力于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全人类发展成果ꎮ
１. 西方式现代化固守 “以资本为中心” 的物化逻辑ꎬ 给自身乃至全球带来了一系列发展难题

强调资本逐利本性的 “资本世界化”ꎬ 与西方扩张式现代化相伴相生ꎮ “资本主宰” 的西方式现

代化ꎬ 本质上是 “以资本为中心” 的现代化ꎬ 并以追求物质财富和资本增殖为逻辑起点ꎮ 其 “资本

主宰” 的固化逻辑ꎬ 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西方社会内部的政治极化、 贫富分化和社会撕裂ꎬ 以及全球

范围内的文明冲突、 意识形态分歧和生态危机ꎮ
从内部看ꎬ 西方式现代化遵循 “资本主宰社会” 的物化逻辑ꎬ 其现代化归根结底是资产阶级追

逐少数人利益的过程ꎮ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 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放大了西方社会 “商品拜物教、
货币拜物教、 资本拜物教” 的物化逻辑ꎮ “法律、 道德、 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ꎬ 隐

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ꎮ”① 西方式现代化以追求西方资本集团利益或本国资本利

益最大化为根本动力ꎬ 并 “以物的依赖性、 服从 ‘物’ 的逻辑为前提”ꎬ 本质上是资本利益至上、
少数人攫取大多数人利益的现代化ꎮ 在资本逻辑的统治和支配下ꎬ 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在工具理性的

道路上越走越远ꎬ 其现代化过程势必受制于资本、 听命于资本、 服务于资本ꎬ 而资本与生俱来的剥

削、 掠夺、 扩张本性ꎬ 使得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长期处于受剥削、 被统治的地位ꎮ 西方国家因

此面临着资本贪婪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 激烈党争导致的政治精英对峙决裂、 种族歧视导致的社会

群体裂痕扩大等一系列内生性困境② (也有学者将其定性为 “资本至上陷阱”③ )ꎬ 这既是资本主义

制度的先天弊端ꎬ 也是西方式现代化所带来的必然后果ꎮ
从外部看ꎬ 建立在剥削、 压榨、 不平等基础上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使世界长期处于对抗性矛盾

之中ꎮ 西方国家长期奉行所谓 “优胜劣汰” 的社会达尔文主义ꎬ 其现代化进程实质上是一条军事征

服、 经济掠夺、 文化殖民之路ꎮ 哈佛大学历史系斯文贝克特教授曾用 “战争资本主义” 来界定早

期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ꎮ “欧洲人的贸易网络扩张到亚洲、 非洲和美洲ꎬ 主要靠的并不是价廉物美

的商品ꎬ 而是靠武力屈服竞争者ꎬ 以及欧洲商人在世界很多区域的强制性存在在世界的其他地

方ꎬ 特别是在美洲ꎬ 当地的原住民被剥夺财产、 驱逐或危害帝国扩展、 掠夺土著和奴隶制这三

个步骤ꎬ 在建造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ꎬ 以及资本主义的最终出现中ꎬ 处于核心位置它与此前的

世界如此不同ꎬ 也与 １９ 世纪出现的世界不同ꎬ 因此ꎬ 这一体系应当有它自己的名字: ‘战争资本主

义’ꎮ”④ “资本主宰” 逻辑支配下的西方国家无节制的资本掠夺与殖民扩张ꎬ 导致不同国家和民族之

间冲突不断、 东西方意识形态领域分歧明显、 南北方国际话语权严重不对等ꎮ 正如恩格斯在 «反杜

林论» 中所说: “文明每前进一步ꎬ 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ꎮ”⑤ 在近年来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和俄

乌冲突过程中ꎬ 西方式现代化的资本劣根性和政治操纵性暴露无遗ꎮ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疲软无力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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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疫苗实行全球垄断与价格操纵ꎬ 为追求政党私利和资本集团利益而无视本国乃至全球民众生命安

全ꎬ 为稳定本国经济指标而滥用遏制通胀的经济政策等ꎬ 都充分暴露了深藏于西方现代化模式下的

资本控制和价值剥削本质ꎮ 此外ꎬ 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不计成本地对外转移高污染产业、 转嫁生态

危机ꎬ 在打破地球生态系统平衡的同时严重挤压了发展中国家的 “地球空间”ꎮ “资本主宰” 的西方

式现代化弊端不断凸显ꎬ 一种有别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亟待出现ꎮ
２.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ꎬ 在实现全体人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同时

致力于同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与西方国家自觉沦为资本附庸、 通过暴力掠夺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不同ꎬ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把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ꎮ 在充分激活 “资本的文明面”① 基础上ꎬ 有效遏制

资本向政治、 社会和精神文化领域无序扩张ꎬ 既利用资本又规制资本ꎬ 使资本利益绝对服从于人民

利益ꎬ 人民成为驾驭资本的社会本体而不是资本增殖剥削的对象ꎮ “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ꎬ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与目标指向②ꎮ 基于人民立场的政治导向和 “人
民至上” 情感关怀的高度统一ꎬ 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性优势ꎮ

从内部看ꎬ 中国式现代化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摆在首要位置ꎮ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

化” ③ꎬ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ꎬ 将人的现代化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ꎬ 追求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而不是人的单向度发展ꎮ 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制度、 社会治理制度、 基本经济制度等制度设计ꎬ
极大丰富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 通过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ꎬ 激发中

国式现代化活力ꎻ 通过增进民生福祉、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ꎬ 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升到新的历史高

度ꎻ 通过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ꎬ 让人民群众感受社会公平正义ꎻ 通过繁荣文化产

业、 健全城乡公共文化体系ꎬ 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ꎻ 通过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

程、 打好 “蓝天、 碧水、 净土” 保卫战等ꎬ 在 “把握人与自然关系之本质规定性” 的基础上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ꎮ 中国式现代化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

面的发展ꎬ 从而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口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ꎬ 并因

此超越了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④ 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虚假本质ꎮ
从外部看ꎬ 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同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ꎮ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ꎬ

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 城乡差距、 收入分配差距ꎬ 体现了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

惠及全体人民的根本立场ꎮ 与此同时ꎬ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制造业第一大国和商品消费第二大

国ꎬ 中国长期致力于同全世界分享中国发展经验、 同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ꎮ 近 １０ 年来ꎬ 中国新建

了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高质量进出口促进平

台ꎬ 为同世界各国分享市场机遇、 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提供了有力保障ꎮ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天
下大同” 理想社会追求、 遵循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逻辑取向、 倡导世界各国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

动能的中国式现代化ꎬ 不同于资本逐利性、 政治功利化的西方式现代化ꎬ 而是 “以中国新发展为世

界提供新机遇ꎬ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ꎬ 让各国人民都能共享中国乃至全人类发展成果ꎮ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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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认为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带到了世界①ꎮ

二、 “单极突进” 与 “多极并跑”: 中西方现代化的不同模式选择

现代化是不同国家和民族追求的共同目标ꎬ 但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制度、 文化传统及其

所处的历史方位千差万别ꎬ 故而不可能存在普遍适用的 “一刀切” 的现代化模式ꎬ 更不可能出现

“全球西方化” 的现代化图景ꎮ 马克思在对东西方社会制度、 文化传统、 土地所有制、 经济组织形

态进行考察后ꎬ 果断否定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②ꎮ 人类社会现

代化的历史进程印证了马克思关于现代化模式的上述判断: 不仅在欧美、 东亚等区域的现代化模式

“百花齐放”ꎬ 而且在经济、 政治、 文化等领域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③ꎮ 任何国家都无权包揽国际

事务、 主宰他国命运、 垄断发展优势ꎬ 更没有决定他国现代化模式的特权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ꎬ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ꎬ 不能削足适履ꎮ 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

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ꎮ”④

１. “单极突进” 的西方式现代化强调排他式扩张ꎬ 是以其他国家落后为代价的现代化

马克思认为ꎬ 一个民族的现代化道路与进程ꎬ 完全取决于特定民族处身其中的社会条件和历史

环境ꎮ 他在致 «祖国纪事» 编辑部与致查苏利奇的信中指出ꎬ 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 “历史必然

性” 仅限于 “西欧各国的范围内”ꎬ 如果将西欧现代化的所谓 “历史经验” 强加给其他国家ꎬ 极有

可能使其 “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⑤ꎮ 从欧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具体实

践看ꎬ 以绝对性、 虚伪性、 排他性为特征的西方式现代化ꎬ 引发了经济、 政治、 文化、 生态等领域

的全球性危机⑥ꎮ
从欧美等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看ꎬ 其 “单极突进” 的现代化模式建立在对内残酷剥

削、 对外殖民掠夺基础之上ꎬ 并因此展现出恃强凌弱、 泯灭人性的资本掠夺本质ꎮ 英国在资本原始

积累时期通过 “圈地运动” 掠夺农民土地ꎬ 在机器大工业时代榨取产业工人剩余价值、 对英属殖民

地野蛮殖民ꎬ 一跃成为 “日不落帝国”ꎻ 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凭借钢铁洪流和坚船利炮一度

横扫欧洲、 北非ꎬ 但 “战争狂魔” 的标签与其现代化进程如影随形ꎻ 自诩为 “上帝选民” 的美国在

１６—１９ 世纪对美洲大陆原住民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和文化灭绝政策ꎬ 并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杰弗

里萨克斯教授形容为 “１９５０ 年以来全世界最残暴的国家” ⑦ꎮ 英国的 “圈地运动”、 德国的 “犹

太种族灭绝” 政策、 美国的 “西进运动” 等ꎬ 无不标注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 “原罪”ꎮ 西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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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国家 “单极突进” 的资本积累与殖民掠夺过程ꎬ 给本国和殖民地国家民众带来了深重灾难①ꎬ
印证了马克思的那句名言: “资本来到世间ꎬ 从头到脚ꎬ 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ꎮ”② 自 １７
世纪以来ꎬ 全球范围内逐渐形成了以西欧、 北美国家为中心ꎬ 以东南亚、 东欧国家为 “半外围”ꎬ
以其他国家为 “外围” 的资本主义剥削体系ꎮ 美国历史学家、 世界体系理论主要创始人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认为ꎬ 尽管西方人眼里只有一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ꎬ 但以扩张为生命线的资本主义体

系以平等的名义维持着极度的不平等ꎬ 并将因耗尽扩张空间而走向崩溃③ꎮ
西方式现代化是以排他式扩张为典型特征的现代化ꎬ 马克思、 恩格斯将其定性为狭窄的资产阶

级关系④ꎮ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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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

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ꎬ 还要大”⑤ꎬ 但伴随西方现代化而来的ꎬ 是经济危机肆虐、 种族歧视加剧、 意

识形态对立、 气候问题严峻和各国发展不平衡等全球性赤字ꎮ “单极突进” 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ꎬ
尽管给工业革命的早期繁荣打上 “科学、 民主、 自由” 的价值观烙印ꎬ 试图借此掩盖其殖民掠夺和

残酷剥削的野蛮行径ꎬ 但建立在 “资本主宰” 逻辑基础之上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ꎬ 不可避免地

造成了劳动和资本的对立、 东方和西方的对立ꎮ
从西方式现代化的现实走向看ꎬ 西方国家认为成功的现代化只有唯一且排他的西方模式ꎬ 并长

期支配着解释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经验的话语权ꎮ 英国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工业革命促进了社

会生产力飞跃式发展ꎬ 美国凭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导第三次科技革命成为新的 “全球霸主”ꎬ 但

伴随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而来的是其在政治、 经济、 科技、 文化等领域的全球垄断及其空前膨胀的

野心ꎬ 以至于对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探索不屑一顾或视而不见ꎮ 西方式现代化构建的西方话语

体系长期垄断国际话语权ꎬ 并将人类文明形态简单划分为二元对立的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ꎬ 归结

为所谓不同等级、 高低文明之间的差序排列⑥ꎮ 作为人类现代化的先行者ꎬ 欧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凭借先发优势以及长期积累的资本实力、 科技优势和文化霸权ꎬ 试图将西方社会的特殊价值观、
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普遍化ꎬ 经济垄断、 单边外交和意识形态偏见随处可见ꎮ 在经济领域ꎬ 西方实

行贸易保护主义ꎬ 动辄以贸易制裁手段迫使他国就范ꎻ 在外交领域ꎬ 西方以 “孤立主义” 为基础的

单边外交严重破坏了国际秩序ꎻ 在意识形态领域ꎬ “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⑦的 “文明优劣论” “文明

隔阂论” “文明冲突论” 大行其道ꎮ “西方中心主义” 长期支配着解释非西方世界现代化经验的话语

权ꎬ 西方式现代化也被 “包装” 为唯一可以模仿的范本ꎬ 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模式经常被强行塞入

“一元现代性” 分析架构⑧ꎮ “资本主宰” 的物化逻辑是西方社会资本现代性的逻辑ꎬ 而不是人类通

往现代化的必然逻辑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ꎬ 很多发展中国家选择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并由此

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ꎮ 但从实践效果看ꎬ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一批亚非拉国家相继陷入西方式

现代化泥潭ꎮ 对西方式现代化的简单复制与机械模仿ꎬ 不仅没有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出发展困局ꎬ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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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因削足适履丧失了经济、 政治、 文化领域的民族独立性ꎬ 进而落入了 “中等收入陷阱” “低增值

陷阱” 等一系列现代化陷阱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西方继续奉行单边主义ꎬ 为追逐资本利益不惜 “筑墙设垒”、 频频 “脱钩断

链”ꎬ 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ꎬ 冷战思维甚嚣尘上ꎬ 进而导致全球治理体系严重失衡①ꎮ 西方现代化

模式的制度性弊端愈发凸显ꎬ 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ꎬ 经济、 军事实力

以及对世界秩序掌控能力的下降ꎬ 甚至引发了西方社会内部的文明焦虑和自我认同危机ꎮ
２. 倡导 “多极并跑” 的中国式现代化ꎬ 拓展了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不同国家和民族都有特定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底蕴ꎬ 在现代化价值目标、 制度约束、 优先次序以

及具体策略方面存在巨大差异ꎬ 其现代化模式自然也不可能千篇一律ꎮ 马克思更加强调人类历史发

展道路的多样性ꎬ 他在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研究俄国社会革命道路时指出ꎬ 俄国 “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

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②而开辟另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ꎮ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 “世界上

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ꎬ 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ꎮ”③ 倡导 “多极并跑” 的

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克服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排他性弊端ꎮ
中国式现代化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创新ꎬ 充分证明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前发展的

无限可能ꎮ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ꎬ 既高度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

原则又蕴含着现代化的普遍特征ꎬ 实现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两者的有机结合ꎮ 它打破了 “资本主义现

代化模式唯一正确” 的 “西方神话”ꎬ 为中国更好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ꎮ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ꎬ 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ꎮ 中国式现代化既没有 “套用”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ꎬ 也绝非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

家现代化模式的 “再版”ꎬ 而是在汲取世界各国现代化先进经验与历史教训的同时ꎬ 既遵循人类历史发

展的一般规律ꎬ 又注重 “走自己的路”ꎬ 实现了现代化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ꎮ 中国仅用数十年时间就

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数百年的现代化历程ꎬ 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了崭新的现代化视野ꎬ
使科学社会主义在 ２１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ꎬ 让世界各国意识到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并非社

会主义的终结ꎬ 并重新点燃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希望ꎮ
中国式现代化丰富了世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ꎬ 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

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ꎮ 以和平崛起为重要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包容共赢而不是封

闭排他的现代化ꎬ 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ꎬ 也是一条打破西方既定模式、 另辟蹊径的现

代化道路ꎮ 中国式现代化以其独特的本土性立场、 崭新的内容和形式ꎬ 丰富和发展了世界现代化理

论体系ꎬ 在改写世界现代化版图的同时终结了现代化问题上的 “文明冲突论” “历史终结论” 等西

方谬论ꎮ 一方面ꎬ 中国式现代化既符合世界现代化的普遍规律ꎬ 又体现了与本国国情实际相契合的

特殊性ꎮ 与奉行霸权主义、 扩张主义的西方 “单极突进” 的现代化模式截然不同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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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ꎮ 其历史合法性

在于ꎬ 它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ꎬ 体现了既跨越了资本主义ꎬ 又要占有其积极成果的历史

辩证法ꎮ 从 “走自己的路” 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ꎬ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的中国式现代化ꎬ 彻底摒弃了 “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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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 的西方式现代化逻辑ꎬ 以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走出了一条社会

主义现代化道路ꎮ 另一方面ꎬ 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发展中国家要么 “依附”、 要么 “脱钩” 的现代

化二元难题ꎬ 为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ꎮ 面对 “依附” 西方还是与经济全球化 “脱
钩” 的现代化难题ꎬ 中国既不 “脱钩” 也不 “依附”ꎬ 既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又保持民族独立性ꎬ
开辟了一条既适合本国国情又富有无限生机的现代化新道路ꎮ 新中国成立 ７０ 多年来ꎬ 中国从 “现代

化的迟到国” 发展成为 “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ꎬ 中国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

７０％ ꎻ 过去 １０ 年ꎬ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居首位 (平均贡献率达到 ３８ ６％ ꎬ 超过 Ｇ７ 国家

贡献率的总和)ꎮ 倡导 “多极并跑” 的中国式现代化以其成功实践丰富了世界现代化道路的现实样

态ꎬ 让现代化道路由 “单选题” 变成 “多选题”ꎻ 在对西方现代化模式进行批判性借鉴的同时ꎬ 为

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成功范例ꎮ

三、 “自我优先” 与 “胸怀天下”: 中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不同价值追求

自 １８ 世纪中期工业革命以来ꎬ 欧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于 “西方中心主义” 和霸权主义逻

辑ꎬ 相继主导建立了世界秩序ꎮ 在 “资本主宰” 逻辑的长期作用下ꎬ 西方式现代化在标榜所谓 “普
世价值” 的同时奉行赤裸裸的 “自我优先”ꎬ 不仅使人类长期陷入文明冲突、 两极分化、 意识形态

争端、 生态危机等发展困局ꎬ 而且加剧了当今世界的治理赤字、 信任赤字、 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ꎮ
而立足本国国情又胸怀天下的中国式现代化ꎬ 以其整体性思维和创新性实践破解了 “文明冲突论”
“现代化一元论” 等西方式现代化悖论ꎮ 通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建 “一带一路” 等成功

实践ꎬ 跳出了长期以来困扰世界各国的西方式现代化陷阱ꎬ 因其聚焦全人类共同价值、 关注世界各

国共同前途命运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ꎮ
１. 西方式现代化是 “自我优先” 的单一现代化ꎬ 所谓 “普世价值” 难掩其 “极端利己主义”

实质

西方现代文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最为深刻也最先肯定的文明形态ꎬ 但他们也清醒地看到ꎬ
资本主宰的西方文明形态在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不同程度地造成了东西方文明的冲突甚至是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利益纷争ꎮ 随着 ２０ 世纪以来西方文明 “逐渐而且无规律的衰落”ꎬ 无论是国际

秩序中的 “西方优先”ꎬ 还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 “某国优先”ꎬ 西方式单一现代化模式强调的

“自我优先” 非但没有兑现带领全球走出发展困境的所谓 “普世价值”ꎬ 其霸权主义行径和单边主义

作为反而造成了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 “西方之乱” 甚至是 “世界之乱”ꎮ
西方式现代化的 “自我优先”ꎬ 首先表现为国际秩序中无视发展中国家利益的 “西方优先”ꎮ 建

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西方文明ꎬ 始终固守 “西方中心主义” 的价值立场ꎬ 始终信奉基于

“丛林法则” 的零和博弈思维ꎬ “西方优先” 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一种对抗性的单一现代化ꎮ “普世价

值” 原本是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对宗教神学统治与封建统治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ꎬ 但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在 “自我优先” 的现代化过程中ꎬ 将所谓 “普世价值” 的特殊性包装成普遍性ꎬ 将西方文明解释

为人类文明普遍的、 唯一的形式ꎮ 西方 “普世主义” 价值观认为ꎬ 反映资本主义价值诉求的具体人

性可以代表全人类共同利益ꎬ 将西方式现代化视为世界各国通向现代化的唯一道路ꎮ 以自我为中心

的西方式现代化坚持 “自我优先” 而排斥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ꎬ 试图将西方文明塑造为 “人类的

典范” 和 “历史的终点”ꎬ 实际上在向全球灌输 “西方优先” 的逆全球化和单一现代化观念ꎬ 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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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设置重重障碍使发展中国家沦为西方现代化体系的 “依附者” 或现代化的 “无望者”ꎮ 部分后发

国家现代化的失败教训证明: 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一味迷信和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过度依附ꎬ 只会使

自身陷入无法摆脱依附、 不能独立发展的现代化困境ꎮ
西方式现代化的 “自我优先”ꎬ 进一步表现为西方社会内部的 “某国优先”ꎬ 甚至因此无视西方

利益集团内部其他成员利益ꎮ “西方中心主义” 衍生的 “自我优先” 现代化逻辑ꎬ 不仅体现为无视

发展中国家利益的 “西方优先”ꎬ 而且时常表现为无视其他西方 “盟友” 利益的 “某国优先”ꎮ 在这

方面ꎬ 以 “美国中心主义” 为既定逻辑的 “美国优先” 是其典型代表ꎮ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卷入

“与自身利益无关的” 欧洲纷争的 “美国孤立主义”ꎬ 到将拉美视作美国势力范围而反对欧洲列强再

殖民的 “门罗主义”ꎬ 再到近年来特朗普、 拜登政府大肆鼓吹的 “美国优先”ꎬ 美国自独立以来的对

外政策无不渗透着 “美国优先” 的政治基因ꎮ 作为 “破坏国际秩序的唯我独尊者”ꎬ 美国放弃了本

应承担的大国责任而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ꎬ 动辄 “毁约退群”ꎬ 滥用单边制裁和 “长臂管辖”ꎬ
不择手段地压制他国甚至西方 “盟友” 发展ꎬ 实质上体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长期奉行的以

本国利益为唯一标准的 “极端利己主义”ꎮ
２. 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类解放为根本价值追求ꎬ 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兼顾全人类共同

利益

现代化历史进程表明ꎬ 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式现代化并非解决经济全球化难题的济世良方ꎮ
“自我优先” 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ꎬ 逐渐暴露出 “资本主宰” 逻辑的制度性弊端和国际争端

解决机制的非公平性ꎬ 并日益沦为西方守成大国维护资产阶级集团利益或特定地缘利益的工具ꎮ 而

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的中国式现代化ꎬ 着眼于整个人类的现代化而不是单一国家或民

族的现代化ꎬ 它所弘扬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给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增加了确定性ꎬ 并通过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共建 “一带一路” 等具体实践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ꎮ
传承中华民族 “天下情怀”、 坚持胸怀天下的中国式现代化ꎬ 摒除了西方单一现代化模式 “国

强必霸论” 的 “文明冲突” 逻辑ꎮ 与西方文明过度强调弱肉强食的 “丛林法则” 不同ꎬ “胸怀天

下” 贯穿于中华民族 ５０００ 多年的发展进程ꎬ 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基因和历史逻辑ꎮ 作为世界文

明中唯一没有断流且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ꎬ 中华文明具有西方文明所缺乏的包容性与 “天下意识”ꎮ
从 “协和万邦” 到 “万国咸宁”ꎬ 从 “四海之内皆兄弟” 到 “天下一家”ꎬ 中华民族的天下情怀一

脉相承、 世代赓续ꎮ ５０００ 多年文明史所积淀的 “天下意识”ꎬ 不仅使中华文明在相互尊重内部差异

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ꎬ 而且因注重与世界其他文明形态交融互鉴而深刻影响着中国式现

代化的价值取向ꎮ “国强必霸” 并非历史铁律ꎬ 中国人民不接受 “国强必霸” 的逻辑ꎮ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彰显中华文明 “天下情怀” 的中国式现代化ꎬ 兼具中华民族

的家国情怀和放眼全球的世界观照ꎬ 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兼顾全人类整体利益ꎮ 中华文

明与社会主义文明、 现代化文明有机融合ꎬ 更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入了 “兼济天下” 的制度优势

和时代生机ꎮ
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ꎬ 彰显了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切

关照ꎮ 作为 “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ꎬ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

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ꎮ 中国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ꎬ 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

人、 称王称霸的基因ꎮ 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其著作 «中国问题» 中描述道: “如果在这

个世界上有 ‘骄傲到不屑打仗’ 的民族ꎬ 那就是中国ꎮ 中国人天生宽容而友爱、 以礼待人ꎬ 希望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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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投桃报李ꎮ 只要中国人愿意ꎬ 他们可以成为天下最强大的国家ꎮ 但是ꎬ 他们所追求的只是自由ꎬ
而不是支配ꎮ”① 一方面ꎬ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关注世界各国前途命运ꎬ 弘扬和平、 发展、 公平、 正

义、 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ꎮ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把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ꎬ 始

终致力于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环境ꎬ 它主张超越西方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ꎬ 倡导东西方文明交流

互鉴、 不同文明形态包容共存ꎬ 因其反映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诉求而更加具有真实性和包容性ꎮ 世界

各国共建共赢的共同命运观ꎬ 各国人民共同参与的全球治理观ꎬ 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维护全人类共

同利益、 促进人类文明永续进步的共同价值观ꎮ 中国式现代化以海纳百川的开放姿态吸纳不同文明

形态的有益成果ꎬ 广泛汲取其他国家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教训ꎬ 不仅体现了扎根中华大地又胸怀天下

的全球视野和世界气度ꎬ 而且为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贡献了中国智慧ꎮ 另一方面ꎬ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建 “一带一路” 的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实

践ꎬ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ꎮ 中国始终秉持 “天下一家、 命运与共”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ꎬ 倡导

并践行 “一带一路” 倡议ꎬ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ꎬ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ꎬ 彰显了中华文明

与人类其他文明形态和衷共济的世界观照ꎮ 为破解当今世界面临的治理赤字、 信任赤字、 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ꎬ 中国在汲取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 西方共同体思想和世界其他文明有益成分基础上提

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ꎬ 彰显了中国倡导并践行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ꎮ 中国

倡导的 “一带一路” 是与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向高度一致的公共产品ꎬ “一带一路” 是

当今世界影响范围最广且最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平台ꎮ 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显示ꎬ 共建 “一带一路” 将

使相关国家 ７６０ 万人摆脱极端贫困ꎬ “一带一路” 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将使全球收入增加 ０ ７％ 至

２ ９％ ②ꎮ 追求 “天下大同、 美美与共” 的中国式现代化ꎬ 以开放交流取代闭关锁国ꎬ 以互利共赢取

代 “朝贡体系”ꎬ 实现了新时代中华文明的形态升级ꎬ 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

进程ꎻ 强调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成果的中国式现代化ꎬ 因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ꎬ 摒除了西方式单一现

代化弊端ꎬ 在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完成现代超越的同时创造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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